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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实施海洋可持续发展与海岛振兴战略是我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课题之一,当前中国“一带

一路”建设的推进和粤港澳大湾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战略部署,都为大型海岛城市的发展带来了

重大机遇。舟山市是我国第一大群岛城市,地处长江口要冲,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和国

际级群岛新区的交汇地,对于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和示范区探索意义。文

章将在分析舟山群岛的地理区位、资源环境、生态系统、人文历史现状基础上,对标国家战略定位,

探讨其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外海岛成功的开发经验,提出促进舟山群岛全面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从交叉学科角度提出需要优先关注海洋生态文明建设、以海定陆的流域统筹发展、智慧绿色港口

建立等研究方向的建议,以便为丰富重要窗口的科学与技术内涵、舟山群岛“十四五”规划实施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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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buildamaritimepower,theimplementationofthestrategyofsustainablemarinedevelop-

mentandrevitalizationofislandsisoneofthemajorissuesinChina.Now,theadvancementofChina’s
“TheBeltandRoadinitiative”constructionandthestrategicdeploymentoftheGuangdong-HongKong-

MacaoGreaterBayAreaandHainanFreeTradePorthavebroughtgreatopportunitiesforthedevel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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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ntoflarge-scaleislandregions.ZhoushanarchipelagoisthelargestarchipelagoinChina,locatedinthe

YangtzeRiverEstuary.Itistheintersectionofthenationalstrategyfor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the

YangtzeRiverDeltaandtheinternationalarchipelagonewarea,whichhasgreatspacefordevelopment

andsignificanceofexplorationtoconstructaglobalmarinecentercity.Thispaperwasaimingatthena-

tionalstrategicpositioning,discussingitsexistingproblems,andputtingforwardcountermeasuresand

suggestionstopromotethecomprehensivedevelopmentofZhoushanIslandsincombinationwiththesuc-

cessfuldevelopmentexperienceofforeignislands,basedontheanalysisofZhoushanIslands'geographical

location,resourcesandenvironment,ecosystem,culturalandhistoricalstatus.Andsuggestionsonthe

researchdirectionofpriorityattentiontomarineecologicalcivilization,integrateddevelopmentofwater-

shedswithseaandland,andsmartgreenportconstructionfromtheperspectiveofinterdisciplinarywere

alsoputforward,soastoenrichthescientificandtechnicalconnotationofimportantwindowsandto

providereference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planduringthefourteenthfive-yearplanforZhoushan

Islands.

Keywords:Sustainabledevelopment,ZhoushanIslands,Globaloceancentercity,Landandseaco-

ordination,Smartport

  我国是一个陆海兼备的发展中大国,拥有富饶

的海洋资源和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1]。位于浙江省

东北部的舟山群岛,是我国第一大群岛,拥有着深

厚的文化底蕴,既是我国大力建设的第四个国家级

新区,也是全国第一个以海洋经济为主题的国家战

略层面新区[2]。其 总 岛 屿 数 占 中 国 海 岛 总 数 的

20%,有着丰富独特的海洋资源和人文历史,具有

广阔深远的发展前景。因此,发展舟山群岛成为世

界一流的海洋中心城市,对于我国建设海洋强国、

提升国际实力,以及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

现实意义以及长远的战略意义。本研究将采用

SWOT分析方法,从舟山群岛地理区位、资源环境、

生态系统、人文历史的现状展开研究,借鉴国外夏

威夷岛屿与马尔代夫岛屿的成功管理经验,对舟山

群岛的规划发展进行设计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具体

措施以及分析优先发展的研究方向。

1 舟山群岛现状分析(SWOT分析方法)

1.1 优势

1.1.1 优越的地理条件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沿海地区,由星罗

棋布的1390个岛屿组成,背靠富有经济活力的长

江三角洲地区,是中国东部地区和长江水域通往世

界的海上门户,区位优势十分显著[3]。同时,舟山群

岛也是中国南北海运和远东国际航线的主通道之

一,占据我国大部分国际海运航线,属于整个上海

国际航运中心的枢纽地位。跨海大桥的建立更是

开辟了舟山群岛发展的新篇章,从真正意义上连接

了海岛和大陆,极大地便利了岛上人民的出行以及

为舟山蓬勃发展的旅游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此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对长

