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书书

　 ４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　 第１期

经略２１世纪海上丝路：重要航线、
节点及港口特征

郑崇伟１，２，３，孙威１，黎鑫１，何方１，陈璇４

（１．解放军理工大学　南京　２１１１０１；２．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ＬＡＳＧ实验室　北京　１０００２９；

３．海军大连舰艇学院　大连　１１６０１８；４．解放军７５８２２部队　广州　５１０５１０）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２０１５ＣＢ４５３２００，２０１３ＣＢ９５６２００，２０１２ＣＢ９５７８０３）；国家自然科学基金（４１２７５０８６，４１４７５０７０）．

作者简介：郑崇伟，工程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海战场环境建设、物理海洋学及海洋能资源评估，电子信箱：ｃｈｉｎａｏｃｅａｎｚｃｗ＠ｓｉｎａ．ｃｎ

摘　要：为了更好地认识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海上丝路”），文章对“海上丝路”涉及的重要

航线、节点及港口的地理位置、气候状况、水文特征、商业价值、人文背景等进行梳理。重要航线、

节点及港口的使用与管理作为“海上丝路”建设的基础要素，是与造船能力并列的核心资源，三者

之间环环相扣，构成“海上丝路”健康运营的完整体系。与沿“海上丝路”国家稳步推进航线、节点

及港口的管理、开发与维护，打造坚实的战略支撑点、现代之“海上驿站”，是成功实现我国资源多

样化、产业走出去、贸易全球化的最佳路径之一，以此为契机，融入现有国际海洋法公约并在践行

过程中制定利我的海上政策体制，助力“海之梦”、“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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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海上丝路”）

