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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千上海交通与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的若干思考

一、 从经济社会协调角度考察上海交通的问题和矛盾

1. 1交通通讯在上海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中有着特殊的地位。 上海地处中国大陆海岸
的东部， 长江的门户， 居南北海运之要冲， 扼东西水运之咽喉， 外接太平洋， 内联广阔的腹

地， 有贯穿南北的京沪、京杭铁路， 天然的长江走廊， 绵长的海岸线，广阔的不冻港、 良好
的航空港。 溯长江而上可通皖、 鄂、i相、 川连接内地各省；迎铁路而上通苏、 鲁、 京、 津联

接东北， 下联浙、赣、 闽、广，公路、 水路四通八达，遍及整个长江三角洲。 构成水、 陆、 空

全方位的交通大动脉体系， 通联全国各地和海内外， 使上海成为我国对内对外经济、科技、

文化联系两个扇面的重要枢纽。

1. 2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视角透视， 上海位于太平洋西海岸的中心地带，距世界各大
经济、 贸易、 金融中心和交通枢纽的距离较为适中。

1. 3交通通讯是上海实现国际、 国内两个大循环的基本动脉和纽带， 也是改造振兴上

海、 实现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 目前交通通讯设备落后、 交通运力不足已严重影响并制约上

， 海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当然，考察交通对上海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和制约程度，必须考察
全国交通的状态并从这一宏观背景出发， 才能较为清晰地认识这一 问题的严重性、 尖锐性。

而从我国的大背景分析，由千交通运输能力严重不足，已严重影响我国当前工业尘产与经济发

展， 突出的矛盾是工业生产增长速度与可供交通运输能力比例严重失调。

1. 4在这一宏观交通环境背景下， 交通能力不足与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比例失衡， 在短
期内难以解决， 而且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落后的交通设施、 滞后的交通容量与上海日益增

长的原材料、 燃料输入和产品输出的矛盾日趋尖锐。 上海是一个缺乏一次资源的加工工业基

地， 经济、 社会的发展和对外经济联系是靠庞大有效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支撑的。1988年上
海物资货运总蜇达2·78亿吨， 每年输入输出大量的煤炭、 原油、 粮食、 建筑材料和各种原材

料、钢材、机电设备、家用电器、 日用百货、 轻纺产品。 党的十一屈三中全会以来，上海工业产
值由565.9亿元增加到1082.7亿元，平均每年递增7.2%，同期交通运力也有所改善， 由1.96亿

吨上升到2,78亿吨， 平均增长3.7%。 虽然由于上海产业结构有所改善， 每亿元国民生产 总

值货运量有所下降，由1978年的72万吨下降到1988年的42,9万吨，但仍严重不适应上海经济发
展的需要， 铁路、 公路、 港口全面紧张。 目前上海一方面存在原材料紧缺的状况， 另 一方面

即使原材料已有着落， 但由于运输紧张、 车皮紧缺， 也难以调入上海， 严重影响上海的工业

生产。

1. 5上海港口的容量、设施与工业生产和对内对外经济贸易发展不相适应。 上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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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主要支点之一是发展对外经济贸易。 特别在实施沿润发展战略的过程中， 进出口贸易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同时由千国内资源日趋紧张， 逼迫上海走外向型经济的路子， 进出口

贸易必须有一个大的发展。 根据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要求， 上海将利用外
资100亿美元， 有近三分之一的产品出口， 有相当数量的原材料需从国外进口，而进出 货 物

贸易主要靠港口。 目前上海世外贸专用泊位仅25个， 从 1978一1987年外贸吞吐量统计资料分
析＄外贸进出口货物吞吐揽由1978年的1563万吨增至1987年的2790万吨，增长78.5%，年均增
长7.9%。目前上海工业直接出口产值已达140亿元左右，占工业总产值的 13％左右。到2000年，
如果出口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30%，出口产值将达500/'-.J600亿元，比1987年增长 2~3 倍， 外
贸吞吐釐至少须相应增加1~1.5倍左右（即使出口产品结构有所改善，但原材料进口将有较

大幅度增加）， 届时外贸吞吐景将在5000,-.J7000万吨左右， 目前的外贸泊位、码头设施、仓

库堆场都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1. 6上海港的通过能力与吞吐量需求的比例已经严重失调， 交通部核定上海港综合通
过能力为8000万吨，1984年吞吐量已突破亿吨大关，1988年达1. 33亿吨，超过核定能力66. 3%,

