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6   海洋开发与管理 2021年 第12期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主要海岛功能布局研究

毛翰宣1,秦诗立1,徐博文1,张旭亮2

(1.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 杭州 310000;2.浙江大学 杭州 310000)

收稿日期:2021-02-02;修订日期:2021-11-28

基金项目: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互联网条件下我国专业市场及共生集群网络的模式创新与路径优化研究”(17BJL077);

2017年度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专业市场、组织网络与区域产业升级:作用机理与应对策略”(LY17D010011).

作者简介:毛翰宣,硕士,研究方向为海洋经济

摘要:为促进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的高质量发展,文章分析其海岛的开发利用现状和重大战略使命,

并提出海岛功能总体布局、功能分类导向和对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舟山群岛新区的海岛大多

数以岛群形式集中分布,目前有居民海岛和部分无居民海岛被不同程度地开发利用,且存在发展

差异大、保护力度不够、综合效益较低和战略承载能力不足等问题;基于宁波舟山一体化建设、浙

沪自贸区建设、国际油气全产业链建设、海上花园城市建设和海洋生态文明示范窗口建设等重大

战略使命,舟山群岛新区的海岛功能总体布局为“一城、两翼,两区”的发展新格局,同时分别建设

综合开发利用岛、港口物流服务岛、临港工业制造岛、对外开放合作岛、海洋旅游服务岛、海洋绿色

渔业岛和海洋生态保护岛;在主要海岛功能布局的基础上,未来舟山群岛新区应依法管控海岛开

发、优化海岛空间规划、完善海岛生态保护、健全岛际交通链接、升级海岛防灾减灾和增强海岛整

体智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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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NewDistrictZhoushanIslands,Zhejiang,

thepaperanalyzedits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situationandmajorstrategicmissions,putfor-

wardtheoverallplanfortheislandfunctions,functionalclassificationguideandcountermeasures

andproposals.TheresultsshowedthatmostoftheislandsintheNewDistrictZhoushanIslands

wereconcentratedintheformofislandclusters.Now,inhabitedislandsandsomeuninhabited

islandsweredevelopedandutilizedtovaryingdegrees,andsomeproblems,suchaslargedevel-

opmentdifference,insufficientprotectioneffort,lowcomprehensivebenefitsandinsuffic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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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ategiccarryingcapacitystillexist;basedonthesemajorstrategicmissionssuchasNingbo-

Zhoushanintegratedconstruction,Zhejiang-Shanghaifreetradezoneconstruction,international

oil&gasfull-chainconstruction,seagardencityconstructionanddemonstrationwindowcon-

structionof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theoverallplanfortheislandfunctionsofNewDistrict

ZhoushanIslandswasanewdevelopmentpatternof“onecity,twowingsandtwoareas”with

comprehensive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island,portlogisticsserviceisland,portindustrial

manufacturingisland,openingandcooperationisland,marinetourismserviceisland,marine

greenfisheryislandandmarineecologicalprotectionislandconstructedrespectively;onthebasis

ofmajorislandfunctionalplan,thefutureNewDistrictZhouzhanIslandsshouldmanageandcon-

troltheislanddevelopment,optimizetheislandspaceplanning,improvethemarineecological

protection,strengthentheislandtrafficconnection,upgradetheislanddisasterpreventionand

reductionandenhancetheislandoverallintelligentcontrol.

