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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努力打造中国首个国际旅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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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这是曾任杭州刺

史的白居易离开杭州之后的感慨。此外，许多传说也让其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激发了无数人的好

感。因而，古往今来，杭州一直以人、自然、文化三者和谐相融，“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

亲水型宜居城市展示着其独特的城市魅力。 

  如今，在国务院新近批准实施的《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杭州被赋予

极高的期望值——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

中心、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未来，一个国际旅游城将从这里腾飞！ 

  杭州城自古景美宜居 

  杭州在周朝以前，属“扬州之域”。传说在夏禹治水时，全国分为九州，长江以南的广阔地域

均泛称扬州。公元前21世纪，夏禹南巡，大会诸侯于会稽山（今浙江绍兴），曾乘舟航行经过这

里，并舍其余杭（“杭”是方舟）于此，故名“余杭”。一说，禹至此造舟以渡，越人称此地为

“禹杭”，其后，口语相传，讹“禹”为“余”，乃名“余杭”。 

  隋王朝建立后，于开皇九年（589年）废郡为州，“杭州”之名第一次出现。开皇十一年，在

凤凰山依山筑城，“周三十六里九十步”，这是最早的杭州城。重要的地理位置，促进了杭州经济

文化的迅速发展。这时的余杭郡有户15380，杭州户口统计由此开始。 

  唐代，置杭州郡，旋改余杭郡，治所在钱唐。州城的范围也随之扩大，由原来的城南沿江一带

发展到今天的武林门一带。由于运河的沟通，杭州成为货物集散地，社会经济日趋繁荣，人口也逐

渐增加。经过北宋150多年的发展，到了南宋时，开始了杭州的鼎盛时期。杭州历任地方官，十分

重视对西湖的整治，因而西湖不断美化。 

  南宋都市经济的繁荣，不仅超越前代，而且居世界前列。当时临安手工作坊林立，生产各种日

用商品，尤其是丝织业的织造技艺精良，能生产出许多精巧名贵的丝织品，在全国享有盛名。 

  明清时期，疏浚西湖，将苏堤增高、加宽，修建振鹜亭（即今湖心亭），砌筑小瀛洲，使西湖

重放光彩，恢复了“湖上春来水拍天，桃花浪暖柳荫浓”的动人景色。民国16年（1927）废道制，

析出杭县城区设杭州市，直属浙江省；旧属诸县直属于省。从此，杭州确立为市的建制，市区分为

八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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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国以后，杭州的区域范围经历了不断变化。现在的杭州，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重点风景旅游

城市，国家公布的历史文化名城，是浙江省省会。从此杭州巩固了浙江省省会城市的地位，为浙江

省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时也是长江三角洲地区除上海以外的第二大中心城市。 

  杭州城市自古至今，都以美景著称。熟悉郭德纲的都知道，他经常在相声里唱到这段太平歌词

“那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四季清香。那春游苏堤桃红柳绿，夏赏荷花映满了池塘。

那秋观明月如同碧水，冬看瑞雪铺满了山岗……”这段唱将杭州美景表得让人垂涎欲滴，而这也只

是杭州美景一隅。 

  多少人虽然没有亲身领略过杭州美景，但是无论是从小说、鼓词还是影视作品中都知道西湖美

景名满天下。而当我们亲自踏上江南的热土，游走在杭州的大街小巷，美景盖世无双果真名不虚

传，而美女也是杭州美景的一道亮丽风景。 

  杭州拥有两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西湖风景名胜区、“两江一湖”（富春江—新安江—千岛

湖）风景名胜区；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天目山、清凉峰自然保护区；四个国家森林公园—千岛

湖、大奇山、午潮山、富春江和青山湖森林公园；一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之江国家旅游度假区；

全国首个国家级湿地—西溪国家湿地公园。杭州还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4个、国家级博物馆5

个。 

  可能谈到杭州，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西湖美景。“西湖美景三月天哪”的传唱、“白娘子与许

仙的凄美爱情”的流传，让西湖透着古典美、阴柔美和朦胧美。西湖傍杭州而盛，杭州因西湖而

名。自古以来，“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以西湖为中的的西湖景区，是国务院首批

公布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也是全国首批十大文明风景旅游区和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她三面

云山，中涵碧水，面积约60平方公里，其中湖面6.5平方公里。 

  说杭州美景如诗如画绝非空穴来风，多少诗人曾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诗人在这里吟诗作对、

