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上海正引领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
《长三角地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显示———

数字经济正通过大数据、“互联网+?、

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多个领域，推动我国

社会经济的质量提升和转型变革， 并进一

步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布

局。昨天，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互联网发

展与治理研究中心、 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

究所以及领英中国联合发布的 《长三角地

区数字经济与人才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上

海正在引领长三角数字经济发展， 不仅在

国际、国内、长三角三个层级保持着人才吸

引力，而且人才分布与区域发展相吻合。

上海人才发展与数字经济
发展重心相吻合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最具经济活力、开

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清

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煜波表示，

长三角地区无论在数字经济规模还是增长

速度上都大大领先于全国水平， 是全国经

济发展重要的“风向标?。

在中国互联网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高新

民看来， 数字经济的主战场是制造业：“从

数字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 ，‘互联网+?就

是产业互联网化， 如何把消费互联网化转

变成产业互联网化， 支持企业的数字化转

型，特别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相当重要。?

从领英中国的报告来看， 长三角地区

高水平人才占比最高的五大行业为： 信息

通信技术、制造、公司服务、消费品、金融。

从人才角度看， 数字化转型程度最高的五

大行业依次为：信息通信技术、制造、消费

品、金融和公司服务。这正与长三角地区目

前的发展重心相吻合。

今年4月发布的《全力打响“上海制造?

品牌 加快迈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三年行动

计划》提出，聚焦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

制造装备、智能能源装备等产业。报告显示，上

海的高水平人才和数字人才在行业分布上比

较均衡，信息通信技术和制造是人才最集中的

两大行业，消费品、零售、医疗、教育、金融等行

业也具备良好的人才基础，在长三角地区的人

才和产业发展方面处于引领地位。

需重视跨区域人才战略整体规划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行业数字化

转型程度不断加深， 数字经济核心城市对高

水平人才的需求快速增加。 领英中国公共事

务总经理王延平认为，人才成为技术创新、产

业协同、城市共融、制度创新的重要驱动力，

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给劳动力市场带来了

颠覆性的改变。

报告显示，从国内人才流动的维度来看，

长三角地区对国内（长三角地区以外）高水平

人才存在吸引力， 人才流入/流出比为1.06。

其中吸引力最强的城市是上海，人才流入/流

出比达到1.41。 与此同时，长三角地区对国内

的数字人才也存在非常明显的吸引力， 从上

海的数据来看， 数字人才流入 /流出比达到

1.35。 从长三角地区内各城市之间人才流动

的维度来看， 对高水平人才吸引力最高的城

市也是上海。

“上海在人才的成长过程中起着重要作

用， 为其他地区的人才结构优化提供了重要

支撑。 ?王延平认为，上海与长三角其他城市

的人才特点各有差异、分工明确，这有利于长

三角地区进一步发挥集聚效应、分工效应、协

作效应和规模效应， 促进区域数字经济高质

量协调发展。

上海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所长杨耀武研

究员则认为， 长三角地区作为数字经济发展

的示范引领区域， 需要重视跨区域人才战略

的整体规划和部署， 通过制定有效的政策措

施进一步加强区域内高水平人才的培养和提

升，促进人才的高效汇聚和流动。

■本报记者 周渊

■“上海改革开放标志性首创案例”专题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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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听说， 食品谣言背后的水很

深。 最近“新华视点”记者的一篇调查

报道刚一问世，阅读量就“10万+”，揭

露的真相让人触目惊心。

造谣者深谙网络传播之术， 且似

乎比常人更 “懂得” 世道人心： 他们

用 “致癌” “有毒” “激素” 这样的

标签来吸引眼球 ； 用 “紧急 ” “震

惊 ” 等煽动色彩浓的词汇来争取拥

趸； 用所谓 “科学实验” “最新研究

成果” 来标榜价值； 用旧闻翻炒、 移

花接木的手法愚弄公众认知； 用恶意

炒作来追求流量， 甚至形成谣言传播

产业链。 从塑料紫菜、 棉花肉松、 低

钠毒盐到无籽葡萄致不育、 吃香蕉致

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报告显

示， 在各类网络谣言中， 食品安全谣

言占比达45%， 位居第一。 《2017年

食品造谣治理报告》 表明， 微信是食

品谣言传播的主平台 ， 占比达72%；

其次是微博， 占比达21%。 两者加起

来以93%的传播量， 成为食品谣言传

播的主渠道。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是古人对

谣诼的判词，法国学者让-诺埃尔·卡

普费雷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

一书中强调，谣言是黑色的。食品谣言

的“病毒式”传播不但给相关生产企业

造成巨大损失， 由谣言引发的恐慌情

绪，也严重干扰了公众的正常生活。

但毋庸讳言的是， 食品谣言之所

以有人信， 问题就在于其有生存的土

壤。当科学的声音姗姗来迟，便出现了

真相 “还在穿鞋 ”，谣言已经 “跑遍世

界”的闹剧；当食品安全投射在民众心

理上的阴影尚未完全消失， 人们只能

无奈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选择；当造谣的违法成本低、执法震慑力不足，就免不了有

