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月7日，上海超级工厂在

晨曦中开工，实现‘从0到1’的突破；今

年8月13日，第100万辆经由中国工人、

中国工厂生产的特斯拉车辆下线，创造

了‘从1到100万’的纪录。”三年创下整

车产量突破百万辆纪录、产业链本土化

率达到95%，特斯拉亚太区研发工程总

监王文佳如是说。

位于临港新片区的特斯拉上海超级

工厂，是中国首个外商独资整车制造项

目，这段“从0到100万”的历程，同样也

是滩涂上崛起未来城的生动注脚。就在

今年8月20日，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

验区临港新片区迎来挂牌三周年。三年

来，这座承载着国家战略的滨海新城，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围绕“特殊经济功能

区”和“现代化新城”建设交出了一份亮

眼答卷：以“五自由一便利”为核心的制

度体系初步形成，《总体方案》分解出的

78项任务完成90%；高新技术企业数量

增长358%，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

速达40.2%，规模最大的汽车产业产值

连续两年翻番，从300多亿元跃升至

2000多亿元。

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测压力

为国家试制度、探新路、测压力，临

港新片区正以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释

出源源不断的改革红利。

今年3月，中国首单国际航行船舶

保税液化天然气（LNG）“船到船”加注

业务在洋山港落地，标志着上海港成

为中国第一个、全球第三个可为国际

航行船舶提供保税LNG“船到船”加注

的港口。目前，该项业务已实现常态

化运作。

8月23日，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保

税船供公共服务平台上线，打造船舶备

件、配件等“一站式”服务平台，与国际航

行船舶保税油、保税LNG加注等构成洋

山船供产业集群，力争在2025年前打造

千亿元级产业集群。上海船东协会船舶

管理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施国润表示，此

前受制于缺乏船舶供应服务体系，大量

业务流向新加坡、釜山等港口，该平台的

上线有利于形成上海船舶供应结算中

心，增强上海港全球航运资源配置能力，

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

自成立以来，临港新片区围绕制度

创新的探索从未停歇。从保税LNG加

注，到外资班轮公司国际航行船舶沿海

捎带，一项项突破从无到有、落地生根，

三年间形成全国和全市首创性创新案例

87个，其中全国首创性案例36个。

三年来，临港新片区新注册企业超

6.4万家，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实现每年翻

一番，实现离岸贸易规模逐年倍增。同

时，三年来累计落户400多家金融企

业。今年上半年，洋山港完成集装箱吞

吐量1181.4万标箱，再创历史新高。

在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发展改革处处

长吴群峰看来，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为

国家填补制度空白，正是新片区作为

“试验田”的使命所在。“坚持问题和需

求导向，新片区的制度创新皆源于实

际，针对市场主体发展过程中的诉求推

进解决。”他说。

前沿产业成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民用

航空四大核心产业，高端装备制造、智能新

能源汽车两大优势产业，氢能、绿色再制造

两大未来产业，眼下，临港新片区已建立起

以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八大前沿产业

集群。

全国每生产6辆新能源汽车，就有一

辆是“临港造”。智能新能源汽车是新片区

规模最大、带动能力最强的产业，围绕特斯

拉上海超级工厂和上汽临港生产基地两个

“巨无霸”，临港串联起车身内外饰、汽车芯

片、汽车电子、车身加工等全产业链。2021

年，新能源汽车成为新片区首个产值突破

千亿元的产业。根据规划，到2025年，这

里的汽车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4000亿元。

9月28日，“国际氢能谷”在临港扬帆

起航，集聚20余家氢能企业，将依托新片

区的制度创新和氢能场景优势，致力于推

动氢能制、储、运、用等全产业链发展。

“三年来，临港新片区产业高速度高质

量发展，数字赋能产业成效明显，已初步体

现了上海产业发展增长极的作用。”市经济

和信息化委总工程师张宏韬表示。

在前沿产业领域，新片区有着更远大

的目标——到“十四五”期末，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将达到 5000亿元，年均增速

25%。与此同时，临港也注重对前沿产业

“补链”“强链”。“接下来，将围绕头部企业

产业链，吸引‘小花小草’，形成大企业顶天

立地，小企业铺天盖地的局面。”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高科处负责人陆瑜表示，面向未

来，新片区的招商思路会从抓大项目向引

小项目转变，从重产业规模向重科技创新

转变，让全产业链生态成为新片区高质量

发展的新引擎。

现代化新城建设“三年大变样”

