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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上海郊区经济保持稳定发展

喻平平

内容摘要：本市郊区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市委九届三次全会精神，加快经济

结构调整步伐，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上半年，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生产成本不断上升、物价持续居高的情况下，本市郊

区经济保持稳定发展，呈现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财政收支大幅增长，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工业生产与效益同步增

长，固定资产投资止跌回升，消费市场保持繁荣的较好局面，但郊区的发展仍面临亟待重视和解决的问题。

上半年，本市郊区继续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和市委九届三次全会精神，在努力促进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同时，着力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在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持续高位徘徊的情况下，郊区经济呈现农业生产稳定发展，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生产与效益同步增长的较好局面，为 2008

年全年的平稳发展打下基础。

一、郊区经济运行总体情况

l、经济总量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但增幅低于 2004 年以来同期水平

上半年，郊区经济实现增加值 2584.6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5．8%，增幅同比回落 2.9 个百分点，这是 2004 年以来郊区

上半年经济发展增幅首次低于 18%。分区县看，除金山区外，其余郊区县均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其中南汇区和奉贤区增长较为迅

猛，增加值增幅达 22.5%和 18.7%。

2、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三产业增幅继续高于第二产业

上半年，郊区第一产业实现增加值 33.8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1.6%；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 1620.16 亿元和

930.65 亿元，分别增长 14.8%和 18.3%，增幅回落 2.5 个和 4.2 个百分点。郊区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第一产业比重下降，第三

产业增幅继续高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郊区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3:62.7:36。除宝山区外，其余郊区县第三产业

增幅均高于第二产业，青浦区、闵行区、金山区第三产业增幅分别高出第二产业 6个、4个和 3个百分点。

3、近郊经济基础较好保持平稳增长，远郊增速放缓

上半年，近郊四区因经济基础较好，受国际、国内环境波动影响相对较小，增加值均保持两位数增长，增幅与去年同期基

本持平，经济总量之和占郊区经济总量近一半，且所占比重较去年同期略增；远郊六区县增速明显放缓，金山区、南汇区增幅

分别比去年同期回落 17 个和 7个百分点。

二、郊区经济运行基本特征

1、农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

上半年，本市郊区积极挖掘土地和畜牧养殖潜力，尝试农产品风险保障机制，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使灾害性天气对本

市农业生产的负面影响被降到最低，同时积极贯彻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农业生产基本保持稳定，完成农业总产值 90.09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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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下降 1.8%。

种植业生产小幅下降。上半年，本市种植业完成总产值 41.99 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 2.5%。其中占种植业产值 60%以上的

粮食和蔬菜生产左右着种植业总体生产情况：一是夏粮喜获丰收，实现面积、单产、总产全面增长。夏粮种植面积达 5.64 万公

顷（84.6 万亩），比去年增长 14.9%，单产 4075 公斤／公顷，比去年同期增长 5.3%，总产量 22.97 万吨，增长 20.9%，均创 2000

年以来最高。二是蔬菜产量略减，本市郊区蔬菜上市量为 172.8 万吨，下降 3.9%。这是因为年初罕见冰冻天气造成 2万多公顷

蔬菜受冻，入梅后又遇到连续强降雨天气，给蔬菜生产带来严重影响。但近几年建成的 1万公顷设施菜田基本经受住冰冻、大

风、强雨等多次考验，展示设施农业更强的抗灾害能力。

林业建设重点突出。为了加强郊区林业管理，改善上海城市生态环境，按照本市第三轮环保（2006-2008 年）三年行动计划

的要求，在保持现有水平总量基础上，重点建设“四类”公益林、经济果林和“四旁”林。截至今年 5月底，郊区新建林地 1387

公顷，比上年增长 24.1%。其中，“四类”公益林 227 公顷，经济果林 1160 公顷。

畜牧业生产呈恢复性增长。去年下半年由生猪价格带动的物价快速上涨凸显生猪生产的重要性。本市采取生产母猪补贴、

奶牛补贴等多项调动养殖积极性措施，保障畜牧生产。上半年，本市畜牧生产止住多年下滑势头，出现“重养增产”的好现象。

从产出看，生猪出栏 118.64 万头，比去年同期增长 7.8%；牛奶产量 13.36 万吨，增长 6.5%；但家禽出栏 2054.22 万只，下降

5.8%；禽蛋产量 2.89 万吨，下降 3.7%。从生产能力看，本市主要畜产品存栏不仅较去年同期有明显增加，而且有逐月增多态势。

渔业生产形势较好。上半年，水产品总产量 7.86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15.7%。渔业生产主要呈两个特点：一是前减后快

