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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双城效应及“哑铃共同体”模式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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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双城记”现象在全国范围内各个省市都有典型存在，本文以“成渝双城记”为例，通过对双城效应产生原因和存在 

问题分析基础上，提出解决双城效应带来的负面影响对策 ，使得西部城市在优惠政策下 ，以成渝两地发展为中心，形成“哑铃共同 

体”城市都市圈不断向周边城市群辐射，带动整个西部经济发展，最终形成一个超大规模经济的都市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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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城 记 ”现象 是指 城 市人 口、规模 、经 济总量 接 

近的两座城市 ，彼此之间资金、人才 、观念的频繁沟 

通与流动等使双方对 比形成互动和恶性竞争 ，产生 

一 系 列双城 效 应 。考察 历史 上许 多 国家 和地 区 的城 

市 ，如 l9世纪 俄 国 的彼得 堡 和 俄 罗斯 ，2o世 纪 美 国 

的华盛 顿 和纽约 等 ，双 城 之 间形 成 强 烈 的对 比和 互 

动关系。中国首都 、省会 、特区城市在国家政策上历 

来 有优 势 ，无形 中制 约一 些邻 近城 市 的发展 ，而邻 近 

城市 利 用各 种后 发 优 势 或 交通 便 利 等与 其 抗衡 ，如 

青岛和济南 ，大连和沈阳等。本文将以成渝为例对 

“双城记 ”现 象加 以 阐释 ，分 析 双城 效应 中 的负 面 影 

响 ，最 后 得 出必须 建 立 新 型 发 展模 式 才 有 利 于 城 市 

共 生共荣 的结论 。 

一

、成渝双城效应 

重庆 可谓 西部 地 区 的第 一 大“农 村 ”，人 口众 多 ， 

周 边城 市经 济不发 达 ，基础设 施 不完 善 ，是 一个典 型 

的老工业 基地 。而成 都 作 为 省 会 ，基础 设 施 建 设 已 

相对成型，城市规划 已具 自身特色。重庆直辖后 中 

央 投资 力度 大大增 加 ，其发 展迅 速加 快 ，而成 都 的发 

展速 度却 相对 减 慢 。在 区域 经 济 发 展 中 ，两 座 城 市 

产生 一 系列 双城效 应 。 

1．成 渝 经济发展 的 离心 倾 向加 强 

重 庆直 辖 前 ，四川 省把 成 渝 经 济 带作 为其 社 会 

发 展主轴 。成 渝分 治后 ，四川 省 由原 来 的“两 点两 线 

两翼 ”发 展 战略改 为重 点建设 “成 都平 原 经济 圈 ”；重 

庆直辖 市 也 提 出 “建 设 渝 西 经 济 走 廊 和 都 市 经 济 

圈 ”的发 展战 略 。四川 和重庆 经 济发 展轴 线变 动 ，内 

江 、自贡 、永 川 等 地 区 由 中 心 地 区 变 成 省 级 边 缘 地 

区 ，区位优势弱化 ，投资大大减少 ，从而抑制成渝经 

济带 经济 发展 。更严 重是 使成 渝 两地 经 济发展 的离 

心倾 向加 强 ，双方协调难 度加大 ，难 以获得规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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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 

2．行政 区划与 经济 发展 矛盾 

川I渝区域东以重庆市区为中心，附近的长寿、丰 

都 、江 津 、璧 山、万州 等县 市 区 ，均 受到重 庆市 区商 贸 

辐 射 力度 影响 ，形 成 以市 区为 核心 的 区域发 展体 系。 

四川I以成 都为 中心 ，依托 成都 平原 的有 利地形 ，各 种 

交通 线连 结成 都周 围 的绵 阳 、德 阳 、雅 安 、遂 宁等市 ， 

形 成 以成 都为 中心 的 区域发 展体 系 。而在川 渝地 区 

33个城市中，除成渝两个特大城市外 ，其余 ：31个都 

是 中小城市 ，其 中 l9个 是县 级市 。这 导致 该 区域 内 

的人 口、产 业 、资本 、技术 、信 息与 人才 向成渝 两地 高 

度集 中 ，极 化效 应 明显 ，这 与 以区域力 量参 与经济 竞 

争 的大趋 势不 相符 合 。成渝 之间 以物 资 、人 员 、服务 

以及信 息 的交换 为特 征 的空 间 相互 作 用 力 较 弱 ，辐 

射 范 围没 有形 成交 集 。成渝 分治 的行 政 区划 必然 导 

致 两地 之 间 的相 互 竞 争 ，甚 至 是 不 惜代 价 地 追 求 各 

自的“全 面”发 展 。 

3．产 业 “重 构 ” 

