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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进博会溢出效应， 锻造四大核心功能

借助进博会大舞台
输出实力也输出信心

一方面，徐汇持续放大招商引资促进效

应，推动参展商变投资商；同时，放大消费促

进升级效应，助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

际消费城市。

徐汇连续三年在进博会期间推出了四

个 “一” 的活动： 即拍摄一部投资宣传片，

编制一本投资手册， 打造一批特色投资参

观路线、 举行一系列招商专项活动， 全方

位地推介徐汇。 展会期间， 区营商服务团

队、 金牌 “店小二” 会同各类展商开展各

种形式对接， 以吸引进博客商进一步了解

徐汇、 投资徐汇。 借助进博会平台， 相关

部门和跨国公司拓展了合作空间、 深化了

合作深度。 全球领先的玩具制造商乐高集

团是徐汇区知名外资企业， 已连续第三年

参加进博会。 自落户徐汇以来， 业务获得

了快速发展。 今年 9 月， 乐高集团宣布计

划在三年内投资 4 亿美元， 以进一步加快

其在可持续发展和社会责任相关领域的项

目发展。 截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 乐高集

团已在中国大陆开设 207 家乐高品牌零售

店， 同时计划明年在中国大陆新开 80 家品

牌零售店， 预计到 2021 年年底前， 总数将

达 300 家。

今年， 徐汇组织了一次徐家汇商圈的

大型首店新店集中发布活动， 全国首店日

本 loft 杂物社 、 上海首店汇金蘩楼 、 星巴

克新概念店等徐家汇九大新店首店集中发

布， 强化了徐家汇商圈的消费品牌； 徐汇

西岸的全球新品首发高地效应更是凸显 ，

西岸艺术中心已成为全市五大首发平台之

一。 2018、 2019 年吸引了宝马首次海外举

办的全球新品发布会 、 卡地亚 (Cartier) 、

宜家 (IKEA) 等多项首发首秀活动 ； 今年

就有 6 场重磅活动， 包括路易威登 （Louis

Vuitton）、 乐高 (LEGO)、 迪奥、 法国娇兰、

沃尔沃 S90、 “钟表与奇迹 ” 高级钟表展

等品牌新品首发首秀活动。 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 乐高 “悟空小侠” 系列 5 月份在西

岸美术馆全球新品首发， 两天内引起了全

球 2 亿人次的关注量， 乐高第 3 季度销售

增长达到 54%， 销售额接近 7 亿 ； 8 月份

路易威登春夏男装新品全球首发， 从巴黎

左岸到上海西岸， 向世界传播出了中国消

费市场的信心和人气。

寻找突破口
锻造四大核心功能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 科技创新策

源、高端产业引领和开放枢纽门

户———这是当下的上海所要

锻造的核心 “四大功能 ”。

“四大功能” 的提出准确

抓住了上海的要害和关

键， 顺应了高质量发展

的趋势和规律， 是上海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必由之路和重点所在。

徐汇区资源要素集

聚， 服务经济发达， 营商

环境优质， 区位优势明显，

理应率先破题 、 走在前列 ，

找到自身优势特色与中央部署要

求的最佳 “契合点 ” ， 努力成为上海

“四大功能” 的核心承载区之一。

全球资源配置重在增强企业总部磁

力。 徐汇提出： 要以高能级总部经济为突

破口， 在促集聚、 强功能、 优环境上下更

大功夫， 积极配置资金、 信息、 技术等高

端要素， 推动更多总部型、 功能性机构落

户， 增强全球核心服务功能。 同时， 积极

引进具有全球视野、 国际经验的高层次人

才， 以更好的政策、 更活的机制、 更优的

服务， 打造一流人才高地。

科技创新策源重在畅通科

创转化路径。 作为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和上海科创中心

的重要承载区 ， 徐汇要

以区内丰富的大院大所

大校大企资源为突破

口， 深化战略合作， 争

取再吸引一批国家重点

实验室、 研发与转化功

能型平台落地 。 聚焦人

工智能、 生命健康两大王

牌 ， 构建体系更全 、 服务

更优 、 更具国际吸引力的热

带雨林式的创新创业生态， 加快

建设 “即插即用 、 应有尽有 、 全链全

业 ” 的 “ 枫 林 HUB” （ Health United

Business） 科技成果转化创新平台 ， 加速

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和创新成果转移转化。

高端产业引领重在提升产业集群能

级。 徐汇将加快上海产业地图落地， 以人

工智能、 生命健康、 艺术传媒、 科技金融

四大特色产业集群为突破口， 持续做强产

业链条、 产业集群和产业生态， 抢占全球

产业链的核心环节和价值链的高端地位 。

人工智能产业将抓住区块链、 5G、 物联网

等新兴技术发展机遇 ， 全面实施 AI 新高

地建设 “T 计划”， 推进制度供给、 创新策

源、场景应用和人才集聚，打造千亿级人工

智能产业集群。生命健康产业将围绕落实生

物医药产业创新高地“上海方案”赋予徐汇

的重要定位和关键任务，进一步提升枫林生

命健康产业集群的集聚度、 显示度和贡献

度，全力打造生命健康产业创新高地的重要

示范区。艺术传媒产业将以上海国际艺术品

交易月为引领，以 ART 大厦为载体和平台，

通过“艺术西岸、联动全城”，推动更多艺术

品 、演艺 、影视等企业机构集聚 ，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千亿级艺术品交易市场。 科

