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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北京中学生在便利店选购早餐。 视觉中国供图

北京的便利店
■本报首席记者 宰飞

统计数据不停上升，以至于北京便利店的数量很少有人
说得清，即便是那些最该说得清的人。

罗森（北京）有限公司总部，副总经理车文焕在回答“北
京有多少家罗森”的提问时，蹦出好几个数字：“104。不，应该
是 106，有 2家新店铺正在开业。”

7-11（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内田慎治告诉本报记
者，北京已有 270多家 7-11。但查阅 7-11官网，发现数据还
没更新，现在只列到第 224家。

北京连锁便利店总量呢？有媒体报道是 1200家；中国连
锁经营协会说 2017年是 2000多家； 而据北京市商务局统
计，目前已有 4000多家。

在 2018年，每天有 3家新便利店在北京开张。若以此增
速计算，3年后，北京便利店总量将接近上海。即使忽略这些
枯燥的统计数据，单凭直观感受也能判断———就在记者身处
的办公楼附近，两家便利店去年先后开业。

这不是人们以前印象中的北京。人们印象中的北京与便
利店无关：北京有开阔的马路，有庄严的机关，有高耸的院
墙，也有旧式杂货店、夫妻店，唯独难觅明亮的连锁便利店。

有人不无刻薄地说，北京是便利店的“沙漠”；还有人语带调
侃地说，“在北京找家便利店比找个女朋友还难”。

倏忽间，北京人发现：曾经的沙漠里已绿荫点点。有很多
不为人知的故事，就发生在这转变的瞬间。

暗夜里的灯

2017年 1月的一个凌晨，罗森月坛北街店的店员李佳把
一箱新货码上货架，转身走回收银台，看了一眼门外。远处楼
房隐没在黑暗里，只有便利店的灯光把门口照得透亮。北方
的冬夜，少有顾客光临便利店。他已经习惯独自熬过寒夜。

“叮咚”，自动门打开了，走进一位女士。李佳一看，是位
常客，家就在街角。但这次她不是来买东西的。

“孩子发高烧了，去医院打不着车，怎么办？”她焦急地
问。

“打 120了吗？”李佳问。

“也打了，打不通，出租车也叫不到。实在没办法了！”她
说。

“你先拿张退烧贴给孩子贴上，我想想办法。”李佳说。

李佳想到了公司送货的箱式小货车。 一通电话打给司
机，说是车正在 4公里外的西直门店。“马上回来一趟，我这
儿有个孩子要送儿童医院。”李佳对司机说。

几分钟后，小货车赶到。搬运工人跳下车，年轻的母亲抱
着孩子坐上副驾驶位。汽车飞速向医院驰去。

早晨 7时多，李佳快要下班时，这位母亲又来到便利店。

她告诉李佳，孩子连夜打了点滴，退烧了。此时，李佳才知道，

那是一个年仅 2岁的小女孩。

夜里怎么会想到来便利店求助呢？这位母亲说，因为这
里有整条街上唯一亮着的灯。

这件事让店员李佳重新思考便利店的意义。 他意识到，

便利店不仅仅是购买便当、矿泉水的地方。

李佳的大学专业是日语，看过很多日本动画、电影，里面
都有便利店，他对便利店的记忆透着温馨。毕业后，他的第一
份工作是日语翻译。后来觉得，不行，不是自己想要的感觉。

突然又想起，大学时老想去便利店工作。于是，他辞去翻译的
活儿，进了罗森。

他说自己本性内向、不善社交，还记得第一天上班时，对
顾客说“欢迎光临”，声音只能传到“方圆 10厘米”。

他在便利店观察每一位顾客，琢磨他们从哪里来，做什
么的，要买什么。他发现每个人都有故事，也逐渐学会了倾听
他们的故事———

有小伙子和女朋友分手了，来便利店买醉，从凌晨 3时
喝到 5时，边喝边叹爱情难长久；有上早班的职业女性，每天
清晨 6时把四年级的儿子寄存在便利店，让孩子等到上学时
间自己去学校；有附近公司的程序员，每天都来，虽然从不开
口，但店员能感觉到，他期待一声问候。