川 渝地 区资 源 禀赋 雷 同 ，一 定程 度 的 产业 重 构 

是必 不可 免 。而 行 政 区经 济 过 度 竞争 ，会 引起 产 业 

的畸形恶性膨胀。重庆直辖后 ，四川I汽车工业几近 

消失 。但 汽 车制造 基础 薄弱 的 四川省 不是 着重培 养 

汽配企 业 ，而是 引进 丰 田试 图 重振 四川 汽 车 业 。同 

样 ，重 庆 长安集 团近 300家配 套企 业 中 ，一 半来 自重 

庆 本 地 ，一 半 来 自江 浙 地 区 ，极 少 来 自四川I。在 金 

融 、信 息 、教 育 商贸 、旅游 等服 务业 方 面 ，成渝 两地 为 

争 夺 市场 而不 惜大 搞重 复建设 ，造 成 资源严 重浪 费 。 

成 渝两 地 的竞 争更 多是 一种 “零 和博弈 ”，一方 得益 

必 然造 成一 方 受损 ，结 果 只能 两败俱 伤 ，不仅使 成渝 

两地 发 展滞 后 ，还危 及 区域 经 济 带 中小 城 市 的健康 

发 展 。 

4．外部 效应 困扰 

成 都 与重 庆毗邻 ，两 地在 交通 道路 、环境 保护 和 

日趋 严 重 的污染 、拥挤 、犯 罪等 方 面都产 生 了一 系列 

的外 部 效应 。单 独 的城 市设置 与规 划而缺 乏相 关 的 

法律法 规 制 约 ，必 然 会 导 致 消 极 的 外 部 效 应 产 生 。 

外部 效应 带 来 的一 系列 问题如 交通 道路交 界处 的维 

修维 护 、污染 治理 等诸 多 问题一 直 困绕着 两座 城市 ， 

制约 城市 的协 调 发展 。 

二、双城效应成因 

成 都 与 重 庆 双 城 制 衡 发 展局 面 的 原 因 错 综 复 

杂 ，在 如历史 、地 理 、文 化 等 多 方 因 素 共 同 制约 作 用 

下 形 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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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共 同 的 历 史 文 化 积 淀 

