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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自贸区建设是新时期国家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 也是浦东推动开发开放事业的强大引
擎。 在面对产业转型升级难度增大、“三驾马车”经济拉动作用减弱和商务成本迅速增加等挑战下，浦东要紧
紧抓住自贸区建设的重大契机，加快政府行政职能转变、加速升级产业结构以及“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建
设进程，实现浦东经济的新一轮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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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 ７月 ３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原则通过
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从而正式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自
贸区建设进程。 同年 ８月 ２２日，国务院正式批准
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覆盖范围包括
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 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
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 ４个
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总面积为 ２８．７８平方公里。经
过一年的探索实践，２０１５年， 国务院将原金桥开
发片区、张江高科技片区和陆家嘴金融片区纳入
自贸区范围，由此把自贸区面积扩展至 １２０．７２平
方公里，标志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
进入新阶段。 作为自贸区辐射最近区域，浦东如
何能够把握自贸区建设的历史机遇，开创浦东开
发开放事业新局面，这是值得政府、专家学者们
讨论的话题。
一、开发开放新阶段浦东经济面临的困境分析
（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难度逐渐增大
开发开放以来，浦东新区已经形成了“三二一”

的现代产业发展格局，第一、二产业在生产总值

中的比重逐年降低， 已经从 １９９０ 年的 ３．７％和
７６．２％下降到 ２０１２年的 ０．６％和 ３９．１％， 相反，第
三产业比重则从 ２０．１％上升到 ６０．３％， 成为浦东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尤
其是国际大都市相比，浦东第三产业比重还明显
较低，远远低于前者的 ７０％以上和后者的 ８０％以
上。 即使与国内一些地区相比，浦东也明显存在
着差距，比如北京为 ７６．４％。从三大产业内部结构
来看，虽然金融业已经成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传统的批发零售、房地产行业所占比重仍
较大，而以信息技术、航运、仓储等为代表的高技
术服务业有待提高（见表 １）。同时，对于致力于建
立国际金融中心的浦东来说， 很多现代金融产
业，比如金融航运业、金融衍生品、期货业等，仍然
处于起步阶段，金融业所占第三产业比重还有很
大提升空间。

其次，浦东自主创新能力（尤其是本土企业）
整体有待提高。 作为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高技术
产业聚集区，浦东的高科技产业整体效益仍然不
高，比如 ２００６年浦东科技投入为 ６３亿，到 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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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交通运输、仓储业、邮政业 ２．５ ４．２ ３．６ ３．６ ３．２ ３．４

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业 １．７ ３．５ ５．０ ５．４ ５．８ ６．５

批发和零售业 １１．９ １０．１ １２．９ １３．９ １５．４ １５．９

住宿和餐饮业 １．１ １．３ １．２ １．０ １．０ １．０

金融业 １７．３ １１．８ １７．５ １８．１ １８．０ １９．４

房地产业 ６．０ ８．３ ５．３ ４．２ ４．５ ５．０

其他服务业 ６．０ ９．７ １０．６ １１．１ １２．４ １３．２

表 １ 浦东新区主要年份第三产业增加值构成比例（单位：％）

年则增至 １４４．７３亿元，而反观高科技产业利润总
额却不增反降， 从 ２００６年 ６２．４６亿元降至 ２００９
年 ９．１９亿元。而且浦东高科技产业在工业增加值
中的比重逐年降低， 从 ２００６ 年 ２２．８％降低到
１２．８％，新产品的产值率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 从
产值结构来看，浦东高科技产业虽然逐渐转向医
药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电
子计算机及办公设备，但是产业主体以外商及港
澳台投资企业为主，本土企业明显较少。 高科技
产业主要依赖于外资企业，而本土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弱，这种外资企业“一枝独秀”局面给浦东经
济持续健康发展带来隐忧。

