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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一座拥有辉煌制造业发展履

历和鲜明制造业发展优势的城市。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5年来，上海一直是

我国制造业最重要的基地和创新中心之

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艰难岁月

中，上海为国家贡献了一批“国之重

器”，在新中国历史上，在亿万人记忆

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如今，

身处新时代，面对新挑战，“上海制

造”的金字招牌依旧闪闪发光，包括

C919大飞机、国产大邮轮、高端数控

机床、新一代核电装备在内，一批新的

“国之重器”相继诞生。

当前，上海正在以科技创新为引

领，加快培育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加

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国际

经济中心地位和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

在此过程中，强大的高端制造产业体

系，依然是上海区别于其他世界一流城

市的重要符号和品牌，也将持续助力上

海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向着全球

产业竞争制高点发起冲刺。

时代变迁，追求卓越的
决心不动摇

上海是近代中国民族工业的重要发

源地。自开埠后，黄浦江畔就开启了一

段令人目眩的“造城传奇”，从19世纪

末到20世纪初，风起云涌的工业革命

浪潮中，上海集聚全世界的“冒险家”

和创业者，陆续诞生了中华大地上最早

的近现代工业企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工业

成为当务之急。当时，上海工业在国内

拥有若干“之最”：生产基础最好、设

备最优、能力最强、技术水平最高……

打造全国工业中心的重任，上海责无旁

贷。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

有计划地调整工业基础，更新设备，改

造技术，改建、扩建、新建一批工业企

业，工业经济加速发展。到1962年，

上海已成为当时我国最大的工业中心，

工业品年生产能力在全国占据很大比

重，在所有256个工业门类中，上海拥

有220个，占比超过85%。值得一提的

是，从1957年开始，原属江苏的10个

县被划归上海，全市所辖面积扩大近

10倍；随之，上海启动建设彭浦、桃

浦、漕河泾等7个工业区，以及闵行、

吴泾、安亭等卫星城，由此告别原本单

一的城市结构，成为群体组合城市，在

空间上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与工

业化融合发展之路。

也就在这个阶段，那些在日后闻名

遐迩的“国之重器”，不断从黄浦江畔

孕育而生。1958年9月，上海试制成功

第一辆国产轿车“凤凰牌”（后改名为

“上海牌”）。同年10月，上海电机厂

等试制成功国产首台1.2万千瓦双水内

冷汽轮发电机，当时属于世界首创。

1960年4月，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

艘万吨远洋轮“东风号”下水，这也在

日后被认为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

起点。而最具标志性的当属1961年12

月江南造船厂联手上海重型机器厂等打

造的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

“上海制造”的内涵，一直随时代而

演进。改革开放之初，上海将轻纺工业

和消费品生产提到较重要位置，上海产

手表、自行车，特别是纺织工业，在全

国形成很强影响力。但之后，计划经济

时代的辉煌，随着市场需求和竞争格局

的变化而逐渐褪色，最终，上海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和勇气，推动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上海提出

大力发展汽车、电子和通信、电站设

备、钢铁、石油和精细化工、家用电器6

个支柱产业，掀开“上海制造”从以初

加工为主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向着以

深加工为主的技术和资金密集型转轨的

大幕。这一转型背后体现了追求卓越、

矢志高端的理念，并在日后不断延宕，

为形成当今以先进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

产业为主的制造业新格局完成重要铺垫。

进入新千年，在“四个中心”建设

的引领下，上海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

在地区生产总值（GDP）中的占比逐渐

此消彼长，6个支柱产业的驱动效应渐

趋下降。2016年，在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首次突破70%之际，上海果断提

出，要将制造业占GDP比重保持在不

低于25%的水平，相当于为“上海制

造”划定一根红线。此后，这根红线被

不断提及，成为上海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的重要基准线和轮廓线。在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此举凸显出上

