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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重庆国际化大都市的战略思考（一）*①

——重庆国际化现状与目标框架解析

（2017年3月21日）

全球化时期，核心城市间的竞争成为国家竞争的重要体现。未来一段

时期，我国相关城市建设国际化城市的进程必将提速，并将深刻影响今后的

城市格局和定位。重庆作为直辖市、西部开发开放的战略支点，自然不能置

身其外。基于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课题组历时两年，对这一战

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理性的探讨。

一、建设重庆国际化大都市是符合国家战略导向

的理性选择

2015年重庆GDP为 15719.72亿元，仅从数量上看，比肩美国西雅图、澳大

利亚悉尼，高于意大利米兰、澳大利亚墨尔本、加拿大蒙特利尔。重庆经济发

展水平和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节奏，已经进入思考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阶段。

（一）建设重庆国际化大都市符合国家战略布局的总体导向

2016年初，习近平总书记亲临重庆，视察指导工作，要求重庆抓住“一带

*由重庆市生产力发展中心、重庆蓝洋金控有限责任公司、重庆社会科学院联合

课题组编写。

关于建设重庆国际化大都市的

战略思考（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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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机遇，紧紧围绕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

快打造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连接点，在

国家区域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早在 2011年，国务院发布的《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北京被定位为世

界城市，上海、广州、重庆被赋予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重任。

2016 年 4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印发的《成渝城市群发

展规划》指出，到 2030 年，重庆、成都等国家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将明

显增强，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将全面实现，同城化水平将显著提升，创新型现

代产业支撑体系将更加健全，人口经济集聚度将进一步提升，国际竞争力将

进一步增强，将实现由国家级城市群向世界级城市群的历史性跨越。

2016年 9月，国家正式出台《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一轴、

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重庆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一环，被国家

赋予了更高的重任。该纲要提出，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着重

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和国际化水平，发挥引擎带动和支撑作用。

（二）建设重庆国际化大都市已具备一定的基础性条件

重庆是中国内陆经济总量最大的城市。2015年，重庆GDP为 15719.72亿

元，在国内大城市中位居第六。

重庆已建成内陆口岸开放城市的雏形，并形成独特优势。重庆是西部

地区唯一具备公路、铁路、水路、航空和管道运输五位一体的立体化运输体

系的特大城市，已构建航空、铁路、内河港三个交通枢纽，三个国家一类口

岸，三个保税监管区的“三个三合一”的开放平台，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中欧

班列（重庆）国际铁路等为支撑的开放通道。重庆已建成“二环十射”高速公

路网和“一枢纽八干线”铁路网。2015年重庆的港口年吞吐量为 1.6亿吨，机

场年旅客吞吐量超过 3309万人次。

重庆已在全球视野百名城市之中。2014 年，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有影响

力的国际时事刊物《外交政策》推出了第四届全球城市指数。该指数对全世

界 84 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大城市进行了排名，中国香港（排名第 5 位）、北京

（排名第 8 位）、上海（排名第 18 位）、中国台北（排名第 40 位）、广州（排名第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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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位）、深圳（排名第 73位）、重庆（排名第 84位）等城市榜上有名。2015年，

第五届全球城市指数中，相比 2014 年，中国新增加了南京（第 92 位）、成都

（第 96 位）、天津（第 102 位）、大连（第 110 位）等四个城市，并都排到了重庆

的前面，重庆排名第 114位。2016年，第六届全球城市指数中，相比 2015年，

南京排名提升6位，天津排名提升8位，大连排名提升2位，重庆排名提升1位。

（三）建设重庆国际化大都市有利于加快工业化、城镇化

进程

2015 年，重庆都市区常住人口达到 1930.42 万人，三次产业结构为 5.5∶
45.0∶49.5，人均 GDP 突破 1 万美元。根据国际化工业与城市发展的普遍规

