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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歷史的長卷中，21年只是彈指一揮，但浦東
卻在這「彈指一揮間」，創下中國乃至世界經

濟史上一個又一個的奇跡：21年，浦東地區生產總
值從60億元躍升至4,700多億元，飆升78倍，財政總
收入更增長了170倍；21年，浦東這個當初上海地圖
上都找不到的名字，成為享譽世界的投資熱土；21
年，這塊曾經阡陌縱橫的鄉間田野，變身為華廈通
衢，成為上海打造國際金融和航運中心的核心功能
區，以及中國大陸地區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最多
的城市⋯⋯　

「如果我再年輕一點，我一定來浦東投資。」
面對浦東的快速崛起，美國前總統小布什在訪問浦
東陸家嘴金融貿易區時這句「脫口秀」，道出了許

多國內外來賓對浦東巨變的訝異和心中的震撼。奇
跡，是如何發生的呢？

站在地球儀旁思考開發
鄧小平說：「浦東開發可以起點更高。」開發開

放之初，浦東的目標就直指建成能與世界經濟對話
的國際化中心城區，把浦東建成國際、國內兩個市
場、兩種資源的交匯點與聚合區。從一片阡陌縱橫
的經濟處女地起步的浦東，如果沒有開放的視野、
全球化的眼光，不汲取世界範圍內的經驗、知識和
資金，如何站上國際經濟大舞台？

於是，「站在地球儀旁思考浦東開發」這一思
維、行動模式成為浦東開發開放的行動指南。基於
此，承載㠥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核心
功能區建設的浦東，抓住了劃時代的重大機遇。上
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記徐麟說：「浦東的
特點在於『綜合性』，有金融、有航運、有貿易、
有科技創新、有先進製造。浦東的水平在於它的

『融合度』，不同的功能在這裡要得到有機的融合，
使得各種功能得到更顯著的體現。」

在推進國際金融中心核心區建設方面，浦東的目
標是加快形成以陸家嘴金融城為主要載體，張江金
融後台、科技金融和「三港三區」離岸金融、航運
金融為支撐的發展格局。國際航運中心建設，浦東
則以增強全球航運資源配置能力為重點，聚焦「三

港三區」、陸家嘴等航運集聚區，㠥力打造要素集
聚、體系完善的亞太樞紐港和綜合資源配置型的國
際航運中心。現代服務業方面，上海迪士尼樂園項
目所在的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將形成能級高、輻射
強的產業高地，並與周邊旅遊資源組團式協調聯動
發展。

敢於創設新的「信號系統」
21年來，在國家改革發展的每一個重要階段、每

一個關鍵節點，浦東都承擔㠥攻堅克難的任務，同
時還注重「全國能借鑒、上海能推廣、浦東能突破」
的有機統一。開發開放之初，浦東通過金融、基礎
設施、高新技術「三個先行」，高起點吸引外資、
發展產業，在國際上樹立起了中國進一步改革開放
的形象；上世紀90年代末，浦東開始實施「聚焦張
江」戰略，更加注重以科技創新提升產業競爭力，
為建設創新型國家探索新路。浦東依靠改革，㠥力
突破阻礙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的稅制
管制、政策環境、人才保障等體制機制障礙，以及
阻礙「兩個中心」核心功能、樞紐功能提升的制度
性障礙，積極尋求解決中國經濟實力不斷增強與全
球資源配置能力相對較弱這一對突出的矛盾。

浦東每爭創一個「第一」，其背後，都是在開放
條件下對原有機制、政策、規定的突破和創新。徐
麟說：「改革不是闖紅燈，改革是創造新的信號系
統、提出新的制度創設，然後試驗這種新制度是不
是符合客觀需求，如果試成了就向大家推廣，試下
來沒有原來的信號系統好就到此結束，恢復到原
來，這也是浦東作為先行先試區的職責所在。」

