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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流域产业布局探究%

黄元斌

#四川理工学院 政法系，四川 自贡 "$%&&&）

【摘 要】嘉陵江流域的产业布局，应在培育绵阳、南充等增长极的基础上，重点以点轴布局模式为主，即

以川陕铁路、成达铁路和嘉陵江为轴线，形成 “干”字型布局。同时，考虑嘉陵江流域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梯度

性，形成以重庆、绵阳为中心，沿嘉陵江和川陕铁路等为轴的圈层式渐进开发模式，促进流域产业的可持续、

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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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陵江发源于秦岭南麓，全长约 **(& 千米/ 流

经甘陕川渝三省一市。流域面积 *" 万平方千米，大

部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水丰富，年平均径流量

"!& 亿立方米。该流域人口约 *0&& 万，沿江 (( 个县

级城镇，以农业为主，工业发展滞后，总体经济势力

薄弱 1 * 2。嘉陵江流域经济是川渝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只有通过对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推动产业结构

由低级向高级演变，实现产业在空间上的合理分布，

才能促进该流域经济持续、健康的发展。

一 产业布局模式的选择

产业布局是产业结构在地域空间上的投影。对

于某一地区 （或国家）来讲，究竟应选取何种布局模

式，应根据区域条件、产业结构特点及区域经济发展

阶段来确定。嘉陵江流域，幅员辽阔，经济比较落

后。产业布局方面，必须努力改变流域内产业结构

低级、产业趋同的局面，按照各个区域的比较优势，

合理配置产业和选择产业布局模式，实现该流域经

济的发展。

（一）产业布局模式回顾

*3 增长极模式

增长极概念是 (& 世纪 0& 年代初由法国经济学

家佩鲁（’3 4566789）所提出的。最初的涵义是指抽象

的经济空间，它所关心的是增长极的结构特点，尤其

是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即一个主导产业通过前向、后

向、侧向的关联作用来带动经济的发展。然而，佩鲁增

长极概念的一个最大的缺陷，就是忽视了地理空间。

佩鲁的增长极中的“极”，是指推动型的企业及与其相

互依赖的产业部门，而不是地理空间中的“极”。此后，

法国地理学家 :3 布代维尔（:3 ;3 <78=5>?@@5）和其他许

多学者一起将极的概念引入地理空间，使增长极包含

了两个明确的内涵，即经济空间上的某种推动型工业

和地理空间上的产生积聚的城镇。

该理论在区域产业布局上表明一个地区经济主

张不可能均衡地同时在所有地点发生，特别是一个地

区经济发展的初期，要把城市规划和产业集群的培育

结合起来，通过增长极核带动周围地区的全面发展。

(3 点轴（线）开发模式

该模式中的点，就是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各级结

点（即各级城镇）。线，则包括各种其中以交通线为主

的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通信线路等各种线装基

础设施 ，通过各种线网联系起来的组成点轴。该理

论主要运用于一些中等发达地区，一般已经具有一

定的物质技术基础和较为丰富的资源，其工业和中

小城镇往往围绕某一中心及交通路线交汇处形成经

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区域。要对这类地区进行产业

布局规划，关键是重点开发轴线的选取。

%3 网络开发模式

该模式一般用于经济发达地区，当地区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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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达到较高水平，产业布局轴线经纬交织，则终于形

成以城市为结点，产业密集带为脉络的产业布局形

态，即网络型布局模式 " # $。

%& 圈层式渐进开发模式

流域作为一个特殊的区域，又是由大中小各类

型城市区域组成的，在各城市区域内和区域间相互

依存，相互制约形成有机统一体。城市在这个统一

体中起着中心作用，对区域经济有吸引和辐射功能，

而且在 “距离衰减率”法则作用下，必然导致城市区

域形成以中心城市为集聚和扩散核心的中心地圈、

产品辐射圈等多层次的圈层状网络结构。所谓“圈”

