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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特区港口开发战略构想

郑 锋
(中科院广州地理研究所 )

海南岛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
,

被誉为东

方航线上的明珠
,

是我国与东南亚各国进行

海上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门户
。

海南岛又

是我国最年轻
,

也是最大的经济特区省份
。

由于
1

本岛四面环海
,

区域经济结构是依赖海

洋的海岛型经济
,

这就决定了港 口开发在特

区经济建设 中的首要战略地位
。

一
、

对港 口 资源和区位

条件的认识

」
.

港口资源丰富
,

建港条件得天独厚

海南岛海岸线蜿 蜒 曲 折
,

全长1 5 2 8公

里
,

海岸带蕴藏着丰富的港口资源
,

环岛共有

68处不 同成因的大小港湾
。

根据现代动力作

用和地理特点
,

本岛海岸可分为 山 地 丘 陵

式
、

台地溺谷式
、

沙坝泻湖式
、

三角洲平原

前缘式
、

珊瑚礁式和红树林式等6种
。

万 宁

大
.

花角一崖县梅村山地丘陵式岸段和临高角

一洋浦湾台地溺谷式岸段
,

是本岛港湾最集

中岸段
,

亦为本岛建港 自然条件最优岸段
。

从

总体来看
,

环岛皆有可供建设深水港的备择

港湾资源
,

但是
,

适宜兴建大型深水港 口的

港湾资源却寥若晨星
。

洋浦港
、

临高金牌港

等少数港湾 (多位于西北部 )
,

被认为是本

岛上乘的港湾资源
。

如洋浦港
,

海岸线全长

8公里
,

锚地 4平方公里
,

水深 11 ~ 2 3米
,

万

吨级以 仁巨轮可以自由进入本港
,

具有发展

成深水大港的优越 自然条件
。

本岛大部分港 口均存在泥沙回淤问题
,

尤其是东南沿岸各港 口的情形更甚
。

南渡江

每年平均入海沙量46
.

1万吨
,

最多年 达 103

万吨
,

对海口港的威胁很大
,

海口港年维护

疏浚量约40 万米
3 。

据资料分析
,

沿岸 绝 大

部分泥沙均源自本岛陆域
。

这点应该 引起人

们的足够重视
。

防止水土流失
,

对本岛的港

口开发很有实际意义
。

2
.

区位条件优越性相当突出

海南位于西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主航道

的西侧
,

北邻香港
,

南通新加坡港 ( 1 9 9 。年

吞吐量 3
.

24 亿吨
,

跃居世界第一大港 )
,

战

略位置非常重要
。

本岛毗邻港澳台
,

系我国

与东南亚诸国距离最近的省份
,

水上交通运

输相当便利
,

可以发展成为我国南海的重要

枢纽港
。

本岛四面环海
,

控南方海疆
,

扼

业产值平均用水定额为4 00 ~ 6 00 m
’。

可 见
,

供水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

因具体计算各种工

业用水效益与通榆运河的关系比较困难
,

现

按海涂开发农业增产供水效益替代计算
,

预

测苏东到 2 0 0。年增供 工业用水 7亿m
3

/ 年
,

则年效益可达 1
.

78 亿元
。

公顷
,

加上泰州 引江河
、

泰东河等骨干引水河

道按流量比例分摊的挖压耕地
,

共约 5 43 3公

顷
。

这部分耕地的粮食产量
,

按河道沿线的

每公顷平均产量 6 90 o k g / y计算
,

则每年要少

收粮食 3
.

了49 万吨
。

它与通榆运河带来 的 农

业大增产相比
,

损失是小的
。

(九 ) 经济损失

通榆运河主体工程约需挖压耕 地 4 0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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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两广咽喉
,

实为我国南大门的军事战略要

地
,

亦为开发我国南海宝库的主要基地
。

二
、

对港口开发起步

条件的认识

飞
.

