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五年回眸
广纳资源的聚宝盆，志同道合的朋友圈

    家！截至今年 月底，上海现代服务

业联合会的会员单位相较五年前换届时的   

家，增加了   家，增幅达  %。其中，行业协

会   家，相较换届初期的   家，增幅  %。

作为一家跨行业跨领域、枢纽型综合性的

大型经济类社会组织，联合会如何走出新时代

社会组织创新发展之路，成为“广纳资源的聚

宝盆，志同道合的朋友圈”？

答案，就在一项项创新实践中。

回眸过去五年，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搭

建平台、汇聚资源、互利共赢，对接政府公共服

务，聚焦国家及上海发展战略，促进上海现代服

务业高质量发展，赢得了广泛好评和良好声誉。

五年来，联合会高度关注各类服务业的新技术、新业态和新

模式的发展，持续增添新生力量。

其中，网络游戏、电子竞赛、知识产权等新兴行业协会组织；

哔哩哔哩、喜马拉雅、小红书等年轻人喜爱的互联网平台公司，使

联合会涵盖央企、国企、民企、外资、港资等各类市场主体，凸显了

“广交朋友、海纳百业、兼容千家”的鲜明特色。

五年来，实践表明，联合会要真正实现办会宗旨，就必须具

备强烈的市场意识，就必须与企业、社会、政府同声相应、同

频共振，真正实现跨界融合、嫁接合作、互利共赢。

比如，联合会去年组织了“上海品牌”首次走出国门，开启“上

海品牌”全球之旅。标准创新中心受联合会委托，积极参与上海

服务品牌的培育和认证，协助东方美谷、中智关爱通两家企业成

功获得“上海品牌”认证证书。这些引起了市政府有关部门的高

度关注和充分肯定，特别邀请联合会参与推进上海品牌培育和品

牌建设。

比如，大数据中心创建以来，致力于打造数据+行业+人才的

一站式服务，支持企业探索数据资产化，引起上海数据集团、上海

市数商协会、上海数据交易所等官方数据机构的关注，建立了深

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今年3月1日，上海发布了《加快提升本市涉外企业ESG能力

三年行动方案》，明确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与市商务委、市政府

新闻办共同牵头，组织开展培训，打造ESG品牌，参与国内外ESG

评选，举办国际会议论坛，发布和展示上海案例等等。这些，无疑

是对联合会的充分肯定和极大信任。

“未来，联合会在新一届领导班子带领下，一定会更加注重组

织结构的优化，更加强化服务会员的宗旨，更加凸显服务平台的功

能，更加发挥跨界融合的优势。”郑惠强会长说，唯有如此，才能保持

联合会“善作为、能作为”的发展势头，才能体现联合会“聚宝盆、朋

友圈”的自身价值，从而使联合会的事业更加辉煌、未来更加美好！

搭建平台，互利共赢兑现“三服务”