建设，是为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繁荣进步而实施的一

项伟大工程［１－３］。通过推进合作，与海上相关国家

共同打造沿海发展经济带，利用港口连接，为港口

经济、沿海经济创建新的发展空间，同时打通基于

开放安全的航海通道［４］。因而，航线、节点和港口是

建设“海上丝路”的重要支撑和重点考量。

２１世纪以来，世界经济中心东移已是大势所

趋，由印度洋到东南亚再至远东，这一区域内船舶

行进路线的安全及可靠持续的沿途节点成为众多

商船航行自由的关键，特别是贸易航道上的关键海

峡，一旦海盗或恐怖分子以攻击一定规模的船舶实

现其沉没，必然对全球化的贸易产生负面影响。作

为我国原材料、技术主要来源国，工业产品、对外投

资的主要对象国，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欧洲等

国家已逐渐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对象，如果不能保

证顺利的海上通行，将会对双方造成严重的经济影

响，因为贸易是个互动的过程，能够实现资本、生产

要素等在各国的最优配比，在贸易全球化的今天，

假设这个过程不能实现的话，这将导致相关贸易国

社会出现动荡而产生政治影响。在关注航线的同

时，沿途港口是另一个重点，它们确保了船只沿途

的稳定补给与修养。如果关键节点受到封锁甚至

阻断，最优路线将无法实现，进而产生绕行导致运

输成本上升，带来不必要的损失［５］。因此，保证海上

航行的安全而顺畅成为各国的一个共识，需要各国

对此进行保护，必要时还需在公海进行危机管控。

无论是自由航行还是危机处理，回溯上句可以发

现，路线和节点是需要直面的，它们的核心即为航

线和港口［５］。结合海上丝路的发展远景，做好线与

点的分析，对我国高效利用“海上丝路”将会起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

经略海疆、迈向深蓝，充分掌握海洋环境、人文

背景等信息是先决条件［６－８］。关键节点预置更是重

中之重，将其打造为可靠的战略支撑点、现代之“海

上驿站”，期望在未来的建设中，赋予其综合补给、

舰船维修、情报监测、医疗救护、海上救援、海洋权

益维护等功能，助力军地海洋建设。在此对“海上

丝路”涉及的主要航线、地理节点与重要港口的基

本特征进行分析，以上述三者作为切入点，从地理、

气候、水文、贸易类型、承载能力、基本设施等方面

进行梳理，抛砖引玉，期望可以为“海上丝路”建设、

“海之梦”、“中国梦”尽绵薄之力。

２　主要航线

２１　近洋航线

近洋航线主要指从我国各港口到南海周边国

家重点港口的航线，主要有６条。

（１）中国—越南：主要停靠港口有胡志明市、海

防等。该航线主要承担中越之间的海上贸易运输。

其中，中国主要向越南出口钢材、设备以及棉纺等

产品，而从越南进口煤炭、原油和果蔬等物资。

（２）中国—菲律宾：主要停靠港口有马尼拉、宿

务等。其中马尼拉是菲律宾最大的海港，同时也是

其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而宿务则是菲律

宾第二大港，物资、矿产丰富。此外，中国－菲律宾

航线途经的港口包括深圳港、阿布约港、阿姆尼坦

港等。该航线承担了中菲之间绝大部分的贸易运

输。其中，中国主要向菲律宾出口纺织品、煤及服

装等，而从菲律宾进口电子器件、生钢以及香蕉等

物资。

（３）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途经南沙群岛西

部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主要停靠港口有新加坡

港、关丹港、巴生港、槟城港及马六甲等。主要进口

产品有矿物燃料、有机化学品、天然橡胶、塑料及其

制品、机械和电子等，主要出口的产品是钢铁制品、

机械、电子、船舶和家具等。近年来中国－新马航

线途径港口明显增多，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贸

易发展。

（４）中国—泰国、柬埔寨：主要停靠港口有海

防、林查班、曼谷及宋卡各磅逊等。主要进口产品

包括农产品、塑料及其制品、橡胶及其制品、机械和

电子等；主要出口产品包括有机化学品、钢铁、机

械、电子和光学医疗设备等。

（５）中国—印度尼西亚：主要停靠港口有雅加

达、苏腊巴亚（泗水）、三宝垄等。主要进口产品包



６　　　　 海洋开发与管理 ２０１６年　

括矿物燃料、动植物油、杂项化学产品、橡胶及制品

等，主要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机械设备、钢材、贱

金属及制品等。目前，中国已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

的贸易伙伴，这条航线也变得更加繁忙。

（６）中国—北加里曼丹：主要停靠文莱的斯里

巴加湾和马来西亚的米里、古晋等港口。主要进口

商品为机电产品、矿物燃料、动植物油、机械设备和

橡胶及其制品；主要出口商品有机电产品、机械设

备、粗钢、铜及制品、光学仪器、纺织品等。连续多

年，中国都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近年来与

文莱的贸易也迅速增长，该航线起到了重要作用。

２２　远洋航线

“海上丝路”涉及的远洋航线是指中国各港口

到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地中海等沿

岸重点港口的航线，主要包括以下６条。

（１）中国—孟加拉湾：主要停靠港口有仰光、吉

大港、加尔各答、马德拉斯等。双边贸易中，中国对

孟加拉的出口种类包括纺织品、机械、设备、化工、

化肥、种子和消费品等，而中国从孟加拉进口主要

包括：黄麻和黄麻产品、原料和加工皮革、虾和冷冻

食品等。对缅甸主要出口木材、农产品和矿产品

等，向中国进口成套设备和机电产品、纺织品、摩托

车配件和化工产品等。印度向中国主要出口棉花、

矿产品、铜及制品、有机化学品和建筑材料等产品，

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则主要有机电产品、机械设备、

有机化学品、文物制品和肥料。

（２）中国—斯里兰卡：主要停靠港口有科伦坡

等港口。斯里兰卡对中国出口最多的商品为植物

纤维及制品、茶叶、橡胶及制品、非针织和非钩编服

装、针织和钩编服装；斯里兰卡自中国进口的商品

主要有机械设备、机电产品、针织产品、棉花和钢铁

产品。

（３）中国—阿拉伯海、波斯湾：主要港口有孟

买、卡拉奇、阿巴斯、迪拜、哈尔克岛、科威特、多哈、

巴士拉等。该航线承担了中国海上石油运输量的

一半左右，是中国能源进口的生命线。此外，该航

线还是中国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主要贸易通

道。因而，该航线对于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

保障我国的能源供应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４）中国—红海：主要停靠港口有亚丁、吉达、

亚喀巴、苏丹等。中方对也门出口商品以纺织品、

机电产品、粮油食品和轻工业品为主，主要进口原

油。从贸易商品结构来看，中国从沙特进口的商品

主要为石油和石化产品，是沙特的第三大出口目的

地国；中国出口沙特的商品主要是服装、ＩＴ产品、家

电等，是沙特的第二大进口来源国。目前，沙特已

经成为我在海外最主要和最稳定的原油供应国之

一。而苏丹同样也有丰富的石油和矿产资源，其石

油出口的２／３都输送到中国，约占中国石油进口的

６％，是中国在非洲第三大贸易伙伴，中国则是苏丹

第一大贸易伙伴。由此可见，该航线对于建设２１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保障我国能源供应都具有重要

意义。

（５）中国—东非：主要停靠港口有摩加迪沙、蒙

巴萨、达累斯萨拉姆、马普托、路易港。中国对肯尼

亚主要出口商品为：机械设备、家电、纺织品、日用

百货、五金工具、建材、药品、化工原料等，从肯尼亚

进口的主要商品为：兽皮兽革、原木、锯材、剑麻、除

虫菊精、鱼肚等。中国对坦桑尼亚主要出口粮食、

车辆、纺织品、轻工产品、化工产品、机械设备、电

器、钢材等，从坦桑尼亚进口干制海产品、生皮革、

原木、粗铜和木质工艺品等。中方向莫桑比克主要

出口机电产品，钢材、车辆等运输设备，从莫桑比克

主要进口原木、矿产品等初级产品。随着中坦和中

莫之间贸易的迅速增长，该航线的货运量也在不断

增长。

（６）中国—地中海：主要停靠地中海南北两岸

的各港口有敖萨、康斯坦萨、瓦尔纳、伊斯坦布尔、

里耶卡、威尼斯、热那亚、马赛、巴塞罗那、巴伦西

亚、亚历山大、的黎波里、班加西、突尼斯、阿尔及尔

等。目前，欧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市

场、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及第四大实际投资方；中

国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当前中欧经贸关系处

于历史最好时期。欧盟连续１１年位居中国第一大

贸易伙伴，中国连续１２年是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

２０１４年中、欧双边贸易额突破６０００亿美元大关。

由于该航线比绕道好望角明显要短并且更加安全，

因而在中欧日益增加的海上贸易运输中发挥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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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

