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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陆海统筹的发展战略 

刘雪斌 

 

一、创新联动机制，实现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 

1、创新联动机制，冲破行政管理体制的界限，打破各行政区自成体系、封闭式

发展的格局，扩大舟山群岛新区与其他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以市场为纽带，以企业

为主体，整合区域经济、社会等资源，形成港——城互动、陆——岛互动、海——陆

互动的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协同发展，实现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产

业结构协调发展和优化升级，提高舟山群岛新区综合经济实力和在国内、国际竞争中

的地位，使舟山群岛新区资源服务内陆发展，成为中国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 

2、陆海差异化发展。海岛地区和陆地地区在资源、气候、交通等条件方面存在

着显著的差异，两者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资源禀赋条件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在陆海

统筹发展过程中，应该充分地认识到这些差异并加以利用，对陆海双方的发展条件和

潜力做全方位的评估和预测，因地制宜地差异化发展，分工协作，从而实现陆海发展

的双赢。 

3、陆海互补发展。陆海统筹发展过程中，陆海双方应该充分利用对方的优势，

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形成互补发展，从而促进陆海统筹的进程。如舟山群岛新区可以

为上海、宁波等城市提供优质的港口岸线资源（如洋山港），来解决港口建设过程中

深水岸线不足，缓解城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用地矛盾。同时，舟山群岛新区丰富的旅游

资源和水产品等资源也可满足陆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 

二、创新发展理念，开发建设陆海统筹魅力岛 

1、功能岛建设。通过陆海联动，实施“陆进海”到“海到陆”的发展战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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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陆海统筹发展意识，破除岛民狭隘思想意识束缚，加大开发开放力度，提升舟山群

岛新区整合国内、国际资源能力，打造成一岛一功能，建成若干功能岛，形成各具特

色的竞争力。 

2、开放岛建设。建立国际融合、区域合作、竞合发展的高度开放的岛屿建设理

念和制度。实现贸易产品国际化，贸易服务国际化，贸易营销国际化，贸易合作国际

化，智慧新区国际化。充分利用海洋开发桥头堡建设契机，强化区域合作，依托边境

口岸、边境城市发展，发挥政府的组织带动作用，以推进自由贸易园区建设和探索自

由贸易港区为契机，加强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开发开放舟山群岛新区群岛，通过陆海

