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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赋能“两山”转化的对策思考 

——以湖州市为例 

奚家亮 

中共湖州市委党校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以极具前瞻性的战略眼光提出数字浙江建设。近些年，数字浙江建设

一直走在全国前列。2021年，浙江省委召开全省数字化大会提出，要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思维和认知，把数字化、

一体化和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这是在新发展阶段作出

的重大战略部署。湖州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诞生地，有理由也理应在数字化改革赋能生态文明上先

行先试，走在前列。 

一、数字赋能“两山”转化的必要性 

（一）数字赋能是拓宽“两山”转化通道的重要手段 

数字技术在拓宽“两山”转化通道上有着重要作用，已成为创新生态与经济转化模式的重要手段。例如，杭州萧山区的数

字赋能高效治水新实践，为打通“两山”转化新通道注入了磅礴力量；淳安县创新开发全国首个“两山银行”数字驾驶舱应用，

以数字化激活了生态价值转化新动能。当前，数字化改革正处在开启绿色发展的新阶段，打通“两山”转化的技术通道，可以

为破解“去能耗化”“去污染化”和“价值转化”等难题创造新机遇。 

（二）数字赋能是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有效方式 

打通“两山”转化路径，目的是实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破解资源分散带来的低效率转化问题。数字化改革背景下，数字

技术是创新生态产品价值转化实现机制最直接有效的方式。比如，作为中国生态第一市的丽水，2020 年 6 月成立生态经济数字

化工程（丽水）研究院，同时组建了工作专班推进相关创新试点工程，积极探索运用信息化和数字化手段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

现机制试点。 

（三）数字赋能是推动资源要素高效转化的主要动能 

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的前提条件是持续推动生态资源要素的转化，让碎片化的资源要素向资产化和资本化转变，但要想实现

直接转变的难度很大，数字赋能则可以提供资源要素高效转化的技术支撑和动力引擎。如杭州以“土地码”改革打造工业项目

审批“智治芯”，实现了多部门数据共享、业务协同、服务联动；丽水建成了全国首个大区域 100 米级高精度立体土壤图和 90

米级的气象数据图，以数字化手段创新探索资源要素高效转化途径。数字化改革已成为浙江新发展阶段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

这给湖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二、湖州数字赋能“两山”转化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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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州生态与经济互促共进取得明显成效，生态文明理念已深入人心，并全面打响了“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的城

市品牌，但也要看到，“两山”转化仍存在关键性的短板。 

首先，转化效率较低。据德清和安吉发布的数据显示，湖州生态资源极为丰富，2020年德清县生态系统资产创造的 GEP（生

态系统生产总值）为 1411.5亿元，2018 年安吉县森林和湿地 GEP 为 401.11 亿元，但调查发现，由于资源分散和闲置较多，导

致“两山”转化效率仍相对低下。 

其次，有效突破口缺乏。在转化思路和举措中，安吉创新推出“两山银行”“两山数据超市”，德清成立“两山价值转化”

研究中心等新做法新模式，但市级层面仍存有对传统路径的依赖，资源要素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问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亟需寻

找有效的突破点。 

最后，体制机制缺位。目前，整体的转化运作机制主要以政府主导的政策调控为主，尽管湖州先后出台《湖州市建设国家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的若干政策意见》《关于开展绿色产品认证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等，但仍缺少高效的数字化生态评估

决策相关体制机制，转化方式比较传统单一，且缺乏一定活力。 

三、湖州数字赋能“两山”转化的对策思考 

从目前湖州已有的“两山”转化实践看，其通道窄、效率低等局限性仍然存在，在新的发展阶段，迫切需要运用数字技术

赋能“两山”转化，从数字赋能中寻找新思路、取得新突破，来创新路径通道，破解相关局限和难题。 

（一）以数字化思维引领“两山”转化顶层设计 

数字化思维引领下的顶层设计对加快“两山”转化，创新体制机制，破解系列难题至关重要。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抓住数

字化改革契机，不断加强数字化技术、思维、认知的研究，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两山”转化的全过程。一是成

立湖州市生态经济数字化研究院。可考虑在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下成立生态经济数字化研究院，配备合理的编制和人员，开展

数字生态经济课题研究、提供数字化前沿资讯专报、搭建数字人才培训交流平台等工作。二是持续加大高端人才招引。充分发

挥生态环境、区位交通、人才政策等优势，不断加大高端人才引培，特别是数字人才的招引，推行“人才专员制度”服务，打

造人才服务“一站式”窗口。三是强化领导干部数字化思维培育。加大对全市领导干部数字化思维培训力度，党校系统主体班

次建议增加数字化思维相关专题研讨，邀请数字领域顶级专家来湖州开设讲座，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数字化思考能力。 

（二）打造生态资源集中转化的“数字银行” 

生态资源转化迫切需要构建统一的数字化平台作为中间载体，实现碎片化的生态资源集中存储、整合提升和高效转化。可

基于安吉“两山银行”和“‘两山’数据超市”等县域实践，统筹融合二者功能，加快科学谋划，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

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着力打造全市生态资源集中转化的“数字银行”，同时广泛吸纳多元主体参与建设“数字银行”

项目，实现对生态资源的统一规划、统一收储、统一开发。“数字银行”的打造要充分利用数字赋能，实现生态资源系统内直

接资产化和资本化的转变，使生态资源在数字技术作用下向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转化，让“数字银行”真正发挥“存入‘绿水

青山’，取出‘金山银山’”的重要作用。 

（三）基于数字技术构建高精度数字化资源系统 

资源要素数字化能够打破部门、区域之间的界限，是实现生态价值转化的重要一环，也是“两山”理念的重要实践。要按

照数字化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基于数字技术构建覆盖全市“整体联动、部门协同、数据共享、一网办理”的高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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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资源系统，实现要素资源自动化、精准化和变量化管理；不断推动区块链和物联网技术在数字化资源系统构建中的应用，

实现生态产品可视、可溯、可控、可管。同时，基于湖州城市数字大脑，尝试绘制全市“生态价值地图”，包括大气环境、水

环境、土壤环境等，从而构建起环境空间一体化的生态产品空间信息数据资源库，实现生态环境数据资源采集整合、动态实时

监测监管、治理决策精准联动和便民服务智能高效。 

（四）建立市县（区）联动的数字“两山”决策平台 

数字技术在创新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促进优质生态产品提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可基于

湖州城市数字大脑，建立市县（区）联动的数字“两山”决策平台，推进市县（区）生态资源数据互联共享，实现优质生态系

统资产的数字化呈现。在此基础上，运用数字技术赋能 GEP核算过程，加快构建以 GEP为核心的“两山”转化评估体系，让 GEP

核算进规划入考核、进决策入项目。当前，应以德清县率先试点开发国内首个县域“数字‘两山’决策支持平台”，安吉县域

践行“两山”理念综合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先行，构建生态资源变资产资本的平台、体系和机制，开辟“两山”转化新通道，争

取打造相关标准、输出模式，形成具有湖州特色的实践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