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山：勇立苏沪桥头堡 融合对接一体化
2019昆山融入上海合作发展推介会举行

52项对接上海高端资源要素合作项目签约、揭牌
“4+2”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践联盟深化合作项目集中启动

12月 11日，2019昆山融入上海合作发展推介会于上海国际会议

中心上海厅举行。推介会以“勇立苏沪桥头堡、融合对接一体化”为主

题。会上，昆山市政府分别与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张江实验

室）、交通银行总行签订合作协议。52项对接上海的金融上市、总部平

台、人才科创、招商服务、社会民生、国资领域合作项目签约、揭牌。

“4+2”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践联盟深化合作项目集中启动，在信用、

品牌、医保、交通等领域进一步加强区域协作。昆山融入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海）服务中心启用，昆山智库———昆山市发展规划研究院揭牌，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深圳综

合开发研究院等 10家单位被聘为特约研究机构。

去年以来，昆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
体化发展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入贯彻落实长三角地区主要领
导座谈会精神，全面对接大上海、深度融入一体化。为此，建立
昆山市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工作领导小组，组建长三角地区
合作与发展办公室，成立专家咨询委员会；实施对接融入上海
三年提升工程；实质化推进 “4+2”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实践联
盟、“嘉昆太”协同创新核心圈、环淀山湖战略协同区等一批合
作机制，高质量推动规划对接、设施互通、民生共享、治理联动、

科创协同、文化交融，全力落实 223项对接上海事项。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 昆山境内与上海共规划主要对接道路 17条，其中，

7条省界“断头路”已贯通，苏州市域轨道交通 S1线昆山段
加快建设，未来将连接上海 11号线。增开昆山市至上海青
浦漕盈路公交枢纽的 3条跨省公交线路， 日均客流量突破
2700人次；推进沪昆通勤列车运营“公交化”，开通首列昆
山始发到上海的高铁，累计输送通勤人员近 40万人次。

产业科创协同融合

● 全面对接上海全球科创中心， 打造国家一流产业
科创中心，大力实施人才科创“631”计划，高标准建设“一
廊一园一港”科创载体，为沪昆科创合作搭建平台。联合成
立长三角汽车产业创新联盟，共同发起成立总规模 100亿
元的上海长三角产业升级股权投资基金。率先开展沪昆创
新券通用通兑试点，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昆山分中心投
入运营。昆山超算中心与上海张江实验室启动合作。

社会治理联动联防

● 昆山与上海在交通城管执法、跨境河道治理、区域
环境共建共享等方面，与嘉定、青浦等毗邻地区建立联合
执法机制，每月至少开展一次联合执法行动。建成长三角
首个交通运输跨省联合执法站，解决省际、市际交界区域
交通运输管理难题。深化区域信用合作，与嘉定等地建立
跨区域信用建设合作机制，实现“黑名单”与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共享，做到“一地失信、多地受限”。设立“安亭-花桥-

白鹤共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办公室”， 合力开
展一体化综合治理格局。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

● 优化营商环境，开通昆山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
办”专窗，实现跨省异地办件。发起成立长三角旅游（昆山）

产业合作联盟，推动昆山旅游服务供给新突破。推进跨区
域信用信息共享，打造“信用嘉昆太”品牌。加强市场监管
共建合作，组建“嘉昆太”三地标准化专家库。推进民生共
享，上海华师大二附中在昆山建立分校；扩大跨省异地就
医刷卡直接结算范围，沪昆医保实现无缝衔接；引入复旦
大学附属儿科医院全面管理昆山妇幼保健院。

人才科创政策“六大亮点”

● 头雁人才资助———经认定为“头雁人才”和“头雁团队”，给予个人最高
2000万元、团队最高 1 亿元项目资助；经认定为昆山“双创”人才和“双创”团
队，给予个人最高 300万元、团队最高 1000万元项目资助。

● 科研载体支持———国家级科研平台部分迁入昆山或在昆山建设分中
心，连续三年每年给予最高 1亿元的运营经费支持。

● 人才安居礼包———来昆购房零限制，优质房源提前选，最高给予购房补
贴 500万元，租房补贴 8000元/月，贷款限额最高放宽至 4倍。

● 人才贡献奖励———按照上一年度在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一定比例
给予奖励。

● 孵化器发展扶持———来昆建设孵化器，提供专业服务，开展专业活动，

孵化绩效突出，给予最高 100万元补贴。

● 技术经纪服务补贴———打造像“足球经纪人”一样的金牌技术经纪人，

对技术经纪人、机构促成技术合作、成果转化，给予最高 100万元补贴。

科创产业用地（Ma）政策“四大突破”

● 功能多元， 土地更高效———准入科创产业用地容积率可提高至 3.0，配
套用房较一般工业的 15%提高至 30%，对城市空间品质、公共服务有贡献的还
可获得容积率奖励。

● 区位优质，交通更便捷———优先在“一廊一园一港”科创载体以及中环、

外环快速路两侧 500米交通便捷、功能完善的范围内布局。

● 鼓励工改， 地价优惠大———符合要求的存量工业用地转为科创产业用
地，企业仅需补缴 20%的工业地价，用地成本压力小，运营绩效好的项目还可获
得资金奖补。

● 允许分割，转让比例高———达产后允许对产业用房按栋、按层进行分割
转让，比例高达 49%，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支持项目加快建设。

同步出台财政配套政策，从财政分配、国企参与、金融支持等方面推进科创
产业用地（Ma）政策落实。

夏驾河科创走廊

夏驾河科创走廊规划面积 3.9平方公里，重点培育文化创意、光电、半导
体、集成电路四大创新主导产业，全力打造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集聚地。

阳澄湖科技园

阳澄湖科技园以杜克智谷小镇为核心，以昆山杜克大学为支撑，着力打
造科技创新策源地，总面积 100平方公里，构建“三湖两园一中心、十字双轴
四组团”空间格局。

花桥国际创新港

花桥国际创新港聚焦大数据应用、大健康医疗、大通讯设计、大智慧交
通，全力打造人才创新创业首选地，规划面积 15平方公里，构建“一轴双核六
园多平台”空间格局。

“五区一线”总体布局

新政发布

新近重点推出 15.3平方公里产业用地 “一廊一园一港”———沪昆人才科创合作空间载体

位置：昆山张浦镇
主导产业：智能制造
面积：4040亩（2.69平方公里）

位置：昆山高新区
主导产业：小核酸及生物制药、半导体
面积：3142亩（2.09平方公里）

位置：昆山周市镇
主导产业：智能制造
面积：4639亩（3.09平方公里）

位置：昆山开发区
主导产业：光电、新能源汽车
面积：6500亩（4.33平方公里）

位置：昆山千灯镇
主导产业：智能制造
面积：4569亩（3.05平方公里）

“五区一线”———打造生态宜居的上海“后花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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