竞领风骚。环湖四周，绿荫环抱，山色葱茏，画桥烟柳，云树笼纱。逶迤群山之间，林泉秀美，溪

涧幽深。100多处各具特色的公园景点中，有三秋桂子、六桥烟柳、九里云松、十里荷花，更有著

名的“西湖十景”和“新西湖十景”以及“三评西湖十景”等，将西湖连缀成了色彩斑斓的大花

环，使其春夏秋冬各有景致，阴晴雨雪独有情韵。西湖不仅独擅山水秀丽之美，林壑幽深之胜，而

且更有丰富的文物古迹、优美动人的神话传说，把自然、人文、历史、艺术巧妙地融为一体。 

  杭州经济转型实现新腾飞 

  2009年，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杭州市上下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为动力，认真贯彻中央

“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决策部署和省委“标本兼治、保稳促调”工作方针，紧紧围绕“两个

确保”目标，深入实施“六大战略”，围绕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增活力、重民生、抓稳定、

强党建，不断加强经济运行监测预测分析，科学决策，出台了一系列强有力政策，有效推动了杭州

转危为机、跨越发展，经济运行呈现“复苏向好、稳步回升”态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

良好。 

  杭州这座最具经济活力的城市，硬是挺过了金融危机的“风口浪尖”。预计全市地区生产总值

可突破5000亿元，增长10%左右；三次产业比例调整为3.3:48.7:48。财政总收入1019.43亿元，增长

12%；地方财政收入520.79亿元，增长14.4%。到今年一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458亿元，

同比增长18.5%，规上工业销售产值2304亿元，增长28.9%；项目开工、投资进度情况均明显好于上

年。 

  一季度实现“开门红”，经济运行回升向好、亮点增多，呈现出发展速度加快、发展质量向

好、发展后劲增强的良好态势，这让杭州悟出了一个结论：在“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要以大产

业为抓手，要以转型升级论英雄。 

  杭州凭借着独特的区位优势、灵活的运行机制及坚实的产业基础，从大飞机大整车，到新能源

新医药，从传统装备制造业，到现代服务业，这些大产业正在实现新的腾飞。 

城事



  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剑指经济发展方

式的转变；今年3月召开的“两会”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成代表和委员们口中的热门词。

综合判断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杭州市提出了“四大”发展战略，并把培育和提升一批市场占有率

高、竞争力强的大产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紧迫任务来抓。杭州的大产业很多，比如装备

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和动漫文化创意产业。 

  在大产业的带动下，杭州已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虽然目前还面临着要素价格上涨、宏观政策

不定、外贸形势不明以及节能降耗带来的压力，但在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思路上，依然坚定一条道

路，那就是杭州产业发展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也就是说，要以需求结构调整和低碳发展要求为导向，立足城市优势，力争在研发、市场两端

率先实现突破，继续抓好信息、生物医药等优势产业；将汽车产业作为战略产业来抓，尽快形成千

亿产业；积极推进新能源产业发展，重点发展太阳能光伏、风电设备制造、核电设备制造和新型电

池等产业；积极发展新材料产业，争取在新能源材料、光通信材料、半导体照明材料、纳米材料、

高性能纤维复合材料等领域形成优势。 

  以新城市化统筹大杭州区域 

  这些年来，杭州在统筹城乡区域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改革实践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明确

了以规划共绘、设施共建、产业共兴、环境共保、品质共享为思路的城乡统筹目标。杭州城市化水

平进一步提高，城乡统筹发展取得新进展。城乡规划更趋合理，产业、基础设施、公共资源、就业

一体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居民生活品质不断提升。 

  但由于杭州农村建设的“短板”长期存在，“东快西慢、东强西弱”的格局未根本改变，这些

“软肋”放缓了杭州整体的城市化发展。为此，杭州市提出打造网络化大都市，通过规划西进、交

通西进、市场西进、产业西进、文化西进，构筑一小时半交通圈、旅游圈、经济圈、文化圈，做到

“规划一张图”、“布局一盘棋”、“设施一体化”、“服务一条龙”、“市民一卡通”。 

  “未来五年，我们将加强城乡区域统筹、构建城乡区域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缩小城乡差距、工

农差距、区域差距，争取城市化率达到72%，让杭州市人民共享全面小康和品质生活。”浙江省委

常委、杭州市委书记黄坤明曾在一次工作会议上明确表示。为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在未来

5年内，杭州每年将新增10亿元财政资金，投入农村和下辖五县市。通过探索以土地承包经营权置

换城镇社会保障、以农村宅基地和农民住房置换城镇产权住房、以集体资产所有权置换股份合作社

股权“三个置换”，推进工业向园区集中、居住向社区集中、农业向规模经营集中“三个集中”，

实现城乡发展方式、区域发展方式、农民生产生活方式“三个转变”。 

  其目标是，到201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全市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力争达到2万元，全

