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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产业升级图景 

吴红缨 

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而推动一个城市主导产业的变迁—这是发生在第二轮城市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个独特现象。例如，

大连的“软件业”，广州的“汽车业”，重庆以前的“摩都”与即将到来的信息产业。 

这一轮调整有的刚刚发生有的则已绵延十数年。 

最近，重庆各大产业园区接到市府通知， 

要求提供园区内项目材料。该市政府决定，在全国“两会”后，市主要领导，将赴上海、广东、福建、浙江、江苏五省考

察，并推动各园区在谈项目的签约。 

这是重庆为推动工业发展而作出的举措之一。提升工业经济，做大项目，发展大集群，己成为其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

径.其中信息产业.更被推至战略位置。 

力挽经济总量 

在 1月 30日召开的重庆市经济工作会议上，常务副市长黄奇帆表示，重庆的发展要以工业作为最重要的支撑，它是实现中

央“314”部署的主要动力。 

直辖十年，重庆市 GDP保持年均 10.2%的高速增长，2007年 GDP突破 4000亿。然而，它在西部的优势并不明显。据重庆市

信息中心在 2007年底发布的研究报告，在西部排名中，重庆经济总量由直辖前的第五位下滑至第六位，增长速度列西部第八位。 

黄奇帆认为，重庆要缩小差距，并领先西部，未来五年(SDP 必须保持巧%的增速，而强大工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根本途径，

农业和三产都不足以支撑。 

大力发展工业，也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趋势打好基础。重庆市社科院企业所所长王秀模称，重庆制造业基础好，劳动

力成本较低，在西部优势明显。 

重庆历来为工业重镇，直辖后，工业企业通过改制、整合及发展，己初具规模。目前全市工业资产 5000亿元，净资产 2000

多亿元。 

在总结 2007年工业的成就时，分管经济的官员们都提到三个突破 1000亿元大关的指标，包括工业投资，工业销售增加值，

新产品产值。另外，电力装机容量也突破了 1000千瓦，基本为工业解除了能源之忧。 

去年重庆全市 3160亿投资，工业投资比重占到 1/3强。 

但问题仍存在。重庆市经委主任吴冰表示，主要是指产业结构偏重，经济发展方式总体上仍是粗放型，企业创新投入不多，

核心竞争力不强，产品附加值不高，对外开放深度力度不够等。 



 

2 

为此，重庆制定了工业五年发展规划.到 2012 年.投入巨资 9500 亿元发展工业，其中工业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

达 40%，制造业投资占工业投资 70%以上。届时，全市工业销售产值将达 1.5万亿元，年均增长 23%，新增就业人数 50万人。 

近万亿的投资，主要用于提升支柱产业，培育造就一批新产业集群。新兴产业集群包括 9类:天然气化工、石油化工、煤化

工、新兴汽车和通机产业，新兴装备制造业，新兴材料产业等等。 

同时，通过实施大项目，发展大集群，提升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石油天然气化工、材料和电子信息五大支柱产业水平

和竞争力。 

黄奇帆表示，要利用五年时间，将这五大支柱产业打造成西部领先的五大产业基地。 

千亿承接计划 

引人关注的是，在重庆对工业的五年规划中，信息产业被提到重要位置，黄奇帆在经济工业会上提及“下一步重庆工业重

大项目”时，将 IT项目列为第一个类别。 

重庆目前第一支柱产业是汽车摩托车产业，2007年，该市产销汽车 100.3万辆，摩托车 864 万辆，汽车产业销售值 1547 亿

元，摩托车产销量连续 7年位居全国第一。 

不过在重庆看来，汽车摩托车产业未来增长会达到一个临界值，此后再维持高速增长的势头较难，因此该市正致力于培育

装备制造业、材料产业、石油天然气化工产业、信息产业等产业，以保证地方经济能持续增长。 

重庆的官方还普遍认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环渤海湾等信息产业集群区，己成为世界信息产业的重要制造基地，但随

