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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产业发展的矛盾及其优化对策 

张 鹏1 

(重庆大学贸易及法律学院，重庆 400044) 

【摘要】:重庆市产业发展中存在着产业结构低层次同经济全球化要求的矛盾，低水平的产业科技含量同知识经

济的要求的矛盾及污染严重同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为此，提出了重庆市产业结构优化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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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市产业发展中的主要矛盾 

(一)产业结构的低层次同经济全球化的竞争要求相矛盾 

1999年重庆市国内生产总值中，三次产业的比重为 19.1:40.9:40.0，同发达国家(地区)的 3:36:61及中等收入国家(地区)

的 14:38:48 的三次产业比例相比较，重庆处于中偏下水平。 

其一，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比重太高。重庆市 1998年第一产业 GDP为 298.67亿元，占全部 GDP的 20.9%，从业人数占社会

从业人数的比重高达 56.21%。而同期北京、天津、上海第一产业 GDP 比重分别为 4.3%,5.5%,2.1%，从业人数比重分别为

11.5%,10.4%,12.4%。可见重庆农业经济比重高，且劳动生产率低下。1998年，重庆市种植业、林业、牧业、渔业产值分别占农

林牧渔产值的 58.7%,3.5%,34.5%,3.3%，显然，在农业内部，种植业比重过高，与林、牧、渔比例不合理。 

其二，重庆市第二产业比重仍然偏高。1999 年重庆市第二产业比重高达 40.9%。在第二产业内部，1998 年重工业与轻工业

比重为 56.2:43.8;重庆市以原材料、燃料工业为主的重化工业已持续多年超过轻工业。 

其三，重庆市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且发展不平衡。1998 年，重庆市第三产业占 GDP 比重仅 38.1%，从业人员仅占社会从业

人员的 26.99%，而同期北京、天津、上海分别为 56.6%,45.1%,47.8%和 52.2%,38%,41.5%;重庆市第三产业内部贸易、餐饮业、

交通邮电业、社会服务业 1998年分别占到 25.4%,14.48%,14.67%，而教育、文艺、广播电视业、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卫体、

社会福利业等比重偏小，分别只占第三产业的 7.94%,4.87%,3.4%。 

可以看出，重庆市第三产业的产值主要来源于知识、科技含量较低的贸易、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产业。以重庆目前的产

业结构与水平看，重庆市参与国内外竞争，其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而这些产品附加值低，收入弹性小，

因此存在着国内外市场竞争的巨大压力。 

(二)重庆市低水平的产业科技含量同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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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已悄然来临，未来社会竞争是科技的竞争。而重庆市产业科技含量却不容乐观，表现在: 

其一，重庆市产业科技素质整体不高。重庆市工业产品中基础原材料类的初级产品比重大，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

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相当低。1998 年，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和总产值只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 8.6%,1999 年，

重庆市高新技术产品销售收入仅占全市国有工业企业和年销售收入 500万以上的非国有工业企业销售收入的 11%。另外，科技成

果的转化率仅为 20%，科技对经济的贡献不足 50%。 

其二，技术装备陈旧，能耗高，效率低，产业技术改造缓慢。作为老工业基地的重庆，其产业设备陈旧，技术老化等问题

已成为重庆经济效益低下，能耗物耗过高的重要原因。严重阻碍着产业技术进步。在工业设备中，技术经济性能具有国内先进

水平的不到 10%;由于生产设备的折旧年限长，年均折旧额少，制约了重庆市产业的技术进步。 

其三，技术引进中消化吸收和创新不够。重庆市产业技术进步走的是以技术引进为主的道路。但是，由于技术引进机制不

完善，重引进轻消化，造成某些企业在技术引进过程中不考虑自己的财力和市场状况，盲目引进项目，造成人、财、物的巨大

浪费。 

(三)污染程度严重的产业构成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相矛盾 

按照可持续发展理论，社会的发展，必须保证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必须保证人类生存的环境安全。 

目前，重庆重化工业比重高，长江、嘉陵江重庆段的水质污染中工业废水约占全部废水排放量的 77%，主要污染行业依次为

化工、造纸、冶金、煤炭、机械和建材。三峡库区重庆市主城区每年排放工业废水 9 亿多吨，生活废水 3 亿多吨，工业废水处

理率约为 70%,废水处理达标率约 60%，生活废水处理率极低，为 1.67%;工业污染导致长江、嘉陵江重庆段水质已属于污染或严

重污染级别，境内 60余条次级河流有 1/4被严重污染。 

另外，重庆每年燃用煤约 1500 万吨，将约 80万吨二氧化硫、40万吨烟尘排入大气;燃煤过程还产生氮氧化物、二氧化碳等

污染物，导致十分严重的酸雨危害，酸沉降使重庆曝露在大气中的金属设施的腐蚀加快。 

大气污染对重庆生态环境影响的经济损失已达到全市 GDP 的 3%;重庆工业固体废弃物年产量已达 1000 万吨，综合利用率不

足 50%，城市垃圾以 10%的速度增加，大量就地堆积或直接排入江河，无害化处理程度差，一些有毒有害废弃物未能妥善处理，

其渗滤直接威胁饮用水源和生态环境。 

 