“推手”躲在众声喧哗的网络背后伺机炮制下一个吓死人的

谣言。

民以食为天。 如果说“舌尖上的中国”展示了国人对美

食和美好生活的追求，那么“舌尖焦虑”则牵动着人们心底

最敏感的食品安全那根弦。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

朗的网络空间，向食品谣言亮剑刻不容缓！

分级管理模式助城市建设迅速还清“欠账”

上海探索实施特大型城市“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建设管理新体制

改革开放40年来， 上海持续推动建设管

理体制改革创新，通过“以建设为主?，下放事

权，推进形成市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郊区

（县）“三级政府三级管理? 的城市管理格局，

为城市大发展大变化不断注入新的活力，上

海城市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城市建设面临严重欠

账。 一是住房紧张，市区人均居住面积仅4.5平

方米，在全国城市中排名最后；二是交通拥堵，

城市道路面积不足；三是环境污染严重，城市

污水和生活污水处理率仅14%， 空气质量较

差，市区人均公共绿地面积0.47平方米，“只有

一张报纸大小?；四是公用事业供应短缺，城市

地下设施停留在20世纪初的水平，市民用气短

缺、用水紧张、垃圾出路难矛盾尖锐。

与此同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上海城市

建设管理各项工作处于高度集中和统一的状

态，管理工作难以落实到基层。长期形成的条

块分割、多头管理和执法等状况，城市管理中

单一使用行政手段，依靠运动式、突击型管理

方式等，已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迫切需要加

强城市管理长效机制的建设。

上海城市建设和管理体制改革始于上世

纪80年代初， 率先集中各方力量重点解决当

时市民群众关注的 “住房难?“乘车难?“环境

污染严重?三大难题，各项改革工作都围绕市

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展

开和推进。

为调动区县政府的积极性，1984年，市政

府批转《关于调整城市建设若干问题的市、区

分工的意见》，市建委和相关管理局向各区下

放住宅规划、房产、市政、环卫、园林管理等部

分事权 ，在 “走小步 、不停步 ?渐进式改革之

下，到2000年正式明确“两级政府、三级管理、

四级网络?的特大型城市分级管理模式。

2010年世博会的举办， 成为上海改革发

展深化完善的契机。 围绕政府转变职能的核

心，服务实现“四个率先?，建设“四个中心?的

大局，城市建设和管理“坚持建管并举、重在

管理?，体制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政企分开、

政事分开、管办分离“三位一体?综合改革取

得突破性进展。

从世博会后至今，上海坚持“管理为重?，

改革进入新阶段， 以抓机制健全、 抓制度完

善、抓重大活动、抓创新实践为重点，推动城

市管理力量下沉、重心下移，着力提升特大城

市管理的精细化水平，为上海经济社会持续、

快速、健康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特别是大

力推进社会治理创新、加强基层建设，推动城

管执法、 房屋管理和绿化市容等机构和力量

下沉街镇。与此同时，进一步做大做强网格化

管理，基本形成全市“一张网?，覆盖市、区、街

镇、村居四级网络的管理工作机构。

此外，上海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改革；探索“留改拆并举，保留

保护为主?，着力改善居民居住条件；完成了

本市道路和公共区域照明体制改革， 建立了

长效管理机制。

开拓创新是改革开放的保证。 积极下放

管理权限， 为上海特大型城市分级管理体制

的形成做出了积极贡献；综合执法改革，进一

步促进执法资源优化整合， 提高了管理和执

法的效率，改善了执法的形象；管理方式的创

新，特别是开展城市管理制度化、信息化、精

细化建设的探索， 提高了上海现代化城市管

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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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呈现较强稳定性和韧性
今年前三季度GDP同比增6.6%，1-8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9.6%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今年前三季

