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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

展？上海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民营经济是上海经济社会发

展的重要组成部分，2022年本市民

营市场主体规模已经超过300万，

创造了全市1/4的生产总值，贡献

了近1/3的税收收入，在稳定增长、

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

不可替代的作用。”上海市工商联副

主席汪剑明昨天在上海市政府新闻

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

昨天，上海市发改委正式发布

《上海市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

展若干政策措施》（以下简称《政策

措施》），从营造公平的市场准入环

境、优化民间投资环境、完善民间投

资融资服务和引导民间投资高质量

发展四方面推出20条政策，支持民

间投资发展。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市发改

委主任顾军在发布会上表示，《政策

措施》坚决破除隐形壁垒，进一步强

调对国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

领域，支持民营企业依法平等进入，

依法开展投资。同时，鼓励民间资

本积极参与国家“十四五”规划102

项重大工程项目及上海“十四五”规

划重大项目。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

目的设计、施工、原材料、设施设备

供应等，在招投标中一视同仁。

在完善民间投资融资服务方

面，《政策措施》指出，上海将落实

“应科尽科”，支持符合科创板定位、

符合国家战略、拥有关键核心技术、

科技创新能力突出等要求的未上市

民营企业到科创板上市，已在境外

上市的民营企业回归科创板上市。

据悉，2022年，上海有95家民营企

业在科创板新增发行上市，占当年

科创板新增发行上市企业的76.6%。

《政策措施》还指出，上海将充

分发挥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平台优

势，积极开展政策解读和宣传引导，

支持符合条件的民间投资项目在保

障性租赁住房、产业园区、消费基础

设施等领域加快发行REITs产品，

鼓励民间资本参与REITs产品战略

配售。支持民营企业在沪设立资产

管理公司，将不同地区资产进行整

合优化后通过基础设施REITs充分

盘活。上海目前已成功推动了张江

光大园、临港创新产业园、东久新经

济产业园、华润有巢保障性租赁住

房等一批REITs项目发行上市。

《政策措施》还提出了降低企业

用地成本。“产业用地地价实行底线

管理原则，工业用地最低可按全国

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确定，研

发用地最低可按本市研发用地基准

地价出让。支持民间投资参与存量

产业园区转型升级。”

在降低市政公用接入成本方面，

《政策措施》提出在城镇规划建设

用地范围内，严格执行建筑区划红

线外用户水电气接入“零负担”政策。

据了解，为助力中小微企业稳

增长调结构强能力，2022年以来，

上海市先后出台了《上海市政府采

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实施办法》和

《关于本市政府采购工程项目招标

投标领域落实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政

策的通知》等文件，持续加大政策扶

持力度，着力增加中小企业政府采

购合同规模，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

展。根据统计，2022年上海授予中

小企业政府采购合同金额达842.91

亿元，占政府采购规模的61.53%，

其中授予小微企业政府采购合同金

额430.37亿元，占授予中小企业政

府采购合同金额的51.06%。

《政策措施》在支持中小企业参

与政府投资工程方面，又进一步明

确对纳入部门预算管理的政府投资

工程，预算主管部门要在预算编制

环节统筹制定面向中小企业预留采

购份额方案的要求，依托预算约束

增强该项政策力度的刚性，同时将

政府采购工程面向中小企业的预留

份额阶段性提高至40%以上的政策

延续至2023年底。本报记者 杨硕

在招投标中一视同仁，鼓励民间资本积极参与重大项目

上海出台  条支持民间投资发展

昨天，2023上海国际养
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
（以下简称老博会）在上海新
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这
一国内乃至全球一流的综合
性福祉行业博览会，吸引了
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
家展商参展。
在参加展会的国外展商

中，日本企业尤为积极踊跃，
总数接近70家。作为全世
界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
日本的养老体系和养老服务
同样位居世界前列。他山之
石可以攻玉，日本企业在本
届老博会上带来的先进技
术、理念和产品，对于中国养
老产业的发展，有着借鉴与
参考的价值。
行走在老博会“日本

馆”，能够明显感受到日本企
业对于中国市场的重视程
度，业内知名企业悉数参展，
新锐产品纷纷亮相。中日两
国同为东亚国家，生活习惯、
养老理念较为接近，在老龄
化社会中遇到的挑战也颇为
相似。因此日本“银发经济”
早先积累的技术、经验相比
西方国家，更适合“移植”到
中国养老产业中。在参观了
几家日企的展台后，发现有
三个特点令人印象深刻。
首先是细节上精益求

精。日企带来的养老产品，大
多其貌不扬，也没有许多花里
胡哨的功能，在产品动辄加入
“物联网”“人工智能”概念的当下，甚至
显得有些单薄。但若细看，则会发现别
有洞天。例如八乐梦床业带来的一张
进口护理床，价格是普通产品的三倍，
但颇受市场欢迎，原因就在于质量特别
好，功能非常实用。据了解，该产品在
上海销售20年来，几乎没有维修记录，
它的电机和床架极其耐用，而床垫更是
经过精心设计。拉链和表面材质均
采用防水设计，每个部位的海绵的软
硬和摩擦力分布都不一样，为的是尽
最大可能避免常年卧床者出现压疮。
第二个特点，是产业链条拉伸，

关注细分市场。在日企展台参观往
往会发现一个特点，就是同一种产
品的“亚种”特别多。例如一个轮椅
品牌有七八个种类，包括洗澡专用
轮椅、核磁共振专用轮椅、重症病人

