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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2008年，上海市经济总体保持平稳发展，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明显

加大，投资和出口大幅回落，二、三产业增长快速下滑，物价涨幅高位回落。货币信贷运行总体平稳，

各项存款大幅增加，各项贷款增长适度。票据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市场利率大幅走低。外汇收支增速

放缓，结售汇顺差下降。银行业信贷资产质量继续改善，税前利润增幅回落。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明显下

滑，外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大幅下降。债券市场发展势头良好，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金融生态环境继

续改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2009年，上海市经济金融发展均面临较大压力，经济增长将进

一步放缓，贷款供求面临结构性矛盾。因此，要认真贯彻国家扩大内需的方针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

策，保持贷款总量的较快增长，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促进上海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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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运行情况 

2008年，全市货币信贷运行总体平稳，市场

利率水平下降。证券公司经营业绩明显下滑，外

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大幅下降。债券市场发展势

头良好，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 

（一）货币信贷运行平稳，市场利率水

平下降 

2008年，全市银行业税前利润增幅回落，信

贷资产质量继续改善。中外资金融机构实现税前

利润830.5亿元，同比增长24%，较上年下降42.2

个百分点。资产总额53694.8亿元，同比增长

12.1%。中外资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51%，比年初

下降0.62个百分点。 

表 1  2008 年上海市银行类金融机构情况 

机构个数

(个)

从业人数

(人)

资产总额

（亿元）

一、国有商业银行 1476 38496 21471 -

二、政策性银行 14 457 2116 -

三、股份制商业银行 482 17855 13670 -

四、城市商业银行 223 7709 3851 1

五、城市信用社 - - - -

六、农村合作机构 321 5197 1702 1

七、财务公司 12 564 1442 10

八、邮政储蓄 447 2145 651 -

九、外资银行 157 7501 8567 17

十、农村新型机构 12 81 8 12

合             计 3144 80005 53478 41

机构类别

营业网点
法人机构

（个）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1.各项存款大幅增加，储蓄存款稳定性明显

增强。2008 年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

项存款余额35589亿元，比年初增加5255.7亿元；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17.4%，同比上升2.8个百分点。

如果考虑人民币同业存款减少 2568.8 亿元因素，

金融机构人民币三项存款增加 2586 亿元，同比

少增 6737.9 亿元。 

储蓄存款稳定性明显增强。由于资本市场持

续低迷以及市场利率下行预期等因素，居民储蓄

存款定期化意愿趋强。年末，定期储蓄存款余额

占比达 70.8%，同比上升 4.5 个百分点。此外，由

于资本市场的低迷和新股发行的放缓，存款资金

在地区间和行际间划转的频繁程度也明显下降。 

企业存款大幅少增。2008 年，全市中外资金

融机构本外币企业存款增加 2067 亿元，同比少增

592.9亿元，主要是企业活期存款同比少增1426.4

亿元。下半年以来，企业存款增速明显下降，主

要原因是企业效益下滑导致经营性资金减少，企

业用款大量增加。此外，产成品存货资金占用水

平明显提高也相应减少了企业存款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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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1  2008 年上海市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增长变化 

2.各项贷款增长适度，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

2008 年末，全市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

余额 24166 亿元，按可比口径比年初增加 2562.8

亿元；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1.3%，同比下降 5.4 个

百分点。其中，人民币贷款增加 2744.4 亿元，同

比多增 124.9 亿元。从贷款结构看：一是贷款的

行业投向较为集中。新增贷款主要投向制造业、

交通仓储和邮政、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

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五大行业。二是票据

融资增加较多。下半年以来，为了防范风险和减

少资本占用，商业银行一般贷款投放力度有所减

弱，而开展票据贴现业务的意愿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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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2  2008 年上海市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 

增长变化 

外汇贷款持续减少。2008 年，全市中外资金

融机构外汇贷款仅增加2.8亿美元，同比少增87.8

亿美元。主要原因：一是进出口增长受国际金融

危机影响明显放缓，外汇贷款有效需求下降，全

年进出口贸易融资减少 23.3 亿美元，同比多减

55.5 亿美元；二是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弱化，企

业套汇动机下降；三是下半年人民币贷款规模限

制逐渐放开，外汇贷款的替代作用下降。 

房地产贷款增速放缓。下半年以来，上海市

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和价格有所下降，并带动房地

产贷款增速放缓。年末，中资商业银行人民币房

地产贷款余额 5504.4 亿元，同比增长 7.3%，同比

回落 3.3 个百分点。主要特点：一是房地产贷款

占比和个人住房贷款平均抵借比均出现下降。

2008 年末，中资商业银行人民币房地产贷款余额

占各项贷款的比重为29%，同比下降1.9个百分点。

中资商业银行个人住房贷款平均抵借比为 53.4%，

同比下降 1.3 个百分点。二是个人住房贷款大幅

少增，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多增。全年中资商业

银行人民币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大幅少增319亿元，

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多增 70.7 亿元。三是房地产

贷款不良率有所上升。年末，中资商业银行人民

币自营性房地产贷款不良率为 1.14%（五级分类口

径），同比上升 0.13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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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3  2008 年上海市金融机构本外币存、贷款 

增速变化

专栏 1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的外资银行发展 

 
2008 年，上海外资银行发展面临一定挑战，各项业务增长均有所放缓。2008 年末，上海外资银行

资产总额增长 13.2%，同比下降 35.3 个百分点；本外币存款余额 2534 亿元，增长 18%，同比下降 22.3

个百分点；本外币贷款余额 3871.3 亿元，增长 4.9%，同比下降 35.2 个百分点，其中：人民币贷款同比

少增 571.9 亿元。 

外资银行业务发展放缓的最主要原因是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一是外资银行在经营策略上趋于谨

