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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品流通增长预测及对上海 GDP 的贡献分析

商品流通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一 个重要环节，它既是社会再生产得以实现的前提与条件．

同时也是各种经济关系实现的领域。它既可能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也可能
使社会再生产进程受到严重制约。 所以，商品流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其过程
实现的顺利与否也将直接影响到GDP的增长。 随着上海”一 个龙头、三个中心 ”的功能定位及
其产业结构调整的进一步深入．作为第三产业支柱的商贸业、金融保险业与交通运轮邮电业的
地位也必将进一步得到加强。以“ 大商业、大流通、大市场 ”作为战略指导思想的．而又是第三产

业重中之重的商贸业的发展必将对上海经济的增长及绪构变迁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本文
试图以历史数据为依据，并借鉴一 些国际大都市的发展经验来分析上海商贸业的发展状况及
未来前景，相应作出增长预测，同时．将对上海商品流通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作出评断．然
后，再对促进上海商品流通增长的主要因素进行一些分析。

一、上海社会商品流通增长状况及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分析

随着上海产业绪构的不断调整．商品流通业的发展也逐步走向正常下面我们将利用历史
数据对上海商品流通业的发展及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作出定性与定址分析为与缭汁年鉴
相统一 ．我们便以上海统计年鉴中的＂ 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作为衙址社会商品流通的指
标，并用字母WRCT来表示。

首先，从“ 批发和零售贸易、各饮业”的产值分别占巨每第三产业、GDP的IL重及各自的增
长率来看 一下上海商品流通业的增长及对上海GDP的增长贡献，如表1（见下页）：

从WRCT占第二产业的比重来看，由千受原有经济体制的影响．第三产业中的金融保险

业、交通运输邮电业支柱产业的发展严重落后｀主要是批发与零售贸易和径饮业，其在第三产
业中的比重竟高达1980年的48. lV o 随着上海产业绪构的不断调整．金融保险业与交通运

输邮电业得到透步发展、批发与零售贸易、轻饮业在第了产业中的比重在80年代中后期还步
降低、并且，由F受当时经济形势的影响，其比重在1989年下降到最低点2(J．］。 i1

/， 考然，由于
80年代中后期的排浪式消费．也曾使其比重高达42.62 t '） 0 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浦东的开发
开放的到来，上海”一 个龙头、三个中心 ”发展目标的确斗及上海经济的迅速发思，再加上私营、
个体及外资企业的积极参与，其在第三产业的比重又诬步回升，199:3年后，基本保持在'.?7'"左

右的稳定状态，这基本符合区域性或国际性中心城市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形态 一般来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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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贸服务业为基础的区域性或国际性中心城市的商贸服务业、金葩保险业与交通运输邮电业

三大支柱产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 基本保持在70 — 73飞左右的水平。 如香港在1987年的第

三产业内部结构状态为：商贸服务业占33.2%，金融保险业占26.3%，交通运输邮电业占

12.4%。尽管这与香港地理位罚等方面因素有关，但也充分说明了商贸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的

重要位罚。而上海同样具有地理等方面的诸多优势条件，其商贸服务业的发展应还存在一定的

空间。从WRCT占上海GDP 比重的情况来看，在重点发展 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严重滞后的” 重

生产、轻流通 ”的指导思想下，尽管在1988年以前，WRCT在第三产业中的地位非常突出，平

均高达40.87%，但在GDP中的比重却不高，最高仅为1985年的11. 1%。并且，我们可以通过

纵向比较来看 一 下原来产业 发展的畸形状况 如1980年，WRCT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

48. 14%，占GDP的比重却仅为10.14'o；而1996年，WRCT占第三产业的比重为26.03%、

但在GDP中的比重达10. 98%。所以说，90年代后｀随着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其产业结构也

