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于双循环理念的上海经济 

发展演变特征和路径 

古祥凤
1
 

(北京师范大学 地理科学学部，北京 100875) 

【摘 要】：新时代，面向“十四五”和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审视上海市经济发展历程，对其强化全球资源配置

优势和引导国内经济循环意义重大。本文在时间序列轴上，以推拉理论为基础，基于国内外经济双循环理念，归纳

演绎自成立特别市并转为直辖市以来，上海市经济在国际经济市场拉力和国内政策推力的双重作用下的演变特征和

路径。研究结果发现：193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循环规模大于国内经济循环；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国内经济循

环规模大于国际经济循环；改革开放后国内经济循环逐渐与国际经济循环匹配；21世纪初以国际经济循环规模逐渐

增大；至新时代进入更高水平双循环，向着主导国际经济循环，赋能国内经济循环，以调控优化国内外经济循环的

方向发展。 

【关键词】：经济发展 国内外经济双循环 演变路径 上海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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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处于长江三角洲和东海的交汇处，位于北纬 31°14’N,东经 121°299’E,是中国南北沿海经济带的中点，联通了长

江水系和环太平洋区域，具有重要的经济战略意义。自我国工业起步发展以来，上海市一直是我国国际经济循环的首要门户，同

时引领国内经济循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市的经济发展受到中央政府政策的宏观调控，带有鲜明的社会主义特点。总体

上，上海市经济发展始终受国内外经济循环推拉动力作用。本文以时间序列为轴线，推拉理论为基础，基于国内外经济双循环理

念，归纳演绎上海市 193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前后，以及 21世纪初、新时代等不同经济发展政策主导时期，上海市经济发展在

基础条件、国际经济循环环境、国内经济政策，以及上海市制度技术创新的内生动力等因素的作用下，呈现的经济发展特征和演

变路径。 

1 上海市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 

1.1优越的交通区位 

上海市作为中国的国际贸易经济门户，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发达的交通网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连接国内

河运系统和国际海运系统的枢纽，上海发达的水路运输系统连接着世界发达的商贸市场和国内规模性的廉价劳动力市场。1990

年代后，产品价格和产品质量虽然是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但生产制造的速度和灵活性却成为市场经济的核心，这是因为

国际市场对更短生产销售周期的需求逐渐加强，因而劳动力和交通成为竞争的主导因素。此时上海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快速联

通国内外经济循环的交通枢纽地位增强了其经济发展的国际竞争力，使其能够在激烈的国际经济发展竞争中占据优势，吸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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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加快城市本身的经济发展。 

上海的交通区位优势是推动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也是提高上海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1996 年，中央政府增加了将

上海建设成“国际航运中心”的发展目标。这项发展战略旨在增强上海在国内外运输系统中的优势地位，使上海市更好地融入

世界经济体系。2005 年，上海第五航权的开放，促进了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增强了上海向世界城市发展的潜力，吸引了更多

跨国公司的直接和间接投资。2005年洋山深水港一期工程到 2017年四期工程的投入使用，弥补了上海海运航道深度的不足。据

商务部统计，2016 年上海港与全球 214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集装箱货物贸易，2019 年集装箱吞吐量达到 4331 万标箱，同比增

长 3.1%,连续 10 年蝉联全球集装箱吞吐量第一大港。上海便利的运输系统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采购和销售以及快速交货提供了

重要保证。 

1.2丰厚的实体工业积累 

民国时期，由于华洋杂居局面的出现，上海成为“孤岛”区。相比国内其他区域贫困和战争交替的社会经济环境，上海的社

会经济环境始终是稳定的，这为其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因此，尽管民国时期的上海地区不具有实体工业发展的成本优势，

如接近原材料区，较低的土地和原料成本，依然有大量的外资和民族企业在上海建厂发展。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形成了工业集中

于上海发展的趋势。在上海建立工厂相比在原料区建立工厂可能会花费更高的成本，但极大减少了生产制造过程受到外界不可

抗因素干扰而产生的风险。同时，稳定的社会环境也让上海的人口成为了战时吸纳人口，平时释放人口的海绵。这一人口数量的

变化给上海带来了丰富的廉价劳动力以及不同方向和层次的人才，为上海的工业以及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上海地区的交通

区位优势与扎实的实体工业基础相互作用，发达的交通体系连接了国内更广泛的工业制造原料区，使上海的工业发展更加多元

化，对国内和国际市场都输出了更加丰富的产品。同时，国际经济循环中输入的商品通过长江水系运输到全国各地，形成以上海

为贸易分配中心的经济循环模式，带动国内的经济循环发展壮大。 

2 改革开放前计划经济调控使上海经济国际循环主导转向国内循环主导 

自明清以来，上海地区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窗口。19世纪 50年代，上海的外贸总值超过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出

口港埠，此后一直居于全国外贸首港的地位。20世纪 30年代，上海作为资本主义主导的商业港口，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

展形式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形式割离。1930年代，上海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占中国整体对外贸易的 81.2%、银行投

资占 79.2%、工业投资占 67.1%、房地产占 76.8%,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中心、最大的工业中心和金融中心，也是远东国际

