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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海是我国制造业和服
务业发展的重镇，积淀了众多百年以
上的老品牌和曾经脍炙人口的传统
品牌，更是创造了不少受消费者喜爱
的新品牌。但是，由于对品牌价值、
品牌交易始终没有法规性的管理办
法，相关市场体系建设不到位，因而，
对品牌维护还只是停留在评比、补贴、
扶持上，没有通过市场的方式让品牌
愈战愈强，成为众望所归的“大牌”。
昨天，市政协重点协商办理“创新提升
实体经济”提案专题，部分委员赴浦东
新区金桥开发区实地调研，并与市经
信委、市科委等提案办理单位协商座
谈，探讨如何提升上海的实体经济。

据介绍，近年来本市先后发布
《上海市制造业转型升级“十三五”规
划》、《“中国制造2025”上海行动纲
要》，加快构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领、
先进制造业支撑、生产性服务业协同
的新型工业体系。2016年全市工业
增加值、工业投资分别增长 1%、
2.3%；产业结构调整1176项，单位增
加值能耗下降1.5%，生产性服务、信
息服务、文创产业实现两位数增长。
汽车、船舶、都市工业等传统优势产
业技术加快升级改造，技改投资占比
提高到60%。目前，本市正从加强产
业规划和空间布局统筹、推进国家重
大专项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建设、
有效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提升

“上海品质”国际认可度等方面着手，
着力促进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
保持实体经济稳定增长。

刘幸偕、陈志鑫、金亮、张新生等委
员在座谈时就进一步发挥本市科研院
所基础研发作用、完善制造业科创成果
交易平台机制、发挥民营企业在提升实
体经济中的作用、培育代表上海制造业
先进水平的产业集群等提出建议。

张新生、吴珍美、张智刚等委员提
出要重视上海品牌建设价值体现的
建议。他们认为老品牌、传统品牌和
新品牌，在创设过程中，经历了一代
代工匠艺人的传承。它不仅包含了

技术的不断创新、也包含了文化的不
断创新，更包含了浓郁的历史积淀。
国际上，品牌价值是一个企业得以立
身存命的根本。因为，品牌不仅仅是
名字，更是技术诀窍、配方、工艺流
程、商标的集中体现。常常由于品牌
的存在，让企业死而复生，再现辉
煌。正因为如此，围绕品牌的评估、
交易，就形成了一整套规范的体系。
尽管品牌持有人不断在变化，但品牌
发展不断，不少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
品牌都能屹立不倒，传承至今。“由于
我们自己对品牌价值没能引起足够
的重视，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
老品牌中，不少被低价购并后冷冻；
也有不少在发展中遇到困难时，无法
以品牌作价抵押渡过难关而消亡，令
人扼腕痛惜。”

张新生等委员建议，从战略上考
虑，借鉴国际上通用的“财务效益评
估法”、“市场影响力评估法”、“模型
评估法”等方法，建立适应中国特点
的品牌评估标准。利用现有的评估
机构或新设权威的品牌评估机构，开
展品牌评估工作，充分体现品牌的价
值。同时，实现品牌价值与银行抵
押、质押要求相衔接，使老品牌市场
化运作走上良性循环之路。从保护
老品牌的永续发展考虑，可在现有的
资产交易所建立品牌交易专门部门
或建立市场化的品牌交易所。鼓励
自身经营能力不足的品牌，以不低于
规范评估后的价值进行市场化转让，
或可以不低于规范评估后的价值公
开拍卖，为品牌注入全新的生命力。
对受让企业的经营能力和发展老品
牌的规划，应该作为评估其有无资质
参与受让的标准前提。

“鉴于目前上海的老品牌大多为
国有企业所拥有，产权关系清晰，但资
产价值不清晰。因此，有必要对上海
现有的老品牌开展普查工作，并鼓励
品牌拥有者将难以重点发展的老品牌
通过评估后进入品牌交易市场，由资
产变成资本，由老品牌守护者变成老
品牌经营者，进一步理顺老品牌的产
权关系和权责关系。”张新生建议。

市政协重点协商办理“创新提升实体经济”提案专题

委员：重视上海品牌建设价值体现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第16届上海市社会科
学普及活动周暨“梦的中国——习近
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诵读会”昨天
在普陀长征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行。

本届活动周以“普及社科成果，
推进上海新作为”为主题，吸引了来
自本市学会、公共文化场馆、企事业
单位、街道镇等200余家单位参与，
在5月17日-23日期间推出义务咨
询服务、主题展览、主题论坛、科技与
人文的对话、诵读会、专题科普活动、
社科普及进地铁和新媒体科普等300
项社科普及活动，其中包括：四个新
作为与上海新发展，历史与当下：中
国传统文化的智慧，文以化人：人文
素养与人生发展，形势与热点，文学
经典与艺术赏析和“徜徉诸子故事
解读传统密码”青少年暑期系列讲座

