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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重庆小城镇发展帕特色之路 
一 基于重庆最具活力 40个小城镇的分析 

黄志亮，陈纪平 

(重庆工商大学 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重庆400067) 

摘 要：重庆最具活力的40个小城镇集中代表了西部直辖市小城镇的成长历程。5个突出特征刻画了 

重庆小城镇发展的特色路径和模式：(1)经济、社会、生态并重的综合性 目标，(2)主导产业明确、集聚经济明 

显的产业结构演化路径，(3)突出以人为本的多元功能体系，(4)市场、社会和政府三位一体的推动力量， 

(5)集自身开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于一体内陆开放方式。重庆小城镇发展的经验表明，在政府以适当方 

式和力度推动下，经济后发地区不仅可以实现经济、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可以绕过经济增长与环境、 

城镇功能、产业布局特性之间的“破坏性创新”规律，实现经济与功能、环境共同推进的和谐城镇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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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hongqing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Path of Little．sized Town 
--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Most Active 40 Small Towns of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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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tze Upriver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Chongqing 400067，China) 

Abstract：The most active 40 small towns stand for development style of Chongqing’S little—sized towns．From a urban—economics 

perspective，this paper sums up 5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40 small towns development process such as having a comprehensive aim 

equally stressing economy，society and environment，taking a evolutionary path of industry structure with clear dominating industry and 

effective agglomeration economy，setting up a people—oriented city function system，relying equally on market，society and governmental 

roles，adopting the special inland opening—up pattern with self-opening，opening to other provinces and opening to outside world．The 

experience of Chongqing’S small—sized town development reveals that，under the propelling of governments with adequate methods and 

vigor，economic post—developed regions can not only realize leapfrogging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urbanization but also skirt round 

“destructive innovation” rule among economic growth，environment，urban function and industrial allocation to realize harmoniou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of economy，function and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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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的人口、资源和经济结构背景下，小城 

镇的发展必然在我国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演化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重庆市是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 

市，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和推进改革开放大局中具有重要的 

战略地位。在特殊的经济政策、发展阶段以及区位 

所构成的经济发展环境下，重庆小城镇获得了长足 

的发展。对重庆小城镇发展模式进行分析与总结， 

不仅可以进一步促进重庆城乡统筹发展，而且可以 

为其他地区的小城镇发展提供借鉴。 

重庆目前共有建制镇 596个，其中40个城镇在 

2009年4月启动的“统筹城乡新重庆、激情活力小 

城镇、寻找‘最具活力小城镇”’活动中，经过市民海 

选和专家推荐，被选为“最具活力的小城镇”。这40 

个小城镇集中代表了西部直辖市小城镇成长的历 

程和发展路径。如果把小城镇发展的特殊历程和 

主要经验称之为“小城镇发展的特色之路”的话，那 

么重庆的40个最具活力小城镇发展模式具有以下 

五个突出特色。 

一

、以生态效益为前提，确立经济发展与 

增强社会效益、保持生态环境协调的综合性 

发展目标 

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现代经济发展的地区大都 

表现出“初期以经济为先，后期注重社会和谐与生 

态环境”的阶段性特征，即所谓“倒 u形曲线”假说。 

这不仅仅是对发展规律不断探索的实际表现，也是 

经济在社会演化中的主导地位所决定的一般结果。 

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小城镇的发展历程基本上都验 

证了这一规律。与此不同，重庆绝大多数小城镇虽 

然经济水平仍处于发展初期，但却已经具备、或者 

正在形成经济发展与增强社会效益、保持生态环境 

协调的多元化发展目标。 

江津区珞璜镇曾经是依托老工业基地的工矿 

型城镇，经济相对发达而生活环境恶劣，人称“晴天 

一 身灰，雨天一身泥”。在经济、环境并重的可持续 

多元目标引导下，今天的珞璜镇已经成为重庆市级 

中心镇、重庆市小企业创业基地、乡镇企业明星乡 

镇。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2008年全镇地区生产总 

值实现32．5亿元，同比增长 18％；实现工商税收近 

6亿元；人均纯收人达到 6 052元；较上一年增长 

24％。与此同时，注重经济发展的社会效益，大力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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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巴渝新居农建房，积极推动巴渝新居试点工程； 