度上海经济 “成绩单? 昨天公布。 上海市

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公布的

数据显示， 上海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第三

产业保持较快增长。 初步核算， 前三季度

全市生产总值 （GDP） 23656.69亿元， 按

可比价格计算 ， 比去年同期增长6.6% 。

其中 ，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8.2%， 占全

市GDP的比重为69.6%。

上海市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分析， 从经

济增长看 ， 前三季度全市GDP同比增长

6.6%，累计增速连续19个季度稳定在6.5%

至7.0%区间 ，走势与全国基本一致 ，表现

出较强的稳定性和韧性。从内需增长看，前

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分别增长6.9%和7.9%，增速比上半年分

别提高0.9个和0.2个百分点，工业投资增长

18.5%，已经连续七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

从民生保障看，就业形势持续向好，新

增就业岗位比去年同期增加2.89万个 ，城

镇登记失业人数减少2.46万人。 物价呈现

温和上涨， 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上涨

1.5%，涨幅与上半年持平。居民收入加快增

长，人均可支配收入48339元，比去年同期

名义增长9.0%， 实际增长7.4%， 明显高于

GDP增速，实际增速同比提高0.8个百分点。

新兴行业继续保持良好增长态势。 前

三季度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增长

3.5%，增速高出全市工业平均水平1.3个百分

点，占全市工业总量的29.8%。 网上商店零售

额增长14.2%， 增速比上半年提高0.9个百分

点。 1-8月， 规模以上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企业营业收入

分别增长18.2%和14.5%。

工业企业和部分服务业企业效益在高基

数基础上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1-8月，全市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281.85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9.6%；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

关服务企业营业利润增长2.8倍。

市场主体活力不断增强。从投资看，前三

季度本市民间投资比去年同期增长7.2%，增

速比上半年提高0.4个百分点，占全市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的比重为39.2%。 从出口看，前三

季度本市私营企业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

15.4%。 私营企业出口占全市的比重达到

23.2%，同比提高2.5个百分点。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

授钱军辉指出， 上海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明

显增多。 “从长远来看，上海发展还是要靠服

务业。 上海服务业在国内领先， 但是相比纽

约、伦敦等国际都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钱

军辉向记者表示，“服务业关键是人， 要能吸

引人、留住人，这些都需要突破各种瓶颈。 上

海要继续按照当好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

新发展先行者的要求，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全

面推动高质量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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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把“一带一路”建成文化之路
文明之路作出上海应有的贡献
“中斯联合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座谈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李婷） “中斯联合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

座谈会昨天下午举行。 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 局长刘玉珠， 上

海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周慧琳出席并讲话。

刘玉珠指出， 此次中斯联合考古项目， 为古代海丝研究提

供了重要物证， 对推动海丝跨国联合申遗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

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近期发布的 《关于加强文

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 下一步工作要提高政治站位，

服务国家战略大局。 做好项目策划， 助力海丝考古与申遗工

作。 突出学术科研， 推动民心相融相通， 力争将中斯联合考古

项目打造成我国境外考古项目的典范和样板。 上海文博界应积

极发挥领头羊作用， 主动作为， 在国际交流合作和国内交流合

作方面作出新成绩。

周慧琳指出， “一带一路? 沿线文化遗产是丝路精神和民

心相通的历史见证， 是深化国际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 是落实

“一带一路? 倡议的文化基石。 上海要在 “一带一路? 沿线文

化遗产发掘保护上有新作为， 多措并举用好用足中斯联合考古

成果， 持续拓展深化沿线文化交流合作， 为把 “一带一路? 建

成文化之路、 文明之路作出上海应有的贡献。

座谈会上， 来自上海博物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专

家们围绕中斯联合考古与海上丝绸之路， 充分发挥上海 “一

带一路? 工作的桥头堡作用建言献策。 上海博物馆 “一带一

路? 研究发展中心在会上揭牌， 中心学术顾问和研究员接受

了聘书。

上海海关关区进出口值企稳增长
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进出口7304.8亿美元，增长13.5%