律，从城镇化率、三次产业结构和人均 GDP 等几项指标评判，重庆业已处于

工业化进程的中期向后期迈进的加速发展、转型发展的黄金时期。在开放

的时代，黄金期的发展新趋势必然要面对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问题。

近年来，不少有一定影响力、竞争力的城市，比如武汉、成都和杭州等城

市在新一轮城市规划中先后提出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的目

标，详见表 1；北京、上海和广州在跨世纪发展中已把建设全球城市作为未来

发展愿景。可以说，新时期国家中心城市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思考国际化问题。

表1 国内城市提出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统计表

城市

广州

深圳

成都

武汉

杭州

西安

长沙

时间

2011年

2011年

2012年

2015年

2015年

2010年
2015年

目标

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与香港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城市共同发展，形成国际化城市群

城乡一体化、全面现代化、充分国际化的世界生态田园城市

向国际化大都市迈进

具有浓郁东方特色的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建设成富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区域性、专业性国际化大都市

建成富有创新活力的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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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重庆国际化现状的量化分析

课题组首先采用“伊斯坦布尔”城市国际化指标体系，评估重庆国际化

现状。该指标体系由联合国伊斯坦布尔城市年会提出，从 5 个方面给出了

17个可量化的指标，是一个比较科学的国际化大都市分阶段的评价标准，如

图 1所示。

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

城市产业
结构

“伊斯坦布尔”城市国际化指标体系

城市基础
设施水平

城市社会
开放水平

经济对外
交流水平

人均GDP 服务业占
GDP比重

人均电力
消耗量

人均可支
配收入

非农业劳
动力比重

人均公共
绿地面积

每万人拥有
乘用车量

地铁运营
里程

每万人拥
有电话数

国际主要货
币通兑率

外籍侨民占本
地人口比重

本地产品出口额
占GDP的比重

入境旅游人
数占本地人

口比重

市民英语
普及率

外商直接投资占
本地投资比重

外汇市场交易量

进口总额占GDP
比重

图1 “伊斯坦布尔”城市国际化指标体系图

该指标体系，将城市国际化进程分为：初级、中级和高级三个阶段。结

合“伊斯坦布尔”城市国际化指标体系，课题组对重庆国际化水平进行了量

化分析，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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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重庆国际化水平量化分析表

特征

城市经济

发展水平

城市产业结构

城市基础

设施水平

城市社会

开放水平

经济对外

交流水平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指标

人均GDP
人均可支配收入

服务业占GDP比重

非农业劳动力比重

人均电力消耗量

人均公共绿地面积

每万人拥有乘用车量

地铁运营里程

每万人拥有电话数

外籍侨民占本地

人口比重

入境旅游人数占本

地人口比重

市民英语普及率

国际主要货币通兑率

本地产品出口额占

GDP的比重

进口总额占GDP比重

外汇市场交易量

外商直接投资占

本地投资比重

单位

美元

美元

千瓦时

平方米

辆

千米

部

亿美元

初级

5000
4000
60%
75%
2000
15

1000
200
3000

0.6%

40%

40%
100%

40%

30%
150

10%

中级

10000
7000
68%
80%
3000
20

1500
300
4000

1.0%

70%

60%
100%

60%

50%
300

20%

高级

20000
15000
73%
85%
4000
20

2000
400
5000

2.0%

100%

80%
100%

100%

80%
600

30%

重庆

（2015）
8402

3014.67
47.7%

67.26%*
2473.22
22.68

1532.61
202
9245

0.03%

9.37%

—

100%

21.74%

7.62%
—

6.2%*

数据来源：重庆 2015 年《统计年鉴》，其中指标值带“*”的数据为 2014 年数据，

“—”表示课题组尚未对此进行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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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量化分析，可以看出，重庆总体达标率约为 41%。其中，3个指

标达到了高级阶段的标准值，1 个指标达到了中级阶段的标准值，3 个指标

达到了初级阶段的标准值，如图 2所示。

达到高级的指标17.6%

达到中级的指标5.9%

达到初级的指标17.6%

未量化的指标指标11.8%

未达标的指标47.1%

图2 重庆国际化水平达标比例图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第一方面，城市经济发展水平。

