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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状 况

1. 总体发展特征。

(1)第三产业增加值高速增长， 速度由末位跃居首位。
表1

I 

增加值（亿元） l 年均增长率(%)

1978年 1比重 (mj 1988年 ！比重(%) | 1952一1978年J 1979一1988年

全市总计 272.81 100 648.30 100 8.1 9.0 

第一产业 11.00 4.0 27.36 4.2 8.3 9.5 

第二产业 211.05 77.4 433.05 66.8 9.7 7,5 

第三产业 50.76 18.6 187.89 29.0 4.7 14.0 

（注＄年均增长率按当年价格计算）

由表1可见， 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远远大千一 、 二产业， 其与工业增长速度之比由过去的
1 z 2倒转为2 : 1 。10年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8.6％上升至29%，年均提

高1.04个百分点， 其中1983一1987年年均提高1. 42个百分点。
(2)劳动力就业出现加速向第三产业流动趋势。

10年间第二产业就业增长率由7.3％下降至0.7%， 而第三产业则由2.3％提高到3.3%。

在全市新增和转移的劳动力总量中， 第三产业吸纳的比重1979年为 13%, 1986 年 为 40%,

1988年达到70%。劳动力就业明显加速向第三产业流动。1978年第三产业就业劳动力占全市

总就业劳动力的21. 5%, 1988年提高到28%． 超过了建国以来最高的1952年。
表2 各产业吸纳全市新增及转移的劳动力的比重 （％） 

1979年 1985年 1986年 1987年 1988年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86.7 

13.3 

79.4 

20.6 

59.6 

40.4 

43.6 

56.4 

30.5 

69.5 

(3)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
1978年第三产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394元／人， 1988 年提高到86�2元／人， 年均增长

9.7%，为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的3.7倍，其与工业劳动生产率之比（相对劳动生产率）巴

由0.46上升为o. 911 10年总计边际劳动生产率（即增加1单位劳动力所能增加的增加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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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的1.5倍。
上述发展的结果，使第三产业在全市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大大提高。 10年间全市国民生产

总值净增总额中，工业提供的份额由过去的80％下降为51%，而第三产业比重则由15 ％提高
到37%，超过了轻工业和重工业提供的份额（两者分别为26.6 ％和24.5%）。全市10年中若
扣除第三产业，经济增长速度将比过去26年有所下降。因此，可以说，改革10年来上海经济
的加速发展是由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带来的。

2.笫三产业内部结构变动。
(1)结构变动趋向。

在第三产业内部，商业（包括供销仓储）、运输邮电业、金融保险业和服务 业四个主
要行业中，增长最快的是服务业，其次是金融保险业。运输邮电业和商业的增长速度则低千
第三产业的平均数。10年间金融保险业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上升 8.5 个百分点，服务业
上升3,9个百分点，而商业下降了 12 个百分点，运输邮电业则基本上保持不动。整个第三产
业的行业结构开始由过去以商业为主、运输邮电业为辅的单一结构，向商业、金融保险业和
运输邮电业三足鼎立的结构转变，第三产业内部发展出现多元化趋势。

表8

增 加 值 比 重 （％） 
年均增长率（％）

1978年 1988年 增 减

运输邮电业 13.6 2 1. 3 20.6 - 0.7
商 业 1 0. 7 48.0 36.0 一12.0
公用事业 7. 1 3.5 1.9 - 1. 6
金融保险业 19.6 13.8 22. 3 8. 5
服务业 21.8 4.2 8.1 3.9
科教文卫 15.9 7.6 8.9 1. 3
机关团体 18.0 1. 6 2.2 0.6
第三产业总计 14.0 100 100 

（注＄增长率均按当年价格计算）

(2)结构变动的效益分析。
限于缺乏最新完整的统计数据，我们只能根据1984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普查材料对近年

来第三产业结构变动的直接效益作静态分析。假定各行业效益指标值均维持1984年的水平不
变，则可以发现，除金融保险业高速度和高效益保持一致外．其它行业速度和效益之间均存
在明显的非对称性（即效益高的行业发展慢，而效益低的行业发展较快，见表4)。两者对
总体效益的影响完全不同。按照静态分析，相对千1984年的产值结构，1988年由于结 构 变
动，金融保险业利税增加8.8亿元，而其它行业相对减少4.7亿元。但是，若从总体上看，金
融保险业的发展抵补了其它行业减少的份额，整个第三产业仍增加利税4.1亿 元。因此，全
市第三产业的结构变动在总体上是朝着提高效益的方向发展的。

3.笫三产业当前发展水平判断。
经过10年的高速发展，目前全市第三产业在增加值比重上已经恢复到50年代后期水平，

在劳动力比里上则已超过建国初期的1952年。根据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钱纳里对世界10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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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区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出的 “标准增长模式” ，人口规模1000万人、人均收入800一

