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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争当“海上丝绸之路”排头兵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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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化责任意识，勇挑历史使命 

尽管在历史上舟山仅仅只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重

要区域节点，但是历史发展到 21 世纪的今天，舟山群岛新区被赋

予了承担“三大定位、五大目标”的国家战略使命。面对我国重

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开放新平台的历史机遇，舟山群

岛新区需要在思想上充分认识到：积极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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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建设，将事关海洋强国战略的有序推进，事关新区国家战略

使命的顺利实现，事关舟山百万军民的共同期盼。并在实践中强

化责任意识，勇挑历史使命，积极主动地争当 21 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排头兵。 

 

   二、强化前瞻意识，加大研究力度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它不仅仅只是

一个经济范畴，它将涉及到海洋经济、科技环保、防灾减灾、社

会交往、文化交流、政治外交等众多方面内容。为此，在中央提

出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尚处于破题阶段之际，舟山群岛新

区应该强化前瞻意识，充分整合市内外研究力量，正确把握好发

展定位、研究定位和问题定位三者之间的关系，从经济发展、文

化交流、政治外交和历史变迁等不同视角，加大 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研究力度，提出可供国家参考借鉴的建设性意见和建

议，为积极谋划参与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打下坚实的基

础。 

 

三、强化主体意识，发挥自身优势 

争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排头兵，舟山群岛新区要在立

足区位优势的基础上，强化主体意识，充分发挥新区政策优势，

在国家统筹补充耕地、凭海域使用证书按程序办理项目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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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部联席会议制度、陆海统筹发展等方面先行先试，积极探索可

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要充分发挥举世罕见的深水岸线资源

优势，大力发展以大宗商品为主体的国际贸易，建成我国大宗商

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不断提高我国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

和国际话语权；要充分发挥海洋产业基础优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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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充分

发挥举世无双的普陀山观音文化优势，做深做精文化旅游，强化

对东南亚的辐射带动；要充分发挥举国少有的生态海岛环境优势，

坚持开发与保护并重，切实加强海洋海岛资源管理，全力打造海

洋海岛综合保护开发示范区，全面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四、强化竞合意识，全面参与建设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国家对外开放的重大战略，是一

项需要境内外不同国家和地区共同参与、涉及领域比较广泛的系

统工程。目前，东盟各国、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以及山东、浙

江、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份已经做出了积极响应。可以预判，

当前时期，推动沿线地区发展港口经济和自由贸易园（港）区，

将是重构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然路径，从而为其“培植

生长点、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战略步骤实施奠定基础。因此，

当前时期，舟山群岛新区要争当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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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核心任务就是要强化竞合意识，站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升我

国国际竞争力这一高度，积极争取国家尽早批复设立自由贸易港

区。在此基础上，努力争取成为沿线不可或缺的“海上驿站”，同

时，积极谋划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经济合作新框架、

新平台、新路径和新载体，有效开展国际招商、投资、贸易的跨

海合作，密切经贸、旅游、文化和人员往来，开展高规格、高质

量的历史研究及学术研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