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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2009 年度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顺利开展 

根据国家科技部《关于实施 2009 年度全国科技统计调查工作的通知》（国科发计

字[2009]661号]的要求，上海市科委和市财政局合发《关于填报 2009年地方财政科

技拨款年报的通知》，组织进行上海市 2009年度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年报统计调查。 

负责本次统计调查工作的上海市科技信息中心，在市科委发展计划处和市财政局

教科文处的指导下，成立专门调查小组。为顺利开展统计调查和保证数据质量，在各

区县科委、财政局填报地方财政科技拨款年报基础上，于 5月 11-12日召开了“2009

年地方财政科技拨款调查表”审表会议。会议对各区县初步填报的数据进行了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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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编辑部征稿启事 

为了更好地反映、宣传和交流上海和全国各省市地区科技统计工作的发展情况和

科技统计成果，营造良好的科技统计工作环境与氛围，进一步推进上海科技统计工作

的发展，本刊拟向社会各界广泛征集稿件。 

一、选题范围：（1）科技统计项目研究成果介绍；（2）科技统计工作动态、经验

交流；（3）科技统计数据资料等； 

二、投稿方式：邮寄至本刊编辑部：上海市中山西路 1525 号技贸大厦四楼科技

统计办公室 邮编：200235，信封上注明“投稿”字样。也可通过电子信箱：

jb@sstic.sh.cn。投稿咨询电话：021-64680066-3433、3434。 

mailto:jb@sstic.s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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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一季度上海市专利申请授权情况 

根据上海市知识产权局提供的有关专利统计信息数据，对 2010 年第一季度上海

市国内专利申请与授权情况进行如下简要分析。 

一、上海市国内专利申请及授权量都较上年同期增长 

1、上海市国内专利申请同比增长 12.2%，发明专利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增长 

如表 1所示，2010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国内专利申请量 15828件，同比增长 12.2%。

其中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数为 4688件，同比增长 0.4%，与上年同期相比略有增长。外

观设计专利申请数为 6886件，增幅较大，同比增长 29.9%。 

表 1  2010 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国内专利申请情况 

 申请量(件) 同比增幅(%) 

累计专利申请量 15828 12.2 

其中:发明专利 4688 0.4 

实用新型 4254 3.8 

外观设计 6886 29.9 

2、上海市国内专利授权稳定增长,发明专利授权量较上年同期略有下降 

如表 2所示，2010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国内专利授权 8289件，授权量较上年同

期增长 15.8%；但其中国内发明专利授权 1041件，同比下降 5.1％。 

表 2  2010 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国内专利授权情况 

 授权量(件) 同比增幅(%) 

累计专利授权量 8289 15.8 

其中:发明专利 1041 -5.1 

实用新型 2951 13.7 

外观设计 4297 23.9 

二、上海市国内专利申请和授权与主要省市的比较 

2010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国内专利申请总数为 15828 件，占全国的比重为 9.8%，

较 2009年同期的比重 9.4%略有上升；在全国省市排名中次于广东、浙江、江苏，位

居第四，与上年同期一致。 

2010年第一季度，上海市国内专利授权总数为 8289件，占全国的比重为 6.2%，

较 2009年同期的比重 8.9%下降了 2.7 个百分点；在全国省市排名中次于江苏、广东、

浙江、山东，位居第五，与上年同期相比下降一位。表 3 为上海等五省市 2010 年第

一季度国内专利申请数、发明专利申请数及同比增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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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0 年第一季度五省市及全国国内专利申请情况 

 专利申请合计(件) 同比增长(%) 发明专利申请合计(件) 同比增长(%) 