还有，浦东的产业集群培育不够完善，高端
产业链并未形成。 浦东一直以来注重产业集群培
育，坚持以功能开发推动产业聚集，从而带动区
域产业链的整体发展，至今已形成了陆家嘴金融
产业、张江软件产业、张江微电子产业、张江文化
创意产业、张江生物医药产业、临港物流产业、金
桥生产性服务业等集群。 但是，浦东新城的产业
集群除了集成电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外，其他
产业还处于模仿性开发和常规生产技术这种低
水平发展阶段，缺少具有独创性的成套工艺。 从
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浦东的高技术产业基本处于
利润率较低、劳动力要求高的产业末梢，很多外
资企业把浦东作为价值链低端加工制造开发基
地，而这种低端技术制造业除了带来了就业机会
外，技术的溢出效应并未真正落户浦东，产业的
附加值较低。

（二）投资、消费、出口对经济拉动效应减弱
第一，通常来讲，ＧＤＰ的增长主要依靠投资、

出口和消费，称誉为拉动 ＧＤＰ的“三驾马车”。 然
而，近年来，浦东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并有负
增长趋势。 从表 ２显示， 浦东的固定资产投资在
１９９３—１９９８ 年经历了快速增长期， 但是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年分别出现了负增长，直到 ２００２年，浦东投
资水平才回到 １９９８年水准，但是近 ５年，固定投
资额均在 ５００亿元以下，从 ２００８年以来，新区固
定投资虽然有一定程度增长，但是总体来说增长
缓慢，且从投资总额来看，与新开发的滨海新区、
两江新区相距甚远，２０１２年， 二者的投资额分别
达到 ４４５３．３亿元和 １４７６．２２亿元。

第二， 对外出口贸易受全球经济影响巨大。
开发开放前 １０年， 浦东经济主要依靠投资拉动，
但进入新世纪以来，浦东的经济主导力量逐渐转
到了出口贸易。 从表 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０年是浦东
对外贸易的转折点， 之前增长趋势缓慢， 但从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出口贸易成为拉动浦东经济的主
要力量。但是，２００８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和欧
美债务危机的长期影响，浦东的对外贸易增长速
度明显减缓， 随着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年出口贸易增长速度又逐渐提升。 可以说，
浦东经济仍然是比较典型的外向型经济，对外依
存度并没有随着经融危机而降低。

第三， 内需不足长期制约浦东经济发展。 虽
然浦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始终处于稳步增长
的态势，但是它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仍然不强。
上世纪 ９０年代初期开始，浦东开始了大规模的基
础设施建设；而新世纪以来，浦东又围绕世博会，
陆续投资对场馆、交通等配套设施建设。 可以说，
２００９年之前，投资和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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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１９９３－２０１４年浦东新区支出结构 （单位：亿元、亿美元）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外贸净
出口总额

年份 固定资产投资
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外贸净
出口总额

１９９３ １６４．５６ ４１．９２ １２．０２ ２００４ ６５１．９４ ３５８．２１ ３２３．７８

１９９４ ２６１．１３ ８２．７４ ２３．２１ ２００５ ６９３．６１ ３５３．６９ ３７２．１２

１９９５ ２８５．０７ １１０．００ ３９．６３ ２００６ ６５９．９７ ４００．０２ ４４４．７１

１９９６ ３９５．０４ １４０．２１ ３８．７５ ２００７ ７８４．１０ ４５６．０４ ５２８．１０

１９９７ ５０４．３６ １６２．２３ ４５．８６ ２００８ ８７２．６８ ５２６．８９ ６０４．２３

１９９８ ５８３．２２ １７８．９７ ５２．８０ ２００９ １４２０．７７ ８５９．６３ ５７６．５０

１９９９ ４３８．２０ １９８．３１ ６６．６７ ２０１０ １４３２．３０ １０３６．８８ ７３８．７９

２０００ ３５１．０６ ２１５．１７ ９５．８０ ２０１１ １４３５．３９ １２０２．０４ ８８８．９８

２００１ ４１６．１８ ２３３．０２ １１０．２２ ２０１２ １４５４．９８ １３４９．７３ ９３９．８３

２００２ ５８７．２０ ２８４．２４ １３６．０２ ２０１３ １６７９．２２ １５０４．９５ ９５８．２５

２００３ ６０２．１６ ３１３．２４ ２１１．９２

力，并有逐年扩大趋势。 世博会后，浦东的大规模
投资又开始转向大飞机、迪士尼等重大工程建设
项目。 从而导致普通居民的劳动力收入不足，消
费需求受到抑制。 尽管 ２０１０年之后得到明显改
观，但是这种高投资、低消费的经济失衡状况没
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并成为制约浦东经济的重要
因素。

