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创板上市公司撑起上海半壁江山

浦东新区开放开发34周年 争当发展新质生产力“排头兵”
本报记者 郭阳琛 张家振 上海报道

“依托中国完善的供应链体系

和一流的‘中国智造’能力，特斯拉

上海超级工厂零部件本土化率超过

95%，平均30多秒下线一台整车，年

产能达 95 万辆。”据特斯拉相关负

责人介绍，从2019年投产至今仅用

5 年时间，上海超级工厂便已成为

特斯拉最大的出口中心。

在优化产能的同时，特斯拉也将

目光聚焦在了储能市场。据4月17日

最新消息，特斯拉上海储能超级工厂

计划于今年5月开工，计划于2025年

第一季度完成超大型商用储能电池

Megapack量产。这也是特斯拉在美国

本土以外的首个储能超级工厂项目。

特斯拉入局中国（上海）自由贸

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以下简称“临

港新片区”），也吸引了一大批汽车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来此集聚。均胜

电子（600699.SH）作为最为典型的

案例之一，临港工厂距离特斯拉上

海超级工厂仅3千米左右。

均胜电子相关负责人告诉《中

国经营报》记者，随着临港新片区产

业链不断集聚，不仅原材料成本有

所降低，人才集聚效应也让企业招

聘成本不断降低。如今，均胜电子

临港工厂客户已覆盖欧美系、日韩

系和国内大部分整车制造企业。

4月18日是浦东开发开放34周

年纪念日，依托智能网联汽车等实

现快速发展，浦东新区也迎来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相关统计数据显示，

浦东新区地区生产总值（GDP）已从

1990年的60多亿元增长到2023年的

1.67万亿元，以全国1/8000的土地面

积创造了1/80的GDP。同时，区域

内已有外资研发中心 265 家，占上

海市 49%；有科创板上市企业 49

家，占全市55%。

在推进更深层次改革、更高水

平开放的过程中，以临港新片区为

代表的浦东新区何以成为新质生产

力的“排头兵”？在重点领域和关键

环节改革过程中，如何更好发挥“全

国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记者通

过采访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张江人

工智能岛“操盘手”张江集团和特斯

拉、均胜电子和蔡司光学等相关企

业，试图寻找背后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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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是上海制造业最大的

支柱产业，智能网联汽车发展是

上海市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打

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抓手。”近

日，上海市经信委副主任张宏韬

在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投资促进

会上表示。

记者从有关部门了解到，2023

年，浦东新区汽车制造业产值约

4300亿元。其中，临港新片区汽车

整车产量突破 110 万辆，汽车产业

产值突破 3000 亿元，和 5 年前的

2019年相比增长了10倍。

浦东新区汽车产业实现飞跃

式增长，离不开特斯拉的龙头带动

效应。2018年，特斯拉与临港集团

签约，建立了其在美国本土以外的

第 一 家 超 级 工 厂 ，2019 年 国 产

Model 3便开始量产交付。2023年

年底，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出口超

34.4 万 辆 电 动 车 ，同 比 增 长 超

26.9%。

“如今，上海超级工厂是特斯

拉最大的出口中心，生产的车型包

括Model 3和Model Y，主要销往欧

洲、亚太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特斯

拉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一季度，

特斯拉中国出口量依然领跑行业，

平均每 3 辆出口的新能源车中，就

有一辆特斯拉。特斯拉也是目前

全球首个纯电动车产量突破600万

辆大关的车企。

与此同时，特斯拉上海超级工

厂快速发展，也助推均胜电子、华

域 汽 车（600741.SH）、拓 普 集 团

（601689.SH）、三 花 智 控（002050.

SZ）、旭升股份（603305.SH）等众多

汽车零部件企业在临港新片区开

花结果。

均胜电子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均胜电子临港工厂建立于2019

年，占地面积超6万平方米，现有员

工超1200人。“除了特斯拉，现在客

户覆盖欧美系、日韩系及国内大部

分整车制造企业。”

