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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万州区地处重庆市东北部、三峡库区腹心，由于承担的三峡库区

移民任务最重，因此成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之一。站在完成

扶贫攻坚、未来重点开展乡村振兴的新起点上，作为经济实力及产业

基础相对较好的典型地区，万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任务仍然任重道远。

当前及今后较长一段时期，万州经济发展都将面临一个关键问题：如

何积极借助现代资本市场的巨大力量，利用当前已有的产业基础，结

合国家相关重大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探索一条具有可

持续性的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这也可能为国内处于类似阶段的其他

县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思路。 

从课题调研及相关资料搜集梳理的情况看，万州产业的高质量发

展具有相对较好的基础：第一，区域内生态禀赋优良、能源矿产丰富、

城镇密布、风物多样，是我国西部人口最密集、产业基础最雄厚、创

新能力最强、市场空间最广阔、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第二，万州在

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战略地位。第三，现有产业已形成

较好基础，为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打下基础。但与此同时，万州的重点

产业仍存在一些短板，主要包括产业规模偏小、产业链条短以及三峡

库区生态脆弱等问题较为明显；受限于本地区的资本市场发育程度低，

企业家经营理念整体偏传统保守；产业资源相对匮乏，现有产业的提

质增效明显乏力，产业的转型升级后劲不足。因此，有必要充分发掘

资本市场有效服务实体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作用，支持万州区

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 

基于当前万州经济产业的实际情况，通过实地考察万州的重点产

业，调研访谈万州的政府部门和重点企业，并综合分析各方提供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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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数据资料，从资本市场支持万州重点产业、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角度看，我们提出如下三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更加积极地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打造地区特色品牌、促进

产业协同，并据此实现重点产业链的突破。为此：（1）需要对已有较

好基础的工业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升级和资本结构优化，并借助

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实现既有产业的提质增效。（2）发挥资本市场相

关主体的专业支持作用，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产业品牌，促进特

色农业与特色文旅互补发展，提升相关产业产品的附加值。（3）通过

政府牵头、社会参与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等形式，更好发挥现代资本市

场服务创新的力量，实现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强链延链新突破。 

第二，更加主动地发挥资本市场作用，提升政府和企业的现代金

融市场意识。（1）加大现代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知识的培训力度，强

化本地区政府部门和企业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市场意识。（2）对标沿

海发达城市，强化政府部门的现代金融服务意识。（3）引导提升本地

重点企业家现代经营理念。（4）定期开展现代资本市场知识培训和企

业案例专题交流，提高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服务地区经济的效能。 

第三，利用资本市场支持企业更好服务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1）

根据本地区经济和产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企业资本市场发展规划，

主动引导企业自主制定参与资本市场的路径和方案。（2）借鉴国内其

他区域经验，出台政策鼓励支持企业通过上市融资等做大做强的配套

支持政策体系。（3）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对口服务支持力度，主动为

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牵线搭桥。 

关键词：资本市场，新兴产业，产业协同，特色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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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万州经济和产业结构现状 1 

第一节 地理区位条件 

重庆市万州区距重庆主城约 300 公里，是方圆 200 公里范围内唯一超过 80

万人口的区域中心城市。万州区总面积 3457 平方公里，管辖 52 个镇乡街道，户

籍人口 171.47 万人，城区面积 110 平方公里，城区人口 106 万。2021 年，万州

区地区生产总值 1087.9 亿元、同比增长 8.4%，首次突破一千亿元大关，总量居

重庆市第 8 位、渝东北首位。万州是重庆市移民任务最重、管理单元最多的区县，

累计搬迁安置三峡移民 26.3 万人，占库区移民总人口的 1/5，重庆库区的 1/4。

万州曾是长江流域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一度取得长江上游“成渝万”并称

的经济地位，但由于海关取消、移民搬迁、陆路交通建设落后等因素，万州经济

发展趋于滞后，成为国家级贫困地区。近年来，重庆市赋予万州第二大城市、三

峡库区及渝东北地区经济中心等新的战略定位，提出“要以万州为区域性中心城

市，以万州——开县——云阳城镇组群为引领，沿江沿路聚集，形成带状城镇空

间格局”，万州担任着带动渝东北城镇群发展的重要角色。 

图 1-1 万州区地理区位 

                                                   

课题作者简介：唐晋荣，中山证券研究所副所长（主持工作）、宏观首席分析师。方鹏飞、阳

建辉、张泽华、张渝枢、王曦为中山证券研究所研究员。感谢实习生邹济帆、付威翰在收集整

理资料等方面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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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山证券研究所 

从交通条件来看，万州区是通江达海之地。万州是沿长江 28 个地级城市中

19 个交通方式最全的城市之一、交通部规划的全国 179 个国家公路运输枢纽城

市之一、重庆市除主城外唯一具有进出口货物可直接报关的口岸城市。从整体条

件来看，万州交通便利，既有长江黄金水道，新田港作为重庆四大枢纽港之一同

国际物流通道接轨，也有渝万、万利、万达等三条铁路和渝万、万忠、万宜、万

达、万利等 5 条高速公路，更有万州五桥机场，能够直飞全国经济发达城市，形

成集“水陆空铁”为一体的立体交通网，成为渝东北和三峡库区的重要运输中心，

水运、铁路、高速公路、航空立体交通格局初步成型。 

从地形地貌条件来看，万州区总体地形较复杂。万州区处于四川盆地的东

部一带，属于方斗山与铁峰山之间，境内山脉河流居多，主要以低山、中山、丘

陵为主。独特的区域地貌形态支撑起万州山地高效农业的发展，但复杂的地形地

貌同时也使得万州在山与长江的夹缝中求生。由于万州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

人均耕地面积 0.86 亩，低于全国、全市平均水平。坡度大于 25 度的陡坡地面积

占旱地面积的 20.73%，土层厚度小于 15 厘米的坡耕地面积占旱地面积的 31.02%，

土地承载容量有限。同时，三峡库区是全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环境质量要求

高，三峡水库消落带、地质灾害点、次级河流域等生态脆弱区的生态保护和修复

任务重，这都使得万州存在土地获得成本高，城市建设可利用土地偏少等问题。 

第二节 历史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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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城市，秦汉时期即成为联通长江上游与中下游的重