.10-00美元的国家和地区，第三产业的标准比重应在40％左右。1988年上海第三产业增加值中

加上体制、政策和统计口径等不可比因素，实际比重也巳接近40%。＠ 因此，目前全市第三

产业的总体发展水平已经开始接近正常，除运输邮电业和房地产业外，其它行业的长期 落后

状况已初步得到扭转。因而，今后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将逐渐趋向稳定。

表4- l 一
一

产值增长率(1985-1988 年）
24.9 

． 较快 （金融保险）
20.2 

J （较高）
（房产公用服务）

18.3 
_＿_＿ ＿-＿

（科教文卫L_

较慢 I （运盓益电）
16.5 、

（较低） I （机关团体）

I 
1 3. 8 

（应业）

各行业产值增长速度与效益(%)
·--·· 

咨金产值率 1 资金利税率 1 产值利税率
(1984年） （1984年） （1984年）
2838. 4 278 2. 9 98. o

（金融保险） （金融保险） （金融保险）
47.3 I 17.9 I 78.2 

（机关团体） （商业） （商业）
22.8 11.4 I 56.4 

（商业） （运输邮电） （运输邮电）
22. 1 : 1 o. 7 I 51. 2

（科教文卫） 1 （机关团休） （房产公用服务）
20. 1 _ I _ _ 7. 1 I 32. 1 

（运输邮电） （科教文卫）
8. 2 1 

（科教文卫）
3.8 i 18.2 

（房产公用服务}--一i房产公用服务） 1 （机关团体）

二、增长因素

1.经济发展的正常性因素。

第三产业的职能是为生产和生活服务，它的发展与生产发展和生活改善有着密切的联

系。根据1987年上海市投入产出表资料，一、二产业最终需求 每增加1 个单位，第三产业总

产出 将增加0.41个单位。改革10年来，全市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速度由前20年的7.2％提

高到7.5%，工资总额（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年均 增长速度由1.8％提高到14.2%，第三产业

必然相应会有较快增长。另 一方面，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产品加工程度越来越深，工艺越

来越复杂，对服务的依赖不断增大。1987年与1981年全市物质产品投入产出表对照，一、二

产业最终需求增加1个单位，第三产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总产出增加的单位数分别由

0.069和0.097上升到0.115和0.191,. 提高66.4％和97.2%。因此，相对于一定量的 生 产增

长，第三产业必须要有比过去更大的增长。计扯分析表明，10年来全市商业和运输邮电业的发

展中，由生产（包括物耗和积累）增长带来的因素约占40%，由消费增长带来的因素约占60%。

2.归还历史欠帐的补偿性因素。

长期以来，由千 “重生产，轻消费” ，第三产业发展严重落后，远远不能满足生产和生

活的正常需求 ，“瓶颈” 制约矛盾很突出。1978年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仅18.6%.

比1952年下降了24个百分点；劳动力比重仅21.7%，下降了6.2 个百分点。1978 年以后，

为了偿还欠帐，对第三产业进行了较大投资。1981一1988年全市基建投资总额中．第三产业

投资比重由1952一1980年的17％提高到35.6%。由于欠帐较多，需求 较大，第三产业增加值

的投入弹性较大，发展较快。1981一1988年每 1 元投资，第三产业可产出增加值0.68元．而

一、二产业只有0.66元。因此，10年来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带有补偿因素，具有

明显的恢复性质。
3.体制改革的政策性因素。

10年改革不仅通过加快生产和投入的增长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增长，而且还从两个方面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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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推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 一是打破了产品经济的管理体制，扩大了第三产业的业务范围。
这方面最斌要的是生产建设资金的 “拨改贷” 和商品购销的 “ 调改采＂ （自采自销）。这些
措施，在生产和收入增长不变的条件下，大大增加了对第三产业的需求，扩大了第三产业的
服务范围，为第三产业的高速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同时， 这些措施还伴随着管理和经营
手段的改革，扩大了三产企业的自主权，调动了经营积极性， 成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强大
动力。 二是打破了片面追求单一全民所有制的倾向，积极发展多种经济成份，鼓励社会力榄
兴办第三产业，弥补了投资资金的不足。以零售商业、饮食业和服务业为例，1980一1988年
非全民所有制机构占全市新增机构总数的98%，从业人员占新增从业人员的78%。 在全市社
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净增值中，非全民所有制商业提供的份额占53%，超过了全民 所 有 制 商
业。因此，可以说，没有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多种经济成份的发展，就不可能有10年来第三
产业的高速增长。

4. 安排城乡新增和转移劳动力工作的就业性因素。
1978年以后， 随着大屈知青和支内人员返沪， 以及农村劳动力转移，全市就业和再就业

人员大量增加。1978一1988年全市新增和转移劳动力总数达222万人， 给社会发展带来沉重
压力。 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员难以完全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来吸纳。因此，发展第三产业就成
为安排劳动力就业的一条有效的途径。10年中第三产业就业人数从149.58万入增加到216.42
万人，增加了66.84万人， 占全部新增和转移劳动力的30%。这部分劳动力流入到第三产业，
成为推动第三产业发展的直接动因。

