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海新区

滨海新区是天津市下辖的副省级区、国家级新区和国家

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国家综合改革创

新区。

滨海新区位于天津东部沿海地区，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

地带，总面积 2270 平方公里，人口 263 万人，是中国北方

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

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生态型新城区，被誉

为“中国经济的第三增长极”。

1994 年 3 月，天津市决定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

港保税区的基础上“用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滨海新

区”。经过天津市 10 余年自主发展后，滨海新区在 2005 年

开始被写入“十一五”规划并纳入国家发展战略，成为国家

重点支持开发开放的国家级新区。

2014 年，滨海新区 GDP 达到 8760 亿元

中文名称

滨海新区

外文名称

Binhai New District

别 名

滨海

行政区类别

市辖区（副省级）

所属地区

天津市

下辖地区

塘沽街，汉沽街，大港街

政府驻地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港二号路 35 号

电话区号

http://baike.baidu.com/view/77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1732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23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30234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1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12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71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200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5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643.htm


022

邮政区码

300450

地理位置

环渤海地区中心带，天津市最东端

面 积

2270 平方公里

人 口

263.52 万（2012 年）

方 言

天津话

气候条件

暖温带季风型大陆气候

著名景点

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天津极地海洋世界，海河外滩

公园等

机 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火车站

于家堡站，塘沽站，滨海站，滨海北站

车牌代码

津

GDP

8760 亿元（2014 年）

地标建筑群

于家堡，响螺湾，泰达 MSD

高等学府

天津科技大学，南开大学泰达学院

行政代码

120216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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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制沿革

大港在战国初隶属齐，秦属巨鹿郡柳县，
[4]
汉时属渤海

郡章武县，唐属沧州乾符县，直到公元 966 年宋乾德四年乾

符县并入沧州清池县后又分属沧清二州。民国

天津滨海新区概况 (13 张)

时期相继属河北省和黄骅、静海、天津三县。1953 年 5

月撤天津县后属南郊、静海、黄骅。1963 年 2 月建北大港区，

1979 年 11 月成立大港区，属天津市。2009 年 11 月撤区并

入天津市滨海新区。
[4]

汉沽从汉代置灶煮盐开始，曾隶属渔阳郡雍奴县，1961

年 6 月与宁河县分置。1962 年 8 月复归天津市，撤市设区。

2009 年 11 月撤区并入天津市滨海新区。
[4]

塘沽地跨海河两岸，历史上一直划河分治。北宋末期，

南岸地区属宋河北路沧州清池县；北岸地区属辽南京道析津

府武清县。金代，隶属关系初沿宋制。
[4]
1928 年直隶省改

称河北省，废道，南北岸地区分属河北省天津县与河北省宁

河县。1949 年 1 月 17 日塘沽地区解放，天津市人民政府将

南北岸地区合治，置区建制，初称塘大区，1952 年改名塘沽

区，直辖于天津市。2009 年 11 月撤区并入天津市滨海新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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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11 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

案，同意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

滨海新区，以原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的行政区域为滨海

新区的行政区域
[5]
。即撤销滨海新区工委、管委会，撤销

塘沽、汉沽、大港区现行建制，设立滨海新区行政区，辖区

包括原塘沽、汉沽、大港三区全境
[5]
。

2010 年，根据滨海新区街道区划调整方案，撤销原解放

路街道和三槐路街道，成立于家堡街道；新设立新北街道、

泰达街道。
[5]

2013年 9月26日，天津市宣布撤销滨海新区下辖的塘沽、

汉沽、大港三个城区管委会，由滨海新区直管街镇；根据市

政府关于滨海新区整合部分功能区的决
[5]
定和市民政局关

于滨海新区调整部分街镇行政区划的批复（津民复[2013]19

号），滨海新区将 27 个街镇调整为 19 个，12 个功能区整合

成 7个。
[5]

规划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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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滨海新区 (35 张)

1984 年，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作为第一批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率先在天津东部沿海的盐碱荒滩上建立。1986 年 8

月 21 日，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邓小平在天津市市长李瑞环

陪同下视察天津开发区，并亲笔题写“开发区大有希望”的

题词。同时，邓小平指出天津“在港口和市区之间有这么多

荒地，这是个很大的优势，我看你们潜力很大。可以胆子大

点，发展快点”，这是滨海新区最初的轮廓。
[6]