综上分析可知，中国－波斯湾航线、中国－红

海航线、中国－印度尼西亚航线以及中国－北加里

曼丹航线在我国进口能源的海上运输中具有重要

地位，而其他航线，尤其是中国－地中海航线和中

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航线则对加强我国的对外贸

易具有重大意义。

３　重要节点

“海上丝绸之路”有一些重要航线，而这些航线

中还包含了一些重要节点，诸如：台湾海峡、马六甲

海峡、巽他海峡、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以及苏伊

士运河等。

３１　台湾海峡

地理特征：台湾海峡是我国台湾岛与福建海岸

之间的海峡，主要属东海海区，南通南海。海峡呈

东北—西南走向，长约３７０ｋｍ。北窄南宽，北口宽

约２００ｋｍ，南口宽约４１０ｋｍ，最窄处在台湾岛白沙

岬与福建海坛岛之间，约１３０ｋｍ。海峡大部水深小

于８０ｍ，平均水深约６０ｍ。西北部较平坦，东南部

坡度较大，中间有岛屿和浅滩构成弧形降起带。南

口有台湾浅滩，由９００余个水下沙丘组成，呈椭圆形

散布，东西长约１４０ｋｍ，南北宽约７５ｋｍ，水深１０～

２０ｍ，最浅处８．６ｍ，滩上有急流，水文情况复杂。

台湾岛台中以西有台中浅滩，东西长１００ｋｍ，南北

宽１８～１５ｋｍ，水深最浅处９．６ｍ。两浅滩之间为

澎湖列岛岩礁区，南北长约７０ｋｍ，东西宽４６ｋｍ，

由岛屿、礁石和许多水下岩礁组成。北部岛礁分布

较集中，水道狭窄；南部岛礁分散，水道宽阔［９］。

气候概况：属南亚热带、北热带季风气候。中

部气温平均最高２８．１℃，最低１５．９℃，年降水量

８００～１５００ｍｍ。西北部气温年差较大；东南部年

差和日差较小。１０月至翌年３月盛行东北季风，平

均风力达４～５级，时有６级以上大风；５－９月盛行

西南季风，平均风力３级左右。７－９月多热带气

旋，每年平均５～６个。海峡中雾日较少，两侧近岸

雾日较多，东山岛、马祖列岛和高雄一带，每年超过

３０ｄ。

战略地位：台湾海峡是东海及其北部邻海与南

海、印度洋之间的交通要道。它不仅是我国沿海海

上交通的咽喉要道，也是西太平洋地区一条重要的

国际航道，东北亚各国与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

间的海上往来，绝大多数从这里经过，日均通过的

商船达百艘之多。我国南北方的贸易航线以及三

大南下外贸航线都需要经过该海峡，而“海上丝路”

几乎所有的航线也要由此通过。因而，其航线畅通

对我国国民经济均衡发展和外贸具有极为重要的

意义。

３２　马六甲海峡

地理特征：马六甲海峡位于马来半岛和苏门答

腊岛之间。海峡西连安达曼海，东通南海 ，呈西北

－东南走向，长约１０８０ｋｍ，连同出口处的新加坡

海峡长为 １１８５ｋｍ。西北宽 ３７０ｋｍ，东南宽

３７ｋｍ。海底比较平坦，多泥沙质。水深由北向南、

由东向西递减，一般为２５～１１５ｍ。东南峡口有许

多小岛，一些小岛边缘有岩礁和沙脊，妨碍航行。

主要深水航道偏于海峡东侧，宽度２．７～３．６ｋｍ，可

通航吃水２０ｍ的巨轮
［１０］。

气候概况：马六甲海峡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

高温多雨。年均气温２５℃以上，年均降水量２０００

～２５００ｍｍ，马六甲港等地达３０００ｍｍ以上。一

年中绝大部分时间风力微小，因而被称为是“风平

浪静的航行海峡”。但该海峡对流活动频繁，尤其

是４－５月、１０－１１月可能出现猛烈的暴风雨和雷

暴，过往船只需要加以防范。

战略地位：马六甲海峡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

的重要航道，是环球航线的重要环节之一，按照统

计，每天平均通过的船有２００多艘，每年通过８万多

艘，控制着全球四分之一的海运贸易，每年近一半

的油轮都途经马六甲海峡。对于我国而言，目前有

８５％的石油运输途经此地，也是中国进出口欧洲及

非洲货物的交通之路，因而可以说是海上丝绸之路

最重要的节点。

３３　巽他海峡

地理特征：巽他海峡位于苏门答腊岛和爪哇岛

之间，沟通太平洋的爪哇海与印度洋。航道狭长，

约为１２０ｋｍ，宽为２２～１１０ｋｍ，最窄处３．３ｋｍ；平

均水深５０～８０ｍ，最大水深１０８０ｍ，远远超过马六

甲海峡；峡底多为泥、沙、石、贝质。该海峡非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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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大型船舶通航，但也容易遭受破坏和封锁。

