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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昨天

下午，由上海市商务委主办的

“2023年上海商务情况通报会”举

行，来自各国驻沪总领馆、境外贸

促机构、在沪外资企业及政府部

门的代表近150人在主会场参加

会议。

2022年是极其特殊、极不平凡

的一年，总体来看，上海经济韧性

强、潜力大、活力足，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变：经济总量继续保持全

国经济中心城市首位。就业、物价

总体稳定，工业生产稳步恢复，消

费市场逐步复苏，外贸、外资再创

历史新高，上海仍是外资最青睐的

投资目的地之一。全市金融市场

交易总额近3000万亿元，上海港

集装箱吞吐量突破4730万标准

箱，口岸进出口总额10.4万亿元，

服务进出口规模继续位居全国各

省市首位。三大先导产业制造业产

值比上年增长11.1%，数字经济、绿

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等新赛道

加快布局。浦东引领区“王牌”作用

更加凸显，临港新片区制度型开放

体系加快形成。第五届进博会安

全、精彩、富有成效。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加快建设。

2023年，上海商务工作将重

点在努力打造高水平对外开放高

地，全力恢复和扩大消费，更大力

度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更大力

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四个方

面推进。

今年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

10周年，上海市商务委将依托浦东

引领区、自贸试验区和临港新片

区、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等建设，加

快形成一批商务领域首创性改革、

引领性开放和开拓性创新。支持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打造贸易新

平台，精心办好第六届进博会；实

施“消费供给结构优化”行动，持续

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落

实扩大消费政策措施，集聚全球消

费资源，加快创新消费场景；实施

“货物贸易优化升级”行动，加快新

型贸易扩容，全力增强服务贸易发

展新动能，优化跨境贸易营商环

境；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

化的一流营商环境，不断稳定外商

发展的预期和投资的信心。加大

服务保障力度，加大投资促进力

度，让上海始终成为外商投资的

“沃土”。

2022年上海经济总量继续居首
今年重点推进四方面工作，将全力恢复和扩大消费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昨日，
市市场监管局和长宁区市场监管

局共同为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颁发一张特殊的“食品

生产许可证”。有了这张许可证，原

本只能进行食品研发的实验工厂，

可以直接从事食品生产，实现食品

研发、食品生产“一址两用”。

这张食品生产许可证的核发，

打破了许可部门对于食品生产场

地只能专用的固有要求，建立了“研

发+生产”的新型模式。这张许可证

的背后，则来自市市场监管局的实

地调研。市市场监管局食品生产处

处长项叶萍说，他们在调研中发现，

大部分企业的食品研发中心，已经

基本具备小型工厂的生产条件。“只

用于产品内部研发太可惜了。”

“一址两用”还加快了食品企

业从研发到产品落地的高效融合，

大大提升新产品的商业化速度。

有了“一址两用”的食品生产许可

证，意味着企业可以选择在研发中

心进行小批量生产，投放市场“试

水”后再决定是否扩大生产规模，第

一时间触达市场、消费者，让企业更

好地控制新产品研发成本和投资风

险，也加速了新产品商品化进度。

记者获悉，上海首张“一址两

用”食品生产许可证的颁发，也是

市场监管部门以企业需求为导向，

支持总部经济升级的又一成果。

“一址两用”打开了食品生产

企业的发展思路，让更多既有研发

中心、又有生产工厂的企业能够在

最小风险范围内测试消费市场，做

出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生产决策；也

让部分在上海没有生产基地的企

业，能够有机会在总部的研发中心

进行新产品生产提供了可能性。

市市场监管局还将继续用优化营

商环境的好“政策”，吸引更多的头

部企业把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

心、品牌中心落户上海。

上海颁发首张“特殊”食品许可证

研发生产可“一址两用”

