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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结构进程中的西部重化工业发展的思考
———以重庆重化工业发展为例

刘 雪 颖
(中共长寿区委党校,重庆 长寿401220)

摘 要:如何认识重化工业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关系,目前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理论与发展实际问

题。如果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发育阶段的实际出发看问题,西部重化工业发展是中国经济调整结构的客

观要求;西部地区存在着发展现代重化工业的比较优势与挑战;我们应该抓住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加快

西部地区现代重化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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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化工业是重工业和化工业的合称,在产业经

济学上与轻工业相对应。发达的重化工业是一个

国家和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具有强势竞争地

位的重要标志。工业化重型阶段是工业化自身的

必经阶段之一,由于工业重型化总体上是走向创新

型知识经济的前提与基础,所以,它的理论与实际

意义就凸显出来了。在提倡低碳经济、转变增长方

式的条件下,如何看待重化工业与中国西部工业化

的关系,既关系到西部地区彻底完成农业社会向工

业化支撑的现代化转型,也关系到国家现代化战略

的实现。所以,我们应该从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的

发育阶段的实际出发,来探讨从“欠发达”走向“发
达”、从贫穷走向“丰裕”的过程中的重化工产业的

发展问题。

  一、西部重化工业发展是中国经济调整

结构的客观要求

  (一)从国际经验看,加快重化工业发展是西部

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

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历程表明,工业

化由起步期进入扩张期以后,工业结构重心呈现出

由轻工业向重化工业转变的趋势。世界现代化的

历史还说明,国家和地区都是在经历了重化工业阶

段后,才确立了作为世界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地位。

美国的重化工工业是从19世纪末起步的,整
个工业化过程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时间约

80年左右。美国自从经历了工业化中期的以石

油、化工、造船、汽车、飞机等重型化发展阶段后,产
业结构迅速转型为创新型的信息产业为主导,主要

是航天工业、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新材料

等产业飞速发展。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大

力发展钢铁、机械和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实现了

企业和生产设备的巨型化、大容量化和大规模化。
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重化工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迅速上升。韩国从1967年开

始全面推进工业化进程。1979年重工业产值在制

造业产值中所占比重开始超过了轻工业产值占制

造业产值的比重。80年代后,汽车、电子、机械等

产业成为其主要的支柱产业,金属制品、机械工业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由1967-1971年的7.2%上

升到1977-1981年的24%,而后又上升到1982-
1986年的46.7%。

(二)重化工业对促进西部制造业发展贡献度大

以日本为例,重化工业对制造业的贡献度高达

66.3%,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机械工业对制造业

增长的相对贡献度高达60%以上,化学工业对制

造业增长的相对贡献度近25%,重化工业对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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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增长的相对贡献度已高达90%以上。
目前占地30平方公里的长寿化工园区是中国

西部循环经济示范典型,园区自2001年建设以来

引进了世界化工五百强企业12家,引进资金600
多亿美元,2012年将成为年产值千亿级的园区。
与长寿原来存在的13家零星的化工企业所形成的

2000年区域工业产值94.92亿元相比较,发展的确

是跨越式的。长寿化工园区的例子,也比较典型地

说明了重化工业对西部制造业发展的贡献度巨大。
(三)国家产业结构政策将重点扶持西部重化

工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发展

重庆市长寿化工园区是一个号称有“综合优

势”的投资平台,这里集西部开发政策、老工业基地

振兴政策、移民后期扶持政策、重庆市鼓励外商投

资政策于一身。
长寿化工园区的政策支持体系,也证明了国家

对发展西部重化工业的支持力度。
(四)正确对待发展重化工业将面对的资源与

环境挑战

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由于重化工产业要消

耗大量的资源与能源,形成巨大环境压力,主张放

缓发展重化工业。这种观点从理论上讲是有一定

道理的。但是,针对中国是一个欠发达国家的实

际、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工业化的历史任务远未完

成,在这种情况下盲目排斥重化工业的发展,是不

对的。特别是中国西部地区存在巨大资源与能源

优势的条件下,如果忽视重化工业的发展,从经济

学上讲也是“不经济”的。
特别是长寿化工园区成为国家级循环经济实

验区的事实说明,如果在发展重化工业的过程中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应用先进的环保技术、创新发

