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瞒要】。21世纪海上丝绸捌概念的提出实则是国家为浙江省的下一步发展指明了一个战略目标及
其一条战略路径。它是一条全球的路、综合的路和立体的路。这要求浙江省必须做出对其战略式的回

应和选择。这个国家战略具有难以估量的巨大的能源和能量。其能量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还是全球

性的；不仅是眼前的，更是长远的；不仅是表面的，还是深层次的。历史证明，浙江省只有在满足国家战

略的情况下才能最终发展自己。但战略总是长远的、连续的和逐渐的。这就需要构建一条浙江参与。2l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路径。。舟山江海联运服务中心。是浙江参与。2l世纪海上丝绸之潞?又一个重要

的战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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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习近平主席在

2013年10月3日访问东盟时在印度尼西亚国会

发表重要演讲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对此，既需

要理论和学术的构建，也需要战略和策略的构

建，更需要宏观和微观的构建。本文试图从中观

层面对浙江省参与“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

进行长远的战略构建。

一、浙江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具

有明显的优势

浙江在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和

建设的过程中还是存在很多和很大甚至艰巨挑

战的。正确认识浙江在构建和建设“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中的优势是迎接甚至瓦解和取胜这

种挑战的关键。但受“陆地思维”的影响，浙江

在很长时间里是一个被认为“资源少”和“缺优

势”的省份。但现在则需要从一个“海洋思维”

的角度去发现浙江省的不可代替的特别优势。

1．丝绸历史悠久，中国对外贸易先行

无论是“陆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

路”，其实都既是中国的对外贸易之路，又是中

国强盛的向外发展之路。仅从“丝绸之路”的“丝

绸”看，浙江省就应该是“丝绸之路”一个重要的

产品基地和源头。浙江省的湖州地区从古至今

一直都是中国丝绸品的主要甚至重要的产地。

浙江的丝绸是中国丝织品中的最佳品。在古希

腊之前的那个时代里，相当于古代中国的商朝时

期，就已经存在了一个很漫长的“陆上马帮路

线”。简称为“商人”的“商朝人”就是利用了这

条“马帮路线”，把“商品”聚集、流动和流通起来

了，并在“马帮线上的驿站”建立了“商场”和“商

业”。当时，除了烟土、盐块外，丝绸是“商朝”的

“马帮”很有经济效益的“商品”，甚至还可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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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商业”和“商场”的“代用货币”。这从外语

“sino”(丝绸)来代表“中国”中可以清晰看出，它

比“中国”的“china”(瓷器)要早得多，甚至还要

悠久得多。用“瓷器”(china)来代表“中国”是“海

上丝绸之路”形成后的产物。

2．发展态势先优，改革开放占据先机

在前一轮改革开放中，浙江曾经是中国改革

开放的一个标志。浙江人给人的印象也是“很有

商业头脑”。浙江利用“改革开放”的政策形成

了自己特有的发展态势：不仅小商品异军突起，

从开始分散的“小商品市场”到近来汇集的“义

乌国际小商品市场”，使得浙江省经济增长速度

名列前茅，成为全国发展最快、最具活力的地区

之一：浙江已经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

了贸易关系；世界500强企业已有84家落户浙

江，共设立了224家外商投资企业。仅在东盟全

球500强华人企业中，浙江籍老板就占了近200

家。经政府部门核准，全省境外企业和机构累计

3466家；“走出去”的境内主体数和建立的境外

机构数量均居全国首位。这些都为浙江能够参

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和运行提供了

物质基础和资源积累甚至文化底蕴和机构准备。

3．区位优势明显，港口资源丰富深厚

浙江的区位条件和港口条件也是其能够参

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建和运行必备的优

势。位于我国南北海岸线的中部，既北邻上海、

江苏，又南接福建、台湾，还是长江的入海口，这

些是国内港口资源中唯一的。其海域面积有26

万平方公里，是全省陆域面积的2．6倍。特别是

在海洋资源方面，其拥有多个全国第一：海岸线

有6696公里，居全国首位：用于港口规划的深水

岸线就有506公里；面积500平方米以上的海岛

有2878个，全国第一；全省水网密布，内河通航

里程达9695公里，居全国第5位，四级及以上高

等级航道1275公里。丰富的深水港口、疏港的

内河航道资源和地处长江经济带与东部沿海经

济带的“T”型交汇点，是浙江省最突出的资源优

势和区位优势。现有的宁波．舟山、温州、台州和

嘉兴等4个沿海港口，其中万吨级泊位就有128

个，由此形成了一个以宁波．舟山港为核心，嘉

兴、温台港口为两翼的浙江沿海港口群以及与之

相配套的多种运输方式相结合的便捷高效的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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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运输网络。加上，与海港配套的杭州港、湖州