增。根据渔业生产周期，一季度为产量低谷，水产品产量下降 5.8%。因春节后出海渔船增多、淡水渔塘清塘完成、鱼苗大量投

放以及水产品价格上涨等因素，二季度水产品产量 5.14 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 26.6%，是一季度水产品产量的 1.9 倍。二是淡

减海快增。上半年，淡水产品产量 1.83 万吨，下降 3.7%；海水产品产量 6.03 万吨，增长 23.3%。淡水产品减少的原因是水域

整治、渔业生产布局调整等因素造成近年来淡水养殖面积逐年减少；海水产品增加的原因是大型捕捞船只增加和作业区域扩大。

农产品生产价格仍处于高位，但涨幅减缓。上半年，农产品生产价格延续去年下半年的上涨走势，农产品生产价格比去年

同期上涨 15%。其中，畜牧业产品价格上涨最快，为 26.3%；渔业产品和林业产品涨幅接近，分别为 13.8%和 13.3%；种植业产

品上涨 10.4%。

2、郊区工业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但增幅回落，生产、效益同步提高但区县间差异明显

上半年，郊区工业经济基本保持近几年快速增长态势，产销形势良好，生产、效益同步提高。郊区工业企业实现总产值 8280.0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4%；实现销售产值 8017.3 亿元，增长 16.1%。产销率为 96.8%，工业产品产销衔接顺畅。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实现利润 245 亿元，增长 12.4%。但远郊区县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益不够协调，崇明县、青浦区和金山区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利润增幅分别低于产值增长 31 个、26 个和 18 个百分点。

郊区工业企业生产持续快速增长得益于市级工业园区的较快发展和“三资”企业的有力支撑。上半年，郊区市级工业园区

实现工业总产值 402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7.5%，占郊区工业总产值近一半；占据郊区工业经济半壁江山的“三资”企业实

现工业总产值 4783 亿，增长 19.1%,所占比重在 57%以上。分区县看，5个区县各自工业总产值的 50%及以上由工业园区创造，5

个区县各自工业总产值的 60%及以上由“三资”企业贡献。6个区县的市级工业园区产值增幅在 16%以上，8个区县的“三资”

工业企业产值增幅在 17%以上。

工业经济主要指标虽然保持较快增长但增幅比去年同期均有回落，其中工业总产值、销售产值增幅均比去年同期回落约 4

个百分点。“三资”工业企业和远郊区县私营工业经济发展放缓是郊区工业经济增幅回落的主要原因。上半年，郊区“三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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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企业产值增幅比去年同期回落 8.1 个百分点，其中有 4个区均回落 10 个百分点以上；远郊各区县私营工业产值增幅回落则在

5个-23 个百分点间不等。

3、“三资”企业运营良好，私营经济保持平稳

从审批情况看，上半年，郊区新批准“三资”企业项目 670 个，比去年同期增加 55 个，增长 8.9%；合同外资金额 29.7 亿

美元，增长 21.6%。

从经营情况看，上半年，郊区“三资”企业投产 8372 家，比去年同期略增，但外资到位资金和主要经营指标增长迅猛。郊

区外资到位资金总额 27.6 亿美元，增长 46.9%，增幅同比高出 41 个百分点；“三资”企业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4250.1 亿元，增长

