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实施“满意消费长三角”提升行动，累计培育放心

消费单位 44.3 万家、异地异店退换货单位

2174 家，2023年全国100 个城市消费者满意

度调查前十名中长三角占4 席

聚焦民生民安，着力优化消费环境

信息互联更畅了

新一代泛在融合数字设施体系加速构建

●截至 2024 年 3 月底，三省一市累计建成 5G 基站

近71万个、千兆城市32 个；IPv6活跃用户数累

计2.7亿；累计组织实施“5G+工业互联网”融合

应用项目共3162 个

●长三角算力枢纽节点建设稳步推进，算力资源共
用共享初步实现

●轨道上的长三角加快建设

铁路运营里程超1.45万公里，其中高铁运营里

程超7000 公里，占全国比重16%

●公路联通能力不断提升

高速公路里程超1.7万公里，省际高速公路接口

达34 个，临建高速等建成通车，申苏浙皖改扩建

工程开工建设

●世界级港口群基本成形

千吨级航道总里程超 4500 公里，万吨级泊位

总数超1000 个，亿吨大港数量跃升至18 个

●世界级机场群加速“成群”

建成运营运输机场24 座，100 公里半径覆盖区

域内86%人口；2023年长三角地区机场旅客吞

吐量2.41亿人次，占全国比重约18%

共织“一张网”，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全面提速

时空距离更近了

●上海、南京、杭州实现城际客运高频次 1 至 1.5
小时快速通达

●2023 年苏州轨道交通 11 号线与上海轨道交通

11号线无缝衔接，“双11”成为全国首条跨省市城
市轨道交通线路

●在建跨省市轨道交通项目8 个，运行跨省市毗邻

公交线路108 条

聚焦“一小时”，交通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有效聚焦“一小时”，交通服务保障更加有力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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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底色更亮了创新底色更亮了

●科技创新券实现在上海、浙江全域以及江苏、安徽
部分区域互联互通，2023年长三角科技创新券申

领企业数达 2377 家，跨区域购买服务 1.46
亿元，创新券兑付金额 3968 万元，分别较

2021年增长6.3 倍、3.6 倍、3.8 倍

科技资源共享共用持续深化

天更蓝水更清了

2023年，长三角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全国占比30.5%，集聚了

全国34%的高新技术企业、47%的科创板上市企业；区域间技术交

易额达2091.8亿元，是2020年3.8 倍、2018年5.8 倍

●长三角电子信息、纺织服装、汽车制造、绿色石化
等万亿级产业集群已初步形成

●2023年长三角集成电路规模约占全国60%，3
家全球十大晶圆代工企业、2 家全球十大封装代

工企业、5 家国内初具规模的IDM企业（全国共6
家）总部均位于长三角；生物医药营收约占全国

29%、已 上 市 创 新 药 和 海 外 上 市 产 品 约 占

46%；软件营收约占全国28%；拥有工信部公

布的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18 个，占全国40%

●初步构建联合攻关机制，发布实施科技创新联合
攻关实施办法，探索跨区域协同发展路径，2023

年共征集企业需求130 项，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

超4亿元

●全力培育制造业创新中心，浙江、江苏、安徽各新

增1 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累计达到9 家

●2023 年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科技成果拍卖会累

计成交突破100亿元，同比翻番

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建设新安江-千岛湖生态环境共同保护合作区，制

定实施淀山湖、元荡、太浦河等重点跨界水体联保

专项治理及生态建设方案，共同开展长江口-杭州

湾海域综合治理攻坚，联合建立太浦河突发水污

染事件应急联动机制

加强跨界水体共保联治

●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
善）发展成效显著，5 年来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年

均 增 长 5.9% ，规 上 工 业 总 产 值 年 均 增 长

8.06%，上市公司数量从44家增至75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从1560家增至3319家

●长三角（湖州）产业合作区 2023 年实现规上工业

总产值 370 亿元，同比增长 25.1%，税收

11.1亿元，同比增长41.7%

高水平合作平台建设迈上新台阶

产业协作更密了

世界级集群培育实现新突破

2023 年，长三角地区平均优良天数比例为 83.7%，同比上升

0.7 个百分点。594 个地表水国控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为93.4%，
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产业链协同发展取得新进展

●沪苏浙皖分别牵头完成机器人、新型电力装备、新

能源汽车、新型显示产业链研究，针对27 个重点

断链风险点协同开展补链固链强链

●支持产业链联盟发展，重点推进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四大联盟建设，加强产
业链上下游的信息、技术、人才、资金等交流对接，
推进跨区域产业链标准统一、政策协同，保障重点
产业链稳定

●深化产业链活动对接，安徽举办2023长三角集成
电路产业合作对接会，浙江全年组织“十链百场万

企”系列活动346 场，长三角地区相关企业积极
参与

市场环境更优了

聚焦市场准入，加快形成统一体系

●强化企业登记制度创新集成，推进市场准入政策、
规则和服务体系全面统一，实现电子营业执照共

享复用，市场主体登记等 50 余个高频服务事项
在三省一市“一网通办”

●目前，长三角企业开办平均时限缩短至0.85 天，
达到OECD国家先进水平；截至2023年底，长三

角经营主体总量达3536万户、占全国近2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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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2 月 25 日，“起跑春天”2024 杭州人才交流大会在奥体中心启幕，880 余家企
事业单位提供优质岗位两万多个。长三角 16 个城市 117 家单位共同参会，招引人才（资料
照片）。 本报记者 潘海松 魏志阳 摄

2023年11月，第十届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季在衢州开化收官。来自浙江、上海、江苏、安徽
的运动休闲爱好者走进开化，体验夹螺蛳等休闲项目。长三角运动休闲体验季旨在推动长三角
地区运动休闲体育产业发展，促进体育与旅游深度融合（资料照片）。本报记者 林云龙 李颖 摄

2024年4月27日，在位于湖州南太湖新区的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科研人员正在微波
暗室实验平台开展测试工作。微波暗室实验平台是电子科技大学长三角研究院（湖州）的重大科研
平台，主要为科研人员提供满足EMC测试要求的暗室环境（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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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6 月 5 日，雨后的临建高速於潜枢纽云雾缭绕，宛如仙境。临建高速项目起于浙
皖交界的千秋关隧道，终于杭新景高速安仁枢纽。自去年 9 月 15 日全线通车后，浙江安徽两
省间再添一条省际大通道，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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