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到现在，似乎很多人还不能完全理解

高新区（滨江）的真正含义，但15年前的两区

合并之举，却给滨江带来深刻影响。

2002 年担任杭州高新区管委会主任的

吴一鹏，在《高新区创业历程的难忘回忆》一

文中写道，“在 1997 年滨江区政府成立的时

候，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但是经过了滨江

区 5 年的发展，到了 2002 年，应该说时机成

熟了，因为高新区缺乏的是强有力的行政能

力，高新区管委会是市政府的一个派出机

构，拥有的是经济管理职能。正好我们双方

是优势互补，结合在一起的话就能发展得更

快、更好。所以杭州市委市政府提出两区管

理体制调整也是一个创新，是开发区体制调

整的一个创新。”

这种体制创新，在现在的杭州仍是唯一

——强调高新区概念，却又不脱离行政区域

属性，也奠定了多年来高新区（滨江）产城融

合的发展方向。在这个问题上，詹敏作了非

常明了的解释，“白天有人在这里上班，晚上

有人住在这里。”

如今，30多万人口已在滨江创业和生活

——海创基地六和桥的创业者徐晶晶，对此

深有感触，“记得多年前，我和同事赶一家滨

江企业的项目，在办公室加班完了想住酒店

继续加班，电脑和打印机都带上了，开车在滨

江找酒店，当时好像连龙禧酒店都还没，最后

在区政府附近找到一家小旅馆。现在完全不

一样了，很多员工都住在了滨江，就在这里生

活和工作。”

浙江省科

技厅厅长周

国辉表示，

“从实践

证 明 来

看，‘两区

合一’这个

体 制 是 正 确

的，这就是非常

重 要 的 产 城 融

合，‘产’就是把生

产、生活、生态很好的

融合起来，融合发展也

有利于推进一个区域的

社会经济发展。”

年，拥江产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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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一直被视为杭州乃至浙江的改革先行
之地。

2002年6月12日，高新区与滨江区正式“联
姻”，重构了一个杭州新区——80多平方公里的
高新区（滨江）——这片敢为人先的杭州“特区”，
多年来谱写着钱江弄潮儿的时代故事。

还在滨江建区之时的1997年，杭州市政府
“给”了1100万元，虽是筚路蓝缕白手起家，却
有开启山林之志。如今，滨江已成为浙江GDP
增速最快的地区，且财政收入位列杭州第三——
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901.4亿元，同比增
长14.0%，比2011年增长112.3%；财政总收入
235.37亿元，同比增长17.7%，比2011年增长
134.9%。

高新区（滨江）党委书记詹敏表
示，杭州要建世界名城，滨江就要建
立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在一定
意义上，滨江代表杭州作为世界
一流城市最核心的内容就是
产业，高新区为产业而生，滨
江区为城市而生，最终实
现产城人融合发展。

两 区 合 并 ，

忽 如 一 夜 春

风。

华 水

芳是最早

嗅 到 其 中

商 机 的 人

——上点年纪

的 滨 江 人 都 知

道，以前在南星桥

码头对岸，有一家

“高铁”牌水泥厂，货轮

一个拐弯，可以直接开

到厂区码头，最多时候，

300多人在那里上班。

华水芳是这家乡镇企业的“老板”。不过，

在复兴大桥开建那年，他就把红红火火的水泥

厂关了，在建业路拿了80亩地，开始做符合高

新区产业导向的园区，“那个时候的导向，大家

都看明白了，要搞高新技术产业，像我们这种

漫天扬灰的水泥厂，早晚要被淘汰。”

10多年间，华水芳在自己的华业高科技

产业园内，孵化出了聚光科技等众多明星企

业，并成为国家级科技园，“我卖水泥卖了20

多年，销售额不到15亿元，但园区设立到现在

这几年，销售额就有100多亿元。”

而另外一个“产业新生”的故事，发生在

万轮科技产业园——还在1995年时候，很多

人都骑过方树强厂长生产的自行车，不过，在

2008年，方厂长在高新区（滨江）成立了杭州

首个“大学生创业园”，并吸引更多企业入驻

其中。

今年 4 月 28 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总局在其网站上发布消息称，“批准杭州启明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的创新产品‘经皮介

入人工心脏瓣膜系统’的注册。”

而这家国内首个用于介入治疗人工心

脏瓣膜的企业，就是在万轮科技园进行孵化

多年破壳而出，

在此之前，数

字 安 防 中

全国视频

监控领域

的 三 甲 之

一宇视科技，

也早早在这里

研发和生产，并

布 局 全 国 和 全 球

市场。

詹敏说，“滨江的

传统乡镇企业，要么它的

传统产业转移出去了，要么

就没有了。它留下来的传统物业，现发挥了

很大的作用。像华业、万轮，这几个原来都是

老的本地传统企业，厂房在、土地也在，但我

们现在看到的都是高端产业，是高新产业、高

端人才的聚集地。”

挂牌“高新区（滨江）”

“产业新生”

“产城人融合走向国际化”

同样在这片土地上，原来的江二村，来了

阿里巴巴；原来的共联村，来了海康威视。

如今，在“产城融合”的宏观发展背景

下，高新区（滨江）的信息产业，呈现出蓬勃

发展之势——就在新近评选出的“全国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百强”名单上，滨江籍

企业就占据了 8 席——其中包括了阿里巴

巴、杭州网易、海康威视、大华股份、中控科

技、恒生电子、银江股份和

信雅达。

耐人寻味的是，仅

在滨江建区之初，农业

还曾是滨江产业的

重要布局，据当时

媒体报道称，“滨

江区是杭州实施沿江、跨江发展的战略重地，

面临着加快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任。今年初

该区出台了《关于加快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发

展效益农业的若干扶持意见》……浦沿镇投

资150万元在新生村建立了高档花卉苗木营

销基地；长河镇积极调整稻区种植模式，推广

稻田养殖；西兴镇通过3570亩市级蔬菜基地

的建设，带动了全区9000余亩常年菜地的持

续发展。”

不过，在两区合并之后，当地非常迅速地

调整战略，并延续至今。就在去年，高新技术

产业实现收入4200亿元，同比增长13.4%，比

2011年增长90.9%。詹敏表示，“滨江城市发

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高新区跟

滨江合二为一的时候，就是发展产业，产业引

领，产业是重中之重；第二个阶段主要是最近

五年，产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要带动甚至

倒逼城市跟进发展，实际上就是产城融合；而

未来五年或者说更长时间，滨江要实现的是

产城人融合，走向国际化。”

浙江省社科院副研究员王平分析称，滨

江这个地方，20年前、10年前都不能预料到会

发展成现在这个状态，很大程度上它是见证

了整个杭州大背景下，西湖时代向钱江时代

的过渡，以及现在拥江发展的策略。其中两

区合并，代表了整个经济转型发展上理念的

一种提升，包括一些社保医保等公共服务、文

化等吸引力，或者一些精神的力量，都在滨江

滋长起来，形成一个地方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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