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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本文采用实证性研究方法 , 试图探讨 、分析改革开放以来 ,重庆产业结构的发展 、演变及趋势 ,指出

需求结构与能力 、投资的比例和力度 、从业人员结构的变动以及支柱产业的变化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四大成因 ,

并就结构中的矛盾提出对策性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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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中国西部和长江上游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 ,设立重庆直辖市后 ,辖 40个区县 ,土地面积 8.24

万平方公里 ,2002年末 ,全市总人口 3107万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重庆国民经济进入一个快速发

展的新时期 ,经过全市人民二十多年的不懈努力 ,经济实力得到显著增强。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年的

67.3亿元增加到 2001年的1749.8亿元 ,按可比价计算 ,年均增长9.7%。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年

的257元增加到 2001年的 5655元 ,按可比价计算 ,增长 5.5倍 ,年均增长 8.5%。而这其中产业结构调

整起到重要作用 ,增量中的 20%来源于产业结构调整。

一 、重庆产业结构发展状况

(一)三次产业GDP快速增长 ,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发生显著变化

重庆是相对发达的工业特大城市和广大落后的山区农村经济为主的版块构成 ,二元经济结构十分

突出 。根据这一特点 ,重庆近年来根据“强化第一产业 、优化第二产业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主旋律积

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按可比价计算 ,改革开放以来 ,重庆第一产业 GDP 年均增长 5.4%,第二产业

年均增长 11.1%,第三产业年均增长 13.3%,与全国同期年均增长速度相比 ,除第二产业低 0.8个百分

点外 ,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高于全国0.4和 2.7个百分点 。由于各产业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 ,三次

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量的贡献率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改革开放初期 ,第一 、二 、三产业贡献率分别为

44.3%、39.9%和 15.8%;80年代三次产业的平均贡献率变为 31.4%、37.8%和 30.8%;90年代三次产

业的平均贡献率有了进一步变化 ,分别为 19.5%、42.3%和 38.2%,贡献率的差异致使产业结构有了明

显改善(按五年计划头一年 ,2000及 2001 、2002年情况列表 ,见下页)。

(二)三次产业结构演变日趋合理化

1.第一产业比重大幅下降 ,经营范围不断扩大

重庆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经过1978年 —1983年的连续走高之后 ,于1984年起呈连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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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重庆改革开放以来主要年份一 、二 、三产业产值

年份
产值(亿元)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合　计

1978 24.81 30.80 11.71 67.32

1983 45.23 44.72 21.29 111.24

1988 74.40 103.05 61.66 239.11

1993 140.64 236.71 172.44 549.79

1998 298.67 585.38 545.21 1429.26

2000 283.00 657.51 648.83 1589.34

2001 293.03 727.66 729.08 1749.80

2002 315.78 826.45 827.87 1971.10

　　注:1978年价格指数为 100 ,2001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指数为 514.7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为 405.5

趋势 ,在GDP 中所占比重由1983年的 40.7%降至 2001年的 16.7%(见表二)。虽然比重下降幅度较大 ,

但第一产业总产值仍有较快增长 ,由1978年的 24.8亿元上升到2001年的 293.0亿元 ,平均增长速度为

5.3%。除此之外 ,农产品供给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特别是农村的多种经营成效显著 ,从过去单一的“以

粮为纲”向多种经济全面发展 ,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 ,农业的科技含量不断提高 ,乡镇企业迅速崛

起 ,进一步改善了第一产业内部结构。第一产业内部种植业和林业的比重下降 ,牧业和渔业的比重上

升。2001年 ,农业 、牧业 、林业和渔业在第一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 55.4%、38.3%、2.8%、3.5%。与

1978年相比 ,农业和林业比重分别下降 23.1和2.2个百分点 ,而牧业和渔业则分别上升 22.3和 3.0个

百分点 ,牧业和渔业比重不断上升 ,使得全市农业生产结构日趋丰富与合理 ,并不断向国际化靠拢 。(见

次页表三)

表二　主要年份一 、二 、三产业产值在GDP 中的比重

年份 比重(%)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78 36.8 45.8 17.4

1983 40.7 40.2 19.1

1988 31.1 43.1 25.8

1993 25.6 43.0 31.4

1998 20.9 41.0 38.1

2000 17.8 41.3 40.9

2001 16.7 41.5 41.8

2002 16.0 41.9 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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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年份第一产业内部各行业在第一产业中的产值比重

年份 比重(%)