慎。部分外资银行受其母行和经济形势变化影响，在贷款投放上更为谨慎，贷款审批条件更为严格。二

是客户贷款需求减少。由于外资银行的主要客户仍是外资企业，外资企业因外向程度较高受金融危机影

响较大，不同程度的减少了投资与生产规模，对资金需求减少。以外汇贷款为例，2008 年上海外资银行

对外资企业的外汇贷款（不含贸易融资与票据融资）共减少 8亿美元，而同期对中资企业的外汇贷款则

增加 18.7 亿美元。三是同业融资来源减少。金融危机后，银行之间同业拆借趋于谨慎。2008 年，上海

外资银行人民币同业存放和同业拆入分别减少 126.8 亿元和 61.8 亿元，同比分别多减 806.9 亿元和

299.1 亿元。外资银行对同业资金依赖性较大，在同业资金来源减少的情况下，部分外资银行流动性面

临一定压力，相应减少了贷款投放等资产扩张规模。四是前几年贷款等资产扩张过快，受到金融危机冲

击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难度较大。 

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外资银行在资产负债结构上也进行了较大调整，主要是增加同业往来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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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和减少短期贷款投放。2008 年，上海外资银行存放联行和拆放同业分别增加 354 亿元和 137 亿元；

本外币短期贷款增加 83.4 亿元，同比少增 506.6 亿元，其中：9—12 月份本外币短期贷款和人民币短期

贷款分别减少 138.6 亿元和 28.7 亿元。 

当前，外资银行发展状况的变化是在国内外经济形势恶化和前期高速增长以后的一次调整。近年来，

一批外资银行相继注册成立法人银行，营业网点明显增加，吸收存款的能力增强，对同业资金的依赖将

逐步减小，贷存比也有望逐步下降；客户和经营地域更加多元化，应对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不断增强；

母行增资和自身利润积累增强了资本实力。因此，当前的调整不会改变外资银行继续快速发展的前景。

2009 年，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将继续采取措施帮助上海中外资银行应对金融危机，探索运用 TAF 机制为遇

到流动性困难的银行提供流动性支持，支持外资银行继续稳健发展。 

 

3.中资金融机构现金投放增长较快。2008 年，

上海市中资金融机构现金净投放 852.7 亿元，同

比增长 30.9%，同比上升 21.2 个百分点。当年全

市现金净投放较多主要与商品销售回笼现金大幅

下降有关。 

表 2  2008 年上海市金融机构现金收支情况表 

年累计额（亿元） 同比增速（%）

现金收入 27410.9 -8.8

现金支出 28079.2 -8.6

现金净支出 668.3 2.6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4.人民币上浮利率贷款占比提高。2008 年，

中国人民银行连续 5 次下调贷款基准利率，人民

币贷款实际利率水平明显下降，但实行上浮利率

的人民币贷款占比同比提高 8.9 个百分点。主要

原因有：一是上半年商业银行信贷规模受限产生

的“规模溢价”因素；二是下半年部分企业经营

环境发生恶化产生的“风险溢价”因素。 

表 3  2008 年上海市金融机构各利率浮动区间贷

款占比表 

单位：% 

合计
国有商业

银行

股份制

商业银行

区域性

商业银行

城乡

信用社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00

[0.9-1.0) 43.49 52.88 51.33 32.78 0.00

1.0 28.99 23.57 30.96 30.95 0.00

小计 27.52 23.55 17.71 36.27 0.00

(1.0-1.1] 19.10 20.44 12.84 22.35 0.00

(1.1-1.3] 7.77 3.10 4.48 12.71 0.00

(1.3-1.5] 0.48 0.01 0.38 0.83 0.00

(1.5-2.0] 0.17 0.00 0.01 0.38 0.00

2.0以上 0.00 0.00 0.00 0.00 0.00

上

浮

水

平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美元存、贷款利率双双回落。2008 年，美国

联邦基金利率下调至零区间，上海市大额美元协

议存款利率振荡下行。12 月份，上海市 3 个月以

内和 1 年期美元大额存款利率分别为 1.08%和

3.28%，分别比 1月份下降 2.97 和 0.85 个百分点。

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速度放缓、美元短期内贬

值预期下降，企业外币贷款意愿明显减弱，市场

利率出现回调。12 月份，上海市 3 个月以内和 1

年期美元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分别为 2.95%和

3.93%，分别比 1月份下降 1.56 和 1.00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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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4  2007-2008 年上海市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

额及外币存款利率 

5.金融机构流动性水平正常，备付率水平有

所上升。2008 年，全市中资金融机构人民币有价

证券及投资同比多增 98.7 亿元。年末备付率为

3.15%，比 3季度末上升 1.5 个百分点。主要原因：

一是下半年人民银行四次下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

率，银行体系流动性较为充足；二是上存总行资

金减少，全年中资金融机构系统内资金往来同比

大幅少增。 

6、农商行改革取得新进展。上海农商行围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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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票据兑付考核的标准与要求，积极、稳妥地

推进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基本解决了历

史包袱，财务状况明显好转，抗风险能力显著增

强；二是经营管理体制机制初步构建，风险管理

和营运能力不断提升，基础建设取得明显进步；

三是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各业务领域的技术合

作全面展开。

专栏 2  经济形势变化、货币政策调整与商业银行经营效益 

 
近年来，受益于实体经济快速增长和较高的存贷利差，商业银行利润大幅增长。2008 年下半年，随

着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逐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信用风险上升，各项贷款增速及存贷利差水平均

有所下降，全年上海市中外资金融机构税前利润增幅较上年下降 42.2 个百分点，商业银行利润增长的

前景不容乐观。 

一是经济下行对贷款增长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在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背景下，目前经济主体的投资