港 口开发现状落后
,

吞吐能力低

目前
,

海南环岛建有大小港 口 17 个
,

其

中被列为综合性商港的有8个
,

总的通 货 能

力为 1 1 0 0万吨
。

海 口港
、

八新港
、

洋浦港
、

三亚港
,

清澜港等为本岛对外开放的重要港

口
。

现有千吨级以上泊位 21 个
,

包括6 个 万

吨级以上泊位 (八所 3个万吨级泊位
,

马 村

2万吨级泊位 1个
,

洋浦二个 2万吨级泊位 )
。

1 9 9 0年全省港 口实际完成货物吞吐量 9 29 万

吨
,

只为吞吐能力的84
.

5肠
,

不 及 台 湾 的

1/ 2 6
。

港口 现状尚可满足本岛实际经济发展

的需要
。

主要存在的问题是
:

¹ 深水泊位匾

乏
,

难以大幅度提高通货能力
; º 码头机械

设备陈旧
,

作业技术落后
,

港 口 利 用 效 率

低
; » 货物分流不均衡

,

流向不合理
。

2
.

港 口 与城市的结合不紧密
“

城以港兴
,

港为城用
” ,

这是世界各

国沿海港口城市社会发展的普 遍 规 律
。

然

而
,

海南远非如此
。

海南只有两 个 港 口 城

市
:
海 口市和三亚市

,

而且两市的港口又非

本岛最优之港
,

难 以成为本岛最大的货物集

散中心
。

就海口港而言
,

由于泥沙淤积问题

和本身 自然条件的限制
,

码头泊位的建设不

可能超过万吨级水平
。

事实上
,

海 口港迄今

仍不是海 口市经济发展的主动力
,

港口并没

有摆脱城市发展附属物的地位
。

本岛城市化

水平很低 ( 20
.

8 肠
, 2 9 8 9 年 )

,

相对而言
,

东岸高于西岸
。

但是
,

西岸的建港条件却比

东岸优越得多
,

这种区域经济结构与资源结

构的不对应性
,

给港 口的开发带来种种困难
。

3
.

港 口开发投资少
,

资金来源有限

海南是我国沿海地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

份
,

经济实力列五个特 区之末
。 1 9 9 0年

,

本省工农业总产值仅5 8
,

8亿元
,

远不及台湾

的 1/ 20 ,

能用于港 口建设的资 金 相 当 少
。

1 9 83 年
,

海南设立大特区后
,

国 家 给 予 扶

持
,

建港投资有了大幅度的 提 高
, 19 8 8 和

19 8 9 年的实际港 口投资分别为 4 300 万元 和

6 9 8 0万元
。

海南的建港资金主要来 自国家投

资
,

本省几乎没有集资建港能力
。

4
.

港口 开发处 于激烈的竞争环境

本岛北部有台湾高雄
、

基隆港
,

香港维

多利亚港
,

深圳赤湾
、

盐田 港
,

广 州 黄 埔

港
,

湛江港等优良港 口
。

本省北方经济腹 地

基本上被上述的港 口群所垄断
,

本省无插足

之地
。

位于马六 甲海峡口 的新加坡港
,

由于

自由港政策灵活
、

优惠
,

已经成为世 界最大

的货物集散中心
,

广阔的海向腹 地 为 它 所

夺
。

海南处于如此激烈的竞争环境
,

起步相

当艰难
,

要想脱颖而出
,

还须极其艰苦地努

力
。

三
、

港口开发的战略方向

198 8年
,

党中央国务院批准设立海南省

并办大特区
,

给予海南比其它特 区更特的优

惠政策
,

这就为海南的港 口开发铺平了道而
,

港 口投资逐年增加
,

海南现正处在我国传统

经济与国际市场经济的枢纽点上
。

特 区成败

的关键在于大进大出
,

而大进大出的实现又

有赖于港口的大规模转运
。

港口功能的完善

和吞吐能力的提高
,

是改善海南投资环境的

主要标志
。

海南港 口不仅是我国港 口群的有

机组成部分
,

而 且更重要的置身于世 界港口

运输大循环的背景上
。

1
.

