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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ꎬ 针对港城发展一般规律进行分析ꎬ 对港口总体规划与城市衔接中需要考虑的重点问题进行思考ꎻ

结合大连港太平湾港区、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规划工作ꎬ 采用一体化规划方法进行了实践ꎻ 提出对港城规划工作的意见与建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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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口是现代物流体系的一个关键节点ꎮ 港口

通过上下游关联效应对城市经济的发展具有巨大

的推动和辐射作用ꎬ “城以港兴” 正是对这一作用

的准确写照ꎮ 另一方面ꎬ 城市对港口发展具有强

大的支撑作用ꎬ 包括提供综合物流活动空间和便

捷的集疏运通道ꎬ 提供货源、 金融、 人才、 技术、

信息等多方面的服务与支持ꎬ 是港口发展的动力

与依托ꎮ 正是因为港口和城市互为依托、 共同发

展的关系ꎬ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不断深化ꎬ 港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日益增强ꎬ “第

四代港口” 的重要特征就是港口、 城市融为一体ꎮ

长期以来ꎬ 港口行业在开展港口规划过程中ꎬ

比较多地考虑了港口、 临港产业、 物流的用地和

配套设施需求ꎬ 而对与后方城市的协调发展分析

不足ꎮ 在港城一体化的背景下ꎬ 要做好港口规划、

使港口建设更好地服务于城市发展ꎬ 港口总体规

划的工作思路和方法还有待创新与完善ꎬ 需要从

理论、 方法和实践上开展研究ꎮ

１　 港城发展一般规律

伴随经济社会的发展ꎬ 港口的地位与功能逐

步演变ꎮ 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于 １９９２ 年将港

口按其功能发展划分为 ３ 代: 第 １ 代港口主要指

１９５０ 年以前的港口ꎬ 其功能为水运货物的转运、

临时储存及货物的收发等ꎬ 港口是运输枢纽ꎻ

第 ２ 代港口主要指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至 ８０ 年代的港

口ꎬ 增加了使货物增值的工业、 商业功能ꎬ 港口

成为运输和服务的中心ꎻ 第 ３ 代港口主要产生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后ꎬ 功能上加强了与所在城市以及

用户的联系ꎬ 使港口的服务超出了原来港口的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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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ꎬ 增加了运输、 贸易的信息服务与货物的配送

等综合服务ꎬ 使港口成为支撑贸易的物流中心ꎮ

目前广泛讨论的第 ４ 代港口概念于 １９９９ 年在联

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上提出ꎬ 第 ４ 代港口在兼容

第 ３ 代港口功能的基础上ꎬ 以信息技术为支撑ꎬ

通过资源整合及与相关方之间的充分互动ꎬ 使港

口成为供应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ꎬ 实现物质流、

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快速流通ꎬ 提供差异化、 精细

化和人性化的服务ꎬ 实现与港口相关的供应链各

环节之间的无缝连接ꎮ

港口发展代际理论清晰地揭示了港口发展过程

中功能的不断完善以及对城市的影响ꎮ 根据该理

论ꎬ 港口初期(第 １ 代港口)大多是以其优良的自然

条件禀赋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ꎬ 港口运输装卸功能

的发展吸引了贸易、 产业的集聚(第 ２ 代港口)ꎬ 同

时带动周边区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ꎮ 在这种情况

下ꎬ 港口、 城市结合越紧密ꎬ 就越有利于互相依

托、 形成集聚效应ꎬ 同时越有利于推动二者的快速

发展ꎬ 因此形成了早期阶段自岸线向后方的码头－

堆场－临港物流－临港产业－城市的常规布局(图 １)ꎮ

图 １　 早期临港城市布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ꎬ 第 ３ 代、 第 ４ 代港口