在绕城路以外的 6O平方公里范围内，根据功能分 

区，建设湖滨商务健身区、临溪生态养老区、山野休 

闲度假区、生态精品农业区和森林休闲养生区，促 

进城乡统筹发展，打造全新的宜居宜业新珞璜。 

如果说江津珞璜镇是先经济后环境的典型，那 

么后起的江北区五宝镇则是在发展伊始就确定了 

均衡的发展目标。江北区五宝镇东临长江，拥有三 

面环水、一面靠 山的 良好生态环境，森林覆盖率 

44．8％，是一座天然“绿色氧吧”。五宝镇在经济发 

展中没有单纯以经济效益为 目标，而是强调生态优 

先，坚持生态城镇建设，发展生态旅游和生态农业， 

着力实施退耕还林、三峡周边绿化带建设等生态工 

程。新镇建设中传达出“静谧”的信息，营造远离都 

市的一片静谧之地。在社会责任方面，五宝镇本着 

“社会、环境、经济和文化效益统一发展”原则，尽力 

保护区内所有历史文化遗产及其所属的自然环境， 

全面保护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还采取 

保护与发展结合的方式建设历史文化街区。 

重庆市其他小城镇建设也都以各自的方式体 

现着经济、社会、生态并重的多元化 目标。例如，合 

川三汇镇以“山石之都、生态之城”定位城市建设； 

垫江县澄溪镇设立“稻草援助中心”、“澄溪老年福 

利服务中心”，帮助困难群众与农村空巢老人；重庆 

市城乡统筹发展综合改革先行试点镇——九龙坡 

区白市驿镇积极推动垃圾中转站、居民休闲广场、 

污水处理厂等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类似的还有潼 

南县双江镇、涪陵区龙潭镇和永．1l』区松溉古镇等。 

政府对经济的能动作用，使得经济发展的阶段 

性规律可以在横向上得以应用和表现。正是在东 

部小城镇发展经验教训的启示下，重庆在较高目标 

引导下建设小城镇，从而形成上述这些小城镇所表 

现出来的超阶段的多元化目标特征。 

二、以主导产业带动结构优化升级，形成 
一 业为主的关联集群产业结构 

区域经济中，产业相互关联是经济效率的重要 

体现，而这种关联往往以“主导产业加相关产业群” 

的模式出现。一个区域当中产业之间关联度的提 

高，主要决定于历史积淀、开放深度、合作程度、经 

济管理体制和交通、信息条件等。和我国其他地区 
一 样，重庆改革开放以来也经历了市场经济不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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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开放程度与合作程度不断提高的过程，这决定 

