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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外事工作会议

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

的世界观、秩序观、价值

观，顺应了各国人民的普

遍愿望，指明了世界文明

进步的方向，是新时代中

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

崇高目标。

中国共产党不仅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

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

大同的党，党的宗旨历来

具备国际情怀，党的事业

历来具有全球视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

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

念，是我们党不断深化对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

识，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

给出的中国方案，体现了

我们党的初心使命与时

代发展潮流的高度统一，

凝聚了各国人民期盼建

设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

数，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

深远历史意义，越来越展

现出强大的影响力、生命

力、感召力。

日 就 月 将 ，十 年 有

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

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

转化为丰富实践，从理念

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

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

旗帜。从双边到多边，从

区域到全球，我国同数十

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

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推

动在卫生健康、人与自

然、网络、海洋等领域开

展了命运共同体建设，取

得丰硕成果。概括地讲，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

是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

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

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

力目标，以推动共商共建

共享的全球治理为实现

路径，以践行全人类共同

价值为普遍遵循，以推动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为基

本支撑，以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

球文明倡议为战略引领，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为实践平台，为人类

社会共同发展、长治久

安、文明互鉴指明了正确

方向、作出了重要贡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凸显了历史大势、人心

所向。越来越多的国家

认识到，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世界的未来需要由

大家携手创造。我们要高高举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

帜，把中国发展和世界发展结合起来，把中国人民和世界人

民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针对当今世界面临的一系列重大

问题，凝聚起更广泛国际共识，提出更有效解决方案，推动

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

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

指导，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线，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

外交新局面，同各国人民携手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

（载12月31日人民日报 新华社北京12月3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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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金娇）《上海商业发展
报告》（2023）（以下简称《报告》）前天在沪
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上海全年经济回
稳向好，多项数据居全国首位。特别亮眼

的是，上海总体商业活跃度居五大城市（北

京、上海、重庆、广州、天津）之首；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居中国中心城市首位；各类新

增首店规模和质量保持中国城市领先地

位，上海仍是时尚潮流的消费风向标。

根据《报告》，上海经济总量继续保持

全国首位，2022年全市GDP为44652.80亿
元，多项商务数据创下历史新高。例如，上

海货物进出口总额为4.2万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3.2%，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口岸贸
易总额达到10.4万亿元，占全球比重提高
到3.6%左右，继续保持全球城市首位；实

际使用外资239.5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64万亿

元人民币。其中，新能源汽车消费增长最快，

达到59.4%。新能源汽车销量33.48万辆，全
国城市排名第一；新能源汽车销量渗透率

45.3%，全国城市排名第一。2022年上海直
播电商交易额为2066亿元，占全国总量的
11.8%，居全国城市首位。

新品首发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城市消费

能级的重要指标。上海首店经济持续蓬勃发

展，始终是全球知名品牌的首店进驻首选，也

是品牌进行创新检验、时尚生活方式引领的重

要试验场。《报告》显示，2022年，上海新增各类
首店1073家（含旗舰店/概念店），规模和质量

蝉联全国城市首位；同时，提升了7个上海全球
新品首发地示范区能级，建设了15个地标性夜

生活集聚区，并发布商业空间布局规划。

“上海首店能级更高，消费地标显示度更

亮。”《报告》主编之一、上海商学院工商管理

学院副院长曹静教授分析，中国首店经济已

迎来3.0时代。首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不仅
体现在品牌首店数量的增长，更体现在其结

合品牌能级、创新力和文化力的多维度发

展。首店也不再局限于纯粹的商品和服务消

费，体验店成为新的趋势。例如，入驻上海的

NIKEUNITE优选店，Playmobil摩比世界全
球首家体验中心、SIDAS足护中国首家体验
店等，不仅带来了新的沉浸式消费场景，也通

过打造网红打卡新地标，实现了线上线下的

消费破圈连接。

《报告》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商学

院联合研制。

《上海商业发展报告》（    ）出炉

沪上新增首店规模质量保持全国首位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从小小的座椅入手，上海计划自
2021年起用3年时间打造一座“可以坐得下的城市”。市绿化和
市容局日前表示，目前全市已累计完成2.1万余处公共空间休憩
座椅优化提升。