要港埠。自盛唐始，万州渐为川东北、湘鄂西、陕南、黔北等地的驿道总束，成

为 60 余县的物资集散地。明代新辟向西放射的驿道 5 条，并在各地设置了水马

驿、逆运所和急送铺，交通节点功能进一步加强。清末及北洋政府时期，万州成

为长江流域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之一，1902 年开埠，1917 年设立海关。民国尤

其是抗战时期，万州进入历史上航运及工商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呈现出“帆樯栉

比，百货鳞集”的繁盛景象，一度取得长江上游“成渝万”并称的经济地位。建国前

夕，万州有轮船航运公司 8 家，木船航运公司本帮 366 家、客帮 224 家，报关行

8 家，输出行号 4252 家、输入行号 2592 家，银行 25 家、钱庄 13 家、当铺 12

家，饮食服务行号 837 家，美、英、法、德、意、日、丹麦等国商人在万州开设

商行。建国后，由于三峡工程长期论证，陆路交通建设落后于其他地区，万州港

逐步成为“过路码头”，陆港枢纽优势丧失，加上海关取消及其他多种因素，万

州成为国家级贫困地区。三峡工程开工后，万州又经历长达 10 余年的移民搬迁、

生产重建、社会重组的阵痛期，370 家受淹工矿企业关闭破产 70%，一度出现严

重的“产业空虚化”。三峡工程移民以来，国家加大投入，万州交通和城市基础设

施条件根本改善，直辖后的重庆市赋予万州第二大城市、三峡库区及渝东北地区

经济中心等新的战略定位，万州经济发展逐渐步入快车道。 

第三节 当前经济发展状况 

自 2014 年底开展精准扶贫工作以来，万州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实现了新的发展，提出抓好“生态篇”“流通篇”“城市篇”“产业篇”四个篇

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快建设“一区一枢纽两中心”的发展目标，经济社会实

现平稳发展。 

图 1-2 万州区 2006-2021年 GDP及同比增速（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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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WIND，中山证券研究所 

经济总量迈上千亿级台阶。经济总量方面，万州区 GDP 从 2006 年的 152.29

亿元增长至 2021 年的 1087.94 亿元，名义年均复合增长速度达到 14%。万州区

于 2006 年至 2011 年经历了六年的高速发展，但伴随重庆经济降速换挡，万州经

济于 2018 年与 2019 年经济明显滑落，此后万州积极调整发展战略，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等战略，抢抓重大发展机遇，经

济发展恢复强劲。2021 年万州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087 亿元，地区生产总值同

比增速达 12.08%，首次迈上千亿级台阶。 

图 1-3 万州区、重庆市及全国人均 GDP（单位：元） 

 

数据来源：WIND，中山证券研究所 

 

人均 GDP 低于全国人均水平 14.24%。在人均 GDP 方面，万州区人均 GDP

从2006年10040元增长至2021年69448元，人均GDP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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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发展势头迅猛，凭借着高速且稳定的增长，人均 GDP 高于全国人均水平。

2010 年至 2017 年，万州区的人均 GDP 基本高于全国人均水平或基本与其持平，

但随着万州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进入瓶颈期，自 2018 年来人均 GDP 低于全国人均

水平，与重庆人均 GDP 也有一定差距。2021 年万州区人均 GDP 为 69448 元，

全国人均 GDP 为 80976 元，二者相差 11528 元；重庆市人均 GDP 为 86879 元，

二者相差 17431 元。2020 年初中央推出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万州被赋予带动

川渝东北发展的新使命，万州是否能明确发展定位，抓住发展机遇，对于实现自

身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 

第四节 区域财政情况 

2021 年，万州区一般公共预算完成收入 71.5 亿元，为预算的 101.1%，增

长 6.4%。其中，税收收入 42 亿元，为预算的 100.2%，增长 9.5%；非税收收入

29.5 亿元，为预算的 102.3%，增长 2.3%。加 2020 年结转结余 1.1 亿元、地方政

府一般债务转贷收入 10.5 亿元、上级补助 60.8 亿元、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

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资金 20.5 亿元，收入总计 164.4 亿元。当

年，万州区一般公共预算完成支出 146.8 亿元，下降 9%，加上级支出 10 亿元、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 5.6 亿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0.7 亿元、结转下

年支出 1.3 亿元，支出总计 164.4 亿元。 

2021 年，万州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成收入 17.2 亿元，为预算的 109.9%，

增长 18%，加上年结转结余 19.1 亿元、上级补助 19.3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转贷收入 44.7 亿元、下级上解收入 9.4 亿元，收入总计 109.7 亿元。当年，万州

区政府性基金预算完成支出 42.5 亿元，增长 37%，加上解上级支出 3.2 亿元、补

助下级支出 12.2 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13 亿元、调出资金 16.3 亿

元、结转下年支出 22.5 亿元，支出总计 109.7 亿元。 

2021 年，万州区国有资金经营预算完成收入 3.2 亿元，为预算的 100.3%，

增长 114.7%，加上级补助收入 140 万元、上年结转结余 0.1 亿元、收入总计 3.3

亿元。当年，万州区国有资金经营预算完成支出 0.8 亿元，增长 48%，加调出资

金 2.5 亿元，结转下年支出 248 万元，支出总计 3.3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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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收入形势看，2022 年万州区财政收入难以实现大的增量。万州区税收受