受益于完善的产业链体系，特

斯拉上海工厂的制造成本也在不

断降低。据介绍，在中国市场销售

的 Model Y 价格依然全球最低，和

德国、法国、加拿大等市场售价相

比便宜10万元左右。

临港新片区的发展雄心并不

满足于此。2023年11月，临港新片

区发布《“智能汽车生态城”建设行

动方案》，重点围绕智能汽车产业

“一条生态链、两种场景、三类要素

创新”，聚焦汽车电子、操作系统、

汽车数据等核心要素，打造一座全

链条、全场景、全要素的智能汽车

生态城。

“未来，临港新片区将用5年时

间，完成其他汽车城20年不曾实现

的梦想。”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高新

产业和科技创新处副处长李向聪

表示，临港新片区通过发布“智能

汽车生态城”品牌，重点发展车规

级芯片、操作系统、汽车电子、汽车

数据等领域，推动更多优质的汽车

电子和软件企业投资落地。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支

持本土龙头企业，搭建平台创造机

会，希望更多的创新企业可以从本

土生长出来，力争成为中国智能新

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国际标杆地、

创新策源地和产业集聚地。”李向

聪总结道。

产业集聚让“未来车”飞驰

作为全球光学与光电行业巨

头，蔡司在中国可谓是与浦东新区

共同成长。早在1999年，蔡司便扎

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2013 年 9

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

外高桥正式挂牌成立，蔡司也是第

一批入驻的外资企业。

“创新是蔡司的DNA。蔡司能

够穿越很多周期，我觉得核心推动

力之一就是创新。”蔡司光学中国区

营销总经理杨晓光告诉记者，蔡司

作为一家靠创新驱动的公司，全球

每年会有 11%的营业额用于创新。

同时，整个集团大概有4万名员工，

有超过10%的员工专注于创新。

杨晓光表示，蔡司把中国作为

全球创新的一个重要基地，在上海

市成立了创新和研发中心，基于中

国本土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研

发。同时，为了推进产品上市还在

中国建设生产基地，缩短从创新成

果到生产制造之间的流程，让蔡司

在资源配置方面有充分的能力实现

本土创新。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浦东

新区是上海市外资研发中心数量最

多的地区，截至 2023 年年底，已累

计认定外资研发中心265家。

再将目光转向浦东新区的另

一核心引擎——张江科学城，一座

“科创之岛”正在核心区腹地拔地

而起，这便是国内首个人工智能创

新应用先导区和上海市首批人工

智能试点应用场景所在地——张

江人工智能岛。

据张江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年底，张江新区提出由“岛”

变“区”的概念，以10万平方米的张

江人工智能岛为“极核”，扩展至空

间载体为150万平方米的张江科学

城中部核心区，实现张江人工智能

岛的空间倍增。因此，这里成为龙

头企业、创新企业汇集之地，已经集

聚大中小型企业100余家。

“人工智能岛就像一个引擎，驱

动其他产业共同创新，助力浦东新

区人工智能产业的能级提升。”张江

集团负责人表示，张江人工智能岛

将丰富的应用场景开放给全球 AI

企业，从而让生活场景变身为新技

术和新商业模式的试验场。这一

“聚合效应”AI产业培育模式，在浦

东新区正从“试点场景”向“示范场

景”升级。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

年年底，浦东新区人工智能重点企

业超 600 家，已建成基本覆盖人工

智能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完整

产业链。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超

1400亿元，在上海市占比超四成。

众多“创新高地”拔地而起

本报记者 郭阳琛 张家振 上海报道

一起信披“乌龙”事件，让海

航航空集团实控人方威与吉祥航

空（603885.SH）的关系浮出水面。

近日，吉祥航空发布 2023 年

度报告。在其披露的报告期内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中，方威以

持股 5495.81 万股位列第三大股

东，但股东性质被错误标注为

“境外自然人”。方威也是吉祥航

空前十大股东中唯一的一名自然

人股东。

随即，海航航空集团发函要

求吉祥航空更正澄清。吉祥航空

发布公告称，该错误系工作人员

疏忽勾选错误选项，并在公告中

将方威的股东性质更正为“境内

自然人”。

《中国经营报》记者注意到，

截至 2023 年三季度，方威在吉祥

航空的持股比例为0.84%，经过一

个季度的加仓后，这一比例已猛

增至2.48%。在持续增持背后，或

与吉祥航空业绩反弹不无关联。

财报数据显示，2023年，吉祥航空

实现营收 200.96 亿元，同比增长

144.76%；归母净利润为 7.51 亿

元，实现扭亏为盈。

吉祥航空方面表示，2023年，

吉祥航空在恢复之路上稳步前

行，航班运行量超过 2019 年同期

水平。在国内市场，吉祥航空运

力及航线数量均大幅增长，同时

优化航线布局，深耕探亲、旅游市

场；在国际市场，随着出入境政策

全面放开，吉祥航空提前布局境

外地面保障资源，国际、地区航班

逐步恢复。

吉祥航空业绩扭亏为盈
海航实控人加仓“上位”第三大股东

4月9日，针对信披“乌龙”事

件，海航航空集团向吉祥航空发

函称：“我公司实控人方威为贵司

主要股东，股东性质错误披露为

‘境外自然人’，与实际情况严重

不符。该信息严重损害方威的名

誉，并给我司及相关企业造成严

重负面影响。方威作为我司实际

控制股东辽宁方大集团的实控

人，是中国国籍，且未取得其他国

家和地区居留权。”

