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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9/2021_2022__E5_9B_BD_

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9522.htm （１９８８年２月２

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原则批准你市一九八七年十

二月二十八日《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

型转变的报告》，请认真研究执行。报告中提出的关于财政

、外贸、物价、工资、金融等政策措施的具体实施办法，请

你市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商定。 当前，上海经济的发展正处在

重要的转折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外向

型转变，不断增强国际竞争能力，搞大进大出，是实现上海

经济发展战略，改造、振兴上海的根本途径。 你市要按照经

济发展战略的目标和要求，充分利用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

加快经济发展。在工作中要坚持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少

搞非生产性项目，把积累的资金集中用于生产建设。 上海市

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

的报告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２８日） 一九八五年二月八日国

务院批转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汇报提纲》，为上海

的改革、振兴指明了方向。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指导和

直接帮助下，上海市委、市政府在回顾总结近三年贯彻执行

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基本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如

何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的问题

。现将主要情况和意见报告如下： 一、贯彻执行经济发展战

略汇报提纲的基本情况 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七年的三年，

是上海全面贯彻执行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的三年。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领导下，在中央有关部门和兄弟省市的帮助、

支持下，上海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地方财政累计向国家净上

缴３７０多亿元。口岸出口创汇１１０美元。利用外资、引

进技术取得了一定进展，第三产业发展较快，基础设施投资

有所增加。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城乡人民生活得到了一定

的改善。但是，在新形势下，上海经济发展中也出现了许多

新情况和新问题，突出现表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地方财

政收入不断“滑坡”。一九八五年上海地方财政预算内收入

１８１．６亿元，一九八六年下降至１７６．１亿元，预计

一九八七年下降至１６５亿元，一九八八年将继续下降至１

５３亿元。三年净减２８．６亿元，平均每年减收９．５亿

元。如不采取有力措施，整个“七五”期间，地方财政收入

下滑的趋势，将不可避免。上海地方财政收入下滑，实质上

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大调整，主要是一些政策因素和原

材料涨价，超过了工业企业的承受能力，工业成本大幅度上

升，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省略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二）物资

供需日趋紧张，地方外汇收支逆差扩大。随着计划和物资体

制改革的深入，指令性计划逐步缩小，国家统一分配给上海

的物资不断减少。计划分配的物资占需要最的比重已从原来

的７０％下降到４０％左右，相应增加了市场议价供应和地

方进口原材料的比重，不仅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也使地方

用于进口原材料的外汇支出大幅度上升。一九八一年地方进

口原材料用汇仅０．４５亿美元，一九八六年达到３．２亿

美元，一九八七年连同中央各部门转由地方进口的物资，地

方外汇支出高达６．５亿美元。到今年底，市集中掌握的地

方留成外汇已有赤字３亿多美元。一九八八年国家将继续减



少对本市的指令性物资分配数量，中央各部门转由地方进口

的物资还要增加地方用汇３．２７％亿美元，初步匡计，全

年地方进口原材料的用汇需要１０亿美元左右，外汇收支逆

差将进一步扩大。 （三）城市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各种不安

全因素不断暴露。地方财政收入不断“滑坡”，不仅进一步

减少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严重影响了地方的财政支出。一

九八五年国务院批准增加本市地方财政支出基数１５亿元，

主要用于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并适当增

加教育、科研经费。当时我们安排用于城市基础设施的为１

１．２亿元。这两年，由于地方财政收入减少，与人民生活

密切相关的各种补贴又不断增加，再加上今年上借中央财政

４．５６亿元，地方财政用于城市建设的投资，今年实际已

经低于一九八四年的基数。由于城市建设资金严重不足，住

房紧张、交通拥挤、污染严重和各种基础设施落后的状况尚

未得到缓解。从当前来看，还有不少事故隐患和不安全因素

，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例如全市各类一级危房扩大到２００

平方米以上；一大批工厂设备和城市公用管线老化，毒气、

毒液外溢 险情不断；防洪、排涝设施标准过低，水陆消防设

备严重不足，抗灾能力十分薄弱。这些不安全因素如不逐步

消除，将对整修城市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严重威胁。 

二、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经济转变的基本设想 当前，上海

经济的发展正处在重要的转折时期。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从国际市场进口原材料，加工出口，

大进大出，是解决当前上海面临的突出矛盾和积极措施，也

是实现上海经济发展战备，改造、振兴上海的根本途径。 发

展外向型经济，要以更加勇敢的姿态进入世界经济舞台，着



眼于上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现代化、商品化水平的提

高，以不断增强国际竞争能力作为上海经济发展的目标。同

时，把对外开放同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地结事起来，逐步形成

符合国际规范的、有活力的、高效率的现代商品经济的运行

机制。根据上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处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应当采取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相结合的战略，争取到一九九

