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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是开发区贯彻落实国家和浙江省、杭州市政府战略部署，

推进 2016～2020年发展的总体纲领和路线图，是管委会履⾏经济调

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责的重要依据，是引导全区⼈

⺠努⼒奋⽃，建设⾼端智造基地、创业创新港湾和美丽智慧副城的⾏

动纲领。

第⼀章 “⼗⼆五”发展回顾与形势分析

“⼗⼆五”以来，⾯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尤其是国际⾦融危

机复苏缓慢和国内经济发展步⼊“新常态”的影响，开发区紧紧围绕

“转型发展、创新发展、率先发展”的总体要求，深⼊实施“创新驱

动、集聚领先、产城融合”三⼤战略，全⾯推进“⼤引擎驱动、⼤产业

培育、⼤平台构筑、⼤环境优化”四⼤⼯程，努⼒推动经济提升质

效、城市提升品质、社会提升⽔平，各项事业保持了健康良好的发

展态势，较好地完成了“⼗⼆五”主要⽬标，取得的成绩来之不易。

（⼀）发展成就

1．综合实⼒稳步提升

开发区始终坚持经济总量和质量并重，推进投资环境优化和经

济转型升级，综合实⼒稳居浙江省开发区前列、国家级开发区第⼀

梯队。2015年，开发区实现⽣产总值 565.2亿元，“⼗⼆五”期间年均

增⻓ 8.8%，其中服务业增加值 143.8亿元，占⽐达到 25.4%；规上⼯

业总产值达到 1551.6亿元，约占全市规上⼯业总产值的 12.5%，总

量位列杭州各区（县、市）前列；实现财政总收⼊ 126.7亿元，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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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财政收⼊ 54.8亿元，年均分别增⻓ 9.6%和 10.4%；累计完成固

定资产投资 1185.5亿元。开发区在国家商务部组织的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投资环境综合评⽐中位居前列，并获得⻓江经济带国家级

转型升级示范开发区、中国 75个城市开发区投资环境最佳开发区、

“跨国公司最佳投资开发区”、国家低碳产业园区、国家⽣态⼯业示范

园区等荣誉称号，荣获“国家计算机及⽹络产品产业园”“⽣物产业国

家⾼技术产业基地核⼼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国家服务外包产

业基地城市示范区”“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国家物流标准化

试点基地”等⼀批国家级基地（园区）品牌。

2．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开发区始终坚持“集聚领先”战略，实施“⼤产业培育”⼯程，把发

展实体经济作为转型发展的重要⽀撑，坚持存量提升与增量发展并

重，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集聚了松下、⼠兰、默沙东、娃哈哈、康师

傅等⼀批⾏业⻣⼲⻰头企业，⽬前已形成装备制造、电⼦信息、⽣

物医药、⻝品饮料等优势产业，主导产业占全区规模总量⽐重约

80%。特别是⽣物医药产业年产值逾 200亿，占全市⽐重近 40%，默

克、雅培、辉瑞、礼来、吉⽴亚等全球前⼗⼤⽣物医药企业有六家

相继在开发区投资。智能装备、跨境电⼦商务、新⼀代信息技术、

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加快涌现，产业⾼端化、智慧化、融合化呈现

良好态势，2015年规上⾼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开发区规上总产值⽐重

41.5%，⾼于全市 38.2%的平均⽔平。实现信息经济增加值 81.78亿

元，同⽐增⻓ 13.9%，占全区 GDP⽐重 13.92%。

3．创新能⼒不断增强

开发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引擎驱动”⼯程，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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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东部⼈才港”和“东部科技港”建设，建成了⽣物产业国家⾼技术

产业基地核⼼区、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和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示

范基地。⼀是创新扶持⼒度不断加⼤。开发区先后出台了《关于⼤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加快建设杭州东部科技港的实施意⻅》《关于

推进科技创新创业的若⼲政策》等政策⽂件，2015年全区规上⼯业

企业 R&D经费⽀出占⼯业增加值⽐重达到 4.5%，⽐ 2011年提⾼了

2.8个百分点。⼆是重⼤创新平台加快集聚。加快建设创智天地、东

部⾼新产业园、加速器等创新平台，建成⾼科技企业孵化器、新加

坡科技园、浙江省海外留学⼈员创业园等创业创新平台，累计建成

规模 56.2万平⽅⽶，⼊驻企业 800余家，从业⼈员超过 1万⼈；引进

了中科院理化所杭州分所、新加坡麻省理⼯技术研究联盟中国创新

中⼼等⼀批⾼端科研平台。三是⾼层次⼈才团队持续⼊驻。截⾄

2015年底，开发区已累计引进⾼层次⼈才项⽬突破 100个，累计引

进各类⾼层次⼈才 800多名，其中“国千”“省千”等领军型⼈才 85名，

海外⾼层次⼈才创办企业 129家。

4．开放⽔平显著提⾼

开发区始终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以“引⻰头、强链条、促集聚”

为主线，强势推进招商引资，全⾯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平。⼀是

国际招商实现跨越发展。作为全市开放型经济的平台，开发区致⼒

⾛国际化、⾼端化发展道路，⾃成⽴以来，开发区已累计引进 40多

个国家和地区 810家外资企业，其中世界 500强项⽬ 75个，“⼗⼆五”

实际利⽤外资累计超 35亿美元。⼆是跨境电商发展卓有成效。开发

区积极抢抓杭州跨境电⼦商务综试区获批机遇，启动跨境电商试点

⼯作，2015年开设全市⾸家O2O体验点，新增库房20万⽅，⽇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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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同⽐增⻓ 10倍，累计订单超过 1700万单。引进天猫国际、银泰

⽹、苏宁⽹等⼀批优质企业，初步形成集电商平台、垂直电商以及

配套服务企业于⼀体的跨境电⼦商务产业体系，业务覆盖、企业集

聚、模式创新⾛在全国前列。

5．城市配套加快完善

开发区始终坚持“产城融合”战略，实施“⼤平台构筑”⼯程，围绕

“杭州副城”战略定位，⼤⼒推进由“建区”向“造城”转变，不断优化空

间布局，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副城⽣活品质。⼀是⼀批重⼤交通设

施相继建成。地铁⼀号线、德胜东路⾼架、之江东路下沙段、江东

⼤桥⻄接线等⼯程顺利完成，实现了 20分钟接轨主城，“同城效应”

充分显现。⼆是建成⼀批城市综合体。建成了银泰城、⻰湖天街、

和达城、宝⻰城市⼴场等商业综合体，较好满⾜了居⺠不同层次消

费需求，城市品质和吸引⼒显著提升。三是住房保障能⼒不断提

升。规划建设了 440万⽅商品住宅、30万⽅⼈才专⽤房、140万⽅拆

迁安置房、100万⽅外来⼈⼝公寓的多元化住房，形成了多元化的住

房保障体系。

6．社会事业全⾯发展

开发区始终坚持把社会事业发展作为⺠⽣保障的根本出发点，

实施教育强基、医卫利⺠、⽂化惠⺠、就业促进等⺠⽣保障⼯程，

提升了公共服务⽔平。⼀是教育优先发展。建成投⽤了 26所中⼩

学、幼⼉园，形成了优质品牌办学与均衡特⾊教育共同发展的良好

格局；加快校外教育体系延伸，新建开发区⻘少年宫，成⽴社区教

育学院等。⼆是医卫利⺠发展。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杨街道社

区卫⽣服务中⼼正式投⽤，省中医院下沙院区⼆期⼯程基本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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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三甲医院、街道卫⽣服务中⼼、社区卫⽣服务站构成的医疗卫

⽣服务⽹络，基本形成了“15分钟卫⽣服务圈”。三是加强社区建设。

新建社区 7个，打造“全国和谐示范社区”1个，完成 13家社区居家养

⽼服务照料中⼼建设，全⾯完成辖区内“撤村建居”⼯作，稳妥推进

“撤村建居”回迁安置、股份制改⾰等重点⼯作。四是完善⽂体设施。

加快推进了沿江体育中⼼和开发区体育中⼼等区级体育阵地规划布

局，实现学校场地向社会全⾯开放，区内图书信息和⽂化服务共享

⼯程基本覆盖。

7、⽣态建设成效明显

开发区始终坚持以“美丽东部湾”建设为抓⼿，推进⼤环境优化⼯

程，加快⽣产、⽣活和⽣态“三⽣”融合发展。⼀是⼤⼒实施“五⽔共

治”⼯程。切实抓好⿊臭河消除、截污纳管、河道清淤、积⽔点改造

等⼯作，地表⽔主要污染物浓度下降 38.9%，区域⽔环境质量不断

改善。⼆是积极开展⼤⽓整治。加⼤⾼污染、⾼排放管控⼒度，⿎

励企业积极采⽤节能减排新技术、新⼯艺、新设备，推动落后企业

搬迁改造和关停淘汰，“⼗⼆五”全区 GDP电耗累计下降 16.7%，规

上⼯业企业万元⼯业增加值能耗下降 30％。三是扎实推进“三改⼀

拆”。累计拆除违建 72万⽅，旧⼚区改造 71万⽅，城中村改造 124

万⽅。“⼗⼆五”期间，开发区成功创建国家⽣态⼯业示范园区，国家

低碳园区试点单位和省级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园区。

但是，也应看到开发区经济下⾏压⼒不断加⼤，部分经济指标

难以完成“⼗⼆五”规划⽬标；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尚未形成良好

互动发展格局；与杭州主城区交通联系仍需加密，下沙副城功能体

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还需进⼀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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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序

号
指 标 名 称 单位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五”规划
中 2015年⽬标

经济

增⻓

1 地区⽣产总值（2010年价格） 亿元 420.6 451.9 471.7 524.9 565.2 630

2 ⼯业总产值 亿元 1511.4 1468.4 1527.6 1675.1 1551.6 2670

3
财政总收⼊

亿元
92.6 105.0 114.2 119.4 126.7 160

其中：地⽅财政收⼊ 43.3 47.9 50.9 51.0 54.8 60

4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202.3 243.7 289.2 307.5 142.8 五年累计 1000

5 出⼝总额 亿美元 52.6 52.5 58.5 64.3 59.4 59.7

6 实际利⽤外资 亿美元 6.42 6.51 6.77 10.3 5.84 五年累计 30

7 实际利⽤内资 亿元 32.6 36.6 52.1 54.7 30.6 五年累计 200

结构

调整

8 服务业增加值占GDP⽐重 ％ 20.7 22.1 23.9 24.2 25.4 25

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亿元 38.0 44.7 53.3 62.4 83.3 71

10
规上⼯业企业研发经费⽀出占⼯

业增加值⽐重
％ 1.7 2.3 3.2 3.2 4.5 1.8

11
⾼新技术产业产值占⼯业总产值

⽐重
％ 32.4 28 31 37.5 41.5 70

12 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 项
4092 5336 6382 5586 6603 3000

3089 4050 3645 3593 4713 1800

城市

功能

13 下沙新城建成区⾯积 平⽅公⾥ 41.2 45.4 45.9 47.6 53.2 60

14 商务楼宇建筑⾯积 万平⽅⽶ 96.0 145.0 181.0 299.2 351.4 250

社会

⺠⽣

15 ⼈⼝⾃然增⻓率 ‰ 8.3 9.4 8.6 12.2 9 6.5

16 社会保险综合覆盖率 ％ 85 97.0 96.6 97.4 100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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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每千⼈医院床位数 张 1.3 1.3 1.9 3.0 3.7 7

⽣态

⽂明

18
全社会单位GDP电耗（下降

率）
％ 3.5 4.1 -1.5 8.1 2

完成市

下达指标

19 单位⼯业增加值新鲜⽔耗 ⽴⽅⽶/万元 10.4 10.2 10.7 9.1 8.6 <9

20
单位⽣产总值CO2排放量削减

率
% 4.4 7.1 3.1 9.8 6.9 13

21 ⼯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率 ％ 93.1 91.4 92.0 92.8 91 98

22 建成区绿地覆盖率 ％ 42.5 43.8 41.9 42.2 42.6 40

注：第 11项指标因⾼新技术产业统计范围调整（《浙江省⾼新技术产业统计分类⽬录（2013年修订）》），导致实绩值与规划⽬标值有较⼤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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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环境

从国际环境看，⼀是国际⾦融危机后世界分⼯格局加快调整，

随着发达国家加快“制造业回归”和新兴产业发展步伐以及新兴经济体

的加速崛起，我国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互补性减弱，与新兴

经济体之间的同构性增强，将⾯临更为激烈的竞争。⼆是世界主要

国家正在努⼒寻求经济增⻓新动⼒，新⼀轮科技⾰命和产业变⾰进

⼊抢占制⾼点的关键时期。当前，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在新能

源、新材料、信息⽹络、⽣物医药、节能环保、低碳技术等重要领

域加强布局，呈现出新产业新技术发展节奏不断加快的新态势。三

是世界多边贸易投资规则加速调整，已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发展格局

的重要因素。

从国内环境来看，⼀是我国正在构筑新⼀轮对外开放和区域发

展新格局。我国正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带⼀路”，以及上海⾃贸区、⻓江经济带等国家战略实施，进⼀步加

强与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开启构建新⼀轮更有深度

和⼴度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是“新常态”推动发展⽅式的全⾯加速重

构。经济增⻓从⾼速向中⾼速换挡，市场需求结构加速调整，新型

城镇化将向更⾼层次跃迁，⾼成本和⽼龄化时代已经到来，科技创

新将成为推动经济增⻓的主要驱动⼒量。三是我国迎来了全⾯深化

改⾰的关键时期。国家将以加快构建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现代市

场体系为核⼼，协同推进国企和国资管理体系、财税体制等⼀系列

重⼤改⾰，将有利于最⼤限度释放市场活⼒，激发创新动⼒。

从省市环境来看，“⼗三五”期间浙江省将着⼒建设更⾼⽔平的⼩

康社会，以信息产业为引领，重点发展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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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融、⾼端装备制造等七⼤万亿产业，积极培育⼀批特⾊⼩

镇，加快实施“五⽔共治”“三改⼀拆”“四换三名”等转型升级“组合拳”，

建设“两富”“两美”现代化浙江。杭州市正在积极推进中国(杭州)跨境

电⼦商务综合试验区和国家⾃主创新示范区“两区”建设，加强云栖⼩

镇、⼭南基⾦⼩镇、梦想⼩镇等⼀批特⾊⼩镇建设，打造万亿级信

息产业集群，⼤⼒推动创业创新发展。同时，杭州已经成功举办

G20峰会，将于 2022年举办亚运会，并以此为契机促进对外开放，

完善城市功能，打造城市品牌。

（三）机遇与挑战

1．主要机遇

⼀是“⼀带⼀路”和⻓江经济带建设既为开发区进⼀步参与国际产

能合作、发展对外贸易、做强跨境电⼦商务带来了新的机遇，也为

开发区集聚国内外技术、⼈才、资本等⾼端要素，承接新⼀轮国际

⾼端产业转移提供了新契机；⼆是国家、浙江省出台了《关于促进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若⼲意⻅》等⼀系列针