1994 年，《天津市滨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1994–2010）》

制定了依托中心城区发展的思路，提出以塘沽地区（包括塘

沽城区、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天津港保税区）为

中心，向汉沽城区、大港城区和海河下游工业区辐射，形成

“一心三点”组合型城市布局结构。

2005 年，《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规划了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运用了轴带发展空间理念，提出以沿海

河和京津塘高速公路的城市发展主轴，以东部滨海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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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以滨海新区核心区、汉沽新城和大港新城为三大城区，

简称为“一轴、一带、三城区”的城市空间结构。

2006 年，《天津滨海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十一五”

规划》进行产业功能分区，提出沿京津塘高速公路和海河下

游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轴”，沿海岸线和海滨大道建设

“海洋经济发展带”，在轴和带结构中中建设三个生态城区，

通过产业集聚，规划建设七个产业功能区，简称为“一轴、

一带、三个城区、七个功能区”的功能分区结构。

2009 年，根据《天津市空间发展战略》，滨海新区在符合

天津市“双城双港”的空间发展战略的同时，自身实施“一

核双港、九区支撑、龙头带动”的发展策略。 “一核”指

滨海新区核心区，由于家堡金融区、响螺湾商务区、泰达 MSD

以及解放路和天碱商业区、蓝鲸岛生态区等；“双港”指天

津港和天津南港；“九区支撑”是指通过先进制造业产业区、

临空产业区、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临港工业区、南港

工业区、海港物流区、滨海旅游区、中新天津生态城、中心

商务区等九大产业功能区，打造航空航天、石油化工、装备

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轻工纺织、国

防科技等 8大支柱产业；“龙头带动”指通过加快“一核双

港九区”的开发建设，凸显滨海新区作为新的经济增长极的

带动作用。如今，这一发展战略正在通过“十大战役”加速

实施。

2008 年 8 月 9 日，国土资源部部长、党组书记、国家土

地总督察徐绍史出席国土资源部与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共

同推进天津国土资源工作促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合作备忘

录》签字仪式，并在天津调研。

2009 年 8 月 12 日，天津市滨海新区总投资超过 1.5 万亿

元，加快推进南港工业区、于家堡、响螺湾中心商务区、东

疆保税港区等十大工程。

截止到 2010 年初，南港区域的分区规划、总体发展规划

及有关专项规划正式获批；填海造陆的工程正在不间断进

行，已累计完成围海 28 公里，造陆近 25 平方公里。临港工

业区已完成造陆 55 平方公里，天碱等部分项目投入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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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号大功率机车检修基地、中船重工、北车集团、中国建

材、中核集团、华锐风电等项目开工建设，临港铁路竣工，

10 万吨级航道疏浚工程启动。

2011 年 6 月 28 日下午，天津与国家开发银行在北京签署

“十二五”时期开发性金融合作备忘录，国家开发银行与天

津在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重点领域发展和重点项目建设等方

面开展新的融资合作，这标志着天津与国家开发银行的合作

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2012 年 4 月 1 日下午，中国国际商会与天津滨海新区政

府共同签署《中国国际商会 天津市滨海新区人民政府关于

共同推进滨海新区开发开放、促进国际经贸合作的备忘录》

的签字仪式在天津大礼堂举行。

2013 年 9 月 15 日，天津滨海新区与台湾新竹市签订友好

交流合作备忘录，全面推动两地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以做

到优势互补、扩大交流、加强合作、共同发展、互利共赢。

行政区划

按照相关方案，将滨海新区现有 27 个

滨海新区行政区划 (6 张)

街镇整合为 19 个。其中，撤销于家堡街、新港街、新

村街，设立塘沽街；撤销大沽街、渤海石油街，设立新的大

沽街；撤销杭州道街、向阳街，设立新的杭州道街；撤销汉

沽街、大田镇，设立新的汉沽街；撤销茶淀镇、河西街，设

立茶淀街；撤销迎宾街、胜利街，设立大港街；撤销海滨街、

港西街，设立新的海滨街；将寨上街调整为由两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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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达街、新北街、新河街、北塘街、胡家园街、古林街、新

