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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经济区
协调发展战略思考

在我国区域发展中， 以成都、
重庆为核心的“成渝经济区”位于

长江上游，地处四川盆地，北接陕

甘，南 连 云 贵，西 通 青 藏 ，东 邻 湘

鄂，是我国重要的人口、城镇、产业

集聚区，是西部地区综合实力最强

的区域之一。 成渝经济区处于我国

西部大开发战略与长江开发战略

的交叉带，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发展潜力与障碍因素分析

（一）成渝经济区发展潜力分析

成渝经济区具有 优 越 的 土 地

资源条件。 其总面积为 20.6 万平

方公里，占四川省、重庆市总面积

的 52.75%，包括四川省 15 个市和

重庆市 31 个区县。 成渝经济区是

我国西部城镇最密集区域之一。 截

至 2010 年， 总人口为 9789.61 万

人， 占四川省、 重庆市总人口的

81.9%。 拥有 2 个特大城市、10 多

个中等城市和众多中小城市和小

城镇，城镇人口 4046 万，城镇化率

43.8%， 城市密度达到每万平方公

里 1.76 个，已经形成了以重庆、成

都两个特大城市为核心的 “双核”
空间布局，区域内 90%以上的城镇

沿交通轴线和江河分布，点轴发展

的空间形态明显。 成渝经济区是我

国西部产出水平最强区域，其自然

禀赋优良，天然气、水能、铝土、煤

炭、磷、盐卤等资源富集。 2011 年

区 域 内 四 川 15 市 的 地 区 生 产 总

值、规模以上工业增加量、固定资

产投资、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 民

纯 收 入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15.4% 、
22.1% 、18.5% 、34.7% 、16.3% 和

20.9%，均高于四川省平均水平，呈

现出发展提速、建设加快、产业集

聚、民生改善的良好态势，有力支

撑了四川省生产总值突破 2 万 亿

元。 目前，铁路、高速公路总里程分

别达 3936 和 3353 公里，民用机场

9 个， 港 口 货 物 年 吞 吐 能 力 达 到

1.3 亿吨。
（二）发展障碍因素分析

首先，成渝经济区分别隶属于

四川省和重庆市，行政分割大大阻

碍了产品、资本、劳动力等资源在

经济区内的自由流动。 行政区经济

的过度制约，产生了“重合、重复、
重叠、重构”等问题，抑制了劳动地

域分工在经济区内的进一步开 展

与深化，削弱了规模效应，严重影

响了成渝经济区的一体化进程，不

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渝经 济

区的协调发展。
其次，成渝经济区内各城市产

业 结 构 相 似 系 数 在 0.69～0.99 之

间，区域内许多城市因为产业结构

趋同，资源环境、发展基础、产业定

位方面都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各城

市在具体产业上的竞争十分激烈，

制约了生产要素资源的有效配置，
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

再次，在成渝经济区内，200 万

城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有 2 个，
20～50 万 的 中 等 城 市 15 个，20 万

以下的小城市有 25 个， 缺少 50～
100 万的大城市，影响了大城市对

经济腹地的带动和辐射作用，因而

导致区域内的人口、产业、资本、技

术、 信息高度集中于成渝两地，成

渝两大城市过度膨胀，腹地中小城

市发展滞后。 城市结构体系失衡导

致难以有效形成经济通道和 经 济

网络，城市对广大农村地区资源要

素的 “聚集”、“扩散” 作用难以发

挥，影响了产业配套能力和区域聚

集经济的发展，阻碍了成渝经济区

“点———轴” 开发和网络化发展进

程，导致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对滞

后。
二、协调发展的战略设想

1．优化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的

规模结构。 成渝经济区城市体系中

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特大城

市相对缺乏，使大城市之间缺乏特

大城市的支撑和链接，相对弱化了

特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 针对这

一 问 题 ， 应 合 理 调 整 “超 大 城

市———特 大 城 市———大 城 市———
中等城市———小城市”系统中各级

别城市的规模和数量，确保各级城

市间的比例协调，运作有序。 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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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两个超大城市的建设，提高其

