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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月 29日 /星期五 一体化示范区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金融发展如何做好顶层设计———

绿水青山要生财 绿色金融作桥梁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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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张工位，七嘴八舌，或沉吟斟酌，或查

阅资料，或热烈讨论⋯⋯周三傍晚，走进示范
区执委会办公楼 209室时，政策法规组的组

员们正在逐字逐句地“读稿”。组长楼戬原本
也在自己的座位上，说到要紧处，直接起身走

到组员身边指点。
组员们所念的这份文档，是政策法规组

正在研究制定的支持示范区一体化共同发展

的政策建议。红字加粗、黄底高亮、蓝色附注，
打了不少“补丁”的文档在屏幕上显得色彩斑

斓。60余条，9200字⋯⋯本周一，这份初稿刚
刚出炉，刚到周三，他们已经改到第三稿了。

“小会议桌还在申请中，目前大家就在各
自工位上直接讨论。”副组长禹潇说。从紧张

忙碌的工作中被记者临时“借”走，在公共休
息区域的木桌边，我们开始了简单的采访。

10月 30日，执委会集结完毕，如今即将
满月。“快。”这是禹潇对工作节奏的形容。集

中培训、集中对接、集中调研⋯⋯一个月来，
他们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两周不到，禹潇就

写完了一整本笔记簿。
令她印象最深的是今年 11 月 19 日至

21日，政策法规组连续三天去两区一县调研。
特别是到吴江，上午是各委办局单位齐到场，

下午是镇长们“排排坐”，等于一连开了两场座
谈会。边听边记，互动问答，结束调研后回到办

公室，还要把当天的材料梳理完毕。最终，整
合成一份完整的政策建议———如今这份正在

读稿细磨的材料，形成时间也不过半周。
如果把与两省一市相关部门的对接叫作

“接天线”，那么在两区一县的调研就是“接地
气”。他们所反映的，是示范区目前面临的实

实在在的问题，甚至是不解决就没办法往下

做的事。比如项目审批，重大项目操作部门需要明确如何
启动、如何申报、如何落地，此事迫在眉睫，无数人伸长脖

子等着政策礼包。
“执委会不代表任何一地，我们代表的是示范区；执委

会没有自己的利益，我们的利益就是示范区的利益。”禹潇
说，“在调研中，我们时刻感觉到自己被需要着，同时也深

深感到压力。”工作对接涉及的主体有两省一市、两区一
县、先行启动区五个镇⋯⋯各有诉求。难点也在于此：如

何找到共性之处，达到利益平衡点？执委会重任在肩。
幸好，在先行先试的路上，他们还有同行者———

禹潇的桌上，放着一沓刚刚从临港新片区拿回的材
料。就在本周二，他们刚刚与临港相关部门开了一场座谈

会。“我们中午 12时出发，下午 2时抵达临港，交流 2小
时后，再赶回朱家角已是下午 6时。虽然很累，但是收获

很大，临港新片区毫无保留地介绍了他们的经验做法。”
新片区已百日，示范区将满月。尽管目标定位不同，

但承载国家战略的重任相同，只争朝夕的精神也相
同———这股奋斗的热潮，在上海东西两端同时涌动。

这天晚上，直到 9时，执委会办公室的灯依然亮着。
本报记者 杨洁

    由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江苏

省文化和旅游厅、 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长三
角区域“七名”国际精品线路暨主题专项旅游产品发布会

在合肥举行。青浦朱家角古镇和淀山湖分获“名镇”和“名
湖”称号，并被授予荣誉奖牌。

浙江省科技厅发布 《科技创新支撑引领嘉善县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方案》，对嘉善县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提出了全方位的科技创新支持政

策举措。本次《方案》的发布，主要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
创新在嘉善县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中

的支撑引领作用，形成长三角科创产业协同发展新格局。

位于苏州市吴江区太湖新城的苏州大学未来校区正

式开工建设。作为长三角教育一体化的示范工程，同时也
是吴江太湖新城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苏大未来校

区以体现前沿先导研究、培养高质量人才、服务新兴产业
发展、 适应国际高端人士工作生活的综合性教育园区为

建设目标。 黄佳琪 整理

11 月 21日

11 月 26日

11 月 28日

“生态绿色”是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的发展底色，这意味着示范区

的发展必然会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在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党

