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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２０１４年是成都市人民政府研究室调研成果丰硕的一年。一年来，我们紧

紧围绕市委市政府中心工作、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和市民关心关注的

重大问题，积极开展调查研究，形成了一批具有较强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

作性的政务调研成果，为市委市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今年初，我们编辑出版了 《２０１３成都调查与思考》，全国各兄弟城市调研

部门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达到了抛砖引玉相互促进的效果。为进一步促进调研

成果共享，我们又从２０１４年我室 《送阅件》《发展与研究》《行政决策咨询建

议》三个内部刊物中掇菁撷华，编辑形成 《２０１４成都调查与思考》。收录其中

的研究报告，大多获得市委、市政府领导批示，提出的对策建议也多转化为决

策 （报告电子版已在成都市人民政府研究室网站ｈｔｔｐ：／／ｃｄｙｊｓ．ｇｏｖ．ｃｎ发布）。

希望这些调研成果能够对同志们的实际工作或理论研究有所借鉴和帮助。

《２０１４成都调查与思考》杀青付梓之际，掩卷反思仍感到些许遗憾：一是

因版面所限，尚有部分在我室已刊发的优秀研究成果未编入本书；成都市各区

（市）县及市级部门没有在我室刊发的调研成果未收录其中。二是因时间所限，

难免挂万漏一。对这些不足，我们将努力在今后的编撰中加以克服和弥补。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３月２８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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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

成都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
着力培育新经济增长点的思考和建议①

全球经济增长重心正在 “由西向东”进行转移，全球性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

变革进入跨界融合的新时期，我国经济进入以中高速、优结构、新动力、多挑战为

主要特征的 “新常态”。当前，成都正在深入实施 “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

和五大兴市战略，正处于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的关

键时期，迫切需要顺应趋势、抓住机遇，加快优化调整产业结构，培育新的经济增

长点，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提高经济运行质量，做到转型与发展并行、换挡而不失

速，推动经济继续保持平稳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成都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增长动力有限，新经济增长点缺乏

从成都经济发展增速看，２０１４年１季度ＧＤＰ增速已下降至７．８％，相比２０１３

年、２０１２年同期分别下滑２．７和５．８个百分点，２０１４年上半年增速虽有所回升，但

仅回升０．９个百分点。相较于对标城市②，成都经济增速对广州、深圳和杭州三市

的领先幅度已缩小至１个百分点左右。

３００

①

②

该文系２０１４年度重大行政决策咨询课题成果。

报告选取广州、深圳、武汉和杭州作为对标城市，基于两点考虑：从经济规模看，广州、深圳、武汉、杭
州和成都分别位列副省级城市前五位；从地域分布看，分别代表东、中部城市。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１　２０１２年以来成都与对标城市分季度经济增速比较

重点产业对经济增长带动能力下降，特别是工业增长基本依赖于电子信息和

汽车产业，２０１２年以来，除电子信息和汽车产业增速一直保持１５％以上外，其余

六大特色行业增速大多在１０％以下，机械、建材、轻工甚至出现负增长。缺乏对

经济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大产业化项目，２０１３年成都总投资５０－１００亿元的工业

项目仅３个，总投资１００亿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仅２个，均为２０１０年以来最低水

平。

（二）产业高端发展不足，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从制造业看，传统产业仍是成都工业经济的主要基础，高端产业和高端环节偏

少，全市无一家市属工业企业进入中国５００强，汽车、新能源、新材料等高技术产

业仍处于产业链 “微笑曲线”底部，产业高端环节主要掌握在国际大企业手中。从

服务业看，成都服务业仍以传统服务业为主，金融、商务服务、科技服务等业务主

要局限于省内，与广州、深圳相比，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明显偏低，２０１３年服务

业增加值分别为广州、深圳的４５．９％和５５．８％，服务业占城市经济的比重分别相差

２０．４和６．４个百分点。

（三）新兴产业发展滞后，竞争优势不断弱化

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看，大多还处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模仿、跟踪或后续开发环

节，多数企业并未建立自主创新体系，缺乏对核心技术的掌握，产业竞争优势较弱。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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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以来，成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增速都有不同程度下滑，大部分仅实现个位

数增长甚至负增长，对全市工业经济贡献明显不足。

表１　２０１０年以来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增速 （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
２０１０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２年 ２０１３年 ２０１４年７月

增加值 增速 增加值 增速 增加值 增速 增加值 增速 增加值 增速

新材料产业 ６１．７５　２５．９　９７．５　１６．３　８３．６６　０．３　７７．７４　２．９ － ０．９

新一代信息技术 － － － － ４０３．８　３７．９　４８５．４　１６．３ － －２．８

新能源产业 ８７．９２　３５．２　１２７．８　１９．９　７０．２６－１３．１　５２．８４－１８．０ － ８．３

高端装备制造 － － － － ６７．２５　０．６　７２．９４　１１．６ － ４．７

生物医药产业 ９３．２９　７．１　１２５．４　２０．２　１３０．４　１１．６　１３６．８　８．２ － １１．７

新能源汽车 － － － － ２１．６２　９．５　１９．３１　０．８ － －１５．５

工业节能环保产业 ６２．９４　１３．９　８３．６４　１５．８　８６．３４　２．８　７９．０１　２．７ － ８．７

注：数据来源于 《成都市工业统计快讯》

从新一代信息技术看，成都电子信息产业主要集中在硬件制造领域，在当前蓬

勃发展的互联网产业领域却相对滞后，互联网与餐饮、娱乐、旅游、教育、金融、

生活服务等行业结合不够，没有形成互联网领域的细分行业领先企业。

从未来产业发展趋势看，新业态和新模式不断出现，将成为新产业革命演进的

主要形式。当前，成都引领性创新模式严重缺乏，产业之间的融合度还有待提升。

比如，在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商贸发展电子商务方面，成都与杭州、广州差距较

大，电子商务交易额只有杭州、广州的３０％左右。

（四）科技成果转化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从企业自主创新看，成都企业研发投入一般只占其销售收入的２％，离世界上

