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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90 年上海国民经济发展分析

杨建荣 蔡星火

1990i!-灿 “ 七五” 计划的矿后 一 年， 也是上询困民经济发生重要变化的一年。 统计数据

表明： 随着国家各项宏观调控措施的逐步落实， 工业生产在低速运行下经过启动、 爬坡、 回
升阶段， 正在缓匮步出 “ 低谷” ；内贸巾场逐月回升， 渐趋正常， 全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与
上年基本持平；外贸出口持续发展， 创汇达历史最高水平；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完成计划，
比上年有一 定增长。 但另 一 方面， 由千多年积累下来的结构、 体制等深层次矛盾仍未得到根
本解决， 因民纤济运行中总桢和结构矛盾相互交织， 经济效益继续滑坡。 因此， 针对总需求

和总供给的矛盾变化， 买施总订和结构的双重治理， 努力改善和提高经济效益， 促使国民经

济步入健康运行的轨道， 将是当前上询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一、 1990 年上海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

从去仆上沥国民经1)r的主要指标看， 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在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

针的过程中出现了 一 些新的特点， 具体表现为：

（ 一 ）工业生产绫慢回升， 但不千街。 在工业总产值中， 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完 成
1114.46亿兀， 比上年增长0.6%；集体所有制工业总产值完成287.65 亿元， 增长 0.4%；其

他经济类型的工业总产值完成231. 43亿元， 增长28.2%， 其中， “三资” 企业增长61%。 如

以中央和地方工业划分， 伍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中， 中央企业250,68 亿元， 增长 9.4%1

地方工业 863.77 亿元， 下降1.6%。 这就是说， 与全民、 集体工业相比， 其他经济类型的工

业， 特别是 “三资＂ 企业的增长是 一枝独秀。 在全市4％的工业增长速度中， 中央在沪工业
和郊县工业各占1.7和1.9个百分点， 地方其他工业只占0.3个百分点， 而 14 个主要工业局、
公司基本上是零珛长， 其中纺织、 机电、 有色金屈和建材诸行业则负增长。

（二）固定贪产投贷总额虽有所减少， 但结构发生了变化。 固定资产投资减少主要是集

体单位和个人， 分别比上年下降12.3％和24.5%， 而全民所有制单位投资由于地方项目投资

有较大增长， 仍呈上升趋势， 与上年相比，增长 2.8%。 同时，投资结构有所调整。 在全民 所
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负完以额中， 生产性投资131.11亿元， 所占比重由上年的69.2％上升为
71.3%， 非生产性投资52.66亿元， 所占比重由上年的 30.8％下降为 28.7%。 在更新改造投

资中， 用于增加花色品种、 提高产品质过和节约能源的投资 18.67 亿元， 所占比重由上年的

33％上升为34.8%；而用千扩大生产能力、 增加产品产址的投资 16,31 亿元， 所占比重由上

年的36％下降为30.3%。
（三）内贸仍未转旺， 但外贸继续上升。 1990年无论是市外销售还是本市社会实际零售

都下降。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 农业生产资料零售额下降幅度达10个百分点， 消费品零售额
则是增长的， 粕幅为 0.7%， 但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主要是由社会集团消费增长引起的。 据
统计， 全市社会集团消费58.93亿元， 增长9.3%，居民消费274.93亿元， 下降0,9%。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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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类消费品零售额中， 食品和居民日常 生活必需品销售基本正常， 而穿着和日用品（含生

活必需品统计在内）的销售有较大下降， 扣除物价因素后， 实际销售额分别下 降 9.2% 和

6.7%。 而外贸出口则继续增长。 同时， 出口商品 结构也有所变化， 即由原来的初级产 品 逐

渐向附加值较高的工业制成品发展。 工业品出口占外贸出口 总值的比重由上年的85.1％ 上升

为87.6%， 农副产 品出口所占比重则由上年的14.9％下降为12.4%。 而在工业品出口中， 轻

工产品的出口值仍高千重工产品的出口值（比例为2.66:1)； 但重工产品出口的增长率却高

于轻工产品， 与上年相比， 重工产品出口增长23. 2%， 轻工产品出口增长4.1%。

（四）国民生产虽有一定增长， 但效豆持续下降。 1990年， 全市在国民生产总伯、 工农

业生产总值均有所增长的同时， 企业效益和资金效益却大幅度下降。 据统计， 1990年全市的

信贷增长率达到22.8%， 但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和工业总产值增长率却分别只有3.2 ％和

