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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研究 

吕万美 

(云南民族大学经济学院，云南昆明 650500) 

【摘 要】重庆市近几年来发展得很快，作为西部地区的特大城市，其城镇化的速度逐年提高，在城镇化发展方

面取得了显著的效果，重庆市是大城市带动大农村，在这种大趋势下，靠地区产业和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提速的发

展模式对城镇化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能够调动地方发展的积极性，展现地方特

色，促进地域发展，产生集聚效应对周边地区有辐射带动作用 

【关键词】产业集群；城镇化；发展模式 

一、基本概念与情况简介 

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区域内，以某一主导产业为主形成的与之相关的分工合作的不同规模等级又相互交织的产业链，具有

一定的整体竞争能力，产业创新和集聚能力，即某一地区的某一产业发达，然后该项产业衍生出了与该产业相关或者相近的其

他产业，可能是由主导产业分出去的一个小分支，规模或大或小，但也是整体产业发展的组成部分。产业集群能够带动城镇化

的发展，产业集群体现的整体竞争力更够成为城镇化的支撑动力。而所谓的城镇化，不同领域或不同视角的学者对其都有不同

的理解，对此我理解的城镇化是从人口方面和经济方面来理解的，人口方面:城镇化是由农村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变的过程;经济

方面是由农村自然经济转化为城镇集约化大生产，区域经济结构非农化、产业的集聚和不断升级的过程。 

产业集群为城镇化提供了支撑，城镇化为产业发展创造了平台，相互合作才会产生特色化的产业集群和更高平台的城镇化，

重庆市就是借助这一模式来实现其城镇化的全面推进的。重庆市位于中国西南部，辖区总面积 8.24万平方千米，地处长江上游

经济带核心地区，是中国政府实行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开发地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上游地区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和创新

中心，全国综合交通枢纽。 

1997年成为重庆直辖市，2007 年获批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试验改革区”,2012年重庆全市全年 GDP11459 亿元，同比

增长 13.6%，较全国平均水平高 5.8 个百分点，GDP增速位列全国第二、西部第一。2013年重庆全市实现 GDP12656.69 亿元，同

比增长 12.3%。市域内地形分布呈“一圈两翼”的空间布局:以主城区为中心的一小时经济圈，包括主城区九区及涪陵、江津、

合川等 23个区县;以万州为中心的渝东北翼，以开县、奉节为主要节点包括了巫山、城口等 11个区县;黔江为中心的渝东南翼，

以秀山为主要节点包括秀山、武隆等 6个区县。 

在 2013 年全市 GDP12656.69 亿元中，主城九区实现 GDP5391.8 亿元，约占全市 GDP 的 43%，以主城区为核心的一小时经济

圈 GDP9755.25 亿元占比 77%,渝东北 GDP2189.6 亿元占比 17%,渝东南 GDP711.87 亿元占比 6%。一小时经济圈与两翼之间发展水

平差距较大。 

重庆城镇化进程总体上分为两个阶段，以 1997年为界。 

1997年以前重庆城镇化率低于 30%，发展相对缓慢，为城镇化低速发展阶段; 



 

2 

第二阶段:1998年至今—重庆市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重庆市在 2012年 9月 14日召开的推进新型城镇化大会，提出“着力

构建以国家中心城市为龙头、区域性中心城市为支撑、区县城为纽带、小城镇为基本单元的大都市连绵带，着力推进城镇集群

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努力走出一条符合重庆实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重庆城镇化率由 1996 年的 29.5%上升到 2013 年重庆 58.34%，基本上翻了一倍。在重庆城镇化取得显著效果中，具有区域

特色的产业集群为区域产业增长、资源集聚和设施的建设以及工业化的进程产生了良好的集聚效应，为实现城乡一体化作出了

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重庆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模式 

(一)以一小时经济圈市场型为主的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 

一小时经济圈是重庆市“一圈两翼”中的主导核心，围绕主城九区以及周边共有 23个区县，2013年占据了全市 GDP贡献的

四分之三，该区域主要表现为市场型的产业集群，即以商品交易市场为主，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产业、产业集群和城镇通过

点一线一面结合的方式相互促进推动发展，在一小时经济圈内就有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闻名遐迩的朝天门综合批发交易市场，

它位于重庆渝中区嘉陵江和长江交汇处的朝天门地区，是整个西南地区商品贸易、商贾云集的大型交易中心，而它所在的朝天

门地区的城镇化如今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的程度，朝天门综合批发交易市场的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是其加速发展的关键要素，

朝天门综合批发交易市场的兴起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发展初期:20 世纪 30 年代，借助于作为全国最早的对外通商口岸之一的朝天门码头的交通便利，朝天门交易市场从

事较为简单的生活日用品交易，到了 1949年解放前夕，这个从事简单交易的场所让火灾烧成了灰烬。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家物流公司和朝天门工商局在这里联合创办一家商品储存公司，主要用于货物储备、服装和面料批

