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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2021年，是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三周年。
三年来，长三角的协同创新指数提高
了22.4%，在科技战略布局和优势协同
上都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区域内高
新技术企业的加速涌现，就集中展现
了这一方面的成果。

近日，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
究院发布的《长三角产业创新发展报
告：分布与协同》研究报告显示，2020
年长三角高新技术企业已增至7万多
家，数量是 2013 年的 20 倍，年均增长
率超过 50%，全国占比从 6%上升到
27%。

上海高新企业数稳坐龙头

按城市来看，2020 年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依次为：上海、
苏州、杭州、南京、无锡、合肥、宁波、常

州、温州、嘉兴。
上海的高新企业数量几乎是第二

名苏州的 1.7 倍，稳坐长三角的龙头。
数据显示，上海每万户企业法人中的
高新企业数量高达 380 户，居全国第
一。

在高新企业数量前十的城市中，
江苏和浙江各有4座城市，安徽则仅有
合肥入围。

不过，从 2018—2020 年的年均增
速来看，安徽的几个城市进步速度瞩
目。淮北在2018—2020年高新企业的
年均增速在120%左右，在长三角中排
名第一。六安和宿州也都进入长三角
2018—2020年年均增速最快的前十城
市名单。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几个城市在
高新企业总数较大的情况下，仍然保
持了高速增长。杭州、上海、宁波、无
锡等市在2018—2020年的年均增速都
超过60%，在全国名列前茅。

长三角地区高新技术企业的产业
分布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升级中。2013
年，长三角高新企业的制造业占比为
55%，而生产性服务业仅占到三成。但
从2013年到2020年，制造业所占比例
不断降低至 44%，而生产性服务业的
占比逐渐提升至与制造业齐平。

其中，上海的生产性服务业占绝

对主导，在近1.7万家高新企业中，超过
9000家企业都属于生产性服务业，制造
业占比较低。根据上海科技委员会数
据，电子信息、先进制造与自动化、高技
术服务是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占比最高
的三大领域，占比分别达到总数的1/3、
1/4和1/5。江苏则是制造业与生产性
服务业旗鼓相当，制造业企业数量略高
一些。而浙江和安徽现阶段仍是制造
业占比领先于其他产业。

制造业高新企业门类齐全

从细分产业来看，长三角的制造
业高新企业门类齐全，国民经济分类
中31个小类均有涉及。其中，制造业
细分产业的前五大领域依次为通用设
备制造业（占比 21%）、电气机械和器
材制造业（占比 13%）、专用设备制造
业（占比12%）、汽车制造业（占比7%）
和金属制品业（占比7%）。

苏州的高新企业几乎包揽了前五
大制造业细分领域的第一。另外，上
海、杭州、宁波也在前五大制造业细分
产业中分别进入其中4个细分产业的
前五名。除了苏沪杭甬，在几个制造
业细分产业的前五名城市中，还有常
州（通用设备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无
锡（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温州（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汽
车制造业）和金华（金属制品业）。

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占比最高的
细分产业为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68.9%），其次则是信息传输、计算机服
务和软件业，占比达到24.9%。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和金融业也都进入细分产业TOP5，但
占比都较低，分别为5.7%、0.4%、0.12%。

生产性服务业的高新企业在几个
主要城市的集中度更加明显，前五名
城市基本被上海、杭州、南京、合肥等
几个省会城市和“最强地级市”苏州占
据。上海包揽了这五类细分领域的第
一。其次则是杭州，紧跟在上海之
后。杭州除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不
敌苏州和南京外，拿下其他四类细分
领域的第二名。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
事长、院长刘志彪表示，未来长三角产
业的发展，应该是在长三角内部形成
世界型的产业集群，这种产业集群可
以模糊长三角区域之间的行政边界，
实现广泛的一体化效应，而且也符合
未来全球产业链集群竞争的方式。通
过发挥产业集群和高新技术企业的两
大优势，长三角的经济发展质量将得
到进一步提升。