意愿明显下降，企业“慎贷”现象较为突出。此外，由于扩大内需的政策对不同区域、行业的影响有所

不同，上海承接的中央项目较少，带动的贷款需求也相对有限。从贷款供给看，目前商业银行存在一定

的“惜贷”现象。2008 年第四季度上海市银行家问卷调查显示，商业银行贷款投放景气指数较上季下降

12.5 个百分点。虽然近期各家银行积极争夺中央和地方扩大内需计划中的投资项目，2009 年一季度贷

款可能出现快速增长，但下半年贷款维持较高增速的难度较大。 

二是利差收窄降低了商业银行存贷业务的盈利空间。2008 年，人民银行连续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

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差缩小 0.27 个百分点。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扩大后，商

业银行净利差进一步收窄。据了解，下半年货币政策取向改变后，客户普遍要求贷款利率下浮，商业银

行贷款议价能力明显下降。此外，由于存款定期化也提高了商业银行的资金成本。下阶段，利率市场化

还将继续推进，存贷利差缩小是大势所趋，商业银行存贷利差收入增长将继续放缓。 

三是信用风险上升对银行利润将产生负面影响。虽然近年来上海市商业银行的资产质量持续改善，

新增贷款不良率也明显低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但商业银行在近年经济高速增长期大量投放的贷款尚没

有经过一个完整经济周期的考验。由于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深化，外部需求短期内较难回升，工业企业利

润增速可能进一步下降，偿债能力将有所削弱。此外，上海市金融机构贷款中的房地产贷款占比较高，

当前房地产市场仍处于调整阶段，房地产市场变化对商业银行相关贷款质量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二）证券业发展总体稳定，经营效

益明显下滑 

上海证券业发展总体稳定。2008 年末，上海

市共有证券公司 15 家，其中中外合资公司 3 家；

基金公司 30 家；期货公司 25 家；辖内上市公司

156 家，同比增加 8 家。外资基金公司代表处 12

家，同比增加 3 家，外资证券公司代表处 53 家。 

2008 年，受国际国内经济金融多种因素的冲

击和影响，证券机构经营效益明显下滑。全市 15 

家证券公司中有 10 家实现盈利，共实现营业收入

283 亿元，净利润 117 亿元。其中，自营业务和

经纪业务收入同比缩水严重，投行业务收入基本

持平，资产管理业务收入有一定增长。基金公司

管理基金总份额稳步增长。年末，上海 30 家基金

公司管理资产净值达 6205 亿元，同比下降 36%，

但管理资产规模占全国基金业的 32%，较上年提

高 2 个百分点。 

 

 

表 4  2008 年上海市证券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证券公司数(家) 15
总部设在辖内的基金公司数(家) 30
总部设在辖内的期货公司数(家) 25
年末国内上市公司数(家) 156
当年国内股票（A股）筹资（亿元） 181
当年发行H股筹资（亿元） 80
当年国内债券筹资（亿元） 588
    其中：短期融资券筹资额（亿元） 298

量

 

数据来源：上海证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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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保险市场发展平稳，外资保险

公司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保险市场发展平稳。2008 年末，上海市共有

保险公司 96 家，比上年增加 10 家；保险资产管

理公司 5 家。全年实现保费收入 600.1 亿元，同

比增长 24.3%。其中，财产险和寿险分别实现保

费收入138.2亿元和461.9亿元，分别增长11.2%

和 28.9%，寿险占比较上年略有提高。全年各项

赔款和给付共计 184.1 亿元，同比增长 31.7%。 

表 5  2008 年上海市保险业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数

总部设在辖内的保险公司数(家) 37
    其中：财产险经营主体（家） 16
               寿险经营主体（家） 21
保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59
    其中：财产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30
               寿险公司分支机构（家） 29
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600
财产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138
人寿险保费收入（中外资,亿元） 462
各类赔款给付（中外资,亿元） 184
保险密度（元/人） 4352
保险深度（%） 5

量

 

数据来源：上海保监局。 

外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大幅下降。中外资保

险公司保费收入比例为 83：17，外资保险公司保

费收入市场份额同比下降 8 个百分点。由于资本

金规模、资产匹配期限等因素的影响，多数外资

寿险公司以投连险业务为主，2008 年国内资本市

场的低迷，使得投连险的销售较为困难，外资保

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大幅缩水。另外，美国金融危

机爆发后，虽然外资保险公司在国内的公司都是

独立法人，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投保人的信心

还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四）债券市场发展势头良好，金融

市场进一步完善 

1.货币市场交易活跃，市场利率明显下降。

2008 年，上海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 15.1

万亿元，较上年大幅增长 41.3%，其中上海金融

机构拆入拆出合计 9 万亿元。银行间市场质押式

回购累计成交 5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7.9%；买

断式回购累计成交1.7万亿元，同比增长139.6%；

其中上海金融机构质押式和买断式回购分别成交

14.5 万亿元和 0.3 万亿元。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

交易大幅增加，累计成交 37.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37.9%，其中上海金融机构现券买卖合计 19.6

万亿元。 

2.票据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市场利率大幅

走低。2008 年，全市金融机构累计签发银行承兑

汇票同比增长 9.9%。年末，全市金融机构银行承

兑汇票余额 2930.8 亿元，较年初增长 23.9%；票

据贴现余额 3258.7 亿元，较年初增长 18.9%，在

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 

表 6  2008 年上海市金融机构票据业务量 

统计表 

单位：亿元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余额 累计发生额

1 2444 2444 1626.1 2008 2343.1 536

2 2745 2745 1618 2070 2322.3 589

3 2872 2872 1469.2 2356 3068.6 619

4 2931 2931 1805 2636 3308.8 623

银行承兑汇票承兑
季度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票据市场利率大幅走低。12 月份，上海市银

