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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经济增长趋势与预测分析》课题组

上海经济：长期增长的趋势与 1998 年预测
＊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所寻求的最为重要的政策目标。经过

80年代中期后的中低速增长徘徊｀上海终千在1992年及以后进入待续高速增长阶段。其国内

生产总值连续5年实现13 —14.9％的增长速度。根据我们的预测，今年上海GDP的增长速度

仍将达到1 2. 6％左右。现在的问题是，1998年上海将保持怎样的增长态势？同时，上海应确立

怎样的增长目标才符合上海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从上海经济增长的周期形态上看｀若我们将

1990年3.5％的GDP增速作为本次增长周期的起点，将1993 年14-9％的GDP增速作为本

次增长周期的波峰，则循1996年开始出现的增速下降惯性(GDP增速]995年为14- l %, 1996 

年为13%,1997年预计为12-6 %), 1998年似乎还存在增长速度继续下降的可能性，为了能科

学、准确地认识和把握1998年上海经济增长的态势，上海财经大学与上海统计局联合组成了

“上海经济增长趋势与预测分析
”

课题组，拟通过建立数量分析模型的方式，对上海经济增长的

轨迹进行模拟，同时结合经济变扯变化的实证分析，来预测1998年上海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形

势、供政府经济管理部门作为决策参考。

科学的增长预测．应建立在长期增长趋势的规律性分析基础上｀以未来与当前和过去存在

一定的联系性为依据，同时考虑外生环境参数变化的影响。为此，我们以1978年以来的经济统

计数据作为数世分析的样本｀采用国际通行的数量分析模型对以往的增长过程进行模拟，在拟

合程度相当高的基础上，对1998年的经济增长与相关参数进行了预测 f 得出了有关1998年上

海国民经济增长的预测指标体系。 同时｀在我们的研究中.还对以 往上海经济长期增长的过程

中，决定和影响上海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了蜇化分析．形成了一 批能作用于经济增长的

决策型参数，以此来帮助说明实现预测增长的条件。

一、长期增长的趋势与影响增长的主要因素分析

1978年以来的18年中，上海的CDP以9.3％的平均增长速度递增，略低千全国同期

9.8％的增长速度。其间，大致经历了三大增长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1 年，上海GDP

的增长速席略高千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第二阶段是1982年到1叩1年．上海GDP的增长

速度在10年中每年都低千全国的平均增 长速度．在 此期间、全国的年平均递增速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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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28% ，而上海只有 7. 36 I'o：第三阶段为 1992 年口后～上海 GDP 的增长速度大大高千全国的
平均增长速度。具体参见表 一 ：

表一 1978 年以来，上；．每 GDP 增长速度与全国同期增长速度对照比较

年 份 1978 1979 1980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1986 I 1987 

上海 GDP 增速％ 15. 8 7. 4 8.4 5. 6 7. � 7. 8 I I. 6 13. 4 4. 4 -I. -") 

全国 GDP 增速％ 11. 7 7. 6 7. 8 4. 4 8.8 l 0. -t 15. 2 13.5 8.8 1 1. 6 

上海速度与 I 4. 1 — u. 2 0. 6 1. 2 - 1. 6 -2. 6 —3. 6 — 0. I — 4.4 -4. 1 
全国速度差距

I 

年 份 I i l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l994 1995 1996 
I 

14. s I 14. 9 上海 GDP 增速％ 10. 1 3.0 3. 5 7. 1 14. 3 14. 1 13.0 

全国 GDP 增速％ l l. 3 4. 1 3. 8 9. 3 14. 2 1 3. 5 | 1 1. 8 10. 2 9.8 

上海速度与 - 1. 2 -1. 1 — 0. 3 — 2. 2 0. 6 l. 4 I 2. 5 3. 9 3.2 全国速度差距 I 
80 年代经济增长的颓势，使上海在全国中的经济地位逐年下降。 在 1980-1989 年期间，

