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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澳岛位于闽粤两省要冲
,

扼 台湾海峡

的南大门
,

濒临西太平洋的主要国际航线
、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

素有
“

闽粤咽喉
,

潮油

屏障
”

之 称
,

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

解放后

南澳岛被列为军事设防岛
,

经济发展一直 比

较缓慢
,

直到 1 9 84 年取消了凭边防证进岛的

规定后
,

才进行较大的经济建设
,

经济落后

的面貌有所改变
。

在我 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

放
、

海峡两岸关系逐渐改善以及亚太地区 日

趋成为世界经济活动中心的历史性变革中
,

如何把握机遇
,

充分发挥南澳岛特殊的地理

位置和地理环境的优势
,

促进南澳岛的经济

腾 飞
,

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

也是客观形

势发展的需要
。

为此
,

我们提出一些新的构

想
,

供有关方面在开发南澳岛时决策参考
。

2
.

拥有优良的港湾资源

一
、

设立海上中继站

1
.

优越的地理位置

南澳岛地处台湾海峡南端
,

背靠我国大

陆
,

面向南海和西太平洋
,

濒临主要国际航

线
,

水路四通八达
。

南澳岛东北 距 厦 门 约

1 功海里 ; 东距台湾省 的高雄
、

台南约 160 海

里 ; 西南距汕头24 海里
,

距 香港 1 80 海 里
;

恰好在福州
、

厦门至广州
、

深圳和珠海的中

途
。

从亚太地区来看
,

我国北方 港 口
、

日

本
、

南朝鲜和苏联来往于 东 南 亚 各国的船

只
,

以及取道马六 甲海 峡 到 中 东
、

欧洲和

非洲的船只
,

都需经南澳岛附近这条国际航

线
。

南澳岛岸线曲折
,

海岸线系 数为 0
.

7 1 4,

为广东省沿海各县之冠
。

环岛分布有大小港

湾 7处
,

除前江湾现已建有可供 3 00 即屯级 船

只停靠的码头外
,

其余的开发程度很低 或尚

未开发
。

其中
,

位于南澳岛东南云澳镇烟墩

湾
,

水深 6米以上
,

东北有象鼻山胶 灵 石
,

南面有官屿作屏障
,

避风条件 好
,

水 域 宽

阔
,

船只进 出方便
,

是 天然的深水 良港
,

稍

加疏浚后予以开发建设
,

可供万吨级船舶停

泊
,

具有建成为 国际性海上 中继站的条件
。

另外
,

南澳岛的青澳湾
,

有长达2 公里 的 沙

滩
,

沙质 洁 白细 幼
,

海水清澈透底
,

是广

东省的A级沐浴海滩 ( 广东省旅游局评定全

省只有2处 )
。

若予 以开发
,

可供海员上岸休养

度假
; 同时湾内水域宽阔

,

水深 5 一 10 米
,

可避东北风 以外的风浪
,

故也可在此设置锚

泊地
,

供船只避风
。

3
.

航运事业发展的需要

据国际经济学界预测
,

世界经济 中心将

逐渐从北大西洋地区
,

向亚洲太平洋沿岸地

区转移
,

世界经济将在21 世纪进入
“

太平洋

时代
。 ”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一步扩大
,

尤其

是上海浦东的对外开放
,

标 志着沿海翅区的

经济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

因此
,

西太

平洋近岸这条国际航 线
,

也将成为世界上最

繁忙的国际航线之一
。

而航行在这条国际航

线上的船只
,

多是负担着国际
,

洲际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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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

航线长
,

航期也长
,

一个航次论周
、

论旬
、

论月计
,

茫茫大海
,

天天
“

拘禁
”

在

船上的船员
,

新鲜蔬菜
、

食物
、

淡水和船上

机件的故障 ; 都需要靠港来调节生活
、

补充

给养和维修更换设备的零配件
。

而一般在航

行途中的船只都希望能到靠近航线附近的海

岛或港 口不受限制地 自由停泊
,

避风暂憩
,

补充给养
,

这样既可节省时间
,

又避免驶入

别 国的内水港 口所带来的诸 多限制和不便
。

基于以上分析
,

在南澳 岛设立海上中继站
,

为西太平洋近岸的国际航线上的过往船只提

供海上后勤服务
,

是符合航运事业发展的需

求的
。

停靠
,

可带动南澳岛的商业
、

旅游业及其它服

务性行业的发展
,

推销 当地的农副产品
,

土特

产品
,

进而可以促进整个南澳岛的经济繁荣
。

二
、

举办海岛自由港

4
.

提供海上后勤服 务
,

吸 引 船 只 停

靠
,

繁荣海岛经济

设立海上中继站
,

要完善下列各种后勤

服务和配套设施
,

才能吸引船只停靠
。

( 1 ) 补 充给养 供应优质淡水
、

新 鲜

蔬菜
、

时新水果
、

海鲜食品
,

以及当地一些

土特产品
。

并针对航海所需的商品
,

组织货

源
,

开设 面向过往船只的外轮服务商场
。

( 2 ) 避风港 港 口码头的建设
,

避 风

场地的开辟
,

以及一些必要的配套设施 的建

设
,

以便接待不 同吨位的
、

不 同情况的船只

停靠锚泊
,

避风暂憩
。

( 3 ) 导航救难 一是 针 对 船 只
、

机

件
、

仪表等设 备的临时意外损坏的现场应急

维修
,

零配件的供应 ; 二是针对海员突发性

急病的救治
,

以及药物
、

医疗器械 的补给供

应
。

设置导航站 ( 台 )
,

提供导航服务
。

( 4 ) 金融和其它 服 务 提 供 外 币 兑

换
、

翻译
、

邮电
、

通讯
、

文化娱乐
、

旅游度

假
、

购物等服务
。

海员的消费水平高
,

平时
“

拘禁
”

在船上
,

无处花钱
,

因此
,

只要能

提供 良好的服务
,

他们是愿意上门请你赚钱

的
。

通过设立海上中继站
,

为过往船只提供

完善的海上后勤服务
,

吸引大量的船只到此

1
.

