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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城市但:王则n段重庆三峡库区倾镇把前选择’

张佳勇，张明举，朱建峰

(西南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重庆400715)

    摘 要:重庆三峡库区产业空虚化和其特殊的战略地位使其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作用较小，应走异地城

市化和本地城市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重庆三峡库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过多，城镇化的关健在于减少总量人

口，特别是农村人。;但由于地形限制，城市可用地很少，制约了本地城镇大规模的扩张。因此，现阶段重庆

三峡库区城镇化的主要路径是异地城镇化，其方式是发展劳务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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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ulationsettlementinurbanizationatanotherPlaceisthechoice

furPresenturbanizationstageofThreeGorgesareasof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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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怡tract:ThreeGorgesareaofCho眼qinghasnotagglomeratedenterPrisesandsothero1eofurbanizationdrivenbyindus-

trializationbecomessmall.ThePopulationofThreeGorgesareashou1dbesettledbyurbanizationatanotherPlacetogetherwith

localurbanization.ThreeGorgesareaofChongqinghasrichsurplus1aborsandsothekeytotheurbanizationhereshouldre-

ducethetotalnumberofpopulation，especially，rural卯pulation，however，becauseofthelimitationoftheareasandtopogra-

phy，thereisalittlelandwhichcanbeusedincities，whichrestricttheexpandingloca1urbanizationonlargescale.Thus，cur-

rently，thekeytourbanizationofThreeGorgesareasofChongqingistheurbanizationatanotherplaceandtheplanfortheur-

banizationistodeveloplabOrservice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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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重庆库区19个区县，地域

面积占全市的70纬以上，人口占全市的50%以上，

拥有的镇总数占市的47.8%。因此，没有三峡库区

生态经济区的城镇化发展作支撑，重庆不可能实现

全面快速的城镇化发展。2005年统计的数据，三峡

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城镇化率为27.28%，都市发达经

济圈是85。05%，渝西经济走廊是37.75%，三峡库

区生态经济区与另外两个经济区有很大的差距。如

果说近期重庆市的城镇化主要依靠其它两大经济区

的城镇化来带动的话，那么在中长期重庆市的城镇化

则主要依靠三峡库区生态经济区的城镇化来推动，这

是整个重庆市加快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保证。

    一、重庆三峡库区产业空虚化和其特殊的战略

地位使其现阶段工业化带动城镇化作用较小

    1992年前，三峡工程处于长期论证状态，库区也

由此陷人多年的“不上不下”、“不搬不迁”中，国家在

库区布局的工业项目极少，产业发展基本停滞。库

区“一产弱、二产虚、三产缺”，产业基础薄弱，产业结

构不合理，工业经济严重“短腿”。2005年底重庆库

区规模以上企业不足800家，由于二、三产业空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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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库区城镇就业岗位严重不足，重庆各区县平均

失业率达到12.8%，城镇未就业人员达23万人。

    以下五大制约因素导致三峡库区产业空虚:(1)

地理区位制约。库区远离主流市场，无地缘优势，基

础设施落后，虽坐拥长江黄金水道，但港口码头功能

滞后，配套能力不强，导致库区物流成本高，对外部

生产要素的吸纳力弱。浙江纳爱斯曾试图在涪陵建

立西部生产基地，但终因物流成本太高而放弃。(2)

生态环保制约。三峡库区是水环境敏感区，产业准

人门槛高，企业的环保运营成本也相对较高，限制了

一些产业发展。(3)资金短缺制约。目前国有商业

银行纷纷紧缩贷款审批权限和营业网点，农村信用

社也是多吸储少放贷，邮政储蓄机构只储不贷，库区

企业普遍陷人贷款难的窘境。(4)资源瓶颈制约。

重庆是我国重要的天然气产区，却频频出现“缺气”

的尴尬，虽然近几年供气指标有所增加，但还是难以

满足长寿、涪陵、万州等库区三大化工基地的需要。

如今，许多工业项目都在“等米下锅”。(5)人才制

约。这是库区产业发展的“软肋”。目前人才“外流”

十分严重，毕业返回库区的大学生不足1/4，尤其缺

乏大量的技术人才、营销人才和技术工人。

    三峡库区应定位为生态区而非工业区，其作用

不仅是三峡工程的生命线，而且是长江中下游的生

态屏障，还是全国的水资源战略储备库。三峡工程

建设将使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变得十分脆弱，库区

内地质灾害和水土流失严重，干早、暴雨、洪涝、滑

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时有发生。据统计，库区地质

灾害体多达5171处，水土流失面积达3.06万平方

公里，每年人库泥沙总量达1.4亿吨;森林覆盖率仅

为22.3写，远低于国家对库区规定的45%的森林覆

盖目标。同时三峡成库后，水流速度减缓，水体自净

能力降低，加之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农村面源污染、

工业废水污染、流动船舶污染等尚未得到有效治理，

环境形势十分严峻。三峡库区是长江流域最重要的

生态屏障，关系着中下游防洪与环境安全。如果生

态环境破坏，不仅对库区人们的生产生活和三峡工

程构成了威胁，也影响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经

济发展。同时三峡工程的寿命关键取决于库区的生

态环境质量和库区水资源的质量，三峡库区水资源

及环境质量越高，三峡工程的寿命就越长，反之，三

峡工程的寿命就越短。鉴于三峡库区特殊的区位优

势和重要的战略地位，我国应从国家安全的高度把

三峡库区建成“国家级生态经济区”，而不是建设成

为一个工业区，以此来保护库区的生态环境，实现水

资源战略储备库，促进库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所以，不宜用工业化带动重庆三峡库区的城镇化。

