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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实践

浙江嘉善：
稳步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浙江省嘉善县财政局

2019 年，包 括 上 海 市 青 浦 区、

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浙江省嘉兴

市嘉善县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正式成立，作为探路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的“试验田”和“样

板间”，承担着探索制度创新的使命

任务。嘉善县财政局深入学习贯彻

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增强政治意识，主动履职担

当，牢固树立“一体化”意识和“一

盘棋”思想，科学谋划、系统推进，

持续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为长三角

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和财力保障。

财税分享“共账共管”，为一体化发

展聚合能

加大财政支持力度。2020 年，联

合印发《关于支持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

政策措施》，提出要对示范区高质量

发展加大财政支持力度。2021 年，联

合制定《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先行启动区财政专项资金管

理暂行办法》，规范财政专项资金使

用和管理。明确 2021 年至 2023 年三

年内，两省一市统筹资金投入不少

于 100 亿元，重点支持“跨区域重大

项目”、“先行启动区重点项目”、“示

范区能力建设”等五个方面。截止到

2022 年 底，已 安 排 专 项 资 金 59.5 亿

元，其中 45 亿元作为长新公司注册

资本金。建立专项资金绩效考核评价

体系 ，对专项资金进行全过程跟踪监

督，定期对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绩

效评价，聘请第三方机构对专项资金

开展外部审计。

创新跨区域财税分享。探索建立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

“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跨区域财税

分享机制。2022 年，联合出台《示范

区跨区域财税分享实施方案（试行）》

和《示范区跨区域财税分享操作规程

（试行）》，建立完善跨区域共投共建

项目、跨区域产业协同发展项目的财

税分享机制，促进财税资源合理流动

与配置优化，发挥财税政策导向作用，

推动长三角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产业

结构转型升级。

聚焦“原点”先行先试。水乡客厅

位于沪苏浙交界处，以长三角原点为

中心，是示范区“核心中的核心”，更

是长三角一体化共商、共建、共治、

共享、共赢的制度创新试验田。嘉善

县财政局高起点高标准参与编制完成

全国首个跨省域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

《水乡客厅国土空间详细规划》，精心

绘就生态绿色一体化建设蓝图。联合

出台《水乡客厅共同账管理办法》，由

两区一县政府建立“共同账”，专账记

录各地区财税收益投入情况，明确自

2021 年 5 月 1 日起 15 年内封闭运行、

专账管理，15 年后，按照综合用地面

积、投资比例和常住人口数量等因子

分享区域发展财税权益。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一体化发

展提效能

统筹财力支持交通一体化。全面

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交通一体化

是基础也是关键。加快推进总投资

超 600 亿元的沪杭高速公路、通苏嘉

甬高速铁路等“三高四铁”建设，构

筑高铁、轨道交通、高速公路的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积极对接省市财政

部门、长三角一体化执委会等，争取

上级部门支持。对接省国开行、农发

行，利用国家政策性资金撬动社会投

资 50 亿 元 以 上。加 快 构 建“ 三 横 两

纵”铁路网，打造“轨道上的嘉善”，

加 速 形 成“ 县 域 15 分 钟 直 达，上 海

45 分钟城际通勤，沪杭苏甬半小时

高铁通勤、一小时高速通勤”的便捷

交通体系。 

助力颐养优学在嘉善。两省一市

民政部门发布“长三角区域养老合作

与发展·上海共识”，完善区域养老

服务协作协商机制、推动区域养老合

作试点和合作项目、探索建立养老服

务政策待遇异地结算机制。加大与上

海的合作力度，安排专项经费保障教

育系统与高水平学校开展合作。支持

长三角智慧互联网医院建成启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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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门诊、远程会诊、网上诊疗、检