逐步得到调整，并趋千合理。商贸服务业尽管在1993年后在第三产业中的比重仅为27％左右

的水平，但在上海GDP中的比重却始终保待在11％左右的稳定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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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WRCT占第三产业、GDP比重及WRCT与GDP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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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从WRCT及GDP的实际增长率来看、WRCT的增长率变化幅度要比GDP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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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WRCT在1980年的增长率最高达26. 78\、而1982年却下降到负增长的情况｀年增长率
最低达—1. 70%，但上海的GDP的增长率最高仅达1993年的14.90%｀ 最低为1989年的
3.00%。在90年代之前，WRCT的增长率基本表现出先是一 至两年的迅速提高，然后便是一

至两年的迅速下降。而这基本上是由千人们收入水平不高、消费结构趋同、消费热点比较集中、
供需差额大及政策等方面的影响所造成的排浪式消费的最终结果。自90年代以来， 由千上海
经济发展迅速，人们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泭随之而来的便是消费结构的深化，并且卫］千收入水平
的差距正在还步扩大，消费个性化现象也就比较突出，再加上产品供给丰富，生产技术的进步
又使新产品不断涌现J卜的消费热点不断兴起｀ 以及衣村消费品市场的逐步成长与商品流通体
制的转换等等方面的原因，都使得上海的商品流通在近几年即使没有大的消费热点的情况下
也能保持较高的增长率。1991年与 1992年WRCT连续两年增长率达17％以上,1993年增长
率为12.91 %, 1994年为10.50 °/o. 1995年 则又上升到14.70 °

介I• 1996年为11. 90%。尽管
WRCT的增长率在90年代同样保持着原有的变化规律，但波峰与低谷之间的空间却在逐步
缩小，从而显示出比较稳定的增长状态。 与WRCT的增长率相比，上海GDP的增长率则显得
更加稳定、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逐步走出1989年增长率仅为3％的低谷，经过1990年与
1991年的调整， 从1992年开始、巳连续四年增长率保持在14％以上，1992年为14- 80%, 1993 

年为14- 90%, 1994年为14.30%、1995年为14- 10%, 1996年也达到了13％的增长水平。通
过图1我们可以覂清晰地看到上海WRCT与GDP的变化情况：

增长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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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上；、每WRC'l｀与GDP的增长半

这样｀通过WRCT与GDP的增长率比较｀我们可以首先从定性的角度看一下WRCT对上海
GDP增长的贡献，如果两者的增长率相等．那么、当年WRCT占GDP的比重与上一年相同：
如WRC'I的增长率高千GDP的增长率，即两者比值大于1，那么｀当年WRCT占GDP的比
重将上升｀WRCT对GDP增长的贡献程度也随之上升；反之则降低。

从定批分析上海社会商品流通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上海
GDP与上海WRCT之间的回归方程来看一下上海WRCI对上海Gl)P增长的边际贡献率．
也可以通过计算每年WRCT的实际增长值与GDP的实际增长值的比值 来分析WRCT对上
海GDP增长的贡献率。首先看表2（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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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上海WRCT及GDP数据表

单位：亿元

年 份 GDP WRCT 年 份 GDP WRCT 

1952 36. 66 10. 49 1975 204. 12 18. 58 

1953 51. 71 14. 66 1976 208. 12 18.47 

1954 54. 70 16. 30 1977 230. 96 19. 97

1955 53. 64 15. 06 1978 272. 81 23. 15 

1956 63. 61 18. 67 1979 286. 43 23. 70

1957 69. 60 18. 34 1980 311. 89 31. 62 

1958 95. 61 18. 24 1981 324. 76 32. 73

1959 128. 49 18. 15 1982 337.07 29. 18

1960 158. 39 17. 22 1983 | 351. 81 31. 66 

1961 101.78 13. 88 1984 390.85 38.22 

1962 84. 72 10. 22 1985 466. 75 51. 82 

1963 90. 69 10. 28 1986 490. 83 51. 56

1964 100. 70 11. 73 1987 545. 46 53. 74
l -

1965 113. 55 12. 59 1988 648. 30 64. 19

1966 124. 81 13. 60 1989 696. 54 41. 14

1967 110. 04 12. 46 1990 756.45 51.84 

1968 123. 24 12. 91 1991 893. 77 63.68 
l · 

1969 142.30 15. 21 1992 1114. 32 96.31 

1970 156. 67 14. 74 1993 1511. 61 157.82 
l -

1971 164.86 14. 25 1994 1971. 92 206.44 

1972 170. 98 15. 18 1995 2462. 57 269.49 

1973 185. 35 16. 82 1996 2877. 76 315. 84

1974 193. 45 18. 13

数据来掠．1996上海统计年鉴与1996年卜海市国民经济与补会发展统计仆报

为说明不同历史时期WRCT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率、我们分别利用1952-1996年、

