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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机遇之都”主题做好进博会上海城市推介

周师迅 谭旻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借鉴伦敦和北京聚焦主题开展城市推介的经验，在进博会上海城市推介中聚焦“机遇之都”主题，让国

内外参展商充分分享上海进博会所带来的进出口机遇、寻求合作伙伴机遇、拓展投资机遇，使机遇成为全球企业、

人才在上海发展的最佳动力和国内外对上海最直观、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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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进博会既是向各国参展商提供进入中国消费市场的重大机遇，也是上海展示城市精神、推动高水平开放、有效提升城

市核心功能、实现高品质生活的重大机遇。借助进博会平台开展上海城市推介，有利于促进上海与世界分享机遇，加快实现上

海城市发展目标。进博会是世界关注焦点，能有效提升上海城市形象，开展上海城市推介工作能有效展现上海经济的强大韧性

和巨大市场规模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与全球分享市场机遇、投资机遇和发展机遇，从而提升上海在全球资源配置中的功能，

促进消费和市场扩容，实现“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城市发展目标。同时，做好进博会会务保障

等工作本身就是最好的城市推介，有助于实现进博会与上海城市推介的良性循环。上海为进博会提供优质的服务保障即是对城

市办展水平的推介，而上海城市形象的提升能有效增强进博会的招商招展水平，鼓励企业持续加大进博会资源投入，以首发、

首展、首秀等形式向中国和世界集中展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先进理念、发展动向，提供国际贸易和消费领域最前

沿的产品和服务，实现进博会与上海城市推介的良性互动。

一、 上海借助进博会平台提升城市形象的成效和不足

(一)进博会城市推介提升了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

进博会是上海承担的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上海作为主办城市，借助进博会契机进一步加强城市推介，在城市形象升级、品

牌价值跃升、投融资促进、经济实力提升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了进博会“越办越好”的目标。

一是进博会打造独特的“视觉名片”,推动上海城市形象升级。2018 年首届进博会举办以来，上海为进博会量身打造的“这

一刻，在上海”系列主题城市形象片，从城市魅力、开放创新、人民城市等角度，全方位展现了上海的城市形象，打造了独特

的“视觉名片”,成为国内外对上海城市的直观认知来源之一。

二是进博会推动上海城市品牌价值稳步上升，上海的国际排名明显提升。在全球城市实验室《2021 年全球城市 500 强》[1]

报告中，上海以 7888.16 亿美元的品牌价值居全球第 9位(较 2019 年上升 3位)、中国第 1 位，超越中国香港，首次进入全球前

10位(表 1)。

表 1 2021 年全球城市 500 强前十大城市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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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亿美元

2021 年 2020 年

城市 国家 地区 品牌价值

排名 排名

1 1 纽约 美国 北美洲 20362.93

2 3 伦敦 英国 欧洲 19012.84

3 2 东京 日本 亚洲 17778.18

4 4 巴黎 法国 欧洲 14296.58

5 6 新加坡 新加坡 亚洲 10470.56

6 5 悉尼 澳大利亚 大洋洲 10426.01

7 7 洛杉矶 美国 北美洲 9982.47

8 8 多伦多 加拿大 北美洲 8521.35

9 11 上海 中国 亚洲 7888.16

10 9 中国香港 中国 亚洲 7736.7

资料来源：全球城市实验室(Global City Lab.com)。

三是进博会上海城市推介活动渐成体系，投资促进效应日益放大。在进博会投资促进效应带动下，2018—2022 年，上海外

商直接投资企业累计增加 29208 家，实到外资金额共计 1030.88 亿美元。其中，2022 年上海新增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数 4352 家；

实到外资金额 239.56 亿美元，比 2018 年同期增长 38.4%。[2]

四是进博会推动上海经济实力持续提升，增强了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彰显了上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形象。

进博会推动上海经济实力持续提升，增强了全球资源配置能力。2022 年，第五届进博会累计意向成交额达到 735.2 亿美元，[3]

