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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打造世界级创新湖区

何乐 张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江苏省委十四届三次全会提出，要

以重大区域发展战略带动优化全省区域经济布局。为把长三角建设成我国科技创新策源地和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多个区域协同

创新体系纷纷从规划蓝图走向建设。2021 年，“积极推动苏锡常共建太湖湾科技创新圈”“建设世界级生态湖区、创新湖区”

写进江苏省“十四五”规划，为环太湖区域发展指明方向。水陆相接的太湖流域，兼具水的灵性、山的厚重、湾的活力，自古

就是风景秀丽、物产富饶、商贸通达、人文昌盛之地。如今，凭借绝佳的生态基底、坚实有力的产业基础、辐射周边的交通基

点、争先率先的创新基因，太湖如同一个创新的“磁石”，将生态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优势，科创资源纷纷涌入，新兴产

业集聚成势，一个科、产、城、人融合的世界级创新湖区正初露锋芒。

建设世界级创新湖区其时已至

未来世界的竞争，实质上是国家间城市群的竞争。长三角城市群，人口总量领先、经济发展活跃、开放程度高、创新能力

强，正进阶成长为世界级城市群之一。环太湖地区，不仅是上海大都市圈的“生态绿心”，更是长三角的“经济重心”，其以

十分之一左右的土地，完成了近四分之一的地区生产总值。近年来，环太湖地区成为长三角跨域合作的焦点，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G60 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苏皖合作示范区等大战略都在此交汇叠加。

从全球视野来看，知名创新湖区无不通过将文化、生态、旅游等自然和人文资源的禀赋与科创产业发展完美融合，彰显“湖

区经济”独特的价值和品牌。如今，环太湖地区正成为高新技术研发机构、绿色生态资源的集聚地。区位、人文优势明显，宜

居宜业宜游宜创；集成电路、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苏州实验室、太湖实验室等重大科创载体

创新能级水平持续跃升；相关的人才计划、智力支撑不断夯实。与东面的上海都市圈、南面的杭州都市圈、西边的南京都市圈

都密切关联，在承接产业、人才、技术、资本等资源要素转移转化上拥有独特的优势，在创新资源、产业联动上也具备了联手

合作的基础。

推动环太湖地区打造世界级创新湖区，其时已至，其势已成。2019 年 12 月国家发布《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强调推动上海与近沪区城及苏锡常都市圈联动发展，构建上海大都市圈。2020 年 12 月，科技部发布《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

设发展规划》，支持环太湖科技创新带发展。2021 年 5 月，上海市嘉定区、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浙江省

湖州市、嘉兴市，安徽省宣城市等“两区六市”签署环太湖科创圈合作协议，为长三角更高质量的一体化发展注入了更强的“科

创力”。

高水平规划打造环太湖科创圈

构建世界级创新湖区，打造“环太湖经济圈”，既可为落实重大区域战略布局提供抓手，又能为整个环太湖区域注入强劲

“科创动力”，更为周边城市提供了升级、扩容的机遇，业已成为环太湖各市的发展共识。

苏州突出规划引领作用，将“建设环太湖世界级湖区”写进市“十四五”规划；2022 年，进一步提出“环太湖科创圈+吴淞

江科创带”的具体建设目标；瞄准世界一流科学城目标，支持扩容建设太湖科学城功能片区；支持吴江建设长三角绿色智能制

造产业示范区，加快汇集高端要素，构建创新集群发展体系。2020 年 9 月，无锡提出举全市之力打造“头号工程”——太湖湾

科创带；如今，无锡已在太湖沿岸布局了全市超过 90%的科研院所、80%的在校大学生、70%的高层次人才、60%的科技公共服务

平台、50%的高新技术企业，以约占全市 1/10 的面积创造出超全市 1/3 的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地区科技进步贡献率超 70%。常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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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湖”创新区建设为牵引，加快城市发展格局变革重塑、提升城市能级，塑造“生态创新区、最美湖湾城”；引入中德中

心、河海大学常州校区、南大未来技术创新研究院等，推动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高水平创新主体培育。

当前，太湖流域“两区六市”共建环太湖科创圈正加速走向一体协同。展望未来，对标世界级创新湖区，在以上海为龙头

的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中，找准自身战略定位尤为重要。一是充分发挥上海龙头作用，环太湖世界级创新湖区是上海大都市圈

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环太湖地区位于长三角城市群空间的黄金区位，是这个世界级城市群的几何中心。三是作为长三角区域

协同发展的创新集群链接平台，与多重国家战略物理链接、目标契合，在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进程中起链接作用。四是肩

负着“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放大版、升级版的重任。2022 年 9 月，沪苏浙联合印发《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

规划》，划分出环太湖区域等五大战略协同区，从国土空间规划层面支持环太湖科创圈布局建设。

统筹推进创新湖区建设行动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打造环太湖科创圈。对标世界级创新湖区，提升建设能级。借鉴瑞士日内瓦湖、美国华盛

顿湖等湖区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发挥生态禀赋吸附创新要素的作用，云集知名高校、高科技公司、企业总部，打造生态资源、

人文禀赋与科创产业融合发展的科创湖区。以“科创+产业+生态+人文”为引领，优化湖区区域创新布局；打造对接上海虹桥国

际商务区的国际标准化企业服务体系，提升现代服务业能级；完善环太湖协同创新生态，合力打造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和全

球影响力的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标杆，共同绘就“大湖大城”的新场景。

做好系统设计，健全共建机制跨区域协同发展。太湖流域涵盖江浙沪皖的两区六市，各科创板块要避免同质化竞争。建设

环太湖科创版块联合规划统筹机制，整合沿湖各市科创板块资源，连珠成串，打造科创带。建设先导区域、核心区域、主体区

域，增强对区域辐射带动能力。联手打造国家级科创平台等高端平台，探索协同分工与联动创新新机制。2020 年 11 月，苏锡常

三市发布《共建太湖湾科创带倡议书》，建立跨区域协同创新合作机制，共同推动姑苏实验室、太湖实验室、龙城实验室等重

大科技创新载体平台资源共享，共享中科院纳米所、超算中心、石墨烯创新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服务。

以产业创新集群为引领，推动环太湖科创圈与高端产业链合作。苏州提出“建设数字经济时代的产业创新集群”，将规划

与建设环太湖科创圈和动员与推进产业创新集群相联动，围绕“大健康”概念组建“生物医药集群”，串联起全市包括沿环太

湖和吴淞江创新轴上多个相关生物医药产业小组团。无锡培育出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集群，物联网、

集成电路等细分产业领跑全国。常州打造新能源产业新赛道，成为全国唯一“发储送用”产业闭环之城，新能源领域产值超 5000

亿元。

交通基建串联，加速环太湖资源流动整合。聚焦环太湖区域交通发展，打通南北跨太湖交通节点，接入沿岸城市城区高快

路网，更进一步与京沪高速、沪宁高速、宁杭高速相互补充，编织起一张完善的太湖沿线区域综合交通网络。目前，苏州湾、

东太湖和苏锡三条太湖隧道规划建设正在进行中，无锡将布局跨太湖东、西、中三向交通大走廊，打破水域阻隔。未来，一湾

碧水、两岸新城的景象在环太湖地区随处可见，一个世界级湖区呼之欲出，将共同塑造湖区最美天际线。

（作者单位：群众杂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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