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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金融支持政策研究
李孟航

重庆理工大学，重庆，401320；

摘要：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现代国际化大都市的核心功能，具备强大的消费引导与带动能力。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既能推动居民消费升级，又能提升城市能级，是新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重庆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方面

已拥有一定基础优势，不过也面临国际影响力不足、人均消费水平不高等状况。鉴于此，本文将从政府金融支持

政策的角度来研究重庆将如何发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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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庆建设消费中心城市概况

1.1 消费繁荣度

七普数据显示，重庆常住人口 3205.42 万人，居

全国城市首位。年龄构成上，0—14 岁 509.84 万人（占

15.91%），15—59 岁 1994.54 万人（占 62.22%），

60 岁及以上 701.04 万人（占 21.87%），其中 65 岁

及以上 547.36 万人（占 17.08%）。庞大人口及较多

年轻群体为重庆奠定坚实消费基础，城市消费潜力大。

表 1 2018-2022 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情况

年份
社会消费品总额

（万亿）
较上年增长率

2018 1.07 9.6%

2019 1.16 8.7%

2020 1.18 1.3%

2021 1.4 18.5%

2022 1.39 -0.3%

2022 年，重庆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1.39 万亿

元，居全国城市前列。近年来，重庆消费发展快、市场

稳健复苏、综合实力提升显著，为建设特色型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筑牢基础。此外，重庆近两年出台促消费措施，

如以奖代补激励消费载体提质升级，对获评相关称号的

给予奖励；用资金奖励引进培育龙头企业、商业品牌首

店和知名会展企业，打造全球优质市场主体与国际知名

品牌集聚地。

1.2 交通便利度

在中西部，重庆是交通枢纽的典范。民用机场呈

“一大四小” 格局，江北机场为国家区域枢纽机场。2

022 年，江北国际机场航线近 400 条，其中国际航线

105 条，联通世界。

铁路上，重庆是全国性综合铁路枢纽。截至 2022

年 6 月，高铁运营里程超 1000 公里，铁路营业里程

达 2781 公里，驱动城市发展。

主城区地形特殊，公交、单轨、地铁等多种公共交

通协同，轨道交通和公交是主要出行方式。2022 年，

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463 公里，日均客运量 249.98

万人次。

到 2023 年 2 月，重庆轨道交通发展迅速，11 条

线路运营，里程达 501 千米，覆盖主城，最高日客运

量超 416.9 万人次，为城市发展赋能，推动重庆迈向

交通强国。

1.3 商业活跃度

重庆商业与休闲兼顾，日夜活力充沛。目前已打造

49 个城市核心商圈，其中 12 个为百亿级，还有 23

条市级特色商业街、80 个重点大型商业综合体，构建

起优质合理的国际消费版图。

实体商场表现出色，2022 年九龙坡区万象城销售

额超 65 亿，排全国第 29，时代天街、北城天街分别

突破 45 亿、38 亿。夜间经济繁荣，24 小时自习室等

场所满足多元需求。

文旅融合上，重庆对标国际、依托本土，打造中央

商务区、寸滩国际新城，雕琢解放碑 — 朝天门等商圈，

长嘉汇等成 “网红” 地标，磁器口等焕新 “巴渝”

场景，兼具国际范与烟火气。

2 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现状

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是响应国家号召、顺应

人民期待的重要经济战略，是新常态下经济增长新动力。

试点工作开展后，五大城市积极推进，然而在建设关键

期，疫情等不利因素扰乱全球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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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消费意愿明显下滑

