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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

上海： 1998 年的经济分析与

1999 年的增长预测

1998年，上海经济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其主要表现在：第 一 ，东

南亚金融危机在1997年7月爆发的基础上，在1998年以出乎人们意料的强度，在区际和国家

间蔓延，进而影响了全球性的消费需求、贸易需求与投资需求的增长，也对中国和上海的国际

贸易和外资引入，带来负面影响；第二，中央政府开始确定并 实施以内需扩张带动国内经济增

长的方针，1998年3月开始启动货币和信用扩张政策，1998年6月开始启动财政扩张政策，其

政策工具投入的强度与密度，为中国 近20年来经济发展史中所罕见；第三，为建立并稳固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 制度基础，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推进金融体系、住房制度、养老与医疗

保险制度和政府经济组织体系的改革， 这一改革，对其所涉及的居民、厂商和政府，在经济运行

中的预期与行为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上述三大变化，因其彼此间存在着 一 定程度上的相互

制约、相互对冲和相互抵销作用，使全国经济发展的绩效，在制度调整的格局中，尚难充分体现

扩张政策强度所应带来的理论效果。全国经济增长速度继续走低及市场景气未见明显改善，就

是一个明确的例证。 在这种条件下，上海经济在1998年，虽然保持了比全国GDP增速高 z.3 

个百分点的增长态势，但与1997年的增速相比，却也已下降了z.5个百分点。似乎依然徘徊在

1996年开始出现的增速下滑的状态，而未现人们所乐见的增速反弹。

现在的问题是，1999年上海将会出现怎样的发展态势？在全国经济计划增长目标将在

1998年的基础上继续调低的条件下，上海经济将是在近些年来所形成的增速下降的状态中，

继续滑 行还是止住下滑抑或出现反弹？为此，上海财经大学会同上海市统计局与上海市经济信

息中心的有关专家，共同组成
“

上海经济分析与预测
“

课题组，在1997年末研究的基础上，运用

数量分析模型对上海经济发展的趋势和 1999年的主要经济指标的变化，进 行了实证模拟和预

测， 供决策部门参考。

一、1998年上海经济增长特征分析

经济增长是需求与供给共同作用的结果。 1998年上海的经济增长承接并强化了1997年

就已出现的新的经济现象，即本市 供给增加值大千本市需求增加值，与1993~1996年高速增

长期间，市内需求膨胀诱使供给增长的格局，形成鲜明的对照。1998年，上海GDP实际增速为

10. 1%，其GDP实际净增额为338.4亿元。 同期，上海 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总额与1997年基

本待平；全社会消费总额（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服务型消费）比1997年增长 10.5%，净增钙为

150. 4亿元；本市净出口（出口— 进口）比1997年增长9.5%， 实际净增4.5亿美元，约合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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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人民币。 根据GDP增量应等于投资、 消费和净出口三大需求增量之和的模型，上海1998

年的经济增长中，存在着 150.6亿元本市需求增量无法解释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

它实际意味着，上海经济增长方式继90年代初出现转型后，再次出现转型。 上海经济由此开

始，很可能进人了一个新的经济增长阶段。 其主要特征是：

第一 ，全市GDP的增长，将不再主要依赖市内高强度的投入所诱发的本市总需求的扩张，

上海经济又开始具备市内总需求增长乏力条件下，提高有效产出供给水平的能力。90年代后，

上海经济在浦东开发开放战略实施的推动下，进人了市内总需求急速扩张带动全市GDP高速

增长的时期。在1993~1996年上海经济连续4年实现 13%~14.9％的高速增长期间，除1993

年外，1994、1995、 1996年连续3年，出现了市内总需求增长额大于GDP供给增长额的经济现

象，1995年市内总需求增长高达842.8亿元，是同期市内GDP供给净增额的 1.72倍。而 1993

年市内总需求净增额与同期市内GDP净增额基本待平。 这 说明，1993~1996年全市GDP的

高速增长，几乎全部可由全市总需求的扩张增量来拉动，还存有剩余。 这种现象反映出市外创

造的GDP，以带入货币消费和投资 进入的形式对上海的流 入，并在时间上与上海在1994年首

次出现GDP净流入不谋而合。在这种经济条件下，本市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厂商，显然 将获

