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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所有制街头与信贷资金关系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薛万祥 张望 华振新 朱晶晖

一、上海所有制结构的基本状况

1．公有资产依然保持数量的优势。1996 年底上海工业企业数为 15595 户，资产总额 6487.4 亿。从户数看，国有经济占总

数的 23.16 写，集体经济占总数的 48.78%，两者相加企业数占 70 写以上；其他经济包括联营、股份制、三资及其他性质的企业

占 28.06%。从资产量上看，国有经济占总额的 49.38%，集体经济占总额 8.37%，两者相加占总额的 58%，如果再包括对其他经

济参股部分，公有资产所占比例还要大。

2．国有经济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工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其他经济成份比重上升，但通过国有资本的作用，

国有经济对经济控制力加大。1996 年上海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产值中，国有经济占 38.77 环，集体经济占 12.33%，其他经济占

48.90%。国有经济所占比重比上年减少 3.57%，其他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 3.52%，占到全部工业总产值的近 50%。其

中三资企业工业总产值增加额占其他经济工业总产值增加额 98%，占全部工业总产值增加额的 78%，增加额达到 350.68 亿元，

超过了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国有经济通过国有资本的作用对经济控制力加大。1996 年底，工业企业中国有经济资产总额近 50%，

但对社会资产的控制力还不止这些，如全国纺织行业著名的国有大企业上海第二毛纺织厂自有资金 2亿多，但通过联营、托管、

控股、参股、承包等形式，实际拥有对地区内外企业 10 多亿资产的控制权，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可见一斑。

3．国家资本占主导地位，但增长缓慢，其它经济类型工业资本金增长迅速，总量与国有工业企业资本金持平。根据工业普

查汇总资料，1995 年上海工业企业属国家所有的资本金占全部资本金的比例为 50%；属法人所有的资本金占全部资本金的比例

为 19%；属外方所有的资本金占全部资本金的比例为 20.4%。属国家所有的工业资本金目前主要分布在国有工业企业中，占全部

国有工业资本金的 79.2%；在其它经济类型工业企业中，国有工业资本金占全部国有工业资本金的 20.6 写。1993-1995 年全市

工业资本金年均增长 23.7%，其中国家资本金年均增长仅 4.1%，法人资本金年均增长 78.3%，外方资本金年均增长 85.9%，且在

其它经济类型工业企业资本金中的比重由 27.2%上升至 44.8%，成为其它经济类型工业企业中的首位控股者；国家资本金在其它

经济类型工业企业资本金中的比重由 42.8%下降至 22.6%。由此可以看出，国家资本金增长大大落后于全社会资本金增长速度。

其它经济类型工业企业资本金增长迅速，总量已与国有工业企业资本金持平。国有工业与其它经济类型企业资本金之比由 1993

年的 58,33 调整为 47:45，两者基本持平。

4．单一所有经济呈减少态势，混和经济比重增加。1996 年国有经济企业户数减少 101 家，资产同比下降 2.62%；集体经济

户数减少 264 家，资产下降 0.33%；而其他经济企业户数增加 83 家，资产增加 2.95%，这其中股份制和中外合资企业增加较快。

5．国有经济效益低于其他经济，运行质量有待提高。1996 年工业中，国有经济实现利税 174.26 亿，占总数的 39..46%，

集体经济实现利税 36.09 亿，占总数的 8.17%,其他经济实现利税 231.26 亿，占总数的 52.37%。国有经济资产利税率为 5.4%，

集体经济为 6.6%，其他经济为 8.4%。

6．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吸收了大量的就业人员。1996 年底，国有经济在职人员 133.69 万，虽同比减少 23.41 万，但仍占

工业企业的 44.89 写；集体经济人数 70.98 万，同比减少 7.83 万，占 23.84%，两者相加占总数的 68.73%；其他经济人数 93.12

万，同比减少 2.87 万，占 31.27%。

7．个体、私营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并发挥出积极作用。1996 年底个体工商户数和从业人数为 16.03 万户和 21.51 万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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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的 1.37 倍和 1.25 倍；私营企业户数和从业人数为 5.46 万户和 47.1 万人，为 1992 年的 12.9 倍和 8.0 倍，个体、私营

