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与政府双向互动推动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关于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几点思考

摘要：长三角地区是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龙头，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对深化改革与推

进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探讨了长三角一体化的五种不同路径，以及

一体化示范区建设中的几点反思。强调了上海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发挥的核心引领作

用。最后总结了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作为数百年来中国经济社会的龙头，长三角一体化要将这一区域打造为太平洋西岸

的世界级发展极，推进更高起点的深化改革和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目标是实现区域能

级跃升，构建江海联结、辐射江海的大区。

长三角一体化的路径有以下几点：1.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基本思路是充分发挥市场

的基础性配置作用。首先需要建构统一的市场标准。其次，要建构统一的服务平台。再

次，要建构统一的数据平台。最后，建构统一的金融风险防范机制。2.长三角深度一体

化的根本保障在于行政管理体制互动合作。各级政府要有相应的制度设计，明确任务落

实和责任主体，增强一体化意识。建议设置长三角一体化基金，、实现整个区域的资源

优化配置，尝试构建长三角政府间横向转移支付机制。3.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主要抓手

是市场主导的产业自然集聚和分工，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融合，生态经济与工业

经济的融合。长三角地区要推动产业集聚和分工。三省一市要需要做好引导和协调工作，

建立跨地区的产业沟通平台，帮助企业与长三角各地方政府接洽；同时，要注意统筹协

调，梳理各自优势，避免重复竞争。此外，长三角地区还要做好生态经济与工业经济的

融合。科技创新一体化是长三角生态环境治理一体化的根本途径。最后要瞄准若干前沿

领域，打造核心产业集群。4.长三角深度一体化的基本前提是人民获得感的不断提升。

要从顶层设计入手，建立起有利于实现社保一体化的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协调和补偿

机制，实现养老服务、生态服务、医疗服务于保障体系领域的目标。5.长三角深度一体

化不要忽视城乡一体化。长三角深度一体化不仅仅是推动大都市圈的形成，还包含了“精

准扶贫”“乡村振兴”的内容。

对于长三角一体化还有以下三点需要注意：1.示范区建设要紧密围绕建设“世界级大

都市圈”这个总目标；2.要紧密遵循“先进制造业”这一宽路径；3.要做好“产学研用结合”

这篇大文章。

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上海要体现高度，体现创新度，体现包容度，为长三角一

体化发挥核心引领作用，要在能力建设、生态建设、人才集聚方面持续深入，还要结合

国家战略需求，完善“一带”、“一轴”、“三区”空间构想。

长三角一体化可能面临的挑战是全方位的，如自贸区扩容对非自贸区域的冲击，一

体化进程加速后核心城市某些产业集群的迅速外溢与经济增速放缓，统一市场形成初期

区内市场资源高地可能发生的“虹吸”现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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