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 第3期 海洋开发与管理 61    

河北省围填海开发演进特征及其经济效益研究

程林1,王艳霞1,刘西汉1,田海兰1,霍永伟2,牛彦斌2

(1.河北省科学院地理科学研究所 河北省地理信息开发应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石家庄 050011;

2.河北省国土资源利用规划院 石家庄 050051)

收稿日期:2020-04-20;修订日期:2021-02-24

基金项目:河北省科学院两院合作项目(201502);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项目“河北省围填海规模情况专题调查”;河北省科学院科技计划项

目(20105).

作者简介:程林,助理研究员,硕士,研究方向为海洋资源与环境

通信作者:王艳霞,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海洋资源与环境

摘要:为加强对围填海开发的管理,提高围填海利用率及经济效益,基于遥感影像、统计资料与第

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数据,文章对1990—2015年以来河北省围填海规模发展状况、产业开发特征

以及围填海经济效益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河北省累计围填海总面积达6.21万hm2,以
港口、工业和城镇建设围填海为主,围填区实体项目所涉产业主要包括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与仓

储业、制造业。围填海未利用面积占比达53.14%,其中计划用于制造业的围填海未利用面积较

大。2015年河北省围填区域生产总值达296.23亿元,对全省GDP的贡献率达0.99%,但单位面

积经济效益低于邻近省、市。分析认为,河北省围填海未利用率高、经济效益较低的主要因素包括

腹地支撑程度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形势低迷及港口竞争优势不足等。当前河北省应重点

从区域协同发展、区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优惠政策等方面加强围填海开发管理,不断优化围填

海开发格局,带动沿海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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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ordertooptimizethedevelopmentpatternofreclamationareainHebeiProvince,de-

velopmentofreclamationscale,industrycharacteristicsofphysicalprojectsanditseconomicben-
efitsinHebeiProvincewereresearchedbasedonRSdata,statisticaldataandtheFirstNational

MarineEconomySurvey(FNMES)dataduring1990—2015.Researchshowedthattotalarea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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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lamationwas6.21×104hm2since1990.Reclamationwasmainlyusedforport,industryand

urbanconstruction.Theindustryofphysicalprojectsmainlyincludedagriculture,forestry,animal

husbandryandfishery;transportandwarehousingindustry;manufacturingindustry.Idleareaof

reclamationinHebeiProvinceaccountedfor53.14%ofthetotalarea,ofwhichthemanufacturing
idleareawasthelargest.In2015,theGDPofHebeiProvincewas29.62billionYuan,andthecon-

tributionratetoeconomicdevelopmentofHebeiwas0.99%.However,theGDPpercapitainthe

reclamationareawaslowerthanthatofneighboringprovincesorcities.Itwasanalyzedthatthe

mainfactorsleadingtothehighutilizationrateofthereclamationinHebeiProvinceandloweco-

nomicbenefitsincludetheunderdevelopedhinterland,imperfectinfrastructure,sluggishindustrial

situationandinsufficientpolicyadvantages.Atpresent,inordertoimprovetheutilizationandeco-

nomicbenefitsofreclamation,thefollowingaspectsshouldbeconsidered:makingfulluseofop-

portunitiesofcoordinateddevelopment,planningforunusedareas,buildingadequateinfrastruc-

ture,andformulatingpreferentialpolicies.

Keywords:HebeiProvince,Reclamation,Industrialdevelopment,Economicbenefits,Policysug-

gestion

0 引言

围填海开发是海洋资源利用的主要方式之一,

大规模围填海工程对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到

巨大的推动作用[1],也给海洋生态环境带来了深远

的影响[2]。国内外对围填海开发的研究文献较多,

主要集 中 在 围 填 海 的 演 变 趋 势[3]、生 态 环 境 效

应[4-5]、围填海潜力与强度的评价[6]、围填海的开发

管理[7]和围填海经济效益[8]等方面。围填海项目所

取得的经济效益是评价围填海开发效率的重要依

据,目前不同研究成果所建立的经济效益分析体系

各有侧重。朱凌和刘百桥[8]、张建新和初超[9]、罗希

茜[10]、刘晴和徐敏等[11]注重围填海成本及其带来

的土地价值。李静[12]、胡斯亮[13]构建的区域性围

填海评价体系的评价指标则着力于围填区域的产

业开发效益,其评价指标主要为围填区域的农业、

工业、旅游业等产品或产业的产值。索安宁等 [14]