港、嘉兴内河港、绍兴港、宁波内河港、金华兰溪

港、丽水青田港等7个泊位有4175个、综合通过

能力在35440万吨的内河重点港口，可以构成一

个“海洋立体港”，从而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挂扣”甚至渗透到内陆提供路径和渠道。

4．海洋资源聚集，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发展

与传统的渔业和盐业相比，按照20世纪末

期的预测，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主要在生物工程和

海洋工程上。现在看，则主要在海洋旅游工程、

海洋生物工程和海洋能源工程领域。但现实是，

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科技含量依然很少和很低，

企业中贸易类占了多数甚至绝对多数。其主要

原因是，海洋科技的水平较差和层次较低且战线

太长。所以，在当前，可以率先发展的新兴产业

应该是海洋旅游工程和海洋旅游业务。浙江省

的海洋旅游资源由于岛屿众多、海岸线长而特别

丰富：重要的地貌景观有800多处，水域景观有

200多处，生物景观有100多处；沿海7座城市拥

有2700个优良级单体，沿海37个县市区拥有全

省唯一的世界地质公园和国家级海洋自然保护

区、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2个国家地质公园、

10个国家森林公园、6个省级旅游度假区、18个

省级旅游区、17个省级森林公园。它们可以为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硕大和立体的“枢纽

港”而开辟“旅游”和“休闲”的线路和项目提供

思路和出路。尤其是中国最大的群岛在浙江，为

其发展海洋类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提供了必备的

条件。

但现实是，浙江要发挥出这些优势还有很大

的难处。其关键在于，无论从浙江看，还是从全

国看，对海洋科技的不重视是一个普遍现象。尤

其是发达的贸易和商业，又会对需要冷静和平静

的海洋科技形成巨大的“浮躁”和“急躁”的冲击

力。同时，科技含量的不增甚至减少，还会反过

来对贸易形成消极影响。这种影响在浙江特别

明显。由此带来了“开放度”缩小和缩减、同类

省份“比较优势”降低和减弱、涉海基础设施相

对较差、海上救难的能力和水平较低、涉海科技

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都不足、海洋管理手段单一、

海洋预警应急能力不强等情况和状况。这些情

况和状况又会反过来影响到浙江省对其海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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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认识、挖掘和利用的程度和高度。

二、浙江要参与构建的‘‘2l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是一条“立体之路”

“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面对“2l世纪是

一个‘海洋世纪”提出的关于“海上丝绸之路”

的构想。与历史上传统的“海上丝绸之路”不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基本特点是其具有的

“立体性”。具体说，“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立体性”是由如下一些线路和路径构成的。它

要求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参与者浙江

省也应该在如下方面多加注意和多做贡献。

(一)海洋经贸之路

这是从历史上传统的“丝绸之路”延续和演

绎下来的结果，也是现在的“2l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基本内容。只是现代的贸易概念的内涵已

经发生变化。虽然国内人们的认识基本还在一

个经济的领域和范畴之内，但国际上却已经进入

一个“综合效应”的阶段，甚至已经进入一个“贸

易只是载体而文化是其内核”的阶段。但在一个

重视或者强调意识形态的时代里，经贸又是一个

不易被人防备的概念。利用新的海上丝绸之路，

可以进一步密切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

间的经贸合作关系，创新对外经贸体制机制，开

拓新的国际市场。组织省内有实力的企业积极

参加“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沿线、沿路和沿

途国家的境外和对外的重点展会，有条件的可以

赴这些国家投资或设立办事机构，这样将有益于

和有助于省内企业、市场和经济向更高和更科学

的方向“转型升级”。其中，一定要发挥好“义乌

国际小商品市场”和“舟山大宗商品转运基地”

