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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论营 口港在在

东东北亚 经济 圈的的

地地位和作 用用

杨杨友伦 孙承永 朱 岩 王 晶 孙寿祥祥

(((营 口 市经济社会发展研 究中心 )))

一
、

东北亚经济圈的状况及发展态势

关于东北亚地区的地域范围
,

目前说法

不一
。

我们认为
,

从地理位置看
,

东北亚地

区应包括东经 1 10
“

以东
,

北纬 3 4
“

以北的

日本
,

朝 鲜
,

蒙古人民共和 国
,

中国的山

东
、

河北
、

内蒙古
、

山西
、

辽宁
、

吉林和黑

龙江等 7 省
,

苏联的亚洲东部地区的东西伯

利亚 和 远 东地 区
。

这一地区人 口 为 5
.

36

亿
,

占世界总人 口 10
.

5 %
.

地域面积 1070

万平方公里
,

为全球陆域总面积的 7
.

1%
。

从经济发展地域变化趋势看
,

世界经济

中心 已由大西洋经济圈逐渐东移
,

转到了太

平洋经济圈
,

这已成为公认的事实
。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

由缓和代替对抗
,

区域性集团化的倾向 日益

明显
。

除欧洲将在 1 992 年建立欧洲大市场

之外
,

美国加拿大集团
、

亚洲太平洋经济贸

易圈
、

拉丁美洲一体化等区域性的经济贸易

集团在酝酿和发展之中
。

世界经济形势的发

展要求并迫 使东北亚各国能形成一个整体
,

扬长避短
,

使整个地区共同繁荣
。

而经济迅

速起飞的东北亚地区各国
,

其内在的活力也

使他们加快制定战略
,

寻找振兴的捷径
,

这

就使他们不谋而合
。

日本 目前正在寻找 市

场
,

以输出 自己过剩资本
,

南朝鲜也正在为

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寻觅转移的理想场所
,

而具有丰富资源的苏联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

正函待开发
。

苏联计划 20 00 年在远东地区

投资 2 0 0 0 亿卢布
,

准备在苏
、

中
、

朝交界

的哈桑创建
“

综合商业中心
” ,

包括出口 加工

区和出口 贸易区
。

中国辽东半岛作为中国经

济较发达的地区
,

不仅有丰富的资源
,

而且

形成了以冶金
、

机械
、

化工
、

石油等为主体

的
,

具有一定规模的工业体系
,

具备一定技

术水平的生产加工能力
。

同时
,

中国又是一

个 劳动力 资源 丰富的国家
,

1 1 亿人 口 的市

场潜力 巨大
。

这样
,

根 据东北亚各国的特

点
,

如果能将苏联远东 地区丰富的 自然资

源
,

日本和南朝鲜的经济实力
,

先进的技术

装备与中国充足的有一定素质的劳动力以及

潜在的巨大市场结合起来
,

必将呈现出巨大

的经济优势并各得其所
。

二
、

营 口港的历史地位

营 口港位于过东半岛西部
、

渤海湾东北

岸
,

背靠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三省及内蒙东

四盟广大地区 ; 东与贯穿东北地区的长大铁

路
,

哈大公路以及新建的沈大一级公路相

接 ; 西出渤海可与我国沿海港 口及世界五大

洲港 口通航
。

营口 老港位于辽河人海 口 处
,

由于舟揖之便
,

早在 1 8 61 年就辟为对外通

商 口岸
,

距今已有 12 9 年的历史
。

是东北地

区最早的对外开放门户
,

曾以东方贸易 良港

而闻名 中外
。

历史上营 口依靠港 口有过畸形

繁荣
,

并随着港 口的兴衰而变迁
。

港 口 的兴起使营 口成为东北对国内外大

宗商品的集散地和贸易 中心
。

据史料记载
,

当时每 年营 口 港停泊 的外 轮有 四 五百艘之

多
,

辽河航运的船只七八千艘
。

辽河两岸十

里码头
,

船舶云集
,

商贾影从
。

1 8 7 7 年有

八个国家在营口设立领事馆
,

有大批外 国商

人来此投资设厂
、

办商号
、

银行
。

20 世纪

初
,

达到鼎盛时期
。

最高年吞吐量达 2 4 6 万

吨
,

年贸易额 2 亿两白银
。

港 口 的开通
,

促

进了商业
、

工业和城市的发展
,

使营 口 由昔

日的渔村发展成为拥有 8 万余人口 的商业城

市
。

围绕着大豆交易的发展
,

榨油等民族工

业迅速兴起
。

与此同时
,

外资企业也有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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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
,

主要有烟草
、

柴油
、

纺织
、

造纸
、

火柴
、

制铁
、

制盐等 17 个行业
,

从而使中

外企业达到 360 多家
,

为营 口经济的发展奠

定了基础
。

后因大连港的开发和 日本人的掣

肘营 口港才逐渐衰落
。

新中国成立后
,

主要

是
“

六五
”

