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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述

总 述

1996—2000年6月，上海公用事业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服务供应总量持续增长，行业管

理进一步规范，整体服务水准又有提高。

(一)

1996年上海公交体制、票制、机制改革全面启动。7月，成立上海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

处，统管全市公交行业。8月，巴士股份上网发行，随后在上交所挂牌上市；10月公交总公司

撤销，分为12个营运公司；12月，公交控股公司成立。1997—1999年，公交12个营运公司

分别与巴士、公交控股、大众、新加坡新巴有限公司、香港冠忠(中国)发展有限公司等多家

单位实行资产重组，成立多元投资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公交企业八大机制进一步健全，尤

其是机务管理机制和营运调度机制的落实，使车况车貌大为改观，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企业

减员增效，面向市场，开拓经营，企业活力增强，亏损得到遏制，1998年总体扭亏为盈，1999

年大多数企业经济效益续有提高。

1997年，燃气改革全面实施，组建上海煤气制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煤气销售(集

团)有限公司和上海焦化有限公司，三家企业独立核算，产销分开，并建立调度、计量运行机

制。随后，开展二、三层次改革，液化所改制为上海液化石油气经营有限公司，吴淞煤气厂、

浦东煤气厂、石洞口煤气厂分别改制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杨树浦煤气厂改制为制气分

公司(1999年8月停产)。上煤第一、第二管线工程公司的煤气输配职能分离出来，划归新

成立的煤气销售(集团)市南、市北输配所和天然气公司；煤气营业所成立浦西抄表分公司。

通过重组和改制，使企业面向市场。1998年底，体制改革的资产分割工作完成，上海市煤气

公司的建制撤销。

1999年，供水行业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对各制水企业进行改制，实现独立核算，输配系

统实行管养分开，管抄分离，迸一步引入竞争，打破垄断。对原市自来水公司实施裂变重组，

成立四个区域性公司和供水调度监测中心，促使企业着力转换机制，优化服务，扭亏增效，年

内实现减亏为零的目标。

在市场竞争机制下，全市100多家中小出租汽车企业合并到大企业，大中企业间通过合

并、联营，充分发挥设备、管理、服务和品牌优势。个体经营者都纳入各区的指定企业代管，

便于加强行业管理，提高服务质量。

2



总述

(二)

1996～1999年服务供应总量持续增长。

1999年与1995年相比，全市综合日供水能力增加202．06万立方米，全市售水总量增

加817万立方米，其中工业用量减少25．70％，生活用量增加11．35％。全市供水管道长度

增加4030公里。

1996年，长江原水二期工程建成通水，保证了新建水厂的原水供应，并改善了部分水厂

的原水水质。凌桥、泰和水厂投产，为夏季高峰供水增加实力。1997年，列入市府实事项目

的60万立方米的闵行三水厂和临江水厂增水工程及时完成，在高峰供水前通水；大场水厂

20万立方米增水工程10月份完成，实现了市府提出三年增水150万立方米的目标。黄浦

江上游引水二期主体工程投产，形成200万立方彩日的能力，当年原水公司供原水总量为
11．59亿立方米；改善全市里弄用水困难完成1503处。1998年，市府实事项目闵行三水厂

二期新增20万立方米供水能力完成，当年夏季罕见高温，最高日供水量比上年增加

7。77％；里弄用水改困1775处。1999年，原水供应量增加，自来水供应充沛，通过城乡结合

部的供水切换，六里、金桥等7个地区约23万户居民用水水质明显改善。市府实事项目给

水站改造于6月底全部完成。

1999年与1996年相比，全市人工煤气综合供气能力增加22．42％，全市售气总量增加

8．47％，全市期末用户数增加24．35％，全市期末管道长度增加30．05％(1995年及以前年

度无全行业统计数)。1996～1999年，全市液化石油气储气能力提高3．12％，售气总量增加

39．06％，家庭用户增加31．68％。

1996年，石洞口煤气厂建成投产，形成210万立方粑日的制气能力。继静安区实现全
区家庭“全气化”后，“全气化”步伐加快，1999年8月，市区原10个区和嘉定、宝山、浦东新