的作用，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建和运

行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

由此，一定要把“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港口”打

造成为一个最综合的、最枢纽的和最自由的“第

三级港口”，并成为“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金项链”上一颗硕大和璀璨的“红宝石”。这也

是中央政府之所以要让“浙江舟山群岛新区”探

索一个“自贸园区”和“自由港区”的实际动机。

从中国海岸线上的岛屿来看，也只有舟山才具有

探索和筹建“自贸园区”和“自由港区”的最佳自

然条件。在这方面，“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优

势就在于，距离上海很近，又能相对整体地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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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还有很多的深水良港和国际航道，尤其是

在国际航运税收、离岸金融与租赁业务等项目上

还可探索和提供更加简便化和便利化的停靠手

续与降低费用等一系列优质服务。

(二)海洋旅游之路

目前，人们的“海洋旅游”只是在一个浅层次

的“滨海旅游”层面，人们对“海洋旅游”基本还

是陌生的。要熟悉、参与和构建“海洋旅游”需

要从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始。“海洋

旅游”基本有“环球旅游”、“环洋旅游”和“环海

旅游”三个层次，但有如下四种类型。

1．滨海旅游

“滨海旅游”的形式是多样的。至今基本上

还是“点式的”。它虽然早已有之，最早的“滨海

旅游”项目就是“秦皇岛”，是中国第一个皇帝秦

始皇在公元前215年留下的一个“文化遗产”，但

至今依然是人们滨海旅游的一个重要景点。现

在，我们要提倡的是一种“线式滨海旅游”项目。

尤其是要建设“长线式滨海旅游”。对浙江来说，

可以作一些尝试：既可以策划从“舟山一台湾一

钓鱼岛一琉球一日本一韩国一舟山的循环滨海

旅游”线路，也可以策划从“舟山一台湾一香港

一越南一菲律宾一琉球一日本一韩国一舟山的

循环线路”，还可以策划更大的“滨海旅游”线路，

如从“舟山一韩国一日本一白令海峡一北欧一英

国一美国一西班牙一巴西一南非一东非一中东

一印度一新加坡一越南一菲律宾一台湾一舟山”

的线路。其特点就是要“滨海”，就是要靠着和

沿着海岸线走，更多是为了去“线上的点”上去

看一看风景、采一采民风和购一购民品。

2．海岛旅游

“海岛旅游”是一种海洋文化的体验项目。

“海岛”上留存和保存了很多很早的人类文化遗

迹，如舟山6000～7000年前的马岙新石器文化遗

址。对它的研究可以得出人类学上约十万年前

至今的“现代人”的文明主要是来自海洋的结论。

考古学家可以在无数的海岛上考古出“现代人”

人类的史前文化情况。特别是近代航海大发现

在海岛上留存的遗迹。其中，还有丰富的渔业文

化和渔民文化，等等。浙江可以在面积在500平

方米以上的2878个海岛上精心设计旅游项目和

做足“好玩”文章，最好是能形成一个“一岛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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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旅游项目，供长期在陆地上生活的人们休

闲和放松之用。为此，要特别做好浙江省的“海

洋旅游”的整体“海岛规划”。给人一种“小玩”

有“小的玩法”和“大玩”有“大的玩法”。既有观

光式的旅游项目如蓝天碧海、日出日落、潮起潮

落等等，又有体验式的旅游项目如游泳、钓鱼、

捕鱼、坐船、经风雨等等。

3．大洋旅游

与“滨海旅游”的“线状”特点不同，它原则

上是一个更大的“面状旅游”。它有如下两个基

本特点：一是旅游点要远离大陆的海岸线，如大

洋中小群岛夏威夷、关岛等等：二是旅游线路要

环绕大洋展开。在浙江，只有到舟山的东极岛去

才有一点这种旅游的感觉和味道。夏威夷和关

岛就在远离大陆的太平洋上，就具有“大洋旅游”

