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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4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

会昨天下午在上海张江科学会堂开幕。上海

市委书记陈吉宁，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金壮

龙出席并致辞。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

主持开幕式。

陈吉宁指出，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

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对“构建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

壮大机制”作出重要改革部署。上海将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中央决策部署，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

命，围绕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

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以更大力度深化改

革开放，优化政策体系、服务体系、监管体系，

不断激发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发

展潜力。加强全链条创新赋能，鼓励专精特

新企业加大科研投入，牵头承担重大技术攻

关任务。加强概念验证、小试中试平台建设，

支持企业做好高价值专利培育、导航和运营

工作。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产学研协

同创新，推动国有企业供应链、应用场景向中

小企业开放共享。强化全方位转型支撑，支

持企业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加大

技改投资，提高产品和服务附加值，更好占据

产业链核心环节和价值链高端地位。打造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服务平台，开发更多数字化

解决方案，推动数智技术深度应用。加强先

进绿色技术推广，支持企业开展节能诊断、建

设绿色工厂。做优“走出去”综合服务平台，

提升专业服务能级，助力企业海外发展。完

善全要素服务保障，构建从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到世界一流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支持企

业做大做强。

金壮龙指出，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

业发展大会的重要贺信精神，与各地区、各

部门一道，着力营造中小企业发展良好环

境，持续擦亮“专精特新”金字招牌，初步构

建形成与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成长相适应的

政策体系，专精特新企业群体进一步壮大、

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发展潜力巨大。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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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1日上午，2024上海马拉
松在中山东一路外滩鸣枪开赛。上海市

市长龚正点亮赛道，并与副市长解冬等嘉

宾一道，为比赛鸣枪发令，启动2024上海

马拉松。

深秋的上海，秋色如画，多彩斑斓。清

晨时分，马拉松参赛选手早早来到外滩等

候出发。浦东方向天光渐亮，霞光映照外

滩，沿途的地标性建筑逐渐清晰起来。6时

45分，竞速轮椅马拉松率先开赛。7时，3.8

万名选手以矫健的身姿向前奔跑，绘就出

流动的风景线，并一路解锁沿途的经典上

海美景。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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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正点亮赛道并与嘉宾一道鸣枪发令

首次设置竞速轮椅马拉松项目，赛制保障进一步优化

    上海马拉松昨天鸣枪开赛

2024上海马拉松昨天鸣枪开赛，参加全程马拉松及健身跑项目的所有跑者同枪起跑。 本报记者 陈龙摄

本报讯 （记者苏
展） 记者昨天从上海
海关获悉，截至11月

30日，浦东机场口岸

进 出 境 旅 客 数 量 近

2900万人次，其中外

籍旅客超900万人次，

同比分别增长1.0倍、

1.7倍 ； 进 出 境 航 班

19.4万架次，同比增长

60.6%。

11月30日，来自

日本东京的JL891航班

准点落地浦东机场1号

航站楼，机上载有日

籍旅客26人。这是中

国给予日本、保加利

亚、罗马尼亚等9个国

家持普通护照旅客免

签政策实施首日落地

上海的航班。该批次

旅客在半个小时内全

部完成入关手续。当

天，共有来自德国、

澳大利亚、马来西亚

等国家的8427名享受

相关免签政策的旅客

持普通护照进境，包

括符合最新免签政策

的9国旅客1409名。

受免签“朋友圈”

再扩容、国际航班和相

关航线增加等多项利好

叠加，今年以来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口岸进出境

旅客数持续增长。浦东

机场海关旅检处旅检七

科副科长周依晨介绍，

海关打造“中心+现

场”协同监管模式，投

入智能查验、智慧卫检

等相关设备98台，让进出境旅客切实感受到

“智慧旅检”带来的监管效率提升。目前，

浦东机场口岸进境旅客通关平均时长较去年

进一步压缩50%，大部分旅客都可以实现入

境免排队、行李免搬运、通关零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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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不关年龄
爱心无分大小

“蓝天下的至爱”首次开展
互联网专场公益活动

谁“抹去”了
孩子们的午休时光

崇明区采购    把“可躺式”
座椅供学生小憩引热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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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运营 ·未来业态”为主题的