认为围填海主要经济效益为其土地价值、形成土地

后经济产值及围填海建设投资的经济驱动收益。

现阶段的研究工作多基于以行政区为主的经济统

计数据,难以单独剥离出围填区域的数据,对围填

区域生产总值及其经济贡献的研究相对不足。

河北省沿海地区具有外环渤海和内环京津的

独特区域地理优势[15],坐拥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

战略机遇。围填海土地因其具有临港优势且不占

用存量土地资源,是京津转移产业和新建产业落地

的首选区。而当前国家为开展生态文明建设、保护

滨海湿地,已全面停止批复新增围填海工程[16]。这

就要求现阶段摸清围填海资源现状,分析围填海开

发的问题及管理措施,不断优化围填海开发的空间

布局。本研究基于李静[12]、索安宁等[14]的研究思

路,结合遥感影像、河北省第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

查数据(以下简称“调查数据”)[17-18]及统计资料,对

河北围填海规模发展情况、产业开发现状和效益进

行深入研究及对比分析,以期为优化围填海开发利

用格局,谋划沿海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

参考。

1 数据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围填海规模发展研究的数据来源为遥感影像。

鉴于河北省大规模的围填海开发始于20世纪90年

代,本研究选取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

4期遥感影像数据,遥感影像数据下载于“地理科学

数据云(www.gscloud.cn)”等网站,卫星名称、传感

器、分辨率、拍摄时间等见表1。围填海区的解译标

准参考《HYT123—2009海域使用分类体系》[19],围

填海类别解译见表2。采用ArcGIS软件对围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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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进行解译,并基于解译结果分析围填海规模发展

状况,对1990年以来围填海开发特征进行分析。

表1 遥感影像资料

拍摄时间 卫星 传感器 分辨率

1990年8月19日 Landsat5 TM 30m

2000年3月31日 Landsat7 ETM 30m

2010年10月28日 Landsat7 ETM 30m

2015年10月12日 GF-1 WFV 16m

表2 围填海类别解译依据

一级用海方式 二级用海方式

填海造地

建设填海造地

农业填海造地

废弃物处置填海造地

围海

港池、蓄水池

盐田

围海养殖

围填海开发经济效益研究的数据来源包括第

一次全国海洋经济调查数据、统计年鉴及专业网站

资料。由于调查数据为2015年数据,为保证数据统

一,在计算经济效益时,其他资料也使用2015年

数据。

1.2 研究方法

海洋经济调查中围填海专题调查的主要内容

包括围填海项目的名称、位置、面积、开发状态、

2015年产值等数据[17-18]。调查对象为2015年之

前已确权登记的港口、工业与城镇建设围填海项

目。本研究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

4754—2017)[20],根据调查对象的申报项目名称或

非调查对象的围填海实际利用情况进行行业类别

划分,分析用海项目的产业开发特征,并分别计算

不同产业运营率、未利用率及经济效益,最终得出

河北省围填海总体开发状况、总体经济效益及贡

献度。

1.2.1 围填海开发状态测算方法

根据围填海实体项目运营状态,将围填海开发

状态划分为运营、未利用、在建或新竣工。其中,评

价围填海开发状态的主要依据为围填海的运营率

及未利用率,其计算方法可表示为:

p=
S'
S ×100% (1)

式中:p 为运营率或未利用率;S'为运营或未利用的

围填海面积;S 为围填总面积。

1.2.2 围填海经济效益测算方法

由于不同行业类别的经济效益有较大差别,因

此本研究依据围填海区域实体项目或所属行业类

别对经济效益进行测算。根据数据来源和计算过

程的差别,分别采用调查数据分析方法、统计数据

分析方法及市场价值分析方法进行测算,数据分析

方法见图1。

图1围填海项目经济效益测算流程

调查数据分析方法即对该行业围填海项目中

的已填报的数据进行统计,对无数据项按填报项的

地均产值进行估算。根据这一思路,调查数据的分

析方法设计如式(2)。

Eu =
n

i=1
Ei+


n

i=1
Ei


n

i=1
Si

× Su -
n

i=1
Si( ) (2)

式中:Eu、Su为行业围填海项目的总产值及围填海

总面积;Ei和Si为该行业中第i个项目的经济产值

和围填海面积;n 为该行业围填海项目中已填报产

值数据的项目数量。

统计数据分析方法即根据统计资料,通过分析

地均产值进而计算全行业围填海项目的产值。市

场价值分析的计算方法因行业类别而不同,没有统

一的计算方法。统计数据分析的计算方法设计

如下:

Ev =ET ×Sv

ET =
EvT

SvT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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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Ev、Sv为行业生产使用围填海的总产值及总

面积;ET为该行业地均产值;EvT 为该行业总产值;

SvT为该行业生产建设总面积。

1.2.3 围填海经济效益贡献度测算方法

为了反映围填海开发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增强

不同区域的围填海经济效益的对比性,本研究根据

围填海总产值,对围填区域完成的生产总值EG 及

其对全省 GDP的贡献度 C 进行估算,估算方法

如下:

EG =Ec ×m (4)

C=
EG

G
(5)

式中:Ec为围填海项目的总产值;m 为社会总产值

与GDP的转换系数,根据1978—1992年的社会总

产值和GDP数据[21]之比计算,取多年平均值0.49;

G 为区域GDP总值。

2 围填海规模发展状况分析

2.1 河北省围填海开发回顾

河北省围填海最早可追溯至1287年大清河盐

场[22]的建设。到目前为止,全省围填海开发大致可

分为4个阶段。

(1)20世纪60年代之前,围填海开发建设主要

以围海晒盐为主。这一阶段主要建设的工程可包

括大清河盐场(始建于1287年[22])、南堡盐场(始建

于1956年)、黄骅盐场(始建于1958年)。

(2)20世纪60—80年代末,围填海开发建设主

要以围海养殖为主,兴建的主要围海养殖区域包括

滦河口沿海、滦南及曹妃甸沿海、沧州沿海。

(3)1990—2000年,围填海开发建设主要以港

口航运为主,围填海规模开始不断增强,建成的主

要港口包括京唐港、黄骅港等。

(4)2000—2015年,基于深水岸线资源开发及

港口建设,河北省沿海地区工业及城镇围填海规模

快速扩张。这一阶段,河北省陆续围绕曹妃甸港等

一些重点港口的开发,建设了曹妃甸工业区、曹妃

甸生态城、沧州临港经济技术开发区、秦皇岛港山

海关港区等一批以工业发展和城镇建设为主要目

的围填海项目。

2015年以来,随着国家对新增围填海管控和限

制加强,且可用于围填的浅滩资源逐渐减少,河北

省政府及海洋管理部门先后出台了相应政策,全面

停止新增围填海项目审批。大规模围填海开发逐

渐停止。

2.2 围填海工程近年来发展趋势

1990年以来,随着京唐港等一批重点项目的建

设,围填规模不断扩大。基于遥感影像解译和地理

信息空间统计分析,对河北省近年来围填海规模发

展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990—2015年,河北省

累计围填海面积为6.21万hm2,围填海速度达

2482.64hm2/年。围填面积最多的时段是2000—

2010年,该时段内围填海速度达3773.42hm2/年

(表3)。

围填用途统计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河北省围

填海的主要用途为港口、工业与城镇建设,其次为养

殖与盐场建设。港口、工业与城镇建设围填海速度增

长迅速,尤其是2000—2010年,面积达3.03万hm2,

主要围填区域包括唐山市曹妃甸区、海港经济开发

区、沧州市渤海新区以及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围海

养殖在秦皇岛昌黎及以南各县市均有增加,其中增

幅最大的为黄骅市、乐亭县及昌黎县。

表3 河北省围填海面积增长状况

时间/年
围填海面积/hm2

港口、工业与城镇 盐场 养殖 合计

围填海速度

(hm2/年)

1990—2000 3430.05 2937.09 4321.04 10688.18 1068.82

2000—2010 33631.02 444.32 3658.85 37734.19 3773.42

2010—2015 8537.37 592.44 4513.94 13643.75 2728.75

1990—2015 45598.45 3973.84 12493.84 62066.12 248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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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围填海产业开发状况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20],河北省围