票和商票贴现加权平均利率分别比 1 月份下降

3.55 和 2.65 个百分点，买断式与回购式转贴现

加权利率分别比 1 月份下降 2.48 和 3.71 个百分

点。主要原因：一是下半年以来，货币政策转向

适度宽松，货币市场资金宽松、利率下降，且存

在继续降息预期。二是受年末考核因素影响，具

有流动性与安全性等特点的票据成为商业银行短

期内扩大信贷规模的重要工具。三是异地金融机

构的非理性竞争，造成市场利率的整体下跌。 

表 7  2008 年上海市金融机构票据贴现、转贴现

利率表 

单位：% 

银行承兑汇票 商业承兑汇票 票据买断 票据回购

1 6.6542 6.8414 5.2240 5.6199

2 5.9262 6.2652 5.3601 4.8058

3 5.6675 5.9668 5.0928 4.4986

4 4.0708 4.6419 4.0505 3.1355

转贴现
季度

贴  现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3.股票市场交易量大幅下降，期货主要品种

涨跌互现。2008 年，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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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成交 18.1 万亿元，同比减少 40.9%。上证综指

年末收于 1820.8 点，较年初下跌 65.4%。沪市股

票累计筹资总额为2238.2亿元，同比减少67.1%。

其中首发筹资金额为 733.5 亿元，同比减少

83.3%；再融资金额为1504.6亿元，同比减少38%。

上海期货交易所全年累计成交 28.9 万亿元，同比

增长 24.8%，成交额占全国的 40.2%。燃料油、期

铝和期锌成交额大幅上升，同比分别增长

137.7%、135.4%和 57.9%，天然橡胶成交额略增

6.3%，期铜成交额小幅下降 1.8%，新推出的黄金

期货成交额近 1.5 万亿元。 

表 8  2008 年上海期货交易所交易统计表 

累计成交金额 同比增长 累计成交量 同比增长

（亿元） （％） （万手） （％）

铜 99640.9 -1.78 4154.6 27.22

铝 22078.8 135.43 2957.8 206.60

锌 39074.3 57.85 4707.8 130.42

黄金 14975.5 778.1

天然胶 92758.3 6.34 9292.2 10.12

燃料油 20192.1 137.65 6162.1 156.65

合计 288719.9 24.82 28052.6 63.93

交易品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4.债券市场发展势头良好。2008 年，银行间

市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累计发行量分别达到

4338.5 亿元和 1737 亿元，合计超过 6000 亿元；

另外中央、地方企业债发行量超过 2300 亿元，大

大缓解了企业对资金的渴求。截至 2008 年底，上

海已有上港集团、中国海运、上海城投和上海汽

车等四家企业发行了 105 亿元的中期票据，全年

共有 20 家上海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 293.3 亿元，

另发行地方城市建设债券 60 亿元。 

表 9  2008 年上海市非金融机构融资结构表 

贷款

债券

(含可转

债)
股票

2002 1850.9 95.5 1.4 3.2

2003 2712.6 95.3 2.2 2.5

2004 2041.0 96.4 0.0 3.6

2005 2410.1 74.1 11.2 14.7

2006 2390.5 77.7 13.9 8.4

2007 4729.0 65.8 11.1 23.1

2008 3411.5 75.1 17.2 7.6

融资量

(亿元人民币)

比重（%）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5.外汇市场主要币种走势各异，黄金交易规

模明显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港币、欧元和英镑

升值，人民币兑日元则有所下跌。其中，年末美

元兑人民币中间价收于 6.8346，较年初升值

6.4%，较汇改前升值 21.1%。上海黄金交易所各

品种累计成交 8983.3 亿元，同比增长 170.6%。

主力品种 Au99.95 年初以 196.4 元/克开盘，年底

收于 190.1 元/克，较年初下跌 3.2%。 

（五）金融生态环境继续改善，区域

金融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 

2008 年，人民银行上海总部积极开展商业承

兑汇票评级创新，推动非银行信息采集、中小企

业信用体系建设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围绕金融

市场发展和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区域金融

协调发展等方面取得实质突破。成功举办首届长

三角金融论坛，完善长三角金融协调发展联席会

议制度，建立外汇管理、货币信贷、金融统计、

征信与反洗钱等跨区协作机制。成功依托小额支

付系统开通华东三省一市银行汇票业务，推动支

票影像交换业务发展，推广银行承兑汇票和商业

承兑汇票转贴现合同文本。积极推动长三角信用

体系一体化进程，金融机构跨区经营，积极引导

票据市场、短期融资券市场和贷款交易市场建设，

稳步推进私募基金、小额信贷和企业并购融资发

展。探索开展人民币用于国际贸易结算试点研究。 

二、经济运行情况 

2008 年，受国内外需求减弱、资本市场和房

地产市场相继进入调整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影响，

上海市经济增长明显放缓。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 13698.2 亿元，同比增长 9.7%，比上年回落 4.6

个百分点，增速为 1992 年以来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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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5  1978—2008 年上海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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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 

（一）投资和出口增速回落较大，消

费增长的基础不稳固 

1.投资增速回落较大，投资增长主要由基础

建设投资拉动。2008 年，上海市全社会固定资产

投资仅增长 8.3%，比上年回落 5.3 个百分点，为

6 年来首次出现一位数增长。一是随着 2008 年 9

月份以来国内经济明显下行，面对原材料价格大

幅下跌以及内外需减弱的情况，企业通过减少采

购或直接抛售原材料存货以迅速消化前期过高的

存货水平，也通过减产以把存货调整到风险可以

接受的水平。年末上海市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增

长 42.4%，比 11 月末下降 1.8 个百分点。全年工

业投资同比仅增长 1.7%，比上年回落 14.1 

个百分点。二是销售持续低迷和库存增加导致全

年房地产开发投资仅增长 4.5%。三是在世博场馆

和轨道交通等大项目的带动下，全年上海市基础

建设投资增长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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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1980—2008 年上海市固定资产投资及其

