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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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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当前，全球已经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服务贸易日益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２０１２年

以来，全球服务贸易总体呈现增长态势，年均增长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２０２０年出现较大回落

后，２０２１年较快回暖，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１１．７万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９％；２０２２年２—４月的增长率为

１３％。中国服务贸易自２０１２年以来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年均增长６．１％，高出全球增速３．１个百分点，

２０２１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８２１２．５亿美元，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二，同比增长２４．１％，占世界服

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增至７．０％；２０２２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５２６８．４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２．９％。上海服务进出口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２０２１年保持稳定快速的发展态势，进出口总额

为２２９４．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９．５％，占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３０．０％。２０２２年上半年，上海服务进出

口总额为１２３９．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４．２％，占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２９．７％。

一、 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分析

　　（一）服务贸易整体回暖

世界贸易组织（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ＴＯ）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２年以来，全球服务贸易总体

呈现增长态势，服务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凸显，制造业服务化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增长极，全

球服务进出口在２０１９年达到峰值，２０２０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多种因素的影响，经历２０１６年以来的首

次下降，下降１８．１％。２０２１年，全球服务贸易规模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进出口总额为１１．７万亿美元，

同比增长１５．９％。其中，出口额为６．１万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７．２％；进口额为５．６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４．６％。贸易顺差额为４４８１．８亿美元，为２０１２年以来的最高值（见图１）。

图１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全球服务贸易统计

数据来源：ＷＴＯ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



第一部分　总报告

４　　　　

　　２０２１年，全球贸易总额为５６．３３万亿美元，其中，服务贸易占比２０．１％，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日

益凸显。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ＧＤＰ的比重已超６０％，为服务贸易发展奠定了坚

实的产业基础。

２０２２年，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服务以及金融服务的推动下，全球服务贸易继续复苏，呈现较强的韧

性。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２—４月，全球服务贸易出口增长１３％，进口增长１４％。世界

贸易组织表示，２０２２年第二季度，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超过了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前的峰值，但由于

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放缓，预计下半年增长呈现放缓的趋势。

　　（二）运输服务出口复苏强劲

２０２１年，全球服务贸易实现１５．９％的同比增幅，主要受益于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以及其他商业服务出口的复苏，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建筑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个人、文化

和娱乐服务，其他商务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运输服务出口额为１１５８５亿

美元，增幅最大，出口同比上升３５．３％；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为８９６４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９．４％；其他商务服务出口额为４万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４．３％。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的旅游服务

出口也实现了１１．１％的增长，达到６１４７亿美元（见表１）。

运输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务服务出口占比有所上升，而

旅游服务、货物相关服务、建筑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金融服务、其他商务服务出口、知识产权使用

费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小幅下降。从进口所占份额来看，运输服务进口占比提高３．１个百分点，其他

商务服务占比下降３．８个百分点，旅游、货物相关服务占比也有小幅下降（表１）。世界贸易组织的数

据显示，２０２２年２—４月，运输服务、旅游服务、货物相关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的增速分别为４６％、

７８％、１２％、１１％。世界贸易组织表示，由于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放缓，实际商业服务同比增长在２０２２

年第三季度开始放缓，并可能在第四季度以及新的一年进一步放缓。

表１　２０２１年全球服务贸易分类统计
（单位：十亿美元，％）

２０２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金　额 同比增速 占　　比

服务出口 ６０７１．６ １７．２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对他人拥有的实物投入

提供的制造服务
１２６．８ １８．５ １．２ １．２ １．８ ２．１ ２．１

　运输 １１５８．５ ３５．３ ２１．６ ２０．６ １６．６ １６．５ １９．１

　旅游 ６１４．７ １１．１ ２６ ２４．２ ２３．４ １０．７ １０．１

　建筑 １０１．８ １１．１ １．７ ２．１ １．８ １．８ １．７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１８３．３ １３．６ ２．５ ２．４ ２．２ ３．１ ３

　金融服务 ６３０．３ １２．４ ８．９ ９．４ ８．５ １０．８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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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２０２１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金　额 同比增速 占　　比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８９６．４ １９．４ ６．８ ８．１ １１ １４．５ １４．８

　知识产权使用费 ４５２．１ １４．３ ６．５ ６．３ ７ ７．６ ７．４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１０３．３ １９．４ １．３ １．３ １．４ １．７ １．７

　维护和维修服务 ８７．１ ３．１ １．２ １．２ １．７ １．６ １．４

　其他商业服务 １５９５．７ １２．１ １９．９ ２１．５ ２２．７ ２７．５ ２６．３

　政府货物及服务 ７７．３ ５．７ ２．１ １．７ １．２ １．４ １．３

　以上未涵盖的服务 ４４．４ ２７ ０．１ ０ ０．６ ０．７ ０．７

服务进口 ５６２３．５ １４．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货物相关服务 １６８ １０．９ ２．５ ２．２ ２．７ ３．１ ３

　运输 １３７４．１ ３４ ２６．３ ２５．５ ２０．５ ２０．９ ２４．４

　旅游 ６１０ ９．４ ２４．９ ２２．６ ２３．２ １１．４ １０．８

　其他商务服务 ３３８６．６ ９．８ ４３．４ ４７ ５１．９ ６２．８ ６０．２

　政府货物及服务 ８４．８ －６ ２．９ ２．８ １．６ １．８ １．５

资料来源：ＷＴＯ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

　　（三）美欧和亚太主导服务贸易市场

２０２１年，服务贸易区域集聚明显，发达国家主导全球服务贸易格局的态势没有改变。在全球排名前

２０位的经济体中，欧洲有１３个国家进入全球前２０名（德国、英国、爱尔兰、法国、荷兰、意大利、西班牙、

比利时、瑞士、卢森堡、俄罗斯、瑞典、丹麦）；亚洲有５个国家进入前２０名（中国、日本、印度、新加坡、韩

国）；美洲有２个国家进入前２０名（美国、加拿大）。美国、德国、爱尔兰、中国、英国、法国、荷兰、新加坡、

印度、日本的服务贸易总规模排前１０名，除爱尔兰、新加坡、日本外，其他经济体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

中，中国增长最快，同比增长２６．０％；排名２—５位的经济体分别是印度、德国、法国、美国，增速分别为

２２．３％、２２．０％、１４．４％、１２．８％。美国服务贸易进口和出口均排名全球第一，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１３４５３．０亿美

元，其中，出口额为７９５２．７亿美元，进口额为５５００．３亿美；排名第二的德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７５８２．７亿美

元，相当于美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５６．４％。美国的服务贸易顺差为２４５２．５亿美元，英国为１７４６．２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法国、印度的服务贸易顺差分别为４４７．３亿美元、４４７．０亿美元，排名３—４位（见图２）。

在服务贸易出口排名全球前十位的经济体中，２０２１年，出口增速最快的是中国，同比增长３９．８％；

排名２—５位的是德国、爱尔兰、法国、印度，出口增速分别为２１．４％、２１．１％、１９．０％、１８．５％；日本的增

速较低，同比增长３．６％（见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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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２１年世界服务进出口总额前１０名

资料来源：ＷＴＯ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

图３　２０２１年世界服务贸易出口前１０名

资料来源：ＷＴＯ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

服务贸易出口排名全球前十位的经济体占世界服务贸易出口的比重达到５８．０％。其中，美国的

占比为１３．１％，排名第２—５位的英国、中国、德国、爱尔兰的占比分别为６．９％、６．５％、６．２％、５．６％。

从对全球服务贸易的贡献率来看，在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美国、英国、日本、新加坡有所提升，其中，

美国、日本均提高了０．４个百分点，英国提高了０．６个百分点，新加坡提高了０．３个百分点。中国、荷

兰、德国、爱尔兰略有下降，其中，中国的贡献率下降了１．１个百分点（见图３）。

在服务贸易进口排名全球前十位的经济体中，２０２１年，除爱尔兰进口同比下降２．３％外，其他９个

经济体均实现不同程度的涨幅。其中，进口增速最快的是印度，同比增长２７．５％；排名２—５位的是德

国、美国、中国、英国，出口增速分别为２２．５％、１７．９％、１５．８％、１４．７％；爱尔兰的增速较低，同比增长

３．６％（见图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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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２０２１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口前１０名

资料来源：ＷＴＯ国际贸易统计数据库。

服务贸易进口前十位的国家占全球服务贸易进口的比重达到５５．０％。其中，美国的占比为９．５％，

排名第２—５位的中国、德国、爱尔兰、法国的占比分别为８．０％、６．８％、６．２％、４．７％。从对全球服务贸

易进口的贡献率来看，在排名前十的经济体中，爱尔兰、日本、法国、新加坡有所提升，其中，爱尔兰提

高了１．１个百分点，日本提高了０．４个百分点；美国贡献率下降幅度较大，降幅为６．６％；德国、印度、中

国略有下降，中国的贡献率下降了０．２个百分点（见图４）。

世界贸易组织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２年２—４月，北美、欧盟、亚洲服务贸易出口同比增速分别为１８％、

８％、１５％，其他地区增长４８％；进口增长率分别为２２％、１１％、１４％，其他地区增长２８％。地缘冲突、美联

储及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利率上升和经济刺激计划的退出，使得全球服务贸易增长或将减速。

　　（四）数字贸易成为新引擎

伴随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数字交付为主要特征的

数字贸易蓬勃兴起，驱动全球贸易向服务化方向发展，成为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新引擎。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的数据显示，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规模从１．９万亿美元上升至３．８１万亿美

元，年均增速达６．６％，高于服务贸易出口增速２．５个百分点。其中，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年均增速最

快，增长９．９％；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保险服务，知识产权服务，金融服务的年均增速

分别为６．４％、６．３％、５．９％、５．７％、５．０％。２０２０年，数字贸易占全球服务贸易出口的６４．５％，达到历史

峰值，较２０１０年增长约１．５倍。２０２１年，数字贸易占比小幅回落至６２．８％，其中，其他商业服务的出

口规模为１．６万亿美元，占数字服务出口的４１．９％；信息与通信技术服务的出口规模为８９６４．１８亿美

元，占比２３．５％；金融服务的出口规模为６３０３．１９亿美元，占比１６．５％。

２０２１年，数字贸易出口规模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美国、英国、爱尔兰、德国、中国、印度、荷

兰、法国、新加坡、卢森堡。其中，排名前三的美国、英国、爱尔兰的数字服务出口分别为６１３０．１２亿美

元、３５３３．７０亿美元、３１６１．１１亿美元，占全球数字贸易的比重分别为１６．１％、９．３５％、８．３％；中国的服

务出口额为１９４８．４５亿美元，排名第五，占全球数字贸易的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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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分析

　　（一）服务贸易规模创历史新高

中国加快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激发服务业新动能，制造业与

服务业持续融合，新一代信息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服务进

出口规模创历史新高。２０２１年，中国的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８２１２．５亿美元，连续八年稳居世界第二，同

比增长２４．１％，占全球服务贸易的比重增至７．０％。其中，服务出口规模为３９４２．５亿美元，升至全球

第三，同比增长４０．５％，高出全球同期２０个百分点，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４８．０％，同比提升５．６个百分

点；服务进口企稳回升，进口额为４２７０．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２．０％。服务贸易逆差下降６９．５％，缩窄

至３２７．５亿美元，同比减少６７７．１亿美元，为２０１１年以来的最低值（见图５）。

图５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统计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服务贸易规模实现较快增长，显示中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有所提升。商务部研究院最新发

布的《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指数由２０１９年的第２０位提升至２０２１年的

第１４位，２０２２年进一步提升至第９位。商务部的数据显示，目前与中国有服务贸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

增加到２００多个，其中，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往来增长３３％，与金砖国家服务贸易往来

增长５２％，与东盟国家服务贸易往来增长２７％。

根据商务部公布的数据，２０２２年上半年，中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５２６８．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２．９％。其

中，出口额为２５１５．３亿美元，增长１２．１％；进口额为２７５３．１亿美元，增长１３．５％；贸易逆差为２３８亿美元。

　　（二）服务贸易增速大幅攀升

２０１２年以来，中国每年服务业增量均居全球第一，年均增长６．１％，高出全球增速３．１个百分点。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９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８．２％，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５３．３％，

为服务贸易协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２４．１％，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建筑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加工

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运输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

产权使用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进出口增速位居前五，增速分别为７２．４％、４０．２％、２７．６％、２６．７％、

１９．８％。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政府服务、旅游服务跌幅较大，分别下降了２１．１％、１７．２％（见表２）。

表２　２０２１年我国服务分类进出口统计
（单位：亿美元，％）

序号 服 务 类 别

进出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贸易

差额

服务贸易总额 ８２１２．５ 　２４．１ ３９４２．５ 　４０．５ ４２７０．０ １２．０ －３２７．５

１ 加工服务 ２０８．３ １８．８ ２０１．２ １８．１ ７．１ ４２．３ １９４．１

２ 维护和维修服务 １１６．８ ６．０ ７８．７ ２．６ ３８．２ １３．７ ４０．５

３ 运输服务 ２６０７．４ ７２．４ １２７１．９ １２４．７ １３３５．５ ４１．１ －６３．６

４ 旅游服务 １２２４．１ －１７．２ １１３．７ －３１．３ １１１０．４ －１５．４ －９９６．７

５ 建筑服务 ４０２．７ ２１．０ ３０４．８ ２１．３ ９７．９ ２０．２ ２０６．９

６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２１２．３ １９．８ ５２．０ －３．４ １６０．４ ２９．９ －１０８．４

７ 金融服务 １０３．２ ４０．２ ４９．７ １８．８ ５３．５ ６８．４ －３．７

８ 知识产权使用费 ５８６．７ ２６．７ １１７．８ ３５．６ ４６８．９ ２４．６ －３５１．１

９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１１９５．８ ２７．６ ７９４．７ ３０．８ ４０１．１ ２１．７ ３９３．５

１０ 其他商业服务 １４５５．５ １６．２ ９２３．６ ２３．４ ５３１．９ ５．３ ３９１．８

１１ 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 ５１．７ １９．６ １９．０ ４４．４ ３２．７ ８．８ －１３．７

１２ 其他政府服务 ４７．９ －２１．１ １５．５ －３８．２ ３２．４ －９．１ －１６．９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２０２１年，中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４０．５％，运输服务、加工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

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的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运输服务

出口同比增长１２４．７％，增速最高。出口增速排列２—５位的是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

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出口增速分别为４４．４％、３５．６％、３０．８％、２３．４％。其他政

府服务出口跌幅最大，同比下降３８．２％（见表２）。商务部《全球服务贸易发展指数报告（２０２２）》显示，

服务出口世界占比排名从第４位上升至第３位，竞争力指数排名从第５７位上升至第４４位。

２０２１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坚持扩大开放，持续扩大先进技术和服务进口，服务进口同比

增长１２．０％，金融服务、加工服务、运输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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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服务、建筑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进口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金融服务进口增速最快，同比增

长６８．４％。加工服务、运输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进口增速位列２—５位，同比增速分别为４２．３％、

４１．１％、２９．９％、２４．６％。旅游服务跌幅最大，同比下降１５．４％（见表２）。

　　（三）运输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

２０２１年，受货物贸易和价格因素的影响，全球航运量价齐升，推动运输服务成为中国服务出口增

长最快、规模最大的行业，全年进出口额为２６０７．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２．４％，占全国服务进出口的

３１．７％，其中，出口额为１２７１．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２４．７％，进口额为１３３５．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１．１％

（见表２）。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建筑服务等传统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４２３４．２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贸易

的５１．６％。其中，出口额为１６９０．４亿美元，占比４２．９％；进口额为２５４３．８亿美元，占比５９．６％。

新冠肺炎疫情对旅游服务影响仍在持续，旅游服务受到各国对旅游的管理措施而受阻。２０２１年，旅

游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１２２４．１亿美元，占全国服务进出口的１４．９％，同比下降１７．２％。其中，出口额为

１１３．７亿美元，同比下跌３１．３％；进口额为１１１０．４亿美元，同比下跌１５．４％。剔除旅游服务，２０２１年中国

服务进出口增长２７．２％，其中，出口增长３５．６％，进口增长１８．３％（见表２）。旅游服务是近年来中国服务

贸易最大逆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从２０１９年的２１６６．０亿美元

降至２０２１年的９９６．７亿美元，降幅达到５４．０％，成为中国服务贸易逆差大幅下降的重要原因。

２０２２年总体呈现恢复态势，全年旅游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８５５９．８亿元，增长８．４％。

建筑服务全年进出口总额为４０２．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１．０％。其中，出口额为３０４．８亿美元，同比

增长２１．３％；进口额为９７．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０．２％（见表２）。

　　（四）知识密集型服务①表现突出

服务贸易增长点与全球趋势基本同步，数字技术推动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等新型服务贸易成

长性较好，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依然是

服务贸易保持稳定增长的主要力量。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

上升至第１２位，是世界上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

２０２１年，服务贸易总体结构稳步优化，中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规模持续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

贸易进出口总额为３６０５．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２．３％，占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总额４３．９％。其中，出口额

为１９５６．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６．１％，占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４９．６％；进口额为１６４８．４亿美元，同比增

长１８．１％，占服务贸易出口总额的３８．６％（见表２）。

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１０３．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０．２％。其中，出口额为４９．７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８．８％；进口额为５３．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６８．４％。保险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２１２．３亿美元，同比增长

１９．８％。其中，出口额为５２．０亿美元，同比下跌３．４％；进口额为１６０．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９．９％。金融

和保险服务占服务贸易进出口的３．８％。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为５８６．７亿美元，同比增长

２６．７％，占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７．１％。其中，出口额为１１７．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５．６％；进口额为

４６８．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４．６％。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１１９５．８亿美元，同比增

长２７．６％，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１４．６％。其中，出口额为７９４．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０．８％；进口额为

４０１．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１．７％。其他商业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１４５５．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６．２％，

① 知识密集型服务领域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其他商业服务。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１１　　　

占服务进出口的１７．７％。其中，出口额为９２３．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３．４％；进口额为５３１．９亿美元，同

比增长５．３％（见表２）。

２０２２年，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稳定增长，全年进出口总额为２．５万亿元，增长７．８％。其中，出口

额为１．４万亿元，增长１２．２％；进口额为１．１万亿元，增长２．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增长较快的领域

是知识产权使用费和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同比增长分别为１７．５％和１３％；进口增长较快的领域是

保险服务，增速达３５．８％。知识产权使用费较快增长显示了我国知识产权国际竞争力得到较大提升。

三、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分析

　　（一）２０２１年上海服务贸易情况

　　１．规模和增速均创历史新高

上海持续扩大对外开放，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大幅度放宽市

场准入，先后三轮入选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围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任务，全面推进

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发展。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上海服务贸易年均增速５．７１％，进出口规模连续多年

位居全国首位。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全面深化、服务外包转型升级加快推进、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扩围提质、国际展会搭建窗口桥梁、服务贸易促进体系不断完善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２０２１年上海

服务贸易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态势，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２２９４．１亿美元，为２０１２年的１．５倍，同

比增长４９．５％，增速高于全国２５．７个百分点，占全国的３０．０％。其中，出口额为１０３５．５亿美元，为

２０１２年的２倍，同比增长５５．４％，占全国的３０．６％，规模和增速均创历史新高；进口额为１２５８．６亿美

元，增速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４５．７％，占全国的２９．５％。服务贸易逆差收窄为２２２．４亿美元，较上年

扩大２５．４亿美元（见图６）。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制度创新、推动跨境船舶租赁“出海远航”、构建“一带

一路”质量认证合作机制入选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最佳实践案例。

图６　２０１２—２０２１年上海服务贸易统计

数据来源：２０１１—２０２２年《上海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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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运输服务进出口高速增长

上海依托跨境金融等开放政策优势，在国际远洋船舶融资租赁等业务领域先行先试，不断增强高

端航运服务要素集聚，持续提升高端航运服务能级。２０２１年，全球航运市场遇空前涨价潮，进一步带

动上海运输服务量价齐升。全年运输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９６８．６亿美元，占上海服务贸易的４２．２％。其

中，出口额为３８９．２亿美元，进口额为５７９．４亿美元，出口和进口规模分别位列全国第二位和第一位。

运输服务贸易同比增速高达１４２．３％，其中，出口同比增长１２７．４％，进口同比增长１５３．４％，出口和进

口增速均位列首位（见图６）。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建筑服务等传统服务类别进出口贸易总额为

１３０８．２亿美元，占上海服务贸易的比重为５７．０％，较上年增长７３．９％（见表３）。

表３　２０２１年上海服务贸易分类进出口统计
（单位：亿美元，％）

序

号
项 目 类 别

进出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 同比 占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贸易

差额

１ 加工服务 １１．４ 　７．６ ０．５ １１．１ 　６．２ 　０．３ １０５．４ 　１０．８

２ 运输服务 ９６８．６ １４２．３ ４２．２ ３８９．２ １２７．４ ５７９．４ １５３．４ －１９０．２

３ 旅游服务 ３２４．１ －４．１ １４．１ ４７．６ ５２．４ ２７６．５ －９．９ －２２８．９

４ 建筑服务 １５．５ －１．６ ０．６８ ９．７ １９．２ ５．８ －２３．８ ３．９

５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２６．７ １３．２ １．２ １３．６ １３．０ １３．１ １３．４ ０．５

６ 金融服务 ６．２ ６２．９ ０．２７ ４．１ ７９．９ ２．１ ３７．５ ２．０

７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１９０．４ ３２．０ ８．３ １３７．０ ３４．３ ５３．４ ２６．６ ８３．６

８ 其他商业服务 ５４４．２ ２０．３ ２３．７ ３９４．１ ２６．０ １５０．１ ７．５ ２４４．０

９ 文化和娱乐服务 ８．５ ４４．２ ０．３７ ３．２ ７３．５ ５．３ ３０．８ －２．１

１０ 维护和维修服务 ２４．９ １７．７ １．１ １５．５ １３．９ ９．４ ２４．７ ６．１

１１ 知识产权使用费 １７０．０ ４５．８ ７．４ ９．０ ７０．７ １６１．１ ４４．６ －１５２．０

１２ 政府货物和服务 ３．２ －１９．５ ０．１４ １．５ －３．８ １．７ －２４．３ －０．２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除运输服务、旅游服务、政府和货物服务、建筑服务外，上海其他服务贸易领域均实现不同幅度的增

长。增速排名２—５位的分别是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文化和娱乐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增速分别为６２．９％、４５．８％、４４．２％、３２．０％。其中，出口增速排名２—５位的是金融服务、文化和娱乐服

务、知识产权使用费、旅游服务，增速分别为７９．９％、７３．５％、７０．７％、５２．４％；进口增速排名２—５位的是加

工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文化和娱乐服务，增速分别为１０５．４％、４４．６％、３７．５％、３０．８％（见表３）。

其他商业服务，旅游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名列上海进出口规模２—５

位，进出口规模分别为５４４．２亿美元、３２４．１亿美元、１９０．４亿美元、１７０亿美元，占上海服务进出口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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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分别为２３．７％、１４．１％、８．３％、７．４％。出口排名首位的是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旅游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排名２—５，服务出口额分别为３９４．１亿美元、１３７．０亿美元、４７．６亿美元、

１５．５亿美元；进口排名２—５位的分别是旅游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服务进口分别为２７６．５亿美元、１６１．１亿美元、１５０．１亿美元、５３．４亿美元（见表３）。

２０２１年，上海服务贸顺差排名前五位的领域分别是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加

工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建筑服务，贸易顺差分别为２４４亿美元、８３．６亿美元、１０．８亿美元、６．１亿美

元、３．９亿美元；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旅游服务、运输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贸易逆差分别为２２８．９亿

美元、１９０．２亿美元、１５２亿美元（见表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国采取停飞国际航线、限制人员出入境等不同程度的人员管控措施，上海

旅游服务特别是进口受影响较为严重。２０２１年，上海旅游服务进出口额为３２４．１亿美元，占上海服务进

出口额的１４．１％，跌幅为４．１％。其中，出口额为４７．６亿美元，增长５２．４％；进口额为２７６．５亿美元，占服务

进口的比重为２２．０％，同比下降９．９％，逆差为２２８．９亿美元，是上海服务贸易逆差最大的领域（见表３）。

　　３．知识密集型服务逆势增长

上海服务贸易规模与增速均创历史新高，得益于上海充分应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传统服务贸易转

型升级，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迅速增长。２０２１年，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文化和娱乐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均实现两位数增长，进出口

总额为９４６．０亿美元，同比增速３５．９％，占上海服务贸易的比重为４１．２％。其中，出口额为５６１．０亿美

元，同比增长９．２％；进口额为３８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０．６％；实现贸易顺差１７６亿美元，同比增长

６４．９％。金融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６２．９％，为知识密集型服务增长最快的领域（见表３）。

２０２１年，其他商业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５４４．２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０．３％，占上海服务贸易的２３．７％。

其中，出口额为３９４．１亿美元，增长２６．０％；进口额为１５０．１亿美元，增长７．５％；贸易顺差为２４４亿美

元，是上海服务贸易顺差最主要的来源。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１９０．４亿美元，同比

增长３２．０％，占上海服务贸易的８．３％。其中，出口额为１３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４．３％；进口额为５３．４

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６．６％。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为１７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５．８％，占上海服务

贸易的７．４％，其中，出口额为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０．７％；进口额为１６１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４．６％；贸

易逆差为１５２亿美元，是上海服务贸易逆差最多的三大领域之一（见表３）。

　　（二）２０２２年上半年上海服务贸易走势

　　１．总体规模继续扩大

２０２２年，上海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面落实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要求，扩大对外开放，创

新发展模式，健全促进体系，不断增强服务贸易发展新动能，在２０２１年创历史新高的基础上，服务贸

易保持快速增长，规模继续保持在全国各省市首位。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统计，２０２２年

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１２３９．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４．２％，占全国服务进出口总额的２９．７％。其中，

服务出口额为５９２．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８．８％；服务进口额为６４６．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０．２％，展现了

上海服务贸易逆势增长的发展韧性（见表４）。

　　２．运输服务增长放缓

２０２２年上半年，上海运输服务进出口增速由２０２１年的１４２．３％放缓至５３．３％，占上海服务贸易的比

重提高４．４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增速由１２７．４％降至６１．１％；进口增速由１５３．４％减至４８．０％（见表４）。

进出口增速排名前５位的是别处未涵盖的政府货物和服务，运输服务，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

用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２０２２年上半年分别增长１４７．８％、５３．３％、２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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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１４．３％。其他商业服务、旅游服务、加工服务同比也有一定的增长。文化和娱乐服务、建筑服

务、别处未涵盖的维护和维修服务、金融服务同比有所下降。其中，文化和娱乐服务降幅较大，同比下

降２１．９％（见表４）。

表４　２０２２年１—６月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统计
（单位：亿美元，％）

序

号
项 目 类 别

进出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 同比 占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服务贸易总额 １２３９．６ 　２４．２ １００．０ ５９２．９ ２８．８ ６４６．７ 　２０．２

１ 加工服务 ５．８ １．６ ０．５ ５．６ ３．７ ０．２ －４１．１

２ 运输服务 ５７９．７ ５３．３ ４６．８ ２４６．０ ６１．１ ３３３．８ ４８．０

３ 旅游服务 １５８．４ ２．０ １２．８ ２９．３ ２４．２ １２９．１ －２．０

４ 建筑服务 ５．８ －１４．３ ０．５ ３．６ －１７．９ ２．２ －７．６

５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１３．９ １５．０ １．１ ６．２ ２．３ ７．７ ２８．０

６ 金融服务 ２．６ －３．５ ０．２ ２．０ ３．６ ０．６ －２１．０

７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１０８．８ １４．３ ８．８ ８１．３ ２１．２ ２７．５ －２．４

　计算机服务 １０１．３ １８．１ ／ ７６．９ ２１．６ ２４．４ ８．１

　信息服务 ６．４ －１１．８ ／ ３．７ ５２．６ ２．７ －４４．１

８ 其他商业服务 ２６２．１ ３．０ ２１．１ ２００．４ ８．５ ６１．８ －１１．４

　研发成果转让费及委托研发 ４２．１ ６．９ ／ ３２．３ ４．５ ９．７ １５．９

　会计服务 ４．８ －４．２ ／ ３．９ －５．３ ０．９ ０．７

　广告服务 １９．８ －０．５ ／ １６．３ ４．４ ３．５ －１８．３

　展会服务 ０．８ －２９．０ ／ ０．５ －３８．４ ０．３ －４．１

　市场调查、民意测验服务 ３．３ －１５．２ ／ ２．９ －１７．６ ０．３ １４．６

　技术服务 ５１．１ －６．３ ／ ３５．０ ８．０ １６．１ －２７．３

　建筑、工程技术服务 ７．５ －３０．１ ／ ３．１ －８．４ ４．５ －３９．９

９ 文化和娱乐服务 ３．１ －２１．９ ０．３ １．２ －２６．８ １．９ －１８．６

　视听和相关服务 １．７ －７．５ ／ ０．６ ２３．１ １．１ －１７．６

　其他文化和娱乐服务 ０．３ －０．５ ／ ０．２ －７．５ ０．１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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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

号
项 目 类 别

进出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 同比 占比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１０ 别处未涵盖的维护和维修服务 １０．８ －９．７ ０．９ ７．０ －７．５ ３．８ －１３．４

１１ 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 ８５．８ ２１．０ ６．９ ７．９ ７０．８ ７８．０ １７．５

　复制或分销计算机软件许可费 ５．５ ８５．８ ／ ２．９ ９４０．１ ２．６ －３．４

　复制或分销视听及相关产品许

可费
１．１ －１６．８ ／ ０．２ －４３．０ ０．９ －６．６

１２ 别处未涵盖的政府货物和服务 ２．９ １４７．８ ０．２ ２．６ ２４０．８ ０．３ －２７．３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出口增速排名前五位的是别处未涵盖的政府货物和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运输服务，旅游服务，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增长２４０．８％、７０．８％、６１．１％、２４．２％、２１．２％。其他商业

服务、加工服务、金融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同比都有所增长。文化和娱乐服务、建筑服务、维护和维

修服务同比出口有所下降，其中，文化和娱乐服务降幅较大，同比下降２６．８％。运输服务、保险和养老金

服务、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口均以两位数增长，增速分别为４８．０％、２８．０％、１７．５％。其他

服务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加工服务的降幅较大，同比下降４１．１％（见表４）。

　　３．重点服务领域优势明显

运输服务，其他商业服务，旅游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排名前５

位，占上海服务贸易的比重分别为４６．８％、２１．１％、１２．８％、８．８％、６．９％，占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

９６．４％。出口排名前５位的是运输服务，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旅游服务，知识产

权使用费，出口额分别为２４６．０亿美元、２００．４亿美元、８１．３亿美元、２９．３亿美元、７．９亿美元，占上海服

务贸易出口总额的９５．３％。进口排名前５位的是运输服务，旅游服务，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

费，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额分别为３３３．８亿美元、１２９．１亿美元、７８．０亿美元、

６１．８亿美元、２７．５亿美元，占上海服务贸易进口总额的９７．４％（见表４）。

上海在全国率先发布数字贸易三年行动方案，制定数字贸易发展促进政策，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

纽港，集聚高能级国际数字企业，建设浦东软件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等数字贸易重要区域载体，

推动数字贸易步入高速增长、快速创新的快车道，成为上海服务贸易的重要支撑，也为上海服务贸易

打开增量空间。２０２２年上半年，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为２８９．９亿美元，同比增长９．７％。

　　４．知识密集型服务稳定增长

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其他商业服务，文

化和娱乐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４７６．３亿美元，占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的３８．４％。

其中，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占上海服务进出

口总额的３６．８％（表３２）。

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２９９．０亿美元，占上海服务出口的５０．４％。其中，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

息服务出口占上海服务出口的４７．２％。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额为１７７．５亿美元，占上海服务进口的２７．４％。

其中，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其他商业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口占上海服务进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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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９％（见表４）。

在知识密集型服务中，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保险和养老金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增速最快，同比增长２１．０％，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

同比下降２１．９％。除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同比下降２６．８％外，其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都实现不同程度

的增长，增长最快的是知识产权使用费，同比增长７０．８％；其次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同比增长

２１．２％。在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中，保险和养老金服务、别处未涵盖的知识产权使用费同比分别增长

２８．０％、１７．５％，其他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金融服务降幅较大，同比下降２１．０％（见表４）。

四、２０２１年以来上海服务贸易工作推进情况

２０２１年以来，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以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为工作主线，对标国家《“十四五”服

务贸易发展规划》和《“十四五”时期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规划》要求，全面做好服务贸易各项工

作，不断推动全市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一）深入推进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实践

　　１．推动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入选国家级最佳实践案例

加快推进《上海市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落地落实，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制度

创新（附件１）、推动跨境船舶租赁“出海远航”（附件２）、构建“一带一路”质量认证合作机制（附件３）入

选国家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最佳实践案例。

　　２．打通生物医药研发政策堵点

牵头上海海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办公室等部

门，联合制定和印发《上海市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试点方案》，首创“白名单”政策，为生物医药企

业进口研发用物品提供通关便利，助力上海生物医药高地建设。

　　３．建设“单一窗口”服务贸易板块

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导入服务贸易出口退税、服务贸易购付汇和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等

功能，建设国内首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服务贸易板块。

　　４．实现技术贸易出口退税企业免填报

会同市税务局，完成了全市技术出口合同登记等信息的在线集成和要素化采集，在全国首次实现

了技术出口退税申报免填报。

　　５．认定一批市级示范项目和示范基地

发挥示范引领带动作用，在全市认定７个市级服务贸易示范基地，以及包括１０个出海ＩＰ类、１２

个出海平台类、１１个创新项目类和３个人才服务类在内的４大类３６个市级示范项目。

　　（二）充分发挥国际展会的窗口桥梁作用

　　１．完成服务贸易交易会参展参会工作

组建以分管副市长为团长、市政府分管副秘书长为副团长的上海交易团，２０２１年组织参展企业

３５８家，实现成交金额２８．７９亿美元，较上届增长３．９％；２０２２年组织参展企业３０４家，实现成交金额

２９．２３亿美元，较上届增长１．５３％。搭建上海城市形象展，以“数字贸易枢纽港，拥抱全球新赛道”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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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全面展现上海推进数字化转型、加快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的成果，展区获评线下优秀展区。

　　２．成功举办第十九届软件贸易论坛

论坛以“数字驱动创新 贸易赋能未来”为主题，分管副市长出席开幕论坛并致辞，举办人工智能

技术与中医药国际化、数字出海路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新趋势及新挑战三场分论坛，并举办云助力

数字化转型论坛和中日企业项目洽谈会两场线上活动。

　　３．提升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能级和品质

建立第八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以下简称“上交会”）—科创板协同工作机制，技

术贸易促进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本届展会展览面积３．５万平方米，参展企业１０２８家，创历史新高，

吸引专业观众２５６６２人次，８６家机构在公共服务平台“上交会发布”推出９５个创新项目。

　　４．组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交易团服务分团

配合开展进博会招展工作，动员贝塔斯曼和德迅两家服务贸易跨国企业参加第四届进博会。会

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分行召开服务贸易展前对接会。２０２１

年，上海交易团实现服务贸易进口额９５１２万美元，同比增长４８．６％。

　　（三）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

　　１．出台国家和市级服务贸易专项资金政策

出台《２０２１年度国家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服务贸易）实施细则》和《２０２１年度上海市服务贸易发

展专项资金申报指南》，加大对服务贸易企业的支持力度，助力企业纾困。

　　２．对小微服务贸易企业实施政府统保政策

在国内率先对小微服务外包企业实施低费率出口信保统保政策，并将支持范围由服务外包领域

扩大至数字服务、文化、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内的小微企业，加大对企业服务

保障的力度，增强企业的抗风险能力。

　　３．支持一批企业获评技术先进型企业

２０２１年，１５家企业被新认定为技术先进型企业，上海技术先进型服务贸易企业累计达到２５０家，

享受所得税减按１５％征收的优惠政策。

　　４．制定服务贸易指导目录

会同市委宣传部、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文

化和旅游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体育局、市市场监管局９个相关行业管理部门，制定《上海市服务

贸易促进指导目录（２０２１年版）》，明确每一个服务贸易领域的促进目标和培育重点。

　　（四）培育服务贸易新动能

　　１．着力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

深入实施数字贸易发展三年行动方案，认定和发布一批数字贸易示范基地和示范性应用场景。

研究制定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建设新一轮行动方案。聚焦云服务、数字服务、数字内容、跨境电商等

领域，形成元宇宙、行业云、数据服务、数字金融、数字设计、潮流电商、直播电商７条数字经济和数字

贸易新赛道，海量数据交互流动，云服务底座基础稳固，数字服务活力迸发，数字内容层出不穷，跨境

电商服务全球。发布１００家上海数字贸易创新企业和十大创新案例，进一步发挥创新企业的引领带

动作用，推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应用场景的创新发展。临港和虹桥建成一批国际互联网数据专用

通道，微软虹桥数字贸易创业创新赋能中心成功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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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推动文化贸易发展

会同市委宣传部完成《２０２１年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报告》。提升徐汇区、仓城等国家文化出口

基地的能级，徐汇区在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第二次综合评价中表现优异，徐汇区、仓城影视文化产业园２

个案例入选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第二批１６个创新实践案例。推动《十万个为什么》等一批文化ＩＰ出

海。３２个企业和１２个项目入选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

　　３．促进技术贸易快速发展

完成西门子发电机和蒸汽轮机设计制造技术进口、云扩机器人流程自动化软件出口、云之脑人工

智能交互界面技术三项限制进出口技术许可审查。科大讯飞集团的技术贸易主体落户上海。

　　４．建设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加快发展人力资源、知识产权等特色服务，建设浦东软件园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徐汇区国家文化

出口基地、仓城影视文化出口基地、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中国（上海）人力资源产业

园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漕河泾开发区知识产权服务出口基地、西虹桥北斗地理信息服务出口基

地、上海文策语言服务出口基地８个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

　　（五）强化协同形成合力

　　１．成立服务贸易长三角联盟

沪、苏、浙、皖商务主管部门和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共同成立长三角服务贸易一体化发展联盟，

引领长三角服务贸易联动发展，合力打造面向全球的服务贸易发展高地。

　　２．引导各区加强服务贸易工作

将国家级资金的受理和初审全部下放给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将商务部统计直报系统权限分两级

下放至各区商务主管部门和全市各主要功能区域，提高直报系统申报率。

　　３．打造服务贸易专家库

建立由近百名专家组成的专家库，加大服务贸易工作宣讲力度，面向全市举办１１期服务贸易大讲堂。

　　４．加大宣传力度

组织编制８个服务贸易主要领域发展报告、３个海外市场拓展指南和２个国别海外行宣传手册。

五、 上海服务贸易下一步工作的主要考虑

下一步，上海将全力落实国家重大战略，充分发挥国家战略的牵引作用，迅速把多重战略叠加的

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胜势。

　　（一）实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行动

以创建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为中心，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建设服务贸易重要载体，加快特色

领域发展。

　　（二）推动服务贸易提能升级

提升数字服务等国家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能级，围绕生物医药、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等产业，推动服

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１９　　　

　　（三）大力发展数字贸易

优化促进数字贸易发展政策，加快集聚和培育数字贸易标杆企业，打造数字贸易品牌活动，推动

建设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

　　（四）对接国际最高标准先行先试

主动对接国际最高标准经贸规则，支持临港新片区、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等重要承载区建设，探

索创新发展模式，促进要素有序流动，在全球数字贸易合作和竞争中抢占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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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制度创新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提出，全面探索完善管理体制，优化行业管理，充

分释放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潜力。上海市不断深化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强化全球航运资源的

配置能力，围绕航运制度创新和区域协同发展，以临港新片区为试验田，初步建立起“中国洋山港”

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制度，加快推动船舶要素集聚和航运产业链布局融合，助推跨境运输服务能级的

提升。

一、 主要做法

　　（一）制定临港新片区国际船舶登记制度

制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国际船舶登记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船舶登记管理

规定》），明确临港新片区国际船舶登记适用范围，即满足条件的船舶可在临港新片区申请办理国际船

舶登记，不受中方投资人出资额不得低于５０％的限制。优化国际船舶登记流程，申请方式拓展到线

上，引入申请材料预先审查机制，压减申请材料，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采用“一次申请、多证齐出”的多

证联办模式，大幅压缩办结时限，进一步提升登记便利度。推动实施信用管理，对守信企业及船舶提

供便利措施，对失信企业及船舶取消便利措施。

　　（二）构建全流程、集成式服务模式

向洋山港海事局下放并调整船舶所有权登记、光船租赁登记等３６项行政执法事权，实现船舶登

记及相关业务提供“区内事区内办”。设立“一窗对外”船舶登记机构，对申请材料进行统一接收、统筹

办理、统一发证，集约办理“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登记手续。强化政企协同对接，提前介入登记进程，

会同航运企业制定全套入区登记的转籍计划，明确船舶登记申请流程、合同内容及申请材料。

　　（三）助推优惠政策落实

强化部门协同，上海海事局会同临港新片区管委会、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等单位联合发文，支

持符合条件的“中国洋山港”籍船舶享受增值税退税和奖励支持政策。推动船舶检验对外开放。在部

分外国船检机构已获得授权在自贸区开展入级检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在临港新片区登记的“中国

洋山港”籍船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授权的船舶检验机构实施法定检验，为外国船检机构法定

检验开放提供接口。明确享受政策支持的船舶登记适用范围，国际登记船舶注销登记后，登记机关及

时将相关信息通报财政、税务部门，形成闭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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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效果

　　（一）便捷高效的制度框架初步形成

临港新片区以“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登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已经建立起集优化登记流

程、实行多证联办、引入预审机制、完善政策接口、实施信用管理为一体的国际船舶登记管理制度。２０２０

年８月，临港新片区为中远海运发展有限公司“新洋山”轮高效地完成“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登记的相关

手续，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截至２０２１年年底，已完成１７艘次“中国洋山港”籍国际船舶登记。

　　（二）航运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临港新片区实施国际船舶登记制度后，船舶登记办结时间缩短７１．４％，同时通过提前介入预审，

有效地避免了船舶因证书办理停航过长影响船舶营运，进一步提高了登记效率。以“新连云港”轮办

理转籍登记为例，流程涉及船舶所有权国籍登记的注销与重新登记、船舶光船租赁登记变更等多项申

请，以往办理需２０天左右，按照新流程只用２个工作日便完成涉船证书文书共８份，为“新连云港”轮

节省停泊成本、船舶管理费和租金近２０万美元。

　　（三）“中国洋山港”船籍吸引力增强

随着《船舶登记管理规定》的推行，临港新片区政策红利和国际船舶登记制度的优势更加突出。

２０２１年，中远海运集团决定将中远海运发展所属的４８艘中国籍船舶的船籍港注册登记到“中国洋山

港”，并将船舶所有权转到在临港新片区新成立的上海新远海集船舶租赁有限公司。此次批量登记完

成后，“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总载重吨预计将达到３１６．５万吨。据悉，多家国际航运企业对“中国洋

山港”国际船舶登记表示出浓厚兴趣，并有意入区转籍。

三、 下一步的工作思路

　　（一）扩大制度红利的影响

继续发挥“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登记便捷高效的制度优势，吸引更多的航运企业和船舶登记入

驻临港新片区，壮大“中国洋山港”的船队，推动航运要素集聚，提升国际航运和贸易的枢纽功能。

　　（二）探索对外开放合作

以“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登记为载体，推动船舶检验和船员劳务开放，探索与国际接轨的发展制

度和管理运作模式，充分发挥引领作用，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三）持续完善营商环境

构建安全高效的海事监管体系和绿色便民的海事服务体系，打造更具吸引力的营商环境，同时，

积极跟进增值税退税等政策实施，切实提升航运企业和船员等航运从业者的获得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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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推动跨境船舶租赁“出海远航”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提出，全面探索创新发展模式，大力发展跨境租赁等

新兴服务贸易。上海市依托临港新片区跨境金融等制度创新优势，在国际远洋船舶融资租赁等业务

领域先行先试，以创新跨境船舶融资租赁为突破口，推动首单跨境船舶租赁业务落地，积极推进离岸

业务发展，不断增强高端航运服务要素集聚，持续提升高端航运服务的能级。

一、 主要做法

　　（一）鼓励金融公司搭建在岸平台，开展离岸业务

积极推进离岸业务发展。推出多项便利和优惠政策，吸引多个金融类市场主体在临港新片区搭

建在岸平台，开展跨境资金管理业务。开展跨境船舶租赁等离岸业务。以注册在临港新片区的企业

作为项目主体，开展跨境船舶租赁业务，为在临港新片区开展离岸业务提供可复制的范本。

　　（二）创新跨境船舶租赁模式，积极开展先行先试

临港新片区试点开展首单跨境船舶租赁业务，采取售后回租的方式，由金融机构以新设于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的航运项目公司（ＳＰＶ）作为船舶购买方和出租人，由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公司

ＣＭＡＣＧＭ的全资控股子公司ＡＬＩＺＥ１９５５／ＡＬＩＺＥ１９５４作为船舶出售方和承租人，完成了两条１１３８０

标准箱（ＴＥＵ）集装箱船舶经营性租赁业务，项目金额１．１亿美元。

二、 实践效果

　　（一）创新制度优势，提高企业办理业务的时效

跨境船舶租赁业务大多在公海上交割，但出租人和资金来源在国内，需要遵循国内监管和外管制

度，流程多、结构复杂。在临港新片区内，通过区域内的高效运作，在一个多月时间就能为金融机构

ＳＰＶ项目完成设立、办证、开户、委贷、投放和交割全流程服务，大大提升了业务办理的效率。

　　（二）提供跨境船舶租赁可复制的经验，促进离岸业务发展

在首单法国达飞海运集团公司跨境船舶租赁业务模式的基础上，临港新片区积极推动区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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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与地中海航运集团（ＭＳＣ公司）开展跨境新造船舶租赁项目合作。该项目首次以注册在

临港新片区的项目公司ＳＰＶ作为境外新造船的买方，并将船舶租赁给注册在英属根西群岛的航运

企业。

三、 下一步的工作思路

　　（一）支持跨境船舶租赁新模式

临港新片区将对标国际最高标准，积极支持跨境船舶融资租赁业务，鼓励区内企业采用更加多样

化的船舶融资结算模式。

　　（二）逐步扩大跨境金融服务领域

结合前期的航运融资租赁项目实施经验，在合规的前提下，逐步探索将业务范围拓展到大型设备

租赁等领域。

　　（三）探索更加开放的跨境资金运营模式

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加强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推动资金自由出入和自由兑换等政策创新，支

持区内优质企业开展外汇收支便利化及跨境资金双向归集，加快临港新片区跨境金融、离岸金融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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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构建“一带一路”质量认证合作机制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提出，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点，深化服务贸

易对外交流与合作，推进试点地区公共平台建设。上海市加快推进质量认证领域的国际合作，在强化

质量基础支撑、守住安全底线的基础上，全力优化认证检测服务环境，促进服务贸易便利化，推动“一

带一路”国际市场准入“互联互通”，构建“一带一路”质量认证合作机制，为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

营造良好的环境，为服务贸易注入新活力。

一、 主要做法

　　（一）搭建技术交流国际合作中心，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充分发挥质量认证作为贸易便利化工具的作用，不断加快改革创新步伐，先后推动成立上海自贸

区“一带一路”技术交流合作中心、中沙进出口商品合格评定站，并在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等国家建立

中东、东南亚海外分中心等服务平台，优化合作模式，推动认证结果采信，服务企业走出去。

　　（二）开展国际交流，推进国际间认证检测合作

积极搭建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和地区政府部门及相关组织的沟通交流平台。与沙特阿拉伯标

准、计量和质量组织（ＳＡＳＯ），沙特阿拉伯食品药品管理局（ＳＦＤＡ），俄罗斯联邦工商会“鉴定联盟”

（ＳＯＥＸ）等组织建立联系，就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同致力于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和搭建合作平台等

内容达成共识，签订合作备忘录，促进认证检测机构的“走出去”和“引进来”。

　　（三）整合资源，发挥区域优势，积极构建长三角“一带一路”国际认证联盟

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积极协调长三角区域质量认证主管部门、认证检测机构以及行业协会

等方面协同发力，推动区域内２４家国际、国内权威认证检测机构，共同组建长三角“一带一路”国际认

证联盟；加强对沿线国家合格评定领域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收集、分析和研究，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和地区法规信息数据库和专家库，打造认证信息服务平台。

二、 工作成效

　　（一）利用优势资源，服务国家战略

进一步集聚长三角地区的资源优势，更加有效地推动国际认证检测机构携手优势领域的生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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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长三角“一带一路”国际认证联盟成立以来，致力于为外贸企业消除国际贸易

壁垒、提供全方位的国际市场准入协助。联盟各成员机构主动参与国际太阳能光伏与智慧能源大会、

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等展会，发挥全球网络资源和技术服务专长，专业人员遍布全球，在众多领域

为世界各地的客户提供贸易便利化解决方案，例如，为国际化工巨头Ｉｎｄｏｒａｍａ检验中国制造设备，为

中海油集团伊拉克项目出口产品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等。

　　（二）打造服务平台，助力贸易畅通

充分发挥各认证检测机构的业务优势，通过整合认证检测产业资源，搭建联盟成员机构沟通交流

合作的平台，着力推动政策支持一体化、管理机制一体化、平台信息一体化，推动检验检测结果采信与

认证机构互认，实现“共商、共建、共享”。截至２０２１年年底，“一带一路”认证信息服务平台已汇集沿

线４１个国家和地区的市场准入法规标准信息，涉及机械器具、电器设备、建材等１１大类，为贸易需求

方特别是外向型中小企业提供咨询、查询及一站式对接等便利化服务，使中小企业能够更精准地获取

信息，节约了贸易的制度性成本。

三、 下一步工作思路

　　（一）推动“一带一路”技术交流国际合作中心功能拓展

加快设立分中心，为进出口企业提供包括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等方面的服务，切实增强

