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闵行区产业资源转型工作推进情况 

区经委 

 

今年以来，为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以亩产论英雄、

以效益论英雄、以能耗论英雄、以环境论英雄”的发展要求，闵

行区把产业资源转型发展作为促进资源高效配置、推动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全区“18+2+X”产业资源转型项目正在分批

分步推进，2019年开工建设项目 25个，1376亩；竣工项目 14个，

627亩；启动调规项目 14个，1322亩；启动收储或回购项目 3个，

101 亩；推动留白区调整项目 17 个，672 亩；推进重点区域常青

工业园启动转型规划方案研究。同时，探索了多种以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的转型模式，并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一、总体推进情况 

（一）全面排摸梳理资源。作为 2019年区委常委会重要议题，

对全区存量产业资源现状进行全面排摸，形成了“18+2+X”转型

方案。在此基础上印发了《闵行区关于加快存量产业转型资源发

展的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闵委办〔2019〕13号）、《2019

年闵行区产业资源转型发展工作方案》（闵经委发〔2019〕59号），

明确推进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 

（二）加强体制机制建设。区级层面，建立了存量工业用地

转型发展联席会议制度，由区长担任总召集人，分管产业副区长

担任第一召集人，分管规划土地副区长担任第二召集人，加强转

型发展领导协调。建立了区四套班子领导跟踪联系制度，定期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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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项目推进。镇、街道、园区层面，以《三年行动计划》和《2019

年工作方案》为指引，成立了转型工作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挂

帅，制定转型年度工作计划，编制一地一策的转型方案，推动打

造产业集群。召开各类工作会议：在区层面先后召开了年度产业

资源转型启动大会、专题培训班；各镇、街道、园区定期召开推

进工作例会，研究协调存量转型工作。 

（三）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区领导倪耀明、吴斌等多次带队，

深入一线，走访调研转型地块开工和推进情况，召开座谈会听取

企业主、项目负责人、街镇园区和职能部门的意见建议，研究解

决转型过程中的重点、难点、痛点问题。市经信委领导和相关处

室也多次莅临闵行颛桥镇、马桥镇、南滨江地区实地调研，就我

区的存量资源转型工作进行指导。 

（四）出台多项政策措施。一是完善闵行区产业布局规划，

有力指导存量资源转型的方向定位。二是出台《闵行区工业用地

地价与绩效联动的实施细则》，针对新出让产业用地和存量提高

容积率产业用地，实行地价与绩效联动，降低转型升级成本。三

是出台《闵行区工业企业综合绩效评估实施意见》，将工业企业

分为 ABCD 四类，建立资源要素差别化配置机制。四是出台《闵行

区园区平台认定管理办法》，规范园区平台认定标准和管理流程，

对园区开发主体进行综合评价，确保优秀园区开发运营主体享受

政策。 

（五）加强全区统筹协调。一是针对“18+2+X”中的重点区

域常青工业园，由区经委牵头，会同区规划资源局、吴泾镇、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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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镇和南滨江公司等单位启动编制了《常青工业园转型升级战略

规划与实施计划》。二是编制《闵行区产业资源转型发展政策摘

要》、《2019年闵行区产业资源转型案例汇编》，加大宣传推广，

发挥辐射效应。三是启动建设“闵行区经济信息管理平台”，推

进建立动态监测机制。 

二、转型亮点和特色 

各街镇、园区在具体推进过程中，结合二次开发地块现状和

所处功能区域，按照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向性要求，明

确产业发展方向、转型路径、实施主体，并按照工业用地“2转 2”、

“2 转 2.5”、“2 转 3”等不同类型，因地制宜开展转型工作，

涌现了一些较好的做法和案例，为全区的转型工作提供了经验和

示范。 

（一）规划引领，积极打造产业集群。各街镇围绕全区产业

规划布局，结合自身资源禀赋和地域特色，制定或正在拟定新一

轮的镇级产业布局规划。如：梅陇镇以“北优南拓，双轮驱动”

为发展战略，依托区位、资源优势打造“三区三轴”的产业发展

格局；七宝镇制定了《七宝镇产业转型升级战略规划和近期行动

计划》，打造“一核两翼”产业布局；华漕镇依托大虹桥区位优

势制定大健康产业规划；马桥镇以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

建设为契机，编制区域人工智能产业布局发展规划，赋能实体经

济发展和制造业转型升级。 

（二）因地制宜，分类引导转型升级。面对土地权属多样，

产业资源能力不一，利益诉求不同，采用多种方式，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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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引导实现转型。 

