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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

西部大开发与重庆工业经济发展的对策研究

　　　　傅道庆　[ 重庆市经委企业处　重庆　630015]

一 、重庆在西部开发

　　的战略地位　　

按
照 《中国统计年鉴 1997

年》 的分类标准 , 西部地

区包括西南和西北共九省一市 ,

西南有四川 、 贵州 、云南 、 西藏

和重庆市 , 西北有陕西 、 甘肃 、

青海及新疆 。从国土面积来看 ,

西部共有土地 545.76 万平方公

里 , 占全国总面积的 56.83%,

人口分布 1998 年为 28510万人 ,

在全国占 22.84%。

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

辖市 , 地处黄金水道长江的中上

游 , 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 , 工业

行业齐备 。根据第三次全国工业

普查办公室 1995 年 7 月发布的

《经济类型划分标准与代码》 (关

于经济类型划分的暂行规定), 我

国对行业划分为 40 个大类 , 401

个中类 , 4010 个小类。除其他采

矿选业外 , 其余 39个大类的产品

都有生产 , 生产门类齐全率达到

97.50%, 居全国第一 。1997年 3

月 14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八届五

次会议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 , 其

目的就是 “进一步发挥重庆的区

域优势 、 “龙头” 作用 、 “窗口”

作用和辐射作用 , 带动西南地区

和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 、社会发

展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即将全面

实现第一步战略目标 , 并开始向

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的时候 , 党

中央 、 国务院今年元月提出了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 加快中西部

地区的发展 , 又一次明确了重庆

市在西部开发中的重要性战略地

位 。所以 , 我们对重庆市工业经

济进行比较分析研究 , 并提出了

重庆工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二 、 重庆工业的比较分析研究

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选择生

产规模 、 产业结构 、 经济效益指

标 , 把重庆市与北京 、天津 、 上

海三个直辖市进行分析比较 , 找

出重庆工业的差距和潜力 , 拟提

出相应的对策及建议 。

(一)生产规模比较分析
表 1 生产规模比较表

不变价工业总产值

产值 (亿元)比重 (%)

全国 58195.23 100.00

其中:北京市 1596.15 2.74

　天津市 1855.03 3.19

　上海市 5254.22 9.03

　重庆市 751.58 1.29

　　从工业产出规模来看 , 可以

用 1990年不变价工业总产值指标

来衡量 , 根据重庆市统计局提供

的资料来看 , 1998 年重庆市全年

国有及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

的工业企业实现 工业总产值

751.58 亿元 , 比上年同期增长

4.00%, 比全国增长 10.70%的

平均水平低 6.70个百分点 , 比北

京 、 上海 、 天 津分别低 6.90、

6.80和 4.30个百分点 (见表 1)。

由上表可见 , 重庆在 4 个直

辖市中 , 生产规模最小 , 比最接

近的北京低 52.9%, 比最高的上

海低 85.70%。其主要原因是生

产集中度低 。1998年重庆市大中

型工业企业 334 个 , 比上海少

1062个 , 比天津少 529 个 , 比北

京少 153个 。重庆市特大型工业

企业只有 8 个 , 而上海有 28 个 ,

天津有 14个 , 北京有 10个。

(二)产业结构比较分析

从工业结构的内容来看 , 可

以用轻重工业结构和经济类型结

构来衡量 。

1.轻重工业结构
表 2 轻重工业发展比较表

轻工业比重重工业比重

全国 476.20 53.80

其中:北京市 31.59 68.41

　天津市 40.78 59.22

　上海市 44.17 55.83

　重庆市 37.33 62.77

　　1998年重庆轻工业完成不变

价工业总产值 279.80 亿元 , 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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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 8.10%, 重工业完成 47.78

