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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在西部开发中的产业结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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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西部地区内部的区域差距未呈现出显著的扩大趋势情况下，以增长极理论及模 型推 导结 

果为依据，研究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增长极城市之一，如何对现有产业结构进行调整，以适应西部 

大开发的需要 ，从 而加速西部大开发的进度，提升 自身的经济实力。通过建立指标体系以及相应的实证 

分析 ，认为电子仪表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邮电业、金 融保险业和 

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应作为重庆市的切入产业进行培育和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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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西部大开发 的决策出台已经 2年左右 的时间 

了，但是西部大开发采取哪种模式进行开发却至今仍 

在探索之中。在对西部地区的现状和各种开发模式进 

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之后，利用多 目标优化模型并进 

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 ：近 l0年来 ，西部地区内部的区 

域差距未呈现出显著的扩大趋势 。这为在西部地区 

运用“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的原则来指导发展提供 了 

较大的空间。因此 ，有理 由认为西部大开发宜在增长 

极理论指导下进行，从而加速实现西部大开发的成功。 

根据增长极模型 和增长极理论 ，建立选择增长 

极的指标体系。为了避免在确定权重时受到认为因素 

的干扰 ，在进行指标综合评价时采用 了相对势综合评 

价模型，通过实证测算确定 了西部 37个 (广元市和拉 

萨市由于数据缺乏而省略)地级 (含)以上城市 的相对 

势序列。限于篇幅，表 1只列出排在前 l0位城市的测 

算结果。 

表 1 标准化评价指标值及相对势测算结果 

说 明：表中所列指标为简称。其中前 3个为动态指标 ，包含的期间为 1991—1998年；后 5个为静态指标 ，反映 1998年的数据。 

可见，重庆市在西部地区的增长极备选城市中相 

对优势显著 ，因此，选择重庆市作为西部地区的重要增 

长极之一进行培育是毫无疑问的。 

显然增长极的正确选择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 

是如何在所选出的增长极上确定产业切入点。因为国 

家投入的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只有切入产业选择得当， 

才能使增长极尽快完成极化效应 ，发挥扩散效应从而 

带动腹地发展 ，促进西部开发。否则会减缓西部发展 

速度，降低效率。 

增长极的产生是其潜在优势转化为现实优势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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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该转化过程迟早要被市场所 

发现 ，但政府的积极干预可以加速这一过程。因此 ，为 

了促进增长极的形成 ，需要制定相关的产业结构政策 

予以辅助。通过制定扶持或遏止 的政策进行政府干 

预 ，可以使资源的配置结构向有利于增长极切入产业 

发展的方向转变 J。当然还应看到西部开发要走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增长极 的建设应在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下进行 。 

接下来的讨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下进行 的，即把如 

何在可持续发展条件下 ，尽快将重庆市建设成为西部 

地区的增长极视为 目标，将有利于该 目标实现的产业 

结构变化视为产业结构优化。增长极带动作用的发挥 

主要是通过其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实现的，在增长极 

的形成阶段 ，极化效应 占主导地位 。所 以有利于极化 

效应产生的产业就是有利于增长极形成的产业，当然 

主要是在二 、三产业中选择。因为第一产业太分散 ，而 

且产业关联度低难以形成产业集聚 ，因此几乎不可能 

产生极化效应。 

1 第二产业中切人产业选择 

增长极理论主要 以工业化为 目的，实现地区经济 

发展，因此该理论 的研究重点在于第二产业。笔者根 

据增长极理论确定了如下指标作为选择增长极切入产 

业的标准 ： 

1)产业 GDP增长率弹性 

jm![k GDP增长率弹性系数= 嘉 矗鬻  
如果该系数大于 1，则说明某产业具有较好 的发 

展态势。系数值越大，越具有发展优势，该产业的增长 

能力就越强。 

2)收入需求弹性b (限于篇幅具体表达式见参考 

文献 ，下同) 

收入需求弹性可以用来衡量市场需求 ，该系数越 

大，说明该产业越有潜力。 

3)技术进步速度b 

该指标主要衡量产业的创新 能力，技术进步速度 

越大，则创新能力越强。 

4)产业关联度指标 

a．影响力系数。指某产业增加一个单位产 出所 

引起 的其他各产业产量增加总和与所有产业产量的平 

均值之比。这是根据产业后向关联的机制建立的。 

b．感应度 系数。指各产业最终需要增加一个单 

位时引起的对该产业产出诱发额与所有产业产量的平 

均值之比。这是根据产业前向关联机制建立的。 

霍夫曼认为 ，后 向关联 比前向关联更重要 ，认为应 

优先发展后 向关联效应较大的产业部门，从需求方面 

拉动整个产业发展，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经济发展 

中，前向关联效应也不容忽视，如基础设施产业的发 

展 ，就是通过前向关联来推动整个经济发展的。因此， 

笔者拟将二者统一起来 ，共 同表示某产业在整个经济 

系统中的关联程度 。 

5)可持续发展指标(主要是集约度指标 ) 