的味道。当代流行去夏威夷和关岛旅游的交通

工具一般都是飞机。现在，浙江可以设计和开辟

去夏威夷和关岛等地旅游的海上“轮船航线”。

其航线既要考虑到独特的海洋风光，又要考虑到

相对的航海安全。这样就可以体验到，不同大洋

具有不同的海洋风光和风情及风俗。

4．深海旅游

这是一种需要借助潜水艇展开的“深入海

里”的旅游项目。它目前尚处于一种梦想和退想

甚至幻想当中。从目前的条件看，它甚至是一种

不切现实的旅游项目。但它可以激发人们对“海

洋旅游”的兴趣，拓展人们对“海洋旅游”的思维

的逻辑和想象的空间。它既可以分为“过程性旅

游”、“停顿性旅游”和“定点性旅游”等三种类型，

也可以分为“浅海”、“中海”和“海底”三个层面。

尤其是要加强“海底定点性旅游”的项目建设，

特别是需要加强浅海、中海和海底工程的规划和

构筑。还要开辟适合旅游和观光的海底航线，以

满足人们对了解和理解海洋的地质构造、生物种

类及其洋流运动规律等的需求。

其中的关键在于，要激发人们进行“海洋旅

游”的需求。对“陆地病”可进行“日光浴”、“海

水浴”、“海沙浴”和“海风浴”等“海洋疗法”尝试

着进行治疗。为此，既要开辟和开通“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经典旅游航线，又要打造具备海

上现代娱乐休闲设施的邮轮，还要打造“2l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沿路国家的旅游品牌，要建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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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博物馆或科学馆，打造

可供旅游的海洋工程项目开发如“海上体育休闲

体验项目”、“海上宾馆”产业，等等；包括对“非

遗”的发现和研究，对“现代文化”的构思和建设。

需要设计和建设“海洋旅游”的“旅游设施”。尤

其是要特别注意并解决好淡水和电力问题。要

把“普陀山文化”和“观音文化”打造成为“海洋

宗教文化”，由此还可打造“心灵回归之旅”的旅

游航线。

(三)海洋科技之路

“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由科技

探索、创新和成果组成的路，而且还是一条不断

创新科技成果的路。它的提出、构想和实现本身

就是思维创新和科技创新的结果。人类下一步

科技研究的方向就是海洋研发和海洋开发。由

海洋科技创造的海洋产品，将成为“2l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的主要内容。但之前的“海上丝绸之

路”所承载的内容却基本都是陆地产品或商品。

现在，人类对海洋的需求是一种整体性的需求。

这就要求人类，必须要利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与国家本位之间的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利

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公共性，从而来打

造一个人类整体的“海洋科技研究合作项目”。

在这个项目中创新的科技成果不属于任何一个

国家，而是属于全人类。因为整个人类将在不久

面临海洋整体的挑战甚至威胁。其甚至将威胁

到这个星球是否适合人类居住和发展的问题。

因此，国家也会很快地将集中精力和力量投入到

海洋科技中去，使得既利用了海洋，又使海洋处

于一种生态化的状态之中。为此，浙江省可以在

这方面先行一步，用“风投”的形式，把民营资本

尽快地集中起来，从而来扶持海洋科技的研发和

开发及其应用和推广。海洋也确实有难以估量

的资源正在等着人类科技水平的提高而得以开

发和利用。特别是人类现在很多的疾病，就可以

从海洋中提取药物得以治疗和治愈。这需要在

“海洋贸易点”及其枢纽点的周围再建立一些甚

至系统的“海洋科技研究基地”。

不同的海域及其海洋有不同的海洋资源。

人们利用它们就形成了不同的海洋科技。虽然

至今人类的海洋科技还很初步甚至幼稚和有很

大的缺陷，但毕竟已经有所涉及和拓展，如浙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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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舟山的捕鱼技术、地中海的贝壳颜料、日本的

