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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关于上海邮电事业的经济调查

上海的邮电经济在 “ 七五 ” 期间有了迅速的发

展， 邮电事业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在已有的基础

上， 在 “八五 ” 期间， 上泡的邮电经济还将迈出更

迅速、 更咯卖的前进步伐。 最近， 我们就上海邮电

经济的发展现状和今后的发展展望， 进行了调查和

研究。

一、 上海邮电经济发展现状

1. 上海市邮政事业在 “ 七五” 期间达

到的发展水平。
“七冗 ” 时期上海新增邮政局47处， 邮电局所

巳达528处。 邮政部门除原有的函件 、 包件、汇票、

报刊发行、 机要文件等业务外， 新增了邮购、 广

告、 国际国内特快专递、 邮件快件、 邮政储蓄和电

子信函等业务。 上海是华东地区邮政通信枢纽， 承

担的经转任务占全市邮件总盘的一半以上。 上海邮

路总长度 16万多公里， 重件日均发运量2.2万余袋

C 捆）， 市内转趟网路达 137条。 工程建设方面巳

完成沪太路原件处理中心及新客站轻件处理中心土

建部分， 转入邮件处理工艺设备的设计安装， 全部

完工后将使邮政内部分拣处理基本实行机械化。 另

外， 完成新建集装箱场地4500平方米， 新建上海邮

袋厂4900平方米， 新建虹桥机场邮件转运站及真如

邮件转运站。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邮政事业近年来开展的特

快专递是一项新型的邮政业务。 它采用最快、 最有

效的航班发运， 专人负责， 优先处理， 专车上门投

递， 是当今世界上实物传递速度最快的邮政业务。

特快专递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实物传递到对方， 十

分适应当代社会经济窃度发展对信息传递的需要。

上悔市邮政局特快专递业务近年来每年递增80％左

右，＼Iv.务范围从开办初期的4个国家和地区发展为

138个因家和地区以及国内 187个大中城市。 他们在

发展这项业务中， 注意优质服务， 不断增加网点，

延长服务时间， 满足特殊要求， 深受广大用户的欢

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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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市电信事业在 “ 七五” 期间达

到的发展水平。
(1)全市电话。 全市电话交换设备总容段进

一步提高， 电话实装号线40万线， 全市号线普及率

达3.1% ， 其中市区为4.4% 。 “七五 ” 期间引入先

进的数字程控交换设备和光缆及数字微波传轮设

备， 拆除了旋转制、 步进制等老设备。 自动电话号

码由六位升为七位， 为网路改造和发展创造了条

件。 郊区各县电话自动化建设正在陆续完成。
(2)长途电话通信。 长连自动交换设备引进

先进的数字程控交换机， 田际程控交换设备容匿和

国内秤控交换设备容瞿进一步提高。 国际传翰电路

方而成绩显著。

(8)非话通信及其他。 公众电报、 公众传

真、 用户电报、 用户传真业务继续增长。 程控用户

电报交换系统容噩进一 步提高， 相当部分的程控自

动转报系统投产试运行。 数据通信业务巳采用多种

较先进的通信方式。 移动电话通信设备和无线寻呼

用户进一步增加， 服务范围覆盖市仅及部分郊县。

磁卡电话投人使用， 受到用户欢迎。

同时， 还完成了七位拨号 、 512路自动户转报系

统 、 大容盎电话查号系统、2000线和控用户电报交换

机 、 新抱托盘包裹分拣机、 邮运设计系统、汇兑稽

核的微机处理等主要科研项目。

二、 上海邮电经济发展展望

“八五 ” 期间上海市邮电基本业务预测表明，

全市电话需求数为 143万号线， 其中市区 120 万号

线， 郊县23万号线，国际、 国内长途电话交换盘年

递增百分比将分别为 30~60 ％左右和20%-35 ％左

和经上海接转的外省市国际长途来去话占全部国

际长途来去话务景的50% ，经上海转接的外省市国

内长途来去话占全部国内长途来去话务量的 10%,

移动电话用户约为同期本地电话容盘的0.4 ％左右，

无线传呼用户每年发展1万户，邮政业务总量年平

均增长 10.2% ， 至 1995年达到 1.49亿元，邮电业务



总量年平均增长15% ， 至1995年达到8.53亿元。
在以上基本预测的基础上，根据国家宏观经济

发展方针和上海的实际情况 ， 上海邮电通信在 “八
五 ” 期间将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具体可分述如
下 1