经济下行、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叠加影响，难以实现大的财政收入增量；同时万

州优质存量资产资源日益减少，稳住非税收入存量存在挑战；叠加国家宏观政策

趋于稳健，上级转移支付基本无增量，万州新增可用财力十分有限。 

从支出形式看，2022 年万州区财政支出刚性特征强。万州区“一区一枢纽

两中心”建设、推动万达开一体化和万开云同城化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兑现教

育卫生社保增支政策、政府债务还本付息等，都需要大量的财政资金支出，财政

支出刚性特征强，预算平衡难度大。 

综合分析判断，万州区财政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万州区财政收支形式严

峻，政府债务风险、融资平台类国有企业债务风险转化为财政风险等不容忽视。

在此财政状况下，万州区需加强财政资源统筹，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强化重点领

域支出保障，以此推动财政高质量发展、可持续发展。 

2022 年，万州区一般公共预算预计收入 74 亿元，增长 3.5%。其中，税收

收入 44.5 亿元，增长 6%；非税收收入 29.5 亿元，与上年持平。加上级财政预下

达补助 45.6 亿元、从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资金 10.7 亿元、

上年结转结余 1.3 亿元，减上解上级支出 11.9 亿元，当年预算财力 119.7 亿元。

支出安排 119.7 亿元，收支平衡。2022 年，万州区政府基金预算预计收入 59.2 亿

元，下降 6.5%，加上级财政预下达补助 13.1 亿元、上年结转结余 29.8 亿元，减

调出资金 10 亿元、上解上级支出 1.7 亿元，当年预算财力 90.4 亿元。支出安排

90.4 亿元，收支平衡。2022 年，万州区国有资金经营预算预计收入 2.2 亿元，下

降 47.8%，加上年结转结余 248 万元，当年预算财力 2.2 亿元。支出安排 2.2 亿

元，收支平衡。 

第五节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情况 

万州区于 2020 年已完成全面脱贫。万州区是国家新一轮扶贫开发工作重

点区县之一，2014 年，在新一轮建档立卡中识别市级贫困村 140 个，另有此前

未出列的区级贫困村 28 个；2016 年，全区 168 个贫困村全部整村“销号”；2017

年通过国家三方评估，万州摘掉贫困区县帽子。至 2020 年脱贫攻坚收官战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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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 3.5 万户 10.7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前，动态调整后，全区有脱贫户

34739 户 106133 人。 

万州区积极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

后，根据党中央的部署，万州区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5 年的过渡期，过渡期内保持

主要帮扶政策总体稳定，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乡村振兴战略全面推进”

目标，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重庆市从 2021 年开始分层分类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将全市 38 个涉农区县分为 8 个先行示范区、12 个重点帮扶类区

县、18 个积极推进类区县，在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予以倾斜。万州区作为全

市原 14 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区县之一，被纳入市级乡村振兴先行示范类区

县，同时享受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扶持政策。 

万州区按照分层分类推进乡村振兴要求，将 11 个重点帮扶类乡镇划分为

市级重点帮扶、区级重点帮扶、区级重要支点三类重点乡镇，构建起“3+4+4”

重点帮扶体系，由区委书记、区政府区长、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区政协主席，部

分区委常委和分管乡村振兴副区长联系 11 个重点帮扶乡镇。“3”即恒合土家族

乡（市级乡村振兴重点乡镇）、甘宁镇（市级乡村振兴产业示范镇）和龙驹镇（市

级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结合示范镇）等 3 个市级重点镇，“4”

即分水镇、余家镇、龙沙镇、白羊镇等 4 个区级重点帮扶镇，“4”即罗田镇、武

陵镇、走马镇、长滩镇等 4 个区级重要支点镇。另按照市级工作安排，将分水镇

双红村、余家镇硝水村、白羊镇白燕村、走马镇杜家村和罗田镇阳河村等 5 个村

确定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 

第六节 产业结构情况 

万州工业基础不佳，第二产业相较全国占比低。2021 年，重庆市产业结构

与全国产业结构一致，三大产业比例约为 7%∶40%∶53%，而万州区三大产业

结构占比为 10%∶29%∶61%，第二产业占比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自 2006 年

以来，万州区的产业结构在波动中不断调整，在经历了二、三产业平分区域经济

半壁江山的时代后，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发展自 2018 年开始走弱，但同年以

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仍保持小幅增长。现阶段，万州区第三产业主导力不断增



12 

强，但第二产业面临发展乏力的问题。万州工业经济薄弱，存在新兴产业较为滞

后，支撑发展的项目不足等问题，同时面临新旧动能转化乏力，产业能级不高等

矛盾。2021 年万州区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61%，是拉动全区经济增

长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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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万州区 2006年至 2021年产业结构变迁（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WIND，中山证券研究所 

图 1-5 万州、重庆、全国产业结构（2021年） 

 

数据来源：WIND，中山证券研究所 

制造业方面，万州区利用五大产业挑起发展“大梁”。万州制造业自身存在

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如产业链整体水平不高，企业产品竞争力不强等。万

州破局方法为将发展重点放在五大产业，通过深耕五大产业推动制造业发展，培

育新材料、食品医药、汽车、绿色照明、智能装备五大产业，以此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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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材料产业，现有金龙集团、威科赛乐、西南水泥等重点骨干企业，此产

业为全区首个 100 亿级的产业集群。万州区通过打造西南地区最大的铜及铜合金

加工制造和研发中心、重庆市材料聚集区，推动新材料产业发展。铜材料，依托

金龙集团制冷用高精度铜管龙头地位，巩固铜管及管件产品发展。铝材料，依托

九龙万博特铝新材料项目，重点发展氧化铝产品。 

表 1-1 新材料重点项目 

类别 重点项目 

新型建材产业 

年产 10000 吨熟料智能协同生产线 2 条 

年产 40 万吨重型碳酸钙生产线 

年产 30 万方的装配式建筑生产线 

铜加工产业 

年产 5 万吨电磁线项目 

年产 2 万吨高端装备线缆项目 

年产 0.5 万吨高端铜合金线材项目 

年产 2.5 万吨中低压电力电缆项目 

年产 2 万吨高精度铜合金板带项目 

铝材料产业 
特铝新材料项目 

年产 7 万吨铝型材、航空用铝合金板材项目 

半导体材料 
高纯金属，MO 源、电子特气、砷化镓衬底、磷化铟衬底、

氮化硼坩埚以及 MBE 源等在内的半导体电子材料生产线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食品医药产业，有鱼泉榨菜、树上鲜、迪康长江等重点企业。万州区发展

