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据CB Insights 追踪的 2021
年全球独角兽公司的最新数据，在
中国，超过95%的独角兽公司都来
自长三角、京津冀等超级城市群，
其中，长三角目前聚集67个，全国
最多；京津冀城市群集聚63个；粤
港澳大湾区集聚31个。

从中位数来看，粤港澳大湾区
的独角兽公司在估值上较有竞争
力，估值中位数达到25亿美元，其
次是长三角16.4亿美元。京津冀独
角兽公司的估值中位数就不如累计
总估值一样耀眼，为15.2亿美元。

从分布在不同估值区间的公司
数量来看，长三角和京津冀的独角
兽公司估值在20亿美元以下的比例
分别为70%和65%，估值在20亿美
元至5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占比均
为21%。而粤港澳大湾区在20亿至
50 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占比达到
32%，比长三角和京津冀高出11个
百分点，并且拥有更高比例的估值
100亿美元以上的独角兽公司。

在长三角、京津冀和粤港澳大
湾区3个城市群，都有接近20%的
独角兽公司来自电子商务和 DTC

（直销）领域。长三角和京津冀各自
有12家独角兽公司来自这一领域，
粤港澳大湾区则有6家。

长三角拥有4个行业估值中位数
超过全球水平，分别是健康、人工
智能、汽车交通和金融科技领域，
超过京津冀和粤港澳大湾区。

在长三角地区高估值的行业
中，最抢眼的是健康行业，估值中
位数达到50亿美元，其中包括提供
医疗服务平台的微医、专注医学影
像设备研发的联影医疗等。

（何书瑶，据《解放日报》）

长三角“独角兽”全国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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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长三角百强企业排行榜近
日正式发布。该榜单以2020年企业
营业收入为入围标准，由长三角三省
一市企业联合会共同发布。今年长
三角百强企业排行榜的入围门槛比
去年提高了21亿元，达到585亿元。

总体来看，2020年长三角企业
100强营业收入再创纪录，达到17
万亿元，同比增长1.3万亿元，增长
率8.28%。其中，上汽集团、阿里巴
巴、恒力集团、中国宝武、苏宁控
股分别以 7421.3 亿元、7172.9 亿
元 、 6953.4 亿 元 、 6737.4 亿 元、
5827.8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榜单前
五。同时，今年长三角百强企业中
平均每家企业营业收入规模达
1698.9亿元，“千亿俱乐部企业”达
57 家，有 23 家企业跻身世界 500
强，比上年增加2家。长三角百强企
业的综合实力进一步增强。

受疫情影响，长三角百强企业
2020年营业收入增速较往年有所下
降，但仍明显高于全国GDP增速，
合计资产总额达到444603.4 亿元，
增长 11%以上，净利润实现正增
长。疫情之下，长三角百强企业表
现出的发展韧劲和抗风险能力令人
印象深刻。

按上榜百强企业数量计，浙江
最多，达到 36 家，比上年增加 1
家；上海次之，达到32家，比上年
增加2家；江苏为23家，比上年减
少3家；安徽9家，与上年持平。而

从营业收入合计数看，上海最高，
达67740.9亿元，浙江、江苏、安徽
分别为52109.8亿元、39237.7亿元
和10796.7亿元。上海上榜企业的平
均营收规模约为2116.9亿元，明显
高于苏浙皖上榜企业。不过，上海
上榜企业营收增长率和净利润增长
率均低于长三角百强企业平均水
平，传统行业企业可能面临新的转
型阵痛期。相比而言，浙江和安徽
的上榜企业各项指标增长势头明
显，表现出较好的成长性。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长三角百

强企业中民营企业达58家，2020年
合计营业收入90507.8亿元，增长率
达到 11.76%，平均营收规模达到
1560.5亿元；合计净利润3973.1亿
元，略有增长。其中，不少企业都
曾尝试多总部模式运营，上海总部
和其背后的“长三角江湖”模式作
用明显。

近年来，长三角产业转型升级
加速，新旧发展动能转换趋势明
显，新兴产业已成为长三角百强企
业业绩增长的重要动力。比如，互
联网服务行业营收超过1万亿元，大

幅增长37%，百强排名超过商业银行
业，成为长三角百强企业第六大行
业；集成电路行业的头部企业处于高
速增长周期，增长率超过20%；医药
和医疗器械行业也保持10%以上的
较高增速。

上海市企业联合会咨询研究部
主任张培荣表示：“从趋势上看，长
三角支柱产业体系的升级换代已经
开始，发展新兴产业，培育新兴产
业大企业将是今后长三角经济发展
的主题。”

（朱凌君，据《解放日报》)