展方式与管理模式,发展重化工业也可以是又好又

快、全面协调可持续的。

  二、西部地区发展现代重化工业的比较

优势与挑战

  目前西部地区,重庆市发展重化工产业相对取

得了显著成绩,故论证西部地区发展现代重化工业

的优势与挑战,主要引用重庆市的材料。
(一)以重庆为代表的中国中西部地区发展现

代重化工业的比较优势

1.重庆具有发展现代重化工业的临江港口资源

大型重化工业项目建设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

要能够解决原材料的来源,也就是说本身要拥有丰

富的自然资源或者具备从外界引进大量原材料的

足够条件;二是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大量引进原材料

和向目标市场投放产品。水路运输由于运输量大、
覆盖面广,具有成本优势,已成为当今世界最主要

的运输方式。以重庆长寿重化工业园为例,坐拥长

江黄金水道,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港口,具有得天独

厚的临江港口资源优势。特别是三峡工程蓄水

175米后,长寿已变成深水港,目前,长寿正在建设

的深水港码头,包括固体码头、散货码头、集装箱码

头和液体码头,共22个泊位,年吞吐能力可达

1000万吨。重庆港长寿作业区长兴码头拥有5个

泊位,冯家湾码头拥有13个泊位,年总吞吐量850
万吨。未来2年内,长寿将拥有5个大型的现代化

的码头,40多个泊位。这样的港口资源可以为大

型重化企业的原材料及产品的运输提供十分有利

的条件。

2.重庆具备发展现代重化工业的产业基础

目前,以长寿化工园区为代表的重化工业已成

为重庆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四川维尼纶厂、扬子

江乙酰公司、长寿化工公司、长风化工厂、重庆天然

气净化厂等大中型企业集中了国内规模最大的天

然气化工装置,可生产26个系列、数百种产品。特

别是重庆(长寿)化工园区和重庆晏家工业园区启

动建设以来,已吸引了巴斯夫、英国BP公司等著

名跨国企业落户。同时,重庆长寿重化工园已形成

良好的天然气输气管网和净化设施,为发展石油化

工产业提供了先决条件。

3.重庆长寿重化工业园具有发展现代重化工

业的区位交通和能源条件

重庆所以把重化工基地选择在长寿,也是考虑

了化工产业对区位、交通与能源的依赖性的。长寿

距主城区仅60余公里,地处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是
重庆陆路的交通枢纽,是重庆主城通往三峡库区的

