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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钦州港区作为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及西部陆海新通道及海上丝绸
之路的重要节点，钦州港区的整体规划决定了钦州
港的综合服务能力及创新水平，对于推动我国西部
地区进出口贸易繁荣具有重大影响。结合钦州市
轨道交通总体规划 [1]，通过在钦州自贸区研究 TOD 
模式的建设路径，并在产城一体化基础上引入 TOD 
模式，重在推进钦州港片区和钦州市达成产城融
合，从港口和产业发展出发，为钦州市建设高标准
规划建设临港新城，打造城市发展新地标，为临港
新城“量体裁衣”，推动实施核心驱动战略造新城，
谋划建设大型城市服务体和交通枢纽，填补港产融
合缝隙，推动港产城融合提供可行性方案支撑。钦
州港可实现 TOD 模式与港城一体化的综合建设思
路，以“一中心 + 产业新城 + 货邮平台”的布局
实现港口商业发展及产业振兴。
2 TOD 模式概况

TOD 定义为“公共交通导向型城市开发”，这
一理念普遍定义为以交通站点为中心的 10min 步行
范围或者 800m 半径内的土地开发，它还包括沿公
交车站、BRT 系统以及水上交通的开发，综合办 
公、商业、酒店、住宅、市政服务、基础设施配套
等多功能、多用途混合的发展模式。

国内一些城市已经根据已有的轨道线路和交通
站点对城市社区进行规划与开发，如广东省深圳市
地铁 6 号线（光明线）交通轨道沿线的土地开发利
用以及北京市通州区新城的建设等。尽管 TOD 目
前仅在一线或发达地区城市运用较多且更多方案

仍存留于纸面未完成建设，但目前各大城市 TOD
项目已遍地开花，大部分 TOD 项目集中于公共交
通如火车站、轨道交通领域，研究范围比较局限。
目前国内专家学者对于港口 TOD 港城一体化的研
究成果尚为缺乏。
3 钦州港城概况

钦州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是北部湾中
心城市，北部湾港母港所在地，钦州港区位于钦州
市钦南区，南临北部湾。钦州港区现连接六钦及
桂海高速公路，可快速通达西南及中南地区，2024
年，广西首座跨海大桥——龙门大桥将联通防城港
及钦州港区，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承载节点铁
路直通作业区，广西平陆运河项目以钦州大榄坪作
业区范围内为航道入口，未来，钦州港区将成为综
合立体的陆海枢纽型贸易港口。
4 港口发展与经济机遇

4.1 战略机遇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于 2020
年 11 月 15 日正式签署，成员国包括东盟 10 国与中
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这 15 个成 
员国的总人口，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
约 30%。作为与东盟十国衔接的重要港口，RCEP 
为钦州带来贸易增长、城市建设、人口红利等机遇。

东盟“10+1”体系的深入。中国和东盟领导人
于 1997 年确定了双方建立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方
针，“10+1”合作机制以经济合作为重点，逐渐向
政治、安全、文化等领域拓展，已经形成了多层次、
宽领域、全方位的良好局面。在东盟已成我国最大
进出口伙伴的背景下，钦州港作为与东盟对接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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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门户之一，具有重要的枢纽地位和充足的发展空
间。
4.2 港口行业景气指数

分析北部湾港区域 2011-2022 年港口行业景气
指数，表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通过对北部湾港三
大港区货邮吞吐量数据（2016-2021 年）分析可知，
北部湾港区三大港逐渐形成以钦州港、防城港为双
核心的布局，其中，钦州港自 2019 年开始货邮吞
吐量已居首，未来，钦州港区也将会发挥核心作用，
与防城港协同发展，枢纽地位日渐显著。因此，钦
州港不仅兼负广西重要海运枢纽的重任，更发挥着
北部湾港区核心枢纽的重要作用。
4.3 港产经济关系

图 1   国内生产总值与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的关系

港口集装箱吞吐量与本地 GDP 间存在近似线
性关系（图 1），既 GDP 随港口集装箱吞吐量的
增长而增长，两者间有明显因变量关系，且类似上
海、广州、深圳、苏州这类工业驱动型城市的趋势
线斜率明显更大，GDP 弹性更大，可体现出 GDP
对国际贸易的变动更加敏感，间接体现出工业对港
口繁荣程度的影响作用——工业实力的增强促进
港口国际贸易水平的提升。

结合中国十大港口所在地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2021 年本地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各城市工业
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上海和广州这一指标均低于
30%，属于较低水平。钦州市这一指标约为 32.3%， 
属于工业增长型，仍需要布局工业以提升工业基础
并积极贯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其社会发
展水平。

综上所述，发展工业基础仍是钦州市的重中之
重，而依靠产城一体化的优势实现产城共荣将极大
程度推进钦州市产业结构改革和经济发展。
5 TOD 港城一体化思路分析

5.1 空间总体规划

5.1.1 工业集中区

为了提升工业聚集效应，充分考虑该区域土地

平整开阔，通往港口作业平台距离短、疏运路线丰
富，化工、钢材、原材料等对港口依存度高、对
城市环境污染严重的产业，一般布置在港口区域 [3]

的特点，建立工业集中区，并对在集中区内设立生
产或储运基地的企业给予政策扶持及适当简化的
通关流程。依托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改革创新的优
势，探索临港工业税收体系的创新及实践，例如推
行扩大免税土地的范围、延长填海整治和改造土地
的免税期、港口企业用地减免优惠 [4] 等税收优惠
政策，以加强对临港工业入驻的吸引力，逐步将该
区域打造成为临港产业的创新示范区，成为港城一
体化发展的强大驱动力。港口工业对城市经济具有
辐射效应。
5.1.2 港口作业区