组织书记、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党委书记陈诗一教授看来，追求高质量、

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一体化示范区，和其他城市群、经济带相比，未必

是“跑得最快的”，但一定会“跑得更远、更久”。

本报记者 毛丽君
    近日，《长三角“40+1”城市群绿色金融发展

竞争力研究（2019）》发布，报告从涉及政府和市
场行为的 82个指标入手，对长三角 41个城市

的绿色金融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分
析。记者注意到，为更快实现更好服务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报告给出了具有可操作
性的九方面建议。其中，成立绿色发展咨询委员

会、建立绿色 GEP核算和跟踪评价框架体系、

申报绿色金融改革示范区等多条建议，均将实
施主体瞄准“一体化示范区”。“一体化示范区发

展空间大，是区域协作的突破口，绿色金融应该
作为一体化示范区发展顶层设计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大胆地尝试、创新，成为一体化示范区发
展的推动力。”陈诗一说。

深挖生态附加值
绿色金融有作为

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
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

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
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

金融服务。陈诗一说，绿色金融的本质是资源配
置，聚焦的是资本如何配置到低碳、环保、生态

等绿色发展领域。

对于中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来说，2016年意

义重大，被称为“绿色金融元年”。这一年，人民
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共同发布的《关于构建

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其中有许多可操
作的措施，国际上都认为这是全球第一个最为

系统的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政策框架。此后的
G20峰会上，绿色金融成为了全球的共识。“去

年在阿根廷举行的 G20峰会上，提出了可持续

金融的概念，它的核心主体就是绿色金融。”陈
诗一说。

起步晚，但发展快。2018年的数据显示，我
国的绿色信贷规模已超 9万亿元，成为全球最

大的绿色金融市场，这说明随着绿色发展理念
的不断深化，金融业如何促进环保和经济社会

的可持续发展也越来越受关注。
“绿色金融是什么？其实就是‘经济＋环境’，

经济发展要达到保护环境的效果。我们一直都
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但绿水青山自己是

不会转化成金山银山的———绿色金融要着力解
决的就是生态绿色和发展之间的关系，它就是

‘两山’之间的桥梁，通过发展绿色金融，将绿水
青山变成金山银山。”为了研究长三角 41个城

市的绿色金融发展竞争力，陈诗一和他的团队
成员们考察了许多城市样本，这里有很多深挖

生态高附加值的鲜活案例，有很多创新发展途

径的新举措，有很多城市治理理念转变的新尝
试，而这些都可能成为一体化示范区未来发展

最好的借鉴样本。

顶层设计“有智慧”

率先申报“有好处”
衡量城市绿色金融发展竞争力的 82个指

标，主要聚焦政府和市场两个层面：会考虑政府

在绿色金融发展方面的总体规划方案、标准体
系、保障措施等各方面举措；也会考虑银行、证

券、企业等市场主体的参与程度。在陈诗一看

来，相对于市场主体行为，区域发展的“顶层设

计”尤为重要。
“要加强并优化顶层设计，推动绿色金融

规划与国家规划纲要的融合提升，我们建议在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内成立绿

色发展咨询委员会。”陈诗一说，这个顶层设计
要以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为机遇，将绿色金融撬

动“绿色产业”的发展作为目标，有机将产业、

交通、科技创新、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专项规划
融入绿色金融理念，形成贯穿一体化规划体系

的方案。“还可在现有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
室中设置绿色金融专题组，主要负责‘绿水青

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推动。在落实规划层

面，一体化示范区可建立绿色发展咨询委员
会，着重研讨绿色要素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中的配置方式，真正将智库的 idea（点子）转化
为行动方案。”

从 41个城市的绿色金融竞争力上看，浙江
省衢州市、湖州市两个国家“绿色金融改革示范

区”表现抢眼。陈诗一建议，“以一体化示范区为

主体，尝试推进申报绿色金融改革示范区”，以
绿色金融推动绿色发展。“一体化示范区建设的

重要任务，是要在严格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
率先探索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优

势，推动区域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以一体化示范

区为主体率先申报绿色金融改革创新示范区，
将有助于加快地方经济向绿色化转型，促进产

业转型升级，同时还能推动解决地方、企业环保
投入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帮助金融机构有效

规避由环保因素引发的市场和金融风险。”

行政主体“有勇气”

区域协作“有优势”
顶层设计需要一个牵头制定的“主体”，这

个“主体”还要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推动这

些设计落地的勇气和主动作为的担当。“一体化
对区域协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分你我，才是