功能不断完善ꎬ 土地急剧扩张ꎬ 同时城市也迫切

需要扩大工业、 商业和住宅区ꎬ 导致港区与城区

间争夺土地ꎬ 港城发展矛盾逐渐突出ꎮ 为确保城

市的发展空间ꎬ 老港搬迁问题随之产生ꎬ 甚至出

现了港口因港城矛盾问题多次搬迁的情况ꎮ

在上述情况下ꎬ 有必要从港口总体规划层面

对相关要素进行分析ꎬ 在港口建设之初ꎬ 就充分

考虑到未来港城空间协调问题ꎬ 并提前加以解决ꎬ

避免或者减少发展后期港城矛盾的产生 １ ꎮ

２　 港口规划与城市建设协调发展

２１　 港口的功能定位

港口主要功能通常包括: 货物装卸和转运、

商业和贸易及工业功能等ꎮ 对于一些成熟港口如

上海港ꎬ 经过多轮磨合ꎬ 城市和交通行业对港口

的定位基本是一致的ꎮ 另一方面ꎬ 部分地区ꎬ 尤

其是新建港口或港区ꎬ 由于尚未能形成港城的长

期互动ꎬ 导致港口自身功能定位与城市对港口定

位出现脱节ꎮ 其原因在于ꎬ 港口规划没有对城市

的要求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研究ꎮ

开展港口规划需要在对城市有关规划充分研

究的基础上ꎬ 从城市发展和交通行业发展要求两

个维度进行功能定位ꎮ 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ꎬ

就现阶段尤其是新建港口而言ꎬ 港口面向城市服

务的商贸、 产业功能越来越突出ꎮ 港口规划工作

中ꎬ 在提出面向腹地的货物运输、 中转节点的基

本任务的基础上ꎬ 还应以促进港城融合互动与共

同发展为原则ꎬ 充分考虑城市商贸、 产业发展要

求ꎬ 以开放的理念提出合理的港口功能与定位ꎬ

体现 “港城和谐” 的互动理念ꎮ

２２　 资源利用与总体布置

港口规划需要利用的资源通常包括岸线、 水

域和陆域等ꎮ 资源利用的主要原则通常包括统筹

规划、 远近结合、 深水深用、 合理开发、 有效保

护和可持续利用等ꎮ 通常而言ꎬ 确保充足的港口

岸线和水陆域空间是港口发展的基本要求ꎮ 随着

城市的发展ꎬ 城市其他部门对于上述资源的需求

也迅速上升ꎬ 亲水岸线、 景观岸线、 居住区∕商业

区建设ꎬ 乃至水域保护、 林地保护和生态保护等ꎬ

均对港口资源进行一定程度的占用ꎮ

上述情况要求港口规划以资源利用最大化为

原则ꎬ 以共享的理念妥善处理港口∕城市的岸线与

土地资源的关系ꎮ 根据港口的性质、 功能和可持

续发展的要求ꎬ 在充分考虑城市发展及产业布局

的前提下ꎬ 合理确定港城界限、 科学划分港口岸

线与用地ꎻ 同时ꎬ 统筹近远期发展的关系和要求ꎬ

制定符合近期起步的空间布局规划ꎬ 预留足够的港

城弹性发展空间ꎬ 最终实现绿色发展、 协调发展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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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配套设施

