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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海联动　助推海洋强国建设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途径探讨

王　忠
（国家海洋局政策法制与岛屿权益司　北京　１００８６０）

　　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沿海地区凭借海洋资源和区位，一直处于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的前列。当前国家决定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将使得沿

海地区获得又一次高速发展的机遇。国家海洋战略倡导陆海联动，鼓励内陆城市和地区参

与海洋开发和建设，与沿海地区一道共同承担海洋强国建设的责任。舟山是国家确定的唯

一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新区，依据先行先试的新区政策优势，可以大力推动陆海联动，

探索海上城市建设，以谋求跨越式发展；我国内陆地区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应当以舟山

群岛新区为依托，变内陆为沿海，积极参与海洋强国建设，并享有新一轮海洋经济大发展

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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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 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已经成为人类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依托，世界各国相继实施

海洋强国战略，纷纷把合理开发利用海洋作为

求生存、谋发展的基本国策，人类进入一个大

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崭新时代。我国既是陆地

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

益。随着国际社会一体化进程加剧，海洋在国

家经济发展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

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

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

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

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面向海洋、重视海洋、

开发海洋、发展海洋成为新时期中国维护国家

权益、实现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

１　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大格局基本形成

党的十七大提出 “实施海洋开发战略”；国

家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 “发展海洋经济”；

党的十八大把 “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

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

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确立为国家战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政治局第八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推动经济持

续健康发展，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进而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他

强调必须要关心海洋、认识海洋、经略海洋，

推动海洋强国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习总书记在印度尼西亚访问时，强调要发

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 ２１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由此可见，我国已初步形成以建设

海洋强国为核心目标，以推动海洋经济发展、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为重点，以扩大开发开放为

动力，以陆海联动、陆海统筹为主要方式的较

为完整的海洋发展战略体系，从而引领我国海

洋事业发展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１１　海洋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我国已经公

布的领海基点及管辖海域界线，我国拥有内水

和领海 ３８ 万 ｋｍ２，管辖海域 ３００ 万 ｋｍ２ 余；我

国先后在太平洋、印度洋成功申请了 ３ 处国际

海底矿区，面积近 ９ 万 ｋｍ２；蛟龙号 ７ ０００ ｍ 海

试成功，深海工作能力大幅度提升；在南极建

立了长城站、中山站、昆仑站和泰山站，在北

极建立了黄河站；远洋渔业作业区扩展到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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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抵达美洲、非洲大陆沿海。我国开发利用

海外国际资源能力已经基本具备。

１２　海洋发展战略更加成熟

２０１３ 年，我国设立了国家海洋委员会，负

责研究制定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统筹协调海洋

重大事项。国家海洋事业发展规划纲要、全国

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相继公布。国务院还分

别批准了沿海所有 １１ 个省、市、自治区海洋发

展规划。在沿海设立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

以及自由贸易园 （港）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鼓励探索和创新海洋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新模

式。

１３　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信心更加坚定

２０１２ 年，国家设立中央海洋权益工作领导

小组，统筹协调海洋权益等事宜；将中国海监、

公安部边防海警、农业部中国渔政、海关总署

海上缉私警察的队伍和职责整合，重组国家海

洋局，并以中国海警局名义开展海上维权执法。

这几年，坚决开展了钓鱼岛、黄岩岛及东海、

南海维权执法行动。

１４　沿海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龙头地位

更加稳固

　　沿海 １１ 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土地面积

１４％，有全国 ４０％的人口和 ６０％的 ＧＤＰ，其中

ＧＤＰ 排名前 １０ 的省份有 ６ 个来自沿海；沿海地

区对外出口占全国对外出口份额的 ９０％，外商

合同投资额占全国的 ８５％，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额占全国的 ８７％，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全国的

