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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义乌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坚定不移地推进转型发展，奋勇争先，经济实现较快

发展，近三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稳居省内十七强经济县（市、区）前三甲。纵观省内十七强经

济县（市、区）的主要经济数据，余杭表现尤为亮眼，连续两年保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财政总收入与地区财政收入增速首位。今年上半年，余杭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

长 112%，继续领跑省内十七强县（市、区）。余杭一马当先的缘由值得一探究竟。 

 

两地相似之处 

从产业结构看，服务业引领支撑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发展快、比重高。2014 年，义乌第

三产业比重为 58.3%，较“十二五”末期提高 43 个百分点；余杭则为 55.7%，较“十二五”末

期提高 15.7 个百分点。 

从发展平台看．产业集聚效应凸显。特色，J 镇方面，余杭的梦想小镇、艺尚小镇和义乌

的丝路金融刁、镇均入选省首批特色小镇，集聚人才、技术、资本等高端要素，实现小空间大

集聚、小平台大产业、小载体大创新。省级产业集聚区方面，余杭的未来科技城是杭州城西科

创产业集聚区核心区块，集成发展信息技术产业，推动智慧经济发展；义乌的商贸服务业集聚

区重点发展商贸服务业，推动市场转型发展。省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方面，义乌有国际商贸城

和国际物流中心，余杭有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国际商贸城和杭州农副产品物流中心在 2013

年度省级服务业集聚示范区全省新型专业市场类别综合评价均入前五位。 

从新兴产业看，电子商务迅猛发展。余杭有全球最大电商阿里巴巴，并且吸引着无数想与

马云成为邻居的创客，信息服务业成长为支柱产业，对 GDP、第三产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到

65.6%、 91.6%。义乌凭借着繁荣的实体市场、便捷的现代物流，良好的创业氛围与深厚的崇

商文化，吸引并培育出了千军万马的刁微电商，2014 年电子商务交易额比 2010 年激增 3.6 倍

。 

 

余杭发展之经验 

区位优越。余杭近水楼台的区位优势是无法比拟的，三面环绕省会杭州，境内拥有绕城高

速、杭宁高速、申嘉湖杭高速、杭甬高速、杭长高速、杭徽高速、沪杭高速等一绕六射高速交

通网络。沪杭高铁又把余杭纳入了国际大都市上海一小时城市圈。杭州 1 号线已经顺利运行，

与杭州市区的交通融融合度进一步提高，与杭州主城区一体化发展的步伐在加快。同时，广阔

的发展空间也成就了较低的商务成本，写字楼、住宅相比主城区具较大的成本优势。  

投资势头强劲。2014 年，妈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与余杭．并列省内十七野县（市、区）首

位，从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分析增长动力，余杭的固定资产投资模约为义乌的

1.8 倍，义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余杭高 48%，义乌出口总额是余杭的 33 倍。可见，投资对

经济发展发挥着关键性作用。 

2012 年以来，余杭每年投资增速均在 20%以上，2014 年全区完成投资 7862 亿元，同比增

长 24.5%。从投资结构看，房地产开发投资占比近五成，房地产业完成开发投资 350.6 亿元，

同比增长 32.4%；第三产业是拉动投资增长的主要动力，完成投资 651 亿元，同比增长 30.2%

。招商引资助推实体经济做强做大，六大产业平台建设引得国内外志明企业纷至沓来。2014

年实际利用外资 10.78 亿美元，引进市外内资 90.75 亿元，浙商回归项目到账资金 72.9 亿元

。 

创新驱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紧随杭州州市发展智慧经济步伐，余杭以“打造产业余杭，



建设创新强区”为目标，全力打造杭州未来科技城、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仁和先进制造制造

业基地、杭州北部新城、临平新城、乔司国际商贸城六大产业平台（简称“五城一基地”）。

高层次人才日益集聚，未来科技城吸引集聚高层次人才 1426 人，其中国家“千人计划”人才

84 名、浙江省“千人计划”人才 90 名、院士级顶级专家 15 名。随着人才红利和创新红利的

不断显现，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装备制造业是第一大产业，占全区规模工业比重的 40%以上

；信息经济总量持续增加，增势强劲，成为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核心动力；生物医药产业，

正在稳步构建长三角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医疗设备产业基地；传统优势的布艺产业，实现

了华丽转身，打造成为中国品牌布艺城。2014 年全区高薪技术产业产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41.3%，新产品产值率达 34.5%科技型中小微企业达 2455 家，科创园 45 个，发明专利授权 295

