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三角自贸区跨省联动发展迈新步
沪苏浙皖签订自贸试验区一体化发展备忘录

本报讯（记者 王弘毅）近日，沪苏
浙皖签署了 《长三角自贸试验区一体
化发展备忘录》，这标志着长三角深化
自贸试验区跨省域联动发展， 在全国
率先迈出第一步。

根据 《备忘录 》，长三角自贸试
验区结合三省一市各地实际 ，在发
挥自贸试验区开放型经济引领带
动作用方面互鉴互学 、 共同促进 。
具体来说 ，三省一市自贸试验区将
在项目协同 、 优化营商环境合作 、
创新理论研究交流等领域开展深
度合作 。

此次合作达成后 ， 三省一市自
贸试验区将聚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中涉及自贸试验
区的 ， 以及自贸试验区更有条件实

施的事项 ，协同加大协调推进力度 ，
共同保障任务尽早落地实施。 同时，
完善长三角区域优化营商环境合作
机制 ， 着力提升要素市场化配置水
平 。 各地自贸试验区将以制度创新
为引领 ， 加强高标准营商环境建设
经验交流借鉴 ， 更好发挥长三角地
区产业链供应链相连相依优势 ，共
同优化制度环境。

此外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将
对需要共同推进的跨区域事项进行
协调推进 ， 对需向国家汇报的重大
事项和重要成果联合上报。 据了解，
为有效开展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动
发展的日常工作 ， 日前长三角三省
一市已成立长三角自贸试验区联盟
及其秘书处。

共建“创新共同体”
高校企业“牵手”合作，沪苏浙皖协同技术攻关

2019 年在芜湖，2020 年在湖州，
2021年在无锡， 连续 3年的长三角地
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每年都聚焦 “科技
创新”这一重大主题，达成的合作成果
令人关注。

企业家与科学家“牵手”共谋创
新。 5 月 27 日，第三届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高层论坛上，长三角企业家联盟
和长三角研究型大学联盟签署合作
协议，建立全面战略合作关系。

长三角企业家联盟是由长三角
地区鼓励支持的重点产业、支柱产业
龙头企业主要负责人自愿组成的联
合性、非营利性组织；长三角研究型
大学联盟是由浙江大学倡议，复旦大
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

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共同发起的长
三角区域高水平大学联盟。

据悉，这两大联盟将共同探索实
施四大方面 12 项行动计划， 如共建
高端交流平台，促进企业家、龙头企
业与高水平大学交流合作向深度、广
度融合发展等。

“打破商界与学界的界限，推动
校企合作，意义重大”“让企业和高校
开展科研对接，是利好更是双赢”“对
于科研成果转化和市场化有重要作
用”……采访中，不少企业家和高校
负责人均对两大联盟的“牵手”表示
期待。

除了校企“牵手”外，长三角还实现
科创“携手”。 在此次会议上，长三角科

技创新共同体建设办公室正式揭牌。该
办公室将围绕高质量推进长三角科技
创新共同体建设展开各项工作，其中包
括组织长三角智库， 制订三年行动方
案； 制订联合攻关实施方案及细则；建
设长三角科创共同体“云平台”等。

据统计，2020年， 长三角三省一
市全年安排用于联合攻关的省市级财
政科研资金超过 2亿元， 带动社会投
入超过 10亿元；技术市场相互间合同
输出 1.4万余项， 同比增长 26.7%；长
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的重
大科学装置和科学仪器总价值超过
431亿元； 长三角科技人才库已汇聚
20余万名科技专家的信息，平台累计
访问量超过 120万人次。

5 月 26 日至 27 日，在 2021 年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期间，三省一
市举行系列开工、揭牌、签约活动，达成丰硕成果———

携手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

5 月 26 日至 27 日，以“服务新发展格局、走在现代化前列”为主题的 2021 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江苏
无锡举行。会议期间，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一批重点项目集中开工，重要协议集中签约，在产业合作、生态环保、政务服务
等方面达成了合作意向，取得了丰硕成果。

长三角 9 个重大项目“云开工”、四大产业链联盟揭牌、“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地图及高频服务事项上线……新一
轮合作，将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共造产业集群

成立 “产业链联
盟”，优势互补“抱团”
发展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在产业发展
上各有优势与特色。长三角如何在产业的
关键领域各扬所长 、形成合力 ，推进产业
优势互补，锻造有全球竞争力和影响力的
产业链？ “产业链联盟”便成为更高质量一
体化背景下，产业协同发展的又一 “落地
之举”。

5 月 27 日上午，在第三届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高层论坛上，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四个产业链
联盟正式揭牌。

在采访中， 企业界对产业链联盟充满
期待， 大家联合起来开展产业链重大课题
研究，逐个攻破“卡脖子”难题，锻造有全球
竞争力和影响力的长三角产业链共同体，
成为联盟企业的一致追求。