（原载于1月5日《解放日报》）

2020年高新企业增至7万多家，年均增长率超50%，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齐头并进——

长三角有望形成“世界型产业集群”

1月4日，长三角（湖州）产业
合作区揭牌。位于苏浙皖交界处
的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是一
个有沪苏浙皖要素的合作区，这一
区域覆盖上海白茅岭农场和江苏
省宜兴市、溧阳市，浙江省长兴县、
安吉县，安徽省广德市、郎溪县。

2020年6月，在湖州召开的长
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上，浙江
省湖州市、江苏省无锡市和常州市、
安徽省宣城市与上海光明集团签订
了《共建长三角产业合作区战略合
作协议》，并作为一项重要成果写入
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议纪
要。去年11月，长三角（湖州）产业
合作区获浙江省政府批复，规划面
积86.9平方公里，包括长兴县泗安
镇和安吉县天子湖镇部分区域。

地处苏浙皖交界处，这个产业
合作区的区位优势不错。湖州正
提出“两廊牵引”规划，就是以正在
建设的沪苏湖高铁为横轴，通过商
合杭高铁往安徽延伸，打造沪苏湖
绿色产业廊道；以宁杭高铁为纵
轴，打造宁湖杭生态创新廊道，推
动中高端要素高密度、高浓度集
聚。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位

于沪苏湖绿色产业廊道的西端，是
湖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
点区域之一。

新的产业合作区干劲十足。1
月1日，产业合作区召开全体干部
大会，百名干部誓师：“像拓荒牛一
样开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战
场。”产业合作区内简化办事程序，
进行事权下放，实现一般企业投资
项目从赋码到竣工验收审批最多
80 天。已经有一批企业落地，主
要是高端制造业企业，投资超 50
亿元的创世纪高端数控机床产业
基地项目已开工，并带动了产业链
的发展，已有 10 个相关企业先后
签约和落地。

在苏浙皖交界处，浙江的长
兴、安吉，安徽广德、郎溪与江苏的
宜兴、溧阳，都有非常好的自然生
态基础，也有较好的装备制造、新材
料及新能源产业基础。湖州率先以

“长三角产业合作”为名设区之后，
如何借鉴位于沪苏浙交界处的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的经验，
与苏皖县区市跨省联动，在规划编
制协同、产业分工协作、交通设施
衔接、生态环境联防联治等方面推
进，跳出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才
是高质量发展的目的所在。

（原载于1月5日《解放日报》）

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揭牌
联动苏皖县区市集聚中高端要素

2021年12月30日，江苏省政府
印发《江苏省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
字化转型三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提出通过三年的努力，全省制
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显
著提升，新业态、新模式、新动能显
著壮大，制造业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率先建成全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
范区。到2024年底，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全面实施智能化改造和
数字化转型，劳动生产率年均增幅
高于增加值增幅；重点企业关键工

序数控化率达65%，经营管理数字
化普及率超过80%，数字化研发设
计工具普及率接近90%。

《计划》聚焦省重点先进制造
业集群和重点产业链，大力实施

“十大工程”，加快推动龙头骨干企
业、中小企业、产业链“智改数转”，
夯实工业互联网平台、工业软件、
智能硬件和装备、网络设施及安全
等基础支撑，加大优秀服务商培育
和典型案例推广应用力度。省财
政每年安排 12 亿元专项资金，支
持工业企业“智改数转”。

（原载于1月5日《新华日报》）

记者 2021 年 12 月 28 日从省
发展改革委获悉，“十四五”开局之
年,我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扩量
增效，实现良好开局。2021 年前
11 个月，全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
值同比增长31.2%，高于规模以上
工业13.7个百分点，占规模以上工
业产值比重达到40.7%，对工业增
长的贡献率达到65.2%。