上海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从 6. 9％降为 3. 8% ；工业增加值比重从 11. 6％降为 7. 2 °-'o:

外贸出口总值比重从 23.3％降为 8.3% ；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从 8.0％降为 4. 2% ；财政收入
比重从占全国 1/6 降为 1/10。 90 年代的高速增长，使上海 GDP 占全国的比重在 1996 年恢复
到 4.3％左右。

90 年代以前的经济增长阶段中，上海同全国一祥，大致经历了2. 5个增长周期循环，即从
1978 年的高速增长波峰开始下降，到 1981 年达到增速谷底，然后增速上升，分别在 1984 年和
1985 年达到 80 年代第一个周期的波峰，然后在1986 年进入该周期的谷底。在这个周期中，上
海的波峰与谷底的落差为 7. 8-9 个百分点；全国的波峰与谷底落差为 6. 4-10. 8 个百分电。
1986 — ]990 的增长周期中，上海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波峰与谷底落差为 5. 7 — 7. 1 个百分点：
全国同期经济增长周期波动的波峰与谷底落差为 2. 5-8. 8 个百分点。参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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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每经济增长周期轨述

�'V三一全国经济增长周期轨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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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同期波动的数据和形态上看．90 年代前上海增长波动的时间长度和复苏、繁荣、衰退过
程，与全国基本是一致的、这说明．在这·阶段中，在推动增长的因素和影响增速下降的因素方
面，上海与全国基本承受着相同或相似的作用力，上海与全国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是达到周期波峰在时间上滞后，上海通常比全国迟 臼年；二是波峰时增速比全国要低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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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8个百分点：三是增速从波峰降到谷底的 速率比全国快得多，全国平均用两年，而上海通常

只用一年，以上差异显示． 90年代前」上海经济体系对外部增长信号出现的敏感性与内部推动

增长的能力，不如全国平均水平充足；而对外部宏观环境出现的调整增速信号的敏感性，及诱

使增速下降的内部制约力，却比全国平均水平充足。由此可见，90年代前，上海经济体系推动

增长的各类结构，在全国中并未享有比较竞争优势的地位。若与远快千全国平均增长水平的中

国沿海地区相比，其竞争弱势的差距就更加显著。

90年代后的经济增长波动，上海与全国相比出现了如下两个方面的显著变化：第一、增长

速度开始快千全国平均水平，1991-1996年上海增速年均递增14.53%，全国同 期则只有

12. 73% ;1992-1996年期间，增速差距还有拉大的趋势。 第二，面对相同的宏观经济信号，全

国经济在 1992年 达到14.2％的增长波峰后开始下滑，到1995年时增速下降了4个百分点；

而上海经济却在1992-1995年中，连续 4年增长 速度保持在14.1-14.9％之间，筑起了一个

高位增长的平台，直到1996年才开始进入下降通道，而此时，全国增速的边际下降率却巳只有

o. 4 个百分点，显示出开始探寻增速周期谷底的趋向。这样的增长轨迹，与 90年代前上海经济

周期变化与全国基本保持一致的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同时也显示出，1990年后的上海经济

体系、对外部出现增长信号的敏感性与内部推动增长的能力，已开始达到甚至超过全国平均水

平（实际上，当全国在1990年达到上一个周期增速谷底时，上海在1990年的增速巳比1989年

高 o. 5 个 百分点）；而面对宏观经济出现的调整信号，上海经济体系内部的持续增长能力或抗

下降能力已大大提高。由此可见，90年代后，上海经济推动增长的因素已不同千全国总体推动

增长的因素，而由这些新增长因素组成的增长结构，在全国中开始享有了比较竞争优势的地

位 。

比较80年代与 90年代后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也许有助千说明上海推动增长与待

续增长能力大幅度提高的原因。在 80年代，上海同全国一样，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推动作用

