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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好 长 三 角 一 体 化 发 展 大 文 章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十问十答

问：如何贯彻实施好《规划
纲要》？

答：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战略，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充
分认识贯彻实施《规划纲要》的

长期性和艰巨性，加强领导，精心筹划，周密部
署，稳步推进。

一是准确把握精神实质。要深刻领会加
快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对全国区域协调发展的
战略意义，进一步增强实施《规划纲要》的使
命感和责任感；要深刻领会《规划纲要》提出
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战略定位、发展目标，
进一步明确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总体思路和
基本方向；要深刻领会《规划纲要》确定的重
点任务，明确各项任务的具体要求。只有通
过深入系统地研究和学习，切实把思想统一
到《规划纲要》上来，才能真正贯彻好、实
施好。

二是强化组织领导。切实加强党对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的领导，涉及的重大事项决策、

重大规划制定和调整必须报党中央审定。充
分发挥党的各级组织在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中的领导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激励干部担
当作为。

三是切实明确实施各方责任。要建立
实施《规划纲要》的责任体系，三省一市人
民政府是实施《规划纲要》的主体，要认真
细化分解贯彻实施《规划纲要》的具体责
任，确保政令畅通、协调有力。中央和国家
机关要按照职能分工、纲要分工方案、年度
工作要点，加强对《规划纲要》实施的指导，
在相关专项规划编制、重大政策制定、重大
项目安排、重大体制创新方面予以积极支
持。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规划纲要》实
施的跟踪分析、督促检查、综合协调和经验
总结推广，定期召开办公室会议，及时调
度，加强考核，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落
实到位，切实推动长三角地区实现更高质
量的一体化发展，更好引领长江经济带发
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问：推进《长江三角洲
区 域 一 体 化 发 展 规 划 纲
要》，重点要把握哪几个
方面？

答：《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
纲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
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重点把
握三个方面：

一是坚持高质量发展。长三角地区发
展基础好，发展水平在国内领先，具备打
造高质量发展样板的条件。长三角地区率
先探索高质量发展路径，有利于引领全国

的高质量发展。
二是坚持一体化发展。近年来长三角

地区很多领域的协同协调发展已有成效，
深入推进一体化发展，能够为全国其他区
域的一体化发展提供示范。

三是坚持有序有效推进。有序是指根
据一体化条件的差异分层次推进，已经具
备一体化条件的要率先突破，具备一定条
件的要逐步提升一体化水平，暂不具备条
件的要注重缩小差距；有效是指通过重大
平台，在一些领域、部分地区加快探索一
体化发展路径，尽快取得成效，形成可复
制可推广的经验，在全国树立起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的标杆。

问：为什么要设置中心区，选择
27 个中心区城市的主要考虑是
什么？

答：坚持以点带面、依次推进，
按照由小到大的范围，形成新片区

拓展功能、示范区先行探索、中心区率先复制、全
域集成推进的一体化发展格局。

全域层面，主要考虑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
把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全域作为规划范
围，总面积35.8万平方公里。

中心区层面，考虑能率先复制推广示范区形
成的制度经验，在更大范围探索建立更加有效的
区域一体化发展制度，辐射带动长三角地区高质
量发展，把上海市，江苏省南京、无锡、常州、苏州、

南通、扬州、镇江、盐城、泰州，浙江省杭州、宁波、
温州、湖州、嘉兴、绍兴、金华、舟山、台州，安徽省
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滁州、池州、宣城
27个城市作为中心区，总面积22.5万平方公里。

示范区层面，考虑到通过更高起点的深化改
革，探索从项目协同走向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示
范引领长三角地区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把上海
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作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总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

新片区层面，考虑通过更高层次的对外开
放，打造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更具国际市场
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以上海
临港等地区为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新
片区。

问：提出到2025年中心区
人均GDP与全域人均GDP差
距缩小到1.2∶1的主要考虑是
什么？

答：中心区人均 GDP 与
全域人均 GDP 的差距是衡量区域经济一
体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经济总量、
人口流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结果。