行业
农 林 牧 渔

1978 78.5 5.0 16.0 0.5

1980 72.1 4.4 23.0 0.5

1985 65.5 6.4 27.1 1.0

1990 62.7 3.8 32.0 1.5

1995 58.1 3.8 35.9 2.2

1998 56.3 4.0 36.6 3.1

2000 56.4 2.6 37.5 3.5

　　2.第二产业比重稳中有降 ,工业门类日益齐全 ,规模不断壮大

重庆第二产业GDP由 1978年的 30.8亿元增至 2001年的 727.7亿元 。在 GDP 中的比重从 1978年

的45.8%降至 2001年的 41.5%,变动幅度不大 。其中工业由 41.5%降至 32.5%,建筑业由 4.3%上升

到9%。尽管工业的比重有所下降 ,但总体规模仍迅速扩大 , 1978年全市乡以上独立核算工业企业有

8037个 ,1997年发展到 9185个 ,销售收入增长 13.4倍 ,固定资产净值由 1978年的 47.5亿元 ,扩大到

1997年的 603.3亿元 ,增长 11.7倍 ,实现利税增长 2.91倍。从国内生产总值增加额看 ,1998年比 1978

年全市净增国内生产总值 1362亿元。其中 ,工业净增 453 亿元 ,占 33.3%,高于第一产业的增长 ,略低

于第三产业的增长;建筑业净增101.6亿元 ,占7.5%。1998年与1978年相比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10.

8倍 ,工业增长 16.2倍 ,到 1998年工业增长分别比农业 、建筑业高 54.2百分点 、4.5倍 。随着工业经济

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逐步走稳 ,工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在 1/3左右。工业经济

的发展 ,从速度到效益都对产业结构起到了有力的支撑作用 。

由于历史和区位原因 ,重庆一度成为“三线”建设的重要基地之一 。近年来 ,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技

术改造 ,使相当部分军工企业实现了军转民 ,重庆现已基本实现了以汽车 、摩托车 、化工 、医药 、冶金等为

支柱的门类比较齐全 、综合配套能力强的工业体系 ,奠定了重庆工业在西南乃至全国的重要地位。轻重

工业结构比由 1978年的 47.2:52.8演变为 2001年的 40.4:59.6。这是由于制造业的发展使提供机器设

备和各种制造机械的重工业得以快速增长 ,大量军工企业向重工业转型 ,加之近年来一大批技术含量

低 ,附加值低的轻工业被“关 、停 、并 、转”所致 。2001年与 1978年相比较 ,一些主要的工业产品产量大幅

度增长 ,至 2001年底 ,摩托车年产量达 253.5万辆 ,汽车年产量 24.4万辆 ,比 1978年增长 151.5倍;钢

(材)铁产量达 359.7万吨 ,比1978年增长 0.9倍;水泥增长 14.7倍;硫酸增长 4.1倍;盐酸增长 1倍;塑

料增长2.4倍 。(详细数据见表八)

3.第三产业比重大幅上升 ,新型产业日趋成熟 ,结构日益丰富

到2001年 ,重庆第三产业GDP 由 1978年的11.71亿元上升为 729.08亿元。据统计 ,1978年以来 ,

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其中 ,第三产业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达 13.3%,明显快于全市国

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到 2000年 ,第三产业比重由此占到 GDP 的 40.9%,与第二产业相差仅为 0.4

个百分点。到 2001年 ,三次产业结构演变为 16.7:41.6:41.7 ,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0.1个百分

点 ,2002年 ,第三产业占到 GDP 的 42.1%,超过第二产业 0.2个百分点。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不断深入和

入世后经济的国际化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会继续扩大。

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结构也发生显著变化 ,其中尤以贸易及餐饮业 、社会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等新

兴产业发展最为迅速 ,2001年实现 GDP 分别为 167.8亿元 、114.6亿元 、73.4亿元 ,比 1978年分别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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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5亿元 、72.6亿元 、79.2亿元 ,所占GDP 比重分别由 1978年的 4.4%、1.1%、1.8%上升到 2001年的

9.6%、6.5%、4.2%。除此之外 ,近年来 ,我市交通运输 、邮电通讯产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 。2001

年 ,交通邮电业国内生产总值为109.5亿元 ,占全市国内生产总值的 6.3%。一个水运 、铁路 、公路 、航空

等门类齐全 、功能完善 、辐射面广的立体运输 、邮电通讯网络初步形成。由于我市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

加 ,所以房地产 、教育文化事业也成为近年来的新兴产业 ,不断拉动内需和经济的增长 。2001年 ,房地

产业实现GDP60.5亿元 ,占全市GDP 的 3.4%;教育文化事业实现 GDP62.5亿元 ,占到全市 GDP 的 3.

