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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３０年来的“第一次”

第一次会议：1989 年 10 月，市长咨询会议
首次会议在西郊宾馆召开，来自 12 家成员公司
的代表与会，会议讨论通过了组织章程，并决定
每年召开一次全会。 时任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
莫里斯·格林伯格当选会议首任主席。

第一次有 “英文名称 ”： 1990 年 ， 会议
的英文名称在全体会议上被正式确定为： the

International Business Leaders’ Advisory Council

for the Mayor of Shanghai，简称为 IBLAC。

第一次在国外举行：1993 年 11 月，第五次
市长咨询会议在纽约召开， 这是会议迄今为止
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

第一次举办会外活动： 1995 年 ， 为展示
上海改革开放成果， 会议开始举办一系列会外
活动。

第一次引入“小组讨论 ”：2003 年 ，会议首
次引入国际流行的“小组讨论”模式。

第一次引入评审竞争机制：2009 年， 下午
的会议开始调整为闭门会议， 为中外方深入互
动创造条件，成员发言也引入了评审竞争机制。

第一次有 “会标”“官方网站”：2011 年，市
长咨询会议会标诞生，官方网站上线。

第一次海外实训项目启动：2013 年， 上海
市青年人才海外实训项目启动，10 家成员公司
的全球总部参与了对首批 13 位学员的培训。

第一次增设分论坛，走进高校：2015 年，圆
桌会议开始采用专题小组讨论形式， 鼓励脱稿
互动和即兴问答。会外活动增设分论坛，成员走
进大学校园，首次与高校师生现场互动。

第一次将会外活动搬上荧幕 ：2016 年 ，部
分成员参与录制了电视节目《头脑风暴》，会外
活动首次被搬上荧屏。

世界级城市，需要世界级平台
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走过30年历程，商界领袖感怀过去展望未来

要成为世界级城市，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不

断搭建世界级平台、汇聚世界级资源。 对上海来

说，走过 30 年历程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

询会议（以下简称“市咨会”）就是这样一个卓越

平台。 昨天，市咨会 30 周年纪念酒会在上海中

心大厦举行， 市领导与众多世界级商界领袖共

聚一堂，感怀过去 30 年的不凡历程，展望未来

更广阔更开放的合作空间。

30 年的变与不变

30 年能改变很多。 就拿上海来说，过去 30

年足以让众多全球商界领袖为之惊叹。 瑞士再

保险董事长康浩志说 ， 回顾市咨会成立的 30

年，上海的发展叹为观止。 安永全球主席马克·

温伯格说， 能参与见证这座城市的发展是一种

莫大的荣耀。

上海在成长，市咨会也是如此。 从 1989 年

至今，市咨会成员已从最初的 12 位增加到目前

37 位成员和 7 位名誉成员， 它们来自 15 个国

家，覆盖 16 大行业，全都是全球 500 强中的行

业翘楚，年销售收入之和在去年突破 1.5 万亿美

元。 而这些全球顶级企业的当家人，在 30 年间

共为上海贡献了 900 多份咨询报告， 不仅带来

了全球先进的理念， 也为上海打开了观察学习

世界的窗口。

30 年， 仍旧有许多东西不会变。 比如说友

谊。 昨天在酒会现场，93 岁高龄的莫里斯·格林

伯格众望所归地成为了最适合登台致辞的企业

家代表。30 年前，时任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的格

林伯格应上海市领导之邀， 积极参与市咨会的

设立，并最终成为首任主席，从而与上海结下了

不解之缘。30 年后，格林伯格老先生虽然年事已

高，精神依然矍铄，这份跨越太平洋的尊重与情

谊历久弥新。

不过，更重要的“不变”，则是上海所一直秉

持的开放气质 。 正如被许多人熟知的那个判

断———上海是“吃改革饭、走开放路、打创新牌”

