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全力打造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桥头堡
将自身发展置于全国和全球大格局中谋划，积极发挥城市能级优势，提供高质量功能性平台和公共服务

从阿塞拜疆的沙姆基尔到上海， 横

跨6600多公里， 比从地心到上海的距离

更远。 如此相隔万里的两地， 却被 “一

带一路” 紧紧拉到一起。 参加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之后， 阿塞拜疆著名酒

庄 “东方之星” 发现， 它在中国的销量

陡增4倍， 于是毫不犹豫地决定： 在上

海选址， 长期驻扎。

另一边， 我国企业也从上海启程，

踏上 “星辰大海之旅”。 上海电气目前

正在阿联酋加紧建设全球单体容量最

大、 技术最先进的光热电站， 预计一期

项目明年就将竣工， 为近百万当地民众

提供清洁能源， 年减排二氧化碳达140

万吨。

背靠长江水 ， 面向太平洋———独

特的区位特点 ， 使得上海成为中国与

世界携手的枢纽与门户 。 近年来 ， 上

海坚持将自身发展置于全国和全球大

格局中谋划 ， 积极发挥城市的能级优

势 ， 努力扮演好 “一带一路 ” 桥头堡

角色。

形成高质量公共产品供给

距离第二届进博会开幕还有半年

多，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参展热

情已展露无遗。统计显示，目前30多个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已报名参

会， 不少企业甚至想预定第三届进博

会的展位。

进博会是中国宣示开放决心的窗

口， 也是推动全球包容普惠发展的公

共产品。 首届进博会上，共有58个“一

带一路” 相关国家的超过1000家企业

参展， 占所有参展商的1/3? 会后，像

“东方之星”那样入驻“6+365”常年展

示交易平台的企业也不在少数。

像进博会这样充分体现上海优

势、服务国家战略的平台，上海一直在

全力建设，其中一个突出案例，就是上

海自贸试验区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联

动。目前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银行间外

汇市场挂牌的27个币种中， 大多数是

“一带一路”相关国家货币?而到去年

末，各类主体通过自由贸易账户，与57

个“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发生跨境人民

币收支4800多亿元。

在更广阔的层面，上海也正通过自身

努力，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高质量的功

能性平台和公共服务。上海国际争议解决

中心的设立，目前已走完所有程序，将借

鉴国际经验， 形成一种既符合国际惯例、

又体现自身特色的仲裁与法律服务模式。

在中外技术标准合作方面，上海建成了国

内首个国际标准化协作平台， 在船舶、内

燃机、材料、化肥、医药等领域，主导及参

与制定的国际标准超过150项。

城市发展与“一带一路”

建设同频共振

过去几年，上海把“一带一路”建设

与进一步扩大开放、 提升城市能级和核

心竞争力、建设“五个中心”、打响“四大

品牌”结合起来，城市发展与“一带一路”

建设的共振点越来越多。

经贸投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

内容， 也是上海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

的主攻方向。去年，上海与“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的进出口总额近7000亿美元，对

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29.3亿美元 （中

方备案金额），新签署的对外承包工程合

同金额达87.3亿美元。

国际产能合作的舞台上 ，“上海亮

点”不断涌现。 去年，上港集团获得以色

列海法新港25年特许经营权， 计划将其

打造为地中海沿岸的枢纽港。 上海鼎信

集团在印度尼西亚投资建设的青山产业

园，总投资50亿美元，为当地经济发展创

造2.6万个就业岗位和超过3.7亿美元的

税收， 一下子把印尼的不锈钢产量从零

提升到世界第二。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之一， 上海尝试

将自身能力全面投射到 “一带一路”沿

线。 去年，阿联酋、菲律宾分别发行中东

和东盟的首只主权“熊猫债”，累计发行

规模近3000亿元。 上海期货交易所去年

上市的原油期货， 超过80%的品种来自

中东? 上海证券交易所参与筹建的哈萨

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 也于去年

开业。

作为我国对外开放重要门户， 上海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航运合作越来

越频密。去年，上海港与相关地区的集装

箱吞吐量超过2000万标准箱? 上海机场

服务“一带一路”旅客近1200万人次。

作为科技创新中心， 上海主动对接

国家任务，去年共支持“一带一路”国际科

技合作项目79项，总金额3850万元。目前，

上海航天控制技术研究所、 东华大学、海

军军医大学等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

作建设了7个联合实验室，瞄准人工智能、

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开展研发。

瞄准全方位互联互通

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五个方

面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

键内容。近年来，上海努力为“一带一路”

建设打造通衢大道， 为中外全面互信夯

实基础。

在硬环境方面，上海“海陆空”企业

全面加大基础设施领域投入： 中远海运

集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布局17个

码头，投入170多万标准箱运能?东方航

空在18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6座城

市开通航线， 年投入航班近4.4万班次?

