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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带一路”建设、我国东北振兴和深化发展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背景下,文章分析大连市建

设我国北方自由贸易港的可行性。大连市具有自然和历史优势、区位和交通优势以及政策优势,

同时面临港口竞争激烈、国际政治影响、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和创新人才流失的挑战;未来应在发挥

各类优势的基础上,学习和对接上海市建设自贸区的经验,做好区域协调分工,加速产业转型升

级,拓展对外贸易范围,加强区港联动,重视科技成果本地转化和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全力打造新

时期的自由贸易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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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the“BeltandRoad”,therevitalizationofNortheastChinaand

thedeepeningofthedevelopmentoffreetradezones,thepaperanalyzedthefeasibilityofDalians

constructionofnorthernfreetradeportinChina.Dalianhasnaturalandhistoricaladvantages,lo-

cationandtrafficadvantagesaswellaspolicyadvantages.Atthesametime,itfacesthechallenges

ofintenseportcompetition,internationalpoliticalinfluence,lowconversionrateofscientificand

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andlossofinnovativetalents.Inthefuture,itshouldimproveonthe

basisofvariousadvantages.AnditshouldlearnexperiencesofFTZconstructionfromShanghai,

includingmakingagoodregionalcoordinationanddivision,acceleratingtheindustrialtransforma-

tionandupgrading,expandingthescopeofforeigntrade,strengtheningtheregional-portlinkage,

attachingimportancetothelocaltransformationofscientificandtechnologicalachievementsand

introducinginnovativetalentstostriveforbuildingafreetradeportinthenew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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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我国对外开

放水平有力提升,通过提供包容和开放的对外发展

平台,与沿线各国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自由贸易

区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节点,与“一带一

路”建设同为构建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重要内

容,是我国全面深化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积极运筹对外关系、实现对

外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

2017年国务院发布《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

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首次提出设立自由贸

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自由贸易港划在所在

国关税国境(关境)以外,准许外国商品免关税进

出,且可在港口内自由改装、加工、长期储存或销

售;只有当商品转移到自由贸易港所在国消费者手

中时才须缴纳关税,外国船舶进出须遵守港口所在

国的卫生和移民等政策法令。自由贸易港分为全

自由港和有限自由港:前者对外国商品一律免征关

税;后者对绝大多数外国商品免征关税,仅对个别

商品征收少量进口税或禁止进口。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

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为升级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指明

方向。辽宁省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亟须进

一步升级自由贸易试验区,使之范围更广阔、环境

更开放。大连市作为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核心地区,是振兴东北和响应“一带一路”建设的

重要区域,将大连市建设成为我国北方自由贸易

港,充分发挥其经济发展“火车头”作用的意义重大。

1 优势

1.1 自然和历史优势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大连市大窑

湾港是我国少有的天然良港,三面环山、一面环海,

港阔水深,冬季不冻,终年不淤,掩护条件好,绝大

部分为基岩岸;水域面积为33km2,其中自然水深

大于5m的水域面积为17km2,可畅通3万t以上

的货轮。大窑湾保税港区陆域范围广阔,已规划面

积为6.88km2,专业化港区和后方拓展区域面积为

53km2,建有各类码头泊位100余个。

作为海港城市,大连市以港口建设为先导、以

港口网络为纽带,规范和发展相关产业[1]。近代殖

民统治者为掠夺我国东北地区的经济资源,在大连

市实行自由港制度,促进大连市走上城市化发展道

路[2],从侧面说明大连市具有成为自由贸易港的巨

大潜力。如今大连市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

开放口岸,是我国面向太平洋和走向世界的重要海

上门户。

1.2 区位和交通优势

大连市地处千山山脉西南延伸部分和辽东半

岛最南端,三面环海,位于黄海和渤海之间,毗邻蒙

古、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本,是我国东北地区最

重要的枢纽港口城市,也是东北亚地区重要的口岸

城市。大连市港口拥有广袤的经济腹地,辐射我国

东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地区,自然资源丰

富,基础条件良好。

大连市拥有集海、陆、空、铁、管5种运输方式于

一体的综合交通体系。其中,公路和铁路与我国东

北地区各主要城市联通,并以集装箱班列和内陆干

港为支撑,形成以大连港为龙头、以腹地物流中心

为节点的东北物流网络体系[3]。哈大、丹大和沈丹

等高铁线路加强了与东北内陆地区的经济往来。

2017年9月,国家中长期铁路规划“四纵四横”中的

最后“一纵”———京沈高铁辽宁段钢轨全线铺通,与

华北地区联通,扩大了经济腹地。大连港已开通

5条发往俄罗斯和其他欧洲地区的中欧班列,构建

起新亚欧大陆桥,成为亚欧之间高效畅通的国际物

流通道。2015年大连市周水子国际机场全年航班

起降11.7万架次,航线总数达到188条,与109个

国内外城市通航。截至2017年3月,大连港共有集

装箱班轮航线108条,班期密度达500班/月,航线

网络覆盖全球160余个国家和地区、300余个港口。

2013年开通的“辽海欧”航道从大连市出发,经白令

海峡、北冰洋至荷兰鹿特丹港,实现双向通行,比取

道马六甲海峡缩短9d,降低燃油成本30%,被业内

誉为“黄金水道”。

1.3 政策优势

1984年,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成立,是大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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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国家级开发区。1992年5月,大连保税区经国

