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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资对策研究

投资是构造和调整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以投资政策体现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是 世界上

成功国家的惯例。 日本著名投资专家小岛清教授更是把国际投资直接定义为是特定产业由投

资国向东道国的转移过程。
“

九五
”

时期是上海市实施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为21世纪上海崛

．起成为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 一奠定基础的关键时期。 在此态势下研讨与上海产业结构

调整相适应的投资对策，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

一、
“

九五
”

期间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

根据《上海市经济和社会发展
“

九五
”

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草案）》提出的战略目

标，到2010年，上海三、二、一次产业结构比例将达到 60: 39 : 1的要求，觅上海在
“

九五
”

期

间，必须在
“

八五
”

期间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见表1)，继续贯彻
“

三、二、一”

的产业发展方针，

实施以金融、贸易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大转换战略，逐步形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第三产业

和工业六大支柱产业为主导、城郊型衣业为基础的产业结构新格局。

表1 上海市 “八五 ”期间三类产业发展指标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2010计划

国内生产 绝对值（亿元）
总值(GDP) 增长率(%)

893. 77 1114. 32 1511. 61 1971. 92 2462. 77 
24.68 35.65 30.45 24.89 

绝对值（亿元）

第一产业 增长率（％）
占 GDP比重
（％） 
绝对值（亿元）

第二产业 增长率（％）
占GDP比重
（％） 
绝对值（亿元）

第三产业 增长率（％）
占GDP比重
（％） 

资料来源：根据 1996.2.6新闻报提供的数据计算整理。

为此，
“

九五
”

期间，上海产业结构将由适应性调整转入战略性调整，基本形成第三产业与

工业并驾齐驱的态势，并实现第一产业工业化；第二产业高新技术化，第三产业信息化，使产业

33.36 34. 16 38.21 5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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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17 23. 19

3. 73 3.07 2.53 2.46 2.4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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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33 
32.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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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59 
23.82 

61. 69 60.79 59.56 57.98 57.48 39 

309.07 402.77 573.07 780.09 98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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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58 3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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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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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56 40.09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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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由低度化、重型化，向高度化、轻型化转换。

二、“九五 ”期间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与挑战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实施产业结构调整需具备下列条件：＠灵活的劳动市场和资本市

场；＠国内稳定的、可预测的政治、社会环境；＠稳定的国际环境；＠保持宏观经济的平衡；＠正

确的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
从目前国内外环境分析，这些条件除第一项外已基本具备。对上海尤为有利的是“ 九五”期

间的两个重要机遇。从国际上看，90年代初以来跨国资本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上海因其特殊

的区位优势，成为大型跨国公司和跨国银行投资的首选地，这可从“八五”后两年外资的投向中

得到证实。 目前中国正在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尽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久前削减了30％的关

税，这对千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来说，无疑预示着更大的商机；从国内看，中央在“ 九五”计
划中正式提出建立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并作为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措
施。 而长江三角洲可能是今后5年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这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遇。

比较而言，上海实施产业调整的不利因素较少，但更需引起重视。由千市场的不完全，上
海的产业结构调整面临着如下一些制约因素：

（ 一 ）地区产业同构的制约．

根据国际惯例，经济中心城市的工业生产一般不设在市区而设在其周边地区，作为中国最

大工业性城市，上海市要转换城市性质，就必须向市郊和内地省区梯度转移现有的大批工业企

业，逐步实现高科技工业向近郊转移、重化工业向远郊转移、高成本工业向外地转移的多层次
全方位梯度转移，为新兴产业和支柱产业置换出资源，为上海产业升级换代创造条件，实现市
区产业结构的高度化。

然而，现实并不令人乐观。无论是市郊区县，还是长江流域各省区，都已开始显示出严重的
产业趋同化迹象。

先看上海市郊区县。 虽然 ，上海市政府已批准松江、南汇康桥、金山嘴、嘉定、莘庄、奉贤等
六个工业区为市级工业区，并指望这六个工业区成为市区工业转移的重要载体。然而，由千这
六个工业区的建设没有纳入上海城市发展总体规划，因而，各区县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行开
发，导致各区县境内市级、县区级、乡镇级工业区纷纷随意设立，造成土地资源的浪费；同时，经
批准的市工业区无统一政策，各区县为吸引外资竞相压低地价；此外，区县工业己的设立与城

