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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数字经济的杭州经验值得借鉴 

包 晨 婷 

数字经济具有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

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的支点，成为构建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对于杭州而言，数字经济是杭州经济的第

一名片，近十年，杭州以科技之城在全国、全球迅速“出圈”，

其中最大的推力，就是数字经济。近年杭州市持续推动数字经济

和实体经济加速融合，2022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实现增加值为

5076 亿元，占 GDP 比重达到 27.1%，按可比价增长 2.8%，高于

全市 GDP 增速 1.3 个百分点，占浙江全省数字经济核心产业比重

为 56.5%。在“2022 数字经济城市发展百强榜”位居第 4，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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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广深共处全国数字经济第一方阵。反观作为江苏数字经济“先

行者”的苏州，2022 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仅

为 15.8%，差距可见一斑。现梳理总结杭州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

经验，供领导参阅。 

一、敢为人先，打造全国数字经济政策先行地 

杭州是最早拥抱数字经济的城市之一，较早就意识到数字经

济的潜力，并把其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发展数字经济的

初期就有着清晰的谋划和布局。早在 2003 年，在“八八战略”指

引下，杭州在全国率先布局数字经济，勇当开路先锋，确立了“硅

谷天堂、高科技的天堂”的发展目标。2018 年，杭州市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营收突破万亿元，达到 10824 亿元。在这一年，杭州提

出打造“数字经济第一城”。此后，2019 年至 2021 年，杭州全

市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和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达到 14.69%、

13.49%，实现高基数上的高增长。2021 年，杭州深入实施数字经

济“一号工程”，2022 年，多种复杂因素影响下，杭州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增速下降，同年 9 月，杭州迅速布局召开全市数

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高水平“重塑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

雄心可见一斑，杭州提出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以科技创新为核

心动力，以打造智能物联产业生态圈为重点，加快构建以数字经

济为核心的现代化经济体系，会上提出的“1248”计划值得关注。 

杭州敏锐地把握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和趋势，制定了一系

列支持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今年以来，杭州发布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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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围绕市委提出的高水平重

塑全国数字经济第一城、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打造“五大

产业生态圈”、聚焦“两地四中心”打响“杭州服务”品牌等决

策部署，针对性出台了政策举措。聚焦与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的智

能物联领域，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智能物联产业政策实施细则》，

提出 7 条“高含金量”政策举措 ，全市域实施产业链“链长制”，

为杭州加快打造万亿级智能物联产业生态圈提供有力支撑。聚焦

电商优势产业，杭州发布了《关于促进杭州市新电商高质量发展

的若干意见》，对新招引电商平台、规模电商平台、首次升规纳

统电商企业、新电商园区（基地）、数字化消费场景建设、新电

商示范企业、电商新品牌等 21 种可申报主体进行奖补。聚焦跨境

电子商务驱动数字贸易发展，杭州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跨境电

子商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在原有政策的基础上，从跨境

电子商务主体培育、品牌培育、仓储物流建设、人才培育、服务

生态建设等五大方面，完善了扶持的重点、力度、方式。此外，

杭州还出台了促进现代物流业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金融创新高

地的意见等，为数字经济企业提供了便利和支持。杭州重视数字

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政策引导，这些政策的出台，为企业提供

了转型升级的空间和机会，促进了数字经济能级的持续提升。 

二、创新引领，打造全国数字经济理念和技术策源地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杭州坚定不移贯彻了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新时代发展理念，引导数字经济持续、健康、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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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杭州以创新为引领，2022 年在全球创新指数城市排名已