4 %。 地方预算内全民工业企业实现利税 90.85 亿元， 比上年下降19. 2%， 企业亏损总额达

5.74亿元， 比上年增长13.5倍；工业企业的资金利税率为 23.86%， 比上年下降 8.11%；工

业可比产品成本上升 6.75%；工业流动资金期未余额比上年增长 6.7%；而工业产成品资金

期末余额比上年增长23. 8%。

综上所述， 去年上海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四个并存； 一是生产发展和效益下降并存；

二是物价平稳和市场疲软并存；三是投入加快与增长放慢并存；四是 总屈滞缓与结构失调并

存。 应当说， 造成上述特殊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我们不妨从经济运行的角度作 一探析。

二、 1990年上海国民经济运行中几个因素的分析

从整体上看， 上海 经济运行梗阻的现象依然存在， 国民经济尚未渡过困难时期。

（一）贷全运行。 1990年我国和上海经济宏观调控显然是以金融政策为核心， 国民经济

变动格局也表明， 资金运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 但是由千经济关系深层次矛盾

依然存在， 资金运行尚未取得预期 效果。

在1989年五、 六月份开始出现市场疲软、 生产滑坡的悄况下， 国家于同年四季度起松动

了信贷控制， 先后在 生产领域、 流通领域和 投资领域注入大措资金， 到1990年八、 九月份，

资金 投放达到 近几年的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 为了刺激最终需求， 1990年 4 月和 8 月两次调

低了存贷利率， 11月又调低了人民币汇率， 金融政策作为宏观调控主要手段， 如此集中、

急速变动历年少有。 这些政策的变动无疑对疲软的 经济产生了刺激作用。 首先是资金供给增

加。 上海在继1989年四季度净贷款60.18亿元之后， 1990年上半年又净增贷款 39.3 亿元， 之

后又逐步增加， 全年增加额达159亿元， 比上年 多增加 36.4亿元， 达到了近年来较高水平。

年末各项贷款余额857.76亿元， 同比增长22. 8%。

由于银根放松， 建设性资金逐步到位， 固定资产投资下半年起逐步回升。 上半年全市固

定资产投资55.34亿元， 同比下降16.6%。 七、 八、 九各月都有 回升， 到 9 月份 投资总额达

99,99亿元， 同比下降7.4%， 缩小了9.2个百分点的降幅。 但这一阶段仍然存在资金不足。

1~9月份预算外资金同比仍下降 4.2%， 主要是国内贷款下降。 之后各项资金逐步 到 位，

预算内外资金同时增加， 因而 投资回升加快。 1~10月同比下 降 3.3%, 1,.....,,11 月 同 比 下

降2.8%， 全年完成投资213.48 亿元， 同比下降0.6%。 而其中全民单位完成投资183. 77亿

元， 同比增长2. 8%。

在金融的支持下， 工业生产和市场得到 回升。 从工业生产米看， 1989年四季度和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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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季度资金大姐投入经过一段滞后期逐渐产生了效果。1990年一、 二月份工业总产值 下 降

1.1%, 3月份下降1. 3%。 4月份开始回升，月增长 1.1%， 结束了自1989 年9月份以后连

续7 个月下降的 局面。五、 六月份分别达到101.8 4亿元和101.67亿元， 使上海工业生产进入

增长阶段。随后各月， 除7月份高温影响之外， 均有增长 ， 且速度加快。12月份增长 率高达

1 1. 7%， 从而确保了上海工业生产增长目标的如期实现。

资金供应增加， 银行利率下浮， 必然 地对消费需求产生刺激作用，因而国内市场缓慢回

升。与19 89年同季相比， 1990年一季度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下降8.2%， 二季度下降 6 .4 %， 三

季度增长 4. 4%， 四季度增长 11.2%。整个 市场趋势是前期疲， 中间稳， 后期旺， 呈现爬坡

态势。这正说明资金运行的慢加速效应。

但是， 由于经济体制、 经济结构存在矛盾， 总体上 看市场运行仍然梗阻， 致使资金运行

不畅， 因而运行效果不佳， 一方面信贷规模不断扩大， 另一方面企业资金始终叫紧。 首先是

难以清理的债务链。 据统计， 1990年初， 全市三角债总额达200亿元。 三、 四月间， 市人民

银行投入18亿元， 清欠70亿元。但是由于市场疲软及体制障碍， 债务不仅没有减少， 相反出

现前清后欠， 到6月份， 三角债重新升至200亿元。 如14 家国家 “双保” 企业，1990年6月

底， 外欠资金10 8. 8亿元， 欠外资金116.54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4 7.1％和35.7%。 其次是由

