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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的区县功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三级政府、两级管理”构架全面形成，区县
已经成为上海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主战场。
区县兴则上海兴，区县强则上海强，区县稳则上海稳。
结合“调结构、促转型、谋发展、惠民生”的发展要求，2010年上海各区县把握世博发展机遇，加快
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全力以赴保稳定，积极践行各项改革措施。
区县经济总体保持较快发展态势，总量平稳增长，质量稳步提高，投资和消费双推动，节能降耗成效
明显，各项惠民工程顺利实施，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了“十一五”的完美收官，认真谋划了“十
二五”规划布局，多元化的创新转型发展新思路、新经验逐步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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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加快探索发展新路子　　2010年，各区县按照中央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在全力做好
世博服务保障的同时，结合“十二五”发展规划的编制，积极探索经济社会转型发展的新路子，年度
发展目标全面完成。
与此同时，部分宏观政策的收紧以及世博会直接拉动效应的消失等各类风险因素的叠加将使得上海整
体经济运行的复杂性、潜在风险加大，亟待通过进一步转型来促进经济社会的平稳有序发展。
　　第一节2010年区县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格局　　2010年，上海各区县经济社会发展态势良好，经
济总量平稳增长，产业结构转型进一步深入，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社会事业进展顺利，人民生活持
续改善，各项经济社会指标全面完成。
　　一、经济增长格局　　2010年以来，上海各区县经济运行在总体保持回稳向好态势的同时，各细
分板块之间又呈现出不同的发展特点。
　　1、浦东新区：经济总量增长较快，总体走势前高后低　　2010年，浦东经济基本形成了投资、消
费、出口共同驱动的局面，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增长速度，全年累计生产总值实现4707.52亿元，增速约
为12.4%，区级财政收入实现425.4，增长12%。
但受世博后浦东新区基础设施投资大幅下降，2010年人民币升值、贸易摩擦加剧、美国就业恢复缓慢
、欧洲债务危机等国际因素导致浦东外贸整体形势出现较大波动，以及上年增速前低后高的影响
，2010年浦东新区经济增长呈现前高后低、逐渐回落的趋势，增速每季约下降2个多百分点，但这在复
苏条件下还是合理的。
　　2、中心城区：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楼宇商务经济的支柱作用突出体现　　2010年，中心城区9区
坚持把转方式、调结构、提能级作为主攻方向，保持了城区经济良好发展势头，增速均超过8%，其中
，北部三区（闸北区、虹口区、杨浦区）增速超过13%，成为中心城区增长的新亮点。
此外，各区楼宇经济为主的经济结构进一步凸显。
其中，静安区恒隆广场全年实现税收24.4亿元，成为“月双亿楼”；黄浦区亿元楼总数达到19幢，其
中区级税收亿元楼6幢；普陀区税收亿元楼累计达到6幢，创下历史新高。
　　3、中心城区拓展区：经济发展势头良好，经济运行质量明显提升　　闵行区和宝山区2010年经济
实力迈上新台阶，分别实现增加值1364.4亿元、636.8亿元，增长率达10.4%和12.4%，区级财政收入
为125.3亿元、70.35亿元，增长率达13.6%和12.2%。
与此同时，得益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两区节能降耗成效突出，2010年宝山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万元
产值能耗下降35%以上，单位增加值综合能耗提前一年实现“十一五”目标，闵行区亦提前超额完成
“十一五”节能任务。
　　4、郊区县：经济强势复苏，引领全市增长　　随着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逐渐回暖并持续向好，
郊区各区经济高开稳走，呈现了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回升基础进一步巩固，增长势头继续保持，经
济增长速率全面超过11%，呈现出引领全市经济增长的态势。
　　二、产业发展格局　　从产业发展格局来看，2010年上海各区县呈现出如下两大特点：　　1、服
务业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2010年，各区县继续按照形成服务经济为主产业结构的方向，在世博
效应以及国家促内需、扩消费政策的有利条件下，进一步深化产业结构转型，批发零售业、旅游业和
现代服务业成为区县经济的主要增量，中心城区服务经济主导格局进一步确立，其他区县服务业在区
域财政和税收收入中所占比重继续增大，产业融合发展的势头良好。
　　2、工业运行质量提升　　一方面，工业效益增长迅猛。
2010年浦东新区、中心城区拓展区及各郊区县工业利润总额增长超过50%，远高于各自对应的工业生
产总值增速，逐步恢复到金融危机前水平。
另一方面，从工业内部来看，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逐步增强。
在政策推动下，相关区县的高新技术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规模逐步壮大，增速超过工业平均增速，
如浦东新区高新技术产业全年实现产值2255.52亿元，增长37.9%，大幅高于工业总产值21.1%的增速，
