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经济强劲
工业经济回升

GDP是刻画城市成长的主要脉络。
从最新 GDP 结构中，就可以看出杭州

最为独特的特征。2023 年，预计杭州数字
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 5675 亿元，比上年
增长 8.5%，占 GDP 比重 28.3%，创历史新
高。“这主要得益于平台经济趋势向好。”杭
州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如营利性服务
业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营
收比上年增长8.9%。

杭州数字经济稳中有进，得益于过去一
年，平台经济再次发力，阿里巴巴、网易等数
字经济强企逆势而上；而在产业结构更新质
上，杭州落子频频，从中国视谷，到中国数
谷，再到零磁科学谷，数字经济向“新”生长，
未来会继续引领数字经济的迭代升级，坐稳
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

“抓数字经济、虚拟经济，一定不要忘了实
体经济是基础。”杭州“站上两万亿”这一年，经
济结构中展现出了更硬核的色彩：2023年，杭
州规上工业增加值 435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比2022年增速提高了2.1个百分点，稳
住了工业基本盘。

当然，也有观点认为，2023 年杭州规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比全省、全国都低一些，比
起工业强城，杭州经济“硬核”色彩稍有欠缺。

这种声音，显然忽略了“势”。
一种是经济发展的客观之势。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陆铭在《向心城市》一书中，谈到了经济发
展会带来人的需求变化和产业结构变化。
在工业化初期，制造业比重会上升，但到了
一定阶段后，制造业比重也会下降，然后服
务业占比会从较低状态逐渐上升，这是经济

发展的一个客观规律。
上海作为我国城市经济的“老大哥”，

曾经历过工业阵痛期，最终工业又支撑起
了上海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一极。而杭州工
业，在数字经济高歌猛进时，曾历经退二进
三、低散乱整治、腾笼换鸟等阵痛，这是经
济结构调整的必然过程，正确对待，就能扭
转乾坤。

一种是杭州提振工业的行动之势。
杭州的工业，正在回升。早在 2019 年，

杭州就启动实施“新制造业计划”，自此，杭
州工业投资占固定投资比重止跌回升。尤
其是 2021 年后，回升速度逐年加快。2023
年，杭州工业投资比上年增长 29.9%，连续
36 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到 2025 年，杭州
还要将工业投资占固定投资的比重，从不到
10%拉升到15%。

提振工业，杭州在后亚运时代有新计
划。在杭州市委部署实施的“十大攀登行
动”中，“实施‘双新’提能攀登行动”被摆到
了重要位置。“双新”提能，将让杭州全力推
进数字经济二次攀登，着力推动制造业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统筹推进现代服务
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高质量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

两万亿背后的
高质量新样本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杭州，自古三面
云山一面城，在不少人印象中，杭州以旅游
见长。随着“一江春水穿城过”的格局拉开，
过去 20 多年，杭州经济走出了一条快速向
上的增长曲线。

回头看 2022 年，杭州 GDP 来到 1.89 万
亿元，2023 年冲 2 万亿元似是“临门一脚”。
事实如此吗？

每一个经济现象的背后都是错综复杂
的。就像杭州的经济，互联网上的城市话题，
只要说到杭州，总会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

论经济总量，杭州在 2022 年排全国第
九，前面还有成都、苏州、重庆、武汉等强二

线城市；但论细分经济指标，各种维度，杭州
绝对能打。世界500强企业，杭州有8家，居
全国第四，超过广州；上市企业数量突破300
家，居全国第四，超过广州；个税收入排全国
第四，超过广州；独角兽数量，居全国第四，
与广州并列；42 家中国民营企业入围中国
500强，连续21年位列全国第一⋯⋯

这种矛盾的存在，实际上是因为改革开
放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两大逻辑主线：
一条是规模壮大，一条是结构升级。

“杭州经济非常吻合‘高质量’的特点。”
浙江发展规划研究院区域发展研究所副所
长、首席研究员秦诗立说，改革开放后，受益
于粗放型增长模式，先发头部城市用更短时
间进入“两万亿俱乐部”。如从 1 万亿元进
入 2 万亿元，上海仅用 5 年，北京、深圳和重
庆则用了6年。

但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粗放型显
然行不通了。“这时更需要依靠新产业、新业
态、新技术去驱动城市经济体量的跨越，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提升城市治理水平都有
着深远的意义。”秦诗立说，在事实中可见，2
万亿这道“线”，越来越难以跨越：杭州花了8
年，用时比“前辈”们更久。

过去一年，杭州“站上2万亿”，也不是敲
锣打鼓就能完成。

从宏观形势看，全球经济大势不容乐
观，仍然处在一个变局之中：原来，中国既没
有太多技术，也没有多少产业基础，但有的
是生产要素，所以全世界的产业链都往中国
转移，中国变成了一个世界工厂。而现在，
全球治理秩序正在重构，经济合作秩序随之
也在重构，经济全球化分工，在被区域式、分
布式供应链替代。

这一变局，恰恰折射出了杭州的困境：
杭州有海康威视、大华等大量产业链供应链
布局全球的企业，“脱钩”的影响处于企稳回
升的阶段。而原本一马当先的平台经济，杭
州也处在二次冲锋的关键节点。

