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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协调发展视阈下的舟山群岛新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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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浙江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后，群岛区域协调发展问题已经变成了海岛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体制性、

全局性的根本问题。而要解决这一问题，需从海岛地区的具体实际出发，在海陆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岛群一体化、岛

民市民化的(简称“四化”)基础上，建立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组织机构，进行海岛一体化实质建设，完善相关支持体

系建设，并健全相应的保障措施，才能最终实现群岛新区区域协调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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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简称“群岛新区”)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后，研究如何推进群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海

岛地区海陆、城乡一体化，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海岛地区城乡——岛际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优化新区建

设的要素保障，创新各类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机制，缩小城乡差距，服务新区建设需要，促进建设成果

全民共享，已经成为当下新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之一。

一、舟山群岛新区建设需要区域协调发展

对于舟山群岛新区建设来说，区域协调发展不仅是发展海洋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仅关系到舟

山区域发展的大局，也关系到群岛地区的社会稳定乃至国家海洋强国战略的实施。

(一)区域协调发展的概念

区域协调发展最初表现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整个发展战略强调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的。因此，我国区域发展是以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为指导，国家的政策及决策是支持开发开放条

件比较优越的东部地区率先发展，由此形成了我国由沿海到内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改革开放格局。

为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国家相继出台了西部大开发(1999年)、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2003年)、中部崛起

(2005年)等发展战略。而这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解仅仅为缩小区际经济发展差距，建立区域问合理分工

体系，在国家投资方面进行合理分配，促进区域问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促使区域问利益协调。

目前区域协调发展被定义为缩小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差距。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出，“要促进区

域协调发展，逐步形成主体功能定位清晰，东中西良性互动，公共服务和人民生活水平差距趋向缩小的区域

协调发展格局”。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构筑区域经济优势互

补、主体功能定位清晰、国土空问高效利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区域发展格局，逐步实现不同区域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坚持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科学制定城镇化发展规划，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

(二)协调发展是舟山群岛新区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

舟山群岛新区经济发展需要区域协调。从海岛经济发展层面看，舟山群岛经济发展具有如下特点：第

一，海岛资源优势突出。舟山拥有丰富的“渔”、“港”、“景”资源，这些资源具有近乎垄断陛。第二，产业发展单
一，易受外部环境影响。海岛经济是典型的资源依赖性经济，由于海岛分散、面积狭小、基础设施落后，海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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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面临能源、资源、技术、成本等多方面制约，只能根据自身的产业比较优势来发展。由此，舟山的经

济发展过去长期依赖第一产业——捕捞渔业，“渔兴则兴，渔衰则衰”。最近10多年，舟山产业发展才向以海

洋装备制造业、海洋旅游业为主的二三产业转型，但是在海岛经济外向性特征影响下，舟山的二三产业极易

受到外部国际经济大气候的影响，其发展不稳定。第三，岛际内部区域发展差异大，总体发展不平衡。舟山群

岛内部区域发展差异极大，从人口、经济总量等方面看舟山两区两县大体存在一个4：3：2：1的结构。岛际之问

的差异更为突出，偏僻住人小岛、居民集中的大岛、经济政治人口更为集中的本岛三者之间经济发展非常悬

殊，特别是一些近陆大岛在经济规模、发展速度、产业结构、发展水平都大大超越一般住人小岛，而且有些小

岛随着人口老龄化、过疏化其经济发展明显萎缩。第四，海岛经济发展独立性差，天然外向。海岛的分散性、

封闭性的特点，使得大陆与海岛、海岛与海岛之问的物流、能流、信息流流动不畅，无法满足海岛开发与经济

发展的要求。而海岛经济发展需要人力资源、技术、资本、能源、原材料需要从外部大量输入，而由于自身市

场狭小，海岛地区生产的产品又要依赖外部市场，通过岛外市场来吸纳来融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整体经济循

环。一般来说，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海岛，其外向性和对外依赖程度也越高。因此，海岛经济具有天然的外向

