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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或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商 务 委 员 会

浦商委办理〔2024〕36号 签发人：林廷钧

对浦东新区政协七届三次会议
第 087号提案的答复

台盟浦东区委：

贵委提出的关于建立“关于进一步推动浦东跨国公司总部型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建议”的提案（第 087号）收悉，经研究，现

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一、浦东新区总部经济发展基本情况

浦东新区承载国家战略，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改革创新，

积极引进培育总部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等高质量市场

主体，使得浦东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成为上海乃至中国与世界

经济交往、人文交流的重要窗口。

浦东历来重视发展总部经济，把集聚总部机构、提升总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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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作为建设“五个中心”核心区的战略性举措和提升城市竞争力

的重要助推力量，已先后出台推动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加

快发展的若干意见和推进本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高质量发展的

若干措施等相关文件，在浦东新区财政扶持体系中对纳入对总部

企业的支持。在“十三五”总部经济财政扶持政策基础上，从企

业诉求和经营实际出发，在“十四五”期间进一步进行优化，从

功能拓展、资金使用便利度、贸易便利度、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营商环境、政策支持等多个方面持续推进跨国公司地区总部高质

量发展。

截止目前，浦东新区已拥有各类总部企业 1000多家，其中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 454家（全市占比 47.0%）是具有国际竞争力

的总部经济高地之一。浦东新区始终牢牢把握招商引资这条生命

线，建立了一套招商和服务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经过近

20年的发展，浦东已形成了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大企业总部、

营运总部、区域性总部、民营企业总部、贸易型总部和国际组织

（机构）地区总部等多层次、宽领域的生态圈，正成为上海建设

卓越的全球城市的重要经济地标。

二、正在开展的工作

1、持续推进全球营运商计划（GOP）

为全面贯彻落实引领区意见，加快打造国内大循环的中心节

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发展更高能级的总部经济，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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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新区率先启动了“全球营运商计划（GOP）”，制定了“浦东新

区推动全球营运商计划（GOP）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截至 2023

年底纳入培育服务计划的企业有 218家。围绕这一计划，浦东将

重点实施能级提升、功能拓展、创新赋能、服务增效四大行动，

持续培育和集聚全球营运商（2024年计划新增 45家，2025年计

划新增 37家，到 2025年末累计达到 300家），发展面向全球、

服务全球、配置全球的高能级总部，并不断创新业态、创新模式、

提升能级，力争把浦东打造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重要

枢纽。

2、保持稳定延续的财政扶持政策

浦东新区从“十二五”起便将对总部企业的支持纳入财政扶

持政策体系并一直延续到“十四五”期间，目前形成跨国公司地区

总部、大企业总部、营运总部、区域性总部以及总部类机构的多

层次梯度性财政扶持体系，主要支持包括对总部给予一定的贡献

度奖励及对于总部部分高管和人才给予人才支持。同时，积极落

实市级总部政策，实行市、区两级财政分级负担的方式鼓励跨国

公司总部设立与发展，提供开办补贴和经营奖励。2023年底浦

东落实了对所有在运营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的全覆盖走访，对于

总部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满意率超过 90%。

3、持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

浦东深化推进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构建全流程、体系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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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的高新技术企业政策服务网络。一是浦东依托产业集群汇聚

全球科技创新资源、建立核心竞争优势，积极鼓励外资企业设立

研发中心，2023年发布了支持外资研发中心发展的十项举措，

截至目前浦东共设有外资研发中心 265家，全市占比达 47%，由

世界 500强企业设立的约占 1/4。二是推进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

计划（GOI），充分发挥龙头科技企业集聚的优势，鼓励企业投

身浦东创业孵化，链接带动科技型中小微企业创新发展，打造“政

产学研金服用”七位一体的创新“热带雨林”。自 2021年 7月正

式发布以来，巴斯夫、西门子、罗氏、微软等 90家企业在浦东

设立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2023年以来开展技术、资源等对接

活动近 1100场。

三、下一步推动总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举措

1、强化政策支持

一是优化总部经济资源供给。全面梳理汇总新区范围内适合

总部机构入驻的办公楼宇和可用土地，推动把环境、能源、土地

指标等资源向总部项目倾斜。研究符合浦东新区总部经济发展的

财政扶持政策体系，进一步提升政策有效性和精准性。二是优化

总部经济制度型供给，用好立法授权，在反垄断、知识产权保护、

企业信用等方面形成连续、稳定和透明的政策体系，如加快建立

健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机制，加快研究适应境外投资和离岸

业务发展的税收政策等。三是进一步加强政策的连贯性和可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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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通过完善和拓展政企双向沟通渠道，及时了解和回应总部企

业的关切和需求，消除政企间信息不对称，帮助企业准确把握政

策方向。

2、优化营商环境

一是进一步优化政策宣传，对已有政策重新梳理和编排，使

政策条例更加直观清晰，便利企业理解，同时积极拓展公众号、

抖音、自媒体等新传播方式，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媒

介作用，扩大政策的知晓度和普及度。二是优化政策奖励机制，

实行差异化优惠奖励政策，加强对总部人才的支持，如结合区域

人才工作实际和入学入园政策，定期修订完善人才子女就学办

法，并在校内课后服务、个性化学习和辅导等方面予以倾斜照顾，

消除人才后顾之忧。三是进一步优化浦东总部产业生态，用好浦

东产业门类全、能级高的优势，持续搭建合作平台，支持总部企

业进一步打通上下游各环节，深度嵌入浦东产业链、价值链、供

应链，持续拓展业务、降低成本。

3、加强重点领域突破

一是持续深入推动全球营运商计划（GOP）。通过分类管理，

有针对性地提升浦东总部企业的全球营运管理、贸易结算、分拨

配送、研发维修等功能。建立国际贸易企业招商目录和项目清单，

引进培育全球高能级贸易主体。新认定一批国际贸易营运中心，

支持贸易型总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功能复合叠加，向亚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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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总部升级。二是推进国际经济组织集聚计划（GOC）。用好浦

东新区开放优势，面向经济领域，重点吸引培育与浦东功能优势

和产业特色相关的国际商会、行业协会、同业公会、产业联盟、

标准制定组织等高能级国际经济组织，充分发挥他们在规则制

定、资源链接方面的优势功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扩大国

际经济合作，形成较强的品牌效应，服务拓展总部经济发展。

4、促进总部主体集聚

一是集中资源开展战略精准招商。加强对国内优势企业投资

趋势的研究，跟踪分析国内外有关行业龙头企业的发展动态，加

大力度吸引总部经济中具有控制中枢功能的企业与组织；将有意

向在浦东投资的国内外优势企业列入总部经济重点招商目录，开

展精准招商，同时充分发挥其总部在国际同行业中的影响和地

位，开展“以商引商”,吸引更多优势企业集聚。二是完善民营

高成长性企业的发现和培养机制。加大对优质民营企业的吸引和

集聚力度，发挥浦东新区专业服务机构集群优势，搭建法律、会

计、审计、咨询、知识产权、资信评估与认证、技术与产权交易、

公共关系、市场调研等专业服务平台，帮助民营总部企业突破经

营瓶颈。以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建设赋能中小型民营科技企业发

展，使其加快成长为专精特新企业、科技小巨人企业，为民营企

业总部提供全生命周期、全链条式的服务与支持，打造总部企业

培养“预备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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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

2024年 5月 10日

联系人姓名：沈千寻 联系电话：68547522

联系地址：世纪大道 2001号 4号楼 207室 邮政编码：200135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上海市浦东新区商务委员会办公室 2024年05月10日印发

（共印 7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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