海独到的“底线思维”，也就是要通过

夯实制造业之基，摆脱实体经济“空心

化”，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服务型

制造等“新制造物种”提供产业、生态

和场景支撑，强化科技创新的驱动作

用。与纽约、伦敦、东京等全球主要国

际大都市相比，上海制造业的比重独树

一帜，已成为面向未来构筑核心竞争力

的重要依托。

创新开放，产业基因与
城市品格共振

城市精神与城市品格是一个城市软

实力的内核，是综合实力的重要内涵和

标识。对上海来说，“海纳百川、追求

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

神，以及“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

格，构成一路向前的不竭动力。纵览上海

城市精神和城市品格的塑造过程，融入上

海血脉的制造和产业基因，与之形成特别

的共振。

某种意义上，上海能够成为上海，

“上海制造”能在过去75年中取得如此成

就，背后都离不开同一个关键词——创

新。新中国成立之初，“上海制造”就是

凭借一个个烙印着“中国首创”的大国重

器被长久铭记。以万吨水压机为例，当

时，上海工人团队和技术人员突破重重困

难，研制成功这种在全世界只有少数国家

拥有的尖端装备，不但标志着我国重型机

器制造业步入新水平，更提升中国的国际

形象和民族自信心。其间，上海在多个技

术环节实现关键性突破，包括啃下电渣焊

这块硬骨头。当时的苏联专家甚至曾轻率

乃至轻蔑地断言：“这么尖端的技术，你

们学不会的。”但工程师们不为所动，经

过千百次试验，硬是掌握了这门技术，让

万吨水压机这位“钢铁巨人”站了起来。

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上海制造”

对创新的追求一以贯之，并以新一代大国

重器书写自己的新时代传奇。蛟龙、天

宫、北斗、天眼、墨子号、大飞机——中

国共产党十九大报告中列举的6项重大科

技成果，上海全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再往

后看，近几年间，上海的大邮轮、创新

药、中国芯、智能车等快速崛起，“上海

制造”继续以世界级的创新成果，让产业

实现弯道超车，让亿万国人一朝梦圆。

当然，除了打“创新牌”之外，上海

以及“上海制造”多年来不断突破瓶颈、

赢得挑战的重要原则还包括“吃改革饭、

走开放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央高

瞻远瞩，决定建设宝钢，就是希望通过率

先引进外资和技术，探路现代钢铁工业。

1984年10月，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

立，旗下中德携手制造的桑塔纳轿车，打

开了中国汽车工业利用外资、引进技术的

全新格局。1985年10月，上海施贵宝制

药有限公司竣工并投产，成为首家中美合

资药企。之后不久，包括无锡华瑞、西安

杨森、苏州胶囊在内，各地制药行业不断

有类似合资公司组建，中国现代制药工业

正式起步……40年后，宝钢、上汽以及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早已枝繁叶茂，而整体

