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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承保机构能提供哪些事故预防服务？

承保机构应当建立生产安全事故预防服务制度，根据需求科学合理制定年度事故预防服务工作计划和费
用预算，事故预防费实行“专款专用”，可以统筹行业和地区，协助投保主体和工程项目开展以下工作：

（1）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
（2）安全风险辨识与分级管控、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评价。
（3）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
（4）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
（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和演练。
（6）安全生产科技推广应用。
（7）其他有关事故预防工作。

七、广西建筑工程安责险如何管理？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广西银保监局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信息平台相关业务进行监管。
承保机构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向信息平台上传信息：
（1）如实、及时、完整地将承保信息、事故预防服务、理赔等信息上传至信息平台。
（2）对工程项目进行现场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相关照片、视频等影像资料和说明材料，应当同步上

传至信息平台。
（3）在开展事故预防服务后，应当及时将服务结果上传至信息平台。
（4）每年向信息平台上传当年事故预防服务总结报告，报告内容涵盖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执行人

员、费用情况等信息。（来源：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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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区位概况

外沙内港位于北海市地角镇和北海老城区之间，是渔业加工生产主要集聚地，是北海历史最悠久的渔港之
一，早在清道光年间，外沙内港便以天然潟湖型避风港吸引大量渔民到此定居生活。1954—1956 年，外沙内
港完成改造，开挖地角港池并打通地角出海口，环绕外沙内港兴建大量海产加工、修造船等工厂，工业用地面积
约 80 公顷。本文的城市更新研究基地是外沙内港与地角路之间长约 2000 米、宽 40 米～ 140 米，总面积约 22 公
顷的陆域。基地内有修造船、制冰、加工、冷冻、运输等 30 余家产权单位，建筑以一、二层瓦房为主，基本为
20 世纪 50 至 80 年代砖木结构，房屋现已破败不堪，整体开发强度较低，土地利用效率不高（见图 1、表 1）。

 

图1  区位示意图

表1   现状建筑统计表 （单位：万平方米）

                    注：数据为作者依现状地形图计算

如今北海外沙内港及周边渔业相关的配套设施完善，有万景海产等龙头企业、云南路水产交易市场和外沙
水产交易市场等批发市场，地角和海角街道聚居着一批熟练的产业工人。

二、现状主要问题

（一）滨海休闲空间需求冲突
北海利用“廉州湾—西门江”沿线冠头岭古炮台、地角古炮台、北海老城、高德三街、合浦汉墓、廉州古

城等丰富历史文化资源，结合滨海绿道体系建设，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文化展示带。海角路南侧的居民对临港休
闲空间有较大需求，面临居民休闲、文化展示与码头生产作业冲突问题。

建筑层数 占地面积 建筑面积
1层建筑 5.39 5.39
2层建筑 1.85 3.70

3—4层建筑 1.43 5.01
5—6层建筑 0.20 1.10

合计 8.87 15.20

靠海吃海，因港而兴，沿海城市的老城区多由小渔村和老渔港发展而来，随着城市快速
发展，老渔港因与高度现代化的城市格格不入，亟待更新改造。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在老渔港改
造方面取得较多经验，成功打造休闲文化区、艺术商业街区、创意创新办公区。北海作为西部
地区中等规模城市，针对老城区渔港加工区形象差、功能落后等问题，积极探索滨海城市的城
市更新方法。本文以北海外沙内港渔业工业加工区为例，从自身产业发展需求、城市规模、文
脉延续等角度出发，探索一条不同于东部沿海城市渔港改造的城市更新路径。

渔港

老工业区

城市更新

滨海渔港老工业区城市更新探索
         ——以北海外沙内港渔业加工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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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营盘中心渔港与廉州湾养殖海域距离远，廉州湾 4 万多公顷养殖用海，如将海产品运输到营盘渔港上
生产加工，导致运输成本大幅增加。

三是产业工人转移意愿低。渔业生产属于劳动力密集产业，在走访调查中发现，基地周边区域聚集居住的
工人考虑到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等配套需求，不愿意外迁。

四是基地建设休闲文化商业街与周边北海老城、地角小镇等发展方向存在“同质化”现象。珠海路是北海
繁华的商业街区，沙脊街、中山路、文明路、旧粮库、旧玻璃厂正朝休闲文化商业街区方向发展。基地西侧的
地角社区以“渔业生产、女民兵红色教育”为主题进行特色小镇改造，将大量现有民居改造为文化商业街区。
在电子商务的冲击下，北部湾广场商业中心、各道路临街商铺大量空置，在商业过剩的情况下，将基地改造为
商业街区，会面临同质化竞争和更多商铺闲置等问题。如基地按容积率 1.20 估算将会增加 26 万平方米商业空间，
对于中等城市规模的北海而言，无法消纳如此多商业用房，最终导致改造失败。

