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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文化品位建设:以台湾为师 
 

                             陈 玲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是中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也是浙江

海洋经济发展的先导区和海洋综合开发试验区，同时国家授予舟山群岛新区在加

快开发开放方面先行先试的权力。鉴于近些年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对城市发展进行

了反思，不再盲目追求发展和不再信奉“GDP 至上论”已然成为全球趋势，因此

舟山群岛新区就如何发展必须做出战略选择。新区政府确立了建设“智慧型政府”

的改革目标，文化品位建设必将成为新区政府当下的最优选择，而台湾在这方面

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积极探索，也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教训；因此，以台湾为

师将成为新区文化品位建设的最佳路径。 

 

一、为何以台湾为师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文化让城市更有品位。一座高品质的现代化城市,必然需

要有文化品位,文化品位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是最高的城市品牌,但这个品牌必须

根植于和谐的、充满仁爱、宽容与谦让的人文环境，这当中文化气息浓郁、环境

优美、生机盎然的公共生活空间必须先行，科学的规划与有效的管理是有为的政

府提供的优质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其中“有为政府”的科学行政是再造公共

空间与公共生活发生的坚强保障。其中，台湾在此方面的探索为港澳与内地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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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好的示范：一座优质的城市，不是以高楼大厦和 GDP来衡量，富有人文特

色的夜市、民宿、二手书店和一片没有被破坏与污染的风景或许才是一座城市的

真正魅力所在，文化与生态是一座城市永续发展的两个车轮。 

随着 2008两岸关系的改善，海峡两岸的交往日益密切与逐渐深入，交往的内

容与范围日益广泛与多样，交往的方式与行为日益丰富与多元，其中以音乐与综

艺节目为代表的台湾有品位的现代文化进入大陆，加强了两岸文化上的融合与品

位上的认同与合拍。而身处东海前沿的舟山与海峡彼岸的台湾既是共处“西北太

五边形海域”又是一衣带水的，以及舟台同为海岛而与大陆分离的地理现实，因

此舟山在两岸交往中身处前沿而应当“首当其冲”，舟山应该当仁不让地走在全国

前列，加强舟台合作势在必行，文化交往理应先行。再加上致力于建设“智慧型

政府”的新区政府正在实施的“打造海上花园城市和改善民生等五大行动计划”

与台湾的管理建设似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加强新区文化品位建设应该以台

湾为师，向台湾学习。 

 

二、花园城市的首选：垃圾分类   

近年以来，内地不少城市包括舟山的公共空间及居民生活区的垃圾箱上出现

了“可回收、不可回收”等分类标识，但效果欠佳。因为不少民众无法分清这个

差别，或者压根没有这种意识，而不少清洁车来回收垃圾的时候，也是不分青红

皂白地一股脑地倒在一起，与管理者的初衷大相径庭。 

反观台湾的公共活动区域居民生活区，很少有垃圾分类的垃圾箱，因为“垃

圾不落地”，“垃圾在哪里，在居民手里”。 每天傍晚的固定时间就是台湾民众集

中交垃圾的时间，会有垃圾车专门来回收，居民会自觉地将垃圾分好类、打好包，

有序地投放。其中，居民会根据垃圾的属性将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普通垃

圾、不可回收普通垃圾等。 

台湾之所以做的如此好，主要是台湾上个世纪 80年代饱受垃圾围城之痛，以

及因垃圾没有进行正常分类与有序处理所引发的污染事件屡有发生，与民众冲突

不断等。台湾垃圾分类之所以行之有效，主要归因于行之有效的大众教育和严厉

的处罚措施。以台北市为例，1991年台北市就开始在小学推行垃圾分类教育，“小

手牵大手”，通过小孩子来影响大人，让垃圾分类的理念深入人心并成为一种生活

习惯。2000年台北市规定，居民倒垃圾必须按照“一般垃圾、回收垃圾和厨余垃

圾”的分类方法进行分类，清洁队与居民约定垃圾收运时间，如果赶不上时间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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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必须自己亲自到指定地点来投放垃圾。垃圾费随袋征收，谁倒垃圾谁付费，多