区共13个区，实现全市城区“全气化”。

在这几年中，上海气源结构调整开始启动，1999年，东海天然气供应上海燃气工程基本

建成，供气能力达到120万立方米／日，敷设天然气管网总长度达780公里，当年人工煤气转

换天然气的用户达到15万户。污染较严重、设备陈旧的杨树浦煤气厂停产关闭。

1999年末，液化气车用加气站达到80余座，出租汽车改用液化气达1．8万辆，气化率

达到全行业的45％。

常规公共交通服务供应有较大发展。1999年与1995年相比，运营线路条数增加132

条，线路总长度增加11640公里，运营车辆数增加3495辆，运营里程增加15090万公里，客

运总收入增加97305万元，4年来运营里程增加44．2l％，而营收增幅达到78．61％，说明通

过改革，达到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1996—1999年，常规公交新辟延伸线路297条，方便新村小区居民出行，乘车难矛盾在

总体上得到缓解。公交专线置换34条线路400辆ZX客运专线车，加快常规公交运营车辆

更新，完成3375辆，工作车率普遍提高。1998年全市运营空调车达到1510辆。1999年完

成市府实事项目，内环线内公交站牌全面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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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与1995年相比，全市出租汽车运营车数增加5065辆，其中小客车增加5955辆，

大客车减少707辆、中客车减少183辆，运营里程增加174739万公里，载客车次增加15772

万次，客运总收入增加183845万元。从各项指标来看：载客车次增加102．84％，运营里程

增加77．39％、客运收入增加49．18％，说明每一载客车次的平均里程较前缩短，每一载客车

次的营收减少；运营里程增加比例较多而客运收入增加比例较少，说明收入与里程并不同

步；但是，运营车总数和其中的小客车数的增加分别为13．69％和17．53％，而收人增加

49．18％，说明平均每车的营收还是增加的。

(三)

上海市政府对公用事业的公共交通、出租汽车、供水、供气4个行业的行业管理进一步

规范。

1996年7月，成立上海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至此，公用事业4个行业的管理处都已

设立。按照市政府批准的“三定”方案，重新确定公用局机关各处室和4个行业管理处的职

能，理顺工作关系和工作线条，完善管理体系，深化行业管理。规划、计划、统计工作覆盖各

行业所有经营单位，加强对各行业的宏观调控和综合平衡。1996年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上

海市供水管理条例》，lO月起施行。1999年5月，《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施行，这是继《上

海市出租汽车管理条例》之后颁布的地方制订的有关公用事业的法律文件。1997年，市政

府颁布《上海市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管理办法》，6月起施行。同年颁发的还有《上海市无人

售票公共汽车、电车客运管理暂行规定》、《上海市原水引水管渠保护技术标准》等规范性文

件共12件，对规范和加强行业管理有所遵循，如《上海市空调车辆使用管理暂行规定》的颁

布，确保空调车批量投入运营的平稳出台，促进公交改革的深化。1998年公用局颁发规范

性文件13件。1999年，制订、修订公用事业各行业规范性文件19件。至此，出租汽车、供

水、供气已有地方法律性文件，公共汽车、电车已有地方规章，辅以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对行

业、企业、市场和相关的行为人，都纳入法规管理，基本上达到以法治理的要求。

行业管理处认真梳理行业中存在的问题，采取积极措施。给水处抓水厂供水水质，保证

居民用上合格的自来水；公交处、出租处在郊县建立嵇查中队，扩大执法覆盖面，严厉打击

“黑车”、“黑线”及不正行风；燃气处会同市有关部门颁发推广使用安全型灶具的文件，降低

事故发生，均收到较好效果。贯彻“扶强并弱”，支持企业规模经营，关闭、压缩一批规模小、

管理乱、效益差、层次低的经营单位，规范市场运作、鼓励有序竞争。四个行业处全面推行公

用企业经营资质的等级评审，并对行业内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效果。全年关

闭40家设施简陋、水质差的村水厂，全市水质指标达到规定标准；对燃气行业中无证经营、

无证销售及非安全灶具，加强安全用气的宣传和检查，查处一批无证销售液化气站点，推广

安全型燃气器具，取得较好社会效果。公交处对全市943辆小中巴向17座以上大中巴置

换，改变严重超载的运载情况，1666辆专线车更新，加快30辆车以下小企业的兼并，专线车

经营企业迸一步减为63家，专线车市场秩序逐步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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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这几年中，精神文明建设深入开展，树立新的行风，服务水准提高。

