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周末，第二届中国自主品牌日博览会（以下简称“品博会”）在上海展览中心落下帷幕。在展会期间去“白
相”过的消费者们纷纷向记者表示：本届品博会真的好吃、好用、好看又好玩——老品牌、老字号不仅勾起人们的
怀旧情，还日渐焕发“第二春”，新品牌、新产品更是“青春”正当时，它们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消费密码？

长三角长三角长三角
changsanjiao 2019年5月17日责任编辑：袁万兵 责任校对：李全明

XUANCHENG DAILY7版

若把177家参展企业按照总部注册地分布在一
张中国地图上，可以观察到什么？

从地域分布情况来看，177家参展品牌企业中的
大部分来自长三角和粤港澳地区。其中，来自上海的
企业数量最多，共有52家；广东省紧随其后，有28家
企业参展，其中15家来自深圳市，占整个广东省参展

企业的一半以上；浙江省有19家企业参展，排名第三。
若从本届品博会定位的纺织、轻工、汽车和电子

消费四大类看，有64%的参展企业来自于轻工行业，
包括食品、日化、陶瓷、家用电器等制造企业。而在
这些轻工企业中，来自食品行业的企业最多，且大多
是消费者耳熟能详的品牌，比如北京稻香村、上海功

德林、杭州娃哈哈、四川郎酒，以及食品电商“三只松
鼠”等。

另外，有16%的企业来自电子消费行业，集合了
美的、联想、创维、小米等知名品牌；11%的企业则来
自纺织行业，其中波司登、培罗蒙、太平鸟等品牌深
受大众消费者青睐。

上海为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大力促进民营经
济健康发展放“大招”了。记者从市商务委获悉，市商
务委会同市发改委、市经信委以及市工商联已经正式
印发《上海市鼓励设立民营企业总部的若干意见》（以
下简称《若干意见》）。根据《若干意见》，本市将启动民
营企业总部的认定工作，对经认定的民营企业总部，各
区可以依据有关规定，给予开办、租房等资助，对区域
经济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可以给予奖励。

与此同时，本市将加大对民营企业总部的金融
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户籍政策的激励和导向作用，通
过居住证积分、居转户和直接落户等梯度化人才引
进政策体系，大力支持民营企业总部引进所需的高
级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才、有特殊贡献者等各类优
秀人才。

按照《若干意见》的分类，“民营企业总部”分为
“企业总部”与“总部型机构”两大类。申请认定“企
业总部”，应当符合在本市注册且持续经营1年（含）
以上；上年末资产总额达到1亿元人民币；上年度营
业收入（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人民币；除本市外，拥
有2个或2个以上分支机构等条件。申请认定“总部
型机构”的，应当符合母公司为外省市注册的民营企

业，且持续经营1年（含）以上；上年末资产总额达到
5000万元人民币；上年度营业收入（销售收入）超过
10亿元人民币；除本市外，拥有2个或2个以上分支
机构等条件。

据介绍，《若干意见》在起草时，根据去年11月3
日市委市政府发布的《关于全面提升民营经济活力
大力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精神，参考
本市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与贸易型总部等总部政策，
借鉴外省市经验做法，以“稳住存量，发展增量”为原
则，统筹本市各类政策资源支持民营企业总部，努力
实现政策效用最大化。为此，起草过程中，《若干意
见》在“民营企业总部”的认定指标上，兼顾了企业规
模、成长性、经营稳定性、总部性质等维度，从资产总
额、营业收入、持续经营和分支机构数量等方面确定
民营企业总部认定标准。同时，鉴于各区在制定区
级扶持政策中，总部认定标准不一，《若干意见》在设
置定量指标时兼顾各区情况，适当放宽标准，以便各
区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支持对象，有针对性地进行扶
持；在政策导向上，考虑到各地都在积极出台政策集
聚培育企业总部，《若干意见》着眼于吸引外省市民
企在沪设立功能型总部，对其认定标准参照企业总

部认定标准，略作调整；在认定方式上，《若干意见》
对标杆型民营企业开启认定“绿色通道”。为吸引集
聚全国范围内的标杆型民营企业总部，对获得本市

“贸易型总部”以及“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国民营
企业制造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服务业100强”称
号的民营企业，简化认定程序，直接予以认定。

