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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产业集群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马 凌1 张亚男 

 (重庆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65) 

【摘 要】产业集群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自 20世纪 90 年代初在我国沿海部分省市初步形成后，对我国

经济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文章结合重庆产业集群的现状，与浙江产业集群进行了比较，得出重庆产业集群发

展的竞争优势，进而对重庆产业集群的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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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90年代以来，以市场为导向的产业集群在广东、江苏、浙江等地形成与发展，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成为

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新型经济组织形式。重庆是西部经济的桥头堡，充分利用中央直辖、三峡工程建设、西部大开发三大历史

机遇，结合自身优势，发展产业集群对于重庆经济乃至西部经济的整体崛起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重庆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 

(一)重庆产业集群的现状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一词最早出现在美国管理学大师迈克尔·波特 1990年《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认为，

所谓产业群或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

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通常具有专业化、集中化、网络化和地域化等

优势，是提升区域核心竞争优势的动力源泉。重庆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在国防、军工、机械制造、金属材料、医药、农业等

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基础，尤其在制造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重庆是全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汽车产量也位居前茅，汽车工

业己经成为重庆最大的支柱产业。重庆拥有亚洲最大的铝加工厂，是全国十大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之一。 

目前，重庆正在着手打造两车(汽车、摩托车)核心部件产业群、生物医学工程高端产品集群等形式多样的产业集群。重庆

较具代表性的产业集群是双桥区工业园它是我国三大重型汽车生产基地之一。截至 2007 年 8 月，入园企业累计 50 个。协议总

投资 50亿元，实际完成投资 10亿元;协议总用地面积约 403公顷，实际用地面积约 218公顷。已建成企业中有重庆重型汽车集

团公司、重庆青专汽车有限公司、重庆新世纪化纤有限公司、重庆双桥正大有限公司、重庆凯恩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重庆群利

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等;在建项目中，有年产 600 万条全钢子午胎、投资 30 亿元的双钱集团重庆轮胎有限公司、年产 5 万辆低

速轻卡汽车项目、年产 5万套低噪声汽车消声器的重庆晓鹰消声器开发公司、年产 10万套转向节和车桥半轴的重庆凯仁机械、

年产 1万吨电工铜材的重庆华亚电工器材厂、年产 20万根车架横梁的重庆双马汽车零部件公司等。 

但是，重庆产业集群整体的发展水平仍处于初级阶段。面对国内经济发展和市场总体环境的阶段性变化，重庆的经济结构、

产品结构、企业组织都还未能进行相应的调整，技术水平也未能得到相应的提升。初具雏形的产业集群还仅限于摩托车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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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产值己经达到数百亿。长寿化工、涪陵肥料、万州燃气等资源加工集群仍尚未形成集群产业。据《2005 年中国城市竞争力报

告》披露，我国城市产业集群排名重庆居第 7位，低于成都和西安。 

重庆产业集群发展缓慢的主要原因包括: 

(1)由于国有产业主导，企业生产经营具有较强的计划经济色彩，市场化程度不高; 

(2)国有经济比重过高，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缓慢，每万人拥有的私人企业和个体工商业户数量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企业之间尚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专业化协作水平低，上下游一体化程度低; 

(4)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学校、科研机构发明专利授权量不够，新工艺和新技术应用范围较窄。 

(二)产业集群对重庆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产业集群对于改善重庆经济现状，提升重庆区域经济竞争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1)有利于企业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大量专业化的企业高度集中，通过分工协作实现规模生产。相关企业的聚集，

使生产企业可以及时获得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联系，还可以借助分包商的生产能力、控制分包商的产品质量，实现更大

范围内资源的优化配置。 

(2)有利于区域创新，打造区域品牌。激烈的竞争促使集群内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通过获得相关产品的最新发展

趋势，针对性创新，形成整体品牌效应，使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得到较大的提高。 

(3)有利于打好“直辖牌”“牌”，增强重庆主城区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商圈的集聚辐射功能。集群内部企业的发展壮大，新增

的就业岗位有利于解决库区移民的就业问题。 

二、重庆与浙江产业集群竞争优势的比较分析 

浙江是我国最早出现产业集群的地区之一。浙江产业集群源于以专业化分工为基础，以专业化产品为主业的中小企业，多

种企业共存，具有“原生型”特征。 

台州的铝制品加工业集群、海宁的皮革集群、绍兴纺织业集群、桥头镇的纽扣集群、秀州化纤织物集群等星罗密布的产业

集群成为浙江开拓国内外市场的生产基地。目前，浙江产业集群己进入稳定增长阶段，许多产业集群的生产总值和市场占有率

均居全国前列，有些产品己占国际市场的 1/3 以上。与浙江相比，重庆产业集群仍处于初级阶段，但凭借其得天独厚的内外部

资源优势和产业集群的后发优势，其发展仍具有竞争优势。 

1.劳动力要素优势。 

劳动密集型产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首选。浙江产业集群在形成之初，依靠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形成的较低的人力资本，促

进低成本制造业的发展。重庆劳动力低成本优势较为明显。长期以来，重庆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

截至 2006年底，全市人口达到 3198.87 万，农村人口多达 2539.81 万。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三峡库区大移民，使大量农村人口

成为低成本、低技术性的工人，大大提高了产品的成本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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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场需求巨大。 

重庆交通便利，是西南地区的物资集散地和长江上游最具活力的商贸中心。重庆人口众多，随着经济迅速崛起，居民收入

和生活水平得到较大提高。据 2006 年 12 月相关数据显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 11570 元，同期增长 12.9%;农村居民人

均纯收入 2874元，同期增长 2.3%;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403.6 亿元，同期增长 15.4%，为直辖以来最高，消费需求可见一

