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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江经济带的西部地区承接东部 

地区产业转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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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长江经济带的位置何用影响力贯穿着我国 3 个大区，以及 11 个省份,在经济发展、文化建设、产业创

新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承接作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现阶段国家对于重庆建设的需求和规划，也是进行沿线

经济带产业发展承接和良性运转的关键因素。 

【关键字】长江经济带；东西承接；产业转移 

长江经济带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发挥着自身强有力的纽带和协调作用，并且能够将当下的沿线众多城市连接起来，建

设具有整体性和阶段性的经济发展进程。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经济区域，以及我国直辖市之一，自身的产业结构配置和发

展在国家范围内都有引导和榜样的作用，直接关系着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一、提升科技性人才在产业建设中的 

整体比重 

我国进行产业建设的过程中对于科技性人才的重视十分深远，“人才兴国”战略在上世纪就已经提出，并且对于我国的社

会、经济建设贡献了大量的优势。根据重庆市相关统计可以看出，在 2015年，重庆市的专业技术人员、科技人员等科技型人才

基数为 93146,占据重庆市总体人口基数的 0.32%„重庆市作为直辖市，上海、江苏、浙江、湖北等地区的科技型人才与人口基数

比分别为 24%、13%、20%、35%,在长江经济带的沿线城市中重庆市的占比数值较低，一定程度上处于劣势状态。鉴于此，重庆市

应当提升对于自身的科技性人才的培养机制，保证在城市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能够具备充分的人才保障，确定有效的建设理念和

形式，促进产业转移的良性结构。 

二、扩大创业导师的教育指导规模 

根据 2015年的相关研究能够看出，重庆科技企业孵化器中国创业导师的人数为 512人，相比伤害、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创

业导师人数，重庆市的导师人数较少，自身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建设规模也不是十分乐观，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难以有效的实现

重庆市的产业定位和扩张。因此，在进行创业导师的招聘和培训过程中，重庆市应当不当完善自身的人才培养机制，提升对于

创业导师的福利待遇和薪资要求，保证导师能够在现阶段的工作进程中那个获得充分的满足感和愉悦感，奠定良好的城市建设

基础。 

三、提升高质量的众创空间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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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2017这几年中重庆市各类众创空间不断涌现，整体基数已经高达 280家，在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中位于首要位置。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重庆市拥有更为庞大的众创空间，但是空间的指向问题也要加以重视，不断完善众创空间的水平和效

率，在进行经营和发展的过程中重视空间与产业之间的关系，建立良好的众创空间与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机制，保证在产业转

移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协调多个方向的发展机制和策略，给予地区性更为强大的发展空间和机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现

阶段国家对于重庆建设的需求和规划，也是进行沿线经济带产业发展承接和良性运转的关键因素。在众创空间的建设过程中应

当保证空间建设的有效性，提升相关人员的准入机制，引导具有创新性、科技性、发散性思维的人才开展合理有效的空间建设，

力求推进空间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之间的良性关系。在长江经济带的建设过程中需要将不同的因素和环节进行紧密联系，

保证在当下的经济发展机制中能够获得常态化的运行前景。 

四、加强国家级园区平台辐射 

带动作用 

在高新创业区的数量上，重庆地区的创业园区与北京、上海之间的数量比重具有相似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重庆地区的区

域面积较大，而上海地区的面积较小，与重庆相比，上海的城市发展水平也具有一定的优势地位。随着 2016年开始我国启动了

双创示范基地建设，重庆市自身也开始着手建设自身的创业园区，进而能够奠定在东西承接环境下自身产业转移的有效性和稳

定性。高新创业园区在重庆市的发展和规划局建设中仍旧处于初级阶段，不能够有效的发挥自身的职能，进而重庆市应当在国

家的相关政策的带动下，开展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并且向具有一定创建经验的国家和地区借鉴相应的经验和制度，结合自身的

地域优势，在运行机制、管理水平、要素聚集等方向提升自身的能力与水平。 

结束语： 

根据文章中的相关论述能够证明，当下重庆在长江经济带中的位置是连接东西两个板块的重要位置，重庆自身是长江上游

的重要经济区域，并且在重庆的发展和建设中，具有一定的历史经验和实际成就。作为直辖市的重庆，应当在当下的社会历史

背景中借助长江经济带的不断强化，开展对于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充实，进而能够实现经济进程中的自身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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