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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河澎湃向大海

———

营口港
“

十二五
”

期间企业发展前瞻札记
(

上篇
)

刘宇平 马智

2010

年

10

月

19

日， 随着 “丰

利” 号矿石船解缆离港， 营口港当年

的吞吐量已达

2

亿吨。

这组数字对于上世纪初吐吞量仅

达

2000

万吨， 步入资本市场未足

10

年的一个港口企业而言， 着实够 “吓

人” 的。

然而， 这一刻， 营口港的表情却

异常平静。

如果， 从

2002

年

1

月

31

日上市

日算起， 营口港在

2007

年

10

月

8

日

跨入亿吨大港行列仅用了

6

年时间，

按一个企业、 一个港口企业的发展特

质和规律来计算的话， 营口港在当时

的时光算是完成了一次令人震惊的

“提速、 快速、 高速” 的发展过程。

那么从

2007

年到

2010

年的

2

亿吨突

破， 吞吐量翻了一个大番， 短短

3

年

时间， 营口港所做出的跨越动作就真

的令人惊诧无语了。 没错， 这是一个

令所有人惊讶的 “超速行驶”， 是一

个令人吃惊的事实， 虽然这也只是营

口港近十年来 “超速” 发展中的一个

画面、 一个镜头， 但发生在

2010

年，

营口港在 “十一五” 期间所交出的答

卷绝对是相当的完美。

大背景决定大港口

任何一个大企业成功发展的背

后， 都会有一个大的背景做支撑。

而营口港的背后， 是东北老工业基

地和东北经济重新振兴这块有血有

肉的国家级大背景。 这个背景巨大

而翔实， 深刻而又简单， 在十余年

间， 这块背景向营口港提出了一连

串的要求和感叹号。 可以说， 在东

北经济振兴的大格局里， 广袤的东北

腹地几乎一直都注视着她面前的这片

海域和这个港口。

东北振兴， 物流产业的强盛至

关重要， 出海口至关重要。 这是

2007

年两会期间公司董事长高宝玉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所表示出来

的战略性断言。 那个时候， 营口港

的吞吐量尚未过亿吨， 但已经在东

北振兴这股大潮中展现出十足的扩

张力。 一只脚已经跨进了亿吨大港

的大门， 而这时的营口港， 张力十

足， 企业气质急剧升华， 各个环节

各条战线频传捷报已成家常便饭。

几乎每个月份， 公司所统计的吞吐

量都是向上的， 正在向亿吨这个充

满诱惑力的数字大关不停地靠近。

其实， 从

1999

年高宝玉上任之

初， 这位被业界称为 “大树” 的汉

子便为自己的港口在心里描绘了一

张蓝图， 那就是亿吨大港。 这个词

汇在当时离营口港人似乎远之又远，

遥不可及。 当时的场景只有高宝玉

明白， 他说， 要实现这个目标， 我

们就必须将营口港的业务构成和未

来发展置入到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

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中。 还是在这个

前提下， 东北企业和经济的振兴就

是营口港的振兴， 东北经济的发展

就是营口港的发展， 而国家关于东

北振兴的战略就是营口港制定发展

战略的总纲和蓝图。 在这个前提下，

营口港若要成为亿吨大港， 只是个

数字和时间的问题， 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必须统一思想， 站在更广阔的

大视角， 放大自己的责任心， 来制

定自己的发展思路。

东北， 可谓地大物博， 工农业经

济在国家总的经济体系上， 有着极其

深远影响和重要位置， 随着时代更

迭， 她的再度崛起和重现辉煌一直为

中央政府所牵挂。

2007

年

8

月

21

日， 当国务院正式批复的 《东北地区

振兴规划》 正式公布后， 这个给予东

北地区各业充满信心的进军令便落到

了实处。 而在这个规划中， 所有涉及

到的具有东北风骨与精神的行业， 比

如装备制造业， 比如能源工业， 比如

基础原材料产业等等， 几乎无一不与

营口港， 这个离他们最近的出海港口

发生着重大关系。

东北地区堆积着庞大的工农业经

济体系， 它们在未来的发展， 急需找

到一个进出口口岸， 更需要缩短到口

岸的距离， 需要降低成本， 需要全方

位的现代物流服务， 需要更新海岸理

念。 中央提出的战略规划已使营口港

处于一个十分有利与亢奋的位置， 因

为他们看到， 在东北的腹地深处， 有

着十分广阔而深远的产业前景， 也有

着纵横繁杂的产业链， 将这个前景展

开， 那上面有着国家支持发展的装备

制造业基地、 国家能源保障基地、 大

型煤电化基地， 有着太多的基础原材

料产业、 特色轻工业、 现代农业， 有着

大量的钢铁、 煤炭、 铁矿石、 石油、 粮

食的进进出出……无疑， 这是一个巨大

无比的发展商机。 对于营口港而言， 这

个机遇带着天时、 地利、 人和的味道，

带着浓郁的政治味道， 更带有强大的社

会责任的色彩， 高宝玉说， 我们从辽河

