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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业发展现状评析 

曾庆均1 

(重庆商学院经济贸易系，重庆 400067) 

【摘 要】:本文就重庆 1996-1999年商业发展的成就与成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新重庆商业中心地位已日渐显现，

同时客观评析了重庆商业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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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96-1999 年重庆商业发展的成就及其成因分析:新重庆商业中心地位日渐显现 

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稳步增长 

重庆代管“二地一市”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较快，1996年为 445.48亿元比 1995 年增长 19.8%;1997 年为 507.93

亿元比 1996 年增长 14.02%，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12%以上;1998 年为 553.69 亿元又比上年增长了 9.0%，扣除物价因素，实

际增长 15.3%;1999 年 596亿元，比上年增长了 7.7%，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 11.6%。城市市场好于农村市场。 

2.城乡集市贸易稳中趋旺 

 

从表可知，重庆集市贸易的成交额是稳步上升的，这都说明了市场管理的规范、交易秩序的井然，市场的兴旺繁荣。 

3.商业网点略有下降，但从业人员有较快增长 

重庆商业网点在重庆代管“二地一市”的 1996年猛增至 406600 个，直辖的 1997年略有下降，说明了重庆直辖后，商业网

点结构进行了调整，向更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商业网点发展。1997 年下降的，主要是批发商业网点。在 1997年的网点中，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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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发网点为 29641个，比上年减少了 15.79%;而零售网点和餐饮网点分别为 356392个、70469个，分别增长了 14.41%、17.64%。

批发商业受到严重冲击，批发商的不景气是和全国的大气候是一致的。同时从业人员还比 1996 年增长了 1.6%，也说明了重庆的

商业为重庆的就业是作了贡献的。 

4.制定出台了指导《重庆商业发展的鱼庆市商贸流通改革与发展纲要》 

1997 年 11 月 24 日，重庆市政府制定出台了《重庆市商贸流通改革与发展纲要》，《纲要》对重庆市商贸流通产业的改革、

开放、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5.流通体制改革取得重要进展 

直辖以来，重庆商贸流通体制改革，在过去“四开放”和“公有民营”改革的基础上，向制度创新和结构优化等深层次发

展。表现在:(1)国有商业小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大面积推开。(2)实施大公司、大集团战略取得突破性进展。 

6.市场建设卓有成效 

直辖以来，重庆市场建设成效显著。重庆市场体系逐步完善。①朝天门市场、菜园坝市场、观音桥农贸市场、大渡口建材

市场、上桥果品批发市场、盘溪蔬菜批发市场已成为区域性市场。②建成了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该中心集购物、观光、体闲、

娱乐为一体，成为西南地区最繁华的购物中心。③兴办了旧货调剂市场。④完成了对朝天门市场、重庆钢材中心批发市场、西

南建材中心批发市场、西南皮革交易市场、盘溪和观音桥蔬菜副食品批发市场等大型批发市场的规划定点工作。 

7.市场调节体系逐步趋于完善 

重庆 95%以上的商品价格实现了市场调节，粮、油、肉、菜等重要商品经营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各类

商品货源充裕，有效供给增加，短缺现象基本消除，市场呈现繁荣稳定的局面。可见重庆市的市场调节体系逐步趋于完善。 

8.现代流通方式、商业业态有了较大的进展和改变 

重庆直辖以来，积极调整传统商业业态，探索和发展现代流通组织形式和方式。从业态方面看，传统百货商店发生巨大的

变化，重庆百货大楼、重庆百货集团公司、两路口百货公司在市内外开办了分店;而重庆百货大楼、新世纪百货公司还开办了食

品超市。这些都说明，百货商店本身，在积极改革自已单一的业态形式，谋求新的发展和生存空间。百货店在谋求业态更新的

同时，重庆商业零售业态，诸如专业店、超级市场、购物中心、仓储店、便民店等新业态迅速发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经营

水平上都远远高于过去。重庆的商业业态出现了百花争艳的局面。连锁店作为一种先进的组织形式，连锁经营作为一种新的经

营形式，在重庆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重庆连锁商业的发展的特点表现为:①行业特点突出。主要以与人民生活相关的行业、商

品为重点，着力发展粮、油、肉、菜、副食品为主的连锁店。②覆盖面广。目前连锁已向农垦行业奶制品)、服务行业洗衣等)

延伸;市级连锁商业已向周边郊县、三峡库区延伸，成为城乡连接之纽带。③形式多样化。目前既有便民连锁店，也有连锁超市;