金融贸易中心。新中国成立之际，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多方面封锁阻碍了上海与西方世界的联系，国家实施计划经济体制，促

使上海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体系，而失去了“东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地位，最终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工业基地。1949 年

以后，上海的经济发展直接受国家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指导，经济发展基础从国际国内双循环经济转为规模较小的国内循环经

济，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为发展全面的制造业。尽管上海脱离了国际经济循环，但它仍然是中国国内经济循环发展的支柱。从

1950年到 1976年，它的经济总量占全国六分之一，而人口仅占全国的 1%。在此期间，由于中国经济规模限制和区域发展的严重

失衡，政府强调平衡发展区域经济，上海成为国家调控国内经济循环的重要节点，其经济发展处于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状态。这

种经济调控政策有利于国内经济平衡发展，却极大程度上限制了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并在一定程度上浪费了其相对发达的实

业基础和地理优势。这一时期上海经济发展的整体演变路径是由国际经济循环主导转为国内经济循环主导。 

3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经济双循环使上海由工业主导转变为第三产业主导 

3.1上海发展实体工业的优势逐渐消退 

改革开放的政策优惠和庞大的廉价劳动力储备，使上海成功地赶上了上世纪 90年代全球工业结构调整和重构，吸引了大量

的大型外资企业入驻，他们带来的新技术和产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作为改革开放前中国最大的工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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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上海始终贯彻工业全面发展的方针。因此在 21世纪前，上海始终将制造业作为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并通过与长三角地

区的互联互通，加强了其汽车、成套设备和房地产等支柱产业的发展。随着上海经济的高速增长，其商业成本继续上升。为了进

一步提高上海全球竞争力，保证成本的优势，上海市发展了与长江三角洲地区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获得更多的经济“殖民”空间，

即通过连接领土经济与全球体系，以“殖民”的方式补充城市发展的优势。但随着中国加速进入老龄化社会，经济腹地带来的人

口红利不断衰退，上海面临着更加紧张的制造业发展形势。由此，上海“十二五”规划强调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创新链与产业链

有机协同整合，实施全球创新资源配置和产业链整合战略，从高科技制造向高科技服务产业转型。然而，这一目标的实施受到科

技创新成果低转化率的限制。国家科技部的统计监测结果显示，自发布以来，上海一直在总体技术进步指数中排名前两名，但上

海领先的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力。并且与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北京相比，上海缺乏高科技实践，难以形成创新的

产业集群。第二产业技术创新实践的困难加速了上海实体工业优势的消退。 

3.2改革开放政策推动上海经济发展转向第三产业主导 

1978 年，我国实施了“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政府考虑到上海在国内经济循环中的支柱作用，没

有率先在上海设置对外开放的经济特区，以减轻国内经济受到的国际经济环境冲击。1984 年，中央政府批准上海成为首批向世

界开放的沿海城市之一。上海因此获得了一些国外资本使用权，但这并没有完全发掘到其作为我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门户城市

的潜力。之后，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越来越紧密，中国越来越国际化，上海重新成为了中国与世界间商贸往来的“国际门户”,

其第三产业发展潜力也越来越大。此时，上海经济发展蓝图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等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不同。上

海与其经济腹地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之间的强联系使上海能够更容易地利用长三角地区较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资源，为上海的

工商发展提供了一定的保障。随着资源成本优势的消退和中央政府政策方向的转变，上海逐渐从工业城市转化为第三产业主导

城市。在“十五”规划中，上海市政府提出大力发展六大支柱产业，即信息、金融、贸易和商业、汽车、成套设备和房地产等，

以取代工业全面发展的战略。自 1980 年代以来，上海市 GDP 中工业 GDP 占比一直在下降，尽管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工业

平均年增长率超过 15%。 

上海的经济腾飞始于 20世纪 90年代，并一直保持着较高发展速度。在 1991年中央工作会议上，上海市委主动提出“三保”

和“三改革”。“三保”,即保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服从国家宏观调控、保证超过年度财政贡献；“三改革”,即自费改革、

自主改革和率先改革，并得到了中央政府的批准。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把浦东新区作为发展龙头，

推动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的“三中心”国家战略。在此基础上，1996 年，增加了国际航

运中心的建设战略。为了实现建设“四个中心”的发展战略，从 20世纪 90年代开始，国家给予上海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

批准建立浦东新区、允许创建新的服务业、吸引外国银行和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系列政策本质上更接近于放松管制，而

不是财政补贴。上海浦东新区的设立，为上海带来了比经济特区更开放的经济政策，推动了上海经济的市场化和国际化，使其在

国内外经济发展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这对上海成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成为我国的代表性门户城市，具有重大意义。 

3.3广泛入驻的国际金融机构和全球实体工业再分配促进上海主导产业转型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前，欧美地区在国际经济循环中，大量转移实体工业到发展中国家以寻求更低的商业成本。而金融危

机后，欧美政府重新审视了实体工业在国家社会经济中的作用，减少了这一转移。在这一国际经济循环背景下，上海的工业和制

造业面临着传统领域的产能过剩和缺乏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挑战。此时，上海作为“中国大陆金融中心”,正在向全球金融中心方

