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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重庆市食品工业发展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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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加快重庆市食品工业的发展，对于重庆市经济发展和社会矛盾的缓和具有特殊重要性。本文从消费增长和收入增 

长的关系、工业化的完成程度、农村问题以及重庆的优势等方面分析了加快重庆市食品工业发展的若干原因以及食品工业对 

其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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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use Analysis of Expediting the Development of Food Industry in Chongqing 

MAO Hui．HUTong-ze 

(College ofTrade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Chongqing ，C 400044，Ch／na) 

Abstract：The growth offood industry is very important to the develo／maent of Chong~ng economy and alleviation ofthe social contraclic· 

fion．In view ofthe current situation offoodindustryin Chongqing，this article analyzesthe conditiom which expeditesthe developmentof food 

industry in Chongqing，and the functiom of the food industry，according to the relatiomhip between incoming and consumption，the dt留 of 

industrialization，the problem of countryside and the advantages of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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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庆市食品工业的现状 

2001年重庆市国有及规模(年销售收入 500万)以上的非 

国有食品工业企业 144户，完成工业增加值27．44亿元，比2O0O 

年下降7．3％；实现产品销售收入76．25亿元，增长 6．1％；利润 

总额为 3．68亿元 ，下降 6．83％，利税 总额 18，67亿 元，增长 

7．78％。目前，重庆市食品工业的支柱作用不明显，行业增值 

能力较弱，盈利水平较低；行业结构不合理，食品加工和制造 

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加工业之比为44：21：35，而最佳结构之比 

应为 80：15：5；食 品加工和制造业 比重太低 ，尤其是食 品制造 

业；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加工业比重较高，特别是烟草加工业； 

制成品食品比重过小，嗜好性烟酒比重过大，行业和产品结构 

明显不合理且赢 利水平低 ，烟草加工业创造的利润比重 占整 

个食品工业的54，2％，在 18个种类行业中就有 7个种类行业 

出现全行业亏损。 

二、发展重庆食品工业的原因分析 

加快重庆市食品工业的发展，对于重庆市的整体经济发 

展和缓和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社会矛盾，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一)收入与消费增长幅度 的不同 

根据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全年个人 可支配的总收入和相 

应的总消费水平是同比例增加的，在收入随时间增长的同时， 

消费也随之同比例地增长。 

虽然人们为退休后的生活而储蓄积累以及未来的不可知 

预测而限制消费的影响 ，但 占主要 比重 的是低收入人群包括 
一 些正在经历异常的坏年景 的人，而高收入人 群包 括一些正 

在经历异常的好年景的人的比重较小。由于消费惯性的缓冲 

作用，那些正在经历异常低收入年份的人并没有同比例地减 

少自己的消费，同样那些正在经历异常高收入年份的人也没 

有同比例地增加 自己的消费，他们都尽可能地维持原有的生 

活标准。所以，尽管有某个居民户消费增加的比例小于其现 

期收入，但整体人口的消费和收入是同比例增加的，而居民户 

的消费更多的表现为对现期收入的依赖。 

根据重庆市近 3年消费与收入情况的统计数据可以看 

出，重庆市城市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可支配支出的增 长 比 

例是不一致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连续 3年大于可支配支 

出，一方面说明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 

面又说明还有较大消费空间的存在。 

食品的消费占我国居民消费的主要部分，如果将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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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转换为现实的需求，总体需求增加，则食品的需求也会随 

之成比例增加。我国居民总体上消费水平偏低，消费欲望得 

不到满足，最近 10年我国平均消费率为59．5％，低于历史平均 

水平和国外水平，而同期世界平均消费率为 78％一79％。2002 

年我国居民金融资产大幅度增加，仅银行人民币储蓄存款就 

达70 00 多亿元，外币存款 800多亿美元。可见，消费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到需求的发展，但是只要有适当条件，消费水平 

