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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 市委委员杭迎伟、姜冬冬、薛侃、陆方舟、程向民（从左至右）发言 本报记者 刘歆 陈正宝 摄

高质量发展、高水平改革开放、“五个中
心”“四大功能”……当这些热词碰撞在一
起，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昨天，中国共产
党上海市第十二届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
举行，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 深化高水平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引发市委委员
等热议。

今年大事颇多，改革开放  周年、党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  周年、上海自贸区
试验区建立  周年。上海首次将全会主题
聚焦“高质量”，有何深意？

高质量发展并非新名词，早在    年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提出，“我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
段”。    年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
出，“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高质量发展
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高质量的“咖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市委
委员，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展改革委党组
书记、主任顾军参与了此次《意见》的制定过
程。他认为，“五个中心”是上海城市的总体
功能定位，可谓上海城市功能的“形”；全会
出台的《意见》强化“四大功能”，体现了“五
个中心”建设的质量导向和集成效应，可谓
“神”，两者结合在一起“形神兼备”。只有深
化“五个中心”建设，上海才能更好发挥龙头
带动作用；只有持续增强“四大功能”，深化
高水平改革开放，“四大功能”才有可能实现
从“有没有”到“强不强”的突破跃升。

善弈者谋势，善治者谋全局。今年是贯
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落实
市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的起步之年，《意见》
适时出台，将党中央赋予的重大任务等，持
之以恒地转化为“施工图”，进而高质量地转
化为“实景画”。在《意见》中，字里行间避虚
就实，以问题、效果为导向，直指目前高质量
发展中的裉节问题，并协同创新谋求破题之
道。比如，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是“四大功能”
之首，但对标国际一流，上海配置全球资源
的链接能力、辐射范围、定价能力等仍存在
一定差距。

“过去很长时间，我们提到上海的开

放，喜欢用‘窗口’二字，说明上海扮演了世
界观察中国、中国观察世界的重要窗口。
如今上海正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我们更多地将上海
称为国际开放枢纽‘门户’，这意味着各种
生产要素要能进来，自由流动，高效配置。”
列席会议的上海市社科院党委书记权衡表
示，上海在全球城市网络体系中的节点位
置，既决定了上海高质量发展的位势，也影
响着我国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
资源的能力。

“为此，我们要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
制定。比如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我国在这
方面的发展是有优势的。在全球跨境电商
的标准规则制定当中，我们应该‘走出去’，
积极参与全球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此外，强
化城市‘四大功能’是实现上海高质量发展
的战略性路径，具有非常重要和特殊的意
义。”权衡说。

高质量发展，对上海别有一番深意。高
端产业引领，前提是高端，关键在引领，在高
质量发展中发挥着示范作用。市委委员、金
山区委书记刘健坦言，现在金山正经历着传
统行业向高端智能产业转型升级的“阵痛”；
面向未来，希望打造为“低成本创业、高品质

生活”的现代化新城区。
当前正是上海主动应变局、育新机、开

新局的关键时刻。危和机并存、危中有机、
危可转机。换个角度思考，这不正是加快淘
汰低端产业、加快收储土地“腾笼换鸟”的好
机会吗？山到半坡路更陡，越是艰难之时，
越是考验战略定力的时候；久久为功，方能
抢占赛道，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升级的难得机遇。

改革开放，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
招”。列席会议的市商务委党组书记、主任
朱民表示，上海在引进来上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要把引进来与走出去结合起来。“高水平
引进来是为了提高经济整体的国际竞争
力。高水平走出去，需要提升专业服务的国
际化水平。目前我们国际的网点、品牌知晓
度、国际化人才的储备仍有不足，将采取专
项的措施加以促进。”

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一个经济要求，而是
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归根
结底，增进民生福祉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
的和落脚点。在全会中，城市更新、大学生
就业、城市安全……被一一提及。义无反顾
谋发展，用心用情保民生，这样的高质量，和
每个人的美好生活息息相关。

