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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在线新经济成长的“创新生态”
劳帼龄

在线新经济既着力于产业转型的

技术赋能， 又兼顾生产生活的升级需

求， 是作为超大城市有效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落脚点。 如

果说看得见、 数得清的成果是打造四

个“100+”，那么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成

长的创新生态，则需要从技术赋能、业

态模式、 服务管理等方面付出数不清

的努力。

在线新经济具有 “在线、 智能、

交互” 的特征。 以生鲜电商零售业态

为例， 表面看， 生鲜电商似乎只是简

单的 “买菜”， 或者叫 “抢菜”， 但生

鲜电商的业态并不简单。 一根小葱从

田头到餐桌的旅程， 从生产基地开始，

经历物流运输， 到达企业总仓， 再分配

到前置仓， 最后由快递小哥送达千家万

户， 经历的是长长的产业链。 如何保证

质量 、 减低损耗 、 精准分仓 、 准时送

达， 背后是供应链的精细化管理， 是技

术的辅助和保驾护航， 是数字化技术在

生鲜这一最为传统的民生服务领域的渗

透和赋能。 正是这样的技术赋能创新，

使得传统的 “买菜 ” 经济发生了新变

化， 成为 “云买菜”， 搭上互联网快车，

拥有新经济色彩。

同时， 生鲜电商领域还可以有更多

的新技术融入 ， 借助5G普及热闹起来

的网络直播 、 裂变能力强劲的社交社

群 ， 都是智能营销的新技术应用 。 此

外 ， 如制冷预冷 、 保温保鲜 、 冷链仓

储、 产品溯源等等， 将给生鲜电商带来

巨大的技术赋能。

在线新经济可以细分为“无中生有、

有中启转、转中做大”三大类。 生鲜电商

或许可以归为“转中做大”这一类，因为

这种模式原本就存在， 同时这次疫情使

得线上需求激增， 也就是这段时间我们

一直在说的逆势飞扬。 那么疫情过去后

能否延续？ 答案是，有企业的努力、有政

策的支持、有市场的需求，是可延续的。

因为生鲜电商前期本身就有一定的使用

基础，经历疫情这段时间的磨砺，对新用

户来说 ，越过了 “习惯培养 ”和 “信任建

立”这两大门槛，对于生鲜电商的拥抱不

会轻易放弃， 行业也就有了转中做大的

机会。最近盒马推出“双百”战略、叮咚准

备进军新市场，就是例证。

但同时， 业态模式的构成又不应该

是千篇一律的。有金字塔尖领飞的头雁，

也有夯实底座的蚂蚁雄兵， 这样的生态

圈，才是生机勃勃的。 叮咚的前置仓、盒

马的MINI小店、 重新定义的社区团购，

或许没有你死我活、 最后只有一家独大

的必要。优化的创新生态，应该鼓励业态

的百花齐放，只要是适合民生需求，就是

好模式。

同理，业态模式的创新，或许还不仅仅

只是生鲜电商企业的创新。 推动传统零售

和渠道电商整合资源，线上建设网上超市、

智慧微菜场， 线下发展无人超市和智能售

货机、无人回收站等智慧零售终端，也是业

态模式的创新，此外，老字号和传统企业积

极转型拥抱电商， 同样是在线新经济发展

的重要组成部分。

创新生态的优化 ， 需要营商环境的

支持 ， 需要服务管理的创新 ， 需要监管

审慎下的包容 。 这种包容 ， 可以是当年

盒马创业时， 上海自贸区那张 “零售+餐

饮 ” 甚至叠加了互联网功能的许可证 ；

可以是今年复工复产复市之际 ， 虹

口区市场监管局为盒马新店开张只

用半天就签发的许可证 ； 可以是为

帮助企业转型， 长宁区市场监管局发

出的那张东航食品 “空餐地享 ” 的

“一址两证” ……

不管是无中生有，有中启转，抑或

是转中做大，新业态的发展、老业态的

转型都离不开创新生态环境的土壤支

持，优化创新生态，鼓励跨界、允许试

错、宽容失败，才能为在线新经济的培

育壮大留足空间。

（作者为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
研究中心主任）

张江科学城一季度核心经济指标逆势飘红
疫情下，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硬核”产业展现强大“免疫力”

工业产值、税收、投资、实到外资，这些

核心经济指标全部正增长！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带来的各种考验， 张江科学城主动作为、