（三）商务成本提高导致经济成本迅速增加
第一， 政策比较优势已经减弱并逐渐消失。

据统计，截至目前，国家及有关部门针对浦东开
发已出台了 ２６项政策文件，内容涉及综合政策、
吸引投资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贸易政策、园区建
设政策、金融政策和外汇管理政策，成为浦东经
济快速发展的主推手。 但是，随着开发的推进，国
家给予的优惠政策逐渐因已过适用期、被废止或
为新政策取代等原因有 １４项失效， 而且现在正
执行的 １２项政策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展至全国，
使得浦东曾经获得的政策相对优势已经减弱并
逐步丧失。 ２００５年浦东被批准为国家综合配套改
革试验区，上海和浦东加大出台产业发展、人才
引进、园区建设、金融中心等多项优惠政策，但随
着综改试验区数量的增多，这些优惠措施的比较
优势再度丧失。

第二，土地、资源、人才等要素成本迅速增
加。 开发初期，由于地方政府代理行使土地所有

权， 所以他们可以通过低价出售土地来解决资本
困难， 吸收大量资本进行新区开发。 从发展过程
来看，这种“土地吸引资本”的做法在新区开发初
期取得了较大成功。 但是， 这种做法也具有明显
的缺陷， 就是造成资源的浪费、 环境的污染等问
题。 而且，在开发后期，浦东的土地资源逐渐减少
和农民的地权意识增加，“土地吸引资本” 的做法
明显已经过时。 另外， 随着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和
国家保障政策的完善， 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迅速提
升，而以往那种依靠廉价劳动力而发展来料加工
制造业逐渐丧失优势，而且人民币增值、原材料价
格提升、 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等措施使得浦
东原本拥有的竞争优势逐渐消失。 所以， 浦东必
须改变原先那种依靠政策和出口等拉动经济的思
维，逐渐转向依靠创新、依靠科技、依靠内需等措
施，从而形成一股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劲拉力。
二、 自贸区建设给浦东开发开放事业带来的

影响分析
（一）对加快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的影响
２００５年以来，浦东始终把转变政府职能作为

综合配套改革的重要内容， 并取得了明显成效。
随着自贸区把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作为重要使命
之一，浦东要充分借鉴自贸区做法，利用配套改革
试验的政策优势， 加快推进政府行政职能转变的
进程，与自贸区行政体制改革形成联动，进而放大

注：表中数据按当年价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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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贸区改革成果。 第一，加速转变政府行政理念。
长期以来， 政府管理主要遵循事前监督原则，实
行审批制度管理， 比如外商在境内的投资项目、
企业设立及变更、共商登记等都需要审批。 由于
政府注意力都集中在审批中，而忽视对企业经营
情况的监督，导致很多非法经营等问题。 而自贸
区尝试转变传统做法，简化事前审批，探索实施
负面清单管理，除此之外采用备案制，这一方面
减少了审批流程，提高政府办事效率，另一方面
将政府注意力从事前审批转到事中事后监督管
理，减少了违法经营企业。 第二，加快转变政府行
政方式。 自贸区建立企业网络信息和服务平台、
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综合执法体系、社会组织参
与市场监督、综合评估机制以及反垄断、安全审
查机制等等。 这些政策的施行可以彻底转变传统
政府的行政方式：一是改变传统条块分割的行政
管理，弥补了在管理过程中不同部门之间相互推
诿的“管理盲区”；二是简化了企业的办事过程，
企业再也不用因为办事而整天跑政府部门；三是
将对企业的监督从传统单纯的政府监督转到社
会监督，企业的信用指数随时可以在服务平台查
询，社会大众也可以随时在网络举报企业违法经
营行为。