长期超负荷运转， 已使设施老化， 处千长期压货、压港的堵塞状态。 为了改变这种 危机状

态， 80年代初为改善上海港， 投入大豐资金， 兴建了军工路、张华洪等四个集装箱码头和朱

家门二个煤炭专用码头，完成了老白渡、 张华洪等四个现代化专用码头的改造，扩大了上海

港煤炭通过能力和集装箱能力。 目前压港现象已有所绥和， 但压船、压货现象仍屡有发生。
目前上海港常年积压货物60....,70万吨， 除港口本身库场不足外， 与陆路疏解能力薄弱、综合

协调能力差有关。 联合运输是港口综合疏解能力的重要形式， 但上海目前完成的联 合 运 输
量是微乎其微， 各种运输能力缺乏综合协调， 仍处于各自为政的分割状态， 是导致港口疏解
能力不足的重要原因。

1. 7 从发展的视角观察：按现有的产业结构， 上海工业产值增长 1%， 需要交通运力
相应增长0.5％来支撑。 到2000年，上海工业以平均每年递增 6 ％的速度增长，要求交通 运 力
以平均每年递增 3 ％来支撑。 到2000年，上海工业产值将达1900亿元左右，届时物资运量将达
4 亿吨左右， 运力必须增长50％以上， 才能勉强支持上海工业发展的需要。 据有关部门初步

测算，到2000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将达1250亿元左右， 工业总产值将达1900亿元左右， 口岸

外贸出口总值将达80亿美元左右；主要生产资料需求量、生产量和物资进出量将有较大幅度增
长，同时随着宝钢二期工程、吴泾三十万吨乙烯、30万辆桑塔纳轿车和市政建设五大工程建设，
需要大量的建设物资和生产物资， 必须有强大的交通运输体系支持。 如不考虑或不重视交通
设施的配套， 就有可能使上海成为输不进、吐不出的死城或局部死城，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而
是确确实实的客观现实。

1. 8 从城市功能角度剖析：交通、道路严重不足已成为制约上海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的主要问题之一。 上海是我国生产力和人口最集聚的地区， 城市交通沟通社会经济活动各个
环节、维系千家万户日常生活，是上海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 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基
础结构。 上海城市交通的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城市人口、产业超高度密集， 货、 客流强度大。 上海城市人口已超过700万人，城
市中心区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 4 万入以上， 主要交通干道南京路、淮海路、西载路、外滩
两侧人口密度均在8万人以上， 并有相当部分地区在10万人以上， 远远高于国内外大城市的
人口密集度。 并且人口密集带主要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几十平方公里范围内，城市空间十分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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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同时工商业高度集中， 有4000多家企业、 1 万多个生产点、 36000多个商业网点集中在

市区， 加之就业率高达65％左右， 早晚高峰客流强度和日均货运措大大高千国内外大城市的
水平。

(2)非机动车比例大。 在上海城市交通客运结构中非机动车比例大， 全市自 行 车达

400多万辆， 市区约200万辆， 约有五分之二的职工骑自行车上下班。
(3)客、 货运汽车自备程度高， 社会效益低。 在全市民用汽车构成中， 单位、 企业自

备汽车古全市民用汽车 拥有量的89% ；在客车中，企业、 单位客车自备率达99%， 空车往返现
象严重， 社会效益很低，在占用同样道路空间和时间的效益，大大低千公共交通和专业 运输。

(4) 城市干道道路网密度低， 混行交通严重。 按人口平均道路面积仅2.2 平方 米， 剔

除人行道为1.9平方米， 且有相当比例的马路被占用，道路面积仅1343万平方米． 道路面积率
不到 4 %， 远远低于国外大城市的水平。 而且路网稀少、 路面狭窄、 卡口道多、 等级道路平

均宽度 9~13米。 加之车辆混行， 相互千扰，致使路阻增多， 车速降低， 通过能力减弱， 在

巨大的车流、 人流面前极易造成交通堵塞。
(5)城市布局混杂，工业、 住宅、 仓库犬牙交错，客货运交通密集于主要交通于道。 目

前生产性物流约占城市道路交通擞30％左右。 由于上述系统环境的特征， 使上海城市交通紧

张成为上海带有爆炸性的突出矛盾。
从道路与交通运能和需求考察， 目前上海共有道路1400多条， 城市道路长度1300 公里。

道路面积1343万平方米。 可通行汽车的道路不到700条， 其中400多条已通汽车， 100多条马
路被集市贸易和菜场占据无法通车。 在城市中心区 宽度大千9米尚能发挥交通作用的道路不

