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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 通讯员 陈炜）

日前，满载着服装、日用品、电子产品和光伏

产品等50个集装箱货物的“中欧班列-上海

号”，从上海铁路闵行站驶出。这是2022年

上海发出的首趟中欧班列。

自去年首发以来，“中欧班列-上海号”

发挥国际铁路联运独特优势，班列开行数量

稳步增长，成为上海稳定连接欧亚大陆、融

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重要通道，为促进上海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贸易发挥重要作

用。截至1月17日，上海海关所属车站海关

累计监管“上海号”中欧班列15列，受理报关

单979票，涉及1456标准箱，货重8833.64

吨，货值达4.21亿元人民币。

作为主管海关，车站海关保障“上海号”

高效快速通关，简化通关放行手续，为企业

提供“一站式”全程线上服务，收发货人可免

于到场查验，实现中欧班列所有货物无纸化

通关。车站海关与“中欧班列-上海号”进出

境地海关建立协调配合机制，企业可以自主

选择在阿拉山口、满洲里等进出境口岸办理

清关手续，也可以选择转关方式在属地海关

办理相关手续。

多项通关便利措施叠加让“中欧班列-上

海号”优势凸显。据企业反馈，“中欧班列-上

海号”的首发运输时间比海运节约20天，比

空运价格便宜三分之二，为上海向共建“一带

一路”国家和欧洲出口提供新的物流选项。

申城发出今年首趟中欧班列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疫情之下，上海消
费却刷新纪录。近日，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交出靓丽的“成绩单”：2021年，上海全年

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万亿元，同比增长

13.5%，规模居全国主要城市首位。上海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

作为“首店经济”引领者，上海去年开设各

类品牌首店逾1078家，超过3000个国际国内

品牌在沪举办新品首发、首秀、首展活动。

免税经济稳步推进，新增退税商店55家，

客单价超40万元，全年机场收单退税商销售

额2.5亿元，同比增长25%，居全国首位。

为加快形成具有全球影响力标志性商圈，

本市还出台《南京路步行街区管理办法》，南京路

步行街成为全国示范步行街。完成淮海中路商

业业态规划，预计将推动新建和调整的项目面

积近40万平方米。

市商务委表示，2022年将以“引领时尚，

定义潮流”为主题，强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

心功能，继续大力发展首发经济、品牌经济、夜

间经济、免退税经济，加快商业数字化转型，形

成经济发展新动能。

去年上海社会消费品
零售额达1.8万亿元

上海GDP规模首破 万亿元
“202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发布 主要指标有“五个新跨越”

2021年，上海GDP规模首次突破4万亿

元，继续保持国内城市首位。上海市统计局

今天发布的“202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

况”显示，上海经济持续稳定恢复，呈现稳中

加固、稳中有进、稳中向好态势。上海综合实

力稳居国内主要城市第一，主要经济指标实

现“五个新跨越”，实现了“十四五”发展良好

开局。

跨越一
地区生产总值4年再上新台阶
“2021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显示，

2021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43214.85

亿元，比2020年增长8.1%，同比增速与全国持

平，两年平均增长4.8%。全市GDP规模自2017

年突破3万亿元以来，4年再上一个新台阶，首

次突破4万亿元，继续保持国内城市首位。

跨越二
服务业增加值首破3万亿元
二三产业协调发展。全年全市第二产业增

加值比2020年增长9.4%，两年平均增长5.3%，

占GDP的比重为26.5%，比2020年提高0.2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首次突破3万亿元，

同比增长7.6%，两年平均增长4.7%，占GDP

比重为73.3%，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69.6%。

跨越三
工业增加值首破1万亿元
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2020年

增长11.0%，两年平均增长6.2%；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39498.54亿元，同比增长10.3%，两

年平均增长6.0%。2021年，上海市工业增加

值突破1万亿元，达到1.07万亿元，继续居于

全国城市首位。

跨越四
货物进出口总额首破4万亿元
全年上海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

2511.07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0.4%。首家

外资独资券商等一批金融业开放项目落地，

原油期权、“玉兰债”碳中和债等金融创新产

品和业务相继推出。全年口岸货物进出口总

额10.09万亿元，比2020年增长15.4%，继续

保持世界城市首位，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

拓展至24个成员口岸。全年全市货物进出口

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全年

集装箱吞吐量4703.33万国际标准箱，比2020

年增长8.1%，规模连续12年排名世界第一。

跨越五
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首破8万元
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78027元，