城镇、杨家泊镇、中塘镇、小王庄镇、太平镇等 11 个街镇

的行政区划暂保持不变
[7]
。

截至 2014 年 1 月 1 日，滨海新区下辖 19 个街镇，分别

是塘沽街道、大沽街道、杭州道街道、汉沽街道、茶淀街道、

大港街道、海滨街道、寨上街道、泰达街道、新北街道、新

河街道、北塘街道、胡家园街道、古林街道、新城镇、杨家

泊镇、中塘镇、小王庄镇、太平镇。
[7]

地理环境编辑

位置境域

天津滨海新区地处华北平原北部，位于山东半岛与辽东

半岛交汇点上、海河流域下游、天津市中心区的东面，渤海

湾顶端，濒临渤海，北与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为邻，南与河

北省黄骅市为界，地理坐标位于北纬 38°40′至 39°00′，

东经 117°20′至 118°00′。紧紧依托北京、天津两大直

辖市，拥有中国最大的人工港、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和最完

善的城市配套设施。
[8]

滨海新区拥有海岸线 153 公里，陆域面积 2270 平方公里，

海域面积 3000 平方公里。在 1993 年建成区 110.85 平方公

里的基础上，重点规划建设面积 350 平方公里，2007 年底建

成区面积已达 221.95 平方公里。2010 年底建成区面积达 289

平方公里。
[8]

地质

地层

滨海新区属华北地层大区晋冀鲁豫地层区的华北平原分

区，处在断陷及坳陷盆地内，沉积了巨厚的新生代堆积物，

前新生代地层发育情况与区域地层基本相同。厚度大于

5000m，其中古近系和新近系是滨海新区油气资源和地下热

水的主要生储层和储集层。第四系厚约 280－410m，最厚约

450m，是滨海新区淡水资源的主要赋存层位
[9]
。

地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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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区域构造处在华北地台的二级构造单元—华北

断坳中，位于其三级构造单元—黄骅坳陷的北部，自北东至

南西分别涉及宁河凸北塘凹陷、板桥凹陷和歧口凹陷四个 4

级构造单元。接近近黄骅坳陷的沉降中心
[9]
。

地貌

天津滨海地区位于华北地区东部断陷

滨海新区地貌 (4 张)

盆地边缘，渤海盆地的西岸，处在黄骅坳陷中的北端。

其地貌类型具有从海积冲积平原、海积平原到潮间带组成的

比较完整的地貌分布带规律，也就是在第四纪初期构造坳陷

基础上形成的报复型堆积平原。这个堆积平原是 400 米厚的

松散堆积物，随着新构造运动的下沉活动，由河流从周围隆

起区冲带泥沙、湖积冲积为主，后期为陆海交互堆积形式充

填而成。从距今 4000 年前开始，
[10]
地球全新世大暖期度过

顶峰，气温开始回落，海面逐渐下降至接近近代海面高度，

在华北平原肆虐了两三千年的洪水结束，今天津滨海地区渐

次露出海面，在河流裹挟泥沙的推动下，逐渐淤积成陆地。

http://baike.baidu.com/view/320830.htm


根据地质和考古专家的研究成果，整个天津滨海地区陆地形

成年代跨度约在 5000 年到 700 年之间
[10]

。

气候

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滨海新区属于暖温带季风型大陆

气候，并具有海洋性气候特点：冬季寒冷、少雪；春季干旱

多风；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降水集中；秋季秋高气爽、风

和日丽。 全年平均气温 13.0℃，高温极值 40.9℃，低温极

值-18.3℃。年平均降水量 566.0 毫米，降水随季节变化显

著，冬、春季少，夏季集中。全年大风日数较多，8级以上

大风日数 57 天。冬季多雾、夏季 8-9 月份容易发生风暴潮

灾害。主要气象灾害有：大风、大雾、暴雨、风暴潮、扬沙

暴等。
[11]

水文

拥有海岸线 153 公里，陆域面积 2270 平方公里，海域面

积 3000 平方公里。
[11]

自然资源

滨海新区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拥有水面、湿地 700 多

平方公里
[8]
；拥有 1200 平方公里可供开发的盐碱荒地；新

区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已探明渤海海域石油资源总量 100

多亿吨，天然气储量 1937 亿立方米，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8]
。

人口

http://baike.baidu.com/view/7946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830.htm