发，当时的营运面积才几万平方米，交易场所也就是一个较大的仓库，这时的朝天门交易市场其实没有自己独特的品牌的，主

要服务对象面向周围的城镇以及乡村居民 

第二，成长扩张阶段:20 世纪 90 年代，朝天门储存市场迎来大发展大扩展时期，许多开发商看到了这块地区的发展契机，

投入大量的社会资金，把朝天门储存市场改称为了朝天门综合批发交易市场，投资建设了 12个交易去区，主要批发日用品、服

装和工艺品，周围的城镇以及乡村的劳动力来从事营业服务工作，比较偏远的地区就从这里批发商品过去开营业店进行营业，

越来越多的人靠这种模式发家致富，不仅是交易市场在扩张，以交易市场为中心的周围城镇化也在扩张，这无疑给朝天门交易

市场带了巨大的客流量和商品供给，在这里先后兴建起了银星商场、大生商场、金海洋商场，交易趋向了多元化，周围的写字

楼、餐饮、娱乐、宾馆酒店迅速建成 

第三，成熟阶段:从 2007 年至今，朝天门综合批发交易市场通过发展、扩张、升级成为了西部地区最大的日用工业品交易

场所，涉及面广、种类繁多，入驻的商家不计其数，极大的解决了当地的就业压力，利用其四通八达的交通优势广开销路，朝

天门有得天独厚的交通运输优势，西面临近菜园坝火车站，北面接壤江北机场，南面有四公里汽车站，再加上轨道交通和多路

大小公交车以及，形成了一个复杂的交通网络系通向交易市场，使其成为一座吃、住、行、订购、娱乐多功能的现代货商业城。 

朝天门交易市场这种由传统的服装、餐饮服务等第三产业为中心不断积聚和扩张，从一个小点形成连接周围城镇及乡村的

线，最后到扩展成为一个大型的交易中心，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吸引更多资金的投入，让信息、资源的自由交流，带

动整个地区相关产业集群的组成，促进就业，带动劳动力结构的升级最大限度的促进了农村和城镇的一体化进程-在一小时经济

圈内这类发展模式的还有观音桥农产品批发市场、九龙坡综合交易市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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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市场型的产业集群与城镇化的模式为通过产业集群的形成，促成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的集聚等综合效应向纵深发展，

进而促进城镇化，实现城乡一体化 

(二)渝东南翼开发建设型的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 

渝东南翼相对于一小时经济圈和渝东北翼而言，它的城镇化速度相对而言比较低，假设以城镇化率来衡量，2013 年它的 6

个区县中:彭水县、酉阳县、秀山、石柱、武隆、黔江县城镇化率分别是 2.9.84%，28.36%，34.67%，36.98%，37.41%，43.79%，

而 2013 年全市的城镇化率是 58.34%，没有一个区县超过了全市的城镇化率平均水平;但是这相对于直辖之初已经取得了很大的

进步，主要原因是由于这几年以开发建设型的产业集群极大的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 

渝东南翼大多数处于武陵山脉地区，陆路交通比较落后，由于具有这样特殊的地形，就需要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本地域特

色的产业渝东南翼可借助优越的自然风光，大力开发建设特色旅游业、烤烟业和高山低碳保护业，开发建设渝东南生态旅游业，

例如有武陵山区风景区以及与旅游服务相配套形成的旅游产业集群，旅游业大大带动了山区经济的发展，酉阳、秀山、石柱、

彭水、武隆这些区域也在中心城镇的辐射带动下，不断地向周围扩张，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步，在这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就是

中心城市-黔江，在 2013年，黔江在城镇建设上面投资 80亿元，黔江中心城区扩展了 26平方公里，新增城镇人口 24.5万人，

黔江区由一个传统农业发展的小城镇发展成了一个集现代农业、工业于一体的新型城市。 

黔江的烤烟业全国闻名，在烤烟的基础上，突破发展了关系密切的蚕桑、畜牧、果林、水产养殖产业，形成了具有黔江特

色的农业产业集群 2013 年黔江实现生产总值 167.814 亿元，其中工业是 80.8444 亿元，占比 48.2%，并有东方希望、玉润等全

国 500强企业入驻规划面积达 22.5 万平方千米的正阳工业园区，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工业产业集群，让各单位看到了发展的前景，

加大了资金的投入，进一步改善了基础设施的建设，先后开通了沪蓉高速、渝怀铁路、黔江机场，国家在进行高速公路网规划

时把黔江纳入了规划的范围。这一系列产业集群的组合实现了区域、城市产业空间整合，使城市规模合理地扩大，为产业集聚

提供了支持，进一步加大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促使劳动力不断地乡城镇转移，产业链的形成解决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推动了城

