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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海工业经济当前及中长期发展的几点研判

周效门 梁绍连 宋奇
*1

(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 200003)

【摘 要】:未来上海要继续保持工业经济增长势头,逐步形成符合国际大都市特点､与未来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相适

应的工业发展模式｡在推进举措上,必须长短结合､舆论宣传与项目推进相结合､招商引资与防止企业外流相结合,尤

其要学习浙江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培育扶持一批上海本土的实体经济企业家｡

【关键词】:上海工业经济；产业结构；制造业；产业生态圈

【中图分类号】:F20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309(2018)02-0050-007

一､关于当前上海工业经济发展态势的判断

当前全国工业化进程已进入中后期阶段,2016 年全国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已降至 40%以下｡在工业投资放缓､要素资源约束

等影响下,2016 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进一步下降至 26%｡如何看待当前上海工业形势,我们有 6 个方面判断:

(一)从比重上看,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被动式下降”,但工业总量总体仍保持增长态势,工业经济进入“中低速增长期”｡应淡化“规模速度”的数字指标､关注“质

量能级”的功能指标

从占比看,上海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总体处于下降趋势,但下滑不是近年才开始,而是从 1971 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

重达到 77.1%的峰值后开始下降｡2016 年,上海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26.0%,较 1971 年峰值下降 51.1 个百分点;1971—2016

年的 45 年中,上海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平均每年下降 1.14 个百分点｡究其根本原因,工业比重下降是由上海城市性质和经济发

展阶段决定的｡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作为经济中心城市,上海服务业增速加快､比重提升,工业增速放缓,加上“营改增”等政策因

素推动服务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从工业中剥离进入服务业统计范畴,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呈现“被动式下降”趋势｡近年

来,工业比重下降有加快趋势｡但 2017 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27.0%,较 2016 年底稍有所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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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上海工业与服务业发展是水涨船高､相互促进的关系,工业增加值和总产值总量虽有所波动,但总体上呈增长态势,

质量能级不断提升｡从增加值看,2007—2016 年,上海工业增加值从 5154.4 亿元增长至 7145 亿元,增长 38.6%｡2017 年前三季度,

全市实现工业增加值 6055.92 亿元,同比增长 8.9%,2011 年以来首次高于全国工业和全市 GDP 增速｡在总量增长的同时,上海工业

质量能级也在不断提升,在钢铁､石化等传统产业基础上涌现了大飞机､海洋工程装备､生物医药等高端制造和高技术产业｡

因此,当前上海工业增速放缓､比重下降是城市发展规律和经济发展规律共同作用的结果｡进入后工业化时期,上海工业从年

均增长 10%以上的“高速增长期”,进入年均增长 4%左右的“中低速增长期”｡应改变工业发展观念,淡化规模､增速等数字指标,

更加关注工业发展质量､发展能级等功能指标｡

(二)从结构上看,短期对传统动能依赖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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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传统产业不断升级､新兴产业加速成长,工业经济进入“新旧动能转换期”｡应摈弃“传统”与“新兴”的简单划分,既要聚

焦高端化和高技术化,也要推动“老产业”释放新动能

一方面,从工业内部结构上看,汽车､电子信息､石化等六大重点行业仍占主导地位,上海工业增长对传统动能的依赖度仍然较

大｡2017 年 1—11 月,上海六大重点行业总产值 21222.6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9.9%,增速高于全市工业 2.6 个百分点;占全部工

业总产值的 65.2%,比 2016 年底提高 4.3 个百分点｡也要看到,六大重点行业并不完全都是低端行业领域,部分产业经过转型升级

后成为“新产业”､带来新增长,“老产业”释放了新动能｡如 2017 年上半年汽车产业的高速增长,不是依靠传统的低端产品,而是

依靠荣威 RX5､ERX5､凯迪拉克等新产品､高端产品｡

另一方面,从新兴产业发展看,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成长｡2017 年 1—11 月,全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实现总产值 9450.9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6.3%｡特别是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中的机器人等领域快速增长｡同时,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产值占全市