增长率 

2.外需疲弱导致进出口增速双双回落。全年

上海市外贸出口同比增长 17.7%，比上年回落 9

个百分点，其中 11、12 月连续出现负增长。在出

口订单减少降低加工贸易进口规模和内需减弱等

因素影响下，进口增速回落超过出口。全年上海

市外贸进口增长 9.9%，同比回落 12.2 个百分点。

由于占上海出口比重近 60%的欧盟、美国和日本

等受经济危机的冲击较大，预计短期内上海市出

口下滑趋势仍将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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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1978—2009 年上海市外贸进出口 

变动情况 

3.消费增长的基础不稳固。下半年，在经济

增长较快下滑的背景下，全市消费仍然保持较高

增速，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7.9%，创 1997 年以来新高，但支撑消费增长的

基础不稳固。一是经济下滑、出口减速向消费传

导有一定时滞，消费较快增长的态势是否能够持

续有待进一步观察。二是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

调整使财富效应逐渐消失。三是城乡居民收入增

速出现持续回落。全年全市城市居民家庭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 12.9%，同比回落 1.4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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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1978—2008 年上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

额及其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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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业增速持续下滑，第三产业

增长放慢 

2008 年，上海市第二产业完成增加值增长

8.2%，同比回落 3.3 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完成增

加值增长 11.3%，同比回落 5.8 个百分点。 

1.工业增速持续下滑。一是外需疲弱导致工

业出口减少，占全市工业总产值三分之一的规模

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幅从 3 月份的 23.3%急速

回落至 12 月份的-13.9%，为 2002 年来首次下降。

二是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8.3%，同比回落

4.3 个百分点。三是受需求减少，以及原材料价

格急跌大量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等因素，全年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下降 28.9%，同比回落

48.9 个百分点，预计短期内态势难以迅速扭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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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9  1978—2008 年上海市工业增加值 

及其增长率 

2.第三产业增长放慢。2008 年，上海市第三

产业增加值增速同比回落 5.8 个百分点，降幅明

显超过工业，为五年来 低增幅。从行业看，主

要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回落，全年分别增

长 15%和-13.7%，同比分别回落 19.3 个和 24.5

个百分点。 

（三）居民消费价格高位回落，生产

类价格急速回调 

1.居民消费价格呈倒“U”型走势。2008 年，

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 5.8%，比上年提高 2.6 个

百分点。下半年，在控制物价措施效应显现、需

求减弱和通货膨胀预期下降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价格涨幅连续五个月收窄，预计价格回落态

势仍将延续。 

2.生产类价格呈倒“V”型走势。2008 年，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累计上涨 10.3%，比上

年提高 6.2 个百分点；工业品出厂价格累计上涨

2.2%，比上年提高 1 个百分点。下半年，在大宗

商品价格出现跳水、企业库存调整等多重因素的

影响下，生产类价格急跌。下阶段，扩大内需和

加大投资措施将有助于生产类价格企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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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10  2001—2008 年上海市居民消费价格和生

产者价格变动趋势 

（四）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财政

支出继续增长 

2008 年，上海市实现地方财政收入 2382.3

亿元，同比增长 13.3%，同比下降 18.1 个百分点。

主要是工业企业利润大幅下降导致企业所得税增

长 28.7%，同比下降 28.6 个百分点。地方财政支

出 2617.7 亿元，同比增长 18.9%，同比下降 2.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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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11  1978—2008 年上海市财政收支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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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房地产交易量大幅回落，商品

住宅价格小幅上涨 

2008 年，在房地产行业自身周期性波动和国

际金融危机共同影响下，上海房地产市场呈现调

整态势。全年上海市共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

1366.9 亿元，同比增长 4.5%；其占全社会固定资

产投资的比例降至 28.3%，为 2003 年以来的 低

水平。 

房地产交易量大幅回落。全年上海市商品房

新开工面积同比增长 14.9%，同比上升 33.9 个百

分点，但竣工面积同比下降 26.8%。新建商品房

和存量房销售面积同比分别下降 37.9%和 29.1%。

年末，商品房空置面积为 1091.2 万平方米，其中

住宅空置 499.5 万平方米，同比上升 82.3%。四

季度各项促进房地产市场发展的政策出台后，市

场交易变化较为显著，11、12 月住房交易量连续

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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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12  2002—2008 年上海市商品房施工和销售

变动趋势 

商品住宅价格小幅上涨。上半年，房地产价格

指数基本平稳，7 月份开始持续下降，其中存量

住房价格跌幅呈明显扩大态势。受去年“翘尾”

因素影响，全年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累计同比上涨

5.7%，存量住宅价格累计同比上涨 6.8%。从年末

空置住宅面积和全年住宅销售面积月度平均的比

例来看，2008 年要远远高于 2007 年，说明需求

减弱导致供求关系趋于宽松。由于居民对未来经

济前景的忧虑及对房价下跌的心理预期总体并未

改变，短期内房地产市场走势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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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图 13  2003—2008 年上海市房屋销售价格指数