中铁上海局集团等积极打通“沪欧通”精

品班列，推进“中欧陆海快线”建设。

在经贸和金融领域， 上海以各种方

式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目前，

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分行的 “一带一路”

贷款余额超过8亿美元和70亿元境外人

民币 ?国家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 “一带

一路”贷款余额突破440亿元，分布于20

多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国银联在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和地区累计发卡

3500多万张。

与上述看得见、 摸得着的互联互通

相比，通过人文交流实现民心相通，其价

值或许更为持久。去年，借上海国际电影

节的平台，49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1300多部电影作品参赛参展， 为各国影

迷献上难得的艺术盛宴。 中国上海国际

艺术节发起的 “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合

作网络”去年在沪举行首届年会，共有41

个国家的157家艺术机构加入。同样是去

年， 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相关机构合

作， 对其重要港口城市贾夫纳进行了40

天的全面调查与发掘， 实现中外博物馆

领域的深度合作。

■本报记者 徐晶卉

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监督议政
市政协举行常委会议 董云虎讲话

本报讯 （记者周渊）市政协昨天举行十三届十次常委会议，

围绕“深化市场监管体制改革，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相关政策

举措落实情况”开展专题监督议政。市政协主席董云虎出席并讲

话，副市长许昆林通报有关情况。

会上， 何品伟常委代表市政协社会和法制委员会作重点发

言。 以企业感受度、满意度和获得感为调研重点，市政协社会和

法制委员会召开 16 场企业家和各类座谈会，深度访谈 120 名在

沪企业家，完成 1077 份评估问卷，聚焦提高政策精准性、知晓率

和落地率，营造更加高效透明的政务环境，切实减轻中小企业负

担，优化人才引进政策等提出具体对策。汪胜洋常委代表民建市

委，就提升基层行政服务质量建言。陈臻、赵丽佳、邵楠、翁文磊、

胡光、王秋良、施荣恒、马志远、马驰、方奇钟、尧金仁常委分别围

绕深入推进“一网通办”、深化行政审批改革、完善企业退出机

制、提升综合营商竞争力等提出意见建议。

董云虎指出，营商环境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促进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基础。 优化营商环境是落实三项新的重大任务的迫

切要求，是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的重要保障。要增强紧迫感责任感，打造新亮点、新标识、新

高地，推动上海营商环境更好更优，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源头活

水”。要把企业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改革聚焦发力的

靶心，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直面问题、

精准施策。优化营商环境的本质和核心是政务服务改革，关键在

“人”。 制定政策要关注“人”，关键在于倾听服务对象的感受，着

力解决群众办事难点、企业经营痛点、政务服务堵点?打响“一网

通办”品牌要依靠“人”，关键在于提升服务意识和服务水平，当

好“店小二”?打通政策“最后一公里”职责在“人”，关键在于落实

主体责任，力求政策精准、有效、可操作。优化营商环境是常抓常

新的系统工程，要以钉钉子精神推进落实，驰而不息、常抓不懈，

以勇于担当富于创造的精神状态将改革进行到底。

董云虎强调， 专题监督性常委会议是政协民主监督的重要

形式，反映了市政协开展民主监督的阶段性成果。各位常委和广

大委员要继续关心、支持、参与优化营商环境各项工作，为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会议还部署了市政协近期重点工作。

市政协副主席方惠萍主持会议，副主席赵雯、周汉民、张恩

迪、李逸平、徐逸波、金兴明、黄震出席。

老佛爷百货近日在上海陆家嘴中心 L?Mall 试营业， 为申城零售市场带来法国新风尚。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不断从阅读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第二十一届上海读书节开幕 尹弘讲话

