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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产业强市路径研究

陈建华 李荫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摘 要】：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积极利用首位城市的聚集与扩散效应，加快发展服务型经济，

上海重视科技创新在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积极抢占产业制高点、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注重产业融合发展、构

建产业整体优势，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壮大特色产业集群，不断强化产业对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作用，引领长三

角地区融入国内国际经济双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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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对于一座城市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特别是城市的竞争力具有关键性作用。《上海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先导产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提出，到 2025 年上海将初步建成带动长三角新兴产业协同发展的技术策源地，引领全国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

创新高地，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打造一批世界级新兴产业集群。2022 年 7 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了《上海

市产业地图（2022）》，为上海各区产业错位竞争与有序发展提供指导。上海将积极利用长三角地区首位城市优势，抢占产业

制高点，注重产业融合发展，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快形成对上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具有支撑作用的产业体系。

一、积极利用首位城市优势，发展服务型经济

上海是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对国内特别是长三角地区的资源配置与要素流动起着优化作用。现阶段，我国正在加快形

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上海正引领着长三角地区参与国际生产的分工与协作，努力

成为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中心节点与战略链接。国内城市群发展状况与经验表明，首位城市能对城市群的资源与要

素起到有效配置作用。现代服务业是促进区域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产业形态，它对于优化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

重要作用。诸如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保险业、专业服务业（会计、审计等）、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

对于促进上海提升城市首位度具有重要作用。上海试图在长三角城市群首位城市与现代服务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创

新型经济、服务型经济、总部型经济、开放型经济、流量型经济（简称“五型经济”），即培育更多关键核心技术，发展创新

型经济；优化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发展服务型经济；吸引总部和功能性机构高度集聚，发展总部型经济；培育国际经

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发展开放型经济；促进高端要素流量集聚，发展流量型经济。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quEz3ePNgzZZgv3vcf8nvUODTAEPG3igKGxqQYr_746yXu7mkMZcGjfygUttTKsnaco-3saB70iIHjBMtV233n9ShitFbyNXLDaVUoM7__w=&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quEz3ePNgzY8HjiEnSVEufyYv2tqXVMczF26H0gs-wCCeYfjNqVZlkCQUUcCis3npIy6wtJJ9QtACa1Mt-YebsNJk0Vmaxxcd0bRvNQlczQ=&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organ/detail?v=quEz3ePNgzaD6qhQQfx3mscxo8tYC5eYR171ert1LJSAbw0iUQZB2owF3sMCIxJE0YfHcv3J9la888__UlyMwXJbwkPp0Sn0ZNTjN1U-DGw4aQbrjK4T8k9BAXiLE_FzlXotx7aUeBU=&uniplatform=NZKPT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bDA88kSI7N92chYX1FM97ah3nPjiqLplwMoy_eIsbsybPEi4BzBClPuF7w6GQyukNKjiDdg-3JCmAXQSRRuByz&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bDA88kSI7N92chYX1FM97abqA4lpkJbre8fShR7grsXrnNJXhjJzqqCpSDC0hHrAnE_kBjMNlcf1JLuGlqyOc2&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bDA88kSI7N92chYX1FM97aIgBTClaqI6j2ZIHSZxCSG7e_1ACSOB4gRuvgs_WCF6Ja-qOz4aJkmXI_Op-rvYF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keyword/detail?v=quEz3ePNgzbDA88kSI7N92chYX1FM97aNWNWxCA0PqW1ipMDYuTpk8rvXKwnv7Q5QxPgQbqldOqotf1zfgJtm62QVeBJXt35&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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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上海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利用首位城市优势聚集服务业特别是专业服务业，努力构建服务型经济结



3

构，促进上海与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积极互动，引领长三角地区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从三次产业占 GDP 比重来看，上海基本

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自 1999 年第三产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上海产业结构逐渐完成了“二三一”

向“三二一”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由 2000 年的 50.63%逐渐增长至 2022 年的 74.12%，上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以

