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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公路带动产业发展的吸附效应与投弹效应


———对三峡库区农村公路经济带产业发展初期的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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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村公路的修建及建成初期，对农村发展具有吸附效应和投弹效应。农村公路的建成，使沿线
地带具有了一定比较优势，促使本地和外地资源、要素向公路沿线和交汇点聚集，改变生产、生活布局，进而

整合、诱发、创造需求，拉动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也促成当地交通运输业的形成与发展，进一步推动其

他产业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当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和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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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交通运输产业与国民经济整体的关系，长期受

到研究者的关注，而其与国民经济大系统某一子系

统（如农村）的关系，鲜有研究。同样，利用产业政

策、财政政策及体制等工具，解决“三农”问题，已有

不少研究成果和效果，但如何直接利用对经济影响

巨大的“交通产业”，尤其是同广大农村发展联系紧

密的“公路产业”与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的关系，来

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研究其长效的、根本的、稳定

的机制，是一个崭新的交叉研究领域。在扶持发展

中国家的过程中，世界银行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其

经济顾问迈克尔·Ｍ·塞尼（１９９８）在对农村公路项
目的研究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公路对农村

社会结构的影响，但尚未对其经济影响和关系进行

分析。

本文对三峡库区农村公路经济带进行了考察，

针对三峡库区农村的地理特点、社会经济组织特

点、发展水平等状况，深入分析农村公路对启动当

地经济所产生的多重效应，进而解释公路与产业发

展的关联机制。

二、吸附效应：诱导经济单元的空间集

聚，创造需求

目前，我国的农村经济单元包括以家庭为代表

的农户（包括私人作坊）和乡镇企业，其分布和发展

状况代表着农村的整体发展水平。农村产业的发

展是多种因素的复合，为剔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我

们重点对三峡库区两条新建农村公路周边地区进

行了考察。那里的农户在道路建成前与外界的联

系很少，交通运输联系均为步行和人力搬运，对外

相对封闭，因而农村公路产生的影响就表现得更为

明显，效果更易甄别。

考察发现，农村公路建设期间及建成以后，原

始的“散状”分布形态迅速改变，农户、乡镇企业纷

纷向公路沿线汇集，公路犹如吸铁石产生了“吸附

力”，很大程度上集聚了区域内的人口、产业、信息

等，吸引了经济单元的聚集，从而产生了吸附效应。

农村公路极大地改善了通行状况，将农户或村

社与当地的经济、社会中心联系起来，并通过其与

公路干线的连接通达更高一级的中心，进而使公路

沿线地区具有了一定的区位优势。居民、外来投资

者等具有沿线分布的利益冲动：（１）可以开发和利
用沿线的资源。资源不仅指原先因为交通条件落

后而无法开发的自然资源，如地处偏僻农村的某些

矿产资源，也包括具有比较优势价值的资源，如劳

动力、土地和部分原材料等。（２）可以获得运费低、
速度快、运量大的优势，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竞争

力，而且便捷的交通运输在空间上扩张了农副产品

的市场范围，增强了产品对市场的影响能力。

（３）随着企业发展，产业分工与专业协作的要求日
益增强，各个企业间形成复杂的纵向、横向的产业

联系，从而形成具有关联性的产业网络体系。相

反，与这个网络体系联系薄弱的企业其生存和发展

的潜力都会很弱，企业的聚集及其联系的不断增强

是必然结果。（４）企业聚集可以使某些资源得到共
享，企业间信息交流增强，有助于企业得到规模效

应以便于进一步的扩张。所以，农村公路是农村各

种资源要素集聚条件的重要“供给方”之一，具有强

烈的吸附效应。

总体来讲，吸附效应表现在经济单元空间区位

改变和需求创造两个方面。

吸附的空间区位有两个特征：一是沿着公路沿

线的聚集，二是在公路的交汇点（即乡镇）的聚集，

如图１所示。例如，武仙路的周边变化非常明显。
该公路起于武隆县①城巷口镇，途经土坎镇、双河

乡，止于仙女山森林公园。道路周边区域内原处于

传统农业社会形态，以自然经济为主，人口、产业的

分布不集中，对外经济联系少，生产要素和经济组

织缺乏集聚的动力。武仙路的修建，对农户与乡镇

企业有很大的吸附力。临近公路的农户自建住宅，

距公路远的农户通过土地置换，纷纷将新居迁至公

路两侧。现在，公路沿途几乎全是宽敞的砖瓦楼。

武仙路的建成，也促进沿途产生并聚集了一批食品

加工企业，包括天然色素业、肉类食品加工业、山野

菜加工业等。天然色素业以仙女天然色素有限公

司为龙头，积极发展胡萝卜色素生产，建设胭脂萝

卜基地，“十五”期末，已生产出色素３．５吨，产值达
４００万元，建立胡萝卜种子基地 ２０００亩；规划到
２０１０年，年生产天然色素６０吨，实现工业产值５０００
万元，实现出口１００万美元。肉类食品加工业在加
快１００万头“洋三元”优质瘦肉型生猪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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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武隆县位于重庆市东南，长江支流乌江的下游地区，是国家级贫困县。