一体。”陈诗一说，一体化示范区涉及青吴嘉，这
几个行政区域的发展水平是不同的，如果还是

各自发展，说不定会形成竞争关系，反而不利于

长远，所以要真正意义上“打破行政壁垒”，成为
“共商共建共管共享”的“一体”。

“一体化示范区的建设要发挥其先行示范
效应，各级政府单位之间应首先建立起有效的、

常态化的信息沟通和工作协调机制，明确跨区
域问题协调重点事项和责任分工；梳理排摸突

出问题清单，明确阶段性主攻方向和突破口，细
化任务，形成重点项目化推进机制。同时，建立

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数据信息共享机制，推

动区域统一标准制定的相关部门间合作，充分
发挥长三角地区产业基础雄厚、知名高校集聚、

科技创新平台众多的区位优势，充分发挥行业
协会、企业、科研机构、高校等各方面力量，深化

产学研合作，加快推进一体化示范区建设，协同
推进区域绿色发展。”陈诗一说。

在今年的城市绿色金融竞争力指标中，新

增了“区域协作度”评估，在这方面，一体化示范
区如果能打破行政壁垒，优势将十分明显，必将

大有可为。
“其实评估一个地方好不好、成不成功很简

单，就看人愿不愿意去，优质资本愿不愿意去。

要让人愿意去，首先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要有
保障，其次，生态要好、环境要美。而要让优质资
本愿意去，就要有好的发展规划、好的营商环

境。如果有一天，大家都愿意到这里工作、生活，
企业都愿意在这里落户，竞争力还需要评估

吗？”畅想一体化示范区的未来，陈诗一说非常
值得期待，“这么好的发展契机，这么大的发展

空间，从顶层设计开始，大胆想、大胆试，寻找一
个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态绿色最佳发展模式，未

来，长三角乃至全国都可能成为更大意义上的
‘示范区’。”

    4年前，因为在青浦金泽镇莲谢

路边看到了一个“在发光”的村子，前
媒体人沈凌峰与妻子瑞瑞决定，把城

市生活变成田园牧歌，如今他们的日
子过得比诗还美丽。

热爱汽车文化的沈凌峰夫妇也将
自己的家打造成为 MGCC 车友俱乐

部中国总部 Green House，这里让全

球各地的车友体验到了“家的感觉”。
对莲湖村“一见钟情”的情形，瑞瑞

仍然记忆犹新：“2015年秋天，我们到
大莲湖周边旅游，很偶然的机会开上了

莲谢路，看到右手边一个村子的墙特别
白，好像在发光一样。白墙黛瓦掩映在

金黄色的稻田后面，非常漂亮。我们就
想，在这里生活可能也不错吧。”

经过一番考察，夫妻二人觉得莲
湖村特别原生态，村民的生活节奏也很

慢，这种氛围一下就吸引了他们。并且
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核心区，莲湖村交

通便利，十分方便各地车友前来交流聚
会。就这样，这个当时正在进行美丽乡

村建设的村庄将二人留了下来。
沈凌峰说，去年，莲湖村又发生了

一次本质性的变化———入选上海市首

批 9个乡村振兴示范村。经过 3个多
月集中奋战，村子焕然一新，“如今村

子的每一处都宛若画中之景”。不久
前，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宣布成立，金泽镇成为先行启动区
之一。这一系列大动作，让沈凌峰与瑞

瑞对金泽镇和莲湖村今后的发展充满

期待。“我们现阶段的一个小目标是，
把这里打造成一个长三角一体化的小

橱窗，让国内外的车友看到中国乡村
的变化，真正了解中国的乡村之美。”

走近沈凌峰夫妇俩的家，目光一
定会被门前大片的三角梅所吸引。这

种常见于欧洲小镇的花卉，在雪白墙
体的衬托下更显红艳。三角梅属热带

与亚热带植物，如何将这种花带到温
度更低的郊区，沈凌峰夫妇尝试了各

种办法，经过近 4年的不断探索，畏寒
的三角梅终于在莲湖村里绽放。

沈凌峰与瑞瑞的行为，也潜移默
化地影响了村民们。“一开始种花的时

候，村民们还嘲笑我们，不过现在他们
都觉得这花好看，也想种了。”沈凌峰

觉得，如今村民的审美习惯与审美情
趣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变化与提升，“这

离不开政府大力开展美丽乡村建设。”
本报记者 黄佳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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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水为脉、碧波荡漾，是长三角生态绿色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主要特色之一，位于先行
启动区的青浦区金泽镇尤其如此。