1978 — 1996年、1990-1996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复相关系数较高、标准差较小、F检验

与T检验等都通过的情冼下二三段时间的c!GDP!clWRC1值分别为9.37、8.45、7.8队所以、

WRCT对上海GDP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分别为10.67屈、11.83 ( ，、 、12.67%，这说明随着时间的

推移．WRCT对上海GDP增长的边际贡献率在逐步增加. i文与上海经济增长的实际相符合，

1992年WRCJ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率(WRCT的实际增加值／GDP的实际增加值）为

]1.49%.1994年为9.97"o、1995年达16.43%,1996年为11.26%， 平均为12.29 °/o。

通过对WRCT进行双指数平滑．并对近期 数据给予较高权重，在预测偏差数值较小的情

况下，得出1997年WRCT的值为375.984亿元，那么．根据回归模型相应得到1997年上海

GDP的值为33]2.05亿元，WRCT占GDP的比重将达I 1. 35%、比］996年的1o. 98 °)提高约

o. 37个百分点即上海商品流通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将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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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动上海商品流通增长及其对上海GDP贡献上升的原因分析

前面部分通过数据分析了上海商品流通增长的状况及其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而推动

上海 1997年商品流通增长及其对上海GDP增长贡献上升的原因则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

考虑：

第一，从增长环境来说，政治、经济及社会环境的稳定，是推动上海商品流通及GDP增长

的基础。党的十五大的召开与香港回归两大事件也必将对上海商品流通及上海GDP的增长产

生 一定的推动作用，为上海商品流通业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第二，由千1996年4 月 1日中国人民银行停办保值储蓄．3 月 1日与8 月 23日又两次下

调存贷款利率，这将对企业与居民带来双重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商品的流通。对居民来说，存款

利率的下降将使居民的储菩及消费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居民收入的流动性意识、消费倾向及金

融投资意识将加强 而对企业来说．贷款利率的下调则意味着其贷款成本的降低，必定提高其

贷款的积极性｀从而促进商品的生产与流通 当然，贷款的获得及贷款规模的大小还与我国的

宏观经济政策有关。

第三．企业制度的改革，上海国有商业经营机制及组织体制的改变．国有、集体、私营、个

体、外资等多种经济成份的存在，都为上海商品流通的增长及其对上海GDP增长贡献的上升

提供了基础。随蓿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的进一步推行，明确的产权关系将使企业的自主经营

能力及市场意识增强，使产品的供需结构逐步趋于平衡，有效供给增加。 而有效供给的增加无

疑又使商品的流通速度加快，商品在流通领域的滞留时间减少，从而促进了社会再生产的顺利

运行，而商业组织体制的变革又为商品的流通带来了便利．到1995年为止，上海已组建商业集

团46 家，商业股份有限公司21家，综合商社3家，股份合作制企业450家｀连锁商业网点1500

多家 组建商业集团是上海商业系统优化国有资产组合、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的 一大举措，一

百、华联、友谊、伶园等大型商业集团充分利用其集团优势来发展商品流通，降低了流通成本，

同时也提高了运营效率，一百、华联在全国销售额名列前茅。而多种经济成份的参与，则在不断

提高竞争水平的基础上，拓宽了商品的流通渠道、进而促进了商品的流通

第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大提高及收入结构的重大变化，也是促进社会商品流通的重

要因素。 收入水平与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消费水平及消费结构， 近几年．上海市居