中心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普遍高于长三

角其他城市，但由于人才和劳动力向较发达
城市流动，中心区城市人口数量不断增长，近
几年来中心区人均GDP与全域人均GDP的
比值出现了一定的波动，总体高于1.2∶1。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城市之间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趋于均衡，城市化率不断提高，
人口流动趋势放缓，中心区人均GDP与全域
人均 GDP 逐步接近，到 2025 年有望缩小到
1.2∶1。

问：如何发挥上海、江
苏、浙江、安徽的比较优势，
共 同 提 升 区 域 一 体 化 发 展
水平？

答：支持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立足更高起点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
对外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竞争
力作出的重大而深远的战略考量。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海发挥龙头带
动作用，苏浙皖要各扬所长，更好引领长
江经济带发展，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这一重要指示精神，既为长三角更高质量
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也赋予了苏
浙皖履行国家使命的重大责任。

在长三角地区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各地
应各扬所长，找准不同定位，发挥各自优
势，集聚形成合力。

问：长三角地区如何打造
成为全国重要的新经济发展高
地？

答：当前，随着人工智能、产
业互联网、5G应用的发展，我国

正在逐步从传统行业主导的旧经济时代转向
新经济时代。面对新经济的发展浪潮，长三角
一体化战略将为长三角地区带来全新的发展
机会，也将为创新创业带来新的机会。在长三
角地区，以阿里巴巴、科大讯飞等为代表的新
经济、新科技企业正催生出一系列新产品、新
业态、新模式。应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发挥
企业家才能，顺势而为、乘势而进。出台引导
措施，为更多实体经济顺利实现动能转换，形
成新的技术优势、市场优势、模式优势。

一是要积极学习和借鉴国际知名城市群
和国内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在

打造科技创新中心，培育经济新动能方面的
经验做法，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产业革命，提
前布局5G应用、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新兴
产业。

二是从全区域、全领域和全过程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打破行政级别的羁绊，努力
营造有利于新经济发展壮大的市场环境、法
治环境、人文环境。

三是要发挥企业家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中的重要作用，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特别
是发挥一批技术底蕴深厚的龙头企业在发展
新经济上的龙头带动作用。

四是要聚焦上海、杭州、南京等为代表的
重点城市，放大上海“五大中心”功能，发挥杭
州数字经济优势，加强与长三角其他地区资
源整合，做到战略共享、功能互补，共同打造
新经济发展高地。

问：如何建设“轨道上的
长三角”？

答：长三角地区轨道交通
密集，沪宁、沪杭、杭宁 3 个
通道构成的高铁三角前些年

就已形成，使长三角 3 大核心城市及区间
内的长三角城市群，基本形成了一小时高
铁通勤圈。除了完善长三角的高铁网络，
还要加快推进城际铁路、市郊铁路、城市
地铁等轨道交通建设，并实现各轨道交通
网络的无缝衔接、互联互通、方便换乘。
通过加快建设集高速铁路、普速铁路、城
际铁路、市域 （郊） 铁路、城市轨道交通
于一体的现代轨道交通运输体系，构建高
品质快速轨道交通网，化解长三角地区交
通运输体系“东强西弱”“南密北疏”的空
间布局不均衡问题。

一是加密高铁网络，大幅缩短主要城
市间时空距离。高铁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
新引擎，它引导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提升

了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完善了综合交通体
系。要围绕打造沿海、沿江和城际通道，加
快沪通铁路一期、商合杭铁路等在建项目
建设，推动北沿江高铁、沿江高铁武合宁通
道、沪通铁路二期、沪苏湖、通苏嘉甬、杭临
绩、沪乍杭、合新、镇宣、宁宣黄、宁扬宁马
等规划项目开工建设，推进沿淮、黄山-金
华、温武吉铁路、安康（襄阳）-合肥、沪甬、
甬台温福、宁杭二通道的规划对接和前期
工作，积极审慎开展沪杭等磁悬浮项目规
划研究。

