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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海是中国近代重要的民族

工业发祥地、 民族品牌发源地和

集聚地。但随着时代变迁，当年那

个“上海牌”一货难求、提起“上海

牌”人人都竖大拇指的时代，已然

渐渐淡出。站在新时代新起点，为
重振“上海制造”辉煌 ，重新塑造

“上海牌”“上海货” 的美誉度、显
示度、标识度，市委、市政府将“上
海制造” 作为全力打响 “四大品

牌”的重要内容，并通过制订颁布

《全力打响“上海制造”品牌 加快

迈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三年行动

计划（2018-2020）》（简称《三年行

动计划》）对相关工作作出全面部

署，这为“上海制造”再出发创造

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过去一段时间， 上海不断向

国内外表达坚定发展先进制造业

的决心和信心。此次更进一步，将
聚焦擦亮“上海制造”金字招牌 ，
不断为“上海制造”赋予新使命和

新内涵。本报今天对《三年行动计

划》进行解读梳理，希望对读者有

所帮助。

他们将是擦亮“上海制造”品牌的主角
名企、名家、名品、名园———

上海市委、 市政府 《关于全力打响上海

“四大品牌” 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

见》 共提到 15 个 “名”。 《全力打响 “上海

制造” 品牌 加快迈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三

年行动计划 （2018-2020）》 （简 称 《三 年

行动计划 》） 重点聚焦其中的名企 、 名家 、
名品、 名园。 结合 “上海制造” 的发展现状

和布局， 哪些领域的 “名” 可能成为 “上海

制造” 再出发、 品牌再塑造的载体和依托？
记者在这里做了一番不完全梳理。

名企： 三层梯队

上海希望在 2020 年， 能推动形成包括

国际一流企业、 独角兽企业和隐形冠军在内

的 “名企” 三层梯队。
所谓 “世界一流企业”， 主要是以进入

世界 500 强为标准衡量。 此前， 上汽集团、
宝武集团已代表 “上海制造” 率先进入 《财
富》 世界 500 强， 分别位居 2017 年榜单的

第 41 位和第 204 位。 去年， 《财富》 世界

500 强入围门槛为 216 亿美元 。 未来几年 ，
有望晋升进入这一团队的， 有上海电气、 光

明集团等。
“独角兽 ” 通常是指创业 10 年以内 、

估值超过 10 亿美元， 同时尚未首次公开上

市的公司。 与互联网行业相比， 在制造业中

“抓到” 独角兽， 难度要大得多。 “上海制

造” 目前大约拥有联影医疗、 威马汽车、 蔚

来汽车 、 复宏汉霖 、 微鲸科技五家 “独角

兽” 企业； 未来三年， 上海目标是再增加到

三到五家。 据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估计， 候

选者将集中在智能网联汽车、 生物医药、 智

能硬件这三个行业， 天使之橙、 禾赛光电、
熠知电子、 安翰医疗、 华领医药等企业值得

关注。
“隐形冠军” 主要是指在某个细分行业

成为国内 、 亚洲乃至全球市场前三位的企

业。 这些企业往往并不为公众所知， 但在本

领域有较大影响力， 因此有 “隐形冠军” 之

名。 目前对 “隐形冠军”， 业内并没有普遍

公认的权威统计 ， 大体上 ， 上海目前拥有

“隐形冠军” 超过 170 家， 而未来三年设定

的发展目标是增加到 200 家。

名园：五家最有希望成为“世界级”
《三年行动计划》 提出， 要围绕 “世界

级品牌园区 ” 和 “特色产业基地 ” 这两个

方面 ， 塑造产业重要承载区 。 目前 ， 最有

希望入选 “世界级品牌园区 ” 的 ， 就是临

港 、 漕河泾 、 张江 、 上海化工区 、 国际汽

车城这五家。
除了以上五个瞄准 “世界级 ” 的产业

园， 上海各区也在结合各自产业特色定位，
分别推进相关园区发展。 值得关注的包括长

兴岛船舶海工装备、 徐汇滨江人工智能、 松

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业互联网、 静安市北大

数据、 闵行莘庄军民融合、 奉贤东方美谷、
宝山顾村机器人、 金山工业区新型显示、 青

浦市西软信园等。

名品 & 名家：五百精品和产
业人才梦之队

“上海制造” 名品专项打造行动， 将围

绕 “消费品改善供给 ” “智能产品迭代升

级” “高端装备自主突破” “新材料首批次应

用” 四大领域展开。 未来三年将打造 500 项市

场美誉度高、 质量掌控力强的制造精品。
其中， 消费品重点面向健康护理、 日化用

品、 时尚服饰、 绿色食品、 工艺美术等， 智能

产品重点围绕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健康医疗、
智能家居、 智能穿戴等， 高端装备瞄准民用航

