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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9_A6_E8_B5_84_E6_c39_60343.htm 杭州市城市经济社会发

展规划 (2002年5月） 前 言 杭州作为浙江省省会城市、长江三

角洲重要中心城市和沿海开放城市，20余年来，经济和社会

发展一直处于快速增长态势。“八五”和“九五”时期，全

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分别达到了23.4%和11.9%；2001年

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1568亿元，按可比价计算是1978年的21倍

。经济总量在全国省会城市中列第二，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

市中列第三。 2001年2月2日，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萧山

、余杭撤市设区。杭州市区面积由683平方公里扩大到3068平

方公里，市区人口由179万人增加到373万人，成为长江三角

洲仅次于上海的区域性大城市。本次行政区划调整，为杭州

市在新世纪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重要机遇。在日趋激烈

的国际国内竞争环境中，如何将这种行政地域空间扩大的优

势转化为城市经济、社会、空间、环境的全方位耦合优势，

已成为决定杭州市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 一、指导思想和奋

斗目标 （一）指导思想 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按照“三

个代表”的要求，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为主线，实施科教

兴市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加快推进城市化，带动工业化和信

息化，全面构筑大都市；坚持改革开放，大力推进体制和科

技创新，努力提高市场化、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城乡人民

生活质量，打响“住在杭州、游在杭州、学在杭州、创业在

杭州”的城市品牌；坚持依法治市，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

面进步，把杭州建成全国的经济强市、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



际风景旅游城市。 （二）奋斗目标 “十五”时期，优化城市

功能布局，进一步增强省会和中心城市作用，增强生产要素

特别是人才、信息等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强化科技创新和中

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初步形成都市区格局；促进产业升

级，确立现代制造业优势，进一步增强综合经济实力，

至2005年，市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

标，力争达到当时中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率先基

本实现现代化，成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和“国际花园城市”

。 至2010年，巩固杭州在长江三角洲国际性大都市圈的副中

心地位，优化产业结构和布局，确立现代服务业与现代制造

业协同发展的优势，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全市基本实现现代

化，基本实现“建经济强市、创文化名城”的目标，形成现

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基本框架，成为“生态城市”。 

至2020年，强化城市的国际化功能，特别是增强国际旅游、

国际科技文化交流、国际会展服务等功能，形成知识技术集

约型产业体系，实现经济的高质量运行，市区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等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接近当时发达国家的平均水

平，初步建成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 至2050年，形成完

备的现代化大都市的各项功能，建立起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

产业体系，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达到当时发达国家的平

均水平，全面建成现代化国际风景旅游城市。 二、经济社会

发展主要预期指标 （一）20012005年（“十五”时期） 

至2005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按2000年价格计算达到2200亿元

，年均增长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3万元，按现行汇

率计算约4000美元。其中市区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680亿元，

年均增长10%，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2万元，按现行汇率



计算约5000美元。 至2005年，全市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比

例为5.5：48.5：46，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比

重达到35%；市区一、二、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4.5：47.5：48

，其中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以上。 至2005年，全市旅游

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 ，年接待国内旅游者

人数2800万人次，境外旅游者145万人次。 市区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年均增长16%以上。 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

长10%。 全市出口总额年均增长10%以上。 全市人均受教育

年限12年，同龄人口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30%。 市区空气

质量达到二级标准以上；全市城镇饮用水水质达标率98%以

上。 至2005年，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达到14000元

；市区人均居住面积15平方米；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

下。 至2005年，全市户籍人口650万人；市区总人口（按“五

普”口径）485万人，其中户籍人口398万人。 （二

）20062010年 至2010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00亿元，年

均增长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5万元，按现行汇率计算

约6000美元。市区国内生产总值达2580亿元，年均增长9%；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万元，按现行汇率计算约7200美元。 

至2010年，全市一、二、三次产业比例为4:44:52，市区一、二

、三次产业比例为4:43:53。 至2010年，全市旅游业增加值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7.5%，年接待国内旅游者人数3530

万人次，境外旅游者250万人次。 全市人均受教育年限13年。

至2010年，市区总人口（按“五普”口径）518万人，其中户

籍人口421万人。 （三）20112020年 至2020年，市区国内生产

总值达到5600亿元，年均增长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2万元

，按现行汇率计算约14400美元。 至2020年，市区一、二、三



次产业结构比例为3：39：58。 至2020年，全市旅游业增加值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8.4%，年接待国内旅游者人

数5000万人次，境外旅游者460万人次。 全市人均受教育年

限15年。 至2020年，市区总人口（按“五普”口径）580万人

，其中户籍人口465万人。 （三）20212050年 至2050年， 市区

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24200亿元，年均增长5%，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超过30万元。 至2050年，市区一、二、三次产业比例为

1.5：33：65.5。 至2050年，市区总人口（按“五普”口径

）800万人。 三、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加快城市化步伐，建设

现代化都市区。围绕“城市东扩、旅游西进，沿江开发、跨

江发展”的发展思路，实施大都市发展战略，力促以主城为

核心、外围地区为城市新的增长空间、城镇带和卫星城点轴

结合的拓展“掌型”城市布局的形成；高标准、高起点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现代化的高速交通网络，逐步形成