6%;科研技术服务产业实现 GDP40.1亿元 ,占到全市GDP的 2.3%;文化体育与福利事业实现 GDP27.9

亿元 ,占到全市GDP的 1.6%(见表四)。总之 ,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结构也呈现日益丰富的局面 ,由此

促进三次产业结构向着更加合理的方向演变 。重庆市的第三产业正向高层次 、多样化迈进 ,使旧体制下

长期存在的住房难 、行路难 ,市场供应全面匮乏的现象有了很大的改观。

表四　主要年份第三产业内部各行业在GDP中的比重

年份 比重(%)

行业
贸易餐饮业 社会服务业 金融保险业 交通邮电业 房地产业

教育文艺与

广播电视业

1978 4.4 1.1 1.8 4.3 1.3 2.0

1983 4.8 1.2 2.1 5.6 1.2 1.8

1988 7.5 1.3 4.5 3.9 1.7 2.7

1993 8.9 3.3 5.6 4.7 1.4 2.5

1998 9.7 5.6 5.2 5.5 2.6 3.0

2000 9.7 6.4 4.3 6.2 3.3 3.2

2001 9.6 6.5 4.2 6.3 3.4 3.6

二 、产业结构发展状况原因探析

(一)需求结构与能力是产业结构演变的诱导因素

需求结构状况与变化趋势 ,对产业结构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 。重庆是相对发达的工业特大城市与

广大落后的山区农村经济为主的版块结构 。1998年全市总人口为 3059.6万 ,其中农村人口为 2445.6

万 ,城市人口为 614万人 ,城市化水平 20%。2000年末 ,总人口为 3091万 ,其中农村人口为 2430.2万 ,

城市人口为660.8万 ,城市化水平21.4%,远低于世界水平(发展中国家平均已达 40%以上 ,发达国家水

平已愈80%,世界平均水平为 47%)。二元经济结构十分突出 ,形成了长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和城市化滞

后局面 ,人均收入偏低导致工业化 、城市化资金需求不足 ,农业积累能力差 ,居民的需求层次较低 ,供需

矛盾突出 ,加之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等因素制约着产业结构的优化 。此阶段的市场需求结构与能力制约

着产业结构的比重:第一产业比重较大 ,第三产业不可能超过第二产业。到 1998年 ,第三产业仍比第二

产业在GDP 中的比重低 2.9个百分点(即 38.1%:41.0%)。

另一方面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市域之外广大腹地要求其发挥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 ,加之

重庆市近年尤其是直辖以来投资环境的改善 、国外资金的引进 、对外贸易的扩大 、国际分工的参与以及

GDP 总量的不断增长等因素 ,为三次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充裕的资金和可能性 ,使产业需求的结构与能

力得以改善提高 。同时 ,人均GDP不断增加 ,到 1998年上升到 4684元 ,2000年人均 GDP 突破 5000元 ,

达到 5157元 ,2001年达到 5654元(见表五。一般来说 ,人均年收入在 2500—5000元之间 ,居民对物资品

的需求仍然大于对服务的需求)。在2001年 ,第三产业首次超过第二产业 0.1个百分点 ,2002年超过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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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个百分点 。人均可支配收入不断增加 ,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 ,社会对需求收入弹性低的商

品(如农产品)需求量变化较小;对工业品需求量的变化较大;而对需求收入弹性高 、知识含量高的商品

和服务需求量变化最大。农村家庭居民恩格尔系数由 1979年的 72.9%降为 2001年的 54.1%,城市居

民家庭由 61.9%降为 38.7%(见表六)。消费需求变动促使着产业分化和市场细分深化 ,使产业内部的

产业链环和专业性市场日趋形成 ,进而引起产业分化和产业结构的调整。

表五　主要年份GDP和人均GDP增长情况比较

年　份 GDP(亿元) 人均GDP(元)

1978 67.3 257

1979 75.8 287

1983 111.2 407

1988 239.1 836

1993 549.8 1859

1998 1429.3 4684

2000 1589.3 5157

2001 1749.8 5654

表六　主要年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

年　份
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城市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1978 74.0 —

1978 72.9 61.9

1983 66.9 61.3

1988 60.5 49.9

1993 61.3 49.5

1998 61.3 44.5

2000 53.6 40.4

2001 54.1 38.7

　　(二)投资的比例和力度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因素

投资的比例和力度是产业结构演变的内在原因 。1978年 ,一 、二 、三产业的投资比例为 5.6:77.4:

17.0。从 80年代中后期开始 ,重庆市三次产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发生了新的变化 ,“七五”时期为 1.9:59.

