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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产业集群发展的必由之路——建立、提升、整合专业市场 

马 凌1 张亚男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 400065) 

【摘 要】专业市场是产业集群的市场主体。本文以重庆为例，结合其专业市场现状，提出建立、提升、整合专

业市场的途径和措施，以促进产业集群的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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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群是一种重要的经济组织形式，对我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重庆的产业集群正处于发展初期，专业市

场的建立、提升、整合将有效地促进产业集群的发展和完善。 

1 重庆专业市场的现状分析 

1.1产业集群与专业市场 

1.1.1产业集群 

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s)又称企业集群，产业群簇，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正式提

出的，主要是指在特定的领域中，具有共性和互补性且相互关联的专业化产业组织。产业集群是一种世界性的经济现象，从国

际范围看，产业集群已经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工业发达国家几乎所有较强竞争力的产业都采取集群方式。 

1.1.2专业市场 

专业市场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且具有较强辐射能力，以一种或几种有逻辑关系的商品为主要的交易对象，根据市场经济

规则运行的有形或无形的现货商品交易市场。与传统市场相比，专业市场具有分工细、运转速度快、吞吐能力强、辐射范围广

等特点。 

专业市场是一个集贸易、管理和服务于一体的商贸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较好的互动性。产业集群能产生显著的外

部经济性，较好的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提供市场低价位的支持，有利于专业市场交易规则的确立及竞争优势的发挥。 

结合重庆产业集群的发展现状，专业市场作为一种节约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而存在是毋庸置疑的。重庆是西部经济中心，

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区域层级差异，城市化的总体水平不高，低收入人口占有相当高的比例，这些都给专业市场的存在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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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 

1.2重庆产业集群及专业市场的现状 

重庆是我国的老工业基地，在机械制造、金属材料、医药、农业等方面都具有良好的基础。重庆是我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

基地，汽车产量现今已跃居全国第四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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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重庆集群整体发展水平还处于初级阶段，其经济结构、产品结构、企业组织、技术水平还未能适应国内经济发展和市场总体环

境的阶段性变化。与沿海地区相比，重庆专业市场形成较晚。 

朝天门服装交易市场成型于 1991 年，批发的商品除面向重庆外，还覆盖了云南、贵州、陕西甚至西藏等两百多个市县。现

今，随着服装产业的升级，朝天门服装批发市场也相应的处于再造期。2003 年，璧山鞋业的崛起打造了中国西部鞋都的美誉，

预计到 2010年，鞋都出口数量将达到 1000万双，加之“东鞋西移”，西部鞋都将进一步发展壮大。 

2007年，重庆巴南区投资 25亿建设的五大特色专业市场已基本落成，已建成凯恩国际家居名都、重庆闲置设备交易市场、

渝南汽车超市等市场。这些市场已产生明显的集聚和辐射效应，成为该区招商引资的重要途径。 

预计待五大特色专业市场全部建成后，年经营收入可达 115亿元，实现利税 26亿元能解决 3万人以上就业。尽管重庆专业

市场的发展呈现上升势头，但与浙江、广东等发达省市相比，其整体水平仍处于起步阶段。 

2 专业市场对发展和完善产业集群的重要作用 

在我国，义乌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浙江海宁的皮革城、永康科技五金城等都是较具代表性的专业市场，对区域产业的发展

显示出良好的促进作用。迈克尔·波特在竞争优势理论基础上对产业集群进行研究，指出产业集群的成功与否最终取决于市场。

专业市场作为产业集群市场主体，对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专业市场作为我国现阶段一种高效的产品交易市场，可以促进分工的深化，带动产业集群的形成。 

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关系中隐含着专业化分工与协作，这是集群化的基础条件。专业市场大大降低了分工深化初期的

协调成本，打破了集群间市场分割，协调了集群内分工，从而增加了企业数量，扩大了企业规模，产业集群相应形成。 

(2)专业市场的信息优势，能促进区域内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 

专业市场的交易行情作为社会大市场基本行情的缩影，汇集了产、供、销的大量信息，并快速、低成本向集群企业提供信

息，成为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开发新产品的主要决策依据之一。企业通过专业化市场信息的迅速反馈和传递，对变化的市场做

出快速准确的应变，促进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3)专业市场的激烈竞争，形成对产业集群升级的强有力支撑。 

专业市场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强化了竞争机制的作用力度，带来了集群企业技术进步的动力。激烈的市场竞争能够促进

企业不断改善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和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产业集群内部产品、技术和企业结构的优化，促进集群产业升级及

