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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十五”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课题组

一 、发展简况

新世纪头五年 ，是我省加快工业化 、城市化 、市场化 、国际化进程的关键

时期 ，是在更广范围 、更高层次 、更宽领域参与国际分工与竞争的关键时期 ，

是为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奠定扎实基础的关键时期 。浙江省“十五”计划纲

要提出 ，要以加快发展为主题 ，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 ；以结构调整为主线 ，促

进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 ，再

创发展新优势 ；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根本出发点 ，实现更加宽裕的小康生

活 ；大力弘扬浙江精神 ，努力建设经济强省 、科教强省和文化大省 ，正确处理

改革 、发展 、稳定的关系 ，不断开拓有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 。同时 ，提出要在

全省形成“三极辐射 、三带集聚 、两域拓展”的空间发展结构 ，即进一步突出城

市的集聚和带动作用 ，强化以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模式 ，增强杭州 、宁波 、

温州三大中心城市的集聚效应和辐射功能 ，加快沪杭甬和杭宁高速公路沿

线 、甬台温高速公路沿线 、杭金衢和金丽温高速公路沿线三大经济带的要素

集聚 ，加快山区和海洋两大区域的综合开发 。我省自觉贯彻落实科学发展

观 ，在历届省委 、省政府工作的基础上 ，２００３年 ７月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扩

大）会议提出进一步发挥“八个方面的优势” 、推进“八个方面的举措”的重大

战略决策 ，更加注重统筹兼顾 ，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更加注重实

现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 ，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 、全面协调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 。

“十五”期间 ，在省委 、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 ，全省上下深入实施“八八战

略”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着力深化体制改革 ，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 ，

注重城乡区域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平稳 、协调 、快速发展的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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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 ，“十五”计划纲要提出的主要目标任务全面完成（见表 １） ，为推动浙江

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加快基本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了更加有利的

条件 。

表 1 　 “十五”计划主要发展目标完成情况

指标

“十五”计划目标 ２００５年完成情况

绝对值
年均增长

（％ ）
绝对值

年均增长
（％ ）

备 　注

全省国内生产总
值（亿元）

超过 ９２００ z９左右 １３４８３ 父１３ 帋儍畅０
按可比价格
计算

人均国内生产总
值（元）

２００００左右 ／ ２７７０３ 父１１ 帋儍畅８
按可比价格
计算

三次产业结构 ８ ∶ ５１ ∶ ４１ 厖／ ６ G<畅６ ∶ ５３ Q畅４ ∶ ４０ ／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亿元）

３８２０  １１ +６６９６ 　２６ 帋儍畅３
未扣除价格
因素

进出口总额 （亿
美元）

４６９ �１１ +１０７３ sh畅９ ３１ 帋儍畅０
未扣除价格
因素

出口总额 （亿美
元）

３１３ �１０ +７６８ 妸３１ 帋儍畅６
未扣除价格
因素

地方财政收入
（亿元）

５５２ �１０ +１０６７ 　１４ 帋儍畅７
按可比价格
计算

城市化水平（％ ）
４５左右

（“四普”口径）
／ ５６（“五普”口径） ／

“四普 ”口径
为 ４６ g

城镇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元）

１１８４３ (５  １６２９４ 父１１ 帋儍畅３ 实际增长数

农村居民人均纯
收入（元）

５４２９  ５  ６６６０ 　７ wl畅４ 实际增长数

（一）综合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十五”时期 ，我省经济总量跃上万亿元台阶 ，２００５年全省国内生产总值

１３４３８亿元 ，年均增长 １３畅０％ ，超过“九五”时期和“十五”计划目标 ２和 ４个

百分点 ，是全国继广东 、江苏 、山东之后第四个经济总量超万亿的省份 。 ２００５

年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 ２７７０３元（约 ３４００美元） ，年均增长 １１畅８％ ，居全

国省市区第 ４位 。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均提前一年完成“十

五”计划目标 。全省财政总收入 、地方财政收入分别从 ２０００年的 ６５８畅４亿和

３４２畅８亿元增加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２１１５畅４ 亿和 １０６６畅６ 亿元 ，年均增长 １４畅１％ 和

６５５



浙江省“十五”时期区域经济发展报告

2007
当
代
浙
江
学
术
论
坛
集
萃

１４畅７％ ，财政总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在全国各省市区中稳居第 ５位 。 “十五”

时期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居民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 ２０００年的 ９２７９元增加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１６２９４元 ，居全国省区第 ３位 ，年

