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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工业新解：
传统品牌与新兴产业竞相迸发

上海货一度成为中国优质品
牌的代名词。凤凰自行车、上海
精钢表、蝴蝶牌缝纫机等商品都
是那个时代的符号，且经久不
衰。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
代的进步，各类产品百花齐放，各
领风骚。在这一大背景下，上海
货似乎已渐行渐远，甚至很难让
人提及。

但是现在上海要改变了——
“再战工业”，上海吹响了再出发
的号角。上海市经信委主任陈鸣
波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到
2020年，上海基本建成一批参与
全球性产业竞争、体现高端制造
业与精准服务水平的产业集群和
品牌园区。具体一点说，就是统
筹推进60多个10亿元以上重大
产业项目实施，并且战略性新兴
产业占比达到20%以上。

传统企业涅槃重生
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拥有一

辆凤凰自行车常常让人羡慕不
已。凤凰自行车厂的前身是1897
年由华人创建的同昌车行，如今，
这家企业刚刚度过120周年生日。

作为中国自有品牌连续40年
出口量第一的凤凰自行车，进入
上世纪90年代后一度陷入低谷。
数据显示，1985年到1990年，凤凰
自行车累计出口1325万辆，年平
均出口量占全国自行车出口量的
60%。到2009年萎缩到年出口量
40多万辆。

处于转型中的凤凰自行车终
于搭上了共享经济的快车。2017

年5月6日，ofo与凤凰自行车签
订大单，将在未来1年内协议采购
500万辆自行车，其中100万辆将
由凤凰自行车的海外营销网络投
放海外市场。凤凰自行车也成为
国内首个进军海外共享单车市场
的制造企业。

“凤凰自行车搭上了共享出
行的快车，未来着重模式创新，通
过不断演变，获得更快发展。”凤
凰自行车的母公司上海凤凰董事
长王朝阳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
者采访时如此表示。他说，2016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收达6.3亿元，
与2015年同期相比增长36.76%，
全年外贸销量逾百万辆，其中七
成以上是新车车型。

不仅是凤凰自行车，一大批
上海老牌企业脱胎换骨，迸发勃
勃生机。曾有着金星、凯歌、飞跃
等著名品牌的上海仪电（集团）有
限公司已成功转型为一家致力于
智慧城市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和运营商。集团下属成员企业

180多家，其中控股企业153家（含
3家上市公司），拥有22个生产基
地，从业人员1.8万人。

今年以来，上海制造业新闻
不断。5月5日，国产大飞机C919
试飞成功，5月11日和26日，振华
重工制造的青岛和厦门两大自动
化码头运行，并接卸世界最大集
装箱船，这些高新技术背后都有

“上海制造”的身影。

再战工业意义非凡
“再战工业”对于上海有着不

平凡的意义。
数据显示，2016年上半年，上

海全市生产总值完成12956.99亿
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2015年同
期增长6.7%，增速同比回落0.3个
百分点。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37.35亿元，下降15.3%；第二产业
增加值3743.94亿元，下降3.3%；
第三产业增加值9175.70亿元，增
长11.6%。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第二增
加值下降有调结构、去库存、去产
能等多重因素影响，但对于上海
这个工业重镇却意义非凡。他
说，在世博会之后，随着大规模建
设退潮，上海的经济增速曾一度
慢于全国。从2015年开始，上海
经济增速重新赶上了全国速度，
其中第三产业功不可没。但第二
产业的下降，让上海工业发展藏
隐忧。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汤
蕴懿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他在
《上海制造业“十三五”如何转型
升级》调查报告中提到，第三产业
上升与第二产业下降，既意味着
上海服务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意
味着上海要实现“十三五”规划中
的“202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全市
生产总值比重力争保持在25%左
右”的目标，难度加大。

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规律
来看，包括东京、纽约、伦敦等大
都市都经历了第三产业替代第二
产业，即从制造业中心向服务业
中心转变的发展过程。著名经济
学家宋清辉对记者表示，2008年
全球金融危机对纽约、伦敦等大
都市的金融以及服务业的冲击较
大，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业被赋予
新的重任——制造业重新成为政
府拉动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
调整、促进就业的重要抓手。“上
海再次力推工业就不难理解了。”
宋清辉如此表示。

新兴产业成重点
事实上，在经历了2008年金

融危机之后，关于实体经济回归

的呼声不绝于耳。今年的政府工
作报告也指出，实体经济从来都
是我国发展的根基，当务之急是
加快转型升级，并强调要深入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实体
经济优化结构，不断提高质量、效
益和竞争力。

上海振兴实体经济的脚步正
在加快。《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
到，去年1月颁布的《上海市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
划纲要》提出，要加快推动产业转
型升级，围绕重点产业发展和整
体能级提升，推进两化深度融合
等10个重点任务和10大工程，包
括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程、智
能制造工程等。

今年5月，上海市政府又推出
了《关于创新驱动发展巩固提升
实体经济能级的若干意见》，共六
个部分50项措施。其中提出，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生产
总值比重达到20%以上，战略性
新兴制造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
值比重达到35%左右。