比上届增长 3.9%,较 2018 年首届增长 26.2%；参展企业 2800 多家，世界 500 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回头率超过 90%,展示新产品、

新技术、新服务 438 项。进博会首发效应加快了上海首店经济发展速度，赋能上海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2018—2022 年，上

海引进各类国内外品牌首店 4881 家，平均每天新增约 2.7 家。其中，全球首店或亚洲首店 77 家、全国首店 925 家，数量和质

量稳居全国第 1 位。2020 年首届“五五购物节”期间，上海首创“全球新品首发季”活动 IP,经过 3 年来的积累，已成为上海

发展首发经济生态的一个重要平台。

(二)进博会上海城市推介在主题、主体、措施方面仍存不足

城市推介是一种城市形象塑造的公共关系行为，上海有关职能部门投入大量精力，推介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但总体看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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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谋划不足，需要不断完善：

一是城市推介中的“机遇”主题不够突出。广阔的市场机遇是吸引参展商参与进博会的主要原因之一，但目前进博会上海

城市推介尚未围绕“机遇之都”形成品牌投资促进活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展商对上海发展机遇的整体感受度。

二是境内外市场主体和社会群体在城市推介中的参与度和活跃度有限，导致受益于进博会的参展商、投资商的推介潜力和

资源优势尚未完全挖掘。此外，社会公众参与进博会渠道受限，导致国际影响效果欠佳。

三是城市推介职能分散，模式较为单一且粗放。目前，各部门根据自己部门的职能或职责、使命任务利用各自途径进行城

市推介，缺乏系统性安排，主要以官方召开城市推介大会为主，缺乏针对参展商需求和诉求的精准化投资机遇推介。

四是城市推介的手段、传播和重点区域推广措施仍须优化。例如，数字化技术的深度应用尚待开发，融媒体推介矩阵潜力

仍须挖掘，非世界 500 强群体以及“一带一路”和 RCEP 等重点区域参展商的参与积极性有待挖掘。

二、 国内外城市结合重大活动开展城市推介的有益经验

(一)明确城市推介主题，打造城市推介整体品牌

一是伦敦奥运会深挖城市内涵与特色，明确城市推介的国际化主题。城市推广的核心和价值在于城市定位。伦敦表示其赢

得 2012 年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的关键是对自身优势有非常清晰的认识，即所有工作都以“伦敦——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城市”为理

念展开。

二是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北京服贸会”)聚焦“开放北京，与世界同行”主题，开展整体品牌推介。2022

年北京服贸会聚焦“开放北京，与世界同行”主题，打造“投资北京会客厅”,对城市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进行整体输出，形成

了北京城市推介品牌和统一平台，为国内外企业享受一站式投资服务提供便利。北京 16 个区及经济开发区通过现场直播与线下

洽谈相结合的形式，全方位介绍各自的发展优势和营商环境。

(二)推动形成多元合作机制，鼓励全民参与的城市推介模式

一是推动多元合作，形成城市推介合力。一方面，组建城市多元合作伙伴，共同推动城市推广。为加强城市形象塑造与奥

运会推介，东京成立“品牌促进委员会”,由旅行社、铁路集团、航空企业及相关公共机构等 35 家成员组成，负责挖掘城市独

有特色和协调推进各项战略的具体实施。另一方面，与专业服务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开展城市推广全球合作。纽约与万事

达卡(Master Card)建立常年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借助万事达卡对市场和旅客的洞悉，开展纽约旅游体验推介。

二是迪拜世博会借助现代化信息技术，放大“网红效应”。2020 年迪拜世博会开幕前，迪拜记者俱乐部组织 100 多名来自

世界各地的关键意见领袖(KOL)预先游览世博园区、讨论如何利用各类社媒平台进行推广，迪拜世博会总干事亲自参与这次活动，

吸引了全球粉丝的广泛关注。[4]