对开发区（园区）发展的意⻅举措，⼤⼒推进开发区转型升级、整

合提升，为开发区整合空间布局，提升发展⽔平，调整完善管理体

制提供了新依据；三是《浙江省⼈⺠政府关于⼤⼒推进⼤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实施意⻅》《杭州“创新创业新天堂”⾏动实施⽅案》等⽂件

的出台为开发区激活区内 14所⾼校资源、激发⼤学⽣群体活⼒、促

进“⼤众创业、万众创新”及“四新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四是浙江

省重点建设以杭州、宁波、温州、⾦华—义乌四⼤都市圈为主的都

市区经济，以及杭州市放⼤ G20效应全⾯提升城市国际化⽔平，为

开发区由“建区”向“造城”转变，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打造杭州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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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城融合、提升国际化⽔平创造了新机遇；五是杭州加快城市

国际化，全⼒建设国家⾃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杭州）跨境电⼦商

务综合试验区，积极打造城东智造⼤⾛廊和钱塘江经济带，为开发

区培育创新型企业、建设新型众创空间、发展智能制造、跨境电商

等创新型产业，加快向创新型开发区转型营造了新环境。

2．⾯临挑战

⼀是受宏观经济环境影响，“⼗⼆五”以来，开发区地区⽣产总

值、⼯业总产值、财政总收⼊等指标增速逐年趋缓，加之⼟地、劳

动⼒等传统要素红利减弱，环保约束趋严，传统产业领域增速均有

不同程度下滑，经济持续增⻓⾯临较⼤压⼒；⼆是⼤江东产业集聚

区、未来科技城、杭州国家⾼新区等⼀批平台快速发展，开发区⾯

临较⼤竞争压⼒；三是开发区传统制造业发展已经放缓，跨境电⼦

商务、新⼀代信息技术等新兴产业仍处于培育阶段，区内⾼校创新

资源就地转化的仍有待突破，⽣产性服务业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

四是随着副城建设和城市⼈⼝的集聚，居⺠对居住环境、就业社

保、社会公共安全等⺠⽣保障提出了更⾼的要求，⾼标准公共服务

供给不⾜，产城融合仍需加强。

当前开发区已经迈⼊争先进位的攻坚期、产业转型升级的突破

期、副城功能构筑的加速期、社会⺠⽣保障的提升期“四期并存”阶

段。⾯对新形势、新机遇和新挑战，开发区必须着⼒推进经济社会

实质性、全⽅位转型发展，⼒争在新⼀轮发展竞争中抢占制⾼点，

实现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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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指导思想与发展⽬标

（⼀）指导思想

以邓⼩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全⾯

贯彻党的⼗⼋⼤、⼗⼋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和习近平总

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执⾏浙江省、杭州市“⼗三五”战略规划

及杭州全⾯提升城市国际化⽔平，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世界名城

要求，并按照新时期国家级开发区“三个成为”“四个转变”的新定位新

要求，牢固树⽴“创新、协调、绿⾊、开放、共享”五⼤发展理念，实

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产城融合”三⼤战略，以转型发展、创新发

展为主线，以全⾯深化改⾰为根本动⼒，全⾯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城市功能提升、社会⺠⽣进步，持续提升产业竞争⼒、⼈才吸引

⼒、环境承载⼒、社会凝聚⼒和国际影响⼒，⾛出⼀条“产业⾼端

化、副城品质化、空间集约化、治理现代化”的产城融合发展之路，

建设成为⾼端智造基地、创业创新港湾、美丽智慧副城，争当城东

智造⼤⾛廊引领区、国家级开发区转型升级示范区、⼀流的现代化

国际化新城区。

（⼆）战略定位

“⼗三五”开发区发展定位，总体上继承“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

新世纪⼤学科技城、花园式⽣态型下沙副城”的脉络，并结合国内外

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重⼤变⾰以及“⼀带⼀路”、《中国制造 2025》、

“⼤众创业万众创新”、智慧经济、美丽中国、质量强国等⼀系列重⼤

部署和国家战略，更好引导新时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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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智造基地。⽴⾜先进制造业优势，对接“中国制造 2025”，

顺应国际产能发展趋势，⼤⼒发展融合⾼端装备制造、新⼀代信息

技术、⽣物医药等的新兴产业，深⼊推进“两化”融合，推动传统制

造业向数字化、⽹络化、智能化转型，成为杭州城东智造⼤⾛廊建

设引领区，建成具有较强国际竞争⼒的⾼端智造基地。

创业创新港湾。贯彻杭州打造具有全球影响⼒的“互联⽹+”创新

创业中⼼⽬标要求，深⼊推进“东部⼈才港”“东部科技港”建设，充分

发挥⾼校科技⼈才⾼端要素、创新资源集聚优势，构筑⾼能级创业

创新平台，探索⼈才、技术、资⾦等⾼端要素顺畅流动、⾼效组合

的新模式，健全苗圃-孵化-加速-产业化全链条创业服务体系，全⾯

升级创业创新环境，吸引集聚国际国内更多优秀创新团队落户，打

造⼀流创业创新港湾。

美丽智慧副城。贯彻杭州加快城市国际化建设要求，并积极把

握信息社会发展⼤趋势，加快推进国际化街区、社区以及信息化基

础⽹络和信息交换共享平台的建设，提升城市运⾏、管理和服务效

能，不断提升国际化环境、⽣态⽂明环境、公共服务环境、和谐发

展环境，努⼒打造功能完善、环境优美、平安和谐的美丽智慧副

城。

（三）发展原则

坚持创新驱动。把握杭州国家⾃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杭州）

跨境电⼦商务综合试验区等重⼤战略机遇，打造杭州“东部⼈才港”、

“东部科技港”品牌，进⼀步加⼤创新投⼊、优化创新环境，构建完善

创新创业⽣态体系，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新产业，

促进产业智慧化发展，推进智慧经济应⽤，实现经济增⻓由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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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管理

创新转变。

坚持改⾰引领。秉承中央全⾯深化改⾰的精神，以落实“区改⼋

条”为抓⼿，瞄准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切实加快“⾏政审批制度改

⾰”、投融资模式、资源要素配置等⽅⾯的改⾰，加快转变政府职

能，构建起有利于转型发展的体制机制，进⼀步激发市场创造活

⼒。

坚持开放合作。紧紧抓住国家实施“⼀带⼀路”及“⻓江经济带”建

设、杭州“两区”建设等重⼤战略机遇，以推动跨境电商示范园建设、

出⼝加⼯区升级为契机，积极吸引先进制造业投资，努⼒培育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产性服务业，加强教育、⽂化、医疗等对

外交流与合作，形成更⾼⽔平、更多层次、更宽领域的开放格局。

坚持产城融合。坚持产业发展和城市建设并重，结合城市国际

化要求，合理布局⽣产、⽣活和⽣态空间，⾼标准推进功能区建

设，全⾯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强化政府引导，社会

参与，推进城市共治共管，全⾯优化社会治理，不断提升城市建设

管理⽔平和居⺠⽣活品质。

坚持绿⾊发展。以⽣态化、低碳化、循环化为理念，以绿⾊⽣

产、低碳⽣活、环保⽣态“三⽣融合”为⽬标，加⼤环保投⼊，完善开

发区⽣态宜居设施和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污染集中治理和

环境综合整治，全⾯提升区域环境容量和⽣态功能，打造绿⾊⾃然

环境、低碳宜居环境、纯净⽣态环境。

（四）发展⽬标

“⼗三五”时期开发区经济社会发展总体⽬标是：转型发展成效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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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经济社会实现平稳健康较快发展，⾼⽔平建成全⾯⼩康社会，

基本建成⾼端智造基地、创业创新港湾和美丽智慧副城，在国家级

开发区转型升级中发挥示范作⽤，在城东智造⼤⾛廊中发挥引领作

⽤。

经济实⼒显著提升。到 2020年，开发区⽣产总值增⻓到 820亿

元，年均增⻓ 7.5%；财政总收⼊年均增⻓ 7.5%左右，地⽅财政收⼊

年均增⻓ 8%左右，⼯业总产值突破 2000亿元，外贸出⼝ 75亿美

元；五年累计固定资产投资 1000亿元，累计实际利⽤外资 30亿美

元，累计实际到位内资 200亿元。

结构优化显著提升。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的

重要引擎，产业附加值⽔平明显提⾼。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产总

值⽐重提⾼到 40%左右，⾼新技术产业产值占⼯业总产值的⽐重达

到 50%，新产品产值率达到 40%。

创新能⼒显著提升。区校合作稳步推进，孵化器、加速器、科

创园形成有机体系，基本建⽴以企业为主体、⼤学科研机构为依

托、政产学研⽤为⼀体的区域创新体系，全社会创新投⼊和效率明

显提⾼。到 2020年，规上⼯业企业R&D经费⽀出占⼯业增加值⽐重

达 6%以上，各类孵化器、创业园等创新平台⾯积达到 300万平⽅⽶

以上，引进和培育领军型⼈才100名以上，培育⾼层次⼈才创办销售

收⼊超过 2000万元的企业数量 100家以上。

副城品质显著提升。进⼀步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

施，不断提⾼智慧化运营管理⽔平；杭州东部湾总部基地和⾦沙湖

中央商务区城市商贸、⾦融服务、科技⽂化、总部商务等城市服务

功能不断增强。以创业促社会充分就业，从业⼈员劳动报酬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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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持续增⻓，家庭财富普遍增加；进⼀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加

快教育、⽂化、卫⽣等社会事业发展，推进社会⺠⽣智慧应⽤，努

⼒建设覆盖城乡、全⺠共享的智慧⺠⽣服务体系；全⾯加强社会治

理，公⺠的政治、经济和⽂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提⾼⼈⺠

群众幸福感。到 2020年，教育、卫⽣等公共服务设施配置达到杭州

市中⾼端⽔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内，社会保险全⺠参保

登记率达到 100%。

⽣态⽂明显著提升。加快推进⼤⽓、⽔污染集中治理，⾼污染

⾏业集中整治，推⼴先进节能减排、清洁⽣产和资源循环利⽤技

术。到 2020年，单位⼯业增加值能耗、⽔耗以及各类污染物排放达

到上级下达的指标要求，⽔环境、⼤⽓环境持续改善，基本形成⽣

态安全保障体系，努⼒建成颜值⾼、⽓质好、国际范的国家⽣态⼯

业园区、国家低碳⼯业园、省级循环化产业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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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五”主要指标

⼀级

指标
序号 ⼆级指标 单位 2020年

年均增⻓

率（%）

指标

属性

综合

实⼒

1 地区⽣产总值 亿元 820.0 7.5 预期性

2
规上⼯业增加

值
亿元 490.0 5 预期性

3 ⼯业总产值 亿元 2000.0 5 预期性

4 财政总收⼊ 亿元 180.0 7.5 预期性

5 地⽅财政收⼊ 亿元 80.0 8 预期性

6 实际利⽤外资 亿美元 [30] - 预期性

7 实际到位内资 亿元 [200] - 预期性

8 外贸出⼝ 亿美元 75.0 5 预期性

9 固定资产投资 亿元 [1000] - 预期性

10
社会消费品零

售额
亿元 135.0 10 预期性

结构

优化

11
服务业增加值

占⽐
% 40.0 - 预期性

12
⾼新技术产业

产值占⽐
% 50.0 - 预期性

13 新产品产值率 % 40.0 - 预期性

14
单位⼯业⽤地

产出⽔平
万元/亩 1000.0 - 预期性

创新

能⼒

15

规上⼯业 R&D

经费⽀出占⼯

业增加值⽐重

% 6 - 预期性

16
新增集聚领军

型⼈才
⼈ [100] - 预期性

17
累计创新平台

⾯积
万平⽅⽶ 300.0 - 预期性

18
国家重点⽀持

⾼新企业数
家 280 - 预期性



17

19

累计⾼层次⼈

才创办销售收

⼊超过 2000万

元的企业数量

家 [100] - 预期性

20
万⼈有效发明

专利授权量
件 150 - 预期性

副城

品质

21
中⼩学名校集

团化覆盖率
% 70.0 - 预期性

22
每千⼈医院床

位数
7.0 - 预期性

23
城镇登记失业

率
% ≤4.0 - 约束性

24
社会保障全⾯

参保登记率
% 100.0 - 约束性

⽣态

⽂明

25
单位⼯业增加

值能耗
标煤/万元

完成下

达指标

- 约束性

26
单位⽣产总值

⽔耗
吨/万元 - 约束性

27

空⽓质量达标

率（Ⅱ级以上
天数）

% 65 - 约束性

28
河道断⾯⽔质
达标率

（V类）
% 100.0 - 约束性

注：[]为五年累计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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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集聚创新发展新动能

贯彻国家及省市“⼤众创业、万众创新”意⻅，实施创新驱动战

略，强化“两港”建设，围绕培育创新载体、集聚创新要素、完善创新

⽣态，加快平台建设、⼈才集聚、企业培育、资⾦助推、协同创新，

全⾯提升区域创新能⼒，建设全国⼀流创新型开发区。

（⼀）培育创新载体

培育重⼤创新平台。聚焦⼤院名校及世界500强企业、国内⾏业

⻰头企业、知名跨国公司，继续加⼤对中科院理化所杭州分所、清

华⼤学⻓三⻆研究院、奥克兰⼤学中国创新研究院、浙江⼤学（杭

州）创新医药研究院、新加坡麻省理⼯技术研究联盟中国创新中⼼

等重⼤创新平台的⽀持⼒度，以重⼤创新平台吸引集聚⼀批⾼端⼈

才，开展关键技术研发、技术创新成果产业化转化，有效提升开发

区主导优势产业核⼼竞争⼒。⼒争 5年内新增⾼端创新平台 100个以

上，其中全球前 100⾼校（院所）平台不少于 10个。

壮⼤企业创新平台。⽀持辉瑞、⼠兰、三花等开发区⾏业⻰头

企业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程实验室、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以及省级重点企业研究院等创新平台，形成⼀批有影响⼒的⾏业创

新平台。加强政策整合，制定出台以创新为导向、⽀持创新型企业

发展的政策体系。⽀持⾼起点、⾼标准推进“⼚区变园区”产业转型升

级，⽀持杭电股份、娃哈哈等重点企业建设各具特⾊的创新园区

（中⼼），⿎励开发区企业制定创新战略，积极申报国家级、省市

级创新型示范和试点企业。⼒争 5年内新增国家⾼企 100家以上，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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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新培育数和累计数两个翻番。同时，聚焦装备制造、⽣物医药、