联动，引进国内外城市，企业来舟山群岛新区投入技术、资金、生产要素等开发建设，

建设“一岛一城市”、“一岛一区域”、“一岛一国家”的品牌文化等，实现世界领先魅

力独特的舟山群岛新区。 

三、创新空间动态联动，实现海陆竞合永续发展 

舟山群岛新区陆海统筹发展，要创新空间陆海统筹动态联动，国内外联动发展；

陆海统筹多式联运集疏网络体系联动发展（水路运输、公路运输、航运运输）；陆海

统筹金融联动体系构建（民间融资、银行、基金）；陆海统筹信息、产业、文化、服

务体系联动发展（政务、市场、公共事务、通讯、旅游、服务、产业、政策等）。 

1、舟山群岛新区上海、宁波区域联动。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需要宁波和上海为

自己扩展国内和国际空间，而宁波和上海港口的发展需要舟山的深水岸线港口来扩展

国际空间，舟山群岛可以以此为驱动加强与上海和宁波的区域一体化联动，促进新区

发展。 

2、舟山群岛新区东西向一体化联动 

舟山群岛新区西向五边形——上海、舟山、宁波、杭州、嘉兴联动。这是在上海、

宁波、舟山三边联动基础上的第二阶段的区域联动，并依次推进向长江流域和其他国

家级新区联动，随着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沪、舟、甬、杭、嘉 3小时经济圈已

成为可能。在中国存在县域经济竞争情况下，突出合作竞争，充分利用各城市所在区

域的资源禀赋条件，加强资源要素、生产要素的流动，创新空间动态联动，为陆海统

筹发展打开陆域系统空间。 

舟山群岛新区东向五边形——舟山群岛新区、釜山、长崎、高雄、香港联动；西

北太区域五边形——舟山群岛新区到韩国、韩国到日本、日本到中国钓鱼岛、中国台

湾的联动；舟山群岛新区与东北亚通往太平洋联动，是从海洋经济角度，中国海洋开

发战略格局出发，同时又是舟山群岛新区走向国际，建成我国重要的海上开发门户战

略需要，通过与世界联动，扩展舟山群岛新区发展空间，实现海陆竞合的永续发展。 

四、建立港际联盟，实现陆海网状结构联动发展 

港际联盟是第四代港口功能特征，是陆海统筹联动发展的“节点”。李克强总理

在 2013 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海洋开发要坚持陆海统筹

发展，陆海统筹发展以港口为支点，实现四两拨千斤。港口发展，联动海域、区域、



陆域发展，以陆兴海，陆海统筹。港口的集散作用，是联动海陆统筹发展的重要纽带。 

1、建立港际联盟，实现陆海资源统筹发展。当前，第四代港口已经成为了世界

各个港口都争相追捧最新港口模式，而第四代港口的核心就是建立港际联盟，港际联

盟的最大优势是可以资源共享，港口及其腹地以地理区域为基础，成网状结构发展。

舟山群岛新区区位优势明显，以及其特有的深水港天然条件优势，以港口的代际升级

为方法，迅速建立第四代港口，建立港际联盟，实现陆海资源共享，实现陆海资源

统筹发展。 

2、发展建立港群结构。舟山群岛新区与上海、宁波建立港际联盟，发展舟山

群岛新区海洋经济。建立与上海小港群 （外高桥港、洋山港等）、 宁波港联系紧密

的“上海—宁波—舟山群岛新区” 三角形港群结构，优化现有宁波-舟山港港口结构

模式。利用联盟港的资源与技术拉动舟山群岛新区港口实现飞速跳跃式发展，建设保

税港区——自由贸易园区——自由港，从港口地理空间上努力实现与上海自由贸易区

的互补对接，在靠上海、杭州、宁波等拥有长江三角洲的广阔腹地的大中城市圈

中“挤出”自己的网状空间，并充分利用舟山地处太平洋国际运输的主航道上的

有利条件，加强与香港、高雄、釜山、东京、新加坡等世界级重要港口城市合作，

实现陆海经济发展共赢统筹发展。 

五、推进陆海产业联动发展，实现陆海产业的转型升级 

陆海产业联动是指资金流、货物流、人力流、信息流等生产要素在海陆产业间传

导与扩散的过程。一方面，陆域产业为海洋产业提供技术与物资支撑，陆域相关产业

的发展促进了海洋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海洋产业为陆域产业提供资源和产业新增

长点，进行海洋产品的深加工，提升其技术附加值。这两个方面相互作用，把陆域和

海洋的资金、劳动力、技术等整合起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陆海产业具有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特征。陆海产业通过技术可以相互促进。现

代科学技术发展推动海洋科技进步、海洋产业发展、海洋高新技术的发展也会促进陆

域科技进步和相关产业的发展，陆海产业通过技术延伸得到互动发展（见图 5-5）。

通过构建陆海产业链，将陆海产业有机的联系在一起，并加以优化，推动陆海

产业的联动发展。核心是陆海资源和产业在空间的互动，即将舟山群岛新区海

洋的区位和资源优势与陆域的人才、科技、产业优势互动，统筹陆海基础设施

建设、科技创新建设、人才资源配置、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促进陆海优势互

补、产业联动、协调发展格局。 

1、培育海洋新兴产业，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做强海洋服务业，建设海洋工

程装备修造基地，开发绿色环保新船型，着力构建海洋产业市场体系、培育海

洋产业链、建设海洋产业支撑体系、建立海洋产业政策体系。 

2、完善开放、竞争、有序的海洋产业市场体系，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发

展海洋产业电子商务、海洋产业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等现代流通方式，促进海

洋产业和各种要素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的自由流动和充分竞争。突破制度和观

念束缚，推进资源整合，“非禁即入”的金融政策，设立“金融特区”，允许金



融创新，推进大宗商品交易政策，减免税收政策，创新绿色产业发展政策等。 

3、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处理速度与效益的关系，调整

和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以科技创新为发展动力，技术创新，资源的循环利用，

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大力发展生产外包，逐步实现产业的国际化。 

4、充分利用各项优惠和特殊政策，完善海岛法律法规体系，健全海岛管理

制度。制定海岛利用与保护等综合性法律体系。推进舟山群岛新区陆海产业统。 

5、陆海空间联动，如海洋运输业的发展依赖于陆域沿岸港口、陆域仓储和

集疏运体系的配套发展;陆海技术联动，如海洋科学为海洋三次产业的发展提供

强大的技术支撑; 陆海生产联动，发展海洋咨询及信息服务业。通过信息化、

网络化技术联动海洋产业与陆地产业发展。海洋旅游业作为发展第三产业、开

发具有区域特色的海洋生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城市观光、海上运动等滨

海旅游项目，建立以舟山群岛新区的海洋旅游网络，服务陆域发展。 

6、克服陆海产业之间相互制约的现象。陆海产业统筹发展要趋利避害，充

分发挥陆海产业发展中的积极因素，避免或者减少陆海产业发展中的消极因素，

使两者联动发展。 

六、加强“数字海洋”建设，推进陆海统筹“生态圈”发展 

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让现实网络效应的成本更低、效

应规模更大，对现今很多传统行业的竞争战略产生颠覆性和爆炸性的影响。可以预测，

以大数据为特征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将对现有的产业格局和空间概念进行从新洗牌，抓

住“大数据”，认识“数字海洋”平台，培育和适应“数字海洋”生态圈，催生小前

端、大平台、富生态为特征的新海洋经济产业运作格局，将是未来舟山群岛新区陆海

统筹发展关键性的战略思考之一。 

整合国内外海洋科技资源、构建海洋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建设，搭建信息共享服

务平台，加快开发海洋电子信息产业（海域、海岛、海陆），利用物联网、云计算和

智能终端等现代技术，充分发挥海洋工程技术、提高海洋保护开发和技术支撑能力，

推进“数字海洋”，带动“海陆空”经济全方位发展，实施陆海统筹发展，实现国际

科技智慧岛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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