气候概况：属热带雨林气候，终年高温多雨，对

流活跃。年平均气温达３０℃，最低为２３℃，年均降

水量１５００～１８００ｍｍ。１１月至翌年３月为西北季

风期，多雨多云；４－１０月为东南季风期，晴天多而

雨量少。此外，要特别注意的是，海峡地区处于地

壳运动活跃地带，多火山活动和海啸。

战略地位：巽他海峡是太平洋通往印度洋的重

要战略通道之一，也是西北太平洋沿岸国家至东、

西非洲和绕道好望角去欧洲的海上咽喉要道，开往

我国的部分大型油轮也由此通过，并且还是我国与

澳洲之间的重要贸易水道，因而战略地位十分重

要。此外，由于该海峡非常适合大型舰船和潜艇通

过，因而也深受美军重视，是美国海军第７舰队往来

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重要海上航道之一［１１］。

３４　霍尔木兹海峡

地理位置：霍尔木兹位于阿拉伯半岛和伊朗南

部之间，西接波斯湾，东连阿曼湾，北岸是伊朗，南

边是阿曼，中间有格什姆岛、霍尔木兹岛和哈豆岛。

霍尔木兹海峡东西长约１５０ｋｍ、最宽处９７ｋｍ、最

狭处只有４８．３ｋｍ；南北宽５６～１２５ｋｍ；平均水深

７０ｍ、最浅处１０．５ｍ、最深处２１９ｍ。海峡中地形

复杂，北部水浅，沿岸多沙滩和珊瑚礁；南部水深，

沿岸多湾和小半岛［１２］。

气候概况：霍尔木兹海峡地处副热带，属热带

沙漠气候，终年炎热干燥。年平均气温在２６℃以

上，７月平均为３１～３２℃，１月平均为２０～２１℃。海

峡大部年降水量仅１００～２００ｍｍ，只有布什尔附近

可达３００ｍｍ。该海峡平均风力较小，６级以上大风

一般只出现在１１月至翌年３月。海雾出现频率极

低，但５－７月常有尘埃所致的低能见度天气
［１３］。

战略地位：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通往印度

洋的唯一出口和波斯湾石油通往欧洲、美国和东

亚等世界各地的唯一海上通道，也是世界上最繁

忙的石油运输通道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和

战略地位［１４］。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红海航线的必经之地，对于中国和西亚及

非洲开展海上贸易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海峡

也是中国重要的石油航线即中东航线的必经节

点，我国进口石油总量的约４０％都要经该海峡运

输［１５］，是我国最重要的海上能源通道之一。

３５　曼德海峡

地理特征：位于４３°２０′Ｅ、１２°４０′Ｎ，亚洲阿拉伯

半岛西南端和非洲大陆之间，连接红海和亚丁湾、

印度洋。海峡长５０ｋｍ，宽２６～３２ｋｍ，水深３０～

３２３ｍ。海峡入口处有几个小岛，其中较大者名丕

林岛，面积１３ｋｍ２，把曼德海峡分为东西两条水道，

即东西两条分峡。东水道宽仅３．２ｋｍ，水深约

３０ｍ，是红海进入印度洋的重要航道；西水道宽约

２８．９５ｋｍ，水深 ３３３ ｍ，但多暗礁、险 滩，不便

航行［１６］。

气候概况：海峡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终年炎

热高温。４－１０月为热季，平均气温３７℃左右，最高

气温达４５℃以上。１１月至翌年３月为凉季，平均气

温约２７℃。雨量稀少，年平均降雨量仅为１５０～

２００ｍｍ。由于蒸发远远大于降水，加之周围很少河

水补给，并且与亚丁湾、阿拉伯海间海水交换受阻，

以致海峡中海水盐度在３８以上，成为世界上盐度最

大的海峡［１７］。

战略地位：自古以来，曼德海峡就是沟通印度

洋、亚丁湾和红海的一条繁忙商路。郑和第七次下

西洋时就曾率船队穿过曼德海峡，沿红海北上到达

麦加。苏伊士运河通航后，曼德海峡更是成为大西

洋通往印度洋最短航线上的必经航道，也是欧、亚、

非三洲间海上交通贸易的重要航道，每年都有两万

多艘船只通过，是世界上最重要和最繁忙的海峡之

一，被誉为“世界战略心脏”［１１］。对中国而言，该海

峡不仅是联系中国与西欧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从

沙特、也门和北非进口原油的关键通道。

３６　苏伊士运河

地理特征：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东北部，是亚

洲与非洲间的分界线，同时也是亚非与欧洲间最直

接的水上通道。运河西面是尼罗河低洼三角洲，东

面较高，是高低不平且干旱的西奈半岛。运河沟通

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苏伊士地峡，全长１９０ｋｍ，宽

２８０～３４５ｍ，平均水深２２．５ｍ左右，峡内自然条件

良好。

气候概况：苏伊士运河属亚热带地中海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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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１月平均气温１２℃

