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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创新链”为抓手打响“上海制造”品牌
权衡

上海科研机构集中， 既是建设科创

中心的骨干力量 ， 也是打响 “上海制

造” 品牌的重要支撑。 这就需要聚焦重

点领域， 加强重大共性技术和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 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取得大

的进展， 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实现大的

突破 ， 集聚和带动一批相关产业链企

业， 推动制造业向中高端迈进。 这个过

程呈现的是推动创新资源集聚 、 打造

“创新链、 产业链和价值链” 三链融合

发展的高端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模式。

打造 “创新链 、产业链和
价值链”三链融合发展新模式

在当前世界经济不稳定因素加大、

全球制造业竞争日益加剧、 我国制造业

升级转型和创新发展的现实背景下， 打

响 “上海制造”品牌，发展高端制造业，

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无疑具有十分重大

的战略和现实意义。 上海作为国家重要

的经济中心城市，必然要在高端制造业

发展 、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等方面代表

国家参与全球制造业新一轮竞争 ， 这

不仅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 也是上

海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不断提升的

重要标志。

在新的国际形势和背景下， “上海

制造” 要积极顺应和跟踪全球产业发展

新趋势和国际分工新态势。 当前全球制

造业发展与技术创新正在发生新的变

化， 从传统的比较优势、 资源禀赋条件

等决定的市场分工和产业分工， 逐渐转

向由各类创新要素决定的全球价值链分

工新体系； 一个国家或城市参与全球产

业分工的竞争力， 关键不再看你有什么

传统的比较优势和传统的资源禀赋条

件 ， 而是取决于该国或者城市的创新

资源集聚能力 、 创新功能完善程度 ，

进而由此决定并形成的 “创新链 ” 的

大小和多少。 从当前以及未来发展看，

一国或者一个地区产业链和价值链的

布局 、 结构和特点 ， 从根本上说由其

“创新链” 决定。 从欧洲产业结构、 美

国产业布局以及日本等国家产业政策的

新变化、 新动向来看， 世界主要经济体

正在致力于打造 “创新链-产业链-价

值链” 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 在这个新

的产业发展模式背后， 人们更加关注和

重视的是由创新要素集聚 、 辐射与创

新能力所决定的 “创新链”， 因为 “创

新链 ” 在本质上决定了产业链和价值

链的内在格局与发展态势 。 也正因如

此， 上海在新一轮发展中， 紧紧围绕建

设科创中心、 集聚创新资源、 打响 “上

海制造” 品牌， 实际上也正是抓住全球

产业调整、 新一轮制造业布局与科技创

新新态势的一种主动选择和积极作为。

在“创新链”的培育与发展
中实现核心与关键技术突破

当前， 上海正在加快推进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建设， 不断提升 “上

海制造 ” 的能级与影响力 。 “上海制

造”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就是要 “突

破核心和关键技术” ， “主攻国家急需，

强化技术攻坚， 带动产业集聚， 研究制

造代表国家未来竞争力的高端优质产

品 ， 建立健全特色鲜明的现代产业体

系， 不断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笔者认为， 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从