指标 1：人均 GDP。初级国际化城市的人均 GDP 标准为 5000 美元，重庆

达到 8402美元，已经快要接近中级水平 10000美元。

指标 2：人均可支配收入。初级国际化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标准为

4000美元，重庆为 3014.67美元，已达到初级水平的 75%。

第二方面，城市产业结构。

指标 3：服务业占GDP比重。国际化城市的服务业占GDP比重的初级水

平为 60%，重庆 201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 47.7%，指标实现度达 80%。

指标 4：非农业劳动力比重。国际化城市的非农业劳动力比重的初级水

平为 75%，重庆已达到 67.26%，指标实现度达 90%。

第三方面，城市基础设施水平。

指标 5：人均电力消耗量。重庆人均电力消耗量为 2473.22千瓦时，是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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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国际化城市人均电力消耗量标准 2000千瓦时的 1.24倍。

指标 6：人均公共绿地面积。重庆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为 22.68平方米，比

高级国际化城市标准高出 2.68平方米。

指标 7：每万人拥有乘用车量。重庆每万人拥有乘用车量为 1532.61辆，

比中级国际化城市每万人拥有乘用车量标准高出 32.61辆。

指标 8：地铁运营里程。重庆地铁运营里程为 202 千米，高于初级国际

化城市地铁运营里程标准 2千米。

指标 9：每万人拥有电话数。重庆每万人拥有电话数为 9245 部，是高级

国际化城市每万人拥有电话数标准的 1.85倍。

第四方面，城市社会开放水平。

指标 10：外籍侨民占本地人口比重。初级国际化城市的外籍侨民占本

地人口比重标准为 0.6%，重庆为 0.03%。

指标 11：入境旅游人数占本地人口比重。初级国际化城市的入境旅游

人数占本地人口比重标准为 40%，重庆为 9.37%。

指标 12：市民英语普及率。课题组暂未对此指标进行量化。

指标 13：国际主要货币通兑率。高级国际化城市的国际主要货币通兑

率标准为 100%，重庆为 100%。

第五方面，经济对外交流水平。

指标 14：本地产品出口额占 GDP 的比重。国际化城市的本地产品出口

额占GDP比重的初级水平为 40%，重庆为 21.74%，指标实现度达 54%。

指标 15：进口总额占 GDP 比重。国际化城市的进口总额占 GDP 比重的

初级水平为 30%，重庆为 7.62%，指标实现度达 25.4%。

指标 16：外汇市场交易量。课题组暂未对此指标进行量化。

指标 17：外商直接投资占本地投资比重。国际化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

占本地投资比重的初级水平为 10%，重庆为 6.2%，指标实现度达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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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重庆国际化发展现状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经济发展水平具备发展国际化大都市的条件。人均 GDP 超过国

际化初级阶段水平，接近国际化中级阶段水平。

第二，城市硬件设施发展相对超前。重庆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已超过初

级国际化大都市水平。

第三，产业结构趋向初级阶段发展水平。重庆城市产业结构水平接近

国际化大都市的初级水平。

第四，国际化软实力相对滞后。社会开放度和经济对外交流水平是目

前重庆国际化发展中非常薄弱的环节。

第五，经济的外向度有待提高。重庆产品出口额、外商投资额已经具有

一定基础，但进口额度差距较大。

三、关于建设重庆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思考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发展，理解国际化大都市概念的关键点聚焦到了“影

响力”上，这种“影响力”可以是多方面的。米兰是“时尚之都”，苏黎世是“金

融之都”，布鲁塞尔是“组织之都”。这些城市的整体实力虽然无法与纽约、

伦敦、巴黎和东京相比，但一样是享誉世界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些城市的国

际化特色对重庆国际化大都市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一）建设重庆国际化大都市的目标框架

课题组在分析国家要求、国际标准、城市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通过广泛

调研、分析，并结合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提出了建设重庆国际化大都市

的“六维”组合构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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