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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龚正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有信心有底气实现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

人民日报记者：新的一年，上海在加快

建设“五个中心”方面有哪些考虑和布局？

龚正：把上海建设成为“五个中心”，是
党中央全面研判国内国际形势、统筹把握改

革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我们必须奋

力扛好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底

到上海考察，对“五个中心”建设逐一把脉，

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我们要全力抓推进、

抓突破。

一是国际经济中心建设。去年，上海全

市生产总值已达到4.72万亿元，位居全球城

市前列。我们要围绕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

位和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重点加快构建

“（2+2）+（3+6）+（4+5）”现代化产业体系，继

续做大经济总量，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2+

2”，就是两融合、两转型，促进先进制造业和

现代服务业两融合，推动产业特别是传统产

业数字化和绿色低碳两转型；“3+6”，就是壮

大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

产业，发展上海有特点有优势的电子信息、

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时尚

消费品六大重点产业；“4+5”，就是培育数字

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终端四大新赛

道产业，抢先布局未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

能源、未来空间、未来材料等五大未来产业

方向。

二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去年，上海金

融市场交易总额再创新高，达到3373.6万亿

元，排名全球第一。我们要围绕提高国际化

水平，实施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着力完善

金融四大体系，即市场体系、产品体系、机构

体系和基础设施体系。同时做好科技金融、

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5

篇大文章，切实增强安全可控能力，更好服

务实体经济、科技创新和共建“一带一路”。

三是国际贸易中心建设。去年，上海口

岸货物贸易总额占全球比重达到3.6%，保

持全球城市首位。我们要围绕提升贸易枢

纽功能，加快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

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东方枢纽国际商

务合作区等重大贸易载体，推动离岸贸易、

跨境电商、保税维修等新型贸易加快发展、

做大规模。

四是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去年，上海港

集装箱吞吐量达到4915.8万标准箱，连续14

年位列世界第一。我们要围绕提升航运资

源全球配置能力，加快补齐高端航运服务等

方面的短板，增强航运保险承保和服务能

力，探索海事仲裁模式创新，集聚更多航

运企业和功能性机构。同时，加快建设海

港、空港、邮轮港和航运集疏运体系，推动

航运数字化智慧化绿色转型，巩固航运枢

纽地位。

五是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海在

全球“最佳科技集群”中的排名已上升至第

五位，去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全市

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4%左右。我们要围

绕强化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更好发挥体系化

战略科技力量、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等作用，

积极抢占科技制高点，加快推进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完善基础研究投入、科创—产业融

合发展等机制，努力掌握产业链核心环节、

占据价值链高端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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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扛好“五个中心”建设重要使命

本报讯 上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二次会议昨天闭幕，市政府记者招待会在

世博中心举行。上海市市长龚正回答了中外

记者的提问。以下为问答实录。

实现经济增长5%有信心有底气

新华社记者：在外部环境严峻复杂的情

况下，    年上海提出了一个不低的   增

速，上海如何实现这个目标？

龚正：刚刚闭幕的市人代会确定，今年全
市经济增长预期目标为5%左右。实现这一

目标，我们有信心、有底气。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上海发展作出新的

战略擘画，提出了一系列新定位、新论断、新

要求、新任务，为我们下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

二是中央交给上海一系列重大国家战略

任务，为我们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大的战略

机遇。

三是去年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取得了

新成效，经济主要指标企稳回升；新旧动能

稳定接续；改革开放红利稳定释放；民生福

祉和生态环境稳定改善。这“四个稳”充分

说明上海经济社会回稳向好、长期向好的基

本面没有改变，经济发展迸发出巨大韧性和

蓬勃活力，也为实现今年的目标提供了有力

支撑。

实现5%左右这一目标必须付出十分艰

苦的努力。我们要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稳

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着力推动经济

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一是要把加快“五个中心”建设作为主攻

方向。突出增强辐射带动能力，紧紧抓住牵一

发而动全身的关键点，努力做到重点突破、以

点带面，更好地统筹牵引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

工作，推动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

二是要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关键一招。

更好发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叠加优势，全方

位大力度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加快

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和制度体系，持

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

境，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三是要把供需两侧协同发力作为重要抓

手。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

安全水平，加快培育一批世界级高端产业集

群。加强需求侧管理，积极发展数字消费、大

宗消费、文旅消费，加快建设一批重大工程、

重大产业项目和新型基础设施，支持企业拓

展多元化国际市场，持续扩大有效需求。

持续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中新社记者：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正处于向