性。[1]280

舟山群岛新区社会发展需要区域协调。在海水区隔的影响下，海岛离散分布，由此导致海岛地区社会发

展具有据点型特征：第一，公共设施不能实现充分共享且运行效率低。一方面，海岛地区公共设施投资大，规

模小，难以实现岛际共享。另一方面，许多基础设施又必须建设，但是建设了又难以维持，使用效率不高。如

小岛问的水上交通，没有交通，小岛上的居民生产生活不方便，可是开通水上交通航班后，客流量不大，难以

实现规模效应，难以持续经营。第二，海岛居民的思想意识具有封闭性、保守性和岛民意识。由于海水的分

割，信息流不畅，外来先进观念难以传播，使很多海岛居民无法更新观念，解放思想。第三，存在具有海岛特

色的城乡二元制社会结构。由于海岛地区的特殊性，导致海岛城乡二元制结构大大强于大陆地区，即无论是

在医疗、养老还是在其它的一些福利上，海岛居民在城乡之问，尤其是渔民与市民之问都存在明显的不公

平。而且在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大岛和小岛、中心岛和偏远小岛、本岛和外岛之问还存在不均等、不平衡现

象。

因此，基于群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需要，《舟山群岛新区发展规划》指出，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舟山群岛

新区要建设陆海统筹发展先行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建设文明富裕的和谐海岛。

二、群岛新区区域协调发展需要“四化”协调发展

舟山群岛新区作为一个拥有海洋开发开放自然禀赋的群岛地区，肩负打造经济发展新增长极、构筑扩

大对外开放的新平台、为全国海洋经济科学发展提供示范及提高国家战略资源安全保障能力的战略目标，

要完成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任务需要从区域协调发展的层面，从具体实际出发，做好“四化”，即海陆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岛群一体化、岛民市民化。

(一)从空问角度，需要实现海陆一体化、城乡一体化、岛群一体化

海陆一体化。所谓“海陆一体化”，就是根据陆海两大地理单元的内在联系，以系统论、协同论的思维方

法，通过统一的规划、共同规则、联动开发、供应链组接、综合管理，把原来相对孤立的陆海系统，整合为一个

新的社会大系统，以追求海陆资源更有效配置的过程。海陆一体化就是海陆统筹发展，它产生海陆互补效

应、合成效应、创新效应。通过海陆联动发展，实现海洋资源优势与陆地经济优势的有效结合。峭2对于舟山

群岛新区来说，由于舟山陆域面积小、产业发展的腹地狭窄、市场有限，需要从临海产业发展、港口——腹地

一体化、交通线路通盘布局、跨海大桥(海底隧道)工程、海域环境综合治理等领域，做好与宁波、上海长三角

乃至长江中下游的海陆一体化。

城乡一体化。所谓“城乡一体化”就是以城市为中心、小城镇为纽带、乡村为基础，城乡依托、互利互惠、

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城乡关系。[21城乡一体化不仅仅是一个空问概念，而且是一个过程，它

万方数据



第3期 王建友：区域协调发展视阈下的舟山群岛新区建设 15

有两个维度，城市化乡村，乡村升化为城市，城市和乡村内化为一个整体。虽然舟山市2011年城镇化水平达

到64．3％，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比较均衡，但离城乡协调发展仍有较大距离。

岛群一体化。所谓“岛群一体化”就是岛际统筹。基于舟山群岛的特殊地理环境，在海水分割的自然环境

面前，岛与岛之间有地理远近、交通、人文、风俗习惯、语言表达等方面的差别。而且在产业发展方面，不同的

岛际之间形成不同的产业特色，往往在产业中心岛周围形成以中心岛为组团纽带的岛群，如舟山南部临港

产业岛群、以舟山跨海大桥连接的本岛岛群、以普陀山为中心海洋旅游岛群(包括普陀山、白沙岛、朱家尖、

桃花岛)、以嵊山镇为中心的海洋渔业岛群等。所以，从空问看，海岛地区的协调发展、一体化必须考虑海岛

的自然环境决定的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把这些岛群中心岛——夕I-围看成一个整体，通盘考虑这类区域发
展的特殊性，采取因地制宜的发展策略。

(二)从居民主体性发展来看，需要实现岛民市民化

舟山群岛新区建设需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和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发展，逐步减少海