为何要成立产业链联盟？ 有关专家解
读认为， 这四大产业的产业链均比较长而
庞大，有些产业链如果没有形成联动性，其
内部就会出现同质化问题， 壁垒也会越来
越多，产业链原有的竞争力就会流失，长板
也逐渐变成了短板。因此，需要成立产业链
联盟来实现进一步协同。

科大讯飞是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首任
理事长单位，董事长刘庆峰充满期待。他表
示，要通过产业链联盟的成立，将沪苏浙皖
的产业优势发挥出来，能量释放出来，比如
安徽的智能语音、浙江的智能安防视觉、上
海的芯片、江苏的应用场景等。联盟将从基
础算法到核心应用， 再到重点场景的整个
产业链条打通， 各地企业在产品应用上深
化合作，不断发挥最大合力。

新能源汽车产业 ， 也是长三角地区
的优势产业之一。 目前，长三角地区聚集
了 100 多个年工业产值超过 100 亿元的
汽车产业园区 ， 包括上汽集团 、 吉利集
团 、奇瑞集团 、江淮集团等数千家企业 。
长三角集群的 30 个城市中 ， 有超过 14
个城市已经拿到或规划有新能源汽车项
目 ， 涉及新能源汽车项目超过 20 个 ，累
计计划产能超过 300 万辆 ， 累计计划投
资超过 1000 亿元。

在江汽集团副总工程师、 新能源乘车
公司总经理夏顺礼看来， 从整车生产到零
部件配套， 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布
局全面，产业链齐全。 “联盟成立将有利于
形成长三角地区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生产研
发合力。 希望长三角能在关键核心领域做
好协同创新与技术共享， 打造世界一流的
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

对于技术含量较高的集成电路产业来
说，产业协同有利于攻克关键技术难题，推
进产业链向高端迈进。 上海市集成电路行
业协会负责人认为， 长三角在集成电路产
业链高度互补。龙头企业跨地区的部署，不
仅能帮助企业发展， 也有利于产业链上形
成协同一致。

共护碧水蓝天

创新治理模式，完善跨区域联保共治机制
生态环保，是今年长三角地区主

要领导座谈会的一大“关键词”。
5 月 26 日，三省一市集中开工的

9 个项目清一色都是环保项目，涉及
太湖及水环境治理。 与此同时，在长
三角一体化高层论坛上，长三角生态
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发展建设
有限公司和水乡客厅开发建设有限
公司正式揭牌，两家公司的组建标志
着“示范区理事会—执委会—开发公
司”三级治理体系架构形成。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由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
善 3 个片区组成，是探索长三角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 约 35 平

方公里的“水乡客厅”，其定位是“生
态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地、跨界融
合创新引领的展示区和世界级水乡
人居典范的引领区”， 是对新发展理
念的集中示范。

“两家公司的揭牌，具有里程碑
式的意义。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
行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说，“未来‘水乡
客厅’的重大基础设施、重大功能性
项目、生态环境整治、社会公共配套
等，就由水乡客厅公司来承担。 ”

无论是“治水”还是“治气”，生态
环境保护需要省市之间携手协力，才
能实现“1+1+1+1>4”的效果。 比如围
绕滁河治理，南京浦口区与滁州南谯

区共管共治已成常态，两地多次联合
治理滁河沿线灌木、垃圾、水面漂浮
物等。 在跨界河流协作机制下，滁河
水质基本稳定达到地表水 III 类及以
上标准。

去年以来， 沪苏浙皖加强生态环
境联防联控、联保共治，携手打好碧水
保卫战，精心做好“水文章”。三省一市
协同推进长江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改和
监测溯源， 加强船舶和港口污染联防
联治，完成区域“千吨万人”及其他乡
镇级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 苏皖三
区一县联合实施石臼湖生态环境保护
合作框架协议，新安江、滁河等跨省流
域生态补偿机制有序落实。

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
驶入“快车道”

■ 本报记者 吴量亮

6 月 1 日来自蔚来的消息显示 ，
该公司 5 月共交付整车 6711 台 ，同
比增长 95.3% 。 蔚来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 因芯片带来的供应链波动
及交付环节的调整 ， 企业 5 月交付
工作曾受短暂影响 。 蔚来新订单持
续增长 。 根据最新的生产及交付计
划 ，蔚来将在 6 月加快交付节奏 ，二
季度交付量预期保持不变 ，为 21000
台到 22000 台。

今后， 长三角区域的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企业发展将拥有更多支撑。

日前， 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链
联盟成立大会举行。其中，我省本次推
荐加入联盟的首批成员单位包括以江
淮汽车、奇瑞汽车、蔚来汽车、华菱汽
车为代表的整车企业，以国轩高科、华
霆动力、明天氢能、绿沃能源为代表的
动力电池及回收企业， 以巨一动力为
代表的电驱动系统企业， 以晟泰克为
代表的汽车电子企业， 以合肥工业大
学为代表的高校单位。

