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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海通道建设对环渤海区域发展助推探讨

马慧强１，２，韩增林１，单　良２

（１．辽宁师范大学海洋经济研究中心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２．辽宁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９）

　　摘　　　要：跨海通道的建设势必会大大促进东部地区尤其是环渤海地区协调快速发

展。文章在对环渤海地区进行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环渤海地区的发展情况，从交通物

流、区域经济、城市体系、军事和旅游等７个方面论证跨海通道对环渤海地区发展的助推

效应，以供相关学者或有关部门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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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区域科学之父 Ｗ．艾萨德在其 《区位与空

间经济》中指出： “在经济生活的一切革新与

创造中，运输在促进经济活动和改变产业布局

上具有最普遍的影响力”。区域联系一般通过

物流、人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形式实现。并

且这４种流的流向、流量有很高的相关性。虽

然现在信息流、资金流作用日益提升，但在很

大程度上它们也都会转化为人流、物流通过实

体交通运输来实现，所以交通运输成为影响区

域密切联系和区域发展的极重要的因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十一五”规划的建

议》提出要继续发挥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

环渤海沿海地区对内地经济发展的带动和辐射

作用，加强区内城市的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

增强城市群的整体竞争力。但与长江三角洲和

珠江三角洲相比，环渤海圈的经济发展情况，

仍处于初级阶段，构不成实际意义上的环渤海

经济圈。尽管环渤海地区存在良好的发展背景

和前景，但由于其也存在着严重弊端，在长江

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都找到了各自的发展模式

和合作路径，开始了合力基础上的整体提升的

时期后，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却是步

履蹒跚、举步维艰。究其原因，笔者认为，由

于环渤海区域内无法克服的自然地理空间因素

导致交通运输的不畅通，物流，人流，信息流

不畅通，以及由此地理因素导致的地缘政治行

政区划和地方保护主义思想的产生，使环渤海

地区形成了各自为政、自成体系的经济发展格

局，导致区域内部竞合关系失调，更使得其经

济一体化进程面临着一系列的障碍。所以，笔

者认为要使环渤海地区形成环渤海经济圈就必

须克服自然地理因素造成的不利影响，建设跨

海通道推进环渤海经济文化交流促进区域融合

和发展，构建真正意义上的环渤海经济圈。

１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概述

由于受地理条件限制，我国环渤海地区、

东北地区、华东地区的大量客货交流，只能绕

道京山、津浦和胶济等铁路长距离运输，比跨

海通道绕行距离多出了１０００ｋｍ，这既增加了

运输费用，延长了运输时间，又加剧了进出山

海关运输紧张的局面，所以我们亟须打通东部

陆海铁路大通道。

东部交通大通道北起哈尔滨、南至上海、贯

通东北、环渤海经济区和长江三角洲三大经济区，

穿越黑、吉、辽、鲁、苏、浙、沪７个经济发达

省市。跨海通道项目是东部陆海铁路大通道的重

大组成部分。这条铁路线上的哈大铁路电气化、

蓝烟铁路复线、胶新铁路、新长铁路已经建成，

这使得渤海成为阻隔整个陆海铁路通道形成运输

能力的最后环节。如渤海跨海通道 （图１）建成

的话，向北连接东北铁路网，南部与沿海铁路直

接衔接，成为一条连通东北、环渤海、长江三角

洲三大经济圈的重要交通命脉。这条新的入关通

道建成，将会开辟东北地区至山东省及东部沿海

地区的最短路径，东北与华东之间的物资交流不

经过京山、京沪线即可完成，比绕山海关缩短

６００～１８００ｋｍ，不但降低了运输费用，还节省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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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ｈ。

图１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

早在１９９２年鲁东大学的柳新华等诸位学者

就提出了该课题，受到国务院的高度重视。

２００１年以来，原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魏礼群、国

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人才法规组组长戴桂英、

鲁东大学副校长柳新华等一批专家学者继续开

展深层次研究，使该课题的研究参与者越来越

多，研究的层次越来越深，研究的成果日趋成

熟。课题组于２００３年出版了 《渤海海峡跨海通

道研究》［１］，２００５年出版了 《世界跨海通道比较

研究》［２］，２００７年出版了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若

干重大问题研究》［３］。其研究成果 “烟大轮渡”

也于２００６年投入运营，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应

和经济效应。１７年来，我国各个学界对渤海海

峡跨海通道研究投入大量精力，进行了诸多研

究，取得一些阶段性成果，已经出版了 《天堑

化宏图》《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研究》 《世界跨海

通道比较研究》《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若干重大问

题研究》和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对环渤海经济

发展及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影响研究》５部研究专

著。其中陆大道、柳新华、蔡德林和刘良忠等

教授对跨海通道进行了全面综合分析；武士国、

刘子建、李丽丽和毛爱华等对跨海通道与东北

老工业基地振兴，环渤海发展进行了讨论；李

坪、董国贤、方明山和高瑞华等从工程技术方

向做了细致探讨；魏一和吴爱华等从国内外经

验和融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本研究从跨海

通道对环渤海区域发展助推角度探讨建设跨海

通道的意义。

２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２１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现状及优势