得提供有效供给的诸多便利。 同时，市外厂商也会在上海发现需求扩张所带来的商机。 然而，

1997年后，上海市内总需求增量因总投资增量大幅下降而急剧收缩，当年投资 的边际增加额

仅为25.5 亿元，而总需求边际增加额仅为238.7 亿 元，为 1994年的 24,8%; 1995 年的

28, 3%; 1996年的45.5%。 而当年GDP的增长额仍达 446.8亿元，市内总需求增长额仅占

GDP供给增长额的53.4%。1998年也是如此，其市内总需求增长额仅占同期GDP供给增长

额的55.4%。 上海经济连续两年出现GDP增长额大于市内总需求增长额，说明上海经济增

长，巳开始出现摆脱对市内需求增长高度依赖的倾向。 从近两年经济增长的绩效上看，上海经

济已从高度依赖聚集外部各类资 源进入上海来带动增长，开始转向发挥城市综合功能以满足

各类需求的有效供给来带动增长的阶段。

第二，市外（境内）需求填补市内需求增长乏力的缺口，成为90年代后拉动上海经济增长

的新的动力。上海是中国的一个地区，在国家范围内，地区的有效供给不仅满足本地区的需求，

同时也将满足本地区外其它地区的需求。 因此｀在理论上，拉动上海GDP增长的需求动力，应

是市内需求增长额与市外需求增长额之和。 即：

公GDP=6DAD十公OAD=（心I＋6C＋6X)+60AD (1) 

其中：6GDP-GDP增加额．6DAD 市内总需求增加额，60AD— — 市外总需求

增加额，AI 一 市内投资增加额,6C 市内消费增加额，6X-－市内净出口

（出口一 进口）增加额。

在上海GDP的增长中，市外需求贡献了几个百分点的增长拉动力？我们尝试了两种计算

方法，一 是静态法，二是动态法。 静态计算 由(1)式得出，即将(1)式等式两 边被GDP除然 后同

乘被计算年GDP增速，得：

6GDP 6l+6C＋乙X AOAD 
Xl0.1%=(

6GDP 心GDP
J X 10. 1%+�X 10. 1% (2) 6GDP 

对(2)式分别带入1998年的数据，得出：1998年GDPlO.1％的增长速度中，市外需求拉动诱发

了其中5.6个百分点；采用同样的方法得出、1997年GDP12.6％的增速中，市外需求拉动诱发

了其中5.9个百分点。动态计算 法则根据GDP增长速度为影响增速的主要因素的增速与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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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贡献权重乘积之和的原理，对各因素的贡献权重取 一个样本阶段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来获

得，以消除单年度偶然性的影响 U 我们取 1990~1998 年为样本，得出投资对 GDP 增长的贡献

为 0.492，消费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 o. 472，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为 Q.036。 设 1 为增长

率，a1、a2、a3 分别为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对 GDP 增长的贡献权重，代入(1)式，得：

移项得：

GDPi= (a1 li +a2Ci-+-a3Xi) +OADi 

GDPi — Ca1Ii +a2Ci +a3Xi) +OADi 

OADi— 市外需求诱发的上海 GDP 增长速度

将样本权重和 1998 年 GDP 及各因素实际增长率代入 (4)式，得：

10. 1 — (O. 492XO+O. 472Xl0. 5+0. 036X9. 5)=4. 8 

(3) 

(4) 

