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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 D$$%—"##% 年数据，采用区位商、库兹涅茨比率及层次聚类法对重庆市 G# 个区县进行了综合评价。D$$%
年以来，全市大体可划为 G 个经济发展类型区：快速发展的发达区、稳定增长的次发达区、快速上升型的中等发达区、

低水平的欠发达区，同类地区之间经济差距在逐步缩小，而不同类地区间经济差距小幅扩大。总体结论表明，都市

发达经济圈、渝西经济走廊、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内部的经济差距在缩小，但 + 大区间的经济差距并没有随着重庆

直辖而逐步缩小，呈现出扩大的趋势。此外，从经济文化基础、环境承载力及政府区域发展政策的差异等方面进行

了成因分析，亦提出了相应对策，即放大政策效应和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对口支援长效工作机制、统筹区域发展，缩

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扶持龙头产业和特色产业，构建完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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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 D$$% 年重庆市直辖 D# 年以来，其 G# 个区县

的经济二元结构十分显著，区域二元结构有逐步拉

大的趋势。重庆市具有典型大城市、大农村城乡二

元经济结构特征的直辖市。因此研究其经济发展轨

迹有利于中西部战略大后方的开发与建设，而且也

可为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及促进三

峡库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提供现实依据。另

外，探讨其差异形成的原因及规律性，对于进一步明

确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现状，更好地缩短区域间经济

差异、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D 各区县 D# 年经济增长差异分析

! ! 重庆位于东经 D#HKD%L M DD#KDDL、北纬 "NKD#L
M +"KD+L之间的青藏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过渡

地带；幅员面积 N" G## O7"，下辖 G# 个行政区县（自

治县），"##* 年底人口 + D$N 万人。直辖 D# 年来，重

庆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也存在着经济发展

不协调、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突出、地区间差距不断扩

大等问题。

为了使研究结果更符合实际情况，本文运用区

位商、库兹涅茨比率、层次聚类分析 + 种方法，时间

尺度上选取了重庆直辖后 D# 年（D$$%—"##*）的数

据，对重庆市 G# 个区县进行了经济差异分析，将重

庆市 G# 个区县划分为 G 种类型。

D) D 基于区位商的地区经济差异分析

区位商由哈盖特（P) Q/33:<）首先提出，是分析

某一区域要素的空间分布情况的指标，它反映了某

一区域在高层次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以重庆市

G# 个区县为研究样本，讨论它们之间的差异。区位

商的公式［D］为

!" # $" % &"（ " # D，"，⋯，’；’ # G#）

式中：!" 为 " 区域的经济区位商；$" 与 &" 分别是该区

域 RAP 和人口数占全市的比重；’ 指研究样本数量。

!" 越大，则表明 " 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越

小，则表明 " 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根据表 D、表

" 重庆市各区县 RAP 值、人口数计算得到重庆市 G#
个区县 D$$% 和 "##* 年经济区位商（表 +）。

通过图D ( + 结合表 + 分析可知，重庆市各区

县之间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其中 !" " D 的区县有 DD
个，大 部 分 位 于 经 济 基 础 和 区 位 优 势 的 都 市 圈。

!" ) D 的区县为"$ 个，几乎是!""D 的区县的+ 倍。

对比 D$$% 年，"##* 年 !"" D 的共有DG 个区县，新增

的长寿、永川、璧山、涪陵都被纳入到重庆市发展规

划的一小时经济圈内，交通相对更加便利，其经济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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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保持良好的趋势。由于地区经济的发展，除 !" " !
的渝中区、大渡口区等地区区位商略有下降外，都市

圈、渝西走廊的各地区的区位商都有小幅度上升，各

大区内部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库区 !" # " 的区县中

除了万州区的区位商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之外，大部

分区县的区位商基本不变或略有下降，全部都在低

层次徘徊，尤其是属于国家级贫困县中的巫山县、酉

阳县、云阳县及巫溪县与重庆市都市圈的区县的经

济差距不断拉大，有被边缘化的危险。

总的来说，结合表 "，从 ! 个图的纵坐标及折线

变化趋势可看出重庆市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图

表 "# "$$% 年和 &’’( 年重庆市 )’ 个区县 *+, 值

-./0 "# *+, 12 341567856 85 94: ;:.< 12 "$$% .5= &’’( 亿元

都市圈 "$$% &’’(
渝中区 $%0 ’% &)!0 &!
九龙坡 $’0 >( !">0 &!
大渡口 &$0 >? %%0 &>
江北区 )"0 !> ">"0 )&
沙坪坝 (>0 ?$ "$!0 ’>
南岸区 >&0 $’ "&$0 ?’
渝北区 !?0 !$ "?!0 ""
北碚区 )’0 )’ $"0 ?’
巴南区 )’0 "& ""(0 !&

