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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重庆市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现状．分析在新形势下面壮的机遇与挑战，提出推动重庆市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对 

策建议。 

关键词：重庆市：小城镇建设；西部大开发 

中囤分类号：F061．5；9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g-5831(2001)020021．04 

Research on Chongqing’s Small Tow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IAN Dai- ，HE Ks／． 

( ．O~gqina Sx／a／Sc／ences，Otoag~na 400020，‰ ； 

2-Construct／on Comm／aee of ∞韶 ，c／u~q0,,400015，ch ) 

A 由 吐：Onthe basis of Jntroda~agthe e．urmnt SL-qte ofCho,g*~’8 smallto,an co~trucdon and development．this paper analyzesthe 

opporamifies and ehallen~s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nd proposes some corr~pondlng c ln略nr a l蛹
．  

Keyw~-ds：Chongqmg；smaUtown constm~on；Western Development 

建设和发展小城镇，不仅是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必然选 

择，更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这一事关中国现代化建设根本 

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它对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市 

化和工业化协调发展．超越农村微观层次，在更大范围内实 

现土地、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农业产业 

化、现代化和农民收入水平、改变农民消费和生活方式、有效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一体化，解决 

农村探层次矛盾和问题等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意义。江总 

书记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和加快小城镇建设，都是关系我 

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 。 
一

、 重庆市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现状 

(一)基本概况 

科学规划，严格管理 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重庆市乡 

镇企业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小城镇发展起步较晚．90年代初小 

城镇还处于自然发展状态．小城镇多达 1 600多个，其中建制 

镇642个，乡集镇 833个，自然镇近200个。但整体布局不合 

理，单个小城镇建设也缺乏特色。为此．首先在“八五”到“九 

五”期间根据行政建制撤、并、建的调整，结合重庆整个城镇 

体系布局、产业空间布局、交通体系布局、三峡库区移民及扶 

贫开发，以及各区市县的资源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全市 

小城镇总体规划进行了空间布局调整。目前已初步形成以 

长江产业带为主轴、以成渝高速公路等五大交通干线为次 

轴、以綦江一涪陵等四大经济走向为副轴的“点一轴网络”体 

系。小城镇空间布局更趋合理。其次，加快了各小城镇的规 

戈 调整和修编。目前，全市已完成调整、修编的建制镇达624 

个．占建制镇总数的 100％；乡集镇达 747个，占集镇总数的 

90％。此外，还完成农民新村规划 220个。在完善小城镇市 

政功能的同时，出现了一批分工较为明确、体现地方产业特 

色和民族文化风貌的重点小城镇。小城镇从 自然发展状态 

走向有序发展状态。 

小城镇建设迅猛发展 近年来，重庆市小城镇建设投人 

力度加大。1999年全市村镇建设投资达93亿元人民币，占 

重庆社会总投资的 15％。其中，小城镇建设投资31亿元。 

直辖三年来全市村镇建设共完成投资263亿元，其中，小城镇 

(县城以下建制镇和集镇)建设完成投资96亿元。小城镇投 

资力度加大．有力促进了小城镇建设与发展。截止2OOO年9 

月底．重庆小城镇建设区面积285平方公里，比 1997年增加 

近 10％；聚集人口374万，占重庆市总人口的I2％．比1997年 

增加4％；道路更化率达40％、道路长度4 957公里、人均日用 

水量80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丝平方米。小城镇建设总 

体规模呈现出快速发展的同时，小城镇内部功能也大大强 

化．有力地促进了周边地区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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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经济社奇发展 良好 一是小城镇经济发展指标 