瞄准打造独立综合性节点滨海城市，

揭牌以来，临港城市地标拔地而起，住房、

医院、学校、养老等配套功能日益完善，一

座开放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业宜

居的现代化新城呼之欲出。

新片区明确“社会事业发展适度超前”

方针，聚焦人民最关切、城市发展最需要领

域，实现“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三年

来，新改建道路累计开工总里程150公里；

新开办上师大附属浦东临港小学等13所学

校，义务教育阶段学校集团化办学覆盖率

100%；推进“市六-临港”紧密型健康联合体

落地，加快建设社区嵌入式和家门口养老

服务体系，完善“15分钟养老服务圈”布局；

新增住房建筑面积847万平方米；新建城市

绿道65公里、新增绿地面积440公顷……

“智慧、低碳、韧性”的理念贯穿基础设

施建设和城市运行管理全过程。今年8

月，新片区综合能源管控平台上线，这是国

内首个涵盖“水电油气氢”能源的政府性综

合能源管控平台，将服务政府机构、园区、

企业，帮助提升能源使用效率和结构。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专职副主任吴杰如

此表述：可以预见，未来临港将建设成为最

现代、最生态、最便利、最具活力、最具特色

的独立综合性节点滨海城市，这将是一座

有吸引力、有感召力的新城，让这里的人引

以为豪，让来过的人为之倾心，让没来过的

人充满向往。

围绕“特殊经济功能区”和“现代化新城”建设交出一份亮眼答卷

三年来，承载国家战略的滨海新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

滩涂上崛起，临港打造创新创业“梦想之城”

■本报记者 周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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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世界的临港，恰到好处的生

活，欢迎各位选择临港、扎根临港……”

在临港新片区，一个名为“老顾说临港”

的视频号火出了圈，主角“老顾”是临港

新片区投资促进服务中心主任顾长石，

数百条短视频伴随、见证着新片区拔节

生长，也将临港营商环境的金字招牌植

入企业家、创业者心中。

临港企业圈流行一句话：有事找老

顾。作为“首席招商服务官”，老顾主动

帮助企业解决大大小小的烦心事，“花

式”服务无止境；作为“带城主播”，他在

短视频中全方位为临港“带货”，不少企

业慕名而来；他还是临港管委会产业发

展首席规划师，参与制定多项产业政

策……身份多变，老顾的初心却从未改

变，那便是：把临港的“好”说给更多人听。

一分多钟的“带城”，内容很丰富，既

有政策干货，也有企业推介、临港生活体

验等，诞生于2020年的“老顾说临港”见

证了这里的三年大变样，也日渐成为有

影响力的宣传平台。

“三年来，新注册企业超6.4万家，日

均新设企业约90家；签约项目1196个，

总投资超6500亿元；临港有上海最多的

建设工地，我们做过统计，全上海70%的

塔吊在临港，热火朝天的建设场景像极

了当年的陆家嘴……”

产业快速发展的背后，是新片区对企

业服务的用心。投促中心承担着招商引资

“桥头堡”的重任。企业引进来，投促中心

根据其实际需求对接协调相关职能部门，

推进注册、审批、开工建设等所有环节，为

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精准服务。

如今，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已成为新片

区管委会和企业之间重要的桥梁，充分诠

释招商引资领航员、临港推广宣传员、项目

推进协调员、政策服务速递员、企业发展助

推员的职责。在老顾带领下，这支平均年

龄30岁出头的队伍不断探索“花式”企业

服务。比如，创新“企业+人才”双专员服

务机制，已为1000多家企业提供上门个性

化政策服务，协助解决通勤最后一公里、产

业园区加班晚餐、技能人才招聘困难等难

题；上线24小时不间断的企业服务热线平

台10100820，将企业诉求派单至相应的职

能部门跟进解决。

“建设目标、招商引资目标、城市发展

目标都在快速推进，过去临港从来不堵

车，现在车越来越多，企业和人才也越

来越多，未来临港必将成为开放

创新、智慧生态、产城融合、宜

业宜居的现代化新城。”老

顾总是对企业说，这片

创新热土向全世界的

企业和人才开放，

选择临港就是选

择成功。

“带城主播”把临港的“好”说给更多人听
■本报记者 周渊

▲鸟瞰入夜后的临港新片区。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2018年1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进博会开幕式上宣布，增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新片区。

2019年11月3日，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临港新片区要进行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更大力度的全方位高水

平开放，努力成为集聚海内外人才开展国际创新协同的重要基地、统筹发展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重要枢纽、

企业走出去发展壮大的重要跳板、更好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重要试验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