要素的集聚和辐射能力。

　　（二）推进“一带一路”质量认证合作机制

推动“一带一路”国际认证联盟建设，合力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

　　（三）完善“一带一路”质量认证信息共享平台

打造服务全国的进出口贸易专业服务平台，助力中国产品和服务在国际市场上赢得更高的美

誉度。

（执笔：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陈霜华　李思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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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一、 发展现状

　　（一）发展规模稳步提升

在《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等政策的推动下，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

贸易的规模持续扩大。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口径①，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从２０１６年的５９９．９亿美

元增长到２０２１年的９４６．０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９．５％。其中，数字服务出口额从２０１６年的３７７．１

亿美元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５６１．０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８．３％；数字服务进口额从２０１６年的２２２．８亿

美元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３８５．０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１．６％。尤其是２０２１年，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２７．０％的大幅增长，其中，数字服务出口额同比增长３２．２％，

数字服务进口额同比增长２１．９％，如图１所示。

图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规模和增长率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二）全球地位不断上升

近年来，上海数字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不断上升，如果把上海作为一个单独经济体考量，根据联合

①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口径，数字贸易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金融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文化和娱乐服务，别处未涵盖的知

识产权使用费以及其他商业服务６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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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贸发会议的统计，上海数字服务进出口规模的全球排名将从２０１５年的２１名上升为２０２１年１９名，全

球占比从２０１５年的２．２８％升至２０２１年的２．４８％，排在西班牙之后、以色列之前，如图２、图３所示。

图２　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全球地位

数据来源：ＵＮＣＴＡＤ、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图３　２０１５—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规模全球占比

数据来源：ＵＮＣＴＡＤ、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三）全国地位举足轻重

　　１．进出口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大

２０１６年以来，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规模一直名列全国前茅，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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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数字贸易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统计，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

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为２７％，连续７年占全国的比重超过２７％以上，其中，出口规模占全国的比重一直

保持在３０％以上，进口规模占全国的比重在２０％以上，如图４所示。

图４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规模占全国的比重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２．数字贸易发展质量优

近年来，上海数字贸易保持高质量发展，人均数字贸易额是全国的１０倍左右，在全国数字贸易连

续逆差的背景下，上海数字贸易连续多年实现顺差。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的顺差达１７６亿美元，数

字贸易出口占比达５９．３％，而同时期全国数字贸易的差额为－１５．２亿美元，出口占比为４９．８％，说明

上海数字贸易企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如图５所示。

二、 发展特点

　　（一）高质量结构特色日益明显

从数字贸易各领域的分布上看，上海数字贸易结构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态势日益显著。根

据商务部的统计口径，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中占比最高的是其他商业服务，约占数字

贸易进出口总额的５７．５％，其次是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和知识产权使用费，分别占数字贸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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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与全国数字贸易差额及出口比重比较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出口总额的２０．１％和１８．０％。其中，其他商业服务也是数字服务出口额最大的领域，约占上海数

字服务出口总额的７０．２％；数字服务进口额最大的领域是知识产权使用费，约占上海数字服务进口

总额的４１．８％，如图６所示。从增长速度看，金融服务成为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中进出口总额和

出口额增长最快的领域，同比分别增长６３．２％和８６．４％；进口额增长最快的是知识产权使用费，同

比增长约４５．０％，体现了上海在商业服务方面的优势，以及国际金融中心、科创中心的建设发展目

标和产业经济特色（见图６）。

　　（二）犐犆犜产业外商投资持续增长

作为以商业存在形式发展的数字贸易模式，２０２１年，上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吸

收外资规模稳定增长，共实现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７３３个，较２０２０年同比增长１７．５％；签订合同外

资金额为１１２．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７９．５％；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３８．３亿美元，同比增长２．６％。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吸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分别占上海吸

收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总数、合同外资总额和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１０．９％、１８．６％和１７．０％，如图７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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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各业务领域构成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图７　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上海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吸收外商投资规模

数据来源：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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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数字产业基础不断夯实

数字产业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根据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的统计，２０２１年，上海软件

和信息服务业营业收入达到１３０９８．３７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２０％，为全市ＧＤＰ增长贡献约４０％。

《上海市２０２１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２０２１年，上海市规模以上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产值为５４２２．２１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０．９％；数字创意产业增加值为１４４．９亿元，较上年增长１１．５％。

全年完成电子商务交易额３２４０３．６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０．２％。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２２年）》，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经济的ＧＤＰ占比超过５０％，数据核心企业突破

１２００家，核心产业规模达到３３７８亿元，涌现拼多多、哔哩哔哩、米哈游、大众点评等一批快速成长的

新生代互联网经济企业，有２１家企业入围“中国互联网百强”，数量居全国第二位，数字贸易１００家头

部企业的数字贸易进出口额达到９７．２亿美元。随着新一代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加速推动，上海作为

信息消费高地的效力逐步显现。截至目前，上海已在智能制造、健康医疗、智慧教育等十大领域累计

推进７００余项５Ｇ应用项目，并初步锁定了数要素、数创意、云智算、智慧网、新场景、新循环、元安全和

元宇宙八个新赛道，作为打造世界级数字产业集群的突破口。

三、 发展领域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统计口径①，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实现３１．２％的大幅增

长，达到５６８．８亿美元，占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比重提升至２４．８％。其中，数字服务出口额为２７６．０亿美

元，同比增长３１．７％；数字服务进口额为２９２．８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０．８％，均创历史新高，各领域发展呈

现齐头并进的良好局面（见表１、图８）。

表１　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进出口按类别统计数据
（单位：亿美元，％）

类　　别

进出口 出　口 进　口 贸易差额

金额
同比

增长
占比 金额

同比

增长
金额

同比

增长
金额

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１９０．４ ３２．０ ３３．５ １３７．０ ３５．２ ５３．４ ２４．５ 　８３．６

技术服务 １１４．８ １９．０ ２０．２ ６８．１ ２６．６ ４６．７ ９．１ ２１．４

文化和娱乐服务 ８．５ ４６．６ １．５ ３．２ ７７．８ ５．３ ３２．５ －２．１

广告服务 ４１．５ ２１．３ ７．３ ３２．２ ２５．３ ９．３ ９．４ ２２．９

①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统计口径，数字贸易包括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技术服务，文化和娱乐服务，广告服务，会计服务，金

融服务，保险和养老金服务以及知识产权使用费８个细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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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类　　别

进出口 出　口 进　口 贸易差额

金额
同比

增长
占比 金额

同比

增长
金额

同比

增长
金额

会计服务 １０．７ １５．１ １．９ ８．８ １５．８ １．９ １１．８ ６．９

金融服务 ６．２ ６３．２ １．１ ４．１ ８６．４ ２．１ ４０．０ ２．０

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２６．７ １４．１ ４．７ １３．６ １４．３ １３．１ １３．９ ０．５

知识产权使用费 １７０．０ ４６．３ ２９．９ ９．０ ７３．１ １６１．０ ４５．０ －１５２．０

合　计 ５６８．８ ３１．２ １００ ２７６．０ ３１．７ ２９２．８ ３０．８ －１６．８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图８　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各业务领域构成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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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

作为上海数字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快速增

长，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３．２％。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数据，２０２１年，上海市电

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１９０．４亿美元，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３２％，是上海数字贸易总额中占

比最高的领域，约占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的１／３。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也是上海数字服务出口额

最大的领域，约占上海数字服务出口总额的４９．６％，２０２１年，上海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额为

１３７．０亿美元，进口额为５３．４亿美元，分别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３５．２％和２４．４％，进出口顺差达到８３．６亿美

元（见表１、图９）。

图９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近年来，上海市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大力发展软件研发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服务、信息

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运维服务、信息技术解决方案服务、大数据技术开发及应用服务等，积极引进和

孵化海外项目，聚集了ＳＡＰ、高通、塔塔信息、银联数据、华钦软件、华大半导体等一批电信、计算机

和信息服务的龙头企业和跨国公司，成为我国承接海外信息技术服务的重要桥头堡。根据商务部

的统计，２０２１年，上海企业承接海外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金额约为６６．７亿美元，较２０２０年

增长约２５．１％。

　　（二）技术服务贸易

瞄准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近年来，上海技术贸易市场蓬勃发展。２０１６—２０２１

年，上海技术服务进出口稳步增长，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８．２％。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

分局的数据，２０２１年，上海市技术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１１４．８亿美元，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９．０％，是上海

数字贸易进出口额第三大领域，占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的２０．２％。其中，出口额为６８．１亿美元，进口

额为４６．７亿美元，分别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２６．６％和９．１％，进出口顺差达到２１．４亿美元（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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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技术服务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从整个技术交易市场来看，２０２１年，上海市共登记技术合同３６９９８项，同比增长３８．０％；成交金

额达到２７６１．２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２．１％，技术合同成交额与成交项数双双创历史新高。其中，技术合

同成交金额排名全国第四，较２０２０年上升一位，主要交易领域包括电子信息、生物医药、先进制造等，

企业在技术交易中发挥主力军作用，约占技术合同成交总额的９１．２％。２０２１年，上海向国外输出技

术６６０项，同比增长４９．７％；成交金额为４１８．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２９．４％；向国外吸纳技术５０１项，同比

增长２２．２％；成交金额为２０３．４６亿元，同比下降８．５％，技术出口成交金额超出技术进口一倍以上，技

术溢出效应明显（见图１０）。

　　（三）文化和娱乐服务

近年来，立足深入贯彻落实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上海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依托，加快构筑更具

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高地。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平稳发展，进出口总额年均增

长率约为２．８％。２０２１年，伴随对疫情冲击的跨越式弥补，上海对外文化贸易总量已恢复甚至超过疫

情前的最好水平，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１６２．４９亿美元，同比上升５４．１４％。根据国家外汇管

理局上海市分局的数据，２０２１年，上海市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８．５亿美元，较２０２０年增长

４６．６％。其中，出口额为３．２亿美元，进口额为５．３亿美元，分别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７７．８％和３２．５％，进出

口逆差约为２．１亿美元（见表１、图１１）。

２０２１年，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新丽传媒集团、幻维数码、瑛麒动漫、啊哈娱乐等３２家文化企业

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阅文集团的《庆余年》的海外发行运营、啊哈娱乐的《伍六七》、五岸传播

策划运营的“视听上海·北美综合运营平台”等１２个文化项目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此外，上

海仓城影视文化产业园区被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徐汇区“打造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品牌　建

设全球艺术品交易中心”“坚持数字赋能、政策赋能、平台赋能，激发文化贸易发展活力”２个案例入选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首批创新实践案例，为上海文化娱乐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第２４届上海

国际电影节、第十九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等国际文化盛会的成功举办，进一步推动了上海

文化和娱乐服务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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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四）广告服务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广告服务进出口基本保持稳定增长，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约８．０％。根据

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数据，２０２１年，上海市广告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４１．５亿美元，较２０２０

年增长２１．３％。其中，出口额为３２．２亿美元，进口额为９．３亿美元，分别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２５．３％和

９．４％，进出口顺差达到２２．９亿美元（见表１）。２０２１年，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联合发布《关于推动上海市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推动构建“国际数字广告之都”。

图１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广告服务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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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１年度上海广告业发展状况（白皮书）》显示，２０２１年，上海广告业实现业务收入２３３５．５亿

元，同比增长３０．４％。其中，数字广告业发展迅速，互联网广告发布业务收入占广告发布业务收入的

比重增加至７２．３％，成为推动行业发展的强劲引擎，大批广告企业纷纷通过新增数字广告业务、新建

数字业务部门、投资互联网平台或数字营销公司等方式提升数字广告收入。截至２０２１年年底，上海

共有广告企业５５．６万户，同比增长１２．５％；外商投资广告企业８５２９户，同比增长２８．６％，上海广告业

的国际化特征进一步显现。

　　（五）会计服务

作为传统专业服务的代表领域，会计服务一直是上海的强项。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会计服务进

出口快速增长，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１０．８％。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数据，２０２１

年，上海市会计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１０．７亿美元，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５．１％。其中，出口额为８．８亿美

元，进口额为１．９亿美元，分别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５．８％和１１．８％，进出口顺差达到６．９亿美元（见表１）。

２０２１年，上海市财政局制定印发《上海会计人才培养工程规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进一步推动上海会

计人才培养建设，其中明确提出，要彰显国际化人才导向，实施国际型会计人才计划。

图１３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会计服务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六）金融服务

《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报告》显示，２０２１年，上海金融业增加值约为７９７３．２５亿元，比２０２０年增长

７．５％，约占全市第三产业产值的２５．１８％、ＧＤＰ的１８．５％，占全国金融业增加值的８．７％，居各城市之

首。２０２１年，上海金融景气指数提升较大，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２５１１．１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１０．４％；同时，金融市场交易额、融资额等核心指标已追平甚至赶超纽约、伦敦等老牌金融中心，金融

开放枢纽门户地位逐步获得国际认可，金融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的数据，２０２１年，上海市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６．２亿美元，较２０２０年大幅增长６３．２％。其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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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额为４．１亿美元，进口额为２．１亿美元，分别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８６．４％和４０．０％，是上海数字贸易中进

出口总额和出口额增长最快的领域（见表１）。围绕国际金融中心建设，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金融服务

进出口增长迅猛，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达到２９．５％，居数字贸易各领域之首。

图１４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金融服务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２０２１年，《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十四五”规划》正式发布，众多海外知名金融机构加快在沪布局。

例如，全国首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贝莱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第三家新设外资控股券

商———星展证券（中国）有限公司、第二家外资控股合资理财公司———贝莱德建信理财有限责任公司正

式开业；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家外商独资证券公司；高盛工银理财有限公司、施罗

德交银理财有限公司、富达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路博迈基金管理（中国）有限公司等机构获批筹

建；中德安联人寿、汇丰人寿成为全国第一家、第二家合资转外资独资寿险公司。尤其是《关于加快推进

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发布，进一步促进了海外资产管理机构来沪，上海资产管理的规

模约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推动上海成为资产管理领域要素集聚度高、国际化水平强的全球资产管理中心。

据统计，目前上海持牌金融机构达１７０７家，金融机构总数逾万家，已成为中外金融机构最集中的

城市之一。其中，外资金融机构占比约３０％，全国近５０％的外资法人银行、保险机构、基金管理公司

落“沪”，全球排名前十的资产管理机构均已在此开展业务。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上海市人民币跨境收

支总额达到１７．９８万亿元，占全国总量的近五成。截至２０２１年年末，上海６３家各类金融机构共为３．８

万家境外及区内企业开立自由贸易账户超１３万个，年末余额折合人民币超４０００亿元，较上年末增长

约１４％。２０２１年，企业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办理各项融资及金融机构分账核算单元从境外融资同比分

别上升１０％和１１％，企业通过自由贸易账户在银行办理代客买卖人民币以及银行自营买卖人民币同

比分别上升４７％和６６％，金融机构分账核算单元跨境同业往来同比上升２３％，自由贸易账户支持下

的全功能可兑换资金池跨境收支、离岸经贸业务跨境收支及黄金国际板交易跨境收支同比分别增长

６９％、７２％和１．８倍。随着浦东新区、自贸区、服务贸易创新试点等高水平改革开放，《上海加快打造

国际绿色金融枢纽　服务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施意见》发布、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沪上线交

易，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影响力将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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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保险和养老金服务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数据，２０２１年，上海市保险和养老金服务进出口总额达到

２６．７亿美元，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４．１％。其中，出口额为１３．６亿美元，进口额为１３．１亿美元，分别较２０２０

年增长１４．３％和１３．９％（表３１）。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推动下，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保险和养老金

服务进出口稳定增长，金融服务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约为５．３％。

图１５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保险和养老金服务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据统计，２０２１年，上海保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１９７０．９亿元，比２０２０年增长１０．３％。其中，财产

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６３２．４亿元，同比增长７．１％；人身险公司原保险保费收入１３３８．５亿元，同比增

长１１．９％。全年原保险赔付支出７３７．９５亿元，同比增长１８．５％。２０２１年，银保监会和上海市政府在

第三届陆家嘴国际再保险会议上联合发布《关于推进上海国际再保险中心建设的指导意见》，成立中

国亚太再保险研究中心；同时，面向全球发布上海保险交易所数字化再保险登记清结算平台，填补了

上海市全球再保险基础设施的空白。

　　（八）知识产权使用费

伴随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目标的推进，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

快速增长，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率约为２２．３％。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数

据，知识产权使用费已经成为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贸易的第二大领域，约占数字贸易进出口总额的２９．９％；

同时，也是上海数字服务进口额最大和增长最快的领域，约占２０２１年上海数字服务进口总额的５５％，较

２０２０年同比增长约４５．１％。２０２１年，上海市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总额达到１７０．０亿美元，较２０２０年增长

４６．３％。其中，出口额为９．０亿美元，进口额为１６１．０亿美元，分别较２０２０年增长７３．１％和４５．０％（见表１）。

《２０２１年度上海市知识产权发展报告》显示，２０２１年，上海市知识产权创造发展指数达１８７．１，较

２０２０年提高１６．８％。全市发明专利授权量３．２９万件，同比增长３５．７％；ＰＣＴ国际专利申请量４８３０

件，同比增长３５．８％；至２０２１年年末，有效发明专利量１７．２０万件，同比增长１８．１％；每万人口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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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２０１６—２０２１年上海知识产权使用费进出口额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发明专利拥有量３４．２件，同比增长１５．７％；商标注册量４２．１０万件，同比增长３６．９％；有效商标注册量

２１１．７１万件，同比增长２１．９％。在知识产权总体稳步发展的基础上，２０２１年，上海发明专利申请权和

专利权转让数量稳步上升，超过１．７万件。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中国（上海）知识产权保护中

心开始筹建，并成立国家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中心上海分中心，２０２１年，该中心解答海外维权

电话咨询１２７次，派员入驻国际性展会１２个，提供海外维权援助专业指导５００余次。

四、 发展亮点

围绕《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上海着力推动数字研发、数字设计、数字ＩＰ、

元宇宙、云原生与智能计算、数字健康六大领域发展，以六大创新赛道全面引领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２０２１年，上海企业承接云计算开发及应用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达到１１８０．２万

美元，承接软件研发服务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３４．０亿美元，承接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服务离岸

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１５．８亿美元，承接其他信息技术研发服务离岸服务外包合同执行额８．５亿美元。

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统计，２０２１年，上海１００家数字贸易创新企业中，云服务进出口规模约

为２．３亿美元，数字服务进出口规模达到６２．４亿美元，数字内容进出口规模约为２４．２亿美元，跨境电

商服务进出口规模约为８．３亿美元，其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达到９．２％、２７．７％、２４．７％和

５１．５％，业务国际化、市场国际化日益体现。

　　（一）数字内容服务海外成绩突出

在影视方面，集聚华视、中视儒意、柠萌、华策等９０多家文化出口企业，向百余个国家（地区）销售

影视节目１万多个小时，《在一起》等一批抗疫主题节目在海外多渠道发行播出。在游戏方面，米哈

游、莉莉丝游戏、友塔游戏、哔哩哔哩、沐瞳科技、游族网络等一批企业的游戏产品在各大榜单成绩卓

著，取得了亮眼的海外市场销量；三七互娱加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起的“玩游戏救地球”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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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２０２１上海游戏出版产业报告》显示，上海网络游戏海外销售收入超过２９亿美元，增幅超过

５０％。在动漫方面，哔哩哔哩漫画海外版（ＢｉｌｉｂｉｌｉＣｏｍｉｃｓ）上线，月活用户超过３００万，在中日韩以外

的英语市场中位列第三；左袋文化原创儿童动画片《艾米咕噜》登陆美国、芬兰、印度尼西亚等多个国

家的新媒体平台，上海动漫作品被越来越广泛的海外受众和市场所接受。在出版方面，上海人民出版

社、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的众多图书以多语种、多平台

输出的方式触达全球多地；阅文集团更是开创了“生态出海”的全新模式；上海出版企业通过参加第８

届中国国际版权博览会、第２８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等，达成１３８项版权贸易项目。在新媒体方面，

百视通引进ＭＬＢ（ＭａｊｏｒＬｅａｇｕｅＢａｓｅｂａｌｌ，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赛事２０２１—２０２３赛季ＩＰＴＶ（交互式

网络电视）独家传播权；全数字英文新媒体第六声（ＳｉｘｔｈＴｏｎｅ）面向全球启动首届英文非虚构写作大

赛。２０２１年，上海有３２家文化企业、１２个文化项目入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２个案例

入选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首批创新实践案例、获评１个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取得数字内容服务的亮眼成绩。

　　（二）跨境电商和数字营销价值凸显

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全球人员和货物流动的情况下，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快速发展，成为全球商品

交易的重要新方式。根据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统计，２０２１年，上海市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为１３２８．８

亿元，同比增长１．２倍。在上海１００家数字贸易创新企业中，跨境电商服务企业有９家，其进出口规模

约为８．３亿美元，占企业营业收入的比重达５１．５％，首免全球购、得物、欧冶等一批跨境电商和数字营

销等数字服务企业在上海对外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飞书深诺数字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集成国际头部媒体渠道资源以及“本地化服务＋全球化网

络”的综合服务模式，已帮助电商、品牌、游戏、Ａｐｐ等场景的近万家中国企业实现数字出海。２０２１年，飞书

深诺以超过３０％的市场份额成为中国最大的出海数字营销服务供应商，年度管理预算已突破２５０亿元，直

洽海外红人５００００多人，覆盖全球２４０个国家和地区。首免全球购采用Ｂ２Ｃ（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ｅｒ，商对客

电子商务模式）自营模式直接与海外品牌商和大型贸易商合作，对接的保税仓已上架包括来自中国香港、韩

国、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泰国等地的商品。首免全球购通过“酒店行业＋跨境电商业务”的商业模型新

平台，为每年超过１．５亿的酒店客人以及将近１．３亿的首旅如家会员提供住宿以外的增值服务。上海携程

商务有限公司向全球４亿多个全品牌会员（含超过１亿个境外会员）提供全方位智能出行和旅行服务，连续

３年位居全球在线旅游业第一，其国际火车票预订平台ＴｒａｉｎＰａｌ已覆盖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１５７个国家。行吟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旗下的小红书创新Ｂ２Ｋ２Ｃ模式，汇聚全球１９０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１３万个以上品牌，成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消费口碑库；同时构建链接精准消费群体的国际品牌合作推广

站，实现国际品牌入驻量、国际品牌商业推广的大幅增长。得物通过“社区＋电商”的双轮驱动，发展成为

全球最大的潮流时尚电商，每月平台上架近万件新品，首发、首展近千件商品，通过扶持国潮品牌、引领

国潮消费潮流不断扩大国潮出海。欧冶云商加快在新加坡、越南、老挝等国家的海外布局，聚焦东南亚、

南亚等区域，实施“海外新零售＋跨境交易”双轮驱动战略，着力提升海外仓储网络、海外属地平台和海

外属地服务能力，实现资金、资源、业务的内外联动机制，２０２１年，欧冶云商的海外营收创历史新高。

　　（三）人工智能国际产业生态集聚

上海市经信委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上海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３０５７亿元，人工智能人才达１８万

人，约占全国的１／３，吸引签约１５５个国内外人工智能项目，总投资达１１０７亿元。随着《上海市人工智

能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新一代人工智能算法创新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３年）》的接连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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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正在多管齐下，共同推动国际人工智能服务发展。

在芯片领域，上海已集聚全国最多的智能芯片创新企业，天数智芯、燧原、依图、平头哥、地平线、黑

芝麻等企业围绕芯片关键技术加速突破，加强海外技术赶超。在算法领域，商汤科技在上海临港建成亚

洲最大的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联合商汤科技等单位发布国际领先的开源平台体系

ＯｐｅｎＸＬａｂ、新一代通用视觉技术体系“书生”，人工智能算法在天然国产自研蛋白质结构预测平台

ＴＲＦｏｌｄ２、冰洲石全球首个由ＡＩ发现并获批进入临床试验的乳腺癌药物ＡＣ０６８２、联影智能ＣＴ骨折医

疗ＡＩ进入临床应用等项目中均实现应用创新。在应用场景方面，浦东数字治理、临港数字孪生城、人工

智能开源平台、数字伙伴计划、嘉定未来出行五大综合应用场景发布，为人工智能服务发展提供支撑。

在标准方面，上海发布国内首个《人工智能标准化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构建国内首个人工智能标准体

系，并针对基础共性、关键技术、核心产业、行业技术和安全伦理等重点领域展开标准编制工作，《公共场

所人脸识别分级分类应用规范》等３个地方标准立项，商汤科技的《信息技术生物特征识别　人脸识别

系统技术要求》获评“上海标准”。在载体方面，自２０１９年成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示范区之

后，上海浦东新区加快推动建设人工智能岛、机器人谷、在线经济园、浦东软件园和御桥科创园等一批

人工智能产业链特色园区，着力打造人工智能产业大集群。目前，张江人工智能岛已入驻人工智能企

业１００多家、汇聚了７０００多位国内外研发工程师和科学家，人工智能跨境服务业务快速增长。

至今，上海在智能计算、通用ＡＩ、扩展现实（ＸＲ）、量子科技、新一代通信等领域集聚了一批优秀的

国际创新企业，如ＩＢＭ、微软、英飞凌、阿里巴巴平头哥、云从科技、小蚁科技、地平线、晶众地图、小冰

公司、出门问问、集度汽车、百度超级链、开源中国等。２０２１年，上海连续五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该大会推动上海日益成为国际人工智能服务高地。

　　（四）元宇宙成为数字贸易新的发力点

零壹智库发布的《中国元宇宙产业政策汇总》显示，上海是出台元宇宙相关政策数量最多、时间最

早的城市，包括《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市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上海

市培育“元宇宙”新赛道行动方案（２０２２—２０２５年）》《新型数据中心“算力浦江”行动计划（２０２２—２０２４

年）》等。其中提出，到２０２５年上海元宇宙相关产业规模达到３５００亿元，可见元宇宙已经成为上海数

字贸易发展的重要新方向。

作为元宇宙的最初主要应用场景，数字内容行业“出海”为上海元宇宙服务的海外发展提供了巨

大助力。据统计，上海拥有国内６６％的网络游戏、７０％的网络文学和２５％的线上视频市场份额，ＶＲ

游戏、虚拟动漫等极大地带动了上海元宇宙技术创新和海外市场发展。随着３Ｄ、智能化、虚实交互等

技术的成熟，上海元宇宙技术在数字内容领域的发展已经实现了从偶像型虚拟数字人到服务型数字

人的转变升级，如二次元虚拟新闻主播“申雅”、浦发银行的数字员工“小虹”等。除此之外，会展也是

元宇宙最广泛的应用场景之一，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购物

节等，也为上海元宇宙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平台。至今，上海元宇宙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已经具备非常

丰富的应用场景。例如，中国商飞的“工业互联网＋元宇宙”场景，中山医院、瑞金医院的“医疗＋元宇

宙”场景，虹口区的元宇宙创意园区办公、大创智数字公园以及长宁区的数字人智慧图书馆，都为元宇

宙服务的技术和市场发展提供了支撑。这些丰富的元宇宙技术和应用场景，正在越来越多地通过数

字贸易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据统计，漕河泾元创未来、张江数链等已聚集米哈游、趣加互娱、莉莉丝、

鹰角、巨人、育碧娱乐等４９００多家中外元宇宙相关企业，推动上海元宇宙跨境数字贸易蓬勃发展。

（执笔：中国服务外包研究中心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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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海运服务发展报告

　　一、 上海国际海运服务发展现状和国际对比

　　（一）上海国际海运服务进出口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上海国际海运服务发展相对平稳，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进出口总额变化区间

在２５０亿—４３０亿美元，占上海市服务贸易的１２％—３７％，贸易逆差整体上呈先降后升的态势。疫情

发生后，全球供应链受到影响，海运服务作为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也受到较大的冲击。２０２０年，上海

海运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２８３．８亿元，下降１４．９％，为２０１０年以来最大的下降幅度；２０２１年，由于疫情对全

球供应链的持续影响，海运运价出现１０多年来的新高，超过过去几年海运平均运价的１０倍甚至几十倍。

在这种背景下，上海海运服务进出口迎来大涨，达到７０６亿美元，涨幅超过３０％，增速仅次于２０１０年。从

贸易逆差来看，疫情后，上海海运服务逆差快速增加，由２０２０年的６６亿美元快速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３２９．９

亿美元，也是自２０１０年以来的最大贸易逆差，进一步表明上海在海运服务领域仍处于劣势。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２１年上海海运服务变化情况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　出　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 同比
占服务贸易

的比重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贸易逆差

２０１０ ３８６．５ 　５５．２ ３６．９ １２４．３ 　５７．９ ２６２．２ ５４．０ －１３７．９

２０１１ ３９４．３ ２．０ ３０．５ １２７．６ ２．７ ２６６．７ １．７ －１３９．１

２０１２ ４２９．８ ９．０ ２８．４ １３４．６ ５．５ ２９５．２ １０．７ －１６０．６

２０１３ ２８９．２ －６．７ １６．８ １３１．２ －０．３ １５８．０ －１１．５ －２６．８

２０１４ ２８４．７ －１．２ １６．２ １３５．１ ３．５ １４９．６ －５．２ －１４．４

２０１５ ２８２．７ －１．０ １４．４ １２４．８ －８．４ １５７．９ ５．７ －３３．２

２０１６ ２５３．８ －１０．２ １２．６ ９９．１ －２０．６ １５４．７ －２．１ －５５．７

２０１７ ２８３．６ １１．８ １４．５ １１４．０ １５．１ １６９．６ ９．６ －５５．６

２０１８ ３２５．１ １４．７ １６．５ １２７．２ １１．６ １９７．９ １６．７ －７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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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份

进　出　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 同比
占服务贸易

的比重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贸易逆差

２０１９ ３３３．５ ２．６ １８．１ １３１．３ ３．２ ２０２．３ ２．２ －７１

２０２０ ２８３．８ －１４．９ １８．５ １０８．９ －１７．１ １７４．９ －１３．５ －６６

２０２１ ７０６．０ １４８．８ ３０．８ ２４９．５ １２９．１ ５７９．４ ２３１．３ －３２９．９

注：２０２１年海运服务金额为预测值。

数据来源：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

　　（二）传统航运服务市场

　　１．集装箱吞吐量

２０２１年，上海港完成集装箱吞吐量４７０３．３３万标准箱，同比增长８．１％，全国占比１６．６％，连续１２

年居全球首位。其中，全年进港２３２５．０１万标准箱，同比增长８．３％；出港２３７８．３２万标准箱，同比增

长７．９％。２０２１年，上海港水水中转箱量２３３０．７万标准箱，同比增长３．８％。其中，国际中转６１０万标

准箱，同比增长１４．４％。国际航线全年完成集装箱量３４４９．９万标准箱，同比增长１０．６％。

２０２１年，洋山深水港区全年完成集装箱吞吐量２２８１．３万标准箱，同比增长１２．８％，占全港集装箱

总吞吐量的４８．５％。

　　２．散杂货吞吐量

２０２１年，全港煤炭吞吐量共完成４８３５．７８万吨，同比增长５．７％；石油制品吞吐量共完成２６８０．３５

万吨，同比下降８．０％；液化天然气类吞吐量共完成５４８．９７万吨，同比增长１０．０％；矿建材料共完成

１．１５亿吨，同比增长３６．０％，增幅显著大于全港其他主要货种。

　　３．汽车滚装吞吐量

２０２１年，全港完成滚装汽车１９４．５８万标辆，同比增长２８．７％。其中，出港完成１１０．０３万标辆，同

比增长５５．３％。出港汽车中，前往海外市场的滚装汽车共完成８８．３１万标辆，同比增长１９０．２％。汽车

滚装全年外贸进港３５．５１万辆，同比增加１０．７％；外贸出港８８．３１万辆，同比增加１９０．２％。

　　４．危险货物吞吐量

２０２１年，上海港危险货物吞吐量４６００．４１万吨，同比减少１．９％。其中，外港４４５３．５７万吨，同比

减少１．８％；内河１４６．８４万吨，同比减少３．９％。

　　（三）现代航运服务市场

　　１．航运融资

２０２１年，上海各类银行业金融机构对航运相关企业的授信总额达９７００．４７亿元，同比上升

１２１．６％。已使用授信中，贷款余额３２１９．７４亿元，同比上升１０１．１％；融资租赁余额１１１３．９６亿元，同

比上升３８．３％；经营租赁余额２１３３．９７亿元，同比上升１３９．６％；其他融资方式３０９．９７亿元，同比上升

３．１％。截至２０２１年年底，临港新片区、保税区内共有ＳＰＶ（ＳｐｅｃｉａｌＰｕｒｐｏｓｅＶｅｈｉｃｌｅ，特殊目的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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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公司５２４家。其中，船舶租赁资产规模约１３０．８３亿元，飞机租赁资产规模约１２４４．５９亿元。

　　２．航运保险

２０２１年，上海船货险业务总量达到４５．６５亿元，同比增长５．３％，全国占比２０．１％。其中，船舶险

业务总量为２２．９亿元，同比下降３．６％，全国占比３８．８％；货运险业务总量为２２．７５亿元，同比上升

１６％，全国占比１３．５％。全市１１家专业航运保险运营中心船货险保费收入合计１１．９６亿元，占上海船

货险市场的２６．２％。

　　（四）航运法律与仲裁

　　１．海事审判

２０２１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案件３０５２件，同比下降１５．１％；结案３０５２件，同比下降１５．１％；年底

存案２９２件，同比持平。各类案件立案标的总额为５０．３１亿元，结案标的总额为３１．３５亿元。全年受

理一审案件２０６８件，占全部案件的６７．８％；申请执行案件５２１件，占１７．１％；执行异议和行政非诉审

查等其他案件４６３件，占１５．２％（见表２）。民商事调撤率为８０．９％，一审服判息诉率为９０．７％。

表２　２０２１年上海海事法院受理及审结案件情况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２１年 同比增长（％）

受理案件总数 件 ３０５２　　 －１５．１

　一审海事海商案件 件 １９１２ －２７．６

　海事行政案件 件 ４ －８５．２

　海事特别程序案件 件 １５２ ２．７

　申请执行案件 件 ５２１ －６．６

　执行异议和行政非诉审查案件 件 ４６３ １１１．４

立案／申请执行标的总额 亿元 ５０．３１ ２２．１

审结执结案件总数 件 ３０５２ －１５．１

审结执结案件标的 亿元 ３１．３５ －６．６

存案 件 ２９２ 持平

数据来源：上海海事法院。

　　２．海事仲裁

（１）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上海总部（上海海事仲裁院）。２０２１年，上海海事仲裁院受理案件６８

件，其中，涉外案件３７件，总争议标的６．１亿元（见表３）；首次受理双方当事人均为外国公司、适用英

国法、选定外籍仲裁员、仲裁语言为英文的仲裁案件；首次承办国际性、专业性、高级别论坛“２０２１北

外滩国际航运论坛”之“司法与仲裁”专题论坛；与上海海事法院合作十周年之际，共同发布《海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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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调解白皮书（２０１１—２０２１）》；与南京海事法院签署《海事司法与海事仲裁合作框架协议》，迈出综

合服务长三角区域海事争议解决的重要一步。

表３　２０２１年上海海事仲裁院案件情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２１年 同比增长（％）

受理案件 件 ６８　 －２．９

　＃涉外案件 件 ３７ １９．４

海商合同争议案件 件 ４９ ２．１

海事侵权案件 件 １９ －１３．６

审结案件 件 ５５ －８．３

和解结案 件 １６ ２３．１

海商合同纠纷案件争议标的 亿元 ４．４ －５４．６

海事侵权案件争议标的 亿元 １．７ －６１．４

总争议标的 亿元 ６．１ －５６．７

平均结案期 天 ９１ １．１

注：“＃”表示不完全包含，下同。

数据来源：上海海事仲裁院。

（２）上海国际航运仲裁院。２０２１年，上海国际航运仲裁院共受理仲裁案件１７０件，同比减少

１３．３％；涉案争议金额６．２亿元，同比上升８．８％；年平均审理天数７５天（见表４）。在疫情防控常态化

的态势下，借助信息化技术手段，积极利用自主开发的网上平台推行从立案、开庭到裁决的全流程“智

慧仲裁”工作模式，在满足各类商事仲裁主体仲裁需求的同时，更好地保障当事人、代理人、仲裁员和

其他仲裁参与人的安全与健康。

表４　２０２１年上海国际航运仲裁院案件情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２１年 同比增长（％）

受理仲裁案件 件 １７０　　 －１３．３

　＃涉外案件 件 ３ ２００．０

　海商合同纠纷案件 件 ２９ １２３．１

　海事侵权纠纷案件 件 １１ １２０．０

　道路运输合同纠纷案件 件 ７６ －３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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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２１年 同比增长（％）

　水上运输合同纠纷案件 件 ７ －６３．２

　仓储装卸合同纠纷案件 件 １２ －７．７

　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 件 １０ －９．１

　港口岸线合同纠纷案件 件 １４ ２５０．０

审结案件 件 ８４ －４７．５

和解结案 件 １１ －７６．６

海商合同纠纷案件争议标的 亿元 ０．７０ ２５０

海事侵权案件争议标的 亿元 １．７０ ４６６．７

总争议标的 亿元 ６．２０ ８．８

年平均审理天数（全流程） 天 ７５ ３３．９

数据来源：上海国际航运仲裁院。

（３）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上海国际仲裁中心）。２０２１年，上海国际仲裁中心共受理各

类航运仲裁案件４８件，标的３．６８亿元（见表５）。

表５　２０２１年上海国际仲裁中心航运仲裁案件情况

指　　　　标 单　位 ２０２１年 同比增长（％）

受理航运仲裁案件 件 ４８　　 －４０．７

　＃涉外案件 件 ７ －５３．３

　＃涉自贸区案件 件 ６ －５０．０

　运输争议案件 件 ２９ －６１．３

　船舶争议案件 件 １ ／

　航运金融争议案件 件 １４ ６００．０

审结案件 件 ７２ ２．９

航运仲裁争议标的 亿元 ３．６８ －１２．８

平均结案期 天 ８０ －２．４

数据来源：上海国际仲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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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绿色和智能航运服务

　　１．绿色航运

（１）绿色港口。截至２０２１年年底，上海五类专业化泊位（集装箱、客货滚装、邮轮、３千吨级以上

客运、５万吨级以上干散货专业化泊位）共建成岸电设施６５套、覆盖泊位６８个，岸电泊位占比达到

７９％。上海市共有１１３家内河港口企业签约建设低压港口岸电，签约设备１５９台，完成设备安装１００

台，完成企业施工７６家，内河码头标准化岸电覆盖率达２０％以上。上港集团内场集卡共１３１１辆，

ＬＮＧ内集卡达１２８１辆，ＬＮＧ应用比例达９７．７％；轮胎式龙门吊（ＲＴＧ）共４９０台，完成油改电或混合

动力改造４７９台，改造比例达９７．８％。

（２）绿色船舶。２０２１年，中远海运集团将岸电使用纳入各实施单位年度经营业绩考核指标，推

进船舶使用岸电常态化，完成９艘集装箱船、３７艘散货船的岸电设备改装，新建的３２艘集装箱船、

８艘散杂货船及２艘客滚船均加装岸电设备。招商轮船完成全部１２艘长江航行船舶及４艘海进江

船舶的岸电改造，各船队年内累计能源消耗总量同比下降７％，船舶单耗同比下降６％。中国船级

社研究形成《可移动式ＬＮＧ船舶燃料储供系统设计导则》《船舶应用燃料电池发电装置指南》《船舶

应用甲醇／乙醇燃料指南》《氢燃料电池船舶预设指南》等规范和指南，发布《航运低碳发展展望

２０２１》报告。

（３）航运碳交易。２０２１年，上海市碳交易现货市场总成交量为６２５５．９２万吨，总成交金额为

１４．２４亿元。其中，航运行业（港口、航空、水运行业）成交量为６．８万吨，占比０．０５％；成交额为１４６．３４

万元，占比０．０５％。

　　２．智能航运

（１）智能港口。２０２１年，上港集团联合华为在临港新片区建成超远程智慧指挥控制中心，实现了

百公里外“隔空吊箱”，成为全球首家将５Ｇ超远程技术应用在港口作业场景的企业；开展的国家重点

研发项目———基于大数据驱动的超大型集装箱码头智能化作业管控技术取得中期成果；完成１台桥

吊、２台ＲＴＧ、６台无人自主导航运输车（ＡＩＶ）的单作业路自动化升级，传统码头自动化改造取得阶段

性成果；全年共完成科技创新项目２３项，获得省部级一等奖以上奖项２个，申请国家专利２８项，并作

为全国唯一港口企业携两项重大成果亮相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上

海公司的港航调度一体化智能平台，突破了海上交通管理和港航调度智能化系统的技术瓶颈，支持港

航调度相关企业数据接入，实现港航调度相关数据云端全流转。

（２）港航数字化。２０２１年，“运去哪”联合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中国

国际货运代理协会共同发布《国际物流产业数字化发展报告》。亚洲海事技术合作中心（ＭＴＣＣＡｓｉａ）

与中国交通通信信息中心上海公司共同探索实施国际海事组织的《准时到港指南》，研发了上海港预

抵达计算模型。上港集团携手环世物流、蚂蚁链、集行科技共建数字化集港运力市场。运链与准时达

开展区块链的应用和研发，共同搭建多元化的企业合作生态体系。上海鸭嘴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上

线可定制化外贸集装箱监装检验服务。上海撬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撬管家”线上支付模块上线，用

于提升业务整体的连续性、交互性。ＥＰＯＲＴＳ在疫情期间推出全球船员换班服务管理平台，实现船

员换班服务业务和船舶基本信息、船舶动态信息的数据链接和信息共享。思舶网和上海涵道科技有

限公司在船舶配件库存管理和优化系统（ＭＩＯ）开发、数据模型搭建和推进商业应用等方面开展合作。

（３）智能船舶。２０２１年，中远海运集团完成《智能船舶船端平台建设技术要求》等３项企业标准

编制；全年共完成５５艘船舶的智能船舶推广应用，包含电力半潜船、１３７０客位客滚船。中远海运科技

打造的智能船舶岸端数据管理中心为船端智能化运行和岸端智能化管理提供服务。招商轮船大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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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数字轮船、智能航运”，以“船岸一体、云边融合、规则驱动、移动交互、生态联动”为设计理念的新一

代船舶管理数字化云平台Ｖ１．０正式上线启用。中国船级社在远程遥控和自主航行规范适应性分析、

智能避碰测试、数字孪生技术体系方面持续发力，完成《智能船舶规范２０２２》修改通报，保持智能船舶

领先优势；研究国际海事组织自主航行船舶（ＭＡＳＳ）试航导则，完成《自主航行船舶试验和试验场暂

行规则》《自主航行船舶安全技术暂行规则》制定；形成了《内河绿色智能船舶技术标准体系框架》《内

河船舶智能机舱技术标准》《内河船舶智能能效技术标准》《内河船舶智能航行技术标准》等，促进内河

船舶智能技术的发展。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联合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招商轮船研发超大型智

能矿砂船（ｉＶＬＯＣ）示范应用项目。

（４）智能航保。２０２１年，东海航海保障中心在上海港部分航标、灯桩开展多功能航标应用，为附

近船舶提供预警和气象水文信息，推进航标业务智能化和航标服务智能化；在上海横沙建设我国首座

水上无线电试点监测站，为打造良好的水上无线电环境提供可靠手段；推动沿海民用海图数据产品正

式在上海数据交易所挂牌，成为国家部委内首家、交通运输行业首批大数据应用挂牌单位；开展北斗

三代短报文测试工作，为北斗三代在海事领域更大规模的数据应用奠定基础。

（５）智能海事。２０２１年，上海海事局研发“一网统管全球版”，优化拓展船舶预警预控、船舶分类、

分级监控、事故应急辅助指挥等功能；实施中国籍国际航行船舶远程识别与跟踪系统（ＬＲＩＴ）升级改

造，加强卫星通导遥技术应用；推进海事“一网统管”平台功能拓展，实现从违法立案到文书送达的全

流程移动端办理；推广实施第二批海事电子证照，船舶国籍证书等９项证书电子证照实现在线办理；

开发黄浦江“水上智能停车场”平台，方便船舶快速、准确、规范地靠泊。

二、 上海国际海运服务的国际对比

　　（一）港口服务方面

２０２１年，上海港货物吞吐量为７．６９７亿吨（见表６），全球排名第二，仅次于宁波舟山港；集装箱吞

吐量４７０３万标准箱（见表７），连续１２年位居全球第一。尽管全球供应链发展受到疫情冲击，上海港的

货物和集装箱吞吐量均保持了正增长，且增速均超过８％。从港口连通性来看，２０２１年，上海港口连通度

指数得分（平均）为１４５．７９分，连续１１年保持全球第一，证明了上海在港口服务方面的绝对优势。

表６　２０２１年全球前１０大货物吞吐量港口排名

排　名 所属国家 港口名称 货物吞吐量（万吨） 同比增长（％）

１ 中　国 宁波舟山 １２２４０５ ４．４

２ 中　国 上　海 ７６９７０ ８．２

３ 中　国 唐　山 ７２２４０ ２．８

４ 中　国 青　岛 ６３０２９ ４．３

５ 中　国 广　州 ６２３６７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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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排　名 所属国家 港口名称 货物吞吐量（万吨） 同比增长（％）

６ 新加坡 新加坡 ５９９６４ １．５

７ 中　国 苏　州 ５６５９０ ２．１

８ 澳大利亚 黑德兰 ５５３２７ １．１

９ 中　国 日　照 ５４１１７ ９．１

１０ 中　国 天　津 ５２９５４ ５．３

表７　２０２１年全球前１０大集装箱吞吐量港口排名

排　名 所属国家 港口名称 集装箱吞吐量（万犜犈犝） 同比增长（％）

１ 中　国 上　海 ４７０３ 　８．１

２ 新加坡 新加坡 ３７４７ １．６

３ 中　国 宁波舟山 ３１０８ ８．２

４ 中　国 深　圳 ２８７７ ８．４

５ 中　国 广　州 ２４１８ ４．４

６ 中　国 青　岛 ２３７１ ７．７

７ 韩　国 釜　山 ２２６９ ４．０

８ 中　国 天　津 ２０２７ １０．４

９ 中　国 香　港 １７８０ －０．９

１０ 荷　兰 鹿特丹 １５３０ ６．６

　　（二）航运服务方面

上海港不仅是全球最大的集装箱港口，同时也集聚了大量的航运企业。据航运咨询机构

Ａｌｐｈａｌｉｎｅｒ的统计，全球前５０大班轮公司中，有３１家在上海设立机构；全球前２０大班轮公司（运力占

比６７．３％）仅有２家没有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全球前１０大班轮公司（运力占比５４．５％）全部在上海

设有机构。其中，全球运力排名第四的中远海运集运和运力排名第１８的中谷物流等班轮企业的总部

设立在上海（见表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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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全球前５０大班轮公司在上海的分布情况

序号 名　　称 总部所在地
在上海有无

设立机构
性　　质

１ 地中海航运 瑞士日内瓦 有 全资子公司

２ 马士基 丹麦哥本哈根 有 全资子公司

３ 达飞轮船 法国马赛 有 全资子公司

４ 中远海运集运 中国上海 有 总部

５ 赫伯罗特 德国汉堡 有 全资子公司

６ 长荣海运 中国台北 有 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７ 海洋网联 日本东京 有
船务代理有限公司／全资

子公司

８ 现代商船 韩国首尔 有 全资子公司

９ 阳明海运 中国台北 有 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１０ 以星航运 以色列海法 有 全资子公司

１１ 万海航运 中国台北 有 外资代表处

１２ 太平船务 新加坡 有 全资子公司

１３ 伊朗国航 伊朗德黑兰 有 外资代表处

１４ 高丽海运 韩国首尔 有 全资子公司

１５ Ｕｎｉｆｅｅｄｅｒ 丹麦哥本哈根 无 无

１６ 海丰国际 中国香港 有 全资子公司

１７ Ｘｐｒｅｓｓ 新加坡 无 无

１８ 中谷物流 中国上海 有 全资子公司

１９ 德翔航运 中国台北 有 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２０ 长锦商船 韩国首尔 有 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２１ 安通控股 中国泉州 有 全资子公司

２２ 森罗商船 韩国首尔 有 全资子公司

２３ 海领船务 新加坡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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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号 名　　称 总部所在地
在上海有无

设立机构
性　　质

２４ 中联航运 中国洋浦 有 全资子公司

２５
ＧｌｏｂａｌＦｅｅｄｅｒ 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ＧＦＳ）

阿联酋迪拜 无 无

２６ 宏海箱运 泰国曼谷 有 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２７ 美森轮船 美国奥克兰 有 全资子公司

２８ 阿联酋航运 阿联酋迪拜 有 外资代表处

２９ ＡｒｋａｓＬｉｎｅ／ＥＭＥＳ 土耳其伊兹密尔 无 无

３０ 太古轮船 新加坡 有 全资子公司

３１ 中外运 中国上海 有 总部

３２ 运达海运 日本东京 有 分公司

３３ 宁波远洋 中国宁波 无 无

３４ 格里马尔迪航运 意大利那不勒斯 无 无

３５ 锦江航运 中国上海 有 总部

３６ 萨姆达拉 印度孟买 有 外资代表处

３７ Ｍｅｒａｔｕｓ 印尼泗水 无 无

３８ ＴａｎｔｏＩｎｔｉｍＬｉｎｅ 印尼泗水 无 无

３９ 帕夏夏威夷航运 美国夏威夷 无 无

４０ ＳｅａｂｏａｒｄＭａｒｉｎｅ 美国迈阿密 无 无

４１ 萨拉姆太平洋航运 印尼泗水 无 无

４２ 南星海运 韩国首尔 有 外资代表处

４３ ＧｒｅａｔＷｈｉｔｅＦｌｅａｔ 美国夏洛特 无 无

４４ 博亚海运 中国香港 无 无

４５ ｔｒａｎｓｆａｒｓｈｉｐｐｉｎｇ 新加坡 无 无

４６ ＬｉｎｅａＭｅｓｓｉｎａ 意大利热那亚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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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序号 名　　称 总部所在地
在上海有无