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2013年的21%逐步提升至29%｡未来随着科技创新的加快突破,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产业

对上海工业经济贡献将进一步提升｡但目前,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比重还偏低,与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 40.3%的比重相比,还存在

较大差距｡

虽然传统六大重点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比重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上海的工业结构情况,但传统产业不等于低端,传统

产业中也有高端环节｡上海工业经济发展要跳出“传统”“新兴”的简单划分思维,在聚焦高附加值､高技术的产业领域的同时,

也要推动“老产业”释放新动能｡

(三)从环节上看,纯制造环节规模趋于缩减,但基于制造的生产性服务业迅猛发展,工业经济发展要更关注产业融合发展趋

势､把握“制造+服务”方向

随着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加快主辅分离,工业向研发､营销两端延伸,低端生产制造外移｡这一方面导致上海以制造环节为

主的工业增加值比重不断趋于下降;另一方面,也推动了以制造为基础的生产性服务业快速发展｡从近年看,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增

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 10%左右,呈现高速增长态势｡截至 2016 年底,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比重达 41.4%,占服务业比重达到

58.7%｡据上海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会统计,2017 年前三季度上海生产性服务业重点领域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9.9%,增幅同比提高

3个百分点｡



4

从发展趋势看,随着投入､产出进一步服务化,生产性服务业加快从工业中剥离,上海生产性服务业还将保持快速发展势头,

比重仍将继续提升｡如果把制造和生产性服务融合发展行业纳入工业经济范围,上海工业经济比重会有明显提高｡因此,看上海工

业经济,不仅要看制造环节,更要看“制造+服务”｡

(四)从企业分类看,国有和外资仍然占全市

工业经济主导地位,但民营企业发展潜力较大,工业经济发展要从“两个依赖”转向“三驾马车”

从企业分类结构看,国有及外资企业仍占据上海工业经济主导地位｡2011—2016 年,国有控股工业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比

重保持在 35%以上,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保持在 60%以上｡2017 年 1—11 月,国有控股工业占全市工

业总产值比重达 36.1%,外商及港澳台投资工业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 59.4%｡就比重而言,上海工业“依赖国企”“依赖

外资”较为严重｡

相对于国企和外资,民营工业虽然占上海工业经济比重较低,但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2016 年,上海民营经济实现规模以上工

业总产值4681.53亿元,占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15.1%｡从具体行业看,在通用设备､汽车制造和新材料等产业领域,

部分“专精特新”民营制造业企业已成为细分领域转型升级的引领者｡同时,民营企业也是上海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目前,全市

924 家“专精特新”民营制造企业研发经费占营业收入比重达 10.9%,远高于全市 4%左右的平均水平｡

从未来看,上海既要加快国有工业转型升级､进一步吸引国外高端制造业投资,也要学习浙江发展民营经济的经验,优化民营

经济发展环境､激发民营工业发展活力,使民营工业成为未来上海工业经济的重要增长点,实现上海工业经济从国资､外资“两个依

赖”转向国资､外资､民资“三驾马车”共同拉动｡

(五)从投资上看,尽管工业投资呈趋势性下降,但工业投资效率
①2
不断提升,存量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的工业投资存在较

大空间

2 ① 投资效率是指每单位投资额所实现的经济增加值，是表现经济效益的重要指标，反映了投资活动中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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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工业投资是上海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上海工业投资总量不断下滑,投资增速出现大

幅放缓,其中 2013—2015 年连续 3年负增长｡2016 年和 2017 年 1—11 月,上海工业投资仅分别同比增长 2.3%和 5.4%｡总体看,目

前企业主体及社会资本投资工业的意愿仍处于较低水平,未来上海工业投资疲弱态势可能还将持续｡

但从投资效率看,上海工业投资效率在不断提升｡纵向比较看,近年来上海工业投资效率稳步提高｡2011—2016 年,上海工业

增加值与工业投资的比值从5.64上升至7.29,提高近30%｡横向比较看,上海的工业投资效率高于全国和周边省份｡2016年全国工

业投资效率为 1.32,仅为上海工业投资效率的 18%;从苏浙沪 3省市对比分析看,2011—2016 年,虽然苏浙两省工业投资规模不断

扩大,但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投资的比值却分别从 1.82､2.09 下滑至 1.44､1.54,仅为上海的 19.75%和 21.12%｡