三角一体化的发展做出了战略性部署,其中舟山在

促进江海联运合作、油气建设、国际港航经济等方

面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4]。作为产业经济发达和物

流量庞大的长三角区域的对外门户之一,舟山在发

展海洋经济的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

1.1.2 优美的生态环境

舟山群岛四面环海,空气清新,长期保持着良

好的空气质量和水质质量,植被覆盖率高,生物多

样性。据调查,舟山的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连续

5年排名全国前三,浙江省排名第一,2019年获得

“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和“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称号,

生态环境质量一直保持优良水平,水质、空气、噪声

质量均位于全国前列。其中,舟山市市区环境空气

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空气质量优良率为96.7%;

全市 县 级 以 上 集 中 式 饮 用 水 源 地 水 质 达 标 率

100%;地表水交接断面水质达标率100%,市控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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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地表水I至III类水质占比90.5%;全市区域环境

噪声达到国家标准要求[5]。综上,优美的生态环境

为舟山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先天的自然优势,也促进

了舟山海洋城市的发展。

1.1.3 独特的旅游资源

舟山群岛具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人文旅

游资源,拥有1300余座大小不等的岛屿,海岸线总

长2440km余,有2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与2个省

级风景名胜区[6]。其自然旅游活动主要以海滨度

假、登山远足、森林疗养、鸟类观赏、湿地观光为主;

人文旅游活动以体验宗教文化、当地海岛民俗和影

视文化为主。其中素有 “海天佛国”“南海圣镜”之

名的5A级风景区普陀山,是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

相互交融的最佳案例,深受众多海内外弟子、佛教

信徒、香客游人的青睐。各国游客缘聚于此,在朝

拜之余观赏奇珍异石和千年古洞的壮丽。金庸笔

下《射雕英雄传》的拍摄场地桃花岛以及 “碧海金

沙”朱家尖等美丽的风景名胜区,也吸引着国内外

络绎不绝的游客。独特的旅游资源为舟山群岛旅

游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推动海岛建设可持续

发展。

1.1.4 丰富的产业结构

舟山市经济产业结构正在朝着更加多元化的

方向优化升级,2019年舟山第三产业占GDP的比

重为54.7%,其后第二产业占比34.7%,第一产业

占比10.6% [7]。舟山海岛与海洋资源的各种关联

产业是形成舟山海洋经济的完整产业结构的基础。

除了船舶制造与维修、港航物流、石油储运、捕捞与

水产加工等传统产业以外,舟山还将进一步发展全

域旅游业、海洋信息产业、绿色石化产业和影视文

化产业等各类新兴产业。此外,舟山新区的船舶产

业十分发达,一直以来是舟山的支柱产业及海洋特

色产业,拥有坚实的海洋工程装备的基础[8],造船数

量每年占全国总量的10%左右,船舶维修业务可达

40%左右,一直位于全国前列。同时,舟山市渔场

面积5.3万km2,浅海滩涂26.67万hm2[9],拥有极

为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水产品加工业一直以来

是舟山地区渔业的支柱产业,在舟山经济发展的进

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可以增加工作岗位

的数量,也能为渔民增加一定的收入,稳定舟山群

岛居民较为严峻的就业形势[10]。此外,海洋旅游业

发展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也呈现较大增长趋

势。由于舟山群岛地理位置的优越性,舟山海洋旅

游业是浙江省发展海洋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环[11]。

综上,舟山市丰富的产业结构为海岛发展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活力,促进经济不断向好向快发展。