填区域实体项目涉及15个行业类别,其中主要用

海行业为农林牧渔业(即围海养殖)、交通运输和

仓储业、制造业、采矿业(包括海盐生产与油气田

开采)。

目前,河北省已投入运营的围填海总面积达

2.63万hm2,运营率达42.43%,其中运营面积超过

100hm2的项目涉及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交通运

输和仓储业、制造业、采矿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的

生产和供应业。

河北省长期未利用的围填海面积达3.30万hm2,

未利用率达53.14%,其中无实体项目建设计划的

围填海达2.92万hm2。已确定实体项目但长期闲

置的围填海中,房地产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

务服务业、教育等行业围填海的未利用率较高。制

造业围填海未利用率为37.47%,但其未利用面积

达2158.47hm2,是围填海开发中未利用面积最高

的行业类别。

3 围填区域的经济效益分析

围填海项目的经济效益可包括围填海工程建

设投资的发展驱动效益、填海造地价值及围填海工

程运营后的项目产值[14],但对于围填海开发而言,

只有围填海工程运营后实体项目的产值是可持续

性的,对地方经济发展有可持续性影响,也是围填

海开发的目的所在。本研究结合调查数据,计算河

北省已运营项目2015年的产值,并以此作为围填海

项目2015年的经济效益。

运营项目中,用于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围填海项

目为公益性项目,不产生产值。围填海实体项目涉及

房地产业建设的区域,房地产已建成并在2015年之

前完成交易,因此2015年产值为0。除此之外,河

北省已运营的围填海项目中,以生产及营利为目的

的围填面积达2.50万hm2。根据围填海项目经济

效益测算流程,使用调查数据及市场价值分析计算

港口、工业及城镇建设围填海经济产值,养殖及盐

场围填海无调查数据,其经济产值可基于统计数据

进行测算。

3.1 围填海项目产值

3.1.1 港口、工业及城镇建设围填海项目产值

根据调查数据,交通运输、仓储与邮政业,制造

业,电力、热力及燃气生产和供应业,文化、体育和

娱乐业(旅游)等行业类别的围填海项目中,部分用

海企业填报了项目2015年产值,这些行业的围填海

项目运营产值根据式(2)进行估算,统计与估算结

果见表4。表4中,“产生经济效益的围填海面积”

为上述行业围填海中经营类项目总面积,“已填报

数据地均产值”为调查填报数据的分析结果。

住宿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采矿业(油田

开采)等行业类别的所有围填海项目均无调查数

据,且无统计资料可供参考。本研究采用市场价值

分析方法对该类围填海项目的产值进行测算,计算

办法及结果见表5。住宿餐饮业产值的估算方法

为:客房数×日均房费×365天×入住率。取值依

据:由电话调查获得客房数166间,日均房费219元,

入住率按60%计算。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产值的估

算方法为:项目建设面积×单位面积年租金。取值

依据:项目建设面积16.03万 m2,单位面积年租金

取值50元/m2/年。采矿业(油气田开采)产值的估

算方法为:油田个数×日产油量×价格×365天。

取值依据:据调查数据油田数3个,日产油量取

50t[23],单价取2333.74元/t[24]。表5中,“产生经

济效益的围填海面积”为上述3个行业类别的经营

类围填海项目总面积。根据测算结果,这部分围填

海项目的总产值为1.43亿元。

表4 基于调查数据统计的围填海项目2015年产值情况

行业类别

产生经济效

益的围填海

面积/hm2

已填报数据

地均产值

/(万元·hm-2)

总产值

/万元

电力、热力及燃

气生产和供应业
360.41 1074.78 314462.81

交 通 运 输 和 仓

储业
5008.72 451.83 2198527.10

文 化 体 育 和 娱

乐业
73.29 123.45 9047.09

制造业 3079.43 955.85 2939523.91

总计 8521.85 - 546156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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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基于市场价值分析的围填海项目产值情况

行业类别

产生经济效

益的围填海

面积/hm2

总产值

/万元

地均产值

/(万元·hm-2)

住宿餐饮业 10.22 757.78 74.15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0.08 801.62 10.28

