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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天以来，上海市场一反近儿年来持续趋紧的常规，出现了由旺转平、 由平转疲的
态势， 这是多年来所没有过的现象。 怎样判断当前的市场走势？市场变化引发了哪些矛盾？
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对策？这些问题， 不仅关系到当前上海经济的正常运转， 而且涉及到今后
的健康发展， 因而已成为众目所嘱的热点。

一、 当前市场的基本走势

市场的基本走势，从最表浅的层次分析，是由需求、 供给与价格三大因素决定的；从较

深的层次分析， 又同金融政策、 财政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密切相关，
从更深的层次分析， 则与经济发展状况、 经济体制变化、 经济周期更迭等长 期因 素不无联
系。 市场的实际变化轨迹， 正是上述各种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

观察去年以来上海市场的变化，可以发现三大基本走势＄

笫一大走势， 消费品市场的需求逐月趋于疲软，并已开始向生产资籵市场传导。近儿年，
由于宏观经济过度膨胀， 全市的消费需求一直处于持续升温的过热状态。1988年， 社会商品
零售总额高达313,49亿元， 比上年 增长31 .3%。1988年第四季度开始贯彻治理整顿方针以
后， 上海采取了控制消费基金和集团购买力、 压缩固定资产投资、 开办保值储蓄、 征收特别

消费税等一系列调整措施，从各个环节抑制了消费需求。 经过一段时滞期以后， 上述宏观政

策开始产生明显的紧缩效应。从去年2月份起， 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一改往年的持续上升

态势， 出现了在波动中逐月下降 的局面（见表1)。 到去年9月底为止， 全市社会商品零售

总额累计达265 .64亿元， 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后比上年同期下降约4%。 值得注意的是，消费
品市场的疲软， 通过产品销售困难一一企业资金周转不灵—一生产资料需求相对 减 少的机
制， 正在向生产资料市场传导。 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1989年下半年的钢材需求量， 预计
比上半年下降20％左右；木材全年销售掀预计比上年下降40％左右，化轻原料销售逐月滑坡，

第三季度实物销售量比上年同期减少近12万吨；机电产品订货也出现了大幅度下降的趋势。
表1 : 1989年1~9月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零售总额 33.23 29.26 32,49 30.51 3 1. 1 4 27.62 26.91 26.01 28.47（亿元）

比上
增
年同

月 长 、33.5 20.1 37.1 25.6 32.0 17.1 14.9 -9.0 一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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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二大走势，在有效供给相对不足的大背景下，一部分商品的库存急剧增加，结构性供

给过剩的矛盾正变得愈来愈尖锐。 有些产品尤其是近年来发展失控的家电 产品，早就潜藏着
供给过剩的危机 。在总需求持续膨胀的过热状态中，这一矛盾被国民收入超分配支撑的虚假
需求所掩盖。 紧缩政策实施后，有效需求逐渐恢复常态甚至跌落到常态之下，使得结构性供

给过剩的矛盾一下突出起来。这表现在市场上，就是工商企业存货的持续上升 。统计局提供

的月度快报表明， 去年以来特别是进入下半年后，全市社会商业的商品库存一 直保持着很高
的增长 水平（见表2), 24 种主要耐用消费品中，有20种商品库存出现不同程度积压。 与此

同时，工业企业的产成品积压也呈现出直线上升 的趋势。到去年 9月底为止，仅地方 预算内

表2: 1989 年 1~9 月社会商业商品库存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比上年 同
期 增 长 21.0 18,5 21. 0 18.5 26. 1  38.1 34.5 38.4 30,5 

（％） 

全民工业企业就占用产成品资金40.96亿元，与1988年同期 相比增加60.6%。 在 工业库存结构

中，增长速度最快的恰恰是 近几年最为抢手的热门商品。拿去年9月底的库存数 与年初相比 ，

电冰箱增长4. 9倍，彩电增长4.6倍，照相机增长2 .2倍，洗衣机增长1 .1倍，自行车增长55 ,4%,

电 风扇增长40. 9%。这说明，在既定的价格水平上，相当 一 部分消费品已处千供给过剩的状
太

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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笫三大走势，物价指数逐月回落，居民消费心理与购买行为趋向于正常。1 988年，由于

