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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驾车经过G60高速公路，人们

总被松江段一处呈翱翔之势的璀璨灯影

所吸引。那是松江“非凡十年”建设发展

的重要标志，也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的精神象征。

2016年，松江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中提出建设“G60科创走廊”。之

后，这一建设连年实现跨越，从最初上海

西南翼“一个区城的事儿”变成“沪嘉杭”

三地协同发力的有力抓手，继而又成为

沪苏浙皖九城市共建共享的发展平台。

回望历史，松江撬动“G60”所赢得的历

史方位和战略空间突破，堪称长三角区

域发展史上值得一书的新探索。

算“长远账”，土地指标优
先用于先进制造业

地处上海西南的松江，积有“上海之

根”的丰厚人文，也是传统制造业重镇。

“十二五”期末，松江一些落后产业

显出高能耗和高污染之弊，地方财政增

幅等多项核心和先导指标落在了各区

“尾部”。当年看来，将“尾部”变为“头

部”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新一届松

江区委敢破敢立，他们遵循“要大刀阔斧

推进转型发展，走出一条新路”的要求，

马不停蹄地深入调研、摸清家底，还与专

家学者反复论证，从而提出沿G60高速

公路构建产城融合园区，将发展先进制

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作为全区产业发展

新的发力点。

彼时，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指出：

“这条新路不是想出来的，不是画出来

的，是走出来、干出来的，甚至是从没有

人走过的地方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

一部雄壮豪迈的发展交响乐由此奏

响，其主调是“转型”、是“创新”。

“G60”建设的第一乐章，是“铁腕整

治”。对于区内量大面广的落后产能，松

江大力推进“五违四必”综合整治行动，

向存量工业用地索取空间。初战告捷

后，松江乘势而上，至“十三五”期末，可

用于转型发展的空间变得相当可观。但

发展之路风雨兼程，并不平坦。譬如，原

计划开发房地产的千余亩城市发展备用

地，被决定改用于“科大智能机器人产业

园总部园区”建设。按当时行情，土地出

让建商品房，出让收入每亩3000万元左

右，而出让给科大建机器人产业园总部

园区，出让价只是每亩100万元。单从

这点看，地方财政“亏”了。但松江将土

地指标优先用于先进制造业的决心已

定，他们算的是“长远账”。程向民曾表

示，“过于依赖房地产经济和土地财政的

发展难以为继，必须发展先进制造业，推

动经济‘脱虚向实’、转型升级。”随着科

大智能机器人产业园总部园区“梧桐”长

大，各地“凤凰”纷纷飞来，包括海尔智

谷、顺络电子、复宏汉霖、腾讯长三角人

工智能先进计算中心等一批百亿级重大

项目和头部企业，科创理想照进了松江

现实。

6年多来，松江锚定高质量发展不

放松，狠抓转型升级，发展硕果累累。在

工业互联网领域，松江的国家级产业示

范基地已集聚200多家代表性企业；人

工智能方面，伴随亚洲最大的AI超算枢

纽落户，800多家企业在此构筑了生态

优势；航空产业方面，松江引导中小企业

与中国商飞对接，助力大飞机国产化发

展；在卫星互联网前沿，松江“G60星链”

产业基地建设不久前启航，未来不仅将

具备每年300颗卫星的产能，还将打造

全球低轨卫星网，更多以“松江”命名的

卫星有望升空入轨。科创，已成为今日

松江发展之“长板”。

以策源地角色担当，推动
G60九城融合发展

松江如火如荼的“一廊九区”和“6+

X”建设，很快与周边发生“同频共振”。

发源于松江的“G60科创走廊”，一

年后主动对接浙江嘉兴、杭州，奏出

“G60”交响乐的第二乐章——“沪嘉杭

G60科创走廊”，三地共同谋划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新篇章。再过一年，即2018

年6月，“G60”第三乐章形成激荡人心的

高潮：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期

间，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

宣城、芜湖、合肥九城市决定携手共建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一跃成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实践区。自此，沪苏浙皖九城

市积极联动，不断激发区域科创活力，开

创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

作为G60科创走廊协同发展的发

源地，松江“致广大而尽精微”，不断破

解区域协同道路上的一个个难题。我

们曾见证了G60科创走廊“一网通办”

开通暨第一批异地证照发放仪式的举

行，这是中国异地办理营业执照和生产

许可证的“破冰”。松江率先将39个部

门、2289个政务服务事项一一接入九城

市“一网通办”平台，实质性推动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环节，打破行政壁

垒，推进“放管服”改革。类似的新能量

在九城市不断拓展和累积。譬如，在工

程建设审批中，松江率先实施“一窗受

理”“拿地即开工”等举措，将快速审批

的“特事”办成了管理的常态，营造出像

硅谷那样的科创活力和氛围。在松江

“简政放权+互联网+店小二”营商环境

服务的支持下，亚洲最大的AI超算枢

纽——腾讯长三角人工智能先进计算

机中心从签约到完成土地摘牌，仅花了

一个多月。

松江探索的“放管服”新模式，很快

扩展为G60科创走廊九城市的合作。科

技成果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重要一环。以往高校、研究所等科研

成果，在向市场转化的“最后一公里”中

常常会遭遇瓶颈。如今，松江与G60科

创走廊其他城市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建

立健全协同联动机制，共建一批科技成

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并制定跨区域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政策，使得成果转化“最后一

