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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上海作为我国制造业最

重要的基地和创新中心之一，为中国制造从艰

难起步到逐步强大、从亦步亦趋到引领潮流作

出巨大贡献。在这段让人心潮澎湃的进程中，

“上海制造”留下过的“第一”，无疑是最浓墨重

彩的章节。在新中国成立75周年这个特殊的

时间点，将这些闪亮的“首创”重新梳理审视，

有助于我们更好锚定高质量发展目标，不断向

着全球产业高峰冲刺。

光荣历程

1956年5月，复旦大学成功研制出中国第

一台大型电子模拟计算机——复旦601型电

子积分机，不仅吹响了新中国科技行业振兴的

号角，也成为“上海制造”为共和国所贡献的一

个重量级“第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发展工业成为当

务之急。上海作为当时国内工业基础最好、能

力最强的城市，责无旁贷地担起重任。从上世

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上海有计划地改扩建工

厂、增添设备，加快工业经济发展，到1962年

已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

在此阶段，上海填补了我国工业史上的不

少空白。尤其是1958年这一年，就创下了若干

个第一。9月，上海汽车装配厂试制成功第一

辆国产轿车“凤凰牌”。此前的3月，建国后首

座炼铁高炉在上海建成；4月，全国第一家手

表厂上海手表厂投产。

上世纪60年代，上海工业界在更多更重

要领域贡献着“首创”。1960年4月，我国第一

艘自行设计、全部用国产钢材建造的万吨轮

“东风号”在江南造船厂下水，标志上海造船工

业技术达到新水平。1961年12月，江南造船厂

联手上海重型机器厂等打造了我国第一台万

吨水压机，因为被载入教科书成为几代人心中

无法磨灭的辉煌记忆。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上海工业开始迎接新

的辉煌。一方面，随着轻工业被提到重要位置，

上海产的手表、自行车、电器，特别是纺织品，

在全国拥有极强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上海高

端制造也勇往直前，1984年，上海大众汽车有

限公司成立，桑塔纳成为我国汽车工业全新出

发的标志；1985年，宝钢一期建成投产，更是

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大成就。

迈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海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制造业从劳动和资源密集型向着技术

和资金密集型转轨，一步步持续走向高端。

2017年，上海提出全力打响“四大品牌”，“上

海制造”被摆在突出位置。“十四五”期间，上海

又提出率先探索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新型工业

化道路，加快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精神传承

新中国成立75年来，“上海制造”不断取

得卓越成就，背后的动因一脉相承。无论是在

艰难困苦中一次次用“首创”振奋全国，还是在

伟大复兴征程上用新的“首创”标记新时代，

“上海制造”凭借的都是融入血脉的创新基因

和责任担当。

如果能将时间压缩，把过去四分之三世纪

的星光在一个夜空点亮，就能更好看清上海在

我国制造业发展中持续发挥的引领作用。1958

年10月，国产首台1.2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

电机在上海试制成功。自此之后，中国第一套

核电机组、世界首套百万千瓦超超临界二次再

热高效清洁煤电机组、世界第一台镜面磨床、

中国第一根大型船用曲轴……不管时代如何

改变，上海高端装备业追求卓越的决心没有

变。作为前述这些“第一”孕育者，上海电气集

团如今在继续锚定基础和高端工业的同时，也

抓住制造业绿色化、智能化转型的机会，在新

赛道上快马加鞭。不久前的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上，他们新发布国内首个风电耦合生物质制

备绿色甲醇项目，将在国内打造出“绿色能源+

绿色化工”的全新产业链。

同样我们不会忘记，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信

息技术大潮中，上海一直创造“第一”贡献能

量。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

大型电子模拟计算机、第一台通用电子数字计

算机，到21世纪率先在芯片行业发力，构建国

内配套最完整、技术水平最高、综合竞争力最

强的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海制造”始终有一股

“舍我其谁”的劲。最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

（AI）成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战略性风口，上海

又加快建设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人工智能产

业高地。当前，上海拥有国内第一个大模型创

新生态社区“模速空间”、国内首个人工智能超

级智算集群“商汤大装置”、国内第一家数据交

易所……构成了国内顶尖的AI创业生态，并

通过“AI+”“数据+”，不断为千行百业赋能。

续写辉煌

当前，上海正全面把握新要求新部署，重

点构建“（2+2）+（3+6）+（4+5）”的现代化产业

体系，希望能发挥引领带头作用，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为上海继续贡献更新

更多的“首创”和“第一”打开机遇空间。其中，

“2+2”指的是两融合、两转型，即推动先进制造

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推动数字化转型和绿色

低碳转型；“3+6”中的“3”是上海重点打造的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这三大先导产业。