斑。 

3.产品种类丰富、自然资源品种齐全。 

浙江产业集群以生产用工量大、技术门槛较低的传统消费品为主，工业产品的竞争力相对较弱。重庆工业轻重并举，门类

齐全，综合配套能力较强。按照国家统计局工业行业分类标准，制造业的 30个行业重庆都有，采矿业 6个行业重庆有 5个。重

庆是我国自然资源富集地区之一，其植物资源丰富，是全国重要的中药材产地之一。 

4.国有企业强大的带动作用。 

浙江民营企业是产业集群发展的主导，以温州为例，产业集群内的国有企业不到千分之一。重庆则是我国国有企业分布最

集中的地区之一，国有经济的比重高且涉及领域较广。截至 2006 年底，国有重点企业集团资产总额达到 4376 亿元，规模逐年

壮大。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有机群聚有利于发挥国有企业的带动作用，促进中小企业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壮大。 

5.东部产业集群的西部迁移。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内市场相对过剩，使得区域经济格局面临重新洗牌，东部产业将相继向西部迁移。目前，上海纺

织控股集团将旗下的上海三毛股份有限公司 36.1%股份以国资划转方式，零置换给了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山东如意集团投资 40亿

在三峡库区万州建立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紧密纺基地主体厂房也将竣工;雅戈尔西部公司在重庆投产的巧万套西服也将下线。这

将为重庆产业集群的发展带来不可多得的良机。 

6.政府的政策扶植。 

浙江的产业集群是自发形成的，形成之初，一度受到政府政策上的打压。重庆的产业集群的发展则受到政府的重视和大力

支持，具有后发优势。《2007 年重庆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壮大产业集群。加快构建以汽车、摩托

车、装备制造、资源加工、高新技术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为支撑的现代工业体系。加快北部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西永微电子

工业园、长寿化工园和 30个特色工业园建设，促进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 

三、发展和完善重庆产业集群的对策思考 

(一)发展重庆产业集群的途径 

培育和发展产业集群的方式多种多样，结合重庆竞争优势，其产业集群的发展可以采取以下三种途径。 

(1)通过一些特大型国有企业的改组和改制及其非核心业务的分离，形成‘小而精’的产业集群。 

(2)通过高新技术产业、创意产业集群拉动传统集群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传统产业创新的内在源泉，创意产业是传统产

业企业文化发展的内在驱动力，两者有机结合，可以促进重庆的摩托车和汽车集群的提升和整合，打造“汽车名城”、“摩托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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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都”。 

(3)通过构建产业核心网络体系，发展产业集群。重庆产业集群应以主要城区为主，打造以主城为核心的产业群和“1 小时

经济圈”，增强主城的集聚、辐射和带动功能，通过空间分布的适当集中，带动小城镇建设，进而形成核心产业高效协作网络体

系，有效规避浙江产业集群内同行业的无序竞争，形成柠檬市场”。 

(二)完善重庆产业集群的相关措施 

1.鼓励产品创新及制度创新。 

产品的自主创新是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支撑，人才是自主创新的动力源泉。集群内企业应深入实施“科教兴产”、“人

才强业”战略，网罗各地专业性人才，鼓励人员积极进行新产品的开发研制。此外，还应采取内生和外生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模

式，在积极吸引外资的前提下，重视内部投资，平等对待内部和外部投资，促进两者的有机融合。 

2.形成区位品牌，培育支柱产业。 

据 2006年相关数据显示，重庆工业产业集群的新产品产值增长 39.5%，新获中国名牌 11个，中国驰名商标 4件。企业应继

续加大力度打造品牌优势，在产业集群内形成区位品牌。此外，产业集群在形成及发展过程中，支柱产业的带动和示范作用十

分重要。选择一些生产规模较大，管理水平较高并具有较强产业链发展意识的企业如摩托车、汽车产业等进行重点扶植，使其

成为产业集群的核心，引导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发展和完善农业产业集群。 

重庆是我国的农业大省之一，江津是著名的“柑橘之乡”，彭水被誉为“油桐之乡”，酉阳被称为“乌柏之乡”，石柱县是全

国著名的“黄连之乡”。合理的发展农业产业集群对于推进产业集群的整体发展意义重大。重庆的农业产业集群应以支农基金为

杠杆，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形成各具特色的农业产业集群。重庆还应精心打造都市农业产业集群，如渝北区以彩色花卉、白色

牛奶、绿色蔬菜等“三色”农业为主的都市农业产业集群。 

4.拉伸旅游产业链，实现旅游产业的突破性发展。 

与浙江相比，重庆旅游资源丰富，集山城、江城、历史文化名城于一身，以峡谷风光为代表。旅游资源涵盖 8个大类 98个

小类，景点 300多个，有 6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8个国家级森林公园，26处省级风景名胜区。此外，重庆相邻省的旅游资源

也颇为丰富，省际间的旅游经济协作，有利于拉伸旅游产业链。政府应加大仙水都市游”、“生态旅游年”等活动的投入及宣传

力度，促进旅游集群的发展壮大。旅游集群的发展是重庆集群发展的突破口，对其他集群具有重要的带动作用。 

5.转变政府职能，实现集群与专业市场的互动发展。 

专业市场是产业集群发展的航标。重庆产业市场化程度较低，加之集群的发展处于国内市场相对过剩、国外市场相对疲软

的阶段，市场拓展举步维艰。因此，重庆的产业集群应突破现有市场，充分发掘潜在的市场。如重庆模具产业的发展前景巨大，

预计 2007年，重庆市规划汽车 100 万辆、摩托车 700万辆，届时，需模具近 40亿元，且每年以 20%的速度增长，但目前重庆模

具产值不足 10亿元，市场缺口巨大。发掘潜在市场，拓展专业市场，对于重庆产业集群的扩张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形成重庆

经济增长的长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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