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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上海商业研讨会
“

观点综述

由上海市政府财贸办公室和上海经济研究中心
共同主办的 “振兴上海商业研讨会 “ 千1991年 1 月
29 日至30 日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学术活动中心举行。
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政府综合部门、商业主管部门
和区、县、局的有关领导， 以及主要商业企业、科
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
和商业部的一 些领导同志也到会并作了专题讲话。
现将这次研讨会的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 振兴上海商业与振兴上海经济的关

系问题

振兴l..泡商业与振兴上海经济的关系密切，这
是与会同志的共识。但对两者之间究竟有何关系却

存在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笫 一 种观点是 “ 客观要求” 说。 待这种

观点的同志根据对90年代上海面临的严峻挑战和历
史性机遇的综合分析，认为采取大贸易推动战略，
发展现代化大贸易，是上海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是
对历史经验反思总结的必然结果， 是充分发挥上海
经济中心多功能作用的重要迩径，也是90年代开发
浦东、振兴上海经济的客观要求。

笫二种观点是 “扬长遇短 ” 说。 该观点
认为，上海缺乏自然资帐，但握江悔交汇交 通之
便，据富庶发达宽阔腹地之利，拥历史积累的国际
联系之广。从此市情出发，上海应以比较优势原则
调整产业结构， 从提高服务功能入手，发展第三产
业，实现工业结构外向化、高度化。而发展第三产
业，又应以发展商业和贸易为突破口。因为发达的
商业和贸易可扩大流通世，增强城市的集聚 、 辐射功
能， 增加物流、 商流、信息流、技术和人才流。故
对上海来讲，发展商业具有扬长避短、调整结构、
业建经济中心功能的特殊意义。

笫三种观点是 “ 商业兴市 ” 说。 这种观
点认为，城市的兴起， 是以商业为条件的。无商既
无市，无市亦无城。90年代，要重振上海雄风，重
建上海经济中心的功能，扩大其吸引力和辐射力，
商业兴市 是极为虚要的一环。 为此，必须把发展上
海商业提到正要位置上来。

二、 90年代上海商业的发展目标问题

与会同志还围绕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今
后 10年 “振兴上海、开发浦东、服务全国、面向世
界” 的战略思想，结合上海商业的实际情况， 对90

年代上海商业的发展目标作了研讨。在研讨时， 有
的同志提出，90年代上海要努力建设并形成一个庞
大的、高效率、高效益的现代化商业体系，做到沟
通全国，联络内外，近悦远来，万商云集，在办成
全国最大的贸易中心的总目标下，建设成4个中
心， 即交易中心、物流中心、信息中心和购物中心。

有的同志则提出，90年代上海商业的发展目标
是 1 建立和完善以公有制商业为主体的多元化、多

层次的内外贸结合的开放型、多功能、高效率的社
会商业体系和以企业自主经营为基础、国家调控为
条件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

也有的同志认为，90年代上海商业 经 济 的 发
展，一定要冲破传统的商务活动地域分割、内外分
离、进出脱钩等观念和体制的束缚，积极探索融多
种贸易主体、贸易方式于 一 身的现代化大商业。 其
发展思路是：在商务活动地域，应打破本市、国内
和国际三个市场的人为分割，逐步建立一批同时经
营内外贸易业务的新型贸易公司，融内外商务活动
千一体，在商务活动内容上，应打破传统的消费品
与生产资料、商品与劳务之间的人为分割，逐步建
立 一批一主多副、多元化经营的超级市场和大型商
社，融消费品、生产资料和劳务于一体J在商务活
动方式上，应打破买与卖、进与出、零售与批发、
综合与专业、生产与销售，内贸与外贸等人为分割，
逐步建立一批具有从事内外贸易、资金融通、生产
建设等经营活动的综合商社，融多种功能于一体，
在商务活动主体上，应打破行政区划、行政隶属和
所有制的人为分割，逐步建立一批 跨 地区、跨部
门、跨所有制、跨国界的商务连锁企业 和 跨 国 公
司。

三、 上海国营批发商业的出路问砸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客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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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为全国商品流通和市场供应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上
海国营批发商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 困 境： 商 品积
压，资金匮乏，市场萎缩，利润下滑。那么，上海
国营批发商业的出路何在？对此，与会同志各抒己
见。

