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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嘉旖 张懿

有信心完成全年经济增长目标
应勇在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就热点问题答记者问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张懿）在圆满完

成各项议程后， 第 31 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

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上

海市市长应勇出席发布会，介绍了围绕本次

会议所取得的成果，并就记者关心的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建设、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筹备情况、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等问题一一作答。

应勇说，新片区的核心是实行更加开放

的政策与制度，可以概括为“6+2”。 “6”就是

在特殊经济功能区里实行投资自由、贸易自

由、资金自由、运输自由、人员从业自由和信

息的快捷联通。“2”就是两项制度：具有国际

市场竞争力的税收制度和全面风险管理制

度。 新片区挂牌两个月以来运行顺利，新注

册企业 1329 家， 集中签约了 62 个项目，涉

及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生物医

药等重点项目，总投资超过 260 亿元。 还与

16 家重要的金融机构、 上海国有企业签订

了战略合作协议。

第二届进博会即将开幕。应勇在回答记

者提问时表示， 目前有 64 个国家将参加国

家展，其中 15 个国家为主宾国；企业展的展

出规模从去年的 27 万平方米增加到 33 万

平方米，参展企业的数量和质量都明显超过

第一届；“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将更名为“虹

桥国际经济论坛”，其合作单位在世贸组织、

联合国贸发会议、 联合国工发组织的基础

上，今年还将增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

贸易中心等国际组织。为充分发挥进博会溢

出效应，上海将加快建设虹桥进口商品保税

展示交易中心等功能性平台，努力成为联动

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进出口商品

集散地。

应勇还表示，上海按照国家《规划纲要》

确定的战略定位和目标任务，将着重加快三

个重点区域建设，自贸区新片区、长三角生

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以及虹桥商务区。

上海要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国际化

中央商务区和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 目前，

上海正按照新定位制定实施方案，并加快编

制虹桥商务区规划。上海要通过加快集聚一

批功能性的平台和高能级的贸易主体，来加

快推进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使之成为服

务长三角、服务全国、联通国际的开放枢纽。

在谈到当前经济形势时， 应勇表示，今

年以来，上海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升的好势

头，前三季度全市 GDP 增长 6%。 工业投资

在 去 年 增 长 17.7%的 基 础 上 又 增 长 了

16.3%， 连续 18 个月保持两位数的投资增

长。 去年，新设外资企业项目、合同利用外

资、实到外资都同步实现增长，今年 1-9 月

份仍然保持了“三个同步增长”，分别增长了

40.2%，8.9%和 13%。 他强调，不管外部环境

如何变化、如何不确定，我们稳增长的目标

不变，我们自身发展的确定性不变。 经过不

懈的努力，我们有信心完成今年全年的经济

增长目标。

生活垃圾分类在上海的推进情况也是

记者关注的焦点。 应勇告诉记者，上海生活

垃圾全程分类的体系初步建立，全市居住区

垃圾分类达标率从去年底的 15%， 提高到

今年 9 月份的 80%。 经过努力，到 9 月底，

全市每天分出可回收物比去年底增长 5 倍，

分出湿垃圾比去年底增长 130%，分出干垃

圾比去年底减少 26%， 分出有害垃圾比去

年增长 5 倍，这个数字的变化说明了上海在

生活垃圾前端分类取得了初步效果。从中端

来说， 已经初步建立了全面全程分类收运。

从末端来说， 由于前端分类达标率的提升，

干垃圾焚烧的热值提高了 14.3%，现在全市

每天的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量为 1.7 万吨，

比 2017 年底提高了 41.7%， 而填埋的比例

下降到 30%以下。

应勇还表示，本次会议已经决定明年会

议的主题是“迈向更高水平开放、更高质量

发展的上海”。

此外， 会议还进行了一位副主席换届，

西门子股份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凯飒成

为新任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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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 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