上海 15828 12.2 4688 0.4 

北京 9873 -5.5 5709 -12.4 

江苏 20349 3.6 5331 -1.2 

浙江 22183 13.0 3486 7.9 

广东 25184 8.9 7207 7.3 

１、上海市国内专利申请数同比增长 12.2%，其中发明专利申请数所占比重下降

了 3.9个百分点  

由表 3 可以看出，上海第一季度国内专利申请数同比较上年增长 12.2%,这其中

主要是因外观设计专利申请数增幅较大所致。同时可以看到发明专利申请同比增长为

0.4%，增速落后于专利申请。 

表 4 和图 1 显示了 2010 年第一季度上海及其他省市国内三种专利申请数及比例

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第一

季度上海国内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

占申请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29.6%、26.9%、43.5%、其中

发明专利占申请总量的比重

仅次于北京(58.0%)，而高于

广东(28.6%）、浙江(15.7%)、

江苏(26.2%)等省。而与 2009

年同期上海国内发明专利申

请占申请总量的比重 33.5%

相比，下降了 3.9 个百分点。     图 1  2010 年一季度五省市国内专利申请结构图 

表 4  2010 一季度五省市国内专利申请结构 

 
一季度专利申请

合计(件)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上海 15828 4688 4254 6886 

北京 9837 5709 3258 870 

江苏 20349 5331 6988 8030 

浙江 22183 3486 9391 9306 

广东 25184 7207 9048 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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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海市国内专利授权增长 15.8%，增幅明显小于其他省市，国内发明专利授

权量同比下降 5.1% 

如表 5所示，2010年第一季度上海国内专利授权虽同比增长 15.8%，但可以看到

其增幅明显低于其他各省市。不过通过与往年数据对比可以看出，增幅较大的各省，

如江苏、广东主要是因实用新型、外观设计授权量同比大幅增长所致。其中江苏省实

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授权量同比增幅分别是 93.6%和 266.8%。广东省实用新型和外观设

计授权量同比增幅分别是 75.5%和 130.6%。 
表 5  2010 年第一季度五省市及全国国内专利授权情况 

 
一季度专利授权

合计(件) 
同比增长(%) 

发明专利授权 

合计(件) 
同比增长(%) 

上海 8289 15.8 1041 -5.1 

北京 5336 27.6 1752 6.5 

江苏 28792 180.4 815 -7.1 

浙江 17327 26.4 716 -9.1 

广东 25940 91.5 2494 12.7 

表 6和图 2显示了 2010

年第一季度上海及其他省市

国内三种专利授权数及比例

情况，从中可以看出，第一

季度上海国内发明专利、实

用新型、外观设计三种专利

占授权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12.6%、35.6%、51.8%，其中

发明专利占专利授权总量的

比 重 12.6% 落 后 于 北 京

（32.8%）而高于广东（9.6%）

等省。                         图 2  2010 年一季度五省市国内专利授权结构图 

表 6  2010 年第一季度五省市国内专利授权结构 

 
一季度专利授权

合计(件) 

 

发明专利 实用新型 外观设计 

上海  8289 1041 2951  4297 

北京  5336 1752 2162  1422 

江苏   28792 815 7235   20742 

浙江 17327 716 6023  10588 

广东 25940 2494 8565  14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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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 2010 年 1 季度高技术产品出口态势与特点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 1 季度，上海市累计商品出口额 381.98 亿美元，同比增

长 26.2%，较金融危机影响前的 2008 年同期（382.09 亿美元）几乎持平。其中，高

技术产品出口 175.81 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40.2%，创历史同期新高，较金

融危机影响前的 2008 年同期（156.17 亿美元）增长 12.6%。其中，1、2、3 月份当

月商品出口分别为 132.12 亿美元、114.13 亿美元和 135.73 亿美元，其中高技术产

品出口 59.66亿美元、52.94亿美元和 63.21亿美元，并呈现以下态势与特点： 

一、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态势 

1、上海市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呈持续上升的走势 

前几年，上海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保持在 4成左右水平。如图 1所示，

从 2006 年开始，该比重呈现持续上升的走势；2008 年该比重达到 42.11%；2009 年

该比重升至 44.83%，2010年 1季度该比重又创新高，达 46.03%。由此可以看到，高

技术产品已成为上海商品贸易的支柱之一，尤其在出口方面更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带

动全市整个商品出口的发展。 

 

 

 

 

 

 

 

 

