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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临港工业区划分与发展重点研究 

李植斌 王玲玲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浙江省港口资源丰富，利用进口大宗原材料资源，建设临港工业基地的优势明显，是发展临港工业区

位条件最为优越的省份之一。如何发挥港口海洋资源优势，加快临港工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着力推进各具特色的

临港工业基地建设，提升临港工业的国际竞争力，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重点研究了浙江省临港工业区

划分的原则与方法，提出了临港工业区的划分方案，探讨了各临港工业区发展方向与重点。 

【关键词】临港工业；分区；发展重点；浙江 

临港工业是依托港口资源或依托与港口相关优势而发展起来的工业，具有大进大出、产业链长、高耗能等特点，如石化工

业、船舶工业、钢铁工业等。区位的正确选择与合理的产业布局不仅对临港工业自身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关系到临港区域

经济的发展。区位论、产业布局等理论对浙江省结合港口、资源、市场等优势进行临港工业区划和工业布局具有重要的指导作

用。 

一、临港工业区的划分原则 

1、因地制宜，突出重点原则 

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是临港工业区确定和选择的基本原则。突出比较优势、产业特色，强化专业化协作，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产业层次，形成产业分工明晰、竞争优势明显、发展布局合理的临港工业格局。同时，要与相关部门规划相协调，发挥资

源优势，实现社会、经济、环境效益最佳统一。要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优势和海洋资源，重点发展临港工业等支柱产业，有选

择地发展关联性强的临港重化产业，扩大总量规模，提升质量效益，形成比较优势，带动港口经济腹地发展，形成梯度效应。 

2、统筹安排，可持续发展原则 

统筹安排海岸线开发利用与保护、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的关系，合理配置临港工业区。统筹临港工

业布局、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治理保护，实现临港工业的跨越式发展。产业选择上既要满足现实的、区域性的发展需要，更要

兼顾长远的、全局性的发展需要。在促进海洋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切实加强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使海洋经济的发展规模和

速度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走产业现代化与生态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3、推动临港工业集群化发展原则 

加强临港工业园区、开发区的规划引导，完善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大临港大型重化工业骨干项目及产业链的

招商引资力度，主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增强产业配套能力，促进临港工业向园区集聚，增强区域竞争力。在市场导向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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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培育重点产业，加快形成重点产业集群，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生产力布局，促进优势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有效扩大工

业经济总量。 

4、主导功能原则 

对于临港工业区域内存在多种功能，按照区域工业主导功能进行临港工业区的功能区划，其他功能作为相兼容的功能存在。

对所管辖的县(市)临港工业功能突出区域功能导向性，明确区域主导功能和管理要求。 

5、结构优化原则 

以先进适应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临港产业，积极培育新型临港工业，促进临港工业间相互融合，形成临港工业核心竞争力。

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临港工业区空间布局调整优化，形成功能清晰、各具特色、优势明显的临港工业带。 

二、 临港工业区划方法 

首先，从沿海当地产业基础、港口资源和区位条件出发，充分考虑各地区已形成的临港工业集聚区，并结合地区经济发展

的需要和远景发展，对各区域临港工业进行科学预测作为主要划分依据。其次，考虑到港口及后方陆域面积，结合交通运输条

件，正确地估算临港工业区的吸引范围。再次，充分考虑发展国际分工合作的需要，利用国际市场促进各地区临港工业的发展。

最后，还充分考虑了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生态原则和国防建设的需要。 

三、浙江省临港工业区划分 

从浙江省临港工业区未来海洋资源共享性、发展空间上的协同性及关联性，跨越各地市的行政界线，将全省划为“一轴、

四分区、三十七基地”：“一轴”，即以沿杭州湾跨海大桥、宁波—舟山大桥、甬台温铁路、台温高速公路复线和沿海大通道五大

交通干线为依托的区域发展主轴；“四分区”是指四大临港工业区：嘉兴临港工业区、宁波—舟山临港工业区、环三门湾—台州

湾临港工业区、环乐清湾—温州湾临港工业区；“三十七基地”是指全省临港工业区共可建 37 个规模以上基地(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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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临港工业区的发展方向和重点 

