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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潜城交通协调发展对策

范 小 勇

(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兖浣 交通研宪中心,天津 300zo1)

【搐 要】 为将天津滨海新区建设成为我国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解决港口发
展与城市建设中集疏港交通与城市交逼的矛盾,通过对比国内外港口与城市发展模式,结合滨海
新区目前港城交通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其空间布局和交通模式,认为滨海新区将曲单工的

‘
糨

平行
”
发展模式向

“
港城融合

’
发展的方向推进。

【关键词】 港口;用地布局;交通模式

行发展,缺乏有效分隔,在有限的空河里争夺资源。-
方面,港城搴展相互制约,海港与河港缺乏后方陆域 ,

城市缺乏高品质的滨海、滨河生活岸线,环境杂乱,滨

海城市形象难以得到有效展示;另一方面,疏港交通成
为制约港口发展的瓶颈,疏港通道与城市交通相互干
扰,严重影响城市及港口的正常秩序。

1.2 琉港运输结构欠合理,对城市干扰较大

按照腹地的产业、资源所确定的港口发展方向,煤

炭、铁矿石等太宗干散货是支撑港口发展的主要货类 ,

高附加值的集装箱运输比重相对较小。长期以来,与

远距离大宗干散货运输相匹配的铁路运输发展滞后 ,

不但增加运输成本、降低经济效益 ,而且使公路运输压

力过大、环境污染严重,严重制约新区的健康发展。

1.3 港城交通系统不完善 ,柑互影响严重

目前滨海新区疏港交通系统与城市交通系统存在

着相互混合交织的现象。对外疏港通道大多从城区中
心穿越,严重分隔城市,运输能力不足且分布不合理。
疏港运输,尤其是港区客运与城市交通系统之间缺乏
有效衔接。城市交通由于城区道路网络的不完善而占
用疏港通道,影响疏港效率,突出表现为由于跨海河通

天津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是滨
海新区开发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根据

‘
铱托京津冀、

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 ,努力建成高水平
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
际物流中心

”
的目标定位,滨海新区需要充分发挥港口

资源优势,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发挥带动作用。不论是
港口还是城市都将在规模和效益上面临新的发展需

求.由此将带来港口与城市在土地、交通等环境资源上
的新矛盾。城市现代化和航运集约化发展的新形势 ,

也对城市与港口发展的空间利用和资源配置提出新的
要求,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处理好港城关系,协调好发展
空间,搞好发展规划 ,优化布局,改善集疏运条件,保护
环境,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以及港口和城市的可持续
发展。

1.1 港城平行发展口争夺空间资源

港口是滨海新区发展的核心战略资源,彰显海滨
特阜是新区发展目标之一。长期以来,港口与城市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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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不是而造成的城市交通对海滨大道的过度使用。

2.1 港城关系

港口建设和城市建设是一个有机的综合体,二者

互为依托、相辅相成、共同发展。港口活动关系到城市

各种生产、经营活动 ,港口是城市发展的引擎 ,城区是

港口发展的依托。m只有港区和城区有机结合并协调

发展 ,才能形成功能完善、运营良好的现代水运枢纽和

港口城市。这是港口城市应遵循的基本规划原则。
m

2.2 港城用地布局和交通摸式

在港口与城市用地布局方面,国内外港口城市由

于不同的区位条件有着不同的布局特点,同时也形成

相应的交通摸式 ,可以简单概括为以下几种类型。曰

2.2.1 城 区包围港区型 (见图 1)

沿河形成的内河港口主要采用该模式,港区一般

沿刑网侧布局 ,城区则沿港区向外扩展 ,逐步形成对港

区的包围。该模式中陆域疏港道路经常要穿越城区 ,

极易造成对城市的分隔和对城区交通的影响。该模式

的代表港口有鹿特丹港、安特卫普港、汉堡港等。上述

港口在处理疏港交通带来的影响时,主要通过在核心

区外围构筑高速环线,将几条主要的放射性通道与环

线相接 ,形成 f环△扩 式的疏港运输结构 ,放射性通道

在穿越城市建成区时两侧设置绿化带,减少对城市的

干扰。

图 1城区包围港区型

2.2.2 港区与城区平行型 (见图2)