巴蜀 文化 是 以 四川I盆 地 为 中心 ，兼 及 周边 地 区 

而风俗 略 同的地 区 ，其 腹 心 地 区 大致 与成 渝 区域 相 

当。成渝分别为蜀文化、巴文化 的中心。巴文化和 

蜀文化 有相 同 的历 史 背 景 和地 域 背 景 ，两 个 互 为 补 

充相互 交 流 ，构成 几 千 年 来 巴蜀地 区发 展 的精 神 支 

柱 。成都 、重 庆与周 围城市 自古 就有 密 切联 系 ，建立 

若干 条x~#t-通道 促 成 四方 交通 和经 济 文 化 的交 流 ， 

形成 巴蜀 文化兼 容 和开放 的特 点 。相 同 的历史 文化 

使得 两座城 市具 有相 同的价值 观认 可 和价 值判 断 。 

2．行政 区划与经 济 区域重 叠 

重庆 直辖 划 出四川I省后 ，成渝 界 限就越 加 明显 ， 

两个 城市 之间 的非理 性竞 争远 大 于合作 。行政 区划 

的最 大问题 是行 政 区和 经 济 区重 叠 ，地 方 政府 既是 

政治 管理 机构 ，又是经 济 管理 机构 ，审批 等 各项 权力 

都 限制在行 政 区 范 围 内 ，行 政 层 级 多 、成 本 高 ，影 响 

办事 效率 ，对经 济 发 展 制 约 大 。成 渝 区 划 的最 好 设 

计是两 地 的经 济 区和 行 政 区分 开 ，政 府 只 是 引导 和 

服务 ，而 不管经 济 的具体 运作 ，行 政 区不论 发生 何种 

变化 都 不会阻 碍经 济发 展 。 

3．双 城 地 方 政 府 本 位 

每个 城 市 都 有 内在 发 展需 求 ，在 城 市 发 展 战 略 

规划 中都会 将 自身 发 展 置 于最 高 位 考 虑 ，而 忽视 区 

域城市 的整 体 发 展 。成 渝 竞 争 实 质 是 西 部 龙 头 竞 

争 ，由 于双方没 有绝 对优 势 ，都 想 通过 资源 争夺 和扩 

张成 为西部 区域 的主角 。尤其 是在 成都 与 重 庆经济 

实力 相差 不大 ，重庆 政治 地位 提高 的情 况 下 。协 调两 

座城 市发 展难 度加 大 。这样 就使 得两个 城 市 间市场 

进入存 在行 政壁 垒 和 市 场人 为 分 割 ，市 场经 济最 基 

本的优胜劣汰竞争规律难 以有效发挥。以地方政府 

为本 位 ，双方缺 乏理 性 思 考 ，两 地 重 复 建 设 多 ，造 成 

巨大 资源 的浪 费或 闲置 。 

三、建立“哑铃共同体”模式解决双城效应 

成渝 发 展是 必 须 注重 成 本 与 收益 比例 ，若要 发 

展的成 本投 入降 低 到 最 优 ，就要 求 二 者 不是 孤 立 存 

在 ，而是相 互 促 进 、协 同发 展 。建 立 “哑铃 共 同体 ” 

发 展模 式 (如 图所 示 )，是 解 决 成渝 双 城 现象 的关 键 

点 与 突破点 。“哑铃 ”两个 极点 优势 互补 ，对 等 交流 ， 

充 分发挥 拉动 都 市 圈经 济增 长 的作 用 ，辐 射 周 边 各 

中小城 市 ，通 过 经 济分 工 发 展 都 市 连 绵 区。 这样 由 

极 点城市 经 济发展 逐 步将都 市 圈 内的各 中小 城镇 吸 

纳 进来 ，推动 区域 城市 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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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庆 

“哑铃共同体”示意图 

戍 都 

1，明确 城 市定位 ，发挥 比较优 势 

成 渝双 方必 须根 据地 理形 势 、环 境条 件 、基 础建 

设 、发 展优 势等 因素 ，以“不 错 位 ，不争 位 ，更 不 失位 ” 