采矿业(油气田开采) 18.42 12777.24 693.66

总计 38.72 14336.64 -

3.1.2 养殖围填海项目产值

鉴于养殖围填海项目无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

统计数据分析方法计算其围填海项目产值,计算方

法见式(3)。

1990年 以 来,河 北 省 养 殖 围 海 面 积 Sv 为

1.25万hm2,其单位面积产值可用全省海水养殖

的单位面积产值来替代。河北省海水养殖面积

Svt为1.84万hm2[25],2015年海水养殖产品产值

Evt为83.74亿元[26],则海水养殖单位面积产值

ET为45.45万元/hm2。根据式(3),可得2015年

河北省农林牧渔业的围海总效益为56.81亿元。

3.1.3 盐场围填海项目产值

鉴于盐场围填海项目无调查数据,本研究采用

统计数据分析方法计算其围填海项目产值,计算方

法见式(3)。

1990年以来,河北盐场围填海的围海总面积Sv

为0.40万hm2,其单位面积产值可用全省单位面积

盐田的产值来替代。其中河北省2015年海盐总产量

达344.73万t[27],海盐出厂报价取150元/t[28],河

北省2015年海盐总产值Svt可达5.17亿元。河北

省沿海盐田总面积Svt达8.17万hm2[29]。根据计

算,2015年河北省海盐生产单位面积产值 ET 为

0.63万元/hm2。根据式(3),可得2015年海盐生产

的围海总效益为0.25亿元。

3.1.4 河北省围填海项目总产值

将以上计算结果加和,可得河北省围填海运营

项目总产值为604.65亿元。围填海运营项目总产

值超过100亿元的行业为制造业、交通运输与仓储

业。地均产值较高的行业主要为电力、热力、燃气

及水的生产和服务业、制造业、采矿业(油气田开

采)、交通运输与仓储业。

3.2 围填海经济贡献度

基于经济效益计算结果,根据式(4)对河北省

围填区完成的社会生产总值进行计算,根据式(5)

对围填海开发的经济贡献情况进行分析,结果可知,

围填海项目总产值折算生产总值达350.70亿元,对

省内沿海县、沿海市及全省的经济贡献度依次为

10.01%、2.80%、0.99%。

河北省围填区域的地均GDP达47.73万元/hm2,

而2015年河北省全省、沿海市以及沿海县的地均

GDP分 别 达15.79万 元/hm2、30.53万 元/hm2、

25.13万元/hm2[30]。显然,围填区域的地均 GDP
高于所在行政区的地均GDP。

3.3 围填区域生产总值对比分析

为反映河北省围填区域的开发利用水平,选取

了河北省临近的天津滨海新区及辽宁营口经济技

术开发区围填区域进行对比分析。1990年以来,天

津滨海新区围填海集中于天津港,已运营产业主要

集中于东疆保税港区及天津临海经济开发区。辽

宁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及鲅鱼圈区)位于辽东湾

东侧,1990年开始逐步实施围填海造陆,主要运营

项目包括营口港鲅鱼圈港区、鞍钢鲅鱼圈新厂、华

能营口电厂、嘉里粮油基地等项目,其开发时序及

利用类型与河北省围填区域相似。三地围填区域

生产总值对比见表6。由表6可见,河北省围填区

域地均生产总值要低于邻近的天津及营口经济技

术开发区。

天津及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围填海都紧密围

绕港口展开,围填海区开发利用率高,港城经济繁

荣。其中天津市港口建设历史悠久,腹地经济发

达,围填海区基础设施完善,且通过高速铁路、地

铁、高速公路等方式与天津市区紧密相连。2014年

以来,中国(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天津港等地设

立,为围填区域高端产业、贸易、金融服务等领域的

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同时也带动了围填区

域的生产总值。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是近20年来的新建港口,

与营口出口加工区同时发展,且在港口功能上承接

了老的营口港的功能。此外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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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邻哈大铁路及哈大高速,便利的陆路交通条件更

进一步促进了港口的发展。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开发利用率高,同时还带动了其附近鲅鱼圈城镇的

发展壮大。

分析显示,对比区域在腹地经济、交通便利度、

政策支撑、与主城区联系等方面具有很高的优势,

是河北省围填海区域发展的重要参考对象。

表6 河北省与邻近区域围填海开发的经济效益对比情况

区域

1990年以来

新增围填海

面积/万hm2

生产总值

/亿元

地均生产总值

/(万元·hm-2)

天津滨海新区 3.90 438.10 112.46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 0.64 103.47 161.68