于市场梗阻， 社会库存扩大， 资金占用过多。据统计，地方预箕内全 民工业产成品库存4 6.02

亿元， 增长23. 8%。大烘资金被搁置。再次是货币进入消费领域减少。1990年， 银行货币回

笼中， 商品销售回笼仅增长 2.8%，而储蓄存款增长 了1 1.8%。总之，1990年大蜇的资金没有

经过生产、 流通、 消费良性循环。

资金运行不畅的结果， 一是效益低， 按以往正常年份资金投入产出测算，1990年投入资

金应当能支持7~8 ％的经济增长 速度，但实绩只有其一半。二是企业利息支出增加，提高了

生产、 经营成本。据初步统计， 1990年1 4 个主要主业局流动资金利息19亿元， 比上年提高

34 . 6%。三是增加通胀压力。大量的资金投放， 积压、 占用、 沉淀过多， 回笼减少， 使潜在

社会资金流通械扩大， 增加了通货膨胀的压力。
（二）结构变化。1990年， 由于受经济总量增长收缩效应的影响， 产业结构变动的进程

比较缓慢， 但总起来说， 无论是从三次产业结构还是各产业内部结构的变动趋势看， 都在朝

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首先从三次产业结构看， 一、 二、 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32亿元、484亿元和

22 1亿元， 占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分别为 4.3%、65.7％和30%， 与上年4.3%、66.9%

和28. 8％的比例结构相比， 第一 产业不变， 第二产业的比重下降 了l.2 个百分点， 而第三产

业的比重则上升1.2个百分点， 第一 次达到30％这 一60年代以来的最高历史水平。

其次从工业内部的结构看， 1990年工业生产受到市场疲软、 资金拖欠等因素影响， 仍未

步出 “低谷” 而处低速运行状态。为此， 逼迫工业部门根据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 狠抓产品

结构调整 ， 组织适销产品增产， 即以调整 产品结构来启动市场，因此在产品结构调整方面迈

出了步子。据统计， 市经委年初安排230种优先发展产品， 后经各 工业局调整 为232种。年计

划产值1 88亿元， 实际完成产值 193.13亿元， 同比增长15.2%， 占全年全 市工业总产值的比

重达1 8%。计划逐步限制淘汰的85种重点产品的生产基本控制在规定的数董以内。 计划优先

安排的230项建设项目进展顺利， 其中的彩色显像管、冷轧薄板、30万吨乙烯等17项重大工
程已基本建成， 另有150项重点技改、引进项目按期完成投 产。 此外， 与产品结构调整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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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企业组织结构也进一 步调整，1990年完善和新组建了18家规世较大的紧密型企业集团，
并对69家产品不适销、 经济效益差的企业实行了 “关停并转 ” 。

再次从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看，商业、饮食和物资供销业由千市场不景气，其国民生产
总值增加值 比1989年下降7.9%；交通运输邮电、居民服务和房地产业的增长率分别为5.6%、
3 . 2％和6. 7%， 居 中等水平；公用事业只增长2.3%；而金融保启业， 以其相当高的基数，在

1990年创下10.5％的高增长率，使该行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值达到 73.6亿元，对第三产业
增长的贡献率高达49.7%，成为对第三产业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带头产业。 据统计，1990年
占第三产业GNP的 比重分别是： 金融保险33. 3%、交通运输邮电业23.6%、商业、饮食业和
物资供销业18.3%、公用事业3. 2%、 居民服务业6.1%、房地产业2.4%。

值得指出的是，产业结构的变化与投资结构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当然，这种相关性具
有滞后性，即当年的产业结构变化与上、 前年以至更早年份的投资结构有关。 因此，1990年
产业结构发生的有利变化是前些年投资结构改善的结果。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应

该注意到，目前的投资结构有继续向生产性项目、特别是工业项目倾斜的趋 势。 据统计，
1990年的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中， 在生产性投资所占比重上升的同时， 在非

