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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庆市城市竞争力 

提升的战略路径 

曾军丽 
(重庆大学 贸易与行政学院，重庆 400030) 

摘要：本文在研究产业集群机理的基础上，明确产业集群是重庆城市竞争力提升的途径，建议重庆市产业集群发展应注 

重城市老工业基地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建设与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结合、城市市场体系建设与产业集群发展结合、加快企 

业改制和企业技术创新、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支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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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rategic W ay to Improve Chongqing 

City’S Competitive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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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ature of industrial cluster．indicates that de、 eloping cluster is the strategic way to improve Chongqing 

city’S competitive capacity，and gives Some proposals about how to develop clusters in Chongqing，such as combining high—teeh base construe— 

tion，market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old industrial base reformation with cluster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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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产业集群是城市竞争力提升的战略路径 

“集群”(Cluster)一词源于生态学，原意指以“共 

生”关系生活在同一栖所中的不同族群。该词后被产 

业经济学用于分析某领域的多个企业组织在同一区 

位集中的现象(即产业聚集)，以及由此形成的新的产 

业组织形式——“产业集群”(Industrial Cluster)。 

产业集群早在欧洲工业革命前后就已出现，马 

歇尔(1920)曾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将其产生归因 

于集聚产生的外部经济效应。20世纪8O年代以来， 

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环境的复杂化使企业的生产 

方式由刚性生产转变为柔性生产，集群机理也相应 

改变，具备“柔性”特征：(1)企业之间的关系极为灵 

活，他们互相竞争但更重要的是彼此合作，在供应 

商、生产商、客商之间没有刚性的界限，三者互相交 

流信息和沟通想法，共同参与产品的设计生产过程， 

使产品更加个性化；(2)集群内存在大量的信息流 

动，既包括正式的磋商，也包括大量非正式的沟通、 

接触，既有面对面的交流，也有间接信息传递和扩 

散，尤其是隐含经验类知识创新溢出的产业氛围； 

(3)集群内劳动力高度流动，就业机制灵活。“柔性” 

的产业集群内部信息流通速度高、技能和知识专业 

化程度高，同行之间的竞争压力促使企业不断创新， 

机构、竞争者、客户之间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能产 

生较强的知识与信息积累效应，为企业提供实现创 

新所需的基础。这种创新动力机制使集群始终保持 

其竞争优势，具备源源不断的内生经济增长力。基 

于此，波特(M．E．Porter)在其构建的“新竞争经济学” 

中，以经济全球化、区域化为背景，突破产业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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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学传统理论，将当代的产业集群这种形式 

