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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淘宝网上线，拉开杭

州平台经济发展序幕。11 月 28

日，“逐新驱动，质变未来——杭州

平台经济发展 20 年巡礼”活动在

杭州未来科技城举行。

从网络交易平台的“一枝独

秀”，发展成直播电商、社交电商、

跨境电商、数字文旅、生活服务等

各类平台企业的“百花齐放”⋯⋯

20 年间，从“无”到“有”、从“0”到

“N”，平台经济全链生态已刻进杭

州这座城市的基因里。

数 据 显 示 ，从 2003 年 至

2023 年 ，杭 州 主 要 平 台 交 易 额

（GMV）从 0.23 亿元增长至 8.58

万亿元，20 年增长超 37 万倍。在

此助力下，杭州网络零售额“节节

攀升”，10 年来始终保持 10%以

上的中高速增长，占全省比重保持

在40%左右。

11 月 22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

指出，发展平台经济事关扩内需、

稳就业、惠民生，事关赋能实体经

济、发展新质生产力。杭州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

来，杭州将加强行业监管与指导，

完善政策体系，促进平台经济健

康、有序、高质量发展，推动平台经

济再攀高峰。

数字重塑

平台经济诞生之初，并不引人注
目，“淘宝网”刚成立时也是默默无
闻。作为创新活力之城，杭州从一开
始就抱着支持的态度，包容审慎地欢
迎它的成长。

杭州平台经济的发展，以此为肇
始。2004 年支付宝面世，杭州迈出打
造“数字支付第一城”的步伐；2009 年
开启的“双十一”活动，几年间便成为
风靡全国的网购节；起于淘宝直播，
杭 州 2021 年 打 造“ 直 播 电 商 第 一
城”，头部 MCN 机构年交易额破 500
亿元⋯⋯

得益于杭州不断优化平台经济

的发展环境和支持政策，20 年里，阿
里巴巴、网易、巨量引擎、连连支付、
中通快运、微医集团、优行科技、趣链
科技、遥望科技等一批各领域各类型
平台企业在杭州快速崛起。

杭州从网络交易平台的“一枝独
秀”，发展成直播电商、社交电商、跨
境电商、数字文旅、生活服务等各类
平台企业的“百花齐放”，形成了消
费、工业、农业、文旅等互联网平台全
领域发展体系。

从高大上的金融、区块链、智能
仓储，到与生活息息相关的购物、支
付、出行、医疗，如今人们生活模式的
全生态“上网”，正是因为杭州平台经
济发展 20 年里，数字技术重塑了我们
的生活方式。

2013 年，杭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
集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启一座城
与一家企业的深度合作。2023 年初，
杭州市政府和阿里巴巴集团再次签
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协议。

在平台经济的助力下，杭州经济
社会发展不断跃升，经济总量在 2015
年迈入“1 万亿方阵”、2023 年迈入“2
万亿方阵”。

创新治理

杭州平台经济发展 20 年，是先行
先试、不断创新的 20 年。平台经济发
展中多个“第一”的背后，是杭州网络
交易监督与平台治理中的多项“ 首
创”。

“7 天无理由退换货”是消费者平
时网购中常用的一项服务。正因有
这样的承诺，消费者才更有放心消费
的底气。2007 年，杭州指导淘宝将先
行赔付、7 天无理由退换货等措施引
入网络购物，率先开启了网络平台消
费者保障制度化探索。2013 年，网购

“7 天无理由退换货”被写进《中华人
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背
后是杭州探索优化电商交易的一小
步，也是全国电商监管制度化的重要
一步。

此外，杭州于全国率先查处“刷
单炒信”案件；首创全国网络纠纷人
民调解机制；打通网络消费投诉“红
旗渠”通道，实现网购纠纷在线快速
分流、平台优先处理；建成全国首个

“红盾云桥”智能协作项目，打通政企

间数据壁垒，实现数据的远程在线自
动比对、抓取、协查、反馈；出台全国
首部地方政府规章《杭州市网络交易
管理暂行办法》，有力促进平台主体
责任和社会责任落实；设立“电子商
务 12315 投 诉 维 权（杭 州）中 心 ”和

