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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对策

石良乎 金保华

上海在面临严峻挑战的形势下进入90年代，这种挑战主要表现为： （一）国际经济区域
化、 集团化的趋势，造成了上海吸引外资和出口贸易的重重阻力；（二）国内产业同构化和
地区行政性封锁的格局，使上海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占有率下降；（三）上海自身存在的城市
老化、结构失衡、财政负担加剧等矛盾已到了困扰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地步；（四）1990年正是

全国出现市场疲软、 速度猛跌、 效益速降的经济最困难时期，上海比 全国有过之而无不极。
但是，90年代上海也充满着时机。中央宣布开放开发浦东为上海注入了迈向现代化的新

的生机。因此，在进入90年代的开端，应该对上海的经济现状与发展的可能性做出冷静的分
析与判断，并对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目标与对策做出可行的定量测算。

一、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基础分析

十年改革，上海的经济实力稳步增长。从1979年到1989年，上海国民生产总值从 286 亿
元增加到697亿元，增长1.4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568元增加到5489元，增长了 1.1倍。
经济的增长促使投资活动空前活跃，全市年固定资产投资额从35.58亿元增加到214.76亿元，
增长了 5 倍；十年(: 1980一1989)共新增固定资产 1251,45 亿元；改革造就了一个繁荣的市
场， 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从1979年的76亿元增加到1989年的353亿元，居民的消费水平日
益提高，吃、穿、 用商品的购买空前活跃；进出口贸易和引进外资的增长更为迅猛；以工业
为主体的单一的产业结构得到明显改善，工业占GNP比重从75.6％下降到 60.8%；而 第三
产业的比重则从1978年的18.6％上升到29.6%}第三产业内部，也打破了由商 业 ＂一 统天
下” 的格局， 已初步形成以商业、金融保险业和运输邮电业三足鼎立的多元化结构；工业内
部的行业结构高度化进程正在加快，组装工业、 机电一体化和高技术工业比重逐步上升。但
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80年代上海经济存在着的三大摩擦目前并没有多大改观。

（一）城市功能与产业结构演进的摩擦。作为一个城市经济，其城市功能的发挥和产业
结构的演进是一个相互关联不断递进的过程。 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高效益的经济增长
一方面带动经济的结构递进， 实现行业结构高度化并直接面向世界产业经济；另 一方面， 不
断更新和完善城市经济功能，使之和高度化的产业经济相匹配，形成城市经济的良性循环。
然而，上海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始终没有完成这一循环，计划经济的锁链把上海经济和城市功
能完全割裂。80年代中期，上海的投资开始向非生产性项目倾斜，其比例曾达到46.4%， 给
上海的投资环境改善带来希望。但到了80年代后期，上海的经济格局似乎又开始走回头路，
第三产业出现徘徊局面，经济增长仍然受到城市功能的严重制约；交通、 通讯、 水电气以及
金融、 商业、 服务、 贸易等全面滞后，工业污染日趋严重，城市功能与产业结构演进的磨擦
已成为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在上海，城市功能与产业结构的摩擦主要体现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相关性及协调
性。80年代，第三产业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但仍没有达到历史水平， 并且调高的 产 业面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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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 第三产业增长中约57％是由金融保险和交通邮电业提供的。 上海市1981年和1987年投入
产出测算表明， 上海第一、 第二产业对第三产业的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加强， 因此， 加快第三

产业的发展9 不仅是消除磨担的良药， 也是上海经济走向多功能中心城市的必由之路。
（二）工业体系内部摩挥。 解放以来， 上海工业经济迅猛发展， 到1989年， 上海工业总

产值达1515亿元， 占全国6.9%， 财政收入297亿元， 占全国10.2%， 工业部门几乎覆盖所有

行业门类。 几十年来， 上海工业为全国经济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然而， 上海工业的高速
增长不仅给上海城市带来一系列负效应， 而且也使工业体系本身造成种种磨擦。 纵观上海工

业发展的历程， 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外延扩展、 自身完善， 上海事实上走了一条粗放型的工

业发展道路， 这 一战略在工业化初级阶段是必要的， 但一直沿用这 一战略则会酿成恶果， 其
主要表现在：

1. 工业追求自身完善导致非效益增长。表现在： 一是对低效益的产品和行业的发展制
约不力， 也没有形成吞并低效益和无效益的企业的机制；二是有利于本地区效益提高的专业