里走出来， 来拥抱大海。 我们必须担纲

起这份责任。

在这个大背景中， 这份责任的位置

和重量到底有多重？

无人能做出准确的回答， 但从近

10

年营口港像 “疯” 了一样的增长速

度上， 可以看出， 这是个无限量的问

题， 是一个涉及到东北经济深处的一个

问题。 因为， 营口港呈递给东北的是，

一个新鲜的沿海概念， 一个离家最近的

出海口， 一个具有超级吞吐能力的亿吨

大港。

有必要再重复一下营口港在这个大

背景中的区位优势。

营口港，

1861

年对外开埠， 距今

整整

150

年的历史， 曾为东北第一大

港， 现为东北第二大港， 全国十大亿

吨大港之一， 跨越两个世纪， 从辉煌

到衰落， 再到辉煌。

1984

年， 营口港

鲅鱼圈新港区正式开工建设， 从此营

口港走出辽河奔向大海， 开始向同时

拥有两个港区的现代化海港迈进。 在

短短的几年间， 港口吞吐量迅速突破

1000

万吨。 进入新世纪后， 营口港步

入了发展快车道。 营口港

2002

年港口

吞吐量突破

3000

万吨， 集装箱运量超

过

30

万标准箱， 并于年初在上证所上

市， 成功登陆

Ａ

股市场， 实现资本运

营， 走出了多渠道募集港口建设资金

的新路。

2005

年， 营口港成为辽宁省 “五点

一线” 沿海经济带开发建设的重中之

重。 从 “十五” 到 “十一五”， 营口港

共投入建设资金

200

多亿元用于港口建

设， 现在已拥有

60

多个泊位。 营口港

2010

年完成货物吞吐量

2.25

亿吨， 集

装箱

333.8

万标准箱。

2007

年和

2010

年， 营口港实现了两个亿吨的跨越， 进

入全国十大港口行列。

形像地说， 营口港目前是东北腹地

和辽宁中部城市群离海最近的港口。 而

这个 “最近”

,

是营口港参与港口竞争与

服务东北的最大的恒定资本。

高宝玉坦言， 营口港能有今天的发

展成就， 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位置，

二是服务。

巨变，还是巨变

十几年、 二十几年前离开家乡的鲅

鱼圈人， 这时还能找到回家的路吗？ 答

案应当是否定的， 因为这时候的鲅鱼

圈， 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不， 应

该是巨变， 因为， 她的身旁有着一个亿

吨大港———营口港。

（下转

A2

版）

营口港从辽河里走出来
，

拥抱大海
，

发展之
路走得非常不易

；

我们从小港到大港的历程
，

见
证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奇迹

，

也是东北经济振兴的
一个写照

，

那就是
“

跨越
”

二字
。

担纲一个大港
的责任

，

营口港俯首前行
，

无怨无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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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

（

CFLP

） 发布了

5

月份的中国制造业采

购经理人指数 （

PMI

）。 数据显示，

5

月

份

PMI

为

52.0%

， 环比回落

0.9

个百分

点。 虽然该指数继续保持在

50%

的景气

线之上， 但从走势上看， 今年以来除

3

月份短暂回升以外， 该指数持续小幅回

落， 显示出经济增速呈平稳回落态势。

数据显示， 各分项指数均不同程度

回落。 其中新订单指数、 积压订单指

数、 购进价格指数、 原材料库存指数回

落较明显， 回落幅度均超过

1

个百分

点， 尤其以购进价格指数回落幅度为最

大， 达到

5.9

个百分点。

针对

5

月份的数据，

CFLP

特约分

析师张立群表示， 这反映经济增长回落

的可能性加大， 通胀预期可能改变， 去

库存活动可能增加， 这些都会使经济增

速减慢。 从需求角度看， 尽管出口与

消费增幅有所降低， 但投资持续保持

较高增长， 需求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增

长， 未来中国经济增速变化趋势还需

继续观察。

民生证券宏观经济分析师张磊认

为， 考虑到政策效应的滞后， 现有政策

紧缩效应仍在持续， 货币的紧缩导致企

业层面生产困境。 预计现有政策不具备

继续加码的条件， 但短期内难以放松。

PMI

连续走低， 有人担心经济存在

过快下滑风险。 就此， 中金公司认为，

PMI

在未来两月中跌破

50%

的可能性

不大： 如果未来两月维持过去

6

年的

平均下 降 速 率 ， 则

6

月

PMI

或为

50.9%

，

7

月或为

49.7%

； 但由于原材

料购进价格回落， 这能够有效延迟新订

单的过快下跌。 （徐涛）

5

月

PMI

续降 宏观政策料维持现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