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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装备制造业

第四章

装 备 制 造 业

装备制造业是新型工业化进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重要产业，具有技术含量高、产业关

联度大、规模经济效应明显的产业发展特征。从全球范围看，由于现代技术革命尤其是信

息技术革命的发展，装备制造业的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化战略已成为指导各跨国装

备制造公司抢占世界市场的首选战略，并呈现出集群化、信息化、服务化的发展趋势。

根据加快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目标要求，上海装备制

造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积极优化产品结构，促进产业基地化、园区化集聚发展，不断

提高产业竞争力，在上海工业转型升级中发挥了重要的引领带动作用。

一、2010 年和“十一五”发展概况

2010 年和“十一五”时期，上海装备制造业[1] 充分利用工业化进程提速、高新技术

产业化快速推进的发展机遇，积极克服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在产业规模、经济效

益和转型升级等方面都取得积极进展，是“十一五”以来上海发展态势最稳定的工业行业。

2010 年末，上海装备制造业企业数达 7181 户，占上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

43%；资产达 13509.65 亿元，占上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资产比重为 49％，比 2005 年

增长 1.5 倍；从业人员数 144.46 万人，占上海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数比重为

49.5％。

[�]本章中上海装备制造业统计口径包括�个大类行业：金属制品，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讯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
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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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业总产值持续增长

2010 年，上海装备制造业完成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15857.82 亿元，比上年增长

30.5%，比 2005 年增长 1.5 倍；实现销售产值 16935 亿元，增幅为 26.0%。

“十一五”时期，上海装备制造业虽然经历了波动，但总体上保持高增长态势。工业

总产值从 2005 年的 7369.62 亿元，提高到 2010 年的 15857.82 亿元（图 4-1），比 2005

年增长 1.5 倍，年均增长 20.3%。从 2005 年开始，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呈高位上升的增长

势头，到 2007 年达到了一个小高潮；2008 年、2009 年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生产一

度波动，增速跌入低位；2010 年随着国际经济开始复苏，上海市装备制造业生产也呈现

出恢复性增长，比上年增长 30.5%，增速超过了 2007 年，增长势头强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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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   2005-2010 年上海装备制造业工业总产值与增长情况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从分行业发展情况看。由于受国内汽车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影响，2010 年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一路领先，产值增幅 40.3%，“十一五”期间年均增长 30.2%；通讯、计算机及

其他电子设备行业增幅位居第二，2010 年增长 36.8%，年均增长 20.2%；金属制品业在

国际航运业缓慢复苏、集装箱制造业恢复增长的影响下，2010 年产值增幅为 30.2%，略

低于全行业增幅，年均增长 7%；在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和房地产发展的推动下，专用设备

制造业保持高增长态势，2010 年增长 26.5%，年均增长 21.9%；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逐渐走出上年下滑的阴影，产值回升明显，2010 年增长 26.6%，年均增长 11.6%；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 2010 年增幅分别为 18.1%、10.9%，年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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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和 14.2%。

（二）经济效益稳步提高

在国家扩大内需政策和产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的发展背景下，装备制造业市场不断

扩大、经济效益稳步提高。2010 年，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完成利润总额 1270.53 亿元，比

上年增长 73.3%，高于规模以上工业 12.7 个百分点，呈现出快速回升的态势；2010 年利

润总额比 2005 年增长 2.4 倍，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增长了 5.2

倍、3.4 倍，超过行业平均增幅；2010 年全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利润率为 7.5%，比 2005 年

提高了 2.6 个百分点，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分别提高 5.3 和 3.4 个

百分点，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

分行业看，2010 年通信设备与计算机制造业扭亏为盈，实现利润 138.98 亿元；专用

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受益于国内市场的旺盛需求，利润大幅增长，增幅分

别是 80.1%、73.4%，均高于全行业增幅，其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完成利润 672.74 亿元，

净增 284.85 亿元，拉动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利润增长 22 个百分点；金属制品业、仪器仪表、