1.2 劣势

1.2.1 交通网络与生活设施建设薄弱

尽管跨海大桥的建立为舟山群岛打开了浏览

外面广阔世界的窗口,迎来了旅游发展高潮,但是

关于交通发展的“瓶颈”问题依然长期存在。据调

查,舟山市各类产业园区大部分都集中在偏远地

区,公共交通体系不够发达,生活娱乐设施配套相

对不足,性能也不够完善,大大降低了舟山对于人

才留下的吸引力,也减少了来舟山旅游的游客数

量,阻碍了舟山群岛独特佛教文化的旅游发展。虽

然跨海大桥的通行提高了舟山的江海联运服务功

能,但各港口与主要产业园区的物流交通网络的关

联性仍不紧密,基础设施建设依然薄弱,信息化水

平较低,抑制舟山群岛的经济发展[12]。由此可见,

努力改善交通网络体系,促进港口发展转型是舟山

群岛蓬勃发展之路的必然之举。

1.2.2 人才匮乏和流失严重

科学技术是21世纪社会发展的主要内驱力,高

素质人才是城市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一座城市、一

个地区的发展一定离不开科技和人才的支撑,没有

足够的人才引进将无法推动舟山群岛快而有力的

发展。而人才匮乏以及吸引力不足一直以来是舟

山群岛新区发展客观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据有

关调查统计,近年来舟山市人才引进后流失现象较

为严重,其中35岁以下的青年科研人员每年有

10%左右流失到了市外,高校毕业生留在舟山人员

也是少之又少。随着人才核心竞争力的缺乏,舟山

群岛的文化传承力逐渐减弱,从而导致继承舟山文

化发展的主体日益减少,对舟山文化内涵的挖掘越

来越不深刻[13]。以上问题对于舟山群岛的国际化

发展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提升人才数量与

质量,多渠道多平台吸引接纳人才是建设舟山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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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1.2.3 旅游形象不突出及产品单一化

舟山群岛的旅游发展缺乏独特的主线,形式单

一缺乏多样性,且重复率较高,产品开发及定位较

为相似,各个岛屿旅游路线和分布规划非常分散,

没有统一的发展理念和形象设计[13]。虽然舟山群

岛被开发的岛屿数量较多,但旅游整体形象缺乏特

色,较为单调无趣,大部分开发规划都缺乏有个性

的包装以及品牌效应,未能形成独具匠心的旅游

策划。对于舟山群岛旅游发展而言,除了闻名中

外的佛教旅游胜地普陀山岛以外,其他具有独特

文化气息的特色海岛非常稀少,一些优美的海岛

和海滩甚至被低水平重复开发并未得到合理利

用[12]。另外,舟山岛屿海洋文化的内涵挖掘较为

浅显,休闲娱乐项目单一枯燥,整体开发仍处于初

级阶段。综上,深刻挖掘文化内涵、树立独特旅游

形象,是建设舟山群岛成为全球知名海洋中心城

市的重要举措。

1.2.4 气候影响及灾害性天气频繁

舟山位于赤道以北的亚热带地区,气候为亚热

带季风气候,全年多大风,春季多海雾,灾害性天气

如台风、暴雨、寒潮、连续阴雨等较为频繁[14],且冬

季海水温度偏低,不宜进行游泳、冲浪等海上运动。

同时,舟山各年降水量变化幅度较大,且由于舟山

特殊的地理环境:集雨面积小,又没有流经的河流,

造成了舟山容易出现干旱、淡水资源缺乏等现象。

从各月降水情况看,舟山的降水主要集中在6月、

8月,分别是由于受梅汛期和台风影响而导致降水

量增多,舟山的冬季降水量相比夏季来说较少。这

些气候特点都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舟山群岛的旅

游业发展,影响着游客来岛参观游玩的偏好程度。

对比热带地区的海南岛,舟山群岛在发展传统亲水

性旅游方面没有显著的季节性优势。因此,因地制

宜结合气候特点合理开发和规划旅游产品成为舟

山群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1.3 机遇

1.3.1 政府政策的有力支持

2017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建立中国(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决策。舟山岛的功能定位

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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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同年7月,我国首个国际

航行船舶保税燃油供应行业规范出台,标志着自贸

区航运业朝着更国际化的方向发展。为了响应自

贸区建设,舟山市政府积极推行各种税收减免政

策,吸引资金进入,有力地推动了舟山市经济内生

性增长。2013年,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舟

山群岛新区建设的若干意见》,为舟山群岛新区发

展明确了建设思路和政策方针,提出要因地制宜,

多管齐下推进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此外,经浙江省

人民政府批复的《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城市)总体规

划(2012—2030)》给予了舟山海洋经济先导区、国

际性港口与海岛旅游城市以及自由贸易港和海上

花园城的综合定位,并对舟山群岛新区做了“一体

一圈五岛群”的总体规划布局。在以浙江自贸试验

区建设为动力的基础上,舟山将进一步积极融入长

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1.3.2 全球海洋经济的迅猛发展

21世纪是海洋的世纪,受到人类空前的高度关

注。当今海洋已被全球视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领

域和新引擎,是各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缓解社会资源“瓶颈”的重要保障[16]。从全球

