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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制：“舟山群岛新区”管理体制探究 

黄建钢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自然地理基础是“群岛”，所以

“群岛”的自然地理特征、条件和环境决定了“群岛新区”

的基本运行方式。离开了“群岛”的自然环境去设计“新区”

的体制，就失去了“群岛新区”的特性、特征、特点和特色。

这就决定了“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管理体制也要充分考虑

到独特的“岛性”和“群性”。围绕着一个特别的“岛性”和

“群性”及其“岛征”形成一个特殊的和综合的管理体制,我

们把它称为“岛制”。 

这是一种新近露出水面的概念和理念,它既要以行政管

理体制为核心，但又不能以行政管理体制为局限。这也需要

进一步整体和深入的构思、构想和构建。由此形成了如下基

本想法： 

一、“大岛+组岛”制 

这既是对“新区”管理的最小单元的确定，也是对“新

区”管理的系统网格的选择。这个新区不仅是由“岛屿”及

其“岛群”组成的,而且它运行也应该是与岛屿及其岛群有关

的，甚至还是要围绕岛屿及其岛群展开的。所以，“群岛新区”

的自然属性和概念就是“岛屿”。“岛”是其中最小的自然地

理细胞单位，而“海岛”的自然生态又有“一岛”和“组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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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层机理。这必然要形成一个“岛联合体”的机制和体制。 

二、重构行政区划 

这是对行政管理机理、形态及级别的设想。在“群岛新

区”里，要重构这样的行政管理结构：除了“舟山本岛”可

以达到“副地市级”级别外，一般的“大岛”都只有“副县

级”的级别，而“一般的岛”却只有“乡镇级”的级别。其

中，无论是副市级，还是副县级，或是乡镇级，都是直接归

“舟山市”管辖,由此形成一个以“岛”为基本单位的偏平化

的运行和管理方式。 

三、配置“大部制” 

这是对新区的“管理口子”的思考和策划,要把相关性程

度高的部门组合在一起,既可以按照“社会管理”和“经济管

理”两大维度来构建“大部制”，也可以按照“法律管理”和

“政策管理”的思路来归类“大部制”。关键在于政府，不仅

副职要少配，而且副职管辖范围内的事务要成系统，还有就

是职能要添加服务的内容。这就要求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由

主要是管理职能转变为以服务职能为主和以管理职能为辅的

机制。 

四、自由贸易体制 

这是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思考，是一种崭新的管理机制探

索。它是通过“免税”或“保税”等形式而构建的一种管理

体制,其主要特点就是自由度高，甚至很高。这是一种用“自

由”的方式来管理的体制和机制，而不是一种不要管理的体

制和机制。 

五、“小政府”体制 

建立一个“小政府”体制，既是一个国际趋势，又是一

个行政改革的难题。 “政府”可以“小”，但不能“弱”，而

要更“强”。“政府”的对应体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二

是“市场”。其中，“政府”该不该小，是一个问题；而“小”

到什么程度和怎么小，则是另一个问题；把“政府”打造成

为“群众政府”、“咨询政府”和“决策政府”是其关键。 

六、新城镇化体制 

如何从硬件上探索城镇化是一回事；而如何从软件上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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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城镇化则是另一回事。这涉及“新区”加强管理的顺序和

程序的问题。它主要是要加强和强调一种人的而不是单纯物

的城镇化问题，并且还是一种先有人的城镇化后有物的城镇

化，只有人的城镇化才有物的城镇化的机制体制。要形成“一

岛一城”或“一岛一镇”的格局，要以“城镇化”的思路来

建设一岛和群岛，可以形成一个“地中海式”的“岛城”和

“岛镇”以及海上“群城”和“群镇”的态势。 

七、社会综管体制 

“新区”要在“综合管理”上积极探索。要树立一个“大

社会”概念。“大社会”是一个“整体社会”、“有机社会”和

“综合社会”的概念。其中，各个要素之间特别是一种有机

的联系和结合。任何一个因素的变化都会引发整体和综合的

变化。在新区中，它又包含有两个整体性涵义：一是“一岛

整体”，二是“群岛整体”。尤其是对“群岛整体”的理解一

定要到位，要防止那种“多岛散体”的出现。所以，既要树

立“一岛一个社会”的概念，又要树立“群岛群组社会”的

理念。 

八、“岛海一体化” 

要形成一个“岛海一体且联动”的概念和状态。这也是

“陆海统筹”的一种起步和变相甚至变异。它强调，既要以

管理“海岛”来管理“海域”，又要以管理“海域”来管理“海

岛”。要形成一种以海岛运行带动海域开发和利用的机制和态

势，以海岛带动大陆开发和发展的机制和态势。这既是“陆

海统筹”内容的基本思路，也是“海陆统筹”战略的基本内

涵，或是“长三角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的基本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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