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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现代咨询业发展状况及前景

崔 槐 青

上海的现代咨询业，从1979年兴起，经过15年的开拓发展，现已初具规模。 截止1994年
7月底上海巳有6601家机构主营或兼营咨询业务。 仅在市科委注册登记的咨询机构，到1993

年底，已有f271家。其中具有法人资格的机构579家，这部分独立机构的固定资产5. 12亿元，
流动资金3. 67亿元，平均每户85. 7万元；专职人员9790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7696 人（占

78. 6%)，兼职人员39780 人；1993年营业额达5. 3亿元，其中咨询收入达3. 26亿元，实现利

税1. 15亿元。15年来全市共完成咨询项目12万余项，仅1987至1983年的营业额累计达15

亿元之多。

上海现代咨询业的崛起，是十 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方针的产物，也是现代化大生
产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L产生现代咨询业的背景。

上海现代咨询业出现迟、发展快的特点，不是偶然的， 而是时代的需要，改革的产物。 科技

体制改革，就是要解决科技与生产的结合，科技成果不能仅仅是论文、样品、展品，而要成为产
品、商品，这样一个 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就需要咨询，需要“ 四技“服务。 经济体制
改革，就是要把计划经济、产品经济改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经济；搞市场经济不是产品
按计划分配，而是要通过流通，进行商品交换，这就需要科技与经济的沟通，这部分经济同那部

分经济、这个地区同那个地区、本国与国际市场的沟通。 这种沟通包括人才流通、智慧流通、信

息流通、商品流通，这里便产生了对咨询的大量需求。 咨询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需要，它也

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需要。
同时，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体制下，知识被确认具有商品的属性，它可以进入市场，可以

有偿交换，可以有效增值，正是有了这个 前提，才使具有学识的知识分子能够勇敢地走向社会，

走进市场，开展了有偿的咨询服务，形成了智能型产业。

2．现代咨询业产生与成长的轨迹。

现代咨询业，作为一个年轻的新兴产业，列入中国新兴技术产业的行列，它与物质生产不
同，提供的是智力服务。它的出现与发展，与物质生产部门也不一样，一是没有上级颁发的专门
文件；二是国家没有进行过投资拨款；三是政府没有给予过多少人员编制。 它是顺应社会发展
需要，悄 悄地出现的。

其次，上海咨询业目前尚存在两少两多的现象，就是独立的咨询机构少，非独立的多；专职

咨询人员少，兼职人只员多。八十年代初，除有少数有识之士牵头组建了独立的咨询机构外，大
部分咨询机构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大公司、大企业乃至 行政机关附设的“三产“单位。这类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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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机构本身科技人员很少，或者只有几个组织管理人员，接到咨询项目后，依靠母体单位或成
员单位的科技力量、设备与资料去完成任务。 随着咨询市场的开拓与发展，一些非独立机构走
向独立经营，一些兼职人员投入专职从事咨询工作的队伍，这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三，“内脑”与“外脑 ”会合，“御林军”与“野战军“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现代咨询业的水
平。 我们常常把为政府各部门服务的智囊机构，如市府经济研究中心、市府研究室等称为“内
脑“，而把面向社会开展有偿咨询服务的机构称为“外脑 ＂。现在“内脑“承担的课题，通过向社会
招标的方式，吸引了大批“外脑”专家参与超前性研究； “外脑“承担的工程项目评估论证，也离
不开“内脑“人才的支持。 这种彼此取长补短，比翼双飞的协作关系，使上海咨询业的发展向着
更高更深的层次发展。

第四，市内、市外与国内、涉外全方位发展，咨询客户的重点由市外向市内、由国内向涉外
转移已成定势。 上海咨询业的初创阶段，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培训等占了很大
的比重。自从九十年代初，中央决定开发开放浦东以来，上海的市政交通与各类工程项目激增，
工程咨询取代了技术咨询的地位。这种咨询产业内部的行业结构调整，说明咨询业的重点由市
外向市内转移了。 与此同时，上海对外开放度的扩大，加速壮大了现代咨询业。 由千浦东开发
开放后，国际交往更加频繁，吸收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对外贸易、中外经济合作等涉外活动，根
据国际惯例，处处需要咨询先行，这就促使上海涉外咨询业迅速发展，成为上海现代咨询业的
新的热点与重点。