二是以都市圈同城化通勤为目标，加快
推进城际铁路网建设，推动市域铁路向周边
中小城市延伸，率先在都市圈实现公交化客
运 服 务 。 支 持 高 铁 快 递 、电 商 快 递 班 列
发展。

三是要做好不同交通方式间的衔接，特
别是轨道交通与地面交通、轨道交通与主要
机场、轨道交通与港口码头、各类轨道交通
内部的衔接都要尽力做到简单高效。

问：如何共筑长三角绿色生
态屏障？

答：为筑牢绿色生态屏障，提
高生态服务功能，保障区域生态
安全水平，推动区域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绿色生态屏障的构建需要开展以下
工作。

一是严守生态保护红线。长三角地区已
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划定。下一步将通过实施
生态补偿、加强生态保护与修复、建立监测
网络和监管平台、强化执法监督、严格责任
追究等一整套生态保护红线管控和激励措
施，对生态功能极重要区、生态极敏感脆弱
区和自然保护区等各类保护地实施生态空间

用途严格管控，强化红线刚性约束，确保功
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二是共筑区域生态安全新格局。遵循“山
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基于生态保护红
线空间格局，结合水网廊道和沿海防护林体系
建设，构建“三横两纵”的区域生态安全新格局。

三是强化生态空间保护与修复。加强长江
江滩及通江河流湿地、湖泊湿地资源保护与修
复，营造和恢复适合中华鲟、白鲟、江豚等珍
稀物种生境。实施滨河湿地、滩涂、河口、海
湾生态整治修复工程。在苏北沿海、崇明岛、
杭州湾等区域建立并实施自然岸线预警机制，
确保长三角地区沿海自然岸线比例不低于
35%等。

问：如何更好推动长三角地区
推进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

答：为加快推进长三角地区一
体化发展战略落实落地，上海市、江
苏省、浙江省及安徽省于2019年5

月22日共同签订《推进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深化三省一市医疗保障领域合作发展备忘
录》，秉承“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
顶层设计、分步实施，提高站位、积极作为，大胆探
索、先行先试，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原则，加快推动
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深入促进长三角
地区医保领域合作交流。应从以下5点出发，更
好地推动长三角地区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工作。

第一，提高站位，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建设。
第二，突出重点，逐步扩大异地就医门诊直

接结算覆盖范围。逐步扩大三省门诊直接结算统
筹区范围，力争2021年底前实现三省全部统筹
区联网结算全覆盖。逐步扩大门诊直接结算医疗
机构覆盖范围，力争2021年底前三省一市全国
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医疗机构实现门诊异地直接结
算全覆盖。

第三，做好服务，不断优化提升参保人员医
保服务体验。

第四，加强监管，保障医保基金合理安全
使用。

第五，助力医改，深入促进“健康长三角”
建设。

问：如何推动支持民营经
济高质量健康发展？

答：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民
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推
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对于促

进长三角创新创业、保障地方税收、增强市场
活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重要
讲话精神，进一步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减
轻企业税费负担等民营企业面临的难点、痛
点问题，开展相关领域专项整治，着力消除对
不同所有制企业设置的各类不合理限制和壁
垒，切实维护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

拓宽民营企业发展空间。放宽民企市
场准入门槛，在长三角地区实施新版 《市
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
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

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推动长三角依托全
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建立向民
间资本推介项目长效机制。组织开展国企
混改试点，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参与国有企
业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
入养老服务业。

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扩大
长三角地区优质民营企业债券发行规模，鼓
励各地发行小微企业增信集合债券，募集资
金主要用于支持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
向、有发展前景的民营、小微企业。积极通过
市场化债转股助力民营企业发展，鼓励引导
实施机构为民营企业引入社会资本补充企业
资本金。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基于归集的公共
信用信息和市场信用信息开发“信易贷”等产
品，为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提供无
抵押、无担保的纯信用贷款。

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新征程
熊 丽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再加速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再加速。。刚刚印发的刚刚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对科创产业对科创产业、、基础设施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生态环境、、
公共服务公共服务、、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体制机制66大领域进行了部署大领域进行了部署，，明确了明确了““施工表施工表”“”“路线路线
图图””。。其中其中，，““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排在各项任务首位排在各项任务首位。。

