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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起点上推进江苏区域协调发展 

苏群 

日前召开的我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领导小组会议，进一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对江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勇担使命、勇挑重担，在新起点上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成效，更好地扛起“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使命，奋力谱写“强富美

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在新起点上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我们要紧紧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的机

遇，把握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协调发展规律，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在进一步提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水平的基

础上，更大力度推进科技与产业创新，推进更高水平的协同开放，建构一体化联动发展的生产力布局，持续培育打

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不断提升区域整体的发展能级与创新引领水平。 

深化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按照省第十四次党代会确立的重点目标任务，“十四五”及未来一个阶段将更高水平推进“1+3”重点功能区建设，更大力

度推进全省区域协调发展，助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通过优化全省国土空间布局和生产要素配置，进一步优化沿江沿海

生产力布局。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升扬子江

城市群发展水平，支持南京争创国家中心城市，加快宁镇扬、苏锡常一体化进程，努力把沿江地区打造成全省现代化建设先行

带、引领带。全力推进沿海地区高质量发展，加快陆海统筹发展，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努力把沿海地区打造成绿色生态高质量发

展经济带。把握多重国家区域战略叠加的机遇，扣住“一体化”和“高质量”这两个关键词，以促进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为目

标，构筑主体功能约束有效、区域优势发挥、要素自由流动、产业特色鲜明、区域联动协作的新格局，促进陆海内外联动、东西

双向互济。基于推动构建城市群、都市圈空间规划新格局的考量，以区域中心城市为核心节点，形成合理有效的产业分工和产业

网络体系，进一步明确重点产业集群、产业链的空间定位，突出绿色化生态化导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科技提升。

江淮生态经济区作为其他区域板块共同的腹地和后花园，江苏的“绿心地带”，要通过生态经济化、产业绿色化、做“活”水文

章打造生态竞争力。通过每个功能区内部相加，进而形成一个全省域开放融合、协同发展的大生态系统。 

沿江地区是江苏最重要的横向主轴，是长三角城市群北翼的核心区，堪称江苏高质量发展的“金色名片”。无论是展现建设

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江苏担当，还是构建引领江苏创新发展的“头部”区域，都必须全面提升沿江城市群发展能级，强化中心

城市的极化作用，突出板块与轴带结合、都市圈和城市群共生。要以南京、苏锡常两个都市圈为核心，强化宁镇扬、锡常泰和

（沪）苏通一体化发展，努力打造全省现代化建设先行带、引领带。加快江南、江北融合发展，促进南沿江、北沿江空间联动，

探索更高水平南北跨江融合的路径举措，高水平推进共建园区建设，加强江北地区与上海的联系，协同实现整体最优发展。进一

步推动南京都市圈与苏锡常都市圈之间协同联动、功能对接、产业互补。进一步发挥都市圈对生产力要素的集聚与辐射作用，提

高区域产业经济集聚力，让都市圈的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合理分工，提供优质的生产、生活和生态服务，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

镇协调发展的城镇网络。 

聚力推进淮海经济区建设，支持徐州加快建设淮海经济区中心城市与省域副中心城市。加大力度创新培育都市圈“头部”

功能平台，把打造东部地区区域中心和江苏省域副中心城市作为最大优势和重大使命。进一步强化产业支撑，坚持生态优先、绿

色低碳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实体

经济。进一步提升城市发展能级，优化城市环境、完善公共设施、强化服务功能，着力增强城市的辐射带动力。加快建设综合交

通枢纽，打造数字化、智能化、车城联动的超级平台，优化完善铁路、公路、航空、港口等交通基础设施，构建“米字型”高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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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形成内畅外联、便捷高效的立体交通体系，推动徐州从内陆枢纽向国际枢纽转变。加快建设新兴产业区域性“总部经济”

和跨越地理空间的新型集聚平台，打造区域性、特色性的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人才高地。 

大力促进区域协调联动进一步优化生产力布局 

根据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的大力促进区域协调联动、更高质量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要求，更大力度推进科技与产业

创新，加快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勇当科技与产业创新开路先锋。在协同推进长三角科技创

新共同体建设上发力，以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为抓手，着力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群，构筑辐射面广、影响力

大的现代服务业高地，共创沿沪宁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示范带。进一步优化全省国土空间布局和生产要素配置，优化沿江沿海生

产力布局。深入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充分发挥中心城市集聚辐射功能，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着力提升扬子江城

市群发展水平，加快宁镇扬、苏锡常一体化进程，努力把沿江地区打造成全省现代化建设先行带、引领带。围绕“1+3”重点功

能区的发展，坚持产业集聚集群、特色发展导向，形成产业链创新链，综合提升省域的要素空间配置效率。 

一体联动优化生产力布局，在更高起点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针对江苏所处的城市化阶段性特点，以建设苏锡