当集约度较高的产业的规模较其他产业大时，整 

个经济的集约度就较大。当经济中大力发展集约度较 

高的产业 、萎缩粗放型产业时，则整个经济的集约度提 

高。这说明可持续增长要求产业技术落后的国家或地 

区首先发展集约度高的产业，才可能实现可持续增长。 

由于第一个指标的有关数据收集困难 ，所以只对 

中间 3个指标的指标值进行相对势计算并排序，将集 

约度指标作为参考评价指标 ，结果见表 2。 

表 2 重庆市第二产业相对势及集约度排序 

说 明：数据来源于《重庆市 1997年国民经济投入产出表》 

由以上测算结果得出如下结论 ： 

1)电子仪表制造业和建筑业处 于相对势和集约 

度两个指标均较高的区域 ，它们作为重庆市的产业切 

入点是毫无疑问的。《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草案)》则把建筑业定为“集中力量 

发展”的“五大支柱产业”之一 ；把电子仪表制造业中的 

光电材料及微光元件、光电器件、光纤通信技术设备等 

光电子产业定为“重点发展”的“三大高新技术先导产 

业 ”之一 。 

2)尽管服装制造业和木材加工业的集约度很高 ， 

但相对势太低。因此，它们作为增长极 的产业切入点 

显然是不够成熟。但是也应看到这两个产业的继续发 

展会促使重庆市整体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转移。 

3)对于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普通机械制造业 ， 

因为它们相对势较大 ，但集约度值还不算高 ，所 以应大 

力进行技术改造 ，提高集约度 ，使之在促使重庆成为增 

长极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尽管煤炭采选业的相对势 

也较大，但考虑到重庆市的煤层质量不高，污染严重又 

没有比较满意的技术进行处理 ，因此对煤炭采选业应 

采取衰退政策。 

http://www.cqvip.com


28 重 庆 大 学 学 报 20o2年 

4)食品制造业 、造纸业和纺织业则是相对势和集 

约度两个指标均较低的产业 ，需要大力进行调整 ，很明 

显它们 目前还没有能力作为增长极的切入产业。 

2 第三产业中切人产业选择 

虽然增长极理论讨论 的重点在于第二产业，但从 

增长极的实质来看，增长极以第二产业为基础 ，但绝不 

等于工业综合体，它还应该是服务中心、创新中心和信 

息扩散中心。尤其是随着扩散效应的增强，增长极这 

种以第三产业为基础 的中心地位逐渐得到强调。因 

此，增长极的切入产业不能只在第二产业中选择 ，还要 

对第三产业进行分析 、选择 。 

1)产业结构变化。在一、二、三次产业中，第三产 

业 GDP占 GDP的比重 由 l99o年的 26．9l％提高到了 

1999年的 39．94％，而第一产业的 GDP比重一直呈下 

降趋势，第二产业所 占比重升降幅度不大，从而使产业 

结构更趋高度化。 

2)从业人员结构变化。在 1999年之前 ，三次产 

业的从业人员构成与 GDP构成相一致 ，都呈现出向产 

业结构高级化方向的变化(图 1)。即第一 、二产业从 

业人员比例趋于下降，同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 比例上 

升。在 1996年从业人员结构 出现 突变 ，是 因为 1997 

年重庆市设立为直辖市，当年的统计数据中开始包括 

万县 、涪陵和黔江地区的从业情况。 

∞ O t992 tg9I t996 I。98 2000 

却 份 

图 l 1990—1999年重庆市分产业从业人员构成 

3)结构变化分析。通常人们认为，GDP结构中第 
一

、二产业所 占比重逐渐减少 ，从业人员 比例也下降， 

同时第三产业二者所 占比例不断上升，是产业结构高 

级化的表现。这是对配第克拉克定理最一般的理解和 

认识。因此，从总体上来讲 ，在 1990—1999年这 l0年 

问，重庆的产业结构是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 ，还存 

在不少问题 。 

a．重庆市一、二、三产业结构表现 出较为明显的 

二元结构特征，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到，第一产业与第 

二产业 GDP及从业人员呈现倒挂状态。也就是说 ，尽 

管第三产业的 GDP已在 GDP中占有主导地位，但并没 

有因此而带动第三产业就业人员的同比例增长，从而 

产业的高级化具有虚高度化的特征。 

b．从图 l中 1999年的变化情况，可以更清楚的看 

到产业的高级化具有虚高度化的特征。第三产业从业 

人员比例从 1996年到 1998年平均每年增长 2．65个百 

分点，以此速度估计 1999年的比例应为 29．65％，而实 

际却是 19．30％；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例则从 1996年 

到 1998年平均每年减少 2．60个百分点，1999年的比 

例应为 l4．20％，实际为 9．60％；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 

例应维持在 56．60％的水平，实际是 71．10％。于是，可 

以看到在第一产业 l4．5o个百分点的偏差中有 l0．35个 

百分点是从第三产业转移过来的，另外 4．65个百分点 

是由第二产业中转移的。 

根据上述分析知，重庆的第一和第三产业从业人 

员之间存在互动性。也就是说 ，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员 

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直接从第一产业 中转移的。因此 ， 

重庆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是虚高度化的，而且很不稳定。 

这种直接从第一产业到第三产业而未经过第二产 

业的人员转移 ，势必会影响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降低 

其层 次 (表 3)。 

表 3 重庆市第三产业 GDP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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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看出，10年来重庆市第三产业中增长最快 

