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镇新增就业60万人以上。全面推
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工作。

新增 3000 张养老床位，改建 3000 张
认知障碍照护床位，新建30个社区长者
食堂。建设儿童友好城市，新增3000个公
办幼儿园托班托额，推动社区托育点扩优

提质。
坚持租购并举，建设筹措 7 万套

（间）保障性租赁住房，筹措供应“新时
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床位 3 万张
以 上 。 完 成 既 有 多 层 住 宅 加 装 电 梯
3000台。

推动出台浦东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
等政策，在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航运服务、
文化等领域形成更大突破。全年新增各类
总部机构100家。完成东方枢纽国际商务
合作区先行启动区封闭验收，实现基本功

能落地运行。
深化增值电信业务扩大开放试点，推动

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拓展保税研发、保税维
修等新业态。推进中意临港创新合作产业
园、日企（上海）中小企业国际产业园建设。

办好“五五购物节”、“上海之夏”国际
消费季、上海旅游节、国际光影节等重大促
消费活动。大力发展首发经济、银发经济、

夜间经济、直播经济，
推进新型消费、汽车
消费、绿色消费，加快
打造以国货潮牌为引
领的消费自主品牌。
加快发展线上演播、

沉浸式体验、房车露营等新业态，促进商旅
文体展联动发展。

全年完成投资2400亿元。加快建设
崇明线、嘉闵线、12号线西延伸、15号线南
延伸、20号线、21号线、23号线等轨道交通
线，建成2号线西延伸、18号线二期等轨道
交通线。推进沪通铁路二期上海段、沪渝
蓉高铁上海段、油墩港航道等重要基础设
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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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摘要）

全市生产总值增长 5%左右，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 2%，全社会研发经
费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达
到 4.5%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 5%以内，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
保持同步。

预计全市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市经济规模进入了5万亿元以上的新阶段。城

镇调查失业率平均为4.2%。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到1.8万亿元。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外资研发中心分别新认定60家和30家，累计分别达到1016
家和591家。金融市场交易总额达到3650万亿元、增长8.2%。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8万元、增长4.1%左右。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达到

88.5%。新增公园141座，累计达到973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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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干字当头 奋力一跳

持续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完
成130公里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推动
40个机关、企事业单位附属空间对社会开

放共享，提升改造内环高架路沿线景观灯
光，建成100个“美丽街区”。深化海绵城
市建设，实施18个小区、道路积水点改造。

推动雨水污水处理“厂站网”一体化建
设运维，加快建设白龙港三期等污水处理
设施。建成5座湿垃圾资源化处理设施，
提升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和资源化利用能
力。推进蒙电入沪、深远海风电等重大项
目，推动虚拟电厂、新型储能建设应用，建
设电动汽车充放电网络。

推动黄浦江岸线南拓北延贯通开放，
提升滨水开放空间品质，推进环城生态公
园带建设，打通外环绿道断点45处以上。

新增公园120座，持续推动公园24小时开
放。新增森林3万亩，新建绿道130公里、
绿地1000公顷、立体绿化40万平方米。

加快建设上海大歌剧院、上海工业
博物馆，建成上海文学馆，健全优质文化
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全“文化出海”政
策体系。全力打造入境旅游第一站，构
建国际友好型旅游产品体系，完善入境
旅游便利化服务，拓展文旅资源海外推

广网络。
创新举办城市业余联赛等全民健身

活动。办好世界赛艇锦标赛、F1中国大
奖赛、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国际赛事，提升
上海马拉松、上海赛艇公开赛、上海帆船
公开赛等自主品牌赛事能级。

全面推进五个新城建设，加快打造新
城综合交通枢纽，推动新城绿环绿道贯
通。持续推动南北转型，强化南大智慧
城、吴淞创新城、湾区科创城等重点转型
区域功能升级，推进19号线、南枫线等轨
道交通线建设，推动乐高乐园度假区开园

运营。
全面完成中心城区零星二级旧里以下

房屋改造，完成31万平方米小梁薄板房屋
等不成套旧住房改造，启动25个城中村改
造项目。加快外滩“第二立面”、衡复风貌
区等区域整体更新。

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围绕细胞基因治
疗、脑机接口、6G、量子计算、聚变能源等战
略前沿领域，强化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
带动性研究布局。深化张江高新区、“大零
号湾”等创新载体建设，发展高质量孵化
器，着力培育硬科技企业。

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深入实施三大先
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优化集成电路
产业空间布局，全链条加速生物医药产业
创新发展，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产业创新高

