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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三产业经济效益透析

尤正华

第三产业是国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门， 它的发展状况关系全局， 本文拟在分析上
海第三产业经济效益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制约第三产业经济效益各种因素的基础上， 探讨适
合上海情况的提高第三产业经济效益的对策。

一、上海第三产业经济效益的现状

（ 一）上海笫三产业发展的社会效益。
1978年以来， 上海第三产业发展很快，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中的第三产业增 加 值达 到

229.39亿元， 按可比价格计算， 比1978年增长2.3倍， 平均每年以10.4％的速度递增，大大快

于上海第一、第二产业年均增长2.2％和6.7%的速度。
第三产业的超前发展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至少有以下四个方面：
(1)为上海加速发展外向型经济打下了基础。在1979一1990年的12年间， 上海港的港

口吞吐量增加了75.5 %，货物运输量增长了36.3%， 新建了57家宾馆和8座外商办公楼，开
办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实行了土地批租制度等，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上海的投资环
境，直接或间接推动了上海经济向外向型的转化。

(2)增强了生产发展的后劲， 改善了人民生活。12年间， 上海平均每万人拥有的商·
业、饮食业、服务业网点数从20个增加到99个；每万人拥有的医院病床数从50张增加 到 54
张，电视节目从 2 个频道发展到 5 个频道；金融、保险、科技、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第三产业的这种发展，不仅对于当前社会生产的发展、上海经济的繁荣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对于上海未来的建设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3)第三产业的发展对其他产业产生了一定的生产诱发效果或乘数效应。12年来， 上
海用于第三产业的基本建设投资额达277.84亿元， 占同期上海基建投资的36.1%。第三产业
的发展为第一、第二产业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4)第三产业的发展产生了较高的就业诱发效果， 吸收了大量的社会劳动力。 12 年
来， 上海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从149.2万人增加到218.13万人，增长46..2%。第三产业容纳了大
量的社会劳动者， 为社会的稳定作出了贡献。

- ·(二）笫三产业本身的经济效益。
在社会效益提高的同时， 第三产业自身的经济效益也有所提高。第三产业人均创造的增

加值（国民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3402元提高到1990年的10569元， 年均递增9.9%， 远远超
过了同期第二产业年均3.6％的增速。1978年， 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仅为第二产业的49 -5%, 
而1990年， 则提高为96.6%。

但是， 第三产业内部的经济效益很不平衡， 除金融、保险业的经济效益相当显著外，其
他部门的经济效益并不容乐观。 － ． 

、

根据有关统计资料，上海第三产业总体经济效益的提高主要是由金融、保险业所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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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剔除金融、 保险业的增加值， 则1985一1990年迭6年的第三产业人均增加值分别只
有5323元，5590元、6180元、6960元、6442元和7415元，从1986年起，金融、保险业的拉动
系数已超过20%, 1989、1990年的拉动系数已达44％和42,5%。

进一步的分析我们应该看到，分结构的第三产业经济效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为

第三产业中的教育、文艺、广播电视事业，体育、卫生和社会福利事业等，它们的发展大都
间接地推动了社会进步，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效益的提高，而它们本身都是需要财政支持的

部门，所以我们不能仅仅根据这些部门的直接经济效益就作出简单地判定，而且，这些行业

增加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小一部分。1990年，它们的增加值只有18.74亿元，占全市国
民生产总值的2.5%。问题的关键是应该拥有直接经济效益的商业、饮食服务业、交通 运 输
和邮电通讯业等行业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提高缓慢，有的甚至下降，而这些行业的增加值占到
上海国民生产总值的15％左右。 下面我们详细分析一 些主要部门的效益下降情况。

一一商业。商业是上海第三产业中拥有职工人数最多的一个行业，1990年有职工人 数

43.29万人，占第三产业职工人数的22,6%，但从1985年以来，商业部门利润出现了大幅度
滑坡，以1985年的商品经营利润为100, 则1986年为73, 1987年为50, 1988年为32, 1989 年
开始出现亏损。 这6 年商业部门的商品经营利润率是：1985年为6,5%, 1986年 为 4.6 % ; 
1987年为3-4%; 1988年为1.8%; 1989年为－ 1.7%; 1990年为 － 2．3%。

