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融杭，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

时间指向2015年，成为市区一体化进程加速之年——

这一年，萧山、余杭在撤市设区14年后，在户籍、就业和社保、社会救助、教育、公共卫生、市民卡服务、公积

金制度、保障性安居工程、公共交通等9大领域的公共服务政策率先“破题”，并逐步实现与主城区并轨；

同年 8 月，市委市政府出台《关于加快富阳区与主城区一体化发展的若干意见》，在户籍、教育、医疗、社保

等9大领域实现突破，全面融入主城区。

2016年新年伊始，富阳撤市设区满一周年；萧山、余杭与主城区一体化发展的三年计划，也进入了第二年。

三区融杭，意味着市区由“蝶舞”之形走向“蝶变”之实。三区融杭，目前究竟走到了哪一步？又遇到了什么

困难和问题？亟需突破的地方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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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杭成效］

一体化加速——
让三区市民有更多获得感

2001年，萧山、余杭“撤市设区”，与原有六

城区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杭州主城区。

然而，两区的融杭之路走得颇为漫长：前

10年，萧山、余杭与主城区仍然“貌合神离”，尤

其是涉及公共服务领域，政策执行存在不统

一，杭州出台的很多政策内容后面，常常会出

现一个括弧——括弧中是萧山、余杭除外，两

区居民无法享受同城待遇。

经过十余年的酝酿，2014年12月31日《关

于进一步加快萧山区余杭区与主城区一体化

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标志着三地一体化进

程掀开了新的发展篇章。

最直接的，地铁1号线、4号线、2号线南段

的相继开通，全市域（八城区范围）出租车实行

“同城同待遇”，拉近了萧山、余杭与主城区之

间的物理距离。而对三地百姓而言，更深切的

感受来源于心理上的认同感——

户籍方面，放宽了市内迁移的条件，统一

了如市内婚嫁、住房搬迁、城镇三代以内直系

亲属相互迁移的政策，实现了两区与主城区之

间的互通互迁。

保障性安居工程与主城区各类住房保障

制度覆盖面、准入条件已经形成一致。2015年

起，杭州公积金中心对两区公积金业务实行统

一制度、统一核算、统一管理，并实现八城区住

房公积金通存、通兑、通贷。

教育方面，杭二中滨江校区和学军中学、

杭高等之前遥不可及的重点高中，开始面向萧

山、余杭招生；萧山、余杭有 4 个班的相同名额

面向主城区招生。英特外国语学校、安吉路良

渚实验学校、时代小学天都城校区等，不少主

城区义务教育阶段优质中小学已在萧山、余杭

开办了部分学校。高中阶段，杭二中萧山分校

计划，2018 年开始招生，36 个班规模；学军中

学海创园分校落户余杭，占地约 210 亩，2017

年投入使用。

医疗方面，浙医一院海创园门诊部 2014

年 6 月正式开诊，位于萧山钱江世纪城的省妇

保医院新园区也在建设中。三地定点医疗机

构“互通互认”。

按照计划，2018 年前，两区按规定完成社

保基金清算工作；2018 年 1 月 1 日起，两区养

老、医疗、失业、工商、生育保险纳入市本级统

筹；

⋯⋯

可以说，《若干意见》出台后的这一年，户

籍、教育、医疗、社保等与民生关切的领域，正

在逐渐实现突破。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融杭”这道大考

题面前，财权、事权尚未统一等一些深层次的

问题依然困扰着“两区”。

与萧山、余杭 15 年的融杭之路相比，撤市

设区刚刚满一年的“第九区”富阳，走得明显顺

畅了许多——

与市民最切身相关的民生领域，2015年富

阳新增财政资金 1.2 亿，实现 25 项民生政策与

主城区同城并轨。目前，受益群众已达 40 多

万 人 ，其 中 困 难 弱 势 群 体 受 益 达 到 6 万 人

（次）。另有 15 项民生政策将通过今明两年时

间，实现与主城区全面融合。

320 国道杭富收费站取消收费并被拆除；

杭富城际铁路试验段动工；“硅谷小镇”、“药谷

小镇”被纳入省特色小镇建设行列，全面取消

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这一年中，富阳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而所有的变化都和一个“融”字

密切相关。

以财政体制为例，富阳已经实现了“622”

