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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城对重庆城市经济的直接拉动 

 张邦辉
1
 彭洪洋  

【摘 要】:大学城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现象,它既是教育产业园区,也是高科技产业园区,可成为当地强劲的经济增

长点。重庆大学城的建设,是重庆市政府确定的一项重点工程,它对重庆城市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直接地体现在对投

资拉动、消费拉动和就业拉动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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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是大学的集合体,若干所大学在同一区域内连成一片,形成诸高校相对集中的城市社区,分布于大学周围的工商业为

其提供服务。以大学为依托兴办高科技产业是大学城的优势所在。大学城集教育、科研、生产于一体,它既是人才的摇篮,也是

学者的乐园;既是教育产业园区,也是高科技产业园区,大学城可成为当地强劲的经济增长点。 

重庆大学城有良好的人文环境,对当地的招商引资、房地产业、第三产业等有巨大的拉动作用。重庆大学城对重庆城市经济

的直接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投资拉动、消费拉动和就业拉动三个方面。 

一、投资拉动 

重庆大学城的建设,是重庆市为保证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建设长江上游教育中心和西部教育基地而确定的重点工程,是

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大举措。它的建设直接带动了社会各方对大学城及大学城周边的投资,这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 

(一)对教育的直接投资拉动 

大学城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现象,其兴起和建设直接推动了高等教育的发展,也直接拉动了对教育的投资。重庆大学城汇聚重

庆大学、四川美术学院、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医科大学、重庆科技学院、重庆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重庆巴

渝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医药卫生高等专科学校(筹)、重庆警官职业学院、重庆社会工作职业学院等 11 所高校,加上后续准备入

驻的后工、三医大、中国国际职业大学和运动技术学校,就有 15所。 

另外,与重庆大学城配套的一中、八中、人民小学、QSI 国际学校也在 2006 年正式招生,虎溪职业中学、风鸣山中学也将于

2007年入住新生。这些学校的聚集将极大地拉动重庆大学城的教育投资。从投资的主体划分,可分为政府投资、家庭投资和其它

一些经济实体投资。 

有数据显示,从 2004年至 2010年,重庆市将投资 80亿元发展教育,在这 80亿元的教育投资中,将有 30亿元用于大学城建设。

大学城的建立,使招生人数实现了扩张,目前入住大学城的学生近 4 万人,单就学费计,家庭教育投资额也将达到两亿元以上。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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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基于对重庆大学城办学绩效的信心,还有一些经济实体也对重庆大学城教育进行了投资。随着重庆大学城建设的深入及入住

高校的增多,其对教育投资拉动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社会各界对重庆大学城教育的投资也将进一步增多。 

这不仅促进了重庆教育事业的发展,而且还能有效缓解重庆日益扩张的高等教育需求与严重不足的高等教育资源之间的矛

盾,为重庆培养大批优秀人才,这将有利于促进重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二)对工业的投资拉动 

通过兴建大学城,可以让高科技产业和研究机构直接依附在大学城中或周边地带,形成产、学、研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促进以

高科技产业为龙头的企业经济的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技术、经济的不断发展,拉动房地产、第三产业,为区域经济的提升发挥更

大的作用,这是建立大学城的目标之一,也是今后大学城的发展趋势。 

重庆大学城的建设催生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西永微电子工业园是重庆市“十一五”期间重点建设的电子信息产业基地,位

于沙区西部,紧邻重庆大学城。园区规划控制面积 30平方公里,由软件园、芯片制造园、封装测试与材料园、应用产业园以及科

技创新区、配套服务区等“四园两区”组成,该园的建设确立了沙区西部作为重庆城市副中心的地位。该工业园在一年的时间里,

已引进了包括“811,日月光工程”等在内的 7 个大型高科技项目,其一期总投资计划超过 23 亿美元,仅 2006 年上半年微电园就

完成投资 5.1 亿元。园区 2006 年接待、跟踪洽谈项目共 50 余个,其中,签约项目 7 个,合同投资总额 98 亿元,完成投资近 10 亿

元。据介绍,北大方正 FPC 项目投资 7.2 亿元,年产值达 10.7 亿元,计划 2007 年上半年投入正式运行。同时开工的项目还有:惠

普全球软件服务中心(中国)重庆分中心,项目总投资 3 亿元;华洋集团智能化电气设备产业基地,项目总投资 5.6 亿元⋯⋯预计到

2010 年,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投资 80 亿元,产业投入 80 亿美元,实现年工业销售值将达到 800 亿元,西永微电子工业园也将形成以

芯片制造为核心的产业集群,总投资将达到百亿美元规模。 

随着大学城聚集效应的产生、周边地区开发规模的扩大及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机构在西永微电子