空、 智能制造装备、 集成电路装备、 智慧能源

装备、 船舶海工装备等， 新材料首批次应用则

将聚焦高温超导、 石墨烯、 高性能纤维等新兴

领域。
对于 “名家”， 上海将对接产业需求， 着

力汇聚一支 “以卓越科学家引领、 卓越企业家

运营、 精工巧匠支撑” 的制造人才队伍， 打造

“产业人才梦之队”。 值得一提的是， 以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那批在周末前往江浙、 帮助当地企

业提升技术和工艺水准的 “星期日工程师” 为

模板 ， 上海这次提出将大力扶持 “上海工程

师” 和 “上海师傅” 的成长， 弘扬他们爱岗敬

业、 精益求精、 专业一流的精神， 使得精工巧

匠也能和科学家、 企业家一道， 再次成为擦亮

“上海制造” 品牌的主角之一。

■本报记者 沈竹士

“上海制造”最有条件抢占全球新产业制高点
上海社科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伟认为，上海最有条件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有所突破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上海制造如何构筑

新的战略优势》 研究课题， 今年 1 月获批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课题。 记者近

日专访了课题主要参与者、 上海社会科学

院应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李伟。 他认为，
全力打响 “上海制造” 品牌， 是上海发展

战略的一次新的突破和创新， 在全国具有

示范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 上海根据发展阶段转

换和国家战略目标导向， 先后在资本技术

密集型重化工业、 融入国际产业分工的外

向型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中， 率先

创新突破 、 转型升级 ， 确立了 “上海制

造” 的发展优势。
“上海制造” 的历史优势， 尤其是改

革开放以来， 都是在国家战略的引领下获

取的。 “上海制造” 每一个阶段的优势，
都 是 根 据 国 家 战 略 目 标 确 立 的 。 现 在 ，
“上海制造” 品牌也需要根据国家战略转

变， 探索构筑新的发展优势。
李伟表示， 此前， 上海在 “十三五”

规 划 中 提 出 “制 造 业 比 重 不 低 于 25% ”
的发展目标， 是全国最早提出制造业底线

思维的省份； 如今， “上海制造” 要构筑新

的战略优势 ， 首先要深入把握国家战略转

变———要确立以占领产业制高点来带动产业

结构向中高端升级的转变， 在此过程中从跟

跑到并跑到领跑的发展方向。
他认为， 产业中低端层面上的发展， 只

要发挥比较优势、 融入国际产业分工， 就能

成功———这个层面上的发展是与发达国家共

赢的； 而产业中高端层面上的发展， 则要求

在整个产业链上有控制力———通过掌控产业

链、 形成控制力， 获取高收益。 产业链的控

制力在于制高点。 制高点是高投入、 高风险

的， 其本身未必有高回报。 但在制高点上有

话语权 ， 才有可能切入产业链的中高端环

节。 对制高点的攻坚， 可能会超越现有比较

优势的 “舒适区”， 这意味着中国制造所面

临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上海要把握上述国家战略转变的特点，

才能找到重塑战略新优势的突破方向： 代表

国家参与制高点的国际竞争， 在这个过程中

形成新的战略优势。 这既是对国家战略的重

大贡献， 也是真正实现 “上海制造” 向产业

中高端的升级， 而且要为中国制造向产业中

高端升级提供支持。 这就是上海在国家重大

战略转变中的历史使命、 战略地位。

工业互联网是新制高点的一个重要方

面。 新产业革命的核心脉络是工业化、 信息

化 “两化融合”。 工业互联网是 “两化融合”
最前沿的领域， 其核心是把智能装备和工业

机器人用网络连接起来， 感知和收集工业数

据。 最终目的也是最关键的部分， 是工业数

据的大数据处理和分析。 通过大数据处理和

分析， 提供新的生产计划、 新的资源配置安

排、 新的营销模式， 实现质量控制。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实现装备连接、 数

据收集、 数据分析的重要平台。 它不仅集成

了最前沿的技术， 而且还将创建新的产业分

工格局： 得平台者得天下。” 李伟表示， 谁

掌握了工业互联网平台， 就意味着他掌握了

整个产业的控制力———企业都要依靠平台生

存， 其信息数据都在平台上， 依靠平台实现

绝大多数业务。
工业互联网分为应用层、 平台层、 架构

层。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已着手推进制定工

业 互 联 网 系 统 架 构 和 标 准 体 系 。 2016 年 ，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与上海市签定战略合作

