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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带一路”与自贸区建设的重要

支撑，我国金融业致力推进自贸区金融创

新，为“一带一路”融通商机，“一带一路”和

自贸区也为我国金融业开放与国际合作提

供了新的机遇。

共绘区域金融合作新愿景

本报讯 近日，长三角三省一市（沪苏

浙皖）12315信息发布机制正式启动，并实

现投诉举报数据协同共享；从投诉举报情

况汇总分析来看，长三角节假日消费活跃，

市场消费能级和需求不断提升。

据了解，为更好服务长三角地区市场

体系一体化建设，今年国庆长假前夕，长三

角三省一市12315工作机构携手制定《长

三角地区共同推进节假日12315投诉举报

信息共享试行办法》，切实深化长三角消费

诉求信息协同对接、共享应用，实现信息汇

总发布“统一口径、统一时段、统一标识”，

助力推动“满意消费长三角行动”。

近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9年国

庆长假期间，三省一市12315系统共接到

投诉举报 12,150 件，其中上海市接到

2556件，江苏省接到3811件，浙江省接到

3459件，安徽省接到2324件。共解答咨

询19,639件。

从投诉举报涉及行业来看，主要涉及

食品、餐饮住宿、服装鞋帽、家居用品、家用

电器、交通工具、文化娱乐体育等；从反映

问题看，主要涉及经营者售后服务、合同履

行、产品质量、广告宣传等方面问题。

据相关人士分析，国庆长假是市场消

费的集中时段，长三角节假日消费诉求总

量增长，反映了长三角地区市场消费能级

和需求提升。 （许 婧）

□ 王慧敏 赵永平 余建斌

□ 王 珂 吴秋余 巨云鹏

浦江恒流，上海恒新。

的确，上海这座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总是让人耳目一新：浦东陆家

嘴，上海中心大厦从头到脚都是时

尚范儿；临港松江科技城，“世界最

长”的拉斐尔云廊由里到外都是科

技元素……

上海之新，不仅在于颜值，更在

其“追求卓越”的气质。大飞机一飞

冲天，“彩虹鱼”直抵万米深渊，磁悬

浮列车奔驰……上海不断攀登创

新高度、挑战创新深度、刷新创新

速度。

“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

兵、创新发展先行者”“努力在推进

科技创新、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方面走在全国前头、走到世界前列，

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进军”……习近平总书记对上

海的谆谆嘱托，言犹在耳。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上海步履铿锵，续写改革创新的新

篇章。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夯实现代产业基础

GDP率先突破3万亿元大关，

但上海并不满足，仍在冷静思索：未

来发展新动力在哪里？

这是刀刃向内的清醒：作为全

国重要制造业基地，传统动能减

弱、创新动力不足、出口下行压力增

大……离世界更近，上海比其他地

方更早感受到发展阵痛。

“处于新旧动能转换期，我们比

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科技创新。

只有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才能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上海市委书记

李强说。

转型，上海决心坚定。

——不是不要GDP，而是要高

质量的GDP。

上海毅然“换挡”，淘汰落后产

能，优化产业结构，摆脱重化工、房

地产等传统路径依赖。

临港，曾经是最遥远的旮旯，芦

草萋萋，人烟稀少。这么一大片土

地，开发房地产岂不来钱更快？

临港没有盲目赚“快钱”，而是

选择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打造创新

之城、智慧之城、活力之城。

10多年的坚守，如今的临港英

姿勃发：滴水湖清波荡漾，洋山港昼

夜繁忙，特斯拉“超级工厂”行将开

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

业基地正在茁壮成长。

“科技创新在哪里兴起，发展动

力就在哪里迸发。激活第一动力，

就能释放出无限潜力。”上海前滩新

兴产业研究院院长何万篷感叹。

数字背后印证了上海的发展质

量：能耗下来了，全市单位GDP能耗

8年下降近一半；效益上来了，工业

园区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值5年提高

10亿元。

——不是不要制造业，而是要

发展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

上海市市长应勇认为，面向未

来的布局，不看短期看长远，上海要

夯实现代产业基础，防止资金、资

源、资产脱实转虚，防止产业结构形

态虚高，先进制造业的比重不能低

于25%。

刷新制造业气质，上海吹响

“冲锋号”，在先进制造业领域风头

正劲。

7年攻关，最尖端的医学影像诊

断设备卖到了欧美。在联影医疗技

术集团董事长薛敏眼中，“不创新就

要落后，创新慢了也要落后，掌握核

心技术才有市场话语权。”

