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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长三角企业家联盟会议昨

天在温州举行，沪苏浙皖知名企业家、专

家、学者、金融机构代表等齐聚瓯江之

畔，论道新质生产力，共商一体化发展。

关键词：超导
2020年，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在浙江

湖州成立。4年来，联盟激活产业链聚合

优势，持续推进长三角产业链协作，经过

几次扩容，至今已组建19个产业链联盟，

涵盖新材料、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

域，汇聚起长三角地区优势产业力量。

作为优秀实践案例之一，长三角超导产

业链联盟等代表进行了实践案例分享。

“高温超导科技的研发和制造，属于

新质生产力的范畴。对于超导产业来

说，不论是产品标准、施工标准还是运维

标准，在全球范围都是一张崭新的白

纸。”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长三角企业家

联盟主席、上海市总商会副会长、奥盛集

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汤亮说，超导材料具

有能耗低、占用空间小、容量大、零磁场

零辐射的特点，一旦在全国推广，将对城

市电网建设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而在

高温超导材料的研发和制造及应用上，

奥盛集团是长三角超导产业链联盟当

仁不让的“链主”，公司建设、运维的全

球首条超公里级高温超导电缆商业化

示范段，在上海已安全运行30个月，这

项工程一举创造了五项世界纪录，而示

范段两年多的安全运行，本身也是一项

世界纪录。“我们的产品是一个总成，包括

超导带材、制冷、连接件等上游企业基本上

都在长三角，我们这个项目相当于一次实

战练兵，用一个项目带动上下游企业的联

动，使整个产业链得到一个有效的锻炼。”

汤亮说，作为长三角企业家联盟的一员，奥

盛集团高温超导产业已经融入产业链联

盟，“上下游企业优势互补，一起联动，正在

以更大的力度发展新动能和新优势。”

关键词：“人工智能+”
长三角地区作为我国人工智能产业

发展的主阵地之一，人工智能经济效益带

动作用日益凸显，长三角企业家联盟、长

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长三角工业互

联网产业链联盟深耕产业链，联合发布新

能源、数字健康、城市治理、智慧出行等长

三角人工智能十大应用场景。

“十大应用场景就是让大家看到哪些

地方已能改变现在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这

些产品和场景规模化、可推广，同时也给

大家更多的借鉴，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

长三角企业家联盟联席主席、科大讯飞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说。人工智能

是赋能型经济，当人工智能和其他产业深

度融合时，将给产业带来更多的发展可

能，这就是“人工智能＋”蕴含的能量。刘

庆峰举例说，人工智能产业链赋能长三角

地区的绿色出行产业链，让汽车有了更人

性化更丰富的功能和体验；赋能医疗产业

链，智医助理已累计提供了近8亿次辅助

诊疗服务，极大推动家庭医生随访、慢病

管理和基层医疗水平的提升。

“长三角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应该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标准。第一，要

在代表国家最核心的关键战略领域，在

全球为中国赢得一席之地，获得全球的

话语权和影响力；第二，在最原始的核

心技术创新上，成为代表中国企业的生

产力。”刘庆峰说。

特派记者 毛丽君（本报温州今日电）

本报讯（记者 马亚宁）上海市
科学学研究所联合江苏省科技情报

研究所、浙江省科技信息研究院、安

徽省科技情报研究所上午发布《长

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2024》。

指数报告构建了包括资源共享、

创新合作、成果共用、产业联动和环

境支撑5项一级指标、20项二级指标

的指标体系，测算评估2011—2023

年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发展进程。

报告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

从2011年的100分增至2023年的

267.57分，2018年以来，长三角区域

协同创新指数年均增幅9.26%，长三

角协同创新引领示范作用不断加强，

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迈向新阶段。5

项一级指标中，成果共用指标增幅最

大，从2018年的159.24分提高到2023

年的409.89分，年均增速20.82%；资源

共享指标次之，从2018年的197.51分

增至2023年的299.08分，年均增速

8.65%；增速第三的是产业联动指

标，从2018年的182.70分增长到

2023年的215.41分，年均增速3.35%。

报告评价近六年来上海引领长

三角科技创新一体化的亮点：一是

引领长三角创新的策源力加速提

升；二是融入长三角网络的协同力

不断夯实；三是驱动长三角发展的

“链”接力显著增强。

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四年汇聚19个产业链优势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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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新阶段如何奋进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第六年。六年来，三省一市紧扣“高