常、南京和徐州三大都市圈为重要支点，统筹推进沿江、沿海、沿大运河和欧亚大陆桥东段的产业腾挪和生产力布局。要从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度推进南北共建园区的高质量发展，切实将苏南苏北挂钩合作、高质量共建产业园区，以及长三角地区跨省

域的苏州与阜阳、南京与滁州、徐州与淮北的结对合作，作为畅通省内与长三角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探索创新飞地、园中园等

模式的利益共享机制。把握江苏沿海发展的重大机遇，落实国务院批复的《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2021—2025 年）》，把加快

江苏沿海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作为推动该地区与上海和苏南地区一体化步伐、促进苏北地区振兴、协同建设长三角世界级先进制

造业基地和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支撑，以更好地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用好“宁锡常”接合片区国家城乡融合试验区建设的政

策，率先开展针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制度、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科技成果入乡转化机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和农民持续增收体制机制等专项改革。深度推进苏北农房新建社区改革，从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高度，做好公共设施配套建设

运营，形成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运营机制。以宿迁及苏北地区的“四化同步”集成改革为牵引，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

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互动同步、有机衔接，以县域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深度融合，打造县域特色产业集群，走出后发地区

以集成改革创新、共同富裕为特色的跨越式现代化建设之路。 

顺应大都市圈空间重构趋势突出联动发展“功能导向” 

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上海在“十四五”期间，全力推进“五大新城”功能升级和“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等新战略。这在为上海大都市圈增能扩容的同时，也将对苏州、无锡等苏南及近沪地区的一体化空间发展格局和

产业链、产业基地的布局产生新的影响。 

从发挥苏南地区的产业升级与创新驱动“头部”效应的战略层面来看，我们要在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行动中强化政策协

同。苏南及沿江地区，要进一步认清跨界的上海都市圈“交叉重叠”的新特征，从“一盘棋”的高度促进区域联动发展，注重通

过顶层设计与规划引领，提高政策协同，更加积极主动服务和支持上海发挥产业创新龙头作用，促进上海科技、金融等资源优势

与苏南地区实体经济嫁接融合。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推进与上海的产业链对接，促进产业发展布局从“行政导

向”走向“功能导向”，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市场要素在大都市圈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在突出“节点赋能”中强化临

沪新城的核心竞争优势。“十四五”时期的江苏，对接虹桥国际枢纽，重点打造“环太湖世界级生态湖区和创新湖区、环淀山湖

绿色发展协同区”，推进“虹桥—昆山—相城、嘉定—昆山—太仓的沪苏毗邻区域协同”发展。加快对昆山、花桥、太仓、吴江

等地“节点赋能”。把握上海大都市圈创业就业的便利化、通勤化大趋势，在有“好风景”的地方打造新经济人才的聚集地。充

分利用江苏邻沪区域居住成本、生活成本的高性价比，联动科教平台与创新载体，形成复合型企业人才的集聚效应，打造“人才

蓄水池”。整合苏南地区充满活力的市场创新资源，打造高能级、多层次、灵活性的“人才—产业”发展综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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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陆海统筹、向海发展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伴随着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淮河生态经济带等国家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及东部沿海高速通道的贯通，江苏沿海地区的

区位优势日益强化，承担起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作用。作为长三角地区沿海发展带的“北翼战略要地”，江苏沿海地

区与上海大都市圈及沿江地区将形成一体化的联动发展，共建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在省域一体化战略推进中，沿海地区又是

“关键变量”，沿海三市构成的“蓝色板块”加速隆起，将进一步彰显内外联动、东西互济、南北互动的引领带动作用，并将起

到呼应苏南、支撑沿江、联动河湖、带动苏北的多向作用，为江苏省域布局更加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充裕的回旋空间，托起

省域一体化发展的新棋局。对应沿海高质量发展经济带的建设，要在南通、盐城和连云港三市的重点产业园区强化产城互动、港

城联动，着力培育以海洋经济和智能制造为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推动产业绿色化、集约化发展，提升绿色经济的密度和绿色

空间的价值。沪苏通大桥开通、盐通高铁通车后，南通进入了跨江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与上海实现了无缝对接，盐城有条件进入

上海“一小时经济圈”，并与连云港一起成为我国沿黄海城市群的黄金地理位置，由此带来的是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沿海

发展带与江苏沿海高质量发展空间的深度叠合与资源整合，有利于形成江苏沿海的绿色城镇带，加快壮大南通、盐城与连云港三

市的综合实力，促进以上海为龙头、与苏南同频共振的沿海区域多极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