表 1 2011-2016 年上海工业投资效率指标（亿元）

年度 工业投资 工业增加值
工业增加值与工业投资的

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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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1282.91 7230.57 5.64

2012 1292.61 7159.36 5.54

2013 1236.35 7236.69 5.85

2014 1156.44 7362.84 6.37

2015 957.17 7109.94 7.43

2016 979.56 714502 7.29

持续有效投资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下一步,上海要进一步加大工业投资力度,一方面要加大对汽车､石化等优势存量工业

的升级改造投资,提升产业能级､增强企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要围绕科技发展前沿领域,注重投资生物医药､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

项目,占据产业发展制高点｡

(六)从要素上看,上海已越过土地､劳动力､用能的“三大拐点”,但要素潜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一方面,当前上海工业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土地､人口､能源环境等要素制约,传统要素扩张式的工业发展模式已无法持续｡从工

业用地看,1997—2006年,全市工业仓储用地年均增加约33平方公里;2006—2010年,年均增加约13平方公里;而2011—2015年,

全市累计供应工业用地净减少约15平方公里｡2006年以后,全市工厂建筑面积增速也不断放缓｡从劳动力看,2000年上海工业就业

达 250 万人,而目前已降至不到 130 万人｡从用能看,工业能源消耗刚性约束不断加强｡总体看,传统工业经济发展模式已不适应上

海城市发展的要求｡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上海要素潜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尤其是土地效益潜力还有待挖掘｡目前,全市工业用地平均产出仅 50

亿元/平方公里,104地块单位土地产值也仅为67.7亿元/平方公里,低于日本东京都184.2亿元/平方公里,也不及深圳､苏州工业

园区 100 亿元以上的平均产出水平｡从这方面看,上海土地潜力还有较大提升空间,可以支持工业的稳步增长｡

二､关于中长期上海工业经济发展趋势的判断

虽然 2017 年上海工业增长“亮丽”,但根据工业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城市发展经验,从中长期看,

有 5 个方面趋势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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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产业结构上,上海服务业比重还有一定上升空间,工业占比仍有可能“被动下降”

从产业发展规律看,在国际化大都市和全球城市中,服务业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如纽约､伦敦服务业产值比重都超过 85%,服务

业就业人口比重达到 70%以上｡当前,上海已迈入后工业社会,服务业占 GDP 比重已超过 70%｡对照纽约､伦敦等全球城市,未来上海

以连通功能为核心的服务业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也将进一步从制造业中剥离,服务业占GDP比重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制造业

占比则相对地下降｡工信部赛迪研究院认为,全国工业的 GDP 占比警戒线是 30%,上海“十三五”规划中制造业的 GDP 占比为 25%｡

从目前看,由于增量工业增长缓慢,加上存量工业的结构调整､部分工业企业外流,对上海保持 25%的制造业比重指标带来一定压

力｡因此,近期上海还要保持工业稳定增长,防止工业比重过快下滑｡

(二)在发展动能上,上海工业将从“投资驱动”和“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高附加值和高技术成为新型工业的核心

特征

当前,全球处于技术大创新和产业大变革时期,工业的竞争力越来越体现为科技创新实力,依靠投资驱动､要素投入来实现规

模扩张的传统工业竞争力可能逐步下降,而依托科技创新的工业将愈发显现出竞争力｡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纽约､伦敦等以服务

业为支撑的全球城市,因为过早地去工业化,没有依托制造业推动科技创新,错过了从新兴工业中获利的机会｡而当前发达国家推

动“制造业回归”的实质也是要发展高端､先进制造业,实现制造业升级､培育新增长点,以此奠定未来经济长期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的基础｡从目前看,上海工业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化期”,未来要以科技创新作为工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聚焦产业链高端环

