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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民生

本报记者吴宇、何欣荣、周蕊

既有制造业，又有服务业；既有“老朋友”增
资扩产，又有“新朋友”慕名而来；既有充满未来
感的超级工厂，又有统领全亚太的地区总
部——— 16 日，42 个外资项目在上海集中签约，
投资总额约 77 亿美元(约 550 亿元人民币)。瞄
准“全球投资首选地”，上海今年以来持续扩大
开放，吸引各类外资项目在沪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

大项目：超过 1 亿美元的项目

就达 15 个

在此次集中签约前，总投资 1 . 5 亿美元的
ABB 机器人上海新工厂正式动工。ABB 集团
表示，相比其在全球的另外两家机器人工厂，上
海新工厂是“最大最先进”的。依托数字化制造
生态系统，一个用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未来工
厂”将在中国诞生。

从 ABB 机器人新工厂所在的康桥一路向
南，位于临港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已经拿
到了首张综合验收合格证。根据计划，这座“超
级工厂”将在今年年底建成投产。

从“超级工厂”到“未来工厂”，上海在吸引
外资方面从来就不是小打小闹。开放大门越开
越大、综合环境越来越优，让上海成为越来越多
标志性外资项目的首选地。

16 日的签约数据证明了这一点：总投资 77
亿美元的 42 个外资项目中，超过 1 亿美元的大
项目就有 15 个，涉及智能制造、生物医药、化
工、集成电路、新能源、新材料、商贸、金融等多
个领域。比如，盒马(香港)有限公司就决定在上
海浦东新区投资 6 亿美元，从事新零售业务。

上海市副市长许昆林说，开放是上海的最
大优势所在。上海将以全面贯彻落实《外商投资
法》为契机，以最大的诚意和努力创造更好的环
境、提供更好的服务，推动项目尽快落地生根、
开花结果。

高能级：吸引逾 700 家跨国公

司地区总部

增资 1 亿美元，扩大公司设在上海的亚太
区总部——— 在 16 日的签约仪式上，美国农产品
和食品巨头嘉吉宣布了这一消息。

嘉吉公司亚太区总裁罗伯特·阿斯贝尔表
示，自 1971 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嘉吉在华运

营点超过 50 个，员工总数超过 1 万名。选择
上海成立总部机构，就是看中了上海高度专
业化的管理以及致力于促进国际贸易的决
心。

嘉吉是一个缩影。上海接轨国际的营商
环境和丰富的人才储备，让外资纷纷选择把
“大脑”和“中枢”部门放在上海。高能级的总
部经济，也由此成为上海利用外资的一块金
字招牌。

来自上海市商务委员会的统计显示，截
至今年 8 月底，上海累计引进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 701 家，其中亚太区总部 106 家，研发
中心 451 家，进一步巩固了内地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和外资研发中心数量最多的城市地
位。

上海的各级政府也积极为跨国公司地
区总部提供“店小二”服务。今年 6 月，上海
市静安区发布“全球服务商计划”，提出大
力集聚和培育高能级的全球服务机构。今
年 8 月，上海市政府发布 30 条意见，通过
调整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总部型机构认定
标准，提高跨国公司资金使用自由度和便
利度等措施，鼓励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沪
集聚发展。

新平台：临港新片区为外资

带来新机遇

对于上海来说，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是
一个老朋友。继今年年初投资 3400 万欧元在
沪建设全新研发设施后，16 日巴斯夫再次宣
布投资 3200 万元人民币，在上海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设立国际贸易公司，重点开展进出口、
离岸贸易以及转口业务。

巴斯夫全球高级副总裁莫里森表示，近
期公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
片区总体方案，为巴斯夫在上海的进一步发
展提供了独特的契机。巴斯夫希望紧抓临港
新片区的机遇，更好地把握极具活力的中国
市场，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实现自身发展。

重大改革举措优先在新片区试点，支持浦
东新区的政策优先在新片区适用——— 上海自
贸区临港新片区的“政策从优”原则，吸引了中
外企业的高度关注。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临
港新片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朱芝松说，新片区揭
牌以来，高端产业项目和总部企业正在加快集
聚。通过前期洽谈，已具备签约落地的储备项
目有 70余个，涉及总投资近 1000 亿元。

550 亿元外资落地，上海开放高地再引“金凤凰”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林苗苗)家
附近的便利店开始售卖感冒药、退烧贴、体
温计、血压计等常用药品和医疗器械，墙上
还贴有药品经营许可证、购药提示等。据北
京市药监局发布，通过明确政策支持、简化
行政审批，北京已有 58 家便利店取得销售乙
类非处方药和二类医疗器械相关资质。

