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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联动机制，共建一批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基地，并制定跨区域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此举使得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得以

疏通，更多前沿科技成果便捷地实现了向生产力转化。研发力和

知名度双双提升，为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致力于推动九城产业链、创新链、价

值链融合发展，创新要素在此集聚裂变，创新主体层出不穷，

高新技术企业不断壮大，成为中国科创板资本市场着力辅导的

一片沃土。作为长三角科创走廊策源地，松江早就主动联手金

融机构持续创新产品和服务机制，助力市场主体提高科创能力。

如今，九城市组建了科创板企业家联盟，建立“4+5”科创属性

实质性判断预咨询、预辅导、预推荐机制，加速高成长性企业

登陆科创板，近期九城市科创板上市公司数量突破 100 家，占

全国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的 1/5。G60 联席办牵头构建了债权、

股权、基金、上市联动的金融综合服务生态，为企业提供全产

业链、全牌照、全生命周期金融服务。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还

组建金融服务联盟，将有关银行、券商、基金、保险、会计所、

律师所等 400 多家相关机构串联起来，共同促进产融结合高质

量发展，为实体企业引入金融“活水”，也为世界先进制造业

产业集群提供了强大支撑。

随着“持续有序推进 G60 科创走廊建设，打造科技和制度

创新双轮驱动、产业和城市一体化发展的先行先试走廊”写入《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策源于上海松江的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从秉持新发展理念的基层开拓实践，正式上升

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重要平台。回望这一成果的形成，

不能不看到，是松江胸怀“国之大者”，以长三角一盘棋的格局，

主动出击，打破行政壁垒，促进政策协同，坚持科技和制度创

新双轮驱动，让要素在更大范围“活泛起来”，从而走出了一

条高质量发展转型新路。

在世纪疫情中经受“大考”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强劲动能，从松江在今年“世纪疫情”

和经济复苏中的表现也可管窥一斑。他们通过“三个率先”，显

示了G60科创走廊建设所形成的非凡实力。这里所谓“三个率先”，

即率先实现动态清零、率先复工复产、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

2022 年春天，上海面临复杂严峻的疫情传播，公共卫生安

全遭受严重威胁。彼时彼刻，松江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

为战略引领，科学精准施策，表现出“十指弹钢琴”的治理能力。

其间，松江区重大工程项目一刻不停地抓紧建设，先进制造业

龙头企业也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保持良好运营。这，是多

么来之不易的“大考”成绩啊！

数据显示，今年 1 至 8 月，松江区规上工业企业数跃居全

市第一，工业产值第二；进出口额居全市第二。从结构上看，

松江以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6+X”战略新产业

为支撑的实体经济呈现强劲的韧性、抗波动性和成长性，战略

新兴产业占规上工业比重达 67.4%，高于全市平均水平。从发

展潜能上看，松江近期有 270 家企业被新认定为上海市“专精

特新”企业，同比增长 119%，增量创历年同期新高，辖内“专

精特新”企业目前达 867 家，其中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 69 家，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653 家，数量位列全市

第二。合同外资已经完成全年指标，到位资金超去年全年水平。

“长三角G60科创之眼”一期项目以及其他重大产业项目开工、

新项目签约落地总投资达 672 亿元。

如此成绩单，透出松江依靠自身“确定性”发展应对外部

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

再看这段时期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协同发展，同

样受到疫云笼罩，九城市联动合作的前行步伐却没有停歇。在

特殊时期，九城市携手开展“云对接、云招商、云招聘、云培训、

云沙龙”等服务产业链供应链系列活动，有效地调动了 G60 产

业联盟（园区）、服务机构、行业协会等合作载体和各类要素

资源服务市场主体，累计举办云服务活动 40 场，32 万人次在

线参与。九城市还联合编制《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十四五’

先进制造业产业协同发展规划》，加强彼此优势产业协同错位

发展。该规划打破行政区划制约，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专

“长三角G60科创之眼”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