“网络商品质量监测（杭州）中心”，有
效解决网络跨区域、跨境消费的维权
难题⋯⋯

这些“杭州经验”，伴随着杭州平
台经济的发展壮大，走向全国、走向
全球。平台经济进入规范竞争阶段
后，杭州出台一系列有效规范、推动
发展的政策与法规，各平台企业积极
整改，在规范中发展。

打造高地

展望未来，平台经济仍将是全球
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我国参与国际
竞争的重要赛道、我国打造世界一流
企业的重要力量。同时，平台经济发
展的技术基础、监管政策与竞争环境
仍将继续发生深刻快速的变革，或将
出现加速跃迁的前进态势。

杭州是全国平台经济先发城市，
综合实力全国领先。面向未来，杭州
平台经济虽面临多重挑战，但仍处于

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如何推动平台
经济再攀高峰？

“当前，科技和网络技术进一步
发展，平台和产业不断融合，平台经
济迎来了常态化监管。我们将秉持
包容创新、审慎探索的态度，将监管
和服务与当前平台经济发展的新模
式、新业态、新产业融合起来，强化政
企协同，更好地发挥平台企业在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上的强劲动能。”杭
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下一步，杭州将着眼长远、兼顾
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
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
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重点在机
制设计、技术创新、国际化、平台融通
发展等几个方面发力。

为提升平台经济治理水平，杭州
将构建常态化监管治理机制，鼓励创
新与规范发展并重。在推动平台经
济高质量发展方面，杭州将着力技术
攻关和成果转化，强化数字技术研
发，鼓励平台企业出海开拓新市场，
全力打造平台经济发展新高地。

“扭住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
到底”，杭州将开创一个又一个二十
年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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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由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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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平台经济发展20年巡礼

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平台经济再创新优势调研

15年前的11月，风光旖旎的青山湖畔，青山湖科技城在一片乡野中

挥下第一锨。

15 年后的今天，一座“新城”拔地而起，400 余家规上工业企业、31

家科研院所和 5 所高等院校在这里集聚，产业聚“链”，人才兴旺，创新流

动。

国家级绿色工业园区、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浙江省集成电路装

备及零部件产业基地⋯⋯青山湖科技城的“头衔”越来越多，标志性的

“波浪大楼”见证了地铁 16 号线的开通、科技大道的拓宽、宝龙广场的建

成，成为“产城人文”深度融合发展的典范。

蓄势赋能新质生产力 打造城西科创大走廊“制造业高点”

青山湖科技城青山湖科技城：：1515年起年起““新新””城城，“，“智造智造””再出发再出发
刘俏言 叶 蕾

从“制造”到“智造”
产业升级

打造新型工业化样板

青山湖科技城的制造业生态不断
壮大，离不开15年间的两次“涅槃”。

2009 年，青山湖科技城迎来杭氧、
杭叉等一批“国之重器”，这奠定了青山
湖科技城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的底
色。2021 年开始，锚定“产业强区”战
略，青山湖科技城推动制造业“腾笼换
鸟”、产业升级，盘活闲置土地，产业发
展和园区本身都迎来了第二次“涅槃”。

传统“王牌”企业在加速培育新质
生产力。今年南都电源与法国某储能
项目公司成功签署2.64亿元采购合同，
将新一代锂电池储能系统搬上国际舞
台；杭氧集团的《承托式滑动型径向流
纯化装置》获得国际首台（套），占领了
空分设备的国际技术制高地。

新兴产业在加速布局新赛道，用
“智造”代替“制造”。总投资 50 亿元的
吉利（路特斯）项目自去年落户之后，仅
用一年就搭建出了一条自动化率高达
91%的生产线，并完成了首批“汽车转
向大脑”产品下线，为未来新能源汽车
关键单元实现国产化替代探路。

产业升级让青山湖科技城攀升为
城西科创大走廊制造业的高点。今年
1—10 月，青山湖科技城落地亿元以上
项目 33 个，实现制造业投资 53.52 亿
元，同比增长32.9%。

