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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产业加速对接长三角经济圈的战略评析 

陈德敏1 池尔敏 李世龙 

(重庆大学，重庆 400044) 

一、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的格局中，未来的城市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个体竞争，而是城市群之间的竞争，是区域与区域的竞争。 

构造区域性发展优势，解决好同处于一个区域范围内的相关城市彼此间的分工与协作，打造城市群中各城市的共同发展与

繁荣，产生联动效应，形成区域一体化发展格局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处长江经济带和沿海经

济带的接合部，是中国经济最发达、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近年来，长三角凭借特殊的区位优势、完善的基础设施、良好的配套能力、雄厚的人力资源和高效的政府服务，在区域发

展竞争中脱颖而出，迅速崛起为我国第一大经济圈和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其作为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增长极的作用已经凸现。重

庆市是西部大开发战略重镇，是长江经济带的“龙尾”，是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的“龙头”，具有“承东启西，左右传递”的区

位优势。 

然而重庆与长三角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项主要经济指标都远远落后于长三角。加快对接长三角，实现重庆与长三角地

区经济协调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二、对接长三角经济圈是重庆打造 

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实现经济崛起的战略选择 

根据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中心城市理论，区域的中心城市演绎过程是市场原则、交通原则和行政原

则三个原则作用下的结果
[1]
。根据该理论，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是必然的。 

首先，按照行政原则，重庆作为西部惟一的直辖市，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可能性很大。根据交通原则，重庆地处长江沿

岸，拥有长江黄金水道并且是东西部的连接要道，这也为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提供了条件。 

再次，根据市场原则，成为中心城市，应承担组织物流集散和商业流通职责，重庆承东启西、左右传递的区位优势和发达

的水陆交通枢纽也使其未来作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上述对重庆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分析归结为一

点就是具有地处长江沿岸的区位优势。 

因此，重庆必须发挥区位优势—依托长江，对接长三角，实现与长三角地区优势互补、联动发展，从而实现重庆经济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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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对接长三角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好处: 

首先，有利于打造加快发展的平台。对接长三角，将不仅有利于重庆吸引更多的国内资本，而且还能够利用长三角平台吸

引更多境外跨国公司在重庆设立生产基地、分支机构，引进相应的资金流、技术流、人才流、信息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增

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能力。 

其次，有利于拓展经济的市场空间。长三角以及与其联系的国内外市场空间巨大。对接长三角，实现在更大范围、更高层

次参与国际国内经济交流与合作，将有助于重庆拓展在国内外市场的空间，保持促进经济加快发展的强大需求能力，增强经济

发展能力。 

再次，有利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对接长三角过程也将是重庆在经济运行机制、交通设施、市场体系、产业发展等方面与

长三角逐步对接的过程，有助于重庆不断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内外环境。 

三、重庆对接长三角的 SWOT 分析 

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安德鲁斯(Andrews)于 20世纪 60年代首先提出 SWOT分析方法，在安德鲁斯的 SWOT分析框架中，

S 是指企业的强项(Strength),W 是指企业的弱项(Weakness),0 是指环境向企业提供的机遇(Opportunity).T 是指环境对企业造

成的威胁(Threats).SWOT 分析通过分析环境发现机会和威胁的同时，分析组织资源，识别自身优势和劣势，来制定有针对性的

策略，是常用的战略选择工具之一，见图 1。著名的竞争战略专家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结合 SWOT 分析方法，提出的

竞争理论从产业结构入手对一个企业“可能做的”方面进行了透彻的分析和说明
[2][3]

 

笔者认为，运用 SWOT分析方法来分析重庆对接长三角的有利条件、阻碍因素同样合适。通过分析，笔者认为重庆对接长三

角的优势、弱点、机遇和挑战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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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势分析 

从经济一体化发展的驱动因素看，重庆对接长三角有四个方面的优势: 

一是重庆与长三角同处于长江经济带，有着长期交往的传统，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双方的相互交往进一

步向纵深推进。 

二是重庆与长三角在经济发展上互补性很强。加工制造业、能源、交通、优质原材料、旅游和高新技术等产业是重庆具有

比较优势和发展前景的产业，这些产业的发展与长三角经济发展的互补性强，具有联动协调发展的良好基础。 

三是重庆有较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已探明并具有开采价值的矿产资源有 40 余种，其中天然气占全国的 18.3%锰矿占全国的