随后，吉祥航空在同日发布

澄清公告解释称，该错误系工作

人员疏忽勾选错误选项，并在公

告中将方威的股东性质更正为

“境内自然人”。

吉祥航空在公告中表示：“由

此给方威造成的影响，公司深表

歉意。”

公开资料显示，方威现任辽

宁方大集团董事局主席。据辽宁

方大集团官网介绍，集团以炭素、

钢铁、医药、商业、航空五大板块

为核心业务。

事实上，方威与吉祥航空的

渊源由来已久。2022 年 8 月 16

日，据吉祥航空公告披露，截至

当年8月12日，方威持股3294.11

万股，持股比例为 1.49%，排名第

六；9 月 30 日，方威又减持吉祥

航空股票至 2398.77 万股，持股

比例为 1.08%；而到了年末，方威

已不在吉祥航空前十大股东名

单中。

2023 年 4 月 28 日，方威率队

赴吉祥航空考察交流，均瑶集团

董事长、吉祥航空董事长王均金

进行接待，双方就促进企业高质

量发展，提升企业管理效率等内

容进行了交流。同时，双方围绕

订座离港系统自有化、模拟机数

据包开发、腹舱系统等相关经验

进行深入探讨。

此后，方威便继续增持吉祥

航空。2023 年三季报显示，方威

重新以 0.84%的持股比例成为吉

祥航空排名第九的股东。2024年

2月21日，吉祥航空在公告中称，

截至 2 月 19 日，方威持有公司股

票 5816.09 万 股 ，持 股 比 例 为

2.63%，系公司第三大股东。

年报现信披“乌龙”