协议， 打造国家级工业互联网创新中心， 创

建工业互联网示范城市。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

院还在浦东临港设立了工业互联网中心———
这是国家首个在地方设立的同类中心。

当前， 很多企业都自称建设了工业互联

网， 但李伟认为， 这些都称不上真正意义上

的工业互联网， “只是一般装备在企业内部

实现网络连接 ， 以落实内部生产计划的调

整”。 他表示， 中国工业互联网发展存在几

个问题： 一是硬件上智能装备还未达到先进

水平； 二是软件上很多工业控制系统是进口

的， 是严重的薄弱环节； 三是网络连接的范

围还很有限， 要实现全产业链和产业间的连

接， 道路很长； 四是大数据处理和分析技术

尚无突破。
其中尤以最后一个问题最为关键。 大数

据处理和分析技术需要传统制造业人才和信

息技术人才对接 ， 要对两个领域都非常熟

悉， “这个问题不光中国没有解决， 美国通

用电气也没有解决。 通用电气在制造业领域

有着深厚积累， 曾经招了一大批信息技术人

才， 但始终无法融入团队”。
上海电子信息产业基础很好， 在高端环

节有优势，制造业基础也很好，同时拥有两个

领域的人才。 李伟说：“上海一直以来聚焦最

难做、最核心的事。而制高点的竞争需要产业

基础和长期积累，就是不能走捷径。上海最有

条件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有所突破， 代表国家

参与下一轮制高点全球合作与竞争。 ”

■本报首席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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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Made in Shanghai”成为城市重要内涵特质
打响“上海制造”品牌提出十大专项行动