1996年，开展“学习李素丽，岗位作奉献”活动，分局、委、市三个层次开展达标活动。

80％的窗口单位实现局达标目标，煤气公司等7个单位被市建委命名为首批达标单位。公

用局系统有17个单位推出社会服务承诺制度，承诺内容汇编成册，并向社会公开监督电话。

1997年将行风评议作为行风建设的头号工程，共抽查窗口单位80524次，走访1 1970家单

位和居民用户，向社会发意见征询单16300份，推出便民利民措施100多项。建立社会监理

员队伍，汇编《公用局政务公开》册子，提高办事效率和透明度。当年，服务窗口的95％实现

局达标，78％实现建委达标，24个服务窗口被命名为首批新风窗口。行业规范服务取得进

展，供水、燃气行业70％的服务窗口、出租汽车行业70％的企业、80％的车辆、公交行业

50％的线路实现规范服务达标。1998年开展公用行业精神大讨论，评选行业“四十佳”服务

明星，行业主要工种树立一批排头兵。供水、燃气、出租汽车95％以上的窗口、公交行业

75％的线路实现服务达标。1999年，公交行业规范服务达标面继续扩大，其他三个行业达

标成果得到巩固。新风窗口增加161个。开通“公用热线”，继续举办夏令、冬令热线，及时

解决市民反映的急、难、险、愁问题。推出自来水“一门式服务”、燃气“五个一”服务、公交为

学生放定班车及出租汽车承诺无差错服务等便民利民措施，受到市民好评，市民对公用行业

的满意度上升。

(五)

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对公用事业各行业的管理，历经多次变化。20世纪50年代，电力、

电话、市轮渡由市公用局分别划归电力、邮电、港务部门管理，1953年4月，成立上海市人民

政府交通运输管理局，管理公共交通、货运和公路交通，市公用局仅管理自来水和煤气两个

行业，1955年4月市交通运输管理局改为市交通局，管理公共交通和公路客运；市公用局撤

销，自来水、煤气行业由市建委管理。1956年5月市交通局改为市公用事业管理局，除管理

公共交通和公路客运，又重新管理自来水和煤气行业。80年代初，公路客运由市交通运输

局管理。

改革开放后，公用事业逐步发展为多家经营、统一管理，1985年3月建立市公共客运管

理处，管理出租汽车行业(1996年12月改为市出租汽车管理处)；1990年4月，建立市公用

事业管理局给水处，管理供水行业和节约用水、计划用水和地下水(1993年4月改为市给水

管理处)；1991年7月成立市燃气管理处，负责对供气、燃气器具的行业管理；1996年7月成

立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负责对公共汽车、电车和专线车的行业管理。

2000年5月，上海市政府进行机构改革，成立上海市水务局和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

原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管理的市给水管理处和供水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管理划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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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水务局领导；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和公共交通企业以及市出租汽车管理处和出租

汽车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管理划归上海市城市交通管理局领导；市燃气管理处和燃

气企业的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管理划归上海市市政工程管理局领导。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

局摘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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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96年

1月1日 上海公交进行票制改革，取消月票，一律使用普通客票。

1月 上海市煤气公司在市重点工程立功竞赛中已六连冠获市优秀公司称号；上海市

煤气公司第一管线工程公司获十连冠优秀科队称号。

3月15日 上海市天然气输配公司在浦东成立。

3月18日 上海市出租汽车公司改制为上海市强生经济发展(集团)公司，并同时成立

上海强生经济发展集团。

4月 市煤气公司表具厂制成国内第一台陵园燃气长明火装置，安装在上海龙华烈士

陵园。

4月 上海开始征收排水费，按用水量90％计收每立方米0．14元。

6月5日 长江二期引水工程建成投产，工程投资13．0亿元，原水供水能力110万立方

粑日，供水总能力130万立方粑日。
6月21日 上海市第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上海市供水管理条例》，lO

