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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港口
2017 年曹妃甸始终坚持以贸兴港、港产联动，贸易大港建设成效显

著。累计建成运营码头泊位92个，新增乌兰察布、石嘴山 2个内陆港，港

区腹地纵向延伸；全年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3.07亿吨，同比增长16.8%；引

进港口贸易企业 67 家，实现贸易额 152 亿元，港区辐射带动作用显著增

强。综合保税区功能加速释放，整车进口口岸顺利通过验收，肉类口岸资

质正式获批，1#、2#通用泊位开放验收，天津外贸支线成功开通，跨境电

商开展第一单业务，曹妃甸正式成为中国（河北）自贸区 3个申报主体之

一。全年完成进出口总值11.3亿美元，同比增长21%；实际利用外资1.6亿

美元，同比增长5%。

港口是曹妃甸的核心竞争力，充分发挥港口优势，深化港口管理体制机

制改革，实现港口集疏体系建设新突破，打通曹妃甸港铁路集疏港“最后一

公里”，全面推进“6+1”贸易中心建设，真正打造曹妃甸沿海开放高地。港

口贸易加工则是全区经济重要增长点。在“一港双城”建设中，曹妃甸对港

口总体规划进行提升，以建设世界一流大港的标准，科学划分港口功能区；

同时，大力发展临港贸易及加工，打造集煤炭物流、煤炭交易、金融服务为一

体的世界最大煤炭物流中心；打造拥有进口矿石价格指数、混矿交易的世界

最大矿石物流中心；建设以中石油液化天然气（LNG）码头、京能LNG码头

为主的世界最大LNG接卸交易中心；建设以中石化、中化旭阳为重点，年接

卸能力6000万吨原油物流交易中心；建设以文丰木材码头、中林木材产业

园为重点北方最大的木材物流贸易加工中心；建设以通用码头、前进钢铁集

团为重点，深加工能力达到1000万吨、物流达到5000万吨全国最大钢铁物

流加工中心。同时，大力发展港口物流贸易，不断降低物流成本，提高服务

质量，继续建设陆路港，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并力争到2020年港口吞

吐量达到5亿吨，进入世界大港行列，成为国家主要港口。

曹妃甸区对港口发展的目标、路径、措施都做了详细的战略规划。目

前，曹妃甸港与天津港的合作有了突破性进展，与中远海运等企业有了更

深的合作，港口工作越来越顺畅。曹妃甸港将坚持港产融合发展，完善港

口功能，扩大港口贸易，为加快建成国际综合贸易大港贡献力量。

在港口规划提升中，曹妃甸特别提出：要留有旅游岸线。旅游业也因

此成为曹妃甸全域城市化进程中优化产业布局的重要一环。

举办首届半程马拉松比赛等活动、妈祖文化旅游区获批国家AAA景

区、全区累计接待游客150万人次、成为首个与北京进行区域旅游合作的

县（区）……2017年以来，曹妃甸区旅游事业蓬勃发展。而对全域旅游发

展规划，曹妃甸将整合湿地、龙岛等旅游资源，按照新的生态文明理念开

发利用湿地，引进有实力、有责任的国内一流战略投资者开发龙岛，建好

多玛乐园、河豚小镇等项目，启动通用航空机场和游艇码头项目，开工建

设滨海浴场。此外，还要办好妈祖文化节等品牌节会活动，将湿地 4A级

景区、旅游岸线、龙岛、妈祖文化3A级景区、农田风光串在一起，形成有特

色的精品旅游线路，使旅游成为全区靓丽名片和朝阳产业。

曹妃甸因港而建、因港而兴。港口是曹妃甸乃至唐山的核心竞争力，

同时港口也是曹妃甸的潜力所在、希望所在。因此，曹妃甸将挖掘潜力，

朝着建设世界级一流大港的目标奋力前行。

做大产业
产业是曹妃甸发展的命根子，没有产业一切都无从谈起。

2017年以来，曹妃甸坚持一二三产一齐上，内外贸易一齐抓，传统产

业提档升级和发展新兴产业并举，产业发展利好不断——

曹妃甸石化产业基地规划环评通过环保部审查、汽车整车进口口岸

通过省级正式验收、曹妃甸港区进口肉类口岸获国家质检总局批复、唐山

市跨境电子商务第一单货物从曹妃甸综合保税区通关入市……同时，一

批重大项目取得进展——中冶瑞木新材料、北京金隅机电装备产业园、中

石油LNG调峰项目等纷纷开工建设，16家央企、6家北京市属骨干企业的

项目纷纷签约落户，全区开工投资 10亿元以上的产业项目 28个，成为跨

越发展的强大支撑。

2018年，曹妃甸的产业建设依旧是全区发展的重点。

曹妃甸把产业发展放在首位。强力推进产业兴区，加快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以产业升级为核心，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点，调强存量、调

