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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今后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戴晓波 上海市科委副总工程师、副研究员

本刊第八期刊发了拙作“上海今后的经济增长机会在哪里”，为寻求答案，我们将深入探讨上海新的经济增长点究竟在哪里。

在不同的经济增长阶段和经济体制下，增长点的选择是不一样的。

一、过去上海的经济增长点在于支柱产业的培育

支柱产业选择是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首要任务，八十年代以来，上海通过轻重工业比例调整，三次产业结构比例调整，实

现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从产业结构角度看，上海的经济增长点主要是第三产业和工业中的六大支柱产业。

1995 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已达 40%，比 1978 年增加了 21 个百分点，其份额已经接近工业增加值占全市的比

例。第三产业的崛起主要依靠金融、保险、商品流通、交通通信、房地产业的发展。

从工业结构看，上海工业六大支柱产业产值占全市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 1990 年的 27%上升到 1995 年的 45%，年

均增长速度达到 25%以上，目前正在向 2000 亿元大关冲击。汽车、电子信息设备、石油化工、钢铁、电站及大型成套设备、家

用电器等行业日益发展与壮大。此外，上海建筑业也作为支柱产业，总产值在“八五”期间年平均递增 40%以上，接近 400 亿元，

成为第二产业中的重要支柱产业。

从增长形态看，上海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项目形成生产力或生产条件而实现的。

上海经济增长首先依靠支撑支柱产业的大型工业生产项目实现，自七十年代以来，上海先后建成了金山石化、宝钢、大众

汽车、永新彩管等一大批大中型项目，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大批国有骨干企业，并生产出各类产品；其次依靠引进外资投资项

目，到 1995 年批准外资项目累计一万余项，外商实际到位资金已突破百亿美元大关，这些项目大部分与支柱产业有关；此外，

城市基础设施和住房投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这些投资一方面直接促进了交通运输、房地产等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也为工业生

产和其他产业增长创造了条件。

二、增长方式转变将要求经济增长点随之转变

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形成将受到经济基础、经济发展阶段、经济体制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从经济增长方式角度看，新的经济

增长点间题，将会开拓新的视野。

经济增长中产值或增加值构成将从产业贡献逐步转换成企业贡献。

在传统的计划指导方式和追求增长速度的条件下，的分解一般按照一二三产业结构比例粗分、第三层次如工业结构细分、

最后落实到行业或产品上。直观地说，如果我们将汽车产业作为新的增长点，那么汽车产量规模和其售价可以推移出销售值，

进而可获得产值和增加值。但是随着产品市场化和企业经营多元化的发展，在小批量、小规格产品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很难将

众多的产业、行业、产品细化计算。因此，作为创造产值或增加值最直接的单位企业，将成为构成全市经济增长的主体，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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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是可以以大、中、小型企业占产值或的份额可以确定新的企业增长点。

经济增长形式将以注重外延增量增加逐步转换成注重内涵存量扩展。

纵观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历程，主要是依靠新增项目增量扩大来发展经济，在经济基础薄弱、资产存量较低的地区，通过这

种方式可以较快地达到转变产业结构的效果。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水平后，增量对结构调整的作用将会逐步减弱，而存

量调整、重组将发挥重大作用，这种作用一方面通过老企业自身增长形成物的增长点，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产品转移去支撑产

业结构和产品的新的增长点。

经济增长的投入贡献将从投资积累为主逐步转向以知识积累为主。

上海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依靠投资形成的重要原因是，在资金短缺、劳动力充裕的条件下，资金投入的产出实际效用非常

大，从而资金效率很高。但是在上海大量发展了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之后，相比之下知识投入的产出边际效用将会上升，知识

效率将会在新的产业阶段和增长方式下显现出来，如不重视这一点，将会影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选择角度。

三、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是具有创新度的产业和企业

根据上述三个对经济增长点增长方式转变的认识，上海新的经济增长点可以聚焦在依靠内涵型以知识积累促进发展的企业

上，兼顾到目前产业结构调整的认识以泛产业结构调整对企业的指导作用，同类产业或产品也可以从传统角度看是一个增长点，

这里将它们定义成具有创新的产业和企业。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求培育具有创新度的产业。

在寻找新的支柱产业时，比较传统的想法是将目前集中在具有一定规模产品的产业上，这种想法从市场要求规模经济角度

看是对的，但是更要注重产业的创新度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我们的要求，具有市场需求前提的具有创新度的产业才能成为新

的支柱产业。比如建材业，如果我们在原有的水泥、钢门窗等配件、玻璃等行业基础上去扩展，虽然有市场，但其附加价值和

竞争力非常有限；但是从创新角度看，如果将眼光放到防水涂料，外墙装饰材料、室内厨房、卫生间设施配套、室内装潢材料

等方面，那么不仅在市场开拓上有创新度，在新材料研究、开发、推广应用、发展上都具有创新意义。因此，具有创新度的产

业必须具备市场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生产创新等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的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才具有支柱产业的意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真正的新的增长点是具有创新度的企业。

应该说，具有创新度的产业选择只是一种产业指导或者说是产品指导，某种意义上说是政府愿望。产业或产品真要落到实

处的话，那就必须依靠企业，通过企业实现产品、产业的增长。由此出发，新的增长点应该是全方位、多元化的具有创新度的

企业，具有创新度的产业也是主要依靠这些企业来实现的。从企业角度看，以下几种类型的企业有可能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一是通过新兴产业投资而形成的新的企业。不言而喻，凡是新建设投产项目形成的企业作为企业增量必然是新的经济增长

点，这个企业的规模和数量越大，其增长点作用就越明显。

二是通过改制、改组、壮大形成的新的企业集团，这类企业，财团仅仅实现了组织创新，还需要经过一系列其他创新后才

可能成为新的增长点。一是产业创新，集团内部形成分工合理的产业关联；二是制度创新，这些内部产业关联可以通过制度加

以高效率实现；三是技术创新，企业集团具有市场开拓、新产品新技术开发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四是生产和管理创新，资源

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是企业生产创新的条件。总之，企业集团是通过各种创新的综合作用实现增长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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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通过部分中小型企业专业化实现新的增长点。目前，多数中小型企业都具有大而全、小而全的特征，而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后，企业形态将发生巨大变化。中小企业专业化的组织创新为其在市场发展中创造了条件。使企业可以在专业发展、配套

方面得以发展，由于专业的方面很广、很细，专业创新企业数量多少将决定这类企业经济增长点地位。

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的影响因素很多，从转变增长方式角度看，经济增长点也可以集中在某种制度结构形态或地域形态上，

我们可以通过对这些形态的创新形式及条件研究，寻找出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推动因素。

（责任编辑：朱象贤）

（编后语：本文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要求随之转变经济增交点的论述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有一定的深度。开拓新的

经济增长点，重要的是要使产品能启动市场，在抓一批有发展后劲的大项目同时，要盯住市场，调整和优化产品结构，加大产

品开发和技术改造的力度。我们只要观察、分析一下，在新的形势下，市场是非常广阔的，与人民生活质量、与住宅消费、与

基础设施相关的产业群很多很多，市场容量很大很大，有待于我们去启动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