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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杭州都市圈迎来最新进展！
在近日举行的杭州市第十

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三次会议上，杭州市政府作
了关于《杭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
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实施情况
中期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
报告》）的说明。其中提到“杭州
都市圈规划获得国家批复，都市
圈向心力不断凝聚”。

有序推动
携手共绘“同心圆”

杭州都市圈起步于 2007
年，是长三角五大都市圈之一，
也是全国首个都市圈经济转型
升级的综合改革试点，目前包括
浙江省杭州市、湖州市、嘉兴市、
绍兴市、衢州市，安徽省黄山市，
总面积达5万多平方公里。

多年来，各成员城市以“规
划共绘、交通共联、市场共构、产
业共兴、品牌共推、环境共建、社
会共享”为重点，不断推进杭州
都市圈建设迈上新台阶。

由清华大学中国新型城镇
化研究院组编的《中国都市圈
发展报告2021》认为，全国已
经形成34个都市圈，根据其发
展水平，分为成熟型、发展型、
培育型三类。其中，杭州都市
圈被列入全国六大成熟型都市
圈之一。

“设置观察员城市是杭州
都市圈的一大亮点。”在华东师
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
教授曾刚看来，观察员可以观
察其所参与的都市圈，以决定
是否加入；同时，都市圈成员也
会综合评估观察员，以决定是
否同意其加入。设置观察员城
市是立足发展阶段，科学有序
推动都市圈建设的行动。

2020年底，杭州都市圈第
十一次市长联席会议召开，安
徽省宣城市申请加入杭州都市
圈，成为杭州都市圈合作发展
协调会观察员城市。

“跨省域布局是杭州都市
圈的另一大亮点。”曾刚认为，
杭州都市圈跨省布局综合考虑
了资源互补、产业分工、功能定
位等因素，不是简单地“摊大
饼”“拉郎配”。目前，已经公布
的国家级跨省域都市圈发展规
划仅有两个，分别是《南京都市
圈发展规划》和《重庆都市圈发
展规划》。

值得一提的是，未来杭州
都市圈或有更多安徽籍“成
员”。安徽省委、省政府近期印
发《关于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推动
黄山、宣城、池州市融入杭州都
市圈借力发展。

在受访专家看来，即将发
布的杭州都市圈发展规划有不

少看点值得期待。
华南城市研究会会长、暨

南大学教授胡刚在接受中国城
市报记者采访时提到，浙江省
是国内首个共同富裕示范省
份，杭州都市圈成员未必都是
浙江省内城市，未必都是经济
强市。这种情况下，如何充分
体现共同富裕先行和省域现代
化先行，考验规划的成色。

“都市圈也可以看成是城
市的一种软性扩容。相关规划
的发布会让中心城市杭州市和
其他成员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阻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行政
壁垒和体制机制障碍将进一步
消除，推动杭州都市圈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胡刚说。

采访过程中，有企业向中
国城市报记者表达了对杭州都
市圈发展规划的期待。

“国家级都市圈的成立对
中心城市来说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它可以加强中心城市在区
域内的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地区
的发展。对于企业来说，可以为
企业带来许多发展机遇，比如更
便利的通勤、更优惠的政策支持
和更多的区域发展机会。”城云
科技（中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告诉中国城市报记者。

提质升级
打造数字热土

数字经济是杭州都市圈的
特色亮点。数据显示，目前杭州
都市圈集聚了浙江76%以上数
字经济规模总量和国内70%以
上的云计算能力，培育形成了一
批数字经济龙头标杆企业。

围绕全球数字经济创新高
地目标，近年来，杭州都市圈通
过共建数字产业集群、共筑数字
科创中心、共创产业数字化示范
等，不断加快数字技术与都市圈
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

走进绍兴市上虞经济技术

开发区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家电事业部的无人车间，只见
一辆辆智能小车往来穿梭运送
原料，一只只机械手臂忙碌操
作。从仓储、物流、计划排产、
加工制造到质量控制，所有环
节都实现了高度自动化和深度
信息化。

上述场景实现的背后是城
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参与建
设的“卧龙电机产业大脑”项
目。目前，该平台已接入未来工
厂21家，接入电机、变压器等智
能设备超万台，实时在线率达
80%以上；服务企业近 4000
家；覆盖全国29个省(市、区)、10
个行业领域，减少故障停机时间
80%，生产效率提升50%。

“正是因为产业数字化，数
据实现了精准匹配，上下游企
业降低了供应链采购成本，缩
短了研发和交付周期，破解产
业链协同低效难题，确保供应
链稳定。”城云科技（中国）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杭州都市圈统计专委会
发布的《2022年杭州都市圈发
展报告》，2022年杭州都市圈
实现生产总值39698亿元。杭
州、湖州、嘉兴、绍兴和衢州5
市合计实现规模以上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制造业增加值2162
亿元，增长8.6%。

