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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产业所需要的尖端技术的开发研究。 由于尖端技术的综合性强、应用面广、 附加值高，
可考虑采取一定的优惠政策， 促使科研部门之间、科研部门与企业之间联合起来攻关， 以提
高这一开发的成效。 第三， 词整税收与价格政策， 深化企业体制的改革，促使企业行为长期
化和合理化， 从而使企业主动、积极地追求技术进步（包括消化吸收）。 第四，制定有效的技
术转让政策， 迦一步完善和发屈技术市场， 加损放术进步的宏观管理。

(5)产业进出口政策

90年代上泭产业结构调整的成功怀志之 一是饥动上泡外向型经济的大踏步 发展， 为
此， 必须伍产业的进出口政策上有祈的尝试。 目先， 要在充分认识90年代国际经济格局大变
动对上淘带来的严峻挑战的婪础上，制定一个既积极又稳妥的进出口方针，努力改善上海的进
出口产品结沟， 提高上海的外贸经济效益。 共次， 要区别不同行业和企业的具体情况， 并根
据各种国际市场动态， 村上海有关行业和企业分凋确定大进大出、小进小出或大进小出、小
进大出的外向型发展模式， 做到步伐一致统一对外。 再次， 要加快外贸体制的改革， 切实解
决好工贸之间的关系， 有虚点地培育 一支国际化企业队伍， 促进上海与世界各国的多层次、
多方面的产业合作， 捉高上悔经济的国际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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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勾－以来的10年，在改晶开放的监动下， 上询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
就， 支行经济钧续增长的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探刻的变化。 进入90年代以后， 上海要进一步发
展外向型经济， 参与更忒i层次的国际纠济竞争，产业结构依然面临着向更合理更高级的方向
调整。 因此，回顾分析和评价80年代产业结构的变动及产业政策的作用，就十分有必要。

一、 80年代三次产业变动状况分析

上袧的国民生产 总位须计到1990年达到 735亿元， 比1980年的312亿元增长1. 4倍， 年均
递增率8.9% ， 阮满实现中央要求10年砒 一番的目标任务。 三次产业中，农业总产值从18.7

亿元提高到27.3亿元， 增长4 6% ， 年均递增 3.9% ；工业总产值从599.4 亿元提高到 1160亿
元， 增长93.5% ， 年均递增6.8% ；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从65.7亿元提高到 220,.5 亿元， 增长
2.36倍， 年均递增 12.9% 。 可见， 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第一、二产业， 呈超前增
长的态势。 按国民生产总值分析的三次产业构成， 也发生了瞩目的变化: 1980年一、 二、 三
次产业比重分别为3.2: 75.7: 2;I..1, 预计到1990年将分别为 4.3: 65,• ，7: 30。 三次产业的构
成变化表明， 上海作为 一个国内最大经济中心的多功能作用正在得到恢复和发展，1建国以来
长期推行的重生产、轻流通、片面追求工业发展、轻视弟三产业的指导思想已经得到纠正。

从各次产业的发展悄况分析， 同样反陕了较大幅度的结构变化趋势。
郊县第 一产业， 10年中总劳动力由 282万减少到250万， 而直j妾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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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8万减少到67.1万， 向其它行业部门净转移了近100万劳动力， 其中转向乡村工 业、 商
业、 饮食业的劳动力就达到70多万人。 农村社会总产值的结构，1989年比较1985年(1980年到
1984年资料缺乏）十分明显的是工业产值比重上升， 农业产值下降， 其它部门比较稳定， 详
见｀ 下表＄

<= 
年份

1985年 1989年
项目 ＼ 
农村社会总产值 100% 100% 

农业总产值 21.8% 16.4% 

工业总产值 62.6% 71.0% 

建筑业总产值 11.4% 8.3% 

运输业总产值 1.2% 1.0% 

商业、 饮食业总产值 3.3¾ 3.3% 

即使在农业总产值的构成中， 种植业、 副业比重趋降， 而牧业、 渔业比重趋升也十分明
显， 表明农业生产摆脱了纯种植业倾向的指导思想， 更多地从城市居民的消费需求出发去组
织生产。 下表比较1989年和1980年农业总产值内部的结构变化。

1980年

农业总产值 100% 

种植业产值 63.0% 

林业产值 0.7% 

牧业产值 25.3% 

副业产仇 4.9% 

渔业产侐 6.1% 

， 

1989年

_ _＿ ＿_+. 