均实际增长 １１畅３％ ；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 ２０００年的 ４２５４元增加到 ２００５

年的 ６６６０元 ，连续 ２１年保持全国省区第 １位 ，年均实际增长 ７畅４％ 。据国际

竞争力评价权威机构 ———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 ２００５年全球竞争力报告 ，我省

在被评价的 ６０个国家和地区中 ，名列第 ２０位 ，被评为效力提升最快的地区之一 。

（二）在全国和长三角地区发展中的地位较大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 ，我省经济发展迅速 ，对全国和长三角地区经济增长的贡

献越来越大 。 “十五”期间 ，我省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由 ２０００ 年的

６畅８％ 提高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７畅４％ ，提高 ０畅６个百分点 。 ２００５ 年 ，我省以占全国

１畅０％ 的陆地面积 、３畅５％ 的人口 ，创造了占 ７畅４％ 的地区生产总值 。 ２００５年 ，

我省国内生产总值在长三角地区的比重达 ３２畅９％ ，比“九五”末提高 １畅４ 个

百分点（见表 ２和图 １） 。

“十五”期间 ，我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 ，２００５ 年我省人均

GDP比全国 、江苏分别高出 １３６６３元和 ３１４３元 ；与上海的差距 ，绝对数虽然

进一步拉大 ，但从相对数来看 ，２００５年我省人均 GDP相对上海的 ５３畅８％ ，比

２０００年的 ３９畅０％ 提高 １４畅８个百分点（见表 ３） 。

表 2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国内生产总值在全国和长三角地区中的比重

年份
全国 GDP
（亿元）

长三角地区 GDP（亿元）

浙江 上海 江苏 合计

占全国比重
（％ ）

占长三角比重
（％ ）

１９７８ 垐　 ３６２４ ! 畅１ １２３ 牋晻畅７ ２７２ WL畅８ ２４９   畅２ ６４５ 妹父畅７ ３ wl畅４ １９ 构�畅２

１９８０ 垐４５１７ ! 畅８ １７９ 牋晻畅７ ３１１ WL畅９ ３１９   畅８ ８１１ 妹父畅４ ４ wl畅０ ２２ 构�畅２

１９８５ 垐８９６４ ! 畅４ ４２７ 牋晻畅５ ４６６ WL畅８ ６５１   畅８ １５４６ 妹父畅１ ４ wl畅７ ２７ 构�畅７

１９９０ 垐１８５４７ ! 畅９ ８９８ 牋晻畅０ ７５６ WL畅５ １４１６   畅５ ３０７１ 妹父畅０ ４ wl畅８ ２９ 构�畅２

１９９５ 垐５８４７８ ! 畅１ ３５２４ 牋晻畅８ ２４６２ WL畅６ ５１５５   畅３ １１１４２ 妹父畅７ ６ wl畅０ ３１ 构�畅６

２０００ 垐８９４０３ ! 畅６ ６０３６ 牋晻畅３ ４５５１ WL畅２ ８５８２   畅７ １９１７０ 妹父畅２ ６ wl畅８ ３１ 构�畅５

２００１ 垐９７３１４ ! 畅８ ６８９８ 牋晻畅３ ５２１０ WL畅１ ９４５６   畅８ ２１５６５ 妹父畅２ ７ wl畅１ ３２ 构�畅０

２００２ 垐１０５１７２ ! 畅３ ８００３ 牋晻畅７ ５７４１ WL畅０ １０６０６   畅９ ２４３５１ 妹父畅６ ７ wl畅６ ３２ 构�畅９

２００３ 垐１１７３９０ ! 畅２ ９７０５ 牋晻畅０ ６６９４ WL畅２ １２４４２   畅９ ２８８４２ 妹父畅１ ８ wl畅３ ３３ 构�畅７

２００４ 垐１５９８７８  １１６４８ 牋晻畅７ ８０７２ WL畅８ １５００３   畅６ ３４７２５ 妹父畅１ ７ wl畅３ ３３ 构�畅６

２００５ 垐１８２３２１  １３４３７ 牋晻畅９ ９１５４ WL畅２ １８３０５   畅７ ４０８９７ 妹父畅８ ７ wl畅４ ３２ 构�畅９

７５５



2007当代浙江学术论坛集萃

　 　资料来源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９ ；枟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年）枠 ，中国统计出版社 。 ２００４年 GDP采用国家统计局的经济普查资料数据 。

图 １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 GDP在全国和长三角地区中的比重变化
表 3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全国及长三角地区省市的比较

