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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潭是福建省福州市东部海域的一个岛屿

县，是大陆距离台湾省本岛最近的县份，主岛海

坛岛东面与台湾新竹仅68 n mile。平潭县由海坛

岛等126个岛屿和近千个岩礁组成，陆域总面积

392.92 km2，其中主岛海坛岛面积267.13 km2，相

当于香港本岛4倍、厦门本岛的2倍，为全国第5大
岛、福建第1大岛。平潭经济基础薄弱，2008年地

区生产总值仅为60.49亿元，在全国12个岛县里排

名倒数第2。平潭现有港口设施条件差，至2008年
仅建成若干100~5 000吨级中小型通用泊位、渔业泊

位和陆岛交通泊位，完成货物吞吐量150.9万t，其

中出口海砂的吞吐量占总量的90%以上。因此，

2004版《福州港总体规划》未对平潭港口岸线资

源进行利用与规划。

2009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支持福建省加

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提出“进

一步探索在福建沿海有条件的岛屿设立两岸合作

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实行更加优惠的政策”，并

指出要“探索进行两岸区域合作试点”。 2009年    
7月，福建省委省政府作出了在平潭设立综合实验

区的决定。2011年3月，国务院批复《海峡西岸

经济区发展规划》，平潭开发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1年11月，《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

获得国家批复。海坛岛是平潭综合实验区的核心

区域，规划形成中心商务区、港口经贸区、高新

技术产业区、科技研发区、文化教育区和旅游休

闲区6大功能区的开发空间格局，并将在平潭实施

“一线放宽、二线管住、人货分离、分类管理”

的通关制度和管理模式，实施特殊优惠的税收政

策、财政和投资政策、金融政策、方便两岸直

接往来政策、方便台胞就业生活政策和土地配

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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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岸线资源是平潭开发建设的重要依托，

为配合平潭发展战略的实施，启动港区总体规

划工作迫在眉睫。本次规划是首次对平潭港口岸

线资源进行全面调查和规划布局。通过对自然条

件、岸线使用需求、港口性质和功能定位、岸线

资源利用等问题进行了透彻分析，妥善解决了港

城关系、吞吐量预测方法、作业区分布格局和开

发时机安排等关键性技术问题，规划工作成果为

平潭综合实验区建设提供了决策依据。

1 规划成果简介

本规划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搜集、整理和

分析了大量平潭港区的自然条件、历史和现状资

料；确定港口腹地，对规划期内（2010—2030年）

港口吞吐量发展水平进行预测，分析岸线使用需

求；明确港口性质与功能；对港口岸线资源进行

客观评价，并制定利用方案；在开展必要的数

（物）模研究基础上，对平潭港区进行岸线布局

规划；开展配套工程规划、环境保护规划；协调

港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和各专项规划的关系。

平潭港区规划利用自然岸线总长度53.9 km，经反

复研究、调整和完善，结合自然条件特征，形成

金井、澳前、流水和草屿4个作业区（图1），码

头岸线总长约25.2 km。

港条件、天然水深条件、水域条件、掩护条件、

通航条件和土地资源条件等指标均优于其他港

址，规划为近期重点发展的作业区。金井作业区

以海峡客货滚装和货物运输为主，发展邮轮等旅

游客运。规划形成码头岸线长度5 789 m，土地面

积619.2万m2，其中港口支持系统岸线350 m、港口

岸线2 939 m，预留港口岸线2 500 m；规划码头泊

位9个，年通过能力为1 360万t（含108万TEU）、

210万人次和50万车次。

澳前作业区位于海坛岛东部观音澳内，与东

澳国家中心渔港相邻，直面台湾海峡，与台湾本

岛开展海上直航距离最近，但天然水深条件、掩

护条件和土地资源条件次于金井港址，该岸段属

粉砂质海岸，在强浪影响下还可能出现“骤於”

