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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并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研究确定城市发展目标。城市发展目 

标确定的依据是城市的资源、城市的地理位置、城市的对外交通条件、城市的经济基础、城市的文化积淀、城市的发展趋 

势以及城市在区域乃至全国的地位等等。新世纪，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北海应如何充分发挥自己的区域优势， 

摆脱困境，复苏经济，实现持续发展，对此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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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北海的区域优势 

北海是位于桂南沿海的一个港口城市， 

是 1984年国务院批准的 14个沿海开放城 

市中最西端的城市，濒临北部湾，背靠大西 

南，面向东南亚，是大西南地区扩大对外开 

放，发展同东南亚、印支各国以及其它国家 

和地区外经贸出海通道的重要门户之一。随 

着中越战事的结束以及党中央加快改革开 

放步伐的决策出台，北海市步入前所未有的 

繁荣期。城市总体规划确定北海的城市性质 

是“以发展商贸、金融、工业、海洋渔业和旅 

游业为主的具有国际影响的综合性港口城 

市”。从其海岸资源上看，北海有海岸线 

500kin，大小港区 10个，泊位53个f其中：万 

吨级深水泊位4个)，5万吨级的货轮自由进 

出北海港。全市港口年吞吐量330万t，其中 

北海港务局有港区2个、泊位8个f1—3,5万 

吨泊位2个)、年吞吐能力227万t。3．5万吨 

级深水泊位前期工程已进行。到上世纪末， 

北海港的吞吐量达600万 t。北海港的港口 

资源十分丰富，港口的发展前途无量。虽然 

是港口城市，但其腹地相当辽阔，地处内陆 

的川I贵滇 3省及广西本区在商品物资的进 

出口方面皆有赖于这个出海口。 

1．1 渊源的港口历史 

北海原属合浦，西汉时始置合浦郡。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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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之名始见于清康熙初年(1662)因北面临海 

