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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岛交通设施分析与评价


蔡晓琼，朱嘉，吴海燕
（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　厦门　３６１００５）

摘要：文章对我国管辖海域内乡（镇）级以下海岛交通设施（码头）现状开展评价研究，分析统

计海岛交通基础设施的数量、分布、类型等，并对其管理和发展现状进行评价，提出科学保护

与发展的相关建议与对策，为国家和地方海洋主管部门在海洋管理、保护与开发方面的决策

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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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它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处于先行的战略地位，对一个

国家的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战

略意义。一个国家和一个地区的运输系统是和

它的经济紧密联系的。运输系统的变化会对经

济的发展和变革产生重大影响。反过来，经济的

发展和变革也会引起运输系统的变化。因此，海

岛交通设施的发展与海岛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相互制约。是海岛对外联系的重要手段，与海岛

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

２　我国海岛交通设施概况

我国拥有面积大于５００ｋｍ２ 的海岛大约有

６９００多个（不包含港澳台海岛），其中有居民海岛

４００多个，无居民海岛６５００多个。在４００多个有

居民海岛中，乡镇级以下海岛３７６个，海岛陆域总

面积近８万ｋｍ２，海岛岸线总长１４０００ｋｍ余。

根据《全国海域海岛地名普查》资料，截至

２０１０年年底，我国共有５５０个海岛建有码头，其

中无居民海岛２７９个，乡（镇）级以下有居民海岛

２７１个。拥有码头数量１０９２个，主要分布在浙

江和福建等省，其次为山东、辽宁、江苏和广东，

海南、河北和广西也有少量分布（图１）。海岛码

头的归属包括地方、国有、民营以及其他归属

（图２）。

海岛码头主要使用类型为公务码头、货运码

头、客运码头、渔业码头、简易码头、其他功能，以

及多功能混合使用（图３）。基本上以泊位小于

１００ｔ的码头为主。

图１　各地海岛码头数量分布

图２　海岛码头归属统计

 基金项目：全国海域地名普查（２２００２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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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我国海岛码头利用类型分布