造船技术、美国的海洋药物技术、英国对海洋生

态系统如何运行、对气候变化及其与海洋环境之

间的互动关系、对海洋的生态效益并推动其可持

续发展的研究，等等。但人们对海洋科技原则上

还很陌生。人们普遍缺少一种“海洋思维”及其

意识和概念。其实，在海洋现象中本身就蕴育了

极其丰富的海洋科技，只是由于缺少了海洋思维

从而使人们对它们视而不见和听而不闻。但当

前要想在海洋科技上有所突破，还必须要在研究

和开发的方式上有所突破。由于海洋是动态的、

整体的和变化的，所以海洋科技的研究和开发方

式也应该是整体的、综合的和联合的。

(四)海洋融投之路

构建“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需要大量甚至

巨大的资金投入。这种投资甚至具有很大和极

大的战略性。但在这个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充

斥的社会中，对一个还看不到前景的领域进行大

量和巨大的资金投入，是相当困难的，甚至还是

艰难的。这需要在加强海洋意识教育的同时，还

需要创立一套整体的新的海洋投融资体系和系

统。其中，既要创新地利用外资渠道和容量，注

重与国际产业资本的结合：又要创新地汇集国内

特别是省内的民间资本，注重与海洋事业的结

合。为此，浙江既要整合并提升各类海关特殊监

管区的功能，完善境外投资管理机制，为企业“走

出去”创造有利条件：又要着力打好“浙商牌”和

“华侨牌”，发挥华侨在引进外资、出口贸易、对

外交往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并且，要建立开发性

金融机构，创新金融载体，开展跨境金融业务、

自由贸易账户体系、贸易投资跨境收付便利化

等，特别是要成立“浙江海洋开发合作银行”，发

展跨境金融结算，为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科技

开发进行投资合作。

特别是要发挥浙江强大的民营企业的潜在

优势，引导民间资本投资方向重点倾向于“海上

丝绸之路”和“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构建、建设

和运行，尤其要注重对相关领域行业的投资，如

港航物流服务、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海水

淡化与综合利用、海洋医药与生物制品、海洋勘

探开发服务、海洋清洁能源和海洋娱乐休闲，等

等领域；鼓励和支持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率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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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之间开展业务往来，并且要及时清理不利于

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进入“海洋事业”和“丝绸

之路”发展的政策性障碍甚至法律性限制。

(五)海洋智慧之路

现代“智慧”是与信息技术联系在一起的。

“海洋智慧”就是要建立一个全球海洋信息系统。

其中，包括物流市场的网络化和虚拟化，要建立

海运港口综合物流的信息网与通讯网等综合海

洋信息体系，要建造港口城市之间的合作网络电

子商务，扶持海洋企业，打造全球营销网络和自

主品牌，建立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信息整

合与咨询机构及其系统，建立与“海上丝绸之路”

有关的各类资源及其数据的支持系统，如沿路海

底地质结构和构造、海上国际航道参数数据、沿

路国家风土人情数据、沿路各个方面和各个层级

的数据、相关海洋科技突破项目和重点扶持产业

专项数据系统、重大事件等情报数据系统、各区

域信息互通共享数据平台系统，等等。为此浙江

可以先行在自己的范围内做好与“2l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有关的数据采集和收集工作。可以率

先在浙江利用海陆空三维信息新系统，采集沿路

及其港口周边地区和海底的信息数据，为海洋资

源的开发、海洋航道的开辟和配套的陆地旅游线

路的开辟等等提供数据支撑。

(六)海洋产业之路

要发展以海洋高科技为基础的综合性的海

洋产业，把传统分类的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混合在一起形成综合效应，以提升海运、

港口、造船、水产等产业，以引导和培育海洋和

水产风险企业以及海洋观光、海洋和水产信息等

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业。

1．海洋物理产业

海洋能源产业一般就属于这类产业。海洋

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如风能、潮汐能、洋流能、波

浪能、生物能、太阳能，等等。但海洋的物理资

源却远远不止海洋能源的概念范围，还有许多难

以计数的不明的海底矿藏能源。最早利用海洋

物理现象的是海洋帆船和海洋漂流。其实，明清

时期形成的西线“海上丝绸之路”就与北半球的

洋流是从西往东(或从左往右)运转有关，就会

形成洋流与大陆之间的海水流向正好与洋流相

反，是从东往西，或从北往南行走的。由此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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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舟山出发，完全可以借助自北向南流动的海水