2021年，我省聚焦战略性新兴
产业重点领域和发展方向，开展

“双招双引”，综合发挥“基金+资

金”引导和撬动作用，加快推进重
大项目建设，不断优化发展环境，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态势良好。
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新
能源汽车三大产业贡献全省近60%
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分别增长
32.8%、37.3%和34.4%，战略支撑作
用明显。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实缴
税收同比增长30.4%，高于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18.4个百分点。在全年新
增的23家上市企业中有21家属于
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占比超过九
成。全省全部上市企业中，战略性
新兴产业企业占比超过一半。

（原载于1月4日《安徽日报》）

战略性新兴产业“十四五”开局良好

全省去年前11月产值
同比增长31.2%

江苏出台制造业
“智改数转”三年行动计划

2021 年 12 月 30 日，在位于嘉兴

南湖区的闻泰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车

间，工作人员在流水线上进行生产。

临近年末，浙江省嘉兴市众多工

业企业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有

序安排生产工作，确保完成订单。据

统计，嘉兴市2021年1－11月规上工

业销售产值 11818.8 亿元，同比增长

30.1％；规上工业增加值2335.8亿元，

同比增长15.3％；完成工业投资839.3

亿元，同比增长15.8％。

■ 摄影 新华社记者 徐昱

抓生产
保订单

1月3日上午9时许，在宁波市北
仑区的高速柴桥收费站，集卡司机陈
廷凭借一张蓝色的进出港通行证，顺
利通过高速口。“昨晚，我把身份信息、
健康码、核酸检测报告等材料，通过手
机上传至‘易港通’APP，今天一早就
在高速口领取了通行证。”陈廷告诉记
者，他通过集卡专用通道，顺利把货物
运进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并完成装
卸。

集卡运输是港口作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如果中断，将直接导致货物
在宁波舟山港出海受阻。作为宁波
舟山港核心港区所在地，北仑因疫
情封区后，为了保障货物畅通出港，

港口联合当地相关部门连夜在港区
周 边 4 个 高 速 口 为 集 卡 开 启 双 向

“绿色通道”，并划定 5 条专门的进
出港线路，全程专人专车、封闭定
道。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位司机正
在手机上申领通行证，5 分钟后该司
机与收费站同步收到了审核结果。
这一速度的背后，是一套全天 24 小
时人工与大数据相结合的申请审核
机制。“易港通”是宁波舟山港旗下
服务港航物流的多功能平台，平台
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
技术，可对运力和司机资源进行细
致排查、分类、动态管理和调度。平
台负责人王强介绍，平台已对全区 2
万多名集卡司机相关信息进行大数

据分析，连夜制定对策，最终在平台
上推出“进出港专用通行证”申领服
务。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通行证
近 8000 张。

科学管好“陆上大门”的同时，“水
上国门”的防控也趋于精密。“我们正
在研究增设一个引航专班，对60多名
引航专班人员进行分区网格管理，利
用大数据自动比对，分人、分车、分艇
开展作业。”宁波大港引航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说。

既严防控又保畅通，是港口的最
大挑战。宁波舟山港集团副总经理
蒋一鹏介绍，眼下，港口已全面提升
防疫等级，阻断疫情传播链条，并组
织除封控区、管控区外符合疫情管控
要求的人员进入港区，确保生产作业

稳定。
“数字化改革的成果要充分利用

起来。”3日夜里，宁波舟山港调度中心
主任罗科杰对着屏幕指挥船舶调度。

“依托‘港口大脑’发挥全港生产系统
联动作用，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踪近
期船舶抵港计划，积极协调抵港船
舶。同时集中内部短驳运力，提升港
区间的转运能力，确保全港高效运
转。”

最新生产数据显示，1月1日零时
至3日下午3时，宁波舟山港集装箱日
均吞吐量超9.7万标准箱，为2021年同
期的108.5%；全港按照每天6000标准
箱的海铁作业能力进行操作，比上年
平均提高了45%以上。

（原载于1月4日《浙江日报》）

申领通行证,审核只需5分钟
——记者感受宁波舟山港运用“易港通”严防控保生产

■ 解放日报记者 任俊锰

通讯员 李晓俊 杨峻

■ 安徽日报记者 王弘毅

通讯员 张林

■ 新华日报记者 付奇 王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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