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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假期上海消费增长13.1%
“乐品上海”餐饮消费券带动消费7990.3万元

□ 记者 季张颖

本报讯 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委获悉，

4 月 30 日至 5 月 4 日，全市线上线下共

计消费 594.6 亿元，同比增长 13.1%。 其

中，线下消费 331.5 亿元，同比增长 13.

2%；线上消费 263.1 亿元，同比增长 12.

9%。 监测的 35 个商圈客流总量达到

2993 万人，同比增长 12.8%。 全市“乐品

上海” 餐饮消费券带动餐饮消费 7990.3

万元。

今年“五一”假日期间，正值商务部

2025 国际消费季暨第六届上海“五五购

物节”举办，上海围绕“品质消费 创造

需求”，坚持“政策 + 活动”双轮驱动，组

织各区、各大商圈推出精彩纷呈的活动，

为消费者提供高品质消费体验， 全市重

点商圈、购物中心、商场超市每日推出活

动近 200 场。

入境消费持续火爆， 境外来沪消费

4.55 亿元， 同比增长 211.6%。 “五一”

假日期间， 全市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

长 1.2 倍， 退税额同比增长 1.3 倍。

在补贴政策方面， 节日期间， 各大

家电、 家居以及消费电子领域的品牌厂

商结合以旧换新政策， 纷纷推出具有吸

引力的创新产品。 普陀区、 浦东新区、

松江区和嘉定区等区， 在国家汽车报废

更新和上海市促进汽车以旧换新补贴基

础上， 每辆叠加 1000 元———10000 元

购车补贴， 助力市民汽车换新。

餐饮消费人气火爆， 全市“乐品上

海” 餐饮消费券带动餐饮消费 7990.3

万元。 美团数据显示， 上海餐饮堂食增

长 9.8%， 其中， 外地游客来沪消费餐

饮堂食增长 3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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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本报讯 今年 5 月起， 东海附近

海域全面进入为期 4 个半月的海洋伏

季休渔期， 上海沿海近 200 艘海洋捕

捞作业渔船、 渔运船依次返港休渔。

为全面做好伏季休渔监管工作，

上海崇明海警局、 崇明渔政等多个涉

海部门开展 2025 年海洋伏季休渔首

次巡航执法任务。由海警、渔政组成的

5 艘舰艇编队全面奔赴上海附近海

域，严厉打击渔船违规出海偷捕、跨海

区作业、涉渔“三无”船舶以及电、毒、

炸鱼等违法犯罪行为。

□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民营经济促进法，

自 2025 年 5 月 20 日起施行。 “国家层

面已经立法， 但上海民营经济发展有其

自身特点。 ”“上海民营企业家与民营企

业对民营经济促进的措施诉求也存在差

异。 ”上海市政协委员、民建中央法制委

委员、浦东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陈贵

呼吁，上海应借国家立法的东风，加快进

行《上海民营经济促进条例》（下简称

“条例”） 立法， 高质量打造服务民营经

济出海与返航发展的桥头堡。

在上海市政协委员陈贵看来， 民营

经济作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

量，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

善民生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数据显

示，2024 年， 上海民营经济创造了全市

近三成的工业产值和固定资产投资、超

三成的 GDP 增加值、 近四成的税收，

贡献了四分之三的新增就业， 80%的专

精特新和“小巨人” 企业是民营企业，

民营经营主体占比超九成。 亟需进一步

通过地方立法， 完善法治保障路径， 助

力上海民营经济健康高质量发展。

针对具体立法内容， 陈贵委员建

议， 《条例》 应确立合法权益保护理

念， 确保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的合法

权利不受侵害是《条例》 首要核心。 这

对提振民营经济信心、 增强民营经济预

期具有重要意义。 “民营经济领域的合

法权益法治保护， 不仅需要关注民营企

业的财产权益， 还要关注涉企业家的人

格及人身权益， 结合两者权益的特性采

取差异化的保护措施。” 陈贵委员表示，

应就民营企业和企业家的合法权益提供

全面的法治保障路径。

陈贵委员同时建议， 《条例》 的促

进举措应确保经济竞争中性原则， 让民

营企业在要素获取、 准入许可、 经营运

行、 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得到平等

对待。“立法还要强化责任追究机制，把

对‘新官不理旧账’等侵犯民营企业和企

业家行为的责任追究纳入法治轨道。 ”

在陈贵委员看来， 围绕上海五个中

心建设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也是上海地方

立法关键。 “民营经济在五个中心建设

所配套法律、 会计、 咨询、 经纪等现代

服务业、 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需要通过立法加以

鼓励、 支持及引导。”

随着中国发展日益成熟， 越来越多

企业寻求出海发展。 上海应加快建设能

集聚、 能服务、 能带动、 能支撑、 能保

障民营经济出海和返航的桥头堡。 “建

议上海立法中， 强化对‘走出去’ 民营

企业的公共服务供给。” 陈贵委员表示，

为企业提供“投资贸易双向对接、 市场

信息、 企业培训、 商事法律、 海外响

应、 金融及专业服务对接、 重大活动支

持和政企桥梁” 的服务保障。

此外， 陈贵委员还建议， 通过《条

例》 支持服务业特别是专业服务业和制

造业服务业成为新经济创新迭代支撑源

泉， 避免内卷式恶性竞争以促进服务业

高质量健康发展。 “上海市应当通过立

法鼓励和促进行业发展， 而非通过内卷

式螺旋式降价造成行业性萎缩。”

“建议升级民营经济发展联席会议

机制， 建立民营经济工作协调机制， 关

注民营经济发展形势， 畅通政企互动沟

通渠道， 准确把握不同行业、 规模的企

业之间的差异， 采取精细化、 有针对性

的措施帮助民营企业解决急难愁盼问

题。” 陈贵委员同时建议， 通过建立机

制， 加强民营企业问题诉求的梳理分析

和协调解决， 做好与民营企业沟通交流

及诉求办理结果跟踪督导， 切实维护企

业合法权益。

民营经济促进法即将施行 政协委员呼吁：

借东风 上海应加快地方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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