漂流到台湾。在台湾以东海面发现长江漂流物

就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要认识、挖掘和利用海

洋灾难所带来的各种物理资源为陆地的生产和

生活服务，如台风可以带来大量水分等等。海水

可以把江河带下来的泥沙再堆积在入海口和岛

屿岛礁周边，如崇明岛两端每年以143米的速度

还在延伸、在最近7000～8000年中中国海岸线的

变化以及陆地面积的扩大、舟山群岛面积的增

多，等等都源自这种能源。由此可以挖掘和开发

现代物理学和海洋物理学的成果来开辟一个“海

洋物理产业带”和“海洋物理产业群”。

2．海洋化学产业

最早的盐业和颜料业就属于这类产业。但

海洋化学资源却远远不止盐和颜料，如海泥所含

的化学成分可以治疗皮肤病，等等。船舶底部所

用的抵御海洋微生物侵蚀的涂料需要海洋化学。

对海洋生态的恢复，如对类似墨西哥湾漏油事件

的清理、舟山渔场渔业资源衰退的遏制及其恢

复，等等。要加强对造船修船业形成的对海洋环

境破坏的研究。对提取甲壳素过程中形成的污

染物的溶解和化解。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接近

和走向及利用海洋，海洋化学类的产业也将得到

快速发展。但它的发展又很容易形成顾此失彼

的效果，往往是在解决了一方面问题的同时又产

生了另外的更大的甚至更难以解决的问题。所

以，对海洋化学来说，其实更需要整体科学和综

合思维。可以产出“海水有机水”产业。针对人

的不同疾病，保留或者添加一些元素在海水中，

可以形成新的治疗人类内藏疾病的药物。

3．海洋生物产业

海洋食品、药物和保健品就属于这类产业。

它属于“吃鱼”的学科和专业的范畴和范围。也

是人类最早利用海洋的切入点。从“第一个吃螃

蟹的人”到“什么都在吃的状态”，从“在‘海鲜+

啤酒’的饮食人群中有60～70％的人肾都有不同

程度的问题”到北美地区深海鱼油的产业，等等。

浙江省可以花精力和资金来列项求证一下，为什

么舟山海鲜是世界第一的说法，以及舟山海域海

水的“混色”对舟山海鲜鲜味的影响。要对海洋

仿生产品及其产业加强深度和广度的研究。用

生物学的方法来解决海水淡化的问题：各种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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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是如何化解海洋盐分的。

4．海洋港口产业

建设多功能综合港口，集海港、空港、通讯

港、商港、休闲港、信息港、自由港于一体的多功

能全球化港口。如加大“舟山．宁波港”一体化进

程，发展大型综合海上物流、运输产业。特别是

要按照“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巨型枢纽港的定

位来重新构思和构建新型的港口产业。其中，既

要有科技的先进性，更要有文化的多样性，又要

有文明的统一性，还要有治理的现代性。尤其是

要加强对“自由港”最新形式的硬件、软件和制

度方面的创新设计，要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和不同种族、不同方式的人可以自由居住和发展

