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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项重大合作！蓄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签约事项涉及产业合作、科技创新、生态环保、交通互联等多个领域

6 日上午，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
大合作事项签约仪式在湖州举行， 共

计签约重大合作事项 19 项， 分 5 批签约， 涉及产业合作、 科
技创新、 生态环保、 交通互联等多个领域。

第一批3项 共同推进“两场”同步建设等
共同推进 “两场” 同步建设合作

协议，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
民政府共同签约。 拟发挥沪苏两地比
较优势， 加快推进机场建设合作。

推进沪浙政府采购一体化发展框
架合作协议， 由上海市人民政府、 浙
江省人民政府共同签约。 拟推进沪浙

两地政府采购制度规则 、 信息系统 、

基础资源等共建共享和互联互通， 逐
步建立科学高效的现代政府采购体系。

共建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
旅游廊道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由浙江
省人民政府 、 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
签约 。

第二批5项 共同建设世界级著名湖区等
打造高能级创新绿核，共建世界级

著名湖区战略合作协议，由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上海市
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
人民政府共同签约。拟在发挥环淀山湖
区域生态优势，加快淀山湖、元荡、祥符
荡生态修复等项目建设， 共建跨区域、

多层次协作沟通机制。

长三角面向物联网领域“感存算一
体化” 超级中试中心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由上海市嘉定区、江苏省无锡市、浙
江省杭州市、 安徽省合肥市人民政府，

以及中电海康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签约。

拟加强沪苏浙皖分工合作，共建跨区域
超级中试中心，实现四个千亿的产业集
群，打造全球物联网高地。

中国商飞·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战略合作协议，由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
任公司、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
议共同签约。 拟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国家战略和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自主
可控，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为载体，

共同打造大飞机产业链， 共推民用飞机
产业项目建设，共建大飞机国产化供应
链基地，共同开展“硬科技”联合攻关，

建立健全全要素对接和协调推进机制。

共建长三角产业合作区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 由江苏省无锡市、 常州市，

浙江省湖州市， 安徽省宣城市人民政
府， 以及光明食品 （集团） 有限公司
共同签约。

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扩
区合作协议， 由江苏省苏州市、 安徽
省滁州市人民政府共同签约。

第三批3项 共推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发展等
共同推进长三角数字经济一体化

发展战略合作协议， 由上海、 江苏、浙
江、 安徽一市三省经信部门共同签约。

拟共同打造数字经济发展高地，推进数
字经济重大创新平台建设， 超前部署
“新基建”，深化工业互联网一体化示范
区建设， 推动数据开放共享和场景应
用，开展车联网集成创新和合作，搭建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合作交流平台。

共同创建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
心框架协议，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
一市三省科技部门共同签约。拟集成长

三角创新资源， 强化三大枢纽功能定
位，探索和完善运行机制，共同筹建长
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打造支撑长三
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的引领性平台。

长三角区域公共卫生合作协议，由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一市三省卫生健
康部门共同签约。拟共同加强卫生应急
领域深度合作，建立公共卫生安全信息
互联互通机制，开展跨区域远程诊治合
作，开展公共卫生科技联合攻关，开展
学科人才队伍联合建设，完善平战结合
的医疗救治资源配置机制。

第四批3项 共建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
长三角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合

作共建协议， 由上海、 江苏、 安徽一
市两省商务部门以及浙江省政府办公
厅共同签约。 拟开展长三角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 合作共建， 推进数据安全
与共享合作， 推动政务、 行业、 企业
等功能性平台与 “单一窗口” 平台对
接， 优化长三角跨境贸易营商环境。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长三角产业基
金服务平台基金库首批入库意向协议，

由上海虹桥商务区管委会与保利金砖
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浙商金控有

限公司、 建信合翼 （上海）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
公司共同签约。

长三角能源基础设施一体化合作
框架协议， 由申能 （集团） 有限公司、

江苏省国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能
源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共同签约。 拟建立长三角能源
企业合作机制， 探索开展大宗资源联
合采购， 推进区域间能源基础设施互
联互通， 打造长三角氢能物流示范线
路， 设立长三角能源母基金。

