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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需紧抓“科技创新”牛鼻子 

2021 年 3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下称“纲要”）发布，科技创新备受关注，“科技”作为高频词在纲要中共出现了 89 次。

展望 2035 年，我国关键核心技术将实现重大突破，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科技创新将为区域发展

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同时将成为我国区域发展格局重构与变迁的重要因素。 

我们认为，“十四五”规划的出台，将加速区域一体化战略与科技创新战略的融合发展，科技

创新与重大区域战略的有机结合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系统性问题，为区域赋能的同时形成带动全国新

一轮发展的增长极。 

在我国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中，京津冀、粤港澳、长三角、成渝等地区域禀赋和战略发展定位

有所不同。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发展科技

创新产业优势突出。我们认为，长三角区域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是长三角区域发展的关键，长三角

区域一体化发展需紧抓“科技创新”牛鼻子。 

一、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长三角按下“必选键”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长三角区域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是必由之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都在发生深刻调整，世界

进入动荡变革期；另一方面，国内发展环境也经历着深刻变化，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须

以科技创新催生新发展动能。”是国家对于对内外形势的重要判断。 

为应对大变局，我国审时度势，部署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长三角区域所处区位通

江达海、承东启西、联南接北，是“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地带。区域内口岸资源优

良，国际联系紧密，协同开放水平较高。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的发展，长三角已深深融入了世

界经济和产业链条，是国际大循环的重要支点；长三角是我国科技创新、高端制造、高端服务的重

要区域，要建立国内的分工和循环，形成全国化产业链并不断升级，长三角更是关键节点。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基于科技创新、

产业发展、消费升级的全过程循环，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是其前端和基石。面对加快形成“双循环”

新发展格局的趋势，长三角区域必须发挥“双循环”枢纽作用，担当起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

先锋的重任。 

区域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是提高长三角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自

2018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长三角不仅是中国的长三角，也是世

界的长三角。“十四五”规划更是提出，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以上海为引领的长三角区域将成为全球科技资源流动的重要集聚地，与北京、粤港澳联动参与国际

科技要素配置与循环。 

“十四五”时期，推进更高水平的区域协调发展是一项关键任务，提升长三角一体化水平，率

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将在提升区域协调水平、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中起到重要的支撑和示范引领作

用。“十四五”规划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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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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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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和产业创新发

展正在成为长三角提升一体化水平、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的关键领域。 

二、长三角区域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基础坚实 

长三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科技和产业创

新协同发展方面拥有坚实基础。 

（一）经济社会发展全国领先。长三角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经

济社会发展十分领先。统计数据显示，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

省）目前常住人口 2.27 亿，占全国总人口的 16%，人力资源丰富；2020 年，区域 GDP 为 244714

亿元，占全国 GDP 超过 24%，其中上海市 38701 亿元，江苏省 102719 亿元，浙江省 64613 亿元，

安徽省 38681 亿元，“三省一市”GDP 均居全国前列，人均 GDP 达 10.78 万元，为全国水平的 1.48

倍。 

（二）科创资源禀赋优秀。区域科研资源丰富，根据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研究显示，截至 2019

年末，长三角区域拥有 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450 所普通高校、159 所国家重点实验室、82 所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20家国家数据中心和373家地方技术服务类平台，拥有研发活动人员17954

人，占全国的 16.4%，院士 336 名占全国的 18.6%；区域科创能力强，根据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平

台显示，截至 2020 年，长三角区域研发经费投入 5950 亿元，占全国总投入的 30%，拥有 34 个国

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占全国的 21.3％，拥有科学仪器 35546 套，占全国总数的 30%，拥有高

新企业 44126 家，占全国总数的 26%，文献总数 85386 篇，专利总数 1170501 个，均居全国领先。 

（三）区域产业基础雄厚。长三角区域是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聚区，区域内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高端装备、人工智能、新能源、新材料、数字经济等产业基础雄厚，集成电路和软件信

息服务产业规模分别约占全国 1/2 和 1/3。区域内优秀企业汇集，发展迅速，根据《2020 长三角百

强企业榜》显示，2019 年长三角企业 100 强营业收入再创新纪录，达到 1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9

万亿元，增长率 13.57％。营业收入超千亿企业达到 57 家，比上年增加 8家，百强企业净利润合

计达到 7112.3 亿元，增长率达到 19.60％。百强企业入围门槛达到 563.8 亿元，比上年的 509.3

亿元提高 54.5 亿元。有 21 家企业跻身世界 500 强，整体排名比上年有所提高；有 128 家企业入围

中国企业 500 强。区域内创新型企业数量众多，根据胡润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全球独角兽榜》，

从城市分布看，上海 47 家，杭州 20 家，南京 11 家，分别位居上榜中国城市第 2、4、5位；从区

域分布看，长三角独角兽企业共 83 家，比粤港澳大湾区多 50 家。 

三、长三角区域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途径 

（一）进一步加强区域协同创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科技和产业的区域协同创新也

在不断发展，由“三省一市”科学情报研究所共同发布的《2020 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指数》报告

显示，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总指数从基期 2011 年的 100.00 分增长至 2019 年的 204.16 分，较 2011

年翻一番；5项一级指标中资源共享指标上升至 2019 年的 219.41 分，创新合作水平指标提高至

2019 年的 217.51 分，成果共用指标 2019 年达 214.83 分，彰显了长三角协同创新良好的发展势头。

G60 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蓬勃发展，发挥了集聚效应，推动了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的要素

优化配置和产业分工集聚，一些城市和地区之间对接发展，努力实现资源互通，产业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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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尽管长三角区域形成多种特色协同创新，但边界壁垒仍然存在。如各城市发展战略

各自为政、缺乏有力协同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城市之间的共建水平、互动程度参差不齐；

各创新区域之间的协作不充足等问题。长三角区域内要进一步加强区域协同创新，进一步梳理盘活

区域内科创和产业资源，整合“三省一市”的优势力量，打破堵点、畅通循环、协同发力，进一步

加快建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和沿沪宁产业创新带，促进二者互补和互动，带动构建长三角科创圈，

实现更高层次的协同创新，用充分高效的协同产生联动效应，成倍释放长三角区域的科技和产业创

新发展潜能。 

（二）突出集聚效应，加快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加强产业集聚和人才集聚，利用好集聚效

应，是加快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的“催化剂”。一方面加快建设“三省一市”产业分工体系，构建

“错位竞争”格局，突出地方特色，避免产业同构和过度竞争，加强优势产业集聚，各地区协同配

合，加快科技和产业创新发展，提升长三角一体化水平；另一方面围绕上海、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

科学中心，在长三角上海、合肥、苏州、南京、杭州、宁波等长三角区域核心城市构建多极化人才

集聚中心，充分发挥人才集聚效应，加快科研效率，并引导科研成果向区域内其他省市辐射，促进

科研成果的产业转化。 

（三）推动建设区域科技创新共同体，增强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充分利用长三角区域丰富的

科研资源，打造区域科创共同体，集成长三角科创资源，探索和完善运行机制，实现数据互通，资

源共享，聚合产学研力量，分析研判重点产业亟须突破的“卡脖子”技术难关，开展联合攻关，共

同营造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生态，打造全国科技创新策源地，进一步提升区域整体发展

和协同创新能力，支撑长三角区域成为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和未来产业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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