1. 主要通信质量和服务水平的展望。

电信通信方面要求做到： ＠市中心区忙时平均
接通率不低于50%，国际、国内长途电话至市中心区
的来话接通率（上海段）不低千市中心区的市内接通
率。＠电话申请装机等待时间 ， 到1995年年内满足
需要程度达70％以上，新装从用户缴款两个月内开
通，具备国际、国内长途直拨功能的交换局的非新
装用户申请DDD、IDD在二周内解决。＠一般线
路发生故障申告后7天内修复，话机发生故障申告
后24小时内修复。

邮政通信方面要求做到 I CD平信一一本市邮政
编码200001一一200099邮电支局投递范围（下同）
内互寄的平信， 凡在17时前投入邮政信箱的 ， 千次
日按址递达。其他市属地区（含郊局）于第三天递
达。＠快件一一本市上述范围内互寄的快件， 凡11
时前向邮电支局交寄的 ， 当天下午按址递达。郊县
寄市区的快件，凡上午9肘前向县邮电局交寄的，
次日在市区递达，市区寄郊县的快件 ， 凡在支局关
门前交寄的均于次日按址递达。寄往外地的快件则
分别按规定的时限寄达。＠特快专递一一凡在最晚
收寄时刻前向特快专递窗口交寄的国内、外特快专
递邮件 ， 均千当天发有效肮空或火车班次 ， 按规定
的时限寄达。

立邮电通信发展展望。
本地电话方面要求做到 I <D全市电话总容量至

1995年将达到133万门（市区108万门 ， 郊县25万
门）或148万门（市区115万门 ， 郊县33万门）的规
模。＠郊县实现电话自动化。＠上海电话本地网路
结构初步理顺，以汇接局和传输转接局为支撑的骨
干网路基本形成。＠进一步铺设光缆 ， 市区及近郊
区局间中继改造为以光缆为主。市县传输在现有的
数字微波基础上适当扩容。县内传输在县内汇接局
间采用架空光缆和数字微波双重方式 ， 县内汇接局
至端局根据具体情况 ， 采用架空光缆或巳有音频电
缆上加开PCM方式， 也可用无线中继方式。＠进
一步搞好管道建设 ， 打通市中心关键瓶颈地段管
道，对管孔拥塞或新建管道十分图难的地段， 采用
“以大换小 ” 或 “ 拆缆腾孔 ” 的办法。用户线路除

采用大对数用户电缆外 ， 继续采用用户复用设备，
以临时解决缺线区用户需求。同时， 在经济合理条

件下，米用SLC--120路480路用户微波、固定
无线电话机用户集线器设备， ＇ 并试用用户光缆。到

“八五 ” 期末，市区的机、线比保持1 1 1.5左右。
长途电话方面要求做到，＠到1995年国际程控

长途交换设备和国内程控长途交换设备以及人工长
途交换设备均有较快发展。＠到1995年国际传输电
路和国内传输电路有进一步发展。国内电路方面 ，

除对巳有的模拟传输电路增扩终端设备外，将继续
扩大一系列建设项目。国际电路方面 ， 将新建太平
洋国际海底光缆。

非话及其他电话通信方面要求做到： ＠到1995
年移动电话将会有阴显的发展 ， 手持式移动话机服
务范围将覆盖市区及经济开发区。＠公众电报业务
捉到1995达到1700万份以上 ， 采用512线程控自动
转报系统。全市采用一级网路结构。用户电报交换
机扩容有进一 步发展 ， 并积极开发中文用户电报业
务。＠进一 步发展无线传呼业务 ， 引入文字显示传
呼机 ， 到1995年无线传呼机用户将有较大的发展。
“八五 ” 期间 ， 无线传呼服务范围覆盖全市 ， 并建

立国际和国内长途无线传呼系统。＠积极开发无
线频道复用业务 ， 完善无线综合战备应急通信业
务。＠把为各专业系统（银行、保险、 气象、公安
等）提供数据传输专线放在重要地位 ， 积极发展分
组数据交换网、卫星数据网(IBS)、用户传真
等。＠建立包括长途、市话、郊县在内的各类维护
监测中心、软件中心、电信综合网管中心、帐务处
理中心以及信息管理数据库等支撑系统 ， 建成联接
这些中心的上海邮电数据网 ， 以适应现代化、多业
务的通信网的运行、维护、管理要求。

3. 邮政通信发展展望。

具体而言， 将实现下述目标 1

(1)完成邮件重、轻两大处理中心的全部工
艺设施安装并投入使用 ， 提高邮件处理能力。

(2)新增、改建邮政局所 ， 并以人口密度为
主要标准，兼顾服务半径业务量之间的关系 ， 方便用
户的用邮需要。布局重点为新发展的上海县、宝山
区、浦东地区。

(8)建设水运邮件转运站。利用上海优越的
地理条件，开辟水运邮路。 规划设想建立以本市为
中心、南到广州、北抵大连、西达重庆的自办水运
邮路。

(4)建设以邮区为中心局的邮政通信网 ， 理
顺邮运网路结构 ， 提高干线邮运能力 ， 增辟 uz-

23型铁路集装箱邮车干线 ， 新建泸太路汽车修理场
地、邮电油库和沪太路车库，捎加邮（下转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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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关于会计埋论中成本一效益的思考