着中国经济的加速发展，土地、人力资源等要素日益稀缺，信息产业转型升级需求明显，并将逐步向中西部转移。 

针对这一趋势，重庆正酝酿出台《信息产业千亿承接重庆行动纲要》，计划在 2012年前，承接 1000亿信息产业转移，并将

该市 IT业年销售收入做到 2500亿元，IT业增加值占该市 GDP比重的 10%目前为 6%。 

重庆市信息产业局局长沐华平表示，重庆力争到 2015年，将信息产业打造成为重庆市国民经济的第一支柱产业。 

他认为，发展信息产业有个三层次的意义，一是投入小，产出高，能耗低，GDP 增量大;二、信息产业是知识人才密集性产

业，将能整体提升重庆工业结构。 

最关键的一层，是信息产业是中国第一大支柱产业，现在中国年销售值达 6万多亿，占整个工业销售值的 1/5。因此，如能

乘势而上，就可在整个中国经济蛋糕分得一定份额。 

其实，这一豪言的背后，是重庆目前还没有足够产业基础的现状。目前重庆 IT产业规模小、基础薄弱、后劲不足、核心竞

争力不强等问题依然存在。 

2007 年，重庆市的 IT 业销售收入为 473.8 亿元。这一数据年增长 33.3%，高于全国 15 个百分点，但这只是一个恢复性增

长。沐华平说，"5年来重庆的 IT规模扩大了 10倍。 

此外，受计划经济下的城市定位影响，重庆电子工业基础薄弱，而成都是电子工业重镇，重庆市的 IT一直难以与近邻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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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2007 年，重庆的软件业在 5 年扩大了 20 多倍的前提下，收入仅为 155 亿元，而成都市 2007 年的软件销售收入超过 300

亿元。 

重庆期望在承接未来的 IT 大转移中实现 6 个突破，如引进 IT 产业世界 100 强和国内 100 强落户，培育一批 50 亿元、100

亿元的龙头骨干企业;以及打造 10个信息产业承接园区;构筑集成电路、信息家电等 6大百亿级产业链等。 

为了鼓励弥补制造企业转出地的财政损失，重庆重点是在未来的产业承接中采用“工地飞地”模式，即按照优势互补，互

利双赢的原则，与经济发达地区共同建设承接信息家电产业转移的园中园(“飞地”)，对产业转移项目落地投产后所产生的税

收，与产业转移地按照比例分成。 

目前重庆己划定南岸茶园、江北港城、涪陵、万州等 10个信息产业特色承接园区。沐华平透露，该市的南岸区与北京市海

淀区将有望在年内签署点对点的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建设协议。 

黄奇帆表示，随着这些目标的落实，有望出现内陆地区与京、津、沪在信息产业领域并列竞争的局面。 

前行者大连 

显然，重庆正力图将信息产业打造为未来的第一产业，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这一策略因为一个人让人联想到大连，

他就是新任重庆市市委书记薄熙来。 

1997 年，受国家宏观经济结构调整，作为重工业制造基地之一的大连大量工人下岗，时任大连市市长的薄熙来提出“建设

大连软件园.发展信息产业”的构想.让大连发展成中国现今的“班加罗尔”。 

这其中，大连形成了其独具特色的大连软件园“官助民办”模式。 

大连选择将经营决策权下放给企业，政府进行援助的模式。经营权“外包”给大连的地产公司亿达集团，由其组织资金进

行投资及建设。 

据亿达集团的官方资料，其对软件园的投资已经超过 10亿回报额虽未公开，但相当可观。 

政府则扮演一个更为宏观的角色:作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公路、桥梁及管道建设。作为政策决策者，政府在

宏观调控、整体规划、引进外国投资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 

它还提供给软件园特别的税务政策、贷款及利率安排。 

而软件园也以企业模式运营，甚至积极参与对园内创业企业的投资。基于“通过服务创造价值”的概念，软件园提供全方

位服务:公司注册、员工雇佣、计算机平台搭建、软件调试、资产管理顾问、信息支持等。 

为了实现人才储备，软件园与东软集团联合创办了我国第一所民办专业软件学院:东北大学东软信息技术学院。此后，大连

铁道学院、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基金会、中国铁道通信信息有限责任公司采取全新的体制，联合创办

了我国第二所民办软件学院:大连铁道学院软件学院，两所院校现有在校学生近 1万人，首批部分毕业生己进入软件园的中外企

业工作。同时东软信息技术学院和大连外国语学院正在合作开展外语和软件双专业人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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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大多数专家看来，大连的政策各地可以学，外包业务也可以学，但“官助民办”的方式其他地方学不了!但重庆却有

自己的优势，因为大连软件业发展的本质是“企业与地方政府‘合谋’而推动一个城市主导产业的变迁-这是发生在第二轮城市

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个独特现象。” 

在这方面成功的城市不仅仅是大连，还有广州的“汽车业”，重庆以前的“摩都”。显然，重庆只要好好总结其摩托车产业

发展的经验，将其移植到信息产业上，其远景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