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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长三
角地区在遭受新
冠肺炎疫情冲击
之下，展现出强大
的经济韧性。三
省一市围绕一体
化和高质量两个
关键词，打破行政
壁垒、提高政策协
同，让要素在更大
范围内畅通流动，
凝聚强大合力，促
进高质量发展。

这是浙江省嘉善县西塘古镇夜色。

这是这是上海国家上海国家
会展中心会展中心。。

工作人员在联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内忙碌。在上海南港码头，新出厂的汽车等待装船转运。 人们走进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产业创新发展馆中。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服务一体化是长三角高
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记者近日在长三角调研了解
到，目前长三角多个跨区域联合授信业务已落地开花，截至
2020年 9月末，上海银行业对苏浙皖三省的贷款余额接近
900亿元人民币。

自 2019年 11月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揭牌以来，金融管
理部门已形成了 32项具有开创性的制度创新成果，其中跨
区域联合授信颇受市场关注。此举突破了“玻璃门”，使得
上海资金进入江苏、浙江、安徽，进一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2017年在A股上市的亚士创能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
司便受惠于此。这家集建筑装饰涂料、保温装饰板、防火保
温新材料、防水材料的研发、制造、服务于一体的高新技术
企业，原来在上海青浦区有 4个工厂，因产业结构调整等原
因，将部分工厂转移到安徽滁州。

浦发银行上海分行为注册地均在长三角地区的集团及
异地子公司推出“长三贷”，提供跨区域联合授信，从而提高
贷款审批效率，解决异地授信等瓶颈问题。

“我们刚到滁州开厂的时候，需要融资 2亿元，当地政府
帮忙引荐银行，但在当地能够承接这笔融资的银行不多。”
亚士创能副总裁王永军说，“而且，原来异地贷款需要总行
审批，流程长，且银行对企业也不了解，企业融资不是那么
便利。这次通过‘长三贷’融资，我们安徽的项目也能享受
到上海的低成本资金。”

在王永军看来，金融机构在服务创新上迈出的一小步，
就是支持企业发展的一大步。

不仅如此，上海银行业以供应链核心企业为圆心，向长
三角上下游企业延伸提供金融服务，解决长三角范围内中
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难题。

王永军介绍说：“这项服务不仅帮助作为核心企业的亚
士创能增加了长三角范围内经销商的合作粘度及扩张能
力，快速回笼货款，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升亚士创能的市
场份额，而且也帮助了数量众多、融资能力有限的中小经销
商获得融资，减少中小经销商流动资金的挤占。”

截至 9月末，浦发银行上海分行已成功为长三角 40余
家中小微企业融资，总计融资金额超过 1亿元。

另一家总部坐落在上海青浦区的高新技术企业上海创
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则获得了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的全牌
照支持。“企业要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对产业的扶持和引
导，也离不开金融支持。”上海创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董
事长范立涛感叹。

2020年，创始实业与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了战略合
作协议，在积极开展交易结算、供应链金融、现金管理等业
务合作基础之上，还获得股权投资、产业对接、上市辅导等
多方面服务。“由于企业生产基地分布在长三角多地，中信
银行上海分行还将利用创始实业青浦总部信用，定制覆盖
企业长三角生产基地和供应链融资的一体化服务方案。”中
信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钱学洪介绍。

上海银行业还与上海市科委等相关部门对接，将科创
板企业培育库范围扩大到长三角区域，打造服务科创企业
成长的产品体系。

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科技服务业的领军企
业，深度融入长三角城市群一体化发展。从北京清华园到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背靠国内顶尖的科研机构，青浦启迪
人工智能科技城已开工建设。

在这里，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为青浦启迪人工智能科
技城的企业提供了包括融资、结算、外汇在内的全方位金融
服务，其中为科技城固定资产融资项目投资 25亿元，目前该
项目年销售额达 60亿元。

新华社记者 桑彤
（据新华社上海12月2日电）

金融创新一小步
企业发展一大步
——长三角金融服务“同城化”加速

新经济新动能增强一体化发展活力

在革命老区江苏盐城，呼啸的海风正成为助推该地经济发展
的新动能。随着长三角一体化深入推进，这里的风电产业汇集了
大批跨江北上的风电企业，绿色新能源正成为这座城市的支柱产
业。