三年来，上海各区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和街镇结合“美丽街

区”、口袋公园等建设项目，通过新建新增一批、改造提升一批、

认建认养一批、社会共享一批的形式，有效探索公共空间休憩座

椅的创新实践。

这些精致的“城市家具”优化升级后，有的激活红色资源，有

的突出文化内涵，有的关注绿色便民，有的充满趣味创意，既打

造了休憩空间，也成就了一道道各具特色的亮丽城市风景线。

静安区新闸路慈溪路路口处，有一张用废旧的老式印刷机

改造的公共座椅，以此向坐落在辖区的红色印刷所遗址——“文

明印刷局”和党的地下印刷工作者致敬。

位于普陀区大渡河路251号的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该处
的座椅名为“流动的青春”，用金属板的曲线代表着流淌的青春，

同时也呼应苏州河十八湾，优美的水波纹样向前推进。

“上海之鱼”的金海湖畔同样新增了多处独具特色的公共休

憩座椅，围绕“书”“和”“贤”元素进行设计，座椅的坐高与椅面坡

度充分参考人体工程学。

申城累计完成 .1万余处
公共空间休憩座椅优化提升

打造一座“可以坐得下的城市”

据前天发布的《2023亚太知识竞争力指
数》，在亚太53个地区的排名中，上海蝉联第
二，连续8年位居前五，知识竞争力呈现稳健
上升态势。排名前十的地区中，中国占据四

席，展现出强大的经济韧性。

该指数报告由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

“上海市知识竞争力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和

国际竞争力中心亚太分中心等联合研制，这

是该排行榜自2010年以来的第14次发布。

实力稳定，上海展现“综合均
衡”优势

《2023亚太知识竞争力指数》采用19个
指标对亚太53个地区进行评估，综合反映各
地区将知识资本转化为经济价值和居民财富

的能力。

在此次评估中，新加坡和上海分别蝉联

冠亚军，中国台湾取代日本东京获得季军，第

四到第十名分别是首尔、蔚山、东京、香港、北

京、西澳大利亚和以色列。

研制该排行榜的上海市软科学研究基地

知识竞争力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罗守

贵见证了十年来上海知识竞争力的稳步提

升：自2012年首次进入排名前十的“第一梯
队”后，于2016年跻身前五并多年保持稳定；
继2022年冲上“榜眼”位置，今年再获亚军，
说明上海创新综合实力相当稳定。

罗守贵认为，上海的知识竞争力表现突

出，主要得益于知识密集产业优势明显，在人

力资本、知识生产、知识经济产出等多个环节

均显示出较强的竞争力，展现了上海产业结

构转型升级的成效。“与其他城市相比，上海

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论文和专利产出、知

识经济产出等方面都具有‘高原优势’，综合、

均衡构成了上海独特的创新竞争优势。”

随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的推进，上海对

高素质人才的吸引力不断提升。根据一项新

近公布的数据，上海近五年累计引进留学人

员超过13.5万人，目前来沪工作创业的留学
人员超过30万人。猎聘和中国世界青年峰
会联合发布的《2023海外留学人才就业发展
报告》也显示，在中国吸引海外留学人才的城

市排名中，上海以21.52%的比例高居榜首。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与第一名新加坡的

综合评分差距近9%。罗守贵认为，上海如何
在补短板的过程中，通过厚植科创策源能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获取更强劲的发展新动能，

