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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뫧쟅훾웰“巢믋뎲”
两个月前，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正式启动面向长三角的“招

商推介计划”，全力构筑“长三角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一时间，
加入“大虹桥”一起“飞”，成了长三角民营企业的高频热词。设总
部、增投资、强功能，民企总部为何纷纷抢滩“大虹桥”？区位优
势、人才高地、全球化布局……每一家已经或即将搬入“大虹桥”
的企业都有自己的一本账。
如今，在这片投资兴业的热土上，已拥有超7万家企业和机

构入驻，具有总部功能的企业超过400家，民营企业总部与全球
500强、外资地区总部等共享“朋友圈”，助力“大虹桥”打造长三
角强劲活跃增长极的“极中极”、联通国际国内市场的“彩虹桥”。

同城化优势
全新定义CBD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坐拥全国最大的

现代化综合交通枢纽，凭借“大交通”，与机

场、高铁、地铁、公交比邻而居，形成上海大

都市圈的一小时通勤圈，实现同城化发展，

已重新定义长三角CBD（中央商务区）。
今年9月，黑湖科技将企业总部从南

京搬到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的长宁片

区。10月28日，在商务区举办的“长三角

区域民营企业投资项目集体签约”活动

上，黑湖科技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周宇翔

宣布，两年内将以长宁片区为核心，打造

现代制造服务业能力中心以及工业互联

网生态体系。

事实上，成立于2016年的黑湖科技，

对商务区并不陌生。创业之初，周宇翔就

在新华路附近租了一个招待所，和几位创

始人一起写代码、做测试。随后他们辗转

在上海多地，最终还是把企业总部搬到了

商务区，回到“梦开始的地方”。

“我们是一家以数据驱动创新制造的

年轻公司，用轻量高效的方式，为企业提

供基于云端、算法驱动、灵活可配置的制

造协同系统，帮助传统制造业完成生产管

理的数字化转型。而长三角地区正是国

内制造业和民营经济的集聚区，对转型升

级的需求更迫切，态度更开放，也更有创

新精神。”他告诉记者，在与公司合作的工

厂中，长三角企业占比很高，包括农夫山

泉、海天塑基、维益食品、早安巴黎等，因

此黑湖把产研基地都放在了上海。

“以上海虹桥站为圆心，我们到长三

角各个主要城市谈合作、做项目，只要一

两个小时，可以当天来回。”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和庞大优质的客户资源，是黑湖选

择“大虹桥”的重要原因，而与其“英雄所

见略同”的企业不在少数。

2019年，锅圈食汇在虹桥国际中央商

务区核心区注册设立了锅圈供应链（上

海）有限公司，将投资、结算、销售、研发、

培训等总部功能布局在商务区，然后在全

国范围内布局拓店。锅圈负责人说，尝到

了“大交通”的甜头，锅圈仿效总部商务区

的模式来选址区域总部，将全国其他主要

城市的办公地点均设置在了紧邻高铁站

的位置。如江苏省大区的办公室紧邻南

京南站，浙江省大区的办公室紧邻杭州东

站。“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发现长三角地区

的往来沟通十分方便，两个月前就合并了

苏浙沪三个大区，由一位区域总经理来负

责，三套班子、三组人马全部打通，资源可

以复用，人员成本也降低了。”

家门口资源
离世界更近了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不仅是长三角

的咽喉要地，同时也是面向海外市场的

“世界的登机口”。入驻企业惊喜地发现，

到了商务区，不管是哪个领域、哪种资源，

都能找到高效的对接方式，成为企业走向

国际化的必然选择。

营收百亿，税收过亿，入驻商务区2

年多，锅圈就开辟出了一条全新的赛道，

成为了社区餐饮数字化新零售的“独角

兽”。在锅圈负责人看来，企业的快速发

展和选对了“娘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入驻最大的感受，就是‘离世界更近

了’。”他说，在商务区，上下游产业的互

补、产业集聚的效应明显，和锅圈密切合

作的国内外企业都在这里。“过去我们要

和合作伙伴见面，必须打好出差报告，预

留两天。现在只要发个微信，约好几点碰

头，不久就能相聚洽谈，效率大大提高。”