年份
全国人均
GDP（元）

上海人均
GDP（元）

江苏人均
GDP（元）

浙江人均 GDP
绝对数
（元）

与全国
相比

与上海
相比

与江苏
相比

１９７８ 垐３７９  ２４９８ 趑４３０ 鞍３３１ 媼－ ４８ 剟－ ２１６７ 敂－ ９９ H
１９８０ 垐４６０  ２７３８ 趑５４１ 鞍４７０ 媼＋ １０ 剟－ ２２６８ 敂－ ７１ H
１９８５ 垐８５５  ３８５５ 趑１０５３ 乔１０６３ ⅱ＋ ２０８ 洓－ ２７９２ 敂＋ １０ H
１９９０ 垐１６３４  ５９１０ 趑２１０３ 乔２１２２ ⅱ＋ ４８８ 洓－ ３７８８ 敂＋ １９ H
１９９５ 垐４８５４  １８９４３  ７２９９ 乔８０７４ ⅱ＋ ３２２０ 膊－ １０８６９ ǐ＋ ７７５ _
２０００ 垐７０７８  ３４５４７  １１７７３ 揶１３４６１ 构＋ ６３８３ 膊－ ２１０８６ ǐ＋ １６８８ v
２００１ 垐８６２２  ３７３８２  １２９２２ 揶１４６５５ 构＋ ６０３３ 膊－ ２２７２７ ǐ＋ １７３３ v
２００２ 垐９３９８  ４０６４６  １４３９１ 揶１６８３８ 构＋ ７４４０ 膊－ ２３８０８ ǐ＋ ２４４７ v
２００３ 垐１０５４２ 7４６７１８  １６８０９ 揶２０１４７ 构＋ ９６０５ 膊－ ２６５７１ ǐ＋ ３３３８ v
２００４ 垐１２３３６ 7４６３３８  ２０２２３ 揶２４３５２ 构＋ １２０１６ 缮－ ２１９８６ ǐ＋ ４１２９ v
２００５ 垐１４０４０ 7５１４７４  ２４５６０ 揶２７７０３ 构＋ １３６６３ 缮－ ２３７７１ ǐ＋ ３１４３ v

　 　资料来源 ：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中国统计出版社 ，１９９９ ；枟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１ ～

２００６年）枠 ，中国统计出版社 。 ２００４年 GDP采用国家统计局的经济普查资料数据 ；人口按户

籍人口计算 。

（三）全省三大片区发展更趋协调

全省按照新型工业化要求 ，编制实施环杭州湾 、温台沿海和金衢丽高速

公路沿线三大产业带规划 ，扎实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引导产业发展方

８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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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 ，促进经济发展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高转变 ，成为促进

全省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载体 。

环杭州湾地区作为我省现代化进程最快的区域 ，“十五”期间通过加快高

技术产业集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 ，优化城市功能 ，改善发展环境 ，发展优势进

一步增强 。在近几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枟中国综合实力地级以上百强城市报

告枠中 ，环杭州湾地区 ６城市均列入百强城市行列 。环杭州湾地区的主要经

济指标在全省比重有新提高 ；２００５年国内生产总值占全省比重达 ６６畅３％ ，比

２０００年提高 ０畅８个百分点 。

温台地区在“十五”期间克服土地 、电力 、人才等资源要素瓶颈制约 ，大力

推进产业结构调整 ，积极培育新兴产业 ，吸纳国际先进生产要素和应用先进

管理方式 ，推动民营经济“二次飞跃” ，取得了较快发展 。 ２００５年温台国内生

产总值 ２８４８畅１亿元 ，是 ２０００年的 １畅９倍 ；人均生产总值 ２１７４０元 ，是 ２０００年

的 １畅９倍 。

金衢丽地区在“十五”期间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 ，着力改善基础设

施条件 ，经济社会加快发展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分别增长 １倍 ，财

政收入增长 ２畅２倍 。丽水市的生产总值 、人均生产总值的增速居全省第二

位 ，实现人均生产总值超千美元的历史性飞跃 ；衢州市的人均生产总值超过

１６００美元（见表 ４ ～表 ７） 。

表 4 　 2000年我省三大片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及占全省的比重

项 　 　目
环杭州湾地区 温台地区 金衢丽地区

绝对值 比重（％ ） 绝对值 比重（％ ） 绝对值 比重（％ ）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４４９６５ 骀４３ ) 畅６ ２１１９５ S２０ 枛媼畅５ ３７０５２ 靠３５  鼢畅９