件，企业成为创新的主角，企业专利申请、授权量分别占总量的 90.3%和 92.5%。余杭已成为

浙江省内一个发展创新经济和智慧经济的高地。 

龙头企业引领壮大产业规模。装备制造业集聚了西奥电梯、春风动力、宝鼎重工、老板电

器等在内的一批重点企业，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企业有 430 多家。生物医药产业共有在产企业

104 家、在孵企业 58 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9 家．包括贝这药业、民生制药、天元生物

等知名企业，美国礼来、法国赛诺菲等一批生物医药领域的世界 500 强企业也相继落户。信息

服务业依托淘宝项目的发展进入了快速发展期，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有效促进了计算机硬件服

务类公司、计算机蜘争研发类公司、互联网商业信息服务公司、互联网支付平台类公司等电子

商务产业链上下游优势企业、优势项目和资金、人才、市场等在此集聚发展，培育形成余杭信

息服务产业集聚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带动效应日益凸显。 

从实现“四翻番”的经济指标看．义乌 2014 年地区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城镇常住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比 2010 年增长 L6J.5、 1.4、1.6 倍

，余杭则分别增长 L8、1.6、L6,.1.7 倍。区位优越、投资拉动、创新驱动、龙头企业引领是

促使余杭发展比义乌更决的主要因素．对义乌洲央转型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经济发展正处于新

旧动力转换的衔接期，新增长动力孕育和传统增长动力减弱并存，既要扩大有效投资确保传统

动力不失速、提质更增效，也需要加强创新驱动促进新动力快速增长、形成有力支撑，并注重

培育有杨心竟争力的企业，实现经济平稳发展、创新发展。 

 

借鉴意义 

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当前，城市地下管网设施、信息基础设施、大气污染与水环境治理等

公共基础设施仍有待增加。加大在公共领域的投资，不是拉动经济的权宜之计，而是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的长远之举。要准确把握新常态下做好扩大有效投资工作的新要求，把握好总

量与结构、政府与市场、存量与增最、硬投资与软投资的关系。首先要明确投资方向。一方面

持续加大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加快补齐小康社会建设短板。强化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环

保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城市品位，促进地上设施与地下设施、软

环境与硬环境全面提升。另一方面围绕未来产业体系的构建精准投资。结合全球产业格局变迁

、技术变革下的生产方式调整以及义乌的发展特色和条件，重点聚焦商贸服务、数据信息、国

际商务、文化休闲、创意设计、国际物流、会展旅游、教育研发、先进制造等九大领域，巩固

提升在全球的商贸影响力和竟争力，并构建多元经济支撑。其次需要破解资金来源问题。现阶

段能否把储蓄转化为有效投资是支撑稳增长的关键。目前，居民储蓄率高，海量资金无处可去

，人们难以获得可持续的财产性收入；可另一方面，实体经济和重大建设项目缺乏资金保障。

打通金融资金向实体经济流动渠道至关重要，要稳步推进县城深化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试

点，全面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形成政府投资＋金融资本、政府投资＋民间

资本等多元化融资机制，挖掘民间资金潜力．调动社会资本参与重点领域建设的积极性。 

强化创新驱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中国经济的新动能，义乌新增各类市场主体持续较

快增长，已然成为创业热土，但是创新驱动重需提速。一方面要推动技术创新，让传统产业青

春焕发，让新兴产业健步前行，引领“中国制造”走出去。企业是市场主体，也是创新主体，

要抓住国家提出“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行动和推进“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的机

遇，面向市场，贴近需求，着力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塑造能力，从“汗水型经济”走向“智

慧型经济”。另一方面，也需要体制创新．加强制度供给，继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为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商业模苏功『」快成长打开更大空间．既助力提升大型骨千企业竞争力，

又助力中小微企业破茧成蝶．让企业成为创新的绝对主角．让市场成为创新的活力之源： 



培育龙头企业。要继续坚持按照“大平台、大产业、大投入”思路，招引“大资金、大品

牌、大项目”企业，紧盯新兴产业和新型业态，强化产业链招商，主动敲门招商．定向精准招

商．到产业发展领先的地区开展专题招商，加强与国企、央企、外资和浙商的对接合作，注重

招商与招才、引资与引智相结合，着力引进一批“大、强、优”的产业项目。同时，要注重招

引与培育并举，通过搭建平台、完善投融资服务与知识产权保障等方式培育壮大更多的充满创

新活力的中小微科技型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