岛渔农民的数量，实现岛民市民化，尤其是率先让那些已经从偏僻小岛移民到大岛、本岛的居民变成市民。

岛民市民化是指海岛渔农民由渔农业向非渔农业转移并向城市移动并逐渐转变为市民的一种社会变

迁过程和状态，并伴随着身份、素质、地位、思想观念、社会权利和生活方式与行为方式的转变。

岛民市民化包含以下涵义：

第一，城镇“化”渔农民。此处的“化”是融化、纳入、教化。岛民市民化是一个有序的渐进向城镇流动的过

程，是岛民再社会化过程，是海岛渔农民的外部赋能和自身增能的过程。海岛渔农民的流动是一个大趋势，

这些居民通过教育和培训向上流动是工业化社会的特征。海岛渔农民居民向城镇流动过程在实践层面是从

社会分层、分化开始的，通过海岛居民的社会流动(向上流动、水平流动)向城镇移动、转移，获得新的发展能
力并最终融入城镇。

第二，海岛渔农民“化”市民。这个“化”包含内化、转化、使成为、使变成之意。岛民市民化是海岛渔农民

这一群体的市民内化的过程，其表象为城市化、城镇化，包括：渔农民身份的转变；职业的转变；思想意识的

转变；能力的提高，适应城市生活，内化为市民。因为海岛渔农民从渔村转移到城市城镇将牵涉到生存、发展

问题，渔农民转化为市民就是获得、适应与市民一样的有尊严的生活，渔民需要从生存方式转型、生活方式

转型及思维方式转型等方面转化为市民。[3]

第三，与城市居民相比海岛渔农民在享有权利、福利、待遇方面，要“一统化”、“一同化”。“一统化”即“统

一、统筹、统领、连接”之义，“一同化”即“同步、同时、同等、同一、共同”。海岛地区区域协调发展并不意味着

各个居民岛统统变成城市，也不意味着单纯的“变渔农村为城市”，而是让海岛地区更多渔农村居民实现生

活质量的“一统化”“一同化”，通过城乡——岛际基础设施均衡、公共服务一统化、劳动力就业一统化、社会

管理一统化等统一配置，使广大海岛渔农民获得与市民“一同化”的生产、生活质量，逐步消除城乡——岛际

差异，即使部分海岛渔农村居民仍在偏僻海岛居住，但这只是居民的偏好选择、职业选择，并通过美丽海岛

建设、渔农村再生等方式，实现“与城市生活不同类但生活质量等同”的目的。

三、舟山群岛新区区域协调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舟山群岛新区建设中，原有的区域发展不协调的老问题没有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其主要表现
为：

(一)在海陆一体化推进上存在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藩篱制约

新区海陆一体化发展受到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的藩篱制约。对于舟山群岛新区发展的腹地来说，宁波

乃至浙东北地区是第一腹地，所以舟山群岛新区建设必须依赖这个大腹地，通过海陆一体化实现海陆联动

发展。虽然宁波海域实际上同属舟山群岛海域，两地拥有同一航道、锚地、拥有同一经济腹地，而新区规划的

开发开放区域只限于舟山市行政区域。行政体制的束缚，影响两地之问的合理分工，两地的海洋产业产生同

万方数据



16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
Journal of 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Humanities Science) 第3 1卷

域竞争，同一项目争相上马，乱铺摊子，重复建设。[4]而且，尽管有浙江省政府致力推动的宁波与舟山的山海

合作及长三角首长联席会议合作机制存在，但在原有管理体制的束缚下，两地缺乏机制化的合作机制，缺乏

行政约束力，缺乏两地海域利用、交通及产业整体布局规划。目前，两地的一体化合作形式单一、领域狭窄，

处于经济领域具体项目合作的水平，难以落实到具体的产业布局、社会管理、制度安排等领域，没有达到海

陆一体化程度。尽管在“山海协作办”等协调机构推动下合作方之问签署了一些合作协议，但是由于行政级

别不高、跨市、缺乏必要的权威性与行政手段等原因，甬舟山海合作十多年来协议项目到位资金仅为1／3左

右，难以有效推动甬舟、沪舟海陆一体化快步发展。

(二)在城乡建设规划上存在城乡差序二元结构

该结构表现为：“重城镇、轻乡村”、“先城后乡、城乡分治”，城市规划和乡村规划的两个互不统一、互不

协调。在发展规划制定上，规划的统一性、整体性、全局性及协调性存在城乡二元制特征。规划之问不协调，

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如城乡结合部区域的规划一部分属于城市规划的范围，而另一部分却属于乡村建设