5.价格性因素。
由千第三产业长期实行低价或免费服务政策，价格订得过低，因此，1978年以来，随着

价格体制向逐步改革， 第三产业总体价格水平的上涨幅度高于一 、二产业，相对价格具有上
升趋势。根据资料，1988年与1978年相比，第三产业实际增加值增长了2.71倍。 据此计算， 在
第三产业10年增长率中，价格因素占36.6%；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10年中上升10.4
个百分点， 其中价格因素占6.2个百分点。

三、 问题与矛盾

1. 笫三产业发展开始趋缓， 比重出现回落。

1988年在全市工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的同时， 第三产业发展出现滞缓势头，增长率由上
年的14％下降至12,7%。 由此，第三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出现9 年来首次回落，1988
年比上年下降了0.2个百分点，1989年头 9 个月进一步下降至28%， 全年比重进一步下落亦
已形成定局。

上述势头出现，主要原因有三个：第一， 从根本上看． 经过 9 年的快速增长， 第三产业
的总体发展水平已经开始接近正常， 与生产发展的关系逐渐趋向协调， 增长速度趋于稳定。
另 一方面， 过去9 年推动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一些重要因素，如偿还历史欠帐和安排就业等
已经大为削弱，特别是前儿年改革在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方面的政策效应在现有的体制框架内
已充分发挥，难以释放出更大的能量。因而， 第三产业失去了进一步高速发展的基础和政策
支持。第二， 受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1988年以来全国经济贯彻治理整顿的 方针， 收紧银
根， 抑制物价， 压缩投资规模，控制生产和消费的过热增长，使本市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一
定的影响。去年上半年全市地方预算内工业企业总产值比上年同期下降1.6%， 社会商品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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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总额扣除物价因素仅比上年同期增长2.4%，第�产业的增长速度也相应由上年的6.3％下
降为4.6%。第三，政 策性亏损增加，财政补贴扩大。由千价格上高进低出，或高进平出，
第三产业行业的经营亏损增大。1988年仅粮油公司、商业二局和公交公司系统财政补贴额即
达14. 9亿元， 影响第三产业比重1.6个百分点。去年预计粮、油、肉、禽、蛋等农副产品的
亏损补贴额将比上年再增加9.1亿元，从而使第三产业比重更进一步下降。

2.个别行业发展的落后状况仍很严重。

这主要是 运输邮电业和房地产业。1978年以来，虽然对运输邮电业进行了较大的改造，

但是，由`千投资资金严重不足，运输邮电业的改善幅度远远赶不上需求增长速度，供需矛盾
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如上海港吞吐橇超负荷率已由1984年的26％上升到66%；铁路沪杭线和航

空沪穗线经常超负荷40%，有时高达70%；市区道路网内机动车数量超正常容量127%，每

公里道路负担汽车高达270辆，车辆平均时速已由60年代的30公里／小时下降至10公里／小时，

个别地段甚至降至 3-4公里／小时等等，全市经济发展受到很大抑制。据估计，全市每年仅

因车速减缓而造成的经济损失即达 4 亿元以上。全市居民住宅长期被作为福利事业看待，租
金过低 ，亏损严重，缺乏自我积累能力，难以形成产业。1988年全市房地产业收入仅占国 民
生产总值的0.1%， 居民住房紧张的矛盾至今仍很突出， 人均住房面积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
距已由1981年的14.6％扩大到1987年的27.4%。

3.中央与地方矛盾突出。

上海第三产业中中央企业占有很大比重。1984年中央企业增加值占全市第三产业增加值

的46.5%，一些效益较高的行业比重更大，如金融保险业占97.2%，对外贸易业 占 108. 7% 
（当年地方对外贸易增加值为负值），交通运输业中盈利能力较 大 的 对 外 “大 交 通” 也
多属中央企业。这些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地方工商企业的转移利润，而所得利润直接上缴中

央，返回地方很少。因此，在全市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中央与地方利益存在较大的矛盾。
从行业结构变动的角度看，若以产值地方利税率（即各行业税收收入＋地方 所 得 利 润／行
业增加值）为指标进行静态分析，则由于金融保险业等中央利税所得比率较大的行业发展较

快，而商业等地方收益较高和上缴地方利税基数较大的行业发展不快，因而，相对于1984年
的产值结构，1988年全市地方利税所得额相对减少了3.8亿元。这一矛盾直接影 响了地方政
府发展上海第三产业的战略选择，o另外，在交通运输和科学研究等行业内部．中央企业和地

方企业在管理上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矛盾，因而难以显示综合运输和综合研究的优势。

O见徐明吉 1 《关千我国与西方国家在第三产业统计上的差异〉〉，载于《上海经济研究〉〉（增刊）
1989年第26期。
~-

·书讯·
《重置成本会计论）〉一书出版

上海财经大学第一位经济学博士汤云为副教授的学术专著＜＜重置成本会计论一一物价变

动的会计对策＞＞ 一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 论出
发，深刻地分析了成本概念，提炼出具有突破性的 “成本实物补偿” 理论。同时，该书比较
系统地论述了在我国实行重置成本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并以专题形式逐一论述了与重置成本
会计有关的主要问题， 从而构成整个重览成本会计所需考虑的基本内容。该书理 论联系实

际，具有较高的经济理论和会计理论水平。 （陈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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