李佳觉得，城市里没有哪种行当能像便利店一样，勾勒
出如此多的温暖画面。 他说：“有时夜里我会站在店门口，只
见整条街上就这一家店是亮着的。 有这么个地方是安全的，

能买到你想买的东西，像庇护所一样。”

开店的障碍

选址难，是在北京开便利店的最大障碍。每年，各便利店
企业都会设定新开店面计划，但常常完成不了，原因之一就
是找不到合适的铺面。

2018年年底的一天，罗森一名开发员（开发新店址的员
工）向车文焕汇报：东城区有一家店面，房东开价年租金 75

万元，要不要？

车文焕知道这个铺面。 这里原先是另一家连锁便利
店———邻家。2018年 8月，邻家的投资方资金链断裂，168家
店铺全部关闭。这个铺面过去的年租金是 60万元，现在涨到
75万元。能不能盈利？罗森需要细细测算。

房东留给罗森考虑的时间很短，因为盯着铺面的还有好
几家便利店企业。“一家有房百家求”， 这是北京零售业市场
的常态。

开发员又来向车文焕汇报： 店面被竞争对手租去了。后
来大家才知道，房东在两边耍了点花招。竞争对手从房东处
得到的信息是：“罗森已经决定出 78万， 而且明天就要签。”

由于信息不对称，竞争对手未及细想就决定先下手为强。

偌大的北京城怎么会缺少铺面？业界和学界的一个共识
是：深宅大院太多。北京工商大学教授、MBA 教育中心执行
主任刘文纲说：“院子多了，商业街区就少了。北京工商大学
所在的海淀区航天桥区域就是例证———航天桥四周有学校
大院、航天大院，还有空军、海军的院子，全是围墙。”

好邻居便利店总经理陶冶认为，大院使得北京缺少真正
的社区和街道文化， 然而社区和街道文化恰恰是便利店、小
商业存在的重要土壤。他曾向媒体打过比方：“北京城就像是
一个巨大的池子被无数铁丝网隔开。”

空间资源少，直接导致租金不断上涨。中国连锁经营协
会发布的《2018 中国便利店报告》指出，过去一年全国便利
店房租成本上升了 18%，北京尤为明显。原来年租金 60万元
的铺面，有些甚至涨到 90万元，依然租得出去。若以这样的
房租开便利店，结果只能是亏损，因为用业内人士的话说，便
利店是“弯腰捡钢镚儿”的生意。

为了避免亏损，传统便利店企业在开新店前必须反复测
算。内田慎治说：“业界认为 7-11开店速度比较慢。实际上，

跟开店数相比，我们更重视单店日销（即每家店铺每天的销
售额），因为我们 80%店铺是加盟店，只有提高日销，公司总
部和加盟主才能双赢。”

除了空间资源少，车文焕还总结了在北京开便利店的其
他先天劣势。他称之为三个“半”，即半年、半天、半条街。

他解释说：“半年是说北方的冬天冷， 没人在外面逛，一
到冬天我们的销售额会下来很多，和南方城市没法比。半天
跟半年的道理是一样的，北京到了晚上外面人就很少。半条
街指北京的街道都很宽，路中间都加了隔离带，顾客想要去

路对面买东西是过不去的，所以店铺只能做半条街生意。”

纬度高、马路宽、大院多，这是北京便利店发展的现实背
景。

激励与拓展

郑婻，35岁，在北京开了 3家 7-11加盟店。从业 14年，

她的便利店人生可说是一部北京便利店发展简史。

她的店铺之一位于中关村的食宝街。2019 年春节刚过
完，以餐饮为特色的食宝街就热闹起来，郑婻也开始忙活。

她来自东北， 身高体壮， 可声音却细细柔柔。2005年 4

月，当她还在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读书时，就进了 7-11当
实习生。那时，北京便利店刚刚起步———2004年 4月，第一家
7-11在北京开业，这是北京首家全球连锁品牌便利店。

她说：“刚开始做便利店的时候特别难。我们 3个女孩合
租了一间 6平方米的平房，每个月房租 320元。床是上下铺，

上铺睡一个人，下铺搭一块板，睡两个人。夏天，太阳把屋里
蒸得特别热，我们晚上睡觉从来不关门，就在门口挂帘子，再
拿电风扇对着一盆水吹，这样才能睡着。最困难时，一天只吃
一个烧饼，就着榨菜。那时候比现在瘦 70斤。”