围绕市委、 市政府总体要求， 新发布的 《全力打响

“上海制造” 品牌 加快迈向全球卓越制造基地三年行动

计划 （2018-2020）》 （简称 《三年行动计划》） 共提出

十个专项行动， 它们可概括为聚焦 “四名” 引领、 “六
创” 提质。 牵头编写该计划的上海市经济信息化委表

示 ， 要 通 过 这 些 具 体 行 动 的 落 地 ， 使 得 “Made in
Shanghai” 成为上海城市重要的内涵特质。

名品打造专项行动

上海要深入挖掘市场需求， 着力打造 500 项市场美

誉度高、 质量掌控力强的制造精品。 包括在健康护理、
日化、 时尚、 绿色食品、 工艺美术等领域， 推进 150 项

消费品改善供给； 围绕智能网联汽车、 智能健康医疗、
智能家居、 智能穿戴等领域， 推进 100 项智能产品迭代

升级； 新瞄准民用航空、 智能制造装备、 集成电路装

备、 智慧能源装备、 船舶海工装备等领域， 推进 100 项

智能产品迭代升级； 聚焦高温超导、 石墨烯、 高性能纤

维等领域， 推进 100 项新材料首批次应用。

名企培育专项行动

所谓 “名企”， 大致可以分成 “世界级企业” “独

角兽企业” 和 “隐形冠军” 三个层次。 具体来说， 上海

将集中优势资源， 着力培育以世界一流企业、 独角兽和

隐形冠军为核心的卓越制造企业群体。 其中， 争取三家

左右制造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 力争形成八到十家制造

业 “独角兽”， 形成 200 家居于国内外细分市场前三名

的隐形冠军。

名家汇聚专项行动

所谓 “名家”， 既包括制造业领域的科学家、 企业

家， 也包括制造企业内的工程师、 工匠等一线技能人

才。 上海将对接产业需求， 着力汇聚以卓越科学家引

领、 卓越企业家运营和精工巧匠支撑的卓越制造人才

队伍， 包括新增 100 名制造业海外高层次人才、 200 名

行业领军人才；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 ， 在

有条件的企业实行首席信息官、 首席质量官制度 ； 为

造就精工巧匠支撑的高技术和高技能人才队伍， 上海

将打造一批专业一流的 “上海工程师” 和技艺精湛的

“上海师傅”。

名园塑造专项行动

集聚高端要素资源， 上海将着力塑造以世界级品牌

园区、 特色产业基地为重点的区域品牌， 这项工作主要

由三个层面的内容： 在全市范围内， 要依托临港、 漕河

泾、 张江、 上海化工区、 国际汽车城， 形成五家左右的

世界级品牌园区； 在区域层面， 引导各区加强差异化产

业定位， 创建一批特色产业基地； 此外， 上海还将努力

培养形成 100 个 “四新” 经济创新基地。

技术创新专项行动

加强产业和技术创新， 上海要在关键领域和发展前

沿掌握核心技术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破解芯片、 大飞

机发动机等 “卡脖子” 问题， 摆脱核心科技受制于人的

局面。 具体来说， 要布局前沿科技领域， 实施 100 项产

业化创新项目， 加大创新成果产业化， 提高企业自主创

新能力， 加大技改力度， 争创三到五家国家级制造业创

新中心和产业创新中心。

品牌创响专项行动

改革开放之初， 以上海牌手表、 蝴蝶牌缝纫机、 凤

凰牌自行车、 大白兔奶糖等为代表的上海品牌在国内几

乎家喻户晓， 深受全国人民喜爱， “上海牌 ” “上海

货” 的美誉度、 显示度、 标识度极高。 未来三年， 上海

不仅要想方设法赋予老品牌新气质， 也要打响一批新品

牌。 具体来说， 要通过挖掘文化资源、 创新传统工艺、
智能化改造升级、 市场化重组交易、 设立投资基金等方

式， 振兴老凤祥、 三枪、 上海家化、 上工申贝等一批轻

工、 纺织、 食品类的历史经典品牌， 唤起消费者对 “上
海牌” 的美好记忆； 同时， 培育联影医疗、 蔚来汽车等

一批创意、 健康、 时尚类新锐品牌， 加快推动优质品牌

高端化提升、 国际化发展， 扩大市场影响力。

质量创优专项行动

这一行动以质量为核心基础， 将全面树立 “上海制

造” 全国质量标杆地位。 在 《三年行动计划》 中， 上海

用一句直白朴素的话， 表明了决心： “不以牺牲品质为

代价开展市场竞争”。 为此， 将推动 “上海制造” 以质

量过硬、 标准领先、 品质至上为目标， 加快标准升级提

档。 具体来说， 将以高于国标、 地标为导向， 推出 “上
海品质” 认证， 打造一批制造领域的 “上海品质” 认证

产品和领跑标准； 同时， 不断推动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

同质， 缩短国内外市场 “质量差距” 和 “信任差距”。

融合创智专项行动

未来三年， 上海将着力推动互联网、 大数据、 人工

智能等融入制造全流程， 建设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 推

动 10 万家企业上云上平台， 推进 1000 个工业 App 加

载应用； 同时， 加快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 促进军

民深度融合发展。 为推动 “制造+人工智能”， 推进新

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在制造业领域各环节的探索应用， 上

海将加紧建设 “无人工厂”， 在汽车、 电子、 船舶、 航

空航天、 医药、 能源装备等优势领域开展智能制造试点

示范， 建设 100 家智能制造新模式应用示范工厂。

集群创建专项行动

上海将全力打造汽车、 电子信息这两个万亿元级世

界级产业集群； 培育民用航空、 生物医药、 高端装备和

绿色化工四个世界级产业集群； 协同推动 “集群长三

角” 建设， 建立 “基地+基金+机制” 的世界级产业集

群共建模式， 共建长三角产业链协同创新示范基地， 组

建长三角产业合作基金， 建立产业合作利益共享机制。

绿色创先专项行动

“绿色制造” 是 “上海制造” 的新方向、 新内涵。
为此， 上海将重点推进产业绿色提升及绿色制造领跑，
优化资源能源利用效率； 打造一批绿色示范产品 、 工

厂、 园区及示范供应链， 创建一批低污染、 低排放、 低

碳领跑者。 包括建成三到五个 “城市矿产” 示范基地，
开发 100 项绿色示范产品， 创建 100 个绿色示范工厂，
培育 20 个绿色示范园区， 建设 10 条绿色示范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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