十年磨一剑，一飞冲天的大飞

机，攻克了100多项核心技术。“只

要能推动向价值链高端攀登，就

坚定不移地干。”中国商飞人信心

十足。

——不是搞创新“自留地”，而

是区域一体化发展。

上海与合肥，空间距离400余

公里，张江科学城与合肥滨湖科学

城“双城同创”，拉近了两个城市的

“心理距离”；G60科创走廊串起了

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的 9 个城

（区），形成协同发展模式。

打破区域边界，创新资源共享

起来。上海市研发公共服务平台管

理中心副主任赵燕介绍，一个“长三

角大仪网”公共平台，整合了4.5万

多台、价值超过519亿元的大型科学

仪器。“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租比买

划算，只要在网上下单，就能预约使

用，实现多赢。”

整个长三角，在科创龙头上海

的引领下，数据资源打造“一个库”，

产业协同形成“一张图”，35.9万平

方公里的区域正变得越来越“小”。

把握新方位，上海发展路径更

加清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

技创新“五个中心”。

擦亮国之重器
突破核心技术

当好排头兵、先行者，上海靠

什么？

创新，最吃劲的是从“0”到“1”

的突破。上海雄心勃勃：全力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借创

新策源能力，突破关键领域，打造自

主创新的战略高地。

瞄准国际前沿，聚焦科研重器，

上海筑牢“最先一公里”地基。

走进张江科学城，搭乘首条现

代化有轨电车，一路走一路看，集电

港、汇智湖、人工智能岛等新地标美

不胜收。

地下 30 米深处有着看不见

的风景：一个绵延3.1公里的大工

程——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设

备建设正在快马加鞭，建成后，全

球科学家就能用这个中国投资最

大的单体装置，拍摄分子、原子在

千万亿分之一秒内的瞬时运动，探

究微观世界。

“上海光源、超强超短激光、活

细胞成像……”上海推进科技创新

中心建设办公室副主任侯劲对高新

技术如数家珍，“打造全球科创中心

没有捷径，5年不懈投入，世界规模

最大的光子大科学设施集群已在张

江核心区成形。”

正是有了基础学科的“深蹲助

跑”，才使得原始创新和技术突破实

现“起飞跳跃”。

甘露寡糖二酸，是上海原创的

治疗阿尔茨海默症新药，去年10月，

中国科学家首次报告相关临床3期

数据，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利

用“上海光源”，科学家成功破解了

生命科学领域最难解的“蛋白质

之谜”……

同样诞生于上海、在全球科学

界引发轰动的，还有世界首例体细

胞克隆猴、世界首例人造单染色体

真核细胞，以第一、第二的高票双双

入选年度“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在国家科学进展榜单上，“上海

原创”从未缺席。近5年全国50项

重大科技成果中，由上海牵头或参

与的达11项。

正是有了核心技术的突破，创

新动能在“最后一公里”迸发。

上海“芯”成为新优势。

一个指甲片大小的芯片，包含

几十亿个晶体，质量要求有多苛

刻？上海超硅半导体有限公司总经

理陈猛博士打了个比方：硅片的纯

度要求，相当于把一颗咖啡方糖扔

进西湖里水的纯度。“对质量的要

求，无论怎么吹毛求疵都不为过。”