增长较快。特别是 171)个试点镇中，出现了一大批发展定位 

明确、产业布局合理、经济增长势头强劲、对所在区域农村经 

济发展带动作用明显的重点小城镇。城镇功能各异，各具特 

色。如以大足龙水镇、璧山青杠镇、万州熊家镇等为代表的 

工贸型；以奉节白帝镇、渝北统景镇、大足宝顶镇等为代表的 

旅游型；以石柱西沱镇、丰都高家镇等为代表的移民开发型； 

以合川三江镇、开县温泉镇等为代表的加工型；以秀山雅江 

镇、合川二郎镇为代表的边贸型。目前，市级试点镇集聚乡 

镇企业 、私营企业 41 083家，20GO年 l—9月实现产值 71亿 

元，建成市场 599个。这些小城镇已成为所在区市县经济发 

展的增长点。同时，小城镇的科教文卫等社会事业也得到较 

大发展。 

(=)基本经验 

领导重视，组织保障 小城镇建设和发展触及农村、农 

民、农业等深层次矛盾，与推进农村产业化、工业化、市场化、 

现代化及乡村城市化事业密切相关，不仅跨规划学、建筑学、 

生态学、经济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还涉及众多管理部门， 

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加快小城镇建设和发 

展，必须突破把小城镇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相分离的传统作 

法，建立综合性强、组织有力的保障体系 为此，1995年成立 

了重庆市小城镇建设领导小组，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各区 

市县也成立了相应机构，并把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指标 

作为区市县主要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做到目标明确、 

任务落实、机制完善，提高综合协调力度，从而减少了推诿、 

扯皮现象，提高了办事效率。 

政策创新，制度创新 小城镇建设和发展面临许多问 

题，从根本上说是体制落后，集中反映在小城镇现有体制和 

政策环境与小城镇进一步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为此．重庆 

市委市政府注重政策和制度创新。1994年出台了《关于加快 

小城镇建设试验问题的通知》(渝委发[1994]11号文)，确定 

了20个重点镇作为全市首批政策扶持和体制改革试点镇。 

1999年为了贯彻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精神，又根据重庆直辖 

后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小城镇建设 

的决定》(渝委发[1999]35号文) 这些政策的出台．集中解 

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增大市及区县两级政府对小城镇 

的财政投入；二是对小城镇建设和发展进行优惠政策扶持， 

如土地出让金、配套费、工商管理费等按政策规定大部分留 

在小城镇；三是深化改革，下放权力，增强小城镇政府总揽全 

局的能力。同时推动小城镇政府按照“，J、政府，大服务”的要 

求转变职能，并加快乡镇企业制度创新及发展集体经济的体 

制改革。 

此外，还针对小城镇规划、建设、管理过程出现的一些矛 

盾和问题，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管理法规、行政规章，加强了 

小城镇干部职工队伍的培训，使小城镇建设逐步进入良性发 

展轨道。 

小城镇建设投资主体 多元化 一是打破市政基础设施 

建设由政府包办的做法 ．按照以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土地增 

值，以土地增值收益补偿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原则，进行招 

商引资。吸纳杜会投资商在土地开发过程中带动基础设施 

建设。二是对一些可带来营业收益的公益设施，如市场、公 

园及文化娱乐设施以及医疗、教育等产业化项 目，按照市场 

化和产业化方式运作 ．吸引社会投资。三是对于住宅及商业 

门面等商品房开发采取招商引资吸引开发商进镇开发、小城 

镇职工集资建房、农民集资建房等形式，完全纳入市场运行 

轨道运行 四是通过减免土地出让金及地方税费等优惠政 

策，吸引境内外投资商进镇开发本地资源(带项目)，发展小 

城镇特色经济。 

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为了解决分散建设、浪费耕地、管 

理无序等问题，结合国土整治、退耕还林、生态环境建设、交 

通干线及通讯设施建设、移 民迁建、乡镇企业产业升级及农 

民新村建设等外部条件变化，制定了“统一规划、统一用地、 

统一审批、统一开发建设、统一管理”的规定，坚持走综合开 

发、配套建设的道路。既保证了规划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又 

有利于节约耕地和开发建设成本，发挥规模效益 同时．强 

化了小城镇内部功能，加快了道路、水、电、气、通讯、环卫、市 

场及商业网点等配套发展。 

二、重庆市小城镇建设和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与长江中下峙及沿海相比，重庆市小城镇建设和发展仍 