专用轮椅等等，这样的情况
在各种日本养老产品中都很
普遍。一些企业往往通过某
个品类的产品起家，在经营
过程中涉足老龄产业，继而
逐步扩展业务链条，针对各
种人群的需求开发新品类，
逐渐形成“产品矩阵”，在壮
大企业规模的同时，也能造
福消费者，特别是特殊需求
的小众人群。
第三个特点，是以用户

需求为导向，注重以人为
本。笔者在日本大建与志贺
设计展位看到，这家企业的
主打产品是适老化门。一扇
门能玩出什么花样？在这一
最常见但却容易被忽略的适
老环节，这家企业的标准是：
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能够
在不被他人协助的情况下，单
手轻松把门打开，并操控轮椅
顺利通过。这一企业的解决
方案包括，电子感应门、双折
门、三折门等等，都可以达到
这一标准。而还有一扇上下
双开门，是专门为认知症人群
量身定制的，其上半部分可以
打开，以提高通透感，让认知
症老人不至于因为密闭而焦
虑，但下半部分则能被锁住，
防止认知症老人走失。企业
工作人员表示，这些设计并非
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不断听
取用户反馈，分析用户需求的
过程中所总结出的，这样的情
况，在参展日企中非常普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

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
略。截至2021年底，我国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67亿，占总
人口的18.9%。2035年左右，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突破4亿，在总
人口中的占比将超过30%，进入重度
老龄化阶段。因此，字面上被称为
“夕阳产业”的“银发经济”，其实是
真正意义上的“朝阳产业”。
在连续举办23年后，上海“老

博会”不仅成为业内知名促进商贸
往来的平台，更是成为了养老技术、
政策、理念交流的载体。受到疫情
的影响，今年展会许多欧美企业未
能及时报名，但预计明年前来参加
展会的外国企业数量将再创新高。
对中国养老产业企业以及相关政府
部门而言，无疑是学习、交流、提升
的绝佳机遇，其成果最终将惠及每
一个中国国民的晚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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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在地

铁车站，市民就有机会闻花香、听

音乐、逛集市。今天上午，2023上

海基础设施品质提升设计成果展

在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揭幕，对于

铁路、地铁等车站出入口创造性地

提出设置“美好生活盒子”，更好地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次展览聚焦交通、能源、水、

环境等基础设施品质提升，推动建

设一批新时代基础设施示范工

程。展览分为序言、飞跃拓展之

路、美好生活之源、都市焕新之网

等板块，通过模型、展板、多媒体等

形式展现独具特色的基础设施未来

图景，让广大市民更加直观地感受

到品质提升后所展现的美好蓝图。

在序言板块，“美好生活盒子”

展板吸引了很多关注。对标国际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2021年底，市

规划资源局组织多个专业研究团

队对国内外300多个基础设施优

秀案例进行分析，提炼出10条“设

计指南”，未来将在铁路、地铁等车

站出入口设置“美好生活盒子”。

记者看到，未来，上海的铁

路、地铁等车站均需配置基础供

给和应急保障功能；结合周边需

求及空间条件因地制宜允许配置

便民服务和休闲活动功能。例

如，对于出入口周边空间有限，或

周边地区服务设施较完善的站

点，功能配置以基本型为主，形成

各类设施和公共空间用地50—100

平方米的A类盒子；对于出入口

周边空间较为充裕，或周边地区

公共服务功能需求较大的站点，

可进一步增加早餐、休闲、文化等

便民服务功能，形成100—300平

方米的B类盒子；对于出入口周

边空间充裕，特别是紧邻公园、广

场等公共空间，或周边地区公共

服务设施十分缺乏的站点，建议

与周边绿地、广场等公共空间联

动，进一步增加户外广场、生活集

市等活动空间，形成300—500平

方米的C类盒子。

为聚焦基础设施品质提升，上

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提出了“5

个1”行动方案。一是出台一个指

导意见，作为上海基础设施品质提

升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二是编

制一本设计指南，学习借鉴国内外

优秀案例，定期更新本市优秀实践

案例集，持续提升设计理念；三是

建立一个推进平台，凝聚市区相关

部门、建设主体合力，加快重大工

程落地建设；四是壮大一支人才队

伍，鼓励多名专业设计师众创联

创，邀请专家参与评议，推动“专业

的人干专业的事”；五是创新一套实

施机制，落实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

周期管理，推动优秀方案实施落地。

据悉，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

31日，公众可以关注“上海城市规

划展示馆”进行线上预约参观。

2023上海基础设施品质提升设计成果展揭幕

“盒子”将成车站“标配”

昨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2023春季上海科学会堂草坪

音乐会举行（见图）。夜幕之下，

科学会堂的大草坪、传统法式梯

形屋顶和钟楼都披上了富有科技

色彩的全息光影，美轮美奂。指

挥家张诚杰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

乐团，小提琴演奏家黄蒙拉，歌唱

家周进华、于浩磊、熊郁菲等青年

音乐家领衔献演了一批中外经典

管弦乐曲目及歌剧选段。陈赛娟、

叶叔华等两院院士，历届上海青年

科技精英、英才代表，市科协所属

学会、区科协、基层单位科协代表

等近700人到现场聆听音乐会。

音乐会还通过线上同步直播，向

全市科技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

本报记者 张龙 马亚宁 摄影报道

科学会堂草坪音乐会昨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