3:38.8;“八五”时期为 2.1:49.2:48.7;“九五”时期为 0.8:36.7:62.5。以 2001年为例 ,在该年所完成的

802亿固定资产投资中 ,第一产业投资 34.6亿元 、第二产业投资 144.9亿元 、第三产业投资 622.4亿元 ,

分别占 4.3%、18.1%、77.6%。在第二产业中 ,制造业和水电气供应行业分别占投资总额的 10.3%和

5.5%。第三产业的交通运输 、邮电通讯业和房地产业分别占 23.5%和 25.8%。在 2001年所完成的

328.3亿基本建设投资中 ,第一产业为 6.3亿元 、第二产业为 55.7亿元(工业为 53.3亿元 、建筑业为 2.4

亿元)、第三产业为 263.3亿元(交通运输 、仓储及邮电通讯业为 122.5亿元 ,占 37.3%;交通运输业为

116.4亿元 ,占 35.5%)。一 、二 、三产业基本建设投资比重为 1.9:17.0:81.1。

由此可见 ,重庆在逐年增加投资总量的同时 ,调整投资结构 。国家向农业的投资在“七五”和“八五”

时期比重逐年上升 , “九五”时期有所下降;第二产业投资比重逐年降低;第三产业投资力度和规模成倍

增长 。制造业投资比重上升;初级产业所占比重下降;制造业中重型制造业投资比重上升;轻型制造业

比重下降 。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逐渐加大。重点加强了能源 、原材料 、交通 、邮电通讯等方面

的建设力度 ,使我市经济发展的“瓶颈”制约基本得以缓解 ,对产业结构的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决定作用。

(三)从业人员结构与素质的变化是产业结构演变的直接动因

长期以来 ,我市人口众多 ,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1978年 ,全市共有从业人员 1199.8万人 ,其中 ,第

一产业925万人 、第二产业 148.8万人 、第三产业 126万人。第一 、二 、三产业从业人员所占比例分别为

77.1%、12.4%、10.5%。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高 ,二 、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低 ,形成重庆城市化

程度低 、工业发展滞后 、农业整体素质不高的局面 。为了减轻城市压力 ,强化农业积累 ,政府采取一系列

超经济的强制措施 ,诸如“离土不离乡 ,进厂不进城”等政策来限制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流动 ,致

使第一产业人口比例进一步上升。到 1991年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达到历史最高峰为 1131万人 ,过剩劳

动力非常明显。同时 ,计划经济时期重复建设等造成的企业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及劳动力“统包统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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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人员在第二产业中大量沉积 ,成为制约第二产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业人员结构的不合理和劳

动者素质低下 ,制约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进一步扩大 ,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近几年来 ,这种现象日益

突出 ,全市一 、二产业就业弹性系数(从业人员增长与GDP增长的比率)已连续或间断性出现负数 。第

一产业从业人员从 1992—2001年已连续 10 年减少 。可以说 ,在今后一定时期内 ,一 、二产业新增就业

岗位不仅极为有限 ,而且还将逐渐减少 。而 1978年以来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持续增长 ,就业弹性系数逐

年走高 。到 2001年止 ,第三产业净增加的从业人员已达 361.5万人 ,超过全市从业人员净增人数的三

分之二。目前 ,不仅新增劳动力到第三产业从业呈增长态势 ,而且从一 、二产业分离出来的劳动力 ,相当

一部分已在第三产业活动。到 2001年末 ,全市从业人员共 1697 万 ,一 、二 、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分别为

924.8万人 、284.7万人和 487.5万人 ,第一产业与 1978年相比略有下降 ,第二产业增加从业人员 136

万 ,第三产业增加从业人员361.5万。增长速度不同 ,使从业人员在产业间的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 ,所

占比例由 1978年的77.1%、12.4%、10.5%调整为 2001年的 54.5%、16.8%、28.7%(见表七)。第一产

业减少 22.6个百分点 ,二 、三产业分别增加 4.4个百分点和 18.2个百分点 。从农业就业结构看 ,从事

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的比重有较大幅度下降 ,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大量增加 ,比重呈上

升趋势。农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 ,直接推动了非农经济在农村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 ,使农村产