跃升至第 14 位。最近，杭州“标准国际化创新型城市”示范创建

工作已通过国家验收。 

一是着力突破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技术瓶颈。举全市之力推

进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发展，依托之江实验室、浙江大学、

西湖大学等创新平台，加快构建以国家实验室和全国重点实验室

为龙头的新型实验室体系，加快建设大科学装臵群，形成 1 个国

家实验室、2 个大科学装臵、18 个全国重点实验室、7 个省级实

验室的科研平台矩阵，新型实验室体系不断健全，协同推进基础

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其中 7 家

省级实验室的很多研究领域涉及数字技术前沿。比如，之江实验

室聚焦智能感知、智能网络、智能计算、大数据与区块链以及智

能系统等；湖畔实验室聚焦人工智能、机器视觉、自动驾驶、量

子计算等；天目山实验室研究方向之一为智能飞行管理与高效机

载能量综合。 

二是着力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加速融合。发挥数字经济

的协调作用，以数字技术赋能产业转型，深化“产业大脑+未来工

厂”建设，积极培育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制造业“云上企

业”，推进产业集群工业互联网平台全覆盖。大力发展云设计、

智慧物流、智慧检测、共享实验室等新模式，深入实施“数商兴

农”，积极发展未来农场、电商专业村、数字乡村，以新技术、

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截至 2022 年底，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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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累计实施“机器换人”项目 5875 个、工厂物联网项目 1714

个、数字化攻关项目 1192 项、数字化普及项目 26379 项、“企业

上云”项目 11.4 万个。 

三是着力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生态圈。杭州瞄准了数字经济发

展新目标，在智能物联产业生态圈打造中，主攻视觉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网络通信、智能仪表、高端软件和人工智能产业，创

造性地“聚链成圈”，一方面，依靠前瞻性地发展理念和领先的

数字技术串联起虚拟的产业空间，另一方面，致力于打造高端平

台和创新产业集群。支持创建高能级平台，对新认定的视觉智能

领域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等，给予最高 1 亿元资

金补助。“中国视谷”是杭州打造智能物联产业生态圈的标志性

工程，杭州提出通过 5 年左右的努力，到 2027 年建设成为国内领

先、全球重要的视觉智能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产业集聚地、成

果转化首选地、产业生态最优地、产业名片示范地、高标准建成

“中国视谷”。近日，总规模 30 亿元的“中国视谷”产业投资基

金又正式注册成立，以加速推进“中国视谷”实体化建设。 

三、以人为本，打造全国数字产业人才高地 

发展数字经济的关键在人，数字经济本质上就是“人才经济”，

杭州高度重视人才储备、培养和提升，并将此作为重要发展战略

来投入。 

一是以高标准招引人才、激励人才。以打造全球人才蓄水池

为目标，推进人才发展体制机制综合改革试点，落实“三定三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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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认定模式，加大用人主体人才评价自主权，扎实推进“西湖

明珠工程”“名校名院名所”建设工程，以战略科学家、一流科

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青年科技人才、卓越工程师为重点开展

系列引才计划，充分调动和激励各类人才建设杭州的主动性、积

极性和创造性。注重数字化领军人才、数字化专业人才、数字化

基础人才的人才梯度建设， 

不断健全人才培养、引进、评价、使用、激励、保障等政策

体系，完善人才的户籍、住房、医疗和社会保障等相关政策。随

着老龄社会来临，创造力仍与人口数量相关，值得注意的是，杭

州发布《关于进一步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再降落户

门槛，2022 年杭州常住人口增加 17.2 万，占浙江省增加人数的

46.5%。 

二是以一流的营商环境留住人才。营商环境是支撑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生命线”，作为世行营商环境评估备选样本城市、

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杭州紧紧围绕市场主体需求，先后

5 轮推出 578 项改革举措提升营商环境，更大力度利企便民、留

住人才。“获得电力”是营商环境的主要评价指标，杭州推进“数

智营商”建设，将数字技术深度融入“获得电力”服务全业务、

全流程，系统构建“数智用电营商服务新生态”，推进“数智用

电营商环境再提升”八大服务举措。实施新一轮营商环境百项攻

坚行动，推动全省首部营商环境条例出台。杭州连续多年人才、

互联网人才净流入率保持全国第一，连续 11 年入选“外籍人才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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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我们可以看到，杭州数字经济发展新生态正在形成，我市应

积极借鉴杭州经验，着力突破核心技术掌握不足、数字经济与实

体经济融合不足、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不够完善、数字人才短缺等

问题，发挥我市实体经济的优势，加快推进“数实融合”，为江

苏建设“数实融合第一省”贡献苏州力量。 

 

（作者单位：苏州城市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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