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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结合带，承东启西，是撬动“连接中国11个省市区，

跨越东、中、西三大经济带，辐射近4亿人口的长江流域”这

一杠杆的支点。根据中央设计，80年代开发沿海地区，90年

代实施长江发展战略，21世纪进行西部大开发，这就形成了

“弓箭”战略，沿海经济特区形似一张弓，长江形似一支箭

，西部形似一支强有力的手，重庆正处于扣力点上。可以说

，重庆发展的力度有多大，箭就能射多远，能否箭指太平洋

，重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党中央、国务院

力排众议，设立重庆为直辖市，随后又提出西部大开发这一

宏大战略的区位的原因。作为西部大开发的前沿，加快发展

现代物流业，不仅有助于拓展自己新的经济增长空间，推动

西部大开发，还对提高城市经济的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

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重庆发展现代物流业的基本

战略是：立足重庆发展，面向西部开发，将重庆建成长江上

游的物流中心，使重庆成为西部物流中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重庆的区位及综合经济优势决定了重庆在西部地区的发展潜

力最大。联合国日前在《目前世界各国城市发展指标系数及

发展前景》的报告中特别提到了中国最具发展前途的25个城

市，重庆排在第8位，位列西部城市第1位（见下表）。因此

发展现代物流业首先应该立足重庆，以满足和适应重庆经济

发展的需要为出发点。随着重庆经济进一步发展和增强，伴

随而来的是吸引力和弧射力的增强，从而对物流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西部地区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态势是拉力（拉

弓之力）。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拉力”的大小。虽然

目前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还落后于东部地区，但可以预见，随

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展开，西部经济将呈上升势头，这必然

带来极其巨大的物流量，其中必然有相当部分物流因重庆的

区位优势而选择重庆作为中转。因此重庆的物流建设从战略

角度考虑必须面向西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起到重庆对其周

边及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的带动和弧射作用。 西部地区腹地广

阔，但目前西部地区的重庆、成都、西安城市等与东部沿海

的天津、上海、深圳等城市相比无论是在经济规模上、还是

区位（经济规模在全国处于前列，沿海拥有天然深水良港）

上还有较大差距，因而其经济的弧射能力将受到制约。从近

期看，目前西部还没有一个城市有能力成为西部地区的物流

中心，在这种情况下，西部各地应结合自身特点和各自的区

位优势，相互取长补短，联合起来，加强相互协作，共同承

担和推动西部物流业的发展。 为实现上述战略设想，我们提

出以下对策： 1．建立以配送中心为支撑的覆盖重庆城区的

物流配送系统。这样，第一，能够适应重庆经济的发展及未

来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从而为重庆经济进一步发展及未来

电子商务发展奠定物流网络基础。第二，有利于我们把握国

家的整体物流发展思路，从而避免重复投入造成投入低效率

。因为重庆到底在全国物流一盘棋中处于什么位置，一方面

取决于中央的统一部署，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们重庆自身的努

力。因此我们将重庆物流发展的近期目标之一确定为建立重

庆物流配送系统，这样“进可攻，退可守”。物流配送中心

是物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主要承担的是城市区域内



的商品流通。这一配送系统的建成有利于节省区内物流成本

，提高经济效益，适应未来重庆电子商务的发展需要。 2．

以发展重庆水路和铁路为支撑的物流系统作突破口，为将重

庆建成西部物流的重要组成部分打下基础。水路运输是重庆

的优势，特别是随着长江三峡大坝的建成，重庆的水运条件

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因此主要以水运和铁路为支撑的物流

中心的建设是重庆市“十五”期间的物流发展选择。物流中

心的建设主要应以重庆港为龙头，依靠重庆港现有设施条件

，大力发展水运和水陆联运集装箱码头及货场，先期可考虑

以市区的九龙坡和寸滩为基地、万州区为基地建立区域物流

中心。 无论是配送中心还是物流中心的建立，各地区都应从

实际出发，支持物流配送中心的综合性与专业性相结合，市

内配送中心与区域物流中心相结合，交易市场建立与储运发

展相结合，储运设施设备的机械化、现代化与信息化、网络

化相结合等原则，对物流业的发展进行科学规划，制定出相

关的配套政策，如免减地税，土地使用优惠等政策，放水养

鱼，鼓励和扶持各类企业，无论是市属企业还是市外企业、

内资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传统的运

输、仓储企业还是其它行业，都可以参与到重庆物流业的发

展中来，放手竞争，通过市场及竞争机制，优胜劣汰，促进

物流业发展。 3．加强地区之间的协作，共同发展西部物流

业。由于西部地域辽阔，城市经济发展相对东部地区较为落

后，其经济的影响力较为有限，物流中心单由一个城市来担

当都显得较为吃力，因而结合目前我国的现有交通状况及将

来的发展西部地区可以采用物流中心组团策略，即以重庆与

成都共同构成的中心组团辐射带动西南部地区，以西安与兰



州共同组成的中心组团辐射带动西北部。因此这就要求加强

重庆与成都（兰州与西安）的协作，相互取长补短，共同打

造西南（或西北）地区的物流中心。同时，重庆位于长江上

游，因而要求我们还要加强与长江沿岸各主要城市的协作，

共同将长江打造为西部及中部的出海大通道。 4．打破条块

分割，理顺各种关系，归口管理部门。现代物流业是一个社

会化、系统化、信息化的行业，其涉及的面广，部门多。因

此发展现代物流必须打破地区界限，搞好部门协作。虽然重

庆市于2000年将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运输方式统一到

交通管理委员会。但由于现代物流涉及交通、商贸等行政管

理部门，因此还要求这些部门之间也应加强协作。不仅要打

破条条限制，还要打破地区界限。各地政府应鼓励支持企业

间的跨地区合作，同时各地区政府有关部门之间也应加强沟

通和协作。 5．引入竞争，加快传统储运企业的改革，兼并

、联合、资产重组等工作，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业。企业是

现代物流业的生力军，只有充分调动起企业的积极性，才能

使重庆市的现代物流业得到大发展。为激活重庆物流业这潭

“死水”，应该引入竞争机制。将一两家外资或内资有实力

的物流企业引进重庆，通过它们来给重庆企业加压，促使他

们在“外敌”“强敌”面前团结一致，主动进行改革，联合

，兼并等资产重组，优化产业结构、调整经营格局，逐步实

现企业的机械化、自动化、信息化，做强做大自己，进而带

动重庆整个物流产业的健康发展。同时，还应积极支持和鼓

励发展第三方物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

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