规划。同时因各规划编制政出多门，如海岛人口的聚集和国土利用之问高度相关，但人口和国土部门之问规

划相互不协调，导致规划之问掐架。至今新区还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指导下的城乡一体化建设规划，使城乡一

体化缺乏宏观指导，且新区高层次规划和中心城区、中心镇、中心村建设、城中村规划之问存在时滞现象，下

位规划无法准时执行。而且规划执行和约束的刚性不够，城乡发展规划受地方领导人的主观意志影响比较

大，存在以项目定规划的现象。

(三)在生产要素集约利用上存在城乡二元制约束

城乡一体化的物质基础是土地等生产要素市场的高度统一、合理流动，但是在二元制市场背景下，渔农

民却不能和市民一样拥有完整的定价权。第一，农地无法充分流转。在当前农民承包地地块面积小而分散的

情况下，需要进行农地的合理流转、集约利用，但由于依附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的底层社会保障、福利等没

有被社会化，再加上农地的合理退出机制不健全，土地流转越来越困难。第二，渔农村的宅基地和住房不能

充分流转。和城市相比由于渔农民宅基地和住房的集体产权存在，个体确权困难，在现有法律、法规的约束

下，难以实现真正市场化，难以发挥作为财产流转、增值的效用，无法实现城乡统一市场。第三，渔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不完善，需要实现社会化转型。主体不明、权责不清、监督不力的渔农村产权制度，使渔农民依附于

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物权上的利益受损，“农嫁女”、“非转农”、“农转非”、“返乡大学生”等群体

权益保障困难，一些地方渔农村集体资产收益分配矛盾突出，行政村撤并中村村、村社资产产权问题难以妥

善解决。

(四)在享有公共服务上存在城乡差异

在宏观上社会保障及社会福利有了全社会的广覆盖，但没有全覆盖。比如，在养老保险制度政策方面，

出台了舟山居民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制度，2011年还出台了60周岁以上城镇居民的

养老保险政策，以逐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但尚未出台60周岁以上渔民的养老保险政策。

在政策和制度上存在“城乡差序标准”问题。城乡居民由于原有旧体制的延续，在低保对象认定、“三属”

优抚金、参战人员定期补助、退伍军人自谋职业补偿金、退役士兵安置补偿金、老龄服务补贴、公共卫生服务

项目经费等近10个方面存在“城乡差序标准”，即城市居民远远高于乡村居民，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方

面，也存在因不同险种而参保对象不一、缴费标准不一、待遇享受不一的问题。

在公共服务体系上存在体制不顺、资源分散等弊端。比如，市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现在主管部

门虽由原来的人力社保和卫生部门统一为人力社保部门，但具体操作还是二条线、双轨制，制度执行的标准

不一，一定程度也存在资源浪费现象。这在城乡居民的就业和培训管理服务中也是如此。

(五)在公共品覆盖上存在城乡——岛际差异，无法全覆盖在硬公共品供给方面。由于海岛地区自然条

件制约，公共设施的共享性差，在政府公共投入有限的背景下，导致政府投入碎片化，低效率，公共设施主要

集中在大岛和一些城镇中心。

在软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渔农村现有的水、电、路方面已经基本实现均等化服务，但在教育、医疗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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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方面问题最突出。在关系到公共服务均等化、均衡化的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方面，优质资源也多数集中在

中心城区，一个最基本也最严峻的事实是：渔农村没有一所基础教育重点学校，没有一座标准化的体育馆。

基本医疗服务集中在本岛城区，如集中在城区主要医院，渔农民居民“看病贵，看病难”问题没有有效解决。

从统计资料看，海岛地区乡镇卫生院的看病人数在下降，可见渔农村居民不得不通过体制外解决方法来获
得相应服务。

四、推进舟山群岛新区区域协调发展的构想

舟山群岛新区区域协调发展需要进一步理顺体制、促进资源整合、共享，而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充分运用