设立机构
性　　质

４７ 俄远东 俄罗斯莫斯科 有 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４８ ＴｅｍａｓＬｉｎｅ 印尼雅加达 无 无

４９ 热带航运 美国波士顿 无 无

５０ ＴｒａｎｓｗｏｒｌｄＧｒｏｕｐ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新加坡 无 无

　　（三）数字航运服务方面

在数字航运领域，既有大数据、云计算、数字通信、区块链等高端信息技术在港航领域的应用，也

有数字航运发展的标准之争。数字航运包括单一窗口建设、单证电子化、航运交易平台以及物流信息

平台搭建等内容。全球范围看，新加坡在政企信息平台建设方面拥有丰富的经验。全球航运单证数

字化的标准制定处于竞争中，由马士基等联合成立的数字集装箱航运协会正在构建新的集装箱运输

数字标准，中远海运发起成立的ＧＳＢＮ（ＧｌｏｂａｌＳｈｉｐｐｉｎｇ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Ｎｅｔｗｏｒｋ，全球航运业务网络）则聚

焦区块链技术在航运领域的应用。我国在航运交易平台和物流信息平台搭建等方面拥有优势，搭建

的船舶交易、海铁联运等平台的作用逐步显现。就上海而言，其在航运电商发展方面处于领先位置，

涌现了泛亚电商、运去哪、运链、思舶网、ＥＰＯＲＴＳ、鸭嘴兽等一批知名航运电商企业，企业功能也由

早期的物流跟踪、信息查询、订舱服务向线上咨询、线上结算、线上融资等方向转变，并进一步拓展至

供应链方案解决和综合服务平台。总体而言，由于我国数字产业发展环境和基础较好，使得上海在港

航数字化领域处于领先位置。

　　（四）航运融资和保险服务方面

　　１．航运融资方面

我国是全球重要的航运融资中心。对航运融资银行总部所在城市的航运信贷额进行排名，２０２１

年，以北京为总部的航运融资银行的航运信贷额为４４５亿美元，全球占比１５．３％，排名全球第一

（见表９）。上海是我国的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上海的航运信贷额在全国占有相当的比例，在上海发

生的航运融资业务规模在全球同样处于领先位置。

表９　以航运融资银行总部所在城市的航运信贷额排名

排　名 城　　市 航运融资额（亿美元） 全球占比（％）

１ 北京（中国） ４４５．０ １５．３

２ 巴黎（法国） ４３３．０ １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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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排　名 城　　市 航运融资额（亿美元） 全球占比（％）

３ 东京（日本） ３８１．０ １３．１

４ 阿姆斯特丹（荷兰） ２６６．５ ９．２

５ 纽约（美国） １８１．５ ６．３

６ 法兰克福（德国） １７１．５ ５．９

７ 哥本哈根（丹麦） １６７．４ ５．８

８ 首尔（韩国） １５０．０ ５．２

９ 香港（中国） １１０．０ ３．８

１０ 苏黎世（瑞士） １００．０ ３．４

１１ 斯德哥尔摩（瑞典） ９５．０ ３．３

１２ 松山（日本） ８０．０ ２．８

１３ 伦敦（英国） ６０．０ ２．１

１４ 雅典（希腊） ５９．０ ２．０

１５ 汉堡（德国） ４４．０ １．５

１６ 广岛县（日本） ４０．０ １．４

１７ 弗罗茨瓦夫（波兰） ３３．８ １．２

１８ 莫斯科（俄罗斯） ３２．０ １．１

１９ 悉尼（澳大利亚） ２７．５ ０．９

２０ 墨尔本（澳大利亚） ２４．０ ０．８

　　２．航运保险方面

２０２１年，全球航运保险总收入为３３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０％，整体呈平稳上升的趋势。

（１）货运险方面。２０２１年，中国的货运险保费收入为２６．４６亿美元，全球占比１４％，连续第三年

位居全球货运险的首位；英国和日本的货运险保费收入分别位居第二、三位，保费收入为２３．０６亿美

元和１５．８８亿美元，全球占比分别为１２．２％和８．４％。

（２）船壳险方面。２０２１年，英国的船壳险保费收入为１０．０６亿美元，全球占比１２．９％，始终位于全

球船壳险收入的首位；中国和新加坡的船壳险保费收入分列全球第二、三位，保费收入分别为９．２８亿

美元和７．０２亿美元，全球占比分别为１１．９％和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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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海工能源险方面。英国始终是全球海工能源险最大的市场，２０２１年，英国海工能源险的收入

为２５．４７亿美元，全球占比为６５．３％，占有绝对优势，既说明英国在海工能源领域的技术领先，也说明

英国在高端航运保险领域的专业性；排名第二、三位的墨西哥和巴西的海工能源险收入分别为２．７７

亿美元和２．６５亿美元，全球占比分别为７．１％和６．８％。

（４）海事责任险方面。国际保赔协会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英国在海事责任险领域也占据领导

地位，２０２１年，英国海事责任险为１９．１亿美元，全球占比６２％；日本、美国、北欧地区的海事责任险收

入分别为１．８亿美元、０．９亿美元和０．２亿美元，全球占比分别为２９％、６％和３％。

对比而言，中国的船货险市场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由于在海工技术领域的储备不足，中

国在这一领域的市场份额几乎为零。同时，因为中国船东互保协会不属于国际保赔协会成员，所以，

中国与国际保赔协会集团成员所属国之间的海事责任险无法对比。城市对比方面，２０２１年，上海船

货险保费的收入为４５．６５亿元人民币，全球占比２．６％，少于伦敦和新加坡，超过香港，伦敦和新加坡

的船货险保费收入全球占比分别为１２．４％和５．１％。

　　（五）绿色低碳航运方面

就绿色低碳航运领域而言，目前衍生出能源选择、绿色低碳规则制定、船舶技术改进、航运碳交易

等内容。在能源选择方面，已经有了ＬＮＧ、氨、氢等能源替代方案，由于能源密度以及电动机功率等

问题尚未突破，电力能源只能作为备选方案，我国在电池和电动机等领域有较好的技术储备。在绿色

低碳规则制定方面，欧盟、国际海事组织（ＩＭＯ）以及船舶检验机构均出台了具体的绿色低碳规则，欧

盟最新公布的“Ｆｉｔｆｏｒ５５”的一揽子气候计划，提出了包括交通等在内的更为积极的举措，承诺在２０３０

年年底温室气体排放量较１９９０年减少５５％；ＩＭＯ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７６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际

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附则Ⅵ修正案》已生效，要求国际海运船舶提前满足２０２３年１月１日实施的

船舶能效指数（ＥＥＸＩ）标准要求；船舶检验机构如美国船级社针对绿色低碳航运发展推出《氨燃料船

舶指南２０２１》。在船舶技术改进方面，我国在ＬＮＧ等新能源船舶建造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同时，

我国在电动船研发方面处于世界前列。在航运碳交易方面，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ＥＵ ＥＴＳ）起源

于２００５年，是世界上参与国最多、规模最大、最成熟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２０２１年，我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正式上线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产业范围已涵盖能源、制造业、商业、农林牧渔业、建筑业和采矿业。

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是生态环境部指定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系统建设和运营机构。

三、 上海推进国际海运服务发展的启示

　　（一）港航业应加快区域内海运资源布局

鼓励在沪头部港航企业（如中远海运、上海港、海丰海运以及中谷物流）发挥引领作用，积极布局

区域内航线。此外，鼓励港航企业在区域内布局端到端物流运输网络，形成更加灵活、高效的物流服

务能力。

　　（二）注重航运服务要素及主体集聚

依托上海自贸试验区新片区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的改革优势，在船舶运输、物流以及海运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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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等领域加大对外资和民营资本的开放力度，在审批许可、经营等过程中适当放大行业主管部门的

管理权限。持续深化国际船舶进出境、船舶保税供应、启运港退税、沿海捎带、国际中转集拼、船舶登

记注册和船舶检验发展等领域的开放，吸引船舶、船员、航线、航运交易、知识等多种要素在上海集聚。

　　（三）重构国际海运服务价值链，提升综合竞争力

借鉴伦敦、新加坡等国际航运中心现代国际海运服务发展的经验，上海可围绕船舶运输业务，加

快构建融合运输、设备维修建造、中介、金融、法律等多种服务门类、多种服务功能的海运综合服务平

台，提升海运服务组团出海的能力，为客户提供无缝式、广覆盖的海运服务。

　　（四）运用数字技术赋能，提升服务效率和水平

依托上海在数据资源、贸易市场规模、社会制度和人文环境等的领域数字经济发展优势，不断提

升数字海运、智能海运和绿色海运的发展能力。通过构建大数据中心、培育数字化转型示范样本、搭

建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数字化发展指数、数字化发展专项帮扶，以及建立政府引导、院校为主、

企业参与的数字化人才培养模式等措施，为航运物流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同时，鼓

励机构积极参与域内国家“新基建”战略，加快区块链、５Ｇ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海运服

务赋能研发与应用。

　　（五）支持更加便利开放的离岸贸易发展

以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为载体，支持离岸贸易发展。出台关于离岸贸易发展的顶层设计。构

建以海运服务为主要内容的离岸贸易平台，包括转口贸易、离岸转手买卖和本外币合一的跨境资金池

等离岸服务功能；为区内企业开展新型海运服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新型海运服务发展；鼓励跨境电

商等新的海运服务业态建立国际海运服务平台和海外仓；优化监管流程，进一步扩大保税备货贸易业

务规模，推动跨境海运服务电商业务常态化。

（执笔：上海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赵翠云　李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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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报告

　　一、 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特点与趋势

　　（一）上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近年来，上海深入贯彻落实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以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为契机，

加快推动文化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助力构筑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高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不

断涌现。商务部印发的《“十四五”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规划》明确强调，要做大做强文化服务出口基

地，扩大文化服务出口。上海作为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合作、贸易的重要桥头堡，其对外文化贸易的快

速发展，不仅展示了上海文化的开放包容和兼容并蓄，也显示了上海文化产业的国际化品格和创新活

力。并且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大背景下，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资源，发挥好

亚太门户城市的区位优势，获得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强大的增长动力。

　　１．上海对外文化贸易总体规模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

２０２０年的短暂低谷在２０２１年得到跨越式弥补，上海对外文化贸易总量已恢复甚至超过疫情前的

最好水平，且对外文化贸易进出口额持续实现顺差，上海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据统计，２０２１年，上海市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额为７５．６０亿美元，出口额为８６．８９亿美元，实现顺

差１１．２９亿美元，且贸易顺差主要集中在文化服务领域。文化服务进口额为１５．４０亿美元，出口额为

３７．１０亿美元，顺差为２１．７０亿美元，较２０１９年的顺差额略有增长；文化服务进出口额占文化产品和服

务进出口总额的比例高达３２．３１％，表明上海文化服务高附加值领域的出口具备充足的韧性（见表１）。

表１　２０２０—２０２１年按贸易方式划分的上海市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
（单位：亿美元，％）

进出口贸易方式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１年进出口总额 占比

一般贸易
进口 ２０．０６ ３１．７０ ４６．７８ ２８．７９

出口 １１．６７ １５．０８

加工贸易
进口 ０．６６ ０．３９ ２．０１ １．２４

出口 １．４９ １．６１

海关特殊监管区
进口 １３．２１ ２６．３１ ５８．６４ ３６．０９

出口 １４．５５ ３２．３２

其他贸易
进口 ０．７３ １．８０ ２．５８ １．５９

出口 ０．２７ ０．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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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进出口贸易方式 ２０２０年 ２０２１年 ２０２１年进出口总额 占比

服务贸易
进口 １３．３６ １５．４０

出口 ２９．４２ ３７．１０
５２．５０ ３２．３１

合　计
进口 ４８．０２ ７５．６０

出口 ５７．４０ ８６．８９
１６２．４９ １００

数据来源：《２０２１年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报告》。

根据统计数据，２０２１年，上海市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出口总额为１６２．４９亿元，同比上升５４．１４％。

其中，文化服务进出口额为５２．５０亿美元，同比上升２２．７２％，较２０１９年增长４．１９％（见图１）。由此可以

看出，上海文化服务海外输出力度不断加大，市场竞争能力不断提升，全球受众覆盖面日益扩大。

图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上海对外文化贸易进出口总额及增速

数据来源：《２０２１年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报告》。

　　２．上海文化海外活动增多，文化贸易促进机构“走出去”的步伐加快

依托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上海）等平台，现已经成功开展了“上海文化海外行”活动，创新“抱

团出海”“借船出海”和“自主创办”等海外营销模式，支持百余家企业参加４０余个境外知名展会，１０余

个“一带一路”沿线文化展会，并举办文化授权交易会等自办展览论坛活动。此外，文化贸易语言服务

基地在伦敦设立海外办事处，全球最大的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基本建成。

　　（二）上海文化贸易基地、平台等发展载体创新突破

为推动对外文化贸易创新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商务部、中央宣传部等部门先后遴选出两批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上海市徐汇区、上海仓城影视文化产业园区分别入选首批和第二批。

　　１．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徐汇区）多维度推进文化“走出去”

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徐汇区）聚焦艺术贸易、数字动漫、知识产权、新闻出版等重点领域，着力孵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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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本土文化，助推中华传统走向全球。徐汇区共有７家企业入选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

企业，占全市的１／５；４个项目入选２０２１—２０２２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项目，占全市的１／３，２０２１年重点

企业出口额达８．４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８０％。在商务部、中央宣传部等四部门印发的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首

批十三个创新实践案例中，徐汇基地的“打造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品牌　建设全球艺术品交易中心”“坚

持数字赋能、政策赋能、平台赋能，激发文化贸易发展活力”两个案例入选，且首轮综合评价得分名列前茅。

　　２．上海仓城影视文化产业园出口影视文化产品再创新高

２０２１年８月，上海仓城影视文化产业园区入选第二批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上海仓城影视文化产

业园区中从事文化出口业务的企业有９０多家，其中，有３家被认定为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据统

计，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园区的文化出口总额高达１．３６亿美元，有近１万个小时的中国影视精品行销全球

１０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良好反响。比如，首部全面反映抗疫题材的《在一起》先后被多个传统媒体

和新媒体平台发行至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在肯尼亚、巴基斯坦等亚非地区的国家电视台播放；《小

别离》在蒙古国播出时，力压同期韩剧，排名收视榜首；《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成为首部入选法国戛纳电

视节全球最受欢迎的剧目。

　　３．综合性文化服务平台助力中国与世界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双向流通

上海综合性文化服务平台让国际展品变商品、让国际展商变投资商、让国际展会变发展机会，将

来自国内外的文化及相关企业集聚在一起，不仅增加了文化创意交流互鉴的机会，帮助企业寻找到合

适的合作对象和发展机遇，而且创造了文化创意与其他产业协同发展的条件，促进对外文化贸易的长

度、宽度、深度不断延伸。

例如，上海特色服务出口基地（语言服务）凭借专业语言服务的明显优势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上海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等作为专业化平台，全方面、立体式地推动

中国与世界优质文化产品与服务合作交流。

以长三角国际文化博览会（简称文博会）为例，第四届长三角文博会取得巨大成功，全面启用ＵＦＩ

（Ｕｎ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Ｆａｉｒｓ，国际展览联盟）的认证标识，并建设海外云互动空间，邀请全球文化产业

发达和富有特色的国家和地区的代表性企业和机构参加，助推后疫情时代的文化产业国际合作。

　　（三）文化贸易犐犘为文化出海书写“上海符号”

十八大以来，上海深入贯彻落实文化“走出去”国家战略部署，加快推动文化贸易创新发展，以全

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为导向，以用好、用活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资源为主线，深化建设更

加开放包容、更富创新活力、更显人文关怀、更具时代魅力、更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国际文化大都

市，加快打造一批海派特色突出、城市特质彰显、内涵价值丰富、感知识别度高的国内国际知名文化品

牌，构建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ＩＰＳＨＡＮＧＨＡＩ，让世人更好感知中国风、东方韵。围绕这一目标，上海

市商务委员会遴选了十大文化出海ＩＰ，为文化出海书写“上海符号”，上海十大文化出海ＩＰ见表２。

表２　上海十大文化出海犐犘

序号 文 化 企 业 文 化 产 品

１ 上海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火种 寻找中国复兴之路》多语种版权海外合作项目

２ 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 《十万个为什么》中国少儿科普“走出去”项目



第二部分　专题报告

６２　　　

续　表

序号 文 化 企 业 文 化 产 品

３ 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 面向海外市场的《文化中国》丛书

４ 上海米哈游天命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原神》国际化运营和海外推广

５ 上海莉莉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游戏《万国觉醒》国际化运营和海外推广

６ 啊哈娱乐（上海）有限公司 动画《伍六七》海外播映

７ 上海宽娱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动画《天官赐福》海外播映

８ 阅文集团 漫画《全职法师》海外传播

９ 上海时空之旅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杂技剧《时空之旅》国际合作编创项目

１０ 上海耀客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电视剧《在一起》海外播映

　　１．在文化翻译方面，“翻译中国”为文化出海搭建起沟通桥梁

２０２１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有限公司的《十

万个为什么》、上海新闻出版发展有限公司的《文化中国》丛书，以多语种、多平台同步输出的方式触达

多个国家和地区，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发展之路、文化底蕴与文化魅力。

　　２．在文化内容方面，“上海出品”用内容打开世界之门

中国原创动画《伍六七》讲述了“爱与包容可以化解一切仇恨与偏见”，它用中国原创讲好全球故

事；抗疫题材剧集《在一起》向世界讲述了关于爱和守护的中国精神，揭示了中国抗疫的伟大事业为世

界贡献了中国方案与智慧。上海文化产业对外传播的关键，也是内容先行，用高品质叙事讲好中国故

事的“上海出品”，成为上海文化产业稳扎稳打，持续向上的一张名片。

　　３．在文化形式方面，多元文化形式创新演绎文化之美

阅文集团旗下的漫改作品《全职法师》，首次上线日本最大的网络漫画平台时，荣登人气榜第一；Ｂ

站旗下的动画改编作品《天官赐福》上线以来热搜不断，先后在Ｆｕｎｉｍ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ｆｌｉｘ海外流媒体平台

亮相，上榜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播放量ＴＯＰ１０。

　　４．在网络游戏方面，网络游戏成为文化产业出海的新引擎

自２０２０年起，米哈游旗下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原神》和莉莉丝旗下的《万国觉醒》策略类手机游

戏“杀出重围”。《原神》通过打造带有中国地域元素的游戏场景、开发具有中国民族乐器元素的游戏

音乐，《万国觉醒》通过设计中国历史人物的游戏角色和基于中国历史故事的游戏关卡，让来自世界各

地的玩家，可以通过指尖了解中国的人文风情和历史文化。

　　（四）数字技术赋能文化生产，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在数字技术赋能下，文化服务贸易的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

生活分享平台小红书的ＲＳＰＡＣＥ实验室展示了元宇宙和时尚领域的碰撞；数字上海时装周秉

承“立足本土兼备国际视野”和“创意设计与商业落地并重”的定位理念，汇集充满科技感的创意秀、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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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式的时装数字影像、戏剧式的演绎呈现，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为观众带来独具特色的全民时

尚盛会；哔哩哔哩的国创动画《三体》，已在Ｂ站积累了近３００万的追番和４０００多万次的播放，展示了

中国科幻ＩＰ的无限可能性；米哈游科技有限公司将京剧等中华传统文化融合到网络游戏中；沐瞳科

技有限公司的电子竞技游戏《Ｍｏｂｉｌｅｌｅｇｅｎｄｓ：ＢａｎｇＢａｎｇ》风靡东南亚，体现全球电竞赛事的热烈氛

围；《上海日报》推出的国际传播新品牌Ｓｈｉｎｅ形成了面向国际主流受众的原生英语信息流；国内首家

全数字英文新媒体ＳｉｘｔｈＴｏｎｅ则将中国立场、中国视角、中国特色融入“有人情味的报道”，让国际社

会更加了解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

在文化强国与数字经济两大战略的共同驱动下，文化产业链条和商业模式有望获得重构，文化产

品及服务输出也有望向更高产业附加值的领域发展，上海文化的竞争优势进一步增强。

　　（五）政策汇聚，有力支持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发展

文化建设已上升至国家战略发展的新布局，上海促进文化出海政策陆续出台（见表３）。《上海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弘扬城市精神和

城市品格，提升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软实力”。

表３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上海支持对外文化贸易相关政策

政 策 名 称 发 布 单 位 时 间 对文化出海的影响

《上海市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实施方案》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８．０９

建立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集群，加

快形成服务贸易海外市场拓展体系

《健康上海行动（２０１９—２０３０
年）》

上海市健康促进委

员会
２０１９．０９

发展境外中医药医疗、养生、保健、教

育、文化等服务

贯彻《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

发展规划纲要》实施方案

中共上海市委、上

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０．０１

大力推动文化贸易、共建重大创意产

业和文化项目、文化龙头企业

《关于推进本市国家级经济技

术开发区创新提升打造开放型

经济新高地的实施意见》

上海市商务委员

会、上海市发展和

改革委员会、上海

市经信委

２０２０．０４
加快发展服务贸易、文化创意产业等，

打造现代服务业集聚区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进一步促进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

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

区管理委员会

２０２０．０５
加快服务贸易集聚发展、文化服务、文

化装备产业发展

《上海市服务贸易促进指导目

录（２０２２年版）》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等１１部门
２０２３．１

培养文化出口重点企业，打造文化出

口重点项目

《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

会（含常委会）
２０２１．０１

文化大都市功能全面升级，文化、旅

游、体育深度融合发展

《“十四五”时期提升上海国际

贸易中心能级规划》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１．０４

健全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提升“上海服

务”品牌和服务贸易综合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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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政 策 名 称 发 布 单 位 时 间 对文化出海的影响

《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防

范与合规指南》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０７

以期增强企业风险防范与合规建设能

力，提高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核心竞争力

《上海市数据条例》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

会（含常委会）
２０２１．１１

为数据要素化和要素数据化提供制度

保障

《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

五”规划》
上海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２．０６

发展数字贸易，建设临港数字贸易枢

纽港示范区

资料来源：课题组通过查阅上海市政府官网、北大法宝数据库整理。

其中，《上海市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２０２０）提出，要“扩大文化、旅游服务的

全球影响力”。在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上海市政府还高度重视文化服务贸易的风险防范工

作，连续三年为３００余家企业提供国际化经营合规体检服务，上线“上海国际经贸合规法律服务平台”

及移动端，发布《上海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防范与合规指南》，以及时、精准的公共服务，助力企业主动

合规、有效合规、科学合规。在数字文化服务贸易方面，《上海市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强调数

字贸易发展要“对标国际自由贸易规则，大力发展云服务、数字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等数字贸易，推动

建设临港数字贸易枢纽港示范区”。《上海市数据条例》为数据要素化和要素数据化提供制度保障，为

数字服务贸易发展保驾护航。

二、 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全球进入服务经济时代，打开上海文化服务贸易的增长空间

　　１．全球经济服务化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增长

服务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为６９．７％，占比稳步提升，服务领域跨国投资方兴未艾，带动服务贸

易蓬勃发展。全球价值链加速重构，以研发、金融、物流、营销、品牌为代表的服务环节在货物贸易中

的含量持续提升，服务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愈加凸显。

　　２．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日益牢固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２０２１年，我国服务贸易持续快速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达５２９８２．７亿元。

２０２１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８．２％，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５３．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

１万美元后将继续攀升，人民群众对优质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推动服务贸易规模扩大与质量提升。

这表明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动能显著增强，服务业提质增效的态势明显，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的活力持

续释放。

　　３．我国文化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２０２１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１１９０６４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０％；两

年平均增长８．９％，比２０１９年同比增速加快１．９个百分点。这表明２０２１年我国文化产业正逐步恢复，

文化产业体系不断健全，文化产品供给质量稳步提升，文化消费市场总体趋向活跃，文化市场主体发

展活力将进一步增强，文化产业规模有望持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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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上海文化产业增加值及占ＧＤＰ均比重逐年递增

２０２０年，上海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２３８９．６４亿元，占ＧＤＰ的比重为６．１％，占全国文化及相关产

业总增加值的比重为５．３１％（见图２）。按活动性质分析，上海文化核心领域创造的增加值为１９５３．９９

亿元，占全市文化产业的比重为８１．７７％；文化相关领域创造的增加值为４３５．６６亿元，占全市文化产业

的比重为１８．２３％，这为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增长空间。

图２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上海市文化产业增加值

数据来源：《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２０２１）》。

　　（二）数字经济发展加速文化贸易数字化转型

　　１．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潜力加快释放

《２０２２年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显示，２０２１年，全球４７个主要经济体的数字经济规模为３８．１万亿

美元，较去年增长５．１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发展的活力持续释放；同时，全球数字经济对第一、二、三产

业持续渗透，数字技术在传统产业的应用率先在第三产业爆发、数字化效果最显著。２０２１年，全球４７

个经济体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第一产业数字经济的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４５．３％、

２４．３％和８．６％（见图３），分别较２０２０年提升１．３、０．８和０．６个百分点。世界贸易组织预测，随着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的不断加快，以数字网络方式提供的跨境交付在服务贸易提供方式中的比重持续扩大，

在线教育、视听服务等线上文化消费将爆发式增长。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加快文化产业和贸易数

字化进程，国际数字内容文化市场日益繁荣。

图３　数字经济渗透率

数据来源：《２０２２年全球数字经济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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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和数字文化贸易迎来重大机遇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１）》显示，２０２０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３９．２万亿元，占ＧＤＰ

的比重为３８．６％，位居世界第二。《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２）》显示，我国数字经济存量企业数

量连年递增，截至２０２２年８月月底，全国数字经济产业共有１６６２３３０家企业，占全国企业的５．０１％

（见图４）。数字经济的繁荣发展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也正在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增强数字

服务供给能力，数字贸易、版权交易、在线教育等文化数字服务出口成为我国出口新的增长点。

图４　２０１７—２０２２年全国数字经济存量企业数量变化

数据来源：《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２０２２）》。

　　３．上海数字文化出口快速发展

上海很多博物馆已开展了数字虚拟展览，通过数字化赋能，不仅将上海文化、中国文化传递出去，

互联网的交互性还帮助上海传统文化与其他世界文化展开交流。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月推出线上画

廊单元，通过“互联网＋交易服务”打通全球艺术品交易链条；采用云会议、云展览、云直播的方式，面

向全球开展作品展示、论坛交流、艺术品交易，为全球高品质艺术交易提供一站式服务；致力于向世界

传达中国文化价值，树立上海文化的“金名片”。上海各园区组织企业积极参加香港国际影视展线上

版，为企业提供全方位线上影视跨境交易服务渠道，香港国际影视展作为亚洲最大的影视展，也是全

球举足轻重的电影交易市场之一，园区通过平台进行全方位的宣传推广，藉以扩阔人脉网络、洽谈交

易，有利于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三）不断完善的区域经贸合作网络，拓展文化服务贸易的“朋友圈”

坚持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坚持在对外开放中谋发展、谋合作、谋共赢是我国文化服务贸

易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因素。截至２０２１年年底，中国与１７个国家建立贸易畅通工作组，与４６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投资合作工作组，与２３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同１４个国家建立服务贸

易合作机制。

　　１．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合作日益紧密，潜力持续释放

截至２０２２年４月，我国已经与１４９个国家、３２个国际组织签署了２００多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２０２１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进出口总额超１１００亿美元，同比增长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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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签署

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１５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的正式签署成为东亚经济一体化最重

要的一项成果。ＲＣＥＰ在服务贸易方面签署了一揽子措施，包含消减各成员影响跨境服务贸易的限

制性、歧视性措施，采用“负面清单”的方式进行市场准入承诺以及在金融服务、电信服务、专业服务等

领域的进一步开放。ＲＣＥＰ的正式签订和实施，将进一步促进形成东亚区域一体化市场，为文化服务

业创造一个更加稳定、开放、透明和便利的投资环境。

　　（四）全球知名文化品牌逐渐增多，核心竞争力持续提高

文化产业特别是创新类、设计类等高附加值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正在逐渐提高，这使得企业开

拓国际高端文化市场的能力逐渐增强。

其中，网络游戏、网络短视频等产业快速发展，新媒体产业出海进程持续升级。在复杂多变的国

际政治形势下，我国新媒体机构逐渐转向非洲、拉美、东南亚等新兴市场。例如，２０２１年１月，字节跳

动旗下的网文出海产品Ｆｉｚｚｏ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上线；８月，华为宣布将在突尼斯开设研发与

创新中心，为突尼斯提供医疗服务、技能培训和就业机会；１２月，快手海外版Ｋｗａｉ在巴西市场测试直

播电商业务。２０２１年，我国新媒体产业通过优化国际市场布局，全球知名文化品牌逐渐增多。

以网络游戏为例，上海米哈游旗下的《原神》为我国游戏产业发展树立了标杆，全球文化传播的社

会功能逐渐增强。

　　１．加大技术和研发投入

米哈游在《原神》开发上前后投入超过１亿美元，上线后每年还要花费２亿美元进行持续开发，这

使得产品在画面渲染、数据处理速度、系统架构设计上能够匹配其预期达到的效果，增强了产品的核

心竞争力。

　　２．兼顾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差异

不仅有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不统一、人文节日错综复杂等问题，还有文化表现形式上的差异，例

如，蒙德地区的“风花节”和“羽球节”活动参考了西方节日进行制作，璃月的“逐月节”和“海灯节”则以

中华传统节日为原型制作。

　　３．开发“开放世界＋多平台”游戏

兼顾融通ＰｌａｙＳｔａｔｉｏｎ平台、ｉＯＳ、Ａｎｄｒｏｉｄ、ＰＣ平台等，开发复杂程度非常高，需要站在跨平台角

度去思考游戏的制作，了解各个平台的优劣点，同时确保它既能够在各平台顺畅运行，又能发挥平台

的硬件特性。正是因为《原始》在技术研发、文化差异以及跨端产品开发中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才使得

《原神》的全球ＤＡＵ（ＤａｉｌｙＡｃｔｉｖｅＵｓｅｒ，日活跃用户数量）屡创新高，并成为现象级产品。

三、 上海对外文化贸易发展提升战略

　　（一）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促进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

　　１．强化组织领导

由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牵头，与市委宣传部、文化和旅游局、区级各相关单位等建立多方联络员机

制，定期召开会议，通报各单位的工作推进情况，讨论并解决遇到的问题，畅通信息渠道，统筹政策制

定，扶持企业发展，共同推进基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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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加强政策引领

上海市级及各区级政府要进一步加大文化服务贸易扶持政策的支持力度，坚持创新引领、数字驱

动、消费带动，激发产业创新活力，聚焦产业融合发展，全面提升徐汇区文化、艺术、传媒等产业发展的

能级和水平，打造现代文化产业高地和文化服务出口高地。

　　３．深入调查研究

积极开展各项文化产业政策和服务贸易课题调研，开展文化服务贸易数据统计分析，探索区域文

化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加强对文化服务贸易竞争力的调查和分析，了解和掌握国际市场需

求，为下阶段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方向和政策扶持提供决策依据。

　　４．加强文化贸易知识产权保护

加快知识产权服务出口，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提升知识产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水平。通

过不断做强区域知识产权服务能级，促进文化产品及原创ＩＰ的知识产权保护，为区域内更多文化产

品“出海”保驾护航，为上海市文化服务贸易发展赋能增效。

　　５．建立安全高效便捷的海关综合监管模式

加强与海关、外汇部门的沟通联系，建立安全、高效、便捷的海关综合监管模式，为文化出口基地

的文化产品出口开辟通关、结汇绿色通道，提供２４小时预约通关服务，提高文化贸易便利化水平。

　　（二）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开放，激发市场竞争活力

　　１．积极探索高水平开放的路径

探索有序放宽文化领域的限制性措施，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

点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等先行先试的作用，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围绕文化领域开

放开展压力测试，建立健全适应新形势、新需要的风险防范机制。

　　２．深化文化领域审批改革

聚焦推动文化传媒、网络游戏、动漫、创意设计等领域发展，开展优化审批流程改革试点，扩大网

络游戏审核试点，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探索设立市场化运作的文物鉴定机构，鼓励社会力量参

与博物馆展览、教育和文创开发。

　　３．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

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序扩大出版物、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体育、演艺和文化

艺术等领域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促进高水平市场竞争。

　　（三）加快数字化赋能，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

在优化文化服务贸易发展模式方面，要加大工作力度，努力通过数字化、特色化、创新性、融合性

的发展模式，最大限度地促进上海文化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

　　１．加快数字经济赋能文化服务贸易发展

打造多元化数字文化衍生品，丰富经典ＩＰ的文化和经济价值，将传统形态的文化产品进行数字

化升级后生成全新的数字产品，能够催生文化服务新业态，使文化内容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不断

提升。完备数据治理体系，促进文化服务贸易健康快速发展。数据治理规则的完善能够为数据要素

市场的有效运行提供保障，为文化服务贸易的发展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

　　２．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提高文化创新水平

持续提升文化科技创新的能力，加强文化共性关键技术研发，大力加强文化服务产品的开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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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在挖掘上海传统特色文化方面要采取更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在传承本土文化的过程中进行技术

创新，进一步强化创新文化的影响力，运用ＶＲ技术、３Ｄ技术、５Ｇ技术等打造具有吸引力、影响力的

文化服务产品，促进文化新兴业态的健康发展。

　　３．开拓元宇宙生态新赛道

探索元宇宙发展顶层设计，通过组建产业生态联盟、打造创新中心等方式，促进元宇宙与文化产

业加速融合；构建“产业生态网”“能量传导网”，全力支持探索技术互融、生态共建，充分释放上海文化

场景资源集聚优势，提升文化体验，打造一批具有影响力的标杆应用，打造数字文化新高地。

　　（四）聚焦重点产业，构建多层次的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１．加快推进“两中心、两之都、两高地”建设

继续做大做强影视、演艺、艺术品、电子竞技、网络文化、创意设计等重点产业，聚焦重点领域、关

键环节和重大项目，实施“文化＋”“＋文化”战略，建设具有核心竞争力、国际影响力的文化创意产业

中心，包括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亚洲演艺之都、全球电竞之都、网络文化产

业高地、创意设计产业高地。

　　２．构建多层次文化产业发展格局

实施文创领军企业培育计划，力争形成头部企业带动、腰部企业支撑、小微企业创新的产业创新

发展生态。充分发挥文化发展专项资金的叠加效应，强化重点企业、重点项目对接，引入和培育一批

标杆型企业；支持有特色、善创新的中小企业发展，壮大影视文化贸易主体队伍。

　　（五）强化内容建设，不断提升“走出去”的竞争力

　　１．扩大出版物出口和版权贸易

推动主题出版物出口，扩大文学艺术、传统文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出版物和学术期刊、教

材、少儿读物、学术数据库等产品的出口。积极发展版权贸易，提升版权出口质量，优化内容品质和区

域布局，拓展版权出口渠道和平台。提升外向型图书整体策划、编辑出版和设计印刷水平，积极参与

国际合作出版，提高国际市场影响力。

　　２．鼓励优秀广播影视节目出口

支持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综艺节目创作和出口，加大海外推广的力度，创新叙事方式，

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将“上海出品”打造成上海文化产

业稳扎稳打、持续向上的一张名片，从而提高上海文化服务“走出去”的国际竞争力。

　　３．推动上海特色文化“走出去”

加强传统文化典籍、文物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网络化转化开发，面向海外用户开发一

批数字文化精品。支持艺术家、传承人等与专业机构开展合作，实现资源整合，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六）发挥文化贸易基地、平台促进效应，激发创新发展新动能

　　１．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

作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上海徐汇区、上海仓城影视文化产业园区要持续发挥文化贸易基地的示

范带动作用。优化国家文化出口基地的营商环境，为文化贸易企业、人才、资本、技术、数据、信息集聚

创造有利条件，完善多元化的支持举措，以发挥基地的集聚示范引领效应。鼓励各基地挖掘特色优势



第二部分　专题报告

７０　　　

文化产业出口的潜力，建设具有上海特色的文化出口基地。

　　２．鼓励数字文化平台国际化发展

引导文化领域平台类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做大做强，支撑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内容、

模式创新。鼓励平台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平台的海外影响力，带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

　　３．加强特色服务出口基地建设

进一步优化语言服务结构，打造“语言服务＋语言技术”的发展模式，不断为国际组织、政府机构

和企业单位提供优质的语言服务；积极把握语言服务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甚至区块链等新技

术加速融合的趋势，优化自主创新成果；全面统筹语言的不同功能，以优质语言服务助力国际传播高

质量发展，对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发挥积极作用。

　　（七）创新贸易方式，持续推动文化出口多样化

　　１．推进文化出口便利体系建设

探索信息化互联网技术在文化贸易中的应用，推动影视交易云平台搭建，为影视出口企业提供全

方位线上影视跨境交易服务，推动文化贸易数字化发展。通过开展影视文化贸易专题对接活动，加强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影视文化产业合作。

　　２．支持重点企业的海外拓展

支持柠萌影业、克顿文化传媒等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开拓日韩、东南亚、欧洲和北美业务，打响

“上海文化”品牌，提升“仓城影视”的影响力。

　　３．推动文化出口新增长点

推动企业与高科技、旅游、网红经济、展览展示等融合发展，率先实践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提

升行业的整体实力。

　　４．积极推动行业国际标准制定

支持企业积极参与行业国际标准制定，推动影视企业从单纯的出口产品走向出口服务、技术和

标准。

（执笔：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　刘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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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离岸服务外包发展报告

　　２０２２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地区冲突加剧、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及不确定性增强等多重不利因

素叠加的影响下，上海积极对标“五个中心”建设的规划要求，以创新驱动服务外包向数字化、智能化

和高端化转型升级，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再创佳绩，增幅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凸显了上海服务外包产业

发展的韧性和竞争力。

一、 取得成效

２０２２年，上海离岸服务外包合同和执行金额继续实现两位数增长，分别为２０８．５亿美元和１４５．９

亿美元，分别占全国总金额的１０．３％和１０．６７％，增速分别为３１．６％和２２．５％。

　　（一）服务外包迈向数字化、智能化和高端化，数字化业务比例提升

大数据、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运营维

护管理、金融保险、医疗健康等服务外包领域广泛应用和融合，大大提升了上海服务外包数字化转型，

全市服务外包数字化业务占比达８３％以上。

　　１．高附加值智能化业务增速加快

２０２２年，全市信息技术外包（ＩＴＯ）、业务流程外包（ＢＰＯ）和知识流程外包（ＫＰＯ）的增速分别为

２６．４％、１７．１％和１９．４％，占全市离岸服务外包的比重分别为５４．７％、２２．８５和２２．５％，其中，信息技术

外包比上年同期提升２．５个百分点。

　　２．新业态高端服务外包增长迅速

区块链技术开发及应用服务、财务与会计管理服务、采购外包服务、检验检测服务和工业设计服

务等分别增长１．８倍、１．１倍、４．３倍、１．３倍和２．１倍。

　　（二）服务外包企业实力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显著提高

　　１．服务外包企业数量增长迅速，中大型企业实力提升

２０２２年，新增服务外包企业１５１家，小型企业快速成长，中大型企业的实力显著增强。２０２２年，

上海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均值为１９１２．５万美元，中位数为３３０．５万美元，呈现“头部强、尾部长”的特

征。其中，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超１亿美元的头部企业数为２９家，比上年度增加６家；头部企业的离

岸外包执行额为６７．３亿美元，占全市的比重为４６．４％，离岸外包执行额业务增量为１５．３亿美元，贡献

全市总增量的５７．０％。

　　２．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竞争力增强

２０２２年，上海共有１９家企业在科创板上市，其中，毕得医药和星环科技两家公司为服务外包企业。

上海毕得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２００７年，是一家以药物分子砌块为核心，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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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所有分子砌块及科学试剂均为自主研发设计，公司成立之初仅有１０多人的研

发团队，２０２２年已成长为近２００人。２０１７—２０１２年，公司获得授权的发明专利仅有１项；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

上升到９项；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年底，共有１６项，另有３５项正在审核中。依托公司强大的研发创新能力，公

司下游客户端覆盖默克、罗氏、恒瑞医药等国内外知名创新药企。星环科技公司成立于２０１３年，是国内

首家登陆Ａ股的大数据基础软件企业，主要为客户提供数据集成、存储、建模、分析等服务。２０１９—

２０２１年，公司的复合增长率为３７．８％。２０２２年前三季度的营业收入为１．７１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８％。

２０２２年，公司自主研发的产品已经更新到第九代，基本实现核心代码自主编译；公司的产品已应用于

金融、政府、能源、电信等七个涉及国家命脉的重要领域，成为国内大数据软件的“领航员”。

　　（三）离岸服务外包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犚犆犈犘和“一带一路”成员国增长亮眼

　　１．美国、欧盟和中国香港是主要市场

全市企业２０２２年承接美国、欧盟、中国香港离岸服务外包额分别为５７．３亿美元、２３．８亿美元、

２２．２亿美元，合计占全市的７０．８％。其中，欧盟、中国香港的业务增速分别达２７．９％、３４．８％。欧洲国

家的新兴市场———卢森堡和芬兰的离岸执行额增长突出，分别增长６．４倍和４４．３％。

　　２．ＲＣＥＰ和“一带一路”成员国增长亮眼

全市承接ＲＣＥＰ和“一带一路”成员国的离岸执行额分别增长２９．２％和４４．６％。在ＲＣＥＰ国家

中，来自新加坡的服务外包额最多，为１４．５亿美元，占总额的１０％左右，业务增长４３．８％；柬埔寨、马

来西亚和澳大利亚等新兴市场的离岸执行额分别增长１．３倍、１．０倍和３３．９％。在“一带一路”成员

中，来自西亚、北非１６国的业务增长１．８倍。

　　（四）服务外包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１．稳就业

截至２０２２年年底，全市共有服务外包企业２７４０余家，共吸纳就业５３．２万人，当年新增就业３．５

万人，其中的７２．７％为本科以上学历。

　　２．示范园区能级继续提升

全市５个市级服务外包示范区和１６个市级服务外包专业园区承载全市８０％的离岸业务。全市

各示范区，尤其是专业园区的定位和特色各不相同，其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增强，促进了上海服务外包

的规模化和高端化。以上海医药服务外包为例，目前已形成研发、测试、临床、商业化全产业链发展模

式，培育了睿智化学、美迪西、桑迪亚等龙头和骨干企业，还涌现了缔脉等一大批后起之秀。服务外包

示范区黄浦区高增值的业务流程服务外包和知识流程外包的增速分别高达１．１倍和４５．１％。

　　３．示范园区辐射和示范效应凸显

以张江生物医药产业园区为例，在医药研发外包业（ＣＲＯ）快速兴起之后，２００９年，张江引进新药研发

创新孵化模式，实施“风险投资＋知识产权＋研发外包”的ＶＩＣ（ＶＣ＋ＩＰＣ＋ＣＲＯ），由政府引导资金和风险投

资主导为中小企业研发新药搭建管道。在这一模式的刺激下，从ＣＲＯ公司出来的人陆续在张江创办了１００

多家科技创新型企业，成为张江园区最早一批国产新药创业者。目前，张江药谷已发展成为全球瞩目的生

物技术和医药产业创新集群，并对南汇周康、奉贤区星火、徐汇区枫林、青浦区等医药产业扩展基地形成

示范和辐射效应，促使上海形成了以现代中医药、生物技术、化学制药、精密医疗器械等为主的多层次的

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系统。２０２２年，上海自主研发的多格列艾汀片等４个１类国产创新药获批，数量位列

全国第一；新增５９个药品批准文号，通过仿制药质量与疗效一致性评价的药品批准文号５３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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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主要工作

２０２２年，上海加快推动落实《上海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加快公共服务平台

建设，多种政策组合促进服务外包企业复工复产，推进服务外包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

　　（一）多方位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 推动服务外包转型升级

　　１．建立服务外包人才供需对接机制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会同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实现服务外包产业岗位信息与公共就业

信息服务平台对接；支持优质服务外包企业申请成为本市就业见习基地或创业见习基地，与高校共同

培育服务外包人才。

　　２．完善服务外包创新创业公共服务平台

在浦东软件园等重点区域建立完善“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园区”的阶梯式服务体系，提

供孵化空间及投融资、政策辅导、产业对接、媒体宣传等服务及创业解决方案，聚集了ＳＡＰ、高通、花

旗、七牛云等龙头企业，形成数字算力、数字算法、数字服务、数字应用的数字贸易生态体系。此外，依

托“国际数据港”的先试先行，临港新片区已实现首家企业通过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试点，建成国际

互联网数据专用通道。上海国际数据港发展联合研究中心和上海国际数据港汽车数据联合研究中心

宣布成立，上海技术标准创新基地（跨境数据流通）也宣布启动，该创新基地重点围绕国际互联网数据

跨境安全有序流动，以场景为导向，致力于成为促进跨境数据流通标准化建设的新型智库与支撑平

台。该平台的建设为后续各类新模式服务外包发展奠定了基础

　　３．构建服务外包长三角交流平台

依托长三角服务贸易一体化发展联盟，开展服务外包业务培训，初步构建资源整合的长三角外包

国际交流促进平台。

（１）成功举办首届上海数字贸易论坛。２０２２年１１月８日，以“数字贸易枢纽港　开放合作新启

航”为主题举办首届上海数字贸易论坛，推动数字技术、数字产品和应用场景的创新发展，推进服务外

包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举办软件贸易分论坛，探讨促进软件企业转型升级的路径；举办数字贸易发展

和标准化分论坛，搭建数字贸易行业标准交流平台。

（２）举办“张江研发＋上海制造”推介会。以“四清单”（空间载体清单、研发项目清单、扶持政策

清单、沟通联络清单和宣传推介活动）为抓手，强化医药研发与制造的对接服务，放大金融资本服务实

体经济的效能；以园区推介活动为抓手，全力推进本市打造全球生物医药研发经济和产业化高地。

　　（二）多渠道推进上海服务外包业务拓展

　　１．组织外包企业参加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搭建上海城市形象展，将上海服务外包工作及及其成就纳入上海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

贸易国际枢纽港的成果中一并展示，并推出《２０２２上海服务贸易推介手册》。

　　２．推进服务外包内外信息传递

在服务外包企业推广方面，发布《上海服务外包企业海外行》，介绍上海服务外包的优势、政策以

及各类型服务外包重点企业；在帮助服务外包企业业务拓展方面，发布了《ＲＣＥＰ电子商务规则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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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开拓指引》《服务贸易海外重点市场拓展指南（ＲＣＥＰ）》《服务贸易海外重点市场拓展指南（欧盟）》。

　　３．展开ＲＣＥＰ系列培训和服务咨询站

２０２２年１月１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为帮助服务外包企业抓住ＲＣＥＰ生

效的红利，组织“商务政策课堂”ＲＣＥＰ政策系列培训会，帮助企业更好地熟悉ＲＣＥＰ的内容和规则；

同时，在上海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运营中心、外高桥保税区管理局、虹桥国际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和

长宁区商务委设立４家ＲＣＥＰ企业服务咨询站，通过线上线下多种途径，为服务外包企业提供ＲＣＥＰ

相关优惠措施的咨询服务。上线ＲＣＥＰ最优关税查询系统。

　　（三）多政策促进服务外包企业提质增效

　　１．多渠道为企业减税、减费让利，帮助企业复工复产

为缓解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上海出台《上海加快经济恢复和重振行动方案》，通过承租国有房屋

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服务外包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２０２２年免除６个月的房屋租金；降低用水、用

电、用气、用网的成本；加大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力度，对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等６个行业企业（包括服务外包企业）的存量留抵税额全额退还、增量

留抵税额按月全额退等。

　　２．继续实施国家和地方专项资金支持政策

印发《２０２２年度国家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服务贸易）实施细则》，对国际资质认证、开展研发活

动等服务外包企业业务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市商务委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继续对服务外包企业提

供支持。重点支持国际服务外包业务额不低于５０万美元，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和服务能力，与服

务外包发包商签订提供中长期服务外包业务合同（１年以上）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员工占员工总数的

５０％以上的各类服务外包企业，帮助重点服务外包企业做大做强。

　　３．服务外包小微企业实现信用保险全覆盖支持

会同中信保上海分公司实施全国首个针对服务外包全行业的小微企业低费率出口信用保险统保

政策，为全市３８０余家服务外包小微企业开拓新市场提供保障支持。

　　（四）多举措优化服务外包营商环境，打造制度创新高地

２０２２年１月，上海市政府印发《上海市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实施方案》，从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投资

环境、涉外营商环境、创新环境、监管环境、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创新引领高地、区域合作、法治环境

１０个方面提出了１７２项改革举措。

　　１．技术和数据赋能，进一步优化企业服务体系

优化市区两级企业的服务云平台功能；聚焦惠企政策、普惠金融、专项资金、用工就业、服务贸易

等领域；建设标准统一、内容完备的“一网通办”知识库，持续提高在线智能客服“小申”的服务水平。

　　２．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完善科研人员职务发明成果权益分享机制，健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风险分担机制和质物处理机

制等。发挥知识产权的融资作用，鼓励商业银行加快办理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贷款。

　　３．优化通关全链条全流程

制定了《上海口岸２０２２年深化跨境贸易营商环境改革若干措施》，推动“单一窗口”服务功能由口岸

通关向口岸物流、贸易服务等全链条拓展，实现全流程作业无纸化；进一步完善“两步通关”“提前申报”