第五批5项 共推省际互联互通重大交通项目等
长三角地区省际交通互联互通建

设合作协议 ， 由上海 、 江苏 、 浙江 、

安徽一市三省交通部门共同签约。 拟
共同推进实施一批 2020-2022 年省
际互联互通的重大交通项目。

通州湾新出海口开发建设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 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江
苏省交通运输厅、上海国际港务（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港口集团有限公
司、江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共同签约。

长鑫 12 英寸存储器晶圆制造基地
项目业务合作协议，由长鑫存储技术有
限公司、苏州瑞红电子化学品有限公司、

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新昇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签约。

共建长三角一体化量子通信干线
网络、培育和发展量子通信战略性新兴

产业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由中国电信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浙江东方金融
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通信服
务有限公司、科大国盾量子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签约。拟协同推进长三角量
子通信干线网络建设，推动量子通信在
电子政务、金融、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
的应用，在长三角地区率先构筑可持续
发展的量子通信产业生态系统。

南通新机场合作共建协议， 由江
苏省南通市人民政府、 上海机场 （集
团） 有限公司共同签约。 拟按照 “功
能互补、 资源整合” 原则， 规划建设
南通新机场， 成为上海国际航空枢纽
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浦东机场、 虹桥
机场共同构成上海多机场体系主枢纽。

(本报湖州 6 月 6 日专电)

沪通长江大桥是国家“八纵八横”铁路网中沿海高铁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加快实现沿海铁路全线贯通，有力促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视觉中国）

■ 长三角在开放中夯实和扩大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
础，在开放中提升支撑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能力和水平。

要依托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济带在此交汇的区位优势， 面向其
他地区开放创新平台，向其他地区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技术支持

■本报记者 赵征南 ■ 从 2010 到 2019 年， 长三角城市间专利转移数从不足
千次， 跃升至近 2 万次； 科研合作网络密度增幅超八成； 发明
专利申请量、 科技论文合作数量均翻了 4 倍多。 去年， 相互间
合同输出共计 14128 项， 合同金额近 431.93 亿元； 联合争
取国家重大攻关项目超过 100 项， 获批经费超过 18 亿元， 取
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

打破创新要素流动壁垒，

让“纸变钱”再提速
长三角科技成果联合竞价（拍卖）活动举行

本报湖州 6 月 6 日专电 (记者赵
征南)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背景

下， 打破创新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加

快“纸变钱”的速度，实现优势互补是亟

待解决的一道难题。作为技术要素市场

化配置的一次有益探索，6 日举行的长

三角科技成果联合竞价（拍卖）活动共

有科技成果拍品 60 项，总起拍价 9610

万元。 其中，38 项高校院所成果、15 项

企业成果、1 项高校企业共有成果来自

长三角；项目涉及 6 大技术领域，分别

是数字经济 11 项、 先进制造 20 项、生

命健康 7 项、新材料 12 项、节能环保 4

项、农业林业 6 项。

据记者了解， 此次拍卖以浙江科

技大市场从 2012 年起推进的 “浙江

拍” 为基础。 浙江是全国较早开展科

技成果竞价的地区， 截至目前已举办

60 余场科技成果竞价 （拍卖） 会， 省

级层面共组织开展 12 场大型拍卖， 累

计有 1539 项科技成果成功竞拍， 成交

额 25.56 亿元 ， 溢价幅度达 35.6% ，

成为国内交易规模最大、 成果种类最

多、 涉及领域最广、 成效最显著、 影

响面最广的技术交易活动。 去年， 浙

江首次应用区块链技术对拍卖过程进

行存证， 并首次拍卖成交区块链科技

成果。

构建“双循环”，走在高质量发展最前端
在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与会嘉宾积极建言献策