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进一步提高至26.6%，已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三、空间发展格局　　围绕上海“四个中心”建设目标，2010年以来，各区县通过聚焦打造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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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载体平台，重塑区域能级，加快提升区域功能，特色经济集群凸现，较大地增强了区域经济的集
聚性和影响力。
　　1、“四个中心”功能区建设加快推进　　国际金融中心方面，以陆家嘴及外滩为重点，杨浦、
徐汇科技金融等为辅的“一核多心”布局加快完善；国际航运中心方面，以浦东新区外高桥、临港新
城及上海综保区航运资源、虹口区北外滩航运服务集聚区以及宝山区吴淞口国际邮轮为重点的沿岸沿
江布局已初现端倪；国际贸易中心方面，以大浦东、大虹桥区域为重点构建的“十字轴”布局（包括
浦东、长宁、闵行、嘉定、青浦、卢湾、静安、徐汇、闸北）正加快呈现。
　　2、郊区重点新城建设取得新进展　　一是新城规划进一步细化完善，奉贤、青浦新城高起点、
高标准完成总体规划修编，青浦区委托麦肯锡等知名企业对新城功能定位等重大课题进行战略研究。
二是新城重大项目建设快速推进，嘉定新城着力提升中心区生活环境和形象，“四纵四横一环”交通
网络基本形成，紫气东来等四大景观工程以及保利剧院、瑞金医院分院、博物馆等社会事业项目顺利
推进；奉贤新城启动“上海之鱼”项目湖面开挖，完成中央生态绿地项目回购。
新城产业发展有序布局，嘉定新城积极吸引以东方财富、保利凯悦酒店为代表的总部经济、高档酒店
等产业落户；奉贤新城中小企业总部商务区积极开展招商引资。
三是惠利于民的动迁机制初步形成，嘉定、奉贤等区拿出新城核心区公共配套成熟、交通条件便利的
优质地块对动迁居民实行就近、就地安置，以农民利益为导向最大限度叠加动迁安置政策，切实让动
迁农民共享新城建设成果，为新城建设创造了良好社会环境。
　　3、块状特色经济集群凸现　　2010年以来，伴随着发展环境的优化，各区县大力吸引功能性、总
部型机构向重点区域集聚，产业功能布局进一步优化。
其中，浦东新区利用“两区合并”的机遇进行产业布局调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张江高科技园区、
金桥出口加工区、上海综合保税区、临港产业区、临港主城区、国际旅游度假区和后世博地区等
“7+1”生产力布局逐步完善。
中心城区及其拓展区各类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加快形成，如卢湾区通过融入世博元素，进一步彰显江南
智造、田子坊等文化创意区域的特色；闸北区中国上海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已初见雏形；普陀区长
风生态商务区“长风金融港”已有多家境内外知名基金和企业入驻。
郊区县则进一步推动产业向开发区和重点载体集聚。
　　四、社会事业发展格局　　1、分层次、多渠道、成系统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稳步推进　　廉租
房方面，各区通过新建、转化、改建等渠道筹措房源，进一步完善廉租房实物配租制度与程序，廉租
实物配租比例进一步提高，受益面进一步扩大；经济适用房方面，继闵行、徐汇两区之后，其他中心
城区和2个有房源条件的郊区（宝山、青浦）按批次启动经济适用房受理申请、审核供应工作，其他
有条件的区县也大力推进经济适用房建设；公共租赁房方面，各区县房源建设筹措工作全面展开，徐
汇等部分中心城区还积极组建公共租赁房运营机构，做好公租房的试运营准备工作；动拆迁安置房方
面，中心城区深入推进旧改工作，整合创新动拆迁工作机制，工作重点已由世博配套重大工程动拆迁
转向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郊区县则围绕撤村、撤镇后的农民安置，依托新城和轨道交通，加快大
型居住社区的规划和建设。
　　2、解决居民急难愁问题的惠民实事工程进展顺利　　2010年，各区县紧扣热点，紧贴群众，着力
解决与人民群众利益最相关、最直接、最现实的社会问题，惠民实事工程进展顺利。
其中，完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成为浦东及中心城区的最大亮点，除大力加强社区卫生服务站标准化建
设以及医院等硬件改造以外，部分中心城区还积极创新运作方式，如卢湾区深入推进医疗资源纵向整
合，长宁区推行“四医联动”基本医疗保障等；郊区县则在促进就业、增收以及统筹城乡资源等方面
成效显著，通过扶持创业带动就业，各郊区县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均控制在市政府下达的指标以内，远
郊区县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多年保持两位数增幅，与此同时，医疗、教育、文化等公共
资源配套、帮困救助、居家养老等各项工作也在积极、顺利地进行。
　　3、物价上涨下的蔬菜供应和价格稳定保障工作迅速推进　　2010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物价特别
是蔬菜价格上涨，各区县适时采取了多种手段以平抑蔬菜价格。
其中，郊区县主要通过出台加大专项生产补贴等保护农产品种植积极性的相关政策，扩大蔬菜种植面
积，着力提高蔬菜的产能和供应能力，从源头上为平抑菜价提供了有力保障；中心城区则主要从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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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道上入手，积极推进“农超对接”、“农标对接”，并适时对辖区范围内集贸市场摊位费或租金和
超市进场收费情况进行调整和减免，着力缩减农产品流通的中间环节，努力降低各类成本，以此达到
平抑价格的目标。
此外，各区县还通过货币、实物补贴等方式切实降低物价上涨对困难群体生活的影响，成效显著。
　　4、网络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建设逐步强化　　借世博和转型契机，各区县积极构建社会管理的新
制度，通过探索实施部门联手执法，引进多元主体和网络手段，有效运用网格化管理平台，使得城市
管理逐渐向信息化、数字化、集约化管理转变。
同时，通过采取集中整治和常态固守相结合的方式，全面落实市容环卫责任区制度，乱设摊、乱张贴
、乱倒渣土等城区管理顽症得到有效治理，城区环卫“门责制”签约率和履约率水平创造新高，市容
环境保障收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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