的通关模式；深入推进“主动披露”制度和容错机制实施，推进关税支付便利化；推进出口退税免申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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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下一步工作的主要考虑

上海将按照全国商务工作的总体要求，围绕“五个中心”建设，发挥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试点城

市和外包示范城市的作用，推动服务外包进一步转型升级，继续打造“上海服务”的品牌。

　　（一）持续优化服务贸易发展的营商环境，推进服务外包深度融入上海“五个

中心”建设

　　１．推进“一网通办”企业服务版

实行“一网通办”企业服务版Ａｐｐ，建立服务外包企业—园区—政府的畅通联通机制，加强对企业

诉求的快速响应和解决。围绕高频证照变更联办、企业员工录用、商事纠纷化解解决、知识产权保护

等企业服务的重点领域，实行一站式服务；推动知识产权保护“一件事”集成服务。

　　２．加快转型升级承载区建设

上海市服务外包示范区与示范园区基本也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点承载区。围绕上海“五

个中心”建设目标规划，以示范园区为载体，推进服务外包发展深度融合“五个中心”建设。对于相对

比较成熟的服务外包园区，加强服务外包示范园区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吸引符合条件的高端研发

外包企业入驻，持续提升服务外包的水平，加快服务外包对其他产业的发展促进作用。对成长性服务

外包园区，鼓励特殊项目培育，加快拓展园区发展规模与效率；支持市北高新园区培育８Ｋ＋５Ｇ＋云解

决方案等创新项目，推动创智天地加快培育云服务平台和数字内容企业等；在浦东新区、临港新片区

等开展服务外包创新引领、先行先试的改革；建立服务外包示范园区之间的交流与联通平台。

　　３．加大对中小服务外包企业的扶持力度

针对服务外包中小微企业发展的痛点和需求，从金融服务、企业服务、信用服务等方面进行支持；

继续推进中小微服务外包企业信用保险，加快服务外包产业链的完善。

　　（二）夯实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加快培育新模式、新业态

　　１．推进高质量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升级５Ｇ／６Ｇ、通信网络等网络基础设施，提升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的服务能级；加快临港新

片区“国际数据港”建设，推进联合实验室研究成果转换；优化升级人工智能、区块链、工业互联网等数

字平台建设，为服务外包数字化转型提供坚实的软硬件基础。

　　２．大力发展新模式、新业态

依托上海数字建设的基础，积极引导服务外包企业探寻众包、云外包、平台分包等新模式；加快服

务外包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培育数字化制造外包平台，发展服务型制造等新业态。

　　（三）充分发挥上海服务外包的优势，推动服务外包在岸、离岸联动发展

　　１．深化上海和其他城市服务外包转移、承接的合作

加快推进长三角服务外包带各城市之间的一体化建设；构筑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发包与承包信息

对接平台；积极拓展上海与中西部地区服务外包的合作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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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引导、鼓励企业拓展国内市场业务

将在岸外包合同规模企业纳入重点扶持范围；设立服务外包在岸、离岸示范项目；发挥上海服务

外包行业协会和上海现代服务业联合会、服务外包委员会等组织的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拓展在岸服务

外包业务。

　　３．加大ＲＣＥＰ市场的开拓力度

支持企业在ＲＣＥＰ重点市场开展线上线下市场推广活动，加大对日韩、东盟等重点市场的宣传推

介力度，增强企业业务承接能力。依托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大力发展金融服务外包业务；吸引

ＲＣＥＰ成员国高端医疗人才，发展医疗服务研发外包；推动ＲＣＥＰ框架下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持续增

强边境措施的透明度，提升进出口的通关效率。

（执笔：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王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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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发展报告

　　人力资源服务是生产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八大以来，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据统计，目前全国有５．９万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每年为数亿劳动者和数千万家用人单位提

供人力资源专业服务。①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９日，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批复设立我国第一个以人力资源服务业为主要产

业的集聚区———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以下简称园区）在上海静安区正式挂牌。园区的建

设开创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集聚发展的新模式，点亮了整个行业发展的新航标。上海人力资源服务

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能级不断提升，社会效益不断增强，集聚了一批国内外知名的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培养了一批中高层次专业人才，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优质的人力资源配置和管理服务。２０２２

年，上海集聚３６０９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从业人员达６．８３万人，全年的营业收入为４７１９亿元。人力

资源服务业通过优化配置人力资源，极大地提升了人力资源的效能和价值，成为激发人才创新、创业、

创造活力的重要力量。

一、 上海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现状

　　（一）基地发展现状

２０２２年３月，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入选商务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认定的首批人

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以上海人才大厦为核心，向青少年活动中心

和人才培训广场（青年园）、新理想大厦（创新园）、南京西路商圈（国际园）延伸，约２．１８平方千米。其

后，东部园、虹桥园先后建成运行。园区始终坚持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打造了一批优质的人力资源

服务产品品牌，开展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跨区域、跨领域的合作交流，推动了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参

与全球人力资源配置，建成了专业化、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服务链。

截至２０２２年年底，园区已集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４４３家，实现营业收入（含代收、代付）５８１亿元，

缴纳税收１４．９４亿元，开展服务贸易企业分支机构遍布全球１８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区域经济效益显著，

产业集聚发展态势逐步显现。

　　（二）基地服务贸易的主要类型

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业在全国起步较早，自发展初期起即具有市场化、生态化、国际化的特点。上

海在全国率先对外资开放，允许外商以合作或者合资的形式进入本市人力资源服务市场。目前，上海

共引进外资、港澳台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１２９家，另有２３家世界顶级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上海设立

了亚太区、大中华区等区域总部。在“引进来”的同时，又积极服务“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推动本土人

① 《人力资源服务贸易走上高质量发展路》（２０２２年９月７日），中国服务贸易指南网，ｈｔｔｐ：／／ｔｒａｄｅｉｎ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ｎｅｗｓ／ｇｎｘｗ／２０２２０９／１３７６３９．ｈｔｍｌ，最后浏览日期：２０２３年４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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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服务企业深修内功，不断提升把握国际规则、开拓全球市场的能力。经调查，２０２２年，园区人力

资源机构服务用人单位数７．７万家次，帮助实现就业和流动１４１万人次，服务出口额为１１．６７亿美元。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主要通过跨境提供、境外消费、商业存在三种供

应模式，为境内外的服务对象创造人力资源服务供给。基地开展的服务贸易分三类，分别是：直接吸

收外资人力资源机构；本土人力资源机构服务在华外资企业；本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全球化服务。主

要服务贸易产品以招聘与雇佣服务、人力资源管理咨询、人力资源外包为主。

　　１．直接吸引外资人力资源机构

外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对于激发市场竞争活力、满足特定服务需求具有特殊作用，在人力资源服

务贸易结构中占据特别地位。目前，园区共有外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１９家，涵盖中外合资、台港澳法

人独资、外商独资等类型，占园区总机构数的５％。它们的主营业务集中在高级人才寻访、人力资源招

聘、人力资源服务外包等领域。

　　２．本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服务在华外资企业

截至２０２２年１２月，园区共有本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２８６家，其中，国有性质的服务企业１４家，民营

性质的服务企业２７２家。经调查，国内人力资源机构中有１８％以上的企业主要服务客户是外资企业。

　　３．本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全球化服务

“走出去”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要是民营企业。经调查，国内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有的通过境外

上市，如人瑞集团；有的通过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合资、投资入股、收购等方式开展境外业务，如科锐

国际；有的通过战略合作、人力资源技术产品出海等方式实现全球化服务。具体案例如下。

（１）“走出去”，服务中国企业“出海”。比如，上海必博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ＢＩＰＯ）作为静安区

首批“全球服务商”，独创了一套适合中国企业海外落地服务的模式。必博人力自主研发的人力资源管

理系统ＢＩＰＯＨＲＭＳ，提供了适用于７个国家的语言和劳动法，支持薪酬、考勤、休假、报销等所有人力资

源模块，能够帮助人力资源部门针对员工进行从入职前到离职的一站式生命周期管理。目前，必博人力

已经为阿里、腾讯、小米、复星、科兴等国内头部企业以及众多中小企业出海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２）“请进来”，助力海外企业开拓中国市场。比如，Ａ企业是南亚知名的Ｏ２Ｏ（ＯｎｌｉｎｅＴｏＯｆｆｌｉｎｅ，将

线下的商业机会与互联网结合）酒店品牌，利用互联网平台向单体中小酒店提供标准化、人性化的附

加服务以及流量入口，业务覆盖印度、尼泊尔、马来西亚等。２０１７年，该企业进入中国，中国区的人才

团队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为了尽快实现业务目标，企业海外总部委托力德国际协助人才招募工作。

力德采用了项目管理方式，帮助客户对中国人才市场现状进行深入的了解，进而能对后续的人力资源

吸引与管理作出更准确的战略，为客户搭建了一个“可持续”的候选人库，并弥合文化差异，帮助这家

海外独角兽企业在中国与众多的本土互联网大厂争夺人才，９个月内就在中国区拥有２０００多名员

工，业务已覆盖中国１００多个城市，拥有２０００多家线下门店。

（３）“扎下根”，人力资源机构全球化布局。机构出海进入发展中国家所在的新兴市场相对广泛，

在发达国家主要集中在美国、新加坡、澳大利亚、日本等。比如，科锐国际、德筑企业管理在美国硅谷

设立分支机构；领航集团、力德人才、合祚、必博人力等已分别在澳大利亚、英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印

度尼西亚、越南、泰国等国家设立子公司。２０１８年，科锐国际收购了英国领先的招聘服务供应商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ｏ公司，正式进军欧洲人力资源市场，形成全球范围内的高效网络及运营体系。

二、 上海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的特点

基地坚持以体制机制创新、产业引导和环境营造为重点，努力形成企业结构合理、创新研发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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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辐射全球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在助力就业、配置人才、服务全国、链接全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主要呈现以下特点。

　　（一）产业集聚效应明显

　　１．在企业集聚上，聚集了一批高端服务机构

持续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大力引进国际一流资源。目前，基地共有机构３０６家，集聚了一大批国

际、国内领先的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如世界５００强的任仕达、五大猎头公司之一的海德思哲、全

球人力资源５０强的米高蒲志、华尔特等，国有大型综合服务机构上海外服、北京外企、中国四达、中科

航天人才等。

　　２．在行业业态上，形成了一条完备的产业服务链

园区以服务业态分片集聚为导向，将人力资源服务上下游各环节穿成“链”、铺成“扇”，已形成了

覆盖人力资源招聘、人才寻访、人才测评、人力资源培训、人事代理、劳务派遣、职业指导等满足不同层

次人力资源服务需求，服务产品完备多元的产业链。其中，人力资源招聘、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高级人

才寻访占比较大，均在１６％左右；人力资源服务外包、劳务派遣服务次之，占１４％和１２％；人力资源信

息软件服务、人力测评服务以及人力资源培训的比重相对较少。一批与国际化发展相适应的服务业

态在园区初露端倪，行业分工专业化水平、服务产品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见图１）。

图１　上海市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的人力资源服务业态分类

　　３．在数字化转型上，培育了一批高附加值企业

注入新动力，拥抱新机遇。近年来，数字化呈现新亮点，基地不断开展数字化转型，以人力资源信

息软件服务、人才测评以及高级人才寻访为代表的一批与国际化发展相适应的服务业态逐渐成长，行

业分工专业化水平、服务产品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创新培育出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研发能力的

“科技＋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目前，基地已有１５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自主

研发了一系列科技创新产品，涵盖人才招聘、人才测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等业态，大数据、人工智能、

区块链等新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为服务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新动能。

　　（二）政策制度供给强劲

基地始终立足服务国家战略，打响“上海服务”的品牌，综合发挥政府、功能平台、社会组织等优

势，开展行动提升人力资源服务贸易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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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强化政策支持

２０２２年，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本市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进一步实行财税支持政策、进一步拓宽投融资渠道、进一步提升产业发展能

级、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保障四个方面，共提出２３条政策举措促进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加

快赋能上海新时代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提升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国际竞争的更新动能。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出台《上海市人力资源服务“伯乐”奖励计划实施办法》（试行），开

辟了全球化引才的新通道，激励优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为国家和上海引进更多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引

导更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加快“走出去”的步伐，进行全球布局，延伸和拓展引才

的触角和网络，探索形成市场化引才的新机制。基地通过实施人力资源“伯乐”奖励计划，为上海“一

城、三区、一带”等重点区域引进一批各类紧缺、急需的高层次人才，打造了具有政府公信力的行业品

牌。２０２２年，基地共有５家机构获上海市人力资源服务“伯乐”奖，占全市总获奖数的１／４，为本市引

进各类高层次人才作出了积极贡献。

基地还结合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精神，完善静安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新政细化落实，明

确产业新政执行标准和操作流程，形成“市区联动”合力，充分发挥园区在发展产业、壮大市场和集聚

人才方面的作用。

　　２．“一门式”服务

园区构建全开放式的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以上海人才大厦的人事公共服务平台为核心，整合和强

化市、区政府、企业的人才公共服务功能，设立专门窗口，对所有入驻园区企业以及人才提供“一门式”

服务。产业园区已先后入驻上海市人才服务中心、上海海外人才服务中心、上海市医疗保险与社会保

障机构、上海市出入境管理中心、高层次人才之家等公共服务机构，不断丰富和完善了产业园的公共

服务体系，为入园企业提供证照办理业务、社会保险配套服务和医疗保险专门服务、人力资源招聘服

务及档案管理服务、涉外公共服务综合平台等公共服务共计６０余项，提供的公共服务范围广泛、门类

齐全，并通过不断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窗口服务品质。充分调动各方参与园区建设的积极性，形成“政

府、事业单位（人才中心）、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四位一体的协同发展模式，在园区内实现公

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相结合，建立统一、高效的人才公共服务平台。

　　３．构建标准体系

大力推进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建设。２０１２年６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闸北区（旧地名，现已并入

静安区）以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为依托，批准创建首个国家级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示范区，２０１５

年２月，已通过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终期验收。２０２０年，上海市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以下简

称标委会）组建成立，并于３月初正式揭牌成立。标委会通过总结提炼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业行业发展成果

和经验，努力为人力资源产业的发展贡献上海智慧、提供上海样本、输出上海标准，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

　　４．提供配套支撑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建立分层次、分业态的人才培训体系。举办人力资源“未来领袖培育”

计划成果展示暨人力资源服务高质量发展研讨活动，培育行业领军人才，促进行业机构转型升级；举

办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首期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高级经营和管理人才研修班，加强人力资

源服务贸易专业知识更新，持续强化行业人才培养。

　　（三）全球服务提质增能

　　１．亮相国际展会

２０２２年９月，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和上海苏河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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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组团参加了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集中展现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成

果和未来愿景。２０２２年１１月，基地携手米高蒲志、瀚纳仕、华德士、万宝盛华、科锐国际、仕卿人力、力

德人才、德筑集团、讯升人力、国朗咨询、众和人力、新视野１２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共同组成苏河湾全

球人力资源服务联合展区亮相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集中展示人力资源服务的新产品、新服务。

　　２．赋能国际合作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与静安区人民政府共同推出实施“全球服务商计划”，基地企业海德思

哲、米高蒲志、任仕达、万宝盛华、前锦众程、仕卿人力、合杰人才、科锐国际、力德国际、必博人力、易才

集团１１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成为首批人力资源全球服务商。基地还发布了《上海人力资源服务》名

录，持续做深“全球服务商—人力资源服务专项计划”，探索人力资源全球服务模式。人力资源服务贸

易日益成为产业新的发力点与增长极。据统计，２０２２年１１家人力资源全球服务商年均服务企业数量

近２．５万家次，成功推荐人才３５５８人次。

　　３．搭建交流平台

举办人力资源服务国际合作峰会、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领袖对话会等国际行业交流活动，强化人力

资源服务业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打造全球人力资源行业的交流合作平台；由上海必博人力资源服务有

限公司发起，与毕马威、安永、米高蒲志等专业服务机构成立全球人力资源促进中心，开展线上线下对

接活动，为企业“引进来”和“走出去”提供全球化一站式专业支持。领航跨国大中华区总部与静安区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共同搭建国际人才合作与服务中心，推进国际人才交流服务、教育培训及企业

国际化发展服务等平台。由上海英达国际人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众和云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１５家

成员单位共同成立海外人才服务联盟，依托基地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海外网点建立启用澳大利亚站、英

国站、新加坡站、日本站、韩国站、阿联酋站６个海外人才交流服务站。该联盟将借助人力资源服务机

构专业化服务的优势，在就业创业、引才引智、交流培训和项目落地等方面为海外人才搭建平台、提供

机会。服务站还为海外人才宣传政策，吸引他们来上海工作和创业。同时，基地还举办“梅园论剑”

“大咖谈创新”等行业交流活动，促进产业健康融合发展。

三、 发展中的机遇与挑战

建设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是推动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进一步开放发展的创新举措。人力资源

服务贸易开放创新，成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服务“一带一路”战

略，拓展海外市场，推动中国服务“走出去”的重大机遇。

　　（一）机遇

　　１．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变化

一是国家战略发展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２０３５年远

景目标纲要》提出，要聚焦提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供应链金融、信息数据、人力资源等服务创新发展。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中国产品、服务、技术、品牌、标准走出去。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也积极应对并发布《关于推进新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关于实施人力资源服务

业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２３—２０２５年）》，支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贸易，着力促进人力资源服务助力共

建“一带一路”，积极参与人力资源领域全球治理，扩大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对外开放。这给长期根植

于国内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打开了拓展海外业务、推动中国服务“走出去”的重大机遇，中国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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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步入国际化轨道。

二是产业发展需要。大批中资企业加快了在世界各地开拓市场的步伐，而人力资源要素服务作

为产业中间链接，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扩大就业、增强比较优势中发挥重要

作用，这既是人力资源服务贸易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也是在新的发展环境中对人力资源服务的对象、

服务效益、服务模式等的全面升级。

三是人才发展需要。二十大报告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战略。

上海市人才工作会议提出，要举全市之力加快推进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努力打造我国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重要战略支点。这就要求人力资源服务必须提升国际服务的竞争动能，为加

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供坚实有力的人力资源服务保障。

　　２．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的经济环境变化

一是行业发展基础性条件的变化。随着“社保入税”等政策改革的不断深入，中介代办性业务的

空间逐步缩紧，行业业务发展模式出现调整。随着市场精准服务要求增高，行业细分趋势非常明显。

比如，人力资源招聘可按照对象不同衍生出校园招聘、社会招聘，按照方式不同可分为网络招聘、现场

招聘、直播带岗等多个细分领域。管理软件系统领域涌现了“ｉ人事”等综合性人力资源管理软件产品

以及诸如提供社保服务的“社保通”等二次细分的特定产品，形成多元化的产业结构。

二是实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变化。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宽泛，产业发展潜能大，人力资源服务渗透社

会各个产业领域。各企业或组织在发展模式上的新变化直接导致了企业内部管理的新变化，并直接

或间接地体现在内部组织关系、岗位关系、雇佣关系、分配关系、人力资源与资本关系等方面，这种变

化必然对人力资源服务提出新要求，特别是在共享经济模式兴起之下，服务百业的人力资源服务发展

模式为企业和劳动者提供优质服务。

三是行业发展数字化动力明显。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公开化程度不断提高，加之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ＡＩ智能等新技术的不断应用，数字技术与人力资源管理服务深度融合，加速

了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人岗智能匹配、人力资源素质智能测评、人力资源智能规划等成为行

业新的增长点，行业逐渐从传统的劳务派遣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人力资源服务业态转型，也有利于实

现与资本市场的融合和国际合作。

　　（二）挑战

在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中，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业还存在国际竞争力不足、信息获取渠道不畅、

服务贸易成本较高等问题，以及面临国际国内发展环境日趋复杂等不确定性因素的挑战。

　　１．竞争力不足

国内部分人力资源服务贸易机构的国际竞争力不足，服务供给无法充分满足消费升级和产业转型

的需要，目前主要还是以服务外包为主，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同时，在海外设点的人力

资源服务机构又面临在海外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当地人才融入企业文化较难、跨文化人力资源管理等困境。

　　２．信息获取渠道不畅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获取第一手的海外人力资源管理信息对开展境外业务非常重要，但受限于国

内网络管控，无法申请ＶＰＮ（虚拟专用网络），使得企业无法通过正常渠道从网络查找境外相关工作

信息。同时，在全球劳工组织的总体框架下，不同国家的语言、风俗、当地人才市场存在差异，企业缺

乏获取当地就业政策的正规渠道。

　　３．服务贸易成本较高

跨境资金进出便利化，是人力资源服务贸易机构开展全球经营服务的必要条件。目前，在非自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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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领域对企业在跨境资金流动方面依然存在监管壁垒。企业在开展服务贸易业务中，核定标准高于

企业实际的服务费收入，需预缴一定比例的税收，这增加了企业开展海外业务的成本。

四、 下一步工作的主要考虑

　　（一）促进人力资源服务出口

探索扩大人力资源服务对外开放，引进国际先进的人力资源服务项目、技术和管理模式，为外国

来华机构和企业提供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服务。发挥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上海国际商会双边工商

合作机制的作用，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

交易会等重要平台，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开展服务贸易洽谈，扩大人力资源服务出

口规模。实施“跟随出海”战略，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重点领域、重点项目中参与提供专业服务工

作。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加强重点领域的市场研究，为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境

外宣传推介，编制发布《“一带一路”人力资源海外服务指南》。

　　（二）加强人力资源服务创新

实施“互联网＋人力资源服务”行动，提升人力资源服务企业的数字化服务水平，支持积极运用人

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升级传统人力资源服务的创新产品建设，推动人力资

源服务出口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支持国际版人力资源服务软件、系统开发，拓展多国语言的人力资

源服务平台。探索培育互联网、教育、医疗、金融等行业与人力资源服务深度融合的新模式，提升服务

质量。探索在多边贸易投资开放新格局中创新人力资源服务引导下的自然人移动服务贸易新业态、

新模式。

　　（三）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实施全球服务商———人力资源服务专项计划，积极吸引跨国公司共享服务中心落沪，为全球客户

提供人力资源、市场营销、供应链等支持性服务。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上海设立企业总部、地区

总部与功能型总部，提升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要素资源、布局市场网络的能力。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企业

的能力建设，培育中小微“专精特新”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和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积极培育树立人力资源服务行业质量标杆，完善行业标准体系。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品牌。

　　（四）提高国际投资合作水平

开展“一带一路”人力资源服务行动，鼓励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

立分支机构，构建全球服务网络。借助上海服务贸易全球促进联盟、上海市专业服务业联盟等促进机

构，拓展国际合作网络。支持人力资源服务企业多渠道并购重组、延伸产业链和整合资源，开展多种

形式的人力资源服务贸易合作。深化拓展自由贸易账户的功能、适用主体和服务范围，鼓励金融机构

深入研究人力资源服务贸易的特点和规律，创新金融产品，为基地和企业提供融资支持。举办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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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服务业国际合作论坛，打造行业交流对接、合作发展的平台。

　　（五）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基于上海人力资源服务服务园区的载体建设，进一步完善基地功能布局，构建集展示、交易、推

介、培训为一体的人力资源服务贸易公共服务平台。加强公共服务资源供给，完善在沪外国留学生落

户、海外人才永久居留等国际人才公共服务功能。充分发挥上海海聚英才平台、海外人才服务联盟等

机构的作用，提升海外人才市场的服务效能。依托梅园书院，建设人力资源服务人才培养和实训基

地。加强与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组织举办人才培训，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视野、适应国际规则的专业

服务人才队伍。加大人才国际交流的力度，为基地管理人员及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从业人员出国出访

提供便利服务。

　　（六）建立健全统计体系

探索建立上海人力资源服务贸易统计制度，完善人力资源服务贸易的统计口径、方法，优化统计

分类标准和指标体系，加强统计数据分析和利用。建立人力资源服务贸易重点企业联系制度，组织开

展重点企业数据直报工作，与服务贸易统计体系加强衔接，对重点企业加强运行监测和趋势判断。加

强与相关智库的合作，研究人力资源服务贸易新模式、新业态，完善统计监测、运行和分析体系。

新时代，新征程。基地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

新发展理论，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努力成为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更强引擎，培育对

外服务贸易新业态的更优载体，提升人力资源服务领域国际竞争的更新动能，在持续开放中打造人力

资源服务链动全球的新高地，把人力资源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成为提升我国服务出口竞争力的重要

载体。

（执笔：上海市静安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王光荣　宋　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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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浦东新区位于上海市东部，西靠黄浦江，东临长江入海口，面积为１２１０平方千米。１９９０年４月

１８日，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经过３０多年的发展，浦东已经从过去以农业为主的区

域，发展成为一座功能集聚、要素齐全、设施先进的现代化新城。

２００５年６月２１日，国务院批准浦东在全国率先开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９日，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挂牌；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７日，上海自贸区扩区至１２０．７２平方千米；２０１９年

８月２０日，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揭牌；２０２１年７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

平改革开放　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以下简称《引领区意见》）正式发布。浦东开

发开放３０多年取得的显著成就，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提供了最鲜活的现实明证，为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最生动的实践写照。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统计数据，２０２１年，上海市浦东新区的服务进出口规模为

１１４８亿美元，占全市比重的近五成。

一、 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布局

浦东新区依托上海大力推进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五个中心”建设，充分利用综

合配套改革的优势和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张江科学城建设的契机，大力促进国际服务贸易发展，形

成以陆家嘴金融城、浦东软件园、张江生物医药基地、外高桥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中医药服务出口

基地和临港新片区为区域特色的服务贸易基地和园区空间布局。

　　（一）陆家嘴金融城

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是伴随１９９０年浦东开发开放，国务院批准设立的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

以金融贸易功能为特色的国家级开发区，面积为３１．７８平方千米。２０２１年，陆家嘴区域经济总量突破

６０００亿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重超过１４％，成为上海市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级。陆家嘴已

建成２８５幢商务楼宇，集聚了４．４万多家企业、５０多万名从业人员，其中，金融从业人员３０多万名。经过

３０多年的发展，陆家嘴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现代服务业和服务贸易产业体系，其中，金融、总部、专业服务

三大板块优势突出。

陆家嘴金融城作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和浦东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空间载体，近年来，充分利用开放创

新所释放的红利，推动了一批金融服务领域的扩大开放举措落实落地。其中包括：推动全球顶级会计师

事务所普华永道设立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的非学制类职业培训机构———普华永道商务技能培训；世界

保险巨头德国安联保险集团设立中国第一家外资保险控股公司———安联保险控股；全球顶尖金融集团

摩根大通设立中国第一家外资独资券商———摩根大通证券；全球规模最大的资产管理机构贝莱德设立

中国第一家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贝莱德公募；信利保险成功转型成为全国第一家外资再保险法

人机构；大韩再保险落户陆家嘴，成为新一轮扩大开放后全国第一家新设再保险机构；第一家专业再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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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经纪公司———江泰再保险经纪有限公司；第一家航运自保公司———中远海运财产自保有限公司等。

　　（二）上海浦东软件园

上海浦东软件园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聚集了ＳＡＰ、高通、塔塔信息、银联数据、荣湃半导体等

５００多家引领数字贸易发展的跨国公司和龙头企业，数字服务相关企业达到１９００家以上，数字服务

收入约９００亿元，从业人数达到４．５万人。

２０２１年，基地内数字服务出口额大幅增长４０％，达到１５．７９亿美元。数字服务出口企业从２０１９年

的９４家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１１３家，累计孵化企业７００余家、引进１００余个海外项目，聚集了ＳＡＰ、华钦科

技、明略数据、七牛云、富欣智控、达观数据、广升信息以及高通、华大半导体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数字服

务出口企业。基地支持数字服务行业对外开放，积极举办国际交流合作活动，助力基地企业参与国际合

作，加大海外金融业务对接服务的力度，并依托基地公共服务平台等推动企业接轨国际规则。同时，基

地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电子商务及金融科技等重点产业领域，通过加大服

务平台建设、优化园区集成服务，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基地，目前，数字服务企业达到９０％以上，高端价值链

企业超５００家。元宇宙、移动互联、芯片设计、云服务、数字内容、在线经济等数字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大量

涌现，数字技术与服务贸易融合创新实现突破，两家基地企业入选上海市十大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案例。

　　（三）张江生物医药基地

２０２１年，《上海市张江科学城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张江科学城规划面积扩大至约２２０平方千

米，形成“一心两核、多圈多廊”的空间布局；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促进本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意见》，全面推进“１＋５＋Ｘ”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布局，其中的“１”就是继续以张江为核心，打

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经过多年来的不断积累和快速发展，张江科学城已拥有生物医药创新主体超过１７００家，全球制

药１０强有７家在张江布局，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已成长为全球瞩目的生物技术和

医药产业创新集群，从最前沿的科技研发机构到最活跃的创新创业力量，从最强劲的科技金融资本到

最有效的服务体系，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成为研发资源高度集聚、创新成果快速涌

现、新技术新模式率先突破的标志性科技园区，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突破制度瓶颈和接轨国际发挥了

先行先试的功能。基地内生物医药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速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２０２１年，张江生物

医药产业实现经营总收入１２２７．７亿元，增长１４．６％，其中，生物医药制造业的产值为４２８．８亿元，占浦

东新区制造业产值的比重近７０％；生物医药服务业的营收为２２９．４亿元，增长２３．６％。２０２１年，张江

各类创新主体国外国内交易许可交易量超过４０项，占全国３５％；国内转国外交易许可交易量５项，占

全国的比重超过１０％，交易金额近３５亿元，占全国近２５％。

　　（四）外高桥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位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高桥保税区，是文化和旅游部挂牌成

立的首个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其前身是由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政府发起成立的上海国际文化

服务贸易平台，利用浦东综合配套政策和外高桥保税区“境内关外”的特殊优势，在推动上海文化产品

和服务“走出去”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２０１１年１０月，在市委宣传部、原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市商

务委员会的积极推动下，原文化部批复同意将上海国际文化服务贸易平台命名为首个国家对外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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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基地，成为在部市合作框架下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重大举措。

上海基地成立以后，围绕推动文化“走出去”和促进文化贸易合作，发挥自贸区政策先行先试的优

势，努力促成文化领域对外资扩大开放的政策在基地全部落地。基地积极全面地落实自贸区文化领

域扩大开放的三项政策，成为首批向全社会公开推广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之一。基地授权建

立的国家对外文化贸易（上海）北虹桥创新中心揭牌，落实外高桥＋北虹桥的“双桥模式”正式开启。

创新中心贯通浦东浦西“双桥”———在自贸区外高桥积极为企业谋求在金融、政策、翻译、保险等一系

列“出海”服务，北虹桥则将作为全球数字贸易港首批功能性承载平台，为产业落地提供空间和扶持政

策。截至２０２１年，北虹桥创新中心产值已突破８亿元。

　　（五）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

上海中医药大学位于浦东新区的蔡伦路，占地５００亩（约０．３３平方千米）。为进一步扩大中医药

服务出口，高质量打造体现海派中医特色、对接国际标准的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浦东积极支持

中医药大学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设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的决策部署，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

议，创新运行机制，加强资源整合。

浦东新区政府通过中医药大学服务出口基地，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医药走出去战略

落地，与海外大学、医院、研究所等合作更加紧密，全球合作网络初步形成，医疗、养生、保健、预防等领

域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供给进一步丰富，中医药国际品牌不断涌现，中医适宜技术走向全球，中医医

师海外执业与办医成为国际合作的“新名片”。有效发挥中医药健康服务品牌优势，不断提升产业链

条层级。面对国际国内市场的激烈竞争，提高中医药指数发布的权威性和公信力，提升中医药医疗服

务，扩大校企合作研发规模，持续扩大和提高中医药医疗服务贸易、教育培训服务贸易以及文化服务

的贸易总量。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与大学学科建设相结合，不仅同中医学、中药学、中西医结合３

个一级学科建设相匹配，同时与中医医史文献学、针灸推拿学、中医翻译等学科相结合，中医药高层次

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健全，中医翻译人才等具有国际交流发展能力的外向型人才储备进一步强化。

　　（六）临港新片区

临港新片区位于浦东大治河以南、金汇港以东（包括小洋山岛以及浦东国际机场南侧区域），总面

积８７３平方千米。临港新片区出台新型国际贸易发展“十四五”规划，确立服务贸易发展的指导思想

和顶层设计，明确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

临港新片区自正式启动上海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临港示范区以来，以信息飞鱼、临港软件园、数

字贸易交易促进平台等特色园区和功能平台为抓手，引入跨境数科、上海工创中心、中新宽维、彩虹

鱼、首免全球购、哪吒科技等入选“１００家上海数字贸易创新企业”的优质主体。在金融服务领域，临

港围绕打造滴水湖金融湾，成功落地国内首单自贸区ＳＰＶ跨境设备租赁业务、首单境内服务贸易融

资资产跨境转让业务，搭建全功能型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引入中证资本市场法律服务中心（全国

唯一跨区域、跨市场的全国性证券期货纠纷专业调解组织）、建设银行国际金融创新中心、交通银行离

岸金融业务中心、中国银行跨境金融联合工作室、汇华理财（国内首家合资理财公司）、交银金科、汇丰

金科（国内首家外商独资金融科技公司）等代表性项目。在技术贸易领域，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高端前沿产业，依托东方芯港、生命蓝湾、大飞机园等特色园区，吸引积塔半导

体、芯原半导体、中国航发上海商发、招商局邮轮研究院、恒翼生物等行业龙头开展技术贸易，加速“卡

脖子”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在其他专业服务领域，建立中国洋山港国际船舶登记制度、一站式国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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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纠纷解决机制，推动高端航运、法律、咨询、会计、税务等专业服务机构在临港设立分支机构。

二、 上海浦东服务贸易发展的基础

　　（一）航运服务产业链完备

经过“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上海已基本建成国际航运中心，成为集装箱吞吐量世界第一、综合指

数排名全球第三的港口。以浦东的口岸为例，２０２１年，外高桥港集装箱吞吐量达１８７０余万标箱，全

年出入境（港）船舶２．２万余艘次，洋山港集装箱吞吐量超过２２００万标箱，全年出入境（港）船舶８１００

余艘次，其中，１．８万标箱级以上的超大型集装箱船在１２００艘次以上。上海浦东新区凭借优越的港口

条件、丰富的航运资源和完备的港航产业链，集聚了数十家全球顶级航运公司、国际头部船舶管理公

司及其分支机构，以及一批知名的国际航运功能性机构，充分发挥辐射引领效应，带动中国内陆一大

片腹地的进出口贸易，在全球航运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高质量的航运服务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软实力的重要体现。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推出“大企业开

放创新中心”计划（以下简称ＧＯＩ），旨在推动企业研发创新、标准规范等从封闭转向开放，协作创新、

打破壁垒。上海船舶设计研究院的“ＡＩ＋海洋”科创中心、中远海运科技的智慧航运创新中心、外高桥

造船的大型邮轮创新中心和中船动力集团的船舶动力工程研发中心共计４家航运企业入选。

　　（二）文化产业日益成熟

浦东紧紧依托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高度开放和先发优势，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已逐步形成由

１个平台和６个中心组成的“１＋６”产业阵型，包括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３６５保税服务平台、上海国际

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交易中心、上海自

贸区文创ＩＰ运营中心、上海自贸区文物艺术品评估鉴定中心和中国（上海）自贸区版权服务中心，为

积极推动上海乃至全国文化艺术产业的创新与繁荣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及创造有利条件。

在文化服务贸易领域，浦东充分依托保税区域作为“引领区＋自贸试验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的多重政策叠加优势，推出自贸区艺术品十大贸易便利化措施，实现艺术品进出口批文和保税展示审

批时间由２０日缩短到５日，艺术品保税出区展示、３６５天全年境内展示、进境免除ＣＣＣ证明以及艺术

品进出境备案免除批文等创新制度。２０２０年，国家文物局和上海市政府签订社会文物管理综合改革

试点合作协议，其中包括专门面向上海自贸区的“保税仓储文物临时进境６个月有效期后可Ｎ次延

期”“文物进境登记管理”等制度试点，均已得到落实。近年来，浦东文化服务贸易业态功能持续拓宽。

积极培育在线展示、交易、ＭＣＮ等新兴业态，引进并培育苏富比、元力星球、炫石文化、观悟泊等浦东

新区互联网平台经济重点项目；依托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国国家画院、中国集邮总公

司等国家级文化品牌资源，打造“文创产品”设计与销售、ＩＰ授权、金融保险、评估鉴定、版权运营管理

等多元功能于一体的文创产业体系，并通过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及故宫天猫旗舰店等线上、线下平台资

源，以３种外语面向世界２００多个国家销售文创产品。

　　（三）数字贸易转型升级

浦东服务贸易行业正在逐步扩大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新兴服务出口的规模，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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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数字营销、数字医疗、数字金融、数字娱乐、数字传媒等数字内容服务的出口能力。数字产业化催

生了新兴服务贸易发展的土壤，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大提高了服务的可贸易性，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

现。数字化赋能传统服务贸易转型升级，也提升了传统服务领域的可贸易性。

　　（四）服务贸易主体能级提升

从浦东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前１００强的情况来看，浦东新区服务贸易进口百强和出口百强企业

总量占到浦东服务贸易企业进出口额的七成左右。“十三五”期间，重点贸易企业不断增加，百强企业

贡献度不断提高，总部功能也不断拓展。浦东集聚了一批具有国际国内资源配置能力，承担中国区、

亚太区或者更大区域范围内管理、投资以及商品采购、分拨、销售、结算等运营职能的总部。

　　（五）新型国际离岸贸易具有先发优势

浦东具有发展离岸贸易的良好基础和先发优势。截至２０２１年，共有３９３家企业进入离岸经贸业

务企业名单，占全市的７５％，离岸转手买卖收支金额约占全市的９０％以上，基本实现规模化、常态化

运作。跨国公司普遍将离岸业务以及订单处理和资金结算等功能放在新加坡、中国香港等地，企业税

收也落在当地。《引领区意见》明确，在浦东具备条件的区域，研究探索适应境外投资和离岸业务发展

的税收政策。

　　（六）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机构集聚

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贸易也是浦东服务贸易各细分领域中突破百亿美元的主要产业之一。目

前，浦东陆家嘴拥有超２００多家律师事务所和近４０家外国律师事务所代表处，以全市１／６律师事务

所总数、１／４执业律师，创造了全市近４０％的营收。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中的３家，全国会计师事

务所业务２０强中的１１家，全球五大地产经纪中的４家，均在陆家嘴设有机构。浦东聚集了众多全球

领先的服务机构和一大批国际顶尖的专业人才，能级体量大、国际化程度高、品牌影响力深，成为上海

自贸区专业服务业的主要集聚地和发展高地。中外资律师事务所、会计服务、管理咨询、人力资源、知

识产权、检验检测等专业服务机构集聚浦东。英国诺顿罗氏律师事务所、波士顿咨询、ＴＩＣ国际检验检

测认证理事会等全球高端专业服务机构代表也正式签约落户浦东。检验检测认证方面集聚了天祥、必

维、埃比埃斯等一批国内外龙头企业，服务范围辐射整个长三角乃至全国，数量和营收均居全市第一。

在国际会展方面，２０２１年，浦东主要场馆总共举办各类展览及活动１１０多个，８月未停展前，办展总面

积达４５４．１万平方米，恢复至２０２０年同期的８５．４％，其中，１０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展览有１５个。

三、 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一）犅犗犘统计及重点领域发展情况

　　１．进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２０１０年，浦东新区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为２９４．６亿美元，２０２１年超过１０００亿美元，年均增长超

过１０％，占全市的比重近五成。浦东新区服务贸易产业发展内容丰富，运输服务、专业管理和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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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服务、文化服务贸易以及离岸服务外包等稳步增长。旅行服务受疫情的影响有一定下降，传统服务

和新兴服务贸易增长强劲，服务出口提升，浦东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持续增长，服务贸易逆差收窄。

运输、旅游、专业管理及咨询是浦东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的三大引擎，三项进出口总规模占当期

浦东新区服务贸易进出口总规模的７５％左右。通信服务、建筑服务、保险金融服务、咨询服务等进出

口额增幅较大，体现了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领域优势和不断优化的贸易结构。

　　２．技术服务贸易稳步增长

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技术进出口合同登记总额为８０．９亿美元，其中，技术进口额为１９．２亿美元，略

有下降；技术出口额为６１．７亿美元，同比增长８．１％（见表１、表２）。

从技术贸易规模来看，浦东新区技术贸易进出口总额稳步增长。浦东新区技术进出口合同总额

从２０１７年的６１．８亿美元上升到２０２１年的８０．９亿美元，年均增长在５％左右（见图１）。

表１　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技术出口合同统计

技术出口（合同类别）
合同数

（个）

合同金额

（万美元）
占比金额（％）

合　　计 ５４８ ６１７２４９．１１６７ １００　　

专利技术的许可或转让（包括专利申请权的转让） ３０ ４２４３３．０５３８ ６．８７

专有技术的许可或转让 ５８ ８４３７４．８８０７ １３．６７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４２４ ４６２８６６．８１８４ ７４．９９

计算机软件的出口 ２４ ２５０５５．０８９９ ４．０６

其他方式的技术出口 １２ ２５１９．２７３９ ０．４１

表２　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技术引进合同统计

技术引进（合同类别）
合同数

（个）

合同金额

（万美元）
占比金额（％）

合　　计 ４４０ １９２４２３．１４３　 １００　　

专利技术 ２５ ３８４０８．６１７２ １９．９６

专有技术 ９４ ７０６８７．１７４２ ３６．７４

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２９１ ７２１２４．３５４４ ３７．４８

计算机软件 １７ ５４１４．５５５５ ２．８１

商标许可 ０ １４３．５２ ０．０７

合资生产、合作生产 ５ ２４１９．１２２６ １．２６

成套设备、关键设备、生产线 １ ０．１５８３ ０

其他方式 ７ ３２２５．６４０８ 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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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技术进出口合同金额统计

　　从技术贸易方式来看，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类型占比较大。２０２１年，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出口

和进口分别占技术出口合同总额的７５％（见表１）和技术进口合同总额的３７％（见表２）。专利技术和

专有技术的许可或转让（包括专利申请权的转让）增长较大，占技术出口总额的２０．５％（见表１）。

从技术贸易市场来看，美国、中国香港、瑞士是前三大技术出口目的地，出口金额分别为２０．９亿

美元、１６．２亿美元和５亿美元，合计占技术出口合同总额超六成。美国、日本、德国是前三大技术引进

国，进口金额分别为７．８亿美元、３．３亿美元和１．８亿美元，合计占技术进口合同总额超六成。

　　３．离岸服务外包稳定增长

以服务外包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稳定增长。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

为８４．８５亿美元，同比增长１５．４７％；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金额为７５．０８万美元，同比增长２６．４８％。其

中，信息技术服务外包（ＩＴＯ）的占比超四成，以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信息

技术运营等新兴服务出口为主。知识流程外包服务（ＫＰＯ）的合同金额为２５亿美元，占比近三成，以

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为主（见图２）。

信息技术服务外包的占比超四成，以软件研发及开发服务、集成电路和电子电路设计、信息技术

运营新兴服务出口为主。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承接离岸信息技术外包的合同金额为３５．３亿美元，占浦

东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额的４１．６％；ＩＴＯ的执行金额为３２．６５亿美元，占浦东离岸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４３．４８％。

业务流程外包同比增长较大。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承接离岸业务流程外包的合同金额为２４．６亿美

元，占服务外包合同额的２９．０１％，同比增长３９．８１％；ＢＰＯ的执行金额为２２．３亿美元，占服务外包执

行额的２９．７５％。其中，供应链管理服务占ＢＰＯ执行额的４２．９１％。

知识流程外包以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为主。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承接离岸知识流程外包的合同

金额为２４．９亿美元，占服务外包合同额的２９．３９％；执行金额为２０．１亿美元，占服务外包执行额的

２９．３９％。其中，医药和生物技术研发外包占ＫＰＯ执行额的８２．５２％，其他研发服务占ＫＰＯ执行额

的１０．４８％。

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承接了美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瑞士、爱尔兰、日本、瑞典、英国、德国、荷兰等

的离岸服务外包合同金额合计为７７．５亿美元，占发包合同总额的９１％。美国和中国香港的占比分别

为４２．８７％、１６．５１％，位居第一和第二，新加坡和瑞士位居第三和第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离岸服

务外包合同金额和执行金额占比均超一成。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承接了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泰国、

以色列、柬埔寨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合同金额共计９．６亿美元，占总金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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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离岸服务外包金额统计

１１．３％。其中，新加坡的合同金额为７．８亿美元，占比为９．２２％，位居第一，印度及马来西亚的合同金

额分别位居第二和第三（见图３）。

图３　２０２１年发包国合同金额情况

　　（二）犉犃犜犛统计情况

作为商业存在的附属机构服务贸易（ＦＡＴＳ）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附属机构服务贸易

数据与跨境服务进出口数据相结合，能够更加全面地反映服务贸易的发展状况。在市商务委员会指

导下，浦东新区商务委与市外汇局、新区统计局和 ＷＴＯ研究中心等单位合作，从２０１７年起，浦东新

区建立ＦＡＴＳ企业样本库，进行内向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统计。浦东新区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

内向ＦＡＴＳ总额统计不包括外国附属机构提供的跨境服务收入。

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内向ＦＡＴＳ总额约为９７５４．０８亿元，较２０２０年的

７８６２．８６亿元同比增长２４．０５％（见图４）。浦东内向ＦＡＴＳ服务收入前三大行业分别为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和金融业，金融业首次跃进前三。浦东内向ＦＡＴＳ总额规模大于服务进

出口规模，商业存在继续保持浦东服务贸易主要模式的地位，体现了浦东在自贸区和引领区建设下外

资服务业市场准入和扩大开放的成效。



上海市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９３　　　

图４　２０１７—２０２１年浦东新区内向犉犃犜犛总额

四、 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成效和创新实践

《引领区意见》发布一年多来，在中央和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在国家部委和市有关部门的

大力支持下，浦东新区坚持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着力推进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集成化创新，

引领区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已形成了一批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集成化创新的成果，有效地促进了

浦东新区服务贸易领域的扩大开放和改革试点。

　　（一）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创新实践

　　１．深入推进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

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是“放管服”改革的突破口，浦东新区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创新政府管理方式，

探索试点市场主体登记确认制，以立法为抓手，实现从行政“许可”到行政“确认”的调整，不断提升市

场准入的便利化，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为提振市场主体发展信心，助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

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提供了法治保障。

　　２．开展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入境检疫改革试点

张江科学城在全国率先开展生物医药特殊物品进口便利化试点，构建“企业自律、地方主导、多部

门联合监管”的机制，建设智能化联合监管平台，突破了１００人份以上研发用生物医药特殊物品入境

难的问题，极大地提升了“白名单”企业跨境研发创新便利化水平。下一步，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浦

东新区将逐步扩大试点企业范围、试点品种、应用场景等，支持生物医药企业创新发展。

　　３．试点建立境外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制度

建立国际职业资格证书认可清单制度是《引领区意见》部署的重要任务，也是浦东吸引国际化人

才的重要举措。浦东新区积极向市相关主管部门争取政策突破，形成浦东新区境外职业资格证书认

可清单（１２４项）和紧缺清单（１４项），累计完成近百件证书的认可，为持证人员提供便利的保障服务，

进一步吸引国际化专业人才来浦东新区创新创业。

　　４．开展跨境贸易投资高水平开放外汇管理改革试点

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市分局的支持下，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围绕推进跨境投融资体制

改革创新、落实“放管服”改革和提升市场化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推出多项资本项目改革措施和经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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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便利化措施。本次试点更有力度的金融业开放突破举措和更大程度的风险压力测试，将大大提

高企业运营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创造更有国际竞争力的营商环境。

　　５．开展外资班轮公司非五星旗国际航行船舶沿海捎带业务

国际中转水平是国际一流航运枢纽港的重要标志之一。国务院批复同意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内暂时调整实施两项行政法规，允许符合条件的外国、中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国际集装箱班轮

公司开展国际中转港的外资集装箱沿海捎带业务试点后，国内首单外资集装箱班轮沿海捎带业务在

上海洋山港落地，不仅能够增加外贸运输路径的有效供给和市场选择，更将进一步带动上海港中转业

务发展，提升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能级。

　　６．“离岸通”推动全球离岸贸易结算便利化

全国首个综合运用境内外数据用以支持贸易真实性审核的“离岸通”平台，于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率先

在保税区上线运行，通过把碎片化的数据串联后形成完整的、真实的境外物流链条，改变了银行原有

基于纸质单证的审核模式，为金融机构提供高度集成化的离岸贸易真实性辅助核查服务，为浦东新区

统筹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７．“一司两地”一体化海关监管模式创新

依托临港新片区一体化信息管理服务平台，在海关的指导和支持下，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

发挥“试验田”作用和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制度创新的特殊优势，在全国首创“一司两地”一体化监管

模式，使上海飞机制造有限公司围网外的生产基地也能享受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贸易便利化的相关

政策，通过监管方式创新，为解决临港新片区重点产业发展遇到的个性化问题创造了新经验。

　　８．集成电路供应链便利化监管创新

浦东是上海乃至全国集成电路产业链最完备的地区之一。浦东海关聚焦集成电路重点产业发展

特点，创新实施减免税“ＥＲＰ联网申报＋快速审核”模式和高新技术货物两段式布控查验模式等优化

监管服务举措，有效压缩了货物的整体通关时间，提升了单证审核质量和效率，降低了货物质损风险

和清关成本，有力保障了集成电路产业链供应链畅通，积极推动浦东打造世界级集成电路产业集群。

　　９．开展外籍人才薪酬购付汇便利化政策试点

坚持人才是第一资源，持续优化人才服务环境，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是浦东新区打造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引领区的重要保证。浦东新区率先试点外籍人才薪酬购付汇便利化改革，通过建立部门间

