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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各地都竞相在数字经济赛道中抢跑、

冲刺。发展数字经济已达20年之久的浙江，也不例外。

从“数字浙江”到数字经济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浙江正在谋求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突围，奔着努力打造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强

省的目标，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而这，需要经济大区挑大梁。位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核心区域的余杭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省五分之一，为杭州、浙江

乃至全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贡献了许多力量。

放眼更高要求的当下及未来，余杭如何以数字经济“软实力”构筑产业发展“硬支撑”，实现数字经济“二次攀峰”？

站上风口，如何实现“二次攀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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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时局
也就读懂方向

在全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历程里，浙江
当属探路的“先遣支队”之一。余杭也率先
迎来数字经济发展期。

早在 2003 年 1 月，浙江省十届人大一
次会议就向外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未
来，“数字浙江”将会成为浙江的一项战略
性任务、基础性工作和主导性政策来布局
实施。

“数字城市”“电子商务”“加快建成全
省信息应用体系主体框架”等新颖词汇和
说法频繁出现，嗅觉敏锐的浙江民营企业
家也顺势而起。阿里巴巴旗下 C2C 平台
淘宝上线，这个深受中国网民欢迎的网购
零售平台，可以说是典型代表。

2013年，阿里巴巴将总部迁入余杭未
来科技城的西溪园区。在它逐渐从“树苗”
成长为“大树”的期间，也吸引了像同花顺、
慧博云通、申昊科技等一批数字经济企业
来到余杭，快速成长。

而后的时间里，余杭整个数字经济生
态迎来迅速发展——

近 5 年，余杭数字经济主要指标从
2017年的929.51亿元（原余杭区信息
经济增加值）增加到 2022 年的 1699

亿元（新余杭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
加值），年均增长12.82%，总量连续多年

位列全市首位、全省前列。依托之江、良
渚、湖畔、天目山四大省实验室和超重力
离心模拟大科学装置等高能级创新载

体，余杭实现前沿数字技术研发重大
突破。

先发优势并不是绝对优势。
余杭要想实现数字经济“二次

攀峰”，靠老路子够吗？
答案自然是不够。

2023 年初，浙江再
度加码对数字经济的

战略部署，提出以更大力度实施数字经济
创新提质“一号发展工程”。“以更大力度”
意味着要更深层次发展数字经济，而“创
新”是支点，需要用数字经济的创新撬动现
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这，就是余杭必须
走的新路子。

原因有二。一是，当前，要坚持把发展
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而数字经济
是撬动供给侧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所在，
亦是新的经济增长点；二是，构建新发展格
局的重要任务是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
经济循环，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可以打破时
空限制，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快捷流动、各类
经营主体加速融合。这两点，恰是余杭突
围的方向所在。

“我们要借振兴实体经济的机遇，推进
数字经济‘二次攀峰’。真正实现数字经济
与新制造‘双轮驱动’，抓住先机、抢占未来
发展制高点。”余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
负责人说。

厘清方向
才能行稳致远

“一号发展工程”的指引下，余杭要想
实现数字经济“二次攀峰”，就要在更深层
次、更宽领域，推动“软”与“硬”的有机结
合。

如何做到？这有两种理解，一种从企
业的角度，余杭需要引导更多制造业企业
在数字技术的研发上增加投入，如鲁尔物
联、申昊科技，以数字技术赋能制造，生产

“有技术含量的硬件”。另一种从产业链的
角度，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将数字技术研发，
及核心环节设计、组装、测试同步两手抓，
那么从研发到生产的各领域优质人才、上
下游企业等要素会越来越集聚。

对此，余杭分三步细致布局。
第一步攀“高”，既要向技术的高端化

发展，也要打通技术向产业的转化通道。
位于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的余杭，有

着创新资源集聚的优势。单以其现有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量来说，近六成分属数字经
济领域。余杭攀“高”将继续发力创新，依
托之江实验室等四大省实验室、大科学装
置及中法航空大学等科研院所，强化“产学
研用”联合攻关，突破一批关键技术。

余杭攀“高”，还将着力点放在了“转
化”上。余杭将借助余杭区概念验证发展
中心联盟，贯通“技术创新—应用创新—创
新产业化”链条，逐步实现关键核心产业链
自主可控。