1993 年户籍人口 99.2 万人，常住人口 103 万人。2002

年户籍人口 106 万人，常住人口 126 万人。2005 年常住人口

140 万人。
[12]

2007 年户籍人口 114.41 万人，常住人口 172.09 万。2008

年常住人口 202.88 万人，外来常住人口比上年同期增加

30.82 万人，增长 59.3%，占天津市外来人口增量的 58.2%。
[12]

2009 年常住人口 230.17 万人。2010 年，根据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统计，滨海新区常住人口达 248.21 万人。
[12]

2012 年，滨海新区常住人口 263.52 万人，外来常住人口

137.68 万人，户籍人口 115.88 万人。滨海新区外来人口的

来源比较广泛，以河北、山东、河南、四川、黑龙江、吉林、

辽宁、浙江等地为主。外来常住人口不仅超过了户籍人口，

而且还占到了常住人口的半壁江山，成为新区人口构成的重

要组成部分。随着滨海新区开发开放的全面推进，新区人口

聚集明显提速。截至 2008 年底，滨海新区常住人口达到

202.88 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 30.64 万人，增长 17.8%，新

增人口占天津市人口增量的 50.2%。

交通

公路

实施京津塘高速公路、津滨高速公路拓宽改造，加快推

进已开工的国道 112 线、津宁高速、津港高速等项目，强化

与区域腹地的联系，形成 10 条对外运输通道，进一步增强

滨海新区对外服务辐射功能。

铁路

津山线铁路在滨海新区设有塘沽站，办理普通列车以及

京津城际列车

http://baike.baidu.com/view/23004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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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海新区铁路 (6 张)

的客运业务。津秦客专已于 2013 年开通运行，在滨海

新区设有滨海站、滨海北站，极大的方便了滨海新区民众的

出行。滨海新区的综合交通枢纽站于家堡站正在加紧建设

中，该项目预计 2015 年完工，总投资约 120 亿元，作为京

津城际延长线的终点站。

航空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1974 年被确定为首都国际机场的备

降机场。1996 年 10 月，国务院将天津机场升格为“国际定

期航班机场”，并更名“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至现今名称。

2009 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578 万人次、货邮吞吐量 16.8 万吨。

在其运营的国内外航空公司达 20 余家，其中基地航空公司

有 6家，有天津航空、奥凯航空等。

截止 2006 年底，天津机场开通

http://baike.baidu.com/view/7619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9843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2078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1006.htm


天津滨海国际机场 (8 张)

航线 59 条，通航城市 48 个，其中国内城市 30 个，国

际城市 17 个。日本航空、全日空、大韩航空、韩亚航空、

新加坡航空等航空公司均已开通了飞往天津的航线。
[13]

航运

滨海新区拥有世界吞吐量第五的天津港，2013 年吞吐量

达到 5亿吨
[14]

，通达全球 400 多个港湾，服务华北、西北、

东北 12 个省区市。

地铁

截至 2013 年，滨海新区已经开通运行的轨道交通有津滨

轻轨 9号线（东海路-天津站）、泰达现代有轨电车（泰达轻

轨站-学院区北），其中津滨轻轨 9号线全长 52.759km，可以

实现滨海新区塘沽主城区到达天津市区 1小时通达的目标；

泰达现代有轨电车全长 7.86km，贯穿经济技术开发区。
[15]

2015-2020 年，滨海新区规划建设 B1、Z2、Z4 三条轨道

交通。其中 B1 线（欣嘉园-临港经济区）长度 38 公里，连

接黄港欣嘉园、高铁滨海站、塘沽老城区、海河外滩、中心

商务区、中部新城、临港经济区等重点区域，在塘沽与津滨

轻轨 9号线换乘，B1 线大部分为地下线路。Z2 线（滨海国

际机场-北塘）长度 37 公里，沿京津塘发展主轴，在天津滨

海国际机场与天津地铁 2号线换乘，沿线连接天津滨海国际

机场、航空城、高新区、开发区西区、高铁滨海站、开发区、

http://baike.baidu.com/view/6360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489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134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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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塘，远期延伸连接天津西站、京津路地区、双街、武清，