综合各方面因素，渔业产业无法搬迁，基地改造为休闲商业街区也不可行，解决该难题需另辟蹊径。

四、基地城市更新方案

（一）功能混合，前店中厂
方案将工厂和商业区进行混合布局，沿海角路、临渔港分别布局 2 ～ 3 层商业办公用房，中部为产业升级

空间，建 4 ～ 5 层且高度不超 24 米的厂房，形成“三明治”结构，控制高度以保护老城至冠头岭的山、海、
城视廊。沿海角路的商业办公建筑可作为工厂的产品展销区和办公用房，打造海产品电子商务一条街。临渔港
二层以上商业建筑以餐饮、酒吧、茶舍等休闲业态为主，配合港内渔船的夜灯，形成独具渔港风情特色的夜生
活一条街；临港商业建筑一层架空，作为厂区与码头通道、商铺销售渔具、船上用品等。商业办公楼建筑总面
积 9.78 万平方米（含保留建筑面积 3.32 万平方米），工厂面积 26.20 万平方米（含保留的 1.48 万平方米），
连廊架空层、临港商业底层架空层、广场架空层面积 3.94 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9.92 万平方米，片区开发强
度达到 1.80 以上，极大地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保障了产业升级所需空间。同时，商业办公区域仅增加 6.40
万平方米，还包括一部分生产企业自身办公、经营用房，市场消化商业面积压力较小（见图 2）。

图2  用地布局示意图

（二）交通分层，休闲有道
临渔港建设高 5 米、宽 3 米的二层步行连廊，连廊后退岸线 8 米作为港口消防通道和上下渔货作业区，连

廊与临港商业建筑二层无缝连接。港口生产运输与行人互不干扰，行人可参观码头作业和渔业生产，增添生活
气息。在不影响消防和港口作业的情况下，贵州路、云南路、西藏路的休闲广场设置为架空二层广场，底层作

（二）渔业产业发展需提升改造
海洋渔业经济是北海重要的财政税收来源和就业保障。由于海洋渔业面临海洋捕捞量减少的压力，海洋牧

场、深海养殖正在快速发展，发展空间较大。为满足人民对海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海洋渔业生产加工需提质
扩产，进一步做大做强做深。为此，基地内各生产企业为适应发展形势，要求就地改造提升厂区，因不符合规划，
多年来未审批厂房建设。

三、发展方向探索

（一）西方国家旧海港城市更新理论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国家初步形成海港改造更新理论。1969 年，地理学家 Charles N.Forwarc 以加

拿大 4 个港口城市为例，对滨水区土地利用进行比较研究，引发众多学者对滨水地区开发建设进行研究和探索，
其他学科也加入滨水地区的研究中，形成比较系统的再开发理论。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南街海港、德国汉堡老港区、
日本东京筑地渔港、挪威卑尔根港、澳大利亚悉尼达令港进行了城市更新，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城市在
更新改造时都高度重视历史文化的延续、原有地标建筑的再利用，同时引入商业、文化展示等新业态，打造高
品质的城市文化休闲空间。

（二）中国各滨海城市老城区渔港更新概况
中国滨海城市老城区的老渔港更新改造方兴未艾。上海鱼市场改造成集海洋文化博览、世界海鲜特色餐饮、

高级商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东方渔人码头。大连市中山区的老虎滩渔港、青岛市北区的小港渔港于 2007 年前后
拆建，现建成集特色餐饮、娱乐一体的综合商业街区、高端居住区，但仍保留少量交易型渔货上岸和水产交易
市场，带动以海鲜为主题的餐饮商业街区发展，原渔港和生产加工均迁往外围县区的中心渔港。2000 年，厦门
市在沙坡尾渔港修建演武大桥，大型渔船无法停靠，2015 年改造成商业艺术街区的“网红”打卡地。2019 年，
珠海老香洲渔港迁至洪湾中心渔港，正打造成集历史记忆与现代消费有机融合的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

以上渔港改造案例皆位于城市的老城区，而渔业产业因其地域和生产的特殊性，后来转移到城市外围中心，
促使渔港发展壮大，该产业与渔港相辅相成。

（三）基地更新为休闲文化商业街区的可行性研究
北海市珠海路—沙脊街—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见证了城市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外沙内港