据悉，“试点在 50 家连锁便利店为市民
提供板蓝根、电子血压计、医用防护口罩等乙
类非处方药和二类医疗器械销售服务”是《北
京市 2019 年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的内容之

一，这一任务目标目前已提前完成。
北京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针对人

员、面积、距离等企业关心的问题，政策上
给予支持倾斜。一是放宽执业药师配备要
求，连锁便利店总部至少配备 1 名执业药
师，零售门店不作单独要求。二是售药便利
店豁免相邻药店间距要求。三是适当放宽药
品、医疗器械分类摆放要求。

据悉，北京市药监局按照优化营商环
境、全程跟踪服务的原则，组织相关各区认
真落实试点方案，为申请试点的企业建立

“绿色通道”，连锁门店可由总部统一申
请、统一验收、统一办理，压缩审批流程，
符合条件的做到当天受理、当天验收、当天
发证。

北京市药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
续跟踪现有售药便利店药品质量安全情
况，加强监督检查，确保药品质量。在传
统药店服务人口密度降低、盈利周期延长
的背景下，密切关注便利店试点企业经营
状况，不断调整优化工作方向，提升市民
生活便利性。

北京:便利店售药简化审批可当天发证

新华社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陈席元)地
铁不小心坐过站可以默默坐回去，但是坐火车
甚至高铁忘下车了怎么办？会被处罚吗？铁路
部门表示，其实坐过站是可以免费返回的，而
且适用于所有车型，包括 G 、 D 、 C 、 K 、
T 、 Z 等字头列车。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南京客运段

乘务科副科长任涛介绍，《铁路旅客运输办
理细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旅客因误售、误
购、误乘或坐过了站需送回时，列车长应编
制客运记录交前方停车站。车站应在车票背
面注明“误乘”并加盖站名戳，指定最近列
车免费返回。在免费送回区间，旅客不得自
行中途下车。如中途下车，对往返乘车的免

费区间，按返程所乘列车等级分别核收往返
区间的票价，核收一次手续费。

此外，已经进站了仍没赶上火车，旅客
可改签当日其他列车，但只能在票面发站办
理，且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能退。如果当日
没有其他列车，或者当日其他列车没有余
票，就不能办理改签了。

火车坐过站怎么办？放心，可免费送回

瑞 士 工 业 巨 头
ABB 集团的机器人上
海新工厂和研发基地日
前破土动工，一个用机
器人制造机器人的“未
来工厂”将在中国诞生。
ABB 集团董事长兼首
席执行官彼得·博塞尔
等集团高管和上海市政
府官员共同参加了奠基
活动。

“建 设 新 工 厂 是
ABB 在中国发展的重
要里程碑。”博塞尔说。

他指出，相比 ABB 在全
球的另外两家机器人工
厂——— 瑞典韦斯特罗斯
工厂和美国密歇根州奥
本山工厂，上海新工厂
更大、更先进。

ABB 与中国的关
系可以追溯到 1907 年，
当时 ABB 向中国提供
了第一台蒸汽锅炉。随
着中国制造的日益进
步，ABB 与中国的关系
越来越紧密。2005 年，
ABB 决定将其机器人
业务重心转移至上海，
当年 3 月 ABB 在上海

制造的第一台机器人下线。2006 年初，ABB
全球机器人业务总部正式迁驻上海，ABB 成
为最早在华开展工业机器人研发和生产的跨
国企业之一。

ABB 看好中国的原因是中国正从“制
造”转化成“智造”，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
国。中国柔性化、定制化、精益化的生产是大
势所趋，这为 ABB 的机器人和自动化解决方
案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ABB 集团认为，
中国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与 ABB 先进
的机器人技术结合，ABB 的机器人制造将如
虎添翼。

“未来几年，ABB 机器人产品线的广度
和深度都将提升。这需要我们生产更多类型
机器人并拥有更大产能的工厂，以适应不断
变化的市场和技术。”ABB 机器人及运动控
制事业部总裁安世铭说，上海新工厂将成为
一个完整的数字化制造生态系统。

ABB(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张志强说，截至
目前，ABB 在中国累计投资超过 170 亿元人
民币。值得一提的是，ABB 中国的业务不仅为
中国提供产品，还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组成
部分，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中 15% 出口到其他
国家和地区。“近年来，中国不断加快产业升
级，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先进制
造业的深度融合。ABB 将抓住这一机会，在智
能制造等领域与中国进行深度合作与发展。”

