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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上演讲指出，古丝绸之
路绵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
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
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上海地处我
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建立了中国上海
自由贸易试验区，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往来密切，正可以在“一带一路”
与自贸区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
并促进自身的转型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立即
并持续得到国内外的热烈响应。从
国际看，“一带一路”被认为是后金
融危机时期，推动全球经济再循环、
再发展的东方对策，是促进世界和
睦与休戚与共的中国方案。“丝路基
金”“亚投行”与一批跨国产业园区
等相关机构相继成立。从国内看，
2017年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
及“一带一路”倡议，20个省区市将
此写入本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之中。
有专家指出，“一带一路”倡议实际
上是在做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
的行之有效经验进行复制与推广的
工作，为参与方提供共赢机会。在
我国经济版图上，实际上也存在着

“一带一路”，即“长江经济带”与“沿
海地区先行开放之路”。而“一带一
路”倡议将立足我国西部地区的发
展和开放，实施东、中、西联动发
展。按照“一带一路”倡议，更将建
设从太平洋到波罗的海的运输大通
道，包括“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
经济走廊”等等，将中亚、南亚腹地
与亚太地区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拓
展新兴市场，实现资源互补。

上 海 正 在 按 照 习 近 平 主 席
2013 年在哈萨克斯坦提出建设“丝
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按照“五通”的
总要求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
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
在政策沟通方面，积极协助“上合组
织”等国际组织落户上海，组织了关
于“一带一路”的一系列论坛等活
动。在道路联通方面，上海地处“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具
有独一无二的区位优势。走陆上丝
绸之路，从上海往北到连云港，可以
直通新欧亚大陆桥；走海上丝绸之
路，上海是全球集装箱吞吐量最大

的国际港口城市，往南可以抵达古
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福建泉州。
在贸易畅通方面，不少上海企业“走
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
厂。比如，上海老品牌“双鹿冰箱”
在斯里兰卡投资研发生产适合当地
的冰箱产品。在货币流通方面，上
海积极推进人民币在“一带一路”流
通，发挥亚投行总部设在上海的溢
出效应，促进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在“一带一路”上融合发展，在科技、
教育、文化等领域民心相通，人才交
往日益频繁。

上海作为国内开放度最高的地
区，还具有制度、人才、文化等方面

的优势，海纳百川，得风气之先。从
国际上看，上海在迈向全球城市的
新进程中，与其他包括纽约、伦敦、
巴黎等全球城市相比，需要自己的
海外市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往往地处其他老牌全球城
市辐射范围之外或者处于边缘地
带，为上海提供了机遇。从国内看，
在国家圈定的“一带一路”18 个重
点省市中，与上海签订了战略框架
协议的有 7 个，接受上海对口支援
的地区有 5 个，上海基本能做到全
覆盖。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上海
有望成为我国新一轮对外开放的龙
头，从而辐射长三角、带动长江流域

与中西部地区共同发展，更好地完
成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
者的历史使命。按照“五通”要求，
争做“一带一路”倡议排头兵，上海
也许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切入。

一方面，加快实施“走出去”战
略。近年来，围绕“一带一路”经济
走廊、口岸、园区建设、企业并购等
加快布局，呈现方兴未艾之势。上
海企业可以抢抓“一带一路”机遇，
使风出海，借梯登高。2015 年上海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31049.57
亿元，比上年下降 0.8%。上海一些
制造行业面临过时技术下的产能过
剩和传统市场中的需求饱和，迫切

需要加快转型升级和拓展新兴市
场。应该看到，上海消费品老品牌、
重化工业、装备制造以及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还包括新能
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
深厚底蕴。借助“一带一路”倡议，
上海工业可以适时适地走出去，寻
找发展新空间。同时，积极参与沿
线国家的铁路、港口、管网等重大工
程建设，参与“经济走廊”建设。

另一方面，加快实施“引进来”
战略。能否充分发挥交汇点制度创
新的优势，决定了上海能否服务好

国家战略并从中发展自身。2016
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19362.34亿
元，增长 9.5%。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70.5%，
比上年提高 2.7 个百分点。进一步
发挥“四个中心”功能，发挥自贸区
的先试先行效应，借助具有全球影
响力的科创中心的辐射带动效应，
以及文化大都市的活力等来带动服
务贸易发展，集聚服务贸易资源，建
设服务贸易高地。抓住国家向丝路
基金增资等机遇，进一步促进服务

“一带一路”的金融中心建设。加快
浦东、虹桥等开发高地建设，争取设
立中国进口商品博览会。

“一带一路”倡议涵盖的地区总
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
元，分别约占全球的 63%和 29%。
在全球不断增长的对金融、智造、贸
易、航运、科技、教育、医疗、文化等
领域的需求下，人流、资金流、技术
流、信息流、文化流将空前繁荣，特
大型经济中心城市将由此获得无比
广阔的发展空间。上述领域也将成
为支撑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战略性平
台，通过集聚一批标志性、功能性项
目，包括总部、园区、校区等等，扩展
服务领域，提升服务层级，可以做到
海纳百川，近悦远来。

上海可在“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中发挥更大作用，还应与自贸区、科
创中心建设等相结合，联动发展。
例如，在自贸区中开辟“一带一路”
国家专区，可建立与“一带一路”国
家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与共享机
制，特别是要注意发挥长三角一体
化、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等合作机
制作用。总之，建立与真正体现社
会主义国际化大都市风采的国际合
作新机制，开启建设卓越全球城市
新征程，真正实现“一带一路”倡议
关于“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
任共同体”的宏大愿景。

