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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研究综述
###基于重庆学者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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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D要!以重庆学者 !""%#!"#" 年发表的产业经济方面的论文为基础$综述重庆学者在

产业组织理论与政策+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产业集群理论与政策+第三产业发展和区域视角

下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与应用五个方面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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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

"一%市场行为研究

#)企业合作竞争关系研究

企业为在市场中实现其目标最优化往往会根

据实际情况对自身合作竞争策略进行调整# 龙勇

$!"#"'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市场竞争的加

剧!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对其竞争关系进行

战略性的调整!由纯粹的竞争关系逐步转向竞争

与合作并存的关系"""竞争性战略联盟# 梁云(

曾安$!""%'指出在面对跨国零售进逼的态势下!

国内零售商唯有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才

能塑造良好的商业生态!实现零售企业的协调发

展# 卓翔芝$!"#"'通过实证分析认为在主体非

均势供应链联盟中!劣势企业在合作竞争中相对

被动!对合作溢出的吸收能力较弱!企业要根据自

己的合作竞争能力决定在联盟中的合作竞争策

略# 文守逊(郑存丽$!""%'研究了网络外部性条

件下双寡头企业的 [lR合作策略!认为企业

[lR合作比竞争更能增加企业利润且有助于改

善社会福利# 赵骅$!"#"'认为企业集群中应该

以针锋相对策略作为合作的社会隐形契约!同时

还必须结合适当的正式规范机制才能更好实现企

业间的稳定合作#

!)企业广告策略研究

聂佳佳$!"#"'认为一个强势企业和一个弱

势企业组成的双寡头垄断市场中!大类广告合作

策略与非合作策略相比!无论强者还是弱者!他们

的销售量和利润都增加了!同时两个企业的品牌

广告投入也增加了!且强者(弱者和行业的大类广

告投入分别高于非合作下的大类广告投入# 张

荣(付宪法$!"#"'利用微分对策理论研究了企业

的最优[lR与广告投入策略# 研究表明*参数值

在一定范围内!企业投入 [lR有利于增加利润)

在其他参数不变的情况下!研发成本低的企业的

最优策略对对手企业广告影响力系数的敏感性大

于对手企业对自身广告影响力系数的敏感性!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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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搭车问题会造成[lR投入不足!广告成本系数

对利润的影响大于广告影响力系数#

"二%市场绩效研究

#)产业技术进步的研究

梁平$!""%'认为 !" 世纪 %" 年代中期以来!

中国高技术产业创新效率的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

步推动!资源配置效率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增长贡

献较小# 段远鹏$!""%'认为缺乏适合技术创新

的物质技术基础(政府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支持

不够(有利于中小企业创新的环境尚未形成三方

面原因制约着我国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 周兵等

$!""K'通过科技进步对农业经济增长贡献的实

证分析!提出农业科技进步对西部农业经济增长

实现历史性跨越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使西部农业生产呈现前所未有的局面# 张春勋(

赖景生$!""N'认为虽然我国农业现代化和产业

化的进程不断加快!但农业技术不高!农业技术创

新和扩散效率低下!而制度安排滞后是农业技术

创新活动的关键障碍因素#

!)规模经济的研究

邹巍$!"#"'实证发现 !""H"!""N 年我国除

了三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呈现趋于改善的规模不

经济情况外!商业银行规模经济整体呈逐年上升

趋势# 陈道平(刘伟$!""%'分析认为 #%N""!""!

年我国汽车工业处于规模报酬不变阶段# 陈纪平

$!""%'从农场的规模决定理论(农场规模与效率

的关系(农业组织的性质和中国的农业规模效率

四个方面对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化进行了研究!认

为以新古典框架为基础的规模报酬原理难以对农

场规模效率涵义做出合理的解释!进一步的研究

需要建立在农业组织理论创新的基础之上#

二&产业结构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

"一%产业结构理论的发展

#)产业结构演变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刘小利(刘定祥$!"#"'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重