经济从业人数占全市从业人数的 7.9%,与工业企业人数之比为 1:22。本市个体、私营经济主要集中于第三产业，两者户数分别

占总数的 98%和 72.3%，出现了形象策划、投资咨询、快递服务、程序设计等新兴行业，呈多样化发展；私营企业科技型已占总

数的 4.8%，是全国水平的 2倍。1996 年私营企业实现产值 87.71 亿，约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1%，个体私营经济实现消费品零售

总额 319 亿，占全市的 27%，促进了市场流通；部分市郊区县个体私营经济上缴税收已占当地财政收入的 30%以上，成为地方经

济不可忽视的增长力量；1994 年至 1996 年个体私营经济已累计吸纳企业下岗人员 13.1 万人，推动了再就业工程的展开；个体

私营经济还在盘活国有和集体小企业，推动国有企业改制改革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二、信贷资金与所有制结构关系的现状

1．信贷资金分布的基本情况和特点

（1）信贷资金主要投向国有企业

无论是整体的情况还是个体的情况，信贷资金主要投向了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得到上海全社会金融机构的信贷资金支持的

比重为53.33%，某银行中这一支持比例为38.4%。再如1997年上半年本市列入国家千户大型企业的63家工业企业资产总额4276.9

亿，占全市工业资产总额的 65.5%，金融机构短期贷款余额 505.6 亿，占全市工业贷款余额的 51.4%。

（2）集体经济得到了信贷资金的适度照顾

上海金融机构对集体经济的支持比重为 22.36%，某银行的这一支持比例为 29.0%，表明集体经济得到了信贷资金的适度照

顾。

（3）三资企业也得到了信贷资金的一定照顾

上海金融机构对三资企业贷款只有 6.75%，某银行的这一支持比例为 17.5%，表明三资企业得到了金融机构信贷资金的一定

照顾。原因是这些企业发展速度相对较快，而且效益好于其他企业。

（4）民营及私营企业很少得到信贷资金的支持

上海金融机构对民营及私营企业的贷款只有 0.15%,某银行的这一支持比例为 0.1%。民营及私营企业很少得到信贷资金的支

持。以支持民营企业为己任的民生银行，对民营企业的贷款量在全市银行中为最高，但也仅为仪 87%。这家银行由于成立时间短、

规模小，比例虽较高，但绝对额也不大。据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对 262 户私营企业的抽样调查，获固定资产贷款的占 2.2%，获流

动资金贷款的占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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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信贷资金分布的特点、积极作用及不足

目前信贷资金的分布情况基本与上海所有制结构相适应，信贷资金保证了国有企业的发展需要，特别是向国有大企业倾斜，

保证了国有经济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及控制，也为国企改革时期稳定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这种信贷结构使信贷资金的总体效益

欠佳。信贷资产大量投放在国有经济，而目前国有经济效益低于其他经济成份，加上一些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不规范行为，在一

定程度上又影响了信贷资产质量；一些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效益虽好，但却受资金短缺制约，规模发展受到限制，所以信贷结

构有待调整。

3．信贷资金分布特点的成因

从历史上看，长期以来，我们在所有制形式上追求国家。没有，国有企业在经济生活中占据绝对的优势。改革开放以来，

虽然其他所有制经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但在所有制问题上仍然因循超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做法，没有认识到公有制的

全面含义和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性，没有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片面地支持国有

经济。信贷政策也按此原则和理论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针，全力支持国有经济，适当照顾集体经济，私营、民营经济则得不到

恰当的支持。这一信贷投向对于国有经济的发展有极大的贡献，但却不适应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需要。从体

制上看，旧体制下国有企业和国有专业银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资金供应关系，银行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国家财政的职能，而

目前国有企业自我积累意识和能力较差，在新旧体制交替阶段，信贷资金被迫大量沉淀在国有企业中。从政策上看，长期来国

有经济一直是各部门支持的主要对象，信贷计划中没有私有经济一块，现行的一些金融优惠政策也主要是针对国有经济，如兼

并破产国有企业的挂帐停息与坏帐核销，支持国有大企业的主办银行制等，这使信贷资金主要投入国有经济中，而国有经济由

于种种原因普遍效益不佳，无法充分发挥信贷资金的效用，同时也影响了信贷资产质量。从观念上看，国有经济由于地位作用

以及和政府部门的关系，尽管目前国有企业存在一些问题和困难，银行的信贷部门仍愿意和他们打交道。而对一些集体经济和

乡镇企业，特别是对私营企业，由于种种原因而与他们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一些银行原则上规定不许贷款给集体和乡镇企