100% 

50.8% 

0.4% 

37.3% 

1.6% 

9.9% 

工业是上海的经济支柱， 尽管10年来在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有所下降， 而为第三产
业所取代， 但是工业本身的发展及其增长仍然很快， 1989年比1980年增长了74.8%， 其中轻
工业产值增长82.9%， 快于重工业产值增长66.0％的速度。 在轻工业产值中， 以农产品为原
料的比重由1980年的68.4％下降到1989年的49.0%， 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比重由41.6％上升
到511%, :在重工业产值中， 采掘和原料工业的比重由41.3％下降到36.l%， 加工工业的比重
由58.7％上升到63.9%。 显然， 工业的内部结构是在向轻型化、 后加工化方面演变。

据统计部门提供的83个主要工业行业资料表明， 一些劳动力密集的、 比较粗放的传统行
业在全市工业中的比重趋逐步缩小， 而资金技术密集的、 有较深加工度的行业的比重则趋逐
步提高， 下表列出其中部分行业的比重变化情况： （单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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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1980年

行业名称
、 I

I纺织业 19.8 

化学工业 7.3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7.8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3.2 

食品饮料 I 3.7 

饲料加工 0.2 

缝纫业 2.4 

印刷业 0.7 

工艺美术品制造 0.6 

石油加工 1. 7 

化纤工业 3.5 

塑料制品 1. 7 

机械工业 11.6 

交通运瑜设备制造 3.2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 4.8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 6.8 

．该行业巳包括宝钢一期投产的产值在内

1989年

13.4 

6.3 

7.8 

2.4 

3.8 

0.9 

3.4 

1.0 

1.0 

1.9 

4.1 

1.9 

14.5 

4.1 

6.6 

7.2 

13 

变化方向

减少

减少

持平

减少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增加

10年中， 上海的第三产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尤其是金融保险、 交通邮电、 商业饮食、教
卫文体等行业， 提供的国民生产总值上升幅度均较高， 有的达到8倍以上。 参见下表； （单
位： 亿元）
－

年份
1978年 1989年 增长％

项目
` ·

、＼

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业 10.8 47.1 3.4倍

商业饮食物资供钠业 24.4 43.3 77.5% 

金融保险业 7.0 63.5 8.1倍

公用事业 1.8 3.9 1.2倍

服务业 2.1 17.2 7.2倍

科学、 教育、 文化、 卫生等 3.9 20.7 4.3倍

纵观过去10年上海产业结构的词整变动情况， 比较明显地体现以下儿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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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展城市多功能经济中心作用足上沟产业结构羽整的主要导向。 客观上， 由千改革

开放的兴起和推动， 来自国际国内的人员、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骤增， 流动加快， 带动了上
海以流通、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主观上， 各级领导巳汽识到前30年上海由消

费性城市转变为单纯的生产性城市所带来的各种弊病， 并且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发生重
大转变。1984年上海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 已明狗提出了上悍要发展为全国圾大的多功能经

济中心城市和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卤此， 主观的愿望和客观的要求都在牵动
着全市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 使实际调整的结果也表现了布三产业的超前发展。

2. 发挥上海科学技术密集的优势足上海工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 早在60年代上海就

把 “高、精、尖” 三个字作为工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改．时开放以后， 上海工业面临着新的发

展机遇， 但发展的指导思想仍然遵循比国内高一 层、免一步、领先一段的原则， 宽点支持高

技术密集、高附加价值的工业项目上马。10年中通过引进租开发的管道， 发展了 一大批在今
后几十年内将对整个国民经济起骨干作用的行业和产品。 如宝钢、全山、30万吨乙烯、轿
车、摩托车、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程控交换设备、大型电站设备、麦道飞机、皮尔金顿

玻璃、电梯、精密机床等等， 这些行业和产品的技术目前邵处于国际国内的领先水平。 随着

这些项目不断的建成投产和达产， 形成较大的生产批最和规模， 上悔工业的技术优势将得到

充分的发挥， 新一轮的产业组织和协作配套休系将伴随沿产生和完善， 由此带动上海的工业

结构走向更高 一级的层次。

3. 坚持走城乡一体化的道路是郊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方针。 以大城市、小郊区

为特色的上海城乡分布格局决定了上海农村的经济发展应取不同于国内广大农村的目标模
式。10年来， 郊区产业结构调整所体现的两个立足和三业协讨的指导思想， 实际上是迈出了
城乡一体化的第一步。 两个立足， 即立足为城市提供更多的副食品及立足郊区农民口粮自

给， 使郊区能摆脱几十年来的 “粮、棉、油经济结构” 秷桔， 咒换出更多的耕地去种植和发

展附加价值相对较高的副食品， 从而提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快的比亟。 三业协调， 即农业、