向发展，亟需吸纳世界金融及相关第三产业生产资料以提升其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因此，上海具有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庞大

的消费市场，吸引许多大型国际金融机构，如花旗银行、高盛、美林和摩根士丹利等在上海建立了分公司或业务。这些国际金融

机构的进驻，缓解了上海实体工业发展的威胁和挑战，同时强化了第三产业要素的集聚，提升了其经济地位。至此，上海经济逐

步从工业主导发展成为第三产业主导。 

4 新时代的上海正在以国内经济循环的力量引导国际经济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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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金融治理被西方学者称为“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由度相对较低经济体。上海浦东新区作为上海金融业的

集聚地，不断展现其更高水平的交通体系优势和金融治理能力。1990 年浦东机场的投入增强了上海在国际经济循环中的枢纽作

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其国际贸易效率。同年，成立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则大大增强了中国社会的资本流动活力和上海的金融能

力。2005年，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全国首个综合改革试验区。2013年，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成立，标志着浦东新区进入

了“自由贸易时代”,经济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使上海正成为一个更有活力的国际经济窗口，连接着中国和世界经济。到 2013

年底，上海初步形成了以央行上海总部为核心、以监管金融机构为主体、非监管金融机构为补充的国际金融机构集群。据第 31

期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上海位居全球金融中心的第 4位。目前，上证指数的总市值已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三大证券交易

所，仅次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需要强调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是上海金融产业集聚的主要推动力。

另一方面，国际经济循环呈现出世界制造——贸易中心与金融——法律中心的分离的趋势，这将加速上海作为一个领先的国际

金融和法律服务中心的发展。 

上海现代航运功能性运输机构集聚是其引导国际经济循环的重要抓手。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协会、波罗的海航运交易所、联合

国国际航运学院、亚洲船级社协会中韩联合秘书处等一批国际航运机构纷纷在上海建立总部或分支机构，成为上海国内经济循

环力量辐射的主要对象。随着航运金融规模的发展和货运指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上海作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

贸易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建设成效更为显著。 

“十四五”时期，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新自由主义、逆一体化的经济政策和近几年新冠

肺炎疫情的存在，使得上海经济发展的国内外循环环境变得更加复杂。在市场竞争中，上海不仅面临着东京和新加坡等发达的环

太平洋城市的竞争，还面临着北京、深圳和广州等国内城市的竞争压力。虽然上海面临全球经济发展的特殊时期的竞争压力和挑

战，但总的来说，上海依然具有建成“四个国际中心”,吸纳国内经济循环能量的同时，引领国际经济循环的发展潜力。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梳理上海开埠以来的经济发展脉络，以国内外经济双循环理念，全面剖析影响上海经济发展推拉动力，归纳演绎其

经济发展演变特征和路径，结果发现：近现代以来，相比国内其他城市，上海经济发展始终具有优越的环境条件。从双循环视角

下重新审视上海的经济发展道路，上海可以被视为典型的国内外经济循环连接点。在上海经济发展历程中，由于其优越的交通区

位条件，直接受国际经济市场和国内经济政策改革的双重作用力，国内外经济循环的交替、重叠是其经济演变的关键推拉动力。

同时，上海自身的制度和技术创新能力作为内生动力，驱动着其经济发展格局的演变。在内外循环作用下，1930 年代以来，上

海经济演变路径为：商埠+实体工业集聚区——金融中心——第三产业主导——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三中心”——国际经济+

金融+贸易+航运“四中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内循环力量激发引领国际循环区。 

新时代，上海受国家政策调控和国际竞争市场双重影响，正在重新活跃在世界经济大循环舞台上。不同的是上海已经从 1930

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转变为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体系，从工业城市转变为第三产业主导的城市。相比国内其他城市，上海

的内外循环经济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经济要素的流向更加复杂。但在全球城市体系中，上海在国际经济循环中仍然处于被动地

位，依然需要通过加强“四中心”建设以提升上海以及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因此，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的复

杂化，上海需要转变其在国际循环中的被动地位，向主导国际循环、引领国内循环的方向发展。新时代以来，国家为上海的发展

提供了宏观框架，地方政府政策和市场原则决定了上海经济发展的细节，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发展规划增加了上海市

场发展的自由程度，而复杂国际经济环境中的新自由主义、逆一体化、新冠肺炎疫情等增加了其经济发展风险，削弱了其市场的

稳定性和可控性，对实现“十四五”时期经济计划的发展目标构成新的挑战。未来，上海地区可通过建设主导国际经济循环+引

领国内经济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增强国内循环抵抗国际循环经济格局变化冲击的能力。 

参考文献： 



 

 5 

[1]雷新军，邓立丽.供给侧改革视角下上海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探索[J].上海经济研究，2017,(07):81-92. 

[2]Yeandle M.Global Financial Centres Index 31[R].Z/Yen Group and Qatar Financial Centre Authority,London, 

UK,2022. 

[3]李国庆.“十四五”时期中国发展环境与上海重大发展思路[J].科学发展，2020,(06):5-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