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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作曲家德沃
夏克的代表作《e小調
第九交響曲．自新大
陸》，第四樂章以氣
勢恢宏的旋律著稱。
管理協調世博會的國
際組織─國際展覽
局，選取這一樂章最激昂的開始部分定為《國際展
覽局曲》。這波瀾壯闊的氣勢，亦是上海世博之路
的真實寫照。

12年前，上海如約為世界帶來了一場成功、精
彩、難忘的世博會，其深遠影響至今不絕。因此，
近日有專家建言香港與深圳聯合申辦2035年世界博
覽會，也受到了各方支持和期待。上海申博、籌
博、辦博全歷程參與者，現任民建中央副主席、上
海市政協副主席周漢民在接受記者專訪時，結合上
海的經歷表示，港深聯合申博、辦博，如果客觀條
件全部具備並成為現實，這將會是我國的又一個重
要創舉。不僅能讓 「一國兩制」 充分展示，對於大
灣區乃至中國的發展，還將帶來長期的推動。

大公報記者 張帆

向世博出發

上海在浦江兩岸舉辦世博會，
最大的挑戰之一是交通。

首先是世界各地觀眾來到上
海，如何抵達世博園。為此，從整

個上海來說，加速推進了地鐵建設。至2010
年，上海的軌道交通總里程超過400公里，到
2021年底，則達到了831公里，居世界第一。可
以說，以舉辦世博為契機，上海的軌道交通實現
了跨越式發展。

其次就是世博會期間，觀眾如何能夠在園區

有效通行。當時，整個世博園浦東有三個片區，
浦西有兩個片區，必須考慮讓觀眾有充分時間把
所有片區都參觀到。為此，世博會發出 「低碳文
明」 的宣言，1000輛新能源車世博會期間共運
送乘客超過一億人次。聯想到香港和深圳聯合辦
博，周漢民認為，交通連接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考
量。

「但是交通連接如果得當是完全有益的，因
為世博結束以後，就一定會成為香港和深圳聯繫
最便捷的通道。可以說，一次投資收益無限。」

建設港深交通連接 一次投資無限收益

將人生中的10年貢獻給上海世
博，周漢民最大的感想是 「感
恩」 。他始終認為，知識分子能夠
零距離為國效勞，為生養自己的城

市奉獻，是莫大榮耀。他還謙虛地表示，如果將
來香港和深圳在申博工作中，需要一些經驗分
享，他一定認真來幫忙。

中國朋友遍天下
世博會還留給周漢民很多感動瞬間。他說，

是2002年3月，國際展覽局投票之前，有考察團
專門來上海考察。在考察結束的記者招待會上，
團長、加拿大籍的卡門．塞雯女士，用法語高呼
「上海萬歲！」 令他印象特別深刻。

還有一次感動，是世博會期間，在一個非洲
國家的國家館日上，該國總統到訪。演出過程
中，他指着台上一位正在表演歌舞的藝術家介
紹： 「這是我媽媽。」

等演出結束後，周漢民特別想請總統邀請母
親一起出席午宴，卻被謝絕了。 「總統說這不必
要，她是來參加國家館日演出的。」 這讓周漢民
非常感動，永誌不忘。

「這兩個故事，充分說明世博會的成果是國
際合作的成果，是中國朋友遍天下的標誌。世博
會期間，人不分遠近、國不分大小，齊聚在這塊
土地上，各方齊心協力，其樂融融，留下了 『和
而不同』 的最高境界。也充分說明，人類命運共
同體是值得堅守的人間正道。」 周漢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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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博會還有一個獨特的貢
獻，那就是2010年10月31日閉幕
當天，世博會高峰論壇通過了《上
海宣言》，倡議將上海世博會閉幕

之日定為 「世界城市日」 。此後，在國家的堅定
支持下，2013年12月6日，第68屆聯合國大會第
二委員會193個成員國一致通過，正式確立每年
的10月31日設為 「世界城市日」 ，這也是聯合國
成立以來，唯一一個由中國人提出設立的世界
日。

大力推動市場化城市化
對於城市發展的關注，是上海世博會的又一

創新。上海不僅將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定為
世博會主題，在世博會的舉辦過程中，對於城市
發展也做了很多探討。比如，首次設立 「城市最
佳實踐區」 。周漢民說，早在數千年前，古希臘
哲學先賢亞里士多德就對城市有過精彩論述：