本报讯（记者 易蓉）昨天，上

海市政府发布《推进“大零号湾”科

技创新策源功能区建设方案》。记

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到

今年年底“大零号湾”将聚集超600

家高新技术企业、70家以上亿元估

值的企业。

“大零号湾”是本市重点聚焦、

靶向发力的高水平科创集聚区。

上海市副市长刘多介绍，“大零号

湾”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成果转

化效率和产业发展能级。计划到

今年年底，高层次人才和高能级科

技企业加速集聚，基本形成高质量

产业集群和高品质创新生态；至

2025年基本建成，高新技术企业达

1000家以上，区域产值规模达千亿

元级，形成一批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原创性成果，突破一批面向

未来产业重点领域的关键核心技

术，培育一批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创

新创业人才；到2035年，原始创新

能力显著增强，战略科技力量逐步

夯实，产出一批具备全球前瞻性、

引领性原创成果，形成万亿市值的

高技术企业集群，全面建成创新能

力突出、科技力量雄厚、原创成果

丰富、成功践行新发展理念的科技

创新策源高地。

未来，“大零号湾”将形成

“CTO”三大功能区——以上海交

大、华东师大为核心，依托高密度

的创新资源和高水平的创新能力，

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提供源头

支撑的核心策源区（Core）；以沧源

路、剑川路为主轴，承接高校院所

成果转化项目落地以及师生“硬科

技 ”创 业 的 成 果 转 化 区

（Transform）；以及包括紫竹、江川

滨江等区域，重点承接成长壮大的

企业溢出和加速服务的开放创新

区（Opening）。目前，“大零号湾”

已建成投用高能级科创载体18

个，入驻硬科技企业3000余家。

《方案》通过22条政策举措落

实创新策源功能强基、科技成果转

化加速、前沿新兴产业引领、创新

创业人才集聚和科创载体能级提

升五大行动。从“零号湾”到“大零

号湾”将不仅是物理空间的扩大，

更重要是完成从“创新平台”向“创

新生态系统”转变。将通过构建

“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协同创

新体系，吸引高校、科研院所、科技

领军企业、科技服务机构、金融机

构等各类主体集聚，促进人才、技

术、资金等要素自由流动、良性互

动、融合发展。

推进“大零号湾”建设《方案》发布

22项举措落实五大行动

上海交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

已进入“爆发期”，近三年转化项目

逾450项，合同金额累计接近30亿

元，是上一个三年的五倍。这是上

海交大校长丁奎岭昨天在上海市政

府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数字。随着

“大零号湾”建设的推进，作为核心

引擎的高校将释放更多潜能。

近年上海交大以体制机制的优

化和人才培养改革作为切入点，消除

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细绳子”，

专门设立针对成果转化服务的支撑

晋升通道等，多措并举推进科技成

果转化改革，有效激发师生参与科

研成果转化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交大系科创企业已经成为“大

零号湾”科技创新的先锋队。已经

有60余家交大师生创业企业入驻

“大零号湾”，总估值超过500亿

元，其中估值超过2亿的企业有29

家。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交大师生

校友在“大零号湾”开办企业已经

超过600家。

“从人才和创新的角度来看，

城市是大学的后盾，大学是城市和

产业发展的引擎。‘大零号湾’的诞

生是城市和大学发展到一定阶段

后的必然产物，”丁奎岭表示，“大

零号湾”把人才链和创新产业链贯

通，越来越多科技成果将在此转

化；同时，大学的前瞻布局协同区

域发展机会，激发、鼓励师生勇闯

无人区、敢啃硬骨头，增加“大零号

湾”的创新策源能力。

一系列政策、资源支持都将继

续激发高校创新驱动力。市科技

工作党委书记徐枫透露，将通过布

局重大科研设施和机构，统筹推进

上海交大、华东师范大学以及相关

的龙头企业的全国重点实验室，进

行优化重组和新建培育。市教卫

工作党委书记沈炜表示，将持续推

进本市“双一流”建设，积极提升高

校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

产出更多高质量的原创性成果。

区域资源也将在“大零号湾”

集中。闵行区区长陈华文透露，争

取在“大零号湾”投入千亿元资金，

包括发起“大零号湾”金融联盟集

聚规模达300亿元的基金等。此

外，将加快建设体育公园、闵行职

业技术学院，未来3年新增5000套

以上人才公寓等。

本报记者 易蓉

科技成果转化进入“爆发期”，“大零号湾”建设未来可期

上海交大近3年转化逾450项

■ 零号湾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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