化协作和产品配套能力不强， 代之以低效益的自我完善和配套；三是每个企业、 乃至每个行
业都存在着自我外延扩展的强烈动机， 形成低效益外溢的恶性循环。

2. 主导行业非主导引致经济技术联系断裂。主要体现在： 一是固绕优先发展的最终产
品， 没有形成专业配套体系， 企业按专业化重组的进程缓慢；二是装配工业和原料工业之间
缺乏与之先进程度相近配的紧密型的中间产品工业， 元器件、 半制品、 模具制造等行业在供

需两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工业技术性断层；三是80年代大量引进的生产流水线， 没有相应的

关联行业对其零部件、 半制品的供给提供国产化配套， 只得长期依赖进口， 形成进口替代循

环的堵塞。

3. 工业结构高度化进程缓慢。工业体系内部没有层次性递进， 宏观政策鼓励 “鞭打快

牛 ” 、 “共同发展” ， 投资和贷款没有明显倾斜重点， 企业缺乏技术改造动力， 行业结构低
水平重复， 和国际先进产业结构的差距越来越大。主要原因在于： 一是宏观投资平均化使得
高技术的消化吸收及其发展受到根本限制；二是高技术吸纳机制不完善， 没有形成工业、 科

技、 贸易等多方结合的紧密型、 实体型联合攻关；三是从事高技术产业力量分散， 没能很好

地组织起来， 形成集团优势。
4. 工业投资效益明显下降， 技术进步停滞不前。1979�1989年上海工业固定资产投资

增加9倍， 远高于工业总产值增长， 同期资金密集型企业产值比重直线上升， 到1989年已占
全市独立核算工业总产值的40.3%， 但是资金贡献率仅占20%， 庞大的资金投入并没有换来
较高的产出。80年代上海工业技术进步贡献率为32%， 这与上海雄厚的技术优势也难以匹

配。 揭开上述低效率的深层原因： 一 是生产技术开发应用太低， 科技人员没有技术革新的动

力， 造成技术荒废、 人才放空；二是 “技术进步也是生产力” 的观念薄弱， 大部分企业领导

狭义地理解只有资金是唯 一的增加产量的最佳手段， 这一观念使工业更趋粗放化，三是宏观
上没有科技应用的机制和具体措施， 仅流于形式和宣传。

（三）整体优势发挥与体制的磨擦。 从立足本世纪末乃至21世纪上海振兴的高度， 审视

上海现有的发展环境和条件， 上海的整体优势和潜在能量仍然令人鼓舞。 然而， 这种优势的
整合需要 一个完善的经济体制予以引发。 这一体制应具有如下两个功能： 一是科学、 完整的
规划、计划功能， 把城市功能和经济功能有机地结合起来， 形成良性循环， 同时充分引入市

场法则，在计划指导下， 极大地发挥其 “无形的手” 作用，二是符合经济内在发展规律的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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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经济调控功能， 利用法律、 行政手段， 有效地调整和控制现实经济运行， 实现 预期 的 目
标。 上海目前要实现上述体制转换， 尚存在几大障碍： 第 一， 集中型经济管理体制与高度专
业化社会大生产不相适应， 各级行政机构层层管理企业， 阻止了企业面向市场、 面向高度化

专业协作的动力， 行政命令割裂了经济内在联系和要求；第二， 计划和调控合二为一削弱了
市场法则的有效发挥， 企业感受不到市场的灵活多变性， 始终处在计划指标的无形控制下，
难以发挥主动性和市场参与积极性；第三， 重计划轻规划延缓了产业转换和高度化的步伐，

短期计划与长远规划往往出现矛盾；第四， 动力机制的设置运行被行政命令所掩盖。
制定上海90年代经济发展目标， 必须以减缓上述三大磨擦为前提。

二、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选择

90年代是上海跟上世界经济潮流的关键十年。 在这十年中， 上海必须坚定、 果断地抓住
开放开发浦东这一不可多得的良机， 充分有效地引发出上海的整体优势和潜在能量， 争取90

年代上海经济的腾飞。

本世纪末， 上海发展的总目标是： 初步形成6340平方公里的大上海都市圆， 把上海建成
全国（大陆）最大的开放型、 多功能、 现代化经济中心。 在此基础上， 争取到2020年初步形