年末总人口 ２２８０ 　枛畅７ ５０ ) 畅７ １２８２   畅９ ２８ 枛媼畅５ ９３７ cX畅６ ２０  鼢畅８

地区生产总值 ４３７１ 　枛畅０ ６５ ) 畅３ １４７６   畅１ ２２ 枛媼畅１ ８４５ cX畅２ １２  鼢畅６

财政总收入 ４０５ 妸�畅９ ６８ ) 畅４ １２７ 鼢祆畅１ ２１ 枛媼畅４ ６０ LA畅４ １０  鼢畅２

人均生产总值 １９１６５ 亮１１５０６ .９０１５ 儍
三次产业结构（％ ） ９ " 畅７ ∶ ５５ ,畅１ ∶ ３５ A畅２ ９ 弿剟畅５ ∶ ５７ 櫃畅８ ∶ ３２ �畅７ １４   畅２ ∶ ５１  畅９ ∶ ３３ 1畅９

　 　数据来源 ：浙江统计局 ，枟浙江统计年鉴（２００１）枠 ，中国统计出版社 。

９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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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05年我省三大片区的主要经济指标及占全省的比重

项 　 　目
环杭州湾地区 温台地区 金衢丽地区

绝对值 比重（％ ） 绝对值 比重（％ ） 绝对值 比重（％ ）

土地面积（平方公里） ４５６９７ 骀４４ ) 畅０ ２１１９５ S２０ 枛媼畅４ ３７０５７ 靠３５  鼢畅６

年末总人口 ２３４０ 　枛畅９ ５０ ) 畅９ １３１０   畅１ ２８ 枛媼畅５ ９５１ cX畅１ ２０  鼢畅６

国内生产总值 ８９２３ 　枛畅５ ６６ ) 畅３ ２８４８   畅１ ２１ 枛媼畅１ １６９８ zo畅６ １２  鼢畅６

财政总收入 １３７６ 舷７１ ) 畅７ ３５２ %１８ 枛媼畅３ １９１ 憫１０  鼢畅０

人均生产总值 ３８１２０ 亮２１７４０ .１７８５９ 殮
三次产业结构（％ ） ６ " 畅３ ∶ ５４ ,畅４ ∶ ３９ A畅３ ５ 弿剟畅９ ∶ ５３ 櫃畅５ ∶ ４０ �畅６ ９ 滗儋畅３ ∶ ５０ 铑畅３ ∶ ４０  畅３４

　 　数据来源 ：浙江统计局 ，枟浙江统计年鉴（２００６）枠 ，中国统计出版社 。

表 6 　 “十五”期间浙江各市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对比

２００５年国内生产总值 ２００５年人均生产总值

绝对值
（亿元） 位次

相当于 ２０００年
的倍数

绝对值
（元） 位次

相当于 ２０００年
的倍数

杭州市 ２９６２ B7畅６５ １ �２ �痧畅１４ ４４８５３ 邋１ ?２ B7畅０１

宁波市 ２４４９ B7畅３１ ２ �２ �痧畅０８ ４４１５６ 邋２ ?２ B7畅０３

嘉兴市 １１５９ B7畅６６ ６ �２ �痧畅１４ ３４７０６ 邋３ ?２ B7畅１２

湖州市 ６４４ + 畅２５ ８ �１   畅７ ２５０３０ 邋６ ?１ B7畅６９

绍兴市 １４４７ B7畅４７ ４ �１ �痧畅８６ ３３２８３ 邋４ ?１ B7畅８４

舟山市 ２８０ + 畅１６ １１  ２ �痧畅４６ ２８９３６ 邋５ ?２ B7畅５０

温州市 １５９６ B7畅３５ ３ �１ �痧畅９３ ２１３３５ 邋９ ?１ B7畅８８

台州市 １２５１ B7畅１１ ５ �１ �痧畅９３ ２２４３８ 邋８ ?１ B7畅８１

金华市 １０６３ B7畅５４ ７ �１ �痧畅９５ ２３４８２ 邋７ ?１ B7畅９１

衢州市 ３２９ + 畅１１ ９ �２ �痧畅０３ １３４０１ 邋１０ V２ B7畅００

丽水市 ３０５ + 畅９９ １０  ２ �痧畅２４ １２１８９ 邋１１ V２ B7畅２１

　 　数据来源 ：浙江统计局 ，枟浙江统计年鉴（２００１ 、２００６）枠 ，中国统计出版社 。

表 7 　 2005年浙江各市主要经济发展指标对比

地市 三次产业比重
地方财政
收入（亿元）

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
入（元）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出口额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
资（亿美元）