的是第二产业。 根据我们对1980-1989年上海国民经济三大产业对GDP增长的边际贡献弹

性进行多元回归统计分析．得出：在这10年中心DP每增长 1%，第一产业的贡献是 o. 044%, 

第二产业的贡献是 0.7367%，第三产业的贡献是 o.2215%。 其中，工业增速与GDP增速的相

关性高达0.994而第三产业增速与GDP增速的相关性仅为0.7733，工业对 80年代上海经济

增长的决定性作用相当显著。 我们因此而可以说｀80年代上海经济增长低千全国平均水平2

个百分点的决定性影响因素， 是工业诱发上海 GDP高速增长的能力相对不足，其周期循环亦

由工业增长波动引致，

在整个80年代、上海工业相对千其他产业 j 并不缺乏要素投入。 虽然上海经济因GDP净

流出的原因而仅使用了同期GDP的 76%，但有限的投资依然主要投在工业中。 在
“

六五
”

和

“七五
”

期间．上海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 71. 8％和62. 5％都投在第二产业，投在第厂产业的

分别仅占26. 5％和36. 2[t,）；同时，第二产业所拥有的劳动力比重，从1980年的 48％上升到

1989年的 60%．第 三产业所拥有的劳动力比重、从1980 年的22. 1％上升到1989年的

28. 4%，也就是说，从第一产业转移出的劳动力中，2/3进入了第二产业、 这样．导致上海工业

难以带动上海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只能归咎于工业自身的竞争力。

造成工业竞争力下降的原因｀除我们通常所说的改革滞后影响竞争效率和工业结构调整

缓慢外，还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第一，工业技术进步缓慢。 根据我们对1978-1992年的样

本测符，在第二产业的增长中，资本的贡献达75.7%，劳动的贡献达18.7 °勹，枝术进步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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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5. 6 1: l 。这个技术进步指材队千1952 1 CJ6U年期间的9.7％和1963 -1978年期回的
11-2%。第二第三产业支持不足80年代中后期，计划分配体制逐渐解体，上海上业因缺乏贸
易金题信息和服务部门的有效配合其发展的外部环境严重恶化主要表现 在企业原料、资
金筹集难度增大`产品销售发生困难在“ 七五 ”期间，上海的库存占GDP的比重达到15.8,`
比“六五 ”上升了4.6个百分点。尽管此时工业投资占 GDP的比重达29. 4为，比“ 六五 ”上升了
近10个百分点但其所支撑的GDP增速，从“ 六五 ”的9. 1％下跌至5.7%。

第三产业．特别是为工业生产提供直接服务的第三产业，因其具有替代计划体制的功能而
具有直接生产的属性。 因而， 在市场经济中，重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之间的产业关联性并形
成合理的比例，就成为降低工业因改革而产生的各类交易成本的关键。否则，工业将会过早进
入总规模收益递减或总成本上升阶段。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上海从90年代开始转变经济增
长方式，提出并实施优先发展第三产业的＂ 三、二、一“产业序列发展方针，力求使上海的第三产
业，不仅服务千上海工业，而且服务千全国工业甚至亚太经济，在城市功能定位上，从计划经济
时期的工业中心，转变为经济、金融和贸易中心。浦东开发、开放，实际成为实施增长转型战略
的手段。同时．在工业中，大力推进结构调整 ，以技术进步快和市场竞争能力强为筛选原则，重
点发展钢铁、石化、通讯、电站、家电、汽车等六大支柱，以重新确立上海工业在全国工业中的地
位。

这一增长方式的提出与实施，由千符合全国市场化改革的需要而产生的市场新机会，很快
被国内外投资者所认同。 其首先收到的意想不到的效果是，大量外部投入迅速进八上海，使上
海很快改变了长期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净流出的局面。在整个80年代，上海GDP净流出占同期

GDP生产额的24%,“六五 ”时期曾高达42%。净流出的最大弊端是削弱了上海的消费与投资
能力。

从1994年开始，上海首次出现了(;[)p净流入，然后连续三年呈增长态势，1996年净流入
达326亿元，整个“ 八五 ”期间．店每GDP净流出仅占同期GDP的2.2%，远低千80年代的