本研究的环渤海地区是指三省两市。２００９

年环渤海地区土地面积５２１８．７７万ｈｍ２，占全

国陆地面积的５．４％，人口２．８亿占全国人口的

１７．８％，国民生产总值８００００亿元，占全国的

３１％，外商投资３７８亿元，占我国的５１％，原

油钢铁产量约占我国的４０％，有１５７个不同的

城市，其中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有１３个，海岸

线上分布着大小港口３０多个，其中吞吐量过亿

吨的有７个。环渤海经济圈是保证我国政治和

经济稳定的核心地区，是三北地区发展的引擎，

是东北亚地区国际经济合作的前沿。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该地区及时利用国

内和国际的有利条件，逐步成为中国沿海的第

三大经济增长极，逐步在机械、电子、石化、

汽车和建筑等产业产生程度较高的集群。同时，

新兴产业如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新材料等也

正在形成集群优势。环渤海地区与全国其他经

济区相比，具有三大比较优势：一是地理区位

十分优越。环渤海地区处于东北亚经济圈的中

心地带，向南，它联系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

角洲；向东，它沟通韩国和日本；向北，它联

结着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这种

独特的地缘优势，为环渤海区域经济的发展、

开展国内外多领域的经济合作，提供了有利的

环境和条件，成为海内外客商新的投资热点地

区。二是自然资源非常丰富。环渤海地区拥有

丰富的海洋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煤炭

资源和旅游资源，也是中国重要的农业基地，

耕地面积达２６５６．５万ｈｍ２，占全国耕地总面积

的１／４之多，粮食产量约占全国的２６％。三是

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雄厚。环渤海地区是中国

最大的工业密集区，是中国的重工业和化学工

业基地，有资源和市场的比较优势。环渤海地

区科技力量最强大，仅京津两大直辖市的科研

院所、高等院校的科技人员就占全国的１／４。科

技人才优势与资源优势必将对国际资本产生强

大的吸引力。

２２　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环渤海经济圈目前只是一种 “地图意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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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被 “三分天下”的经济圈，区域内部存在着