“民营企业总部”获得认定后，可以享受到的配
套政策有三大类：一是资助和奖励政策；二是人才政
策。各区可以结合本区实际情况，制定支持民营企
业总部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民营企业总部发展的
营商环境，对民营企业总部引进的人才在子女入学、医
疗保障、申请人才公寓等方面提供便利。引导民营企
业总部向各类国家级和市级产业园区集聚，各区可为
民营企业总部给予租金优惠、政策扶持等服务；三是服
务政策。资金服务方面，提供融资支持、设立财务公
司、外汇便利以及外籍人员汇兑便利等政策服务。出
入境服务方面，简化出入境手续，提供通关便利。政
企沟通服务方面，发挥市区两级政府联系重点民营
企业工作机制，以及“上海企业服务云”平台作用，加
强政策辅导宣传，拓宽政企沟通渠道，营造民营企业
总部发展良好环境。 （来源：解放日报）

浙江湖州：
把鱼养在“跑道”里

5 月 15 日，在南浔区菱湖镇盛江家庭农
场，农场主盛素红将饲料洒入“跑道”中。

近年来，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积极推广
“跑道养鱼”模式，推动渔业养殖业转型升级，
取得良好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了解，“跑道养鱼”是一种池塘内循环养
殖模式，将传统养殖池塘进行改造，利用池塘
面积的5%左右建设循环流水养殖水槽进行高
密度养殖，其余池塘面积对养殖尾水进行净化
处理，实现养殖尾水“零排放”或达标排放。同
时，池塘“跑道”中水体一直保持流动，鱼儿保
持逆流游泳的姿态，在静水池塘中实现流水养
鱼的效果。 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 摄

人工智能在长三角
迎来“多点开花”

新华社上海5月15日电（记者龚雯）继新材料、机器
人、智能驾驶后，15日，长三角G60科创走廊第六个产业
联盟——人工智能产业联盟在上海松江揭牌成立。未来，
人工智能应用将加快落地并服务多个领域，助力长三角更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据悉，该联盟由人工智能、机器人、汽车、装备、电子等
相关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组成，旨在促进长
三角九城（区）人工智能资源共享、聚合创新、体系建设，促
进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创新和产业化。

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总工程师陆敏表示，人工智能
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正在对世界经济、社
会进步和人类生活产生深刻影响。联盟的成立对于把握
人工智能演进发展规律、解决重大共性技术问题、打造国
际影响力的生态圈和产业链等具有重要意义。

总部位于上海松江的科大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
央研究院院长刘伟表示，如果人工智能只是一个“盆景”，
只能在某个地方应用，其社会意义和效果并不理想。相应
地，某个应用先在一个地方形成标杆，然后同步在周边多
个城市推广，就能让更多百姓接触和体验到人工智能带来
的服务，从而更有利于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来自安徽芜湖的奇瑞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电子
电器经理刘琳说：“看得远才能走得远。希望今后在联盟
中寻求合作，未来可能会考虑把涉及智能算法类的业务放
在上海，更好地发挥产业协同效应。”

联盟不仅吸引了大批企业，还包括多个专家委员会单
位。“这将有助于推动原始创新的发展和科技资源的对接，
把最新的科研成果在联盟里转化应用，同时也有利于联盟
更好地定位发展方向。”复旦大学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
究院副院长王守岩说。

浙江将开发全民健身地图
半数以上公共体育设施可导航查询

新华社杭州5月15日电（记者顾小立）记者从浙江省
体育局获悉，《2019年浙江省群众体育工作要点》已于近
日发布。要点提出，浙江将加快完善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平台建设，开发全民健身地图，大力发展绿道和登山步道
建设，推进体育设施进公园工作，满足百姓健身需求。

“数字体育”是此次工作要点的热词之一。据悉，浙江
将开发全民健身地图，实现公共体育健身设施100%纳入
地图，50%以上提供导航、查询功能，并鼓励各地通过二维
码、手机App或网站等手段对体育场馆、健身器材进行实
时监控、管理和维护，加强健身设施信息化管理。

在基层体育场地设施建设方面，浙江全年将建成3个
省级全民健身中心、50个村级（中心村）全民健身广场（体
育公园）、90个足球场（含笼式足球场）、1000个小康体育
村升级工程。与此同时，浙江将继续大力发展绿道和登山
步道建设，推进“体育+公园”模式，在现有城乡公园内增
建健身设施。

为强化全民科学健身推广工作，浙江将探索社会体育
指导员作用发挥长效机制，壮大基层体育骨干队伍，重点
培养专业技能型社会体育指导员，推进社会体育指导员管
理工作规范化，计划培训一级社会体育指导员1000人。