左右，７ 月平均气温约 ２６℃；年均降水量 ５０～

２００ｍｍ。

战略地位：苏伊士运河是沟通地中海和红海的

著名国际航道，扼守北大西洋、印度洋和西太平洋

之间海上航行的要道，具有重要的国际经济意义和

战略价值。作为西欧与波斯湾地区、亚太地区之间

贸易往来的捷径，它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线，每年

有１００多个国家的船舶航行于此。其货运量接近世

界海上贸易总货运量的２０％，欧、亚两洲间近８０％

的海运货物要经过苏伊士运河。对于“海上丝路”

来说，它是沟通中国—地中海航线的重要节点，具

有重要的战略地位［１１］。

３７　直布罗陀海峡

地理特征：直布罗陀海峡位于西班牙最南部和

非洲西北部之间，是连接地中海和大西洋的重要门

户，全长约９０ｋｍ。该峡最窄处仅１３ｋｍ，其西面入

峡处最宽，达４３ｋｍ；最浅处水深５０ｍ，最深处水深

１１８１ｍ，平均深度约３７５ｍ
［１８］。

气候概况：直布罗陀海峡和附近地区属亚热带

地中海气候。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干热少雨，

蒸发旺盛；冬季受西风带控制，多气旋活动，温和多

雨。春秋季多风暴。春季多浓雾，整个海峡能见度

很低，对船舶航行威胁极大。

战略地位：是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唯一通道，

也是西欧、北欧各国舰船经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南

下印度洋的咽喉要道，而从波斯湾运载石油的船只

也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运往西欧和北欧各国。据统

计，每年经海峡的航运量占世界航运量的２５％，而

经过的船只达１２万余艘
［１１］。作为中国与西北欧之

间最短航线的必经节点，它对建设２１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也具有重要意义。

以上分析表明，“海上丝路”中的许多重要节点

都是世界经贸和能源运输的战略要地，更关乎着我

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和国防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

略地位。然而，这些海峡通道往往地形狭长，地理

情况复杂，水文气象条件恶劣，其通航容易受到人

为封锁控制和自然条件影响，需要我们对这些风险

加以分析和防范。迈向深蓝，需要我们在关键节点

提前预置，将其打造为“海上丝路”建设的军民两用

的战略支撑点。

４　重要港口

港口被视为国际物流的一个特殊节点，其具有

水路联运设备和条件，是水路交通的集结点和枢

纽，因而成为联系内陆腹地和海洋运输的天然界

面。对于建设“海上丝路”，沿线国家的港口更是联

系我国和相关国家的基点和桥梁，具有极其重要的

经济地位。此外，我海军肩负维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的使命，为了维护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安全、我国

和涉及国家的海洋安全、人道主义救援等，也就要

求我们挺近深蓝、挺近大洋。关键节点预置是重中

之重，期望在未来的建设中，赋予其综合补给、舰船

维修、情报监测、医疗救护、海上救援、海洋权益维

护等功能，助力军地海洋建设。本文在此分析了南

海－印度洋周边一些重要港口的特征，主要包括地

理位置、气候概况、人文背景、货运吞吐量等，为打

造可靠的战略支撑点提供参考。

４１　南海周边港口

我国南海周边的港口多为天然良港，自然条件

较好，并且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因而，区域

外大国对南海周边港口的争夺非常激烈。其中，越

南的金兰湾、菲律宾的苏比克湾以及澳大利亚的达

尔文港等，都纷纷成为域外大国的海外基地。近年

来，美国海军在重返亚太的战略背景下，更是加强

了和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泰国、柬埔寨以及

新加坡等国的军事交流，并且高调宣称将重返苏比

克，同时还力争进驻金兰湾。而日本也毫无遮掩地

加强了对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军事援助，更是在我

国礼乐滩海域与菲律宾举行联合军事演习，不排除

未来在这些国家建立海外基地的可能。这些，对我

“海上丝路”建设和国防安全都构成了严重挑战和

威胁。未来还需加强对这些潜在风险的评估，积极

探寻降低上述威胁的战略战术。

４．１．１　金兰湾港（越南）

地理位置：１１°５９′５３″Ｎ、１０９°１３′１０″Ｅ。位于

越南富庆省南部海岸，内港金兰，面积６０ｋｍ２，水深

１～１６ｍ，湾口宽仅１３００ｍ，湾长２０ｋｍ，宽６ｋｍ；

外港平巴，水深３０ｍ以下，湾口宽３～４ｋｍ，口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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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３０ｍ以上。