24%。实际上，整个“ 八五 ”期间，上海净财政流出（解缴中央财政 转移支付）强度与80年代
并无大的变化．5年总额仍高达 1733.7亿元.占同期GDP的2 1.8%。间题的关键是80年代外
部资本进入少而无法抵补。“ 八五 ”期间上海财政净流出与实际净流出比重19.6个百分点的差
额，实际是由外部资本进入来抵补的。在这里，外资具有决定性作用。 在“ 八五 ”期间．上海实际
利用外资换符成人民币，大约在 1290亿元左右．相当于同期GDP的16. 2%。外资进入，大约
抵补了财政净流出GDP的75%：同期，国内资本进入，大约抵补了财政净流出GDP的 15%。
参见下表：

表二 GDP净流出与外贷引入关系表
单位：亿元

4 1 : （分 1 厂 —

-－ I 
-－ 7

」_，历、三 I t---+ 
l 981 I 1 985'1991 1 I 992 1993 

外资数额（美兀）
I o. 18 1.15 �.li6 22.38 

L;
、

Ii GDP净流 ]
——

—

-
-—一－ －——

出额（人民1Ti)
:+164.l:, +12�..J, -'167.68 l'iO.l2 

1994 l q 9 5 l 9 96
| 
| 31. 75. :18. 89 I 5�. 98

气 l7/358/i)6

uLa[I
 

326. 62

表二显示：1992年后，上海外资实际利用额与上海GDP净流出基本呈负相关关系，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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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利用规模的扩大，从1994年开始」上海已成为GDP净流入的城市。

GDP的净流入，意味着上海市的市场总需求规模的提高与投资能力的增强。 由千其主要

由外资导入， 通过消费需求的乘数作用和投资的加速数作用，上海总需求中的相当部分，开始

脱离了国家宏观需求管理政策的影响。 上海经济在90年代中，之所以能在国家推行
“

软着陆
”

的宏观需求紧缩中，以不同于全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轨迹运行，并在全国经济增长进入缓慢下

降通道时，仍连续4 年筑起14.1-14.9％之间的高位增长平台，应该说外资进入是一个 重要

的影响因素。 根据我们的测算，上海利用外资规模每增加1%，通过带动配套资金等一 系列经

济运行过程，最终会引致上海GDP增加 o.34%。

由于国内外资本的大量投入，上海投资总额高速增长，从1990年的321.9亿元，迅速提高

到1996年的1952亿元，年均递增达 35%，比同期以现价计算的GDP年均增长速度高10个

百分点。 同时，投资的重点已转向第三产业和工业中能推动技术进步的六大支柱。 整个
“

八

五
”

期间，第三产业获得了投资总额的64%，第二产业仅获得35.3%，使第三产业占上海GDP

的比重，从1990年的31.9 ％上升到1995年的40.2％和1996年的42%,6年中增加了10个

百分点。第三产业对新增GDP的贡献从80年代的38%，上升到
“

八五
”

时期的 4 4%，第二产业

俐依然保持在54 —55％之间。 推动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主要是金融保险业、商饮和物资供销

业及房地产业。在新增第三产业增加值中，金融保险业的贡献5年平均达21.9%，商饮和物资

供销业达28. 4%，房地产业在1994 年前平均仅为7.7%｀而到1995年却猛增至24.7%。 以上

贡献结构，与重点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的方针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当前上海第三产业

依然处千起步阶段，与实现
“

三中心
”

的目标相距甚远。 其内部结构还处于相对不稳定时期，各

行业的贡献年度差异较大，增长热点在行业间转移较快，显示出当前第三产业还深受国家的体

制和政策的影响，及其服务市场尚不稳定。

在第三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工业六大支柱开始逐渐成熟，其占工业总值的比重已接近

50%。 工业结构的调整使工业总产值在
“

八五 ”

期间的增长速度超过
“

七五 ”。90年代上海经济

的增长，开始进入第三产业与工业共同推动的时期。 同时，由千六大工业支柱和技术含批较高

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海全社会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提高，从1991 年的28.69% 

