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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推荐

位于中新广州知识城的集成电路产业

园制造材料片区近日启动建设，投资规模超

30亿元。根据计划，该园区整体布局“研发

设计—中试生产—封装测试”全产业链，将

构建集成电路产业生态网络，打造千亿级集

成电路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政

府实施的重大区域发展战略，驶入快车道的

中新广州知识城正是大湾区建设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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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 楫 逐 浪 迈 向 更 高 质 量
长三角三省一市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凝聚强大合力，

促进高质量发展
□ 郑钧天 程士华 屈凌燕 杨绍功

2020年，长三角地区在遭受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之下，展现出强大

的经济韧性。三省一市围绕一体化

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打破行政壁

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范

围内畅通流动，凝聚强大合力，促进

高质量发展。

新经济新动能增强
一体化发展活力

在革命老区江苏盐城，呼啸的

海风正成为助推该地经济发展的新

动能。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

进，这里的风电产业汇集了大批跨

江北上的风电企业，绿色新能源正

成为这座城市的支柱产业。

“近年来，盐城新能源产业始

终保持20%以上的年增长速度。”

盐城市委书记戴源说，目前该市正

打造风电、光伏、生物质发电融合的

供应链，为新能源产业全球合作、技

术研发应用、数据共建共享打下坚

实基础。

事实上，盐城积极利用长三角

资源和产业协同优势，挖掘绿色新

产业、新机遇，只是三省一市协同实

现高质量发展的缩影。新能源增

添新动力，新基建催生新动能。上

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城表示，上海

正紧抓推进新基建的机遇，聚焦

5G、区块链、AI等新技术，大力推进

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建设，引导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开

放应用场景，推动行业性工业互联

网平台赋能，引导中小企业上云、上

平台。

安徽省着力促进数字产业化、

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新型化，引入

阿里、用友等云服务商来皖开展业

务。仅2020年上半年，安徽省就新

增2800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

较去年同期增长87%。此外，科大

智能、长江工业大数据等皖系企业

与长三角地区的中国商飞、阿里巴

巴、徐工信息等企业在工业互联网

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合作不断

取得新成果。”安徽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产业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安徽省

经信部门联合沪苏浙签订智能网联

汽车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汽

车产业合作明显加快，蔚来汽车高

端新能源乘用车智能工厂建成。

跨区域一体化制度
创新形成

今年以来，长三角各地加快制

度创新，积极发挥制度创新策源地

功能。在仅挂牌1年的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市青

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

嘉兴市嘉善县三地已协调推进统一

规划编制，从原来的“三张图”变为

如今的“一张图”。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表示：“探

索跨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是示范区

的核心使命。我们将重点围绕规划

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项目管

理、要素流动、财税分享、公共服务

和公共信用等8个方面率先开展一

体化制度创新，示范引领全国区域

协调发展。”

