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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蔡丽萍

“全国第一”对浦东各大开发区来说，

早已不再是新闻。而一个又一个的“全国

第一”，肇始于那年的春天。

1990年 4月 18日，党中央、国务院宣

布开发开放浦东。

5个月后，上海市政府在锦江小礼堂

召开大会，成立陆家嘴、金桥、外高桥 3个

开发公司，分别负责浦东3个重点开发区，

即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及

外高桥保税区的开发建设。

如果说，浦东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

的前沿，那开发区则是这片前沿阵地上的

“急先锋”。诞生于浦东各个开发区的“全国

第一”，深刻影响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

全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

今年 4月 27日，全国第一家获准扩展

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韦莱

保险经纪有限公司落地陆家嘴金融城，标

志着中国银保监会有关保险中介行业扩

大开放举措在上海正式落地。之前的3月

26日，中国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所子

公司——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正式挂

牌交易，标志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迈

出了新的步伐……

作为全国第一个金融贸易区，也是迄

今为止唯一一个以金融贸易命名的国家

级开发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按照加快建

设国际一流金融城、世界级中央活动区的

目标，从原先的以开发建设为主转向提供

公共管理服务为主，从注重经济发展转向

经济发展与功能提升并重，形成了堪与伦

敦金融城和纽约曼哈顿相媲美的中央商

务区，已经成为中国金融和商务领域最闪

亮的一张名片。可以说，每一幢楼都是一

条垂直的“金融街”。

为什么会在陆家嘴设立一个国家级

金融贸易区？1991年，邓小平同志说了一

段话，“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

金融搞好了，一招棋活，全盘皆活。”“上海

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

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

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谁也没想到，昔日阡陌纵横、满是农

田、老厂房和危棚旧公房的区域，如今成

了上海乃至全国的金融名片。数据显示，

截至2017年年底，陆家嘴已建成的各类商

办楼宇（8层以上）总数250幢，入驻企业近

4万家，从入驻企业所产生的税收总量看，

共有93幢“亿元楼”；这里金融业发展程度

和金融机构集聚程度最高，共有持牌类金

融机构 830家；区域内集聚了 13家国家级

要素市场和功能性金融基础设施机构，

3000多家专业服务机构；金融从业人员达

23万名，区域内已落户总部机构达 300余

家，占上海市总数的20%，其中经认定的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达95家。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陆家嘴金融城）