（二）对浦东区域 ＧＤＰ的拉动效应分析
而自贸区建设，最直接效应就是提升浦东吸

引外资的能力和对外贸易出口的增长，从而带动
地方 ＧＤＰ的快速增长。 第一，自贸区建设开放了
投资领域。 在投资领域方面，自贸区主要从两方
面进行创新，一方面是自贸区区内投资，扩大对
外开放服务业投资，包括金融、航运、商贸、文化、
社会及专业服务等领域，暂停或取消投资者资质
要求、股比限制、经营范围限制等准入限制措施；
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行准入前国民待
遇，对区内注册所有企业开列一张禁止经营的事
项，除此之外，区内注册企业均可自由经营；另一
方面，对区内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实行以备案制
为主的管理模式，从而提高境外投资的便利化程
度。 这些制度不仅提升了区内对外资的吸纳能

力，而且会对区外附近区域产生溢出效应，有利
于浦东区域的招商引资。 第二，自贸区建设促进
了贸易进出口总额增长。 自贸区建设主要是对原
来货物贸易的转型升级， 探索开展服务贸易、转
口贸易等业务，建立整合贸易、物流、结算等功能
的营运中心，深化国际贸易结算中心试点，提升
自贸区贸易的服务功能，从而使得自贸区成为进
出口货物的中转站，而对于拥有地理优势的浦东
来说，更加有利于区域内企业的进出口，降低企
业的运输成本。 第三，自贸区建设优化了投资服
务环境。 自贸区建设的主要任务是形成一套与国
际先进投资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体系，包括行
政管理方式、监管模式、投资贸易便利化等制度
创新。 这些制度创新不仅为全国形成可复制、可
推广的经验， 而且也为浦东带来了改革红利，即
优化了浦东区域投资服务环境。 同时，浦东可以
充分利用综合改革试验区与自贸区改革形成联
动效应，积极借鉴自贸区内的经验做法，在浦东
区域先行先试， 试探自贸区改革的区外可复制
性。

（三）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分析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不仅是浦东经济面临的

巨大挑战， 而且也是浦东二次创业的主要任务。
浦东产业转型升级的好坏不仅关系着浦东未来
经济的发展前景，而关系着国家深入改革开放战
略的成功与否。 自贸区建设对浦东的产业结构转
型升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一， 自贸区建设
体现上海和浦东的产业发展思路。 大力发展以金
融、航运、贸易为主体的现代服务业和以高科技
产业为主导的先进制造业，建立高集聚、高附加
值、低消耗、低污染的现代产业体系，是上海和浦
东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 上海可以通过自贸区建
设，建立符合区域产业方向的园区企业准入标准
体系，对企业进行甄别。 而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
龙头，上海在标准考量方面将优先考虑浦东的产
业思路。 第二，自贸区建设带动浦东区域产业发
展。 通过自贸区建设，区内的投资贸易环境必将
获得优化，从而吸引一批国际先进企业进驻自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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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 但是，自贸区企业的投资和服务领域必然
会辐射到区外， 而浦东具有明显的先天优势，它
们将先进的技术、理念和资本延伸到浦东，从而
带动浦东现代产业发展。 第三，自贸区建设与浦
东区域建设产业一体化。 开发开放以来，浦东已
经形成了诸如金融、软件、生物医药、文化创意、
物流、生产性服务业等产业集聚区和“４＋３＋１”为
重点的产业布局， 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产业
链。 而自贸区的建设可以为浦东提供契机，充分
发挥区内外的联动效应和溢出效应，推进产业的
一体化建设。 同时，浦东区域也具备从事高端产
业的人才和环境，为自贸区的产业投资和服务贸
易提供保障。

（四）促进上海“四个中心”核心功能区建设
作为上海建设“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和