打造 “创新链” 入手， 形成 “创新链-

产业链-价值链” 融合发展的产业新格

局 ， 发挥 “创新链 ” 在 “产业链 ” 和

“价值链 ” 中的决定作用和支配作用 ，

在 “创新链” 的培育与发展中实现核心

与关键技术的突破， 加快发展上海高端

制造业， 打响 “上海制造” 品牌与国际

影响力， 提升上海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

力。 具体来说：

第一， 发挥上海科研机构集中的优

势，进一步吸引、集聚与整合各类科研要

素，形成“创新链”的科学研发与创新策

源地。上海有大量的科研院所、高校实验

室、创新人才、外资研发机构等，需要消除

阻碍各类要素自由流动的无形和有形的体

制机制障碍， 让各类创新要素与资源在市

场化配置中进一步集聚， 形成各类共性的

科学研发与集聚平台，使得上海成为“创新

链”的科学研发的重要策源地。

第二， 发挥上海创新与开放发展的优

势， 以最完善的激励和动力机制， 吸引和

激励各类创新主体自主聚合、 自主创新，

按照市场化原则， 实现各类科研资源的产

业化和市场化发展 。 营造市场主体善于

发现科技与创新的市场机遇 ， 能积极推

动科技要素的产业化与市场化转化 。 这

就要更加营造开放发展的环境 ， 发挥上

海开放与创新融合发展的最大优势，对标

最高标准、最好水平， 推动技术与产业升

级发展。

第三， 要全面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营

造国际化、 法治化、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

打通各类科学要素 、 人才要素 、 技术要

素、 创新要素以及资本要素、 制度要素

等通道 ， 推动各类要素自由流动 ， 在

“创新链、 产业链与价值链” 融合发展

中实现合作共赢与可持续发展。

第四， 要积极培育具有科学精神、

创新精神与工匠精神的科学家、 企业家

与产业工人， 促进 “三种精神” “三支

队伍 ” 融合发展 ， 形成全社会尊重创

新、 崇尚创新、 宽容创新的良好氛围和

环境。

第五， 要积极抓住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与上海龙头带动作用的新机遇， 在推

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打造

“创新链、 产业链和价值链” 融合发展

新态势， 带动长江经济带创新发展和协

调发展， 形成长江经济带全新的产业链

和价值链， 为加快构建中国现代化产业

体系先行先试， 创新探路。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研究员）

民族英雄吉鸿昌：恨不抗日死
走进河南省扶沟县吉鸿

昌烈士纪念馆， “民族英雄

吉鸿昌 ” 七个大字映入眼

帘， 这是聂荣臻同志为纪念

吉鸿昌写下的题词。 已在纪

念馆工作 １０ 年的讲解员张艳娜说： “每天都有群众到纪念馆

参观展览， 缅怀先烈， 吉鸿昌烈士的精神不仅激励着扶沟县人

民， 他的事迹在中国广为流传。”

“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这是共产党员、 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的气壮山河的就

义诗。

吉鸿昌， １８９５ 年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 因家境贫

寒， 只间断地念了两年书。 １９１３ 年入冯玉祥部当兵， 因骁勇

善战， 屡立战功， 从士兵递升至军长。 他为人正直， 不畏权

势， 人称 “吉大胆”。 １９３０ 年 ９ 月， 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

后， 任第 ２２ 路军总指挥兼第 ３０ 师师长， 奉命 “围剿” 鄂豫皖

革命根据地， 但他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 对 “围剿” 红军态度

消极。

１９３１ 年 ８ 月 ， 吉鸿昌被蒋介石解除兵权 ， 强令其出国

“考察”。 临行前， 恰逢 “九一八” 事变， 吉鸿昌发电报向蒋介

石请命： “国难当头应一致对外， 愿提一师劲旅， 北上抗日，

粉身碎骨， 以纾国难。” 未得允许， 遂环游欧美， 发表抗日演

说， 寻求国际声援。

１９３２ 年， 吉鸿昌在上海 “一二八” 抗战炮声中回到祖国

后， 随即联络与发动旧部， 为抵抗日本侵略奔走呼号， 并毁家

纾难， 变卖家产 ６ 万元购买枪械， 组织武装抗日。 １９３２ 年深

秋， 在北平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３３ 年 ５ 月， 在中共北方组织的领导与帮助下， 以冯玉

祥为总司令的抗日武装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在张家口建

立， 吉鸿昌任第 ２ 军军长、 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察哈尔警备司

令， 率部进攻察北日伪军， 连克康保、 宝昌、 沽源、 多伦四

县， 将日军驱出察境。

蒋介石政府奉行 “攘外必先安内” 的政策， 反诬同盟军破

坏国策， 令何应钦指挥 １６ 个师与日军夹击同盟军。 吉鸿昌率

部战斗至 １０ 月中旬， 弹尽粮绝而失败， 随后潜往天津继续从

事抗日活动。

１９３４ 年， 吉鸿昌参与组织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 被

推为主任委员， 秘密印刷 《民族战旗》 报， 宣传抗日， 联络各

方， 准备重新组织抗日武装。

１９３４ 年 １１ 月 ９ 日， 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

受伤， 并遭逮捕， 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 敌人使出种种手段，

迫害逼供， 吉鸿昌大义凛然地说： “我是共产党员， 由于党的

教育， 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 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

来。 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 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 能够为

我们党的主义， 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 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