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产业，进⼀步强化扶优扶强，⼒争 5

年新增亿元以上企业100家，⾼新技术产值占⽐达50%，不断引领和

推动产业优化升级。

提升⼤学科技园。加强区校战略合作，提升现有⼤学科技园建

设，加快探索出⼀条⼤学科技园在市场化运营、推动科技成果转

化、技术转移和产学研结合⽅⾯的有效机制和途径。充分挖掘利⽤

场地空间，将⼤学科技园建设成为学科建设的基地、技术转移的平

台、⼤学师⽣创业就业的基地和⾼校服务社会企业的窗⼝。重点发

展中国计量⼤学科创园等 12个⼤学科技园，建成⼀批国家级科技孵

化器。

建设孵化加速园。按照“品牌化、专业化、⾼端化”的原则，充分

整合政府、⾼校、企业、科研院所等各⽅资源，结合腾笼换⻦、旧

⼚区改造、楼宇资源开发等⼯作，进⼀步加⼤科技孵化平台的建设

⼒度，重点孵化符合开发区产业导向的科技型中⼩企业，加快完善

从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的科学、系统、全⽅位的创业孵化服

务体系，持续提升孵化能⼒。重点建设省海创园、国家级科技企业

孵化器、众创空间等孵化加速园。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孵化器、加速

器、众创空间、专业园建设，建⽴起市场化运营机制和专业、个性

化服务体系。

（⼆）集聚创新⼈才

推动⾼层次⼈才创业创新。以打造国际⼀流的⼈才创新创业⽣

态示范区为⽬标，⼤⼒推进机构引才、平台引才、以才引才，着⼒

健全⼈才培育、引进、服务等⼯作机制，积极引进和培育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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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项⽬、带资⾦的海内外⾼端⼈才和创新团队，并⿎励其申报各级

领军型⼈才计划和⼈才培养⼯程，⼒争 5年内新引进和培育国家“万

⼈计划”、国千、省千等⾼层次⼈才 100名以上，销售收⼊超过 1000

万元的⾼层次⼈才创办企业 100家以上，5年均实现翻番。

⽀持科研⼈员创业创新。集聚发展中科院理化所等⼀批⾼能级

创新平台，⼤⼒⽀持创新平台科研⼈员技术创新。贯彻落实全省对

⾼校、科研院所技术创新团队评价制度改⾰，⽀持⼈才在企业、⾼

校及科研院所之间的双向柔性流动。协调推进开发区内杭州电⼦科

技⼤学、浙江理⼯⼤学、中国计量⼤学等理⼯类⾼校以及科研院所

科研⼈员在开发区创业。

打造⼤学⽣创业创新⽣⼒军。⽀持企业引进培育⼯程师、技能

型⼯匠⼈才，弘扬⼯匠精神，提⾼创新能⼒。发挥开发区⼆⼗万⼤

学⽣创业创新潜⼒，打造创业创新⽣⼒军。⽀持在开发区⾼校设置

创业创新课程，开展创业创新教育和专项培训，为⼤学⽣提供创业

贷款担保、⼤学⽣科技创业基⾦、创业培训⻅习、税费减免、初创

期创业补贴等⽀持政策。引导成功创业创新⼈才、知名企业家、天

使和创业投资⼈等担任兼职创业创新导师，提供辅导。⽀持开发区

⾼校建⽴弹性学制，允许在校⼤学⽣利⽤弹性学制修学创业创新。

（三）完善创新⽣态

培育多元化创新服务主体。采取政府采购、服务外包等形式，

吸引社会⼒量参与，重点培育技术产权交易、科技成果转化、科技

项⽬咨询评估、专利资产评估、知识产权服务、检验检测认证等⼀

批多元化创新服务机构。⽀持科技创新服务机构跨领域融合、跨区

域合作，以市场化⽅式整合现有科技服务资源，创新服务模式和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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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模式，发展全链条的科技创新服务，形成集成化总包、专业化分

包的综合科技服务模式。建⽴统⼀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为

各类服务主体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突破体制机制障碍，积极推⼴应⽤

创新券等新形式，建⽴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政产学研⽤“五位⼀体”

协同创新新模式。企业为主导联合⾼校、科研院所探索共建研发机

构、共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或采⽤委托研发、技术许可、技术转

让、技术⼊股等多种合作模式，建⽴⾼效协同创新体系，有效推进

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设⽴或引⼊市场化运营的第三⽅产学研协

同创新服务平台，借助现代通讯平台快速搭建企业和⾼校之间产学

研合作的桥梁。⼒争 5年内实施 100个以上的重⼤合作项⽬。积极扶

持企业申报重点创新计划项⽬、省重点企业研究院以及领军型创新

创业团队等各类创新项⽬，⼒争 5年内累计申报重⼤创新项⽬ 100个

以上。

建设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持以开发区内⻣⼲企业为核

⼼，以产业技术创新需求和转型升级为⽬标，围绕产业技术创新

链，组建产学研⽤联合、技术标准构建和应⽤推⼴等各类产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励以创新项⽬运营为载体，通过联盟成员合资、

合作、联合研发、交互许可、供应商契约等⽅式结成利益共同体，

参与国内外市场的开拓和竞争。

强化科技⾦融服务⽀撑。抓住钱塘江⾦融港湾建设的有利契

机，以“双创⾦融⾕”建设为载体，积极发挥财政资⾦的“撬动”作⽤，

积极引⼊天使投资、⻛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着⼒形成⺟基⾦ 50

亿元（⾸期 20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100亿元以上的投融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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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健全集天使、引导、产业基⾦于⼀体的，国内国外基⾦双轮

驱动的全过程、全领域⾦融⽀撑体系。⿎励企业充分利⽤“新三板”、

区域股权交易中⼼等多层次资本市场，提⾼直接融资能⼒。⼒争到

2020年，开发区科技银⾏、创投基⾦等科技⾦融机构数达到 30家以

上，主板、中⼩企业板、创业板及“新三板”挂牌企业达到21家以上。

营造良好创业创新氛围。发挥开发区科教、⼈才资源等多⽅优

势，利⽤现代媒体宣传、树⽴⼀批创业创新先进典型，倡导尊重科

学、尊重⼈才的社会⻛⽓，弘扬不断创新的企业家精神，在开发区

内营造“⿎励创新、宽容失败”的浓厚创业创新⽂化氛围。建⽴贯通⼈

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链的⼈才、专家、企业家交流沟通平

台，在⾼校建⽴创业学院，开展专题培训、专题讲座、论坛交流，

引导形成⼀股强⼤的创业创新⼒量，全⽅位树⽴开发区创业创新品

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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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构筑现代产业新体系

结合“中国制造 2025”发展，抢抓杭州建设“城东智造⼤⾛廊”机

遇，加快产业创新、集聚发展，聚焦⾼端装备制造、⽣物医药、信

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端服务业“4+1”产业集群，⼤⼒推进“两

化”融合，深化质量品牌建设，积极⿎励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和

新模式等“四新”经济发展，构建先进制造和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

“两业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

（⼀）聚焦四⼤优势制造业

围绕打造国际⼀流的现代产业集群，⼤⼒发展⾼新技术产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聚焦⾼端装备制造、⽣物医药、新⼀代信息技

术、新能源新材料四⼤产业，实施领军企业和跨国企业培育战略，

加⼤全球招商，全⼒推动制造企业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争当杭州

“城东智造⼤⾛廊”建设先⾏区和引领区，打造全球领先的⾼端智造基

地。

⾼端装备制造。以“智造⾕”建设为抓⼿，以“千亿级”产业集群为

⽬标，抢占全球⾼端装备制⾼点，推动“下沙制造”⾛向“下沙智造”。

⼤⼒发展以⼯业机器⼈、⾃动控制系统、集成电路及智能终端为核

⼼的智能装备产业，以智能家电产品、智能汽⻋电⼦产品、智能家

居产品、智能医疗产品等为重点的时尚智能产品，提升发展新型动

⼒装备、节能环保装备、特种汽⻋及⾼端零部件等领域。积极运⽤

互联⽹思维和技术改造提升主导产业，加⼤研发投⼊和创新业务模

式，建⽴柔性制造中⼼，推动制造业向数字化、⽹络化、智能化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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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推⾏绿⾊制造和服务性制造，打造⼀批“智能⼯⼚”示范样板。

⽣物医药。以“东部医药港⼩镇”建设为抓⼿，以“500亿级”产业

集群为⽬标，重点发展⽣物技术制药、⽣物医学⼯程和以重⼤疾病

药物为特⾊的化学制药产业，⿎励发展现代中药和⾼端医疗器械，

培育智慧医疗产品，探索医药合同⽣产新领域。积极引进国内外创

新创业团队和⾼端⼈才，吸引顶尖研究院所、⾼校创办研发机构，

⼤⼒发展医药研发，建设⽣物技术药物创新服务平台、技术设备领

先的公共服务平台、国家级⽣物医药专业孵化器，⼤⼒提升⽣物医

药发展⽔平。

信息技术。以“信息港”建设为抓⼿，以“500亿级”产业集群为⽬

标。进⼀步做强电⼦信息、集成电路、物联⽹等优势电⼦信息制造

业领域。⼤⼒发展以“互联⽹+”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新业态，围绕

⼤数据、云计算、物联⽹等重点领域，积极引进⼀批品牌优、技术

强、⾏业领先的重点企业和产业链项⽬，努⼒构建链条完整、竞争

⼒强的信息产业⽣态系统。

新能源新材料。依托中科极光等重点企业的带动作⽤，以“500

亿级”产业集群为⽬标，瞄准⾏业发展前沿，密切跟踪国内领先科研

机构，引导其拓展市场前景⼴、带动作⽤强、科技含量⾼的新能源

新材料产业领域，重点发展激光显示材料、⾼分⼦材料，以及⾼转

换率、⻓寿命、⾼性价⽐的新能源新材料。

同时，结合“四换三名”等产业转型升级“组合拳”，推动健康⻝品

多元化发展，推动纺织服装、包装印刷等向时尚产业转型提升，发

展⽂化创意产业，提升创意设计⽔平，开展电商化改造和 O2O合

作；引导橡胶、化⼯、印染等企业关停转迁，积极推进企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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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发展六⼤⾼端服务业

围绕国际化的美丽智慧副城建设，着⼒深化服务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坚持“三个并举”，实现“两个转变”1，重点发展⾦融服务、科

技服务、⽂化创意、商贸物流、总部商务、电⼦商务等六⼤服务业

领域，推动服务业重点企业培育和载体建设，营造国际化的现代服

务环境，建⽴开放、竞争、有序、⾼效的服务业发展格局。

⾦融服务。抓住钱塘江⾦融港湾建设，推进省投融资协会创新

⾦融产业园，倾⼒打造钱塘江⾦融港湾中独具特⾊的“双创”⾦融⾕。

积极推进传统⾦融机构⽹点智慧化、服务智能化建设，提升区内银

⾏业、证券业、保险业的服务功能。加快发展科技⾦融、私募股权

投资、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创新型⾦融，进⼀步放开私募股权基

⾦和基⾦管理公司的设⽴，引导资本、资源向优势产业、重点企

业、创新团队集聚。建⽴健全投融资服务体系。

科技服务。⼤⼒发展科技创新服务，推动科研院所、⾼等院校

及跨国公司在区内设⽴研发中⼼和⼯程实验室。提升企业创业孵化

与加速发展的能⼒，进⼀步加⼤⾼科技孵化器、新加坡科技园以及

⼤学科创园对中⼩创新型企业、海内外创业⼈才与团队的吸引⼒，

建设⼀批标准⼚房、企业加速器、众创空间等。进⼀步推动教育培

训发展，结合⾼校学科建设、中外合作办学、校企合作等，建⽴公

共培训平台，积极发展中⾼级职业培训、学历教育、管理培训、语

⾔培训、证书培训等。充分发挥中国计量⼤学的专业优势，⿎励发

展分析测试、检验认证、计量溯源、知识产权等科技检验检测服

1 !"#$%&'()*+,-.()/0123456(789):;<=,6>789)?@<=3

45AB()CD<=,E0)FGHI34JKL6(789)MNOP5Q)PRSTPU=J6>

789)MVWP5XYPRZ[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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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

总部经济。⽴⾜东部湾总部基地，全⼒打造“都市经济”、“楼宇

经济”，稳步推进⾼档商务商贸、甲级写字楼、总部楼宇等总部商务

业态建设。吸引开发区内上市企业、⾏业⻰头企业设⽴企业总部，

实现转型升级，重点瞄准世界、国内、⺠营 500强企业、⾏业 50强

企业，加⼤商务楼宇招商，积极吸引企业总部及设计、营销等职能

型总部企业⼊驻。积极引进国际著名会计、法律、咨询、评估、⼈

⼒资源等中介企业，培育中介服务业集聚区，基本形成种类⻬全、

分布合理、运作规范、接轨国际的现代中介服务业体系。

⽂化创意。依托⾼校设计专业及设计⼈才等优势，⼤⼒发展⽂

创设计，培育⼀批优质的⽂化创意设计机构、⼯作室、学⽣创业团

队，重点发展⾯向企业的平⾯设计、建筑设计、⼴告设计等，⿎励

发展影视制作、时尚设计、艺术品设计等产业。⿎励⻣⼲企业集团

与⾼校合作，建⽴⼯业设计中⼼，培育中⼩⼯业设计团队，提供外

观、结构、功能等设计服务，争创省级特⾊⼯业设计示范基地试

点。

商贸物流。⽴⾜⾦沙湖中央商务区，加快培育区域商贸中⼼，

着⼒构建以⼤型商贸、品牌商贸、便⺠商贸为⼀体的现代商贸格

局。加⼤专业市场与电商、信息及物流等企业对接⼒度，⿎励市场

向具有展示、洽谈、体验、交易、采购、商务旅游等⼀体的复合功

能市场转型。改造提升省军区传统物流业态，推进普洛斯物流园等

新型物流平台发展，⼤⼒发展保税物流服务和城市配送物流，构建

智慧物流服务体系，积极打造省级示范物流园区。

电⼦商务。充分抓住中国（杭州）跨境电⼦商务综合试验区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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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机遇，依托“跨贸园”做⼤做强电⼦商务产业。着⼒引进国内外知名