发展起来的。 眼下，虽然全球形势多变，但中国

始终强调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

就市咨会 30 年经验而言，以开放的心胸聆听全

世界的智慧， 以务实的作风将各方真知灼见融

入城市发展，才换来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城市能

级持续提升。

政府与商业领袖间的桥梁

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玛丽·

博拉说，市咨会的重要性在于，它建立了一座政

府与商业领袖之间的桥梁。 贝恩公司董事会主

席奥里特·加迪耶什发自内心地觉得，企业家们

所讨论的话题被上海市政府认真对待。

根据惯例， 每年的市咨会都会选择上海当

时发展的要点展开讨论。 昨天的酒会上，有关方

面特意简要梳理了过去 30 年市咨会的年度话

题， 为观察上海不断追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

个重要的参考系：1990 年，正值浦东开发开放启

动，当年秋天举行的市咨会上，众多代表建议上

海选择金融作为发展重点；2002 年，世博会申办

工作进入关键阶段， 与会的几十位企业联名向

国际博览局致函， 支持上海主办世博会 ；2010

年，世博会真正变为现实，市咨会成员在参观世

博会之后，重点建议上海抓住创新机遇，而相关

报告最终成为上海讨论“十二五”规划建议的重

要参考资料……

去年的第 29次市咨会上， 不少成员建议上

海借鉴欧盟等的经验，对试剂、药品等特殊商品

的通关打开绿色通道。 而短短几个月后， 今年 7

月“上海扩大开放 100条”就已经将此建议吸纳。

市咨会从来不是简单的一席一聚一谈。 从

制度上，市咨会精心安排，就是要避免空谈，凸

显务实。 仅过去 10 年，市咨会就推出了一系列

革新举措，包括创设“闭门会议”让企业家能更

加畅所欲言、引导“脱稿讲”“即席讲”促使企业

家说出心里话等……

对于市咨会的未来， 国际商业领袖们抱有

共同的期待和信心。WPP 原董事长、市咨会原主

席苏铭天说， 市咨会将帮助上海重新定义何为

真正的全球城市。 赢创工业集团董事长库乐满

说，相信市咨会所聚焦的远见卓识，将进一步推

动上海与纽约、伦敦等比肩，成为令人向往的国

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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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成为吸引外资的磁力场
12 个大项目、总投资 234 亿元，一批全球知名企业加紧在沪“播种”

12 个外资大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达到

234 亿元人民币！ 昨天，上海市政府举办外资

大项目签约仪式， 一批全球知名企业加紧在

上海“播种”。扩大开放的上海，已经成为跨国

公司全球网络的重要枢纽点和增长点。

“在这里投资会‘上瘾’。 ”武田（中国）企

业事务和传播部总监吴琰这样形容上海的投

资环境。记者梳理发现，这 12 个外资项目中，

不少企业已是多次在上海投资的 “熟手”，一

些企业此次还在上海设立中国总部。 不断优

化的营商环境、秉持开放发展的理念，让上海

成为吸引外资的“磁力场”。

总部经济项目稳步增加

随着签约的“靴子”落地，上海又迎来了

一批总部经济项目。 美国纳斯达克上市企业

万国数据是高性能数据中心运营商和服务

商，此次不仅将增资 5.55 亿元为其数据中心

在中国扩展业务提供支撑， 更将在上海设立

中国区总部；来自德国的赛夫华兰德 （SAF-

Holland GmbH）正式落户上海金桥经济技术

开发区， 并投资 2.08 亿元成立赛夫华兰德

（上海）投资有限公司，计划建设成为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

“中国汽车市场正在从原来的乘用车升

级过渡到商用车，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商用车

主要零部件制造商 ， 我们非常看好中国市

场。”赛夫华兰德（上海）投资有限公司销售总

监蒋道杭表示， 未来中国区总部将管辖下属

厦门、扬州、青岛和包头四家工厂，“无论从地

理人文，还是商业环境来说，上海都是总部经

济的最优选择。 ”