市大工业转移的规划并未完全配套。六个工业区大多强调发展高新技术、无污染工业，中心城

区化工、医药、纺织印染等有污染排放的工业，迁建选址仍然难以落实。。
同样令人忧虑的是，各省市之间产业结构同化现象再次出现。 从长江流域省区来看，新一

轮产业结构同构态势已正在显露，其突出标志是，各省市纷纷建立或着手建立结构基本相同的
支柱产业，从有关省市的“ 九五 ”计划中可以证实这种态势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九五 ”期间，上
海市将继续发展汽车、电子通讯设备、石化及精细石化、家用电器、钢铁、电站成套设备等六大

支柱产业。而安徽、江苏、浙江、湖北等省的支柱产业及发展重点也大致类似。 新一轮的产业雷

同现象尽管还处在初始阶段，但若任其发展后果将是严重的：第一，这种格局不仅无法以最低

成本形成规模经济效益，而且也使国家有限资源处千一个低效率配置状态；第二，由于目前的

产业结构雷同是在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都比较密集的高一级产业层次上的重复投入，因此其
投入和耗费的人力、物力、资金都将远远超过前一轮的重复和趋同。 上海将再次陷入资源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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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境。＠
（二）产业转移尚未成为企业的自觉行为

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通常就是自觉向东道国实施产业转移的投资主体。 在作为中国经济
最发达地区之一的上海，其企业却还未自觉参与目前的产业调整过程。由于政府部门对上海投

资内地的意义还没有足够的认识，也未建立起政府支持企业对内地投资的机制，以至上海企业
开拓国内市场的意识滞后，缺乏对内地投资的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缺乏对内地投资的抵御风
险的能力，更缺乏对内地投资而产生相关问题（如富余职工）的消化能力。

因此，尽管目前上海一些企业已尝试投资国内其它省市，但投资区域偏重于南方开放开发
地区，尚未向长江流域腹地以及其它更广阔地区进行深入；同时，企业投资偏重千省会城市，尚

未扩展到其它大中城市和地区；而且，企业投资偏重千第三产业，还未能有效带动上海产业转

移；企业投资偏重千小型项目，尚未形成 一定的投资规模。©
（三）投资贷企的制约

或许更为突出的是资金制约因素。在目前适度从紧的宏观形势下， 80％左右的企业资产负
债率、 ，愈演愈烈的三角债等原因，导致即使是支柱产业中的大企业，资金紧张矛盾也十分尖锐，
据不完全统计，“九五 ”期间，上海市仅六大工业支柱产业的投资资金就需1500亿元卢除 一小

部分自筹安排外，其余均寄希望于利用外资、社会集资、银行贷款等外部资金解决。
然而，上海市获取优惠贷款的难度已明显增大。国家明确提出政策性贷款主要用千中西部

地区的开发，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 60％以上要用千中西部地区。气999年年中后，我

国将难以再享受世界银行国际发展协会 (IDA) 的长期优惠贷款。＠从国际投资市场传来的消息
则显示，面对庞大的亚洲市场，外商投资已逐渐从 大城市转移到内地。＠这虽然符合国家重点
吸引外资进入内地的政策，但对上海而言显然是一种挑战。

对上海的危险还来自亚太各国的大城市，不仅东京、新加坡和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等现有
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更有韩国、我国台湾省等地区纷纷提出建立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

90年代以来的长期资本市场的资金流动模式进一步加剧了主导企业的资金短缺状况，加
深了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我国目前的证券市场未能发挥其应有的资金集中作用，未能使社
会资金流入国家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企业。 支柱产业通过发行股票筹资的甚少。 近期的一份研
究报告指出，1994年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A股168家企业中仅有3家列入中国最大 100家

制造业企业，其中上海市只有一家，即上海石化。＠

三、上海产业结构调整中的投资对策

在分析了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及现实的机遇与制约因素以后，本文将提出如下一些
投资对策思路：

（一）上诲产业部门要有一个宏观的战略视域

首先，应该将上海的产业调整纳入世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来考虑。上海在进行自身产业