期间
,

国家对营口老港进行了一系

列的改造
,

才逐步得以恢复
,

并于 1984 年

经过国务院批准
,

对外籍船舶开放
。

目前老

港改造进展较快
,

已建成顺岸式码头 8 个
,

岸线长 805 米
,

可同时停靠 3 000 至 3 500

吨级货轮 5 艘和千吨级以下货轮 3 艘
。

港内

设施 比较完备
,

港 区陆域面积 24 万平方

米
,

仓库 9 座
,

面积 2. 3 万平方米
,

港 内有

5 条铁路专 用线
,

总长 3
.

62 公里
,

有各种

装卸机械百余台
,

装卸作业基本实现机械

化
,

昼夜最大装 卸能力达 600 0 吨 以上
。

港

区水域有锚地 2 处
,

其中盖洲滩锚地水域面

积 2 平方公里
,

可锚泊 50 0 0 吨船舶 6 艘和

万吨级船舶 4 艘
,

可接待大型船舶经过海外

驳载进港装卸货物
。

目前
,

营 口老港区已 同

日本
、

美国
、

意大利
、

南朝鲜
、

香港
、

澳 门

等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贸易运输往

来
.

每年有 200 多艘次外轮进出港
,

19 8 8 年吞

吐量达到 120 万吨
,

其中外贸占 65 ojo
。

距老港 70 公里的鱿鱼圈新港区
,

是国

家第六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建设项 目之一
。

该

港依山傍海
,

水深海阔
,

是天然不冻 良港
。

一期工程于 1984 年 6 月 20 日正式动工
,

到

19 86 年 10 月 已经建成一座 3 万吨级的机械

化程度较高的煤炭专用码头
,

设计年通过能

力为 50 0 万吨
。

国务院总理李鹏同志亲 自为

这座码头的工程投产剪了彩
。

为了进一步挖

掘这座码头的生产潜力
,

从 19 8 7 年 8 月起

又进行了局部改造
,

在不影响原设计功能的

前提下
,

又增 加 了 25 万 吨杂货的通过能

力
,

可 以停靠 3 万吨级杂货船只作业
。

该码

头 已从 19 8 7 年 11 月 25 日起开始接待中外

货轮
。

目前
,

鱿鱼圈港已有散装码头 8 个泊

位
,

1
、

2 号泊位 19 89 年交付使用
,

3
、

6 号

散装货泊位和 4
、

5 号多用途简易泊位 19 89

年末投产
。

陆上化肥库和 1
.

5 万平方米堆货

场以及其它配套工程也相继投产使用
。

营 口港腹地 比较广阔
,

‘

经济实力雄厚
。

近有以沈 阳为 中心的包括鞍 山
、

本溪
、

辽

阳
、

铁岭
、

抚顺在内的辽宁中部工业城市群

体
,

远至吉林
、

黑龙江及内蒙古东四盟广大

地区
。

这一地区资源较为丰富
,

工业基础和

技术力量雄厚
,

农牧业也较为发达
,

山货
、

野生动植物资源丰 富
,

中外闻名 的东北三

宝 :
人参

、

貂皮
、

鹿茸角及鸡
、

鸭
、

鹅
、

兔

等副业生产有很大发展
,

为外贸出口 提供了

充足的货源
。

特别是重工业基础较为雄厚
,

重工业产值居全国首位
,

钢铁
、

石油
、

化

工
、

有色金属
、

机床
、

汽车等工业在全国 占

举足轻重的地位
。

这一地区
,

交通 运输发

达
,

铁路
、

公路
、

民航
、

水运条件都很好
。

仅三省铁路通车里程即为 1
.

4 万公里
,

公路

10 万多公里
,

民航机场 ro 多个
,

可航运的

河流 11 条
,

通航里程 50 0 0 多公里
。

近年

来
,

三省先后建立了大连
、

营 口
、

绥化
、

丹

东
、

吉林五个出口商品生产综合基地
。

东北

三省在全国属经济比较发达地区
,

群众生活

水平较高
,

是一个潜力很大的市场
。

历史形成的格局确立 了营口 港的客观地

位
。

广大腹地的发展促进 了营 口 港的开发
,

而营口港 的发展又促进了腹地经济的繁荣
。

三
、

营口港的前景及作用

为了适应国内外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
,

充分发挥其战略特点 的作用
,

营 口港的规模

必须有个很大发展
。

总的设想是
二
要把营口

港建设成为具有大连港现有规模的港 口
。

即

在 19 8 8 年两港区形成吞吐能力 628 万吨的

基础上翻 3 番
,

达 到 50 0 0 万 吨左右
。

其

中
,

老 港 区 19 9 5 年计划达到 148 万吨
,

2 0 0 0 年要超过历史最高水平
,

达到 25 0 万

吨
,

远景可望达到 1000 万吨左右 ; 鱿鱼圈

新港 区
“

七五
”

