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境续看好上海投资发展环境
“潮江浦江”起球分享季活动高潮迭起

597个重大项目签约，总投资9410亿元 296个重大项目开工，总投资602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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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叶薇）今天上午，上海向国内外市场

主体和投资者推介8个重特大项目，涉及基础设施、新能

源、民生保障等领域，总投资约1.8万亿元。

■ 纽东综合交通枢纽
航空方面，规划实施浦东国际机场四期扩建工程，新

建T3航站楼、飞行区工程、捷运基地及其他配套工程，每

年新增旅客吞吐能力5000万人次；国铁方面，规划新建

铁路上海东站，接入沪通铁路（衔接南北沿江铁路）、沪乍

杭铁路，通过市域线网络转换，接入沪苏湖铁路并衔接沪

宁、沪杭通道；道路系统规划形成“三纵五横”的对外快速

集散路网，“十二横十三纵”的区域骨干路网系统。项目
总投资约1500亿元。

■ 新建市域铁路和既有铁路改造项目
规划建设市域铁路机场联络线、嘉闵线（含北延伸）、

南枫线、上海示范区线、奉贤线、金山至平湖线等项目，总

里程约400公里；研究推进南何支线、北杨线、何杨线等

既有铁路改造，实施北郊站、杨浦站等货运场站改造及周

边地区综合开发。项目总投资约4700亿元。
■ 新一批轨道交通建设项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已批复《上海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

期建设规划（2018—2023年）》及其调整方案，同意建设

19号线及北延伸、20号线一期及东延伸、21号线一期及

东延伸、23号线一期、12号线西延伸、13号线东延伸、15

号线南延伸等项目。上述项目规划新建轨道交通总里程

超280公里，预测增加客流量300万人次/日。总投资约
3800亿元。

■ 深远海海上风电示范项目
推出430万千瓦深远海项目，已纳入国家首批深远

海示范，全部建成并网后，每年可为申城提供超过150亿

千瓦时绿色电力。项目总投资约750亿元。
■ 环城生态公园带
“十四五”期间，上海将新建城市公园36座、外环主

干绿道100公里、重点区域楔形绿地700公顷、吴淞江生

态间隔带9.3平方公里、环新城森林生态公园8万亩。项
目总投资约1400亿元。

■ 新一批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
“十四五”期间将规划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约47万

