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海洋中心城市”，实际上在英文的学界、官方
的一般都是用“Harbor”这个词，这个词它有

港口的意思。但是，更重要的是表示
“枢纽”——那么从这个来理解，它

是一个重要的枢纽，就必须是
海港、陆、空港是一体化的。
这样子就分发货物、人流更
加方便。我们讲这个“海
洋中心城市”是讲港口的
发展，不仅仅局限于海港
的发展。所以，我们看
香港、伦敦、阿姆斯特
丹，它都是自由港。它
是全球的中心城市。但
是，相对来讲，巴黎和上
海则主要是作为国内的自

由港。因为它这个也涉及到
法律上的“开放”。我们可以

看到，在疫情防控期间，香港和
伦敦的海港、空港、陆港全都没有封

闭，没有关闭边界，而且它也不需要隔
离。就是说，你做生意，贸易到了那边之后不需要隔

离。然后就直接可以进货。这就是全球海洋中心的城
市。它跟我们现在目前还在走在陆上的这些城市有很
大的不同。

“海洋中心城市”它为什么成为中心？实际上它起
源于也依赖于商业的贸易。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安
特卫普，它是16世纪欧洲最富有的商业城市，葡萄牙人
在此经销印度的香料,包括中国一些贸易都是从这儿来

进货的。那么，安特卫普到现在也只有50万人，但它仍
然是欧洲沿岸最重要的“海洋中心城市”。到了西班牙
的时候——西班牙是最早的航海的崛起。在100年海
权当中，它掌握了这一个掌控权。它主要是争夺黄金和
资源。那么，葡萄牙主要是农作物、植物，还有香料的流
通。你看，它每一个地方，它的主要的商业贸易的产品
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到了荷兰的时候，它是商业资本
的代表。这个地方跟我们宁波、舟山特别相近。它主要
是做海上运输业、农业，还有它金融资本更加完善。那
么，转到了大西洋之后就到了伦敦。那么，它是全球的
金融中心。它也比荷兰更加完善了，就取得了“海洋中
心城市”更重要的地位。

要成为全球海洋中心，人口、规模、土地的大小并不
是最重要的，管理服务和技术必须是世界一流的。比如
说，新加坡。它是全球非常重要的自由港口。那么，所
有各类的政策必须为经济发展服务，要大力提升三岗合
一的管理、服务和技术的能力。那么，既然经济实力当
中贸易就是最重要的，而贸易最重要就是开放力度要
强。政治稳定，外交关系融洽，法律更加自由，社会更加
宽容,你才会吸引不同的人来。不同的人来，他需要的
不同的产品就会多。那么，更多的货物也会运到这儿
来，才形成一个具体中心。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基本上也是金融的中心城
市。所以，先进的金融工具，作为国家级新区可以先行
先试，就是离不开金融杠杆。金融取决于政治稳定，因
为政治稳定了，才有人愿意到这来做生意，贸易才愿意
到这来。现在我们国内政治非常稳定，政策也很好，所
以我们在塑造和追求全球中心城市上面会有优势。我
们有距离，但是我们会有更多的优势。

�全球海洋中心是管理服务和技术世界一流的城市
骆小平 华北电力大学博士 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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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构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邀请业内外专家进行学术研讨发言摘登

□记者 沐沐 陈逸麟

2020年省两会上，袁家军省长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谋划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2020年1月16日，浙江省新型高校智库——浙江舟山群岛
新区研究中心（CZZC）以高度的灵敏性和敏锐性迅速作出反应，召开主题为“舟山为什么可以建和怎么建‘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沙龙，就建设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2020年3月23日，浙江《2020年海洋强省建设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出炉，聚力做好全省海洋经济“十四五”发展规
划，明确下一阶段全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总体思路、目标要求和任务举措；2020年5月25日，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CZZC）召开2020年第四期

“周末智库沙龙”，邀请行业内外专家就“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进行学术研讨。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不仅是一个新课题，更需
要从一个新时代的角度去审视、理解和创新。

中国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又一个战略谋
划，这是适合21世纪海洋时代的一个重大谋划。我
们应该认识到这个重要性。中国到现在的经济发展
已经进入转型升级状态。再不转型升级，中国经济
包括浙江经济要想实现“再次发展”就会不可能。但
从转型的角度看，现在还没有转到一个以海洋经济
为主的层次和状态。“海洋经济”是现在的“时代经
济”。这与20世纪和19世纪的“海洋经济”有质的不
同。那时候的“海洋经济”都是附属经济、从属经
济。但21世纪的“海洋经济”应该是主体经济、主导
经济和主流经济。我们国家到现在的经济转型升级
就是要从以前的“陆地经济”转到“海洋经济”。中间
还有一个“从‘实体经济’到‘虚拟经济’再回到‘实体
经济’”的过程。从全球来讲，陆地表面积才29%，海
洋表面积是71%。“海洋经济”重点要放在对海洋资源
的越来越多和越来越深层次地利用上。而不是一个
简单从海洋里获取多少GDP的概念。应该是利用在
前，获取GDP在后。所以，现在浙江提出要建设“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恰逢其时。

