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上海

的发展始终受到全球高度关注。逐浪十

年，上海变了，它已然超越了之前的自己，

为新的发展筑基蓄力；但上海也一直没有

变，它依然是那个开拓进取、活力四射的

上海，是勇担使命、敢干敢闯的上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上海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殷殷嘱托，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

要求，铆足劲头，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

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综合实

力跃上新台阶，经济体量、创新增量、发展

质量攀上新高度，在一些与城市软实力和

影响力相关的关键变量上取得新突破，在

服务国家战略、提升城市功能、发挥引领

作用上展现新作为。

更大更强更有活力

过去十年，上海变得更大、更强、更有

活力，特别是在经济总量和结构方面有了

新的质的提升。数据不言，但最有说服

力。十年来，上海全市生产总值（GDP）连

续站稳2万亿元、3万亿元、4万亿元3个

大台阶，2021年达到4.32万亿元，是2012

年的两倍多。以此为标尺，上海在经济体

量保持全国各城市之首的同时，在全球各

城市中排名升至第四，跻身由纽约、东京、

伦敦等组成的世界第一方阵。全市人均

GDP也从2012年的1.42万美元增加到

2.69万美元，达到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全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十年间，上

海积极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

本建成，科创中心形成基本框架，全球影

响力不断增强。“三大产业”“四大品牌”

“五型经济”等新举措相继推出，不断推动

整个城市拉长长板，补齐短板。

目前，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达73%，比2012年提升13个百分点，成

为产业体系的中流砥柱。金融市场年交

易总额突破2500万亿元，口岸货物贸易

总额保持全球城市首位，上海港集装箱年

吞吐量逾4700万标箱，自2010年来从未

丢失“世界第一”桂冠。

作为上海经济重要支柱和城市重要

品牌的“上海制造”，过去十年保持稳步增

长，质量不断提升。制造业在GDP中所

占比重始终稳定在25%以上，强大、深厚

的实体经济基础，成为上海区别于其他世

界级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为上海经济在

各种不确定性冲击下赢得了更多弹性与

韧性，也为进一步推动科创中心建设夯实

基础。2021年，全市工业增加值首次突

破1万亿元。

聚焦功能带动影响力提升

“吨位”决定地位，功能放大影响。砥

砺十年，上海不仅以体量增长助力实力提

升，更围绕做强全球资源配置、科技创新

策源、高端产业引领、开放枢纽门户等四

大功能，从而在全球竞争与合作中力争获

得更多参与度和话语权。

强化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特别是金融

要素的配置能力，是上海的责任所系。今

年发布的一份权威报告显示，上海在全球

金融中心中排名第四。目前有超过1600

家各类持牌金融机构、全国约九成的外资

资管机构，以及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一

批总部型、功能性金融机构或组织扎根上

海；以“上海金”“上海油”“上海银”“上海

铜”等为代表，越来越多“上海价格”“上海

指数”提升了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影

响力，也为全球企业和投资人创造机遇。

上海科创中心建设蹄疾步稳。2020

年末，上海科创中心基本框架体系如期建

成，随之将重点专项提升核心功能。经过

十年努力，上海全社会研发（R&D）经费

支出相当于全市GDP的比例，已从3.19%

提升到4.1%以上，超过一众顶尖创新型

国家。以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设施等为

代表，全市在建在用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达到14个，数量和投资额均居国内首位，

