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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对某港区从资源需求、产业结构、行政规划等方面可持续发展的

制约因素进行了探讨，阐述了进行区域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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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港区（现滨海新区大港街）成立于 1979 年 11 月 6 日，系从天津市南郊

区分设出来，是天津市重要的重工业基地。地处天津市东南，东临渤海湾、塘沽；

南与河北省黄骅市接壤；西与静海区为邻；北与津南、西青两区交界，地势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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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海拔 3 米。东部多为滩涂，中部有面积为 22 万亩的大港水库，西部和西南

部为肥沃的农田。全区共辖 3 个镇、5 个街道办事处、60 个居民委员会。大港

区区位优势明显。距北京 165 公里，距天津新港 28 公里，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40 公里，205 国道、荣乌高速、李港铁路穿境，长深、津晋高速公路与津港公

路相联，交通极为便捷。大港区资源丰富。已探明石油储藏量 8.87 亿吨，天然

气储量 360.5 亿立方米。内陆水域面积达 36 万亩。有华北地区最大的人工平原

水库——北大港水库，总面积 147 平方公里，蓄水量可达 5 亿立方米。地热资

源丰富，地热分布面积 62 平方公里，热水井出口温度在 94℃—96℃之间，出水

量为 500 吨 / 日。大港属于典型的因油而生、因油而兴的工业区。作为天津滨海

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大港地处环渤海的中心地带，有大面积的沿海滩涂和湿

地生态系统，发展潜力巨大·作为全国重要的石油和石油化工基地，区内蕴藏

丰富的油气资源，驻有大港油田、天津石化、中石化四公司、大港电厂等一大

批国有大型企业，是一个区厂结合、城乡结合的新兴工业区，区域功能长期体

现在为大型企业提供配套服务上。2008 年全区生产总值完成 335 亿元，区属生

产总值完成119．47亿元，三次产业比重为1.5：62．1·36·4·然而，随着石油、

石化产业的不断发展，大港区的资源开发、生态保护、人居环境的矛盾将逐渐

突出，必然影响未来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2009 年 10 月 21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天津市调整部分行政区划，撤销天津

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以原三个区的行政区域为

滨海新区的行政区域。

1  大港区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1.1  淡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脆弱

大港区属半千旱地区，降水少、蒸发量大，年蒸发量比降水量高 2、3 倍，

水源主要依赖境外来水。由于上游客水水质很差，虽然大港区严格管理，不向

其排放任何污水，但仍然无法改变地表水污染较重的现实。同时，大港区的水

资源总量也不足，人均占有量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1/6，属于严重缺水地区。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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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短缺，必然带来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水环境容量降低，水质难以保

证；地下水资源超采，地面沉降扩大；污水灌溉问题突出，种植业品质受到影

响湿地面积萎缩，生态功能降低，部分区域土地面临土质退化、盐渍化的威胁。

近几年工农业生产和农村居民生活用水主要依靠开采地下水，地下水的超量开

采又造成局部地区地面沉降和生态环境的更加恶化。因此，如何突破水源性缺

水和水质性缺水并存的瓶颈制约，解决水资源短缺给生态环境带来的严重威胁，

必然是影响大港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大难题。

1.2  产业结构粗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突出

就目前看，大港区的产业结构尚在处于低级阶段。区属工业中低效高耗行

业仍占较大比重，2008 年大港区万元工业增加值能耗为 9 吨，但其平均利税率

不足 3％，有的甚至在 1％以下，而这些行业的能源消耗，产生的污染占全区工

业的大部分。2007 年区属工业能源消耗总量 170 万吨标准煤，较 2000 年增长

90％；区属工业取水量 682 万立方米，较 2000 年增长 38％，能源消耗不仅远高

于先进地区，就是与全市水平相比差距也是非常明显的。产业集聚水平低，全

区 12 个工业园区中实现经济总量只占区属工业的 35％，占全区经济总量的比重

不足 20％。这种高耗低效的产业结构和低水平的产业集聚，导致环境保护与经

济发展不能保持协调，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面临的压

力却与日俱增。

同时，大港区作为国家级的石油和石化基地，作为天津滨海化工区的组成

部分，南港重化工业园的加快建设，100 万吨乙烯炼化一体化项目即将建成，

1000 万吨炼油大项目的落地，使大港成为天津市发展石油化工、钢铁冶金、重

型装备制造的主要区域。由于产业发展缺少区域统筹，石化产业发达但经济结

构单一，经济重型化趋势加剧，产业环境污染比较重，这就对大港区的生态环

境容量造成巨大挑战·所以，如何保障以石化产业为龙头的大港经济保持快速

发展的同时，生态环境不退化，实现增产不增污，使石化基地建设与宜居城市

环境之间保持协调，就成为大港区今后发展的一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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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条块分割依然牢固，区域协调发展困难

长期以来，大港区主要的经济支柱是中央驻区企业，这些企业占用当地的

主要资源，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是区属国内生产总值的 2 倍多，区属财政收入

和区内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均比较低。“十一五”期间，规划落户大港区的

两套炼化一体化项目也分别为中石油和中石化投资建设，区属投资大项目依然

不足。同时，在整个滨海新区规划的九个功能区中，大港区只被确定为化工区

的一部分，边缘化趋势比较明显。由于功能定位单一，致使大港区不能充分享

受先行先试的政策优惠，区属经济发展受到一定限制。这种近期发展态势，势

必会导致条块之间利益矛盾的加剧。

此外，与天津市其他区县相比，大港区自然条件相对恶劣，土地资源数量

虽多但盐化度高、肥力差，优质耕地少，导致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的要求受到

客观制约。与新区其他行政区相比，大港区交通设施明显落后，与市中心、新

区核心区联系的道路等级不高，对外交通还不顺畅，区内城区通往南部地区的

通道少，交通堵塞现象不断加剧，南部地区交通状况的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制

约着南北地区和城乡之间的联动发展。鉴于大港区内条块利益格局比较复杂，

大企业资源垄断性强，对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再加上自然条件的限制，

区域发展和城乡差距继续拉大，这也是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1.4  功能区空间结构不合理，宜居新城建设阻力大