的是社会服务业，其次是贸易及餐饮业 ，而其他技术含 

量高、附加价值大的产业不是略有增加就是不升反降。 

反映出重庆市第三产业的层次有待提高。 

4)与其他 3个直辖市相 比，重庆作 为我国第 4个 

直辖市 ，其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表 4)。 

表 4 4个直辖市的产业结构比较 (1999) ％ 

在 4个直辖市 中，重庆市 的产业结构具有一个显 

著的特点 ，就是第一产业所 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城 

市。就 GDP总量来讲 ，重庆 比天津还要高一点 ，但第 

三产业的比重却要低 6．07个百分点。说明重庆市产 

业结构还十分落后，需要大力调整和优化，同时也说明 

没有发达的第一 、二产业为基础 ，第三产业不可能很发 

达 ，即使 比例较高一般也是虚高度化的。 

综上所述 ，不论是从总体经济实力上来讲 ，还是从 

产业结构上看 ，重庆市不能把第三产业在 GDP中所占 

比例的提高作为现阶段的发展 目标。而应以第二产业 

为重点，同时大力提高第三产业 的层次。减小第一与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之间的直接流动比例，使转业人员 

按照正常顺序，即从第一产业到第二产业再到第三产 

业的顺序进行转移 ，保证从业人员素质对第三产业的 

层次相当重要。 

从增长极理论和实质来看，第三产业的发展应以交 

通邮电业 、金融保险业和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为重点。 

因为它们会对增长极与外界的物质交换 、信息交流、为 

增长极融资和加速技术创新的传播等起到重要作用。 

简言之，这些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将对增长极极化效应 

的完成和扩散效应的发挥起到促进或制约的作用。同 

时这些产业也是第三产业中层次较高的部门，因此提高 

第三产业层次也有利于增长极的效应发挥。 

但这三个产业在整个第三产业 中所占比例太低， 

尤其是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只 占4％左右。而且 ，三 

者所占比例均呈下降趋势。1990—1999年 l0年 间，交 

通邮电业 、金融保险业和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分别下 

降 0．63、7．33和 I．65个百分点，说明这 3个产业 的发 

展速度低于整个第 3产业的发展速度，处于相对萎缩 

的不利地位。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电子仪表制造业 、建筑业 、交通运输设 

备制造业 、普通机械制造业 、交通邮电业 、金融保险业 

和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应作为重庆市的切人产业进行 

培育和扶持。 

“培育和扶持”本身就是政府的干预，也就是产业 

政策的实施。对第二产业 ，通常是通过税收政策以及 

进入门槛的高低等方式进行调节。对第三产业 ，除了 

以上这些手段外 ，还应强调从业资格和高利润高报酬 

的分配策略，保证第三产业实际水平的提高。 

产业政策会调整资源的配置结构 ，以促进经济增 

长。而产业政策中的主要内容就是产业结构政策 ，产 

业结构政策直接涉及产业 的发展前景，对产业结构的 

演进趋势起作用重大。考虑到制约 目前经济发展的因 

素主要是结构性的，因此面临的主要任务仍是结构调 

整问题 ，然而结构调整的 目标何在?我们认为以加速 

培育重庆市这一西部地 区的增长极为 目标 ，进行 目前 

结构的调整，不仅有利于重庆的发展 ，还为西部大开发 

提供了一个支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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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e Analysis Energy and Environment with DSM  

REN Yu—long， YU Liang 

(College of Business&Adm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OOO44，China) 

Abstract：As a large burning coal country，resolving the S02 letting problem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the environment 

protection work．Electric po wer industry reveals the supply’S load rate declining and the discrepancy between apex and vale 

au~aents year after)'ear．It makes the load adjustment become an imminency task in the electric power industry．The article 

popularizes the light power saving technology in the ir~habitant living lighting power through reinforcing the DSM technology．It 

studies the influence on energy"and environment after using the technology ．It studies avoidable electricity quantity，avoidab le 

electricity po wer，avoidab le ape x load，avoidable coal consuming an d avoidab le S02 letding．At last，it makes a concrete 

an a1)’sis with a city’S example． 

Key words：DSM；light power saving technology ；energy；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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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ing of Industry Structure of Chongq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 estern Region 

ZHOU Xiao—hua，DU Jun．tao， YANG Xiu．tai，CHE Xu 

(College of Business Adnfinistration，Chongqing University，Chongqing 400O44，China) 

Abstract：Before the gap enlarging among the areas in the western region， and on the basis of the theory an d model of 

development po le，this paper studies the way of optimizing of industry structure of Chongqing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rate of 

progr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 an d to advan ce its economy po wer during it． By indexing the system ’S 

consU'uction an d an alysing the demonstration， we consider that the instnsnent man ufacturing sector， building， transport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general machinery ， finance and insurance， and service industry of 1T should be cultivated an d 

suppo rted as the cut—in industries in Chongqing． 

Key words：development pole；cut—in industries；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industrial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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