消费意愿，是一个反映消费者消费倾向的重要概念。

它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消费者在综合考量一系列复杂因

素后所展现出的行为趋向。物价水平在其中扮演着关键

角色，当物价过高，消费者会觉得商品价格超出预期，

购买同样的商品需要付出更多成本，这就会抑制他们的

消费冲动；若物价合理，消费者则更愿意进行消费。利

率的高低也会影响消费决策，高利率会使储蓄更具吸引

力，消费者倾向于把钱存起来获取利息，消费意愿就会

降低；低利率时，储蓄收益减少，消费者可能更倾向于

消费。

自身收入水平是消费的基础，收入稳定且较高的消

费者，对未来生活有更强的安全感，消费时更加从容，

消费意愿自然较高；而收入不稳定或较低的消费者，会

优先保障基本生活需求，在消费上更为谨慎。消费体验

同样重要，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能让消费者感到愉

悦，从而增强再次消费的意愿；反之，糟糕的体验会使

消费者对品牌或商家产生反感，降低消费意愿。

近年来，疫情的肆虐以及整体经济环境的不稳定，

给居民的消费意愿带来了负面影响。疫情导致许多企业

经营困难，部分居民收入减少甚至失业，这让他们对未

来的经济状况充满担忧，消费时更加保守。同时，整体

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也使得居民的消费欲望和动机受

挫，消费意愿随之下降。

2.2 消费市场遭遇冲击

在新时期的浪潮下，产业洗牌的速度急剧加快。那

些业务模式单一、运营状况不佳的企业，犹如逆水行舟，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迅速失去立足之地，加速走向消亡。

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以及产业链、资金链的

聚合效益，让各类企业都难以独善其身，纷纷遭受重创。

通过深入调研可以发现，像重庆越界影城这类知名

企业，也不得不面临裁定破产重整的困境。而中小企业

由于自身抗风险能力较弱，在这场风暴中所面临的情况

则更为糟糕。部分企业遭遇消费人数和营业额的断崖式

骤降，由于缺乏多元化的客户群体、销售渠道以及稳定

的现金流，只能在市场的边缘苦苦挣扎，时刻面临被淘

汰的风险。另外，一些大企业盲目追求扩张，导致管理

层内部矛盾丛生，在面对环境变化时，适应能力和转型

能力严重不足，同样容易被市场无情地淘汰。

3 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现实瓶颈

3.1 城市国际知名度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随着城市国际知名度提升，人才与资金涌入能推动

产业聚集、经济良性循环，支撑城市经济可持续发展。

为达成现代化国际都市目标，重庆在打造国际枢纽、发

展新兴产业、建设西部金融中心等方面发力，但国际影

响力弱，城市国际形象有待升级。重庆在迈向国际化大

都市的进程中，虽取得一定成绩，但仍存在几方面待提

升之处。

首先，综合经济竞争力有较大提升空间。根据相关

权威报告，重庆综合经济竞争力在全球排名第 196 位，

在全国位居第 30 位，处于中上游水平。然而，与排名

更为靠前的城市相比，重庆在产业结构优化、科技创新

能力等方面仍有不足。如金融科技等新兴领域发展相对

滞后，未能充分发挥经济带动作用，未来在提升综合经

济竞争力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国际品牌企业聚集度较低。重庆现有商圈承

载量有限，对世界 500 强企业的吸引力不足。品牌营

销方式缺乏创新，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形成强大影响力。

同时，对于国际品牌企业所急需的技术型、管理型等高

质量人才，重庆的吸引力明显不够。人才引进政策不够

完善，人才留渝的后续保障措施也存在滞后问题，导致

难以形成国际品牌企业聚集的良好生态。

最后，旅游发展不平衡且国际活动较少。重庆各区

县景区数量众多，但在旅游资源整合和开发上存在不足，

丰富的旅游资源未能有效转化为经济优势。而且，重庆

承办的国际展会和赛事不仅数量少，层级也较低，在国

际行业内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较弱，不利于提升城市的国

际知名度和美誉度。

3.2 消费繁荣度和人均消费水平相对偏低

2021 年，重庆 GDP 达 2.8 万亿元，同比增 8.3%，

经济总量与增速居全国前列。但人均 GDP 排名与经济

总量排名差距大，人均收入低、服务配套不完善，影响

城市繁荣度与人均消费。重庆消费市场在发展过程中，

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制约着消费潜力的进一步

释放。

首先，消费空间布局有待优化。重庆的中央商务区

规划建设水平较低，整体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未能充

分发挥核心引领作用。各个区域的消费景点在营销推广

方面缺乏创新意识，多采用传统的宣传方式，难以吸引

消费者的目光。同时，对个性化建设的投入较少，消费

场景同质化严重，无法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个性化

的需求。例如，一些商业街千篇一律，缺乏独特的文化

内涵和特色体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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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消费服务配套滞后。重庆在消费服务配套方

