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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冷处理” 

杨淑鹏 周庆行 蓝宝江 

(重庆大学贸易及行政学院) 

【摘 要】：面对社会各界对高新技术产业不断高涨的热情，我们通过对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备核心要素和

发展环境的比较优势分析，认为目前重庆并不具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重庆应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

展进行“冷处理”，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特点，按照比较优势理论选择发展战略，即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

业，同时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局部领域占领制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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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备核心要素现状优势分析     

通常认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必需具备的三大核心要素为资本、劳动力和技术实力。因此，我们从重庆的实际情况出发并

对比其他省区的情况分析三大核心要素的现状享赋优势。     

1.资本现状优势分析     

资本对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作用是基础性的，现阶段，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基本上是第一位的。从表 1可以看出，

重庆在财政收支、消费水平、投资额等的总量及人均指标方面不仅较北京、上海等直辖市相去甚远，如人均投资额仅为北京的

14.74%，上海的 10.10%，即使较陕西这一西部省区也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如人均投资额为陕西的 105.89%。当然，重庆直辖以

后，国家财政对重庆的投资力度有加大的趋势.这是好事.但真正需要的是重庆企业自力更生能力和自我积累能力的增强。 

从表 2 可以看出，不管是技术改造经费还是技术引进经费重庆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都没有绝对的优势，如企业技术经

费总额仅为上海的 12.44%，陕西的 54.76%。同时还要考虑到，这些技术开发经费主要用于改造没有“自生能力”的国有大中型

企业，从而很容易造成“沉淀成本”，这样用于高新技术企业的资金就比较有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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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力现状优势分析     

高新技术具有高知识含量、高潜能性的特点，这客观上要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所需的人才为一个复合的概念，它既包括科

技人员、统计人员、市场开发人员等专门人才.又包括懂技术会管理的复合型人才。可以说，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发展水平主要

决定于它人才的数量及各类人才的全面程度，只有拥有大量复合型的人才，高新技术产业才能开发出国际一流的产品，才能在

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 

从表 3 可以明显的看到，重庆在科技活动人员及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总量上还相对较少，1999 年，重庆从事科技活动的人员

总数仅为北京的 26.78%，上海的 35.33%，陕西的 33.08%，贵州的 135.71%，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总数则更少，仅为北京的 20.67%，

上海的 30.73%，陕西的 39。23%，贵州的 149.59%。同时地区居民的总体素质还不是很高，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方面需要

数量较多的高素质劳动力，另一方面还需要有相对较高素质的消费群，应该讲，重庆在这一领域并无多少优势。 

相反，重庆拥有大规模的相对廉价的中等素质的劳动力，这对于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是有优势的，重

庆要取得较快的经济增长和加速产业结构升级，必须用足用好这一优势。近几年，以力帆集团、宗申集团为代表的民营中小企

业蓬勃发展是一个比较有说服力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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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现状优势分析     

技术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技术实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同时，地区的技术实力对高新技

术企业的发展有很重要的功用，它一方面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技术环境，企业可以充分享用技术扩散的外部经济性，另一方面

它可以给企业较多便捷的选择适用技术的机会。 

如表 4所示，重庆在专利申请授权的数量上还很少.1999年仅被授权 1078 件仅相当于北京的 1/5，上海的 1/3，陕西的 2/3，

这充分说明重庆尚缺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环境。 

 

二、应该对重庆市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进行“冷处理” 

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是促进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经济繁荣的重要手段之一。重庆市的高新技术产业近年取得了一

定的发展，但是高新技术产业在重庆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还很低，与政府计划的到 2005年达到 20%的目标还有一定的距离。 

一般情况下，按照资源比较优势组织起来的企业竞争力强，获利能力强，自我积累迅速，按照这一原则，通过对重庆高新

技术产业发展必备核心要素的比较优势分析，我们认为重庆目前尚不具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比较优势，应该对高涨的高

新技术产业情结进行“冷处理”。这主要是基于以下的认识: 

首先，国内外调查研究表明，高新技术产品从科研、中试到产业化这三个环节的资金需求量是以 1:10:100比率递增的，可

以说高新技术产业是一个资本吞噬型的产业，这无形中增高了企业进入的门槛，也对资本稀缺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出了挑