业结构得以优化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快速增长 ,为一 、二产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广阔的就业空

间 ,也带来了我市产业结构的调整 、演变 。

表七　重庆近年来一 、二 、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年份 比重(%)

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96 59.5 20.3 20.2

1997 59.2 20.0 20.8

1998 58.5 18.5 23.0

1999 58.1 16.7 25.2

2000 56.1 16.3 27.6

2001 54.5 16.8 28.7

　　除从业人员数量发生变化之外 ,其素质也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 ,劳动者生产效

率显著提高 。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由 1978年的 263元增加到 2001年的 3168元 ,年均增长 5.3%,比同

期全国年均增速高 1.4个百分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由 1421元增加到 25522元 ,年均增长 9.2%,比

同期全国年均增速高 2.3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由 1090元增加到 14976元 ,年均增长 5.3%,

比同期全国年均增速高 2.1个百分点。其中 ,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快 ,这就决定了第二产业比重

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上升之后 ,必然出现下降的过程 ,由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不同 ,带来三次

产业发展势头的差异 。

(四)支柱产业的变化是产业结构演变的重要支撑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 ,重庆市结合现有的优势产业和资源条件 ,以比较优势 、带动能力强弱及市场前景等

因素为标准 ,先后将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冶金 、机电 、建材和食品建成支柱产业。重庆直辖后 ,又

根据新形势 ,对原有的六大支柱产业作了重大调整 ,将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冶金作为支柱产业 ,

机电 、建材和食品则由支柱产业调整为现实优势和潜在优势行业 。支柱产业和优势行业是影响产业结

构的重要因素。(主要年份主要工业产量 、数量见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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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主要年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

年份
产
量

产品
汽车

(万辆)

摩托车

(万辆)

钢铁

(万吨)

水泥

(万吨)

硫酸

(万吨)

盐酸

(万吨)

塑料

(万吨)

原煤

(万吨)

机床

(台)

布

(亿米)

1978 0.16 — 191.6 96.1 12.8 1.88 1.4 1429 3496 2.1

1980 0.23 0.27 243.3 129.1 15.9 2.3 1.5 1520 4296 2.4

1985 0.89 47.2 267.6 262.8 15.1 4.1 3.8 2086 5667 2.9

1990 2.18 38.2 345.9 351.9 25.2 4.1 5.2 2333 1894 3.0

1995 11.4 220.1 407.9 820.6 48.8 6.7 11.6 3105 4082 4.7

1996 12.4 178.5 422.2 780.6 51.4 7.7 10.9 2170 2290 5.0

1997 16.1 181.9 398.0 977.4 52.2 5.6 9.4 2931 1607 5.3

1998 15.7 126.9 439.5 1173.6 59.5 4.3 7.5 2574 785 4.0

2001 24.4 253.5 359.7 1511.2 65.8 3.7 4.8 1155 — 2.2

　　1.汽车(摩托车)工业

汽车 、摩托车工业从 70年代起步到 90年代逐步形成规模。1997 年重庆有汽车 、摩托车制造厂 14

家 、改装厂 12家 ,各类零部件生产厂 400多家 ,从业人员 23.5万人 ,固定资产值 84亿元。1995年汽车

工业总产值 190亿元 ,销售收入 200亿元 ,实现利税 30亿元 ,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占全市工业的 1/3 ,利税

占全市工业2/3。1979—1998年汽车产值年均增长速度达 25.6%,1991—1998年增长高达 28.1%,1998

年产量占全国 9.7%,2001年产量占全国 10.4%,使重庆成为全国五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 。近年来摩托

车产量在 1995年历史高点(220万辆)的基础上呈下降趋势 ,96到 98年均下降 15.7%。摩托车总量虽

有所下降 ,但 1991—1998年摩托车产值平均增长速度仍高达 16.2%。1998年摩托车产量占到全国总量

的13.1%,2001年摩托车产量达历史之最 ,为 253.5万辆 ,占到全国总产量的 25.4%,使重庆成为全国

最大的摩托车生产基地。

目前 ,重庆汽车(摩托车)工业已培育出嘉陵 、建设 、隆鑫 、长安 、庆铃 、力帆 、红岩等全国知名品牌。

经济型轿车 、轻型车 、重型车等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已达到国家产业政策规定的最低规模 ,初步形成经