一种观点认为，上海国营批发商业要由扩散型
商品流通转为集散型商品流通。 目前，各 地都有
名、特、 优、新产品，应通过上海国营批发商业的
经营将其集中起来，然后转卖到各地的 消 费地区
（包括境外）。只有这样，才能使上海商业走上一

个新台阶。作为集散地的标志，除了本地产品向外
地行销外，更重要的是通过 “转口 ” 的销售额有较
大比重。扩散型流通只靠自身的商品资源，而集散
型流通则靠的是全国的商品资源。上海国营批发商
业要重振昔日的雄风，并把上海建设成为全国最大
的贸易中心，只有实现集散型的商品流通，才能达
到这个目标。

另 一种观点认为，摆脱上海国营批发商业所面
临的困境， 自然有待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进入良
性循环，有待于批发市场的整顿以及批发体制改革
的逐步完善。 但是，就上海国营批发商业来说，其
根本出路在于按照横向经济联合的要求，加速改革
自身的经营方式，重组上海国营批发商业体系。 具
体地说，上海国营批发商业要强惆跨区性，实行跨
区性联合；应具有一定的跨 行业性，实行行业间相
互联合，应具有一定的外向性，并逐步向着内外贸
融合的方向发展。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要使上海国营批发商业最
终走出困境，只有通过改革，打破部门或系统 间的
人为分割，改变其独立而封闭的系统结构，使其同
生产和市场有机地衔接起来，真正成为社会再生产
循环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为此，可考虑在 “一
个中心，三种方向＂ 的思想指导下进行上海国营批
发商业体制的改革。一个中心，即打破工商系统之
间的行政割裂，建立以产品或行业为中心的产销衔
接的批发流通体系，三种方向，即上海国营批发商
业（主要是在头道批发环节），应以建立合理的产
销关系为目标，进行集团式、代理式和商社式三种
不同方向的改革。

四、 振兴上海商业的政策、 措施问题

与会者认为，90年代振兴上海商业是一项系统
工程。它既需要全市商业职工的积极努力以及各部
门、各行业的大力支持，又需要有相应的政策和措
施。 然而，在政策和措施的着眼点上， 与会同志的

观点却有所不同。
一种观点强调从政策扶待入手。持这种观点的

同志认为，政策是指导工作的生命线。要振兴上海
商业，实现办成全国最大贸易中心的目标，关键在

千政策。根据目前上海商业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要
求，迫切需要研究和解决产业政策、 投资政策、企
业政策、市场政策、利用外资政策、内外贸结合政
策等政策问题。凡此种种政策措施，都需要相应地
配套，以使振兴上海商业的目标通过政策措施的具

体化得到保证。
另 一种观点强调从健全市场机制入手。该观点

认为，近几年来，作为第三产业支柱的上海商业，
发展速度呈下滑趋势，商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亟
由1985年占11.69％下降到1989年占6.2%, 1990年
也只占6％左右。究具原因很多，但关键是缺乏健全
的市场机制和必要的配套政策所致。 因而要重振上
海商业雄风，就一定要深化流通体制改革，逐步建
立适应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
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的 经 济 体 制
和运行机制， 重构商业企业机制，并辅以：配 套 政

策。其具体内容是｀ 政企分开，增强企 业 竞 争活
力，改革税制，创造平等竞争环境，放活价格，缩
小价格补贴范团，放开用工，改革社会保障制度，
进出自由，大幅度削减行业限制J内外贸结合，发
展外向犁经济；改革体制，提高企业的组织化程
度。

还有一种观点则认为，要实现90年代振兴上海
商业的目标，除了衙要深化改革，并给予一定的扶
植政策外，还需要转变观念。首先，要转变觅生产
轻流通的传统观念。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
今后社会再生产循环，将由生产带动向消费拉动转
换，流通与生产互为依存、互为制约，流通对生产
的反作用将越来越大。其次，要转变单纯安排市场
的观念。 长期以来，商业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尽可
能使市场供应不知缺，保持稳定，而忽视了扩大流
通、 拓展市场的任务。 随若经济的发展，今后商业
部门除了安排好人民生活必需品供应以外， 需将工
作重点放在开拓市场、扩大流通上。 再次，要转变
门户观念。不仅要发挥国营商业的主渠道作用，还
要欢迎集体、 私营、个体、 联合体商业作补充，不
仅有商业部门经商，也欢迎工业、农业等其他部门
经商，不仅由上海自身来发展商业，也欢迎其他省
市甚至外商来发展上海商业。

（志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