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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necessity and urgenc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the post 
pandemic era, provide decision-making references for policy makers, and promote the rapid recovery and long-term stable growth 
of the regional economy. Firstly, the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tatus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then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the region’s economy and societ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empirical analysis, the importance of integration in promoting economic recovery, enhancing regional competitiveness, 
and improving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has been revealed. In the face of complex and ever-chang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ituations, accelerating the process of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is urgent and a 
key step towards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recommendations,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optimizing industrial layout, and improving public 
service levels, in order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epidemic and seize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in the post 
epidemic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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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疫情时代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必要性和紧迫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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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旨在分析后疫情时代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促进区域经济的快
速恢复与长期稳定增长。首先，论文概述了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然后深入探讨了COVID-19疫情对该地区经
济和社会的影响。通过文献回顾和实证分析，揭示了一体化对于促进长三角地区经济复苏、增强区域竞争力及提升社会治
理水平的重要性。面对国际复杂多变的形势，加快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进程具有紧迫性，是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
步骤。最后，论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包括加强区域协调机制建设、优化产业布局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等，以应对疫情
带来的挑战和抓住后疫情时代的发展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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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推

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长

三角地区的一体化进程不仅关系到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更

对国家乃至全球经济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在后疫情时代，

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更加凸

显。论文将对此进行深入分析，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参考，

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恢复与长期稳定增长。

2 疫情对长三角区域经济的影响

2.1 经济增长放缓
疫情导致的封锁措施严重影响了生产活动，消费和投

资需求锐减，致使长三角地区的 GDP 增速较疫情前显著下

降。全球疫情蔓延造成国际贸易受阻，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

前沿，长三角地区的出口业务遭受重创，外贸型企业面临较

大压力。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受限，尤其是服务业和制造业受

到较大冲击，导致失业率上升，就业形势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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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产业结构调整受阻
疫情造成国内外供应链中断，特别是汽车、电子等重

点行业的产业链受到影响，影响了产业的正常运行和结构调

整步伐。尽管数字产业等新兴行业在疫情期间展现出较强韧

性，但整体产业发展不稳定，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强化。本就

面临转型升级压力的传统产业，在疫情中遭受更大冲击，升

级步伐放缓，部分产能过剩问题凸显。

2.3 科技创新能力受损
受疫情影响，企业利润下降，可用于研发的投入减少，

影响了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国际间的科研合作和人才流动受

到限制，影响了区域内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科研能力。疫情影

响下，创业投资和风险资本趋于谨慎，创新创业环境相对恶

化，对培育新动能构成障碍。

2.4 基础设施建设放慢
受疫情影响，许多在建基础设施项目出现工期延误，

影响了区域连接性和一体化进程。政府财政支出压力增大，

基础设施项目面临资金短缺，不利于长远发展。新一轮基

础设施规划虽受重视，但实际推进力度不足，项目落地效率

不高。

2.5 开放合作平台受限
疫情使全球多国采取保守策略，国际贸易和投资壁垒

增加，长三角开放合作平台遭遇冷流。尽管长三角内部城市

间合作机制建立，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合作进展不如预期。

由于对外交通和人员往来的限制，招商引资活动受阻，外资

企业观望态势明显。

3 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状

3.1 积极方面

3.1.1 经济复苏态势明显
中国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其金融市场活跃，科技

创新能力强，引领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江苏制造业基础雄

厚，产业升级效果显著，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为区域经济增

长提供强劲动力。浙江以民营经济为特色，市场化改革领先，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安徽作为新兴

工业基地，在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下，通过与沪苏浙的深度合

作，加快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3.1.2 科技创新能力持续增强
中国上海张江、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浙江杭州滨江区等

国家级高新区是科技创新的重要集聚地，创新资源丰富。区域

内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众多，科研实力雄厚，为科技创新提供

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和技术支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高，一

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创新型企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快速成长。

3.1.3 基础设施建设水平领先
长三角地区交通网络密集，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港口、

机场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形成高效便捷的区域交通体系。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如 5G 网络、数据中心等加快推进，为数

字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3.1.4 开放合作平台日益完善
长三角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级新区、开发区等

开放平台众多，对外开放程度高。通过举办进口博览会等活

动，搭建国际经贸合作新平台，促进了国际贸易和投资自由

化便利化。

3.1.5 生态环境质量稳步改善
长三角地区注重绿色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积极成

效，空气质量、水环境等方面得到明显改善。绿色发展理念

深入人心，循环经济、清洁能源等绿色产业发展迅速，为生

态文明建设树立了良好典范。

3.2 消极方面

3.2.1 区域内部发展不平衡问题突出
尽管长三角整体发展水平较高，但省内发展差距较大，

如安徽与沪苏浙相比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差距。城乡

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发展不均衡，部分地区基础设施落后，

公共服务水平较低。

3.2.2 产业同质化竞争较为严重
长三角地区部分城市产业结构趋同，导致资源配置效

率降低，出现同质化竞争现象。产业协同发展机制尚不完善，

产业链供应链整合程度不高，影响了区域经济整体竞争力的

提升。

3.2.3 创新链条不够连贯
虽然科技创新资源丰富，但创新链条中存在断裂点，

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仍存在瓶颈。企业创新能力参

差不齐，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影响了创

新能力的提升。

3.2.4 环境和资源约束加剧
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土地、水资源和能源

的需求激增，资源约束问题日益突出。环境污染问题依然严

峻，特别是一些重化工业集中的地区，环境治理任务艰巨。

3.2.5 社会治理复杂性增加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加剧，社会治理

难度增加，如外来人口融入、城乡融合等问题日益凸显。社

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领域存

在短板，亟须进一步完善 [1]。

4 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必要性分析 

4.1 经济发展需求 
通过区域一体化，我们可以更好地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的经济新格局，推动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一体化有

