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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内参
（第 20003 期）

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研究中心

关于打造“海底地下舟山”的构想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黄建钢

舟山发展有一个瓶颈问题，就是“舟山地方太小”。所以，很早

就有一个要打造“海上舟山”的说法。习近平总书记当初在浙江任省

委书记时曾经提出，要再造一个“海上浙江”。“海上浙江”有相当于

“陆上浙江”的面积，都是 10 万平方公里。但“海上舟山”比“陆

地舟山”有超过 20 倍的面积。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个再造“另一个舟

山”的话题。但它不是再造“海上舟山”，而是再造“海底地下舟山”。

一、打造“海底地下舟山”是“海洋生态文明”理念的体现

领导批示：

（批示与采纳情况请反馈）

2020 年 3 月 30 日

（总第 181 期）
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

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



2

现在的舟山一般是一个群岛概念。不同的岛高低是不同的。岛之

间一般是用船连接的。现在，我们的思路最好都是用架一座桥的方式

来连接。然后，再直接向北冲到上海去，向西向南冲到宁波去。但今

天突发一个奇想。能不能不用桥来连接岛，但效果又跟桥连接一样的

方式。因为桥的连接实际上是破坏了一种生态。岛的存在以及岛和岛

之间的关系蕴含有一种生态关系。用桥连接后，它实际上就不成为岛

了，只能算“半岛”。“群岛”也就成为了“连岛”。它也就失去了“群

岛”的优势。“群岛”本身也是一种很重要的海洋资源。所以，现在

世界上很少有在群岛上架桥的。因为只要涉及到生态问题，很多事就

不能做了。比如说，在岛中间打两个桩子。它们就会成为鱼游过来游

过去的障碍。桩子还会阻碍很多东西，会改变水流的方向和速度，甚

至还会阻击水流形成淤积，久而久之就会破坏船的航道和鱼的行道。

二、“海底地下舟山”可以为舟山发展拓展更大的土地空间

怎么才能解决“舟山地方小”这个问题呢？现在的想法是，往地

底下打，不是打隧道，而是一直打下去，在适当的深度位置——在大

致 100—150 米深的地方去打造一座“海底地下城市”。然后再把几个

岛下面的世界打通和连接起来。像以前防空洞一样的，在一个超大厅

和另一个超大厅之间用隧道连接起来。它先是上下通，然后再是左右

和前后通。这样就不用再到海面上去弄了。现在，打造“海底地下城

市”在工程技术上已经不成为问题。这样从定海到岱山再到嵊泗，只

要坐着“海底地铁”就可以到达了。不用坐船了。到了金塘、定海、

白泉、六横、普陀山、秀山、岱山、衢山、嵊泗列岛、中街山列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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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建造一个与国际航道零距离的“全球海洋中心港”，等等，只

要电梯一坐，就可以从海底地下快速升到海上海岛上面了。这既解决

了岛与岛之间的交通问题，也保护了生态。这个“海底地下城市”在

地壳里头。舟山这里的地质结构十分稳定。它的板块整体性非常好。

形成舟山群岛的山脉十分古老，又在大陆架上。所以，甚至连接宁波

和上海，都可以从地底下走——直接与上海和宁波的地铁对接。如果

想领略大海风光，再到海上面来坐船。

按照现在舟山的海域面积看，这个地下城市最大可以打造到 2万

平方公里的面积出来。现在舟山的陆地面积只有 1141 平方公里。这

是一个大空间。它可以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底地下城市”。要打造

这样的城市，还需要很多的科学技术创新和配套。这也为人类潜入海

底及地下世界作出勇敢的探索。这样的城市既有风险的地方，但也有

安全的地方。可以进行风险评估。其实，既然每个城市都适合造地铁，

也都适合打造自己的地下城市。这样还可以大幅度地减少或者缓解人

类居住和耕地之间的矛盾关系。建造一座地下城市当然很难。难度在

于，它与地铁的区别是，建造一艘航空母舰与造一艘快艇之间的区别。

现在，建造地下城市的基础科学技术基本有了，但缺的是一种整体、

系统和有机的思维方式。其中，需要把舟山群岛中的 1390 个岛屿都

变成地下城市与外面世界进行能量交换的交换口。地下城市不仅要与

空气、阳光交换能量，还要与海水交换能量。而且它的设计要充分参

照潜艇的设计，要防止局部塌陷引起的海水灌进地下城市的问题——

一个地方一下子漏进水了，它就会自动启动关闭机制。要使用清洁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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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甚至要用海平面表面的核电输送到地下城市去。这需要对舟山海

域地下的地质情况进行详细和详尽的勘探、探测和考察。虽然现在从

表象看是适合建造海底地下城市的。但还是需要地质勘探的结果。

三、“海底地下舟山”可为我国沿岸海底地下高铁线先行先试

其实，“海底地下舟山”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可以为我国“沿

岸海底地下交通线”提供一个模板和样板。“海底地下舟山”还可以

再往东，再穿过东海海沟——在东海海沟上架一个管道。东海海沟因

为水深都有 1000 米以上，不宜再走海底地下之道，而宜走海底地表

之路。“舟山地下城市”就可以与日本最深的地铁连通起来。与韩国

的相连和相通比到日本去要简单一些，会更加方便和快速。

甚至还可以在渤海、黄海、台海和南海靠中国海岸线一侧建造一

条“海底地下高铁线”。这样设计和修建的高铁并不会切断任何的“龙

脉”。“龙脉”其实就是生态。我们不能再破坏生态了。生态是我们人

类生命赖以生存的供给系统。破坏生态其实就在破坏我们生物。所以，

打造“海底地下舟山”不仅是一个舟山发展的空间问题，也是一个人

类发展的空间问题。值得思考、创新、探索和试验。我们现在老是把

目光聚焦宇宙。其实更应该聚焦海底——它的海底地表和地下。宇宙

现在还是遥不可及的。进入海底虽然难度很大，但毕竟非常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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