面投入不足，导致消费场景缺乏人文关怀，消费者在购

物过程中难以获得舒适、便捷的体验。随着商圈的不断

扩容和消费品质的逐步提升，现有的服务质量与标准已

经难以适应新的需求。监管体制也未能及时跟上消费空

间的新变化，信用体系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尚不完善，

使得市场环境营造的效果不佳，消费者的消费信心受到

一定影响。

最后，人均可支配收入较低。2021 年重庆人均可

支配收入仅为 3.4 万元，与沿海大都市相比存在较大

差距。较低的收入水平使得居民在消费时受到较大限制，

难以支撑高品质的消费需求。居民的消费预期和支付能

力都有待进一步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市场

的繁荣发展。

4 重庆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金融支持对策

4.1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下降

鉴于新冠疫情短期冲击经济、加剧中小企业困境，

国家政策需快速响应，加大逆周期调节。可降准降息

“量价齐松” 托底经济，用再贷款 + 财政贴息、MPA

考核降融资成本。行业主管部门应贴合行业方向、研判

市场趋势，推动企业转型升级。金融支持可依疫情影响

程度，对旅游、餐饮等受创行业降利率、延还款期精准

扶持。

4.2 利用大数据整合

疫情过后，经济环境面临诸多挑战，整体形势不容

乐观。在此背景下，大多数居民对消费采取了保守态度。

他们深刻认识到经济的不确定性，不敢轻易加高杠杆进

行消费。在资金使用上，更倾向于将钱存入银行，而不

是贷款消费，以保障自身财务的稳定与安全。

从金融支持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利用大数据整合

这一有效工具。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精准识别出那

些表现激进、具有较强消费意愿的消费者，以及具备旺

盛消费活力的消费市场。针对这些目标群体和市场，实

施重点金融支持策略。比如，采用点对点推送金融信贷

信息的方式，让有需求的消费者及时了解到合适的金融

产品；还可以针对性地给予消费信贷优惠，降低消费者

的信贷成本，刺激他们的消费欲望。通过这些有选择性、

精准化、特色化、创新性的金融支持手段，激发消费市

场的活力。

与此同时，对于一些低收入群体，要在结合国家社

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为他们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通

过严格的条件审核，根据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情况，提供

能够满足其日常生活必需的金融帮助。这不仅能够保障

低收入群体的基本生活，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市场，

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提供坚实的后盾。

4.3 线上线下相结合

疫情肆虐期间，线下消费遭受重创，而网络购物等

新业态以及宅经济新模式却展现出巨大潜力。由于出行

受限，消费者纷纷将目光投向线上，网络购物凭借便捷

性和丰富的商品种类，成为众多人的选择，有效弥补了

线下消费的不足。除疫情重灾区湖北外，其他省市居民

在日常必需品的采购上基本未受太大影响，这得益于线

上购物渠道的畅通。

同时，线上购物的普及为三四线城市及农村等下沉

市场带来了新的活力。这些地区的消费者能够更便捷地

接触到全国乃至全球的商品，消费需求得到进一步释放。

进入后疫情时代，各省市应把握机遇，结合自身市

场特点，积极探索发展 “互联网 + 社会服务” 消费

模式。在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养老服务等领域，推动

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求。鼓励发展

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等新消费模式，建设 “智慧商店”

“智慧街区” 等，提升消费体验，从而形成消费市场

全面发展的良好态势，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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