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报告中，“谋划实施‘大

湾区’建设行动纲要”被写入，表示要“重点建设杭州湾

经济区”。从“地区”到“湾区”，一字之差，却别有乾坤。

“浙江经济发展到今天，需要有一个更高层

级的顶层设计来打破旧有的坛坛罐罐。”在省发展

规划研究院综合处处长潘毅刚看来，湾区就是目

前最好的顶层设计，是浙江参与全球竞争的关键。

上世纪60年代，全球湾区开始崛起，各种要素

资源加快向湾区集聚，沿海港湾地区进入湾区经济

发展新时代。到上世纪80年代，湾区经济受到更多

关注，这种依托世界级港口(群)，发挥地理和生态环

境优势，背靠湾区广阔腹地，开放创新、集聚发展、

产业发达、功能强大、区域协同，具有世界影响的区

域经济，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目前，世界经济版图具有重大影响的经济

湾区经济有东京、纽约、旧金山，合称为世界三大

湾区。对比标杆，环杭州湾大湾区要怎么规划？

怎么发展？要达到什么高度？

宁波－舟山港连续 8 年吞吐量位于世界第

一；上海洋山深水港四期工程即将正式投入使

用，这是目前全球建设规模最大的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以两者为依托，杭州湾大湾区的天然良港

优势尽现——两个中国亿吨大港显然能让我们

的湾区与全球各地快速建立经济联系。

在记者采访中，我们得到一个让人期待的消

息，浙江省发改委正在编制《浙江省“大湾区”建设

行动纲要》，并组织人员分赴杭州、绍兴、嘉兴、宁

波、舟山等沿湾地区开展专题调研。“这不仅是打

破简单的行政分割、重划城市定位，更是要塑造开

放的文化、创新的机制，向新产业全面进军。”

湾区已在，未来会带来怎样的“翻天覆地”？

宁波市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利权曾先后召集了好

友、专家，率先为环杭州湾大湾区经济发展进行调

研。今年 7 月初，首届杭州湾湾区论坛在宁波慈

溪开幕。作为一名慈溪人，陈利权当然明白这对

家乡意味着什么：“这里有大片的滩涂，有雄厚的

民营经济基础，有强烈的创新动力⋯⋯”陈利权

说，湾区经济在天时地利人和齐全的条件下，必将

是一部无法估量能量的“永动机”。

机遇与挑战并存。“湾区建设不仅是一种政府

行为，更是市场选择。”一位多次参与湾区经济研讨的

专家表示，湾区要长期存在，需要内生的升级动力，这

个动力需要每家企业、每个公民的认同和参与。

有了这种集体参与，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我

们脚下这片土地，不再是地图上彼此间隔着山水

大海的存在，而是熠熠发光的一个整体。

大大的杭州湾，踏浪而来。

本报记者 王益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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