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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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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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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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