公里”变得畅通。前不久举行的2022年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成果拍卖会上，在

之前连续跨越式增长的基础上再度出现

“井喷”，拍卖成交额突破50亿元。此举意

味着“G60”九城市科技成果加快了项目化

和产业化进程。

一次次的改革深化，都伴随着思想解

放、观念更新、奋力拼搏。松江以G60科创

走廊策源地的角色担当，致力于推动九城

产业链、创新链、价值链融合发展，创新要

素在此集聚裂变，创新主体层出不穷，高新

技术企业不断壮大，为建设世界先进制造

业产业集群提供了强大支撑，也使得G60

科创走廊成为服务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国家战略的重要平台。

沪苏浙皖九城积极联动，不断激发区域科创活力，开创区域协同发展新模式

发源于松江的科创走廊，今成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实践区

G60：一条高速公路激发新思维新能量

■林屹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强劲动能，

从松江区在今年抗击疫情和经济复苏中

的表现可窥一斑。他们的“三个率先”，

显示了G60科创走廊建设所形成的非凡

实力。所谓“三个率先”，即率先实现“动

态清零”、率先恢复正常生产秩序、率先

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指弹钢琴”显示综合
治理能力

2022年春天，复杂严峻的疫情对于大

踏步前进的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是艰

巨考验。但恰恰这个时刻，松江“十指弹钢

琴”的综合治理能力得以显现。他们以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建设为战略引领，

科学精准施策，两手抓两手硬。其间，松

江辖内的重大工程项目一刻不停地抓紧

建设，而先进制造业龙头企业也在做好

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保持良好运营。

数据表明，今年1至8月，松江区规

上工业企业数跃居全市第一，工业产值

第二；进出口额居全市第二，达1598.7亿

元。从结构看，松江以集成电路、人工智

能、生物医药等“6+X”战略新产业为支撑

的实体经济呈现出强劲的韧性、抗波动

性和成长性，战略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

比重达67.4%，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从发

展潜能看，松江近期有270家企业被新认

定为上海市“专精特新”企业，同比增长

119%，增量创历年同期新高，辖内专精特

新企业总数为867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69家，市级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653家，数量位列全市第二。合同

外资已完成全年指标，到位资金超去年

全年水平。“长三角G60科创之眼”一期

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产业项目开工、新项

目签约落地总投资达672亿元。

在特殊时期，九城市携手开展“云对

接、云招商、云招聘、云培训、云沙龙”等

服务产业链供应链系列活动，有效调动

G60产业联盟（园区）、服务机构、行业协

会等合作载体和各类要素资源服务于市

场主体，累计举办云服务活动40场，32

万人次在线参与。九城市还联合编制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十四五’先进制

造业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加强彼此优势

产业协同错位发展。

枢纽建设带动经济社会
全面发展

在上海正在加快构建“中心辐射、两

翼齐飞、新城发力、南北转型”的空间新

格局中，作为新城发力的一极，松江所规

划的由国家高铁网、轨交地铁网、有轨电

车网和地面公交网“四网融合”的交通体

系，则一举奠定了松江作为上海西南交

通门户的地位。

在松江，伴随一条条有形道轨的铺

建，城市发展的道路也越走越宽。沪昆

高铁、沪苏湖铁路、沪昆铁路、沪杭城际

等将在松江汇聚，东西联络线、嘉青松金

线、9号线、23号线、T3线也在此会合。

未来的松江枢纽将设置9台23线，站台

线路规模居全上海第三。而“站城一体”

的开发模式，使得高铁时代的同城效应，

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发源地的松江渐

渐显现，其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的能量

将是巨大的。

漫步松江，我们感受到，G60科创走

廊以及松江枢纽的建设，激活了创新引

擎功能、门户枢纽功能、生态宜居功

能，使得松江不仅在长三角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中奋力当好排

头兵，也为自然山水环绕、

“揽尽上海千年演变”的

松江新城在构筑“产

城融合、功能完备、

职住平衡、生态宜

居、交通便利”的新时代建设发展中营造了

新气象。

松江，从历史深处涌来，又向未来奔

去，由一“江”演变出的城市意象，与一“路”

生发的科创黄金走廊，无不折射出传承历

史、转型突破、创新拼搏的松江气质和松江

精神，也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

为人民”重要理念的

生动实践。

走廊与枢纽：激活创新引擎、放大同城效应
■林屹

地区生产总值
从2012年的886.55亿元增至

2021年的1782.28亿元

年均增长8.1%
财政收支

地方财政收入从2012年的88.26亿元增至

2021年的250.10亿元

年均增长12.3%

公共雕塑《光耀G60》成为一个新地标。（松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