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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增强海洋意识,建设沿海产业带,是我省加快建设国家新型

产业基地的巨大潜力所在。要利用广阔的沿海地带,依托我国

东北纵深腹地,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和沿海经济,有重点、分步骤

地推进“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建设.推进沿海、近海地区与

腹地形成优势互补、互为支撑、良性互动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建设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西沿

海经济区,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这些重要论断,既提出了加快

辽宁沿海经济发展的新命题,也提出了加快辽宁内陆经济发展

的新命题,进而提出了加快辽宁海陆经济一体化建设的战略新

命题。 辽宁作为东北地区唯一的沿海省份,在国内外经济区域

化和一体化浪潮的推动下,以“五点一线”沿海开发开放战略

为切入点,构建“两极、三轴、一面”的辽宁区域经济发展战

略新框架,从“点、带、轴、面”科学制定区域发展规划,是贯

彻落实省十次党代会关于辽宁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

、加快辽宁海陆经济一体化的重要途径。 “两极” 以沈阳、

大连为龙头的南北两大区域中心城市增长极 沈阳是辽宁中部

城市群经济区的龙头城市和中心城市,是东北地区最大的中心

城市,是辽宁经济主干区 辽中南经济区的北部增长极。2006年

沈阳实现GDP2482.5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26.8%。以沈阳为

中心150多公里半径内,集聚1座副省级城市、6个地级市、21个

县(市)和200多个小城镇,大中城市集聚,城市类型齐全,构成了

资源丰富、结构互补性强、技术关联度高的辽宁中部城市群



。随着浑南新区、沈北新区、沈西工业走廊、沈阳金融商贸

开发区、棋盘山开发区等一批产业新区和功能新区的快速发

展,城市活力和区域性加工制造、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中心

城市的功能与地位日益增强。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

群经济区,2006年实现GDP5646.8亿元,占全省GDP总量的61%。

随着沈铁工业走廊、沈抚同城化等进程的加快,辽宁中部城市

群经济区一体化建设在明显提速。根据区域极化理论和产业

分工、功能分工,高功能定位,高起点规划,努力打造沈阳东北

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对于加快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一体化进

程,促进全省乃至东北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建设,具有重要的全

局意义。 大连是哈大经济沿线重要节点和东北地区的主要出

海口,是我国东北地区最大港口城市,是辽宁暨东北沿海经济区

的龙头城市和中心城市,是辽宁经济主干区 辽中南经济区的南

部增长极。以大连为龙头的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涵

盖了整个辽宁沿海地区和海洋资源,地处欧亚大陆桥东端,背靠

整个东北三省及内蒙古东部腹地,港口资源和海洋资源丰富,人

力资源和工业基础雄厚,是辽宁及东北地区连接世界的海上大

通道,也是辽宁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不仅经济总量比重高,发

展潜力大,而且是辽宁及东北沿海开发开放的龙头区、先导区

和战略前沿区。辽宁“五点一线”沿海开发开放战略提出以

后,渤海一侧的大连长兴岛临港工业区和黄海一侧的大连庄河

花园口工业园区东西呼应,正在推动整个大连地区强势迅猛发

展,并将全面拉动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的强劲发展。

高功能定位,高起点规划,努力打造大连东北沿海经济先导区,

对于加快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一体化进程,促进全省

乃至东北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建设,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



三轴” “沈大”经济发展轴、“沈山”经济发展轴、辽宁沿

海经济发展轴 “沈大”经济发展轴是连通辽宁南北两个经济

增长极的重要经济通道。“沈大”经济发展轴包含沈阳、大

连、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等我省主要城市,是连接

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和以大连为龙头的辽

东半岛经济区的经济脊梁。经过多年的发展,“沈大”经济发

展轴已经呈现出工业基础雄厚、交通运输业发达、对外开放

程度高和城市化水平高、科技实力强等特点,是辽宁乃至东北

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地区,也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核心地

段。推进“沈大”经济发展轴建设,努力打造连通辽宁经济南

北两极和两大经济区以及陆海经济一体化的黄金产业通道,对

于实现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与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的优势