技金融产业将以金融科技为引领， 以国际

金融 、科技金融 、创新金融为特色 ，助力上

海打造全球数字货币中心。

开放枢纽门户重在扩大优势辐射作

用。 徐汇将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

略 ， 加强创新协同 、 平台协同 、 产业协

同、 民生协同和政务协同， 以科技服务为

主要突破口， 打造一批高层次标志性的开

放平台， 探索形成一批跨区域合作模式和

经验， 力争将徐汇建设成长三角地区的科

技创新策源地、 知识产权示范地、 公共服

务引领地和营商环境新高地， 进一步强化

徐汇引领长三角、 服务全国、 面向世界的

竞争力、 辐射力、 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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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好进博

会 “四大平台” 作用、

促进 “四个升级”， 持续放

大溢出带动效应， 徐汇结合

自身资源禀赋和区域实际 ，

以进博会为契机， 注重锻

造自身 “四大核心 ”

功能。

以最优营商环境，推动更高能级发展
徐汇： 充分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 努力成为上海四大功能核心承载区

11 月 ， 对于徐汇来说 ， 不仅是进博

月， 也是西岸巅峰艺术月。

刚结束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上 ， 徐汇区今年的 31 家参展企业中 ， 有

14 家企业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不仅展商

数量增加， 采购数量和成交规模也大大超

过往届。 进博会上， 徐汇交易分团的意向

成交金额已超过 6.7 亿美元。

与此同时， 徐汇区已连续两年在进博

月期间承办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活动 ，

举办百场中外艺术品展示、 展销、 拍卖活

动， 累计展示货值突破百亿元， 助力推动

形成产业链成熟的千亿级规模艺术品交易

市场。

不断探索放大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的

“路” 和 “桥”， 徐汇正结合自身特点， 紧

抓进博红利溢出， 打造最优营商环境， 推

动区域实现更高能级发展。

明年是 “十四五” 开局之年， 徐汇区

将进一步贯彻落实上海市持续扩大开放的

一系列政策要求 ， 结合区域特点和优势 ，

在原有漕河泾开发区、 衡复风貌区、 徐家

汇商圈等传统三大外商投资集聚地基础上，

通过人工智能、 生命健康、 文化体育等重

点产业政策的进一步精准化、 个性化引导，

打造徐汇滨江 、 枫林等新的总部企业集

聚地 。

同时， 增强总部企业的磁力———以高

能级总部型经济为突破口， 在促集聚、 强

功能、 优环境上下更大功夫， 积极配置资

金、 信息、 技术等高端要素， 推动更多总

部型、 功能性机构落户， 积极引进具有全

球视野、 国际经验的高层次人才， 以更好

的政策、 更活的机制、 更优的服务， 打造

一流人才高地， 努力成为上海 “四大功能”

的核心承载区之一。

总部企业集聚
外企贡献 44?税收

借助进博会的溢出带动效应， 今年 1-

10 月， 徐汇区吸引合同外资 30.9 亿美元，

实际利用外资 7.15 亿美元 ， 分别增长了

17%和 6.68%。 目前徐汇区累计引进跨国

公司地区总部 90 家， 其中亚太总部 9 家，

研发中心 23 家， 仅今年就新增跨国公司总

部 7 家。

特别是今年 1-9 月， 占全区企业总数

14%的外资企业贡献了全区税收的 44%，

其中近三分之一的税收来自跨国公司总部

企业。

由此可见， 总部经济已经成为促进徐

汇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调整产业结构的

重要支撑， 推动科技创新的重要主体和提

升区域功能的重要力量。 而今年前三季度，

在新冠疫情的严峻考验和各种挑战下， 徐

汇区地区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5%、 区级财

政收入同比增长 3.4%， 逆势而上的成绩表

现出区域经济强劲的韧性。

世界粮商巨头嘉吉集团，

是徐汇区重点外资总部企业，

嘉吉集团也将上海作为在华

投资运营的枢纽 。 第二届进

博会上 ， 嘉吉宣布在上海设

立农业供应链亚太总部 ， 与

设在新加坡的嘉吉亚太区域

办公室一起 ， 推动嘉吉在亚

太区的业务发展 。 连续三年

参加进博会后 ， 企业感受到

进博会这一平台的重要作用

和徐汇区一流营商环境， 将中国区总部升

级为亚太地区总部， 未来还将持续加大在

华投资。

企业走访纳入 “一网统管”