食品医药的主要逻辑为：依托渝东北及三峡库区生物资源多样性、粮食进出口口

岸等优势，以此推动食品加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食品产业，依托粮食仓储物

流加工基地和万州 200 万头生猪养殖与屠宰基地，推动种养一体化循环发展。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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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产业，巩固胃酶等原料药产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积极引进多酶片等成品药

制造企业。 

表 1-2 食品医药重点项目 

类别 重点项目 

粮食仓储物流 中储粮公司 100 万吨浅圆仓及配套设施建设项目 

粮油综合加工 
粮油综合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澳斯卡粮油年加工 15 万吨菜籽建设项目 

大健康产业 
重庆全域肿瘤医院有限公司“综合医院、肿瘤医院、第三方

医学影像中心、质子中心”建设项目 

医药中间体产业 招商企业医药中间体建设项目 

中医药产业 招商企业柑橘及中药材加工建设项目 

食品医疗设备 
年产 500 万件食品级不锈钢设备、200 万件医疗不锈钢设备

建设项目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汽车产业，现有长安跨越、千能机械等重点企业。万州区发展汽车产业的

主要路径为：围绕“整车+配套”的专用车汽车制造产业基地建设，发展商用车、

新能源汽车，培育发展大小三点等关键零部件。汽车整车方面，万州区以长安跨

越为龙头，巩固商用车、物流车等优势产品和品牌，同时加快发展新能源城市物

流车、新能源商用车等车型。汽车零部件方面，万州区主要目标为提高汽车零部

件本地配套率，计划到 2025 年，关键零部件本土配套率达 50%。 

表 1-3 汽车产业发展项目 

类别 重点项目 

专车用车项目 长安跨越年产 6 万辆专用车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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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配套项目 引进长安跨越汽车配套项目企业 

新能源汽车项目 新能源发动机及物流车生产项目 

专用车生产项目 年产 1200 辆专用车建设项目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绿色照明产业，现有三雄极光、雷士照明、施耐德、大全泰来等重点企业。

万州发展绿色照明产业的主要路径为：先应用，做大照明产业规模；再延伸，做

强照明产业链。照明应用方面，万州区将以西部照明电器产业园为载体，巩固照

明灯具现有产业优势，同时积极拓展照明下游应用，提升产业规模。照明配套方

面，以发展绿色照明产业全产业链为目标，促进 LED 技术与新一代信息技术深

度融合发展。 

表 1-4 绿色照明重点项目 

类别 重点项目 

智能照明灯饰配件生产 
生产 3500 万套 T5 支架、2000 万个筒灯、2000 万个

射灯、500 万套消防应急照明、1000 万套户外灯具支

 智慧照明产业园建设 智慧照明产业园建设项目 

LED 集成显示生产 LED 特种光源研发生产项目 

LED 照明灯具生产项目 
柔性线路板 FPC 组件、LED 发光二极管组件、液晶

背光模组、光学膜材生产项目 

LED 芯片研发和智能灯

具生产项目 
LED 芯片研发和智能灯具生产项目 

绿色能源产业基地一期

项目 

能源植物超级芦竹热解制氢、天然气、生物碳生产

线、加氢综合能源站和综合智慧能源示范项目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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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装备产业，现有江东机械、中船重工衡远科技、中船重工长江科技等

重点企业。万州区大力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园建设，打造形成渝东北智能装备制造

基地。传统装备制造方面，依托船舶产业园区项目，发展新能源船等配套产品，

同时联动万达开云等地区，提升装备制造产业能力。新兴装备制造方面，依托渝

东表面处理中心，引进汽车、船舶等行业电镀产品生产企业，重点引育智能数控

机床、智能仪表、光伏组件等高端制造类企业。 

表 1-5 智能装备重点项目 

类别 重点项目 

智能制造 

重庆钦纵航空航天装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航空航天零部件智能

工厂建设项目 

年产 10000 只惯性器件生产线建设、智能化涂装设备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重庆江东机械有限责任公司产业化智能改造搬迁扩能建设项目 

新能源装备 新能源装备建设项目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第七节 政府发展规划思路 

万州的转型发展仍任重道远。一方面，万州产业能级总体不高。万州大多

数企业缺乏核心竞争力，大项目、好项目不多，工业经济总量不大、质量不高，

且近几年制造业有回落的迹象。另一方面，万州营商环境需要改善。万州产业链

短，供应链不够健全，物流及用电等要素成本较高，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短板明

显。 

做大扶强龙头企业。万州区针对龙头企业实施培育引进计划，针对重点工

业企业，制定“一企一策”培育方案。鼓励龙头企业采用多种方式，对上下游配

套企业进行重组、改造，发挥龙头企业对产业链的聚焦带动作用，以此增强龙头

企业在行业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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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培育中小企业。万州区针对中小企业实施“专精特新”企业培育行动

