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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9年是上海充满挑战而又孕育机遇的一年。
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与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下行，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上海经济
面临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时期，经济复苏成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早、程度深的上海经济发展的
首要任务。
同时，经济运行中长期潜伏累积的结构失衡、发展粗放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凸显，结构调整、城市转
型已刻不容缓。
上海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双重考验：近期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尽快促进经济复苏；中
长期则要实现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产业结构、空间形态、需求结构等多维调整。
面对困难复杂的环境，上海紧紧围绕“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确保民生持续得到改善、确保社会和
谐稳定、确保世博会筹办有序进行”这一总体目标任务，迎难而上，锐意改革，立足扩内需、全力保
增长，以特殊时期的特殊应对之策，努力化挑战为机遇，有效遏止了经济增长明显下滑的态势，实现
了经济形势总体回升。
同时，上海将结构调整作为长期的战略抉择，聚焦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城市
空间结构，推动社会和谐发展，为打基础、利长远而布局谋篇。
2010年是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年，是“十一五”规划收官和“十二五”规划谋划之年，面对新的形势和
未来发展，上海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使中国2010
年上海世博会成为推进发展转型的契机，在发挥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寻找发展转型的突破口，在
改革创新中拓展可持续的发展空间，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实现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在进
一步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全面转型。
要把握好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结构的关系，着力推动创新驱动的发展转型；要把握好实现长远目
标与推进当前工作的关系，加快构建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打造“四个中心”城市功能；要把
握低碳经济带来的挑战与机遇，抢占下一轮国际经济竞争的有利位置，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要把握
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布局调整的关系，优化城市空间发展结构；要把握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和同城化发
展带来的机遇，促进资源要素的区域流动和合理配置，增强上海核心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要把握
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促进民生改善和百姓关注的社会建设，努力推动城市更加和谐。
本报告从上海特殊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出发，围绕结构调整和城市发展转型，从聚焦“四个中心”、加
快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加快产业融合发展、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发展结构、增强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
、推进与完善社会建设等多个层面，全面阐述了上海调结构、促发展的短期对策和长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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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金融危机持续扩散蔓延与全球经济严重衰退下行，使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严重困难，上海
经济发展面临新世纪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经济复苏成为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早、程度深的上海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同时，经济运行中长期潜伏累积的结构失衡、发展粗放的深层次问题进一步凸显，结构调整、城市转
型已刻不容缓。
　　2009年，上海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双重考验：近期要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尽快促进
经济复苏；中长期则要实现自身发展的动力机制、产业结构、空间形态、需求结构等多维调整。
　　2010年是上海世博会举办之年，是“十一五”规划收官和“十二五”规划谋划之年，面对新的形
势和未来发展，上海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使中
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成为推进上海发展转型的契机，在发挥上海自身特点和优势的基础上寻找发展转
型的突破口，在改革创新中拓展可持续的发展空间，在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实现产业结构和城市空间结
构的调整，在进一步改善民生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实现城市全面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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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情况及同期比较图1.7 2009年前三季度上海外贸进出口降幅情况图2.1 上海人均生
产总值及增长率（1978～2008年）图2.2 上海服务业、工业占GDP的比重（1978～2008年）图2.3 上海固
定资产投资总额、出口总额同比增长率（2004～2008年）图2.4 上海废气、废水排放总量（1991～2008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经济复苏与转型发展>>

年）图3.1 上海国际贸易形势（1995～2008年）图3.2 上海贸易结构变化（2000～2008年）图3.3 全国和
上海服务贸易进出口增速（2001～2008年）图3.4 上海旅游产业吸引物总体布局图3.5 上海旅游产业集
散枢纽体系布局图3.6 上海旅游产业网络控制中心体系布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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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五是宽松货币政策对拉动经济复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2009年放贷规模和放贷速度均创建国以来之最，流动性大量释放和信贷规模扩张有效地保障了投资、
消费等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对经济快速反弹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
（2）我国经济复苏基础面临结构失衡的突出矛盾。
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刺激下，2009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反弹，但由于“调结构”进展相对缓慢致使我
国经济复苏过程中结构性矛盾突出：一方面，原来被高增长所掩盖的结构性矛盾在危机中完全暴露；
另一方面，“保增长”刺激措施的实施又加剧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失衡。
主要表现在：一是投资结构严重失衡。
政府投资起主导作用，民间投资未能及时跟进；“铁公基”投资比重过高，社会民生投资明显不足。
二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
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问题“来势凶猛”，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也呈现出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的
苗头。
三是资金流向结构严重失衡。
一方面新增贷款大部分流向了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而中小企业却面临融资难的困境；另一方面，大量
新增信贷资金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股市和房市，资产泡沫增大。
四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进一步失衡。
国民收入中居民收入比重和消费率进一步下降，而政府收入和投资率继续上升。
五是所有制结构进一步失衡。
政府投资和新增贷款大部分流向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无法获得投资机会
，融资困难，存在着被边缘化的倾向。
特别是2009年为提振经济而制定的十大产业规划中，明确将以国有企业为核心进行并购重组，出现新
一轮的“国进民退”。
可见，经济复苏中的结构性矛盾显现，预示着我国经济回升的基础不稳定、不稳固和不平衡，经济增
长的内生性因子尚未有效建立。
（3）我国经济发展前景中机遇与挑战并存。
从整体大势来看，2010年经济走势将总体向好，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的乐观情况：一是投资增长仍有
后劲，预计2010年投资仍将保持高增长。
二是消费增长仍然看好，城乡居民收入增长高于GDP增幅，国家进一步出台扩大内需政策、加大社会
保障、实施安居工程和增加公共福利的投入，返乡农民消费观念的转变，2009年房地产交易火爆带动
的住房装修性消费等因素，都将有助于保持内需和居民消费的持续增长。
三是出口虽然仍处于负增长，但降幅收窄，增长将逐步恢复，国家出台的各项稳定外贸政策的效应有
望在2010年得到充分体现，加上全球经济企稳回升，出口增速有望实现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也将由负转正。
四是市场流动性依然充足，2010年货币增长将由2009年依靠信贷投放单轮推动转变为依靠信贷投放和
外汇占款两轮推动，货币供应将继续充足，在此背景下股票、债券等资本市场振荡恢复。
五是外商投资总量止跌回升，投资领域发生积极变化。
为了抢占中国的内需先机，获得先发优势，国际产业和资本继续向中国转移，更多资金投向了消费领
域、投向中西部地区。
六是CPI缓慢回升，虽然2009年货币投放大量增长，但受滞后效应影响，国内出现通胀威胁将主要体现
在2011年，2010年通胀的影响仍是潜在性的。
七是区域合作进一步密切，在增加经济增长机会的同时，提升了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抗风险能力。
虽然我国经济在2010年将有较强的回升潜力，但经济增长仍面临着诸多挑战，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的“
双重挤压”：一是在出口上，中高端产品出口受发达国家“反倾销”的挤压，低端产品出口受发展中
国家更低生产成本的挤压。
二是在投资上，传统工业项目受产能过剩的挤压，尤其在外需收缩时压力更大，而新型工业项目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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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不成熟，又受到高风险的挤压。
三是在利用外资上，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领域受到周边国家的挑战和生产成本上升的影响正逐渐失
去比较优势，高端研发领域又难敌发达国家的竞争，吸引外资大幅度下降。
因此，对2010年的形势不能过分乐观，必须充分估计形势的复杂性、严峻性和不确定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宏观政策调整不出现大振荡的情况下，2010年我国经济增长率将达到9％～10
％，并将呈现前高后低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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