而得名。北海自秦汉对外经济贸易活跃，是 

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口之一，与 

马来西亚、越南、缅甸、印度等 10多个国家 

保持贸易往来。明代海运的发展，促进了北 

部湾沿海城市经济贸易的发展，北海作为岭 

南地区的出海通道之一形成了以港口贸易 

为主的集镇。清乾隆年间，北海港进出口贸 

易进入一个昌盛时期，是当时我国西南地区 

货物集散地和我国南方对外开放的重要商 

港【l】。 

1．2 丰富的港口资源 

北海市海岸属雷州半岛谷地溺谷陡岸 

堆积海岸。海岸线长而曲折，港口众多，航道 

阔直，水深浪平，回淤甚微，地层岩岸，水深 

而岸线曲折，其为土质或砂质海岸，岸线平 

直无屏障。这种地形及海岸结构，逐步形成 

了北海港、南湾港、高德港、电白寮港以及因 

火山喷发而形成的涠洲南湾港等商港、渔 

港。据港口勘察部门确定，北海新港、铁山港 

和南湾一带可建万吨级泊位200多个．现两 

个万吨级起步码头已动工兴建。而且市区面 

积近90km ，现已建成区域面积 25km ．地形 

宽阔平坦、有充足的开发建设用地，完全可 

满足现代化国际港口建设需要。 

1．3 优良的港口区位 

北海港口地处广西南端，北部湾东北 

岸，位于东经 108。50 一109。47 ，北纬2l。26 一 

21。55 之间，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背 

靠大西南，也包括湖南、江西在内，有广阔的 

腹地；面向东南亚，东与经济发达的广东省 

交界，南与海南省隔海相望，西毗开放中的 

越南，处于“一城系四南”(西南地区、越南、 

东南亚国家、海南省)的战略枢纽位置上，从 

而成为中国大陆与亚太经济圈的交汇点，在 

西南经济区、亚太经济区和东盟贸易区的发 

展格局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陆路东邻 

我国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的广东省，距湛江 

港 198km，西北距南宁市2o4km；海上距海 

口港 124海里、洋浦港 l13海里，距香港比 

我国东北部沿海港口城市近 1 0o0—2 000海 

里，是我国大陆距中亚、西亚、非洲、欧洲最 

近的港口城市之一，已同世界96个国家和 

地区的219个港口有贸易往来[2】。 

大西南是中国自然资源最丰富的地区， 

也是国家重点开发的地区。随着世界经济重 

心东移、亚太地区的崛起，大西南的开发将 

以北海为通道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海南及 

东南亚以及欧洲、非洲各国进入大西南也将 

以北海为其通道。因此，北海港作为进出大 

西南的天然门户，具有巨大的区位价值。 

1．4 广阔的港口腹地 

港151腹地的大小直接影响着港口的生 

存与发展，且腹地的经济类型及生产特点也 



左右着港口的发展方向及规模。腹地大小可 

由港口交通集疏方式及其所到达的区域确 

定。北海港口的交通集疏方式主要有铁路 

(可达南宁、钦州、成都、贵阳等)、公路(可达 

广西、云南、贵州、广东、湖南等)、航空(可达 

西安、贵州、长沙、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 

海运(可达海南、广东等)。综合考虑交通集 

疏方式及其所达地区和经济吸引力，确定北 

海港口近期腹地范围为广西、云南、贵州、湖 

南南部、四川等省区。因在经济实力及港口 

吞吐能力上与广东有较大差距，短期内难以 

对其形成强大吸引力。腹地的资源丰富，劳 

动力充足，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为北海港 

口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2 最优的经济发展模式 

结合北海的资源优势及其在中国西南 

地区和北部湾沿岸的区位优势，北海城市今 

后经济发展应定位为：港口经济模式。 

翻开世界经济地图，世界上一些发达国 

家无不重视港口的建设，如美国的五大湖工 

业区、密西西比河南部经济区，欧洲的鹿特 

丹、汉堡、伦敦、马赛等港口的发展及欧洲内 

河航道网的统一布局，亚洲的日本、中国香 

港、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典型港口经济模式。 

这些成功的经济在港口规划与建设方面都 

给我们以极大的启示口1。 

2．1 港口是人类利用海陆交汇地区的纽带 

人类的发展史表明，海陆交汇的区域是 

人类生存与发展最有力的精华地带，而港口 

作为人类营造的主要基础设施，在对这一区 

域的开发利用中发挥了纽带作用。这种纽带 

作用，反映在经济活动上，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集聚”作用。港口的形成和发展使 

各种社会活动集聚于海陆交汇地区，导致众 

多海陆交汇的地点成为人类活动最佳的空 

间区域之～。 

(2)“界面介质”作用。港口的存在促进 

了陆域和海洋资源的合理利用。 

(3)“门户”作用。在强化同腹地联系的 

同时，港口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开放，成为地 

方经济系统的进口和出口。 

(4)功能“定位”作用。港El作为一种专 

业功能较强的基础设施，对城市的功能定位 

和经济特征、布局与结构，具有一定影响。 

自现代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出现并不断 

发展完善以来，以港而兴的区域经济发展模 

式不胜枚举。无论是发达国家已经形成的沿 

海城市化和工业化地区，还是新兴工业化国 

家沿海地区的经济增长，都与港口的发展有 

极其密切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也因港口体系 

的完善和海运技术的发展而呈现不断加强 

的趋势，港El是世界性的经济分工与合作的 

重要支点。 

2。2 区域经济基础是港口发展的依据 

从历史的角度看，港口的一切经济活动 

都可视为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结果。从发展的 

角度看，任何港口的进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其 

所依据的区域经济基础——已经形成的基 

础和潜在的增长能力。一般情况下，港口的 

直接腹地或间接腹地范围的大小及其资源 

的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发展潜力等是港口 

发展的重要区域背景。从供需平衡角度来 

看，港口的建设是以满足区域社会经济需求 

为基本原则的。某一时期的港口建设与发 

展，包括能力的建设、功能的确立、规模的扩 

张等，都必须以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方向、 

目标为依据。所以，港口的规划与建设，必须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出发加以设计。 

从区域经济联系或网络经济发展方面看，港 

口作为经济联系网络的节点，除受所在区域 

的经济系统开放程度的影响外，还受诸多相 

关区域的经济活动的影响。即一个地方的港 

口建设，应从高～级区域体系着眼加以审视 

[41
。 

2．3 大型港口建设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激发 

器和助推器 

作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支撑条件，虽然港 

口的发展伴随经济的增长而发展，但也对区 

域经济的发展有积极的引导作用。主要表现 

为： 

(1)大型港口的建设可以诱发经济的增 

长，促进某些企业因港而兴，依港而建。 

(2)促进区域经济布局的调整。在工业 

化时期，交通基础设施一般是经济建设的重 

点，通过重大设施建设调整空间经济布局是 

比较有效的手段。 

(3)调整经济联系的区域方向，或促进 

区域物流的优化，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 

港口及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是北海城 

市发展的启动点，城市经济政策应在投资、 

信贷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使北海早日具备 

三省一区物资集散枢纽的功能，从而引发金 

融商贸的繁荣，城市金融商贸区域地位的谋 

求只有依赖于港口的发展，才可能稳固持 

久。但是在整个投资中用于改善港口城市功 

能的份额不足

与相邻的防城港和钦州港相比明显迟缓。作 

为城市发展的启动点，北海市的港口及相关 

基础设施的条件并没能充分把握时机从而 

获得最迅速有效的改善151。 

3 关于加快北海港口建设的建议 

北海市是14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是重 

要的商贸旅游城市，发挥其地理位置和城市 

依托的综合优势，可在大西南集装箱、附加 

值较高的机械设备、电器、轻工、医药产品等 

货物运输中发挥重要作用。今后应加大大件 

杂货的运输量，而污染较大的散货建议转由 

钦州港或铁山港中转，以保护旅游城市优美 

环境。建成广西沿海最大的客运港，增辟至 

涠洲岛、海南岛及东南亚航线，成为外贸件 

杂货和集装箱运输、陆岛旅游、旅游客运、商 

贸、仓储和保税等多功能的综合性港口。 

充分发挥海运公司现有运输能力，完善 

港口配套设施，提高管理水平。并且视情况 

挖深航道，以保证3．5万t集装箱船能乘潮 

出入，新建3．5万t级集装箱码头及多用途 

泊位。 

北海港有较好的城市依托，城市功能较 

为齐全，是大西南对外经贸的窗口，可设置 

港内保税仓库，适时发展保税生产资料市 

场，为北海三资企业服务，扩大仓储能力，建 

立北海市、广西区和西南地区3个层次的物 

资配送中心【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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