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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漕··

出台背景

2018年 11 月 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虹桥商
务区出席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时宣布，支持
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
2019年 12月 1日，党中央、国务院印发《长江三
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打造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2021 年 2 月，国务院批复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了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的指导思想、发展目标、功
能布局和主要任务，标志着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成
为继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之后，上海落实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国家战略的又一重要承载地。
虹桥地区位于上海中心城区西侧，是长三角

城市群的交通网络中心和经济地理中心。依托区
位和功能优势，虹桥地区从世界最大的综合交通
枢纽发展为现代化虹桥商务区，继而以世界最大
的单体会展建筑国家会展中心为载体，成功举办
三届进博会，持续放大进博会溢出效应，推动虹
桥商务区成为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
的进出口商品集散枢纽。2019 年，根据党中央、
国务院战略部署，上海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加
快虹桥商务区建设打造国际开放枢纽的实施方
案》，进一步加快国际化中央商务区、国际贸易中
心新平台和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为承担国家赋予
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功能奠定了基础。

总体考虑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以空铁复合、海陆通达的

综合交通枢纽为联动纽带，以创新型、服务型、开
放型、总部型、流量型“五型经济”为特征的产业
升级枢纽为发展载体，以面向国际国内两个扇面
的资源配置枢纽为核心功能，兼具对内吸引集聚
和对外辐射带动作用，是继经济特区、沿海开放
城市、国家级新区、自贸试验区之后一种全新的
开放形态，在全国开放格局中将发挥独特作用。
在当前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将努力成为一个重要平台，即着力打造国内大
循环的一个关键节点、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一个枢
纽链接。
具体来看，“关键节点”就是要更好发挥虹

桥国际开放枢纽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的功能
优势，为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贡献
“虹桥力量”，有力带动更广阔的国内大循环。
“枢纽链接”就是要更好发挥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搭建平台、提供通道、编织网络的枢纽作用，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资源要素流动和汇聚中架
起“彩虹桥”、建立“超链接”，代表国家参与国
际竞争与合作。“关键节点”和“枢纽链接”相互
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赢得开放发展的战略
主动，率先探索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
径。

主要内容

《总体方案》系统构建了虹桥国际开放枢纽
的顶层设计和四梁八柱，在空间、内涵、能级等方
面进行全方位拓展和战略性提升，主要包括七个
方面内容。
第一部分是“建设背景”，阐述打造虹桥国际

开放枢纽的发展基础和重要意义。第二部分是
“总体要求”，提出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指
导思想、发展目标和功能布局。第三部分至第六
部分，围绕若干重点领域明确打造虹桥国际开放
枢纽的具体路径和政策举措。第七部分是“保障
措施”，明确工作机制和要素支撑，确保各项政策
措施落实落地。

特色亮点

《总体方案 》 的突破和亮点可概括为
“1234”。
“1 和 2”是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一核两

带”功能布局。“一核”是上海虹桥商务区，面积
为 151 平方公里，主要承担国际化中央商务区、
国际贸易中心新平台和综合交通枢纽等功能。
“两带”是以虹桥商务区为起点延伸的北向

拓展带和南向拓展带。北向拓展带包括虹桥－ 长
宁－ 嘉定－ 昆山－ 太仓－ 相城－ 苏州工业园区，
重点打造中央商务协作区、国际贸易协同发展
区、综合交通枢纽功能拓展区；南向拓展带包括
虹桥－ 闵行－ 松江－ 金山－ 平湖－ 南湖－ 海
盐－ 海宁，重点打造具有文化特色和旅游功能的
国际商务区、数字贸易创新发展区、江海河空铁
联运新平台。
从空间上看，“一核两带”功能布局从苏南

长江口经上海市域一直延展到杭州湾北岸，纵贯
南北、江海通达，总面积达 7000 平方公里（其中
上海市域内面积约 2100 平方公里，占全市面积
1/3），2020 年经济总量近 2.3 万亿元，体现了国
家战略的大思路和大手笔，也必将成为长三角发

展活力最强、潜力最大、开放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从形态上看，“一核两带”功能布局犹如一

张蓄势待发的“弯弓”，居于中心位置的虹桥商
务区是其“动力核”，将长三角乃至更广腹地的
发展动能和开放势能汇聚于此、辐射而出，进一
步凸显了虹桥商务区和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国
际定位、开放优势和枢纽功能。
“3 和 4” 是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要围绕

“三大功能”、聚焦“三个一批”、推动“四个着
力”。即围绕大交通、大会展、大商务三大核心功
能，着力建设国际化中央商务区，着力构建国际
贸易中心新平台，着力提高综合交通管理水平，
着力提升服务长三角和联通国际的能力。为此，
《总体方案》重点明确了“三个一批”，包括一批
高含金量政策措施、一批高水平功能平台和一批
高能级重大项目，初步梳理共 102 项。其中涉及
上海市的共 75项。

政策措施 29 项： 明确了一批高含金量的政
策措施，作为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突破口。
特别是在固化进博会支持政策放大进博会溢出
效应、推动服务业高水平开放、促进贸易高质量
发展、加快总部经济集聚升级、强化交通枢纽服
务功能等方面提出了一批高含金量的政策措施；

功能平台 33 项： 明确了一批高水平的功能
平台，作为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载体。其中
既有已经具备良好发展基础的，也有面临巨大发
展机遇和潜力的；既有各省市自主推进的，也有
跨省市合作共建的；
重大项目 13 项：明确了一批高能级的重大项

目，作为打造虹桥国际开放枢纽的抓手。主要聚
焦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重点产业发展等领域。

近日，经国务院批复，国家发改委印发的《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 该方案指出，到 2035年，虹桥国际开放枢
纽将全面建成，形成“一核两带”功能布局。 位于“一核”虹桥商务区内的华漕将迎来关键发展阶段。

虹桥国际开放枢纽建设总体方案公布！

离世界很近，离未来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