张忠伟认为，生态绿色是长三

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现。

未来，示范区将加快探索生态友好

型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以水为脉，保

护水生态、提升水品质、做好水文

章，以青浦西岑科创中心、汾湖高新

区等发展，形成蓝色创新珠链，探索

发展路径，展示示范效应。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

马春雷透露，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

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通力协作共

推出实施了69项制度创新，签署了

132项合作协议，建设了67个合作

平台，制定了56项规划和相关政策。

长三角迈向更高质量
一体化

来自江苏南通的神马电力，去

年入驻上海的虹桥绿谷广场，把工

程总包、海外拓展等业务放在上

海，把智能制造工厂放在南通，借

助上海的人才、金融优势整合全球

资源，把电网工程建设新解决方案

推向世界。

神马电力董事长马斌说，得益

于长三角一体化，该公司通过引进

来、走出去，从一家小作坊发展成为

上市公司，新技术、新产品获得美国

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相关国际标

准制定的主导权。

今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发挥人

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达、

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等优势，积极

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路径。在上

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阮青看来，长

三角各城市正强化合作思维和主动

服务精神，聚焦规划对接、战略协同、

专题合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提高

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同

性，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和一体

化布局，在深化区域分工合作中拓展

发展新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传统园区共建“飞地经济”模

式的基础上，上海和浙江着力打造

的“创新飞地”和“人才飞地”已成为

长三角资金和人才要素一体化实践

的热点。如上海张江（衢州）生物医

药孵化基地、嘉善国际创新中心（上

海）、瑞安市（安亭）飞地创新港等

“创新飞地”已在“研发在上海、生产

在浙江”协同创新模式方面进行了

实践。“双招双引”一体化趋势成为

三省一市的共识。

正如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张为付

所言，长三角地区正扣紧全国发

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

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

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

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打破

资源条块分割，去除不合理的市

场准入门槛，实现三省一市科技

资源、人才优势和教育成果的协

同利用和开发，协调发展的新动

能正成为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新引擎。

金融创新一小步 企业发展一大步
——长三角金融服务“同城化”加速

□ 桑 彤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

服务一体化是长三角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的必然要求。据了解，目前长

三角多个跨区域联合授信业务已落

地开花。截至2020年9月末，上海

银行业对苏浙皖三省的贷款余额接

近900亿元。

突破“玻璃门”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自2019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揭牌以来，金融管理部门已

形成了32项具有开创性的制度创

新成果，其中跨区域联合授信颇受

市场关注。此举突破了“玻璃门”，

使得上海资金进入江苏、浙江、安

徽，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017年在A股上市的亚士创

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便受惠

于此。这家集建筑装饰涂料、保温

装饰板、防火保温新材料、防水材料

的研发、制造、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

术企业，原来在上海青浦区有4个

工厂，因产业结构调整等原因，将部

分工厂转移到安徽滁州。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为注册地均

在长三角地区的集团及异地子公司

推出“长三贷”，提供跨区域联合授

信，从而提高贷款审批效率，解决异

地授信等瓶颈问题。

“我们刚到滁州开厂的时候，需

要融资2亿元，当地政府帮忙引荐

银行，但在当地能够承接这笔融资

的银行不多。”亚士创能副总裁王永军

说，原来异地贷款需要总行审批，流

程长，且银行对企业也不了解，企业

融资不是那么便利。这次通过“长

三贷”融资，企业在安徽的项目也能

享受到上海的低成本资金。

在王永军看来，金融机构在服

务创新上迈出的一小步，就是支持

企业发展的一大步。

不仅如此，上海银行业以供应

链核心企业为圆心，向长三角上下

游企业延伸提供金融服务，解决长

三角范围内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

资贵难题。

王永军介绍说：“这项服务不仅

帮助作为核心企业的亚士创能增加

了长三角范围内经销商的合作黏度

及扩张能力，快速回笼货款，提高资

金使用效率，提升亚士创能的市场

份额，而且也帮助了数量众多、融资

能力有限的中小经销商获得融资，

减少中小经销商流动资金的挤占。”

截至9月末，浦发银行上海分行

已成功为长三角40余家中小微企业

融资，总计融资金额超过1亿元。

另一家总部坐落在上海青浦区

的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创始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则获得了中信银行上

