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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耕中国市场近 30年后，上海伊藤忠商

事有限公司升级为管理型公司地区总部，公
司总经理水谷秀文期待公司提升能级，和中

国伙伴携手开拓“一带一路”国家的广阔市
场。

今年 2月 26 日开出 TimHortons 中国首
店，不到 9个月就在上海设立投资性公司地

区总部，天好（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计划未来

10年内在中国开设超过 1500家咖啡馆。
无论是“老朋友”还是“新伙计”，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上海分公司升级为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拓展总部功能
走向“一带一路”

“1992年 5月 22日，伊藤忠拿到了外高
桥保税区的第一张外资企业营业执照，目前

已在中国境内设立了 16家分公司，包括事务
所。”上海伊藤忠商事有限公司总经理水谷秀

文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已在中国工作超过
18年，他告诉记者，在上海设立管理性公司地

区总部后，将大大降低伊藤忠在华的管理成

本，将原本分散在 16家公司的资金、审计等
管理职能集中到上海，更契合未来业务发展

的需求。
“伊藤忠是在华投资额最高的日本企业，

我们已经累积在中国投资 8000亿日元。”水
谷秀文说，将于 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的

《外商投资法》让外资企业看到更公平的中国
市场，而他们也希望和更多中国企业合作，携

手开拓广阔的“一带一路”国家市场。“我们已
经和中兴公司合作，在英国开发风力发电，未

来也将寻找非洲市场的机会，把在中国积累

下来的经验带出去。”

1999年成立中国代表处，2009年在上海
设立中国公司，2019年升级为地区总部型机

构，站在第三个 10年的开始之际，意大利船
级社在华发展的步伐越来越快。其亚太区资

深总监徒可安表示，在上海设立地区总部型
机构，对意大利船级社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

地区的发展至关重要。

“近年来，随着上海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
金融中心，公司的市场开拓和运营管理变得

越来越高效便捷。我们希望在体系建设、人员
管理、资金整合上提升中国地区总部的能级，

使其覆盖更多的地区，最终成为东亚地区的
中心。同时我们也将加快中国的本地人才培

养，逐步实现技术支持的本土化。”

看重营商环境
提升企业能级

今年 3月 28日，亨斯迈与上海金山第二
工业园签约，将年产 28000吨热塑性聚氨酯

橡胶项目落户园区，项目总投资 2.47亿元。大
手笔投资之后，不过 8个月，亨斯迈又获得上

海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授牌，标志着亨斯
迈集团亚太区地区总部正式落户上海。亨斯

迈聚氨酯事业部亚太区总裁潘律民表示，这

表明亨斯迈对中国市场的承诺和信心。

“上海拥有国际级的优质营商环境，开放

包容的城市气质也为跨国企业的业务开展提
供了强大的支持。”潘律民表示，今年八月，上

海市政府出台了《本市促进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发展的若干意见》，有针对性、实效性地再

次发力总部经济。“亨斯迈集团亚太区地区总
部成立以后，将逐步承担亨斯迈在亚太区的

投资、管理、贸易，以及地区人民币外币资金

调配等各项职能，整合和扩大其在大陆现有
股权和投资，进一步推动亨斯迈集团在亚太

区业务发展的同时，为上海经济活力的不断
增强贡献力量。”

坚定投资中国
共享发展机遇

不仅是这些深耕中国市场几十载的企
业，“新朋友”也纷至沓来，共享机遇。

今年 2月 26日，全球第二大咖啡品牌
Tim Hortons在上海开出“中国首店”，如今已

在上海开出了 26家门店。负责 Tim Hortons

中国市场经营和管理的天好（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首席执行官卢永臣透露，短短 9个月不

到，今年年底前，Tim Hortons在上海的门店
将超过 30家，目前已在上海、北京、深圳开设

了运营公司，加快在中国市场的开店速度。
“快速发展之后，我们有了升级总部的需

求。”卢永臣表示，中国是咖啡行业最大的增

量市场，此次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落子上海，因
为上海是整个中国城市开放的领先者。升级

总部后，这家咖啡品牌对未来在中国的发展
制定了详细规划：明年在上海至少再开约 40

家门店，未来 10年内在中国开设超过 1500

家咖啡馆。

今年以来，上海以推进贯彻落实《中华人

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为契机，持续完善鼓励
和支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发展的

政策体系，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成效明显。1-10
月，本市共新设外资项目 5670个，同比增长

34.3%；合同外资 420.98亿美元，同比增长
15.5%；实到外资 161.8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9%。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加快落
户上海。截至今年 10月底，上海已累计引进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710家，研发中心 453家。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开新店，做大生意!
新朋老友纷纷设立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加快入沪步伐

