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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北京、上海、四川、江苏“稳外资”再出招 

今年以来，各部委及地方政府“稳外资”政策支持力度持续提

升。近日，北京市商务局和上海市政府分别发布政策，提出支持真实

合规的、与外国投资者投资相关的资金转移自由汇入、汇出且无迟

延；四川省提出“以民引外”，在四季度全力外资招引攻坚；江苏省

则在外资投资促进、权益保障、投资服务等方面提出针对性举措。 

    上海方面 

上海作为我国外资企业较为集中的城市，今年 1 月至 6月新设外商

投资企业 2541 家，比去年同期增长 63.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

127.77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1%。 

为进一步便利外商投资，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于 9 月 21 日印发

《上海市落实〈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

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实施方案》提出，上海自贸试

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应允许真实合规的、与外国投资者投资相关的所有

转移可自由汇入、汇出且无迟延。外商投资企业的外籍职工和香港、

澳门、台湾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他合法收入，可以依法自由汇出。任

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法对币种、数额和汇入、汇出的频次等进行限

制。 

在中盛普英产业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胡锋看来，这些政策的出台和

实施，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了更多的便利和保障，进一步增强了外商投

资中国的信心，“不仅显示出中国对于吸引外资的重视，也反映出中

国对于构建更加开放、透明和规范的营商环境的坚定决心。在政府的

大力支持和推动下，上海以及全国范围内的外资企业将会迎来更加广

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机遇”。 

北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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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0 日，北京市商务局就《北京市外商投资条例》（草案征求意

见稿）公开征集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支持真实合规的、与外国投资

者投资相关的资金转移自由汇入、汇出且无迟延。外商投资企业的外

籍职工和香港、澳门、台湾职工的工资收入和其他合法收入，可以依

法自由汇出。对企业聘用的符合条件的境外人才给予经常项下合法收

入购汇汇出便利化等措施。 

征求意见稿提出，鼓励外商投资企业境内再投资。按照国家规

定，探索实施外商投资企业再投资免于外汇登记。税务、商务等部门

应当辅导外商投资企业依法享受外国投资者境内取得利润再投资相关

税收政策。北京市发展改革、商务、经济和信息化、科技等部门应当

依法依规给予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再投资与新增外资同样的配套支持政

策和要素保障。 

征求意见稿还包含数据跨境等方面的便利措施。具体来看，主要

通过绿色通道、一般数据清单实现外商投资企业数据跨境便利。 

四川方面 

四川省的外资企业以占全省企业不到 1%的数量，贡献了近一半的

进出口额，可以说稳外资对于稳全省经济大盘至关重要。9月 22日，四

川省启动“重大外资项目招引突破行动”，明确提出 3 个“三”：  

实施“三个促进”，即全力促进项目招引、全力促进项目落地、

全力促进存量增资，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 

着力“三个提升”，即着力提升活动实效、着力提升平台能级、

着力提升引资规模，优化外商投资促进方式； 

强化“三个保障”，即强化机制保障、强化政策保障、强化要素

保障，营造良好外商投资环境。 

不仅有方向，上述每个方面都有可操作的“行动指南”。比如围

绕着力提升引资规模，提出“以民引外”，即引导本土高技术企业通

过并购、境外融资、上市等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吸引外资合作伙伴

在川落地。比如围绕强化要素保障，将争取更多制造业外资项目纳入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4NzExNDY1Nw==&mid=2247592155&idx=1&sn=9677188fb1ab65998d933b6d5b3d7e31&chksm=cf8c7615f8fbff031197659da2b39003de643148639ecbdb8135a105dedd6791ed48c3837bd8&token=427413567&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g4NzExNDY1Nw==&mid=2247592155&idx=1&sn=9677188fb1ab65998d933b6d5b3d7e31&chksm=cf8c7615f8fbff031197659da2b39003de643148639ecbdb8135a105dedd6791ed48c3837bd8&token=427413567&lang=zh_CN&scene=21#wechat_redir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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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名单”保障范围，同时对有绿色电力使用需求的重大外资项目，