尽管信披出现失误，但仍难掩

吉祥航空业绩反弹之势。财报数据

显示，2023年，吉祥航空实现营收

200.96亿元，同比增长144.76%；归

母净利润为7.51亿元，2023年同期

为-41.48亿元，同比实现扭亏为盈。

分地区来看，2023 年，吉祥航

空国内（除港澳台地区）收入为

170.62亿元，同比增长149.23%；国

际收入达 25.77 亿元，同比增长

112.75%；港澳台地区收入为 2.49

亿元，同比增长 522.21%。客座率

为 82.81%，同比上升 15.5 个百分

点。航空运输业务主营业务毛利

率为13.70%，同比增长51.21%。

吉祥航空方面表示，2023 年，

公司在恢复之路上稳步前行，航班

运行量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全

年执行航线数量众多，覆盖国内外

众多城市，航班恢复率超市场平均

水平。在国内市场，吉祥航空运力

及航线数量均大幅增长，同时优化

航线布局，深耕探亲、旅游市场。

据介绍，吉祥航空旗下全资子

公司九元航空则充分发挥网络资

源优势，抓住全国重点机场时刻容

量提升机遇，优化航线布局，加密

干线航班，填补西南地区重点城市

航线空白，并成功进入北京市场，

在2023年10月新增宁波—大兴往

返航线，提升航线网络含金量和市

场竞争力。同时，九元航空根据市

场淡旺季和收益情况，灵活调整运

力投入，实现了淡季减亏。

“对于中国民航业来说，2024

年的形势总体上是积极的。”吉祥

航空方面预计，2024年，国内民航

客运市场将继续稳定增长，全年国

内航线旅客运输量有望达到6.3亿

人次，超过 2019 年 7.7 个百分点。

同时，国际客运市场也将加速恢

复，预计到 2024 年年底每周航班

量 将 达 到 6000 班 左 右 ，恢 复 至

2019年同期的约80%。

吉祥航空方面表示，计划通过强

化上海、南京基地建设，优化航班结

构。同时，加大成都基地建设，发挥

长三角基地优势，形成覆盖上海

市、南京市、杭州市等长三角地区

经济重镇的广覆盖。此外，加快推

进海南分公司建设，以海南自贸港

的国际航班新增需求为突破口，通过

时刻优化和资源置换等方式，进一步

提高航线网络结构的简单和高效。

业绩反弹扭亏为盈

浦东新区也迎来打造制度

型开放示范窗口的重要机遇。

2024 年 1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浦东新

区 综 合 改 革 试 点 实 施 方 案

（2023—2027 年）》（以 下 简 称

“《实施方案》”）提出，要在重点

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赋予浦

东新区更大自主权，支持推进更

深层次改革、更高水平开放，实

行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为全国

制度型开放探索经验。

“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开

放，是此次浦东新区综合改革方

案最大的意义所在。”在中国发

展研究院执行院长、上海交通大

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

授陆铭看来，这也是浦东新区积

极拥抱全球化和新型国际经贸

秩序，并在部分国内体制、机制

和标准方面与高水平开放的国

际规则对接的体现。

据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发

展改革委主任顾军介绍，2023年

以来，上海市举全市之力推进实

施浦东综改试点方案，一批首创

性改革加快落地，一批引领性开

放加快推进，一批开拓性创新加

快突破，标志性制度创新成果持

续涌现。

以无人驾驶领域为例，2023

年，浦东新区和临港新片区陆续

出台了《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

汽车创新应用规定实施细则》

《促进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创

新应用实施细则（试行）》《促进

无人驾驶装备创新应用若干规

定》等多项法规政策。

2024年，无人驾驶法规政策

进一步细化。记者从临港新片

区管委会了解到，4月3日，首批

智能网联汽车“临港标准”正式

发布，包括《无驾驶人智能网联

汽车车身标识及装置要求》《智

能网联汽车安全员培训和管理

规范》和《智慧道路建设规范》。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下一步，将组织

标准起草组专家对三项标准进

行详细解读，推动标准的落地应

用。同时，结合临港新片区智能

网联汽车标准体系建设，从制度

创新、应用建设、数据建设、要素

建设四个方面持续开展标准的

研究制定，推进临港新片区智能

网联汽车标准化工作，形成一批

可复制可推广的智能网联汽车

标准。

陆铭分析认为，浦东新区通

过先行先试形成可复制的经验，

推动上海市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

形成开放发展新格局。《实施方

案》明确提到，浦东新区将展开更

大程度的压力测试，这意味着有

一些新举措也将在成熟条件下尽

快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为全国制度型开放探索经验

“请允许我向中希双方政府部

门、合作伙伴以及全体旅客的支持

表示诚挚感谢！在各方的全力协

助下，历经四年准备的吉祥航空上

海—雅典航线已顺利启航。”王均

金表示。当地时间4月2日上午，

吉祥航空上海—雅典首航航班顺

利抵达雅典维尼泽络斯国际机场。

记者了解到，吉祥航空上海—

雅典直飞首航航班于4月2日01∶55

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搭载约

300 名旅客，经过近 12 小时飞行

后，于当地时间 4 月 2 日约 08∶30

顺利飞抵雅典维尼泽络斯国际机

场。这标志着2024年上海市首条

新开洲际线成功首航，也是吉祥航

空运营的第4条洲际航线。

加快恢复国际航线，正是吉祥

航空实现业绩反弹的重要原因。

吉祥航空在 2023 年年报中表示，

2023年，吉祥航空新增与恢复了18

个国际（地区）航点，经营25条国际

航线，国际班次投入同比增长显

著。“未来，吉祥航空将持续跟踪国

际航线运力需求恢复变化情况，科

学制定国际航线恢复新增策略。”

吉祥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2024年夏秋航季起，吉祥航空除了

新增上海浦东直飞希腊雅典的航

线，还新增上海浦东直飞英国曼彻

斯特和比利时布鲁塞尔两条远程

航线，使得欧洲境内航点增加至5

个，分布在北欧、西欧与南欧地区。

与此同时，吉祥航空也正加大

与国外航司的合作力度。4 月 8

日，吉祥航空与总部位于希腊的星

空联盟成员爱琴海航空联合宣布，

将自2024年二季度晚些时候起开

展代码共享合作。此举将使得旅

客能够高效利用经由雅典的“吉祥

航空+爱琴海航空”中转联运服务

往返中欧、中非之间。

“这是吉祥航空首次与位于欧

洲的星空联盟成员航司开展包含

电子客票联运、代码共享、联运航

段会员权益提供的优连伙伴框架

合作。我对吉祥航空在欧洲市场

的未来充满信心。”王均金表示。

持续加码国际市场

在上海浦东新区外高桥港区海通国际汽车码头，一批批“中国造”汽车即将远航出口

海外。 本报资料室/图
浦东新区汽车产业实现飞跃式增长，离不开特斯拉的龙头带动效应。

人工智能岛就像一个引擎，驱动其他产业共同创新，助力浦东新区人工智能产业的能级提升。

“推进更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是此次浦东新区综合改革方案最

大的意义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