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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多年发展，历经二次创业，这
块“袖珍试验田”吸引大批中外资项
目落户的同时，也引来了大批的品牌
及人才。

长宁区虹桥办表示，长宁以开发
区为核心，发展周边区域，目前形成

“虹桥国际贸易中心”，与中山公园商
业中心、临空经济园区共同形成虹桥
涉外商务区三大组团，推动长宁区经
济发展。

“自1992年明确了‘依托虹桥，
发展长宁’的定位后，20年间，在可

比因素下，长宁区在整个上海中心城
区的经济水准从常年徘徊的倒数二、
三位，一跃成为中心城区前三。”曾任
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区虹桥
办主任、区发改委主任钱雪娃说。

据悉，进入“十三五”后，虹桥地
区大规模项目建设进入尾声，虹桥国
际贸易中心以专业服务业、现代商贸
业为引领，航空服务业、互联网+、时
尚创意、人工智能等新兴的第三产业
为主，发展迅速，区域产业结构也在
不断优化中。

如今 虹桥国际贸易中心正逐步“发力”

东起中山西路、西至古北路、北
临仙霞路、南界虹桥路——虹桥开发
区这块地，是虹桥机场到市区的必经
之地，当越来越多的国外友人乘坐飞
机抵达上海，从机场沿着虹桥路一路
驰来，进入市区前必定要经过这里，
这关乎上海的“脸面”。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策，中央决定在
沿海地区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
块地，在1986年 8月成为了上海虹
桥开发区，也是首批国家级开发区。

作为当时面积最小的国家级开
发区，根据面积小、位于市区的特点，
虹桥开发区定位为涉外商贸中心，在
功能上以展览展示、商务办公、宾馆
居住、外事等为主，是全国最早以发
展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级开发区。

曾担任过长宁区虹桥街道党工
委书记、区虹桥办主任的钱雪娃，是
这块地的“老熟人”。他生于斯长于
斯，“这块地当时是新泾乡的几个村
落，这里叫马家桥，旁边是陆家宅，春
天花开，秋天虫鸣，一派田园风光。
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块地的田间
奔跑玩耍中度过的。”

对于城市高楼的印象，还是大人
们告诉他：“全国最高的楼在上海，上
海最高的楼是24层国际饭店。”

改革开放后，钱雪娃深切感受到
城市的变化和发展。上海这座城市开
始有了它全新的面貌：开发区建起的
楼，都能超过国际饭店。它们的外观
也各不相同：金桥大厦可以建成圆形
的，虹桥宾馆可以建成三角形的，漂
亮的玻璃墙，各式建筑给钱雪娃带来
的震惊至今还记得。

“当时除深圳外，可能只有上海
虹桥经济开发区达到了国外水平。
我有个小侄女，当时结婚，带着丈夫
特意来上海，并不是去看外滩，而是
来参观开发区，还拍了很多照片。”

如今站在位于虹桥开发区的新
虹桥大厦21楼，放眼望去，上海国际
贸易中心、上海世界贸易商城、天虹
中心、万都中心等9座办公楼林立，
不仅有太阳广场、金桥大厦等7幢商
住两用楼，另有上海国际贸易中心、
上海世界贸易商城等4幢“亿元楼”，
丰富了城市西部的天际线。

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年底，虹
桥开发区每平方米土地引进外资额
达到近6000美元，单位土地地区生
产总值高达每平方公里316亿元，单
位产出强度在国家级开发区中位列
全国第一，土地含金量为全国之最，
体现了我国经济技术开发区集约开
发、少用地、多产出的特点。

变化 从田间风光到城市西部天际线

虹桥开发区的开发建设与经营
管理，都交给了上海虹桥经济技术开
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虹联公司”）。这家成立于1985年
初的公司，起初的名字有着时代烙印
——中外合资上海虹桥联合发展有
限公司，后来才改了名字。

这是上海最早组建的专业从事
区域性土地开发的综合性公司之一，
也是开发区的探索创新之举。

原来，虹桥开发区在成立之初，
存在资金短缺、土地政策、开发区管
理主体等一系列问题，当初只有市政
府下拨的首笔开发费用，人民币3500
万元。资金短缺是启动建设的最大
障碍，开发者经过一系列探索，开始
尝试一种合作模式——中外合资。

78岁的孔庆忠在1990年成为虹
联公司的董事长、党委书记、总经理，一
干就是10年。他还记得，当时，其他开
发区基本以政府及成立行政机构的模
式来管理，只有虹桥开发区是以企业的
经营模式，这是一种探索和创新。

