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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高
质量发展的时代命题，也是全
面深化改革的必答课题。当
前，全国各地聚焦新质生产力，
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带
来新生机、新动能。

创新引领，勇立潮头。上
海作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
责无旁贷的主力军。加快建设

“五个中心”（国际经济中心、金
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
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赋予
上海的重要使命。在此战略背
景下，上海如何在培育发展新
质生产力上展开新的探索、作
出新的贡献？对此，记者采访
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
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亮。

中国城市报：上海聚焦建

设“五个中心”重要使命与发展

新质生产力之间有何关联？

刘亮：新质生产力有两个
核心内涵，一个是“新”，主要体
现在新技术层面，是以颠覆性
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出一系列
的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从
而形成新的生产力。另一个是

“质”，质量、质优，高质量发展，
对标的是高科技、高效能、高
质量，主要体现在劳动者、劳
动资料、劳动对象“质”的提
升，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组合效
率的提升。

在我看来，新质生产力和
“五个中心”之间形成了一一对
应的关系。“五个中心”是上海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

“新”对应的是上海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
求，“质”对应上海建设国际经
济中心需求，高质量的生产资
料配置对应的是上海建设金融
中心需求。同时，上海航运中
心和贸易中心建设，更离不开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
要素的优化组合。

不仅如此，“五个中心”建
设带来的技术革命突破、生产
要素创新、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助推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在
这个过程中，技术突破离不开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
区块链为代表的技术创新。同
时，生产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
离不开金融服务对实体经济的
重要支撑，离不开科技、产业和
金融之间循环机制的建立。而
经济、贸易、航运中心的发展能
够突破技术瓶颈、时空边界和
生存疆域，形成更高水平的新
质生产力。

总体来看，新质生产力和
“五个中心”之间形成的是一种
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认为，以新质生产力促进“五
个中心”建设是上海的使命和
担当。

中国城市报：目前，上海

“五个中心”建设取得了哪些方

面的成效？

刘亮：上海“五个中心”建
设紧紧围绕新质生产力提升展
开，成绩斐然。在国际经济中
心建设方面，上海围绕新质生
产力，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支撑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3年，
上海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产
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
达到4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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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
面，2023年，上海地区金融市
场交易总额达到3373.6 万亿
元、增长15%。同时，金融市
场的产品创新和技术创新正
在逐渐增强，上海金融在全球
的影响力和定价能力进一步
提升。

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
的地位也进一步提升，上海港
集装箱吞吐量已经连续多年保
持世界第一。值得关注的是，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2023年，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
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国产大飞
机C919投入商业运营，国产
大型邮轮成功建造，新能源汽
车产销量占全球比重超过
60%。这些重要进展的背后也
有上海的贡献，显示出上海建
设国际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的
优势和地位。

同时，上海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的科创策源功能日益
凸显。2023年，上海全社会研
发经费支出占全市生产总值的
比例达到4.4%,每万人口高价
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高到50.2
件，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2.4
万家。在上海“五个中心”建设
过程中，新质生产力的作用正
日益凸显。

中国城市报：紧紧围绕“五

个中心”建设，上海更好培育和

形成新质生产力，您有何建议？

刘亮：当前，在国际经济中
心建设方面，上海围绕科技创
新推动产业创新的路径，聚焦
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加快建设“2+2”“3+6”“5+4”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围
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建设
未来产业的先导区；现代服务
业与先进制造业的融合也将逐
步展开。

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
面，上海围绕高水平的金融对
外开放，增强竞争力和全球影
响力，正逐步完善金融市场体
系，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
普惠金融、养老金融和数字金
融五篇大文章，同时金融基础
设施也在进一步完善。

在国际贸易中心建设方
面，上海依托自贸区和进博会，
进一步强化贸易枢纽的功能，
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并且正在培育一大批
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同
时，围绕“总部增能行动”和“全
球营运商计划”强化和提升在
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中的地位。

在国际航运中心方面，上

海着眼于提升航运资源的全球
整合能力，拓展航运枢纽功
能，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
和再保险服务业，发展海洋经
济，推动现代海洋城市建设实
现新突破。

在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方
面，上海进一步提升对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的服务和保障功
能，探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新
型组织模式，强化科技创新的
策源功能，同时围绕教育、科
技、人才一体化推进，营造世界
一流人才发展环境。

围绕“五个中心”建设，上
海也在强化“五个中心”之间的
系统集成。个人建议，上海在
浦东新区引领区建设过程中，
在临港新片区和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建设过程中，可以考虑围
绕新质生产力试验区和实践功
能区建设，进行功能整合和政
策集成，探索一条打破行政壁
垒和市场分割的新路径，从而
形成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上海经验和上海模式。

近日，中国城市报记者从
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
朝阳分局（以下简称“朝阳分
局”）获悉，为更好以城市更新
为抓手优化要素配置，提高空
间承载能力，促进城市高质量
发展，北京市朝阳区创新搭建
用于指导实践的城市更新“政
策工具箱”，并在朝阳区城市更
新工作推进会上率先推出，引
起参会企业热烈反响，有效提
振市场信心。

据了解，创新搭建工具箱
源于对更新项目的复盘总结。

近年来，朝阳区以城市总规为
引领，开展城市更新先行先试
探索，形成一批以三里屯太古
里、THE BOX朝外、朝阳大
悦城为代表的城市更新案例。
朝阳区以服务更新主体需求为
中心，从项目谋划、储备、实施
和运营四个关键环节入手，将
形成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可推
广、可复制的“小快灵”工具，涵
盖诉求获取、政策应用、推动实
施、效果评估等方面。

朝阳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搭建“政策工具箱”的目标是好

用管用，破解当前市场主体开展
更新时存在的共性问题，更好服
务更新项目落地。目前工具箱
内有9项工具，如为解决市场缺
乏有效沟通渠道而开通的“企业
诉求沟通直通车”，为满足更新
项目差异化需求而提供的“全生
命周期定制服务”，为提高多部
门协同效率而形成的“一窗通
办”全链条审批模式等。

据介绍，以上工具在助推
如劲松114号楼拆除重建、三
里屯太古里北区商业楼改造、
朝外大街原昆泰商城华丽变为

The Box朝外、亮马河国际风
情水岸成为“河道复兴”典范等
过程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目前，朝阳区将多个工具
集成使用，进一步放大效能。
例如，朝阳大悦城通过“企业诉
求沟通直通车”反馈更新意向
后，快速得到朝阳分局关于功
能优化升级、出让金补缴等相
关政策指导，创新将地下约1.3
万平方米仓储功能更新为商业
用房；朝阳分局等部门结合项
目开工、招商、开业等关键节点
倒排工作计划，应用“一窗通

办”，对更新范围内按照现行规
范标准审核，从多规合一到获
得施工许可仅用时22天；同步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企业承诺
代征绿地按规定移交，绿色空
间得以释放。

当前，“政策工具箱”主要
适用于单体建筑、独立地块、小
组团、园区厂区等更新项目。
下一步，朝阳分局将加大片区
更新推动力度，持续完善工具
箱内容，逐步扩大适用范围，为
更好推动各类城市更新项目落
地实施持续提供服务保障。

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促上海促上海““五个中心五个中心””建设建设
——访上海社会科学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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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永超 通讯员 刘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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