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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海峡铁路轮渡码头选址与建设方案

寇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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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建设台湾海峡铁路轮渡码头ꎬ 尽快实现两岸铁路互联互通ꎬ 是京台高铁及台湾海峡海底隧道建成前的过渡性最

优方案ꎮ 参考国内类似项目建设经验ꎬ 分析码头特点与选址原则ꎬ 论证设计船型与建设规模ꎬ 提出港址比选论证建议探讨

码头总体设计方案ꎬ 提出需研究解决的重点与难点问题ꎬ 为项目规划和建设提供借鉴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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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台湾海峡海底隧道是实现两岸铁路、 公

路全天候互联互通的必要举措ꎬ 在技术上是可行

的ꎬ 但海底隧道建设受两岸关系、 财务、 经济、
社会和环保等多种因素的影响ꎬ 困难和风险较大ꎬ
近期启动实施难度大ꎮ 铁路轮渡码头是一种可供

火车、 汽车和旅客同时上下船作业的码头类型ꎬ
是铁路和公路通过轮渡航线的形式在海上的延续ꎬ
相比海底隧道方案ꎬ 具有投资省、 见效快、 阻力

小和技术条件成熟等优点ꎬ 是海底隧道建成前的

过渡性方案ꎮ
福建与台湾本岛各港口之间航线平均距离在

１５０ ｎ ｍｉｌｅ 内ꎬ 可形成短距离、 高密度的航班ꎬ 经

济效益佳ꎬ 发展潜力大ꎬ 开展滚装运输具有优越

的地理位置条件ꎮ 两岸实现 “大三通” 以来ꎬ 闽

台客货滚装运输获得快速发展ꎬ 厦门港在厦门国

际邮轮码头增设了汽车滚装设施ꎬ 福州港新建了

平潭澳前海峡高速客滚码头ꎮ 福建与台湾本岛之

间开通了厦门—台中∕基隆、 平潭—台中∕台北等多

条可实现汽车、 旅客同船运输的客滚直航航线ꎬ
发展态势良好ꎬ ２０１５ 年共运送直航旅客 １３ ３５ 万

人次ꎮ
目前ꎬ 两岸尚无在建或已建的铁路轮渡码头ꎬ

对码头的选址及建设方案研究较少ꎬ 尚处于起步

阶段 １ ꎮ 本文通过借鉴国内类似项目建设和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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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ꎬ 首次对福建省一侧的码头的选址与建设方

案进行较全面深入的技术分析与探讨ꎬ 论证项目

设计船型与建设规模ꎬ 提出可行的初步选址及建

设方案ꎬ 并匡算总投资规模ꎮ 同时ꎬ 结合福建地

区建港条件和对台海上运输特点ꎬ 提出下阶段工

作应进行专题研究的重点与难点问题ꎬ 旨在为将

来项目规划、 选址及建设提供工作思路和技术

参考ꎮ

１　 铁路轮渡码头的优缺点

自 １８５０ 年英国在苏格兰的福思湾开通世界上

第一条铁路轮渡线以来ꎬ 铁路轮渡运输在世界上

许多国家得到重视和发展ꎮ 中国铁路轮渡有着

７０ 多年的发展历史ꎬ 目前ꎬ 有江阴铁路轮渡、 粤

海铁路轮渡和烟大铁路轮渡三条铁路轮渡线在运

营ꎬ 中韩跨海国际铁路轮渡也展开了前期研究

工作ꎮ

相比于海底隧道等固定式通道方案ꎬ 铁路轮

渡码头具有如下优点:

１) 工程施工期短、 见效快、 阻力小、 易于启

动实施ꎻ

２) 设计与建造技术条件成熟ꎬ 工程建设安

全ꎬ 国内有现成工程经验可以借鉴ꎻ

３) 工程投资省ꎬ 匡算总投资 ５０ 亿~ ６０ 亿元ꎬ

是海底隧道方案 ２ ０００ 亿 ~ ３ ０００ 亿元 ２ 的 １∕４０ ~

１∕６０ꎬ 且运营与维护成本较低ꎻ

４) 可在两岸互联互通交往中ꎬ 尽快发挥铁路

运输安全程度高、 速度快、 运距长、 能力大、 成

本低、 污染小的优势ꎻ

５) 能够为两岸铁路企业带来较大的发展机

遇ꎬ 把项目打造为一带一路的交汇点和重要枢纽ꎮ

但相比固定式通道方案ꎬ 铁路轮渡码头亦存

在如下缺点:

１) 海上运输易受到风、 浪、 流、 雨、 雾和雷

暴等不良天气因素影响ꎬ 导致停航ꎬ 年作业天数

有限ꎬ 航班出勤率和准点率受到限制ꎻ

２) 船舶运输过程中易发生颠簸ꎬ 旅客出行的

舒适度稍差ꎻ

３) 受年作业天数、 船舶数量、 泊位个数和航

线密集度等因素影响ꎬ 旅客、 火车和汽车等年通

过能力有限ꎮ

在当前条件下ꎬ 可先建设闽台铁路轮渡码头

作为实现海峡两岸公路和铁路互联互通的过渡性方

案ꎬ 待未来各方条件成熟后ꎬ 再启动台湾海峡固定

通道建设工作ꎬ 进一步提升海峡通道设施条件水

平ꎬ 届时铁路轮渡码头可调整作为备用通道ꎮ

２　 设计船型与建设规模

２１　 设计船型

铁路轮渡船一般在顶层船舱载人ꎬ 中层甲板

载汽车ꎬ 下层甲板载火车ꎬ 设计船型的选择应满

足安全性、 舒适性、 载运量、 船速等要求ꎮ

国内在运营中的跨海铁路轮渡包括渤海湾的

烟大铁路轮渡与琼州海峡之间的粤海铁路轮渡ꎬ

设计船型是在码头建设时同步由船舶设计单位为

项目 “量身定做” 的专用船型ꎬ 船舶总吨位一般

为 １ ４ 万~２ ５ 万 ｔꎬ 航速为 １５ ~ １８ ８ ｋｎꎮ

建议根据台湾海峡海况较差、 潮差大、 风浪

较大、 航线与风浪交角较大等特点ꎬ 启动研制适

合于台湾海峡专用的铁路轮渡船ꎬ 并尽可能提高

船舶的航速、 安全性与舒适性ꎮ 在项目的选址与

规划阶段ꎬ 建议可暂以 ２０ ０００ ＧＴ 滚装船的规范船

型及粤海、 烟大铁路轮渡的在航实船为设计船型ꎬ

推荐设计船型尺度见表 １ꎮ

表 １　 推荐设计船型尺度

船名∕船舶吨级 (ＧＴ)
设计船型尺度∕ｍ

总长 Ｌ 型宽 Ｂ 型深 Ｌ 满载吃水
装载量

规范船型∕２０ ０００ (１２ ５０１~ ２７ ５００) １９２ ０ ２７ ０ １５ ２ ６ ７

粤海铁 ３ 号、 ４ 号∕２３ ０００ １８８ ０ ２２ ６ １５ ３ ５ ６ 货物列车 ４４ 节或旅客列车 ２０ 节ꎬ ８１ 辆汽车、 １ ３９８ 人

中铁渤海 ３ 号∕２４ ９７５ １８２ ６ ２４ ８ １５ ０ ５ ８ 货运列车 ５０ 节、 １２０ 辆汽车、 ６５０ 人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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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建设规模

码头建设规模与运量预测、 设计船型和通过

能力等因素密切相关ꎮ 参考烟大、 粤海铁路轮渡

码头建设经验ꎬ 还应考虑在双方对渡港的一侧建设

检修泊位ꎬ 供渡轮日常检查和维修使用ꎮ 推荐台湾

海峡铁路轮渡码头建设规模为: 建设 ２０ ０００ ＧＴ 铁

路轮渡码头作业泊位 １ 个及 ２０ ０００ ＧＴ 检修码头泊

位 １ 个ꎬ 使用岸线长度 ６００ ~ ７００ ｍꎻ 同步建设港

区陆域、 滚装接岸工艺设施及客运大楼、 汽车待

渡场、 火车待渡场等相关设施ꎮ 年设计通过能力

预计为铁路客货列车 ４ 万节次ꎬ 汽车 ６ 万辆次ꎬ

旅客 ６０ 万人次ꎮ

３　 港址比选论证

３１　 选址原则

根据项目特点ꎬ 铁路轮渡码头港址的选择宜

符合以下条件:

１) 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ꎮ

地理位置决定了航线的距离ꎬ 反映了铁路海

上运输的时间和费用ꎬ 关系到航线的长期效益和

核心竞争力ꎮ 港址应选择在距台湾对渡港较近的

位置ꎬ 尽量减少海上航行时间ꎬ 降低出行成本ꎬ

吸引更多客货源ꎮ

２) 较特殊的土地、 岸线使用条件ꎮ

与其他类型码头相比ꎬ 铁路轮渡码头具备了

火车滚装上下的功能ꎬ 铁路线需进入港区至码头

前沿ꎮ 由于铁路线呈纵向长线型布置ꎬ 沿进港方

向需设置铁路到发场、 待渡场等设施ꎬ 列车通过

铁路栈桥以艉直滚装方式上下船ꎬ 因此ꎬ 码头陆

域宜布置成纵向长条形ꎬ 作业泊位宜平行铁路线

方向布置ꎮ

３) 快速便捷的综合集疏运条件ꎮ

铁路轮渡码头是铁路、 公路、 海运 ３ 种交通

出行方式转换的枢纽ꎬ 要求短时间内实现密集人

流、 汽车流、 火车流的快速聚集和疏散ꎬ 应选择

与高等级道路、 铁路场站较近的位置ꎬ 形成畅通、

快速、 便捷的综合集疏运体系ꎮ

４) 良好的掩护条件ꎮ

铁路轮渡船虽总吨位较大ꎬ 但船舶吃水较浅ꎬ

干舷较高ꎬ 火车滚装作业对接精度要求较高ꎮ 参

照烟大铁路轮渡工程设计经验 ３ ꎬ 泊位作业标准

一般要求风速≤８ 级ꎬ 波浪 Ｈ４％ <１ ｍ、 Ｔ≤６ ｓꎬ 横

摇角≤０ ５ꎬ 能见度≥１ ｋｍꎬ 日降水量≤５０ ｍｍꎮ

良好的掩护条件可以提高作业天数ꎬ 提高作业的

舒适性与安全性ꎮ

５) 其他相关条件ꎮ

具备良好的天然水深(码头设计水深需 ８~９ ｍ)、

水域和通航条件ꎻ 能够与港口总体规划、 城市总

体规划、 海洋功能区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等较好衔

接ꎻ 具备良好的供水、 供电、 通信等市政配套条

件等ꎮ

３２　 选址分析与论证

在祖国大陆与台湾地区公路、 铁路、 隧道

及沿海滚装码头布局等各类通道规划研究中ꎬ

总体思路一般依托福建省的福州( 含平潭) 、 泉

州、 厦门三大中心城市群ꎬ 以福州港、 湄洲湾

港及泉州港、 厦门港分别对应台湾地区的台北

(基隆、 新竹) 、 台中、 高雄港ꎬ 呈北、 中、 南

三个通道分布ꎬ 铁路轮渡码头选址延续这一思

路(图 １) ꎮ

通过对福建港口规划及开发现状的分析: 北

线福州港港址可布局于平潭港区流水作业区及金

井作业区ꎬ 对渡港为新竹港ꎻ 中线可布局于湄洲

湾港莆头作业区、 泉州港秀涂作业区ꎬ 对渡港为

台中港ꎻ 南线可布局于厦门港后石港区ꎬ 对渡港

为高雄港ꎮ 各港址优缺点见表 ２ꎮ

从表 ２ 可知ꎬ 福建沿海主要港口均具备码头

选址布局条件ꎬ 由于港址选择涉及两岸城市发展、

综合交通规划等多种政治、 经济和技术等多方面

因素影响ꎬ 宜综合多方因素权衡研究确定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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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台湾海峡铁路轮渡码头港址分布