图 1  2004－2010（1—3）上海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趋势变化图 

2、对四大贸易市场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已基本恢复金融危机前同期水平 

今年 1季度，上海市对欧洲、美国、日本和香港四大贸易伙伴分别出口 52.12 亿

美元、46.98亿美元、9.54亿美元和 15.49亿美元，同比增长分别为 31.9%、31.4%、

9.4%和 35.6%。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 1季度对四大贸易市场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已基

本恢复危机前同期水平，特别是对欧洲市场，较 2008年同期增长 8.5%，对美国市场，

较 2008年同期增长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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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8－2010 年各年 1 季度上海高技术产品出口按四大贸易市场分走势图 

表 1  上海市高技术产品按四大贸易市场分布情况 

 合计(亿美元) 同比增长(%) 占高技术产品比重(%) 

欧洲 52.12 31.9 29.71% 

美国 46.98 31.4 28.91% 

香港特区  15.49 35.6 9.11% 

日本 9.54 9.4 5.75% 

3、外商独资和中外合资企业高技术产品出口均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如表 2 所示，今年 1 季度，上海市国有和集体、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等 3 大类企

业高技术产品分别出口 5.21 亿美元、9.81 亿美元和 155.48 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

分别增长 24.6%、17.9%和 43.6%。与 2008 年同期相比，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企业分

别增长 3.9%和 14.8%，但是国有和集体企业出口较 2008 年同期下降 17.7%。外商独

资企业占高技术产品出口比重仍稳居三类企业之首，为 88.4%，国有和集体企业虽然

所占份额最小，从 2006年一季度开始，比重一直保持在 3%。 

表 2  上海市高技术产品按企业类型分布情况 

 合计(亿美元) 同比增长(%) 占高技术产品比重(%) 

国有和集体企业 5.21 24.6 3.0% 

中外合资企业 9.81 17.9 5.6% 

外商独资企业 155.48 43.6 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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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特点 

1、进料加工贸易仍占上海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导地位，来料加工装配贸易出口

降幅明显 

多年来，进料加工贸易始终占据着上海市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的主体地位。今年

1 季度，上海市高技术产品出口贸易中，进料加工贸易额为 138.97 亿美元，同比增

长 47.7%，占全部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比重为 79.04%。与此同时，来料加工装配贸易

出口的高技术产品额为 4.66亿美元，同比下降 54.4%，降幅明显。 

2、计算机及通信技术和电子技术是上海高技术产品出口的主要技术领域 

今年 1 季度，上海市计算机及通信技术领域的产品出口额为 128.27 亿美元，同

比增长 30.5%，占全部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比重为 73.0%；电子技术领域产品出口额

为 34.32 亿美元，同比增长 90.3%，占全部的比重为 19.5%。两者相加，占到全部高

技术产品出口额比重的 92.5%。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光电技术领域的产品出口增幅

最大，2010年 1 季度光电技术领域产品出口额为 5.26亿美元，同比增长 116.0%。 

3、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占全市高技术产品出口的比重过半，集成电路出口

快速增长 

集成电路、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和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是上海高技术产

品出口额中的三大主要产品。2010 年 1 季度上述三大主要高技术产品出口额达到

134.7 亿美元，占全部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 76.6%。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部件

出口额为 100.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36.7%，占全部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 57.1%，集成

电路及微电子组件出口快速增长，出口额为 25.43亿美元，同比增长 93.5%，占全部

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 14.5%，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的零件出口额为 8.96 亿美元，同比

下降 5.3%，占全部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的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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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一季度技术交易统计分析 

2010 年一季度，上海经认定登记的技术交易合同 5444 项，成交额 92.58 亿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 3.3%和 23.3%。成交额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年二月

