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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高质量融合发展 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再启新程 

（杭州日报） 

5 月 18 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打造创

新策源地推进会在未来科技城学术交流中心举行。会议发布

了《关于加快推进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打造

创新策源地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杭州城西科

创大走廊规划发展战略规划》(下称《战略规划》)及杭州城

西科创大走廊产业、人才、科技专项政策。 

文件干货满满——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规划

目标、空间格局、发展策略、实施意见等清晰可见，面向世

界、引领未来、带动全省、服务全国的创新策源地和高水平

现代化引领示范区，未来可期。 

自 2016 年启建以来，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已取得

了阶段性成果，但对标美国硅谷，还有不小差距。杭州将举

全市之力，推动大走廊融合发展，提升创新策源能级，使大

走廊成为杭州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中坚力量，成为

“硅谷天堂”创新高地的战略制高点。 

八个融合 

着眼高质量融合发展 

此次发布的《实施意见》，着眼高质量融合发展，是大走

廊科创发展的“核动力源”。 



概括起来就是“八个融合”和“四个强化”。即体制架构

融合、重大规划融合、创新资源融合、产业发展融合、审批

服务融合、资源要素融合、公共服务融合、基础设施融合，

以及强化组织领导、强化整体智治、强化示范带动、强化督

查考核。 

以创新资源融合为例，将通过强化大走廊管委会统筹能

力，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推进重大创新载

体规划布局招引，推动重大公共服务平台共建共享，实现创

新资源融合，将使大走廊在国家重大科研专项、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取得更多突破。 

在产业发展融合方面，大走廊管委会将统筹区域内产业

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推进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牵

头制定三城统一招商政策，树立统一招商品牌，着力围绕“互

联网+”、生命健康、新材料三大领域，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现代产业集群。 

在审批服务融合方面，市区两级部门要充分放权，借力

数字化改革，真正实现“办事不出大走廊”;在资源要素融合

方面，明确要保障大走廊必要的发展空间。市级财政每年安

排 10 亿元用于大走廊科技创新工作。此外，还将加大基金、

债券、用能支持。 

233 平方公里 

划定重点发展核心区 



大走廊肩负“打造面向世界、引领未来、服务全国、带

动全省的创新策源地”核心使命。到 2025 年，产业增加值预

计突破 4000 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营收突破 1 万亿元，

国家级研发机构与平台达到 50 家，人才总量超过 70 万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突破 2000 家。 

到 2035 年，基本建成国际重要科技创新中心，成为具有

全球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创新策源地、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

核心承载区，创新力、竞争力、影响力卓著的高水平现代化

引领示范区。 

新的使命，新的期待，大走廊在空间布局上也有新的规

划布局。据《战略规划》，大走廊划定 233 平方公里重点发展

核心区，在空间格局上坚持科创集群、城市功能、生活体系、

生态系统、人文空间一体化布局，形成“一心聚力、两轴提

升、七圈驱动、全域风景”的空间格局。 

具体而言，“一心聚力”，即聚合创新动力，打造科创型

城市级中心，提升城市能级和综合竞争力;“两轴提升”，即

提升东西科创发展主廊道，打造展现创新活力、形象魅力主

轴。提升南北人文科创轴，打造融合山水人文、科技创新于

一体的拓展轴;“七圈驱动”，即布局未来科技城、环浙大、

环南湖等 7 个创新圈，形成功能混合、职住平衡的创新型城

市功能单元：“全域风景”，即以湿地湖链、清风绿楔为骨

架，塑造生态入城、内外渗透的全域风景体系，彰显在风景



中创新的城西气质。 

创新引领 

打造更高质量大走廊 

在发展策略上，大走廊坚持创新引领，打造更高质量的

活力走廊。一方面，瞄准世界科技前沿，聚焦“三大科创高

地”，推进产学研融合发展，重点布局“七圈多平台”创新产

业空间，集群化推进实验室体系、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一批

标志性科研平台。另一方面，打造万亿级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数字产业集群，形成生命健康、高端装备两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前瞻布局先进材料等若干重量级未来产业，形成“123X”

现代产业体系，让大走廊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依然要坚持生态优先，打造更富魅

力的风景走廊。据《战略规划》，大走廊实施“湿地湖链、创

新趣街、共享客厅”规划策略，以西溪湿地、和睦水乡、南

湖、青山湖为核心，布局一条连续贯通的湿地湖链风景路，

促进魅力风景与创新活动融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此外，还将坚持人民至上，打造更具品质的宜居走廊。

