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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在对上海商业
“

九五
”

发展回顾的基础上，对
“

十五
”

发展的趋势作了战略性展望，并进一步给

出了需要落实的几项重要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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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五
”

上海商业发展的基本回顾

“九五
”

期间上海商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步形成了 现代化商业的框架。(1)商品市场从

供不应求发展到供求平衡或供略大于求，从 1997 年 4 月份开始，上海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一直

处于负增长，上海商业的发展基本上满足了各个层次的需求。(2)上海商业基本上形成了与生

产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相适应的比较合理的流通结构框架，基本上隔 300-500 米就有一个商

业网点。 (3)消费品市场由生产者主导基本上转变为由消费者主导，并已成为一种趋势。 “九

五
”

是上海商业迈入现代化的重要时期，是上海商业全面进入市场经济并得到快速发展的时

期，也是上海商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时期。

（ 一 ） “ 九五”期间上海商业发展的六大变化

1. 市场规模迅速扩大，商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商业作为支柱性产业的地位也日益突出。

2000 年上海进行了一次 50 年来最全面、最彻底、最广泛的商业性普查。 普查结果显示，“九

五
”

末上海全社会商业企业资产总额达到 4200 多亿元，商业的销售总额达到 5700 多亿元；实

现社会消费品总额 1722 多亿元，比 1995 年增长了77. 5%， 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2% ，高于

GDP的年平均增长率；商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稳步提高；并且，全市第三产业的比重

去年首次超过 50% 。 进入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每年增加 2 个

百分点。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国有商业企业占 38%，私营及个体商业企业占 21% ，商品交易

市场中个体经营部分也占 40 ％左右；而国有商业企业的销售额及所占比重下降了 4 个百分

点，个体私营商业企业的比重上升了 13. 7 个百分点。

2. 商业队伍迅速扩大，商业网点同步增加，为全市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作出了贡献。(1)

“九五
”

末全市共有商业企业 26.1 万户，比 1995 年增加了 60. 9% ；从业人员 166. 2 万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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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增加了 51%。 商业发展过程中的就业岗位 5 年中增加了 80 多万个，这对全市经济结

构调整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在上海商业从业人员大量发展扩张的过程

中，商业队伍的素质尚存在一定问题，大学本科毕业以上学历的只占 4.4%．大专 毕业的占

7. 9%，高中毕业的占 36.9%，初中及初中以下的占 50.8%，这显然与上海商业高速发展的要

求不相适应。“九五
”

期间，随着上海商业信息化、网络化、电子化发展步伐的加快，提高商业从

业人员的整体素质已成当务之急。(2)随着上海商业队伍的迅速扩大，商业网点数量也呈同步

发展之势。 目前统计结果显示，全市商业职工 166. 2 万人，商业网点 26.4 万个，也就是说每一

万个居民中间有 172.8 个商业网点，每一个商业网点服务 58-60 个居民。 零售业从业人员年

平均销售额 19.0061 万元，餐饮业职工年销售额 5.1994 万元。

3. 上海商业购物环境明显改善，城市商业布局逐步趋向合理。 这 5 年上海商业营运面积

不断增加，商业设施档次也在提高，普查结果表明上海商业营运面积为 3876 万平方米，其中商

业企业占 1461 万平方米，餐饮企业占 188 万平方米，服务企业占 1384 万平方米，商品交易市

场占 488 万平方米。 全市每一个居民拥有商业企业面积 0.93 平方米，中心城区相对高一点，

边远城区略低一点。 全市 1 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商店有 157 个，其中单店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米

的有 4 个；全市 1000 平方米以上的餐饮企业 487 个，其中超过 10000 平方米以上的有 10 个。

4. 连锁商业健康发展，使商业经营发生突破性变化，商业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

九五
”

末全市已有连锁商业网点 4460 个，销售总额 480 亿元，占全市商业销售总额的 24% ；就商业

销售增加额而言，连锁商业销售已占了 40%-45%。 连锁商业从业人员占全市商业从业人员

的 1/10，其所创造的利润是全市商业利润的 1 3。 李岚清副总理在上海视察时，肯定了上海通

过连锁商业的机制来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 连锁店的销售明显好千其他形式，从业

人员年平均销售额，便利店是 12.4984 万元，专卖店是 24.197 万元，专业店是 24.133 万元，百

货店是 26.966 万元，超市 33.36 万元，大卖场是 69.198 万元。

5. 商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加．多种所有制经济取得共同发展。 2000 年上海商业

GDP 总量为 470 多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74%，占全市 GDP 总量的 10.3%，商业增长对 GDP

的贡献率为 11%。 商业利润的构成，国有企业约占 42.3%，集体商业企业约占 26.6%，私营

个体经济约占 21. 7%，股份制经济约占 9%，三资企业约占 0.4%。

6. 商业设施日趋完善，商业窗口形象有所提高。 科技进步对商业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信息技术、计算机技术以及生物医药技术等在商业领域的广泛运用，超市、便利店、大卖场基本