随着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数据已成为重要生产要素。曾
刚认为，数据标准不统一，不能
互通互认，数字经济则会举步
维艰。打破资源要素的流动壁
垒是都市圈建设的重要目标之
一，作为最早拥抱数字经济的
城市之一。杭州如果能够借助
杭州都市圈这个平台，数字经
济方面将会有更好表现。

发挥优势
构筑科创高地

杭州都市圈第十一次市长

联席会议上，杭州都市圈定下
了“十四五”乃至2035年的新
目标。会议通过了《杭州都市
圈 发 展 规 划（2020—2035
年）》，明确了杭州都市圈全球
数字经济创新高地、亚太国际
门户重要枢纽、全国绿色智慧
幸福样本和长三角南翼核心增
长极四大战略定位。

上述规划还提出“三步走”
发展目标——到2022年，基本
建成现代化都市圈；到 2025
年，成为全国现代化都市圈典
范，初步建成国际化大都市
圈；到2035年，建成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国际化现代化都市
圈，高水平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

然而，实现上述目标并不
容易。《评估报告》认为，杭州都
市圈前有上海大都市圈虹吸之
势，后有宁波都市区、温州都市
区、金义都市区追赶之忧，要保
持区域竞争的优势地位需要付
出加倍努力。

在受访专家看来，科技创
新能力是当前杭州都市圈亟待
补齐的短板，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是未来杭州都市圈实现跃升
的重要路径。

“一方面，科技创新能力

有待增强。”曾刚分析，作为都
市圈中心城市，杭州科创力量
与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第一梯
队城市相比，研发投入相对不
足，高校和科研院所数量偏少、
能级偏低。如何借助创新性举
措，不断优化和完善科技创新
生态环境，集聚一批高能级研
发机构，是当前杭州都市圈面
临的重大课题。

另一方面，科创品牌影响
力有待提升。曾刚提到，人们
普遍认为,在北京、上海等一线
城市做科研是一件理所当然
的事情。如果去杭州或者国
内其他城市，则可能会被认为
不够慎重。还有一些观点将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片面
地理解为，上海是科技创新策
源地，浙江、江苏等是科技成果
转化地，认为后者没有必要生
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
术成果。

中国城市报记者注意到，
作为都市圈中心城市，杭州对
未来发展挑战有着清楚的认
知。《评估报告》提到，科技创
新硬核实力有待增强。高能
级科研基础设施还不够多，创
新主体规模还不够大，科学研
究成果和产业创新成果还不
够丰富。

当然，就科技创新而言，杭
州都市圈并非绝无优势。

“杭州都市圈中，尤以黄
山、宣城生态资源禀赋优越。”
曾刚分析，头部科技企业无论
是总部选址，还是项目落地都
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因素。以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为例，该区域是典型的江
南水乡，河网密布，湖荡纵横，
环境优美，对头部科技企业形
成了强大的吸引力，集聚了华
为、阿里巴巴等一批知识创新
型总部企业。

当前，积极迹象正在显
现。独角兽企业作为世界级创
业生态的标志,其数量多少在
很大程度上也折射出一个地区
创新能力的强弱及其创业生态
的完整性。今年4月，由胡润
研究院发布的《2023全球独角
兽榜》显示，全球有1361家独
角兽企业，杭州有22家。

以科创优势推动杭州都市圈能级跃升以科创优势推动杭州都市圈能级跃升

杭州都市圈大事记
●2007年5月，杭州都市经济圈第一次市长联席会议召开，浙

江省杭州市、湖州市、嘉兴市、绍兴市宣布启动建设杭州都市圈。
●2010年10月，浙江省政府批复同意《杭州都市经济圈发展

规划》，杭州都市圈发展蓝图逐渐清晰。
●2014年3月，杭州都市圈转型升级综合改革试点获国家发

展改革委批复，成为全国首个都市圈转型升级的综合改革试点。
●2016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长江

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杭州都市圈被列入“一核五圈四带”的
“五圈”之一，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8年10月，杭州都市圈第九次市长联席会议召开，浙江
省衢州市、安徽省黄山市成为新成员，杭州都市圈迎来首次扩容。

●2020年底，杭州都市圈第十一次市长联席会议召开，安徽宣城
申请加入杭州都市圈，成为杭州都市圈合作发展协调会观察员城市。

9月7日，浙江省湖州市域内建设中的南浔区湖杭高速双林段与田园、村落交相辉映，构成一幅

新时代交通建设壮美图景。

据了解，该项目是浙江省综合交通发展“十三五”规划中的重要高速项目，也是湖州市综合交通

运输发展“十三五”规划中“三纵三横”高速公路网的“一纵”。建成后，将形成“井”字高速网，有效缓

解现有G25杭宁高速公路、S13练杭高速公路的交通压力，对推进湖州、杭州等地区的经济联动发

展，加强杭州都市圈的辐射带动作用，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