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8 日，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要素对接大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

海）会议中心举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专责小组成员

单位和杭州、合肥、松江、嘉兴、金华、湖州、苏州、宣城、

芜湖九地领导齐聚一堂，共议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高质

量发展。

九地分属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依托 G60 高速公

路、沪苏湖高铁等交通大通道连接九地，探索出区域高质

量协同发展的一条新路径。

11 月 8 日发布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中期评估报告

认为：科创走廊为全国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发挥了先行示范作用。

新发展理念指引

G60 科创走廊的推出源自新发展理念的指引。

谈起 G60 科创走廊的建设过程，上海松江区委书记

程向民记忆犹新：2016 年 5 月 24 日，松江区委、区政府正

式启动 1.0 版 G60 上海松江科创走廊建设。 2017 年 7 月

12 日，上海松江与浙江嘉兴、杭州推出 2.0 版“沪嘉杭 G60
科创走廊”。

此后，G60 科创走廊建设快速推进。

2018 年 6 月 1 日，在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期

间，G60 高速公路、沪苏湖高铁、商合杭高铁沿线的杭州、

合肥、松江、嘉兴、金华、湖州、苏州、宣城、芜湖九地携手共

建 3.0 版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正式启动了协同创新之路

的建设。

2018 年 11 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在这一战略的部署下，2019 年 5 月 13 日，G60 科

创走廊建设写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

标志着 G60 科创走廊正式上升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战略的重要平台。

此后，平台建设不断升级。

2020 年 11 月 3 日，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方案》，赋予了“中国制造迈向中国创造

的先进走廊、科技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先试走廊、产城

融合发展的先行走廊”的战略定位，明确到 2025 年基本建

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创走廊和我国重要创新策源地。

2021 年 3 月，G60 科创走廊被写入国家“十四五”规划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要“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和产

业体系，加快建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

带，提高长三角地区配置全球资源能力和辐射带动全国发

展能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由此迎来新的重大发展

机遇。

可以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是新发展理念在地方的

生动实践。

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虞爱华说，6 年时间里，

G60 科创走廊各地走进了国家发展战略，走上了进博会的

大舞台，也走出一条科创大道。

市场化方式协同

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导向，构建“市场先行+
政府引导”的组织协调机制，是 G60 科创走廊的鲜明特色。

G60 科创走廊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组建了专责小

组。协商制定目标规划、分步骤按节点推进任务，成为

G60 科创走廊的常态。联席会议与专责小组加强与各地

合作对接，做实产业链、供应链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创新

“政、产、学、研、金、服、用”融合模式，以充分激发市场主体

的活力。

为推动科创策源地建设，在科技部等国家有关部门的

指导下，九地加快重大创新平台建设，构建原始创新先发

优势。短短几年间，聚焦重大战略领域和前沿技术，九地

已聚集国家和省级重点实验室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超过

1000 个。

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九地加大重大科创的投入

和资源的集聚力度。目前，九地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均

值达到 3.55%，已集聚高新技术企业 3.65 万家、国家级专

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921 家、各级孵化器众创空间 1300
余家。

为促进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在

科技部指导下，已设立长三角首支跨区域科技成果转化

基金——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由国

家引导基金参与设立、九地政府共同出资、社会资本共

同投入。

通过加强合作，九地的产业能力优势互补，不断加

强。九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搭建了“1+7+N”产业联

盟体系、跨区域产业协同创新中心、G60 科创云要素对接

平台等一批合作载体。

“G60 科创走廊是协同联动的平台，是优势互补的平

台，是要素对接的平台，是资源共享的平台。”江苏省委常

委、苏州市委书记曹路宝如此评价。

制度创新有效供给

打破壁垒，制度创新，是 G60 科创走廊的又一特色。

工信部赛迪研究院院长张立说，强化制度精准创新和有效

供给，推动创新一体化先行先试，是 G60 科创走廊的重要

成果。

为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生态，九地施行“一网通

办”机制，2020 年发出了全国首批跨省异地办理工商登记

执照，被国务院办公厅确定为首批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

通办”试点区域。知识产权保护，是跨区域科创的重要支

撑，九地实体化运作 G60 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中心，并

发布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重点商标保护名录。

为吸引更多人才，G60 科创走廊着力打造人才发展良

好生态，九地建立了“基地+中心+峰会+培训”融合工作

机制，通过打造产业人才协同中心、轮值举办 G60 人才峰

会、联合开展高层次人才培训等，共建共享人才发展高

地。与此同时，出台九地互认互通人才 18 条政策，实施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百万科创人才引进工程”。

