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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研究中心

论“五岛”共治及对舟山发展的时空意义

徐士元 王 泽 李 勇

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又恰逢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需要实现舟、台、港、澳、琼

五个海岛之间的协同发展。我们把党和国家对港澳特别行政区、台湾

地区、海南省、舟山群岛新区的统筹治理简称为“‘五岛’共治”。

舟山群岛新区要想实现健康、快速、科学发展，就要趁势推动和推进

这个共治，也需要有更多的共识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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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岛”共治促进内外“双循环”

此“治”是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循环为主、国内国际经济“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舟山群岛新区作为国务院批准的我国首

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战略层面新区，在“十三五”发展期间，

大力发展了海洋经济。海洋经济总量稳定增长，产业结构持续完善，

预期到本世纪中叶 GDP 将超万亿。同时，它又带动了浙江和长江经济

带的发展，并与其他四岛形成我国南部沿海经济带的发展——既对内

促进了北部沿海地区和广大及纵深内陆经济的发展，又对外带动了周

边国家乃至全世界的经济发展。这既深化了对外开放，也奠定了中国

作为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2、“五岛”共治中推进祖国统一

此“治”将促进台湾回归，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在“五岛”共治

之政治建设中寻求台湾和平回归的契机，也是促进香港特别行政区健

康、科学、持续发展的不二之选。舟山群岛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要节点，海南岛作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战略支点，港澳

台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五岛”的统筹发展，既可以促进“一带

一路”从倡议到共识、从理念到实践，从而推进世界共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3、“五岛”共治中践行“民本”思想完善治理体系

此“治”有利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动社会发展。“五岛”积

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港澳台与海南、舟山互学互鉴，通过更多类型

的社会组织推动社会发展，在践行党的民本思想中为民谋福祉，使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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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五岛”社会建设协同发展，

有助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提升治理能力和为民服务水平，有助于促

进国家和平统一，发展好中国，贡献于世界，共赴大同。

4、“五岛”共治中以文化辑和于内外

此“治”有助于新时代文化互动，扩大文化影响力。发挥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功能，实现“五岛”文化相融和互动。在海洋

世纪这个大背景下，舟山群岛新区积极推进海洋文化高质量发展，在

建设海洋强国中具有重要意义。港澳台坚持新时代下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以人为本，着力提高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使全

社会不断提升新的精神高度和新的审美境界。“五岛”文化统一有助

于增加文化输出、增强软实力，扩大我国文化影响力。

5、“五岛”共治中加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此“治”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成就海洋生态建设示范区。海南岛

作为国际自由贸易岛，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更好的发展旅游等产

业。台湾可借势促进产业调整和生态绿色发展。“十四五”时期，舟

山群岛新区以长江经济带沿线 11 省市联合开展长江流域环境治理为

契机，加快创建海洋生态建设示范区。“五岛”生态文明建设，能够

打造中南部沿海生态建设示范区，对内作标杆对外作明信片，共同建

设美丽世界。

6、舟山应在“五岛”共治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新时代背景和“五位一体”的要求下，“五岛”及沿海区域协

同发展势在必行。舟山作为中国东部重要门户，区位优势明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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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战略地位和发展层次十分重要。舟山发展必定有利于推进“五岛”

共治协同发展。舟山也在推进“五岛”共治中发展自己。同时，也要

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舟山的科学、快速发展

不仅有利于带动腹地的持续发展，还可以发挥长江经济带与海上丝绸

之路转换节点上的“龙头”“龙眼”战略优势。

7、联合“舟台港澳琼”进行“五岛”共治

这不仅将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对外辐射，也有利于在中国大陆和国

际之间多了一个过渡带。这不仅带动了周边国家发展，成为国家对外

发展的重要窗口，促进国家的经济外循环，也提高了国家战略资源安

全的保障能力。

舟山正在发展成为为一个现代化城市。作为对外开放的海上门

户，其发展日新月异。积极倡议组建中国中、南海上“五岛”共治带，

是舟山群岛新区发展的有一次重大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新时代“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特别需要“舟台港澳琼五

岛”的共治。世界经济重心、政治格局、全球化进程、科技与产业、

全球治理之变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在统筹推进新时代“五位一

体”的总体布局中，国家应努力推进这个海上“五岛”的共治。它们

的共治其实又是“海洋强国”的基础和前提。它们的共治又关联南海、

台海和东海的海域管理、开发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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