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尚产业的发展水平是城市
软环境和综合竞争力的重要体现，
代表了一个城市的形象。作为中
国时尚业的重要发源地，也是中国
时尚品牌培育诞生的摇篮，上海在
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享誉全国、
蜚声海外的知名时尚品牌。当前
重提时尚之都建设，是上海建设全
球卓越城市的必然选择，也是产业
界和上海人民的切实期望，更是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
要实现途径。

正是意识到这一点，2015 年上
海市政府与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签
署《共建上海国际时尚之都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国家级时尚
产业基地“中国纺织服装品牌创业
园”等载体建设，打造了新天地、田
子坊、8号桥等时尚创意地标，设立
中国时尚趋势研究院，引入了中国
国际服装服饰博览会等一批重点展
会。2016 年，上海市被国际时尚联
盟认定为全球成长最快的时尚之

都，被中国品牌促进会认定为品牌
经济发展要素最好省市。

根据本市自身产业特征和资源
禀赋，上海时尚之都建设主要是树
立“大时尚”产业及消费概念，通过
需求的时尚化倒逼消费品等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

具体看，转型升级时尚服装饰
品业，鼓励龙头企业加大原创设计
力度，支持中小企业加快营销模式
创新和自主品牌创建；提升发展工
艺美术业，推动黄金珠宝首饰业由
规模化向精品化、高端化发展，推进
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研究院、中国
轻工业联合会“国匠杯”手工艺精品
评选工作落户上海；延伸发展美丽
健康业，重点布局以“东方美
谷”为核心的“一核二片五联
动”美丽健康产业集群等；创
新发展时尚智能家居业，不
断扩大 AI 在该领域的场景
应用；培育发展时尚数码业，
重点布局张江文化创意产业

基地、金桥出口加工区、松江G60科
创走廊；推进上海时尚之都促进中
心等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引导上海
都市产业转型等基金服务时尚产业
升级。

我们给时尚之都设定的目标
是，到 2020 年，消费品工业占全市
工业比重超过 20%以上，利润和纳
税高于全市工业平均水平 10 个百
分点以上。推进时尚产业价值链中
设计、品牌、贸易、市场、零售、展示、
人才等各环节有机融合。进一步提
升上海在全球时尚领域的地位，基
本建成品牌荟萃、市场活跃、风投云
集、消费集聚、影响广泛的国际时尚
之都。 （刘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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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创意设计价值链部署创新链

从产品经济向品牌经济转型

树立“大时尚”产业及消费概念

在 1月 19 日举行的上海市政府新闻发
布会上，上海市统计局副局长汤汇浩通报
了2017年上海市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初 步 核 算 ，全 年 全 市 生 产 总 值 完 成
30133.86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
长6.9%，增速与上年持平。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 98.99 亿元，下降 9.5%；第二产业增
加值 9251.40 亿元，增长 5.8%；第三产业增
加值 20783.47 亿元，增长 7.5%。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全市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9.0%。

从 主 要 行 业 看 ，全 年 工 业 增 加 值
8303.54亿元，比上年增长6.4%；批发和零售
业增加值 4393.36 亿元，增长 6.7%；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增加值 1344.24 亿元，增
长 12.0%；住宿和餐饮业增加值 403.83 亿
元，增长 2.8%；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
服务业增加值 1862.27亿元，增长 18.9%；金
融业增加值 5330.54亿元，增长 11.8%；房地
产业增加值1710.04亿元，下降19.1%。

对于上海 GDP 总量首次突破 3 万亿
元，汤汇浩表示，这是上海经济平稳增长自
然出现的情况。“上海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
量以及对长三角和周边地区的引领辐射带
动作用，是比3万亿元这个表面数字更重要
的。”汤汇浩说，3 万亿元是很重要的，是一
个阶段性成果，新的起点，“但更重要的是
要在这个新起点追求高质量的发展，提高
经济发展核心竞争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可持续发展，这是我
们所追求和努力的目标和方向。”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
新能源汽车增长42.6%

2017 年全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总产
值 33989.36亿元，比上年增长 6.8%，增速同
比提高 6.0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出口
交货值7764.59亿元，增长6.6%。

分行业看，六个重点行业工业总产值
23405.50 亿元，比上年增长 9.0%。其中，电

子信息产品制造业增长 7.6%，汽车制造业
增长 19.1%，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
增长 1.8%，精品钢材制造业增长 2.0%，成
套设备制造业增长 4.2%，生物医药制造业
增长 6.9%。

全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制造业总产值
10465.92 亿元，比上年增长 5.7%，增速同比
提高 4.2个百分点。其中，新能源汽车增长
42.6%，新一代信息技术增长7.3%，生物医药
增长6.9%，节能环保增长7.4%，高端装备增
长3.1%，新材料增长3.2%，新能源增长2.9%。

1-11 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
业务收入 34151.42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1.0%，而上年同期为下降 0.3%。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2896.42 亿元，增长
10.2%，增速同比提高1.4个百分点。