既有直营连锁，也有加盟连锁;既有名店大店带小店的连锁，也有以大型批发公司为主导的连锁。④注重规范运作。 

9.以解放碑购物广场为核心商圈的主城区中央商务区已初具雏型 

中央商务区或中心商业区 CBD)，是国际大都市的主要发展极和创新源。其四大功能，即经济聚集和极化功能、购物和娱乐

文化体闲功能、信息传输处理功能、交通集散功能，这在重庆主城区都基本具备。表现为:①主城区形成了以朝天门综合交易市

场和菜园坝市场群为重点、以南北中三条公路干线为纽带的市场网络。②建成了解放碑中心购物广场、朝天门广场等重庆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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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性建筑.这强化了重庆主城区的购物娱乐文化体闲功能。③渝中区为核心的主城区形成为一个批零业种与业态齐全、综合与专

业商店相配套、服务功能较强、空间辐射较大的商业旺区。④重庆主城区集中了重庆市一批商贸大公司、银行、证券公司、保

险公司、商业服务团体。这是其经济聚焦功能的重要表现。⑤主城区拥有比较完善的交通设施体系。⑥解放碑商业区商业网点

极其密集。拥有大大小小的商业网点 2000余个。1999年该区域销售总额达到 100亿元。 

10.形成了一批销售业绩良好的大型流通企业 

重庆市销售规模上亿元的大型商场首次超过了十户。其中，重百仍然排名第一，1998 年实现销售额 15.8 亿元，1999 年实

现销售额 21 亿元，居西南地区零售商业企业之首。重庆商社近年来销售额以 20%以上的速度递增，1998 年突破 30 亿元，1999

年为 33亿元，为西南地区最大的批发企业。这些“商业航空母舰”，实施跨地区经营，对重庆商业的辐射能力的提高起到了重

要作用。 

重庆商业之所以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其原因大致有: 

1.直辖效应是最直接的原因。 

2.重庆本身有发展商业的各种有利条件。 

3.改革开放，为重庆商业传统的发扬提供了最好的机会和政策条件。 

4.重庆开始重视第三产业，尤其是渝中区政府对商业的高度重视。 

5.商业体制改革的深入，商业主体的努力经营，这也是重庆四年来商业取得成就的重要原因。 

6.重庆人的商业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一定的提升。 

7.中国买方市场的形成和消费者观念的日渐成熟，导致了重庆商业必须寻求新的发展和创新。 

8.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是重庆商业发展的基本前提。 

二、1996-1999 年重庆商业发展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及其成因分析:新重庆商业中心形成过程

中的种种问题新重庆商业中心形成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具体为: 

1.重庆商业的总体发展水平落后于全国，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低 

19%年以来，重庆商业增长较快。但是，作为全国最大的直辖市，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国的比重是在逐年增长，但和

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相比较又是相当低的，即使和副省级城市广州、大连相比也是落后的。重庆商业发展的排名，以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而言，1996 年、1997 年、1998 年连续三年都位列全国第 20 名。重庆的国内商业总体发展水平是落后的，不仅落

后于先进省市，也低于全国发展的平均水平。 

重庆的商贸流通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是比较低的。虽然农业、工业的 GDP 比重在逐步下降，但所占比重仍然大大高

于贸易餐饮业的 GDP 所占比重。就是与京津沪相比较也是很低的，以 1996 年而言，北京的贸易餐饮业占 GDP 比重为 11.6%，上

海为 10.89%，天津为 9.14%。仅仅比天津略高一些。如果以人均贸易餐饮业 GDP为算，重庆就相当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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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研究，我们发现，重庆的商贸流通产业对重庆国民经济的贡献度是非常低的。测算结果显示，重庆商贸贡献度，1985-1990

年期含(涪万黔)为 6.38%，高于全国水平的 0.95个百分点;1991-1995年期含(涪万黔)为 9.73%，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 0.15个百

分点;1996-1997年期，为 8.39%。直辖之后，重庆商贸产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度反而下降。另据测算，1992-1994年期，上海商

贸贡献度为 13.64%，北京为 16.69%。 

重庆商业的整体落后、贡献度低，其原因认真分析起来有两点是很重要的:①重庆人思想观念落后，长期受制于大工业、大

农村、大农业，以工业为中心。②重庆商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较低，没有把商业贸易作为重庆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或主导