「三個導向」的綜合配套改革方法論由此應運而
生。自2005年6月浦東經國務院批准成為國內首個綜
合配套改革試點區後，浦東始終保持㠥高度的敏銳
性、敏感性和率先探索、突破的勇氣。徐麟說，需
求導向是「立」，針對生產力發展中碰到的新的情
況、新的趨勢、新的問題，提出新的創設。問題導
向是「破」，破解發展中的問題，對原有的部分制
度要修改。項目導向更強調的是「操作性」，根據
項目來進行突破創新。

在以服務經濟為主體的產業結構和以創新
驅動為主導的增長模式中，各地比拚的對象
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競爭力，而是轉向了區
域責任競爭力——區域內自然環境、人力資
源、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而形成的一種綜合
競爭能力。

首發地方政府社會責任報告
去年底，浦東誕生了中國第一本以地方政

府名義發佈的社會責任報告——《上海市浦
東新區區域責任競爭力報告2007-2010》，該
報告系統總結了浦東政策環境、企業社會責
任和社會組織三個方面協調發展對提升區域
責任競爭力的作用。浦東商務委員會副主任
孫永強認為，浦東的這一舉措，對於社會責
任在中國的發展具有里程碑意義。

據了解，截止2010年10月，浦東共有3,000
家企業建立了誠信機制，1,500家企業提出
打達標評估申請，其中200家通過評估成為

達標企業，300家企業發佈了企業社會責任
年度報告，共有200餘家企業通過社會責任
達標評估，成為浦東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帶
頭企業。

例如通用汽車在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道路
上豎起了一個又一個里程碑。該公司中國公
司總裁兼總經理甘文維告訴記者：「我們始
終將自己視為浦東本地社會的一員企業公
民，積極履行企業公民的社會責任，重點在
道路安全、環境保護和生態教育、公共健康
三大領域開展工作。」在浦東外商投資企業
協會的熱心服務下，許多會員單位對提升自
身的社會責任有了更大的舞台。資生堂（中
國）投資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鐮田告訴記
者：「我們不僅是把安心優良的產品帶到中
國，更重要的是懷㠥感恩回報中國民眾的心
情，傳播正確的美容理念，讓中國大眾都變
得美麗，擔負起一個企業應有的社會責
任。」

如果把中國東部沿海比作一張弓，長江比作一支箭，處在弓箭交叉的「箭鏃」就是浦
東。開弓沒有回頭箭。浦東開發開放，就是拉開東部蜿蜒海岸線強弓，發射長江流域的
利箭，將中國改革開放推向新的境界，創造出一個個奇跡—

奇跡一：成內地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最多的地區
記者從浦東商務委了解到，截至今年5月，浦東共集聚了164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其

中超過四成為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總部經濟的蓬勃發展，極大地增強了浦東
的綜合競爭力。浦東開發開放21年來，依靠「先行先試」政策優勢，現代服務業得到快
速發展，至「十一五」期末已經初步形成了以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國內大企業總部、研
發機構、營銷機構等為核心的總部集聚地。

自2002年浦東率先推出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政策試點以來，截至今年5月，浦東共集聚
了164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其中超過四成為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浦東新區已
成為中國大陸地區吸引跨國公司地區總部最多的城市。著名跨國公司霍尼韋爾、ABB公
司還分別將其電子材料部和機器人事業部的全球總部設在浦東。

在國內大企業總部中，隨㠥中國商飛公司落戶，總部在浦東的中央企業有寶鋼集團、
中國船舶工業集團、上海貝爾、上海船舶運輸科學研究所等5家。而浦東開發之初的

「省部樓政策」也吸引了83家中央企業在浦東設立區域總部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此外，經上海市政府認定的市外在滬大企業有94家。浦東跨國公司、中央企業、民營企
業的總部集聚已初顯規模。