气候概况：属热带气候，高温多雨。年平均气

温２４℃左右。年降雨量为１５００～２０００ｍｍ，雨旱

两季分明，５－１０月为雨季，１１月至翌年４月为

旱季。

人文背景：人口约１１０万（２００３年），居民以京

族为主。宗教主要信仰大乘佛教。

货运吞吐量：可停泊航空母舰及成百艘舰艇。

４．１．２　苏比克湾港（菲律宾）

地理位置：１４°４９′１２″Ｎ、１２０°１４′３５″Ｎ。位于菲

律宾吕宋岛西南，是南海东岸的重要港湾。东为马

亚加奥岬，西为比尼克提坎岬。港湾长１４ｋｍ，宽８

～１３ｋｍ，水深２４～５０ｍ，有良好的锚地。

气候概况：属热带季风性气候。终年炎热，其

中１２月至翌年２月比较凉爽，３－５月最热。雨量丰

沛，年降水量达３０００ｍｍ以上，其中１２月至翌年４

月为旱季，其他时间为雨季。

人文背景：人口２３万（２００７年），主要居民为他

加禄人和伊洛克人。主要信仰天主教。

货运吞吐量：一期工程将要建成２８０ｍ长的集

装箱泊位，年吞吐量可达到３０万标准箱（ＴＥＵ）。

４．１．３　新加坡港（新加坡）

地理位置：１°１６′Ｎ、１０３°５０′Ｅ。位于新加坡南

部沿海，西临马六甲海峡的东南侧，南临新加坡海

峡的北侧。本港自然条件优越，水域宽敞，水深适

宜，吃水在１３ｍ左右的船舶可顺利进港靠泊。

气候概况：属热带雨林气候。年平均气温２４～

３４℃。年降雨量约２４００ｍｍ，每年１０月至翌年３

月为雨季。属全日潮港，平均潮差２．２ｍ。

人文背景：人口约５４７万（２０１４年），主要居民

为华人、印度族、马来族、欧亚族；主要宗教有道教、

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等。

货运吞吐量：共有２５０多条航线来往世界各地，

２００６年，货运吞吐量达２４８０万ＴＥＵ。

４．１．４　达尔文港（澳大利亚）

地理位置：１２°２７′Ｓ、１３０°５０′Ｅ。位于澳大利亚

西北海岸，是北领地的首府。有主要码头３座，长

７３４ｍ，水深９～１３ｍ。

气候概况：属热带气候。旱季为５－９月，６、７

月是最凉的月份。雨季为１２月至翌年３月，常有热

带风暴和雷暴。

人文背景：人口约２２万（２０１２年），居民多是欧

裔移民的后代、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主要宗

教为英国国教和天主教。

货运吞吐量：年货物吞吐量达３００万ＴＥＵ。

４．１．５　西哈努克港（柬埔寨）

地理位置：１０°３８′Ｎ、１０３°２９′Ｅ。位于柬埔寨西

南沿海，是柬埔寨最大的海港。共有６个泊位和３

片锚地，水深７．５～１３ ｍ。大船锚地水深可达

１８ｍ。

气候概况：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约

２９℃，９月至翌年２月为凉季，月均气温２４℃。全年

平均降雨量约２０００ｍｍ，６－１１月为雨季，１２月至

翌年５月为旱季。属日潮港，平均潮差０．７ｍ。

人文背景：人口约２４万人（２００７年），主要为高

棉族。

货运吞吐量：可以同时容纳４艘万吨货轮进港，

２００６年货物吞吐量将近２００万ＴＥＵ。

４．１．６　林查班港（泰国）

地理位置：１３°５′Ｎ、１００°５３′Ｅ。位于泰国中部曼

谷湾东岸，曼谷市东南方。航道泊位水深保持在最

大１６ｍ，低潮水位至少在１４ｍ。港口所在城市平均

海拔不足２ｍ。

气候概况：属热带季风气候。一年有明显的热

季、凉季、雨季，年平均气温２７．５℃。６月为全年最

高气温，可达３５℃；１１月至翌年１月为凉季，月均温

度１７～２４℃左右。年降水量约１５００ｍｍ。

人文背景：曼谷市人口约１１９７万人，半数以上

有华人血统，每年都有大量移民及外国人涌入曼

谷。主要宗教为佛教，被誉为“佛教之都”。

货运吞吐量：有１１个码头，其中５个是集装箱

码头。２００５年吞吐量３７９３８０２ＴＥＵ，世界排名第

二十位。

４２　印度洋周边港口

近年来，我国积极参与印度洋周边一些港口的

投资和建设，为我国海上通道的安全保障以及海外

非战争军事行动的后勤补给提供支撑。国际安全

专家则进一步指出，战略支撑点的打造是实现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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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道安全和海权建设的重要手段，中国应以海洋强

