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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浦 高质量建设金融科技、股权投资集聚区

深入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区建设

力争今年重大工程开工   万平方米

着力打造可持续生长千亿级产业集群

全面实施张江金山园改革创新发展方案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近日，上海各区陆续召开两会，认真总结2024年
工作，全面部署2025年任务，吹响新一轮高质量发展号角。各区都以时不我待、只争
朝夕的精神状态，坚定信心、干字当头、奋力一跳，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基础。

徐汇

1月8日上午，黄浦区三届人大六次会议开幕。记

者从会上获悉，2024年，黄浦区经济运行向上向好。

前三季度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379.80亿元，总量保持

全市第二、中心城区第一，可比增长5.5%；全年完成区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99.40亿元，总量居中心城区第

二，同比增长6.1%；1—11月，完成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310.37亿元，同比增长22.9%，增速全市领先；全年新

增贸易型总部7家。

2025年，黄浦区地区生产总值拟可比增长5％，区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2%，强化高端产业引领，

全方位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持续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

度融合，持续塑造区域经济新动能、新优势，加快构建适

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黄浦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025年，黄浦区将构筑资源配置新高地，深耕外

滩金融集聚带，紧扣金融领域改革和央企布局新机

遇，高质量建设金融科技集聚区、股权投资集聚区；激

发消费市场新活力，持续发挥“国际时尚之都示范区”

“全球新品首发地示范区”效应，加快三大商圈转型，

整合街区资源促进业态升级；打造创新策源新引擎，

高质量推进中央科创区建设，进一步完善各项配套支

持措施，做大做强数字科技、生命健康两大新动能产

业集群，重点引进具有引领带动作用的龙头型企业以

及具有细分赛道科技优势、市场优势的创新型企业。

本报记者 姚丽萍

1月7日，在徐汇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

会议上，徐汇区区长王华在徐汇区政府工作报告中透

露，2024年徐汇经济运行回升向好，预计全年地区生

产总值突破3000亿元，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81.87

亿元，同比增长12.37%，增幅位居全市第一。今年，徐

汇区将继续全力推动经济稳增长，力争全年重大工程

开工210万平方米，竣工216万平方米，积极打造“智能

经济先行区”，实施新一轮“三旧”变“三新”，探索成套

改造项目集约化专业化管理机制，推进4个项目、2.7

万平方米开竣工。

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王华在代表

徐汇区政府向大会作报告时表示，将进一步推进“建

设新徐汇、奋进新征程”各项目标任务，高质量完成

“十四五”目标任务，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打牢

基础，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增长极、国际文化大

都市建设高地和人民城市建设样板，为上海加快建

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贡

献徐汇范例。

今年，徐汇将深化改革攻坚，建设自贸区联动创新

区，全面提升总部经济能级。坚持创新驱动，高标准建

设科创街区，盘活低效产业用地、低效楼宇、低效园区，

持续优化区域空间结构和功能布局。发挥区域文化资

源优势，持续做强“徐汇文化C圈”。

本报记者 孙云

1月8日上午，静安区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

会议开幕。静安区区长翟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

2024年，静安区经济指标稳中有进。前三季度，全区

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45.3亿元，同比增长3.6%，增速

逐季提升幅度全市领先。全年实现区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302.2亿元，同比增长5%，总量保持中心城区首

位。预计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00亿元，总

量位列中心城区第一；实现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470.44亿元，同比增长10%。全区“亿元楼”（年税收过

亿元楼宇）达92幢，其中“月亿楼”（平均每月税收达1

亿元楼宇）9幢。

2025年，静安区将着力推动优势产业升级。实施

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推进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示范

