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全国一盘棋的背景下，长三角、京津冀、

粤港澳大湾区三个区域可以互学、互鉴、互享，优

势资源互相导入，跳出本区域的‘圈’，形成区域

与区域的合作，最终达到更高层面、更广范围的

一体化发展。”上海科学院副院长曹阿民委员说。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不断走深

走实，长三角正加快区域科技创新一体化，既是

推动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也

是科技创新更高质量发展的内生诉求。为促进科

创一体化，2022年8月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

骨干科研机构，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科研院所联

盟，旨在共同构建促进区域科创一体化新平台。

曹阿民委员建议，推动长三角地区形成区

域层面定位分工合理、资源协同互补的良好格

局，以大项目为牵引，用具体动作推动实际联

合。以联盟成员单位为基础，瞄准应用技术研

究，实施长三角科技创新联合攻关专项，强化长

三角区域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领域产业关键共

性技术联合攻关。同时，聚焦区域内重点产业与

龙头企业，定期梳理、凝练产业共性需求与企业

技术痛点，形成需求清单，集成联盟成员单位技

术、人才、项目等优势资源，打通产业链、创新链

信息资源壁垒，联合打造面向长三角的“技术研

发+人才培育+中试孵化”的“长科创”资源平台。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增长极，在
经济社会发展中担负着开放“窗口”、经济引擎、辐射带动和改革示范等
重要使命。三大区域各自发挥着自身特色，彼此竞合相连，从地理空间
上看，构成了一个共筑发展的稳固“铁三角”。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年，各地“强信心、拼经济”的号角已经吹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
大增长极如何拼经济、开新局？

全国两会期间，新民晚报、现代快报、北京青年报、深圳特区报联动
响应，邀请来自三大区域的代表委员，共话发展，共谋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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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筑“铁三角”共谋新发展
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代表委员谈三大增长极发展

“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

重大战略布局和三大增长极，联合起来协同发

展，将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澎湃动力。”广东高科技

产业商会会长王理宗委员说，京津冀、长三角和粤

港澳大湾区各自优势明显，“强强联手”意义深远。

在他看来，要让三大增长极携手并进，除了

在政府层面进一步加大交流沟通，建立起长效

协调沟通机制外，还要充分发挥民间力量——

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三个地区可以通过行业

协会，建立起行业信息平台，把产业链、信息链、

供应链和服务联合起来，所有企业都能找到其

所需要的信息和资源，这样将极大降低企业的

各种成本，有利于企业提升竞争力，也有利于对

产业链供应链的延链、强链、补链。”

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王理宗委员认

为，三大增长极在科研的协同联动上大有可为。

“三大增长极是不是可以共建实验室系统，针对

某个重大产业，进行协作研究、实现成果共享？”

他认为，这样做可以快速有效解开一些重点领域

“卡脖子”的“手”，为我国重点领域的科研作出积

极的贡献。同时，他认为，共建实验室应该是开

放的体系，高校实验室之间要联动，要让企业参

股、让社会资本进入，以助推产业为目的，以市

场为导向，避免造成巨大的创新资源浪费。

谈及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实现更高质

量协作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江南大学校长陈卫

代表认为，需要更多政策支持和更具体的落地方

案推动，建议国家层面推动两大区域协作发展。

陈卫代表介绍，2021年，无锡开展长三角—

粤港澳（无锡）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区建设，旨在把

无锡打造为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

战略节点，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一年多来，无

锡在贯彻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同

时，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深化与粤

港澳互利合作，跨区域产业创新合作取得新成效。

陈卫代表建议，国家层面对长三角—粤港

澳（无锡）科创产业融合发展区建设工作给予更

大力度指导和支持，推动建立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两大区域多层面、常态化合作机制，加大区

域对接合作力度，鼓励地方开展先行先试，积极

探索跨区域合作的实施路径；建议在重点领域

推动一批重点合作事项，推动两地高校、科研机

构跨区域协同协作，开展重大科技联合攻关，合

力突破一批“卡脖子”技术，组织产业链、供应链

深度对接，联合打造优势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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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

