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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能地放到了临港，这里成为改革的热土、开放的前沿。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布了新片区产业地图，立足“卡脖子”

和新兴产业关键技术环节的创新发展，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人

工智能、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装备制造、绿色

再制造七大前沿产业。同时，在金融、贸易、航运等服务领域

与原有片区形成错位，重点发展新型国际贸易、跨境金融服务、

航运服务、信息服务、科技创新服务五大现代服务业。

临港新片区磁场效应正在逐渐显现，创新创业活力不断被

激发。2019 年 8 月底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谈到特斯拉上海

超级工厂的进展，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由衷地表示，从在临港

奠基到预备生产 , 特斯拉超级工厂只花了 10 个月的时间。“上

海速度”，是中国心无旁骛谋发展的一个写照，也展示了中国

主动开放的自信和胸怀。

摊开上海地图，西面的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和东面的上海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构成了上海“对内对外开放的两个扇面”，

形成了东西“两翼齐飞”的格局。

值得注意的是，自挂牌以来，临港管委会和各开发主体累

计咨询接洽项目超过 1700 个，其中已签约落地项目 101 个，涉

及总投资 500 亿元。

而最晚落地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其实是上海三大任务中布局最早的一个。

长三角虽只占全国陆地面积的 3.7%，却拥有 2.2 亿多人口，

贡献全国近 1/4、超 20 万亿元的经济总量。进出口总额、外商

直接投资、对外投资分别占全国的 37%、39% 和 29%。同时，

还积聚全国约 1/4 的“双一流”高校、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

工程研究中心。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全国 1/3

左右。毋容置疑，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

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可谓雄霸全国。

从 2019 年 1 月 3 日，上海、江苏、浙江与安徽四地签署长

三角地区市场体系一体化建设合作备忘录，到 3 月份密集推动

长三角医保异地结算、教育一体化和资本市场服务基地等协同

举措，在市场、资本与民生等领域逐渐打破传统隐形壁垒，纵

向推进一体化。

从 2019 年下半年开始，长三角一体化开始进入实施推进阶

段，9 月上海、合肥等 9 城签署《深化 G60 科创走廊九城人才

交流合作协议》，为科技与制度创新，产业一体化发展打造先

行先试走廊。2019 年 10 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总体方案正式获得批复；直至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

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长江三角洲地区涵盖上海、浙江、江苏、安徽全域，

总计 35.8 万平方公里，以 27 个城市为中心区，辐射带动整个

地区高质量发展。目标确定，到 2025 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

得实质性进展，到 2035 年，其发展达到较高水平。

长三角一体化在国家现代化建设大局和全方位开放格局中

更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未来将同“一带一路”建设、京

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一道，刷新我国城市空间格局，

进而成长为极具带动力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将对标国际最强自贸区，建设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