月1日起施行。

6月25日 泰和水厂建成投产，供水能力为20万立方米／日，工程总投资2．56亿元。

6月 凌桥水厂二期工程竣工，供水能力增至40万立方米／日累计投资3．63亿元。

7月11日 上海市公共交通客运管理处成立。7月12日起对外办公。

同日 上海市建设工人上岗资格第八考核站(市公用局系统)成立。对市自来水公司、

原水公司、煤气公司等管线施工企业工人持证上岗实施考核。

8月26日 上海巴士实业有限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2200万股社会个人股挂牌上市

交易。

9月1日 上海郊区公交车票价调整，由原O．30元起价，0．30元进级，调整为0．50元

起价，O．50元进级。

lO月15日 上海市公共交通总公司撤销。

10月28日 国家建设部在上海召开中国教育协会公用职工培训教育委员会会议。北

京、天津、西安、济南、青岛、重庆、成都等城市公用局代表出席，会议于11月1日结束。

11月1日 上海管道煤气、液化石油气调价：民用管道煤气从O．60形立方米调整为
O．75元／立方米；团体用管道煤气从0．80元／立方米、O．85元／立方米调整为1．05元／立方

米；营事业用管道煤气从1．10形立方米调整为1．30形立方米。民用液化气从1．70形
公斤调整为2．10形公斤；民用管道液化气从5．10形立方米调整为6．40形立方米，其他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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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液化气从3元／公斤调整为3．60元／公斤。

11月12日 闵行三水厂40万立方粑日供水工程动工兴建，投资概算5．8亿元。
11月29日 上海东海天然气早期开采供应上海城市燃气工程项目(下游部分)开工。

该工程引进法国政府优惠贴息贷款2．6亿法郎。

12月8 El 上海市公共客运管理处更名为上海市出租汽车管理处。

12月16日 上海公交控股有限公司成立。

12月17日 全国生产规模最大、工艺设备最先进的城市煤气建设项目——石洞口煤

气厂轻油制气工程建成投产，日产城市煤气210万立方米，总投资9．3亿元。

1997年

3月5日 上海强生进出口公司成立。是公用局系统第一家具有进出口贸易进出口权

的外贸公司。

3月18日 本市出租汽车行业首发乘车结费IC卡——E海TAXI龙卡。

3月22日 宝山公交公司ll条超长路线票价由0．50元调整到l元。

4月18日 上海巴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浦东公交投资发展公司进行资产重组，成立

上海浦东巴士交通股份有限公司。

4月28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第75次常务会议通过发布《上海公共汽车和电车客运管

理办法》于1997年6月1日起实施。

5月1日调整自来水、深井水价格：民用水价从每立方米0．48元调整为0．68元；工业

用水从0．68元调整为0．90元。排水费居民用水从每立方米0．14元调整为0．24元；工业

用水从0．14元调整为0．37元。

5月28日 上海东方公交乘车结费IC卡开通使用。

6月27日撤销上海市煤气公司，组建成立上海市煤气制气(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

煤气销售(集团)有限公司。

7月25日 上海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授权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公司经营上

海凌桥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市原水股份有限公司。

lO月21日 改革开放后上海第一家英商独资供水企业——大场水厂一期20万立方

秽日供水工程建成通水。
1 1月28日 市公用局在金山公共交通公司实施经营者竞争上岗试点工作。

12月19日 黄浦江上游引水二期工程全线投产通水。供水能力达500万立方粑日，
工程总投资27．9亿元人民币，其中世界银行贷款1．1亿美元。

12月30日经社会评选，郭美芳、陈建民、王德润、杨金娣、高鸿萍、徐美丽、诸琳、祁和

峰、方坚、朱明新lO人被评为市公用局系统第二届“十佳服务明星”。

12月31日列入市政府1997年实事的公用事业项目全面完成。项目内容为：

l、60万立方米／日制水能力的工程建设(闵行三水厂一期20万立方米／日、临江水厂40

万立方米／日)；

2、里弄用水困难改造1503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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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更新常规公交运营车辆l 139辆；