外籍人才信息共享合作机制，提供可分次、可跨行、零审单的“一件通”薪酬购付汇高效金融服务，实现

薪酬汇兑顺畅，为全球优秀人才到浦东新区追逐梦想、实现价值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二）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促进的主要成效

　　１．推进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工作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进一步推进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促进对外贸易结

构优化和高质量发展，浦东新区积极围绕重点产业进行制度创新，优化营商环境，开展进境特殊物品

联合监管试点，形成上海海关、浦东新区各职能部门联合管理模式，着力解决进境特殊物品通关堵点

问题。经过２年试点，目前浦东已有９家“白名单”企业，共完成１１批次特殊物品入境风险评估和联

合监管。在市级工作机制的指导下，开展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通关便利化试点，解决企业长期以来研

发用涉及需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的物品入境困难，已完成２批次“白名单”企业和物品审核，为浦东

新区生物医药研发提供便利。

　　２．培育服务贸易特色园区，促进产业集聚

浦东新区大力培育服务贸易特色园区，通过集聚主体、提升功能、强化服务，充分发挥区域优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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枢纽功能。陆家嘴金融城是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与开放度最高的区域。集聚了１２家国家级要素市

场和金融基础设施，６０００多家中外金融机构，贡献了全市５０％的金融业增加值。张江生物医药基地

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成为研发资源高度集聚、创新成果快速涌现、新技术新模式率先突破

的标志性科技园区，为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突破制度瓶颈和接轨国际发挥了先行先试的功能。外高桥

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紧紧依托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高度开放和先发优势，推出艺术品十大贸易

便利化措施，业务领域涵盖演艺、娱乐、影视、动漫游戏、图书出版、印刷、拍卖、贸易、艺术品经营等文

化产业领域。浦东软件园是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之一，园区全力扩大数字服务出口，加快推动

服务出口数字化转型，打造完善数字服务出口支撑平台，进一步做大做强产业基地。目前，提供数字

服务的企业达到９０％以上，高端价值链企业超５００家。

　　３．服务贸易业态不断丰富，集聚效应不断显现

浦东服务贸易具备较为成熟的产业基础和优势。在金融服务领域，２０２２年全年新增高能级持牌

类金融机构３１家、上市公司２１家，陆家嘴集聚了各类银行机构２４２家，其中，外资银行法人行１６家，

约占全国的４０％。共有２４０家保险机构和全国３８％的外商独资或中外合资公募基金管理公司，有７９

家国际知名资产管理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１１４家外商独资资产管理公司，全球资管规模排名前１０的

资管机构已有９家落户；全国前３家获批的外商独资公募基金公司（贝莱德、富达、路博迈）全部位于

陆家嘴。在专业服务领域，集聚了３０００多家专业服务机构，全球律师事务所创收排名前１０中有６家

设有机构；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有３家设有机构（普华永道、安永、德勤）；全球五大房地产经纪公司

有４家设有机构（戴德梁行、世邦魏理仕、仲联量行、第一太平戴维斯）。在数字贸易领域，浦东软件园

累计孵化企业７００余家、引进１００余个海外项目，聚集了ＳＡＰ、华钦科技、明略数据、七牛云、富欣智

控、达观数据、广升信息以及高通、华大半导体等一大批国内外知名数字服务出口企业。

　　４．基本建立了与开放型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风险压力测试体系

以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为目标，推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外开

放取得新成效，形成适应经济更加开放要求的系统试点经验。扩大开放的窗口效应持续显现，在外资

公募基金、外资再保险法人机构、外资控股证券公司等５０多个开放领域，落地了一批全国首创性项

目。同时，在医疗服务、增值电信、国际船舶管理、职业技能培训、演出经纪、旅游服务、外资工程设计

等已开放领域，由点及面，引进了一批领军企业，形成集聚效应。金融开放创新持续深化，本外币一体

化运作的自由贸易账户功能进一步拓展，已有６３家机构直接接入分账核算系统，实现银、证、保全覆

盖，累计开立１３．７万个自由贸易账户，本外币融资总额折合人民币超过２．４万亿元。目前，ＦＴ账户体

系向海南、广东、天津等自贸试验区复制推广。开展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跨

国公司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等创新业务试点。一批面向国际

的金融交易平台平稳运行，“上海金”的国际定价话语权不断增强，原油期货日均交易规模已跃居全球

第三，原油期权、２０号胶期货、低硫燃料油期货、铜期权、天然橡胶期权、黄金期权、铝期权、锌期权等

一批重大创新产品和业务推出，填补我国金融市场的空白，逐步形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海价格”体

系。上海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ＧＦＣＩ）的排名由２０１６年的１６名上升至目前的第３名。

　　５．引领区创新举措助力服务贸易发展环境不断完善

在金融服务方面，全国首个综合运用境内外数据用以支持贸易真实性审核的“离岸通”平台于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率先在保税区上线运行，为金融机构提供高度集成化的离岸贸易真实性辅助核查服务，

为浦东新区统筹在岸业务和离岸业务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人才保障方面，浦东新区发布“１＋

１＋Ｎ”人才政策体系，提出一系列在全国、全市先行先试的改革举措，以及一大批大力度扶持人才创

新、创业、保障人才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为浦东集聚高端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在制度保障方面，浦

东新区利用引领区建设契机，先后制定颁布１５部浦东新区法规，为张江生物医药产业高地建设、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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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权保护、绿色金融发展等领域提供法制保障，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产业升级，促进自主创新。

浦东新区以上海市１／５的面积、１／４的人口，贡献了全市１／３的经济体量，是当仁不让的压舱石，

稳定器和动力源。虽历经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浦东新区ＧＤＰ增速始终高出全市１—２

个百分点。上海服务贸易规模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浦东新区又占据上海服务贸易的半壁江山。

当前，上海正在全力创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作为综合承载区的浦东新区将发挥引领区、

自贸试验区、综合改革试点等国家战略的叠加效应，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优化服务贸易营商环境，

全力打造更高水平改革开放的开路先锋，力争成为自主创新发展的时代标杆，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

发展。

（执笔：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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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高桥咨询服务业实践报告

　　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与数字技术等科技手段的进步，为服务贸易打开全新发展空间，其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位置日益重要，展现出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服务贸易比重也成为衡

量国际竞争力与经济韧性的重要指标。在“双循环”战略发展格局下，我国从贸易大国逐步向贸易强

国转变，服务贸易正成为产业转型升级日益重要的抓手与企业价值创造的来源。其中，咨询服务业作

为重点推动领域之一，与投资、财务、技术、运营、人力资源等范畴密切相关，随着全球经济格局调整、

市场环境复杂变化与数字技术快速发展，其机遇与挑战并存。我国本土咨询服务业起步晚、基础薄

弱，生态亟待完善、拓展空间大，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以下简称外高桥）作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与发展

外向型经济的窗口，国家战略叠加、产业基础深厚，具备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推动服务贸易深

化开放与创新发展的优势与潜能。

一、 上海自贸区战略下的外高桥咨询服务业现状

　　（一）发展现状

涵盖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港综合保税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在内的保税区

域①，是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的重要载体。２０２１年，保税区域其他服务业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积

极贯彻落实服务业扩大开放的措施，促进服务业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推进专业服务、金融服务、贸易

代理、商务咨询服务等业态健康发展。从结构来看，随着近年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国内经济市场复

苏，带动了咨询和培训等服务需求上升。２０２１年，保税区域咨询服务业完成服务收入呈上升态势，但

占比仍偏小，发展空间大。

　　（二）代表案例

　　咨询从业机构紧密贴合行业一线，以代表案例切入，可深入洞悉外高桥咨询服务业的实践历

程与发展现状。案例中，上海外联发商务咨询有限公司（ＵＤＣ）是区域招商引资与企业服务主力团

队，具有超过３０年的一线园区开发、招商咨询、行业研究经验，以下对ＵＤＣ深耕咨询服务业的发

展实践进行分析。

１．案例综述

ＵＤＣ的前身为区域开发主体———上海外高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团队，自１９９０年代起

就参与国家开发区一线招商咨询工作，２００３年成立公司，不断推进专业服务团队建设与企业综合

竞争力提升，伴随区域发展成长、持续走在服务创新的前列，帮助企业解决问题、转型升级，助力园

　　　　　　　　

① 保税区域涵盖上海外高桥保税区、上海外高桥港综合保税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在内的１４．６２平方千米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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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筑巢引凤、经济发展，为自身增强内核、稳健发展形成指引，特别是其服务外向型经济的特点，在

跨国企业寻求咨询服务的过程中，成为业内咨询机构尤其是外资咨询机构强有力的竞争者与合作

伙伴。从营收情况看，２０２２年，公司实现营收１．２３亿元，同２００３年相比提升近１２倍，近５年的营

收复合增长率达１４．４３％，远高于ＣｏｎｓｕｌｔｉｎｇＱｕｅｓｔ所预测的近年咨询行业复合年增长率（约在

５％—８％）。

（１）战略迭代、业务创新与团队建设

快速迭代，战略引路。２０年来，ＵＤＣ抓住每一个关键的历史机遇，始终保持自我革新，不断迈

上新台阶，重视战略规划是其中重要因素。２０１６年，ＵＤＣ探索战略转型，从业务、组织、平台等维

度变革，战略目标现已见成效，形成公司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新动能。如今，ＵＤＣ以“资金、渠

道、方案全资源统合集成服务”与“园区商务整体方案服务”为双核驱动战略，为帮助全球品牌进入

中国、携手中国企业走向世界构筑窗口与链接。

创新是企业永葆生命力的法则。在浦东强化六大硬核产业引领的格局下，ＵＤＣ聚焦传统优

势产业升级与重点新兴产业输入，根据区域３０年产业布局特征，以创新孵化为抓手，不断实践从

“供应链先行”到“产业链扎根”的招商路径，强化区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动能。以战略引领业务创

新，从战略转型开始重点探索金融服务业务。如今，ＵＤＣ每年服务上百个ＯＤＩ项目案例，业务链

前后端不断延伸，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自贸区经验”，助力“双循环”战略节点建设。以多维度合

作不断推进创新的广度，建立强大的组织网络与资源支持，与专业机构搭建合作渠道是ＵＤＣ创新

服务行之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市外高桥国际贸易营运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营运中心）在进

出口、分拨维修等模式方面经验丰富，为跨国企业提供一站式国际贸易物流解决方案，是国际贸易

服务板块行业领军企业之一，与营运中心等重要合作伙伴携手，在提供跨境专业解决方案中形成

重要合力。数字化为业务创新提供技术支撑，作为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ＵＤＣ以建立先进的数字

化经营管理模式为总体思路，开展从组织、管理到产品、运营的全生态数字化，如今数字化版图已

涵盖５个网站①、３个系统②、１个ＡＰＰ③、多个产品④，呈底层打通、数据流通、深度协同、高效迭代、

安全追溯的格局。

人才引聚与团队建设是企业发展的基石。企业发展重在执行，高效执行则重在人才，公司建

立了一支能高效保障业务持续发展且经验丰富的人才队伍，涉及招商服务、物业代理、供应链咨

询、海关财税、ＩＴ、法务、智库研究等方面，在业务能力、沟通谈判、学习创新、开放心态等方面综合

素质强，承载分类客户全生命流程业务的需求，更好地践行企业责任。同时，不断涌现的创新成果

也为人才团队建设注入生命力。以文化保障组织的常青，奉行ＰＣＬ（以人为本、诚实守信、学习创

新）的企业文化守则，并在“师徒制”传帮带之下，确保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业务深度的融合。项目团

队能同时调用内外部资源为项目服务，精通海关、税务、工商等板块的内部专业人士与强有力的系

统支撑，更有贸易、金融、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投行、券商等诸多专业机构的外部合作资源，形

成团队合力，充分支撑每个项目顺畅推进。

（２）区域贡献度

自１９９０年外高桥保税区成立以来，ＵＤＣ引入或协助申请中国保税区第一家外资控股公司、

第一家贸易型企业、第一家营运中心、第一家分拨中心、第一批国际贸易结算中心等。２０１３年上

　　　　　　　　

①

②

③

④

５个网站，包括（１）ＵＤＣ官方网站；（２）一键通企业事务服务平台；（３）全球并购网；（４）境外投资服务平台；（５）ＵＤＣ门户网站。

３个系统，包括（１）ＵＬＡＢ实验室管理系统；（２）知识管理系统；（３）ＢＩ报表系统。

１个ＡＰＰ，即企业优管家ＡＰＰ。

多个产品，ＵＴＡＸ、云发票、客户供应链数字化转型产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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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自贸区成立后，全力推进金融、航运、商贸、文化、专业服务等多个服务业开放领域的首批落户重

点项目，如上海阿特蒙医院、增值电信领域企业等，紧抓自贸区金融创新，助力众多国内企业进行

海外投资。在２０２１年浦东“引领区”的背景下，ＵＤＣ团队全力协助区域生物医药、离岸贸易、智能

制造、邮轮产业等战略新兴产业建设，在产业升级、创新发展上不断推陈出新。

截至２０２２年年底，公司拥有１万余家客户资源，合作伙伴遍及世界１８个国家与地区，引进世

界５００强企业百余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６５家，协助完成境外投资项目９７９个（涉及投资额

４９８．４３亿美元），客户群体构成多元，所服务客户在历年市外资１００强、浦东经济突出贡献表彰、保

税区前３０强名单中占有重要比重。如今，ＵＤＣ已设立北京、海南分部，推进上海自贸区同国内重

点区域的产业链合作、政策优势互补，拓展合作机遇，形成联动内外、纵贯南北的新服务格局，为下

阶段服务贸易多元创新与跨越式发展奠定基础。

（３）行业影响力

创新服务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从空间载体、配套服务、智能系统为业内企业提供

全方位功能；持续引进行业龙头企业，搭建外高桥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联盟，着力推进生物医药产

业发展高地建设，打造细胞与基因治疗跨境生产先行区，赋能产业，造福国民。

全力支持离岸贸易集聚效应形成。助力上海自贸试验区离岸转手买卖产业服务中心建设，依

托外高桥离岸贸易产业基础，为企业提供集政策培训、信息发布、模式研讨等专业化服务，协助整

合境外数据，用以支持贸易真实性审核的辅助信息平台“离岸通”上线运作。

助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犚犆犈犘）贯彻落实。推进咨询、辅导与服务对接等工作，积

极承办ＲＣＥＰ政策系列培训会，推进“企业库、专家库”等建设，全力帮助企业用足、用好ＲＣＥＰ相

关政策。

积极服务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国家战略。在企业招展、渠道对接、信息采集、项目引入等方

面予以支持，承接进博会的溢出效应，促进自贸区、进博会等国家战略间的紧密联动，推进进博会

商机对接与产品引流。

依托数字化平台与手段推动服务转型。结合互联网趋势，搭建或参与运营境外投资服务平

台、一键通企业事务服务平台、全球并购网等互联网服务平台，在线上“一站式”服务中探索先行，

推动云发票、Ｕ Ｔａｘ等数字化产品服务，多途径推进业务数字化转型。

２．案例分析

在业务、产业、政策、市场竞争日新月异的今天，企业需紧跟社会发展、紧跟客户需求迭代。

ＵＤＣ在长期实践中，锤炼出一支身经百战的队伍；在践行园区商务整体方案服务供应商的使命

里，坚持以诚相待，怀揣为企业解决问题的初衷，让量变引起质变，与客户建立全流程的深入合作

关系。咨询服务是一场团体接力赛，只有以需求为导向、以人才为基石、以平台为支撑、以创新为

驱动，才能保有生命力、创造力与竞争力。

从企业全生命周期流程服务切入，在细分行业市场及服务板块为不同类别的企业设计对应的

业务入口，提供契合用户所需的服务。以境外投资业务（ＯＤＩ）为例，２０１３年，以自贸区金融创新为

起点，ＵＤＣ在公司内开拓了服务“走出去”业务板块，从最初“自贸区跨境投资第一单”及“２３天收

购美国上市公司”的单点项目突破，到以ＯＤＩ业务为基础向ＶＩＥ架构、税务筹划、股权激励方案等

延伸业务拓展，在全链条服务过程中推动专业服务机构的聚集与联盟平台的设立，最终形成了创

新业务上的突破增长，如今已协助超９００多项境外投资业务成功落地。从政策研究、试点突破、稳

健发展到业务爆发，ＵＤＣ凭借行业培育者与推动者的角色，实现生态圈与产业链的打造与完善，

也为自身赢得了持续发展的动能。如今数字化转型中的ＵＤＣ，将数字赋能于战略、结构、资源、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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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与文化中，构筑基于大数据系统的客户洞察场景与平台型业务拓展模式，实现战略创新与能级

提升的双重目标，为客户提供更为精准的服务体验。基于强有力的平台系统，前中后台通力配合

支撑客户、业务与产业生态，充分运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二、 外高桥咨询服务业的功能定位与发展模式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外高桥作为中国开放的“窗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英特尔、ＩＢＭ、惠普

等知名的外资企业与项目相继落户，依托政策、功能与地理优势等，仅用２０年时间就完成了进出口总

额从３亿美元（１９９３年）到１０００亿美元（２０１２年）的跃升；２０１３年９月，全国首个自贸区———上海自贸

区挂牌成立，外高桥作为核心区域，肩负起先行先试、功能创新的重任；近年来，随着外高桥国际贸易、

高端制造与金融服务等功能集聚，跨境功能与专业服务平台不断优化，区域产业迸发全新活力，新兴

经济业态蓬勃发展。得益于区域３０多年稳健的产业发展脉络，外高桥咨询服务业伴随着外资进入正

式起步发展，并与经济崛起、信息技术革命等形成正相关关系，在服务市场需求的过程中，随着产业细

分程度的加深，形成了外资与本土咨询（国有与民营）分庭抗礼的态势。外高桥咨询服务业的成长，与

园区的政策功能深化及企业、产业的发展诉求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区域始终发挥沟通国内外两个

市场资源的桥梁作用，产业底蕴深厚，外高桥咨询服务业也在内生动力与外在需求之下，在实践中积

累、更新与迭代，形成了相匹配的显著特点、独特资源与发展趋势，主要包括“贸易＋”“保税＋”“产

业＋”、“外向型”经济与双向链接、“走出去、引进来”闭环发展。

　　（一）“贸易＋”

外高桥历年来始终以贸易为基础实现产业功能的更新迭代，从最初的国际贸易持续叠加保税物

流、保税加工、保税研发、金融投资、离岸贸易、检验检测、总部经济等多元化产业功能，形成以海关特

殊监管区域功能为基础的“贸易＋”业态集聚与特色产业环境。特别是以产业能级提升促进企业由单

一功能成长为具有复合功能的产业链头部企业，形成了超１２０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集聚的经济集群。

结合“贸易＋”这一特点，外高桥也集聚了一批贸易及其相关产业的服务机构，从最初的研究中国市场

帮助外资进入中国，到研究企业需求与政策的匹配度与适应性，为之提供相应的咨询解决方案、深挖

政策落地细则。以某著名日资电器公司为例，其于１９９６年在外高桥初成立时为一家单一功能贸易公

司，当集团考虑在华业务整合时，其位于天津的关联公司规模更大，通过专业咨询服务机构对两地政

策功能的对比以及整体业务模式分析等，并为其提供全套咨询方案，贡献业务重组、税收筹划、整合计

划等专业咨询服务并积极同政府机构斡旋，最终促成上海贸易公司吸收合并其关联公司，在后续策划

和推动下，该公司先后成功地获得国际贸易结算中心、“全球营运商（ＧＯＰ）计划”等特有资质，借力专

业咨询逐步发展成为具备贸易、资金结算乃至研发功能的中国区总部。

　　（二）“保税＋”

通过充分发挥保税功能的延伸作用，为企业提供更适宜的营商环境，持续推动“保税＋”功能创新

高质量发展，是多元协调发展的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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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保税＋展示交易。即商品可在保税状态下出区进入展示平台并在零售后集中申报，区域建

成全球消费品保税展示交易平台、医疗器械等专业贸易服务平台、希腊中心等国别（地区）商品中心。

以上海自贸区国际艺术品保税服务中心为例，允许文物艺术品保税出区展示，保税区域年文化贸易额

由２０１１年的５亿元增长至２０２１年的３５０亿元。

（２）保税＋跨境电商。２０２２年保税区域跨境电商订单量占全市的比重为５０．７％，交易金额占全

市的比重为５９．１％。

（３）保税＋研发。保税研发是外高桥重要的创新实践功能，随着生物医药研发业务的发展，企业

对于保税研发的需求不断增加，生物医药企业（研发机构）进口研发用物品“白名单”制度的制定，更是

加快了药明康德、Ｕ ＬＡＢ等的创新发展。

（４）保税＋维修。外高桥首创仓储货物按状态分类监管模式，以保税与非保货物分类监管推进

全球维修等业务试点。在突破创新背后，得益于政府与企业的紧密协作，也离不开咨询服务业参与其

中，共同就需求细致分析、对功能政策反复研究、为可能存在的风险设置预案。以全球知名某电子产

品检测系统供应商为例，其于２０１７年通过评估可同时实现保税和非保税维修业务，咨询服务机构通

过提供维修业务、进出口流程、物业等一揽子咨询方案，同时协同合作伙伴落实第三方物流监管，确保

保税与非保税料件严格区分，满足其因设备不可复制性而希望保税、非保税工序合二为一的需求，在

提升其高效低费运营的同时，实现单一功能向高附加值延伸。

　　（三）“产业＋”

推进业态发展同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区域特色产业相结合。在智能制造方面，推进智能制造、

车联网、邮轮产业等保税区域特色产业圈建设，支持全球研发中心、专业贸易平台建设。在生物医药

方面，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罗氏诊断、强生医疗、国药物流等为代表的贸易物流仓储企业入驻外高桥，从

最初的贸易物流优势渗透至微电子、汽车零部件研发制造行业，形成独具保税特色的生物医药全产业

链生态。结合细胞和基因治疗产业跨境研发生产先行区等新定位，支持药明康德、首家中外合资医院

上海阿特蒙医院等龙头企业与首创项目健康成长，培育科技研发基地和创新孵化平台，引入驯鹿医

疗、百济神州、源健优科、朗效生物等生物医药行业的领军企业。坚持“医疗机构（临床试验资源）＋研

发＋商业化生产”的发展模式以推动产业发展，通过细胞与基因治疗产业联盟集聚专业人才与创新资

源，形成产学研医融合的大健康产业生态圈。得益于外高桥充沛的覆盖全球市场的供应链网络，跨境

功能、资源优势与产业基础，同时也少不了咨询力量，为企业提供全球化的咨询解决方案，不断强化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对接应用。以近期落户外高桥的某细胞治疗ＣＤＭＯ（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ｏｒｉｎｇ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医药研发生产外包机构）初创企业为例，在给予其的咨询方案中，囊括从

企业设立、物业与设计建设、日常与专业运营到关键设备与特殊物品进境方案的精细化全流程咨询服

务，乃至涵盖了海外融资、金融机构对接等金融服务，确保企业项目顺畅落地、稳健发展。

　　（四）“外向型”经济与双向链接

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至今，外高桥一直是外向型经济的前沿承载地，被称为“离世界最近”的地方。

外高桥持续塑造同全球交融的合作网络，同世界上２２０多个国家和地区发生经贸往来，引入百余家跨

国公司５００强企业分支机构入驻，在历年发展中积累了广泛而深厚的国际网络资源，遍布全球的贸易

网络连通国内外两个市场资源，在多方合力推动下，形成了独特的跨境双向渠道优势与较为鲜明的针

对外向型经济与跨境业态的服务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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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走出去、引进来”闭环发展

随着上海自贸区成立，外高桥持续推动中国市场主体“走出去”、主动服务“一带一路”的桥头堡建

设，不仅为市场主体拓宽海外市场带来动力，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以跨境并购、技术合作

等形式将国外先进科技、生产要素等引入国内，成为加快国内战略新兴产业孵化、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的重要途径之一。过程中各环节对于专业咨询服务有严格的要求，结合合作伙伴资源，外高桥形成主

管部门、金融、律师事务所等专业服务机构多方资源合力，以专业服务为抓手开拓跨境双向资源，推动

跨境投资成果回流，促进形成“走出去、引进来”的良性闭环。在这一模式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部分专

业机构经受了考验，从中锤炼了一批具国际视野与业务经验的人才。以某生物医药项目为例，通过专

业咨询服务机构与律师事务所、基金等长期战略合作伙伴密切协作，在该项目筹划海外融资上市架构

时，即为其提供涵盖海外架构搭建、境外投资备案、境外项目重组、３７号文登记等在内的全流程咨询

服务方案，后续积极运用区域政策与功能优势协助其最终选择上海自贸区为海外回归目的地，在国内

承载其研发、贸易、资金池等多项业务功能，凭借渠道资源整合与服务细化落实，推动这一项目以“走

出去、引进来”闭环发展模式成功落地。

三、 全球化背景下进一步发展存在的难点与问题

　　（一）人才引聚

服务业的核心资源之一是人才，尤其是咨询服务业这一知识密集型行业，最重要的资产、战略实

施与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人才。特别是在国际化程度日益增长的本土咨询服务业中，打造一支具备国

际视野与国际市场判断力的人才队伍，同时掌握金融、财务、法律等多元工具知识，具备多种语言与沟

通能力、懂得产业与上下游逻辑，有敏锐的商业投资经营管理能力、创新意识与落地能力等，可谓难度

极大，而这也恰恰是本土咨询服务业不断向高端迈进的关键所在。咨询行业是一门既年轻又古老的

行业，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外资咨询业伴随着外商资本进入中国开始，带来全新业态与经济活力的同

时，本土咨询业也应运而生，在朝气蓬勃中不断成长、发展。至今，本土咨询业逐渐从跟随、同步到竞

争，甚至在一些新经济领域有了更佳的表现，然而同时也应看到，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在经验体系、薪酬

结构、人才激励等方面仍具有竞争优势。如何吸引、集聚并留住行业高端人才，赋予其充分的成长空

间，这是在全球化背景下行业继续发展的难点之一。如无法妥善解决，则将对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业的

持续崛起形成一定程度的发展桎梏。

　　（二）品牌塑造

品牌塑造是一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塑造成功与否源于咨询企业背后的战略逻辑、商业行为逻

辑、知识管理体系以及外化的业务体系呈现等，衡量品牌实力的标准至少包括规模与稳健性、技术与

品质、市场占有率或知名度、是否有领军人物、是否有模式创新、是否有“走出去”（辐射全国、走向世界

的品牌影响力）等，在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业领域则应更加关注其国际化程度。从整体来看，虽然外高

桥保税区拥有货物贸易体量大、产业结构多元化等特点，但相较于货物贸易等产业领域而言，尚未形

成以上海自贸区为主阵地、具有标杆示范效应的服务贸易、咨询品牌高地。我们认为，目前的问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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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聚焦在本土咨询机构自身国际化程度（实力）与品牌国际知名度（传播力与曝光度）仍不强，特别是

同纽约、伦敦等国际金融与商贸中心城市相比，高端咨询服务业比重存在短板。从咨询业最基础的功

能来看，一定程度上可以归纳为将自身的知识、经验、前瞻洞察、理论模型等工具化，便于在服务的过

程中解决问题、创造价值，而在服务全球化市场中，本土咨询业是否有实力帮助企业成长与其共同发

展，成为与中国企业携手走向世界、全球企业进入中国的战略节点。能兼顾两方面的本土咨询机构仍

凤毛麟角，存在相当一部分从业机构战略文化与业务定位不清晰，盲目逐利、缺乏实践性案例积累等

问题；与此同时，受限于分支机构国际化投资布局，即使如以ＵＤＣ为代表的本土咨询机构能做到自身

专业能力与综合实力的国际化，但要进一步突破发展，打造对标国际一流水平、具有国际传播力、知名

度甚至影响力的品牌，仍有瓶颈。

　　（三）政策环境

近年来，上海市出台了系列政策支持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内容涵盖试点示范城市建设、多元化业

务支持、针对特殊区域的负面清单管理措施等。涉及创新发展、跨境服务等的部分政策如表１所示。

表１　服务贸易部分支持政策一览

政 策 名 出台时间 主 要 内 容

《上海市全面深化服务

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

方案》

２０２０年

１１月

试点任务共有８个方面２２项任务，８０条举措，包括推动服务贸易

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提升服务贸易综合竞争力、推进服务贸易要

素有序流动、认定和培育一批服务贸易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等

《上海市加快推动服务

外包转型升级方案》
２０２０年

１２月

到２０２５年，离岸服务外包业务规模达到１２０亿美元，离岸执行额

超亿美元企业数超过２０家，服务外包作为推动生产性服务出口、

承接全球服务业转移重要渠道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到２０３５年，

力争发展成为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服务外包接发包中心城

市等

修订《上海市服务贸易

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认

定管理办法》

２０２０年

１０月

推进服务贸易领域和区域联动发展、认定“示范基地＋示范项目”

的模式、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等

《关于本市加快发展外

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实施

意见》

２０２１年

１１月

加快提升贸易创新发展能级，培育贸易竞争新优势；加快推进贸

易创新数字赋能，培育贸易发展新动能；加快推进贸易创新环境

建设，提升贸易发展软实力；加快完善贸易创新保障体系，筑牢贸

易发展基础

《上海市服务贸易促进

指导目录（２０２１年版）》
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

对运输服务贸易、旅游服务贸易、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贸易、

工程承包与建筑服务贸易、专业服务贸易、服务贸易示范基地等

１１项领域的培育重点予以明确

　　从上述政策看，服务业扩大开放水平已呈逐年提升的态势，改革开放的一系列举措为服务贸易咨

询业的发展提供了活跃的经济环境与广阔的市场空间。与国际行业发展情况相比，针对服务贸易咨

询服务业并未出台相关的制度规范，这在发展初期给予了行业“百花齐放”的机遇，而在发展到一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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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后，市场的无序竞争也将给从业企业带来进一步拓展提升的制约；同时，因缺乏除商业经济法以外

的行业规范约束，一部分业内企业出现重业务、轻管理，甚至从业机构与从业人员可能出现的错误判

断、失信等所导致的客户决策失误、经济损失等情况，也并无除商业经济法规以外的行业约束规定，对

行业整体形象也有一定损害；另外，在本土咨询（国有与民营）与外资咨询服务机构合作竞争、赢得重

要发展空间的过程中，外资、民营企业以其相对灵活的企业制度、经营方式与管理机制，在经营、人才、

创新等方面上展现出良好的绩效与较强的生命力，尤其在近年来对国有咨询力量形成了不容回避的

挑战。这一伴随改革开放而形成的新兴行业，特别是因其知识密集型的特点，亟待营造更为稳健的发

展环境，从贴合产业与技术发展趋势等角度，对其从指导性法规、政策、投资、资金、资源上形成更强有

力的支持与创新保障。

四、 下一步工作的主要考虑

　　（一）进一步发挥产业功能特点与资源集成优势

外高桥作为全国重要的贸易枢纽，以贸易为纽带，围绕头部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不断汇聚与延

伸，形成了包含国际贸易、保税展示交易、供应链服务、研发服务外包、第三方检测等的服务体系，推动

总部、研发、制造等产业聚集效应显现，为外高桥服务贸易产业积累了坚实的潜力，可充分发挥综合性

优势，在特色领域不断培育新增长极，不断提升服务贸易的国际经贸合作水平，构筑“双循环”背景下

互利共赢的合作体系，在差异化优势的基础上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１．深入研究区域政策功能与产业特点，挖掘服务需求

咨询服务业并非“无根之木”，始终基于企业与产业已有的需求提供解决方案，并且前瞻于产业问

题给予咨询建议，而这一服务能力与前瞻能力，来源于对政策功能的深度研究与产业特点的洞悉挖

掘。如何对标国际并拉平同世界平均水平的距离，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蕴藏着巨大的商机，有极大的

市场挖掘潜力。

　　２．加快“离岸通”等各类外向型平台资源集聚，发挥区域跨境优势

用好现有平台资源发展跨境业务，如依托区域优质的离岸贸易产业基础与要素禀赋，推动一系列

与之相关的高附加值跨境咨询服务业不断集聚并拓展细分，通过服务于离岸贸易驱动产业升级与模

式创新；鼓励跨境创新类组织在区域内设立代表机构，鼓励各类跨境创新业态发展，并从中积累跨境

服务的能力与经验。

　　３．依托自贸区先行先试功能，加快服务领域同步“走出去”

对于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其跨国咨询收入在营收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上海历年服务贸易发展

情况看，服务贸易进出口额占全国的比重从２０００年的１３．２％跃升至２０１６年的３０．１％，贸易额提升近

２４倍，在２０１７年达近２０００亿美元①；但也存在较为明显的结构性问题：以２０１９年为例，上海服务贸

易主要集中于批发零售（１８．１％）、房地产（１１．９％）、金融保险（２３．９％）等领域，专业服务、科技研发服

务、教育医疗服务等加起来不超过１０％，而伦敦、纽约、东京等全球都市区在２０１２年时的科技、医疗领

域服务贸易进出口额便已超过１０％，有的城市甚至高达２６．３％，上海在高附加值服务贸易进出口额方

面仍然有很大提升空间。② 现阶段，产业转移、贸易升级趋势下将产生大量的离岸咨询业务需求，这

①

②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参见张磊：《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更高标准与中国服务业开放发展的策略因应》，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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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跨国咨询企业来说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在服务中国企业形成“走出去、引进来”闭环模式的

过程中，也应同时鼓励有潜力的本土化服务机构抓住机遇，同步“走出去”，加快培育具有国际服务能

力与竞争力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本土咨询服务业的专长和特点，帮助“走出去”企业在日趋复杂的经

济环境与技术进步趋势中行稳致远，同时拓展自身全新的服务空间，持续打造海关特殊监管区域、自

贸区高质量发展样板区域。

　　（二）加快创新人才的集聚引育与智库队伍建设

为加快服务经济人才的集聚，从政策上应更突出人才保障与激励，尤其加强对高端引领型与实战

创新型人才的吸引力，切实提升咨询服务业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并通过赋能关键领域与关键产业不断

丰富创新生态，参与更高水平的开放与更高层次的发展，为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与

持续发展提供源动力。

　　１．加强政策创新统筹，建立体系化服务贸易人才激励政策

统筹目前分散型的人才政策，针对服务贸易构建以人才为核心的政策激励体系，如现有的总部发

展政策、产业扶持政策等政策中均有涉及人才的篇幅内容，在申请过程中则偏重于总部与产业导向，

并未强调对人才这一核心资产予以重点扶持的导向性。建议将适用性政策做好统筹、梳理、归集、宣贯

并用足用好的同时，进一步加大政策投放力度，创新对标国际的多元化人才政策供给，在企业引才、人才

住房、人才补贴、股权期权激励、人才流动等方面多维度发力，通过灵活的激励机制使人才与企业远景目

标相关联，增强其获得感、成就感与归属感，巩固人才资源，切实提升服务贸易人才的国际竞争力。

　　２．在成长性行业上做好人才储备，培育一线潜力实战人才

重视针对行业的专业化团队建设，强化一线实操企业或部门服务贸易相关优秀人才的培养、选拔

与管理机制，在有条件的政府部门、专业服务机构、业务实操企业建立切实有效的培训体系或形成完

善的人才发展计划。不仅重视人才招引，更要通过对未来趋势的预判，系统性地培养夯实人才储备，

特别是运用跨境资源加强国际交流，在吸引一部分国际人才本地发展的同时，给予更多本土人才充分

的成长空间，在国际成熟市场环境中锻炼提升，使之成为具有国际视野以及成长性行业实务经验的复

合型人才，如从数字化角度看需要更多掌握大数据分析、挖掘、清理等的技术人才，为服务贸易高质量

发展持续注入智力资源保障。

　　３．发挥区域集聚作用，加快智库建设与智慧成果转化

立足并发挥上海自贸区的政策功能集聚、服务平台集聚、实践案例集聚的正向作用，在先行先试、

创新突破中总结挖掘问题、难点，推进新型专家智库建设，以此为动力为制度创新突破建言献策。从

思想与目标上提出更多战略性、全局性、可操作性的前瞻观点，从重点领域、前景产业上提供更多决策

建议；从人才培养上给予更多经验传承；增进政企研各方交流；构建全球化合作交流平台、提供更丰富

的交流资源与渠道，帮助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业突破自身局限性，打开视野、拓展思维，形成更多的智慧

成果与应用转化。

　　（三）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的品牌

从咨询服务业自身来看，首先要对品牌建设这项系统工程有充分的认识与重视，注重品牌战略升

级、品牌体系构建、品牌落地管理、品牌传播拓展，要能真正建立一个具有长期性、信誉度与美誉度甚

至国际竞争力、影响力的品牌，更为重要的则需夯实自身核心能力，从业务、方案、资源、管理、机制、人

才、平台、创新等角度做好充分准备，构筑独特优势、提升跨国经营服务的能力，担负起咨询服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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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品牌责任，在内部形成知识管理体系与咨询方式、技术创新，对外部形成企业独有的差异化品牌效

应，真正为行业与企业解决问题、赋予价值，逐步进入全球化高端咨询服务行列。

从政府支持角度来看，一是要重视咨询服务业的成长与发展，同时也要认识到本土行业与麦肯

锡、罗兰贝格、埃森哲、波士顿咨询、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等国际一流咨询服务的差距，坚持培育本土企

业与引进国内外高端机构并举，重视人才、鼓励业务与机制创新，打造辐射范围广泛、业务种类完备、

产业支撑力强的现代咨询服务体系；二是通过与行业专家、代表机构等的充分沟通研究，逐步形成一

定的行业标准，建立专业、科学可量化的行业管理制度规范，对从业人员道德规范等形成一定的约束

并与国际惯例形成有效衔接，规范并敦促咨询服务业市场良性竞争、有序发展，确保行业的诚信度与

权威性，为行业健康发展营造良好环境；三是建立一定的资源分享机制，如信息数据的权威披露渠道、

以及一部分海外推广资源平台化使用等，帮助行业有效地开发潜在市场，充分发挥咨询服务业在优化

企业经营管理、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社会进步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四）紧抓技术进步驱动下的商业模式迭代机遇

　　１．强化数字技术场景下的业务创新

如今，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等数字化新技术为服务贸易咨询服务业创新模式、创新业态提

供了全新机遇。尤其是近年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传统的办公、交易等方式，并在全球范围内普

遍催生了大量的远程服务、非接触式经济等全新商业模式与业务应用场景。随着数字技术在生产、流

通、消费各环节的广泛渗透，跨境服务贸易的内涵、广度与深度将不断拓展。这一形势下，传统服务贸

易咨询服务业的业务转型、升级创新压力也将愈加迫切，不断探索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引用并挖掘“咨

询＋新技术”的商业模式创新，将是未来行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技术等将更有效

地处理大量数据信息并重构业务流程，在销售、运营、供应链等领域提供更为专业准确的咨询建议。

因此，业内企业如能更快地适应数字化趋势，开展长期、迅速、稳定的数字技术投入，将在未来发展中

占领更多先机。

　　２．在服务新经济发展中形成独有特色

近年来，以独角兽企业为代表的中国新经济企业抓住了全球数据智能等大趋势中出现的重要场

景，在部分领域率先实现了新技术与产业化的结合，甚至形成了全球引领。这部分新经济代表企业的

全球化之路能否走稳走好，亟需一批既理解国际规则、也理解中国经济特色与企业模式的咨询服务机

构协助。在这一新经济领域，本土咨询机构与国际化品牌咨询机构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也最有希望

能抓住历史机遇，形成自己独特的资源优势并提供贴合中国新经济企业需求的特色跨境咨询服务。

　　３．在数字贸易创新演进中寻求发展机遇

此前出台的《“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顺应了服务贸易日趋数字化的态势，首次将“数字贸

易”列入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明确了未来一个时期我国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重点和路径。这一调整充

满机遇与想象空间，尤其是从自贸区角度，在数字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跨境数据传输安全管理、数字

文化版权交易保护、区块链金融等方面均在做一定的有益探索与尝试，未来服务于此的跨境咨询服务

尚待更好地挖掘与拓展。

　　（五）营造对标国际、适应趋势的政策创新环境

　　１．充分重视行业发展，发挥政策引导作用

在前述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的同时，给予行业一定的发展支持政策，在具体措施上加大对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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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佳的咨询服务企业在税收、金融方面的扶持力度，为其营造更为灵活的制度空间与创新机制，帮助

其更好地参与市场竞争。

　　２．鼓励合作创新，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对强强联手、专业合作方式形成咨询商业模式的情况，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咨询机构的专精化

发展将帮助其形成更好的自身发展优势，真实商业世界的需求则千变万化，很多情况下无法独立提供

符合需求的解决方案，咨询机构选择有能力的专业机构形成商业合作伙伴关系，构建互补优势，迅速

为客户提供行之有效的创新服务，如“咨询＋数字技术”“咨询＋供应链”等，是必然发展趋势。建议政

策上给予这一类合作创新更多支持。

　　３．适应发展趋势，从政策上鼓励远程、在线、虚拟等数字化咨询服务创新

技术革新与疫情影响之下，数字化咨询服务正逐渐成为行业中服务提供的重要方式。对于本土

咨询服务机构而言，这一趋势虽对其跨境服务的实施提供了更大的便利，跨境市场空间的拓展、服务

需求的挖掘与客户的长期维护，则需要其投入巨大的前期成本与时间精力。因此，建议进一步强化这

一商业模式的政策供给，鼓励企业跨境创新。

在时代进程中，咨询服务业不仅为微观企业的健康成长给予解决方案，也为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

供支撑，作为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其知识密集型特点与发展韧性等已然使其愈发彰显强大的生命

力。随着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不断攀升，我们相信咨询服务业未来将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所

涉及服务深度与广度的持续延伸，本土咨询服务企业要主动转型、拥抱趋势，共同突破发展中的问题

与瓶颈，提升自身独具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坚持创新驱动，与国际顶级咨询机构共同驰骋于国际咨询

市场的蓝海。

（执笔：张　靖　程兆博　陈冬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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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　中央网信办　工业和

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的通知

商合函〔２０２１〕３５５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商务主管部门、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

门，有关中央企业：

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实施数字经济战略，推动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制定了《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

工作指引》（以下简称《指引》），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０日

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工作指引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推动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高质量发展，服务构建新发展

格局，制定本工作指引。

一、 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

为效率提升重要动力，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各国纷纷将数字经济视为重大战略机遇，国

际合作与竞争面临新形势。进入新发展阶段，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有利于实现数字产业

化和产业数字化，推动传统经济与数字经济相融合，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有利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赢得未来发展新空间；有利于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重塑，巩固和创造我国在数字

经济领域的发展优势，推动实现更高水平的国内国际双循环。

二、 总体要求

推动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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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实施数字

经济战略，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的原则，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统筹发展与安全，充分利用

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着力推动技术进步，着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合作与竞争，

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三、 重点工作

　　（一）积极融入数字经济全球产业链

鼓励数字经济企业加快布局海外研发中心、产品设计中心，汇聚全球创新要素，加强与境外科技

企业在大数据、５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领域开展合作，联合研发前沿技术。鼓励开展数字

技术产业化国际合作，加快国外先进技术与国内产业化优势对接融合，带动数字产品和服务贸易。鼓

励企业加强国际上下游产业链合作，提升国际化发展水平。

　　（二）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鼓励企业抓住海外数字基础设施市场机遇，投资建设陆海光缆、宽带网络、卫星通信等通信网络

基础设施，大数据中心、云计算等算力基础设施，人工智能、５Ｇ网络等智慧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提

供数字服务。挖掘传统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市场潜力，积极参与东道国市政、交通、能源、电力、水利等

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改造。

　　（三）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鼓励制造企业主动参与全球制造业产业链数字化、智能化、自动化、服务化进程，加快应用工业互

联网开展境内外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制等先进制造，提升生产和管理效能。加强新业态新模式国际

合作，紧扣疫情催生的各国消费需求，加快共享经济、电子支付、远程医疗、普惠金融、智能物流等合

作。支持平台型企业走出去，带动中小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四）优化数字经济走出去布局

加强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区块链等领域合作，通过设立实验室、共建孵化平台、建

立研发战略联盟等多种方式，积极融入全球先进数字技术发展体系。鼓励企业在条件成熟的“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开展技术创新合作和电子政务、远程医疗等应用场景合作。对于基础设施条件不足的发

展中国家，加强移动终端合作，提高硬件普及率，推动软件开发与应用。积极参与东道国数字惠民、数字

金融、数字治理等民生项目，结合当地复工复产需求开展云经济合作。鼓励龙头企业加强碳排放领域的

国际交流合作，提高对碳减排和碳消除技术的投资，积极培育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新业态新模式。

　　（五）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经济企业

建设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化领军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健全自主创新机制，打造全球产品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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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技术服务中心和先进制造管理中心，提升企业全球资源整合能力。精心培育数字经济标杆企

业，发挥国内外金融资本作用，聚焦核心科技和创新链短板，引进国际高端人才，加快发展进程。鼓励

民营企业走出去，培养一批小而美的数字经济企业，开展本土化经营。

　　（六）建设数字化境外经贸合作区

鼓励数字经济企业参与科技研发型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打造境外科技创新平台。推动合作区

智能设施共享，提升合作区数字化管理服务功能，加强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探索境外经贸合作区与

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园区联动发展，共同推进海外仓建设，推动跨境电商企业等走出去，形成协同

效应。打造跨越物理边界的虚拟合作区和产业集群，通过网络平台将区内企业与当地上下游、产供销

资源对接，构建跨国数字化产业链供应链。

　　（七）强化数字经济走出去的指导监管

完善数字经济走出去相关制度建设，遵循包容审慎原则，加强对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新业态新

模式的监管。完善对外投资备案报告制度，用好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联络服务平台，加强监测与分

析，做好风险预警。提升对外投资合作数字化管理水平，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协同监管。

　　（八）提高数字经济走出去公共服务水平

加强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整合咨询、法律、会计、金融等中介服务资源，增强相关公共服务产品对

数字经济走出去指导作用。发挥境外中资企业商协会作用，发布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相关指南。鼓励相

关行业商协会在市场调查、咨询评估、行业自律、政策法规等方面，加强对数字经济企业的指导和协调。

　　（九）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规则标准制定

积极参与高水平双边或区域经贸协定谈判，视情纳入数字经济发展议题。努力在全球数字经济

治理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深入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数字经济议题谈判，通过二十国集团、金

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合作机制推动建立数字经济领域经贸规则，提出中国主张。积极签署标准互

认协定，加快与东道国数字标准对接融合，推动我国数字标准走出去。

　　（十）做好数字经济走出去风险防范

鼓励数字经济企业完善内部合规制度，严格落实我国法律法规有关数据出境安全管理的规定，遵

守东道国法律法规及国际通行规则，妥善应对数字经济领域审查和监管措施。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

识，健全数据安全管理制度，采取必要技术措施，保护数据安全和个人信息，支持企业通过法律手段维

权。密切跟踪全球数字经济反垄断及加征数字税最新政策动向，做好应对准备。

　　（十一）营造数字经济国际合作良好环境

完善数字经济领域多双边交流合作机制，发挥投资合作工作组作用，加强与有关国家数字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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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战略对接和政策沟通。鼓励数字经济企业、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加强与国际同行交流合作。鼓励数

字经济企业积极参与东道国复工复产和民生项目，履行社会责任，培养当地数字经济人才，树立良好

口碑。扩大正面宣传，营造数字经济企业良好国际形象，做好舆情应对工作。

四、 适用范围

本工作指引适用于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由企业自觉遵守，同时适用于地方商

务、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我国企业开展对外投资合作的指导、管理和服务。相关单位可

在工作中参考。

五、 组织实施

地方商务、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到数字经济对外投资合作的重要意义，按

照工作指引，结合实际加强制度建设，压实工作责任，务求工作实效。重要情况和问题及时向商务部、

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报告。

抄送：各驻外使领馆经商机构，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

商务部办公厅 ２０２１年７月２１日印发



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

１１５　　

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参考原则

一、 禁止进口技术参考原则：

（一）进口后将危害我国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的技术；

（二）进口后将严重影响人的健康或安全，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破坏生态环境的技术；

（三）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禁止进口的技术；

（四）根据我国所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公约、国际协定的规定需要禁止进口的技术。

二、 限制进口技术参考原则：

（一）进口后将对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共道德造成不利影响的技术；

（二）进口后将一定程度上影响人的健康或者安全，动物、植物的生命或者健康，或对生态环境产

生不利影响的技术；

（三）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限制进口的技术；

（四）根据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公约、国际协定的规定需要限制进口的技术。

目录格式说明

　　目录格式：

编号：（１）ＸＸＸＸＸＪ（Ｘ）

技术名称：（２）

控制要点：（３）

说明：

（１）编号：共７位

ＸＸＸＸＸＸＪ（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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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代码　行业分类代码　顺序号　禁止（限制）代码

１）年度代码由目录发布年度的后两位数字构成

２）行业分类代码为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对应二级分类序号

３）顺序号为同一行业分类下技术条目依次编码

４）“Ｊ”代表禁止进口技术，“Ｘ”代表限制进口技术

（２）技术名称：某一类技术的总称。

（３）控制要点：该类技术中需要控制的技术内容、特征及范围。

（４）目录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编辑排序。

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
（禁止进口部分）

２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编号：２１２６０１Ｊ

技术名称：农药生产技术

控制要点：高、中温钠法百草枯农药生产技术

编号：２１２６０２Ｊ

技术名称：氰化钠生产工艺

控制要点：生产氰化钠的氨钠法及氰熔体工艺

编号：２１２６０３Ｊ

技术名称：石化工业用水处理药剂配方

控制要点：石化工业用水处理药剂磷系和有机磷系配方

３０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编号：２１３００１Ｊ

技术名称：耐火材料技术

控制要点：产品含铬或含氧化铬成份的耐火材料技术

３２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编号：２１３２０１Ｊ

技术名称：氰化法电镀黄铜连续作业线技术

控制要点：采用氰化法电镀黄铜技术

３６汽车制造业

编号：２１３６０１Ｊ

技术名称：汽车氟利昂空调系统技术及石棉摩擦材料制品技术

控制要点：汽车氟利昂空调系统技术及石棉摩擦材料制品技术

３８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编号：２１３８０１Ｊ

技术名称：含铅绝缘漆技术

控制要点：含铅绝缘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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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２１３８０２Ｊ