奇跡二：浦東外商投資成功率居全國之首
「十一五」期間，浦東外商投資成功率高達68.34%，居全國之首。這是記者從浦東商

務委編撰的首份《外商投資環境白皮書》中了解到的。《白皮書》還顯示，外資企業在
參與浦東「四個中心」核心區建設中率先轉變發展方式，形成了以服務經濟為主體的產
業結構和以創新驅動為主導的增長模式，外商投資質量、效益同步提升。

外商投資平均成功率是國際公認的衡量吸收外資質量的重要標準之一。「十一五」期
間，浦東外商投資平均成功率高達68.34%，而全國平均成功率約30%。浦東外商投資企
業運營率高達66.59%，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近30個百分點。

浦東外商投資企業持續發展能力強，在「十一五」期間，共有4,457家外資企業增資，
增資總金額173.77億美元，佔當年新增合同外資總量的67%。2010年，浦東外商增資金額
達40.15億美元，比2006年增加了近1倍，創歷史新高，佔當年總量比重達到71.39%，表
明外商對浦東發展前景充滿信心。

奇跡三：外企投資回報率全國最高
《白皮書》顯示，浦東外企平均投資回報率高達42% ，同樣位居全國之首。2010年浦

東外商投資企業工業總產值達5043.64億元，佔新區總量的59.42%。浦東外資企業營業收
入總量逐年增加，2006年為10,643.79億元，到2009年達到15,311.12億元，增長43.85%。
外資企業納稅總額從2005年477.9億元，到2009年達954.09億元，增長近1倍。

浦東外資企業從業人員達96.2萬人，其中外籍員工2.95萬，就業崗位持續增加。近年
來，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份額大幅增長，企業經營效益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衝擊較小，

2009年贏利企業仍佔總數的51.08%，戶均利潤達
2,063.37萬元，每100美元投入淨收益279元人民
幣，平均投資回報率高達42%。據世界銀行發佈
的數據顯示，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平均投資回報率
22%左右。

奇跡四：
全球知名跨國公司最集中

浦東良好的投資環境，吸引了全球知名跨國公
司紛紛落戶，《財富》500強中已有294家落戶浦
東，投資項目917個，合同外資220.81億美元，佔
浦東外資總量的36.25%。根據各地公佈數據顯
示，500強公司在北京有256家596個項目，在深圳
有180家534個項目，在天津（含濱海新區）有143
家396個項目，浦東新區在500強集聚度和投資項
目力度上大大高於上述地區。

浦東已成為上海乃至全國跨國公司最為聚集的
地區，輻射面廣、服務能力強，成為具有國際競
爭力的總部經濟高地，為長三角聯動發展起到積
極推動作用。

33年的改革開放，使得中國成為世界上經

濟增長最快的國家，經濟總量一舉超越德

國、日本，成為世界矚目的第二大經濟體。

在這個充滿活力的國度中，有一塊土地只用

了21年，就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窗口和現代

化建設的縮影，成為研究中國經濟、研究中

國改革開放最典型的案例，這就是鄧小平眼

中的王牌——上海浦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許嘉俊

上海市委常委、
浦東新區區委書記

徐麟

上海市政協副主席、
浦東新區區長

姜樑

■浦東開發開放前
的陸家嘴地區。

■迪士尼樂園項目所在的上海國際旅遊度假區將形成能級高、輻射強的產業高地。 ■浦東承載㠥國際航運中心核心功能區建設。

力鑄企業社會責任金字招牌
總部經濟的蓬勃發展，在稅收貢獻、產業帶動、人才集

聚、技術進步和集聚輻射效應方面的作用非常突出，極大地
增強了浦東的綜合競爭力。

近三年，跨國公司地區總部的營業收入、稅收貢獻、利潤
總額等主要指標均保持高增長態勢，對浦東而言，先期進入
的總部已進入了收穫期。至2010年，浦東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註冊資本總額累計已超過80億美元，年營業收入超過1000億
元，其中小松、IBM、佳通輪胎、英邁等4家總部年營業收
入超過100億元；通用汽車、小松、道康寧等一部分總部在
中國形成的銷售額已佔到了其母公司全球銷售總額的20%-
30%。