那时候，在北京，很多人不知便利店为何物。7-11 的同
事忆起这样的桥段：经常有人拎着箱子走进店里，问“酒店大
堂在哪里”， 原来他们把 7-11误作标志相似的 7天连锁酒
店。

还有一些从前就知道 7-11的顾客一见郑婻的店铺，会
激动喊出：“这儿有个 7-11！这是 7-11！”他们还会给同事介
绍：“这个好吃、那个好吃，我都吃过。”

当个人的理想和城市的走向重合时， 前途往往更加敞
亮。郑婻从实习生一路升为店员、副店长、店长。随后的几年
里，罗森、全家等日系连锁便利店陆续进入北京市场，北京本
土品牌也出现了。

2010年第一天，郑婻的 7-11加盟店开张，她当了老板。

就在这一年，她搬出住了 5年的 6平方米小平房。

北京便利店的发展环境在持续改善。2015年起， 北京市
出台了《北京市提高生活性服务业行动计划》《关于进一步促
进连锁经营发展的意见》《进一步优化连锁便利店发展环境
的工作方案》《北京市街区商业生态配置指标指导意见》等一
系列政策。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副教授王长斌说：“这些政策的出

台是一脉相承的，核心是在民生保障的基础上，满足居民即时
性消费和便利化需求，促进市民生活品质的升级。这种升级的
效果如何，最终体现在是否能够形成一种让居民喜欢的社区商
业文化。”他认为，在新政策释放便利店发展潜力的同时，企业
需要想清楚经营逻辑，避免一哄而上的重资产投入。

在业内人士看来，最有力的政策是去年 10月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促进便利店发展的若干措施》，也被称为“十九条”。

“十九条”针对政策环境短板一一拿出举措。缺少店铺？“十
九条”提出“利用疏解整治腾退出的空间资源”“利用原锅炉房、

煤场、煤气站、奶站等空间资源”。开店手续繁琐？“十九条”提出
“简化登记注册审批流程”“在 3个工作日内办结”。此外，连锁
便利店企业新建门店还将获得 50%的装修和硬件设备购置费
补贴。

刘文纲教授十分赞同“十九条”措施，他说：增加便利店，不
仅弥补了北京疏解腾退后出现的短板（即社区便民生活网点不
足），并且升级了过去落后的零售业态。另一方面，他认为，京东
到家、美团等 O2O（Online to Offline，线上到线下）平台在快速
发展，便利店的客流量和盈利能力受到了冲击，传统经营模式
需要转型。

据北京市商务局介绍，北京便利店正在向餐饮化、生鲜化、

综合化发展，“便利店+药房”等零售新物种也已出现。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北京便利店门店增速上升至全国第
四位，2018年一年新增连锁便利店 900多家。

郑婻的事业也在拓展。2016年， 她的第二家加盟店开张。

2017年，第三家开张。现在，她手下已有 22 名员工。每到 7 月
11日的公司促销活动日，店里人手紧，许多早已离职的老员工
还会主动问郑婻，“需要我们回来搭把手吗？” 而这一天的工钱
是定然不肯要的，回来只是为了情意。

便利店文化

便利店是容易让人产生情感依赖的地方。在西直门地铁站
的罗森，一个台湾女孩每天早晨都买一杯豆浆、一个窝头，并嘱
咐店员：“窝头请帮我挑软一些的，我消化不太好。”

在亚运村附近的 7-11慧忠路店，一位 70多岁的老先生总
是伴着正午的阳光而来。他推着助行器到店门口，然后颤巍巍
爬上 4级台阶，进店点一份木须肉、一份西红柿炒蛋，再给店员
递上一张 20元、一张 1元纸币，说：“找我 5元。”有一回，店里
换菜品，木须肉没了，老先生便说：“给你们提个意见，木须肉赶
紧回来。”