原材料价格失控，消费品调价措施频频出台，流通领域中乱涨价的 现象十分突出，全市消费
物价指数逐月看涨，全年物价指数比上年上升21.3%，创下建国以来最高纪录。 去年以来，
一方面严格控制了新调价措施的出台，另 一 方面 又清理整顿了 流通秩序，刹住乱涨价风，消
费物价指数 自3月份开始，呈现出逐月下跌的 趋势（见表3)。消费物价指数的 下跌， 既是市
场供求紧张状态缓解的结果，又反过来有效地消除了居民的“恐涨“心理，抑止了 “抢购围积 ”

与 “购物 保值” 倾向的 发展。居民消费心理与购买行为 趋向于正常'-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储蓄
倾向的逐月提高。 去年1~9月份，全市银行工资性支出和对个人的其他支出累计为137, 91

亿元，比1 988年同期增长18 .2%；而储蓄存款余额则增加了41 ,94亿元，比 1 988 年同期增长
33.6%。

表3: 1989年1~9月消费品价格指数

月 份 1 2
 

3
 

4
 

5 6
 

7
 

8
 

9
 

消 费 品
价格指数

126. 4 12 9 .7 126. 9 126.5 124. 9 121.3 116. 9 114.4 112.4

198 9 年上海市场 发生的由热转冷、由紧转松的显著变化，是宏观经济在投资、 信贷、
财政、物价、收入、流通等方面实施全面紧缩的必然结果。这种变化，就其基本走势来说，
是 同治理整顿的预期目标相吻合的，因而可以看作是紧缩政策的一种正常效应。出现这种变
化，从长远来看，既有利千把总需求降低到与目前的国情相适合的水平上，保证经济在扎实的
基础上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又有利于暴露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结构性 矛盾，促使经济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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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与需求结构保持动态平衡；还有利千创造一个供给略大千需求的买方市场局面，为经济体
制改革的深化创造宽松的环境。因此，面对市场出现的上述走势，完全不必惊慌失措，更不
应该动摇进一步治理整顿的决心与信心。

二、市场趋疲引发的三大难题

市场既是联结生产与消费的中介，又是货币资金、生产资金和商品资金互相转换的枢纽。
市场的变化，必然会对国民经济流程的各个环节发生或轻或重的影响。分析上海去年1~9

月份的经济运行状况，可以清楚地看出，市场由热转冷的变化，在发挥其应有的正常效应的
前提下，也引发或者加剧了 经济运行过 程中的一些矛盾。

首先，市场趋疲进一步加剧了资全短缺的矛盾。流动资金短缺 ，一直是上海经济运行中的

一个突出问题。如果说，以往几年流动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在于经济规模的扩张与生产资料
价格的上涨，那么，去年以来国家采取各项紧缩措施和 由销售收 缩 引致的 库 存 激增， 已
经成为流动资金缺口扩大的新的动因。去年1~9月，全市银行流动资金贷款增加额为49.51

亿元， 相对于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与经济发展的追加需求而言，新增流动资金的供给明 显
偏紧。初步匡计，去年国家出台的新的紧缩措施，对 全市信贷收支的直接影响达17.5亿元，
间接影响的数额则更大。另 一方面，由于商品销售疲软，流动资金投下以后，相当一部分转化
为商品资金与产成品资金沉淀下来，这就使得资金供求的矛盾更加激化。 据统计 ，到去年9月
底为止，全市内外贸商品库存总值已高达 21 2.5亿元，比1988年同期增加了43.3亿元，这就是
说，去年以来新增的流动资金贷款 ，已有87％被库存商品所占用。间题还不止于此 ，由千商品
一货币循环链的局部中断，又引发了 工商企业之间互相拖欠货款的 “债务危机” 。据工商银
行统计，到去年 8月底为止，全市国营企业的应收预付款高达90. 2亿元，比年初增加了33.1亿
元；应付预收款高达106.7亿元，＼比年初增加了 2 4.6亿元。由于 “三角债“ 越滚越大，流动
资金存量处于无法有效运转的状态，造成了 对新增流动资金的更大的需求，资金短缺的状况
于是愈演愈烈。由此可见，当前流动资金紧张的主要制约因素，一方面在于信贷紧缩，另一

