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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功效
!

康 世 瀛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C"）

摘( 要：重庆的城市产业集群，形成了较强的专业化分工，获得了外部规模经济，因而促进了生产率的提

高；大量同类企业的集聚，也提升了重庆汽车摩托车等产业的区域经济的外部性；同时，大中小企业通过区域

品牌的产地效应，迅速地扩大了市场，进一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降低了交易费用。应进一步强化重庆产业

集群的专业化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和技术不断提高，提升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形象，做大做强重庆城市产业

集群，才能提高重庆区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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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重庆作为我国西部重要的工业大城市，在改革

开放二十多年过程中，形成了特殊的城市产业集群。

研究这种城市产业集群，分析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

功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 重庆产业集群的现状

重庆市是全国六大老工业基地之一和国家重要

的军事工业基地，工业企业众多，已逐渐成为我国典

型的城市产业集群成长地区。目前，重庆已经形成

摩托车产业集群、汽车产业集群、天然气化工产业集

群等。

根据重庆市有关部门的统计，#>>? 年重庆摩托

车产量达到 X#> 万辆；全国排名前 !> 位中，嘉陵集

团位列第二，其后 ? Y " 名依次是重庆的建设、力帆、

隆鑫、宗申等。重庆不仅是“ 摩托车之都”，而且是

“摩托车配件之都”，重庆的摩托车配件企业很多，目

前已经有具相当规模的渝江压铸、秋田齿轮等企业，

有的资产已超过 !> 个亿。重庆大大小小的 !>>> 多

家摩托车配件厂，构成了国内规模最大、品种最齐全

的摩托车配套基地；还拥有巨大的摩托车配件交易

市场，仅在重庆市菜园坝外滩的摩配市场，经营摩托

车配件的本地商家大约有 G>> 多个，还有郑州、广

州、浙江、贵州等地经营户 ?>> 多户，年 交 易 额 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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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是中国最大的微型车生产企业———长安汽

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所在地，还拥有商用车生产

企业重庆庆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宇通客车厂

以及由原四川汽车制造厂为主体改制组建的重庆重

型汽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汽车工业是重庆经济的

支柱产业。在重庆北部新区，规划建设有以福特轿

车为主体，集生产、研发、贸易、博览、文化、教育、旅

游等综合功能于一体的“十里汽车城”。北部新区还

有一大批汽车零部件生产企业。#""$ 年重庆汽车产

量达到 $%& ’ 万辆。重庆汽车摩托车工业经过 $" 多

年的发展，正在使重庆迈向汽车名城和摩托车之都。

此外，重庆政府对于发展轻工业产业集群也比

较重视，目前政府正在引导发展区县产业集群，拟定

发展轻工业产业集群“三朵金花”。即发展以沙坪坝

区回龙镇为中心的纺织产业集群、璧山县璧城镇为

中心的皮革产业集群、大足县龙水镇为中心的五金

产业集群。

二& 重庆产业集群发展的经济功效分析

（一）重庆产业集群形成了较强的专业化分工，

因而促进其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生产率的提高

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分工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可