该模式的出现大多是由于港口的发展促进城市的

逐渐形成。最初,城市与港口的规模均比较小,城市与

港口在空间资源上相互挤压的现象并不明显,但随着

城市和港口规模的扩大,二者沿平行于海岸线的方向

平行发展,相互之间的矛盾也日益明显。世界上许多

沿海港口的发展都经历过这个阶段。对此,不少港口

在港区与核心区之间通过快速通道或绿化带进行空间

隔离 ,疏港通道则从核心区的外围经过 ,以避免对核心

区的干扰,该摸式的典型代表有美国的纽约港和日本

的横滨港
°

图 2港区垃区平行型

2.2.3 港区远离城区型 (见图 3)

该类型的港口与城市之间有较大的预留空间,该

空间或者是规划预留,或者由港口向海向纵深迁移形

成。由于城市与港口之间在空间上分离,形成有效的

缓冲,因此其交通系统之间相互影响较小 ,城市交通与

疏港交通大多在城市、港口、预留缓冲地3个区域内完

成,城市用地与港区之间不存在空间资源的相互挤压

问题,城市交通与疏港交通之间既相互联系叉互不干

扰,是较为理想的布局模式。

图 3港区远离城区型

2.2.4 3种发展类型的比较分析

在上述 3种港城用地及交通的布局模式中,城区

包围港区型不但使城区缺乏适宜的亲水空间,同时疏

港交通穿越城区,极易造成对城市的分隔及对城区交

通的影响;城区与港区平行型则主要面临城区与港区

空闷资源的相互挤压问题,髟响城区对亲水空河的需

求;港区远离城区型相对来讲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发展

摸式,但港区与城区之间缓冲空间控制的难度较大。

无论是哪-种类型,都有其相对应的较为合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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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关键在于结合港城发展的实际倩况 ,确定适宜的

发展模式。

2.3 滨海新区港城交通发展摸式的选择

2.3.1 滨海新区城市用地布局和港口布局

根据《滨海新区总体规划(zOOs-zO90)》 ,未来天

津滨海新区的发展将更符合国际大城市发展的共同趋

势 ,呈现镦 向、带状、多中心
”
的布局形态。⑷滨海新区

核心区与大港、汉沽等主城区之间规划预留绿化控制

带 :在港区以北重点发展旅游、生活岸线 ,重点布置海

滨休闲旅游度假区、环渤海渔港等 ,为城市发展提供亲

水空间,彰显滨海城市特色;在港区南恻重点发展工

业、生产岸线 ,重点布置临港工业区、临海产业区。结

合功能布局,长远可形成以天津港北疆、南疆港区为主

体 ,包括临港工业区港区、临港产业区港区、海滨休闲

旅游度假区港区、环渤海渔港港区的带形组合港。

2.3.2 对港城布局关系的思考

滨海新区沿海岸线的利用,兼顾城市与港口发展

对岸线资源的薷求 ,但港口与城市陆域空间的相互挤

压现象并没有完全消除,前港后城的布局及腹地的扇

形分布造成疏港通道与城区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穿

越既有城区的疏港通道面临着调整与优化,必须从空

间 卜拼行有效分离 ,以减少对城区的过度干扰 ;规浏建

设城区则需要尽量避免疏港通道的穿越,或者在穿越

区提前预留疏港通道,利用隔离带减少对未来建设区

的干扰,促进港口与城市的共同发展。滨海新区在解

决港城矛盾方面也有一定的条件和优势。按照滨海新

区总体规划,滨海新区将形成缃 向、带状、多中心
”
的

布局形态,在滨海新区核心区与其他主城区之间预留

绿化控制带,可避免 3个主城区连为一体 ,同 时也为疏

港通道的布设提供空间。

2.3.3 滨海新区港城交通发展模式的推测

·  从滨海新区的用地规划来看,未来滨海新区将逐

步由单一的锩 城平行
’
模式向锩 城融合

’
的方向推

进。如此一来 ,港城交通发展将兼有城区包围港区及

港城平行发展两种模式的特点。按照这种发展模式 ,

随着港口不断发展 ,城区逐步扩大,疏港交通与城市交

通之间的矛盾会进一步加剧。

交通是港城发展的基本支撑,如何使疏港交通与

城市交通之河的关系由混杂走向有序.必须统筹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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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与城市发展的需要,综合以上两种摸式的发展经