根据近年来天津市和滨海新区的功能规划，大港区城市性质被确定为国家

级重化产业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滨海生态宜居城市。然而，

截至目前，大港区城市还没有完全摆脱厂矿生活区的原貌：大港城区一油田城

区双组团独立发展，南北联系不便，大港城区中心地位不突出，人口集聚和综

合服务效率低：城区、工业区相邻布局，既造成城区环境不佳、功能拓展受限，

又导致石化工业的发展缺乏空间；乡镇缺乏发展核心，中塘西区、小王庄、太

平等乡镇地区经济实力弱、层次低、布局分散，对地区经济带动力不强；城区

与北大港水库、东部盐田等隔绝发展，生态优势未能发挥。

上述空间结构不合理所造成的弊端，与大港区“产业突出、配套完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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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雄厚、环境友好的国家级生态石化基地”和“滨海特色鲜明、现代气息浓郁、

生活条件舒适的宜居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形成了鲜明对照。但是，要改变这

种现状，按照大学城生活区、商业区、工业区等功能分区进行建设和管理，实

现城乡总体“一城、一带、两区”的布局结构设想，其阻力和财力困难是非常

巨大的，在短期内根本无法实现。

2  大港区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途径

大港区从1995年开始实验区的创建工作，至今走过了14年的历程。近年来，

随着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大港作为石油、石化基地又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

机遇和挑战。百万吨乙烯、千万吨炼油项目的落户，海水淡化项目等配套建设

的开展，以及规划面积达 220 平方公里的南港工业区的快速上马，使得大港区

在未来几年将有近千亿的资金投入，为成为国家级甚至世界级规模的石化基地

打下了基础。然而我们应该看到，建立国家级石化基地，形成以石油化工为核心、

以钢铁冶金和重型装备制造为配套的重化型产业结构，对淡水资源极度短缺、

生态环境非常脆弱的大港区来说，其环境保护的压力是十分巨大的，也与大港

区成为“现代宜居新城”的目标定位是有冲突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港要成为“国家级石油和化工基地”的定位，虽然有

历史条件和产业基础的原因，但更大程度上应该是外生的，是由国家发展战略、

天津发展定位和滨海新区规划等外力决定的；而成为“滨海特色鲜明、现代气

息浓郁、生活条件舒适的宜居生态城市”才是大港区自己内生的目标。那么，

在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的政治经济框架下，大港区就需要在“国家级

石化基地”和“现代宜居生态城市”之间进行艰难的平衡，只能在这一对矛盾

的两个方面开展沟通创新。因此，需要重点解决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2.1  发挥政府指导作用，突出强调环境为先和科技创新

大港区政府要继续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坚决贯彻“发展为本、环境优先”

的思路，严格控制污染和排放，实现增产不增污。在严格控制化工污染、保护

生态环境的同时，建设好官港森林公园生态示范区和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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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城市之肺的功能，为滨海新区的生态保护作出贡献。同时，针对大港科技研

发投入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实际，政府还要坚持把加快科技创新、提升创

新能力作为加快发展的战略举措，高强度增加科技投人，构建以政府投入为引

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市场融资为支撑、社会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科技投入体系，

重点实施一批国家级和市级科技示范项目和成果转化项目，形成一批新技术和

新工艺，增强核心竞争能力。

2.2  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彻底突破粗放发展模式

一方面，以改革开放为动力，瞄准世界 500 强、国内 500 强开展定向招商

和产业链招商，重点吸引高水平的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项目和地区总部、研发

中心、采购物流中心落户大港，借助增匱优化加快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另一方面，加快建设布局合理、特色鲜明的工

业园区，推动工业企业向园区聚集，大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发展循环经济，努

力构建集约型、节约型和生态型的增长模式。通过大力推行清洁生产技术，积

极促进环保技术及成果的广泛应用，重点构建石化下游产品开发、粉煤灰利用、

海水淡化及盐化工、畜禽饲养沼气开发、秸秆利用等循环经济产业链，推行清

洁生产，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2.3  实施新城带动 " 战略，推动城市功能协调优化

通过实施“新城带动”战略，建设布局合理功能完善、产业集聚、人口集

中的大港新城，实现城市空间布局的合理化和管理服务的规范化、高效化。提

高城市管理水平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城市品位，培育特色城市文化，建设湖

海交错型大港打造宜居新城品牌。继续加大改革力度，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

实现城镇发展与区域经济规划有机结合，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互协调。

加快农村住宅楼建设，进一步完善农村中心居住区配套设施，推进文化、教育、

卫生等社会事业一体化服务，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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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论

为了实现大港区建设国家级生态石油和化工基地、现代化滨海宜居新城的

目标，成为特色鲜明、全国一流的可持续发展实验区和先进示范区。就必须经

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的基础上，单位地区

生产总值资源消耗明显低于全国和全市平均水平，循环经济成为区域经济增长

的主要模式；在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条件下，建立起科技支撑、环境友好型产

业体系，形成符合区域功能要求、市场竞争力较强的特色经济结构，使实验区

建设取得实质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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