化背景来看,海洋经济的大发展时代已朝我们涌

来,能源勘探者、生物技术公司、深海采矿企业以及

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公司都在

积极寻求海洋区域并夺取开发海洋资源,海洋商品

化产品种类和数量日益递增,逐渐形成了全球激烈

的蓝色经济竞争[17]。据经合组织海洋经济数据库

的调查结果显示,不论是海洋渔业、交通运输业、造

船业等传统行业,还是海洋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

工程装备等新兴产业,全球海洋经济产出都在逐年

增加,产值增速以及就业增速也十分乐观[18]。海洋

经济产业的蓬勃活力将成为未来世界各国经济发

展的助燃剂。

1.3.3 国家重大战略的发展要求

舟山群岛新区作为我国建设“海洋强国”战略

基点,是开发海洋资源的重要平台,是推动浙江省

海洋经济发展的重点示范区和前沿阵地,也是国家

在海洋领域有所突破和创新的先导区。我国从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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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高度和发展层面作出设立舟山新区这一重要决

策,有利于提升舟山市整体海洋经济发展水平及综

合国际影响力,也极大地激发了舟山群岛发展海洋

文化旅游的动力和潜力。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

旅游产业也得到了全球极大的关注,促进国家越来

越重视旅游产业的发展,并使其逐渐成为省市发展

的重点项目[2]。“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未来将越发

紧密,舟山在国际能源合作、港航互通、国际旅游和

学术交流等方面将会迎来新的机遇。

1.4 挑战

1.4.1 人口基数需求量大

2019年舟山市常住人口仅有117.6万人,户籍

人口96.6万人,位列浙江省排名第11位[19],人口基

数较小,这使得舟山群岛新区的发展受到很大的限

制。众所周知,人口数量是奠定一个区域发展的基

础,更是一个区域市场的基石,人口数量越大,劳动

力就越多,市场就会越大,经济发展水平也会更高。

而舟山市全市人口数量规模过于狭小,非常不利于

舟山群岛新区的建设和发展。按照目前全国的经

济发展趋势预测,到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成最发达和

完善的时候,人口数量至少应该达到500万人次,大
约需要20年。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人口发展的速度

决定了一个城市发展的速度。人口数量的发展以

及其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住房问题、就业问题、教
育问题和医疗问题等,都将成为舟山市未来发展的

巨大挑战。

1.4.2 人口素质提升迫在眉睫

目前随着舟山市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外国

游客数量的逐年增长,旅游专业人才尤其是具备外

国语言文化素养的人才需求变得越来越大,人口素

质问题相对于国内外先进地区仍有很大的差距[20]。

总体而言,舟山市真正能够带动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的创新型人才、推动海洋经济全方位发展的国际化

人才,以及促进旅游向好向快发展的复合型人才的

数量是少之又少,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仍有较大的

缺口,人才质量和素质水平还有待提升,以上对于

舟山群岛旅游业的建设有着非常不利的影响,也成

了舟山群岛长远稳定发展的重大挑战。

1.4.3 海洋生态环境问题任重道远

要真正发展好海洋经济,海洋生态环境问题将

成为政府和社会全体面临的巨大挑战[14]。如何有

效实现海洋经济与海洋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以及

如何加强海洋资源环境保护,采取强有力措施,是

当前发展海洋经济的第一要务和重中之重。据调

查,舟山渔场主要渔业资源已从传统的四大经济鱼

类转变为小型化、低龄化、低值化的海洋生物资

源[9],这很大原因是因为过度捕捞近海渔业资源而

破坏了海洋生物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使其质量、

产量纷纷下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入

海污染物持续性增加导致舟山某些海域环境污染

加剧,生态环境逐渐恶化;不合理的工业排放也导

致舟山近海海域富营养化严重,再加上海水养殖造

成的环境污染导致赤潮频发,海洋生态环境发生显

著退化。由此可见,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也是舟

山群岛想要稳步发展道路上的重要挑战。

1.5 SWOT矩阵分析

结合上述对舟山群岛现状的SWOT分析,本研

究利用SWOT矩阵对舟山发展规划做进一步的分

析建议。①“优势-机遇”(SO)战略:利用地理资源

优势发展海洋经济;优化产业结构完善舟山新区建

设;借鉴国外优秀经验,打造多元化海岛特色产业,

找准舟山旅游形象定位。②“劣势-机遇”(WO)战

略:结合有利政策加强江海联运和陆海基础设施建

设,发展绿色智慧港口;响应国家战略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③“优势-威胁”