有利的地理环境

南澳岛是广东省唯一的海 岛 县
,

面 积

10 5 平方公里
,

人口 6
.

6 2 5 7万人
,

自然 条 件

与香港岛相似
。

南澳岛四面环海
,

北距饶平

县的海山岛 (已有海堤和大陆相连 ) 4海里
,

东北距福建省东山岛 (已有海堤 与 大 陆 相

连 ) 2 3海里
。

地理环境的特点是
:

人口少
,

面积不大但有一定的回旋余地
,

与大陆隔离

而相距不远
,

相对较封闭
。

因此
,

在南澳岛

举办 自由港
,

从 地理位置
、

范 围和管理方面

来看
,

都有其独特的优势
,

既容易获得我国

大陆的支持
,

又容易管理和控制
,

可 以放手

全面实施 自由港 的政策
。

2
.

自由港是促进经济腾飞的捷径

自1 54 7年
,

意大利的里窝那港宣布为自

由港算起
,

自由港已有4 40 多年的历 史
。

到

19 8.6 年底止
,

全世界已有 自由 港60 0多 个
,

分布在9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年贸易额 占世界

贸易总额的 10 肠
。

实践证明
,

举办 自由港对

本国
、

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的促进作

用的
。

亚洲
“

四小龙
”

的新加坡和香港就是

靠 自由港起家
,

步入了新兴工业化 国家和地

区的行列
。

西印度群岛中的开曼群岛
,

是英

国的殖民地
,

地瘦民穷
,

经济十分落后
。

自

1 9 6 5年
,

开曼群岛成为免税的 自 由 港 后
,

岛上开
一

没了四五百家银行和信托公司
,

仅登

记费一项收入
,

每年就可获几百万美元
。

由

于商人入境多
,

旅游业十分繁荣
,

结果
,

这

里的居 民得到充分就业
,

人均收入比邻近的

古 巴高4倍
。

我国也于 1 0 84 年宣布给厦门市实行自由

港的某些政策
,

并在海南省洋浦港划出 100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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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公里的土地给外商成 片承包开发
,

区内也

实行 自由港政策
。

但由于上述两 地 地 域 宽

广
,

又和腹地紧密相连
,

试办 自由港 的条件

和深度都有一定局限性
,

因此难以提供管理

自由港的全部经验
。

3
.

在南澳岛举办 自由港的政治和 经 济

背景

随着海峡两岸的关系逐渐改善
,

经济贸

易往来 日益频繁
,

近年来 台湾经济界不 断传

来信息
,

希望在南澳岛设立经济贸易区 ; 南

澳人民更希望通过设立对台经济贸易区来加

快经济发展的步伐
,

彻底改变经济落后的面

貌
。

南澳岛在历史上与台湾的关 系 十 分 密

切
,

自明清以来
,

有不少 南澳人 移 居 到 台

湾
,

为台湾的经济开发做出了贡献
。

目前
,

台湾有南澳籍台胞 (包括后裔 ) 3万多 人
,

他们对南澳有桑梓之情
,

又有一定的经济实

力
,

愿意回家乡投资办厂
,

更希望看到家乡

繁荣昌盛
。

东南沿海经济正在海峡两岸悄然崛起
,

而形成经济圈
,

其贸易总额约50 0亿 美 元
,

尤其是粤
、

闽
、

港
、

台的经济交 往 十 分 频

繁
。

但在
“

一 国两制
”

的国策下
,

香港
、

台

湾和大陆实行两种不 同 的 制度
,

因此
,

从

客观上来 讲
,

粤
、

闽
、

港
、

台的经济交往

也需要有一个特殊的政治经 济联系纽带
,

而

南澳 岛正处在这个 地 区 的 中心
,

可担此重

任
。

从战略眼光来看
,

更应考虑发挥南澳岛

濒临西太平洋主要国际航线的地理位置的优

势
,

面向整个亚太地区
,

以迎接未来
“

太平

洋
”

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

可 以这 样说
,

在南澳岛举办 自由港
,

是

应 了
“

天时
、

地利
、

人和
”

这句老话
,

是 目

前我 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大环境
,

海峡

两岸关系逐渐改善和世界经 济格局重新组合

给南澳带来的机 会
。

通过举办海岛自由港
,

不但可以振兴海岛经 济
,

加速南澳岛的经济

腾飞
,

还可 为我国提供全面管理自由港的宝

贵经验 , 对加快祖 国统一的步伐
,

推动粤
、

闽
、

港
、

台的经济协作向更高层次跃进
,

促

进未来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
,

都具有十分重

大的战略意义
。

三
、

结 语

海上中继站是路
,

海岛自由港是门
。

开

门要有路
。

自由港靠 海上中继站 来 启 动 运

转
,

海上中继站要靠 自由港的政策才能吸引

更多船只停靠 ; 两者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
,

缺一不可
。

从为过往船只提供海上后勤服务

起步
,

重点发展对 台贸易和转口贸易
,

把南

澳岛建成为西太平洋近岸航线上的转 口贸易

基地和海上交通枢纽
。

(本文经 广 东 省 海

岸办主任徐国旋高级工程师 审 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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