验影像报告互联互通、医保在线支付

结算等医疗信息化建设中做出探索和

尝试，为优质医疗资源异地共享创造

条件。 

科技创新“协同协调”，为一体化发

展添动能

打开平台建设新局面。在嘉善县

西塘镇，总投资 132 亿元的浙江大学

长三角智慧绿洲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其中包括四大未来实验室、祥符实验

室以及嘉善复旦研究院等高能级科

创载体，预计吸引近万名人才常驻。

瞄准“长三角的松山湖”这一目标，

支持高标准建设张江（祥符荡）创新

合作示范园区，加速沪善两地产业协

同创新和人才双向流动。与上海大学

共建上海大学（浙江）高端装备基础

件材料研究院，前五年（2021—2025

年）由县财政保障运行和建设费用共

1.5 亿元，并推进长三角区域科技创

新券通用通兑工作，进一步推动科技

企业跨区域购买服务，使企业低成本

享受到长三角区域创新载体的技术

服务资源。

迈出招大引强新步伐。结合嘉善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搭建祥符荡全

链条招商体系，针对性地开展强链补

链延链招商，打造技术创新、商业模

式创新、功能创新的优势产业链条。

新引进百亿项目云顶新耀、禾芯集成

电路、格科微电子和百亿产值企业兰

钧锂电池和富涌电子纸等一批“链主

型”企业，集聚设计、装备、制造、封

测等辐射长三角的集成电路全产业链

企业 80 多家，数字经济产值两年年均

增长 86.5%。  

聚科研人才新优势。县财政局安

排资金 4.8 亿元，落实“祥符英才”专

项资金财政政策，助推人才新政升级。

加快与中科院、清华大学、上海交大、

上海大学等著名院校共建高能级创新

载体，加速推进院士之家、祥符英才

之家、木业家具（智能家居）工程师协

同创新中心等创新载体建设，建设优

质人才高地。

生态绿色“共建共治”，为一体化发

展蓄势能

向 绿 而 行，彰 显 高 质 量 发 展 成

色。联合印发《示范区生态环境领域

2023 年行动计划》、《示范区联合河湖

长制工作规范》。嘉善县财政局积极

贯彻落实，近三年安排财政资金 15.3

亿元支持水环境治理，从生活生产污

水零直排，到县控以上断面Ⅲ类水质

显现全覆盖 ；从对标世界级湖区建

设“蓝色珠链”景观体系，到盛家湾

水生态修复获生态环境部推广，江南

水乡焕发绿色发展新气象。支持打造

“竹小汇科创聚落”，通过对竹小汇、

储家湾等腾退村落进行有机改造，引

入生态科研机构，打造低碳科创高

地。推动聚落内使用光伏屋顶、发电

风车、生物降解等零碳措施，实时采

集显示碳汇、碳平衡数据，实现全域

负碳运行。

振 兴 乡 村，体 现 高 质 量 发 展 特

色。推进省级乡村振兴集成创新示范

建设，打造全县现代粮食展示示范

点，推动现代粮食全产业链品质提升。

2022 年在先行启动区范围内实施国家

级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围绕富民乡

村产业发展、数字乡村、乡村人才振

兴、乡村治理等四个方面，统筹整合

涉农资金 3 亿元，引导撬动社会资本

3.25 亿元，打造立足全县域、辐射长

三角、引领全国的标志性改革样本。

共同富裕，擦亮高质量发展底色。

县财政局安排财政资金 0.85 亿元，支

持姚庄镇争创长三角区域共同富裕镇

域典范，积极实施沉香荡江家港水生

态修复工程、沉香村村容村貌等提升

改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工程。目

前沉香共同富裕聚落已启用 5G 智慧

健康小屋、乡创农居、农产品直播平

台等模块，吸引势通科技、杭商旅等

企业进驻，预计将带动百姓户均增收

7 万元以上。

政务服务“跨省通办”，为一体化发

展强功能

试点财政电子票据跨省共享。嘉

善县财政局联合上海青浦、江苏吴江

共同开展财政医疗电子票据的跨省共

享，深化“浙里办票”多跨场景应用，

探索实现长三角地区财政电子票据一

体化。启动“区块链 + 医保在线”快速

理赔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场景建设，

推动三地《医保数据区块链共享合作

协议》签订，深化财政医疗电子票据

多跨场景应用，解决医保零星报销领

域跨省报销难、报销烦、报销周期长

等问题。

试点示范区政府采购一体化。三

地通力协作实现跨地域空间、跨信息

系统和跨专家库突破，联合出台《示

范区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审管理暂行

办法》。探索基于政府采购云平台为

基础的跨省异地评审新模式，基本实

现专家资源共享、远程云端异地评标，

为示范区政府采购一体化工作奠定扎

实基础，目前已实施 4 次远程异地评

标项目。持续迭代升级数字化平台系

统功能，完善政府采购远程异地评标

办法，建立政府采购评审专家资源互

认共享管理制度，推进示范区“互联

网 + 政府采购”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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