公司正式成立后，引进合作方资
金3500万元，注册资金达7000万元。

此后，开发者开始了引进外资之路。
“改革开放的初期，当时情况是

资金、人才短缺，所以要走一条不断引
进外资、引进项目的路。”孔庆忠说。

他们为引进项目服务，秉承的理
念是“做有利的事情，不擅长的部分
交给专业人才执行。”

“我们当时参与到开发区建设，
目标就是探索、创新。当时，海关、税
收等在开发区都设有办事机构，也是
对‘一站式服务’的先行探索。”

进入21世纪后，虹桥开发区经
历了“二次创业”。

作为2000年至2004年的虹联公
司董事长、党委书记，钱达仁通过走访
调研后，提出了“立足虹桥、完善虹桥、
走出虹桥、发展虹桥”的“二次创业”战
略，探索开发区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我在开发区时间不长，但觉得
需要推动开发区一批项目的改建、新
建步伐，完善开发区的区域形态与商
贸功能。此外也要向外拓展，树立开
发区品牌，为开发区焕发新的生机与
活力积蓄了新的能量，开辟新的发展
空间。”

探索 成立公司以企业模式经营管理开发区

整整20年，是周友琪在虹桥开发
区奋斗的年月。周友琪今年74岁，曾
担任上海虹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经
理、副总经理，直至2004年退休。

作为公司元老的他，是上海首幅
批租地块——虹桥26号地块国际招
标的亲历者、参与者。

周友琪刚到公司时，是1985年，
之前去开发区看过，眼前一片荒地，
工作条件艰苦。

记得刚开始提出盘活土地资源、
国有土地有偿使用时，包括周友琪在
内的参与者都不清楚什么是土地批
租、什么是有偿使用，因为计划经济
体制下土地都是无偿的、划拨的。

历经几次开会和不断学习，周友
琪算是搞清了概念，“我还记得26号
地块是1.29公顷，对地块上的建筑
功能、用途都有了规划。”

1988年年初，他前往香港，参与
到国际招标文件的起草工作，过程中
才了解到英文版标书中每一句话都
很严密，几乎都是量身定制。当时没
有打字设备，全靠手写，他和同仁一
起一遍遍写，一遍遍改。

1988年8月，在市委、市政府的
直接领导下，虹桥开发区第26号地
块成为中国首次以国际招标方式进
行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试点地块，
并成功以总价2807万美元出让给日
本孙氏企业有限公司，开辟了引进外
资开发土地的新方式。

然而背后还有小波折。周友琪

还记得，当时孙氏企业投标不久后，
日本房地产泡沫破裂了，孙先生到处
借钱，但没有银行再借给他，还有银
行反过来向他追债。

项目停工了，包括周友琪在内的
所有人心里很不是滋味。在向政府
做了专题汇报后，周友琪被派去日本
了解情况。

“孙先生，讲心里话，你还有兴趣
做下去吗？”周友琪到了东京，碰到对
方就直接问了想法。带着孙先生肯
定的答复，周友琪回到了上海，向公
司、市政府进行汇报，最后集各方支
持，让停工的项目得以继续。

“26号地块本规划成一个集办公
楼、公寓等一体的综合体，最后以住
宅为主，项目发展得很好。现在来
看，无论是法规的实践角度，还是投
资者的盈利角度，这块地的试点工作
都是成功的。”

这之后，虹桥开发区又相继以土
地批租补地价、场地使用、场地合作
等多种方式盘活区内土地资源，不仅
为区内基础设施建设拓宽了引进外
资的新途径，而且为利用外资加快开
发区项目建设、成功实施滚动开发提
供了新思路，同时也为上海土地价格
提供了基准和依据。

经历过这一切的周友琪感慨，从
什么都不懂，到有一定的经验，这过
程中就是在不断学习，也特别需要

“攻坚闯关、积极学习、艰苦奋斗”的精
神，“我们就是和开发区一起成长的。”

奋斗 首幅批租地块国际招标背后的波折

小体量有大能量 虹桥开发区创造多项“奇迹”：

单位产出强度位列开发区全国第一
0.65平方公里，这是上海虹桥开发区的占地面积。在

亲历者孔庆忠、钱雪娃等口中，这是“微型”“盆景式”“袖珍”
的开发区。作为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国家级开发区，虹桥开
发区身上有很多个“第一”：1988年，虹桥26号地块成为
全国第一块国际批租土地；1994年，上海第一家合资百货
业虹桥友谊商城有限公司耸立而起……

历经30多年发展和二次创业，这块“袖珍试验田”正
在城市西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虹桥开发区的天际线。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