从两个方面体现：其一，每个企业只专注于自己最具

优势的生产环节，可将资源禀赋的潜力发挥到最大；

其二，每个企业都将大幅增加其所从事的环节的产

量，从而显示出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

例如重庆摩托车行业，有摩托车零部件专业化

配套企业 (""" 多家，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机制比

较灵活，在国内有较大优势。具体表现在：（(）发动

机及其零部件专业化制造能力强，获得了外部规模

经济的成本优势。特别是摩托车发动机制造成本

低，产量占全国的一半以上，其中力帆、隆鑫、宗申发

动机产销列全国前三位。（#）零部件品种齐全，体系

完整，形成产业集群氛围。

（二）重庆产业集群的区域集聚，提升了产业集

群区域经济的外部性

(& 区域经济外部性获得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共同

投入的使用。由于大量同行业企业在重庆“扎堆”，

使它们可以共同分担某些投入，比如利用地理接近

性，通过合资、合作或建立联盟等方式共同进行生

产、销售活动，或者联合进行采购。由于重庆摩托车

行业形成了强大的包括技术、工人、市场、配件、资金

一条龙式的完善配套体系，不仅为重庆民营摩托车

企业的萌芽与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而且还

拉开了与其它地域在竞争优势上的距离。在这样的

环境条件下，介入摩托车制造业的门槛就比较低，因

此重庆的摩托车行业一度异常繁荣：只要有一条生

产线，借助于从配件、工人到市场的各个环节的一条

龙产销体系，使制造摩托车完全成为比拼胆量的财

富游戏，使得重庆的小摩托车企业得以生存发展。

#& 重庆产业集群经济外部性的获得还表现在制

造技术知识的溢出效应、劳动力和中间投入的专门

化。例如，在军转民的过程中，属于军事机密的制造

技术知识开始外流，在重庆形成技术漩涡，并逐步在

民间普及。重庆民营摩托车创业者正是利用这一条

件，加上当时摩托车市场需求旺盛，从而使民营摩托

车企业诞生并发展壮大。由于大量制造行业在重庆

同一地域内相互合作交流，不但培养了一大批吃苦

耐劳、埋头苦干的熟练掌握制造技术的工人，而且培

养了一大批技术精湛的人才群体，因而使重庆形成

制造业技术人员和产业技术工人较多、经验丰富、成

本相对较低的强大人力资源优势。

’& 重庆产业集群经济外部性的获得还表现在竞

争促进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促使企业之间的信任

和合作得到进一步加强。例如，随着摩托车企业竞

争的激化，形成了迫使摩托车生产者努力提高技术

的高压环境，加上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地理集中

有助于信息流动和技术外溢，从而促进摩托车技术

难题不断解决，专利不断增多，使重庆整个区域的摩

托车专业化水平得到进一步提高；随着专业化规模

不断扩大，专业化服务项目的需求也不断增加，从而

有助于该领域内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降

低外部交易费用。例如，许多汽车摩托车企业都面

临着不经常使用但却又必不可少的资源投入，如某

些检测设备、仪器等。重庆众多的汽车摩托车零部

件配套专门服务机构可以及时地提供这些设备、仪

器，从而降低摩托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汽车摩托

车整车企业、零部件配套企业之间相互信任和合作

也得到了加强。经过多年发展，重庆市汽车摩托车

零部件已初步形成了市场化程度高的多种配套体

系：重型车配套体系、轻型商用车配套体系、微型车

配套体系、轿车配套体系、专用车配套体系、摩托车

配套体系等。以上配套体系所形成的重庆市汽车摩

托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和产业氛围是其它地区最难以

模仿的核心竞争力。

（三）重庆产业集群通过区域品牌的产地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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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地扩大了市场

重庆市汽车、摩托车制造领域有一些有较高市

场认知度的企业和产品品牌，通过这些品牌的辐射

不仅大企业可以通过基于产业集群的协作网络获得

专业化分工的好处，中小企业也可以借助产业集群

品牌的产地效应，克服其自身存在的规模劣势、改善

竞争中的不平等地位。

嘉陵———这个摩托车品牌所产生的独特的产地

效应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嘉陵作为曾经辉煌一时的

中国摩托车之王，在全国拥有极大、极佳的声誉，在

一段时期甚至一度成为摩托车的代名词。伴随着嘉

陵摩托车在全国的畅销，嘉陵的名气迅速传播，市场

占有率之大空前绝后，随着嘉陵品牌的广泛而深入

的传播，重庆这个产地也相应地迅速传播到全国。

因此，在早期的消费者心目中，“ 重庆造”蕴涵着“ 正

宗”之意，“重庆造”成为中国摩托车制造的领头羊。

“产地效应”就产生了：只要是重庆生产的摩托车，就

能立即得到市场的认可。而这无疑为后来其它“ 重

庆造”的市场开拓铺平了道路。直到今天，嘉陵仍然

受到行业人士的尊敬，这也可以说明嘉陵品牌所产

生的产地效应对整个重庆摩托车业的贡献之大。中

国已经无可非议成为了世界摩托生产第一大国，而

重庆是中国摩托车第一名城。

重庆市汽车、摩托车零部件制造领域的品牌有

重汽康明斯发动机、庆铃的五十铃模具及座椅、长江

依之密活塞、綦江齿轮厂的 !" 变速器和转向器、东

京散热器、矢崎仪表、美国李尔、三铃大金离合器、志

成缸头、捷力轮毂、秋田齿轮、渝江压铸等，已形成了

较强的市场竞争力。与之配套的重庆汽车摩托车国

有及规模以上的零部件企业已经发展到 #$% 家，职

工总人数 &&’ $ 万人，资产总计 &($’ )# 亿元（*++#
年）；同时还有规模以下的重庆摩托车零部件配套企

业近千家。这些企业依靠以上知名品牌和区域市场

的知名度的辐射，迅速地扩大了交易市场，并通过交

易市场的信息搜集、集中和反馈获取各种信息，使交

易费用大大降低，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分工，有效地地

拓展市场容量。

由此可见，不仅大企业可以通过基于产业集群

的协作网络专业化分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和生产率

的提高的好处，中小企业也可以借助产业集群促进

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区域品牌的产地效应，获

得较大的产品市场份额。所以，很多国家的地方政

府在总结国际经验的基础上，都把公共政策重点转

向了促进地方产业集群的培育、发展和升级，其核心

是通过区域治理，使增强本地生产系统的内力和利

用国际资源相结合。

三’ 结束语

重庆典型的大城市产业集群现象起源于老工业

基地和重要的军事工业基地的典型的外部经济和技

术成本发展道路。这种城市产业集群形成有较强的

专业化分工，获得外部规模经济，因而促进了生产率

的提高；大量同类企业集聚在重庆，也提升了重庆汽

车摩托等产业的区域经济的外部性；重庆产业集群

的大中小企业通过区域品牌的产地效应，迅速地扩

大了市场，进一步促进专业化分工，降低了交易费

用。因此，应进一步加强重庆产业集群的专业化分

工，促进专业化水平和技术不断提高，进一步提升产

业集群区域品牌形象，做大做强重庆城市产业集群，

才能提高重庆区域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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