了重庆小城镇发展在产业方面呈现出一业为主的 

关联集群产业发展趋势。重庆的小城镇，过去产业 

布局散乱，企业问关联度低，未能形成带动力强的 

龙头产业和支柱产业。今天最具活力的小城镇的 

突出特点是：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十分鲜明，围绕 

某一产业集群发展。 

大足县龙水镇的五金制造具有一千多年历史， 

但直到近年，五金产业还处于产业 内产品单一、产 

业外关联性差的状态。经过最近的产业调整，龙水 

镇正由小五金村演变成集研发、生产、市场和外销 

于一体的五金产业聚集地，被称为“全国著名五金 

之乡”、“中国西部五金之都”。2008年，龙水镇规模 

以上五金企业达到 100多家，产值超过 34亿元，是 

1997年的5倍以上。产业内，龙水五金已不再是以 

刀剪为主的日用小五金，而是囊括了日用五金、农 

机配件、建筑五金、综合杂件等十大门类、200多个 

品种、2 000多个花色的大五金以及包括五金批发和 

专业市场在内的五金产业集群。更重要的是，小五 

金产业带动了其他工业的迅速发展，初步形成五金 

机电、五金材料、汽摩配件、五金铸造、农用机械五 

大特色支柱产业。 

与龙水镇类似，北碚 区静观镇种花养草已有 

500多年 的历史了，是全 国花卉艺术五大流派之 
一 — — 川派花卉艺术和重庆梅文化的发源地。近 

年来，静观镇也由单一的花木产业发展为集花木种 

植、观赏、旅游、文化、生态等一体化的花木产业集 

群，其中花木和乡村旅游是静观的主导产业。花木 

方面，静观通过发掘 500多年的种花养草历史文化 

底蕴，在碚金公路沿线的素心、双塘、万全等村建起 

了40多个花卉精品园，形成了长达 l0余里的花卉 

长廊，并由对山、川心、云台山3个基地组成了“十 

里腊梅观光走廊”。花木产业的壮大，同时延伸出 

以花卉苗木生态为依托的第三产业，即以生态和农 

耕文化为主题的乡村休闲观光旅游。 

其他小城镇的产业结构也或呈现类似的演化 

趋势。界石形成了以工业(装备制造等)为重心，以 

工促农，形成系列的花卉苗木、种养殖业，并衍生出 

饮食、短程休闲观光等第三产业 ；黔江区濯水镇在 

稳定烤烟业的基础上，实现蚕桑业的突破发展，带 

动联系紧密的经果林产业、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业， 

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农业产业集群；九龙坡区走马镇 

以古镇历史文化遗迹为基础，形成生态农业与配套 

的乡村旅游业的特色产业结构；万州分水形成了集 

现代农林牧及相关农产品加工业于一体的产业集 

群；渝北龙兴镇形成 了集古镇旅游、生态农业于一 

体的特色产业集群；江北五宝镇则形成了以自然生 

态农业为主及与之配套的观赏农业产业集群。 

这些小城镇自身区域产业‘ 集群化”的提升，必 

将推动重庆区域内部的产业结构和布局的进一步 

优化，也要求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中对产 

业布局进行适当的引导和规划。 

三、突出以人为本，形成集生产、生活、交 

通、宜居、环境、生态、文化于一体的多元城镇 

功能组合 

计划经济时期我国小城镇基本上有两大功能 

类型，或者是满足城乡商品交易的农村人为主的市 

场功能型集镇，或者是依托工矿业项 目而形成的非 

农人员为主的工矿型集镇 ，这些城镇功能单一。重 

庆地处西部，这一特点更为明显。在城乡户 口分割 

的限制下，这种功能单一的小城镇普遍存在。今 

天，重庆小城镇的发展，由于经济实力的增强，开放 

向纵深发展，科学发展观成为城镇建设决策指导思 

想 ，从而，小城镇建设正在发生巨变，即由过去的集 

镇型或工矿型旧城镇 向集生产、生活、交通、人居、 

休闲、环境、生态、文化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城镇 

转变。 

由单一工矿型演变为多功能型城镇的代表如 

合川区三汇镇。该镇曾经一度被人们戏称“三灰” 

(水泥灰、煤灰、泥灰)，是典型的工矿生产单一功能 

性城镇。如今，作为重庆工业强镇的三汇镇继续在 

经济增长方面取得巨大的成绩：2008年，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 14．89亿元，同比增长 18．3％。同时大力 

保护生态环境，全镇森林覆盖率达68％，城市绿化 

率达39％，并着力开发龙家湾石林、锅盖山万亩森 

林、康佳洞溶洞等自然景观。文化建设方面，大力 

开展“千万市民文明行动”、“全民读书”活动、“全民 

健身”运动和城乡文明同创共建活动。三汇镇正日 

趋形成一个富强文明、生态优美、人文彰显、城乡和 

谐的开放型经济体。类似的变化还发生在“宜业又 

宜居”的老工业基地江津珞璜镇和工、矿、农、旅游 

并举的长寿区长寿湖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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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单一集镇型演变为多功能型城镇的代表如 