实质上意味着“向心性”，而“层”则意味着“层次分异

性”。依据城市区域的圈层地域结构特征，城市区域

的经济发展可以通过 “点轴”扩散机制的不均衡发

展，建立“圈层梯度扩展”模式，在内外各圈层间有机

融合的基础上，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嘉陵江流域产业布局模式的选择

嘉陵江流域作为一个以农业为主，工业发展滞

后，总体经济实力较薄弱的区域。在产业布局模式

的选择上，应首先考虑增长极的培育，形成绵阳的高

技术产业、南充丝绸产业、巴中的天然气产业等产业

集群，通过主导产业的前向、后向、侧向的关联作用

来带动流域经济的发展。

嘉陵江流域，幅员辽阔，经济比较落后，除了增

长极的培育之外，还应通过点轴（线）开发模式，以川

陕铁路、成达铁路和嘉陵江为轴，提高辐射的范围和

效率，带动流域的发展。笔者在“嘉陵江流域产业发

展的梯度性探析”一文中论及，嘉陵江流域产业发展

的梯度性，即从上游至下游产业发展逐渐发达的趋

势。流域还位于成都、重庆为中心的圈层中，在产业

的布局方面，按距离成都、重庆远近，形成产业从低

级到高级的层次结构。

总之，嘉陵江流域的产业布局，应在培育绵阳、

南充等增长极的基础上，重点以点轴布局模式为主，

即以川陕铁路、成达铁路和嘉陵江为轴线，形成“干”

字型布局。同时，考虑嘉陵江流域经济和产业发展

的梯度性，运用以重庆、绵阳为中心，沿嘉陵江和川

陕铁路等为轴的圈层式渐进开发模式，形成合理的

产业分工和产业布局，促进流域产业的可持续、健康
发展。

二 嘉陵江流域产业布局合理化的探讨

（一）第一产业布局

嘉陵江流域地跨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和

中温带’ 包括山地、丘陵、盆地、平原等地貌类型’ 常

绿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寒温性常绿针叶林等植被

类型’ 紫色土、山地黄壤等多种土壤类型。复杂多样

的自然条件不利于整个流域农业生产的专业化’ 却

为流域内各地区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 为流域

内纺织、食品等农副产品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

件。

因此，应改变嘉陵江流域当前这种广种薄收、单

纯发展种植业、农业投入低、农民收入低、水土流失严

重、生态恶化的局面。根据流域内的具体区情，首先要

搞好农业区域布局，发挥各地区的农业优势，在山区、

丘陵和河谷平原地带发展不同的农业产业’ 具体的可

在上游山区着重发展林果业’ 在中游丘陵地区着重发

展农牧业’ 在河谷平原地带着重发展种植业。

目前，流域内农业产业布局初具规模。上游的广

元市以油橄榄为主的林果业快速发展，已建成苍溪

国家级雪梨和猕猴桃基地县，旺苍国家级三木药材

大县和苍溪县川明参、黄姜种植基地，青川、旺苍茶

叶基地县，市中区国家级反季节蔬菜基地，苍溪、剑

阁生猪、毛兔畜牧业大县。全市七个县区中有五个县

区是国家生态环境重点工程建设项目县，是四川重

要的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之一。巴中市发展了南

江黄羊、金银花、通江银耳、香菇、茶叶等特色农牧

业。南充市也形成了 “南薯 ((”、“天府花生”、“洞 )
棉花”等品牌，营山县还实施了冰糖柚、优质肉猪、营

山黑山羊标准化生产项目标准化生产，极大提高了

农产品的品质及市场竞争力，远销陕西、甘肃、重庆

等 * 个省市。但流域内以种植业为主，商品化率低，

产业结构趋同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还应以政府为

主导，以农户和农业企业为主体，由市场配置土地、

资金等资源，创新农业产业化经营模式，使农业产业

结构和产业布局更加合理化。

（二）第二产业布局

嘉陵江流域是一个传统农业区域，工业化水平

较低，经过多年的发展，基本形成了一定的分工的产

业布局，如绵阳的高技术产业，南充丝绸产业，巴中、

遂宁的天然气等产业。但流域内小纺织、小酒厂、小

机械厂等小规模企业低水平重复严重，农业和工业

之间的产业链条较短，产品附加值低，本应具有比较

优势的食品、纺织等产业缺乏竞争力。

流域内农副产品加工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加入世贸组织后国际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应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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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使纺织业和食品业为增加就业机会和扩大外