战。就重庆目前的资本现状和风险投资规模而言，重庆要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显然会造成投资不足，容易形成一些“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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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企业”，由于研发缺少后续资金的跟进，高新技术不会有多“高”和多“新”，高新技术的产业化也不会进展顺利，这样并不

能真正把高新技术产业的优势发挥出来。 

其次，人才优势并不明显。虽然重庆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不少，但缺乏具有国内外领先水平的研究机构和代表中国科技最

高水准的科研队伍。舒尔茨(T.W.chults)认为，经济发展的水平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贫或资本存量的多

寡。特别对于高新科技企业来讲，人力资本是起决定作用的，只有高素质的劳动力才能开发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科技产品，

才能让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站稳脚跟，更重要的是有了大量高素质、高品位的复合型人才，高新技术产业才能保持长久不衰。 

同时高素质劳动力的报酬也构成了企业的主要成本。决定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效率主要取决于对当地劳动力的质量和劳动力

报酬的一种权衡，如果质高价廉的话，企业当然会优先选择投资于该地区，在高素质人才价廉方面，重庆当然有优势，真正缺

乏的是质高。 

重庆在缺乏高素质人才存量的同时，由于并不具备像上海、广州那样的人才凝聚力和吸引力，一方面难以筑就“引凤之巢”，

吸引高品位人才到重庆来，另一方面，由于创业环境欠佳，工资弹性不足，重庆原有的高级人才会“孔雀东南飞”。所以，重庆

人才的流量资源也不足以支撑起完整的高新技术产业链。 

再次，群体优势较弱。重庆还没有足够的实力形成丰富的高新技术产业群体，同时相关配套产业和辅助产业还没兴旺起来。

这对于那些关联度较大的高新技术企业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没有哪家高新技术企业有能力把上下游产业一并建设完整，即使

有这种能力，从利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角度来看，也没这个必要。 

因而，由于缺乏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完整产业链，重庆还难以形成高新技术产业的集群，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也难以

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另外，社会环境优势滞后。一般而言，高新技术产业是年轻人的天下，是“聪明人的俱乐部”，因此极其需要形成以创新精

神为主导的地区文化，促使创业文化环境在交流中不断自我强化、自我发展，从而形成一个鼓励创新，保护创新的发展环境。

但就现阶段而言，重庆传统的地域文化占据着绝对的地位，重庆尚缺乏促进人才创新、创业的外部大环境。     

最后，从解决就业的角度来说，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投资重点放在发展资金、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能够创造

的就业机会很少;但如果将资金重点放在发展劳动密集的中小企业，能够增加的就业机会就会相对较多，就能大量吸纳企业“减

员增效”后失业的劳动力和大量闲置的劳动力，不但能促进经济增长，还能缓解社会矛盾。 

三、用好享赋优势，发展优势产业 

今后一段时间，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向应集中于改造传统产业。重庆的产业结构目前还是传统产业占绝对主体地位，

采取高新技术产业为传统产业服务的融合战略很有必要，高新技术产业为传统产业服务不仅是改造和发展传统产业的需要，也

是高新技术产业自身发展的需要。高新技术产业一般都是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才能较为顺利的形成和发展，离开传统产业，就

会缺乏发展的技术基础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传统产业的快速发展又能为高新技术产品创造新的需求，同时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能为传统产业的结构升级提供技术支持。

高新技术产业的技术和产品在传统产业中的应用、扩散，不但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快速变革，而且反过来传统产业的飞速发展又

会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从长远来看，要鼓励民间资本介入高新技术产业，积极发展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加强引导，使其走向集团化、规模化和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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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化。就当前而言，重庆的主要资源应集中用于发展具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以充分发挥重庆资源

享赋的潜力。 

重庆如果按照这种“冷处理”思维调整产业结构的话，随着资源结构的升级，资金必然由相对短缺变为相对丰富，这样势

必会推动产业结构随比较优势的变化而升级，最终很可能一大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中小企业将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培育起具有“自

生能力”的竞争优势，从而大量投资于高新技术产业，推动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的长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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