中央政府赋予的“开发开放先行先试”政策，借新区建设之势，进行制度创新，出台一些政策措施来鼓励、引

导、支持地区协调发展，打造推进群岛新区协调发展的政策工具箱、组合拳。

(一)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双轨作用来推进区域合作

1．建立舟山与宁波两地跨地域的双边、多边协商和协调制度、机制。要突破一体化中的行政区划和管理

体制构成的障碍，那么重复建设、同质竞争将是个绕不开的话题。利用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新区建设之机，

尽快制定两地区域合作、协调发展的原则与规范，设立高规格常设协调机构，并逐步将其发展为区域合作运
行组织。

2．以互联互通公共基础交通设施建设为利益枢纽，促进海陆一体化。新区建设需要交通建设先行，因此

要以海陆联系的线路如“跨海大桥”铁路、隧道、海运、空运等，将舟山群岛的主要岛屿与大陆组接起来，统筹

海陆双方的利益，协调双方的矛盾，增进共同的福利。目前需要加速推进的公共基础交通设施建设有：第一，

需要实质推进宁波一舟山港一体化战略。即对两地海域内所有港口岸线资源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共用共

享，并以统一品牌参与国际航运市场竞争。第二，推进交通同城化。建设宁波到舟山本岛的城际轨道交通，将

舟山的人流、物流、旅流纳入到以宁波为中心的浙东城市圈内，使新区主要岛屿获得宁波中心城市的人口、
商业、公共服务的同城聚集效应。

3．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发挥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实现两地产业协调发展。第一，在地方政府的宏观调

控下，统筹宁波、舟山产业规划布局，促进错位发展，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第二，充分发挥市场资源配置

的决定性作用，配置港口、岸线、土地、海洋旅游资源等要素资源。要营造民营经济参与新区建设的良好环

境，消除各种障碍，破除港口物流、战略物资储运、船舶、石化、海洋装备等行业进入准入限制，允许自由进入
滩涂、海岛、海洋能等领域开发。

(二)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展城乡——岛际一体化建设

1．新区政府要因地制宜编制城乡——岛际一体化规划

新区政府要抓紧完善群岛区域的城乡——岛际一体化建设规划体系。一是各个功能岛要全面对接群岛

新区总体规划，目前至少要做到一岛的初步一体化；二是切实加强规划内容和要素之间的对接与互补。三是
要营造规划融合实施的良好格局。

2．完善渔农村社区社会服务供给机制

通过撤村并村、社区制，向乡村延伸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使广大渔农村居民在居住的区域内能就近
获得相应的教育、医疗、休闲及社会事务服务，实现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的均衡化。

3．力Ⅱ快渔农民市民化进程

目前应该加快农村宅基地跨村流转置换的试点工作，以加快渔农民集中居住，同时集中配套建设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促进渔农民的人口市民化。

引导失海、失地渔农民进行非农化转型。地方政府要探索“就业有岗位、生活有保障、管理服务网格化、

文化活动多样化”的安置体系，通过联系企业、政府购买岗位、鼓励自主创业和劳务输出等多种方式，解决失

海渔民、失地农民的再就业问题。同时加强对这类特殊人群的心理和观念引导，让他们以新的角色更积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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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城市生活。

4．探索海岛渔农村新型城镇化道路

探索渔农村新型城市化道路。以功能岛建设为特色，打造中心村，控制一般村，保留特色村，保护好渔农

村的特有形态。在实施产业和人口集聚时要兼顾渔民群体的利益，制定相应的扶持政策，大力推进“小岛迁、

大岛建”小岛移民的步伐。

以渔港经济建设为核心推进小城镇建设。把一些基础条件较好的渔港通过配套完善的服务设施建设，

使这些渔港能够成为吸纳人口、促进渔民转产转业的小城镇，使重点渔村变成拥有渔港经济实力的城市。

(三)构建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持体系

1．构建城乡一岛际统一的公共服务体系

一是在坚持整体划转合并的原则下，进一步精简和整合市、县(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工作

