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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对上海的信心从何而来？
潘高峰

新民眼

最近，上海静安区举行的一场
投资推介会上，来自世界五大房地
产咨询机构之一仲量联行的中国
区战略顾问部总监徐岱雄分享了
疫情下的房地产投资策略。他特
别提到，仲量联行近期针对150家
不同行业的在华跨国企业开展了
不动产策略调研，研究结果表明，
多数跨国企业仍坚定看好上海，不
动产计划并未受到疫情影响。
上海复苏后，越来越多的企

业、机构和投资者表达了同样的观
点。虽然大上海保卫战艰苦卓绝，
曾让不少人心存疑虑，担心投资者
走人，外国人跑路。但事实最具说
服力——刚走出疫情困境，上海马
上迎来数千亿计的投资和重大项

目开工；上半年，上海实际使用外
资保持正增长，超过120亿美元，
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26家、外
资研发中心10家；今年1至6月，
上海引来366家首店落户，数量蝉
联内地榜首；楼宇经济上，仅静安
区的税收亿元楼就达到50栋，又
一次刷新纪录……
没有什么比真金白银更能表

达投资者的信心。这种信心来自
哪里？有人说，是上海的国际地位
与经济基础构筑的城市能级，是契
约精神与文明守法构筑的营商环
境，是人均消费与总量消费构筑的
市场体量。
这些都没错，但想得更深一

点，我们会认识到，这种信心，并非
一朝一夕铸就，而是来自对上海多
年发展成就和中国未来发展潜力
的高度认可。

8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举行
“中国这十年”主题新闻发布会，上
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介绍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上海建设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有关情况。很多数据耳熟能
详，但依然令人惊艳。
比如，过去十年，上海的市生

产总值连续跨过3万亿元、4万亿
元两个大台阶，从2012年的2.13

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4.32万亿
元，跻身全球城市第四位。又比
如，十年来，上海的金融市场交易
总额从528万亿元增长到2511万
亿元，口岸货物贸易总额保持全球
首位，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
12年位居世界第一，千人拥有企
业数量位居全国首位，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分别达到
857家和516家，累计实际使用外

资超过3000亿美元。还有，人均
GDP从1.42万美元增加到2.69万
美元，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86

万元提高到7.8万元，人均期望寿
命从82.41岁提高到84.11岁……
这些发展成就，即使放在全球

范围内也足以令人称羡。精明的投
资者自然明白其中的含金量，也明
白这背后的努力与付出。这一切，
都构成对上海未来的正向预期。
当然，一座城市的成就，不能

孤立来看。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
济中心城市，是世界观察中国的重
要窗口，上海之所以是上海，只因
她的发展从来就不仅为了自身，而
是承担着国家战略，挑最重的担
子、啃最硬的骨头，发挥着开路先
锋、示范引领、突破攻坚的作用。
龚正市长在周一的发布会上，

用“1+3+3+3+3”形象而系统地介绍
了上海承担的国家重大战略任务：
建设浦东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建设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推
出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在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中发挥龙头作用，形成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
三大“上海方案”，建设三大国家实
验室，搭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长
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示范区和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三大对外开放平台。
一座城市，十多项国家级的重大

战略任务压身，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上海来说，这是巨大的挑战，也是
无穷的机遇。对于投资者来说，中国
崛起势不可挡，投资上海，就是投资
中国最重要也最具潜力的城市，意味
着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与红利。这
是任何投资者都无法拒绝的诱惑。
这，才是上海最大的吸引力之所在。

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

是稳经济的重要保障，也

是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打

造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的

重要抓手。记者从虹桥国

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获

悉，近期商务区认定了首

批30家贸易型总部，并通

过《关于支持虹桥国际中

央商务区贸易型总部企业

发展的若干措施》，着力打

造贸易发展新优势。

30家贸易型总
部营收近8000亿元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建设总体方案》明确，要构