电气机械及器材分别增长 53.5%、27.9%、24%；通用设备制造业由于出口下滑，利润增

长仅 8.8%（见表 4-1）。

表 4-1   2010 年上海装备制造业分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情况

行业
主营业务收入

/ 亿元
增长 /%

利润总额
/ 亿元

增长 /%

合计 17010.68 26.4 1270.53 73.30

金属制品业 607.28 33.8 36.97 53.50

通用设备制造业 2409.32 7.3 174.69 8.81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94.57 26.3 103.01 80.10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5377.01 43.8 672.74 73.40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302.76 22.8 138.98 24.00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885.54 21.7 138.98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34.20 27.7 36.05 27.90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三）出口逐步恢复

1．出口形势向好

“十一五”以来，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加快推进国际化和扩大出口战略，产品技术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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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提高，出口持续增长，规模进一步扩大。出口交货值从 2005 年的 3344.07 亿元，提

高到 2010 年的 6345.4 亿元，年均增长 13.7%。虽然 2008 年国际经济危机中出口一度低

位运行，但 2010 年在国际经济复苏背景下，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出口逐渐恢复，出口交货

值达到 6345.4 亿元，比上年增长 24.2%。

分行业看，2010 年金属制品业出口增长迅猛，仪器仪表、电气机械及器材、通信设

备与计算机制造业这三大行业出口也呈现出恢复性增长的态势，增幅都高于销售产值（见

表 4-2），出口形势向好。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出口保持两位数增长，

但增幅低于销售产值；通用设备制造业是 2010 年上海市装备制造业中唯一出口下降的行

业，比上年下降 9.9%，表明行业出口仍处于恢复过程中。

表 4-2   2010 年上海装备制造业销售产值和出口交货值及增速

行业
销售产值

/ 亿元
增速 /%

出口交货值
/ 亿元

增速 /%

合计 15694.72 26.0 6345.41 24.2 

金属制品业    592.91 30.0 130.31 77.3 

通用设备制造业   2353.13   9.3 422.03 -9.9 

专用设备制造业   1058.26 27.1 200.83 19.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4383.7 39.2 627.45 15.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264.94 19.4 190.73 29.9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5722.72 25.7 4643.05 28.5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319.06 27.3 131.01 37.5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2．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主导作用进一步提升

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在上海市装备制造业中占据优势，是全市装备制造业的中坚

力量。2010 年末，装备制造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达到 2629 户，占全行业总企业数

的 36.6%；资产 8262.86 亿元，占 61.2%；从业人员 85.82 万人，占 59.4%；全年主营业

务收入 13028.94 亿元，占 76.6%；完成工业总产值 11998.92 亿元，占 75.7%；实现利润

总额 900.61 亿元，占 70.9%。

按 产 值 比 重 看， 外 商 及 港 澳 台 投 资 企 业 从 2005 年 的 62.1%， 提 高 到 2010 年 的

75.7%，在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发展中的主导性作用进一步提升（见图 4-2 和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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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   2010 年上海装备制造业产值分经济类型构成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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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2005 年上海装备制造业产值分经济类型构成

    资料来源：上海市统计局

（四）转型升级取得明显进展

1．产业高端化发展势头强劲

“十一五”期间，上海装备制造业积极抢占国际高端，支持优势资源向高端产品和

高端环节集中，产品结构高端化趋势明显。百万千瓦级超超临界火电机组全国市场占有

率达到 50%，核电设备全国市场占有率达 40%，港口集装箱起重机全球市场占有率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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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2．高端产品自主化研制成果显著