市场销售较快增长
货物贸易增速明显提高

全年全市商品销售总额 113125.26 亿
元，比上年增长 12.0%，增速同比提高 4.1个
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1830.27 亿
元，增长8.1%，增速同比提高0.1个百分点。

分 行 业 看 ，批 发 和 零 售 业 销 售 额
10804.87 亿元，比上年增长 8.1%，增速同比
回落 0.3 个百分点；住宿和餐饮业销售额
1025.40 亿元，增长 7.9%，增速提高 3.2 个百
分点。分商品类别看，通讯器材类、化妆品
类和体育娱乐用品类销售额增长较快，分
别增长50.7%、23.6%和23.2%。

全年无店铺零售业态销售额 1814.29
亿元，比上年增长9.4%。其中，网上商店销
售额 1437.49 亿元，增长 9.6%，占社会消费
品销售总额的比重为12.2%，比上年提高0.8
个百分点。

据上海海关统计，全年上海市货物进
出 口 总 额 32237.82 亿 元 ，比 上 年 增 长
12.5%，增速同比提高 9.8个百分点。其中，
进 口 19117.51 亿 元 ，增 长 15.4% ；出 口

13120.31 亿元，增长 8.4%。按贸易方式分，
一 般 贸 易 进 出 口 16331.00 亿 元 ，增 长
15.6%；加工贸易进出口 7503.56 亿元，增长
9.1%。按经济类型分，国有企业进出口
4607.87亿元，增长2.3%；外商投资企业进出
口 21480.81 亿元，增长 13.6%；私营企业进
出口 5937.62 亿元，增长 19.4%。全年全市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到位金额 170.08 亿美
元，比上年下降8.1%。

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回落

全 年 全 市 完 成 固 定 资 产 投 资 总 额
7246.60亿元，比上年增长7.3%，增速同比提
高1.0个百分点。

从 主 要 领 域 看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投 资
1705.22亿元，比上年增长9.9%，增速同比提
高1.0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3856.53亿
元，增长4.0%，增速回落2.9个百分点；工业
投资 1031.69 亿元，增长 5.3%，增速提高 3.0
个百分点。从产业看，第一产业投资 1.60
亿元，下降 60.8%；第二产业投资 1033.58亿
元，增长 5.2%；第三产业投资 6211.42亿元，
增长 7.7%。从经济主体看，国有经济投资
2192.32 亿元，增长 18.8%；非国有经济投资
5054.28 亿元，增长 2.9%，其中，民间投资
2717.33亿元，增长13.5%，增速同比提高1.6
个百分点。

同时，全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
上涨 1.7%，涨幅同比回落 1.5个百分点。从
两大分类看，服务价格上涨2.3%，涨幅回落
2.2 个百分点；消费品价格上涨 1.2%，涨幅
回落 1.0个百分点。从八大类别看，食品烟
酒类上涨1.2%，衣着类上涨0.5%，居住类上
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上涨1.5%，交通
和通信类上涨 0.7%，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上
涨0.9%，医疗保健类上涨6.6%，其他用品和
服务类上涨2.6%。

全年全市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比上年

上涨3.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8.9%，
均扭转了上年下降的态势。

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常住人口总量略有减少

2017 年，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6642.26亿元，比上年增长9.1%。其中，增值
税 2460.39 亿元，增长 15.2%；企业所得税
1402.30亿元，增长4.9%；个人所得税692.46
亿元，增长 16.8%；契税 271.55 亿元，下降
21.5%。全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547.62
亿元，增长9.1%。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增长8.5%，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增长6.2%。

年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
余额 11.25 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 1.8%；中
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 6.72 万亿
元，增长 12.0%。全年新增本外币各项存款
1950.76 亿元，同比减少 4799.56 亿元；新增
本外币各项贷款 7199.76 亿元，同比多增
604.72亿元。

据抽样调查，全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58988 元，比上年名义增长 8.6%；扣

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8%，实际增速比上
年加快 1.3 个百分点。全年城镇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62596 元，名义增长 8.5%，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6.7%；农村常住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27825 元 ，名 义 增 长
9.0%，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2%。

年末全市常住人口为 2418.33 万人，比
上年末减少 1.37 万人。全年出生人口为
19.70 万人，人口出生率为 8.1‰；死亡人口
为 12.90 万人，人口死亡率为 5.3‰；人口自
然增长率为 2.8‰，比上年下降 1.2 个千分
点。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为 1232.38 万
人，女性人口为 1185.95 万人，男女性别比
为 103.9：100。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
口2120.88万人，乡村常住人口297.45万人。

全年全市新增就业岗位 57.90 万个。
截至去年 12 月底，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数
22.06万人，比上年末减少2.20万人。

（何秀芳 刘宇）

上海全年GDP总量首次突破3万亿元 经济转型升级成效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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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时尚之都要树立“大时尚”产业及消费理念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主任陈鸣波解读“上海文创50条”

近日，上海市发布《关于加快
本市文化创意产业创新发展的若
干 意 见》（简 称“ 上 海 文 创 50
条”），为新时代上海文创产业发
展指明了方向。在“文创 50 条”
中特别提出，要深化国际创意设
计高地建设。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主任
陈鸣波日前接受媒体专访，就“上
海文创 50 条”国际创意设计高地
建设的相关内容进行了解读。

