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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台合作：建设“自贸园区”的路径思考 

 

胡 牧 

 

 在国家已经批准设立上海自贸区的今天，与上海自贸区

相邻的舟山群岛新区向国家提出申报“自贸园区”，从表面

上看是增加了申报的难度,但也无不是一件好事，只要舟山

“自贸园区”厘清发展方向，打好优势错位牌，与上海自贸

区可形成一种互补关系。在此我们认为可否提出舟山群岛新

区引进台湾成功经验，和台湾地区相对应的城市合作，如台

湾地区直辖市台南市，以此为路径，共建舟山“自贸园区”，

作为向国家申报要求批准的理由，值得我们思考。 

 

一、舟台合作的天时、地利与人文条件 

 1、两市同样面临历史发展机遇期 

台湾南部的台南市是座有着丰富海洋文化的城市，与舟

山群岛新区一样，都是中华民族最早开放的国际城市。舟山

群岛在 16世纪时就已经具备国际开放市场的六横双屿港，而

台南市的安平港，在一百多年前曾是台湾岛上重要国际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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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都接受早期世界资本自由巿场的洗礼。因不同历史原因

两市都经历了由盛到衰的过程，因此两岸民众具有相同的期

许，希望通过经济转型再创昔日的辉煌。   

2、优越的地理位置 

舟山群岛地处台湾海峡正北方，终年不断的季风和洋流

构成天然航道，是台湾出入大陆的重要门户。与正在建设中

的福建平潭经济区和已经实施的海西经济区相比，舟山群岛

的地理位置更接近大陆的长三角地区发达经济体，更具有海

峡北岸经济区地理优势。因此在舟山群岛新区成立舟台合作

的“自贸园区”，就是要利用舟山群岛的门户地位，提供一

个灵活多变的试水地带，探索试行两岸认可的管理机制，在

“自贸园区”可控范围里，为两岸不同制度融合提供缓冲的

中间体和实验特区。 

3、良好的人文资源 

回顾舟山过去那些年来的对台工作，涉台部门从最早从

七十年代，帮助台湾渔民，在舟山渔场生产时解决生产、生

活上的困难，到接待赴台湾老兵的返乡探亲与安家工作，后

来又为台商台资企业的发展提供投资指南服务，还有现在为

新出现的入台新娘做好联谊工作等等，积累了较为广泛的人

脉关系。同时存在于舟山群岛上的观音文化，更是连接海峡

两岸信众的桥梁。因此，舟台两地不但岛屿经济具有一定可

比性，而且地理人文相通，两岸人员交往密切、情节深重。 

 

二、建设“自贸园区”的基本框架 

1、深化两岸文化与学术交流 

台湾岛内政治派别对立严重，无论蓝绿阵营民众，在政

治上对大陆都有戒心。台湾成功大学丁仁方教授在总结多年

来往返海峡两岸所感受的是：大陆要搞清台湾的需求，在双

方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要多举办增加互信的学术交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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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学者的影响力。因此舟山群岛新区在实施推进“自贸园

区”时，要重点抓好浙江海洋学院港澳台所的建设；积极组

织开展两岸文化学术交流，为政府决策提供重要的学术交流

成果；积极支撑民间文化交流，佛教文化交流，逐步提升舟

山群岛新区与台湾地区的交流层次，形成在舟山群岛新区共

建“舟台自贸园区”的共识。 

2、借鉴台湾成功经验 

台湾地区长期来与美国社会保持友好关系，拥有和西方

社会良好人脉资源优势和地缘政治基础。台湾民众受教育程

度普遍较好，从而提高台湾社会的整素质，为台湾地区的发

展，打下扎实的社会基础。他们师从西方与时俱进，却也很

好完整地保留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是近代史上中

华民族最为成功的经济体，同样具有岛屿经济性质的舟山群

岛新区，借鉴台湾成功的经验，舟台合作建设“自贸园区”，

可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奇效。 

3、加强和台湾南部城市合作 

随着 2016年台湾地区大选，在野的民进党开始重视大陆

的经济优势。原民进党主席谢长廷到大陆访问，接着台南巿

的民进党市长赖清德也到香港访问，高雄市长陈菊到大陆四

城市访问，民进党内出现务实的大陆政策。今天的台南市是

台湾的文化之都，赖清德市长在香港之行中表示，为了城市

发展，愿到大陆访问。经济和文化还是两岸关系的重要纽带。

目前台南市正以“文化都市、低碳城市、种技新城、观光乐

园”作为城市发展目标，与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战略极为相

似，可以互为借鉴。 

 

三、舟台合作：先行先试、地方创新 

台湾作为经济发达地区，拥有一套完善的社会管理、公

共管理、政治管理等政府行政管理的制度，直接和大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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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则政治风险太大。因此在舟山设立“自贸园区”的关

键，不在于园区的规模大小，而在于海洋岛屿的封闭环境，

在可控的环境里容许试错，就可在先行先试的策略引导下，

全面引进台湾地区的经济管理体制。通过岛屿之间的联系，

台湾的优势就是舟山的优势，相通海岛地域文化将会减少管

理体制的摩擦。待舟山“自贸园区”吸纳台湾模式后，就可

提炼出一套成熟的管理机制，让台湾经济与上海自贸区相衔

接，并以此融入大陆经济，在大陆辽阔的腹地推进经济发展。 

 

 

 

 

 

 

 

 

 

 

报：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主要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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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岛新区管委会、舟山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