Z2 线在空港和高铁滨海站区域为地下线路，其余为高架线

路。Z4（汉沽-中部新城）线长度 44 公里，位于滨海新区南

北向客流走廊中央大道，经中部新城、于家堡、天碱商业区、

泰达开发区、北塘、中新生态城、旅游去及汉沽中心渔港，

Z4 线将新区塘沽、汉沽、大港区域连接起来，真正意义上拉

近了滨海新区各部分的时空距离，规划在开发区与津滨轻轨

9号线换乘，Z4 线在开发区为地下线路，其余为高架线路。
[15]

经济

概况

天津滨海 CBD (17 张)

2010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503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1%；工业总产值 10653.6 亿元，增长 33.2%；财政收入

1006 亿元，增长 36.1%，其中地方财政收入 623.2 亿元，增

长 36.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352.7 亿元，增长 34%；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567.4 亿元，增长 23.8%；城镇居民人均

http://baike.baidu.com/view/35620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450790.htm


可支配收入 26800 元，增长 1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 12600

元，增长 10.5%。2011 年，滨海新区完成生产总值 6206.9

亿元，增长 23.8%，是 2006 年的 3.1 倍；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 12732.2 亿元，增长 29.4%，是 2006 年的 2.6 倍；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 3702.1 亿元，增长 32%，是 2006 年的 4.3 倍；

地方财政收入 917.3 亿元，增长 47.2%；万元生产总值能耗

0.647 吨标准煤。

2013 年，滨海新区生产总值 8020.4 亿元，同比增长

17.5%，比 2009 年增长 1.1 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

别增长 12%和 13%；新增就业 12 万人；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

降 4.1%。
[16]

天津市滨海新区历年地方生产总值（GDP）一览表
年份 GDP（亿元） 增速 备注
2013 8020.4 17.5%
2012 7205.17 20.1%
2011 6206.87 23.79
2010 5030.11 25.1% 滨海新区经济总量超过浦东新区
2009 3810.67 23.5%
2008 3102.24 23.1% 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方案
2007 2364.08 20.5%
2006 1960.5 20.2% 滨海新区获批国家综合配套改革
2005 1608.63 19.8% 滨海新区写入国家十一五规划
2004 1250.18 20.1%
2003 999.75 20.4%
2002 820.52 20.1%
2001 667.14 17.8%
2000 562.4 18.3% 滨海新区工委和滨海新区管委会
1999 464.34 14.7%
1998 416.96 13.8%
1997 382.06 20.0%
1996 320.29 28.3%
1995 241.64 27.3% 市委市政府成立滨海新区办公室
1994 168.66 27.6% 天津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滨海新
1993 112.4