套（间），其中公共租赁住房9万套（间）、全自持租赁住房

23万套（间）、商品住房配建8万套（间）、存量房屋改建7

万套（间）。项目总投资约1200亿元。
■ 新一批旧改和城中村改造
上海将加快实施黄浦、虹口、静安、杨浦等区1.4万户

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改造39.6万平方米；加快推进涉及村

民约2.5万户、企业约1200家的74个城中村改造项目。

两项合计投资约3500亿元。
■ 饮用水安全和品质提升工程
上海将重点实施原水西环线、青草沙陈行原水系统

连通等一批原水系统工程，长江水源水厂深度处理工程，

6000公里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程，住宅小区二次供水设

施改造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000亿元。

上海对外发布
8个重特大项目

总投资约1.8万亿元

项目推介、合作签约、股权合作、总

部颁证、项目开工、金融授信……至9月

20日，“潮涌浦江”投资上海全球分享季

已陆续成功举办10场市级主要活动，以

及50余场各区开发推介和“云招商”“云

签约”活动。

“‘潮涌浦江’系列活动，是疫情后上

海经济重振和复苏计划的组成部分，但

新一轮投资促进活动不仅仅是为了经济

复苏，更有推动上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意义；不只是单纯地追求GDP或经济总

量的扩张，更多的是重塑经济复苏和高

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上海社科院党委书

记权衡分析说，从投资的项目看，大多数

项目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的更新、老旧

小区改造以及聚焦在科技创新上，代表

的是高质量、高效益的投资。

上海投资咨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胡宏伟介绍，上咨集团作为市属国资

领域综合性智库，是政府投资的“把关

者”，为上海示范区线、嘉闵线、轨道交

通23号线、20号线一期工程、轨道交通

12号线西延伸工程等一系列重大工程

策划最优方案，累计节约政府投资约

500亿元。他认为，“潮涌浦江”活动有

效推动了以“浦东综合交通枢纽”为龙

头的重特大项目落地开工，有力推动了

上海打造内外双循环节点与枢纽型全

球城市。

从上午发布的重特大工程看，上海

正在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改造的投资力

度。以浦东综合交通枢纽项目为例，它

是集航空、国铁、城际铁路、市域铁路、地

铁等多种交通功能以及站城开发于一体

的大型综合交通枢纽，其规划建设将对

上海的未来发展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上海市发展改革研究院副院长马海

倩分析说：“尽管我们面临着需求收缩、

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重重困难，但上海

依然保持着经济增长的定力，遵循着超

大城市持续推进创新转型的规律，该做

的事情一定要做好。”她认为，上海经济

发展的方向并没有变。从中长期的经济

运行来看，上海引导投资更多地投向为

未来增长蓄势的领域。

民生项目投资也在持续加速。今年

7月，上海中心城区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改造收官，这一困扰上海多年的民生

难题得到历史性解决。在今天发布的项

目中，旧区改造依然是重点，上海将加快

实施黄浦、虹口、静安、杨浦等区1.4万户

零星二级旧里以下改造。

权衡认为：“在旧区改造上，我们还

要继续补短板，还有很多硬骨头要啃。

即使没有疫情影响，这些项目建设同样

需要持续推进。民生领域的更新改造，

既是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也是高品质生

活的要求。”

青浦、奉贤、嘉定、松江、南汇“五个

新城”建设，是上海承担国家战略、服务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

新一轮投资，更加注重向新城发

力。7月，上海发布25项重大功能性事

项，涵盖了央企、市属国企、民企、外企、

科研院所、要素平台、教育、文体旅等方

面，聚焦导入企业总部、强化研发创新功

能、集聚要素平台功能、提升公共服务四

方面。比如，地处南汇新城的上海自贸

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近期与中国

东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将合作启动亚太一站式航空物

流枢纽项目、国际化航空维修服务平台

项目等7个项目，总投资超过220亿元。

“投资重点投向承载重要功能的战略

空间。特别是五个新城的功能导入，在这

一轮投资中非常亮眼，进一步打开了上海

城市发展的空间框架。今天发布的项目

中，有不少聚焦于交通基础设施的建设，

也是为了联通内外，提升承载力，放大流

量型经济溢出效应。”马海倩评价说。

“潮涌浦江”活动期间，长三角一体化

示范区在青浦、吴江、嘉善三地启动了10

个跨域标志性项目开工仪式，展示了示

范区水生态治理的新成效和一体化制度

创新的新成果。

权衡评价说：“长三角城市在这次疫

情中普遍受到一些影响，但长三角区域高

端制造业、服务业比较集中，产业之间跨

地区的联系以及产业链分工合作的优势

非常明显。在这些重大项目投资里，长三

角区域内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一体化联动

得到很好的体现，合作项目‘前呼后应’，

不像过去，容易产生重复建设的问题。”

在本轮“潮涌浦江”系列活动中，外

商投资的数量和规模都比较大。权衡表

示，这说明外资还是持续看好上海的投

资发展环境。疫情虽然短时间对上海经

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但上海经济长期

向好的基本面不会变，对外资的吸引力

也没有改变。

“上海是中国以及长三角区域最重

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在招商引资方面有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普华永道上海政府

事务部主管合伙人秦洁说，“政府加快脚

步、加大力度出台的一系列稳经济促增

长政策，让我们的许多客户感受到了上

海的信心。”秦洁介绍，普华永道是上海

首批全球招商合作伙伴，在项目投资、产

业发展、人才引进等方面牵线搭桥，着力

吸引体现全球高端优质资源及配置能力

的机构项目持续来沪。“我们刚刚发布了

关于‘中国机遇之城’的相关报告，从中可

以看到上海在区域重要性城市中名列榜

首，在文化与生活、科技与创新、经济影响

力、营商环境等方面位居前茅。尽管受

疫情等不确定因素影响，但考虑到中国

本身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我们认为上

海或将继续成为跨国公司产业链、供应

链和创新链全球布局的首选之地。”

举办几十场系列活动 意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改造 “该做的事情一定要做好”

向“五个新城”发力 打开城市发展空间框架

感受到上海信心 外商投资数量规模都较大

本报记者 叶薇

今天上午，“潮涌浦江”投资上海全

球分享季活动又发布八个重特大工程，

总投资约1.8万亿元。

今年6月至9月，上海市发展改革

委会同市区相关部门，策划举办“潮涌

浦江”投资上海全球分享季系列活动，

成果斐然。截至目前，总投资9410亿

元的597个重大项目签约，总投资6029

亿元的296个重大项目开工，30家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和10家研发中心获得认

定，总额度近5366亿元的金融授

信发布，促投资、稳经济的氛围空前

热烈，带动上海7月和8月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单月同比分别增长8.7%和

9.9%。

■ 纽东综合交通枢纽
图上海东站的规划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