“十一五”期间，上海装备制造业坚持自主创新，在极端制造、第三代核电、大直径盾构、

微电子装备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例如上海电气集团在热加工技术改造上取得重要突

破，取得三个“世界第一”——自主设计制造成功世界上最大的 1.65 万吨锻造油压机，拥

有 250/630 吨·米锻造操作机和 450 吨电渣重熔炉。

3．产业集聚发展进展顺利

临港产业区初步形成了清洁高效发电和输变电设备、大型船舶关键件、海洋工程装备、

自主品牌汽车整车和零部件、民用航空配套产业等产业集群，成为第一批国家新型工业

化产业示范基地；闵行基地积极提升现有产业能级，走高端制造之路；宝山、青浦、松

江和奉贤等区特色装备产业园区建设取得新进展。

（五）高新技术产业化实现重要突破

先进重大装备是上海装备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领域，2010 年，上海市先进重

大装备领域完成工业总产值 1109.49 亿元，比上年增长 14%。两年来，共申报高新技术

产业化项目 106 个，项目总投资 156.6 亿元，已支持项目 31 个。

上海先进重大装备领域发展实现了“五个突破”：一是开放性发展取得突破。如上海

电气（集团）总公司与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完成合资重组，为上

海轨道交通产业打开新的发展局面。二是一批重大创新成果取得突破。如上海三一科技

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目前国际投入使用最大吨位的 1600 吨单臂履带式起重机交付用户；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制成功世界上最大的 20 兆瓦高压变频器。三是国

内外市场拓展取得突破。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获得印度 36 台超超临界火电机组价值

82 亿美元的大订单；上海隧道工程股份公司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铁复合盾构机出口新

加坡。四是关键瓶颈攻克取得突破。卡斯柯信号有限公司在国内保持信号系统方面的领

先优势，已占领高速铁路“调度集中”系统的全部市场。五是创新平台建设取得新突破。

上海工业自动化仪表研究院获国家能源局批准启动建设“国家能源核电站仪表研发（实

验）中心”；上海重型机器厂有限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共同组建“大型铸锻件工程技术中

心”，开展涉及大型铸锻件材料、工艺、检测等方面的研究；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限公司

与美国洛克希德 · 马丁公司采用技术合作方式，联合开发第三代核反应堆安全级数字化

仪控系统和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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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行业

（一）清洁高效火电设备：市场和技术取得新突破

在市场拓展方面，上海电气集团 66 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获得印度 36 台 82 亿美元大

订单，使上海火力发电设备在国内市场订单下降 50% 情况下，继续实现平稳快速增长；

继 1.25 万吨 / 天低温多效海水淡化装备成功运用于天津黄骅二期工程后，2010 年又取得

了越南永新电厂 9600 吨 / 天膜法海水淡化工程、印度尼西亚公主港 350 兆瓦膜法海水淡

化工程，标志着上海海水淡化设备打入了国际市场；国内压力、温度参数最高的 66 万千

瓦超临界空冷汽轮机、发电机获得国电内蒙古项目订单；2 台百万千瓦超超临界抽汽机

组顺利通过用户考核验收，抽汽能力、最大出力等各项指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上海电

气电站集团 2010 年实现销售收入 3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 左右。

在技术突破方面，120 万千瓦超超临界机组完成了两轮设计方案论证，为首台业绩突

破奠定技术基础；按照国家能源局部署，开展“国家 700℃超超临界燃煤发电关键技术

和设备研发及应用示范”项目预研，2010 年重点参与锅炉关键技术研究、汽轮机关键技

术研究、关键部件验证试验平台建设等 3 个子课题；开展发电设备自主设计创新，自主

产权的锅炉产品已出口印度市场，并在印度申请专利，汽轮机、发电机通过开展自主创新，

有效降低了外方技术提成费的比例。

（二）轨道交通装备：开放化发展成效明显

上海轨道交通车辆产业发展趋势良好，一是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向合资

公司分包了国内外车辆订单 672 辆，其中国内订单 295 辆、伊朗和阿根廷订单 377 辆。

二是转向架产业化基地于 2010 年 2 月 24 日奠基以来，建设进度顺利，年底完成钢结构

和厂房建设。三是中国北车承诺在上海市场取得的所有车辆和维修订单将全部由上海合

资公司生产制造。

（三）输配电：加快向高端领域延伸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是电气机械制造业的重要中类子行业，在承接国家电力

电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2010 年，上海市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业完成工业总产值

