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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上半年上海经济运行态势综述

朱章海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国际经济环境和入世后的各种挑战与机遇，上海坚持以发展为主题，以提高城市综合竞争

力为主线，努力克服世界经济低速增长的不利影响，积极应对入世后出现的新情况，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巩固了经济持续快

速增长的良好势头。纵观上半年上海经济运行，呈现出六大特征、存在着四个难点。

特征之一、国民经济保持两位数增长，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提高。随着上海经济运行面临的国内外经济环境的逐步好

转及深化改革、扩大内需、优化结构等各项政策措施的逐步到位，上海经济发展呈现稳步加快的良好态势。上半年，全市实现

国内生产总值 2523.3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去年同期增长 10%，这一增幅虽比去年同期下降 0.2 个百分点，但继续保持了

两位数的快速增长，比第一季度 9.6%的增速加快了 0.4 个百分点。

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以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加快发展。上半年，第二产业实现增加值 1213.17 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 12.4%，高于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幅 2.4 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0.2%。在第二产业增加值中，工业增

加值 1090.49 亿元，增长 11.3%；建筑业增加值 122.69 亿元，增长 25.7%，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 17 个百分点。

上半年，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1282.6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7.9%。第三产业内部各大行业，除金融保险业主要受证券市

场波动影响增加值下降 1%以外，房地产业、批发零售贸易业、交通邮电通信业和以会展、咨询、中介等为代表的社会服务业均

保持了良好发展势头。作为上海六大支柱产业之一的房地产业继续延续快速发展的良好势头。上半年，房地产业实现增加值

160.3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3.7%。房地产市场需求旺盛，交易活跃。上半年，全市商品房开发竣工房屋面积 468.51 万平方

米，比去年同期增长 9%。商品房销售面积 646.71 万平方米，增长 26.2%；实现商品房销售额 246.29 亿元，增长 33.4%；存量房

成交过户面积 8n.23 万平方米，比去年同期增长 28.7%。交通邮电通信业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带动下稳步发展，上半年，交通

邮电通信业实现增加值 182.72 亿元，增长 9.1%；完成货物运输量 26187 万吨，增长 8.2%；港口货物吞吐量 12507 万吨，增长

17.2%，其中国际标准集装箱吞吐量 384.6 万标箱，增长 31%。上半年，批发零售贸易业实现增加值 282.3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长 10.3%；社会服务业实现增加值 137.34 亿元，增长 12.9%。

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为财政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打下了基础。上半年，全市完成地方财政收入 353.58 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 29,3%，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 2.7 个百分点。其中，企业所得税增长 23.5%，增值税增长 19.7%，营业税增长犯．3%，个

人所得税增长 44%，房产税增长犯．2%。上半年，地方财政支出 356.4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9%。

特征之二、工业生产增速逐步回升，供给基础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 373.8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1.5%，

其中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3465.35 亿元，增长 11.4%。上半年，六个重点发展的工业行业完成总产值 1898,29 亿元，比去年同期

增长 11.8%，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到 50.3%。其中，汽车制造业完成产值增长 15．1%，生物医药制造业完成产值增长 19.6%。

二是外商投资企业继续领先增长。上半年，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2027.43 亿元，增长 11.9%，高于全市工业

平均增幅 0.4 个百分点。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1666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6.4%。三是重工业对工业生产的拉动

作用增强。上半年，重工业完成产值 2344.36 亿元，增长 14%，增幅比轻工业高 6.6 个百分点，对全市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76.2%。四是区县工业增势强劲。上半年，区县工业完成产值 1769.46 亿元，增长 18.4%，高于全市平均增幅 6.9 个百分点。五

是工业生产产销衔接良好，上半年，全市工业产品产销率达到 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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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之三、城市建设投资力度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随着上海新一轮城市建设的顺利推进，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继

续保持去年以来的增长态势。上半年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 914.83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1.7%，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 16.5

个百分点。促成上半年投资增速加快的主要因素：一是房地产开发投资继续快速增长的拉动。上半年，房地产开发完成投资 355.36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5.3%，增幅同比提高了 22.2 个百分点，对全市固定资产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50.3%。基本建设和更新改

造投资保持增长，上半年，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分别完成 326.12 亿元和 143.97 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28.7%和 13%。

二是占全社会投资 60%以上的非国有投资增速加快。上半年，非国有经济完成投资 609.19 亿元，增长 48.5%，增幅比去年同期

提高 13.5 个百分点，拉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8.6 个百分点。三是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为主体的重大工程投资力度进一

步加大，投资完成情况良好。上半年，重大工程项目完成投资 187.73 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 20.5%。四是工

业投资继续保持增长。上半年，工业项目完成投资 228.2 亿元，增长 9.8%。

特征之四、市场建设与结构调整效应显现，消费品市场供需稳定增长。近年来，上海不断加快商业布局的调整和新型商业

业态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消费品市场的繁荣兴旺。上半年，全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995.87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9.8%。

上半年，全市私车牌照拍卖数达到 12650 张，尽管拍卖价格居高不下，但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幅仍达 91.7%。汽车零售量达到 2.24

