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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企业对重庆投资环境的评价与改善措施 

陈秋梅
1
 蔡继荣 

(重庆工商大学商务策划学院，重庆 400067) 

【摘 要】:外地投资者对重庆目前的经济环境和政府服务环境的评价最好，对资源环境、法律环境的评价较好，

而对科技文化环境的评价相对较差。要积极开展投资机会研究，提升重庆的城市品牌形象，完善城市功能、市场体

系以及生活服务环境，把教育投资与产业投资结合起来，并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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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地企业在渝投资现状及特点 

从外地企业在渝的投资来源看，东部沿海区域的资本投入占了重庆引进外地资金的 54.4%以上，特别是上海、浙江和广东的

各类企业的投资在重庆经济发展和国有企业改革中发挥了主力作用。 

从投资行业看，二、三产业成为外地企业在渝的主要投资方向。根据调查统计，外地企业在二、三产业的投资分别达到 489,176

万元和 761,457万元，占到外地企业在渝投资总量的 38.54%和 59.99%;按国民经济行业分类，前五位分别是:制造业、房地产业、

交通运输业、金融保险业和批发零售餐饮业。 

从投资区域看，重庆三大经济区中利用外地来渝资金最多的是都市发达经济圈，近三年的利用总额为 623,338 万元，占全

市利用内资总额的 42%以上;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利用总额分别为 303,196 万元、274,811 万元，占全市利用内

资的比重分别为 20%和 19%。 

从企业的投资形式看，有独资经营、合作投资、资产重组及经营权转让等多种方式，其中尤以独资经营和合作投资方式居

多，2002年分别占当年吸引外地资金总额的 36.2%和 55.5% 

二.外地来渝投资企业对重庆投资环境的评价 

从本课题组进行的这次调查结果看，外地投资者(37 家外地企业)对重庆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是比较高的，平均满意率为

87.800，其中对重庆硬环境的总体平均满意率为 8700，对软环境的平均满意率为 89.200(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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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表可以知道，外地投资者对重庆目前的经济环境和政府服务环境的评价为最好，平均满意率分别为 92.1%,90.1%;对资

源环境、法律环境的评价较好，平均满意率分别为 83.500.88.400;而对科技文化环境因素的评价相对较差，平均满意率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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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8%。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交通发展滞后于投资要求。在评价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所有指标中，外地企业对重庆交通环境的总体满意率最低，

仅为 56.8%，其中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 35.1%，不满意和很不满意 43.2%从回收的调查问卷和访谈情况看，企业之所以对交通环

境满意率不高，有道路建设速度不能适应经济和企业发展需要的因素，也有个别区县乱设公路收费站点的原因。 

2.整体经济水平不高，产业集群发展滞后。外地投资者对重庆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当地工业配套程度”的满

意率相当低，仅 18.9%;对“重庆市的总体经济水平”的满意率也仅为 27%;而不满意和很不满意“当地工业配套程度”的企业就

有 7家，占调查样本的 18.9% 

3.劳动力资源丰富，但素质低下。从调查结果看，投资者对重庆市的劳动力资源的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比例最高，达到

67.7%，一般满意率为 27%，但是对“人员素质”和“科技水平”的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选择比例则明显偏低，没有一个企业

对这两个指标表示“非常满意”，其中对“人员素质”表示“比较满意”的企业只有 24.3%，在“科技水平”一项指标上选择“比

较满意”的企业也只有 16.2%是整个评价体系所有评价指标中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例最低的一个指标。 

4.优惠政策落实不力。为扩大对外招商引资力度，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各级政府都制定出了不少优惠政策措施。但有关部

门和单位在贯彻执行中走样，要么贯彻不力，要么执行不了。不少投资者反映，现在到部门办事“门好进”、“脸好看”，但仍然

“事难办”。 

有些部门在执行政策时本位主义思想严重，注重本部门利益，搭车转负现象多;有些部门总是有意无意利用手中权力，给外

地企业发展设置种种障碍，谋取部门利益，甚至明目张胆地向外来投资企业转嫁负担，实际上造成了政府信用的严重缺失。此

外，企业还反映政府存在重引进、轻管理的现象，致使外地投资企业生存困难。市里对如何促使已引进的外地企业继续在渝投

资发展方面关心不够，政策措施不力，造成不少外地企业在渝落户后生存困难。 

调查显示，外地企业对政府给予的优惠政策的落实情况的满意率只有 78.4%，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达到 21.6%，有些

未兑现的承诺已经成了制约企业今后发展、进一步投资的瓶颈问题。 

5.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缺乏公平竞争的经营氛围。调查表明，外地来渝投资者对重庆市的法律环境总的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该大类 7项指标的平均满意率为 88.4%。其中，投资者对“有关外地投资的地方法规”、“工业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有关劳资

关系的地方法规”和“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满意率均在 94%以上。 

但在“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方面，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比例虽然分别为 37.8%和 43.200，而对这两个环境因素不太

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企业比例也分别达到了 24.3%,21.6%。此外，企业对“社会治安”的不太满意和很不满意的比例也达到 16.2%。 