事实上，地区总部正在上海加速集结。来

自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至 9 月，上

海共新增金士顿、康迪泰克、小林制药等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 28 家，梅里埃诊断产品（上海）

有限公司等亚太区总部 9 家； 新增投资性公

司 13 家、研发中心 12 家。 截至今年 9 月底，

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653 家，其

中亚太区总部 79 家， 投资性公司 358 家，研

发中心 438 家， 继续保持中国内地跨国公司

地区总部数量最多的城市。

高端制造业成为投资着力点

“把制造业留在上海，一定要加上‘智能’

和‘研发’这两个关键词，成为高端制造业的

标杆。”蔚来汽车联合创始人郑显聪这样形容

上海与蔚来汽车的契合度。

2014 年成立的蔚来汽车目前在嘉定区

安亭镇分别设有二个试验中心， 其中一个为

全球试制试验枢纽中心。此次，蔚来汽车在嘉

定区增资 166.6 亿元，将加大在电动化、智能

化、网联化、轻量化领域的研发投入，力争为

上海技术集聚及经济发展、 引领整个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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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近的一

大批外资项目签约情况来看， 高端制造业是

外商投资的着力点。 10 月 19 日，上汽大众新

能源汽车工厂以及西门子医疗实验室诊断工

厂两个项目同时在上海开工建设， 把最新技

术带到中国；昨天，蔚来汽车、华硕集团、日本

花王、欧姆龙集团等项目的签约，又为上海带

来强劲发展动能。

日本欧姆龙公司总经理西山正人表示，

他们将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增设控制机器二期

工厂，加大对光学传感器、近接传感器等工控

设备的生产力度，计划 2020 年传感器主机产

量达到月产 170 万台，实现较 2017 年度产能

翻番的目标。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随着特斯拉

（上海）有限公司电动汽车制造项目、新设西

门子试验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发那科

智能机械有限公司等项目落地， 预计全年制

造业外资将实现大幅增长。

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是关键

从全国第一家外商独资企业、 第一部外

商投资的地方性法规、 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等在沪诞生开始， 外资就源源不断

涌入上海。截至今年 9 月底，本市累计引进外

资项目 9.51 万个，合同外资 4578.47 亿美元，

实到外资 2360.83 亿美元。

日本武田制药是一个以科研为基础的全

球性制药公司。 2011 年 3 月，武田制药在上

海成立全资控股公司， 负责管理武田在中国

的所有业务。 2012 年 8 月，武田上海开发中

心在沪成立。时隔六年之后，武田拟增资 8.09

亿元，再次投资中国市场。武田（中国）企业事

务和传播部总监吴琰表示， 武田计划未来五

年在中国上市 7 个以上的创新药物， 这次的

投资主要用于免疫类型药物和抗肿瘤性药物

的新药开发。

得益于上海近年来在药物审评审批的利

好政策，以及医保政策的落实与推进，武田制

药在中国的发展速度飞快。 吴琰给记者讲了

一个小故事：今年 4 月，公司一个治疗多发性

骨髓瘤的产品在中国获批，此后海关、商检等

各个部门通力配合，只用了不到三个月时间，

这个产品就顺利进入中国市场，“上海为外资

企业营造了优异的营商环境， 加深了我们继

续扎根中国的信心和决心。 ”

修订 《上海市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

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出台“上海扩

大开放 100 条”、落实最新版自贸试验区负面

清单、 出台首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

一系列制度创新， 是引进外资保持稳中向好

的重要推手。市商务委主任尚玉英表示，上海

将继续秉持开放发展理念， 坚定不移地实施

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

水平， 努力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我们要

重点打造更加开放的投资环境、 更加便利的

贸易环境、更加完善的法制环境、更加宽松的

人才环境，以及更具活力的创新创业环境。 ”

12个外资大项目亮点鲜明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上海市政府昨天举办外资大项目

签约仪式，12 个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达到 234 亿元人民币。

上海引进外资整体向好，今年 1-9 月，本市共新设外资

项目 3704 个，同比增长 17.8%；合同外资（含增资）336.23 亿

美元 ，同比增长 20.4%；实到外资 129.43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1%。 项目数、合同外资、实到外资实现“三增长”。

