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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发展自贸区：应该另辟蹊径

张曼

自贸区设立以来，舟山发生了新变化。但是在自贸区里

的人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却未有异常惊喜，感受也未曾深刻。

实际上，舟山拥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质基因，包括独特的地理

中心位置、城市空间优势以及特色城市资源优势。没有哪一

座城市比舟山更适合发展自贸区了。但是在自贸区的发展过

程中，舟山却未能将这些资源好好利用起来，导致实际发展

现状与资源配置差距悬殊，一些问题也日渐显露。发展自贸

领导批示：

（批示与采纳情况请反馈）

2019 年 7 月 10 日

（总第 160 期）
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

内部材料 仅供参考



区是舟山人不忘的初心，也关系着舟山的未来。“原地踏步”

也对于舟山说，或许是一种更为稳妥的方式。然而自贸区若

要获得一个永久的发展，是必须要注入新鲜血液的，也必须

寻找一条全新的出路。这条未来之路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考

虑：

1、以打造综合型自贸区为方向，行产业遍地开花之径

自贸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征就是集中性和辐射性，要实

现这两个特点就必须打造综合型自贸区，而综合型自贸区则

需要多产业的入驻。尽管自贸区发展已有两年多的时间，但

是舟山的发展主体还是非常的少，自贸区内的产业仍然单一

化。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企业在自贸区注册本来就少，一些

产业好不容易在自贸区里落地，加上一些地方政策出于保护

小企业的需要，便对一些大企业进行拆迁。这种做法极不利

于产业的做大做强，也较难形成完整的产业区和产业链。另

一方面，是不够完善的营商环境。对于一个企业而言，如果

说设施条件是落地的基本要求，那么合适的政策则决定了产

业能否顺利长效发展。因此，要适当的放宽发展政策，为自

贸区内的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同时还要利用自贸

区的特色优势，吸引其他产业纷纷入户。形成自贸区内多产

业遍地开花的局面，打造综合型自贸区。

2、以打造油气品牌为方向，行发展油产品贸易之径

自贸区内油品产业贸易发展需要寻找新思路。当前舟山

的油品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一定成效，自贸区的原油储罐使用

率较高，也已获得了一定收入。但现在面临着一个难题，油



气产业发展库多油少。如何将剩下的仓库有效地利用起来、

化空为利是经营者和政府不得不考虑的事情。所以，政府应

该化被动为主动，争取建立油品交割平台。让油品产业的发

展不仅仅是依托新加坡供油，而是对比新加坡，主动争取中

东、南美，甚至是俄罗斯等地区的油品资源，获得更多的价

格优势。同时，还要简化油品贸易的海关审批流程。繁杂的

审批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的工作效率。舟山的油品业

可以仿照新加坡的做法，改“审批制”为“备案制”。

3、以与区域联动创新发展为方向，行区域一体化之径

自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区域之间

的联系相较以往更加紧密。而位于舟山的中国（浙江）自贸

区则可以此为发展契机，与上海自贸区联动，加强多方交流，

拓宽发展空间格局。

（1）自贸区交通一体化

交通是发展的一种思维，但不能仅局限于陆路交通，还

应该考虑空中和海上交通思维。目前甬舟铁路的建设已经提

上日程，但该铁路只针对客运。对于货运，运费又是一笔不

小的成本。所以，交通规划除了铁路大通道外，还应该建海

上大飞机场以及开通船运，从而实现和波士顿那样的港口空

港一体化，实现自贸区之间、长三角各城市间交通无阻。

（2）自贸区教育资源一体化

自贸区的发展离不开人才建设，优质的教育资源是人才

建设的基础。舟山的自贸区可以借助一体化国家战略，与长

三角其他地区包括上海自贸区共建共享教育资源，打造教育



资源实习基地，这也是自贸区招贤纳才的一种实践方法。

4、以优化自贸区格局为方向，行“箭型”模式之径

目前自贸区的结构体系还不稳定，区域划分相对分散，

力量集中有限。所以，更要在原先基础上，优化港口、码头、

锚地等空间的利用。从规划来看，整个舟山区域可以形成“箭

型”空间关系：一是以整个朱家尖区域为箭头，穿过东港、

新城、长峙、一直到定海、南部诸岛形成一个横向链。二是

向北从东港、展茅、一直到秀山、屿山、岱山再到嵊泗形成

纵上链。三是再通过蚂蚁、桃花、虾峙再到六横形成纵下链，

最终形成“一横两翼”的“箭型”发展模式，直射太平洋。

5、以特色自贸区为方向，行全方位自贸区格局之径

体制机制问题是自贸区的基础问题。全国自贸区的行政

管理体制总的是功能区加商务区，总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所以舟山的自贸区发展需要定位好自己的发展格局，这是发

展的第一步。产业和实践是发展的第一位。舟山的自贸区发

展，更重要的还是产业尤其是一系列主导产业的支撑与支

持。同时自贸区的竞争是一种全球竞争，舟山自贸区还要考

虑到与其他地区都是竞争关系。日后发展，自贸区建设要因

地制宜，突出自我特色，寻找差异性，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相

融合，产生绿色 GDP，这也是舟山的自贸区的特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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