上回看这些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开放举措，

可以发现，上海不仅通过开放吸引全球高

端产业资源集聚，更以相应的制度和要素

供给与之匹配，从而以开放促改革、促创

新、促发展，不断放大引进项目的示范和

溢出效应。

当然，观察上海和“上海制造”，还

有一条重要的经验，那就是上海从一开始

就不只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而是着眼国

家战略，将城市发展融入服务全国的大

局。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在“一五”计

划中提出，要充分发挥本地工业基地作

用，支援全国重点建设，从设备、人才、

技术等多方面对各地建设提供支持。也正

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全国支援上海、上

海支援全国”的态势形成，上海经济版图

也从原先的商业、工业并重，逐步转变为

以工业为主。而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实现，

上海作为排头兵、先行者，也正进一步肩

负重任，全力做强创新引擎，构建现代化

产业体系。

应时而变，书写现代化产
业体系新篇章

胸怀大局，应时而变，不断自我调整

和自我超越——多年来，“上海制造”一

直凭借过人的睿智与勇气，保持强大的内

生动力。当前，上海正全面把握新要求新

部署，重点聚焦“ （2+2） +（3+6） +

（4+5） ”领域，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

系，从而更主动发挥引领带头作用，为发

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

当前，上海所构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基本框架中，所谓“2+2”，就是“2个融

合+2个转型”，具体来说，就是推动先进

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融合，推动所有产

业特别是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和绿色

低碳转型。而“3+6”中的“3”，指的是

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

产业，这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

务，重点是实施相关“上海方案”，在三

大产业领域打造“上海高地”。“6”则是

上海有特点、有基础、有优势的六大重点

产业，包括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

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另

外，“4+5”首先是培育4个新赛道产业，

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宇宙、智能

终端；“5”就是5个未来产业方向，即未

来健康、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材

料、未来空间，通过在这些领域开展前瞻

布局，上海努力争取在未来继续站上发展

的制高点。

结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上

海既面临难得的机遇，也面对巨大的挑

战。越来越多专家认为，超大城市可以将

其巨大的规模优势转化为显著的创新效

应，由此将非常有利于现代化产业体系的

建设。一方面，超大城市在人口和经济方

面所具备的集聚效应，不仅有利于创新要

素的共享、创新供需的匹配，更为知识在

不同创新主体之间流动、外溢和重构创造

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大城市独具的

市场容量、平台以及配套服务能力和产业

生态，将为创新成果的落地提供广阔空

间，有助于企业进一步降低创新创业成

本。简而言之，在未来发展新质生产力、

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上海已找

到自己的“创新密码”。

毫无疑问，未来上海必须不断凸显创

新的驱动作用。为此，上海正紧扣这一主

题，推动产业发展，特别是支持各类创新

主体在数字赋能、减碳降耗等新发展模式

下，不断提高技术含量和产业附加值，努

力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同时，上海也

在下大功夫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

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着力完善上下游合

作以及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努力

实现一批重要产业链的自主可控。当然，

上海当前构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本身也

具备丰富的梯度特征，在时间维度上兼顾

眼前和长远，特别是为若干前沿技术的成

熟、成长、壮大留下足够的耐心和空间。

如果说过去“上海制造”更多关注的是创

新链条上“从 10到 100”的那段，那

么 ，如今全市产业界正前所未有地将大

量精力放在“从1到10”上，希望探索出

科技与产业的良性循环机制，从而使得整

个产业体系能围绕创新和市场这两个支点

实现螺旋式上升。

面向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新要求、

新目标，上海还在发力新的管理和服务理

念。比如，更注重“链”式思维，大力引

进和培育“链主”企业，并借助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进博会等重要平台吸引产业链

上下游企业集聚。在关键要素特别是土地

资源供给上，上海正努力突破多年来的桎

梏，以提高产业用地的利用率为目标，推

动“工业上楼”，打造“智造空间”，探索

“产业综合用地”模式，从而让生产、研

发、服务配套等方面的功能主体，以新的

方式在“同一屋檐下”进行混搭与协同，

从而提升经济密度。此外，营商环境改革

也是上海非常重要的创新支持方式，通过

稳预期、强信心、降门槛、减环节等，努

力帮助创新型企业降低经营成本，提高成

功概率。

作为我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

始终是实体经济发展的机遇之地、梦想之

城。今年早些时候举行的全球投资促进大

会上，围绕三大先导产业和若干新赛道，

全球的投资人与上海现场完成重大项目签

约524亿元。而整个今年一季度，全市有

420个亿元以上重点招商项目签约落地，

总投资高达3435亿元。可以预计，随着

这些项目的落地生根，未来，“上海制

造”的金字招牌将越擦越亮，产业领域还

将涌现更多国之重器，从而助力上海书写

光荣之城、创新之城、开放之城新篇章。

强大的高端制造产业体系，是上海区别于
其他世界一流城市的重要符号和品牌

从“国之重器”到现代化产业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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