第二产业



2007 年，滨海新区电子信息产业完成生产总值 1755.47

亿元，比 1998 年增长 59 倍；汽车工业规模迅速扩张，2009

年轿车产量约为 2006 年的 2倍；以 OTIS、大功率机车为代

表的装备制造业 2008 年总产值比 1998 年增长 26 倍；2007

年原油加工量529.54万吨，比1993年增长2.7倍，乙烯2007

年产量 22.55 万吨，比 1996 年增长 1.8 倍，随着百万吨乙

烯、千万吨炼油等大项目的相继投产石油炼化和乙烯产量还

将剧增；现代冶金业 2007 年总产值 711.4 亿元，比 1993 年

增长 100 多倍。2006 年，天津开发区的手机生产量超过了

1.05 亿台，约为当年全球销量 10 亿台的 10%。

2010 年，航空航天、电子信息、汽车及装备制造、石油

和化工、现代冶金、生物制药、新材料新能源等八大主导产

业总产值 9168 亿元，占工业总量的 86%。其中，石油和化工

产业规模突破3000亿元，电子信息等三个产业规模突破1000

亿元。空客 A320 大飞机、新一代运载火箭、百万吨乙烯、

300 万吨造船等引擎项目带动作用明显，汽车年生产能力达

到 120 万辆，无缝钢管产量位居全国第一，手机产量占全国

总产量比重达到 17%，未来将成为中国最大的航空航天产业

基地和世界级石化基地。

第三产业



2010 年，天津港货物吞吐量 4.1 亿吨，集装箱吞吐量

1008.6 万标准箱，机场旅客吞吐量 727.7 万人次。金融租赁

同比增长 60%，服务外包增长 30%，旅游综合收入增长 25%

以上。

2010 年，建成了天津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中科院

天津工业生物所等 50 个国家级研发中心，90 家企业技术开

发中心，63 家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科技企业孵化器达到 26

家，博士后工作站达到 66 家。组织实施了 100 项重大科技

创新项目，初步形成了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装备制造、

绿色能源、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成为先进技术的承

接地和扩散地、高新技术的原创地和产业化基地。

城市布局

产业布局

空间发展战略

按照中央要求，滨海新区编制完成了 “十一五”规划纲

要、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规划确定滨海新区的功

能定位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

东北亚，努力建设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的

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

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

型新城区。
[17]

确定的空间和产业布局为：“一轴”、“一带”、“三个城区”、

“九个功能区”。



一轴：即沿京津塘高速公路和海河下游建设“高新技术

产业发展轴”。

一带：即沿海岸线和海滨大道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带”。

三个生态城区：即建设以塘沽为中心、大港和汉沽为两

翼的三个宜居生态型新城区。

九大功能区包括：

一是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主要发展金融、贸易、商务、

航运服务产业；

二是临空产业区，主要发展临空产业、航空制造产业；

三是滨海高新区，主要发展航天产业、生物、新能源等

新兴产业；

四是先进制造业产业区，主要发展海洋产业、汽车、电

子信息产业；

五是中新生态城，主要发展生态环保产业；

六是海滨旅游区，主要发展主题公园、游艇等休闲旅游

产业；

滨海新区行政区及功能区划分示

意图

七是海港物流区，主要发展港口物流、航运服务产业；

八是临港工业区，主要发展重型装备制造产业及研发、

物流等现代服务业；

九是南港工业区，主要发展石化、冶金、装备制造产业。
[17]

十大战役：“十大战役”涉及滨海新区的改革开放、科技

创新、功能区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涵盖社会事业发展、



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

面。

一、加快南港区域建设，打造世界级重石化工业基地和

中国北方重要的轻纺工业基地；

二、加快临港工业区建设，打造中国沿海高水平的重型

装备制造业基地；

三、加快核心城区建设，打造具有改革开放前沿特点的

现代化新城区；

四、加快中心商务区建设，打造于家堡金融改革创新基

地和响螺湾商务商业聚集区；

五、加快中新天津生态城建设，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

能实施、能复制、能推广的宜居生态新城； 六、加快东疆

保税港区建设，打造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程度最高、功能最齐

全的保税港区；

七、加快滨海旅游区建设，打造中国北方知名的国内国

际旅游目的地和高品位的休闲区；

八、加快北塘区域建设，打造具有中国北方传统小镇特

色的国内外会议举办地和小企业总部聚集区；

九、加快西部区域建设，打造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高

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高端企业总部经济区；

十、加快中心渔港建设，打造中国北方水产品加工物流

产业中心和游艇产业发展基地。
[17]

功能分区

滨海新区 CBD 效果图

先进制造业产业区包括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包括东区

和西区）、塘沽海洋高新技术开发区、海河下游石油钢管和

优质钢材深加工区。总规划面积 155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电

子信息、汽车和装备制造、石油钢管和优质钢材、生物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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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代医药、新型能源和新型材料等产业，努力建设成为服

务和带动环渤海地区产业升级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

地。
[18]

空港经济区（原名临空产业区） 空港经济区包括天津滨

海国际机场、空港物流加工区、民航科技产业化基地等，总

规划面积 102 平方公里，依托天津滨海国际机场优势资源，

重点发展临空产业，努力建设成为以航空物流、民航科技产

业、临空会展商贸、民航科教为主要功能的现代化生态型产

业区、总部经济聚集区。天津临空产业区（航空城）是滨海

新区重要的功能区之一，以空港物流加工区为载体，是中国

新兴的国际合作与自主研发相结合的国家级航空高技术产

业基地。
[18]