“近年来，盐城新能源产业始终保持 20%以上的年增长速
度。”盐城市委书记戴源说，目前该市正打造风电、光伏、生物质
发电融合的供应链，为新能源产业全球合作、技术研发应用、数
据共建共享打下坚实基础。

事实上，盐城积极利用长三角资源和产业协同优势，挖掘绿
色新产业、新机遇，只是三省一市协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缩影。
新能源增添新动力，新基建催生新动能。上海市经信委主任吴金
城表示，上海正紧抓推进新基建的机遇，聚焦 5G、区块链、AI等新
技术，大力推进长三角工业互联网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引导
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开放应用场景，推动行业性工业互联网平台赋
能，引导中小企业上云、上平台。

安徽省着力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基础设施新型化，
引入阿里、用友等云服务商来皖开展业务。仅 2020年上半年，安
徽省就新增 2800 家企业与云资源深度对接，较去年同期增长
87%。此外，科大智能、长江工业大数据等皖系企业与长三角地
区的中国商飞、阿里巴巴、徐工信息等企业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开
展深度合作。

“长三角一体化产业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安徽省经济和信
息化厅产业处有关负责人表示，安徽省经信部门联合沪苏浙签订
智能网联汽车一体化发展战略合作协议，汽车产业合作明显加
快，蔚来汽车高端新能源乘用车智能工厂建成。

从“三张图”到“一张图”
跨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形成

今年以来，长三角各地加快制度创新，积极发挥制度创新策
源地功能。在仅挂牌 1年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上海市青浦区、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市嘉善县三地
已协调推进统一规划编制，从原来的“三张图”变为如今的“一张
图”。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张忠伟表
示：“探索跨区域一体化制度创新是示范区的核心使命。我们将
重点围绕规划管理、生态保护、土地管理、项目管理、要素流动、
财税分享、公共服务和公共信用等 8个方面率先开展一体化制度
创新，示范引领全国区域协调发展。”

张忠伟认为，生态绿色是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集中体
现。未来，示范区将加快探索生态友好型高质量发展新模式，以
水为脉，保护水生态、提升水品质、做好水文章，以青浦西岑科创
中心、汾湖高新区等发展，形成蓝色创新珠链，探索发展路径，展
示示范效应。

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主任马春雷透露，长三角一体化上升
为国家战略以来，三省一市通力协作共推出实施了 69项制度创
新，签署了 132项合作协议，建设了 67个合作平台，制定了 56项
规划和相关政策。

要素自由流动 长三角迈向更高质量一体化

来自江苏南通的神马电力，去年入驻上海的虹桥绿谷广场，
把工程总包、海外拓展等业务放在上海，把智能制造工厂放在南
通，借助上海的人才、金融优势整合全球资源，把电网工程建设
新解决方案推向世界。

神马电力董事长马斌说，得益于长三角一体化，该公司通过
引进来、走出去，从一家小作坊发展成为上市公司，新技术、新产
品获得美国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相关国际标准制定的主导权。

今年以来，长三角区域发挥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制造业发
达、产业链供应链相对完备等优势，积极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的
路径。在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阮青看来，长三角各城市正强
化合作思维和主动服务精神，聚焦规划对接、战略协同、专题合
作、市场统一、机制完善，提高经济集聚度、区域连接性和政策协
同性，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和一体化布局，在深化区域分工
合作中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

在传统园区共建“飞地经济”模式的基础上，上海和浙江着力
打造的“创新飞地”和“人才飞地”已成为长三角资金和人才要素
一体化实践的热点。如上海张江（衢州）生物医药孵化基地、嘉
善国际创新中心（上海）、瑞安市（安亭）飞地创新港等“创新飞
地”已在“研发在上海、生产在浙江”协同创新模式方面进行了实
践。“双招双引”一体化趋势成为三省一市的共识。

正如南京财经大学教授张为付所言，长三角地区正扣紧全国
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
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战略定位，
打破资源条块分割，去除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门槛，实现三省一市
科技资源、人才优势和教育成果的协同利用和开发，协调发展的
新动能正成为长三角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上海12月14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