上升到1996年的38.71%。整个
“

八五
”

期间，上海全社会科技经费投入达114亿元，其中R&D

经费达32.6亿元，比
“

七五
“

增长了3.2倍和2.2倍；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达到13.9%。 一个具有科技推动且结构互补的经济体系，以其丰富的弹性使之对宏观经济的

变化，具有了更强的适应性。 由此可见，90年代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秀是导致上海持续增

长并不受全国经济波动影响的关键。

二、1998年经济增长预测与经济形势分析

(-)1997 年经济增长的形势与主要增长指标估计

前文分析已经表明，90年代后，特别是1992 年后， 上海经济保待平稳高位增长，并未出现

明显的周期波动，尽管GDP增幅出现微幅下调，但很难将其视为进入下降通道。其原因在千上

海经济在前5年中，更多地是受投入推动及由此产生的需求拉动的影响乌当前期投入增幅降低

时，其形成的固定资产已逐步开始进入产出过程，而前期高投入产生的消费效应， 仍将在今后

以需求拉动的方式来带动增长。考虑到这类微幅下调， 主要由第三产业内部主要行业发展的不

稳定所引起， 工业一 直处于平稳增长的过程中，所以，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上海巳进入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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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下降通道。

1997 年上半年的上海经济增长状况，可以证明上述论断，今年 1-6 月，上海 GDP 增长达

13. 7%，略高千去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比今年一季度提高近 3.3 个百分点。其中，第三产业带动

相当明显，因股票市场成交额大幅上升，使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上升到 45%，比 1996 年末

提高了近 3 个百分点。 虽然，1997 年上半年由千固定资产投资仅增长 5. 5%，投资拉动增长的

能力大幅下降，但前 5 年的高额投资所开始出现的产出回报，部分抵销了上半年投资下降对增

长产生的负面影响。 考虑到 90 年代连续多年的投资增长及其积累，我们没有理由对短期投资

增长下降及其对增长的影响产生悲观估计。实际上，当期投资对当期 GDP 的影响、主要反应在

当前需求拉动的环节．而其产生的供给能力，则是以后的事。 当前，需求已呈现多祥化之势，各

种需求也会相互替代出现。 对 GDP 瞬间增长来说屈］定资产投资需求拉动与证券投资需求拉

动是等价的。

今年下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随着 一些大项目的启动，将有显著增长。 根据我们的预

测，全年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2150 亿元左右，比 1996 年增加] 5. 9%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半

年将略快千上半年的增长．全年预计将达 1340 亿元，其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际增长率将达

14. 9%；各类证券的成交世，将为上半年的 75%，全年金融保险业增加值预计将达 440 亿元左

右，比去年增加 19.3%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达 3330 亿元，比去年增长 12.6%；零售价格指数

预计将控制在 2.8% ．消费价格指数将上升 5.6%。 从指标上看，1997 年国民经济运行处千平

稳增长的状态。虽然，GDP 增长率比去年略有下降，但其增长率的边际下降率只有 o. 5 个百分

点，比 1996 年的 1.1 个百分点缩减了 o. 6 个百分点，出现了收敛的迹象。导致平稳增长的主要

原因，是第二产业的实际增长速度与 1996 年差不多，仅略下降 o. 3 个百分点左右。但工业增加

值预计增幅仅为 9.6 °-o，比去年增幅下降 o. 8 个百分点。

（二）1998 年主要经济增长指标预测

1998 年全国经济形势将呈现出几方面变化：第一，国家将继续执行以控制通胀为中心的

宏观需求管理政策，投资作为重要的总需求管理的政策手段，将依然成为监控的主要对象。 但

考虑到今年下半年为完成投资计划而加大投资力度，其联带的加速作用会在明年上半年传递

到投资品市场和消费品市场。 然而指望明年投资超过 20 ％的增长速度也不现实，20％很可能

成为投资增长速度的瞥戒线。第二，以产权可交易为特征的企业改革，明年将会全面推开，由此

会对建立和形成各种类型的资产交易市场产生巨大的需求；对各种类型的交易服务中介机构

（如财务、法律、信息），也会产生巨大的需求。同时，现有的证券交易市场，将会以较快的速度扩

容第三，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货币化分房制度的全面推行．其游离出的资金，将会推动和促