生产性项目投资中，交通运输邮电事业的投资基本持平；房地产、公用事业和居民服务的投

资则有较大幅度减少， 商业的投资始终过低。 这种状况，将对今后产业结构的进一 步优化产
生不良影响。 此外，也应该看到，1990年结构调整也是步履维艰，共困难表现在： 企业效益

下降、资金周转困难、 限制了产品结构调整的实施。 因为资金筹措困难，企业 开发新产品、
发展适销产品所需的技术措施不能得到落实， 规定在销伤收入中提取的技术开发费，也往往

被挪作他用；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则受所有制关系、 承包基数和人员安登等难题的困扰；整个

产业结构 的调整则受到急剧变化的市场的强有力挑战，由于缺乏有效的调拧手段和应变能
力，1990年初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没有能够得到完满的实现。

（三）市场态势。 由于中央一系列启动市场的政策作用， 在渡过了连续两年的销售疲软

之后，1990年上海市场需求开始回升， 居民消费也渐趋正常。 从全年的市场运行态势看，具

体表现为： 1 、市场销售前期平疲，后期回升较快。 全年社会商品零售额虽基本与上 年 持

平，但如果分阶段看，2～7 月，全市月销售额分别在25.03,....,28.05亿元之间，月平均销售

额比1989年偏低的 6~11月份的月平均销售额还要低。 8月起， 市场销售额开始上升， 9 月

后月销售额超过30亿元，12月份则达到了34.66亿元。 这样，后4个月平均月销售额为31.65

亿元， 比1989 年市场偏旺的 1~6 月份月平均销售额还高。 2、市场回升速度市区快于郊

县。 据统计，1990年，上海市区消费品零售额为261.31亿元，比上年增长 3.1%，郊县消费

品零售额为71.97亿元， 比上年下降7,6%。 同时，郊县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市消费品零售总

额中的比重也由上年的23.5％下跌到21.6%。 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持续疲软，销售额要
比上年下降10.5%， 如扣除物价因素则下降幅度更大。 3 、社会集团消费增长快于居民消费

增长，1990年，全市社会集团消费品零售总额为58.93亿元， 比上年增长9.3%，而居民消费
却比上年下降 0.9%， 这是近两年治理整顿以来所没有出现过的。 4、 居民的消费结构趋向

合理， 吃、穿、用各种商品的升降幅度大都不超过2%，总体趋势平稳，季节更替明显，前

些年消费品销售大起大落的现象已经消失，由 “抢购“ 风引起的市场波折正在被逐渐炭平。
5、生产资料市场并未随着消费品市场的逐渐回升而出现复苏迹象。 据统计，1990年，全市
物资系统生产资料销售165,31亿元， 比1989年同期下降 3%，10~12月份，消费品市场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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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增长，但生产资料市场仍无多大起色。全市全年14种主要生产资料中有5 种下降幅度还
很大。其中，烧碱下降23.3%，木材下降8.4%，水泥下降28.9%，铝下降 9. 8%，铅下降
31.6%，纯碱下降23.3%。这势必影响到上海总体市场的回升速度。

1990年的上海市场走势表明，上海市场乃至上海经济正在逐渐回升，步出低谷，朝着好
的方向转变。但我们也不能由此产生过千乐观的期望。因为，第一，投资回升缓慢，要影响
市场增长。从1990年的情况看，由于投资需求不足，全市有许多大中型项目的资金紧缺，部
分建材产品、机电产品出现滞销，而这些产品的积压又会影响相关产品的销售。最终影响市
场的回升。第二，居民收入差别扩大后，启动市场的困难也更大。据抽样调查，1990年上海

市区居民生活费收入结构差距拉大，高、低收入的水平大都相差千元以上。这种收入差距决
定消费需求的多层次结构。影响市场面最广的是占较大比重的中等收入户的需求。由于中等
收入户收入增幅降低，收入预期和购买欲望也低，市场购买力不可能有太大幅度的增加。而
对于那些低收入户来说，其购买力大都集中在生活必需品上，这是大体稳定的。至于少数高
收入户，其购买力已指向目前供给尚不能完全满足的商品，从某种角度讲，更多的是一种潜
在的购买力，对当前市场不会有很大的推动。第三，结构调整步子不大，也影响市场的开拓
和转旺。1990年市场供需的事实是，以能源、原材料为代表的生产资料市场供不应求的状况
已经得到缓解，部分产品市场已趋疲软，以家用电器为代表的耐用 消费品市场已 经基 本饱
和，如不开发出新一代的系列产品，很难走出已持续两年的疲软状态。因此，在 “八五” 或
90年代，新的市场需求可能会指向住房革命系列产品、厨房革命系列产品和家庭通信、卫生