一切的一切，都在透露一个信号：站在
更长周期看，杭州“站上 2 万亿”，绝非易事，
是经济增长模式转换中高质量发展的一种
新尝试，是“大国大城”中一个高质量发展的
新样本。

拼出“大国大城”的
光明未来

中心城市正在成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
要空间形式。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城
市群的崛起，已是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一个
又一个经济强劲的城市，就像“行星发动机”，
为现代化经济行稳致远，提供了最强动力。

“大国大城”，不是千篇一律。每一座城
市，都要根据自身的产业特质，去“求解”属于
自己的赛道，最终拼出我国高质量发展新格
局的轮廓。如上海在我国最早开埠，开启了
物理空间的全球塑造，是我国最早期的通商
口岸，因此国际化程度最高；深圳是改革开放
先行地，“三来一补”的集聚和发展，奠定了强
大工业基础，是新晋的全国工业第一城，加上
科技赋能，又演变成科技产业高地⋯⋯

眺望未来，“大国大城”的竞争依然激
烈。目前，我国进入“三万亿俱乐部”的城市
有五个，而成都、苏州虽然还有距离，但也已
经咬准了 3 万亿的目标。如成都在 2022 年
成功跃升两万亿后，提出到 2027 年 GDP 要
达到3万亿；苏州也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推
动 GDP 迈上 3 万亿，并将在电子信息、高端
装备、先进材料、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发力，要
形成4个万亿级。

但是，一座座“万亿之城”“两万亿之城”
“三万亿之城”的进阶，绝不是经济数据简单
相加，背后是产业聚集和人口聚集的自我强
化循环，会进一步强化优化自身发展的竞争
力，以及对全国发展的带动力。

这种趋势，在陆铭所撰写的另一本更为人
熟知的书籍《大国大城》中有所预见。当有些
人还在讨论大城市承载力过载时，他从比较全
球经验角度，别具只眼地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
的重要性，旗帜鲜明地提出只有在聚集中，经

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
竞争力，并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

“ 大 国 大 城 ”的 竞 逐 ，注 定 会 愈 发 激
烈。作为“两万亿俱乐部”的新成员，未来
杭州后发先至的优势在哪？答案依然是统
筹城市内涵式发展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城市体量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
对城市治理方式、公共服务提出了更高要
求。”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新经济发展
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明文彪说，在经济高速
增长中，杭州补齐了地铁、快速路等民生
短板。但大体量 GDP，意味着更多元化的

经济和社会单元，必须充分调动各个经营
主体活力，还要照顾各色各样的需求和诉
求，这要求治理模式要更富弹性、公共服
务更优质均衡，而这恰恰是杭州的优势。

“大国大城”的竞逐，与数字经济的迭代、
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制造业向数而生是同
步的。“杭州的信心更是充足的。”在秦诗立看
来，越到高能级城市的竞争，经济形态的领
先，就越比产业结构的领先更重要。杭州占
数字经济、总部经济、平台经济三大高地，经
济形态比大多城市都要领先一步。让数与实
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将是杭州面对“大国大
城”的自我求解，也是杭州充满光明的未来，
甚至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一种未来。

当杭州成为第8座迈入“两万亿俱乐部”
的城市后，连日来，外界已经开始更频繁地
从杭州的身上，去对比、去追溯、去展望：杭
州是一座怎样的“大城”？杭州如何成为今
天的“大城”？杭州未来要如何继续竞逐“大
城时代”？翻开《杭州“两万亿”攀峰记》，答
案就在其中。

亚运之城迈入“大国大城”

杭州“两万亿”攀峰记
张 留

亚运之城迈入“大国大城”

杭州“两万亿”攀峰记
张 留

大国，需要大城。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大城竞跑”的中心话题，已从“万亿俱乐部”变成了“两万亿俱乐部”。进入这个行列后，就意味着一个城市的经济体量，超过了世界上四分

之三的国家和地区。
而杭州，来到了两万亿的梯队。2023 年，杭州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20059 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5.6%。至此，我国 GDP 超 2 万亿元城市已有 8 座

（不含港澳台地区），其他分别是上海、北京、深圳、重庆、广州、苏州、成都。
“大国大城”的故事主角，多了杭州。
不过，杭州的故事主线，并不只有经济体量的跨越。成功精彩举办亚运会之后，杭州成为中国继北京和广州之后第三座亚运之城，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继续放大。这一

年，杭州城区人口还突破了1000万，从特大城市成为新晋的超大城市。
亚运之城迈入“大国大城”，这一跃，是杭州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城市内涵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为“大国大城”的进化提供了一个最生动的注脚。

科技创新：精彩一跃的“第一动力”

上城：产业突破 勇开新局

拱墅：迈步从头越 登攀更高峰

高新区（滨江）：创新引领 数实融合

萧山：工业大盘 成色一新

余杭：新中心再攀新高峰

钱塘（新）区：钱塘智造 向“新”奔涌

富阳：两场硬仗 双“拼”双赢

临安：以产兴城 笃行致远

建德：幸福宜居 文旅共富

桐庐：县域经济 迭代升级

淳安：一湖秀水 点“绿”成“金”

文三街：科技时尚 动感都市

萧山河上镇:南部小镇 工业跃升

杭州未来科技城：走好高新区进阶之路

临平塘栖：
谱写现代化“运河南缘首镇”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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