工业、商业的协调发展， 更是直接衔接郊区工业化、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步骤。
总之， 过去10年的产业结构变动频幅比较大， 开创了上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局面， 比

之以前30年的变化发展无疑是成就巨大的。但相对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国际国内激烈竞争的环

境而言， 这种调整还不能适应上海应当尽快确立的在西太平汗和国内最大经济中心之一的地
位。 具体表现在产业联系中的非对称性缺贻比较突出， 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一是城市经济
功能和产业发展的不对称性。 目前， 上尚正处于第一轮开发的城市经济功能释放殆尽， 第二

轮城市开发因投入不足而难以发挥效益， 表现为交通、通讯、港口、水
峰

电气、给排水等全面短
缺，商业、金融、服务、贸易等第三产业严重落后， 生产、生活、生态矛盾纵横交织， 从而
从根本上制约了上海经济的顺利发展。 进入80年代后期， 上泡的投入重点已开始转向改善城

市功能和投资环境方面， 但一是这些有限的投入只能停留在归还 “欠债” 阶段， 远未到位，
二是由于边投入边平衡， 即一方面在扩大城市功能的供给能力， 另 一方面还在扩大高耗能、

高耗料、高运釐的工业门类。 二是行业的内在断裂和工业结构的合理转换的不对称性。 进入
80年代以后， 上海经济新的优势逐步成长， 结构性的变化构架初露端倪。 然而， 目前存在一

个较大的问题是联结先进原材料和先进最终工业品之间的零部件、元器件、半制品、模具设

计制造、多样化产品设计等行业和工艺技术极其薄弱， 形成鲜明的行业性断裂和工艺技术性

断层。 这些断层明显表现是， 其产品质量．、生产工艺、技术等级、新产品开发等方面远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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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适应新一代先进支柱型产业发展的要求， 其配套、 协调、 关联作用无法发挥 应有的效能，

以致在发展高级进口替代产业、 中高级出口导向产业中不得不依赖相应中间产品 的大釐进

口。 这样一种由行业和工艺上的产业升级断层而形成的 “瓶颈” 制约， 使新一代产品的生产

规模很难形成。 三是传统的轻纺产业发展和市场化法则的不对称性。 轻纺产业直接面向消费

者的日常需求， 在人均国民收入处于温饱水平以后， 消费者多样化和差别化的购物现象会越

来越普遍， 而这时以计划指挥生产的办法会越来越不灵验。 80 年代上海的轻纺等传统 产 业

尽管设备技术产品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引进和更新， 但消费者还是越来越无法忍受在计划母体

中产出的单调化产品。 在国内历 来顶天立地的上海轻纺工业品， 正逐渐在被 “南风” 吹倒，

来自广东、福建的产品日益受到消费者的青眯。 而广东、 福建正是国内 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

区， 其显著特点是轻纺企业以非全民为主， 规模以小型为主， 是国家计划覆盖不到的层面。

二、 对上海80年代产业政策的评价

整个80年代是上海经济自建国以后经历的一个转折时期， 这种转折是在充分总结了前30

年 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实践评价以后得到新的选择的基础上实现的。1984年进行的上海经

济发展战略研讨以及形成的＜＜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可以被认为是 实现这种转折的起

点。 ＜＜汇报提纲»中提出的经济发展指导方针和战略目标基本代表了上海80年代的产业政策

核心， 如对内对外开放、 起沟通内外和辐射作用的指导方针， 大力改造传统工业和开拓新兴

产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增强中心城市作用以及加强旧城改造和开发新区建设并举的调整

原则等等。 虽然这些方面在80年代前期已付诸努力的实践， 但系统的归纳总结以及作为发展

战略的原则目标规定下来则是在1984年， 并在以后的 经济运行中得到了具体的贯彻。 因此亳

无疑问， 80年代产业政策的历史性转折意义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但是， 在实施产业政策的过

程中， 仍然有些经验教训可以总结， 以利于90年代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调整取得更大的成效。

1．对全国的工业化进程和生产力布局变化缺乏估计和预测，造成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和同

构化。 改革开放催化了全国的工业化进程，尤其是农村工业化的迅猛发展，由此 也带来生产力

布局的重新调整。 这种变化明显对上海经济带来三方面的冲击： 一是资源分配不足；二是市场

竞销激烈；三是成本迅速提高。 在这10年中，工业地位的急剧下降无不与避让不及以上冲击有

关，一 些传统工业部门不适时宜地扩大前道生产能力，引进技术和产品与兄弟省市保持在同一

结构层次， 存量产业调整缺乏壮士断腕的决心等表现都是对全国工业化进程和产业布局变化

缺乏估计和预测的反映。今后上海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着如何适应全国工业经济的迅速发展

