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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宁的进一步发展，需强化创新驱动，进一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长宁区

将大力发展“互联网+”“AI+”产业...持续推进“虹桥智谷”国家双创示范基

地建设，高水平建设“上海硅巷”科创街区，加快培育高质量孵化器；巩固扩大

数字发展优势...。，前期已开展虹桥智谷人工智能企业联盟、首席技术官联盟等

驱动形式，但是相对术语零散联盟和活动组织。从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可持续的

角度，有必要加强长宁企业间的联动协作，建立并优化人工智能、互联网+生活

服务业等产业技术联盟运作模式。

建议：

各类型企业，包括头部企业、独角兽企业、区属国有企业及中小微优质企业，

应当多维度深化合作。

在日常经营中，定期组织交流活动。企业间分享管理经验、市场洞察和行业

趋势，同时，头部企业与独角兽企业开展技术宣讲会，分享前沿技术，促进技术

扩散。此外，积极开展合作共建，通过组建项目团队、搭建业务场景等方式，整

合各方资源优势，攻克复杂项目难题。这不仅有利于构建上下游紧密协作的产业

生态，实现资源与人脉的汇聚，形成强大合力，还能营造 “产业引进来，企业

发展走出去” 的良好态势，培育壮大 “中产” 企业。

以人工智能领域为例，虹桥智谷的智能联盟较为松散，借上海硅巷建设的契

机，可尝试优化长宁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联盟的运作方式。参考中关村产业联盟，

其以提升产业链整体运作效能为目标，组织上下游企业完善产业链，推动创新资

源多方位合作。凭借中关村的科技智力资源，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组建创新联

合体，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制定重大标准，将知识创新优

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在政府协调下，还围绕民生和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开展应用

示范项目，并搭建各类公共服务平台，吸纳国内外创新资源，提升科技资源配置

效能，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实现产业高效发展。

通过优化长宁的企业产业技术联盟运作，能将长宁区数字产业化的先发优

势，精准转化为培育相关服务产业数字化需求场景企业的动力，助力打造 “数

智长宁” 品牌，推动区域经济迈向新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