电商平台、垂直电商以及电商服务企业，打造跨境电商⽣态产业

群，保持跨境进⼝业务全国领先地位，积极探索突破跨境出⼝业

务，助推下沙制造、中国制造⾛向全球，带动开发区制造业转型提

升。结合 O2O体验店推⼴建设和保税展示服务，在跨境电⼦商务交

易、⽀付、物流、通关、退税、结汇等各环节的技术标准、业务流

程、监管模式和信息化建设等⽅⾯先⾏先试。

在重点发展六⼤服务业领域的同时，结合服务业新模式新业态

的涌现，带动信息经济、休闲旅游、健康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培育，

推动房地产、传统商贸流通业态转型升级，增强服务业发展后劲。

（三）重点建设六⼤产业新平台

“⼗三五”期间，开发区重点打造东部医药港⼩镇、⼤创⼩镇、国

际科创⼩镇、⾦沙湖中央商务区、出⼝加⼯区、东部湾总部基地 “三

镇两区⼀基地”六⼤产业平台，坚持⾼起点、⾼标准、⾼定位，按照

国际化的规划理念，全⾯加快开发建设步伐，确保基础建设、环境

提升、招商引资、项⽬落地等重点环节统筹推进、紧密衔接，保持

⾼质⾼效的发展势头。

东部医药港⼩镇。聚焦⽣物医药产业，构建集研发创新、孵化

培育、⽣产制造、公共服务等于⼀体的⽣物医药全产业链。重点推

进辉瑞、吉⽴亚等⻰头企业研发⽣产项⽬及⽣物医药加速器等平台

建设，着⼒引⼊中科院理化所杭州分所等知名科研院所设⽴研发机

构、公共实验室、专业技术服务平台等，为开发区内的⽣物医药企

业提供研发服务、孵化加速服务和技术服务，打造区域⽣物医药产

业创新⾼地，成为国内领先并在国际上有影响⼒的⽣物医药产业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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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智库和技术输出基地。

⼤创⼩镇。聚焦新⼀代信息技术产业和科技服务产业，充分利

⽤⾼教园区创新资源，强化区校合作，以新加坡科技园、杭州市⾼

科技孵化器为核⼼，以海创园、中⾃科技园、服务外包⼤楼、⼤安

智慧⾕及⼤学科创园等平台为⽀撑，并结合周边⼯业⽤地、⼚房腾

笼换⻦进程，建设⼀批开放式、全要素、便利化的众创空间，引进

⼀批⾼端科研平台，完善创业创新服务体系，构建创新链、产业

链、服务链⾼度融合的创新创业⽣态系统，打造引领开发区创新发

展的增⻓极，成为⻓三⻆品质⼀流的产学研协同创新引领区和国际

⾼端⼈才创业创新汇聚地。

国际科创⼩镇。利⽤以⾊列顶尖⾼校和中科院等国内主要科研

院所科技创新资源，建设企业总部，以传感技术联合、国际⼈⼯智

能技术联合、⽣物⼯程及营养科学研究院为导向的研究院，建设杭

州全球创新创业论坛、全球技术成果交易及转化中⼼、以⾊列佩雷

斯科技园、机器⼈产业基地，以及⽣命科学、⼈⼯智能等产业集聚

区，打造集研究院、创新交流中⼼、产业整合集群于⼀体的成果落

地转化与产业化基地。

⾦沙湖中央商务区。重点发展⾦融服务、科技服务、商务会展

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晓城天地、印象城等⾦沙湖周边商业综合体建

成投⽤，⿎励商业业态模式创新，提升智慧化消费体验，同时围绕

⾦融、科技、中介等领域积极开展楼宇招商，推进⼤剧院、国际会

议（会展）中⼼等重点公共设施建设，着⼒增强开发区核⼼配套功

能。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进度，精⼼打造⾦沙湖环湖景观，提升开发

区的城市形象，打造开发区产业、科技、⽣态、⼈⽂融合发展的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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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区。

出⼝加⼯区。根据杭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要求，积极推

进跨境电商综试区下沙园区建设，争取设⽴多家⻰头电商结算中⼼

和运营中⼼，持续做⼤跨境出⼝业务规模。完善跨境电商交易监管

和服务体系，形成集综合业务、综合服务、技术标准、⽣态体系为

⼀体的跨境电商全产业链条，打造⻓三⻆跨境电商示范园区。加快

落后产能淘汰和园区空地的开发利⽤，推进出⼝加⼯区升级为综合

保税区，实现转型升级。

东部湾总部基地。重点发展总部商务，依托钱塘江湾⼝得天独

厚的地理位置及开发区产业发展基础优势，建设总部⼤楼、⾼端写

字楼、独栋办公楼等多元化商务楼宇，优先集聚开发区内上市企

业、⾏业⻰头企业总部、研发中⼼，⼤⼒吸引省内外⾏业⻰头企

业、知名浙商企业总部、区域总部或研发、品牌销售等职能性总部

进驻，并积极引⼊会计、法律、咨询、⼈⼒资源等中介服务企业，

构建覆盖⾯⼴、接轨国际的商务服务体系，打造全国⼀流、区域领

先的产业型总部基地。

同时，⼤⼒推进开发区已建成的⼯业园区、物流专业市场集聚

区转型提升。充分发挥制造业⻰头企业、上市企业的带动作⽤，加

强企业研究院、技术中⼼等技术创新源建设，不断提⾼⾃主创新能

⼒和智能化⽣产⽔平，并结合腾笼换⻦、退地进⾼进程，围绕“4+1”

产业集群，逐步引导转型升级，提⾼⼯业⽤地利⽤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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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塑造智慧城市新格局

坚持产城融合发展战略和国际化发展理念，塑造开发区“⼀核、

两带、两区”城市战略空间布局，完善综合交通、城市商贸等发展短

板，强化智慧化城市管理，推动“园区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型，全⾯

建成杭州美丽智慧副城。

（⼀）塑造城市发展格局

牢固树⽴“精明增⻓”“紧凑城市”理念，强化开发区各类规划与杭

州市域总体规划、⼟地利⽤总体规划、⽣态功能区规划的衔接融

合，形成区域规划“⼀张蓝图”。统筹开发区产业、居住和⽣态布局，

明确和优化各区块的功能定位，形成“⼀核、两带、两区”的总体布局

框架。

“⼀核”：城市核⼼。依托建成区和建设中的⾦沙湖中央商务

区，集聚发展现代商贸、总部经济、⾦融服务、科技服务、商务服

务、电⼦商务等现代服务业，不断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丰富城

市⽂化内涵，营造绿地公园与城市标志性楼宇群相得益彰的中⼼区

景观，打造功能复合多元、创新要素密集、环境品质⾼、影响辐射

强的开发区核⼼，有效带动下沙副城整体建设。

“两带”：中部创新带、东部⽣态带。

——中部创新带。以⾼校知识经济圈为创新引擎，加强⾼教园

区、科创园区、公共社区“三区”联动发展，形成贯穿开发区东⻄向的

创新集聚空间。充分发挥⾼校集聚优势，全⾯加快产学研⽤融合创

新步伐，⽀持⾼校与开发区企业开展科研、⼈才和项⽬合作。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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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校的知识溢出效应，⿎励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科创平台、众

创空间建设，孵化培育⼀批研发能⼒强、发展潜⼒⼤、成⻓速度快

的创新型中⼩企业，完善多层次的创新创业公共服务体系，打造科

技资源⾼度集聚、产学研特⾊显著、创新创业环境优越的⾼等教育

基地和科技创新⾼地。

——东部⽣态带。依托沿江⽣态景观资源和地铁终点站等资源

优势，⾼标准建设开发区沿江⽣态居住区，营造优美住区环境，展

现下沙副城建设⾯貌。不断增强居住区配套服务功能，加快⼤型商

业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积极完善超市、餐饮、农贸市场等布

点，完善优化公共交通，重点推进⼤学城北居住组团公共服务配

套，满⾜居⺠品质⽣活需求。利⽤沿江绿化景观引⼊休闲、旅游等

设施，营造滨江公共活动空间，打造杭州钱塘江沿岸⾼品质的⽣态

景观带。

“两区”：北部功能区、南部功能区。

——北部功能区。位于开发区德胜东路以北区域，利⽤空间资

源优势全⼒引进品牌优、技术强、⾏业领先的重点企业和产业链项

⽬，完善研发、孵化、加速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着⼒培育创新型

中⼩企业，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引导形成⾼端装备制造、⽣物医

药、新能源新材料等专业化⾼新产业集群，强化⼟地集约开发和⾼

效利⽤，引领开发区⾼新产业持续快速发展。

——南部功能区。位于开发区 6号⼤街以南区域，充分发挥现有

⻰头企业、上市企业带动作⽤，不断提⾼标准化、智能化⽣产⽔平，

加快⾼端装备制造、⽣物医药、新⼀代信息技术、现代⻝品等传统优

势产业转型升级，以腾笼换⻦和挖掘存量空间为重点，积极培育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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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科技服务、跨境电⼦商务等新兴产业，带动开发区产业转型升

级。

图 5-1 总体布局框架示意图

（⼆）整合拓展发展空间

按照“内部挖潜、外部合作”的思路，积极挖掘和拓展发展空间，

统筹推进下沙、⽩杨两个街道功能提升，促进开发区空间集约利⽤

和⽣产要素优化配置，实现区域功能整合和联动发展。

加快区域⼀体化开发。继续深化与省军区、省武警、乔司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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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主体单位的协调合作，重点突破开发区⻄部、北部⽤地开发障

碍，加快推进道路等基础设施的⼀体化建设和城市公共服务延伸。

整合提升物流专业市场集聚区等区块的开发建设⽔平，加快北部产

业区、⼤学城北居住组团等新开发区块的公共服务配套建设，推动

下沙副城⼀体化开发。同时，结合实际、着眼⻓远，按照“地域相

邻、优势互补、资源整合、快速辐射”的原则，积极争取省市⽀持，

探索推进周边区域的空间整合拓展，为开发区可持续发展提供⽀

撑。

加强存量空间利⽤。坚持正⾯引导和反向倒逼双管⻬下，在全

⾯摸清开发区低效⽤地、闲置⼚房情况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出台存

量⼟地盘活的实施意⻅和政策体系，建⽴健全⼟地收储机制，切实

加强项⽬⽤地批后监管，最⼤限度盘活存量⽤地空间，为后续招商

引资、扩⼤投⼊创造条件。逐步推动开发区南部化⼯企业集群转

迁，提⾼现有⼯业企业⽤地容积率，推进“空间换地”。结合腾笼换

⻦、“退⼆进三”⼯作打造⼀批特⾊楼宇、特⾊园区，推动“⼚区”变“园

区”，建设多元化的产业园区，⽀持⼯业企业转型发展创新型产业。

提⾼现有⾼教园区⼟地集约利⽤⽔平，提升⽤地效率。结合地铁站

点建设，积极拓展地下空间。

强化街道功能提升。下沙街道重点围绕城市核⼼区功能配套，

积极融⼊城市整体建设，以发展集体经济为重点，合理利⽤集体留

⽤地资源发展楼宇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注重经营业态创新和错位发

展，避免低端同质竞争；继续推进社区集体经济股份制量化改⾰，

全⾯完成社区居⺠回迁安置，加快街道养⽼中⼼等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不断提⾼失地农⺠的⽣活质量。⽩杨街道重点整合利⽤⾼教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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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办公楼宇、企业闲置⼚房等平台资源，积极发展科技服务、电

⼦商务、影视⽂创、融资租赁等⽣产性服务业，吸引科技型⼩微企

业落户集聚；优化完善⾼教园区、沿江居住区的公共配套服务和社

区服务，加强出租房、流动⼈⼝等社会管理。

（三）完善交通服务⽹络

⽴⾜建设枢纽交通，构建适度超前、互联互通、⽣态安全、便

捷⾼效的开发区综合交通体系，坚持资源共享、设施共建，完善对

内对外交通⽹络，进⼀步提⾼公共交通服务⽔平。

优化对外交通体系。重点围绕开发区对外交通主⻣架建设，积

极配合杭州市推进⾉⼭东路⾼架下沙段、地铁1号线沿伸机场段、地

铁8号线等重点⼯程建设。加快开发区北部与九堡、乔司区块的衔接

道路建设，进⼀步优化地⾯主⼲路、过境⾼架⾼速、地下轨道交通

相结合的对外交通体系，直接接轨杭州主城区，增强与⼤江东、江

⼲、萧⼭国际机场、海宁等周边区域的便捷交通联系。

完善内部道路体系。完善开发区主、次⼲路建设，突出“加密

度、补短板”，重点推进⾦沙湖、松合等区块的基础路⽹贯通建设，

加快实施幸福路下穿隧道、⾦沙⼤道⻄延伸段、农垦路下穿绕城

段、北苑路跨运河⼆通道桥梁等项⽬，并根据各区块项⽬开发建设

进度推进⽀⼩路建设，形成较为完善的交通微循环系统，全⾯提升

道路通⾏能⼒。沿河道⽔系和公园绿地建设完善步⾏道构筑城市慢

⾏系统。

⼤⼒发展公共交通。完善以地铁、有轨电⻋、公交、出租⻋及公

共⾃⾏⻋为⽀撑的公共交通体系，提⾼居⺠公交出⾏分担率。围绕地

铁站点完善公共交通接驳换乘体系，根据开发区建设进度不断扩⼤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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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线路覆盖⾯，重点增加北部产业区、⼤学城北居住组团的公交线

路，进⼀步优化公共⾃⾏⻋租赁服务点布局建设及管理。积极引⼊社

会⼒量持续加快停⻋场库建设，⼤⼒推进新能源汽⻋充电桩及服务平

台建设。

（四）增强城市商贸服务

⼤⼒发展城市商贸，着⼒构建以⼤型商贸、品牌商贸、便⺠商

贸为⼀体的开发区商贸服务发展格局，积极营造良好的商贸氛围，

加快集聚⼈⽓，满⾜居⺠多元化的消费需求。

提升商贸中⼼服务能级。围绕⾦沙湖中央商务区培育形成集购

物、休闲、餐饮、娱乐为⼀体的开发区商贸中⼼，合理布局建设商

贸综合体、⼤型购物中⼼、⼤型超市、品牌旗舰店等，加快推进晓

城天地、印象城、盈都五⻆⼤楼等项⽬建成投⽤。加强商业综合体

业态错位和特⾊化发展，积极发展品牌连锁、线上线下互动

（O2O）、特许经营等新型商业模式。

完善⽚区及居住区商业⽹络。进⼀步提升⾼教园区、沿江居住

区等⽚区商业中⼼建设，积极发展商贸综合体、⾼端酒店等商贸业

态。结合居住区布局完善连锁超市、便利店、餐馆、农贸市场等商

业设施⽹点，重点完善北部产业区、⼤学城北居住组团的商业综合

体、农贸市场、连锁超市等商业⽹络构建，为开发区居⺠提供多

元、便捷、品质化的⽣活配套服务。

（五）推进城市管理智慧化

创新智慧城市管理。加快推进杭州市智慧城市综合管理平台试

点⼯作，持续加⼤投⼊⼒度，在完善互联⽹、移动⽹络、⽆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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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数据平台、云计算平台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前提下，全⾯建成

