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城市报记者 冯雅君

中国城市报：2019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

展规划纲要》（下简称《规划

纲要》），一年多来，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取得了哪些进展和

成果？

黄先海：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国家战略实施以来，已取得
了较为明显的成效。从区域
角度讲，长三角区域已经逐步
成为我国经济的一个强劲增
长极，可以说是对中国经济增
长贡献率最大的一个区域。

2019 年数据显示，长三
角区域三省一市的GDP总量
折合成美元已经达到 3.4 万
亿，已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
五大经济体。如果中国以及
世界其它国家均保持目前的
增长水平，预计3年左右，长三
角区域三省一市的GDP总量
有可能超过目前排名世界第
四的德国。特别是《规划纲
要》实施以来，进一步增强了
区域增长动力。

从具体表现来看，近年
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在生产
一体化和民生一体化范围内
都实现了较大推进。生产一
体化加强了产业之间的协调，
原来长三角区域产业同构非
常明显，一体化进程使各地的
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进一步
凸显出来。

比如在集成电路方面，上
海市可能主要聚焦于集成电
路的技术研发，浙江省更偏重
于集成电路的制造，慢慢形
成这样的产业链分工体系。
区域一体化最重要的经济效
应表现之一，就是各地一定
要找到自己的长板并不断延
长。发展思路不在于取长补
短，而是要取长避短，然后强

强联合。目前，杭州市的最
大优势是数字经济，因此杭
州市的目标就是将数字经济
做好做强。

民生一体化的推进效果
也比较显著。举例来说，浙江
人到上海去看病，原来医保是
不能通用的，现在已经全部打
通；科技创新G60科创大走廊
等一些大项目正在布局；基础
设施建设大力推进，“断头路”
治理等成效明显，人民的获得
感逐步增强。

我曾经到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考察，有个地方在浙江
和上海之间，大概相距 1 公
里，之前隔了一个湖，车辆需
要绕行，现在建了一座桥，车
程从原来的30分钟减为5分
钟。我们从建设发展的各个
方面都能感受到长三角区域
一体化正在扎实推进，当然在
这一过程中还有一些深层次
问题需要破解，但目前已经有
了一个良好开端。

中国城市报：“十四五”期

间，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需要

继续探索破解的发展瓶颈有

哪些？

黄先海：在区域一体化发
展中，交通基础设施的一体化
发展是相对容易实现的，也是
正在进行中的。目前，一体化
发展面临的一个最大瓶颈就
是如何突破行政边界的壁
垒。由于行政边界的存在，三
省一市的商品和要素的跨边
界流动相对困难，其中比较明
显的是要素的流动。

举例来说，根据我们目前
的调查数据，浙江省、江苏省
和安徽省的银行利率都不一
样，据测算，浙江省的银行利
率大概高出上海市0.7个百分
点左右。按道理说，浙江省的
银行利率这么高，上海市的资

金就可以调配过来，但实际上
行不通，上海市的工商银行和
浙江省的工商银行之间无法
进行资金调拨。

如果要进行资金配置的
话，需要上报北京总部并经过
层层审批，目前各地尚无权限
进行跨区域的资金配置，这也
意味着金融资本的流动实际
上还有很大瓶颈。另外，各地
的人员流动仍面临障碍，特别
是普通劳动力的常规流动，高
层次人才流动情况相对会好
一些。

中国城市报：“十四五”规

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2019年，浙

江大学数字长三角战略研究

小组率先出版了《数字长三角

战略》一书，这是否预示了今

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重点

发展方向？您认为在加快数

字长三角建设方面，应该采取

哪些有力举措？

黄先海：浙江大学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研究中心在推进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中有
一个抓手，就是强力推进数字
长三角建设。一个原因在于
要素流动的一体化比较复杂
也比较慢，数字的一体化更便
捷、操作性更强。