的原则 给城 市 定位 。突 出本 地 城 市 特 色 功能 定 位 ， 

打造 城 市核 心竞 争 力 ，避 免 两地 城 市 生 产 和定 位 趋 

同。成 都 优 势在 于金 融 、商 贸 、电 子工 业 、轻 工 和服 

装 、飞机 工 业和旅 游 等 ；重 庆优 势在 于汽 车摩托 车产 

业 、装备 制造 业 、能源 、物 流 、工 业 、通 用机 械 、工 业 自 

动 化仪 表 、精细 化 工 、有 色金 属 加 工 等 ，二 者差 异 性 

大 ，完全 有条 件 协 同发 展 。两地 可 以相 互增 设 配 套 

企业 ，相 互提 供 广 阔 的原 材 料 、产 品 和 劳 动力 市 场 。 

增 大产 业集 聚优 势 ，使 分 工程 度和分 工范 围更合 理 ． 

防止 成渝 两市 在 各 自行 政范 围 内 自给 自足 、自求 平 

衡 和 自我 循环 。充分 发 挥沿 线 城 市 的 比较 优 势 ，如 

酒城 宜 宾 、盐 城 自贡 、甜 城 内江 等 ，创 造更 多 的分 工 

利 益 。再 者 ，重 庆在 长 江 流 域 ，接近 东 部 发达 地 区 ， 

通过 重庆 至北 海 、至上 海 可 直 接 出 海 。成都 在 西 南 

匕，西北 之南 ，形 成 两 地 经 济 发 展 的纽 带 ，通 过 宝 

成铁路 ，直 接 与 陇 海— —兰 新 大 陆 桥 相 连 。通 过 成 

渝城 镇密 集 区可 以东 连西 接 ，互 为 门户 ，互 为 基地 。 

弥补 成渝 的不 足 。 

2．促进 市场要 素流 通 ，达 到 区域 城 市共 赢 

成渝 发展 必须 把对 内开 放与对 外 开放视 为 同等 

重要 ，一方面以改善投资环境 、招商引资、提高效益 、 

培育体 制新 区和经 济 强 区为重 点 ，增 强 城 市 综 合 实 

力 ；一方 面 通过 联合 协作 ，加 强与各 城市 、各 区域 、各 

企 业 的合作 ，推 动 商 品流 通 、科 技 交 流 、交 通 通 信 网 

络 等建设 。要 实 现 区 域 经济 一 体 化 ，就 必 须 鼓励 市 

场 各要 素 (资金 、人 才 、物力 等 )自由流动 。允许 劳动 

力在 城市 之 间 自由流 动 ，拥 有平 等 的就业机 会 ，不仅 

能增 进技 术创 新 ，还 能 降低 交 易 和 生 产成 本 。打 破 

贸易壁 垒 ，商务 与 投 资 政策 基 于共 同的标 准 和相 关 

企业 的实力 ，而 非 企业 所 在 地 区 来 源 。成 渝 经 济 高 

地 的建 设应 以市 场 为 导 向配 置 生 产 要 素 ，引 导 和 组 

织经 济 活动 ，建 设 以 金融 、技 术 、信 息 、人 力 资 源 、房 

地产为 重点 的 区域 性市 场 ，建 立 完 善 的市 场 运 行 规 

则 ，营造 区域城 市共 赢局 面 。 

3．规 范 区域 管理 法规 ，健全 外部 效 应矫 正机 制 

为避 免 成渝 问外 部 效应 带 来 负 面 影 响 ，必 须规 

范相 关法 律法 规 ，健 全 外部 效 应 矫 正 机 制 。将 若 干 

外部 效应 内在 化 ，可 以采 用行 政 、经济 、法律 等 手段 。 

在宏 观层 面 ，政 府部 门可 以制 定相 应 的规章 制 度 、发 

展 战略等 引导经 济 运 行 ，对 经 济 主 体 的 生产 活 动 进 

行 干 预 。在 操 作 层 面 ，尊 重 市 场 规 则 ，形 成 统 一 开 

放 、平等 竞争 的市 场体 系 ，减 少政 府直 接干 预 。在 市 

场 失灵 的范 围 内 ，政 府 采 取宏 观 调 控 手 段 ，如 税 收 、 

补 贴 、罚 款等措 施 加 以监 督 。解决 任 何争 端 ，最 终 解 

决 途径依 靠法 律 的强制 性 ，将 一 切行 为诉诸 法 律 。 

4，打破 行 政 区划 ，建立 整体 管理模 式 

克服 “双子 ”现 象必 须 打 破 行 政 区 划 ，谋 求 更 大 

范围 的区域合 作 ，从 而形 成 行 政 区划 以外 的 合 力 促 

进 区域 良性 发展 。成渝 发展 在合 理分 工 和密切 合 作 

基础上 ，形成 内部 结 构 紧 密 、经 济 社会 发展 健 康 、可 

持 续发 展 的区域共 同体 。在 成渝 两地 建立 有效 的整 

体 管理管 理体 制 ，既 能 充分 发 挥 市 场 机 制 的 作 用 又 

能调动各 级政 府 部 门 的 积极 性 。 第 一 ，由重 庆 市 和 

