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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辖以来流通业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
!

孙( 畅，吴立力

（重庆工商大学 区域经济研究院，重庆 ?>>>C"）

摘( 要：直辖以来，流通产业在 DEF、经济增长、社会就业、消费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对重庆社会

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其作为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的战略地位已经凸显；另一方面，重庆流通业的

发展水平与国内外发达地区相比，在总量规模、劳动力吸纳能力、现代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此外，

重庆流通业发展还处在较低阶段，具有较大发展潜力。

关键词：流通业；重庆；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G# ( ( ( 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HIC?JK（#>>"）>#I>>?"I>?

!"#$%&’($&"# ") *&%*(+,$&"# &#-(.$%/ $" 0*"#"1&* ,#- ."*&,+ -020+"310#$
") !4"#56&#5 .&#*0 !4"#56&#5 ’0*,10 $40 1(#&*&3,+&$/

L7) +,M-.，97 N0 O &0
（!"#$%&’( )*%&%+$* !","’-*. /&,0$010"，2.%&#3$&# 4"*.&%(%#5 ’&6 71,$&",, 8&$9"-,$05，2.%&#3$&# :;;;<=，2.$&’）

7’.$%,*$8 L0-32 +,%-./0-. P23M=2 :,2 =5-030AM&0:Q R0<23:&Q 5-R2< :,2 32-:<M& .%82<-=2-:S :,2 30<35&M:0%- 0-R56:<Q ,M6 =MR2 .<2M:
3%-:<0P5:0%- :% DEFS 23%-%=03 .<%T:,S 6%30M& 2=A&%Q=2-:S 3%-65=A:0%-S <2.0%-M& 23%-%=03 0-:2.<M:0%- M-R 6% %- %U +,%-./0-.’ +0<35I
&M:0%- 0-R56:<Q P23%=26 PM603 0-R56:<Q M-R &2MR0-. 0-R56:<Q’ V- :,2 %:,2< ,M-RS 3%=AM<2R T0:, R282&%A2R M<2M6 M: ,%=2 M-R MP<%MRS
:,2 R282&%A=2-: &282& %U +,%-./0-. 30<35&M:0%- 0-R56:<Q ,M6 P0..2< PM3WTM<R-266 0- :,2 M6A23:6 %U :%:M& /5M-:0:QS 63M&2S MP6%<P0-. MP0&0I
:Q %U T%<W2<6S =%R2<-0XM:0%- &282& M-R 6% %-’ 1,2 30<35&M:0%- 0-R56:<Q R282&%A=2-: %U +,%-./0-. 06 M: &%T 6:M.2 M-R ,M6 P0..2< R282&%AI
=2-: A%:2-:0M&’

90/ :"%-.8 30<35&M:0%- 0-R56:<QY +,%-./0-.Y 23%-%=03 R282&%A=2-:

( ( 作为我国新兴直辖市的重庆，一直重视流通业的发

展，并把建设长江上游商贸中心作为建设长江上游经济

中心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本文拟就重庆流通业贡献

问题进行分析和探讨，力图从中取得有益的研究成果，

以期为未来重庆市流通产业的发展献计献策。

一’ 流通业对重庆 DEF 的贡献

当前理论界对流通业的概念尚未有统一的认识。

为便于统计数据的收集，本文分析中，流通业的数据

采用当前大多数学者所偏重的作为流通产业主体部

分的商业（即商贸流通业，主要是指零售业、批发贸易

和餐饮业）的数据；时间跨度为 !KK" Z#>>G 年。

直辖以来，重庆流通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

大，在 DEF 总量中占有重要地位。如表 !，重庆流通

产值的绝对值从 !KK" 到 #>>G 年增加了 !##’ JH 亿，

年均增长率为 H’ C[；流通业产值占 DEF 比重的年

均值也达到 K’ #[；但与同期 DEF 增长相比，流通业

发展稍显落后，除 !KK" 年增长率高于 DEF 增长率以

外，其余年份均低于 DEF 增长速度，年均增长率低

于 DEF 增长率约 !’ J 个百分点。从表 ! 还可以看

出，流通产值对 DEF 贡献较大及增长率较快的年

份，DEF 的增长率也相对较高，这主要由于与 DEF
密切相关的“三驾马车”中的消费与进出口均属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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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产业，也即流通产业发展越快、贡献越大，将引致