「人們為什麼來到城市？是為了生活。人們為
什麼逗留在城市？是為了更好地生活。」

因此，上海世博會的主題，也是歷史的回響
和人類跨越千年的追求。將 「城市」 融入主題，
也是預測了時代發展的嶄新命題：工業化的繼續
推演，一定是市場化和城市化。 「儘管當時中國
的城市發展水平還不及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城
市化一定是方向。」

在周漢民看來，對於城市化程度極高的香港
和上海而言，這一主題的意義更加不凡。今天，
全球總人口邁進了80億，世界城市化率63.8%，
中國的城市化率已經高達64.8%。在中國未來發
展的藍圖中，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是中國
式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如何提升城市治理效能，共同推動全球可持
續發展，還值得持續關注和探索。他還期待，將
來滬港兩地可以共同舉辦世界城市日活動，讓雙
城關係更加緊密。

上海世博閉幕日定為世界城市日
貢獻
巨大

上海世博小資料
上海世博會（綜合類）

▲2010年舉辦的上海世博會，成功精彩，令人難忘，創造無限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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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世界博覽會，上海世博人都難忘老市長
汪道涵先生的那句名言： 「世博會與廣交會不
同，廣交會是戰術性的，管一年；世博會是戰略
性的，管50年。」 汪老正是上海申博的首倡者。

提升國際影響力
曾經得到汪老許多教誨的周漢民告訴記者，

上海的申博願景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紀八十年
代。1984年，日本大阪世博會發起人堺屋太
一、日本專家小林實曾先後拜會汪道涵市長，提
議上海申辦 「世界萬國博覽會」 ，即我們現在熟
知的世博會。他們認為，這將給城市發展和國際
影響力提升帶來重要作用。這個建議得到汪道涵
的高度重視，汪老還認為，世博會可以成為浦東
開發的助推器。當然，當時上海的各方面條件尚
不具備，但汪市長決定開始組織力量研究世博會
的歷史發展，以及對一些重要國家、重要城市舉
辦前後作比較研究。

上海對於世博會的認知也不僅限於理論。汪
道涵就曾三次訪問日本，並對世博會給該國經濟
的作用做過專門考察。1970年至1985年的15年
間，日本先後舉辦了三次世博會，其中1970年
大阪世博會直接盈利1.5億美元。加上1968年東
京奧運會，這兩大國際活動的舉辦加快了東京和
大阪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新幹線、高速公路等
都是在60年代建設的。1961至1970年10年期
間，日本經濟年均增長11.6%。整個關西地區的
經濟都被帶動起來了。這無疑對發展中的上海以
極大啟示。

正是汪老的倡議和上海市領導堅持不懈的推
進，經過了十多年的努力，1999年，經國務院
批准，中國正式申辦上海世博會。2001年5月2
日，上海向國際展覽局遞交註冊申請。2002年
12月3日，摩納哥蒙特卡洛，國際展覽局第132
次成員國代表大會上，上海贏得了2010年世界
博覽會主辦權，到今年正好是二十年。

帶動舊區改造 城市更新
正如前輩們所期待的那樣，上海依託世博會

的舉辦，掀起了新一輪城市更新改造。可謂以世
博園區為中心 「開花」 。

周漢民介紹，關於世博會選址，曾有很多建
議，最後確定在浦江兩岸共同舉辦，規劃面積
5.28平方公里，跨越浦江兩岸，位於南浦大橋和
盧浦大橋之間，其中六成佔地在浦東。他說，選
址首要考慮，上海的世博會與母親河黃浦江密不
可分，因此選擇了跨江辦博。這片土地有深厚的
文化底蘊。另外，這一區域交通相對便利，有利
於將來觀眾出行。

當然，這樣的選擇是非常巨大的挑戰。因為
這裏當時居住着18000戶居民，還有274家工
廠，包括中國現代工業的搖籃江南造船廠。對美
好生活的嚮往鼓舞着當地的居民和企業，當申博
成功的消息傳來，很多人敲鑼打鼓慶祝勝利，其
實也是在慶祝自己的居住環境有了根本改善的契
機。世博園區周邊原本有大片的舊城區，很多市
民一家幾代都居住在二級以下的舊區裏，磚木結
構，沒有獨立的衞生和廚房設施，一到颱風季節
更要面臨屋漏和積水等多重困難。周漢民說，世
博園區的建設，成為一個機遇，徹底改變了他們
的居住環境。與此同時，這一帶黃浦江兩岸的規
劃布局得以重新調整。