为加大科创企业扶持力度，G60 科创走廊力推金融服

务创新。推出“G60 科创贷”等专属科技金融产品，试点跨

区域联合授信。同时，成立 G60 金融服务联盟，成员单位

拓展到 432 家。启动首批 13 家产融结合高质量发展示范

园区建设。G60 综合金融服务平台已实现 6 个城市线上

平台共联，授信融资总额 2.03 万亿元。

G60 科创走廊启动建设以来，主要发展指标相当亮

眼：九地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 11.5%上升

到 15%，GDP 总量占全国比重上升到 1/15，高新技术企业

数占全国比重上升到 1/10，科创板上市企业数占全国的

比重达到了 1/5。

今年第三季度，九地 GDP 同比增长 3.9%，进出口总额

同比增长 112%。6 月以来，九地签约落地项目超 1300 个，

总投资额逾 1.26 万亿元。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活跃增长

极已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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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发布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国际形象与影响力报告》显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已在国内形成广泛的影响

力，热度不断提升。从 2016 年至 2022 年，

媒体相关报道量呈显著上升趋势。

报告由上海外国语大学中国国际舆情

研究中心完成，分析对象包括国内主流媒

体、国内社交媒体、国际主流媒体，以及国

际社交媒体。数据显示，国内主流媒体全

方位报道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聚焦上海、

江苏、浙江、安徽四地，围绕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深化区域创新协同组织报道。

2016 年 以 来 ，主 流 媒 体 关 注 的 焦 点

逐步深入，从简要介绍发展理念、措施，到

日益关注 G60 科创走廊的地位、核心竞争

力和品牌辐射力，体现了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影响力的跃升。

国内社交媒体提升了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的品牌辨识度。社交媒体和普通

网民积极评价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尤

其是长三角地区微信、微博等政务新媒体

账号热度攀升，紧密跟踪 G60 科创走廊金

融政策、科技成果、战略性新兴产业等信

息，关注助企纾困政策，展示营商环境的

优化。

与此同时，国际主流媒体日益关注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创走廊的品牌影响

力辐射到国外，美国、英国、俄罗斯、西班

牙、澳大利亚、德国等国媒体推出相关报

道，涵盖 10 余个语种。

媒体关注热度显著提升
本报记者 谢卫群

《〈长 三 角 G60 科 创 走 廊 建 设 方 案〉

2022 年 阶 段 性 评 估 报 告》于 11 月 8 日 发

布。报告指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

成效显著，高质量完成了《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建设方案》2022 年阶段性建设目标，

综合发展水平走在全国城市集群前列，接

近创新集群国际水平，为实现 2025 年总体

建设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战略组织方面，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坚决落实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多部委联合制定

顶层规划，支持建立了“央地联动、区域协

同”的合作实施机制，推动形成了共商、共

建、共享的跨区域合作发展格局。

在科技创新方面，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从创新平台共建、科研资源共享、关键技

术共研、成果转化共投等方面探索构建科

技协同创新体系，在建立面向关键技术攻

关新型举国体制方面做出了示范性探索。

区域内九地的地区研发投入强度提升至

2021 年的 3.55%。

在集群建设方面，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主动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推进产业链、价

值链深度融合。2018 年以来，九地战略性

新兴产业产值年均增长 14.4%，2022 年上半

年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15%。

在支撑体系方面，通过构建多维度综

合金融服务矩阵，建立了互认互通的人才

合作机制和质量标准常态化交流机制，改

革和创新优化科创环境，强力支撑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创新策源优势

突出，产业集群动力强劲，一体化功能进一

步强化，创新生态优化完备，协同开放格局

基本建立并已形成可持续发展新动能，有

望到 2025 年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

科创走廊。”工信部赛迪研究院院长张立

表示。

协同开放格局基本建立
本报记者 谢卫群

11 月 6 日至 7 日，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投资推介会首次在进博会上亮相。为期

两天的推介会上，杭州、合肥、松江、嘉兴、

金华、湖州、苏州、宣城、芜湖等地分别介绍

了各自的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政策、人才引

进政策等情况。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

公室还与各推介企业进行合作洽谈，进一

步深化推介会效应，努力促成更多务实成

果。通过进博会这一对外开放平台，G60
科创走廊积极承接其溢出效应。

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是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的鲜明标识。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联席办的努力下，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九地主动对接进博会溢出效应，共享发展

新机遇，向投资人、企业家投资兴业发出诚

挚邀请。

推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专责小

组办公室主任、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

办公室主任、上海松江区副区长刘福升说：

“希望更多的海内外企业和人才了解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并进一步加深认识，来这

里投资兴业、大展宏图、成就梦想。”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投资推介会亮

相进博会，并推出了创新孵化专区，搭建了

参展商与九地产业部门的对接平台，进一

步增强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联动效

应。”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办相关负责

人说。

据了解，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地的

企业还联合组团在进博会上采购，依托进

博会平台资源，努力让展品变商品、让展商

变投资商，和合作伙伴共享新机遇。

积极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
本报记者 谢卫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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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江苏苏州金鸡湖畔景观。

苏州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②：安徽合肥蔚来汽车自动化生产线。

合肥市委宣传部供图

图③：位于上海松江的 G60 科创云廊。

杨定钧摄（人民视觉）

图④：11 月 8 日，第五届进博会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高质量发展要素对接大会现场。

张哲伦摄（人民视觉）

图⑤：浙江杭州城市数据大脑。

李 忠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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