这样，动态计算法得出的结论是，1998 年市外需求拉动诱发上海 4.8 个百分点的 GDP 增速，

也就是说上海 GDP 增速中有 47.5 ％是由市外需求所贡献。

第三，在市外总需求对上海 GDP 增长的拉动影响愈益增大的同时，上海 GDP 增长额中第

三产业的边际贡献率迅速上升。 已开始具备国内第三产业服务供给中心的职能。 1998 年新增

的 338-4 亿元 GDP 增加额中，第三产业的增加额达 232. 9 亿元，其对 GDP 增长的边际贡献率

达到 68.8% ，比 1996 年提高 10 个百分点，比 1995 年提高 25 个百分点。

第四，在上海第三产业对新增 GDP 的边际贡献率达到 68. 8％的格局中，上海第三产业的

内部增长结构发生较为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在： 一是能充分体现对市外需求和市内需求提

供服务职能的交通、邮电、通讯、仓储业，在 1998 年实现 14.9 ％的高速增长，比 1991~1997 年

平均 8.6 ％的增长速度，提高了 6.3 个百分点。 1998 年第三产业 14- 3 ％增速中的 15 ％即 2． 16

个百分点，是由该行业提供；二是能充分发挥存量资产效率和以往投资效率的房地产业，1998

年的增长速度达到 22 ％左右，其对 1998 年第三产业增速的贡献为 15.4% ，即 2.2 个百分点；

三是金融保险业作为传统上带动第三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因金融体制和证券交易监管体制

的改革，使其增长速度相对回落，从 1991~1997 年平均增长 16.7 ％降为 1998 年的 12% 。 然

而，由于金融保险业的产值基数较大，其对当年第三产业增速的实际贡献仍达 25.4% ，约占

3.63 个百分点。 这样，从增长结构上看，上海第三产业原先过重依赖金融保险业的增长格局，

正在发生变化，房地产业和交通、邮电、通讯、仓储业，正在成为第三产业中新的增长点。

第五，在市内总需求增长额中，市内消费巳成为支撑市内需求增长的主体也成为市内需求

带动 GDP 增长的主体。 上海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在 1997 年时出现大幅下滑。 1996 年，上

海人均可支配收支的边际消费倾向是 94% ，而 1997 年却下跌至 39% 。 边际消费倾向的下跌，

意味着城市居民在其增量收入中，购买商品和服务增量支出的比重下降，它预示若收人总量扩

张政策来带动消费的政策效应，将逐步衰减。启动消费将依靠更大比例的收入增长。造成边际

消费倾向大幅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是住房、养老、医疗和教育等项制度的改革，改变了消

费者的预期并增大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在制度变化的前后，大幅调整了自己的消费函

数，使其增址收入向增大其抗风险能力的储蓄方向倾斜：二是劳动就业和工资制度改革的大规

模推进，以及产业结构调整所诱发的劳动力流动．使消费者对其可支配收人 中待久性收入所占

比重的预期和判断下降．使这部分群体在变动 中出现短期边际消费倾向低于其长期边际消费

倾向的现象。 即暂时收入与储蓄相关程度高达o. 926- 这样，在个人收入容易出现波动性变化

的年代，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会随持久收入与暂时收入理性预期判断的变化而变化。两种收入

之间比例的变化，实际也会影响消费者借贷消费的意愿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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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999年经济环境的条件与上海经济发展主要指标的预测

上海经济增长特征的变化，使人们有理由相信，上海在
“

八五
”

期间高强度的资本投入，正

在逐步发挥其资本的产出效率，从而使上海积累了供给增长的潜力。同全国其它地区所不同的

是，上海供给增长的潜力，不仅体现在具有传统优势的重化工业部门，也体现在因贸易中心和

金融中心功能的逐步开发，所支待的第三产业服务部门。 这样，只要国家总需求扩张政策得以

持续，支撑全国工业保持增长的态势，只要加快市场制度的建设，使之统一并规范，上海在第三

产业和第二产业双重供给增长的推动下，就能继续在高于全国平均增速的轨道上发展。

1. 1999年全国经济形势变化的分析与判断

分析和判断1999年全国经济发展的状况，对分析和预测上海1999年经济增长速度十分

重要。 根据1998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确定的方针，1999年将继续以扩大内需的政策来带

