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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围绕海洋经济应运而生的海岛现代服务业在浙江省舟山市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势头，已成为

我国唯一以群岛设置的地级市——舟山市海洋经济发展的新的增长点。2007年3月。中共舟山市第五次

党代会进一步提出了“服务富市”的发展战略。文章针对舟山市的经济社会实际，深入研究探讨海岛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思路．对海洋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的科学转变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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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具有鲜明海岛特色的现代服务业在

舟山呈现快速发展的势头，已成为舟山市经济新

的增长点。有统计显示，2006年全市服务业增加

值(第三产业增加值)达到153．68亿元，占GDP

比重从2000年的43．7％上升到2006年的

46．1％。舟山市的交通运输业、批发与零售业、住

宿与餐饮业等传统服务业在整合和创新中得到

发展提升，港口物流、旅游、房地产、金融保险、

信息咨询等海岛现代服务业迅速崛起，培育和发

展了一批规模大、实力强且有发展潜力的海岛服

务业企业，提升了舟山市海岛服务业的整体水平

和产业竞争力。2007年3月召开的中共舟山市

第五次党代会更是提出了“服务富市”这一全新

的、具有战略眼光的经济社会发展概念。虽然舟

山市海岛服务业目前的发展水平以及在国民经

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其他发达地区相比，差距仍

较明显，但今后的发展潜力和空间却是巨大的。

一、海洋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新兴的海岛

现代服务业

1999年，大陆连岛工程启动。2006年，“宁

波一舟山港”名称正式启用。这几年，舟山越来

越成为吸引各方投资的热土。日本伊藤忠商事株

式会社、比利时英博集团、法国欧尚集团，国外

的世界500强企业已有3家落户该市。一批国内

的世界500强企业也纷纷来了：中石化、中石油、

中化集团、宝钢集团、中海油、中远，以及早就在

舟山扎根的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人寿等。

还有一批著名的跨国企业，如日本玛鲁哈公司、

常石公司等。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舟山市

的现代港口物流、海洋旅游等服务业引资也先后

实现较大突破，如香港万邦公司、香格里拉酒店

集团、瑞士洁博力公司等。

这几年，每年都有数家大型仓储中转、物流

及货代企业落户舟山。在过去的五年里，舟山市

引进并建设了马迹山矿砂和册子石油中转、金塘

大浦口集装箱码头、岙山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

等一批大项目。累计引进市外注册资本金32．5

亿元，实际利用外资1．3亿美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商业的整体服务水平

也在不断提升。星级酒店和高档餐饮店在舟山纷

纷亮相。娱乐休闲也开始呈现出多样的现代消费

理念，量贩式KTv、吧台、酒柜。旅游服务的水平

也逐步规范和国际化。近年来，还引进了一批国

际著名商业零售企业。2006年底，欧尚国际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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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在中国渔都沈家门东港开张。与此同时，“北