计划，即推动一批中小企业聚焦细分领域制定长期发展战略。针对企业创新能力

不强的问题，万州鼓励中小企业自建或联合高校、科研院所共建企业研发机构，

以此推动中小企业创新发展。 

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万州区强调大企业与中小企业之间技术、管理、

物资、信息、资金和市场等资源有偿共享，提高资本集约利用率。并定期举办中

小企业与大企业配套合作项目洽谈会，搭建多地产业协作平台。 

万州制造业集群总体布局重点放在“231”产业工程。万州将制造业发展的

重点放在五大产业，着力实施“231”产业培育工程，即：做大做强新材料、食

品医药两大重点产业，提质发展汽车、绿色照明、智能装备三大优势产业，同时

辅助培育发展电子信息产业。万州区的规划是：打造 300 亿级新材料产业、200

亿级食品医药产业、100 亿级汽车产业、50 亿级智能装备和 50 亿级绿色照明产

业的制造业发展格局。 

新材料产业，万州着力打造有色金属材料、绿色建筑材料、高性能合成材

料“三大新材料集群”，构建新材料产业核心竞争优势，建设新材料产业名城。

有色金属材料的发展规划路径为：按照“区域联动、延伸拓展”的原则，统筹布

局铜、铝材料及其下游产业。绿色建筑材料的发展规划路径为：按照“循环利用、

绿色生产”的原则，建成服务渝东北、辐射重庆的绿色建筑材料集群。高性能合

成材料的发展规划路径为：依托达万铁路，重点发展乙烯等高性能合成材料，打

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性能合成材料产业示范基地。 

表 1-6 新材料发展方向及重点产品 

类别 重点产品 

制冷空调用铜 制冷空调铜管、铜合金管件、制冷家电控制阀件等 

输配电用铜 高精漆包线、高端电磁线、特种电缆等 

电子信息用铜 高精铜板带、高精锂电铜箔、高精电子压延铜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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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制造用铜 贯通地线、汽车线束、海工装备用铜合金等 

新能源用铜 加快发展锂电池组、风电、光伏发电等终端设备 

氧化铝 氧化铝、再生铝、氢氧化铝等特种氧化铝 

铝加工 加快铝合金产品延伸，重点发展铝合金汽车车身板等产品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食品医药产业，万州依托渝东北及三峡库区生物资源多样性和粮食进出口

口岸等优势，重点推动食品加工及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建设成为“一带一路”和

“长江经济带”农（牧）产品精加工示范基地，渝东北医药生产基地。食品产业

的发展规划路径为：依托粮油仓储物流加工基地和万州 200 万头生猪养殖与屠宰

基地，推动种养一体化循环发展。医药产业的发展规划路径为：重点发展生物医

药、中药产业及农药产业，围绕化学药、原料药及辅料，推动原料药向化妆品等

领域进一步拓展，着力打造“原料+制剂”一体化的产业发展体系。 

表 1-7 食品医药发展方向及重点产品 

类别 重点产品 

粮油加工 饲料、植物蛋白、烘焙食品、膨化食品等 

肉类加工 牛肉干、罐头制品等调理肉制品，冷鲜制品等冷链食品 

酒类生产 浓香型白酒、酱香型白酒、配置酒、果酒 

生物医药 
围绕化学药、原料药及辅料，推动原料药向化妆品、保健品

进一步拓展，打造“原料+制剂”一体化产业发展体系。 

中药产业 加大中药材提取及破壁深加工研发力度 

农药产业 医药中间下游氟草烟等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汽车产业，万州围绕“整车+配套”的专用车汽车制造产业基地建设，积极

发展商用车、改装车、新能源汽车，培育发展大小三电，汽车电子等关键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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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整车的发展规划路径为：以长安跨越为龙头，发展商用车、物流车等产品和

品牌。汽车零部件的发展规划路径为：以提高汽车零部件本地配套率为目标，发

展货箱、车身片件等配套产品。与此同时，万州积极推动汽车产业的后市场发展：

推动整车企业由车辆生产制造商向智慧出行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构建“出行即

服务”新型交通出行服务模式。 

表 1-8 汽车产业发展方向及重点产品 

类别 重点产品 

整车 商用车、物流车、新能源城市物流车、新能源商用车等 

汽车零部件 
货箱、车身片件、邮箱等配套产品，锂动力电池、电机控制

器等新能源汽车“大小三电”零部件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绿色照明产业，万州按照“先应用，做大照明产业规模；再延伸，做强照明

产业链”和“以工业制造为主，兼顾服务和商贸”的发展思路，打造西部照明电

器及智慧城市产业基地。在绿色照明产业，万州已具备了一定的产业基础以及产

业配套能力，下一阶段的发展方向及重点产品包括照明应用、照明配套。绿色照

明产业的发展规划路径为：依托雷士照明、施耐德等企业，延伸绿色照明产业链，

打造西部照明电器基地。 

表 1-9 绿色照明产业发展方向及重点产品 

类别 重点产品 

照明应用 教育照明、汽车照明、农业照明、应急消防照明等 

照明配套 
照明支架、高端开关插座等基础零部件，LED 外延片、芯片

等零部件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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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装备产业，万州持续推进军民融合产业园建设，强化军民融合智能装备

制造产业链发展，构建智能装备产业集群发展格局。传统装备制造的发展规划路

径为：依托船舶产业园项目，发展新能源船、特种船艇等整船产品；依托中国船

舶集团在万企业，发展惯性器件、船舶电力推进装置等。新兴装备制造的发展规

划路径为：依托渝东表面处理中心，引进汽车、船舶等行业电镀产品生产企业，

发展电镀产品。 

表 1-10 智能装备产业发展方向及重点产品 

类别 重点产品 

传统装备制造 新能源船等整船产品，精密传动装置等传播配套产品 

新兴装备制造 电镀产品，智能数控机床、光伏组件等 

资料来源：万州区“十四五”规划，中山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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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万州金融市场发展情况 

第一节 万州金融市场基本情况 

金融是万州的重要产业，但整体发展仍较为薄弱。截止至 2021 年末，金融

业增加值为 69.55 亿元，占全区 GDP 总量 7.1%，金融业已成为万州区支柱产业

之一。“十三五”时期，金融业税收占全区税收历年均在 13%以上，最高占比达

28.37%。2021 年末，银行业人民币存款余额 1527.74 亿元、贷款余额 955.79 亿

元，分别是 2015 年的 1.60 倍和 1.70 倍，存款余额增速与重庆市基本持平；同期

重庆市全辖区银行业人民币贷款余额为 4.07 万亿元，万州区占比不到 4%，表明

万州经济金融发展程度相对偏低。截至 2022 年 5 月底，万州金融机构总数达到

97 家，同期重庆全市金融机构总数为 1893 家。其中，三峡人寿保险股份公司是

在万州注册的第一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总部在重庆的保险公司。截至 2022

年 6 月，三峡人寿资产总额 24.2 亿元，其中负债总额 17.3 亿元，本年累计亏损

0.58 亿元。 

截止至 2021 年末，万州区绿色信贷余额 51.84 亿元，同比增长 64%，而重

庆市全辖区同期绿色信贷余额超过 4300亿元，万州绿色信贷余额仅占不足 1.5%。

金融服务电子化、信息化、网络化普及率年均递增 1.5%以上。服务平台一体化，

银行、证券、保险等服务网络基本实现互联互通。金融服务便民化，金融便民服

务覆盖行政村达到 100%，基本实现全面覆盖，手机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

注册和使用率年均增长 1.9%和 2.5%。乡村金融服务方面，2022 年第一季度末，

万州区涉农贷款余额 193.34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56.2%，而重庆市第一季度末

