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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服务型经济：从数字增长向高质量“进阶”

面向“十四五”，朝着专业化、高端化、品牌化，在结构优化中持续增强集聚度、放大辐射力

打造更高水平的数字政府， 是面向

“十四五”时期的目标之一，这其中，政务

数据的互联互通与开放共享是一大关

键 。 近日 ， 优刻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UCloud）的“安全屋”技术被厦门大数据

安全开放平台采纳，通过技术创新，企业

在更高能级的服务中融入智慧城市建设。

过去十年间，上海服务型经济打开

了巨大的发展空间，第三产业占地区生

产总值（GDP）比重由 2010 年的 57%上

升到去年的 72.7%， 今年前三季度已经

达到 74.1%。 立足“十三五”，面向“十四

五”， 上海服务型经济将从数字增长向

高质量发展“进阶”———朝着专业化、高

端化、品牌化 ，在结构优化中持续增强

集聚度，放大辐射力。

逆势增长， 服务型经
济凸显“含金量”

来自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三季度，上海市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5.1%， 增速比上半年提高 1.6 个百分

点；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7.9%，增速提高

0.5 个百分点。 虽然遭遇疫情，但上海服

务型经济“含金量”十足，在逆势增长中

进一步加速发展步伐。

在为厦门大数据安全开放平台服

务之前，优刻得的“安全屋”技术已经与

上海大数据中心、山东省公安厅等达成

合作。 “安全屋”看不见摸不着，却有数

据沙箱、区块链等技术“保镖”守护———

数据可在沙箱技术中，分离所有权与使

用权 ， 在流通过程中做到 “可用不可

见”，安全释放数据价值，并应用于政务

决策、交通出行、医疗卫生等多个场景。

“太忙了”———这是优刻得创始人

季昕华每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的 “小抱

怨”， 这家公有云服务商今年忙得不可

开交：疫情初期 ，忙着为多家在线教育

平台提供云计算服务， 包括晓黑板、哔

哩哔哩等上海企业 ； 作为长期发展计

划，企业深度融入智慧城市建设。 财报

显示，2020 年前三季度， 优刻得实现营

业收入 16.38 亿元， 同比增长 52.87％；

单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7.26 亿元，同比接

近翻番。

加快自身发展，主动服务全国。 “十

三五”以来 ，以服务型经济为特征的现

代服务业逐步成为上海经济发展的新

增长点， 在要素配置中占据关键环节，

在供需对接中锻造关键链条，在内需体

系中打造关键支撑，助力国内经济循环

更加畅通。

放大优势， 深度融入
全球竞争

像消费者订机票一样预定海运舱

位？ 疫情影响下，运去哪的“一站式国际

物流在线服务平台”凸显出不一样的服

务价值。 枫晴（上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是中国排名前三的食品添加剂生产企

业，每月有数百个集装箱货物从中国各

大港口运至全球多个国家，受疫情带来

的国际物流市场爆舱 、缺柜影响 ，企业

急着交货却难以订舱，多亏了运去哪的

“现舱特价”服务，动动手指顺利下单 ，

物流运输过程也“了然于胸”。

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众多

