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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构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思考 

何关银 

2012 年 6 月 18 日召开的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在重庆直辖 15 年发展基础上提出了符合重庆实际、反映科学发展要求的总

任务，这就是:“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确立，将使重庆的发展进入“求突破、上台阶、大发展”的

新境界。所以，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是使重庆发展实现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进一步增强的具有重要历史性意义的会议。

笔者认为，为了落实“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应该重视构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问题。     

一、构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要求     

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阐述科学发展观理论时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为此，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

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着力把握发展规律。
[1]
笔者认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要求构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     

首先，“从不平衡到平衡”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求构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

中说，不能把过程中的矛盾平均看待，不平衡是事物过程中矛盾的“基本形态”。
[2]
事物过程中矛盾的不平衡“基本形态”，在经

济社会发展中具体表现是“从不平衡到平衡”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对这个规律具体阐述的是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 

厉以宁教授认为，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不可能以平衡状态推进，必然由率先发展的地区引领;发展结果的趋向可以是平衡，表

现为率先发展与落后地区共同发展，落后地区可能发展速度还快一些、甚至后来居上的跨越式发展。根据“从不平衡到平衡”

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我们既要看到重庆市所有区、县都要在“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的指导下，普遍得到共同发展的

必然性。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在重庆的实践也是不平衡的，那么，这个“总任务”的实践中必然需

要有率先实践的“展示区”。     

其次，经济学的增长极理论也要求构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的发展内涵是

全面、协调、可持续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在重庆市第四次党代会报告中指出，总体上看，重庆仍然处在欠发达阶

段，仍然属于欠发达地区，离“314”总体部署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期望还有较大差距，实现科学发展任重道远。“科学发展、

富民兴渝”，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也就是说，重庆只有立足于仍然处在欠发达阶段的实际，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才能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渝”

的总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不能忽视经济学的增长极理论的作用。经济学的增长极理论有一个重要内涵是，区域经

济发展需要在“增长极”的聚集、溢出、回程效应的交互作用中才能实现。 

由此可见，构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不是把重庆市区县分成三流九等，在有差距基础上再拉开差距，而

是在实践中贯彻第四次党代会精神的要求。构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是发挥那些发展基础好、未来空间大，

不仅可以率先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渝”、还能发挥示范带动效应区域的作用，实践上最大好处是促进“科学发展，富民兴渝”

困难较大区县的发展。     

最后，构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也是人们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认识规律的要求。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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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这是人认识与把握事物，乃至世界的认识逻辑。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总任务，也需

要向重庆市内外提供一幅由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认识逻辑组合的认知图景。 

在这一幅认知图景中，“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地位与效应是不可或缺、也是不能替代的。如果向重庆市内外提供

由展示区为代表的“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认知图景，对内可以激励与引导“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的实践过程，对

外可以有效地展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总任务的实践过程。     

二、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的遴选条件     

从一般意义讲，重庆市所有区县都是“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选项。但是，“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在重庆

市众多区县中，又必需具备充当“展示区”条件的特殊、个别特质。充当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展示区”条件的特

殊、个别特质是什么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条件:     

第一，必须在重庆市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战略全局中有“关键一着”的地位。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

战略问题》中，不仅提出了“战略决定论”的观点，还指出，战略指导包括照顾好战略全局与抓好战略的“关键一着”两个方

面。毛泽东同志特别强调抓好战略的“关键一着”问题，还引用了“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下棋原理来说明这个问题。
[3]
充当

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展示区”的区县，应该在重庆市实现“科学发展，富民兴渝”战略全局中有“关键一着”的

地位。     

第二，要具备充当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展示区”的发展基础。重庆市是中国内陆地区唯一直辖市，是国家“五

大中心城市”之一，其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在西部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展示区，既不能整体上脱离重庆现有发展水

平与阶段，也应该与中国内陆地区唯一直辖市、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一的地位相当。用通俗话说，“既不能拔高，也不能太

寒酸!”既然作为重庆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的展示区，从总体上讲其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水平原则上应该代表“重庆的最好”。     

第三，要具备充当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发展潜力与空间。充当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展示

区”，不仅要考虑已有的充当展示区的基础，更要注重其未来几年、乃至更长时期内的发展潜力与空间。因为，重庆“科学发展，

富民兴渝”的总任务是面向未来的，如果展示区的未来发展潜力与空间有限了，怎么能够承担起展示区的责任呢?     

