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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静安南京西路：“一
枝独秀”和“姹紫嫣红”

一直以来，恒隆广场都是静安
区楼宇经济的代表，也是南京西路
沿线的经济地标。2007年，恒隆成
为上海首幢“月亿楼”，2010年成为
首幢“月双亿楼”，今年又将戴上“百
亿楼”的桂冠，成为单位面积产出最
高的楼宇。
“一枝独秀”背后，是整个静安

区楼宇经济的“姹紫嫣红”。据统
计，今年1-11月，静安区共有税收
亿元楼74幢，总税收506.75亿元，
占全区总税收的63.85%，占200幢
楼宇总税收的94.8%。至年末，年
税收亿元楼将超过80栋，月税收亿
元楼超过10栋。

恒隆广场的强劲增势，也折射
出整个南京西路商圈的经济发展韧
性。南京西路拥有26家跨国公司
总部，外资占比全市第一。其中具
有代表性的国际金融企业包括黑石
投资、华平投资等；外资知名专业服
务业包括KPMG、戴德梁行等；知名
奢侈品牌包括LVMH、开云集团、历
峰集团等；国内外知名医药企业包
括辉瑞、礼来等。

行业巨头的不断集聚，有效促成
了“区域集中、产业集聚、企业集群、
功能集成”新型楼宇经济的大格局。
比如坐落于南京西路商圈的兴业太
古汇集聚了洛希尔等大批金融国际
巨头，同样入驻该楼宇的还有专长于
金融领域的律所，专长于高端人才的
猎头公司，专长于商业咨询、地产咨
询等各类服务的公司，形成了“上下
楼即上下游”良好局面。

浦东陆家嘴：“精准
画像”吸引“顶流”汇聚

在陆家嘴的上海国金中心商场，
一些爱美的女性惊喜地发现，日本高
端化妆品品牌——THEGINZA（御
银座），首次开设了进入中国的国际

品牌首店。“这个品牌属于化妆品中
的‘贵妇级’，过去只能在日本本土买
到，我一般托去日本的朋友带货，没
想到现在上海也能这么方便买到
了。”阮小姐特地从浦西赶来“采买”，
还深度体验了一番首店的全方位服
务。“首店开了仅半个月，销售额就已
超过一百万元人民币。”资生堂高档
化妆品事业部部长陈琦介绍。
独树一帜的首发效应，近悦远来

的消费环境，国金中心每天吸引大批
客流汇聚，没有促销打折，照样有不
少品牌门口排起“长龙”。自2018年
起，国金中心连续3年税收超50亿
元，今年将有望突破百亿元。在上海
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楼宇发展服务
办副主任陈晨看来，“这个数字折射
出上海商业的火热度，更展现了高质
量的楼宇经济发展后劲。”
根据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

的最新统计数字显示，截至目前，陆
家嘴培育产生税收亿元楼宇110
幢，其中税收10亿元以上楼宇32
幢、税收60亿元以上楼宇4幢，有望
在国金中心诞生浦东新区首个百亿
税收楼。
这样的“顶流”形成并非偶然。

原来，陆家嘴管理局为每栋楼配了
一个楼宇专员，这些“陆小二”会为
他们服务的楼宇“精准画像”，通过
充分掌握与楼宇经济相关的一系列
指标，如楼龄、面积、出租率、平均租
金、物业单位、楼宇入驻企业总数、
产业结构、商业配套条件等，实行产
业链招商，在楼宇打造完备的行业
生态“朋友圈”。
按照《引领区意见》要求，浦东

要成为扩大国内需求的典范引领，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今年，浦东新
区“全球消费品牌集聚计划”发布。
“未来3年，浦东新区将围绕品牌标
识度、时尚引领度和业态丰富度，打
造成面向全球市场的品牌首选地、新
品首发地和潮流风向标，力争实现消
费类总部过百、首店过千，建设5个百
亿级、3个千亿级消费专业平台。”浦
东新区商务委副主任吴俊表示。

“百亿楼”“双顶流”
现象如何形成？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晁钢令表
示，静安南京西路和浦东陆家嘴出
现百亿税收楼并不意外，“高端商务
和高端商业的联动叠加，成为南京
西路和陆家嘴产生‘百亿楼’‘双顶
流’的主要原因”。
晁钢令认为，首先是区域定位

