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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起点 新征程

科技协同1

约占全国

24.4%

    年，长三角

   总量突破  万

亿元、同比增长5.7% ■ 完善长三角科技创新联合攻关合

作机制。首批   个联合攻关项目加快
推进， G毫米波芯片等研发取得突破，第

二批  个联合攻关项目已启动实施。

■ 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

聚了区域内科研设施  个、大型科学仪

器超  . 万余台（套），服务机构     
余家，有效降低企业研发创新成本。

■ 长三角科技创新券已在上海、浙
江全域和江苏、安徽部分区域互联互通，

累计申领企业超    家。

■ 数字长三角加快建设，累计建成

 G基站超  万个，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长三角国家枢纽节点加快建设。

■ 长三角G  科创走廊成立  个
产业（园区）联盟、  个产业合作示范园

区，支持相关城市建立  个在沪产业协
同创新中心。

数说长三角

长 三 角 地 区

“万亿之城”达
到9个

制度创新2
■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    年新推出一体化制度创新成果

  项，四年累计   项，其中  项面向
全国复制推广。

■ 推动“一网通办”平台迭代升级，

已开通   项跨省通办服务应用，全程

网办超   万件，  类电子证照在长三
角实现互认。

对外开放3
■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扎实推进，

  条进一步提升能级新举措加快落地。

■“中欧班列—上海号”从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始发，来自长三角地区的货

源箱量占比达到  . %，直接间接服务

长三角地区进出口企业    余家。
■ 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持续放大，

六届累计意向成交额超    亿美元。

生态绿色4

■     年，区域  个城市   . 平

均浓度为  微克/立方米，连续四年达

到国家二级标准，   优良率为  . %，

同比上升 . %。
■     年，区域   个国考断面水质

优良水体比例为  . %，同比上升 . %。

■     年，长三角地区 个城市、

  个产业园区入选第一批城市和产业园

区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累计   个
市（区）、县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

区、  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
创新基地。

安全保障5
■ 消费维权跨域共保，三省一市累

计培育放心消费单位  余万家、“长三
角实体店异地异店退换货联盟”单位

   家。

■ 沪浙联络线二期、沪苏联络线建

成投产，提升两地间输配能力  亿方/
年以上。迎峰度夏、度冬电力互济规模持
续加大，进一步提高区域能源保障能力。

    年新年伊始，长三角人就
收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    
年，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  .  万亿
元，突破    年的  .  万亿元，迈
上  万亿元新台阶。同时，随着常
州宣布进入“万亿俱乐部”，长三角
   万亿之城增至 个，分别是上
海、苏州、杭州、南京、宁波、无锡、
合肥、南通和常州。

  .  万亿元，来之不易。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
战略，经过五年多的努力，沪苏浙
皖各扬所长，协同并进，实现经济
总量从“ ”到“ ”量级的跃升，并保
持着良好的增长态势。横向来看，
  .  万亿元（约等于 . 万亿美金）
的经济体量，已经和日本、德国处
于同一水平线，“万亿俱乐部”的扩
容，进一步为高水平打造长三角世
界级城市群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经济压舱石，更稳了。
量级的提升是基础，能级的提

升则是发展动力源。作为中国经
济发展最重要的引擎之一，多年

来，长三角地区产业结构的转型和
布局，已形成明显的区域竞争优
势，这也将成为引领未来中国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作为新质生产力的
核心支撑点，长三角产业集群优势
遥遥领先。集成电路，不论是产业
规模还是专利数量，长三角在全国
占比都在  %以上；新能源汽车产业
占全国比重  %以上，全球  %以
上；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均
占全国比重 / 以上。这些先导产
业在长三角的加快布局，对新质生
产力格局的形成至关重要。

今年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
为国家战略的第六年，也是一体化
发展两轮三年行动计划的收官之
年，新一轮发展蓝图已经展开，站在
发展新起点上的长三角，将开启怎
样的新征程，迸发怎样的新能量？

    年   月   日，习近平总
书记在上海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深入推进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进一步提升创新能
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率先形
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对于
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
发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
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意义重大。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入了新阶
段，要取得新的重大突破，要“统筹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
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
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加
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
同、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积极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加强生
态环境共保联治、着力提升安全发展
能力。“四个统筹、五大任务”明确了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方向和路径。

规划是蓝图，计划是施工图。
今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第三轮三
年行动计划将制定实施，计划将如
何细化落实“四个统筹、五大任务”
新要求？三省一市将如何在推动科
技创新、产业创新等重点合作事项

落地，推进跨区域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
加快建设   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
业创新带等工作部署中协同发展，
形成合力，谱写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在长三角区域市场一体化建
设方面，三省一市聚焦区域物流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运输方式多式协
同、科技创新联合攻关、产业链供
应链融合发展、物流规则标准贯
通、国际物流网络畅达提升等，共
同编制长三角区域物流提质增效
降本行动方案；聚焦授信和信用、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与
养老金融、数字金融、金融市场、金
融服务企业“走出去”等领域，共同
谋划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金融行动
方案，新的发展阶段，方案的出台
和实施将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
带来怎样的发展机遇和动力？

今天上午，    年度长三角地
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浙江温州拉
开大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征程
会有怎样的精彩，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