如何以成本一效益的原则来衡量各种会计模式的有效性也是西方会计理论的 一个热衷讨

论的课题。 一般认为， 一 般物价水准会计所以不为人们所采用， 除了其它原因以外， 还在于

相对所得信息的效益来说所耗代价太多了。 但是这样的观点又缺乏足够的数据加以证明。 一

些学派视成本一效益难以确定或计量为不足为奇。 然而， 成本 一效益的问题不予论证解决，

各学派之间关于各种会计模式或会计方针优劣之争就不会有多大的慈义。 现在看来，除了信

息经济学派以抽象的校式在探讨成本一效益问题外， 其它学派几乎都未能确切提供会计选择

中的成本一效益计盘与比较， 这就多少为它们各自在坚持自己的主张时留下了某种缺憾。

信息经济学派从事成本一效益的研究， 似乎为会计理论界奉献了根治某种疑难杂症的良

药。 但是事实不尽人意。 较具明显的就是， 在实务上人们怎样实施成本一效益的计量。 就信

．息经济学派研究的方式来看， 一 般都用数理方法来替代计匮。 但是， 这种在理论上 “行得通 ”

的计抵几乎难以移植到实务上， 更谈不上为实务上参照实行提供一 个良好的指导。

另外， 成本一效益分析原则能否作为权衡各种会计模式优劣的唯一 基础还是值得怀疑

的。

上面系笔者对于现代西方会计理论的分析与批判。 然而笔者不作 一 概否定， 更无意要抹

煞西方会计理论的某些地方为人类会计史所作的贡献。 从事这项研究， 旨在以客观的、 辩证

的限光， 指出西方会计理论中的某些不足、 缺憾或缺陷， 使得我们今后在建设中国会计理论

的同时， 克服百目照搬， 以求合理借鉴。

©＠娄尔行、石成岳： ＜建立我国会计理论体系的设想》， «财经研究> 1980年第4期．
＠根据产权经济学的交易费用理论，市场交易的过程需要当事人注入精力和时间，支付信息费用和其它开文，所以市

场的交易是要付出代价的（参见张军著： «现代产权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7月版）．西方会计理论为了问题研
究的方便起见．往往假定厂商之间的交易成本为零．

＠灰色系统理论认为， 包含有确知和未知或非确知信息、关系、结构的系统，称为灰色系统．又认为，社会、经济、
环境等不具有物理原型，是一种木征性灰色系统．这种系统内，各因素间的作用原理不明确，结构与参数不具体，行为特征
难以准确了解，定屈描述存在困难，信息是否完备难以判断，建立其定晟模型只得凭分析和推理，而由此建立起来的模型
充其逞只能被视为原系统的代表，或是在某种准则下的同构（参见邹珊刚等编著： «系统科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
11月版）．

（上接第61页）运仇车， 进一步更新邮运设备， 重
点解决各支局的上包封并逐步做到市内邮运容器
化。

(5)加强软课题研究， 积极发展计绊机技术
在邮政通信领域中的应用， 建立邮政储茜、邮运调
度、报刊发行、 编奶直询及信息反馈和业务让理指
挥系统， 并逐步联网。

4. 电信网路管理系统展望。
具体地说， 将实现下述目标：
(1)结合七位拨号工程指挥中心建设， 筹建

初级网管中心系统， 实时收集全网话务数据， 并可
在大屏幕显示屏上显示网路状态。

(2)建立网管数从壮矿， 开及数据库分朸软
件， 对网路运行状态边们综合分析和诊剧， 计及时

反映网路设备及其组成的变更怡况， 为网路改造和
规划、 建设提供准确、 及时和系统的参考数据。

(3)建立网路运转模型， 分析网路故障或运
行状态恶化产生的影响， 为制定合理、有效的网路
调度方案提供科学依据。

(4)在电信大楼设网谧中心， 除设网路实时
监测系统设备、数据收集系统设备等外， 新建一中
型计抖机系统， 其工作内容之一 是为网信系统数据
处理、 分析提供强有力的数据库和计算能力。

综上所述， 上诲邮电经济在 “ 七五 ” 期间的迅
速发展为今后进 一 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而
今迈步从头越 ＇， 。 展望 “八五 ” 期间， 上海邮电经
济必将更加灾飞猛进地向前发展， 为改革开放的深
入、 为四化人业作出更人的贞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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