4、完成常规公交新辟、延伸20条线路；

5、治理公交柴油车尾气排放超标车2300余辆。

4月15 la

4月30日

万立方粑日。
5月7日

示范窗口”。

1 998年

调整出租汽车运价，包括统一起租费、里程单价和超起租里程加价。

闵行三水厂二期20万立方粑日工程全线投产供水。该厂供水能力达40

上海市自来水公司“小郭热线”被国家建设部授予“全国建设系统文明服务

5月10日 朱铬基总理在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月28日递交的“关于大众出

租十年发展概况”的信上批示：“艰苦创业，来之不易，任重道远，勇攀高峰”。

5月23～28 El 中国城市煤气协会三届四次理事会在沪召开并举办98国际燃气技术

和设备展览会。

7月1日 民用管道煤气价格从0．75元调整为0．90元，并开始实行两步计价，规定每

户年用气基数为800立方米，超过部分按每立方米1．50元计算。以每年7月份抄表为用气

年度的划分期。同年8月，超基数部分价格调整为1．30元，家庭人口5人及以上的用户年

用气基数增至1000立方米。

8月18日 上海大众三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

9月8日 上海巴士一汽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

同日 上海巴士一电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

10月24日 由英商投资建设的大场水厂二期工程竣工投产，正式并网供水，供水能力

达到40万立方米／日。全部投资9300万美元。水厂投产后由英商经营管理。

11月1日 调整自来水价格，居民用水每立方米从0．68元调整为0．88元；工业用水每

立方米从0．90元调整为1．10元。排水费居民用水从0．24元调整为0．45元；工业用水从

O．37元调整为0．45元。

同日 市公用局、技监局、工商局规定：从即日起，停止销售管道燃气普通型家用灶，全

面推行带熄火保护装置安全型管道燃气家用灶。

11月19日 由上海液化石油气经营有限公司和上海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所等八家单

位合资组建的上海东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1月28日 公交行业提前完成新辟、延伸lO条公交线路的市府实事任务。

12月1日 煤气销售(集团)公司与交通银行合作实施太平洋卡自动转帐缴付煤气费

业务。

12月23日 被列人市政府实事项目的5座液化气汽车加气站建成。

12月26日 上海出租汽车行业实施“七个统一”(统一出租汽车标志色、统一顶灯、统

一计价器IC卡装置、统一内装饰、统一自动开门器、统一防劫车装置、统一使用LPG石油液

化气燃料)。首批350辆身披新装的出租汽车向社会展示行业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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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2月 本市村水厂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共完成40座村水厂的改造和50套除铁

锰装置的安装，受益人口30余万。

同月 完成市府实事里弄用水困难改造1775处。

同月 上海巴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浦东供水管理所被评为市优秀

企业；公交二汽公司经理李浩良被评为优秀企业家。

12月底上海市煤气公司实行产销分离的体制改革、资产分割工作全部完成，正式撤

销上海市煤气公司的建制。

1 999年

1月22日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第十一届第八次会议通过《上海市燃气管理条例》5月1

日起施行。

3月1日本市公交票价调整：常规公交车由每人次O．50元单一票价调整到l元单一

票价(过江线路由0．70元调整到1．20元单一票价)；郊区由7．65分／人公里调整到12分／

人公里；市区专线票价，起价由0．50元调整为1元。

4月8日 东海天然气下游工程正式开始投运通气。4月28日浦东新区部分居民率先

用上了天然气。

4月11日 市自来水公司所属杨树浦水厂等10座水厂实施行业改革，改建成独立核

算、自主经营、独立法人的自来水制水有限公司。

6月3日 “88000”公用热线向社会开通。

6月14日 上海市建设委员会发文明确：上海凌桥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原水股

份有限公司的行政隶属关系由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划归上海市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总

公司。

6月20日 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拆除位于卢湾区丽园路市区最后1座给水站，至此本市

给水站改造工程和居民引水人屋工作全面完成。

6月30日 人民公园地下水库建成投用，容量为5万立方米。

同日 由上海公交控股有限公司、上海巴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原水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的上海二电巴士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

6月下旬本市给水、燃气、公交、出租汽车四个行业管理处的政务公开内容及服务指

南上公众服务信息网。

7月1日 上海三电公共交通公司与上海巴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原水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复兴益民集团、上海中城企业集团、上海开城综合开发总公司进行投资重组组建

的上海三电市南公共交通有限公司成立。

7月8日 上海浦南公共交通公司成立。

7月30日 上海巴士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大学签约，组建上大巴士高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8月2日 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浦东大众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分别更名为

大众交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上海大众科技创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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