庆市产业结构变化趋势与配第"克拉克趋势吻

合!但依然存在如第一产业比重偏高等产业结构

不合理的状况# 陈立泰(张祖妞$!""%'认为自直

辖以来重庆市产业结构变化显著!但是仍然不合

理!与发达地区相比存在很大的差距!二元经济特

征明显# 周兵$!""%'指出西部地区二(三产业对

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步增强!而第一产业贡献

程度逐步弱化!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效益及效

率高于第一产业# 徐捷锦$!""N'认为长期以来

产业结构在重庆市经济增长中贡献并不明显!并

阐述了加快重庆市传统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必

要性和合理性#

!)产业结构变动影响因素的研究

高远东(陈迅$!"#"'就 ORb和区域产业结构

的变化构建了动态最小二乘法模型!论证了 ORb

对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均具

有长期影响!且这种影响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逐

渐增大的规律!除东部地区之外 ORb对我国中部

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变动的短期影响不是很显

著# 杨爽(范秀荣$!"#"'认为合适有效的人力资

本能够有效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提高人力资本

适配性是推动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 张永鹏

$!""%'认为技术进步引起重庆市第一产业结构

变动最大!第三产业次之!第二产业变化不大#

"二%产业选择问题的研究

田敏(田喜洲$!""%'认为应该将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等七类工业

作为中国重点发展产业# 郑治伟(孟卫东$!"#"'

认为重庆市主导产业应为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建筑业(通信设备计

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

和餐饮业!并明确了发展各主导产业的优势所在#

王锐淇$!"#"'对行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进行评

价!认为重庆市主要工业行业技术进步的上升空

间巨大!并从中遴选出了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

六类重庆市比较优势行业#

"三%产业转移问题的研究

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是多种因素的合力!

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刘伟(温菲$!"#"'指出国

内制造业由东部向西部地区的转移本质上是全球

价值链模式的产业转移!应该在全球价值链

$gB1'理论指导下制定西部制造业升级对策#

吴安$!""%'与隋广军(郭南芸商榷后!认为东部

地区产业转移不仅应该考虑转移方的利益!同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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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兼顾承接方的利益渴求# 曹力维等$!"#"'

认为国际(国内多方面因素决定了东部地区必须

将部分产业进行转移!重庆将从中获得巨大的发

展机遇#

重庆市承接产业转移的研究是保证重庆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理论支持# 王崇举(熊萍等

$!""%'认为重庆在现代工业技术(生产要素(自

主财力及政策措施等方面具有优势!而在人力资

源(产业结构等方面与东部城市尚有很大差距#

彭国川$!""%'在分析了统筹城乡背景下重庆承

接产业转移的模式基础上!提出%都市核心区&应

主要承接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一小时经

济圈&优先承接现代制造业(%两翼&主要承接特

色资源开发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小城镇和

广大农村地区可以承接各种产业链条的末端# 黄

钟仪$!""N'则通过对比东部具有转移趋势的产

业和重庆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产业优势!认为

%一小时经济圈&内应重点承接装备制造(天然气

石油化工(材料工业(高科技产业等制造业!而

%两翼&地区应将重点放在综合性轻纺食品$劳动

密集型类为主'产业上#

三&产业集群理论研究及实践应用

创新是产业集群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王燕

$!""%'认为物流产业集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形

成创新机制(强化创新能力是推进集群持续成长

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物流产业集群创新机制

会受到创新环境(地方化知识等因素的影响# 郑

文军等$!""%'指出传统产业集群提升核心竞争

力!进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走创新的发展道路!

政府应该在传统产业集群的不同发展阶段制定和

实施与之相匹配的产业政策引导传统产业集群的

发展# 赵修渝(皮俊锋$!""%'从技术创新角度分

析了重庆市产业集群技术创新存在的主要问题!

