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管理
重 庆 与 世 界　２０１０年第２７卷第１１期
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Ｖｏｌ２７Ｎｏ．１１２０１０

　　收稿日期：２０１０－１０－１８
作者简介：彭洲（１９７３—），男，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

把重庆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的思考

彭　洲

（重庆市南岸区委党校，重庆　４０１３３６）

摘要：从重庆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出发，分析了把重庆建成国家中心城市所面临的问题，阐述了从提升城市能

级、切实加强区域协作、更加重视软环境建设等方面把重庆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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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中心城市是指在国家城镇体系中处于顶端的，在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在全国具有引领辐射集散功

能的、并能代表本国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城市，是国家综

合实力最强、集聚辐射和带动能力最大的城市代表。一个

城市能否成为“中心”，取决于它的历史背景和现实基础，

取决于它的人才、资金、资源、交通和地理位置的比较优

势，取决于它的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力，取决于它

对周边地区发展的吸引力和辐射力。本文从重庆的历史

基础与现实条件，谈谈把重庆建设成为国家中心城市的一

些思考。

　　一、重庆担当国家中心城市的基础与

实力

　　（一）历史上，重庆就是区域发展的中心城市［１］

汉代，重庆就是巴郡对外交通的枢纽。宋代，川江“商

贾之往来，货泉之流行，沿溯而上下者，又不知几”，便是其

作为长江上游物资交汇集散中心的写照。明代，重庆便是

全国工商业发达的３０多个城市之一。乾隆年间，重庆成为
川东和黔北的经济中心和物资集散地。

开埠后的重庆成为仅次于上海、天津、汉口的洋货销

售中心。抗战前夕，重庆工厂（场）数量是当时四川省工厂

（场）总数的７１％，资本和工人均占四川省的２／３，成为四
川省工业最集中、最发达的大城市。工商业的繁荣促进了

重庆金融业的兴盛。当时，重庆公营和私营银行的总行达

到９家，中外和外地银行的分支行处达到２７家。抗战时期
的重庆工矿企业达到１６９４家，工业职工达１０万人；大小
公司、商店发展到１７４８１家，商业同业会达１２３个；省市县
银行６家，商业银行５７家，外商银行２家，钱庄、银号、信托

公司等２４家，保险公司５３家。那时的重庆是大后方的工
业、商业、外贸、金融的中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重庆又

成为中国唯一的外汇交易和管理中心。以重庆为中心的

水路、陆路和航空交通运输网络，更是覆盖西北、西南，接

通滇缅、滇越和中苏。

（二）建国以来，重庆就是我国区域开发的重要节点

重庆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

处于长江上游经济带、中国东西结合部以及西陇海兰新经

济带和南贵昆经济区结合部。长江水道将重庆与“长三

角”相连，渝黔大通道把重庆与“珠三角”贯通，成渝经济区

使重庆与“西三角”紧密融合，特殊的地理区位使重庆在我

国“三线”建设以及区域开发战略的“Ｔ”字型战略、Ｈ型战
略布局中，成为区域开发布局的重要战略支撑点。如 Ｈ型
发展战略，“Ｈ”左边是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地带，右边是沿海
地带，中间“一横”———长江经济带将沿海经济带与西部开

发带贯通，龙头的上海把沿海经济带紧密衔接，龙尾的重

庆则把西部开发带衔接沟通。

（三）直辖来的成就奠定了现实基础

１．快速增长的经济，使经济实力逐步增强。２００９年，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６５２８．７２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４．９％，增
速排名全国第三；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分别增长３１．５％和１８．６％；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
６８１．８３亿元，增长 １８．１％；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５７４９元，实际增长９．６％；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４６２１元，
增长１２％［２］。

２．渐趋合理的产业结构，奠定中心城市的产业基础。
２００９年，三次产业比重达到９．３∶５２．８∶３７．９［２］。形成了
以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业、天然气石油化工、材料工业、

电子信息、能源工业和轻纺及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支柱产业



体系。服务业迅猛发展。２００９年，金融业增加值增长
３１．２％，占ＧＤＰ比重达到６％；会展业加快发展，直接收入
增长３６％。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２００９年攻克关键
核心技术１５０余项，专利授权量增长５６％。新增高新技术
产品５０１个，新产品产值率达到３２．８％［３］。

３．完善的水、路、空立体交通网，构筑了中心城市便捷
的流通渠道。２００９年，重庆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达到 １５７７
公里，密度达１．９公里／百平方公里［２］，是１９９６年的１３．８
倍，位居西部第一；“二环八射”高速交通网络搭建起“畅通

