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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２１世纪海上丝路之海洋环境特征系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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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带一路”“亚投行”“非洲援建”“协助多国撤侨”“亚丁湾护航”……，处处彰显我国延

续和平与发展主题、为整个人类社会谋福祉的负责任大国风范。２１世纪是海洋的世纪，海洋

是人类生命的摇篮、巨大的资源宝库、连接人类友谊和发展的纽带。本系列研究首先探析了

海上丝路战略在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意义，并重点从科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在

我国首次系统性、精细化地分析了整个海上丝路所涉及海域的海洋环境特征［主要包括：风候

（风场的气候态）、波候（海浪场的气候态）特征，大风大浪频率及其长期变化趋势，极值风速和

极值波高，海流特征］，以及重要航线和港口特征、地理特征、气候概况、海洋资源状况、涉及国

家的海洋开发状况、法律护航等。期望可以为航海、海洋工程设计、海洋能资源开发、防灾减

灾等提供科学依据，为经略２１世纪海上丝路提供辅助决策，为“中国梦”及人类社会的共同繁

荣进步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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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１９５４年４月２９日，我国政府在万隆会议上

提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

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２０１４

年６月２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发表６０周年，同印度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缅

甸总统吴登盛互致贺电时指出：“６０年来，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为国际

社会广泛认同和遵循，成为指导国与国关系的基

本准则，为促进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发挥了

重要作用”［１］。伴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

历程，在新世纪新阶段，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

中央提出了代表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梦。

中国梦同时也具有世界的维度：中国梦是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从援助非洲医疗团队［２］、

到被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誉为“维护世界和平的

使者，中国的骄傲”的中国维和部队［３］，从“一带

一路”［４］“亚投行”，到“协助多国撤侨”［５］，处处彰

显我国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谋福祉，为实现中

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世界人民的共

同利益敢担当、有作为的大国形象。

正如习总书记所说［６］，“一带一路”的发展战

略将打开筑梦空间，新丝路连接“中国梦”与“世

界梦”。本系列研究探析了２１世纪海上丝路在

经济、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的重要性，并从科学

角度出发，在我国首次系统性、精细化地分析了整

个海上丝路所涉及海域的海洋环境特征［主要包

括：风候（风场的气候态）、波候（海浪场的气候态）

特征，大风大浪频率及其长期变化趋势，极值风速

和极值波高，海流特征］，以及重要航线和港口特

征、地理特征、气候概况、海洋资源状况、涉及国家

的海洋开发状况、法律护航等，分析海上丝路所涉

及海域的海洋环境特征，期望可以为航运、海洋工

程、防灾减灾等方面提供科学依据、辅助决策，为

“中国梦”尽绵薄之力。

２　海上丝绸之路简介

２０１３年１０月，习总书记提出“２１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改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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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１
［７］），至此“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正式提

