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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一个重大国家战略”，让曹妃
甸在京津冀一体化中的战略核心地位更加凸显。 今年7
月31日河北省与北京市签署了《共同打造曹妃甸协同发
展示范区框架协议》等七项协议，作为河北省的“一号工
程”，曹妃甸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

作为首都产业外迁最大的承载地，京津冀一体化下
的曹妃甸产业聚集步伐加快。前后共有首钢京唐、中石
化、汉能光伏等19家央企和北京企业落户曹妃甸，总投
资达1446亿元。此外，中关村曹妃甸高新技术产业化基
地、华电重工曹妃甸海上风电产业基地等一批重大项目
已经签约落地。据了解，曹妃甸与北京累计达成合作意
向146项，主要集中在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日
益形成港口物流、钢铁电力、化学工业、装备制造、综合
保税、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七大产业园区，其煤炭、木材、
钢材、矿石、可再生资源、天然气等六个大宗商品交易平
台也正在加快建设。

李如忠认为， 作为首都功能疏解的一个成功范例，
首钢搬到曹妃甸比到其他地方的港口成本低，这不仅减
轻了招商的压力，也增强了企业入驻的信心，且优化升
级后的首钢在逆境中实现盈利。另外为解决曹妃甸作为
京津冀协同发展示范区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生态城
内唐山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曹妃甸校区已于今年10月开
学。据了解，新校区占地1644亩，建筑面积32万平方米，
总投资16亿元，可容纳万名师生入住使用。据了解，今年
5月， 整体搬迁至曹妃甸的首钢京唐公司首次实现扭亏

为盈，六七月盈利水平不断提高。
然而，定位为中国能源、矿石等大宗原燃料集疏港

的曹妃甸港区同样存在竞争压力。因为仅在渤海西岸就
聚集了秦皇岛港、京唐港、天津港等多个港区。天津港建
立成为了国际航运中心、 物流中心和国内北方航运中
心，但曹妃甸港区并不畏惧。

李如忠表示， 国家在国际交往中的地位和比例上
升，国际份额提高，原有的港口已经无法满足经济发展
的需要，所以曹妃甸港口的开发是很有必要的。“曹妃甸
真正开始招商引资是在2009年， 产业聚集才四五年，还
像个婴儿一样，处于成长初期。曹妃甸港最大的优势有
两点，港口与土地、税收政策，曹妃甸是深水大港，临海
经济发达；曹妃甸港口土地资源丰富且成本、税收等给
予优惠是其他地方所不具备的。”

据了解，曹妃甸港区位于唐山市南部70公里南堡地
区曹妃甸岛，曹妃甸岛为一带状沙岛，古滦河入海冲积
而成，至今已有5500多年的历史，因岛上原有曹妃庙而
得名。距离大陆岸线约20公里，从甸头向前延伸500米，
水深即达25米，甸前深槽水深达36米，是渤海最深点。由
曹妃甸向渤海海峡延伸， 有一条水深达27米的天然水
道，直经海峡，通向黄海。水道与深槽的天然结合，构成
了曹妃甸建设大型深水港口得天独厚的优势。这里30米
水深岸线长达6公里之多，且不冻不淤，是渤海惟一不需
要开挖航道和港池即可建设30万吨级大型泊位的天然
港址。

差异化助推港城开发

面临着上万人口的到来，曹妃甸原有的经济平衡被
打破，如何找到新的平衡点成为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突
破口。在走访曹妃甸工业区过程中，虽然商业配套设施
不够健全，但北京商报记者看到，目前一条可容纳几十
家商辅的商业步行街已基本建成，现代化的小区也已落
成，可以吸引更多的职工及其家人在此落户。

