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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吴文丽1 

(重庆师范学院地理系重庆 400047) 

【摘 要】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通过对 90年代重庆经济增长的份额—偏离分析表明，重庆产业结构

不利于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主要是第三产业的竞争力因素推动的。工业由于轻重工业竞争力弱，发展慢于全国。

重工业比重大，效益低，从而使工业总体经济效益远低于全国。而重工业效益低则主要是因为比重大的加工工业效

益过低。因此，在全国有效需求不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重庆应大力扶植新的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促进

产业结构升级;积极构筑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三大经济发展区，优化区域产业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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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济增长，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在竞争均衡的假设下，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

果。事实上，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发展往往很不平衡，因此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劳动和资本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

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即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因此，应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来实现产业间生产

率的均衡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1 三次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量贡献的变化 

1991-1998 年，重庆经济发展迅速，GDP 年均增长 12%，比全国平均增速高 1.5 个百分点。各产业都有了很大发展，第一产

业年均增长 4.3%，第二产业年均增长 14.5%，第三产业年均增长 16.8%。三次产业发展速度的不均等，导致了产业结构的变化，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一、二、三产业的比例依次由 1990年的 33.生 39.7:26.9 演变为 1998年的 20.9:41.0:38.1(见表 1)。产业结

构的这种变化，表明第二、三产业构成了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内容。重庆一、二、三次产业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改革开放初期

为 44.3%39.9%15.8%,80年代为 31.4%37.8%.30.8%90年代为 19.5%.42.3%.38.2%。 

三次产业贡献率的这种变化引起了就业结构的变化，在 1991-1998 这 8 年中从业人员共增加了 117.4 万人，其中第一产业

减少了 155.5万人，第二产业增加了 19.8万人，第三产业增加了 252.9万人，使这三次产业在全社会劳动者分布中的比重有了

较大变化(见表 2)。第三产业吸收了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和新增加的大部分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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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 

2.1三次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速度的份额—偏离分析 

衡量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可采用份额—偏离法。其基本思路为:地区经济增长率的差别，可以从产业

结构因素和竞争力因素两个方而给以统计。假定一个区域各产业的增长率与全国同一部门增长率完全相同，由于全国各部门增

长率存在较大差异，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构成以快速增长型产业为主，那么该地区的总体增长率将快于全国平均水平。换句话

说，该地区的产业具有“有助于增长的结构”。如果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全国完全相同，那么该地区总体增长率与全国增长率

的差异就是由于竞争力因素的影响所致。份额—偏离分析的模型可表示为: 

 

式中△Yij为 j地区第 i部门产值增长额，Yij为 j地区第 i部门基期产值，R。为全国总产值增长率，Ri。为全国第 i部门增

长率，Rij为 j地区第 i部门产值增长率。根据上述模型，j地区第 i部门产值增长份额由 3部分构成:第一部分 R。Rij,为全国总

产值增长分量;第二部分((Ri。-R。)Yij为结构偏离分量;第三部分(Rij-R。)为竞争力分量。 

文中以三次产业为对象，对 1991-1998年重庆 GDP的增长要素进行份额—偏离分析，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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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8年，重庆 GDP实际增长 441.26亿元，按全国增长速度计算的增度分量为 394.87 亿元，GDP增长速度快于全国，

其偏离分量为 46.39 亿元。在 GDP 增长偏离分量中，结构偏离分量是-10.06 亿元，竞争力偏离分量为 56.45 亿元，说明在重庆

经济增长过程中，产业结构不利于经济增长，而产业结构以外的竞争力因素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就产业结构而言，1991-1998 年间全国三次产业结构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第二产业，年均增长 12.7%;其次为第三产业，年均

增长 11.2%增长最慢的是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率仅为 5.30a} 

1991-1998 年，重庆经济增长中结构偏离分量为-10.06 亿元，表明它的三次产业构成在速度方而处于劣势，经济增长中的

结构推动效应为负。这主要是因为全国增长最慢的第一产业，重庆的比重过大，1990年为 33.4%,1998年为 20%，分别比全国同

期高出 6.4个百分点和 2.5个百分点，使得重庆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分量为-42.18亿元。 