现象[1]。规划中综合考虑上述实际情况，为促进尽

快开通平潭至台湾本岛之间海上客滚航线，规划

提出澳前作业区以服务渔业产业为主，近期可作为

对台客货滚装的作业点。澳前作业区规划建设1个 

10 000 GT客货滚装泊位，规划岸线长度 212.5 m，

同时，为减小可能出现的“骤於”影响，改善水

域掩护条件，澳前作业区规划配套建设防波堤工

程，进港航道预留了足够的富裕宽度和富裕水

深，并提出随着金井作业区的形成，客滚功能逐

步向金井作业区转移和过渡。

流水作业区位于海坛岛东北部，草屿作业区

位于草屿岛北部。该两个作业区由于自然掩护条

件差，水、电、路等建港外部条件差，建设成本

高，岸线使用需求不明，开发启动时机不成熟，

本次规划将其作为预留港口岸线进行规划保护，

今后视平潭综合实验区发展需要和前期论证协调

工作的进展程度，合理确定其功能定位、开发时

机和具体开发方案。

规划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平潭的港口资源，作

业区功能与平潭综合实验区规划的各功能区紧密

结合，互为依托；规划紧扣岸线使用需求，将岸

线划分为近期重点开发岸线和预留港口岸线两类

岸线，利于分期实施，引导港区开发向“集约、

高效、环保、品质”方向发展，满足平潭综合实

验区近中期发展规划。

图1 平潭港区规划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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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井作业区位于海坛岛西南部吉钓村前方

海域，紧邻平潭规划的新核心城区——海峡如意

城，岸线后方规划为保税港区，区位优势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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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关键技术研究

2.1 港口功能定位

平潭港区位于外海岛屿上，港口经济腹地受

到福州港邻近港区的挤压和限制，且目前只有平

潭海峡大桥唯一对外通道，因此，如何对平潭港

区进行准确的功能定位，妥善处理与相邻港区的

竞争关系，同时还能突出平潭港区发展特色，是

规划要解决的关键性技术问题之一。

平潭港区的发展具有以下几点优势：1）突出

的对台区位优势；2）先行先试的国家政策支持优

势；3）较为丰富的旅游资源优势；4）日益完善

的基础设施等后发优势。

基于上述分析，规划提出近期平潭港区货

运的直接经济腹地为平潭综合实验区，客运的

直接经济腹地为平潭综合实验区及福州市、莆田

市、宁德市、三明市、温州市等海峡西岸经济区

中北部城市；中远期，随着京台高速公路及高速

铁路等对外通道的逐步完善，届时客、货运腹地

范围还将进一步延伸至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沿线

区域。以《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为指

导，配合平潭“对台特区”、“海港特殊监管

区”、“自由贸易岛”、“国际旅游岛”等概念

或目标的实施，规划提出平潭应以发展对台客货

滚装运输和清洁散杂货运输为主，兼顾国际邮轮

等旅游客运，并将平潭港区的功能定位为 “福州

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海峡西岸经济区和平潭综

合实验区开发开放的重要依托，是海峡两岸‘三

通’的综合枢纽和主要口岸。平潭港区将以对台

客货滚装、集装箱支线、散杂货运输为主，发展

邮轮等旅游客运，逐步成为客货兼备、特色突出

的现代化港区[2]。”

