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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邢 灿

依托G60高速和沪苏湖高
铁等交通大动脉，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串联起上海松江、江
苏苏州以及浙江嘉兴、杭州、金
华、湖州和安徽宣城、芜湖、合
肥九地。自2016年启动建设
以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区
域一体化科创改革不断深入，
科创生态不断完善。

不久前，深入推进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科创生态建设大
会召开，来自沪苏浙皖“一廊九
城”的相关人员齐聚上海松江，
为加强九城市科技创新和产业
创新跨区域协同，以及加速培
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贡献力量与
智慧。

推进G60科创走廊建设专
责小组副组长、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联席会议执行主席、上
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程向民在会
上表示，松江将持续发挥好策
源地牵头协调作用，与G60兄
弟城市一道，加快完善一体化
发展体制机制，持续推进科技
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共
同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科创
生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
征程上更好发挥长三角“先行
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
用，奋力谱写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新篇章。

科创活力加速释放

创新是长三角G60科创走
廊最鲜明的特质。近年来，克
隆猴、量子通讯、人造太阳、大
硅片等重大原始创新成果持续
涌现，实现“卡脖子”领域新突
破，加快“从0到1”和“1到10”
的全过程创新。

数据显示，目前九城市
GDP占全国比重上升到1/15；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均 值 达 到
3.77%；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全国
1/7，累计增幅超过2倍；通过
《专利合作条约》（PCT）途径提
交的国际专利申请数量占全球
2.59%；科创板上市企业数超全
国1/5，进出口总额占全国比重
超1/8。

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策
源地松江为例，该区规上工业
企业数、产值规模、进出口额、

“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数
均位列上海全市前列，研究与
试验发展（R&D）投入强度达
6.79%，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
规上比重上升到60%区间。

由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发
布的《2023年度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协同创新指数》显示，
G60科创走廊建设的重大创新
实践，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

源不断的动力。相比2018年，
九城市研发经费投入增幅高达
83%，年均增幅约12.9%，远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G60科创走
廊协同创新持续加速，科技人
才流动、专利输出等方面对长
三角的支撑度达到40%。

创新是第一动力，而区域
协同合作是激发动力的重要催
化剂。

芜湖市委书记宁波表示，
自2018年加入以来，芜湖倍加
珍惜难得的发展机遇，主动靠
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
去，与兄弟城市紧密携手互促
共进。在创新平台建设、产业
项目培育、关键技术联合攻关
等方面深化合作，呈现出创新
企业加速涌现、创新人才加速
集聚、创新生态加速营造的良
好态势。

杭州市副市长胥伟华表
示，近年来，杭州以战略科技力
量实现进一步发展和突破，以
企业为主体的创新体系迸发新
的活力，以产业链协同共建世
界级产业集群，探索科技创新
与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的

“G60路径”。

未来产业跑步向前

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我国抢占
未来竞争制高点、构筑竞争新
优势的关键。

今年 1月印发的《工业和
信息化部等七部门关于推动未
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提出，推进未来信息产业发展，
包括推动下一代移动通信、卫
星互联网、量子信息等技术产

业化应用，加快量子、光子等计
算技术创新突破，加速类脑智
能、群体智能、大模型等深度赋
能，加速培育智能产业。

卫星互联网产业作为未来
信息产业，其产业集群建设涵
盖了除卫星发射之外的卫星互
联网全产业链，即上游卫星制
造、中游地面设备和下游卫星
运营及服务三大主导产业。

近年来，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抢抓商业航天发展重要机
遇，卫星互联网产业规模逐步
扩大。目前，九城市已经初步
形成卫星制造、卫星应用及卫
星运营其他配套应用场景协同
的卫星互联网产业基地。

善弈者谋势，善谋者致远。
大会现场发布了《关于推动长
三角G60科创走廊卫星互联网
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
案》。根据方案，九城市将坚持
融合化发展、集群化发展、差异
化发展和市场化发展，完成绘
制卫星互联网产业图谱、优化
卫星互联网产业布局、培育产
业创新生态等主要任务。

大会现场还发布了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首批量子通信应
用场景。今年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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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在量子通信领域已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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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量子密钥分发（QKD）设备

异构组网、率先推进“产业+量
子”场景应用。

下一步，长三角G60科创
走廊将加快建设互联互通、系
统集成、安全高效的量子通信
网络，并充分发挥量子城域网
对推动技术进步、服务企业发
展、加快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
加速量子通信创新应用的规模
化、产业化。

程向民表示，面向未来，松
江区将坚持九城一体、协同创
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聚
焦突破成链，激发高质量发展
新动能；聚焦集群发展，构建以
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聚焦要素配置，强化松
江枢纽战略支撑。

科创生态持续优化

在上海超硅半导体股份有
限公司（下称“上海超硅”）松
江工厂的生产车间里，一排排
大型自动化精密设备有条不
紊地忙碌着——这是全球最先
进的全自动智能化硅片生产线
之一。

上海超硅松江工厂是全球
20年来新建设的最先进的全
自动智能化集成电路先进制程
用300毫米抛光硅片制造厂。
通过长期在装备技术、工程技
术、结晶技术、晶片制造技术、
尖端材料研究等领域的积累，
上海超硅已经与全球客户建立
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科创生
态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沃土，让上海超硅从一棵幼苗
成长为大树。如果没有策源地

松江的大力扶持，就没有今天
的上海超硅。”上海超硅董事长
陈猛说。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的优
势在创新生态，出路也在创新
生态。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
大学校长郑庆华表示，科创生
态是长三角G60科创走廊实现
可持续发展和打造具有全球影
响力、竞争力科创走廊的核心
因素。

不久前，同济大学携手松
江区共同成立了同济大学长三
角G60科创走廊研究院。研究
院旨在促进区校贯彻落实优势
互补、资源共享、平等互利、合
作共赢的原则，共同服务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共育国
际一流的科创生态。

根据合作协议，区校双方
将共同致力于汇集多方力量，
把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打造成
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端智
库、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培
养高地、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
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着力加强
在高端智库、人工智能、产学研
融合发展等领域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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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验证中心
依托高校院所、企事业单位或
社会组织建设，通过优化整合
人才、成果、资本和市场等要
素，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初一
公里”。

在大会现场，上海陕煤高
新技术研究院、牛津大学（苏
州）科技有限公司、浙大智能创
新药物研究院、合肥市科创集
团有限公司等12家单位被授
牌为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技
成果转化概念验证中心。

业内人士认为，此举将建
立起覆盖先进材料、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等多领域的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转化
概念验证中心矩阵体系，更好
实现九城市仪器共享、数据共
享、专家共享、标准共享、科创
和产业要素上下游协同，实现
研发、中试、量产高效衔接，形
成具有关联性和互补性的产
业集群。

程向民表示，长三角G60
科创走廊将坚持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加快营造具有全球
竞争力的一流科创生态。强化
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
用，坚持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
境，推进高水平制度型协同开
放，改革辟路、创新求实，深入
推进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创
生态建设，为服务国家战略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图片由上海
市松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深入推进长三角深入推进长三角 GG6060 科创走廊科创生态建设大会召开科创走廊科创生态建设大会召开

以新质生产力助推长三角九城协同发展以新质生产力助推长三角九城协同发展

深入推进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科创生态建设大会日前在上海市松江区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