亿元 , 同比增长 1.70% (见表

2)。

由上表可见 , 重庆市轻工业比重

比北京高 5.64 个百分点 , 比天

津 、上海分别低 3.55 和 6.94 个

百分点 , 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8.91

个百分点 。

从历史上看 , 重庆工业是沿

着手工业———轻工业 ———采掘冶

金工业———化学工业 ———高加工

度组装工业的轨迹发展起来的。

过去由于 “优先发展重工业” 影

响 , 重庆在轻工业尚未充分发育

的情况下就建立起了重工业体系 ,

尤其是从 1965年开始的国家三线

建设 , 更加强了重庆重工业的地

位。从 1958年以后 , 重庆就由轻

工业为主演变为以重工业为主的

重型结构 , 成为了全国五大重工

业生产基地之一。重庆 1998年轻

工业同比增长速度高于重工业同

比增长速度 , 这是重庆市近年来

重视抓轻工业发展 、 进行结构调

整的结果。但是同全国和北京 、

上海相比 , 差距还很大 , 重工业

过重 、 轻工业过轻的结构性矛盾

依然存在 。

(三)经济效益比较分析
表 3 工业经济效益对比表

全国 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重庆市

经济效益

综合指数(%)
90.95 94.39 93.53 107.1757.27

总资产贡

献率(%)
7.72 6.51 6.91 7.41 4.96

资本保值

增值率(%)
108.1197.26 110.56113.76103.01

资产负

债率(%)
64.02 61.00 63.47 54.77 68.33

流动资产

周转率(次)
1.41 1.13 1.41 1.35 1.08

成本费用

利润率(%)
2.41 2.75 3.44 3.81 -2.43

全员劳动

生产率(元/次)
25154 37472 24624 44789 16690

产品销

售率(%)
59.49 98.22 96.98 97.89 97.19

　　从经济效益来看 , 可选用经

济效益综合指数 , 总资产贡献率 、

资本保值增值率 、 资产负债率 、

流动资产周转率 、 成本费用利用

率 、全员劳动生产率 、 产品销售

率来衡量 (见表 3)。

由上表可见 , 重庆工业投入

产出效果最差 , 经济效益综合指

数比全国平均水平低 38.68个百

分点 , 比上海低 51.90个百分点 ,

比北京低 37.12 个百分点 , 比天

津低 36.26个百分点 。其主要问

题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 , 资产负债率高。在全

国统一考核的七大效益指标中 ,

除产销率略有优势外 , 资产负债

率高达 68.33%, 不仅比三个直

辖市高 , 比全国平均水平还高

4.31个百分点。

第二 , 全员劳动生产率低 。

1998年 , 重庆工业企业人均创造

的工业增加值仅有 16690 元 , 比

全国平均水平少 8464 元 , 低

33.60%。

第三 , 资金周 转慢。 1998

年 , 重庆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周转

仅 1.08次 , 这体现了重工业城市

的特点 。相对于天津 、 上海等轻

工业城市而言 , 重庆工业资金的

周转要慢得多。

三 、重庆工业发展

　　的对策及建议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研究来看 ,

重庆市既有一定的优势 , 又有很

多的不足 , 必须立足现实 , 着眼

长远 , 扬长避短 。从调整产业结

构入手 ,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资

本市场 , 用高科技带动传统产业

的高速发展 。

(一)产业结构的调整

重庆工业结构的调整在工业

结构上 , 要建立以高新技术产业

为先导 , 支柱产业为支撑 , 传统

优势产业为基础的工业新体系:

重点培育电子信息 、 生物工程 、

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壮大汽车 、 摩托车产业;利用高

新技术和资源优势 , 加强改造和

发展医药 、 化工 、 冶金 、 机械 、

建材 、轻纺等传统优势产业 , 在

组织结构上 , 坚持 “抓大放小” 、

“扶优扶强” , 通过资产重组和优

化资本结构 , 重点培育和形成一

批销售收入分别上 10 亿元 、 50

亿元 、 100 亿元不同等级的跨行

业 、 跨地区 、 跨所有制的大公司 、

大集团 , 使其成为重庆经济结构

的重要支撑。在所有制结构上 ,

要下决心让国有经济从若干领域

退出 , 让非国有经济进入 。除对

涉及国家安全 、 提供重要公共产

品的行业 (如军工 、 供电 、 供水

等), 以及重要原材料生产等基础

性行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

骨干企业 , 分别实行国有独资 、

国有控股和国有参股外 , 对轻工 、

纺织 、冶金 、机械 、化工 、 建材 、

电子等其它竞争性行业 , 要加快

国有经济退出 。

(二)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重庆是我国西部地区资本市

场发展最早的城市之一 , 现有上

市公司 25家 , 其中 A股 22只。B

股 2只 , H股 2 只 , 行业涉及公

用事业 、 医药 、 化工 、 汽车 、 机

械 、 冶金 、 啤酒 、 商业 、 房地产

等众多行业。现有地方证券公司

1家 , 外地证券公司 21家 , 共 56

个营业部 , 已形成了初具规模的

资本市场体系 , 为地方经济的发

展提供了大量的资本。当前 , 应

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我国上市公司的 “壳” 资

源还是稀缺资源 , 许多资金 、 国

有的 、 民营的 、 外地的 , 都对一

些上市公司的 “壳” 表现出浓厚

的兴趣 , 为了吸引更多的资本投

资于重庆 , 政府 (下转第 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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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大开发】

西部生态经济发展探析

　　　　李玉松　[ 邛崃市环境保护局　邛崃　611530]

人
类是环境的产物 , 必须依

赖自然环境才能生存和发

展;人类同时又是环境的改造者 ,

企盼通过社会性的生产活动来利

用和改造环境 , 使其更适应于自

身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自远古以

来 , 人类便是这样怀着自己的光

荣与梦想 , 同大自然进行着顽强

不息 、长达万年的持久抗争。

对此 , 若以现代哲学观点予

以客观评判则不难发现 , 其结果

虽然有条件地赢得了人类社会艰

难的进步 , 但却实在无颜奢谈其

成功和辉煌。面对饱经沧桑 、 反

省自己功过的同时 , 更加深了对

人口 、 资源 、 环境 、 社会与经济

协调发展之路的认识 。

但是 , 当历史机遇悄然降临

时 , 世人又将如何抉择 , 正确把

握呢?

1997年 8月 5日 , 江泽民总

书记在 《关于陕北地区治理水土

流失建设生态农业的调查报告》

上批示:“大抓植树造林 , 绿化荒

漠 , 建设生态农业” 、 “再造西北

秀美山川” 。江总书记的重要批示

无疑给期待已久的西部经济腾飞

带来了新的希望 , 并指明了奋斗

方向 。去年 , 他又多次提出实施

西部大开发战略问题 , 明确指出:

“从现在起 , 这要作为党和国家的

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 , 摆到更加

突出的位置。” 朱 基总理也特别

强调 , 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大开

发战略。

(上接第 167页)必须解放思想 ,

坚持 “不求所为 , 但求所在” 的

指导思想 , 让出一些 “壳” 资源 ,

吸收投资 。

2.积极筹备建立重庆市产业

投资基金 、 创业投资基金 , 组织

中外合作投资基金 , 扩大投融资

渠道 , 用于重庆市工业结构的调

整和加快技术改造 , 发展有市场

前景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

3.加大资产重组力度 , 充分

发挥券商的桥梁和参谋作用 , 充

分挖掘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 , 加

快资本扩张速度 , 用资产重组 、

配股 、 增发新股等方式将本地区

的支柱产业注入上市公司 , 提高

资产收益率 。

综上所述 , 重庆市在西部地

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 只要充

分认识到重庆在全国行政管理体

系中直辖市的地位 , 用好国家宏

观经济调控体系的政策 , 充分发

挥产业类型较多 , 传统产业基础

好和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 , 抓住

机遇 , 通过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来

带动传统产业的改造 , 用大力发

展资本市场扩大投融资渠道 , 促

进企业的发展 , 促进重庆经济增

长方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 ,

带动西部地区的高速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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