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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运行进入新阶段 能级提升聚焦高质量   

——2017年松江区工业发展分析 

2017 年，松江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统领，深

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践行新发展理念，全力抓实 G60 科创走廊建

设，全年工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增长进入新阶段，工业能级不断提升，

着力聚焦高质量发展，为下阶段打造新兴产业发展高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一、松江工业发展整体态势：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017 年全区实现工业增加值 556.24 亿元，可比增长 8.3%，实现工

业总产值 3938.27 亿元，同比增长 9.3%；其中，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

值 3598.39 亿元，同比增长 10.0%。全年规上工业实现两位数增长，稳中

向好的态势更加明显，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一）从短期看，平稳增长 

2017 年，松江工业经济摆脱了 2016 年的负增长态势，1-2 月规模以

上工业就实现了 14.6%的同比增长，随后增速有所放缓，从 5 月开始，

增速再次企稳回升，并于 7 月达到全年增速最高峰 16.1%，随后增速逐

渐平稳，至年底有所回落，全年维持在两位数增长，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17.7 个百分点（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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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7年松江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情况 

 

（二）从长期看，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从历年数据看，2011-2012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和产能转移的影响，

松江工业经历大幅回调，同比增速一度下探到-22.9%；2013-2014 年，松

江工业进入低位平稳阶段，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基本在 0%-5%

之间波动；2015-2016 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国内经济结构深度调

整的复杂形势，松江工业扎实推进结构转型，以速度换质量，经历了两

年负增长阶段；2017 年，随着 G60 科创走廊建设的加快推进，工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传统优势产业实现恢复性增长，战略性新兴产

业增势强劲，规上工业 10.0%的增幅达到了自 201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高

水平，工业经济进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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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11年-2017年松江区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增速走势图 

 

 

（三）从完成情况看，顺利完成全年目标 

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 3938.27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103.6%；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实现总产值 3598.39 亿元，完成全年计划的 102.8%，顺利

完成全年目标。 

（四）从区域比较看，表现喜人 

    2017 年，在八个周边区中，松江区工业总产值的总量排在第二位，

增速由 2016 年年底的第七位跃升为第四位，表现不俗（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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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年郊区工业数据对比表 

 

区县 工业总产值 占全市比重 绝对量位次 增速 增速位次 

单位 亿元 % - % - 

闵行 3574.13 9.9 3 5.0 6 

宝山 1425.92 4.0 7 10.2 3 

嘉定 5919.90 16.4 1 11.3 2 

松江 3938.27 10.9 2 9.3 4 

青浦 1586.57 4.4 6 3.6 8 

金山 1822.60 5.0 4 14.3 1 

奉贤 1799.26 5.0 5 7.3 5 

崇明 394.74 1.1 8 4.6 7 

 

二、工业高质量发展特点：结构优化升级、新动能集聚、质量持续提升 

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而松江已经初步具备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特征。 

（一）结构调整优化升级 

从经济结构看，工业比重更加趋于合理。2017 年，松江区实现工业

增加值 556.24 亿元，可比增长 8.3%，比去年同期提高了 6.6 个百分点。

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为 49.6%，比 2016 年提升了 1.3 个百

分点，工业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 57.6%，拉动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0 个百分点，比 2016 年提高 3.1 个百分点，实体经济发展更加健康合理，

贡献率明显增强。 

从结构调整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区围绕存量

优化，不断加大落后产能淘汰的力度，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园区二次开

发，1-12 月，调整企业 368 家，涉及土地 3765.46 亩，调整涉及厂房面

积 147.72 万平方米，减少能源消耗折合 4.18 万吨标准煤；工业用地再利

用完成项目 54 项，涉及再利用工业用地 525.52 亩，引入了华硕嘉泰精密

陶瓷、尚鳌机器人等优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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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行业变化看，行业分化，增多减少。2017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30 个行业大类中，20 个行业同比实现增长，行业的增长面为 66.7%，而