的地方。要把“舟山．宁波港”打造成为世界一流

港口。

5．海洋临港产业

这是一个与港口配套的产业概念。它发展

的现状一般是与大宗商品的储运、储存和加工有

关的甚至是联系在一起的。国家规划舟山为大

宗商品储运、储存和加工基地本身，就是为临舟

山群岛港的产业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政策基础。

要发展海洋期货业和股市的海洋板块。其中涉

及一个对大宗商品的储存空间和加工的科技水

平问题。还有关一个临港产业的内容问题，现在

一般储运和加工的是陆地的大宗商品，但未来却

是海洋的大宗商品。这要求，对大宗商品的储存

和加工的科技水平要与时俱进，要不断创新。特

别对储运、储存和加工海洋性大宗商品，还需要

抓紧研究。

6．海洋船舶产业

随着“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运行，人类

对船舶业的需求将会大幅度增加。现在的船舶

业一是比较传统，二是以装货为主，三是信息化

程度低。这决定了，现代的船舶业应该在提高科

技含量和人性程度上做足文章。特别是要打造

有特色的、舒适的航海船舶业。尤其是对大型邮

轮的打造，要现代化、人性化和舒适化。甚至可

以打造“海上人家”，为愿意在海上长期生活的

人们提供“公租房”。

7．海洋工程产业

加强对于海洋产业相关的空间利用，如海上

港湾、跨海大桥、海洋能源基地等，加紧大水深

万方数据



和滨海区等海域的石油和天然气的经济开发，丰

富海洋资源产品线，加紧对深层水的利用和从海

洋废弃物中回收能源的开发，建立综合型的海洋

能源基地。人工海岛的建造、特色码头的建造、

海底通道的建造、海塘的建造、海底居住地的建

造、海底隧道的建造，等等。浙江省可以最大程

度地吸收、引进和发挥海洋工程的各类人才。相

比陆地工程来说，海洋工程对质量的要求更高，

甚至要做到万无一失。

8．海洋水产产业

加强开发浙江省水域资源，进一步发展渔业

加工业和水产品的流通业，保证稳定的水产品供

给，确定水产业和渔业加工区域。广泛收集为水

产业提供必需的海洋渔业情报资料。捕捞业和

养殖业是其两大支柱。现实是，捕捞业是可捕的

鱼是越来越少，养殖业是对环境和生态的污染是

越来越严重。另外方面是，人类和人们对海洋水

产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和越来越急。随着海水养

殖业的发展，还有一个海洋食品的安全问题应该

引起足够注意。

9．海洋旅游产业

要打造有2l世纪特点的邮轮，要开辟有2l

世纪特色的邮轮航线。可以筹划一周海洋旅游

线、半月海洋旅游线、一月海洋旅游线、数月海

洋旅游线，等等。海洋生物标本馆、海洋历史博

物馆，等等。浙江省应该继续打造岱山岛上已有

的“台风博物馆”、“大黄鱼博物馆”，等等。要发

挥好象山的“渔文化”研究成果。要利用好象山

的“开渔节”和岱山的“谢洋节”等与海洋有关的

节庆活动，以丰富、神奇和科学的内容来吸引和

招揽游客。

10．海洋运输产业

随着新的航海事业的发展，打造一个大载

量、高安全和高智能的海洋运输线迫在眉睫。构

造、运行和发展海洋运输业，应该也是构建“2l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核心和重点。关键

是，要培养高素质、大批量和高技能的专业的运

输船员和水手。特别是要培养经验丰富的“船老

大”式的“船长”。其中，舟山本来就是一个中国

重要的船员培训基地。在此基础上，舟山要培养

高级船员或水手，可以到国际船上去担任船长。

(七)海洋文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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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化是一个具有极强传统力和感染力

的文化。从远古的河姆渡文化到现在的改革开

放文化，都可以在浙江文化中找到它的辉煌的痕

迹甚至足迹。但随着“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构建和运行，也必须对“海洋文化”进行重新构

建和策划甚至传播。而如下的文化创意项目就

可以成为“海洋文化之路”的若干“子路”：

1．龙宫文化

这要求把《西游记》与海洋文化联系起来。

发挥好“定海神针”和“紫竹林”的作用。可以把

40000年前非洲人走出非洲后移居东海海底以

及15000年前随着海水上涨人类往高处和高原

迁徙的情况与“龙宫文化”结合起来加以猜想和

幻想。可以通过对现在仍在流传的各种传说进

行研究，可以想象和猜想在40000～15000年前在

现在的东海海底即当初的东海平原上生活的非

洲人的情况。

2．渔业文化

这既是最古老的人类海洋文化的形态，也是

最传统的至今还在延续的人类海洋文化形态。

人类在捕鱼的过程中孕育了很多和很精彩的与

天斗、与海斗、与人斗的故事、传说甚至传奇。现

在人类的真正“渔业文化”是从15000年前海水

上涨才开始的。其中，既有历史的追述，又有现

实的描述，更有未来的梦述。它们的很多东西已

经被留在和潜伏在了人类的潜意识中，偶尔就会

浮现在现在人们的潜意识和行为之中。人类下

一步依然要靠“渔业”从海洋里来获取其生活的

必需品。为此，浙江就要在大力发展“渔业”上

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在渔业的海域、方式和技术

上也要做好“转型升级”的工作。

3．观音文化

普陀山的观音文化就是一种海洋文化的典

型表现。它是在人们遇到海难时急中生智的一

种文化现象，希望天上仙人能看到和听到遇难的

现象和声音从而来实施营救。人的一生难以避

免会有不同的难。随着不确定因素的增多，事务

的不确定程度也会随之增多。当人无助的时候，

就会求助诸如上帝和菩萨等。它又会反过来改

变和感化人们在日常对生活的态度。为此，浙江

应该做好“观音文化”的文章。它是现世最具有

海洋文化特点的一种文化形态。在中国的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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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名山中，只有观音的道场——普陀山是在海