!"# 的增长也越快。［$］

表 $：重庆 !"# 与流通产业发展情况（$%%& ’ ())* 年）

年份 !"# 流通产值 !"# 增长率 流通增长率
流通产值占

!"# 比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各年 !"# 来自《 重庆统计年鉴 ()),》；流通产值

$%%& ’ ()). 来源于《 重庆统计年鉴 ())*》，())* 年值根据历

年数据估算得来

与全国同期相比较，如表 (，重庆市流通业的发

展要好于全国水平，其年均增长率高于全国 $- % 个

百分点，流通产值占 !"# 比重均值高于全国 (- $ 个

百分点，流通业与 !"# 间增长率的差距也小于全国

$- / 个百分点。但是，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重庆

流通业发展水平还存在差距。早在 () 世纪 %) 年代

中期，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的流通业对 !"# 的

贡献就达到了 $*0 以上，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也达

到 $)0 以上［(］。通过以上分析表明：一方面，直辖以

来重庆流通产业整体发展势头较好，对 !"# 的贡献

较大，并且领先全国；但另一方面，重庆流通产业的

发展较之发达地区差距明显，其发展潜力还有待进

一步挖掘。

表 (：重庆与全国发展情况比较表（$%%& ’ ())* 年）

地区
!"# 年均

增长率

流通年均

增长率

流通产值占

!"# 比重均值

重庆 )- $$( )- )%% )- )%(
全国 )- $$$ )- )/) )- )&$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重庆统计年鉴 ()),》、《 中

国统计年鉴 ())*》和《重庆统计年鉴 ())*》

二- 流通业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

对于直辖以来流通业对重庆经济增长的贡献，

我们可以引入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模型

进行分析。用 ! 表示总产出，"#（ # $ $，(，% % % ，&）表

示第 # 产业的产出量，刘伟和李绍荣（())(）给出了

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模型［+］：

123! $ !) ’ !$ 123"$ ’ !( 123"( ’ !+ 123"+ ’ ⋯⋯!& 123"& ’ "
笔者利用这一模型考察了 $%%& ( ())* 年重庆

流通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趋势。为了便于比较，这里

还引入三次产业，其中 "$，"(，"+和 "+$ 分别代表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和流通产业的增加值，对所选数据

（如表 +）均做了对数处理。运用 )*+ 法估计参数，借

助 ,-#./0*% ) 软件，可以得到以下回归模型：

123123 $ $% )% ’ )% $$123"$ ’ )% .*& 123"( ’ )% ($/123"+ ’ )% (*/123"+$
（$)% ))$）4 （$% //(）4 4 （ *% *,）4 4 4 （$% .%）4 4 4 （$% $(）

4( $ )% %%%%，567% 4( $ )% %%%&，8 $ &/)$% %)(，29 $ (% +$%

从以上回归方程我们可知，自重庆直辖到 ())*
年间，第一产业即 "$ 增长 $: 会导致重庆 123 增长

)% $$:，第二产业即 "( 增长 $: 会导致重庆 123 增

长 )% .*&:，第三产业即 "+ 增长 $: 会导致重庆 123
增长 )% ($/:，而流通业即 "+$ 增长 $: 会导致重庆

123 增长)% (*/:。这充分反映了直辖以来流通产业

对重庆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

表 +：重庆三次产业与流通产业产值（$%%& ’ ())* 年）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流通产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 年和 ()), 年《重庆统计年鉴》