上，大力发展肉类食品加工；规划到２０１０年，年加工
肉制品能力达到１万吨，实现工业产值１．２亿元。
山野菜加工业则充分利用周边山区的山竹笋、蕨

菜、薇菜、玉米花、刺奶包和春芽等纯天然绿色山野

菜资源，以华银山野菜开发公司为龙头企业，进行

山野菜系列产品的开发、加工、出口；规划到 ２０１０
年，年产量达３０００吨，实现工业产值２０００万元，实
现出口５０万美元。

图１　农村公路的吸附效应示意图

　　空间聚集将农户们由于分散而只好“放弃”的
需求整合，形成数量规模，转化为现实需求，这就是

吸附和聚集所产生的需求创造效应。公路存在之

前，由于供给成本高昂，经济单元有一些潜在需求

因没有供给而不能实现。农村公路的吸附效应，不

但是各种产业形成发展的，也是农村各种需求实

现、扩大的诱发剂和推动力，如图２所示。这些潜在
需求，包括了农户的衣食住行多方面。比如，安装

电话等高额固定成本是农民使用电话的巨大障碍，

单家独户的农户是不太可能单独安装使用固定电

话的，而分布于路边的公共电话服务，有效整合了

分散的潜在通话需求，进而促成通话消费规模的形

成与扩大。又如，交通的通畅极大地降低了运输成

本，在很大程度上诱发了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等的需

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潜在需求，与过去所公认

的４种潜在需求①是不同的。

图２　空间聚集创造需求示意图

　　三、投弹效应：直接“投进”新产业，促使

运输及其相关产业的形成与发展，促进产业

结构的多元化

我们考查库区另外一条农村公路———万梁辅

道②。此道最初是用于万梁高速公路建设运输原材

料，建成后，沿线居民亦将其作为生活、生产使用。

辅道改善完善了乡村路网，直接催生了当地运输业

的出现，实现了当地人力交通向现代交通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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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即购买力不足型的潜在需求、适销商品短缺型的潜在需求、对商品不熟悉型的潜在需求、市场竞争倾向型的潜在需求。

万梁辅道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梁平县偏远地区。



实现了“乡乡通”。

辅道开通后，沿线连接几个乡镇，可至梁平县

城、万州等中心城市，极大地方便了沿途居民（如图

３）。辅道沿线出现了“摩托车代步”和小物件的运

输，个别家庭甚至购买了长安微型车从事运输业。

以经营为目的的商用摩托车随处可见，货物运输方

式实现了由以挑、背等人力为主向以汽车、摩托车

为主的转变，运输规模急剧扩大。

图３　万梁辅道沿线路网状况

图注： 为辅道， 为原有主要公路， 为原有乡村道路， 为在建高速公路。

　　不少农民都离开土地，从事客货运输及其相关
产业（道路维护、运输工具修理等）的人员大大增

加，这些产业从无到有，得到发展，农村公路创造了

新产业。而且，一些具有潜在价值的产品，原来没

有成为商品或大规模生产的条件，公路出现以后，

这些产品迅速发展，形成新的产业。比如，沿途的

饲料销售点、诊所等也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产业

形态的多元化。公路产业的出现，如图４所示，犹如
在仅有农业的农村地区中投入了一颗“产业炸弹”，

即投入了一个全新的产业，新产业又引发其他产业

的产生、发展，形成连锁反应，“破开”了农村产业多

元化发展之门。

交通条件的改善，使出行时间大大缩短、方便

程度大大提升，为赶集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见表

１）；这刺激了沿线居民的消费和经商的欲望和需
求，赶集的次数大大增加（见表２）。不仅如此，一
些农产品的交易也跳出了乡镇集市定点、定时的

局限，出现了一些开着车沿途收购农产品的小贩，

沿线经济带商业发展得到推动，这犹如我国进入

ＷＴＯ，农民也进入了周边的或更大的市场。农村
公路产业及其引发的一系列产业创造，就是其产

生的投弹效应。

图４　“投入”运输业后引起的产业“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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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万梁辅道对周边居民出行时间的影响

出行范围 出行时间／小时

起点 迄点 步行时间 乘车时间

城东乡 孙家镇 ８．０ １．５

孙家镇 梁山镇 ９．０ ２．５

城东乡 铁炉乡 ３．５ ０．７

孙家镇 分水镇 ３．１ ０．５５

双河口 柱山镇 ５．１ １．１

柱山镇 龙宝界 ３．９ １．４

小垭口隧道 柱山镇 ３．２ １．２

　资料来源：本课题组调研数据。

四、结语

农村公路在农村发展中起着启动和决定性作

用，其推动路径有两条主线：一是空间聚集所带来

的吸附效应，将本地及外来资源、要素聚集于公路

沿线和交汇点，改变生产、生活布局，进而整合、诱

发、创造需求，同时形成市场价值，降低生产成本，

拉动了沿线地区的经济发展。二是直接创造交通

运输及相关产业，进一步推动其他产业的发展，形

成投弹效应，直接推动了当地产业的多元化发展和

结构升级。

表２　万梁辅道建成前后居民出行次数变化情况

去该辅道另一终点

城镇的平均次数

去就近城镇

的平均次数

辅道建前

（１９９７年）
５次／年 ２次／月

辅道建后

（２００１年）
９次／年 ５次／月

图５　农村公路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影响效应和关联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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