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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欢）昨天，临港新片区

推进高水平开放的十项举措发布，涵盖外企

最关注的准入准营、外籍人士服务，以及凸

显临港新片区特色的数据跨境流动、高能级

航运服务、新兴金融等方面。

在外资准入方面，临港新片区将进一步

缩减负面清单，降低外资企业的合规性成

本，在临港新片区开展更多的国际业务。“在

智能网联汽车、公募基金、先进制造业等领

域率先推动字段级的数据跨境流动清单开

放，外资企业能够开展的跨国业务场景和应

用会越来越多。”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贸处

处长孙筱和说。

临港新片区外籍人士服务中心、临港新

片区“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临港新片区国

际股权投资服务平台三个推动高水平开放

的公共服务平台启动。三个服务平台为外

资外企“引进来”、国内企业“走出去”提供了

高集成度、系统性和综合性的一站式平台。

其中，“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集成了海关、

税务、司法、治安、商务、金融各领域所有的

行政服务，以及一批市场化的服务和产品，

为企业迅速提升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提供

便利。

据悉，临港新片区揭牌设立以来，外商

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额年均增长45.3%，贸易

进出口额年均增长37.5%，新设内外资企业

超10万家。

临港新片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临港新片

区是中国开放的最前沿，承担对接国际高标

准经贸规则，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要使命。

凭借链接全球、融通世界的区位优势，“五自

由一便利”为核心的制度型开放体系，以八

大前沿产业为代表的世界级先进前沿产业

集群，临港正逐步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标

杆、创新发展的首选地。“临港将始终以制度

创新为核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先进制

造业为支撑，以跨境服务贸易为特色，以‘近

悦远来’为目标，打造开放型的制度体系、科

创体系、产业体系、服务业体系、营商环境，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大力度的

创新引领发展。”该负责人说。

临港发布  项举措推进高水平开放
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 三个公共服务平台启动

外商投资出现新趋势，专家建议：

从“准入”向“准营”发力
持续优化涉外法治环境

本 报 讯
（记者 张钰芸）

昨天，由市商务

委、市政府新闻

办共同举办的

“上海之夏”国

际消费季全球

推介会于思南

文 学 之 家 举

行。此次活动

上，不仅发布了

“上海之夏”国

际消费季主标

识，还向全球发

出邀约，欢迎国

内外消费者相聚上海、体验上海、享受上海。

“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是上海将于今年

7月至10月推出的城市夏季促消费活动新

IP。此次活动推出了“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主标识。其设计理念融合了上海的城市元素，

多元图形组成了如同飞机舷窗般的轮廓，寓意

欢迎旅客来到上海。缤纷的色彩代表上海的

夏日活力。透过舷窗，艳阳高照，随着一江一

河涌来的是上海地标天际线，共同形成一个点

赞的手势。

此次活动上，“上海之夏”全球推介正式启

动，邀约全球旅客相聚上海、体验上海、享受上

海。即日起，“上海之夏”国际体验官全球招募

也正式启动。

2024“上海之夏”将从7月首个周末一直延

续至10月第二个周末，将重磅推出“7+58+X”

场精彩纷呈的活动。其中，包括7场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标杆活动：“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

大展”、首届上海国际邮轮节、CityWalkPro

城市体验季（小红书马路生活节）、上海旅游

节、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首届上海国际电音

节——百威风暴电音节上海站、上海ATP1000

网球大师赛。还有58场各具特色、具有国内

外引流作用的重点活动，如柏林爱乐乐团演出

季、蓝人秀、MXGP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等。

“上海之夏”下月启幕，主标识发布

“7     ”场活动
邀约全球旅客相聚上海

■“上海之夏”主标识

上海多方发力，积极回应外商投资企业关切，提高标准制定的公开
性和透明度，加大对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造市场化、法治
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专家认为，上海外资企业的结构以及引资质量
正在持续优化。优化营商环境是对高水平开放的重要支撑，要对标高标
准的国际规则，构建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

■ 地铁宜山路站新换乘通道今天启用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有的外企“出走又归来”
“我在调研中接触到的外企，都表达了

对中国营商环境持续优化的认可。但现实

中，确实有一些因素会影响外资的流入。我

们发现，其主要原因是在中国这个越来越开

放的市场中，竞争加剧，企业感受到投资回

报收益的不确定性增加，基于自身的发展，

它们需要重新调整全球供应链布局。”上海

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孙立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外资发展现状