由省级层面统筹予支持等。 

“一个标志性项目往往带来一条产业链、一个产业集群，有‘一

子落、全盘活’的效应。”四川省经济合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中

秋、国庆“双节”前即刻启动突破行动，就是要对全省各地外资招引

工作加码加压，集中力量招引一批标志性外资项目和技术含量高的中

小外资项目，力争全省新增投资总额 3000 万美元以上外资项目 20 个以

上，引进跨国公司“产业链主”企业 8 家以上，推动境外世界 500 强在

川新设或增资项目 3 个以上。 

江苏方面 

江苏省作为利用外资大省，去年实际使用外资保持全国首位，今

年上半年依旧保持第一。9 月 27 日，江苏省人大通过《江苏省促进和保

护外商投资条例》，为巩固江苏省外商投资优势地位提供了保障。 

围绕提高外资利用质量，此次立法在上位法基础上充实完善了外

商投资促进举措。条例明确鼓励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参与我省

“一中心一基地一枢纽”以及“一带一路”交汇点建设。其中规定，

政府要依法制定外商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政策措施，政府及有关部门应

确保外商投资企业享受平等待遇，公平参与政府采购，平等参与标准

制定、研发平台建设、政府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等。立法还明确了自贸

试验区先行先试和差别化探索的地位，以强化开发区吸引外资的功能

优势，并列入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功能性机构发展，鼓励符合条

件的外国投资者设立投资性公司，引导外商投资企业利润再投资，加

强内外联动促进投资等具体条款。 

针对营商环境短板弱项，有关条款进一步压实促进和保护外商投

资职责。在组织领导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责任建立健全议事

协调机制，督促有关部门依法履职，商务、发展改革部门应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外商投资促进、保护、服务和管理等工作，营造稳定、透

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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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表明，中国正致力于为外国投资者提供更加

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国际金融时报 

20230926 四川日报 新华日报 20230927 ） 

【地方新政】 

  青岛发力先进制造业 谋求“工业强市” 

狠抓制造业，已经成为各地的普遍共识。 

近日，青岛印发《青岛市先进制造业强市行动计划（2023—2025

年）》，提出到 2025 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力争达到

29%左右，支撑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比重达到 30%左右。 

根据赛迪发布的报告，先进制造业十强城市（不包括 4 个直辖市）

分别为深圳、广州、苏州、杭州、南京、宁波、青岛、武汉、成都和

长沙，青岛是唯一一个北方城市。但对比上位圈，青岛距离“先进制

造”的目标差距仍在，以规模以上工业营收来看，2022 年青岛为 1.18

万亿元，而同为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宁波则达到 2.47 万亿元；

近年来新崛起的工业城市杭州也达到 2.04 万亿元，苏州 2022 年的规上

工业总产值更是超过 4.36 万亿元。 

制造业是青岛这座城市曾经辉煌的支柱，也同时是其锚定的未来

引擎。有“过去”，一方面有了基石，另一方面却多了“羁绊”。想

要赢，青岛就必须完成“既要”“又要”“还要”——既要撬动存量

变革，又要推动增量崛起，还要建立起护城河。 

欲摘桂冠 

众所周知，作为中国最早开启工业化进程的城市，青岛的制造业

有过一段起起伏伏的日子。 

在重新确立工业强市的目标后，青岛向先进制造业转型的速度明

显加快。一个常被用来证明重振制造业有起色的例子就是赛迪发布的



每周决                双周决策观察  2023 年第 18 期 总第 268 期 

  - 5 - 

“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榜单”，2021年、2022 年青岛进入前十，位列第

七，是北方城市中的“独苗”。 

面向未来，青岛喊出了“争创首批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试验

区”的口号，2022 年青岛还把“未来五年，制造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

比重提高到 30%以上”写入了党代会报告。 

今年初，青岛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加力提速先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书记、市长发出“最强动员令”。眼下，则是出炉了《青岛

市先进制造业强市行动计划（2023—2025 年）》（下称《三年行动计划》），

“制造业增加值占比 29%”、“工业增加值占比 30%”，“规上企业研

发机构实现全覆盖”“工业互联网平台普及率 50%”，量化指标异常明

确。 

《三年行动计划》中，青岛将整体目标拆解为重点发力的“六

化”，形成突破发展的路径—— 

提升高端化水平，每年新增省级以上企业创新平台 10 家以上； 

提升智能化水平，每年推进 1000 家以上企业数字化改造，到 2025

年培育 3 至 5 家国家级“数字领航”企业； 

提升绿色化水平，到 2025 年新培育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

业等 30 家以上，绿色工业园区和生态工业园区 2 个以上； 

提升集群化水平，争取三年后 7 大优势产业总规模突破 1 万亿元，

10 大新兴产业总规模突破 3500 亿元； 

提升服务化水平，市级以上服务型制造示范力争超过 100 家、国家

级工业设计中心达到 10 家以上； 

提升生态化水平，到 2025 年，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达到 40

家左右、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60 家左右、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达到 300 家左右。 

先进制造业，是青岛谋求“工业强市”的未来所在。5 月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是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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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重要抓手，有利于形成协同创