市低收入农户人均纯收入达到6000元以上；全市城市化率达到72%，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农

业农村现代化和生态环境保护协调推进；初步形成规划建设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生态保护一

体化、要素配置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民生保障一体化的新格局。 

  今年8月10日、11日，杭州召开市委工作会议，黄坤明作关于统筹城乡发展的报告，《关于以

新型城市化为主导进一步加强城乡区域统筹发展的实施意见》有望出台。杭州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特色，就是以新型城市化为主导，实现“强城带乡、强工补农”。通过做大做强杭州市区、县城

和中心镇，整体提升大中小城市的承载力、辐射力、带动力，以此带动新型工业化和农业农村现代

化，带动农民致富。城乡区域一体化，绝不是要城乡“一样化”、“一律化”。统筹城乡区域发

展，目的是建立新型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区域关系，实现城乡区域互动融合、优势互补、共兴双

赢，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走错位发展、特色发展之路。 

  大杭州的形状就像一片长长的叶子，叶柄是杭州主城，杭千高速就像其中一条输送养分的叶

脉，一路向西，串连临安、富阳、桐庐、建德、淳安等地，一路秀美风光尽收眼底。杭千高速是有

形的道路，杭州的网络化大都市建设，则像一条无形的道路，串起城乡，统筹发展，共享美好生

活。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五个统筹”的思想，即统筹

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



放。 

  杭州正在加快编制《杭州市域总体规划（2006-2020）》、《县市域总体规划》等规划，把市区

306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农村地区，全面纳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对市域1.66万平方公里范围进

行合理布局，促进五县（市）规划与市域整体规划的衔接。另外，2007年底着手起草的《杭州市城

乡规划条例》，也已列入市人大常委会2010年正式立法项目，它将对整个杭州市域的发展进行协调

规划。 

  打造中国首个国际旅游城市 

  杭州旅游产业正发生着质的变化和飞跃。据杭州市旅委统计，2000年到2009年，在杭州入境过

夜游客在杭州的平均逗留时间从2.2天上升到了2.9天，其中，以《印象西湖》、《宋城千古情》、

《西湖之夜》为代表的夜间演艺节目和清河坊、丝绸城等夜间休闲、购物项目，拉住了游客们在杭

州的逗留脚步，随之而来的是另一个重要数据的增长，与2000年相比，入境过夜游客在杭人日均消

费从190.99美元上升到了209.82美元。 

  在国务院新近批准实施的《长三角地区区域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中，杭州被赋予极高的

期望值——建设高技术产业基地和国际重要的旅游休闲中心、全国文化创意中心、电子商务中心、

区域性金融服务中心。建设杭州都市圈。 

  根据《规划》要求，长三角地区将联手推动形成“一核五城七带”的旅游业发展空间格局。以

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宁波五城市为节点，培育和开发都市工业旅游、农业旅游、休闲旅游、

文化旅游、会展旅游、水上旅游等新型品牌。积极开发以上海—嘉兴—杭州—绍兴—宁波为主的杭

州湾历史文化旅游带，以杭州—嘉兴—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宿迁—徐州为主的

古运河风情文化旅游带，以杭州—千岛湖—黄山为主的名山名水旅游带等。 

  “杭州旅游业的发展与创新，其自身有着巨大的优势，如市场优势、资源优势、创新优势，还

有政府主导优势等等，现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给了杭州一个巨大的发展前景，同时在

上海这个龙头城市的带领下，杭州在旅游和休闲的发展中，是不是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近日，

杭州师范大学区域文化与经济研究院院长、杭州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周少雄说。 

  虽然杭州只是这五城中的一城，但是它的旅游休闲功能定位在《规划》中是最高的，杭州在旅

游业态发展上具有领先地位。打造国际旅游休闲中心，杭州有非常好的资源禀赋。因为杭州是一座

山水城市，有山有水，风光秀丽，景色也非常迷人，特别是“江、河、湖、海、溪”五水共导。杭

州的旅游综合体以自然景观或人文景观等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为功能导

向，以高档的服务配套设施为物质载体，以品质高、功能全、服务好为根本。国际旅游综合体是旅

游综合体的一种提升，它具有国际化水平，有国际品位，它是集观光、休闲、度假、购物、演艺、

会展、娱乐等多种方式为一体的一种旅游综合体，它具有一定规模，也富有地域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