“⼀个平台、三个中⼼、四⼤数据库”的智慧化城市管理运⾏体系。先

期启动智慧环保、智慧平安、智慧城管、智慧交通等功能的智慧综

合治理应⽤系统开发，逐步启动智慧社区、智慧健康、智慧教育、

智慧⽔务等智慧公共服务应⽤系统开发，形成跨部⻔、多领域、智

能化的“⼤监管、⼤服务”模式，促进城市管理更加科学、精准、⾼

效，⼈⺠群众⽣活更加舒适、便捷。

提升城市管理⽔平。秉承“细致、精致、极致”的城市管理理念，

开展精细化、专业化、规范化城市管理。加强城市管理投⼊和维护

经费保障，全⼒实施“实事⼯程”，健全城市管理⻓效机制。以国家卫

⽣城市复评和“⽆违建区”创建为抓⼿，集中⼒量推进“五⽔共治”、“三

改⼀拆”等省市重点⼯作以及“五⽓共治”“交通治堵”“四边三化”等专项

整治，完善以区为主、区街分级的城市基础设施养护管理模式，不

断优化城市市容环境和秩序，全⾯提升城市“五化”⽔平。提⾼城市管

理的市场化、社会化⽔平，逐步形成政府引导、公众参与、共建共

管的城市管理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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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共建幸福下沙新家园

健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接轨国际化城市建设要求，全⾯

优化升级公共服务体系，促进教育、医疗、⽂化、社会保障等⺠⽣

事业快速发展，进⼀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加快教育现代化发展

围绕“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标，突出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持续

扩⼤优质教育规模，提升基础教育质量，完善现代教育体系，⼤⼒

发展名校集团化教育、国际化教育，⼒争进⼊杭州市教育领先队

列。

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科学制定和实施开发区中⼩学校

建设计划，切实扩⼤各学段教育规模，“⼗三五”期间建设完成养正学

校、启源中学、松合⼩学等 6所中⼩学、10所幼⼉园。扎实推进“轻

负⾼质”素质教育发展，贯彻落实义务教育新课程改⾰，全⾯提⾼教

育教学质量。坚持公办为主、⺠办为辅的多元化办学格局，积极吸

引优质⺠办教育资源落户开发区，制定开发区加强⺠办学校管理与

扶持的相关政策，切实提⾼办学⽔平，确保外来创业、务⼯⼈员⼦

⼥享有平等的教育条件。健全对低保家庭、困难家庭⼦⼥和残疾⼉

童的教育资助体系。坚持⽴德树⼈、⽂化育⼈，切实加强德育教

育，促进学⽣德智体美全⾯发展。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标准普及 15年教育，加快学前教育和普

通⾼中教育发展。逐步推进“托幼⼀体化”发展，⼤⼒实施幼⼉园标准

化建设，提⾼等级幼⼉园⼈数覆盖率与优质学前教育资源覆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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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学前教育达标区建设。加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推动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形成⼀批职业教育品牌实训基地和特⾊优势专业，

继续保持开发区⾼职教育在全市的领先地位。完善针对残疾⼈、智

⼒障碍⼈群的特殊教育体系，加快开发区⻘少年宫、教师进修学校

及社区学院建设，统筹推进成⼈教育、社区教育、⽼年教育发展，

构建能满⾜⼴⼤群众终身学习需求的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

加强教育⽀撑体系建设。深⼊推进公办学校、幼⼉园标准化建

设，稳步提⾼开发区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平，统⼀完善数字教学设

备、专⽤教室设备、校园⽹、标准⽥径场等设施设备，积极推进学

校后勤社会化管理，进⼀步扩⼤优质教育资源覆盖⾯，⼒争办学条

件达到杭州市领先⽔平。提⾼教育信息化⽔平，积极发展智慧教

育，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扎实推进平安校园建设，

实施学⽣交通安全保障⼯程，完善校园安全⻓效机制和“四防”体系。

积极开展美丽学校建设，营造整洁优雅的校园环境和积极向上的校

园⽂化。

建⽴⾼素质教育⼈才队伍。加⼤教育⼈才引进⼒度，完善⼈才

引进⿎励政策，优化教师队伍年龄、学历和专业技术结构。建⽴区

域校⻓、教师合理流动机制，激发队伍活⼒和⼯作热情。创新教师

培养培训机制，健全教师继续教育⻓效机制，设⽴专项经费⽤于促

进教师梯级培养、⿎励教师教育科研、⽀持教师专业培训。继续推

进实施“名师名校⻓”⼯程，加⼤对不同层级优秀教师、校⻓的认定、

培养、考核与奖励，选派优秀⼈才到名校挂职学习，提⾼教师队伍

整体素质。“⼗三五”期间，争取引进和培养 60名以上省市级优秀教

师、教坛新秀、学科带头⼈等⻣⼲教师和知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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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优质教育品牌。不断加⼤教育经费投⼊，全⾯深⼊推进名

校集团化建设，借⼒⾼教园区的教育资源，深化与杭州师范⼤学等

⾼校及知名教育集团、省市教科研单位的教育合作关系，积极推⼴

“名校+新校”“名校+弱校”“名校+⺠校”“⾼校+新校”等办学模式，中⼩

学名校集团化覆盖率达到 70%以上。⿎励学校探索个性化的特⾊发

展之路，提升办学质量和竞争⼒。加强教育国际交流合作⼒度，积

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教育思想、办学理念、教学⽅法和管理经验，

加快建设开办国际学校，提升开发区国际化教育发展⽔平。

（⼆）增强⽂化软实⼒

巩固全国⽂明城市创建成果，全⾯加强群众精神⽂明建设，建

成覆盖全区、发展均衡、功能健全、服务优质的开发区公共⽂化服

务体系，全⾯提升⽂化软实⼒与竞争⼒，彰显“⽂化下沙”魅⼒。

夯实精神⽂明建设成果。培育和践⾏社会主义核⼼价值观，深

化公⺠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诚信建设，增强国家意识、法治意识、

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开展道德⽂明讲堂、⽂明单位创建等活动，不

断提升城市⽂明程度和市⺠素养。积极传播正能量，发展积极向上

的⽹络⽂化，深化“最美下沙⼈”等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加快塑造兼容

并蓄具有时代特点和新城特征的下沙新⽂化，加快推进外来⽂化与

本⼟⽂化，⾼校⽂化、企业⽂化与社区⽂化等多元⽂化的融合发

展，增强市⺠的公益意识、服务意识、创新意识，以良好的市⺠形

象展现下沙的亲和⼒和吸引⼒。

强化公共⽂化阵地建设。⽴⾜开发区城市⻓远发展，紧密围绕

群众⽂化需求，进⼀步加强群众⽂化活动设施建设⼒度，“⼗三五”期

间建成开发区⼤剧院、公共图书馆、⻘少年活动中⼼等⼀批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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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完善基层⽂化服务设施⽹络，加快推进街道图书馆、⽂化站等

公共⽂化服务阵地建设，提升配套设施及服务功能，推进实现全区

公共⽂化设施覆盖。加快建设⽹上图书馆、⽹上博物馆等⽹络⽂化

平台，构建公共⽂化信息服务体系。积极打造具有下沙特⾊的标志

性⽂化设施和公共⽂化空间，提升城市形象和⽂化品味。

繁荣公共⽂化艺术事业。深⼊挖掘围垦⽂化、潮⽂化、⺠间⾮

遗⽂化等特⾊资源，打造⼀批地⽅⽂化特⾊的精品。⼤⼒开展群众

性⽂化活动，重点组织开展“新城⽂化节”等系列⽂化活动，坚持开展

“⽂化进社区”等公益性⽂化活动，培育扶持各类⽂化社团建设，营造

良好⽂化氛围，不断扩⼤群众参与公共⽂化活动的规模和质量。积

极扩⼤和引导图书报刊、⼴播影视、演艺娱乐等⽂化消费，规范⽂

化市场经营⾏为，营造健康市场环境。加强公共⽂化服务队伍建

设，建⽴完善⽂化⼈才引进、培养、管理、奖励机制，⿎励⾼校毕

业⽣到基层从事⽂化服务⼯作，强化⽂化服务⼈员培训。加强对外

⽂化交流与合作，积极组织⼤型⽂化交流、讲学、演出活动，增强

区内⾼校⽂化、企业⽂化的国内和国际影响⼒，做⼤做强开发区⽂

化品牌，不断增强“⽂化下沙”的引领⼒、辐射⼒。

创新公共⽂化服务机制。构建多元化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采取

政府采购、服务外包、平台⽀持、特许经营等多种⽅式，调动社会

⼒量参与公共⽂体服务的积极性，⽀持⺠办公益性⽂化机构发展，

提⾼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平。深化区校“⽂体合作”示范共建，通

过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推动⾼校⽂化资源与地⽅⽂化资源优势转

化和相互融合，完善开发区驻⾼校“⽂化站”功能，培育⾼素质⽂体示

范团队，推动⾼校图书馆、剧院等⽂化阵地对外开放。建⽴以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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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为导向、优质⾼效、普遍均等化的开发区公共⽂化服务机制，

建⽴科学合理的投⼊绩效评价机制，切实提⾼公共⽂体设施的整体

使⽤效益。

（三）提升医疗健康⽔平

深化医药卫⽣体制改⾰，全⾯提⾼医疗卫⽣设施建设和服务⽔

平，促进基本医疗卫⽣服务均等化，提⾼全⺠健康素质，促进⼈⼝

均衡发展，全⾯建设健康开发区。

深化医药卫⽣体制改⾰。深⼊贯彻国家最新医改政策，实⾏医

疗、医保、医药联动，全⾯推进医药分开。落实医保惠⺠政策，稳

步提⾼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平，逐步统⼀城乡居⺠基本医保标准，

认真落实开发区征地农转⾮⼈员医保补助办法，推进征地农转⾮⼈

员参保⼯作。加强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继续完善医疗救助制

度，落实各项减免措施，切实缓解困难⼈群的“就医难”问题。完善医

疗纠纷调解机制，构建和谐医患关系。

提升医疗卫⽣服务能⼒。逐步构建以综合医院、社区卫⽣服务

中⼼为主体，以⺠营医疗机构为补充的“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办医

主体多元、办医形式多样”的开发区医疗服务体系，推进资源配置合

理化，⿎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发展医疗卫⽣事业，满⾜⼈⺠群众多层

次的医疗服务需求。强化市级优质医疗资源向开发区延伸，⼤⼒推

进完善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及浙江省中医院下沙院区两⼤三甲医院

的建设与发展，加快建设邵逸夫医院下沙院区国际诊疗中⼼、⼤学

城北公共卫⽣服务中⼼等。逐步建⽴健全分级诊疗与医联体制度，

健全基层⾸诊和双向转诊制度，推动各级各类医院规范化经营，强

化⾏业标准管理，提升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平。完善中医医疗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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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加快中医药事业发展。

健全公共卫⽣服务⽹络。建⽴健全疾病预防控制、卫⽣监督、

医疗急救、精神卫⽣、健康教育等专业公共卫⽣服务⽹络，建成开

发区妇幼保健计划⽣育服务中⼼等公共卫⽣服务设施。提⾼重⼤疾

病防控能⼒、卫⽣应急保障能⼒和综合执法能⼒，完善疾病预防控

制体系和突发公共卫⽣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加快应急指挥体系和应

急装备建设，保障公共卫⽣安全。健全医疗急救⽹络，完善杭州市

急救中⼼—下沙急救分中⼼—下沙急救点—医院急诊室的开发区急

救⽹络，不断提⾼医疗急救⽔平。加强精神⼼理卫⽣⼯作，健全精

神卫⽣专业服务机构和⼯疗站建设。继续推进以居⺠电⼦健康档案

和患者电⼦病历为核⼼的开发区卫⽣信息化建设。深⼊开展爱国卫

⽣运动，巩固国家卫⽣城市先进城区的创建成果。

提⾼社区卫⽣服务⽔平。统筹推进城乡卫⽣服务，完善社区卫

⽣服务绩效评价体系，不断提⾼基层医疗卫⽣机构服务能⼒。加快

构建“15分钟公共卫⽣服务圈”，实现每个社区建有⼀个社区卫⽣服

务站，实现社区卫⽣服务站服务⼈⼝覆盖率达到 100%，建设市内领

先、省内⼀流的初级公共卫⽣服务⽹。推进以社区全科医⽣培养为

重点的基层医疗卫⽣队伍建设，全⾯推进医养护⼀体化、智慧医疗

等便⺠利⺠措施，积极推⼴家庭医⽣制度，提⾼社区卫⽣服务⽔

平。

提升群众健康素质。⼴泛开展全⺠健身运动，树⽴科学健身理

念，提⾼群众身体素质和健康⽔平。完善群众健身活动场所和设施

建设，“⼗三五”期间建成开发区体育中⼼、沿江体育公园等⼀批重点

⼯程，并以创建浙江省体育先进社区为抓⼿，逐步完善“三级”体育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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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设施⽹络，实现区内中⼩学场地设施向社会开放率达到 100%，推

动⾼校体育场馆等体育阵地对外开放。加快体育事业发展，⼤⼒开

展群众性体育活动，精⼼组织⽻⽑球联赛、健美操⼤赛、⻛筝节等

区域性群众体育特⾊活动，同时依托⾼校体育场馆密集优势，积极

举办国内外⼤型体育赛事等活动，争取实现承办国际体育赛事重⼤

突破，提升开发区竞技体育⽔平。

促进⼈⼝健康均衡发展。坚持计划⽣育基本国策，全⾯落实⼀

对夫妇可⽣育两个孩⼦政策。提⾼⽣殖健康、优⽣优育、妇幼保健

等公共服务⽔平，加⼤对存在特殊困难计划⽣育家庭的帮扶⼒度，

加强流动⼈⼝计划⽣育服务。坚持男⼥平等基本国策，不断提升孕

产妇和⼉童健康管理⽔平，保障妇⼥⼉童合法权益，保护⻘少年身

⼼健康。⽀持残疾⼈事业发展，健全残疾⼈救助保障和托养服务体

系，加快开发区残疾⼈活动中⼼建设，⽀持⺠办康复机构发展。

（四）提⾼社会保障⽔平

建⽴健全覆盖城乡、全⺠共享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社会保险、

社会救助、社会养⽼、住房保障、就业保障为重点，以增强公平

性、适应流动性为⽬标，着⼒提升社会保障服务能⼒。

构建城乡⼀体社会保险体系。继续推进城乡五项基本社会保险

的扩⾯提质⼯作，实现社会保险“应保尽保”，继续推进社会保险全覆

盖，实现社会保险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和精确化。逐步提⾼居⺠

社会保障⽔平，缩⼩城乡社会保障待遇差距。积极推进职⼯养⽼保

险和城乡居⺠社会养⽼保险制度，稳步提⾼养⽼待遇⽔平，确保城

乡居⺠⽼有所养。建⽴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管理服务体系，完善企

业退休职⼯社会化管理，加强外来务⼯⼈员的社会保障。“⼗三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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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争取城乡居⺠社会保险全⺠参保登记率达到 100%。