548.21 亿元，比上年增长 11.3%，比 2005 年增长 1.3 倍；实现利润总额 65.42 亿元，比

上年增长 25.1%，比 2005 年增长 1.6 倍，行业发展状态良好。

特高压输变电行业是未来我国电网发展的重中之重，也是上海高新技术产业化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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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上海特高压输变电行业布局已取得重要进展，上海电气集团通过消化吸收特高压

技术，生产 110~1000 千伏交流变压器、电抗器、±500~±800 千伏直流换流变压器等产品；

抓住风电发展的机遇，推进风电配套的主控装备系列化生产，积极推进智能电网产品的

研发。上海输配电行业紧紧抓住特高压、风电、智能电网这三大领域，未来发展前景广阔，

将成为上海装备制造业新的增长点。

（四）微电子装备：高端产品发展取得新进展

中微半导体设备公司 90/65/45 纳米等离子体刻蚀设备出货 17 台，先后在中芯国际、

台积电、瑞晶、华邦、新加坡特许等公司试用，并在台积电实现正式销售，2010 年实现

2.4 亿元订货合同和 1.4 亿元销售，取得历史性突破；上海微电子装备公司自主研发并拥

有知识产权的国内首台光刻机，在江阴长电先进封装有限公司成功上线运行；上海盛美

半导体设备公司 12 英寸 45 纳米导体清洗设备样机进入 Hynix（韩国）生产测试，这是中

国本土高端 12 英寸半导体设备首次突破韩国市场。上海睿励科学仪器公司 300 毫米自动

光学线宽膜厚测量设备完成用户样机研制，目前已送生产线试用并小批量试产。

（五）大型铸锻件：新产品和新工艺发展取得突破

二代加核电堆内构件实现成套批量化供应，压力容器、蒸发器、稳压器锻件供货能

力已覆盖到全部锻件的 90%；三代不锈钢压紧弹簧锻件已完成加工，为堆内构件成套供

应奠定基础，一体化顶盖、上筒体、堆芯筒体、过渡段筒体、下封头等蒸发器、稳压器

锻件正在投料试制。火电超超临界百万汽轮机低压转子、百万汽轮发电机转子实现交货，

正在试制百万千瓦高中压、高压、中压转子锻件。40 吨（70 机）曲轴下注钢锭已交货 2 根，

54 吨（90 机）下注钢锭研制成功。

（六）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自主研制和市场拓展能力增强

国核自仪系统工程有限公司与美国马丁公司合作开发核电全数字化保护系统正式签

署合作协议，美方向中方正式转让硬件生产技术，启动保护系统联合开发工作；上海自

仪与西门子合作中标河南新密 100 万千瓦火电 DCS 控制系统项目订单 2 套，取得工程实

施业绩，为自主研制的系统实现突破打下基础；华魏光纤传感技术公司成功开发出分布

式光纤温度传感系统、分布式光纤电力电缆载流量监测系统、全光纤振动传感系统等一

批光纤传感技术产品；神开 SK 系列综合录井仪市场占有率达到 55％，钻井参数仪市场

占有率达 35％以上，产品出口至欧美；卡斯柯公司在国内保持信号系统方面的领先优势，

2010 年新中标上海地铁（12 号线、13 号线）、宁波地铁、北京地铁（6 号线）、昆明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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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号线、2 号线）等线路，已开通的高速铁路“调度集中”系统全部采用该公司的系统，

自主研发信号系统 ATC 系统已具备上线试验的条件，准备在上海地铁 10 号线试车线上

进行试验。

（七）关键基础通用机械：系统配套能力进一步增强

首台国产核电 1E 级 6300 千瓦柴油发电机研制完成；上海凯泉泵业集团在南水北调

东线工程中中标 2 台亚洲最大的叶轮直径为 4.5 米的立式液压全调节轴流泵，进入国内

顶尖的水利用泵行列；上海耐莱斯·詹姆斯伯雷阀门有限公司研制的 1 米和 1.2 米天然

气长输管道高压大口径全焊接球阀通过鉴定，将在西气东输工程中进一步试用；上海广

电电气（集团）有限公司为西气东输工程天然气长输管道压缩机配套的 20 兆瓦压变频器

研制完成；上海阿波罗公司相继研制出凝结水泵、电动辅助给水泵等 9 种核电站用泵首

台套样机。

（八）工程机械：自主创新成果相继推出

上海三一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制亚洲最大的 1000 吨履带式起重机与中原公司签订供

