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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定资产投资绝对量年均增长

35.2%，规上工业企业 1488家，规上

工业产值4072亿元，总量全市第二，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目前提高

到 63.1%。组建 G60 科创经济发展

集团、新城建设开发集团，发挥经开

区在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松江策源

地先进制造业发展中的主引擎作用。

“随着交通和通信设施的互联

互通，城市间的合作越来越多，但由

政府引导实施的多城市交流合作机

制并不常见，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

形成了一次良好的实践。”赛迪（上

海）先进制造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陶传亮认为，五年来，长三角G60科

创走廊影响力、竞争力的不断提升，

得益于跨省市城市合作机制的不断

探索、创新和突破。通过科创联动，

专注将各城市优质的科研资源进行

共享合作，形成多个领域的科研合

作共建；通过产业协同，发挥各城产

业优势，优化资源配置，建设配套产

业链；通过产融互动，依托上海金融

中心的建设，在更大范围发挥了金

融助力实体经济的作用，进一步形

成了科创、产业和金融的互动。

临港松江科技城伴随着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的腾飞而发展。“在这

样一个历史性时刻，我们倍感振奋

和自豪。”上海临港松江科技城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德宏回忆，

早在 2016 年的 G60 上海松江科创

走廊建设推进大会上，松江区政府、

临港集团就签署了《关于全面深化

“区区合作 品牌联动”推动临港松

江科技城建设的合作备忘录》，开启

了新的“创业路”。五年来，在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引领与支撑

下，园区瞄准“战新”产业，大力发展

工业互联网等特色产业，吸引了众

多优质企业入驻，发展成为长三角

G60科创走廊建设中重要产业技术

创新策源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承

载区。他表示，临港松江科技城将

凭借前沿的科技产业和研发机构、

活跃的创新创业力量、强劲的金融

资本力量以及高效精细的服务体

系，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继续提

供最强劲有力的支撑。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五年的发

展呈现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

也让市民们心潮澎湃、充满期待。

网友岷江说：“在松江产业结构调

整、产业转型升级中，松江区委书记

程向民亲临现场调查研究，精准施

策、对症下药，引进高科技企业、研

发中心、高端人才，人工智能、生物

医药等企业落户松江，辐射长三角，

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逐步形成，使

制造业发展有了新方向，进一步向

创造研发应用发展。”网友朱炳华也

写道：“松江创造性地提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在全新的区域

格局中，实现松江新的提升，科大智

能、海尔智谷、腾讯等一大批百亿级

重大项目，规模大、门类全、韧性好，

聚于松江，为松江的发展增色不少，

值得期待。”

探索“0到1”重大制度创新
抓实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以制度供给的精准性对冲市场观望的不确定性，

实现了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从秉持新发展理念的

基层生动实践到国家战略重大平台的跨越飞升，

创造了逆环境下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松江奇迹。

鉴往知来，向史而新。松江以铁一般的事

实证明，政治建设统领与发展第一要务是相辅

相成的有机统一。面向未来，新一届区委将继

续团结带领广大党员干部正确把握政治建设

统领和发展第一要务的内在逻辑，始终把高质

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引导大家进一步学深悟

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到

在学中干、在干中学，如此方能在危机中育先

机、变局中开新局，实现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增

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比较优势，坚定不

移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奋力前行。

唯有政治建设统领与发展第一要务有机统一
才能在逆环境下增创高质量发展战略比较优势

人工智能领域，聚集科大智能、库卡机器

人等人工智能企业 842 家。腾讯长三角AI 超
算中心是亚洲单体规模最大的人工智能超算

枢纽，总投资超450亿元，满载服务器40万台，

算力可达每秒 1.1亿亿次浮点运算，达到世界

一流水平，将打造成为长三角地区发展的“数

字底座”。而在新能源领域，松江已聚集恒驰

新能源、比亚迪、万象、理想晶延、保隆科技等

相关企业约302家。

着眼全球新一代卫星通信技术，松江加

快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发展。作为“松江G60
科创走廊数字经济创新型产业集群”重点工

程之一，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创新型产业集

群试点。依托垣信卫星打造低轨道、高通量

多媒体卫星网络产业集群以市场化方式通过

海外并购获得频率轨位资源，总投资预计超

200 亿元。在成功发射“松江号”和“G60 号”