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长三角地区优势独特长三角地区优势独特。。
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全球首颗量子通信卫星““墨子号墨子号””、、全球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全超导托卡全球首台光量子计算机全超导托卡

马克装置马克装置、、全球首次实现电子温度全球首次实现电子温度11亿度等离子体运行亿度等离子体运行、、全球首次实现全球首次实现1818个个
光量子比特纠缠……作为国内经济最活跃光量子比特纠缠……作为国内经济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创新能力最强的
区域之一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科创资源丰富长三角地区科创资源丰富，，拥有拥有22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55个国个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家自主创新示范区，，3434个国家高新区个国家高新区，，全国约四分之一的全国约四分之一的““双一流双一流””高校高校、、国国
家重点实验室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年研发经费支出和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占
全国三分之一左右全国三分之一左右，，GG6060科创走廊共建共享呈现良好态势科创走廊共建共享呈现良好态势。。经过多年发展经过多年发展，，
这里也是国内产业发展的高地这里也是国内产业发展的高地，，产业门类齐全产业门类齐全，，集群效应突出集群效应突出，，综合竞争能综合竞争能
力强力强，，在电子信息在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高端装备、、新能源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一批新材料等领域形成了一批
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较强的创新共同体和产业集群。。

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长三角地区责无旁贷长三角地区责无旁贷。。
长三角地区位于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国际竞争的前沿长三角地区位于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与国际竞争的前沿，，承担着落承担着落

实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实国家各项发展战略、、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使命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大使命。。当前当前，，全球新一轮全球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优化升级交汇融合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经济优化升级交汇融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
龙头地区龙头地区，，增强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增强长三角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提高经济集聚度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区域
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应连接性和政策协同效应，，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对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意意
义重大义重大。。

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协同创新产业体系建设，，要走要走““科创科创++产业产业””道路道路，，依托创新链提升依托创新链提升
产业链产业链，，围绕产业链优化创新链围绕产业链优化创新链，，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精准对接，，不断提升不断提升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势，，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共建共享共建共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有关方面要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有关方面要加强科技创新前瞻布局
和资源共享和资源共享，，联手营造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生态联手营造有利于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创新生态，，建设重大原创建设重大原创
成果策源地成果策源地。。破除制约长三角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破除制约长三角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制度障碍，，共建科技共建科技
资源共享资源共享、、人才交流人才交流、、技术转移转化技术转移转化、、工业互联网等重点平台工业互联网等重点平台，，加快科技创新加快科技创新
要素的自由流动要素的自由流动，，把长三角地区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和制造把长三角地区打造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和制造
业研发高地业研发高地。。

优势互补优势互补，，合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合力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上海发挥龙头带头作用上海发挥龙头带头作用，，苏浙皖苏浙皖
各扬所长各扬所长，，发挥好江苏制造业发达发挥好江苏制造业发达、、科教资源丰富科教资源丰富、、开放程度高开放程度高，，浙江数字经浙江数字经
济领先济领先、、生态环境优美生态环境优美、、民营经济发达民营经济发达，，安徽创新活跃强劲安徽创新活跃强劲、、制造业特色鲜制造业特色鲜
明明、、生态资源良好生态资源良好、、内陆腹地广阔等优势内陆腹地广阔等优势，，携手将长三角地区打造成全国先携手将长三角地区打造成全国先
进制造业集聚区进制造业集聚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高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产业创新高地，，联合打造一批高水平服联合打造一批高水平服
务业集聚区务业集聚区、、创新平台和高端服务品牌创新平台和高端服务品牌。。

根据根据《《规划纲要规划纲要》》确定的发展目标确定的发展目标，，到到20252025年年，，长三角科创产业融合发长三角科创产业融合发
展体系将基本建立展体系将基本建立。。一个动力更强一个动力更强、、结构更优结构更优、、质量更高的经济增长极质量更高的经济增长极，，值值
得期待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