货合同；1600 吨履带式起重机年底下线，用于中广核台山 100 万千瓦核电站穹顶吊装。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公司自主设计制造的地铁复合盾构出口新加坡，首次正式进入海外市

场。在工程机械液压电控系统方面，6 吨系列挖掘机的全套液压系统元件均已研制完成

并通过试验，油缸、泵阀马达等液压元件进入批量生产阶段。20~22 吨系列挖掘机的液

压系统部分元件首台样品下线，正在做可靠性加速试验及小批生产准备；高压油缸研制

取得了重要突破，35MPa 级的高压油缸已完成试验，进入小批量生产。

三、重点企业

（一）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2010 年，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简称上海电气）在创新驱动、转型发展中不断

取得新突破。

1．经济运行呈现回升向好的趋势

2010 年，上海电气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822.60 亿元，同比增长 12.47%，其中核电、风

电、工程总承包（EPC）、空调压缩机等业务增长较快；实现净利润 28.14 亿元，同比增

长 20.29%，上海电气重工集团、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

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集优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净利润实现两位数以上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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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电气重工集团净利润同比增长 68%，海立股份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 66%。三菱电梯

公司销售首次突破 100 亿元，成为集团内第二个销售超过百亿元的产业集团，利润达到 8.65

亿元，同比增长 20.1%。在开拓海外市场方面，上海电气与印度信诚电力公司签订合作

协议，向其提供 36 台 660 兆瓦超临界火力发电机组，合同金额 82.9 亿美元，这是上海

电气迄今为止承接的最大合同。上海电气电站集团 EPC 在手合同金额达到 150 亿美元。

2．技术进步有新突破

2010 年，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一手抓核心产业和关键产业重大技术攻关，一手

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取得新突破：①火电向低碳发展。在高效

清洁能源领域，中国首台 1000 兆瓦超超临界抽汽汽轮机机组已运行，各种技术性能指

标良好；1000 兆瓦超临界褐煤锅炉完成方案初步设计。②核电技术取得突破。大型铸锻

件工程技术中心组建，铸件能级已达 520 吨件；二代改进型核电容器大锻件制造工艺技

术成功掌握、运用，堆内构件整套锻件实现产业化；焊接转子、1700 毫米末级长叶片等

重大创新关键技术首次在百万等级核电常规岛产品中实施；核电大钢锭等级从 200 吨级

提升到 500 吨级；全球首台 AP1000 三门核电安注箱发运。③风电上新台阶。2 兆瓦陆上

风电机组实现产业化，完成了高原型、防盐雾型和低温型机组研制；东台大型风机制造

基地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国内最大容量的 3.6 兆瓦海上风机下线；电气风电公司中标

首轮海上特许权项目。④工程产业实现规模扩张。电站工程燃气轮机连续三年销售超过

100 亿元； EPC（工程总承包）在手订单金额约 150 亿美元，其中 80% 来自海外市场；

输配电海外 EPC 销售达 16 亿元。⑤其他产业新进展。海立股份公司空调压缩机产量位

居世界第二；集优股份公司 3.6 兆瓦海上风电轴承下线，改变了大功率海上风电轴承依

赖进口的被动局面；三菱电梯公司 6.0 米 / 秒电梯通过专家鉴定。

3．结构调整取得明显成效

① 开放性市场化重组有新突破。2010 年 2 月 24 日，上海电气分别与中国北车股份

有限公司和法国阿尔斯通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造上海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发

展平台；上海建设路桥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与瑞典山特维克公司重组成功。②调整业务模式。

上海电气环保集团调整业务模式，退出太阳能光伏产业，专注于发展固废处理、水处理

和节能技术；上海四方锅炉厂整合稳妥推进，达到了预期目标。③推进兼并收购。集团

投资控股无锡锻压厂有限公司，组建了上海电气（无锡）锻压有限公司，新公司年锻造

能力将达 17 万吨；出资 4100 万元受让了中国华电工程公司持有的上海电气风电公司全

部股权，使风电公司成为上海电气全资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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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4-1  “海上大风车”国产轴承下线