2.2 港口吞吐量发展水平预测

2.2.1 预测思路

平潭港区属新建港区，平潭开发战略提出

后，其发展目标、发展方向及发展外部条件发生

了剧烈变化，以往常用的吞吐量预测方法在本港

区规划中已不完全适用。根据港区的功能性质分

析，平潭港区的吞吐量货类主要包括两岸往来客

运、国际邮轮客运、滚装车辆、件杂货、集装箱

和散货类等。规划依据港区发展特点，提出采用

时间序列法、三次指数平滑法等数学模型分析预

测客运量，采用GDP关联法和分货种分析法分析

预测货运量的预测思路，较好的解决了新建港区

的吞吐量预测难题。

2.2.2 客运量分析

平潭港区的对台客运量主要考虑来自“两

马”小三通航线的转移、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和

运营期新增、两岸旅游产业和邮轮产业的增长所

产生的往来客运量。

1）“两马”小三通航线的转移客运量。

规划采集了福建省2001年以来全省对台海上

客运量、“两马”航线客运量及其所占比重等相

关权威数据，通过时间序列法和三次指数平滑法

等数学模型分析，得出规划期内“两马”航线吞

吐量预测值。规划预测在政策支撑下，依托平潭

距台湾最近的独特区位优势，“两马”航线的客

运量将逐渐向平潭转移，平潭港区将成为福州港

对台客运的主要港口。近期按60%～80%的转移量

预测，2015年、2020年和2030年“两马”航线转

移至平潭港区的客运量分别将达到15万人次、30万
人次和75万人次（表1）。

表1 规划期内“两马”航线客运量预测值 万人次

年份

方法
规划

取值

向平潭港区转

移量取值
占全省的

比重预测

时间

序列法

三次指数

平滑法

2015 22.4 23.2 22.6 23 15

2020 37.8 40.0 38.6 39 30

2030 80.5 87.0 82.9 84 75

2）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和运营期新增的客运

量。

平潭综合实验区以打造“两岸人民共同家

园”为目标，将实行对台特殊优惠的规划、建

设、管理、经营及出入境政策，特别是其独特的

对台区位优势，使平潭最有条件成为两岸往来快

捷通道和形成“一日生活圈”。届时，将有大量

的大陆、台湾民众往返于平潭和台湾之间，开展

贸易、投资、就业、生活和学习等活动。规划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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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2015年、2020年和2030年为平潭港区带来的

对台客运量分别为20万人次、60万人次和100万
人次。

3）两岸旅游产业发展带来的客运量。

台湾有日月潭、阿里山等国内外著名的旅

游景点；平潭旅游景观独特，生态环境优越，

素有“海滨沙滩冠全国”、“海蚀地貌甲天下”