动增长。 考虑净出口增速因东亚经济复苏前景不明而可能减缓，中央政府考虑将1999年的

GDP增速，确定为 7%。 也就是说，若不考虑通胀因素，新增GDP预计约为 5000亿元人民币。

这一目标是相当谨慎而留有余地的。从目前已出台的经济政策和1998年经济增长轨迹的变化

上看，7％只能说是GDP增长的底线，而实际增长，根据我们的估计，应超过7%，可达 8%~

9％之间，其主要理由： 一是全国平均增速在去年第一和第二季度，已显示出此轮经济周期探底

的迹像，第三季度增速达7. 6%，第四季度接近9%。 且 9％的增速是在出口增速趋于零的条件

下取得，其预示着投资和消费的内需拉动，开始生效。 二是由于去年的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三和

第四季度，投入时间上的不均衡，使投资所产生的需求拉动效应，可能将集中体现在1 999年的

第一和第二季度中，因为1998年投资的预计增长是18%，绝对增量约为 4423.7亿元，若已全

部形成当期需求，则应占去年新增GDP的 88%，也就是说 7. 8％的增速中，根据均衡模型，投

资应带动 6. 9个百分点，它显然与历年来，我国投资对GDP增长贡献的经验权重不符．三是净

出口（出口 — 进口）增长速度在去年，对全国GDP增速的贡献只占16％左右，只要不出现贸易

逆差，净出口需求增长即使为零，该部分需求还是易于由国内需求来替代的。 如以去年净出口

增量数额为计算依据，我们在理论上，只要增加300亿元左右的政府赤字财政支出，在乘数效

应的推动下（我国政府扩大支出的乘数效应大约是 2. 3左右），就能弥补其需求萎缩的缺口。

中国是一个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以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来衡量，中国实际依然存在巨大

的需求潜力。只要政策恰当，使需求扩张能在预期通胀率的制约下推进，以需求来带动GDP增

长的空间还是存在的。 目前，中央已经明确扩大财政赤字的政策，如果年初开始实施并均衡投

入，且赤字支出规模能在去年1000亿元左右的基础上再增加500~1000亿元，则其在乘数效

应的作用下，就能以外生注入变量的方式，在现存的经济体系中，新增总需求约1150~2300亿

元左右，其对1999年GDP预计增长的影响，就将达到23%~ 46%。 而由这些赤字所诱发的理

论通胀率，大约在1. 64%~ 3. 28％之间。另外，中央政府亦已开始实施为公务员长工资的收人

扩张政策，尽管当前增长的比例并不高，但其对全国各行业的示范效应，扭转消费者对收入增

长的悲观预期，以及在观念上提高消费者对其总收入中持久收入比重的认定，调整其边际消费

倾向，具有积极作用。

2. 1999年上海经济增长主要指标的预测

综上所述，上海1999年经济发展的宏观环境，并不会比去年恶化。 相反，1999年应该是去

年宏观需求扩张政策充分发挥效应的年度。 虽然，在这一 轮扩张中，地方政府所承担的职能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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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发挥的作用，与
“

八五
”

期间相比，要小得多。 但需求环境的变化，会对各地资本存量增加供

给，带来刺激作用。 上海是资本存量供应充足的城市，且产业结构因率先调整而提高了其对需

求变化的供给弹性，因而将处于相对有利的境遇。 另外，上海经济和 城市现代化与三个中心建

设的任务还远未完成，其城市还存在市内需求扩张来带动经济待续增长的潜力。 例如，上海巳

有两年其投资基本未增长。经过两年消化，上海的投资率已从1996年占GDP的66%，降为去

年的53%。 只要投资从零增长变为正增长，其需求带动效应就会诱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

加供给，特别是第二产业。

在这种条件下，上海的经济增长速度，极有可能在去年的基础上，出现微幅反弹，即将去年

的增长速度，作为4年来增速下降曲线的底部。 根据我们所建立的数量分析模型预测，上海今

年GDP的增长速度将达10.8%，其GDP名义绝对数将达4228.6亿元；其中，第三产业的增

长速度将达13. 7%，其增加值为2040.2亿元，占GDP的48. 3%；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为