成以上海为核心、 长江三角洲大中城市为基础的世界级巨型城市带， 从而成为太平洋西岸最

大的经济、 贸易中心之一。

根据上述总目标，考虑浦东开发增量和上海经济起飞的可能性，我们预计上海90年代国民
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9 -11% (80年代为9 -1%), 2000年总扯达1780—2175亿元（上限

值中包括浦东增量约400亿元），人均GNP300b美元左右，达到亚洲“四小龙” 成龙年代的水

平。 在上述经济增长率前提下， 我们把上海经济发展目标分解如下：

（一）关于城市功能目标。 历史告诉我们， 城市功能的完善是城市经济得以迅速发展的

关键， 作为发挥城市功能主体的第三产业不发达， 城市的开放型与现代化都无从谈起。

根据有关定噩目标及其分解， 同时考虑到各产业和行业之间的投入产出关联， 以物价年

递增率5 ％和工业总产值年递增率（不变价） 4 %匡算， 运用我们设计的＜＜ 计算机政策摸拟
系统»进行多目标、 多方案比较， 计算出2000年上海宏观经济主要变量的目标值如下表：
表1 : 单位：亿元人民币

1989年 2000年 2000年比1989年年均

绝对值 比重（％） 绝对值 比重（％） 增长速度（％）
国民生产总值 697 100 1888 100 9.5 

第一产业 30 4.3 38 2.0 2.2 

第二产业 466 66.9 1074 56.9 7.9 
工 业 433 62.2 978 52.0 7. 7

建筑业 33 4.8 97 4.4 10.3 
第三产业 201 28.8 776 4 1. 1 13.1 
其中：商业 43 6.2 252 12.8 17.4 

运输邮电 47 6.8 91 4.8 6. 2
金融保险 63 9.1 224 12.7 12.2
公用服务 19 2 · 8 116 5. o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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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开放型目标。 在改革开放条件和大趋势下，上海中心城市的多功能发挥必然
拓展到更广泛、 更富有活力的国际经济空间， 每一功能都必须与国外经济发生能量与信息的

传递和转换，参与世界经济最高层次的竞争，以焕发大上海在国际经济舞台的青春与活力，
进一步促使商品、 劳务、 资金、 信息和现代化技术等在国际间的相互传递。 到2000年， 上海
经济的外向度为50%。

（三）关于现代化目标。 现代化是衡蜇上海经济先进程度的主要标志，这一目标要求上

海具有与国际先进、 发达的城市相姥美的先进工业技术、 先进市政设施、 符合国际标准和贯
例的舒适先进的工作、 生活和投资环境。 到2000年，上海工业技术进步率将达到40%。

在90年代的上海经济发展目标中 ，浦东作为最大、 最有影响的开发区， 应具有特殊的目

标优选地位。

要达到上述目标， 除进一步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释放出改革效应外，还必须投入大量生
产要素， 根据＜＜ 政策摸拟系统＞＞的测算， 要实 现上述目标，90年代所需投资额如下：
表2 : 单位： 亿元人民币

1979年 1989年 2000年

绝对值 比重 绝对值 比重 绝对值 比重

2000年比1989年

年均 增长(%)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35.58 214,43 600.90 9.8 
全民固定资产投资 27 -13 100 175,38 100 479.00 100 9.6 

其中： 工业 12,55 59.4 110,54 63.0 281 59 8.8 

运输邮电 1,93 9.1 11,65 6.6 32 7 9.6 

商业 1.05 5.0 4.68 2,7 23 5 15.4 

公用服务业 2.49 11.8 26.78 15.3 96 20 12.3 
90年代需要累计全民投资2597亿元，相当于80年代累计投资的2.4倍，而投资年递增速

度9.8%，比80年代19.7％低一半，这表明，90年代投资总额虽然较大，但其增长速度并不

快。 在充分开放条件下，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国际游资进行经济建设。

三、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方案比较分析

在现有的条件下，拫据上述经济发展目标，上海90年代发展的大思路至少应考虑这样几
个发展要素： 第一，城市空间发展的布局及其性质。 第二，先导性产业的确定及 其带动效
应。 第三， 东西水平利益的均衡机制。