在全球也处于领跑位置。包括全球首只

体细胞克隆猴、首例人造单条染色体的真

核细胞等重量级成果，过去几年持续在上

海问世，“点亮”了全球科技界。

上海的高端产业也同步快速发展。

去年，全市三大先导产业总规模迈过万亿

元门槛，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

等六大高端制造业突破跃升，“3+6”高端

产业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以浦东、临港等

重点地区为引领，上海“硅谷”“药谷”“智

能谷”建设取得长足进步，集成电路产业

规模占全国的1/4，上海研发的创新药占

全国的1/4。

城市感召力映照人心

硬实力让城市强大，软实力让城市伟

大。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既是上海

硬实力快速累积、再上新台阶的十年，也

是上海城市软实力逐步升华、映照人心

的十年。

十年来，上海以排头兵、先行者的姿

态，在一系列重大改革事项中冲锋在前。

自贸试验区特别是临港新片区坚持大胆

试、大胆闯，“三年大变样”的蓝图已如期

实现，更具国际市场影响力和竞争力的特

殊经济功能区让人心向往之。经过五轮

营商环境改革的系统推进，上海越来越接

近全球营商环境的最佳实践地，吸引全球

企业家投资人近悦远来。去年，浦东新区

被中央授予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

领区的重任，开启了一场同步提升软硬实

力的“复合大考”……上述这些“探路”之

举，在筑牢上海硬实力的同时，也凝练了

城市的品格和灵魂，使得它更具感召力。

十年来，上海以前瞻的视野、扎实的

行动，代表国家，面向世界，打造了一系列

极富标杆意义的公共产品，让全球见证了

这座城市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世界人

工智能大会、世界设计之都大会……它们

既是属于企业家、科学家的顶级交流平

台，也为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

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际大都市，是上海不懈的追求与梦

想。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上

海必须以过人的勇气和锐气，不断探索

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城市化路径。面

对未来，上海目前给出的这张十年答卷，

完全可以让我们收获更强的信心，抱有更

高的期待。

■本报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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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玮婕

2018年11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就是一

个生动例证。上海是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和长三角地区合作交流的龙头，要不断提高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国际

竞争力。要发扬“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上海城市精神，立足上海实际，借鉴世界大城市发展

经验，着力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最近这段时间，上海推动全球资产管

理中心建设的动作频频：成立横跨全资管

领域的上海资产管理协会，首批会员机构

达到123家；私募股权和创业投资份额转

让试点启动，完善私募股权基金“募投管

退”全链条服务体系，进一步丰富私募股

权类基金退出渠道……

资管领域的强势布局是上海金融业

综合实力持续提升的缩影。十年来，上海

金融市场交易总额从528万亿元增长到

2511万亿元，提升近4倍。2021年金融业

增加值达到7973亿元，占当年全市GDP

比重为18.5%，这一占比已接近纽约。当

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处于迈向更高

发展水平的开局起步期，而全球资管中心

建设无疑是通往更高能级的必由之路。

据市地方金融监管局局长解冬介绍，

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取得初步成

效，资产管理总体规模实现稳步增长，约

占全国四分之一，其中，公募基金、保险资

管占全国比重分别达三分之一，特别是权

益类基金规模占全国近二分之一。与此

同时，超过4600家各类资管机构聚集在

此，尤其是外资资管机构高度集聚，全国

3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4家合资银行理

财公司、首家合资基金投顾均落户上海。

“作为中国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

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落地上海以及

基金产品的顺利发行，已让更多海外金融

机构看到，中国的金融开放之门越开越

大，”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汤

晓东表示，上海是我国金融开放最具代表

性的城市，良好的政府服务、优越的基础

设施以及多元化、国际化的人才队伍，为

外资机构在华展业、营商提供了便利。

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下，如何进一

步增强上海全球资管中心辐射力和影响

力备受关注。在上海资产管理协会会

长、汇添富基金董事长李文看来，推进制

度型开放格外关键，要发挥上海自贸试

验区及临港新片区金融开放优势，推进

人民币可自由使用和资本项目可兑换先

行先试；要积极吸引资管人才集聚，加强

国际人才引进，厚植资产管理人才沃土；

要持续加强金融市场建设，持续推动产

品业务创新；在鼓励资管机构做大做强方

面，要进一步加强资管机构集聚，完善多

元化机构体系，并持续提升专业机构的服

务能力，鼓励头部机构做大做强，积极代

表上海和中国参与全球竞争。

去年5月发布的《关于加快推进上

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

已经绘就新兴全球化资产管理高地的蓝

图：力争到2025年，上海基本建成资

产管理领域要素集聚度高、国际

化水平强、生态体系较为完

备的综合性、开放型资产

管理中心，打造成为亚

洲资产管理的重要

枢纽，迈入全球资

产管理中心城

市前列。

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迈向更高能级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砥砺十年，上海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
硬实力快速累积再上新台阶，软实力逐步升华映照人心

▲航拍陆家嘴金融城。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