贸出口作出更大的贡献。当前流域内的农副产品加

工，关键在于发挥各地的资源优势，抓好以生猪加工

为主的罐头业和冷冻食品业、以水果加工为主的食

品和饮料业、以药材加工为主的制药业、以蚕桑加工

为主的纺织业、以棉花加工为主的棉纺业、以木材和

家具加工为主的林业等“产业链”。

嘉陵江流域产业发展的梯度性和圈层式渐进开

发模式的运用，实践上要求在该流域的上游广元、巴

中等地区选择农产品加工业和采矿业、生态旅游业

等作为该区域的主导产业；流域经济欠发达的中游

南充、遂宁地区将纺织业等轻工业作为支柱产业和

主导产业；流域经济水平较高的下游重庆地区，将支

柱产业和主导产业的重点放在现代农业、生物工程

等高新技术产业以及金融、保险、贸易等新兴服务

业。同时，各城市积极准备承接上一级城市的产业

转移，形成流域产业分工与合作的良好局面。

嘉陵江流域经济发展新形式下，还应注重产业

增长点的培育，利用嘉陵江的渠划、梯级电站的修

建、蓬安核电站的修建等机会，培育沿江水电产业

带。利用廉价的水电资源，建立大耗能工业体系，用

引进与自身培育的办法发展与能源、交通密切相关

的战略产业。如引进生产发电机组、大型抽水蓄能

机组和核电机组，超高压直流输变电设备，大型冶

金、化肥和石化成套设备，城市轨道交通设备，水泥

生产设备，新型造纸、纺织、农业机械等企业 # $ %。

（三）第三产业布局

嘉陵江流域，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是北方进入

西南的门户，在劳务输出、旅游、商业等第三产业方

面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在产业布局方面，构

造重庆为一级商业中心；南充、广元、绵阳等地级市

为二级商业中心；县一级城镇为三级商业中心的商

业中心体系。

重庆，作为流域经济发展的一级极点，是辐射长

江上游的商贸中心。培育和建设一批辐射长江上游

的区域性专业商贸市场，培植一批大型流通企业集

团。大力发展物流配送、连锁经营、特许经营、货仓

式卖场、多式联运等新型商业业态；南充市，第三产

业功能突出，正在建设成为川北的区域中心城市，具

有川东北商贸中心城市、区域文化中心城市、区域金

融中心城市和区域商业中心城市等功能。广元、巴

中，位于嘉陵江上游，地处川、陕、甘三省接合部，是

川北重要的物资集散地，具有发展川北大市场，建立

辐射川、陕、甘的专业市场的优势。

目前，流域的第三产业的发展，除了增长极的培

育之外，还应发挥铁路、高速公路、河流等轴线的辐

射和带动作用，扩大其影响范围。特别是四川省和交

通部联合对嘉陵江进行的渠化和梯级开发、规划修

建的兰渝铁路将经过南充、阆中、广元穿越嘉陵江流

域全境，这必将促进沿川陕铁路、成达铁路、嘉陵江

的商业贸易、旅游产业带的形成。

三 政策建议

流域作为一个中观经济系统，应有其适应自身

发展的内在机制。然而，由于流域往往跨越不同的行

政区域，缺乏区域性的统一规划、协同作战，结果是

产业结构趋同、区域分工弱化、市场封闭分割、地方

保护主义严重，经济效益差。

因此，应将嘉陵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开发。

首先，对流域经济组织制度进行创新，设立嘉陵江流

域开发管理局，协调流域地区的各级政府和企业，共

同参与嘉陵江流域的开发和建设。应根据有关法律

或惯例签定有关协议或条约，并根据协议或条约建立

河流联合委员会或其他组织机构，然后由联合委员会

或其他组织机构进行有关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产

业分工与协作，产业布局和产业转移等。通过多层次

组织决策机构，协调不同组织之间的决策权，发挥各

机构的优势，促成流域的整体开发和管理。其次，流域

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应借助计划手段对

流域产业战略的研究，分析区情，预测未来目标，编制

战略步骤、重点、措施等，从而为流域产业结构调整提

供依据。产业布局方面，应通过兼顾平等和效率问题，

通过对流域落后地区的开发，培育增长中心等具体措

施来实现流域空间组织的有序化。再次，国家的计划、

投资、金融和信贷政策倾斜方面，应协调国家产业政

策与流域产业目标，使国家的投资计划、政策、产业安

排等方面与流域区的发展相吻合，即国家政策有利于

流域区的发展。最后，协调流域内各地区产业分工与

协作中的资源权属和权益问题，如财产所有权等，也

是流域产业合作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 %。

总之，打破行政垄断，由川渝两省共建嘉陵江流

域开发管理局，负责全流域的水资源、旅游资源、工

农业和第三产业等的统一规划、布局和开发，避免嘉

陵江流域产业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并促使流域人民

脱贫致富奔小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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