地建设，培育壮大低空经济、大飞机、新能
源汽车、智能终端、海洋装备、空间信息、机
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实施上海大都市圈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大力提升G60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
新带等平台能级。深入推进长三角生态绿
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制度创新，加快方厅
水院、上海示范区线等项目建设。支持虹
桥国际中央商务区集聚高能级贸易主体和

贸易平台，有序推进虹桥国际低空经济产
业园、华东无人机基地建设。

增强国际经济中心核心功能。加快打
造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促进区域产业特
色化、差异化、协同化发展。

提升国际金融中心服务能级。丰富科
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
字金融产品服务供给。开展数字人民币试
点应用行动。

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精心办
好第八届进博会，完善上海会议活动开放
合作平台功能。积极参与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加快建设“丝路电商”合作先行
区。打造“徐汇西岸艺术品”“静安张园高
端品”“黄浦淮海消费品”等保税数字化应
用场景。

提升国际航运中心资源配置能力。启
动建设罗泾港区改造二期。完善液化天然
气、绿色甲醇等航运绿色燃料供应体系，推
进上海港-洛杉矶港、上海港-汉堡港等绿

色航运走廊建设。
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加

快建好用好国家实验室及基地，积极承接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和平台设施建设，进一
步健全在沪实验室体系。启动实施全球科
技伙伴计划，布局建设新一批“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

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优化城市发展空间，加快城市更新步伐

聚力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

聚力建设美丽上海

聚力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加快推进浦东引领区和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建设

加快推进“五个中心”建设

大力提振消费，着力提高投资效益

建议今年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

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

优化营商环境7.0版150项改革举措全面完成。实施减轻企业负担“20条”等政策，全

年新增减负超过1160亿元。

多语种上海国际服务门户上线运行。专用信用报告、企业信息变更等“一件事”创新成
果向全国复制推广。

新增养老床位4385张，改建认知障碍照护床位3210张，建成社区长者食堂39个。

新增公办幼儿园托班托额5155个、社区托育托额9034个，开设小学生爱心寒暑托

班928个。

建设筹措保障性租赁住房7.2万套（间），筹措供应“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

床位3万张以上。

城镇新增就业62.2万人，高校毕业生去向落实率保持全国领先。

上海博物馆东馆开放运营，上海工业博物馆正式开工。

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整治，新建电动自行车充电站7万个。

新能源汽车新上牌26.5万辆。

世博文化公园南区开园，新建绿道230公里，累计近2000公里，849座公园实现

24小时开放，占全市公园总数的87.3%。新增森林3.1万亩。崇明东滩候鸟栖息地成

为上海首个世界自然遗产。

提速推进城中村改造，新启动21个改造项目，是计划任务的2.1倍。

14座苏州河桥梁景观灯光提升改造。

完成134公里架空线入地和杆箱整治，建成102个“美丽街区”。

举办第五届“五五购物节”、“首发上海”全球新品首发季、首届“上海之夏”国际消费季、
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国际精品消费月、上海旅游节等重大促消费活动，全市外卡POS机新

增5.4万台，累计达到9万台。

建成机场联络线、17号线西延伸共67公里轨道交通线，全市线路总长近900公里，

北横通道东段、银都路越江隧道等重要基础设施投入使用。松江枢纽建成投用。

沪苏湖高铁建成运营。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推出18项制度创新成

果，华为青浦研发中心正式投用。

新增各类总部机构、大企业开放创新中心80家、16家，累计分别达到1522家、

103家。浦东新区法规、管理措施分别新增4部、10部，累计分别达到22部、31部。

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总体方案“80条”基本完成。
临港新片区新一轮市级支持政策制定实施，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扩区区域封关验收，

全国首创制度性创新案例新增22个，累计达到70个。

营商环境改革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迈上新台阶

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浦东引领区加快打造，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建设持续深化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区域合作深入推进

多措并举扩大有效需求

城市更新加力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持续深化

社会治理效能不断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

开工建设10亿元以上重大产业项目26个。

持牌金融机构增加到1782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海区域中心落地。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圆满成功举办，按一年计意向成交金额800.1亿美元、

增长2%。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总体方案获批实施、功能性项目开工建设。

罗泾港区改造一期建成投运。

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达到5150.6万标准箱、连续15年排名世界第一。

成为全球首个年吞吐量超过5000万标准箱的世界大港。

奋力落实“五个中心”建设重要使命

城市经济规模进入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