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8 规 划 □2021 年 4 月 19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康克佳 □本版美编 郭佳卉

█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
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

作为省级战略发展蓝图，
浙江省“十四五”规划纲要有何
亮点？步入新时期，浙江数字经
济、未来社区又该如何发展？近
日，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党组
成员、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
长周华富就相关热点话题接受
中国城市报记者专访。

2025年人均GDP
达13万元

中国城市报：浙江“十四

五”规划纲要最大亮点是什么？

周华富：浙江“十四五”规
划纲要最大亮点是提出争创社
会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总目
标。2020年浙江省地区生产
总值跃上6万亿元台阶，按照
2020年平均汇率计算，已经超
过2019年居世界第17位的荷
兰，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10万
元，达到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城
乡居民收入分别连续20年和
36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位。

中国城市报：浙江省如何

在现有基础上，实现争创社会

主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总目标？

周华富：围绕争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先行省的总目标，“十
四五”时期浙江省经济社会发
展主要目标设置为“四个高地、
两个示范区、一个家园”。四个
高地指经济高质量发展高地、
三大科创高地、改革开放新高
地、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两个

示范区分别为美丽中国先行示
范区、省域现代治理先行示范
区；一个家园指人民幸福美好
家园。

其中，针对经济高质量发
展高地，浙江省“十四五”规划
纲要提出，要在效益提升的基
础上，保持快速持续发展。争
取到 2025 年，浙江地区生产
总值实现 8.5 万亿元，人均生
产总值实现13万元，数字经济
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
左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
75%左右。

此外，近年来，聚焦打造三
大科创高地，浙江省把建设“互
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
科创高地作为第一战略抓手和
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的核心突破
口。如今浙江全省60%左右的
国家和省科技奖、70%以上的
科技企业和科技人才、80%以
上的省级科研攻关项目、90%
以上的重大创新平台，均集聚
在三大科创高地。

中国城市报：相比“十三

五”时期，浙江“十四五”规划纲

要创新之处有哪些？

周华富：这两者是一脉相
承的。在新发展阶段，浙江更
突出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着
力实现“十个先行”，即数字赋能
现代化先行、产业体系现代化先
行、科技创新现代化先行、农业
农村现代化先行、对外开放现代
化先行、省域治理现代化先行、
文化建设现代化先行、生态文明
现代化先行、公共服务现代化先
行、人的现代化先行。

助推数字产业升级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中国城市报：“十四五”时

期，浙江省如何帮助企业实现

数字产业升级，打造具有国际

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周华富：“十四五”时期，浙
江省将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2.0版”重点工程。概括
而言，浙江省将通过以下方式
助推企业产业升级，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加快数字科技创新步伐。
依托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等主
平台，建设“互联网+”科创高
地，打造数字科技创新中心，加
强科技攻关、产品研发和广泛
应用，为产业升级提供创新策
源力。

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做强做大云计算、人工智能、高
端软件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超
前布局发展第三代半导体、类
脑芯片、柔性电子、量子信息等
未来产业，建设未来产业先导
区，培育经济发展核心驱动力。

深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实
施“数字赋能626”行动，突出

“1+N”工业互联网平台作用，
推动企业“上云用数赋智”，重
点推广共享制造、未来工厂、虚
拟产业园等新模式，加快农业、
工业、服务业数字化转型。

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
群。聚焦以集成电路、数字安
防、网络通信等为主的十大标
志性产业链，扎实推进制造业
产业基础再造和产业链提升工
程，加快重点产业链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改造，打响浙江

“品字标”，即代表制造业、服务
业、农业、建筑工程、生态等领
域高品质和先进性形象的公共
品牌。

创造消费带动生产新模
式。积极培育5G、智能设备、
在线内容、机器人（人工智能）
服务等新消费，构建“智慧商

业+实体商业”等新模式，以数
字思维、数字技术、数字产品贯
通内外贸易，形成需求牵引供
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
动态平衡。

