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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乐德发

上诲径济憎长方式转变的实证研究

上海“九五”时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极其重要的工作。为此，摸

清上海
“

八五”时期及当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现状，准确判断上海经济增长方式所处的地位与作

用，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方法及条件，则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实证研究所必须回答的

问题。

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特征

上海
“

八五”时期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由数最型向质量型、速度型向效益型、分散型向

规模型、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基本特征是经济抗波动能力的增强。其归根结底表现在产业结

构重大战略性调整，加大经济集约化程度，形成规模效益。 “八五”时期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在

经济抗波动能力增强方面具有二大特点：

笫一，从上海纵向经济发展比较，上海同全国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差异趋于明显。 80 年代，

上海的经济周期性波动状况是：先于全国周期性波动回落和后千全国周期性波动的上升，上海

的经济增长速度低千全国 2 个百分点。在 80 年代末，上海经济抗波动能力逐步加强，经济增长

高千全国平均 2 个百分点。到“

八五 ”时期，尤其是 1995 年，上海经济抗波动能力有了很大的改

善，上海的经济先于全国经济周期的上升和滞后千全国经济周期的回落，上海高千全国平均4

个百分点。

笫二，从上海同全国发达省市的“ 八五 ”时期横向比较，经济增长平稳。 比如山东、广东、江

苏、浙江等省，从 1991 年开始，经济发展均以 20 ％的速度上升，但保持时间不长，起伏回落较

大，造成经济波动振幅剧烈波动。 上海经济发展平稳高速，形成三个特点。 其一，经济周期性波

动幅度较小，1991 年的增幅为 7. 1% ，之后 4 年稳定在 14 ％左右。 其二，经济周期性波动始终

处千高位盘整态势。 其三，经济周期性波动时间在逐步缩短。 一般一个经济短周期为5年，但

从“八五”时期波动区间分析，经济速度一旦回落，数月后即反弹，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支撑作用。

二、宏观经济总量相关因素分祈

上海在
“

八五”时期，通过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发生了变化，其基本结论

是： 一是第二产业对经济贡献度比重增大。 二是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超过了第二产

业，对国民生产总值的影响力度增强。 三是工业总产值转化为有速度、有效益的经济总量比例

增大。四是投入产出比率下降，投入转化为产出的平均数额减少。五是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幅度的比例高千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幅度。六是上海高、精、尖、薄及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已初具

规模，物耗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上海经济发展对货物运输量的依存度大大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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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上海国民经济在 “九五”时期继续保持良好的发展态势，为测定上海在“ 九五 ”时期
及1996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作出蜇化指标 探索 ，笔者应用回归模型和非线性弹性分析模型，
根据“八五”时期有关数据，对上海国民经济宏观总歙调控系统的发展态势作出相关因素分析

及弹性指标的比较研究。
(1)国民生产总值与第二产业GDP：通过计算，“八五”时期，上海每增加1元GDP，则第二

产业GDP平均 将增加 o. 625元。GDP每增长1%，第二产业GDP要增长0.8%。

(2)国民生产总值与第三产业GDP：通过计算， “八五 ”时期，上海每增加1元GDP， 则第三
产业GDP平均增加 o. 42元。GDP每增长1%，第三产业GDP要增长1.49%。

(3)国民生产总值与工业总产值 ：通过计算，“八五 ”时期，上海每增加1元GDP，则工业总
产值平均增加2.10元。GDP每增加1%，工业总产值增长1.07%。

(4)国民生产总值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通过计算，“八五 ”时期，每增加］元GDP,
则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平均增加0.788元。GDP每增长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要增
长1.8%。

(5)国民生产总值与社会消费的零售总额 ：通过计算：“八五”时期，每增加1元GDP，则社

会消费的零售总额平均增加 o. 37元。GDP每增长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要增长86%。

(6)国民生产总值与外贸出口：通过计算， “八五”时期，每增加1元（人民币）GDP，外贸出

口平均增长0.035美元。GDP每增长1%，外贸出口要增长 o. 5%。

(7)国内生产总值与地方财政收入 ：通过计算， “八五”时期，每增加1元GDP，地方财政收
入平均增长0.025元。GDP每增加1%，地方财政收入要增长 o. 12%。