这 12 个外资大项目亮点鲜明。 比如，万数（上海）投资有

限公司将增资 5.55 亿元，并在上海设立中国区总部；上汽集

团与美国通用汽车集团合资成立融资租赁企业， 投资 10 亿

元；日本花王集团将扩建金山工厂，首次将表面活性剂产品放

在日本以外的亚洲国家生产。

副市长吴清出席签约仪式。

全球领先机器人超级工厂落沪
应勇和 ABB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毕福见证签约

本报讯 世界 500 强、电力和自动化技

术领域的领先企业 ABB 集团在沪再落一

子。 昨天，上海市政府与 ABB 集团签署战略

合作谅解备忘录。 ABB 集团将投资 1.5 亿美

元在上海康桥新建一座全球领先的机器人

超级工厂，预计 2020 年底投入运营。上海市

市长应勇、ABB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史毕

福见证签约， 上海市副市长吴清与 ABB 集

团亚洲、中东及非洲区总裁顾纯元代表双方

签约。

应勇表示，上海正加快构建以现代服务

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

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国家

人工智能高地。 欢迎 ABB 集团继续扩大在

沪投资，把更多功能放在上海。 上海将一如

既往为包括 ABB 集团在内的优秀企业创造

更好环境，促进共同发展。

近年来，随着机器人及系统集成产业快

速发展，上海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

产业集聚区。 2017 年，8 家上海市重点工业

机器人企业产量为 5.88 万台， 占全国工业

机器人产量近一半， 总产值达 363.7 亿元，

同比增长 37%。 此次 ABB 机器人超级工厂

建成后，年产量将达 10 万台 ，成为 ABB 在

中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研发、生产和应用基

地， 整个上海的机器人年产量也随之翻番，

将有力支持上海及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发展。

根据合作备忘录， 上海市政府和 ABB

集团将在工业、能源、交通和基础设施等领

域开展全面、深入的战略合作，共同助推上

海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打响“上海制造”品

牌，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ABB 将与上海企

业开展产业合作， 提升生产运营的精益化、

柔性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并支持上海

深化智慧城市建设； 支持上海提升绿色能

源、 综合能源服务及能源资产数字化运营

等领域的建设水平； 在交通与基础设施等

领域， ABB 将支持上海推进新能源汽车快

速健康发展， 构建绿色充电生态系统； 服

务上海造船和港口建设企业， 联合打造数

字化船舶和智能化港口， 支持上海国际航

运中心建设。

上海形成较完整机器人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瑞士工业巨头 ABB 集团昨天宣

布将在上海新建其全球最大、最先进、最具“柔性”的机器人

工厂，实现用机器人制造机器人。 ABB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史毕福介绍，新工厂位于浦东康桥，占地面积逾 6 万平方

米，紧邻 ABB现有机器人园区，投入运营后将成为 ABB全球

最先进的机器人制造工厂之一。 新工厂将采用大量机器学

习、数字化和协作解决方案，大幅提升生产类型的广度和深

度（每种类型的不同型号），实现更高程度、更快速定制化。

截至目前，国际机器人“四大家族”已悉数汇聚上海，瑞

士 ABB， 德国 KUKA （库卡 ）， 日本 FANUC （发那科 ）、

Yaskawa（安川）的中国总部或机器人总部均设在上海；国内

机器人“第一集团军”新松在上海占地 200 亩、规划产能近

2 万台的新型智能机器人数字化工厂已竣工投产。

目前，上海已形成机器人研发、生产、系统集成、检测认

证、服务应用等较完整的全产业链，总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全市

机器人及系统集成产业规模从 180亿元增至约 370亿元，年

均增速接近 30%，成为我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集聚区。

ABB 新工厂效果图。 制图： 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