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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30余小时，总里程413海里

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开展
新华社北京8月18日电 记者18日从

交通运输部获悉，8月17日至18日，交通运
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东海救助局共同实
施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本次行动由“海巡06”“海巡0802”“东海
救115”三艘公务船艇组成的巡航编队共同执
行，历时30.5小时，巡航总里程413海里，主要

任务包括开展台湾海峡相关水域巡航，对福
建沿海航路、锚地、海上施工作业区、商渔船
碰撞高风险警示区、交通密集区、事故多发
区、台湾浅滩等水域开展巡查，查处各类海上
交通违法违章行为，维护通航秩序；巡查台湾
海峡中部海域航路，实施交通组织和管控，点
验过往船舶，现场检验海上应急搜救预案落

实情况；巡查巡检台湾海峡内助航设备，现场
核查船舶标识码信息，测试陆海通信传输能
力，维护水上无线电通信秩序。

台湾海峡是中国沿海重要的海上运输
通道，船舶种类多、流量大，气象海况复杂
多变，航路多点交叉，险情事故多发易发，
是交通运输部划定的水上交通安全监管

“六区一线”重点区域之一。尤其是自8月16
日中国东南沿海开渔后，大量渔业船舶进
入台湾海峡生产作业，商渔船碰撞事故风
险加大。此次组织的海上巡航执法行动，将
增强对台湾海峡海上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
能力，切实保障在台湾海峡航行、生产作业
的船舶、设施和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海事部门对台湾海峡
具备全面管理的硬实力

什么是对台湾海峡的管控能力？可以
从执行这次任务的船只细节来看。

“海事部门主要履行海上交通安全监督
管理、航海保障、船舶的检验登记等行政管理
和执法职能，还会承担水上搜救以及相关组
织协调、海上船舶事故调查等工作。”大连海
洋大学法学教研室副主任邢政说。

执行这次任务的三艘公务船，分别是
“海巡06”“海巡0802”“东海救115”。

“海巡06”是台湾海峡首艘大型巡航救
助船，也是目前台湾海峡体量最大、性能最
优的公务船艇。

“海巡06”“海巡0802”搭载了最先进的监
测设备，能够做到全天候、全方位的观察、监
测、搜索、取证。具备强大的“陆海空天”一体
化数据交互、通信协调和联动指挥能力。

这就相当于拥有了一个能够实时收集
和分析海上状况的现代化移动指挥中枢。

参与此次巡航执法任务的，还有一艘
远洋救助船———“东海救115”。

之所以被冠以“远洋”，是因为它的续
航力达10000海里，几乎能够抵达世界上任
何一个港口。

“东海救115”能够顶着12级台风出海，
完全能够适应台湾海峡全域常年受大雾、
台风、寒潮叠加影响的复杂海况。作为我国
东海上救助能力最强的“排头兵”，“东海救
115”现在已经参与过109次救援，救助过700
多人，挽回财产损失50多亿元。

从船只配备可以发现，不管是监管执
法，还是应急救援，海事部门在台湾海峡都
已经完全具备了全面管理的硬实力。

此次巡航执法行动的范围
最南端已到达台湾浅滩

为什么增强对台湾海峡的管理能力和
水平至关重要？

这就要说到这次航行线路中一个值得
注意的细节：此次巡航执法行动的范围，覆
盖到了台湾海峡中部以东2海里的地方，最
南端已经到达了台湾浅滩。

长期以来，作为世界最繁忙的航道之
一，台湾海峡内部船舶流量大，航行线路十
分密集。

以本次巡航的起点平潭为例，作为两
岸往来的重要港区，今年上半年，港区外贸
进出口货物达 2 6 . 7 3万吨，同比增长了
57 . 47%。这还只是台湾海峡船舶流量的一
小部分。整个福建沿海地区，2023年港口货
物吞吐量达7 . 5亿吨。其中，跻身吞吐量全
球前30的港口，就有两个。这些船，绝大部
分需要经过台湾海峡。