之称，是中国沿海待开发的世界级旅游观光休闲

地之一。平潭依托福建省为主体的海峡西岸经济

区，辐射祖国内陆各省份，随着台湾方面对大陆

居民赴台旅游政策的逐步放松，两岸旅游优惠政

策的出台，作为海峡两岸大三通的重要枢纽和口

岸，通过引进快速安全的高端客滚船舶，构建两

岸“海上”动车，将吸引大量过往游客。预计

2015年、2020年和2030年两岸旅游产业为平潭港

区带来的客运量分别约为5万人次、10万人次和20万
人次。

4）国际邮轮产业发展带来的客运量。

邮轮是一种以大型豪华海上游船为载体、以

跨国旅行为核心、以多样化旅游产品为手段的旅

游市场中高端产品。依托优越的区位优势及丰富

的旅游资源，平潭将努力打造成具有国际特色及

竞争力的国际海岛旅游休闲目的地，吸引国际邮

轮靠泊，成为我国邮轮网络节点的重要组成部

分。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平潭将

逐步累积邮轮经济发展的相关条件，预计2015年
接待邮轮客运量约为1万人次，2020年接待邮轮

客运量约5万人次，2030年接待邮轮客运量约10万
人次。

综上，平潭港区客运量预测如表2所示。

表2  平潭港区客运量预测                                  万人次

预测年份
“两马”小三通航线

转移的客运量

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发和

运营期新增客运量

两岸旅游产业发展

带来的客运量

国际邮轮产业发展

带来的客运量
合  计

2015 15 20 5 1 36

2020 30 60 10 5 105

2030 75 100 20 10 205

2.2.3 货运量分析

1）车辆滚装运量。

车辆滚装运输主要包括滚装货车和商务、私

人小汽车。滚装货运具有周转快、班期固定、夕

发朝至、自主灵活、装卸方便等诸多优点，是类

似于平潭—台湾之间的中、近距离水上运输的理

想方式，平潭—台湾之间的滚装运输货种主要包

括小额贸易中的农产品、机电产品和水产品及闽

台间邮件包裹，部分对台集装箱也可考虑滚装运

输；根据相关规划，大陆有关部门将积极协调台

湾相关部门推进实行两岸车牌互认制度在平潭岛

的试行，由此预计中、远期实验区将产生大量的

对台商务、私人小汽车往来。预计2015年、2020年

和2030年平潭港区对台滚装车辆分别为10万辆、

25万辆和50万辆，其中含商务、私人小汽车吞吐

量分别为0万辆、5万辆和10万辆。

2）件杂货、集装箱吞吐量。

件杂货和集装箱是平潭港区主要运输货种。

针对平潭港区特殊情况，规划提出采用GDP关联

法和分货种分析法2种手段分别预测，并通过对比

分析，最终选定合理取值。

GDP关联法是指根据甲港区特点和所在地区

GDP发展目标，选择一个与甲港发展条件类似，

地方经济及港口发展较为成熟的乙港作为参照

港，通过分析计算乙港货运生成量与每亿元GDP

的相对关系，从而推算出甲港实现GDP发展目标

时的港口货运量值的一种吞吐量预测手段。规划

考虑到厦门与平潭均为岛屿，两者均实施特殊优

惠的特区政策，厦门港起步早、发展快，代表了

福建省沿海港口的先进水平，因此，规划选取厦

门港作为参照港。经分析厦门港件杂货和集装箱

吞吐量与GDP关系大致为1.4万t/亿元GDP，推算

曹玉坤：福州港平潭港区总体规划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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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万人次/25万辆次/651万t和205万人次/50万辆