随着京津冀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曹妃甸交通条件的
改善必将加快人口集聚的速度与规模。目前，曹妃甸在
铁路、高速公路以及机场方面正在加快推动，构建快捷
路网通道， 北京-唐山-曹妃甸铁路通道项目已在规划
之中， 打通之后仅需50分钟就能从北京直达曹妃甸，大
大缩短了两地的时间距离。滨海公路、迁曹高速、水曹铁
路、唐曹公路等交通网络的建设，在曹妃甸与唐山主城
区、滨海新区之间形成了30分钟交通圈，在曹妃甸与京
津之间形成了“1小时交通圈”。

李如忠表示， 目前曹妃甸区的规划正在稳步推进，
并未出现如外界所谓的不良资产等问题；另外，北京在
工业园区和城市建设上都给予很大的支持。虽然曹妃甸
开发了十多年，但相比其他大港，曹妃甸依然是个年轻
的港口，未来其在功能上以及吞吐量上都会实现质的飞

跃。在京津冀战略一体化下，曹妃甸区正在抓住机遇进
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当前，曹妃甸已经成为京津冀地区最具发展潜力的
增长极之一， 如何更好地依托产业集聚吸引人口的集
聚、增加人气、促进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的协同发展成
为曹妃甸的出发点。同时，在首都功能的疏散过程中，曹
妃甸应该有所选择，倾向于战略型新兴产业、高端制造
业、高端服务业等方向，特别要重视吸引优质的教育、文
化、医疗、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

目前生态城造地及基础设施已基本建成并投入使
用，城市功能项目正加快建设。另外，在曹妃甸工业园区
建有临港商务区，配有酒店、超市、餐饮等相关的配套设
施。但曹妃甸起步晚，目前属于人口聚集阶段，所以开发
太多的商业设施会造成资源浪费， 随着产业的发展，相
关的配套设施也会有所跟进。

据了解，唐山湾生态城位于渤海之滨的唐山市南部
沿海、曹妃甸区东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和京唐港区之
间，距唐山主城区80公里、北京220公里、天津120公里、
秦皇岛170公里，远期规划建成面积150平方公里、人口
100万的生态城市。

“1小时交通圈”释放红利

■ 专家观点

老城区的商业短板折射出了这座港口
城市的商业历史，也从一个层面反映出整个
地区的发展水平。

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王金营表示，
总的来说京津冀区域发展还存在失衡，除
了经济水平不对等外， 还源于区域内行政
层级差距很大。 在新时期的国家政策影响
下，曹妃甸在工业生产、港口开发等方面发
展迅速，但生活环境、商业配套等公共服务
类建设相对滞后， 且人们各方面习惯在短
时间内很难改变，特别是在工业区，医疗、
娱乐、学校等并不完善，但这也是根据市场
需求配置的结果。 所以在市场调配资源的
同时，政府这只手也应当发挥作用，加大宏
观调控力度，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分区，如引
进商场、娱乐、教育等经济增长点，满足大
众需求。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秘书长赖阳认为，曹
妃甸工业园区吸引了首钢等大型企业入驻，
产业带动的结果是经济回报周期比较长，前
期投入成本高，政府应该考虑给予相应的支
持，比如培养更多的酒店、商场等服务业，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拉动当地的就业水平。
人们的收入得到保障后会进一步拉动消费，
消费需求更加广泛后会带动其他相关商业
配套的发展。

同时赖阳也表示， 目前对于曹妃甸工
业区而言发展还不够完善， 如果相关配套
设施如医院、住宿、娱乐等跟得上，就会吸
引更多的员工留在园区生活消费。 特别对
于年轻人，产区内应该配备娱乐设施，如咖
啡厅、KTV等可以发泄情绪和释放压力的
场所。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徐逢贤认为，曹妃甸的工业建设、港口物流
以及交通网络与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应相互
配合，共同实现产业聚集与人口聚集，在国
家宏观调控基础上科学、合理地规划。如在
工业区内， 小区的建设应当与周边的商用
设施共同开发，并且选址要充分考虑避开
污染源；另外，曹妃甸地下以及海内矿产
资源丰富，应进一步加强与滨海新区以及
周边地区的合作，最大限度发挥特色产业
优势。

产城融合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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