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是

第一个由国家科技部和天津市政府共建的国家高新区，规划

面积 30.5 平方公里。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将建设成为

自主创新的领航区、国际一流的高新技术研发转化基地、高

新技术产业和高端人才聚集中心、绿色宜居的生态科技城。

主要包括绿色能源、生物医药、航空航天产业、高端信息制

造业、现代服务业等支柱产业。
[18]

临港经济区（原名临港工业区） 临港工业区包括临港工

业区（一期）、港口功能区、临港产业集聚区、物流功能区，

重点发展石油化工成套设备、造修船和海洋工程、交通运输

设备和港口机械、风力发电及输变电设备等重型装备制造

业，并开辟天津港第二航道。
[18]

南港工业区 南港工业区定位于以世界级重化工业为核

心的具有持续竞争力的工业区域，规划面积 200 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以石油化工、冶金钢铁、重型装备制造、港口物流

4大主导功能。
[18]

海港物流区 海港物流区是建设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

际物流中心的重要载体，包括天津港、天津保税区和东疆保

税港区，规划面积 100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海洋运输、国际

贸易、现代物流、保税仓储、分拨配送及与之配套的中介服



务业，形成货物能源储运、商品进出口保税加工和综合性的

国际物流基地。
[18]

中心商务区 中心商务区规划面积 7平方公里，包括于家

堡金融商务区、响螺湾商务区和开发区商务区。重点发展金

融、保险、商务商贸、文化娱乐、会展旅游等产业。中心商

务区努力建设成为环渤海地区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信

息服务中心、国际性文化娱乐中心，高品质的国际化生态宜

居城区。
[18]

中新天津生态城 2007 年 11 月，中国新加坡两国共同签

署协议，在天津滨海新区规划建设中新天津生态城。生态城

规划面积 30 平方公里，将全力构筑生态型产业体系，重点

发展高端、高质、高新的现代服务业。它注重资源节约和环

境保护，非传统水资源所占的比例要达到 50%，绿色出行比

例达到 90%，可再生能源使用率达到 20%，所有建筑都要符

合绿色建筑标准，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60%。
[18]

滨海旅游区 滨海旅游区位于中新天津生态城东侧，规划

面积 100 平方公里，其中陆域约 25 平方公里，海域约 75 平

方公里。现已有基辅号航母军事主题公园等游乐设施。规划

滨海旅游区将形成主题公园游、生态湿地游、黄金海岸休闲

游、游艇度假游、海上观光游、高尔夫休闲运动等主要游线，

与周边生态城、七里海湿地、中心渔港、北塘、汉沽休闲农

业等主要景点形成一体化的旅游线路。
[18]

基础建设

滨海新区坚持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连续实施 20 项民

心工程，把 8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群众生活明

显改善。累计开工建设各类保障性住房 812.9 万平方米，基

本实现应保尽保。新开提升公交线路 63 条，更新节能环保

车 1221 部，新建改造首末站 16 座。
[19]

启动建设第一、第

二、第三老年养护院和贻芳托老所，建成 44 个老年日间照

料服务中心、68 个老年日间照料服务站。每年为 2000 名困

难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政府补贴。解决了 10.5 万农民安

全饮水问题。新建 7个街镇社区服务中心，建设和改造 171



个社区服务站。新建一批社区商业中心、菜市场、人行天桥

和停车设施。实施放心食品系列工程，食品安全保障体系逐

步完善。
[19]

教育事业

新建、改扩建中小学、幼儿园 200 所，全面完成学前教

育“三年行动计划”。完成中小学校舍安全加固工程，义务

教育学校全部通过现代化达标验收。积极引进优质教育资

源，南开中学滨海生态城学校、天津实验中学滨海学校开工

建设。创新职业教育模式，成立了物流、机电等 7个职教联

盟。被评为全国“两基”工作先进地区、全国社区教育实验

区和我市首批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区。
[19]

类

别

学校列表


高

等

院

校

南开大学 天津科技大学 天津外国语

大学

南开大学滨

海学院（民

办）

天津医科大

学临床医学

院（民办）

天津外国语大

学滨海外事学

院（民办）

中国人民解

放军海军工

程大学

部

分

中

学

天津市大港

第一中学

天津市塘沽第

一中学

天津市大港

油田实验中

学

天津经济技

术开发区第

一中学

天津市汉沽

第一中学

天津市紫云中

学

天津市渤海

石油第一中

学

天津市大港

第三中学

天津市大港

实验中学

天津市塘沽第

十三中学

天津市大港

油田第一中

学

天津市汉沽

第五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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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汉沽

