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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陆家嘴开发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上海浦东新区区长访谈

范利祥

15 年前，从浦西过黄浦江，就是“烂泥渡”——当时浦东陆家嘴的一个地名；15 年后，浦东已经奠定了其在长三角乃至全

国的经济龙头地位。

浦东新区的统计数据表明，浦东城市化面积从 1990 年的 30 平方公里增加到目前的 170 平方公里；GDP 从 60 亿增加到 2004

年的 1790 亿元；累计利用合同外资 252 亿美元；2004 年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 800 亿美元；财政总收入首次突破 400 亿元。

“以前是‘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现在浦东一间房的价值，已经可以与浦西相媲美。”4月 7日上午，浦东

新区行政中心办公室，第三任区长张学兵在接受包括《21 世纪经济报道》在内的媒体采访时如是慨叹。

数字只是代表着过去，未来，张学兵身上的担子将更加沉重。

中央优惠政策到期

《21 世纪》：15 年来，浦东开发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那么，浦东的发展主要靠什么？

张学兵：主要靠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1980 年代末，整个上海基础设施都比较落后，老百姓生活水平比较低。作出开发开

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后，中央拿出了很多优惠政策扶持浦东发展。比如，当时中央允许浦东进行“土地空转”给陆家嘴开发公司，

盈利的资金绝大部分用于浦东的基础设施建设。这就是浦东开发的启动资金。

《21 世纪》：目前，除了在税收方面的部分优惠政策以及外资银行在陆家嘴可以开办人民币业务政策外，现在中央给的一

些优惠政策都已经先后到期，浦东今后怎么办？还会不会继续向中央要政策？

张学兵：中央给的政策分两大类，一是浦东享受经济特区的部分政策，二是浦东享受经济开发区的全部政策，把浦东放在

全国的经济特区和经济开发区里，浦东并没有享受特殊的政策。

以后浦东会向中央要一些功能性政策。比如，我们会先到企业中间去调研，根据企业的需要出发，然后我们再向上汇报，

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

浦东 15 年的发展，不仅靠中央给的政策，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现在，全国各地早已走出了简单地依

靠政策发展的阶段，都已进入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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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待批

《21 世纪》：据了解，目前浦东刚刚按照功能划分为四个区域。

张学兵：今后浦东要实现功能开放的区域化。我们将突破原来的各区镇之间的行政规划，依托四个国家级开发区，把浦东

划分为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四个功能区域，通过“区镇联动”、管理体制创新，通过开发区的辐射和带动，提升郊区

发展的能级和水平，同时这样可以拓展开发区功能和产业的发展空间，逐步缩小城郊差距。

在功能整合方面，我们准备把金融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高科技园区、物流园区、机场、港口等方面的功能加以

整合，使单项的功能开放，向综合功能创新转变，形成综合效益。

《21 世纪》：目前，浦东和深圳都在申报“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学兵：我们申报“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的相关方案已上报国家发改委，目前正在审定过程中。我们将严格按照中央的

政策。

我们将争取国家对外开放和制度创新方面的重大举措放在浦东“先行先试”，积极稳妥地推进综合性制度创新，为全国的

改革开放探路。比如，在扩大“区港联动”试点、发展总部经济、扩大服务贸易等方面，特别是在中国入世进一步的深入中，

为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积极营造符合国际惯例的运营环境，继续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方面走在前列，逐步使浦东成为高度国

际化、高度市场化和高度现代化的地区。

浦东目前正在大力推行一些政策的“先行先试”，上海市政府的各个部门都在给浦东出题目。今年年初，上海市工商局给

我们提出的“先行先试”的内容是，企业的年检引进社会诚信体系。随后，浦东 80%的企业通过登记、备案的方法，实行联合年

检，极大地降低了企业商务成本。这是行政审批制度上的“先行先试”。

此外，目前，国务院批准同意浦东外高桥保税区实行与外高桥港区在全国首家实施“区港联动”试点，设立外高桥保税物

流园区。保税物流园区面积 1.03 平方公里，项目总投资 28 亿人民币，将建成 14 万平方米集装箱转运区和总计 70 万平方米的

现代化物流仓库，实现年集装箱处理能力 100 万吨。这是外高桥保税区向自由贸易区的转型。综合改革实验区将会助推浦东更

高更快地发展。

“浦东还没真正建成”

《21 世纪》：目前，浦东开发开放，还存在哪些制约性因素？

张学兵：浦东发展还存在不少不足的地方。一、现在浦东新区的第三产业占的比重还不到 47%，争取通过三年的努力，把现

代服务业的比重调到 55%左右；二、目前浦东的商业、文化、卫生设施等发展得还不够，与国际性现代化城市的要求还有一定的

差距；三、浦东的商务成本上升很快，土地资源的约束日益显化；四、地方财政收入，从去年开始相对趋缓，需要我们尽快提

高经济运行的质量；五、老百姓关心的就业问题，以及社会保障问题，在浦东新区还存在很大压力，重大工程配套商品房还比

较紧缺，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浦东新区的旧区改造，今年我们准备兴建 180 万平方米重大工程配套商品房；六、政府职能转变

还没完全到位，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政府现在还管着一些管不好、管不了，或者说应该由市场和社

会来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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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目前，浦东提出了“二次腾飞”。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浦东如何真正起到服务长三角、乃至服务全国的作

用？

张学兵：目前，尽管全国已经有 8600 多家企业以浦东为窗口，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但坦率地说，我认为浦东还没有真正实

现全面开发开放，服务全国做得还不够，按中央的要求，浦东还没真正建成。

去年年底，胡锦涛总书记来上海视察时，要求浦东在更高的起点上，实现快速发展。我们感到这个要求很高。今后浦东要

进一步贯彻“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把“统筹、协调、全面、攀登、提升、超越”的要求，贯

彻到浦东发展的各个方面，做好自身发展与服务全国这两篇文章。

今后浦东准备重点打造五大平台。一是金融机构集聚、金融创新活跃、面向国际的金融服务平台；二是建造具有国际现代

枢纽功能的现代物流平台；三是构筑跨国公司投资中心、采购中心等跨国营运管理平台；四是构筑国际会展、国际旅游平台；

五是构筑国际贸易机构集聚、国际商品集散的国际贸易枢纽平台。

以物流平台为例。去年，浦东新区货运量达 200 万吨，全国三分之二的空运货物通过浦东机场。目前最大的货运机场在美

国，每年的货运量达 300 万吨。目前，浦东机场正在兴建第三条货运跑道。如果这条跑道正式启用的话，浦东机场的货运能力

将进入世界前 10 位，甚至前 5名。

这些，都将有助于发挥浦东服务全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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