一位爱喝啤酒的中年人，每周来 7-11四五次，只买最好的
啤酒，一买就是七八十元。如果头一天晚上酒喝得太多，次日一
早他还会来买个饭团。

还有一位石先生，常用美团外卖点单。他钟情“金枪鱼火腿
芝士三明治”。但这款三明治并不畅销，便利店几乎专为石先生
采购。有一回，店里接连两天备了货，石先生没下单；第三天，店
里没采购，他偏偏下单了。每当缺货，店长就担忧：“石先生又该
不高兴了。”

在 7-11镇国寺北街店，进门左手边的酒架上，两瓶威士忌
之间，蹲着一只绿身白肚瓷青蛙。店长笑言：“这是住在附近的
一位大姐硬塞给我们的，说是能招财。”自此，这只“招财蛙”一
直伏在酒架上，目视着每位进店的顾客。

还有些朦胧的情感在不知不觉间萌生。 罗森的首席培训师
张博回忆，过去在门店工作的时候，一个女孩曾主动向他要电话
号码。他说，那一刻虽然脸红了，但感觉“人生什么都是美好的”。

他坚称自己并没有给那个女孩电话，因为那时已有女朋友。

北京人和便利店变得亲近了。中国经营连锁协会副秘书长
王洪涛说，下一步要建立成功的商业模式，“所谓商业模式就是
特定的消费文化，正如日本的便利店文化”。

内田慎治认为，日本人之所以依赖便利店，是因为便利店
能满足他们的生活需求。他说：“在日本的便利店，消费者能买
到所有必需品，家周边即使没有超市、菜场问题也不大。而在中
国，便利店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水平，调味品、洗碗海绵等日杂太
少，没有实现真正的‘便利’。”

差距不仅仅在于选品，还在于商品数量与品质。内田慎治以
可口可乐为例， 在日本， 可口可乐公司每年推出的新产品超过
60款，而在中国，只有 20款左右。至于便利店自有品牌，在日本
7-11深受消费者喜爱，商品种类是在中国店里的 3倍以上。

起步比日本晚 40年，北京人在追赶。2017年 3月，李佳离
开了工作多年的罗森门店，调入公司总部。已升任高级督导的
他常常回想做店员的日子，以及伴随那些日子的体育运动———

骑山地自行车。“我喜欢骑自行车， 因为骑自行车这件事很公
平。有多少个上坡你努力蹬上去，就有多少个下坡可以很爽地
冲下来。”他说，“做便利店也是一样。”

（注：文中郑婻为化名）

锚定使命任务 同心同德共创复兴大业
（上接第 1版）人民政协工作的总体要求是：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中共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
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锚定使命任务，坚持团结和民主
两大主题，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聚焦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点任
务，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
能，提高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工作的

质量，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周年。

汪洋强调，要把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
的总纲，崇尚学习、加强学习，以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轴不断打牢共同思想政
治基础。要把推动人民政协制度更加成熟更加
定型、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的作用，作为新时
代的新方位新使命，崇尚创新、勇于创新，加强
理论研究，完善制度机制，推动实践发展。要把

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作为人民政协
履职工作的中心环节，崇尚团结、增进团结，调动
一切积极因素，同心同德、共创复兴大业。

受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
托，苏辉向大会报告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的
提案工作情况。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以来，广大
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各专门委员会，围

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和人民
群众普遍关心的民生问题，特
别是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聚

焦打好三大攻坚战，提交大会提案 5360件，平时
提案 211件。按照提高提案质量和提高提案办理
质量要求，共立案 4567件，交 165家承办单位办
理； 截至 2019年 2月 20日，99.2%已经办复。经
各方面努力，提案成果得到有效运用，为服务决
策、推动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主席台就座的领导同志还有： 丁薛祥、王

晨、刘鹤、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
洁篪、杨晓渡、张又侠、陈希、陈全国、陈敏尔、胡
春华、郭声琨、黄坤明、蔡奇、尤权、曹建明、张春
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湘、

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达
峰、武维华、魏凤和、王勇、王毅、肖捷、赵克志、周
强、张军等。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有关部
门负责同志应邀列席开幕会。 各国驻华使节、新
闻官和海外侨胞等应邀参加开幕会。