对周边城市辐射的经济能量，培育

新的特大城市，完善城市体系的层

级结构。 宜宾、泸州、南充、自贡和

绵阳等市，在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

上具备向特大城市转变的潜力，今

后可以作为重点进行打造。 此外，
应积极促成乐山、 遂宁、 内江、永

川、合川等城市向大城市发展。
2．优化成渝经济区职能结构。

在成渝经济区产业布局方面：注重

巩固和扩张汽车摩托车和机械产

业链，实现资源优化组合。 加强旅

游产业链优化，促进旅游资源优化

组合和良性发展。 大力打造医药产

业链，形成以中成药和原料药制造

为主，从原料种植到加工的纵向一

体化生产格局。 逐步完善食品产业

链，进一步整合核心资源，打造白

酒、啤酒、饲料、川菜等多条食品产

业链。 加强物流和能源产业链建

设， 整合区内的物流设施资源，调

整物流产业体系的空间布局，通过

能源资源的配套开发， 完善水电、
火电、天然气多种能源优势互补的

格局。 优化化工和冶金产业链，通

过区内优势资源的开发整合，促进

新型化工产业发展和钢铁企业分

工协作体系。
3．优化成渝经济区空间结构。

“点轴开发” 模式是成渝经济区协

调发展的可行模式。 根据资源环境

承载能力和发展基础，统筹区域发

展空间布局，依托中心城市和长江

黄金水道、 主要陆路交通干线，形

成以重庆、成都为核心，沿江、沿线

为发展带的“双核五带”空间格局，
建设多层次的治理空间带动成渝

经济区的统筹发展。
重点之一： 打造川南城市群。

作为成渝两地的核心地带，是云贵

川渝多省市物资集散地，占据重要

的战略位置。 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应

依托川南城市的发展优势，发展生

态环境建设和资源综合开发利用

相结合的经济商圈，大力加强能源

基地建设， 加强交通网络体系建

设，加快城市产业结构调整，促进

产业升级和经济效益的提升，做好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大城市框

架，推进城市群的有效形成。
重点之二： 建设成都经济圈。

成 都 地 区 的 土 地 面 积 约 7.4 万 平

方公里， 有近 10 座城市和 600 余

个镇， 市镇密度为每万平方公里

92.2 座，自然条件好，人口密度大，
各种资源丰富，科技发达，文化底

蕴深厚， 其 GDP 总量约占四川省

的 50%，是全国重要的陆、空交通

要道和经济交流中心，无论从区位

条件、经济与市场发达程度，成都

经济圈都是成渝经济区的重要增

长极。
重点之三：建设重庆经济核心

区。 重庆作为西部最大的工商业城

市， 是西部发展最大的增长极，具

有独特的区位优势、丰富的资源优

势、雄厚的工业基础优势、完善的

市场优势。 构建成渝经济区，重点

需要规划好区域内的生产力布局，
结合重庆大城市与大农村的发展

特点，需要加快城镇化进程，培育

主城区经济圈。 在生产力布局方

面，根据产业发展方向，按点轴系

统开发模式，展开开发两线、南北

展开、依托城市、带动全局的生产

力布局，加强东西合作，加快形成

东联西进的经济协作新格局。
三、完善协调发展的保障措施

1． 建立和完善区际间的合作

机制和协调机制。 成渝经济区的建

设是区域间多层次、全方位联合发

展的产物，应加强国家宏观政策调

控， 推进区际间的协调机制建设，

通过市场、政府、组织三位一体的

经济区协调发展机制的构建和优

化， 从战略高度制定政策措施，推

动重点产业的建设和发展、培育富

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增进投融资

互动，促进区域内各城市间优势互

补，共同发展。
2．建立和完善区域市场体系。

成渝各区域资源禀赋和发展水平

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各城市间生产

要素构成比例也不尽相同，所以跨

区域产业组织要加强整合和协调，
强化区域整体发展观念，促进各个

城市的生产要素———商品、 资金、
劳务和人才在区域内的自由流动。
这就要求在区域内建立一体化市

场体系，统一市场规划，制定规范

的准则，降低交易费用，充分发挥

市场对资源的有效配置，逐步形成

适应西部大开发发展需要的大市

场、大流通的现代市场体系。
3． 建立和完善相关制度的建

设。 成渝经济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

程，需要一系列的户籍制度、就业

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

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相关制度的优

化和完善。 因此，成渝经济区建设

中应加强行政协调，构建统一的制

度框架和实施细则，为成渝经济区

的多元化市场主体创造一个公平

竞争的环境。
4．加快推进人才培养和科技教

育建设。 大力发展科教是推进西部

大开发进程的重要条件， 成渝经济

区的建设归根结底还是要从根本上

提高人口素质， 培养高素质的经营

管理和技术人才。 这就需要成渝经

济区完善引才、育才、用才机制，运

用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双管齐下的

方式，合理配置人才资源。 □
（作者单位：四川宜宾学院经

济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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