适当提高，潜在购买力就会表现出来。在重庆市城市居民平 

均每人每年消费支出构成中，食品仍然占消费比重的第一位。 

通过刺激总消费，拉动内需，食品的消费也会随之上升。 

食品消费是居民人均可支配支出的主要部分。依照我国 

现阶段的发展水平，食品消费还会随收入的增长而增长，但人 

们对食品的质量、卫生、包装等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食品 

加工和制造业的发展相对滞后，出现了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 

为食品工业的发展迎来了成熟的时机。 

(二)工业化完成程度不高 

目前 ，我国的工业化还处在初级阶段 ，工业化 的完成程度 

不高。重庆的情况和全国一样，而重庆市食品工业发展程度 

与工业化程度是密切联系的，工业化程度不高，在一定程度上 

会阻碍食 品工业的发展；从另一个方面看，通过食品工业的发 

展，也可以推进工业化进程。就重庆的指标来讲，农业产值占 

GDP比重为 16．7％，农业就业人数 占全部就业人数 的比重为 

54．5％，城镇入口比重为 36．4％，三个指标都没有达到完成工 

业化的程度，而且还有较大的差距 ，需要加快工业的发展。食 

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可以减少农业就业人数，扩大工业产值比 

重，相对地减少农业产值的比重，以及增加城镇人 口，从而加 

快工业化进程 。 

理论和实践证明，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食品工业一般增 

长较快，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口增长率下降，人均食品产值 

达到一定程度时，食品工业的增长才会趋于缓慢，而我国现在 

正处在快速发展时期，重庆应抓住时机，大力发展食品工业。 

(三)产业与行业结构的不合理 

重庆产业发展不尽合理，重庆一直是老工业基地，轻重产 

业的发展不平衡，食品工业的大力发展可以增加轻工业的比 

重，使轻重产业向平衡化方向发展。 

重庆市食品工业内部也存在着产业不合理的现象。食品 

加工业和制造业的比重只有44％，特别是食品制造业明显偏 

低 ，说明深加工和精加工的程度不高 ，大多数还是以初加工为 

主。因此，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展食品工业，特别是食品 

加工业和制造业，通过规模经济，提高竞争力，也有利于产业 

平衡和行业结构合理化发展。 

(四)城乡二元经济的存在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城乡二元经济，城市居民和 

农村居民的可支配支出与收入出现了较大差距，重庆城市与 

农村收入的差距亦然。城市收入基数较大，增长幅度也比农 

村快，差距有渐渐拉大的趋势，这就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比较食品工业和其它的工业，食品工业 

对于技术和劳动力素质的要求相对较低，正好适合我国农村 

劳动力较多、素质又不高的国情。因此，大力发展食品工业，有 

利于发展农业经济，有利于提高农村收入，有利于缩tb--元差 

距。一方面 ，发展食品工业可以解决农产品过剩的问题 ，增加 

农民收入。食品工业 ，特别是加工业和制造业的大力发展 ，可 

以将过剩的农产品转换为质量更高的精加工产品，在增加农 

村收入的同时，又满足了人们的需求。另一方面，食品工业的 

发展可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目前，重庆的农业入口在 40 

个 区市县 比重很大，其 中 34个区市县的农业入 口比重超过 了 

50％，23个区市县超过了 80％。由于农业入 口基数过大 ，随着 

农业技术的进步，效率的提高，耕地面积的减少等等，农业剩 

余劳动力还将大量增加。用食品工业的发展去吸收农业剩余 

劳动力，在一定时期内是可行的，还能增加农村收入。此外，食 

品工业的发展可以加强农业与其他产业的联系，促进农业产 

业化经营，专业化生产，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它不仅是农 

业的一环，是农业生产的延长，而且是农业与工业间的桥梁。 

(五)重庆市发展食品工业的优势条件 

重庆发展食品工业具有诸多 的优势条件 ：(1)农业优 势。 

重庆市是我国重点的商品粮、猪肉、烤烟 、中药材、蚕桑 、柑桔生 

产基地，丰富的原料，有利于食品工业的发展。(2)科技优势。 

重庆市的科技教育实力较强，有 2ID多所高等院校和上千家科 

研机构，56万各类技术人员，为重庆食品工业的技术和管理提 

供了较好的条件。(3)劳动力优势。重庆的劳动力丰富，价格 

较低，2001年城市登记失业率为 3．9％。劳动力价格相对较 

低，有利于发展劳动密集型的行业。2001年城镇经济单位在 

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统计中，制造业为 8 870元，农、林、牧、渔 

业为7 085元，都低于行业平均工资9 523元。(4)地势优势。重 

庆地处西部大开发规划中的长江上游经济带、西陇海兰新经 

济带和南贵昆特色经济区的结合部，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初 

步形成了立体交通网络，具有“通江达海”的交通优势，是西南 

地区和长江上游最大的商业重镇和物资集散中心。(5)行政区 

划优势。重庆作为最年轻的直辖市，有许多优惠的政策，为食 

品工业的大力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三、结语 

综上所述 ，大力发展食 品工业是现 阶段重庆的工业发展 

课题之一，加快重庆市食品工业发展速度，有利于满足广大市 

民对食品消费的需求；有利于提高食品工业化程度；有利于调 

整食品工业产业结构；有利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增 

加农民收入。如果充分利用重庆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食品 

工业，将食品工业作为支柱产业扶持和发展，需要工农结合， 

作好原料基地建设，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提高深加工比 

重，注重新技术，开拓方便食品、促进传统食品的现代化，开发 

不同的产品，细分市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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