万辆，增长 61.4%，其中，轿车零售量达到 1.77 万辆，增长 71.6%。至今年 6月底，全市私人汽车拥有量已达到 11 万辆。上半

年，移动电话零售量增长 40.1%、电话机零售量增长 12%。上半年，全市餐饮业营业额 82.46 亿元，增长达到 20.7%。据抽样调

查，上半年，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 1314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6.4%。上半年，非公经济商业企业零售额达到 499.78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0%，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 42.4%提高到 50.2%。上半年，全市连锁商业零售额达

到 239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0.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 21.9%提高到 24%。

特征之五、入世效应逐步显现，外商投资势头良好。今年以来，上海吸收外资在去年快速增长的基础上，依然保持较快的

增长势头。上半年，全市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 1342 项，合同金额 52.17 亿美元，利用外资实际到位金额 23.25 亿美元，

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8.3%、30.3%和 12%。利用外资的主要特点：一是大项目多。上半年，共批准 1000 万美元以上的大项目 103

个，合同金额 35.65 亿美元，占全市合同金额的 68.3%。上半年，平均每个项目合同金额由去年同期的 323 万美元增加到 389 万

美元。二是外商投资工业项目占主导地位。上半年，全市共签订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项目 640 个，吸收合同金额 33.02 亿美元，

占全市合同金额的比重达到 63.3%。三是入世后上海在第三产业的诸多领域率先对外开放，金融电信、服务贸易、现代物流等领

域外商投资踊跃，先发效应初步显现，第三产业利用外资步伐加快。上半年，第三产业直接利用外资合同项目 685 个，合同金

额 18.43 亿美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 37.6%和 85.8%。四是外商增资力度加大。上半年，外商直接投资增资金额占全市合同金

额的比重达到 45.8%。

特征之六、城乡居民收入继续提高、市场物价继续低位运行。城乡居民收入稳定增长。据抽样调查资料，上半年，城市居

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6870 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9.6%。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4057 元，增长 4.8%。城乡居民储蓄继

续增加，至今年 6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4397 亿元，比年初增加 502 亿元，同比多增 340 亿元。

市场价格持续低位运行。上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比去年同期微涨 1%。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升的最主要因素仍然是食品

类价格上涨的拉动。上半年，食品类价格上涨 4.1%，拉动价格总水平上升 1.7 个百分点。其次，居住类价格和娱乐教育文化用

品及服务类价格也有小幅上涨，分别上涨了 0.3%和 0.7%。除此以外的其他各类价格则继续呈不同程度的下降。医疗保健类下降

4.2%,家庭设备用品及维修服务类下降 2.3%，交通通信类下降 2.8%，烟酒及用品类下降 0.9%，衣着类下降 0.5%。

上半年，上海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但经济运行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困难和压力。

难点之一、外贸出口形势较为严峻。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世界贸易总量收缩和“911”事件的发生对上海外贸出口产生很大

的不利影响。上半年，全市完成外贸出口总值 145.09 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6%，增幅同比下降了 11.3 个百分点。其中国

有企业出口和纺织等传统产品出口增幅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1-5 月，国有企业出口比去年同期下降 1.8%，纺织原料及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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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也仅比去年同期增长 1.1%。从目前情况看，尽管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出现了复苏的趋势，但上海外贸出口回升迹象

仍不甚明显，并与周边江苏、浙江的出口快速增长形成较大反差。

难点之二、工业企业经济效益出现下滑。今年以来，上海工业企业经济效益有所下滑。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

现利润 227.82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5.2%，增幅同比降低 24.1 个百分点，而亏损企业亏损额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3%。导致

工业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的主要原因：一是工业品价格在国内市场商品供大于求的市场约束下大范围持续走低，很大程度上挤占

了工业企业的盈利空间。二是外贸出口增速趋缓，影响了企业生产的发展。三是我国入世后，汽车、医药、通信设备、家电、

化工等行业关税降低，给进口产品提供了更多的空间，压价竞争更趋激烈。四是新产品开发力度不足，尤其是附加值和技术含

量高的新产品投放市场数量不多，影响了工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2001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新产品产值仅比上年增长 1.5%，

今年上半年，新产品产值与去年同期相比不仅没有增长，相反却下降了 2.8%。

难点之三、通货紧缩对经济运行的压力进一步加大。去年以来，我国经济的通货紧缩现象又有所抬头。今年上半年，上海

市场消费价格水平总体呈平稳运行走势，但生产领域的工业品出厂价格、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却仍处于持续下降通道。工

业品出厂价格在去年全年下降 3.3%的基础上，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下降 5%。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在去年全年下降 1.3%

的基础上，上半年又比去年同期下降 4.5%。通货紧缩的压力的加大，将直接导致工业利润增长减缓乃至下降，削弱工业企业的

赢利能力，最终影响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

难点之四、消费需求增长后动仍显不足。近年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包括连续降息、增加工资等，

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增加的收入很大部分成为储蓄存款或手持现金沉淀于消费领域之外。消费增长与收入

增长形成了很大的反差。这一方面是由于近年来医疗、教育等各项改革增加了居民的支出预期，另一方面与当前消费市场缺乏

热点，巨大的潜在消费需求还缺乏有效的手段予以激活，缺乏刺激消费增长的内在动力密切相关。如何采取措施激活这部分潜

在消费需求，增加即期消费，仍是当前经济工作有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者单位：上海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