24.8%；实现利润总额 169.6 亿元，增长 36.6%。郊区“三资”企业正依托国内巨大市场，利用生产管理优势和规模经济效益，

保持产销和利润的快速增长。此外，郊区进出口贸易总额也保持较快增长，上半年实现进出口产品总额 513.6 亿美元，增长 21.3%

（见表 1）。

私营经济保持稳定增长态势。上半年，郊区新增注册私营企业 2.1 万户，比去年同期增长 13.6%。受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等

因素影响，郊区私营经济出现营收和上缴税收增长差距悬殊的情况。上半年，郊区私营企业实现营业或销售收入 4822.5 亿元，

增长 33.1%，增幅同比增加 17.6 个百分点；实交税金 245.8 亿元，增长 13.3%，增幅减少 13 个百分点。

4、消费市场保持繁荣，郊区旅游打短线特色牌

上半年，郊区消费市场交易活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053.75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7.8%。其中私营、个体经济实现

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郊区总额的 53%以上，增长 17.1%。从区县看，闵行区、宝山区、南汇区和松江区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占据

郊区前四位；浦东新区农村部分的消费市场增幅最为明显，达 36.4%，青浦区、闵行区、奉贤区和南汇区的增幅则在 20%左右。

近几年，本市郊区明晰旅游功能定位，围绕“短线休闲度假”和“特色农家体验”两个亮点，乡村旅游得到较大发展。今

年上半年，郊区旅游实现主要景点旅游接待人次和旅游直接收入双增长。如金山区、奉贤区、崇明县接待游客人次分别比去年

同期增长 39.5%、20.1%和 35.9%，旅游直接收入分别增长 33.3%、

16.6%和 12.4%。主要原因：一是“五一”长假取消和“清明节”、“端午节”新假期助推郊区短线游；二是枫径古镇、奉

贤菜花节和海滩旅游、崇明西沙湿地国家地质公园等特色品牌成为郊区旅游的看点；三是近几年景点设施和服务改进，提升了

郊区旅游的接待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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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固定资产投资止跌回升，远郊房地产投资相对活跃

自 2002 年以来，郊区固定资产投资各季度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投资增长有力推动郊区经济快速发展。2007 年起，郊区固定

资产投资出现明显下滑。今年上半年，郊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915.2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5%，扭转了去年以来各季度固定

资产投资大幅下滑的局面。分三次产业看，第一、二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下降 12.2%和 12.4%，第三产业增长 12.3%。第三产

业投资支撑了郊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其中房地产投资是郊区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的主力军，也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主因。

郊区完成房地产投资额占第三产业投资额的 70%以上。其中松江区、宝山区、闵行区、青浦区、嘉定区的房地产投资占本区第三

产业投资的 80%以上。郊区房产竣工面积为 599.91 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下降 7%，但房屋销售面积达 787.55 万平方米，增长

4%；空置面积 388.77 万平方米，下降 12.4%；商品房销售额 527.82 亿元，增长 9%。远郊房地产市场活跃。远郊 6区县完成房

地产投资额己占郊区总额的 52%。除金山区外，其余 5区县完成房地产投资额增幅均为两位数，其中奉贤区和青浦区增幅分别达

到 63.2%和 37.21%，远高于近郊各区。

6、财政收支大幅增长，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提高

上半年，郊区财政总收入 844.86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4.5%，增幅同比高出 6个百分点；财政支出 353 亿元，增长 25.8%，

增幅高出 13 个百分点。郊区财政收入增幅超过经济增幅，财政总收入和财政支出增幅均高于去年同期水平，财政支出增幅高出

财政收入 1.3 个百分点。分区县看，近郊的闵行区、宝山区和浦东新区的农村地区财政收入增幅均在 30%以上，远郊的松江区、

奉贤区和崇明县的增幅在 20%以上。

另据对本市 600 户农村居民家庭抽样调查，上半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7098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0.6%，增幅

同比提高 1个百分点。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工资性收入 5392 元，增长 9.7%；人均家庭经营纯收入 400 元，下降 9.5%；人

均财产性收入 457 元，增长 1.6%；人均转移性收入 849 元，增长 39.2%，其中养老金收入 87C 元，增长 40.8%。

三、当前及今后本市郊区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和政策建议

1、第二产业增长趋缓影响郊区发展速度，应继续深化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上半年郊区增加值比去年同期增长 15,8%，增幅同比回落 2.9 个百分点，这是 2004 年以来，郊区经济发展增速首次低于 18%。