“过去 40 多年，开放始终是长三角

快速发展的动力源 。 在现代化新征程

中，需要长三角继续当好中国开放的排

头兵。 作为我国现代化水平最高的地区

之一，长三角有条件、有能力在高水平

开放、高质量发展、国家经济安全支撑

能力建设上，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在 6

日举行的第二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

层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

记马建堂对长三角一体化作出了极高

的评价，并对未来提出了更高的希望。

来自三省一市的党政主要领导、相

关专家以及优秀企业代表齐聚论坛，为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

打造更紧密的区域
经济循环链

“开放”和“循环”是马建堂论坛演

讲的核心词：“长三角在开放中夯实和

扩大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基础，在

开放中提升支撑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

环’的能力和水平。 要依托长江经济带

和沿海经济带在此交汇的区位优势，面

向其他地区开放创新平台，向其他地区

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技术支持。 ”

对内， 长三角经济发展质量较高，

高端制造业发达，新产业、新业态、新模

式蓬勃发展，更有上海这样高度发达的

超大型全球城市。 因此，长三角有条件

走在全国高质量发展最前端，有潜力打

造成能力更强、创新更活跃的区域经济

引擎， 依靠产业间纵向和横向互动关

系，以更紧密的区域经济循环链 ，带动

更广大地区的高质量发展。

对外，依托现有的竞争优势 ，在更

广领域、更深程度上参与国际循环。 如

何做到这一点，马建堂用“两个进一步”

提出建议：进一步加强在对外开放方面

的合作，以协同开放形成参与国际循环

的整体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投资自由化

水平，吸引跨国企业在长三角布局更多

产业链关键环节，以更高效利用海外资

源助推构建国内大循环体系。

越紧密的循环链 ， 越需要区域依

托。 马建堂认为，长三角在未来发展中，

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长三角是我国许多

重大装备和关键零部件的生产基地，人

才聚集，创新机构密布。 这样的长三角

是“构建安全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的主要

依托”， 未来要争当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的坚强堡垒。 特别是在产业链基础再造

和产业链提升方面，在填补产业链关键

缺失环节、强化产业链突出短板 、培育

新兴产业链主导优势上走在前列。

增加彼此来往层次 、

频率和多样性

如今，长三角城市间人流 、物流来

往频繁，但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经济学教授周其仁看来，这样的 “来来

往往”还要频次更多、质量更高。

周其仁口中的“来来往往”，一是要

增加层次、频率和多样性 ，二是要打好

“大算盘”， 主动为其他地区提供服务，

提供的服务越多， 算盘打得就越大，获

益就越多。 “一体化进程中，地方政府还

应当要习惯于去买其他地区的服务、产

品，用人之长，补己之短，同时也发挥自

己之长，补他人之短。 ”

目前，越来越多的长三角企业在全

球布局，把最好的产品和服务输送到全

球各地。 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

势，周其仁直言，世界的“来来往往 ”非

常重要，一旦被阻断，会冲击经济发展

与人们日常生活。 要恢复经济发展，应

把重点放在重启“来来往往”。

“长三角企业全球作战能力正越

来越强， ‘走出去 ’ 战略还是要继续

坚持。 面对当前的挑战 ， 必须要在与

全球的交往中才能实现更好地分工 ，

这也是我们要高度重视 ‘来来往往 ’

的根源。” 周其仁说。

数字化长三角要打
造“一朵云”

“一体化发展‘3+1>4’，不是一道数

学题， 也并非物理题 ， 而是一道化学

题。 ”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

执行官张勇认为，可以通过数字化的互

联互通，实现三省一市融合中的化学变

化，“随着数字化飞速发展，现在的互联

互通已经不只是地域互联、 交通互通，

而是人们更广泛美好生活的互通。 ”

数字化发展空间无限，首当其冲的

是建设长三角“一朵云”。 张勇建议，长

三角应当加强数字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建设，并以此驱动创新，“‘一朵云’不仅

可以服务长三角， 更能服务全中国，走

向全世界。 ”

