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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与选择：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机遇 

——乘势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实施 

耿 相 魁 

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为舟山发展带来契机 

目前东盟已是舟山第一大贸易市场。随着海上丝路及东

盟经济共同体的推进，东南亚地区将为提供一个人口超 6 亿、

经济规模超 2万亿美元的经济体，合作空间非常大。 

1、船舶修造、水产加工、临港工业等产业转型升级的机

遇。2014 年 1-7月，东盟占舟山船舶出口市场的第二位。中

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海上丝路战略推进和更多优惠政策的

落实，舟山船舶出口东盟、来往物流量将大幅攀升。另利用

水产品加工业与东盟的互补性，出口科技含量高、附加值大

的水产品。 

2、港口合作网络平台建设、航运业快速发展的机遇。舟

山是中国通向日、韩、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国的重要通道，处

于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的交汇点，是东北亚通往太平洋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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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咽喉，目前已有 11条国际航线干线。随着长江经济带

和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建设的推进，出口货物依靠水运方

式运输更加便利。 

3、远洋渔业基地建设及农、林合作的机遇。随着我国与

东盟经济合作“钻石十年”开启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建设，为舟山与东盟各国渔业部门、农业企业的合作对接，

发展远洋渔业交易和粮油加工贸易提供了难得机遇。 

4、人文交流、滨海旅游发展的机遇。东盟各国多信佛教，

有些国家还将佛教奉为国教。普陀山作为观音菩萨道场、我

国四大佛山之一，具有与东盟各国文化交流的便利条件，以

佛教搭桥促进人文交流、吸引东盟游的空间极大。 

二、舟山群岛新区发挥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用的路径 

1、立足新区战略，突出舟山管理制度的原创特色。设计

舟山江海联运物流标准。鼓励企业采用“舟山物流标准”，提

高江海联运物流标准化程度。以大数据为支撑，创建沟通世

界市场的全国性江海联运“贸易信息网络”。设计舟山江海联

运的行业行为规范。推行舟山江海联运行业管理制度、技术

标准和服务步骤，并以之统一行业行为规范。设计航运企业

内贸多式联运配套政策。如船舶登记制度，港口捎带、企业

间捎带等相关法规，内河航运权对外开放的政策及准入规则，

促进江海联运业务、航运联盟和班轮公会落户舟山；积极叠

加自贸区政策，创造更加自由的贸易环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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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完善港口中心城市功能，实现临港工业转型升级。打

造舟山与东盟国家贸易流通网络的重要港口节点，并依托嵊

泗成为长江经济带与东盟国家联系的重要门户城市。 

3、加强母港和核心港区规划，促进航运业发展。建议将

舟山北部港口作为核心港区来规划和建设，形成江海联运服

务中心主体；完善与东盟国家港口合作机制，开通直航路线，

实现班轮化，以担当长江经济带物资由海入江、由江入海的

重要角色；通过“舟台海洋经济”合作项目，加密货运航线，

利用台湾中转功能加强与东盟各国港口城市间的互联互通。

另外，加强与上海港合作，主动利用上海港辐射和带动作用，

借助长江经济带广阔腹地，发展集装箱运输。 

4、加强远洋渔业及农林等领域合作。鼓励企业与东盟国

家远洋渔业公司合作，做大做强水产品加工、渔船修造等产

业；与东盟国家联合建设国际领先的水产品精深加工基地和

研发中心，建设中国-东盟水产种苗繁育中心等，引进更加先

进的水产品加工和保鲜技术，提升水产品深加工程度和科技

含量，构建畅通无阻的舟山水产品销售网络； 

5、构建江海联运服务中心，融入海洋丝路并发挥作用。

第一，构建完善的港航物流体系（运输是保障）。从服务功能、

物流标准、物流信息、物资储运四大系统着手，形成以市场

为导向的一体化、功能化综合物流链。第二，构建完善的集

疏运体系（交通是基础）。尽早建设甬舟铁路、舟山北向大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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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将上海港和宁波-舟山港连为一体，使公铁两用线路直接

深入港口作业区，减少海运-公路-铁路联运起吊装卸环节。

第三，构建完善的现代服务体系（服务是根本）。既要服务好

国家发展大局，又要服务好长江沿线及沿海城市，开展港航

物流、海事中介航运交易、船舶管理与海事培训等服务业务，

健全船舶制造与维修等功能中心，构建集团总部经济圈；拓

展涉海经济社会服务，使舟山真正成为长江经济带乃至全国、

环太平洋的区域服务中心。第四，构建完善的产业支持体系。

增加高端机械、海洋工程装备等高附加值商品，并依托粮油

储备基地争取“国际农业贸易经济合作区”项目落户，打造

亚洲乃至国际粮油产业基地总枢纽；大力发展绿色石化产业，

实现从原油储备、中转中心向高端石化加工、贸易中心转变，

为长江经济带城市提供石化原料；推进通用航空产业，打造

通用航空服务基地，争取飞机组装、维护、交付、培训等项

目落地；拓展信息处理产业，开展全方位的信息处理、咨询

服务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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