上海高质量发展，要高在哪里？
宋宁华

持续增强“四大功能”激活创新“第一动力”
——十二届市委三次全会侧记

七月的申城，炽热的空气，催动奋进的

热潮。

7月4日，十二届上海市委三次全会召开，

审议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深化高

水平改革开放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会场内，持续增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

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等

“四大功能”，成为热议焦点。如何激活创新

“第一动力”、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与

会委员纷纷发表真知灼见。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
彰显战略优势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功能，是“四大功能”

之首。如何高效配置关键要素资源，掌握未

来发展的主动权？

浦东，改革开放的热土。市委委员，市政

府副秘书长，浦东新区区委副书记、区长杭迎

伟表示，浦东要强化四大功能，首先要争当中

心节点，使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浦

东交汇连通，打造全球资源的功能高地。

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已成为现代化

建设亟需的战略性资源。杭迎伟透露，“在数

据要素方面，浦东将探索数据流动的通道建

设。在人才要素方面，将深化浦东1+1+N的

人才政策体系，建设国际人才发展引领区。”

以汽车为名片的嘉定，正在着力提升新

能源汽车数据资源的配置能力。

“嘉定拥有两个汽车类数据中心。新能源

汽车公共数据中心，集合了110多万辆新能源

汽车的数据；智能网联汽车数据中心，保有600

多辆智能网联汽车的实时信息。这是目前全

球规模最大的城市级汽车类数据平台。”市委

委员、嘉定区委书记陆方舟表示，挖掘好、使用

好这些宝贵的数据资源，大有可为。“比如，我

们开发了道路测试数字仿真平台，车企研制的

智能网联汽车可以先在仿真道路上‘行驶’。

又如，这些数据可以用在环保、交通安全、智慧

城市建设等领域，赋能相关产业。”

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
激发澎湃动力

“现在社会关注的ChatGPT，其实不只是

用来聊聊天，更重要的功能是要赋能各行各

业。比如生命科学领域中药物靶点的选择，

通过AI的算力，一遍遍‘硬’算，最终找到靶

点，这也是科研范式的极大变革。”市委委员、

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徐枫坦言，上海要强化

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深化国际科创中心建设，

面临着机遇和挑战，尽管有很多优势，但仍存

在布局不深、资源分散、链条脱节等不足。

她认为，下一步要抓好战略布局，对前

沿科技、科研范式产业方向的新发展新变化

要保持好奇心、求知欲。同时，要以科技创

新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打造一批聚焦重点

产业领域、凸显专业能力的高质量孵化器。

此外，还要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

体系，激发并形成“科学家敢干、企业家敢

闯、资本敢投、政府敢支持”的全链条创新氛

围，吸引全球更多的科学家汇聚上海。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是激发高质量发

展的强大动力。”市委委员、普陀区委书记姜

冬冬表示，普陀区坚持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

上，全面构建“中华武数”科创布局，更好服

务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体来说，中以

（上海）创新园正推进更加开放的国际创新

合作，努力打造国际创新合作的新高地。上

海清华国际创新中心则进一步深化校地合

作，完善体制机制，聚焦源头创新，着力推进

集成电路研究平台建设，努力打造辐射长三

角、面向国内外的新型研发机构。武宁创新

共同体重点是健全协同对接机制，把沿线丰

富的创新要素聚合起来、协同起来，努力打

造展示上海形象、体现上海功能、连通长三

角的“新T台”。海纳小镇数字化转型示范

区重点是建好海纳工程院，推出更多首创

性、示范性应用场景，努力打造数字新思维

启发地、数字新技术先发地、数字新场景体

验地。“我们还将从资本、人才、知识产权等

方面，加大对企业创新的全链条、全周期支

持，营造更富活力的创新生态。”

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
发挥示范作用

2023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在即，“数

智”浪潮又在浦江两岸奔涌。人工智能产

业，正是上海三大先导产业之一。

聚焦三大先导产业和未来产业打造世

界级产业集群，以六大重点产业为主推动智

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市委委员、市

经信委主任吴金城认为，上海既要塑造产业

的未来新优势，也要解决关键技术等方面的

短板，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性。

（下转第6版）

本报记者 杨洁 宋宁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