份成交额的大幅下降。三月份的成交额 44.50 亿元，同比上涨 48.6%。但由于 1-2 月

份跌幅较大，因此导致一季度成交额下降百分之二十多。 

一、技术交易合同类别分析 

2010 年一季度技术开发合同数和技术转让合同数同比均上涨：开发合同数同比上

涨 16.2%；转让合同数同比上涨 19.5%。但是，成交额同比却均成下降态势：开发成交

额同比下降 2.3%，略有下降，基本持平；转让成交额同比下降 53.5%。下降幅度较大。 

二、技术交易机构类别分析 

2010 年一季度上海技术交易输出方以企业为绝对主体，其成交合同 3922 项，成

交额为 82.64 亿元，分别占总数的 72.0%和 89.3%。企业中又以“外商投资企业”为

最高，成交额为 44.34 亿元，“内资企业”次之，成交额为 25.68 亿元。 

2010 年一季度上海技术交易吸纳方也是以企业为主，其成交合同 4410 项，成交

额为 85.01 亿元，分别占总数的 81.0%和 91.8%。企业中又以“外商投资企业”为最

高，成交额为 35.97 亿元“内资企业”次之。成交额为 26.66 亿元 

由上可见，技术交易中无论是买还是卖，“外商投资企业”的成交额均占首位，

说明在金融危机的氛围下，“外商投资企业”的技术交易活跃，它们更重视技术的更

新换代，以技术优势来抢占市场，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 

三、技术交易的领域分析 

2010 年一季度技术交易的技术领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最高，成交额为 42.87

亿元，“先进制造技术”次之，成交额为 27.88 亿元,“生物医药和医疗器械技术”位

居第三，成交额为 7.70 亿元。它们分别占成交额总数的 46.3%、30.1%和 8.3%。“电子

信息技术”领域的技术交易成交额最高的原因主要在于计算机软件的成交额大，计算

机软件的成交额达到了 30.07 亿元。 

四、技术交易的流向地域分析 

2010 年一季度上海技术交易流向上海本地的合同有 3808 项，成交额 43.43 亿元，

分别占总数的 69.9%和 46.9%；流向国外的（不含港澳台）合同有 332 项，成交额 33.48

亿元，分别占总数的 6.1%和 36.2%；流向上海本地的和流向国外的成交额之和占到了

总数的 83.1%，基本上涵盖了上海的技术交易流向。 

在流向国内各省市的技术交易中，以流向江苏为最高，合同 289 项，成交额 2.52 亿元；

河南次之，合同 38 项，成交额 1.88 亿元；浙江位居第三，合同 245 项，成交额 1.78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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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 

内容提要：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面临复杂严峻的局面，虽然在各项应对

金融危机措施的支持下，生产扭转了下滑趋势，实现平稳增长，但出口减少，效益下

降，行业发展仍面临较大困难。本文详细分析了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现状，结构特

点，国内地位，以及科技活动情况，并针对当前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存在外向度较高和

利润率低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2009 年，受金融危机严重冲击的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在“扩内需、保增长、调

结构”相关政策措施的有力支撑下，扭转了生产下滑趋势，实现平稳增长。但主要经

济指标的增幅仍出现不同程度回落，行业发展整体形势依然严峻。 

一、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经济运行基本现状 

1、生产逐月回升，比重稳步提高 

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规模以上工业口径，下同）完成工业总产值 5560.65

亿元，比上年增长 8.2%，高出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增幅 5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工业总产

值增长 1.9 个百分点，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23.3%，是推动本市工业发展的重要力量。 

分行业类型看，呈现“三升三降”的格局。增长的行业是：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

备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3194.02 亿元，比上年增长 23.3%，拉动高技术制造业增长

12.3 个百分点，居各行业之首；医药制造业完成 351.74 亿元，增长 17.1%；航空航天

器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22.1 亿元，增长 11.6%。下降的行业是：医疗设备及仪器仪

表制造业完成 290.93 亿元，下降 2.5%；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完成 1691.42 亿元，

下降 13.3%；信息化学品制造业完成 10.45 亿元，下降 24.2%（见表 1）。 

表 1  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完成情况 

行业 工业总产值（亿元） 增速（%） 产销率（%） 

本市工业 23873.08 3.2 99.0  

高技术制造业 5560.65 8.2 98.3  

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10.45 -24.2 100.3  

医药制造业 351.74 17.1 95.6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22.1 11.6 102.4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691.42 -13.3 99.0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3194.02 23.3 98.2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290.93 -2.5 98.5  

