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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

设两周年之际，这片发展热

土再次交出成绩单，展现推

动区域高质量发展的“虹桥

力量”。2022年，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一核两带”7000

平方公里全域生产总值，从

2020年的2.3万亿元增长

至2.69万亿元，以占三省一

市不到2%的区域面积，贡

献了近10%的经济总量。

特别是虹桥国际中央

商务区作为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的核心承载区，主要经

济发展指标全面提速，显示

度、引领力和竞争力持续提

升。在上年高基数基础上，

2022年商务区剔除留抵退

税因素后税收收入比上年

增长15.2%，外商投资实际

到位金额增长1倍，进出口

总额增长8.6%；全年累计

吸引重点投资近1300亿

元，增长超60%，正成为长

三角区域高速发展的新标

杆和双向开放的新地标。

2021年2月，《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

由国务院批复、国家发展改

革委印发，擘画了一幅“大

虹桥”“一核两带”宏伟蓝

图。“大虹桥”新蓝图如何加

速转化为施工图、实景画？

两年来，三省一市以清单

式、项目化、责任制的工作

方法论，全力以赴抓推进、抓落

实，《总体方案》明确的104项重

点任务已落地100项，落地率超

过95%；明确的29项政策措施已

落地26项。

围绕“大商务”，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已经集聚一批国内外高

能级企业、机构、平台。其中，虹

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内资总部企

业、贸易型总部企业发展支持政

策先后出台，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内资总部项目储备库相继建

立，商务区累计吸引各类总部企

业500余家。长三角民营企业总

部集聚区和长三角民营企业总部

服务中心揭牌运作，虹桥临空跨

国公司（总部）科创园、南虹桥民

营企业总部集聚区、虹桥新慧总

部湾等总部基地加快建设。

加强辐射联动，“大会

展”成为服务国内外企业抢

占全球贸易制高点的战略

支撑。海外新商品通过“进

博会上首次亮相、跨境电商

零售首次贸易”进入我国市

场的路径探索形成。虹桥

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在

苏州、嘉兴、合肥等地设立

17个分中心，高效满足各地

消费升级需求。绿地全球

商品贸易港2022年新增国

家馆17个，累计开设国家馆

71个，吸引76个国家和地区

的180家客商、2万个品牌、9

万种商品入驻。

畅通内外循环，“大交

通”功能也在进一步夯实，以

虹桥综合交通枢纽为核心的

长三角主要城市群与国际交

流更趋密切。“空铁联运”产

品开通苏浙皖大部分城市经

上海前往国内各通航城市

的双向联运，产品覆盖全国

枢纽城市41个、通达645个

火车站点。跨区域轨道交通

网加快构建，沪苏湖铁路、通

苏嘉甬铁路、沪苏嘉城际线

等一批跨区域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项目实现开工，上海

市域铁路嘉闵线、机场联络

线、轨道交通2号线西延伸、

13号线西延伸，合肥新桥机

场S1线等项目开工建设。

完善创新链条，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正做实“大科创”功能，

“四高五新”产业体系正在形成

有国际影响的科技创新集群。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重点打造

数字新经济、低碳新能源、生命

新科技、汽车新势力、时尚新消

费等五大产业集群，推动产业链

和创新链融合。此外，商务区加

强与两带、与长三角其他区域协

同联动，全力打造“一带一路”桥

头堡，提升虹桥海外贸易中心、

知识产权保护中心、RCEP企业

服务咨询站等现有20多个平台

的功能，实现50个高频事项长三

角通办，推动长三角区域产业联

动、企业互动、资源流动。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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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冒出不少
“小巨人”“独角兽”

“虹桥人”讲述虹桥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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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务区累计吸引各类总部企业500余家

■ 创设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落地40家法律服务机构
■“中欧班列一上海号”从“大虹桥”始发，    年累计开行

53列、总货值1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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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届进口博览会吸引来自127个国家和地区的

2800多家企业参展

■ 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735.2亿美元，比上届增长

3.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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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苏湖铁路、通苏嘉甬铁路、沪苏嘉城际线等一批跨区域重
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实现开工
■ 上海市域铁路嘉闵线、机场联络线、轨道交通 号线西延伸、
  号线西延伸，合肥新桥机场S 线等项目开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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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

■ 长三角生物医药产业链联盟首批吸引65家会员单位加入

■ 全球数字贸易港累计集聚规模以上数字企业2200多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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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虹桥园获国家授牌批复，累

计落地125家知名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 虹桥百老汇剧场群项目加快建设，建成后将成为亚洲规模
最大演艺聚集群