国际风景旅游城市的基础设施体系；进一步增强和发挥区域

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管理、服务和创新功能，实现杭州

市经济社会的新一轮快速发展，为形成区域性大都市的经济

规模和综合实力打下基础。 加速推进信息化，优化经济结构

。把信息化作为覆盖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举措，高起点、全方

位推进经济、社会的信息化和网络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

，促进城市化，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优化，发挥后发优势，

实现社会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建设高水准的信息基础设施

；加快发展信息产业，建设“数字杭州”；通过建设电子政

府、电子商务、电子社区以及社保一卡通等工程，全面推进

企业、政府、社会和家庭信息化，把杭州市建成为服务全省

的信息中心港和网络枢纽中心。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共筑



国际性大都市圈。多层次、宽领域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加快建立与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

行机制，进一步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形成国内外广泛经济联

系的开放格局和沟通国内外资金流、商品流、技术流、人才

流和信息流的现代化大市场体系，不断增强杭州的长江三角

洲国际性大都市圈副中心的作用。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促

进社会全面进步。加强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以创建国际花

园城市和生态城市为抓手，建设良性的城市生态环境系统；

节约和保护土地、水、矿产等资源，提高资源利用率；控制

人口自然增长，有效调控城市人口规模，加强优生优育，提

高人口质量；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创造就业机会；努力创建

文化名城，保护好历史文化，大力发展文化、教育、体育和

卫生事业，形成和完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的社会进

步体系。 深化科教兴市战略，完善区域创新体系。进一步突

出科技创新和人才资源开发的位置和作用，大力推进科技进

步，积极构筑人才高地；努力形成与“强市名城”相适应的

现代教育体系，提高和发挥杭州市作为全省科技教育中心的

作用。 四、城市化和区域发展 （一）城市交通设施建设 对外

建设快速环线与高速公路网络体系。向东，建设和完善以沪

杭高速铁路、沪杭高速公路、杭甬高速公路、国道和省道连

线为主组成的快速大通道，应接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构筑

沪、杭、甬交通新三角。向南，建设杭金衢高速公路，实现

向浙江中南地区的延伸。向西，建设至黄山的高速公路，实

现与黄山风景区的对接。向北，建设杭宁高速公路，实现长

江三角洲南北翼以及两大“古都”的呼应和联接。“十五”

期间，重点建成通南京、衢州、黄山三条高速公路，争取京



沪高速铁路延伸至杭州。中长期考虑建设沪杭磁悬浮铁路,巩

固提升杭州在省内和长江三角洲的交通枢纽中心地位和作用

。 市域形成“一小时半交通圈”。“十五”期间，建成“一

绕、三线、三连、四接口”，加快“交通西进”步伐，带动

“旅游西进”。市区建成“半小时交通圈”，形成“一环、

三纵、五横”道路主骨架和贯通地上、地下的立体交通网络

。“十五”期间开工建设“余杭临平杭州老城区萧山新街”

地铁一号线，远期逐步建成覆盖八个城区的地铁工程。 （二

）城市化推进 市区围绕以钱塘江为轴线的城市生态轴和以主

城、江南城为轴线的城市发展轴，积极实施“城市东扩、旅

游西进，沿江开发、跨江发展”战略，形成以“一主三副”

（即一个主城，江南城、临平城、下沙城三个副城）为核心

，外围地区为新的城市增长空间，六条生态隔离带，城镇带

和卫星城点轴结合的拓展“掌型”城市布局。加快建设临浦

、瓜沥、义蓬、塘栖、余杭、良渚六大组团，使之成为具有

较强带动力的区域中心，联系辐射所属区域，最终形成功能

互补、特色鲜明、布局合理、环境优美、经济繁荣的城镇网

络体系。 全市积极发展中小城市，择优培育重点城镇，构筑

以市区为中心、县城为依托、中心镇为基础，资源共享、功

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市域网络化城市。 （三）区域协调发展 

紧紧抓住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大城市群崛起的机遇，

主动融合并积极推进长江三角洲跨行政区域的协调发展。依

托上海的门户带动和要素辐射作用，发挥杭州的比较优势，

强化与上海在产业上的水平分工，积极从产业布局调整和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接轨上海，错位经营、联动发展，实现资

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增强杭州中心城市功能，提升在长江三



角洲国际性大都市圈形成过程中的副中心地位。 充分利用区

位优势和浙江省会城市的优势，增强对全省经济的带动和辐

射作用，在城市发展质量、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城市经营、

科技创新等方面构筑浙江省的新高地，进一步发挥省会和中

心城市的作用。 充分发挥大都市的集聚辐射功能和五县（市

）的腹地优势，加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性，提高全市的资源配

置效率和产业竞争力。突出城市的集聚辐射作用，强化区域

特色优势，以“交通西进”为先导，统筹考虑区域性重大基

础设施布局和产业合理分工，沿杭新、杭昱公路构筑两条城

镇发展轴，优化生产力布局，协调生态环境建设、资源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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