明确且配套措施到位。陆家嘴从一
开始就是以国际化的金融商务区来
定位并建设的。从楼宇建设到招商
到专业服务业的配套都是走的高端
路线；南京西路也是以高端商务区
来定位的，招商的定向也十分明确。
其次是龙头企业的导入。比

如，陆家嘴金融城首先吸引了中国
人民银行和证交所以及各大商业银
行的入驻，成为全球各金融机构入
驻陆家嘴的重要因素。而南京西路
也是由于像路易威登区域总部等重
量级企业的导入，为该区域吸引其
他高端企业的入驻奠定了基础。
此外，商务和商业的联动效应

也是重要因素。“南京西路和陆家嘴
区域高端企业的集聚，必然导致高
端商务人群和白领人士的集聚，从
而为高端商业，特别是奢侈品商业
提供了市场。由此，恒隆广场商场
和国金中心商场均成为孕育‘百亿
楼’的沃土。”
首席记者 宋宁华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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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海港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4700
万标准箱，将连续12年位居全球第一，提前实
现2025年目标。枢纽功能进一步提升、数字化
研发不断进步、智能管控系统实现突破……集
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11年保持全球第一的上
海港正一步一个脚印彰显大国实力。12月23
日，上海洋山港区智能重卡2021年度第4万标
箱正式装箱启运，年度预定的运输目标圆满完
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进一步增强全球航运资
源配置能力。

智能重卡阶段性突破

在全球最大的集装箱码头上海洋山深水
港，一辆辆智能重卡从洋山港码头出
发，驶过东海大桥，到达深水港物流
园区，这是我国首个智能驾驶集装箱
转运业务。伴随着2021年第4万标
箱发车，上海洋山港“5G+L4”自动驾
驶智能重卡集装箱转运业务“准商业
化运营”实现阶段性新突破。

近年来，智能重卡基本具备了
“洋山港码头—东海大桥—深水港物流园区”路
线上的自动驾驶及载货运输能力，现已累计转
运集装箱约6.1万标箱。按计划，明年洋山港智
能重卡将完成10万标箱运输任务。

从“制造”到“智造”

上海港，作为全球海运网络的重要枢纽，
2019年集装箱吞吐量4330.3万TEU，连续10年
蝉联世界第一。据统计，今年1-11月上海港集
装箱吞吐量已超4300万标准箱，这一数据已基
本和去年持平。在洋山四期建设中，最大的难
点是构建自动化码头“大脑”——智能管控系统
（ITOS）。作业管控系统外连海运船舶、道路运
输、口岸监管，内控计划调度、设备设施各执行
与传感单元，覆盖码头作业多场景及全流程，是
超大型自动化集装箱码头的“大脑”。
为此，上港集团率先牵头开展自主研发，通

过理论研究和构建数据差异量化模型，打造了
全新的智能作业管控系统，解决了作业时空多
变、状态不确定导致设备协同难的关键问题，能
力与效率均居全球自动化码头首位。自2017
年12月开港至2020年底，码头投产设备规模从
开港初的100台扩大至239台，开港至今集装箱
吞吐量已突破1100万标准箱。
与此同时，上港集团还牵头了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网络协同制造和智能工厂”重点专项共
性关键技术项目，启动实施了“基于大数据驱动
的超大型集装箱码头智能化作业管控技术”研
发工作。预计至2022年，项目将完成我国首个
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超大型自动化集装箱
码头智能操作系统的升级研发，推进码头运营
效率再次大幅提升，实现整体桥吊平均台时效
率进一步提升10%以上、单体码头年吞吐能力
进一步提升50%以上、作业人员减少70%以上。

布局长三角

要实现国际集装箱海港枢纽的目标，也需
要在长三角范围内实现更好布局。根据上海组
合港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数据，今年，长三角港
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突破1亿标箱，标志着长三
角世界级港口群建设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上
海国际航运中心服务能级进一步提升，港航业
为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更加强有
力的支撑。

本报记者 任天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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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两岸交相辉映，老牌新贵各领风骚。在实体经济遭遇网络冲击的
当下，近日，上海市中心两大商圈传来利好消息：静安区南京西路的恒隆广
场和浦东新区陆家嘴的国金中心有望成为上海首批百亿税收楼。“百亿楼”
的“双顶流”现象背后，折射出什么趋势？

■ 恒 隆 广

场有望成为

首批百亿税

收楼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 上海洋山港一期码头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