渝西 "$$% &’’(
万盛区 ""0 (( &"0 ’%
璧山县 &!0 ’& %>0 ?’
永川区 !$0 $’ "&(0 "$
大足县 &>0 )> %!0 &(
南川区 &?0 )% ($0 >&
江津区 (&0 &? ")?0 $)
合川区 (’0 $$ ")&0 "(
双桥区 )0 %% "’0 ’>
綦江县 !’0 "& ?%0 !"
铜梁县 &%0 ") %"0 ))
荣昌县 &(0 $! ((0 "’
潼南县 &&0 >( (!0 >(

库区 "$$% &’’(
万州区 >’0 "% ">&0 &$
涪陵区 >"0 !& ">!0 ?%
长寿区 !(0 >% "’’0 ’>
黔江区 ")0 )? !$0 $"
梁平县 "$0 $% >&0 )’
垫江县 "?0 %& >)0 "&
石柱县 "’0 $" &$0 ’&

忠县 "$0 ’) >’0 ’)
丰都县 ">0 (? !$0 $>
奉节县 &’0 >$ >’0 ?(

开县 !"0 &! %>0 "!
城口县 !0 $’ ""0 "’

库区 "$$% &’’(
武隆县 "’0 &! !!0 >>
秀山县 "&0 "> &$0 ()
彭水县 ""0 (" !’0 )%
巫山县 $0 ?( &&0 ((
云阳县 "$0 ?" )(0 (?
巫溪县 (0 %! ">0 $>
酉阳县 "’0 !( &&0 &"
重庆市 "!(’0 &) ! )?(0 &’

表 &# "$$% 年和 &’’( 年重庆市 )’ 个区县人口数

-./0 &# -4: @1@AB.9815 12 341567856 85 94: ;:.< 12 "$$% .5= &’’( 万人

都市圈 "$$% &’’(
渝中区 >?0 "" (’0 "!
九龙坡 (?0 ?) %?0 ?$
大渡口 &’0 )> &"0 $?
江北区 ))0 %& >’0 &&
沙坪坝 ()0 !& %)0 (>
南岸区 ))0 ’( >>0 (%
渝北区 %?0 (& $’0 "?
北碚区 (&0 ($ (>0 !?
巴南区 ?>0 $% ?(0 ("

渝西 "$$% &’’(
万盛区 &(0 >" &(0 %?
璧山县 >$0 >" ("0 %’
永川区 "’&0 >) "’?0 !)
大足县 $"0 !’ $!0 "%
南川区 (!0 >" (>0 ’%
江津区 "))0 >? ")(0 >?
合川区 ">’0 &" ">"0 %$
双桥区 )0 "" )0 ?"
綦江县 $!0 ?( $)0 ($
铜梁县 ?’0 $> ?"0 "&
荣昌县 %$0 (> ?&0 &!
潼南县 ?$0 (" $"0 !’

库区 "$$% &’’(
万州区 "()0 &> "%"0 ()
涪陵区 "’?0 %" ""&0 )>
长寿区 ?%0 %% ??0 >(
黔江区 )%0 (& >"0 &>
梁平县 ?(0 ?> ?$0 )’
垫江县 ?(0 ?> $"0 %?
石柱县 )$0 ’’ >&0 )"

忠县 $%0 ?’ $%0 !)
丰都县 %>0 ?’ ?’0 %"
奉节县 $?0 %& "’&0 ?)