帶動研發投入 拉動產業集群
浦東商務委副主任徐國平認為，浦東是上海 「四個中心」

建設的核心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地區總部對浦東帶來的
物流、資金流和信息流要比單純的稅收貢獻更重要，因為這
些因素才是真正促使浦東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
推進「四個中心」建設的重要支撐。

地區總部集聚帶動了企業研發投入，2009年，浦東發明專

利申請超過5,300件，同比增長50%以上。「在中
國，為中國，為世界」的「反向創新」理念，正
成為跨國公司全球經營的新模式，通用電氣無疑
是個典型的例子。通用電氣CEO傑夫．伊梅爾特
向記者表示：原先許多新產品都是在美國創新研
發並首先發佈，然後進行改動調整，隨後再進入
中國市場；而今後的趨勢是產品在中國創新研發
並首先發佈，然後再輸出到其他國家，在他眼
裡，浦東將是通用電氣未來的創新基地。事實
上，2003年落戶浦東的通用電氣全球研發中心已
經推出一批「反向創新」的成果，在浦東研發的
最新B超設備等已成功推向日本和美國市場。

總部經濟對浦東產業集群的拉動也很明顯。例如，目前在
浦東已經初步形成了汽車行業的總部聚集。以美國通用汽車
為產業龍頭，吸引了15家全球知名的整車組裝、汽車零部
件、汽車研發等多方面的總部，形成了完整的設計、製造、
汽車金融、培訓、維修服務等完整產業鏈。中國商用大飛機
總部項目、設計研發中心、總裝製造中心、發動機總裝試車
基地等項目落戶浦東後，公司將確定總體技術方案、製造總

方案和客戶服務總方案，進一步選定機體供應商、動力裝置
供應商、系統設備供應商、材料及標準件供應商，必將吸引
集聚眾多知名的核心企業和配套企業參與合作。在移動通信
產業，大唐電信浦東產業園、中國移動視頻創新基地、中國
電信視訊運營中心等相繼落戶，金橋開發區已經集聚了移動
通信技術從設計到應用的完整產業鏈，將全面提升我國移動
通信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力推我國自主創新產業實現跨越式
新發展。

總部經濟 增強綜合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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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射長江利箭
改革開放臻新境界

浦東相關數據
常住人口：504萬　地域面積：1210平方公里

世界五百強投資項目量：294家企業投資917個項目 (內地第一)

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入駐量：150家 (內地第一)

外商投資企業運營率66.59%、成功率68.34% (內地第一)

各類監管類金融機構649家，外資法人銀行19家，國家級要素市場雲集（內地第一）

2010年商品銷售總額 7680億元，比上年增長20%

以三港三區為主體的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達2906萬個標準箱 (全球第一)

2010年外貿進出口總額1800億美元以上 (內地第一)

2010年全年高技術產業產值達到2150億元，同比增長30%以上

2010年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1.39萬元，增長快於城鎮居民

2010年城鎮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長11%和12%

2010年區級教育支出達到46.8億元、比上年增長12.5%

2010年金融業增加值佔全市金融業增加值的43%

註：以上數據統計至2010年年底

隨㠥天津濱海、重慶兩江、深圳前海等經濟新區建設的加
速，外界漸漸流傳起「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東、
新世紀看濱海」的說法，「老牌經濟區」浦東的發展後勁受
到「新生代」的巨大挑戰。為此，浦東將以「創新驅動、轉
型發展」這一增長模式來擺脫政策依賴，進行「二次創
業」。