术正步入成熟期， 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

格雷格·克拉克在昨天举行的第 31 次上

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表示，

未来 30 年内 ， 世界将迎来城市化 4.0

版。 这也意味着，城市运行、管理即将迈

入一个全新阶段， 城市管理者需要重新

思考城市的内涵价值， 重组城市系统运

行方式。

城市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也将带来

新一轮更为激烈的全球城市竞争。 在各

大城市的博弈较量中，谁会脱颖而出，又

有哪些因素决定着最终的竞争成败？

克拉克与他的研究团队将世界上最

重要的近 90 座城市列为观察目标，借助

完整的算法分析，他们列出了七大“核心

城市”，包括伦敦、纽约、巴黎、东京、新加

坡等。研究发现，以上海为代表的诸多亚

洲新兴城市正成为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

中强有力的“挑战者”。 作为这些新兴城

市中的佼佼者， 克拉克对上海的未来城

市发展信心十足，他预判：距离世界城市

版图中心渐近的上海， 有望在未来两年

内成为全球第八个核心城市。

新一轮全球城市竞争
中胜出者需具备哪些条件

在研究过程中，克拉克发现，未来城

市的发展趋势与商业发展路径不谋而

合。在商业世界中，消费者面临的是虚拟

化、技术化趋势；作为城市居民，我们也

即将面临一个定制化、虚拟化、系统化的

城市环境。 不论是对于企业或是城市管

理者，新技术的出现都将重新定义企业、

城市与人的互动关系。

在下一轮全球城市竞争中， 硬实力

将不再是主要衡量指标。 克拉克引入了

两组城市来说明城市竞争的残酷性和最

终成就一座全球城市的核心要素。 以新

加坡为代表的“核心城市”不仅拥有完善

的基础设施、流畅的贸易机制，更是作为

国际金融中心， 为全球资本提供齐备的

金融服务。反观另一组曾被看好的城市，

包括莫斯科、米兰等，他们在过去 20 年

里并没有朝着曾经设定好的路线发展，

而是在城市竞争中逐渐失去了优势。 究

其原因， 这些城市或是对竞争城市的认

识不足， 或是服务水平跟不上人口增长

速度，最终错失了发展良机。

“一座城市要走下坡路很容易，但也

有一些城市能够抓住机遇迎头赶上，在

下一轮城市竞争中，上海必须在硬实力、

软实力方面双管齐下。 ”克拉克说。

地缘优势独一无二 ，

上海可成为“东方枢纽”

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

气谦和是上海的城市精神，开放、创新、包容是上海的城市品格。

在克拉克看来， 上海的未来发展密码就潜藏在这些城市精神和

品格之中。

眼下，长三角地区正共同朝着高质量发展的目标稳步迈进。

克拉克认为， 上海完全可跳脱出地域限制来探索未来的发展路

径， 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发展视角和思

路。 数据显示，长三角地区的 28 座城市贡献了国内生产总值的

四分之一，同时这里还拥有 9 座国际机场以及全球第一、第四大

集装箱港口。克拉克认为，长三角城市群完全有机会在世界经济

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将视野再拉开一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来思索上海在世界经济中扮演的角色，就会发现，上海是“一带

一路”上的重要枢纽点，“未来的城市能级将会十分强大”。

在独特的地缘优势之下，上海未来应当在哪些方面发力，加

速迈向全球核心城市之列？克拉克认为，上海应当持续在以下几

个方面发力，包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市场透明度、做大做

强“上海品牌”、绿色可持续发展、优化人才政策等。

未来 30 年内，随着全球城市竞争新周期的到来，上海不可

避免地会面临新一轮城市竞争与合作。但克拉克相信，在进一步

优化商业环境、促进创新经济、留存高价值人才、补上国际认知

和城市品牌的短板后，上海的下一个 30 年值得期待。

自贸区的意义在于破除“边界”，更好融
入城市发展

就在第 31 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召开的同一

天，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迎来双满月。 更精准的政策、更

贴心的服务、更具活力的创业氛围，让“临港列车”跑出加速度。

在克拉克看来， 自贸区对于一座城市的发展而言是一种行

之有效的经济工具。他认为，自贸区建设不能仅仅停留在税收优

惠。 “从短期来看，税收优惠政策是有效的，但从长期而言，这并

不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 ”自贸区在促进对外贸易外，还应

考虑如何做到可持续增长。克拉克指出，自贸区不应仅仅局限于

自己的“区域边界”，而是应该更好地与所在城市融合发展，同时

与其他城市展开更多互动交流。从发展内容而言，自贸区在促进

生产活动之外，也应当重视服务业的创新发展。

克拉克指出，“可见度”对于自贸区的发展而言也至关重要。

只有更多大型企业、优秀人才知道自贸区，对其有一定的认知，

才能确保自贸区的发展活力。

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见证上海城市之变
从聆听建议的场合到与全球分享治理经验、寻求共同繁荣的对话平台———