自贸区“改革之鸥”又将振翅翱翔
（上接第 1版）

在略感凉意的冬天，自贸区展示出逆风飞
翔的态势， 为企业点燃了一把火。 数据显示，

2018年，上海自贸试验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 4965亿元，占全市 14.3%。实现外贸进出
口额 1.46 万亿元，占全市 42.8%。全年新设企
业约 7200户，累计新设企业 5.88万户，试验区
范围内累计共有企业 8.85万户。全年新设外资
企业近 1300家， 在自贸试验区新设企业数的
占比由试验区成立前的 5.2%上升至目前的
18.2%。2018年， 自贸试验区实到外资额 67.7

亿美元，占全市 39.13%。

与此同时，一批功能平台正在上海自贸区
集聚。在国际智能制造、医疗器械、酒类、钟表
等专业贸易平台带动下， 上海自贸区已形成 6

个销售额千亿级产业和 10个销售额百亿级产
业，其中，手表、药品、医疗器械进口额分别占
全国的 41.1%、28.9%、24.8%。综合型功能平台
也初具规模，全球大宗商品交易平台与上海清
算所合作推出了多个商品掉期交易品种，大宗
商品产业实现销售额超过 1540亿元。去年，自
贸试验区融资租赁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平台）

正式成立，经营性租赁收取外币租金业务实现
了常态化运作，而国家对外文化贸易基地入驻
企业则达到了 670家，区域文化产品进口值占
全市近 40%，自贸区经济辐射带动效应再上一
个台阶。

“三区一堡”建设出实招
陆家嘴金融城星展银行大厦 6楼，每周末

都有一群年轻人来参加一场名为 “领跑未来”

的职业特训班。 在这里， 他们能对话世界 500

强企业及其高管，能接触国际最先进的职业培
训课程，每个周末都能收获满满。

这一职业特训班还有一个
不为人知的“头衔”：它是由中国
第一所外资职业培训机构开设
的首个公开培训课，是上海自贸试验区扩大服
务业对外开放的最新例证。因而很多人说，“领
跑未来”不仅仅是年轻人的愿景，这一课程名
称同时契合着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未来的期许，

对肩上所负重担的清醒认知。

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 风险压力测试
区、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以及服务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
桥头堡， 是上海自贸改革 3.0 版本的核心内
容。过去的一年，“三区一堡”建设翻开了新篇
章。

中国第一家外资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第
一家外商独资国际船舶管理公司、 第一家外
商独资医疗机构、 第一家外商独资工程设计
公司……上海自贸区诞生的一系列首创项目，

为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写下了生动
注脚。去年，上海全面落实 2018 版自贸试验
区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两批 54 项扩大开放
措施累计落地企业超过 2800 家， 其中，在
38 个开放领域实现全国首创项目落地，特
斯拉新能源整车项目、穆迪（中国）有限公司
等项目相继落地， 实现了新能源汽车、 信用
评级等开放领域零的突破。2018 版负面清单
实施以来， 上海自贸区共新设外资项目 601

个，吸引合同外资 42.3亿美元。

风险压力测试区稳步建设的同时，上海率
先跑出了“自贸区速度”：企业登记环节审批速
度大幅提升 60%以上， 新设企业实现 2 天设
立、4天开业，企业投资项目审批实现带设计方
案出让 24个自然日办结， 不带设计方案出让
80个自然日办结， 不动产登记从 20多天缩减

到 5个自然日。 在实施贸易便利化新规则后，上
海自贸区试点签发自动进口电子许可证， 九成
以上的非机电类自动进口许可证实现全程无纸
化， 机电类自动进口许可证办理时间压缩至 8

个小时。而在推进集装箱设备交接单无纸化后，

保税区域货物进口整体通关时间缩减到海运2

天、空运 24小时以内，每年直接降低费用 4亿元
以上。

改革要取得实效，刀刃必须向内。在提升政
府治理能力的大背景下，浦东“证照分离”改革形
成完整体系， 在全面实施国务院部署的第一批
116项改革事项基础上，全面完成第二批 47项改
革任务，自主推进 35项改革事项，并出台行政审
批告知承诺管理办法。 浦东的 “互联网＋政务服
务”模式也基本建立，在全市率先实施“一网通
办”， 浦东新区 327项涉企事项全部进入网上政
务大厅，53%的事项实现不见面审批，47%的事项
实现“只跑一次”，实际办理时间比法定时限压缩
了 85%。

