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改革与发展 ＜＜财经研究＞＞1993年笫6期 总笫139期

上海与长江沿江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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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和国务院确定了 “ 以上海浦东开

发为龙头， 进 一步开发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

江地区” 的重大决策， 将此作为 90年代我国

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 上海如何才能不辱使

命， 上海应该在沿江开发开放战略中发挥什

么作用才能真正不失为 “龙头” 。 本文拟作

粗浅探讨。

沿江经济发展战略是适应国内外经济大

背景的要求， 同时也是为振兴上海经济， 振

兴沿江经济， 振兴中华创造更有利的环境。

因此， 沿江战略的实施， 上海龙头作用的构

想必须结合国内外经济环境和上海经济发展

目标来思考。

首先， 这一 构想必须与十四大提出的建

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相一致， 即在

市场经济架构的基础上规划， 以市场调节机

制作为区域经济协作的基础。 要求上海成为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示范， 为形成全国

统一 的市场并与世界市场的接轨打好基础。

该地区经济发展应表现为下述特征。

1. 优势互补的产业格局。 上海浦东、

长江三角洲和沿长江流域各省、 市、 地区都

具有各自独特的地理及资源秉赋优势。 唯有

发挥各自区位优势为基础的专业分工和协

作， 才能形成具有整体实力的新型格局。

肛利益共享的协作机制。 沿江区域内

经济协作不是以行政命令为主的强行凑合，

而是在利益机制基础上产生的微观企业的主

动行为。 共同利益促进共同建设， 达到共同

繁荣”

3. 市场导向的区域协阅。 建立完善的

市场体系，破除地方割据、 区域封锁，形成商

品、生产要素充分流动的市场环境。消除由地

方保护、 区域倾斜政策产生的资源差异的扭

曲，在市场经济中找到各自的真正优势所在。

4. 运作规范的市场框架。 规范的市场

运作框架包括： 市场完善化， 所有的生产要

素都要进入市场，市场程序化， 形成多渠

道、 一体化的流通体系，管理法制化， 运用

法律手段约束企业行为， 保障企业和公民利

益。 政府实现职能转换， 从干顼型转到引

导、 监督和服务型， 运用经济手段对市场实

行宏观调控。 大中型企业明确产权和经营

权， 实施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经营机制。

其次， 沿江经济发展新格局须与中国即

将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重大举措相衔

接，提高开放层次，走向 90年代对外开放的前

沿，成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主体。它表现为s

几双向型对外开放。 沿江地区的外向

型经济新格局不仅要求产业面向国际市场，

同时应具有承受国际竞争压力的能力， 承接

开放国内市场的要求。 不仅产业要面向国际

市场， 同时具有承受国际竞争压力的能力，

承接开放国内市场的要求， 不仅是生产型企

业目标于国际竞争力，服务业（包括金融、贸
易、旅游、 保险、 运输、 信息等）也要迎接

市场开放的挑战。

2. 开放型区位优势。 沿江经济的相对

优势以国际经济大背景为定位依据， 从国内

外两种资源、 两个市场的视角， 建立多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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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多类型的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结构和经
济格局， 形成外向型拳头产品。

趴价值规律国际化。 在形成国内统一

市场基础条件下， 运用关税、 汇率等经济杠

杆连结国内外市场。 区域内的经济运作向国
际惯范靠拢。

再次， 上海在沿江发展战略中的地位作
用也要与建成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中心的

目标同步。

二

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建设， 在全国各地

的支援下， 凭借沿海的优势地理环境， 上海

在许多经济领域居全国领先地位， 但领先并

不等同优势。 根据上海应在沿江发展战略中

起龙头作用的要求， 按照比较利益， 特别是

动态比较利益原则， 笔者认为上海应注重下
述优势。

儿科技开发优势。 现代经济中， 科技
开发是建立产业优势的重要因素。 上海科学

研究和开发力量雄厚、 基础扎实、 门类齐

全、 配套能力强， 尤其是高新技术方面更胜

一筹。 上海拥有县以上独立研究与开发机构
266个， 拥有9.5万专业研究人员， 科学家和

工程师近4万。 民办科研机构（集体）683

个， 人员总数达1.67万。 上海普通高校科技

人员5万多， 研究与开发机构382个。 1991

年全市科技成果2588项， 其中达到国际先进

水平或属国际首创的有640项， 占24.7%,

达到国内先进水平或属国内首创有1483项。
在科研开发走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引导

下， 上海科研开发可以直接面向经济， 服务

千区域经济发展， 加快科技成果产业化进

程， 将科技成果与地区资源秉赋结合， 形成

产业优势。

2. 金融服务优势。 上海的金融聚散功

能强， 金融机构密集。 上海现有银行机构网
点1130家、证券交易所1家、 证券公司5
家、 信托公司7家、 租赁公司4家、 城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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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社64家、 农村信用社206家、 企业集闭财