出。２０１４年５月，习总书记在亚信峰会上做主旨

发言时指出：中国将同各国一道，加快推进“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尽

早启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更加深入参与区

域合作进程，推动亚洲发展和安全相互促进、相

得益彰［４］。

图１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示意图，以及涉及

海域的地理、水深特征

作为一个拥有１．８万ｋｍ余海岸线、３００万ｋｍ２

余海疆的国家，中国无疑是一个海洋大国。在古

代，海洋经济就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

上丝绸之路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海

上丝路是由当时东西洋间一系列港口网点组成的

国际贸易网，在我国唐、宋、元的繁盛期，中国境内

主要由泉州（海上丝绸之路起点）［５］、广州、宁波

３个主港和其他支线港组成。早在中国秦汉时代，

海上丝绸之路就已经形成雏形。唐中后期，陆上丝

绸之路因战乱受阻，促使中国历史上北民南迁，致

使经济中心进一步南移［８］，至此，海路取代陆路成

为中外贸易主通道。到了宋代，由于航海技术的突

破、经济贸易的空前需求，使海上丝路达到鼎盛。

到明郑和下西洋，我国的大航海时代达到顶峰。此

后，由于海运对王朝的经济贡献不大、海盗等因素

的影响以及海禁政策，使得中国丧失海上经济发展

以及参与世界经济、技术变革的机遇，海上丝路由

盛转衰。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在世界格局发生

复杂变化的当前，主动创造合作、和平、和谐的对

外合作环境的有力手段，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创

造了良好的机遇和外部环境［９］。这是以习总书

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基于历史，着眼中国与东盟建

立战略伙伴１０周年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为进

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构建更加紧密的命

运共同体，为双方乃至本地区人民的福祉而提出

的战略构想［１０］。拉紧相互利益纽带，加强海上通

道互联互通建设。在港口航运、海洋能源、经济

贸易、科技创新、生态环境、人文交流等领域，促

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

心相通，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进步［１１］。

海洋是各国经贸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共建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全球政治、贸易格局

