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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自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对
更高水平的开放提出了两个重大举措：
“一带一路”和自贸试验区。在党的十九
大召开的第二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正
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区域高质量发
展表现出哪些特点？

王战：要从中国区域高质量发展战
略的角度来看长三角一体化。党的十八
大前，中国区域发展战略是“西部大开
发，中部崛起，东北振兴，东部沿海地
区转型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呈现新
的特点：

首先，由东到西。从京津冀到粤港
澳大湾区，从海南省自由贸易试验区到
长三角一体化，四个地区全在东部。因
为如果在东部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
没有提升的情况下，就抓中部崛起、西
部大开发，很容易造成东部产业空心化
的结果。

其次，每个点精准施策，根据不同的
目标提供相应的规划。这5年，在中国区域
高质量发展中，沿海城市一直走在前列。

京津冀协同发展解决非首都功能的
问题。自雄安新区设立后，形成了京津
冀协同发展新格局和第二条发展轴线。
原来的轴线是从北京到天津，现在是从
北京大兴机场，到雄安新区，再到沧州。

在粤港澳大湾区，香港的定位有两

个：一是“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
二是大湾区的引领者。它是金融、贸易
的集聚地，是对外沟通的窗口。原来大
湾区的格局是“四龙治水”，即香港、澳
门、深圳、广州，现在形成了建设大湾
区的新格局。

在这一系列布局中，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是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长三角处于海岸线的中点、是长
江的门户，将对下一轮中西部区域的高
质量发展起到推动引领的作用。

我们常说“一带一路”，其实在长三
角区域是“两带一路”。它实际上是“长
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的汇集点。
区域的重点还是“三省一市”。苏南、上
海、嘉兴、杭州、宁波，这是长三角的
核心区。

从长三角所处的地理位置和习近平
总书记赋予长三角国家战略层面的任务
来讲，长三角区域发展好了，做强、做
大、做活了，将对整个中国经济起到非
常重大的作用。

去年 11 月底，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
6 天时间召开了两个会议，其中一个就
是对“长三角今后在区域高质量发展当
中起什么作用”作指示，指导和部署都
很具体。这也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前调
研的“压轴戏”，可见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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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蓝图
上，长三角一体化2.0版要往前走，长
三角区域具备哪些发展优势？

王战：长三角一体化已经取得了一
定的成效，如今开始向“2.0 版”迈进。
当前，整个长三角沿海区域，已经从行
政区经济走向功能区经济，长三角一体
化走在全国区域高质量发展前列。主要
表现在：

首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这个示范区成立已有 4 年多时
间，这在全国是具有引领性的——在不
改变行政隶属的前提下打破边界，探索
跨行政区域共建共享、生态文明建设与
经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的新路。它是中
国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体现了创
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开放发
展、共享发展理念。

其次，G60 科创走廊。这一点也体
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进一步推动长江经
济带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讲的经济发展
增长轴的问题。如果说长江经济带是一
个大的轴的话，我们可以说 G60 是一个
经济廊道。这个也是一体化，在全国也
是一种创新。

最后是港口群。港口群的一体化发
展最重要的作用体现在，从原来做散
货、无效无序竞争的状态，逐渐步入有
序的良性循环轨道。长三角区域的港口
群从总量上来讲，在全世界走在前列。
比如，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 14
年世界排名第一，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
量连续 15 年居全球第一位。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推进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统筹科

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
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
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在四个统筹
中，科技创新被放在首位。长三角区域
城市群在区域协同科技创新中，存在哪
些“卡脖子”问题？如何破解？

王战：“卡脖子”问题就是利益分享
的问题。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要重点
解决的问题，包括税收问题和统计问题。

上海、宁波要在这方面走在前头。
在长三角一体化 2.0 版的推进过程中，要
进一步跨区域、跨部门整合科技创新力
量和优势资源，强强联合，打造区域协
同科技创新共同体。

首先，G60 科创走廊要再升级，打
造 4.0 国际版 G60 科创走廊——它不是地
理空间的延伸，而是创新生态与创新网
络的升级拓展。比如将 G60 科创走廊打
造成长三角联合参与全球城市群竞争的
新质生产力布局空间，推动长三角在创
新合作中形成增量；建立多样性、市场
化的开放创新生态体系；建设更便捷的
交通廊道与产城融合体系；打响 G60 科
创走廊的国际科创合作品牌。

其次，协同推进创新特区建设。建
议将已推行的基础研究特区、浦东新区
等特殊经济功能区拓展到更多区域、更
多科技创新领域，特别是在创新链与产
业链跨区域融合的环节和领域，形成创
新特区的群体优势、联动优势。

第三，协同推进高水平开放创新。
发挥长三角区域推进制度型开放的先行
先试优势，推动开放与创新结合，主动
融入全球创新链，共建国际合作交流平
台，营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生态，
打造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记者：在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新蓝图中，宁波的角色
和定位是什么？

王战：一体化不同于协
同发展。一体化，是政府既
要 协 同 发 展 ， 又 要 创 造 条
件，让企业生产要素能够跨
行政区域自由流动。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上
海 要 发 挥 龙 头 作 用 ， 要 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
理 念 ， 围 绕 推 动 高 质 量 发
展、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
建设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
心 、 贸 易 中 心 、 航 运 中 心 、
科技创新中心。

我认为，习近平总书记
对上海提出的“一龙头五中
心”，它的范围不仅是上海。
从功能区角度来讲，这实际
上是把长三角整体发展规划
纳进去了。

在长三角一体化的进一
步发展中，宁波来到了一个
转折点。在原来的整个长三
角产业分工当中，宁波最突
出 的 优 势 是 制 造 业 和 贸 易 。
从产业结构来讲，宁波也到
了转型阶段——从制造业向
服务经济转型。