使港 口成为特区经济发展 的依托
·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和 地 区
,

如 美
、

荷
、

日及亚洲
“

四小龙
”

等
,

均是以优先开发

港 口而取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实例
。

同为岛屿

的台湾
,

建港条件并不见得优于海南
,

但是
,

台湾能够扬长避短
,

大力发展港 口运输业
,

加强与外界的沟通和联系
。

台湾现有大小港

口 2。个
,

其中重点国际贸易港有
:
基隆港

、

高雄港
、

台中港和花莲港
,

总的通货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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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的 2 6倍以上
。

台湾港 口群是台湾99 肠的

外贸货物的转运基地
,

为台湾经济高速发展

的坚强后盾
。

海南可以借鉴世 界上成功的特区港 口建

设经验
,

并运用到 自身的实践 中去
,

开创海

南特区港 口建 设的新路子
。

只有优先发展港

口
,

才能使海南经济加入世界经济大循环
,

保证特区经济大进大出的畅 通
。 “

以 港 兴

岛
”

实为上策
。

2
.

建立港 口经济区

海南特区与大陆经济特区有本质区别
。

后者均为点状开发
,

又有发展水平较高的城

市作为依托
,

投资环境较好
,

水陆路交通便

利
。

海南则不 同
,

经济开发模式是区域总体

开发
,

由于本岛孤悬海中
,

这就确定了港 口

经济在本岛经济发展中的 中心地位
。

“

港 口经济区
”

在我国尚未取得共识
,

但各港 口城市已在正式场合取用
“

港 口经济

区
”

的名称
。

港 口经济属区域经济范畴
。

港

口经济区是 以商品经济联系的港 口和沿海港

陆空间统一的区域经济
。

港口经济区最明显

的特征是有港口
,

这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最

佳区任
‘ 。

中日合作的
“

海南岛综 合 开 发 计

划
”

研允
,

已经给海南区域经济划分 了五 卜

以港口为依托的经济片
:

海口经济片
、

澹县

(洋浦 )经济片
、

三亚经济片
、

东 方 经 济

片
、

琼海经济片
。

这五大经济片买质上都属

于港 口经济区的范畴
。

根据海南的资源分布结构 特征 和 起 步

条件
,

区域开发战略宜选择非均衡开发
,

即

选抖环岛轴线开发和极核增长 的 形 式
。

当

前
,

本岛各种类型的临海开发区共20 多个
,

其中 10 平方公里以上的大型开发区 8个
。

开发

区均与港 口有密
一

切联系
。

海南港口经济区的

模式是
:

港 口分开发区冷城 市分经济片
,

构

成环岛串珠状生产力布局
。

极核增长是本世

纪内海南空间开发的主要形式之一
。

增长极

是利用城市的中心作用
,

重点投资
,

使之在

短期内快速发展
,

并将其经济脉冲波传向腹

地
,

从而带动全区域的发展
。

增长极可选择

海口
、

三亚
,

洋浦为一级增长极
,

其他为次

一级增长极
。

3
.

港口发展战略

港 口开发是一项投资大
、

回收慢的系统

工程
。

海南的港 口开发必须正确处理
“

量
”

和
“

质
”

的辩证关系
。

港 口通货 能 力 的 提

高
,

固然可以通过增加港口群的 数 量 来 达

到
,

但更重要的
,

还 应是凭借挖掘现有港 口

潜力来实现
,

尤其象海南这样落后的经济特

区更该如此
。

海南的建港计划是雄 心 勃 勃 的
, “

八

五
”

期间全省计划新建深水泊位 2丁个
,

中级

泊位4个
,

新增加通过能力达 2 2 7 0万吨
,

使

港 口通过能力提高到 3 3 70 万吨
。

基于资金上

的困难
,

处于起步时期的海南在本世纪内不

宜多建大型深水港
,

而应把投资重点放在对

原有重点港口的扩建改造上
。

当前世界各港

口正处于历史性转折阶段
,

多功能
、

综合化

是国际港口发展的总趋势
。

国际港口大体可

分为三级
:

¹ 国际贸易中转港
,

一般是 6 万

吨级泊位
,

年总吞吐量3亿吨左右
; º 国际直

达海运港
,

一般是万吨级泊位
,

年 吞 吐 量

1亿吨左右
; » 近洋国际 贸 易 港

,

一 般是

5 0 0。吨级泊位
,

年总吞吐量0
.