推进数字生态升级演进。
以创建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
试验区为契机，探索构建数字
经济新型生产关系，推进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制定完
善数字化政策法规，加快数字
贸易中心和新兴金融中心建
设，构建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
体制机制。

中国城市报：数字经济的

风生水起，离不开数字政府的

牵引带动。未来浙江省将如何

通过数字化改革引领新发展？

周华富：今年春节假期后
的首个工作日，浙江省政府就
针对数字化改革召开了一场全
省数字化改革大会，会议明确
了数字化改革定义、改革重点，
提出快速搭建一个系统的“1+
5+2”工作体系，搭建好数字化
改革“四梁八柱”。

其中，“1”是一体化智能化
公共数据平台，其作为智慧化
平台中枢将支撑各级、各系统
应用创新。“5”值的是5个综合
应用，即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
合应用、数字政府综合应用、数
字经济综合应用、数字社会综
合应用和数字法治综合应用。

“2”是构建理论体系和制度规
范体系共两套体系。

因地制宜防止走偏
加速推广未来社区

中国城市报：社区是城市

肌理的最小单位，不仅承载着

人民美好生活需求，也是城市

管理的基层平台。作为浙江在

全国首创的重大民生工程，未

来社区不断拓展着人们对未来

生活的想象空间，目前浙江未

来社区创建情况如何？

周华富：浙江对未来社区
内涵作出了明确定义，提出

“139”顶层设计，为浙江人居高
质量发展提供原创性、系统性
和可操作的未来社区样板。

具体来说，就是以人民美
好生活向往为中心，聚焦人本
化、生态化、数字化等三个维
度的价值坐标，以和睦共治、
绿色集约、智慧共享为内涵特
征，突出高品质生活主轴，构
建以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
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和
治理等九大场景创新为重点
的集成系统，打造有归属感、
舒适感和未来感的新型城市
功能单元。

相比传统旧城改造项目，
未来社区目的更明确，坚持“房
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定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未来社区导向更鲜明，聚
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
价值坐标；未来社区领域更全
面，包括整合提升类、拆改结合
类、全拆重建类、规划新建类和
全域类等类型。

目前，未来社区正在浙江
有序推进。自2019年浙江省
启动未来社区试点工作以来，
全省先后开展两批共60个试
点建设，社会各方广泛参与，受
益居民预计将超过100 万人。

中国城市报：今年是“十四

五”开局之年，迈入“十四五”时

期，浙江省将如何更好地推动

未来社区建设？

周华富：伴随着两批试点
社区的建设，未来社区建设技
术指标体系已趋成熟，试点改
革也已有相当成果积累，社会
各界高度认可、地方政府加快
推进、广大群众热切期盼。为
加快推进未来社区理念、标准、
模式的快速应用，使未来社区
试点成果更好地惠及广大群
众，要统筹旧改新建，加大复制
推广力度，并使之尽快落地。

同时，未来社区创建也应
注意创新。未来社区建设不
应该有统一的模式，要特别注
重因地制宜，在符合大的条件
标准下，增加一些创新功能。
要聚焦数字化、突出新建造、
融入新技术、推广新治理，构
建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市
民生活场景。

此外，未来社区创建也要
防止走偏。创建过程中将人
民拥不拥护、赞不赞成、满意
不满意作为衡量工作得失的
根本标准，真正让老百姓“搬
得进、住得起、过得好”。防止
房地产化、贵族化、盆景化等
不良倾向。

20252025年人均年人均GDPGDP达达1313万元万元

浙江省浙江省：“：“十四五十四五””时期打造现代产业体系时期打造现代产业体系

浙江嘉兴巧克力特色小镇浙江嘉兴巧克力特色小镇
““甜蜜经济甜蜜经济””带动文旅消费带动文旅消费

浙江歌斐颂巧克力小镇自

2014年开业以来，以巧克力文

化展示、巧克力生产制作等吸引

游客参观体验，以“甜蜜经济”带

动文旅消费。图为4月15日，众

多小朋友在巧克力小镇品尝巧

克力。

中新社记者 王 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