认为重庆市产业集群的建立尚侧重于企业数量的

堆积!对知识和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决定产业集群

长期发展活力的认识不足#

借鉴经验!破除难题!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姜

鑫(罗佳$!""%'认为中国大多数产业集群在结

构(行为与绩效三方面还没有实现协同发展!提升

产业集群综合竞争力必须做到结构(行为(绩效三

者的有机协同# 杨占锋等$!""%'认为西部地区

应该借鉴对外开放对东部产业集群发展的带动作

用!城市集群对东部产业集群成长的促进作用等

成功的发展经验# 吴安$!"#"'认为应从强力打

造复合产业集群(强化核心龙头企业的带动力(完

善西部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支持体系三方面发展西

部战略性产业集群# 李录青$!""%'指出专业市

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发展模式对产业集群发展具

有重要的意义!重庆市应当采取积极措施实现专

业市场与产业集群的互动发展# 王小明(王艺锦

$!"#"'从西部地区能源产业集群发展的角度进

行研究!提出西部地区应实施集群发展战略#

四&第三产业研究

"一%第三产业发展差异性研究及其对城乡

发展影响的研究

不同地域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差异显著# 曹跃

群(唐静$!"#"'从我国第三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分

析入手!指出我国第三产业仍然属于投入拉动型

增长!第三产业无论在地区之间还是在地区内部

均呈现显著差异!经济地区间的非均衡发展特征

较为明显# 曾国平(苏宏$!"#"'认为西部服务业

发展地区差异突出!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

而影响重庆市第三产业发展水平的因素除了重庆

市整体经济(政策(体制等方面的因素外!还有区

域间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不协调的因素#

第三产业对城乡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周莉(

夏涛$!""%'认为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将带动城

乡间要素流动!促进社会总产出增加!达到城乡协

调的目的# 曾国平(黄恒$!""%'就第三产业发展

对促进城乡协调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邹璇

$!""%'认为影响城镇功能完善程度的最重要因

素是产业发展!欠发达地区第三产业存在着内生

性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

"二%商贸流通产业发展的研究

打造物流中心!助力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建设#

曾庆均(龚顺清$!""G'认为加快发展物流业!把

重庆建设成为现代物流中心城市!是把重庆建设

成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的必由之路# 许小苍

$!""%'通过构建区域物流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

系!对重庆市的物流发展水平进行了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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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侃$!"#"'强调重庆建设成为西部物流中心必

须发挥江海联运的优势# 俞鲲$!"#"'认为构建

最佳的地区物流体系必须从降低物流成本和提高

物流效率这两个基本目标入手!而目标实现的关

键是设计与本地区产业结构(地理区位和既定物

流资源相匹配的物流体系#

统筹城乡商贸发展!健全农村商贸流通网络#

杨海丽$!"#"'认为统筹城乡商贸发展!流通业的

发展是关键# 梁云$!""%'指出城乡商贸统筹发

展核心是城乡资源的统筹配置!重点是产业发展!

而作为先导性产业的商贸流通业!必须率先推进

城乡统筹发展!以商贸流通产业的城乡统筹拉动

相关产业以及经济社会的城乡统筹# 曾庆均(孙

畅$!"#"'认为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村

商业网络体系!缩小城乡区域在商业经济上的发

展差距具有重要意义!指出建设农村商业网络应

构建统筹城乡商业网络空间布局结构体系和农村

商业网络体系两大体系!并从农村商业网络主体

打造(政策扶持(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建设保障#

注重商贸流通核心区域规划!优化产业结构#

曾庆均$!""M(!""K'认为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建

立中央商务区$1;R'对增强城市区域中心功能(

完善城市功能和布局(调整产业结构以及优化经

济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并指出商业步行街

是城市的商业文化名片!是提升重庆市流通产业

的有效载体!加快商业步行街建设!有助于重庆商

贸流通产业的快速发展#

"三%金融服务高地构建的研究

刁孝华$!""%'探讨了基于行为金融风险的

投资委托代理关系!认为基金经理的非理性行为

能够使其与委托人之间的最优激励合同和委托人

的收入发生变化# 毛跃一(靳景玉$!""N'指出我

国应尽快推出股指期货市场!完善资本市场层次

结构#

张波$!""%'实证分析认为我国经济社会运

行在区域间$东北(东部(中部(西部'和各区域内

均呈现明显差异性!#%KN"!""K 年四大经济区域

间金融发展差异呈现 %=&字形特征# 杜家廷

$!"#"'对中国 !N 个省域的金融发展差异进行了

计量分析!指出空间差异和地理邻近性是影响和

决定区域金融发展不可替代的因素!中国区域金

融发展的空间分布并非处于完全随机状态!而是

表现出相似值之间的空间集群#

刘伟$!""%'认为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

内消费需求的不足使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减

缓# 王崇举(张永鹏等$!""%'分析了美国金融危

机对重庆市的影响!认为美国金融危机对重庆工

业(对外经济等各方面均会产生一定影响# 许世

琴等$!"#"'提出重庆市应通过完善中小企业信

用担保体系!建立担保风险补偿机制等一系列措

施保证信用担保业的健康发展# 唐平$!""H'从

金融生态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良好的金融生态

是重庆经济高速增长和重庆构建长江上游经济中

心乃至西南地区的金融中心的关键要素!而建立

良好的金融生态是重庆构建长江上游经济中心所

需投资资金的关键要素# 彭小兵(杨雯雯$!""K'

