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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产业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皮晓鹏1 

(重庆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047) 

【摘 要】:当前，新一轮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正在加速，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积极承接国

际国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竞争力增强，是重庆市深入扩大开放、加快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的重大

战略举措。在分析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结合新形势新要求，从重庆市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特殊

市情出发，剖析现状及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力图找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有效途径，提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

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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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现状及特征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重庆直辖以来，始终坚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紧紧抓住直辖效应、西部大开

发、三峡库区移民迁建等重大机遇，积极营造承接产业的良好环境，不断创新思路和举措，着力招商引资，国际国内产业向重

庆转移产业规模逐年增长、层次逐步提升，并呈现出加速的态势。 

(一)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的总体情况 

1.国际产业转移方面。直辖以来，重庆市累计新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项目 2246个，签定合同金额 99.47亿美元，实际利用

金额 48.50 亿美元。特别是 2004 年以来，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加快增长，2007 年创下 10.85 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截至

2007 年末世界 500强企业有 93家落户重庆。 

从行业看，主要集中在制造业领域。据统计，制造业累计签订利用外资协定 1155个，占全市 44.3%;合同金额 38.99亿美元，

占全市 32.9%;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20.53 亿美元，占全市 42.3%，在全市外商投资中均居行业首位。从发展态势看，制造业

实际利用外资呈现出高开-调整-逐步回升的态势，1998 年达到 2.47 亿美元，随后持续回落，在经历 2003 年谷底以后开始稳定

上升，2006年达到 2.96亿美元，创直辖以来最好水平。 

今年以来，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出现井喷，前 5个月达到 3.74 亿美元，超过 2007年全年水平，同比增长 3.93倍。德国巴

斯夫 MDI项目协议利用外资 45亿美元，是 1997-2007年全市制造业外商协议投资额的 1.15倍。 

经过直辖十年打基础、建平台，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进一步凸显，外资加快涌入的态势十分明显，标志着外商投资重

庆制造业己进入一个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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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内产业转移方面。2007 年，重庆市实际利用内资首次突破 400 亿元，是直辖前 1996 年的 12.6 倍，年均增长 25.9%，

直辖以来实际利用内资累计达 1337.30 亿元，与国内其他省市的经济联系合作进一步加强。从产业类别看，以第二产业为主，

1997-2001年，全市第二产业利用内资一直保持平稳增长态势，2002年出现大的突破，比上年增长 26.0%,且增势不减，2007 年

达到历史高点 223.26 亿元，是 1996 年的 21.2 倍，年均增长 32.0%，高于全市利用内资增幅 6.1 个百分点海尔、格力、美的、

长虹、康佳、中国普天、中集、云天化、如意、福耀等国内一大批知名企业集团)相继落户重庆。 

 

(二)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的结构特点 

1.国际产业转移 

(1)从产业看，集中在房地产和制造业。直辖以来，房地产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17.03亿美元，占全市实际利用外资 35.1%;

制造业累计利用外商直接投资 20.53 亿美元，占全市 42.3%房地产和制造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接近全市 80%.嘉陵、建设、庆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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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长安等企业与外资合作较早，使得汽摩业成为重庆开放度最高的产业，占据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半壁河山。 

未来一段时间里，重庆市第二产业利用外资仍将保持主体地位，但随着国家逐步放宽金融、保险、商业等领域对外商投资

的限制，第三产业利用外资比例将有较大幅度提升。 

 

(2)从区域看，“一小时经济圈”承接份额较大。近几年重庆利用外资上了一个新台阶，但分布极不均衡，具有高度的聚集

特征。“一小时经济圈”仍旧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地区，实收外资占全市比重接近 90%，尤其以渝中区、九龙坡区、江北

区、沙坪坝区为主。 

(3)从国别和地区看，主要来源于我国香港和日本、美国。近年来，来自欧洲的投资逐渐增多，其中来自英国的投资 1.12

亿美元，占全市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的 5.2%。随着茂德“811芯片”项目落地，台湾在渝投资呈现出后来居上的态势。 

