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更高水平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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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需深化“融杭联甬接沪”战略，继续打好以“两业经“”双城计“”活力城”为重点的高质量发

展组合拳，聚焦融入融合、提质提效、提升软实力，更高水平打造成为全省甚至长三角发展有力的增长极

更高水平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既是绍兴市委八届三次全会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也是省

委省政府对绍兴发展的期望。近年来，绍兴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各项工作部署，整体发展水平

走在全省、全国前列，但离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重返全国“30强”的目标仍有差距。下一步，绍兴

将深化“融杭联甬接沪”战略，继续打好以“两业经“”双城计“”活力城”为重点的高质量发展组合拳，

特别是在后疫情时期，下好“先手棋”、出好“实字招”，更高标准做到“两手硬”，更高质量实现“两

战赢”，更高水平打造成为全省甚至长三角发展有力的增长极，助推重返全国城市综合实力 30强。

聚焦融入融合，着力提升高质量发展能级

高能级平台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也是支撑和参与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基础。绍兴应抓住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和“四大建设”机遇，加快谋划、建设、提升新区、开发区（园区）等一批高层次战

略平台，成为瞄准全球、带动全省、示范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着力打造“一区两廊”战略主平台。高标准建设滨海新区，坚持产城人融合发展理念，科学编制战略

规划、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统筹带动各片区空间整合、功能融合。加快 47平方公里启动区开发建

设，提升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水平，推进长电科技、豪威科技等项目建设。健全大部制、扁平化

高效运行机制，推进新区发展集团实体化运作。深入实施“科创大走廊三年行动计划”，重点打造滨海、

镜湖科技城，主动对接 G60、杭州城西、宁波甬江等科创走廊，支持在沪杭甬设立创新研发飞地。大力建

设文创大走廊，实施浙东运河文化带、浙东唐诗之路文化带、古越文明文化带三年行动计划，加快建设大

禹陵景区提升工程、浙东运河文化园、宋六陵遗址公园等重大项目，高标准建设兰亭文化旅游度假区，推

进鉴湖旅游度假区、曹娥江旅游度假区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着力打造一批产业升级平台。扎实推进集成电路、高端生物医药省级“万亩千亿”新产业平台建设，

努力打造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创新中心。加快时尚纺织、旅游休闲、历史经典产业等 2.0版特色小镇建设。

建立健全开发区（工业园区）星级评定管理体系，完成一批工业园区整合提升，省级以上开发区培育打造

若干条“链长制”产业链。实施“百园万企”工程，新增一批省级小微企业园。

着力打造一批开放合作平台。全面落实深度接轨上海行动计划，加强与松江区、虹桥商务区等重点区

域合作。谋划杭州临空经济示范区绍兴拓展区建设，推进柯桥融杭同城先行区、诸暨与杭同城发展带、嵊

新义甬舟开放协作通道建设取得新突破。高品质建设国家级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全力争取国家级综

合保税区和市场采购贸易试点获批落地，积极筹建自贸试验区联动创新区。

聚焦提质提效，着力补齐高质量发展短板

根据 2018年浙江省高质量发展评价报告，绍兴综合得分全省第三，但细分指标中部分得分低于全省平



均水平。下阶段必须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把短板拉长乃至变成样板，厚植绍兴

未来发展新优势。

加速培育发展新产业新业态。聚焦高端装备、电子信息、现代医药、新材料发展，提升战略性新兴产

业占比。深入实施数字经济五年倍增计划，推进中芯国际等重大项目建设。加快城市建成区 5G网络全覆盖，

打造全省 5G工业应用先行区。积极参与长三角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新增一批省级工业互联网平台和上云

企业。推进军民融合省级示范区建设。深化国家通航产业综合示范区试点。推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

深度融合，鼓励发展会展经济、工业设计、检验检测等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发展“新零售”经济、夜间经

济，推动传统商贸业态创新、商贸企业数字化转型。

打造传统产业“升级版”。制定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三年行动计划”，打造省级试点 2.0版。推进

印染组团建设与化工企业集聚提升，争创全国印染产业创新中心、国家现代纺织先进制造业集群。推进 13

个重点传统产业智能化改造，重点实施“智慧桥“”智慧链“”智慧库”建设行动。深化“亩均论英雄”

改革，启动亩均效益区域评价试点。推进钢结构装配式住宅省级试点。推动数字农业示范点建设，创建一

批省级数字农业工厂。

大力推进创新创智。全面推广科技创新“新昌经验”，争取国家创新型城市通过科技部预评估。深化

“一个产业一个研究院”建设，做实做强高校共建研究院，推进科技型企业“双倍增”计划，加快建设省

级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打造绍兴科技大市场 2.0 版。深入对接长三角地区科创资源，布局设立上海、杭

州、深圳“人才飞地”。大力引进“国千“”省千”人才，全面提升省“千人计划”产业园。

提高绿色发展水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实施重点区域大气污染解析，加大工业挥发性有机物

（VOCs）、扬尘综合治理力度，确保 PM2.5全市平均浓度 达标。深化河湖长制信息化管理，创建一批工业

园区和乡镇“污水零直排区”，确保国考、省控断面Ⅲ类及以上水质比例 100%。完善土壤污染防治机制。

推进国家“无废城市”建设试点，打造固废处置“绍兴标准”。

聚焦提升软实力，着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

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必然

要求。当前绍兴营商环境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必须以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和数字化为重点，

加快构建便捷高效、稳定透明、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高地。

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纵深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整合再造个人和企业全生命周期“一件事”流程，

推动一批高频事项入驻“网上办、掌上办”专区，建成一批 24小时自助服务区。深化标准地、承诺制、中

介服务改革，完善投资项目在线平台 3.0 功能。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革，争创电子证照应用国家试点。深

化信用体系“531X”工程建设，抓好“互联网＋监管＋信用＋风险预警”国家试点。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实施民营企业发展促进条例，常态化开展“三服务”活动，健全越商关爱培育机

制。加快落实兑现促进民营经济、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及时帮扶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较大的企

业，巩固拓展减税降费成效。深化融资畅通工程，切实解决民企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深入推进凤凰行动、

雄鹰行动、雏鹰行动，完善市场主体“热带雨林”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