（作者：沈晗耀，华顿经济研究
院院长）

（作者单位：张天明，中共上海
市委研究室；李静，浙江省政府驻上
海办事处）

写在前面：未来的上海是什么
样的？上海市第十一次党代会给
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创新之
城充满活力、更有朝气；人文之城
公正包容、更富魅力；生态之城更
具韧性、更可持续。其中创新作为

“首善”，对于上海未来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打造创新之城，需要走
出一条创新发展的上海之路。

那么，这条路可能会是怎样的
呢？日前，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
与管理学院教授陈宪先生对媒体
谈了自己的思考与体会。

陈宪认为，首先要以改革推动

融合创新。他说，上海要创新发
展，既与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经济
中的地位有关，又与上海现有的经
济格局密切相关。上海建设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由
上海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经济地位
决定的，而上海现有经济格局则要
求上海的创新发展，既要符合一般
规律，又要具有自身特点。

上海现有经济格局的哪些特
点会影响创新发展？国有企业、外
资企业比重较高，大中型企业比重
较高，应是两个特点，这要求上海
要走融合创新发展的道路。从国
内外经济发展前沿动态看，在各产
业间内部互动和技术进步的共同
作用下，现代经济发展正在表现出
一个显著特征，即跨界融合。融合
发展的内在动力，来自于企业追求
最大化利润的动机，尽管其途径和
方式是多样化的，但基本样式是技
术创新和模式创新。在现阶段的
中国，融合发展需要来自改革的外
力推动，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由于
制度壁垒、行业管制等原因，企业
间的跨界合作有着种种难以逾越
的障碍，进而也严重地影响了产业
和经济的融合发展。这种格局的
打破，既要求国有企业、大中型企
业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又期待民营
企业、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的有力推
动。李克强总理最近在考察中国

航天科工集团时指出，“双创”实质
上是一场改革，要通过“双创”走出
大中小企业融合发展的新路子。

陈宪认为，国企不能置身“双
创”之外。在将熊彼特的理论范式
运用于创新增长实践时，经济学家
威廉·鲍莫尔说过，市场经济的最
佳形式是大企业型和企业家型两
类企业的融合。前者，指的是具有
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优势的企业；后
者，指的是充满创新活力的初创企
业，亦即创业者的企业。在中国今
天的经济生活中，也共存着这两类
企业；在此方面，可能会存在一个
误解，即在中国，“双创”是创业者
企业的事情，国有企业则可以置身
于“双创”之外。实际不然。国有
大企业技术、人才、资金、资源雄
厚，开展“双创”站位更高、潜力更
大、机遇更多，大有可为。现在的
问题是，国企能否通过全面深化改
革，从公司制度、治理结构和组织
架构等多方面进行脱胎换骨的再
造，将“双创”的观念、机制融入其
战略和投资经营活动？

如果上海国企在内部创业创
新方面有新作为，将会对上海的创
新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创业、创
新是一种态度、一种精神，企业持
续的内部创业，是企业做强做大的
必然选择。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有
了很多这方面的成功案例；例如，

航天科工集团打造航天云网，开展
“双创”，依托“互联网+”平台；其不
仅内部活跃着 2000 多个“双创”团
队，而且广泛聚集社会上各类创客
和创新资源，既解决自身难题，更
带动提升全社会创业创新热情和
创造能力。在海尔集团，创客和小
微创业是张瑞敏提出的内部改革
的概念，按照他的理念，海尔现在
主要由三类人群组成：第一是平台
主，像海尔轮值总裁这样的职位便
属于大平台主；第二是小微主，指
那些依托于海尔内部不同平台成
立的初创公司；第三类创客，则是
在小微公司中持有一定股份的创
业者，他们需要与海尔签订协议，
只有达到一定目标值才可兑现股
份；目前，海尔产业金融平台下共
有 9 个创客团队，涉及的领域包括
医疗、健康消费、智能交通、社区金
融、物流、食品农业等多个方面。

陈宪指出，要深刻理解“创新
驱动”当下含义。当前，一方面国
有企业正面临通过建立混合所有
制的深化改革，形成具有竞争力的
公司制度；另一方面，广大民营企
业、初创企业需要不断发掘业务空
间和发展领域；二者通过“双创”的
契机，将后者的新产品、新服务和
新技术，特别是比较灵活的机制，
融合到前者的改革与发展之中，是
一 篇 具 有 巨 大 社 会 价 值 的 大 文

章。这方面的生动实践已经开始，
如最近看到一个这方面的案例，一
家以做车联网为主要业务的初创
公司与某国有大型企业旗下的全
资子公司注册了一家股份制的新
公司，共同开发智能挂车门户平
台。新公司通过第三方设备、应用
软件和服务整合，成为智能管理系
统、挂车运营价值挖掘和挂车运营
车辆大数据的提供商。在这种新
模式下，国有大型企业与中小微企
业不再是简单的上下游配套关系，
而是形成优势互补、相互服务、利
益共享的产业生态。这不仅会对
推动企业发展产生乘数效应，也会
带动大量社会就业，给各类人才实
现价值提供更大空间，促进社会公
平正义，其激发的巨大社会创新创
造潜力前景也难以估量。

陈宪表示：“全球创新企业、创
新机构密集，国际科技精英和各类
人才云集，世界创新资源、要素和
资本聚集，创新智慧无处不在，创
新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这是党代
会报告中对创新之城的描述，要实
现这一愿景，我们需要深刻理解

“创新驱动”在当下的含义。智慧
与活力，这不是简单或者局部创新
所能带来的，我们期待，在上海出
现更加广泛的融合发展的生动实
践，由此探索并形成创新发展的上
海之路。

上海可在“一带一路”“凿空之旅”中发挥更大作用
■ 沈晗耀 张天明 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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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创新发展的上海之路
■ 陈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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