“6”则包括电子信息、生命健康、汽车、高端装

备、先进材料、时尚消费品这六大重点产业。此

外，上海还将着力培育数字经济、绿色低碳、元

宇宙、智能终端等四大新赛道，发展未来健康、

未来智能、未来能源、未来材料、未来空间等五

大未来产业方向。通过多层次布局，上海希望抢

占未来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我们已经看到，从“十三五”到“十四

五”，“上海制造”的创新脚步似乎有进一步

加速的态势。蛟龙、天宫、北斗、天眼、墨子

号、大飞机……党的十九大报告列举的六大

科技成果，上海全都作出重要贡献；再往后，大

邮轮、创新药、中国芯、智能车……新的一批批

首创、原创成果正源源不断诞生。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之基，也是创新和技术

进步的主战场。强大的制造业体系，始终是上海

区别于其他世界一流城市的特质。不断做强做

大“上海制造”，续写往日辉煌，就能不断提升国

际经济中心地位和全球经济治理影响力。

根据此前发布的《上海市推动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到

2025年，全市现代化产业体系将不断夯实，工

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5%以上，制

造业支撑全市经济发展的功能地位显著增强。

让我们期待，未来上海能在产业领域能拿出更

多“第一”，进一步书写光荣之城、创新之城、开

放之城的新篇章。

新中国成立  年来，上海为中国制造从艰难起步到逐步强大、
从亦步亦趋到引领潮流作出巨大贡献——

用更多更新“第一”标记“上海制造”