从运行态势看，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呈现“前低后高，逐月回升”的态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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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年初行业生产低迷，1 月份完成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下降

27.6%，为全年最低；之后，在国家 4 万亿投资、3G 网络建设、家电下乡等一系列有

利于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扩内需政策的实施以及经济有利因素不断增多的情况下，行

业生产逐月回升，至 1-9 月扭转了生产持续下降趋势，实现正增长。四季度，随着外

需的恢复，生产进一步提速，致使全年增长 8.2%，但增幅仍比上年回落 3.4 个百分点。 

高技术制造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也稳步提高。1 月份仅占 21.3%，为

全年最低点。随后比重稳中有升，致使全年达到 23.3%，比 1 月份提高 2 个百分点，

为全年最高点（见图 1）。 

 

 

 

 

 

 

 

 

 

 

 

 

 

 

 

图 1   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生产发展趋势 

2、出口形势严峻，主要行业出口普降 

2009 年，受国际市场整体需求不振的影响，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持续下降，

全年完成出口交货值 3907.25 亿元，占全市工业出口总量的 58.5%；比上年下降 6.9%，

降幅高出销售产值 5 个百分点。外向度达到 71.5%，下降 4.8 个百分点。 

分行业类型看，除规模较小的航空航天器制造业逆势上扬、出口比上年增长 33.8%

之外，其余行业出口均下降。受国际市场液晶面板、集成电路等电子产品深度调整影

响，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下降 19.6%，下降速度最快；以下依次是信息化学品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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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分别下降 19%和 10.6%（见表 2）。 

表 2  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分行业出口完成情况 

行业 出口交货值（亿元） 增速% 所占比重% 

本市工业 6681.75 -11.7 100 

高技术制造业总计 3907.25 -6.9 58.5 

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5.2 -19.0 0.1 

医药制造业 28.34 -8.7 0.4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5 33.8 0.1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090.68 -19.6 16.3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2675.15 -0.3 40.0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102.89 -10.6 1.5 

3、经济效益不容乐观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下，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

全面下降。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5768 亿元，比上年下降 1.1%；实现利润总额 72.94 亿

元，比上年下降 40.2%；上缴税金总额 48.95 亿元，比上年下降 0.3%。 

分行业类型看，由于主要电子器件企业受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的影响，主要产品价

格比上年大幅下降，经营业绩大幅下滑，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

下降 15.2%；亏损 30.8 亿元（上年赢利是 24.7 亿元），严重影响了全市高技术制造业

整体盈利水平。若剔除该行业的影响，全市高技术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将增长 6.3%，

实现利润总额增长 17.5%，上缴税金总额增长 3.8%。 

得益于国内旺盛的市场需求，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经济效益良好，主

营业务收入、利润总额双双实现两位数增长（见表 3）。 

表 3   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经济效益实现情况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亿元） 增速% 利润总额 增速% 

本市工业 25198.94 -0.9 1405.74 43.8 

高技术制造业总计 5768 -1.1 72.94 -40.2 

信息化学品制造业 13.88 -3.4 1.14 23.2 

医药制造业 357.75 16.6 47.08 26.7 

航空航天器制造业 24.34 18.7 1.69 11.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1696.44 -15.2 -30.8 —— 

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 3376.87 6.1 21.19 1.2 

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298.72 -2.5 32.65 17.6 

4、主要产品产量降多升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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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在全市 25 种重点高技术产品中，仅 8 种高技术产品产量比上年有所增

长。其中，本市高技术制造业主导产品笔记本计算机 6799.35 万台，增长 29.3%；等

离子电视机 77.85 万台，增长 28.5%；印制电路板 5496.57 万平方米，增长 9.5%；服

务器 164.15 万台，增长 9.2%。 

17 种高技术产品受市场需求减少影响，产量比上年有所下降。其中下降较快的

产品有：液晶显示屏 8.14 亿片，下降 52.8%；半导体存储盘 4337.2 万个，下降 46.3%；

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198.76 万信道，下降 42.2%；电子元件 675.17 亿只，下降 32.4%（见