三、渝北区具有作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优势     

笔者经过对重庆市各区县的比较研究，认为，选择渝北区作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展示区”是比较合适的。

主要理由如下:     

其一，渝北区在重庆市发展中有着战略上“关键一着”的地位，是重庆近 20多年发展实践的选择。这种实践，包括重庆市

自然地理、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方面。从自然选择来看，重庆这座国家级中心城市座落在西南崇山峻岭之中，城市发展受江山阻

碍空间非常有限。唯有渝北区向东方向山势相对平缓，适合建设连片都市区。 

从社会选择来看，改革开放 30多年，重庆市沿龙溪镇一两路建成了上百平方公里新兴都市区，市级机关的办公大楼也大多

聚集于这一线，是重庆“都市风貌展示区”，凸现了渝北在重庆“主城”中的特殊地位。正因为如此，深入研究重庆经济社会发

展，不能不将研究视野聚焦于 20 世纪 90年代以来一直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反复呈现战略上“关键一着”的渝北区。     

其二，渝北区从经济地理或“渝北经济板块”看，具备充当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经济实力。“渝北经

济板块”，应该包括渝北区与两江新区的经济总量之和。2011年，渝北区的 GDP是 767.8亿元，位列重庆 38个区县之首;重庆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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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新区 GDP2010 年突破 1 千亿元，2012 年两江新区将达 1600 亿元。也就是说，“渝北经济板块”聚集了重庆经济总量的五分之

一。张德江同志在报告中说，“经济发展是富民之源，兴渝之基”。“渝北经济板块”有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如果能够建成“科

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对于重庆实现第四次党代会的发展总任务其意义是重大的。     

其三，渝北区及其“渝北经济板块”未来具备充当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发展潜力与空间。这是因为两

江新区的空间主要“落在”渝北区，且渝北区除去两江新区后发展潜力与空间也是“主城”其它区县无法与之匹敌的。两江新

区的设立，是继重庆直辖以后的重要事件。两江新区虽然空间涉及渝北、江北、北碚三个行政区域，但是，两江新区 1200平方

公里的规划面积中，渝北区占了八百多平方公里，这是事实。张德江同志在报告中说，要“加快两江新区开发开放，建成内陆

开放的重要门户”。 

由于渝北区与两江新区存在空间的广泛重合关系，所以，渝北区在两江新区中的空间特殊地位，既加强了渝北在重庆市发

展战略格局中的特殊地位，也因与两江新区的“一分为二”及“合二为一”的关系拓展了渝北区的发展空间。渝北区已经围绕

空港建成了六片总面积上百平方公里的新兴都市区，且在两江新区未来国际标准的产业增量与都市化拉动下，渝北区的都市区

面积还将快速扩张，其形成的生产扩散、消费需求空间是重庆市其它区县难以匹敌与复制的。 

再从欠发达地区发展必须的土地资源空间看，渝北区幅员面 1400 多平方公里，除去两江新区 810 多平方公里后，还剩 600

多平方公里的空间，环顾重庆“主城”其它区县，还有 500 平方公里以上的土地资源空间的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显然，渝北区

还剩下 6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中蕴藏的发展潜力与空间，也是“主城”其它区县无法与之匹敌的。     

四、支持把渝北区建成“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建议     

如果选择渝北区作为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其应该方面军到的展示效应不可能一蹦而就。渝北区现有的

发展水平、已有的发展条件离建设展示区的要求差距甚大，需要有关方面从全市战略高度予以重视与解决。据了解，渝北区建

设重庆“科学发展，笔者就此提出三点建议:     

一是根据渝北现有资源为其创造空间。从幅员上讲，渝北已经建成 100 多平方公里都市区，还有 500 多农村土地资源可开

发，但是，这些目前只是“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可能空间，不是现实空间。障碍在哪里?在于依据现有政策与管理体制，渝

北区没有将这些发展资源与空间利用起来的权利。 

如两个具体问题，一是办房产证的权利不在渝北;二是为两江新区发展的折迁户安置房的“落地”，渝北区也没有权限。从

这两件具体事情可以看出，如果要把渝北区建成重庆“科学发展，富民兴渝”的“展示区”，必须给渝北创造发展的空间，在政

策、体制上实事求是地作较大调整、改革、创新。 

二是着力支持渝北在统筹城乡上求突破。渝北区从龙溪镇到两路沿机场高速一线堪称繁华，公路宽阔、高楼林立。但是，

渝北以落后镇、村为代表的农村欠发达状况也的确令人难以安坐，有的落后镇财政收入仅二、三十万元!按照国家级中心城市标

准思考问题，渝北区将来全域都可能都市化、至少是“都市小镇化”。伦敦、罗马、巴黎附近都有不少代表都市与国家水平的具

有国际吸引力的“都市小镇”。能否参照发达都市水平，支持渝北的城乡统筹，把渝北欠发达镇与村，建成代表重庆都市特色与

国家水平的具有国际吸引力的“都市小镇”，这是可以研究并规划的事情。     

三是结合渝北旧城改造支持渝北发展都市型商贸。渝北区是从江北县嬗变过来的，近 20年左右虽然新建了连绵几十公里的

都市区，但是，两路镇仍有大片“旧城”亟待改造。不改造两路旧城，渝北区这个“科学发展，富民兴渝”展示区的名与实都

难以服人。如果能结合渝北旧城改造支持渝北发展都市型商贸，将可能增加渝北区与两江新区的互补互动发展。同时，如果在

渝北崛起了都市型商贸，渝北才能真正成为代表重庆具有国内外吸引力的都市区，重庆市 20世纪 90年代确立的都市区“北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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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下”战略才能真正实现。若实现了这样的都市发展战略，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与武汉为代表的长江中游经济区的“握

手”的历史时刻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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