然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区之间发展 

不平衡；重点地段和近期建设规划滞后，地方风貌和文化内 

涵体现不充分浒 多小城镇特别是大量集镇基础设施发展滞 

后、城镇功能不完善且缺乏产业支撑；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 

发展的中心镇为数不多，小城镇网络化发展滞后 ，缺乏规模 

效应。面对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必须把握内部外部环境及其变化发展趋势，进一步推进重庆 

小城镇建设和发展。 

(一)主要发展机遇 

交通运输条件极大政善 据有关资料显示，西部地区将 

新建2o个机场，计划在20年内投资1 200多亿元人民币开发 

湖南长沙一重庆等8大通道。重庆市近期确立的 l7个重点 

项目中，基础设施占较大比重，其中以高速、高等级公路为重 

点。渝长等6条高速公路将在21103年建设完工。到那时，重 

庆北上、南下、西进、东出通道都将打通 随着交通运输条件 

的极大改善，一方面，大大促进小城镇与大中城市之间多层 

双程交通运输网络体系的形成，大大缩短小城镇与大中城市 

的时空距离，使大中城市向小城镇的产业扩散以及由此决定 

的资金、技术、人才、现代管理方式和运行机制扩散加速，大 

中城市与小城镇的经济技术协作与交流更加密切，小城镇在 

与大中城市进行经济技术交流和转换中将不断增强自己的 

功能和综合实力。另一方面，进一步打通小城镇与所在区域 

的联接通道，缩短时空距离，小城镇在加快向所在区域传递 

和扩散大中城市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将加快所在区域资 

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的点向集中速度和优化配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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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促进小城镇增长极及增长带的加速形成。 

小城镇．,'Joit的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 目前，中央及有关 

部委除了从生产力空间布局上极大地向西部地区实行倾斜 

以外，将出台财政、税收、投资、融资、价格等优惠政策支持西 

部重点建设、西部农业发展和环境保护建设、西部对外开放 

及招商引资、西部旅游及矿产资源开发、西部科教文化事业 

发展等。与此同时，西部各省市也根据自身的实际．不断出 

台地方性优惠政策。重庆市政府在制定西部大开发实施战 

略规划纲要过程中．明确提出了实施西部开发必须要有新思 

路、新观念，通过政策和制度创新大力改善和优化环境．树立 

人人都是投资环境，处处都是投资环境，事事都是投资环境 

的观念。并在整顿机关作风、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 

的基础上，对于不符合西部开发要求、不符台市场经济规律、 

不符合重庆发展的规章制度及有关政策进行了请理，相继出 

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带来的小城镇 

发展宏观政策方面的极大改善，加上小城镇专项优惠政策扶 

持力度的增强，必将会给小城镇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完 

善、特色资源开发、产业发展、结构橱整及科技文化发展等带 

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重庆市小城镇发展区桩优势明显 重庆母城是西南及 

长江上游最大的加工工业重镇和水陆空交通枢纽、发达的商 

贸流通中心和科研教育中心、国防科研生产基地。在重庆特 

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缺乏足够的中等城市作为支撑点和过 

渡带、整个经济呈二元结构的情况下，高密度的大城市与其 

腹地的众多小城镇之间形成巨大的位势差。大城市对小城 

镇的扩散和辐射作用较大，具体体现为大城市的产业、人口 

向小城镇渗透的速率较快。这是小城镇得以发展的重要基 

础。同时，重庆市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地处东西结合部， 

是东部地区西进的重要通道，在长江流域经济带开发开放过 

程中，处于龙尾 ，与龙头上海遥相呼应 ，在实施全国小城镇发 

展战略中将发挥承接传递作用；在整个西部开发过程中，担 

负着中央赋予的进一步发挥区位优势、龙头作用、窗口作用、 

辐射作用，带动西部和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使命。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将加快与东部沿海及广大西部内 

陆腹地的物资交流与经济技术协作。交流与协作的加速进 

行，必将带动重庆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此外，重庆处于三 

峡库区，三蛱工程建设及库区移民、退耕还林(草)、生态环境 

建设形成的巨额工程建设资金及移民补偿资金 及退耕还 

林补偿资金为重庆市特别是广大库区小城镇建设和发展提 

供良好的资金条件，库区的优惠政策为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 

创造了极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可见，随着基础设施及政策等软硬环境的改善，重庆的 