表 4）。 

表 4  2009 年本市主要高技术产品产量 

产品名称 单位 产量 增速% 占全国比重（%） 

笔记本计算机 万台 6799.35 29.3 45.3 

等离子（PDP）电视机 万台 77.85 28.5 40.7 

印制电路板 万平方米 5496.57 9.5 34.9 

服务器 万台 164.15 9.2 87.5 

液晶（LCD）电视机 万台 117.60 1.0 1.7 

集成电路圆片 万片 193.51 -11.0 25.0 

集成电路 亿块 72.29 -15.9 17.4 

半导体分立器件 亿只 142.66 -20.2 5.4 

光电子器件 亿只 31.53 -25.2 3.4 

电子元件 亿只 675.17 -32.4 4.3 

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万信道 198.76 -42.2 6.6 

半导体存储盘 万个 4337.20 -46.3 53.1 

液晶显示屏 亿片 8.14 -52.8 34.9 

二、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的结构特点 

1、大型企业作用强，小型企业效益好 

2009 年，上海共有各类型高技术制造业企业 1494 家。其中，大型企业 39 家，

占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数的 2.6%；中型企业 253 家，占 16.9%；小型企业 1202 家，

占 80.5%。 

从生产领域看，大型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制造领域，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中

起主要作用，完成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4.6%，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工业产值总量

的 65.6%，完成出口交货值与上年持平，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交货值总量的

81.7%。小型企业行业分布较广，由于产品技术专业性强，经济效益较好，实现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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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41.7 亿元，增长 5.5%，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实现利润总额的 57.2%。中型企业

的生产能力不如大型企业，盈利能力不如小型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全面下降（见表 5）。 

表 5  2009 年本市高技术制造业大中小型企业生产情况 

类型 
工业总产值 

（亿元） 

增幅 

（%） 

出口交货值 

（亿元） 

增幅 

（%） 

利润总额 

（亿元） 

增幅 

（%） 

高技术制

造业总计 
5560.65 8.2 3907.25 -6.9 72.94 -40.2 

大型企业 3646.77 14.6 3191.09 0 -10.48 —— 

中型企业 1341.68 -2.1 553.87 -30.8 41.69 -18.7 

小型企业 572.2 -5.1 162.29 -20.2 41.73 5.5 

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经济主导高技术制造业 

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的发展与外资及港澳台资本的大规模进入密切相关。2009 年，

外商及港澳台高技术企业共 818 家，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54.8%；完成工

业总产值 5151.15 亿元，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总量的 92.6%，比

上年增长 8.3%，增幅高出全市高技术制造业整体 0.1 个百分点，拉动全市高技术制造

业增长 7.7 个百分点；完成出口交货值 3859.88 亿元，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完成

出口交货值总量的 98.8%；实现利润总额 41.5 亿元，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实现利

润总量的 56.9%。此外，股份制经济的企业数、工业总产值、出口交货值、利润总额

分别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的 35.7%、5.4%、0.8%和 32.6%，均列各经济类型第二位（见

表 6）。 

从行业类型看，除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中股份制企业产值占 45.2%而起主要作用外，

在其余 5 个行业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的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产值均居各经济类型企

业之首位，具有绝对的主导优势（见图 2）。 

表 6  2009 年本市高技术制造业分经济类型构成 

行业 
企业数

（家） 

比重 

（%） 

工业总产值 

（亿元） 

比重 

（%） 

利润总额

（亿元） 

比重 

（%） 

高技术制造业 1494 100 5560.65 100 72.94 100 

国有经济 35 2.3 64.11 1.2 5.5 7.5 

集体经济 12 0.8 1.38 0 0.00 0 

股份合作企业 23 1.5 6.75 0.1 0.76 1.0 

股份制经济 534 35.7 299.57 5.4 23.8 32.6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 818 54.8 5151.15 92.6 41.5 56.9 