等六大板块共173场科普讲座。市
民可登录上海社联网站查询。

据悉，上海市社会科学普及活动
周由上海市社联主办，是为提高市民
人文社科素养、提升城市文明而打造
的一个品牌项目。自2002年创办以
来已经连续举办了 15 届，开展了
2500余场特色鲜明、内容丰富、针对
性强、影响面广的科普活动，成为上
海市民一年一度的文化节庆。

昨天的诵读会聚焦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民族大梦”、“改革攻坚”、“发
展之翼”、“坚强核心”、“民生关怀”5
个方面的重要论述，邀请本市知名主
持人和朗诵专家，发挥有声语言的魅
力，以诵读的形式，辅以专家学者的
解读，普及党的创新理论，让广大人
民群众从总书记的亲切话语中体悟
获得感，为党的十九大召开凝心聚
力，提振共筑中国梦的信心。

社会科学普及活动周开幕

取消对公园分割较大的路段
世博文化公园包括原世博会后

滩地区及克虏伯地区，以建设黄浦江
核心滨水区域市民共享的开放式大
型绿地为目标，将世博文化公园塑造
为延续世博记忆的重要承载区，彰显
文化内涵的集中体验区，以及上海可
持续发展建设的生态实践区。编制
范围东至长清北路-卢浦大桥，南至
通耀路，西、北临黄浦江，面积约
187.7 公 顷 ，建 设 地 块 总 面 积 为
162.7公顷，其中，公共绿地150.4公
顷，公共设施用地8.1公顷，其他配
套基础设施用地4.2公顷。规划地上
总计建筑面积约为12.16万平方米，
主要包含大歌剧院文化设施约7.93
万平方米，及其相邻的文娱休闲配套
设施约4.23万平方米。另外，结合成
片公共绿地保留意大利馆、卢森堡
馆、俄罗斯馆与法国馆共4处世博场
馆，并新增1处世界级温室花园，建
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

据了解，原意大利馆和卢森堡馆
已在2012年重新开放。原意大利馆
现为上海意大利中心，主要展示意大
利文化、艺术、设计和美食，并可举办
意大利产品发布、经贸洽谈等商贸活
动。原卢森堡馆目前作为马兰欧尼
时装学院上海中心使用。而根据市
绿化市容局近日征集市民的调研意
见，有超过六成市民建议要充分利用
世博会保留下来的场馆。

在交通方面，规划方案提出，以
保障公园内绿地连续、活动开敞为目
标，在周边交通畅联、地区交通可达
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道路系统，取
消地区内对公园分割较大的雪野二
路、上钢路和塘子泾路，以及博成路、
国展路和后滩路的大部分路段，结合
外围的济明路、夏涤路及雪野二路长
清北路以东路段（世博文化公园范围
外）组织跨江隧道出入口，周边地区
红线将结合最终确定的交通方案作
相应调整。规划城市道路总长约8.6

公里，规划城市道路网密度为3.9公
里/平方公里，规划城市道路面积约
25.0 公顷，规划城市道路面积率约
13.3%。

近七成市民支持以白玉兰为特色
根据市绿化市容局公布的“世博

文化公园建设”市民金点子征集结
果，截至17日共收集到金点子1659
份，回收市民意愿调查问卷共计
19224份。问卷反馈统计结果显示，

“世博文化公园”建设应当重视生态
文化建设已成为市民的共识，而对于
园内种植何种特色植物这一问题，上
海市市花白玉兰受到大多数人推崇。

问卷统计结果显示，83.97%的市
民认为“世博文化公园”在建设上应
着重体现生态文化。在交通出行方
面，84.6%的市民更希望通过公共交
通到达世博文化公园，这也体现了生
态出行、绿色出行的良好理念。有市
民建议在世博文化公园内种植或移
植属于本土特征的野生植物，逐渐恢
复本土野草的品种，培植出具有本土
地域特色的野草原；有市民表示世博
文化公园应秉承世博的绿色环保主
题，以湿地为主，水系里养一些水生
小动物等。

对于公园中应营造何种植物特
色，69.02%的市民支持上海的市花白
玉兰，希望能以白玉兰的区域观赏景
观为主。同时，各国、各省市的名花
名树也广受欢迎，例如郁金香、樱花、
桃花、梅花、荷花、紫叶李等均受到市
民的广泛喜爱。

此外，81.38%的市民认为世博文
化公园应建设雨水收集系统，在公园
内部进行吸纳，使其成为一块“海绵
绿地”；90%的市民希望在世博文化公
园中提供免费的WIFI热点。对于“您
是否愿意参与世博文化公园的志愿
者服务”这一问题，81.14%的市民表
示愿意每周服务1-7个小时。

据悉，“金点子”征集活动将截止
到5月31日。

■都市脉搏

世博文化公园控制性详细规划公示

保留4处原世博场馆增温室花园
市规土局近日开始对世博文化公园（暂定名）的控制性详细规划进

行公示。根据规划，原先世博会期间建设的意大利馆、卢森堡馆、俄罗斯
馆与法国馆4处世博场馆将保留。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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