不断变化形势下，中国连接世界的新型贸易之

路。２１世纪海上丝路的战略合作伙伴并不仅限

与东盟，而是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增进同沿边国

家和地区的交往，将串起连通东盟、南亚、西亚、北

非、欧洲等各大经济板块的市场链，发展面向南海、

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战略合作经济带，以亚欧非经济

贸易一体化为发展的长期目标，造福人类［１２］。

３　互利共赢，规划战略

伴随综合实力的提升，我国在世界的地位日

益突出，建立符合我国利益格局的战略浮出水

面，即多极世界格局，美国以自身固有的海权优

势顺势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同时利用 ＴＴＰ、

ＴＴＩＰ等协议，通过巩固盟友等策略，妄图围堵中

国并实现和平演变。总结历史教训，结合我国东

快西慢、海强陆弱的经济格局，党中央提出“一带

一路”战略，延续和平与发展主题，保证复兴中华

民族的目标不动摇。

３１　经贸主导，利益均沾

当前，国家经济进入新常态，下行压力依然

很大，如何解决就业，改善民生是需要重点关注

的，既要节流，更要开源。“一带一路”战略的提

出，一方面可以将亚投行的资金落到实处，将东

部过剩资本与产业往西部以及中亚、南亚、东南

亚以及非洲国家转移，复制中国的发展模式，提

升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惠利于民，提升中国影

响力，强化双边关系；另一方面，通过贸易获取资

源，影响各国经济财政政策，进而影响其外交安

全政策，实现中国与对方关系的进一步深化。通

过实施“一带一路”，可以打造命运共同体，稳定

我国周边外交国防环境，为进一步建立周边缓冲

安全区域，抵御美国亚太再平衡提供可行措施。

观察“一路”可以看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点

在南海、北印度洋两大水域以及东南亚、南亚以



６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５年　

及西亚３个区域的国家。南海地处太平洋与印

度洋之间，是各国商业航运、石油运输和海军舰

队往返的主要航道［１３］。据统计，世界上的超级油

轮有一半以上航经南海海域，每年有一半多的世

界商船队（按吨位计算）驶过南海［１４］。印度洋是

连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以及贯通亚洲、非洲、大洋

洲的交通与石油输送的纽带，它拥有全球１／９的

海港，１／５的货物吞吐量，国际能源运输的３条主

要航线都经过该海域［１３］。其次是区域内的国家，

该区域国家都属南南国家，国家基础设施落后，

资金短缺。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测算，未来８～

１０年，亚洲每年的基础设施资金需求将达到

７３００亿美元，世界银行的测算是８０００亿美元左

右［１３］。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两个最大的金

融机构每年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的投资总和只

有３００亿美元左右，因此，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面

临着巨大的融资缺口［１３］。美国经济学家理查

德·弗里曼粗略计算，到２０２０年中国的ＧＤＰ将

可能超过２０万亿美元。当前中国对外投资约占

ＧＤＰ的５％，若该比例届时上升至合理的１０％，

中国的对外投资规模将达到２万亿美元
［１５］。一

缺一盈，正好实现互补，实现互惠互利。同时，该

区域内国家原材料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非常

适合我国把自身的富余产能转移，通过在当地设

点办厂，可以帮助当地居民解决就业问题、促进

当地经济建设，利用其向周边国家乃至发达国家

出口商品，实现资本的全球化运作，进而实现我

国资产与投资的增值。总之，通过经济纽带，将

我国与该区域国家利益捆绑在一起，共生共荣，

实现“睦邻、安邻、富邻”。同时，据推算，美国的

ＴＰＰ协议一旦实施，美国出口将增加１９１０亿美

元，将导致我国每年损失大约１０００亿美元的出

口［１６］，因此加快上述区域的经济整合，尽早实现

中国与区域内国家的经济整合将势在必行。

３２　规划海洋，辐射安全

作为“一带一路”的两头之一，海上丝绸之路

具有重要地位，这是由于轮船的货运量远大于火

车，而且成本低，非常适合大批量运输。对于石

油、天然气、木材、矿石等基础资源，轮船具有很

大的费效比，开发海洋资源亦是解决我国资源危

机的必由之路。认知海洋、经略海洋不可或缺。

明代郑和下西洋昙花一现，海禁贯穿明清两代，

而陆上丝绸之路也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几百

年统治的隔离，使得我国无法与西方交流，造成

全方位落后，导致近代的百年屈辱。当我国经过

近４０年的发展，走向大洋的时机已然再次成熟，

不论贸易，单就人类发展史来看，作为人类文明

的发源兴盛之地，欧亚非大陆合则多赢，分则多

害，因此，突破亚太再平衡就需要我国联合欧亚

非大陆国家，实现深度融合。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沿途，首先需要关注几个

节点：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望加锡海峡、龙目

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曼德海峡、红海以及苏伊

士运河；其次要关注几个港口：越南金兰湾港，菲

律宾苏比克湾港，新加坡港，澳大利亚达尔文港，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泰国的林查班港，缅甸实兑

港，斯里兰卡的南港和汉班托塔港，巴基斯坦的

瓜达尔港，孟加拉国吉大港，马尔代夫的马累港，

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坦桑尼亚的蒙巴莫约港，吉

布提的奥博克港与吉布提港，纳米比亚的沃尔维

斯湾港、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等；再者要关注几

个关键岛屿：安达曼群岛与尼科巴群岛（马六甲

海峡西头，印度海军东部军区基地），迭戈加西亚

群岛（美国在印度洋的据点）等。美国军方提出

必须控制的全球１６条海上战略通道，其中南

海—印度洋海区５条
［１３］，与我国海上丝绸之路不

谋而合，足见上述节点、港口以及岛礁的重要性。

经略海上丝绸之路，应立足权利平等的原

则，与小国之间平等相待，以商业贸易为媒介，以

基础设施建设为工具，切实降低对方与我国之间

的贸易逆差，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到的“欢迎各

国搭便车”的目标［１７］。另外，在当今国际体系尚

为美国主导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

海权争议问题是需要我国用智慧的方式去化解

的。保证主权，让渡利益，在目前来看是一种比

较好的处理手段，充分利用亚太各国经济上依靠

我国，安全上依靠美国的双边下注心态，在夯实

经贸纽带的同时，逐渐在安全上向各国提供保

证。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方的需求以制

订海洋安全互信机制并践行，是我们的目标

之一。

４　迈向深蓝，技术先行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一经推出，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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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和积极回应，其在经济、文化、