陈鸣波对记者表示，按照50
项措施，上海聚焦突破战略性新
兴产业，将形成汽车、新一代信息
技术、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与
高端医疗器械、新材料等千亿元
以上产业集群。

事实上，上海“再战工业”已
取得实质进展。数据显示，今年1
至4月，工业规上总产值可比增长
6.6%，其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
了较快增长，1至4月份可比增长
6.5%，新能源汽车增长30.5%，新
一代信息技术增长12.2%，新材料
增长6.3%，节能环保、高端装备、
生物医药都稳定增长。

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政策
性文件出台，全国各省都在积极
发力。其中，浙江制造、山东制造
等迅速崛起，先进制造大省新方
阵、新座次正在形成。

多省发力先进制造业
在济南一机床生产车间，从自

动上下料、自动加工到自动检测，
全部实现了无人化操作。凭借过
硬的产品质量，这家企业生产的汽
车轮毂加工机床产品还销往了“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据统计，2016
年山东机械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2.78万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的
18.5%，是推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
擎。目前全省累计有14个项目获
得国家智能制造专项支持，数量及
资金总量均居全国前列。

无独有偶，浙江经济也开始
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
驱动，以先进制造业为主体的工
业经济占据浙江经济的主导地

位。浙江省工业经济和信息化研
究院院长兰建平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 年
1—5月，在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
中，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13.7%，增速同比提高1.1
个百分点，高新技术、装备制造、
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均快
于规模以上工业，对规模以上工
业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 54.4%、
65.0%和 35.6%。而被列入国家

“三新”统计的10种新产品产量
中，新能源汽车（109.8%）、碳纤维
增强复合材料（79.9%）、城市轨道
车辆（50.0%）、智能手机（44.4%）、
工 业 机 器 人（20.4%）、光 纤
（14.8%）等均保持快速增长。

以先进制造业为经济增长新
引擎的广东省也在蓬勃发展。 珠
江西岸是广东装备制造业的高度
聚集区，拥有电器机械、海洋工
程、通用航空、智能制造等一批竞
争优势明显、支撑带动作用较强
的主导产业。珠江西岸也成为国
家首批“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
城市群。

与此同时，中部平原地区的
河南省也在暗自发力。2015年，
河南省出台政策提出以建设先进
制造业强省为主题，以创新驱动、
开放带动和智能制造为主线，大
力壮大装备制造、新型材料制造、
电子制造、汽车制造等主导产业，
培育智能制造装备、生物医药、节
能环保和新能源装备、新一代信
息技术等新兴产业。据河南省工
信委主任王照平介绍，2016年该
省规上工业企业利润首次突破
5000亿元大关，居全国第4位。

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
缺乏核心技术、产业链处于

中低端，依然是制造大省不可回
避的尴尬。山东省经信委副主任
李莎曾指出，山东制造业还存在
对资源和能源依赖性较强，中高
端产业占比较低等问题。

而深入解剖浙江制造业的构
造，也不难发现传统制造业占据浙
江工业比重高达60%以上，强势压
倒先进制造业比重。“目前，浙江制

造业也面临着产品偏中低端、附加
值总体不够高等问题。”兰建平表
示，两化融合是重要的升级手段，
智能制造是主攻方向。传统产业
效益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生产
方式的滞后。加快制造业与新一
代信息技术融合是促进传统产业
提质增效的主要手段，这也符合劳
动力需求变化趋势。

对此，兰建平建议：一是要全
面推广“机器换人”，加强企业自动
化技术改造；二是要大力发展“互
联网+”、“大数据+”，推进企业上
云，发展网络协同制造、个性化定
制、服务型制造等。

“目前，浙江省机器人产业发
展水平处于国内第一方阵，机器
人应用系统集成水平全国领先，
在役工业机器人达4.2万台，占全
国的12%左右”。兰建平表示，近
两年浙江智能制造装备及关键基
础零部件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智
能化产品及应用层出不穷，新业
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成为推进制
造业向智能化迈进的重要力量。
此外，在增材制造领域，浙江省作

为国内3D打印产业先行地区之
一，涌现出先临三维等一批代表
性企业。

而山东省也抢抓工业4.0和
“两化融合”的战略机遇，率先在
全国布局了机器人基地，并出台
相应产业政策，成立专项基金，每
年划拨上亿元的资金用于高端人
才引进和实验室建设，助力其机
器人产业迅速崛起。

据山东机器人产业主要聚集
地——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高端智能制造事业部部长耿凯介
绍，为支持智能装备业的快速发
展，当地政府为机器人产业提供
全产业政策支持，包括机器人的
本体、机器人的系统集成、核心零
部件和相关的配套服务，这样逐
步形成比较好的产业集群。

截至目前，山东规模以上机
器人企业已超过100家。未来，山
东将建设涵盖上游核心零部件、
中游设备制造商、下游行业应用
商在内的机器人全产业链条，预
计到2020年，山东机器人产业产
值将过百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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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大省新方阵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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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9大飞机的背后有“上海制造”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