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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2020浦江创新论坛——创业者论坛上，来自国内外的知名专家以“互融共创，科技

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主题，围绕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探讨科技创新驱动长三角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的源生动力与相关问题。本期基于创业者论坛嘉宾1报告整理而成，供参考。 

                                                             
1 与嘉宾包括：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主任段俊虎，上海市科委总工程师陆敏，科技部火炬高

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孵化器管理处处长陈晴，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刘伟，火石创造联合创

始人兼董事长金霞，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业务部总经理周涛，江苏材智汇创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

栋梁，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高级总监左玮，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韦一玉，

上海杨浦科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吉华，咏归东科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管理合伙人阮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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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浦江创新论坛专题简报之六 

以科技助推长三角一体化互融共创 

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紧

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抓好重点工作，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断取得成效。全方位推进创新创

业合作，对促进创新要素区域流动，提升城市创新活力，加深城市间

互通融合、优势互补具有重要意义。与会嘉宾一致认为，长三角要着

力推进高质量创新创业，打破行政壁垒，提高政策协同，形成更强大

的凝聚力与合力，打造全国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先行区、示范区。 

一、跨越地域界限，推进长三角创新创业一体化 

一是长三角已具备较为扎实的创新创业一体化基础。科技部火炬

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副主任段俊虎指出，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创新创业

总体水平较高，孵化器和众创空间总数为 1540 家和 1981 家，分别占

全国比例接近 30%和 25%，在孵企业拥有知识产权和获投融资企业

占全国比例均超过 40%以上。上海市科委总工程师陆敏表示，长三角

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了区域内大型科学仪器 35546 台（套），

共享科研基地 2665 个，科技人才超过 20 万人。长三角技术交易市场

发展活跃，去年长三角实现合同技术交易近 1.5 万项，共 430 亿元。 

二是要合力构建长三角创新生态体系。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

发中心孵化器管理处处长陈晴指出，长三角发展要进一步打破行政壁

垒，提高政策协同，让要素在更大的范围内畅通流动，这有利于发挥

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实现更合理的分工，凝聚更强大的合力，促进高

质量发展。清华大学金融科技研究院院长助理刘健认为，在长三角创

新一体化发展方面最重要的是创新生态建设，包括政策协同、人才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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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创业孵化、产业集聚和金融资本等。陆敏指出，上海与苏浙皖三

省科技部门通力协作，加快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聚力服务国家战略，

通过科技计划、创新平台、创新品牌活动联动，共同构建长三角创新

生态体系，打造各具特色的创新示范点和创新发展廊道，努力提升区

域综合竞争力，将长三角打造成为太平洋西岸创新创业新地标。 

三是要突破地域界限探索长三角产业孵化新形态。陈晴指出，一

方面要推动跨地域的创业孵化，将长三角孵化器紧密融合，长三角地

区在孵企业实现资质认证的互通，孵化器内企业可异地经营；另一方

面要在垂直产业细分领域由龙头企业牵头，建立专业化的产业孵化

器，实现上下游产业链的融合。陆敏表示，上海正在探索推进示范性

长三角一体化平台与载体建设，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券通用通兑试

点，推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实现科技资源集聚与互认、科

技政策互通、科技平台互认。 

二、汇聚创新资源，推进长三角产业链创新升级 

一是集聚各地优势资源实现产业创新再升级。科大智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刘伟介绍，如何利用长三角一体化的机遇，打造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科大智能选择提升产业链的技术水平。科大智能

公司总部坐落在上海 G60 科创走廊，在合肥、杭州、苏州都有工厂

和研发机构，整合当地的技术、客户和产业资源，将上海的人工智能

团队、合肥的 5G 电力互联网团队和苏州的智能机器人物流装备团队

技术融合，把智能电网和汽车装备制造业的技术优势加以结合，并将

制造资源和产品资源嫁接组合，构建从生产至消费的完整服务链。 

二是构建数据智能精准匹配创新要素的产业“新基建”。火石创

造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金霞认为，数据驱动将成为产业发展的新模

式，长三角产业高质量发展，需要构建以产业数据库为基础、产业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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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平台为载体的创新基础设施，改变传统的产业组织方式和协同方

式。通过数据智能和协同网络，使产业发展所需的创新要素得以精准

匹配，创业者将从企业家转变为创新型产品组织者，大幅提高创新效

率。同时，通过“产业大脑”的数字底座，形成实时动态更新的产业

链云图；通过产业链云图的智能分析，实时掌握长三角地区产业链哪

个地方需要延链、补链和强链，实现精准治理。 

三、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区域发展新动能 

一是通过金融科技创新为小微企业注入更多资金“活水”。中国

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业务部总经理周涛认为，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

贵，一直是创新创业的一个痛点问题。对此，建设银行将普惠金融作

为全行战略，通过将数据作为信用要素，探索批量化获客、精准化画

像、自动化审批、智能化风控和综合化服务的“五化”普惠金融新模

式，有效破解了小微企业信息不对称的痛点。 

二是打造科技金融与创业服务相结合的全周期服务模式。对于创

业者来说，除了资金融通之外，公司治理、政策适用、产品销售、资

金运作，乃至引入股权融资等问题都需要专业的指导和服务。刘健认

为，在科技创新方面，最重要的是生态建设，而生态建设离不开金融

资本的支持。周涛表示，建设银行通过发挥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源的连

接优势，设置创业者港湾，用市场化、专业化的方式为中小企业提供

“金融+孵化+产业”的全生命周期创业服务。“融资+融智”相结合，

通过投贷联动等方式，培育更多充满活力的创业企业，创造更多就业

岗位，实现“创新-创业-就业”的良性循环。 

三是完善系统化服务体系促进成果转化与资源配置。上海杨浦科

技创业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谢吉华认为，上海在长三角应实现

“1+X+N”的技术转移和科技创新服务体系。“1”代表上海技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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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所，是一个枢纽；“X”表示联络更多的创新服务机构；“N”是

服务于更多的企业和产业，带领小企业实现自主创新，完成高质量发

展的伟大使命。合肥国家大学科技园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韦一玉

表示，针对企业创业的不同阶段遇到的个性化问题，园区、孵化器等

服务机构应通过一系列资源对接和配置，实现精准化服务。合肥国家

大学科技园通过精准孵化服务，园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率达到 40%

以上，获得融资的比例达到 50%以上。 

 

编辑：朱  悦、龚  晨 


	一、跨越地域界限，推进长三角创新创业一体化
	二、汇聚创新资源，推进长三角产业链创新升级
	三、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区域发展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