去年同期仅有 16 个行业增长。从行业发展来看，农副食品加工业，皮革、

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等相对低端的行业产值同比下降，而与高端设备、智能、消费相关的行

业出现增长，其中，汽车制造业同比增长 10.2%，仪器仪表制造业同比

增长 13.4%，专用设备制造业同比增长 38.2%（见表 2），这些变化正是

结构转型升级、贯彻五大发展理念的具体体现。 

 

表 2 2017年松江区规模以上工业部分行业产值情况 

 

 

单位：万元 

 

行业大类 产值 ±% 

专用设备制造业 2081805 38.2 

仪器仪表制造业 386970 13.4 

汽车制造业 1594930 10.2 

农副食品加工业 330953 -12.2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04677 -2.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61327 -9.5 

 

（二）新兴动能加速集聚 

随着 G60 科创走廊建设的加快推进，高端优质项目纷至沓来，松江

工业新动能破土萌生，虽然新经济目前在规模上还难以与传统动能等量

齐观，但对科创走廊建设的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的提升发挥着越来

越重要的作用。 

一是新产业持续发力。知识技术密集、成长潜力大的新兴产业持续

发力。2017 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实现工业总产值 960.67

亿元，同比增长 8.9%，占全区比重为 24.4%，比去年同期提高 2.3 个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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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点；六大战新产业产值增幅达 15.3%，高于全区工业总产值增速 6 个

百分点。其中，机器人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72.95 亿元，同比增长 44.5%，

新材料产业实现工业总产值 324.77 亿元，同比增长 20.6%，高端装备实

现工业总产值 255.84 亿元，同比增长 35.4%。 

二是新动能不断孕育。从工业投资看，自 G60 科创走廊建设启动以

来，全区大力引进工业项目，工业投资发力强劲。2017 年，全区实现工

业固定资产投资 106.01 亿元，同比增长 105.0%，总量增速位居全市郊区

第一，工业投资的强劲增长为新动能不断孕育提供了后续的动力支持。

从“一廊九区”发展看，一廊九区实现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411.76 亿

元，同比增长 10.2%，高于全区增速 0.9 个百分点。其中，临港松江科技

城板块，规上工业中高新技术企业实现总产值 158.08 亿元，同比增长

31.3%；洞泾智能机器人产业基地，规上工业中有研发活动的企业实现总

产值 70.51 亿元，同比增长 14.9%；国家级松江经济技术开发区，规上战

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部分）实现产值 450.40 亿元，同比增长 17.6%。 

三是新兴工业产品产量高速增长。2017 年，规模以上工业产品中，

工业机器人 10910 套，同比增长 106.1%；集成电路 145 万片，同比增长

21.8%；智能电视 8061 台，同比增长 36.8%；3D 打印设备 514 台，同比

增长 54.8%，新兴工业产品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三）质量效率持续提升 

从工业运行质量看，主要表现为四个提升。一是劳动生产率提升，

规模以上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按产值口径）为 130 万元/人，比去年同

期提高了 19 万元/人；二是企业效益提升，2017 年，全区规模以上工业

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146.73 亿元，同比增长 10.2%，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

了 15 个百分点，实现了大幅提升；从亏损面来看，从年初 41.2%收窄至

22.9%，企业整体盈利状况逐步好转。其中，战新产业利润延续了年初以

来高位增长的态势，全年战新产业实现利润总额 71.72 亿元，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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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高于全区规上利润增速 12.2 个百分点。三是工业税收提升，全

年实现工业税收 211.73 亿元，同比增长 52.6%。四是去杠杆成效提升，

全年规模以上工业资产负债率为 52.59%，同比下降 1.34 个百分点，去杠

杆取得成效。 

     

 

 

撰稿：王丙寅 

 

 

 

 

 

 

 

 

 

 

 

 

 

 

 

 

 

松江统计信息网网址：http://tjj.songjiang.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