到垃圾多付费，少倒垃圾少收费，不倒垃圾不收费，随意乱丢乱倒垃圾将重罚。

由此，垃圾快速减量，产生的效果令人吃惊。 

舟山与台湾同属海岛，土地资源匮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高，垃圾的产量与数量将会与日俱增，这势必将会严重影响舟山人的居住环

境和旅游生态环境，也必然影响建设海上花园城市的目标。垃圾要减量，必须先

分类，而这一切必须由政府在不违背市场规律下来主导来推动。 

 

三、诠释大爱：无障碍通道 

一座具有品位的城市，要改善民生，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物质方面，更应该关

注民众的精神需求、安全需求、爱的需求与自我实现及超越的需求，特别是更应

该关注特殊人群的需要。对弱势群体的关爱，一定程度上集中体现了一座城市的

人文关怀。在内地的很多城市，你会发现残障人群貌似很少，主要是因为他们出

来不方便，主要是楼梯太多而电梯太少，即使有电梯，也因遥远以及根本没有视

障者的引导设施而无法起到特殊的作用。而在台湾，如果不想爬楼梯，你可以在

方圆 20公尺内找到电梯或者手扶梯。出行难，一直困扰着盲人和肢残人群，这在

大陆却是一种普遍现象。 

所谓无障碍通道就是指保障残疾人、老年人、孕妇、儿童等社会成员通过安

全和使用便利，在建设工程中配套建设的服务设施，包括无障碍通道（路），电（楼）

梯、洗手间盲文标识等其他相关的生活设施。其中，2003年，国家建设部、民政

部、中国残联联合发布的《城市道路与建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对此有严格的明

文规定。但现实生活中，无障碍通道基本上没有，即使有也是被其他占用或者不

畅通。 

舟山群岛新区在这方面可以“先行先试”。在新区热火朝天的建设中，设置相

应的无障碍措施的同时加大宣传力度，比照台湾，投入一些距离地面比较低的公

共汽车以方便残障人士搭乘。尽可能地保障残疾人安全出行，政府更要加强对无

障碍通道的管理力度，同时营造市民自觉维护无障碍通道畅通的氛围，将无障碍

通道的使用真正落到实处。一个让残障人士感觉到出行方便的新区，让全民感受

到照顾弱势群体的新区，一个“人民最大、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新区可以起

到什么高楼与 GDP都换不来的人心的整合作用并增强新区的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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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创造文化给力的软环境，培育文化品位的土壤 

    文化创意即是在既有存在的文化中加入创意，赋予文化新的风貌与价值。文

化创意产业简称文创产业，在各国叫法不同，如文化产业、创意产业、内容产业

等，它源自创意或文化积累，通过知识产权的形成与运用，具有创造财富与就业

机会潜力并力促整体生活环境的产业。中国大陆 2000年之后开始重视文化产业的

发展，特别是 2011年《中共中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定》的出台标志着大

陆文化产业的发展进入了“春天”。 

台湾的文创不但具有创意，而且深具人文内涵，充分发掘了台湾在文化传承、

创意的深入和融入生活等方面的内涵。台湾文创界不只有法兰瓷、琉璃工坊等国

际品牌，各地方也有文创小铺，吸进国际投资客慕名寻访。 

台湾文创产业之所以发达，因为政府提供了给力的软环境，也来自强大的民

间力量。台湾社会容许、鼓励以及支持有梦想的人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同时也“容

错”并赋予有梦想的人“试错权”。民间之所以会充满各种各样的达人，是因为社

会对达人更肯定，给予达人或“追梦人”更多的关怀与祝福，民众有时会直接用

消费行动来支持。开放的社会才有奔放的思维，自由的空间才有自由而宽广的创

意，宽容、宽松的环境才有可持续的、具有创造性与竞争力的文化产业。 

学习台湾的文创产业，更应该关注台湾如何通过“软治理”来打造整个文创

产业的“软环境”。“软环境”始终注重对人的尊重与关怀，始终给更多的草根阶

层和年轻人有施展自己才化的宽容、宽松的空间。而近期定海举办的《又见定海》

微电影大赛和舟山市举办的《呈现舟山》视频大赛，就是非常好的尝试与开始，

新区文化建设就是应该让更多的民众来参与。或许，舟山群岛新区已经开始了“先

行先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