济型轿车为重点 ,摩托车 、轻型车 、重型车 、微型车和各类专用改装车协调发展 ,关联零部件生产专业化 、

大批量和主要产品系列化的生产格局 。由于该产业为技术含量高的母体工业 ,因此 ,有力的带动了冶

金 、化工 、仪器仪表 、塑料 、包装及其它工业的发展 ,使工业经济格局更趋多样化 。

2.化工(医药)工业

传统工业的化工(医药)工业在近年也有了长足发展 , 1995年化学工业全口径总产值占全市工业

10.4%。1998年化工总产值达 110.3亿元 ,占全市现价 GDP14.4%。其中 , 1979—1998年硫酸产值平均

增长 8.0%,盐酸增长 4.3%,塑料增长 8.8%。其间 ,盐酸 、塑料在 1991—1998年间增幅明显减缓 ,而在

1996—1998年间出现较大幅度的负增长。设立重庆直辖市后 ,区域调整又给重庆化学工业增添了资源

优势。万县 、涪陵两市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和卤盐资源 ,川东天然气探明储量占全国陆上天然气产量

27.27%。这些自然资源优势将进一步改善工业经济结构 。

把资源优势与技术优势结合起来 ,使得重庆的基础化工 、精细化工 、合成材料 、汽车用化工材料和化

肥 、农药 、农膜等行业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此外 ,重庆还是全国重要的化学原料药基地之一 ,化学原料药

优势突出 ,24大类品种产量占全国产量 4.6%;中药材资源丰富 ,发展中成药生产潜力巨大 。

3.冶金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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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矿产资源丰富 ,近年冶金工业取得了较大发展 ,成为我国重要的冶金工业基地之一 。1978—

1998年钢(材)铁产值年均增长幅度达 4.3%,1991—1998年为 3.1%,1996—1998年为 2.1%。重庆钢铁

集团在进行产品结构调整后 ,到2000年 ,已形成 180万吨钢 、120万吨钢材的综合生产能力。全国最大

的铝材加工企业 ———西南铝加工厂 ,已形成 26万吨综合生产能力 ,铝制品加工工业已成为重庆冶金工

业的新增长点。重庆冶金工业 1998年总产值达 73亿元 ,占全市的比重为 9.5%,为产业结构的优化作

出了贡献 。

除上述行业取得较大发展之外 ,近年水泥行业发展较快 , 1978—1998年均产值增幅 13.3%, 1991—

1998年均增幅为16.3%,1996—1998年均增幅高达 22.6%,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这是由于近年来基础建

设不断加速所致 。另外 ,化学纤维 、化学农药 、发电量 、内燃机等增长较快。而机床 、布 、原煤等行业产值

最近几年下降较快。由于各行业增长幅度的差异 ,带来了产业结构的调整 ,工业的主体地位在得到巩固

的同时 ,各行业内部结构日趋合理 。

综上所述 ,重庆经济增长导致居民收入提高 ,居民收入提高导致需求结构变化 ,需求结构变化导致

消费结构升级 ,消费结构升级导致投资结构变化 ,投资结构变化导致产业效益的差异 ,产业效益的差异

导致从业人员结构变动 ,进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化 。就未来发展趋势说 ,重庆第一产业比重仍将继续下

降 ,第三产业比重将继续上升 ,而第二产业比重将保持相对稳定 。

三 、产业结构调整的几点建议

(一)重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 ,要根据世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规律 ,结合重庆大工业基地和大城

市大农村的二级格局来进行抉择 ,并应在各部门广泛采用先进科学技术 ,以促进国民经济各产业持续健

康的发展 。

(二)加快投资结构调整。强化基础设施及基础产业等“瓶颈”领域的建设 ,加大优势产业投资力度 ,

使“瓶颈”制约状况大为缓解 ,产业体系逐步完善。

(三)要以合理的经济规模为目标改造传统产业 ,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 ,发展资本 、技术密集型农业 ,

促进农业劳动力向第二 、三产业转移 ,以加快城镇化进程。

(四)优先发展第三产业 ,有利于缓解资金 、资源供给矛盾和就业压力。这是适应扩大对外开放和人

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客观要求 ,也是优化产业结构 、提高经济整体素质和效益的战略选择。

(五)选择有较好技术储备的自有品牌重点培育 ,重视知识经济中适合本市已启动的行业和产品 ,可

将信息工程 、生物工程 、环保工程等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主导产业 ,而不是后备产业。发现经济中的新因

素 ,注重在三区(都市发达经济圈 、渝西经济走廊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选择和培植新经济增长点 ,要大

力发展环保产业 、绿色产业 、生态农业和生态旅游业 ,并适当规划建设商贸新区 、文化娱乐产业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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