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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亟需另一个“新经济带”：沿海经济带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 黄建钢

经济发展的方式其实比生产工具的发展还要重要。经济发展的方

式在原来、传统“点域经济”的基础上又发展了“面域经济”和“带

域经济”。“带域经济”实际就是“交通带经济”。人类的“交通带

经济”依次“河路经济”“陆路经济”“海路经济”和“空路经济”

发展的。中国以前有“铁路经济带”，后来有“高速公路经济带”，

现在有“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经济”。突然发现，国家还需要

建设一个“沿海经济带”。

一、沿海经济带：一种“带面经济”

这是一个建立在 1.8 万公里海岸线上的“经济带”。国家现在从

经济发展的布局上看，“点经济”比较多，“线经济”也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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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面经济”很少。现在，“面经济”有“长三角研讨会经济”

“粤港澳经济”“京津冀区域经济”。而“沿海经济带”是一种“带

域经济”——一种集“点经济”“线经济”“面经济”于一身，比“线

经济”要宽，比“面经济”要长，链接 N 个“点经济”的经济共振的

经济状态。中国现在有“沿海经济”和“沿海开放经济”，但只有“点

开放”，而没有“线开放”，也就尚未形成“沿海带经济”。把各地

的“沿海经济”整体化、系统化和有机化之后就形成了“沿海经济带”。

由此将构建我国经济的几级层次：深内经济、内地经济、沿海经济、

海洋经济、海外经济。这是依据与海的距离角度确定的经济层级。这

在“海洋时代”里很有必要。在“海洋时代”里，海洋是重要的综合

资源。政策要依据海洋资源的不同而不同。支撑“沿海经济带”的思

维就是陆海统筹或海陆统筹思维。这个思维已有“一带一路”的应用

二、“沿海经济带”分为海岸和海上两部分

这个“沿海经济带”与一般所理解的“沿海经济带”不同。一般

的理解是“线状”的，且是在岸上的。我们的理解是“带状”的。“带”

比“线”要宽。但“宽”多少呢？以前没人论述过。应该由陆上和海

上两部分构成。现在说的都是“海岸经济带”，而且很窄。1982 年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经告诉我们，每个国家都有 200 海里的“经

济专属区”。它是“海上经济带”的法律依据。而且，它与“陆上经

济带”还会发生强烈互动。但对“海上经济”的内涵还需要挖掘。船

在那里开来开去，原则上不属于海上经济，最多叫“海洋运输经国家

国家济”，“造船”原则上也不是海洋经济。只是从海上走出去的一

个交通工具。它如同“汽车经济”和“汽运经济”。“运输经济”作

为主体经济开始时是有的，但后来慢慢就变成了一种“辅助性经济”。

其实，“实然海洋经济”只是“应然海洋经济”的九牛一毛。“海洋

经济”还需要创新和开发。

三、要构筑以琼—台—舟为主的海上经济带

现在有“海南经济”“台湾经济”和“舟山经济”，但还没有“琼

—台—舟海上经济带”概念。战略家早就指出过，这三者可以构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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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国海上国防防线。其实，国防上的要点也是经济上的要点。“海

洋经济”发展最早都是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现在已经进入“国

家战略要地”。这需要用“军民融合”的思维处理“战略要地”与“经

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现在要构筑一个以海南岛、台湾岛和舟山群岛

为主体的“海上经济带”，而且，在这个经济带上的大学是我们中国

的大学——高等教育又向海洋走进了一步。不仅是名称上要有“海

洋”。其实，这个“经济带”最早就是在我们的海洋战略上——在国

防战线上的一条非常重要的“海上国防线”。所以，台海问题为什么

那么重要？台湾是我们海上防线一个非常重要之点。战事时候的战略

要点一定也是经济发展的经济要点。“军民融合”不仅是军产民产的

关系融合问题，也是在一个区域中，军事设施与民间社会的发展要融

合的问题。舟山以前是中国的海上“要塞区”。现在是“海洋经济主

题新区”。“海洋经济”是“海洋战略”在 21世纪的新说法。

四、要构筑海岸线以内 370 公里的海岸经济带

同时，我们还需要构筑一条海岸线以内 370km 的海岸经济带。我

们不要把“海岸经济带”看得很狭窄了。把“带”看成是“线”是一

种战争思维。“线”与“带”的区别在于，“线”几乎是没有“宽度”

的，而“带”要有“宽度”。这个“海岸经济带”要有 370 公里“宽”

度，沿海各省，如吉林、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东、江苏、福

建、广东、广西。它们的宽度一般都在 300 公里左右。我们要在这个

“带”上整体构筑和运行一个“海岸经济带”。海陆统筹首先应在这

个“带”上得以实现，然后再在全国推广。但现在的领导干部普遍缺

少这种思维。

五、把台岛打造为中国“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现在沿海城市都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为“全球海洋中心”。但“全

球海洋中心”首先应该落在与大陆有一定距离的“海上经济带”。由

此就会想到，台湾岛是中国面向太平洋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最

佳的地方。既然我们可以规划一条到台湾的高铁线，就可以规划把台

湾打造成为“面洋”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同时，在海南和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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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打造“面海”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但这些都是国家的战略行

为，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行为。在 2017 年 5 月发布的《全国海洋经济

发展“十三五”规划》中“深圳、上海等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就是

一个“主体建”概念，而并不一定就在深圳、上海的“客体”上建。

那么“客体建”建在哪里？就建在与深圳、上海几乎都是“等距离”

的台湾岛上。这其实也是给台湾在实现“祖国完全统一”中所做贡献

的一个政策礼包。其实，“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一个创新的崭新概

念。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综合性和具有未来发展潜力的“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有的只是“海事中心”“交通中心”“贸易中心”“文

化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金融中心”等单项中心城市，

在台湾打造“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深圳和上海可以各自发挥优势

——深圳有制度创新资源，有资本最新发展的资源，包括有人口集聚

经验的资源。上海有国际地位的资源，有金融的资源，有人才资源，

有高精技术的资源，有城市管理的资源。“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最主

要是制度创新。其实，中国不把台湾打造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美国和日本也会把台湾打造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其实，贸易战和抗疫战都在给我们启示，现在的经济形势不太好，

主要是过去的改革开放对外依赖度太高。这意味着，还没有形成国内

大循环体系和系统。也意味着，在国际和国内两大循环系统之间缺少

一个过渡带。这不仅要以海洋为界构建国内国际两大循环及其互动互

换体系系统。对国际大循环开放，中国为此得益不少，但同时也埋下

不少风险。所以，我们还需要构建两个各自成系统之间的过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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