精准纾难解困

优化营商环境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和关键。 “要加快识变、 应变、 求变， 不

断激发徐汇高质量发展、 高品质生活的新

动能”。 近两年， 徐汇区持续用营商环境的

“优” 助力经济发展的 “稳”， 以自身发展

的确定性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

优化营商环境步履不停。

首先， 徐汇以高效的政务服务， 精准

的政策服务 ， 一流的公共服务 ， 常态化 、

个性化的走访服务来聚商、 育商、 亲商。

作为全国 “互联网+政务服务 ” 示范

区， 线上的 “一站式” 集成服务将徐汇区

网上政务大厅并入市 “一网通办” 总门户，

区政务服务 App 并入 “随申办 ” 市民云 ，

实现网上服务统一入口； 线下的 “零差别”

综合窗口， 将 83 个部门专窗整合为 18 个

政府综合窗口 ， 实现 “进一网 、 能通办 ，

来一窗、 能办成”。 此外， 徐汇还首创规模

化 24 小时 “不打烊” 政务服务， 将服务点

延伸到商圈、 园区和银行网点， 提速企业

办事的便利度。

就在年初疫情防控最吃劲的时候 ，

徐汇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 帮助企业

纾困解难———包括惠企政策 18 条 、 扩大

投资 15 条 、 促进消费 24 条 、培育产业 20

条 、文化扶持 10 条等等 。上半年及时兑现

各类惠企政策资金超过 30 亿元 ； 减免中

小企业租金上亿元 ，惠及非国有中小微企

业近千户 ；还向区内 351 个楼宇园区拨付

物业工作补贴资金 4775 万元 ， 激励楼宇

园区共同做好营商服务 。

其次 ，徐汇提供精准的政策服务 。 如

在产业扶持引导方面 ，设立了现代服务业

发展专项政策 ，推进人工智能 、生命健康 、

艺术传媒和科技金融等重点产业高端化

集群化国际化发展 。 在推进科技创新方

面 ，实施了 “光启领航 ”“光启双创 ”等六大

光启计划 。 在人才方面 ，制定光启人才行

动六大计划 ，吸引集聚各类优秀人才创新

创业 。

此外， 徐汇始终提供一流的公共服务。

徐汇文化底蕴深厚 、 城区品质精致优雅 ，

教育、 医疗、 文体资源丰富。 在社区， 有

“邻里汇” 服务品牌， 为生活在徐汇的人才

提供生活、 健康、 文化的 “一站式” 综合

服务 。 在园区 ， 有各类政务服务延伸点 ，

也有很好的生活服务配套。 徐汇滨江公共

开放空间更是受到广大白领的喜爱， 是众

所周知的 “跑步圣地”。

特别是营商服务也与 “两网建设” 充

分融合。 区四套班子领导带队和 13 个街道

镇、 7 个功能区公司一起， 对全区 3000 余

家外资企业开展全方位走访服务， 及时了

解并创造条件解决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 ， 解决率超过 98%。 目前 ，

徐汇已将企业走访纳入 “一网统管” 平台，

建立 “精准营商” 应用场景， 将走访过程

中发现的问题， 形成工单进行流转， 构建

“走访录进去” “工单转起来” “问题解决

好” 的闭环管理， 更加精准及时地解决企

业反映的问题。

推动展品变商品
构建首发地示范区

进博会场馆内 ， 31 家企业与商贸伙

伴沟通商洽； 会场外， 徐汇进一步放大第

三届进博会溢出效应， 持续推进全球新品

首发地示范区建设， 提升 “上海购物” 体

验度。

推动展品变商品 。 整个进博会期间 ，

徐家汇汇联商厦开展进口食品体验馆迎进

博活动 ， 消费者第一时间尝鲜进口美味 ，

比如阿根廷牛排、 银鳕鱼、 葡萄酒等。 绿

地缤纷城的 “畅购进博好物， 共享美好生

活” 购物节， 提供超过 500 款进博同款商

品。 11 月 20 日至 21 日， 在正大乐城推出

宜家快闪店活动， 宜家家居徐汇店也同步

推出 “携进博共创可持续发展活动 ”， 消

费者可以边逛边吃边买， 感受进博商品的

魅力。

进博会为徐汇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

如何持续放大溢出带动效应， 成了徐汇思

考和工作推进的重中之重。 区商务委有关

领导介绍 ， 展会期间 ， 区营商服务团队 、

金牌 “店小二” 会同各类展商开展各种形

式对接 ， 放大招商引资促进效应 ， 推动

“参展商” 变 “投资商”， 目前已有 300 多

家企业纳入徐汇的招商视野。 结合区域资

源禀赋和实际， 徐汇也在持续推进全球新

品首发地示范区建设 ， 提升 “上海购物 ”

体验度。 区域内衡复、 徐家汇、 徐汇西岸

三个全球新品首发地已成为高端品牌的青

睐之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