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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之城 勇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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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白岩冰

上海， 正向着中国首个经济总量突破

5 万亿之城奋进。

1 月 23 日，上海市市长龚正在上海市

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政府

工作报告时表示，2024 年上海主要预期目

标为全市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

2023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 4.72 万亿元，

5%左右的目标增速意味着，2024 年上海的

生产总值有望突破 5 万亿元。

作为经济总量众城之首， 庞大的基数

上，每增加 1 个百分点都更为不易。 “5%左

右” 的目标，“不是一个跳一跳就能够得着

的目标， 是一个必须奋力一跃才能实现的

目标”。

去年底开始， 上海各级干部就不断重

复四个字———“奋力一跳”。 “坚定信心，奋

力一跳”，这是在部署 2024 年工作时，上海

市委书记陈吉宁谈的第一条。

“奋力一跳”，是作为国家使命受托者

的知重负重， 是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自

我加压， 是作为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

市的自我超越。

众城之首

作为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一的城市，

2023 年，上海聚焦建设“五个中心”重要使

命，交出了不俗的成绩单。

国际经济中心建设方面， 2023 年上海

全市生产总值达到 4.72 万亿元。 值得关注

的是， 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值占上海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43.9%。 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突破 1 万亿元，58 个 10
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开工建设， 实际使

用外资达到 240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面，2023 年上海

持牌金融机构新增 47 家、 总数达到 1771
家 ， 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 3373.6 万亿

元，增长 15%。 30 年期国债期货、航运指数

期货、氧化铝期货、合成橡胶期货和期权、

科创 50ETF 期权等一批新产品上市交易。

上海国际再保险交易中心启动运行，“互换

通”正式落地，上海区域股权综合服务试点

获批启动。

其中，2023 年 8 月， 我国首个航运期

货品种———集运指数（欧线）期货正式挂盘

交易，这是我国首个服务类期货品种，也是

首个在商品期货交易所上市的指数类、现

金交割的期货品种。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

设与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形成协同联

动。

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面，2023 年上海

外贸进出口总额达到 4.2 万亿元， 在上海

创建全国首个 “丝路电商” 合作先行区获

批， 全国性大宗商品仓单注册登记中心上

线运行， 全国首单液化天然气跨境人民币

结算交易、 首单国际原油跨境数字人民币

结算交易顺利完成。

航运是世界经济的晴雨表。 2023 年上

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4915.8 万标准箱，

连续 14 年排名世界第一。 上海国际航运中

心连续四年位列全球第三， 逐步接近全球

排名第二的伦敦。 2023 年 11 月 4 日，国产

首艘大型邮轮在上海外高桥造船码头正式

交付，标志着我国成为集齐造船业“三颗明

珠”，可同时建造航空母舰、大型液化天然

气（LNG）运输船、大型邮轮的国家。

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方面，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 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

1.6 万亿元，占到上海 GDP 的三分之一。 上

海光源二期、活细胞成像线站建成运行，在

沪国家实验室及基地服务保障机制进一步

完善， 数学与交叉学科研究院等高水平研

究机构落户， 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 4850.2
亿元，高新技术企业超过 2.4 万家。 科创板

功能进一步提升， 上海上市公司首发募资

额、总市值位居全国首位。

第一、首个、首单……数个彰显上海众

城之首地位的定语背后， 是上海探路中国

式现代化的使命与担当。

上海速度

2023 年，“莫德纳速度 ”超越 “特斯拉

速度”成为上海的热词。

2023 年 4 月，美国生物医药巨头莫德

纳高管团队来华考察 ，7 月与上海市经信

委、 闵行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10 月

土地摘牌并签订土地出让合同。 该项目总

投资 36 亿元，成为全国生物医药领域投资

额最大的标杆性外资项目。 从战略签约到

土地摘牌，仅用时 3 个多月，比特斯拉还少

1 个多月。

从“特斯拉速度”到“莫德纳速度”，背

后是上海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和推动高水

平改革开放的强烈意识。

近年来， 上海一直在与优化营商环境

“死磕”。

2017 年 12 月，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改

革 1.0 版出台，提出了 56 项改革措施。

2019 年 2 月， 春节后首个工作日，营

商环境改革 2.0 版出台，提出了 88 项改革

举措和建议。 实施 2.0 版方案的效果立竿

见影。 上海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特

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从奠基到预备生产，只

花了 10 个月时间。 “上海经验”获国务院肯

定，6 个方面改革举措在全国作推广。

2020 年的元旦，《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正式实施， 这是国家层面建立的优化营商

环境的“基本法”。 条例实施后的第二天，上

海召开全市性的优化营商环境大会， 推出

优化营商环境改革 3.0 版方案， 提出全面

打响“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品牌。

2021 年 3 月 2 日，上海优化营商环境

4.0 版出炉，共 31 项任务 207 条举措，提出

实现政务服务可网办能力达到 95%以上等

目标。

2021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

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的意见》，上海成为

首批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之一。 在

此背景下，2021 年底，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

5.0 版推出，提出 172 项改革举措，更大力

度保障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2023 年，又是在农历新年后的开工首

日，上海发布优化营商环境 6.0 版。 2023 年

5 月， 世界银行发布新的营商环境评估指

标方法论手册， 上海成为代表中国参与世

行评估的唯一样本城市。

从 1.0 版到 6.0 版，针对营商环境的优

化，上海共实施了 951 项改革任务举措。

最终成效如何？ 企业用脚“投票”。

根据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2023 年上

海日均新设企业 1904 户，增长 28.1%。 每

千人企业数量增加到 116.8 户， 位居全国

第一。 上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

心累计分别达到 956 家和 561 家， 两项数

据稳居全国第一。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显示，2024 年上

海将实施新一轮 150 项改革措施。 对标世

界最高标准， 上海优化营商环境没有完成

时，只有进行时。

众城之城

2013 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制定出台了

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

2020 年 1 月 1 日 ， 外商投资法正式

实施 ， 其中明确规定 ，“国家对外商投资

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

度 ”。 至此 ，上海自贸试验区率先试点并

逐渐成熟定型的改革成果总结上升为国

家法律。

2014 年 6 月 ，上海国际贸易 “单一窗

口”首个试点项目上线试运行。 外贸企业能

够通过一个入口， 向有关政府部门一次性

提交货物进出口或转运所需要的单证或电

子数据，并接收审查状态和结果信息，以解

决重复申报和提交单证的问题。

2016 年 ，国务院正式发布通知 ，要求

在全国范围内的贸易便利化领域推广国际

贸易“单一窗口”。

这是上海主动承担起为国家“试制度”

的缩影。 在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 302 项自

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中， 有 145 项源自

于上海首创或同步进行了先行先试。

上海自贸区建设走过 10 年后，中央再

次赋予上海“试制度”的重任。

2023 年 11 月，《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

经贸规则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 印发。 2024
年 1 月，《浦东新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

（2023-2027 年）》印发。

今天的上海， 是中国众城之城———担

负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 “测试制

度”、“打造样本”的使命。

今天的上海，要进一步成为“世界的上

海 ”———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

“五个中心”前都冠以的“国际”二字，意味

着上海要进一步对标国际、接轨国际、引领

国际， 向着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加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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