ABB 在中国的“未来工厂”项目是外商
看好并深耕中国市场的一个缩影。以 ABB 新
工厂所在的浦东为例，上海浦东新区副区长
王华介绍，浦东开发开放 29 年来，吸引了全
球 166 个国家和地区的 3 . 4 万个外资项目，
投资总额逾 2200 亿美元。

中国各级政府也承诺为各类投资者提供
更好的营商环境。“政府部门将继续做好‘金牌
店小二’，需要什么服务，我们的电话 24 小时
都能打通。”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陈鸣波说。

（记者何欣荣、龚雯）
新华社上海 9 月 16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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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罗争光)
民政部 16 日发布消息，日前已联合多部门
分别印发相关意见、通知，对特困人员供养
服务设施改造提升和加强管理作出部署，明
确要求到 2022 年底前，确保每个县(市、
区)至少建有 1 所以失能、部分失能特困人
员专业照护为主的县级供养服务设施(敬老
院)。

民政部数据显示，截至 2018 年底，全国
共有农村特困人员供养机构(敬老院)1 . 8 万
家，床位 187 . 8 万张。在承担特困人员兜底

保障重要功能的同时，一些机构也存在着设施
设备短缺、内部管理滞后、服务质量不高等问
题。

为此，民政部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实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
(敬老院)改造提升工程的意见，会同财政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特
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管理有关工作的
通知，分别作出具体工作部署。

意见要求自 2019 年起，启动为期 3 年的
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敬老院)改造提升工

程。到 2020 年底前，现有县级供养服务设
施的照护能力得到大幅提升，设施设备重大
安全隐患全部整改到位。 2022 年底前，每
个县至少有 1 所以照护功能为主的供养服务
设施，医养结合服务能力得到提升，安全隐
患全部清除，基本形成县、乡供养服务设施
相衔接，布局科学、配置均衡、服务完善的
农村养老服务兜底保障网络。

通知则以优化管理服务为着力点，针对
供养服务机构法人登记率不高、运营管理滞
后、照护人员短缺、服务质量不高等问题，

从 6 个方面提出明确要求，包括协调落实供
养机构法人登记，加强供养机构负责人、照
护人员的能力建设，加强供养对象基本生活
资金、照料护理资金和机构运转经费保障
等。

民政部养老服务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两
份文件以问题为导向，突出补短板、强弱
项，分别从设施设备的“硬件”提升和管理
服务的“软件”改善做出部署，力争利用 3
年时间使我国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改造提
升和加强管理工作取得实效。

3 年内每个县至少有 1 所特困人员供养服务设施

新华社北京 9 月 16 日电(记者陈炜伟)我
国就业形势延续稳定态势。国家统计局 16 日发
布的数据显示，1 至 8 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
984 万人，完成全年计划的 89 . 5%。

调查失业率也略有下降。统计显示，8 月

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 . 2%，比上月下
降 0 . 1 个百分点。其中，25 至 59 岁人口调查
失业率为 4 . 5%，比上月下降 0 . 1 个百分点。
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为 46 . 6
小时，比上月增加 0 . 1 小时。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付凌晖在当日举
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就业市场在一系
列措施作用下保持稳定。就业稳意味着收入
稳，也意味着民生稳，为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增
长奠定了良好基础。

前 8 月城镇新增就业完成全年目标近九成

新华社上海 9 月 16 日电(记者
周蕊、龚雯、杨洋)“夜经济”被
点亮的同时，“首店经济”也在发
光。蓬勃发展的首店背后，蕴藏着
中国消费的新潮流、新密码，折射
出中国消费市场三大信号。

新品牌抢滩

“老字号”发力

从全球最大的会员制仓储连锁
超市开市客到丹麦玩具巨头乐高，
从外资企业到中华老字号，今年以
来，多个类别的首店在各地落地生
根，为消费市场注入新鲜、带来活
力。

开市客中国大陆首店开业当
天被挤爆的消息成为零售界热议
的话题。记者在现场看到，开市客
超市内销售的商品没有华丽的装
饰和过度包装，性价比相对较高。
这家超市覆盖的门类也非常有特
色，包括钻石、黄金、名牌香水、大
牌包包、光学眼镜、鲜花等一般超
市很少涉及的品种。