模式，即6成留给富阳，2成交给杭州，2成交给

省里。“但是我们并不吃亏，杭州市以我们上交

的 2014 年为基数全额返还，来扶持富阳的发

展，近三年还增加了每年 1.5 亿元来支持发

展。”富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富阳与主城区一体化

发展按照“一年启动、两年实施、三年融合”的

思路和“社会保障、规划管理、财政体制等先行

融合”的要求，就户籍、就业和社保、社会福利

和救助、教育、医疗、公共交通等基本公共服务

领域，如何加快实现富阳与主城区的“同城同

待遇”，明确了责任制、路线图和时间表。

在一系列举措面前，三区融杭，正在迎来

新的提速。

萧山、余杭与主城区“一体化”发展，将要破
除哪些壁垒？又要以什么为评判标准？且听专
家的见解。

“一体化”关键在于理顺机制
加快要素流动

“融杭”最终要以老百姓的获得感
作为评判标准

省政府咨询委学术委副主任、研究员 刘亭

风物长宜放眼量

论坛

市委改革办 杭州日报
联合推出

能不能真正做到“一体
化”，关键还在于下不下决心
与狠心，能不能放下狭隘的

“属地观念”，真正站在大杭
州的高度去谋划发展。

要素流动起来了，杭州就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安排发展。

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 陈建军

本报评论员 徐迅雷

［观点探路］

一座城市，一定有核心区和边缘区之

分。在几年前，拱墅、西湖、江干都是边缘

区，但这几年发展非常快，并且还在不断吸

收周边的发展要素，城市的发展本身就是一

个集聚和扩散力量博弈的过程。

人口是衡量一个地区发展的主要指

标。我们做过研究，将杭州分三个层次，上

城和下城是核心区，江干、拱墅、西湖、滨江

是次中心区，萧山、余杭、富阳、临安等为边

缘区，但从最近 10 年的人口数据来看，核心

区人口增长非常缓慢，几近饱和，而增长最

快的是江干、拱墅、西湖、滨江这些次中心

区，而“一体化”将加剧要素流动，将更有利

于三地发展。

目前，杭州主要的公共服务设施仍然集

中在主城区，向萧山、余杭两区扩散的目前

仍然以产业为主，两区教育、医疗等公共服

务水平显著落后于主城区，市级服务设施的

缺乏也影响了高品质配套设施的建设，进一

步影响住宅价格、人居品质等的提高。

当然，萧山、余杭与杭州主城区“一体

化”发展，还存在很多瓶颈，关键在于要打破

现有瓶颈，理顺体制机制，比如，要实现户籍

对接、统一社保制度框架、均衡优质医疗、教

育资源等，要素流动起来了，杭州就能在更

广阔的空间安排发展，比如，产业可以转移

到空间相对广阔的萧山、余杭，实现三地的

良好互动发展。

城市是一个“巨系统”，确实

比较复杂。城市功能、城市结构、

城市形态、城市营造、城市网络、

城市景观、城市文脉、城市生活等

等，融合变动都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自己实力强的地方，融合意

愿和动力通常就没那么大；而变

革一定会牵涉到利益的调整切

换，“属地利益思想”确实一时不

容易摆脱。如果自下而上的动力

不足、自上而下的推力不够，那么

往往会成为“油水关系”而非“水

乳交融”。

融杭，有行政的融合，有人和

人文的融合。行政区域的融合变

革，依然要依靠行政力量主导。

能不能真正做到“一体化”，关键

还在于下不下决心与狠心，能不

能放下狭隘的“属地观念”，真正

站在大杭州的高度去谋划发展。

维持现状慢慢变，那是“得过且

过”；打破现状大变样，从省到市

到区，当然都具备能力、能量、力

量。只要真正下大力气去做，不

会做不了、做不好。

风物长宜放眼量。这不是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

分”；区域的融合，医疗教育人文

科技等等公共服务的共享，一定

是无价的。杭州地铁 1 号线拐个

弯，就把萧山、余杭“手挽手”连接

在一起，只要动真格，其他各项同

样都能“肩并肩”。

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发展，而发展的目的

是为了惠及老百姓。我认为，融杭的评判标

准，最终应当要以老百姓的获得感作为评判

依据。

萧山、余杭融入杭州发展的 9 个方面，

不仅事关民生，本身就是一场改革。“一体

化”的体是体制的“体”。 既然是“一体化”

发展，萧山、余杭已经是杭州的一个城区，那

么他们的居民，就应当享有像主城区居民一

样的公共服务，包括教育、卫生、文化、社保，

甚至公共交通、公积金、市民卡，等等。

当然，现在不比改革初期，每一项改革

都是“帕累托改进”，“你好我好、大家都

好”。现在有很多改革恐怕是有得有失，也

不可能一蹴而就。所谓“一体化”发展，“化”

字就表明这需要有一个过程。虽说如此，但

政府还是应该列出路线图和进度表，今年做

什么，明年到哪一步，让老百姓有一个合理

的心理预期。光说“一体化”，大家的胃口都

吊起来了，结果你说了没做到，或者你做了

但打了折扣，老百姓还是会不满意，也就很

难说有多少获得感了。

政府应该列出路线图和进度表，今年做什么，明年到哪一步，
让老百姓有一个合理的心理预期。

三区融杭迎来新提速
91.86% 的

受 访 者 表 示 支
持三地一体化

60.93%的受访者对于
当前萧山余杭与主城区一体
化相关措施有所了解

在主城区工作，居住在萧
山、余杭占29.52%

在萧山余杭工作，居住在
主城区占3.22%

受 访 者 来 往 于 主
城区与萧山余杭之间，
选择的交通方式主要
依赖地铁（38.88%）

私家车（39.74%）
公交车（18.07%）

第三是三地交通联系不便

目前阻碍三地一
体化最大的障碍是现
有机制和体制

其次是主城区对
萧山余杭辐射力不强

最大阻碍是体制机制

说明：今后一体化的工作应重点放在对现有体制机制的调

整，对主城区城市功能的强化，以及三地间交通联系的强化。

地铁最受群众青睐

说明：可靠性更强的地铁以及自由度更高的私家车更受青睐，

为此，在三地交通一体化的过程中，要更加重视加强轨道交通线路、

站点及其周边设施的建设，加强道路交通联系。

能接受的最大通勤时间在1小时

说明：从通勤的流向看，在主城区工作，居住在萧山、余杭的情

况更多，说明主城区与两区之间的职住关系仍然不够匹配。同时，

通勤时间的需求，也需要通过调整早晚高峰公共交通运力、灵活运

用交通管理手段（如潮汐车流）等方式加以应对。

九成以上群众支持一体化

说明：一体化趋势人心所向，一体化的政策措施宣传工作，也

取得了突出效果。

为了客观科学地判断萧山、余杭与主城区一体化发展的实施情况，市委改

革办委托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第三方评估，并通过问卷形式对市

民的一体化诉求和建议进行了调查。截至 2016 年 1 月 25 日，回收有效问卷

1057份。

［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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