区位优势进一步强化．重庆市对内对外开放将得到前所未有 

的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及国外经济交流与协作进一步加 

快，境外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将大量涌人。这无疑将促进 

小城镇利用境外资金、技术加快建设和发展的步伐。 

双向动力机制逐步形成 一方面，重庆城镇体系中大中 

城市缺乏，特大城市与众多小城镇之间形成巨大的位势差。 

太城市为了获取廉价的土地 、劳动力及避税收益，不断向附 

近和交通运输条件较好或资源开发价值较大的小城镇进行 

产业、资金和技术、人才扩散。另一方面，重庆市广大农村富 

余劳动力达 400多万，随着农村经济发展．收入增加(包括外 

出务工收入)．农民对城市文明的需求日益现实和迫切。 

(= )主要挑 战 

观惫、制度、机制 重庆市小城镇发展不仅要适应西部 

大开发，还必须适应中国加入7／TO和传统经济向新经济转 

型等带来的更加广泛的时空条件变化及其发展趋势。中国 

加入7／TO，标志着中国经济与国际接轨进入了新的发展阶 

段，意味着中国经济主体的行为准则、管理方式、运作方式都 

将面临全新的持戏规则，小城镇也不例外。 

市场竞争加剧 重庆市小城镇未来发展主要面临两个 

层面的竞争。除了面临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市场竞争与协 

作之外，更为重要妁是面临西部各省市之间的竞争。目前， 

西部各省市由于都地处内陆，经济社会(包括小城镇)还处于 

均质发展状态和同一发展水平。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带来的市场开放、内动力增强和外来资本的加入，区域要素 

流动和重组将大大加剧，均质发展格局打破，发展差距拉开， 

区域内无论是资金、技术、人才、原材料等生产要素，还是市 

场份额、市场生存发展空间等方面的争夺都异常激烈，由于 

西部城市化水平普遍较低，大中城市较少，这一争夺在更多 

场台和更大程度上发生在众多的小城镇之间。对此，重庆市 

必须要有清醒认识并引起高度重视，以期在小城镇的区域竞 

争中争取主动。 

乡镇企业和农业产业化发展滞后 乡镇企业发展滞后、 

产业化水平低、产品科技含量及附加价值低，产出效益低，农 

民人均收入低，农民进城经商、投资置业缺乏内动力，势必阻 

碍小城镇发展。 

产业选择 一方面，小城镇发展在产业选择上面临产品 

过剩和结构调整的重重困难。另一方面 ，我国人 121增长、经 

济发展对资源与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条件带来的压力越来越 

大，特别是重庆地处中国最大的淡水水体，库区江岸线长达 

600多公里，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任务特别沉重的三峡库 

区，更加大了小城镇发展过程 中产业选择的难度。 

三、抓住西部太开发机遇．推动重庆小城镇建设和发展 

(一)指导思想噩目标 

树立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为契机，以改革开放为动 

力，坚持小城镇大战略的基本指导思想，立足于重庆市大城 

市、大农村 、老工业基地 、库区移民开发、扶贫开发等基本市 

情，把小城镇的建设和发展与刺激需求、启动农村市场、优化 

农村经济结构、促进农业产业化、强化和完善重庆城市体系 

及功能、加速城市化进程、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实现重庆国 

民经济可持续和健康、快速发展紧密结台，加快实现城市人 

口对农村人口的替代，尽快提高重庆城市化水平。 

到202O年，重庆小城镇空间布局合理，形成 重庆市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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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都市圈为核心，以合川、万州、黔江等中等城市为支点， 