(ST)战略: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减少污染,保护生

态;发挥地理资源优势,推行有利政策引进长三角

地区高质量人才。④“劣势-威胁”(WT)战略:建

立旅游业管理规范,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加强交叉

学科融合,促进陆海统筹发展,海岛可持续发展;提

高城市服务质量,增强社区参与度。舟山市政府应

通过准确把握未来发展机遇和规避潜在威胁来最

大化其自身的优势,完善原先存在的劣势,从而实

现海岛可持续发展。

2 国外海岛开发经验学习和借鉴

2.1 夏威夷群岛

2.1.1 夏威夷群岛基本情况分析

夏威夷群岛位于太平洋正中部,主要由8个主

要岛屿以及124个小岛组成[21],各岛均有各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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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滩、海湾、雨林、火山和森林公园等自然风光资

源,吸引着大量国内外旅游者到访,由于其远离欧

亚大陆,无现代工业的发展,当地阳光、水、空气很

少受到污染,因此长期保持着洁净的状态。群岛全

年温度19℃~33℃,气候温暖湿润,光照宜人,具有

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享有“人间天堂”的美誉[22]。

此外,由于夏威夷群岛的旅游业在夏威夷经济发展

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比重,夏威夷州政府非常重视群

岛的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关爱和珍惜旅游资源,着

重发展水产养殖、海洋科学、金融服务等“清洁”产

业,在促进旅游业发展的同时推动群岛整体的经济

发展[23]。据调查,夏威夷群岛的每年游客人数可达

800万人以上并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且游客回头

率远远高于其他海岛。

2.1.2 夏威夷群岛开发经验总结

2.1.2.1 提升本岛居民参与度,保障当地人合法

权益

夏威夷州政府在建设规划夏威夷群岛发展时

十分重视当地居民的态度和意见,定期开展民意调

查工作,及时收集居民们的问题与意见,引导居民

建言献策,发表观点,并积极根据意见和建议进行

规划上的更正和调整。夏威夷州政府同时也极其

维护当地居民的利益,在居民参与和共享国际旅游

岛开发建设的同时,提供针对性居民旅游服务,如

在每月首个星期天可以免费参观伊奥拉尼皇宫

等[22]。正是由于政府对当地居民的重视与爱护,夏

威夷群岛的旅游发展得到了当地居民的大力支持,

为国际岛建设奠定了人心基础。

2.1.2.2 重视海岛生态环境保护,提高旅游服务

质量

为了保持夏威夷群岛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旅

游业的蓬勃发展,夏威夷州政府极其重视海岛资源

与环境的保护工作,建立一系列的政策法规,加强

对原始森林植被的关爱与呵护,严禁一切违法行为

的发生,并且严格把控岛上建筑物的高度与密度,

切实提升海岛各环境要素的环境质量,营造美丽干

净的群岛环境。同时,夏威夷州政府也非常看重来

岛旅游者的回头客数量,积极采取措施进行世界范

围的市场推广,注重海岛旅游服务质量与促销水

平,实时了解游客在海岛的体验感,在总结经验、发

现不足的基础上,及时反馈并加以改正,不断提高

夏威夷群岛的旅游服务质量,吸引游客再次到访,

提升重游率[21]。

2.1.2.3 发挥独特人文资源优势,增强历史文化

底蕴

夏威夷群岛素来被称为“太平洋上的天堂”,不

仅拥有独特的自然景观,还十分注重保护和塑造岛

屿的文化灵魂,文化底蕴极其丰厚。“Aloha”精神

已经遍及整个夏威夷群岛,是每一位到访游客可以

听到的第一句当地居民用来表达爱和礼貌的问候

语,展示了当地热情友好的风土人情;活泼奔放的

草裙舞更是打造了夏威夷独具爱与文化的浪漫,通

过演绎一段段美妙的爱情故事,给游客留下美好而

温暖的记忆,令人印象深刻,流连忘返[23]。此外,夏

威夷旅游部门通过结合其当地特色文化,开发了一

批独具特色的旅游品牌来展示当地优美的风土人

情,如波利尼西亚文化中心将太平洋各岛屿文化融

合在一起,巧妙地借助来自全球各地的到访游客将

波利尼西亚文化传播到全球各个角落[22]。

2.2 马尔代夫群岛

2.2.1 马尔代夫群岛基本情况分析

马尔代夫群岛坐落于印度洋,由26组自然环礁、

1192个珊瑚岛组成,总人口数约有30万人。由于其

地理位置处于赤道附近,因此具有显著的热带雨林气

候特征,无明显四季之分,年降水量达1900mm,年

平均温度为28℃[24]。该群岛不仅生态环境优美,有

着白色沙滩、蔚蓝大海、绿色植被等秀丽风光,还具有

各种热带鱼类、贝壳、珊瑚、玳瑁、海龟等丰富的海洋

资源,被誉为“上帝抛洒人间的项链”。近年来,马尔

代夫立足本国实际情况,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开发出了