“服务企业、服务会员、服务社

会，是办会宗旨，是出发点和落脚点。”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郑惠强

说，兑现“三服务”，不仅要有服务意

识，还要有服务能力和服务手段，更要

有服务实招和服务实效。而这一切，

都需要有平台、有队伍、有人才。

五年来，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

秉承“不为我有、但为我用”的理念，

积极借外力、主动引外智，突破发展

瓶颈。

比如，创建了标准创新中心。联

合会与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联盟，

标创中心从零起步。经过三年运营，

如今组建了强大的专家队伍，沪上的

标准研发知名人士不少是中心聘任

的专家；发布了15项被业内称为“填

补国内空白”的，另有十几项正在研制

中，还汇聚了众多头部企业特别是医

疗等领域社会优质资源，享誉沪上。

比如，创建了培训中心。在

2021年先后被市人社局授予上海市

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上海市专业

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和职业技能

等级认定社会评价机构，获批了“互

联网营销师”等三个职业工种的等

级认定和发放证书资格；赢得了闵

行、浦东等区以及众多高校和企业

的高度评价和信任，纷纷提出与联

合会深度合作。

靠外力和外智，还相继成立了大

数据中心、评估中心、国际交流服务

中心、长三角现代服务业联盟等，吸

引各地政府、机构和企业前来对接合

作，共同推动各地区各行业的经济社

会发展。

双翼驱动，专委会形成造血机制

畅通渠道，善作为能作为强优势

“五年来，新创建的六个平台机

构，既是联合会与政府或专业机构紧

密合作、创新服务的积极探索，也是

加强总部与专委会密切关系，推动专

委会形成造血机制，实现社会价值与

经济价值共存的有益尝试。”郑惠强

会长说。

专委会是联合会重要分支机

构。五年来，联合会在原有14个专

委会基础上，又相继成立了三个新的

专委会：医疗、教育、城市更新，服务

民生发挥了积极作用。

其中，拥有170多家会员单位的

医疗服务专委会，设有人工智能、护

理、中医等多个专业组，涵盖了医疗

机构、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医疗金融

等九大板块。会员单位除了沪上众

多公立三甲医院，还不乏头部企业，

包括联影医疗、复星医疗、万达信息、

卫宁健康、阿里云等；成功举办了多

场高端医疗发展高峰论坛，国内外医

疗领域大咖专家纷纷到场，搭建了汇

聚医疗优质资源的高端服务平台。

此外，服务贸易专委会积极引导

会员单位“走出去”。去年九月，组织

了135家企业260多位企业家赴泰国

和新加坡，成功举办了大型经贸巡

展，累计成交金额超1500万美元，得

到了市商务委的高度评价并给予专

项补贴。今明年，专委会都将安排组

织“企业出海”。

大健康服务专委会，致力于链接

各类市场主体和要素资源，聚焦健康

产业，拓展服务范围，快速发展了逾百

名会员单位，不乏颇有影响力的头部

企业，如华大基因、药明康德、杉杉医

疗等。

五年来，功能平台机构和专委会

的成功运营，充分证明：以十个功能

平台机构和十七个专委会这两大工作

载体作为强化服务功能的依托，是完

全能够发挥联合会对高端企业、龙头

企业的吸附作用，对行业协会、商会的

聚合作用，对社会资源、市场力量的调

动作用，以此彰显联合会“跨界融合、

异业联盟、学科嫁接”的独特优势。

五年来，功能平台机构和专委会

成功运行，形成了双翼驱动、齐头并进

的积极态势，使联合会的功能、作用、

凝聚力、影响力乃至亲和力都获得了

明显提升，生动践行了“服务企业、服

务会员、服务社会”的初心使命。

    年，在浦东，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发起成立中国大陆第

一家独立第三方商事调解组织——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

迄今，共收案    件，调解成功率  . %，标的   亿元，调解中

心已成为“多元解纷、调解优先”的响亮品牌，彰显了法治城市软实

力；联办第六届沪港商事调解论坛；保持涉外机构联系，设立首个欧

洲工作站；携手建立中欧国际商事知识产权联合调解机制，第一次和

欧盟知产局上诉委合作；推动中日韩构建东亚区域性调解机制，为韩

国、新加坡、以色列、越南等多边贸易保驾护航；发布《商事调解》。

作为“上海首创”，商事调解中心始终信守公信力至上。目前，

调解中心已成为与全国四级人民法院——最高法院、高级法院、中

级法院、基层法院建立诉调对接关系的独立专业调解机构，获得对

接法院的信任与认可。其中，调解中心先后与上海各中级法院、浦

东法院等法院建立诉调对接机制，    年成为上海高院“一站式”

多元纠纷解决平台中唯一的商事调解组织；与长三角示范区法院

——青浦法院、吴江法院、嘉善法院建立共同推进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多元纠纷解决的协同机制；逐步拓展与南京中院、苏州中院、

杭州中院等长三角重点法院的对接，聚焦国际商事纠纷解决。

调解中心从上海全市 . 万家社会组织中脱颖而出，是全国唯一

一家于    年由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的商事调解机

构，并于    年被上海市民政局授予“ A级社会组织”，被誉为“在中国

颇具影响力的专业性、国际化商事调解机构”。

上海首创，多元解纷调解优先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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