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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气足，外贸成绩亮眼

走访外贸企业，一个深刻印象是：虽受多方不利因素
影响，但依靠多引擎拉动，企业仍在乘风破浪。

中昊针织，公司在中国，袜子成品则在东南亚采购，
直接销售给欧美商家——从去年下半年探索“两头在外”
的离岸贸易，公司累计货值已达200多万美元。

在上海太太乐食品有限公司，一张世界地图引人注
目。从上海出发的几十条射线“散”至全球。公司负责人
介绍，企业销售网络不仅覆盖全国，产品还出口至欧美、
中东等地。今年1—9月，虽受疫情影响，公司仍达到销售
目标，且实现逆势增长。

上海五锐金属集团有限公司也有好消息：上年度营业
收入达750亿元……

“这类企业，是否只是个例？”记者询问。在上海虹桥
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商务发展处处长杨旭波拿出一份
名单：“根据企业年度营业收入等条件，商务区近期还认定
了30家贸易型总部。”

分析名单，可以看到商务区的底气。“从类别来说，国
内批发零售类 7 家，国际货物贸易 7 家，国际服务与物流
12家，平台交易 4家。可以说，以德邦物流为代表的多家
国内国际物流企业，已成物流集聚效应。”杨旭波分析，

“从贸易方式来看，商务区已经覆盖新型跨境电商、离岸转
手买卖、保税展示、保转跨等，贸易方式日渐多元。”

除了 30 家受认定的贸易型总部，商务区还集聚了锅
圈、华峰、希杰、国铠、震坤行等一批贸易型总部储备企
业，已有提前布局未来之势。

杨旭波进一步介绍说，若拉长时间线来看，一年多
来，商务区发展成绩单更为亮眼：

——总部型经济加快集聚。新增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6
家，占全市新增数 10.7%，新增民营企业总部 13家，占全
市新增数11.4%，累计吸引集聚了近4000家贸易企业、6万
多家民营企业、约500家各类型总部企业。

——创新型经济持续增强。新增法人企业同比增长
45%，重点产业新增企业数占比超70%，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类企业占比是上海市平均水平的2.4倍。高附加值、高成
长性、高能级产业集群加速形成。

——流量型经济稳健发展。虹桥综合交通枢纽总客流
量同比增长17.4%，虹桥机场货邮吞吐量同比增长13%，展
览面积468万平方米，接待超470万人次。第四届进博会安
全成功举办，富有成效。

一年多来，商务区聚焦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2021年，税收收入达346亿元，同比增长29.1%。

“虽然今年第二季度遭受了疫情影响，但商务区外贸底
子仍然很厚，一时风雨不影响大局。当前，以30家贸易型
总部为代表的一批高能级贸易平台和主体仍在加快集聚。”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办公室四级调研员毛翔宇说。

平台多，着力做长“长板”

长宁区临虹路 365 号，上海泰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便
坐落于此。“我们主要是做植保产品和精化新材料等产品的
研发、营销。立足上海，因为这里区位好、平台大。”总经
理卜明星说。

交谈间，隔几分钟抬抬头，便能看到飞机起落。公司
距离虹桥国际机场、上海虹桥火车站仅3公里。

“商务区的区位、交通优势很明显。朝来夕返，出差方
便。”卜明星说，还有一个明显优势是这里的平台多，借助
在商务区举办的中国国际农用化学品及植保展览会等贸易
展示平台，“我们与先正达、科迪华等多家跨国公司建立了
合作关系，将产品出口至海外。”今年 1—6月，上海泰禾
实现了销售收入同比大幅增长。

商务区充分利用区位、交通优势，全力搭建平台。借
大交通、办大会展、做大商务，着力做长“长板”。

大交通枢纽功能全面升级。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联通浦
东国际机场和长三角全域的轨道交通体系进一步完善。放
眼长三角，沪苏湖铁路、嘉闵线等一批跨区域交通基础设
施项目开工；综合交通枢纽西交通平台改造、机场联络线
以及上海轨道交通2号线、13号线、17号线西延伸等项目
加快建设。区域交通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

