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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应对全球海上安全挑战 在长岛构建海上安全战略平台的建议

作者：王诗成    文章来源：海洋财富网    点击数：211    更新时间：2008-9-12 

 

 

长岛，又称庙岛群岛或内长山列岛，是山东省唯一的海岛县。长岛地处渤海海峡，32座岛屿象一串璀

璨的明珠镶嵌在蓬莱高角至老铁山黄渤海分界线上，全县岛陆面积56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46公里，所辖

海域面积8700平方公里。独特的地理区位、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的物种资源、悠久的海岛文化，决定了

长岛的特殊战略地位。 

一、经济全球化凸现三大方面的特殊价值  

长岛，是京津的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具有重要的海防战略价值。同时，长岛是联系中原和东

北亚地区的海上的桥梁，又是举世著名的避台风锚地，在我国航海史上具有海上要冲的特殊历史地位。当

前，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地处环渤海经济圈、黄海经济圈、东北亚经济圈核心

战略地位的长岛，伴随着区域战略地位的上升，渤海海峡成为全球最繁忙的“黄金水道”之一而身价倍

增，其重大战略地位可以与马六甲海峡相媲美。站在全球的安全战略高度来重新审视长岛，可以说长岛是

继“海防要塞”的战略地位之后，其海上“交通安全要冲”、“环境晴雨表”、“资源宝库”三方面的重

要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 

（一）海上交通安全战略价值。长岛北临老铁山水道、中部是长山水道、南部毗邻登州航道、东边是

烟大航道、西面是龙大航道。统计资料显示，每天经过长岛附近水道的各类大型客、货船舶高达300余

艘，每年在此海域发生的碰撞、起火、搁浅等海上交通事故都在三、四十起以上，由于远离陆地，恶劣天

气无法实施有效救助而造成船毁人亡的海事灾难屡见不鲜。长岛渔民依仗地域优势，先后参与“通惠

轮”、“川集1号”“璇达号”等遇险船只的海上救助上百起，尤其是2003年2月22日，长岛渔民在狂风恶

浪中成功将“辽旅渡7号”船上81名遇险者全部救起，创造世界海难救助史上的奇迹,受到交通部的隆重表

奖。随着环渤海经济圈地位的显著提高,特别是海运业的快速发展和海事灾难的增多，长岛作为在海峡黄金

通道上实施第一时间有效监管救助的重要安全平台战略价值显著提升。 

（二）海洋生态安全战略价值。长岛地处渤黄海交会处，具有独特的海洋生态系，海洋生物、油气等

资源十分丰富，被誉为“海上聚宝盆”，既是我国著名的海上“物种博物馆”，又是海洋生态环境变化的

“温度计”、“晴雨表”。据资料显示，自2000年以来，仅长岛周边海域几乎每年都发生几次大面积的赤

潮灾害和溢油、化学产品泄漏等重大污染事件，对海洋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对生物资源造成不可估

量的损失。随着渤海地区海洋环境的持续恶化，不但对生态坏境造成严重破坏，对海洋经济造成不可估量

的损失，而且直接影响国家对外形象。而在渤黄海咽喉地带的长岛建立全天候的海洋环境监测、污染损害

应急处理、海洋灾害预警预报平台，加大海洋环境保护治理，实施对渤海地区2000多座海上钻井平台和海

上污染事故的有效监管，是改善渤海生态环境，建设海洋生态文明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 

（三）海洋资源可持续战略价值。长岛是我国著名的十大最美海岛之一，风光秀丽，气候宜人，素有

“中国北方夏威夷”、“海上仙境”之美誉；长岛盛产30多种经济鱼虾类和200多种贝藻类水产品，其海

珍品在国内外享有盛誉；长岛的海洋文化历史悠久，是中国的四海福地，文明遐迩的妈祖文化、黑山文化

遗址，都沉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长岛海洋风能资源十分丰富，近海海面平均风速为6.86m/s，有效风速

（3-25m/s）为8279小时，有效风能功率为513.5W/M2，建设海上风场，大力发展风力发电产业具有得天

独厚的优势。长岛在规模化开发海洋风场、海洋牧场、海洋特色旅游度假等方面具有重要战略资源价值。 

二、构建长岛海洋安全战略平台的设想  

鉴于渤海面临的交通安全、生态安全以及目前渤海多头管理的现状，笔者认为如果从长岛特有的安全

空间战略价值出发，打破行政管理权限，整合管理资源，充分发挥其在保卫国家海防安全、保障全球海上

交通安全、保护国家海洋生态安全和促进海洋资源可持续发展四方面的重要战略价值，是应对全球性安全

挑战，建设平安海洋的重大战略选择。构建长岛海洋安全战略平台的设想： 

拟将现有县制政体改设为“特区”，成立“长岛特区管委会”，直属地方政府领导；在“长岛特区管

委会”的基础上加挂“国家渤海管理局”的牌子，其业务归国家有关职部门领导。 

1、“长岛特区管委会”的主要职能 



特区管委会主要行使“三区二中心”的行政管理职能，管委会下设“长岛军民海防一体化建设示范

区”“长岛海洋特别开发区”和“长岛海洋特别保护区”，行使对长岛周边近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军事安全

