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洋是融入世界的大通道。改

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的航海事
业飞速发展。目前，中国已经是名

副其实的航运大国，年造船产能全
球第一，海运量世界占比全球第

一；全球十大港口中，中国占七个。
“地球表面约有 71%的面积被

海水覆盖，在这片蓝色疆域上，既

有关于海洋权益的国际冲突，也有
围绕海洋发展和治理的国际合

作。”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徐祖远
表示。在他看来，在“海上丝路”的

建设过程中，中国与国际社会面临
一系列新的海事安全管理挑战，进

而产生了对于国家和国际海事安

全保障新的要求。“‘海上丝路’建
设必然会进一步推动沿线海洋航

行活动的发展和繁荣，随着这些日
常航行活动的日益频繁，将不可避

免地增加海上事故的风险，从而对
海事的应急处理提出更高标准和

更多需求。”

徐祖远也建议中国海事在“海
上丝路”建设中寻求构建一个以重

点港口为起点、以支点国家为节
点、以辐射对象为延伸区域，以海

运航路为串联的社会网络，以加
强和深化与有关各方的海事保障

与国际

合作。

据悉，
世界海事

大会旨在通过
多方努力，不

断吸引和聚合
海事事业发展资

源，积极打造行业

特色突出且学术科技内
容丰富专业的交流展示

互动平台。

需求 “海上丝路”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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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临港

新片区来说，昨天是个双喜临门的日
子———挂牌“双满月”，2019世界海事大

会召开。来自近 30个国家和地区的海
事界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等 400余人，

在这场以“新时代、新科技、新海事”为

主题的大会中，用一场场精彩的演讲和

对话，为新片区“双满月”送上贺礼。
中国航海学会理事长、上海海事大

学校长黄有方指出，以大数据、自动化、
人工智能、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

的广泛应用，对全球海事领域的转型发
展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造成了一定的挑

战。“海事领域中的交叉学科、技术迭代

已被视为行业发展的新的赋能要素，积

极融入全球海事发展潮流，推动海事领
域的科技进步恰逢其时。”那么，在首届

世界海事大会中，又激荡出哪些新思想
和新方法呢？

首届世界海事大会在临港新片区召开

    2006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乔治·斯穆特将聚光灯打向人工智
能。“蓝色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人工

智能可在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农业、
海洋采矿等领域进行深度应用。”

你能想象吗？未来航行在世界
大洋上的货船，船上或许没有船

员！“如此一来，货船的空间更大，
可以装载更多的货物；人坐在监控

室里，就能了解船只的位置以及即

将驶进的港口；即使遇上海盗也不

会有人质被劫持的风险。”此外，人
们还可以利用水下无人机来探测

水域是否安全以及是否含有资源。
乔治·斯穆特同时也强调了保

护海洋生态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各种污染对海洋造成了极大的

影响。我们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开展

海洋环境检测，去追踪海洋污染物
的来源。”

    诺贝尔奖大师论坛是世界海事

大会的重头戏。首先登场的是 200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埃里克·

马斯金，他演讲的关键词是“区块
链”。或许你了解区块链中的“匿

名性”是市场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可你知道区块链又如何与海事相结

合吗？
“假如在全球各地分布有很多

企业，每一家企业又想要把货物从

所在位置通过海运送到别的地方，
此时有一批船在世界的各个角落。”

马斯金说，“那是否存在某种方式，

能将船配置给企业，又要满足每家
企业的发货需求都被完成，运输成

本和运输时间都最小化。当然最重
要的是，每一家企业的货物和目的

地信息能保密。”
毫无疑问，解决这一问题的最优

答案正是区块链———既能够实现最

优配置，企业也无信息泄露的担忧。
“区块链将为航运物流提供完美的解

决方案，我对区块链在海事中的发展
持乐观态度。”马斯金告诉大家。

本报记者 郜阳

“新”字当家畅谈蓝色未来

   定量分析 AIS 数据表

明，2018年南海水域船舶
流量稳定、习惯航线没有

变化，船舶航行航速稳定。航行的商

船不分国籍和地区， 过往

全程未受任何影响。

    南海水

域商船推荐
航路虽远离

岛礁，但商船

在选择航路时自由度

较大， 商渔船存在诸
多航路交叉问题，商

渔船之间应协调好安
全关系， 南海通航保

障与服务能力需进一
步加强。

    中 国

在南海水
域建设的灯

塔、 海岸电台、AIS 基

站以及配置的长期值守的
救助船舶，这些公益性服

务设施对船舶航行安
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全天

候服务与维护还需进一
步加强，以便持续改善南

海水域安全保障环境，

这也是中国履行相关国际

责任与义务的体现。

    中国历来

认真履行国际
通航水域沿岸国、 国际公

约缔约国的义务与职责，

对南海水域航行安全提供

了有利的保障。

    本报讯（记者 郜阳）上海是中国

高等航海教育的发祥地。上世纪初，为
维护海权、挽救航权，上海高等实业学

堂设立船政科，开创了中国高等航海
教育的先河。昨日，中国高等航海教育

暨上海海事大学建校 110周年庆祝大

会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举行。

上海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大会并
指出，今天的上海，迫切需要通过高端

行业人才和航运智力来支撑、引领，迫
切需要大力发展与国际航运中心相匹

配的一流高等航海教育。

会上，上海海事大学与中国远洋

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交通建设股
份有限公司、中国船级社总裁莫鉴辉、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共
同签署“世界高水平海事大学”建设战

略合作协议。

高等航海教育 续写辉煌

思路 匿名海运

    

   本报讯（记者 郜阳）昨日，在 2019

世界海事大会上，发布了《2018南海航行状

况研究报告》。这是中国航海学会和上海海事

大学专家学者连续第 3年就南海水域船舶航行

安全实际状况开展的全面、客观的分析与论证。

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院长肖英杰教授表

示，2018年的年度报告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水

域内数据采集量，进一步提升了南海水域船舶航行

实际情况的置信度。“我们采集时间由 3个月扩大到

12个月，还增设了观测门线。”

报告指出，综观 2018全年各门线附近水域数据，

南海水域不同航区的船舶月平均总数差别较大。其中，

5号门线（台湾海峡南部进出口）全年船舶流量都较

大，最大的是 3月份，为 5487艘次。3号门线（南海主

航路通过门线，途经西沙、中沙群岛附近）单月船舶流

量最大，最大均值出现在 11月，为 5579艘次。

肖英杰教授指出，根据船舶卫星 AIS 数据和

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总运力比对分析，在船舶运

力排名前 100的国家或地区中，大部分都有船舶

在南海水域航行。此外，南海水域商船推荐航路

被过往船舶反复自由选用，水域中船舶的流

量、船长和船宽和吃水总体上比较大，船舶平

均航速稳定。

“南海水域的航路分布是科学的，航

路选择是习惯性的且自由的，中国对南

海水域提供的安全服务是必要的，船

舶航行是通畅的、安全的和有保

障的。”肖英杰教授表示。

南海水域
通畅安全

    中国对南

海水域的定期
巡航和持续管

理， 保障了该海域商业

船队自由航行和

通航安全的稳定。

场景 无人货船新

《2018南海航行状况研究报告》出炉

报告得出五项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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