方面在于市场运转不畅。解决流动资金短缺问题，既要有适度的资金供应政策， 又要下功夫
疏解市场梗塞。

其次，市场趋疲拉动了工业生产速度下降。1988年，在市场旺销的带动下， 全市工业总
产值 首次突破了千亿大关，达 到10 82.70亿元，比上年增长10..5%。这是80 年代以来第二个
超过10％的高速度。进入1989年，市场逐渐由热转冷、由旺转疲，相应拉动了 工业生产速度
的回落。上半年，由于时滞效应，市场降温对工业生产的制约尚未充分显露， 全市工业总产
值 一度出现逐月上升的态势。6 月份月产水平达到100. 70亿元，刷新了历史最高纪录。但是，
进入下半年以后，市场销售困难对工业生产的制约作用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工业总产值月产
水平出现了 逐月递降趋势，其中7 月比6 月下降3.7%, 8月比7 月下 降0.3%, 9月 又 比
8月下降2.6%。在工业生产下降的过程中，同耐用消费品生产相关的行业首当其冲。例如，
去年9月，由于销售不畅，彩电生产比上年同期下降82.3%，带动仪表局工业总产值 同比下
降29.2%。在电冰箱与洗衣机等民用消费品发生呆滞积压的制约下，航天局去年 8、9两个

月的工业产值 与上年同期相比分别下降2 2.3％和5 2.1%。以民用消费品生产为主的二轻局，

去年9月份工业总产值 也比上年同期下降了6.1%。由于行业之间相互联结的波及效果将进
一步发挥作用，由耐用消费品生产发端的工业速度滑坡，将沿着下游产品—-中游产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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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游产品的顺序扩散。 如果市场状况在近期内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全市工业总产值增长速度

在波动中进一步下降的基本态势将不会有大的变化。
笫三， 市场趋疲引起了经济效益进一步下滑。 近儿年来， 工业经济效益在原材料与工资

费用成本大幅度上涨的压力下，出现了持续 下降的局面。 目前 的市场销售疲软，又在原有基础

上增加了经济效益下降的新的拉动因素。统计局提供的最新统计资料表明，1989年 9 月与1988

年同期相比， 地方预算内全民工业企业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额比1988年同期增长了20.9%,

其中储备资金和生产资金分别只增长12.4％和15.9%， 而产成品资金则增长了60.6%；产品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2.2%， 扣除同期物价上涨率以后， 实际收入呈较大幅度 下 降 的趋势，
实现利税总额与上缴利税总额与1988年同期相比， 分别下降了5.1％和2.o%， 如果考虑物价

因素， 下降的幅度还要大一些。 这种发展态势， 已给相当一部分企业完成1989年的财政承包

任务带来了困难， 并对1990年完成地方财政承包指标构成了潜在的威胁。

在宏观经济全面紧缩的条件下， 资金运转不灵、 工业速度下降和经济效益下滑是不可避

免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是经济调整过程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过， 这些问题的产生和发
展又提示我们， 实行调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经济良性循环、 稳定发展的崭新局 面。
在紧缩达到适当力度后， 应当把主要着眼点从总量政策转移到结构政策上来， 即在坚持总量

紧缩的大前提下， 实行有松有紧的政策， 限制供给过剩、 效益低下的产业和企业，扶植供给

不足、 效益较高的产业和企业。 这样做， 一 方面有助千维待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宏观

经济效益， 降低为经济紧缩而付出的代价，另 一方面又有助于从根本上调整供求结构和产业

结构， 为治理整顿结束后经济的良性循环和稳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三、 新的契机及其对策

1989年以来的市场变化， 既给工商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设置了重重难关， 同时又在 大

起大落中孕育着种种新的契机。 抓住这些契机， 摆脱市场疲软的消极影响， 充分发挥它的积

极效应， 就完全有可能使三年的治理整顿成为上海经济走上良性循环的历史转折点。 针对目
前的市场状况， 我们固然有必要在购销形式、 促销手段、 营销战略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口，
以遏制市场继续趋疲的走势， 缓解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 但是， 必须看到， 在宏观紧缩政

策不变的大前提下， 上述治标措施的有效性毕竟是有限的， 要从根本上走出市场困境， 必须

采取一系列具有中长期效应的大动作和大对策。
对策之一： 大踏步地推进产品结构的调整。 在总需求膨胀的情况下， 全面短缺的假象 ；

使得需求指向的透明度大为降低， 绷得过紧的要素供给又使得资源的转移缺乏回旋的余地，
产品结构的调整受到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影响而难以有大的作为。 在市场由旺转疲以后， 需

求结构与供给结构之间的差异犹如水落石出， 清晰地显示了出来；由市场滞销造成的一部分

企业生产能力过剩， 又为资源转移提供了现实基础。 因此， 利用这一有利时机， 对哪些产品
需要淘汰、 哪些产品需要限制、 哪些产品需要发展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和规划， 并坚决地按
照产品规划实施结构性的信贷政策、 财政政策、 税收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和物资供应政策，
促使人、 财、 物等生产要素不失时机地从淘汰和限制产品转移到需要扶植和发展 的产品 上