河北省沿海地区 6.21 296.23 47.73

  数据来源:遥感影像测算及参考文献[31]、[32]、[33]。

4 围填开发的驱动因素与问题分析

4.1 河北省围填海规模发展的驱动因素分析

河北省近年来大规模围填海开发的主要驱动

因素包括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国家发展战略的实

施、地方政府的规划推动及旅游业发展的带动等

4个方面的因素。

经济形势方面,近40年来我国及河北省经济保

持持续稳定发展,工业生产及城镇建设用地需求不

断增加,同时经济的繁荣也为围填海工程的建设提

供了资金支持。

国家发展战略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所有

制改革激发了沿海围海养殖的热情,北煤南运等战

略的实施促使秦皇岛港及黄骅港的扩建。国家发

展战略的实施带动了1990—2000年围填海规模的

发展。

政府规划推动方面,为了充分利用已有港口资

源或深水岸线资源,地方政府先后制订了曹妃甸工

业区、沧州临港开发区等建设规划,有力地推动了

围填工程的实施。规划的推动使得2000—2010年

围填海建设速度达到近年来最大值。

旅游业发展等方面,观光或疗养度假人数的增

加,推动了滨海旅游景点、饭店及度假村的建设,使

得2000年以来,尤其是2010—2015年来葡萄岛、莲

花岛等用于旅游度假的离岸围填海工程不断增加。

4.2 河北省围填区开发利用的主要问题分析

河北省围填区域未利用率较高,单位面积经济

效益相对较低。造成这一状况的主要因素包括腹

地支撑程度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形势低迷

及港口竞争优势不足等4方面的因素。

(1)港口腹地方面,除秦皇岛市区外,河北省其

他沿海县、市区的人口较少,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内

陆县、市,海洋资源与海洋产业开发水平不高,本地

企业围填海开发的需求迫切性不足,导致部分政府

规划的围填土地的利用过于依赖对外招商引资。

(2)基础设施方面,除秦皇岛市区外,河北省多

数围填区域距主城区(乐亭县城、原唐海老城区、黄

骅县城)在20km以上,与主城区经济社会关联度

不高。部分围填区域的生活保障设施不完善,港城

经济不繁荣,第三产业发展相对落后。

(3)产业形势方面,河北省围填区域布局规划

以发展钢铁、电力、石化等重工业为主,随着国内重

工业产能过剩,一方面造成重工业经济效益降低,

另一方面使得重工业企业扩大再生产积极性不高,

规划围填海的利用也相应受到影响。

(4)港口竞争优势方面,河北省围填区域发展

规划主要基于港口发展,而港口与紧邻天津渤海新

区及天津港存在一定的功能重叠。相比于天津港,

河北省港口在基础设施、政策等方面竞争优势较低。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根据对河北省围填海规模、经济效益的分析,

河北省围填海开发的特征可归纳如下。

(1)围填海规模发展方面,1990年以来,河北省

围填海工程规模不断增长,围填工程类型由养殖及

盐田为主转变为以港口、工业及城镇建设为主。其

中2000—2010年,随着黄骅港、曹妃甸工业区及山

海关新区的建设,港口、工业与城镇建设围填海逐

渐成为河北省围填海的主要开发方向,新增围填海

面积达到最大值。2010年之后,随着适宜围垦区减

少,加之围填海管控增强,新增填海面积有所减少。

河北省围填海规模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宏观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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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地方政府部门的推动

以及旅游业的兴旺。

(2)围填海开发利用特征方面,未利用率较高,

已确权的用海项目所涉产业之间的关联性不强,产

业集聚度较低。当前,仅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围填海

的运营率较高,而计划用于制造业的围填海项目未

利用面积较大,显示临港工业开发相对缓慢。围填

区域教育、商贸服务、住宿餐饮等一些生活保障性

项目的建设相对缓慢,围填海未利用率较高。

(3)围填海经济效益方面,围填区域生产总值

对全省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达0.99%。相对于邻近

陆域而言,围填海开发的经济贡献度高,但经济效

益较好的产业部门以传统重工业及交通运输为主。

相对于邻省而言,河北省围填区域地均生产总值相

对较低,港城发展也相对有限,其主要影响因素可

包括腹地支撑程度不高、基础设施不完善、产业形

势低迷及港口竞争优势不足等。

5.2 建议

为了提高围填海利用率和经济效益,促进围填

区经济社会发展,当前应重点从区域协同发展、区

域规划、基础设施建设、优惠政策等方面优化围填

海开发格局。

围填海区域开发应紧抓京津冀协同发展及雄

安新区建设的战略机遇,建设京津或雄安产业转移

基地。同时应加大力度促进黄骅、唐海县城及乐亭

等沿海城镇的发展,壮大围填区域的腹地经济,加

强围填区域与附近县市区的空间联络。

合理规划闲置围填海土地,围绕港口及重点企

业设置紧凑的空间开发布局[34]。充分发挥围填海

区港口的竞争优势,优先保障港口配套服务用地及

临港产业用地,逐步促进港口运输-仓储-临港加

工-展销贸易产业链的形成。

不断完善围填区域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保障

措施建设。制定并实施港城建设规划,加快曹妃

甸、渤海新区、京唐港等地的高铁网络建设。建设

完善的废弃物及污染物的环保处理配套设施,为转

移产业的绿色运转奠定基础。加强围填海区环境

影响后评估,做好生态安全保障工作。

制定或争取利用围填海区域工商业发展的优

惠政策,为围填区域实体项目投资建设创造良好的

营商环境。推动黄骅港及其附近区域申报保税区,

促进曹妃甸-京唐港联合创建自由贸易试验区,制

定产业链发展奖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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