到300公里， 约占道路总长度的30％左右。 目前全市机动车辆已达到17万辆， 市区自行车 200

万辆， 按10辆自行车折合 1 辆汽车， 则全市已有汽车37万辆，平均每公里道路要负担270辆汽

车， 而这些车辆大部分压在约300 公里、 400多条通行汽车的马路上， 这就是道路的现状。
1. 9 1978年以来上海物资货运量由1. 96亿吨增加到2.78亿吨， 增长41. 8% ， 而道路面

积却增长无几。 交通道路设施与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关系严重失调。 上海最宽敞的交通干道中
山环路部分路段已成为交通瓶颈口， 中山北路段高峰小时流量为1700,...,2400辆， 最高达2700

辆。在 主要干道行车，每小时行车速度平均降低10公里左右。中山北路车速仅10~15 公里，最严

重时仅每小时 8 公里，一碰红灯首尾相接， 长达 1~2 公里。市区平均车速在10 公里左右，外

滩及中山路某些路段繁忙时高峰小时车速仅 3~4 公里， 车速大幅度下降给经济发展带来严
重损失。有人测算 4~ 5 万辆货运汽车，由于车速从1964年30公里下降至20公里左右， 每年损
失 4 亿元，1980年以来已损失30亿元之巨。由于市中心区交通拥挤，许多路段限制通行货运车，

迂回运输现象严重，更主要的是市区六条南北交通干道只有一条贯通南北，五条东西干道矛盾

更为突出，致使北站、旱桥、外白渡桥形成三大东西向交通瓶颈， 因此车流不得不迂回运输。

1. 10城市 公共交通的状态更为严峻。 城市公共交通的职能是完成空间位置移动，劳动
力的空间移动既是生产过程的前后向延续， 又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 这一过程的通道畅通
与否，直接影响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的社会生活。每天有几百万职工乘坐交通车奔波于居住地

与工厂、 商店、 机关、 学校之间， 1987年公交车辆客运总量达55.4亿人次， 比 1978 年增 长

1.2倍， 日最高客运屉1750万人次， 高峰小时车厢拥挤程度平均每平方米站立12人， 满载率

高达110-130%。 交通堵塞现象屡见不鲜， 市区 交通堵塞的路口、 路段达42个之多。 交通事

故虽经宣传教育，严格交通管理， 但每天仍发生事故20余起，严重影响社会秩序。 据职工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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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调查， 职工平均用千上下班时间1. 2小时， 相当部分职工在2小时以上。 由于车厢拥挤．

空气棍浊，严重影响职工情绪和身心健康。 据国内有人调查，每天远距离挤车上班的职工， 会
降低劳动生产率8~10%。

二、 对问题和矛盾的原因剖析

2. 1造成上海交通全面紧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对交通在上海
经济、 社会协调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认识不足。 长期以来， 我们比较重视工农业生产而忽视

交通建设， 对交通在国民经济和补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认识不足。 交通具有双重属性， 它既
是物质生产部门， 又是社会公共服务业。 是国民经济和补会发展的基础结构， 是现代化大城
市赖以生存的基础。 从社会、 纾济、科技协调发展的角度出发， 交通设施、 交通规模是社会

经济发展的基本比例关系之一 。 社会在多大规模上、 用多少资源、 用何种运输工具去实现人
与物的空间位移， 曾长期被忽视， 而今天矛盾已尖锐到使我们无法回避这一社会经济发展的

基本比例关系之一。
2. 2交通投资不足是造成目前困难的主要原因。 长期以来， 急功近利的思想认为办工

业、 商业投资少、 见效快、 效益高， 办交通投资大、 周期长、 见效慢、 效益低。 这种重工

商、轻交通的思想，突出表现在交通投资占社会总投入的比例严重失衡，投资一直偏低而且逐

步下降。 详见下表：

交通（邮电）投资占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

单位： 亿元

1950 一 1950 —“一五” “ 一 五” 19 63一＂＝ 五” “四五” “五五 ” “六五” 198 6一
1987年1952年时期 时

一

期 19 65年时
一

期 时期 时期 时期 1988年

基本建设
618.57 2.08

投资额

交通邮电

投资额 57,74 0,18

1 3. 7 1 

2. 59

41. 38 13.45

4. 56 0.95

23.55 55.30 83.20 221. 91 280.05 

4.11 8.99 9.4 6 13.41 21. 49 

比重(%) 9,3 8.8 18.9 11.0 7.1 17.4 1 6.3 11.4 6.0 . 7.7 

“六五” 以来，当交通已成为国民经济发展最薄弱的环节并作为战略重点加速发展时，投
资比重反而下降到历史最低点7.7 % ( “六五” 为 6 %）。 其后果是该超前的没超前， 该先