咬定质量，不懈创新，让上海成

为国内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善、综

合技术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

上海大飞机成为新名片。

在距浦东机场3公里的C919总

装车间，两架飞机正在进行总装，绿

色尾翼上的“C919”标识格外醒目。

装配好“身体”的大飞机，从浦东机

场起飞，飞出了一条我国商用飞机

产业发展的新路。

俯瞰黄浦江两岸，创新鼓点密

集敲响，这里正成为集聚全球创新

资源的“强磁场”，成为创新成果的

“原产地”。

破梗阻解难题
厚植创新沃土

作为“先行者”的上海，大胆闯、大

胆试、自主改，向体制机制发力——

率先开出全国第一张投资管理领域

负面清单，率先打造“一网通办”政

务服务品牌……前不久，在全国复

制推广的36条创新改革举措中，“上

海经验”占到了1/4。

——打掉“拦路虎”，让创新大

道畅通起来。

新药研发是全球公认的高风

险、高难度领域。为什么国家每批

准3个一类新药，就有一个来自张

江？答案是：制度改革的“临门

一脚”。

“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解绑’，

创新更有活力了。”和记黄埔医药

（上海）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清梅深有

感触，领到全市首张增加“药品委托

生产”经营范围的执照，解决了创新

药上市许可难题，公司研发的国内

首个抗结直肠癌新药“呋喹替尼”，

上市速度比计划快了不少。

“我的科研我做主。”如今在张

江药谷，从药品临床研究到新药筛

选，再到安全性评价等，都可以一站

式解决。

深化“放管服”改革，上海破梗

阻、解难题，企业办事环节平均压缩

了1/3，办事时间平均压缩了一半。

——破除“玻璃墙”，让沉睡的

资源醒过来。

今年 3月，上海出台“科改 25

条”，为科研人员放权赋能，让“锁在

柜子里”的成果“转”起来。

“将论文变成生产线，这是我们

科研人员的梦啊！”中科院上海硅

酸盐研究所研究员吴相伟，迎来了

新的“激情岁月”。他所在的研究团

队创新活力迸发，攻克了国际领先

技术，并在嘉定建成国内首条高集

成度的自动化钠镍电池批量化生

产线。

——搭建新平台，让创新人才

活起来。

“我能成为上海新市民，受益于

人才政策。”罗氏制药中国总裁周虹

在2017年上海实施引进海外高层

次人才的新政时递交了申请，短短2

个月她就获得了外国人永久居留身

份证。

如今，在沪工作的外国人达

21.5万人。连续7年，上海在“外籍

人才眼中最具吸引力的中国城市”

评选中拔得头筹。

走进浦东新区国际人才港办事

大厅，留言板上贴满各种颜色的留

言条：“很酷的地方，很赞的工作人

员”“服务优秀给5星”“服务人员有

耐心，我喜欢这里”……

“我们用‘店小二’的服务温度，

打造人才之家。”浦东新区区委组织

部副部长戚玉霞介绍，人才港还具

备公共客厅、培训中心、创新交流、

科技服务等功能。想了解前沿技

术，可参加青年人才创新论坛；想获

取投资信息，可参加科创板投融资

服务沙龙……

上海先后出台“人才30条”“人

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等，更积极、

更开放、更有效的海内外人才政策，

正加速把这里变为一流人才创新创

业的沃土。

整合产业链“上下游”，杨浦区

把创新成果融进各个环节。

位于淞沪路657号的“双创国际

中心”大楼，云计算领域知名企业优

刻得首批入驻。“2012年年收入100

万元，2013 年月收入 100 万元，

2015年日收入100万元……我们的

收入快速增长，得益于‘上下楼’模

式。”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季昕华说，在云计算示范园，整栋

写字楼全是上下游企业，一开门，左

邻右舍、楼上楼下就能找到目标客

户。“上下楼就是上下游，这种模式

把‘天女散花’的资源统起来，让我

们快速找到了种子客户。”

“成长型的企业就像爆米花一

样，只要给予合适的热度，到时候就

会‘嘭’地喷出来。”杨浦区委书记

李跃旗说。

结构向优向好
发展以“智”取胜

创新驱动、超前布局，上海正

进入“丰收季”，这座创新之城活力

四射。

——传统产业升级换代，再获

新机。

汽车产业跑出加速度。中国的

上汽、德国的宝马……在嘉定安亭

镇的智能道路上，获得测试牌照的

自动驾驶汽车纵情驰骋，离消费者

的车库“越开越近”。

老工业转出新经济。中国纺织

机械厂旧址上“诞生”的长阳创谷，

成为老厂房改造典范。葱绿开阔的

中央大草坪，富有设计感的时尚办

公楼，吸引了百度创新中心、智能云

科等众多企业入驻。

——新兴产业快速崛起，勇立

潮头。

全球领先的机器人企业ABB，

正在浦东康桥投资新建机器人工

厂，用机器人制造机器人，2020年底

投入运营。“新工厂将成新的起点，

助力产业价值链继续向高端挺立。”