首店不仅吸引人们“买买
买”，还成为城市“打卡地”。丹
麦乐高集团近期在西安开出其在中
国西北地区的首家品牌零售店，栩
栩如生的兵马俑和庄严的钟楼 3D
模型、还原古都长安风韵的马赛克
壁画，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首店并非外资零售企业所独
有，不少本土企业也迎来了自己的
“首店之春”。

在跨界推出的润唇膏、香氛系
列产品大受欢迎之后，国民奶糖大
白兔近日在上海新开设了一家“快
闪店”，联手巧克力品牌歌帝梵主
推冰淇淋产品，一时间成为社交媒
体上的“新网红”。“大白兔”方
面表示，下一步还将把“快闪店”
模式向杭州、北京、成都、西安等
城市复制推广。

新零售企业盒马鲜生今年 7
月在昆明开出了云南首店，除了
进口海鲜、新鲜蔬果等主打商品，
还积极向本地口味靠拢，开发出
干巴菌韭菜花蒸、剁椒蒸等海鲜
烹饪方式，把海鲜原料和滇味结
合起来，“烹制”出丰富的味觉感
受。

蓬勃发展折射出消费

市场三大信号

相关市场机构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
海、北京、成都分别引入首店 498 家、 328 家、 237
家，排在全国前列。这只是一个缩影，蓬勃发展的“首
店经济”折射出消费市场三大信号。

——— 只要创新商业模式，就能打开发展新空间。千
变万变，唯变不变。中国的消费者并不缺购买力，只要
能提供更具性价比的商品、更优质的服务、更独特的体
验，消费者乐意为之买单。

以开市客为例，这家会员制超市的最大特点是商品
毛利率低，会员费是其盈利的主要来源。 2019 财年前
三季度，开市客净利润为 25 . 62 亿美元，而会员费收
入就达到 23 . 02 亿美元。开市客在中国大陆门店开业
前推出了入会费优惠，从原本的 299 元下降到 199 元，
在开业前就吸引了数万名会员进行注册。

——— 中国市场魅力不减，外资零售看好中国。在蓬
勃发展的首店经济中，外资是重要参与力量。同济大学
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石建勋认为，开市客的开业
火爆是中国市场潜力巨大的最好见证。

一个颇有意思的案例是日本知名百货高岛屋的“欲
走还留”。 6 月一度宣布退出中国市场的高岛屋近日声
明表示，将继续运营上海门店。高岛屋态度大转变，最
根本的因素是“看好中国市场”——— 在宣布关店之后的
7 月，高岛屋整体销售额超过 1 亿元，跃至上海全市单
体百货排行第四。中国市场的热情，让高岛屋最终做出
了留下的决定。

——— 多点开花与市场下沉正为消费增长提供新动
能。首店并不是一线城市和沿海地区的专利，中国内需
市场之大，可以多点开花、梯次跟进，这为消费增长提
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

近期发布的《 2019 上半年西安首店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西安共引入各类品牌首店 84 家，其中，中
国大陆首店 6 家，西北首店 32 家。乐高集团中国区总
经理黄国强说，下一步乐高将去更多的新一线城市和二
三线城市开店。

从“爆红”到“长红”还需多方助力

蓬勃发展的首店使得居民在消费时拥有了更丰富的
选择。然而，首店从开业时的“爆红”，到持续发展的
“长红”，离不开政策、企业和消费者的多方助力。

今年 8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
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其中提到，因地制宜，创造条
件，吸引知名品牌开设首店、首发新品，带动扩大消
费，促进国内产业升级。

之前企业每开一家门店，需要重新办理营业执
照、食品流通证、烟酒证等相关证照，这样“重复”的办
证流程制约着企业的开店周期，也带来了额外的空置
成本。奥乐齐中国区相关负责人称，根据最新出台的
“一照多址”新政，未来连锁企业开店不仅申请材料减
半，还有望享受当场办结的“绿色通道”服务。“以后开
新店都只需要备案，一下子就便利很多，希望类似的
政策能多多益善。”

不少消费者表示，首店只是吸引大家打开新消费的
第一步，“长红”关键还是看其产品和服务，是否能真
正满足美好生活需要。倘若体验和口碑不好，再好看的
首店可能也就是一个“空壳子”。

“这离不开跨国公司的本地化学习和老字号的年轻
化学习能力。”上海市商业经济学会会长齐晓斋表示，
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但不等于所有的企业都能在中国市
场一帆风顺，如何更好利用大数据、线上线下协同等方
式，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并基于这样的需求进行商
业模式和服务的创新，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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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新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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