四川省 的行 政首脑 共 同委任 或 中央直 接委 派一 个 行 

政 长官 ，授权川 渝 区域 发展 管理 ，在权 限 内指挥 协 调 

区域 内各 级政 府部 门 ；第 二 ，建 立 一个 以信 息技 术 为 

基 础 ，通 过契 约与 两 地 各商 家 、企业 、中介 组 织 等 实 

现互 动 的高效 运转 组织机 构 ；第三 ，规 划川 渝两 地 的 

特 大城市— — 大城 市—— 中城市— — 小城 市— —小 

城镇体 系 ，使 特 大城 市 发 挥 集 聚 效 应 ，建 立 大 城 市 

“大 ”、中城市 “活 ”、小 城市 “强 ”、小 城 镇 “优 ”的城 镇 

发展 模式 ；第 四 ，疏通 联 系各城 市 或城镇 之 间 的交通 

网、信 息 网 、金 融 网 、资源 网 、人 才 网 ，选 择 其 中 的关 

键线路 重 点建设 、维 护 ，确 保其 畅通 无 阻 。 

四、双城效应的机遇与挑战 

西部城 市是 典 型的资 源性 工业 城市 ，独 立性 强 ， 

关联性 差 。大城市 的核 心 功 能 在 “控 制 大城 市 发 展 

战略 ”下 被 限制 和减弱 ，而 成渝 带凝 聚力 和辐 射 力 的 

大 中城 市不 多 ，城 市 总体 水 平 低 。芒 福 德 在 阐述 区 

域 整体 发展 理念 时指 出 ：“真正 的城 市规 划必 须是 区 

域 规划 。”由此 ，解 决 城 市 问题 不 能 局 限于 各 自狭 隘 

的单一 范 围 ，必 须 联 合 协 调 互 补 。成 渝 必 须 在全 局 

· 85 · 

http://www.cqvip.com


成渝双城效应及“哑铃共同体”模式探析 

(上 接第 82页 ) ‘ 

3)学 生通 过 提 问按 钮 申请 提 问 ，提 问 的学 生 在 

教 师计 算 机上其 电话 号码 将 变色 。变 色 的号 码按 提 

问时间 的先后 排 序 ，教 师 可 按 此 排 序选 择 学 生 回答 

提 问 ，也 可 自己随 意 选 择 提 问学 生 解 答 问题 。提 问 

学生 被选 择后 ，可 以 和 教 师 对 话 ，其 号 码 的颜 色恢 

复 。 

原 则 上 同 时 只有 一 个学 生 可 以和教 师 对话 ，其 

他 学生 不 能插话 只 能旁 听 。教 师也 可 以随时 中断 或 

切换 与 学生 的对 话 。用 电话机 进入 答疑 教室 的学 生 

不 能提 问 。但 是 ，如果 有其 他学 生要 加入 讨论 ，可 以 

提 出 申请 ，经 过教 师批 准后 ，该 学生 被允 许加 入 。这 

样 ，就 由一 个 教师 和 一 个学 生 的对 话 模 式 转 化 为一 

个教 师 和多个 学 生 的讨 论模 式 。该模 式称 为 多方通 

话 目前 限制 支持 4个人 同 时通话 ，通话 时 间 由教师 

控制 。 

4)电子 白板 的使 用 ：电子 白板 以一 点 对 多点 的 

方式使用 ，即同时只有一个人使用 ，其他人观看 。其 

使 用控 制 权 由教 师掌握 。学生 向教师 申请 使用 电子 

白板 ，学 生用完 后 交还 给教师 ，教 师再 交于第 二个 学 

生 用 ，依次 类推 。 

5)答 疑教 室 的关 闭 以教 师 退 出而 关 闭 ，即决 定 

权在 教 师方 。 

六 、实现 

用 户 网络需 要提供 合 法静 态 II)地址 ，以实 现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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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 交换 平 台 NGN在 INTERNET上 能 够被 访 问 。 

七、结语 

通 过 远 程视 频 答 疑 教室 的使 用 ，可 充 分 调 动 学 

生 的学 习热情 ，并为 教师 与学 生 、学生 与学 生之 间的 

交流创 造 良好 的环境 ，真 正实 现 因材施 教 ，使 学生离 

开课堂 后 ，能享 受教师 的在线辅 导 和疑 难解 答 ，问题 

能当天 在 网上 得 到 指 导 ，教 师 则 定期 根据 学 生 的情 

况及反 馈信 息进行 辅 导 ，有 效 提高 了教 学效 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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