技术名称：含卤覆铜板技术

控制要点：含卤覆铜板技术

编号：２１３８０３Ｊ

技术名称：电池制造技术

控制要点：含汞碱锰电池设备和技术

编号：２１３８０４Ｊ

技术名称：氟利昂制冷技术

控制要点：采用ＣＦＣｓ物质作为制冷工质的制冷产品技术，如电冰箱、商用冷柜、压缩机等

中国禁止进口限制进口技术目录
（限制进口部分）

０１农业

编号：２１０１０１Ｘ

技术名称：农业转基因生物应用技术

控制要点：通过现代生物技术手段改良的基因工程植物种子种苗、动物种畜禽、水产苗种和微生

物菌种

０２林业

编号：２１０２０１Ｘ

技术名称：果蔬保鲜技术

控制要点：多菌灵用于果蔬的杀菌技术

１７纺织业

编号：２１１７０１Ｘ

技术名称：印染技术

控制要点：

１．大浴比（丝、毛面料专用染机除外）、电加热、热源及冷却水无回收利用的染整技术

２．氯、亚漂和高含量甲醛后整理，包括有害重金属粒子的染色等染整工艺技术

２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编号：２１２６０１Ｘ

技术名称：硫酸生产技术

控制要点：

１．单系列年产６０万吨及以下能力，以硫磺为原料的硫酸生产技术

２．单系列年产４０万吨及以下能力，以硫铁矿为原料的硫酸生产技术

编号：２１２６０２Ｘ

技术名称：颜料生产技术

控制要点：３，３′—二氯联苯胺、联苯胺型颜料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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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医药制造业

编号：２１２７０１Ｘ

技术名称：高致病病原微生物

控制要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中第一、二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所限制的

内容；《人间传染的病原微生物名录》中第一、二类病原微生物，以及我国尚未发现或者已经宣布消灭

的病原微生物

３４通用设备制造业

编号：２１３４０１Ｘ

技术名称：速印机（油印机）制造技术

控制要点：

１．精密机械加工技术

２．印刷技术

３８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编号：２１３８０１Ｘ

技术名称：高能耗家用电器产品制造技术

控制要点：高能耗家用电器产品制造技术

编号：２１３８０２Ｘ

技术名称：电池生产技术

控制要点：

１．普通锌锰电池生产技术

２．普通开口式铅蓄电池生产技术

３．镉镍电池生产技术

４４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编号：２１４４０１Ｘ

技术名称：超临界发电技术

控制要点：超临界机组发电设备及配套辅机的制造技术

编号：２１４４０２Ｘ

技术名称：亚临界发电机组设计、制造技术

控制要点：６００ＭＷ级以下亚临界机组发电设备及配套辅机设计制造技术

６５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编号：２１６５０１Ｘ

技术名称：深度伪造技术

控制要点：笔迹伪造技术、语音伪造技术、图片伪造技术、视频伪造技术、生物特征伪造技术以及

其他伪造技术，伪造信息与被伪造信息相似度大于７０％

编号：２１６５０２Ｘ

技术名称：数据加密技术

控制要点：安全强度高于２５６位加密算法的加密技术

６６货币金融服务

编号：２１６６０１Ｘ

技术名称：印制人民币特有的防伪技术、工艺

控制要点：印制人民币特有的防伪技术、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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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关于积极做好服务外包产业

吸纳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关工作的通知

【发布单位】办公厅

【发布文号】商办服贸函〔２０２２〕１８３号

【发文日期】２０２２年０７月１５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商务主管部门、教育厅

（教委、教育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局），有关用人单位：

服务外包产业是知识密集型现代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领域。为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高校毕业生就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就业”

“保就业”的决策部署和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助推服务外包企业加大引才育才力度，吸纳更多应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 开展专项招聘活动

积极参与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举办的服务外包企业面向２０２２届高校毕业生网

上招聘活动，组织服务外包企业在“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２４３６５校园招聘服务”、中国公共招聘

网、“就业在线”平台专题页面上免费发布招聘信息，便利高校毕业生浏览查询和投递简历。

二、 加强就业创业指导

完善高校毕业生生涯规划和就业指导体系，提供贯通校内外学习工作各阶段、就业创业全过程的

配套服务，为毕业生在服务外包领域就业创业提供指导和服务保障。

三、 拓展校企合作

搭建高等院校、服务外包企业、行业协会、培训机构等之间的交流平台，组织服务外包企业和高校

共同参与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合作开展定向人才培养、就业实习基地建设，联合开展线

上线下宣讲会、双选会，加深高校毕业生对服务外包产业和企业的了解，鼓励和引导应届高校毕业生

到服务外包领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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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鼓励吸纳就业

对符合条件的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服务外包企业，按规定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一次性扩

岗补助、职业培训补贴、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支持。

五、 实施见习计划

积极组织未就业应届高校毕业生和青年参加服务外包企业见习，为就业积累实践经验。积极动

员服务外包企业为毕业生提供见习岗位，按规定给予见习补贴支持。

六、 支持创新创业

对在服务外包领域创业、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按规定落实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及灵活就

业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加强就业培训，利用现有财政资金渠道继续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开展新增高

校毕业生从业人员就业培训。支持办好服务外包领域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高度重视服务外包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有关工作，加强组织领导，积极主

动作为，把握时间节点，统筹实施推进，确保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在８月底前取得实效。对新增

高校毕业生就业取得积极成效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将在２０２２年综合评价中予以考虑。８月３１日

前，请各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商务主管部门牵头，于每周五１２：００前将工作最新进展情况和组织招聘

会、培训、新增就业岗位等相关数据报送商务部。其他有关单位工作进展及建议亦请及时上报。

联系方式：

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司　谢宜真

电话：０１０６５１９７１０４

邮箱：ｘｉｅｙｉｚｈｅｎ＠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教育部高校学生司　吴　行

电话：０１０６６０９７８６５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　范　淼

电话：０１０８４２０２５３８

商务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５日



商务部等２７部门关于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１２１　　

商务部等２７部门关于推进

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商服贸发〔２０２２〕１０２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人民政府，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务院各

部委、各直属机构，中国贸促会、中国外文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为把握数字经济

发展趋势和规律，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更好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和

文化强国建设，经国务院同意，现提出以下意见。

一、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立

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以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

发展为主题，着力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协调，着力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和内容形式创新，着力促进文化

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优化，增强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竞争力，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中华优秀文

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二）工作原则

坚持服务大局。服务文化强国建设目标，通过文化贸易发展提升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带动中华

文化走出去，提升中华文化亲和力、吸引力、辐射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积极贡献。

坚持守正创新。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遵循国际规则和文化传播规律，把握数字化发展趋势，拓展

平台渠道，创新内容形式、发展模式，创作和生产更多适应国际市场需求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坚持政策引导。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深化改革开放，加强政策支持，营造发展环

境，释放发展活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坚持统筹推进。加强统筹指导，鼓励多方参与，注重资源整合，加强规范引导，统筹推进文化产业

和贸易高质量发展，推动对外文化交流、传播与贸易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三）主要目标

对外文化贸易规模稳步增长，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文化服务出口在对外文化贸易中的比重稳

步提升。到２０２５年，建成若干覆盖全国的文化贸易专业服务平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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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平台和行业领军企业，我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进一步增强，文化品牌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

提高，文化贸易对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对文化强国建设的贡献显著增强。

二、 深化文化领域改革开放

　　（四）积极探索高水平开放路径

探索有序放宽文化领域限制性措施，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等先行先试作用，主动对接国际高水平经贸规则，围绕文化领域开放开

展压力测试，建立健全适应新形势新需要的风险防范机制。（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文化

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深化文化领域审批改革

聚焦推动文化传媒、网络游戏、动漫、创意设计等领域发展，开展优化审批流程改革试点，扩大网

络游戏审核试点，创新事中事后监管方式。探索设立市场化运作的文物鉴定机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

博物馆展览、教育和文创开发。（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文物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

职责分工负责）

　　（六）扩大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

围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有序扩大出版物、电影、电视剧、网络视听、体育、演艺和文化

艺术等领域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口，促进高水平市场竞争。（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

局、体育总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 培育文化贸易竞争新优势

　　（七）大力发展数字文化贸易

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发挥国内大市场和丰富文化资源优

势，加强数字文化内容建设，促进优秀文化资源、文娱模式数字化开发。支持数字艺术、云展览和沉浸

体验等新型业态发展，积极培育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网络音乐、网络表演、网络游戏、数字电影、数字

动漫、数字出版、线上演播、电子竞技等领域出口竞争优势，提升文化价值，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

华文化符号。（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体育总局、文物局、外文局

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扩大出版物出口和版权贸易

推动主题出版物出口，扩大文学艺术、传统文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出版物和学术期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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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少儿读物、学术数据库产品出口。积极发展版权贸易，扩大版权出口规模，提升版权出口质量，优

化内容品质和区域布局，拓展版权出口渠道和平台。提升外向型图书整体策划、编辑出版和设计印刷

水平，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出版，提高国际市场影响力。（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商务部、外文局和各地方

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九）鼓励优秀广播影视节目出口

支持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综艺节目创作和出口，加大海外推广力度，做强“中国联合展

台”，创新叙事方式，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化表达、分众化表达。加强与海外

媒体平台合作，拓展广播影视节目出口渠道。鼓励影视制作机构开展国际合拍。（中央宣传部、商务

部、广电总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支持扩大文艺精品出口

鼓励各类演艺机构创作开发体现中华优秀文化、面向国际市场的演艺精品，开展海外巡演和海外

社交媒体平台演出，推动民族特色戏剧、音乐、舞蹈、曲艺、杂技走出去，带动舞美设计、舞台布景创意

和舞台技术装备创新和出口。培育演艺服务出口特色品牌，提升对外演艺服务能力。（中央宣传部、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推动中华特色文化走出去

加强传统文化典籍、文物资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网络化转化开发，面向海外用户开发一

批数字文化精品。支持艺术家、传承人等与专业机构开展合作，实现资源整合，共同开拓国际市场。

大力促进中国餐饮、中医药、中国园林、传统服饰和以中国武术、围棋为代表的传统体育等特色文化出

口。（中央宣传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体育总局、文物局、中医药局和各地方人

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促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出口

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创意设计机构和人才的交流合作，推动中华文化符号的时尚表达、国际

表达。发挥文化文物单位资源优势，加大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力度，扩大文化创意产品出口。发挥建筑

设计、工业设计、专业设计优势，支持原创设计开拓国际市场。推动将文化元素嵌入创意设计环节，提

高出口产品和服务的文化内涵。（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商务

部、文化和旅游部、文物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 激活创新发展新动能

　　（十三）提升文化贸易数字化水平

推动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促进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赋能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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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贸易全链条，带动传统行业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数字化运营能力。适应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鼓

励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鼓励文化企业积极利用全球创新资源，深化国际产业和技

术合作。（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

电总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四）加强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

优化国家文化出口基地营商环境，为文化贸易企业、人才、资本、技术、数据、信息集聚创造有利条

件，完善多元化支持举措，建设文化出口高地，发挥基地集聚示范引领效应。鼓励各地区挖掘特色优

势文化产业出口潜力，延伸产业链，完善服务链条，建设各具特色的文化出口基地。（中央宣传部、商

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五）鼓励数字文化平台国际化发展

引导文化领域平台类企业规范健康发展，支持平台企业做大做强，支撑中小企业开展技术、内容、

模式创新。鼓励平台企业积极开拓国际市场，提升平台海外影响力，带动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中

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六）创新发展数字内容加工等业务

发挥综合保税区政策功能优势，支持开展“两头在外”的数字内容加工业务，研究完善监管模式，

鼓励企业为境外生产的影视、动漫、游戏等提供洗印、译制、配音、编辑、后期制作等服务。支持在具备

条件的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开展文物、艺术品仓储、展示、交易和文物鉴定等业务。（中央宣传部、商务

部、文化和旅游部、海关总署、广电总局、文物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 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十七）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发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示范作用，实施文化贸易“千帆出海”行动计划，培育一批

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贸易骨干企业。支持骨干企业与中小微企业建立良性协作关系，通过开放平

台、共享资源、产业链协作等方式，引导中小微企业走“专精特新”国际化发展道路。培育文化贸易专

业服务机构。（中央宣传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外文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

负责）

　　（十八）加强国际化品牌建设

在动漫、影视、出版、演艺、游戏等领域培育一批国际知名品牌。挖掘中华老字号、传统品牌、经典

标识形象的文化内涵，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导和推动企业加大创意开发和品牌培育力

度，提升品牌产品和服务出口附加值。（中央宣传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外文局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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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九）发挥平台载体赋能作用

鼓励建设一批“一站式”文化贸易服务平台，为文化贸易企业提供国别政策、市场信息、法律服务、

技术支撑、人才招聘等服务。支持建设影视、版权等领域海外推广和数字化交易平台。建设语言服务

出口基地，提升国家语言服务能力，用好小语种人才资源，为文化产品、服务、标准走出去提供专业支

撑。（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外文局和各地

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扩大文化领域对外投资

鼓励有条件的文化企业创新对外合作方式，优化资源、品牌和营销渠道，面向国际市场开发产品、

提供服务，提高境外投资质量效益。鼓励优势企业设立海外文化贸易促进平台。推动深化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文化领域投资合作。（中央宣传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外文

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 拓展合作渠道网络

　　（二十一）健全文化贸易合作机制

推进中国标准国际化进程，积极参与国际规则、标准制定，拓展文化贸易发展空间。加强与各国

及政府间国际组织交流合作，积极商签政府间合作备忘录，健全文化产业和贸易政策沟通对话机制，

为企业合作搭建平台、创造条件。（中央宣传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贸促会按职责分工

负责）

　　（二十二）拓展文化贸易合作渠道

提升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重点展会的国际化、专业

化、市场化水平，更好搭建文化贸易展览展示和洽谈交易平台。支持企业参加重要国际性文化节展。

鼓励企业运用跨境电商等新模式新渠道拓展海外市场。发挥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商协会作用，拓展对

外文化贸易渠道。（中央宣传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贸促会、外文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三）聚焦重点市场深化合作

扩大与港澳台地区文化贸易合作，发挥港澳企业渠道优势，鼓励企业联合开拓海外市场。结合区

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生效实施，巩固日韩和东南亚等传统市场优势，积极拓展其他周边

国家市场。深耕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主动对接市场标准和文化需求，针对性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

深入拓展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市场。（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

总局、港澳办、贸促会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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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完善政策措施

　　（二十四）完善投入机制

统筹利用相关财政资金政策，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建设和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扩大文化服务出

口，培育重点企业和文化品牌。更好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作用，利用市场化方式为符合条

件的文化贸易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引导更多社会资本支持文化贸易发展。（中央宣传部、财政部、商务

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五）创新金融服务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开发更多与文化贸易特点相适应的信贷产品、贷款模式，推

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供应链融资、订单融资等业务，支持境内银行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开

展境外人民币贷款业务。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文化贸易企业上市融资，以及通过发行公司债券、企业

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等方式融资。积极探索创新文化贸易出口信用保险承保模式，提升承

保理赔服务水平质量，根据市场化原则合理确定费率。积极推广“信保＋担保”模式，以多种方式为文

化贸易企业提供增信支持。鼓励保险机构开发文化类专属险种，增强机构服务能力。支持保险资金、

符合条件的资产管理产品投资面向文创企业的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拓宽企业融资渠道。

（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负责）

　　（二十六）落实税收政策

落实文化服务出口免税或零税率政策。积极支持文化企业参加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经认定

的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可按规定享受相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对国家鼓励发展的文化产业项目，在投

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免征关税。（科技部、财政部、税务总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七）提升便利化水平

海关、商务部门加大宣传和培育力度，帮助符合条件的文化贸易企业成为海关高级认证企业，享

受相关便利措施。简化演艺机构人员出境审批手续。支持文化贸易企业开展跨境人民币结算业务。

提升对外投资便利化水平，支持银行为文化贸易企业提供更加优质的跨境结算服务。（发展改革委、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外汇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 加强组织保障

　　（二十八）加强组织领导

提高站位，统筹推进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工作。发挥对外文化贸易工作联系机制作用，持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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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文化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强政策协调和工作协同，形成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强大合力。（中

央宣传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二十九）强化人才支撑

支持高校加强文化贸易交叉学科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鼓励高校和企业创新合作模式，共建实训

基地。加强对外文化贸易骨干人才培训和创新型、应用型、国际化人才培养，加快培育一批数字文化

产业贸易创新人才。加强智库建设，发挥智库支撑作用，建设对外文化贸易研究基地。支持多渠道引

进文化贸易、版权贸易人才。（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广

电总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纠纷多元化解决机制，深化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积极参与传统知识

保护国际规则制定，支持企业开展海外知识产权维权工作。加大数字版权保护力度，强化版权全链条

保护和开发利用，激发企业创新创造活力。（中央宣传部、商务部、知识产权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

责分工负责）

　　（三十一）完善统计评价体系

加强对外文化贸易统计工作，强化部门间数据交换和信息共享，提高统计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

性。创新评价机制，以价值导向、贸易实绩、贸易结构、社会效益等为重要指标，建立对外文化贸易高

质量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为推进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决策参考。（中央宣传部、商务部、海关

总署、统计局、外汇局和各地方人民政府按职责分工负责）

各地区、各部门要充分认识推动对外文化贸易高质量发展对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推

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和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对外文化贸易工作的组织领

导，明确任务、落实责任，完善和细化相关政策措施，确保各项举措及时落地见效。

商务部　中央宣传部　中央网信办　外交部

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

文化和旅游部　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广电总局　体育总局　统计局　港澳办　银保监会

证监会　文物局　中医药局　外汇局

知识产权局　贸促会　外文局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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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沪府办发〔２０２１〕１０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

按照执行。

２０２１年６月２３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
先导产业发展“十四五”规划

　　为进一步推动本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制定本规划。

一、 发展基础

　　（一）发展现状

“十三五”时期，上海大力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技术、关键产品不断突破，自主创新能力

显著增强，发展质量持续提升。

１．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十三五”期间，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保持快速增长态势，产业增加值由

２０１５年的３７４６亿元增长至２０２０年的７３２８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从１５％提高到１８．９％。其中，

制造业部分增加值由１６７３亿元增长至２９６０亿元，年均增速１２．１％，比同期全市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

高５．８个百分点；制造业产值从８０６４亿元增长至１３９３１亿元，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从２６％提

高到４０％；服务业部分增加值由２０７３亿元增长至４３６８亿元，年均增速１６．１％，比同期全市服务业增

加值年均增速高５．２个百分点。重点产业不断集聚壮大，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占全国比重超过２０％，生

物医药产业科创板上市企业数量占全国总数１／４，人工智能产业重点企业超过１１５０家。

２．创新能力持续提升。“十三五”期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逐年递增，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由

２０１５年的３．７％提高到２０２０年的４．１％。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集成电路先进工艺实现量产，

７纳米和５纳米刻蚀机进入国际先进生产线，桌面ＣＰＵ、千万门级ＦＰＧＡ等关键产品达到国际主流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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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１２英寸大硅片实现批量供应。结直肠癌新药呋喹替尼等创新药物，先进分子成像设备全景ＰＥＴ／

ＣＴ、首个国产心脏起搏器等原创医疗器械获批注册上市。全球首款人工智能云端深度学习定制化芯

片发布。

３．新兴业态蓬勃发展。５Ｇ、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快

速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传统业态加速向智能化、数据化、信息化转型发展。上海工业互联网核心

产业规模达到１０００亿元，已培育１５个具有国内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建成９４个示范性智能工

厂，带动１２万中小企业上平台。“张江在线”“长阳秀带”在线新经济生态园相继运作。

４．空间布局逐步优化。浦东新区集成电路和生物医药、徐汇区人工智能、杨浦区信息技术服务获

批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闵行、徐汇、杨浦、嘉定、松江、张江、临港等重点区域初步形成特色鲜

明、创新活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区。张江科学城汇聚２．２万家创新型企业，拥有外资研发中心

１７１家，在集成电路设计、芯片制造、新药研发等领域均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张江研发＋上海制造”的

协同发展格局逐步形成。临港新片区工业总产值超１０００亿元，年均增幅达到３０％，围绕集成电路、

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新兴产业，加速建设“东方芯港”“生命蓝湾”“信息飞鱼”等特色产业

园。闵行、徐汇、嘉定、奉贤、金山、青浦等生物医药产业园区成为全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主要载体，聚

集了本市８０％的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和营业收入。

５．创新生态不断完善。全力推进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产业高地“上海方案”，各项

重点任务加快落地实施。全面创新改革试验成效显著，围绕科技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领域，国家授

权上海先行先试的１０项重大改革举措已全面落地，并出台《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和

《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增强科技创新中心策源能力》等７０余个地方配套法规政策。上海集

成电路产业基金一期募资近５００亿元，生物医药产业股权投资基金、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正式启

动。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１．７万家，国家大学科技园１４家，众创空间５００余家，服务中小科技

企业和团队近３万家。

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虽然发展迅速，但所面临的瓶颈问题也逐渐凸显。在市场主体方面，缺乏有

竞争力的领军企业，新兴领域的龙头企业还不够多，独角兽企业仍需加大培育力度，部分领域的重点

企业品牌优势和影响力下降。在市场要素方面，人才竞争加剧，高层次产业人才供给能力不足对新兴

产业发展的制约愈发明显，支撑关键技术研发的产业创新基础设施仍需进一步加强。在市场机制方

面，部分国有企业向新兴产业转型的动力不足，全社会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氛围仍需优化。

　　（二）发展形势

“十四五”时期，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面临着更加深刻复杂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但仍处于全面

提升产业能级的关键时期，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

１．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全球化协同创新体系面临新的挑战。上海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在构建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找准自身定位，在危机挑战中抢抓发

展先机，在外部变局中开创发展新局，坚持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产业链、

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更好地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２．新兴技术与产业深度融合，颠覆性技术加速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以

５Ｇ、人工智能、区块链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加速向各领域广泛渗透，与生物、能源、汽车等产业深度

融合。脑机融合、光子芯片、氢能源存储与利用等先导性、颠覆性技术发展迅速。上海应发挥高端资

源集聚、科技创新活跃、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加强新兴数字技术创新应用，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

融合发展；同时面向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谋划布局一批先导产业，为未来产业发展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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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我国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上海面临新任务新使命。当前，我国正迈向经济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科技自立自强成为发展的战略支撑。上海要以国家战略为引领，重点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打造相对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当好新时代

改革开放排头兵和创新发展先行者。

二、 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抢抓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围绕强化“四大功

能”、深化“五个中心”建设的总体目标，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为主线，以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

代化水平为方向，以重大项目和重要平台为抓手，以人才引领战略和浦江之光行动为支撑，发挥浦东

高水平改革开放和临港新片区的制度创新优势，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汇聚创新要素资源，全面培

育创新创业主体，优化空间布局结构，完善产业创新生态，持续强化长三角区域的产业协同联动，打造

若干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为上海构建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提供坚实

支撑。

　　（二）基本原则

———创新引领。坚持创新在发展中的核心地位，强化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主动承担

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构建市场化和政府投入协作并举的新型体制，加强开放合作、协同创新，强化企业

创新主体地位，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

———重点突破。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强创新资源整合，全面提升产

业基础能力和发展能级。瞄准制约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

技术和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努力实现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融合发展。主动顺应全球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新趋势，推动新兴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深度融合，全面提升数字核心产业能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壮大

经济发展新引擎。推动重点领域军民融合发展。

———前瞻布局。坚持面向未来、超前谋划，主动布局一批代表前沿科技和产业变革方向的先导产

业，加强前瞻性、探索性的技术研究，强化前沿创新的引导作用，促进更多领域实现跨越和赶超，抢占

未来产业发展先机。

　　（三）总体思路

贯彻落实国家战略部署和任务，发挥上海优势，聚焦重点领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融合布局，全

力推动落实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上海方案”，通过产品结构转型、数字技术赋能等手段，推

动汽车、装备、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加快向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型发展，推动以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为

特征的数字经济加速发展，重点打造以三大产业为核心的“９＋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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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其中，“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包括：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三大核心产业，以

及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新材料、新兴数字产业等六大重点产业。“Ｘ”是指前瞻

布局一批面向未来的先导产业，重点布局光子芯片与器件、类脑智能等先导产业。

　　（四）发展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技术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关键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

化水平明显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现代产业体系新支柱，谋划布局一批面向未来的先导产业。初

步建成带动长三角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技术策源地，引领全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创新高地，培育一

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

———产业规模迈向新台阶。到２０２５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２０％以

上，增加值超过１万亿元，经济发展主引擎作用更加突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上海高地基本形成。

———重大创新实现新突破。建成一批重大产业创新平台和基础设施，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

工智能、空天海洋、新材料等领域实现重大技术突破，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核心技术，参

与制定一批国际标准，涌现一批填补国内空白、具有世界级影响力的创新成果。

———结构优化呈现新水平。到２０２５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市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突破２．６万家，形成一批百亿销售、千亿市值的领军企业。

数字技术全面赋能传统产业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发展质量和效益显著提升。

———集聚发展形成新格局。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基本形成全域协同、重点突出的空

间布局，打造若干个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结构合理的新兴产业集聚区。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

智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形成若干千亿级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三、 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重点

　　（一）集成电路

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为牵引，强化创新平台体系建设、关键技术攻关和重大项目布局，持续提

升产业能级和综合优势。“十四五”期间，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到２０％左右，力争在制造

领域有两家企业营收稳定进入世界前列，在设计、装备材料领域培育一批上市企业。到２０２５年，基

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高地。先进制造工艺进一步提升，芯片设计能力国际

领先，核心装备和关键材料国产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基本形成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重点发展：

１．集成电路设计。提升５Ｇ通信、桌面ＣＰＵ、人工智能、物联网、汽车电子等核心芯片研发能力，加

快核心ＩＰ开发，推进ＦＰＧＡ、绝缘栅双极型晶体管（ＩＧＢＴ）、高端微控制单元（ＭＣＵ）等关键器件研

发。提升集成电路设计工具供给能力，培育全流程电子设计自动化（ＥＤＡ）平台，优化国产ＥＤＡ产

业发展生态环境。２．制造和封测。扩大集成电路成熟工艺产线产能，提高产品良率，提升先进工

艺量产规模，继续加快先进工艺研发。提升特色工艺芯片研发和规模制造能力。进一步提升先进

封装测试产业规模。３．装备和材料。加快研制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刻蚀机、清洗机、离子注入机、

量测设备等高端产品。开展核心装备关键零部件研发。提升１２英寸硅片、先进光刻胶研发和产业

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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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生物医药

以关键技术攻关和高端产品研制为主线，布局建设一批创新设施和转化平台，优化全市产业空间

布局和公共配套。“十四五”期间，生物医药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到８％左右，加速培育壮大一批本土

创新型企业，持续引进一批龙头企业。到２０２５年，实现生物技术药物、新型生物医学工程产品制备等

一批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基本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高

地。重点发展：１．创新药物及高端制剂。围绕新靶标、新位点、新机制、新分子实体，重点发展抗体药

物、新型疫苗、基因治疗、细胞治疗等高端生物制品，靶向化学药及新型制剂，现代中药等。２．高端医

疗器械。重点发展高端影像设备、高端植介入器械及耗材、手术治疗及生命支持设备、高端康复辅具、

体外诊断仪器和试剂、生物医用材料等。３．生物技术服务。推动临床前及临床合同研发（ＣＲＯ）、合同

研发生产（ＣＭＯ／ＣＤＭＯ）等服务，推动人工智能辅助药物开发、数字医疗解决方案等技术融合应用。

　　（三）人工智能

以提升基础创新能力和释放应用场景双轮驱动，强化创新策源、突破底层技术，推动人工智能产

业集群发展。“十四五”期间，人工智能产业规模年均增速达到１５％左右，一批独角兽企业加速成长，

一批龙头企业持续落地，全产业链布局基本成形。到２０２５年，总体发展水平进入国际领先行列，人工

智能成为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

地。重点发展：１．智能芯片。重点推动通用计算ＧＰＵ研发与产业化；面向智能图像识别、智能驾驶

等应用，研制深度学习云端定制系统级芯片（ＳｏＣ）以及“芯片＋软件平台＋服务器”的云端智能服务

器。２．智能软件。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通用性人工智能操作系统和控制软件；研发基于ＣＰＵ／

ＧＰＵ异构体系的云计算服务平台；研发同时支持逻辑推理、概率统计、深度学习等范式的统一计算框

架。３．自动驾驶。突破高级辅助驾驶系统（ＡＤＡＳ）核心技术，重点开发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与摄像

头融合一体化传感系统；攻克半封闭场景的无人驾驶技术；搭建人、车、路协同数据系统。４．智能机器

人。研发基于自主决策视觉控制器的智能工业机器人；推动智能服务机器人的研发与产业化，突破模

态情感计算和语义识别技术，研制服务机器人分布式操作系统，推动类人教育机器人实现产业化；布

局研发微尺度手术机器人、单孔内窥镜手术机器人、康复干预与辅助机器人、纳米机器人等智能医疗

机器人。

　　（四）新能源汽车

到２０２５年，上海新能源汽车制造业产值达到３５００亿元左右。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比重

进一步提升，推动重点汽车制造企业加速向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转型，培育一批销售规模百亿级汽车

零部件中小企业。重点发展：１．纯电动和燃料电池汽车。加快动力电池技术突破，提高电池能量密

度、安全性和电池寿命，推动高功率密度驱动电机及控制系统向系统集成化、结构轻量化、控制智能化

方向发展。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逐步进入市场应用，突破膜电极、电堆、质子交换膜等系统关键零部

件核心技术，降低燃料电池汽车成本，完善加氢站布局。２．智能网联汽车。支持相关企业加强合作，

联合开展车规级芯片、车载操作系统、车载人工智能计算平台、车联网通信、激光雷达、毫米波雷达、专

业测试设备、线控执行系统（制动、转向）、高精度地图、传感器等技术及装备研发，探索特定场景下智

能网联汽车商业化运营及应用。３．新型汽车服务。发展新能源汽车电池回收、共享出行、智能网联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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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测试、展示交易等多种类型的服务。

　　（五）高端装备制造

到２０２５年，上海高端装备制造产值达到３０００亿元左右。着力优化船舶产业产品结构，大力推动

机器人、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装备、轨道交通、高端机床等成套装备与系统的工程应用和产业化，促进

产业链协调发展。

船舶海工。推动主力船型和海工装备结构升级，高端船舶占比达到６０％。提升配套设备的设计

能力和制造水平，船用低速柴油机全球市场份额力争达到３０％。重点发展：１．高端船舶。加快推进

液货船、大型集装箱船、绿色环保智能型散货船等主力船型系列化研发，重点突破豪华邮轮等高端船

型；２．船舶配套系统和设备。提高动力设备、船用电子、电气设备等设计制造水平，重点突破双燃料柴

油机、液化天然气燃料供气系统、低温液货系统等核心配套产品和系统；３．海洋工程装备。加快推进

浮式生产储卸装置（ＦＰＳＯ）、起重铺管船、物探船、钻井平台等主力海洋工程装备，开发破冰船、大型浮

式结构物、深海养殖等新型海洋装备；４．海工装备配套系统和设备。提高动力定位系统、降锁紧系统、

自动控制系统、水下钻井系统、水下长距离提升系统等关键配套设备设计制造水平。

智能装备。着力提高智能制造核心装备与部件的性能和水平，形成上海智能制造新品牌，推动智

能制造装备迈上新台阶。重点发展：１．制造系统。面向汽车、航空航天、船舶、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等制造型企业，推动建设智能制造单元、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智能工厂，提供重点行业整

体解决方案。２．成套设备。重点发展高精度、高可靠性中高端工业机器。加快高档数控机床与智能

加工中心研发与产业化。推进面向复杂市域交通需求的智能盾构机等新型轨交装备研发与应用。

３．关键零部件。研制列车信号控制、网络控制等关键系统和部件。突破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智能检

测与装配装备。开发多轴、高精度高档数控系统、伺服电机等主要功能部件。

能源装备。推动新能源装备产业向高端化、数字化、自主化方向发展。重点发展：１．高效低碳燃

气轮机。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型燃气轮机装备，开发应用微型燃机与轻型燃机产品系列。

２．太阳能发电装备。提升新型高效晶体硅太阳能电池、薄膜太阳能电池设备工艺技术开发水平和研

制能力。３．风力发电装备。加快发展大型风力发电装备及其关键零部件，突破提升１０ＭＷ和１５ＭＷ

大型直驱海上风机技术，提升大功率风机整机制造能力。支持企业“风电制造＋风场运营＋工程服

务”一体化发展。４．核电装备。推动核电研发设计、设备制造、工程承包、建造安装、运行维护全产业

链均衡发展。推进三代核电成套装备推广应用，做好四代核电技术储备，钍基熔盐堆实验研发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５．智能电网。开发支持新能源接入的核心器件，发展新型电网技术。推进超导电缆系

统工程应用。突破大规模储能电池等储能装置在电网侧及用户侧的应用。６．火电装备。发展大型煤

气化、超临界二氧化碳循环等高效清洁煤电技术与装备。

节能环保装备。围绕电机与拖动设备、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土壤修复治理、资源综合利

用、绿色再制造等重点领域，推进节能环保技术、装备和产品研制。重点发展：１．高效节能产业。提

升发电装备、余热回收装备、太阳能利用装置的节能水平。发展满足建筑节能要求的新型节能建材。

鼓励先进节能技术、信息控制技术与传统生产工艺的集成优化运用。２．先进环保产业。重点发展电

子、医药等工业行业废水处理核心技术，研发土壤修复、污泥强化脱水与卫生填埋安全处置、焚烧炉渣

及飞灰安全处置、土壤污染监测和应急处理装备。３．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研发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安全处置、危险废物和医疗废物无害化利用处置等技术装备。研发和推广基于物

联网的再生资源收运系统，开发垃圾综合利用的分选技术和设备、废旧机电自动拆解设备等配套

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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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航空航天

到２０２５年，上海民用航空航天产业产值达到８００亿元左右。加强自主创新，推进民用航空航天

产品产业化、系列化发展，加快全产业链发展和集聚建设，打造航空航天产业集群。

民用航空。加快大型客机商业化进程，推动民用航空发动机、航空电子系统等核心产品技术攻关

和系列化发展，基本形成主制造商引领、优势供应商集聚、核心配套企业支撑、专业化平台服务的航空

产业体系。重点发展：１．大型客机。推动Ｃ９１９单通道干线飞机完成适航取证与示范运营，逐步实现

商业化落地与产业化，启动Ｃ９１９单通道客机加长型、衍生型等系列化研制。２．支线飞机。加快提升

ＡＲＪ２１７００型涡扇支线飞机生产能力，推动公务型、货运型等系列化发展。３．宽体飞机。开展

ＣＲ９２９远程宽体客机研制。４．航空发动机。建立健全航空发动机自主发展的技术平台，打造民用涡

扇发动机产品研发制造体系。加快重点型号研制，推动民用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长江１０００产品研

制，开展混合电动推进系统、新燃料推进系统等关键技术预研。５．航空设备。加强国内外合作和协同

攻关，加快培育产业链核心环节配套体系。大力发展物流型智能飞机、低空无人机等通用飞机以及相

关系统和设备。

民用航天。做大做强卫星及应用产业，加速卫星应用与空间基础设施融合发展，全面构建覆盖星

上关键零部件、星地系统集成、地面站及应用终端、综合信息服务、整星研发批产的航天产业体系。重

点发展：１．卫星制造。积极发展中低轨、超低轨商业卫星，推动建设柔性化、模块化、智能化商业卫星

制造工厂。加快培育产业配套体系，重点发展通信、遥感、导航、卫星动力、星间高速链路等星上载荷

供应商，推动核心部件与元器件质量标准建设。２．航天运输系统。以中低轨发射为切入点，加快推进

小型商业运载火箭研制进程。研制具备市场竞争力的中大型商业火箭，逐步形成商业火箭模块化、标

准化、组合化生产模式。开展新型商业火箭、可重复使用商业火箭的研制和技术攻关。３．卫星应用。

推动卫星数据共享共用，加快卫星通信、北斗导航、遥感融合应用。发展高精度天线、板卡、电子地图、

位置传感器等导航定位基础产品，突破低功耗、小型化、抗干扰、多模多频联合定位、高动态高集成、高

灵敏度、多传感器融合等关键技术，推动标准化建设。

　　（七）信息通信

到２０２５年，上海信息通信产业产值达到３５００亿元左右。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下一

代ＩＰ网络、全光通信设备等通信和网络产业发展，提升新型显示自主创新能力，强化物联网核心技术

突破，保持电子设备制造产业稳定发展。

１．下一代ＩＰ网络。重点推动支持基于第六版互联网协议（ＩＰｖ６＋）规范的路由器、交换机、互联

网关设备等产品的研制、产业化，推进运营商、政府、金融、互联网等规模应用。重点发展基于４００Ｇ、

智能无损的数据中心网络产品及下一代ＷｉＦｉ产品的研制和产业化。

２．全光通信设备。重点发展全系列光通信系统设备（接入网传输、城域网传输、核心网传输）和网

络信息安全服务，持续增强核心基础全光通信器件研发制造能力。

３．新型显示。推动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ＡＭＯＬＥＤ）产品市场占有率进一步提升，以金山新

型显示产业基地建设为载体拓展和延伸产业链，加大新型显示材料企业布局。重点发展：蒸镀设备、

光学膜、基板材料、有机发光材料、电子化学品等新型显示关键装备、材料。加大在ＡＭＯＬＥＤ微显

示、量子点等新技术领域上的布局，抢占未来产业发展先机。

４．物联网。在工业控制、居家养老、精准农业、产品溯源、能源管理、智能园区、智能交通、公共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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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等领域启动千万级规模的物联网应用示范工程，推进物联网技术与交通融合，推进存量设施信息化

提升改造。在无线射频识别（ＲＦＩＤ）、传感器、物联网通信芯片、系统软件、信息安全等核心技术领域

实现整体突破，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物联网骨干企业。

５．电子设备制造。积极支持智能终端代工企业在沪稳定发展，产业规模不低于“十三五”末水平。

鼓励企业加大技术改造投入，开展技术攻关，加快利用工业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加快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提升生产制造的自动化、智能化程度。

　　（八）新材料

到２０２５年，新材料产业总产值达到３２００亿元左右，在３—４个关键领域进口替代及国产化进

程取得明显成效，培育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细分领域隐形冠军。重点发展：１．先进基础材料。

巩固发展超高强韧汽车用钢、高性能海工钢、高等级硅钢等，培育发展耐高温、抗腐蚀、高强韧的镍

基合金、特殊不锈钢、特种结构钢等，完善高端钢铁产业链配套能力。大力发展高性能聚烯烃、高端

工程塑料、特种合成橡胶、功能性粘贴剂、可生物降解塑料等先进高分子材料和电子化学品、高端助

剂等专用化学品，提高化工新材料整体自给率。２．关键战略材料。重点发展集成电路与新型显示

材料，推进大尺寸（１２英寸）硅单晶抛光片、化学机械抛光材料、封装材料等的产业化应用，加快４

英寸氮化镓晶圆片、６英寸碳化硅晶圆片、电子级多晶硅及激光晶体材料的研发及示范应用。航空

航天及轻量化材料，推进高端高温合金、碳纤维复合材料等在航空、高铁、海工等领域的产业化应

用，推动航空玻璃、碳化硅陶瓷等的制备和产业化。生物医用材料，推进可降解聚乳酸材料、骨科植

入材料、可降解生物镁合金、闪烁晶体材料、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的研发和应用推广，加快３Ｄ生物打

印、材料表面生物功能化及改性等关键技术突破。高端装备材料，突破百万千瓦级超高压变压器用

高磁感极低损耗取向硅钢和高端无取向硅钢技术，推进高端涂层材料的产业化应用与推广。３．前

沿新材料。培育高温超导材料、石墨烯、３Ｄ打印等，努力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领先的

原创核心技术。

　　（九）新兴数字产业

到２０２５年，以软件和信息服务为核心的新兴数字产业营业收入达到１万亿元左右，培育２０家垂

直细分领域数字经济龙头企业，打造若干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全面提升数字经济发展能级，推动经济

领域数字化转型。

１．高端软件。以提升基础软件核心竞争力、行业软件支撑能力为发展重点，抢占技术制高点以及

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环节。基础软件。重点发展虚拟资源调度、大规模并行分析、分布式内存计算、

机器学习算法框架等面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领域的新一代基础软件。着力提升操作系统、数

据库、中间件、办公软件等安全可控基础软件的成熟度、安全性、可靠性和数据处理服务能力，进一步

扩大在党政机关以及电信、电力、教育、文化等重点行业的市场占有率。工业软件。大力发展制造执

行、生产智能化管理、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等工业基础软件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ＣＡＤ）、辅助分析

（ＣＡＥ）、辅助制造（ＣＡＭ）、辅助工艺规划（ＣＡＰＰ）、虚拟仿真等工具软件。面向高端装备、新能源、新

材料等重点领域，重点发展嵌入式实时工业操作系统、安全仪表系统、分布式控制系统、组态监控等工

业控制软件，提升智能仪表、工业机器人、测试工具等的智能水平。行业应用软件。大力发展政府服

务、民生服务、金融航运、商贸流通等领域的行业应用软件，推动行业应用软件向服务化、平台化转型，

为用户提供系统咨询、规划设计、在线服务、数据整合分析等一体化服务。重点开发行业应用软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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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和智能解决方案。

２．数字内容。以推动新兴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为引领，培育和发展原创化、多元化、品

牌化的数字内容产业体系。数字技术设备。重点突破数字特效、图像渲染、全息成像、裸眼３Ｄ等关键

技术，大力发展沉浸式体验设施、无人智能浏览、可穿戴设备、智能终端、无人机等智能装备，加快发展

内容制作、传输和使用的５Ｇ＋４Ｋ／８Ｋ超高清制播设备。数字内容产品。加快超高清ＶＲ、游戏、动

漫、文学、视听节目等数字内容产品的创作，培育和塑造一批具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色的原创ＩＰ，重点培

育专业化的垂直搜索平台以及满足用户细分需求的社交媒体平台，大力发展流媒体、电子竞技、内容

分发、微交易、视频点播等文化创意产业，推动龙头企业建立原创化、移动化、多元化的数字内容开发

生态圈。

３．数字应用。以创新应用为牵引，推动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区块链等新兴技术快速发

展，加速经济领域数字化转型进程。大数据。重点突破大数据基础平台、分布式存储、分析计算等关

键技术，加快建设海量数据训练库、标准测试数据集、工具库等行业数据资源平台，重点培育数据采

集、标注、存储、传输、管理、应用等全生命周期产业体系，着力打造大数据供应链。云计算。重点突破

数据仓库、云计算平台、数据挖掘分析等关键技术，大力发展云操作系统、云中间件、云数据库等核心

产品，扩大云计算在工业制造、商贸流通、交通航运、金融服务、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应用，提升智能

化、个性化云计算解决方案和应用示范水平。工业互联网。重点突破工业边缘计算、工业知识图谱等

核心技术，大力发展面向边缘层、平台层、应用层的智能化解决方案和工业ＡＰＰ，建立一批行业级工业

机理模型和微服务组件库，建设一批行业级和通用型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５Ｇ＋ＡＩ＋工业互联网”

融合应用。区块链。重点突破智能合约、共识算法、加密算法、分布式系统等关键技术，加快建设一批

区块链服务平台，推动区块链在金融、商贸、物流、能源、制造等领域示范应用，构建应用场景，形成区

块链应用技术体系和产业生态。

四、 面向未来的先导产业

先导产业也称未来产业，是指在经济体系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能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对国民经

济未来发展起引导作用，代表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方向的产业。“十四五”期间，上海将结合自身科教

资源与产业基础优势，谋划布局一批面向未来的先导产业。

　　（一）光子芯片与器件

重点突破硅光子、光通讯器件、光子芯片等新一代光子器件的研发与应用，在光子器件模块化技

术、基于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ＣＭＯＳ）的硅光子工艺、光通讯技术、光互连技术、芯片集成化技术、

光电集成模块封装技术等方面的研究开展重点攻关。力争实现新一代光子器件在数据中心、超级计

算机、汽车自动驾驶、家用机器人、电信设备以及国防装备等领域产业链的颠覆性革新。

　　（二）基因与细胞技术

推动基因编辑、拼装、重组等技术发展，构建可生产药物、化学品、天然产物、生物能源的细胞工

厂，推动合成生物学技术工业应用。深化体细胞重编程、人工组织器官构建等技术研发，推动干细胞

修复病理损伤、组织器官再生等细胞技术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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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类脑智能

提升脑科学基础研究在类脑智能产业的支撑能级，重点突破脑机融合技术与类脑芯片技术的研

发与应用。实现脑机融合技术在难治性抑郁症、帕金森病、脑卒中等重大脑功能疾病诊断、治疗、康复

的临床应用。研发基于忆阻器等颠覆性技术的类脑及神经拟态芯片，实现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和新

型信息产业的革新。

　　（四）新型海洋经济

重点发展深海资源勘探开发、水下机器人、深潜器、海水淡化等深远海装备技术研发和应用。加

大对海洋风能发电、海洋能发电机组等研发制造，推进海洋可再生能源利用。大力发展海洋信息服

务，探索建立海洋大数据开放平台，拓展海洋信息数据增值服务。

　　（五）氢能与储能

聚焦氢能产业链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加强工业制氢提纯、电解氢等技术的研发应用，着力降低

制氢成本、增强氢能供应能力；加强储氢、运氢相关技术、材料和设备研究，力争形成小规模示范应用；

提高燃料电池核心基础材料和核心部件自主研发能力；适度超前布局，加快推进加氢站规划和建设。

　　（六）第六代移动通信

重点突破新一代信道编码及调制技术、新一代天线与射频技术、太赫兹无线通信技术与系统、空

天海地一体化通信技术、软件与开源网络关键技术、基于人工智能的无线通信技术、动态频谱共享技

术等第六代通信（６Ｇ）关键技术。深度参与国家６Ｇ技术专项，研究部署一批科技攻关项目，积极参与

６Ｇ标准化竞争，在芯片、测试设备、移动终端等领域保持先发优势。

五、 空间布局

打造“两极两带”为主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其中，两极为张江科技创新极和临港产业增

长极，两带为环中心城区的高技术服务产业带和环郊区的高端制造产业带。支持各区结合自身特色

和优势，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园区。

　　（一）打造张江科技创新极

加快建设张江科学城，围绕“科学特征明显、科技要素集聚、环境人文生态、充满创新活力”的目

标，打造国际一流科学城。加快推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一批国家

级重大创新平台，持续集聚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支持企业加快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围绕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开展原始创新，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科技创

新核心策源地，构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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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培育临港产业增长极

加快建设临港新片区，充分利用临港新片区制度优势和空间优势，重点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

人工智能、民用航空等产业集群，积极培育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绿色再制造等新兴产业，加快引进

国内外一流企业，尽快做大做强产业规模和能级，再造一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综合性基地。着力提升科

技创新和产业融合能力，整体提升区域产业能级，打造以关键核心技术为突破口的世界级前沿产业集

群，加快推进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开放型产业体系，构建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新的增长极。

　　（三）优化环中心城区的高技术服务产业带

区域范围主要涉及中心城区外圈，以杨浦大学城、虹口北外滩、静安市北产业园、普陀中以创新

园、长宁虹桥智谷、闵行紫竹、徐汇漕河泾、徐汇西岸、浦江智谷等为核心区域，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大

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科技中介等高技术服务业，增强长三角辐射服务能力，打造成为国内一流、

国际有影响力的高技术服务产业带。

　　（四）发展环郊区的高端制造产业带

区域范围包含３个产业发展轴的Ｈ型区域，包括嘉定、青浦、松江、金山等西部长三角沿线高端

制造业协同发展轴；宝山、长兴岛、金桥、祝桥、临港、奉贤等东部沿江沿湾高端制造业开放发展轴；以

及松江Ｇ６０、浦东Ｓ２０和Ｓ１沿线（涵盖松江工业区、康桥工业区、金桥、祝桥）的中部高端制造业发展

轴。聚焦发展集成电路、智能传感器、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新材料、生物医药、航空航天、高端船舶

和海洋工程装备、智能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产业，打造成为高端制造业重要集聚区和增长点。

　　（五）壮大特色产业集群

集成电路产业。打造以张江为主体，以临港和嘉定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空间布局，提升张江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基地能级，增强临港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制造能力，培育嘉定集成电路新兴产业带。加快

研究谋划在临港新片区或长三角示范区新建集成电路综合性产业基地。

生物医药产业。高起点规划打造“１＋５＋Ｘ”生物医药特色产业集聚区，包括张江生物医药创新引

领核心区、临港新片区精准医疗先行示范区、东方美谷生命健康融合发展区、金海岸现代制药绿色承

载区、北上海生物医药高端制造集聚区和南虹桥智慧医疗创新试验区。支持徐汇、嘉定、青浦、松江、

普陀等区发展生物医药产业，适时分条件扩充产业集聚区范围。

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建设“４＋Ｘ”融合创新载体。浦东张江，建设具有国际领先水准的人工智能