第六中学

滨海新区中小学 (9 张)

医疗卫生

开工建设了天津医科大学中新天津生态城医院、空港国

际医院、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医疗设施，大港中医院、港

口医院、塘沽安定医院等新建、改扩建项目投入使用。
[19]

一

批街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室完成标准化建

设。实施公立医院升级工程，第五中心医院通过“三甲”医

院评审，泰达医院升为“三级”医院。成功引进高端民营医

院和境外高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药品零

差率销售实现城乡全覆盖。建立人口服务管理中心。全面完

成国家免费孕前优生检查试点任务和妇女儿童健康行动计

划。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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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育

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新建和提升了一批街镇文体中心

滨海新区文化中心 (6 张)

，在全市率先实现农家书屋和村文化室全覆盖。建成大

沽口炮台遗址博物馆和大港冬枣博物馆。
[19]

成功举办滨海

国际艺术节、滨海国际作家写作营等品牌文化活动，多件文

学艺术作品和多家动漫企业获得全国大奖。圆满完成第六届

东亚运动会协办任务，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竞技体育取

得优异成绩。有力践行“滨海精神”，扎实推动文明城区创

建，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高。
[19]

社会保障

累计新增就业 38.7 万人，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4.4 万人，

帮扶 9084 名困难人员就业，村级劳动保障工作站实现全覆

盖，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3%以内，荣获全国创业先进城区

称号。社会保障参保人数持续增长，职工和居民社会保险覆

盖率居全市领先水平。城乡低保、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

特困补助、残疾人生活补助标准有较大提高。
[19]



文化古迹

历史古迹

贝壳堤

贝壳堤是由海生贝壳及其碎片和细

天津滨海新区贝壳堤

砂、粉砂、泥炭、淤泥质粘土薄层组成，并与海岸线大

致平行或交角很小的堤状地貌堆积体。形成于高潮线附近，

为古海岸在地貌上的可靠标志。堤高 0.5-5 米，宽几十至几

百米，长数十米、上百米或延伸百余公里。其横割面顶部上

凸，两翼减薄至尖灭。第Ⅲ一Ⅳ道贝壳堤分布于滨海地区，

第Ⅳ道贝壳堤靠近现海岸，分布于海积平原东部特大高潮线

附近，走向大体与现代海岸一致，在河北岐口与第Ⅲ道贝壳

堤汇合。以贝壳及其碎片为主，贝壳种属反映在潮间带环境，

距今 7O0－5OO 年形成，明末清初堤上已有人居住。

大沽口炮台 大沽口炮台明清原置重炮于海河南北两

岸，

大沽口炮台

素称“津门之屏”，战功显赫；1901 年清政府签《辛亥条

约-大沽口炮台遗址约》，炮台被拆毁，仅余遗址，唯有南岸

“海”字中炮台，上砖下石建筑，内部三合土夯实，至今还

保存完好，为近代列强侵华与中华民族抗御外侮铁证。



天津地区古海岸

天津地区古海岸的位置分别以三条贝壳堤为代表，高出

地面 1－4米不等，宽数十米至二百米，现第一条贝壳堤之

亡巨葛庄附近已建成自然保护区，新海岸附近的多废河曲与

洼淀沼泽，水域面积广大，岸边芦苇丛生，环境幽静，空气

新白鹤、鸳鸯等观赏鸟类天然栖息地，每年春节为最佳赏鸟

季节。

西沽潮音寺 西沽潮音寺位于滨海新区西大

潮音寺

沽海河入海口南岸。明初创建。坐西朝东，面向海河。

原有前、后两进院落。现存 西沽潮音寺山门，大殿和配殿。

大殿面阔三间，进一间，前后廊，青瓦山顶，砖木结构，为

大沽口仅存的祭祀海神的庙宇。

华阳观 华阳观建于东汉时期，重修于大明正德六年

（1511）已有 1800 余年的历史。位于乡内仲家、坦王两村

之间，占地八亩多，前后三进，建筑宏伟。前进是戏楼，中

进是灵宫殿，后进称仁静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