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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浦东依然

是中国面向世界打出的一张“王牌”。

从自贸试验区，到临港新片区，再到引

领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浦东坚持以

制度创新为核心，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为全国的改革探索新路、积累经验。

“勇当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

锋，是中央对浦东引领区建设的第一定

位，也是浦东的第一责任。”市委常委、浦

东新区区委书记朱芝松如此解释融入浦

东血脉中的改革基因：紧紧围绕国家赋

予的战略使命，根据不同时期的时代要

求和改革需求，找准改革方向、把握改革

重点、推进改革突破。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

越”。踏上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新征程的浦东，加快了改革再出发

的步伐，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着力破

除制约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牵引

各方面改革加快向纵深推进，在更高起

点上锻造实力“王牌”。

新优势，为全国提供浦东样本

今年3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主

体登记确认制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诸如

股东登记、经营范围变更等高频办理事

项不再需要递交申请材料，企业只要在

网上公示即可。

这一改革给不少市场主体带来了实

打实的制度红利：位于张江的原启生物

得以在两个月内完成连续3次股东变更

和1次经营范围变更，公司也在这波密

集的商事登记操作之后，顺利拿到第二

轮8亿元的融资，新药临床试验审批的

申报也同步启动。

以“放管服”改革为抓手，浦东的政

府侧行政管理效能实现了全面提升。除

了商事登记确认制之外，浦东在全国率

先开展注册资本认缴制、“证照分离”、

“一业一证”、市场准营承诺即入制等基

础性改革，探索“一网通办”、分类综合执

法等创新做法，形成了“特斯拉速度”“山

姆速度”等实践范例，为政府职能转变提

供了浦东样本。

过去10年，浦东坚持以自贸试验区

和临港新片区为牵引，全面提升市场侧

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形成了“准入前国民

待遇+负面清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

货物状态分类监管、自由贸易账户等基

础性制度和核心制度创新，洋山特殊综

合保税区构建形成全新的“六特”海关监

管模式，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复制推广

到全市、全国。

站在引领区建设的新起点上，浦东

更要勇当开路先锋，在为国家试制度、探

新路的过程中，不断增创浦东改革开放

新优势。

纵深推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

当前，浦东正在全力打造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必须破除制约经济

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牵引各方面改革

加快向纵深推进。对此，朱芝松特别提

到了“四个更加注重”。

更加注重对标最高标准、最高水

平。加强对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

经贸规则和国际上开放度最高的自由贸

易园区的对标研究，梳理形成一批符合

我国开放方向、符合浦东实际、符合企业

需求的改革项目，在外资准入、市场开

放、数字贸易、人才制度创新、知识产权

保护、海关特殊监管区制度创新等方面，

率先探索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

体系，加快建设全域特殊经济功能区。

更加注重“发光发热”。聚焦产业发

展的制度瓶颈和企业成长的痛点堵点，拿

出硬招实招，切实促进经济发展。比如，

针对研发企业产业化投入大、门槛高的问

题，推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制度，解决

了新药研发企业成果变产品的问题；针对

研发用特殊物品进口难，试点特殊物品安

全联合监管模式，简化进口审批流程，提

升通关便利化水平。“我们要继续用改革

的办法为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的发展

打开空间、提供支撑。”朱芝松说。

更加注重系统集成。从事物发展全

过程、产业发展全链条、企业发展全生命

周期出发谋划改革，聚焦重点领域、关键

环节、突出问题推进改革，特别是要加强

自贸试验区与浦东“四区一中心”建设的

改革联动，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

协同性，不断放大政策集成效应。

更加注重风险防范。浦东地处我国

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开放度高、人口密

集、要素集聚，各类风险挑战、各类利益

矛盾交汇集聚，各项工作都处在聚光灯

和放大镜下，必须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

对各项改革推进中可能发生的问题提前

做好预案，未雨绸缪，推动改革开放稳中

求进、行稳致远。

加大力度，用好重大改革平台

就在最近，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四十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浦东

新区推进住宅小区治理创新若干规定》

这部浦东新区法规。这是上海市人大常

委会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制定的第

12部浦东新区法规。短短一年内，浦东

这片“立法试验田”高效“耕耘”出12部

“小、快、灵”的法规，覆盖知识产权保护、

文物艺术品交易、非现场执法等经济民

生领域，同时还密集出台了8部管理措

施，这些都成为引领区勇当开路先锋的

重要法治保障。

朱芝松表示，“引领区”建设大背景

下，浦东推动改革，将在两方面用劲使

力。一方面要用好重大改革平台，积极

争取中央支持。浦东目前有引领区、自

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浦东综合改革试

点等国家级制度创新平台，要努力推动

这些平台优势互补、协同联动，形成改革

合力、争取先行先试。另一方面，要用好

立法授权，加大自主改的力度。充分用

好浦东新区法规这一法治保障，目前正

在智能网联汽车、存量产业用地更新、建

设用地垂直空间分层设立使用权等方面

研究制定新的法规或管理措施，为浦东

不断推出各类引领性、首创性改革提供

有力的法治支撑，确保各项改革始终在

法治轨道上运行。

记者了解到，突破“一时一地一事一

议”传统模式，即将破茧的浦东综合改革

试点将有批量化授权和压茬式推进两个

新的推进机制，这也是中央交给浦东的

又一项重大改革任务。通过制定授权事

项清单，从以前的一方案一汇报，变成批

量授权、自主实施，让改革的实施推进更

加有力。目前，浦东正积极推动方案和

首批授权事项清单尽快出台实施。

在逆境中勇于突围，在“无人区”里率

先破局，浦东全力担起更高水平改革开放

开路先锋的使命，展现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新气象，更好向世界展

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唯有

如此，才能真正诠释“引领”两字的意义。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牵引各方面改革加快向纵深推进

