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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 

 

孙建军 王文洪 吴似真  

 

2013年 10 月 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

“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 11 月 12 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

明确指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2013 年底召

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指出“建设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海

上通道互联互通建设，拉紧相互利益纽带”。2014 年初，中国同印度、

斯里兰卡就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达成共识，这意味着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的战略步骤迈

出了第一步。这对于加强我国和东南亚、南亚国家海洋经济合作，最

终形成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示范作用。 

    面对我国重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开放新平台的战略机

遇，舟山群岛新区理应在承担国家战略使命的过程中，立足自身地理

区位条件优势，积极主动地争当排头兵。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原因： 

一、舟山群岛新区优越的地理区位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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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扼中国东南沿海航路要冲，历来是古代中国对外交

往的主要港口，浙东和长江流域的出海门户，在历史上曾一度兴起成

为海外贸易的重要商埠。从环太平洋地区来看，舟山在历史上长期是

中国通向日本、韩国、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的重要通道，为“海上丝

绸之路”的中转站。如今，舟山地处我国南北航运大通道和长江黄金

水道入海口的“T”字型交汇区域，与东北亚和西太平洋一线主力港口

香港、高雄、釜山等构成近乎等距离的扇形海运网络，且处于扇轴点。

这样的地理区位恰恰是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的交汇地，具有明显的区

位优势，十分有利于转口贸易、对外贸易的发展。目前，途经中国的

7 条主要国际海运航线有 6 条经过舟山海域就是明证。 

放眼 21 世纪，西北太平洋地区将影响甚至主导全球发展方向，在

“西北太”海域内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中国、朝鲜、韩国、日本等国

家，以及中国钓鱼岛、中国台湾地区共同形成一个接近规则的五边形，

是东北亚通往太平洋从而走向世界的咽喉要道，而舟山群岛新区恰好

处于五边形的核心位置，是西太平洋的“核心区”。此外，随着环杭州

湾东方大通道建设，舟山往上海的北向快速通道打通；随着舟山南向

朱家尖—桃花—六横桥隧工程的建设，以及对接宁波梅山的六横跨海

大桥贯通，舟山即将成为东部沿海跨海大桥高速带的枢纽，其地理区

位优势更加明显。因此，舟山群岛新区要争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排头兵，首先是由其优越的地理区位条件所决定的。 

二、舟山群岛新区承担的国家战略使命所需 

2011 年 6 月 30 日，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区，这

是我国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2013 年 1 月 17 日，国

务院正式批复《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明确了舟山群岛新区作

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先导区、全国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长江三角洲



 

 3 

地区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三大战略定位”和中国大宗商品储运中转

加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

基地、海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和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五大发

展目标”。 

承担“三大定位、五大目标”的国家战略使命内在地要求舟山要

积极主动地参与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然而，目前，舟山群

岛新区建设仍然面临着项目引进不强、开放力度不够、要素支撑不足、

比较优势不固、合力氛围不浓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尤其是依靠内力推

动的“小马拉大车”的总体格局没有得到根本性地扭转，新区建设实

实在在的拉力明显不够。比对其他国家级新区的成功经验，舟山群岛

新区能否早日实现国务院确定的“三大定位”、“五大目标”的战略使

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依托对外开放新平台，尽快形成以开放促改

革、以改革带发展的“外力”拉动格局，为新区发展倍添“活力”。当

前时期，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新建立的非常重要的对外开

放创新平台，舟山群岛新区理应抢抓机遇，争当排头兵。 

三、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实施所迫 

作为一个拥有 300多万平方公里海域、1.8 万公里海岸线的大国，

建设海洋强国既是发展之要、民生之需，也是中国海洋权益维护和拓

展的题中之意。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各

项海洋事业也稳步推进，为海洋强国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为此，党

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指出，我国应“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

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

国”。从中可以看出，国家推进海洋强国建设的具体路径为发展海洋经

济，手段和措施是不断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这是发展海洋经济的

保障，但前提是急需解决我国面临的重大海洋争端问题，以坚决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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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及海洋权益，并保障实施海洋及其资源开发的安

全环境，从而实现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及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2013 年

7 月 30 日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海洋强国进行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强调了建设海洋强国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然而，当前我国海洋产业结构的趋同现象比较突出，临海工业和

海洋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海洋资源局部开发过度与总

体开发不足的矛盾长期存在；海洋管理存在“龙多治海不显灵”的现

象，海洋综合管理和服务的体制、理念、方法与措施还有待于进一步

改善；支撑海洋事业发展的科技创新还需要进一步加强；维护海洋主

权和深化国际合作的力度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大。可见，中国要实施海

洋强国战略，实现由海洋大国向海洋强国迈进的梦想，任重道远。显

然，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加快推进“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抓

手。作为唯一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作为一个海洋经

济比重全国最高的地级市，舟山群岛新区理应以时不我待的勇气争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排头兵，最大程度地释放其海洋经济发展潜

力，加速成为我国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为

全国率先探索出一条具有鲜明海洋海岛特色的海洋经济转型升级新路

径，从而成为我国深耕海洋的战略“基点”，与其他沿海经济区一起助

推实现海洋强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