行的无法先行， 再度成为经济、 社会发展的瓶颈。
2. 3粗放的资源型产业结构对交通的挤压。 近年来上海产业结构有所改善，正逐步趋向

合理化， 但仍未摆脱粗放的资源型产业结构， 高能耗、 高物耗产业仍占相当比重。 粗放型的
经济发展道路要投入大量的物质资源，1949,....,1985年全市国民生产总值每增长 一个百分点，
能源就需增加0.98%， 钢材则需增加1.7%。 从上海 主要物资消费量分析，1978�1987年煤
炭消费矗由1291万吨增加到2096万吨， 增长 62.4%；钢材消费量由204.7万 吨增加到361.9万
吨， 增长76.8%；水泥消费量由144万吨增至384.8万吨， 增长1.7倍；生铁消费扯由421.2万
吨增至781万吨， 而同期工业总产值增长88.9%。此外，上海每年要调运出几千万吨的工业品，
1987年外贸收购工业品总 值102.4亿元，销往全国各地的工业品219.6亿元。 在交通条件尚未

根本改观的条件下，这种资源型产业结构势必给交通带来巨大的压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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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经济活动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激增，造成城市公共交通紧张。 城市公共交通问题从
本质上讲是职工的居住地与就业地、购物地、娱乐地的关系问题， 即经济活动人口与城市道路
面积的比例关系问题。上海市区经济活动人口由1952年的178万人上升到目前450万入左右，增
加约1.5倍， 导致在城市逍路面积增加很少的情况下，单位道路面积承受的经济活动人口效益
增加一倍以上。 特别是随着对内对外开放， 上海外来流动人口剧增，1987年已达183万 人．
其中大部分是经济活动人口。如此庞大的经济活动人口群，无疑加剧了公共交通紧张拥挤的矛
盾。

2. 5城市布局不尽合理， 加剧了城市客货运紧张状态。 上海的城市布局，基本上是以旧
上海商业集中地带为中心， 并以摊大饼式逐步向外扩展的 单项封闭式的布局，工厂、仓库、
住宅混杂， 造成城市中心区的物流、 人流过千集中，城市交通日益恶化。

2.6从上海工业布局分析： 在 “见缝插针” 搞建设的影响下，工业上的不合理布局，
长期得不到应有的调整和改善， 形成许多不合理、 不经济的交通源和交通流， 成千上万辆货
运车辆穿过市区往返于工厂、仓库、车站、码头之间， 给城市交通带来极大压力。 如宝钢一
部分18米钢锭供应上钢二厂， 上钢二厂不得不新建厂房，载重车辆经过的路段和蕴藻洪桥须
重新改造或新建。 总之， 这种不合理的工业布局， 造成了大量的重复运输、 相向运输、 交错
运输、 多次转运、 绕道转运和空车返回等不合理现象， 加大了货运量，增加了运输成本，加
剧了交通紧张状况。

2. 7从商业布局分析：上海商业主要集中在南京路、淮海路、四川北路、 豫园一带， 其商
品零售额占市区零售赞四分之一以上；商业高峰地区集中在主要交通千道两侧，造成人流、 车
流璧大而集中。 南京东路1. 5平方公里范围内， 每天进出人流100万以上， 对交通造成极大压
力。

2.8从人口布局分析：据统计资料， 人口密集带与交通拥挤带基本吻合。 从上海市公共
交通集散点状态分析，有两个鲜明特点： （1）交通集散点成清晰的带状． 分布在人口密集
带两侧。 带状集散点走向与人口高值区均呈南北走向，完全吻合。(2)集散点大量集中在
工厂企业群交汇地区和人口密集地区。

2. 9由千宏观失控与体制分割，使综合交通功能难以发挥。近年来由于对城市机动车辆
缺乏控制， 使机动车数量翻番，1978年机动车6.9万辆，1988年增至20.4万辆， 增加1. 9倍，
增加掀约99％是单位自备车辆和私人车辆，而专业运输部门新增车辆仅占新 增机动 车的