京现代”、“本田”等一级汽车销售商也首次来舟

山选择新址。在教育、卫生、金融、保险、咨询等

其他服务业领域，同样有着诸多新的“身影”。

二、制约海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之反思

加快发展海岛现代服务业，有利于实现海岛

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

赖，减轻对环境的压力。这是实现社会、经济可

持续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长时间来在人

们思想意识里对海岛现代服务业的定位存在的

误区，成为制约海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关键因

素，值得反思。

首先，是过去重工农轻服务的传统观念依然

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亟待予以调整。其实在一些

进入后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

等国家，服务业所创造的产值已经占据GDP总

量的80％以上。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光有利

于实现充分就业，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而且

有利于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水平，加快构

建和谐社会。

其次，概念上还存在一些模糊。海岛现代服

务业，不是传统海岛服务业的简单升级和量变，

而是依托现代化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的服务方

式，创造需求、引导消费，向社会提供高附加值、

高层次、知识型的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经过长

期的积累，舟山市商贸、旅游、餐饮等这些传统

的消费服务业相对发达，现代物流、通讯服务、

电子商务、信息服务等都是刚刚兴起且发展势头

迅猛的新兴服务业。要培育发展海岛现代服务

业，也要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要培育发展生产

性服务业，也要优化提升消费性服务业。

再次，是服务行业道德层面存在的某些欠缺

应该引起足够重视。近些年，舟山市餐饮业、旅

游业、交通运输业等服务行业的总体状况是好

的，但一些不文明乃至违法现象仍然屡屡发生，

严重损害了舟山的服务乃至整个城市的形象，也

制约了舟山海岛现代服务业的品牌建设和品牌

形象的提升。

最后，是现代海岛服务业还缺乏科学的行业

规划和有效的资源整合。比如舟山老龄化趋势越

来越明显，而幸福产业——老年服务业在舟山还

处于行业初级阶段。尽管敬老院不少，可是有一

定档次的还不多，服务功能也较单一，鲜见完善

的疗养区、护理区。另外，老年护理方面的人才

也很紧张，浙江海洋学院医学院培养的老年护理

学生，几乎被上海的养老机构“包销”。另外，城

市交通业资源整合前瞻性不足。现在还缺乏“公

交优先”的具体举措，上海、重庆、常州等空间局

促的城市早已经用事实证明的做法在舟山还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海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潜力与发展空

间的展望

(一)港口物流业方兴未艾

舟山的海岛现代服务业，最能体现发展速度，

最具发展潜力的，就是港口物流业。要做大服务

业，就必须利用现有的资源优势，而港口，就是舟

山得天独厚的资本。近年来，舟山的港口物流业发

展可谓突飞猛进。舟山拥有丰富的港口岸线资源，

据初步统计，目前舟山港已建成各类生产性泊位

403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15个。2006年舟山

港域货物吞吐量已达到11 418万t，列全国沿海

港口第九位。舟山港口物流业今后的发展重点应

该以大宗能源物资储运中转项目为主，着力打造

全国重要的能源物资储运中转基地。

《福布斯》杂志2006年发布的“中国内地最

适宜发展物流城市榜单”中，“宁波——舟山港”

名列第三位。由此可见，舟山市港口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应将港口物流业作为舟山发展海岛现

代服务业的核心，要加快推进宁波——舟山港口

一体化，积极参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打造

全国重要能源物资储运中转基地、长三角重要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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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贸易物流基地、市域临港工业物流支撑基地。

加快港口开发建设，拓展港口功能，抓好一批重

大港口建设。要加快港口公共泊位、航道、锚地

等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港口集疏运体系和信

息支撑体系。要积极推进“江海联运”，优化运力

结构，引导航运企业向规模化、特色化、集约化

方向发展，建设“海运强市”。按照这样的思路，

今后，舟山港口物流业的前景将无限广阔。欧亚

大陆桥的起点完全有条件由现在的大连、连云港

南移至舟山(洋山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届

时，舟山的港口物流业将形成以深水港口为特色

的港口物流中心，高起点规划、引进、建设一批

港口物流项目，配套建设完善的港航基础设施，

形成港口物流业的主体运作平台。构筑起以港口

为中心、海陆空管四位一体的综合交通运输网

络。运输、仓储、货代、流通等现代物流企业，特

别是著名航运和船务公司将进驻舟山，舟山的现

代物流业将迅速融入国际物流体系。

(二)海洋旅游业前景广阔

舟山另一个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海岛服务

业，就是海洋旅游业。几年来，舟山按照“一个品

牌、三条主线、十大景区”的旅游发展思路，大力

开发整合旅游资源，进一步提升“海天佛国、渔都

港城——中国舟山群岛”的旅游品牌形象，重点培

育打造以普陀山为依托的佛教文化旅游，以海岛、

海洋风光为依托的滨海休闲度假旅游，以海鲜美

食为依托的饮食文化旅游三大旅游

。， 精品，推出了国际沙雕节、海鲜美食

50 节、观音文化节等重大节庆活动，为

40 舟山旅游产业的培育壮大创造了良

30 好的氛围。据统计，2006年全市游

20 客接待量l 152．8万人次，是2000

lo 年的2．51倍。2006年旅游总收入

o 73亿元，是2000年的3．23倍，年均

递增21．6％。全市共有旅行社92

家，比2000年增加66家。

海洋旅游业作为舟山市服务业发展的先导

型支柱产业，也必将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增长

点，今后需要着重考虑的是如何抓住机遇，发挥

优势，营造海岛特色，打造精品的问题。舟山的旅

200l一2006年旅游接待人数及其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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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舟山市统计局“舟山市2006宰目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