大会展品牌形象日益凸显。“办展会，来虹桥”成为许
多企业的一致想法。办展的企业多了，展会能否办得好？

揽下“瓷器活”，商务区当然要拿得住“金刚钻”——大力
引进国际知名会展企业总部、国际品牌重要展会与配套企
业，建设虹桥国际会展产业园，集聚会展相关企业 164
家，会展经济实现了国际化、专业化、品牌化。

大商务辐射效应逐渐显现。在虹桥品汇 A栋大楼，从
地下一层车库推门而入，便直接来到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
易中心直播基地。在这里，韩国的零食、瑞士的砧板等商
品经过推介，在线上受到热捧。再上一层，是虹桥进口商
品展示交易中心，各类国外商品琳琅满目。上海虹桥国际
进口商品展销有限公司总经理蔡军介绍，这里是展馆，也
是商场，一到周末到处是顾客。

“进博会溢出带动效应持续放大。我们建设了以虹桥品
汇、绿地贸易港为代表的‘6+365天’进博会常年展销平
台，还建了包括虹桥国际咖啡港在内的10个百亿级进口商
品集散平台。”蔡军说。

建好平台，才能让企业奋力奔跑。商务区有以海外贸
易中心、虹桥国际中央法务区为代表的贸易服务平台；有
以上海虹桥临空经济园区、西虹桥商务区为代表的服务贸
易促进示范基地；有以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等为代
表的跨境电子商务示范区……

离岸贸易、跨境电商新模式、保税展示、展转保、展
转跨等贸易新业态也正加速发展，进博会通关便利、资金
结算、投资便利、人员出入境等创新政策上升为常态化制
度安排。杨旭波说，目前已有 172家企业开立了自由贸易
账户。

政策优，精准破解难题

全面对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在推进
服务方面，商务区建设成效如何？

上海市政府支持商务区发展政策叠加赋能，涉及市属
事权的4方面20项政策出台。许多区域内企业评价：税收
优惠、人才引进等措施很实在。

今年以来，各类超预期的因素增加，对商务区的外贸
造成一定影响。步入 6月，疫情影响减小，上海加速稳外

贸，政府部门自问：还能做哪些事？商务区将一个个问题
具体化，“揉碎”了讨论：多个平台已搭好，但还能不能更
好？企业期盼的人才够不够？企业金融支持还够不够……

瞄准问题找答案。6月30日，《关于支持虹桥国际中央
商务区贸易型总部企业发展的若干措施》出台，25条支持
措施干货满满。支持贸易型总部企业招才引智；明确住房
保障、子女入学等便利化措施；加大对贸易型总部企业金
融支持力度……

若干措施发布已两月，落地情况如何？
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表示，首期提供 300 亿元专

项信贷额度。中信保上海分公司表示，已成立服务领导小
组，以虹桥营业部为主体落实相关服务工作。

最近，欧西爱司物流 （上海） 有限公司申办的 APEC
商务旅行卡已经制证成功。“对比过去的商务签证，APEC
商务旅行卡优化了商务活动效率。”欧西爱司中国区副总经
理玉田利高兴地说。

企业有需求，政府有回应。这样的互动，在商务区频
繁发生。

前期有企业反映，对庞杂的国际贸易规则不太了解，
对 RCE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政策红利不太清
楚。对此，商务区立刻作出回应：7 月 21 日，RCEP 企业
服务咨询站 （虹桥站） 设立。

在位于申昆路 2377号 4号楼一楼的咨询站内，记者看
到，这里有专门的服务人员驻守，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方
式，为企业提供关税优惠、原产地规则等“一站式”信息
服务。不时有企业打来电话询问，接线员一一详解。

浙江嘉兴、江苏苏州的企业反映：“希望借助虹桥商务
区的优势，推动企业更好走出去。”在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企业服务中心，记者看到，商务区已开通“长三角通办跨
区通办”窗口，工作人员已经在岗办公。提升服务长三角
的能力，商务区正不断擦亮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品牌。