建高端资源配置国际贸易

中心新平台，创新发展新

型国际贸易。当前，一批

高能级贸易平台和主体正

在加快集聚。

记者获悉，近期商务

区认定了30家贸易型总

部，包括多家行业领军企

业。从规模能级看，这30

家贸易型总部上一年度营

业收入近8000亿元，其中

超千亿元的企业有1家，

百亿元级以上的有7家；

上年度税收近30亿元，排

名前5的国际贸易企业占

商务区进出口贸易额的近

23%。其中，上海泰禾主

要从事植保产品及精化新

材料等产品的研发、营销

业务，出口地区覆盖南美、

北美、东南亚、欧洲等全球

多个主要市场区域。公司

总经理卜明星表示，今年

上半年，泰禾国际贸易团

队攻坚克难，1至6月实现

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从贸易方式来看，这

些贸易总部覆盖新型跨境

电商、离岸转手买卖、保税

展示、保转跨、保转展、跨转保等。

中昊针织是首批申请商务区自由

贸易账户的企业之一，去年下半

年，公司开始探索开展以“两头在

外、三单分离”为特征的离岸贸易，

在东南亚采购成品后，销售给北

美、欧洲商家，累计货值200万美

元。公司董秘王皞表示，自由贸易

账户让公司享受到结算汇兑的便

利。除了30家受认定的贸易型总

部，商务区还集聚了锅圈、

华峰、希杰、国铠、震坤行等

一批贸易型总部储备企业，

提前布局未来。

25条举措推动
贸易规模迈上新台阶
为进一步推动贸易总

部聚集，6月30日，《关于

支持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贸易型总部企业发展

的若干措施》已正式发

布，包括25条干货满满的

支持措施。

在支持贸易型总部企

业招才引智方面，择优推

荐贸易型总部企业纳入上

海市人才引进重点机构清

单，同时，明确了住房保

障、子女入学、医疗保障、

APEC商务旅行卡、出入境

便利、外国人居留许可等

便利化措施。

近日，商务区首批贸

易型总部企业欧西爱司物

流（上海）有限公司申办的

APEC商务旅行卡已审核

完成，目前待制证中。“通

过‘APCE商务旅行卡’可

获得的16个经济体免办

签证，5年内多次往返，

且每次可停留60-90天等

便利措施，便于公司在今

后发展中国与日本等东南

亚国家，及欧美等国跨境

物流业务时，员工随时去

往海外，和当地伙伴进行

面对面沟通。”公司中国

区副总经理玉田利表示，

这种“说走就走”的便利，

让他切实体会到国家对外

资企业便利性政策的实施

落地。

此外，《若干措施》还

加大了对贸易型总部企业

的金融支持。相关措施落

地后，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首期已

提供300亿元专项信贷额度，支持

商务区内贸易型总部企业发展。管

委会将对符合条件的贸易型总部给

予最高不超过3000万元的营运专

项补贴和人才专项补贴，依托上海

市“一带一路”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

和虹桥RCEP企业服务咨询站，帮

助企业加快国际贸易发展。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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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毛丽君）今年，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

区进入第三个建设年，展现全新的

建设风貌、生态风光、人文风情。

昨天，由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执委

会、新民晚报社主办，青浦区政府、

吴江区政府、嘉善县政府协办的

“跨域一体向未来——2022年长三

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摄

影大赛”正式启动，邀请广大摄影

爱好者与摄影家一起，见证和定格

示范区建设的精彩瞬间。

“通过图片记录示范区一年一

个样、三年大变样的新气象。”一体

化示范区执委会副主任、上海市发

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忠伟现场发出

邀请，希望通过群众视角展示示范

区高质量发展的阶段性成就，通过

群众的民生感受度来反映示范区

的制度创新度和项目显示度，以摄

影摄像的方式记录示范区日新月

异的发展变化。

本次大赛将在上海青浦、江苏

吴江、浙江嘉善举行三场采风活

动。启动当天，首场采风活动在青

浦拉开序幕，摄影爱好者先后前往

朱家角古镇等地采风创作。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由上海
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上海

市民政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

海市志愿者协会主办的“喜迎二十

大，奋进新征程”——“微光成炬 同

心守‘沪’”上海市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宣传主题展昨天在杨浦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内国歌展示馆正式开

展，集中展示广大市民、志愿者众志

成城抗击疫情的坚定信念，弘扬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让凡

人微光照亮这座城市的精神天空。

此次主题展的内容全部公开征

集而来，7月8日起，面向全市开展疫情

防控志愿服务作品征集活动，共收到2

万余件摄影摄像、美术书法、创意制

作、信件证书、实物场景等作品。后

续，将在各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进

行巡展，线上展览可登录“上海市新时

代文明实践综合服务平台”，“上海志

愿者”网站、微信公众号或扫码观展 。

凡人微光照亮城市天空
市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宣传主题展开展

展现建设风貌和人文风情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等你来“拍”

空中俯瞰，总面积约70平方公里的我国规模最大
的江心水库青草沙水库仿佛一块巨型翡翠。漫步在总
长43公里的水库大堤上，水库养护工头顶烈日，毫不懈
怠地巡察水库……水库负责人吕晓洲自豪地说：这里

能连续68天向市区水厂供应合格淡水，确保市民用水
无忧。记者问水库养护工高温天巡堤察水“苦不苦”，他
们说:青草沙水源地是上海人的生命之泉，再苦再累也
愿意！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下日下
沙护青草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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