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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沪合作的关键：寻找“平衡点”

黄建钢

一、舟山明确自身定位是舟沪合作的前提条件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舟山有一个问题可能是值得

注意的。舟山首先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变得强大。这个强大

不一定是 GDP，也不一定是级别、人才。那么我们要做哪里？

比如说，那时候我刚从北大到浙江海洋大学的时候，咱们学

校就有老师研究洋山港问题。当时我就觉得奇怪，如果舟山

早五年提出来这个问题，然后招商引资，将全球的产业吸引

过来，那么舟山港口就会先发展起来，但是舟山往往都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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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宁波晚半步。就目前而言，舟山现在得到了很多的“帽

子”，都是上级政府给的。但是舟山的发展，一直只是按照

上面的规划在做，缺乏了自己的思考。舟山曾经错过了两次

机会。第一是关于新区的问题。国家已经给了名字，叫“浙

江舟山群岛新区”。现在实际上是做成了什么呢？是做成了

“浙江省舟山市新区”。但是如果把“浙江省舟山市”和“浙

江舟山群岛”放在一起，是一个什么概念？很明显，这个概

念的范围被缩小了。如果是“群岛新区”，那么宁波的大榭

岛以及洋山港都应该是囊括其中的。“新区”一直都是一个

地理概念。舟山市只是舟山群岛里面的一部分，不是舟山群

岛的全部。其它的国家级新区都是这个跨行政区划的，只有

我们新区是在一个地级市的，而且是在一个小地级市的范围

之内。这对新区的发展与运作都是极为不利的。第二，是关

于自贸区的问题。别的自贸区都是跨行政区划的。而中国（浙

江）自贸区就把它放在舟山，它的运作缺乏相应的管理人员

的有效作为。因此，新区和自贸区的范围越来越小，发展也

越来越故步自封。

二、寻找合作平等点，促舟沪两地互动发展

舟山与上海的合作，首先要避开两个行政机构的合作。

舟山市与上海市之间的发展程度差异较大，合作难度相对也

大。那么舟山应该如何与上海平等的合作？我认为，舟山与

上海合作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寻找平等点”。但这个

“平等点”的寻找，是需要智慧的。在我看来，主要有这么

几个平等点：

第一，“新区”与“新区”之间的合作。“行政”跟“新

区”完全不是一回事，抛开这个行政市一级的现实情况，舟



山群岛新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间可以加强密切联系，沟通协

调，谋求双方共同发展。新区内也可以再找合适的发展路径。

比如说，雄安新区定位就非常的清晰，很多的规划内容都与

的现在的规划不同，它是“共产主义的试验田”。其实我们

也应该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新区到底“新”在什么地方？

要抓住一点，我们的“新”要“新”在国际接轨上的“新”。

第二，自贸区与自贸区之间的合作。舟山有中国（浙江）

自贸区，上海是中国（上海）自贸区。自贸区和自贸区之间

也是可以平等的。从自贸区的角度而言，我们虽然在某些方

面存在不足，比如说，两市的经济总量虽不一样，但是这方

面二者是处在同一水平上的。舟山可以通过加强自贸区合

作，来寻找与上海合作的平等点。

第三， “岛”与“岛”之间的合作。舟山是“舟山岛”

—本岛，上海是“崇明岛”。目前崇明岛在上海还没有受到

足够的重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去跟上海谈岛屿之间的合作

呢？崇明岛在长江口，而舟山岛是在长江口外。崇明岛是我

国的第三大岛屿，而舟山岛是我国的第四大岛，两岛之间的

合作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应该有这样一种思维，两岛

的海岛资源能不能互为所用呢？或者两岛共同去开发某类

资源呢？又或者崇明岛那边能不能建码头呢？这些问题都

值得去思考一番。

第四，高校与高校之间的合作。浙江海洋大学可以加强

与上海海洋大学的合作。大家一直觉得浙江海洋大学的学校

水平已经超过上海海洋大学，实际上，我们学校的水产学院

就是上海水产学院帮助建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两校之间

的合作提供了一些基础。与此同时，与上海海洋大学合作等



于是进入了上海市，那么我们的研究成果就可以跟他们学校

的教授交流互动，这样子对于两市之间的合作也会起到一个

推动作用。这就叫做民间先动。

第五，“大舟山”与“大上海”之间的合作。打造“大

舟山”发展平台，积极与“大上海”合作。目前时代正处于

21 世纪，这意味着什么？ “21 世纪”是一个什么概念？其

实，联合国的概念就是一个“海洋世纪”的概念。上海敏锐

地抓住了这个概念，而舟山虽然身在海中，但这个意识却很

薄弱。所以，我们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其实舟山应该再打造

港口。舟山要尝试在中街山列岛，也就是现在东极镇行政区

划内，以庙子湖、青浜岛、 东福山、黄兴岛四个岛为主，

打造一个新型的现代化的国际型大港口，一个真正是现代意

义上的自由贸易港。相比上海，舟山更接近国际化的大舞台，

更接近“洋中心”。所以舟山的发展不能仅仅在沿海边徘徊，

而应该进军东海，开拓海洋空间，下一步还要往太平洋的方

向前进。

最后，还有一方面，是要发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的影响

力，加强长三角区域之间的联系，从而在长三角整体规划发

展中推动舟沪合作的实现。普陀山要发挥积极的文化互动效

应，可以跟江苏灵山进行合作，也可以与安徽九华山合作。

以名山名寺之间的佛文化交流，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文

化基础，为舟沪协同合作提供现实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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