健全社会救助体系。完善“四级救助”⽹络，落实各项社会救助政

策，切实提⾼社会救助成效。逐步提⾼城乡居⺠最低⽣活保障标准

和优抚对象的抚恤、⽣活补助标准，完善临时救助和医疗救助制

度，落实对被征地农⺠、外来务⼯⼈员、低收⼊家庭等困难群众的

帮扶救助政策措施，做好困难群体扶贫助学助困⼯作，确保城乡低

收⼊家庭“应保尽保”，切实保障被征地农⺠基本⽣活⽔平。完善救灾

预警运⾏机制，提⾼灾害紧急救助能⼒。创新社会慈善救助新举

措，深化“春⻛⾏动”，加⼤对拆迁过渡户、⽣活困难户、残疾⼈、下

沙新市⺠的关⼼程度。

构建多级养⽼服务体系。积极应对开发区⼈⼝⽼龄化问题，⼤

⼒推进多级养⽼服务体系建设，逐步建⽴以居家养⽼为基础、社区

服务为依托、机构养⽼为补充、政府扶持为后盾的养⽼服务体系，

积极推进医养护结合，提升专业化养⽼服务能⼒。“⼗三五”期间，加

快启动开发区养⽼院和街道养⽼中⼼建设，填补开发区⼤型养⽼机

构空缺。⼤⼒推进社区养⽼服务设施建设，统⼀社区养⽼设施建

设、收费和管理标准，深化居家养⽼、“智慧养⽼”服务，争取每个社

区建设 1个“智慧养⽼照料中⼼”，基本实现社区居家养⽼服务⽹点全

覆盖。⼤⼒扶持公办⺠营社会化养⽼机构发展，落实新建养⽼机构

床位补助和运营补贴。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加快推进公共租赁房建设，不断扩⼤开发

区保障性住房覆盖⾯，着⼒破解“住房难”问题。根据杭州市统⼀安

排，认真推进公共租赁房申请⼯作，通过公共租赁房、租房等社会

化⽅式解决企业职⼯住房问题，完善相关租房补贴政策。“⼗三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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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完成全部社区回迁安置⼯作。

增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完善覆盖城乡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励创业带动就业，全⾯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重点⽀持⾼

质量的⼤学⽣创业团队，构建政府、⾼校、企业“三位⼀体”的创业、

就业指导服务体系。实施对失业⼈员、失⼟农⺠、就业困难⼈员、

未就业⼤学⽣的菜单式专项就业帮扶，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4％以

内。强化社会就业培训，建⽴以⾼校为主，以职业学校和社会培训

机构为补充的职业培训⽹络，帮助失⼟农⺠、失业⼈员、就业困难

⼈员提升技能，实现更⾼质量的就业。全⾯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

加强在职⼈员继续教育和技能强化培训，继续深⼊开展全区各⾏各

业岗位练兵和企业技能竞赛活动。深⼊开展“职⼯关爱企业、企业爱

护职⼯”专项活动，全⾯抓好劳资纠纷源头管理，完善劳动争议处理

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五）打造⽣态宜居环境

以成功创建国家⽣态⼯业示范园区、低碳⼯业园等为契机，继

续深⼊推进“五⽔共治”“五⽓共治”“五废共治”等专项⾏动，塑造开发

区⽣态宜居环境。

塑造绿⾊⾃然环境。加强绿带、绿道、绿地建设，优化景观设

计，塑造“⼀江⼀湖⼆廊三园”绿⾊⾃然环境⽹络。以沿江景观⼤道、

⽣态公园景观带、⾼教园区中央景观带、绕城公路、⾦沙湖等为重

点，推进道路、河道综合整治和绿化等环境保护⼯程建设，建⽴林

⽹、林带、⽚林和路、河、沟、渠、堤两侧绿化有机结合的综合防护

林体系，提升区内公园、绿地和绿道建设⽔平，构建沿钱塘江湿地

⽣态区、⾦沙湖⽣态区、绕城⾼速东线和北线两条⽣态⻓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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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区公园和⻄区公园以及体育⽣态公园三⼤公园，形成“⼀江⼀湖⼆

廊三园”⾃然环境⽹络。

营造低碳宜居环境。以国家低碳园区试点建设为契机，加强能

源低碳化发展，推⼴先进低碳技术，创建低碳示范主体，营造低碳

宜居环境。积极利⽤低碳新能源，推⼴应⽤低碳新技术，⽀持创建

低碳示范企业、示范社区、示范学校。⽀持在⼯业⼚房、政府机

关、学校、医院等公共建筑建设太阳能光伏项⽬，在⼤学城⽣活园

区、居⺠区推⼴太阳能热⽔系统。加快杭联热电烟⽓深度治理和华

电下沙热电⼚建设，⼤⼒推进余热余压利⽤、能源管控中⼼建设、

⼯业中⽔回⽤、冷热电⽓四联供。到 2020年，低碳新能源应⽤⽐例

不低于 10%，5年内累计 25家企业通过省级绿⾊企业验收，创建低

碳示范社区 10个左右，省级绿⾊社区 5个、省级绿⾊学校 5所。

持续开展专项治理⾏动。深⼊实施“五⽔共治”，以“治污⽔、排

涝⽔、抓节⽔”为重点，积极打造“污⽔零直排区”，持续改善⽔环境

质量；加快海绵城市建设，提⾼城市防洪排涝能⼒。贯彻落实省市

⼤⽓污染防治要求，以“⼀转五治，联防联控”为重点，统畴推进 “五

⽓共治”，实现 PM2.5浓度持续下降，空⽓质量优良天数⽐率稳步提

升。扎实开展“五废共治”，深化落实⽣活垃圾“三化四分”，切实强化

固体废弃物监管，积极推动固废整治从末端治理到全过程管理的转

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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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树⽴改⾰开放新样板

贯彻国家及省市深化改⾰政策意⻅，以深化重点领域改⾰、建

设阳光服务型政府、打造国际化开放平台、深化推进产业国际化为

重要抓⼿，提升政府服务效率、服务⽔平，树⽴⼀流国际化营商环

境和开放平台，塑造杭州乃⾄全省改⾰开放新样板。

（⼀）深化重点领域改⾰创新

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改⾰。建⽴以“亩产效益”和企业综合效益为

导向的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机制。重点建⽴健全分类分档、公开排

序、动态管理的企业综合评价机制，构建反映开发区实际和发展需

要的企业综合效益评价体系；建⽴差别化电价、排污权有偿使⽤和

交易等机制，倒逼落后产能淘汰，提⾼资源利⽤效率，形成差别化

资源要素价格机制；建⽴要素交易综合平台，推动⼟地、排污权、

⽤能、碳排放等资源要素市场化配置。

产业结构调整机制创新。贯彻国家、全省供给侧结构性改⾰精

神，建⽴推进正向激励与反向倒逼相结合的产业结构调整创新机

制。建⽴⾏业准⼊、空间准⼊、项⽬准⼊“三位⼀体”项⽬投资准⼊制

度，促进产业向主平台集中、项⽬向重点产业集中、要素向优质项

⽬集中。规范创新型产业⽤地管理，促进存量产业优化调整。建⽴

以“四换三名”为核⼼的企业分类指导制度，激励和倒逼产业结构调整

和落后产能退出。

投融资体制改⾰。完善开发区债券管理，提升融资平台融资能

⼒。⼤⼒推⼴城市建设发展基⾦、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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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励引导⺠间资本进⼊基础设施、公共事业、⾦融服务和社

会事业等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卫⽣、⽂化、体育、养⽼等

社会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等领域建⽴健全投资经营公平准⼊竞争机

制，创新完善⺠间资本投资回报机制。

科技创新领域改⾰。建⽴健全市场导向、企业主体、产学研协

同的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加强以产品成果与市场实绩为导向的科技

创新评价制度建设，完善创新政策体系。建⽴以⼈本化分类制度为

着⼒点的科技⼈员创业激励机制。建⽴以股本与“知本”相结合为着⼒

点的科技投资创业促进机制。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

国有企业改⾰。贯彻国家、省市深化国有企业改⾰有关精神，

开展公益类、商业类国有企业分类改⾰，完善以建⽴健全法⼈治理

结构为核⼼，配套国有企业领导⼈员分类分层管理制度、与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企业薪酬分配制度、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的内部⽤⼈制度

等相关制度的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

管、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探索

混合所有制企业员⼯持股等创新做法。

（⼆）建设阳光服务型政府

明确权责边界。继续瘦身政府权⼒清单、企业投资负⾯清单、

财政资⾦管理清单，优化政府责任清单，完善政务服务⽹，进⼀步

优化政府权责边界，赋予市场主体更多⾃主权。建⽴健全政府重⼤

决策咨询制度，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

开展⾼质⾼效服务。总结推⼴国家⾃由贸易试验区、国家⾃主

创新示范区等先⾏区域可复制改⾰试点经验，结合省市要求，深化

推进⾏政审批制度改⾰，简化审批⽅式，推进并联审批和全流程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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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完善投资项⽬⽹上审批机制，规范中介服务，营造审批事项

少、办事效率⾼、服务质量⾼的优质服务环境。

深化市场化运作。探索开发区建设、招商、运营、管理市场化

运作模式，建⽴政府推动、企业经营、市场运作、多元投⼊的开发

运营模式，⿎励和引导⺠间资本、外资等各类社会资本参与开发区

建设运营。

实施有效监管。强化政府监管职能，建设监管综合信息服务平

台，构建监管系统，形成以市场准⼊标准为基础，开⼯许可、施⼯

监管和竣⼯验收为主要内容的事中事后监管服务体系。对⻝品药品

安全、环保等重点监管领域和关键环节，明确监管责任主体，强化

现场监管，推进协同监管和综合执法。

（三）提升城市国际化⽔平

提升城区国际化⽔平。贯彻落实杭州城市国际化相关⽂件精

神，按照杭州推进城市国际化的总体要求，加快⾦沙湖中央商务区

建设，着⼒推进国际会议中⼼、剧院等配套设施建设，努⼒打造具

有现代化⽔准、鲜明特⾊的商务区。⿎励引导商业综合体向差异

化、特⾊化、品质化⽅向发展，努⼒提升开发区商业服务品质和业

态档次。加快推进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国际社区建设，实施国际

化标识改造⼯程，着⼒构建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居环境，让⾼端

⼈才创业更加便利、⽣活更加舒适。

实施旅游国际化⾏动。落实实施杭州新⼀轮旅游国际化⾏动计

划，挖掘利⽤好开发区⾃然资源、历史⽂化资源，打造具有开发区

特⾊的国际化旅游产品和品牌，助⼒杭州打造国际重要旅游休闲中

⼼。要充分利⽤钱塘江、沿江湿地、⾦沙湖、河渠等资源，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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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城、现代⼯⼚等建筑特征，突出“潮”“⽔”“⽂”等特⾊，打造⼀批独

具韵味的江南⽔乡景观，更好地体现地域特征、下沙特⾊和国际⻛

范。

提⾼国际赛事承办能⼒。抓住杭州承办亚运会、世界短池游泳

锦标赛、全国学⽣运动会等机遇，依托区内⾼校体育场馆密集优

势，积极争取组织承办若⼲项体育赛事，实现开发区承办国际体育

赛事重⼤突破。配合杭州打响游泳等本⼟赛事品牌，提⾼赛事国际

知名度。加强与国际性体育赛事组织的联系与合作，培育引进⼀批

体育赛事运营企业和项⽬，提⾼国际赛事运营推⼴能⼒，助⼒杭州

打造国际赛事之城。

深化国际⽂化教育交流。打响“⽂化下沙”品牌，深⼊挖掘围垦⽂

化、“潮”⽂化、⺠间⾮遗⽂化等特⾊资源，推出⼀批特⾊⽂化精品，

彰显⽂化魅⼒，推动“⽂化下沙”⾛向国际。充分发挥开发区⾼校、外

企数量多优势，推动各类⾼校、外资企业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策划

⼀批形式多样的⽂化、教育等交流活动，形成开发区国际⽂化教育

交流特⾊。

（四）推动产业国际化发展

打造国际化开放窗⼝。加快升级综合保税区，健全⼝岸、物

流、加⼯三⼤主要功能，完善仓储物流、对外贸易、国际采购、分

销配送、国际中转、售后服务、商品展示等具体功能。积极推动海

关特殊监管区整合类型、整合功能、整合政策、整合管理，有效推

进跨境电⼦商务示范园建设，推⾏便利化通关模式、外汇⽀付业务

试点等多项改⾰措施，接轨国际市场，打造开发区国际化开放的重

要载体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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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外合作园载体。加快推进新加坡（杭州）科技园建设，

积极引导建设中美、中⽇、中德等若⼲个中外合作园，争取在中外

合作园落实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规

则体系。积极推动开发区中外合作园品牌⾼端化、合作业态多样

化，促进开发区企业全⾯参与全球经济合作与竞争。

引导外资布局和对外投资。继续⼤⼒引进国际知名企业、海外

⾼层次⼈才，放宽外资在投资、研发、服务业等领域的市场准⼊，

进⼀步优化开发区外资投资布局。⿎励开发区企业开展科技创新、

项⽬对接、信息交流、⼈⼒资源开发等多⽅⾯国际合作，形成引

资、引智良性发展局⾯。推动开发区企业全球化配置资源，⽀持企

业参与境外并购、境外上市、境外设⽴研发机构等跨国经营活动，

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提⾼企业国际竞争⼒和开发区产业国际

化程度。

优化升级对外贸易。加快对外贸易优化升级，完善对外贸易布

局，创新外贸发展模式，提⾼贸易便利化⽔平，健全贸易摩擦应对

机制，促进外贸提质增效升级。⼤⼒发展服务贸易，制定与国际接

轨的服务业标准化体系，加强⼈才培养、资格互认、标准制定等⽅

⾯国际合作，推进服务贸易便利化、⾃由化，提升服务跨境交付能

⼒，建设好服务外包示范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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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章 构建社会治理新范式

以建⽴完善“信⽤下沙”、健全社会管理服务体系、推进⺠主法治

建设、保障社会公共安全为重要抓⼿，强化⼤数据应⽤，提升政府

社会治理和管理服务能⼒，构建社会治理新范式。

（⼀）建⽴完善“信⽤下沙”

强化信⽤主体建设。推进政务诚信建设，在⾏政许可、政府采

购、招标投标、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领域，率先使⽤信⽤信息和

信⽤产品，培育信⽤服务市场。引导企业诚信经营，培育诚信守法

的市场主体，使企业成为社会信⽤体系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与受益

者，形成下沙企业良好的整体信⽤形象。引导企业在市场交易中采

⽤信⽤产品，积极创建信⽤建设示范⾏业和信⽤管理示范企业，扩

⼤信⽤交易规模，降低市场交易⻛险。依托国家⾦融信⽤信息基础

数据库，建⽴完善⾃然⼈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信⽤记录，实现全区

范围内⾃然⼈信⽤记录全覆盖。

建⽴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推动政府各部⻔在社会管理、

公共服务、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活动中，有效使⽤信⽤信息，实

施信⽤分类监管，让守信者受到褒奖，使失信者受到惩戒。⼴泛应

⽤各类信⽤产品，对诚实守信者实⾏优先办理和重点⽀持等激励政

策。利⽤社会媒体和⽹络资源，加强对失信⾏为的披露和曝光，营

造失信惩戒、守信激励的舆论氛围。建⽴信⽤修复机制，通过实施

主动纠正违法失信⾏为、培养优良信⽤⾏为等措施，恢复企业或个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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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培育信⽤市场。加快开发区各部⻔在信⽤信息数据归集、