十五年来，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 以来，上海的现代咨询业为科技、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

L为全市宏观战略决策作了超前研究，提出了优化方案。
宏观战略决策，这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的成败兴衰的大事，所以决策前

的咨询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早在 1984 年，全市集中了 80 多位专家学者，组成了“新技术革命
和对策“课题组，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由市政府
报国务院后获得了批准，为上海铺展了发展的蓝图。 随后，全市决策咨询研究人员，为贯彻“汇
报提纲“，围绕九十年代上海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新情
况、新问题，又先后组成几十个课题组，进行了大量的超前研究，在开发浦东、利用外资、城市建
设、调整产业结构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对策建议，为市政府近几年各项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这些新的重大决策，都为上海的振兴发展，为上海三年大变样奠定了基础，并将继续产生深远
的影响。所有这些被政府采纳的新思想、新方针、新举措，无一不凝结着广大决策咨询研究工作
者的智慧和汗水。 综上所述，上海的振兴与发展同决策咨询工作者发挥了“思想库”与 “智囊
团 ”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

2．为国家重大基本建设工程科学决策，开展了评估论证。
早在八十年代初期，围绕“宝钢 ”上下马的问题，由专家学者组成的“ 宝钢 ＂顾问委员会，经

过调查研究，为“宝钢 “建设提供了一系列重要论证，从而取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与
此同时，工程咨询专家们，还先后对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秦山核电站建设、污水综合治理、长
江三角洲综合开发等重大课题，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和评估论证，为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了优
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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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上海的工程咨询项目与日俱增，目前从事工程咨询的机构巳发展到将
近 100 家。 仅据上海市著名的上海投资咨询公司统计，从 1986 年成立到 1993 年底，共完成
615 个工程咨询项目，涉及总投资 1020 亿元。

3．为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和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提供管理咨询。
早在八十年代中期，上海企业管理咨询公司等单位，对本市许多中小企业进行企业诊断，

营销分析，获得了显著的效果。 如上海自行车锁厂由千种种原因，经济效益下降，“管理工程咨
询部 “对其进行全面诊断后，提交了一份“企业管理综合咨询报告“，厂方采纳后，使当年产值比
上年增加了 500 万元，利润达到 302 万元，比上年增加 78 万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又如上海
财税咨询公司，为上海人造板厂进行管理咨询，使这家国营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走出困境。

4．为乡镇企业和科技兴衣，为横向经济协作和支援“老、少、边、穷 “地区进行了“ 四技”服
务。

．

技术咨询是我们上海咨询业的强项，15 年来，其承接与完成的技术咨询项目量大面广，广
大科技人员为支援乡镇企业和边远地区建设，大力开展” 四技 “服务，真正做到了足迹遍中华。
仅据上海市科技咨询服务中心创业十年来的统计，他们就对 1006 家中小型与乡镇企业的技术
进步提供了科技咨询，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 经对“八五”期间 806 个受益企业的统计，这些
企业年增产值达 12 亿元之多，年创利税 1.4 亿元，年出口创汇 7600 多万美元。 在中央提出科
技兴衣的号召后，该中心组织了 100 个科技兴衣小分队下乡，开展了科技兴农项目 146 项，为
振兴郊区经济做出了贡献。十年中该中心累计为社会完成“ 四技“服务项目 15920 个，合同总金
额达 18425 万元 。 累计巳上缴利税和管理费 536 万元，也给本中心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十
年中，该中心参加“ 四技“服务的有 2 万余专、兼职科技人员，除台湾省以外的全国各省、市、自
治区，都洒下了他们的汗水。

5．为扩大开放、引进技术和利用外资，做了大量的涉外咨询工作。
目前经上海外资委批准，有对外咨询权的单位共 42 家，近几年又出现了中外合资以及国

际咨询公司在上海开设的分支机构 20 多家。上海工业对外咨询服务公司，还在香港、深圳和美
国旧金山开办了分公司。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度的扩大，国际经贸住来大幅增长，上海咨询业走
出国门，打入国际市场的趋势已初露端倪。