一般地说，来自香港的资金偏好房地产投资，而欧美、日本资金主要投向制造业。 

2.国内产业转移 

(1)从区域看，“一圈”占全市常住人口 60%,GDP总量 77.8%、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89.1%，是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区

该区域实际利用内资约占全市 78%“一圈”与渝东北、渝东南承接产业转移为 78.014.47.6,“两翼”明显较弱。 

(2)从来源地看，主要来源于东部地区，且近年来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1996年，来自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占重庆实际利用内

资的 67.1%，为 22.9亿元。2007 年，这一份额提高到 76.4%，而来自于中、西部地区的内资只占 23.6%。 

(3)从产业看，以第三产业为主，但近年来第二产业比重明显提高。直辖以来，第三产业累计利用内资占全市 53.8%,占内资

总量比重由 1996年 68.3%降至 2007 年 47.2%，而第二产业比重由 30.9%提高到 51.9%。 

二、重庆承接产业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承接产业转移数量少、规模小，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与西部省区相比也不具优势 

一是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少。 

2006年，重庆注册登记的外商投资企业有 1360家仅占全国 0.5%在各省市中排第 23位、西部第 5位。西部外商投资企业数

量最多的四川有 4491家，重庆不足四川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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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小。 

2007年，重庆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仅占全国 1.5%，比 GDP占全国比重低 0.1个百分点。重庆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排在全

国第 22 位、西部第 4 位，与直辖前 1996 年没有变化。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世界 500 强企业己有 400 多家来我国投资，

但来渝投资企业却仅有 93家，不到 1/5。 

三是外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弱。 

2007年，重庆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 2.4%，低于全国水平 1.4个百分点，工业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市工业投资的

2.2%。2007年，四川省引进国内外资金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达到 38%，比重庆高 22个百分点。 

(二)思想不够解放、认识不到位，对招商引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动力和压力我们一直在强调解放思想、扩大开放，

但与沿海比，我们思想解放程度还不够，缺乏敢为人先、开拓创新的精神。凡是书上没写的，文件上没有的，领导没讲的，就

不敢大胆闯、大胆试。 

在为什么开放、如何开放的问题上，仍有不少同志思路不清、办法不多、作风不实，只停留在口头上，缺乏具体有效的措

施。一些招商活动“雷声大、雨点小”，协议签了一大堆，但许多资金和项目却迟迟难以落地。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好的区

县对招商引资的热情不高，准备不足、力度不大、措施不力。不少贫困区县仍习惯于把精力放在向市里争资金、争项目上，不

愿主动走出夔门，大气魄承接国际国内和市内产业转移。 

(三)发展软环境特别是政务环境改善不够 

从政策方面看，与沿海及周边比较，在一些政策上不具优势，如与上海高新技术、现代服务业方面的政策，与四川在产业

承接方面的政策;政策落实不够，一些市里出台的优惠政策没有落实，惠普、大正等企业反映市里的出国劳务助业贷款备用金、

软件及信息服务外包的奖励补贴政策等没有落实;政策针对性不强，缺乏对大项目、大投资和先进要素具有吸引力的政策，需要

出台那种有分量、一目了然的政策性文件;政策执行不灵活，过分讲程序，强调照章办事。 

从政务环境看，政府职能还未根本转变，管理越位、错位、缺位问题还较为突出，“事难办”仍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

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合力不强;在一些外资项目的推进中，不少职能部门习惯被动办事，不积极主动为外商协调解

决问题，存在应付、讲形式的情况;政府部门权力意识偏重、服务意识较差，审批项目复杂且环节多。在招商引进上，缺乏专门

机构和专业化招商队伍;缺乏创新的招商手段和措施，专业性招商知识很少，项目库建设不规范且滞后，无法满足客商咨询需要

等。此外，法制环境、经营环境、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也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 