从产业结构看，郊区经济放缓主要受占经济总量 60%以上的第二产业的影响。这既有来自外部环境和政策的作用，也有内在

结构调整的制约。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宏观调控力度加强，国际和国内原材料、能源价格持续上涨的重压下，第二产业

的生产成本不断增加，利润空间不断缩小。郊区经济要摆脱高能耗、低附加值的产业支撑，增强应变能力，应在努力完成节能

降耗目标任务的基础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

2、近远郊发展差异依旧明显，远郊区县应处理好“一业特强”和“多业发展”的关系，同时为私营企业创造宽松的发展环

境

去年上半年，远郊六区县经济总量增长迅速，特别是南汇区、金山区和奉贤区增幅都在 20%以上。但今年上半年，受国际、

国内环境和政策影响，远郊六区县经济增长明显放缓，金山区和南汇区增幅同比分别回落 17 个和 7个百分点；近郊四区经济增

速同比略有上升，经济基础和抗风险能力明显优于远郊区县。郊区经济发展中“一业特强、多业发展”的策略对培育主导产业

和推动经济快速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给其抵御经济风险带来隐忧，因此，应辩证处理好“一业特强”和“多业发展”的

关系，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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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虽然两税合一政策可降低内资企业税率，但与“三资”企业相比，内资企业尤其是私营企业在资源占有和使用、市

场竞争等方面处于明显劣势。因此，一方面应为私营企业创造宽松的政策环境，使内外资企业处于更平等的竞争地位；另一方

面鼓励私营企业学习采用先进的管理方法，加强内部控制，提高生产效率。

3、农业基础设施有待加强，应继续推进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上半年，因有效的政策保障和及时的抢救补种，本市将雨雪冰冻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和市场供应的影响减到最低，其中

设施粮田、设施菜田建设功不可没。应切实贯彻市委、市政府《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

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见＞的实施意见》，一方面继续推进设施粮田、设施菜田、标准化养殖基地等农业生产设施建

设，建立电子信息系统，提高管理水平，同时解决排灌设施年久失修的隐患，将防洪防潮除涝能力提高到 20 年一遇的水平；另

一方面提倡发展生态农业、循环农业，强化科技支撑，科学使用农业投入品，高效利用土地资源，节约利用水资源，合理利用

农业废弃物资源。

4、乡村旅游的部分项目尚不规范，应重视立项前的规划，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上半年，各郊区（县）的接待游客人次和旅游收入均有大幅增长。但各区县的乡村旅游项目内容雷同，既不利于乡村旅游

做精做强，也不利于提高有限土地资源的回报。此外，乡村旅游的项目点分散，部分区县的"特色农业观光游"等项目建设和管

理尚无明确、切实可行的规章。各郊区县应结合本地实际，将郊区的乡村旅游与自然村落改造相结合，与特色农业基地建设相

结合，建立从前期项目规划、认证到后期项目运营、监管的完整长效机制。

5、农产品生产价格在高位运行，各级政府应给予补贴或指导参保

上半年，本市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继续在高位运行。这给农业生产单位、农户合理安排

农产品生产带来困难，也影响郊区农业生产、经营。各级政府除及时发布各类价格指数信息，提供市场信号外，还应扶持优势

农产品产业和稳定市场供应。

6、农民增收空间缩小，应继续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今年以来，消费价格在高位运行，影响农民收入的实际增幅，同时，农资价格居高不下，使农业生产的预期效益明显减小。

各级政府应继续坚持“多予、少取、放活”方针，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建立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长效机制，研究支

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金融政策，将本市城区的优质资源引入农村地区，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特别是私营个体经济，吸收农民特别

是失地农民就业，增加本市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有一定经济条件和优质农产品的区县，应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因地制宜优化

农业结构，加强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通过提高农业效益来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

（作者单位：国家统计局上海调查，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