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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发展需要“四化”协同 

王建友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是一种区域整体的协调发展。由此看，

新区建设就亟需一种“四化”即“海陆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岛

群一体化”、“岛民市民化”的协调和同步的构建、推进和发展。 

一、空间布局：新区建设需要“三化”统筹 

1、海陆一体化 

海陆一体化就是海陆统筹发展，它产生海陆互补效应、合成效应、

创新效应。通过海陆联动发展，实现海洋资源优势与陆地经济优势的

有效结合。对于舟山群岛新区来说，由于舟山陆域面积小、产业发展

的腹地狭窄、市场有限，需要从临海产业发展、港口——腹地一体化、

交通线路通盘布局、跨海大桥（海底隧道）工程、海域环境综合治理

等领域，做好与宁波、上海、长三角乃至长江中下游的海陆一体化。 

2、城乡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即城乡统筹。城乡统筹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而且

是一个过程，它有两个维度，城市教化乡村，乡村升化城市，城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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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内化为一个整体。舟山群岛新区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要以跨海大

桥——公路变街道、海岛变乐园、山地变森林、村委变社区、岛民变

居民的目标要求，探索一条具有海岛特色的城乡一体化发展道路。 

3、岛群一体化 

所谓“岛群一体化”就是岛际统筹。基于舟山群岛的特殊地理环

境，在海水分割的自然环境面前，岛与岛之间有地理远近、交通、人

文、风俗习惯、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别。而且在产业发展方面，不同

的岛际之间形成不同的产业特色，往往在产业中心岛周围形成以中心

岛为组团纽带的岛群。所以，海岛地区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必须考虑

海岛的自然环境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而把这些岛群中心岛—

—外围看成一个以舟山岛为核心、其他岛为中心的“一核多心”格局

的整体，通盘考虑这类区域发展的特殊性，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 

二、居民主体性：新区建设需要“岛民市民化” 

1、城镇“化”渔农民 

此时的“化”是融化、纳入、教化；“岛民市民化”是一个有序的

渐进向城镇流动的过程，是岛民再社会化的一个过程，是海岛渔农民

的外部赋能和自身增能的过程。海岛居民向城镇流动的过程，在实践

层面是从社会分层、分化开始的，即通过海岛居民的社会流动（向上

流动、水平流动）向城镇移动、转移，获得新的发展能力并最终融入、

化入城镇。 

2、市民“化”海岛渔农民 

这个“化”包含内化、转化、使成为、使变成之意。“岛民市民化”

是海岛渔农民这一群体的市民内化的过程，其表象为城市化、城镇化，

包括：渔农民的身份的转变；职业的转变；思想意识的转变；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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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适应城市生活，内化为市民。因为海岛渔农民从渔村转移到城

市城镇将牵涉到生存、发展问题，渔农民转化为市民就是获得、适应

与市民一样的有尊严的生活，渔民需要从生存方式转型、生活方式转

型及思维方式转型等方面开始成为市民。 

3、全面“统同化”居民 

与城市居民相比海岛渔农民在享有权利上、福利上、待遇上，要

一统化、一同化。“一统化”即“统一、统筹、统领、连接”之义，“一

同化”即“同步、同时、同等、同一、共同”。海岛地区区域协调发展

并不意味着各个居民岛统统变成城市，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变渔农村

为城市”，而是让海岛地区更多渔农村居民实现生活质量的“一统化”

和“一同化”，通过城乡——岛际基础设施均衡、公共服务一统化、劳

动力就业一统化、社会管理一统化等统一配置，使广大海岛渔农民获

得与市民“一同化”的生产、生活质量，逐步减少、消除城乡——岛

际差异，即使部分海岛渔农民居民仍在偏僻海岛居住，但这只是居民

的偏好选择、职业选择，并通过美丽海岛建设、渔农村再生等方式实

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生活质量等同”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