９７％，旅游创汇收入占全国的 ８４％ （以上数据

为近年来平均概值）。沿海地区在带动中部发

展、支持西部开发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２　舟山在实施海洋强国战略中享有特殊

地位

２１　海上门户的区位优势

舟山背靠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面向太

平洋，地处于南北海运大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

的交汇地带，对内是江海联运枢纽，辐射整个

长江流域和中部沿海；对外是我国除台湾外唯

一伸入西太平洋的地区，与东北亚及西太平洋

主要港口釜山、长崎、高雄、香港、新加坡等

构成一个 ５００ ｎ ｍｉｌｅ 等距离的扇形海运网络。这

样的地理位置恰恰是国内物流和国际物流的交

汇点，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十分有利于转口

贸易、对外贸易的发展。在历史上，舟山就是

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目前，途经中国的 ７

条主要国际海运航线有 ６ 条经过舟山海域。随

着环杭州湾东方大通道的建设，舟山将成为东

部沿海跨海大桥高速带的枢纽，其地理区位优

势更加明显。

２２　千岛之城的资源优势

舟山以海建市、以港兴市，拥有得天独厚

的海域、海岛、港口等资源优势。内水和领海

的海 域 面 积 有 ２．０８ 万 ｋｍ２，占 浙 江 省 的

４９．１％、全国的 ５．６％，加上专属经济区部分，

海域面积达 １１ 万 ｋｍ２。面积 ５００ ｍ２ 以上的海岛

１ ３９０ 个，海岛数量占浙江省的 ４５％、全国的

２５．７％，其中舟山本岛面积 ５０２．６ ｋｍ２，为我国

第四大岛。海洋生物矿产资源丰富，是我国最

大的近海渔场，拥有丰富的东海油气、多金属

结核资源，以及近海风能、潮流能等可再生能

源，开发利用前景广阔。舟山是全国深水岸线

资源最丰富、建港条件最优越的地区。拥有深

水岸线 ２７９．４ ｋｍ，占浙江省的 ５５．２％、全国的

１８．４％。目前已建成亚洲最大的铁矿砂中转基

地、全国最大的商用石油中转基地、全国最大

的化工品和粮油中转基地、国家石油战略储备

基地、华东地区最大的煤炭中转基地。区域内

还有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的洋山港和货物吞

吐量世界第一的宁波－舟山港。

２３　国家新区的战略优势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国务院批复设立了浙江舟

山群岛新区，成为首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

家级新区。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７ 日，国务院批准 《浙

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明确了新区 “三大

战略定位”，即浙江海洋经济发展先导区、长江

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重要增长极和海洋综合开

发试验区； “五大发展目标”，即大宗商品储运

中转加工交易中心、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

门户、重要的现代海洋产业基地、海洋海岛综

合保护开发示范区、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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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标是，经过若干年努力，将舟山打造成为

面向环太平洋经济圈的桥头堡。从国家赋予舟

山群岛新区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看，舟山已

成为我国实施 “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基点，

承载着探索海洋经济科学发展路径的历史使命。

２４　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

国务院批复的新区发展规划，赋予新区先

行先试、省级经济社会管理权限等一系列新区

发展特殊政策。国务院批复建立了部省际联席

会议制度，在投资审批、用地用海、财政税收、

环保等方面以资金、指标、项目和试点等形式

全力支持新区建设。浙江省批准实施新区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力争三年投入 ３ ０００ 亿元以上；