浙江最多，36家企业入围长三角百强
长三角支柱产业体系升级换代，培育新兴产业大企业将成为发展主题

记者日前从省乡村振兴局
获悉，针对山区26县，我省最
近启动了“新型帮扶共同体”
（下称“新型帮共体”）建设。
此举旨在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据介绍，“新型帮共体”是
由省级机关、省内院校、三甲
医院、国有企业（含央企驻浙
企业）、金融机构、经济强县
（市）和民营企业共同组成的全
域结对帮扶新模式。

其“新”，首先在于扩充了
帮扶成员单位的类型和数量。

“我们在原有基础上将成员单位
进一步扩充至520个，其中包
括新增的264家民营企业。”省
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新型帮共体”形成了政社企协
同、县村户并进、山海原（山
区、沿海、平原）联动、资技
才（资金、技术、人才）合力
的帮扶体系，促进新一轮山区
26县结对帮扶工作呈现新气象。

与原先驻村帮扶的“点片
结对”不同，“新型帮共体”的

帮扶实现“全域覆盖”。记者了
解到，为推进帮扶力量实现山
区县、乡村振兴重点帮促村、
低收入农户全覆盖，“新型帮共
体”实行“一县一团（省级团
组） ”“一村一组 （驻村工作
组） ”“一户一策 （具体举
措） ”的帮扶机制，构建了

“县村户”系统化帮扶格局。
“最近我们团10个成员单位

正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谋
划一系列覆盖全常山的帮扶项
目。”“新型帮共体”常山团组
有关负责人介绍，在组长单位
省供销社的牵头下，浙农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意向投资建设一
个高标准现代农业服务中心，
为常山县胡柚和粮食生产提供
从选种到销售的全链服务。

变短线“输血”为长远
“造血”，“新型帮共体”的帮扶
思路正经历转变。雅莹集团党
委书记仇瑛透露，加入“新型
帮共体”龙泉团组后，帮扶工
作打开了新局面。

（来逸晨等，据《浙江日报》）

浙江为山区26县打造
“新型帮扶共同体”

近期，长年满负荷连续运
转的江苏永钢集团生产车间
里，高炉轮流休风、轧钢产线
停产检修，企业主动将单日用
电负荷压减了50%以上。

江苏“一企一策”精准引
导用户主动调整用电负荷，积
极服务企业开展余能利用、工
艺流程优化等节能改造，充分
发挥分时电价杠杆作用，引导
工业企业错峰用电，迎接冬季
用电高峰。

作为工业大市，苏州用电
负荷约占江苏全省的四分之
一。苏州企业配合政府参与有
序用电，弥补供电缺口。

“我们深化应用‘经济+行
政’手段，保障电网安全，维
护社会用电稳定。”国网江苏省
电力有限公司营销部副主任甘

海庆说。
国网镇江供电公司营销业

务支持中心主任赵罡说，相关
值班室24小时轮班值守，高峰
时每天接听200多个电话，灵
活满足企业的用电需求。

江苏省有关方面全力搭建
用能渠道。苏州市发改委电力
处处长顾斌说，不少企业都提
出大规模使用绿电的需求，当
地鼓励企业建设屋顶光伏系
统，并努力拓展远距离绿电来
源。

为确保可持续用能，江苏
多地出台节能与绿色发展指导
意见，通过政府补贴激励全社
会节能降碳；积极制定能效评
价体系，为工业企业提供一站
式节能提效服务。
（秦华江 杨绍功，据新华社）

江苏综合施策助力
工业企业迎用电高峰

近日，安徽省十三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通过
《安徽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明确延长婚假10天、延长
产假60天、男方享受30天护理
假等系列奖励与社会保障措施。

条例提倡适龄婚育、优生
优育，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
女。夫妻现有3个子女，有子女
经鉴定为残疾且医学上认为可
以再生育的，可以再生育。依
法收养子女的夫妻或者再婚夫
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

在奖励与社会保障方面，
条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结婚
的职工，在享受国家规定婚假
的基础上，延长婚假10天。婚
假期间，其享有的工资、奖
金、福利待遇不变。对符合本
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国
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应当给予以下奖励：女方
在享受国家规定产假基础上，
延长产假60天；男方享受30天
护理假；在子女6周岁以前，每
年给予夫妻各10天育儿假。职
工在规定的产假、护理假、育
儿假期间，享受其在职在岗的
工资、奖金、福利待遇。

条例还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对家庭
困难的婴幼儿入托、入园给予
一定补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
在配租公租房时，对符合当地
住房保障条件且有未成年子女
的家庭，可以根据未成年子女
数量在户型选择等方面给予适
当照顾，并可以根据养育未成
年子女负担情况制定实施差异
化租赁和购买房屋的优惠政策。

条例将于2022年 1月 1日
起施行。 （张紫赟，据新华社）

安徽出台新规
延长产假婚假

近日拍摄的盱眙县天泉湖景色近日拍摄的盱眙县天泉湖景色（（无人机照片无人机照片）。）。初冬时节初冬时节，，江江
苏省盱眙县天泉湖色彩斑斓苏省盱眙县天泉湖色彩斑斓，，碧水与红杉相映成趣碧水与红杉相映成趣，，构成一幅美丽构成一幅美丽
的冬日生态画卷的冬日生态画卷。。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季春鹏季春鹏摄摄