但现在中国的“海洋经济”还是一个
思路很窄的经济形态。一般只是指
盐业经济、渔业经济、海洋运输经
济、海洋船舶经济、海洋能源经
济——风能经济、流能经济。
其实，还有海洋科技经济、海
洋生物经济。现在要建设的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一
个海洋综合经济的概念。

从立体思维看“全球海
洋中心城市”就会发现，它
应该具有如下一种立体结构
——海上海洋中心城市、海滨
海洋中心城市和通海海洋中心
城市。它的定位在“城市”。它
的发展是一种“城市发展”。它的
治理是“城市治理”。最主要是，海上
海洋中心城市应该对海滨海洋中心城市
和通海海洋中心城市起到一种辐射作用。“全球
海洋中心城市”其实是从海洋角度对城市的一种新
界定、新视角和新命名。

所以，它需要创新。一是要制度创新。制度创
新主要要解决两个问题：怎么能吸引国际、国内、长
三角和沪甬舟来共同投资浙江省建设的“全球海洋
中心城市”问题。二是要构建一个新港——怎么在
中街山列岛构建一个与国际航道是零距离的港口。
三是要组建港伴，就是怎么样在全球范围内打造“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命运共同体”——分布在五大洋的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伙伴。四是要充用资源——应
该充分发现和利用海洋资源。对人类来讲，海洋的
资源空间几乎还是一个未知空间。现在，人类对海
洋资源的利用还仅是海洋资源整体的九牛一毛。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基础是“海洋理念”。
对中国人来说，“海洋理念”还是一个陌生概念。其
实，近代文明的平等、自由、民主和协商等概念都是
“海洋理念”或都与“海洋理念”有关。

最主要是，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一定要贯
彻落实习总书记一直在主张、强调和提倡的五大发
展理念。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理念就是“创新”。
“国家级新区”的核心本来就应该是“创新”。“创新”
的概念不仅是五大发展理念的首位，而且还要贯穿
在其它的发展理念——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
中。没有创新，其它的发展理念也是空的。五大发
展理念其实也可称为“创新发展理念”。建设一个
崭新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就可以彻底地贯彻和
落实好新发展理念。

解读人类发展和进步历程应该有一个海洋视角。
海洋视角是什么？首先是从海洋的角度把人类发展和
进步的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为探索
海洋阶段、利用海洋阶段和开发海洋阶段。这三个阶

段以大航海时代作为分界线，之前的第一
个时代就是探索海洋或者小航海时

代，利用海洋的阶段就是大航海
时代，那么开发海洋的时代就
是海洋时代。据此来看，第
一，这三个阶段在当前的时
空上是共存的，但人类将
长期处于第二阶段为主
的发展状态，人类的海洋
时代还没到来。第二，
当前我们仅仅具备了进
入人类发展第三阶段（即
海洋时代）的海洋精神特
质。第三，只有当人类确

立海洋思维方式的主导地
位，才可能形成一定的海洋技

术和海洋制度条件，才能全面进
入海洋时代。所以，我所谓的海洋

视角是一个由海洋精神、海洋思维、海
洋制度和海洋技术组成的四维架构。人类

的海洋时代是以海洋精神和海洋思维作为内涵，海洋技
术和海洋制度作为外延，四维结构充分均衡的时代。海
洋时代将是一个和平永续的时代。这正是海洋时代的
魅力和我们为之呼吁去建设的“全球海洋中心城市”之

终极目标。
黑格尔曾说，中国是一个与海“不发生积极关系”

的国家。中国是陆地上的文明古国，海洋意识相对比
较淡薄，我们缺乏应有的海洋精神，缺乏海洋思维。为
此，我们首先应向一些海洋国家学习。以英国为代表，
经历大航海时代，他们完成了海洋精神的国家崇尚和
制度实现。至今为止希腊仍旧保持着对船员的高度尊
敬，西方国家对于航海等探险活动的一种包容和崇尚
是他们的一大特征。大航海时代起于葡萄牙、西班牙，
再到荷兰和英国，但大航海时代加速发展是在英国。
如要解读其中的原因，东西印度公司作为一种风险机
制的制度安排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这是一种海洋思
维的实践。

据上，可以这么认为，海洋精神的本质是冒险精神，
是市场经济的灵魂。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市场经济会
率先在西方国家萌芽。而全球化显现的是海洋思维，公
司、保险和证券等则是海洋思维的制度安排，由此，我们
看到市场经济在200多年内得以迅速发展。未来，当人
类面向不确定性和创新的时候，海洋精神和海洋思维必
然是好的制度建构的唯一出发点。建设“全球海洋中心
城市”必定是人类走向海洋时代的途径。

当前，我们可以看到逆全球化的声音和举动不断，
全球纷争四起。或许，这正是陆地思维已不足以解决当
代全球治理问题的表现。因此，我国应勇担使命，加快
推进“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建设，重塑中华民族的海洋精
神，充分运用海洋思维，发挥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建构
“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全球治理
体系，引领人类走上海洋时代的光明大道。

�“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是一个崭新的时代话题
黄建钢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主任

�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是人类走向海洋时代的必由途径
殷文伟 浙江舟山群岛新区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