结构转移的同时，接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因而具有双重角色。而且，结构调整是一项长远的
任务，应该在分析上海内部优势和劣势以及外部的机会和挑战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上海产业

结构调整的战略规划。 在这一规划中，至少应考虑这样一些内容：上海在接受发达国家产业转

移时的应因战略，上海产业向国内外转移的指导原则和政策配合。
（二）上海在成为对内投资中心的过程中应加强与长江三角洲省区的战略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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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真正有效解决产业结构同化的不经济现象，上海市应与长江流域各省及其省区加强综
合平衡、合理交换与分工协作，在长江流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实施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各自的
比较优势。 正如世界银行所指出的，沿海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与内地的劳动密集型，使中国不
平衡的发展形成双重经济格局，尽管利益分配有差距，然而，双方的优势互补，可使更多的沿海

发达地区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直接与新兴工业化国家展开竞争。l[ll

因此，上海政府部门和产业部门都需要建立投资内地的观念，并建立相应的投资机制。 对
内地投资实现产业转移的可以是机器设备、技术知识的转移，再加上员工的培训、经营管理、市
场销售等技能的转移；还可以是资本、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上海市的特定产业部门
的特定企业向内地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企业转移。对内投资的方式可投资组建联合公司，建立

控股公司，兼并内地企业，与内地企业合资合作经营等多种形式。为此，可考虑 一是建立区域性

产业政策银行；二是建立产业转移投资基金；三是建立地区间投资政府保证制度。＠
（三）强化政府投资政策在结构调整中的宏观调控职能

国际产业转移的实证分析证明，在一个不完全的市场下，一国或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往往
不能在单个经济主体之间自发进行。 在体制转轨阶段，必须充分重视政府的科学决策、政策指
导与推动、高层次的组织协调以及宏观控制的职能。

就投资政策作用千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来说，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投资如何在各产业之
间进行分配，二是投资政策在投资决策多层次的情况下如何影响投资者的投资方向。投资分配
在传统体制下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现阶段，预算内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已下降
3％左右。 因此，更应该重视投资政策的影响作用。

1．继续贯彻倾斜投资政策。 继续推行“三、二、 一 “产业发展战略，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向

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倾斜。倾斜投资政策既可以体现在项目批准上，也可以体现
在政策贷款、减免税的政策手段的使用上；

2．对外商投资加强政策引导。浦东开发的经验证明这是能够做到的。 如 1995 年浦东新区
外资第三产业企业数已占全部三资企业数的 55.6%。@

3. 吸引外资政策重点应转向吸引跨国银行和跨国公司在上海设立总部或地区总部上。由
此可吸引更多的外资。 在这方面的投资政策，联合国跨国公司项目推崇的新加坡经验，可资土
海借鉴。

4．对市级工业区要制定统一的政策条例和投资法规，以免各自为政，扰乱产业调整的统
一部署。

（四）权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选择产业梯度转移中的投资布局

根据国际投资理论中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对上海的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必须在对上海现有
产业和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国内其它省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综合分析的基础上，合理地安排区
域投资布局。本文参照有关研究成果，对上海主要制造业近期所处生命周期的阶段分别进行了
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转移战略（见表2)。

（五）在支柱产业中加速培桂主导企业

根据目前的上海产业演进速度测算，至少到本世纪末，工业部门仍然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
要的支撑点。 在支柱产业中加快培育主导企业，是重要的战略举措。

1．通过强强联合等方式，增强主导企业的竞争力。 其标志之一上海必须有一定数童的企

业跻身全国乃至世界 500 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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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 