定位为有效提升城市、区域乃至整个国家经济竞争 

力的战略路径。波特指出：经济全球化带来技术分 

工与专业细化，企业不再把全部生产过程都放在自 

己内部进行，而是选择保留本企业核心优势(如核心 

技术、关键生产环节、品牌等)转让其他部分，或参与 

其他企业的价值链条，形成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网 

络，即集群。集群的发展会激励创新行为，增进整体 

和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形成区域产业优势，产生强 

大溢出效应，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分工、资源配置方式的改 

变引发了经济竞争方式的改变，产业集群成为国际 

经济竞争的焦点，集群战略和政策得到联合国工业 

发展组织(UNIDO)、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 

机构的提倡、推广，世界各国公共政策重点纷纷转向 

地方集群战略。世界经济地图上涌现出一批成功的 

集群，如意大利东北部和中部地区中小型企业分布 

区、美国的硅谷高新技术产业区、芬兰的环保加工产 

业区等。作为国家或地区竞争力之所在，他们构成 

了当今世界经济的基本空间。 

面对国际集群竞争浪潮，我国的企业、区域和城 

市该何去何从?企业参与产业集群、加速创新以获 

得竞争力；国家竞争优势产业在地理上集中，以集群 

式发展；城市和区域在集群中吸引并创造财富，提升 

竞争能力。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三 

角洲、环太湖区、浙江杭嘉湖地区、宁波温州、珠江三 

角洲等地区，以一个市、县、镇或村为范围，集中某种 

产品的社会化生产，已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区域集群， 

并表现出极强的活力和竞争力。 

二、产业集群为重庆市城市竞争力提升提供了 

新思路 

首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思考重庆市城市经 

济国际竞争力的提升问题，为重庆市投资环境改善 

及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新思路。作为我国西部对外 

的“窗口”，重庆市当前面临的要务之一是发展外向 

型经济，优化投资环境，吸引投资、争夺高附加值经 

济活动。地方产业集群战略为履行该要务提供了思 

路。重庆应当把握住全球的竞争格局和发展动向， 

培育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要素和环境，积极扶持 

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专业化产业群的孕育、萌芽、发 

展、壮大，并通过产业集群的发展反促进各种要素环 

境不断优化，提升城市国际经济竞争力。 

其次，在西部大开发背景下思考重庆市城市经 

济国内竞争力的提升问题，为重庆市成为我国区域 

经济中心城市提供新思路。产业集群有别于传统区 

域经济发展理论的梯度推移、增长极、地域生产综合 

体，强调发挥区域内各种优势的整合作用，尤其是技 

术进步、技术创新作用，创造区域竞争优势。 

重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和前沿阵地，也 

是我国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带——长江沿江地区开 

发开放的“龙尾”。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重庆肩 

负着“承东启西”的重任。地方产业集群战略为实现 

该重任提供了思路。重庆应加强本地企业与东部企 

业的合作，借助区位优势建成长江沿江地带产业集 

群，提升城市经济国内竞争力；同时，借助其在西部 

城市中的相对竞争优势，加强西部区内合作，建成以 

重庆企业为核心的集群，发挥对长江经济带和西部 

经济区的双重聚散功能。重庆企业与东部企业的聚 

集将促进东部技术知识向西部地区的扩散，有利于 

西部借助知识经济跨越式发展。 

其三，突破传统理论束缚，更新观念，为重庆市 

产业规划政策制定提供新思路。依据产业经济学传 

统理论，我国城市产业规划通常采取按部门条块分 

割的方法，城市间产业同构和“大而全”、“小而全”问 

题突出，形成国内城市产业发展的“过度性竞争”局 

面。与全国相比，重庆市作为传统的老工业基地，由 

于历史体制原因，城市产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产业同 

构化水平高。多年来，市政府在产业政策制定上一 

直致力于产业结构优化，取得了一定的绩效，但未根 

本消除同构化。针对这一“顽疾”，地方产业集群战 

略为重庆市产业规划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一 个产业集群往往跨越多个标准产业分类 

(SIC)，且不受行政区域的限制。集群是应市场所 

需、依据地区产业特点和区位条件产生的，政府在其 

中主要负责环境建设、合作竞争关系协调，与传统的 

“重点扶持、保护”不同。把集群政策作为城市产业 

政策的重要补充，会有效地培养、保护、发扬重庆地 

方产业竞争优势。 

三、重庆市产业集群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 是加快城市老工业基地改造、高新技术产业基 

地建设与产业组织结构调整结合。作为我国重要的 

工业基地，重庆有较强的产业基础，“九五”期间已形 

成以重工业为主体的综合配套的现代工业体系，已进 

人工业化发展的中期，正向高加工度的开放型经济转 

变，其间国有大型企业改革与中小企业发展并举。重 

庆“十五”产业发展规划的目标是：集中力量发展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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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柱产业，即汽车摩托车、化工医药业、食品、建筑建 

材、旅游业；重点发展三大高新技术先导产业，即信息 

工程、生物工程和环保工程。建议重庆以提升区域产 

业整体竞争力为指导思想，将先导、支柱产业的发展、 

老工业基地的改造、开发区的建设与城市产业组织结 

构调整相结合，向有利于集群形成和发展的方向规 

划。集群模式可采用中卫型，即大量小企业围绕一个 

或多个大中型核心企业，进行最终产品的生产、销售 

与原材料供应，从而形成的集群。 

二是城市市场体系建设与产业集群发展相结 

合。市场是集群的基础，它为集群内的企业提供原 

材料、配套设施、服务，大量接纳企业的产品。同时， 

市场也可以成为企业集中的平台，使企业通过平等 

的交易联系完成产品生产。城市产业集群的形成和 

发展需要成熟、发达、健全、规范的市场体系，集群的 

发展和壮大也会促进市场的发展。 

重庆已建立起组团式、多层面、聚集辐射功能强 

的现代市场体系，已成为长江上游和西部地区最大 

的商圈。建议重庆针对本地区经济的要求，将城市 

市场体系建设与产业集群发展有机结合，继续扶持 
一 批专业市场，带动中小企业以大市场为依托进行 

生产与销售、竞争与合作，促使产业集群尤其是市场 

型集群的形成和发展(市场型产业集群是指成员企 

业之间以平等的市场交易为主，通过彼此在市场上 

的水平交易联系来完成产品的生产)。 

三是加速企业改制和企业技术创新。地区经济 

发展的主要动力是企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也依赖于 

企业这个微观主体。集群中的企业应采用新型的柔 

性生产组织形式，其实质是要求企业对面临的内外 

部环境变化有高度的应变能力，即适应顾客的不同 

要求、快速吸纳新技术、短时间内启动、零仓储等。 

建议重庆产业集群建设与企业改制相结合，通 

过企业产权制度变革，为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调整 

提供动力和活力。尤其是大型企业还需要顺应同行 

业或相关企业由竞争关系走向竞争合作关系这一市 

场关系发展的趋势，进行组织创新(如发展战略联 

盟)，为集群优势的发挥创造条件。 

四是发挥政府的政策导向和支持作用。在产业 

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中，政府的角色是中间人，通过制 

定开明的政策引导相关各方聚集、提供支撑性基础 

设施、有效激励创新系统。政府的相关政策涉及产 

业发展、财政、税收、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及主体行为 

规范、政府与企业间关系等，总之，政府要为产业集 

群的形成和发展创造开放的环境、提供全方位的公 

共服务。与产业政策强调重点保护和扶持不同，政 

府政策的重点在于促进合作以及为其创造良好环境 

和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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