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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产业结构状况及其调整对策的思考 

徐杰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重庆 401520） 

【摘 要】：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于促进地区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人民生活生平提高具有重要作

用。通过对西部地区二级城市合川产业结构状况的分析，发现合川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针对合川产业结构寻求一

些调整对策，抓住发展机遇期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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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三江交汇，交通便利，历史文化悠久，处于重庆“一小时经济圈”、重庆“城市发展新区”、渝西经济走廊、华蓥

山经济走廊，是成渝经济区中部和重庆北部区域中心城市，具有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 

1 合川产业结构状况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进，国家“十二五”规划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实施，合川经济有

了很大发展。2013年合川地区生产总值 387.42亿元，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1.9%，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29175元（按年平均汇

率 6.1932折合 4711美元）。城镇新增就业 3.1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1.58%，比上年末提高 0.31个百分点。城镇人口 80.52

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 60.64%。三次产业结构由上年的 15.0︰48.7︰36.3变为 14.6:49.6:35.8。 

 

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合川地区生产总值稳步提高，三次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第一二三产业产值都有所增长，第一产业

比重逐年降低，第二产业比重逐年增加，产业结构类型为“二三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城镇化率、就业率不断提升，体现

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工业化的一般规律。 

合川近几年在经济发展上提出了一些区域发展措施，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努力打造“一轴双核三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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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产业”的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建设“三级”农产品市场,粮食产量、生猪出栏、水产产量稳居重庆市第一。发展工业经济，着

力发展建材、能源、机械制造三大支柱产业，优化“三大板块、九大产业”产业格局，打造“一园六区”园区建设。发展生态

旅游业，努力开发钓鱼城、涞滩古镇等优质旅游景点，提出“东有杭州古宋城，西有重庆钓鱼城”旅游发展口号。完善道路桥

梁基础设施建设，铁路“三干线二专线”，公路区内六纵六横，区外一环八射，南屏嘉陵江大桥、涪江一桥、涪江二桥、东渡

嘉陵江大桥将三个街道片区构成一体，这些共同构建了合川畅通交通网络。 

2 合川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 

(1）产业结构发展不协调。合川经济不断发展，表面上看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整体上是协调的，产业结构调整促进了

地区生产总值的不断增长。但是从上图分析合川三次产业结构变化可以看出，其产业发展并不协调。第一产业比重相比 2005年

有了较大下降，降幅 8.5%，但比重依然过高，将近重庆比重的 2倍。第二产业比重相比 2005年有很大提高，增幅 12.4%。第三

产业比重相比 2005年不升反降，降幅达 3.9%，“离经”现象明显。从三次产业结构转化可以看出合川产业结构发展的不协调性，

过多地集中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疲软，二三产业偏差逐渐拉大，产业结构转变时间可能还要拉长，影响合川现代化进

程。 

(2）农业就业结构转化落后。2013 年合川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突破 3000 美元，城镇化率超过 50%，第二产业比重低于 20%，

第二产业比重已经超过第三产业。按照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的划分标准，表明合川工业化程度应当是中期向后期发展，但是

结合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合川农业就业结构转化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转化，农业劳动力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比重过高，第

一产业比重相对于农业劳动力比重下降速度快。合川工业化还处于中前期阶段，虽然合川城镇化进程加快，但农村剩余劳动力

却大量滞留在农村，二元结构突出，恩格尔系数 45.7%，如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关系着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 

(3）产业技术创新力和开发程度不足。合川是全国著名的农业高产区之一，但农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农业机械化程度不

够，农业产品加工仍以初加工为主。合川工业 2013年“三大板块”（基础板块为能源、建材、化工产业等，成长板块为装备制

造、农产品加工、纺织服装产业等，创新板块为制药、电子元器件、电子信息产业等）产值 316.76亿元，“基础板块”总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为 30.8%，“成长板块”比重为 34.7%，“创新板块”比重为 9.0%。建材和能源产业比重大，科学

技术水平低；机械制造业近几年发展迅速，但产业技术研发力量薄弱；而创新产业比重小，主要依靠国外技术和生产装备，自

主创新程度不足。 

3 对合川产业结构调整的建议 

(1）制定合理产业结构调整规划。总体上降低第一产业结构比重，要鼓励发展粮油、畜牧、水产等优势特色农业，扶持农

产品深加工改造，强化“合川桃片”“合川肉片”等品牌效应，推进集约化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合川产业结构的“离

经”现象表明合川第二三产业还有较大发展空间，总体上应全力发展第二产业，努力提高第三产业质量与规模，促进第二三产

业融合。 

(2）实施招商引资，推进产业技术创新。合川自身财力有限，应借助外力加快发展，利用政策、土地、交通、人力资源等

优势，实施招商引资，发展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把关投资质量，引进龙头企业和重点项目，引进先进生产管理技术，提高招

商引资效率。在引进外来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同时，充分发掘合川当地高校科研潜力，强化自主创新引导，完善技术创新激励机

制，消化、利用、创新产业技术知识，提高科技成果转化利用率，增加产业科学技术含量，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3）加大城镇化建设，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产业结构的调整必然会伴随城镇化进程，两者是相互促进、协调的关系。

加大城镇化建设可以促进产业布局，为产业结构调整创造好的环境；而产业结构调整又可以促进城镇化，改善居民生活水平，

民生的改善和消费水平的提升反过来又拉动产业发展。除了硬件设施的建设外，软件的完善也对产业结构调整有重要影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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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可以缓解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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