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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07年奉贤区产业结构及现状分析  

  2009-3-27 

2002~2007年是奉贤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在此期间，全区坚持落实中央宏观调控措施，把招商

引资作为重中之重，在调整中求发展，在发展中求提高，积极优化产业结构，使区域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发

展的好势头。  

一、2002—2007年奉贤区三次产业结构变动情况及分析  

2007年，奉贤区实现增加值381.68亿元（按在地口径计算包括上海化工区，以下同），同比增长

16.1%，为2002年经济总量的3.03倍。随着经济增长方式不断优化，三次产业结构渐趋合理，一、二、三

产业比例由2002年的6.9∶62.6∶30.5，调整为2007年的3.9∶69:4∶26.7。2002—2007年期间，全区三次

产业的总体经济发展状况主要体现在：  

1、国民经济快速增长，综合经济实力大幅度提升。在2002—2007年间，奉贤经济保持着持续、快速

的增长态势，经济运行质量稳步提高。虽然在“十一五”规划期间，受到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影响，经济增

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增幅仍然能够保持较大的增长，年均递增17%，经济总量持续放大。其中，增幅最快

的年份是2005年，增幅高达26.9%；最低的年份是2003年，增幅为12.1%。全区增加值总量由2002年的

125.98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381.68亿元（见图1）。  

2、第二产业增长突出，产业结构比重持续扩大。按照“二、三、一”区产业发展方针，采取了重点

发展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断优化第一产业的策略。2007年全区的一、二、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分别比2002年增长了69.9%，236%、165.2%，三次产业结构比重得到进一步优化。第二产业占全区增加值

比重由2002年的62.6%上升到2007年的69.4%。第二产业增长领先，第三产业增长稳步，二、三产业共同推

动经济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见图2）。  

■  

图2奉贤区2007年三次产业结构图  

2002—2007年间，工业增长势头强劲。2002年，全区工业增加值为69.97亿元，占全区增加值的

55.5%，而到2007年工业增加值达到250.76亿元，占全区增加值65.7%，五年内工业占全区增加值比重提高

了10.2个百分点。这说明工业对区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升级、改造、缩减一些传统行业如纺织服装、木器加工等相对落后劣势产业的同时，形成了以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

电子设备、专用设备制造业等为主体的制造业。使工业在新一轮发展中呈现勃勃生机。2007年底，全区六

大行业产值累计达551.7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54.6%（产值不包括上海化工区，以下同）。其中，化学

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产值为135.3亿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108.9亿元、通用设备制造业产值为94.0

亿元、金属制品业79.9亿元、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79.1亿元、专用设备制造业54.5亿元。  

3、第三产业增长起伏明显，结构优化调整效果显现。全区第三产业增加值2002、2007年分别为38.47



亿元、102.02亿元，五年内年均可比增长12.5%。其中：2004年增长速度最高为16%，最低的是2003年为

10.7%，相差5.3个百分点，这是因为优化第三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布局调整形成波动落差（如图）：  

■  

图3 2002—2007年奉贤区第三产业变动情况  

从内部结构分析看，第三产业结构升级是以提升产业功能为重点，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批发零售业

及其它行业占三产比重分别从2002年的19.18%、53.91%，下降到2007年的18.53%、48.48%；而交通运输邮

政业和金融业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中效果明显，分别从2002年占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的2.16%、9.93%上升

到2007年的5.10%、11.98%。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受到辐射效应，所占三产增加值比重也略有增加。

从整体上看，近几年，由于全区工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上海化工区的快速崛起，从而使区的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全区比重还是略有下降。（如表1所示）：  