他还呼吁 ， 应持续打造数字化生

态，“留得青山，赢得未来。 我国目前有

超过 1 亿市场主体，这 1 亿市场主体就

是中国经济的青山，而数字经济就是发

展壮大的引擎。 ”

（本报湖州 6 月 6 日专电）

长三角585项重大科技成果亮相“云”端
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成果占比超 90%

长三角科技协同创新正不断跑出

加速度。

一组数据佐证 ： 从 2010 到 2019

年，长三角城市间专利转移数从不足千

次，跃升至近 2 万次；科研合作网络密

度增幅超八成；发明专利申请量 、科技

论文合作数量均翻了 4 倍多。 去年，相

互间合同输出共计 14128 项，合同金额

近 431.93 亿元；联合争取国家重大攻关

项目超过 100 项， 获批经费超过 18 亿

元，取得一批重大科研成果。 目前，3.13

万台（套）大型科学仪器、19 个大科学装

置和 2420 家服务机构实现了云上预约

和共享共用。

为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热情，营造

鼓励大胆创新、勇攀科技高峰的浓厚氛

围 ，6 日上午 ，2020 长三角一体化 （网

上）创新成果展开幕。 活动集中展示长

三角近年来取得的重大科技成果 585

项，其中数字经济、生命健康、新材料 、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成果占比超过 90%，

参展项目获国家和省部级以上奖励的

占比近一半。

“高、精、尖”扑面而来

打开成果展官网（http://ccz.steel56.

com.cn/cmsweb/guide.htm），在原始创新

展区、技术创新展区和合作创新展区三

大栏目中，借助全媒体的形式 ，共展出

图片 1700 多张，视频 170 多条，文字说

明 3 万余字。 为集中展示重大科技成

果， 本次成果展还专门开设了精品展

区，共 40 项，每省（市）10 项。

在展示项目分布上， 上海 132 项，

江苏 127 项，浙江 165 项，安徽 161 项；

新型材料最多，达到 17.1%。 此外，农、

轻、纺及其它，医药与医疗器械也均超

过了 10%，分别为 15.21%和 11.11%。

进入单个成果展示区，“高、精、尖”

的感觉扑面而来。 例如，上海交通大学

联合长三角及中国数十家单位研制的

“天鲸号”等 60 余座系列海上大型绞吸

疏浚装备，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远海造岛

奇迹；由之江实验室牵头 ，联合浙江大

学、阿里巴巴等共同研发打造的天枢人

工智能开源平台， 成为智能时代的 AI

生产力工具，实现了中国人工智能 “操

作系统”的自主可控；南通中远船务研

发的国内首座多点系泊式圆筒型海上

油气生产储卸平台，开辟了中国浮式生

产储卸油平台总包工程建造的先河。

创新协同总指数得分翻番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迫切需

要联合包括长三角在内的国内外力量，

共同建设。 整个长三角将为我们带来丰

富的人才支撑、资金支持和转化管理经

验的提升。 中心也会进一步加强与张江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间的交流与合

作， 将自身打造为提升区域创新能力、

带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科技创新高

地和国家重要的原始创新策源地。 ”中

科院合肥研究院等离子体所对于长三

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的期盼，也代表了长

三角科技人的共同心声。

当天发布的长三角区域创新协同

指数显示， 协同创新总指数从 2011 年

的 100.00 分 （基期） 提高至 2019 年的

204.16 分， 总体指数得分已经翻番，同

比增长 11.17%， 年均增速达到 9.33%。

总体来看，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水平快

速提升，发展势头良好。

指数以详实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包

括资源共享、创新合作、成果共用、产业

联动、 环境支撑 5 项一级指标以及 20

项二级指标的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

标体系， 统计分析了 2011—2019 年长

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发展情况，为进

一步推动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提供参

考与建议。 （本报湖州 6 月 6 日专电）

■本报记者 赵征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