二年，上海出口商品占商品总值的比重从目前的３０％左右

，提高到４０％以上；上海出口商品所需要的原材料，主要

通过国际市场的大循环来解决；上海城市重大建设项目和骨

干产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主要依靠利用外资；形成一批有

较强竞争能力的外向型企业；大部分传统工业和老企业得到

改造，主要行业和产品达到国际八十年代初期的水平；人民

生活相应有较大改善。 加快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必须在

以下五个方面有新的突破： 第一，抓住国际市场变化有的利

时机，加快上海工业结构调整，迅速形成强大的出口基地。 

当前，国际市场对上海扩大出口十分有利。我们要充分发挥

上海科技和外贸的优势，加强科技同生产的结合，为发展外

向型经济服务。首先，要大力发展出口导向工业，以轻纺工

业作为上海扩大出口创汇的主力军，并充分发挥乡镇企业和

市区中小企业劳动成本低、生产能力有富余的条件，大力发

展“三来一补”，迅速形成新的出口能力。同时，通过技术

、资金的集中投入，从最终产品推及中间产品的各个环节，

有重点地进行配套改造，提高加工深度，组合新的出口优势

。其次，有选择、有步骤地发展进口替代工业。根据国家发

展农业、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的需要，按照国际标准，通过

消化、吸收已经引进的国外先进技术，加快国产化步伐，大



力发展国家建设急需的技术装备和紧缺的基础材料，以替代

进口，并逐步扩大这部分产品进入国际市场，从根本上改善

上海出口产品结构。此外，还要积极发展技术出口和劳务出

口，进一步加强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到一九九二年，上海中

岸出口总值力争达到５５～６０亿美元。 第二，大胆地利用

外资，引进技术，推动企业技术改造和城市建设。 积极采取

多种形式，大规模地利用外资，是加快传统工业改造和城市

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用好

以下两种形式的外资：一是进一步扩大“三次”企业，吸引

更多的外商直接来沪投资；二是在积极争取利用世界银行、

国际金融组织和各国政府贷款的同时，还要采取自借自还方

式，通过国际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用于工农业技术改造、发

展第三产业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到一九九二年，在用好、

用完目前已批准利用的外资５０多亿美元（包括直接利用外

资１８亿美元，“９４专项”３２亿美元）的基础上，尽可

能更多地利用外资，使上海工业产值和出口创汇净增额的一

半以上靠利用外资来实现。 第三，进一步搞活大中型企业，

全面提高企业素质和经济效益。 企业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和

经济效益相应提高，是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基本条件。为此，

必须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要求，逐步改变国营企业的经

营机制，进一步搞活上海的大中型企业，建立适合外向型经

济发展的企业制度。要加快实施政企分开和企业所有权与经

营权分离，使企业真正拥有经营自主权，特别是把进出口经

营权下放给更多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在全面推选厂长负责制

的基础上，推广并完善各种类型的经营承包制，同时，对有

条件的企业实行股份制，对部分小型国营企业实行租赁和拍



卖。继续加强企业管理，搞好企业上等级工作。全市的主要

骨干企业，都要采取用际经济技术标准，努力赶超国际先进

水平。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全用

，使企业在竞争中增强科技进步的动力，使各种生产要素得

到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 第四，积极推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