浙江出台新政策
预计为企业减负逾1300亿元

新华社杭州5月13日电（记者魏一骏）记者13日从浙
江省经济和信息化厅获悉，浙江已于日前出台2019年第
一批企业减负降本政策，预计将为企业减负1303亿元。

据了解，此次新发布的政策共有5个方面20条减负
措施，具体包括落实下调增值税税率等一批国家出台的政
策，实施加大企业稳岗支持力度等一批省级减税降费政
策，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等一批企业用能用地成本，破解
一批企业融资难题，以及深化一批“放管服”制度改革。

浙江省减负办主任、省经信厅副厅长凌云说，今年出
台的第一批政策主要有三个亮点，一是聚焦减税负，例如
加大了对创业创新的税收支持，免征创业创新平台部分税
收，对退役士兵和重点群体创业就业给予优惠。二是聚焦
社保缴费，如对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企业
实施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缴费，额度相当于2个月单位应
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同时明确各地不得自行对历史欠费进
行集中清缴。三是聚焦小企业，政策提出银行要按照保本
微利原则确定小微企业贷款利率，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要努
力控制在5%以下。

据测算，加上浙江此前出台的四批仍然有效的减负政
策，2019年全年预计将为企业减负超2000亿元，可确保
完成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全年减负1500亿元以上”
的目标任务。

凌云表示，企业减负降本永远在路上，下一步减负办
将抓好政策落实、政策解读和政策评估，并部署开展今年
第二批企业减负降本政策研究制定，坚持问题导向，切实
增强企业获得感。

解读第二届中国品博会消费密码

老字号新品牌 都青春正当时

鼓励设立民企总部若干意见颁布，标杆民企享认定“绿色通道”

上海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提升活力

老品牌、老字号在创新，的确让人眼前一亮；
新品牌在逐渐崛起，也让人欣喜。但品牌建设是
一个长期过程，经历过上世纪90年代阵痛期的中
国品牌又该如何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品牌建设之
路？长三角作为中国轻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又该如何保持国产品牌策源地的优势？“首先要
明确的是，在现阶段，虽然消费主体已转变为‘90
后’群体，技术手段也更加多样化，但打造一个品
牌所需的最基本因素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即品
牌作为价值载体必须传递功能价值和包括情感、
社会、精神价值在内的非功能价值。”蒋青云表

示，非功能价值又是让品牌区别于一般的牌号最
重要的因素。

因此，在当今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如果长三角想
继续成为中国品牌的策源地，就要充分利用最先进
的技术手段和网络环境，赋予国产品牌更多的非功
能价值，同时进行精准化营销，提高品牌可建设的效
率，给予顾客更好的品牌体验。近日，复旦大学管理
学院和上海企业文化与品牌研究所发布的“2019外
滩品牌榜”显示，以海派服务业为代表的长三角服务
业品牌已在新时期的品牌建设中占得先机。“这充分
说明在技术转变、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代，特别是

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带来的新技术革命进入深植期，
技术创新的协同作用赋能品牌建设效果越加显现。”
蒋青云说。

不过，蒋青云认为，目前，上海在制造业和服务
业的品牌建设方面拥有优势，但还相对缺乏具有
全国甚至世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全球城市不能
没有叫得响的文化品牌烘托，上海既要做优‘码头
文化’，更要做强‘源头文化’，源头才能体现上海
文化品牌的张力和美誉度，这也是上海城市形象
和上海城市精神的重要内核。”蒋青云说。

（来源：解放日报）

记者统计发现，老字号、老品牌可谓本届品博会的
参展“主力军”。数据显示，本届参展企业中共有76家
属于国产老品类，其中53家是经营超过20年以上的老
品牌，23家为经商务部官方认证的“中华老字号”。

值得关注的是，参展的52家上海企业中共有15
家“中华老字号”和12家老品牌企业，例如光明食品、
老凤祥、乔家栅、上海家化、英雄、马利画材、红双喜、

晨光文具等。
近几年，随着电商、社交网络等的发展，新消费

时代已经到来。“如今，不管是理论界还是咨询机构，
都已达成共识，即‘90后’，甚至‘95后’已成为消费市
场的主体。”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教授蒋青
云指出，这一代成长于物质富裕时代的人群表现出
的是与其父母辈完全不同的消费观。

在消费主力逐渐变化的当下，这些参展的国产老
品牌、老字号也都开始转变品牌策略，不断迎合新一代
主力消费人群的喜好，以追求更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例如，大白兔奶糖开始推出抱枕等“周边”产品；英雄牌
钢笔与最潮的鸡尾酒品牌锐澳合作推出蓝墨水鸡尾
酒；回力、飞跃凭借传统和创新相结合的设计“摇身一
变”成为“潮牌”，还从国内潮到了国外……

长三角已成品牌策源地

老字号迎来新消费时代

做优“码头”更要做强“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