融合衍生的新型、高端航运服务业在上

海蓬勃成长。 运去哪成立不过 5 年，通

过互联网智慧订舱 、物流可视化 、货代

履约自动化等多项数字化国际物流创

新应用，搭建起从中国运输至全球的海

运、空运网络。 在运去哪创始人兼 CEO

周诗豪看来，未来航运竞争拼的是服务

能级，更透明 、便捷的国际智慧物流有

助于提高中国在国际市场体系中的话

语权。

服务型经济本就是上海经济格局

中的一块长板。 以航运为例，如果将全

球货流、客流按照活跃度绘就一张网格

图，上海是最重要的中心节点之一。 今

年，上海首次跻身国际航运中心排名前

三，口岸进出口货物总额保持全球城市

首位，上海港连续十年位居国际集装箱

第一大港地位，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

显著提升，这些都离不开服务业的强大

支撑。

服务型经济，提高上海经济社会发

展能级，也辐射和赋能更广区域。 综合

运力规模排名世界第一的中远海运集

团，在过去连续三届进博会为展品提供

国际段海运服务保障 ， 定制个性化方

案、提供从运输到场馆搭建的一站式物

流解决方案，在全球服务网络中挖掘纵

深优势。

拉长长板，上海“五大中心”建设是

着力点。 到今年底，上海将基本建成国

际经济、金融、贸易 、航运中心 ，科技创

新中心形成基本框架，为服务型经济发

展创造更好条件。

政策发力， 助服务业
高水平开放

开放是上海最大的优势，服务型经

济的开放更是重中之重。 近十年来，上

海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实到外

资总额的 90%以上，上海服务贸易创新

发展始终走在全国前列。

数据显示 ，“十三五 ”以来 ，上海服

务出口年均增长 4.5％；2019 年，上海服

务贸易进出口规模达 1843.8 亿美元，约

占全国总额的四分之一；专业管理和咨

询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技术

服务等高附加值产业占全市服务出

口比重已达六成以上，国际竞争力稳步

提升。

激活高质量发展新动力，服务型经

济的发展离不开高水平制度型开放。 去

年出台的《上海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

放若干措施》，在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构筑国际人才

集聚高地等方面发力，启动新一轮服务

业开放；就在前不久，《上海市全面深化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 》施

行， 全面探索服务贸易扩大对外开放，

将在金融、保险、航空、会展等领域先行

先试，推动一批开放举措落地。

在推进临港新片区金融先行先试

方面 ， 优质企业跨境人民币结算便利

化、境内贸易融资资产跨境转让两项试

点都已落地并推广。 其中，跨境人民币

贸易融资资产转让服务平台 （一期）已

正式上线，并为第三届进博会提供了更

便利的跨境贸易融资服务。

苏州河中心城区岸线：42公里“山水人城相融”新画卷
临近岁末公共空间将基本贯通开放，母亲河的温度触手可及

临近年末， 苏州河上海中心城区段

42 公里岸线公共空间将基本贯通开放。

滨水空间转型重生， 母亲河的温度触手

可及。 在“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重要理念指引下，苏州河不仅蜿蜒

出“山水人城相融”的绿色新画卷，更牵

引、 承托起滨水空间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面绿色转型。 通过空间重塑、治理重塑、