近年来，上海集聚各方力量推
进创意设计产业发展，营造了良好
的城市创意氛围。通过与科技融合
应用前沿技术，与实体制造融合实
现共同发展，与金融、贸易融合获得
服务支撑，与旅游、体育、农业等融
合促进城市宜居。

目前，创意设计产业涵盖设计
产业、时尚产业、软件及信息服务
业、文创产品及设备制造等行业，
2016 年合计实现增加值超过 2000
亿元，在全市文化创意产业中的占
比超过 60%，占本市GDP 比重超过
7.3%，是文化创意产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中设计产业产值和增加值
均位列全国各省市第一，成为名副
其实的“设计之都”。

比数字更漂亮的是，创意设计
还融入到了产业转型升级、城市建
设更新、关爱改善民生、国际交流合
作、促进可持续发展等方方面面，成
为相关产业发展的粘合剂、催化剂。

同时，上海通过每年举办设计

之都活动周、上海时装周、中国国际
工业博览会设计创新展等主题活
动，从不同角度和行业需求，为企业
搭建产业合作交流平台。中国国际
服装服饰博览会自 2015 年起移师
上海，是亚洲地区最具规模与影响
力的时尚服装专业展会。

近年来，上海推进工业设计，已
经从1.0版本狭义的产品设计，演变
到综合运用科技成果和工学、美学、
心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对产品的功
能、结构、形态及包装等进行整合优
化创新的2.0版本，并进一步延伸到
3.0版本。包含以跨界融合、系统集
成为特点的“集成创新设计”，支持
对传统生产管理和经营流程进行研
究和再设计的“流程创新设计”，以
及推进顺应国际化大都市发展需求
的“智慧生活设计”等。

同时，过去工业设计是整个价
值链中的一环，今天可以清晰地看
到，设计已经从节点价值变成系统
价值，设计师角色也在发生变化，越

来越像一个导演，预制产业发展的
整体路径，并且带领产业取得突
破。比如在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方
面，由中国工业设计研究院和中科
院光机所联合研制的“大口径激光
干涉仪”，突破国外垄断，实现进口
替代；在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方面，

“未来伙伴”教学机器人融合人工智
能、硬件、软件设计开发，设计门店
教学与赛事举办服务模式，近年年
均实现 3 倍增长；在丰富产品供给
方面，晨光文具设计中心每年推出
千余款新品，连续 5 年成为全国文
具业第一。

下一步，上海将以大数据为
支撑，以交互设计为手段，聚焦工
业设计、时尚设计、建筑设计、平
面与多媒体设计、广告与会展设
计、智能服务设计等重点领域，拓
展集成设计、流程设计等服务新
业态，发挥创意与设计产业在经
济 转 型 升 级 中 的 引 领 和 支 撑 作
用。我们的目标是，整合利用全
球创意设计资源，围绕创意设计
价值链部署创新链，形成一批名
品、名人、名企和名牌，基本建成
要素资源更加集聚、市场主体更
加活跃、产业特色更加鲜明、带动
效应更加显著、国际合作更加开
放的国际设计之都。

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快
速变革的新时代，也将是中国品牌迅
速崛起的新时代。上海要深度参与
长三角垂直分工，大力发展品牌经
济，打响上海服务、制造、购物和文化
四大品牌。上海最大的特色就是开
放，就是海纳百川。因为上海、因为
开放，导致了国内外生产要素和创新
资源，向这座城市的加速集聚，所以，
上海的品牌建设，提出了“发展品牌
经济”的战略思路，这是区域经济发
展的高级形态，不只是微观层面，也
不只是企业层面，更是中观和宏观层

面、社会和政府层面，以品牌提升为
新动能，创新区域经济转型发展、协
同政府社会市场的新路径新举措。

纵贯世界发达国家和全球城市
发展轨迹，发展品牌经济要具各一
些基本条件：一是应该有很好的国
际影响力，上海具备这个条件；二是
具有追求品质、品位的偏好，上海向
来具有追求品质、品位的传统；三是
该城市或地区具有强劲的品牌消费
能力，事实上，上海乃至长三角地区
是中国最具消费能力的地方。

我们将以创意设计为支撑，塑造
上海城市品牌、打造行业（区域）品牌、

培育产品（企业）品牌，围绕“诚信立
本、科技创新、质量保证、消费引领、情
感维护”内涵，不断丰富品牌内容，真
正构造以品牌经济为引导的内容经
济，构筑多层次品牌经济发展体系，加
快从产品经济向品牌经济转型；构建
上海城市品牌、行业（区域）品牌、产品

（企业）品牌共同发展的框架体系。
到2020年，再新增3—5个千亿

级品牌企业和一批百亿级品牌企
业，基本建成以品牌集聚中心、品牌
运营中心、品牌孵化中心为特征的
国际品牌之都，提升上海品牌经济
高度，打造上海品牌经济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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