創新驅動 轉型發展
全力推進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建設，重點在股權激

勵、財稅支持、金融服務、管理創新等方面破解難題，是浦
東「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重大舉措。張江高科技園區管
委會常務副主任、張江集團總經理丁磊介紹，張江的股權激
勵政策方案已制定完畢，將會在近期推出。只要是在上海張
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內的創新創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
高等院校、科研機構，都有望開展職務科技成果股權和分紅
激勵試點，對做出突出貢獻的各類科技人員和經營管理人員
實施多種方式股權和分紅激勵。丁磊還透露，上海的非上市
股權交易中心不久後將在張江高科技園區落成，面向長三角
地區所有中小企業開展業務，同時引入國泰君安等有實力的
機構作為做市商，幫助中小企業在上市前拓寬融資渠道，降
低資金對沖風險。

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則是浦東「創新驅動、轉型發展」的
重要方向。2010年，浦東傳統六大重點產業悄然更迭，向

「三大（電子信息產品製造業、汽車製造業、成套設備製造
業）三新（生物醫藥、航空航天、新能源）一優化（石化、
精細化工製造業）」方向轉化，「三大三新」行業共實現產
值4,888億元，增長27.9%，「優化」行業實現產值1,065.09億
元，增長11.1%。規模擴大的背後，是技術能級的不斷提
升。在半導體裝備製造領域，浦東正逐步打破歐美日的壟斷
局面，中微半導體自主研發的等離子體刻蝕設備，在台積電
等8家企業實現正式銷售；在新能源領域，理想能源公司研
製成功LPCVD、PECVD樣機，主要性能指標達到國際先進
水平；在海洋工程裝備領域，振華重工自主研製的3,800千瓦
可升降全回轉吊艙推進器完成總裝，填補了國內深水動力系
統的硬件空白；在物聯網領域，寶信軟件的「鋼鐵及離散製
造業生產供應鏈管理平台」，已經於2006年應用於寶鋼的鋼鐵
生產線，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建「創業新城」「人才自由港」
金融業、航運業高地的打造，關鍵在人才，上海「兩個中

心」建設發展的瓶頸也在於此。於是，加快國際人才創新試
驗區建設，㠥力突破影響國際化人才、創新型創業人才集聚
的體制機制瓶頸，努力建設具有特殊優勢和吸引力的「創業
新城」和「人才自由港」，就成了浦東推動創新驅動的重要
保障。據透露，「十二五」期間，浦東將優化通行環境和生
活環境，確保海外人才安居樂業；通過推進投資機制改革、
開展創新型銀政合作、扶持企業改制上市以及推進中小企業
發行集合票據等途徑，支持創新型企業和高層次人才創業發
展；浦東國際人才創新試驗區將重點啟動實施的「1116」計
劃，即5年內吸引100名以上中央「千人計劃」人才，100名以
上上海「千人計劃」人才，100名以上浦東「百人計劃」人
才，600名以上金融、航運、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
業領域的創新創業人才。

「抓緊浦東開發，不要動搖，一直到建成。」鄧小平的囑
托在黃浦江畔迴響。浦東奇跡，未來還將繼續上演。

中國五大新區地理位置位置置區地理位區地理位置理位新區地 圖圖圖圖中國五大新區地理位置中國五大新區地理位置圖中國五大新區地理位置圖

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

天津濱海新區

重慶兩江新區

北京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 五馬奔騰
上海浦東新區、天津濱海新區、重

慶兩江新區、北京中關村國家自主創

新示範區和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這五大新區已經是或即將

是中國的五大「經濟增長極」，代表

了當今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方向。

當前，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

兩江、北京中關村四大新區已在對外

開放、體制改革、科學發展、產業升

級、城鄉統籌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進

展和成就，深圳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

合作區也已全面啟動建設進程。

未來，這五大新區將進一步引領中

國經濟的開放、建設和前進的示範作

用。

■正在建設中的上海中心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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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GDP升78倍 金融航運中心世界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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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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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東力求打破傳統發展
模式，促進創新轉型。 ■浦東陸家嘴地

區夜景如畫。

■「洋大學」紛紛登陸浦東，
人才培養加速國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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