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持续优化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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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经国务院同意，南京正式成为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今年江苏省两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快构建全省现代化

产业体系，支持南京开展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国家与省层面赋予南京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使命，有助于南京汇聚全

球服务业先进资源，提升城市服务开放能级。空间是实现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和扩大开放的重要载体和基础。但从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为全省全国现代化建设作出先行示范的总体目标来看，南京现代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还需要更协同、更高效、更融合

的空间格局为其提供保障。具体而言，需要从三个维度持续优化空间布局：面向区域，塑造更高开放度、更高能级的服务协同

格局；面向城市，构建更具效率、更富特色的产业空间布局；面向实施，提供更符合产业发展规律、更有弹性的项目落地保障。

深度融入区域发展战略，构筑服务业扩大开放新高地。一是加快“一带一路”交汇点枢纽城市建设。通过空港枢纽、海港

枢纽以及“米字形”高铁网络的建设，加快设施联通；支持商贸流通、智能电网、轨道交通等产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

序布局和集聚发展；加大金融机构引进力度，争取一批外资金融项目落户，提升金融国际化水平；以旅游、信息、中医药等为

重点，开拓“一带一路”沿线服务贸易市场；加大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和旅游联系，以国际人文交流为纽带，打造人

文交流的交往门户。二是深度参与长三角服务业区域分工，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服务业格局。重点加强对接上海创新成果转化、

现代金融、研发设计、高端中介服务等外溢功能，提升南京在全国与全球城市网络中的地位。加快构建区域创新服务协同机制，

加强与上海、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协同，共创沿沪宁合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示范带。充分发挥南京创新和产业优势，协

同推进制造升级、创新升级和消费升级。三是增强对都市圈服务的辐射和引领能力。充分发挥南京作为都市圈核心增长极的带

动作用，共同支持南京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国家级服务经济中心、长三角制造服务业高地、长江经济带数字服务高地。在

持续推动都市圈区域交通廊道以及轨道交通建设的同时，以打通“断头路”、完善低等级道路“微循环”为重点，协调构建一

体化的综合交通体系，提升都市圈整体便捷通达水平。强化廊道的辐射带动作用，重点打造以南京为中心向外放射形成的沪宁

合、沿江、宁杭、宁淮宣黄四条廊道经济功能带。沪宁合产业创新带注重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协同融合；沿江绿色制造产业带以

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优势制造业集群为重点，推进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共同建设制造服务业集聚区；

宁杭与宁淮宣黄生态经济发展带，围绕休闲养老、文旅创意、专业会展等生态经济的融合协同发展，共建国际一流旅游目的地

和文化发展高地。同时加快都市圈双向飞地经济功能区的建设，拓展发展空间。尤其鼓励都市圈内城市在南京布局“异地大脑”

等孵化器科创中心，设立“反向飞地”，深入推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协同。

优化市域服务产业空间，构建“一核两带三区多点”的总体发展格局。一核引领，提升中心城区服务能级。中心城区是提

升中心城市服务功能的核心承载区。依托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优势，提升服务能级与外向度，构建全市金融、商务、商贸、信息、

文化与专业服务等高端服务业核心区，提升资源和高端要素的配置能力。聚焦城市中心体系完善，重点推动四个市级中心建设。

新街口中心加快国际化、品牌化与时尚化发展，擦亮巩固“中华第一商圈”品牌。河西中心提升金融服务业集聚度，积极推进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打造总部经济、开放型经济发展高地，建设中央活力区。城南中心重点发展总部经济、文化创意、健康休

闲等产业，加快推进超级总部基地、文化旅游体验项目落地。江北中心围绕科技金融、自贸金融、数字金融等建设新金融中心。

同时以四大市级中心为引领，构建布局合理、层级分明、特色鲜明的城市中心体系。两带协同，建设国家区域科技创新中心。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fDc5t50kiLKXDwtwhBNL7yHIlO44Wdf0bZf6-hYbTm2BT3KmmSvvEphmMyLauzuoj714jig_6hV9L1-ckgFXyubef1_oz_qAse3785nvGRA=&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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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环紫金山科创带和江北新区创新带为重点，完善市域创新空间布局，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环紫金山科创带注重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群的超前布局，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核心承载区；江北新区创新带突出自由贸易和应用创新，强化优势

产业集群的产业化创新。三区辐射带动，引导服务业高端要素集聚发展。“三区”分别为江北新区、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南

部新城商务区，依托南京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空港、铁路港、海港优势，引导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集聚化、

链条化发展。多点支撑，实现全域服务业特色发展错位发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区依托地区资源禀赋、功能特色、产业基础以及

交通枢纽和行政管理中心，合理布局具有差异化、特色化和标志性的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另一方面发挥特大城市乡村地区的优

势，依托农业园区、美丽乡村片区等的建设，打造全域旅游目的地和创新创业空间，培育服务业新的战略增长极和动力源。

创新用地供给方式，推动产业深度融合项目落地。一是加大重大服务业项目空间保障力度。健全“项目跟着规划走、要素

跟着项目走”，优化用地结构和土地供应调控机制。加快江北新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示范区、中国（南京）软件谷数字化服

务业集聚区、临空经济示范区、文化休闲产业集聚区等服务业创新发展平台建设，保障重大服务业功能性载体和重大项目建设

用地。针对服务业企业投资项目，探索开展“区域评估+标准地+承诺制+政府配套服务”的综合改革，缩短服务业项目落地时间

周期。二是探索功能适度融合的产业用地模式。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结合南京产业发展特点与园区空间资源条件，鼓励“工业+

研发、工业+服务”等融合研发创意、设计、无污染生产等多种新型混合产业用地供给，保障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

用地与空间需求。同时做好这类新型混合产业用地利用情况的动态实施跟踪、定时评估，并适时对相关政策做出修正调整。在

开发边界外，探索乡村地区用地新方式，提升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项目匹配度。强化乡村地区的规划支撑，通过农村闲置建设

用地盘活、优化建设用地空间布局、建设用地指标预留等多样化手段，统筹产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鼓励盘活存量建设用地

进行复合利用，发展乡村民宿、电子商务、乡村旅游等现代服务业业态。根据南京特大城市地区乡村产业业态融合的特征，探

索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建设用地等多种融合方式，保障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等用地需求。三是加大低效产业用地与低效楼宇盘活

力度。通过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的方式，提升产业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促进产业用地更新。鼓励实施相邻产业地块集中连

片更新，通过转让、作价入股、置换等方式形成单一更新运营主体，打造特色产业集聚区。通过楼宇设计提升、功能优化的功

能型更新以及产权转让收购、产权关系重塑等产权型更新等手段，加大低效楼宇空间盘活力度，保障多类型高品质商务办公空

间供应。在符合规划和管控要求的前提下，探索存量商业服务业类建筑用途相互转换。同时加快出台楼宇更新中建筑功能允许

转换的规模比例、土地供应以及价款缴纳方式、土地使用年限续期要求等政策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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