使现行金融体系的改革．至少将使金融工具的创新提上议中日程第四，住房制度的改革．将在

明年下半年对房产需求的增长及联带消费需求市场产生影响。综上所述．明年全国国民经济的

总需求增长，会高于过去两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也会高千今年。

上述变化所创造的需求，与上海产业结构所能提供的供给，是比较吻合的．同时再考虑到

上海长期增长中的内生动力，根据预测，1998 年上海 GDP 将达到 3927 亿元，比 1997 年增长

13. 3 ％左右，增幅将略高千 1997 年；总投资规模将达 2413 亿元，比 1997 年增长 12.2 °
。 具体

参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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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1998年上，奇经济增长主要指标预剧结果

1997年 1998年 1997年 1998年

l．总扯及产业增长指标 2.投资与消费

国内生产总值 3330. il亿 3927. 3亿 总投资规模 2150. 0亿 2.113 O亿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12. 6% 13. 3¾ 总投资名义增长率 10.1¾ 12. 2'¼ 

第 一产业增加值 80. 7亿 98.4亿 总消费规模 1464. 9亿 1765.4亿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J. 5% 4. 7% 总消费名义增长率 16. 9% 20. 5% 

第二产业增加伯 1783. 6亿 1979. 1亿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339. l亿 l 572. 1亿

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10. 8% 9. 8% 社会商品零售名义增长韦 15. 3% 17. 3%
其中：工业增加值 1608亿 1799.4亿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上涨率 2. 8¾ 3. 9% 

工业增加值增长率 9. 6% 10. 6%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 5. 6% 6% 
第三产业增加值 1166. 5亿 1858.8亿 GDP平减指数 68 15 70.94 
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 14. 6% 16. 7%
其中：金融保险业培加值 438. 5亿 523.5亿

金融保险业增加增长率 19. 3% 13. 8% 
I

．

一业管产值 5847. 5亿 6778.9亿

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14. 9% 15. 4%

3财政与金融
地方财政收入 337.0亿 402.6亿

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率 16. 8% 19. 4%
其中：税收收入 324. 4亿 395.5亿

税收收入增长率 19. 6% 21. 9% 
其中：轻工业总产值 267t. I亿 3106.2亿 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2255.3亿 2819.0亿

轻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14. 2;/o 15. 9% 
重工业总产值 3173.4亿 3672. 7亿

城乡居民储蓄增长率 20. 7¾ 26. 6¾ 

重工业总产值增长率 15. 1% 15.1% 

（三）关千1998年主要经济增长预测指标的分析

根据我们的预测，在上海长期经济增长过程中，1998年的GDP增幅将呈现近4年中第一

次超过上年增幅的态势。 由于上海并没有象全国那样出现明显的下降波动，因而＄将这种增幅

反弹视为新的危济增长周期的起点，也并不恰当。 在这里，全国改革发展的新局面对上海经济

会有一 定的带动作用。 同时，上海经济体系的内生能量，也在逐渐释放。 其主要将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第一，本地需求的带动。 首先．上海已从1994开始，连续4年出现GDP净流入的局面，据