主要交通干线为轴线， 县城城关镇为增长极，以一个十小 

城镇为结点，以点带面、以线带面、点面结台、线面结舍、城乡 

融台的网络经挤格局。实现建制镇及重点小城镇基础设施 

配套完善、功能齐全、产业结构优化、管理制度先进，城镇建 

设与经挤发展、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地方风 

貌和产业特色突出、人居环境优美、城市文明普及率高、集聚 

和辐射效应克分发挥。一般小城镇政基础设施基本配套，功 

能分区明确．具有产业支撑、成为区域农村经济增长点。 

(=)思路厦对策 

重庆小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思路可概括为：抓住西部大开 

发、三峡库区移民开发、扶贫开发、长江经挤带开发开放、重 

庆老工业基地改造和结构调整、乡镇企业产业升级等一系列 

发展机遇，观念更新与制度刨新、机制剖新相结合。建设适 

当超前，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完善与产业发展、结构优化 

并重；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建设适当超前，单体(微观)效益与 

区域网络(宏观)效益并重；坚持可持续发展，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并重；规划为龙头，规划 、建设、管理并重；政 

府为主导，乡镇企业、私营个体经挤为主体，广大农民积极参 

与。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 

第一，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寐化改革．建立和完 

善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的新体制 彻底消除制约小城镇建设和 

发展的主客观障碍。为此，对于重点小城镇特别是中心镇， 

赋予小城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以解决管理事权不对称的问 

题。按照一级政府．～级财政的原则．对20个试范小城镇进 

行财政体制改革，完善小城镇财政功能。严格执行市委市政 

府已出台的免收农民进镇增容费的有关规定。积极探索土 

地流转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镇安居置业的 

后顾之忧。 

第二，进一步调整小城镇空间布局，强化城镇网络体系 

建设，提高城镇规模效益。随着国土整治、基础设施建设、退 

耕还林、生态环境建设的力度加强，库区城镇迁建进程加快 

及重庆市生产力空间布局的重新调整，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必 

须根据各地经济社会等资源条件及发展前景，进一步明确小 

城镇发展的定位和功能区分，切实解决功能雷同、缺乏特色 

的问题。对库区小城镇迁建和新的交通干线沿线，小城镇空 

间布局要遵循城镇梯次分布与递进规律．形成功能各异又有 

机联系的区域城镇网络 ，实现点面结台、线面结合 ，彻底改变 

点状发展格局，发挥规模效益 ，在经济增长点的基础上尽快 

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经济增长带。还要突出重点，在各区域 

选择 1—2个发展条件和现有基础较好、具有综台功能、区域 

辐射和带动作用较强的小城镇，进行重点扶持，尽快发展为 

中心镇，有条件的可发展为小城市。 

第三，发展特色经济，走科技兴镇、产业立镇的道路。城 

镇是经挤发展的载俸，而经济发展是小城镇的基础和内动 

力。小城镇持续健康发展，有赖于经济发展作为支撑。针对 

目前重庆农村产业化程度低、乡镇企业起点低、产品技术含 

量和附加值低、农村劳动力索质偏低、许多小城镇缺乏支柱 

产业支撑的情况，必须发展特色经济 走科技兴镇和产业立 

镇的道路，以农业产业化为基础，乡镇企业和小城镇为依托， 

进行深加工和精加工，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形 

成产业链和产品链、使特色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市场优势和 

商品优势，在资源转化的同时，实现由一产业向二产业进而 

向三产业转化，进而实现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为此，一方 

面要注重引进先进实用技术，加大对落后工艺的改造。另一 

方面，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企业制度创新，大力 

发展“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的农业产业化组织模式。在技术 

升级的同时实现企业组织制度升级。 

第四．进一步强化规划管理，加强建设过程管理和建成 

后的日常运行管理。规划管理重点：一是保护耕地、节约用 

地、注重生态环境建设、突出地方风貌和文化特色；二是强化 

规划的法律约束性，严格执行规划；三是搞好监督，对违规行 

为及时查处 搞好建设过程管理．首先要树立服务意识，尽 

可能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其次在严格审批程序搞 

好资质管理的基础上，晟大限度地开放市场，设计、项目建设 

实行招投标制度；第三要搞好质量监督。日常运行管理：一 

是制定有关管理规章制度；二是完善管理机构，配备人员；三 

是搞好精神文明建议，提搞人口素质。 

第五，继续坚持‘五统一”原则，建立和完善开放性多元 

化的投资体制，探索多种筹资方式．广辟小城镇建设资金渠 

道。还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抓 住西进东带契机，与长江中下 

游及东部地区实行广泛的联台与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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