国战略和“海上丝路”倡议为依托，借鉴古代历史经

验，结合互联互通、基础设施投资、港口建设的布

局，分类型、按步骤地将重点港口打造为战略支

点［１９］。例如，可加强对上述重点港口的现代化建

设，通过划定工业园区、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冶

炼、造船等产业的发展与升级，使这些港口兼备商

用与军用功能，并积极参与港口管理，从而为中国

船只和海上力量提供后勤补给，助力中国维护海上

通道安全和掌控关键性航道。

此外，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参与瓜达尔港的建设

和运营管理，对我国能源运输安全来说，更是具有

特殊意义。项目建成后，中东地区的石油可经瓜达

尔港通过石油输送管道输往我国新疆，把经由阿拉

伯海及马六甲海峡长达１２０００ｋｍ的传统路线缩短

为２３９５ｋｍ。自从２０１３年巴基斯坦政府将瓜达尔

港的建设和运营权正式交予我国以来，中国海外港

口控股有限公司加大了对该港的投资建设力度，使

其已具备运营能力［２０］。

４．２．１　实兑港（缅甸）

地理位置：２０°８′１９″Ｎ、９２°５４′４″Ｅ。是缅甸孟加

拉湾沿岸的最大城市和海港。临孟加拉湾北岸，加

叻丹河口西侧。

气候概况：属热带季风气候，１２月至翌年４月

为旱季，其余月份为雨季，其中６－８月降水量均超

过１０００ｍｍ，１２月至翌年２月则相对干燥凉爽。

人文背景：人口约１８．１万，主要是若开族和缅

族，还有苗族、德族、克米人和贷尼人等。主要宗教

为佛教。

４．２．２　南港（斯里兰卡）

地理位置：６°５６′Ｎ、７９°５０′Ｅ。位于斯里兰卡科

伦坡港南部，是连接海上丝路东西线的枢纽，堪称

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港口水深在９～１１ｍ之间。

气候概况：属热带季风气候，盛行偏西风。年

平均气温２２～３２℃，全年平均降雨量约２３００ｍｍ。

平均潮高：高潮为０．７ｍ，低潮为０．１ｍ。

人文背景：人口约６４．２万，居民以僧伽罗族人

为主。宗教以佛教为主，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印度

教次之。

货运吞吐量：码头共有 ４ 个泊位，岸线总长

１２００ｍ。设计年吞吐能力２４０万 ＴＥＵ，可停靠世

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适宜停靠大型、超大型船只。

４．２．３　瓜达尔港（巴基斯坦）

地理位置：２５°０７′３５″Ｎ、６２°１９′２１″Ｅ。位于巴基

斯坦西南俾路兹斯坦省瓜达尔市，东距卡拉奇约

４６０ｋｍ，西距巴基斯坦—伊朗边境约１２０ｋｍ，南临

印度洋的阿拉伯海，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湾口处。进

港水深超过１５ｍ。

气候概况：属热带沙漠气候，干旱炎热。６月最

热，平均气温３１～３２℃；１月最凉，平均气温１８～

１９℃；６－８月有季风阵雨。年平均降水量只有

１００ｍｍ左右。

人文背景：人口约９万，主要居民为俾路支人和

巴丹人。信仰伊斯兰教，绝大多数属逊尼派的哈乃

斐教法学派。

货运吞吐量：一期项目工程包括３个泊位兼顾

滚装的多用途码头。设计年吞吐量为１０万ＴＥＵ、

杂货散粮７２万ｔ。

４．２．４　吉大港（孟加拉国）

地理位置：２２°２２′Ｎ、９１°４８′Ｅ。位于孟加拉东南

沿海的卡纳富利河下游，距河口约８ｎｍｉｌｅ，濒临孟

加拉湾东北侧，是孟加拉的最大海港。泊位吃水深

６．４～８．５ｍ。

气候概况：属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１３～

２９℃，每年雾日２０ｄ，雷雨日５０ｄ。全年平均降雨量

２８００ｍｍ。大潮高潮４ｍ，低潮０．５ｍ。

人文背景：人口约１７５万，主要居民为孟加拉人

和藏缅语族人。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印度教、佛

教和基督教。

货运吞吐量：为天然良港，有２８个码头，有６万

载重吨的原油泊位。年吞吐量达４００万ｔ。

４．２．５　马累港（马尔代夫）

地理位置：４°２６′Ｎ、７３°２０′Ｅ。位于马尔代夫中

部的马累岛北部沿海，濒临印度洋的北侧，是马尔

代夫的最大海港。它是马尔代夫的首都，又是印度

洋上军事、交通的要地。东航道水深在３０ｍ以上。

气候概况：属热带季风气候，盛行西南风。年

平均气温约２８℃。全年平均降雨量约２０００ｍ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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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潮高：高潮为１．１ｍ，低潮为０．７ｍ。