期 间
, ,

建成 10 个万吨级泊

位
,

19 90 年达到 7 49 万吨
, “

八五
”

期间建深

水泊位 5 个
,

中级泊位 2 个
,

可增加吞吐能

力 18 5 万吨
, “

九 五
”

期 间
,

建深水泊位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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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

中级泊位 2 个
,

到 2 0 00 年拥有 22 个万

吨级泊位
,

吞吐能力达到 2 5 0 0 万吨
,

远景

规划 6 个突堤式码头
,

开建 4 0 多个万吨级

泊位
,

吞吐能力达 4 0 0 0 万吨左右
。

199 5 年 新老 港吞吐 能力 可达 130 0 万

吨
,

进入全国十大港口行列
。

同时
,

完善港

区的配套设施
,

加强科学管理
,

使营 口港最

终建成多功能综合性的港 口
。

随着东北亚经济圈的形成和发展
,

营 口

港的地位与作用将会更加重要
。

首先
,

营口港将成为东北亚地区重要的

贸易集散地
。

从国内市场来看
,

营 口港不仅

是东北三省和 内蒙古东部地区最近的进出 口

岸
,

而且是联系关内外的海上运输枢纽
。

营

口港和大连港一样
,

其经济腹地极为广 阔
,

而且前者较后者则缩短陆路 20 0 公里
,

更加

接近和深人腹地
。

腹地土地面积 169 万平方

公里
,

人 口 近 1
.

2 亿
,

工农业总产值 20 00

亿元
,

外贸出 口收购额达 150 亿元
。

这一地

区是我国重工业基地
、

农牧林基地
,

大 中工

业城市密布
,

其产品面向全国
,

运输量很

大
。

目前辽宁 口 岸吞吐能力仅为 50 00 万吨

左右
,

与运量之间有较大差距
。

到 20 00 年

工农业翻两番时
,

该地区大约有 1
.

4 亿吨的

货物需要从港 口进出
,

因而要求港 口必须有

一个大发展
。

从国外市场来说
,

随着国际间

经济合作与分工的大发展
,

区域性经济集团

的形成
,

特别是东北亚各国的对外贸易发展

速度的加快
,

都迫切需要找到和扩大 自己的

市场
,

而作为发展前景的自由贸易港可能性

很大的营 口港
,

则是理想的地区之一
。

其次
,

营口 港将成为外引内联的窗 口和

带动腹地对外发展的龙头
。

对外开放必须有

开放的窗 口和龙头
,

营口 市和营口 港的对外

开放
,

为广大腹地开辟了第二个
、

也是最方

便的窗口和龙头
。

腹地各城市可利用优惠政

策在这里单独或联合建立 自己的对外开放的

试验地
、

中转站和对外开发基地
,

组建各种

运输集团
、

仓储集团
、 “

三资企业
” 、

旅游公

司
、

金融机构等
,

他们可 以搞
“

借地开放
” ,

把 自己 的产品通过这个
“

龙 头
”

打人国际市

场
,

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
、

资金
、

人才和管

理方法等
,

带动本地
“

龙身
” 。

这里总的条件

看不如大连
,

但也有它的独到之处
,

这里有

较多的土地面积可供开发利用
,

土地价格相

对要便宜得多 ; 出口加工区三通一平基本完

成
, “

软
” 、 “

硬
”

环境有 了很大改善 ; 国家与省

给了较多的优惠政策
,

有很大吸引力 ; 营 口

市工业基础较好
,

出 口 比重较大
,

有较多的

专厂
、

基地
,

有消化
、

吸收
、

扩散国外先进

技术 的能力 ; 加之几年来对外开放的实践
,

初步积累 了一些经验
,

因而有可能把窗 口办

得更好
,

为广大腹地进一步开放创造更为有

利的条件
,

以充分发挥窗 口和龙头作用
。

再次
,

营口港将成为国际航运和国际贸

易的转 口 港
。

随着国际经济 贸易 的迅速扩

大
、

世界集装箱运输的飞跃发展
,

营 口所处

的国际地位 日趋重要
。

因为决定港 口地位的

将不再是货物吞 吐量
,

而是集装箱吞吐箱

数
。

从发展趋势看它将成为
“

欧亚联运大陆

桥
”

国际集装箱运输的中转港
。

苏联从 19 71

年就正式开辟了
“

西伯利亚大陆桥
” ,

连接欧

亚两洲 35 个国家和地区 的海陆联运线
,

采

用集装箱把东北亚
、

东南亚
、

南亚等国运往

欧洲和 中东有关国家的货物先运到苏联的纳

霍德卡或海参威港
,

再经由铁路转运到苏欧

地区
。

这条集装箱联运线全长 1
.

