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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上海宏观经济运行的主要特点

徐振良 沈瑞良 孙东华

随着国际经济环境的改善、国家扩大有效需求政策力度进步加大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推进，上海经济增长呈现逐步加速的

态势。去年一季度 GDP 增长 8.1%，上半年升至 9.6%，前三季度增幅进步扩大为 9.9%，全年经济增长达 10.2%，高于全国约 3个

百分点，明显好于年初的预期。

综观 1999 年上海经济的运行，主要有以下一些特点：

1、扩大有效需求的政策效应逐步转强。去年以来，针对国民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突出问题，国家出台了系列扩大有效需

求、启动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涉及财政、货币、投资、收入分配、外贸出口以及税收等各个方面。随着这些措施的陆续到位，

政策效应开始在上海显现：证券市场综合指数飚升三成，成交量明显放大，带动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全市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平

均减少 10ry0，企业资本结构得到优化，经营成本逐步下降，经济效益从低位回升；批基础设施和重大技术改造项日提前上马，

城市建设、产业结构调整与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尤其是“三资”企业的出口积极性受到激励、外贸出口

额显著扩大；生产资料市场与消费品市场出现见底回升的信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扭转了 16 个月持续下跌的局面，从 8月份开

始出现了小幅上扬的趋势。宏观环境转向宽松与政策效应逐步转强，为上海经济加速回升创造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2、工业经济对 GDP 的支撑作用显著加大。近年来，上海积极贯彻“发展中调整”的方针，以建设工业新高地为目标，集中

力量兴建了批技术含量高、产业关联度大、市场竞争力强的企业大项目，工业投资占全市固定投资的比重持续卜升。随着这些

人项目的陆续建成，上海工业扭转了增长速度不断放缓的被动局面，进入了以支柱产业与高新技术产业为主导的工业结构高度

化的阶段。目前，通用汽车、华虹电子、永新彩管等大型企业已形成批量生产能力，成为上海上业新的增长点，对全市经济发

展起到了明显的拉动作用。卜海汽车、通信设备、钢铁、石化、电站设备、家用电子电器等 6大支柱产业去年前二季度完成产

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49.7%，同比增长 15.9%；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19%，高出全市工业利润平均增幅 7.8 个百分点。与此同时，

传统工业经过技术改造与资本重组，产出能力也在逐步提高，初步形成了国有控股、股份制经济、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等多

种经济成份全面增长，大中小企业共同发展的局面。1999 年，全市完成工业总产值 3607.12 亿元，同比增长 11.1%；工业增加

值 1758.68 亿元，增长 9.60/0，增幅比去年同期提高约 2个百分点。工业对全市 GDP 的贡献率为 40%，比去年同期上升了约 7

个百分点。

3、外贸出口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开放度逐年扩大的背景下，经济增长对于出口贸易的依存度相应提高。目前，

上海的 GDP 约有三分之一以上要靠出口贸易来实现。1999 年以来，上海市的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有力地支撑了

GDP 的增长。1999 年，上海外贸出口完成 187.85 亿美元，同比增长 17.7%，占全国出口总额的比重提高到 30%左右。实现出口

增量 28.29 亿美元，相当于全市 GDP 增量的 68%。从出口主体来看，实现的出口增量占全市出日增量的 77.10&，在全市出口中

的比重己山上年底的 51.2%上升到目前的 55.2%，从而成为上海出口保持大幅度增长的重要基础。国有外贸企业的出日也初步摆

脱了过去几年徘徊不前的局面，进入了逐季回升阶段，出日同比增长 7.6%，工业自营企业出口同比增长 23.4%，显示出国有外

贸企业出口基础薄弱的现状有所改观，对全市出日贡献度正在提高。从产品结构来看，全市扫 L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28.5%，加

工贸易出口同比增长 19.6%，一般贸易出口同比增长 15.3%。机电产品的出 1:1 以高于全市平均增幅 10.8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

显示上海出口产品结构调整的步伐不断加快，出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

4、金融保险业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逐步显现。在上海迈向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中，金融保险业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变

得越来越重要。金融保险业的增长速度不仅直接制约 GDP 的增长速度，而且通过影响投资、消费、进出口贸易间接制约 GDP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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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速度。今年年初，金融保险业增长的迟缓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 GDP 的增长。从去年中开始，国家陆续出台了发展股市降低