等 6 颗实验卫星并组网基础上，加快实施

“G60星链”计划。

至今，松江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1755家，是

“十二五”末的3.7倍。

实现高质量发展，松江模式被国务院评为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典型案例”。

构建产业链创新链，
跨区域高效协同发展

在产业实施过程中，松江积极推动产业链

创新链跨区域高效协同发展。

长三角G60科创走廊打破行政区划制约，

建立“1+7+N”产业联盟体系，建立产业联盟14
个、产业合作示范园区 11 个。集聚头部企业

1470家。

为了推动产业链的强链补链，G60深化与

中国商飞、中芯国际、腾讯长三角AI超算中心

等头部企业产业链供应链合作，推动形成龙头

带动、区域配套、集群落地的良好态势。中国

商飞需要大量产业配套。G60科创走廊出面，

与G60沿线企业合作，半年内为商飞实现国产

化替代新增 30%。启动“腾讯 G60 行”产业链

合作，建立400多家九城市企业储备库，持续促

成九城市企业成为腾讯“授权合伙人”。

更重要的是，G60建立“卡脖子”技术联合

攻关机制，做实G60创新研究中心，推动高新

技术企业互认；科技成果拍卖常态化，以让科

创要素走向自由流动。而松江成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联动和上海西南五区携手

共建产业链创新链联盟的“中心节点”。

为了实现目标，松江打造高效便捷的政务

服务生态。

58天完成基地建设所有手续——这是腾

讯松江基地的建设佳话。腾讯长三角人工智

能超算中心依托其大数据优势，分析多地营商

环境后，决定落户松江。松江仅用 58天，就完

成了腾讯从项目签约到土地摘牌全过程。

以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资源要素在

一体化区域自由流动。于 2018 年 9 月率先建

立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一网通办”机制，并发

出全国第一张跨省异地办理的工商登记执照，

成为国务院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首批

试点。

为了营造科创发展法治环境，松江成立全

国首个跨区域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协作中心，持

续加大企业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就完善国家

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提出建议。

松江深化落实创新出台了的人才“1+10”
政策、九城市互认互通人才 18条政策，松江已

引进紧缺急需人才2万多名。同时组建了钟南

山、吴志强等51名院士在内的G60专家咨询委

员会，被列为国家移民管理局、上海市人民政

府移民政策实践基地。

着力构建“政产学研金服用”创新体系，强

化G60科创走廊大学科技园创新策源功能，区

内筹措推出人才公寓 1.3万套，聚天下英才共

建共享G60科创走廊。

目前，松江现有院士专家工作站 55家，总

量位列上海全市第三，累计引进院士专家团队

227名，其中院士25名，专家202名。

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
强化科创走廊战略科技力量

瞄准国际先进科创能力，强化科创走廊战

略科技力量，是松江又一布局。

为实现创新链自主可控，把先进制造业关

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松江布局了

一批国家实验室、集聚一批帅才型科学家。一

批基础前沿的科研机构成功落地松江，包括

G60脑智科创基地、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

中心、上海低碳技术研究院、航空测控技术研

究所和航天精密机械研究所等重大研究平台

和科研院所，腾讯科恩实验室、优图实验室等

全球顶尖数字研究室。

“松江区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支持”，G60脑

智科创基地策划人蒲慕明表示，在推动上海脑

科学与类脑研究中心落户松江过程中，松江对

中心在办公及科研空间、项目经费配套、人员

落户、人才公寓、子女教育、科研及产业支撑等

方面给予大力支持。

目前，G60脑智科创基地已开展基础研究

和竞争前沿高新技术，推动基因编辑、脑机接

口等平台建设的科研成果转化落地松江。浦

慕明介绍，中心将引入一批领军创新人才，集

聚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研

究领域的高层次人才团队，助推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

松江还着眼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充分依

托重大研究平台，围绕39个“卡脖子”工程和颠

覆性技术方向出台支持政策，涌现出 300mm、

450mm 集成电路晶用生长系统，ALD 光伏工

作母机、ARF/KRF 光刻胶、体细胞克隆猴、

Tp1200涡轮螺旋桨发动机、3.6万吨世界最大

六功位重型模锻压机、申威服务器、可利霉素、

高性能CMOS图像传感器芯片等重大原创科

技成果，填补国内急需领域多项空白。

G60科创走廊的科创属性日益鲜明。

财收连续70个月正增长！“松江现象”透视

二产三产联动发展、新城老城协同

发展”三大攻坚战，全力实施“科创

中山、乐居家园”五大行动计划。

对此，中山街道将勇于求进、善

于求新、敢于求变、专于求精、勤于

求实，全力做好“求进、求新、求变、

求精、求实”五篇文章。坚持发展是

第一要务，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

发展理念，以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为

重要内容，厚植创新生态；充分把握

发展环境和条件之变化、发展机遇

和挑战之变化、发展目标和定位之

变化。在城市品质提升上对标一

流，不断补齐城市功能、改善城市环

境、增强服务功能；在城市管理上追

求卓越，不断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

水平；永葆务实作风和严实的队伍

建设，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在“比学赶超”中抓推

进、抓落实。

实施五大行动计划 全力做好五篇文章

上接第一版▲

上接第一版▲

上接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