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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创新发展一路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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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顾客在进博集市选购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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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 上海洋山港集装箱码头（无人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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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 上海浦东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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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

下，牢记嘱托、砥砺奋进，谱写了新时代上海接续

奋斗、创造奇迹的新篇章。

上海是一座光荣的城市，是一座不断创造奇

迹的城市。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

先行者，上海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全

面提升城市软实力和抗风险能力，不断开创人民

城市建设新局面，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发展新空间

漫步在上海杨浦滨江地带，绿道蜿蜒，白鹭

翩 飞 ，曾 经 的“ 工 业 锈 带 ”已 变 身 为“ 生 活 秀

带”。年逾九旬的全国劳动模范黄宝妹出现在上

海杨浦滨江人民城市规划展示馆的互动直播间

里 ，给 南 来 北 往 的 人 们 讲 述 杨 浦 滨 江 的 变 迁

故事。

展开上海地图就会发现，步入新时代的上海

正在打造发展新空间，在一个个新空间里描绘新

蓝图。

沿着新开通的上海临港两港大道快速路西

行，一座座形态各异的工厂，一排排整齐、流光溢

彩的“书架式”建筑映入眼中。这里看起来像是创

意商圈，实则是一大片承载生物医药产业的标准

化厂房。这里是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特色产业

园区生命蓝湾的核心承载区。临港新片区挂牌

后，生命蓝湾迎来飞速发展。

“作为临港新片区开发建设主力军，临港集

团全力以赴投入新片区开发建设，确保力度不

减、热度不退、亮点不断，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

大变样的目标。”临港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袁国

华表示。

在上海东大名路 668 号，一幢外形好似“钻

石”的小楼静静伫立，这就是新建成的数字北外滩

展示馆。记者参观体验后才发现其中别有洞天：

通过智慧化手段可以体验飞跃地平线的感受，看

到十年后的北外滩盛景。

海 内 外 的 客 人 乘 坐 飞 机 从 虹 桥 机 场 起 降

时，在俯瞰大地之际，都会注意到一朵巨大的银

色“ 四 叶 草 ”，这 就 是 国 家 会 展 中 心（上 海），这

里 堪 称 中 国 乃 至 全 球 会 展 业 的“ 超 级 航 母 ”。

2018 年起，以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为载体，四届

进博会成功举办，累计意向成交额超过 2700 亿

美元。

今年 1 月份，以嘉定新城上海联影医疗产业

化示范基地二期为代表的五个新城首批重大项目

集中开工，总投资额超千亿元。五个新城建设序

幕就此拉开，将成为上海的全新增长极。

在大手笔布局之下，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形成基

本框架，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片区特殊功能加

速孕育，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

创新成果迭出。2021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达 4.32

万亿元；口岸货物贸易总额突破 10 万亿元，保持

全球城市首位。上海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显著

提升，城市软实力全面增强。

构筑新优势

上海张江“科学之门”双子塔重大工程工地建

设热火朝天，一座座未来地标正拔地而起。作为

上海科创中心核心区和国家级科技高地，张江科

学城集聚了一批大科学设施、科学平台和一流创

新型院所。当人们走进上海张江科学城展厅，无

不被“鹦鹉螺”形状的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释放

的“能量”所震撼，其中的超强超短激光装置“能把

10 个 太 阳 到 地 球 的 辐 射 功 率 汇 聚 于 一 根 头 发

丝”，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能还原宇宙大

爆炸场景”。

有介子之微，也有国之重器。C919 大型客

机、量子计算机、北斗导航系统、“天问”“天和”“天

舟”“嫦娥四号”“嫦娥五号”“奋斗者”号，这些国家

战略科技任务背后都蕴含着上海科技力量。上海

积极承担国家重大战略科技创新平台建设，3 家

在 沪 国 家 实 验 室 和 44 家 全 国 重 点 实 验 室 加 快

发展。

上海科创办执行副主任彭崧说，上海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持续加强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

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国家实验室建设，以强化全球

资源配置功能、科技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

功能、开放枢纽门户功能为主攻方向，依靠创新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重点领域技术攻关方面，上海已制定并正

在落实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上海方

案”。在沪国家实验室建设顺利推进，世界顶尖科

学家社区开工建设，张江科学城完成扩区；在电子

信息、精准时空定位、航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动

力系统等领域，上海也突破了一批关键技术，开展

了一批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每万人口高价值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34 件，高新技术

企业突破 2 万家。截至 2021 年底，

在沪两院院士共有 185 人。上海已

形成了以项目为载体、以团队为支

撑的层次分明、各有侧重、较为完整

的科技人才培养体系。

奋楫者先，勇为者成。上海处

处涌动着先行者的志气、排头兵的

心气、创业者的朝气。

凝聚新动力

穿过上海杨高路标志性的“海鸥门”，中国第

一个自贸区——上海自贸区出现在眼前。“一个

‘闯’、一个‘试’，让深水区改革的方向豁然开朗。”

