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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件等 50 余家高科技企业入驻园区。松江践行的“简政放权 + 互

联网+ 店小二”服务，很快也扩展到G60科创走廊的九城市合作。

我们曾参与并见证了 G60 科创走廊“一网通办”开通暨第一批

异地证照发放仪式的举行。它标志着中国异地办理营业执照和

生产许可证“破冰”。之后，“优化营商环境、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推动科技与产业跨区域融合发展”“助力长三角公共

卫生一体化发展建设”“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打造科技创新高地”

等不断被提上协同创新的议事日程。

前不久举行的 2022 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拍卖

会上，在连续三年跨越式增长的基础上再次出现井喷，科技成

果拍卖成交额一举突破 50 亿元大关。此举意义非凡，意味着

“G60”九城市科技成果切实加快了项目化和产业化进程，科

创要素得以不断聚变。

科技成果转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重要一环。以往高

校、研究所等科研成果，在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常常遭遇瓶颈。

如今，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积极开展制度创新，建立健全协同

为今日松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板”，“一廊九区”空间布局和“6+X”

产业功能布局从蓝图变成可见可触的现实。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正在成为“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的示范走廊。

“科创黄金走廊”多点开花结果

“G60 科创走廊”的超常规发展，着实“出人意料”。

原本，它只是上海西南翼“一个区城的事儿”，倾力于“一

廊九区”和“6+X”建设。不料，它很快与周边发生“同频共振”。

发源于松江的“G60 科创走廊”，一年后主动对接嘉兴、杭州，

演绎出“沪嘉杭 G60 科创走廊”，三地共同谋划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篇章。再过一年，即 2018 年 6 月，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

会期间，松江、嘉兴、杭州、金华、苏州、湖州、宣城、芜湖、

合肥九城市携手共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至此，“一廊一

核多城”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迈出了新步伐，“壮大”后的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成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实践区。九城

市积极联动，不断激活区域科创活力，开创了协调发展新模式。

“硬核”发展的背后，是“软实力”的不断累积。

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放管服改革的重要环节，市场渴

望营商环境持续改善。松江率先实施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

城市通办”，39 个部门、2289 个政务服务事项一一接入“一网

通办”平台。以往从签约到土地摘牌等需要一年走完的繁琐手续，

如今只需一个多月，“效率特别高”——腾讯长三角人工智能

先进计算中心项目有了这样的亲历。他们的项目边建设边招商，

吸引了科恩实验室、优图人工智能实验室、常山北明、东华软

迈向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市的松江新城。

腾讯长三角人工智能先进计算中心。摄影 /蔡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