5亿吨 左右
。

从规模经济学和港 口经济区的区 域 条 件 考

虑
,

本岛在本世纪内的港 口 开发方向宜选择

º 和» 两类
,

重点扩建
、

改造海口港
、

洋浦

港
、

八所港
、

三亚港
、

乌场港
、

清澜港
,

使

港 口经济区迅速崛起
。

进入21 世纪
,

海南经济已经开始起飞
,

开

发大型深水港
,

即国际贸易中转港
,

应成为港

口建设的重点
。

洋浦港水深条件较好
,

并已确

定按 自由港模式进行成片开发
。

笔者认为
,

海

南大型国际贸易中转港
,

应是以洋浦港为中

心的港 口群
,

包括洋浦港
、

金牌港
、

马村港
、

海 口港
。

原因是
:

¹ 木岸段是全岛最优建港岸

段
,

台风灾害最少
。

洋浦港
、

金牌港
、

马村港

( 花场港 ) 皆可建2万吨级以上的泊 位
,

且



海洋与海岸带开发

色
后方陆域为玄武岩台地

,

有利于港 口的陆域

空间发展
。

º 是 参与 国际港 口 竞 争 的 需

要
。

特区的大进大出和大量的货物转运
,

都

要求海南拥有大型深水港
。

» 有 城 市 的 依

托
。

海 口市是本岛的政治
、

经 济
、

文 化 中
』

合
,

洋浦又是新崛起的大型工业开发区
,

两个

城市均可对港区形成强大的吸引力
。

¼开发

北部湾和莺歌海石油天然气的需要
。

½ 便于

与内陆进行水陆联运
。

本港区与雷州半岛隔

琼州海峡相望
,

区位条件优越
。

金牌港现正

在兴建轮渡码头
,

准备与雷州半岛的流沙港

进行水陆联运
,

开辟本岛第二条水陆联运航

线
。

一言以蔽之
,

海南特区港 口开发的基本

战略是
:
根据不省总体开放发展战略和港湾

资源特点
,

实行以重点港 口为主
,

大中小港

口并举的开发方针
,

确保港口开发适度超前

于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 近期内

,

优先把重点

港 口开拓成多功能
、

综合化的国际直达海运

港
,

构造以重点港口 为中心的
、

高效率的港

口群落
,

促进港口经济区的全面发展
; 远期

以开发大型国际贸易港为总 目标
。

四
、

港口开发的战略措施

港 口开发的超前意识体现在超前计划和

建设上
。

为实现战略 目标
,

完成港 口开发中的

阶段性过渡
,

应采取下面的基本战略措施
:

( l) 深入调查研究本岛港湾资源 的 分

布特征和演变规律
,

提出近远期的港 口岸线

合理使用 布局规划方案
,

并予以实施
。

( 2 ) 采取各利优惠政策
,

广开集 资 渠

道
,

为港 口开发筹集必要的资金
。

( 3 ) 积极修建各科专业深水泊位码头
,

大幅度提高通货能力
; 改装

、

更新各种落后

的港 口装卸设备
,

完善导航条件
、
提高港 口

的科学管理水平
,

使港 口建设
、

生产和管理

一体化
。

( 4 ) 强化港口的综合性开发
。

按 照 港
口具备的多功能和分工特点

,

建立各种开发

区
,

如港湾出 口加工区
、

对外经 济 贸 易 区

等
,

形成
“

临海工业区
” ,

并促进港 口商业服

务业的兴旺
,

仗港 口向多功能
、

综合化转化
。

( 5 ) 高度重视港城建设
。

港口经 济 和

港 口城市经济是一个经济整体
,

港 口经济是

这个经济整体中具有独特功能的产业经济企

业群落
。

两者之间的基本关系可概括为
:
港

口是形成港 口城市的先决条件
;
城市功能决

定港口功能水平
。

( 6 ) 大力发展港 口旅游业
。

三亚 是 全

国唯一确定为国际海滨旅游性质的城市
,

三

亚应成为海南港 口旅游业发展的龙头
。

( 7 ) 努力沟通港口与海陆空运的联系
,

建立以港 口为中心的
,

海陆空三位一体协调

发展的高效对外交通 系统
。

( 8 ) 由省级有关主管部门牵 头
,

设 立

专门的港 口开发综合管理机构
,

负责港 口开

发的各项工作
,

加强信息交流和统 一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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