20.2%，铝矿占全国的 7.6%。能源供应充足，天然气目前每年的实际生产能力达到 50 亿米 3，到 2010 年扩大到 150 亿米 3，供

应本地量为 100亿米
3
，煤炭目前每年实际产量 3000万吨，到 2010 年扩大到 4500万吨，供应本地量为 3000万吨。重庆的水电

资源也比较丰富，充足的自然资源为重庆对接长三角提供了条件，天然气、煤炭、水电资源不仅能够保障长三角转移过来产业

的资源需求，还能使其通过“渝气、渝电东输”工程充当长三角的能源基地。 

四是重庆人力资源丰富。重庆市产业工人近 300万人，现有农村剩余劳动力 1300多万，劳动力用工成本低，这为重庆承接

长三角转移过来劳动力密集、就业弹性大的创业型、科技型企业和都市型工业创造了要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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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重庆与长三角主要经济指标对比见表 2 

 

(二)弱点分析 

当前，制约重庆与长三角对接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落差比较大。如表 2 所示，2003 年，长三角的人均 GDP 达到了 29155 元，其中上海、杭州和南京的人均 GDP 分别为

46718 元、32819元和 27307元，而重庆的人均 GDP仅 8077元，大约相当于长三角综合、南京的 1/3，杭州的 1/4和上海的 1/5，

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差距大。 

2产业结构层次有较大差距。在一定的区域经济发展阶段，区域内部的经济结构有一定的特征。在传统社会阶段，三次产业

之间的关系大致表现为:I>III>II，起飞前的准备阶段，将变为 I>II>III 起飞阶段将变为 II>III>I 以及 II>I>III 向成熟推进

的阶段，将是 II>III>I以及 III>II>I(“配第一克拉克定理”，Petty-Clark’slaw)
[4]
。根据表 2数据，2003年，重庆三次产业

比重为 15:43.4:41.6，长三角 15 市、杭州、南京和上海的三次产业比重分别为 5.2:54.5:40.3,6:51.9:42.1，4.1:51.1:44.8

和 1.5:50.1:48.4。虽然，重庆和长三角地区都进入了第二产业主导的发展阶段，但是产业结构仍劣于长三角地区。重庆的第一

产业比重仍高于 10%，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第二阶段，而长三角地区第一产业低于 10%，处于工业化后期或基本完成阶段。 

3.就业结构有较大差距。根据霍利斯·钱纳里(H.Chenery)等人的研究
[5]
，某个区域处于经济发展成熟阶段，其三次产业就

业比重应呈现出 III>II>I 的趋势。结合表 2 数据，重庆三次产业就业人员比例为 51.7:17.3:31.0，长三角 15 市、杭州、南京

和上海的三次产业就业比重分别为 23.2:42.9:33.9,22.7:40.5:36.8,18:36:45.6 和 9.1:39:51.9。长三角三次产业就业比重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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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重庆，特别是南京和上海，呈现出了工业化成熟阶段的趋势。而重庆第一产业仍然聚集最多的劳动力，说明其发展水平落后

于长三角地区。 

4产业集群尚未形成，对接长三角所需的配套网络还有差距。重庆工业除了汽车、摩托车、天然气和化工等行业初步形成产

业集聚外。大多数产业存在产业集中度低的问题，产业内部上游-中游-下游的产业关联链尚未形成，产业之间没有形成产前-产

中-产后服务链。与长三角对接所需要的研发机构、中介机构和产业协会等缺乏，这将严重制约重庆对接长三角。 

5.观念和机制上的差异。在思想观念、市场机制和对外开放等方面，重庆也与长三角存在较大差距，这对重庆对接长三角

有一定的阻碍作用。 

(三)机遇分析 

长三角已经步入向外扩张发展的阶段。在自身产业结构升级推动下，长三角一部分产业资本已经开始向外转移扩张，其方

向是西部地区。重庆是“承东启西”的战略要地，依托长江的天然地理优势使得重庆在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上得天独厚。 

同时，长三角又处于一体化的初步阶段，内部基础设施网络、市场体系、产业布局等正在逐步磨合形成，这为重庆加快对

接长三角提供了难得机遇。 

(四)竞争压力分析 

长三角周边地区纷纷采取措施融入和对接长三角，这给重庆对接长三角带来了竞争压力。江苏省制定了新一轮加快沿江开

发战略，推动苏中非长三角地区更快融入长三角;浙江省一些地区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融入长三角的进程;安徽、江西等地区也

纷纷加快对接长三角的步伐，这些都给重庆带来一定的压力。 

四、重庆加快对接长三角的基本思路 

分析了重庆对接长三角的优势、弱点、机遇和挑战之后，重庆对接长三角的基本思路应该是:积极对接、产业互补、突出重

点、梯次递进。 

(一)积极对接 

观念对接。努力营造解放思想、加快发展的良好氛围，增强进取意识、开放意识、创新意识和服务意识，在观念上缩小与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差异。 