岛，打造全国领先的人工智能芯片产业集群。徐汇滨江，建设西岸智慧谷，聚焦西岸智塔和北杨人工

智能小镇，打造人工智能国际总部基地。闵行马桥，突出新区开发和产业落地。临港新片区，加快智

能驾驶、装备制造等产业布局，打造无人驾驶示范区。此外，加快建设市北高新、长阳创谷、虹桥智谷、

天地软件园、青浦西虹桥智慧谷等特色园区。

新兴数字产业。依托中心城区及浦东、闵行、青浦、静安等重点区域，发展５Ｇ、工业互联网、云计

算、大数据、区块链等各具特色的新兴数字产业。围绕临港智能制造主示范区以及松江、嘉定、宝山、

闵行等智能制造集聚区建设，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态发展。发挥临港新片区数据跨境便捷联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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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优势，加快建设国际数据港。优化两城、一带、一港金融科技空间布局（两城指陆家嘴金融城、张

江科学城，一带指杨浦滨江、北外滩、外滩、徐汇滨江，一港指临港新片区），推进数字赋能金融业态

发展。

支持各区结合自身优势，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材料、节能环保、卫星互联网、北斗导航等领域，建设一批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

园区。

六、 重大专项工程

以落实各领域发展的重点任务为目标，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针对产业基础提升、共性技

术研发、领军企业培育等，组织实施六个系统支撑专项工程；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组

织实施四个重点领域专项工程，全面提升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力。

　　（一）系统支撑专项工程

１．产业基础再造工程。以企业为主体，以项目为抓手，重点聚焦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工业软

件、基础材料、基础制造工艺和装备、产业标准与基础技术检验检测系统等“五基”领域，集中突破一批

关键核心技术。围绕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开展质量攻关行动，实施“接榜挂帅”，加快创新

成果转化，夯实产业基础能力，提升产业链韧性，提高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

２．产业创新基础设施工程。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聚焦技术创新的关键环节，布局一批

技术水平高、对产业支撑能力强的创新基础设施，开展开放式、市场化专业服务。重点打造开放共享

的医疗大数据训练设施、电镜中心、先进医学影像集成创新中心等产业创新基础设施，有效支撑重大

关键技术攻关。

３．创新平台体系工程。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产业，打造开放协同的重大创新

平台。在集成电路领域，构建以张江实验室为引领，国家集成电路研发中心等为支撑的“１＋４”国家创

新平台体系。在人工智能领域，以人工智能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为引领，围绕算法、算力、数据，建设

计算与赋能等５个开放创新平台。在生物医药领域，以生物医药和脑科学国家级重大创新平台为引

领，建设药品医疗器械技术审评检查长三角分中心等重大平台。

４．领军企业培育工程。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兴数字产业等重点领域，选择一批

具有一定市场规模和较强创新能力的头部企业，加强现有投融资、研发、人才等政策的集成支持，针对

重点企业实施“一企一策”，推动企业在５—１０年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和核心技术水平的全面提升，打

造若干家世界级科技领军企业。

５．新兴技术示范应用工程。聚焦互联网医疗、智能制造、社会治理、社区民生服务等领域，打造若

干个具有国内影响力的“人工智能＋”融合应用示范典型，探索立体感知、全域协同、精准判断、持续优

化的智能体系。促进“ＡＩ＋５Ｇ”、互联网数据中心、边缘计算等新型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新模式、

新业态发展，推动服务方式、治理模式变革。积极实施产业跨界融合示范工程，创建未来产业先导示

范区。

６．支柱工业转型提升工程。支持传统行业加快发展新技术、新产品，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和效

益。推动钢铁和石化企业向新材料产品转型，加大汽车用钢、船舶用钢、高等级硅钢等产品产出，推动

船舶制造企业向价值链顶端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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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重点领域专项工程

１．集成电路重大产线建设工程。加快推动集成电路重大生产线建设，支撑集成电路产业规模实

现翻一番。重点推进１２英寸先进工艺和成熟工艺产线建设，推动特色工艺和第三代化合物半导体重

大项目建设，加快１２英寸大硅片产线建设。

２．医企联合协同创新工程。建设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和上海国际医学科创中心，与医药企业合作

开展创新药物和高端医疗器械产品研制。加快转化医学大设施运营，为生物医学技术发展和应用提

供服务。建设重大传染病与生物安全研究院，与医药企业合作开展疫苗研发和临床研究。

３．大飞机配套体系本土培育工程。围绕航空动力、航电系统、机电设备、复材结构件以及关键零

部件制造等配套环节，加强与苏浙皖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合作，加快培育本土大飞机产业链供应链，

在长三角打造大飞机配套产业集聚区。加快建设大飞机“一谷一园”，推动与大型央企、跨国公司、国

内科研机构共建一批联合实验室。

４．新能源汽车跨越发展工程。加快推动传统汽车向新能源汽车转型，推动长三角燃料电池汽车

和智能汽车一体化发展，攻克“三电”等关键零部件、燃料电池汽车的核心技术。推动重点企业产品向

纯电动汽车和燃料电池汽车转型，培育一批销售规模百亿级汽车零部件企业。

七、 保障措施

　　（一）深化市场机制创新突破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用好浦东高水平改革开放和临港新

片区建设的制度叠加优势，加快构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体制，推动实现政策创新突破。制订新一

轮集成电路产业政策，支持关键核心技术研发、重大项目投融资、重点产品应用推广和产业人才培育。

制订促进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政策措施，重点加强创新产品研发支持、强化临床研究转化与医企协同、打

响“张江研发＋上海制造”品牌。完善人工智能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规则，按照包容审慎的原则，

放宽新兴领域产品和服务准入门槛。优化完善统计口径，建立科学合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统计体系。

　　（二）强化创新人才引进培育

依托重点高校、产教融合创新平台等，加强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学科建设，培育一批战略性

新兴产业基础人才、紧缺人才。充分运用梯度化人才引进政策和特殊人才引进政策，对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人才引进予以政策支持。加大海外创新科研团队和高层次领军人才的

引进力度，对于重点企业引进的海外人才，在出入境、停居留方面提供精准支持。进一步下放用人自

主权，支持人才合理流动，探索新型研发机构“双聘”人员制度创新，支持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兼职创

新。支持企业通过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方式，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

　　（三）优化金融财税保障支撑

强化天使投资引导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作用，优化基金运作模式，加快推动全面市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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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种子期、初创期企业的支持力度。深入实施浦江之光行动，完善科创板上市企

业储备库建设，推动更多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持续推进优惠利率长期信贷政策，进一

步降低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融资成本。进一步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设立科技支行，探索设立专业科

技保险公司。用好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完善财政支持方式，推动产业和科技类专项资金聚焦

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四）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全面提升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与活力，完善国有企业创新考核激励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

改革，支持国有优势龙头企业联合民营资本，建立创新联合体。增强民营企业创新能力，鼓励支持民

营科技企业承担政府科研项目和创新平台建设。促进外资企业融入本地创新体系，支持外资企业设

立实验室、研发中心、创新中心、企业技术中心和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支持各类企业设立高水平协同

创新平台，在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开展重大原创性关键性技术开发。

　　（五）提升高技术服务支撑能级

围绕支撑产业链创新和重大产品研发的关键环节，按照政府引导与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原则，建

设一批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加强高技术产业服务业能力建设，加快科技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化、专

业化、市场化发展。大力发展技术市场，推动上海技术交易所建成国家级要素市场，提升国家技术转

移东部中心、上海知识产权交易中心的服务能级。打造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加快构建长三角科

技创新共同体，统筹配置长三角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资源。加大力度支持各类孵化器和众创空间建

设，提高科技企业孵化能力，支持科技企业创新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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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

转型“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沪府办发〔２０２１〕２９号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按照

执行。

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４日

（此件公开发布）

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

　　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是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念，巩固提升城市

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关键之举。根据《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纲要》《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制定本规划。

一、 发展基础和面临形势

　　（一）发展基础

　　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全国领先

建成全国“双千兆第一城”，实现中心城区和郊区城镇化地区５Ｇ网络全覆盖。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本

市基本实现千兆固定宽带家庭全覆盖，平均可用下载速率超过５０Ｍｂｐｓ，累计建设５Ｇ室外基站３．２万

个，室内小站５．２万个。国际信息通信枢纽地位增强，通信海光缆容量达到２２Ｔｂｐｓ。推进绿色高端数

据中心建设，建成面向公众服务的互联网数据中心１０３个，机柜总量近１４万架。发布《新型城域物联

专网建设导则》，建设３０余种智能传感终端近６０万个。

　　２．数据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

着力探索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发布《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暂行办法》，截至２０２０年底，累计开

放数据集超过４０００项，推动普惠金融、商业服务、智能交通等多个产业共１１个公共数据开放应用试

点项目建设。启动国际数据港建设，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进程提速。全力推进公共数据归集，累计归

集２３７．７亿条数据。强化数据共享，打通国家、市、区三级交换通道，实现跨部门、跨层级数据交换超

过２４０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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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数字经济保持蓬勃发展势头

产业数字化能级不断提升，工业互联网赋能全产业链协同、价值链整合，率先建成标识解析国家

顶级节点并辐射长三角，标识注册量突破１６亿，打造一批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行业平台。

数字产业化持续深化，２０２０年，集成电路产业规模达到２０００亿元，成为国内产业链最完备、综合技术

最领先、自主创新能力最强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之一。人工智能产业集聚核心企业１０００余家，获批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新发展试验区和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在线新经济快速发展，基本形成

以浦东、杨浦、静安、长宁为主产业发展布局的“浦江Ｃ圈”，网络零售、网络视听、消费金融等信息消费

新业态不断涌现。

　　４．数字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

推行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截至２０２０年底，接入事项达到３１６６个，“随申办”实名注册用户数超

过５０００万，基本实现“高效办成一件事”。建成全市统一的社区基础信息数据库和“社区云”平台。搭

建上海市综合为老服务平台，梳理形成１２个智慧养老应用场景；教育云网融合试点有序推进，疫情期

间推进“空中课堂”建设，在线教育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推进智慧医疗应用，建成“健康云”平台，实现

诊疗信息互联互通互认。推动智慧出行，基本建成“上海停车”“一键叫车”等一站式服务平台。

　　５．数字赋能城市治理成效显著

按照“三级平台、五级应用”逻辑架构，建立市、区、街镇三级城运中心，实现“高效处置一件事”。

打造务实管用的智能化应用场景，重点建设城市之眼、道路交通管理（ＩＤＰＳ）、公共卫生等系统。全市

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应用ＢＩＭ（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比例达９３％。建立实时动态“观管防”一体化的城

运总平台，接入了５０个部门的１８５个系统、７３０个应用；建设高效处置突发事件的联动指挥系统，支撑

市城运中心统筹支援、现场决策，实现前线指挥部、后方指挥部、专业指挥部跨地域的联动指挥。

　　（二）面临形势

　　１．数字化将不断催生科技创新新范式

数字化牵引的组合式科技创新加速突破，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渗透，为前沿技术、颠覆性

技术突破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工具和手段。数字技术与其他技术领域的融合创新，将驱动科技进步和

经济社会发展。

　　２．数字化将快速孕育经济发展新动能

数据要素对价值创造的乘数效应全面激发，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对传统经济体

系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改造重构，并不断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各国纷纷将数字经济

作为提振经济的关键抓手，全球数字经济领域的竞争和博弈将更趋激烈。

　　３．数字化将营造民生服务新体验

数字技术打破了时空界限，带来了生活领域的革命性变革，在线化、协同化、无接触为特点的应用

场景不断迭代。运用大数据深度挖掘和智能分析，多元化的服务需求将得以精准发现、精准配置和精

准触达，分布式、个性化、共享型的数字服务模式渐成主流。

　　４．数字化将带动社会治理新模式

数字时代个人依托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等信息渠道，探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性、自主

性显著提高，互联网成为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共治共享的平台，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协同共治

模式更加重要。

　　５．数字化将构建城市运行新形态

数字化重新定义了城市形态和能力，数字孪生城市从概念培育期加速走向建设实施期，随着物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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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ＢＩＭ和ＣＩＭ（城市信息模型）建模、可视化呈现等技术加速应用，万物互联、虚实映射、实时交互

的数字孪生城市将成为赋能城市实现精明增长、提升长期竞争力的核心抓手。

二、 总体思路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和在浦东开发开放３０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精神，按照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革命性重塑总体要求，将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作为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实现高效能治理的重要抓手，加快数字化转型与强化“四大功能”、深化

“五个中心”建设深度融合，与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升城市软实力紧密衔接，从“城市是生命

体、有机体”的全局出发，统筹推进城市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聚焦“数智赋能”的基础底座

构建、“跨界融合”的数字经济跃升、“以人为本”的数字生活体验、“高效协同”的数字治理变革，率先探

索符合时代特征、上海特色的城市数字化转型新路子和新经验，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二）基本原则

———坚持技术与制度“双轮驱动”。按照“数字化转型推进到哪里，技术制度同步驱动到哪里”的

原则，以城市数字化转型为创新试验田，鼓励前沿技术和应用的创新实践，加快消除数字化转型的制

度门槛，完善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建立适应数字化转型的技术体系、规范体系和政策体系。

———坚持政府与市场“和弦共振”。在政府引导下，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鼓励市场力量参与和

支持数字化转型创新应用，扶持数字化转型领域创新创业。探索市场主体参与社会治理服务新模式，

构建多方协同治理格局。

———坚持效率与温度“兼容并蓄”。围绕“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理念，统筹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

关系，既以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系统的效率，又以市民实际感受为考量，关注“数字鸿沟”问题，构建线

上线下有机联动的数字孪生生活空间，提升各类服务的精准性、充分性和均衡性。

———坚持安全与发展“齐头并进”。落实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四个统一”的要求，正确处理安全与

发展的关系，在推动全方位数字化转型的同时，加快构建数字安全保障体系，运用数字化技术进一步

提升城市安全风险防控水平，形成与城市数字化转型相适应的大安全格局。

　　（三）主要目标

到２０２５年，上海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对标打造国际一流、国内领先的数字化

标杆城市，基本构建起以底座、中枢、平台互联互通的城市数基，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三位一体”的

城市数体，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共治”的城市数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数字化总体架构，初步实现生产

生活全局转变，数据要素全域赋能，理念规则全面重塑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局面，国际数字之都建设形

成基本框架，为２０３５年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奠定坚实基础。

———形成面向未来的数字城市底座支撑。打造泛在赋能、智能协同、开放共享的城市数字底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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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基础设施国际一流、数据潜能全面激活、共性平台能级提升，率先建立健全适应数字时代需求的

城市公共事业体系。

———构建高端引领的数字经济创新体系。着力推动经济存量增效、增量创新、流量赋能、质量引

领，形成转型发展的全新动能，基本建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世界级数字产业集

群、金融科技中心和数字经济创新高地，“上海制造”品牌的数字化竞争力显著增强。

———打造融合普惠的数字生活应用场景。加快形成需求精准响应、服务均衡惠及、潜能有效激

发、价值充分实现的数字生活新图景，推动上海建设成为全球数字生活的新兴技术试验场、模式创新

先行区、智能体验未来城，让人民生活更有品质、更为便捷、更加幸福。

———强化精细高效的数字治理综合能力。“一网通办”实现从“好用”向“爱用”“常用”转变，全方

位服务体系基本建成。“一网统管”聚焦“一屏观天下，一网管全城”，推动态势全面感知、趋势智能预

判、资源统筹调度、行动人机协同。

主要指标列表

序号 类别 指　　标　　名　　称 属性 单位
目标值

（２０２５年）

１

２

３

４

５

经济数字

化转型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 预期性 ％ 持续提升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比例 预期性 ％ ８０左右

工业互联网标识注册量 预期性 亿个 １００左右

标杆性智能工厂 预期性 家 ２００左右

普惠金融服务中小微企业覆盖率 预期性 ％ １５左右

６

７

８

９

生活数字

化转型

生活数字化转型标杆场景 预期性 个 １００左右

数字化转型示范医院 预期性 个 ５０左右

培育信息化标杆校 预期性 个 ２００左右

新建智能取物柜数 预期性 组 １．５万左右

１０

１１

１２

治理数字

化转型

“一网通办”平台实际办件网办比例 预期性 ％ ８０左右

“高效办成一件事”标杆场景数量 预期性 个 ５０左右

“高效处置一件事”标杆场景数量 预期性 个 ３５左右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数字化转

型基础

固定宽带平均可用下载速率 预期性 Ｍｂｐｓ ≥１２０

５Ｇ网络移动宽带平均下载速率 预期性 Ｍｂｐｓ ５００左右

物联感知终端数 预期性 万个 ≥１万

公共数据开放规模 预期性 亿条 １５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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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重点工作

面向数字时代的城市功能定位，加强软硬协同的数字化公共供给，加快推动城市形态向数字孪生

演进，逐步实现城市可视化、可验证、可诊断、可预测、可学习、可决策、可交互的“七可”能力，构筑城市

数字化转型“新底座”。

　　（一）完善城市犃犐狅犜基础设施

集成发展新一代感知、网络、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研究建设城市资源标识解析系统，提供城市资

源全面ＡＩｏＴ化（人工智能＋物联网）的统一规范，加快实现城市“物联、数联、智联”。

　　１．部署全域智能感知终端

按照“统筹规划、统一标准、共建共享”的原则，构建完善“城市神经元系统”，围绕生活、产业、城市

需求，推动视频图像、监测传感、控制执行等智能终端的科学部署，实现地上、地下、空中、水域立体覆

盖。研究编制城市资源的标识体系、编码目录、解析规则，规范城市资源的数字标识，保障数字城市与

物理城市的实时镜像、精准映射。以城市时空底图为基础，全量接入各类智能终端，支持实现物理城

市与数字城市的精准交互。

　　２．建设立体高速信息网络

以５Ｇ、千兆光纤、卫星互联网等建设为基础，加快构建天地一体化覆盖的数字城市信息网络体

系，持续提升“双千兆”网络能力。全面推进５Ｇ网络深度覆盖，增强用户感知水平。持续提升千兆光

纤网络服务能级，加快实现万兆到楼、千兆到户的光网全市覆盖。加快卫星互联网地面设施建设。

　　３．打造高端低碳算力集群

建设超大型数据中心、大中型数据中心和边缘数据中心组合的高性能协同计算生态。推动数据

中心存算一体集约化布局，加快打造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的上海枢纽节点。实施计算增效计

划，构建高性能计算体系，构建人工智能加速器体系，推动建设内容、网络、存储、计算四位一体的边缘

计算资源池。打造全球数据中心，面向国际数据流通提供公共服务。

　　４．推动传统设施智化提升

面向城市更新需求，重点推动能源、交通、物流等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优化新能源终端布

局，持续推动电力物联网智能化改造；打造面向自动驾驶的智慧道路，试点智慧车列，建设国内领先的

车路协同体系；持续完善智慧零售和末端配送设施，推动部署冷链仓储中心、快件仓储中心、转运中

心、分拨中心等物流设施的智能化升级。

　　（二）构建城市数据中枢体系

以“分布式建设、协议互联、协同运营”为原则，构建分布式、多中心的城市数据中枢体系，实现跨行

业、跨层级、跨系统数据互联互通，推动公共数据与社会数据融合应用，形成数字城市建设的系统合力。

　　１．支持建设行业数据综合运营中心

围绕行业数据汇聚整合，推动建设行业数据综合运营中心，制定行业数据标准，规范行业数据治

理，强化对行业数字化转型的数据赋能，鼓励医疗、教育、交通、金融等数据密集型行业和领域先行先

试。支持建设行业数据开放利用平台，集成数据汇聚、数据处理、数据交换等多种工具，统一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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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调用规则，依托隐私计算、区块链等技术构建可信数据开发利用环境，鼓励探索应用云原生等多种

技术架构。

　　２．完善公共数据开发利用平台

深化建设“１＋１６”市、区统筹的大数据资源平台体系，实现数据横向协同、纵向赋能。构建数据服

务工具箱，实现公共数据及时、完整归集共享。建设长三角地区政务数据共享平台，支撑长三角跨省

通办业务办理。探索实施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收益共享，以数据“可用不可见”为前提，建立第三方多

元主体对公共数据开发利用机制。建立“技术＋制度”运营合规保障。

　　３．构建社会数据流通服务基础设施

面向数据确权、登记、流通、交易等全链条服务，构建以数据交易所为核心的新型数据服务基础设

施体系。围绕数据控制权、使用权、收益权，实现数据确权，加强数据合规性审查，形成数据权益的交

易、登记和清算机制，提供数据交易的备案统计、信息发布、违约鉴定等服务。

　　（三）打造城市共性技术赋能平台

围绕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公共服务需求，以标准化、组件化、平台化方式，提供各类自主调用、灵活

配置的公共应用工具和公共技术工具，强化基本共性技术支撑。

　　１．丰富城市公共应用工具供给

面向生产生活等各类场景加强随申码、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票据等基础应用组件供给。完

善随申码功能和标准，推动“多卡并一码”，在医疗健康、交通出行、特殊药品监管等场景，持续拓展深

化随申码应用。打造“低代码”开发平台，提供可视化的全民开发工具，提高随申码应用开发效率。建

立城市数字身份认证服务体系，为数字空间提供主体、数据、行为的安全可靠保障。

　　２．强化数字城市公共技术供给

面向数字城市不同场景的应用功能开发，集约提供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数字孪生等通用技术

组件，降低技术开发成本。搭建城市智算公共平台，强化公共算力调度保障，提升人工智能相关技术供

给能力。构建区块链开放生态，支持区块链底层平台建设部署，打造一批区块链开放服务平台。建设城

市数字孪生平台，集成提供城市全要素数字化表达、动态三维呈现、智能决策支持、模拟仿真推演等。

　　３．形成城市数字安全动态防护体系

探索构建弹性主动的数字城市安全防护体系，汇集数字安全能力要素，围绕终端、网络、平台、应

用、数据，强化“防御、监测、打击、治理、评估”五位一体的动态防护能力。围绕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

链等新技术的全生命周期，构建新技术风险评估体系，全面促进信息技术应用创新。

四、 重点领域

统筹经济、生活、治理领域数字化转型相互促进、相互赋能。经济数字化是新供给、新动能，为高

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提供新产品、新服务；生活数字化是新需求、新体验，激发广大市场主体创新活

力，催生新业态、新模式；治理数字化是新环境、新能力，为经济和生活数字化转型提供强大支撑。

　　（一）推动经济数字化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聚焦“五个中心”建设，激活数字产业化引擎动力，激发产业数字化创新活力，推进科技、金融、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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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航运、制造、农业等领域深层次数字化转型，推动发展方式整体转变，加快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

　　１．打造科创新生态

以数字化推动科技创新能级提升，激发全社会科技创新潜力，提升上海全球科技创新中心竞争

力。把握产业技术变革及数字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前瞻布局量子通信、神经芯片、ＤＮＡ存储等前沿

技术，加快研发突破。完善科创设施，建设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

台，推动提升一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打造全球科技资源数据汇聚高地，健全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和产业人才评价指标体系。做强科学计算，建设计算科学研究高地，打造科学计算

应用枢纽，促进重点领域科学大数据的规模汇聚和分享。

　　２．促进金融新科技

以数字化推动金融业效率提升，增强机构服务能级，提升金融服务的便利性和普惠性。开展数字

人民币试点，拓展线下和线上支付、交通出行、政务和民生等场景应用。深化普惠金融试点，实施大数

据普惠金融应用２．０专项工程，普惠金融贷款投放超２０００亿元，服务企业数量实现倍增。延展数字

金融服务模式，加快金融机构“总分支点”形态重塑，创新指尖上的金融服务，推动一批“开放银行”试

点，发展智能投顾，提升资产交易、支付清算、登记托管、交易监管等关键环节智能化水平，推动金融市

场高水平转型。

　　３．发展商务新业态

以数字化推动商贸服务优化提升，释放数字化赋能效应。塑造商业转型标杆，打造１０家左右千

亿级电商平台。升级口岸服务，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建设口岸综合性大数据枢纽节点和口岸

大数据中心，打造基于数字化多场景融合的一站式业务办理平台，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加快

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建设，培育“１００＋”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贸易重点企业，加快原创内容出海步伐。

完善贸易生态，健全跨境网络贸易通道，构建跨境电商产业集群，加快“海外仓”共建共享步伐，打响

“出海名优”品牌。

　　４．打造航运新枢纽

以数字化推动现代航运服务业加速发展，强化对内集聚和对外辐射能力。建设智能海空枢纽，推

进智能驾驶船舶、自动化码头、无人化堆场建设，建设高等级航道监测体系，深化江海联运。打造智慧

邮轮母港，建设数字孪生机场。升级航运服务体系，创新航运数据应用模式，推动“智慧海事法院”建

设和航运金融创新，提升新华 波罗的海航运指数等航运数据服务能力。推动航运全球协同，推进全

球航运商业网络（ＧＳＢＮ），加强多平台流程协作和数据互通。

　　５．培育在线新经济

以数字化赋能“五型经济”发展壮大，推动品牌、载体、业态“三位一体”融合创新。打响在线新经

济服务品牌，重点发展数字文创、新零售、在线设计，加速发展短视频、网络直播等在线文娱，打造

“１００＋”美誉度高、创新性强的在线新经济品牌。厚植创新型经济土壤，打造“张江在线”“长阳秀带”

等在线新经济生态园，完善在线新经济就业保障体系，营造试错容错的制度环境，培育“１００＋”掌握核

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成长性创新企业。推动流量型业态创新，发展多种

平台经济，培育“１００＋”具有行业领先地位、国际竞争力的在线产品和服务。

　　６．深化制造新模式

以数字化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服务业和制造业更广范围、更深程度融合，推进制造业提质增效。

加快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实施“工赋上海”行动，建设数字孪生企业，打造“１００＋”示范工厂，促进产

业链供应链数字化增智，实现精准固链补链强链。促进平台生态数字化增能，加强龙头企业牵引，建

设２０个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标杆平台，增强工业大数据、知识图谱和智能算法的供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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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１０个新型工业电商平台，１０个供应链金融示范。深化实施“一业一策”，促进电子信息、汽车、生

命健康、先进材料、高端装备、时尚消费品等行业深度转型。

　　７．塑造农业新面貌

以数字化推动农业生产智慧精准。打造数字农业“一张图”，完善农业空间信息基础，加快数字农

田建设，加快农业种植、渔业养殖、河流、土壤潜力等信息采集，编制关键要素基本名录。打造数字农

业标杆平台，推动农机智能化升级，农技数字化提升，丰富农业知识图谱，打造规模化种（养）、管、收、

销全品种、全区域、全过程的生产作业数字化模式，加强“申农码”综合应用。打造智慧示范农场，加快

农业机器人的推广应用，打造农业全链数字孪生示范，建成１０万亩水稻生产无人农场，３—５个智慧蔬

果生产基地，若干个食用菌、蔬菜种苗、花卉园艺等植物工厂。

　　（二）推动生活数字化转型，创造高品质生活

面向各类人群全周期、多层次的生活服务需求，以数字化提升市民服务体验为切入口，围绕基本

民生、质量民生、底线民生三大块面，聚焦实施健康、成长、居住、出行、文旅、消费、扶助、无障碍等八大

任务，不断提升各类民生服务的精准性、充分性和均衡性。

　　１．优化健康新服务

聚焦就医、公共卫生、体育运动等健康服务，以数字化助力打造更有温度的健康上海。以患者为

中心，打造精准预约、智能预问诊、电子病历卡（医保电子记录册）、核酸检测和疫苗接种、智慧急救、医

疗信息互联互通互认等重点应用场景，构建涵盖诊前、诊中、诊后全流程数字化医疗新流程。建立全

域协同的智慧医疗应急体系，试点打造数字健康城区和未来医院。构建线上线下联动的数字化运动

服务闭环，以数字健身地图为载体，整合各类体育健身服务资源，实现公共体育场所“随申码。健申

码”一码通行；推进体育场馆和设施数字化升级，为市民提供更多数字化体育服务。

　　２．探索成长新空间

以“让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为出发点，增强数字化对教育、就业等个人成长各阶段的赋能。以

提升师生信息素养、加强家校互动、建设数字校园为重点，变革教学模式、改进学习方式、创新评价方

法、强化学生关爱，实现教育更高层次发展。推进数字化就业服务，打造求职者个人数字档案，实现劳

动者和用人单位精准对接和匹配。加强技能认定、技能培训、个人创业、灵活就业等领域数字化赋能，

向各类人群提供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数字化服务。

　　３．打造居住新家园

紧扣“数字家园”主题，围绕人在社区的各类需求，打造人人与共、人人参与的数字化城市基础单

元。加快社区新基建，推进社区智能安防、智慧康养等终端设施合理布设。依托“社区云”等数字化平

台和线下社区服务机构，强化居民线上获得社会化服务和政务服务的能力，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和疫情

防控常态化要求。加快社区服务智能化升级，持续优化社区资源配置，满足居民精准化、个性化需求。

推动数字赋能绿色人居，将数字技术用于城市更新、绿化布局、生态环境和绿色生活等领域，打造虚实

融合的未来空间。

　　４．培育出行新方式

围绕市民高效便捷出行需求，构建数字交通新生态、新格局。推进出行即服务（ＭａａＳ），以数据衔

接出行需求和服务资源，融合地图服务、公交到站、一键扬招、一码通行等既有出行服务系统，实现行

前、行中、行后等出行环节的全流程覆盖。加快数字化赋能静态交通能力建设和设施管理，深入拓展

全流程数字化停车服务，提升泊位利用效率，在医院、商圈、交通枢纽、小区等场所推进便捷停车示范

场景建设。推进基础交通设施数字化，打造智慧高速公路、智慧车站、智慧机场、智慧停车场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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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点。

　　５．引领文旅新风尚

深化“上海文化”品牌和世界著名旅游城市的数字内涵，为市民游客提供便捷、高效的文旅服务和

体验。深化文化大数据体系建设，推进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提升“文化

上海云”服务能级，推动媒体深度融合发展。推动文旅数字化服务整体布局、一体建设，以文旅智能中

枢“文旅通”为载体，推动文旅“两网”一体融合。建设“随申码·文旅”公共服务平台，实现全市范围内

的“一码畅游”。加快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文旅场馆数字化改造。推动数字景区和数字

酒店建设，打造数字旅游标杆场景。

　　６．丰富消费新体验

围绕“上海购物”品牌的数字化提升，推动传统商业服务转型升级，加快发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

建设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数字商圈商街，建设一批商业数字化示范区，构建社区生活圈末端１５分钟

智能配送体系。推进实体商业企业数字化创新，拓展基于数据的精准化、个性化服务。支持电商平台

整合网络直播、社交媒体、产品供应链以及各类专业服务机构等资源，形成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上海

网络新消费品牌。推动打造数字化的本地生活服务圈，推进智慧早餐、智能末端配送等场景建设，实

现与社区生活的紧密互动。

　　７．构建扶助新模式

聚焦城乡低保对象、特殊困难人员、低收入家庭等扶助对象，构建扶助领域个人数字画像，通过数

字化进一步摸清底数，实现“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转变。拓展数字技术在残疾人群关爱、妇女儿童监

测、慈善公益等工作中的应用和赋能，促进各类需求与供给的有效对接，为扶助对象基本生活提供兜

底保障。加快社保经办数字化转型，优化提升服务大厅设施设备智能化程度，推进社保卡跨领域、跨

区域应用。

　　８．营造数字无障碍新环境

以数字生活全覆盖为导向，让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惠及更多群体。优化银发关爱服务，聚焦老年

人就医、出行、居家、文娱、学习等需求，搭建综合为老平台，实现各类服务“一键通”，鼓励发展居家“虚

拟养老院”新模式，提升服务触达性和精准度。优化数字无障碍环境，面对代际差别、收入差别、教育

差别、地域差别等造成的数字化应用能力不平衡，鼓励电信服务向残疾人、农村居民、老年人等特殊群

体倾斜，鼓励企业研发适应重点受益群体个性服务需求的数字产品和服务，提升各类公共服务的“数

字无障碍”水平。

　　（三）推动治理数字化转型，实现高效能治理

充分依托“一网通办”“一网统管”融合创新的发展优势，聚焦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进一步

推动治理手段、模式、理念创新，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不断提高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治

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１．构建政务服务新体系

坚持以“一网通办”理念引领公共服务、便民服务优化，全面落实“两个免于提交”。以“一网通办”

总门户、“随申办”超级应用为总入口，实现与群众和企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务全覆盖，面向个人

打造从出生到养老的数字服务体系，提供幼有所育、健康医疗、交通出行、学有所教、住有所居、弱有所

扶、老有所养等服务场景应用；面向企业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服务体系，提供企业开办、变更、注销

等惠企政策，以及普惠金融、综合纳税、专项资金、用工就业等服务场景应用，逐步形成标准化、普惠

化、均等化、智慧化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打造全市一体化移动协同办公平台。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印发《上海市全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１５１　　

　　２．强化城市运行新韧性

坚持以“一网统管”理念，实现城市运行“高赋能、全覆盖、强监管”，增强城市快速响应效能。推进

１２３４５城市运行市民感知系统，一体化智慧应急管理平台，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重点系统建

设。加强交通运行大数据分析，为交通路网规划调整、公共交通路线设置等提供科学决策支持。加强

对地表水、大气、土壤等城市生态环境保护数据的获取、分析和研判，加强对危险货物运输监管，提升

防汛数字化水平，高效处置道路积水、管控河湖水质波动等。推进长江禁捕智能管控，为长江区域综

合执法提供数据应用、联勤联动支持。深化ＢＩＭ技术在建筑运营、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管理等方面

应用，实现建筑运行安全管理和全生命周期可视化管控。

　　３．提高经济监管新能效

坚持以数字化手段完善市场综合监管和多元共治能力。探索推行远程监管、移动监管等灵活管

理模式，加强食品安全、计量、检验检测、特种设备、网络商品交易、广告等数字化场景应用建设，提升

监管效能。完善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立便捷、高效、有序的消费者举报监督和诉求处置机制，打

造权威的市场监管信息发布与沟通平台。提升经济运行风险监管能力，推动市场监管数据资源体系

化、业务运行协同化、业务模式智能化，实现市场主体精细化管理，市场风险实时预警与防范，重大事

件及时发现处置。

　　４．提升社会治理新成效

以党建为统领，以社区云为依托，赋能居村委自治共治、主动服务、减负增效。加快建设社会治理

共同体，推动在线社群、线上议事组织、开放式民调等应用。鼓励开发智能化、普惠化的轻应用，统一

移动端入口、统一表单填报、精准推送政策，通过数据多元汇聚和跨层级调度，发挥物业、居民、志愿者

等社会自治力量，让“小事不出居委”。丰富市、区、街镇、网格、社区五级治理应用，围绕数据、场景、系

统，推动“两网”双向融合、相互协同，实现上下互通、多级赋能。

　　５．深化智慧政法新应用

推动公安数字化转型，打造数据要素和应用场景驱动的智慧公安数字化应用体系，完善智能安

防、视频图像、通信装备等，支撑数字化防疫、公民隐私保护、新型非接触式违法犯罪打击等。推动法

院数字化转型，优化审判执行流程和制度机制体系，建立司法协同机制与信息共享平台，优化诉讼服

务和多元解纷“一站式”办理流程和平台。推动检察院数字化转型，全面建成上海检察全流程全息在

线办案综合应用体系，提升全流程“一站式”在线办案体验。加强政法系统协同衔接，建设政法系统跨

部门信息共享平台，构建公安、检察、法院、看守所、监狱和社区矫正机构等单位间的网上业务办理

闭环。

五、 重点工程

　　（一）数据价值提升工程

围绕数据国内通、国际通两个方向，推动上海建设成为具备链接全球、市场活跃、治理完善、生态

繁荣的国际数据港。加快发展数据要素市场，建立健全数据交易流通制度，培育规范的数据交易平台

和市场主体，发展数据资产评估、登记结算、交易撮合、合规咨询、争议仲裁等市场运营体系。畅通公

共数据与社会数据流通渠道，引导产业、健康、交通等领域的一批高价值行业数据进入流通交易市场。

推动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提高数据要素治理能力，完善数据共享应用场景授权机制，提升公共数据的

共享效率。推动提升长三角数据共享、国家数据综合授权和属地返还的共享效率。建立和完善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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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开放和数据资源有效流动的制度规范。推进国际数据港建设，探索数据跨境便利流通机制，

开展“正面清单＋安全评估”数据跨境试点。推进国际海光缆、国际互联网专用通道等枢纽设施建设，

打造最佳的数据流通网络环境。对标国际建立透明化的数据监管规则，探索构建分级分类的管理模

式。汇聚数据智能头部企业，打造千亿级国际数据产业集群。

　　（二）数字技术策源工程

坚持创新驱动，加强技术攻关纵深部署，强化数字技术协同创新，提高数字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水平，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端数字产业集群和强大数字赋能体系。提升下一代数字技术

攻关能力，聚焦量子信息、类脑智能、神经芯片、ＤＮＡ存储、６Ｇ网络等数字技术重大前沿领域，加快建

立新型数字技术协同攻关机制，探索形成政企协同、各扬所长的联合创新模式。提高科学计算基础能

力，加强数据驱动计算、新型弹性计算架构等领域基础研究，建设国际一流的人工智能算法基础研究

和技术研发平台。畅通数字技术应用渠道，建立集成电路、智能制造、大数据等领域的研发与转化功

能平台，推动科学装置、工程化平台、中间试验线、数据标准库等建设。围绕公共服务、工业、自动驾

驶、医疗、金融等数字化转型重点领域，推动行业应用算法研发，形成一批具有示范推广效应的算法产

品。搭建重点领域检测验证平台，鼓励车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在城市环境下测试验证，将城

市打造成为数字技术应用的最佳“试验场”。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加强高等院校基础学科和人工

智能等新兴学科建设，促进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等学科融合发展，培育高层次创新型领军人才和高技

能人才、中青年学术技术带头人。培育以“首席算法师”为代表的复合型人才。打造数字技术实训基

地和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基地。

　　（三）数字底座赋能工程

按照“统一规划、集约建设、创新赋能、安全可控”原则，推进城市数字底座建设，全面提升城市数

字化转型的泛在通用性、智能协同性和开放共享性。打造城市数字底座标准体系，坚持标准引领战

略，建立统一、开放、可操作的数字底座建设标准体系和评价指标体系，创建数字化转型领域“上海标

准”。编制市级统一的数字化建设导则和区级特色化的标准化指导性文件，建立市与区联动、协调推

进的工作机制。推动数字基础设施纳入城市空间规划体系，实现规模对接、位置对应。推进城市数字

底座实践试点，依托浦东新区和五个新城，先行先试城市数字底座建设和运行，加快推进数字基础设

施试点建设，支持物体全域标识、时空ＡＩ、ＢＩＭ等技术率先应用推广，积极推动国家和市级数字技术

标准运用实践，探索建立基于数字孪生城市的运行感知和态势推演等新型功能，推动试点地区率先构

建城市“七可”能力体系。构建城市数字底座运营机制，积极创新市场化运营模式，培育覆盖全领域的

专业化服务机构，推动政企协同发力，促进城市数字底座高质量建设和高效率运行，积极推动上海建

设运营模式向长三角以及全国推广。

　　（四）数字规则引领工程

面向政府治理、产业发展和社会运行，加快完善数字时代的法规、制度、标准和政策体系，积极参

与全国和国际数字规则建设，努力将数字新规则打造成上海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强化治理

数字化转型的制度规范，按照法定程序，研究起草《上海市数据条例》（暂命名）等，梳理调整与城市数

字化转型不相适应的地方性法规，研究出台《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促进条例》（暂命名）。建立城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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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转型成效评价机制，探索建立可指引、可评估、可对标、可发布的综合评价体系。探索发布“国际

数字之都”发展指数。加强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供给，积极参与数字化转型国际和国家标准制定，

创设一批“能用、管用、好用”的地方性数字化标准规范，鼓励企业创设行业性建设导则。优化数字经

济市场准入制度，探索数字经济新型监管机制，健全共享经济、平台经济和新个体经济管理规范，探索

无人驾驶、在线医疗等监管框架。完善生活数字化转型的规则规范，强化核心价值引领，引导市民树

立正确的数字社会道德和伦理观念。加强数字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的数字基础。建

立数字社会权益保护机制，积极应对灵活就业、共享用工等新模式带来的潜在社会风险，提升群团组

织在数字化社会发展中的桥梁纽带和服务支撑作用。

　　（五）应用场景共建工程

坚持“以人为本、场景牵引、急用先行”原则，加强全市应用场景建设统筹规划，鼓励多维度、多领

域智慧应用场景创新，支持各类市场主体参与应用场景开发建设。加强应用场景建设整体谋划，以上

海城市发展战略和目标愿景为导向，绘制中长期场景建设“路线图”。根据数据安全性、数据可得性、

商业模式成熟度等因素，分级分类有序推进应用场景开放。开展应用场景“市民体验评价”，探索建立

“用户体验师”制度，持续推动场景迭代升级。有序推动重点领域应用场景建设，做强核心功能类场

景，通过赋智增效高效破解制约“四大功能”的瓶颈问题。做精社会民生类场景，分批推进底线民生、

基本民生和质量民生领域应用场景建设，形成数字生活新范式。做优城市治理类场景，打造一批破解

超大城市治理难点问题的应用场景。探索多元参与的应用场景建设模式，实施应用场景“揭榜挂帅”

工程，定期摸排、遴选和发布一批核心场景需求榜单，鼓励市场主体以实验室培育、产学研合作等模式

组团揭榜攻关。积极探索政府委托企业运行、政府搭台企业支持等多种合作模式，构建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的新型合作关系。

　　（六）转型标杆示范工程

聚焦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数字孪生城市”示范，探索“未来城市”区域标杆实践，以“数字维度”

引领“空间之变”。制定五个新城数字化转型规划建设导引，聚焦新城主导产业方向，引导企业建设数

字化车间和智能化工厂。促进新城场景应用赋能，鼓励新城企业加大场景开放力度，发展场景驱动型

产业。加强社区信息基础设施和智慧终端建设，提升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功能和运营管理水平。结合

新城城市建设及更新，加快布局５Ｇ网络、数据中心、物联网感知设施、城域物联专网等数字新基建。

推动数字化转型特色功能区域建设，推动张江数字生态园、杨浦“长阳秀带”等区域建设数字经济特色

集聚区。围绕未来出行、智慧生活等特色功能，支持各区创建数字应用标杆示范区。推动临港数字孪

生城市建设，打造面向国际的创新转型先导区。聚焦虹桥国际开放枢纽、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

示范区、Ｇ６０科创走廊、Ｇ５０数字干线等重点区域，建设数字长三角实践引领区。

六、 保障措施

　　（一）强化统筹协调推进机制

充分发挥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领导小组作用，健全统筹协调和推进机制，做好重大政策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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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的统筹推进和考核评估，加强跨区域、跨部门、跨层级的组织联动，指导各部门、各区建立相应的领

导小组工作机制。形成城市数字化转型专家咨询机制，成立社会化专业研究机构和应用促进中心。

坚持“管行业也要管行业数字化转型”，编制各行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研究出台鼓励扶持行业主体

数字化转型的政策举措和创新制度。加大数字化转型资源投入力度，与市级重点转型工作形成有机

联动，复制推广，打造符合各自实践的主攻方向和特色品牌。

　　（二）优化鼓励政策精准支持

优化数字化转型政策环境，聚焦经济、生活、治理数字化转型在制度规范、激励举措、经费投入、数

据共享等重点领域的急难问题，全面剖析深层次制度瓶颈问题，全方位激发各类转型主体的活力和动

力。强化各级财政资金对数字化转型的保障，统筹利用好各级各类财政专项，加大对重点转型任务的

资金投入力度，优化数字化转型重大项目的预算管理机制和建设模式。创新政府和国有企业数字化

转型领域的采购体系，建立各类事业单位数字化投入增长机制。实施开放的数字化转型人才政策，推

广“首席信息官”“首席网络安全官”制度，试点推行“首席数字官”制度，试点设置数字化转型特设岗

位，加大引进数字化领军人才力度。

　　（三）推动多元主体参与共建

发挥市场主导作用，不断培育壮大数字化转型标杆企业和平台企业。依托数字化转型典型场景，

支持开展产研对接、创新赛事、实训营等活动，引导市场主体参与数字化转型项目建设和场景运营。

发挥国有企业数字新基建主力军优势，开展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搭建数字化生态协同平台。进

一步整合资源，引导金融资本有效支撑数字化转型，推进设立数字化转型相关基金，推动重点企业在

科创板上市。提升全社会数字素养，广泛开展数字化转型技能培训，面向专业技术人员、公务人员等

推广数字化培训项目。

　　（四）深化国际开放合作共赢

提升数字化转型的全球叙事能力，结合“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开展国际合作规则先行先试，积

极参与数字技术、贸易、税收等国际规则制定，宣传推广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典型经验。围绕技

术创新、应用合作、标准体系等重点领域，通过成果测试、技术转移、项目嫁接等多种方式，加大与全

球顶级城市和机构的合作共建，打造数字化领域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

接。建设“数字上海”生态平台，扩大城市数字化转型国际“朋友圈”，充分发挥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全球顶级展会平台作用，深化全方位的国际合作交流，助力企业走出去、引

进来。

　　（五）完善数字安全发展环境

打造更具韧性的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确立数据安全管理规范，加强数据资源全流程安全监测，规

范生物特征、用户习惯等信息的采集和使用，推进数据跨境流通安全评估，分类分级保障数据安全。

构建新型数字信任体系，运用数字身份、数字认证、隐私计算、联邦学习、区块链、新型密码技术等前沿

科技，打造可信数据流通架构，提升数据流通交易的安全性、稳定性和便捷性。建设更具韧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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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底座，强化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打造服务产业本质安全的智能监管设施和态

势感知平台，增强运行监测和分析预警能力。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健全不良信息发现机制，加大

治理力度，深入推进网络安全知识技能宣传普及。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２０２１年１０月２５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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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商务委关于印发《全面推进上海数字

商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

沪商电商〔２０２１〕１２１号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机关各处办、委属各单位：

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要求，加快推进本市数字商务高质

量发展，现将《全面推进上海数字商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２０２１年５月６日

（此件主动公开发布）

全面推进上海数字商务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

　　为全面推进我市数字商务建设，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全面推进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意见》（沪

委发〔２０２０〕３５号）和商务部《关于加快数字商务建设、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通知》，制定本实施意见。

一、 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

五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战略部署，服务于上海打造国内大循环

的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新发展格局，围绕

“经济、生活、治理”全面数字化转型要求，坚持整体性转变、全方位赋能和革命性重塑，全面推进我市

数字商务高质量发展。到２０２５年，商务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数字商务建设

取得显著成效，助推国际贸易中心能级提升，为上海国际数字之都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功能不断完善。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国际一流，数字贸易规则更加完备，

数字贸易市场主体能级进一步提升，数字贸易公共服务能力全面优化，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影响力进

一步增强。

———贸易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跨境电商能级持续提升，外贸数字化营销新模式逐步建立，跨境

贸易生产、通关、物流仓储、跨境支付、售后服务等多环节的数字化管理能力得到提升。

———商业数字化创新高地逐步建立。新流通、新零售、新服务充分发展，商业领域数字化融合程度

进一步增强，商业在本市各行业率先实现数字化转型，在全国商业数字化建设中发挥引领示范作用。

———口岸数字化水平进一步提升。国际贸易“单一窗口”数字化功能逐步完善，口岸数字化基础

设施基本完备，口岸数字化监管与服务基本实现，口岸服务治理生态圈持续健全，“便捷、高效、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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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透明”的口岸环境进一步优化。

———商务数字治理范式基本形成。商务领域政务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数字时代商业信用体系

逐步构建，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取得进展，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数治”新范式初

步建成。

二、 积极推动数字贸易创新发展，激发数字经济新动能

　　（一）发展数字贸易新模式新业态

支持企业在全球主要城市建设云数据中心节点，扩大云服务覆盖范围。集聚打造一批有影响力

的数字内容互联网平台和应用商店，拓展优质内容发行推广渠道，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原创ＩＰ，推

动网络视听、数字阅读、动漫游戏等原创内容出海。引进高水平数字服务，培育与金融、运输、旅游、制

造等垂直行业深度融合的数字服务创新平台，探索建立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服务标准。

　　（二）培育数字贸易主体

加快集聚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高能级国际贸易主体、独角兽企业、专业化

服务机构等，发布数字贸易创新引领案例。强化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功能，建设一批数字贸易企业

孵化器。完善数字贸易交易促进平台功能，支持拥有核心技术的数字贸易企业在科创板上市。构建

国际合作交流平台，支持人工智能、金融科技、文化创意、生命科学、智慧城市等领域先进技术、创新产

品和应用场景的国际合作。

　　（三）打造数字贸易发展示范区

以虹桥商务区全球数字贸易港、临港新片区“信息飞鱼”全球数字经济创新岛为两翼，积极承担国

家试点任务。提升浦东数字内容示范引领区、静安数字应用和技术示范区、长宁数字服务发展示范区

等数字贸易承载区能级，加快推进徐汇、闵行和杨浦等新兴区域发展，扩大数字贸易规模。

　　（四）加快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对标

试点实施ＲＣＥＰ关于促进无纸化贸易、推广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保护电子商务用户个人信息、

保护在线消费者权益等规则，探索跨境信息传输制度。在临港新片区探索跨境数据流动分类监管模

式，开展数据跨境流动安全评估试点。

三、 促进贸易数字化转型，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五）推动跨境电商新业态加快发展

完善跨境电商公共服务平台软硬件基础设施，确保平台通关便利性保持全国前列。发挥上海枢纽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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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在空海港口岸、海关特殊监管区和优势产业带增设一批跨境电商示范园区。集聚一批高能级跨境电商