2024中国夜间经济研究成果发布活动

日前举行，全国15个“2024夜间经济优

选城区”、15个“2024夜间旅游优选项

目”出炉。其中，上海黄浦区、徐汇区获

选“2024夜间经济优选城区”，上生 · 新

所获选“2024夜间旅游优选项目”，上海

夜间经济的国际多元选择、场景更新探

索、文化多元面貌正在国内起到示范和

引领作用。

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2024年上海

夜生活节期间，全市16个区共计开展

200余场夜间经济主题相关活动，活动

辐射超600万人次。6月1日至9月30

日，上海夜间消费总额为1852亿元，夜

间消费占总体消费比例为26.7%，同比

2023年提升1.8个百分点。

上海夜生活节启动以来5年间，不

仅跑出一批月色经济新“夜”态，也针对

多元客群塑造了不同夜生活方式，积极

探索商旅文体展跨界耦合与联动，以大

量范式创新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24

小时活力城市”的建设积极助力。

5年跑出一批新“夜”态

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2024

中国夜间经济发展报告》显示，2024年

国内夜间旅游总花费预测将达到1.91万

亿元，同比增长21.7%，夜间经济市场规

模和夜间消费时段持续上升。中国旅游

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18时至22时已成

为高活跃度的夜间经济“黄金4小时”。

2020年，上海首次启动夜生活节。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上海夜生活

节5年间，为夜间经济构筑了更清晰的

全貌，提炼出一套以夜购、夜食、夜秀、夜

娱、夜游、夜动、夜读7个维度为一体的

系统架构，并且在不断尝试中跑出一批

新“夜”态。

今年的上海夜生活节覆盖“上海之

夏”国际消费季。首届上海国际电音节、

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上海之夏”7

个标杆活动有一半的笔墨润色在夜里。

从9月19日起，以上海的夜色为巨幕，首

届上海国际光影节点“靓”申城夜空，全

市1个主会场和12个分会场联动，为夜

间经济带来新的启迪——光影让城市变

身“没有围墙的美术馆”，没有固定的座

位，也没有框定的舞台，随处可见城市脊

背上跳跃的光影，让城市本身成为夜的

一种载体、一种艺术文化形态。

从时间轴看，过去5年，上海夜生活

节涌现出大量的范式创新，刷新了夜间

经济的模板。此次获选“2024夜间经济

优选城区”的黄浦区，很早就开启“限时

步行街”的“夜”态探索，让外滩的枫泾路

这条小马路在周末晚间变身热闹的集

市，随后上海又将其在各区复制推广。

有专家认为，从国际视野看，近年来建立

对行人友好的社区环境已成为全球大城

市的一股潮流，如纽约的曼哈顿十四大道、巴塞罗那的圣安东尼

街区等都有类似的尝试，而限时步行街与夜市的探索是上海独

创的新概念，让夜晚有更多Citywalk（城市漫步）的地方。

为多元客群塑造不同玩法

相比往年的上海夜生活节，今年的时间维度从过去的1个

月延伸到3个月，与“五五购物节”和“上海之夏”呼应。市商务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更宽裕的时间段，为新生代消费者、来沪外

籍人群以及外地文旅客群在内的多元客群提质扩量。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上海夜生活节期间，外籍客群的参与度

大大增加。据上海海关统计，上海机场在2024年暑运期间（7月

1日至8月31日）累计监管进出境旅客698.8万人次。随着144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今年前9个月，上海口岸入境

旅客总数为1218万人次，同比增长107%。与此相对应的是，

“ChinaTravel”一下子火了。豫园相关负责人介绍，大量外籍旅

客将豫园游览时间改到晚间，吃着南翔小笼，看着沉浸式演出，

欣赏国际光影节，深度感受上海夜生活节的精彩。

暑假也给了95后、00后甚至05后等新生代消费者更多美

好的夜间体验。针对这批新生代消费者，“夜”态呈现出更混搭、

更有互动属性的趋势，今年的上海夜生活节试图为年轻人的深

夜狂欢找寻灵感和创意，通过公园、露台等创新场景，通过演唱

会、演艺娱乐活动翻开新“夜”章。记者获悉，今年夜生活节期

间，抖音“夜上海”话题播放总量突破18亿。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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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晶卉