第 31 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

议 （IBLAC） 昨天举行， 30 多位全球顶尖

企业家围绕 “提升上海城市能级与核心竞

争力” 主题， 在圆桌环节积极发言。 稍加

梳理就能发现， 顶尖企业家群体关于该如

何发展的观点， 与上海的既定战略和议程，

处于同一个 “频道 ”， 讲同一种 “语言 ”，

迈向同一个方向。

从 1989 年首届咨询会议举办至今， 上

海在 30 年间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成就， 并深

度融入经济全球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 已

过而立之年的 IBLAC， 其定位和使命也在

悄然变化———从过去那个聆听 “洋高参 ”

建议的场合， 转为上海与全球分享治理经

验 、 寻求共同繁荣的对话平台 。 正如

IBLAC 现任主席、 安联集团监事会主席迈

克尔·狄克曼昨天所说， 如果说过去 IBLAC

是以贡献点子为主， 那么未来 “我们要学

习上海的做法， 把上海经验用到其他特大

城市”。

IBLAC 之变是上海乃至国家进步的缩

影。 但不管怎么变， 以开放胸怀拥抱世界，

用全球眼光审视自身 ， 应是不变的初心 。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企业家们在 IBLAC 上

的建言 ， 或许可以更好理解上海的定位 、

使命和未来。

上海的成就可用世界标
尺完美解释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西斯·高

锐作为特邀嘉宾发表主旨报告， 重点谈了

“包容”。 他说， 技术进步对监管提出许多

挑战， 而 “技术的兼容性取决于监管的兼

容性” “监管不能压制新技术”。

从网约车、 大数据到人工智能， 上海

监管部门在过去两年通过一个个案例， 为

国内乃至世界的 “包容性监管” 留下了经

验。 比如在无人驾驶领域， 上海在国内率

先完善规则， 发放牌照， 允许企业在开放

道路上进行试验， 中外车企都从中受益。

诺华、 罗氏两家药企强调了数据开放

的价值， 并建议政府设定规则、 扩大数据

开放力度。 值得一提的是， 诺华主席林浩

德用以佐证自己观点的案例， 正是诺华与

复旦大学在上海开展的心衰大数据分析 ，

这个研究得到了政府支持， 获得了一批重

要的医疗数据。

安永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狄思博分

享了以色列的创新经验———几年前， 以色

列政府建立一个专门的创新部门， 负责开

展跨部门协调， 成效明显。 狄思博特别提

到， 上海去年已组建了一个类似机构———

推进科创中心建设办公室。

实际上， 为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

力， 上海推出的一大批举措， 都书写了全

球最新的治理经验。

著名城市研究专家、 英国社会科学院

院士格雷格·克拉克说， 他为研究全球城市

发展设计了一个拥有 500 万数据集的评价

模型， 对照这个模型， 上海这两年取得如

此巨大的成就， 背后的原因可以得到 “很

好的解释”。

用世界眼光看待三大任
务的努力空间

在大方向上与世界 “共鸣共振”， 但在

具体细节和执行层面上， 上海依然存在短

板和改进空间。 特别是在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 科创板、 长三角一体化等三大任务方