10. 1%，其增加值为2106.1亿元，占GDP的49.8%。 其具体预测的指标参见下表：

1999年上海国民经济预测指标结果

1998年 1999年

一、总量及产业指标 亿元 增长率（％） 亿元 增长率（％）

国内生产总值 3721. 85 10.30 4228.59 10. 80 

第一产业增加值 76.45 1. 90 82.27 4. 10 

第二产业增加值 1897. 19 8. 50 2106. 12 10. 10 

其中：工业增加值 1696.66 8.60 1906.41 10.30 

建筑业增加值 180.53 3.40 199. 71 8.62 

第三产业增加值 1748.21 12.70 2040.20 13.70 

其中：金融保险业增加值 529. 13 15. 10 586.22 10.30 

农业增加值 206.83 3.20 209. 31 4.20 

工业增加值 6229.38 10.60 6946.86 10.80 

其中：轻工业增加值 2703.82 7.30 2909.90 7. 80 

重工业增加值 3525.56 12.30 4036.96 12.60 

二、投资 名义增长率（％） 名义增长率(%)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 1994. 05 0.80 2091. 00 4. 90 

工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513.40 2.10 532.54 3.70 

农林、水利、气象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5.30 53.60 5.89 11. 10 

商业 、 饮食业、服务业与物资供销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31. 00 0.45 32. 51 4. 90 

交通 、 运输、邮电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158.20 6.10 168. 16 6.30 

建筑业固定资产投资额 26.47 -9. 30 34.86 31. 70 

城市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额 414.98 0. 50 435. 43 4. 92 

三、价格 以上年为100 较上年上涨（％） 以上年为100 较上年上涨(%)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 98. 30 -1. 7 0 100. 6 0. 64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103. 60 3.60 104.55 4.55 

集市贸易价格指数 98.00 -2. 00 101. 00 1. 00

GDP平减指数 69.00 70. 10 

四 、 收入与消费 亿元 名义增长率（％） 亿元 名义增长率（％）

职工工资平均总额 532. 70 4. 40 552.40 3.70 

总消费规模 1573.27 10.50 1737.77 10.50 

居民消费总支出 1235.70 8.80 1348.32 9.10 

其中：非农业居民消费支出 1027.37 9.80 1130. 45 10.00 

农业居民消费支出 208.33 4.60 217.87 4. 60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 1450.45 9.50 1587.51 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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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 1999年

社会消费 334. 24 15.90 390.43 16.80 

五、财政 亿元 增长率(%) 亿元 增长率（％）

地方财政收入 386. 65 9. 70 425.33 10.00 

其中：地方税收收入 354.01 16.60 398. 31 12.50 

地方财政支出 500.06 16.60 603. 50 20.60 

其中：政府在科教文卫及行政方面的支出 133. 53 21. 90 161. 27 20.80 

六、金融 亿元 增长率（％） 亿元 增长率(%)

居民储蓄年末余额（农村＋城镇） 2968. 32 8. 70 3199. 36 7.80 

＊本表采用的1998年数据为模型预测数，与实际数有微小差异．但不影响预测的总体趋向 。

3. 1999年上海实现预测增长目标的动力

根据预测模型提供的数据分析，1999年上海GDP增长预测目标的实现，其增量总需求拉

动的来源，依然来自市内需求增量和市外需求增量两部分。 其中，市外内地对上海产生的需求

增量，大致诱使上海GDP供给增量的40.8%，即影响了约4.4个百分点的增长速度。 市内需

求增长额占GDP供给增长额的比重，从1998年的55.4%，上升到1999年预计的59.2%。 这

种状况，主要是因为投资将出现4.9％的增速所引致。 它显示出市内需求将逐步恢复扩张的趋

向，同时它也是上海GDP在1999年止住下滑趋势出现增速微幅反弹的重要诱因。市内投资总

额的增长，将主要由工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和交通、邮电业投资的增加所诱发，三者的增加额

