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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江区采取有力措施 确保产业经济平稳发展

松江区是上海产业发展较快的区县，经过近二千年的发展，已完成了远郊农业大县向现代化工业大区的转变。近年来，该

区按照“一城、两翼、三片”的布局规划，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松江区产业发展特点

松江区确立了“提升做强二产、大力发展三产”的产业发展方针，积极推进从工业大区向工业强区的转变，产业经济不断

取得新成绩。

—工业实力继续增强，服务经济发展加快。2007 年，松江完成工业总产值 3538.25 亿元，工业增加值 429.93 亿元，同比增

长 37.2%和 19.2%，工业总产值创历史新高，占全市的 15%。松江工业在继续巩固全市地位的同时，随着松江新城建设的大力推

进，第三产业增速明显。全区完成第三产业增加值 150.07 亿元，同比增长 20.5%；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82.1 亿元，同比

增长 18.6%。

—企业规模日益壮大，产值比重不断提高。松江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1854 家，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428.57 亿元，增长

39.2%，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96.9%，同比提高 1.4 个百分点。产值达亿元以上企业有 300 家，同比增加 36 家，占规模企

业六分之一。亿元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999,59 亿元，增长 43.8%，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87.8%，对全区产值增长贡献率为 95.3%，

拉动产值增长 35.5 个百分点。

—工业向园区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园区集聚效应明显。2007 年，松江各工业园区产值 3196.98 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

的 90.4%，工业集聚度达到 90%以上，其中松江工业区和出口加工区完成产值 2494.17 亿元，增长 48.4%，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70.5%。

松江区促进产业发展的主要措施

在产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松江区也遇到了一些发展难题。如经济效益低于全市平均水平、工业投资出现回落和生产性服务

业发展缓慢等。全区上下积极应对，努力克服，采取有针对性措施，使产业经济发展始终保持了良好的态势。

—围绕主导产业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鼓励优势企业做大做强。松江区围绕培育发展电子信息业、现代装备、生物医药、

精细化工、新材料五大主导产业，组织力量对上下游企业进行调研，形成目录，为主导产业招商配套企业，并在供地、用电等

方面给予政策扶持，进一步提升产业集聚度。

—鼓励园区转型升级，加大服务业发展力度。进一步完善新城功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进新桥和漕河泾联手，打造

上海光伏电产业园。目前，大业领地、财富兴园等一批项目已落户并积极招商，松江新城和九亭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的规划已

经完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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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企业自主研发，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松江区积极引导企业向拥有核心技术、自有品牌方向发展，通过地校、校

企合作，推动学科链与产业链互动对接、大学园区与产业园区联动发展，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创建各级技术中心，推动企业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目前该区已有市级技术中心 10 家，区级技术中心 29 家，他们通过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引入淘汰机制等，创造

条件推动区级技术中心升级。鼓励企业创造品牌，推进营销创新，扩大市场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

这些措施已取得积极效果。通过编制《松江区电子信息和光伏电子产业及配套企业名录》，推动本地电子产业链的延伸；

围绕达丰(上海)电脑有限公司所形成的产业链企业已达到 26 家，其中 17 家企业为亿元企业；现代装备业的中国龙工控股有限

公司已逐步形成以龙工机械、龙工桥箱为主的现代装备制造业产业链；正泰集团为主的输配电系统产业集群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2007 年新增市级高新技术企业 25 家，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2家，获得上海市“科技小巨人”企业 3家、“科技小巨

人”培育企业 13 家。高新技术企业全年完成工业总产值 2133.01 亿元，比上年增长 47%，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 60.3%。至 2007

年末，松江累计审批通过名牌产品 31 个，免检产品 9个。

今年以来，松江区产业继续保持平稳发展态势。1-2 月第三产业同比增长 18.9%，高于工业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保持稳

步增长，2月份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22.06 亿元，同比增长 17.7%。1-2 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6.3%，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16.1%，增速虽然有所回落，但规模企业支撑作用明显。2月份松江区规模以上企业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平均增幅 3个百分

点，成为支撑工业经济平稳增长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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