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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年浦东开发走向分析

于 田

1992 年是浦东开发第一阶段中十分关键的一年。经过自 1990 年 4 月至 1991 年底近 20 个月时间的前期准备和开发起步，浦

东开发有了实质性启动。但由于浦东开发所需实现的重大步骤，体现浦东开发特色的具体动作都要在 1992 年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所以，1992 年浦东开发实际成为实现开发目标的一段最重要的路程，对浦东开发第一阶段目标的实现和浦东新区在真正意义上

的建立及形成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1991 年 11 月份，中央领导到浦东新区视察，对浦东开发作出重要指示，大大推动了

浦东开发的进程。1992 年浦东开发所面临的最大任务是如何使浦东新区的建设向“实”的方面发展。分析 1992 年浦东开发走向，

估计有这样几个特点：

一、新区规划将更趋完善，新区发展战略研究将更加深入。

遵循“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基本方针，依据既定的规划思想，浦东新区的各类规划制定工作将会

在 1992 年工作的基础上有较快的进展。已经完成的浦东新区总体规划将完成报批前的修订工作，使之与社会经济发展规划能有

较好的衔接配套。如上半年完成修改论证，年内可望通过市府市人大正式批准后报国务院审批。此外，业已完成编制和市府审

批的三个重点小区规划可望全面实施，小区内局部地块的规划工作也将不断展开。同时，可供外商开发的地块的规划和有关资

料也会在年内公布一批，其中一些特别项目的地块规划将率先进行前期准备工作。另外“八五”后期及“九五”期间的一些大

型市政建设项目的规划工作也要在年底前开始，如第二国际机场、外高桥挖入式港池、地铁二期工程、第三条越江隧道等。尽

管规划工作将有很大的工作量和紧迫性，但在此一年中，规划工作的滞后问题仍会是影响发展进程的一个问题。有关方面有可

能采用“引进”方式，加速对一些重点区域的规划进度，以适应开发需要。

上海市的有关方面已经对浦东新区的社会经济“八五”计划和十年纲要做了近一年的编制工作，这项包括浦东新区发展方

向、战略方针、建设步骤，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环保、人才引进、农业发展等多种内容的计划在去年获得市人大

委员较为满意的认可的基础上还会作进一步更严密、科学的研究论证，并可望在今年获得市政府、市人大的顺利通过。

此外，与浦东社会经济计划同步考虑的各系统与浦东开发相关的设想、计划今年还将陆续提出，各系统要在今年明确地表

明其今后在浦东开发过程中将处于什么位置、做哪些事情。这无疑对浦东开发又是一次很有力的推动。

二、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全面展开

截止 1991 年底，浦东新区十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二项完工，其余项目都将在 1992 年进入全面施工阶段。杨浦大桥、

内环线浦东段、外高桥顺岸式码头、外高桥电厂、合流污水工程、电话通讯工程等都将按计划并加速建设。此外，杨高路拓宽

改建工程将被列为 1992 年浦东开发标志，并在年底竣工通车。

与此同时，各重点开发小区计划 1992 年的市政配套工程计划都有可能提前完成并交付使用。

可以预计，1992 年浦东新区将会出现上海人期待已久的“深圳式”建设场面，到处有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可供参观者一览

浦东开发的气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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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开发小区的建设将会得到有力推进。

重点开发小区是目前浦东开发的重头戏，在 1992 年中要全面投入使用。陆家嘴、金桥、外高桥三家开发公司将以中外资联

合开发方式投入营运。加上张江高科技园区开发公司，张杨路商建公司，浦东新区将有五大开发公司分别主持四个重点开发小

区的开发。五家公司在全面展开各开发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时还将采取边建设、边开发、边进项目的方式，以启动小区功能，

吸引内外资投入。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年内在土地批租，墓地拆迁、楼宇建设方面将有大的作为，这是整个浦东最直接为人瞩目

的区域。估计年内将有更多的金融、商业、贸易等大楼项目被批准并开始打桩，那么陆家嘴一年变化带给人们的影响将是很大

的。金桥出口加工区在完成基建后正着力于标准厂房的建设，以使一批三资企业能尽快落户。年内争取有多家企业完成生产前

准备，个别企业试生产，形成小气候，进而吸引更多生产性加工企业的投入。外高桥保税区在去年底完成隔离设施建设后今年

要投入正式使用。区内已有三资企业和中资企业获得土地。鉴于各种设施及保税区所应有条件的具备程度尚还有限，保税区年

内的营运能力只能达到一定水平。张江高科技园区在 1992 年的任务将是明确规划并开展首期开发地块的土地批租工作，年内若

有大型项目促动，上述任务将会顺利完成。

四、有关政策将得到落实，具体政策法规还将继续制定出台。

中央（1990）100 号文件给予浦东开发的十项优惠政策今年真正到了全面贯彻落实阶段。而且中央已采取了更积极的方式，

为上海方面创造了政策气候和资金条件。上海将充分利用政策优势，解决去年浦东开发所面临的一些具体困难，诸如资金、项

目审批范围、税收优惠等问题，从而使浦东开发加快速度。

另外，有关方面还会继续做好浦东新区政策性规章的深化和细化工作。譬如外高桥保税区隔离设施的完成，在人员进出等

方面还需有具体规定。再有，第三产业特别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要求有房地产方面的具体管理规定。此外，新区内大面积开