上的。之所以在厦门有“南普陀”，也说明了这

个道理。

4．海意文化

这是海洋文化在人们意识层面的反映及其

对现实的作用。它需要教育来传达和渗透。海

洋意识教育之路。在浙江，应该率先将“海洋意

识教育”纳入小学、中学和大学课堂；不仅要把

“海权意识”与“渔权意识”联系起来，而且还要

从“渔权”来理解“海权”。其实，“渔权”也是最

早的“海权”。所以，要通过文化形式对人们的

意识形态进行感动和感化，要把舟山渔场特有的

“渔权意识”整理、归纳和提升出来，形成中国特

有的“渔权理论”，然后去影响国际的“海权理论”

和“海权制度”的修订和完善。这将大幅度地提

高人们具有和拥有海洋意识的程度。那是一种

尊重海洋、感谢海洋和保护海洋的意识。只有具

有海洋意识的人，才会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的项目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做出积极的举动。

否则，就是相反。

5．海制文化

这是在海洋争议和争端甚至战争中发挥能

量和效果最好的文化形态。它也是自20世纪80

年代以后正在逐步流行起来的一种海洋文化形

态。其典型的形态就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制定、出台和实施。但要明白，《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只是“海制文化”的开始。之前只有海洋

理论和海洋理念，但那些理论和理念尚未化为海

洋制度。但“海制文化”又是到达“和谐海洋”的

必经之路。所以，一定要再度重新审视一下现有

的海洋制度的特点，找到其优势和不足甚至漏

洞；要把海洋制度的创新放在一个战略层面给予

高度和深度重视。它本身会产生比物质力量更

强大的力量。它既有可能摧毁人们的信念，又有

可能改变人们的习惯。不同的海制文化将产生

不同的历史和战略的效应。

6．考古文化

舟山的马岙新石器文化遗址，经过碳14检

测的“舟山木棍”，等等。它们都可以成为研究

海洋文化的素材和原材。马岙遗址与隔海相望

的余姚河姆渡遗址和萧山跨湖桥遗址同时并存

说明了什么问题，可以形成对人类在15000～7000

120

年之间行为和状态的一种崭新的文化猜想。这

是一种如何认识人类史上“现代人”发展的思维

突破。可以把散落在舟山群岛上的或者东海岛

上的各种早期人类生活的遗迹收集起来进行综

合研究，由此去认识人类，会有一种崭新的发现、

感觉和认知，从而来感化和变化人们和人类对海

洋的态度。近代人类在逐渐地聚集海边，其实是

对人类的“现代人”早期生活在海边的一种回归。

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大约150米左右。

既知道了“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一个立

体的新生事物，又知道了应该有一个积极的态度

去应对和参与它，浙江的战略选择应该是什么是

显而易见的。“2l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具有巨大

的能源和能量。现实中，不仅需要一种科学技术

的满足和构建，而且还需要思维和思想的满足和

构建。现在的问题在于，构建什么和怎么构建。

关键是，能否将浙江打造成为中国“挂扣”21世

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枢纽地”，能否让浙江

成为一个驱动中国再发展的“江海联运”的“国

际性服务中心”。也可以把“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理解为“江海联运”中“海”的概念。这种理

解将为浙江的新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战略选择。

不同的思路将决定不同的措施，不同的视角将决

定不同的思路，不同的理念又决定不同的视角。

现在到了一个必须对理念、视角和思维进行重新

调整、整理和构建的时候。没有新的理念、视角

和思维被创新出来，要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有新的构想、选择、建设和运行，几乎是不可

能的；没有把浙江放在一个“2l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和“江海联运”的战略格局中加以审视，要认

识浙江在2l世纪的中国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

用，也是不可能的。

【注释】

①参照英国政府2010年2月3日正式发布的《英国海洋

科学战略》报告。英国发布海洋科学战略一新华国际一
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rn／world／2010-02／04／co

ment_1 2928805．htm)

责任编辑：钱亚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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