上海制造业近期生命周期阶段分祈及其转移战略

生命周期阶段 产 业

电子计算机及信息、生物工

创新阶段 程与现代医药、新材料产业

等高技术产业

通讯设备制造、汽车制造业、

电站及成套设备制造、现代

办公设备制造、时装制造业、

成长阶段 饮料制造业、新型建材行业、

成熟阶段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等支柱

产业和升级换代后的传统产

业

普通化学工业、石油化学工

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塑

料工业、橡胶工业、印刷业等

九大行业

食品工业、纺织工业、造纸及

衰退阶段 纸制品业、普通金屈制品工

业

转移战略

零配件、中间

产品等技术含

批中等的产品

扩张式转移战略

有步骤、分阶段地实施

上游产品、一般产品搬

出式为主，关键产品、主

机、成品以本市为主、市

外扩张为辅的综合式转

移

搬迁为主的产业

梯度转移

转移地区

市郊区县

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

长江流域与沿海地区

中西部地区

资料来源：根据倪前龙：《全方位实施上海产业的梯度转移》（载《新闻报》1996年2月2日）提供的资料分析整

理。

2.按照产品价值链构成，采取纵向兼并或横向兼并关联企业。需要指出的是，注意避免混

合式购并，因为历史经验证明，混合式购并成功率较低。
3. 通过资本市场加快培育主导企业，上海应积极创造条件，争取有更多的支柱产业的主

导企业发行股票，通过证券市场筹集资金。
4. 加强全市资金调度，集中有限资金向支柱产业倾斜。 可参照国家的有关倾斜投资政策

规定。如 “九五”期间，国家将投资1000亿元人民币重点扶持以上海大众为首的八大汽车集团。
5． 相应调整投资结构，对企业更新改造、产业升级所急需的资金应加大投入，尤其应扶植

支柱产业的技术改造。
（六）及早筛选培植新一轮的支柱产业

上海的现行支柱产业与国家确定的全国支柱产业大体一致，是导致目前地区结构雷同的
一个重要因素。 为克服地区同构带来的消极影响，上海产业的演进必须超前千国内其它省区。
因此，上海在重点投资建设六大支柱产业的同时，应根据城市定位和自身优势，及早筛选新一

轮的支柱产业，巳有专家建议把多媒体技术、生物医药和生物技术应用、新兴材料、微电子、机

电一体化机械制造、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产业，列入上海新的六大支柱产业。©对此，可以进行进
一步论证。 对经论证确立的新的支柱产业，除享受与现有支柱产业同样的投资政策外，还需要

采取特殊政策加以扶植，以培育新的增长点。可以预料，新一轮的支柱产业多属高科技产业，因
而，可以设立风险投资基金和制定相关政策鼓励设立风险投资公司加以扶持。

（七）灵活运用进入壁垒以筛选投资项目

投资千某一产业，参与该产业的生产经营，即进入了该产业。 进入该产业的约束条件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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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壁垒。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目前在进入条件方面，技术和规模要求并未构成严重壁垒，证据是

许多行业都拥塞了大批的小型和微型企业。根据统计计算，1995 年初，上海市各类企业的平均

注册资（本）金分别只有：内资企业 137. 12 万元，各类公司 490. 96 万元，外商投资企业 206.33 

万美元，私营企业42.8万元。0而现行管理体制、政策法规、资金供给的差别等构成较强的约

束力。因此，上海投资审查部门可以灵活地利用建设项目经济评价系统，对拟建项目进行筛选。

通过提高投资收益率指标来增加限制发展的产业进入门槛的高度，通过减少积累的压力来降

低鼓励发展产业项目进入门槛的高度，使其在评审中容易通过。

（八）迂立退出机制以实现资产存量结拘的改组

资金转移和企业倒闭转产，即退出某一产业。、 产业结构调整实质上是一个资金流向问题。

在增盘投资资金有限的情况下，上海应注意对现有资产存量进行调整。 目前企业亏损面达

40%，而长期以来，由于没有形成退出机制
一

，只有企业的不断产生，甚少有企业的淘汰，造成产

业组织的不协调，其后果是企业之间的经济竞争虽不能说是没有，但是竞争的力批远远达不到

某种阙值来挤迫企业关心长远的发展，而且，某种程度上阻碍着有发展动机的投资者的发展可

能。 如果产业组织中存在着对企业的自动筛选和更新力世的话，这种局面则无疑不会维待太

久，一些效率达不到合格标准的企业将很快地在竞争中被自动地淘汰掉，剩下的只是有能力从

事发展的企业。由此可见，这种筛选与淘汰的退出机制的存在，是优秀企业获得发展的前提，是

在竞争中迫使投资者追求长远发展的必要条件。在现阶段，上海应该引导那些主要产品属千本

市限制或禁止生产之列的企业转产，大力推进企业兼并，实现资产存盘和产权向优势产品和优

势企业的合理流动，以此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组织的合理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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