面， 国际企业家们的建言为上海捕捉机遇、

优化制度安排提供了很好的思路。

美国国际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布莱

恩·杜普雷特、 保诚集团董事长保罗·曼杜

卡等企业家都提到了扩大金融开放的问题，

他们希望确保自贸区 “新政策试验场” 的

地位。

对于中国资本市场和科创板， 汇丰控

股主席杜嘉祺和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吉人都

在赞赏的同时， 指出了其在国际化方面的

不足。 特别是杜嘉祺建议， 科创板应在两

方面同步提升国际化水平： 一是扩大 “沪

伦通 ” 的覆盖范围 ， 将科创板纳入其中 ，

以满足境外投资人对投资科创公司的强烈

意愿； 同时， 应允许海外公司通过某种方

式， 在科创板上市， 将科创板打造为全球

科技行业的首选市场。

达能、 太古、 三菱商事、 法能等跨国

公司的当家人， 分别从医疗联动、 机场联

通、 养老互动、 可持续发展等角度， 为长

三角一体化建言。

城市品牌与咨询会议新使命

许多企业家还提到， 上海要在亚太和

全球城市竞争中取得优势， 除了完善商业

能力， 更需要在提升软实力， 特别是打造

城市品牌上投入更多资源。 如果说过去 30

年上海书写了精彩的发展故事， 那么现在，

是时候让全世界更多人了解这一篇章。

菲亚特克莱斯勒董事长约翰·艾尔坎提

到了一个细节： 全球最著名初创企业评估

机构之一的 “初创企业基因组 ” （Startup

Genome） 经常发布对城市创新环境的分

析， 然而在其评估亚洲市场的咨询委员会

成员中， 还没有任何一位居住在上海甚至

是中国 。 他建议上海和该机构建立合作 ，

从而 “打造更加繁荣的前景”。

从这个意义上说， IBLAC 与上海的互

动之变， 以及它所扮演的新角色， 正好顺

应了新时代的脉搏。 “在过去 30 年中， 我

们成为上海故事的一部分， 相信接下来 30

年中， 我们将有更加精彩的旅程———提升

上海的影响力是我们的使命。” 狄克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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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勇与本次会议主席迈克尔·狄克曼（左二）在新闻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 张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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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到杂技剧《战上海》，上海出品“红色题材”缘何屡屡惊艳观众叫好叫座
（上接第一版）

从 马 戏 城 到 现 代 剧
场———不再单纯炫技，用红色
题材在舞台筑起信仰的丰碑

“惊艳！ 全程精彩到底！ ”“有动作有

血肉有感情的好戏！ ”这是不少观众在网

络上给杂技剧《战上海》的评价。

可这放在一年前， 对于上海杂技团

来说 ， 是不可想象的 。 尽管坐拥盛演

14 年的文旅金字招牌 《时空之旅》， 凭

借 《攀登—集体造型 》 《突破—抖杠 》

接连拿下世界杂技最高奖 “金小丑 ”，

可对于上海杂技团来说， 高超的杂技技

巧拿手， 讲故事却是弱项。 因而， 探索

通过一部讲述完整剧情的杂技剧， 从为

炫技而生的马戏城， 走向对综合呈现要

求更高的现代剧场， 成为剧团上下一直

以来渴望攻坚的课题。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暨上海解放 70

周年， 展现解放军决战攻坚前夜的 《战

上海》 红色题材摆在主创面前。 红色题

材一直是每个文艺院团想啃而难啃的

“硬骨头 ”。 回头看 ， 《永不消逝的电

波 》 与 《战上海 》 皆取自同名经典电

影。 站在经典的肩膀上， 讲出属于这个

时代的新意， 无疑又添一重难度。 如果

无法潜心创作、 深入精神内核， 难免流

入 “刻意煽情、 流于表面、 一味说教”

的窠臼， 让观众陷入审美疲劳。

要想感动观众， 先得感动自己。 这

条最基本最朴实不过的创作要诀， 被杂

技人虔诚践行 。 创排 《战上海 》 的经

历， 让青年演员对那些在硝烟岁月中勇

于牺牲、 甘于奉献的英雄更添一分尊重

与向往。 排演阶段， 饰演 “连长江华”

的主角王怀甫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他

宣誓： “我将用我的一生来争当英雄、

怀念英雄、 致敬先烈， 给自己的杂技生

涯添光增彩。”