发展不平衡，一定程度的市场分割，内部竞争

过度，产业结构趋同，人力资源流动受制与体

制机制等问题。

２２１　区域合作和联系较少，区域内产业结构

趋于雷同

　　区域内交通条件的限制、各地地理空间条件

的相似，导致该区域内产业结构趋于雷同，区域

内的内在产业链联系不够紧密，没有形成合理的

产业分工。除了大部分省市都有钢铁、煤炭、化

工、建材、电力、重型机械和汽车等传统行业外，

目前又在竞相发展电子信息、生物制药和新材料

等高新技术产业，甚至都要求有自己的出海口。

这一方面导致了资源的极大浪费，同时造成了地

区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而加剧了产业行业间的盲

目竞争和恶性竞争，也使各地区的地方保护主义

盛行。区域内国有经济比重大，体制改革滞后，

开放度不高，开放意识不强，缺乏协同发展的整

体规划和明确可行的战略部署，未能形成优势互

补、团结一致、共同发展的合力。

２２２　核心城市没有起到龙头带动作用，内部

存在着发展不平

　　由于空间上的疏离，区域内各城市间互流

度较差，城市化水平不高，彼此的连带效应不

明显。虽然环渤海地区的中心是北京，但在经

济上它同区域内的其他地方并没有形成像上海

与长江三角洲、广州、深圳与珠江三角洲那样

的紧密联系，对周围城市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也

极有限，没有起到应有的 “龙头”作用。同时

内部其他城市经济发展较缓慢，不能与北京、

大连、青岛等地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互动。

２２３　交通不畅达，圈内空间可达性差

由于渤海海峡的阻隔，环渤海地区三省两

市分别依托京—津—唐城市群，济—青—烟城

市群，和沈—大为核心的辽中南城市群分成了

“三大板块”，三大城市群之间的可达性不好，

直接导致它们直接缺少紧密的社会经济联系。

铁路运输方面，环渤海是我国铁路网分布

较密集的区域，但运输能力仍与该地区的国民

经济发展需求相差悬殊：２００５年其核心的京、

津两市税收占全国总收入的１１．６％；京沪铁路

沿线居住着全国１／４以上的人口，只占全国铁

路营运线的２％，却承担了全国铁路客运量和货

物周转量的１０．２％和７．２％，运输密度是全国铁

路平均运输密度的４倍，客运常年超员７０％～

１００％，货运满足率不到５０％，尤其是晋煤运

输、进出关运输、沿海港港口技术运输受到严

重制约。进出山东的大量客货绕渤海湾 “Ｃ”型

运输，进一步加剧了进出关运输紧张局面，形

成日益严重的恶性循环。山海关已成为我国铁

路运输最突出的 “瓶颈”，尽管年运量已超过

６０００万ｔ（全国之最），但满足率只有３０％～

４０％。据测算，现在南方进入东北将近６０％的

货物进不了关。北重南轻的路网结构，使山海

关成为难以逾越的天险。

水路运输方面，近几年尽管环渤海地区港

口投资巨大，建设较快，但这主要是针对长距

离运输而言的。轮船运输在海峡短途运输中周

期长、装卸损耗大、运输费用高，很不经济；

同时危险性也比较大，不能实现全天候的作业。

航空运输是实现客货位移的最快速的运输

方式，在物流方面，却由于成本巨大，仅仅是

担负大城市间和国际快递客运。环渤海地区日

益增长的客货运输需求，使得从总体上看，空

运所能发挥的作用只能是 “杯水车薪”。

公路运输方面，环渤海地区公路网密集发

达，拥有多条全国最好的高等级公路。然而，

由于铁路运输的制约，大量长途客货物资压向

公路运输，山东与东北、华东、华北之间公路

承受能力基本饱和，汽车运距大大超过最佳的

经济运距 （２５０ｋｍ），每年有数十亿元的运输成

本转嫁到了企业和消费者的身上，更不用说现

代物流所要求的时效性、安全性等问题了。交

通的限制因素激化了区域内各地方经济发展水

平差距的不断扩大，从而导致地方之间的利益

摩擦进一步加深。

３　渤海跨海通道的建设对环渤海经济圈

形成和发展的区域效应分析

３１　改善环渤海地区的交通状况，促进该地

区物流业的发展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兴建将会缓解进出关

运输、南北运输和沿海港口运输等三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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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优化地区间运输结构、提高路网运输能力和