节和高技术领域,实现从“传统制造”向“先进制造”升级｡同时,要加快张江､漕河泾等园区创新升级,打造类似硅谷的全球一流

的高科技园区｡

(三)在产业内涵上,制造业和服务业将加速融合,服务型制造将是未来上海工业的重要形态

服务型制造是制造与服务融合共生发展的新型产业形态,是未来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趋势｡在企业内部,制造业的价值分布从

制造环节向服务环节转移,美国通用电气“技术+管理+服务”模式创造的产值已占到企业总产值的 2/3 以上｡美国国际商用机器

公司(IBM)则已完全转型为全球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当前,上海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比重已超过 40%,远高于工业比重,服务

型制造的趋势已经显现｡未来,依托高端生产制造能力和高质量的工业产品,基于研发设计､供应链管理､销售服务的服务型制造将

逐步成为上海制造业的重要形态｡因此,上海未来对制造业的定义､内涵､统计范畴也应有所调整,不能仅局限在生产制造环节｡

(四)在要素投入上,新工业模式将打破要素制约,对土地的依赖将大大减轻

随着工业技术的发展,制造环节将加快迈向自动化､智能化;同时,工业组织模式也将加速转变,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转向个性

化定制､工厂化集中生产转向社会化网络式生产｡新工业生产模式､组织模式将逐步摆脱大厂房､大物流､大排放的传统工业模式,

对生产要素的需求也将随之改变｡未来工业经济发展对土地､劳动力､能源等传统要素的依赖将逐步减少,从而打破传统生产要素

的制约｡从土地投入看,虽然未来新工业模式对土地的依赖不断减轻､工业用地总量可能逐步减少,但如果能推动土地的产出效率

加快提升,也可保持工业稳定增长｡目前,全市 104 地块单位土地产值仅为 67.7 亿元/平方公里,如果能增长 1~2 倍,达到日本等发

达国家水平,即 150 亿~200 亿元/平方公里,即可实现稳定工业增长､扩大工业规模和保持工业比重｡

(五)在产业功能上,上海工业经济将更加突出服务国家战略,全面体现对全球制造价值链的掌控力

从未来看,上海工业经济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质量能级上,而不是在数量规模上｡一方面,上海工业经济发展要继续围绕国家

战略要求,在大飞机､燃气轮机等现有基础上,进一步前瞻布局国家工业发展急需的核心环节和关键领域,推进军民融合,提升国

家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水平,形成一批工业“国家队”,成为“中国制造”的主要基地之一｡另一方面,要面向全球城市的功能需求,

更加关注对全球制造产业链的掌控力｡从“十二五”以来上海企业“走出去”的情况来看,上海参与全球制造业分工布局的脚步



8

正在加快,面向全球的产业资源要素市场也在加速形成｡而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通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等多层次创

新突破,将使上海在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因此,上海未来要更加突出服务国家战略,强化对全球产

业资源的配置和控制功能｡

三､关于促进上海工业经济发展的建议

未来上海要继续保持工业经济增长势头,逐步形成符合国际大都市特点､与未来上海全球城市功能相适应的工业发展模式｡在

推进举措上,必须长短结合､舆论宣传与项目推进相结合､招商引资与防止外流相结合,尤其要学习浙江发展实体经济的经验,培育

扶持一批上海本土的实体经济企业家｡

(一)从短期看,要着眼于稳企业预期和信心,不断增强工业发展动能,确保工业稳增长

一是加强政策宣传,稳定企业投资预期｡近年来,受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企业成本快速攀升､土地政策等因素影响,一些国内外

企业错误地认为“上海不再需要工业了”,对投资上海工业比较审慎,导致工业投资持续下滑｡对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向国内外

企业大力宣传“上海振兴实体经济 50 条”,在土地政策､税费政策方面加强政策解读,旗帜鲜明地向外界传达“上海要发展工业”