发自本心对于革命信仰的认同， 令

其将浓烈情感灌注于超高难度的杂技技

巧 。 剧中王怀甫与搭档合作的双人绸

吊， 是他在 《时空之旅·时空恋人》 中

最熟悉不过的表演， 可透过技巧所展现

出对和平生活、 美好明天的向往却更为

厚重， 引发观众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

尽管没有一句台词， 甚至没有太多前情

提要， 王怀甫自己却在心里为人物写就

了一段 “人物小传” ———江华是在上海

读过书的大学生连长， 虽然爱干净， 可

在解放上海的艰巨任务面前， 匍匐于泥

泞战壕也在所不惜。

正如评论家方家骏所说， 杂技技巧

所展现的向上力量， 在 《战上海》 中与

革命的崇高信仰 ， 有着共通之处 ， 而

《战上海》 将两者有机融为一体。 这种

肢体表演所传递出的情绪也感染着观

众， 在为技巧而欢呼、 为信仰而震撼的

双重情感推动下， 观演全程都处于兴奋

状态， 即便走出剧场， 这种情绪还久久

不散。

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围绕“时代审美”，综合使用多
种艺术元素

接连出现两部优秀作品， 难免引来

观众的比较。令人欣喜的是，人们经过比

较而得出的结论并非孰高孰低，而是“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 《永不消逝的电波》

用紧凑紧张的电影感刷新人们对国内原

创舞台作品、 尤其是肢体叙事的现代舞

的认知；《战上海》 在展示高超技巧的同

时，集纳魔术、滑稽元素情节，让观众在

面对壮烈的战争场面时， 感受到张弛有

度的观赏性。 这正是开放、创新、包容的

城市品格滋养下，海派舞蹈、海派杂技结

合自身艺术特点广采博取、 敢于创新的

生动体现。

在 《战上海》 中， 或许可以找到盛

演 14 年的 《时空之旅》 的影子， 也可

以看到若干上海杂技团夺得世界金奖的

拿手绝活。 可以肯定的是， 《战上海》

所展现出的时代感 ， 与对多种艺术手

段、 元素的综合使用， 无疑在前作之上

更进一步。 方家骏说： “随着海内外一

流作品在上海集中上演， 观众的审美水

平越来越高， 尤其越来越注重舞台作品

的综合呈现。 要想获得好评， 音舞美服

化道缺一不可。” 可以看到， 《战上海》

不管是演出序幕一段堪比 “裸眼 3D”

效果的多媒体影像， 还是剧中主题歌、

背景音乐的铺陈渲染， 抑或借鉴电影镜

头、 滑稽戏表演手段对杂技舞台呈现加

以戏剧化创新， 都有紧贴当下舞台最新

趋势、 满足时代审美的种种努力。

剧中，一系列颇有谍战色彩的情节，

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在《智取密件》一节，

地下党员与特务在一根长竿上爬至顶

端，前者倏忽飞身而下，精准停在后者面

孔前不足一寸之处。 爬竿技巧充分外化

双方暗中较量的剑拔弩张氛围， 引得观

众席阵阵惊呼。 舞台转至白兰携带情报

走入弄堂里巷，被一位上海阿婆救下。凭

借一根长竹竿，阿婆“一夫当关”与特务

展开较量。竹竿横扫围成一圈的特务时，

演员以各种高难度杂技技巧躲避竹竿，

甚至采用“慢动作”展现电影高速镜头效

果，这个桥段也让台下观众掌声连连。正

是这些看似“闲笔”的穿插调节，调动着

观众情绪的起承转合， 进而让观众在决

战场面中， 为江华等解放军战士英勇牺

牲的壮烈情景所震撼。

到了故事结尾，“这座城市从来没有

忘记他们！ 他们在我们的怀念中又一次

归来！ ”这样的语句，配合一只和平鸽，在

杂技演员堆叠起的“丰碑”上振翅欲飞。

原本供于娱乐的寻常魔术技巧成为全剧

“点睛之笔”，现场氛围也被推至高潮。

正如评论界所说，从《永不消逝的电

波》到《战上海》的接连成功，正是上海文

艺院团根据不同艺术样式的创作规律和

院团自身优势，通过“一团一策”有针对

性寻求突破创新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