1.集体工业园区腾笼换鸟，提升产业发展能级。马桥镇结合

上海马桥人工智能创新试验区建设，腾出马桥产业园彩虹塑料厂

等地块，进行空间改造和装修，为达闼机器人、韩国现代机器人

等项目提供免费过渡期厂房，推进人工智能创新技术和科技成果

落地，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 

2.政府回购土地资源，盘活存量低效用地。莘庄镇通过司法

拍卖途径，回购了原仪华服装厂 12 亩地块，将工业用地转 C6 科

研用地，结合七莘路综合服务轴发展导向，配合黎安智谷的二次

招商，加快引进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产业优质企业，形成企业集

群发展。 

3.由市场主体股权收购，提升项目开发能级。颛桥镇为部分

已完全失去生产运营能力的企业项目寻找合作单位，通过股权转

让、委托经营等方式，盘活了存量资源。如：金地商置公司收购

奂亿公司打造“金地威新科创园”，自 2018 年 10 月开园以来，

一大批跨国公司纷至沓来，企业入住率已达 90%以上，累计实现税

收 1.5亿元，实现亩均税收 125万元/亩。解放日报 5月 7日头版

头条专题报道了金地威新科创园的转型经验，市委李强书记批示：

应多总结这方面的好做法、好经验，并适时推广。 

4.原产权人自主转型。吴泾镇新吴泾工业园原先业态低端、

产能低效，原产权人燎申集团自主转型能力和转型意愿都较强，

在区、镇两级的支持下，园区转型从空间改造、服务提升和配套

完善等方面着手，逐步打造成为环境宜人、景观优美的滨河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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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逐渐显现。目前，园区新引进企业 18家，实现企业产值

1.95亿元，税收 2926万元，同比增长 80%。后期，待项目全部建

成后，预计可以实现产值 15亿元，税收超过 2亿元，吸收劳动力

1000人。 

5.整体转型为主，自主转型为辅。梅陇镇众欣产业园区从土

地权属看，园区内共有产证 25 份，其中外资批租土地产证 8 份，

镇属公司集体名下国有土地产证 17份。园区内 8家镇级集体企业

作为土地权利人组建转型开发联合体——上海一鑫置业有限公司。

同时，园区内 8 家社会独立法人企业共 8 幅存量工业用地承诺严

格遵循众欣园区整体产业定位、功能布局和城市总体设计，按规

划实施的前提下自主转型。颛桥镇黄二村转型项目结合大零号湾

创新创业集聚区的打造，围绕“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

的理念，借助龙湖“蓝海引擎”品牌，采取“边建设边招商”模

式，通过与品牌运营单位的深度合作，对黄二村村属集体资源进

行整体规划设计，主动对接产学研一体化建设，着力打造创业创

智空间。 

6.原地产业升级。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内企业博朗集团计划

在大陆投资建设新款电动剃须刀自动生产线，但现有厂房无法满

足建设需求。园区出资回购了相邻地块产出低效的上海福华工艺

制品有限公司厂房并拆除，为博朗提供新发展空间。该项目 2019

年 9 月竣工，外立面已经全部完成，预计年产能 600 万支，项目

投产后每年将带来 15亿元销售收入和 6000万元的税收贡献。 

（三）对接优秀市场主体，提升产业能级。借助专业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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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经验、招商资源和团队能力，支持优秀市场主体参与园区转

型升级和存量资源盘活。一是引入专业园区运营商。如圣博华康

参与颛桥粮库转型改造升级，光华路文创一条街雏形显现；虹桥

镇借助漕开发的招商优势、资源优势、平台优势，以轻资产的管

理模式，由镇政府牵头与之联手合作，对原村级建设运营的竹谷

园区进行统一规划、统一开发、统一建设、统一管理、统一招商。

飞马旅公司参与宝龙研究所厂房改建项目，打造双创园，整体改

造装修完成约 98%，已引入 9家企业。二是对接引入优质项目。莘

庄镇莘东产业园去年完成了建筑工程施工，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

内部装修和配套设施建设，产业园引进伟昊汽车落户，该企业今

年年初完成了工信部汽车改装资质验收，汽车装饰生产线已开工

投产。 

三、下阶段工作方向 

（一）继续推进各镇、街道、园区进一步梳理排摸存量资源。

除了 104 地块上的产业项目，还要对战略留白区、195、198 等地

块的扩容项目进行梳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目前，已初步梳

理出 2020 年存量产业资源转型项目 58 个，面积 2998 亩。其中：

持续推进项目为 45项，面积 2366亩；新增项目 13项，面积 632

亩。 

（二）对接好优质项目，加强转型与招商的联动。区、镇两

级做好协调服务、资源对接的工作，借助市场优秀园区运营主体，

发挥政府、专业园区和产权主体的能动性，在空间规划布局、产

业招商发展、公共环境营造等方面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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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进一步建立完善信息管理平台。积极建设区级“工业

用地、工业企业信息管理平台”，选取相关镇、园区作为试点单

位，在全区推进绩效评价工作，并借助市级力量完善相关数据库

内容，进一步完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形成资源要素差别

化配置机制，构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体系。 

（四）加强市区联动形成长效机制。推动我区与市经信委形

成战略合作，借助市级层面力量，围绕新出台的《本市低效产业

用地处置工作的实施意见》，切实提高产业用地绩效，进一步推

进“腾笼换鸟”，加大优质项目导入力度，形成低效用地“及时

发现机制”和“联动处置机制”，探索闵行区低效产业用地处置

的机制建设和先行先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