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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高桥新发展园区探索“社区化”路径
产城融合成持续发展重中之重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
（草案）》提出，要在全市着力打造 15分钟

生活圈，建设完善公平共享、弹性包容的

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记者日前从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获悉，根据其最新战略部署，着力产

城融合将是今后外高桥区域持续健康

发展的重中之重，外高桥集团将通过多

种方式，探索园区“社区化”、“品牌化”

路径。

启动公共空间改建

精致、舒适、人性化的商务办公休闲

空间，对于营造良好的配套环境、增强园

区各主体的交流、提升人群休憩的满意

度，均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经过

一年多的精心设计，外高桥集团股份下

属外高桥新发展有限公司决定对新发展

园区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商务区景观

广场与餐饮中心广场进行有机更新，工

程于去年 5 月正式启动，已在去年年底

完工。

新发展商务区景观广场是新发展楼、

新市楼、新易楼、新兴楼、海关大楼和新贸

楼围合之区域，面积约 1.26万平方米。据

新发展公司方面介绍，秉持生态、宜人、简

洁、精致的设计原则，改造工程打造有亮

点、有层次的景观空间，如增加绿化草坪、

步道、木平台等空间，以烘托新设的文化

艺术小品；增加与建筑相呼应的特色廊

架，形成标志性的广场形象展示空间。

同时，为确保整体公共空间的衔接一

致性，在去年 11月，新发展公司又决定对

临近商务区广场的美食广场进行景观改

造提升，提升绿化及地坪品质，与商务区

景观广场改造同步完成。

根据园区客户的反馈意见，新发展公

司对美食广场的餐饮结构进行了高度提

升，罗森、汉堡王、奚家行老店、陈家轩餐

厅、大将面道餐饮先后开业。

“以前是担心没有选择没得吃，现在

是烦恼选择太多在哪吃。”园区一家大型

外资企业员工王先生表示。

拥有自己的“品牌”

作为上海自贸区内外联动、产城融合

的典范，外高桥一大品牌就是森兰。

记者从外高桥集团获得的最新消息

显示：“前店后库”模式的森兰商都正在进

行业态调整，森兰商都二期、三期预招商

工 作 已 经 开 展 ，将 打 造“MALL OF
MALL”保税展示交易功能的样板。

一个被喻为外高桥的“华尔街”金融

贸易服务区也正拔地而起。位于5号门地

块的新发展金融贸易服务区内，以“在最

合适区域落户最适合项目”为目标，吸引

金融企业入驻。截至去年11月底，已经有

1172家金融和类金融机构入驻新发展金

融贸易服务区，由此形成了类型丰富、服

务多样、集聚效应凸显的金融服务业态布

局。

此外，位于森兰的英国哈罗国际学校

已正式开学、“自贸区平行进口汽车展示

交易中心”在外高桥也逐步规模化经营、

彩色跑等品牌体育项目已经确定长期落

户森兰。

据悉，外高桥集团股份已确定，要依

托上海自贸区的客户、产品资源，发挥“前

店后库”、跨境贸易、平行进口、进口商品

直销等功能优势，走自贸特色的主题商业

之路。

■本报记者 王延 浦东报道

上海市经信委同本市有关部门

多措并举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初

见成效。数据显示，去年，上海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的成

本为 79.88 元，同比下降 1.2%；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633.86
亿元，增长 8.8%，增速同比提高 5.8
个百分点。

一年取消口岸收
费近3亿元

去年4月，上海出台了降本增效

的综合性政策意见，即《关于推进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工业稳增长调

结构促转型的实施意见》（沪府发

〔2016〕30 号），明确提出“着力降低

企业成本，增强工业发展活力”，从

降低用地成本、税费负担、用工成

本、用能成本等四个方面提出了针

对性的措施。

去年起，在上海港港区内，对海

关查验没有问题的进出口集装箱

（重箱）货物查验（固体废物除外）免

除企业缴纳的查验作业服务费，探

索试行了由政府承担口岸申报环节

费用。在前日举行的市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市口岸办主任张超美称，

2016年政府为该项试点承担约 2亿

元，取消各类口岸申报数据处理等

收费约2.8亿元/年，令口岸环境进一

步优化，上海口岸货物贸易、集装箱

外贸吞吐量均实现同比增长。

在营改增试点方面，上海自去

年 5月起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

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和生活服

务业，涉及纳税人37.8万户。统计数

据显示，至去年 9月，四大行业累计

减负超过100亿元。

制度性交易成本
明显降低

简政放权后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也明显降低。据介绍，2013年以来，

上海已分11批累计取消和调整行政

审批等 1546项，其中取消 518项、调

整 1028项（近期还将再取消 141项、

调整48项）。

浦东新区在全国率先开展“证

照分离”改革试点，率先完成行政审

批评估评审清理，已累计取消评估

评审 185项，优化简化 86项（近期还

将再取消47项、优化23项）。率先开

展了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清理改革，

有些改革举措已被国家有关部委直

接采纳并在全国推行。

“通过优化产业项目行政审批

流程，推进产业项目审批期限实现

‘在法定时间的基础上压缩三分之

一’，有效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

市经信委相关人士表示。

同期，企业融资成本也有效降

低。上述人士介绍称，去年上海继

续开展小微企业信贷奖励和信贷风

险补偿工作，引导商业银行加大对

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累计拨付

奖励资金2.4亿元，设立了规模50亿

元大型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并积

极鼓励和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工

业企业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大

信贷投放。

据悉，今年本市将继续开展降

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缓解实

体经济企业困难，坚持降低实体经

济企业成本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相

结合，推动上海工业经济在提质增

效的前提下实现持续稳定发展。

上海多措并举着力降低企业成本
■本报记者 杨珍莹 浦东报道

上海微创医疗器械（集团）有限公司旗下微创神通医疗

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APOLLO颅内动脉支架系统（以下简

称“APOLLO”）新增规格日前获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CFDA）批准。

此次获批的APOLLO大直径规格与原注册批准产品的

适应症相同，由支架和输送系统组成，用于颅内、颅底动脉狭

窄病变的治疗，可改善脑组织缺血。

据悉，APOLLO于 2004年取得CFDA颁发的医疗器械

注册证，是国内首个获准上市用于症状性颅内动脉粥样硬化

型狭窄治疗的产品，迄今已有12年的安全应用史。2009年曾

获得上海科技进步二等奖，2010年被评为“上海市重点新产

品”，2011 年获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此次获批的

APOLLO大直径规格共有12个，填补了颅内支架大规格临床

需求的空白。

APOLLO上市十余年来，市场需求保持快速增长态势，

产品市场份额稳步提升。此次大直径规格获批，将进一步稳

固APOLLO在神经介入领域及市场的优势地位。

微创神通颅内动脉支架
系统新增规格获CFDA批准

森兰已成为上海自贸区内外联动、产城融合的典范。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