除了连接东西两岸，台湾海峡还有诸
多南北向航路。由于东西、南北不同方向的
航线错综复杂，海峡中至少形成了五大航
路交叉点。大型船舶的航线，大多位于海峡
中部，离岸较远。在这些交叉点水域，船舶
发生碰撞的风险大，格外需要交通秩序的
管理。

这些航线，很多都是客货到达台湾的
必经之路。数据显示，位于台湾岛西侧和北
侧海岸的高雄港、台中港和基隆港承载了
台湾地区八成以上的货物吞吐量，其中光
高雄港就占了接近一半的比重。

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要到达台湾岛西
岸，大多数船只都需要穿过台湾海峡中部
海域。

因此，保障船只在台湾海峡中部海域
的航行安全，对于保障台湾本岛人员、经贸
和物资通道畅通，极为重要。

多部门已在台湾海峡织起
一张全面覆盖式的“安全网”

专业人士表示，为了对台湾海峡进行
更加精准、高效、全面的管理，国家相关部
门已经建立了大数据系统。可以对过往台
湾海峡的船只进行大数据实时监测、分析。
这些信息具体包括：船名、船号、航速、吨
位，以及航行状况等。来自台湾地区的船只
同样也在监测分析的范围内。

海事、海警、海监以及渔政等涉海部门
都可以共享数据，这些数据也会进一步成为
海上巡航执法活动的重要考量和指标。

在信息化手段的支撑下，今年以来，从
海警巡航执法的“金门模式”到“东引岛、乌
丘屿模式”，再到不固定路线的新模式，涉
海部门在台湾海峡的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实现了多部门配合、军警协同，并向着全天
候转变的升级和强化。

也就是说，海事、海警、海监、渔政等多
部门，已经逐渐在台湾海峡织起了一张全
面覆盖式的“安全网”。

这样一张“网”的背后，是涉海法律、制
度和规范的不断完善，这张“网”的目的，是
让台湾海峡每一条来往的船只、台湾地区
民众的权益得到更充分保障。

就拿伏季休渔来说，对于保护台湾海
峡海域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两岸渔民都
在这片海域捕捞，维持良好的生态环境，才
能使捕鱼的生计长长久久。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法》颁布后，就
明确了对非法捕捞问题的处置方式。

包括台湾地区的渔民在内的所有船
只，在台湾海峡捕鱼的活动都在法律的约
束范围内。

最近，福建海警就依法登检查扣了一
艘涉嫌违反休渔规定、进行非法捕捞的台
湾省籍渔船。这样做，维护的是两岸共同的
利益。

除了约束性的措施，在涉及台湾地区
的规定上，涉海部门还在创造更多联通与
融合。

去年6月起，福建海事局试点开展大陆
首批两岸联合培养国际邮轮船员项目，到
目前为止，共有146名台胞获得大陆发放的
船员证书。今年福建海事局又再度推出了

“为台胞在闽参加多种类船员培训、申办大
陆船员证书提供便利”等措施。

获得船员证书，就意味着可以到邮轮
上实习，去邮轮求职就业。中国是全球第二
大邮轮市场，来自台湾地区的同胞，完全可
以共享祖国发展的空间和机遇。

实际上，两岸统一的图景，就在这样一
个又一个前进的步伐中，变得越来越清晰
可见。对于台湾地区民众而言，这意味着身
后强大的后盾，永远不会动摇。

最近，有台湾时评人发表评论，未来如
果海上有事，台湾地区的渔民可以直接呼
叫大陆。

不过，不用等到未来，现在、随时，祖国
的电话永远可以拨通。

据央视新闻、玉渊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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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7日至18日，交通运输部所属福建海事局、东海救助局共同
实施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此次行动历时30.5小时，巡
航总里程413海里，到达了台湾海峡中部以东2海里的范围内，最南端
已经到达了台湾浅滩，巡航覆盖面积，比往年范围更广。

专业人士表示，这次行动增强了海事管理机构对台湾海峡的
海上交通管控和应急救援能力。此前，涉海部门已经在金门附近
海域实现了常态化执法巡查，现在这样的“常态化”已经进一步延
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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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台湾海峡海上巡航执法行动。

“东海救115”可起降救助直升机。 本版图片均据央视新闻、玉渊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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