三、推动重庆加快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 

当前，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己成燎原之势，外资西进、内资西移外

资看好西部也看好重庆重庆市正面临着通过吸纳国际国内生产要素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机遇。但是，这一机遇具有较强的时

限性和空间选择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次性洗牌”的性质，持续时间并不会很长，机遇稍纵即逝，失不再来。 

如果坐失良机，重庆在未来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就可能长期处于被动地位。能否抓住这一机遇，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上

参与国际国内分工和资源优化配置，加快推进内陆开放型经济建设，进而促进“314”总体部署的全面落实，推动经济社会实现

更快更好发展，关键在于全面提高重庆市承接产业转移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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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承接产业转移要突出“特” 

承接产业转移要因地制宜，突出地方特色，合理引导外资流向，促使产业项目布局、园区发展与各地优势更好地结合起来，

形成地区间产业合理分工、资源优化配置、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格局。围绕重庆市五大支柱产业、九大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和

完善城市功能定位，打造千亿级产业链和百亿级企业集团，列出产业配套“清单”，有针对性地引进缺失链条、补强薄弱链条、

提升关键链条。 

强调走专业化、规模化道路，细分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或某一产品为主攻方向，通过内联外引促进形成一批大中小企业相

互配套，关联度大、带动力强、辐射面广、集约化高的优势产业集群，促使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发展良性互动，提升重庆产业

的综合实力。 

(二)思想观念要“新” 

网络时代的竞争是思想的竞争，思路决定出路。重庆作为欠发达地区，要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可以说，解放思想的空间有多大，扩大开放、改革发展的空间就有多大。 

在经济全球化区域一体化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发展，只有解放思想，扩大开放，我们才

能吸引更多的资金、人才、技术，才能承接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直辖以来纵向看重庆发展很快，横向比差距越来

越大，按照“314”总体部署，重庆的发展任重而道远，要增强广大干部群众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激发出强大的内生动力。重庆

“加快”、“率先”必须创新突破，走一条超常规发展道路。 

只有在改革创新上“率先”，才能在加快发展上“率先”。要勇于突破思想观念上的桎梏和条条框框的束缚，不唯书、不唯

上，只唯实。对待改革创新不争论、少争论，鼓励创新，宽容失败，多干少说，干了再说，把解放思想动力真正转化到具体实

践中，体现到扎实的效果上。 

创新需要智慧和勇气，更需要海纳百川的胸怀，对竞争性领域的国有企业，基础设施项目和公共设施产业中国家法律政策

没有明确禁止的，地方国有金融企业在国家限制政策之内的，一律对外开放，努力把重庆建设成内陆开放型经济，以大开放促

进重庆跨越式发展。 

(三)发展环境要“优” 

要从“率先”和“加快”的战略高度，深化对投资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大力倡导环境竞争力决定着发展的竞争力，抓环境

建设就是抓经济发展。当前投资环境存在的主要矛盾己从硬环境逐步转向软环境。改善投资环境，必须高度关注政府在改善投

资环境过程中的作用。 

从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看，我国不但存在产业由东向西进行梯度转移的问题，在观念和政府行为模式上也存在梯次传

播和学习的过程。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打造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 

进一步加强审批事项改革，减少政府审批项目，优化办事流程。深化投融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体制改革，为市场主

体和资源、信息、技术、人才、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畅通流动创造条件，营造“安商、亲商、富商”的良好氛围。积极利用各

种有利政策抢占承接产业转移先机。对己出台政策进行全面梳理、整合，使之产生叠加效应，同时加强督查，确保己出台的各

项政策逐一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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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新形势新要求，认真研究重庆市产业发展现状、特点、趋势和国际国内大企业的投资动向，出台有针对性、操作性强

的新政策，特别是围绕引进大项目、大企业、大投资，强化政策支持，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使重庆市成为西部地区乃

至全国的“政策洼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