表 ２　 各港址优缺点比选

航线 港址
对渡距离

ｎ ｍｉｌｅ
航行

时间∕ｈ
用地、 岸线、
航道条件

集疏运

条件

对现有城市、 产

业及港口规划建

设格局影响

环境条件 风浪掩护条件

水、 电、
通信等

配套条件

北线—
福州港

平潭流

水∕金井

作业区

至新竹港

７３∕７８
５ ~ ５ ５

满足

要求

满足

要求

开发处于起步阶段ꎬ
对现有规划建设格局

影响较小ꎮ 金井港址

需调整部分港口规划ꎻ
流水港址为预留作业

区ꎬ 与港口规划适应

性好

较好

采用挖入式港

池方案或建设

防波堤后可满

足 泊 稳 条 件

要求

满足

要求

中线—湄

洲 湾 港、
泉州港

莆头作

业区

至台中港

１１０
７ ５

满足

要求

满足

要求

开发起步较早ꎬ 项目

对现有规划建设格局

有部分改变ꎮ 项目布

局需调整部分港口总

体规划

为 通 用 泊 位

区ꎬ 与干散货

同区作业ꎬ 环

境条件较差

掩护条件较好ꎬ
泊稳条件满足

要求

满足

要求

秀涂作

业区

至台中港

１０５
７ ２

满足

要求

满足

要求

开发起步较早ꎬ 项目

对现有规划建设格局

有部分改变ꎮ 项目布

局需调整部分港口总

体规划

相邻为滚装泊

位区ꎬ 环境条

件较好

采用挖入式港

池或突堤式方

案可以满足泊

稳条件要求

满足

要求

南线—
厦门港

后石港

区

至高雄港

１５５
１０ ５

满足

要求

满足

要求

开发起步较早ꎬ 项目

对现有规划建设格局

有部分改变ꎮ 项目布

局需调整部分港口总

体规划

为大宗散货作

业区ꎬ 环境条

件差

满足泊稳条件

要求

满足

要求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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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初步建设方案构想

４１　 总体设计方案

福建省建港资源丰富ꎬ 建港条件较好ꎬ 福建

省交通规划设计院专家组对台海铁路轮渡北线、

中线、 南线福建省一侧的各个港址进行建设方案

研究ꎬ 认为各港址均能满足台湾海峡铁路轮渡港

的建港条件要求ꎮ 现以轮渡距离最短的北线福州

港平潭港区流水作业区港址为例进行阐述ꎮ

流水作业区位于平潭东北部流水镇、 小庠岛

和东庠岛之间海域ꎬ 拟将码头规划布置于南部流

水码头—王爷山岸段ꎬ 红山屿南部海域ꎮ 总体设

计布置方案构想见图 ２ꎮ

图 ２　 项目建设总体布置构想(流水港址)

　 　 １) 岸线及水域布置ꎮ

码头岸线前沿大致呈 ＷＮＷ￣ＥＳＥ 走向ꎬ 采用

顺岸连片式布置ꎮ 项目使用岸线总长度 ６２４ ｍꎬ 由

铁路栈桥、 ２０ ０００ ＧＴ 轮渡作业泊位、 ２０ ０００ ＧＴ

检修泊位 ３ 部分组成ꎮ

码头前沿布置停泊水域ꎬ 回旋水域设置在停

泊水域正前方ꎬ 与进港支航道连接ꎮ 进港航道以

东庠岛南部天然水深－２０ ０ ｍ 为起点ꎬ 总长度约

为 ４ ５ ｋｍꎮ 停泊水域、 回旋水域及进港航道设计

底高程－９ ０ ~ －８ ０ ｍꎮ

２) 陆域布置ꎮ

陆域顺岸方向长度需 １ ２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ꎬ 纵深需

２５０~ ３００ ｍꎬ 陆域总面积需 ３０ 万~ ４０ 万 ｍ２ꎮ 陆域

布置机修车间及堆场、 客运大楼、 疏散广场、 停

车场、 汽车待渡场、 火车待渡场、 货物堆场、 查

验设施、 卡口等设施ꎮ

火车沿长约 ２００ ｍ 的铁路栈桥以直跳板作业

方式从滚装船的艉部上下ꎻ 汽车经引桥、 栈桥以

斜跳板作业方式上下船舶ꎻ 旅客由客运大楼经人

行廊道和登船桥上下船舶ꎮ 火车、 汽车、 旅客由

不同通道分别登船ꎮ

３) 其他设施ꎮ

根据流水作业区天然掩护条件ꎬ 建议建设君

山—小庠岛—东庠岛之间防波堤一座ꎬ 在风浪掩

护条件较好的其他港址则无需建设防波堤ꎮ

４２　 项目投资规模

项目投资建设内容一般包括: 港口设施ꎬ 铁

路支线ꎬ 到发场、 待渡场及铁路栈桥ꎬ 船舶建造

等ꎬ 预计大陆一侧项目总投资规模 ５０ 亿 ~ ６０ 亿元

人民币ꎮ

５　 问题与建议

１) 开展与台湾地区的码头选址规划、 建设工

作的对接ꎮ

铁路轮渡码头建设需要两岸共同推动ꎬ 目前

台湾地区尚无已建铁路轮渡港口设施或相关规划ꎬ

建议择机进行两岸规划和建设方面的沟通对接ꎬ

明确台湾方面对渡港的港址ꎬ 并对接相关技术参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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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ꎬ 且还应开展铁路轨距、 信号等方面的技术参