大约要占投资增加额的52.5%。 市外需求的增长额， 目前尚难分析其需求结构。但从1998年

全国总投资增速远快于总消费增速的现象上看，内地投资增长很可能对上海GDP带动的作

用，要大千消费增长对上海GDP的带动作用。

从供给的角度分析，在1999年上海GDP的预计增长额中，第二产业对GDP增长的边际

贡献率，将因其增长速度加快，而出现自1995年后的首次增加。 根据我们的预测，1999年，第

二产业增加值增速可达到10.1%， 其新增产值占GDP的比重，将从1998年的30.4%，升为

41. 3%。但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额的绝对值仍大大高于第二产业，显示出第三产业带动增长的

格局并未变 动。 在第三产业的增长构成中， 预计房地产业将增长30.4%， 其占第三产业增加值

的比重，将从1998年的10. 1%，上升到12.4%；金融保险业预计增长10. 3%，其占第三产业

增加值的比重，将从1998年30.3%，降为28. 7%。

4. 1999年上海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上海经济增长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主要是指那些可能出现的会改变上海经济增长轨迹的

因素，其中包括那些对增长速度的提高产生负面约束作用的因素，也包括那些对增长速度的提

高产生正面刺激和推动作用的因素。当政策目标被设立为推动经济增长之时，前者显然将成为

研究和分析的重点。根据我们对以往上海经济增长实证分析所得出的经验和对1999年国家经

济发展态势的认识和把握，1999年将对上海经济增长轨迹变动产生负面约束作用的不确定性

因素，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财政扩张 政策的力度及其对国内总需求扩张的影响。在上海经济增长的需求带

动高度依赖国内需求增量扩张之时，赤字财政是创造增量总需求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法。 然

而，赤字财政的预算规模需经全国人大审查同意后才能实施。在凯恩斯主义遭批判并已形成赤

字必然等于通胀的观念长期累积的条件下，在1998年1000亿元赤字的基础上增加赤字额度，

在
“

人大
”

的公共政策选择原则的作用下，是否得以实现，存在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如果赤字财政增加扩张国内需求的预算被公共选择放弃，则总需求的扩张将主要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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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增加货币供应量，以信用扩张来带动总需求扩张。以此种方式扩张中所存在的最大的不确定

性因素，是去年金融体系改革所造成的短期制度性信用收缩，是否已在1999年因制度改革的

完成而建立了由新规范支配的、正常的信用投放体系？如果没有的话，央行增加货币供应量的

任何努力，会因缺乏商业银行信用扩张传导机制的配合，而失去 效力。中国20年来经济体制改

革的经验已经证明，制度改革形成新的机制和建立新的行为构架，往往需要从转型、适应、修正

到发挥预期效果的较长过程。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在1999年的变动取向问题。这一 变动取向，将主要影响上海对外商直

接投资的吸引。 因净出口对上海GDP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是很大，只要不出现严重的贸易逆

差，上海并不会因为国际市场的变动而丧失增长的动力。 而外商直接投资就不同，因其对上海

总投资的贡献率保持在25%~40％之间，则国际金融危机对国际直接投资秩序和市场的影

响，就会直接影响上海总投资增长的资金来源。

三、对1999年上海经济工作的建议

以上分析表明，1999年上海经济发展中，既存在支持经济增长的内外因素，也存在着制约

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因素。 在这种条件下，政府政策体系设计指导原则的确定，就显得相当重

要。 上海虽然在去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400美元，但在国际上与上海同类并发挥同种功

能的其它大都市相比，这一人均产值还是相当低的。 人均产值的高低，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综合

实力。 上海当前的综合实力，与上海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尚存相当大的差距。 从这个意义上

说，当前上海仍处在推动本地经济高速增长阶段。 在政策目标取向的选择中，增长依然应该是

最为重要的目标，并由此的实现来带动充分就业和结构调整目标的实现。 为此，我们建议：

第一 ，在国际经济环境与90年代初相比出现大幅变化的同时，上海应研究和设计实现90

年代初提出的战略目标的新的途径和新的方式，或者安排新的时间表列或序列计划。 因为，一

些战略设计的前提，如国际经济进入新的增长阶段以及亚太经济将加快增速等支撑战略设计

的判断，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并诱发全球性金融震荡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继续依赖提高城市