(三)确立多样化、交互式的数字媒体技术在城市推介全链条中的核心地位

一是北京冬奥会利用社交媒体和短视频流媒体平台有效扩展全球推介范围。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社交媒体平台关注人

数增加超过千万；YouTube 奥林匹克频道观看人数比平昌冬奥会增长 58%；TikTok 上奥运精神主题标签的视频浏览量超 21 亿次；

快手短视频特别策划制作的五大 IP 节目，总播放量超 42.5 亿次，各种互动玩法吸引了 3 亿多人参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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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迪拜世博会利用数字技术实现拟真交互传播，创新推介形式。迪拜承办的世博会开发了 AR 触发系统和“数字孪生世博

会”项目。一方面，利用智能终端设施使现场观众实现“移步换景”,能在任何物理地点体验相关的延伸性 AR内容；另一方面，

创新开发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元宇宙体验空间，使远程用户可定制自己的智能化身，并在手机镜头里实时“偶遇”来自世界各

地的现场游客和“云观众”,获得“云游”世博会的体验。因此，迪拜世博会成为首届“元宇宙世博会”。数据显示，迪拜世博

会线上园区的全球访问量达 2.5 亿次，是实地参观人数的 10 倍。

三、 进一步优化进博会上海城市推介工作的建议

(一)聚焦“机遇之都”主题，加大上海城市推介力度

进博会为境内外参展商在产品推广、品牌塑造、技术宣传、市场拓展、全球布局、国际合作等方面带来的众多机遇，是跨

国公司投资和深耕中国市场最重要的原因。

一是将“机遇之都”作为上海进博会城市推介的主题。借鉴伦敦和北京聚焦主题开展城市推介的经验，在进博会上海城市

推介中聚焦“机遇之都”主题，让国内外参展商充分分享上海进博会所带来的进出口机遇，寻求合作伙伴机遇，拓展投资机遇，

使机遇成为全球企业、人才在上海发展的最佳动力和国内外对上海最直观、深刻的印象。

二是拓展城市推介范围，全方位展现上海发展机遇与活力。除召开高规格的城市推介大会外，结合举办进博会的国家战略

任务，主动与国际组织以及商会、贸易促进会等国际商务机构联系，在推介进博会的同时，将允许外资企业开展境外旅游等扩

大服务业开放举措与上海城市推介结合起来，并转化为扩大进博会上海城市推介影响力与参与度的持续优势和动力，向全球深

度展示上海发展机遇和活力。

三是加强系统性策划，不断丰富系列主题活动，深入推介上海发展理念和产业机遇。上海市政府各职能部门需要做好统筹

安排，加强系统性策划，比如，针对参展商推广产品、提升品牌、扩大市场、寻求合作伙伴等不同诉求，举办系列主题活动，

增设进博会首发首展启动仪式、优秀参展商颁奖、投资上海典型案例评选、上海改革创新经验发布等特色推介活动。

(二)打响“机遇之都”投促品牌，完善上海城市推介一站式服务

经过 5届进博会的探索，进博会“展品变商品”“参展商变投资商”“采购商变贸易商”及“政策变制度”有效地提升了

上海的贸易投资促进品牌。当前是完善并打响“机遇之都”投促品牌的最佳时机，可由上海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牵头，整合上

海市科委、市经信委、市商务委、市金融局以及 16 个区的投促力量，将进博会期间密集的投促活动进行统一规划和安排，为国

外参展商了解上海的优惠政策、产业信息、企业服务提供一站式平台。

一是加强市区两级进博会投促资源的整合。将“虹桥论坛”“浦东论坛”及各区在进博会期间分散开展的投促活动整合到

上海“机遇之都”品牌下，由市投促中心统一制定活动日程。将各区和特色产业园区的推介活动、年度《上海市特色产业园区

地图》《投资上海》等重点报告，以及进博会配套商务考察纳入该品牌。

二是结合重大事件开展联合招商招展工作。上海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和“双十一”购物节与进博会举办时间较为接近，