让，逐步开发浦东和崇明。 充分利用上海地理优势，积极推

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大规模地吸引国内外资金，加快浦

东和崇明的开发建设，是促进上海经济向外向型转变，提高

城市综合功能，全面改造老城市的重要步骤。我们要按照建

设太平洋西岸最大的经济贸易中心之一的要求，搞好总体规

划，分期开发建设。明年年底前，黄浦江大桥力争开工，同

时认真研究浦东新区的开放度问题，做好开发浦东的准备工

作，争取陆家嘴、花木、外高桥三个重点地区的开发尽早起

步。同时，在老市区试行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的基础上，积

累经验，逐步扩大，以加快老城市的改造。 第五，充分发挥

上海综合优势，发展横向经济联合，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圈

。 充分发挥上海多功能经济中心的作用，按照经济的内在联

系，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建立新的经济网络，形成综合优

势，这是推动长江三角洲经济走向外向型的重要条件。上海

除了通过横向经济联合，建立以名牌产品为“龙头”的企业

集团，扩大对外出口以外，还要进一步敝开对内开放的大门

，在金融、贸易、航运、技术、管理、信息、人才等各个方

面，广泛开展双向合作和交流，促进经济的共同繁荣。上海

市区和郊区十个县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要按照城乡一体化的

要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多种经营，

进一步发挥郊区作为城市副食品基地、大工业扩散基地、出



口创汇基地和科研中试基地的作用。 三、请求中央给予的政

策措施 进一步贯彻执行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加快上海经

济向外向型转变，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根据上海的实际

情况，我们建议给予以下政策： （一）财政实行基数外干，

一定五年（从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二年）不变。 １．包干基

数定为１０５亿元。这是根据一九八七年地方财政收入预计

数及需要照顾和调整的情况确定的。 ２．包干的范围，按一

九八七年的地方财政收入分成办法计算，能源交通重点建设

基金、原来在上交以后由中央返还的各项结算款和中央各部

委核拨的专款，都仍按现行办法处理。以后国家有重大政策

措施出台，应增应减的数额，另行处理。 ３．实行包干以后

，从一九九一年起，如果地方财政收入超过１６５亿元，超

收部分实行对半分成，中央得五成，地方得五成。 （二）外

贸体制按中央即将确定的新方案执行，但根据上海实际情况

，要求放宽外贸经营自主权。 １．建议核定换汇成本时，对

上海实际情况给予考虑，适当照顾。 ２．地方以进养出所需

自用进口的朱材料，建议对上海适当照顾，在零星争需进口

的范围内切出一定数量，由上海自行组织进口。 ３．建议对

出口配额以一九八八年实绩为基础，对苏联、东欧协定贸易

，按照择优原则进行分配。 ４．上海外贸的基建、简易建筑

和科技教育经费，仍按国家每年的计划安排下拨。 ５．按照

国家统一规定，在上海建立外汇调剂中心，开展外汇调剂业

务。 ６．关于重点出口生产企业出口本厂产品的出口经营权

、在海外设立机构（港澳除外）和举办展销会的审批权，下

放上海市人民政府。 （三）物价控制总水平，逐步下放管理

权。 鉴于目前上海是价格“盆地”，要积极疏导，逐步理顺



，近期内零售价格总水平上海幅度势将高于全国。要努力稳

定“菜篮子”价格，控制人民基本生活必需的日用工业消费

品的价格，一般工业品价格适当放活，力争把零售物价指数

控制在全国大中城市的平均上涨幅度之内。 物价管理权限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逐步下放。上海是重要的工业基

地。对工业品价格应有较大的定价权。是一九八八年，将国

家定价和国家指导价的工业品定价权下放一批给上海市；对

仍由国家管理价格的工业品，有的可以给上海一定的浮动幅

度，具体办法由上海市和国家物价局商一。 （四）进一步探

索因地制宜的分配办法。 根据中央对职工工资分配的政策原

则，结合上海实行财政基数包干的实际情况，在兼顾国家、

集体、个人三者利益，职工实际工资增长不超过国民收入和

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前提下，建议中央允许上海对职工工资分

本办法进行因地制宜地探索和试点。具体实施办法，由市劳

动局同劳动人事部商定。 （五）发挥金融机构融通资金的枢

纽作用，加强金融实力，完善金融市场。 １．充分发挥各种

金融机构的作用。建议中央同意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逐步在

上海增设几家外资分行，并可由香港中资银行在上海设立分

支机构，同时充分发挥各专业银行、区域性银行的作用，并

开拓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活动，为上海经济发展服务

。 ２．进一步发展金融市场，广泛进行短期资金拆借、证券

买卖等业务，同时照顾上海扩大发行地方企业债券的额度，

搞活金融，金融市场的拆借利率由市人民银行审批可以浮动

，以发挥利率的调节作用。 ３．鉴于上海市银行承担中央安

排的项目较多，金额较大，块块资金包干后难以平衡；建议

今后属于中央重点基建、技改项目、车船飞机的专项等贷款



需要增加的信贷资金，继续请人民银行总行在年度信贷安排

中帮助解决。 ４．鉴于上海经济建设中多年欠帐，建议国家

计委和人民银行总行对基建规模和信贷资金上给予一些照顾

。 （１）原定每年照顾上海增加地方基本建设一亿元的固定

资产投资规模和信贷资金，以及使用扩权外汇的配套人民币

贷款，仍按原办法执行。 （２）在三年之内，由人民银行总

行每年给上海市适当增加一部分专项基金发展贷款，用于基

础设施和副食品基地的发展。三年以后周转使用。 以上的建

议要求，如经国务院批准，并付诸实施，对上海的改造、振

兴必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将按照党的十三大精神，

进一步动员全市人民，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克服前进

中的暂时困难，做好各项工作，继续为国家作出应有的贡献

。 以上报告，当否，请批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