的改造和渔业生产加工发展，奠定了北海在广西海洋渔业的龙头地位。如今，基地“脏乱差”的破败形象与“品
质北海、魅力北海”的建设要求不符，面临与其他城市老城区渔港同样命运。

自《北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08—2025 年）公布以来，规划将外沙内港渔业生产功能搬至营盘中心渔港，
将外沙内港改造为游艇港，将基地打造成临港休闲文化商业街。但从北海城市规模、规划布局、产业发展等多
方面考量，规划实施存在以下困难。

一是受建设用地规模因素影响，渔业加工基地转移不具备可行性。从国内各城市经验看，渔业产业转移需
依托周边中心渔港发展。在 2022 年自然资源部批复启用的北海市“三区三线”中，受城镇开发边界建设用地
规模限制，营盘中心渔港未增加建设用地规模，没有承接产业转移和配套销售、产业工人生活居住的空间。如
果选择在中心城区其他产业园区加工渔业产品，仍需要保留外沙内港为渔港、岸线为作业区，并在陆域配套
修船、制冰等基本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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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较少，为尽快形成系统，一期实施临港 8 米宽消防通道和 3 米二层步行系统，建设贵州路、云南路广场，基
本构建完善的步行交通系统。二期由各企业在保障正常运转情况下，根据自身情况逐步完成商业建筑和厂房建
设。对于云南路以西的个别特殊行政单位采取土地置换等方式处置；对于用地小的产权单位，尽可能整合进大
产权单位用地内。

（三）协同推进周边区域更新
基地周边较多正在生产的工业用地、已受污染停产闲置的旧工业用地、受红坎污水处理厂 300 米防护距离

限制不能建设住宅的未征收用地，都应同步改造提升，共同形成集港、厂、销一体的完整且相对集中的海洋渔
业经济集聚区，推动向海经济发展。

外沙岛现有渔业生产加工厂应搬迁到集聚区，减少进出岛货运压力。保留修船等运输量少的功能在外沙岛
上，并将基地内修造船厂置换到外沙岛，减少修造船厂对基地岸线连续性的切割。基地内的客流运输搬迁到石
步岭旅游港，以打造海上旅游集散中心。

六、结语

本文从多角度探索老城区渔港更新方向，通过功能混合、交通分层、文脉延续、产业升级等措施，打造
集观光、休闲、生产加工于一体的文化渔业产业集聚区，既能发展海洋渔业产业，又能提升城市形象，构建
城市文化休闲带，同时还能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社会、政府、企业多方共赢。

为停车场。各产权单位地块之间的围墙后退，设置 12 处 4 米～ 6 米宽的人行通道，连接临港二层步行连廊系
统和海角路，平均间距约 80 米，以增强步行可达的需求功能（见图 3、图 4）。

图3 “三明治”结构建筑功能布局断面示意图

图4  架空广场示意图

（三）延续文脉，滨海典范
沿海角路的商业建筑按骑楼街建设，骑楼统一宽 3 米，开间面宽控制在 4 米～ 5 米，建筑立面延续原先中

西合璧的拱券窗、三段式山花等文化元素，采用红瓦坡顶，与街区保持统一的“第五立面”。将局部屋顶打造
成休闲平台，建筑立面风格可以更加活泼多变，色彩多姿。现状 3 层及以上建筑尽可能保留使用，对保留的 18
处临海角路建筑进行立面改造，与骑楼保持统一的建筑风格；保留东部 1 幢青砖红瓦仓库，作为基地改造建设
历史展厅。

人行通道两侧围墙建设为景墙和文化展示墙，可介绍北海市历史文化、渔业生产或展示宣传企业。利用贵
州路广场等开敞空间举办活动，扩大龙母庙会祈福、开海节活动影响力，推广疍家文化。

五、实施建议

（一）配套完善优惠政策
按照国家、自治区相关政策，改造要求如下：一是保留工业用地性质不变，允许使用 5 年以上。二是放宽

生活配套服务设施占地面积比例计算标准，对于临港商业架空层作为通道、检修车间、仓库等使用的，不计入
生活配套服务设施用地面积。三是部分工业用地变更为商业用地，需将超出比例的部分建筑使用面积变更性质。
四是设立产业发展基金，扶持企业生产技术改造提升。

（二）合理安排建设时序
该区域城市更新涉及产权单位相对较少，实施难度小，在产业发展需求和政策的支持下，各产权单位积极

性高，但需考虑到企业改造时序不统一，不能强制要求在同一时间完成。各厂区临港大部分为作业区，临港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