机制对接。加快机制创新步伐，在企业改革、招商引资、对外经贸、薪酬制度改革等方面实行与长三角地区相同的政策，

并逐步推广，努力消除重庆与长三角地区在政策环境上的差距。 

交通对接。重点构筑面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铁路、公路、航空、航运和管道运输等多路快速通道，缩短与长江三角洲地区

的空间距离。上海把开发长江黄金水道运力作为打造国际第一港的重要支撑，这与重庆着力建设长江上游内河航运中心的目标

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应积极引进上海投资重庆港建设，拓展港口综合能力，提升港口吞吐能力，特别是加快发展集装箱运输，

使重庆成为名副其实的长江上游内河航运中心。 

同时，重庆的水能源相对丰富，应大力吸引长三角地区参与重庆水库、电站等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共建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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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体系对接。加强协调，努力减少长江三角洲地区对重庆在市场准入、货物流通等方面的设限，共同制定、执行区域性

市场政策，如统一产品认证、各省市著名商标共享同等待遇以及企业监管信息共享等。 

(二)产业互补 

充分发挥重点产业优势，形成与长江三角洲水平层面的产业关联，为长三角服务。对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经济

要素进行细分，努力发展流动链接型产业。根据长江三角洲地区能源紧缺的状况，组织实施“渝电、渝气东送”工程，建成长

三角重要的能源基地。紧抓世界体闲博览会和世博会机遇，加强与长三角的旅游企业合作、旅游市场对接，建成与长三角统一

的旅游网络。 

适应长三角地区的市场需求，着力发展粮油、果品、畜牧、香料、蔬菜、中药、林竹、丝麻、水产、花卉等具有比较优势

的特色农产品。加强农村劳动力向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有序流动，成为长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劳务供应基地;提高产业配套的水平

和规模，加快形成与长江三角洲垂直层面的产业关联。加快招商引资和技术进步步伐，大力发展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建筑

建材、食品、旅游等产业，主动为长江三角洲地区服务，尽快深入到长江三角洲产业发展的链条中去。 

发展壮大具有比较优势的加工制造业。积极寻求国际国内合资合作，扩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层次，壮大非金属材料、机

械装备、汽车摩托车、化工、中药加工等产业，努力达到国内、国际领先水平，将重庆建成长江三角洲加工制造业基地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 

主动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根据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处于不同经济发展梯度上的区域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决定了区

域间要素的价格差异，最终将导致经济发展水平高地区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向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地区梯度转移。区际间产业转

移对转移双方的经济发展都有重要作用。鉴于重庆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长三角的现实情况，应积极承接长三角的产业转移，

从而获取要素注入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关联带动效应、结构优化效应和优势升级效应，打造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实现经济崛

起。 

(三)突出重点 

长江三角洲经济圈中，上海是中心。上海正在向世界级城市的目标迈进，产业结构层次高，金融、贸易、航运等服务业发

达，市场容量巨大，跨国公司地区总部云集。目前已有 180 多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中国大公司总部进驻上海，46 家区域性、

全球性研发中心，以及 40%的驻华外商投资性公司设在上海。重庆对接长三角必须高度重视与上海的合作，在产业、物流、外资、

市场、贸易等方面加强与上海的全方位接轨，努力成为上海的生产基地、出口基地。南京、杭州和苏州是重庆对接长三角的次

重点地区。 

南京和杭州是长三角区域性中心城市，其经济发展水平高、产业结构层次高。苏州吸引外资规模大，重庆可以通过苏州实

现嫁接与“借船”，吸引外资。 

(四)梯次递进 

重庆市三大经济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十分明显。重庆市统计数据表明，2003 年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

区生态经济区的人均 GDP 比例为 2.82:1.59:1，区域间的工业发展水平差距很大。都市发达经济圈产业结构偏差只有 4.72 个百

分点，其产业结构水平已经和一般模式中相近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很接近，且都市发达经济圈作为重庆汽车、摩托车制造基地，

其中技术密集型加工工业已经占有相当比重，而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二者的第一产业比重都在 20%以上，其发展

水平、工业化程度远远落后于都市发达经济圈。鉴于此，重庆对接长三角，不可能齐头并进，必须从实际出发。都市发达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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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应作为对接长三角的桥头堡，而三峡生态经济区应发挥地处长江的区位优势，充分利用长江航运快速通道的辐射带动作用，

接受长三角产业转移和辐射，形成对接长三角的延长线。渝西经济走廊也要发挥产业特色和资源优势，努力发挥对接长三角后

方基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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