涉农贷款余额超过 7000 亿元，万州区涉农贷款余额仅占重庆市余额 3%左右。 

小微金融服务方面，线上审批、自助续贷、自助支付等更加高效服务模式得

到一定的推广，但普及面仍处于较低水平。截止至 2020 年末，小微企业贷款余

额 129.43 亿元，较 2015 年增长 44.61%，占重庆全辖区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的 4%。

金融扶贫方面，至 2020 年末，扶贫小额信贷历年累计贷款金额 5.44 亿元，获贷

率达 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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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资金方面，万州区 3 家银行、1 家企业参与进口付汇便利化试点，便利

服务贸易跨境支付 707.98 万美元。“十三五”期间，万州区外资外贸企业直接投

资项下资本金流入 1.44 亿美元，跨境融资 3.2 亿美元。 

第二节 万州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现状 

一、上市资源培育状况 

截至目前，万州区现有上市公司 3 家，为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谭木匠、大全新能源，分别在 A 股，港股以及美股上市。此外，另有新

三板挂牌企业 2 家，为申高制药以及奥根科技，重庆股权转让交易中心挂牌企业

19 家（其中改制挂牌 4 家）。 

表 2-1 重庆股权转让交易中心 19家挂牌企业名单 

企业 所属行业 所属板块 

美尔佳电器 电子设备制造业 孵化板 

乾方天地 农副食品加工业 成长板 

车智馨科技有限公司 
皮革、毛皮、羽毛制品，

制鞋业 
科创板 

祥华模具 金属制品业 成长板 

林博汽车部件 汽车制造业 成长板 

桐安房地产 房地产业 孵化板 

东尼科技 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 成长板 

佳橙农业 林业 孵化板 

美意福达科技 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 成长板 

仙露贸易 批发业 孵化板 

雁谷生态农业 林业 孵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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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 所属行业 所属板块 

缘月科技 综合 孵化板 

好恭道食品 食品制造业 孵化板 

源洲农业 农业 孵化板 

万俱农业 林业 孵化板 

万众商标代理 商务服务业 孵化板 

映水农业 农业 孵化板 

长军农业 农业 孵化板 

智富新能源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成长板 

资料来源：重庆股份转让中心 

（一）上市公司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万州重要国有上市企业，也是规

模最大的上市公司，实控人为国务院国资委。1997 年 8 月 4 日，三峡水利在上

交所上市，成为重庆市首家电力上市公司、万州区唯一的一家上市公司。公司是

一家集电力开发、多种经营为一体的企业集团，主要从事发电、供电、电力设计

勘察安装等业务，并参股重庆公交站台广告公司、三峡银行等企业。公司拥有鱼

背山、双河、赶场、杨东河、长滩、瀼渡等水力发电站，并控股向家嘴水电站；

拥有变电站多座，与湖北和重庆电网联网；公司年售电量大，年均供电量占重庆

市年均用电量的 10%左右。截至 2022 年 8 月，公司市值为 214.16 亿，2021 年营

业收入约 101 亿，净利润 8.73 亿元。三峡水利发行的存续期债券现有 1 支，余

额为 10 亿。 

谭木匠是万州第二家上市公司，成立于 1993 年，在 2009 年 12 月 29 日于香

港交易所主板上市。截至 2022 年 8 月，公司市值为 7.71 亿港币。谭木匠公司的

定位是小而精，做一家具有工匠精神的公司，不求做大，但求做的长久，业务发

展较为保守谨慎。公司持有专利 40 余项，2021 年年报中显示，公司员工共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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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其中残疾人 355 人。公司不求做大但求做精的定位显著地反映在营收上，

2021 年除去加盟经营费收入以外，其余营业收入全为小型饰品销售，占比超过

99.9%，并且近十年营收结构几乎没有改变，专注于做好梳子，总营收也一直稳

定维持在 3 亿人民币左右，受新冠疫情的影响较小。 

重庆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是纽交所上市公司大全新能源的子公司。2007 年，

大全集团（大全新能源的母公司）在万州成立重庆大全新能源有限公司并投资建

设多晶硅生产基地，进入新能源产业，2010 年 10 月大全新能源在纽约证券交易

所上市，截至 2022 年 8 月市值为 51.22 亿美元。重庆万州是大全集团的四个生

产基地之一。 

（二）新三板挂牌企业 

新三板挂牌企业奥根科技于 2011 年成立，于 2014 年 12 月在新三板挂牌，

截至 2022 年 8 月市值为 0.33 亿。公司是一家集光学零件、光学镜头等光电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为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现有专利 29 项。公司主要产

