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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赢 苏锡常打造“最强都市圈”

何为苏锡常？早在 2002年国务院批复的《江苏省城镇体系规划（2001~2020年）》中，便首次提出“苏锡常都市
圈”。2019年初，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发展一批现代化都市圈，形
成区域竞争新优势，为城市群高质量发展、经济转型升级提供重要支撑。经过多年发展，苏锡常三市早就“连成一
片”，在夜景卫星图中形成了连绵 150公里的“耀眼光区”，这个光区亮度是世界级的。当前，江苏省委、省政府明确
要求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加大资源共建共享和有效整合力度，大力推进苏锡常都市圈一体化发
展。在新近出台的长三角一体化江苏《实施方案》中，苏锡常东连上海、西接南京，与南通、扬州、泰州隔江相望，是江
苏接轨上海、辐射长三角的桥头堡。

苏锡常一体化发展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下的必答命题。从GDP数据上来看，苏锡常三市地区生产总值合计
达 38489亿元，已略高于上海（38155亿元）；人均GDP达 17.45万元，也高于上海（15.73万元）。

在会议上，三市签署的《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给三市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实现路径。苏锡常三市明确，
将在联合推动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协同共享、区域产业发展机会协同互补、区域重大政策制定协同互动、区域基础设
施建设协同对接等领域深入合作，做实做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增强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共同开拓海外
市场，营造统一开放、标准互认、要素集聚的发展环境，形成网络化、智能化和绿色化江南风格显著的国际大都市区。
为协同提升长三角地区整体综合实力、建成我国发展强劲增长极贡献智慧力量。

首届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作峰会标志着苏锡常一体化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在可预见的将来，苏锡常一体化
协同发展也将成为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范例，依靠共同的文化、认同和地缘纽带，在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打造
中，重现“苏南模式”的生机和荣光。 来源：我苏网

>>>新闻链接：

按语：日前，首届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作峰会在苏州九龙仓国际金融中心召开，三地党政领导及相关部门负责同志齐聚金鸡湖畔
“江苏第一高楼”，登高望远，共谋合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领会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区域
协调发展等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江苏省关于苏锡常都市圈建设和一体化发展的决策部署，携手打造具有国家功能和
重要影响的大都市区，以局部一体化支撑和助推长三角一体化，在引领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共同为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起到
协同增强效应、服务全国改革发展大局中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会上，经过深入交流，三市在联合推动区域科技创新资源协同共享、区域产业发展机会协同互补、区域重大政策制定协同互动、区
域基础设施建设协同对接等领域达成了广泛共识，签署了《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三市一致同意，建立苏锡常一体化发展
工作机制，以轮流主办的形式，定期召开苏锡常一体化发展合作峰会，不定期召开苏锡常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

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蓝绍敏

（来源：《苏报融媒》《常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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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锡常都市圈身处全国改革开放的最
前沿，是我国经济最发达、开放程度最高、创
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推动苏锡常一体化发展，是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
生动实践，是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
求的具体行动，是苏锡常三市破解发展瓶
颈、提升城市能级的务实举措。

☆强化思想上的高度共识、强烈共鸣、
同频共振，化“单向获益”为“互利共赢”，化

“被动等待”为“主动出击”，化“单兵作战”
为“协同作战”。

☆苏锡常一体化是平等的一体化，长
三角上海是龙头，苏锡常共同为上海建设
卓越全球城市起到协同增强效应和辐射作
用；苏锡常一体化是共赢的一体化，我们不
做做不了、不想做的事，多做可以做、大家
想做的事，在一体化中实现真正的共赢；苏
锡常一体化是高效的一体化，我们完全可
以加大力度、加快节奏，多创机遇、多增红
利、多得成效。

☆希望三市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联合
推动产业科技协同创新“下好一盘棋”，做实
做强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加快共建共
享开放式创新平台、新型创新组织、技术转
移服务平台和集成应用基地等，率先形成一
体化的区域协同创新网络，一道创建国家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联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互补“拧
成一股绳”，协力打造基础研究、技术开发、
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全流程创新产业链，围
绕产业链做强产业链，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
链，围绕产业链配置资金链，围绕产业链部
署服务链，围绕产业链谋划替代链，围绕产
业链拓展柔性链。