贴心的服务，锻造了商务区外贸的韧性，鼓足了外贸
企业不惧风雨的底气。采访中，与记者同行的杨旭波打开
手机，展示了统计部门发布的消息：2022年前 8个月，商
务区吸引投资和开工建设项目总额近1200亿元。

在江西省余干县水利局智慧水利运行管理平台上，
全县各个水库水位、堤坝情况等各项数据一目了然、实
时显示，工作人员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旱情、汛情信息。

“所有监测到的数据都是通过量子加密技术进行传
输，极大地提高了水利数据传输的准确性、安全性、实
时性。”余干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胡斌宝说。

余干县地处鄱阳湖南岸，管理着鄱阳湖640平方公里
湖面，全县河港纵横交错，有中小型水库245座，水情复
杂，运维管理难度大。

近年来，余干县推进治水体系和治水能力现代化，
2021年投入 1500万元启动“智慧水利”工程建设，在水
库和堤坝布设水位计、雨量计、摄像头等监测设备，搭
建覆盖县、乡两级的水利智慧网络，全县已安装监测设
备 300多台。“‘智慧水利’系统依托智能化传感、北斗

定位、云计算等信息化技术，智能化分析重点堤段的渗
漏、变形、位移等问题，实现了评估、预警、防治、管
控等功能。”胡斌宝说。

“以前汛期主要靠人工巡检，靠肉眼观察堤坝安全情
况。紧张的时候，一个村有二三十个人不分昼夜地轮流
值班。” 胡斌宝说，“智慧水利”工程上马后，实现了从

“跑断腿”到“鼠标点”的转变，解放了人力，更提高了
监测精度。

水库大坝实现了信息自动化监测，监测设备每天会
产生海量的数据，如何确保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又成为一
道难题。“相比传统水利系统，‘智慧水利’下的设备数

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程度更高，在赋能数据开放流
通、促进数字孪生转型的同时，数据安全问题不得不重
视。”胡斌宝说。

“数据安全是‘智慧水利’工程的重要基础。”胡斌
宝直言，余干县最初采取了建立防火墙等措施，但仅仅
保障了机房和办公室内部的网络安全，对于监测数据传
输过程的保护薄弱。

2021 年，余干县下决心“护航”水利数据全过程传
输。浙江九州量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江西分公司先
期对余干县 200 多公里堤坝的水利数据传输实行了量子
加密。“技术团队通过量子加密技术对视频、图像等数

据和操作信令进行安全加密后再传输，能够为水库数据
提供从产生、传输、储存、应用、备份到销毁全生命周
期的量子安全防护。”九州量子江西分公司总经理邓凯
介绍。

“量子加密技术可实现高级别的安全加密和身份认
证。”邓凯解释，量子加密技术可以产生真正随机的、不
可复制的、不可窥探的密码。

深度整合，全面互联。“量子加密技术融合于智慧水
利平台数据、可视化、告警和监测四大子系统通信环
节，强化了水雨情、汛情、险情高效通信，将以往人工
统计整理和验证数据的时间大大缩短。”邓凯介绍。

余干县水利部门密切监视旱情、汛情，今年以来，
量子加密技术每日保障了智慧水利运行管理平台1.6万次
监测数据的加密防护，现已有监测指标数百万条。

“总体来看，对比以往在数据安全方面的投入，量子
加密技术的成本没有很明显的增加。”胡斌宝表示，下一
步余干将在全县的水库和堤坝应用量子加密技术，全面
提高水利数据的安全性。

江西省余干县：

“智慧水利”用上量子加密
本报记者 周 欢

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锻造韧性，推动外贸量增质优
本报记者 刘士安 方 敏

上海西部，环绕上海虹桥国际机场和火车站的
151.4平方公里，以不到长三角2%的区域面积，贡献
了沪苏浙皖三省一市近10%的经济总量。这里，是上海
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2021年2月，国务院批复《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
设总体方案》，明确了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的指导思