数对接ꎮ

２) 进一步深入开展码头选址及规划研究论证

工作ꎮ

码头选址规划涉及与城市、 交通、 土地、 岸

线、 通航、 海洋、 环境等多个行业领域的对接协

调ꎬ 需详细掌握当地气象、 水文、 地质、 泥沙等

基础资料ꎬ 深入研究项目规划布局的可行性和合

理性ꎮ 建议进一步深入开展各专题研究ꎬ 为项目

规划建设做好相关技术准备ꎬ 并加强对候选港址

的土地、 岸线及铁路通道的规划保护工作ꎮ

３) 开展台湾海峡铁路渡轮的专项研究工作ꎮ

相比于渤海湾及琼州海峡ꎬ 台湾海峡存在潮

差大、 风浪大、 海况复杂、 航线与风浪夹角较大

的特点ꎮ 如平潭最大潮差为 ６ ８４ ｍꎬ 平均潮差

为 ４ ２９ ｍꎬ 而渤海湾及琼州海峡最大潮差仅为

３ ｍ 左右ꎮ 建议根据台湾海峡航线特点ꎬ 专项研

制铁路渡轮ꎬ 尽量提高船舶的航速、 安全性及舒

适性ꎮ

４) 开展铁路轨距、 信号制式统一的研究ꎮ

台湾高铁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ꎬ 最高速度

３００ ｋｍ∕ｈꎬ 轨 距 １ ４３５ ｍｍꎬ 与 大 陆 高 铁 轨 距

１ ４３５ ｍｍ一致ꎮ 但台湾纵贯线轨距 １ ０６７ ｍｍꎬ 与

大陆轨距不一致ꎬ 初步考虑参照中俄火车轨距不

同采用换装火车轮的解决办法ꎬ 同时还应针对信

号系统不一致等方面开展统筹深入研究ꎮ

５) 开展铁路栈桥专项技术研究ꎮ

铁路栈桥是陆地与铁路轮渡船连接的桥梁ꎬ

是火车轮渡作业的关键设施ꎬ 是铁路轮渡码头建

设的关键技术之一ꎬ 具有科技含量高、 对接精度

高、 投资大、 技术复杂等特点 ４ ꎬ 建议借鉴国内

外成功经验ꎬ 结合地区自然条件特点ꎬ 开展专题

技术攻关研究ꎮ

６) 开展对台火车通关及查验模式的专项

研究ꎮ

目前对铁路运输客货查验通关模式研究较少ꎬ

建议开展专题研究论证ꎮ

６　 结语

１) 建设铁路轮渡码头具有见效快、 阻力小、

技术成熟、 工程建设安全、 投资省和发挥铁路运

输优势等优点ꎬ 但存在易受不良气候和海况影响、

旅客舒适度稍差及通过能力有限等缺点ꎬ 可作为

海底隧道建成前的过渡性方案ꎮ

２) 参照烟大、 粤海铁路轮渡建设运营经验ꎬ

建议码头建设规模为: ２０ ０００ ＧＴ 作业泊位及

２０ ０００ ＧＴ检修泊位各 １ 个ꎮ

３) 通过北、 中、 南三条线的港址分析ꎬ 福建

沿海主要港口均具备项目布局条件ꎬ 但宜根据政

治、 经济和技术多种因素综合权衡确定港址ꎮ

４) 以平潭港区流水作业区港址为例ꎬ 对码头

总体设计方案进行初步研究ꎬ 预计大陆一侧项目

总投资规模约 ５０ 亿~６０ 亿元ꎮ

５) 建议适时开展与台湾地区码头选址规划、

建设工作的对接ꎬ 进一步开展码头选址及规划研

究ꎻ 开展台湾海峡铁路渡轮的专项研究ꎻ 开展铁

路轨距、 信号制式统一的研究ꎻ 开展铁路栈桥专

项技术研究ꎻ 开展对台火车通关及查验模式的专

项研究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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