☆联合推动基础设施互联共享“编织一
张网”，推动跨区域不同等级公路连接、城际
轨道交通、异地公交运营等建设，完善铁路
交通布局，加快启动苏锡常都市快线，不断
实现基础设施的共享化、市域化和高效化。

☆联合推动重大政策协调互动“同唱一
首歌”，共同研究推出具有更强竞争力的产
业支持政策，共同增强人才引进、公共服务
领域的政策协同，共同开展太湖生态经济圈
政策合作。进一步建立多层次合作协商机
制，健全规划协调机制，完善社会参与机制，
努力打造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范例，为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强富美高”新江苏建
设注入强大动力。

无锡非常期待与苏州、常州更加
紧密地携起手来，系统推进各重点领
域的对接合作，聚力打造长三角先进
制造核心区、技术创新先导区、绿色
生态标杆区、综合交通枢纽区，整体
提升在扬子江城市群、在长三角乃至
全国协同发展格局中的地位、能级和
影响力。☆苏锡常要主动推进规划一体
化，携手苏州促进苏南硕放国际机场
周边地区与相邻地区协同发展，共同
推动苏锡协同发展区规划建设，携手
常州开展湖湾一体化规划建设，促进
宜兴与溧阳两地在宁杭生态经济带

上实现深度嵌入、产生共振效应。☆要主动推进交通一体化，坚持
以“交通圈”支撑“都市圈”，深化区域
交通互联互通，提升机场功能、加快
轨道建设、畅通快速路网、深化港口
合作，加快构建快速便捷、通达高效
的交通体系。☆要主动推进产业一体化，推
动实施区域间“强链、补链、延链”工
程，加快苏南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
和国家传感网创新示范区建设，引
导开发开放平台参与区域合作，共
建世界级先进制造业产业集群和太
湖湾科创带，打造具有苏锡常特色

的开放品牌。☆要主动推进生态一体化，加强
生态环境共同保护规划衔接，建立区
域生态环境保护磋商交流机制，坚持
环境联保、污染联治、设施联建，合力
筑牢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屏障。☆要主动推进文旅一体化，谋划
江南文化发展，做靓文化品牌，做热
文旅市场，促进区域文旅互融共进。☆要主动推进服务一体化，广泛
开展教科研合作和校际对接，推动医
疗卫生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城乡居民
养老保障水平，在共建共享中让三地
百姓得到更多实惠。

常州将与苏州、无锡共聚“一条
心”，共下“一盘棋”，聚焦产业、科技、
交通、生态、文旅等重点领域，主动对
接、精准对接、有效对接，以勇争一
流、耻为第二的精神，奋力抓好项目、
抓好创新、抓好环境，全方位、多层
次、宽领域地融入一体化。☆常州将推进与苏州、无锡产业
对接协作，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加
快产业配套合作，共同创建国家新型
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加强科技创新
协同，结合 G42 人才创新走廊建设，
加强资源和高层次人才对接合作，推

动科研成果加快转化运用。☆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快推
进沿江高铁、苏锡常快线等项目建
设改造，进一步畅通人流、物流、信
息流、资金流，加强在民生领域的对
接，共同打造高标准、高品质的国际
化都市圈。☆开展生态环境共治，全面加
强长江沿岸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
推动建立区域污染防治协作机制，
共建沿江、沿河、环湖绿色生态廊
道，着力打造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的示范样板区。

☆深化文化旅游合作，探索打造
贯通苏锡常的文旅线路产品，加大常
州太湖湾与无锡大拈花湾、苏州东太
湖合作力度，推动共同承办全球性、
国家级的重大赛事活动。☆常州将紧扣“一体化”“高质
量”两个关键，共同把《长江三角洲
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和江苏
省实施方案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
处，既干好“自己的事”，也做好“我
们的事”，为加快推动苏锡常一体
化、支撑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作出更
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