公认的３％标准还有一定差距，离世界５００强企业１０％的水平更相差甚远，处于对

标城市的最后一位。

５００



表２　２０１２年成都与对标城市创新投入指标比较

创新指标 成都 广州 深圳 武汉 杭州

全社会Ｒ＆Ｄ经费内部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 （％） ２．０９　２．２６　３．８１　２．６６　２．９２

财政性科技经费支出占一般财政支出的比例 （％） １．３９　３．８８　５．０５　２．３６　５．１１

规上工业企业Ｒ＆Ｄ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 （％）０．５３ － ２．３９ － １．１５

从创新平台建设看，成都部分主导产业外来引入型特征明显，但在创新平台建

设方面比较滞后，造成了创新平台建设与产业发展需求之间的脱节，存在创新实力

不足与闲置并存的情况。比如，汽车、食品、轻工等特色优势产业缺乏国家级平台，

而轨道交通、石油装备等产业领域虽有国家级实验室，但强大的创新能力尚未转化

为现实生产力，产业发展严重不足。

从科技成果转化看，成都科技创新实力较为雄厚，但科技成果转化率特别是本

地转化率相对不高。

表３　２０１２年成都与对标城市创新驱动水平评价

指标 广州 深圳 杭州 武汉 成都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 （件／万人） ３．１４　 １２．４６　 ６．２８　 ３．１９　 ７．９７

创业板上市企业 （家） １０　 ４１　 １７　 ７　 ８

百万人口技术市场成交合同额 （亿元／百万人） １５．４３　 １４．５３　 ７．１５　 １６．７７　 ７．５１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亿元） ６３００　 １０１７６　 ３２０１　 ３２００　 ２９０７

综合而言，当前成都经济发展出现上述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传统产业正面临

重大的瓶颈制约，必须选准产业发展重点，优化产业结构，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

点，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二、新经济增长点培育的国际国内经验借鉴

从全球范围来看，洛杉矶、纽约和上海等发达城市通过培育新经济增长点，在

短期内顺利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综合上述三个城市新经济增长点培育实践

看，主要有五个方面的经验和特点，值得我市认真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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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注重传统产业的舍弃与提升。有效的转型升级不是原有传统产业的整体更

替与舍弃，而是有选择性的延续与提升。洛杉矶保留并提升了钢铁、家具、玩具等

传统产业高端环节，成为全球知名的汽车、家具、玩具设计中心、博览中心。

二是准确把握城市发展的演变规律。新经济增长点是随区域经济成长阶段和产

业结构调整升级而动态演变的。纽约在工业化后期将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重心集中在

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上，促进了纽约再度扩张和繁荣。

三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新经济增长点培育发展既离不开政府扶持，

又必须坚持市场化手段，促使发展模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纽约针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又放手让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

发展，从而实现了快速转型。

四是积极发展新业态和新模式。多元化的新业态和新模式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

重要选择，即从发展高端新兴产业、培育高端新兴产业链环节，逐步转变为培育发

展高端新兴产业形态和模式。上海基于二、三产业融合、区域间产业分工、产业链

细分与整合、产业组织特征变化创新了不少新业态和新模式。

五是有效挖掘和培育潜力优势。培育新经济增长点需要结合本地区资源禀赋，

因地制宜有选择性加快培育。因此，在区域产业选择趋同不可避免的情况下，要侧

重细分产业，发挥自己的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

三、成都新经济增长点的选择及分析

（一）新经济增长点的评价标准

新经济增长点是在经济成长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具有强劲的市场需求和

有效的市场供给、成长性好、产业关联度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带动作用

强及经济效益好等显著特征，能够带动整个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的新兴产业或

行业。

由此可见，新经济增长点要与市场需求结构的新变化相一致，吸收利用先进的

技术成果，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和成长性，对关联产业具有较强带动作用。同时，

培育新经济增长点还要依托政府引导，具备加快发展的政策环境，把握好产业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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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成熟时间等。因此，本报告提出以下评价标准，详见表４。

表４　新经济增长点的评价标准及评价指标

序号 评价领域 评价指标

１ 市场需求 本地市场规模、市场需求前景

２ 技术创新 科技创新资源、科技创新平台

３ 成长空间 产业自身规模、产值增长率、同类城市产业规模

４ 产业关联 产业关联度、产业上下游产业链

５ 政策环境 是否有政策文件、政策支持力度

６ 发展时机 经济发展阶段、产业技术成熟时间

（二）新产业及技术成熟时间预测

当今世界，在互联网科技革命影响下，新技术日新月异，一般来讲，新技术的

成熟时点即是新经济增长点的诞生时点。按照全球信息技术研究和分析公司———

Ｇａｒｔｎｅｒ的预测，未来若干年有４８项即将大热的技术趋势，如表５所示。就成都而

言，在自动驾驶、物联网、硅阳极电池、众包、大数据等技术领域具有一定产业基

础，是未来重点关注的新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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