新区实施行政体制改革，启动 “零审批”“零收

费”试点，探索实行土地、岸线、海岛海域的

统一收储、统一整理和统一供应。目前舟山港

综合保税区一期已通过国家验收并正式封关运

作，在此基础上正在积极探索自由贸易园区和

自由港区建设，争取进一步接轨国际，打造发

展新引擎。

３　以舟山为战略基点，推动内陆地区参

与海洋强国建设

３１　陆海联动，加快实施海洋强国战略

根据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海洋属于全人

类包括内陆地区共同所有。海洋经济是陆海一

体化经济，实现陆海之间资源互补、产业互动、

布局互联，是海洋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因此，

海洋强国建设的责任和任务，应当由沿海和内

陆地区共同承担。当前，我国海洋经济发展需

要寻求新的动力，内陆地区也急需拓展外向型

经济发展空间，有必要进一步推动内陆地区参

与海洋开发建设活动，陆海联动、群策群力，

集聚全国的智慧和力量，开发海洋，经略海洋。

３２　借力发展，推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

新区建设面临经济总量小、基础薄弱、发

展能力不强、陆海统筹水平不高等一系列矛盾

和问题，在完成国家赋予的战略目标和区域战

略任务过程中，犹如 “小马拉大车”，困难很

大。新区要发展，必须把舟山置于全国海洋经

济发展总布局中来加以统筹考虑，积极争取全

社会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参与到新区建设中

来，借力发展，让 “小马”尽快成长成为可以

拉动 “大车”的 “大马”。

３３　创新模式，开创长江流域区域经济发展

新途径

　　近 １０ 多年来，海上城市建设已经成为沿海

国家和地区关注的一种区域发展模式。日本是

最早大规模实施海上城市建设的国家之一，早

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全面推动人工岛建设，港湾

人工岛、六甲人工岛等已经成为日本神户城市

的重要组成部分；阿联酋迪拜棕榈岛工程从

２００１ 年开始建设，目前由 ３００ 多个人工岛组成

的棕榈岛岛群已经成为世界顶级商业及旅游休

闲城市。我国海上城市建设虽然刚刚起步，但

从广东、山东、上海等一些地区的经验以及国

外的一些成功做法来看，我国海上城市建设在

实施海洋开发、拓展发展空间、推动产业转型、

加快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可以作为我国陆海联动的一种平台和模式。舟

山处于长江航道和我国东部沿海航道的交汇点，

拥有众多海岛、辽阔海域和特殊的区位优势，

尤其是舟山东部杭州湾水域适宜建设大型人工

岛，为舟山的海上城市建设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长江流域特别是中下游地区，经济基础雄厚，

沿长江从西向东分布着十多个大中型城市，依

托长江航道与海洋联为一体。建议长江流域地

区到舟山参与海上城市建设，以此作为内陆地

区拓展外向型经济的海上基地，变内陆为沿海，

抓住新一轮海洋大开发的机遇，共同参与海洋

经济建设，共同享有建设海洋强国和海上丝绸

之路等国家战略的红利，从而探索和实践长江

流域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

４　合作共赢，探索海上城市建设

按照优势互补、合作共赢的原则，舟山群

岛新区海上城市建设应当以实施海洋强国战略、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为背景，采取 “统一

规划、分岛开发、一地一岛、自主建设、协同

管理”的模式，建议由新区邀请长三角、长江

流域相关省份和城市共同参与海上城市开发建

设，共同享有海洋经济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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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山群岛新区应当组建舟山海上城市协调

委员会，统一制定海上城市的空间布局规划，

统筹协调海上城市开发建设，并负责陆岛、岛

岛之间的交通、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相

关地区根据协议获得单个人工岛屿 （岛群）的

自主开发建设权，在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新区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在合作期限内独自承

担相应人工岛屿的围海造岛、城市规划、基础

设施、产业布局和招商引资等开发建设工作，

对其开发建设的岛屿根据不同发展阶段可以自

主享有或者共享开发建设成果与收益、经济社

会管理权限等，其中主要内容建议包括：① 享

有所开发岛屿的命名建议权；② 自主制定所开

发岛屿的城市规划、功能布局与产业定位；

③ 共同组建所开发岛屿的管理委员会等相应管

理机构，共享工商、税收、城建、民政、港政、

航政、口岸等相关经济社会管理权限；④ 自行

组织所开发岛屿的土地出让、招商引资等工作，

并享有相应的土地出让、税收等收益。海上城

市建设应当密切关注生态环境问题，遵循美丽

海岛、花园城市的发展思路；严格落实海上城

市的环保要求，防止区域环境质量恶化。

陆海联动是助推我国海洋强国建设的重要

方式和途径。在国家战略指导下，需要沿海地

区和内陆地区以顾大局、立足长远、合作共赢

为原则，大胆尝试、积极探索，为实现中国海

洋强国梦承担历史使命和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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