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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昨天下午，在上

海高水平建设虹桥国际开放枢纽2024年工

作现场会召开期间，中国进出口银行发布了

《政策性金融赋能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专项方

案》（以下简称《专项方案》），宣布设立2000

亿元专项信贷额度支持“大虹桥”区域建

设。一批基础研究、技术应用、人才服务等

方面的区域合作项目也在现场签约。

为了支持“大虹桥”区域企业优势产

能、优质装备、适用技术和标准“走出去”，

助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迈上新台阶，

进出口银行发布的《专项方案》从总分联动

加强顶层设计、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推动

创新要素流动、助力提升产业能级、深化区

域互联互通等五方面提出17条具体措施，

并为“大虹桥”区域设立了2000亿元专项信

贷额度，其中政策性信贷额度不低于1000

亿元人民币。

《专项方案》将确保信贷资源投向稳外

贸稳外资、科技创新、先进制造、共建“一带

一路”、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重点领域，助

力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同时突出“融

资+融智”双向赋能，提供咨询顾问等“融资+

融智”一揽子综合金融服务，助力“走出去”

企业国别风险防控。

进出口银行表示，将通过加强银政合

作、政策倾斜、资源集聚、跟踪落地等多种举

措，全力以赴抓好《专项方案》的推进落实工

作，并在虹桥海外发展服务中心设立专项额

度申请的绿色通道和受理窗口，助力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建设迈上新台阶。

为了推动位于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和

北向、南向拓展带及相关区域的全国重点实

验室协同开展基础研究和技术攻关，构建高

水平区域创新网络，开展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全国重点实验室签约。围绕集成电路、生物

医药、人工智能、低碳能源领域，一批研究机

构、高校、企业共同签约，下一步将联合共建

全国重点实验室，协同开展基础研究和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加强人才引育和联合培养，

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长三角区域

创新共同体与产业发展共同体。

充分利用“丝路电商”合作先行区溢出

效应，长三角三省一市电子口岸及上海亚太

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作中心，则在会上签署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丝路电商”电子口岸数

字技术应用合作协议。该项目将对标

CPTPP、DEPA等高标准经贸规则，探索运用

区块链技术，打造系列航空贸易领域数字化

应用场景，如跨境电子发票互操作、跨境商

品溯源等，并共同在长三角地区推广。同时

在长三角区域探索形成长三角—新加坡通

关服务机制及标准，共同搭建长三角地区的

融合贸易流、单证流和信息流等数据的合规

通道，为长三角企业提供“一次申报、双边通

关”的数字化手段。在保障数据安全的前提

下，还要积极开展长三角地区航运贸易大数

据、金融服务领域的深入合作，通过“区块

链+数据”等赋能方式，拓展长三角地区航运

贸易领域的金融服务。

为打造高水平人才枢纽，虹桥国际中央

商务区管委会会同苏州市政府、嘉兴市政

府、合肥市政府签署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人力

资源与人才战略合作协议。该签约项目包

括推动人力资源机构的集聚和服务辐射，通

过人才活动平台共办、创新创业赋能、高层

次人才引进，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

共赢，全方位营造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人

才发展软环境。同时探索人才安居、人才服

务站点、人才培训交流等服务人才的各种举

措，提升人才在四地流动的便利性，增

加人才的归属感与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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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推动产业创新产能升级
■ 税收三年复合增长率超20%

■ 成经济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迎来三周年

今天上午，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

发布会，介绍《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

总体方案》批复三周年虹桥国际中央商

务区建设成果有关情况。三年来，虹桥

国际中央商务区以“大科创”赋能“大商

务”“大会展”“大交通”，持续推动产业

创新驱动，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税收实

现三年复合增长率20%以上，主要经济

指标高于全市平均水平，成为上海经济

发展的强劲活跃增长极。

发挥区域经济“稳定器”作用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是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功能布局的“一核”。三年来，“一核”持

续提升核心功能，服务辐射“两带”和长三角

区域，发挥了重点区域在经济发展中的“稳

定器”作用。

通过实施总部“虹聚”计划，商务区加快

建设长三角民营企业总部集聚区、虹桥临空

跨国公司（总部）科创园，累计引进总部类企

业超500家，其中经市级认定的跨国公司总

部、外资研发中心等共计127家，经商务区认

定的内资企业总部和贸易型总部共计84家，

已成为各类总部机构加快集聚的热点地区。

聚焦高能级总部经济、高端化服务经

济、高流量贸易经济、高溢出会展经济，商务

区下大力气推进优势产业集聚。“一核四片”