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监管、海洋生态环境监测、海洋资源开发与保护管理。 

（1）长岛军民海防一体化建设示范区。立足长岛重要的海防要塞地位，发扬其军民共建海防的光荣传

统和“双拥共建”的政治优势，进一步探讨在和平时期军民海防一体化建设的新机制，把长岛打造成保卫

国家海防安全的钢铁长城。 

（2）长岛海洋特别开发区。立足长岛县独特的海洋风能、海洋人文与自然景观、海洋生物资源，建设

国内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海洋风场、国内一流的以妈祖文化为特色的海洋旅游度假胜地和以海洋循环经济为

主体的现代海洋牧场三大基地。 

（3）长岛海洋特别保护区。立足长岛独特的海洋生态系、珍稀的生物物种，建立包括庙岛群岛海洋生

态保护区、渤黄海分界线生态保护区，北五岛（砣矶、大小钦岛、南北隍城）海洋物种保护区、斑海豹保

护区、候鸟保护区在内的诸多海洋特别保护区。 

2、“国家渤海管理局” 的主要职能 

渤海管理局下设“长岛海上应急安全监管中心”和“长岛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代表国家行使海

上交通安全监管、海上交通事故应急施救和海洋生态环境监测、预警、预报、海洋污染事故应急处理等职

能。 

（1）海上交通安全监管中心。立足海岛在海上施救便捷迅速的优势，整合海岛条块管理资源，建立海

上全天候的安全预警、抢险救助和搜救打捞平台，实施有效的海上安全预警、管制和救援。 

（2）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立足渤海地区海上污染严重，海上溢油、赤潮、风暴潮等灾害频发，充

分利用海岛的地域优势，在搞好常规的海洋环境、海洋灾害的监视监测、预警预报的同时，对海上突发污

染事件在第一时间里进行有效监测和污染防治。 

三、保障措施建议 

一是创新管理机制。拟把长岛作为国家海岛管理体制改革的试验区，探索在条块双重管理体制下，实

行“三区二中心”建设的管理模式试点。按照统筹、高效、精简的原则来建立特区机构，整合现有岛上条

块管理资源，做到机制创新、管理创新、高效运转、科学发展。国家在机构编制、事业经费、管理手段建

设等实施政策倾斜，打造国内一流、具有现代化水准的安全管理平台。 

二是强化海岛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防灾减灾救灾基础设施建设、海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海岛水资源

保障设施建设、海岛电力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国内一流的气象灾害、海洋灾害监测预警系统和海上

救助体系。加快构建便捷、快速、全天候、海陆空立体陆岛交通体系和超大型海水淡化厂建设。尽快实施

南五岛建设岛与岛空中走廊，北五岛建设海上巴士，蓬莱至长岛建设海底交通观光隧道工程。 

三是鼓励科学开发保护海岛资源。国家应设立海岛发展基金，实行特殊的海岛财政税收政策，加强金

融支持，发挥海岛资源优势，优化海岛经济结构，提升海岛经济地位。建立海岛保护区，加强海岛资源和

生态系统保护。建立海岛产业发展基金（基金拟从长岛周边海上油田上交国家税收中按比例提出），把长

岛海洋特别开发区上升到国家产业发展规划层面，做大作强海上风场发电、妈祖文化海洋特色旅游度假、

海洋牧场三大战略产业。 

四是大力发展海岛社会事业。强化政策支持，加大对海岛一般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强海岛教育、

卫生、文化事业，加强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鉴于长岛目前有人居住的北五岛远离陆地，秋冬季节生活条

件件十分艰苦，为有效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让其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可采取条件差的海岛居民向条件好

的大岛搬迁，将远离陆地的海岛渔村改建成安全保障救助中心和旅游休闲基地。 

五是完善海岛人才政策。制定并实施鼓励国内外优秀人才到海岛地区工作的优惠政策。加强对海岛地

区人才的教育与培养，为人才发挥作用创造和谐的平台。提高海岛从事“三区、二中心”建设人员的工资

水平，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发放海岛津贴。 

六是长岛部分开放政策。要充分利用和平发展机遇期，加快长岛对外开放步伐（发达国家具有重要战

略地位的海岛都最早实施对外开放，如美国的夏威夷、关岛等），长岛可采取部分开放，即南部五岛（南

北长山岛、大小黑山岛、庙岛）对外开放，其中把南长山岛、北长山岛、小黑山岛和庙岛作为自由岛开

放，建设北方小香港；北五岛（砣矶岛、大小钦岛、南北隍城岛）暂不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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