一条独具特色的海岛旅游发展模式,打造出丰富多彩

的海上休闲项目,吸引了全世界游客前往驻足游览,

被称为成功的“马尔代夫模式”。

2.2.2 马尔代夫群岛开发经验总结

2.2.2.1 开发采用“四个一”模式

“一岛一特色”及“四个一”模式是马尔代夫群岛

旅游业蓬勃发展的最大特点,一座海岛只准许一个开

发公司租赁使用、只准许建设一个酒店、强调一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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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风格和文化内涵、配备一套功能齐全的休闲娱乐设

施和后勤服务[25]。该模式结合群岛的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进行别出心裁的设计与规划,致力于建设一个

悠闲独特的度假胜地,吸引海内外的游客到访。冲

浪、潜水、海钓等刺激有趣的海上娱乐项目也是应有

尽有,极大地丰富了游客们的美好体验。

2.2.2.2 发展遵循“三低一高”原则

“三低一高”原则,即低层建筑、低密度开发、低容

量利用、高绿化率。马尔代夫海岛高度重视岛屿生态

环境体系,始终秉持该项原则,要求建筑物高度低于

树木高度,建筑物材料须与岛上整体环境相契合并环

保无污染,同时建筑物最大面积不得超过整个岛屿面

积的20%[25]。此外,马尔代夫群岛还制定了一系列

全面且严厉的环保措施,比如禁止随意砍伐树木,禁

止乱丢垃圾,严禁游客到海上或者沙滩上采集贝壳、

珊瑚,禁止游客大声喧哗、吵闹等[24],这些原则和措

施均使得海岛生态环境受到了极大程度的保护,水

体、空气质量都维持得非常优质。

2.2.2.3 管理实行放权手段

在马尔代夫群岛开发建设方面,马尔代夫政府

授予了旅游部极大的权限,不仅准许旅游部可以对

外自由出租海岛,掌控海岛的租赁权,还给予权利

使其可以对建设不合理的度假区采取罚款或禁停

手段,展现了马尔代夫国家旅游部对海岛整体建设

和规划有着很大的监控权和主导权,给旅游部提供

了极大的群岛开发的自由度,增强实践性、创新性

及可靠性。此外,马尔代夫还成立了由渔业、旅游、

交通等部门组成的国家旅游委员会,以此来加大对

旅游业的管理力度,及时解决旅游发展中所遇到的

问题和困难。

3 舟山群岛规划设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按照《全国

海岛保护规划》《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规划》《浙

江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等文件精神与要求,结合

舟山市的区位优势、自然环境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

状况,创造性地提出舟山群岛新区可持续发展的总体

战略规划,以及详细的对策和建议,从而进一步提升

舟山群岛的旅游知名度以及国际影响力,把舟山群岛

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3.1 总体定位与发展规划

舟山群岛总体发展定位为建设成为国际海洋经

济先导区、自由贸易港、海上花园城。整体战略规划

与战略设计,主要按照“三个五年”阶段来进行规划和

设计(图1)。通过“三个五年”阶段规划,循序渐进,积

极推动舟山群岛新区的快速发展,为我国建设世界一

流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奠定坚实的基础。

图1 舟山群岛“三个五年”阶段规划

3.2 开发原则

舟山群岛的总体规划与发展设计应遵循以下

4个原则。

(1)生态优先性原则。始终以环境保护为第一

要务,坚持生态环境保护优先。

(2)平衡性原则。在规划建设海岛的过程中,

保持开发成本与运营成本的平衡性。

(3)可持续性原则。合理利用和开发生态环境

和旅游资源,坚持可持续发展。

(4)整体性原则。协调统筹海岛整体发展战

略,从整体视角对海岛进行规划和建设。

3.3 具体措施

3.3.1 制定严格管理制度,贯彻可持续发展目标

海岛地区的优美环境及良好生态,是吸引旅游

者到访的一个重要因素。开发建设海岛旅游城市

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制定相关政策法规,出

台严格的管理制度,加强海岛开发的规范化管理。

借鉴马尔代夫岛屿管理制度的经验,制定出严厉的

规划细节和技术指标,保证海岛生态环境和旅游资

源的平衡性与完整性。例如,禁止在岛山砍伐树

木,禁止采集贝壳、珊瑚等海洋生物,破坏沙滩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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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态系统,明确规定岛屿建筑的高度和密度,以