■     年秋，习近平主席审时度势，提
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成为人类发展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年来，在各方共
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已从理念转化为
行动、从愿景转化为现实，从“大写意”转向
“工笔画”，成为世界上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
国际合作平台，取得了实打实、沉甸甸的成果

■ 今年以来，各方合作不断深化，推动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当前，世界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
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各国迫
切需要以对话弥合分歧、以合作促进发展，
共建“一带一路”的意义愈发彰显、前景更加
光明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新跨越新发展

开拓造福各国、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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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

程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正在发挥突出作

用。放眼全国，源自上海的这一群体，其发展

状况则处于领先位置。记者从昨天开幕的

2024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大会获悉，上海

专精特新企业累计培育数已达1.2万余家，是

全国首个破“万”的城市，占全国专精特新企

业的比重接近9%。

专精特新“上海集群”缘何能够领跑？实

际上，这既是相关企业自身努力的结果，同时

也受益于上海提供的良好营商环境和政策支

持。值得一提的是，上海是国内最早启动培

育专精特新企业的地区；而且，在历次全国性

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评估中，已3次荣登榜首。

强大韧性背后是强大创新力

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依靠科技创

新，大胆开辟新赛道——如果要对上海的专

精特新企业做一个画像，那么，上述描述无疑

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来自市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中心的统计显

示，当前，全市70%的专精特新企业，属于上

海着力发展的“3+6”产业（三大先导产业及

六大重点产业），另有近30%的企业，集中在

四大“新赛道”和五大“未来产业”领域。可以

说，专精特新集群是构成上海实体经济高端

环节的骨干力量。

从内生动力看，创新无疑是上海专精特

新企业的鲜明特色。其平均研发强度（研发

投入占产值/营收的比重）达9.9%，平均研发

人员占员工总数的比例达到37.2%，平均每

家企业拥有47.9项知识产权——上述指标不

仅远远高出在沪企业的平均水平，和全国专

精特新“小巨人”群体7%的平均研发强度、22

个授权发明专利的户均知识产权密度相比，

也都胜出一筹。

在上海的专精特新企业中，拥有市级及

以上研发机构的超过1000家，主持或参与过

国际标准及行业标准修订、制定工作的企业，

超过2000家。面对大环境的各种不确定因

素，沪上专精特新企业也表现出了非比寻常

的韧性——近两年，它们的平均营收（或产

值）增幅达到6.8%，净利润增长超过20%的

企业有4000多家，新增融资超过1亿元的企

业也有120多家。

瞄准痛点环节优化顶层设计

早早看到专精特新企业所蕴含的动能和

潜质，上海在2011年率先启动相关培育体系

的建设，从顶层设计到配套政策，都瞄准相关

中小企业的难点和痛点，为其雪中送炭。

过去两年，企业生存环境面临不少挑

战。上海连续出台相关措施，为企业降本；特

别是今年，则聚焦地、房、水、电、能、网等专精

特新企业关注的成本领域，出台进一步促进

“工业降本”的政策，预计可为企业节约150

亿元以上。

好企业不缺土地，好项目不缺空间——

这是上海面向专精特新企业不断重申的承

诺。为确保优质企业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全市已建立55个特色产业园区、34个中小企

业特色产业集群。去年以来，上海又大胆改

革，推动“工业上楼”。

背靠央、市、区3级财政，上海构建了专

精特新企业的全方位资金支持体系。其中，

市级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累计已对6300

多家专精特新企业的信用贷款进行贴息；全

市16个区也都针对新认定的专精特新企业

和专精特新“小巨人”分别设立了奖励政策，

标准不低于10万元和30万元。

总体上，根据《上海市优质中小企业梯度

培育管理实施细则》，全市已提出10方面举

措，常态化推进专精特新企业认定和扶持，形

成“梯度培育”工作体系。也就是说，上海将

自下而上，构建从优质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直到专精特新“小巨人”的金字塔结

构。实际上，在上海率先形成逾万家专精特

新中小企业群体的背后，一个10万级规模的

优质中小企业集群是其坚实的底座。

▼ 下转第三版

全国首个破“万”，上海专精特新企业累计培育数已达1. 万余家

专精特新“上海集群”缘何能领跑
■本报记者 张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