此外，上海的专业咨询，正在逐步掀起，形势喜人。众所周知，上海的律师事务所、会计和审
计事务所、翻译事务所、设计事务所、医务咨询、心理健康咨询、市场调查、信息服务、科技情报
检索等等专业咨询服务机构，无不在开拓前进中，受到社会的欢迎，同时，也为经济与社会发
展，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我们应当对他们的健康成长，表示由衷的高兴。

上海的现代咨询业，经过 15 年的开拓，现巳进入全面发展期，其前景光辉灿烂，令人鼓舞。
L前景乐观的依据。
加速上海咨询业产业化、国际化的进程，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主客观条件。在客观方面，上海

巳走向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央要求上海率先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在下世
纪初建成具有“三个中心”、“一个龙头 ”功能的国际性大都市。 这一宏伟的战略目标，为上海咨
询业提供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同时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上海咨询业的潜在市场十分巨
大。 首先，随着咨询知识的普及，现代决策观念的深入人心，决策主体多元化的实现，决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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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热潮巳经来到。其次，要把上海建成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上海城市改造与建设的任务更
为艰巨。据初步匡算，建成现代化交易通信网络框架的重大项目，要投资 15000 亿元；建设具有
国际性城市标志的重大公共文化设施，要投资 2000 亿元；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中体现技术上等

级的大项目，要投资 3000 亿元。这就为工程咨询和涉外咨询等行业，创造了一个大市场。再次，
在扩大开放，引进外资，近出口贸易逐步发展后，国际间经贸往来将更加频繁，到 2010 年，预计

上海将拥有外资金融机构及办事处 300 多家，国际大型企业集团或跨国公司总部及分支机构
500 多家，上海企业集团在海外设立公司及办事处 1000 多个。 上海涉外咨询业的春天即将来
到最后，在深化企业改革，转换企业经营机制，搞活国营大中型伞业的基础上，企业诊断、企业
管理咨询这个大市场，也将兴旺发达起来。

从主观方面分析，上海人才荼萃，信息资源丰富，拥有较多的现代化设备及服务手段；上海

咨询业已有 15 年的经历，并率先建立了行业管理机构－－－上海市科技咨询协会；早在 1986

年，市政府就颁布了 “上海市科技咨询管理条例 “，这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性咨询法规，它为咨询
业健康成长，发挥了积极作用。

2令人鼓舞的发展前景。

第一阶段发展目标： 1995-1997 年。

(1)上海咨询业的营业额以年均 12％的速度递增，1997 年全市咨询营业额达 10. 7 亿元，

占当年上海 GNP 的 0.26%。

(2)确定并形成十多个上海咨询业的骨干机构，为未来提高产业集中度和创立咨询业跨国
企业集团打下基础。

(3)咨询业管理体制基本理顺，主要法规修、制订工作基本完成。
(4)涉外咨询取的突破性进展，上海在国外设立 10 家左右的咨询业务机构。
(5)咨询业的支撑体系有较大进展，组建上海咨询业发展基金会，信息网络建设，同国际信

息网络联网等方面，要有重大举措。

第二阶段发展目标： 1998-2000 年。
(1)咨询业营业额以年均 15％的速度递增，2000 年达到 25 亿元，占上海GNP的 0.45%。
(2)上海咨询业的骨干机构，在竞争中巩固地位，年营业额亿元以上的咨询业跨国企业集

团开始形成。
(3)企业管理咨询取得重大进展，咨询业内部各行业形成较合理的结构，咨询市场成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个热点。
(4)形成咨询产业化总体框架，管理体制与政策法规健全，咨询运作开始走上规范化坦途。

第三阶段发展目标： 2001-2010 年。
(1)2010 年营业额达到 110 亿左右，占上海 GNP 的 o.46%。
(2) 形成一批国内外著名的大型咨询企业，前 10 家的营业额达到咨询业营业总额的 20%

左右（即产业集中度达到 20％左右）；同时，拥有数以百计的高水平、高知名度的咨询业务专
家，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咨询理论与方法。

(3)形成完善的咨询业支撑系统和政策法规体系，咨询运作达到规范化、市场化与国际化

的水平。

(4)形成比较成熟和繁荣的现代咨询产业，达到全方位、多层次为社会提供优质服务的水
平，全面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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