的明确信号,尽快扭转企业对上海发展工业的负面预期｡

二是强化招商稳商,加快优质项目落地｡目前上海郊区工业企业外流现象逐年增多,除企业直接迁往外省市的“显性外流”外,

还有众多潜在招商项目流失的“隐性外流”｡建议:(1)加大招商引资激励,充分调动招商引资人员的积极性,努力营造招商引资的

良好氛围｡(2)留住和培养招商引资人才｡针对部分区反映的当前招商引资人才流失､招商渠道散失等问题,要加大“留人”力度,

加强对郊区工业经济领域的领导干部和骨干人才的培养｡(3)加强企业服务促进项目落地｡在产业项目落地的土地､环评､审批等环

节加大服务力度,加快工作流程,使优质制造业企业“进得来､留得住”｡另外,要借鉴浙江的“浙商回归”和深圳的“回乡工程”

经验,吸引曾离沪的优秀企业发展壮大后重回上海｡

三是构建统一平台,统筹产业要素资源｡当前,上海工业经济发展的各类要素资源还较为分散,要素资源的效用未能有效发挥｡

从市级层面看,产业政策多而不聚焦､产业扶持资金散而力度小,难以形成推动产业发展的合力;从区级层面看,各区产业准入标

准不尽相同､招商条件差异较大,导致部分企业“逐优惠政策而迁移”｡因此,要改变资源分散､各自为战的模式,全面梳理产业招商

政策和产业支持政策,统筹产业发展扶持资金,统一产业准入标准,构建市区联动､上下结合的统一招商引资平台,打造资源统筹､

协调有序的产业要素配置平台,综合协调全市工业产业项目布局,提升产业发展的整体竞争力｡

(二)从中长期看,要加快构建领先全国 10~20 年的未来产业体系､培育创新引擎企业､创新工业发展模式

一是促进前沿创新,打造引领型未来产业｡当前,对于上海工业经济的发展,政府政策和社会关注点主要聚焦在六大重点产业

和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这虽然有利于资源要素向这些领域集聚,但在技术创新､产业变革步伐不断加速,新技术､新产业不断出现

的背景下,也容易形成“封闭效应”,导致错失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近年来,深圳不仅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更是重点规划布

局了以引领式､颠覆性创新为主体的未来产业,涌现了大疆､光峰光电等一批世界级企业,成为深圳争创新优势的重要支撑｡上海应

借鉴深圳经验,构建上海的“未来产业”,聚焦新能源､生物医药､量子通信､人工智能等前沿性领域,形成开放式､创新型的产业体

系｡

二是推动内生增长,培育本土引擎企业｡一个城市的产业竞争力不仅表现为产业发展规模,而且更多体现在龙头企业和引擎

企业上｡长期以来,上海工业发展的重点更多聚焦在投资国有重点产业项目和招商引资上,而对本土创新型中小企业培育力度不

足｡从目前看,相对于北京､深圳,上海本土引擎企业､知名企业家十分缺乏,导致上海在相当部分工业领域的产业规模大而发展活

力不够､企业竞争力不强｡因此,未来上海工业经济要围绕全球科创中心建设,改变只注重招商引资､不注重培育本土企业的思维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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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加快从“外生输入”向“内生孵化”转变｡建议有关部门实施工业“三名”(名企､名品､名人)工程,不仅要培育对产业链有掌

控力的本土名牌企业､打造全球知名产品和著名品牌,更要培育一批有年龄梯度的､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批实体经济企业家｡

三是创新发展模式,构建长三角“产业生态圈”｡长三角制造业基础雄厚,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近年来,上海与长三角区

域的产业合作不断深化,在产业配套､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面形成了一定趋势｡未来,上海将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长三角也将

迈向世界级城市群｡对上海而言,要按照全球城市产业布局规律,加强与周边地区合作,与其企业被动外流､不如主动引导合作,结

合上海城市非核心功能疏解,超前布局､联动发展､实现共赢｡建议通过创新合作模式,充分利用长三角制造业配套基础好､产业链

完善的优势,补上海工业发展短板,鼓励企业与长三角区域企业在产业配套､要素资源共享上加强合作,逐步形成上海制造业“两

头在沪､中间在外”发展格局,构建区域联动､相互配套的长三角世界级制造业生态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