革命系列产品。这必然要求产业结构进行大幅度的调整和转换。但从目前的资金、体制、政
策因素看，难度是很大的，不能期望值定 得过高。

（四）企业效益。1990年，工业企业在进 一步完善承包经营责任制，加强科学管理，提
高企业素质方面有了 一定进步，产品质掀也有所提高。但是效益低下这一困扰国民经济健康
发展的症结并未解决，许多经济效益指标还在继续下滑。据统计，1990年全市地方预算内全
民工业企业实现利税90.85 亿元，比上年下降 19.2%，其中，实现利润42.87 亿 元，下 降
34.3%，上交税金47 .98亿元，增长1. 8%。企业亏损数上升到184户，亏损面由上年的2.6%
增加到13.4%，亏损金额高达5.74亿元，比上年增长13.5倍。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占用215.72
亿元，比年初增加15.93亿元。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上年的101天延长到107天。
企业可比产品成本在上年超支21％的基础上继续超支 6.8%。全民所有制独立核算工业企业
全员劳动生产率为33624元／人，比上年下降0.6%。

从经济效益指标的历史考察可知，企业经济效益从总体上说 “七五” 时期要比 “六五”

时期低。 “六五” 前 4 年基本是凹型上升趋势， “六五” 末期发生转折，而1986年开始大幅
度持续下降，至1990 年降至最低点，而且未见回升的迹象。企业效益低下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既有全国宏观环境的影响和体制方面的原因，也有上海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企业内部经
营管理方面的原因。也就是说，从表象看，涉及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过猛，各项费用增加

过快，成本提高，收入减少等因素；其深层原因则是产业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低下和改革
过程中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等。

三、1991年上海国民经济发展预测与对策薰议
l991年，上海要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必须审时度势，正确地适当地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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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各种经济政策，继续调整结构，扩大对外开放，深化改革。 在此，我们仅对未来经济走
势作如下粗线条的判断并提出若干思路性的对策建议：

（ 一 ）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格局将开始新的转变。 由于西方经济衰退，波罗的海沿岸国
家阵营的分化，以及海湾战争结束后中东地区的重建，国际经济秩序和分工格局将出现重大
变化。而在上述变化中，有利于我国和上海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机会并不多。相反，却会受到
更为严峻的挑战。 但是， 随着朝鲜半岛局势的缓和、东南亚国家经济的稳定和繁荣，以及日
本同美国经济贸易摩擦的加剧，亚太地区经济崛起，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并在这个经济圈内
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是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一 次重要任务。为此，上海应充分利用开发、
开放浦东的机会，在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等投资环境的同时，重点抓好各项涉外法规的 建
设，逐步建立一套能与国际惯例相衔接的政策体系，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外商投资，并通过这
块前沿阵地，使上海外向型经济与国际经济的运行接轨。

（二）国家宏观调控方面仍以财政全扯政策为主角。 在财政方面，从近年国民经济发展
的脉络看，国家和地方财政都一 年紧似一年，而在财政收入结构中，已经发生以利润为主、
税收为辅——利税并重－－－税收为主、利润为辅的转变。如1990年上海地方预算内全民工业
企业实现的税金保持增长势头，在利税总额中的比重已达到52.8%，而实现利润却大幅度下
降， 在利税总额中的比重只有47.2%。 在这种趋势下，为保持财政收支的基本平衡，国家可
能会更加注重和运用税收杠杆。同时，为保证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国家将力图扭转
从 “建设财政” 向 “吃饭财政” 继续发展的势头， 集中一定的财力，运用投资政策支持有利
于国民经济全局稳定发展的重大建设项目。在金融方面，为保持国民经济的适度增长势头和
进一步刺激市场复苏，上年实施的低利、汇率政策将会持续下去，但短期会不会再作调整，
考虑到已经显现的通货膨胀压力和1991年初偏高的经济增长势头，在持续一 年后，银根松动
程度将适当回收，信贷规模不会大幅度扩大，但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率。作为地方政府，上
海必须积极贯彻中央的意图，但在这些总蜇政策如何与结构政策相配合，以解决对上海国民
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 总抵与结构矛盾交织上，应当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也就是说，要把投
资资金、信贷资金进一步向那些质量好、销路畅、效益高的产品倾斜，并由此逐渐培育具有
新的优势的拳头产品和产品系列。