政治等诸多领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地球７１％的

表面积被海洋覆盖，由于海洋资料不易获取，人类

对海洋的认识还远不能满足军地海洋建设的需求，

以至对太空的认识都远胜过海洋。迈向深蓝，技术

先行。先期的海洋环境评估，直接决定着海洋开发

建设的成败。只有在做好海洋环境特征分析的前

提下，方可安全、高效地展开海洋开发建设。因此，

认知海洋、经略海洋是先决条件。

沧海茫茫、灾害频发，让人类对海洋望而生

畏。台风浪、冷空气大浪、风暴潮等对航海、海上

施工、乃至人类生命安全的威胁已被广泛认

识［１８－２１］。通过对近１０年的《中国海洋灾害公报》

统计发现，海浪灾害所造成的人员伤亡在所有海

洋灾害中居首位，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

失［２２］。有研究表明［２３］：我国由海浪所引发的海

难年平均有７０余次，损失约１亿元，死亡５００人

左右。海洋灾害的事例更是不胜枚举。１９７９年

１１月，我国“渤海２号”钻井船受寒潮带来的大浪

袭击而沉没；１９９９年１１月，“大舜”号客混船从烟

台驶往大连途中，遭遇寒潮大风浪而倾覆，全船

３０４人仅２２人生还；１９７０年１１月，发生在孟加拉

湾沿岸的一次风暴潮，造成３０余万人死亡、

１００余万人无家可归。如此事例在国内外皆不少

见。在实际的海洋开发过程中，温、盐、流等要素

对军地海洋建设同样有着很大的影响。高温高

盐的环境极具腐蚀性，直接影响海洋工程装备的

寿命；海洋内波会产生巨大的水平推力，威胁锚定

或半潜式海洋平台的正常运行，乃至安全性［２４］。

由内波引起的水下机器人丢失、工程船失位、海上

结构物碰撞、缆绳拉断等重大事故时有发生。１９６３

年４月１０日，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大西洋距

波士顿港３５０ｋｍ处突然沉没，艇上１２９人无一生

还，事后分析下沉原因是潜艇航渡时遇到强烈内

波。１９９０年７月１４日，在南海陆丰油田，内波使

半潜式钻井船“南海Ⅵ”号与锚定的油轮“ＡｙｅｒＢｉ

ｒｕ”在连接输油管道时发生困难
［２５］。

但如果能深入把握海洋的内在规律，同样可

以给人类带来福祉。海洋不仅是人类生命的摇篮，

她更是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蕴藏着丰富的资源：

种类繁多的生物资源（含渔业、海洋生物制药等）、

丰富的矿产资源（如油气、可燃冰等）、化学资源（各

种金属和盐类），而且还储有取之不尽的动力资源

（如波浪能、潮汐能、温差能、盐差能、海流能等）。

随着资源危机、环境危机愈演愈烈，为了争夺生存

空间、建立新秩序，海洋必将是人类未来角逐的焦

点。仅以目前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关注的海浪发电、

海上风力发电为例。在煤、石油等常规能源日益紧

缺的当今世界，如何打破环境和能源困境，已经成

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责任。目前，太阳能和陆上

风能的开发利用已逐步走向产业化、规模化，但受

资源的地域限制严重；核能能够提供巨大的能量，

但受自然灾害和人为影响较大，如２０１１年３月日

本海啸引起的核泄漏、１９８６年４月苏联切尔诺贝

利核电站由于操作失误发生核泄漏，均造成了极其

严重的危害。安全、无污染、可再生、储量大、分布

广等诸多优点使得海上风能、波浪能、潮汐能等海

洋能资源成为各发达国家的宠儿。２０１１年１月李

克强总理访问英国时，英国人向总理展示的高新成

果就是海浪发电。电力困境已经成为制约各国可

持续发展的“瓶颈”，因地制宜，合理开发利用海上

风能、波浪能资源，将有效缓解人类的能源危机、环

境危机［２６－２７］。此外，电力、淡水困境也是抑制迈向

深蓝、边远海岛开发建设的主要原因之一，长期以

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２８－３０］。在高度电气化、现代

化的时代，没有电，很多设备无法运转，甚至导致系

统瘫痪，这就严重制约着海岛的开发利用。一些远

离大陆、战略地位重要的岛礁，电力资源极为紧张，

基本只能靠船只运补的柴油进行发电，海况恶劣时

补给相当困难。合理开展海浪发电、风力发电，将

突破电力困境，海水淡化问题也随之解决，有利于

保护生态脆弱的海岛，提高海岛的生存能力、可持

续发展能力。同时，做好边远海岛、深远海的开发

建设，还可以使之成为远洋船只的中继站，利于促

进航运发展，从而为海洋经济建设做贡献。

李崇银院士曾强调：海洋在气候、政治、经

济、文化、军事、航运等诸多领域的重要地位愈发

凸显［３１－３３］。充分掌握海洋环境特征，方可合理、

高效地开发利用海洋。我国科研工作者对中国

近海的海洋环境特征分析做了很大贡献，但是针

对北印度洋的研究则较为稀少。２０１２年，郑崇伟

等［３４］利用ＥＲＡ－４０海表１０ｍ风场数据、模拟的

海浪数据，分析了南海—北印度洋的波候、风候

特征。发现该海域夏季盛行西南风，冬季盛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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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风，季风区内的波向与风向大体一致，赤道附