江津塘河镇。过去的塘河镇只是一个热闹的城乡 

商品集贸市场。今天，它正依托既有 自然、人文资 

源，以旅游、生态农业作支撑建立多功能小城镇。 

塘河镇是一个历史古镇，拥有明清古建筑群、寺庙、 

碑刻、庄园、祠堂、会馆、寨门、栈道、古桥等 18处市、 

镇级文物保护单位以及闻名全国的32111钻井队英 

雄纪念馆；文化方面亦有由传统老街区和传统民 

风、民俗、民情构成的独特风情；自然生态环境方 

面，拥有重庆市最大的原始桫椤群落。依托这些资 

源，塘河镇大力实施场镇带动、旅游驱动、农业产业 

化调整三大战略，使塘河正在变成山水园林式的多 

功能边贸旅游镇。荣昌县路孔镇、武隆仙女山镇、 

合川区涞滩镇也是这种多功能城镇建设模式的 

代表。 

对于那些较晚发展的城镇，则从～开始就实施 

多功能并举的战略。巴南区的花溪镇，以建设“首 

善之镇”为目标，目前已基本实现建成重庆新兴工 

业大镇、重庆重要商贸物流基地、独具特色的山水 

园林城区和现代化文明大镇的“四大定位”目标，成 

为一个以人为本、多功能并举的繁荣经济体。近十 

余年崛起的南岸长生桥、城口葛城镇和九龙坡金凤 

镇也都具有这样的特点。 

重庆小城镇这种向多元的非生产功能延伸，不 

仅仅是城镇以及周围农村居民消费与生活的需要， 

而且具有一定的生产意义。城市规模的扩大、交通 

效率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居民消费的范 

围和内容已经扩展至周围小城镇，消费的项 目包括 

了休闲、环境、生态、文化等多方面。正是在这种生 

活与生产互动中，重庆小城镇处于良性的快速成长 

状态。在重庆小城镇建设从单功能向多元化功能 

转化的过程中，突出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容。随着 

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小城镇作为 

城市在生活与生产方面的替代，必然要求最大限度 

地满足居民的要求，而这一点在市场经济体制和政 

府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得以实现。 

四、以政府为主导，形成政府、市场、社会 

三种力量相结合的动力结构 

小城镇的发展是经济演化的空间运动，其演化 

动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中主要是政府行政行为，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则主要是市场力量。改革开放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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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速度较快、开发较早地区的 

