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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北部湾经济区沿海重点产业发展战略环境评价研究》内容包括：概述、研究背景、研究区位、地理
位置、研究范围、区域环保发展目标与研究重点、区域环保发展目标、研究目标与重点、研究技术路
线与方法、主要研究与评价成果、研究区自然地理特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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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目前，既有各类规划的顺利实施与推进，北部湾区域将成为我国新的大型石油化
工生产基地。
石油化工业在北海、钦州、防城港、湛江、茂名、洋浦、东方和澄迈均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钦州、
茂名、湛江和洋浦。
远期，规划茂名和湛江的炼油能力分别为4000万t和3800万t，洋浦和钦州均为2000万t。
天然气化工在北海、湛江、东方、洋浦、儋州和澄迈均有分布，但主要集中在东方；生物化工业相对
集中在钦州、南宁、北海和湛江。
 五、钢铁工业从区域空白向国家级战略基地发展 长期以来，由于受资源和燃料分布的限制，北部湾
区域的钢铁工业几乎空白。
但随着我国大宗铁矿石原料转变为以进口为主，北部湾区域具有的优越的深水大港优势，以及内陆钢
铁企业产能转移等机遇，使建设沿海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成为未来本区发展的趋势和战略性发展产业。
根据各类规划，北部湾区域在远期将形成约8000万t的生产能力。
按照各类规划，将在钦州、防城港、湛江、茂名、昌江和澄迈布局钢铁工业，但主要集中建设防城港
和湛江钢铁基地，中期防城港和湛江分别为1100万t和1000万t，远期均为3000万t。
钢铁工业的超常规发展是推动区域工业化和工业结构向重工业化方向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六、林浆纸一体化的迅速发展将促使北部湾区域成为我国重要的制浆造纸工业基地 现有工业结构中
，造纸业还不是优势主导产业，利用蔗渣制浆和造纸虽有一定产业依托，但难成规模。
北部湾区域分布有较丰富的林业资源，发展林浆纸一体化有着天然优势。
国家颁布的《全国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十五”及2010年专项规划》提出“东南沿海包括粤、桂、琼
和闽是林纸一体化工程建设的重点地区”，《广西北部湾区域发展规划》《广东省造纸工业2005
—2010年发展规划》《海南省“十一五”工业发展规划》也提出重点发展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形成沿
海林浆纸产业群，将本区打造成为我国新兴的大型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基地。
随着大型海外林浆纸企业的投资和进驻，本区积极发展林浆纸一体化产业，并成为工业发展的战略方
向。
 根据上述规划，在远期本区的纸浆和造纸量将分别达约760万t和1000万t。
在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湛江、洋浦和儋州等地区均有林浆纸工业布局，但主要集中在北海、
湛江、洋浦和钦州。
远期，湛江、北海、洋浦和钦州的制浆能力将分别达70万t、120万t、225万t和180万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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