三- 流通业对重庆三次产业结构优化的贡献

就宏观层面而言，流通业对其他部门有溢出效

应，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结构调整中都起着不可替

代的作用；体现在产业层面上，就是流通业的发展与

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优化升

级是紧密相关的。重庆市的三次产业结构由 $%%&
年的 ((- ,5 +%- &5 +&- & 调整到了 ())* 年的 $*- $5
.$5 .+- %，其合理化与优化升级的趋势开始显现，那

么流通业在这个过程中的贡献如何？

根据表 +，笔者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6#66$+- ) 分

析了直辖以来重庆流通产业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

的相关性，#789:2; 相关系数如表 . 所示。从表中可

以看出，在显著水平 ! < )- )$ 的情况下，重庆流通业

的发展与三次产业的发展高度相关。其中，流通业

与第一产业的相关系数为 )- %$,，与第二产业的相关

系数为 )- %%+，与第三产的相关系数为 )- %%/。可

见，尽管流通业对三次产业的发展都有推动作用，但

对第三产业的推动作用大于第一、二产业，而对第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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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的作用又大于第一产业。流通产业对三次产业

的不同推动作用与重庆直辖以来的产业结构的演进

趋势（即“三、二、一”）是一致的，这反映了流通产业

的发展带动了关联产业的发展，对重庆三次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表 !：流通业与重庆三次产业的相关系数（"##$ % &’’( 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流通产业

第一产业 ") ’’’ ’) #(’ ’) #’& ’) #"*
第二产业 ’) #(’ ") ’’’ ’) #+# ’) ##!
第三产业 ’) #’" ’) #+# ") ’’’ ’) ##+
流通产业 ’) #"* ’) ##, ’) ##+ ") ’’’

注：以上相关系数均是在显著水平 ! - ’) ’" 的情况下显著相

关（双尾）。

四) 流通业对社会就业的贡献

考察流通产业对社会就业的贡献程度可以用流

通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总就业人数的比重来衡量。

如表 ( 所示，直辖以来，重庆市流通业的就业贡献不断

扩大，由 "##$ 年的 *) (.，增加到了 &’’( 年的 +) ".，自

"##+ 年以来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从流通业就业

人数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来看，整体较为平

稳，波动甚微，且始终保持在 &(. 以上。而 "##$ %
&’’& 年，我国流通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

为 *) *.，占第三产业就业人数的比重为 &!.，与全

国相比，重庆市的流通业就业贡献率略高一些。但

与世界发达地区比较，其对就业的贡献率还有差距，

如日本 "##" 年流通业就业贡献率就达到 &&) (.，韩

国 "##& 年达到 &$) +.，等等。［!］可见，直辖以来重庆

流通业对社会就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且今后的就业

空间依然很大。

表 (：重庆流通产业对就业的贡献（"##$ % &’’( 年）

年份 总从业人员
第三产业

从业人员

流通业

从业人员

流通业从业人员占

总从业人员的比重

流通业从业人员占总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注：流通业就业人员主要指零售、批发贸易和餐饮业。

/ 数据来源："##$ %"### 年数据来自《&’’& 年重庆统计年鉴》、第五次人口普查，&’’’ %&’’( 年数据来自《&’’* 年重庆统计年鉴》

/ / 此外，我们可以从就业产值弹性角度来考察流

通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在经济学中，弹性通常

是用于描述一个因素对另一个因素变化的反映程

度，即一个因素在另一个因素变化 ".时所变化的百

分率。根据 "##$ % &’’( 年重庆流通业的产值和就

业人数，应用 0100",) ’，计算了重庆市流通业的就业

产值弹性，如表 *。我们看到，重庆流通业产值每增

加 ".，就能够吸纳 ’) ,",(. 的劳动力就业，这反映

了流通业在吸收就业方面的突出能力，再次诠释了

流通业的发展对于社会就业的巨大贡献。

表 *："##$ % &’’( 年重庆流通业就业产值弹性

就业产值弹性 判定系数 2& 标准差 3 统计量 1456
’) ,",( ’) #’*’ ’) ’&!( +) &"!+ ’) ’’’"