Keywords:NewDistrictZhoushanIslands,Islandprotection,Islanddevelopmentandutilization,

Islandfunctions,Strategicmissions

0 引言

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浙江舟山群岛新

区(以下简称群岛新区),其是全国唯一与市级行政

管理范围一致的新区,也是全国唯一的群岛型国家

级新区[1]。经过10年建设,群岛新区的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但面对“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
“努力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新形势[2]以及浙

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新使命和新背景[3],在海岛生

态系统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加剧以及海岛开发利用

和保护交叉影响的条件下[4],群岛新区亟须统筹协

同国家级和省级重大战略使命,加快推进主要海岛

功能布局的分类指导和协调优化,有效推动优势资

源向重点空间和重点领域集聚[5],支撑群岛新区的

高质量发展。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包括群岛新区面积为1km2

以上的海岛以及部分面积为1km2以下但承载重大

战略使命的海岛,通过分析海岛的开发利用现状和

重大战略使命,提出海岛功能总体布局、功能分类

导向和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价值。

1 群岛新区海岛的开发利用现状

根据全国海域海岛地名普查统计结果,群岛新

区共有2082个海岛被列入《中国海域海岛标准名

录》,其中包括无居民海岛1941个和有居民海岛

141个。

群岛新区海岛除少数零散分布外,大多数以

“成群”和“成链”的岛群形式[6]沿较大的有居民海岛

或海岸线集中分布,构成嵊泗列岛、川湖列岛、浪岗

山列岛、火山列岛和中街山列岛等众多岛群。海岛

整体呈 WN-ES走向分布,且越往N向越稀疏,其

中在距岸较近的南部海域(舟山岛以南)分布较为

密集,大岛集中分布在岱山岛以南的中南部海域和

衢山岛以北的北部海域。

目前群岛新区绝大部分无居民海岛尚未被开

发利用[7],有居民海岛和部分无居民海岛在港口物

流、滨海旅游和临港工业等领域被不同程度地开发

利用[8],初步形成一批“特色岛”和“产业岛”,如大、

小鱼山岛(绿色石化岛),岙山岛(石油储备岛),马

迹山岛(铁矿石物流岛)和桃花岛(主题旅游岛)。

在开发利用海岛的同时,群岛新区严格保护中街山

列岛、五峙山鸟岛和领海基点等重要海岛和大多数

无居民海岛。

然而群岛新区在海岛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也出

现不少问题:①海岛发展差异大,部分有居民海岛

和无居民海岛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抵御自然灾害

能力较弱[9],岛上居民的生活和生产条件较差;②海

岛保护力度不够,部分海岛存在水土流失、外来物

种入侵、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环境破坏[10]和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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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域水质达标率较低等问题;③海岛综合开发利用