变动趋势 

三、预测与展望 

2009 年，上海的经济金融发展均面临较大压

力，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出口增长；金融业经营利

润增速将进一步下滑，房地产市场发展还面临较

大的不确定性。同时，上海市经济发展也有相当

多的有利因素，主要是服务业的占比相对较高，

受外围不利形势的影响程度要比出口生产型企业

小。此外，国家扩大内需政策的实施、世博会筹

备工作的开展，有利于保持投资的适度增长。综

合考虑当前面临的政策环境和外部环境，预计

2009 年全市经济实际增速在 8%左右。 

从 2009 年信贷供求来看，贷款总量将会保持

较快增长，但将存在结构性矛盾。目前，上海市

中资银行的流动性较为充裕，为保持一定的利润

增长，也存在增加贷款投放的动力。但由于国际

金融危机导致部分出口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生

产经营出现困难，商业银行对这些企业的贷款投

放将更加谨慎。从需求层面看，贷款需求主要集

中于大型市政项目建设资金需求和企业流动资金

需求两个方面，前者由于有政府资金配套，预计

银行贷款的积极性较大；而后者要获得银行支持

存在一定的难度。初步预计，2009 年全市金融机

构人民币贷款增量在 3300 亿元左右。根据国家宏

观调控要求，结合上海市具体情况，提出如下要

求和建议：一是认真贯彻落实适度宽松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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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货币信贷的适度合理增长。二是加强与产业

政策的协调配合，优化信贷结构。三是积极推进

金融创新，多渠道筹集建设发展资金。四是继续

推进金融对外开放，支持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

 
 
 
 
 
总  纂：凌  涛  顾铭德 
统  稿：许加银  周鹏 
执  笔：童士清  叶芳  白龙  葛瑛  李冀申  陈晨  王慧娟 
提供材料的还有：王海生  颜永嘉  谢斌  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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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一）上海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4月21日，第一届长江三角洲金融论坛在南京开幕，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上海总部主任苏宁、江

苏省常务副省长赵克志、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陈敏尔出席开幕式并发表演讲。 

5月9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揭牌仪式举行,进一步推动了征信体系建设，也是支持上海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的又一重要举措。 

5月9日，“2008陆家嘴论坛”正式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出席开幕式并

发表演讲。 

9月3日，上海市政府办公厅转发市金融办、市工商局、市农委、市经委四部门制定的《关于本市开

展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的实施办法》，上海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正式启动。 

9月19日，“2008上海陆家嘴金融博览会暨第五届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于2008年9月19-21日在上海浦

东展览馆召开。 

11月13日，全国第一个金融审判庭在上海浦东法院宣告成立。 

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在上海正式启动支票授信业务，允许符合资质、信用度良好的中小企

业进行支票透支，上海浦发银行成为全国首家通过该业务试点的银行。 

12月17日，由上海农村商业银行作为主发起人设立的“上海崇明长江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

获批筹建。 

12月19日，“迎世博·长三角金融一体化”高峰论坛在沪举行。 

12月25日，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与工行上海分行、上海银行签订《开展商业银行并购贷款合作协议》，

联合推出总金额达100亿元的企业并购贷款额度,这是中国银行界首次推出并购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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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海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表 1  上海市主要存贷款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9822.0 31475.0 32216.0 32713.0 33054.0 33067.0 33185.0 33957.0 34354.0 34561.0 34914.0 35589.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9120.2 9626.2 9869.9 9972.1 10080.0 10287.0 10405.0 10675.0 11052.0 11288.0 11576.0 12084.0

                    企业存款 15277.0 15777.0 16636.0 16730.0 16655.0 16986.0 16751.0 17159.0 17264.0 16928.0 17120.0 17900.0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514.3 1651.6 741.3 496.6 341.3 12.5 118.4 771.9 396.6 207.5 353.3 674.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3.5 19.1 20.2 19.4 21.9 18.7 19.7 18.7 17.7 22.5 19.4 17.4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22449.0 22672.0 22788.0 23236.0 23404.0 23562.0 23748.0 23911.0 24175.0 24115.0 24113.0 24166.0

        其中：短期 8359.4 8483.1 8594.0 8784.1 8870.5 8945.8 8917.5 8905.9 8991.1 8905.9 8812.1 8788.1

                    中长期 12531.0 12716.0 12780.0 12908.0 13029.0 13157.0 13271.0 13366.0 13507.0 13557.0 13596.0 13713.0

                    票据融资 734.6 676.4 622.9 721.2 688.8 672.6 779.1 852.4 857.9 887.2 970.2 954.2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63.8 222.3 116.4 448.0 167.8 158.0 185.7 163.2 264.2 -60.0 -2.2 53.3

        其中：短期 368.9 123.7 111.0 190.1 86.3 75.3 -28.3 -11.7 85.2 -85.2 -93.8 -24.1

                    中长期 284.2 185.0 63.9 128.5 121.0 127.8 114.0 95.2 140.8 49.6 39.7 116.2

                    票据融资 17.1 -58.2 -53.6 98.3 -32.3 -16.2 106.5 73.3 5.5 29.3 83.0 -16.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8.8 18.0 17.0 17.8 18.2 16.5 16.7 16.0 15.3 13.5 11.5 11.3

        其中：短期 26.1 24.8 24.5 25.5 26.0 23.0 23.0 21.4 20.2 16.5 12.0 9.5

                    中长期 17.8 18.4 17.8 17.5 17.9 16.2 16.3 15.4 14.6 13.8 12.4 12.7

                    票据融资 -30.6 -37.9 -43.2 -34.4 -36.4 -31.5 -22.9 -14.8 -8.4 -1.4 18.8 33.0

建筑业贷款余额（亿元） 646.1 621.9 636.7 648.4 664.1 678.4 694.1 699.1 737.1 729.7 730.9 738.6

房地产业贷款余额（亿元） 2833.0 2874.5 2887.4 2934.9 2913.6 2947.5 2925.5 2883.5 2901.7 2915.3 2897.5 2898.9