（ 一）关于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布局设想。 上海城市空间发展的布局有两种模式，A模
式是群星拱月形， 即以上海中心城区为核心，周围形成若干卫星城或二级市； B模式是散点

形， 即上海仅仅是全国或长江流域城市群中的一个点，这个点就是中心城区。

A模式设计是考虑到二级市的人口规模和现有工业基础不断发展等因素，想通过市的建
制对地区工业（包括大量迁入工业）实施经济管理权。 这样，无形之中又给企业加了儿层行
政干预，同时， 由于二级市都有对外经济联系权，势必产生摩擦，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上海与

外省市的经济联系。

B 模式的主要关键在千大量制定并运用经济法规和经济杠杅，对中心城市工厂搬迁、 乡
镇企业规模控制和引导、 城乡区域规划等实行统一规划和宏观调控，只要大胆依靠经济法规

这一强有力的法宝， 坚决予以实施，同样能达到模式A所期望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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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上海的城市布局设想是： （1）在中心城区形成贸易、金融、 房地产信息、行
政管理 为主体的金融贸易图。 (2)在中心城外，外环线以内，沿内环线形成面积270平方
公里的高度化加工业和高效农业圈。(3)以外环线 为周边向郊县辐射，通过高速公路和郊
县快速干道，把零散的工业和人口聚集起来，同时形成几个各具特点的工业聚集中心； （4) 
通过高速公路、铁路、航空 及现代化通迅手段全方位地与外省市乃至世界加强联系与合作。
上述设想主要应依靠相应法规予以实施，主要包括一是区域规划法，规定上海经济发展区域
划分， 明确区域性质，规定相应区域的城市化布局等； 二是中心城区工厂迁移法，中心城区
工厂按其规模及产品性质迁入相应的规划区域。

（二）关于先导性产业选择。先导性产业对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 的。解放 以
来，上海城市发展是由工业，其中特别是传统工业来推动的。显然，在当今世界经济潮流及
技术革命影响下，工业推动已力不从心，唯一的选择只能从 第三产业中去寻找。狭义的 第三
产业包括：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保险、公用服务、房地产、技术综合服务、信息等产业，
简称大贸易。

90年代发展大贸易是大势所趋，也是各界人士的共识。但究竟优先发展那些大贸易产业
以及主导产业， 如何带动其它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尚需作进一步分析。80年代末，上海第

三产业的支柱产业是商业、金融和交通运输。90年代将形成比较均衡的多元化结构，第三产业
中公用服务、房地产将获得较高的增长率。这一多元化格局的形成有赖于主导产业的高增长及
其高带动率。从上海投入产出相关度分析以及产业成长因素分析中可以看出，商业贸易中的
批发业和转口贸易是理想的90年代经济发展主导产业。批发业和转口贸易发展首先将促进上
海和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经济合作，刺激河运、海运、铁路、港口等运输业的增长，更有效
地发挥上海地理优势，其次，万商云集也将大大促进公用服务业和旅游业的增长，再次，批
发业和转口贸易可以推动工业结构的调整，启动工业品市场走向全国乃至世界；最后，期货
贸易大发展将贯彻确立上海在90年代全国经济发展中心地位，并进一步拉动金融 保险业 和
信息业的高增长。另外，上海批发及转口贸易市场的建立 为 房地产事业也提供了广阔的前
景。据测算，为了完成上述带动效应，2000年上海批发业产值与商品零售额之比，将比1989年
增加1倍。因此，90年代上海应把批发业发展成 为重点带头产业，充分利用开放 浦 东 的 优
势，加强与外省市联系，加快批发业的增长，同时积极利用口岸优势和保税区政策，先吸引
国内转口贸易，进而打入国际转口贸易市场。

（三）关于东西协调发展模式。浦东开发给上海经济发展带来空前机遇，东西协调发展
是上海90年代发展的主线。但在具体设计东西协调发展模式时， 事实上的不协调因素常常使
设计者顾此失彼，陷入两难。主要困惑是如何正确认识两岸市民生活水准差异及其心理感受
所带来的正负效应，并加以有效地设计和引导。

