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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谋划“世界级创新湖区” 

徐海贤 阎欣 

江苏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 

江苏省委十三届九次全会提出，“沿太湖地区深化全流域系统治理，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建设世界级生态

湖区、创新湖区”。江苏境内的太湖岸线绵延超过 300公里，其流域囊括苏南大部分地区，以平原及水网地貌为主。

优越的自然本底，便利的水陆交通，塑造了历史璀璨、文化繁荣、产业发达、人口密集、开放活力的湖区城乡空间，

为建设世界级创新湖区奠定了坚实基础。沿太湖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处于全省领先地位，太湖流域系统治理也是生态

文明建设的典型案例。抓紧谋划以“世界级创新湖区”为目标的沿太湖地区高质量发展，不仅对推进“美丽江苏”

建设具有重要引领作用，还对其他沿湖地区发展具有示范意义。把沿太湖地区建成世界级创新湖区，应重点在生态、

文化、科技、宜居、制度等方面做好战略谋划，唱响新时代的“太湖美”。 

凸显生态之美，为创新湖区厚植绿色本底。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自然风光秀丽雄浑，生态资源富饶多样，是沿太湖

城乡生活用水的重要水源地。这里集聚了 1 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 个国家地质公园、8 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和 16 个国家水利风

景区。应依托太湖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充分展现太湖流域自然生态之美，塑造蓝绿镶嵌、紧凑有致的城乡空间，吸引集聚创

新要素资源，在怡人的湖光山色、秀美的田园水乡中孕育创新发展。重点加强生态空间管控和合理利用，优化协调湖区生态空

间与城乡空间布局。提升环太湖风景绿道建设和管理水平，打造世界级高品质湖区绿道网。继续实施太湖流域综合整治工程，

加强跨界水体协作治理，强化湖区水质保护和生态修复。推进湖区化工、纺织服装等产业有序升级转移，着力发展绿色经济，

支持生态旅游、康体养生、观光农业、生物科技、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建设融绿色与创新于一体的产业载体。优化淀山湖、

元荡、汾湖等水网地区生态环境，为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贡献江苏力量，为湖区走活力、和谐的创新之路描

绘好绿色本底。 

彰显文化底蕴，为创新湖区植入文化内涵。沿太湖地区自古人文荟萃、钟灵毓秀，拥有 5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7 个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8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云集了多个高等院校和文创园区，是举世闻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应依托湖区丰富的历

史文化资源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吸引创新人才集聚，激发人才创意思维，塑造具有人文精神的创新空间。重点做好湖区各级各

类空间规划，明确城乡地域空间特色，延续独特的江南水乡风貌。培育一批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创意园区、特色文化街区、文

化产业园区、文创镇村等载体，促进传统文化的创新表达，继承、激活和发扬传统文化。加快推进水乡古镇联合申遗，做大做

强古镇特色文化名片，提供高品质的休闲旅游服务，建设世界知名的人文旅游目的地。借鉴“互联网+戏剧”品牌特色的乌镇经

验，依托古镇古村，打造一批人文与创新融合发展、服务产业各具特色的创意镇村，为湖区走品质、特色的创新之路植入文化

内涵。 

聚焦科技创新，为创新湖区夯实科技基础。沿太湖地区是江苏乃至全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前沿区域，拥有全国一半的石墨烯

产业（常州）、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无锡）、全国首个车联网先导区（无锡）、纳米真空互联实验站（苏州）等，是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的热土。应依托湖区先进的制造业基础、科技创新发展水平，大力提升人才集聚度和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重点争取国家级重大科技项目落地，争取国家重点实验

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创园区、孵化器等载体布局，充分预留战略性空间。积极推动高效低碳燃气轮机试验、纳米真空

互联实验站、车联网先导区、国家超级计算（无锡）中心、深远海极地装备技术实验室暨深海空间站无锡研究基地等重大创新

平台、重大科创项目建设，在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材料、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方面继续挖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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孵化新载体、新项目。充分发挥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苏南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等政策优势，推动科技创新和成

果转移转化联动发展。加快沿沪宁产业创新带（G42）建设，推动苏州工业园区、常州高新区、无锡高新区等建设国家创新型科

技园区。以“苏州太湖科学城”“无锡太湖科创带”作为科技创新发展重点区域，发挥南京大学苏州校区落地“苏州太湖科学

城”的带动效应。加快打造高水平的创新矩阵，培育世界级科创产业集群，为湖区走国际先进、竞争力强的创新之路夯实科技

基础。 

完善配套设施，为创新湖区提供宜居环境。宜居是吸引创新人才和要素集聚的关键因素。沿太湖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宜居之

地，如今城乡宜居水平领跑全国，拥有 8个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省 15个），2 个省级宜居示范街区（全省 5个）。应把湖区美

丽宜居城乡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继续完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加强交通互联互通，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深入探索绿色低

碳的生活生产方式和城市建设运行模式，不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质量，打造有颜值、有品质的宜居新典范。重点提升以教育和

医疗为主的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扩大优质教育供给，推广联合办学、产学研一体、产教融合等模式；优化配置医疗卫生资源，

落实高端医疗和健康空间布局。大力推进文化服务空间建设和文化产品生产，进一步完善镇村层面文化设施的布局，满足人才

高层次的精神需求。持续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美丽乡村建设、公共空间塑造、滨水空间活化，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高水

平的设计方法提高城乡空间宜居建设质量。在城乡空间设计上加强本土化与国际化融合，为国际游客、人才使用滨湖空间增加

便利性，促进文化的沟通交流和兼容并蓄。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交通通达性，加快实现公共区域 5G网络全覆盖，提升城乡

交通管理信息化、智慧化水平，推动湖区跨区域轨道交通建设，为湖区形成和谐宜人、英才荟萃的创新环境提供有力支撑。 

强化制度供给，为创新湖区做好发展保障。以太湖生态环境共治作为突破口，建立区域联防联治机制，推动河（湖）长制

落实落细，整合涉湖执法职能，完善联合巡查、信息沟通、执法联动、专题协商和属地管护机制，统筹推进太湖流域的综合整

治和管理保护。建立信息沟通机制和信息交流服务平台，共享流域水环境治理、创新创业人才、技术专利、企业信用、基础地

理信息等重要领域的信息。完善相关配套政策供给，在资金支持方面，联合发起产业引导基金，对在重点创新产业开展前沿颠

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共性技术的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企业、科研院所和个人给予长期资金支持；推出科技信贷，通

过科技产品融资、发行创新创业债券、财政给予信贷贴息等支持创新创业。在土地使用方面，在湖区推广苏州市工业用地“区

块线”“保障线”政策，优先保障绿色、创新型企业和“补链”企业用地；将就职于湖区高新技术企业、“双一流”高校等的

创新人才，纳入公租房保障范围，对在新建小区中建设承担一定比例人才房的房企降低土地出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