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基本形成并稳固发展。目前，虽然上海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整个服务业增加值尚未达到发达国家的

水平，但产业结构转型明显，这对于上海城市能级提升以及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从服务业细分行业来看，目前，上海现代服务业增长态势良好。2022 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排名前三的是金融业、批发和

零售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分别为 8626.31 亿元、5068.5 亿元和 3788.56 亿元。其中，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最快，增速为 6.2%。2022 年，上海金融市场成交总额增速为 16.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业营业收入增长 8.1%，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速为 86.4%，同比提高 66.4 个百分点。总之，上海现代服

务业增速明显，能级稳步提升。

二、抢占产业制高点，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

把握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机遇，抢占产业制高点和引领我国科技创新是上海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一直关注的核心问题。能

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站到领先的位置上，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直接决定着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与韧性

及活力。目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亟须进一步增强，产业科技水平亟须进一步提高，以应对国内资源环境约束与国际经济竞争。

科技创新是长三角地区提高经济增长率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也是未来世界经济竞争的焦点。为此，上海应对研发进

行大力投入，大力促进科技创新，抢占产业制高点，着力发展高端产业，引领长三角科技创新，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的

形成与发展。目前，上海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持续提升，核心技术、关键产品获得突破。一是科技研发投资比重不断上升。上海

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已从 2015 年的 3.7%上涨至 2022 年的 4.2%左右。二是研发体系逐渐完善。2022 年，

上海共有 14 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创板上海上市公司达到 78 家，外资研发中心新增 25 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新增 243 家。
[1]

目前，上海在光子芯片与器件、基因与细胞技术、类脑智能新型海洋经济、氢能与储能、6G 技术等面向未来的先导产业前

瞻布局，新赛道产业加速壮大。结合产业基础，上海在第六代通信、下一代光子器件、脑机融合、氢能源、新型海洋经济等方

面加强科技攻坚与技术布局，在绿色低碳、元宇宙、汽车芯片、氢能装备、智能计算、量子科技等新领域打造新产业集群，引

领未来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上海高端产业关键战略领域取得重要突破，全球最长的风电玻纤叶片研制成功，C919 大型客机完

成首架交付，中国首艘全球最大江海联运型液化天然气船实现交付，超大直径隧道掘进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高端制造产业能

级不断提升，融入全球高端产业链布局。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全面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在数字创新要素、数字基础设施、核

心数字产业、数字融合应用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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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积极形成先导产业前瞻布局，以三大核心产业为引领、六大重点产业为支撑的高端产业体系。一是在先导产业上，上

海促进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三大核心产业发展，推动创新资源与产业链深度融合。2022 年，三大核心产业产值同

比提升 11.1%，达到 1.4 万亿元规模，102 项“上海方案”任务成功落地，三大核心产业人才在全国占比分别高达 40%、20%和

34%。二是在重点产业上，上海让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新材料、数字产业等六大重点产业优先发

展，促进产业集群发展。上海积极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量质同步发展。近五年来，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稳步提升。2013

年，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不足 3000 亿元，2022 年，其已超过 10000 亿元，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也由 13.9%提升至 23.83%。

近三年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虽然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有所下滑，但仍维持在 8%以上，远超 GDP 增速。2022 年，工业

和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3741.92 亿元、6899.27 亿元，同比增长 6.6%、9.8%，占全市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和服务

业增加值的比重分别为 34.66%、20.85%。
[2]
总之，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占比逐年提升，发展效应显著。

三、注重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产业整体优势

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产业与行业既带有制造的性质，又带有服务的特征，产业和行业之间界限逐渐模糊，

有的行业处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间，形成了所谓的“2.5 产业”。同时，传统批量式生产的模式不断被生产与消费相互渗透

的模式所取代。这种以服务提高制造质量、以制造提升服务水平的新生产方式不断涌现。除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界限不断被打