民的收入水平大大提高，从500 户居民的调查结果看，上海市居民平均每人每年的全部收入由

1990年的？198. 2元．上升到1993年的4297.44元，1995年的7 196.40元 而收入结构也在发

生变化，收入来源多祥化．工资性收入在总收八中的比重透步降低。同时．收入差距也在逐步扩

大．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人均年收入比值为：1990年是z. 47.1993年是3. 24. 1995年

是3.9:i, 收入水平的提高必将导致对商品址的需求增加，而收入差距的拉大必将诱导人们的

消费结构产生差异，从而使商品的流通存在一个结构空间。消费的个性化及现代化又将诱发出
一系列的消费热点，所以，近几年诸如家庭电脑、热水器、脱排油烟机、电话机、BP机、家庭厨具

等等消费热点的不断兴起，对上海的商品流通业的发展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也避免了由千消

费热氓少、消费比较集中、消费结构趋同而造成的排浪式消费及由此所引起的商品流通增长的

巨大波动， 乡村居民在完成住宅建设的基础上、随着其收入水平的提高米伈苤步增加对耐用消

费品的需求，也是推动上海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物价水平的降低对消费及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从而推动上海商品流通业的快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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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商品岑售物价指数在1995年达到113. 0、比199--1-年下降4. 5个百分点后， 在1996年达到
105. 0，又比1995年下降8个百分点。1997年继续受紧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及1996年的惯性影

响，全市零售物价总指数将可能进 一步回落，1997年2月份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巳下降到
100. 9，但下半句山千受经济增长及就业压力等方面的影响， 其下降的幅度可能较小。 不管怎

样，总的物价指奴［向下降必将使消费水平 提高，从而影响到商品的流通是不容置疑的。 如表3

所示：

表3： 价格指数与W�t· 1实际增长率情况表

价格指数以上一年为 100

名 称
| I I I 99 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寸 -、~ -，卢 ，

I 居民消费
价格指数

110. 5 110 120. 2 123. 9 148. 7 109. 2

WRCT的实际
17.08 17. 71 12. 91 10. 50 14. 70 11. 9

增长半（％）

第六，外地对上海产品稳定的需求及外贸市场的扩大，也是影响上海商品流通的一个重要

方面。如上海在售给批发零售贸易业的商品销售总额中， 销售给市外批发零售业的比例保持着

较高的水平，1994年占24, 03%, 1995年占2O.25%。而出口占批发销售总额中 的比重1994年

仅为o, 70%, 1995年上升为17, 51%。

此外，通过对商品流通业的巨大投资，各种专业批发零售市场相继建立，更为上海商品流

通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到1993年底， 上海就已经建立了11个国家级市场及中心批发市场，157

个区域性市场，600多个地方性市场。 这必将为上海商品流通的增长及其对上海GDP增长的

贡献提高提供条件。 当然，关税的逐步降低，由千就业及经济增长压力所引致的投资的回升等

因素，也都会影响到上海的商品流通及其对上海GDP增长的贡献。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单位邮编：200433)

上海财经大学喜庆八十华诞

全国财经院杖办学历史最为悠久的上每财经大学迎来了这权80周年华泛。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为学杖权庆题词：“面向新世纪，把上海财经大学建设成 为具有一 流水平的

社会王义大学 ” 。国务院总理李鹅、副总理李岚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丙乾、财政部部

长刘仲氐、国家教委党组书记f东至立以及上海市市长徐匡迪、副市长龚学乎也题了词｀中共中

央政冶局委员、市委书记黄菊写来了贺信。
1997年9月20日上午，来自，每内外的权友们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母权，参加上，、每财经大

学迂权80周年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还有离退休的干部、教师代表，在权的师生代表。财政部

完组成员、部 长助理刘长琨，上，每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全炳华，市人大常委会副王任拣铭珊，副

市长龚学乎，市政协副主席刘恒掾，市教委主任郑令德等领导出席了大会。 大会由杖党委书记

潘洪萱主持，汤云为权长致词。

（吴幼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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