重庆”的主骨架，对外高速通道达到１０个；加紧建设的“三
环十射三连线”高速路网将实现区县全覆盖，出境高速通

道达到１９个；铁路营运里程１２５８公里；内河航道里程达
４３３７公里；与重庆正班通航城市６９个，其中国际（地区）
８个。

４．崛起的内陆开放高地，增强了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
能力。以西永综合保税区正式获批、两路寸滩保税港区一

期封关运行、北部新区、永川等５个服务外包示范区的加紧
建设、重庆铁海联运国际大通道的正式启运等为标志，重

庆开放格局已经形成。截止２００９年，世界５００强已有１５４
家［４］落户重庆；实际利用外资４０．４亿美元、内资１４６８亿
元，分别增长４７．７％和７４．２％；服务贸易总额达２０１３４８万
美元，同比增长２１％［３］。

二、重庆担当国家中心城市面临的挑战

（一）经济总量偏小、经济影响力不够大，难以凸显经

济的中心地位

城市的经济实力决定了它在国家或世界商贸、会展、

物流、制造业等方面的地位。２００９年重庆地区生产总值仅
占全国生产总值的１．９５％，占西部十二省（市、区）地区生
产总值的９．８％。同样被定位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北京、天
津、上海、广州，２００９年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的比重分别是
３．５４％、２．２４％、４．４４％、２．７２％。与成都（４５０２．６亿元）、
西安（２７１９．１０亿元）、武汉（４５００亿元）相比，重庆在经济
总量和规模上也不占绝对优势。

（二）城市综合竞争实力不强

城市综合竞争力是一个城市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集散

资源、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是城市经济、社会、科技、环

境等综合发展能力的集中体现。据《中国城市竞争力报

告》（２０１０）显示［５］：在全国主要城市综合竞争实力评价方

面，重庆位居第３６位，上海、北京、广州、天津、成都、武汉、
西安、分别排列在第１、２、４、５、１１、１７、３２位；在全国５６个重
点城市的人才本体竞争力、企业本体竞争力、主要产业本

体竞争力、公共部门竞争力、生活环境竞争力、商务环境竞

争力、创新环境竞争力、社会环境竞争力８个分项竞争力评
价中，重庆仅在主要产业本体竞争力、公共部门竞争力和

生活环境竞争力三项进入了前 １０名，分别排在第 ６、６、

７位。
（三）对外贸易水平还不高，区域对外贸易的中心地位

还不十分突出

对外贸易水平是衡量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指标。近

年来，重庆在打造内陆开放高地的过程中，对外贸易取得

了长足进步，但与其他几个国家中心城市和西部主要城市

相比，仍然比较落后。２００９年重庆外贸进出口总额７７．１
亿美元，是上海的１／３３、北京的１／２５、广州的１／１０、成都的
１／２．３、武汉的１／２．２；在西部十二省（市、区）进出口总额中
仅占８．４３％。

（四）城乡发展差距大，制约国家中心城市的尽快形成

２００９年，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３．５１∶１，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３．３３∶１），高于北京（２．２３∶１）、天津（２∶１）、上
海（２．３４∶１）、广州（２．６１∶１）、成都（２．６２∶１）和西安（３∶１）。
区域发展差距大。２００９年，一小时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占
全市７７．８％，是渝东北和渝东南两翼地区生产总值之和的
３．５倍。两翼地区面临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双重
压力。

三、把重庆建成国家中心城市的对策

（一）努力提升城市能级

城市能级是一个城市的现代化程度和对周边地域的

影响力。它是一种内在综合素质及其地位与作用的表征，

主要表现在城市功能水平、城市现代化水平、城市经济增

长水平和城市影响与控制力水平等方面。

重庆要成为国家中心城市，需要规模和体量，需要强

大的实力和完善的功能，需要城市能级的提升。重庆必须

立足我国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长江

上游地区经济中心、国家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西南地

区综合交通枢纽五大定位，在内陆国际化功能、门户枢纽

功能、战略产业功能、区域带动功能、政策示范功能等方面

下功夫，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金融、现代商贸流

通、会展、总部经济等现代服务业，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

能，提升服务业层次水平；积极发展新能源、节能环保、电

动汽车、新医药、新材料、生物育种和信息产业；创新城市

形态布局，加快以轨道交通为轴线、开发区和节点城镇于

一体的城镇体系建设，优化城市功能分区，把外环以内打

造成区域龙头产业、高端服务业集聚区，把外环以外打造

成传统产业承接地，使产业升级与城市升级互动、融合；加

快开放步伐，扩大开放领域，提高开放层次和水平；以宜居

为目标，不断完善和加强城市管理，改善城市人居环境，提

升城市品位。

（二）切实加强区域协作

中心城市既是特定范围内经济运行的枢纽，又是集聚

和辐射中心，为腹地发展提供服务；同时，中心城市的发展

壮大又离不开腹地的滋养，中心城市必须（下转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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