上实现了计算机的联网管理，商业信用卡的使用也在逐步扩大，全市已有 1000 多家商店开展

了规范化服务，上海的商业服务品牌有 125 个．全市商店有电子设备和收款机的 1284 个，有服

务器的 1128 个，自动售货机 484 台，使上海商业的窗口形象进一步改观。

上述六大变化表明，上海商业的发展与上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完全同步的。

（二）上海商业
“

九五
”

发展的原因简析

L 坚持了
“

三特
”

，即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上海特色 上海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色，就

是通过政策倾斜来促进各种要素、资源和业态的整合 为此，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有利于商业

企业优化整合的优惠政策。

2. 坚持三性
”

的统一，即开创性、坚韧性和操作件的统一 c 坚持开创性．积极开展市场调

查，发现不同人群的不同消费需求．再针对这些需求来进行商业调整 坚持坚韧性·利用工业

结构调整带来的存量资源及社会资源．基本解决了马路菜场的问题，还路与民，修成 r步行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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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街。 坚持可操作性，就是把建立在调查研究之上的构想、规划转化为相应的措施和工作步
骤，一环一环地抓落实。

3.积极探索，使上海商业规划、商业规模、商业规范管理不断提升档次和水平。 “ 九五 ”期
间上海商业有几个转变：（1）上海商业从注重硬件建设转变为在注重硬件建设的同时也注重软
件建设；（2）上海商业从数量型发展转向质量型发展；（3）上海商业部门职责从管理系统商业转
向管理全社会商业。

4.落实”三个坚持＂的指导思想，即坚持发展商业道路，坚持上海商业国际化、现代化建
设，坚持上海商业便民、利民、为民的宗旨

综上所述，“九五”期间，上海商业发展的主流是好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随着人们生活
水平的提高，从产品经济转为商品经济，人们由原来对商品的单一需求逐步转向商品和服务的
双重需求。 在此背景下，上海的商业发展理应从大商业的视角出发，为上海居民和全国人民提
供更丰富的商品和更好的服务。 然而，上海物流业和服务业的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上海商业的辐射；商业的组织化、管理化水平与商业的发展也不相适应。 这势必影响上海商业
向更高层次发展。 此外，上海商业市场环境还有待改善，假冒伪劣商品和不正当竞争也需要进
一步整治，商业职工队伍素质还有待提高。

二、上海商业” 十五 ”发展的展望与任务

（一）上海商业” 十五”发展规划的指导思想
根据中共上海市委七届八次全会和人大十一届四次会议的精神，围绕提高城市综合竞争

力的总目标，以提高商业整体竞争力为主线，以应对加入WTO为抓手，在发展中继续推进战
略性调整，大力推进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努力营造开放性市场环境，奠定上海作为
国际大都市和国际贸易中心的基础地位。 到“十五”期末，力争使上海成为国际贸易的交易地、
时尚商品的发祥地、国际著名品牌的集聚地、国际化的购物天堂。

（二）上海商业” 十五”发展的目标体系
第一，商业国内生产总值达到750亿元；第二，上海商业批发货物总额达到6700亿元，平

均苺年增长10%，社会商品销售总额达到2500亿元，现在是1700亿元（其中电子商务销售额
占10%），要年均增长8%；第三，努力培育销售额超过100亿元的商业企业集团，“十五 ”期间
争取形成10个超级商业企业集团。

（三）上海商业” 十五” 发展的战略构思
1.信息网络化战略。 即以信息技术为支撑，将分散化经营向网络化经营转换，增强商业

的流通功能和市场拓展功能，充分运用先进的经营理念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建设发展商业实体．
实现商业的网络化经营，这是上海商业发展的优势，起点比较高。 必须强调，运用现代化计算
机网络技术甩扭文发展电子商务，增进新型的网络商业，提高商业后台管理水平，促进商业的现
代化，是上海商业”十五”发展目标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支柱之一。

2.规模化战略。 继续大力推进连锁经营，建设市内外营销网络；积极推进资产重组联合，
不断做大、做强商业企业集团；进一步提高上海商业的组织化能力，增强上海商业的核心竞争
力；发展规模经济，提高规模效益。 华联集团与上海外贸公司的联合，已成功实现了第一步。

3. 人本化战略。 商业发展以人为本，以市民的需求为本；提高商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调整
从业人员的结构，以适应上海民众日益提高的消费需求；努力实现上海商业与人与社会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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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和谐发展，大力推进绿色营销，加强环境保护，实行可持续发展。 引进国外管理人才，大力培

训商业管理人员。

4. 软性化战略。 即指消费服务．要突破传统商业的销售硬性、有形商品的观念．积极拓展

上海的服务行业。 为此，一方面要提高有形商品服务的增加值，另一方面要大力开拓新的服务

领域，提高商业的服务含量。

5.“走出去
”

战略。 即向外拓展战略世坚持走出上海、拓展国内市场的战略方针。 积极参与

西部开发，拓展西部市场，抓住中国加入WTO的机会积极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四）上海商业
”

