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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暨如何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 

诸暨全面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既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又有消极被动的一面，重点是防范被边缘化、排他性、过度异化三种

倾向 

文/朱红伟 何建平 

以中心城市为依托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都市圈经济，已成为新一轮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诸暨如何充分借助杭州

都市经济圈的关联优势、资源优势和信息优势，承接对诸暨产业的辐射和渗透，加大与杭州都市经济圈的全方位接轨，是诸暨

亟待思考的一个问题。 

与杭州都市经济圈的关联度 

诸暨和杭州同属萧山机场、北仑港、洋山港、沪杭高铁等设施的辐射区块，共同拥有三条高速、电气化铁路等公共交通资

源，跨越诸暨全境的浦阳江通过钱塘江的三堡船闸可直通杭嘉湖内河。规划中的杭州地铁一期将延伸至湘湖陶堰，二期延伸至

临浦浦阳，直逼诸北地界。地缘的相近缩小了彼此间的时空距离，带来要素流量激增和产业的互动协作，有力增强诸暨借助杭

州都市经济圈的同城效应，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信息的能力增强。 

从自然地理和经济地理空间分析，诸暨位于浙北平原的延伸区块，是连接环杭州湾产业带和金丽衢城市群产业带的经济走

廊，产业同构现象明显，在资源流、人流、信息流和物流等方面与杭州都市经济圈所属县市形成了频繁而又密集的双向流动，

形成了互为补充、互为促进的协作机制，尤其是作为杭州湾的制造业基地，诸暨的制造产业集群受杭州都市经济圈的正外部性

作用明显，对杭州都市经济圈的各个产业集群有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地域文化可以渗透在人的思想和行为中，成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杭州都市经济圈与诸暨经济圈山水相依，语言相

仿，习俗相通，而且有相似的自然环境、生产资源、旅游资源、人力资源、文化资源及历史渊源等，因而孕育了相似的商业文

化和人文精神。良渚文化、西湖文化、西施文化、红船文化、吴越文化等地域文化尽管在性格和内容上各有侧重，但却折射出

自强不息、发奋自励的共有人文精神，其中蕴藏了巨大的商业潜力和机遇，成为推进市场繁荣、产业集聚的强大精神动力，两

个经济圈的合作有利于商业文化的融合、彼此学习。 

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的效应 

由杭湖嘉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共同构成的杭州都市经济圈，对相关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

用，而从诸暨发展现状看，仍面临许多很难消除的矛盾与困惑。一旦诸暨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就能有助于自身延伸与拓展原

有的先发优势，缓解和消除各种不利因素，推动区域经济做强做优。这种作用力主要体现在：利用杭州都市经济圈庞大的消费

群和兴旺的三产服务业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质，全力打造城市客厅和现代商贸中心；借助杭州都市经济圈先进适用的经营管

理模式和技术工艺实现效益提升；通过信息的对接、项目的合作、资源要素的互补以及软硬件设施的共建共享来疏通和巩固人

脉关系，实现要素边际效益最大化利用；通过生活方式和人文习俗的相互渗透，创业环境的同化以及“同城待遇”的逐步到位，

促进城市功能的完善。 



 

 2

 

 

全面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既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又有消极被动的一面，从诸暨自身发展现状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三种消

极倾向：一是防被边缘化倾向。诸暨作为邻近极核城市的紧密层板块，极易面临因回波效应而导致神，其中蕴藏了巨大的商业

潜力和机遇，成为推进市场繁荣、产业集聚的强大精神动力，两个经济圈的合作有利于商业文化的融合、彼此学习。 

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的效应 

由杭湖嘉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共同构成的杭州都市经济圈，对相关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

用，而从诸暨发展现状看，仍面临许多很难消除的矛盾与困惑。一旦诸暨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就能有助于自身延伸与拓展原

有的先发优势，缓解和消除各种不利因素，推动区域经济做强做优。这种作用力主要体现在：利用杭州都市经济圈庞大的消费

群和兴旺的三产服务业来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提质，全力打造城市客厅和现代商贸中心；借助杭州都市经济圈先进适用的经营管

理模式和技术工艺实现效益提升；通过信息的对接、项目的合作、资源要素的互补以及软硬件设施的共建共享来疏通和巩固人

脉关系，实现要素边际效益最大化利用；通过生活方式和人文习俗的相互渗透，创业环境的同化以及“同城待遇”的逐步到位，

促进城市功能的完善。 

全面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既有积极主动的一面，又有消极被动的一面，从诸暨自身发展现状看，要重点关注和防范三种消