将是未来继续提升知识竞争力的关键。

展现活力，中国包揽“经济活
动率”前  名

与去年相比，今年中国地区表现良好，在

前十位中占据四席，在前20位中占据八席。
值得一提的是，在“经济活动率”指标排名中，

中国地区表现最突出，一举囊括了前23名。
而且，在“每千从业人员中经理人数”排名中，

中国七地跻身前十；在“每千从业人员在知识

密集制造业中的就业人数”指标排名中，中国

城市占据了前十名中的六席。

罗守贵介绍，在过去一年中，重大公共卫

生事件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冲击仍处于缓

慢恢复过程中，国际经济环境仍在动荡和调

整，在此背景下，中国经济表现出了强大韧

性。以北京为例，其知识密集服务业就业密

度、政府R&D投入、人均私人股权投资均位
列第一，百万居民专利数位居第二，企业

R&D投入位居第三，在创新投入、知识产出
方面优势明显。

随着中国人均GDP即将触及高收入国
家门槛，中国经济的创新驱动趋势将更加显

著。罗守贵提到，2022年中国人均GDP超过

世界平均水平391美元，但仍比高收入国家
门槛低7.2%——按照“两步走”目标，我国人
均GDP在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而发达国家与高收入国家相比，还有更加丰

富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转型发展不断加

速，正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罗守贵说，知

识经济的核心是知识密集产业，中国未来必将

建立起强大的知识经济体系，通过发展知识密

集产业在全球分工中建立新的比较优势。

罗守贵认为，中国有望在知识密集产业

发展上迅速逼近乃至超越发达国家。“目前，

我国已建立起全世界最为完备的、产能最大

的工业体系；我国的许多知识密集产业部门

与欧美发达国家的梯度较小，有些甚至领

先。”而且，中国在高质量劳动力数量上有绝

对优势。

《    亚太知识竞争力指数》发布，中国四地进入前十

上海知识竞争力排名蝉联亚太第二
■本报记者 许琦敏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普陀区半马苏
河“新剧集”迎新活动昨天启幕。

本次迎新活动以元旦新年为主要设

计元素，在半马苏河广场搭建封闭式舞

台演艺空间与市集空间，配以各类互动

活动齐聚亮相，组成了元旦新年中不容

错过的游乐打卡点。现场多元化的活

动吸引了众多周边居民前来打卡，热闹

非凡。

演艺空间引进知名亲子主题沉浸式互

动剧，集“观、玩、乐”于一体。中法儿童音

乐剧——《嗨！我是汤姆》首场开演，风靡

欧洲的儿童剧点燃现场，前来看剧的家庭

络绎不绝。本次半马苏河“新剧集”空间突

破传统剧院限制，打造沉浸式舞台，特邀专

业创作团队以生动视角解读孩子们“成长

的烦恼”，让少年儿童在笑与泪中重温绘本

讲述的幽默温馨桥段。

市集空间以美学为标尺，聚焦户外露

营、艺术设计，展示当下最新生活方式和美

学，融合沉浸式观演、互动活动、手作体

验。小丑魔术表演、少儿电音体验、流动餐

车等，带来冬日里的精致烟火气。

此外，在长风书院的苏州河书房，昨天还

推出了“半马苏河”亲子美育悦享会的首场活

动《我们与自然，这么近、那么远——上海自

然故事》。上海自然博物馆副研究员何鑫为

小读者讲解上海城市自然历史和生活在这座

城市的各种野生鸟类和小动物。今明两天还

将举办两场精彩活动，分别是音乐导赏《传承

与创新——田野录音和当代音乐创作》和《环

球电影动漫之旅——时光室内乐团导赏音乐

会（弦乐四重奏）》。

引进知名亲子主题沉浸式互动剧，集“观、玩、乐”于一体

半马苏河“新剧集”迎新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王
嘉旖）百年张园，石库
门建筑群前的弧形广

场，冬日暖阳下，美国

OneVoice青少年合唱
团与上海市第一师范

学校附属小学的孩子

们配合默契，吟唱出他

们抵沪后的迎新第一

曲。日前，这支B站视
频播放量达千万人次

的 网 红 合 唱 团 One
Voice受邀参加中美青
少年新年音乐公益交

流会，在张园的这场公

益首演也拉开了合唱

团在中国首次巡演的

序幕。在上海完成演

出后，合唱团的孩子们

将一路奔赴杭州、温

州、南昌等地，用曼妙

音乐持续书写中美两

国人民友谊新篇章。

随着电影《疯狂

动 物 城 》主 题 曲

“TryEverything”（尝
试一切）的旋律响起，

15岁的塞安娜跟随音
乐舞动双手。孩子们

投入的表演深深感染

了现场观众。

OneVoice合唱团
艺术总监米歇尔 ·布思

也被参与合唱的一师

附小的孩子们打动。

融合古典诗词与经典

旋律的《咏鹅》《村居》，

既注入了中华传统文

化的独特气韵，又增添

了活泼灵动的新意，她感慨：“没想到中国

古典诗词能这样唱，音乐混搭太有创意了，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最后一首歌唱毕，中美青少年们在台上