认为构建金融中心重点是提升重庆金融业产业集

群竞争力和金融业产业集中度# 范琨$!"#"'从

金融控股集团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构建重庆市

地方金融控股集团是将重庆直辖市建设成为长江

上游金融中心的重要路径#

五&区域视角下的产业经济学理论实

践及创新

"一%基于)西三角经济区*&)成渝经济区*

范围下的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应用

#)%西三角经济区&产业研究

杨玲(田代贵$!"#"'认为西三角经济区建立

产业分区与协作的新格局应该重点打造四大骨干

产业!产业空间布局应该形成%三极六带&产业格

局# 张志刚$!"#"'强调加快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是西部未来更快更好发展的经济基础!也是%西

三角& 构想的希望和未来# 吴颖(王旭(苏洪

$!""%'认为重庆应该发展总部经济!推动重庆走

向国际化(全球化!同时为打造中国%西三角经济

圈&这一新的增长极助力# 张艳$!"#"'分析了重

庆在%西三角经济圈&中的比较优势!认为重庆的

产业优势集中在汽车摩托车(装备制造(电子信

息(化工(材料(能源六大支柱产业体系#

!)%成渝经济区&产业研究

廖元和$!""%'认为成渝经济区是长江上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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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的核心区!是一个正在成长的经济区!它处

于经济区成长的第二阶段!还未成形而近期有可

能成形!将与京(津(唐都市圈(长江三角洲(珠江

三角洲共同形成我国未来的四大重点经济区# 何

雄浪(朱旭光$!"#"'研究了成渝经济区对川渝经

济的影响#

"二%基于)三峡库区*&)都市区*范围下的

产业经济学理论研究及应用

#)%三峡库区&产业研究

库区产业发展是%三峡库区&经济繁荣(社会

稳定的基石# 吴海东(李庆$!""%'认为三峡库区

产业发展是实现库区以及重庆经济持续发展和社

会稳定的核心和关键# 傅鸿源(段力?$!""%'在

分析了三峡库区产业发展的现状与特征后!提出

产业集群化是加快库区经济发展(实现城乡统筹

共荣的有效的现实选择# 周启梁$!"#"'认为应

该设置三峡库区生态补偿机制!重点促进生态环

境保护(产业内生发展能力培育(社会就业与民生

改善!推动三峡库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解决库区产业空心$虚'化是保持库区产业

发展的关键所在# 曾庆均$!""K'认为解决受三

峡工程影响出现的城镇功能恢复重建或完善提升

的问题!核心是解决库区产业的空虚化问题!并提

出了合理布局产业重点(优化三峡库区产业结构

等十点意见# 王亚飞(董景荣$!""%'对三峡库区

生态经济区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分析!强调解决库

区产业空心化问题必须遴选(培育战略性产业#

!)重庆%都市区&产业研究

彭劲松$!""%'认为都市圈首位城市和其他

重点城市的互动联系水平是都市圈迅速增长的标

志# 廖元和$!""H'强调重庆大都市圈的发展对

于重庆市的发展!对于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

的经济中心!发挥着主导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曾

庆均$!""M'对重庆开埠以来都市区产业发展历

史(现状作了客观描述!并就都市区产业发展趋势

进行了定性分析# 邹璇$!""M'以重庆都市区为

例!定量分析了都市产业结构#

六&学科研究的不足及对策建议

重庆学者有关产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丰硕!

为重庆产业发展提供了大量理论建议!但仍然存

在许多不足*$#'侧重于对已有产业经济学理论

的实践应用!缺乏对理论本身的延伸研究# $!'

重庆承接产业转移种类研究较多!而对承接产业

转移的规模和产业布局研究不足# $G'市场行为

研究较多!市场结构研究不足# $$'解决产业经

济问题视角单一# $M'经济前沿动态跟踪滞后#

针对存在的不足!在以后研究中应注意以下

几点*$#'重视对产业经济学的理论研究# $!'充

分调查研究重庆市产业发展现状!合理预测重庆

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以及严格规划产业布局#

$G'对某些复杂产业问题!举行产业经济学与其

他学科的跨学科研讨会!促进产业经济学与区域

经济学等学科形成多学科交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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