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目前，东北地区承担

过境交通的高速公路主要有京沈、京沪、京港

和唐津等高速公路，而京沈高速公路是唯一的

高速公路通道，２００７年日平均交通量为３９３６２

辆；渤海湾北部地区铁路运能高达上亿吨，但

进出关运输仍然不堪重负，２００６年烟大火车轮

渡开通，但由于其运力有限、受制于自然条件

等难以克服的弱点，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运输

需求和运能短缺之间的矛盾；虽然水上运输港

口较多，但是仍然要求陆路运输能力大幅度提

高；航空运输受其运输能力小的制约，无法发

挥在综合运输体系中的决定作用。由此可见，

在综合运输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依然是公

路和铁路。目前的运输格局是环渤海超过

１８００ｋｍ “Ｃ型”运输，如果打通渤海海峡跨海

通道，增加 “Ｉ型”运输通道，高速公路运输里

程方面，大连至烟台可缩短１２００ｋｍ，沈阳及

其以北的城市至上海可缩短４００ｋｍ，由目前的

单通道改善成双通道的 “Ｏ型”运输格局，形

成地区间布局合理的运输结构，对多种运输方

式协调发展、优势互补、缓解通道运输压力和

服务水平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可大大缓

解环渤海地区的铁路 “瓶颈”约束，大量分流

京沈、京沪、京广干线的运输压力。辽东半岛

与胶东半岛之间，可实现 “门对门”直达运输，

会极大地改善环渤海地区的交通状况，促进该

地区物流业的发展。

３２　促进环渤海地区经济的协调快速发展

首先，渤海海峡跨海通道预计投资近２０００亿

元，是我国三峡工程之后的又一项重大工程，这

项基础设施的建设将直接大大带动工业、建筑业

和服务业的发展，将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这在

很大程度上刺激我国经济增长，缓解就业压力。

李凤霞等［４］应用乘数理论和投入产出方法对渤海

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对区域经济的影响做了分析。

分析结果表明，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投资的产

出乘数为２．５７８５，投资乘数为１．２７９１，就业乘

数为７５０，影响力系数１．１４６８。其次，渤海海峡

跨海通道可产生巨大的捷径直达效益，是全面提

高沿海地区经济运行水平的重要的基础条件。根

据梯度推移论、中心—外围论和点轴理论，该通

道建成必将产生积聚扩散效应，中心城市的发展

必将带动周围不发达地区加快发展。然而扩散效

应的前提条件是交通条件的优化，没有良好的交

通、资金、物资和人才等将无法快捷流通。环渤

海经济圈是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重

工业、石油、原材料和粮食基地，是中国北方省

市进入太平洋的咽喉。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成

形成一个环形的区域缓解通道，是解决运输紧张

状况的最有效途径。运距的缩短，将节约大量的

运输时间、运输能力、运输能源和运输费用，必

将促使各地区的交流进一步加强，将极大地促进

地区间乃至全国经济快速协调发展。

３３　渤海海峡跨海通道会极大优化环渤海地

区城市的城市区位

　　交通对于城市的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我国有一些因交通便利而发展迅速的城市如

石家庄、郑州、九江、株洲和郴州等。现今大

连、烟台和青岛等都是陆路与海运的转运点，

如果渤海海峡跨海通道建设完成后，他们不再

是陆路的端点，而是陆路中间的一个节点。渤

海海峡跨海通道建成以后增强了辽东半岛和山

东半岛许多城市在区域中的重要性，会极大地

优化和改善城市之间路网结构和通达指数，使

大连、烟台等城市不再只是东北和山东半岛的

区域中心城市，大连的影响范围也会扩展到山

东半岛，烟台的影响范围也扩展到了辽东半岛。

这赋予了大连、烟台等城市更强的区位优势。

同时，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设将隔渤海海峡

的辽中南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以及在华

北平原的京、津、冀的三大城市群连在一起，

极大地加强它们的城市群区位优势，便捷的交

通有利于三大城市群的升级和发展。

３４　兴建渤海海峡跨海跨海通道可以促进环

渤海圈文化的交流，更加合理配置资源

　　经济与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共生互动的关

系，发达区域经济客观上需要拥有与之适应先

进的地域文化；同时先进的文化也必然会造就

人们在观念、意识等方面的高素质，有力推进

区域经济健康持续的发展，两者形成良性互动。

环渤海地区拥有全国６０％以上的高校和科研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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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拥有大量人才；同时东北和山东有着历史

上的文化渊源。跨海通道的建设会使该地区人

口流动更加便捷，更好地实现人力资本的配置，

更好地在文化技术上互通有无，促进地方经济

和文化的全面发展。

３５　有利于提高渤海海峡水上运输的安全性

烟大滚装轮渡受气候影响较大，运力也有

限，在恶劣气候环境中存在难以预料的重大事

故隐患［５］。要确保这条繁忙的海上 “黄金水道”

交通安全，须尽早实施渤海海峡跨海通道这一

工程［６］。渤海海峡烟大轮渡开通后业务繁忙，

目前仍以较快速度增长。据不完全统计，近１０

年来渤海水域发生较大的海损事故就达１８０多

起。因此，尽早实施渤海海峡跨海通道是提高

渤海海峡水上运输安全性的迫切需要［７］。

３６　海峡通道建设将显著增强国防实力，具

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意义

　　海洋国土越来越显示出重要性，渤海海峡

跨海通道本身有着极为重要的国防价值，可以

很好地巩固渤海海防。渤海是我国重要的军事

战略要地，是京、津之门户。首先渤海海峡的

建成就有一种政治军事威慑力；其次渤海海峡

跨海通道的兴建，能够从整体上加强环渤海国

防体系，大大提高沈阳、济南、北京和南京等

四大军区总体作战和机动作战能力，形成具有

弹性攻防和战略纵深的防御区，改善攻守态势，

加强后勤保障和战略威慑力量，实现平战结合、

富国强兵的双重价值。同时，沿海港口及海中

的诸多岛屿也将共同构建成为立体、机动防守

的格局，从而为形成新的战略防护体系奠定可

靠的交通基础和联动保障［８］。

３７　渤海跨海通道对旅游业的影响

渤海跨海通道的兴建对构筑沿海旅游大格

局、开发海洋旅游资源具有重要意义［９］。它把

发达的辽东、胶东两大半岛连为一体，将构成

独具特色的环渤海 “珍珠项链型”的旅游热线，

环型的路网新格局构筑环渤海湾旅游大格局，

对开发旅游资源、发展旅游经济将发挥重要作

用［１０］。首先，渤海海峡跨海通道的建成本身就

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旅游产品，它将以世

界之最著称于世，将会吸引众多国内外游客观

光。其次，跨海通道将两岸的蓬莱仙境、大连、

旅顺、烟台串为一线。在５００ｋｍ 半径内还有沈

阳和抚顺的 “一宫三陵”世界文化遗产、本溪

的五女山世界文化遗产，水洞风洞、青岛崂山、

曲阜、泰山和威海等众多胜境，旅游价值不可

估量，可大大带动区域旅游的联动发展。

４　结论

本研究对渤海海峡跨海通道项目建设的意

义进行了初步分析论证，对前期工作具有一定

的指导意义，可以借鉴和推广。由于项目的影

响力太大，其必要性论证非常复杂，今后应深

入研究。同时项目的自然条件十分复杂恶劣，

需要跨越深海施工，根据国内外跨海工程的经

验，跨海工程采用不同的跨越方案对投资的影

响十分巨大，这方面也有待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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