综合观察2002—2007年这一阶段，尽管奉贤区产业发展势头良好，但仍然存在一些与经济社会发展不

和谐的地方。一是二、三产业发展不尽合理，产业结构尚需进一步优化。与其他区县相比，存在企业单体

规模较小、运营能力较弱、品牌效应不强等弱势。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创新不充

分，缺乏核心技术及其应用能力，产品的附加值不高。  

二、奉贤三次产业发展在全市以及远郊区的地位  

随着“十五”规划以来，市委市政府逐渐落实“繁华看市区，实力看郊区”的指导思想，远郊区的经

济实力不断加强，奉贤的经济地位也在不断得到提升。2007年，奉贤全区增加值占远郊区以及全市比重分

别为12.0%、3.2%，比2002年分别提高了2.2个百分点和0.99个百分点。下面通过把奉贤、远郊区以及上海

的增加值总量和三次产业的规模和速度变化放在一起作比较，以分析奉贤三次产业在全市以及远郊区的地

位及发展状况。  

1、奉贤经济总量及产业发展在远郊区的地位  

从图4可以看出，在2002—2007年间，奉贤增加值占远郊区的比重平均维持在9.6%—12.0%之间，前两

年所占份额变化不大，后三年增加值总量有明显上升，比重上升了2.43个百分点。从2005年起，奉贤增加

值增长速度超过远郊区整体增长速度，在2005—2007年间，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0.0%，增速超过远郊

区年平均增长速度4.8个百分点。说明在克服了“非典”以及宏观调控的相关不利因素后，奉贤经济开始

呈现新一轮增长态势。  

■  

图4 2002—2007年奉贤增加值与远郊区比较  

在经济总量的增长过程中，工业的快速发展为奉贤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到2007年，奉贤

工业增加值增长20.1%，超过远郊区2.5个百分点。  

在第三产业中，奉贤的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以及金融业在远郊区的发展中较为突出。

2007年这三大行业所占远郊区增加值比重分别为7.0%、9.5%、13.7%，所占比重分别提高了1.8、2.4、1.3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近三年发展所形成。  

从经济总量看，2002年远郊区七个区县年平均区增加值为183.17亿元，当年奉贤增加值为125.98亿

元，占远郊区的区平均经济总量比重的68.8%；到2007年，远郊区平均增加值为454.27亿元，奉贤增加值

为381.68亿元，占远郊区的区平均经济总量比重的84.0%，五年内比重提高了15.2个百分点。从增加值在

远郊区的比重提高可以看到，虽然奉贤整体经济水平尚未达到远郊区的平均水平，但是差距已在不断缩

小，奉贤整体经济发展态势在不断趋好。  

2、奉贤经济总量以及产业发展在全市的地位  



总体来看，奉贤增加值占全市份额逐渐增长，由2002年的2.2%渐增到2007年的3.2%。从表2可以看

到，奉贤在全市经济总量比重平稳增长。从增长速度来看，2002—2007年间，奉贤区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

为12.9%，略低于全市增长速度0.3个百分点，但在2005—2007年间，奉贤增加值年均增长速度为20.0%，

超过全市增长速度7.8个百分点。表明“十一五”时期，奉贤围绕“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目标，呈现

良好的发展态势。（见表2）  

奉贤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全市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也逐年增大。从2005年起，由于先锋、韩进等一批知

名、高科技大型企业相继落户本区，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逐年增加，到2007年比重达4.67%，比2002

年提高了1.66个百分点。由此证明，奉贤第二产业竞争力在全市范围内日益提高。从增长速度看，奉贤第

二产业克服发展中出现的不稳定的因素影响，始终保持较快速度运行。  

奉贤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全市比重日益提升。从增加值增长速度来看，五年内，奉贤第三产业年均增长

速度为12.5%，超过全市年均增长速度的0.2个百分点。这说明奉贤第三产业以功能提升为重点，优先发展

现代服务业的产业战略得到进一步体现（见表3）。  

表3奉贤与全市第三产业发展比较  

■  

从以上分析看，“十一五”时期，奉贤要努力保持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必须坚持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依托“三区一基地”建设，发展以游艇制造、光仪电、精细化工、输配电等为重点

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以游艇服务、旅游、现代物流等为重点的现代服务业，积极发展都市型现代化生态农

业，构筑以重点园区为载体、以优势企业为支撑的特色产业集群，形成三次产业相互融合、相互渗透、互

动互补、同步推进，结构不断优化的产业发展体系，才能把奉贤建设成“布局合理、功能协调、环境优

美、实力强劲的现代化滨海新城。  

注：1、文中所引数据除工业总产值外其余均为市核算数据，市核算的依据为在地口径；所谓在地口

径：指在原有区属核算的基础上包括上海化工区。  

2、远郊区包括：嘉定、青浦、松江、金山、南汇、奉贤、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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