化危为机，今年第一季度实现逆势飞扬。

随着昨天两大重磅园区———张江总部

园、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的开园，整座

张江科学城将以更“硬核”的产业实力，为

浦东新区实现经济总量倍增目标注入强劲

的发展新动能。

优势产业增长强劲，力
助区域实现“加速跑”

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经济发展。今

年以来，张江科学城通过加快推动两轮“五

个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加码培育“千亿元

级” 规模产业集群， 创新创业生态不断优

化，营商环境持续提升，重大投资项目相继

落地。

最新出炉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张

江迎来“开门红”：工业总产值662亿元、税

收收入106.5亿元、固定资产投资66.8亿元、

实到外资8亿美元，全部实现同比增长。

“疫情之下，我们一季度的经济逆势飞

扬，一方面说明张江经济质量的‘底子’是

不错的，另一方面也印证了‘硬核’产业的

‘免疫力’。”上海自贸区张江管理局副局长

吴俊告诉记者，从张江自身情况看，目前集

成电路、 生物医药等主导优势产业的增长

势头都很强劲，力助区域实现“加速跑”。

为了推动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

药三大产业“上海方案”加快落实，张江科

学城昨天又推出两大重磅特色产业园，规

划建设的张江总部园和上海集成电路设计

产业园可建建筑面积达330.7万平方米，预

计总投资额将不少于500亿元，有望再掀一

波重点“硬核”产业集聚融合的大潮。

做好空间布局，“硬核”

产业剑指规模倍增

昨天开园的张江总部园规划面积约

1平方公里， 可建建筑面积达159.9万平方

米，聚焦高成长、成规模的科技企业，打造

“硬核”科技企业总部和上市公司企业总部

集聚区。

“我们准备把研发中心和管理总部，

也就是企业的 ‘大脑’ 和 ‘心脏’ 全部放

在这里。” 专注于全球新药开发的劲方药

业计划在张江总部园增加5亿至10亿元投

资， 公司创始人吕强告诉记者， 今年春节

前， 企业刚刚完成新一轮融资， “目前有

一个项目已走到临床一期， 很快就会有多

个新药进入临床。 我们对在张江的发展充

满信心”。

劲方药业可以说是张江生物医药的

“生力军”之一，还有一大批扎根在此的创

新企业同样在抓紧谋划布局未来。“张江生

物医药产业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年增长

率，据不完全统计，去年总融资额超过90亿

元。 ”在张江集团总经理陈微微看来，抗体

类药物、基因工程药物、小分子化学药、微

创介入治疗器械、 快速诊断试剂等领域的

潜能有望全速迸发。

从去年开始，张江先后推出创新药产业

基地、医疗器械产业基地、细胞产业园，加上

昨天开园的总部园， 这些总面积接近10平

方公里的特色园区为未来生物医药产业发

展做好了空间布局。到2025年，包括生物医

药、 医疗器械在内的张江生命健康产业规

模有望实现倍增，预计将达到1200亿元。

集聚优质企业，加码打
造特色园区经济

集成电路设计产业是张江的另一张

“王牌”：去年营业收入达470多亿元，约占上

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的66%、 上海集成电路

产业的28%， 初步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综合性产业集群。

总规划面积4平方公里的上海集成电路

设计产业园已具有比较完善的基础建设，将

通过实施“千亿百万”工程，打造百万空间、集

聚千家企业、汇聚十万人才、形成千亿产业规

模，力争建成世界一流园区，凸显上海科创中

心的集中度、显示度。

“疫情改变了产品发布的方式，但市场对

5G的需求不会改变。 ”园区内企业紫光展锐

近期接连传出总部签约落户、 大笔融资落地

等好消息，公司CEO楚庆表示，“目前，我们的

研发已全面恢复，正全力备战疫后市场，消费

者很快就能够从各种零售平台上买到基于我

们芯片的手机。 ”

目前，在张江科学城重点区域中，国家实

验室单元、张江中区、张江西北片区和孙桥国

际社区4个区域的控规已经获批，主要聚焦科

学功能和城市功能， 而昨天开园的张江总部

园和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更多聚焦于产业功

能。 整个科学城的产城融合空间正在加速拓

展，打造优势更优、强项更强、特色更特的园

区经济，用“硬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助推上

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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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今年计划新开27家规模以上购物中心
新开业商业建筑面积超过238万平方米，与上年实际新开持平