核心区南侧为金谷港区作业平台，为陆海通道
节点，是港城一体化的核心区域之一。该区域规划
为杂货运输和石油化工运输为主，积极发展集装箱
干线运输和为临港产业服务的货物运输，具备多式
联运、装卸仓储、临港工业、现代物流、保税、航
运服务、旅游客运、滚装等功能。[5]

5.2 TOD 背景下港城集疏运体系的改进

港口集疏运体系是指以港口为中心节点，把公
路、水路、铁路等不同运输方式按照其各自的技术
经济特点结合起来，形成的一种既相互分工又相互
合作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6]。多种运输方式融合发
展是一流港口建设集疏运重要特征，以满足客户多
样化进出港需求。对应港口大型化发展，要求强化
港口枢纽性港区疏港铁路、高等级公路等的高标准
接入，做好与城市交通的协调，建设畅通、可靠的
集疏运体系 [2]。钦州港区要打造世界一流大港，就
必须实现港区客货分离，优先保障货运车辆疏运，
提升港城客货运效率及对外交通便利性。本节重点
分析在 TOD 模式加持下客货分离的可行方案及港
城对外及内部连接通道的优化布局。
5.2.1 总体框架

钦州港区主城区与港口作业区以勒沟为分界
线，工业集中区与主城区以滨海大道为分界线。客
货运离到港通道均大致呈南北走向，客流出入港主
要通过规划中的市域铁路及滨海大道进行，港口车
辆依靠铁路及绕城道路出入港口，港城间通过跨江
桥联系。依照此总体疏运框架，客运车流与货运车
流彼此互不影响，各行其道，提升整体客货运效能。
5.2.2 客流通道及港城联络通道

目前，钦州港区公交系统的配套场站建设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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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后，公共交通未成为与主城区的主要交通联系方
式，钦州港到港客流公共交通分担率比较低，入港
人员主要以私家车辆为主，私家车辆挤占了货运车
辆输运的空间，降低了疏运效率。同时，目前港城
连接通道只有勒沟大桥，客货车辆相互挤占形式空
间导致通行压力较大，输运能力造成影响。

规划建设跨勒沟大桥，成为港城联络通道，为
港口与主城间非运输职能的交通联系通道，原勒沟
大桥将专门作为港口货物运输通道。依托钦州东站
至三娘湾市域铁路在钦州港设站未来出入港客流
出行主要以公共交通为主，TOD 核心区将分担大
部分公共交通到达客流，规划依托 TOD 交通枢纽
在主城区、港口作业区、工业集中区开通公交微循
环线以接驳到港客流在港城内部的交通出行，并在
港区主城各公交车站附近范围扩增私家车停车泊
位，鼓励乘公共交通穿梭于港城间，以减少港口内
部交通车流，提升输运效能。
5.2.3 货物疏运通道

目前，港区内出港大通道较少，仅有钦州港大
道及滨海公路能与跨区域高速公路连接。长途货运
车辆只能行驶钦州港大道及滨海公路再驶入其他
高速公路连接道路进入高速公路出城，大部分路段
需要客货运车辆共行。港口内部道路基本能够满足
货运需求。

规划建设南港大道延长线并与北部湾大道连
接，按快速路标准建设，引导货运车辆从南港大道
出港并驶入高速公路，逐渐成为疏港大通道。规划
货运车辆绕主城区道路行驶，降低客货共行的拥堵
及安全风险，提升货运效能。
5.3 商业及公共服务

5.3.1 临港商业规划

广西北部湾港口有广阔的市场前景，业务量大，
管理日益完善，有良好的物联网业务发展条件。依
托钦州保税港区通关便利性及税收优势，在 TOD
核心区内建立以“物联网 + 免税商品”为特色的
区域性免税品购物中心。疫情时代，对免税商品进
行物联网技术加持，可实现通关流程检测及来源追
溯，规范免税商品流通，同时为消费者构建在售及
待售商品网络，让消费者实时掌握欲购商品的存量
及流通情况。
5.3.2 公共服务体系及设施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公共服务保障体系急需
升级改善，钦州港现存公共服务体系及设施无法满
足未来贸易增长带来的各项需求。依托港城一体化

完善相关服务配套及服务体系。建立临港临关公共
卫生应急响应基地，在港城内建造传染病专科医院
或改造现有医院为“平战一体”医院，“平战一体”
医院在日常中按一般医院职能运行，非常时期可用
作隔离医院，可充分提升钦州港区乃至广西临海地
区公共卫生及防疫水平。依托广西（钦州）自由贸
易试验区作为制度创新的先行试验区，设立各项公
共服务办事机构，尽量做到“港区事不出港”，优
化办事流程，提升办事效率及。
6 对策与建议

钦州港区作为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的
三大功能片区之一，其承载着临海经济改革的重
任，对钦州港区进行未雨绸缪的规划和现代化基础
设施改造扩建对于钦州港未来服务水平及范围的
提升有着重要深远意义。港城一体化将极大发挥职
能互补作用，TOD 模式为港城一体化提升中心辐
射作用，提升各组团交互性，充分利用人流聚集效
应激活临港商业活力和提升公共服务创新与便利
水平。

TOD 港城一体化模式具有可持续性，要注重未
来各阶段的规划布局与建设实施，充分考虑当地经
济发展水平与其他影响可行性的因素，充分利用该
结合体优势为钦州乃至广西当地社会发展谋篇布
局，统筹规划，始终围绕创新这一要务为经济保驾
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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