机构和力量，并抓紧做好城乡两项制度和标准，逐步进行对接并轨的基础性工作，为制定和出台新区统一的

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提供条件。二是对城乡居民的就业和培训服务管理主体以及各级各类的城乡居民培

训机构，也要进行体制上的理顺和资源上的整合。要加大对城乡居民特别是渔农民各级培训机构资源的整

合力度，结合新区产业发展实际，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培训工作，提高新区渔农民劳动者就业技能和素质。

三是进一步制定城乡一体的促进就业政策，建立城乡一体的就业和失业保障制度。

2．出台渔农村产权改革政策、积极稳妥地进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渔农村集体资产的改革是渔农村对接城市化、工业化及城乡一体化的必由之路，也是渔农村现代化转

型的经济基础。因此需要对渔农村现有的集体资产进行有步骤、分层次的改革、改造，通过集中归并、资产量

化、统一经营等形式，实现集体资产产权变股权，实现集体资产的保值增值及社会化。第一，创新渔农村土地

承包经营权流转机制和完善退出机制。第二，实施整岛、整村性的土地和住房治理工作。要对接新区空间布

局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进行渔农村空置房、空置地专项整治。同时严格执行“拆旧建新”的用地控制政策。

第三，创新土地使用管理的政策机制。

(四)健全区域协调发展的组织、制度、法制保障

1．建立以新区政府为主导的协调组织、进行协调机制创新

这些协调组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承担不同层次的协调及机制创新任务。

第一层协调组织机构由新区政府的主要部门，如公安、民政、卫生、土地、人口等组成，统筹协调新区范

围内区域协调的宏观政策及推进措施。主要职责是：制定群岛新区整体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与政策；编制新

区主体功能区规划；协调各个岛群一体化的规划与产业布局；对各个县区(管委会)的区域协调发展进行评

估。

第二层协调组织机构由县区政府(各管委会)有关机构组成，根据辖区内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划进行协

调，执行群岛新区的主体功能规划。

第三层协调组织机构由各专题分委员会组成。设立方式与组成人员比较灵活，可根据协调内容的不同

吸收社会上专业人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吸收政府代表、公众及企业代表。其职责是协调、平衡各方的

利益关系，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为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表达和诉求提供一个平台。

2．建立新区生产要素市场一体化、公共服务一统化的制度、机制

以新区行政区划及机构改革为契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扁平、高效、公正、便民的公共服务机

制和公共服务体系，积极探索完善城乡一体的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医疗救助制度。对现行的城乡

管理、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进行改革，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一定要统筹安排进行诸如户口制度、土地

制度、财政金融体制、教育医疗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方，要实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任务，必须在

组织上落实。

3．完善地方立法内容、制定城乡一体化基本政策等地方性法规

法制建设是促进区域协调的重要手段。在涉及城乡、岛际、海陆、人海、环境关系等重大调整、重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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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法制作为指导、指引。因此，需要根据市场经济规律和海岛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加强对群岛新区

区域协调法规的建立、健全工作，诸如户籍制度、土地利用制度、财政体制、社会保障等体制机制，都可以通

过群岛新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解放思想利用改革把问题解决好，然后通过法制化把改革成果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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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ion of Zhoushan Archipelago New Area in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WANG Jian——you

(Department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Zhejiang Ocean University,Zhoushan 316022，China)
Abstract：As the construction of Zhoushan Archipelago New Area has become the national strategy-，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island regions has become a tundamental institutional issu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archipelago．To solve this problem，

it is neeessatT to start from the specific situation of island areas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sea and the land，the integration of

the urban areas and the rural areas，islands integration，islanders’eitizenization(refetTed to as the“fbur modernizations”)．Based on

these，we should establish organizations to promot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island construction in the real

sense，improve the relevant supposing system construction，safeguard nleasures and perfect corresponding supposing nleasures，SO as

to finally realize the target of the hammnious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islands．

Key word：the construction of Zhoushan Archipelago New Area；island areas；coordinated development；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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