利率、增加货币供应等政策措施，金融保险业的运行逐步升温，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加大。去年 12 月底，全市金融机构贷款

余额比上年末增加 612.96 亿元，其中银行中长期贷款余额增加 225.70 亿元，短期贷款余额增加 338.90 亿元，缓解了在建工程

项目与企业日常运行的资金需求，消费信贷也保持稳定增长，到去年 11 月底为止，全市个人住房贷款余额达 281 亿元，比年初

增加 193.35 亿元，新增贷款户 11.98 万户，销售住房 990 万平方米。住房消费信贷的增长，对房地产业走出低谷起到了促进作

用。同时，在 5.19 行情催化下，上海股市的运行进入了历史高位区域，一级市场增发股票和配股的进程加快，二级市场的成交

量迅速放大，全年股票成交 19966 亿元，同比增长 37%；沪市市价总值达 14580 亿元，比上年底增长 37%，占全国证券市价总值

的 55%；筹资总额达 486 亿元，同比增长 26%；国债成交 17401 亿元，占全国国债交易总成交额的 96%。由于金融保险业在稳定

的基础上加快发展，对整体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显著增强。去年 1-11 月份，金融保险业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 528.19 亿元，

同比增长 12.50k，增长速度在各大行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

5、多种经济成份平衡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基础。经过多年的改革，上海已初步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格局。国有

经济在战略布局调整、资产重组、经营和 L制转变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授权经营的国有资产己占国有经营性资产总量的

90.5%，按照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改制的企业占国有工业企业总数的 80%，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的企业占改制企业总数的 80%。改

革使国有企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从去年开始，国有企业初步扭转了多年来发展滞后、增长缓慢的状况，出现了改革与发

展同步、速度与效益并进的新气象。1990 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实现的工业产值同比增长 11.1%，占全市总产值的 47%左右。

同时，以外商、私营、个体经济组成的非公经济以及各种资本共同参与的混合经济的发展持久不衰，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继续提高。除集体工业企业产值和销售收入略有下降外，全市外商及港台企业实现产值同比增长 14.0%，股份合作制企业增长

39.0%，股份制企业增长 15.4%商业领域非公经济与混合经济同样保持快速发展，去年 1-11 月，股份有限公司实现的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4.1%，外商投资企业增长 21.3%，港澳台投资企业增长 20.4%，个体经济增长 11.5%。在市场销售价额上，

非公经济异军突起，己成为国有商业、集体商业三分天下的一支重要力量。

6、经济增长的质量稳步提高。过去几年，上海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外延的扩张，依赖于高强度的投入。1999 年，

这种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变。去年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5.7%，但 GDP 的增长速度仍然达到 10.2%以上，表明目前的

经济增长主要是通过内涵扩大再生产实现的。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技术进步与效益提升上。目前，上海科技成果转化

速度正在不断加快，高新技术产业以年平均 25%以上的速度增长；高科技产业和支柱工业的产值占上海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己达

62%，技术进步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44%。与此同时，工业经济效益明显好转，工业产品产销率逐步走高，累计达到 98.1%；

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达到 118.5%，同比提高 6.6 个百分点；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30%，主要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的

亏损面已从年初的 36.5 下降到 20%，全市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平均亏损面也已下降到 26%。由此可见，在企业改革与结

构调整同步推进的背景下，上海工业己初步摆脱了粗放型发展模式，走上了依靠技术进步与效益提升为主的集约型发展道路。

从总体上来看，1999 年上海经济实现了健康运行、快速增长和协调发展，但也必须看到，经济运行中的一些突出矛盾并未

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比如：固定资产投资总量增长平缓，特别是工业基本建设、房地产投资下降幅度较大；利用外资呈现负增

长的态势，合同金额和实际到位金额均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区县经济的增幅显著回落，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厂降；金

融保险业受宏观环境与市场波动的影响较大，增长速度时高时低，对 GDP 的贡献率很不稳定；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发展较快，但

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比不上深圳、北京等城市；消费仍然低迷，物价上扬的动力不足，零售业短期内尚

难走出低谷。这些因素，都对未来上海经济的持续增长构成了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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