热情地围成一个个交流圈，热聊彼此的爱

好。一师附小学生陈麒光兴奋地介绍起坐

落于上海的全球首个“疯狂动物城”主题乐

园。现场被中美青少年交流互动的温暖场

景所触动，70多岁的罗阿姨感慨：“通过下一
代的文化交流，架起和平友谊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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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渡河路251号青少年教育活动中心座椅。（市绿化市容局供图）

①徐汇区总工会、
上海市工人文化宫日

前共同举办“传统文化

直通车”开进西岸智塔

活动，职工在猜灯谜中

感受迎新气氛。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②③普陀区半马

苏河“新剧集”迎新活

动现场。

（均采访对象供图）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

名家名团加盟，彰显城市音
乐品牌影响力

跨年夜这一天，凯迪拉克 ·上海音乐厅

将迎来施特劳斯家族音乐最正宗的演绎者

之一——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管弦乐团。

在指挥家约翰内斯 ·怀德纳执棒下，乐团将

为沪上乐迷上演《蓝色多瑙河圆舞曲》等华

丽的金色之声。“维也纳、约翰施特劳斯和

跨年音乐会这几个关键词，从20年前到现
在一直跟我们有很深的渊源。”凯迪拉克 ·

上海音乐厅节目部主任李旭告诉记者，多

年来的坚持，让音乐厅的跨年音乐会品牌

获得了乐迷的认可。“有很多听众都满怀着

仪式感，要在跨年夜这天来到上海音乐厅，

欣赏一场施特劳斯作品的音乐会。”

自2009年由音乐总监余隆发起，上海
交响乐团的音乐品牌——上海新年音乐

会，也是不少乐迷跨年的必听之选。过去

十几年来，马舒尔、艾森巴赫、帕沃 ·雅尔维

等享誉国际的指挥家，都曾与上交联手勾

勒出世界音乐版图。此次，丹尼尔 ·哈丁、

郎朗和唐俊乔同场的“梦幻阵容”，同样对

广大乐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音乐会开

票和加售票都在不到三分钟内售罄。

以音乐向世界发出上海的新年问候，

这是展示上海城市形象及深厚音乐文化底

蕴的一次全球亮相。在不少资深乐迷和乐

评人心中，上海新年音乐会多年来持续保

持高水准和高质量，在演出内容上兼顾艺

术性和欣赏性，而精心策划的曲目安排，也拼

出了其多元化和国际范的品牌发展之路，塑

成其在全球众多新年音乐会中独树一帜的身

份认知和辨识度。此次音乐会上，格里格《a
小调钢琴协奏曲》、拉威尔《圆舞曲》等曲目，

对于乐队素养构成很大的考验，也让听众对

这场星光熠熠的音乐会充满期待。

明年年初，德国当红男中音歌唱家马蒂

亚斯 · 格内，将在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演唱

《美丽的磨坊女》；北外滩友邦大剧院将迎来

英国爱乐乐团，由华人指挥家水蓝执棒，携手

屡获古典音乐大奖的法国钢琴家让-艾弗
兰 ·巴维，演绎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皇

帝”》、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等

重磅曲目……还有更多名家名团将轮番登

场，在爱乐之城上海激荡起恢宏乐章。

海纳百川音乐声中迎新年
排列5第23350期公告

中奖号码：19794

每注奖金100000元

排列3第23350期公告
中奖号码：197

直选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3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每注奖金173元

超级大乐透第23150期公告
中奖号码：

05+06+17+18+33 11+12
一等奖 4 10000000元
一等奖（追加） 1 8000000元
二等奖 159 91893元
二等奖（追加） 61 73514元
三等奖 326 10000元
四等奖 827 3000元
一等奖基金积累数：

1123526130.9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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