本报讯 （记者徐晶卉） 上海今年计

划新开业 3 万平方米以上购物中心 27 家，

商业建筑面积与上年实际新开持平。 这是

上海购物中心协会昨天发布的 《上海购物

中心 2020 年度发展报告 》 （以下简称

《报告》） 透露的信息。

今年 ， 上海新开购物中心进度有所

放缓 ， 新冠肺炎疫情无疑是重要原因 。

《报告》 显示， 据多方信息核对和调查统

计 ， 今年新开业 3 万平方米以上购物中

心为 27 家， 在数量上低于去年， 但商业

建筑面积为 238.38 万平方米 ， 与上年实

际新开持平。 数据显示， 上海去年新开 3

万平方米以上购物中心共 42 家， 其中新建

新开 32 家 ， 存量改造升级 10 家 。 截至去

年底 ， 上海共有 3 万平方米以上既存购物

中心 290 家 ， 总商业建筑面积 2200.4 万平

方米。

《报告》 显示， 去年全市经营规模 20

亿元以上的购物中心超过 30 家， 比 2018 年

增加 8 家 ， 占既存购物中心总数的 10% ，

其中 50 亿元以上的有 6 家， 分别是国金中

心、 月星环球港、 恒隆广场、 豫园商城、 百

联青浦奥莱 、 五角场万达广场 ； 经营规模

20 亿至 50 亿元的超过 25 家 ， 包括上海环

贸、 上海新天地、 上海万象城、 佛罗伦萨小

镇、 第一八佰伴等。

根据多家研究机构的调研 ， 尽管疫情

对实体商业产生巨大冲击 ， 但整个消费市

场和消费信心的基本面仍然向好 ， 通过政

府和企业共同努力 ， 消费市场预计将较快

恢复增长。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 上海购物中心

如何走出低谷， 危中寻机、 化危为机？ 《报

告 》 认为 ， 一方面 ， 购物中心应在业态布

局、 空间环境上加以调整， 适应未来消费新

趋势； 另一方面， 疫情期间， 直播、 社群、

微商城、 小程序等数字化营销成为商业新亮

点， 这将加速购物中心数字化转型步伐， 加

大对数字化运用的投入。

《报告 》 认为 ， 随着 5G 技术的普及 ，

购物中心数字化转型势在必行， 但这不仅是

单纯对数据的运用， 还要通过数据化、 信息

化将购物中心 “人 、 货 、 场 ” 变成一个系

统， 即在 “场” 内通过数据、 视频实施远程

设施设备运行监控 ， 达到效率最大化 ， 同

时， 通过网络信息给会员以及周边消费者分

析画像， 推送购物中心内各品牌业态的服务

场景和信息， 形成互动， 开展智慧营销、 精

准营销。 通过网络互动交流扩大线上流量，

利用各种形式和活动将线上流量吸引到线

下， 聚集有效客流， 实现流量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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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门见绿， 逐渐成为上海市民的生活日

常。 截至去年底， 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

达 8.3 平方米。 今年， 本市还将新增 48 座

城市公园， 建成 30 个街心花园和 4 个绿化

特色街区。 这是昨天举行的上海市绿化委员

会 （扩大） 会议传出的消息。

今年新建绿地 1200公
顷，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40%

有一组比喻为人津津乐道： 上海人均公

共绿地指数由 1949 年的 “一双鞋” （0.132

平方米）， 到 1993 年的 “一张报” （1.15 平

方米）， 再至 1998 年的 “一张床” （2.96 平

方米）， 如今又多了 “一间房” 的比喻， 且

不断扩容。 2020 年， 全市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将达到 8.5 平方米。