究院创始院长连玉明委员提出了一个“数字京

津冀”的概念。他认为，面对未来数字新时代，

推进京津冀数字经济发展，是适应区域竞争新

变化的客观要求，也是迎接产业革命新机遇的

必然选择，将成为京津冀产业协同的战略制高

点。同时，还要进一步构建京津冀、长三角、粤

港澳大湾区等全国多个区域的数字合作机制，

借助数字化技术推动形成区域合作新格局。

《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提

出，要探索建设数字贸易港。连玉明委员认为，

这是将数据要素开放流动推向新高度的重要尝

试。他提出，在新的发展环境下，要充分发挥中

关村引领支撑和辐射带动作用，继续推进雄安

新区中关村科技园、天津滨海—中关村科技园、

保定 ·中关村创新中心建设，构建跨区域科技创

新园区链，促进形成上下游联动、分工合理的数

字产业带和产业集群，把京津冀打造成为基于

创新资源、产业优势和实际需求的数字经济协

同创新共同体。

连玉明委员强调，数字京津冀首先是要推进

京津冀高水平互联互通，打造开放包容的合作模

式，共享发展新机会、合作新红利。更加重要的

是，要进一步构建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等全国多个区域的数字合作机制，通过数字化创

造更多利益契合点、合作增长点、共赢新亮点，推

动形成区域数字合作格局，促进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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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才能事通。多年来，北京交通大学教

授钟章队委员十分关注轨道交通现代化和立体

化交通网络建设问题。今年，他的提案聚焦轨

道交通现代化，他建议，要因地制宜加强轨道交

通的多层次、分类别设计，加快构建不同容量等

级和不同速度等级，有序衔接、供需匹配的综合

轨道交通网络。

以京津冀为例，钟章队委员说，经过近十年

的发展，轨道上的京津冀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国

家干线铁路和区域铁路建设持续完善，“轨道上的

京津冀”初步形成并不断发挥作用，但“四张网”发

展并不均衡，尤其是市域（郊）铁路网发展欠缺。

国家层面也在积极推进市域铁路建设。

2020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联合发

布《关于推动都市圈市域（郊）铁路加快发展意

见的通知》，强调在充分利用既有资源的基础

上，重点支持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

渝、长江中游等财力有支撑、客流有基础、发展

有需求的地区规划建设都市圈市域（郊）铁路。

钟章队委员建议，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

长三角等区域，要针对都市圈、超大城市和特大

城市中多高铁站、多机场间换乘难和中转低效

的问题，建设地下环形快速联络线、市域（郊）铁

路环线，形成与不同高速交通模式的高效连

接。“无论是京津冀三地的‘四网融合’，还是北

京市建设市域铁路环线，都离不开三地的互

动。我建议三地应多些互动，共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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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

经济的引擎发动机，都承载着国家赋予的特殊

使命，其发展对中国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南

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代表认为，三大增长极

各有独特的优势，发展有较强的互补性，在探索

重大科技项目联合攻关、创新人才培育与交流

等领域有广阔合作空间。

北京、上海是京津冀、长三角的中心城市。

薛其坤代表在北京工作学习30多年，经常在上

海参加学术活动。他说，北京不仅是我国的政

治中心，而且集聚了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为代

表的中国顶级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等诸多从事基

础研究的国家级科研机构，在科技、教育、人才

等方面的资源雄厚。上海是我国经济龙头城

市，国际化程度和金融业的发展都有特殊的优

势，科技创新实力也很强。

在薛其坤代表看来，粤港澳三地的协同创

新给大湾区科技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他呼

吁，在深圳布局若干个大科学装置，提升深圳

原始创新水平和能力。大科学装置是加强原

始创新的“利器”，为科学家提供探索未知、创

造未来的先进科技条件，是引才聚才和推动

高水平创新合作的新高地。而南方科技大学

要发挥好人才“蓄水池”作用，把全世界最优

秀、最有活力的学者吸引到南方科技大学来，

全力培养高水平人才，助力打造大湾区人才

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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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学互享 推动区域产业新合作

京津冀 互联互通 构建区域合作新格局

粤港澳 互助互补 共创科技攻关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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