更让他憧憬的，是每年在国家会展中

心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全球好

物送到了家门口。“锅圈的愿景是‘收集

全球好食材，世界美味共分享’。承接进

博会溢出效应，商务区正在打造进口商品

集散地，与我们的发展目标不谋而合。”他

说，进博会举办到第四届，已经形成了一

定的资源累积，为锅圈引入进口高端好食

材打好了基础。“今年我们在进博会上采

购了不到10亿元的进口商品，预计明年

会增加到15到20亿元。将充分利用‘大

虹桥’作为开放共享的国际贸易中心新平

台的优势，把企业做得更强大。”

事实上，锅圈负责人所提到的国内国

际两种资源，也是周宇翔所看重的“朋友

圈”。作为入口级工业协同平台，企业要

与多类上下游企业打交道，粗略一算就能

发现，大量优质合作伙伴已经提前一步来

到这里，包括中国移动等运营商、阿里巴

巴等云计算企业、霍尼韦尔等自动化控制

及工业平台，以及麦肯锡等咨询机构。

“大虹桥”的资源优势还在于人才高

地。“近两年我们的数字化部门快速扩充，

从IT到中台，新招了200多人，如果没有来

到‘大虹桥’，很难有这样的人才储备。”锅

圈负责人说，这些技术人才有的是上海本

地招聘的，有的是长三角其他城市的，商

务区的交通便利性让双城生活成为可能，

而总部企业人才落户、建设人才公寓等一

系列政策也有助于企业吸引高端人才。

全方位支撑
更多“近悦远来”

新朋友接踵而至，老朋友继续深耕，

10月28日集体签约后，虹桥国际中央商

务区的总部经济集聚速度不断加快，新一

批民企总部正向“大虹桥”聚拢。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投资促

进处副处长朱莹华介绍，为加快开辟总部

经济、创新经济新天地，管委会已会同地

产虹桥和四区政府，形成“1+1+4”招商联

动机制和服务团队，实现政策叠加、服务

叠加、资源叠加、智慧叠加。发出“信号”

两个月来，十几家公司已经有了入驻“大

虹桥”的初步意愿，最近正在密切接洽中。

“一核、四片区已经形成了合力，这段

时间我们接触了七八十家企业，其中一半

来自长三角，目前谋求拓展国际化业务的

企业对‘大虹桥’的兴趣更浓。”他告诉记

者，很多企业表示，一旦要走向国际，上海

是最好的着力点，而“大虹桥”提供了“大

脑在上海，身体在长三角”的协同发展优

势，正逐步成为民营企业国际化发展、走

向国际循环的桥头堡。

发现入驻企业在国际化上的雄心，商

务区管委会也开始搭建“出海”平台，通过

国际专业机构汇聚全球商贸资源。虹桥

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孔福安表

示：“目前大虹桥已设立长三角民营企业

总部服务中心，下一步还会设立企业‘走

出去’指导中心，引入国际商务合作伙伴

机制，更好地服务长三角产业集群和市场

主体国际化发展，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的企业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撑。”目前，普华

永道、安永、戴德梁行、仲量联行、高伟绅

律所等首批伙伴已集中亮相。

商务区的政策红利也在转化为区域

发展的动力和活力。不久前，管委会牵头

长宁、青浦、嘉定、闵行4个区制订了《虹

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关于支持内资总部企

业发展的政策意见》，聚焦本土跨国公司、

央企第二总部、长三角民营企业总部等，

给予落地营运、能级提升、人才发展、国际

商务合作等四方面支持，设置最高3000

万元的营运补贴，形成市、区政策的全方

位赋能。已加入商务区总部经济“朋友

圈”的锅圈透露：“我们已经打了申请，根

据政策，有望拿到2000万元的营运补贴。”

更具吸引力的总部政策、更精准有力

的招商推介、更开放便利的营商环境，虹

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已全面实施总部经济

发展战略，吸引培育高能级总部机构，打

造总部经济集聚升级新高地。到2025

年，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将基本建成虹桥

国际开放枢纽核心承载区，通过产业发展

之“核”、国际贸易之“核”、要素配置之

“核”、高端商务之“核”、人才荟萃之“核”，

真正形成“动力核”“极中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