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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生态视阈下的舟山群岛新区人居环境建设 

                      王 楠 

一、开放性下的增援政策 

1、增援政策的适用性 

增援一般适用于紧急情况下，调派其他资源来解决眼前的问

题。 

（1）舟山在面对新区开发的大环境下，各部分资源处于临时

启动状态，无法完全适应当前突变的文化环境。 

（2）在面对突发状况时，不同文化心理会做出不同的文化行

为反应。舟山的文化性格中有着全球性、动态性、应激性的特点。

最为关键的是，应激性的文化生态特点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转变

舟山建设主体和群众的价值观念，使之快速适应变化迅速的舟山

文化生态环境。 

（3）增援政策的发布和落实不仅可以带动一部分就业，同时

可以扩大舟山建设主体的建设视野，提高舟山建设主体自身的能

力，维持文化生态平衡，推动舟山群岛新区人居环境建设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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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增援政策是舟山群岛新区在文化生态视域下进行人居

环境建设的重要考虑方向。 

2、增援政策的实施 

具体落实增援政策，需具备的条件为： 

（1）政府的开放态度，对增援共同建设舟山群岛新区的包容

度。 

（2）审核增援质量的标准如何确定，审核标准的合理性以及

对舟山本地的适用性。 

（3）增援政策实施过程前，落实法律机制，以保证合理合法

解决冲突问题。 

（4）增援过程结束后，增援的流动以及本地对外地人员流动

需输出具备一定的能力。 

二、提高自身能力的建设 

增援政策尽管可以解决当前问题，却无法为 舟山群岛新区的

未来发展带来持久生命力。作为人居环境建设的主体，其自身建

设能力需具备与新区发展同等水平，或者同等以上水平。 

对于提高建设主体能力水平的方法大致相同，但站在文化生

态视域的角度上看待建设能力的问题，需抓住文化生态的核心。

人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基本单元，也是文化生态系统中的核心，

同时在人居环境系统中也居于核心地位。站在“人”的角度提高

建设能力，由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1、对新环境建设的公共文化宣传力度加大，提高建设者的认

识高度，同时在认识层次上要跨越一步。 

2、建设者对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内容要有新的认识，开放式

的建设环境必然要求新区整体能力的整体上升，单从建设本身入

手，无法完成此项系统性的工程。因此，要为全民服务，并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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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的力量建设整体环境。 

3、领导指导方式的转变。在全民共建舟山群岛新区的氛围下，

权利的收放成为领导拿捏建设平衡的一杆秤，因此领导方式成为

能力建设过程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 

三、外文化生态下的建设 

所谓“外文化生态”是指将区域文化生态整体排除在外的其

他文化生态群。在全球化视野下的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成为全

球文化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环节。因此，在自身文化生态下的人居

环境建设过程中，自身文化生态系统的变化必然受到外围文化生

态系统的感应。在共同的全球环境中，各个文化生态系统的共生

与竞争的状态将发生改变，因此对外文化生态系统的影响，要通

过自身建设过程加以引导和建构。 

1、共生的建设理念 

在人居环境的建设过程中，对于资源的索取要考虑到对外文

化生态的影响，如果出现彼此抢夺资源的状况，外文化生态系统

就会对建设中的文化生态系统进行攻击。因此，树立共生的建设

理念是保证自身建设的前提。做到不同文化生态系统之间的共生。 

（1）共生的发展前提。在新机遇的发展条件下，要对自身能

力和未来发展做出长远规划，其中共生的文化心理准备条件是实

施人居建设的基本前提。 

（2）共生的发展策略。共享国家提供的建设条件，建设友好

的区域关系，是人居环境建设的长远之计。 

2、竞争的建设准备 

在文化生态系统中，竞争是系统得以维持平衡的必要因素。

在共生的环境中，做好竞争的思想准备。在建设准备过程中，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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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以下能力。 

（1）认知能力提升。对环境转变过程的敏感因子做出及时的

反应，在竞争中处于先知先行状态。 

（2）应对能力提升。及时感知竞争是建设过程中的前提，自

身具备应对竞争的能力是关键。在上文中，具体的应对能力已经

概述。 

 在正确认识文化生态和人居环境的前提下，分析舟山群岛新

区建设过程中的问题，并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提出应对之策，这

是本章的主旨所在。同时，在本文的整体人居环境建构中，本章

的思考方向也渗入到其中各个环节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