在这方面，上海转型比
宁波略早。上海制造业占比
约为 30%， 它 的 产 业 转 型 重
点 一 方 面 是 聚 焦 高 科 技 产
业 ， 比 如 特 斯 拉 的 新 能 源
汽 车 ； 另 一 方 面 是 从 创 新
中 寻 找 突 破 口 ， 包 括 新 材
料 、 碳 纤 维 、 石 墨 烯 、 锂
电 池 等 产 业 ， 也 就 是 上 海
提 出的“3 个先导产业，6 个
战略产业”。

那么，要“抓什么”“做
什 么 ”， 宁 波 如 何 定 位 很 重
要。

比如石油化工产业就是
优势，因为宁波的港口条件
和 国 家 石 油 储 备 相 对 集 中 ，
可谓近水楼台。对于其他产
业的发展，政府要提供良好
的营商环境，因为企业是产
业发展主体。

这方面我相信宁波有很
好的基础。宁波有很扎实的
一 批 企 业 ， 比 如 专 精 特 新

“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企

业 。 宁 波 要 继 续 做 大 做 强 ，
培养更多“大优强”企业。

在新业态中，宁波在跨
境电商上可以大有作为。这
与宁波的外贸优势和产业特
点有关。

因此，从某种角度上来
讲，上海和宁波在长三角扮
演的角色是对外开放的前沿
重镇。

在长三角一体化中，要
各自扮演好各自的角色，把
自 己 的 优 势 进 一 步 发 挥 出
来 。 转 型 升 级 不 是 凭 空 的 ，
而是在原来的基础上转型升
级，只要做好了，相信长三
角 一 体 化 2.0 版 是 大 有 希 望
的。

记者：5年来，宁波在推
进长三角一体化的过程中做
出了积极有效的探索。下一
个5年，还可以有哪些探索？

王战：宁波的城市面貌
现在焕然一新。这些年，宁
波在城市建设上有很大的突
破。

从 国 家 战 略 角 度 来 看 ，
宁波在长三角一体化 2.0 版中
还可以做得更多。

比如，王阳明心学。这
方面宁波有很好的资源。宁
波出了王阳明等“大家”，但
很多人一谈到宁波，就觉得
是搞工业的。这说明，弘扬
得还不够。

王阳明实际上是为江南
文 化 提 供 了 一 个 价 值 认 同 。
宁波要用好这一点，为整个
长三角提供文化价值认同依
据。

对宁波来说，这是一篇
大文章。当前宁波正由制造
业向服务业转型。服务经济
靠什么引领？旅游业。它可
以带动 116 个行业的发展。在
全国新一轮的旅游业竞逐浪
潮中，宁波要“挤进去”做
出自己的特色。

宁 波 可 以 考 虑 内 河 邮
轮，因为从杭州到宁波有杭
甬运河。但沿岸单有河姆渡
遗址是不够的，要把王阳明
的 文 化 价 值 充 分 挖 掘 出 来 ，
打造一条江南内河旅游线。

1月，我们走进上海淮海
中路 622 弄，探寻长三角一
体化 2.0版的中国发展之道。

“携手打造长三角科技创
新共同体”“全力打造新能源
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世界级
产业集群”“推动三省一市自
贸试验区联动发展”……

在 近 1 个 小 时 的 专 访
中，王战一直在为我们如何
绘就中国式现代化长三角的
新图景出谋划策。

长三角一体化进入 2.0 时
代，宁波该如何发力？“宁波要
有自己的明确发展定位”“可

以发力文化的一体化”……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

早已明确，“纵深推进前湾
沪浙合作发展区建设，沪甬
跨海通道正式纳入上海大都
市 圈 国 土 空 间 总 体 规 划 ”

“ 协 同 推 进 杭 甬 ‘ 双 城
记’”……

正 如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所
说：“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是 一 篇 大 文 章 ， 要 下 大 功
夫，更靠长功夫。要坚持稳
中求进，脚踏实地、埋头苦
干，一任接着一任干，一步
一个脚印往前走。”

记者手记

2023 年 11
月30日，习近平
总书记在上海主
持召开深入推进
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
重要讲话，从全
局和战略高度擘
画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新蓝图。

大江奔流，
聚势向前，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进
入深化升级的新
阶段。

从 1.0 版 走
向 2.0 版，中国
式现代化的长三
角新图景是什么
样的？加快建设
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的宁波，如何
绘好长三角一体
化的“工笔画”？
对此，记者奔赴
上海采访了上海
市社会科学界联
合 会 主 席 王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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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2.0版
这幅中国式现代化图景如何绘？
——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一年，也是宁波成为
全国首批沿海开放城市40周年。

为深入学习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客观梳理宁
波发展面临的宏观环境，深刻剖析宁波发展的优势短板，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
理增长，宁波日报报网端重磅推出“春之声——高质量发展十人谈”系列报道，邀请国内著名
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研究领域，洞察全球变局，为宁波把握“时”“势”,争当全国全省样板出
谋划策。

记者 冯瑄

杭州湾跨海大桥杭州湾跨海大桥。。
（（卓松磊卓松磊 摄摄））

正在建设中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正在建设中的通苏嘉甬高铁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 （（卓松磊卓松磊 摄摄））

上汽大众宁波分公司上汽大众宁波分公司。。
（（卓松磊卓松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