态势，各种始所未料的冲击依然会 出现，因而如何在积极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发展一批高一层先
一步的领衔行业，如何对 一批优势不足的行业采取避让性调整措施仍是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2. 对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些大问题各方面认识不尽一致， 延误了调整时机。 实施经

济发展战略的核心在于调整，不但是存拭产业的结构调整，而且要进行增慎要素的结构调整。

存狱调整中， 对现有结构如何区分重点与一般， 如何在政策上真正做到重点支持一 些部门，

一般维持一些部门， 有计划地限制淘汰一 些部门， 各方看法不一， 始终下不了决心。 在增扯

调整中， 如何真正催化第三产业高度发展并且在资金投入上予以保证， 如何有效地削瘦工业

形体以减少对能源原材料的依赖， 如何列出重点要引进改造的工业门类等方面问题也始终停

留在研究和争论之中， 始终不能形成步调 一致的决策方案。 因此， 所有的调整措施总体上都

显得力度不足， 见效缓慢。 进入90年代以后， 由于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提出， 一 些重大的方



16 财经研究 1991年第2期 忱馆111四

向性间题难以回避， 应当通过五年计划和十年规划的制定， 把各方面的认识尽快统一起来。

3. 对产业结构调整所需配套的改革开放措施缺乏设计和不能及时推出， 造成改革和调

整的脱节， 影响调整的效果。 产业结构调整实质上是一场部门和系统的利益关系调整， 无论

是行业或产品结构的调整抑或企业的组织结构调整， 都会涉及一些部门或系统的既得利益和

机会利益的得失变动， 在缺乏改革性的政策措施的配合下， 往往会导致调整计划难以贯彻实

施或走过场的结局， 而产业政策也会因为体现不出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威性而显得苍白无力。

这一点， 在上海原有行业部门密如蛛网、 相互利益牵攀并呈均态结构的前提下， 对调整的自

然抵制力相对高得多， 没有强有力的改革措施配套， 调整是难奏效的。

纵观80年代的产业政策及其结构变动状况， 我们认为整个上海的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摒

弃前30年所走的老路而探索新的发展思路的转折时期。 实践表明， 上海经济以结构调整为主

的转折， 有利千加快实现四化的进程， 提高上海参与国际国内竞争， 重新成为亚太地区最大

的经济贸易中心之 一。 然而， 在这个转折时期中上海也遇到了许多前进中的新问题， 而且十

分严竣和紧迫， 解决这些新问题仍然应以调整为手段， 并强化改革开放的力度， 使已继续10

年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下一个10年中取得根本性的成效， 从而带动上海的全面振兴。

分报告之二

90年代国际、 国内经济发展趋势对
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提出的挑战与选择

90年代的世界经济将进入一个崭新的、 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 世界经济的全球化、 区域
一体化、 跨国化、 多极化的局面初步形成。 它使世界范围内的竞争更趋激烈， 各国经济间的

依存性更为加强，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更新的周期更为迅速， 尤其是在新兴技术的强劲推

动下， 世界经济必将会有各种突破性发展， 它反过来也为各种新兴产业、 新兴技术的迅速发

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在整个世界经济的大格局中， 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发展又愈来愈为

世人所瞩目，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潜在的重要力墓。 90年代乃至2000年以后将会出现 一 个

“太平洋时代” 的种种迹象也略为明朗。 在这种形势下， 90年代上海经济发展的前泉如何？

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面临怎样的挑战和机遇？上海应该作出哪些对策性选择？上海产业结构

的调整如何才能适应世界经济和亚太地区的产业梯度转移？如此种种， 均是值得探讨的。

一、 国际、 国内经济发展的新趋势

90年代国际、 国内经济发展与80年代相比， 都呈现不同的新趋势， 使上海经济发展将面

临新的挑战， 又带来新的机遇， 既构成强大的压力， 也可以集聚巨大的推力。

1. 国际经济格局的大变动

90年代国际经济格局已经突破了80年代格局的诸多方面。 大变动最主要表现 为 4 个 方

面：（1）全球化趋势。企业经营和行业经营的全球化， 国际投资的全球化以及国际金融市场的

全球化。各国经济的发展、产业政策的设计、产业结构的调整都朝着为适应全球化的目标而努

力。 国际经济格局的全球化的内涵的充实和深化，这是80年代没有形成、也不可能形成的一种

历史趋势。 (2) 区域一体化趋势。 在80年代已初步形成，可是在90年代，无论是在广度还是深

度方面，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已经有了飞跃性发展。随着两德的统一 、“东欧的动荡” 、欧共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