人文背景：人口约１５万（２０１４年）。主要民族

马尔代夫族；主要宗教伊斯兰教为国教，属逊尼派。

货运吞吐量：有１０多艘载重为７５～１５０ｔ的驳

船。每年出口的鲜鱼制品为４０００ｔ。

４．２．６　蒙巴萨港（肯尼亚）

地理位置：４°０４′Ｓ、３０°４０′Ｅ，位于肯尼亚东南沿

海的蒙巴萨岛上，濒临印度洋的西侧，是肯尼亚的

最大港口，也是东非的最大港口之一。港区主要码

头泊位有２１个，岸线长２３４３ｍ，水深在９．５～

１３．４ｍ。

气候概况：该港属热带草原气候，盛行东南风。

年平均气温约２４℃，全年平均降雨量约１２００ｍｍ。

平均潮差约１．８ｍ。

人文背景：人口约７０万，是肯尼亚第二大城，滨

海省首府。居民有班图族人、阿拉伯人以及印度

人等。

货运吞吐量：该港有各类万吨级以上泊位２１

个，２４ｈ通航。据不完全统计，蒙巴萨港每年集装

箱进出口约１５万～２０万ＴＥＵ。

４．２．７　巴加莫约港（坦桑尼亚）

地理位置：６°２６′Ｓ、３８°５４′Ｅ。坦桑尼亚著名港

口，濒桑给巴尔海峡，近鲁伏河口。是东非—阿拉

伯—印度贸易网中的重要中转站。水深 ３．６～

９．１ｍ。

气候概况：属热带海洋性气候。终年湿热，年

平均气温２６℃。

人文背景：人口约３万人，主要民族有苏库马、

尼亚姆维奇、查加、赫赫。主要宗教为天主教、基督

教、伊斯兰教。

货运吞吐量：巴加莫约港综合开发项目建成后

年吞吐量将达到２０００万ＴＥＵ，而目前达累斯萨拉

姆港的年吞吐量仅为８０万ＴＥＵ。

４．２．８　吉布提港（吉布提）

地理位置：１１°３６′Ｎ、４３°８′Ｅ。位于亚丁湾西端

吉布提东南的岬角上，北距曼德海峡７７ｎｍｉｌｅ，东

距亚丁湾１３０ｎｍｉｌｅ，是东非最大的现代化港口之

一。水深９．７～１２．１ｍ。

气候概况：属热带沙漠气候，年平均气温在

３５℃以上，最高可达４６℃，冬季平均气温约２５℃。

全年平均降雨量约１５０ｍｍ。最大潮高２．９ｍ，最小

潮高为０．２ｍ。

人文背景：人口约８１万，主要民族为伊萨族，阿

法尔族。主要宗教为伊斯兰教。

货运吞吐量：全港共计 １２ 个泊位，岸线长

２３００ｍ。原油每小时可卸２５００ｔ。１９９２年集装箱

吞吐量为５．７万ＴＥＵ。

５　展望

２１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是个循序渐进的

过程，我国自明初郑和下西洋以后，统治者一直实

行海禁制度，作为一位新入门者，如何以“海上丝

路”为基础，熟练地驾驭海洋，不仅需要大规模的船

队，更需规划好如何利用船队，优秀的驾驭者对目

的地以及到达目的地的流程都是深谙于心的。熟

悉规则、利用规则并最终以我为主发展规则。熟悉

规则是最基本的要求，缺乏对上述航线、节点与港

口的实地勘察是该项工作的不足之处，下一步将在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部分区域进行调研。翻转地

球仪可以发现，海洋占地球表面的７０．８％，通过沿

海水域连接着各大洋，世界上８０％的国家都是沿海

国，多于三分之二的人口居住在沿海地带［５］。在国

力逐渐增强及外贸规模稳步扩大的背景下，应当利

用好《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稳步推进适用于我国及

围绕“海上丝路”的沿海国的共同发展，实现睦邻、

强邻、富邻的目标，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繁荣进步。

为保障“海上丝路”的海洋建设，我们做了初步

设想，抛砖引玉，期望更多同行积极为“海之梦”

献策。

（１）构建立体观测、监视平台。构建基于天基、

空基、陆基、海基于一体的立体观测网，增强实时监

测能力。基于该平台，广泛收集、整理、分析海洋数

据，可以为基础研究、海洋开发建设提供坚实的数

据支撑。

（２）海洋气候特征统计。含气候背景特征、历

史天气系统查询（尤其是灾害天气特征查询）。经

验在气象水文保障中占了很重要的比例，但是，当

进入陌生海域，我们的预报员、航海人员并没有太

多经验可以借鉴，这就要求我们应系统性、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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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做好海洋气候特征统计工作，有需求的时候可以

信手拈来。

（３）海洋环境预报
［２１－２３］。包括区域预报、航线

预报、港口预报。预报要素包括：天气、能见度、风、

浪、流、温、盐等。预报时效：短期预报、中长期预

测。尤其要做好灾害天气的预报，搭建实时预警

系统。

（４）不同季节的航线规划。根据不同季节的灾

害特征、地理特征、成本等因素，制定不同季节的最

优航线。

（５）风险评估。对重要的航线、海洋工程等进

行风险评估。

（６）构建“海洋信息综合应用系统”。结合主要

航线信息、节点信息、港口信息、地理数据（岛屿、水

深、岸线、海底地形等）、海洋气象（风、云、能见度、

气压、降水、雾等）、海洋水文（海水温度、盐度、海

浪、海流、潮汐等）、电磁环境、海洋观测和监视平

台、人文背景、风险评估等重要信息，按照三维网

格、时间序列进行存储，构建便于查询、辅助决策的

“海洋信息综合应用系统”，并实现其四维可视化、

实时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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