想、发展目标、功能布局和主要任务，标志着虹桥国
际开放枢纽成为继中国 （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
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之后，上
海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的又一重要承载地。

一年多来，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发展情况如
何？近日，记者走进商务区进行采访。

最近，上海虹桥国际中
央商务区有两则消息引发人
们关注。

一是商务区内的两家公
司经上海市商务委认定为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成为商务
区核心区第 15家和第 16家跨
国公司地区总部。二是“外
商投资在虹桥”合作机制启
动，商务区管委会与上海市
外商投资协会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
会高质量发展分会办公室入
驻虹桥。

当前，虹桥商务区持续
巩固经济回升向好趋势，推
动市场主体信心全面提升，
呈现出新的活力。商务区持
续为企业家营造“敢干、敢
闯、敢 投 ” 良 好 环 境 ， 不
断 激 发 市 场 活 力 ， 促 进 经
济 在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轨 道 上
行稳致远。

提升市场活力，需要企
业 自 身 充 分 发 挥 主 观 能 动
性。面对外贸发展中遭遇的
困难，商务区内的中昊针织
另辟蹊径，在东南亚采购袜
子成品，直接销售给欧美商
家 。 因 为 探 索 出 “ 两 头 在
外”的离岸贸易，企业获得
了不错的发展。商务区里企
业发展的事例表明，只有积
极作为，才能危中觅机、化
危为机，继续在商海乘风破
浪，创造出更多成绩。

提升市场活力，少不了
政策的支持和平台的搭建。
营造好的政策和制度环境，对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稳定经济大盘具有重要意义。“6+365 天”
进博会常年展销平台、贸易服务平台、跨境电
子商务示范区……当下的商务区，为企业敢闯
敢干提供了多方面的平台，为畅通经济大循环
创造了良好条件。与此同时，商务区近期还适
时出台支持贸易型总部企业发展的 25 条措施，
明确了住房保障、子女入学等便利化措施。多
平台的搭建和有力的政策支持，将进一步推动
企业安心生产、投产，促进企业信心全面提升。

提升市场活力，还需要政府部门及时协助
解决企业日常遇到的琐碎“小事”。人才公寓如
何申请？APEC商务旅行卡如何办理？新的国际
贸易规则去哪里了解？……各类市场主体在发
展中总会面临类似问题。这些问题看起来不
大，但不解决的话会对企业造成很大掣肘。因
此需要政府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关注这些“小
事”。我们欣喜地看到，“企业有需求，政府有
回应”这样的互动，在商务区频繁发生。有
效、便捷的服务，让企业有了更大勇气和更多
精力去敢干、敢闯、敢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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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开放者兴

方 敏

在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采访，令记者印象
最深的便是“开放”。

开放，体现在商务区企业服务中心的“长三角
通办跨区通办”窗口。在这里，通过“一网通办”
工作台，可以进入到江苏张家港市、浙江嘉兴市的
市民服务中心办理相关业务。当前，商务区正完善
制度框架政策体系，提升开放枢纽核心功能，进一
步强化联动服务长三角的功能。

开放，体现在虹桥品汇 A 栋大楼里。地下一层
的直播基地、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心里，外国
商品琳琅满目。包括虹桥国际咖啡港在内的十个百
亿元级进口商品集散平台，也在向外商们展示着中
国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深化对外贸易的开放态度。

开放，还体现在 25条支持贸易型总部企业发展
的支持措施中。当前，商务区已将进博会通关便
利、资金结算、投资便利、人员出入境等创新政策
上升为常态化制度安排。为提升贸易规模、拓展国
际市场，商务区不断创新完善政务服务机制。

惟开放者兴。“上海的虹桥”正变为“长三角的
虹桥”“中国的虹桥”乃至“世界的虹桥”。作为国
际开放交流互动新平台的上海虹桥国际中央商务
区，因开放而设，也必将因开放而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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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 新华社记者 方 喆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