经济的国际化水平来带动增长的途径，可能在近期内会承受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 因而，依据

战略权变的原理，制定短期应变策略，并由此来指导功能和结构的调整及其资源配置。

第二，在市外内地需求已成为带动上海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的条件下，为保持今后上

海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政府应建立与完善支持上海经济适应内需变化与满足内需结构的经

济机制。 其主要内容应包括： 一是提升内需的战略地位，将其视为建立上海三大中心的重要途

径；二是形成适应内需特点的供给体系，确立产业结构、行业结构与产品结构调整的内需导向

原则；三是形成支持上海企业满足内需的激励机制；四是区域政府加强协商，解决市场准人、机

会平等和降低区域保护率问题。

第三，继续大力提高上海城市的开放性，吸引市外投资和消费进入上海，以提高本市的总

需求增长水平。 其中，吸引消费者带货币进入上海消费，依然存在极大的扩张潜力。 从这个意

义上说，大力发展上海城市旅游业，并使其成为上海第三产业增长的重要支柱，对扩大市内需

求和增加供给，都具有积极的作用。 城市旅游业与依托自然环境的旅游业具有很大的不同，后

者主要满足人对自然亲和力的需求，而前者则应满足综合服务的需求。

第四，加快上海第三产业供给结构调整的速度，大力发展上海的教育产业，逐步将上海建

成全国或长江三角洲区域的教育中心。 当前，教育产业在上海第三产业增长的贡献中比重很

• 36 •



低，这同教育产业化水平低，教育管理体制缺乏市场弹性，以及教育经济统计体系不健全有关。

为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厂商和消费者在自己的收入中都已加大了教育投入，使教育成为当今

中国少数几个供给小于需求的部门。 上海是 一 个教育资源相当密集的城市，而周边三角洲

7600万人的区域，集中创造了国内15％的GDP，教育需求及实现需求的能力都相当强。 如果

加快上海教育产业化的步伐，则对提高上海教育资源的利用效率，满足内需的要求，吸引市外

消费者带入货币消费，增加上海GDP 的供给水平，都大有益处。 因而，上海应率先争取成为全

国教育改革的试点城市。

第五，上海工业提高科技水平与科技含量的努力，应从以往的最终制品领域，转向综合技

术带动效应高的中间产品的机械装备制造业领域。 中国的机械装备制造业因外资进入时带入

装备，而使其现代化进程深受影响，致使工业投资设备安装量的60%~70%，被国外厂商获

得。 上海的机械装备制造业，在传统上具有体系健全的优势，现在的问题是传统的部门分割使

机电 一体化以及设计制造体系 一体化的进展迟缓。原先所形成的集中攻关优势，因市场体制确

立后尚未建立以市场为基础的分工协作机制，使综合优势和协同效应难以充分发挥。为重新获

得这一 市场，中央政府正在考虑制定支待政策。 上海在此领域应有所作为。

第六，调整上海的收入增长模式，以提高消费者持久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为目标，来提高消

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扩大消费支出。 上海同全国 一 样，在改革的20年中，逐步形成了一个收

缩弹性较大且收入增长比率不规则的收人增长模式，特别是90年代后的增长周期中，持久收

入占总收入的比重波动较大，使消费者收入增长预期的稳定性下降，结果使消费者很难制定长

期消费计划，降低了借贷消费的意愿，同时也提高了金融主体提供各种类型消费信用的风险。

在这方面，外商投资企业因其员工收人增长的制度较规范完善，使其职工预期的持久收入比重

高，该部分群体信用消费的比重也较高。 这对上海调整收人增长模式无疑是一种启迪。 因而，

当前上海应逐步将随机性较大的收入增长模式，改变为能形成有效预期的收入增长模式，如提

高透明度较高的工薪在收入中的比重，建立制度化的工薪调整规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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