本报讯 （记者何易）今年前三季度上

海海关关区进出口同比连续增长， 记者昨

天从上海海关获悉， 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关

区实现进出口4.74万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

长7.8%。其中，出口2.71万亿元，增长5.1%；

进口2.03万亿元，增长11.7%。 如果以美元

计价， 则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关区实现进出

口7304.8亿美元 ， 增长13.5%。 其中出口

4176.9亿美元 ，增长10.8%；进口3127.9亿

美元，增长17.4%。

9月份进、 出口值双双创出历史新高。

今年9月份， 上海关区进出口6009.2亿元，

同比增长15.9%，环比增长4.9%。 其中，出

口3505亿元，同比增长17.4%，增速较上月

加快12.4个百分点， 环比增长7.6%； 进口

2504.3亿元，同比增长13.8%。 如以美元计

价，今年9月份，上海关区进出口878.8亿美

元，同比增长13.1%，环比增长2.2%。 其中

出口513.1亿美元，同比增长14.9%，环比增

长 4.5% ； 进口 365.7亿美元 ， 同比增长

10.7%，环比下降1%。

贸易结构健康稳定。今年前三季度，上

海关区以一般贸易方式进出口2.9万亿元，

增长 9.9% ， 占同期关区进出口总值的

61.1%。 其中，出口1.78万亿元，增长9.3%；

进口1.12万亿元，增长10.9%。同期，以加工

贸易方式进出口1.12万亿元， 增长2.4%，占

23.7%。 此外，以保税物流方式进出口6564.7

亿元，增长9.3%。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占比超过50%，民营

企业增速居首。 今年前三季度，外商投资企业

通过上海关区进出口2.59万亿元， 增长4.5%。

其中出口1.29万亿元，增长0.4%；进口1.3万亿

元，增长8.9%。 同期，民营企业进出口1.47万

亿元，增长12.5%，比重提升1.3个百分点。 此

外，国有企业进出口6749.2亿元，增长11.2%。

欧盟为最大贸易伙伴， 对韩国进出口较

快增长。今年前三季度，上海关区对最大贸易

伙伴欧盟进出口9662.1亿元， 增长5.3%。 其

中 ，出口5062.6元 ，增长3.9%；进口4599.5亿

元，增长6.9%。 同期，对美国进出口8450.4亿

元，增长2.6%；对东盟进出口5769.1亿元，增

长6.8%； 对日本进出口4703.2亿元 ， 增长

5.3%。 此外，对韩国进出口3367.1亿元，增长

17.3%。

从出口商品看，机电产品出口比重下滑，

太阳能电池出口增幅明显。今年前三季度，上

海关区出口机电产品1.53万亿元，增长4%。

从进口商品看， 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占比

超过30%，未锻轧铜及铜材进口显著增长。今

年前三季度 ， 上海关区进口高新技术产品

6680.3亿元，增长10%。

■ 从国内人才流动的维度
来看，长三角地区对国内（长三
角地区以外）高水平人才存在吸
引力，人才流入/流出比为1.06。

其中吸引力最强的城市是上海

■ 9 月份进、 出口值双双创
出历史新高， 进出口共 6009.2

亿元， 同比增长 15.9%， 环比
增长 4.9%

制图： 李洁

（资料来源： 上海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黑石号”沉船文物展2020年来沪
(上接第一版) 最近被遴选为 “上海服务 ‘一带一路? 亮点工

作与典型案例?。 两年多来， 上海博物馆入藏了几批丝路珍贵

文物， 在公共教育活动中推出了 40 余场聚焦 “一带一路? 的

学术讲座， 策划并制作了 《西游·丝路》 儿童展等与丝路有关

的亲子活动。

今年 8 月， 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共同组建联合考古队，

在斯里兰卡北方港口城市贾夫纳进行了 40 天的考古调查和发

掘工作， 发现了大量中国瓷器。 这是中国与斯里兰卡第一次正

式合作开展考古发掘， 也是上海博物馆在海外的首个考古项目

和上海考古 “走出去? 的第一步。

上海博物馆还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签署了合作备

忘录， 双方今后五年将在考古发掘研究、 专业人员交流、 文

物保护和科技分析、 博物馆展览与教育等领域开展更深入的

合作。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 该馆正在制定新一轮的 “一

带一路? 文化建设五年计划。 建设中的东馆将把中外文化交流

放置于重要地位， 推出 “陶瓷之路? 陈列。 该陈列以 “海上丝

绸之路? 为主线， 以唐代到清代的古陶瓷收藏品等文物为基

础， 展示公元 8 世纪到 20 世纪初亚洲、 非洲、 欧洲各地的贸

易和文化交往历史。 其中， 上海青龙镇以及上海博物馆赴斯里

兰卡的考古成果将在陈列中体现。

记者获悉， 备受关注的 “黑石号? 沉船文物展览， 也计

划 2020 年 4 月底从新加坡引进在上海博物馆举办 。 “黑石

号? 于 1998 年发现于印度尼西亚海域， 因当年可能是撞上一

块黑色的大礁石沉没而得名 。 作为一艘阿拉伯船 ， “黑石

号? 装载了数万件中国唐代文物， 绝大部分为陶瓷， 还有精

美金银器。 它是迄今所见古代阿拉伯地区与中国进行直接贸

易的最早考古证据，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

的地位。

上海博物馆十余年前曾努力争取将 “黑石号? 沉船文物整

体购回中国， 虽最终未成， 但始终关注着沉船文物的研究和展

示。 “此次终于与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达成协议， 将作为国

与国之间的交流项目在上海一地举办展览， 可以说完成了我们

多年的夙愿， 对公众和学界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上海博

物馆副馆长李仲谋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