品包括高清摄像头、光学零件光学透镜、模压玻璃非球面镜片等。其中，光学零

件主要应用于数字投影仪、手机摄像头、数码相机镜头、数字摄像仪、车载镜头、

安防镜头等领域。公司自主设计研发、生产的光学镜头主要用于安防监控、同步

可变焦红外夜视监控系统、车载后视、运动 DV、3D 交互式游戏机等领域。通过

多年的积累，公司目前拥有一支稳定的研发团队，在玻璃非球面镜片领域的研发

实力处于国内领先水平。2021 年间总营收为 5036 万，主营业务为镜头组装以及

镜片生产，营收占比分别为 76.86%及 20.04%。2021 年公司归母净利润为-48 万，

亏损同比减少 22.61%。2022 年 7 月 11 日，公司因信息披露违规收到全国股转公

司公开谴责处分，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 

新三板挂牌企业申高制药于 1976 年建厂，原为四川省万县地区生化制药厂，

是一家集科研、生产、经营为一体的企业。公司成立时间为 2010 年，新三板挂

牌时间为 2014 年 11 月，截至 2022 年 8 月市值为 0.36 亿。公司现有专利 11 项

（含 1 个发明专利、8 个实用新型专利），制药类业务营收占比超过 95%，企业

在 2020 年受疫情的影响由盈转亏，企业近十年营收在 2100 万到 3000 万之间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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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拟上市重点企业 

万州现有拟上市重点企业三家，分别为三峡银行，厚捷医药以及金龙铜管。

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8 年，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城市商

业银行，也是重庆市市属国有重点企业。2021 年三峡银行资产总额为 2403.66 亿

元，净利润为 14.97 亿元。成立以来的定位是“立足库区，服务重庆”，并且在银

行定位上坚持“库区银行，零售银行，数字银行，中小企业银行”四个银行的定

位，目标是全力服务区域经济，服务中小微企业，服务城乡居民，成立以来经营

效益持续向好，综合实力不断增强。2022 年 3 月 25 日，证监会恢复对三峡银行

IPO 行政许可申请的审查。目前三峡银行已重回 IPO 正常排队序列，并已向证监

会报送了加期更新材料，目前处于预披露更新阶段。 

重庆厚捷医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7 年 8 月，是重庆万州经济技术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和市级重点项目三峡国际健康产业园投

资单位，位列全国百强医药流通企业。重庆厚捷医药集团也是万州区重大公共卫

生与突发事件的应急医疗物资供应保障单位。在医药流通领域，厚捷医药集团与

全国四百余家医药供应商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下游业务销售端覆盖万

州区及周边 200 公里范围，涵盖川、陕、渝、鄂、湘五省，是三峡库区近 2000 家

公立医院及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药品、医疗器械及医用耗材的供应商，年销售规

模达 18 亿元。目前厚捷医药已明确以沪市主板为目标的上市计划，重庆市金融

监管局将厚捷医药纳入市级拟上市企业储备库。 

金龙铜管是万州经开区引进的重要制造业公司。金龙铜管集团是中国 500 强

企业、中国 100 大跨国公司，是全球空调与制冷用精密铜管行业龙头企业。2018

年 3 月，万州对陷入经营困境的金龙铜管实施战略重组，万州经开公司成为金龙

铜管集团的绝对控股股东，金龙铜管集团成为万州区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

企业。公司生产的系列光面铜管、内螺纹铜管、外翅片铜管、毛细铜管等，已经

成为格力、美的、海尔、海信、奥克斯、GOODMAN、韩国 LG、日本大金等空

调制冷厂家的首选产品，在国内外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2021 年，公司在中国

制造业企业排行中排名第 311，在重庆 100 强企业中排名 23，重庆制造业 100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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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排名第 10。该公司初步拟定以深市创业板为目标的上市计划，待股份制改造

完成之后开始上市辅导。 

（四）上市资源培育上存在的问题 

万州区上市挂牌企业储备不多。第一，万州区产业发展不充分，符合上市标

准的优质企业资源相对缺乏。第二，招商引资引进的企业在万州大多为子公司和

分公司，无自主上市决策权。第三，现存的优质企业几乎都是具有一定发展历史

的公司，以及外地大企业的子公司和分公司，本地新企业的数量少，质量低。 

企业对上市认识还不够到位。一是企业更习惯于银行等传统渠道融资解决问

题，向债券市场、证券市场开展直接融资较少。二是对于上市，不少企业担心股

权多元化后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存在“小富即安”的思想。三是企业顾虑上市

成本高、不确定性强，导致企业不愿冒风险推动上市。 

二、债券发行情况 

万州企业债券发行主要集中在地方国有企业和地方金融机构，包括万州经济

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三峡银行等。其中，万州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现有债券发行余额为 140.90 亿元，三峡银行债券发行余额 172.37 亿元，

万林投资债券发行余额 24 亿元，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债券发行余额 17.19

亿元。 

万州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是以助推万州经开区产业发展为目的成

立的重要公司，是万州经开区的管理方，实控人为万州国资委，主体信用评级为

AA+。万州经开区 2010 年升级成为三峡库区唯一的国家级开发区，按照“一区

五园”（高峰园、天子园、五桥园、九龙园和新田园）布局，先后引进金龙铜管、

长安跨越、全域医疗、施耐德电气、三雄极光等多家行业领先企业，初步形成绿

色照明、智能装备、食品医药、汽车、新材料五大主导产业。由于目前大部分到

位资金投资于金龙铜管产业项目，并且自 2017 年其还在不断加大投入资金，2017

年至 2021 年间万州经开集团的主要营收均为铜产业并且营收处于不断增长的状

态。公司在万州经开区中承担以下职责：贯彻经开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各项决策

部署；开展融资工作，确保经开区开发建设资金需求；承担园区开发建设项目，

对经开区产业经营性项目进行投资，行使业主职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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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万林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债券发行余额 24 亿，主体信用评级为 AA，是

万州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子公司。公司是经经开区管委会批准设立

的国有独资公司，是万州经开区内土地整治开发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的主体，在

相关业务方面具有自然的垄断性。公司经营范围包括：接受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管理委员会授权对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基础设施及产业项目实施投资、组织建设，

资产经营及管理；对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进行整治；建材（不含危险化学品）

及机电产品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等。 

重庆三峡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债券发行余额17.19亿元，主体信用评级为AA，