效益较低,尚未形成基于生态系统的海岛集约节约

开发利用模式[11],部分无居民海岛的开发利用方式

单一、粗放且偏重经济效益[12];④海岛战略承载能

力不足,缺乏与周边腹地城市的深度融合和制度创

新以及与周边岛群的交通链接,海岛功能与其战略

使命不相匹配。

2 重大战略使命

目前群岛新区主要海岛亟须在认清重大战略

使命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理顺和优化海岛开发利

用的大环境。

2.1 深度推进宁波舟山一体化

重点加强金塘岛和六横岛等海岛的主要功能

定位和功能分区研究,加快明确其城镇建设、产业

发展和要素保障,创新突破宁波舟山一体化合作先

行区的体制机制,完善跨海通道、LNG管道和输水

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及其资金、技术、人才、土地和

能耗等资源保障,加快建设宁波舟山深度一体化的

重要支撑载体,合力形成群岛新区与宁波都市区互

相促进的发展格局。

2.2 全面支持浙沪自贸区对接

围绕上海临港新片区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

建设,深化大洋山岛和小洋山岛北侧区域的功能定

位和功能布局规划以及与临港新片区陆域的分工

合作,深化大、小洋山岛在功能、体制和政策等领域

的一体化,深化衢山岛及其周边海岛的功能链接以

及与洋山岛的功能分工和有机联动,深化浙沪跨海

通道的功能链接,聚力形成浙沪自贸区有机衔接和

共建共赢的发展格局。

2.3 加速建成国际油气全产业链

重点加强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及其整合区域规

划,舟山岛北部区块、定海工业园区东拓展区块、金

塘岛和六横岛拓展区块的功能定位以及基地和4个

片区的协同管理体制和政策分成等方面的研究,形

成分工明确、特色鲜明和梯级联动的石化产业发展

格局,加快打造国家级石化基地。

2.4 积极保障海上花园城市建设

重点加强群岛新区中心城市商务、商贸、科研、

金融、人居和文化等功能布局研究,加强舟岱同城

化背景下岱山城区的重点功能及其布局优化以及

舟岱间城市功能的分工合作,加强同城化背景下金

塘岛、朱家尖岛与舟山主城区的分工合作,努力形

成美丽大湾区的海岛风景线,助推群岛新区深度优

化海上花园城市格局。

2.5 奋力支撑海洋生态文明示范窗口建设

在加强群岛新区整体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基础上,重点加强马鞍列岛和中街山列岛

等生态保护岛群建设,加强周边海域的主体功能区

调整和纵深保留,加大相关海域生态保护的科研力

度以及资金、人才和设备等投入,合力形成海洋生

态文明建设与美丽经济发展的共赢格局。

3 海岛功能总体布局

以深度推进宁波舟山一体化为硬核指引,以全

面支持浙沪自贸区对接为区域合作标志,以积极保

障海上花园城市建设为品质标志和美丽基底,以加

速建成国际油气全产业链和奋力支撑海洋生态文

明示范窗口建设为特色补充,构建“一城、两翼,两

区”的发展新格局。

3.1 “一城”:舟岱同城

全面加强舟山岛的综合发展引领作用,推动群

岛新区从“舟山岛时代”走向“舟岱一体时代”。进

一步统筹开发舟山岛、岱山岛、朱家尖岛和金塘岛

等综合利用大岛,并联动长峙岛、小干岛、摘箬山岛

和西闪岛等附属海岛,强化“创新+、健康+、文

化+、未来+”等功能植入和高品质公共服务导入,

积极推动将原先舟山岛的单中心结构转化为舟岱

一体的多中心城市结构,进一步提升海岛花园城市

魅力,高水平建成群岛新区开放发展的主体区和海

上花园城市的“主窗口”。

3.2 “两翼”:“甬舟一体、浙沪合作”的南北发展翼

“南翼”以打造宁波舟山一体化合作先行区为

重点,推进宁波舟山深度一体化。依托六横岛、金

塘岛及其周边附属海岛,强化省级指导,开展整体

谋划,分步推进实施,加大六横岛综合开发、六横岛

LNG登陆中心和临港产业板块建设,打造金塘岛港

航物流服务基地和新材料基地,合力成为宁波舟山

一体化的主平台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战略拓展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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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翼”以打造浙沪海上合作示范片区为重点,

深化洋山和衢山区域的合作开发。按照浙沪自贸

区融合“主战场”的总体定位,探索创新“浙沪特别

合作区”模式和上海自贸区成功经验推广复制机

制,高水平联动大、小洋山岛,衢山岛及其附属海

岛,共建世界级大宗商品储运中转加工交易中心核

心区,共创长三角自由贸易港。

3.3 “两区”:西部绿色石化产业片区,东部海洋生

态保护片区

西部绿色石化产业片区以大、小鱼山岛为核

心,联动周边海岛,着重提高绿色石化生产水平,拓

展临港产业发展空间,推进油品生产、储运和贸易

环节的有机串联,加强油气全产业链建设。东部海

洋生态保护片区以马鞍列岛为核心,联动中街山列

岛等海岛,着重增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功能,借鉴

开化钱江源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加快马鞍列岛和中

街山列岛海洋国家公园试点建设,为群岛新区滨海

旅游等保护性开发利用拓展新空间。

4 海岛功能分类导向

在“一城、两翼、两区”的发展结构统领下,落实

重大战略使命,确定主要海岛的主导功能和兼容发

展的拓展方向,充分体现多类风格和多种特色的群

岛风情。

4.1 综合开发利用岛

综合开发利用岛主要包括舟山岛、岱山岛、金

塘岛、六横岛和泗礁山岛5个大岛以及鲁家峙岛、长

峙岛、摘箬山、西闪岛和小干马峙岛5个附属海岛。

重点推进海上花园城市建设,在海岛及其周边海域

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重点加强商务、商贸、科研

和文化等功能的优化布局,提高海岛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和绿色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能级,完善