11月19日，舞狮队在上海博荟广场进行巡游表演。当日，上海
首家跨越传统商业经营时段的“全时”消费商场——博荟广场正式
揭幕，其营业时段延长至凌晨5点，通过“夜食、夜娱、夜购、夜
潮”等不断创新和细致入微的服务，打造具有上海味、时尚潮、国
际范的“上海购物”新形象。 新华社记者 陈飞 摄

上海首家“全时”
消费商场开业

今年，穿梭于上海洋山港与
长三角各港口间的接驳船明显多
了起来。今年上半年，洋山港集
装箱吞吐量达1115.5万标箱，同
比增长 20%，创历史新高。同
期，长江第一大港太仓港集装箱
吞吐量同比增长42.61%，芜湖港
首次位列中国江河港口集装箱吞
吐量第四。“联动接卸”海关监管
新模式，也让长三角建设世界级
港口群更具底气。

这是上海与苏浙皖关系的缩
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
家战略已三年，围绕“高质量”
和“一体化”，这个国家战略在各
个层面加快落地实施。长三角一
体化是“团体赛”，而不是“个人
秀”。有了上海龙头带动作用，还
需要苏浙皖各扬其长。

形成合力
三省一市正充分利用上海综

合服务功能齐全，江苏实体经济
基础好，浙江民营经济活跃，安
徽科技创新后发优势明显且人力

资源丰富等特点，竞相拉长长板、
贡献长板，攥指成拳形成合力。

长三角龙头企业正按市场规律
作出选择——加快区域一体化布
局。比如，产自上海的特斯拉国产
Model 3，2020年零部件本地化率
从30%提高到接近100%，供应商主
要来自长三角地区。又如，上海集
成电路龙头企业中芯、华虹、格科
微等在绍兴、宁波、无锡、嘉善等
地统筹布局生产，阿里巴巴旗下半
导体公司平头哥在沪设立了集成电
路研发公司。

同时，长三角的产业链补链固
链强链行动正有序开展，目前已建
立长三角产业链协同工作机制，联
合开展机器人、新型电力装备、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等4条产
业链供应链研究，推动区域产业链
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上海正抓好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并让苏浙皖共享上海金融创新
成果。三省一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共
同签署了《长三角科创板企业金融
服务一体化合作协议》，上交所在长
三角区域布局31个上市服务基地及
工作站。

沪苏浙皖正打破“一亩三分
地”意识，使长三角真正成为休戚
与共的区域共同体、发展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2020年，面对新冠疫

情，三省一市迅速筑起联防联控共
同防线，搭起复工复产协同平台，
为全国发展大局作出积极贡献。

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这块“试验田”，沪苏浙大胆
试、大胆闯、自主改。示范区揭牌
两年来，出台 60多项制度创新成
果，形成一批具有开创性、可复制
可推广的制度成果，为打破行政区
限制、促进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
供了新的制度供给。

示范区这步“先手棋”，成为长
三角一体化重要突破口。今年以
来，上海正与苏浙皖携手，加快把
大虹桥打造成为长三角强劲活跃增
长极的“极中极”、联通国际国内市
场的“彩虹桥”。有了沪苏浙等这般
合力，才更能彰显上海开放优势，
着力提升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的
能力，形成全球高端资源要素配置
新高地，让“长三角的虹桥”变身

“世界的虹桥”。

当好龙头
深度参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上海龙头带动作用正不断放大。
在不断深入推进长三角一体化

过程中，三省一市着力当好国家经
济压舱石、发展动力源、改革试验
田，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
点、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努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引领
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服务全国
改革发展大局。

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 11 省
市，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
国“半壁江山”。从实现长江经济
带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来看，需
要形成长三角城市群“龙头”腾
飞，长江中游城市群“龙身”支
撑，成渝双城经济圈“龙尾”舞
动的生动局面。

长三角之于长江经济带的重
要意义何在？2018年，12.5米深
水航道的江苏沿江港口吞吐量达
17亿吨，其中35%以上为长江中
上游地区的中转量。此外，在长
江入海口的北翼，通州湾 20 万
吨级深水大港呼之欲出，将成为
继上海洋山港、宁波舟山港之
后我国又一江海联运新通道，
未来定位为长江集装箱运输新
出海口。

上海是国际市场经由长三角
地区通向内陆的中转地，是实
现全国双循环发展战略的重要
节点。只有呈现出上海龙头高
高引领、苏浙两翼开合奋进、
安徽强势发力的高质量发展态
势，长三角就能为国家办更多
更大的事。

（任俊锰，据《解放日报》）

沪苏浙皖正成为休戚与共的区域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命运共同体

各扬其长，为国家办更多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