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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浙江省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项课题选题清单 
序

号 
课题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1 

提升长三角

服务业在全

球价值链地

位的对策研

究 

梳理全球服务业价值链形成的历史路径，以及先进地区提升区域服务业价值链的典型

经验，分析研判长三角地区服务业价值链在全球的位置、竞争优势和问题瓶颈，重点

从高端服务业态培育、重大平台谋划建设、服务业开放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

业深度融合等方面，研究提出长三角地区服务业价值链提升的针对性举措，以及对我

省工作的举措建议。 

2 

数字长三角

指数建构与

评估研究 

根据数字长三角建设内涵与架构，建立指标体系，推定测算方法，构建形成数字长三角指

数，应用评估数字长三角建设的进度、趋势和短板，并对未来发展提出举措建议。通过研

究拟建设数字长三角指数和可视化平台，形成重要决策报告和数字长三角年度发展报告。 

3 

浙江省融入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推

进科创与产

业融合发展

研究 

系统分析总结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实施以来，G60 科创走廊（浙江段）建设取得的主要
成效。分析提出 G60 科创走廊（浙江段）建设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之处。对标国内
外著名科创走廊建设发展情况，提出我省推进 G60 科创走廊（浙江段）科创与产业融合发
展的总体思路。结合 G60 科创走廊沿线产业发展情况，提出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推进
G60 科创走廊（浙江段）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和建议。 

4 

长三角区域

建立碳转移

联合应对机

制研究 

结合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达、经济外向性程度高的特征，研究当前碳转移的发展态势，
梳理长三角地区面对碳转移已开展的相关工作，以及下一步亟需关注的问题瓶颈，并
针对性在低碳贸易发展、区域减排政策协同、区域碳标签制度探索、低零碳产业平台
谋划等方面，提出具体举措建议。 

5 

深化浙江自

贸区与上海

自贸区联动

发展的对策

研究 

全面总结浙江自贸区设立以来，开展的制度创新探索与取得的成效，特别是与上海自贸区

之间的联动发展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产业协同、监管联动、环境联建以及政策复
制推广等方面的情况。研究提出下阶段两大自贸区联动发展的总体思路、重点举措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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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课题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6 

畅通长三角

技术要素循

环的研究及

对策建议 

梳理新发展格局下技术要素循环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和发展趋势。对标欧美先进国家、
国内粤港澳大湾区等技术要素循环的先进经验做法，进一步梳理关于加快构建长三角区域

技术要素循环的目标定位。梳理分析长三角地区技术要素集聚、协同、联动能力的现状及

存在问题等。立足我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实际情况，结合国内外模式经验及发展趋势，
提出畅通技术要素循环助推长三角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策建议。 

7 

面向长三角

地区民生领

域的数字化

应用场景研

究 

梳理长三角地区民生领域数字化进展情况，从提升人民获得感、数字化破解一体化问题出

发，研究提出近、中、远期可重点谋划突破的数字化应用场景方向，提出一批小切口大牵

引的具体场景，及相应的工作基础、问题瓶颈、切实可行的推进路径。 

8 

基于长三角

产业布局的

重点学科建

设研究 

对标国内外先进地区，梳理分析长三角区域重点产业学科布局的匹配度情况，针对目

前存在的问题，比较三省一市“双一流”建设情况，研究提出长三角协同推进重点学科

建设的互助机制，进而提出我省在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加快“双一流”学科建设的对策

建议，助推高教强省战略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