务院批准设立,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保税区之一。

2006年8月,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经国务院批准设

立,是继上海洋山保税港区后我国第2个保税港区,

也是我国北方首个正式封关运作的保税港区,对大

连市乃至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发挥了“龙头”作用。

2010年4月,大连市新市区管理体制改革全面启

动,大连保税区成为新市区3大组团之一,由大连保

税区、大连大窑湾保税港区、出口加工区A区、大连

汽车物流城和专业化港区5个部分组成。2015年

8月,我国东北地区首个国家级新区———大连金普

新区成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保税区和大

连普湾经济区共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4月10日,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

区大连片区———大连金普新区正式挂牌,集国家级

新区、沈大自主创新示范区、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

制综合试点试验区、中国(大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等多重国家战略于一身。大连保税区位于其核

心地带,是目前我国行政管辖面积最大和唯一集

“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港区”管理于一体的特

殊经济区,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开放层次最高、政策

功能最全和区位优势最突出的综合经济区,保税区

和保税港区“区港联动”发展[4]。

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东北地区与东部地

区部分省市对口合作工作方案》,明确大连市与上

海市的对口合作关系,要求搭建合作平台载体,进

行功能区对接。大连市和上海市同为我国老工业

基地,也都是沿海城市,都具有优良的港口条件,产

业关联度高、互补性强。大连市委、市政府抓住这

一重大机遇,在全市开展“学习讲话,对标上海,解

放思想,真抓实干”的大学习大讨论活动,全面与上

海市展开高层次和多领域的合作。目前上海市正

率先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大连市在加快建设自由

贸易试验区和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的同时,应优先

对接上海市相关成功经验,为大连市建设自由贸易

港占好位、充足电。

2 挑战及其对策

2.1 港口竞争激烈

营口港由泥沙淤积的河口港转型为海港以来,

积极向北拓展,现有营口、鲅鱼圈、仙人岛、盘锦和

绥中5个港区,凭借沈阳经济区出海港口以及距我

国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北地区最近的出海港口的

优势区位,成为辽宁省港口群中的后起之秀。由于

中国(辽宁)自由贸易试验区分布于沈阳市、大连市

和营口市各片区,各港口之间在腹地资源等方面的

竞争十分激烈。适当的竞争有利于促进发展,但无

序的竞争也会导致政策资源分散、港口功能趋同和

基础设施重复建设等后果。

根据大连港和营口港吞吐量的历年统计数据,

大连港占有绝对优势[5]。辽宁省委、省政府应全力

支持大连市建设自由贸易港,进一步给予必要的开

放性政策,合理调整功能区划和产业分工,集中优

势资源,推进区域发展。与此同时,大连市也要主

动谋求发展,学习上海市的建设经验和进步精神,

鼓励科技创新,促进港口基础设施向智能化转型,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避免低端和同质竞争,满足建

设自由贸易港的需要。我国宁波-舟山港旗下的

大榭招商国际码头采用全球首套类脑智慧港口系

统“WellOcean”,首次实现集装箱码头的无人智慧

理货,大幅度提高作业效率和降低人力成本,码头

吞吐量有望突破原有设计量。

2.2 国际政治影响

大连市2015年对外贸易总额排在前6位的国

家 依 次 是 日 本 (18.8%)、韩 国 (9.9%)、美 国

(8.9%)、新加坡(5.4%)、德国(4.2%)和俄罗斯

(3.7%),总比重高达50.9%。但随着国际政治形

势的不断变化,大连市的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也受

到较大影响。

与此同时,在“一带一路”建设的背景下,大连

市也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如,开通“辽满欧”“辽蒙

欧”和“辽海欧”等陆上和海上通道,积极发展对欧

贸易,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额也快

速增长;与印度等南亚国家的贸易额增长较快,与

巴西、厄瓜多尔和阿根廷等南美洲国家以及新加

坡、越南和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也呈增长

态势。因此,面对国际政治的不稳定性,抓住国家

提供的良好机遇,勇于寻找新的出路,才是正确的

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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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科技成果转化率低和创新人才流失

东北振兴需要足够的创新力,而创新力产生于

科技成果和创新人才。其中,创新人才最为关键,

拥有创新人才才能拥有创新科技和创新产业。我

国东北地区不缺少产出科技成果和培育创新人才

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6],但目前科技成果本地转

化率很低、创新人才严重流失,大连市也存在这类

问题。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率低的原因主要包括体

制机制和企业创新动力不足;创新人才严重流失的

原因更为复杂,涉及政策环境、产业结构和福利待

遇等多方面。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

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把引进人才、培养

人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放在优先位置”。大连市

应进一步从政策指引、生态环境和重大项目等方面

统筹施策,建立人才管理改革创新试验区,探索改

革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突出在创业环境、住房保障

和户籍管理等方面的政策优化,为建设自由贸易港

奠定智力基础。此外,对科技成果的本地转化制定

具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鼓励创新,扫清体制机制

障碍,简化审批手续,开通绿色通道,构造良好营商

环境,不仅促进本地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而且吸

引外地科技成果。

3 结语

大连市建设我国北方自由贸易港是我国东北

振兴的重要举措,是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融入全球

供给体系的关键布局。大连市应凭借自然和历史

优势、区位和交通优势以及各类特殊经济区的政策

优势,高标准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更深层次

和更广范围地学习和对接上海市建设和自贸区升

级的实践经验,完善双方合作机制;抓住机遇、直面

挑战,做好区域协调分工,加速产业转型升级,拓展

对外贸易范围,加强区港联动,重视科技成果本地

转化和创新人才培养引进,全力打造新时期的自由

贸易港,开创大连市发展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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