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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借地”，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加快形成更多新质生产力，杭州吹响了新

的冲锋号——

近日，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工业上楼”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工业上楼”项目的要求、鼓励

并支持多主体参与“工业上楼”项目，该意见将于今年5月8日起正式实施。

什么是“工业上楼”？杭州推行“工业上楼”的背后是一盘什么样的棋？

杭州工业，向天借地，借地留人

工厂也可搬进写字楼
本报记者 詹慧雯 蒋敏华 印梦怡

所谓“工业上楼”，是指企业在多层

厂房或大厦楼宇中进行工业生产、办

公、研发、设计等活动。在不改变土地

性质的前提下，通过提升容积率的方

式，将一些扁平式的单层厂房搬到高楼

层中去，从而实现产业空间的垂直化拓

展与土地资源的集约化利用。

“工业上楼”的探索，最早始于寸土

寸金的香港。上世纪 50 年代，迫于土

地紧缺和工业扩张的压力，香港将低技

术、劳动密集的手工业、轻工业搬上高

楼，形成工业大厦，高度动辄百米。

内地的“工业上楼”始于珠三角地

区，2005 年以佛山顺德天富来国际工

业城为首次尝试，到现在已成为珠三角

区域的普遍工业发展模式。“工业结构

决定了使用习惯。”高力国际中国区董

事总经理邓懿君认为，珠三角原本的产

业基础以轻加工为主，产品类型中电

子、服装、手表等较多，工人可以坐下来

生产，且不一定要大型机械设备，这也

是为什么珠三角可以快速“工业上楼”

的原因。

反观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更丰

富，有更多如机械装备等重工型企业，

工业上楼的探索相对缓慢一些。而杭

州的产业结构、行业门类众多，一部分

生物医药企业，以及电商、视频、家用机

器人企业，很适合“上楼”。去年 4 月，

杭州相关部门曾赴广州、深圳学习考察

“工业上楼”。

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开发利

用处副处长应晓煜介绍，“工业上楼”是

杭州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制造业高

质量发展，打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举

措；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打造高

品质生产空间的具体行动；也是促进土

地集约高效利用，优化产业空间布局的

有力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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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江区和西湖区都是杭州的中心

城区，都面临土地资源匮乏的发展瓶

颈。尤其是滨江区，仅 72.2 平方公

里，是全省面积最小的一个区，但同时

滨江区累计上市企业 73 家，2023 年

人均 GDP 达 46 万元，两项硬核指标

双双稳居全省第一，对未来的发展空

间要求很高。

2019 年 8 月，杭州市高新区（滨

江）富阳特别合作区挂牌成立，滨江

区迈出向外区“借地”发展的第一步。

当前，杭州 GDP 已突破 2 万亿，

城区总人口超过 1000 万。跻身超大

城市的杭州，如何继续保持高质量发

展？产业提能升级、腾笼换鸟，显然是

一个必然选择。

国家高端智库 CDI 研究员宋丁

表示，“工业上楼”有利于产业集群化，

最大效率地把一条产业链在一个有限

的空间里集约起来，从而推动上下游

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工业上楼’

是以现代科技为核心、制造业为基础

的产业链上楼，是区域竞争的需要，留

住产业和企业的需要。”

浙江工业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张

娟锋亦认为，“工业上楼”对于提高土

地利用率、提升城市的产业竞争力，

都有重大意义。

不过他也指出，并非所有产业都

适合“上楼”，相对来说更适合轻型生

产企业和研发型企业。另外，一些土

地资源充裕、地价较低的远郊区域，

“ 工 业 上 楼 ”的 迫 切 性 也 没 那 么 强

烈。也就是说，“工业上楼”有一定

的匹配性，并非所有产业、所有区域

都适合，后期要避免一哄而上的问

题。

此外，相比写字楼，“摩天工厂”在

承重、排污等方面的要求更高，相关的

建筑规范也亟待完善。同时这一新生

物业形态对运营公司的运营管理能力

也提出了更大挑战，比如空置率、消防

安全等问题。

但不管怎么说，“工业上楼”对工

业经济的正向促进作用，这是毋庸置

疑的。

就在 4 月 23 日，杭州市一季度经

济成绩新鲜出炉，GDP 达 5112 亿元，

同比增速 5.1%。在这份成绩单的背

后，有一组数字分外亮眼：工业投资增

长 13.8%，连续 13 个季度保持两位数

高增长。

显然，随着“工业上楼”加快推进，

有望进一步助力杭州工业经济保持高

增长。

工业上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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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实施意见》发布之前，杭州多个城区已在探索

“工业上楼”模式。

杭州高新区（滨江）荟鼎智创中心，是全省首个工业综合

体项目，总高度 50 米左右，主要面向专精特新企业。据滨江

区经信局项目推进科杨震介绍，虽然荟鼎智创中心外表与普

通写字楼差别不大，但在内部层高及楼板荷载量设计上，它是

按工业生产标准建造的楼板，荷载最高0.4吨/m2。

“项目自今年 3 月开园以来，已有 17 家企业入驻，企业类

型涵盖新能源、智能制造等等，主要以办公、研发为主，也能满

足小部分企业生产需求。”杨震表示，荟鼎智创中心建设的初

衷是为了解决滨江区“腰部企业”发展空间的问题。

在水环境数字化综合治理服务行业从事了 14 年之久的

浙江华仕管道，是入驻企业之一。董事长孙少杰告诉记者，工

业综合体就像是升级版的“标准厂房”，不仅配套设施更合理，

有会议室、展厅、食堂、健身房，企业之间还能形成自己的上下

游“朋友圈”。

入驻这里的企业既可以选择租赁，也可以选择买下物业

产权。购买的话，最小可按单层办理产证，单层建筑面积约

1200m2。

而西湖区刚刚投运的绿峰中心，更有“摩天工厂”的观感，

两幢近100米的现代化摩天高楼耸入云霄，一楼是种满绿植、

近12米的挑高艺术大堂，园区内还规划有中心花园、食堂、独

立餐厅、咖啡厅等配套。

绿峰中心的原址曾是浙江拓峰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的平楼

工厂，没有配套，交通也一般，不利于企业引进高端人才。如

今改建为绿峰中心后，今后拓峰智能的研发和半生产都会放

在这里。“我们员工刚去参观过新大楼，办公环境比以前好多

了。”公司总经办主任刘璐告诉记者。

绿城产城公司是绿峰中心的投资、建设与运营方。据公

司副总经理黄家宇介绍，主城区“工业上楼”项目会

更偏向于满足“企业研发实验+轻生产+总部办

公”于一体的复合型空间需求。“在主城区建造

工业上楼项目，能帮助企业留住高端人才。特

别是西湖大学这些教授团队孵化出来的企

业，员工以硕士、博士毕业生为主，这些高端

人才对工作环境及配套要求很高，工作及

生活圈子都离不开主城区。”

近年来，杭州人才净流入率全国第

一。通过“工业上楼”将大量优质企业留

下来，为人才提供更舒适的就业和创业

环境，自然也就成了杭州吸引人才的

一大硬核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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