“长三角地区已发展成为国内最
具发展活力的区域之一， 新能源汽车
又是长三角地区的优势产业之一。 我
们期望以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联
盟为新的起点，加强信息技术交流，联
合推进核心零部件技术攻关， 促进产
业优势互补， 共同推动长三角新能源
汽车产业链创新发展。”省经信厅副厅
长王灯明说。

安徽是全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
地。 2020 年，全省汽车产量逆势增长
重回百万行列，实现产量 116.1 万辆，
同比增长 23.8%。省委、省政府一直高
度重视新能源汽车发展， 近几年相继
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划和支持政策，
推动新能源汽车发展。目前，我省已形
成以乘用车、客车、货车等产品为主导
的新能源整车协同发展态势， 拥有一
批新能源汽车整车企业， 同时关键核
心零部件配套不断完善，在动力电池、
电机及控制系统、 充电设施建设运营
等关键领域形成了一批具有核心技术

的行业领先企业， 整车-电池-电机-
电控的产业体系不断健全，“关键零部
件-整车-产业链-产业集群” 发展格
局初步形成，建立了合肥、芜湖两大产
业集聚基地， 产销量走在全国前列。
“十三五”时期，我省新能源汽车累计
实现产量 49.5 万辆 ， 占全国比重
9.8%，其中 2020 年产量 10.5 万辆，位
居全国第 4。

“我省已将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列为‘十四五’时期重点发
展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 并建立工作
专班加以推进。”省经信厅汽车工业处
处长马翠兵介绍，在汽车产业发展上，
我省近年来与沪苏浙加强协同， 积极
融入长三角地区产业体系，签署《国家
级长三角区域车联网先导区合作共建
协议》，共建先导区。 省内首条 4.4 公
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示范线于
2020 年 9 月在合肥建成并投入运行，
颁发首批 12 家智能网联汽车开放道
路测试牌照 37 张。

“我们希望大家共同努力 ，搭建
好 、利用好 ‘长三角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联盟 ’ 这一产业学习和交流的平
台 ， 促进产业链相关企业协同创新
发展 ， 推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高
质量发展 。 ”江汽集团副总工程师 、
新能源乘车公司总经理夏顺礼介
绍， 江汽集团从 2007 年开始扎根新
能源汽车领域 ， 经过 15 年潜心研
发 ， 积累了九代技术 、 四代产品的
iEV技术平台 ， 已系统掌握了电池 、
电机 、 电控 、 系统集成四大核心技
术 。 截至 2020 年底 ，江汽集团累计
推广应用新能源车超 17 万辆 ，累计
行驶里程超过 40 亿公里。

省经信厅提出， 下一步将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
划（2021-2035 年）》以及 2021 年度长
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精神， 坚持
“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发展方向，
编制出台《安徽省“十四五”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和《安徽省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推动
安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长三角铁路客流持续恢复
今年 5月发送旅客 6598.8万人次

本报讯（记者 范克龙）记者近日
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
悉， 今年 5 月， 长三角铁路发送旅客
6598.8 万人次，与 2019 年同期相比增
长 132.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2%，日均
发送旅客 212.9 万人次， 占全国铁路
客发量 22.9%。 这也是自新冠肺炎疫
情发生以来， 长三角铁路单月客发量
首次实现正增长。

从客流新增长点来看，新线带动
客流增长效应明显 。 近 2 年开通运
营的商合杭 、郑阜 、徐盐 、连镇 、盐
通 、合安 、徐连高铁 ，沪苏通 、衢宁铁
路等新线新站客流增长明显 ， 对整

体客流增长贡献率不断提升。 5 月 1
日 ， 连镇高铁旅客输送量达到 18.7
万人次、5 月 5 日盐通高铁旅客输送
量达到 9.7 万人次，均创出开通以来
单日输送量新高。

针对每天不同的运力需要，长三
角铁路运用大数据加强客流动态预
测分析 ，抓好火车票预售跟踪 ，精准
实施 “一日一图 ”，适需增开列车 ，增
加运力投放 ， 确保满足旅客出行需
要。 “五一”小长假期间，长三角铁路
日均安排开行始发列车 1551 列 、同
比增加 330 列， 运力供给科学充沛，
实现了高峰期客运组织安全有序。

5月 27日上午，在江苏无锡举行的第三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上，一批签约仪式举行，三省一市合作发展
再取得丰硕成果。 本报记者 程兆 摄

特别报道 2021年 6月 3日 星期四8 责编/王弘毅 版式/常欢欢

■ 本报记者 王弘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