城镇发展主要依赖市场 自身的力量形成如今极具 

经济活力的小城镇群，取得了令世人瞩 目的巨大成 

就。与此同时，这种过强的市场推力也留下了深刻 

的市场失灵烙印，例如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如重 

庆等发展较晚的广大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在改革 

开放初期基本延续了传统体制下政府行政推动的 

动力机制。 

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小城镇发展的推动力量 

由过去的单一行政推动向今天的政府、市场和社会 

组合推动转变。重庆小城镇发展的三种推动力量 

是政府主导、市场主体、社会参与。 

社会力量对城镇发展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民 

众参加和学者、传媒以及其他组织的积极作为。比 

如：本次“‘最有活力小城镇 ’评选”活动，知名学者 

与协会在保护历史遗产、生态环境 中的呼吁及建 

议，等等。 

当然，尽管重庆几乎所有富有活力的小城镇均 

得到了政府强有力推动，但不同城镇发展中三种力 

量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南岸南坪镇、长生桥镇、广 

阳镇和大渡口八桥镇及涪陵蔺市镇，是政府推动作 

用主导的典型。三峡库区因水利工程而建的移民 

拉动小城镇更是政府强主导的典型，如，万州区分 

水镇、涪陵区蔺市镇、南岸广阳镇。 

南岸区长生桥镇离主城中心解放碑直线距离 

不到十公里，然而在重庆直辖之前一直被视为“乡 

下”，经济社会发展十分落后，原因就是南山的阻 

隔。重庆直辖后，在政府推动下，建成贯穿南山的 

真武山隧道，使得长生桥通往解放碑车程在 l0分钟 

左右，极大地促进了长生桥经济与 社会 的发展。 

2008年长生桥镇地区生产总值 41．8亿元，财政收 

入 2．1亿元，镇域 GDP增长 65％，农民人均纯收入 

增长23．36％，连续几年，增幅在全市小城镇排名第 

一

。 目前规划面积为 50平方公里的茶园新城区和 

规划面积为30平方公里的长江工业园，入驻企业包 

括美的、雅戈尔、国虹数码(长虹控股)等知名企业， 

形成了装备制造业、电子电器(IT)、纺织服装、生物 

制药和包装印刷等5大产业。目前在建的南山隧道 

和慈母山隧道建成之后，必将使长生桥镇获得进一 

步的发展。这是政府行为推动小城镇发展的典型。 

南岸南坪镇原处城市边缘，近十年来随着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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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经济区位已经 日趋中心化，其产业结构必 