平台、物流和综合配套龙头企业，提升辐射长三角、服务全国的跨境电商运营中心、物流中心和结算中心能级。

　　（六）拓展外贸数字化营销新模式

支持外贸企业运用“云展示”“云对接”“云签约”等新模式展示、洽谈和撮合，鼓励企业通过线上广

交会、华交会、跨采会等数字化展会平台开拓市场。支持企业建设面向海外市场的线上营销网络，实

施精准品牌营销、社交营销、搜索营销，助力中小外贸企业拓展国际业务。

　　（七）提升外贸数字化管理能力

打响“出海优品”品牌，举办“云购申城”“ｅ路同行”系列活动，建立线上对接平台，举办专项培训，

支持电商平台赋能贸易商和制造商转型发展。推动一批具有示范引领性的外贸企业率先开展数字化

转型，在跨境贸易生产、通关、物流仓储、跨境支付、售后服务等多环节实现数字化。

四、 加快推进商业数字化转型，助力数字生活新风尚

　　（八）加快实体商业企业数字化创新

推动连锁商业企业向全方位、全渠道、全流程数字化转型，实现品牌数字化、客户数字化、供应链

数字化、场景数字化和组织架构数字化。推动实体商业提升基于大数据的商铺选址、经营决策、招商

决策、消费分析、全渠道营销等智慧经营能力。培育一批老字号数字化转型示范企业。

　　（九）建设商业数字化转型示范区

支持浦东、黄浦、静安等区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数字化示范区”。支持长宁、普陀等区创建“生

活服务数字化示范区”。支持嘉定、青浦、松江、奉贤、南汇创建“新城商业数字化示范区”。

　　（十）打造示范性商业数字化场景

建设在全国具有示范引领性的数字商圈商街，提升消费者体验感、商户经营效率和商圈服务能

级。发展智慧零售、智慧餐厅、社交电商、内容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推进智慧早餐、智慧菜场建设，

提升便民服务水平。大力发展云会展，推动展会线上线下联动。构建智慧供应链生态圈，推动大宗商

品交易全面实现数字化转型。拓展直播应用场景，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直播活动，打造一批体

现上海特色的潮流直播消费场景。以“五五购物节”等重要节庆活动为载体，建设一批具有全国影响

力、线上线下联动的节庆活动平台。

　　（十一）增强商业数字技术应用能力

加快推动５Ｇ、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虚拟现实等技术在商业场景的融合应用。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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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软硬件应用，提高智能技术无障碍服务水平。扶持一批数字商务服务企业，为商业企业特别是中

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支撑。开展数字人民币应用试点。

　　（十二）完善新型消费基础设施

完善城市物流基础设施，优化城市物流配送网点布局，形成高效便捷绿色的商贸物流网络。构建

覆盖１５分钟社区生活圈和住宅小区的智能末端配送体系。加大智能快件箱布设力度，开展智能取餐

柜示范试点。鼓励智能售货机、智能饮料机、智能回收站等各类智慧零售终端发展。

五、 加速推进口岸数字化升级，打造数字城市新门户

　　（十三）加强口岸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深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口岸大数据网络节点。提升数据归集和

处理能力，探索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接口规范、调用规则等数字技术标准。形成针对不同领域不同

应用场景的智能算法模型，为跨部门监管、服务等提供支撑。

　　（十四）提升口岸数字化服务能力

推进智慧口岸服务体系建设，打造符合开放新格局要求的服务生态圈。建设面向货物贸易、服务

贸易的数字化一站式业务办理平台，覆盖口岸申报、物流、贸易融资、保险等多场景。推动以数据为基

础的精准服务模式，探索开放部分公共数据。

　　（十五）强化口岸数字化监管

构建基于数字化的联防联控体系，为口岸管理部门监管模式创新、系统集成创新提供平台、数据、

算力支撑，形成口岸管理一体化数字闭环运转模式。推进多部门共同开展的口岸营商环境的监测与

分析，提升预警研判能力。推进跨部门、跨系统、跨区域数据共享，拓展数据共建共用共管能力，加强

数据安全保护力度，进一步促进形成高效、透明、便捷的口岸综合治理新格局。

　　（十六）增强口岸区域辐射能级

深化长三角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合作共建，推动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一体化发展，推进口岸信息

系统资源整合，建设海（空）港一体化信息平台。深化与长江经济带重点口岸跨区域互联、跨区域协

同，大力支持水水中转、江海直达、铁海联运等业务发展。

　　（十七）打造国际互联互通合作新载体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以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ＡＰＭＥＮ）为基础，探索推进与ＡＰＥＣ、ＲＣＥＰ以及

“一带一路”条件成熟的经济体开展物流可视化、贸易合规等试点，形成高效率、低成本、便利化跨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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络贸易通道，为企业提供“一次申报、全球通关”服务。

六、 优化商务营商环境，提升数字治理新效能

　　（十八）深化商务“一网通办”建设

在商务领域推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一网通办”改革，拓展政务服务事项范围，以更高

效、更便捷、更精准为目标，加快业务流程优化再造，为各类企业提供在线“不打烊”政务服务。将“两

个免于提交”落实情况纳入“一网通办”日常监管范围，加强常态化、长效化监管。推进数据治理，研究

制定市商务委公共数据标准，对高频数据进行“一数一源”治理，推动公共数据应归尽归，提升公共数

据时效性。深化数据共享开放，依托“随申办”提升用户使用体验。

　　（十九）推进涉外服务专窗建设

推进“一网通办”涉外服务专窗建设，为外资企业和境外人士提供涉外办事服务和公共服务中英

文指引。梳理更新涉外服务事项内容，建立中英文服务事项清单，优化“随申办”移动端涉外服务事项

展示界面。

　　（二十）健全数字监测服务体系

探索研究反映商业数字化转型成效的监测指标和方法，建立消费市场监测、主副食品运行调控等

监测体系。建设大宗商品现货交易监管平台，对市场主体风险和信用等级状况实施监管。深化跨境

电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加强与海关、外汇、税务、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部门系统对接和数据共享。

推进电子商务地方性法规修订。研究制订直播电商等行业标准，推动行业自律。

　　（二十一）加强数字信用建设

建立商务信用治理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信用信息归集、查询、等级评估、风险预警和联合奖

惩等全景式信用分类监管体系。打造信用应用场景，推广特色信用商圈，为商圈商场、商户、零售企业

提供信用等级自查、信用数据申报、长三角“七日无理由退货”信用承诺自主公示等服务。以家政管理

平台为支撑，强化家政行业信用监管。开展单用途预付卡治理数字化试点，推进宝山新型单用途预付

消费卡监管服务平台建设。

七、 保障措施

　　（二十二）加强组织领导

成立市商务委推进数字商务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由委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各分管委领导担任副组

长，设立数字贸易、贸易数字化、商业数字化、口岸数字化、数字商务治理五个工作组，负责组织实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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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商务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设在电子商务处，办公室主任由分管电子商务的委领导兼任，统

筹协调数字商务工作。

　　（二十三）强化联动推进

建立完善市区联动、部门协调的工作机制，市商务委加强对全市数字商务发展工作的统筹协调和

指导。各区商务部门建立推进数字商务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制定推进措施，落实属地责任，明确负

责人和联络员，将数字商务发展纳入区数字化转型发展规划，为数字商务建设营造良好环境。组织开

展数字商务专业培训，提高商务部门各级领导干部专业素养。

　　（二十四）加强政策引导

统筹发挥相关财政资金引导作用，支持建设一批数字商务重点项目。通过贴息贷款、产业基金等

方式，带动金融和社会资金投入数字商务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开展数字商务发展水平

评估。强化数字商务人才培养，重点引进复合型数字商务高端专业人才。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５月１２日印发



第三部分　政策文件

１６２　　

市商务委　市财政局

关于印发《上海市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加强和规范上海市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更好发挥专项资金在推动我市商务高

质量发展的积极作用，市商务委、市财政局制定了《上海市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已经

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２０２２年３月１８日

上海市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加快建设商务高质量发展体系，完善商务促进政策，推动商贸流通优质发展和外经贸转型升

级，更好服务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中共中央　国

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商务部关于“十四五”商务发展规划》《“十四五”时期提升

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规划》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资金来源）

上海市商务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是由市级财政预算统筹安排，纳入上海

市商务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商务委”）部门预算管理，专项用于支持本市商务领域高质量发展。

第三条（管理职责）

专项资金由市商务委和市财政局共同管理，市商务委、市财政局分别履行下列管理职责：

（一）市商务委负责编制专项资金预算，确定专项资金年度使用方向和支持重点，开展专项资金

日常管理；市商务委会同市财政局实施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对专项资金项目实施开展监督检查。

（二）市财政局负责专项资金预算管理和资金拨付，对专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指导

推进专项资金绩效管理工作。

专项资金使用范围涉及多个部门的，各职能部门应当根据职责分工，按照专项资金使用范围的相

应要求，协同做好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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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资金支持方向和方式

第四条（支持方向）

专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以下方向：

（一）支持外经贸发展

１．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持国际贸易（货物贸易、服务贸易）转型升级，培育外贸竞争新优

势；支持加强贸易领域风险防范，维护公平竞争外贸秩序。

２．促进境外投资与经济合作。支持企业参与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塑；支持优化对外投资合作结

构和布局；支持对外承包工程转型升级。

３．完善外经贸公共服务体系。支持提供对外贸易、对外投资合作、公平贸易等领域的公共服务；

促进信保、担保等金融机构充分发挥支持外经贸发展的作用。

（二）支持商贸流通发展

４．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支持建设高标准的现代流通体系；支持高标准构建消费场景；支持推

进商务领域品牌建设；推动商业数字化转型。

５．优化民生环境。支持提高生活性服务业品质；支持规范服务业市场秩序；支持保障重点民生

项目。

（三）经市政府同意的其他商务事项。

第五条（支持方式）

对符合条件的项目，专项资金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可以采用补助、奖励、购买服务等支持方式。

具体支持方式和标准以发布的实施细则、申报指南等文件确定。

原则上已获得其他市级财政性资金支持的项目，专项资金不再予以支持。

第三章　预算管理和资金拨付

第六条（预算编制）

市商务委应当加强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的储备和项目库建设，按照预算编制要求和时间节点，及时

编制年度预算，按规定程序报送市财政局。

市商务委应当按照本市专项资金管理等相关规定，优化专项资金申报和审核程序，避免支持项目

的交叉重叠。

第七条（预算执行）

市商务委应当按照市财政局批复下达的当年专项资金预算和预算执行考核要求，合理安排支出

计划，有序推进预算执行，并做好跟踪、分析、汇总，及时掌握资金使用情况。

第八条（预算调整）

预算执行中确需调整年度预算的，按照市级部门预算动态调整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资金拨付）

市商务委根据年度预算批复，在批准的预算额度内向市财政局申请拨款。市财政局按规定审核

后，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管理要求拨付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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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监 督 管 理

第十条（信息公开）

除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等不得公开的情形之外，市商务委应当向社会公开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一条（绩效管理）

市商务委、市财政局对专项资金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确立绩效目标、实施绩效跟踪和绩效评

价，并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应用。

第十二条（监督检查）

市商务委对专项资金使用和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管理。

专项资金的安排、拨付、使用和管理，依法接受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主动接受市人大和社会的

监督。

第十三条（责任追究）

专项资金必须专款专用，严禁截留、挪用。对弄虚作假、截留、挪用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以及有关

纪律的行为，将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进行处理，并按照规定收回已拨付的专项资金。

根据项目单位失信程度，在不同管理环节采取相应约束措施，并根据项目单位失信情况，按有关

规定向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不良记录。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四条（应用解释）

本办法由市商务委、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实施日期）

本办法自２０２２年４月１７日起施行，有效期至２０２７年４月１６日。《上海市外经贸发展专项资金

使用和管理办法》（沪商规〔２０２１〕６号）同步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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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

关于联合推出助企抗疫　稳外贸

护民生服务举措的通知

发布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１３）

沪商财〔２０２２〕８１号

各区商务主管部门、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各营业部、各有关商协会及各有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充分发挥

出口信用保险作用的批示精神，快速响应《上海市全力抗疫情助企业促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沪府办

规〔２０２２〕５号）要求，上海市商务委员会联合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支持本市企业抗疫、稳定本市外贸

发展，现推出十项服务举措。

一、 强化科技赋能，确保服务不断档

１．强化金融科技对线上服务的支持。针对企业受疫情影响无法盖章、提交纸质材料及无法使用

电子签名等问题，可先通过信保通或企业邮箱与中国信保沟通确认，信保先审批办理相关业务，正本

材料后补，确保企业正常投保、理赔需求不受影响。加大与各金融机构的业务网上互联，进一步提升

金融科技对企业的服务赋能。

２．强化“单一窗口”对居家办公的服务支持。针对因企业居家办公，难以提供常规理赔申请需要

的纸质单证及申请材料等问题，支持符合条件的业务在上海“单一窗口”的“信保绿色通道”直接办理

报损索赔。依托平台数据开展真实性等交叉校验，加快启动海外勘察及提升理赔效率。

二、 放宽时限要求，确保责任不中断

３．放宽承保受理限制，推动“应保尽保”。对于企业受疫情影响无法按保单约定及时进行申报的

业务，可放宽受理限制，并按正常申报处理，不影响企业保单权益。

４．放宽理赔受理限制，确保企业权益。对于企业暂时无法判断风险状况或希望暂缓报损、索赔的

案件，对其中符合条件的业务提高风险容忍度，可接受企业提交的迟报可损、迟报索赔申请，不影响企

业理赔权益。

三、 实行快赔缓缴，确保资金不断流

５．建立保费缓缴机制。对于企业受疫情影响无法按时支付保费的投保业务，按正常业务受理，不

影响企业保单权益。对于企业有明确投保需求而暂时未能缴纳保费的保单，经企业承诺确认后，可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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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保单，保费延期缴纳。

６．建立快赔先赔机制。对于风险确定已经发生但尚未到应收款日的出运，企业可以同时申请索

赔，可以视情予以整体定损核赔，提前一次性弥补企业损失。对于企业受疫情影响未全额缴纳分期最

低保费的，支付赔款时可先行抵扣未缴纳部分后再支付企业。

四、 聚焦重点痛点，确保支持更精准

７．进一步加大普惠金融支持力度。对于符合专精特新等条件的中小微企业，实施不低于１０％的

阶段性降费。进一步完善和优化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信用保险ＷＥ平台服务功能。

８．进一步提升信保融资支持力度。针对企业资金紧张问题，充分发挥信保融资联席会议机制的

作用，支持各金融机构深化保单融资合作，持续扩大“信保＋担保＋银行”融资模式覆盖面，持续加大

融资产品创新支持力度，切实缓解外贸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五、 深化创新协同，确保政策更有效

９．进一步发挥各方创新协同作用。市、区两级商务主管部门与中国信保及各辖区营业部积极开

展政策推广、购买服务、风险培训等活动，扩大政策覆盖面。持续优化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信保

绿色通道功能建设，通过平台数据赋能，使更多支持政策精准惠及企业。推动中国信保总公司出台支

持上海抗击疫情专项支持政策，优化承保、理赔和风险服务，重点限额资源优先惠及上海企业，支持新

贸易新业态等创新模式开展先行先试。

１０．进一步提高信保“风险容忍度”。对于受疫情影响，导致企业在保单履约、申报操作、理赔申请等环

节出现的操作瑕疵，中国信保将根据实际业务情况，适度放宽承保、理赔条件，并积极指导企业开展专业风险

应对，强化出运前产品配套、重点限额资源争取等措施，努力提升企业风险管理能力和海外市场拓展能力。

具体服务网络及团队如下：

　　（一）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财务处　　　　　　　　　　　董　成　　　　　　２３１１０５９１／１８０１８８８０２７０

贸发处 干嬿雯 ２３１１０７０１／１８０１８８８０２５９

服贸处 王敬云 ２３１１０７０９／１８０１８８８０２１５

外资处 徐雪梅 ２３１１０７２１／１８０１８８８０２３６

促进处 俞　杰 ２３１１０７３４／１８１０１８８８１５３

外经处 金　珏 ２３１１０７７７／１８０１８８８０１９８

通关处 夏　爽 ６３２９２５４３／１８９１８８８７８１１

“单一窗口”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２１２１９９

　　（二）各区商务主管部门

黄浦区商务委员会 王馨馨 ６３２６１０７３／１８９１８８８１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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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汇区商务委员会 钱　旦 ６４３８９２１５／１８２０１７８１５１８

长宁区商务委员会 王　萍 ２２０５０８０６／１３８１７４８２３１３

静安区商务委员会 陈　骏 ３３３７１８２５／１３５０１８３３６６６

普陀区商务委员会 肖　蓉 ５２５６４５８８７０１３／１３７６１６８１６２９

虹口区商务委员会 叶　茂 ２５６５８３５２／１７３１７６５８９３１

杨浦区商务委员会 叶　骏 ２５０３２８５５／１３８１６７８１７３４

闵行区经济委员会 王莉萍 ３４１２０１１１／１３７６４１１８６５５

宝山区商务委员会 奚　贺 ５６１６５３０５／１３７０１６２９２２８

嘉定区商务委员会 胡　鹰 ６９９８９７２２／１３７６１５３５１７４

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 王　萍 ５８７８８３８８６４２０３／１３８１８７２４６８４

金山区经济委员会 杜申强 ５７９２１２７４／１３０６１９８８３８７

松江区经济委员会 王江浩 ３７７２２７８３／１８０１７５１２１５５

青浦区商务委员会 陈旻毓 ６９７１６５０９／１３９１７０６９４１８

奉贤区经济委员会 唐　珏 ６７１８７１０７／１３８１８０２２８２８

崇明区商务委员会 陆宁一 ５９６１１９９３／１３８１７５３０５７８

　　（三）中国信保上海分公司

分公司营业部（国企、央企） 崔　洁 １５９００７８５８７９

市中营业部（黄浦、徐汇、

长宁、普陀、静安、虹口） 陈　犇 １３５８５８３９９２９

浦东营业部（浦东新区） 方　斌 １３３４１６２６０６５

市北营业部（宝山、杨浦、

嘉定、青浦、崇明） 黄明曦 １３６５１８０６６６０

虹桥营业部（松江、闵行、

奉贤、金山） 王　伟 １８９１７７０９０９８

项目险业务处（外经企业

或项目） 覃敏哲 １８９１７７０９２９８

普惠金融部（小微企业） 钟　伟 １３７６４９１９６６５

业务管理处（政策协调） 赵　春 １８９１７７０９３００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２０２２年４月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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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１９８０—２０２１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　出　口 出　　口 进　　口

总额 运输 旅游 其他 总额 运输 旅游 其他 总额 运输 旅游 其他

１９８０ ８４３４ ３０２０ ２１１７ ３２９７ ３９５７ １３３９ １０３５ １５８２ ４４７８ １６８１ １０８２ １７１５

１９８１ ８７６０ ３１３７ ２０８９ ３５３４ ４０７５ １３７０ １０４１ １６６４ ４６８５ １７６８ １０４７ １８７１

１９８２ ８５１８ ２９０９ ２０２１ ３５８９ ４００１ １２７６ １０１３ １７１２ ４５１７ １６３２ １００７ １８７７

１９８３ ８２５２ ２７３９ １９７９ ３５３４ ３８９６ １２０５ １００７ １６８４ ４３５６ １５３４ ９７２ １８５０

１９８４ ８４３４ ２７８０ ２１７２ ３４８２ ３９８３ １２２５ １１０１ １６５８ ４４５１ １５５５ １０７１ １８２５

１９８５ ８５４９ ２７６３ ２２８６ ３５０１ ４１１２ １２４５ １１６０ １７０７ ４４３７ １５１８ １１２６ １７９３

１９８６ ９８４７ ２９２６ ２７９７ ４１２３ ４８４６ １３３４ １４２３ ２０８９ ５００１ １５９２ １３７４ ２０３５

１９８７ １１６３４ ３３９３ ３４５１ ４７９０ ５７４７ １５４４ １７４８ ２４５５ ５８８７ １８４９ １７０３ ２３３５

１９８８ １３１３４ ３９０３ ４０３７ ５１９４ ６４２６ １７８６ ２０１５ ２６２５ ６７０８ ２１１７ ２０２２ ２５６９

１９８９ １４３４４ ４２３４ ４３７７ ５７３３ ６９９７ １９２６ ２１９４ ２８７７ ７３４６ ２３０９ ２１８２ ２８５５

１９９０ １７０６５ ４８５６ ５２６７ ６９４３ ８３１３ ２２２７ ２６３２ ３４５４ ８７５２ ２６２８ ２６３５ ３４８８

１９９１ １７９８９ ４９７２ ５４６１ ７５５６ ８７７７ ２２８０ ２７５０ ３７４７ ９２１２ ２６９３ ２７１１ ３８０８

１９９２ １９８３５ ５３１０ ６３１２ ８２１４ ９７６９ ２４３３ ３１７１ ４１６５ １００６６ ２８７６ ３１４０ ４０４９

１９９３ ２００５１ ５３１５ ６２９７ ８４３９ ９９３８ ２４３０ ３２１２ ４２９６ １０１１３ ２８８５ ３０８５ ４１４３

１９９４ ２１７７０ ５８１０ ６８４８ ９１１２ １０８３５ ２６５１ ３４９２ ４６９２ １０９３６ ３１５９ ３３５６ ４４２０

１９９５ ２４６３２ ６８３８ ７６８２ １０１１２ １２２２２ ３１０１ ３９７９ ５１４２ １２４０９ ３７３６ ３７０３ ４９７０

１９９６ ２６３２９ ６９１７ ８２６８ １１１４５ １３１７３ ３１５９ ４３３５ ５６７９ １３１５６ ３７５７ ３９３３ ５４６６

１９９７ ２７２３９ ７１０９ ８３２５ １１８０４ １３７２６ ３２６１ ４３７７ ６０８８ １３５１２ ３８４８ ３９４８ ５７１６

１９９８ ２７４４４ ６８７３ ８３９７ １２１７４ １３９００ ３１７６ ４４１８ ６３０６ １３５４４ ３６９７ ３９７９ ５８６７

１９９９ ２８６６３ ７０５７ ８８４１ １２７６６ １４３５５ ３２４７ ４５９４ ６５１５ １４３０８ ３８１０ ４２４７ ６２５１

２０００ ３０４１４ ７６５６ ９１８０ １３５７８ １５２２０ ３４６４ ４７６８ ６９８８ １５１９４ ４１９２ ４４１２ ６５９０

２００１ ３０６２９ ７４９８ ９００３ １４１２９ １５２５１ ３３９２ ４６７３ ７１８６ １５３７８ ４１０６ ４３３０ ６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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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份

进　出　口 出　　口 进　　口

总额 运输 旅游 其他 总额 运输 旅游 其他 总额 运输 旅游 其他

２００２ ３２５７１ ７７１３ ９４３１ １５４２７ １６３４１ ３５４７ ４８７２ ７９２２ １６２３１ ４１６６ ４５５９ ７５０５

２００３ ３７５９３ ８７９１ １０５４９ １８２５２ １８９６６ ４００８ ５４４６ ９５１１ １８６２７ ４７８３ ５１０３ ８７４１

２００４ ４５３１１ １１０１１ １２５００ ２１８００ ２３０２４ ５０２０ ６５００ １１５０３ ２２２８７ ５９９１ ６０００ １０２９６

２００５ ５３１４０ １２６８１ １３５３９ ２６９２０ ２６８７３ ５７９６ ６９９４ １４０８３ ２６２６６ ６８８５ ６５４５ １２８３６

２００６ ５９９８４ １４２８３ １４６５４ ３１０４７ ３０３６１ ６５１５ ７６２５ １６２２１ ２９６２３ ７７６８ ７０２９ １４８２６

２００７ ７１３３１ １７１６１ １６９１３ ３７２５７ ３６３３４ ７８１２ ８８０４ １９７１８ ３４９９６ ９３４９ ８１０９ １７５３８

２００８ ８０４１８ １９８０６ １８４９０ ４２１２２ ４０７８３ ９０７２ ９６８８ ２２０２２ ３９６３４ １０７３３ ８８０２ ２００９９

２００９ ７２２１５ １５４４７ １６９８１ ３９７８８ ３６５７７ ７０４４ ８８９７ ２０６３７ ３５６３８ ８４０３ ８０８４ １９１５１

２０１０ ７８５５６ １８０９７ １８３７８ ４２０８０ ３９７７７ ８２１２ ９６３０ ２１９３４ ３８７７９ ９８８５ ８７４８ ２０１４７

２０１１ ８８０４９ ２０２４３ ２０４２７ ４７３７９ ４４７４５ ８９８３ １０７７４ ２４９８９ ４３３０４ １１２６１ ９６５３ ２２３９０

２０１２ ９０８４１ ２０７６３ ２１３０６ ４８７７２ ４６０３１ ９１３３ １１１２５ ２５７７３ ４４８１０ １１６３０ １０１８１ ２３０００

２０１３ ９６２１６ ２１１６４ ２２９６２ ５２０９０ ４８９１６ ９３８７ １２０２５ ２７５０５ ４７３００ １１７７７ １０９３７ ２４５８５

２０１４ １０３９９４ ２１６８２ ２４９７８ ５７３３４ ５２４８２ ９８９３ １２５２３ ３００６６ ５１５１２ １１７８９ １２４５５ ２７２６９

２０１５ ９９１２７ １９６１６ ２３９００ ５５６１０ ５０１０８ ８９５７ １２０４７ ２９１０５ ４９０１９ １０６６０ １１８５４ ２６５０６

２０１６ １００２０８ １８７８５ ２４４５２ ５６９７１ ５０９０６ ８６０９ １２３３６ ２９９６２ ４９３０２ １０１７６ １２１１６ ２７００９

２０１７ １０８７７８ ２０５９６ ２６２８１ ６１９０１ ５５３９０ ９４４１ １３３０５ ３２６４４ ５３３８８ １１１５５ １２９７６ ２９２５７

２０１８ １１９２４５ ２２８２３ ２８３１３ ６８１０９ ６１０４８ １０３６３ １４３６９ ３６３１６ ５８１９６ １２４６０ １３９４４ ３１７９３

２０１９ １２３２３２ ２２７８４ ２８７７３ ７１６７５ ６２９０６ １０４１１ １４７４８ ３７７４６ ６０３２６ １２３７３ １４０２５ ３３９２９

２０２０ １００８７２ １８８１５ １１１０７ ７０９５０ ５１７９５ ８５６２ ５５３４ ３７６９８ ４９０７７ １０２５３ ５５７３ ３３２５２

２０２１ １１６９５１ ２５３２６ １２２４６ ７９３７８ ６０７１６ １１５８５ ６１４７ ４２９８５ ５６２３５ １３７４１ ６１００ ３６３９４

注：（１）１９８０—２００４的数据按照ＢＯＰ５口径统计，２００５—２０２１的数据按照ＢＯＰ６口径统计。

（２）２０２１年７月，ＷＴＯ对数据作了调整，统计范围由２４１个经济体增加到现在的２５５个经济体。

数据来源：ＷＴＯ国际贸易数据库。



第四部分　数据表组

１７３　　

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２１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单位：亿美元）

年份

进　出　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 占世界的比重（％） 金额 占世界的比重（％） 金额 占世界的比重（％）

１９８２ ４５ ０．５ ２５ ０．６ ２０ ０．５

１９８３ ４５ ０．５ ２５ ０．６ ２０ ０．５

１９８４ ５７ ０．７ ２８ ０．７ ２９ ０．６

１９８５ ５６ ０．７ ３１ ０．７ ２５ ０．６

１９８６ ６１ ０．６ ３８ ０．８ ２３ ０．５

１９８７ ６９ ０．６ ４４ ０．８ ２５ ０．４

１９８８ ８５ ０．６ ４９ ０．８ ３６ ０．５

１９８９ ８５ ０．６ ４６ ０．７ ３９ ０．５

１９９０ １０２ ０．６ ５９ ０．７ ４４ ０．５

１９９１ １１１ ０．６ ７０ ０．８ ４１ ０．５

１９９２ １８７ ０．９ ９２ １．０ ９４ ０．９

１９９３ ２３２ １．２ １１２ １．１ １２０ １．２

１９９４ ３２９ １．５ １６６ １．５ １６３ １．５

１９９５ ４４４ １．８ １９１ １．６ ２５２ ２．０

１９９６ ４３２ １．６ ２０６ １．６ ２２６ １．７

１９９７ ５２５ １．９ ２４６ １．８ ２８０ ２．１

１９９８ ５０６ １．８ ２３９ １．７ ２６７ ２．０

１９９９ ５７８ ２．０ ２６２ １．８ ３１６ ２．２

２０００ ６６５ ２．２ ３０４ ２．０ ３６０ ２．４

２００１ ７２６ ２．４ ３３３ ２．２ ３９３ ２．６

２００２ ８６３ ２．７ ３９７ ２．４ ４６５ ２．９

２００３ １０２１ ２．７ ４６８ ２．５ ５５３ ３．０

２００４ １３７６ ３．０ ６４９ ２．８ ７２７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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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表

年份

进　出　口 出　　口 进　　口

金额 占世界的比重（％） 金额 占世界的比重（％） 金额 占世界的比重（％）

２００５ １６２４ ３．１ ７８５ ２．９ ８４０ ３．２

２００６ １９４９ ３．３ ９４１ ３．１ １００８ ３．４

２００７ ２６５５ ３．７ １３５３ ３．７ １３０１ ３．７

２００８ ３２２３ ４．０ １６３３ ４．０ １５８９ ４．０

２００９ ３０２５ ４．２ １４３６ ３．９ １５８９ ４．５

２０１０ ３７１７ ４．７ １７８３ ４．５ １９３４ ５．０

２０１１ ４４８９ ５．１ ２０１０ ４．５ ２４７８ ５．７

２０１２ ４８２９ ５．３ ２０１６ ４．４ ２８１３ ６．３

２０１３ ５３７６ ５．６ ２０７０ ４．２ ３３０６ ７．０

２０１４ ６５２０ ６．３ ２１９１ ４．２ ４３２９ ８．４

２０１５ ６５４２ ６．６ ２１８６ ４．４ ４３５５ ８．９

２０１６ ６６１６ ６．６ ２０９５ ４．１ ４５２１ ９．２

２０１７ ６９５７ ６．４ ２２８１ ４．１ ４６７６ ８．８

２０１８ ７９６６ ６．７ ２７１５ ４．５ ５２５２ ９．０

２０１９ ７８３９ ６．４ ２８３２ ４．５ ５００７ ８．３

２０２０ ６６１７ ６．６ ２８０６ ５．４ ３８１１ ７．８

２０２１ ８３３５ ７．１ ３９２２ ６．５ ４４１３ ７．９

注：（１）为估算数据。

（２）１９８２—２００４年的数据按照ＢＯＰ５统计，２００５—２０２１年的数据按照ＢＯＰ６统计。

数据来源：ＷＴＯ国际贸易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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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　　



第四部分　数据表组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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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　　

《２００４上海国际服务贸易
发展研究报告集》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上海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总报告

第二部分　统 计 报 告

分报告一：国际服务贸易的概念和统计指标体系研究分析报告

分报告二：上海国际服务贸易（ＢＯＰ）统计分析报告

分报告三：上海国际服务贸易（ＦＡＴＳ）统计分析报告

第三部分　行业分报告

分报告四：上海运输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分报告五：上海旅游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分报告六：上海国际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发展研究报告

分报告七：上海文化广电领域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分报告八：上海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分报告九：上海金融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分报告十：上海保险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分报告十一：上海体育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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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　　

《２００５上海国际服务贸易
发展研究报告集》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上海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研 究

分报告一：上海发展国际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分析

分报告二：服务贸易发展的国际比较研究

分报告三：我国入世过渡期承诺对上海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

分报告四：发展服务外包，促进上海国际服务贸易发展

分报告五：财税对于推动上海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思考

分报告六：上海国际服务贸易发展中的人才培训对策研究

分报告七：上海服务业利用外资的现状及发展思路研究

分报告八：外国附属机构服务贸易统计ＦＡＴＳ统计分析报告

第三部分　行业分报告

分报告一：上海港航运输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分报告二：上海旅游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分报告三：上海金融保险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分报告四：上海国际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发展研究

分报告五：上海计算机与信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分报告六：上海中介咨询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分报告七：上海专利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分报告八：上海通信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分报告九：上海教育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分报告十：上海文化领域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分报告十一：上海体育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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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２００６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研究报告集》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０５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统 计 报 告

２００５年上海服务贸易ＢＯＰ统计报告

２００５年上海服务贸易ＦＡＴＳ统计报告

附录：服务贸易的概念和统计指标体系研究

第三部分　专 题 研 究

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研究报告

上海运输项目ＢＯＰ统计长期逆差的实证分析

推动特殊监管区域政策整合和功能拓展，促进服务贸易加快发展

上海“十一五”服务业与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研究

“走出去”与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上海服务外包人才培训与开发研究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参与多哈谈判的情况（服务贸易论坛讲稿）

从统计角度看欧盟与中国的服务贸易（服务贸易论坛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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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　　

《２００７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０６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统 计 报 告

２００６年上海服务贸易ＢＯＰ统计报告

２００６年上海服务贸易ＦＡＴＳ统计报告

第三部分　专 题 报 告

上海服务贸易竞争力研究

服务贸易统计国际比较研究

上海软件与信息技术外包竞争力分析报告

上海与香港服务贸易比较研究

关于大力发展上海内外中转物流产业的思考与建议离岸服务外包：发展现状和展望

第四部分　政 策 文 件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０７〕７号）

《关于上海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若干政策意见》（沪府〔２００５〕１０２号）

《商务部关于推进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意见》（商服贸发〔２００７〕２７号）

《商务部关于实施服务外包“千百十工程”的通知》（商资发〔２００６〕５５６号）

《关于促进上海服务外包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沪府发〔２００６〕２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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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　　

《２００８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０７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统 计 报 告

２００７年上海服务贸易国际收支ＢＯＰ统计报告

２００７年上海服务贸易外国附属机构ＦＡＴＳ统计报告

第三部分　专 题 报 告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研究

主要服务贸易国家竞争力比较和上海的现实选择

服务贸易技术性壁垒对上海服务贸易的影响

上海服务外包发展的目标和政策举措研究

长三角联动发展软件外包的思考与实践

促进上海文化出口研究

国际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和政策问题

我国航空运输服务贸易发展现况与对策思考

全球专利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国际贸易情况

我国专利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国际贸易的现况与发展

第四部分　政 策 文 件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服务业若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国办发〔２００８〕１１号）

商务部关于印发《服务贸易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的通知（商服贸发〔２００７〕４６６号）

《商务部关于２００８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意见》（商服贸发〔２００８〕９０号）

《商务部、统计局关于印发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通知》（商服贸发〔２００７〕４６４号）

《财政部、商务部关于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相关财税政策的意见》（财企〔２００８〕３２号）

《商务部、公安部、财政部、人民银行、国资委、海关总署、税务总局、证监会、外汇局关于支持会计

师事务所扩大服务出口的若干意见》（商服贸发〔２００７〕５０７号）

第五部分　数 据 表 组

１９９０—２００７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附　　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７年蓝皮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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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　　

《２００９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０８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统 计 报 告

２００８年上海服务贸易国际收支ＢＯＰ统计报告

２００８年上海服务贸易外国附属机构ＦＡＴＳ统计报告

第三部分　专 题 报 告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趋势研究

上海服务贸易综合评估体系研究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研究

上海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现状及改革路径研究

基于现代服务业集群视角的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要素研究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模式研究

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战略定位研究

关于上海国际教育服务贸易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国际物流发展的研究报告

我国会计师事务所发展战略研究

第四部分　政 策 文 件

《国务院关于推进上海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

意见》（国发〔２００９〕１９号）

《商务部关于做好２００９年服务贸易工作的指导意见》（商服贸发〔２００９〕１５６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服务贸易中长期发展规划纲要》的通知（沪府发〔２００９〕４８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上海服务贸易全面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２００９〕４８号）

第五部分　数 据 表 组

１９９０—２００８年世界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１９９７—２００８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上海服务贸易出口分项目情况

２０００—２００８年上海服务贸易进口分项目情况

附　　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８年蓝皮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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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２０１０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０９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上海服务贸易“十二五”发展规划研究

上海专业服务贸易现状、存在问题和促进政策研究

国际技术贸易发展动态及我国技术贸易的发展思考

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研究

旅游产业应成为上海发展服务经济的先导产业

上海中医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上海市服务外包人力资源现状分析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制定的《上海市服务贸易发

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沪府办发〔２００９〕３６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关于做好２０１０年度服务贸易发

展专项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０〕６４６号）

财政部　海关总署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化企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０９〕３１号）

商务部　文化部　广电总局　新闻出版总署　中国进出口银行《关于金融支持文化出口的指导

意见》（商服贸发〔２００９〕１９１号）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问题的复函》（国办函〔２００９〕９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关于示范城市离岸服务外包业务免征营业税的通知》（财税

〔２０１０〕６４号）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０年度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企〔２０１０〕６４号）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　商务部　科技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有关企

业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０〕６５号）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　上海市国家税务局　上海市地方

税务局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修订〈上海市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认定管理试行办法〉的通

知》（沪科合〔２０１０〕１９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商务委、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制定的《关于做好２０１０年度

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沪府办发〔２００９〕４９号）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１９８０—２００９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１９８２—２００９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附　　录

２００４—２００９年蓝皮书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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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　　

《２０１１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１０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服务业、服务贸易和服务经济

京津沪渝服务贸易发展比较研究

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政策促进服务贸易出口

上海服务外包“十二五”发展规划研究

关于国际物流（货代）企业物流外包服务业务认定的思考

发展文化产业应做好四大设计

加快浦东新区服务贸易发展，为建设“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作贡献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２０１０年版解读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商务部等３４个部门关于联合发布《服务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的通知（商服贸发〔２０１１〕

３４０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１〕１１０号）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在上海市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

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１〕１１１号）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度技术出口贴息资金申报工作的通知》（财企〔２０１１〕５１号）

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度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企〔２０１１〕６９号）

《上海市关于鼓励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及简化外资经营离岸呼叫中心业务试点审批程序的通

知》（沪通信管市字〔２０１１〕３２号）

财政部、商务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１年度支持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企〔２０１１〕６９号）

商务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服务外包企业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有关问题的通知》

（商办财函〔２０１０〕１４３９号）

《关于上海市境内机构对外支付服务贸易项下代垫、分摊费用有关问题的通知》（上海汇发〔２０１０〕

１９２号）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１９８０—２０１０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１９８２—２０１０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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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　　

《２０１２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１１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国际贸易中心城市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比较研究

客观认识上海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与政策安排

关于国家服务外包交易促进平台的可行性调研报告

上海技术进口发展的若干思考

做强国际工程承包，引领上海货物、服务出口

做好战略规划，积极实践，贯彻落实《关于促进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的若干意见》———２０１２上海

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搭建服务平台，完善服务体系，全力推进以贸易为引领的现代服务业

非政府组织促进服务贸易工作之案例分析———以上海市国际服务贸易行业协会为例

美国服务贸易促进体系探究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商务部等１０部门联合发布文化产品和服务出口指导目录（公告２０１２年第３号）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２年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财企〔２０１２〕１６５号）

商务部　中国进出口银行关于“十二五”期间金融支持服务贸易发展的意见（商服贸发〔２０１２〕８６号）

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的通知（商服贸函〔２０１２〕６５５号）

《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解读

上海市知识产权局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等关于印发《关于加强本市服务外包产业知识产权工作

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沪知局〔２０１２〕７３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发布《上海市服务外包专业园区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２〕１４１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外包重点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２〕１４３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关于发布《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出口重

点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２〕４９７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中医药发展办公室关于发布《上海市中医药服务贸

易试点单位（试点项目）认定及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２〕６０９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发布《上海市国际物流（货代）行业重点企业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商

服贸〔２０１１〕２２７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软件出口（创新）园区认定和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商服贸

〔２０１１〕４７７号）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１９８０—２０１１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１９８２—２０１１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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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　　

《２０１３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１２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研 究

ＯＥＣＤ主要国家和金砖五国服务业发展水平评估与比较

新谈判方式下我国服务业进一步开放的重点和难点

浅析营改增对上海服务贸易发展的影响

全球外包浪潮与我国城市转型升级———我国扩大服务贸易的路径

上海法律服务外包发展现状及潜力

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意义

上海文化国际贸易促进政策研究

着力打造服务贸易产业高地　加快提升黄浦服务经济综合能级

从《服务贸易总协定》视角看中小服务贸易企业

打造“２１世纪全面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从ＴＰＰ谈判看美国服务贸易政策动向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财政部　商务部关于做好２０１３年度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业务发展资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财企

〔２０１３〕５２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商务委等三部门制定的《上海市服务贸易发展专项资金使用

和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办发〔２０１２〕６４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商务委等三部门制定的《上海市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发展专项

资金使用和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办发〔２０１２〕６６号）

市商务委关于发布《上海服务外包人才实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３〕７４７号）

市商务委关于发布《上海服务外包人才培训基地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３〕７４８号）

上海市文化产品和进出口综合统计报表制度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１９８０—２０１２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１９８２—２０１２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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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　　

《２０１４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１３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服务贸易创新研究

增强上海服务业研发创新能力的思考

促进上海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分析与建议

新形势下上海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国际化发展战略探讨

上海旅游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分析

文化生产数字化对国际文化贸易的影响

我国动画产业“走出去”的十年回顾

美国文化产业和文化贸易推进体系

中国高端金融服务外包的现状与发展

突出重点，提升能级，加快推动嘉定服务贸易发展

关于全球价值链背景下国际贸易统计方法改革对中国服务贸易统计影响的研究

２０１３年上海市服务贸易外国附属机构（ＦＡＴＳ）统计分析课题报告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１３号）

教育部　商务部关于创新服务外包人才培养机制提升服务外包产业发展能力的意见（教高

〔２０１４〕２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本市对外文化贸易的实施意见（沪府发〔２０１４〕７１号）

市商务委　市委宣传部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司法局　市财政局　市卫生计生委　市旅游局关

于印发《上海市服务贸易促进指导目录（２０１４年版）》的通知

市商务委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贸易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认定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１９８０—２０１３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１９８２—２０１３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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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２０１５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１４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一带一路”与国家软实力：上海服务贸易面临的新挑战与新机遇

科技创新中心的国际指标与上海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评估

上海“十三五”时期贸易金融发展的主要突破口与举措研究

服务外包转型升级与加快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研究

关于推进上海医疗旅游产业发展的思考和建议

调结构、促转型：大力推进普陀区服务贸易发展

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

２０１４年上海服务贸易外国附属机构（ＦＡＴＳ）统计分析报告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服务贸易的若干意见（国发〔２０１５〕８号）

国务院关于促进服务外包产业加快发展的意见（国发〔２０１４〕６７号）

商务部办公厅　中宣部办公厅　文化部办公厅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办公厅　海关总署办公厅关

于印发《对外文化贸易统计体系（２０１５）》的通知（商办服贸函〔２０１５〕４８５号）

上海市加快促进服务贸易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６—２０１８）

上海市服务贸易促进指导目录（２０１５年版）

上海市商务委关于印发《上海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２０１５年版）》的通知（沪商服

贸〔２０１５〕３２６号）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４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４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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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９　　

《２０１６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１５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促进上海全球城市建设

全球价值链中的服务贸易发展及对上海的启示

跨境交付———数字技术下服务贸易新方式及上海的发展策略

确立上海对外文化服务贸易的新优势

上海服务贸易企业国际竞争战略研究

商业银行助力服务贸易企业发展探究

大力发展服务贸易　提升杨浦区经济软实力

美国和全球经济中的数字贸易（案例篇）

跨国公司与跨境技术转移

２０１５年上海服务贸易外国附属机构（ＦＡＴＳ）统计分析报告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国务院关于同意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国函〔２０１６〕４０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发〔２０１６〕８２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市商务委等三部门制订的《上海市服务贸易发展专项资金使用

和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府办〔２０１６〕７５号）

市商务委　市委宣传部　市文广局　市新闻出版局　市经信委关于组织申报２０１６—２０１７年度

上海市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６〕２５９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贸易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商

服贸〔２０１６〕２６６号）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５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５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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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　　

《２０１７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１６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全球服务贸易规则重构研究

全球价值链重构下上海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对策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服务业“走出去”———机遇、挑战与路径选择

国际服务贸易规则的新发展与中国服务贸易立法的完善

上海软件出口企业人力资源现状及对策研究

上海对外文化贸易竞争力提升对策研究

优化贸易发展结构　发展“静安特色”服务贸易———上海市静安区服务贸易发展调研报告

２０１６年上海服务贸易外国附属机构（ＦＡＴＳ）统计分析报告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商务部　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制度》的通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０日）

商务部等１３部门关于印发《服务贸易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２０１７年３月２日）

商务部等５部门关于印发《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通知（２０１７年４月２８日）

市商务委、市委宣传部、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旅游局、市体育

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贸易促进指导目录（２０１６年版）》的通知（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２９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本市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

（２０１７年４月１７日）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６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６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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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　　

《２０１８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１７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上海市技术贸易运行分析报告

上海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上海数字贸易企业案例

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报告

上海邮轮旅游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上海服务外包运行分析报告

上海中医药服务贸易发展报告

打响文化品牌 彰显海派特色———全力推进“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徐汇）”建设

２０１７年上海服务贸易外国附属机构（ＦＡＴＳ）统计分析报告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国务院关于支持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化改革创新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２０１８〕３８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国函〔２０１８〕７９号）

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年度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目录（商务部、中央宣传部、财政部、文化部、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公告２０１８年第２２号）

公布国家文化出口基地名单（商务部、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广播电视总局公告２０１８年第５１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商务部等关于将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技术先进型服务企业所得税政策

推广至全国实施的通知（财税〔２０１８〕４４号）

商务部等９部门关于印发《中国服务外包示范城市动态调整暂行办法》的通知（商服贸函〔２０１８〕

１０２号）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２０１８年）（上海市人民政府

公告２０１８年第１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实施办

法》的通知（沪府规〔２０１８〕１９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规〔２０１８〕

２０号）

市商务委、市委宣传部、市经济信息化委、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卫生计生委、市旅游局、市体育

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贸易促进指导目录（２０１７年版）》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８〕４８号）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７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７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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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　　

《２０１９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报告

２０１８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港）服务贸易开放风险研究

ＵＳＭＣＡ对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新发展及启示

境外航运中心城市打造“特色航运服务”品牌的主要经验及对上海的启示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医疗服务贸易发展分析

长三角地区对外服务贸易的分析报告

经济全球化与上海新兴服务贸易发展研究

２０１８上海服务贸易运行指引报告摘要

２０１８年上海服务贸易外国附属机构（ＦＡＴＳ）统计分析报告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关于《服务外包产业重点发展领域指导目录（２０１８年版）》的公告（商务部、财政部、海关总署公告

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５号）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印发《服务外包统计调查制度》的函（商办服贸函〔２０１９〕１５号）

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上海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若干措施》的通知（沪委发

〔２０１９〕２１号）

上海市商务委等部门关于印发《上海服务贸易促进指导目录（２０１８年版）》的通知（沪商服贸

〔２０１９〕３２号）

关于印发《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１年）》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１９〕２０１号）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８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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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　　

《２０２０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１９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新冠肺炎疫情对服务贸易影响分析与趋势预判

全球和区域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焦点争议

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现状与对策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服务贸易规则解读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服务贸易开放与监管的国际借鉴

服务贸易最佳实践和经验总结报告———２０２０年二十国集团（Ｇ２０）贸易部长会议报告

２０１９上海服务贸易运行指引报告摘要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２０２０〕第５８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国务院令〔２０２０〕第７３２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国函〔２０２０〕１１１号）

商务部等八部门关于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商服贸发〔２０２０〕１２号）

商务部关于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的通知（商服贸发〔２０２０〕１６５号）

关于调整发布《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公告（商务部 科技部公告２０２０年第３８号）

商务部办公厅印发《关于积极做好疫情应对支持服务外包企业发展工作的通知》（商办服贸函

〔２０２０〕５１号）

商务部办公厅关于疫情防控期间进一步便利技术进出口有关工作的通知（商办服贸函〔２０２０〕３５号）

上海市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沪委办发〔２０２０〕３７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上海市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沪府规

〔２０２０〕２４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等八部门关于印发《上海市推动服务外包加快转型升级的实施方案》的通知

（沪商服贸〔２０２０〕２９３号）

市商务委关于积极支持服务贸易企业加快复工复产的通知（沪商服贸〔２０２０〕８１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贸易示范基地和示范项目认定管理办法》的通知（沪商

规〔２０２０〕９号）

市商务委等九部门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贸易促进指导目录（２０２０年版）》的通知（沪商服贸

〔２０２０〕３１４号）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　１９８０—２０１９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１９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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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　　

《２０２１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报告》目录

　　 第一部分　总 报 告

２０２０年上海服务贸易发展总报告

第二部分　专 题 报 告

对上海数字贸易发展的若干思考

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　推进上海服务贸易数字化发展

《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背景下上海推动数字贸易发展研究

ＲＣＥＰ框架下我国数字贸易开放度分析及对上海服务外包的启示

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发展跨境金融服务研究

上海文化贸易发展产业基础与产业链水平研究

上海软件贸易企业“数字出海”路径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最佳实践案例　搭建链接全球的公共服务平台

第三部分　政 策 文 件

商务部、中央宣传部等１７部门关于支持国家文化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商服贸

函〔２０２１〕５１９号）

商务部等２４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的通知

商务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７部门关于支持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

通知（商服贸规发〔２０２１〕７３号）

国务院关于同意在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文

件规定的批复（国函〔２０２１〕９４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十四五”时期提升上海国际贸易中心能级规划》的通知（沪府发

〔２０２１〕２号）

市商务委 市委宣传部 市经济信息化委 市司法局 市财政局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市文化旅游

局 市卫生健康委 市市场监管局 市体育局关于印发《上海市服务贸易促进指导目录（２０２１年版）》的通

知（沪商服贸〔２０２１〕３４１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本市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实施意见》的通知（沪府办

发〔２０２１〕２５号）

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海关 上海市药品监督管理局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上海推进科技创

新中心建设办公室关于印发《上海市生物医药研发用物品进口试点方案》的通知（沪商规〔２０２１〕４号）

第四部分　数 据 表 组

表１　１９８０—２０２０年全球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表２　１９８２—２０２０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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