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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海洋产业发展的路径选择 

刘景龙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海洋产业结构呈现“二、三、一”的格局分

布，出现二、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的发展趋势，摆脱了传统产业结构

片面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发展的局限性。但是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海洋

产业还存在港口物流业综合实力不强、海洋旅游业缺乏特色、传统渔

业有待转型的“瓶颈”问题和“棘手”现象。为应对上述问题和现象

必须进行舟山的港口与国际一流的航运中心接轨，新区应大力发展海

岛特色旅游，努力建设舟山“海洋牧场”推进海洋产业的合理、持续、

和谐发展。 

一、“港”:接轨国际一流航运中心     

舟山拥有国内外罕见的港口条件：深水良港，港域宽阔；群岛组

合，避风避浪；航门众多，航道深。随着跨海大桥的建成，交通条件

的改善极大地增强了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集聚效应，舟山步入了“大桥

经济”的时代。而“港、景、渔”是舟山发展的凸显优势，在经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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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发展的时代放在第一位的理应是“港”。以前港口的主要功能是以中

转为主，而随着跨海大桥的启用，舟山港口的集散能力不断提升，这

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舟山——宁波港一体化的进程。 

通过区域联动和错位发展，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舟山港口的对外竞

争力和拓展港口发展的综合实力，有助于实现“以港兴市”的战略规

划。同时,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批复，使人们看到了舟山的未来——现

代化港运城市。推进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必须充分利用港口和岸线

优势。实现“区、港、路”三位一体的联动效应，这里面所谓的“路”

是指公路、空陆甚至是铁路，所以在舟山建设一条适合物流中转的铁

路，实现与路上物流链的对接是十分有必要的。舟山群岛呈现出多层

岛链形态，多深水良港、黄金岸线。在我国海域经过的 7 条主要国际

航线有 6 条途经舟山。舟山海域有可供 15 万吨级船舶进出的航道 13

条、可供 30 万吨级船舶进出的航道 3 条。 

舟山海域是包括上海港、宁波港在内的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枢纽。

以舟山为“基点”，充分利用 500 海里等距离的扇形海运网络，加强与

亚洲的国际一流航运中心釜山、长崎、高雄、香港、新加坡等港口的

合作。通过完善航运体系、信息服务体系，加强港口的数字化、智能

化建设，把舟山港打造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物流中心、港口中心、

航运中心，成为中国第一个物流中转岛和国际“枢纽”。把“浙江舟山

群岛新区”打造和建造具有开放港、大宗港、免税港、枢纽港、公共

港、城市港、新区港、有机港、智能港、文化港为主要特征的“第三

级港口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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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景”:大力发展海岛特色旅游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第三产业主要是以“景”为特色，主要由海

运、滨海旅游、海洋服务等构成。目前，舟山旅游市场处在开发程度

较低的旅游观光阶段，海洋旅游资源利用粗浅。在旅游产品深度开发、

完善配套基础设施、增加客流、提升人均消费比等方面有很大提升空

间。 

普陀山虽为佛教的四大名山之一，其在旅游内容上、经营的方式

上、旅游开发攻略上与国内其他佛教旅游场所并无明显差异，都是以

烧香、拜佛、许愿为主，缺乏特色的经营方式。因而，对舟山的群岛

旅游资源优势进行优化整合，提升深度旅游质量，目标定位海洋休闲

旅游、佛教禅修等特色品牌，重点发展舟山的旅游业。充分、合理利

用“群岛”和佛教文化资源优势，以品牌塑造、错位经营、特色发展

作为舟山旅游差异化发展的核心优势和主线，使舟山的群岛特色旅游

成为享受之旅、体验之旅和回味之旅。发展旅游产业集聚，创建海洋

旅游度假区，打造“嵘泅列岛、普陀山一朱家尖一桃花岛一沈家门”、

岱山蓬莱仙岛和定海古城四大旅游集聚区，积极创建省级乃至国家级

海洋旅游度假区。创新营销方式，打造新区整体旅游形象品牌。 

三、“渔”:努力建设舟山“海洋牧场”  

舟山以“渔”为特色的海洋第一产业主要是由海洋捕捞和海水养

殖构成的。海洋渔业开发的不合理、捕捞过度以及工业污染，致使渔

业资源不断锐减，甚至是物种的濒危。东海“渔仓”的舟山渔场已“仓”

中无鱼可捕、可捞。21 新世纪海洋渔业发展的择优之选是开发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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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牧场。我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已有过进行海洋牧场开发建设的设

想，并在 90 年代有学者建议在南海水域发展海洋牧场。21 世纪以来,

世界海洋渔业资源已到了可捕量的极限。从现代渔业的发展趋势来

看,21 世纪海洋渔业发展的主要方向将是资源管理型渔业,而海洋牧场

则是资源管理型渔业的主要方式之一。 

海洋牧场是一个新型的增养殖渔业系统,即在某一海域内,建设适

应水产资源生态的人工生息场,采用增殖放流和移植放流的方法,将生

物种苗经过“中间育成”或人工驯化后放流入海,利用海洋自然生产力

和微量投饵育成,并采用先进的鱼群控制技术和环境监控技术对其进

行科学管理,使其资源量增大,有计划且高效率的进行渔获。舟山群岛新

区进行海洋牧场的建设符合强烈的社会需求、符合政府的产业导向，

也具有强有力的科技支持以及优越的自然条件。在“海洋牧场”的建

设过程中要实现“四建一化有序、和谐、生态、高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