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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吴新明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长三角打造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勉励江苏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赋予江苏“四

个走在前”“四个新”的重大任务。省委十四届四次全会作出《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在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决定》，明确提出建设长江口产业创新协同区（以

下简称“协同区”）。南通将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全力推动协同

区建设，助力长三角勇当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强省之要”，更好服务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

扛起使命责任，增强服务全局的政治自觉。始终把南通发展放到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全局，放到江苏高质量发展大局，放到

协同区建设布局中审视和谋划，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登高望远、敢为人先，勇挑重担、争做贡献，以一域之发

展为全局增光添彩。推动协同区建设是忠诚拥护“两个确立”的具体行动。协同区建设是省委坚定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对江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的重大部署。南通将全力推动协同区建设，以全局

观念和开放姿态，深入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深度参与江苏“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布局，强化与上海、苏州沟通

对接，紧扣产业创新共同需要、共性难题，加强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合作，合力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生根

见效，以过硬发展成果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协同区建设是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重大

举措。南通是上海“1+8”大都市圈长江以北唯一城市，在江苏“1+3”重点功能区中肩负扬子江城市群和沿海经济带建设双重

任务，承担着沿江向西服务长江中上游发展、沿海向北传导带动江苏沿海地区崛起的重任。我们将放大南通交通区位、江海岸

线、承载空间等优势，积极对接上海、苏州的先进制造、科技创新、高端人才等优势，主动承接区域重大生产力布局，共建一

批标志性、示范性的重大项目，加快把南通打造成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支点。推动协同区建设是打造全省高质量发展重要

增长极的战略支撑。省委作出建设协同区的重大部署，给南通深层次对接上海、宽领域融入苏南提供了战略支撑，也为南通高

质量发展拓展了新空间。我们将主动对接上海“1+8”大都市圈建设，深化苏通跨江一体化发展，推动从共建全国性综合交通枢

纽、生态环境共保共治等向经济社会全领域协同拓展，着力补齐南通在产业、交通、园区、城市等方面的相对短板，放大南通

的比较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聚焦重点领域，构筑区域联动的发展格局。协同区建设的重要任务是深化产业创新协同，南通将聚焦产业创新重点领域，

加强与上海、苏州协同共建，更好服务长三角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建优质高效产业链。深度融入长三角产业链补链固链强

链行动，放大南通船舶海工、高端纺织、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料、新能源等六大千亿级板块优势，协同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产业集群。积极参与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联盟建设，推动成立沪苏

通产业链联盟。加大科技成长型产业布局，推动长三角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蓬勃发展，大力发展特色海洋产业，促进长三角北

翼沿海崛起和海洋经济发展。积极策应长江经济带上“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加快推进国际产业双向合作，服务长三角实现

更高水平协同开放。共建科技创新共同体。积极策应上海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主

动对接上海、苏州共建科研平台，加强科创企业、高端人才引培和产学研跨江合作，共同推动创新资源向协同区布局拓展。积

极融入苏锡常通科创圈，深入推进更高水平国家创新型城市和全国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全市域优化创新创业生态环境。推动

创新链和产业链、资金链的深度融合，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培育行动，携手上海、苏州知名投资机构建好政策性基金，持续

完善创新支持体系。共建营商环境强磁场。全面对标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积极对接上海、苏州拓展实施“一网通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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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省通办”、通关一体化等服务举措，深化投资贸易便利化，共促协同区建成长三角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示范区。以协同区优质的营商环境为引领，深化“营商环境提升年”活动，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打响“万事好通”

营商服务品牌。

强化园区共建，深化跨江融合的实践探索。园区共建是推动协同区建设的重要抓手，南通将依托良好的跨江合作基础，深

化与上海、苏州合作共建一批高水平园区，通过先行突破、引领带动，助力协同区建设加快起势。打造产业协同协作集聚区。

因地制宜明确园区发展方向，深化与上海、苏州产业协同协作，实现特色化、集聚化发展。探索“基地+拓展区”模式，用好南

通空间、港口等资源，积极推动通州湾石化双循环基地建设，争取石化、港航等产业协作布局。探索“总部+协同中心”模式，

支持企业总部在合作园区建设协同中心。探索“飞地孵化”“离岸创新”等模式，推动在更具承载条件的南通转化科技成果，

在更富创新能力的上海、苏州建设南通研发中心、离岸创新中心等载体，实现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打造产城融合共生示范区。

学习借鉴苏州工业园区经验，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局，推动精明规划、精致建设、精细管理，实现城市和产业融合、

布局和功能统一、生产和服务联动、经济和生态共生，打造功能完备、职住平衡、生态宜居、治理高效的现代园区。准确把握

产城融合发展规律，以产业导入、人口集聚促进城市功能提升。推动共建园区与周边园区和城镇优势互补、互动发展，实现产

城可持续融合。打造绿色低碳发展引领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协同落实长江大保护要求，统筹左右岸、干支流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加强“南通之链”滨江绿廊等建设，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大力发展绿色高端产业，提高项目投入产出强度、

节能环保等准入门槛，健全环境基础设施，推动低碳化生产、减量化排放，把合作园区打造成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样板。

创新体制机制，激发共进共赢的内生动力。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南通将强化整体行动，创新合作机制，推动各项任务

落地见效。探索各方利益平衡机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建立区域间成本共担、利益共享机制。我们将学

习借鉴京津冀、深汕特别合作区等跨区域合作的经验做法，秉持互惠互利、共赢发展的原则，积极对接上海苏南，探索建立成

本共担、财税共享、统计指标“双算”等机制。探索要素自由流动机制。科学优化区域用地布局，探索通过指标统筹调配等方

式，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建设。推广用好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人才资质互认成功经验，用好长三角科技创新券，

服务人才、科创资源双向流动。落实国家深化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要求，制定碳排放权、排污权等公共资源交易名录和细则，

推动要素市场配置、跨区域交易。探索改革成果共享机制。巩固发展政策及管理协同成果，积极探索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

举措，定期总结评估制度经验，制定推广清单，推动从产业创新协同向制度理念协同迈进，打造长三角深化改革开放的新窗口。

深入学习雄安新区、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等创新做法，学习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等发展路径，复制运用一批好经验、好

做法、好政策，共促协同区打造成国家改革开放制度优势的集成展示区。

（作者系中共南通市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