1、嘉兴临港工业区发展方向和重点 

形成以石化产业为主，其他临港工业(能源、机械)为辅的临港工业体系。石化产业应抓住国际石化产业布局和调整的历史

性机遇，立足当地石化中下游产业基础，充分发挥港口岸线资源及临近上海石化产业基地优势，以“基地化、规模化、一体化、

园区化”为方向，实施上下游一体化发展的战略。积极向石化上游产业延伸，继续深化向中下游产业发展，着重发展炼油 / 乙

烯—芳烃— PX —聚酯产业链、炼油 / 乙烯—有机化工原料—精细化工产业链和炼油 / 乙烯—合成树脂产业链。 

独山石油化工产业区以发展石化上游产品为重点，积极吸引国内外大型石化企业投资，发展炼油 / 乙烯一体化大型石化产

业。依托骨干企业，发挥炼化一体化和深水港口优势，进一步扩大炼油规模，加强炼油能力的完善配套，推进清洁生产。 

2、宁波—舟山临港工业区 

石化产业。宁波依托大企业、大项目，重点发展炼油和乙烯，发展合成材料、基础化工原料、精细化工产品，形成具有较

大规模的石化产业群，构建国家级石化产业基地。以镇海化工园区、北仑化工园区等为载体，依托大企业、大项目，重点发展

炼油和乙烯，形成具有较大规模的石化产业群。北仑区块建设合成材料和有机化学品下游产品基地，今后逐步向上游原料型产

品的生产拓展。大榭岛区块发展聚酯中间体等有机原料类产品及相关的配套原料类产品。舟山依托和邦化学、天禄丙烯、浙海

等大中型企业，力求实现石化产业的重大突破。依托岙山石油中转基地、国家原油战略储备基地、册子石油中转基地、东海油

气田开发及大型煤炭中转等项目，以大型石化项目为龙头，进行园区化集聚开发，发展上中游产业链，形成油、芳、烯一体化

的省内重要石化工业基地。依托马岙临港工业区、衢山工业区、六横岛，形成临港重化工产业集群。将金塘岛建设成为环杭州

湾产业带重要的海上重化工岛。 

修造船工业。宁波以象山港、北仑港为主要区域，重点发展远洋运输船、先进多功能化学品船、石油平台工作船等加强船

舶产业链建设，形成船舶产业集群，建立完善的船舶工业体系。大力发展船配业，积极引进具有国际先进技术水平的核心配件

项目，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竞争优势的船配项目。同时，在象山港涂茨外海重点发展修造船工业。舟山以马岙、岱山、六横为主