上海仍是中国乃至全球最富吸引力的外商投资热土之一。昨天举行的
第三十一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颁证仪式上，上海市市长应勇为
新认定的 25 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 11 家研发中心颁发证书。

通济隆控股集团、上海西川密封件有限公司负责人分别代表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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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晚，上海新

天地“寻光游乐园”
开启，8 件极富创

意的光影作品来到
街头，为市民带来

精彩的视觉和互动
体验。

据悉，这些作

品大多首次在国内
展出，并对公众免

费展示，不仅增加

了市民游客在城市
空间中近距离接触

艺术设计、感受光
影魅力的机会，更

以光影揭开上海城
市之美，点燃城市

夜经济。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站上海”

    昨天获颁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

证书的企业中， 投资方来自制造业的 24家，

其中有 7家投资方从事上海三大战略性新兴

产业，包括 4家生物医药企业、3家半导体企
业。 从投资方的能级看，有 14家投资方为财

富世界 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 包括日本伊
藤忠株式会社、 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和中国台

湾广达电脑等。从总部和研发中心能级看，25

家地区总部中，有 4家为亚太区总部、4家为
亚洲区总部、5家为大中华区总部；11家研发

中心中，有 3家为全球研发中心、1家为亚太
研发中心。

    昨天，第三十一批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

发中心颁证仪式举行，获颁证书的 25家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和 11家研发中心，均是细分领

域产品或者服务份额在全球市场名列前茅的
跨国公司。

在国际大牌纷纷抢滩上海的当下，如何对
标国际，打造顶级商圈？昨天举行的“2019福

布斯·静安南京路论坛”上，与会专家们展开

“头脑风暴”。大家认为，要通过优化商圈空间
载体，提高商圈品质，让消费购物与餐饮、休

闲、时尚和艺术欣赏等相结合，与带有历史感
的建筑和街区相结合，用城市有机更新赋予商

圈新动能，也让线下消费更加不可替代。
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郑惠强指出，

新零售被行业内人士称作第五次零售革命。与
传统零售相比，新零售的主体角色、产出内容、

经营理念和技术应用等方面都表现不同，更加
强调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以技术创新为驱

动，注重行业降本增效。因此必须重视驱动新
零售快速发展的几大因素，来构思、设计核心

商业街区的更新，重构商业发展动力。
“很多人都说线上消费对实体商业冲击

大，但对真正的顶级商圈来说，这种冲击其实
不大。”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说，调查

显示，奢侈品的消费者有六成以上会在线下消
费，特别是顶级商圈的消费者，在消费购物的

同时，还会追求消费过程与文化体验，所以他
们会首选线下消费。这也是全球的顶级商圈都

过得很不错的主要原因。
上海静安置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时筠

仑以吴江路为例来说明消费方式变迁：吴江路
从 1996年建成，原本以百货零售、小型超市和

药妆为主。后来开始不断改造，因为消费者的

习惯有了变化。如今吴江路又在进行新一轮改
造，目的就是为了迎合消费者新的需求，为消

费者提供一个能够慢行、停留、休息和娱乐的
共享空间，同时满足与南京西路高端商业错位

补充的要求，也可以和网络电商错位竞争，和
谐共存。

“老建筑和新建筑结合，会创造出一种独特

的价值。比如新天地就是如此。”CBRE世邦韦
理仕董事总经理 Luke Moffat认为，这在世界上

也是普遍的做法。比如伦敦的国王十字街火车
站就是这样的综合体，虽然都是旧大楼翻新的，

但那些公司、酒吧和餐馆等环境都非常好。
南京西路商圈同样具有这样的条件。时筠

仑指出，静安是上海拥有历史建筑总量最多的
一个区域，目前现存将近 200万平方米左右的

历史建筑，房龄基本都在百年以上，而且分布
非常均匀，基本都是沿南京西路两侧向南北辐

射，这跟当时上海整个城市建设和发展的轨迹
是相吻合的。这些建筑如何在城市更新中，和

现代商圈更好结合，既能为商圈提供更多场景
和消费体验，同时也让历史建筑通过修缮、保

护焕发新生，非常有意义。
但他同时指出，老建筑在更新中新增商业

用途，可能要对老建筑进行非常大的调整。建
筑本身能否承受这样的调整？建筑原有的厚重

与商圈的时尚是否有机融合？这些都需要规划
者认真考虑。他认为城市更新赋能商圈，要坚

持“保护先行、文化为本、以人为主”的原则，以
功能转换和环境品质提升为主，重构城市再生

的新商业活力源。

首席记者 潘高峰

国际大牌纷纷入沪
顶级商圈如何打造
专家学者热议城市更新为商圈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