2010 年 12 月 3 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总投资 5 亿元的高效清洁特大型风

电轴承生产线技改项目竣工投产，首台 3.6 兆瓦海上风电轴承下线，标志着上海电气

已拥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高效风电轴承设计研发与制造能力。该技改项目改变了国内特

大型轴承生产大多采用的“块状”布局，即车床、钻孔、齿轮加工、磨床等各自集中

置放的做法，而采用国际先进的、流程最优化的“线状”规划布局，以确保不发生工

序停顿和工件滞留的现象。经测算，项目投资成本虽有所增加，但生产场地、人员均

减少 40% 以上，其综合成本降低 20% 以上。首台下线的 3.6 兆瓦海上风电轴承是国

内首次自主生产的大功率海上风电轴承，它打破了过去大功率海上风电轴承依赖国外

进口的被动局面。该轴承在质量上已完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而其成本只相当于进口

轴承的 2/3。在大批量生产后，该轴承的成本还将下降到进口轴承的 1/2。新生产线

的生产能力将能满足目前国内海上风机的需求，预计在 2012 年达到年生产 1800 台套

兆瓦级特大型风电轴承的能力，年销售收入近 5 亿元。

专栏 4-2  “海立”牌空调压缩机产销上亿台

2010 年 6 月 21 日，上海海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举行了第一亿台空调压缩机

下线仪式，其控股的上海日立电器有限公司（简称上海日立）诞生了第一亿台空调压

缩机。该产品是当今最先进的热泵 4XPOWER 压缩机，其以自主品牌“海立”作为

商标。上海日立是由海立股份公司的前身冰箱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为主的中方股东投

资 75%、日本日立公司投资 25% 于 1992 年合资组建的。

上海日立推行“一业特强、多元发展”的路线，走出了一条“引进技术—消化吸

收—联合开发—自主开发—自主创新”的成长之路，产品从 2 个系列 7 个品种，快速

发展成为 8 个系列 400 多个品种，年生产能力从 25 万台跃升为 1400 万台，翻了 55 倍，

产能规模多年位于全球行业前列。公司产品远销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有国际市场

15% 的份额；2009 年，公司成为世界第二大空调压缩机供应商。公司研制成功出口

海外市场的 410 新工质直流变频压缩机和变频压缩机 1~3 匹系列产品，巩固了其在美

国、欧洲、东南亚等传统国际市场的地位。在印度，公司设立了技术服务部、建立了

空调实验室，为用户提供空调匹配试验等技术服务，使“海立”压缩机在印度市场达

到 1/3 的占有率。



�� 

工　业上海产业和信息化发展报告20112011

（二）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施工行业第一家上市的股份制公司和中国第一家

设立博士后工作站的施工企业。2010 年，公司中标上海又一超大直径越江隧道——虹梅

路至金海路通道越江段新建工程，进一步确立了公司在上海超大直径隧道市场的垄断地

位；公司顺利通过了全国质量奖复评，使全国质量奖成为隧道股份的终身荣誉；公司自

主研发的国产直径 11.22 米大型泥水平衡盾构“进越号”荣获 2010 年中国国际工业博览

会金奖第一名。

2010 年，公司中标各类外部科研项目 18 项；包括国家“863”计划项目“水平衡盾

构关键技术与样机研制”在内的 18 项成果通过验收，其中 2 项达到国际领先，10 项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同时，公司技术中心被评为“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将成为公司战

略性技术的孵化基地。此外，“构法隧道施工测控关键技术”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0 年，公司申请各项专利 27 项（其中发明 24 项，实用新型 3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