须进行调整。在镇党委、政府的大力推动下，促进 

二、三产业的互动发展，目前已经实现了第一产业 

从区域内完全让渡，第二产业成为主导，景观房产、 

汽车消费等第三产业也已在区域内形成了新的亮 

点；先后投入 3．09亿元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打造文 

明整洁的人居环境；关注民生，在基础教育、社区建 

设管理、探索新型社会救助体系等方面取得进步。 

该镇经济总量连续多年保持快速健康增长态势，人 

民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2007年全镇实现生产总 

值 20．72亿元，财政收入 10 563万元，农民人均纯 

收入 8 050元。 

当然，市场推动作用在所有城镇发展中都起到 

基础的作用，其中突出的有荣昌双河镇、万州分水 

镇、秀山洪安镇、渝北统景镇、永川双竹镇。以双河 

为例，该镇地处成渝经济发展带的枢纽，荣泸(荣昌 

至四川省泸州)公路南北穿境而过，双广(双河至广 

顺)铁路专线横贯东西。借助这些有利经济区位条 

件，市场主体发展行为活跃，2009年拥有工业企业 

206家、个体工商户 1 755户，形成了以能源、机械、 

玻璃制品、农产品加工为支柱产业的工业体系，农 

业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麻竹、生猪、鱼苗、茶叶四大 

富民骨干产业。2008年，保持了原煤和煤炭洗选产 

量全县第一、矸砖建材产量全县第一、竹笋产量全 

县第一、西瓜产量全县第一、铺盖面销售全县第一。 

总之，重庆小城镇发展三种推动力量 的特点 

是：政府主导性质 比东部城镇更强；民营企业等市 

场力量较过去有了活力和张力，但不及东部强；民 

众、社会团队、社会各界、中介组织等力量的推动在 

增强。三力齐推格局总体形成。 

五、以开拓国内生产要素为主。集自身开 

放、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于一体的内陆开放 

型发展方式 

要素与商品自由流动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个 

基本前提，对于小城镇这种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来 

讲，这一点体现为经济运行与发展的开放性。从这 

个角度来看，重庆小城镇发展正由行政封闭型向以 

开拓国内生产要素为主，集 自身开放、对内开放和 

对外开放于一体的内陆开放型发展方式转变。 

重庆过去的小城镇发展是行政封闭型的。在 

某地计划建设一个大的工矿业，一个工矿型小城镇 

因此而繁荣起来 ；没有大的计划项 目支持，则因地 

处交通要道而出现集贸市场型小城镇，受户 口、政 

策等因素限制，要素不能跨地域流动，进而限制了 

集镇的发展。今天的重庆城镇，首先在镇域要素充 

分流动，内部是开放的；其次，镇向本区县、本市、国 

内其他地区开放，尤其是多在市内外招商引资；最 

后，也向海外开放。但在目前，海外投资少反映了 

内陆开放特色。 

江北区五宝镇和南川区水江镇的发展过程集 

中体现了对内开放的特点。五宝镇在发展过程中 

强调生产要素的流动性：(1)进一步加强土地流转 

向种植养殖大户集中，改变现有耕种模式，增加农 

民收入；(2)鼓励成立各种类型专业合作社，提高农 

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保护农民利益；(3)举办农民技 

能培训，提供务工信息及帮助，大力支持农村劳动 

力的转移。南川水江镇则主要以坚实的基础建设 

吸引国内、市内客商资金投资，最近规划了占地面 

积20平方公里的水江铝工业园。世界 500强企业 

中国铝业公司已于 2006年入驻水江铝工业园，其第 
一 期年产 80万吨氧化铝项目已带动水江26个规模 

以上企业发展壮大，正朝着年产值 50亿元、税收近 

5亿元的目标大步奋进。水江已成为南川区唯一的 

经济副中心，正在加快建设现代铝城。綦江赶水 

镇、梁平袁驿镇、酉阳麻旺镇、开县临江镇和巫溪文 

峰镇等城镇也都以各 自的方式增加辖域内生产要 

素的流动性 ，并大力吸引国内资源。 

内陆开放经济发展的初期，对国内其他地区开 

放是主流，但也在逐渐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其中已 

经历初期发展的大渡口建胜镇是更强调对外开放 

的典型代表。建胜镇拥有一批大型物流企业以及 

多层次、多类型的物流配送市场。辖区内钓鱼嘴半 

岛正在建成一个 8．7平方公里的中央休闲商务区， 

其在功能上主要分为中央商务区、中央休闲区、生 

态公园、商务居住区四大功能区。同时，打造完善 

便捷的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形成一个 

巨大的循环产业链。2008年，建胜镇实现工农业总 

产值66亿元，税收2亿元，辖区内的国际复合、长征 

重工、长鹏、红九九、中兴钢业等 31家规模以上企业 

共创造了53．22亿元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80％； 

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 165元，农民人均 

纯收入达到7 070元。未来目标是将建胜镇建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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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资本、人才、信息等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吸引全球 

各地精英进出的国际化都市区。 

上述五个特征是重庆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 

中从根本上破除二元经济结构的实践总结和必然 

结果。个别而言，不是每个小城镇都具备上述五个 

特征，但多数小城镇体现了这样的发展趋势。总体 

来看，重庆小城镇发展的特点，决定于重庆市特有 

的经济发展内部和外部背景，包括重庆在全国处于 

经济发展的“后进”阶段、政府实施科学发展观指导 

下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发展战略、重庆的历史基础和 

现有人口经济的城乡结构以及学习中~'bJb城镇经 

验教训的“后发效应”等。总之，重庆小城镇发展的 

基本特点，既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 

城镇建设的一般规律，更具备了西部内陆开放型地 

区城镇发展的独有特点。 

重庆最具活力 40个小城镇所表现出的重庆小 

城镇发展特色之路，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指导下 

经济社会城镇化的新规律，对于我国其他地区以及 

广大发展中经济的城镇化进程具有一定示范和启 

示意义。一般而言，落后经济的现代化过程可以依 

赖发达经济的技术及制度积累而拥有后发优势，实 

现跨越式发展。重庆小城镇的经验表明，在政府以 

适当方式和力度推动下，经济后发地区不仅可以实 

现经济、城镇化的跨越式发展，而且可以绕过经济 

增长与环境、城镇功能、产业布局特性之间的“破坏 

性创新”规律，实现经济与功能、环境共同推进的和 

谐城镇化道路。具体来讲，重庆小城镇特色路径具 

有以下启示意义： 

第一，坚持科学发展观是最关键的总体经验。 

城镇化进程中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城市规划的效 

益特征与前瞻性、经济与人本功能之间的协调等具 

体环节，均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框架内进行优化。 

第二，政府适度参与市场 一社会推动机制，提 

供了城镇化科学进程的动力基础。城镇化进程需 

兼顾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突破常规路径，纯粹的 

市场一社会动力结构难以胜任，要求政府必须以适 

当的方式在制度、政策与具体事务等方面参与其中。 

第三，具体工作中坚持以人为本、注重生态效 

益的原则，保证发展道路的正确方向。 

第四，采取合理的开放政策并遵循现代产业结 

构演变规律，减少政府代替市场的效率损失，使城 

镇化过程的效率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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