要区域，重点发展各类货船、集装箱船、化学品船、沥青船、LPG 石油供应平台船等，加快提升船舶修造能力，拓展船舶配件

产业，推进产业链建设，构筑环杭州湾重要的船舶及配套产业基地。将盘峙岛建成为专业的船舶工业岛；将衢山工业区建设成

为大型船舶修造基地；六横岛发展以中远船舶、鑫亚船舶修造基地等为核心的船舶工业城，主要发展重大船舶工业项目。 

能源产业。以北仑电厂和象山港内强蛟半岛国华电厂、乌沙山电厂为主，发展能源产业群。舟山可将六横建设成为华东地

区重要的海上能源岛。重点建设以舟山电厂为主的大型港口火电厂项目和六横发展煤电一体化项目。还可利用海岛地区丰富的

风能资源，积极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建设有特色的海上能源基地。 

汽车工业。宁波在汽车整车方面，加紧吉利汽车扩建工程，提高汽车制造能力。以宁波华翔控股中兴汽车为契机，大力发

展皮卡和越野车。在汽车零部件方面，以浙江吉利、宁波华翔等企业为重点，大力提高汽车零配件的生产能力，成为国内汽车

巨头的共同体成员和部分跨国公司的汽车零配件供应商，进而成为我国重要的汽车及零配件生产配套基地。 

钢铁工业。重点建立东南沿海新兴钢铁工业基地。利用宁波港作为全国最大的铁矿石中转港的独特优势，积极推进钢铁的

规模化生产和各种优质钢、特种钢的生产，丰富钢铁产品种类，提高钢铁产品附加值水平。 

水产品加工业。舟山市依托世界四大渔港之一的沈家门渔港，建设沈家门—浦西—临城水产品加工园区，重点发展海水产

品精深加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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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环三门湾—台州湾临港工业区 

重点发展新型能源、船舶修造、石化、汽车及配件等临港产业。 

船舶工业。发展面向国内外的船舶配套业，形成协调的船舶生产产业链。整合石浦打鼓峙、鹤浦万寿塘为“石浦港船舶制

造中心”；开发三门健跳和温岭(松门、石塘)，成为造船能力 80 万总吨以上的修造船基地，三门船舶制造业重点发展 1~5万吨

级中小型船舶；发展灵江、椒江、金清港两岸造船企业，形成金清造船工业区块、灵江、椒江造船工业区块。 

石化工业。以建设大型临港石化工业基地为目标，重点发展进口原料深加工、精细化工、高分子加工为主的低污染、轻化

工、深加工型石化项目。在路桥黄礁涂、温岭东海塘围区建设炼油、乙烯和二甲苯生产能力的大型石化生产基地；在台州滨海

石化区发展石化下游包括精细化工产品；三门重点发展重油催化裂解和以合成橡胶、医药化工为主的精细化工。 

能源工业。以大型电厂为支撑，加快发展电力产业，拉长电力产业链。加快建设三门老鹰嘴头三门核电工业区，渔西涂北

三门火电工业区；扩容国电温岭江厦潮汐电站；开发大陈岛风能资源，建设风力发电站；加大对潮汐能、风能等绿色环保能源

的开发力度。 

汽车及配件工业。在台州滨海新区布置汽摩配等产业，重点发展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水产品加工业。依托石浦渔港，重点建设石浦水产品加工园区，发展海洋渔业精深加工；在温岭(松门、石塘)水产品加工

示范园内，重点发展水产品加工业。 

4、环乐清湾—温州湾临港工业区 

以大小门岛、状元岙港区、乐清湾港区、苍南芦浦四大临港产业基地为重点，构筑起以石化产业为主导，船舶工业、能源

工业、不锈钢产业等竞相发展的临港产业体系。 

石化工业。以苍南芦浦、乐清翁垟、洞头大小门岛为核心区块，发展石油精细化工产业。在翁垟一带重点发展精细化工、

大型石化和石化深加工业；在龙港以南靠近芦浦东部沿海平原地区重点发展精细化工原料业；在洞头大、小门岛区域重点发展

石油液化气流通、储备及后向加工，建成以大型乙烯项目为龙头、化工合成材料和基本有机原料并举的现代大型石油化工产业

区。 

船舶工业。建设瓯江北船舶修造工业带和瑞安船舶修造工业带；在洞头半岛、苍南等地建设游艇工业功能区；在乐清湾临

港产业带和七里临港产业园区内发展船舶及配套工业。 

钢铁工业。建成国内重要的不锈钢管制造基地，巩固不锈钢无缝管材优势，着力发展带钢、管材、型线材等产品。 

汽车及配件工业。在仙岩南面靠近瑞安地界，重点发展汽摩配等产业，在塘下东面沿海平原地区重点发展汽摩配业和模具

业，广泛参与国内成车制造协作分工体系。 

能源工业。积极开发利用风能、潮汐能等新能源，发展液化天然气管网。扩建华能玉环电厂；扩建南岳温州第二电厂、磐

石温州电厂；建设洞头岛、大门岛、小门岛、鹿西岛风电场；在苍南、洞头、乐清、瑞安、平阳等地发展风能发电业，推进大

型风力电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