估计，绝对额已超过 700亿元。 在短期中，其总需求与本地GDP总供给的差额，是由外部供给

来平衡的；而在长期中，其差额会成为本地调整结构增加有效供给的信号。其次，前期累积消费

对当期消费和下期消费的传递的作用，使当期或下期GDP的生产，还会受前期消费需求的影

响和带动。 国际公认的布朗广义相对收入学说证明：当期消费不仅取决千当期收入，而且还取

决于以前的消费习惯。据此，我们根据1978-1995年的资料，通过建立模型，得出：前期消费每

增加1')，因消费习惯递延、会促使当期消费增加o. 55%；同时，收入增加引致的消费、也将在

今后6年中产生影响。根据我们的测符，上海城乡居民收入的长期边际消费倾向为o. 6189,接

近62切，根据模型测算结果估计、这62°n的消费中，得到新增收入的当年消费为20'。｀第二年

为13. 5%．第三年为9.1%，第四年为 6.2”oJ．大约到第六年时累积消费掉56'八．剩余6％将会

在余下年份中继续发挥微弱的消费影响 考虑到上海在1992年后，职工名义边际收八每年均

以两位数递增．再加上消费习惯的递延，则上海GDP继续保持高位增长就不奇怪了， 再次、我

们以前期消费与当期投资对当期GDP增长的影响、建立数世估计模型．得出：前期消费每增长

1 I') ， 引致当期GDP增长 o. 316 I I) ；当期投资每增长1%、引致当期GDP增长 o. 614)。也就是

说，就GDP需求拉动而言，当期投资所产生的影响更大，根据我们的预测，1998年的投资增幅

将比1997年略有增加，这可能将是造成GDP增幅微幅上调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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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地供给推动的影响， 1998 年的供给推动．主要表现在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率的大

幅提高，其增幅据预测将比 1997 年高 2. 1 个百分点。 由千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业已连续两

年高速增长，加上其基数大而将使其增幡有所下降，但商业饮食物资供销业、房地产业、通讯服

务、咨询服务，将会增加对第三产业增长的贡献比重。 在这里，前些年投入第三产业的巨额投

资将以回报的形式对第三产业的增长作贡献。根据我们对 1978 年以来的数据样本的分析，第

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约 o. 63% 。 当然，这只是 一个直接效果的

弹性系数，因第三产业投资所产生的外部正效应，将体现在工农业生产的成本降低率中而难以

直接计批。 在我们的预测中，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率与 1997 年相比，增幅略有下降，但工业增

加值增幅却比 1997 年提高 1 个百分点。 其影响因素是，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增加值连续几年

保待高位增长，其增幅在 1998 年将大幅下降。 据预测，1998 年引致工业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轻

工业，重工业产值增长率与 1997 年持平，而轻工业产值增长率的增幅将比 1997 年高 1.7 个百

分点。

第三，关千物价与就业。1998 年，在 GDP 增长率的增幡出现微幅上升的同时，零售价格指

数上涨率将达 3. 9%，其增幅上升 1. 1 个百分点；消费价格指数将达 6%，其增幅上升 0.4 个百

分点；集市贸易价格指数将达 5.2%，其增幅上升 1 个百分点。上述指数共同显示出 1998 年价

格指数有上升的迹象。由于上海的价格指数并不完全由上海内在因素左右，其上升大致可显示

出 1998 年全国总需求在扩张。然而，在价格与总需求上升中，上海的失业率仍有增长之势。根

据我们的预测， 1998 年的失业率增长率仍将达到 3.1%，全市职工失业率将达到 3. 5% 、比

1997 年增加 o. 16 个百分点。 在失业率上升的同时，预计 1998 年居民消费的实际增长率却高

达 18. 1%，其增幅比 1997 年的增幅还高 3 个百分点。为此，我们对 1981-1995 年失业率与实

际消费增加额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发现：其两者的相关系数仅为 o. 6302，这至少

可表明，失业率并不必然对居民消费支出产生逆向拉动作用。 与此同时，我们用该样本资料建

立了反映价格与就业率关系的菲力浦曲线估计方程，其得出的估计结论是：物价水平与失业率

的正相关竟达 o. 708趴其经济结论是．在上海，菲利浦曲线的长期效应基本失效。 由此可见，在

上海，真正解决就业间题的关键，是加速结构调整．而不是等待总需求的扩张。

（孙海鸣系上诲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教授；单位邮编： 200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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