开县 ")>0 $" ">(0 ’"
城口县 &"0 !" &!0 >>

库区 "$$% &’’(
武隆县 !$0 )) )’0 )%
秀山县 >(0 %% (!0 ’’
彭水县 (’0 ’? ()0 ?’
巫山县 >?0 "? (’0 %?
云阳县 "&!0 )? "!’0 (&
巫溪县 >’0 ’( >&0 >&
酉阳县 %’0 &’ %%0 )>
重庆市 ! ’)&0 $& ! "$?0 ?%

表 !# "$$% 年和 &’’( 年重庆市 )’ 个区县区位商

-./0 !# -4: :C151D8C B1C.9815 7A198:59 12 341567856 85 94: ;:.< 12 "$$% .5= &’’(

都市圈 "$$% &’’(
渝中区 !0 %) !0 %"
九龙坡 &0 $) !0 (%
大渡口 !0 &) !0 &&
江北区 &0 ’% &0 %%
沙坪坝 &0 &$ &0 !%
南岸区 &0 "? &0 ")
北碚区 "0 ’$ "0 &$
渝北区 "0 ’$ "0 ?(
巴南区 "0 ’) "0 &!

渝西 "$$% &’’(
涪陵区 ’0 $" "0 &(
璧山县 ’0 ?% "0 "!
永川区 ’0 ?% "0 ’%
长寿区 ’0 $! "0 ’)
南川区 "0 ’’ ’0 $?
江津区 ’0 $( ’0 $!
合川区 ’0 $" ’0 ?(
綦江县 ’0 %& ’0 ?>
铜梁县 ’0 %> ’0 ?"
荣昌县 ’0 %( ’0 %)
潼南县 ’0 >( ’0 ()
大足县 ’0 (& ’0 %&

库区 "$$% &’’(
武隆县 ’0 >? ’0 %(
万盛区 ’0 $? ’0 %&
黔江区 ’0 (? ’0 %"
梁平县 ’0 >" ’0 >)
垫江县 ’0 )? ’0 >)
石柱县 ’0 > ’0 >"

忠县 ’0 )) ’0 )%
双桥区 &0 ( "0 $&
丰都县 ’0 )( ’0 )>
奉节县 ’0 )% ’0 )>

开县 ’0 )? ’0 ))
城口县 ’0 )" ’0 )!

库区 "$$% &’’(
秀山县 ’0 )? ’0 )!
彭水县 ’0 )! ’0 )!
巫山县 ’0 !? ’0 !)
云阳县 ’0 !( ’0 !!
巫溪县 ’0 ! ’0 &?
酉阳县 ’0 !! ’0 &(
万州区 ’0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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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都市圈各区县区位商图

#$%& !" ’() )*+,+-$* .+*/0$+, 12+0$),0 +3 0()
4)05+6+.$0/, 7$805$*0

图 9" 渝西经济走廊各区县区位商图

#$%& 9" ’() )*+,+-$* .+*/0$+, 12+0$),0 +3 0() :)80
;(+,%1$,% <*+,+-$* ;+55$=+5 7$805$*0

图 >" 库区各区县区位商图

#$%& >" ’() )*+,+-$* .+*/0$+, 12+0$),0 +3 0() ?)8)5@+$5 A5)/

中反映 !BBC 年与 9DDE 年这两年都市圈区位商上升

幅度相对较大；渝西整体呈上升趋势，个别区县略有

下降；库区的区位商基本保持不变，只有区位条件、

资源优势明显的几个区县有小幅度上升，总体与都

市圈和渝西辖区内的区县相比差距较大& 这表明直

辖 !D 年，重庆同类区县的经济差距在逐步缩小，而

不同区县相比经济差异小幅扩大。

!& 9 基于库兹涅茨比率分解的区县社会收入差异分析

变差系数、基尼系数和威尔逊系数都是以样本

的平均值为基准，考察（ 计算）不平衡性，但社会经

济意义没有本质差别，只是计算公式不同；而库兹涅

茨比率用来描述区域不平衡性，将经济收入与人口

分布联系起来，以经济与人口的相对比重差别为基

准，考察（计算）不平衡性，它不仅计算方便，还可以

通过适当地分解，发现导致不平衡性变化的原因使

得社会经济意义更明显。并且对库兹涅茨比率进行

分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区域之间不平衡性变

化的原因［F］。

库兹涅茨比率的计算如下：

! " #
#

$ " !
%$ & ’$ " （ $ " !，9，⋯，#；# " FD）

式中 ! 为不平衡系数；%$、’$ 分别为各地区人口和

G7H 占全市的比重。# 表示重庆市辖区内的 FD 个区

县数。将（%$ & ’$）从大到小排列，必然存在着 (，当

$$( 时，%$ & ’$ " D，为低收入人群人口比例与经济

比例之差；$ ) ( 时，%$ & ’$ $ D，为高收入人群人口

比例与经济比例之差，上式可分解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由上式看出，库兹涅茨比率分解成两部分，其中