1%，使原已失调的机动车与道路比例关系更为恶化。 同时企业运输能力有余，装卸货物空
车返回率较高，既加剧了道路的紧张状态又浪费了运能。 此外，由于体制的原因，中央、 地
方、企业各管一方， 使公路、铁路、港口、市内交通的联运能力难以充分发挥，形成道路紧
张与运能浪费同时并存的局面， 大交通的综合功能优势难以发挥。

三、协调发展的基本思路和对策

3. 1缓解交通才盾有体制、资金、 规划等方面的问题， 有诸如扩建港口、修建铁 路复
线、 疏通内河航线、新建地铁和高架桥、 完善交通管理等许多方面的对策措施。 我们仅从经
济 、社会、科技协调发展的角度提供一 些不成熟的看法。

3. 2加强公观协调机制， 尽诀制订综合文通发展战略， 理顺关系， 建立宝甘父通运输
网络体系。 鉴于交通在经济、社会、科技协调发展战略大系统中的直要地位， 一是要制订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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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社会、科技发展战略和系统运行机制相匹配的交通发展战略和综合发展规划，科

学地合理地优化配置相应的交通运输结构， 正确地选择发展战略和战略重点。 二是要理顺各

种关系， 加强宏观协调机制， 改变目前相互分割、 各自为政的状况， 平衡各种运输方式的比

例， 调整交通运输结构， 形成能充分发挥上海港口、铁路、海运、水运、公路、空运综合功

能和潜力的综合交通运输体制。 三是要加强组织协调， 有效地衔接大交通与城市 交 通 的 运

行． 从总体上对物流、人流的输入输出， 交通网线布局与产业布局、人口布局，大交通与城

市交通疏运能力、运输盂求与运输能力， 道路设施与运量， 客运与货运， 水、陆、空进行全

面规划， 以缓解目前上海的 “ 交通综合症” 。
3. 3改造产业结构和改善交通设施双管齐下。 交通运输必须适应产业的发展， 同时，一

定的产业结构与一定的交通运量相联系， 它们之间有一个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
统计分析表明，产业结构与交通运量有着内在的质的联系和一定的比例关系，一定的产业结构

决定了一定槛的货物运输， 粗放的资源型产业结构需要大量的物资投入和产品物 体 重 量 输

出， 高度化、集约化的产业结构则相应地减少物资的投入和产品物体重量的输出。 工业化国
家工业与交通发展的规律性趋势表明，产业结构对交通运输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上海近10年单
位产值运量下降也证明了这一规律。因此，上海要不失时机地加快改造产业结构，这不仅是上
海经济发展的根本出路， 而且是缓解交通矛盾的重要决策。

3. 4合理城市布局， 使职工居住地、就业地有机结合起来， 缓和市内公共交通拥挤的

矛盾。 我们已经分析了职工居住地与就业地对城市公共交通的影响， 有计划地合 理 城 市 布

局，使职工的居住地、就业地有机地结合起来， 是缓和城市公共交通的有效措施。 目前城市
中心区人口超高度密集、居民住房困难、城市公共交通拥挤等， 以及由此产生的城市 “膨胀
病” ，已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主要间题和经济起飞的沉重负担。 由于城市布局不尽合

理而导致的交通问题， 单纯的依靠交通建设，就事论事地就交通问题解决交通问题，是无法解

决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必须从布局上采取措施。上面我们论证了造成城市公共交通紧张的最基

本因素，是经济活动人口与市区道路面积比例严重失调。解决这一矛盾的对策之一 ， 是扩大市

区道路面积， 但条件是需要大量的投资；对策之二是在就业者上找出路。 我们把城市公共交
通紧张的矛盾简化成一个公式来说明我们的观点：

就业者（或经 出行距离（主要是上下卑距离、
公共交通 济活动人口） 购物距离， 因为它是每天发生的）
紧张程度 城市道路面积

就业者的数量是不可能逆转的事实． 但就业者出行距离特别是上下班距离是可能通过一

定的政策和措施去缩短的。 这为解决交通问题提出了一个可供思考的线索。
近年来为解决职工住房困难， 上海在市郊结合部新建了20多个住宅小区， 约2000多万平

方米。 由千孤立地解决住房问题，使职工的居住地与工作地的距离进一步扩大，造成了职工
上下班横穿东西南北的大游行， 进一步加剧了市中心区的交通压力。 其实上海有一部分工业
企业分布在市区周围的边缘地带， 而目前大规模兴建的住宅小区也主要建设在城市边 缘地