３　海岛交通设施综合评价分析

３１　海岛码头现状特征

通过对海区、省（自治区）市、泊位大小、归属

方面的分析，我国海岛码头分布主要呈现以下

特征。

３．１．１　码头分布集中

东海区是我国海岛集聚分布区，舟山群岛是

我国第一大岛群，浙江和福建是我国的海岛分布

大省，也是我国海岛码头分布的主要集聚区域。

３．１．２　码头使用类型有差异

各地海岛码头的使用类型不同：福建、江苏、

辽宁和山东省的海岛码头以集公务、客运、货运、

简易和渔业中的两种或几种功能的通用码头为

主；广东和海南的海岛码头则以客运码头为主；

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浙江省则是以简易码头为主。

３．１．３　码头泊位大小以百吨以下和百吨位为主

各地的海岛码头泊位大小都以百吨以下和

百吨位为主，约占海岛码头总数的８８％。主要是

由于大多数海岛较小，码头多为简易码头，泊位

较小。十万吨级的码头很少，主要分布在东海

（浙江），其次为黄海（江苏）和南海（广东），大型

海岛码头的使用类型以货运码头为主。

３．１．４　码头归属以地方和民营为主

各省除江苏省以外，码头的归属都以地方和

民营为主。江苏省码头国营的比例占到４０％以

上，是所有省（自治区）中最高的。

３２　海岛码头利用现状评价

３．２．１　渔业码头是主要的利用类型

所有的码头中，具有货运功能的有３２４个，

占２９．７％；客运功能码头２３７个，占２１．７％；渔业

码头３７４个，占３４．２％；简易码头３４９个，简易码头

大多是百吨以及百吨以下的小码头，主要的功能是

供海上的渔场停靠，兼具客运和货运的功能。总体

而言，渔业码头的比例高于货运和客运码头。

３．２．２　货运码头分布集中

单一的货运码头仅在浙江、江苏、山东、广东

有分布，分布较为集中，其中浙江占到７８％。所

有省（自治区）都以综合货运码头为主。浙江省

的货运码头类型多样，其中，石油、天然气的专用

码头和综合货运码头的数量相等，是主要的货运

类型。

３．２．３　总体上利用类型比例接近

所有码头中货运码头、客运码头、渔业码头、

简易码头和通用码头所占比例大致相当，利用类

型呈现多样化。

４　海岛交通设施存在的问题

海上交通是海岛对外联系的重要手段，为突

破海岛地理条件限制，保证海岛经济的发展与人

民生活水平的需要，通过多年努力，海岛交通设

施已有了明显的改善，但仍没有得到根本的改

变。交通设施落后，交通设施对经济和社会发展

的拉动作用尚未充分发挥等问题仍然存在［１－３］。

（１）海岛交通设施总体分布少。在我国，乡

（镇）级以下海岛数量众多，分布在沿海１１个省、

市、自治区，然而有海岛交通设施分布的海岛仅

有５００多个，不到海岛总数的１０％。

（２）各地海岛交通设施分布不均衡。由于浙

江、福建、广东海岛分布数量多，因此海岛交通设施

集中分布在以上几个省中。

（３）海岛交通设施受自然灾害影响大。海岛

四面环海，又远离大陆，易受海洋灾害的侵袭，受

灾频度大、种类多、面积大、危害大，海岛交通设

施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定影响。

（４）码头靠泊能力参差不齐，以百吨以及百

吨以下的码头为主，并且这些小码头大多为私

营，岸线浪费严重，有些老码头存在较大的作业

安全隐患，这些问题已经成为港航、海事等主管

部门面临的难题。

（５）码头利用类型层级低，以传统的渔业码

头和简易码头为主。但是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

和海岛开发利用程度的增加，海岛的产业结构类

型会朝着更加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因此，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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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头不能满足长远的发展。

（６）码头总体基础设施薄弱。除了专业化的

码头和公务码头，大部分码头基础设施薄弱，甚

至出现老化，跟码头相匹配的交通建设不到位，

日后经济发展，码头升级改造存在较大困难。

（７）海岛码头大多数都处于分散管理状态。

海岛码头的归属很大一部分归私营所有，一定程

度上管理松散，不能从整体的角度合理利用资

源，发挥最大的经济和环境效益。

５　海岛交通设施发展对策和建议

海岛交通是海岛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是联系大

陆的窗口、门户和桥梁。要坚持有序发展、优化

发展、协调发展。逐步稳定推进海岛基础设施建

设，提高交通运输服务保障能力［４－５］。

５１　加强规划引导，优化海岛交通设施空间布局

贯彻实施《全国海岛保护规划》，深入分析研

究、准确判断海岛经济发展及全面建设海岛小康社

会对海岛交通设施的总需求和结构布局，与地区经

济发展规划相衔接，合理开发海岛，科学定位海岛

功能；加大推进海岛交通实施建设，形成布局合理，

结构优化，层次分明的海岛交通设施体系。

５２　编制海岛交通应急预案，建立健全灾害防

御机制

　　编制海岛交通应急预案，充分考虑海岛的特

殊情况，加强赤潮、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防范，建立

海洋灾害监视监测系统，实行实时监测预报，制定

有效处理措施，达到预防效果，从而全面提高应对

海岛自然灾害综合管理水平和应急处置能力。

５３　加大政府资金投入，鼓励企业参与

中央和省级财政逐步加大对海岛交通设施

建设的投入。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专项建

设资金、各项财政扶贫资金适当向海岛地区建设

倾斜。海岛所在政府财政建设资金，应多投入海

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修建海岛道路等基础

设施可以有重点地给予补助。鼓励企业参与到

海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５４　加强环境保护，实现海岛经济可持续发展

海岛在加强基础设施的同时，也要加强环境

保护，促进海岛经济可持续发展，正确处理海岛

淡水资源、土地资源、岸线资源、海洋生物资源开

发利用与保护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海岛交通

实施建设时应广泛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

减少能源消耗、降低污染物排放，实施清洁生产，

努力将海岛建设成美丽海岛。

５５　发展集装化运输，适应国内外码头发展的趋势

集装箱化运输是现代运输的集中体现。１０余

年来，我国专业化集装箱码头建设处于高峰期，

各港口稳定发展。随着我国沿海经济的发展，物

资交流规划会不断加大，大量适箱货物需要通过

集装箱运输。而目前调查的海岛码头中规模的

集装箱码头几乎没有。符合条件的海岛码头应

该充分利用有利的地形和自然条件，合理布置码

头岸线满足船舶作业的要求，建设符合规划要求

的码头作业区和辅建区，以适应全国港口发展的

形势以及海岛逐步开发利用的趋势。

５６　均衡发展，缩短地区差异

目前海岛码头的分布主要集聚在经济发达的

浙江，１０万吨级的海岛码头也主要分布的浙江。

拥有良好港口航道条件的其他省份，应充分利用其

优势，加强专业化码头的建设，如集装箱、原油、矿

石等，以缩短地区差异，完善海上运输系统。

５７　加强海岛码头升级改造

随着经济的发展，船舶已经向万吨级、十几万

吨级发展。为了适应作业需要，目前许多港口的海

岛码头需要改造升级。对于海岛的简易码头等基

础设施薄弱的码头，应加强其安全检测，及时排除

安全隐患，有条件的情况下进行升级改造。

参考文献

［１］　陈维琦，宋剑华． 以港口发展促进海岛城市建设［Ｊ］． 中国港口，２００９（４）：１６－１８．

［２］　付昌辉． 海岛发展港口经济的战略与思路［Ｊ］． 港口经济，２００６（４）：２６－２７．

［３］　屠德铭． 中国沿海港口发展的主要瓶颈与对策［Ｊ］． 中国港口，２００４（９）：１２－１３．

［４］　丁宁． 港口综合竞争能力评价系统的研究与开发［Ｄ］． 上海海事大学，２００７．

［５］　张婕．关于港口社会经济效益评价的研究［Ｄ］． 上海海事大学，２００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