工业园投资设厂。西永微电子工业园与大学城的“互动共振”效应已初步显现,其必将形成“重庆市未来发展核心竞争力的浓缩

点”。 

(三)对房地产的投资拉动 

房地产投资具有投入大、周期长的特点,其收益和风险受着政治环境、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综合影

响,当投资时机选择确定的情况下,其投资地域的选择就显得尤为重要。重庆作为全国第四个直辖市,具有长期的发展潜力,城市

价值、房地产价格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重庆大学城位于沙坪坝区西部虎溪镇和陈家桥镇,占地 20 平方公里,背倚缙云秀峰,

远眺歌乐美景,地势平坦,林木葱笼,依山傍水,交通便捷。其有优秀的自然条件、便利的交通环境和一定的人口作为前提,地理位

置十分优越,有着良好的投资环境,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引起了众多房地产投资商的兴趣。大学城崛起,至少为沙坪坝房地产

业带来两大利好消息:房地产开发获得了广阔空间,以往因地域狭窄导致的“沙区无好房”说法或许将迅速改变;形成了“房地产

+教育”的复合地产模式,并开始产生影响。 

大学城首批 3000亩经营性储备土地在市土地交易中心的挂牌出让,就引来众多房地产大腕参与竞标,像龙湖、华宇、金源、

和记黄埔等都跃跃欲试。大学城未来的规划人口有 43万,如此庞大的人群,对房地产的需求有多少,对商业的带动有多大,是可以

预见的。在这种明朗形势的情况下,重庆富力地产在西永圈下将近 4000 亩土地,此外,龙湖也在西永圈下 1000多亩地建高档房。

2007年 1 月 15 日,重庆大学城中心服务区的首个房地产项目——重庆富力城正式开工建设,大学城“造城”运动开始。富力城的

落户,意味着重庆大学城配套项目建设正式拉开序幕,大学城也终于迎来了“首吃螃蟹”的开发商。 

随着大学城建设的深入、西部新城的陆续动工及周边地区开发规模的扩大,重庆大学城的聚集效应越来越显现出来,当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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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业已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周边地产得到持续升值,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房地产投资商到其周边进行房地产投资。 

(四)对基础设施及其配套服务设施的投资拉动 

重庆大学城是重庆市促进地方经济建设,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重大举措,要使此举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应完善

其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对大学城及其周边基础设施的投资。可以说,重庆大学城的建设直接拉动了大学城及其周边基础设施的投

资。在对重庆大学城及其周边基础设施的投资中,既有政府的投资也有一些经济实体的投资,如:沙坪坝区人民政府在 2003 年与

重庆市地产集团签订协议,投资 60亿元,用于大学城基础设施建设、拆迁安置、百米科技景观大道建设、井口至土主的隧道工程

等项目。据统计,从重庆大学城破土动工到重庆大学城开城两年多来,累计完成投资超过 50亿元,而在 2006年 1月至 6月末重庆

大学城基础设施及农民新居就完成投资 6.2亿元,全年计划投资 12亿多元。从沙区参与西部大开发重大项目规划表的数据显示:

从 2003 至 2010 年,将投资 120 亿元用于对重庆大学城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校区建设,其中 2003—2005 年 20 亿元、2005—2008 年

80 亿元、2008—2010 年 20 亿元,通过对重庆大学城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目的在于把重庆大学城打造成全国一流、西部领先

的大学城。 

除对大学城本身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外,其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也获得了巨大的投资,建设进程也在加快。为打造西永微

电园,仅 2006 年就计划投入 30亿元建设资金,按“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效率推进”的原则用于其基础设施建设。目前,该

园区 67 米宽的科技大道已经竣工通车,基本完成了 8 平方公里启动区的征地拆迁和农民安置;初步形成了“二横五纵”共 15 公

里的园区骨架道路及配套设施建设;5 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5 万平方米的软件研发楼、SOHO 楼和综合服务楼相继动工;市水务集

团微电园每日 5万立方米的给水工程、市凯源公司微电园每日 80万立方米的西门气站、市电力公司微电园 220KV 变电站等基础

设施配套项目也已全面启动建设。可见重庆大学城的建设直接拉动了大学城及其周边基础设施的投资。 

此外,重庆大学城不仅仅是一些大学组成的城,大学城本身还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因此,它的建设除了对其本身及其周边