荣。” １１ 月 ２４ 日， 经蒋介石下令， 吉鸿昌被杀害于北平陆军

监狱， 时年 ３９ 岁。

如今在吉鸿昌的家乡吕潭镇吕潭村， 他生前建立的学校还

存留下几间校舍， 新中国成立后曾作为村中小学， 在这里就读

过的何国治老人回忆起父辈讲述的吉鸿昌的故事时说： “吉鸿

昌当军长后回到村里不摆架子， 对乡亲们很热情， 但说起公

事， 铁面无私。”

８１ 岁的唐贵知老人曾专门写过讲述吉鸿昌事迹的剧本 ，

在他看来， 吉鸿昌的爱国精神和教育理念最值得称道。 他说：

“吉鸿昌将军在抗日战场上的英勇表现不仅鼓舞当时国人的抗

日热情， 这种爱国精神也一直激励着扶沟县人民， 他回乡创立

的贫民子弟学校， 让当地穷人家的孩子第一次上得起学， 造福

了几代人。”

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新华社郑州 ９ 月 ２ 日电）

耄耋海关楼，满溢书香焕新姿
新闸路 1708 号，一座英式老建筑吸引越来越多市民在此沉淀过往品鉴未来

高大的花岗岩砌边、 嵌有铸铜工艺的

木门、 砖红色墙面、 钢窗、 平顶……任凭

往来 “车马喧”， 新闸路 1708 号， 这座典

型的英式老建筑始终隐逸而遗世地伫立如

初。 午后阳光将梧桐树影倾洒在砖红色墙

面， 引得路人不由向内探望。 细心者不难

发现 ， 大门上铭刻着特有的 “通关密码 ”

———海关圕 （音 tuān， 即图书馆之意）。

这里， 正是建于上世纪 30 年代的海关

图书馆， 后被称作 “海关楼”， 是上海重要

的历史文化建筑。 八十多年来， 它作为近

代中国海关文化承载者始终活跃在历史舞

台。 如今， 这座隶属于静安区图书馆、 满

腹故事的老建筑被打造成一个以海关文化

为主题的图书馆向公众开放， 并以其个性

化的专题类馆藏、 丰富有趣的书友互动等，

在这个书香满溢的新时代吸引更多市民来

沉淀过往、 品鉴未来。

诸多细节留住“历史脚本”

上世纪 30 年代， 上海一共有五座专业

图书馆， 但拥有独幢大楼的只有海关图书

馆。 据史料记载， 当时的主事者专门聘请

国外设计师设计这栋建筑， 最初的定位是

建设成为海关内部最好的档案馆， 同时也

是中国最好的有关经济、 财政方面的资料

图书馆。 据 《上海图书馆史》 记载， 短短

数年内 ， 海关图书馆广泛搜罗书籍 ， 至

1933 年底已收藏中西书籍约 1.6 万册。

置身这幢英式风格建筑内， 过往时光

扑面而来， 随处可寻获上世纪独有的年代

记忆和历史细节。 如今， 经修缮的海关图

书馆依旧保留了许多当年独具巧思的设计：

门楣处的沙船图案 、 门把手的缆绳样式 ，

以及大门口的 “海关圕” 三字， 等等。

这个 “圕” 字， 是由我国近代著名图

书馆学家杜定友于 1924 年发明的 ， 以

“圕” 字替代 “图书馆” 三字。

进入馆内， 循着古色古香的木质楼梯

拾阶而上， 还有一部珍贵的老式送书电梯。

工作人员要手动把外侧的铁栅栏带上， 再

摁楼层键启动。 数十年来， 这部小小电梯

成了工作人员的好助手。 许多书籍分量十

足， 电梯帮助工作人员将书籍轻松运抵相

应楼层。 如今， 这部仍在运行的老式电梯，

也吸引了不少粉丝前来参观。

特色馆藏牢牢吸引专业读者

海关图书馆， 顾名思义， 应该拥有着

十分丰富的海关资料， 各种海关统计材料、

图表完整齐全。 数十年来， 这些特色的馆

藏书籍吸引了不少研究人员前来查阅参考。

据 《上海图书馆事业志》 记载， 抗日战争

时期， 海关图书馆附近增加了一些为躲避

战火而迁来的大专院校， 因此， 学生读者

骤增。 海关图书馆当时还与校方联系， 为

在校学生有针对性地提供课题文献服务。

据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 海关图书馆

原有馆藏大部分已运往北京， 分存在海关

总署档案室、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和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中。 如今， 位于静安区