能级重塑， 进而成为生活品质、 产业发

展、城市治理的“标杆”和闪亮“金名片”。

普陀段
亲水岸线，生活气息浓

普陀段承担了苏州河贯通的 “半壁

江山”，约 21 公里岸线改造围绕长寿路、

曹家渡、长风生态商务区、长征镇 4 个主

题区段，实现了沿河居民小区、文创产业

园区与滨水公共空间的融合共生。 特别

是把岸线贯通与居民小区品质提升、临

河地块功能转型结合， 重塑了生活亲水

岸线，也打造出活力空间示范区。

亮点一：“沿河瓷砖道”大变身

河滨香景园是苏州河（普陀段）北岸

西段的一处小区。小区边的一段岸线位于

云岭西路与上海烟草储运仓库之间，长

340 米。 2004 年小区刚建成时，所谓“河

滨”二字，仅仅是一条圈在小区内、宽不足

两米、长不过 300米的“沿河瓷砖道”。

此次苏州河北岸贯通及防汛墙改建

中， 该小区滨河绿带打通了原有两侧围

墙，释放了闲置的绿地，惠及周边更多小

区。建设公共绿地时，以“海洋”为主题构

建了一系列景观设施， 提升改造了沿河

步道及栏杆。融入雨水自然积存等措施，

实现生态循环利用。

这一段岸线，院校央企多，对于涉及

院校、 央企、 开发地块等岸线贯通的项

目，在普陀区积极沟通协商下，华东政法

大学长宁校区、 上海市贸易学校及上海

印钞厂、盐业、烟草储运等沿线企业对各

自围墙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退让。

亮点二：“十八湾”串起绝美口袋公园

苏州河流经普陀区域共有 18 个较

大的河湾，素有“苏河十八湾”美誉。其中

“宝成湾”是第九湾，湾内有苏州河上唯

一一座双曲拱梁人行桥———宝成桥。

在长寿路街道牵头下，宝成湾直面痛

点、堵点，打破了三道围墙，整治了存在近

30年的居改非和违建，贯通了沿岸空间，

连接了位于宝成湾区域内的上海国际时

尚教育中心、上海景源时尚产业园、创享

塔 3个独立园区，滨水腹地纵深拓展。

如今， 沿着 1.6 公里蓝色滨河步道

行走，宝成桥一侧的口袋花园美不胜收。

晶莹闪烁的蒲公英、粉兰粉红的绣球花、

几何不规则的凉亭雨棚，让市民尽享“春

日赏花夏扑萤，秋日散步冬听雪”。

亮点三：网红景点“弹眼落睛”

天安·千树位于苏州河昌化路桥东

侧，集建筑艺术、文化传承、历史遗产与

自然风貌为一体，囊括了精品购物、餐饮

休闲、文创娱乐和酒店办公等功能，将成

为地标性的创意城市休闲综合体。

项目开发者表示， 千树可以改变苏

州河流域的地貌， 展示一个多层次的人

性化空间， 重塑苏州河沿岸工作与生活

着的人们的日常。

别具风格的露台花园，绿意盎然的河

滨步道，该项目让游客仿佛置身都市中的

世外桃源。不同楼层每家店面的露台上高

低错落地种植了 2 万多棵不同的绿色植

物，整个建筑融合在一片绿色之中。

静安段
诗意的慢行系统

苏州河岸线静安段约 6.3 公里。 北

岸西起远景路，东至河南北路；南岸西起

安远路，东至成都北路。 这段岸线，有着

上海总商会旧址、 四行仓库等历史文化

地标，也有着蝴蝶湾公园等休闲空间。相

较于其他滨水岸线，这里同时拥有南岸、

北岸两面风光，共规划桥梁十余座，形成

机动车和慢行交通的全面对接， 构筑起

一个舒适、 高品质且层次丰富的运动环

线，真正实现：诗意栖居。

亮点一：宜乐宜游的慢行空间

苏州河静安段滨河岸线交通以慢

行、公交优先为主，整合现有道路，将快

速交通和慢行交通进行分流， 架构起慢

行道路系统。特别是新建的滨河慢跑道，

作为流畅的线性运动空间， 串联沿线多

座跨苏州河桥梁， 无缝衔接形成一个个

环通的慢跑线路， 兼顾各类人群的健身

休闲需求。 沿线也布设了各具特色的公

共空间，增加便民设施，提升景观品质和

游憩功能，加强了滨河与腹地的联动。

结合慢行线路的打造， 还同步激活

起珍贵的城市记忆，让分布沿线的老建筑

不再“沉睡”，通过在公共空间叠加历史、

文化等多种元素，让城市空间、自然与人

文融合互动， 让市民和游客在慢行中随

手触摸感知历史文脉，带来独特体验。

亮点二：以史为脉，以民生福祉为本

四行仓库、上海总商会旧址、上海福

新面粉厂旧址……苏州河静安段最大的

亮点在于串起了沿线的红色地标、 历史

文化地标等， 同时注重改善沿岸居民的

获得感，以提升民生福祉为根本。

沿岸的福新面粉厂旧址， 曾是中国

最大的面粉厂， 该建筑列入市优秀历史

建筑。此次改造，在滨河景观设计中融入

面粉厂的历史文化元素， 演绎了民族工

业记忆。 而四行仓库旧址，既保护了原有

建筑界面，也将改造道路断面，在建筑前

庭留有人行空间，充分尊重红色历史文化

同时，营造出一种舒适怀旧的慢行感受。

针对岸线上仅存的断点———长寿

路桥以北至远景路长约 700 米的空间，

经多方协调 ，最终以 “栈道+地面步道 ”