+ 和 , 分别表示低收入人口的和高收入人群收入的

相对变化而导致的不平衡性的变化。这提供了解释

区域发展不平衡性动态变化的原因，也为减小区域

发展不平衡提供了途径［I］。

依据 ( 值，可把重庆市分为高收入地区和低收

入地区。( 值越小表示人口比重小于 G7H 比重的地

区越多，即高收入的地区越多，反之则越少。! 进一

步表示为 +和,两部分，+和,分别表示低收入人群

和高收入人群收入的相对变化对!的影响。+或,数

值越大，表示其所代表的人群收入对区域收入差异

的影响越大，反之影响越小。根据公式和重庆市历年

年鉴，库兹涅兹比率的分析如下（见表 F）。

!& > 基于层次聚类分析［E］的区县经济差异类型分区

运用 - 型聚类法选取 9DDE 年重庆市城镇化率、

人均生产总值、农民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人均收入

表 F" 重庆市 !BBC—9DDE 年库兹涅茨比率及分解

’/J& F" ’() K2L,)08 ?/0$+ +3 ;(+,%1$,% $, 0() M)/5 +3 !BBC /,= 9DDE

年份 !BBC !BBN !BBB 9DDD 9DD! 9DD9 9DD> 9DDF 9DDI 9DDE

. D& FC9 9 D& FC> C D& FB9 D D& ID> E D& IDN E D& IDN E D& I9F D D& I!D I D& I!E B D& I>F >

+ D& I>! B D& ICN I D& FI9 ! D& FI> ! D& F!! ! D& FDN B D& F!N F D& FIN 9 D& FDD 9 D& FDD !

, O D& DIB C O D& !DF N D& D>B B D& DID F D& DBC F D& DBB C D& !DI E D& DI9 F D& !!E C D& !>F 9

( 9N 9B 9C 9C 9E 9E 9E 9E 9E 9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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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用 "#""$%& ’ 聚类，然后绘制树型图（ 图 (）。

根据聚类结果，可将重庆市 (’ 个区县划分为 ( 个经

济发展类型，不同类型的差异表现和内在原因不同。

第 $ 类为基础雄厚的发达区：渝中区、大渡口、

九龙坡。% 个区都分布在都市圈中，经济雄厚、交通

便利、基础设施完善。其中 )’’* 年渝中区依托好的

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人均生产总值分别为 %( *+!
元居全市第一；九龙坡区地区生产总值从 )’’) 年的