一一饮食服务业。 比商业的情况稍好，它的利润下降是从1988年开始，从最近3年饮 食
服务业的利润额看，1988年为1.47亿元，1989年为1.46亿元，1990年为1.42亿元，利润额占

营业额的比重1988年为12,2%, 1989年为10 -5%, 1990年下降到8.9%。
一一旅馆业。 在旅馆业中，出租率是反映旅馆经营情况的主要标志之一， 自1985 年 以

来，上海主要旅馆的客房出租率逐年下降，1989年的出租情况已低千国际上60％出租率的警
戒线。

一一交通运输业。 交通运输业近年来因几次调高运价，特别是1989年大规模地调高了铁

路、水运价格，使这一行业的帐面效益提高，但是，从该行业的实际效益看，情况也并不理
想。 根据对1978年以来交通运输业的12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的考察，其效益率的 基本状况

是：1978-.1986年呈凹形上升趋势，其中1981年为最低点，1986年为最高点，1986年以厉又

趋下降，1989年起有所回升，但整体效益仍低于1986年水平。
一一关于上海第三产业经济效益的总体评价。 将上述反映第三产业经济效益及其变动的

统计指标综合起来，我们得出对上海第三产业经济效益的总体评价：

一是在1979一1990年的12年间，上海第三产业的总体经济效益有所提高，但总体效益的

提高主要是由金融、保险业所拉动的。
二是如剔除金融、保险业以及若干年份的交通运输业，第三产业经济效益下降的结构分

布普遍而反常，以作为基础效益率的利润率指标衡量，各个行业的效益都呈下降趋势， 其
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商业，其次，为饮食服务业中的旅游业和旅馆业。

三是如剔除金融、保险业，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远远低于第二产业。 如前所述，1990年
第三产业的人均增加值为第二产业的96.6%，如剔除金融、保险业，则仅为63.6%。

二、上海第三产业经济效益下降的成因

1978年以来，上海第三产业经济效益（剔除金融、保险业）之所以波动下降，特别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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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饮食服务业近年来之所以连续几年大幅度下降，原因是复杂的、 多方面的、 多层次的。
其表层原因，是在财务上增加消耗、 增加成本、 减少得益、减少盈利等各种直接因素；其涞

层原因，主要是缺乏竞争机制和第三产业内部投资效益的失调。
（一 ）表层原因： 关于增耗减收的财务因素。

表层原因，是在经济活动之中到处可见的财务性的直接因素，这些因素在近年来日渐增

多，远远超出了企业的承受能力和消化能力， 导致经济效益的下降，这些增耗减收的主要因
素有如下诸项：

(1)企业收益以利息形式向金融部门的转移。同工业一样，第三产业各行业在发展的
同时，占用的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数量也迅速膨胀，特别是商业部门。1989年，商业系统自

有流动资金与银行借款的比例为 1 : 6.4 7, 银行对商业系统的流动资金贷款为265.3亿 元，

比对工业的贷款还多4.5%。据统计，1989年支付利息费用要占同年商业部 门 流通费用的

33.8祝，比1988年上升9.1个百分点。
(2)近年来几次提高职工工资，增加了企业成本。这几年，上海第三产业职工的名义

工资有较快的增长，1985年第三产业职工的工资总额为23.21亿元，1990年已增加到55.74亿

元，五年增加了1.4倍，平均每年增长19.1%，比同期第三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长率的 13.5%

（按现行价格计算）高出5.6个百分点，如果工资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同步增长，1990 年 的
工资总额应为43.9亿元，而实际多支付的工资达11.84亿元（这里我们暂且不考虑由外部环

境引起的消费品物价上涨因素）。
(3)第一、 第二产业的产品价格上涨，导致第三产业利润下降。从商业部门进货一方商

品的价格指数看，1989年与1988年相比，上海主要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为121.53, 农副产品

收购价格指数为124.7;再从商业部门销货一方的价格指数看，这一年的消费品价格指 数为
116.7, 其中食品类价格指数为123.8, 日用品类为108.3, 药品及医疗用品类为115.8, 燃料
类为100.2。显而易见，商业部门的进货价格指数高于销货价格指数。这种情况导致商 业 部
门毛利率降低，上海国营、 供销合作社商业的毛利率1980年为11.05%, 1989 年 为 6.3%,
1990年又降为4 -5%, 10年降低了6.6个百分点。