新、人才集聚、降本增效等规模效应和竞争优势。 

从确定重振工业，到比拼先进制造业，青岛准备摘下位于塔尖的

桂冠。可以设想，一个地区拥有了制造业中创新力最强、复杂度最

高、成果最丰富、最高附加值的领域，何愁不能实现拾回工业、转型

升级。 

全省支柱 

青岛向先进制造业全力出击的背后，还响彻着整个山东的“冲锋

号”。 近几年，山东突破僵局，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升级。做强做优做

大先进制造业，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 

2022 年山东省出台了《先进制造业强省行动计划（2022—2025

年）》，向着高精尖、专精特新转变，向价值链更高端迈进。 

今年以来，山东更是把工业经济作为“头号工程”来抓，并将

2023 年确定为先进制造业“突破提升年”，也已印发相应的涉及 22 条

重点任务的工作方案。 

看山东下辖地级市的工业增加值对比，2022 年，青岛以近 4000 亿

的体量遥领众人。 

而且，在山东省级重点培育的“十强产业”雁阵形集群和“十强

产业”集群领军企业名单中，青岛入围的集群和企业总量，居于全省

首位。以及山东目前共 3 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入选“国字号”，其中两个

都在青岛（青岛智能家电集群、青岛轨道交通装备集群）。 

所以，如果说山东是北方经济转型的信号灯，那么在山东追求先

进制造业这条路上，青岛一定充当的是“主心骨”的角色。 

当然，这个规模放在北方是优秀的，但与长三角的制造业强市一

对比则有些差距。 

从量来看，同为副省级城市和计划单列市的宁波，去年 6681.7 亿

元的工业增加值比青岛高出 68.5%；同样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先进

制造业强市的杭州，去年也录得 4922 亿元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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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质来看，2022年，青岛有 7家企业入选中国制造业企业 500强榜

单，而无锡和宁波则分别有 25 家和 18 家。刚刚公布的 2023 中国民营

企业 500 强中，青岛 4 家上榜企业均为非制造业企业。先进制造业生力

军还需进一步壮大。 

青岛路径 

深圳提出“工业立市、制造强市”，苏州剑指“全球高端制造业

基地”，成都加快“建设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武汉强力

推进“制造业强市战略”……几乎所有的超特大城市，都将工业增加

值占 GDP 比重的目标预设在 30%左右。发力先进制造业的城市这么多，

代表山东、代表北方出征的青岛，如何找到自己的特色。 

今年 7 月，黄奇帆到青岛发表演讲时曾谈到，回顾经济史，每一个

时代的风口都会催生出几件世界性的耐用消费品，这些产品是当时社

会大众生活场景中最先进的生产力代表。 

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代表性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缝纫机、

收音机、照相机等，这时青岛制造业就粉墨登场，诸如“青岛牌”照

相机、“金锚牌”手表都辉煌一时。 

第二次工业革命，代表性产品是汽车、空调、电视机、冰箱、洗

衣机等，青岛制造打响了品牌。这些传统产业至今依然强大，借由近

几年的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赋能，不断为青岛制造提供增长动

力。 

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信息化时代，电脑、手

机、液晶显示器等等，却在青岛少见踪影。 

当下发生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人工智能、智慧网联时代，青岛急

需涌现出新引擎，拿出新的“N 大件”，伴随商品走进千家万户，城市

的制造业才能有望占领全球产业竞争的主战场。 

这些代表着高科技、高知识密集、高附加值的新产品，暗合未来

产业变革方向。面对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的形势，加紧布局、做大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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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是准备拼抢先进制造业制高点的青岛，不容有失的着力点。（城市

进化论公众号 20230914） 

 