同时在全国增长最快的第二产业，重庆的比重较小，1990年为 39.7%,1998 年为 41%，分别比全国同期低出 1.9个和 7.7个

百分点，这使得重庆第二产业的正向结构偏离分别只有 26.91 亿元，远低于由第一产业带来的负向结构偏离。这些因素对重庆

经济增长具有十分不利的影响。 

从竞争力因素看，1991-1998 年，重庆三次产业竞争力偏离分量为 56.45亿元，表明重庆各产业的总体竞争力优于全国，其

中第三产业竞争力对重庆竞争力分量的正向偏离起着决定性作用。1991-1998年间，重庆三次产业增长速度最快的是第三产业，

使得第三产业的竞争力偏离分量达到 56.88亿元，竞争力最强。 

第一产业年均增长速度比全国略高，其竞争力偏离分量为 2.6 亿元，第二产业增长速度比全国略低，这使得第二产业的竞

争力偏离为-3.04亿元，不利于经济增长。 

2.2轻重工业结构与工业发展速度的份额—偏离分析 

重庆工业以重工业为主，重工业比重 1990年为 52.6%1997年为 59.8%,1998年为 56.2%，工业内部被经历了一个重工业比重

先快速上升然后下降的过程。由于工业总产值在 GDP 中所占比重最大，因此文中进一步以轻、重工业为对象，对工业内部结构

进行份额—偏离分析，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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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1998年间，重庆工业总产值实际增长 1170.97亿元，而按全国增长速度计算的增长分量为 1583.83亿元，其偏离分量

为-412.86亿元，说明重庆工业增长速度慢于全国。在工业增长偏离分量中，结构偏离分量为 0.13亿元，竞争力偏离分量为-412.99

亿元，说明重庆工业增长中，结构因素有利于工业增长，但正而影响不大，工业增长速度慢于全国主要是由于竞争力因素的负

而影响巨大。 

从结构因素看，重庆重工业的比重 1990年为 52.61%1998年为 56.23%，比全国同期高 2个和 5.52个百分点，但由于全国轻

重工业增长速度差别不大，从而使重庆工业结构的正向偏离不明显。从竞争力因素看，重庆轻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为 13.3%和 15.4%，

远远低于全国增长速度，分别比全国轻重工业的增长速度低于 5.5 个和 3.6 个百分点，使重庆轻重工业竞争力偏离分量达到

-236.66 亿元和-176.32亿元，严重制约了工业增长。 

3 工业结构与经济效益 

3.1轻重工业结构与经济效益 

一个地区的经济效益水平取决于各产业部门的总体收益率。由于价格、生产率水平及产业发展阶段存在差异，各产业部门

的收益率会有较大区别。如果一个地区各主要产业的收益率都较高，则该地区的产业结构具有效益上的相对优势。 

文中用资金利税率指标，以轻重工业结构为对象，来分析重庆工业结构的经济效益，见表 5 

 

重庆工业经济效益很低，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1996.1997 年重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分别为 4.07%.3.46%，远远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1997年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为 6.92%，是重庆的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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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轻重工业经济效益看，1997 年轻工业的资金利税率从 1996 年的 2.66%升至 5.17%，上升了 2.51 个百分点;重工业的资金

利税率从 4.59%降至 2.83%，下降了 1.76 个百分点。虽然重庆重工业资金利税率降幅没有轻工业升幅大，但由于重工业比重几

乎是轻工业的 2倍，导致重庆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总体资金利税率由 4.07%降至 3.46%，下降了 0.61 个百分点。 

1998年，重庆全部国有及年销售 500万元以上工业企业中轻工业资金利税率为 6.91%，重工业的资金利税率为 1.46%，工业

总体资金利税率只有 2.9%。由此得出重庆工业总体经济效益低的主要原因是比重大的重工业经济效益太低，且其效益不断下降。 

3.2重工业内部结构与经济效益 

重工业经济效益对重庆工业总体经济效益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重工业内部的采掘工业、原料加工和加工工业由于所占比重

及各自的效益水平不同，从而对重工业整体效益水平的影响也不同。 

 

重庆重工业资金利税率逐年降低，其内部采掘工业，原料工业和加工工业的整体趋势也都是逐年降低。从其内部看，

1996-1997年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中原料加工业资金利税率从3.76%降至0.2%，下降了3.56个百分点，加工工业从4.99%降至4.13%，

下降了 0.86个百分点。二者共同作用使 1997年重工业的资金利税率为 2.83%，比 1996年下降了 1.66个百分点。 

1998 年全部国有及年销售 500 万元以上工业企业中原材料工业资金利税率为 1.7%，高于加工工业的 1.33%，由于加工工业

的比重是原料加工业的 2 倍，导致重工业资金利税率只有 1.460%综合来看，由于加工工业资金利税率下降幅度大，比重高，对

重工业经济效益的降低起了主要作用。 

4 优化产业结构，促进经济增长 

从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重庆口前的产业结构状况还难以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要求。产业结构问题不仅存在