实现功能全面升级的关键阶段，上海如何进一

步强化科技创新的引领作用，尤其在解决科

技、产业“两张皮”等问题方面有哪些新举措？

龚正：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只有
加速创新迭代，才能实现产业蝶变。我们要

以科技创新为引领，进一步激活产业发展的

新动能。重点抓好三个方面：

一是抓好基础研究这个“源头活水”。我

们要建好用好在沪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聚焦

战略重点领域建设基础研究先行区，努力取

得更多“从0到1”的重大成果。要持续加大

基础研究投入，力争再用4年时间，将基础研

究经费支出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提

高到13%左右。

二是抓好成果转化这个“链接通道”。重

点是发挥好科技领军企业的“出题人”“答题

人”“阅卷人”作用，在全链条创新中挑大梁。

我们要推动更多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完善

行业、企业出题机制，以“揭榜挂帅”“赛马制”

等方式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畅通技术研

发、中试验证、产业化应用全链条，促进更多

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三是抓好金融资源这个“关键要素”。要

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支持科技创新，以风险投

资、股权投资、投贷联动为重点，丰富科技金

融产品和服务，引导长期资本、耐心资本投

早、投小、投硬科技，促进“科技—产业—金

融”高水平循环。

优化完善全球人才优享服务

界面 ·财联社记者：    年上海人才引进

落户申请量持续放大，上海在吸引全球人才

方面还有哪些创新的举措？

龚正：人才是上海最宝贵的战略资源。
去年，我们加强人才引进政策和服务创新，人

才集聚效应持续显现。从上海“金字塔型”的

人才结构看，一方面，“塔基”更厚了。去年全

年共引进海内外人才17.2万人、同比增长

12%，全市人才总量超过675万人。另一方

面，“塔顶”也更尖了，我们引进了一批战略科

学家、国际知名学者等“高精尖缺”人才。

下一步，要围绕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深

化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着重在“三个

高”上下功夫：

一是打造高能级的创新平台。聚焦“五

个中心”建设等重大人才需求，着力建设世界

一流的基础科研平台、产业创新平台、科技服

务平台和“海聚英才”赛会平台，形成引才聚

才的“强磁场”；

二是构建高效能的体制机制。坚持放权

松绑，持续深化人才发现、推荐、评价等体制

机制改革，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加快构筑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优势；

三是营造高品质的人才生态。精准对接

人才在落户、安居、出入境等方面的需求，优

化完善全球人才优享服务、人才全周期服务

“一件事”等改革举措，努力营造世界一流的

人才发展环境。

今年启动10个“城中村”改造项目

总台央视记者：今年第一个工作日，上海

就召开了全市城市更新推进大会，这项工作

总体情况如何？下一步怎么做？

龚正：城市更新是城市发展永恒的主
题。去年，我们出台了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

动的意见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进一步畅通

路径。全市完成12.3万平方米零星旧改、29.6

万平方米不成套旧住房改造，启动了10个“城

中村”改造项目，加快推进了外滩“第二立

面”、吴淞创新城等一批更新项目。

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力度推进城市更

新。首先，坚持分类施策，打造示范样板。重

中之重是打好“两旧一村”改造攻坚战，今年，

我们将完成12万平方米零星旧改、31万平方

米不成套旧住房改造，再启动10个“城中村”

改造项目。同时，持续推动一批老旧工业区、

商业商务区、风貌保护区更新改造，进一步提

升城市品质。

其次，坚持问题导向，破解裉节瓶颈难题。

持续完善城市更新政策体系，着力破解成本管

控、资金平衡、标准规范等难点、堵点、痛点问

题，努力走出一条可持续发展的更新之路。

其三，坚持系统治理，统筹多元力量。充

分调动社会、群众、专业力量参与城市更新的

积极性，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

的城市更新格局。

沪苏浙皖共拉长板相互赋能

澎湃新闻记者：    年是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五周年。长三角一体化

发展取得了哪些成效，还会有哪些创新举措？

龚正：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
五年来，我们与苏浙皖共拉长板、相互赋能，推

动一体化发展走深走实。突出表现为“四个更

加”：一是协同创新更加活跃，28个科技创新联

合攻关项目加快实施，上海—苏州集群位列世

界科技集群第五位。二是产业协作更加扎实，

推动8个重点产业补链固链强链，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分别占全国3/5、

1/3、1/3。三是基础设施更加联通，沪苏湖等铁

路加快建设，累计建成5G基站超50万个、占全

国22%。四是群众办事更加便捷，152项政务

服务实现长三角“一网通办”，异地门诊费用直

接结算覆盖2.2万家医疗机构。

下一步，我们将推进“三个持续”。一是

持续推进重大合作事项协同。加强科技创新

共同体联合攻关，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

推动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推进一体化示范区

制度创新和复制推广，全面落实虹桥国际开

放枢纽提升能级政策措施。 （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