作为企业走出去的桥头堡，更多的“一带一
路”元素出现在上海自贸区。目前，区内多层次的
跨境服务体系已基本建立， 在原有的基础上，拓
展了自贸试验区境外投资服务平台 “一带一路”

专区功能，成立“一带一路”交流合作中心和中东
海外分中心，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支持。2018年，自
贸试验区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投
资总额 21亿元，同比增长 3%。依托张江国家科
学中心，上海自贸区与以色列、俄罗斯、新加坡等
国联合建立跨国孵化器，促进科技联合攻关和成
果转化。同时，机制化的经贸合作网络初步形成，

亚太示范电子口岸网络成员拓展到 “一带一路”

沿线 11 个经济体的 19 个口
岸，海运物流可视化、空运物
流可视化、电子原产地证数据

交换等项目取得明显进展。 如今， 在外高桥，希
腊、伊朗、斐济、捷克等 9个进口商品国别馆投入
运营，进一步丰富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
产品进入中国的渠道。

“三大联动”引发共振
去年底， 全球最大的外币兑换公司通济隆

（Travelex） 宣布将其在悉尼的亚太总部一分为
二， 在上海自贸试验区设立全新的亚洲总部。这
个决定一方面是出于目前在通济隆的外币批发
交易中，进出口现钞是以上海浦东机场为周转地
的，而更深层次的原因是，上海自贸区与上海国
际金融中心的联动正深入推进，为企业发展平添
了许多信心。

作为上海自贸区的一项制度创新， 去年以
来，自由贸易账户继续拓围，新增跨境再保险结
算功能。截至目前，全市已有 56家金融机构通过
分账核算系统验收，累计开立 13.6 万个账户，覆
盖到全市符合条件的 4000 多家企业。 此外，金
融开放创新持续深化， 上海自贸区出台了扩大
银行业、证券业、金融市场等金融服务业对外开
放的 25条意见。2018年， 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
币结算总额 2.55 万亿元，占全市35.3%，跨境双
向人民币资金池收支总额 4826亿元， 同比增长
了 1.7倍。

联动不仅仅发生在金融领域。站在浦东张江
的高处俯瞰， 眼底尽是如火如荼的建设场景：上
海光源二期，以及软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
置、活细胞结构与功能成像等线站工程、超强超
短激光实验装置、硬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
置等“1+4”项目落户张江，和已投入使用的上海

光源一期、超算中心和蛋白质中心，构成了耀眼
的张江科学设施集群。

“北有中关村，南有张江园。”“张江”两字，如
今已成为国内创新高地的代名词。目前，张江园
区注册企业 1.8万余家，初步形成了以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文化创意、低碳环保等为重点的主导
产业。国家新药研发机构有 30%来自张江，张江
也是我国重要的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国家人类基
因组南方研究中心、国家新药筛选中心等一批国
字级平台落户张江……

去年，张江科学城首轮 73 个项目实现全面
开工， 张江将形成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基本
框架，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种类最全、综合能力
最强的大科学设施群之一，形成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
系。张江跨境科创监管服务中心实现了“关检一
体化”， 整体通关时间从原先的 2—3 天缩短为
6—10 小时，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试点（MAH）

范围拓展至全市 43 家单位的 68 个品种参与，

率先试点医疗器械注册人制度， 并在全市复制
推广。

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 上海自贸区
同样不遑多让。 和长三角地区改革发展的协同
度进一步增强， 上海主动对接长三角和长江经
济带发展， 舟山 3 家仓库成为上海期货交易所
指定交割仓库，长江经济带 12 个海关所有通关
作业现场通过信息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启运港
退税试点范围已覆盖长江沿线 13 个主要港
口，离境港扩大到外高桥港区和洋山保税港区
等 2 个港口 ， 带动洋山港水水中转比例近
50%。

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如今，新的重大建设任
务已经箭在弦上，上海自贸区这只改革之鸥又将
振翅翱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