来， 这样做， 将不仅有利于现有资源的优化配置，保持一定的工业增长速度， 增 加有效 供

给，提高经济效益， 而且有利于调整结束后上海经济在合理的产品结构基础上更快地发展。
对策之二： 积极稳妥地进行企业组织结构创新。 近儿年来， 上海加工工业中重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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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复布点、重复生产的问题十分突出。 如家电行业，就有5家电视机厂、 4家电冰箱广、26家

吸尘器厂、10家微波炉生产厂、40多家电磁灶生产厂， 其中达到大批量生产的厂家只是少

数。 这种局面， 不仅使企业难以获得应有的规模收益， 而且导致了同行业中众多的厂家争资
金、 争物资、 争市场的过度竞争。 市场趋疲后， 相当一部分家电生产企业逐渐陷入了进退两

难的窘迫境地。 利用这一契机， 可以充分运用行政与市场的双重力量， 大力推进企业的水平

联合与垂直联合， 创造和发展资金、技术、 生产比较集中、 内部分工协作比较紧密的大型甚
至巨型企业集团， 形成生产要素的集聚优势。 这样做， 一方面有利于全面提高企业参与国内
外市场的总体竞争实力， 另 一方面也有利于国家进行宏观洞控， 克服过度分散必然带来的大
起大落的市场振荡现象。

对策之三： 更加大胆地把企业推向国际市场。 过去儿年， 国内市场需求的持续升温，对

企业扩大产品出口形成了巨大的拉力；内贸价格不断上扬带来的外销不如内销的问题， 又压

抑了企业的出口积极性。 内销市场变化以后， 对产品出口的拉力开始转化为推力， 外汇 调
剂市场的开放又为企业筹措进口用汇和以市价卖汇提供了渠道。 这一契机， 对扩大国内产品

的出口是十分有利的。 应当不失时机地在政策上调整企业创汇的分成比例， 鼓励企业出口创
汇；在外贸体制上分别不同情况， 采取代理制、收购制、 企业自行出口等多种形式， 在出口

市场结构上， 重点开发苏东与第三世界市场；在外贸营销上鼓励采取灵活多样的手段。总之，
只要政策合理、措施得当，本市一部分过剩产品的生产能力，完全有可能转移到面向国际市场
的出口加工生产上来。

对策之四： 切切实实提高企业的内在素质。 在经济过热的气氛中， 消费者对产品的旺盛

需求， 使得许多劣质产品也很容易被市场吸纳， 原材料、资金、中间产品供给的双轨制以及

由此派生的谈判、游说、 拉关系、兜生意，成了企业兴衰的决定因素。 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真
正决定企业命运的关键一－企业自身素质的提高反而被忽略了。 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变化后，

企业素质对于企业兴衰的支配作用充分显示了出来。 产品质量高、款色新、 价格低、服务好

的企业， 就能在紧缩中继续保持甚至扩大市场；反之， 就要遭到淘汰。 面对这一态势， 在宏

观上需要诱导企业及时地将竞争的热点从销售转到生产与管理上来。 一 切有战略远见的企业
家， 也应该充分利用市场压力， 通过技术进步与管理创新、压缩消耗、 降低成本、 提 高 质

量、 增加花色品种、 改善服务， 使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和产品的竞争能力踏上一 个新 的台

阶。 这样做， 既可以保证企业在紧缩状态中求得生存， 还为市场复苏以后的更大发展积蓄了

后劲。，

对策之五： 有步骏地放开 一 部分商品的价格。 在商品全面短缺时，放开价格的结果，便是

物价的大面积上涨。 而在供给大于需求的条件下， 卖方的竞争具有一种自然抑制商品价格上

涨的趋势，使得放开商品的价格跌落到供求大体一致的均衡点上。 这部分商品价格的下降，还
会带动相关商品及其他商品价格的回落 ，从而有助于降低物价上涨率。 因此，在市场趋疲的状

态中， 在宏观决策上拟对供过千求的商品逐步放松价格管制， 做到由企业根据市场供求关系

的变化而自行定价， 让物价的涨落有效地发挥对于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 这样一种价格 机

制， 正是我们多年来苦苦追求而不可得的， 现在， 宏观经济的紧缩已经为局部地形成这种机
制创造了条件， 我们为什么不试它一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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