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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资源的再认识：舟山发展的新逻辑 

黄建钢 

舟山群岛新区被批复已经四年。它之所以还没有被彻底

打开“发展”局面，主要是对舟山的资源优势还缺少真正和

科学的认识。人类发展至今已经经过三大阶段：一是资源经

济学阶段。二是制度经济学阶段。三是智慧经济学阶段。让

不穿鞋的脚穿上鞋是最大的智慧。舟山新区具有如下新资源： 

1、白纸的资源 

在白纸上最容易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分析舟山没有快发

展的原因一般归为它是白纸。没有认识到白纸原来也会是一

种资源。不仅陌生是一种资源，薄弱是一种资源，落后也是

一种资源，贫穷更是一种资源。资源集中在发展的空间。从

历史上看，因海洋而发展起来的地方都是从相对不发展的状

态中崛起的，如上海是在“北南通，南宁波”的夹击下发展

的，新加坡是在西有欧洲中东，东有香港日本双需下发展的。 

2、群岛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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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实力最初体现在概念上。“舟山群岛新区”的优势仅从

名上看就应该是海岛和群岛。也是看到“群岛”的系统性资

源，中央才把“新区”的皇冠落到舟山。地理上的“舟山群

岛”都应该在“新区”里。海岛本身就有它独特的资源优势。

群岛使其优势资源群聚化和集聚化。群岛是在海上。而“上

海”是到“海上”的一个驿站。对海洋和海外来说，“海上”

是一个“完全开放”的概念。这意味着，舟山群岛具有走在

“上海”前面的优势。《新区规划》明确，舟山要成为“我国

东部地区重要海上开放门户”。原因是，它可以距离大陆，可

以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开放引起和带来的危机。如果把群岛变

成了半岛，群岛优势就会消失，“群岛新区”就会流产。 

3、良港的资源 

舟山有良港，这是共识。但港口“良”在哪里，还很肤

浅。集深水港、群环港、出洋港、枢纽港于一体是舟山港的

“良”在。这种良港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它集南北海岸线和

东西江海联运的两个“中端”于一身。它有统筹上海港和宁

波港的潜能和潜力。要发展沿海经济带和长江经济带，关键

是要把“江海联运”的“海”理解为“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之“海”，要发展大宗商品以调配全球紧缺的能源资源，要把

海港和空港结合、组合和融合起来。过分强调陆地交通的作

用属于陆地思维。海洋思维需要深度开发港口资源。应该在

良港的基础上组建一个以舟山群岛诸岛港口为核心，汇集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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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港口的一切优势，打造一个超级国际开放型的“东方大港”。 

4、观音的资源 

海洋信仰，对应的是海洋不确定性。随着“一路”的开

展，海上的不确定性就在不断挑战人们的精神世界。尤其要

包容世界各国和各地的文化差异，就必须要借用具有超意识

形态性的佛教观音文化的“和理念”与“和文化”。应该把普

陀山的观音文化与“一路”上的文化包容结合和融合起来。

在当下舟山，观音文化是最大的软实力。利用观音文化的软

实力可以打通“一路”沿路上的各种和各个环节。但前提是，

一定要了解人们的心理需求。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在当下

的不同的心理需求。但发现、挖掘和利用软实力，需要更高

和更大的软实力。没有“和”，在“一路”的推行过程中就会

有“不和”的声音和现象。现在，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都急

需一种“和念”与“和象”。“和力”又是“融力”的基础。 

5、新区的资源 

“舟山新区”是国家第一个走出直辖市的新区，第一个

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新区，第一个在海上的新区。虽然国务

院对“新区”还没有成形和成套的“新区政策”，但国家的再

进一步发展急需系统的“新区政策”来支撑。要在原来“特

区政策”的基础上再创一套“新区政策”。这也是之所以为“新

区”的支撑所在。凡新区都有其特别的资源，但新区的资源

主要又来自对“新区”的新认识。新区的历史使命就在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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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新的力度决定了新区存在和发展的力度。如果能把全

省和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有关海洋创新的资源都汇集到舟山，

舟山就一定会发展。问题在于，新区创新什么和怎么创新。 

6、沪甬的资源 

从“面对”沪甬到“背靠”沪甬，本身就是一种思路飞

跃和超越。“面对”态势意味着沪甬是舟山发展的竞争对手。

“背靠”态势意味着沪甬是舟山发展的依靠力量。沪甬在现

代性方面已经走在舟山的前面。但它们又有自身劣势。在沪

甬要发展新常态不仅已经没有太多空间和太大潜力，而且还

会有或已有很多障碍和阻力。关键是要让沪甬在舟山发展中

找到甜头和乐趣。但知道借用和利用沪甬的资源是一回事，

如何借用和利用并借到和用到沪甬资源是另一回事。 

客观上有什么资源是一回事，主观上怎么认识资源是另

一回事。认识资源是利用资源的基础。认识资源是认识者能

力和水平的标志。有什么样的资源认识，就有什么样的发展

资源，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就有什么样的发展结果。舟

山人要成为最善于发现资源的人。      （责任编辑：王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