性产业。 

2.重庆市场无序恶性竞争激烈 

竞争是企业发展的外在压力，是动力源。但竞争过渡，就是问题了。直辖以来，重庆商贸流通市场竞争十分激烈，价格战

愈演愈烈。尤其是零售业的竞争显得更为激烈。特别是 1997-1998 年，大都会广场和法国家乐福重庆分店在重庆开业，使得该

行业已存在的竞争更加残酷。群鹰百货、上海一百分店等相继倒闭，南坪惠工商场被重百兼并，友谊商场、重客隆、重百百汇

超市等销售出现了亏损。这些都充分说明，1998年是为重庆百货业的“死亡年”。百货业的经济效益明显下降。什么“零售利”

销售购物送礼、打折、降价、抽奖等活动，随处可见。这一方面是商家争夺市场份额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市场无序竞争在商

品价格上的反映。虽然在 1998年出台了“行业自律价”和“反低价倾销”措施，试图牵制无序竞争，但市场无情，物价低迷是

个明证。 

出现这一问题的原因，大致为:重庆市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不协调的矛盾非常突出，这加剧了市场的相对过剩，以此导致了

整个重庆市场无序之恶性竞争。 

3.商业网点布局不尽合理，缺乏对业态的正确了解，业态选择盲从盲动，同时超级市场、连锁商店发展相对落后: 

①商业网点布局不尽合理和不均衡，先进与落后同时并存; 

②业态选择盲从盲动，对业态缺乏充分的正确的了解; 

③作为先进组织形式和业态的连锁店和超级市场发展水平不高，大大落后于上海、广州、深圳、北京等大城市。 

原因在于三点:一是重庆客观上是大城市和大农村同时存在，经济的二元结构是十分严重的，一方面是现代化的大都市，一

方面是落后的农民、农村与农业，因此出现较先进的商业和豪华的商厦与落后的商业和陈旧破难的商店就不足为奇了。同时商

业网点布局的不均衡也是正常的了。二是盲目的从众心理和专业商业知识的贫乏，这是导致业态选择上的一哄而上，不冷静分

析。三是重庆经济的不发达，老百姓收入低，导致其购买力的低下，这是重庆为什么超市和连锁有发展，但发展水平不高的最

直接原因。 

4.批发市场建设不健全不完善，“空壳市场”落观上大量存在 

重庆的批发市场或市场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批发市场的规范化程度比较低，管理不太规范。批发市场或大型交易市

场的重复建设严重，造成了众多的空壳市场。 

原因是:①对批发市场缺乏正确的认识。中央和地方批发市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②政府在市场建设方面，缺乏统一规划，

或者有规划也执行不力。③投资建设商的认识有偏差。许多投资单位片面认为布场是个摇钱树”，在市场建设上草率立项，赶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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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房，而且急于吹糠见米，追求高回报，使市场建设陷于盲目追风的怪圈。以上这些都导致了重庆市场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5.重庆人缺乏一种真正的商业精神 

商品质量、品种不符合人们的需求是一回事，但更重要的是人，是人的因素占据首要地位。也可以说，重庆人缺乏一种精

神，一种商业精神。商业精神的缺乏，直接影响到重庆产品的市场命运。产品要到市场中去竞争，需要一大批商人去包装、推

广，而重庆的长处在技术和生产组织，做生意正是其所短。 

重庆缺乏商业氛围，重庆人缺乏商业精神，因此再好的商品，在他们手中也会成为次品，也很难搞成名牌商品。“红岩”彩

电的悲剧，就是一个明证。 

重庆本身是一个传统的商业城市，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中心，抗战时期还成为全国的商业中心。偶然的因素使重庆由商

业城市变为一个生产大城市。第一因素是抗战时期大批工厂内迁重庆，第二因素是五六十年的三线建设又迁建了大批工厂。这

两次偶然的因素改变了重庆的命运。重庆成为生产的中心。再加之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形成了大工业环境下的生产观念，没

有市场观念。没有市场观念是重庆人缺乏商业精神的根本。 

6.商业企业组织化程度低，企业的经济运行质量不高，改革力度需进一步加强。 

7.行业调控管理体制不顺，商委作为重庆市商业行业的主管部门其作用没有充分发挥，以致出现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 

8.批发业、物资业和供销社经营困难，步履维艰，亏损严重，供销社没有真正办成农民自已的合作经济组织。 

9.商业的现代化水平较低，职工素质较低，尤其是缺乏真正的商业企业的高层管理人才和企业家。 

10.商业的对外开放力度不够，内外贸结合程度比较差。 

11.大型零售企业定位趋同，经营无特色。 

12.城市以商业流通为纽带带动大农村、以促进城乡一体化的思路不太明确，步伐也不够快。 

13.重庆的物流中心、国际会展中心、商贸信息中心还未能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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