发所要经历的土地批租、土地管理、规划建设等过程都觅待明确的法规条文。浦东新区股份制企业的推行，要求有相应的管理

办法。张江高科技园区一旦开发起步，如何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和项目，也需要明确的规定。这样，在股份制企业管理和高新技

术企业认定方面都会有新政策。

1992 年浦东开发的步伐加快，特别是新区内不少三资企业投入正式生产营业，各类管理问题的出现，都有可能使人们对政

策规章有更急迫的需求。有关方面的研究、准备和制定也会以十分高效的速度应付可能出现的需求。

五、内外资项目继续增加，盆大项目开始落户，第三产业项目开始增多。

1991 年底浦东新区三资企业已突破 170 家，1992 年浦东新区三资企业增长数不会低于 100 个，到年底，累计数可望达到总

数 300。在这些项目中，除生产性项目继续保持增长势头外，第三产业项目，如房地产、广告、信息、综合服务等会有较快速度

的增加。根据对海外商人的兴趣分析，世界各国对华投资会保持在一定水平上，而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商人会因多种因素对浦东

新区产生一定兴趣，来访洽谈者将会在实质性问题方面作明确的努力，加上浦东新区投资环境的改善，有关政策的落实，外商

洽谈的成功率会更高。在投资比例中，香港仍保持一个稳定的位置，香港的中小企业仍会有兴趣在浦东寻找合作伙伴。川沙县

政府的积极态度会促成更多乡镇企业与港商“联姻”成为三资企业。台湾商人在观望一年多以后，会开始有所动作（因为他们

极为重视的基础建设，特别是重点小区的建设进度对他们的投资兴趣有一定的影响，有眼光的台商会赶早的）。另外，互享最

惠国待遇后的中韩贸易发展，也会为韩国客商开始了解浦东创造机会，个别韩国商人会有所动作。欧、美、日等国家地区对浦

东投资仍有一定水平。

国内各地考虑到浦东新区有关政策优惠程度和本地的开发计划，在浦东新区的投资大部分会集中于建立一些贸易性公司，

以本地产品原料优势投入上海市场寻求发展。中央有关部委会根据浦东新区的开发气候促成一批重大项目的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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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推测，由于 1992 年浦东开发实质性进展的加快，浦东新区有可能成为被国内外最为看好的投资地区。

六、浦东新区国民经济发展继续保持迅速增长的势头，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将继续高于全市增长数。

由于上海方面已充分利用优惠政策和浦东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投资环境不断改善，浦东开发在基础设施、土地开发、工

业项目、金融资产、房产等方面的投资建设逐步展开，相互推动，浦东新区国民经济发展迅速。1992 年，随着改革的深化，浦

东新区现有国营大中型企业将会率先搞活，走出低谷。优惠的税收政策、良好的借贷条件，灵活的内部经营机制，会使浦东新

区大中型企业较浦西企业更有所作为，工业产值也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而上海方面继续探索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用好中央

给予浦东开发的各项资金和相关政策，将大量资金注入浦东的基础建设和项目启动，会对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由于中央有关政策的获得和资金来源的增加，上海在某些方面可能采用发行债券股票等筹资方式，今年浦东开发的建设资

金和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都会增加，资金来源十分充沛。由于上海对中央的财政承包将在 1992 年底结束，浦东在 1992 年的“开

销”情况直接关系到 1993 年以及上海的承包基数和计划盘子的大小以及浦东是否拥有自己的盘子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浦东在

1992 年面临的问题不是资金不够，而是如何用好，特别是外汇。与此同时，浦东新区城市居住环境和条件、居民生活水平都会

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大批浦西市民东渡安居，浦东新区的商业服务业也将日渐繁荣。1992 年，整个新区会呈现较 1990 年 4

月开发初兴旺得多的城市面貌。

除上述五个方面外，浦东开发还将在管理体制方面做大量的工作，以适应整个开发的需要，逐步改变目前的行政管理状况。

总之，1992 年浦东开发将会迈出更坚实的步伐，取得更令人振奋的成绩，以崭新姿态和面貌迎接 1993 年的全面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