近海域则相差甚大，方向甚至相反，春、秋两季为

过渡季节，过渡季节的波向和风向也相差较大。

过渡季节的平均风速都较低，夏季和冬季有３个

风速和波高的相对大值中心：索马里海域、孟加

拉湾海域、传统的南海大风区。梅勇等［３５］曾利用

４５年的 ＥＲＡ－４０ 风场，驱动 ＷＷ３（ＷＡＶ

ＥＷＡＴＣＨ－ＩＩＩ）海浪模式，对北印度洋一南海的

海浪场、风场进行ＥＯＦ分析，发现赤道印度洋中

东部有效波高为高值区，可能是南印度洋西风带

产生的涌浪向北传播引起的；北印度洋—南海海

域海面风速和有效波高呈线性增强趋势，海面风

速还存在３年左右的周期变化现象。吴风电和

罗坚［３６］曾对北印度洋的热带气旋展开过研究，指

出在北印度洋，热带气旋主要活动在阿拉伯海东

部和孟加拉湾中东部两块海域，由于地形作用，

阿拉伯海上的热带气旋通常是沿着西高止山脉

向西北方向运动，最后在巴基斯坦南部登陆，孟加

拉湾的热带气旋通常在孟加拉国和缅甸南部登陆。

郑崇伟等［３７］曾以ＣＣＭＰ（Ｃｒｏｓｓ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ｅｄ，Ｍｕｌｔｉ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风场驱动 ＷＷ３海浪模式，对在２０１１年

１２月发生在孟加拉湾的热带气旋“Ｔｈａｎｅ”所致的

大浪进行数值模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该方案可

以为该海域的海浪短期数值预报提供参考。郑崇

伟等［３８－３９］还在国内率先对南海—北印度洋的波浪

能资源展开研究，期望可以为我国在相关海域的海

洋开发建设提供电力资源。研究发现，南海—北

印度洋海域蕴藏着较为丰富的波浪能：大部分海域

的年平均波浪能流密度在２ｋＷ／ｍ以上，３个明显

的大值中心分布于南海、斯里兰卡东部海域、索马

里附近海域；波浪能流密度大于２ｋＷ／ｍ和大于

４ｋＷ／ｍ出现的频率都较高；且整体具有较好的稳

定性，春季、秋季、冬季的稳定性好于夏季，南海的

稳定性好于北印度洋。

整体来看，以往关于北印度洋的海洋环境分

析，在系统性、精细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足。

系统性不足，会导致在制作规划时有的要素无法

查询。例如，没有提前计算海洋工程非常关注的

极值风速、极值波高、强风频率等，往往会耽误工

程进展，盲目冒进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危险。精细化

不足，会导致有的海域被遗漏，从而无法查询到一

些关键的区域。本系列研究在力保精细化的前提

下，系统地分析２１世纪海上丝路所涉及海域的风

候（风场的气候态）、波候（海浪场的气候态）特征、

海流特征、大风大浪频率及其长期变化趋势、大风

大浪频率与ＩＯＤ、ＭＪＯ、ＥＮＳＯ的相关、法律延拓

等。此外，本研究还对一些关键海域，如台湾海峡、

北部湾、西沙海域、南沙海域、马六甲海峡、吉大港、

迪戈加西亚、瓜达尔港、霍尔木兹海峡，重点展开海

洋环境特征分析，并论证瓜达尔港等一些关键区域

风能、波浪能开发的可行性，期望可以为海上丝路

建设提供科学依据、辅助决策。

５　结束语

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她更是一个巨大的

资源宝库，其在气候、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航

运等诸多领域的重要地位更是愈发凸显。经略

海洋、迈向深蓝。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审

时度势，推出“一带一路”“亚投行”……一系列伟

大的战略措施，延续和平与发展主题，必将使海

洋成为连接人类友谊和发展的纽带，引领整个人

类社会走向共同繁荣昌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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