及绿化程度、容量利用率等。在严格控制岛屿旅游

人数的基础之上,对岛上游客破坏环境、浪费资源

的行为进行严格管控和监督,必要条件下可采取严

厉的惩罚措施,切实做到维护岛屿的生态环境和旅

游资源。

3.3.2 实施“一岛一特色”的开发模式,多元化打造

海岛特色

马尔代夫海岛的“四个一”发展模式经验表明,

独特性是旅游开发的要义,富有个性的旅游发展模

式和地方特色才能够让海岛蓬勃发展具有持久的

生命力。借鉴其经验,舟山群岛实施每一座岛屿只

准一个投资公司开发、只能建设一个特色度假酒

店、只发展一个旅游景区、只发扬一种独特的文化

内涵、只突出一种建筑风格和功能定位的原则,充

分挖掘舟山岛屿文化,发挥舟山的独特旅游资源优

势,推陈出新开拓海岛生态旅游、荒岛探险旅游等

特色旅游产品,发展海洋休闲度假旅游精品和名

品,突出海岛个性与特性。此外,开展多元化海岛

体验项目,形成海岛游玩特色,如增设冲浪、浮潜、

游艇等水上体育项目,发展垂钓、环海岛自行车赛

以及徒步旅行等海洋休闲娱乐项目,丰富游客体

验,感受海洋乐趣。

3.3.3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多层次陆岛交通网

络体系

基础设施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唯有充分

保障岛上基础设施的建立,才能够维护游客和岛民

的正常权益。借鉴国际海岛的开发经验,在保障基

本生活、住宿、娱乐、电子、互联网等基础设施之上,

可以设计一座与海岛自然人文相融的海岛民宿,让

游客近距离感受海岛文化风情,体验海边美景;建

设海岛露营基地,组织开展篝火晚会、抓海鲜、看日

出、沙滩足球等具有海岛特色的旅游项目,激发游

客探险乐趣,吸引游客前往体验。同时构建多层次

交通网络,于陆岛之间建立机场,海岛内部设置自

行车、出租车、大巴、公交等多种交通工具,满足游

客不同需求。

3.3.4 重视舟山全民反馈,维护岛民合法权益

借鉴夏威夷海岛注重游客反馈,维护当地人利

益的经验,舟山市可以单独设立岛屿旅游情况调查

部门或由相关旅游部门直接主导执行,进行旅游产

品、基础设施等旅游数据的统计。通过了解收集岛

屿旅游数量、收入情况、回头客率等基本情况,展开

民意调查、游客满意度调查等问卷调查措施,实时

准确把握发展动态,并定期发布旅游年度报告、旅

游市场报告、民意调查报告等一系列研究报告,以

便更好地采取改革措施,为舟山岛屿的蓬勃发展提

供强有力保障。同时,注重保障当地居民的合法利

益,出台相应的政策法规,为他们提供便利的旅游

服务和适当的财政补贴,增强当地人的团结力和凝

聚力,为舟山群岛发展提供人心基础和健康导向。

3.3.5 宣扬舟山特色文化,塑造独特品牌效应

文化是一座城市,一个海岛旅游发展的灵魂,

发展舟山群岛一定要深刻挖掘舟山特色文化,宣扬

舟山精神。借鉴夏威夷岛屿对本土文化传承与弘

扬经验,舟山群岛可以设置独具特色的文化语言或

者民谣,以热情、礼貌、奔放的形式展现给每个上岛

的游客,形成语言品牌效应。同时,生产和宣传具

有特色舟山文化内涵的艺术产品或海岛美食等,形

成产品品牌效应,令每一个来舟山的游客都能获得

独一无二的岛屿产品,并能够潜移默化地宣扬给身

边的亲朋好友,扩大产品的宣传力度。此外,可以

设计一款独具舟山文化的吉祥物,通过新媒体营销

手段,将海岛特色宣传出去。总而言之,以舟山文

化为基准切入点,融入丰富的精神内涵,借助多种

新媒体手段不断提升舟山海岛旅游深度和国际知

名度。

3.3.6 统筹优化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为建设成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舟山要进一步

