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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一翼”

陈 柳

江苏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当好实体厚实、底盘扎实、根基稳固的“重要一翼”，当好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沿阵地”，

当好国家产业科技创新的“开路先锋”。这既是省委、省政府以新形势下“国之大者”为使命对江苏如何做出全局性贡献的重

要定位，也是激发我省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的关键一招。江苏应积极发挥自身优势，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发挥江苏优势推动长三角产业和科创协同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年来，在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等方面效果较为显著，在加强产业分工协同、建设创新

共同体等重要领域，江苏在今后一个阶段应当发挥更多的作用。

共建长三角跨省产业集群。在工业和信息化部评选的 45 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名单中，我省产业集群占据 10 个名额，总

数居全国第一。目前长三角产业集群建设总体以行政界限为单位，均是省内城市之间的合作。如我省苏锡通高端纺织、通泰扬

海工装备和高技术船舶、泰连锡生物医药等产业集群。实际上，美国硅谷、深莞通信设备等国内外著名产业集群的边界并不是

以严格的地理界限为标志，而是以科技要素网络化共享形成的，这为我省参与共建跨省产业集群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借鉴。以生

物医药产业为例，沪苏的生物医药集群区位上毗邻，产业生态相似，一定程度上具有产业协同的条件。在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

业集群的总体发展思路上，基于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产业链相对短、研发和生产较难分离的一般规律，不必苛求各地产业定

位的完全差异化，而应共同攻克产业痛点提升整体竞争力。可借鉴上海编制产业地图的经验，以产业集群为基础编制量子科技、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地图，构建集群之间信息共享平台，推进集群在行业协会、标准制定等方面的合作，探索国家

给予单个集群区域政策在长三角推广的路径。

推进长三角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长三角各个城市都引进大院大所，都以政府投入建设国家实验室等载体，未必是适合每个

城市的最佳“双链融合”模式。“多点开花”容易导致很多载体难以做深做实，甚至有名无实。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定位于

科学到技术转化的关键环节，探索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打通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落地多项改革举措。

目前，江苏产研院已经踏上长三角国家创新中心一体化建设运行的新征程，是江苏为长三角科创作出贡献的一张名片。在江苏

产研院的创新生态体系建设中，以新建和加盟并重的方式将全省重要的研究院纳入到同一制度框架，目前江苏产研院的研究所

共计 56 家，其中，新建研究所 33 家，加盟研究所 23 家。针对国家级科创中心、工程中心、实验室等创新载体，我省有条件的

地区可以与沪浙皖共同申请和建设，探索由多地参与投入、联合成立平台总部的组织形式。同时，增强我省科创载体的外溢水

平，促进成果以市场化手段实现多方共赢的转化。鼓励长三角有实力、有意向的特色园区与我省科研载体签订具有商业激励条

款的科技招商合作协议，将江苏的创新资源与长三角各个园区的产业集群充分对接，让科技成果在更广范围落地生根，以更优

方式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开展长三角技术联合攻关。长三角承担合力推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的重任，各个地区单打独斗进行攻关难以捕捉到重大行

业问题，不利于三省一市为国家的关键产业链共性技术作出贡献。目前长三角各地普遍设置“揭榜挂帅”项目，上海、安徽的

省级科技部门设立了科技攻关“揭榜挂帅”专项，江苏、浙江更多是市级针对区域内重要企业技术需求开展相关的“揭榜挂帅”

支持。但其主要模式仍然是对企业进行产学研合作的补贴，并且布局总体分散，有相当部分的项目是由单个开发区、区县实施。

针对某个技术难点“揭榜挂帅”对具体企业有用，但重要产业链共性的关键材料、关键设备等环节的突破，则需要形成各方参

与的联合攻关生态，尤其要形成上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的良好局面。江苏要发挥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处于前列的优

势，主动联系兄弟省份工信、科技等部门，争取合理地将长三角部分专项资金适当集中，成立更大范围服务“出题者”“揭榜

者”的专项资金池，实现“揭榜挂帅”解决“卡脖子”的力量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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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省内协调发展策应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江苏做好长三角“重要一翼”，首先要实现省内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1+3”重点功能区战略，扎实推进省内区域互补、

跨江融合、南北联动。

率先构建省内一体化发展机制。江苏对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国家战略多做贡献，首先要做到省内的高质量一体化。我省扬

子江城市群、沿海经济带、江淮生态经济区、淮海经济区的功能区战略，必须跳出板块划分、梯度发展的思维定式和路径依赖，

着力构建功能互补、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布局。在省内区域协调发展过程中，鼓励各地区在重大问题上发声，力争在产业、

科创、区域协调等重要方面形成各方利益均衡、可持续执行的一体化方案。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系列行动为契机，按照国务

院研究落实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部署总体工作方案和近期举措的要求，强化市场化机制的法律制度供给，各级政府做好市场机

制的保护者、推进者。各地根据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开展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的通知，及时清理

废除各地区含有地方保护、市场分割、指定交易等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政策，审查可能涉及到歧视性的准入、退出条件

以限制商品服务、要素资源自由流动的显性隐性制度。如，以备案、注册、年检、认定、认证、指定、要求设立分公司等形式

设定或者变相设定准入障碍；在资质认定、业务许可等方面，对外地企业设定明显高于本地经营者的标准等。通过公开涉企优

惠政策目录等增强政府政策透明度的方式，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强化第三方跟踪评估，及时督促检查，努力为建设全国

统一大市场探路。

促进省内产业有序转移。省委书记信长星在央视《对话》栏目中指出，面对传统产业，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落后产能一退了

之，要启动传统产业的焕新工程，焕发新活力。我省保持制造业综合优势，其中关键一条是促进全省内部的产业转移。在鼓励

省内要素跨区域协调、促进省内产业转移方面，珠三角地区的政策导向更为明确。2023 年 4 月广东省出台《进一步加强全省高

质量发展用能保障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产业有序转移项目用能保障：粤东西北地区承接产业有序转移主平台、产业转移园

区和产业转移项目所需的能耗指标优先来源于珠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形成的节能量，不足部分由省统筹协调解决；同时，对于钢

铁、水泥熟料、平板玻璃等项目，原则上实行广东省内产能置换，项目所需能耗指标来源于产能转出地企业关停形成的节能量，

同时按照“能耗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在能耗双控考核时予以平衡。广东省的做法对于我省协调发展策应长三角一体化具有很

强的借鉴意义。要积极探索推进省内跨市产业转移与用能指标、环境指标、利益分配挂钩的机制建设，在实施钢铁、石化等重

化工业项目转移时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的原则，同时配以用能指标、排放指标、财税分成的配套谈判机制，优化新时期我

省的重化工业布局。积极推行新时期南北共建园区建设，对两地合作共建园区的考核，不仅要作为功能区考核高质量发展的指

标，还要提升其在区域协调方面的考核权重，促成共建双方加大协作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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