质量”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取得了一系

列成绩，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首次突破30

万亿元大关。新的发展阶段，新的使命任

务，长三角应该如何奋力前行？论坛主旨

演讲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之江实验室主

任、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围绕“加快发展人工

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展开论述；中国国

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王一鸣就“提升

区域市场一体化水平，助力全国统一大市

场建设”分享他的观点和思考。“今天的两

个报告是精心安排的，很精准。王坚院士

的报告讲的是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王

一鸣副理事长的演讲关于区域市场一体

化，我觉得有很重要的意义。长三角要进

一步发挥引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作用，

这是我们明确的方向，也是长三角接下来

要着力做的，在体制机制上要有更大的创

新突破。”上海社会科学院长三角与长江

经济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王振说。

10个实事项目惠民生
长三角地区新增建成铁路里程660公

里、新建公共充电桩7万个以上、开通跨省

通办“远程虚拟窗口”服务点位200个以

上、12项治疗性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活动现场，2024年度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发布，这是长

三角三省一市首次共同发布实事项目清

单。据悉，包括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新

能源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一张网、“跨省

高效办成一件事”、医保跨省结算提质扩

面、养老服务一体化等在内的10个实事

项目将在长三角加快推进。

“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同发布了10个

实事项目，这是今年新设的环节。要让更

多一体化发展的红利惠及民生，把政策红

利加快转化为民生福祉，让广大人民群众

拥有更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同

时，坚持以项目化、清单化原则推进实施，

有力提升一体化发展的温度和速度，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比如，

加快建设‘轨道上的长三角’，推动跨域联

通更高效、更顺畅；聚焦满足群众出行充电

需求，织密织牢长三角新能源汽车充换电

基础设施一张网。同时，推出长三角‘跨省

高效办成一件事’、医保跨省结算提质扩

面、养老服务一体化等实事项目，不断为居

民美好生活‘升温’。”长三角区域合作办、

上海市发改委长三角处副处长黄超明说。

首批创新联合体成立
长三角三省一市12家龙头企业共同

发起成立首批12个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包

括长三角汽车轻量化技术创新联合体、长

三角金融市场人工智能与安全创新联合

体、长三角生物制药创新联合体等。联合

体将以重大科技攻关任务为牵引，跨区域

整合高端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量生产力。

“本次成立的12个创新联合体是在之

前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联合攻关的43

个项目中，围绕国家重大战略性、前瞻性、

基础性的行业共性技术，凝练出好的联合

机制，发挥大企业龙头、链主的示范作用，

开放场景、创新需求而形成的，共同打造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区域组织。”上海市科

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工

作专班秘书处负责人刘晋元说，创新联合

体不只是单纯的企业联合的简单内涵，而

是一个实质性的新型体制在长三角的探

索和实践，“我们会结合联合攻关以及一

些重大项目的布局，持续遴选新的创新联

合体，帮助相关企业、机构、高校院所等各

类创新主体，凝练发展方式、研究机制、成

果评价等，并给予相应的支持。”

多领域重大项目签约
现场签约的10个重大项目包括组建

长三角轨道交通运营公司合作框架协议、

长三角区域物流提质增效降本合作框架

协议、推动长三角人才工作高质量发展合

作框架协议、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金融领域

合作框架协议、长三角AI＋场景联合创新

战略合作协议等，涉及轨道交通、人才工

作、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以及政府部门、

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等多个主体。

“为响应国家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

‘AI+’行动战略，长三角行业协会与多家

龙头企业和AI服务企业达成合作协议，推

动AI特别是AIGC在制造业等场景中的

创新实践。”科大讯飞副总裁、羚羊工业互

联网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徐甲甲说，科大讯

飞作为AI服务企业，将专注于提供解决方

案，加大对相关数字化产品和解决方案的

研发投入；帮助建立和优化数据基础设

施，通过收集和分析海量数据来支持AI应

用，释放AI潜力；通过与不同行业的企业

合作，共享资源，推动AI技术的跨界融合

和创新应用。会上还举行了长三角“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促进会揭牌仪式。

特派记者 毛丽君（本报温州今日电）

第六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今在温州
举行，首次共同发布年度实事项目清单

长三角医保跨省结算提质扩面
今天上午，第六届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
坛在浙江温州举行，来自
三省一市的党政主要领
导、研究机构、智库专家
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
话新一轮一体化发展。

论坛现场举行了一
系列重磅发布和签约活
动：    年度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发
布、首批长三角创新联合
体成立、长三角“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促进会揭
牌、  个重大项目签约。

■ 连接沪苏两地的元荡慢行桥在霞光辉映下景色醉人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