杭州市 ５ H=畅０ ∶ ５０ R畅９ ∶ ４４ g畅１ ２５０ Y１６６０１ 晻７６５５ n１９８ 鬃烫畅０４ １７ 鞍ゥ畅１３

宁波市 ５ H=畅４ ∶ ５４ R畅８ ∶ ３９ g畅８ ２１２ Y１７３９４ 晻７８１０ n２２２ 鬃烫畅３３ ２３ 鞍ゥ畅１１

嘉兴市 ７ H=畅３ ∶ ５８ R畅８ ∶ ３３ g畅９ ６７ B１６１８９ 晻８００７ n７０ 览档畅４４ １１ 鞍ゥ畅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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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市 三次产业比重
地方财政
收入（亿元）

城镇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
入（元）

农民人均
纯收入
（元）

出口额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
资（亿美元）

湖州市 ９ H=畅８ ∶ ５４ R畅８ ∶ ３５ g畅４ ４０ B１５３７５ 晻７２８８ n１９ 览档畅９６ ６ 櫃帋畅５１

绍兴市 ６ _T畅４ ∶ ６０ i畅３ ；３３ O畅３ ７６ B１７５１６ 晻７７０４ n８１ 览档畅４２ ９ 櫃帋畅０１

舟山市 １４ _T畅２ ∶ ３９ i畅７ ∶ ４６ ~畅１ １８ B１５５２４ 晻７１９０ n９ ┅灋畅９５ ０ 櫃帋畅３１

温州市 ４ H=畅１ ∶ ５４ R畅３ ∶ ４１ g畅６ １１０ Y１９８０５ 晻６８４５ n６１ 览档畅８４ ３ 櫃帋畅５７

台州市 ８ H=畅２ ∶ ５２ R畅６ ∶ ３９ g畅２ ７２ B１７３９４ 晻６６８９ n５１ 览档畅９６ ３ 櫃帋畅３８

金华市 ６ H=畅２ ∶ ５３ R畅１ ∶ ４０ g畅７ ６８ B１５３８７ 晻５５１６ n４３ 览档畅８７ ４ 櫃帋畅５８

衢州市 １５ _T畅０ ∶ ４６ i畅２ ∶ ３８ ~畅８ ２０ B１３００６ 晻４８５０ n３ ┅灋畅２４ ０ 櫃帋畅３０

丽水市 １４ _T畅３ ∶ ４４ i畅８ ∶ ４０ ~畅９ ２０ B１２８４６ 晻３５７２ n４ ┅灋畅４１ ０ 櫃帋畅１９

　 　数据来源 ：浙江统计局 ，枟浙江统计年鉴（２００６）枠 ，中国统计出版社 。

（四）社会发展成果丰硕

我省加强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统筹与协调 ，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 。

文化大省建设扎实推进 ，“科技强省” 、“教育强省” 、“卫生强省” 、“体育强省”

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各类精神文明创建活动深入推进 ，群众的文明素质不断

提高 。就业形势基本保持稳定 ，覆盖城乡的不同层次 、不同水平的社会保障

体系加快形成 ，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等社会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 ；社会治

安防控体系建设得到加强 ，“平安浙江”创建活动取得积极成效 。据国家统计

局调查显示 ，“十五”期间我省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数一直保持全国第 ４

位 、省区第 １位 。按国家统计局的标准测算 ，２００５年我省全面小康社会综合

评价指数已达 ８３畅４％ 。

（五）城市化与城乡统筹取得积极成效

全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 ，联动推进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 ，城市化

水平由 ２０００年的 ４８畅７％ 上升到 ２００５年的 ５６％ ；已初步形成大中小城市和

城镇协调发展的格局 ，城市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杭 、甬 、温三大中心

城市在全省的龙头地位进一步显现 ，以占全省 ６畅７％ 的面积 ，１６畅４％ 的人口 ，

创造了 ３４畅１％ 的生产总值 ，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 ４５％ 。 ２００５年 ３３个

设市城市实现生产总值 １０６４６畅５亿元 ，占全省的比重达 ８０畅９％ ，比 ２０００年上

升 ４％ 。农村小康进程快速推进 ，据国家统计局浙江调查总队测算 ，２００５年

我省农村全面建设小康实现程度达 ５８畅９％ ，继续居全国各省区首位 。据省

发改委与省统计局完成的枟浙江省 ２００５ 年城乡统筹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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