应⽤推进、制度建设等领域进程，建⽴信⽤档案，形成部⻔信⽤信

息数据库。促进信⽤评级⾏业发展，积极引⼊国内有资质、有品牌

的评级机构。⿎励信⽤服务产品开发和创新，政策引导刺激市场信

⽤信息需求，在登记注册、⾏政许可、资质认定和管理等社会管理

和公共服务领域率先使⽤信⽤产品和信⽤信息。

（⼆）健全社会管理服务体系

构建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加强分类指导和扶持，培育城乡社区

服务类、公益慈善类、⾏业协会商会类等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

活⼒，形成政府主导、公共参与、多元协同治理的新格局。抓好预

防性、源头性⼯作，完善⼈⺠调解、⾏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作

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服务管理机制，扎实推进街道社会服务管理中

⼼规范化建设，建⽴健全新型社区管理机制和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

台。建⽴社区财政投⼊激励制度，落实社区运⾏⼈⼒、财⼒保障，

完善社区基础设施，推进服务设施标准化建设，强化智慧化管理，

建设“智慧社区”。建⽴新杭州⼈社会融合机制，推进新杭州⼈积分⼊

户⼊学制度，有序导⼊外来⼈⼝、优化外来⼈⼝结构。

（三）推进⺠主法治建设

提⾼党员⼲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切实做到法⽆授权不

可为、法定职责必须为，全⾯提⾼依法执政能⼒和⽔平。健全作⻛

建设⻓效机制，巩固和拓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加⼤

正⻛肃纪⼒度，形成作⻛建设“新常态”。围绕提⾼办案质量，完善司

法机关内部管理机制。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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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机关各司其职，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执⾏权互相配合、

互相制约的体制机制。

（四）保障社会公共安全

加强全⺠安全意识教育，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完善落实安全⽣

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健全预警应急机制，加⼤企业安全⽣产监管执

法⼒度，及时排查化解安全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安全事故发⽣。

加强消防、⽓象灾害、地质灾害等防灾减灾能⼒建设，提⾼突发事

件事故应急处置和⼈防救援指挥能⼒，切实维护⼈⺠⽣命财产安

全。健全⻝品药品安全⻓效监管体系，加⼤⻝品药品⽣产加⼯、流

通和市场准⼊监管⼒度，强化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零售药店管理，

深⼊推进各类专项综合整治，保障⻝品药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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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强化规划落实实施

“⼗三五”时期是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关键时

期，要在党的领导下，围绕开发区未来五年重⼤项⽬，提升要素⽀

撑能⼒和实施保障机制，确保开发区“⼗三五”规划顺利实施。

（⼀）加强组织领导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开发区“⼗三五”国⺠经济社会发展⽬标的根

本保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堡垒作⽤和党员先锋模范作⽤，更好

带动群众⾼⽔平建成⼩康社会。加强制度化建设，完善党委研究经

济社会发展战略、定期分析经济形势、研究重⼤⽅针政策的⼯作机

制，健全决策咨询机制，注重运⽤法治思维和法治⽅式推动发展。

优化领导⼲部知识结构和专业结构，提⾼专业化⽔平。完善政绩考

核评价体系和奖惩机制，充分调动各级⼲部的⼯作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落实党⻛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健全改进作

⻛⻓效机制，强化权⼒运⾏制约和监督，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

政治⽣态。

（⼆）实施重⼤项⽬

实施产业升级项⽬。“⼗三五”时期，围绕“4+1”产业集群，重点

规划辉瑞全球⽣物技术中⼼、吉⽴亚研发⽣产基地、杭州东部湾总

部基地总部⼤楼、华海药业、⻉瑞和康、东芝开利、达内科技、⽹

创科技等 45项产业升级项⽬，计划总投资 340亿元。

实施创新发展项⽬。“⼗三五”时期，围绕创新驱动，重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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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中国电信创新产业园、新加坡科技园、东部⾼新产业园加速器

项⽬、浙⼤数码港改造、和达杭电创新中⼼、中肽全球创新中⼼、

⻓三院促进中⼼、中科院理化所杭州分所、九洲药业研发中⼼、娃

哈哈国际科创⼩镇等 17项创新发展项⽬，计划总投资 200亿元。

实施城市配套项⽬。“⼗三五”时期，围绕产城融合，重点规划实

施⼤创⼩镇会议中⼼、开发区体育中⼼、⼤学城北医院、⼤学城北

体育馆、⼤剧院、国际会议中⼼、图书馆、沿江公园体育中⼼等 22

项城市配套项⽬，计划总投资 248亿元。

实施基础设施项⽬。“⼗三五”时期，重点规划实施⾉⼭东路提升

⼯程（下沙段）、地铁 1号线三期、东部医药港⼩镇电⼒上改下⼯

程、550kv钱江变—⽉雅变出线管廊（下沙段）、地铁 8号线、运河

⼆通道（下沙段）、有轨电⻋、绕城下沙⻄互通、北苑路跨运河⼆

通道桥梁、农垦路（⽂津北路—规划⽀路）[穿绕城段]等17项基础设

施项⽬，计划总投资 152亿元。

实施社会⺠⽣项⽬。“⼗三五”时期，重点规划实施 21项社会⺠

⽣项⽬，计划总投资 77亿元。主要包括建申房产、润都房产、浙⽔

房产下沙住宅配套项⽬ 3项房地产项⽬，养正学校、启源中学、松合

⼩学、幼⼉园等 9项教育配套项⽬，开发区养⽼院、⼤学城北公共服

务中⼼、省⾼校⼈才公共租赁房等 9项健康与社会福利项⽬。

实施⽣态环境项⽬。“⼗三五”时期，重点规划实施七格污⽔处理

⼚四期、“五⽔共治”项⽬、东部医药港⼩镇环境整体提升⼯程，以及

城市市政提升⼯程、绿地景观提升⼯程、平路整治提升⼯程、河道

江堤提升⼯程等 13项⽣态环境项⽬，计划总投资 57.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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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重点项⽬“⼗三五”投资表

序号 项⽬领域类别 项⽬数

（个）

总投资（亿

元）

“⼗三五”投资（亿元）
1 产业升级 45 521.87 339.45
2 创新发展 17 230.10 201.60
3 城市配套 22 309.02 248.65
4 基础设施 17 161.14 152.0
5 社会⺠⽣ 21 81.84 77.02
6 ⽣态环境 13 68.4 57.8

合计 134 1372.37 1076.52

（三）强化要素保障

⼈才要素保障。强化⼈才是第⼀资源、第⼀要素理念，加快落

实“杭州⼈才新政 27条”相关政策，围绕各类⼈才迫切需要解决的公

共服务保障问题、激发⼈才活⼒问题，个性化、细化制定开发区⼈

才吸引集聚政策。创造最优⼈才发展环境，通过集聚海内外⾼层次

⼈才、就近吸纳⼤学城⼈才资源、校企联合培养⾼技能⼈才等途径

强化开发区⼈才要素保障。

空间要素保障。⼀谋划编制经营性⽤地做地、出让计划，适时

推进⼟地出让⼯作。⼆加快低效⽤地开发。加快盘活开发区空置

（闲置）⼟地，提⾼存量空间集约利⽤⽔平，分类推进低效⽤地的

⼆次开发。启动中⼼区⾼压架空线路上改下⼯程，为⾦沙湖区块的

⼟地开发拓展空间。⿎励引导企业建设多层⼚房，利⽤地上、地下

空间来布置⾮⽣产性设施。三积极拓展发展空间。积极对⾦沙湖⻄

侧武警部队⽤地、德胜路沿线省军区⽤地、北部乔司区块等发展空

间进⾏研究。

资⾦要素保障。结合重⼤平台、重⼤⼯程、重⼤项⽬推进，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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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预测未来五年重⼤财政收⽀情况，研究编制中期财政规划、财政

资⾦平衡预案。制订并出台开发区⾦融政策，重点⽀持⾦融创新平

台建设，引导各类⾦融服务机构向平台集聚。设⽴开发区产业基

⾦，⼒争经过 3-5年的持续投⼊和滚动运作，逐步形成总规模为 30

亿元的政策性产业⺟基⾦，撬动⾦融资本和社会投资 100亿元以上

的投⼊。⿎励和引导⺠间资本以 PPP等形式参与医院、学校等基础

设施建设，缓解财政压⼒，控制政府负债规模。

环境要素保障。认真执⾏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强化主要污

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严格控制污染增量，严格限制⾼耗能、⾼污染

产业项⽬进⼊。持续推进污染存量减排，⽀持企业淘汰落后产能和

开展节能降耗技术改造。实施环境容量市场化配置改⾰，根据产业

类型、三废排放总量等条件设⽴差别化的企业⽤能、⽤⽔激励政策

和倒逼机制，扩⼤排污权交易制度实施范围。

（四）落实实施机制

加强规划落实。进⼀步发挥总体规划的统领作⽤，做深做实专

项规划，把“⼗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主要⽬标任务落到实处。制定规

划纲要分解落实⽅案和年度实施计划，明确实施主体和⼯作要求。

健全规划监测评估制度。全⾯推进规划年度监测和中期评估⼯

作。建⽴健全重要⽬标任务实施跟踪反馈机制，加强规划实施的动

态管理，建⽴规划实施监督⻓效机制。

完善考核制度。建⽴科学、合理、有效的绩效考核制度，按照

预期性、约束性指标的不同要求，对规划⽬标、重点任务、建设项

⽬等实⾏分类评价考核，提⾼规划实施的约束性和实效性。

⿎励全⺠参与。加强媒体宣传⼒度，增加规划透明度，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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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参与度，积极营造关⼼规划、⽀持规划、监督规划的良好氛围，

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泛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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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附表附表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五⼗三五⼗三五”””重⼤建设项⽬规划表重⼤建设项⽬规划表重⼤建设项⽬规划表

序号 项⽬名称 建设内容和规模 总投资（亿元）
“⼗三五”计划

投资（亿元）
建设性质

合 计（共计 134个） ]^_`a^_]^_`a^_]^_`a^_ ]b_cad`]b_cad`]b_cad`

⼀、产业升级项⽬（⼩计 45个） d`]ae_d`]ae_d`]ae_ ^^fagd^^fagd^^fagd

] hijk elmno6(p ]babb _adb qr

` hisntruv dafb dabb qr

^ wxyzA{uv ^a`b `a`b qr

g |}~��� ^abb ]abb qr

d ��~��� ^a^e `age qr

c ������Zj�&r6(�� dabb gabb qr

_ ��~��� ]a]` ba`b qr

e �&~�/truv r��� ]cbbb��� ]a`_ ]ab_ qr

f ��������������� ]fe� S¡r�Jr��� ``¢㎡J£� d`acf¤ `^abb ]dabb qr

]b ¥¦§¨6©ª«¬ eg¤ `babb `babb &r

]] ®¯�n°A±²³´µ¶jk~·�� ]babb ]babb &r

]` ¸¹|ª�� ^e¤ ^abb ^abb &r

]^ º»¼-½©¾¿À�� e_¤ ga^d ga^d &r

]g Á®ÂÃ<6(�� ^b¤ gabb gabb &r

]d Ä¸ÅÆÇ)�� ^a_b ^a_b &r

]c ÈÉ~�6(���� cb¤ `ad `ad &r

]_ RÊ}�� ^d¤ ^abb ^abb &r

]e ËÌÍ~�� ^b¤ `aeb `aeb &r

]f |ÎÏÐ�� ^b¤ `abb `abb &r

`b ���6©ª«�� gda^¤ ^a^b ^a^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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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Ñ|ª�� ]c¤ ]a`d ]a`d &r

`` &ÒÓ)�� �r��� e_]_b��� ` ` &r

`^ ÔÕÖ×eØ]dØ`�Ù�� �r��� ]dee^d���JÚ��� ^^ddd��� `a^ `a^ &r

`g �ÛÇ)�� ]bb¤ eabb eabb &r

`d �¦RÜ�� gdac¤ cabb cabb &r

`c Ý�ÏÇ�� `b¤ ^a_b ^a_b &r

`_ �ÞßW�� eb¤ dadb dadb &r

`e àá6©�� `b¤ ]adb ]adb &r

`f Bâã�ätr�� åætr ]a_b ]a_b &r

^b }¦Íç���� u)����J^b¤ ^ ^ &r

^] èé&êë���� u)����J`b¤ ^ ^ &r

^` ��ìí��
u)��î dbbbïðñòóP¼ôõÀìí(ö÷øª/

��
ca`b ca`b &r

^^ ù|úûüýtr�� &þÿ/tr!?6(p `abb `abb &r

^g ö"#tr�� &þÿ/tr!?6(p ]adb ]adb &r

^d ¿$|ª ``¤ `abb `abb &r

^c %&|ª ^b¤ `a`b `a`b &r

^_ '() ]d¤ ]adb ]adb &r

^e *¾+p ^b¤ ^abb ^abb &r

^f ��,D-./20uv
12,-/r34567J+!:u/89&Ñ:;<ä

/020\
]abb ]abb &r

gb u)=)!±Pª«/0�� >wø»5?>@÷Ú�5!±Pª/ ]`babb ]`babb &r

g] hijk ]`lm�� ]`lm `babb `babb AB

g` hisnª/�� &þÿ/tr!?6(p ]babb ]babb AB

g^ wCöDEé~Ftr�� &þÿ/tr!?6(p ]babb ]babb AB

gg GhÜH/IJ20�� ^babb ]dabb AB

gd KL|ªMòNOêë�� ]cbabb ]bab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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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P��¼QRA5$&�P��¼QRA5$&�P��¼QR ]_]_]_SÀSÀSÀ `^ba]b`^ba]b`^ba]b `b]acb`b]acb`b]acb

gc TUVWò�XA{ gag ] qr

g_ �YZ[\`b]]]cg^_`a÷)À
�YZ[\`b]]]cg^Jb)cC)ÚæîNOdefgJ

�r�� g^_]faf㎡
^a_b ]afb qr

ge ����$hi� £� gfabe¤ eacb `a^b qr

gf ��S&()H:jç��k{

�Yu[l`b]gm]^^�Ùu)åæJ�r�� ]^ge^ca_

㎡Jnko,D�¼]`¡ÀJpoåæîkoqrZsg

tk\

gadb `adb qr

db ��S&()H:jç��A{
£��� db¤J�ur��� c¢���Jr3Q)P6

©ÏÇH/
`adb `adb &r

d] ��S&()H:jç��B{
£��� ]cb¤J�ur��� ]fa`¢���Jr3Q)