比2020年增长8.0%，两年平均增长6.0%。其

中，城镇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429元，

首次突破8万元。

截至2021年12月末，全市新增就业岗位

63.51万个，比2020年末增加6.47万个。高校

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为95.6%，同比提高3.1个

百分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金标准、最低生活

保障标准继续提高。全年全市居民人均转移

净收入同比增长9.5%，两年平均增长9.5%，在

各收入来源中增幅最高。 本报记者 鲁哲

随着金山大桥南幅新桥日前建成，今天

上午，金山大桥全线通车。建成后，亭枫公

路（仙居路—罗星路）路段的车道规模由现

在的双向三车道拓宽为双向六车道，同时在

沈浦泾路和金廊公路路口增设的上下匝道，

大幅提高了道路通行能力，使群众出行更加

便捷。据悉，为推动长三角地区高等级航道

网的发展，支持平申线航道（上海段）整治工

程按Ⅳ级航道标准实施，提升本市黄浦江上

游地区环境质量和防汛能力，原金山大桥无

法满足Ⅳ级航道标准，因此老桥于2016年

12月启动改建。 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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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建善行创美好
有滋有味惠生活

“生”机盎然的生态化网点

橙意满满约“建”美好

踏入建行徐汇支行，映入眼帘的是屋顶

式的房梁设计，当屋顶的暖光洒在沙发上，

结合墙贴上徐汇标志建筑天际线以及圆形

沙发休息区内每周更新的鲜花都为建行生

活徐汇馆增添家的温馨氛围。在营业大厅

的中央配置了左右各两块互动展示屏，屏幕

上展示了徐家汇商圈知名的餐饮商户，客户

在触摸屏上除了可以看到建行生活APP的

相关活动，更可以搜索周边门店并领取建行

生活体验馆优惠券。实在的优惠吸引了不

少客户前来：“新注册用户都可以有这么多

优惠券哦！好多饭店可以用哦，建行生活蛮

好得嘞！”

亭耀南京路 建行有生活

不光是网点内，南京东路上的信息亭

也披上了橙色的外衣。亮眼的外观展现出

“建行生活”品牌活泼时尚的品牌风格，通

过亭子配备的互动触摸屏客户可以直接查

看周边商户信息和领取专用优惠券，加上

“劳动者港湾”温暖贴心的服务理念，消费

者权益保障等公益宣传，实现银行将其服

务充分融入周边生态生活，满足客户的泛

金融服务新需求。胡先生周末带着孩子到

南京东路逛街，偶然路过“建行生活”宣传

亭，注册后获得优惠券，南京东路上即有可

以使用的商户，当场实现了满减，既吃到了

老上海的地道美食，也减轻了自己“荷包”

的负担。

让客户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真正做

到“看得见、用得上”的生活福利，是建设

银行上海市分行贯彻落实新金融理念的

实际行动，建行志在搭建共建、共生、共享

的数字化场景，通过建行生活APP将新金

融服务融入美食、外卖、充值、打车、电影

演 出 等 衣 食

住行场景中，

努 力 使 银 行

业 务 与 民 生

做 到 真 正 融

合，让银行服

务 走 进 千 家

万户，让普罗

大 众 都 能 享

受 到 新 金 融

活水的甘甜。

购物、吃饭、打车，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品质追求也不断提升，工作
之余、闲暇时间，约上三五好友，带上孩子出门“潇洒”一下已日渐成为大家的生活习惯。建行上
海市分行始终追随客户需要，勇于破局，全心全意为客户服务，近年来建行以网点场景化为突破
口，结合区域资源禀赋和周边客群特征，促进物理网点与线上渠道的互通互联，打造“建行生活”
主题馆，联合优质商户，为百姓真正带来便利、实惠，满足客户对美好生活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