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注册三科科长王连凤说，随

着商事登记改革的不断推进，注册效率越来越高。

上海自贸区坚持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开放力

度不断加大，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播撒的改革“良

种”持续迎来好收成：2021 年，上海日均新设企

业 1800 余户，千人拥有企业数居全国首位，诞生

300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如今，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播下的“种子”，已在 20 多个省份的自贸试

验区茁壮成长，100 多项制度创新成果在全国复

制推广。

以制度创新为引领，上海汇聚全球之“智”，持

续生成澎湃的发展新动力。从上海临港出发，驱

车驶过东海大桥，上海洋山深水港区四期自动化

码头跃入眼帘，码头前沿红白相间的巨型桥吊设

备列成一列；近看，码头作业几乎“空无一人”，现

代化桥吊、轨道吊自行挥动巨臂，没有驾驶室的自

动导引小车（AGV）载着集装箱来回穿梭。数据

显 示 ，2021 年 ，洋 山 深 水 港 区 集 装 箱 吞 吐 量 达

2281.3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12.8%。其中，洋山四

期年吞吐量首破 570 万标准箱，同比增长 35.7%。

今年，洋山四期将再增加两台桥吊设备，年吞吐能

力预计能达到 630 万标准箱。

记者在上汽集团采访时注意到，上汽创新转

型的步伐正在提速，以“七大技术底座”为代表的

技术支撑体系已经成型，将为上汽在新赛道竞争

中不断跑出“加速度”奠定深厚实力。上汽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陈虹表示，今后，上汽还将继续保

持战略创新的定力，加大投入、加紧突破，不断增

强核心竞争力。

伴随着扫码机的嘀嘀声，“南汇 8424”西瓜这

一上海市民的夏日标配被妥帖打包，等待着“黄骑

士”将它送上市民的餐桌。6 月份，上海进入全面

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阶段。在“大上海保卫

战”之后，市民们对“黄骑士”分外亲切。美团副

总裁、美团（上海）党委书记毛方表示，作为扎

根上海的科技零售企业，美团加快推动人

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整合，

在沪积极布局即时零售、移动出行、金

融科技等创新业务，吸引更多人才

在沪就业、发展，为上海全面推进

城市数字化转型持续贡献力量。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

强。上海的发展，从来

都是在攻坚克难、闯

关夺隘中一路

向前！

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是上海中心城区六镇之

一，造楼宇，建园区，培育和发展优质产业⋯⋯

长征镇几乎抓住了每一次乘势而上的时代机遇。

当年，长征镇利用市场机制将土地资源、劳

动力资源与社会资源整体配置，构建起一个个地

域宽广、交通便捷、业态搭配合理的市场群落经

济区域，比如，曹安路市场、曹安花卉市场、铜

川路水产市场等。

不过，随着城市化的深入推进，初级市场

在能级、品质、形态、形象等各方面与区域发

展越来越不相适应。出于经济、城区、社会转

型需要，长征镇在发展的十字路口上再次选择

了迎难而上，从转型市场群落、商贸高地再升

级为如今的科创承载区，长征镇可谓是上海经

济发展与时俱进、积极转型的缩影。

长征镇党委书记王春明表示，关闭市场是

大势所趋，长征镇也有过一段阵痛期。2015 年

到 2018 年，长征镇全面完成了初级市场的关闭

任务。如今，腾出的地块正在改头换面——曹

安路市场地块已经作为中信泰富科技广场商办

楼项目；光彩市场地块将作为天地软件园北园

来建设，推动长征镇的软件信息、文化创意产

业发展；铜川路水产市场所在的地块将改造成

为“城市绿肺”。

一 边 是 “ 腾 笼 换 鸟 ”， 另 一 边 则

是 做 强 优 势 。 作 为 长 征 镇 的 优 势 领

域 ， 中 环 商 贸 区 也 在 悄 然 转 型 ， 走 上

一条互联网发展新路。

坐落于此的百联中环购物广场成为上

海第一批可供消费者无线上网的商场；近

铁城市广场首创了购物中心跨界电子竞技

场的商业模式；总部在长征镇的红星美凯

龙打造了未来体验馆，用先进技术展示出一

个未来家居生活空间；辖区内的百安居、麦

德龙、农工商 118 广场等，全部实现了智能停

车、购物导航、移动支付等智慧应用，以智慧

科技赋能线下门店体验升级。中环商贸区 2017

年、2018 年连续两年在国家电商示范基地综合

评价中获得全国第一位。

转型，不仅是长征镇发展的钥匙，也是普

陀区跨越发展的秘诀。近 10 年来，普陀区持续

调整产业结构，关闭初级市场，淘汰一批低端

物流、“三高一低”企业，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域

经济最强支撑，智能软件、研发服务、科技金

融、生命健康四大重点产业占区级税收比重超

过 33%；近 5 年，普陀区新设企业 3 万余户，其

中，2019 年、2020 年新注册企业数在中心城区

均排名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