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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腾笼换鸟”打造高质量发展涅槃之路
金汉青

九月第一天，浙江省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现场会暨“415X”产业集群推进会在绍兴召开。作为制造业大市，近年来，绍兴市围绕传

统制造业改造提升，率先探索“亩均论英雄”“跨域整合”“全域治理”等绍兴经验。特别是近年来，绍兴市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接续实施传统产业改造提升

省级试点、“双十双百”集群制造行动，打破产业发展“天花板”，走出转型升级“新天地”：连续10年获省“腾笼换鸟”考核先进市，获国务院“2021年度工业稳增长

和转型升级成效明显市”督查激励⋯⋯这些荣誉，都是对绍兴锚定高质量、念好“两业”经，走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的智造强市的最好褒奖。在新的赶考路上，绍

兴正踔厉奋发，全力创造更大的辉煌。

7月31日，鸿大印染组团投产暨袍
江印染企业原厂区关停退出，这是绍兴
全市印染组团集聚提升的收官之作。
至此，越城区袍江区域 47 家印染企业
按期顺利实现关停退出，搬迁至柯桥区
的五大印染组团全部投产。

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多年前
绍兴解答这道考题，痛苦而艰难。那
时，印染、化工等曾经让绍兴引以为傲
的传统产业，备受“三高”（高耗能、高成
本、高污染）困扰，呈现出积重难返的迹
象。如果继续靠低价跑量、牺牲环境的
方式发展，会越来越没有出路。

新形势下探索发展动能转换路径，
考验的是勇气与智慧。绍兴以壮士断腕
的勇气，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的“产业迁
徙”之路——将散落在越城区的印染和
化工企业分别搬迁至柯桥和上虞的集聚
区，这开创了产业跨域整合的全国先
河。作为全省唯一的传统产业改造提
升综合试点，绍兴聚焦印染和化工两大
传统产业，运用“市场机制主导＋政府
因势利导”机制，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
市场作用，不断优化市域生产力布局。

这更是一场涉及思想观念、发展方
式、生产方式、体制机制等诸多方面的
变革。2018 年以来，绍兴提高行业准
入标准，攻坚推进越城区印染、化工企
业分别向柯桥、上虞跨域集聚。越城区
共涉及 47 家印染企业，其中 32 家整合

成五大组团，向柯桥蓝印小镇搬迁集
聚，其余15家就地转型或关停退出；涉
及35家化工企业，其中21家整合成18
个项目，向上虞杭州湾经开区搬迁集
聚，其余14家就地转型或关停退出。

“腾笼”之时波澜四起，“换鸟”之
后浴火重生。鸿大印染组团从原先
872 亩土地集聚为 197 亩，亩均效益成
倍增长；七色彩虹印染组团淘汰了 1/3
以上旧设备，单位能耗降低了 20%以
上；国周印染组团选配国际先进设备，
大部分设备能效标准达到 1、2 级⋯⋯
借集聚提升的机会，企业提升了产品
设备，增加了经济效益，减少了污染排
放，亩均产值、亩均税收均大幅提升，
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多赢。

绍兴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印
染、化工企业在集聚过程中，新增技改
投资530亿元，执行高于国内行业要求
的绿色、安全、环保标准，提升企业工
艺、产品、装备，确保集聚项目处于行业
领先水平。跨区域集聚带来了高效益
产出。2021 年，绍兴印染产业实
现增加值217.1亿元，比上年增
长 37.1%，预计今年可新增产
值 100 亿元，有望实现总量
规模、亩均产值、亩均税
收全部翻番。

跨域整合也推动
了低端块状经济向
现 代 集 群 提 升 。
数 据 显 示 ，绍 兴
市的印染产业集
中度从 65%提升
至 80%，并且实现
了集中供热、集中供
气、集中排污，同时强
化了天然纤维印染、特种
纤维印染等产业链，增强
了现代纺织产业集群的整体
竞争力。传统产业“脱胎换
骨”，使生态环境得到了持续改
善，2021 年，绍兴全市天气优良率达
83.8%，70个市控以上断面水质达标率
为100%。

一腾一换间，引来“俊鸟”产业兴。
中芯国际、长电科技、比亚迪新能源等
重大牵引性项目密集落户绍兴，新兴产
业加速扩容。特别是围绕打造国家集
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绍兴已形成全产
业链，短短三年产值突破400亿元。