三.优化投资环境，推动引资工作上台阶 

1.开展投资机会研究。投资机会是一切有可能发展为投资项目的各种显露或潜在的机会。开展投资机会研究就是通过自然、

经济和社会诸因素的初步调查，对一切有可能发展为投资项目的投资机会进行选定和鉴别，选择和确定一个地区最有利的投资

方向，它属于投资前期的重要研究内容。 

一个地区如果能够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抓住一切有利的时机，充分利用并适时创造新的投资机么就能把这种显露或潜

在的机会转变为现实的优势，从而扩大地区投资和产业的规模，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档次。而外来企业投资机会研究作为地

区发展、投资机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可以为地方政府制定利用外资的发展战略提供理论依据，而且也可以为地方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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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确定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制定对外招商引资策略提供重要的参考。只有不断加强对地区发展、投资机

会的研究，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发展导向，拿出最好的项目与投资方合作，使投资者能够尽快得到回

报，才能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才有可能抓住一切有利的机会，扩大招商引资，提高地区经济发展的质量。 

2.加大城市建设力度综合运用各种促销手段大力促进城市推广，提升重庆的城市品牌形象。在加强重庆基础设施、交易场

所建设、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布局规划等投资环境建设的同时，要借助于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和会展业、旅游

业、各种形式的文化节、艺术节以及其他形式的促销手段，大力宣传重庆独有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及在西部大开发、三峡工

程及其库区建设中所独有的政策优势，宣传重庆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现状及前景;要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加强城市间、区

域间的经济合作，从而提升重庆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3.进一步加强交通、通信、能源、城市基础设施和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功能，优化物流条件。重庆的独特地理环

境决定了道路和交通设施建设投入的重要性，要充分发挥各种运输形式的作用，使交通在建设规模、建设速度和建设时序安排

上适当超前，以适应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在邮电通讯、城市公共事业等建设中，要重点抓好提高信息化服务水平、技术支持

和教育培训服务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网络通讯的个人化、宽带化、综合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进程;要抓好电子政务建设，

促进政府行政体制创新和职能转变，让外来投资者可以通过网络全面、详细地了解重庆招商引资的各种政务信息;要完善电子商

务综合环境，尽快建立包括网上支付、货物保险、物流配送等在内的电子商务框架体系，促进电子商务的应用，把重庆建成我

国重要的区域性电子商务中心和物流中心。 

为此，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必须做好基础设施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明确能源、交通、通讯、商贸网点、城市公用事业等投

资硬环境的发展战略目标、方向、重点和实现规划目标的对策措施，从根本上改善投资硬环境，增强重庆的发展后劲，并为吸

引外来投资创造条件。 

4.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市场体系，提高市场交易的规范化程度，为投资者创造公开、公平、公正的投资环境。(1)改革政府

管理体制，强化企业行为约束机制，规范企业的营销行为，促进市场诚信度的提高，降低企业的市场交易成本;(2)运用信息技

术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企业信用公示、评估网络，加强社会公众对企业行为的监督;(3)加大执法和专项治理力度，促

进平等竞争，消除各种垄断，杜绝经济司法中的不规范行为。 

5.引导资本投资教育，把教育投资与产业投资结合起来。重庆地区的大量廉价劳动力是其吸引外来投资的显著优势之一，

但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低、技术熟练程度差却削弱了这一比较优势。虽然重庆的劳动力价格在绝对值上低于东部地区，但是其

中受过教育、可以迅速培养成熟练工人的人太少，企业必须投入相当的教育培训费用才能保证其对劳动力的正常使用，这无形

中提高了企业的劳动力使用成本，增加了企业的支出。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为了实现目标比较利益，宁愿在东部投资，花高

价聘请熟练工人、技术工人，也不愿因为节约工资开支而选择在重庆投资。可见，对重庆来说，劳动力素质和科技发展水平已

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外地资金流入的制约因素，高素质人材的缺乏，已经严重制约到外来投资企业的发展水平和速度。因此，

加大对劳动力教育和培养的投入，特别是劳动力技能教育，是成功吸引投资的一个重要保证。这就要求政府要把人力资源开发

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鼓励外来投资企业投资教育。 

6.为外来投资者提供全方位服务，完善生活服务环境。为了吸引并留住外来投资者，政府除了制定在西部地区具有较强吸

引力的优惠政策、完善资源市场体系、规范市场交易以降低投资者的投资成本外，还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外来投资服务中心，

建立政府文件查阅处、对外开放优化投资环境责任体系、项目主办负责制、重大项目跟踪服务制度等，为外来投资者及时提供

投资、政策、法律咨询，代为办理投资项目的所有行政审批手续。并积极主动地帮助他们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

问题，如就医、子女上学等，努力为他们提供“人情化，服务。 

除此以外，政府还必须根据三大经济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采用特色鲜明的政策措施吸引外来资本投资，发挥各地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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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化和经济规划的无差异性;要真正地树立起“人人都是投资环境，事事都关政府和城市信用形

象”的观念，把改善投资环境、优化投资环境作为一项长期的持续性工作来抓;要随时关注投资环境的评估状况，重视研究目前

和预测未来投资环境评价标准与观念，提高改善投资环境的自觉性和预见性;要从为外来投资者提供财政优惠政策转向提供周到

的金融支持和服务，狠抓优惠政策的落实，为外来投资者营造一个健康的、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环境，力求吸引更多的外来投资

和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