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4 日，深入推进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科创生态建设大会和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联席会议将在上海市松江区举行。来自科

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相关部委，上海松

江、浙江嘉兴、浙江杭州、浙江金华、江苏苏

州、浙江湖州、安徽宣城、安徽芜湖、安徽合

肥 等 地 的 与 会 者 ，包 括 科 学 家 、企 业 家 、学

者，共聚一堂，探讨科创走廊的未来发展。

8 年来，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持续

推进，区域一体化科创改革不断深入，科创

生态不断完善，科创走廊形态逐步确立，产

生了一系列成效。

科创要素加速集聚

初夏，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创策源地

松江区的集聚热度持续提升。

研究机构在这里汇聚。5 月 17 日，松江

区·同济大学座谈会暨共建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研究院合作协议签约仪式举行。该研

究院将探索教育、科技、人才深度融合发展

新路径，推动建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人才

高地。“研究院将强化人工智能领域合作，加

快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发展集群，加速赋能松

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

守恩说。

科创平台在这里集聚。日前，启迪漕河

泾（中山）科技园与上海仪器仪表研究所有限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双方将合作共建 G60 综

合试验检测新平台——科学仪器计量检测

技术（共享）实验室。该实验室将建立科学

仪器计量检测的标准物质库，为科学仪器企

业提供检测验证服务，进行新型科学仪器检

测方法和检测标准的研究。

科创产业在这里集聚。几个月前，一个

固态电池电解质粉体先进材料项目——锂

离子电池本质安全核心关键材料的产业化

原创项目落户松江。上海洗霸清逸新材料

科技有限公司将在此生产氧化物固态电解

质粉体及均孔碳基硅碳负极材料，新厂房今

年年底前将建成。因为该项目的落地，松江

经开区新能源产业的产业链进一步扩展，为

下一步集聚新的企业创造了条件。

G60 高速公路沿线 10 余个城市，也在积

极争取加入科创走廊的“大家庭”。江西上饶

积极与科创走廊对接，2024年 1月，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上饶）科技合作产业园和协同创新

中心同步揭牌，助力实现“研发孵化在上海、

转移转化在上饶”。目前，已有安徽合肥、浙

江金华、浙江湖州等城市在松江区建立了 18
个科创“飞地”，构建研发总部在上海、生产制

造在当地的一体化发展新模式。

“长三角地区是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

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为科创走廊的发展提供了基础，我

们必须当好‘施工队长’。”推进长三角 G60 科

创走廊建设专责小组副组长、松江区委书记

程向民说。

经过短短几年建设，科创走廊已经取得

显著成果。据统计，2023 年科创走廊九城市

贡献了全国 1/15 的 GDP、1/7 的高新技术企

业以及超 1/5 的科创板上市企业。松江区规

上工业产值、战略性新兴产业占规上产值比

重、进出口额、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规上工

业企业数、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数等保

持在上海市前列。

跨区域合作扎实推进

将不同城市串联起来，并不断走向一体

化，需要打破行政区划界限。科创走廊不断

创新并优化合作机制，呈现一系列生动实践。

位于上海松江 G60 科创云廊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内，来自科创

走廊九城市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办公。“共商

共建成为现实，大大便利了进一步的协同合

作。”工作人员说。

着眼于共商共建共享的跨区域合作发

展格局，科创走廊九城市深化“央地联动、区

域协同”联动工作机制。在央地联动层面，

建立由科技部牵头的推进 G60 科创走廊建设

专 责 小 组 ，在 长 三 角 区 域 合 作 办 公 室 指 导

下，组建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

公室，实体化运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工作人

员由科创走廊九城市派遣干部组成，派驻干

部一年一轮换并形成制度。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主

任、松江区副区长刘福升说：“联席会议办公室

的职责之一是举办年度专责小组全体会议、专

题会议、条线会议和 G60 联席会议，推动解决

跨地区、跨部门协同治理的重点难点问题。”