产业差异化、特色化发展，新虹桥国际医学

中心、虹桥临空经济示范区、北斗产业园、会

展产业园、在线新经济生态园等产业园区加

快建设，数字经济、生命科技、软件信息、智

能制造、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呈现持续快速集

聚态势。2023年累计引进重点产业和投资

类项目304个，签约投资总额1540亿元，同

比增长54%。

同时，商务区的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

升。充分发挥商务区企业总部和研发中心

众多、产业体系健全，以及进博会汇聚全球

创新产品和创新技术的优势，加快培育北斗

导航产业创新基地、上海国际医学技术转化

创新中心等科创载体，推动上海国际技术交

易市场建设，协同创新的优势进一步凸显，

商务区集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200余家，科

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企业已超过1万家。

22条政策措施落地率近70%

去年7月，国家出台了《关于推动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进一步提升能级的若干政策措

施》，从国家层面对“大虹桥”建设的再度集

中赋能，政策共24条，其中涉及上海22项。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陈石燕表示，截至目前，

22项政策措施已落地15项，落地率近70%。

据介绍，“强化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核

心功能”的相关政策共5项。其中，打造“丝

路电商”辐射引领区、培育发展知识密集型

服务贸易等2项已落地，比如虹桥商务区管

委会在去年年底正式发布了全力推进“丝路

电商”先行区的三年行动方案。此外，涉及

到试点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支持

配置甲类大型医用设备、支持临床急需药品

临时进口等3项政策正在积极推进中。

“促进‘一核两带’融合发展”相关政策

共有10项，其中7项已经落地。例如“构建

高水平区域创新网络”这一项，在昨天刚刚

结束的虹桥2024年工作现场会上，长三角地

区一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同签署了共

建全国重点实验室合作协议，协同开展基础

研究和技术攻关。“引领长三角更高质量一

体化发展”相关政策共7项，其中6项已经落

地，“优化长三角算力布局”这项政策也正在

积极推动落实中。

陈石燕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落实

相关政策落地，进一步提升政策获得感和实

效性，不断放大政策带动效应，把政策红利

更好地转化为发展动力和区域活力。

协同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建设“走出去”功能平台、丰富数字

经济生态圈、引进培育更多龙头企业和研发

中心……下一阶段，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又

将有哪些新气象？

“‘走出去’是管委会的重要使命，我们

要努力把商务区建设成为企业进军海外市

场的重要通道和基地。”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钟晓咏表

示，下一步将加快打造虹桥专业服务机构集

聚区，引导和鼓励具有高端化、国际化服务

能力的专业服务机构在商务区集聚，同时集

政务服务和专业资源于一体，打造虹桥海外

发展服务中心平台。“现在我们已经对接法

律、金融等专业服务机构54家，在线上，企业

可了解出海信息，预约活动和专业服务；在

线下，企业可一站式办理马德里商标注册、

APEC商务旅行卡、ODI咨询等出海和涉外

高频服务事项。”

闵行区区长陈华文表示，闵行区正以科

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发展新质生产

力，引进和培育更多引领未来发展的龙头企

业和研发中心，生物医药、新能源、数字经

济、文创电竞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形、

成链、成群、成势，其中，生物医药和光伏新

能源两个产业正朝着千亿级的目标迈进。

长宁区区长侯继军表示，长宁区将以虹

桥战略为牵引，以数字创新为驱动，着力做

强临空经济、数字经济和开放经济。目前在

长宁片区已培育集聚了1900多家数字经济

企业，联影智慧医疗产业园区、“虹桥上城”

人工智能产业园加快建设中，还成立了氢能

产业联盟，构建“数字+绿色”产业生态。

青浦区区长杨小菁表示，青浦区将持续

做强国家会展中心周边6平方公里功能强

核，加快徐泾2.5平方公里工业区转型、打造

丝路电商产业创新区，在区级层面拓展毗邻

的华新、赵巷两镇打造联动创新区。

嘉定区区长高香表示，嘉定区将聚力打

造“一区、一城、一湾”。其中，“上虹桥 ·城市

更新区”规划正式发布，288亩研发用地正全

面推向市场；临港嘉定科技城首发项目“北

虹之云”破茧而出，力争明年建成国家级科

技企业孵化器；虹桥新慧总部湾起势成型，

已吸引14家企业研发总部落户。

本报记者 张钰芸

“大虹桥”三年蝶变

■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是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功能布局的“一核”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 申昆路上的虹桥
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外景 杨建正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