建筑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9.2 5.1 7.6 9.6 12.3 14.7 17.3 18.2 24.6 23.4 23.6 24.9

房地产业贷款比年初增长（%） 2.2 3.7 4.2 5.9 5.1 6.3 5.5 4.0 4.7 5.2 4.5 4.6

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亿元） 28014.0 29682.0 30459.0 30982.0 31255.0 31304.0 31335.0 32062.0 32449.0 32653.0 32974.0 33644.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8558.5 9075.0 9338.8 9448.5 9548.3 9751.5 9859.6 10127.0 10502.0 10731.0 11011.0 11485.0

                    企业存款 14293.0 14786.0 15667.0 15769.0 15647.0 16002.0 15712.0 16091.0 16147.0 15820.0 15984.0 16804.0

各项存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474.8 1667.3 777.8 523.2 272.6 49.1 30.8 726.5 387.0 204.4 320.9 670.0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188.9 516.5 263.8 109.8 99.8 203.2 108.1 267.8 375.0 228.8 280.3 473.4

                    企业存款 -537.2 493.3 880.9 101.5 -121.7 354.7 -289.3 378.5 56.2 -327.2 164.3 819.4

各项存款同比增长（%） 15.4 21.5 22.5 21.7 24.4 20.9 21.5 20.3 18.9 24.1 20.5 18.1

        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0.0 1.5 4.9 7.1 11.4 12.8 15.4 18.5 22.0 33.3 34.7 31.3

                    企业存款 17.8 23.5 26.1 21.7 25.8 22.5 22.7 18.9 13.6 17.3 13.2 13.3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亿元） 19207.0 19411.0 19514.0 19955.0 20055.0 20236.0 20363.0 20545.0 20821.0 20892.0 21027.0 21236.0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150.9 3148.2 3138.3 3134.7 3153.4 3186.1 3221.3 3230.0 3234.4 3216.9 3207.2 3223.3

                    票据融资 728.6 671.3 618.8 715.8 682.7 668.5 775.6 849.5 854.5 881.2 960.7 944.7

各项贷款余额比上月增加（亿元） 610.0 203.9 103.4 440.5 99.9 180.8 127.6 181.6 276.1 70.8 135.2 209.3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34.2 7.1 -9.9 -3.6 18.7 32.7 35.2 8.7 4.4 -17.5 -9.7 16.1

                    票据融资 17.5 -57.3 -52.5 97.1 -33.1 -14.2 107.1 73.9 5.1 26.7 79.5 -16.0

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同比增长（%） 18.0 17.1 16.0 17.2 17.2 15.9 16.1 16.2 16.1 15.1 14.1 14.2

        其中：个人消费贷款 17.3 16.8 16.1 15.5 15.6 14.5 13.2 10.5 8.1 5.5 3.5 3.4

                    票据融资 -30.4 -37.9 -43.0 -34.2 -36.3 -31.2 -22.4 -13.7 -7.4 -0.6 19.1 32.9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余额（亿美元） 251.6 252.4 250.4 247.2 259.0 257.0 270.5 277.4 279.4 279.6 283.9 284.6

金融机构外币存款同比增长（%） -2.8 -3.1 -0.5 -2.5 -1.3 -0.2 5.5 7.3 11.3 9.6 11.8 13.8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余额（亿美元） 451.3 458.9 466.4 468.7 482.1 485.0 494.9 492.5 491.9 472.2 451.5 428.7

金融机构外币贷款同比增长（%） 33.9 34.2 36.5 34.2 36.7 32.9 33.1 26.6 21.9 13.7 4.8 0.6

人

民

币

本

外

币

外

币

 
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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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上海市各类价格指数 

单位：% 

上海市房屋

销售价格指

数

上海市房屋

租赁价格指

数

上海市土地

交易价格指

数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月同比 累计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当季（年）