的发展建设，为推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创

新和积极推进两大国家战略的落实奠定

了坚实基础。目前，陆家嘴金融城正在积

极对标伦敦、纽约、新加坡等国际一流金

融中心城市，不断增强在全球金融市场和

资源配置中的影响力与竞争力。近年来，

陆家嘴金融城向全球资产管理亚太新中

心进军，瞄准全球资管规模排名靠前以及

各细分领域排名靠前的机构，逐步实现落

户陆家嘴。

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陆家嘴管理

局局长王华表示，根据上海市和浦东新区

对陆家嘴的功能定位，“十三五”时期，陆

家嘴金融城的发展目标是“一城两区一支

点”，即以全球开放度最高、影响力最大的

纽约曼哈顿和伦敦金融城等国际金融中

心为参照，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探索

建立与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的金融制度

体系、与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相适

应的制度安排，持续推进投资便利化、贸

易自由化、金融国际化和监管制度创新，

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最

终建成国际一流的金融城、世界级中央活

动区、金融贸易制度创新先行区、上海建

设卓越全球城市的重要战略支点。

全国第一个出口加工区
——金桥出口加工区

同样是从无到有，全国第一个国家级

出口加工区——金桥出口加工区，在28年

后也完成了“华丽转身”。上海自贸试验

区管委会金桥管理局副局长马淑燕介绍，

1989年，上海工业面临产品不足、增速下

滑的局面，扩大开放、引进“三资”企业、引

进技术、资金、管理先进经验等显得尤为

重要，金桥出口加工区应运而生。

经过28年的发展，金桥出口加工区从

初始阶段以出口加工为导向，逐步确立了

以先进制造业立区，再到构建以高端生产

性服务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重

点、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新型产业体系，

成功实现了“金桥加工—金桥制造—金桥

智造”的功能转变，成为国内率先从“制

造”向“智造”转型发展的示范园区。

如今的金桥拥有浦东首个千亿级产

业——现代汽车产业，约占上海行业总产

值的 1/2，拥有新能源汽车和智能驾驶零

部件最核心技术的产业创新基地；智能装

备（机器人）产业产值达 200亿元左右，约

占上海市总量的 1/4；金桥还是全国移动

互联网视听文创产业综合实力最强的园

区之一，营业收入 300 亿元，相关企业达

300余家。园区拥有最完整的移动互联网

视听产业链，并有望打造下一个千亿级产

业；在总体水平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两到

三代的中国半导体和集成电路产业中，中

微半导体在金桥创造了“一枝独秀”的奇

迹，在等离子体刻蚀设备领域和MOCVD
领域，以无愧于世界最高水平的产品，不

但填补了国内空白，而且在国际市场上树

立了品牌，与西方垄断巨头展开正面竞争

……

28年来，金桥融各界之力、集各方之

智，在促进开发区产业转型的同时不断增

强综合经济实力，以占浦东新区1/50的土

地贡献了超过 1/4的工业经济规模。2017
年，金桥实现工业总产值 2343亿元，营业

收入 6899亿元，成为上海能级最高、质量

最好、贡献最大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堪称

“中国制造 2025”创新引领示范区，更是打

响“上海制造”品牌建设的主战场、主阵

地。

即将迈入而立之年的金桥开发区，将

以国际化的视野，加速“新旧结合、产业整

合、跨界融合、企业聚合”，继续发挥上海

和浦东先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的

引领示范作用，努力打造产业转型示范

区、智能制造培育区、绿色低碳实践区、城

市副中心功能创新区“四大特色区”。“十

三五”时期，金桥开发区将重点发展汽车

和智能制造产业、移动互联网视讯产业、

工业互联网和机器人产业、新兴金融产

业，助力金桥争当“上海制造”品牌皇冠上

的明珠。

全国第一个保税区
——外高桥保税区

与陆家嘴、金桥同年推进的，还有中

国大陆地区第一个“境内关外”的保税区

——外高桥保税区。它是中国大陆启动

最早、规模最大、产业最全、辐射最广的保

税区，享有“货物可在保税区与境外之间

自由出入，免征关税和进出口环节税，免

验许可证，免于常规的海关监管手续”等

特殊政策。

在成立之初，外高桥保税区就将建成

符合国际惯例的世界自由贸易区和国际

自由贸易港为长期目标，并通过多个“率

先”开展先行先试，包括率先创新保税货

物空运直通式、EDI无纸通关以及分批出

区、集中报关等海关监管方式，并率先实

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率先开展进出口经

营权试点，率先开展外汇管理试点，率先

探索法治保障机制等。

外高桥保税区充分发挥政策优势、资

源优势、体制优势和管理服务优势，逐步

形成了以国际贸易、现代物流、出口加工

三大产业为主体、各业同步协调发展的产

业经济。经过近30年的探索发展，外高桥

保税区已成为国内经济规模最大、业务功

能最丰富、效益最好的海关特殊监管区

域。截至 2017 年年底，园区入驻企业

35831家，其中世界 500强企业 335家，从

业人员达 27.11万人；2017年完成进出口

贸易额7959.34亿元，保税市场商品交易额

达14256.02亿元。

外高桥保税区以占全国130余个海关

特殊监管区域 2.2%的面积，创造了全国海

关特殊监管区域商品51%的销售额，16.6%
的进出口货值，42%的税收部门税务，被视

为国内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的龙头。

同时，外高桥保税区被国际权威杂志评为

2015—2016 年度全球最佳自由贸易园区

综合类亚军、亚太区冠军以及全球最受大

客户推荐的自由贸易园区冠军。

上海自贸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保税

区管理局副局长李兆杰表示，外高桥保税

区把改革开放、探索创新的每一项实践都

看作是向世界自由贸易园区和国际自由

贸易港区迈进的必要环节和实际步骤，这

些开放创新举措的试行，有效缩短了同国

际市场之间的距离，使保税区成为统筹国

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重要通道和

平台。今后，保税区将以改革开放再出发

的信心和勇气，继续发挥领头羊和先导区

的作用，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格局作

出新贡献。

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
——洋山保税港区

在浦东的最南端，还有与外高桥保税

区遥相呼应的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

洋山保税港区。

2005年 6月，国务院批准设立洋山保

税港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区港一体”的保

税港区。

作为全国第一个保税港区，洋山保税

港区承担了建设国际航运发展综合试验

区的重要使命，并开展了一系列功能创

新，包括开展船舶保税登记试点、试行启

运港退税政策等，使上海港逐步从单纯的

全球吞吐量第一大港转向具备多模式中

转功能的国际枢纽港；2011年，洋山保税

港区开始率先建立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创

设出“洋山铜溢价”，使之成为中国第一个

真正意义上的大宗商品领域保税现货价

格，提高了国内大宗商品在国际上的“现

货定价权”；洋山保税港区还成为全国首

个启动期货保税仓单质押融资功能试点

的区域，并于2014年启动直客模式的国际

中转集拼试点业务。

数据显示，2017年洋山保税港区完成

集装箱吞吐量 1653.1万标箱，比上年增长

5.9%，占上海港集装箱总量的 41.1%。洋

山保税港区投资企业与世界各地的165个

国家和地区发生进出口业务往来，完成进

出口额 770.29亿元，占全国保税港区进出

口总额的 14.9%；投资企业完成经营总收

入 3083.68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5%，实现

利润总额 157.61亿元，比上年增长 1.6倍；

物流企业完成服务收入1156亿元，占全国

保税港区总收入的81.5%。

2017年12月，洋山深水港四期码头正

式开港运营，设计吞吐能力初期达到 400
万标准箱，远期将达到630万标准箱，可满

足多艘大型集装箱船同时靠泊。洋山保

税港区的发展，为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迅

速跃居并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大港地

位作出了重要贡献。

目前，依托海运、航空、铁路、高速公

路、轨道交通“五龙汇聚”的得天独厚的区

位优势，依托保税区、保税物流园区及出

口加工区三区功能叠加的政策组合优势，

国际中转分拨中心、大宗商品交易、跨境

电子商务、船舶供给及维修等产业功能集

聚态势正在洋山加速形成。

收获众多“首创”对标国际一流

细说浦东开发区的“全国第一”

国际中转分拨中心、大宗商品交易、跨境电子商务、船舶供给及维修等产业功能集聚态势正在洋山加速形成。 □本报记者 刘思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