优增量，全面优化产业结构，加速临港产业聚集。

曹妃甸加快打造规模效益并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环渤海地区新型

工业化基地，依托临港优势，做强主导产业，加速向工业大区、产业强区迈

进，打造世界一流石化产业基地、京津冀地区重要钢铁深加工基地和中国

北方木材进口深加工基地。

新兴产业是推进发展的强大引擎。曹妃甸留足岸线、土地、环保等资

源，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加快打造新兴产业集群是曹妃甸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关于

如何打造新兴产业集群，曹妃甸思路清晰、目标明确：依托自身优势，打造

高端装备产业集群，加快引进航空产业、海工装备、特种装备和智能装备

项目，力争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0%；打造新能源电池、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积极引进新能源电池生产企业，支持城建重工新能源汽车等项目

发展，年内引进新能源汽车项目2个、汽车零部件项目2个；围绕培育新一

代信息产业集群，以大数据、“互联网+云计算”为重点，全力推进职教城大

数据产业中心建设，加强与华为、阿里巴巴、百度、360等知名信息技术企

业合作，年内引进数据分析运用企业3家以上；围绕打造新材料产业集群，

支持中冶瑞木新材料、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大尺寸单晶硅、三孚硅业高纯

电子气体、高朗氧化铝等项目发展，不断壮大产业规模。

作为河北省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和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平台，曹妃甸

区不断发挥自身优势，抢抓协同发展机遇，紧紧牵住了项目建设这个“牛鼻

子”，示范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2017年，签约京津项目99个，总投资1308

亿元；在建项目43个，总投资1124亿元；完工项目29个，总投资124亿元。

2018年，曹妃甸区将继续牢牢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机遇，加快协

同发展示范区建设。规划建设1800亩京冀协同发展示范区扩充区，全面

承接北京中小企业转移。积极争取京冀省级层面支持，不断提升京曹两

地教育、医疗等同城化服务水平。与此同时，全力支持首钢、金隅、京能、

京粮等在曹妃甸发展，并深化与滨海新区的全面合作，抓住滨海新区化工

项目外迁契机，力促更多好项目落地，充分发挥京冀曹妃甸协同发展示范

区产业转移平台作用。

2018年，曹妃甸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加速聚集，发展势头越来越旺，

形势越来越好。预计全年GDP达到432亿元，同比增长7.7%；全部财政收

入突破百亿元大关，纯税收同比增长16%；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长30%，多

项指标领跑全省全市，呈现跨越赶超的良好态势。

做优城市
展望城市的未来，曹妃甸提出，将按照“一港双城”发展定位，建设国

际化、现代化滨海城市。落实“一港双城”战略布局，曹妃甸新城将打造成

滨海城市建设的主阵地、主窗口。

新城的发展要讲质量，曹妃甸要建设的新城，是国际化的新城，现代

化的新城，是一座具有国际化属性、融合现代化元素的新城，是一座蕴含

滨海文化特色的新城。

落实港产城融合发展理念，推进“一港双城”建设，曹妃甸提出，坚持

全域城市化的理念，按照“多规合一、以人为本、科学布局、职住平衡”的原

则，留足城市发展空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空间。要以世界眼光、国际

化视野，聘请国内外高水平规划设计单位对总体规划进行修编，进而对专

项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设计等进行提升，实现国内一流的目标；并

在此基础上，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加强城市管理，发展城市经济，加快城乡

融合发展，补齐城市短板，聚集城市人口，努力建成繁荣、宜居、和谐、靓丽

的美丽新城。特别是曹妃甸新城，将以国际化、现代化滨海城区为目标，

做好二三产业融合，大力发展大数据、智能装备、旅游、金融、会展产业。

同时支持华北理工大学、工职院、职教城、景山分校等建设与发展，充分发

挥人才和智力支撑作用。

作为疏解非首都功能、承接北京产业转移的重要阵地，曹妃甸借助天然深水大港
的自身优势，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把握重点，全力突破，奋力开创曹妃甸
高质量跨越发展的崭新局面。

河北省规划曹妃甸构建“一港双城”发展格局、建设世界一流大港、打造曹妃甸新
的增长极。这一思路的提出，是曹妃甸实现高质量跨越发展的难得契机。曹妃甸将落
实港产城融合发展理念，做强港口，做大产业，做优城市，全力推进“一港双城”和世界
一流大港建设，打造河北沿海增长极和京津冀的重要支撑，争做“三个努力建成”的排
头兵和“三个走在前列”的示范区，争当国际化现代化沿海强市的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