看，近期有几个明显趋势。

一是，外企在华研发投入仍在持续增

加。“中国市场比较‘卷’，竞争压力大，外

资通过加强研发，促进技术创新，提升产品

的差异化竞争优势，提升服务水平，以期获

得更好的投资回报。”二是，有的外企“走出

去又回来”了。“这些企业发现，尽管我们的

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减弱，但在中高端技术

工人的水平、人才素质上，中国具有核心竞

争力。同时，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产业链

配套完备，这都是企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基

础条件。”三是，外资在华发展策略发生变

化，更加注重本土化运营，注重与本土企业

的合作与融合，中外合资企业的数量加快

增长。四是，在工业领域，外资持续扩大投

资规模。

孙立行认为，进一步加大引资力度，还

需要对标高标准的国际规则，构建更加公平

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要排查可能存在

的歧视外资企业的规定和措施，杜绝在政策

执行中一些变相的歧视，降低企业运营的合

规成本。“比如，在‘放管服’改革上，现在重

心应该从开办前的‘准入’转向开办后的‘准

营’。要打破企业在经营展业过程中遇到的

隐形壁垒。比如，现在企业普遍关心的数据

跨境流动，我们的监管政策应该实施分级管

理，健全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他提出，上海

优化营商环境已经推进到7.0版，要建立长

期监测和定期评估的机制，让外商切实感受

到中国实现高水平开放的承诺，以及我们为

之所作出的努力。

着力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
上海即将迎来新一轮世界银行营商环

境评估。上海成为代表中国参与世行评估

的唯一专家调查样本城市，结合企业样本

上海整体占全国的权重约为73%。就在前

不久，上海组建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专委

会，为企业面临的法治化营商环境痛点堵

点提供解决方案，30位全国法律专家参与

其中。

作为资深的国际法专家，复旦大学法

学院副教授梁咏认为，近年来上海的涉外

法治环境稳步提升，特别是《外商投资法》

实施后，上海快速推动《上海市外商投资条

例》落地。作为配套举措，上海还设立了外

商投资企业投诉中心，并确保在60个工作日

内解决投诉，将问题解决在“摇篮”里，避免

了国际投资争端的产生。上海于2020年4

月出台了《上海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去

年12月就“更新”了版本。新版本对涉外

营商环境有了更细化的举措，比如，在深化

人才发展体制，增加了“推进建立移民事务

服务中心，为常住外国人提供政策咨询、居

留旅行、法律援助、语言文化等社会融入服

务”；新增了“本市建立涉外商事纠纷调解、

仲裁、诉讼多元一站式工作机制，为当事人

提供多元、便捷、高效的纠纷解决服务”的

条款。

梁咏建议，上海还应该在调解中心领域

发力，以更便利、更好的方式为外国投资者

提供多元选择。

本报记者 叶薇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今天，3、4、9号

线宜山路站新地下换乘通道正式启用。告别

以往闷热的“蔬菜大棚”通道后，乘客的换乘

体验究竟如何？相比以往有哪些提升？

今天上午9时30分，记者从3、4号线一

号口进站，只见站厅内有两位工作人员正在

“吆喝”：“3号线往两边走，4号线直走，9号线

往下走。”据了解，原先的换乘通道已封闭，未

来将还路于民，恢复为道路和绿化景观。新

的地下换乘通道总长度近223米，宽度近10

米，增设了自动扶梯、2台无障碍电梯和空调

系统等设备设施。宜山站区车站工作人员坦

言，新通道相比老通道的通行距离要更长一

些，但宽度更宽，最大的改善还是空调系统的

提升，乘客在体感上会有很明显的感知。

新换乘通道采用全地下设计，共3段通

道，通过多台自动扶梯、多台垂直电梯完成楼

层间的顺畅转换，大幅提升乘客通行的便捷

性和舒适度。

在新的换乘通道处，尽管今天是周六，但

客流仍络绎不绝，记者不时听到周围乘客的

感慨声，“这么多年了，大热天终于不用再蒸

桑拿了”“新通道倒是蛮宽敞的”“等了十多

年，夏天经历过最热40摄氏度的换乘体验，

以后终于可以适适意意了”。

车站工作人员还提醒乘客，由于新换乘

通道部分地面管线搬迁尚需时日，进入3号

线二楼的无障碍电梯仍在施工中，暂时无法

使用。过渡期间，运营方将启用爬楼机设备，

方便使用轮椅的乘客。

宜山路站新地下通道今天正式启用

“换乘终于可以适适意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