（三）搞活大中型企业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抓好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 关
系到整个改革的深化， 也关系到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和发展。国家已经并且进一步落实各项
措施， 以增强大中型骨于企业的活力， 使他们在平等的市场环境下提高竞争能力。上海是全
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也是大中型企业最为集中的地区，在贯彻中央方针的前提下，如何
采取地方政府可以运用的手段（包括某些流通手段），真正搞活大中型企业，是促进上海国
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关键，而技术进步和政策支持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环节。除了
80年代新建的企业， 上海900多家大中型企业中，大多需要改进设备和工艺技术， 因此如何
从根本上调动企业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此外， 搞活大中型企业，不
应当仅仅局限于国有企业的范畴， 要充分利用浦东开发的有利条件，支持和鼓励大中型企业
与外商合资或合营，把搞活企业置于市场机制的运行之中。

（四）产业结构的调整将进入关链时期。产业更替和结构转换是 “八五” 时期上海国民
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大任务． 上海要成为国际性的经济中心城市， 就必须依托工业基础， 大
力发展第三产业， 强化贸易、金融等功能。从近年上海产业结构调整的趋势看， 在国民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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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会继续下降，第三产业的比重将持续上升，而第一产业的比重基本

不变。

同时，工业内部结构会发生更为剧烈的变动，一大批质差档低的老产品将被淘汰，而社

会需求潮流的新产品和行业将应运而生，这是合理和有利的。 但是，在市场没有完全复苏情

况下，如果政府和企业不作出艰苦的努力，产业结构调整的步子不会很大。 为此，应该沿着

贸易推动战略思路，把产品结构调整的任务放给企业，政府着重抓好产业更替和三次产业结

构的变动，使上海国民经济朝着国际性、 多功能经济中心城市的目标前进。
（五）市场将逐步走出 “低谷” 而进入回升、 复苏阶段。 不容置疑的是，前 一时期决定

和影响上海市场的因素将对1991年的上海市场继续发挥作用。 但市场走势究竟如何，还要取

决千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程度。 从整个市场环境看，1990年，国家为刺激经济、 启动市场，

采取了大面积的松动银根政策，使全年广义货币供应增加1400多亿元， 大大超过经济发展的

正常需要。 而货币投放约有10个月的滞后效应，去年货币的大量投放，势必会增大今年的通

货膨胀压力。 商业部经济伯息中心曾预测，我国市场的高 峰 期3~4年一 次。 据此，1991

年，尤其是下半年起，市场转旺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如从上海市场的情况看，1990年起步的

住房制度改革、 副食品价格改革和证券市场的发展，将在1991年开始吸纳相当一部分的货币

购买力，就此而言，上海市场的高峰很难马上到来。 但是，考虑到前两年抢购货物的 “适用

效应” 已经基本结束，农村消费层次的提高，以及新一轮消费需求的影响，1991年的上海市

场不会继续疲软， 而将进入回升阶段。 总起来说，上海市场将会逐渐复苏，某些产品还会出

现旺销势头。 因此，应当把握机会，工商通力合作，进行产品结构的更新换代，结合 “质

抵、 品种、效益年” 活动，保证市场的有效供给，充分吸纳并调动现实和潜在的购买力， 以

进一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需要指出的是， 由千调往外省市上海产品的减少，国内市

场对上海国民经济发展的作用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 如何避开

地区间的贸易壁垒，重建上海产品的优势，也是上海经济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至于外贸市

场，要把工作重点放在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和提高出口商品的质量档次上，努力降低出口换汇

成本，以提高效益，增加外汇收入。

（上接第14页）

战略看，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也是增强工业发展后劲，推进工业技术进步的 一个重要方面，

由于上海这个老工业基地这方面投入长期滞后，欠帐很多，因此这方面投入也应通过各方集

资来大力 加强。 一旦消除基础设施 “瓶颈＇＇ ， 上海工业的技术优势、 区位优势、产业门类配

套齐全的优势以及效益领先的优势，将会形成更大的 “综合效应” 和 “倍数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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