极倾向：一是防被边缘化倾向。诸暨作为邻近极核城市的紧密层板块，极易面临因回波效应而导致市场、消费、人力等方面的

边缘化风险，导致“大树底下不长草”的困境。二是防排他性倾向。区域间产业的融合与协作需要海纳百川的商业胸怀。但诸

暨人更多地偏重于“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刚性人文个性，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区域间合作的融洽程度。三是防过度异化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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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与绍兴、余杭、萧山等杭州都市经济圈所属县（市）相比，诸暨的区域经济独立性较强。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则意味着区

域的独立性减弱，一些具备地方特色的历史积淀、特质资源和产业根基有可能被过度冲淡、掩盖甚至异化。因此，在防排他性

的同时，也要防本土化个性化优势的削弱和丢失。 

突出“圈市”合作的重点 

诸暨在杭州都市经济圈中的总体定位是“率先崛起的新兴中等城市”，产业定位是“先进制造业创新基地”，区域品牌定位

是“珠宝、袜业、汽配水暧和环保装备的区域性行业中心、市场中心和品牌基地”。要充分依据杭州都市经济圈的同城效应以及

各圈内城市的产业互补性，按照彰显特色、重点突出的原则，把握好对接领域和切入点，以求交通北连、产业北接、信息北传、

投资北引、服务北借、游客北来。 

科技合作。诸暨与极核城市杭州在新产品开发和关键技术研发等方面已建立了广泛的科技合作。2006 年底，诸暨就已与浙

江大学签订了长期全面的合作伙伴关系、八达建设集团与浙江大学联办科技研发中心等。以此为契机，诸暨市应依托重点实验

室、研发中心、科技孵化器等创新载体，强化与杭州极核城市在医药制造、汽车电子、农产品加工、信息产业等高技术领域的

合作，依托杭州都市经济圈健全的科技服务体系，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柔性流动、技术交流、业务拓展来强化与杭州科技服务行

业的战略协作，延长科技咨询服务链。 

旅游合作。以杭湖嘉绍抱团共兴旅游业发展为契机，充分利用诸暨的小生态资源、自然景观、特色农产品基地等休闲旅游

资源，借助杭州都市经济圈城市集聚力强、交通便捷等优势，通过跨区域的游程设计，将生态旅游、度假旅游、购物旅游、文

化旅游等项目进行优化重组，培育开发以文化体验、休闲观光、健身养生为内容的新型旅游合作产品，合力打造杭州都市经济

圈生态文化旅游品牌。 

金融合作。2008 年底，市外银行注入诸暨资金已近 300 亿元，其中杭州的市外银行占了 77%。诸暨成为杭州金融界拓展金

融市场的首选地。要充分借助诸暨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通过推介会、联姻会等形式加强与杭州各大金融机构的联络与合作，

用足用活各类金融产品。同时完善金融扶持政策，鼓励华夏、招商、浙商、兴业等商业银行落户诸暨，真正实现异地资金本地

化。对于诸暨许多具备高成长性条件的企业来说，要利用杭州极核城市创业投资企业群集充裕的创业资本，通过阶段参股、跟

进投资及风险补偿等方式争取股权资本，更好地推动企业做精做强。 

产业合作。产业间的跨区域合作是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创新条件、提升规模经济效应的有效手段。杭州

都市经济圈与诸暨可通过投资人合伙、项目合作、基地共建和研发公司合作创新等模式，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产业的专业化分工

协作机制。可借助总部经济等形式实现生产、管理、销售及科研的跨区域配置，并充分发挥节会、招商会、跨区域民间经合组

织等平台的桥梁纽带作用，重新构筑和提升诸暨产业价值链。承接都市经济圈城市化升级的契机，做大诸暨在杭州都市经济圈

房地产及建筑业市场的份额，并适应都市圈在节能环保型、智能型、多功能型等建筑业方面提出的新要求，强化在杭州都市经

济圈中的“建筑强市”地位。同时，要利用诸暨便捷的区位条件和相对较低的要素利用成本，鼓励杭州都市经济圈的大企业、

大集团来诸营建企业总部，形成合理有序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分工，实现企业总部和生产制造在都市圈空间地理范围内的重组和

分离。 

融入杭州都市经济圈，既有必要，也有可能。关键要知己知彼，因势利导，多层面、全方位发挥彼此间的核心竞争力和比

较优势，真正使都市经济成为引领诸暨经济腾飞、加快经济全球化步伐的新的助推器。 

（作者单位：诸暨市发展和改革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