P6©ÏÇH/
_a_b _a_b &r

d` ¬v~w$&()H ]`b¤ `babb `babb &r

d^ x�yz{/0 £��� d`¤ `agb `agb &r

dg &:||ªH ^Øc{J}~r��� ]bb¢� ^dabb `babb &r

dd ¬�§¨$&¬ e e &r

dc ���v�|$Q� ]bb ]bb &r

d_ R%�~$&¬ ]`abb ]`abb AB

de ��Ç)Ã<¬ ]adb ]adb AB

df ¬|��P���H� `aeb `aeb AB

cb xu���EÇ¬ ]abb ]abb AB

c] �B��Ñ¬ ]abb ]abb AB

c` /�D�$&�Pr3 �~Û�¬5����y2Ã���S��� ]bS ]dabb ]dabb AB

B5X�����¼QRB5X�����¼QRB5X�����¼QR ``````SÀSÀSÀ ^bfab`^bfab`^bfab` `geacd`geacd`geacd

c^ w�\`bbf]ee^�Ù ]`abb gabb qr

cg �]�`¼b)b9ÚæÀ�� �]�r��H�� efb`d㎡J�`�r�� gefgg㎡ ]]ae` dabb qr

cd �v���X¼��À ]^a_b ca_b q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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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  ¡-¢£¤f
�¥}~u¦§�PJ̈ ¥}~�¦�©Jª¥«¬·J

¥}~r)�®¯°·J£� d`¤J�r��� `_fd_c

���

]gabb da`b qr

c_ ±%²Xi�b)¬ ]^abb _a_b qr

ce ��iè�h�® ]babb ^abb qr

cf ³´¬ú�� ca_b ]a^b qr

_b S¦µ¶µZX�� _abb `abb qr

_] ·¸è¹�� eabb ]abb qr

_` º»¼¤f ]adb ]adb &r

_^ �$Q�O½¬
£��� ]gad¤J�ur��� ]a^¢���Jr3�$

Q�O½¬
]adb ]adb &r

_g ß</´+¬¼¾defÀ Ú��� debbb㎡Jr��� ^gebb㎡J¾def ^a^b ^a^b &r

_d ��XÏ� `adb `adb &r

_c ��X´+¿ À ]ebbb㎡ `a^b `a^b &r

__ �Á� ^aeb ^aeb &r

_e v�O½¬ dabb dabb &r

_f ÂÃ¿ `adb `adb &r

eb ß</Ä�ÅÆ)9Úæ r��� `^bdb��� ]a`d ]a`d &r

e] º¦Ç©ÈÚ��� ^dabb ^dabb AB

e` �É7Ú�[Ê�� ��X5Ë�ÌÍ ]`Sb)5ÎÏ�Ù ]db ]db AB

e^ ß</Ðu89¬
��� ]_bbb㎡J3?Áf5ÂÃ¿5ÑÒ¬5>L¬

5*ÓÔ5GÕÚæ�
]acb ]acb AB

eg Ö×ØH´+¬ �Ú� `]^¤Jebbbb㎡ `adc `adb AB

p5�Ù3Ú��¼QRp5�Ù3Ú��¼QRp5�Ù3Ú��¼QR ]_]_]_SÀSÀSÀ ]c]a]g]c]a]g]c]a]g ]d`abb]d`abb]d`abb

ed Ûè·ºÜc¦�Ý©_¾Þßàáâ �¦�©ã¬· edbägbå^gbbb�` `aeb ba`b qr

ec æXº¦¨*çuv ca^b ]a`b qr

e_ �Øèj�Øèfé�� ] ba_ qr

ee êÛ¨·é�ëøìdef Ú� ]geeg㎡ ]abb ]ab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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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 ¨�u)/v�P/0 `/íJ�/îJX�QZv�P `aeb `aeb &r

fb ïð·¼êñ·ã}~°·À \ÜæXò] ó�óÚ¼êñ·Øêô·Àò ebdägbågbbbb�` ^a`b ^a`b &r

f] ��ÏÇ{Q�~�u/ºuv gaeb gaeb &r

f` õöAç©¼º¦òÀ ]dabb ]dabb &r

f^ ddb÷ø ·×ùØúûù[páü¼º¦òÀ `adb `adb &r

fg ýþ�·12uv¼º¦òÀ ÿ!·Ø·¸×¬p d]abb d]abb &r

fd �ë ]^pB{ º¦ò� ]ac`Ø" ]bafe ]babb &r

fc ýþ�·12/0uv ]adb ]adb &r

f_ X�©·12��

Ûè·p{5êÛ¨·5êñ·¼É#·ã9ð·À5

iX�·¼úûöã&�öÀ5$ÛÇ¼êÛ·ã½%

·À�©·&'uv

`babb `babb &r

fe �ë e^p º¦ò� ^adcØ" `ca]c `cabb AB

ff ?(~e `agb `agb AB

]bb æXº¦ª*ç dabb dabb AB

]b] ¬·)õöAç©*+¼,�À ga_b ga_b AB

¢5NOµ6��¼QR¢5NOµ6��¼QR¢5NOµ6��¼QR `b`b`bSÀSÀSÀ e]aege]aege]aeg __ab`__ab`__ab`

]b` ��X�ÙØ-./æ £� ^]¤Jr��� ead¢㎡ `ad_ ]abb qr

]b^ j�01N23¸÷æ ¬/ÙJr��� ]```bb㎡J£��� `f^db㎡ ga_b `abb qr

]bg 45689¬uv
�r��� `ccec㎡JnkoF�¼]c¡ÀJko7�t

k\
]a_f ]a]f qr

]bd r8æ( �YZ[\`b]d]gf^�Ù ]] ]] &r

]bc �¡æ( �YZ[\`b]d]db^�Ù e e &r

]b_ ��XØ-89¬ &r9Î/��Ø-893ÚÚæJ�r�� `_df]ae㎡ ]a^b ]a^b &r

]be xßæ(º¦ÎÏ���� ea` ea` &r

]bf :S�6;Ø-./æ_º¦âr3uv `ae `ae &r

]]b �ê¤j�êP3Ú�� r��� ^ag¢� ]ad ]ad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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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ß</<=�
/0<=Í>Jcbb?@AJ£� gb¤Jr���À `_bbb

���
]a_c ]a_c &r

]]` ÍªQ� ^bSB0}~Q� ]a^d ]agb &r

]]^ �D¬� dgSB0¬� `a_d `a_d &r

]]g <C�� geSB0}~D¬ gadb gadb &r

]]d c-Q� ^cSB0}~Q� ]add ]add &r

]]c EDQ� ^cSB0}~Q� `a]_ `a]_ &r

]]_ }~Q���
gSQ�J��XÌÍ}~Q�Ø]Ø`J��X�ÌÍ}

~Q�Ø]J³´/Ù}~Q�Ø]
eabb eabb &r

]]e }~FGH��
]`SFGHJ��X gSJ¬/ `SJ³´ `SJË

�/Ù ]SJH% `{J�D `{J�¨
gacb gacb &r

]]f ÍkÌÍ}~D¬Ø] ^bSB0 ]aeb ]aeb &r

]`b SIH/��r3�� ]babb ]babb &r

]`] ��JKILÑMN4fr3
12vO[P�QRSJKN4fTr3UVÑ:r3J

DW}~Ú� gb¤
]adb ]adb &r

X56YZ[��¼QRX56YZ[��¼QRX56YZ[��¼QR ]^]^]^SÀSÀSÀ ceagbceagbceagb d_aebd_aebd_aeb

]`` c¦�ØH eabb dabb qr

]`^ c¦�îK�\ º»¤fØu¦§ `dbä^b `adb `adb qr

]`g Ö× gb��P]k{ c^·Ø]f^· ]agb qr

]`d ß</Ö×«_ØH �Ú� d`a`eØ` _agb ^adb qr

]`c ³´Þßå16/0uv k5A5B{[ßß[16 _a^b dabb qr

]`_ ³´Þßa�åp{ ³´Þßå `ga^b `ga^b &r

]`e X��Y12uv ±P5bP5îPuvJc�Ç/d0JheX�r3 `abb `abb &r

]`f ��ÏÇ{Q�Z[&´12uv ]abb ]abb &r

]^b ��«_12uv
fßÇ¯5ß½Ç¯Ø-��î�ºdefuvJ6

YØH�P�üJ©·¯�P]12uv fS
^abb ^abb &r

]^] &röØHuv êg·Øêñ·5úûöØh/Òö©îi¯�P ]a^b ]a^b &r

]^` ö©×j12uv ]a`b ]a`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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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v dabb dabb &r

]^g k¢ß-'l�� mÞná56Y'�� ]`S�� gabb gabb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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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图附图

附图附图附图 111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区位示意图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区位示意图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区位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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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图附图 222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五⼗三五⼗三五”””总体空间布局图总体空间布局图总体空间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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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附图附图 333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五⼗三五⼗三五”””重点建设产业平台布局图重点建设产业平台布局图重点建设产业平台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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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三五”规划修改说明

2015年 4⽉，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开发区”）成⽴开发区

“⼗三五”规划编制⼯作领导⼩组，经党⼯委会议讨论通过了“⼗三五”规划

编制⽅案，并组织召开了开发区“⼗三五”规划动员会，正式启动规划编制

⼯作。规划编制过程中，多次征求开发区企业、街道、社区、⾼校代表和

管委会经发局、委办、社发局等各职能部⻔修改意⻅，分别于 2015年 11

⽉召开开发区管委会征求意⻅会，11⽉底向管委会主要领导和部⻔进⾏汇

报，2016年 1⽉召开企业代表征求意⻅会、街道社区征求意⻅会、⾼校代

表征求意⻅会、管委会征求意⻅会等。同时，结合杭州城市国际化等最新

重⼤⽂件精神要求以及开发区特⾊⼩镇建设等最新发展形势，形成规划最

终成果并于 2016年 12⽉正式对外公开发布。现将历次征求意⻅会提出的

主要修改意⻅及规划进⾏的相应修改进⾏梳理，分四个⽅⾯进⾏集中说

明：

1、战略定位与发展⽬标

相关建议：

2015年 11⽉、2016年 1⽉管委会部⻔征求意⻅会：开发区委办发展

研究中⼼提出分析省市对开发区发展的定位或者与开发区密切相关的战略

定位，⽐如省市⾥提出的打造城东智造⾛廊、钱塘江⾦融港湾、建设智慧

城市等等，同时提出调整“建设成为国内⼀流⻘年创业港”的提法，并增加

开放型经济指标、城市功能指标等相应发展指标。经发局建议开发区“⼗三

五”战略定位要与“⼗⼆五”提出的战略定位相衔接。商务局提出鉴于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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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形势不确定性等因素，实际到位内资、外贸出⼝等指标适当下调。经

发局统计部⻔对 2015年基准年数据进⾏了调整。

2016年 1⽉⾼校代表征求意⻅会：⾼校代表提出要在指导思想中体现

开发区与⾼校融合发展有关内容。

相应修改：规划编制组梳理了开发区“⼗⼆五”战略定位脉络，并集合

国家、省、市发展导向，提出了新的战略定位：⾼端智造基地、创业创新

港湾、美丽智慧副城。同时，根据开发区实际进⼀步调整开发区“⼗三五”

发展⽬标。

2、开发区创新发展

相关建议：

2015年 11⽉、2016年 1⽉管委会部⻔征求意⻅会：经发局、委办发

展研究中⼼等部⻔提出要重视发挥引进的中科院理化所杭州分所等重⼤创

新载体作⽤。

2016年 1⽉企业代表征求意⻅会：企业代表提出开发区内企业设⽴创

投基⾦寻求转型，应给予政府扶持。同时，政府应为企业提供条件、搭建

平台，促进开发区企业间产业创新协作。

2016年 1⽉⾼校代表征求意⻅会：⾼校代表提出规划中要强化开发区

产学研合作⽅⾯的内容，加⼤⾼校资源开放⼒度，充分利⽤好开发区⾼校

资源集聚优势；同时，提出争取⾼校成果转化在开发区实现，做好留住⼈

才⽂章。

相应修改：规划编制组从培育重⼤创新平台、壮⼤企业创新平台、提

升⼤学科技园、建设孵化加速园等四个维度提出了开发区培育创新载体的



72

主要路径；同时提出集聚⾼层次⼈才、科员⼈员、⼤学⽣等三⼤类创业创

新⼈才，以及通过培育多元化创新服务主体、推进政产学研协同创新、建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强化科技⾦融服务⽀撑、营造创业创新氛围等

⽅式加快完善创业创新⽣态。

3、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相关建议：

2015年 11⽉、2016年 1⽉管委会部⻔征求意⻅会：开发区委办发展

研究中⼼提出要强化产业发展路径、具体举措。经发局等部⻔提出进⼀步

明确开发区服务业发展⽅向和产业发展平台。财政局提出要明确淘汰转移

的产业项⽬，促进产业结构优化调整。

2016年 1⽉企业代表征求意⻅会：企业代表普遍要求开发区要重视对

区内企业扶持⼒度，加⼤⼈才⽀持⼒度，规划⽂本中要体现“互联⽹+”相关

内容。

2016年 1⽉街道社区征求意⻅会：街道提出集体留⽤地产业招商要依

托开发区，统⼀产业业态。解决军地园区企业的办证问题，推动专业市

场、物流企业良性发展。

2016年 1⽉⾼校代表征求意⻅会：增加⼤⽂化创意产业有关描述。

相应修改：规划编制组根据部⻔反馈意⻅，综合提出聚焦⾼端装备、

⽣物医药、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四⼤优势制造业，着⼒发展电⼦商

务、⾦融服务、科技服务、⽂化创意、商贸物流、总部商务等六⼤⾼端服

务业，以及建设东部医药港⼩镇、⼤创⼩镇、国际科创⼩镇、⾦沙湖中央

商务区、出⼝加⼯区、东部湾总部基地 “三镇两区⼀基地”六⼤产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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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服务体系建

相关建议：

2015年 11⽉、2016年 1⽉管委会部⻔征求意⻅会：开发区社发局提

出增加⽂化建设内容，增加养⽼院项⽬，并针对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发

展⽬标提出了具体修改意⻅。

2016年 1⽉企业代表征求意⻅会：企业要担负起社会责任，加⼤资源

节约和节能减排⼒度，改善开发区空⽓环境质量。

2016年 1⽉街道社区征求意⻅会：要求规划中要重视流动⼈⼝教育问

题和养⽼设施统⼀建设问题，政府要加⼤对教育、养⽼、⽂化等公共服务

设施的⽀持，补⻬公共服务短板。

相应修改：规划编制组对有关章节进⾏了合并调整，从加快教育现代

化发展、增强⽂化软实⼒、提升医疗健康⽔平、提⾼社会保障⽔平、打造

⽣态宜居环境等⽅⾯全⾯阐释开发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