业，更没有私营企业贷款这一项。信贷员中有一种说法：放贷给国有企业，说到底，哪怕是坏帐了也不怕，反正是国家的一只

口袋流入另一只口袋，到时国家有核销坏帐的政策；给私营企业放贷，出了问题吃不了兜着走，不出问题别人也会认为你有间

题。再从信贷资金的风险性和操作性来看，国有企业历史较长，规章制度相对健全，担保措施相对完善，贷款容易落实，贷后

管理容易进行，风险也便于控制。而乡镇和集体企业小而灵活，且经营不稳定，信贷员难以把握，放贷不易，管理也难；私营

企业则大多缺乏不动产等可供抵押的财产，也找不到有实力的担保者，加上许多私营企业管理水平低，报表不真实，贷款无法

操作。

三、所有制结构发展趋势与相应的信贷措施

1．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包含的主要内容及产生的影响

十五大报告对所有制问题作出了理论上的重大突破，是分析和评价所有制结构发展完善的标准，也是指导上海所有制结构

调整和信贷政策制定的依据。从上海的情况看，所有制结构的表现形式和载体―企业所有制结构，将产生一些变化：一是原先

国有和集体经济的单一所有制占绝对主导地位的格局将进一步改变，由多种经济成份构成的混合经济将有较快发展。二是国有

企业股权多元化，在此过程中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得以根本改善，国有独资企业的规模和数量有所减少，国有参股控股企业的

规模和数量增加；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数量和质量将逐渐增加和提高，对经济的渗透力和控制力进一步增强。三是随公有制

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发展，国有和集体经济的股份制改造速度加快，股份制企业数量将大量增加，但许多大中企业仍将为公有制

经济，控股权掌握在国有经济手中；而较多的小股份制企业的性质可能转变为非公有制经济；同时新成立的和原国有、集体的

小企业改造过来的股份合作制企业数量也将增加。四是随着上海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投资环境的不断改善，三资企业规模和

数量将呈扩大趋势。五是私营企业由于政策明朗化，发展速度也将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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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给银行的信贷工作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上海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趋势，将进一步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创造条件，给银行的信贷工作带来机遇和挑战。从机遇上讲，

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和完善有利于推动银行的商业化改革和发展，为银行资产质量的提高打下良好的基础。但从现阶段银行的信

贷状况看，所有制结构已经和即将产生的变化，会给银行的信贷工作带来挑战，目前的信贷工作就有许多不相适应的地方，主

要表现在观念上的僵化、信贷市场开拓不力、资产管理和防范风险的措施落后、信贷员素质不高等方面，因此信贷工作要围绕

所有制的变化作相应的调整。

3．信贷结构和政策的调整原则与措施

首先，要准确理解十五大关于所有制结构调整和完善的含义，转变观念。在观念上，不唯成份论，树立以市场经济原则公

平地对待各种所有制形式企业的指导思想，运用好信贷资金，适应和促进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和完善。

第二，信贷资金的运用要把风险放在首位，树立金融风险主要来自市场的观念，走出“非公有制经济多风险”的认识误区，

并积极采取措施提高资产质量。

第主，信贷政策的制定，既要为多种经济成份服务，又要突出和保证国有经济的重点资金需要，实行有差别地共享“国民

待遇”的政策，信贷政策的制定要结合各银行的服务特色，区分重点，不能一拥而上，面面俱到。

第四，对国有大中型企业要重点支持，特别是要继续支持国有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发展，巩固其在经济中的主导和支配地

位，目前主要是通过完善和落实主办银行制，保证国有大企业的资金需要。

第五，关注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股份制改革，关注股份合作制企业的状况。对改制过来的这些企业，以及经济改革中出现的

新的公有制形式和其它非公有制形式，都要与有关部门协调配合，制定相应的政策，落实担保措施，保证它们合理的资金需要，

以促进这些企业的合理有序发展。

第六，要积极开辟信贷投向的新领域，尤其是经济效益较好，发展有潜力的三资、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利用信贷资金

适当支持，促进其发展壮大。

（作者单位：人行上海市分行调统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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