浦东引领区勇当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

制度创新，更高起点上锻造实力“王牌”

回望浦东新区过去10年的发展历

程，“5、4、3”这串数字里藏着解读的密

码：这片热土以1/5的面积、1/4的人口，

贡献了上海1/3的经济体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浦东始终把发展

作为第一要务，把改革创新作为第一动

力，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第一追求，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核心

竞争力不断增强，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人

民群众生活品质有力提升，高质量发展

成效不断显现。

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这10年，浦东经济快速发展，表现

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持续发挥全市经

济发展的稳定器、压舱石、动力源作用。

浦东地区生产总值迈上新台阶，2021年

达到1.54万亿元，年均增长8.3%。产业

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从2012年

的62.4%提升到2021年的74.8%。经济

新动能加速迸发，硬核产业规模总量迈

上万亿能级。

这10年，浦东各领域内生驱动力明

显增强。工业体量稳居全市各区第一，

不断发挥强劲引擎作用。2021年，浦东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达12442.53亿元，

同比增长14.8%。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规模稳步提升，2021年达到2716.18亿

元，年均增长7.2%，是2012年的1.87倍。

这10年，浦东坚持以自贸试验区和

临港新片区为牵引，深入推进改革系统

集成和制度型开放，如今站在引领区建

设的新起点上，更是勇当更高水平改革

开放的开路先锋。

目前，《浦东新区推进高水平改革开

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实施

方案》中的100条450项具体任务，85%

左右已经完成。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升

级提速，累计有300多项重要改革成果、

51条“浦东经验”向全国复制推广。同

时，推出一批首创性成果和扩大开放项

目，54项服务业和制造业扩大开放措施

累计落地近4200个项目。

资源配置能力显著增强

这10年，浦东聚焦提升城市能级和

核心竞争力，持续打响“四大品牌”，加快

完善市场体系，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全球

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切实发挥“五

个中心”核心区的重要作用。

在金融功能上，浦东抓住上海自贸

区金融开放创新和国家新一轮扩大金融

业开放机遇，不断吸引金融高能级主体

聚集，2021年持牌类金融机构总量达到

1142家，约占全市的2/3。累计聚集股

票、债券、期货、保险、信托、外汇等

13家金融要素市场和基础设施，是全球

金融要素市场最完备、交易最活跃的地

区之一。

在贸易规模上，浦东不断强化贸易

枢纽功能，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培

育壮大新型离岸国际贸易，贸易规模稳

中有升。2021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达2.39

万亿元，年均增长5.2%。商品销售总

额10年增长近3倍，从2012年的1.45

万亿元提高至2021年的5.65万亿元。

在航运能级上，浦东航运集疏运体

系不断完善，航运枢纽地位不断增强。

集装箱吞吐量占全市的90%，从2012

年的 2951.3万标箱提高至 2021年的

4267.3万标箱，年均增长4.2%，推动上

海港连续12年蝉联全球第一，推动上

海在新华 · 波罗的海国际航运中心发展

指数排名中上升到第三位。浦东国际机

场能级保持全球领先，2021年货邮吞吐

量达398.26万吨，旅客吞吐量达3220.68

万人次。

人民城市建设彰显成效

这10年，城乡居民共同分享经济发

展结出的硕果，收入和消费水平有了实

实在在的提高。新区城乡居民家庭人均

可支配收入从2015年的50726元提高至

2021年的80746元，年均增长8.1%；人

均消费支出从2015年的35999元提高至

2021年的49611元，年均增长5.5%。

这10年，浦东以构建便捷畅达的

现代化综合交通网络为目标，不断完

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2021年，轨道

交通运营线路长度达 307公里，

运营站点数 155个，分别是

2012年 的 2.8倍 和 2.1倍。

公交线路条数从2012年

的 278条提高至 2021

年的 377条，10年

增加近百条。

这 10年 ，

浦东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

态环境质量实现大提升。楔形绿地、

生态廊道、郊野公园、城市公园、林

荫道建设全面推进，人均公共绿地面

积从2012年的11.52平方米，提高至

2021年的13平方米。

如今，高水平改革开放的蓝图逐渐

清晰，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

区的号角已经吹响，新征程上的浦东

必将坚定不移地吃改革饭、走开放路、

打创新牌，不断提升在经济发展、改革

开放、综合水平上的引领力，争创

更大的奇迹。

“5、4、3”，数字密码诉说浦东这10年

航拍霞光中的陆家嘴。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