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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浙商回归福地 

全永波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

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海上丝绸之路涉及 FTA（自由

贸易）和次区域合作两个层面，具体包括海上通道安全、海

洋资源开发、海洋争端解决机制安排以及相关的货币合作、

人文交流等。历史上，浙商作为重要参与者，曾为海上丝绸

之路的繁荣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并在港澳台地区、东南亚国

家以及中东非洲等地均留有大量足迹。长期以来，浙商始终

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800 多万在外浙商为推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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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近年来，浙商回归已经成为浙江

省政府的头号工程，也成为浙江引进内资战略的重要组成部

分。围绕国家在亚洲打造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

同体的战略部署，率先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浙商发展共同体、

浙商与国家发展共同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舟山作为

首个群岛新区，要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完善政策、多措并

举，全力推进浙商回归创新创业工作，把舟山打造成为 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浙商回归创业创新的福地。 

一、政府引导，畅通浙商回归通道 

一是优化浙商回归创业政策。政府要减少审批立项，简

化程序营造环境帮助企业、完善浙商回乡创业政策，让省外

浙商享受到与引进国内和海外投资相同的待遇，设立相关的

浙商回归投资园区。二是加强服务信息平台建设。关注重大

项目的提前谋划和主动推介，对于舟山的发展更要着重关注

临港产业相关信息，建立面向广大浙商的项目信息平台，推

进项目与资本的对接。三是构建长期战略合作通道。按照政

府主导、协会组织、企业参与的模式，举办形式丰富的常设

性论坛，如舟山人论坛，为在外浙商提供对话合作平台。 

二、创新机制，引进浙商回归产业 

一是科学规划产业布局。面向“十二五”及今后更长时

期，临港产业、旅游业应成为新时期舟山市经济发展的两大

主要产业，以高科技、高附加值出口加工业为辅助，打造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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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中转航运中心、区域性国际物流中心，建成以开放、创新、

包容为特色的国际自由贸易港区。二是大力发展涉海龙头骨

干企业。创新海洋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借鉴国外的成功发

展经验，引进和培育一批涉海龙头骨干企业集团。三是打造

舟山特色产业品牌。立足回归浙商优势，围绕舟山支柱产业，

积极培育和发展具有舟山特色的产业品牌，形成舟山品牌的

产业体系，为舟山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基础。如，引进一

批具有较高品牌价值的旅游类企业，打造以海洋特色为主打

的“千岛旅游”胜地。 

三、商会搭桥，倡导浙商抱团回归  

一是加强商会组织建设。参照温州商会、义乌商会的发

展模式，加强与在省外商会的长期联系，及时跟进商会动态，

重点把握代表性成员企业信息。二是打好“亲、乡、友”情

牌。要充分发挥浙商会的组织协调作用，推动企业抱团，服

务家乡建设。三是完善产权交易体系。要为抱团企业提供产

权信息、评估、交易、认证、注册等专业化服务。四是组建

企业发展联盟。加强企业联盟，内外合作，鼓励回归经济与

省外经济融合，发挥省内外知名浙商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 

四、搞活金融，助力浙商资本回归 

一是设立海上丝绸之路银行。浙商回归后的项目投资，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除企业自身外带回来的有限资金，金

融机构融资仍然是首选。二是积极发展民营银行。让民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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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参与竞争，通过竞争促使银行改进服务，降低贷款利率，

解决中小民企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 

五、完善载体，丰富浙商回归路径 

一方面，要做好项目资金引进服务。浙资要回归，项目

是关键。舟山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有利于发展港口物流

业、船舶修造业、海洋旅游业、海洋渔业及水产品加工业等

产业项目。一是编好招商引资重点项目库。二是建好浙商回

归投资互动网站，建立信息站，使回归工程常态化。另一方

面，要丰富浙商回归途径。一是项目投资方式的回归。包括

项目投资和股权购买，把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的高、新、大项

目带回家乡。二是总部经济的方式回归。三是智力合作方式

回归。发挥浙商企业自身的科研、技术优势，与家乡企业开

展智力合作。四是金融存款方式回归，将企业资金存回到当

地金融机构。 

六、加强沟通，优化浙商回归环境 

一是构筑发展平台。拓展回归浙商的发展空间，通过各

种途径和形式，加强与浙商的沟通和联系。二是完善联络平

台。健全完善浙商回归联络处等组织，协助家乡开展招商引

资、人才引进及其他合作交流活动。三是搭建回归项目落地

平台。为回归企业在土地供给、行政收费、财政扶持、劳动

用工、户口管理以及审批办证服务等方面给予优惠待遇。四

是加强参政议政平台建设。鼓励企业家参政议政，让回归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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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家参选各级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为他们建言献策提供机

会和舞台。五是营造重商亲商的人文环境。在电视、报纸等

主流媒体开设浙商访谈的专栏，大力表彰宣传一批管理科学、

敢于创新、业绩突出的回归企业，加强对第二代浙商人群的

思想文化交流。六是进一步拓宽海外联系渠道。继续坚持到

海外人才密集地区开展招才引智工作。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

路的重要节点，要抢抓机遇、积极进取、发挥优势，吸引广

大浙商真情回归、全情入驻、激情创业，为建设美丽群岛、

创造美好生活做出新贡献。 

 

                                          （责任编辑：王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