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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至 2007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概况

冯晓华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 2000 年至 2007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的核算数据，分别从生产、分配和使用三个环节进行了初步分析，

数据显示：2000 年至 2007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速，但产业结构提升缓慢，全社会产出效益有所下降。生产，

总值的初次分配中，政府所得比重降幅明显，企业所得比重显著提高；再分配过程中，企业所得向政府所得转移，个人所得和

初次分配基本相当。生产总值支出结构中消费和投资比例关系较为稳定，政府所得的提高增加了政府消费支出，同时扩大了投

资来源。

国内生产总值（GDP）是一个国家（地区）核算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国内生产总值有三种表现形态，即价值形态、收

入形态和产品形态，这三种表现形态对应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三个环节。三个环节互相影响，共同构建成有机

的经济运行机制。

2000 年至 2007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保持自 1992 年以来两位数的增长势头，在 2006 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关口（10366.37 亿

元）,2007 年达到 12158.55 亿元。按人民币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从 29671 元快速上升到 66367 元，按美元计算的人均生产总值

从 3584 美元上升到 8728 美元（见表 1）。

一、生产环节：产业结构提升缓慢，全社会产出效益有所下降

从生产的角度看，生产总值等于总产品价值扣除中间产品价值后的净增部分；从构成来看，生产总值等于国民经济各行业

增加值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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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产业比重提高缓慢，增速起伏大

2007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共计 12188.55 亿元，其中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为 101.54 亿元、5675.51 亿元和 6408.5 亿

元，三次产业结构为 0.8:46.6:52.6。

2000 年至 2007 年，第三产业比重稳定在 50%以上，但提高缓慢。2003 年因受“非典”的影响下滑 2个百分点，2007 年大

致恢复到 2001 年、2002 年的水平（见表 2）。

除 2000 年、2007 年外，其他年份第二产业增速均大于同期生产总值增速，生产总值增速均大于第三产业增速。2007 年，

第三产业增速出现跳跃式提高，比上年提高 5.1 个百分点，达到 17%，分别高出同期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速 2.8 个、5.6 个百

分点（见图 1）。

2、第三产业增加值率降幅明显，劳动生产率跌落社会平均水平之下

2000 年至 2007 年，全社会增加值率由 33.4%下降到 29.6%，降低 3.8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生产等量的增加值需要消耗更多

的中间投入。其中，第二产业增加值率由 24%下降到 22%，降低 2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增加值率由 51%下降到 42.5%，降低 8.5

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生产效率均有所降低，尤以第三产业降幅最为明显（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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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至 2007 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由 67345 元／人提高到 124993 元／人，但在社会生产的地位相对下滑：2000 年至

2003 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远高于第二产业和全市平均水平；2004 年开始低于第二产业水平；2005 年还开始低于全市平均水

平。2007 年，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低于全市平均水平 799 元，低于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 15620 元（见表 3）。

3、第三产业内部表现出新兴行业更替传统行业的趋势，但金融业起伏较大

2000 年至 2007 年，传统服务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得比重稳中有降：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比重从 6.5%下降到 5.9%，降低

0.6 个百分点；批发和零售业比重从 10.3%下降到 8.8%，降低 1.4 个百分点（见表 4）。

除金融业比重由 12.6%下降到 9.9%，降低 2.7 个百分点外，其他新兴服务业占生产总值比重均有所提高：信息传输计算机

服务和软件业比重由 3.1%上升到 4.1%，提高 1个百分点；房地产业比重由 5.5%上升 6.6%，提高 1.1 个百分点；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比重由 2.2%上升到 3.9%，提高 1.7 个百分点（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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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配环节：初次分配中政府所得比重降幅明显，再分配过程中企业向政府的转移支付加强

在生产总值的初次分配中，政府得到生产税净额，企业得到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个人得到劳动者报酬和自有住房虚

拟折旧，形成初次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国家通过各种调节手段（如所得税、亏损补贴、社会保险收付和社会补助

等）对分配关系进一步调整，形成最终分配格局。

1、初次分配中政府所得比重降幅明显，企业所得比重显著提高

2007年，上海市生产总值为12188.85亿元，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初次分配分别为2072.56亿元、5710.56亿元和4405.73

亿元，三者比例为 17:46.9:36.1。企业和个人所得占据主体，共占生产总值的 83%（见表 5）。

2000 年至 2007 年，政府所得从 1124.3 亿元上升至 2072.56 亿元，所占比重从 23.6%下降至 17%，降低 6.6 个百分点；企业

所得从 1841.17 亿元上升至 5710.56 亿元，所占比重从 38.6%上升至 46.9%,提高 8.3 个百分点；个人所得从 1805.7 亿元上升至

4405.73 亿元，所占比重从 37.8%下降至 36.1%，降低 1.7 个百分点。生产总值的初次分配大致呈现"一升二降"的趋势，企业所

得的比重显著提高，政府所得的比重降幅明显，个人所得的比重略有下降，个人所得和企业所得的差距在逐步扩大（见表 5）。

2、再分配过程中个人所得的转移性收支较小，主要由企业所得向政府所得转移

2007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再分配分别为 4145.23 亿元、3742.65 亿元和 4300.94 亿元，三者比