务公司2家和外商独资、 合资金融机构18

家，又成立了首家中外合资银行。浦东新区陆

家嘴金融区的建设将更加强化曰每的金融优

势， 华东各省市金融界正酝酿联合建立区域

金融集团或银行共同休。 上海正朝着建立金

融大市场，实现资金大流通，形成中国金融中
心乃至国际离岸金融中心11标发展， 将在沿

汀．地区经济发展中提供更完善的融资服务。

3. 商业贸易优势。 上海商业不论是内

贸还是外贸享有传统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似

乎已经减弱，但就发展商业贸易的基础条件

分析， 上海在流通领域的优势仍是其它地区
所不能替代的。 以对外贸易经营为例， 上海

地理位置优越， 外贸专业人材充裕， 经验丰

富， 有较为发达的国外销售网络和客户渠
道。 上海近年来贸易机构发展迅速， 1992年
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机构已达200多家， 比上

年几乎翻了 一倍。 专业公司、地方公司、行业

公司等多层次、 多形式的贸易竞争格局将充

分发挥上海贸易优势的潜能。 在浦东开发区

建设出口加工区、 保税区及大型货柜码头

等， 又为上海发展外贸优势打好了坚实的基

础。

4. 信息产业优势。 上海有信息情报机

构800多个， 其中专业信息机构75家， 专业

人员8500多。 上海的信息优势还包括功能齐

全、 效率高、 覆盖面广的通讯网络， 多层

次、 多渠道的信息源等。 信息产业对上海来

说是新兴产业， 要发挥科技信息、 国内外市

场信息及各种经济信息在沿江经济发展战略

中的积极作用。

人材优势也一直是上海优势的 一 个方

面。 上海的人材优势只有走出自我服务的封

闭型状态， 才能避免人材资源的浪费和流

失。 在沿江经济发展战略中， 上海要有面向

整个长江区域的提供人材、 培养人材的服务

观念，要有灵活的人材流动方式和多形式多
渠道的人材培养体系 9



在沿江经济发展战略中上海应如何定

位， 从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上海在长江区

域经济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应确立以

服务产业优势为主体的经济导向作用的龙头

地位。 无庸置疑， 上海仍然享有工业生产优

势， 包括传统的轻纺工业和新兴的高科技工

业。 同样不容否认的是， 正是由于长期背着

“工业中心” 的包袱， 使上海经济发展步履

维艰， “工业中心” 功能衰退， 令上海过早

显现老态。 综观世界各国主要中心城市， 要

能维持和发展经济中心功能青春长驻， 无不

适时进行产业涸整。 而另一方面， 一 些以金

融、 贸易为经济主体的大都市功能却能保持

经久不衰， 生命力旺盛。 城市功能的转换，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 大都市从经济发展

初期的工业中心， 在发达阶段转向以第三产

业为主的综合性、 多功能服务中心。 沿江经

济发展战略为上海提供了脱胎换骨、 注入新

生命力的机遇。 上海唯有抓住这一机遇， 因

势利导实现产业转换， 才能使上海重执经济

发展之牛耳， 在中国经济的核心区建设中作

新贡献。

上海的服务导向龙头作用如何体现， 粤

港经济 “前店后厂” 模式可作借鉴。 香港是

在与华南地区经济合作过程中， 既发挥其产

品设计、 开发服务、产品销售等优势的同

时， 逐步向服务型经济转型。 但上海与长江

三角洲及沿江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与粤港经

济合作又有很大差异。 一是所处的经济环境

已较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重大变化， 是在经

济全面向市场经济转换和全方位对外对内开

放条件下的协调发展，二是经济合作的工业

技术基础起点高， 合作涉及范围更广， 特别

是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部分沿江地区已有相对

独立的工业体系。 因此， 高起点、 多层次、

全方位外向型经济格局的要求， 应是体现上

海新兴产业服务导向的共同建设、 共享利

益、 共同发展、 共同繁荣的新型模式。

上海新兴产业下二第三产业对区域经济

的导向作用在于＄ ＠诱导投资方向， 发挥各

地区以比较利益为基础的区位优势， 形成较

为合理的产业结构布局， 使长江成为既有导

航的龙头， 又有坚实的龙身， 还有助飞的龙

翼，＠龙头导航要为区域经济面向国际市场

服务， 龙头通过优质服务成为区域产业走向

国际市场的重要通道， 发挥向内向外两个辐

射的传导功能。

为此， 上海应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

在90年代初步完成产业结构的调整。 上海产

业结构调整要在现有基础上进行 “大手术 ” ,

而不是修修补补 “整容术 ” ， 以优先发展第

三产业带动经济功能转型， 实现大都市目

标。 在政策上， 一方面要为长江三角洲和沿

江地区来沪发展第三产业提供便利， 也要鼓

励外资流入繁荣和发展上海的服务业， 吸引

沿江地区及外国大中企业、 大公司、 大集团

的经营总部迁入， 在竞争中促进包括资金、

投资、 商品、 房地产、 技术、信息、贸易服务

等的大市场建设。 另 一方面， 鼓励上海传统

工业优势向长江区域扩散或转移。 对于趋于

衰败的行业采取果断措施淘汰。 就工业而言

重点扶植高新技术产业的开发和建设。 这样

才能集中资源发展上海具有优势的产业， 也

能充分利用长江区域各地的优势， 使长江巨

龙腾飞， 使中华巨龙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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