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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第四极——成渝经济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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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成渝经济区是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区域，也是全国统筹城乡发展试验区。本文对成
渝经济区进行了综合分析，认为成渝经济区要充分利用共同的市场、资源、品牌和区位优
势，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加强与其他区域及国际间的协
作，为成为中国第四增长极培育雄厚的基础。 
 [关键词]   成渝经济区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962（2008）12-004
6-02
2007年国家批准重庆市和成都市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并启动了成渝经济
区区域规划和城镇群规划。作为国家西部核心，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成渝经济区是西部大
开发的重要区域，也是西部12个省市区3个重点开发经济带(区)中，唯一能够突破行政区
划、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的经济区域。因此川渝合作共建成渝经济区作为国家全面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重大的研究意义。 
成渝经济区位于中国的中心地带，北接陕甘、南连云贵、西通西藏、东邻湘鄂，处于东西
结合、南北交汇的中间地带，经济较四周发达，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吸引力。其区位优势、
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发展活力优势都很明显。 
      但是，由于成渝经济区地理环境相对封闭、市场一体化程度较差，总体发展水平较
低，因此还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局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统筹城乡发展任重道远 
成渝地区农村人口众多，城乡差距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源和环境问题严重，城乡统筹
任务艰巨。 
城乡统筹改革要从本地实际出发，努力探索与实践，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在重
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突破，尽快建立统筹城乡的制度体系；大胆探索、大胆实践，加快
实施大城市带大农村战略，加快城镇化、工业化进程，构建城乡区域发展新格局，最终实
现以城带乡、以工哺农，城乡共发展、共繁荣的目标。 
二、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任务艰巨 
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建设的重要区域，成渝经济区建设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对确保长江中下游
的安全和经济发展，保护全国最大的淡水资源库不受污染，保护三峡大坝的安全运行有十
分重大意义。 
成渝经济区是一个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灾害较为频繁的区域，在贫困问题对资源环境的内
生性压力尚未得到有效缓解的同时，城市化和工业化快速发展过程中的种种结构性矛盾对
资源环境形成更大挑战，同时传统工业化向新兴工业化转变进程中也使生态环境困难重
重。 
要建设成渝经济区的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必须逐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进环境质量，增
强生态服务功能，保障长江流域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保护全面协调可持续发
展，这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挑战。 
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难度较大 
成渝经济区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宗旨是要改变多年形成的单纯强调经济增长的发展



观，要求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城乡关系、土地开发和环境保护等多领域推进改革，形
成相互配套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按照科学发展观和十七大精神的要求，进一步转变经
济发展方式。 
尽管经过多年的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的产业结构得到的很大的优化提升，但主导产业仍
然局限于传统的制造业和资源型开发产业，新型、高科技、高附加值产业规模不够大，产
业同构现象突出，骨干企业较少。应进一步加强成渝合作，紧密结合实际，认真研究贯彻
落实新思路、新举措，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统筹发展水平，提高可持续发展能
力，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成渝经济区产业经济与就业和谐发展。 
四、国内外双重竞争形势严峻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多种形式的经济区
(圈)，对成渝经济区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 
(一)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发展的“极化效应”。 
从成渝经济区与三大经济增长极的经济发展相关指标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成渝经济区从
总体上说，与我国三大增长极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还存在较大的差
距。 
“珠三角”现已成为全球重要的制造业基地，建立了外向型经济模式，直接参与国际产业
链的循环；“长三角”吸纳了大量跨国资本，发展先进制造业，已经基本建立健全了超越
行政区划的协作关系，产业结构和分工趋于合理；“京津冀”是北方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
市群和工业密集区，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文化、国际交流中心赋予了“京津冀”经济圈
独特的优势，拥有中国最强的科技创新能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的潜力十分巨大。这些经济
区势必会加强对西部生产要素的吸引，从而扩大与成渝地区的经济差距。 
(二)东北、中西部地区的挑战。 
成渝经济区与其他经济增长极的经济发展相比，成渝经济区在经济总量上领先其他经济
区，但人均水平处于落后地位。 
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区域崛起的计划，促进各种要素向这些地区集聚，提高了
它们对东部传统产业的吸引力。通过国家的重点扶持，发展优势产业，挖掘潜力产业，壮
大经济实力，逐步向大型甚至特大型城市群发展，进而成长为国家级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参与全国的区域分工和竞争，对成渝经济区的发展形成了激烈的冲击。 
(三)外部挑战巨大。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成渝经济区建设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国内市场的竞争压力，由于地
处内陆，交通不便，成渝地区对外开放相对滞后，与外界的合作领域、资本引进规模、进
出口贸易与发达地区存在差距，致使优势产业得不到必要的技术和资金支持，工业制成品
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不高，外贸规模偏小。随着中国加入WTO过渡期结束，成渝经济区面临
的国内外双重竞争的压力越来越大。 
从成渝经济区与西部及全国经济发展相关指标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成渝经济区主要经济
指标大大高于西部的平均水平，固定资产投资、社零总额、进出口总额、出口、实际利用
外资等指标都占西部总量的30%左右，但是与全国相比，人均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
人均GDP、人均社零总额、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人均进出口贸易额分别相当于全国平均
水平的75.92%、74.27%、74.24%和17.90%。 
 
 
 
 
 
 

成渝经济区要充分利用共同的市场、资源、品牌和区位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不断拓展
对外开放的范围和领域；要加强与其他区域及国际间的协作，努力突破行政区划限制、优
化产业布局、整合区域经济发展；要建立政府统筹协调、规划衔接、部门对口推进的工作
机制。同时要以综合交通网络、现代物流中心建设、密集城镇群建设为重点，着力推进新
型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区域一体化进程，搭建好战略发展平台，整合发挥区域优
势，在成渝经济区建设上实现突破性发展。 
(作者单位：西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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