本报讯 （记者李静）主题为“礼赞新中国 建功新时代”

的第二十一届上海读书节昨天开幕。 市委副书记尹弘出席开

幕式并指出，当前全市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

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 以优异成绩迎接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要不断从阅读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塑造城市格调和气

韵，为上海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增添动力。

尹弘指出，要通过读书明道，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人的骨气和底气。 要通过读

书明智， 让每个人的创新活力汇聚成上海发展的磅礴动力，

努力使上海创新策源能力走在全国前头、世界前列。 要通过

读书明礼，让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融合发展，塑造

城市品格，使上海更富文化内涵、更具人文关怀。 要在全社会

大兴阅读之风，创新阅读方式、丰富阅读活动，让阅读成为每

位市民的生活方式、精神追求。

开幕式上发布了本届读书节232个示范项目。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机电工会、上海市振

兴中华读书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徐汇区教育局、上海市朗诵

协会等单位进行了项目展示。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莫负春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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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抗癌新药有望在沪先行定点使用
上海加快“救命药”上市步伐，让百姓用得上用得起

本报讯 （首席记者唐闻佳）加快新药

上市步伐，推动境外上市抗癌新药在沪先行

定点使用，让“救命药”不再等待。昨天，上海

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闻大翔做客“2019上

海民生访谈”，带来一系列有关“药事”的好

消息。

电影《我不是药神》中，癌症患者“望药

兴叹”的故事令人唏嘘。为让老百姓用得上

药、用得起药，上海正在加紧作为。 闻大翔

介绍，去年10月，本市出台了新一轮支持药

品医疗器械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关

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

械创新的实施意见》（简称 “鼓励药械创新

32条”），其中不少都是“首创”。 比如，增加

临床试验机构。

创新药一旦走过了披荆斩棘的研发期，

下一步就是临床试验，可目前上海的临床试

验资源还有待释放。 “要发挥上海医疗资源

丰富的优势，提升临床试验机构的质量和数

量。 ”闻大翔称，“鼓励药械创新32条”提出力

争使本市临床试验机构数量达到80家以上。

对此他表示，要建立相应激励机制，调动医

务人员参与临床试验的积极性。

闻大翔称， 今年将继续推进上市许可

持有人制度试点，通过实施“一网通办”，将

“路上跑审批”改为“全程网上办理”，加快

常规审批， 对一些国内首创的药品医疗器

械实施优先审批， 进一步加快药品医疗器

械上市进程。

今年， 市药监局还计划推动境外已上

市抗肿瘤新药在上海先行定点使用。 这意

味着国内患者不用等待漫长的临床试验和

审批期，就能用上进口“救命药”。

对于大家都很关心的仿制药 ， 闻大

翔表示 ， 在最近国家医疗保障局牵头的

“4+7”城市药品集中采购第一批通过的25

个品种中， 有23个就是通过一致性评价的

品种，价格较去年最低采购价下降一半。有

了一致性仿制药的有效竞争， 两个中选原

研药品的价格也大幅下降， 患者药费负担

进一步减轻。

对于此前消费者提出的 “不知哪里可

以买到经典老药”等问题，闻大翔介绍了新

开发上线的 “上海药店 ”App，它具有查询

药店、药品及用药知识等多项功能，解决老

百姓买药、用药“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该App还提供消费评价、投诉举报、过