“我踏着自扶电梯，冉冉往空中升去，

那样的电动扶梯，那时全国只有大新公司

那一架，那是一道天梯，载着我童年的梦

幻……”著名作家白先勇曾这样描述南京路

的繁华，四大百货公司仿佛是“魔术般变化

多端层出不穷的童话世界”。这架奥的斯自

动扶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亚洲首创，

全国唯一”。

作为上海近现代商业发展的前沿之地，

南京路和淮海路这两条百年商街，曾诞生过

无数的“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家国营百货门

店、全国第一家女士用品专业特色商店、国内

首个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零售企业……这

些“第一”，塑造着中国的商业脉络，氤氲着上

海的商业文化与城市精神。

时代潮涌，商业文明浩荡向前。七十

五载长歌奋进，南京路、淮海路在岁月中不

断蜕变、成长，至今仍是代表上海的世界级

商街，以不断汇聚的高能级首店、不断创新

的经营模式和商业理念，成为全国商业的

风向标。

勇摘“全国第一”：上海消费
文化形成独有理念

在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玻璃陶瓷专业负责

人秦岭的手边，放着几盏小小的玻璃圆柱，顶

面有些磨砂质感，内部呈现圆弧状，自然光透

进去，会折射出不同的光效。殊不知，这些小

巧玲珑的玻璃体距今已有近百年历史，“启

封”于上海妇女用品商店。

今年春节过后，68岁的上海妇女用品商

店启动199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焕新升

级。当工程人员敲开屋檐下的水泥时，7398

枚整齐排列的玻璃圆柱重现于世。秦岭对玻

璃的研究颇深，当年培文公寓建造之时，使用

玻璃作为导光体是最前沿的设计理念，同一

时期，英国的埃尔瑟姆宫皇家宫殿改造项目、

法国的圣皮埃尔教堂项目，均使用这种装饰

艺术派的建筑语言。东西方思想交汇的上

海，则站在了时代的潮头。

1956年2月，国营上海市百货公司妇女用

品商店在培文公寓开业，营业面积1200平方

米，成为国内创建最早的女士用品专业特色商

店，里面分设衣料、呢绒、时装、服装、针织等部

门，还设有服装定制加工等定制业务，成为淮

海路的一道靓丽风景线。

事实上，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

百货业态的发展就逐渐翻开新的篇章。南京

路上，早已集齐的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四

家百货公司悄然转变。在上海妇女用品商店

开业前一个月，永安百货成为第一家合营的

百货公司。

这几天，在第一百货商业中心的大门口，

巨大的75周年美陈已亮相，既是为庆祝新中

国成立75周年，也是在庆祝自己的生日。

在商业中心总经理赵维刚的眼中，1949有

着特殊的意义——第一百货商业中心的前

身“公营上海市日用品公司门市部”就诞生

于1949年10月20日。1953年，商店迁入原

大新公司旧址，并改名为“中国百货公司上海

市公司第一百货商店”，成为全国第一家国营

百货门店。

打造“消费天堂”：创新求变
带动商业百花齐放

时间的厚度在记忆中缓缓流淌。

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大江南

北。那一年，淮海路上的上海妇女用品商店

首创“四期”专柜，并从1982年起，于每年三

八妇女节举办“妇女之春”商品展销活动。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上海妇女用品商店

都是时髦的代名词。”上海妇女用品商店总

经理李晴回忆，到1996年，门店的销售额已达

1.8亿元，成为上海乃至全国范围内女性时装

的代言人。

改革开放同样给第一百货带来前所未有

的活力，商店在商品采购和营销形式上逐步放

开手脚，厂店直接挂钩、引厂进店、工商联营、

商品定牌监制、商品零售兼批……各种经营模

式百花齐放。在赵维刚看来，第一百货给上海

以及中国商业发展进程刻下诸多印记，这里的

销售额曾连续14年在全国大型百货零售企业

中名列第一。1993年2月，企业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成为首家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零

售企业。

第一百货所在的南京路，商业竞争更加

激烈，也助推上海一步步打造成为“消费天

堂”。1999年，南京路步行街开街，加强消费

与文旅互动。2020年9月，南京路步行街东

拓段开街，与外滩这一“上海城市近代化的起

点”交汇，也展现出上海商旅文体展联动的更

大格局。

过去几年来，上海的商业模式与经营范式

与时俱进，购物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崛起，南京路

上的商业也进入新一轮焕新升级。2017年6

月，第一百货决定闭店升级，历经497天改造，

与一旁的东方商厦“合体”，并于2018年11月开

业，用“创新求变”承接、延续其历史荣耀。而旁

边的世茂广场、新世界城也分别在2018年、

2020年完成调改，意味着南京路步行街西首

“三巨头”迈入商业新征程。

创造“新的王牌”：站稳全球消
费市场核心地位

新时代赋予上海商业新的使命，不仅延续

传统，也创造未来。

如今，走在南京东路上，这种感觉尤为明

显。这条1500余米长的步行街，是全国“中华

老字号”品牌密度最高的地方，沿街林立的灯牌

仍让人感受到老上海的风情。而另一面，这里

也是最新最潮的风向标，ZX创趣场的二次元、

新世界大丸百货的化妆品、进博集市城市会客厅

的进博同款，还有数不清的首店……都是消费者

打卡的目的地。

在赵维刚的心里，第一百货的发展至今仍有

一条“不能踩的红线”——零售比重不能低于

40%，“这是百货业态的优势所在，也意味着我们

必须寻找最‘闪亮’的品牌。”今年7月，WM少女

百货上海首店来了，第一百货为此几乎腾出大半

个B1楼，结果日均店内客流超过2万人，品牌开

业前3天共计销售204万元。

从历史的荣耀中走来，上海是全国最早提出

“首发经济”概念的城市。2023年，上海新增首店

达1215家，同比增长13.2%。今年1月至7月，新

增770家首店，比去年同期上升16.5%。“首发经

济”已是上海商业的一张“王牌”，再次印证了上

海在全球时尚与消费市场的核心地位。

“首发经济”之外，还有商旅文体展联动。第

一百货也在探索新业态的加成，推出提供文化

演艺服务的小剧场是近两年的调改重点。赵维

刚介绍，2023年4月，首批11个沉浸式剧场入驻

7楼，平均每天有6部剧同时上演，周末全天最

多有20场演出。去年年底，第一百货打通A馆

与C馆之间的7楼连廊，第二阶段剧目已上线。

规划中，商场内整个文化演出规模还会进一步

扩大，10楼、11楼将设置可容纳300至400人的中

剧场，探索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

正在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上海，最近发

布商圈能级提升行动方案，提出在上海建立全球

顶级商圈，继续推动空间布局、业态模式、市场环

境以及管理机制的提升，进而带动整个上海消费

城市能级提升。

就在国庆前，上海妇女用品商店转型归来，

以“LADY淮海”的新面貌焕新回归。百年前那些

承载着历史记忆的玻璃圆柱，被放回到修旧如旧

的雨篷下，在自然光影之下流转生辉。在致敬传

统的同时，LADY淮海也带着七大高能级首店以

及女性社群品牌发力细分赛道，并将与周边的

TX淮海、雁荡路休闲步行街以及即将开业的

HAI550等形成商圈效应，将淮海路商圈带上

“NextLevel”。

曾诞生过无数“全国第一”的南京路和淮海路，至今仍是代表上海的世界级商街——

打造万商云集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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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货商业中心门口巨大的75周年庆典装饰。 本报记者 徐晶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