海分行的全牌照支持。“企业要发

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对产业的扶持

和引导，也离不开金融支持。”上海

创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范立涛感叹。

2020年，创始实业与中信银行

上海分行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在

积极开展交易结算、供应链金融、现

金管理等业务合作基础之上，还获

得股权投资、产业对接、上市辅导等

多方面服务。“由于企业生产基地分

布在长三角多地，中信银行上海分行

还将利用创始实业青浦总部信用，定

制覆盖企业长三角生产基地和供应

链融资的一体化服务方案。”中信银

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钱学洪介绍。

政银合作
打造一体化金融服务

上海银行业还与上海市科委等

相关部门对接，将科创板企业培育

库范围扩大到长三角区域，打造服

务科创企业成长的产品体系。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

国科技服务业的领军企业，深度融

入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从北

京清华园到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背靠国内顶尖的科研机构，青浦启

迪人工智能科技城已开工建设。

在这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

为青浦启迪人工智能科技城的企业

提供了包括融资、结算、外汇在内的

全方位金融服务，其中为科技城固

定资产融资项目投资25亿元，目前

该项目年销售额达60亿元。

启迪人工智能科技城总裁林楷

森表示，启迪控股在长三角多个城

市均有项目布局，以往业务融资存

在与当地金融机构沟通效率低、重

复提供资料等问题。现在，交通银

行通过长三角管理总部与启迪控股

直接对接沟通，在充分了解公司经

营情况和风险把控模式后，根据各

项目具体所在地向交行各地分支行

牵头落地，大幅度提升了工作效率。

上海银保监局相关人士介绍，

上海银保监局引导鼓励辖内银行机

构在项目规划、评审评级、授信额度

核定、还款安排、信贷管理及风险化

解等方面与长三角区域内分行加强

合作协调，将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

的金融服务从设想变为现实。

长三角签订农业农村
一体化发展备忘录

本报讯 长三角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推

进会日前在浙江省嘉善县举行，上海市、江苏

省、浙江省、安徽省联合签署长三角农业农村

一体化发展备忘录，提出将在多层面联合开

展农业农村领域深层次合作。

根据备忘录，长三角三省一市农业农村

部门今后将在农产品质量监测追溯、绿色农

产品生产加工供应基地建设、渔业资源修复

养护、农产品市场营销、乡村休闲旅游推介、

新时代美丽乡村建设、乡村振兴人才培养和

乡村科技服务等方面强化交流合作，共同推

动长三角地区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

会议指出，长三角地区是我国农村改革

最早、农业产业体系最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

最强、城乡一体化进程最快的地区之一，在国

家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全局中具有重要的战

略地位。

以备忘录为蓝本，三省一市农业农村

部门将加快构建跨区域协调体系、重难点

问题联合攻关机制、多领域信息共享机制，

共同推动农产品质量监测追溯、新时代美

丽乡村建设等重点任务，每项任务都将组

建一个工作小组、明确责任分工。同时，三

省一市农业农村部门将共同成立长三角地

区农业农村一体化发展执委会，统筹推进

重大合作事项。

据悉，推进会上还举行了长三角农业创

新赋能联盟和长三角农创客发展联盟成立仪

式，发出了长三角农创客助力乡村振兴倡议，

并推介发布了长三角最具代表性农业区域公

用品牌和精品美丽乡村风景线。

（许舜达 方问禹）

政银企携手打造
长三角科创新高地
本报讯 近日，一款定向服务优质科创

型企业的授信产品“G60科创贷”在上海发布，

用政银企合作方式打造长三角科创新高地。

“G60科创贷”由长三角G60科创走廊

与江苏银行联合推出，主要面向具有创新能

力和较高成长性的高科技企业，包括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且具有“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

新产业”的“四新”特征科技企业，相对于传统

信贷产品，具有支持范围广、增信方式活、信

用额度大、审批速度快等优势。

当天的发布会上，10家科创型企业作为

首批“G60科创贷”签约对象与江苏银行签署

了银企合作协议，总计授信金额5亿元。经

G60联席办推荐，江苏银行目前已经建立了

120余家“G60科创贷”企业储备库，后续将

为储备企业提供精准金融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重点是要引导更多的信

贷资源投向科创企业和先进制造业，进一步

畅通利率传导，推动企业融资成本有效降低，

拓宽融资渠道，优化企业债务结构。”中国人

民银行上海总部党委委员、副主任刘兴亚说。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联席办常务副主

任王平表示，G60联席办将深化与三省一市

金融机构的合作，做精做强G60金融服务联

盟，集聚全牌照、全产业链、品牌化、专业化金

融资源，为企业发展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融资

服务。 （王子涛）

长三角地区内河航道桥梁长三角地区内河航道桥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近日，安徽芜湖至上海（芜申线）航道整治工程重点控制性项目——河定大桥在江苏常州正式合龙，误差不超过1毫米。据悉，最后吊装的

河定大桥主桥桥体长126.18米，重638吨。施工中，为减少对原航道通行的影响，中铁二十局集团建设者采用整体吊装法施工，比传统桥梁施工

工期缩短了近一年，为我国整治高等级航道提供了技术经验。图为中铁二十局集团工人在江苏常州吊装河定大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朱国贤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