据统计，印染化工两大产业通过跨
域整合累计腾退土地 10000 余亩，净
节约土地4000余亩。绍兴市经信局相
关负责人说，腾退的土地将按照绿色
化、高端化、都市化、国际化产业导向转
型发展，进一步做强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两大产业。

绍兴工业经济的版图，因为传统产
业“腾笼换鸟”的一次“撑杆跳”，正在重
新描绘。

打破“天花板”走出“新天地”打破“天花板”走出“新天地”
像耕种农田一样经营工业用地，一

块地从“低产”到“高产”，效益增长空间
有多大？位于诸暨市陶朱街道的清荣
新材料有限公司占地 180 余亩，2020
年实缴税收几乎为零，是一块名副其实
的“低产田”。去年以来，街道对该地块
进行整治提升，倒逼企业追加投资引入
高端新材料项目，2021 年企业新增税
收超 8000 万元，亩均税收达 42.44 万
元。

去年以来，绍兴市将工业全域治理
作为推进新一轮“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攻坚行动关键举措，制定实施《绍兴市
开发区（园区）工业全域治理行动方
案》，以超常规力度和举措统筹实施空
间腾换与产业跃迁，搭建了“一码管地”
工业全域智治平台，累计导入工业用地
26.75 万亩，工业企业数据 2.2 万家。经
过一年多的实践，全市上下因地制宜、
分类施策，涌现出了一批典型案例和
示范项目，主要探索形成了十种治理
模式。

一 是 城 市 工 业 片 区 有 机 更 新 模
式。统筹规划工业片区功能定位，对
需要实施征收的土地及其上建筑物进
行征收回购，以城市片区规划引领优
化用地布局。二是连片治理模式。对
地理位置临近的低效用地实施归宗整
理、连片规划、连片开发。三是园区统
一改造模式。园区对符合条件的低效
土地（厂房）统一改造，基于现有产业
链实施精准招商，提升区域产业链竞
争力。四是村级物业整顿模式。针对
部分工业强镇村级物业利用率低的现
状，对原村级物业进行整体拆除重建，
在清退低效企业的同时原地安置优质
企业，优先集聚产业链配套项目，提高
集体用地效益。五是集中倒逼清退模

式。以安全、环保、消防、违章等问题
突出、“低散乱污”企业集聚的片区（园
区）为重点，开展集中倒逼清退专项整
治行动。六是龙头企业自主改造模
式。引导有实力的龙头企业投入改造
存量土地（厂房），引入专业机构统一

运营，招引落地强链补链项目。七
是低效土地回购（租）模式。由国
有平台统一回购（租）、统一改造、
统一招商，重点招引产业链配套项

目，通过签订协议方式管控低效项
目违约风险，租金差价和改造费用等
由“腾笼换鸟”专项经费兜底。八是高
标准二次开发模式。严控存量土地二
次开发标准，最大限度放开土地容积
率限制，鼓励企业自主改造提高土地
容积率，持续提升土地绩效。九是企
业自主瘦身模式。对区位临近城区、
容积率低、发展潜力不足的企业进行
异地安置，通过企业瘦身，集约土地资
源。十是余缺资源数字化对接模式。

摸排空置土地厂房资源，针对本地企
业个性化用地（厂房）需求，开发“项目
找地”数字化应用，通过线上对接，打
通土地供需流转通道。

得益于对工业全域治理“十法”的
不断探索，2021 年以来，绍兴市治理各
类违法违规企业 1663 家、低效企业
842 家，盘活工业用地 2.9 万亩，利用腾
退土地引进项目 147 个，总投资 324.5
亿元。

向更高处攀登，谱写崭新华章。下
一步，绍兴将围绕建设高水平网络大城
市战略目标，继续深化开发区（园区）工
业全域治理，紧扣全省“415X”产业集
群建设要求，聚焦大项目招引、大企业
培育、大品牌建设和企业上市等重要切
入口，制定专项行动方案，推动先进制
造强市建设。同时将加快产业链、创新
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强化“数字+”“绿
色+”“服务+”，着力培育新业态，激发
新活力，再造新优势。

探索治理“十法”打造全省工业全域治理示范样板探索治理“十法”打造全省工业全域治理示范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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