其他经济 72 4.8 37.69 0.7 1.38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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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2009 年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在高技术制造业中的产值比重（%） 

3、电子信息产品制造领域是拉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主要力量 

2009 年，上海高技术制造业从业人员达到 43.83 万人，资产总计为 3648.33 亿元。

其中，电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企业数 92 家，从业人数 10.7 万，资产总计 1002.06

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3194.02 亿元；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企业数 701 家，从业人

员 24.56 万人，资产总计 1821.62 亿元，完成工业总产值 1691.42 亿元。这两个行业

的企业数合计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53.1%，从业人数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

企业总量的 73.7%，资产总计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企业资产总量的 77.4%，工业总产

值占全市高技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的 87.9%，比重明显大于其他四个行业所占比重，

这表明电子信息产品制造领域是当前上海高技术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医药制造业、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信息化学品制造

业等四个行业虽然生产规模较小，但经济效益增长快，将是未来上海高技术制造业的

重要发展方向（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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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2009 年本市高技术制造业分行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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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05年至2010年各年1季度上海市进出口额走势图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0 年一季度上海市进出口态势 

——进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四年来历史同期首次呈现贸易逆差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 1 季度，上海市累计实现进出口总额 790.1 亿美元，较去

年同期（下同）大幅增长 43.1%，创历史同期新高，较金融危机影响前的 2008 年同

期增长 5.5%。其中，进口额为 408.1 亿美元，同比增长 63.6%，较 2008 年同期呈现 2

位数增长，增幅达到 11.1%；出口额为 3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2%，较 2008 年同期

几乎持平（图 1）。实现贸易逆差 26.1 亿美元，为 2006 年以来历史同期首次逆差。其

中，进口大幅增长是推动今年 1 季度上海市进出口总额创历史新高的主要动力，贡献

率达到 99.8%1，而出口的贡献率仅为 1.4‰。 

其中，3 月份当月进出口 302.8 亿美元，同比增长 48.7%，其中进口 166.9 亿美元，

增长 72.4%；出口 135.9 亿美元，增长 27.2%。 

 

 

 

 

 

 

 

 

 

 

今年 1季度，上海市进出口主要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进出口形势背离，其中一般贸易出口和加工

贸易进口乏力，一般贸易呈现大幅逆差。 

今年 1 季度，上海市以一般贸易进出口 31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1.8%。其中，一

般贸易出口 127.2 亿美元，同比增长 15.5%，但较 2008 年同期仍下降 10%；进口 18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68.1%，较 2008 年同期增长 31.5%，其进口额高出同期一般贸易出

口额 57.6 亿美元，对整体逆差的贡献率达到 222%。同时，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出口 307

                                                        
1  本文中的贡献率均与 2008 年 1 季度（历史同期高位）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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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年以来各年1季度主要贸易方式走势图

一般贸易 加工贸易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3%，较 2008 年同期下降 2%，实现顺差 134.3 亿美元。其中，

以加工贸易方式进口 86.3 亿美元，虽同比增长 48.1%，但仍较 2008 年同期低 14.5%；

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 220.6 亿美元，同比增长 29.6%，较 2008 年同期增长 4%。此外，

以保税区仓储转口货物方式和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方式合计进出口 160.1 亿美元，同

比增长 71.3%，高出同期上海市整体进出口增幅 28.2 个百分点（图 2）。 

其中，3 月份当月上海市一般贸易出口 41.8 亿美元，增长 8.2%，较同期上海市

整体出口增速低 19.1 个百分点；加工贸易出口 81.6 亿美元，增长 34.5%，高出同期

上海市整体出口增速 7.3 个百分点。 

 

 

 

 

 

 

 

 

 

 

 