重要节点,是重庆连接华东、华中地区的必经之路。
从能源条件看,长寿电力建设基础好,已初步形成

安全、可靠、稳定的主网结构。长寿境内建有水电

站30座,总变电容量为278万KVA,其中有全国

最大的变电站500KVA一座。重化工业的耗电量

相对较大,长寿良好的供电设施和稳定的供电量,
可为重化工企业正常的生产提供保障。重钢集团

的搬迁选中长寿,其中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长寿

拥有优越的电力条件。
(二)西部地区发展现代重化工业面临的挑战

1.空间布局比较分散

西部地区重化工业分布在重庆、成都、兰州、广
西、贵州等地区,十分分散。如长寿具有代表性的



几个存量重化企业中,川维厂设在晏家、川染厂设

在古佛、长化厂设在关口、长风厂设在复元,企业之

间的空间距离都在10公里以上,空间布局的分散

既给要素供给、交通物流、环境保护以及人才集聚

等带来了很多矛盾,也使得企业无法利用集聚效应

降低生产成本。整个西部地区重化工业空间分布

的问题就更为突出。

2.产品结构性矛盾突出

尽管重庆长寿在西部地区是历史悠久的化工

基地,并基本建立起了以天然气为主的化工生产体

系,培育形成了一批骨干企业、关键技术和拳头产

品。但总体上讲,重化工产业路线比较单一,产品

上下游配套的能力也比较弱,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

链。以天然气化工产品为例,除了天然气甲醇、醋
酸系列产品形成了化工产业链外,其他高附加值的

天然气化工产业如天然气制氢氯酸及下游深加工

系列产品、天然气制乙炔及下游深加工系列产品并

没有形成产业链。此外,重化工产品附加值低的现

象未根本改变。产业链的延伸还不够,还没有形成

产业集群。

3.环境承载能力制约大

我国在长期的化工业发展中积累了一定的环

境保护管理技术和经验,也引进了不少国际先进技

术和经验,但环境压力仍然很大。重化工企业普遍

存在污染因子复杂、废弃物产生量大的特点,西部

地区是我国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重中之重,发展

重化工业中不得不正视来自这方面的压力,如果不

能处理好生态环保问题,将不仅严重制约西部重化

工业本身的持续发展,更将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生态

环境。

4.原材料供应存在瓶颈

重化工业是以能源为动力,对各类原材料进行

加工的产业,没有充足的原材料供应,发展重化工

业就成了“无源之水”。西部地区虽然有丰富的自

然资源,但发展重化工业的资源需求也要同时依靠

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特别是煤炭、石油、铁矿石等

资源供应的对外依存度很高。但是,重庆将从新疆

解决煤炭供应缺口、收购澳大利亚铁矿石缓解受制

国际市场压力。说明中西部地区发展重化工产业

的资源瓶颈是可以突破的。

  三、抓住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机遇,加
快西部地区现代重化工发展

  (一)做好重化工业产业发展规划

发展重化工业是以重大项目实施为主要特征

的,任何重大项目都具有建设周期长、土地用量大、
产业关联强、配套要求高的特点。如重大石油化工

项目,产业链长的需要10平方公里土地面积,产业

链短的也需要4平方公里土地面积。做好重化工

业的产业发展规划至关重要。
对重化工产业的规划要注意其整体性的总体

规划特征。要综合分析评价西部地区各城市的水

域条件、土地资源、能源供给、交通条件、辐射能力、
淡水资源、环境容量等发展重化工业必须的条件,
确定重化工业发展的重点,特别应重视从产业基

础、市场前景、国际竞争力和环境资源承载力的角

度加强论证,形成科学权威统一的重化工业总体

规划。
搞好重化工业的空间布局规划是发展重化工

产业的关键。重化工业的空间布局直接影响到产

业链条的延伸和产业集聚效应的发挥。在产业规

划基础上,尽快完善重化工业布局的详细规划。通

过空间布局的规划,引导目前分散的重化工企业通

过搬迁积极向重化工园区聚集,形成产业集群。
(二)做大重化工业产业集群

根据国外著名重化工业基地的经验,西部各城

市重化工业也必须走产业集群发展之路。重庆长

寿重化工园区的成功经验之一是以产业链为纽带

搞集群发展。目前,长寿化工园区正致力于构建与

完善以下产业集群。
第一,做大天然气化工产业集群。重庆重点将

依托现有的中石化川维厂、英国BP公司、香港建

滔、巴斯夫等企业的天然气乙炔、天然气醋酸、天然

气甲醇、天然气氢氰酸等产业,积极引进天然气化

工深加工项目,进一步形成中国最大的天然气化工

产业集群。
第二,构建石油化工产业集群。将充分利用中

石油1000万吨炼油项目和乙烯下游加工片区定

点布局长寿的契机,利用中石油和乙烯项目提供的

丰富石油化工原料,积极引进知名跨国企业,发展

石化下游产业,打造石油化工产业集群。
第三,构建新材料加工产业集群。将利用长寿

化工园区品种齐全的化工原料,发展新材料加工产

业,为重庆及周边的汽摩、轻工、纺织、建筑、电子/
电气、家电、制鞋业、包装业等产业提供原料支撑,
积极引进实力雄厚的新材料加工企业,构建新材料

加工产业集群。