$**& % 亿元增加到 )’’* 年的 %$,& ) 亿元，年均增长

$,& !- ，经济总量连续 ( 年位居全市第一。

第 ) 类为稳定增长的次发达区：江北区、沙坪

坝、渝北区、双桥区、南岸区。共有 , 个区县，该类型

的地区除双桥区外，其他区县全位于都市圈中，经济

发展水平仅次于渝中区、大渡口、九龙坡区，经济基

础相对雄厚、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

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高，属于稳定增长型地区。

第 % 类为快速上升型的中等发达区：包括璧山

县、涪陵区、永川区、北碚区、长寿区、巴南区、大足

县、荣昌县、潼南县、武隆县、綦江县、万州区、合川

区、铜梁县、江津区、南川区、黔江区，共 $! 个区县。

这一类型的区县主要分布在重庆外围组团区和属于

地区中心城市，经济基础相对前两个类型的区县要

较弱，但发展势头较猛、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经济

竞争力不断提高，且这一类型大部分区县在 )’’! 年

纳入到重庆市“一小时经济圈”范围后，其后势发展

将更为迅猛。

第 ( 类为低水平的欠发达区：包括忠县、开县、

丰都县、石柱县、秀山县、梁平县、奉节县、彭水县、城

口县、万盛区、垫江县、巫溪县、酉阳县、巫山县、云阳

县 $, 个区县。该类型主要位于库区腹地或渝东南

少数民族聚集区，生态、经济、环境基础都十分薄弱，

工业发展比较落后，交通不方便，资本积累慢，经济

增长后劲不足，其中国家级贫困县就有 $) 个。

图 (. )’’* 年重庆各区县 ( 项指标的树型分析图

/01& (. 234 546578179: ;87 ;8<7 0650=96>? 8; @3861A061 06 >34 B497 8; )’’*

. . 聚类结果的划分层次比较明显，各大区的区县

在 ( 类型的划分中比较集中，说明大区之间的经济

差异比较大，这与区位商、库兹涅茨比率的分析结果

基本一致。发达、次发达这一类型上的区县都属于

库兹涅茨比率分析中的 CD# 在全市的比重大于人

口在全市的比重的地区。

) 区县经济差异的成因分析

第一，经济文化基础的不同是造成这种差异的

主要原因。生产力布局上的历史差异，导致形成各

区县基础设施和产业结构等方面差异；对城市的建

设的重视，投资向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倾斜，使得有

些区县依靠工业迅速地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产业

基础雄厚，管理服务、科教文化等中心功能相对完善

的长江上游经济带的核心区域。如都市圈依靠原有

的经济基础及便利的交通，)’’* 年人均 CD# 达到了

)% $*E 元，接近东部地区平均水平，地区生产总值

$’ 年间上升了近 (- ，是全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而欠发达区都远离核心区，或位于库区腹地，或属少

数民族聚集区，均为典型山区，少数民族地区，自古

以来各种制度束缚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生产力和经济

的发展，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而且政府对边远山区的

投资就不足，再加上这些地区地形复杂、基础设施发

展滞后，交通十分不便。公路交通网也极其稀疏，又

导致了该地区的市场发育不充分，要素流动和配置

面临体制机制障碍。$++!—)’’* 年库区人均 CD#
虽然平均增长 $’- ，但该区 )’’* 年人均 CD# 为

! !($ 元，为都市圈人均 CD# 的 $ F %，)’’* 年城镇化

率仅为 %’& )- ，远低于主城区的 E*& E- 。经济总量

小，缺乏整体优势和竞争力，自我“ 造血”功能较弱。

除此之外，边远地区劳动力素质低，人才短缺，小学

文化程度占农村总劳动力的 (’- 以上，高中及以上

文化程度仅占 ,- 左右［E］，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较

浓，市场意识、商品意识不强，政府部门也较为保守，

使得落后区县更加闭塞。

第二，自然环境的不同也成为影响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差异的一个原因。都市圈以及环主城区的渝

西走廊的几个区县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强。地形相

对平坦，), 度以下土地占 E’- 。过境水资源丰富，

长江、嘉陵江、乌江、涪江、綦江等江河过境，生态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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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敏感度和脆弱度也相对较低。而欠发达的区县的

自然环境脆弱，导致生物产出量比较低且不稳定。

自然环境中地貌和气候因子的不同使得各区县的土

地和环境承载能力有限。如武隆县、城口县这些地

区，山地海拔高，地形起伏剧烈，相应地水分、热量、

土壤等环境要素的空间梯度大，呈现不稳定状态；而

且山地的生态容量小，植被稀疏，土层瘠薄，抗干扰

能力和调节能力弱［!］。山多地少，土壤保水保肥能

力低，水土流失严重，人地矛盾突出。经济社会发展

受到了环境的制约，进而与发达区区县的经济差异

愈加扩大。

第三，政府的区域发展政策加深了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的差异。在发展之初，重庆市政府把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设重点放在了中心城市和各条主要干线

上，而对边远地区投资较小，拉大了区域的差异。

"!!# 年三峡工程正式动工之前，因三峡库区水利工

程投资巨大（静态 !$$ 亿元，动态高达 % $&! 亿元），

建设时间长（"% 年），以及修建三峡工程所产生的泥

沙淤积、移民、生态环境污染、地质灾害等问题使得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其是否上马争论不休，国家对库