基础设施投资有极大的拉动作用外,对其配套服务设施的投资也具有极大的拉动作用。大学城的建设将会带动诸如饮食集团、出

版社、书店、文化用品商店等闻风而动,竞相投标,参与城区的建设与发展。仅在 2005 年,大学城就有 120间商业用房已经竣工,

引进超市 1家(占地 500平方米)以及 7家餐饮企业,其他为电信、银行等配套设施以及日用杂货店铺。 

这样的硬件建设,仅仅是一个开始,随着大学城区的发展,还将逐步完成各类商务、休闲娱乐设施,建设具有舒适居住环境以

及文化、医疗、教育等配备齐全的生活服务功能区。 

二、消费拉动 

重庆大学城规划可容纳 43 万人,其中在校大学生 16.4 万人、教职工及附属人员 3 万人、城市其他人员 23.6 万人。它的发

展将使该区域消费市场扩大,而且大学城的知识分子往往具有较高的购买力,是重要的消费群体,这也将极大地促进该区域对消

费的拉动。重庆大学城对消费的拉动主要体现在对教育消费的拉动和对生活消费的拉动两个方面。 

(一)对教育消费的拉动 

当社会走向小康,人们的温饱基本满足后,精神生活的需求必然会增长。自 1978 年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家庭的

日益增多,对子女的消费开支迅速增长,现代家庭的教育消费也日渐升温。越来越多的家长,把全部的愿望和期待寄托在孩子们的

身上,为了让下一代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他们用高额消费为孩子们创造了优越的学习条件和理想的教育环境,从而使家庭教育

消费变得花样多、势头猛、水准高,越发成为现代家庭消费的“重头戏”。 

可以预计,在未来的家庭消费中,子女教育消费必将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如前所述,重庆大学城目前入住学生近 4 万人,单



 

4 

就学费计,家庭教育消费额就达到两亿元以上。而重庆大学城规划总入住学生 17万人,在教育消费上,以平均每生每年 5000元学

费计,其教育消费额也将达到 8.5亿元。 

(二)对生活消费的拉动 

生活消费是人们为满足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而进行的活动,是人类社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客观需要,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

力。大学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据北京大学丁小浩等研究,1999 年我国普通高校因为扩招了 48 万人,所带来的高校部门

最终需求的增量为 48 亿元,而每增加一个学生后对各经济部门带来的最终需求总量为 11798 元。因此,扩招 48 万学生后增加的

最终需求总量近 57亿元,最终需求总量所带动的国民经济总产出近 130亿元,并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新创造就业机会 26万人次。 

重庆大学城内目前有近 4 万名学生,他们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都蕴藏着巨大的市场潜力。仅以学校住宿费及按学生年均

生活消费 6000 元计,所带来的年消费总额就将达到 2.5 亿元。若按照目前重庆大学城规划在校生规模在 17 万人左右计,如果生

均年消费 1.5 万元,大学城内的在校生年消费总量将达到 25.5 亿元,再加上教学科研人员及其他人员的工作消费和个人消费,将

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从消费增长对 GDP的贡献率来看,重庆大学城的建设必然会带动该区域经济快速连动的发展。 

此外,大学城还带来大量的流动人员接送子女、科技洽谈、学术交流、招聘人才、投亲访友、商业开发等,餐饮、住宿、交

通、礼仪、会议、娱乐等行业将迎来极大的发展机遇,也将带来巨大的消费需求。 

三、就业拉动 

就业问题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只有扩大就

业、促进再就业,才能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必要的前提和基础。重庆大学城对重庆城市经济的直接拉动作用不仅体现

在投资拉动及消费拉动上,还体现在对就业的拉动上。 

重庆大学城兼具“大学”和“城”的双重功能,它的建设是一个浩大的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可以吸纳大量的

就业人口,对就业具有极大的促进功能。而当大学城建成后,随着周边工业、服务业等的建立,将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大大增加

对就业人口的吸纳量,再加上城内高校对就业人员的吸纳,大学城将形成一个巨大的就业市场。 

据统计,在大学城建设期间,共投入劳动力不下两万人。随着大学城周边基础设施建设的开展、工业企业的纷纷兴建,将会创

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就业人员的吸纳量将会继续加大。重庆大学城的建设催生了西永微电子工业园,目前,园区以其良好的投资

环境和迅猛的发展态势吸引了茂德科技 8 英寸集成电路项目、北大方正西部 IT 产业基地、HP 全球软件服务中心等多个国内外

IT 重大项目落户,总投资规模达 100 亿人民币。随着投资的进一步加大及企业规模效应的产生,西永微电园将成为引领重庆经济

发展的助推器。该园以提升企业经济效益和吸纳就业人员并重为己任,在四年中已吸纳了 15.5万人,而这仅仅是在微电园内企业

的初建时期,随着企业的全面建成及新企业的进入,将会进一步加大对就业人员的吸纳。如:惠普全球软件开发中心重庆分中心的

落户,将成为惠普在中国的第 4 个软件生产基地,全面建成时,将形成 20 亿元/年的产业规模,从业人员将达 5000 人;茂德科技公

司重庆西永 8 英寸集成电路项目生产规模为月投片量 60000片,员工计划总数也将达到 3200人⋯⋯据估计,大学城周边工业、服务

业等再加上高校对就业人员的吸纳,预计可新增就业岗位近五万个,可解决近五万人的就业问题,这对重庆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

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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