人均 “绿色一间房”， 为钢筋水泥的城

市空间营造了 “乡野气息”， 体现出超大城

市持续植绿增绿的信心。 2019 年 ， 上海完

成造林 11.3 万亩， 森林面积达到 167 万亩，

森林覆盖率 17.56%。

这些绿色资源散布在街角巷尾、 社区内

外、 交通枢纽等处， 在过去一年快速生长。

去年， 上海新建绿地 1321 公顷， 其中公园

绿地 831 公顷，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39.6%；

新建绿道 210 公里 、 立体绿化 40.6 万平方

米， 布置高架沿口花卉 16 万箱。

不同形态的绿色空间每年都在延伸， 市

民出家门几分钟就能扎进天然氧吧。 去年，

上海新建黄浦区玉兰园等 60 个街心花园 ，

推进闵行区浦江镇等绿化特色街区建设， 创

建命名静安区闻喜路等 24 条林荫道。 此外，

城市公园数量增加至 352 座， 延长开放公园

253 座， 全年接待游客量 2.4 亿人次。

上海的 “绿” 越来越多， 对质的高要求

日益凸显。 今年， 上海依托世博文化公园、

上海植物园北区扩建、 张家浜楔形绿地、 东

沟楔形绿地、 桃浦中央绿地、 三林楔形绿地

等一批重点项目建设， 以及崇明花博会筹备工作、 上海园建设，

提高整座城市的 “绿视率”， 增强市民的 “绿色获得感”。

“绿色” 目标愈加清晰。 今年， 上海将新建林地 7 万亩， 森

林覆盖率达到 18%以上； 新建绿地 1200 公顷、 城市绿道 200 公

里、 立体绿化 40 万平方米，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 40%； 创建

命名 10 条林荫道、 10 条绿化特色道路； 280 座公园实现延长开

放， 城市公园数量达到 400 座。

规划建设逾 2000 公里骨干绿道、 建成
至少 30 座郊野公园

规划建绿， 绿色大业有了新蓝图。 由市绿化市容局、 市规划

资源局编制的 《上海市生态空间专项规划 （2018-2035）》 正在

公示， 至 2035 年， 六成以上市域陆域面积为市域生态用地 （含

绿地广场用地）， 森林覆盖率提高到 23%，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力

争达到 13 平方米以上。

城在园中，园中有城。 上海将完善城乡公园体系，即由国家公

园、区域公园（郊野公园等）、城市公园、地区公园、社区公园（乡村

公园 ）为主体 ，以微型 （口袋 ）公园 、立体绿化为补充 。 规划建设

2000 公里以上骨干绿道， 建成至少 30 座郊野公园， 并构建崇明

岛、淀山湖、杭州湾、近海湿地等四大片生态区域。

此外，上海规划建设“双环、九廊、十区”，多层次、成网络、功能

复合的市域生态空间格局。 环城绿带和近郊绿环的“双环”锚固城

市组团间隔，防止城市蔓延。 “九廊”主要包括嘉宝、嘉青、青松、黄

浦江、大治河、金奉、金汇港、浦奉、崇明等生态走廊，构建市域生态

骨架，形成风道与动物迁徙通道。 围绕宝山、嘉定、青浦、黄浦江上

游、金山、奉贤西、奉贤东、奉贤—临港、浦东、崇明 10 片生态保育

区，保障市域生态基底空间。

两大重磅产业园开园
预计总投资额不少于5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唐玮婕） 张江科学城建设再

次跑出 “加速度” ———刚刚控规获批的张江总

部园和上海集成电路设计产业园昨天正式开园。

此次规划建设的两个园区可建建筑面积达

330.7 万平方米， 预计总投资额将不少于 500 亿

元， 将有力推动科学技术源头创新， 带动形成

重点 “硬核” 产业集群， 打造优势更优、 强项

更强、 特色更特的园区经济。

活动现场 20 个项目集中签约， 这批项目既

有产业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 也有上市公司和

准独角兽企业， 为张江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产

业新一轮创新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其中， 美迪

西医药、 方达医药等一批已上市平台服务企业，

助推药物创新、 提供专业服务， 加速推动张江

科技成果产业化； 德琪医药、 宣泰医药等一批

上市筹备期高成长创新企业， 将快速形成集聚

效应， 为张江高新科技产业在园区的集群可持

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紫光展锐、 安恒信息等

一批集成电路产业项目， 为张江打造 “国际顶

尖的综合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 实现倍增目

标、 持续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能量。

市委常委、 副市长吴清， 市委常委、 浦东

新区区委书记翁祖亮出席。

荨张江总部园效果图。

上海人均公共绿地指数由
1949 年的 “一双鞋 ” （0.132

平方米 ） ， 到 1993 年的 “一张
报 ” （ 1.15 平 方 米 ） ， 再 至
1998 年的 “一张床” （2.96 平
方米）， 如今又多了 “一间房” 的
比喻， 且不断扩容。 截至去年底，

上海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已达 8.3

平方米， 今年全市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将达到 8.5 平方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