开发区(园区)产业配套,推行更加优惠的要素和财

税政策,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引导技术创新和产业

升级。落实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的挂钩机制,加强

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提升综合竞争力和区域影响力。

4.2 港口物流服务岛

港口物流服务岛主要包括马迹山岛,大长涂山

岛,大、小洋山岛及其周边海岛,册子岛,外钓山岛,

佛渡岛以及西部各岛。重点推进甬舟一体、浙沪合

作和江海联运重大战略落地,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

的前提下,围绕煤炭、铁矿石和木材等大宗商品,谋

划拓展新物流运输港口基地建设,完善仓储物流、

集拼中转和集疏运体系等配套设施。依托现有港

口物流和配套设施以及岸线和航道资源,结合智慧

化技术应用,提高区域物流智能化服务水平,保障

战略物资储运能力。完成江海联运全程统一标准

的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物流服务的高水平和专业化。

4.3 临港工业制造岛

临港工业制造岛主要包括大鱼山岛、小鱼山

岛、江南山岛、秀山岛、长白岛、大鹏山岛、盘峙岛、

蚂蚁岛、东白莲岛、西白莲岛以及东部各岛和虾峙

岛。重点推进国际油气全产业链建设,建设国际一

流、产业集聚、绿色环保和混合经济的大型绿色石

化产业基地。协同宁波加快推进六横大桥建设,拓

展联动发展空间,探索与宁波优势产业的发展互

补,承担部分溢出功能,围绕石化产品和海工装备

等高端产业,逐步提升重大临港工业生产技术水平

和产业能级,探索产品绿色化、规范化和品牌化经

营,提高排放标准和管控力度,保护生态环境。

4.4 对外开放合作岛

对外开放合作岛主要包括衢山岛,小衢山岛,

黄泽山岛,双子山岛,鼠浪湖岛以及大、小洋山岛及

其周边海岛。重点围绕油品、LNG和铁矿石等大宗

商品自由贸易,布局建设相关港口、物流、储运、中

转、集散、加工和综合配套服务项目,探索“期货交

易+现货交易”组合的新模式,打造国际大宗商品

贸易自由化先导区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

基地。进一步完善国际海事服务产业链和综合配

套,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海事服务基地。全面推

动船舶修造和改装以及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向智能

化和高端化方向转型升级,为全球客户提供优质服

务,打造国际一流的船舶修造基地。

4.5 海洋旅游服务岛

海洋旅游服务岛主要包括朱家尖岛、金鸡山

岛、徐公-白节山岛、大猫-东岠及其周边海岛、普陀

山以及桃花岛及其周边海岛。重点加强海上花园

城市建设,升级发挥普陀山风景区的辐射带动作

用,联合佛教文化旅游等资源,谋划建设中高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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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免税综合体。完善服务设施配套,以长三角区域