于一、二、三次产业的关系之间，更主要的是在各次产业内部，尤其是工业内部。第一产业即农业的比重太高，第二产业主要

是工业发展速度太慢，经济效益太低。 

在工业内部主要是轻、重工业竞争力太弱，比重高的重工业效益太差。重庆要抓住全国结构大调整和西部大开发、三峡工

程建设的机遇，结构调整的内容要由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调整转向产业结构和区域生产力布局的整体性、战略性调整，并以提高

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为中心，增强产业的整体竞争力。 

4.1扶植支柱产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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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市场为导向，培育收入弹性大、生产率上升快、产业关联度高、经济效益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

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振兴支柱产业，通过支柱产业的前向、后向和旁侧连锁效应带动众多行业和企业的发展，实现

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重庆“九五”期间三大支柱产业是汽车摩托车为主的机械工业、冶金、化工医药。汽车工业科技含量高，

技术进步快，且有较高的收入弹性，其发展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由于低度化技术构成已成为我国产业竞争力不强的原因之一，

为国民经济提供技术装备的机械工业将是下个世纪增长最快的产业之一。 

重庆要抓住机遇，振兴机械工业，发展机电一体化，使产品结构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可持续发展方向转换。重庆市的万、

涪、黔地区有丰富的天然气和盐卤资源，且化学工业基础较好，有一定的技术和产品优势，使重庆的化学工业具有较强的区位

优势。化学工业对国民经济带动力较强，与其他产业部门的发展有较大的关联性。 

重庆冶金工业口前普遍存在供大于求，使资源优势受到明显抑制。同时，钢铁工业的战略布局也发生了变化，东南沿海地

区将成为增量投入的主要指向。因此，重庆冶金工业不宜继续作为支柱产业，可作为现实优势行业发展。“十五”期间，重庆将

集中力量巩固壮大汽车摩托车和化工医药两大支柱产业，发展培育食品、建筑材料和旅游三大新的支柱产业。建筑业产业带动

性强，且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重庆建筑业而临三峡工程建设，市场大、机遇好，可吸纳广大城乡劳动力。重庆食品工业基础好、总量较大、创造利税较

多、带动性强，发展它将有助于重庆轻工业的振兴和轻重工业结构调整。旅游业具有很强的产业关联性和带动性，与近 30个行

业相互渗透。而重庆旅游资源得天独厚，发展旅游业具有坚实的资源基础。 

4.2有重点地扶植和加速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与发展 

重庆将着力培育信息工程、生物工程和环保工程三大高新技术先导产业，加大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技术改造机械、冶金、

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的力度，加速产业升级，把重庆建成长江上游最大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要以电子信息及

通讯设备制造为突破口，大力发展以光电子、微电子、通信、软件开发为重点的信息产业，加快推进以网络基础设施为重点的

重庆信息港建设，促进国民经济信息化进程。充分利用重庆科技技术基础和优势，积极推进生物制药等高新技术项口产业化，

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和绿色产品、环保工程设计与建设、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等技术及产业，加快环保装备基地建设。 

4.3构建三大经济发展区，优化区域产业结构 

重庆要着力构筑都市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 3 个不同类型、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区，推进区域

产业结构调整。以主城区为主的都市圈，加快建设“三中心、二枢纽、一基地”，即长江上游商贸中心、金融中心、科教文化信

息中心，交通枢纽、通讯枢纽，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的现代产业基地，构筑“都市发达经济”辐射带动全市经济增长。为此，

要推动主城区的商贸流通现代化搞好金融体系建设，加快科技、教育、文化等优势资源开发，加快交通、通讯等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渝西经济走廊要沿成渝、遂渝、渝黔高速公路和铁路轴线，增强次级中心城市服务功能，建好

一批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示范区和区域性专业批发市场，形成大中城市连绵区和产业密集带，形成全市经济新的增长极。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要按照可持续发展要求，沿长江和鸟江水道、渝万高速公路和渝怀铁路，搞好优势资源开发，着力抓

好绿色产业、生态农业、旅游经济和工业企业的结构调整，建设绿色食品基地、经济林基地、中药材基地、天然香料和蚕桑基

地，搞好引资嫁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全市可持续发展新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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