方式打通，同步实施沿线建筑外立面整

治，增强居民获得感。 而岸线腹地苏河

湾区域已成为静安区 “一轴三带 ”发展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以“产城融合，

人性尺度 ，文化传承 ，生态低碳 ”为理

念，带动产业发展，打造“人文休闲创业

集聚带”。

黄浦段
上海辰光，风情长卷

苏州河南岸黄浦段东起外白渡桥，

西至成都路桥，北临苏州河，南至南苏州

路，是全市苏州河岸线的重要门户，具有

展示形象、承载文化信息、容纳公共活动

的特质，岸线总长约 3 公里。

这里的显著特点是： 自然景观和人

文景观相融， 沿线景观以抽象化艺术化

的形式展现海派文化的精致和典雅，使

苏州河黄浦区段真正展现：上海辰光，风

情长卷。

亮点一：历史文化标识的演绎

苏州河黄浦段中， 每一段都有特定

主题：西段（乌镇路桥—成都路桥），设计

主题为“苏河之驿”；东段（外白渡桥—河

南路桥），主题为“苏河之门”；中段（乌镇

路桥—河南路桥）主题为“苏河之眸”。每

一段在放大人文景观同时， 注重提高城

市整体形象和综合服务功能。

比如， 位于乍浦路桥与外白渡桥之

间，南岸的划船俱乐部，以现代钢构架演

绎原有木屋架的形制，更加轻盈通透，以

恢复生态的方式让建筑更加柔和生动，

恢复泳池遗留加以修葺， 转为具有新功

能的“泳池咖啡厅”。

同时将城市运转所需的基础设施加

以设计，在艺术化、开放化的同时，高效

复合地利用土地。 比如将第一加油站打

造成最美加油站； 对原先封闭的半地下

绿化环卫用房进行拆除改造， 依据保留

结构搭建底层步道与二层观景平台，重

塑地形、铺设植被，打造一个全新公共空

间———樱花谷。

亮点二：滨水空间如何近些、更近些

原吴淞路闸桥拆除后遗留一处桥

墩，这里靠近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

是“苏河之门”的标志之一。 结合此次改

造，这里成了一处新的亲水空间。富有现

代感的不锈钢亭子，造型简洁明快，透着

浓浓工业风。 游人的视线因亭子而 “抬

高”，也解决了亲水的问题。

又如， 在九子公园外的滨水区域，建

造二级挡墙，既保证防洪高度，又将一级防

汛墙降低，形成一个完整的亲水平台，抬升

墙内人行通道，局部新建玻璃防汛墙，让市

民可以真正亲近苏州河，在市中心获得亲

水空间，也让苏州河的景观更为立体。

目前苏州河黄浦段从西藏路到成都

北路禁止机动车通行， 其余路段因涉及

多个沿岸线小区主入口，允许车辆通行，

相关路段正精雕细琢， 提升景观的同时

注重各类交通工具通行的“友好度”。 同

时全段布设视频监控，做强精细化治理。

虹口段
处处看得见河坐得下人

苏州河虹口段东起外白渡桥， 西至

河南北路，全长约 900 米。这里位于黄浦

江与苏州河交汇处， 是黄浦江贯通空间

与环苏州河贯通空间的重要转换节点，同

时有着陆家嘴天际线和外滩旖旎风光的

独特视角，沿线优秀历史保护建筑林立。

结合贯通提升工程，虹口区以“共享

街道+河畔客厅”的方式还江于民，打造

“最上海的观景平台”。 相关工程总设计

师王林说，不仅要“处处看得见河”，而且

能“处处坐得下人”。

亮点一：站在“城市阳台”看百年上
海“世纪同框”