互补和良性互动,对于加快辽宁区域经济一体化和海陆经济一

体化进程,对于促进全省乃至东北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建设,具

有重要的全局意义。 依托京沈高速公路和京沈铁路,建设“沈

山”经济发展轴,是加快辽宁及东北面向关内广大地区发展陆

路开放型经济的重要内容,是依据点轴理论加速推进辽宁中部

城市群与辽西地区开发开放和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加

快辽宁沿海对外开放与陆路对外开放并举的重大举措。“沈

山”经济发展轴主要包括沈阳、盘锦、锦州、葫芦岛、朝阳

和阜新6市,铁岭、抚顺2市依托沈阳中心城市融入“沈山”经

济发展轴,为“6 2”格局。“沈山”经济发展轴作为连接辽宁

东西两个经济区的重要通道,以及连接东北腹地与关内地区的

重要通道,伴随着中国北方经济和环渤海湾经济的崛起,即将成

为辽宁境内重要的黄金产业走廊以及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

核心地段之一,具备明显的后发优势。应依托农业、物流、沿



海、港口、人力资源等比较优势,错位发展,尽快实现突破。 

辽宁沿海经济轴即辽宁“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为强化区

域分工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渤海辽东湾经济产业带”和“黄

海经济产业带”,由大连、丹东、营口、锦州、盘锦、葫芦

岛6个沿海市所辖的21个市区和12个沿海县市组成,土地面积、

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分别占辽宁全省的1/4、1/3和近1/2,海岸

线全长2000多公里,易港岸线约1000公里,正在启动开发建

设1443公里的沿海黄金产业大道。全面推进“五点一线”沿

海经济带建设,对于加快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与辽西沿海经济

区一体化进程,对于加快“陆上辽宁”和“海上辽宁”建设,对

于促进辽宁及东北陆海经济一体化,对于建设辽宁沿海经济强

省,具有重要的全局意义和战略意义,目前已经成为辽宁、东北

乃至全国经济重大格局调整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面” “辽

三角”沿海经济区 依托三大经济发展轴的做实、做强,有效连

接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辽东半岛沿海经济区、辽西沿海

经济区三大经济区,建设内部相互关联、优势互补、梯次发展

的“辽三角”沿海经济区,有利于开创辽宁区域海陆经济一体

化建设新局面,全面构建辽宁参与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崭新态势

。 一是规划突破“两极一廊”,即沈阳、大连南北两极和辽西

沿海经济走廊。一方面,通过“极心突破,带动周边”,加速打

造具备功能外溢和资本外溢能力的沈阳、大连南北两极区域

中心城市,整合城市功能分工、产业分工和产业布局,强势带动

以沈阳为中心的辽宁中部城市群和以大连为龙头的辽东半岛

城市群的发展,构建辽宁中部城市群各具特色的专业化、产业

化、集群化城市发展新优势,构建辽东半岛沿海产业和港口一

体化发展新优势。由于沈阳本身还处在产业集聚和功能完善



阶段,还没有达到期望的资本边际收益缩小后外溢的效应,因

此,应支持沈阳尽快做强做大,走“培育强极带动强区”的发展

模式。要提高区际开放程度,加快要素供求的市场化,加速政府

的转变职能,促进辽宁中部城市群经济区内各城市按照集群化

的发展方向,明确企业、产业的发展路径.按照错位化的发展定

位,明确城市的发展路径.按照一体化的建设方向,明确市场、

交通、信息、通信、金融服务、法律保障的发展路径,让资源

要素尽可能充分流动,用良好的对内开放环境促进对外开放,培

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集群。要围绕沈阳装备制造业和服

务业、鞍山和本溪钢铁工业、抚顺石化工业、辽阳化纤工业

、铁岭的煤化工业、营口港口工业,确立产业发展核心,走集群

化、专业化的道路,打造分工合作的产业链,逐步形成“核心区

” “外围区”,组织有序、合作紧密的产业布局。建设辽东半

岛经济区的关键是以大连为核心,尽快整合港口资源,全力打造

东北亚国际航运中心,尽快改变港口分散经营、无序竞争、缺

乏合力的消极局面。另一方面,通过“以三带二,突破西部”,

即通过盘锦、锦州、葫芦岛辽西沿海经济走廊三市的发展,带

动阜新和朝阳两市发展,实现辽西一体化发展的新突破。 二是

规划突破做实、做强三大经济发展轴。沈阳与大连距离约

为400公里,加速位于轴线重要经济节点位置的“鞍山隆起”和

营口发展,对于“沈大”经济发展轴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战略

意义。沈阳距离葫芦岛300多公里,沈阳距离天津710公里,沈阳

距离北京720公里,加速“盘锦隆起”、锦州区域中心城市建设

和“葫芦岛隆起”,积极吸纳关内和关外双重辐射,对于“沈山

”经济发展轴的发展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建设辽宁沿海

经济发展轴,重点是围绕“五点”尽快实现突破。 三是谋划突



破沿海开放、辽宁腹地开放和东北腹地开放。全面推进我省

参与东北区域经济合作、环渤海经济合作、东北亚经济合作

及更加广泛的国内外经济合作,全面推进“辽三角”沿海经济

区的战略崛起,全面推进辽宁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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