加强区域协同创新，也是科创走廊一体

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科创走廊集聚

大量创新资源，吸引科技创新力量，形成创

新链跨区域紧密协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

体制机制。

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科创走廊九城市

制定实施联合攻关行动方案，面向经营主体

公开征集形成 97 项技术攻关需求，开展关键

技术联合攻关，促成 31 个项目取得实质性合

作进展，覆盖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高端装备

等重点领域，其中 10 余个项目在松江、芜湖、

湖州、宣城落地。

培育扶持创新主体。聚焦战略性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赛道，举办“科创中国”青年

创业榜单——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U30 暨

“星耀 G60”创业人才榜单发布活动；联合举

办“创赢未来”G60 科技与产业创新大赛，助

推科技型企业快速成长。

建设跨区域合作平台，打造世界级产业

集群。科创走廊九城市构建“联盟+基地+园

区+基金+平台”跨区域合作体系；建立产业链

供应链协调联动机制；深化“1+7+N”产业联

盟体系，已成立 16 个产业（园区）联盟、14个

产业合作示范园区，授牌首批 11 家 G60 产城

融合发展示范区，聚焦汽车零部件、生物医

药、智能物流装备等领域开展产业链高质量

发展专项行动。

创新生态不断优化

营造创新生态，需要不断下硬功夫。科创

走廊加速整合技术、人才、资本、数据等资源，推

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2023 年 5 月 25 日，推进长三角 G60 科创

走廊科创生态建设大会在上海市松江区召

开，会上发布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创生

态宣言》，揭牌成立了中国电信工业产业研究

院长三角院等创新要素合作平台。

为了提高城市间的联通效率，科创走廊

围绕畅通经济循环深化改革。科创走廊九

城市实现 195 个事项“一网通办”，大幅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设立全国首个跨区域知

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中心，实现跨区域知识

产权保护。

加大高质量金融服务供给，加强科创资

本扶持。科创走廊设立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目前已投资 17个项目；

建立了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联

盟等跨区域合作平台，常态化举办科技成果

拍卖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因为有了科创走廊的协作机制，相关

部门先后推出 28 条金融支持政策，创新推出

并完善了金融产品矩阵，实体化运作上交所

资本市场服务 G60 基地，做大综合金融服务

联盟，成员单位拓展到 550 家，累计授信融资

总额超 2.9 万亿元。”G60 创新研究中心主任

贾占锋说。

资源的高效流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

韧性，需要完善的交通设施。上海市松江枢

纽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这一客货两用枢

纽今年将正式启用。作为科创走廊的重要

支点，松江枢纽建成后可以直达 80%以上长

三角主要城市，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海

西南门户枢纽。与此相邻的石湖荡国际多

式联运物流枢纽也在建设中，建成后将在服

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共建“一带一路”

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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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上海 5月 23日电 （阮见）近日，长三角 G60 科创走

廊联席会议办公室确定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首批入选

单位名单。

探索筹备设立概念验证中心，为高校院所、科创企业等提

供科技成果评估、技术可行性分析、商业评价等服务，是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 2024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之一。

概念验证中心建设是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的

重要途径。科创走廊应用场景丰富、创新需求旺盛、顶尖人才

汇聚，此次有 37 家单位自主申报，最终 12 家单位入选首批长

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名单。

首批概念验证中心覆盖先进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

多领域，可更好实现科创走廊九城市仪器共享、数据共享、专

家共享、标准共享、科创和产业要素上下游协同，畅通科技成

果转化全链条。

科技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
首 批 入 选 单 位 名 单 确 定

本报上海 5月 23日电 （阮见）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首批

量子通信应用场景将于 5 月 24 日公布。

当前，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量子科技总体发展态势良好，

前沿探索和技术创新持续活跃，代表性研究成果亮点纷呈。

国家广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已覆盖 G60 科创走廊，且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均具备接入条件。2023 年 6 月，长三角

区域量子保密通信骨干网络建设成果在第五届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高层论坛上发布。2023 年 11 月，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量

子密码应用创新联盟（中心）成立。

今年以来，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不断提升区域安全发

展能力，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会同量子领域

头部企业、专业机构，以“建网络、推应用、育生态”为主线，先后

赴苏州、湖州、芜湖、宣城、金华、嘉兴、合肥等城市调研推进

G60 量子通信网络建设和应用创新工作。目前这项工作已

实现“三个率先”，即率先启动建设量子城域网跨省市互通、

率先推进主要 QKD 设备异构组网、率先推进“产业+量子”

场景应用。

首批量子通信应用场景将公布

图①：在上海市松江区的海尔上海洗衣机互联工厂，技术

人员正在操作设备。 蔡 斌摄

图②：上海市松江区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外景。

陈海汶摄

图③：位于上海市松江区的 G60 科创云廊。 陈海汶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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