更不可忽視的是，世博會閉幕又成為一個新
的開始。園區內不少建築和場館被保留，發揮起
新功能。周邊還啟動了新一輪開發。如今的世博

園，浦東區域已經建成央企總部基地，之後世博
開發也以加速度推進。比如，現在大家已經熟知
前灘地區，不僅集中了諸多網紅新地標，也正朝
着建設又一個陸家嘴的宏偉目標前進。世博會園
區周邊，還新建設了多處公園，特別是濕地公
園、世博文化公園，成為市民爭相打卡的新熱點。

可以說，昔日舊廠房、舊船塢集聚的工業
「銹帶」 ，因為世博會的舉辦，成為惠及市民的
「秀」 帶，活力和機遇一直在這片土地孕育、生

長。也正印證了二十年前，上海申博成功那一
夜，時任國際展覽局秘書長洛塞泰斯寫下的一句
話： 「今天，誕生了一個偉大的希望。」

編寫《註冊報告》更大挑戰
贏得世博會主辦權，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

周漢民介紹，8年的籌辦世博會階段，除了籌建
世博局等專門的辦事機構，最重要的工作也是更
大的挑戰，就是《註冊報告》的審查和通過。

根據國際展覽局規定，只有審查通過《註冊
報告》，上海才能啟動世博會的宣傳推介和招展
工作。經過與國際展覽局多次溝通和磋商，《註
冊報告》最終敲定九方面內容：相關法律和財政
措施以及組織機構的法律地位；名稱、主題與持
續時間；上海世博會主題深化與園區內活動分類
和介紹；世博會場地規劃；財務計劃；溝通與推
介計劃；後續利用的初步計劃；初步商業化運作
計劃；法律附件。

《註冊報告》編寫從2004年初開始，2005
年4月，11萬字的英文和法文初稿提交後，國際
展覽局一下子反饋了108個問題，為此，周漢民
又帶領團隊日以繼夜奮戰，一個一個研究解決。
最終，在各方精誠努力下，2005年12月，中國
成為第一個一次就通過《註冊報告》的國家。這
也為2006年3月21日，中國正式發出參展邀請奠
定了基礎，爭取了更多時間。

周漢民特別指出，《註冊報告》通過後，一
切工作當然會有微調，但沒有重大調整。道理很
簡單， 「謀定而後動，我們謀的時間很長，而且
謀定以後又化為國際承諾，那就不能輕易的改
動。」 無論是申博還是辦博，周漢民還有一個很
深的體會是，沒有國家的強力支持，就不會有巨
大的成功。

中國決定申博後，國家就會成立申辦委員
會，中央政府幾十個部委辦全力支持上海。在場
館建設上，國家各部委也都積極投入，號召許多
世界知名的企業建起了精彩紛呈的企業館，帶動
了外國企業館的建設。永遠不能忘記的是， 「因
為是國家行為，我們國家領導人無論在任何場合
都表達對世博會堅定的支持，我們中國駐海外所
有使領館將推介上海世博作為國家責任全力以
赴。」 更難忘的是，正是國家的信任和重託，周
漢民在國際展覽局任代表時，才能理直氣壯又十
分平等地與國際社會交流。

雖然稱 「上海世博」 ，但世博會是中國的，
舉辦地在上海，國與城的關係不能顛倒。

▲當年上海世博會中的香港館。

世博專家、民建中央副主席周漢民：戰略盛會

舉辦時間： 2010年5月1日-10月31日
（184天）

舉辦地點： 上海市中心黃浦江兩岸，南
浦大橋和盧浦大橋之間濱江
地區（5.28平方公里）

主題：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參展者數量： 246個國家和國際組織
單日最高客流： 103.28萬（10月16日）
文化娛樂活動： 22900多場

浦東
A片區：亞洲國家館等場館
B片區：城市人館、城市生命館、城市地

球館以及部分亞洲國家館、大洋
洲國家館、國際組織館等場館

C片區：歐洲、美洲、非洲國家館等場館

浦西
D片區：城市足跡館和企業館等場館

（25個企業共建成18個企業
館）

E片區：城市未來館、企業館和80個經典
案例組成的城市最佳實踐區等

上海世博園規劃：五個功能片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