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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东经济合作区的一体化试验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在政策层面，中国“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了以经

济区发展为内容的区域规划；在操作层面，泛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湾等经济区已经风起云涌。

作为国内成立最早、也是目前最具活力的经济合作区之一，浙东经济合作区不但以占浙江 28%的国土面积，贡献着全省 GDP

的“半壁江山”，还以 20 年不懈的一体化努力，在诸多领域率先打破了行政区划的藩篱，促进了生产要素在甬、绍、舟、台四

市的自由流动，并在行政区经济向区域经济的转型中，构建起一个市场主导型的长三角“金南翼”。

东方大港跨越“红线”。去年年初，经交通部批准，宁波－舟山港管理委员会正式挂牌。宁波－舟山港是我国突破行政区

划、联合建港的第一例，其成功运作，无论是对浙江乃至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发展，还是对大陆港口新型竞合关系的形成，都将

产生深远影响。

而这，只是两港一体化的开始。根据两市业已达成的共识，下一步将联手开发金塘、衢山、六横等岛屿，发展集装箱运输

和大宗散货运输，力争到 2015 年，在北仑、金塘、衢山、六横形成 30 个大型集装箱泊位以及一批大宗散货泊位。到 2020 年，

宁波－舟山港年吞吐量将超过 5亿吨，进入世界港口前 3位，成为世界级特大型港口和现代化集装箱远洋干线港。

而依托港口，四市临港工业、水产品加工业以及现代物流等相关产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一个沿海产业带和长三角南翼国

际物流枢纽开始在这里形成。

融入“第六大都市圈”。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长三角正在崛起以上海为龙头的“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对于浙

东经济合作区来说，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共建共享，形成一个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协调的现代化立体交

通网络，不但是合作区内部要素流动的重要保障，也成为整体接轨大上海、融入长三角的重要前提。

2001 年，甬、绍、舟、台四市首次制定了《浙东经济合作区交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10 年，四市合力投入 1093 亿元，

打通陆海空现代化交通“大动脉”，为四市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优质高效的交通保障。此后，四市合力解决资金、土地、

拆迁等三大难题，基础设施投入逐年加大。仅去年一年，四市就完成交通建设投资 249 亿元，创历史新高。

在“统一规划、统一标准、分市实施、分段建设”的原则下，四市高速公路建设率先取得了突破。2002 年，甬台温高速公

路在合作区内全线贯通，加上此前已经建成的杭甬高速、上三高速，合作区内初步形成了“A”字形高速公路网络。2005 年底，

甬金高速公路也在合作区内贯通，至此，浙东区域已建成高速公路 600 多公里，占全省的三分之一。

在绍兴、舟山和台州三市的积极支持下，杭州湾跨海大桥工程于 2003 年正式动工。作为合作区对外沟通的重要通道，跨海

大桥将大大拉近四市与上海的空间距离，使合作区进入上海 2小时交通圈。区位优势的凸现，将使四市更好地集聚人流、物流

和资金流，有效承接上海产业辐射和产业转移，分享世博会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目前，浙东经济合作区内还在加紧实施舟山大陆连岛工程、台金高速公路、诸永高速公路等一批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加上筹建中的浙江沿海高速公路、绍嘉高速公路、绍诸高速公路等工程，“两纵两横两连”的“田”字形开放式交通网络正在

全区逐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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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年 10 月，甬台温铁路正式动工，这条铁路将把宁波、台州、温州三市一线串起，形成省内铁路环形格局。通过沪杭、

浙赣及拟建的温福铁路，甬台温铁路还将连通全国铁路大动脉，成为长三角通向珠三角的重要交通通道。

亮出一张“浙东牌”。浙东拥有长三角举足轻重的制造业，制造业基础雄厚，名品荟萃，四市政府部门因势利导，加大了

联合创牌、联手扶牌和保护知识产权力度，着力打造自主创新的先进制造业基地。2000 年，合作区四市首次联手，在广西南宁

举办“浙东经济合作区名特优新产品展销会”；次年在台州举办的第三届中国日用商品交易会上，四市再度携手，设立了统一

的“浙东展区”。

在浙东品牌频繁出现在国内各类经贸活动的同时，四市还尝试抱团“走出去”。2002 年，甬、绍、舟、台四市来到越南胡

志明市，举办了中国浙东经济合作区经贸博览会，把浙东晶牌打到了东盟市场；2004 年，四市又组织相关企业赴泰国，参加第

三届泰国中国商品博览会，积极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

对外亮出浙东晶牌，对内则致力于构建一体化的无障碍大市场。近年来，四市积极鼓励商贸企业开展连锁经营，联手拓展

农村市场。

从行政区经济到区域经济。浙东经济合作区成立于 1986 年。在改革开放初期，能源匮乏、资源分布不均衡，在没有国家大

规模投入的情况下，处于计划经济边缘的浙东四市不可能构筑起各自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一种主要来自民间的市场冲动

构成了四市走向一体化的最初动力。

1986 年，当时的宁波、舟山、绍兴、台州四地市自发成立了一个协作联谊会，借助行政力量自我清障，互通有无，对稀缺

要素进行优化配置。此后，这个跨区域的协调机构不断升格，1988 年成为浙东四地市市长、专员联席会议，1994 年升格为浙东

经济合作区市长联席会议。

随着中国以市场化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逐渐推向深入，四市民间资本迅速积累，原来市域经济的空间格局对经济的制约

作用日益突出，市长联席会议作为合作区最高协调机构，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合作区相继成立了交通、旅游、

金融、外经贸、商贸、渔业、工业、科技、公安、港口、环保等十一个专业组，基本覆盖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成为一

些跨区域的重大问题协商解决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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