游业应该充分发挥普陀山的龙头作用，加快整岛

开发，完善旅游设施建设，努力打造建设集礼佛

朝拜、游览观光、休闲度假、健康养生、商务会展

于一体的国际性亚热带群岛型海洋旅游基地，争

取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海上休闲度假目的

地。优化旅游发展格局，整合以十大旅游区为依

托的旅游资源，实现特色加品牌的旅游开发战

略。加快旅游产业扩散，大力促进旅游业与临港

产业、渔农业、大桥建设等的融合互动。

另外，旅游业作为消费性服务业的一种，老

百姓完全可以成为其中的参与者或提供者。借助

旅游业发展的有利时机，民间完全可以发展以休

闲、观光、生态、体验为主题的产业旅游，如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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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农家乐等产品。开发旅游纪念品、餐饮住宿

等相关产业以及适应人流、车流等的配套项目，

提高海岛旅游服务业的综合效益。

(三)住宿餐饮业依托品牌促发展

住宿餐饮业虽然属于传统服务业，随着居民

生活的改善、可支配收入的稳步增长，餐饮消费

能力大大增强。同时，人们的消费观念逐渐转

变，外出就餐成为时尚选择。由此，舟山的餐饮

业也显示出强大的发展势头。据了解，舟山市住

宿餐饮消费已连续13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有关

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舟山市住宿餐饮业零售

额达15．93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快于社会

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3个百分点，占零售总额

的比重达到14．0％，13年间，餐饮业年均增长高

达27．1％。此外，绿城、财富、花园和香格里拉等

一批高星级酒店也正在建设中，预计2()08年起

可陆续对外营业。舟山市的餐饮业要想有更大的

发展和突破，必须突出舟山自身的独有特色，优

先发展独具海岛特色的饮食业。紧紧围绕和依托

“舟山海鲜”这一独特优势和响亮品牌，深度开

发海鲜美食，弘扬海岛美食文化，大力发展富有

特色的海岛饮食业，大幅度提升“中国海鲜、吃

在舟山”的美誉度。

(四)多种服务业的空间拓展

根据2004年舟山市经济普查统计，近年来

全市服务业企业和个体经营户规模都有较快增

长，但依然是不完善的，有待完善的海岛特色服

务业还有很多。如商贸流通业，舟山可以大力培

育水产品市场、船用商品市场等为重点的特色市

场和要素市场，积极引进国内外知名商贸企业，

利用港口优势加快发展口岸贸易。金融服务业也

有待进一步发展壮大，通过扩大金融总量和信贷

规模，正确引导社会资金和民间资金流向，加强信

用系统建设，提高金融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和水平。规范发展中介服务业，按照社会化、市场

化的发展方向，不断拓展中介服务领域，规范运

作，提高质量。稳步推进房地产业，建设规范有序

的房地产业和住宅服务业体系，结合休闲度假旅

游，大力发展海景房产，规范房地产开发和物业管

理，促进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全面提升公共服务，

重点发展社会保障、医疗保健、市政公用、环境保

护、社会治安、社区服务等，强化政府公共服务职

能，促进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和和谐社会建设。

(五)城市化的发展助推海岛现代服务业

目前，突破传统概念和范围的现代服务业，

正向着特色服务业、新兴服务业迈进，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大。依托舟山市现代

船舶制造业基地和港口的开发，发展海岛现代服

务业，可以把生产性服务环节的利润更多地留在

舟山，走出一条富有竞争力的新型发展道路。服

务业能源、资源占用少，大多属于清洁产业。发展

海岛现代服务业成为舟山市发展海洋经济，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加快形成二、三产业联动升级可