    年 月，《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由国务院批复、国
家发展改革委印发，擘画了一幅“大虹桥”“一核两带”宏伟蓝图

“一核两带”7000平方公里全域生产总值     年 2.3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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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年高基数基础上

    年剔除留抵退税因素后税收收入比上年增长
15.2%

外商投资实际到位金额增长1倍

进出口总额增长8.6%

全年累计吸引重点投资近1300亿元，增长超60%

《总体方案》

明确的   项重点任务已落地100项，落地率超过95%

明确的  项政策措施已落地26项

以占三省一市不到 %的区域面积，贡献了近  %的经济总量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资料图）

■ 位于虹桥商务区的文旅新地标蟠龙
天地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大虹桥博万兰韵文化中心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早上7时出头，李杨从浦东唐

镇的家中出发，驱车前往沪青平公

路上的移动智地产业园。57公里

的路程，大约要开一个多小时，才

能在9时前坐进自己的办公室。

2年前，当猎头把公司总裁办

主任的职位推荐给他时，往返一百

多公里的通勤距离确实是“一道

坎”。但在实地考察、当面沟通之

后，李杨还是欣然接受了。谈妥的

不仅是职位和薪资，还有未来的发

展前景。

“我记得很清楚，面试时，老板

提的第一个问题就和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有关。他问我，公司如何从

国家战略中获得发展动力？”这个

问题，让李杨精神一振。

彼时，《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

设总体方案》刚刚获得国务院批

复，“一核两带”的新蓝图徐徐展

开。移动智地产业园所处的青浦

区恰是大虹桥的枢纽门户，公司的

移动互联网定位更是数字经济生

态的重要抓手之一。

李杨意识到，距离并不是问

题，距离甚至是优势。“从我家到

大虹桥要一个多小时，但从大虹

桥到长三角很多城市，也只要这点

时间。”

“大虹桥是一片热土，身处其

中的企业与个人只要顺应发展潮

流，奋勇前行，必然有一片新天

地。”怀揣这样的信念，李杨成了一

名“虹桥人”，见证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从1.0到2.0的加速发展。

“最直观的感受是园区里的

‘小巨人’‘独角兽’越来越多。”他

告诉记者，这两年，新搬来的“隔壁

邻居”能级越来越高，从过去三五

人的初创企业，变成了刚刚上市的

行业领头羊，园区里的产业创新生

态更加完善。而在今年春节后，他

和同事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很

大一块工作是接待长三角多地的

政府部门、产业园区上门交流，洽

谈合作。

李杨的感受没有错。

两年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发

力总部经济，已有500余家总部型

企业陆续入驻。亚投资本、远景红

杉、美控基金等一批投资管理总部

在入驻虹桥后，更是加速布局长三

角的自动驾驶、现代物流、新能源、

新材料和半导体、智能制造等优

质项目，形成“科创+产业+金融”

的融合发展。而在新增“大科创”

核心功能后，大虹桥正全力打造

市场驱动型科技创新集群，已集

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企业超

1.4万家。

两年来，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一核两带”各区域的发展合力更

加汇聚，在区域规划、产业联动、项

目协同、政务服务等领域探索立体

合作框架，构建了以“虹桥总部+

腹地基地”“虹桥贸易+腹地物流”

“虹桥商务+腹地休闲”等为特征

的功能布局模式，形成了以协同开

放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虹桥经验”，为服务构建新发

展格局探索“虹桥路径”，为推动长

三角一体化发展提供“虹桥方案”，

为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贡献“虹桥

力量”。

两年来，拥有地理之便、枢纽

之利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加快聚

集流量和要素，与长三角主要城市

群和国际市场的交流愈发密切。

苏州工业园区创新打造数字货站，

太仓港深化与上海港“沪太通”合

作，嘉兴港创新推出“全程转关、一

次办理”模式，成功列入2022年国

家物流枢纽、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

地建设名单。“中欧班列—上海号”

从“大虹桥”始发，实现中欧线、中

俄线、中亚线三大主要线路全覆

盖，2022年累计开行53列、总货值

13亿元。

依托这片国家战略任务优势

叠加的热土，企业更加敢为、敢闯、

敢干、敢首创。李杨所在的公司今

年既有新项目的上马，也有分公司

的拓展，开年伊始就在招兵买马。

“当产业发展与科技创新耦合共

生，我们就能感受到集群创新的优

势。”做了两年“虹桥人”，他对未来

更有信心：搭乘“大虹桥”的东风开

出新局，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加速

奔跑。

本报记者 张钰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