可结合这些重点活动，拓展进博会招商招展渠道，整合市级层面投促资源，打造特色投促活动。

三是在进博会官网设立上海“机遇之都”板块，打通线上线下资源信息。将进博会日程安排和主要信息链接到进博会官网

“机遇之都”专题板块，使参展商和潜在投资商能快速、便捷地找到所需的各类贸易投资促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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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措并举，完善上海“机遇之都”形象

1.多元协同，打造多元合作、人人共享的“机遇之都”

一是发挥市场主体积极性，搭建企业参与上海发展、分享上海发展机遇的综合平台，打造“在上海，为全球”的营商环境。

借鉴东京和纽约经验，一方面，选择优质的国际组织和机构，进行城市推介多维合作。例如，邀请国际知名智库发布重要研究

成果，组织国际专业服务机构参与城市推介直播、专题采访、政策宣讲等。另一方面，推出“上海全球推介战略合作计划”,开

展城市推介深度合作。与进博会重点合作企业签署全球推广战略合作计划，鼓励其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在专长领域策划全球热

点事件，展现上海发展机遇，作为进博会上海城市推介配套活动。

二是推动全民推介，撬动上海高品质消费市场机遇。“国际消费中心与国际贸易中心”联动可以丰富上海购物品牌与国际

消费中心建设内容，把市民消费能力与热情转化为引领城市消费的内生动力，让上海成为“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测试场。

为此，要重启普通观众参展通道，降低观展门槛和成本，打造“全民推介”的进博会，满足市民的高品质消费需求。要以关键

意见领袖和网红为抓手，撬动消费杠杆。通过邀请世界 500 强 CEO 等国际企业家、上海“白玉兰纪念奖”获奖者、体育明星、

旅游形象大使等在海内外有较大影响力的关键意见领袖以及自带粉丝与流量的网红参展并发布体验，将进博会影响力延伸到全

国甚至全球各地，撬动上海作为国际消费市场的机遇。

2.数字赋能，释放上海新经济“机遇之都”潜力

目前，数字技术从“外接设备”转变成为开展数字化城市推介的“关键性基础设施”,进博会进入“数字化转型”的新阶段。

一是虚实结合开发“元宇宙进博会”,释放上海场景经济机遇。借鉴迪拜世博会经验，利用 5G、VR、AR、数字孪生等新技术，

开发“元宇宙进博会”,发展场景经济，形成“6+365”平台 24小时全场景线上进博会，建设进博会上海城市推介平台，让更多

无法亲临现场的公众感受进博会和上海城市机遇。同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带动常设展示交易平台的交易活

跃度，增强企业获得感。

二是建设全渠道传播矩阵，挖掘上海新媒体潜力。组织世界各地的网红预先游览进博会展区、体验上海虚拟实景主题游览

路线等，在小红书、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制造上海相关话题，从而实现全球推介，并给予展商、支持企业、交

易团自身宣传渠道一定的资源倾斜，形成多元化的进博会全媒体传播矩阵。

3. 精准推介，塑造“一带一路”、RCEP 等重点区域经贸合作“机遇之都”形象

一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及 RCEP 成员国是进博会的重要参展方。另一方面，进博会国际采购、投资促进、人

文交流、开放合作的四大平台作用将成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示范窗口，持续助力“一带一路”倡议和 RCEP 高质量落地。因此，

“一带一路”倡议、RCEP 与进博会相结合能释放多重积极效应。进博会在拓展世界 500 强等欧美等发达国家客户的基础上，可

重点引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及 RCEP 成员国客商参与相关活动，为不便于现场参会的客商提供“一企一策”、视频对

接平台、直播专区等解决方案，持续提升重点地区境外企业和人员参展参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进博会成为整个亚太地区和

全球共享上海机遇的专业平台，并借助进博会平台为战略伙伴提供广阔的市场机遇，提升上海作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链接

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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