四、实现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目标的对策

根据90年代基础与目标分析，本世纪最后十年的产业变动及其内涵更新是十分剧烈的，
实现这一根本性转折需要采取强有力的对策措施以及坚定的体制改革决心。

（ 一 ）投资政策坚决地向城市基本功能完善方向倾针。要保证交通邮电、 水电煤气、
港口等城市生产服务体系的配套和完备，利用开放开发浦东的优惠政策和条件，统筹资金加
快老城区基础设施建设， 同时抓紧浦东新城区的详细规划，积极拓展其先发性城 市 经 济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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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塑造符合国际通例的投资环境和形象，为引发下世纪初新的 一轮外商投资高峰创造条 ．

件。

（二）在工业投资相对紧缺的条件下， 更应集中使用、 保证重点， 切忌乎均分配， 以保

证关键的行业结构顺利转换。 上海工业投资重点主要有： 第一，一大批进口流水线的消化吸

收以及零部件的国产化配套；第二，新一代机电一体化产业和高档耐用品的进口替代性投资

以及相关行业的带动性投资；第三，轻纺行业要以出口产品导向和高技术、 高质量产品为投

资热点；第四，重点选择一批应用价值高、 有较强生命力的高技术产 品， 予以扶植性 投

资。

（三）在进行投责增量调整的同时， 应加快工业行业结构的存量改组。 主要目的是： 坚

决调整那些耗能耗料大、 附加价值低、 污染又较严重的行业，通过限制其生产规模，或通过

征收能源、 环境附加税等经济手段促使其减产并逐步转产；对 一大批传统轻纺工业， 除重点

保证出口产品以外，要积极面向市场， 面向消费者，合理调整产品结构和生 产 工艺，通 过

关、 并、 转等兼并方式形成富有较强竞争能力、 具有较好经济规模的企业集团；在工业行业

进行增量和存量调整的同时， 要理顺各经济要素的相互关系，优化人流、 物流的空间分布状

态， 调整企业在城市中的不合理布局，使之符合现代化城市所要求的最佳空间组合。

（四）大力发展批发商业。 在社会商品零售基本趋于平稳的时候，应把商业发展的重心

偏向批发业和储运业。 组织本市大型骨干国营批发商业， 辅之以工业销售集团和中小型批发

业，在全国范围内从事商业活动，重点扩大与国内结构非同化地区的贸易额， 通过与上述地

区开展横向联系，启动全国性更大的贸易和商品集散，同时，通过大晕批发活动，使上海成

为全国各地区商品交换的基地和纽带。

（五）积极开拓房地产业。 上海土地价值在全国首屈 一指， 发展房地产业拥有巨大潜

力。 90年代， 上海应在吸收资金、 提高土地效益这两个方面，充分发挥土地的商品属性，诱

导房地产业的发展并形成一定规模。 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利用开放开发浦东的优

势条件，先重点批租浦东新区的大片 “生地” 以及内环线、 外环线地段的土地；二是尽快确

定老城区的土地级差， 在适当时候进行中心城区 “黄金” 地段的地产置换， 最有效地发挥土

地效益；三是加快住房改革步伐，扩大商品房规模效应，最终实现房地产业的全面发展。

（六）尽快实现体制转换与配套。 实现90年代发展目标的关键是有效的政策导向和体制

改革配套。 近期体制改革的主方向是扩大经济市场化比重，以保证上海整体优势和各种潜能

充分发挥： 一是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的产业管理体制应着重在政策、 规划和监督上多下功

知二是投资管理和分配体制应改变讨价还价和平均主义的弊端，投资分配必须服从经济发

展目标和产业调整计划；三是城市功能的开发和管理必须强调整体性和连贯性，做到 一个规

划、 一套班子；四是建立有效的科技应用与管理机制， 加强科技在经济中的促进作用，发挥

全 体科技人员的工作热情，投身于科技应用的现代经济发展潮流；五是改革企业管理体制，

改变层层管理的行政方式，主要靠市场导向和经济法律政策引导企业；六是政府和企业的关

系应逐步过渡到由税收等法律和政府控股公司实行宏观调控，企业相应地向股份有限公司转

化，实行董事会和总经理管理体制，企业所有权和管理权明确分开，真正焕发出以追逐利润

为主要目标的企业活力。

（七）浦东开发区的这设是一 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既需要大胆的创新精神， 又需要详尽

的什学规划， 同时， 在体制上也必须有大的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