(8)国内生产总值与货物运输总最：通过计算，“八五” 时期，每增加1万元GDP，货物运输
量增加3.09吨。GDP每增加1%，货物运输总量要增长o. 018%。

三、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趋势判断

“九五”时期，上海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基本趋势是 ： 一 是第二产业GDP对上海 GDP份额

有进一步的发展趋势，对上海经济的支柱地位有所增强。为此， “三二一” 产业结构战略的战术

调整巳迫在眉睫。 二是第三产业对 GDP的贡献度增强，寻求探索平稳发展路子是增强上海整

体实力的 关键所在。三是 产业结构调整成效明显，工业转化 有速度 有效益的优势逐步体现。四

是经济增长方式对金融政策、投资拉动的依存度 趋大。五是国内外贸易需求是刺激经济增长方

式转变的 有效动因。 六是工业企业技术含量高、高附加值 产品的规模化生产将 逐步扩展，并对
经济增幅产生决定性影响。

具体量化指标分析：
(1) “七五”时期，上海每增加1元GDP，第二产业GDP平均增加0.57元，“八五”时期平

均增加 o. 625元，增长了9%; “七五” 时期，每增长1%GDP，第二产业GDP增长0.8%， “八

五 ”时期增长0.814%，增长了1.75%。”九五”时期，第二产业GDP对上海 GDP的份额有增大

趋势，第二产业对上海经济的支柱地位进一步增强。
(2) “七五”时期，上海每增加1元GDP，第三产业GDP平均增加0.36元， “八五 ”时期则

上升到平均增加 o. 42元，增长16%，高千第二产业GDP增长速度的 7个百分点；在“七五 ”时

期，每增长1%GDP，第三产业GDP增长1.57%，在“八五”时期则为1.49%， 下降了5%。这表

明上海的第三产业GDP的贡献率超过了第二产业，且弹性趋势下降说明了它对上海 GDP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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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度增强。
(3) “ 七五 ”时期，每增加1元GDP，工业总产值平均增加3.18元，到“八五” 时期下降到

2. 10元，下降34%； “ 七五” 时期，每增长1%GDP，工业总产值增长1.97%，“八五 ”时期增长

1.07%，降低了45.7%。 这表明工业总产值转化为有速度有效益的GDP总量比例增犬，绝对

值增多。
(4) “ 七五”时期每增加1元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增加 o.45元，“ 八五 ”时期上

升 到 0,788元，增幅为75%； “ 七五” 时期，每增长1%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
2.17%，且“八五”时期回落到1.8%，下降了17%。这表明“八五”时期投入产

：
肚率下降，投入

转化为产出平均数额减少，但从弹性增幅分析，上海宏观经济的投资拉动力－．有所增强，拉动

力上升了17%。“ 九五”及1996年预计有所减弱。
(5) “ 七五”时期，每增加1元 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平均增长o/. 60元，“八五”时期为

0.37元，下降了38%； “ 七五”时期，每增长1%GDP，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07%，“八五”

时期仅增长 o. 86%，下降了58%。 这表明消费需求拉动经济 增长的力度大大增强。消费需求

对经济 拉动力上升了58%，也高千投资拉动力增幅41个百分点 r

(6) “ 七五 ” 时期，每增加1元GDP，外贸出口平均增长 f), 04美元， 这同 “ 八五 ” 时期的

0,0355美元相比，“八五 ” 时期下降11.2%； “ 七五 ” 时期．母增长1%GDP，外贸出口增长

o. 38%。“八五”时期增长 o. 5%，上升了31%。这表明外贸出口对GDP的贡献度有下降趋势。
(7) “七五”时期，每增加1万元GDP，货物运输总扭 、F均增加3,75吨，“八五”时期下降到

3.09吨，降幅为17%； “七五”时期，每增长1%GDP，要增长货物运输总量0.347%，“八五”时

期货物运输总量增幅降为0,018%， 下降了94%；这表明，由千物耗结构发生了变化，上海

GDP的经济总量增长对货物运输总量增幅的依存度大大下降。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尤其是
第二产业高、精、尖、薄产品和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比重逐步提高，将对上海经济总量
增幅起到重要作用。

（作者单位：上海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邮编：200237)
33己也已s硒畛己也婖硒也令也令也令也令妇斡吵吵

（上接笫9页）能面临的双重课税间题，而另有一些国家则采用税额抵免方式，即允许跨国经营

企业已经向东道国政府支付过的所得税款记入它们的母国税单上，予以抵免相同数额的纳税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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