二、对欧美日 3 大经济体和新兴市场出口增速均低于进口，其中对东

盟和拉丁美洲等呈现逆差。 

今年 1季度，上海市对欧盟、美国和日本等前 3大贸易伙伴分别出口 94亿美元、

81.8 亿美元和 41.4 亿美元，分别增长 18.4%、20.7%和 9.9%，分别较同期上海市自

上述 3大市场的进口增速低出 34个、47.5个和 49个百分点。其中，自日本进口 66.9

亿美元，出现逆差 25.4 亿美元。同时，对东盟和拉丁美洲分别出口 37.5 亿美元和

16.9 亿美元，分别大幅增长 55.5%和 49.7%，分别呈现 17.2 亿美元和 6.3 亿美元的

逆差（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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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今年 1 季度上海市主要进出口市场表        单位：亿美元、% 

市场 
出口 进口 

顺差额 
金额 同比 金额 同比 

合计 382.2 26.3 408.1 63.6 -25.9  

欧盟 94.0 18.4 73.4 52.4 20.6  

其中：德国 15.0 -21.3 28.3 62.6 -13.3  

美国 81.8 20.7 46.5 68.2 35.3  

日本 41.5 10.1 66.9 58.9 -25.4  

东盟 37.5 55.7 54.7 92.9 -17.2  

其中：马来西亚 9.8 131.1 21.2 188.4 -11.4  

台湾省 11.9 70.6 34.9 89.8 -23.0  

韩国 12.1 18.5 30.9 61.0 -18.8  

拉丁美洲 16.9 49.7 23.2 78.5 -6.3  

香港 29.2 38.4 3.8 120.9 25.4  

非洲 10.1 39.4 6.6 184.1 3.5  

三、各大类企业进口均呈现快速增长，国有企业出口低于 2008 年同

期。 

今年 1季度，上海市外商投资、国有和私营等 3大类企业分别进口 266.8亿美元、

93.6 亿美元和 44.2 亿美元，各自增长 60.9%、70.6%和 66.3%，较 2008 年同期分别

增长 4.1%、24.5%和 38.3%。同时，国有企业出口 66.7亿美元，增长 15.3%，较 2008

年同期下降8.1%；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较2008年同期也仅分别增长1.8%和4.7%。 

四、机电产品出口增速高于总体平均水平，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复苏步伐缓慢。 

今年 1季度，上海市出口机电产品 280.8亿美元，增长 29.5%，增速较同期上海

市出口平均增速高 3.3个百分点。其中，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部件、集成电路和船

舶分别出口 100.3 亿美元、25.4 亿美元和 15.4 亿美元，分别增长 36.7%、93.5%和

27.1%，增速较同期上海市出口平均增速分别高 10.4个、67.2个和 0.8个百分点。 

此外，部分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复苏步伐较为缓慢。今年 1季度，第 1大劳动密

集型产品服装及衣着附件出口 24.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基本持平，较 2008年同期下

降 3.1%；家具及其零件出口 6亿美元，同比下降 4.4%，较 2008年同期下降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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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包及类似容器出口 2.1亿美元，同比下降 4.8%，较 2008 年同期下降 14.2%。其中，

3 月份当月，服装、家具和箱包分别出口 6.2 亿美元、2.1 亿美元和 0.6 亿美元，同

比分别下降 22.7%、12.3%和 24.4%。 

五、部分工业原材料进口额快速增长，高新技术产品进口增速低于上

海市平均水平。 

随着国内需求上升及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上涨。今年 1季度，上海市部分工业原

材料产品进口呈现大幅增长态势。其中，未锻造的铜及铜材、初级形状塑料和铁矿砂

分别进口 22.5亿美元、18.5亿美元和 11.2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 95.7%、1.3 倍和

1.2倍。其中，3月份当月，上述 3类产品进口额分别同比增长 1.3倍、1.4倍和 78.2%。

此外，今年 1季度上海市进口高新技术产品 145.9亿美元，增长 51.2%，低于同期上

海市进口平均增速 12.4个百分点，较 2008年同期下降 0.5%；其中集成电路进口 66.2

亿美元，增长 48.1%。同期，汽车及其零件合计进口 14.2 亿美元，同比增长 2.6倍，

较 2008年同期增长 9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