十五
”

发展的战略实施步骤

与上述战略相对应，
“

十五
”

期间上海商业发展要抓住
“

四个现代
“

和两项工作，即现代物流

业、现代连锁业、现代信息化商业、现代消费服务业和绿色营销工作、品牌战略工作。

1.”四个现代
”

。 第一个
“

现代
”

是现代物流业。 现代物流业是21世纪上海重要的支柱产

业。 现代物流业作为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一个综合化服务体系，是

上海21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和新兴的经济增长点．也是上海建设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完善

城市功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物流业对新世纪上海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

物流业每增长2.5个百分点，GDP就相应增长1个百分点。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现

代物流业的发展打破了地域界限，全球化、系统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越来越明显 上海作为

未来的一个国际化大都市，一定要有高效的物流业作为其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现代物流业

已经被世界普遍认为是降低物耗、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外的第三个利润增长点。 现代物流业的

发展有利于改善国民经济运行质量，有利于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因此，我们把发展现代物

流业作为提高上海城市综合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目前发达国家物流费用约占 GDP的

11. 1%，而我国约占16. 9%。 世界各国都在进行传统物流业向现代物流业的转变。 服务产业

化的趋势、工作社会化的趋势和作业标准化的趋势以及物流、信息、商流一体化的趋势对上海

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所以，上海发展物流业要始终坚持高起点、高效益的原则，广

泛运用计算机技术和自动化技术改进物流水平．使物流业成为上海经济发展一个新的亮点和

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此，必须做到以下两点：一是要改善现有物流企业打破传统物流模式，使

物流企业之间资源优化配置，形成一批集物流、信息、商流于一体的物流基地，实现四个不同层

次的商业物流中心建设（社会化物流配送中心、专业化商业配送中心、系统内部商业配送中心、

社区配送网络和市外配送中心），到2005年基本完成长江三角洲的物流配送体系。 二是要创

新现代物流形态，逐步形成港口贸易型的物流基地、加工制作型的物流基地和服务配送型的物

流基地。

第二个
“

现代
”

是现代连锁业，预计在
“

十五
”

期末上海现代连锁业的总 销售额将突破1000

亿元，占全市社会销售总额的30%（现在为24%，每年需要增长1 个百分点） 连锁经营的种

类从目前的45种扩大到100多种，从商品经营为主发展为商品经营与服务经营并重。

第三个
“

现代
”

是现代信息化商业。 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现代

化，实现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信息化建设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将带动上海实现第三次飞跃。

在信息化时代，信息化商业为综合性消费服务提供 了可能。 整个社会环境的信息化将使上海

商业、服务业完全有可能对消费者提供个性化服务。 为此｀上海发展信息化商业必须做到以下

两点：其一，在2002 年以前上海的大型商业企业全部实行计算机管理，到2003-2005年要全

面普及计算机管理，并且实行客户的信息管理及网上购物、网上服务，使上海的商业信息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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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其二，“十五”期间将建设一批电子商务的骨干工程，包括建立上海商业

门户网站、8个骨干网点、6个专业特色网站，并实施全市购物一 条龙试点工程，使上海商业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规模上一个台阶。

第四个
“

现代
”

是现代消费服务业。 消费服务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行业，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产品软化是一个趋势，消费服务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就业人员

也越来越多，其地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日趋重要。 发展消费服务的积

极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消费服务业有利于缓解当前的就业矛盾，减少经济体制

转型过程中的摩擦；二是有利于解决我国长期存在的消费品结构性矛盾；三是有利于开展国际

贸易服务。 在发达国家，个人消费支出中的服务消费支出已达 50％以上，而我国目前这个比

率则不到 25%。 因此，上海发展消费服务业的侧重点应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首先，发展传统

意义上的消费服务，突出个性化服务，既能满足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创造就业岗位。 其次，发

展新兴服务行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 再次，在发展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同时，还要加大知

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力度。 第四，在发展城区服务的同时，还要加速发展郊区社会化综合服

务体系。 最后，促进消费服务的信贷规模，刺激对消费服务的购买。

2. 两项重要工作。 一是绿色营销工作，即食品的标准化和无毒害化。 我国农副产品的精

深加工率只有 30%，世界平均为 80%。 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后既可以使食品标准化、规模化、优

质化，又可以提高食品的附加值，农民可以增加收入，城市可以增加就业。 由此，必须实行市场

准入原则，推进生猪的定点屠宰工作，建立全市农药、农产品检测体系，建立生产无毒害产品基

地。 二是品牌战略工作，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为核心，强化商品品牌和服务品牌。
“

九五
”

期间上

海重点扶持品牌 300 个，销售额 300 亿元。 有 5 个品牌年销售额超过 20 亿元，有 10 个品牌年

销售额超过 10 亿元；培育 50 个中坚品牌、80 个高科技品牌； 20 个总代理、总经销品牌、50 个

产品品牌，先后成为上海市的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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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the commerce in shanghai; review; prospect 

•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