主战场，浦东肩负着国家和上海新一轮改革和开
放中奋勇争先的重任。 自贸区建设，不仅是国家
新一轮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也给浦东“四个中
心”建设带来重大战略发展机遇。 作为综合配套
改革试验区，浦东应尽早形成与自贸区建设联动
的工作机制，逐步形成协调互动、资源共享、联动
互建的改革一体化战略，共同打造中国经济改革
“升级版”。 第一，自贸区建设对浦东金融中心建
设的影响。 一方面，通过负面清单管理与准入前
国民待遇两项措施，扩大金融服务业，推动金融
服务向符合条件的民营企业和外资金融机构全
面开放，将吸引更多的金融机构入驻浦东。 另一
方面，通过跨境人民币使用、资本项目管制取消、
利率市场化、股票国际板、国际大宗商品交易所、
人民币跨境再保险试点、资本项下开放、跨境融
资等试点， 有利于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
能，扩大金融的国际化。 第二，自贸区建设加快贸
易中心建设进程。 与东京、伦敦、纽约等国际贸易
中心城市相比，浦东的贸易中心建设缺乏高能级
的贸易主体集聚（尤其是本土高能级贸易主体缺
乏）、服务贸易发展不充分、国际话语权不强。 其

实， 自贸区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建立整合贸易、
物流、结算等功能的营运中心，深化国际贸易结
算中心试点，从功能开发、服务提升方面升级传
统以出口加工、货物贸易为主体的贸易中心建设
模式。 第三，自贸区建设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建设
能级。 ２０１０年，上海港集装箱吞吐量首次跃居世
界第一。 但是，吞吐量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经
济效益的提升，其关键原因是浦东的港口服务能
级较低，高、中、低端航运产业结构失衡。 比如说
浦东航运业大多集中在码头、仓储、货运以及报
关、船代、货代等低附加值产业，而船舶融资、海事
保险、航运咨询、航运信息、航运经纪等高端航运
服务滞后，有些领域近乎空白。 自贸区建设最主
要的任务是发展航运高端服务业，与投资、贸易、
金融等领域充分互动，加快发展航运运价指数衍
生品业务，提升国际航运中心能级。 ◇

参考文献

１ 张娟．关于世界自由贸易区的若干问题研究［Ｊ］．国际市

场，２０１３，（４）．

２ 张建平．以上海自由贸易区撬动新一轮改革［Ｊ］．中国外

汇，２０１３，（５）．

３ 李友华．自由贸易区及其功能设定的国际借鉴［Ｊ］．港口经

济，２００８，（６）．

４ 徐全勇．浦东综合配套改革的理论与实践［Ｍ］．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

５ 李志鹏．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园区内涵和发展模式探索［Ｊ］．

国际贸易，２０１３，（７）．

６ 夏善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理念和功能定位［Ｊ］．国

际经济合作．２０１３，（７）．

７ 荆林波，袁平红．中国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研究［Ｊ］．

国际贸易，２０１３，（７）．

８ 张淳，林锋．关于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几点思考［Ｊ］．特

区经济．１９９０，（６）．

９ 杨洪涛，刘亮．浦东新区开发开放政策及竞争优势演变分

析［Ｊ］．华东经济管理，２０１２，（９）．

［责任编辑：一然］

●

５３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浦东经济的影响分析
作者： 张波

作者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200241; 上海市浦东新区行政学院，上海 201214

刊名：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Liaoning Administration College

年，卷(期)： 2015(8)

  

 

引用本文格式：张波 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对浦东经济的影响分析[期刊论文]-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5(8)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nxzxyxb201508010.aspx
http://g.wanfangdata.com.cn/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b3%a2%22+DBID%3aWF_QK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Organization%3a%22%e5%8d%8e%e4%b8%9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f%bc%8c%e4%b8%8a%e6%b5%b7+200241%3b+%e4%b8%8a%e6%b5%b7%e5%b8%82%e6%b5%a6%e4%b8%9c%e6%96%b0%e5%8c%ba%e8%a1%8c%e6%94%bf%e5%ad%a6%e9%99%a2%ef%bc%8c%e4%b8%8a%e6%b5%b7+201214%22+DBID%3aWF_QK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nxzxyxb.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nxzxyxb.aspx
http://s.g.wanfangdata.com.cn/Paper.aspx?q=Creator%3a%22%e5%bc%a0%e6%b3%a2%22+DBID%3aWF_QK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lnxzxyxb201508010.aspx
http://c.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lnxzxyxb.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