破并且趋于模糊之外，制造业与服务业内部的行业界限也正在趋于模糊，这就是产业融合。产业融合能有效地构建起一个地方

或城市的产业整体性优势，形成一个不可复制的产业发展环境，衍生出新的业态与新的模式，从而构建起其他地方或城市不可

比拟的比较优势。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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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大力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2.5 产业”发展。“十四五”时期是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

融合的加速期。上海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以品牌

带动制造业发展，以制造实力促进上海品牌发展，以上海文化提升上海制造内涵，以上海服务提升制造层次。推动传统服务转

型升级，促进新兴服务经济优化发展，加快“上海服务”提质增效；构建以先导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的现代化产业新体

系，推动制造水平提升、制造服务交互融合，扩大“上海制造”品牌影响力；加快城市数字化转型，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

质和多样化升级，增强“上海购物”品牌认知度；聚焦文化创意产业建设，推动新兴技术与文化创意产业融合发展，提升“上

海文化”创造力与传播力。总之，上海要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和高品质、多样化的生活性服务业，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

融合，促进技术进步、产业升级、效能提升与城市生活品质提升，促使传统制造业通过品牌效应获得新生。

同时，上海积极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

型发展，推进传统产业支撑数字经济更好发展。现阶段，上海中心城区及重点区域大力发展新兴数字产业，临港智能制造主示

范区等智能制造集聚区加快推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转型，工业互联网、物联网、智能车间、智能制造、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持续涌现，促进上海产业化与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通过积极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上海积极促进产业融

合发展，构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体、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有力地支撑了上海作为国际

大都市发展。

四、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壮大特色产业集群

上海正在打造“两极两带”为主体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空间布局，其中，两极为张江科技创新极和临港产业增长极，两带为

环中心城区的高技术服务产业带和环郊区的高端制造产业带。
[3]
不断优化产业发展环境，改善产业发展条件，促进企业与产业共

享相关基础设施，提高产业前向与后向关联性，着力提升经济发展效率。一是重点打造张江科技创新极和临港产业增长极。以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为引领，依托众多高校与科研机构，加快创新创业要素集聚，聚焦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与人工智能等

前沿产业集群和新兴业态。二是优化发展环中心城区的高技术服务产业带和环郊区的高端制造产业带。结合自身优势和特色，

重点发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等，提升高技术服务能级。

同时，上海在三大先导产业发展基础上，大力提高产业的关联性，积极构建产业集群，不断培育和壮大具有较高关联性且

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的特色产业集群。一是增强集成电路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形成综合性产业集群。上海集聚了 1200

多家集成电路行业重点企业，拥有中芯、华虹、中微半导体等国内龙头企业和阿斯麦、台积电、德州仪器等跨国公司总部，汇

聚全国近 60%专业人才，产业规模达到 3000 亿元。
[4]
二是推动生物医药产医融合，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水平。张江药谷历经三

十余年打响品牌，推动创新药物成果与先进医疗器械的研发推广，吸引近三分之一的中国医药工业百强企业，集聚 1400 余家生

物医药创新主体，创立众多开放式医药创新中心。三是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赋能实体经济，释放发展新动能。浦东张江、徐汇西

岸、临港新片区、闵行马桥等四大产业格局基本成型，以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实现 AI 技术创新赋能产业发展。

另外，上海积极建设战略性新兴产业特色园区，构建张江、临港和嘉定“一体两翼”的集成电路产业空间布局，打造生物

医药特色产业集群，形成浦东张江、徐汇滨江、闵行马桥和临港新片区各具特色的人工智能产业园区，建设重点区域新兴数字

产业集聚区。基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加强与周边苏州、无锡、嘉兴等地的产业联动，有序引导和服务企业产业转移，深

化苏浙皖三省区域合作与产业分工，实现长三角产业布局优化，拓展长三角自由贸易试验区联盟、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

平台功能，提升区域产业链协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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