第四,构建冶金及精品钢材加工产业集群。重

钢集团搬迁落户长寿工业园,为长寿重化工业发展

增添了后劲。可以依托重钢集团,引进相关配套项



目,发展以钢铁冶炼及压延加工为特色的钢材加工

产业,并可以依托重钢集团充足的钢铁产品原料,
引进板材、型材、模具等加工项目,打造机械加工基

地,构建冶金及精品钢材加工产业集群。
(三)注意“重”、“轻”互补,协调发展

发展重化工业与发展轻工业并不矛盾。从产

业链来看,这个产业的上游产品是石油制品等,中
游产品则有化纤、塑料、橡胶产品等,而这些产品都

是轻工业的主要原料,可以带动很多下游产业。只

要在发展导向上把轻工业的发展与重化工业有机

结合起来,通过细化产业和市场分工,拉长和延伸

重化工业的产业链,在加快发展重化工业中促进轻

工业发展。
通过重化工业园区和街镇工业的错位发展和

互补发展,可以提升重化工业城市的轻工业发展水

平,促进重化工业与轻工业协调发展。园区工业主

要侧重于重化工业以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街

镇工业则应重点发展轻工产业,紧紧围绕农副产品

加工、纺织、矿产资源精细化开发等产业,大力发展

各种比较优势突出的特色经济和配套产业,承接发

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做强轻工产业,以此

推进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步伐。
(四)刷新重化工产业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积极发展“静脉”产业是重化工产业实现新型

工业化发展的路径之一。国际上形象地把开发利

用自然资源的钢铁、石化、电力等传统产业称为“动
脉”产业,把废弃物的回收利用和再资源化产业比

喻成“静脉”产业,他们共同构成了资源环境和经济

发展的循环系统。“静脉”产业因其变废为宝,循环

利用,在整个循环经济领域既能起到节能降耗、资
源综合利用的经济功能,又能起到清除环境污染、
保护生态环境的社会功能。

(五)加大原料基地开发建设,缓解原材料供应

瓶颈

原材料供给是西部重化工业的发展必须解决

的重大问题。重庆重化工业发展目前正在致力解

决以下几个问题。

1.加快天然气化工原料基地建设

根据重庆市的初步规划,计划用10-20年的

时间,将长寿建设成为世界级的天然气化工基地。
根据产业发展测算,2020年长寿天然气化工所需

天然气的用量将达到63亿方。国家重点工程项目

“川气东送”工程将在重庆形成“川气走廊”,将形成

以宣汉为主的天然气原料基地。

2.加快石化原料基地建设

充分利用中缅输油管道延伸到重庆并将其出

口设在长寿和中石油拟在长寿建设1000万吨/年

炼油项目的契机,就地解决石油化工下游产品的原

料问题,尽快建成重庆长寿石化原料基地。

3.加快重钢铁矿基地建设

重钢目前的铁矿石60%以上需进口,其自有

的矿山仅能提供10%,成本居高不下。重钢集团

正在积极争取铁矿石的国际供应主动权的同时,也
积极掌握国内新发现矿山的开采权,加快建成凉

山、巴南、巫山等铁矿石基地,提高原材料自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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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ofHeavyandChemicalIndustriesinWesternChina
intheProcessofStructuralAdjustment

LIUXue-ying
(ThePartySchoolofChangshouCommunistPartyCommission,Changshou401220,China)

Abstract:ToacknowledgehowtheheavyandchemicalindustriesarerelatedwithcentralandwesternChinaissofaran
importantrealisticeconomicanddevelopmentalissue.Intermsofitsactualdevelopmentstages,thefurtherdevelopment
oftheheavyandchemicalindustriesinwesternChinaistheobjectiverequirementfromChina’seconomicstructuralad-
justment.Therearetheirprivilegesandchallengesinthewesternregions.Forus,itisnecessarytograsptheopportunity
andmakeacceleratedprocessofwesterndistrict’smodernheavyindustry.
Keywords:heavyandchemicalindustry;centralandwesternChina;opportunityofstructuraladjustmentofindustri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