ABB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在上海，中国芯、创新药、智能

造、未来车、蓝天梦等先进制造业不

断壮大。2018年，全市集成电路产

业销售规模达 1450 亿元，占全国

1/5；生物医药产值达3434亿元，研

发创新能力领跑全国；工业机器人

产量超过全国产量的四成，成为国

内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集群。

——产业转向中高端，发展迈

向高质量。

快速增长的服务业为发展注入

新动能。今年6月，自带“明星效应”

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甫一开

板，就获全球关注。首批亮相的25

家科创企业中，有不少就代表着“上

海智造”。

创新发展带来高品质生活。“智

慧交通让开车出门如此通畅，这座

城市的精细化管理和人性化服务令

人惊叹。”刚从郊区搬到市区的市民

王伟深有感触。

两组数据，可以看出上海高质

量发展的成色——

看结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目前稳定在70%左右，达

到发达国家水平；新产业、新技术、新

业态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超

过31%。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

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

的现代产业体系已初步形成。越来

越多新的“上海制造”以“智”取胜，奏

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

看民生：去年上海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超过6.4万元，稳居全国第

一；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8.2平方

米，人们身边的“绿意”又多了；拥有

超过700公里的轨交线路，为全球

城市最长……这些不断增长的数

据，让群众的幸福感节节攀升。

浩荡长江与壮阔东海的相逢，

交汇冲积出上海这块热土，也孕育

出上海的开放胸襟和创新精神，铸

就一个又一个城市传奇。如今，创

新激发的澎湃动力，推动上海、长三

角乃至中国巨轮破浪前行。

追求卓越天更阔 创新活力齐迸发
上海把握新方位，发展路径更加清晰：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

科技创新“五个中心”

上海自贸区临港新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揭开面纱片区行政服务中心揭开面纱
日前，上海临港新城迎来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

方案》公布后的第一个变化，即临港新片区行政服务中心正式揭开面纱，并以

崭新的身份为企业、市民提供服务。（资料图片） 张亨伟 摄

区域资讯

长三角“十一”假期
消费诉求总量增长

共接到投诉举报12,150件

本报讯 日前，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重点建设的13个项目正按计划加

快推进，其中部分项目已建成投运。

在场馆改造方面，国家会展中心1号

馆、2号馆由单层展馆改造成双层展馆，增

加了近6万平方米的展览面积，以满足“一

铺难求”的进博会展览需求。目前，该项目

土建结构已基本完成，正全速开展机电安

装，计划10月中旬完成验收和移交。

在配套市政设施方面，国家会展中心

地下人行通道东段、西段，国家会展中心下

沉广场段和虹桥进口商品保税物流仓库已

完成竣工验收；二层步廊东延伸二期完成

主体结构，计划本月建成投运。

据上海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国

家会展中心地下人行通道和二层步廊东延

伸二期等项目的建成，将在虹桥商务区与

国家会展中心之间形成地面、地下、空中三

位一体的人行交通系统格局，最大程度解

决两个区域的互动联系，可大大促进会展

服务的提升。

据悉，今年场馆内原有现场标识标牌

等将被重新设计优化，为参展商及参展人

员提供更清楚、更明确的指引路线。同时，

为积极响应上海市垃圾分类的实施要求，

今年进博会将按标准配置干湿垃圾桶，增

加移动消防设施配置保障安全等。

据上海市住建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作

为进口博览会功能辐射承接平台，虹桥保

税仓库将引进符合资质要求的全球企业入

驻平台，为高附加值外贸企业、国际名牌企

业及消费客户群体打造常年保税仓储场

所。该项目除可实现常年展示的交易功能

外，还将开展保税物流相关业务，以满足进

口商品展示、批发、零售等功能要求。

上海加快推进第二届
进博会13项重点项目

部分项目已建成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