到何种地步？有数据为证：一平方公里以
上的天然湖泊，全上海共有 21处，全部位于青

浦，而金泽独揽 19处，另 2处在朱家角。如此看
来，一体化示范区的选址堪称“眼光毒辣”，一

下子把上海的天然湖泊都给“承包”了。

火泽荡、南白荡、西白荡、大葑漾、小葑漾、大
莲湖、任屯湖⋯⋯如果从空中俯瞰，金泽这七处

形状各异的天然湖泊宛如大珠小珠落玉盘，被北
横港串联在一起，形成一条天然美丽的“蓝色珠

链”。

小葑漾岸线：打造美丽乡村
小葑漾正是“美珠”之一，它的岸边，坐落

着全国生态文化村岑卜村。

昨日，沿着小葑漾岸线在村里漫步，湖面开
阔，视野极佳。阳光洒落，泛起粼粼金光，水鸟振

翅，扑出圈圈涟漪。行至无名小亭，正遇上三五年
轻人坐着聊天，有几张外国面孔，说的都是英语。

“你好。”每每遇到这样的“新村民”，68岁

的岑卜村老书记林思其都会同他们点点头，彼
此打个招呼。“以前可从来没想过会这样，别说

是在村里遇见外国人，光是从上海市区过来都
要花上整整半天。”林思其回忆，上世纪 80年

代自己当村支书那会儿，村里交通不便，路也
不通，上海师傅来西岑考察要坐轮船过来，人

到了镇上，他们再开小船去接。
“现在大不一样，村里已经没有房子空着

了，全都租满了。”林思其说，这都是看在小葑
漾的“面子”上。

不过，如今清澈美丽的小葑漾也曾有过

“黑历史”。以前，湖里种了好多菱角，水草多、淤

泥多，湖泊变得又黑又浅，几乎看不到水。2005

年，现任村支书蔡新环刚来到岑卜村的时候，干

的第一件事儿就是：借船。然后联合水务部门清
理河道，捞了整整一周，水草在河里堆成三座小

山。这“治水”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约好的
午后采访，蔡新环却迟了半小时，问干啥去了，原

来是惦记着 12条村级小河，蔡河长巡河去了。

上月，岑卜村刚刚通过区级美丽乡村的验
收，目前已经申报了市级美丽乡村。优美宜居的

生态环境，吸引人们慕名而来———老人来养老，
年轻人来休闲，文人墨客来此绘画创作，运动爱

好者则开起皮划艇俱乐部⋯⋯近的有沪苏浙长
三角，远的有新西兰新加坡，岑卜村已经吸纳了

50户“新村民”。

华为来了：最耀眼的明珠
今年，岑卜村所在的西岑社区更有大动静。

“华为来了，喏，就在旁边，走过去很近。”说着，

蔡新环伸手比划了一个方向。
华为青浦研发中心项目规划用地面积约

2400亩，其中一期 1400亩，二期 1000亩，拟建
建筑面积 100 万平方米以上，计划总投资约

100多亿元。作为华为重点研发基地，将开展终

端芯片和物联网等领域的研发，预计将导入 3

万名科技研发人才。

西岑支路边已经搭建起施工房。记者看到，

前期土方围墙单位已进场施工，为后续主体开
工做好准备，只待明年开工。尽管目前还如一块

璞玉，但从设计方案可以描摹出雕琢后的美景：
广场小镇、城市街区、山顶聚落、森林小镇、城市

大学院落、水镇⋯⋯华为将在此打造“现代经典
建筑博物馆”。

伴随着华为研发中心的落地，美丽的蓝色珠

链即将诞生一颗最耀眼的明珠。华为相中金泽的
故事，也为当地人津津乐道。金泽镇镇长凌敏说，

也许正是这里得天独厚的优质生态环境成了华
为选择金泽的理由。青浦区经委副主任陆蓓蕾说

得更直白：“生态环境意味着生活和工作的品质
提升，谁都愿意在一片蓝天碧水中工作。”

一体化示范区总体方案中明确写道：华为
研发基地落户青浦西岑社区，充分说明“有风景

的地方就会有创新经济”。一体化示范区将加快
探索生态友好型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以水为脉，

保护水生态、提升水品质、做好水文章，以西岑
科创中心、汾湖高新区和高铁科创新城等为发

展组团，形成蓝色创新珠链，为长三角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探索路径和提供示范。

生态价值新高地、绿色创新发展新高地、绿
色宜居新高地⋯⋯当好风景转化为好经济，这

条自然生态的蓝色珠链，正延伸成为示范区创
新发展的美丽底色。 本报记者 杨洁

当华为遇见金泽：好风景转化为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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