加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

带动舟山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和国际港航业、

旅游业发展。舟山市政府可以和国内外高校及研

究所合作,通过研发前沿海洋信息技术,对海洋生

态环境、资源利用、港航物流、旅游文化等领域进行

深度开发与融合;通过研发与引进新兴技术,提高

传统产业的资源利用率,减少环境污染物的排放,

从而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引进外资,完善

石油提炼技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绿色石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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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产业链,打造先进的产业集群效应。

4 海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优先研究方向分析

海岛可持续发展与海岛振兴战略已成为国家

大力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课题,海洋领域的科技发

达是成为海洋强国的重要标志,现今国与国之间在

海洋领域的竞争实质上就是高科技的竞争。因此,

要发展、振兴海岛建设离不开科技和人才的支撑。

坚持海岛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应优先关注环境与生

态安全、以海定陆的流域统筹发展、智慧绿色港口

建设等研究方向,不断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4.1 关注和重视海洋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

容之一就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随着现代社会经济

的飞速发展,沿海和近岸海洋生态系统都在不同程

度地受到人类活动的破坏威胁,多种人为压力源,

例如过度捕捞、海洋酸化、海洋污染、海平面上升

等,正在严重影响海洋的生态环境[26]。此外,海洋

资源的过度开发和利用,海洋自然生态功能的退化

以及海洋环境的严重破坏,最终导致了区域经济发

展缓慢以及产生了各种紧迫而突出的环境问题。

因此,建立人与海洋之间的和谐关系,全面推进海

洋生态文明建设,对我国建设成为海洋强国尤为重

要。关注和重视海洋环境与生态安全,以及合理有

效开发利用丰富的海洋资源,是实现海洋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基石,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和使命。为加快

促进海岛城市建设发展,未来应深入实施可持续发

展战略,完善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总体协调机制,建

立海洋生态文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协调绿

色转 变 的 格 局,实 现 人 与 自 然、人 与 海 洋 和 谐

共存[27]。

4.2 坚持和发展以海定陆的流域统筹

为应对陆地和海洋地区日益增长的经济和环

境压力,陆海统筹战略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被明确

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加快建设海洋强国,这是“21
世纪中国海洋议程”的重要成果[1]。陆海统筹战略

是指在陆地和海洋之间协调平衡的基础上进行的

区域社会发展的设计、规划和实施。它涉及对陆

地-海洋资源和环境特征的全面考虑,以及对陆地

和海洋的经济、生态、社会功能,资源和环境的承载

能力、潜力进行系统性检测和评估,主要目的是促

进区域经济和谐、健康、快速发展,有效保护海陆两

岸生态环境资源,减轻环境压力[28]。坚持以海定陆

的流域统筹发展,加大对海洋生态环境的保护力

度,对于提高中国沿海地区的科技创新效率至关重

要。在未来,人们应高度重视陆地与海域之间生态

环境资源的有效保护,加强陆海统筹全面发展和协

调管理,推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4.3 建立和开发高质量绿色智慧港口

作为海陆运输的主要连接点,港口在运输网络

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随着经济全球化的

加速,国际产业转移的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港口

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29]。数字技术

也融入了世界各地的港口城市中,在港口物流方面

发挥着巨大效益。政策制定者、城市管理者、航空

公司、快递公司等政府机构和企业都在积极追求数

字化科技和可持续的物流服务体系[30]。由此可见,

建设高质量绿色智慧港口体系将成为互联网时代发

展海洋经济的重点研究方向。在以数据化和贸易全

球化为特征的全球背景下,基于数据的方法已成为促

进智能和可持续物流发展的必要手段。这种利用物

联网、传感器、云计算平台、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GPS跟踪系统、雷达、无人机、实时监测站、智能电网

等前瞻性技术的智慧港口物流模式,在收集、处理与

经济发展有关的数据和信息,以及监测、分析港口城

市的环境、社会和技术领域方面,有着高效、准确且快

速的优点。在未来,应当加快物流数字化进程,优化

物流管理,大力提高经济、环境、社会和技术流动的效

率,增加智慧港口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和意识,全方面

建设起高质量的绿色智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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