与此同时，青山湖科技城的园区面
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大园路几经拓宽，一路向北，成了
镇街融合、产业扩容、百姓致富的科技
城“第一大道”；300 余万平方米的楼宇
厂房几经变迁，规划成为“六大园”，五
大产业生态圈在这里集聚，让“工业上
楼”成为了现实；南苕溪两岸不断翻新，
滨河公园、会锦文体公园等一众生态景
观成为这里的鲜明标识。

从“单向”到“双向”
协同创新永葆活力之源

今年 8 月，清华大学膜生物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膜国重）膜结构
及人工智能生物学分室正式在青山湖
科技城揭幕，该分室的建设目的，就是
将总室的基础研究在青山湖科技城内
进行概念认证和成果转化，打通基础理
论研究到成果落地之间的“最后一公
里”。

为何选择青山湖？膜国重分室的
相关负责人表示，生物膜从研究到开发
往往要经历漫长的周期，他们需要从高
校走出去寻找孵化器。而青山湖科技
城内不仅有全亚洲第一个商业化的冷
冻电镜平台作为研究的基础设施配套，
且其建立的成果双向转化中心，能够更
好地搭建起企业和实验室、科研院所之
间的桥梁。

“青山湖科技城有 31 家科研院所
聚集，是创新要素孵化的重要载体。”青

山湖科技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以来，科技城在原有的两个“概念
验证中心”基础上，将科研成果转化从

“单向”变为“双向”，一方面从供给侧助
推创新链和产业链的融合，另一方面从
需求侧帮助企业解决核心技术攻关问
题，创作“技术画像”，精准匹配科研团
队。

协同创新机制的建立，不仅为科技
城内许多企业提供了技术研发、中试验
证等相应支持，还通过指导小组从工程
化、资金等方面同步指导，永葆创新活
力，推动青山湖科技城的创新指数稳居
全省第一梯队。

这样的创新活力，培育和吸引了源
源不断的创新型企业来这里扎根生
长。站在人形机器人爆红的风口，潜心
研发数年行星滚柱丝杠产品的新剑机
电传动公司作为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今
年订单量暴增，这家公司也成为科技城
的“新住客”，目的就是为了将更多研发
成果进行产业化落地。

而对于慕名前来的“新住客”，青山
湖科技城也奉上了“保姆式”服务。“我

们会邀请企业和管委会合署办公，在项
目的最前期就和企业建立良好的沟通
渠道，以便在后续的规划中将企业的需
求前置。对于园区内已经成熟的企业，
科技城通过‘周三院企服务日’‘院所一
对一’等载体，零距离为企服务，与企业
共成长。”青山湖科技城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说。

从“园区”到“新区”
“产城人文”深度融合

描绘未来图景

“过去在工厂里上班总觉得灰头土
脸不够体面，如今能够像‘白领’一样穿
着制服上下班，去商场里购物看电影，
幸福感上了好几个台阶。”最早一批在
青山湖科技城安家的住户小陈说。

“幸福感”是不少在青山湖科技城
安家的新老住户不约而同提到的关键
词，也是 15 年以来科技城蝶变的生动
注脚。

从前“深一脚浅一脚”的乡间小道

变成了重要的融杭科技大道，30 分钟
可达杭州主城区；目前已经投入使用和
正在建设的学校布局密集，科技城核心
区域的 16 所院校涵盖了从幼儿园到大
学全年龄段的教育；商业综合体、写字
楼、生态公园被各大路网连通，让这里
彻底从产业“园区”变成了烟火气满满
的城西“新区”。

未来，围绕着新建设的“六大园”，
青山湖科技城还将推动建设街区式产
业社区，预计新建工业厂房平均容积率
将从0.7提升到2.88。这也意味着将有
越来越多的空间腾挪出来，用以建设创
研邻里、品质居住等多个理想生活场景。

十五年再出发。青山湖科技城矢
志进阶新目标——“千亿大平台，创新
策源地，产城新样板”。如今这里在一
系列重大交通工程、项目工程的加持
下，推动智能制造等多元产业蓬勃发
展，构建“产城人文”深度融合的现代产
业新区，崛起为浙江省一颗璀璨的明
珠，站在更广阔的舞台上谱写下一个十
五年的新华章。

（图片由青山湖科技城管委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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