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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三省一市紧扣“一体化”和“高

质量”两个关键词持续攻坚，整个区域整体

实力和综合竞争力持续位居全国前列，释

放出强大的发展动能。地区生产总值

（GDP）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夜间灯光指数

增长57.24%，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增加到

8个，百强县占全国四成以上。

科创方面，长三角地区拥有全国四分

之一的“双一流”高校，19个中国科学院研

究机构、350余名两院院士。长三角地区

已建成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5个，三省一市

完成一批重点装置。

产业方面，今年前三季度，长三角地区

新能源汽车产量超过260万辆，这也意味

着，每10秒钟内，长三角就有一辆新能源

汽车走下产线。

生态环保方面，2022年，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环境空气质量指数

（AQI）优良率达 83.3%，较 2019年提升

4.9%；地表水优Ⅲ类断面比例达到96.2%，

较2019年提升21.2%。与2019年相比，

2022年示范区鸟类种类增加19种，其中国

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鸟类增加5种。

交通方面，截至2022年底，长三角高

铁营业里程超6600公里，占全国的约六分

之一，位居第一，在建高铁里程超过3100

公里。长三角区域高速公路总里程达1.67

万公里，12条省际断头路已建成通车，并

已累计开通 97条省际毗邻公交线路。

2022年，长三角机场群旅客吞吐量、货邮

吞吐量稳居第一，分别达9525.9万人次与

497.7万吨。

公共服务方面，目前已有152个政务

服务事项可在长三角41个城市跨省市通

办，包括身份证、驾驶证、行驶证等37类高

频电子证照的共享互认。截至2022年底，

长三角41个城市、1.5万余家医疗机构已

实现异地就医门诊费用直接结算，已累计

结算1300余万人次，涉医疗费用近36亿

元。长三角地区异地养老机构增加到108

家，核定床位数增加83.3%，达4.71万张。

长三角一体化释放强大发展动能

▲上海地铁11号线是中国第一条跨省地铁线路，往返于上海嘉定和江苏昆山之间，拉近了两地城际距离，助力“同城”生活。 本报记者 赵立荣 通讯员 林琨摄

▲来自安亭、白鹤、花桥三地的工作人员在“城镇圈一体化发展”联合办事处内办公。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位于青浦西南部的金泽镇正全力打造长三角高质量发展的样板和标杆，建设世界级滨水人居文明典范。 本报记者 袁婧摄

▲长三角资本市场服务基地打出“上海服务”品牌。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蟠龙天地致力成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上的“江南会客厅”。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横跨上海、江苏两地的元荡慢行桥（2022年7月3日摄）。 新华社发

▲大虹桥营商服务中心启用以来给长三角居民带来办事便利。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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