(4)企业管理费用大幅度上升，特别是集团购置消费品和用于支付招待、 佣金、 回扣

的非正常管理费用日益增加，离退休金等营业外支出成倍增加， 其他一些新增费用如平抑粮

价基金，无食堂伙食补贴等也计入企业费用帐中，影响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5)租赁费和折旧费增加。

(6)库存商品中的冷、 损、 残、 次商品积压最大， 导致资金占压严重，流转呆滞等。

（二）深层原因： 产生上述在财务上增耗减收的各种因素的原因。

它们包括微观（企业）和宏观（社会）经济活动的管理，这种深层原因也是复杂的，多

方面的、 多层次的。其中主要原因表现在上海第三产业的二个缺乏，即： 第一，缺乏对资金
的合理运用，第二，企业自身缺乏竞争能力。

(1)关千资金问题。在资金问题上表现出来的主要问题是：

第 一，在总量上对第三产业投资增加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内部的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目
前上海第三产业内部已经出现了相互矛盾的两极，一极是投资规模膨胀（例如对办公楼、 旅
馆的投资，1989年，上海营业性办公楼的空置率为12.4%，旅馆客房空置率已达47.1%。 与

此相对应的另 一极则是投资严重不足（例如对城市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的投资八由于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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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投资效益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 而后者则阻碍了经济效益的进一步提高， 二者共同作 用

的结果，降低了第三产业的整体效益。 这里我们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 80年代初期， 上海的

办公楼和旅馆也十分紧缺， 经过近10年的努力， 现在这一紧缺巳经变为空置， 而城市基础设

施、 交通运输等方面却依然困难。 其原因是投资来源问题。 统计数据表明， 在对办公楼和旅

馆的投资中， 自筹资金和利用外资比重不断提高， 特别是利用外资， 在1980一1990年已完工

和正在施工的营业性办公楼中， 中外合资、合作和独资项目占72.7%， 可供出租面积占总出

租面积的78.3%。 在旅馆业中， 利用外资这一形式起步较晚， 但发展很快， 在1985年以前上

海还没有属于 “三资” 企业的旅馆， 1986年出现2家， 1987—1988年增加了 6 家， 1989年又

增加了4家， 1990一1991年完工和将要完工的中外合资、合作旅馆有11家， 占这二年完工的

主要旅馆数的68.8%。 不言而喻， 利用外资是近年来上海办公楼和旅馆业走出紧缺的一条主

要途径。 而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等部门长期来主要依靠国家投资， 近年开始虽已在利用

外资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 如南浦大桥、地铁工程等， 但因起步较晚， 尚

未产生效益。

第二， 资金的 “ 虚假投入“ 。 在固定资产方面， 大量的投入已被物价因素所抵销， 使投

入增加的价值与形成的使用价值相违， 造成投资 “虚高” 。 近年来， 由于建设项目所用的材

料， 如水泥、钢材、木材和黄砂等， 国家计划供应量减少， 企业议价、高价采购的 材料 增

加， 增加了投资费用， 以房屋造价为例， 上海商品房的平均造价（老市区改造的多层住宅），

1989年比1988年增加23.4%， 比1987年增加51.8%。

(2)关千竞争问题。 上海第三产业自身缺乏竞争能力， 是第三产业经济效益波动下降

的又一个探层原因， 企业不具备强烈的追求经济效益的动力构造和机制， 表现在经济运行过

中的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 上海第三产业还相当缺乏上海的特色。 商业、饮食服务业， 缺乏特色商店、特色

项目、特色服务。 文化娱乐， 缺乏有特色、有深度、有新意的文娱节目和内容。 因此，市民

和外国旅游者的消费局限性很大， 形成消费不足。 从近几年外国来沪旅游者的旅游费用分析

可以看出， 旅游者平均每人每天用于吃的方面和用于文化娱乐费用大幅度下降， 1990 年 与

1987年相比， 分别下降18.8％和90.4%， 这种消费的下降态势是值得引起我们重视的。

第二， 上海第三产业缺乏经营创新意识， 表现在经营上的互相模仿、一拥而上， 形成一

方面某类商品出现供大千求， 商店收益降低， 甚至出现亏损；另 一方面， 大众化点心则很难

买到， 生意没有做足。

三、提高上海第三产业经济效益的对策

依据上述分析， 捉出如下提高第三产业经济效益的近期对策措施， 其主题是积极利用

外资， 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第三产业活力， 提高竞争能力以及加速对第三产业的改