例为 34:30.7:35.3，三者分配趋向均衡。

2000 年至 2007 年，政府所得在再分配过程中转移收入大于转移支出，且净转移收入逐年增加。2000 年，政府再分配所得

为 1483.36 亿元，占生产总值的 31.1%，比重比初次分配（23.6%）提高 7.5 个百分点；2007 年，政府再分配所得为 4145.23 亿

元，占生产总值的 34%，比重比初次分配(17%）提高 17 个百分点（见表 6，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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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在再分配过程中转移支出远远大于转移收入，且净转移支出逐年增加。2000 年，企业再分配所得为 1448.83 亿元，

占生产总值的 30.4%，比重比初次分配(38.6%）降低 8.2 个百分点；2007 年，企业再分配所得为 3742.68 亿元，占生产总值的

30.7%，比重比初次分配(46.9%）降低 16.2 个百分点。

个人所得在再分配过程中较为稳定，转移性收支数额较小。2000 年，个人所得由初次分配的 1805.7 亿元上升到再分配的

1538.98 亿元，占生产总值比重由 37.8%提高到 38.5%，提高 0.7 个百分点；2007 年，个人所得由初次分配的 4405.73 亿元上升

到再分配的 4300.94 亿元，比重由 36.1%下降到 35.3%，降低 0.8 个百分点。

由此可见，再分配过程中，一是将企业所得转移为政府所得。企业所得中相当部分是固定资产折旧，净转移支出部分来自

营业盈余，因此企业可支配的自有资金大为减少。以 2007 年为例，企业再分配所得扣除固定资产折旧，剩余所得仅占到生产总

值的 15.9%。二是个人所得的转移性收支较小。个人所得的再分配过程主要是平衡不同收入群体的差异，向较高收入群体收取所

得税，通过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医疗补贴等形式给低收入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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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使用环节：投资增速的波动幅度大于消费，最终消费支出的优势并不明显

从使用的角度看，生产总值可以分为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流出。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分别反映

经济生活中的消费需求、投资需求，合计构成本地使用的生产总值。

1、消费率和投资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最终消费支出的优势并不明显

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占生产总值的比重是衡量经济是否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指标，称之为消费率、投资率。

2007 年，上海市生产总值为 12188.85 亿元，货物和服务净流出量为 604.05 亿元，用于本市的生产总值为 11584.8 亿元。

其中，最终消费支出 6016.31 亿元，资本形成总额 5568.49 亿元。消费率、投资率分别为 49.4%、45.7%（见表 7）。

2000 年至 2007 年，消费率在 47%-50%的区间波动，投资率在 44%-47%的区间波动，消费率高出同期投资率 1.5-4.5 个百分

点。在生产总值使用结构中，消费率和投资率进入相对稳定的阶段，最终消费支出占据稳定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并不明显（见

表 7）。

2、消费增速变动与生产总值增速大致同向，投资增速波动幅度较大

2000 年至 2007 年，消费增速在 10+16%区间波动，且变动趋势与生产总值增速大致同向；投资增速在 4%-16%区间波动，波

动幅度较大。

2000 年、2007 年，消费增速略低于生产总值增速 0.5 个、0.4 个百分点；其他年份消费增速高于生产总值增速 1-2 个百分

点。2003 年、2007 年，投资增速高出生产总值增速 2.2 个、1.4 个百分点；其他年份投资增速低于生产总值增速 0.5 个至 6个

百分点（见图 3）。

3、政府消费不足政府再分配所得的四成，约占最终消费的四分之一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2000 年至 2007

年，最终消费由 2244.52 亿元提高到 6016.31 亿元。其中，居民消费由 1756.27 亿元提高到 4455.52 亿元，政府消费由 488.25

亿元提高到 1560.79 亿元。最终消费中两者比例关系由 78.2:21.8 演变为 74.1:25.9。政府消费比重在 2000 年至 2004 年间提高

3.3 个百分点，在 2005 年至 2007 年稳定在 26%左右（见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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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消费主要是用于国防、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支出。2000 年至 2007 年，政府消费占初次分配所得由 43.4%。上升到 75.3%，

提高 31.9 个百分点：政府消费占再分配所得由 32.9%上升到 37.7%，提高 4.8 个百分点。可见，初次分配所得足以满足政府消

费支出，再分配获得的政府所得更多的用于投资（见表 8）。

四、建议

由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1、现阶段，具有稳定增势的新兴服务业往往规模较小，增加值较大的金融业、房地产业波动较大，均不足支撑起第三产业

快速、持续发展。因此，应进一步夯实第三产业的基础，预防和抑制金融风险和房产泡沫，确定并扶持新经济增长点。

2、为实现生产和使用环节的良性互动，除继续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发展新兴产业，刺激内需外，还应探索和建立科学的三

者分配关系，实现生产、分配和消费的有机循环，互相促动。

3、应将企业的所得税率维持在合理范围，确保市场无形的手能发挥出恰当的调控作用，同时，政府主导的投资行为应减少

重复投资，提高投资效率。

（作者单位：上海市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