期药品回收等服务，定位于打造集监管、服

务、管理于一体的药店综合监管服务平台，

提高社区药店的智能化管理水平。

上海读书节发布232个示范项目
本报讯 （记者李静）腹有诗书气自华 、最是书香能致

远……记者从昨天举行的第二十一届上海读书节开幕式上

获悉，今年申报上海读书节年度读书项目的共有270多个，比

去年增加42%?最终232个读书项目入选今年上海读书节示范

项目，比去年增加50项，各界职工群众读书热情高涨。

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历时37载， 已成为持续时间

最长、 参与面最广的全民阅读优秀活动。 由市振兴中华读

书指导委员会举办的上海读书节已成为建设学习型城市和

书香上海、 打造 “上海文化” 品牌、 提高市民文明素养的

重要载体。 无论是独自畅游书海， 还是 “组团” 共赏优秀

文化作品， 亦或创新拓展阅读方式， 钟情于移动阅读平

台， 市民和职工群众的阅读氛围日益浓烈， 读书求知， 修

身明德， 追梦奋进。

据悉，本届上海读书节以“礼赞新中国 建功新时代”为

主题，从今年4月持续至10月，将吸引带动更多市民和职工

阅读学习。

“上天入地”是首店经济最迷人之处
上海一季度新开首店259家，其中全国首店82家；既吸引顶级潮牌视线，也着眼于消费者生活微末

“赛琳 ”（Celine）男装店今年2月中旬

刚刚在巴黎开设全球首店，3月便紧接着来

到上海，在恒隆广场落子中国首店?而全球

顶级婚纱品牌“普诺维斯”（Pronovias）的亚

洲首家旗舰店也在恒隆广场揭开面纱……

在并非是“金九银十”的商业淡季，“上

海购物”依然交出了一份让人满意的首店成

绩单———根据中商数据的最新报告，今年一

季度，上海共开出各类首店259家，其中全国

首店达到82家，遥遥领先国内其他城市。

既有顶级潮牌的魅力 ，也
有烟火气中的创新

“上天入地”———如果要对今年一季度

的首店经济做个总结， 这是上海购物最迷

人的地方。 它既吸引着国际顶级潮牌的视

线，也有烟火气中源源不断的创新。

有意思的是，上海除了收获像“赛琳”

男装中国首店、美国包袋品牌“瑞贝卡·明

可弗”（Rebecca Minkoff） 中国首店、 法国

“曼努埃尔·丽兹”（Manuel Ritz）高级男装

中国首店等已名声在外的顶级品牌之外，

也是“品牌二代”们的追逐之地。年初，娇兰

创始人外孙女自创的高端香水品牌 “尼古

莱之香”（Nicolai） 中国首店进驻淮海中路

上海环贸广场（IAPM）。 有分析人士认为，

这些年轻时尚品牌的入驻， 将给 “上海购

物”带来最新最潮的色彩。

在“上天”的国际品牌之外，具有烟火

气的首店创新也格外亮眼。针对“买菜”“买

水果”的场景，盒马鲜生先后孵化出盒马菜

市和盒小马， 美团小象事业部率美团买菜

线下站开进周家嘴路?本来生活旗下“本来

鲜”社区店登陆古井路街铺?百联集团和阿

里集团联合投资10亿元打造的新零售项目

逸刻便利Ego首店入驻大宁宁汇广场……

这些首店着眼于消费者生活的方方面面，

提升着“上海购物”最微末之处的品质。

国际饮食持续看好上海 ，

文娱业态首店引领潮流

中商数据显示，在一季度上海259家首

店的业态构成中，餐饮首店高居榜首，占比

达57%，零售首店占比33%，娱乐服务配套

首店占比为10%。

上海是国际饮食的聚集地。一季度，全球

知名的美食继续涌入。 二次元主题的日本一

乐拉面全球首店进驻上海环球港? 日本极品

牛排37 Steakhouse & Bar中国首店开进恒隆

广场?美国精品汉堡Shake Shack中国首店走

进上海新天地?加拿大国民咖啡品牌“蒂姆·

霍顿斯”（Tim Hortons）中国首店则落户中区

广场。 每一家首店落地，都迅速成为“网红”。

值得一提的是， 文娱业态首店也引领着

潮流， 展现着上海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比

如， 在知识产权 （IP） 衍生品方面， 来自比

利时的 “丁丁历险记的世界 ” 与韩国的

“YGplace·克朗熊咖啡” 中国首店分别入驻

静安国际中心与外滩SOHO， 引来全国粉丝

“打卡”? 在娱乐场馆创新方面， Hello Kitty

上海滩时光之旅主题馆、 Miniversity玩学俱

乐部、 方程式赛车主题乐园等新型娱乐空间

先后登陆上海， 进一步丰富了娱乐体验。 此

外， 猫悦上城·OmS剧场成为上海首家专注

于 “高清放映” 的剧场， 其甄选的优秀舞台

戏剧作品和多元现场表演作品， 将为沪上观

影者带来全新体验。

今年，市药监局计划推动境外已上市抗肿瘤新药在上海先行定点使用。这意味着国内患

者不用等待漫长的临床试验和审批期，就能用上进口“救命药”。 图/东方 I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