持续发展新格局的优先选择。服务业门类多，投

资门槛低，就业方式灵活多样，是城乡群众创业

的最大舞台，也是城市居民增收的最大来源。城

市化步伐的整体加快，为发展生活性服务业创造

了有利条件；市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

构的不断升级，也为新兴服务业发展拓宽了市场

需求。可以预期，伴随着城市的成长，舟山市的海

岛现代服务业在迎来更加有利发展时机的同时，

也必将为城市发展源源不断地注入崭新的动力。

四、海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深度思考

发展海岛现代服务业是适应产业转型的重

大决策思路。在长三角16个城市中，第三产业在

GDP总量中占据第一的城市，目前只有舟山和

上海，应该说舟山市已具备现代服务业加速发展

的良好基础。但是纵观2006年舟山市的整体状

况，服务业的发展水平依然偏低，其增加值占

GDP的比重也只有46％，远低于世界平均64％

的水平，稍微高出发展中国家平均45％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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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方面反映了舟山市目前的海岛现代服务业

发展的滞后，另一方面也说明海岛服务业发展的

市场潜力巨大。2006年舟山全市人均GDP已超

过4 000美元，整体经济已经由中等收入水平向

中上等收入水平转化。当然，海岛现代服务业的

发展也面临一些劣势，如产业总量绝对值不高、

专业人才短缺、消费性服务规模小而分散、生产

性服务基础还比较薄弱等，而一些新兴的服务行

业，发展水平更是差强人意，尤其是在具有海岛

特色的会展、软件、信息、金融、证券、咨询以及

仓q意等知识、技术、资本密集型服务行业的表现

特别突出。

从陆域看，舟山虽不是区域中心城市，聚集

力和辐射力都不强，但是从海域看，舟山在东南

沿海港群中最具成长性，但是锦州港、营口港等

港口企业早已经上市，而宁波一舟山港作为一个

东方大港却还未能上市融资。对此，既要看到具

备的优势，又要看到存在的劣势，扬长避短立足

本地实际发展海岛现代服务业。服务业依托于经

济发展，随着经济转型、优化升级而不断发展壮

大，反过来助推经济增长和效率的提高，成为经

济竞争力提升的牵引力和催化剂。过去，服务业

的发展以传统服务业为主，下一步应大力发展港

口物流业、国际海运业、海洋旅游业，加大资本

运作力度拓展金融服务领域，培育更多的企业上

市融资，要通过证券公司辅导，将一批港口物

流、海洋旅游企业包装策划上市。在海岛现代服

务业的发展中，逐步解决高端人才缺乏的问题。

通过改善城市人文环境，发挥舟山地缘、人文优

势和城市环境优势，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从而

加快推进海岛现代服务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在海洋经济发展中，海岛现代服务业已成为

舟山市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和现代化的重要标

志，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作为我国唯一以l 390

多个岛屿设置的地级市，舟山市2006年的第三产

业已经占到地区生产总值的46％以上。大力发展

和提升海岛现代服务业，坚持“服务富市”，是舟

山市在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也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

“服务富市”，正使舟山开始谋求一场全新变局，

通过港口物流、海洋旅游、商贸流通、金融、信息、

商务会展等产业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的现代化，

走出一条不单纯依靠“资源”的城市发展之路。坚

持“服务富市”，加快海岛现代服务业大开发、大

提升、大成熟，紧紧依托港、渔、景等资源优势，使

之真正成为富民强市的重要途径。

舟山今后的海岛现代服务业发展思路，首先

要有高起点，不能在中低层次的服务项目上徘徊，

而应向前沿服务业方向发展；其次需要大视野，眼

光要远，要放眼全省、全国乃至全球的角度来总体

考虑发展方向；此外还要有新格局，做到海岛传统

服务业与新兴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与消费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精心编制舟山一宁

波连岛大桥所经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积极

发展与跨海连岛大桥紧密相关的海岛服务业，开

创随着2008年底连岛大桥全线贯通而形成的大

桥经济和舟山海岛服务业的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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