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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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立、整合、提升重庆专业市场的途径和措施 

3.1建立专业市场的三条途径 

3.1.1专业市场与龙头企业相互交融 

专业市场与龙头企业都对产业集群具有依赖性，都具有辐射带动能力，都强调专业分工与协作，都依赖优良的公平竞争环

境，都对区域经济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专业市场与龙头企业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正确处理专业市场与龙头企业的关系，有利

于专业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众所周知，重庆是我国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汽车产量也位居前茅，重庆长安、庆铃、重汽、嘉陵、建设、力帆等都是

在国际、国内具有较好竞争优势的整车或零部件企业集团。建立与龙头企业产品相适应的市场体系，是建立专业市场的一个有

效的途径。 

3.1.2专业市场与工业园区共同发展 

浙江是我国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形成最早的区域之一，浙江近年形成了一批在工业园区产业集群基础上诞生的专业市场，

在经济发展中显示了强大的竞争力。专业市场与工业园区交映的格局，将产业、生产、销售有机结合，有效的整合了资源，最

大限度降低了生产交易成本从而形成了引领产业发展的中心。 

2007年重庆将加快北部新区、经开区、高新区、西永微电子工业园、长寿化工园区等 30个特色工业园区建设，这将为专业

市场的培育与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3.1.3东部产业集群的西部迁移 

东部产业集群的西部迁移，为西部专业市场的形成提供了难得的契机。以纺织行业为例，2007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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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万套西服也将下线。 

纺织行业的大举西进，使得重庆有望打造西部最大纺织基地，从而形成服装、纺织品等新型专业市场。 

3.2提升与整合专业市场的相关措施 

3.2.1利用商品定位与品牌创建提升专业市场的整体形象 

专业市场不应该是低劣产品甚至假冒产品的代名词，专业市场应该树立良好形象，对产品层次进行合理定位，产品应分为

高中低等不同档次，以满足不同的市场需求。同时，专业市场应建立品牌战略，引入和开发名牌精品，打造鲜明个性的品牌形

象。据 2006年相关数据显示，重庆专业市场中新产品产值增长 39.5%，新获中国名牌 11个，中国驰名商标 4件，但与广东、浙

江相比还存在差距。 

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品牌，形成专业市场内统一的品牌优势是提升专业市场整体形象的必要措施之一。另外，对于重庆汽车，

摩托车这样大型集群内的专业市场，还可以考虑与国际知名展览公司合作办展，通过展会形式 J决速提升国际市场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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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运用现代物流提升专业市场的集约化水平 

专业市场作为商品中转基地，高效的运输速度和低廉的运输成本是专业市场的竞争优势之一。 

专业市场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物流的发展。2006年，重庆实现物流增加值 252亿元，占全市 GDP的 7.2%，物流的发展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可见一斑。 

重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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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物流建设直接影响专业市场在西部地区的拓展。重庆

应充分利用两江通筒的便利交通，加快枢纽型、功能性、网络化公路建设，使物流产业更加多元化、专业化、集团化、信息化。 

此外，重庆还应加强与国际知名物流公司合作，利用国际物流企业成熟的物流网络，积极拓展国际物流业务，适应国际化

的发展趋势，促进专业市场的纵深发展。 

3.2.3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对专业市场运行模式进行重新构建 

电子商务作为现代信息交换系统，其信息传递不受时间空间限制且成本低廉，对传统有形市场的国际化意义重大。 

目前，在我国仅有 8%的专业市场应用电子商务，且主要集中在浙江、广东、江苏等经济发达省份。重庆作为我国新近开发

的经济试验区，电子商务在专业市场中的应用对西部城市具有示范作用。 

重庆制造业、高新技术业等大型的专业市场应依托有形市场，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以进一步提高信息沟通效率，积极促进市

场交易方式的国际化。 

3.2.4充分发挥政府作用 

在我国产业集群和专业市场的发展中，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对市场经营环境起主导作用。 

重庆地方政府应结合重庆及周边现有资源、网络优势，完善专业市场配套设施，加快金融、法律、安全体系等建设，为专

业市场的发展提供高水平的监管和服务。 

此外，政府还应结合产业集群的布局，合理规划专业市场布局，避免重复建设。 

重庆的产业集群正处于发展和完善时期，与之相配套的专业市场也正处于一个全新的建设、提升、整合阶段。重庆专业市

场应充分利用自身已有的集群优势，在政府的引导及相关产业的支持下，尽快发展成为开放、创新、国际化的商品流通业态，

促进重庆产业集群的日臻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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