助于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

最优配置。同时，整合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优势，形成产业集

群，提升整个区域的国际竞争力。 

4.2 社会稳定与治理现代化 
区域一体化战略的实施，有助于缩小城乡、区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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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此外，区域一体化还能推动公共

服务共建共享，提高政府治理现代化水平。通过区域一体化，

我们可以建立更加统一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保障水平

和质量。

4.3 科技创新驱动 
区域一体化对科技资源的共享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有

助于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加速成果转化。同时，利

于整合创新资源，构建跨区域创新网络，形成良好的科技创

新生态系统。此外，区域一体化还能集中力量进行关键技术

攻关，提升区域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 

4.4 基础设施建设高效对接 
区域一体化有助于推进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提

高物流效率，降低运输成本。同时，协同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提高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促进信息化发展。此外，共同规

划实施生态环境保护项目，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实现可持续

发展。

4.5 开放合作新局面 
以区域一体化为契机，我们可以吸引外资企业投资，

打造国际化营商环境。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合作交流，拓展区域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此外，推动贸易

便利化协议的签订和实施，简化通关流程，提升贸易效率。

5 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一体化的紧迫性分析

5.1 国际形势的不确定性增加

5.1.1 全球贸易环境的波动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与地缘政治风险升温，使得依

赖出口的长三角地区面临不确定的外部需求。

5.1.2 国际供应链重组
疫情暴露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为保障供应链的安

全与稳定，国际企业正寻求重新配置产业链，这要求长三角

地区加快一体化，提高应对国际变化的韧性。

5.1.3 全球科技竞争加剧
技术创新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领域，长三角地区需

要加强内部科技资源整合，共同应对日益激烈的全球科技

竞争。

5.2 国内经济转型升级的压力

5.2.1 经济增速下行压力
受国内外复杂环境影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长三角

区域作为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其一体化进程对于稳定增

长具有示范和带动作用。

5.2.2 产业结构优化挑战
长三角地区需通过一体化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解

决传统产能过剩问题，同时培育新兴产业发展，提升产业整

体竞争力。

5.2.3 中国市场深化需求
内循环战略的实施要求提高国内市场的深度与广度，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有助于构建统一的大市场，促进消费与投

资的双向提升 [2]。

5.3 区域协调发展的现实需要

5.3.1 城乡差距与区域不平衡
长三角区域内城乡间及省际间发展不均衡问题依然存

在，一体化进程有助于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

5.3.2 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面对生态环境压力，长三角区域亟需实施一体化的环

境保护与治理策略，共建绿色生态文明，引领可持续发展新

路径。

5.3.3 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
随着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的提高，长三角地区需要加

强政策协调与公共服务一体化，以更高效的治理体系应对多

元化的社会需求和挑战 [3]。

5.4 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挑战

5.4.1 数字化转型迫切性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长三角地区面临着

数字化转型的紧迫任务，一体化有助于形成统一的数字市

场，加速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普及。

5.4.2 智慧城市建设需求
智慧城市建设是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和居民生活质量的

重要手段，长三角一体化能够促进智慧城市解决方案的共享

与协同。

5.4.3 网络安全与信息安全
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问

题日益突出，长三角地区需要加强一体化合作，共同构筑网

络与信息安全防护体系 [4]。

5.5 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挑战

5.5.1 老龄化社会问题
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区域之一，迫

切需要通过一体化策略来共同解决养老、医疗等社会问题。

5.5.2 劳动力成本上升
随着人口红利的减退，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企业面临

的普遍问题，通过区域一体化促进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

配置，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5]。

5.5.3 人才竞争与流动
为了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长三角城市群需要通过

一体化策略建立更加完善的人才市场，实现人才政策的相互

承认和人才服务的互补互助。

6 政策建议

政策建议聚焦于加强区域合作与政策协调，通过设立

跨省份协调机构统一法规，优化产业布局，降低行政壁垒。

基础设施建设强调互联互通，建立高效交通网络，共享能源

与通信资源，应用智慧城市技术。产业协同与创新驱动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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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发展，支持创新合作，重点发展新兴产业，吸引高

端人才。公共服务体系完善涉及教育医疗资源共享，社会保

障制度对接，公共安全合作。同时，打造公平市场环境，统

一市场监管，整合金融服务，构建信用评价体系，提升市场

透明度和安全性 [6]。

7 结语

后疫情时代，长三角一体化是经济恢复与提升区域竞

争力的关键。面对疫情、全球化、内循环挑战及人口问题，

加速一体化能破解经济放缓、产业结构、创新、基础设施和

开放合作的难题，推动高质量、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政策制

定者应认识到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性，采取行动应对复杂经济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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