    二、重庆三峡库区城镇化应走异地城市化和本

地城市化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由于地理区位、生态环境、资金短缺、资源瓶颈、

人才等诸多条件的制约，三峡库区已不适合大力发

展工业，区域功能也决定了工业化已不是目前重庆

三峡库区城镇化的关键因素。

    1.重庆三峡库区城镇化的关键问题是农村富余

劳动力过多，突出的人地矛盾已成为制约当地经济

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了城镇化的发展

    山高坡陡，土地贫痔，农民人均耕地不足一亩，

特殊的自然条件使得三峡库区发展传统农业受到先

天不足的制约。土地资源的不足和农业生产的集约

化导致库区农村富余劳动力迅速增加。据测算，重

庆市库区目前有17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十一五”

期间，还将以每年15万人的速度增长，成为制约库

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以巫山县为例，2005

全县59万人口中，农业人口52 万人，劳动力31.3

万人(男17.1万人，女14.2万人)，富余劳动力就有

17.1万人，使得巫山县成为移民难县、农业弱县、工

业小县、财政穷县。

    2.重庆三峡地区地形崎岖，城市可用地很少，制

约了本地城镇大规模的扩张

    按照国家相关规划，1997一2010年，批准重庆市

规划用地总量为4万公顷，截至2004年，重庆市已

经用地3.47万公顷，占总量87%。这意味着重庆市

以后7年时间内，只有 0.53万公顷土地可作为开

发、建设用地，用地已是日趋紧张。一方面是由于重

庆市城镇化进程加快，另一方面由于三峡库区搬迁

用地迅速增加，预支了土地存量。由于用地紧张，重

庆市近年来重点急需用地项目主要是符合国家发展

规划的能源、交通、水利、城市重大公共设施以及列

人国家规划的卫生、教育建设用地和国防军工等重

点项目。

    重庆三峡库区寸土寸金，库区建设自然是惜土

如金，因而三峡库区部分县城无法大规模地扩展。

例如:奉节新县城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建设征地虽

有10200亩，但可用于建设的土地只有 2900多亩。

万州区是三峡库区移民迁建任务最大的区县之一，

全区原来人均耕地已不足1亩，三峡工程蓄水后又

淹没各类土地4万多亩，使土地资源更为稀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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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市巫山县位于三峡库区腹心，是重庆库区首淹首

搬县，新县城建设规模为6平方公里，其中3.79平

方公里的移民迁建用地实际可建用地不足2.68平

方公里。

    3.重庆三峡库区城镇化的关健在于异地城市

化，减少总量人口，特别是农村人口，其方式是劳务

经济

    制约库区城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这里人

地矛盾突出，富余劳动力太多。据测算，重庆市库区

目前有170万农村富余劳动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要提高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发展劳务经济就成为

必然。劳务经济不仅成为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新

阵地，还为库区经济发展增添了生机和活力，也使库

区劳务经济的产业链得到有效延伸。发展劳务经

济，正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解决农村就业、减少

农民、发展库区城镇化的主要途径。发展农村劳务

经济，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有序地走向城市，走向沿

海发达地区，其好处有三:首先是创造了农民进城务

工经商的机会，是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途径，使农民

工成为新一代产业工人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是减

少了农民，有利于本地城市化;再次:有利于发展农

业的适度规模经营和社会化，较大幅度地提高农业

劳动生产率。以巫溪县为例:巫溪县大力发展县域

经济，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加大劳动力向外输

出，常年劳务输出总量稳定在 12万人以上，城镇化

率大为提高，也成为当地农民致富的一条主要的途

径。但目前劳务输出的农民，“季节型、候鸟型”的

多，“常年型，移民型”的少;“数量型”的多，“质量型”

的少;“体能型”的多，“技能型”的少。所以重庆三峡

库区发展劳务经济，以后不仅要输出质量型、技能型

农民，而且要把农民真正输出去，从而能减少库区的

总量人口，尽量减少富余劳动力。人口减少了，城镇

化率自然就提高了，同时缓解了人地矛盾，有利于本

地城镇化的发展。

    4.根据主城区对三峡库区的辐射强弱，在本地

城市化和异地城市化间权衡取舍

    根据区位距离衰减规律(实质是地理要素间的

相互作用与距离有关，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地理要素

间的作用与距离平方成反比)，距中心地区越远，受

中心地区经济发展的辐射拉动越小，边界地区的经

济水平与它们和经济中心之间的距离成反比。愈靠

近边界，经济发展愈缓慢;相反，愈靠近中心地区，经

济发展愈快。巫山、奉节、城口、巫溪、秀山、酉阳离

各大经济区的距离相对较远，各大经济区对它们的

辐射是最弱的，这些地方应当以异地城市化为主，在

大力发展劳务经济的同时重在把农民真正输出去。

开县、云阳虽可接受到都市圈和万州区的辐射，但都

市圈对它们的辐射是相对较弱的，在本地城市化同

时应侧重异地城市化。梁平、丰都、垫江和忠县能够

同时接受到都市圈、涪陵区、万州区和长寿区的辐

射，武隆、石柱能够接受到都市圈、涪陵区和长寿区

的辐射，彭水能够接受到都市圈、涪陵区和黔江区的

辐射，以上地方有较好的发展条件，所以发展劳务经

济时，应以本地城市化为主，加快本地城镇化的进

程。对于其它四个区，重庆市要把万州和涪陵建成

大城市，黔江已定位于建成武陵山区的经济中心，长

寿已定位于建成服务于重庆中部地区和四川广安地

区的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这些地区自然应以本

地城市化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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