/ / 五) 流通业对消费的贡献

消费被誉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

而且是拉动作用最为显著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消费和流通业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消费决定流

通，流通带动消费，流通的发展程度影响消费的实现

程度，影响着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消费方式。笔者

利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流通业产值来衡量流通

业对消费实现的贡献。

由表 $ 可见，自 "##$ 年直辖以来到 &’’( 年，重

庆市 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从 (*+) "+# 亿 增 加 到

"&"() $(+ 亿，其绝对值增加了 *!$) * 亿，年均增长率

也超过了 "’.。同时，从表中还可发现直辖以来社

零总额与流通产值的增长轨迹大抵是一致的，这充

分体现出了流通与消费是密不可分的。此外，我们

看到重庆流通产值与对社零总额的贡献在过去 # 年

的波动不大，其年均值为 &") *.，略高于全国同期平

均水平 ’) * 个百分点。尽管直辖以来重庆流通业的

快速发展也带动了消费的飞速提升，但与国内发达

区域相比，重庆流通产值与对社零总额的贡献还较

小，如 &’’’ 年至 &’’, 年长三角地区该比值达到了

,&) ".［(］，&’’" 年至 &’’, 年珠三角地区的该值高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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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表 %：重庆及全国流通产业对消费的贡献（(!!% ) $""* 年）

重+ + 庆 全国

年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流通业产值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流通业产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 年、$""’ 年《重庆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 + 六# 流通业对重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贡献

直辖以来流通业在重庆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

贡献主要是通过现代化、多元化、开放化的现代商品

流通体系的构建以及多层次、强辐射的区域商贸中

心的形成，形成各区域间相互渗透、相互依赖和相互协

作的统一大市场，进而加快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这里，我们认为可通过三大经济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比重变动趋势来描述流通业在重庆区域经

济一体化方面的贡献。如表 -，我们看到三大经济区

社零总额比重自直辖以来的整体变动趋势是：都市

发达经济圈逐步下降，而渝西经济走廊和三峡库区

生态经济区稳步上升。到 $""* 年，三大经济区的差

距已经非常小了，这意味着重庆三大区域内统一的

市场正在形成，也体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

快。上述变动可归结为直辖以来重庆极具地方特色

的商贸中心构架的搭建，即形成都市中央商务区、区

县商圈、城镇商业特色街（ 专业市场）和乡镇（ 社区）

商业点四个层次的商业中心，这不仅加快了商贸流

通设施建设与改造，缩小了三大区域间的消费硬件

和软件环境的差距，也使得区域间联系更加紧密。

当前，重庆市正在规划建立以主城核心 * 区和万州、

涪陵、黔江、长寿、永川、合川、江津、南川、开县（“( 0
!”）的 (" 个商贸中心区，这将进一步加快重庆三大区

域的协调发展速度，从而提高区域一体化的程度［%］。

表 -：直辖以来重庆三大经济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

年份 都市发达经济圈 渝西经济走廊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数据来源：(!!-、$"""、$"". 年和 $""’ 年《重庆统计年鉴》

七# 主要结论

基于前文的分析，笔者认为直辖以来流通产业

一方面在 123、经济增长、社会就业、消费以及区域

经济一体化等方面对重庆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

大的贡献，其作为基础产业和先导产业的战略地位

已经凸显；另一方面，重庆流通业的发展水平与国

内、外发达地区相比，在总量规模、劳动力吸纳能力、

现代化程度等方面的差距仍然较大，其对经济发展

的制约瓶颈依然存在；此外，重庆流通业发展还处在

较低阶段，具有较大发展潜力，其对经济社会的贡献

能力还有进一步释放的空间。因此，必须科学、客观

地审视流通业在重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地

位，充分认识其不足和差距，大力发展现代流通业，

提升流通产业的贡献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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