3 万公里
,

但 比 经 苏 伊 士 运 河一地 中 海 航距 缩 短

1 / 3; 比绕非洲好望角航距缩短 1 / 2
。

运

价 比全程海运低 2 0一25 %
,

运输时间缩短

35 天
。

如从鱿鱼 圈港上岸经满洲 里再接西

伯利亚铁路去西欧等地
,

这样运费更省
,

而

且可以长年运输
,

优势更大
。

现在国际航运

客商更希望从中国东北的港 口 转运
。

国内外港 口发展的实践证明
,

港 口如利

用得当
,

所引发的经济
、

社会效益大于 自身

效益的几倍至几十倍
,

尤其是大型港 口所发

挥的间接作用更加 巨大
。

营 口港的发展规模

和在东北亚经济圈的地位和作用
,

为我们利

用港 口展示了光明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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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海洋局海洋情报研究 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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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

关于全球气候变暖及由此可能

造成的海平面上升问题
,

已经引起全世界越

来越大的关注
。

最近
,

联合国环境计划署和

美国环保局的一份联合调查报告指出
,

如果

在本世纪末不能扭转全球变暖的趋势
,

逐渐

上升的海平面可能淹没马尔代夫
、

塞舌尔和

其他沿海低洼地区
。

孟加拉国将有六分之一

地区被淹没
,

它的九千万人 口 中将有四分之

一被迫背井离乡 ; 埃及尼罗河三角洲的耕地

中
,

也将有五分之一被水淹没
,

严重影响农

业生产⋯ ⋯
,

由此引起的
“

生态难民
”

大量外

流
,

还可能造成政治上的混乱
。

这个报告并

非危言耸听
。

实际上
,

自从 70 年代以来
,

一些国际组织和科学家曾不止一次地对此发

出警告和呼吁
,

不过现在是越来越紧迫罢

了
。

今年我国国家气象局发表 了 《气温蓝皮

书》
,

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

但它 的重点是研

究气候问题
。

在这里
,

专门就海平面变化问

题
,

谈几点意见
。

首先
,

利用港 口优势发展运输业
。

对外

运输
.

业是 营 口 未来发展潜力很大 的一个产

业
.

营 口经济地理位置优越
,

特别是海
、

河

两港相互配套
,

加之铁路
、

公路
、

内河诸种

运输配套
,

主客观条件较好
。

另外
,

大连港

及中长铁路南段负担过重
,

以及对苏联
、

蒙

古
、

南朝鲜技术经济关系的发展
,

都给运输

业展示 了光明的前景
。

如果能借助东北腹地

城市和辽宁中部城市联合起来的力量
,

或与

国外合作组建运输集团
,

开通国内外航线
,

不仅给港口 带来繁荣
,

也可以带动其他产业

的发展
。

其次
,

利 用港 口优势
,

发展加工制 造

业
。

我们要充分利用鱿鱼 圈新港的有利条

件
,

发展港 口机械
、

集装箱制造业
、

包装业

和修造船业等港 口 工业和其他加工业制造

业
。

一
、

关于海平面变化趋势

在海洋学上
,

所谓海平面是指平均海平

面而言
。

某个验潮站的平均海平面
,

是根据

该站在特定年限内每小时潮位读数的平均推

算出来的
。

这种平均海平面高程一经确认
,

便可以作为大地测量的高程基准面
。

例如
,

伙召‘ r 户七污盆峨弓二,

拼
巴弓份纽嘴斗‘吮户匕 , 了户 , 了

乡
贫咨旨盯引‘匀孚, 二 呀吕 , 孚匕艺书气书汤下份: 夸长,

第三
,

利用港 口 优势发展商业和金融

业
。

随着港 口和运输业的发展
,

商业和外贸

必然有一个大发展
,

会涌现出一批各种国际

性的商号
、

公司
、

银行及各种联合体和跨国

集团等
,

这是港口 兴旺的标志和发展的必然

结果
。

第四
,

利用港口优势
,

加速鱿鱼圈出口

加工区的建设
。

目前酸鱼圈出口加工区基础

建设 已具雏形
,

具备了一定的投资环境
。

要

继续创造条件
,

吸引客商
,

使他们感到在这

里投资安全
、

有利可图
。

对国外
,

要利用我

们的劳动力优势
,

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真诚的

合作 ; 对腹地
,

积极与各市联合开发
,

要把

通过港 口输出的物资和产品进行深加工后打

人国际市场
,

要利用港 口 的优势
,

把鱿鱼圈

加工厂区办成外引内联发展出口加工业的示

范区和外向型经济的
“

小特区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