上海大厦、外白渡桥、黄浦公园，是上

世纪流行的 “上海牌行李袋” 标识上的

“城市风情三件套”。如今，站在苏州河虹

口区段北苏州路取景，这“三件套”与陆

家嘴上海新景观实现“世纪同框”。

吴淞路的尽端有一片 460 平方米的

观景平台， 王林喜欢将其称为 “城市阳

台”。 这里原本是一处桥墩，经设计师们

反复论证，决定“就地取材”，与地面形成

高低错落的观景平台。 站在这里望向东

西两岸，百年上海最著名的建筑地标一

览无余。 负责虹口段设计的上海安墨吉

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薛鸣

华说，虹口段正符合当下“全域旅游”概

念，这里有历史、有现在，更能望见未来。

亮点二：打造独一无二的“共享街道”

虹口段的另一亮点，全程禁止机动车

通行，打造独一无二的“共享街道”。 释放

丰富的休憩休闲空间，让人们舒适地一边

“喝喝茶、喝喝咖啡”一边感受一江一河交

汇处的滨水魅力。虹口区建管委市政管理

科科长彭佳斌介绍， 贯通工程中遇到的

最大难点是 900 米岸线上存在 “断点”。

经区及相关单位协调，通过疏导车辆、置

换办公场地、拆除电站和违建、搬迁水质

监测设施等彻底打通“断点”，把沿线所

有的滨河空间都腾退出来。 同时拓宽天

潼路， 将过境北苏州路的机动车转移一

街之隔的天潼路通行，缓解交通压力。

如今，北苏州路将打造成“步行化、

休闲态、全时段的共享街道”。 全面禁止

机动车后， 沿河步廊被拓展为 3-5 米，

街道空间拓宽为 6-8 米，地面上的扇形

弹格石拼花与两侧历史建筑自然衔接，

街景绿化也打造成有意境、易亲近、可停

留的客厅花园，为后续整合商业、旅游资

源，更好满足市民需求创造了条件。

虹
口
段
：

打
造
“最
美
河
畔
会
客
厅
”

本报讯 （记者

单 颖 文 ） 全 长 约

900 米的苏州河虹

口区段贯通提升工

程近日完工 。 改造

后的苏州河虹口段

将营造多元复合的

活力滨水空间 ， 夜

幕华灯下更是流光

溢彩， 将成为开放、

通达 、 令人向往的

“最美河畔会客厅”。

据虹口区建管

委副主任陈琼婵介

绍 ， 苏州河虹口段

贯 通 提 升 工 程 于

2018 年启动设计 ，

今年 4 月开工 ， 在

规划设计 、 打通断

点 、 协调禁止机动

车通行的基础上， 9

月全面施工建设 ，

近期已全面完工 ，

将于本月底正式对

外开放。

工程推进过程

中， 由于涉及市政、

交通 、 水务 、 景观

等多重内容 ， 又因

疫情影响导致工期

缩减 ， 苏州河虹口

段建设过程以日夜

奋战的 3 个月完成

了原计划 7 个月的

工程量， 施工过程始

终对标一流、 追求极

致。 比如， 滨水空间

全线禁止机动车通

行， 可供步行与骑行

的 “共享街道 ” 路

面用小方石材铺筑了 “弹格路”。

工程总设计师王林告诉记者，

在打造 “最美河畔会客厅 ” 过程

中， 通过不断优化方案， 力争透过

细节更好地衬托滨水空间的历史风

貌， 增进人们与滨水的亲近感。 比

如， 在 “宝丽嘉酒店休憩观景段”

的观景平台， 沿河的防汛墙高度，

正是人们坐下来还能无遮挡欣赏水

景的高度。

① ②
③

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