在数字经济和数字治理
方面，浙江省一直走在全国前
列，可以进一步发挥优势来推
进。所以我们每年都会发布
一个关于数字长三角建设的
报告，目前已发布两期，第三

期初稿已经完成。报告在原
来的一体化细分类别的基础
上，加入了“数字经济一体化”
部分。现在数字基建方面的

“断头路”很多、缺口很大，数
字经济一体化的连通会比常
规体制下的联通更加容易，也
将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杭州城市大脑在城市治
理方面的表现非常好，根据设
想，今后可以拓展为整个长三
角区域的一体化大脑，三省一
市的所有数据都可以在那里
汇聚，治理效率会大大提升。
比如原来杭州的交通拥堵程
度在全国排名前三，由于城市
大脑的存在，拥堵问题得以明
显缓解，现在排名第37位，这
样的数字化治理同样也适用
于长三角任一区域。

同时，数字一体化能够帮
助迭代老的管理模式，突破行
政边界的阻碍，将大大提高新
的工具和平台效率。

中国城市报：2020 年 12

月，浙江大学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研究中心发布“长三角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指数”，定量、动

态刻画出长三角区域一体化

发展程度。这个“指数”有哪

些特点？对于促进长三角区

域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有何

意义？

黄先海：“长三角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指数”的一个突出
特点是全面，是一个包含了长
三角产业一体化、市场一体
化、要素一体化等多方面内容

的综合指数。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更具

学理性。这个指数除了运用
常规的模型测算以外，还对政
府可操作的政策工具的一些
指标进行提取，所以得出的综
合指数除了具有理论价值以
外，还能够与政策操作性结合
在一起，对政府的决策具有指
导价值。

我们通过指数研究发现，
安徽省有两大优势，最大优势
是劳动力要素，因此应发挥其
劳动力资源充裕和劳动力成
本相对较低的比较优势；另一
个特色优势是创新，目前合肥
是中国四大国家综合科学中
心之一，还有国家实验室，特
别是量子科学领域的科技创
新，更是排名全国第一。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家
战略实施以来，从三省一市的
省级层面来看，获益最多的是
安徽省。浙江省内获益较多
是嘉兴市，长期的区域一体化
发展使得嘉兴市能够基于更
大空间对产业及经济进行布
局，比如原来嘉兴市只融入了
上海都市圈，一体化发展背景
下，它可以同时融入上海都市
圈和杭州都市圈，在这样一个
大的格局之下，资源配置能力
增强、经济增长加快。

中国城市报：浙江、江苏

两省都提出“要在国内、国际

双循环新格局中发挥支点和

战略枢纽作用”。我们该如何

理解这一定位？为支撑这一

定位建设，可推行哪些举措？

黄先海：在双循环大发展
格局当中，长三角区域既是国
内大循环的一个战略支点，同
时又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
个战略枢纽，地位至关重要。

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首先，长三角区域在
双循环当中是最强劲的一个
增长极，拥有巨大的发展潜
能，因此应该成为国内和国际
资源的一个配置中心，即打通
国际的一些高端资源，特别是
要素资源来进行配置。其次，
长三角区域是国内、国际两大
市场交汇的一个中心点，一方
面可以带动国内大市场，另一
方面可以作为核心参与者融
入国际大市场。

至于具体举措，对于浙江
省，我认为有两个抓手非常明
显：一是打造成中国乃至世界
领先的数字经济中心；二是建
设成为国际物流、航运的一个
枢纽。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
量已经连续11年排名世界第
一，集装箱吞吐量世界排名第
三，所以浙江有非常雄厚的优
势来发挥它国际航运和国际
物流的枢纽作用。

江苏省则可以打造成为
国际先进的制造业中心，或者
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的一个
枢纽。江苏省在先进制造方
面基础雄厚、实力强、发展空
间大，因此应该在这方面进一
步发挥优势。

““数字长三角战略数字长三角战略””
助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助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访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

浙江大学副校长黄先海。

从1982年“以上海为中心建立长三角经济圈”设想的

提出，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上宣布“支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再到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

纲要》，39年间，长江三角洲地区走出了一条引领区域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现实路径，为服务全国大局、带动周边发展作

出重要贡献。

近年来，随着新一代数字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促

进区域发展的各项规划、政策的相继出台，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不断呈现新特点、新变化。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邀请到

浙江大学副校长、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家咨询

委员会副主任黄先海，就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最新进

展以及未来区域发展的重点方向进行分析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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