镇化的发展。 

同时渝东南翼地区也是全国打造低碳生态发展的模范区域，特别是黔江和酉阳两个地区分别是“全国低碳国土试验区”、“国

家首批绿色能源示范县”，渝东南翼为实现低碳生态发展创造了多个低碳生态品牌，建设旅游和民俗生态旅游景区;统筹推进生

态建设进入工业强区，开发建设绿色产品。渝东南翼开发建设的产业集群成为城镇生活、生产的主载，产业集群在满足市场需

求的同时，有大力发展了城镇经济，城镇化和产业产业集群构成了相互促进和推动发展的良性循环模式 

(三)以渝东北翼政府推导型的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发展模式 

渝东北翼的大多数区县都属于三峡库区，重庆市所辖的巫山-奉节一万州处于三峡库区内，三峡库区地形以山地为主，坡度

比较大，险峻的地理条件造成了交通的不发达，再加上国家为了建设三峡工程，进行了三峡大移民，造成了大量的劳动力、资

本和技术等要素的向外转移，让城镇的发展速度放缓。 

而城镇化的过程必须要靠强大的资金支撑，但是处于库区这些区县的现状，根本不可能靠自身吸引大量的资金注入，靠通

过金融信贷或社会企事业单位招商引入的资金也难以支撑一个城市整体的运作发展，因此需要政府来引领和推导，当地政府综

合区域的特点制定优惠的招商引资的政策，三峡库区大量人口迁移之后，库区长江水位上升，沿江两岸淹没了许多土地，对农

村经济产业产生了大量的冲击。 

政府首要解决用地紧张的问题，大力引导各个企业到到本地区办厂或者是加盟本地企业，对于这些企业可以在用地、贷款

政策给予优惠，例如以优惠的政策租用或者置办土地，在融资方面，给予优惠的贷款利率，对现有一定规模的产业，政府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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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扶持，尽快形成产业集群;随着企业的引入，产业的发展，会加大对用工、资本、资源的需要，城镇体现出了对农村的各个要

素资源的极大需求，农村对城镇发展在要素资源上提供支持，而整个市区特别是渝东北翼地区，有较多的高山峡谷，地区城市

的扩建辐射有限，乡村和城市则通过建于两者之间的一些小城镇作为要素转移的纽带，居住在这些山里的农民世代都居住在这

个地方，教育、视野有限，对家乡有特殊情怀的他们难以接受离开家乡到城镇参加工作。 

因此，政府对渝东北翼的制度方面进行了创新主要体现在户籍、土地流转和就业制度上，在户籍制度上，建立了信息化、

规范化的网络信息管理平台，让那些在城镇失去了工作的农民还可以回乡种田，农民具有自主的选择权力;由农转城的非农人口

或者是农村人口在城郊建房子每户每人具有固定数额的补偿费用，作为生态搬迁补助费，先前的居住场可以保留为自家的自留

地，也可以以公允的价格卖给政府和企业:这就是稳定的合法的进城农民土地承包和宅基地等价转让退出的地流转制度;在就业

制度方面:进城工作的农民工与城市劳动力机会平等、权利对等，让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对城镇有归属感，从制度上保障农民市民

化的进程等。这些政策的实施让渝东北翼的农民纷纷进入城市工作，政府将这些农民工按照他们擅长的职业技能，分配到相应

的产业园区，成为产业工人，促动产业的发展，加快了产业集群形成的速度。 

例如核心城市万州，2013 年万州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2.02%亿元，城镇化率达到 59.76%，与直辖之初相比发生了天翻地

覆的变化，万州之所以取得了如此大的成效，以其第一、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万州具有汽车制造、

生物制药、现代医药等 6 个产业集群，拥有三峡纺织、长安汽车等知名企业，拥有 100 亿级超大汽车制造产业集群 1 个，在政

府的优惠政策下引入了一批汽车生产企业以及零部件销售企业，目的是做大汽车产业集群，形成一条环环相扣、紧密项链的产

业集群。 

万州这几年在强大的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基础上飞跃发展，离不开市政府在纵观整个区域发展上对万州的重大战略规划与

定位:把万州看作重庆市的第二大城市来规划建设，它的面积广，人口众多，在三峡库区移民过程中，搬迁移民占有全市移民总

人口的四分之一，搬迁移民过后的土地面积相对于人口仍处于人多地少、资源紧缺的状态。因此在政府大力支持下，万州抓住

机遇，大力发展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带动了整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大大推动了城镇化的发展进度 

三、结论 

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的发展模式是以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形式进行有效的分工合作，形成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企业群落，

在有一定区位条件的区域内形成产业园发展扩散，衍生出新的产业或企业部落;它可以使城镇以及周围地区的劳动力集中，地区

的生产或者是生活品质得到提高，不断发展、扩撒并衍生，使地区经济得以发展;产业集群的发展使城镇就业压力得以解决，剩

余劳动力得以转移，人们的生活质量得以提高，城乡一体的美好生活逐步实现，产业集群在促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 

在产业集群推动城镇化过程中，不管是市场型，开发建设型还是政府推导型，都使得城市规模得以合理的扩大，基础设施、

公共服务等得以改善升级同时又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撑，如此良性循环，整个区域都处于不断上升发展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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