权 4 项，准备申报市级工法 9 项。   

四、产业布局

 “十一五”期间，根据上海产业空间布局的总体要求，上海装备制造业加快高新技

术产业化基地建设，改造提升基础条件好、发展相对成熟的产业基地，依托郊区产业发

展特色优势，培育壮大特色装备制造业园区，装备制造业空间布局进一步优化提升，形

成了以临港装备产业基地和闵行机电工业基地为核心，以宝山冶金装备、松江工程机械、

奉贤仪器仪表及控制系统等特色装备产业园区为扩展的上海装备制造产业空间布局（见

图 4-4）。

（一）临港装备产业基地

临港装备产业区是首批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已初步形成了清洁高效发电

和输变电设备、大型船舶关键件、海洋工程装备、自主品牌汽车整车和零部件、民用航

空配套产业等产业集群，对外影响力日渐增强，具有承接国际装备制造业高端化、产业

链完整化转移的优势。 2010 年，上海临港装备产业基地完成“三个 100”的年度目标，

新增产业项目总投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均超过 100 亿元。全年基地实现工业

总产值 350.5 亿元，同比增长 40.4%；实现属地税收收入 29.8 亿元，同比增长 25.2%；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 104.5 亿元 ；完成税收收入 29.5 亿元；招商引进产业项目总投资 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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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连续六年新增产业项目投资超 100 亿元。

图 4-4   上海装备制造业布局图

（1）项目引进质量、数量双提升。临港装备产业基地继续引进大型国内外装备制造

业的优质项目。全年，基地工业总产值中高新技术产业比重达 84%，主导产业集聚度达

90.3%；招商引资项目总投资中高新技术产业化项目比重达 80.4%；投资总额 5000 万元

以上项目 18 个，占产业项目总数的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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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新突破。临港装备产业基地根据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

规划，引进 LED（发光二极管）、光伏设备、精密机床、航空发动机等新兴产业项目。映

瑞光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的 LED 项目已开工建设，未来将引进世界上最先进的 LED

技术，建成技术水平一流、规模效益最大的国家级 LED 产业示范基地和国家级光源中心，

形成企业研发设计、封装测试、产业化应用一体化运作的国家级产业技术创新基地。

（3）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进程加快。临港装备产业基地深化信息技术在产业基地中

的应用，加快信息基础设施集约化建设。基地市政信息管线、核心机房、标准厂房、办

公楼宇、仓储设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实现全覆盖。2010 年，临港装备产业基地

区被国家工信部认定为“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人才培训实训点”；“数字化产业园区建设

及管理标准”通过评审验收，将成为行业标准；装备产业基地采用地理信息系统（GIS）

技术建设的规划土地电子信息系统（ELP）已上线试运行。

（二）闵行机电工业基地

闵行机电工业基地产业能级快速提升。依托闵行机电工业基地原有优势，结合技术

改造，整合现有生产企业资源，进一步提升了闵行基地的产业能级。除原有的重工、环保、

输配电、电梯、轨道交通等产业继续提升发展之外，闵行电站设备主机和关键部件制造

基地、大型铸锻件的制造基地建设都取得积极进展。上海轨道交通车辆生产基地项目被

列为上海市与央企战略重组项目之一。装备工业自主研发基地建设进展顺利，充分发挥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发电设备成套设计研究院和上海电气在核电工程、燃气轮机、材料

工艺等方面的现有研究能力，加快建设清洁高效煤电设备国家工程中心等一批技术创新

平台，通过自主创新、产学研联合开发以及消化吸收和二次开发等多种手段，解决装备

工业发展过程中的共性技术、关键技术和前瞻性技术。

闵行极端制造特色产业发展快速推进。以闵行老工业基地和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为

主体，依托原有的发电设备制造、重型热加工装备、轨道交通装备等产业基础优势，以

特大、重型、超限的先进装备“极端制造能力”为方向，走高端制造之路。以上海电气

重工集团为核心的重型热加工装备产业进行了大规模扩能技术改造，重型机械的极端制

造能力快速提升，重点发展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超临界火电机组、重型燃气轮机、煤