同比

2001 - 0.0 - - - -1.3 - -3.3 4.4 4.9 -2.8

2002 - 0.5 - - - -2.3 - -3.6 7.3 -1.0 6.3

2003 - 0.1 - - - 6.4 - 1.4 20.1 2.3 15.1

2004 - 2.2 - - - 16.4 - 3.6 15.9 5.5 20.3

2005 - 1.0 - - - 6.8 - 1.7 9.7 3.6 6.9

2006 - 1.2 - - - 4.8 - 0.6 -1.3 4.0 1.2

2007 - 3.2 - - - 4.1 - 1.2 3.4 5.1 7.8

2008 - 5.8 - - - 10.3 - 2.2 5.9 4.6 7.9

2007 1 0.9 0.9 - - 6.5 6.5 2.4 2.4 - - -

2 1.3 1.1 - - 5.9 6.2 2.2 2.3 - - -

3 2.2 1.5 - - 5.1 5.8 2.5 2.4 0.4 3.7 4.5

4 2.0 1.6 - - 4.6 5.5 1.9 2.3 - - -

5 1.8 1.7 - - 4.2 5.3 1.3 2.1 - - -

6 2.7 1.8 - - 3.7 5.0 0.7 1.8 1.2 3.9 7.9

7 2.7 2.0 - - 3.4 4.8 0.2 1.6 - - -

8 3.9 2.2 - - 3.4 4.6 0.5 1.5 - - -

9 4.5 2.5 - - 2.9 4.4 0.1 1.3 5.9 5.0 8.9

10 5.1 2.7 - - 2.5 4.2 0.3 1.2 - - -

11 5.2 2.9 - - 3.3 4.1 0.7 1.2 - - -

12 5.4 3.2 - - 4.2 4.1 1.1 1.2 9.3 7.7 10.1

2008 1 5.9 5.9 - - 5.4 5.4 1.5 1.5 - - -

2 7.5 6.7 - - 6.7 6.1 1.7 1.6 - - -

3 7.2 6.8 - - 9.2 7.1 2.4 1.9 9.7 5.8 11.4

4 7.9 7.1 - - 11.0 8.1 3.6 2.3 - - -

5 7.1 7.1 - - 11.2 8.7 2.9 2.4 - - -

6 7.1 7.1 - - 11.5 9.2 3.1 2.5 8.7 5.7 10.4

7 7.1 7.1 - - 14.9 10.0 4.6 2.8 - - -

8 5.5 6.9 - - 16.1 10.8 4.8 3.1 - - -

9 4.8 6.7 - - 15.7 11.3 4.0 3.2 2.6 5.3 7.8

10 4.1 6.4 - - 13.5 11.5 2.8 3.1 - - -

11 3.6 6.1 - - 8.5 11.3 0.4 2.9 - - -

12 2.1 5.8 - - -0.1 10.3 -5.0 2.2 -1.7 1.9 2.0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农业生产资料

价格指数
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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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上海市 2008 年主要经济指标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 - 3040.8 - - 6530.7 - - 9929.5 - - 13698.2

    第一产业 - - 13.6 - - 33.8 - - 51.2 - - 111.8

    第二产业 - - 1436.6 - - 3072.1 - - 4594 - - 6235.9

    第三产业 - - 1590.7 - - 3424.9 - - 5284.4 - - 7350.4

工业增加值（亿元） 486.1 876.2 1327.7 1805 2292.8 2804.3 3284.1 3771.4 4257.3 4710.9 5153.6 5649.6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亿元） 247.3 499.2 887 1206.1 1534.6 1972.5 2394.7 2820 3269 3736.2 4254.6 4829.5

    房地产开发投资 90.9 198.9 320.3 412.1 514.1 643.3 770.4 882.6 996.8 1123.1 1262 1366.9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免报 721.7 1091.3 1447.6 1833.8 2203.2 2580.1 2963.5 3349 3752.2 4133.6 4537.1

外贸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2575900 4850600 7493800 10437300 13137100 15762600 18869800 21768500 24768300 27516200 29945800 32213800

    进口 1243700 2347600 3672900 5132800 6416500 7712800 9212200 10546400 11976200 13233300 14242700 15278800

    出口 1332200 2503000 3820900 5304500 6720600 8049800 9657500 11222100 12792100 14282900 15703200 16935000

进出口差额(出口 — 进口） 88500 155400 148000 171700 304100 337000 445300 675700 815900 1049600 1460500 1656200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万美元）
70600 151700 226700 328200 413500 503300 593500 675400 766500 851400 931800 1008400

地方财政收支差额（亿元） 231.9 293.3 302.4 401.1 491.5 409.6 458.8 465.1 447.1 532.2 406 -235.3

    地方财政收入 317.7 488.7 638.4 905.4 1133.6 1312.8 1573.1 1717.1 1868.5 2095.6 2232.5 2382.3

    地方财政支出 85.9 195.4 336 504.3 642.1 903.2 1114.3 1252 1421.4 1563.4 1826.5 2617.7

城镇登记失业率 （%）（季

度） - - -　 - - -　 - - -　 - - 4.2

地区生产总值 - - 11.5 - - 10.3 - - 10.1 - - 9.7

    第一产业 - - -3.4 - - -1.6 - - 0.7 - - 0.7

    第二产业 - - 13.3 - - 11.5 - - 10.8 - - 8.2

    第三产业 - - 10 - - 9.3 - - 9.5 - - 1

工业增加值 17.5 15.2 14.4 12.9 13 12.3 12 11.9 11.5 10.9 9.9 8.3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17.1 9.5 5.8 0.4 1 2.3 4.6 4.7 4.8 5.6 6.5 8.3

    房地产开发投资 4.7 13.2 6.4 0.9 2 3.8 7.6 7.3 3.1 3.6 4.7 4.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免报 17.7 16.9 16.7 16.8 16.7 17 17.2 17.4 17.7 17.7 17.9

外贸进出口总额 23.9 19 20.2 22 23.7 23.2 23.3 21.5 20.5 19.8 16.5 13.8

    进口 25.6 26.4 20.3 20.9 21.8 21.2 21.3 19 17.9 16.9 12.8 9.9

    出口 22.4 12.9 20.2 23 25.5 25.1 25.2 24 23 22.6 20 17.7

外商实际直接投资 1.6 9.8 12.5 19.6 17 17 15.9 17.9 20.7 23.3 25.3 27.3

地方财政收入 38.9 28.7 23.8 25.4 28.6 25.7 22.5 20.3 18.4 16.3 14.3 13.3

地方财政支出 38.7 11.8 9.4 11.5 7.1 12.9 18.6 16.6 13.1 11.1 13.4 18.9

绝对值 （自年初累计）

同比累计增长率 （%）

1.3

 
数据来源：上海市统计局，《上海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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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金融运行情况 
	（一）货币信贷运行平稳，市场利率水平下降 
	（二）证券业发展总体稳定，经营效益明显下滑 
	（三）保险市场发展平稳，外资保险公司市场份额大幅下降 
	（四）债券市场发展势头良好，金融市场进一步完善 
	（五）金融生态环境继续改善，区域金融协调发展取得新突破 
	二、经济运行情况 
	（一）投资和出口增速回落较大，消费增长的基础不稳固 
	（二）工业增速持续下滑，第三产业增长放慢 
	（三）居民消费价格高位回落，生产类价格急速回调 
	（四）财政收入增速大幅回落，财政支出继续增长 
	（五）房地产交易量大幅回落，商品住宅价格小幅上涨 

	三、预测与展望 
	附录： 
	 
	（一）上海市经济金融大事记 
	 （二）上海市主要经济金融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