区一直没有进行大的投资，政策上也没有给予优先

照顾，导致该地区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社会投资额很

小，产业结构严重不合理。"!!’ 年的直辖使重庆市

由一个计划单列市变成了一个省级行政单位，并在

诸多方面享有非直辖市不能享受的政策，无论是国

家投资还是外来投资都大幅度增加，同时，直辖伴随

着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相对向主城区聚集［"$］。

而远离主城的各区县在直辖后并未能获得直辖所带

来的相应正效应，经济发展步伐依旧增长缓慢。

& 对策

&( " 放大政策效应和创新体制机制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

!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农村和城市居民收入协调增

长。将 %$$’ 年胡锦涛关于重庆发展的“&"#”战略

作为政策引导，通过新农村规划、对农村土地进行流

转等方面去构建统筹城乡的体制机制，确立市级统

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示范县，鼓励和支持其探索试

验，相关政策及资金予以适当倾斜；"增强政府财税

政策的调节力度。政府既可以通过税收大规模地参

与 )*+ 的分配，利用所得税、消费税等将高收入者

的部分收入集中于政府，又可将政府收入通过转移

支付制度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进而缩小收入

分配差距。

%）进一步向地方区县简政放权。深化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通过依法界定、授权、委托等方式，赋予

边远山区的区县更多的发展自主权，鼓励其在政策

措施方面创新探索、大胆实践，增强区县党委、政府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 % 建立对口支援、统筹区域发展，缩小地区差距

目前重庆市区县、城乡差距呈扩大趋势，如果城

市提速发展，差异可能会进一步加大，而城市发展变

慢则没有相应的实力带动广大农村地区的发展，因

此重庆要缩小经济差异取得更大的发展，关键在于

解放思想，核心是扩大开放［""］。库区可与都市圈结

成一对一的对口帮扶，从吸收劳动力就业、扩大招商

引资、产业联动发展等方面加大帮扶力度，培育落后

区县发展的“ 造血”功能。更长远一点可与东部沿

海地区的发达城市相互合作促进本区发展。此外，

各区域应立足资源发展优势，突出区域特色，打破行

政区划制约，强化分工协作，促进资源整合利用，推

动产业上下游链接和区域内外产业联动。如可在渝

东南冀着力发展三峡、民俗生态旅游、矿产资源及农

副绿特产品加工、清洁能源、山地生态农业以及现代

商贸物流等。

&( & 扶持龙头产业和特色产业

对于中等发达类型、基础比较薄弱的区县以及

欠发达类型的区县，应充分发挥各区县内生物资源、

矿产资源和劳动力资源的优势，挖掘开发潜力，突出

区域特色，大力扶持龙头产业，重点培育各具特色、

竞争力的产业。

以万州为核心，整合开县、云阳城市发展区，重

点发展盐气化工和天然气石油精细化工、纺织服装、

绿色食品、新型建材等产业，加快商贸物流、金融等

现代服务业发展。垫江、梁平依托渝宜高速、"$% 省

道及规划中的渝万城际铁路发展特色鲜明的天然气

精细化工、特色轻纺食品基地、建设优质的粮油基

地。丰县、忠县根据现有的工业基础积极承接主城

区产业转移和配套，重点发展汽摩及配件、船舶修

造。依托资源条件发展优质柑橘、中药材、特色旅游

等产业。奉节、巫山、巫溪、城口矿产、农林、旅游和

能源丰富，但环境容量有限，所以应重点发展旅游

业、绿色农林产品加工业、清洁能源和环保建材等对

环境影响较小的生态产业。黔江区的畜产品、硅原

料、烟草加工已有一定的基础，应集中发展生猪、卷

烟等为主的农副产品深加工业，择优发展新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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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加工。石柱可充分利用其农副产品资源及中药

材资源重点发展辣椒、草食牲畜为主的农副产品种

养及加工业、现代制药，建立有山地特色的生态农

业。秀山县则可发挥 ! 省交界的区位优势及矿产资

源优势、民俗旅游资源优势，着力发展边贸物流和

锰、钒等矿产深加工业、旅游业。酉阳有丰富的林木

资源和中药材资源，应重点发展林浆纸一体化产业

及中药材产业。

!" # 构建完善基础设施支撑体系

边远区县资源丰富而投资环境相对较差，与外

界联系少，消息较闭塞，应加快建设出境畅通、城乡

连贯的综合交通网络［$%&$!］，可通过修建高效的公路

网络提高铁路运输能力等增强与外界的联系，改善

投资环境吸引投资才是加快发展的契机。此外还应

提高水利保障能力、完善能源基础设施、加强市政设

施建设等来构建和完善欠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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