港口配套设施与城市的协调重点体现在集疏运

通道方面ꎮ 在前文所述 “码头－堆场－临港物流－临

港产业－城市” 的常规布局之下ꎬ 港口对外集疏运

通道必然需穿过产业区和城区ꎬ 随着港口城市规

模不断扩大ꎬ 集疏港货运和城市客运车辆混行ꎬ

使得港口集疏运问题成为港城矛盾的突出表现ꎮ

规划中需充分考虑港口近远期发展需要ꎬ 对集疏运

通道进行充分预留ꎬ 有条件时应规划港口专用疏港

通道ꎬ 避免或减轻与城市交通的相互影响ꎮ

对于水、 电、 通信等配套设施ꎬ 也应充分认

识到港口、 城市发展的广阔前景ꎬ 对设施的规模、

管网尺度等从规划角度做出充分预留ꎮ 就通过能

力而言ꎬ 建议遵循 “配套设施≥交通≥堆场≥码

头” 的基本要求ꎬ 进行合理的适应性预留和前瞻

性预留ꎬ 实现可持续发展ꎮ

３　 案例分析

３１　 大连港太平湾港区总体规划

大连港太平湾港区位于大连瓦房店西海岸ꎬ

太平湾港区及后方的临港新城ꎬ 是较为典型的港

城一体化规划案例ꎮ 经过科学的定位以及规划方

案的多次优化调整ꎬ 为港口城市分别预留了足够

的岸线和陆域空间ꎬ 并为港城协调发展打下了良

好的基础(图 ２)ꎮ

图 ２　 大连港太平湾港区的区位

３１１　 定位与功能

结合太平湾港区与后方城市、 产业的互动关

系及其在大连港及区域港口群中的发展定位ꎬ 太

平湾港区的开发秉承 “港、 产、 城” 一体化的发

展理念ꎬ 重点服务后方产业和临港城市的发展需

要ꎬ 并积极发挥其资源优势ꎬ 发展现代港口物流ꎬ

承接大连港功能布局调整带来的部分综合运输功

能的转移ꎬ 保障大连港的可持续发展ꎮ

据此ꎬ 太平湾港区的发展定位为: 太平湾港

区是大连港的重要港区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

资源ꎬ 近期以服务太平湾沿海经济区临港产业和

城市发展为主ꎬ 承接大连港老港区部分功能调整ꎬ

服务辽宁沿海经济带进一步开发开放ꎮ 今后随着

太平湾港区功能和集疏运体系逐步完善ꎬ 可在更

高水平上服务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ꎮ

３１２　 岸线划分与总体布局

２００８ 年ꎬ «大连港总体规划»得到政府批复ꎬ 确

定了大连港的总体规划格局ꎬ 明确了太平湾 ２５ ｋｍ

岸线(车河—太平角)为港口发展预留岸线(图 ３)ꎮ

图 ３　 太平湾港区岸线规划

规划对车河—太平角港口发展预留岸线开展了

进一步分析ꎬ 以绿色、 共享理念为指导ꎬ 确定将其

中自然条件、 景观条件较好的太平角—太平角南岸

线作为滨海旅游、 城市岸线ꎬ 太平角南—大西山岸

线作为港口岸线ꎬ 大西山—车河作为港口发展预留

岸线ꎬ 实现了港口与城市岸线资源的协调(图 ４)ꎮ

图 ４　 太平湾港城空间布局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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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体布局方面ꎬ 太平角及后方区域作为城

市发展用地ꎬ 太平角以南区域作为港口、 产业发

展用地ꎬ 形成了港口与产业向西∕向南发展、 城市

向北∕向东发展的格局ꎬ 港∕城互相依托并留有足够

的发展空间ꎮ

３１３　 集疏运体系

根据总体布局ꎬ 分别对港口(临港产业)、 城

市设置集疏运道路ꎬ 做到客货分流、 互不干扰 ２ 

(图 ５)ꎮ

图 ５　 太平湾港城集疏运体系

３２　 钦州港大榄坪港区总体规划

北部湾区域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核心、 “一

带一路” 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国内沿海港口建

设的热点地区ꎮ 钦州港位于北部湾经济区的中心

地带ꎬ 在 “千万标箱集装箱干线港” 建设的重要

机遇下ꎬ 北部湾港口集团、 钦州市联合组织了对

区域港口及周边区域规划的优化调整ꎬ 这也是港

口规划单位以新理念为引领、 港城一体化思想为

指导ꎬ 对港口城市开展规划工作的实践(图 ６)ꎮ

图 ６　 钦州港口∕城市现状格局

钦州市港口城市格局现状整体呈南北狭长分

布ꎬ 自南向北依次为港口、 产业区、 滨海新城和

主城区ꎮ 客流、 货流均集中于南北向通道ꎬ 通勤

距离较远ꎬ 客货混行ꎬ 一旦港口运量大幅增长ꎬ
集疏运矛盾将凸显ꎮ 同时ꎬ 由于港口占用了几乎

全部沿海岸线ꎬ 北部城市向海发展可用岸线不足ꎮ
考虑到港城一体化发展的需要ꎬ 提出 “东城西港”
的理念ꎬ 建议在城市在港口东侧发展ꎬ 有利于港

口城市结合更紧密ꎬ 还可实现客货分流ꎮ 港口城

市隔河相望ꎬ 岸线、 用地空间相对独立ꎬ 跨江建

设若干桥梁亦可有效实现二者的充分衔接(图 ７)ꎮ

图 ７　 “东城西港” 规划格局

集疏运体系方面ꎬ 基于 “东城西港” 的格局ꎬ
可以分设集疏运道路ꎬ 有效避免远期港口城市规

模扩张后的交通矛盾 ３ (图 ８)ꎮ

图 ８　 集疏运体系规划方案

该项目从港城一体化的角度ꎬ 对岸线、 用地、
集疏运等方面均进行了有益的探索ꎬ 为港口城市

互动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路ꎮ “东城西港” 的理念和

布局框架得到了港口城市各方高度认可ꎬ 目前港

口规划、 城市规划的修编调整工作均已启动ꎮ
(下转第 ２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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