液化关键设备、冶金装备、大型冷热连轧设备、大型石化高压容器、大型船用半组合曲轴、

大型船用轴系舵系总成装置等热加工产品和技术。其中，大型冶铸扩能技术改造已投入

生产，大型锻造扩能技术改造项目已经竣工。扩能技改项目投产后将显著提升企业综合

实力，使热加工能级和规模均达到“国内一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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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装备制造业

五、推进措施

（一）聚集国家战略，明确产业发展方向

按照国家装备制造业明确的发展重点和主要任务，进一步明确清洁高效火电、输配电、

轨道交通、大型铸锻件、仪器仪表及控制系统、工程机械、微电子装备、高档数控机床

与基础制造装备、关键基础配套件等发展重点。

（二）推进自主创新和技术改造，提高装备自主化水平

围绕先进重大装备重点发展领域，鼓励企业开展重大装备和关键配套项目的研制攻

关和技术改造，由上海市企业自主创新专项资金给予研发资助。

（三）提高配套产品制造水平，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支持企业开展大型及精密轴承、高精度齿轮传动装置、液压气动元件、大型精密模

具等基础件产品研制，提高机械基础件制造水平。推进大型铸锻件、特大型叶片、关键

泵阀等配套产品研制，突破制约产业发展的瓶颈。

（四）推进机制体制创新，形成开放发展新格局

按照市场化运作、开放性重组的思路，支持装备制造企业创新体制机制，吸引企业

资金、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风险投资等加大投入。引进一批龙头性重大技术装备项目

和国内外优势企业落户。

（五）加快引进培养领军人才和团队，形成高端人才集聚优势

支持企业引进先进重大装备领域的领军人才和技术团队，积极落实上海各项人才政

策；优先推荐先进重大装备领域的领军人才进入国家“千人计划”，落实相关政策。 

六、2011 年和“十二五”展望

（一）“十二五”展望

“十二五”期间，上海将以高端突破、首台应用、聚焦基地为重点，大力发展高效清

洁火电装备、特高压输变电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智能仪器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等，

积极发展以数字化、柔性化及系统集成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装备，大力发展微电子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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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大型工程机械以及冶金、化工、煤炭行业的先进成套设备等整机产品，加

快开发大容量、高参数、高效率的火电机组，实现高端产品系列化；突破特高压领域技

术瓶颈，推进高压、超高压领域加快向高端化、系列化发展；推进 A 型地铁车辆产业化，

突破车体、转向架等关键零部件以及信号系统、综合监控系统核心技术；突破大型铸锻

件的工艺、材料和制造瓶颈，形成自主制造能力；增强产业配套能力，提升关键核心部件、

基础件及加工辅具、仪器仪表及自动化控制系统等的配套水平，促进整机和关键核心部

件协同发展；加快临港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推进国内外重大装备项目引

进和落地，形成规模集聚效应。2015 年，努力成为我国先进重大装备研发及制造的重要

示范基地。

（二）2011 年重点

2011 年，上海装备制造业将立足先进重大装备自主化，发挥各种资源的积极性，聚

焦重点项目、龙头企业、创新平台和重点基地，进一步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打造整机和

关键部件的产业链，提升上海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

一是聚焦重点项目，提升创新能力。积极推进 120 万千瓦超超临界火电机组、100

万千瓦火电主给水泵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首台业绩突破。 二是聚焦龙头企业，培育创新

主体。支持一批重点企业成为国内研发或产业化龙头企业。三是聚焦关键环节，提高配

套能力，继续推进大型铸锻件研制， 推进液压件、泵机阀等基础部件研制，提高机械基

础件制造水平，继续推进高端仪器仪表和控制系统发展。四是聚焦保障条件，协调重大

事项。五是聚焦政策需求，推进重大装备首台突破。充分运用现有政策，着力推动重大

技术装备首台应用，以风险补贴制度鼓励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的用户单位和研制单位。

六是聚焦重点产业基地，夯实发展载体。继续推进临港装备产业基地建设，打造国家级

装备产业基地；闵行、奉贤、金山、宝山、松江、青浦等打造各具特色和优势的产业基地。

七是聚焦创新平台和人才队伍建设，支撑产业发展。继续推进技术研发、创新、服务等

平台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