区建设，提升首发首秀首展能级，加快建成南京西路

“千亿商圈”；支持国际品牌深耕创新，扶植本土品牌发

展壮大，不断丰富商贸消费品牌矩阵；大力发展服务消

费、新型消费，培育健康消费、绿色消费，打造更多数字

化、沉浸式的消费新场景；加速商旅文体展融合联动，举

办首届中国国际时尚文化盛典等高能级活动，以高流量

的节赛展演带动高品质的消费体验，构建多元融合、功

能复合、业态聚合的消费生态；做强资产管理和财富管

理特色，持续吸引全球资管机构、持牌金融机构、股权

投资机构、金融科技企业集聚，丰富金融产品服务供

给，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 本报记者 陈佳琳

2025年，闵行要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全力激

活高质量发展新引擎。这是1月7日上午开幕的闵行区

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传出的消息。

会上，闵行区区长陈华文作政府工作报告。报告

透露，2025年，闵行要聚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商业

航天等领域，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带动性研究

布局，推进关键核心技术协同攻关，加速培育具有颠覆

性技术潜力的项目。加快基础研究先行区建设，支持

科研项目向基础研究倾斜。培育一批新型研发机构，

支持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前瞻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研

究院等功能型平台牵头重大科技项目。

同时，闵行要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力。大力推进

新型工业化，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出

台生物医药、绿色低碳、航空航天等产业专项政策，研

究设立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重点产业做大

做强。聚焦合成生物、细胞与基因治疗、创新医疗器械

等重点领域，营造全生命周期产业生态，在研发端、试

验端、转化端、生产端、应用端全链条支持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优化先进能源装备及绿色低碳产业布局，依

托上海电气等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发展。前

瞻布局氢能源、智能计算等未来产业，加快未来技术和

产品应用，挖掘培育一批重点企业。

本报记者 鲁哲

1月7日，在杨浦区第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七次

会议上，杨浦区区长周海鹰在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介

绍，2024年杨浦区区级财政收入完成168亿元，同比增

长8.6%，增速排名全市第二。对标全市产业地图指

引，深耕数字经济优势产业，围绕互联网电商、在线文

娱、医药医疗、科技金融等12条细分产业链，建立重点

产业链链长制，统筹抓好产业图谱绘制、政策服务集

成、重点企业引育、要素资源保障等工作。

2025年，杨浦将继续加快构建以数字经济为核心

主导的“1+2+3+4”创新型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发挥

链长制牵引作用，加强产业趋势分析研判，优化调整细

分产业链，推动重点产业链从建机制、打基础向优化布

局、提高贡献转变。不断优化产业生态，着力打造充满

韧性、可持续生长的千亿级产业集群，在线新经济聚焦

链主企业精准发力，促进更多新业务、新板块落地，力

争营收规模突破3000亿元。智能制造主动布局具身

智能、低空经济、类脑智能、新型储能等未来产业新赛

道，孵化培育集“研发中心+运营总部+母工厂”于一体

的新型工业企业；创意设计在推动建筑设计行业向智

能化、绿色化升级的同时，聚焦动漫游戏、微短剧等服

务消费新业态，促进文化内容创作产业繁荣发展，积极

打造国风国潮引领地、原创IP孕育地、创意人才集聚

地、优质内容展示地。

本报记者 孙云

1月7日下午，金山区七届人大六次会议开幕。记

者从会上获悉，2024年，金山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预

计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可比增长3%左右，全口径规上工

业总产值完成3034亿元，可比增长1.9%；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完成257亿元；全市首个低空协同管理示范

区揭牌运行。

2025年，金山区的主要任务将围绕增强产业发展

动力、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展开。金山区将全面

实施张江金山园改革创新发展行动方案，推动高新

区、碳谷绿湾产业园转型升级；着力培育新能源汽车、

低空经济、生物制造等新兴产业，推动产业链上下游

优质企业聚集发展，持续壮大重点产业集群规模；强

化产业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推动西卡德高等意

向项目签约落地，推进先正达等项目尽早开工，加快

肇民新材料等项目建设进度，实现弹性体等项目竣工

投产；利用促消费政策，提振重点领域消费，发展首店

经济、夜间经济，完成2个菜市场标准化改造提升；大

力培育高新技术企业，新增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5

家、市级企业技术中心5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

研发中心）4家；确保乐高乐园今年夏季顺利开园，放

大乐园溢出效应。 本报记者 赵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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