革， 促进第三产业中的科技、卫生、教育等部门提高直接经济效益。

（ 一 ）关于积极利用外贷， 加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上海城市基础设施落后， 这是一个老问题， 它不仅阻碍了上海第三产业的发展， 甚至严

重阻碍了上海经济的发展， 对此不再详述。 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筹措资金来解决这个问题。

笔者认为， 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广开资金的渠道， 特别要注意采用多种形式积

极利用外资。 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除了向外国政府或财团借款外， 应积极拓展涉外土地批租



林 财经研究
" 、

1991年第11期 总第120期

业务。事实证明， 利用土地资源， 引进外资开发经营， 发展外向型经济， 是当代发展中国家
经济起飞初始阶段的通常做法。上海虽然从1988年也开始实行土地批租，但数量少，发展慢，
远远不能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因此， 90年代上海应加速培养 一批经验丰富、反应敏捷的土
地批租人才， 加速土地批租的速度， 通过土地的成批开发来吸引外资， 并在市场竞争中逐步
形成合理地价。要建立和完善二次土地市场， 金融部门也应扩大开办房地产抵押业务， 努力
促进上悔土地批租和房地产市场的顺利发展。

． （二）增强笫三产业活力， 提高竞争能力。
提高第三产业的竞争能力， 尤其要注意充分挖掘现有的竞争优势和潜力。上海的第三产

业实际上储藏着很大的竞争能力， 以饮食服务业为例，传统名点 和菜肴的数量庞大， 亟待开
发。 必须 鼓励饮食服务业在发展大众化点心和菜肴的基础上， 发掘和发扬特色 点心、特色莱
肴和特色服务。在此基础上发展一批特色商店、名优商店。国家要在税收上对这类商店实行
倾斜政策， 扶持这类商店的发展。 其次，要对名优商店的扩大， 以及开设连锁商店等方面给
予扶持， 结合房地产改革， 在房屋使用和其他资产使用上给予经济效益显著的名优商店以优
惠， 积极帮助这类商店的发展。

第二， 充分发挥上海现有的街道、广场等设施和条件， 组成若干夜市， 如饮食夜市、服
装夜市、小百货夜市、修理夜市、旧货夜市等， 丰富人民生活， 增添上海的都市色彩，扩大
营业额， 提高第三产业的经济效益。

第三， 上海的文化娱乐业质量必须要有一个提高，要充分发挥上海这一文化中心 的作
用。

（三）加速对笫三产业的改革， 促进笫三产业中其它部门如科技、卫生、教育等部门提

高直接经济效益。
长期以来， 受国家宏观政策的影响， 第三产业中的很多部门如卫生、教育 及一些公用事

业等都是以福利形式向社会提供服务， 采取大量依靠国家财政补贴的方式经营和发展的， 随
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逐步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发展模式， 上述这种经营方式已
不适应现阶段经济发展的需要， 甚至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索。因此， 在90年代尽快地
改变这种状况已属当务之急。

一一在卫生部门， 应进一步改革目前的劳保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 理顺价格和价值的关
系，扩大医疗保险和医药费承包制度的广度和深度， 适当增加个人的承担费用， 改善医疗部
门的经济效益。

一一在教育部门，要鼓励和发展自费教育这一形式， 逐步捉高自费学生在学生总数中的
比例。

一一在科研部门，要努力促进科技开发、咨询等脑力劳动产业的发展。L 悔目前的科学
研究事业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只 占第三产业的2一3%， 这同上海现有的科技力 量很不相
称。 必须 注意的是， 目前， 科学研究事业所占的比重尽管很小， 但科学研究事业具有很强的
生命力和发展力。1990年， 上海全民所有制单位各类科技专业人员数已达86.16万人， 全市
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数为765个， 上海有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 只要在政策上加以扶持， 重
视科技成果在生产中的应用，扩大上海的技术市场、咨询市场和人才市场， 提高上海的科技
开发、咨询能力是完全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