的海关楼内还藏有 1000 册左右的海关主题

特藏书籍， 其中， 《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

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 （1860-1949）》 等

多部近代海关史料丛书由馆方花费重金购

得。 这些此前在国内甚少见到的珍贵文献

资料， 可以帮助人们更好了解近代中国对

外贸易、 对外交往的历史情况。

“普通读者很难有渠道查阅海关史

料， 一些档案馆的查询手续十分繁琐， 即

使是研究用途也未必能顺利借阅到 。” 静

安区图书馆副馆长韩怡星告诉记者， 海关

楼的海关特藏书籍很受那些有研究需求的

学生、 学者的喜爱。 为此， 静安区图书馆

还与上海海关学院合作共建 “国际海关文

化交流基地”， 吸引了不少海关专业学生前

来参观。

源源不断注入文脉生气

尽管面积不大， 但海关楼这栋安静美

好、有着独特气质的小楼，却在很长一段时

间内成为不可替代的地标———不仅在行业

内首个设立名人作家书房，还以海关文化为

主题，打造出一个集纳各类文献资料的学术

交流平台，“输出”图书馆的丰富内涵。

海关楼三楼设立了著名作家赵丽宏的

书房，将他写作出版的图书、手稿，以及朋友

所赠的礼物都放在这一方小小天地里。这个

原本专属于作家阅读写作的私密空间，如今

通过海关楼这一平台，与更多市民产生了联

系。小型讲座、沙龙、研讨会……这里成为全

新的阅读空间，更多普通市民在此度过了与

文人作家们共同徜徉书海的美好时光。

著名作家王安忆曾这样寄语：“这里，赵

丽宏书房只是小小的一个格子，就像一盏小

灯，辐射光亮，给读书人照明。 ”

同时，为了凸显图书馆的“海关”特色，

这里还会定期举办海关讲座、 海关展览、海

关论坛等，来自海内外的海关专家和学者回

顾中国海关的过去， 也为未来发展出谋划

策。静安区图书馆馆长濮麟红透露，当下，静

安区图书馆正积极构建一个海关历史文献

数据库，希望让更多读者通过微信、网站等

新媒体渠道了解海关楼。海关楼也会继续同

上海海关、 上海海关学院等各部门加强协

作，通过不定期举办讲座、沙龙活动等，让更

多人了解海关文化，也让海关楼成为更多市

民工作、学习和生活之外愿意徜徉逗留的第

三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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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带故事的老建筑承托高品质阅读
你以为他们仅仅是来这里读书的？ 当

然不是。 他们更钟情于在这里抛开芜杂 、

沉淀过往， 伴着墨香与最好的自己相遇。

图书馆， 一座城市的文化标识， 人们
在这里汲取知识养分 ， 在书海中陶冶情
操； 图书馆， 更是一座城市沧桑变化的缩
影， 镌刻着过往的种种美好， 也承载起关
乎未来的无限畅想。

庆幸的是， 在上海， 这座书香满溢的
城市 ， 不断追求高品质阅读的人们会发
现， 在城市建筑 “留改拆” 过程中， 很多

自带故事、 自带剧本的老建筑被完好地保
留保存下来， 经过修缮， 成为人们深度阅
读、 开启思智的绝佳载体。

它们散落在梧桐树下 ， 静谧而美好 ，

不急不躁， 珍藏着属于自己的故事， 也守
护着自己的初心， 在有心之人的爱抚下 ，

浸润着书香， 渐次绽放。

就拿静安区图书馆下辖海关楼为例 ，

其创办之初曾大胆提出过两个设想： 一是
在图书馆内成立专门研究机构； 二是在图
书馆基础上建立博物馆 、 文物陈列室等 。

数十年后的今天 ， 初心正一步步成为现
实。 近年来， 在静安区文化局支持下， 海
关楼逐步衍生出以海关文化为主题的交流
平台和品牌 ， 多次接待国际海关专家参
访。 南非海关署长杰德·麦克勒妥斯来此
参观时， 在一堆海关藏书中发现了南非与
中国的第一笔贸易 ， 兴奋不已 ： “希望通
过更多展览、 文化沙龙， 让更多读者了解
海关历史、 海关文化， 也让更多人走进图
书馆、 爱上图书馆。”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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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 海关楼内的赵丽宏书房。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