第二步谋“新”，旨在布局未来产业。
2022年，举全力打造“杭州城市新中心”的
余杭向外发布十大工程，其中之一，就是未
来产业工程。

“未来产业工程的整体目标，就是进一
步发挥数字产业先发优势和创新资源集聚
优势，锻强人工智能、云计算与大数据等关
键基础产业，探索布局元宇宙、量子科技等
新兴前沿产业，发展数字内容、智慧城市等
新业态。”余杭区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
人介绍说。

与之对应，余杭正在瞄准人工智能、高
端软件和智能计算等细分领域，加快构建

“126X”未来产业体系；发挥阿里巴巴、字
节跳动等平台型企业的牵引带动作用，构
建“链主+专精特新”多层次数字经济企业
矩阵。

有了高端技术，也有了新兴产业，第三
步就是要融合提质。对此，余杭做足了提
前量。

以人工智能细分领域的“软”“硬”融合
为例，余杭谋划建设的“无人驾驶产业大
脑”已成功入选全省首批 7 个信息业分区
细分行业产业大脑试点名单。在此之前，
该平台已在物流配送、交通巡查、城管应用
等多个应用场景中，稳定控制完成无人运
送任务。余杭也入选人工智能“新星”产业
群、人工智能未来产业先导区、无人驾驶产

业大脑三个“全省首批”示范试点建设。
不局限于人工智能，余杭接下来还将

充分发挥数据作为数字经济关键生产要素
的核心作用，推动数字经济深度赋能一、
二、三产业，促进产业跨界融合，孵化催生
新业态，以数字经济“软实力”构筑产业发
展“硬支撑”。

赋能服务
与企共享红利

数字经济作为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主
引擎，还需要政府服务提档升级的“助燃”。

当前，余杭要实现数字经济与新制造
业“双轮驱动”，让传统制造业企业健康成
长为既有“软性”核心技术，又有“硬”产品
的状态，就需要智能化改造。为此，余杭多
层次、全链路、全方位赋能企业数字化转
型。

首先，余杭构建了一个“诊断+服务+
评价”的工作体系，形成了“咨询诊断—落
地实施—绩效评价”服务闭环，
并在分类施策中，实现规上
工业企业咨询诊断全
覆盖。

其次，余杭以
“一批示范”为切
入，梯队引导企
业转型。

再者，余杭
通过组建5G技
术、信息软件、
工 业 APP 等 领
域服务商“ 新制
造”联盟，为企业
数字化、网络化、智
能化发展提供系统解
决方案。

在这样的闭环服务下，益利素勒入选
2022年浙江省“未来工厂”试点，南方泵业
等12家企业入选省级数字化车间、智能工
厂，申昊科技等 67 家企业入选省、市两级

“未来工厂”梯队培育名单。
以服务推动“双轮驱动”的同时，服务

本身也需要数字赋能。
由此，一个以“E 企成长”为核心的企

业综合服务平台在余杭诞生。该平台通过
充分挖掘数据底座价值，搭建了企业服务

“最强大脑”。这个“大脑”可以动态归集和
更新工信条线企业数据库，基于“企业画
像”推演成长路径，定制化推送申报指导、
政策解读和兑现、企业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研修等内容。

截至目前，该平台已在浙江（杭州）知
识产权创新产业园和良渚生命科技小镇进
行试运行推广。位于良渚生命科技小镇的
浙江睿熙科技有限公司是重点试点的企业
之一，工作人员在初次使用后，连连称赞，

“之前需要自己去找网址申请项目，现在可
以在这里统一查看，方便很多”。

除了搭建针对企业普遍性
问题的公共服务平台，余

杭也在探索“企业码”
线 上 平 台、“ 经 济 网

格员”线下服务联
动 模 式 。 同 时 ，
在全区开展“千
名干部助千企”
活动，已累计解
决 企 业 问 题
12762 件。

数 字 经 济
的 赛 道 上 ，余 杭

全 力 开 跑 ，奋 力
跑 出 数 字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大 区 姿
态。

南方泵业自动化加工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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