验 ,取长补短 ,充分协调用地与交通之间的关系,对用

地布局及交通网络进行调整、优化 ,以提高港城交通系

统的综合效率为指导 ,实现港城交通的共赢。

3.1 优化港口与城市用地布局,提高空间资源利用

效率    ·

在滨海新区总体用地布局规划的指导下,建议对

港口局部用地与城市用地的功能进行调整,使二者有

效分离,减少相互之间的影响。通过东疆保税港区和

临港产业区港区的建设 ,完善
‘̄

港多区
”
布局,缓解集

疏港交通过于集中的压力。严格控制大港城区与临海

产业区之间发展备用地的使用,预留其与临港产业区

之间的绿化控制带,形成有效分隔,避免与临海产业区

连成一片,形成新的港城矛盾(见图4)。

3.2 优化港口功能,调整疏港运输结构,提高综合

运输效益

顺应世界港口的发展趋势,结合天津港自身的特

点,积极发展集装箱运输业务,将天津港建成面向东北

亚、辐射中西亚的国际集装箱枢纽港。对于附加值低、

污染严重、与周边港曰竞争激烈的煤炭运输则采取逐

步缩减的方式,以减轻煤炭运输对城市环境的污染。

同时要进一步优化疏港运输结构,借鉴国外港口运输

的成功经验,大力发展铁路运输,尤其是铁路集装箱运

图4滨 海新区港城寿捅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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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 ,更好地发挥海铁联运的优势,拓展集装箱腹地。

j。3 完善疏港与城市交通网络,提高综合运输效率

3.3.1 结合用地布局,预留疏港主通道,完善

疏港交通系统

东西方向,主要避免对城市用地的过度分割,在滨

海新区核心区与滨海休闲旅游区之间规划疏港主通

道 ,并通过通道两侧的绿化控制带减少对城区的干扰。

在滨海新区核心区南侧的城市发展备用地中部预留临

海产业区的疏港主通道,以避免发展备用地建设以后 ,

临海产业区无疏港通道的情况发生。

南北方向,主要通过打通疏港交通瓶颈,提高南北

向集疏运能力。针对南北向疏港通道少、能力不足的

闷题,加强对既有海滨大道的改造。

在滨海新区核心区则通过优化疏港网络组织,形

成核心区的保护环线,减少疏港交通对核心区城市交

通的干扰,按照不同的服务对象,在港区外围形成如下

3个疏解环线。
臼

(1)环线 1——快速环线 主要由西中环快速、庐

山道一第九大街、津滨大道、海滨大道(城区段 )组成 ,

作为服务于市区以城市道路为主的城市疏港主要邛

线。该环线主要为市区疏港交通从中心商业:商务区

外围快速进入港区服务。

(2)环线2——近期高速环线 主要由京津塘高速

公路二线、唐津高速、津晋高速、疏港专用通道组成,作

为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对外疏港主环线。该环线主要为

区域对外交通从滨海新区核心区外围快速进人南、北

疆港区和临港工业区服务。

(3)环线

一

远期高速环线 远期预留沿港区及

工业区外围的跨海通道,与规划的北侧 112高速公路、

南侧穿港高速公路 ,形成进出港区的
‘tr形疏港骨架。

该环线从北至南 ,依次穿越由环渤海渔港港区、海滨休

闲旅游度假区港区、北疆港区、东疆保税港区、南疆港

区、临港工业区港区、临港产业区港区组成的带形组合

港区。

3.3.2 完喜城区遣路交通网络,提高出行便捷度 ,

减少对疏港交逼的依赖

对于与疏港交通有冲突的主要城市交通发生区

域,通过完善该区域的城区交通网络减少与疏港交通

的相互干扰 ,创造便捷的城市交通环境。

重点完善滨海新区各主城区之间的联系通道 ,减

少滨海新区主城区之间客货交通对海滨大道的依赖 ,

分离海滨大道的区间交通功能。完善滨海新区核心区

至中心城区的对外出行通道、滨海新区核心区的跨海

河出行通道及滨海新区核心区内东西向的联系通道 ,

减少对现有疏港通道的依赖,提高滨海新区核心区的

出行便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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