将规划建设“双芯辉映”的科创型城市级中心，规划建设不

少于 1000 万平方米的科创商务空间。未来五年，将着力推进

建设 80 所以上学校、9000 套以上人才租赁住房。“而在建

设的全过程中，大走廊将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构建多元智

治新平台、新机制、新模式，以数字化提高现代治理效能，



打造更加高效的智慧走廊。”市规划和资源局负责人说。



打造人才集聚新高地 推动城西科创大走廊

高质量融合发展 

（临安发布） 

打造人才聚集新高地 

推动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 

20 日上午，区委书记杨国正率队赴青山湖科技城调研，

与企业人才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杭州城西科

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打造创新策源地推进会议精神，牢

固树立人才引领发展的理念，坚持需求导向，立足实践实际，

做好“引、育、用、留”文章，打造人才集聚新高地，为推

动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区领导王

翔、蔡萌、裘凯、江齐里参加。 

“建议区域内企业加强联络与合作，推动更多产业峰会

落地科技城。”“技能型人才是制造型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

希望能有更多政策牵引帮助我们建立人才梯队。”座谈会上，

来自浙江南都电源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万马股份有限公司等

10 家企业的人才代表围绕做好人才引育工作畅所欲言，谈体

会、提建议。 

在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杨国正指出，人才是一个区域

产业发展、科技创新最关键的因素，重视人才建设、优化人



才引育环境是一项重要任务。要树立需求导向，充分挖掘地

区优势和特色资源，梳理现行人才引育留用政策，形成涵盖

人才引进、人才培养、评价激励的完善政策链条，不断优化

人才成长的“生态环境”。 

杨国正强调，要持续发力，提升城市能级。作为城西科

创大走廊的重要一极，青山湖科技城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

充分激发平台活力，着力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用优质

产业承载优质人才资源。要加快完善城市功能配套，着力引

进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提升医疗环境，为人才营造宜居、宜

业的生活环境。要建立健全留才机制，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

提升服务本领，不断做优公共服务。 

杨国正要求，要面向未来，深化改革创新。人才培育是

一项系统性工程，要加强统筹协调，做好前瞻性思考、全局

性谋划，着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让人才成长和城市发展相得益彰，共

同书写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精彩篇章。



举全市之力推动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 打造

面向世界引领未来服务全国带动全省的创新策源地 

（杭州日报） 

本报讯（首席记者 赵芳洲）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

融合发展打造创新策源地推进会昨日下午召开。省委常委、

市委书记刘捷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建设城

西科创大走廊的重大战略部署，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

凝聚共识，举全市之力推动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

打造面向世界、引领未来、服务全国、带动全省的创新策源

地。 

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忻主持，柯吉欣、马小秋、胥伟华、

朱华、刘颖、孙旭东出席。会上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杭州

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打造创新策源地的实施意

见》、城西科创大走廊发展战略规划以及产业、人才、科技专

项政策。城西科创大走廊与临平区、富阳区签订联动发展合

作协议，城西科创大走廊、余杭区、西湖区、临安区负责人

作表态发言。 

刘捷指出，推进城西科创大走廊高质量融合发展，是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重大发展战略的政治责任，是建设世界一



流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强劲动力，是满足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迫切需要。要充分认识推进城西科创大走

廊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大意义，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

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决策部署上来，坚持以高质量

发展统揽全局，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做强创新策源优势，努

力使城西科创大走廊成为全市乃至全省最具吸引力、创造力、

想象力的科创热土。 

刘捷强调，要紧紧锚定“高质量”这一目标，切实增强

城西科创大走廊的创新策源功能。大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

加大基础研究力度，构筑创新创业生态，加快构建高质量的

创新体系。着力打造全球高端人才“蓄水池”，全面实施创新

人才引育计划、尖端（领军）人才倍增计划，完善人才评价、

引育、使用、激励机制和政策，持续深化人才创新创业全生

命周期“一件事”改革，加快构建高质量的人才体系。推动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促

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推进产业园区整合提升专项行动，

加快构建高质量的产业体系。优化空间布局和功能整合，高

标准编制实施大走廊各项规划，打造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开展交通提升专项行动，加强水利设施建设和湿地生态保护，

加快构建高质量的城市体系。提升数字化改革实战实效，加

快城西科创整体智治应用平台建设，着力建设数字孪生城市，

推进现代化共同富裕基本单元建设，加快构建高质量的治理



体系。要以“充分融合”激发澎湃动能，推动机制融合、人

心融合、要素融合、开放融合，形成城西科创大走廊建设的

强大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