区， 完全可以结合起来，使居住地靠近工作地。 正确的决策不应谁搞到地皮谁建房， 而应该
有计划地分配地皮。 把一些建房基地分配给附近的企业， 由这些企业自筹资金， 建成后主要

分配给这些企业的职工。 这样做至少可以使一部分企业的职工远距离上下班问题得以解决，

从而减轻市中心区20平方公里内的交通压力， 也有利于区域内公共设施建设， 如托儿所、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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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俱乐部等，使企业围墙内的Ij、社会变成企业集资办大社会。 这样，既可以解决地区办社

会投资不足的矛盾，又可以解决企业办社会的间题。 这一决策并不要国家花大量的投资， 只
要切实加强计划的科学性和搞好协调工作， 将对缓和公共交通紧张的矛盾起相当的作用。

3. 5将市区划分成若干个规划区域， 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综合开发形成若干个社
会生活区域中心。以中山环路内80平方公里为中心区域，沿着主要交通千线向六个方位定向发

展，形成六个社会生活区域中心。向东北形成五角场、江湾、吴凇发展区域、 向北形成彭浦、张

庙发展区域、 向西形成真如发展区域、 向西南形成虹桥、 清河泾、 莘庄发展区域、向南形成

龙华、长桥发展区域、向东形成浦东发展区域。 在发展区域内设置多级商业、 交通、 生活、 娱

乐中心， 就近为生产和居民生活服务，减轻市中心区域负担。 在区域内，尽可能使职工的居住
地和就业地、 购物地、 娱乐地有机地绪合起来， 减轻市中心区域交通干道的压力，缓解城市

公共交通紧张的矛盾。

3. 6加快邮电通讯和信息市场的建设，用信息流替代人流、 物流，缓和交通紧张的矛盾。
目前由于邮电通讯事业落后，信息闭塞， 人流、物流的流向有相当的盲目性。全国采购人员

满天飞， 不少物资大游行的状况屡见不鲜，加大了交通的压力，而加快邮电通讯建设， 建立灵

敏的信息市场， 可以对经济建设和生产发展提供有效信息， 加速信息传递， 使人流、物流实
现预期的场所、 空间变更，把生产、 分配、 交换、 消费有机地联系起来， 缩短时间和空间距

离，把盲目的人流、物流减少到最低限度，从而减轻交通压力，缓解交通紧张的矛盾。

（上接第64页）

扎实实地提高本厂的产品质泣，保证市场上 “雪马” 牌羊毛衫的信誉，达到本厂 “表里如一” 的质盟宗旨。

企业的基础管理是企业生产的基点。 抓好管理，提高企业素质是提高企业商誉和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
该厂为了抓好生产技术和计划管理，他们以上等级为目标，从抓基础管理着手，益点抓好班组长的队伍建设，
完善了一整套考核制度， 从严治厂， 从严考核。一方面， 从目标化管理和标准化管理着手， 全厂开展方针
目标管理， 层层分解、 层层落实、 月月考核；另一方面， 从狠抓劳动纪律沿手，整顿劳动纪律， 抓紧职工
队伍建设， 根治松垮、 懒散现象。

生产经营型企业的特点之一在千以销促产，提高促销能力是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前几年，
市场上羊毛衫销售情况良好， 该厂的预收货款曾高达100 多万元。 1989 年以来市场上羊毛衫销售疲软， 资
金回笼缓慢。 针对市场形势的变化， 该厂一手继续抓好产品品种的开发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另一手集中一
定精力抓好经营促销。 特别是在当前销售疲软和资金紧张的情况下， 采取新的办法和新的措施， 进—步
加强经营工作。

产品要进入市场并在市场竞争中取胜， 企业要在社会中赢得一定的商誉， 还离不开广告的宣传。 上海
羊毛衫五厂十分童视广告宣传，并在广告工作中取得了—定的成效。 目前该厂广告形式有：电视广告、 电台

广告、 报刊广告、 路牌广告、 橱窗广告和灯箱广告等， 而以路牌和灯箱广告为主。 这些广告对宣传该厂产
品， 增加该厂产品的知名度起了很好的作用。 另外， 该厂在广告业务上还善于创新。 如1988年 8 月， 该厂
与南京路春江百货商店联合举行新产品发布会， 在橱窃里由真人模特儿表演 “雪马 ” 牌羊毛衫最新款式。
这一广告由于在上海属千首创， 当时达到了轰动的效应。 上海电视台、 《解放日报》和《新民晚报〉〉等都

作了宣传报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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