次/1430万t。

2.3 规划布局思路及起步工程建设

2.3.1 建港条件分析及规划布局思路

平潭港区属新建港区，在规划工作中特别

重视建港条件资料的收集、分析、归纳和整理工

作，编制了《福州港平潭港区建港条件和开发方

案研究专题报告》专册。

从气象条件来看，平潭属亚热带季风气候，

因位于台湾海峡西岸突出部，受台湾海峡“狭管

效应”影响，年均风速达9 m/s，全年N~NE风向

频率占62%，年均影响台风3.5个；从波浪条件来

看，平潭港区属岛屿岸线，S~N向外海风浪可长

驱直入，H1%达4～9 m以上[3]，多需建设人工防浪

设施；从地形条件来看，平潭总体呈北高南低之

势，沿海多有丘陵分布，内陆地势较为平坦。

在港区规划布局上，除考虑自然条件等因素

外，还与上一级城市总体规划的产业布局紧密对

接。根据岸线资源条件特点，规划提出“先南后

北、先易后难”的布局方案，对北部岸线及山体

进行规划保护，以继续发挥其防风防台作用，对

南部岸线和山体进行适度开发，以满足岸线使用

需求。

港区规划中，结合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还进

行了集疏运体系、给排水、供电、通信、支持系

统和环境保护等配套规划。

2.3.2 近期重点开发作业区规划及起步工程建设

金井作业区紧邻平潭新核心城区——海峡如

意城，建港条件、天然水深条件、水域条件、掩

护条件、通航条件和土地资源条件优于其他作业

区，是推动平潭港区深水化、规模化、多元化、

现代化发展的理想港址，是平潭港区规划期内开

发建设的重点。规划结合预留平潭新的核心城

区—海峡如意城通海水道的需要，将金井作业区

岸线布置呈折线形，使港区规划与城市规划融为

一体，相得益彰（图3）。

金井作业区折线形岸线由SW~NE及SSE~NNW

两段岸线组成。规划将SW~NE段岸线（1#，2#泊

得平潭港区2015年、2020年和2030年件杂货和集

装箱吞吐量分别为302万t、572万t和1 400万t。
分货种分析法考虑平潭近期将重点进行公

路、铁路、港口、城市等基础设施建设，是固定

资产投资较为密集的时期，对钢材、水泥、石板

材等建筑材料需求较为旺盛；水远期随着新兴现

代产业体系的建立，海关特殊监管区、国际贸易

自由区的设立，集装箱吞吐量将迎来较快增长。

通过研究钢铁水泥等建材消耗与固定资产投资的

关系，分析内、外贸集装箱生成量与地区生产总

值或外贸额的关系，预测平潭港区2015年、2020年
和2030年件杂货和集装箱吞吐量分别为322万t（含

14.6万TEU）、578万t（含29.6万TEU）和1 305万t
（含72.3万TEU）。

平潭港区采用GDP关联法和分货种分析法分

别对件杂货和集装箱吞吐量的预测成果及最终取

值如表3所示。

3）液体散货（成品油）及干散货。

预测平潭综合实验区未来成品油的消费领域

将主要集中于车辆用油、渔业用油及交通运输用

油3大领域，2015年、2020年和2030年平潭港区

成品油吞吐量分别为13万t、16万t和60万t。平潭

港区目前的干散货吞吐量以出口砂为主，占港区

总吞吐量90%以上，随着实验区基础设施建设的

推进和政策限制，矿建砂将主要用于岛内建设，

出口量将大幅减小，预测平潭港区干散货吞吐量

2015年、2020年和2030年分别为100万t、50万t和

20万t。

2.2.4 吞吐量预测

综上所述，结合平潭总体发展规划，规划预

测平潭港区客运、滚装车辆及货物吞吐量2015年、

2020年和2030分别为36万人次/10万辆次/423万t、

表3 件杂货和集装箱吞吐量预测及规划取值

预测年度

GDP关联法 分货种分析法 规划采取值

件杂货与集

装箱/万t
件杂货与

集装箱/万
集装箱/
万TEU

件杂货与集

装箱/万t
集装箱/
万TEU

2015 302 322 14.6 310 15

2020 572 578 29.6 575 30

2030 1 400 1 305 72.3 1 35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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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金井作业区规划布

位）布置为2万GT客货滚装泊位；SSE~NNW段岸

线中3#泊位布置为15万GT国际邮轮泊位，4#～9#泊

位规划为5万DWT多用途泊位；9#泊位以南布置为

预留港口岸线。

金井作业区强浪向和常浪向均为S-SE向，从

节约整体工程投资、为作业区形成良好掩护条件

的角度分析，宜先建设南部刀架屿附近的码头岸

线，再依次由南往北推进泊位建设。然而受海底

电缆影响，为避免影响实验区用地安全，规划建

议将起步工程选择于金井作业区北部岸线，连片

开发建设1#～5#共计5个泊位，一次性形成客货滚

装、国际邮轮和多用途运输的多元化功能。

3 结语

《福州港平潭港区总体规划》在深入剖析

平潭港区特点的基础上，对港口岸线资源利用、

功能定位、吞吐量发展水平预测、重点开发作业

区规划和起步工程建设等关键性技术问题进行分

析，勾勒出平潭港区的美好发展前景与蓝图，为

平潭综合实验区保税港区、海港特殊监管区、自

由贸易岛的建设与发展奠定基础，对平潭综合实

验区产业结构的布局与调整，实现跨越式发展将

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目前，在港区总体规划的指引下，金井作业

区1#～5#泊位工程正在紧张的施工建设。澳前海

峡客滚码头已于2011年11月建成投产，同步开通

了平潭至台中客滚航线，项目成功引进了世界上

航速最快的高速客滚运输船执行两岸直航任务，

最高航速可达50 kn，单程仅需2.5 h。航线开通以

来，乘客人数稳步上升，“海峡号”运送旅客

量从2012年1月份的1 726人次，增长到5月份的

18 374人次，增长近10倍。2012年1—6月，“海

峡号”共运送旅客52 883人次，平潭港区已成为

两岸直接往来重要通道和枢纽，也显示出了平潭

综合实验区开发建设和平潭港区发展的巨大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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