落后的产业水平和高污染结构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其矛盾已经愈显突出。 

二、重庆市产业结构优化对策 

(一)优化工业结构，推进产业技术升级，增强重庆市工业竞争力 

一是要培育发展重庆市支柱产业，形成汽车和摩托车、化工医药、建材建筑业三大支柱产业。汽车摩托车工业作为重庆市

工业的排头兵，面临着我国加入 WTO 后的机遇和挑战。 

随着入世后我国汽车及汽车零件进口关税将在 2006 年前降低至 25%,10%，同时允许向外国公司提供贸易权和分销权，这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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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长安汽车、五十铃汽车，嘉陵、建设摩托带来技术、价格、市场等压力。重庆市必须加快汽车、摩托车产业内部的挖潜革

新，从世界市场范围确立自己的分工与地位，必须在技术创新、档次升级及区域市场开拓上下功夫。 

重庆市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要壮大以天然气化工和医药化工为重点的化工医药工业，充分利用重庆桐君阁、太集集团等

中药生产企业的行业优势，培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中药生产基地。 

重庆市建材建筑业有着良好基础，增长速度快，而且产业前后关联度大，对其它产业的牵动作用强。随着三峡库区建设及

西部大开发的进行，已逐渐显现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与地位，可以作为区域支柱产业来培育与发展。 

二是要改造提升重庆市机械、轻工、纺织等传统产业，调整衰退产业。由于重庆工业经济发展的资源总量不足，因此，优

化工业结构就必须重点发展基础好，比较优势明显，产业关联度高，市场需求大，附加值高的产业。 

重庆市原有的传统工业(如煤炭、纺织、冶金、传统机械等)，随资源逐渐枯竭，需求结构改变，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调整以

及区域相对经济优势的变化而衰退。因此，优化工业结构必须加强改造机械、轻工、纺织等传统工业。而对冶金工业，则应采

取扬弃策略，逐步产业退出。 

(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推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实现重庆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重庆市要大力发展商品流通业，力争成为西部商贸中心城市。重庆市要大力推进市场化进程，在现有商品批发、零

售市场基础上，大力完善商品市场，建立健全生产要素市场，消除壁垒，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形成开放性、竞争

性、统一性的市场体系。其次，发展、繁荣金融产业。 

重庆市要充分抓住直辖和四邵大开发的重要机遇，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银行和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在重

庆设立分行或分支机构。 

同时，争取国家能批准在重庆进行第二板块交易市场试点和成为首批产业投资基金试点城市。要大力培育、发展区域性资

本市场、货币市场、期货市场，完善同业拆借市场，放宽企业发行债券的限制，允许短期企业债券进入市场流通。 

第三，开发重庆市特色旅游业。重庆市要树立新的旅游产业开发观，发展历史文化旅游、民族文化旅游和地理景观旅游。

要开发重庆的革命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巴渝文化、陪都文化旅游资源，科学设立旅游线路，特别是大力开发旅游产品，形成特

色旅游。 

第四，培育发展重庆市以高教、职教为主体的教育产业。重庆市拥有 24 所高校，81 所中等专业学校和 23 所成人高校，具

有教育发展的良好基础，但人才整体素质仍然不高。重庆市应在巩固基础教育的情况下，加强高等教育、发展职业教育。要充

分挖掘教育资源，形成教育产业化。 

(三)培育发展信息、生物制药、环保等战略先导产业，增加搞技术产业比重 

电子信息产业是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大的高新技术产业，重庆市目前已形成通信设备、仪器仪表、计算机、电子器件等四

大行业，拥有与电子信息有关的科研单位、大专院校 30 余家，从事科研与教学的人员 8000 人。重庆市应以市场为导向，鼓励

产学研结合，加大高新技术研究与开发投入，大力发展计算机产业、通信产业、仪器仪表产业、光电产业、软件产业。 

特别要争取投资建立重庆光谷。随着人类基因研究的重大突破，生物制药产业前途广阔，重庆市应选准突破口，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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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生物工程中心、第三军医大学、重庆医科大学等科研技术基础，加强生物制约产品研制并使其产业化，把重庆发展为

西部地区重要的医药科研生产基地。重庆市环保产业重点是建设国家环保技术开发及装备生产基地。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重庆市应大力培育基于网络基础上由通信服务、电子商务、金融结算、证券交易、信息服务、文化娱

乐等构成的网络产业。培育重庆市网络产业，将极大改变重庆市区位劣势，缩短重庆市与东部地区和发达国家的交换距离，实

现物流、商流、信息流的畅通，使重庆市成为西部重要的信息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