上海浦东新区加快培育高端生物制造产业集群 

为继续实施“张江研发+上海制造”，上海浦东再发布行动方案支

持生物医药发展。9 月 25 日，《浦东新区加快培育高端生物制造产业集

群行动方案》公布，同时揭幕了上海张江合成生物创新中心，并发布了

10 个产业空间项目。 

浦东新区科经委总工程师凌刚解读《方案》时介绍，结合浦东新区

的产业基础与禀赋条件，以及生物制造的产业特征与发展阶段，浦东

新区计划到 2025年底，招引培育行业领军及细分领域头部企业 10 家，

新增上市企业 3-5家、初创企业 50家、区级以上企业研发中心 10 家；

引进 3 个以上顶尖科学家及团队，建设 3-5 个高能级创新载体与共性服

务平台，在部分核心关键技术及装备材料形成突破，同时提供跨区域

创新网络初步构建、生物制造创新产品市场准入、示范应用等政策制

度保障。《方案》还提出未来将实施 5 大行动，包括创新筑基行动、集

群培育行动、产业护航行动、生态提升行动和空间优化行动。 

数据显示，浦东新区已成为国内生物医药产业最集聚、产业链最

完整、研发管线最多、新药成果最突出的区域之一，2022 年生物医药

产业规模已经达到 3300 亿元，诞生了全国 15%的原创新药和 10%的创新

医疗器械。 

作为上海科创中心的核心承载区，张江也是上海生命科学发展最

具代表性的区域之一。数据显示，张江今年共诞生 4 款 1 类新药，2 个

Ⅲ类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上市。迄今为止，张江自主研发 1 类新药累计获

批上市已超过 20 个，占全国比重的近 1/5；超过 20件创新医疗器械产

品获批上市，占全国的 10%；药物管线总数超过 1300个，1 类新药占比

超过一半，国际国内双报超过 1/3，超过 50 款新药处于临床 II 期以后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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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医药未来新技术方面方面，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表示，

《Nature》杂志不久前公布 2023 年最值得关注的新技术，包括单分子

蛋白质测序、基因编辑、单细胞代谢组学等等，以及近年来受资本市

场青睐的细胞治疗、合成生物学、药物偶联、小核酸药物、AI 制药

等。这些领域，张江企业近年来已经率先布局赛道，不少创新处于全

球的前列。全国近一半的 AI制药研发项目在张江，上海 70%的免疫细胞

治疗项目在张江。从进入临床试验阶段的管线和企业数量与质量来

看，张江在细胞免疫疗法、干细胞疗法和蛋白降解领域的研发成熟度

处于领先的水平。 

张江集团副总经理王凯荣接受采访时表示，合成生物是张江继细

胞基因等之后又一重大布局的领域，希望通过该中心，集聚合成生物

领域的各类创新要素，发挥张江合成生物优势，推动合成生物产业高

地建设。（第一财经 20230926） 

【形势分析】 

未来产业再迎利好 

未来产业已成为各地发力经济、谋划长远的重头戏。据国家信息

中心统计，全国有超过 20 个省市围绕前沿领域推进未来产业。北京、

上海、浙江、江西、山西、深圳等地陆续出台相关意见规划，绘制未

来产业发展新蓝图。 

聚焦元宇宙等 4 个重点方向 

工信部近日组织开展 2023 年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揭榜挂帅工作，面

向元宇宙、人形机器人、脑机接口、通用人工智能 4个重点方向，按照

谋划一批、部署一批、落地一批的节奏，逐步探索形成未来产业发展

的高效模式，加快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创新发展。 

业内分析，4 个重点方向代表了当前技术前沿和未来产业发展的趋

势。聚焦这些重点方向，有望加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未来全球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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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并促进整个产业链的发展，包括硬件制造、软件开发、应用落

地等，进一步构建完整的产业生态系统。 

各地如何找准赛道、精准发力 

据悉全国有约 20 个省市围绕类脑智能、量子信息、基因技术、未

来网络、深海空天开发、氢能与储能等前沿领域推进未来产业。部分

地方结合自身条件，以顶层设计系统推进未来产业孵化培育工作，深

圳、杭州等一批先行城市已经在未来产业孵化培育上取得显著成效。

北京、上海等地纷纷出台实施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规划、行动计划与配

套政策，带动各地掀起发展未来产业的良好势头。 

专家表示，各地发挥特色优势布局未来产业，初步呈现出“现有

产业未来化”和“未来技术产业化”两大发展导向，初步探索出无中

生有、有中育新、优中培精三大发展模式。 

对部分科教资源优势突出的地方，适宜“无中生有”：孵化培育

一批原始创新型未来产业。比如，北京市依托中关村国家实验室、怀

柔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布局未来网络、未来能源发展。 

对部分产业基础优势突出的地方，适宜“有中育新”：孵化培育

一批迭代创新型未来产业。比如，苏州市作为制造业门类齐全、产值

规模最大的地级市，推进产业体系高形态、高能级、高价值攀升，布

局前沿新材料、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 

聚焦传统优势产业与特色应用场景，适宜“优中培精”：拥有孵

化培育一批赋能创新型未来产业的巨大潜力。比如，山西省依托煤炭

资源禀赋及煤化工、焦化产业的良好基础，发展高端炭材料和碳基合

成材料等特色鲜明的未来产业。赋能创新型未来产业重在做好“老树

发新芽”的文章，通过未来技术对传统制造、特色农业等行业的赋

能，推动形成未来产业。应突出应用场景的巨大牵引作用，依托未来

城市、未来医疗、未来交通、未来社区等重点应用场景，孵化培育未

来产业。（第一财经 2023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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