为主要市场依托,扩大长江经济带和其他更广阔区

域的旅游宣传覆盖。积极应对游客量上升态势,适

度规划新增旅游航道,开展通航安全论证。策划养

生、休闲、美食、海上体验和大型活动等项目,促进

海洋和海岛旅游全面发展,争取建设舟山医疗旅游

先行区。

4.6 海洋绿色渔业岛

海洋绿色渔业岛主要包括嵊山岛、大黄龙岛、

小黄龙岛和枸杞岛。重点落实海洋生态文明示范

窗口建设,在不影响海洋保护主体功能的基础上,

依托区域水产资源丰富的特点,优化中心渔港建

设,适度开展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水产品加工贸

易、海洋垂钓和海岛生态旅游。

4.7 海洋生态保护岛

海洋生态保护岛主要包括花鸟山岛、西绿华

岛、东绿华岛、东库山岛、大盘山岛、张其山岛、壁下

山岛、柱住山岛、黄兴岛、青浜岛、庙子湖岛、西福山

岛、东福山岛、浪岗列岛和五峙山列岛。全面落实

海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格保护海岛及其周边海

域的海洋生物和非生物资源。推进海洋生态文明

示范窗口建设,重点加强海洋生态保护区建设,积

极开展相关科考活动和生态修复工程,加大海洋生

态保护投入,完善海洋生态环境管理,加强海洋生

态环境监控,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在不影响海洋保

护主体功能的基础上,适度开展滨海旅游、增殖放

流和科研考察等低强度的人类活动。

5 对策建议

5.1 依法管控海岛开发

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和《浙

江省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系统规范海岛生态保护和

无居民海岛开发利用,确立并巩固无居民海岛的法

律地位,明确其权属和管理职责,合理开发利用海

岛资源,实行依法治岛。加强对海岛及其周边海域

生态系统的保护以及整体动态性管控,严肃查处违

法违规用岛活动,科学合理开发利用海岛资源。

5.2 优化海岛空间规划

当前海岛空间规划已纳入海岸带保护利用规

划体系,应坚持从陆海统筹角度出发,落实上位规

划的内容传导和相关规划的要求指引,按照海岛空

间利用的管理和审批逻辑,结合海岛区位、资源禀

赋、开发利用现状和经济发展需求,逐岛(岛群)明

确可开发利用海岛的主导功能、保护对象和管控要

求,实施海岛“清单式”管理。

5.3 完善海岛生态保护

坚持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优先,统筹推进陆海

污染物联动治理,加大生态保护投入力度和环境综

合整治力度,加强对海岛生态敏感区和近岸海域等

重要区域的生态保护。重点开展海岛生态修复工

程,完善海洋生态环境管理,提高海洋生态环境监

控能力,改善海洋生态环境。在不影响海洋保护主

体功能的基础上,适度开展滨海旅游、增殖放流和

科研考察等低强度的人类活动。

5.4 健全岛际交通链接

根据群岛新区未来交通的整体需求,结合现有

交通体系发展现状,建立绿色高效和多层次立体的

群岛综合交通网络。加快形成“水、陆、空”三位一

体的岛际交通网络:进一步加快通道建设,打造岛

群功能区间的“应急空中走廊”,加强空路链接;增

加有居民海岛与舟山岛之间的水上客运班次,加强

水路链接;完善城市内环路系统,加强陆路链接。

5.5 升级海岛防灾减灾

全面提升海岛灾前预警能力、应急处置能力和

恢复重建能力。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海岛防灾减灾

法制建设,成立防灾减灾专项基金,创新利用生态

手段开展防灾减灾建设,全力推进海塘安澜千亿工

程。建设一批基础设施,实施海岛防风、防浪和防

潮工程,重点加强避风港、渔港、防波堤、海堤、护岸

设施、海岛城镇排涝设施和沿海防护林体系等的建

设。全面推进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建设,健全海岛灾

害监测体系和海岛灾害应急指挥救援机制,对海岛

灾害实施全方位、多角度和立体式监测。

5.6 增强海岛整体智控

依托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积极推动

北斗系统在群岛新区主要海岛的全域应用,创新打

造海上数字智控平台和综合调度中心,推进建设安

全便利的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探索“数字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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岛”。加快国家智慧海洋试点示范工程建设,重点

建设国家级海洋大数据中心、国家智慧海洋应用示

范基地和海洋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加大信息共享和

开放力度,推动数字技术和海洋产业的深度融合。

联合浙江大学舟山校区、浙江海洋大学和浙江省海

洋开发研究院等创新载体,共同建设海岛智控技术

示范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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