也是万州经开集团的子公司。公司是以万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土地收储、整治及开

发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投融资为主业的国有独资公司。作为经开区内最重要和

最主要的国有资产和公用事业运营主体，按照经开区发展规划的要求，公司组织

实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和综合开发以及多项经开区重点建设工程。 

重庆万州三峡平湖有限公司现有债券发行余额 83.7 亿元，主体信用评级为

AA+，实控人为万州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公司是万州区内最重要的负责城

市基础设施投资建设的公司，在万州区辖区内，公司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业务的区

域垄断优势明显，承担着万州区基础设施建设、万州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还房工

程、危房改造、公租房建设和开发的重要任务。 

此外，重庆三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万州重要的发债主体。重庆三峡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是经中国银监会批准成立的城市商业银行，是重庆市市属国有重点

企业，主体评级 AA+。公司发债金额共计 172.37 亿元，发债类别包括商业银行

次级债、银保监会主管 ABS 等。 

第三节 万州对产业发展的金融政策支持现状 

推动普惠金融，加强金融服务，万州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服务创新，完善农村

便民服务点、助农取款点等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信贷资金投向农村扶贫、乡村振

兴领域的力度加大，目的是使得支农、支小、扶贫再贷款、再贴现等多种货币政

策工具得到充分应用。小微金融服务创新得到提高，金融机构产品创新力度加大，

线上审批、自助续贷、自助支付等高效服务模式得到推广。万州区政府推进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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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额信贷，为贫困户提供基础利率、免抵押、免担保的小额信贷支持，提高扶贫

小额信贷获贷率和覆盖率。 

扩大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空间。万州实施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

扩大企业和金融机构跨境融资空间，便利境内机构充分利用境外低成本资金；重

庆主城以外首家跨境电商认证结算机构在万州成立，中国建设银行万州分行在万

州搭建“认证交易+银行收结汇”结算平台。 

提升外汇服务质量，为外汇服务提供便利。万州正在推进外汇政务服务网上

办理，为外汇服务提供更好的便利；外汇服务提交点试点银行范围扩大，提交点

数量增加，提交点布局得到优化，服务水平和质量稳步提升；窗口服务标准化建

设进行，实施“硬件环境”标准化，提升服务满意度。 

第四节 万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短板分析 

全区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比重小，对外通道网络不完善，开放

通道互联互通水平还需提升。开放平台能级不高、引领性不强，口岸功能还需进

一步完善。全区进出口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市比重小，仅为 0.6%、1.2%，

国际性金融机构和国内总部机构缺乏，金融人才占比不高。 

金融生态环境有待进一步优化，改革创新有待进一步加强，口岸通关便利化

水平亟需进一步提升，外商投资管理服务机制需健全完善。各类经济、社会、金

融风险交织，金融形势仍然复杂多变，市场化法治化环境还需要继续改善，防范

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还需持续加力。 

金融业体系有待完善，金融业发展的能级还不够高，缺少具有影响力的地方

法人金融机构和金融机构区域总部，万州地区的金融机构多为子公司和分公司，

没有培育出有足够体量的本土金融机构；金融资源配置手段还不够丰富，经济证

券化水平还亟待提升，金融产品创新能力不足，服务实体经济能力还需进一步增

强。 

金融服务普及面有待提高，金融资源利用情况较差，对于绿色信贷，小微企

业贷款，以及农村信用贷款等资金的利用率较低；已覆盖的金融服务网点以及线

上贷款服务的使用率较低，企业以及个人对金融服务的认知相对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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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本市场支持万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 

第一节 资本市场支持万州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 

根据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的发展要求，万州在充分汲取浙江省生态建设、

贵州“四型十五种”绿色产业发展模式等先验经验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万州本地资

源特色，大力实施 100 万亩经果林、100 万头生态猪，产值分别 100 亿的“双百

亿”工程，推动全区农业高质量发展。其中，百万“经果林”主要为玫瑰香橙、柑

橘、小水果、品牌茶叶、中药材、木本油料等，百万生态猪工程育有万州生态猪、

生态芦花鸡、万州烤鱼等鸡猪鱼产业。目前“双百亿”工程已经发展经果林约 92

万亩，生态猪约 95 万头。此外，还有万州烤鱼等区域品牌。当前万州农业产业

发展痛点：尚未形成全国性品牌、未形成品牌溢价、生产加工环节薄弱、销路未

完全打开等。 

一、万州农业产业发展现状及结构分析 

（一）百万经果林初具规模，困点在精加工与品牌效应不足 

万州凭借独特的山地环境和立体气候优势，构建“581”海拔区间产业发展模

式。海拔 500 米以下主要发展柑橘，海拔 800 米以上主要发展生态茶叶，海拔

500 米至 1000 米主要发展以中晚熟李子、早熟梨为重点的小水果，此外还重点

发展以花椒为主的林木和以佛手为主的中药材基地。其中，柑橘产业突出规模化、

基地化、集群化，继续建好万州玫瑰香橙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打造三峡柑橘

优势产业集群。核心策略在于做大做强玫瑰香橙、柠檬、红桔三大主导特色的绿

色品种。玫瑰香橙等经果采取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模式，线下举办三峡柑橘

国际交易会，会同库区 11 个区县，采取统一收购、分约包装、统一品牌、市场

化营销等运作模式，共同打造“三峡柑橘“品牌。采取线上交易、线下配送，手

指一点，电商到家的促销模式，畅通销售渠道。 

万州青脆李、脆红李等小水果产业带已初具规模。“万州青脆李”属于万州

特色产品与绿色农产品。种植园区海拔在 450 米至 1240 米之间，整个分水镇及

相邻周边总的种植面积达到 10 万余亩，境内自然风光独特、气候宜人，降雨充

沛，光阴时间长，适宜早、中、晚熟青脆李子生长，产品个头大，果实香、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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脆，闻名于川、渝、鄂、黔等地。各镇乡还因地制宜的发展早熟梨、优质桃、樱

桃、枇杷、龙眼、猕猴桃等特色小水果。 

金银花、佛手等中药产业协同发展，培育鲁渝品牌。“长江河谷生态保护道

地中药材种植区”和“高山生态屏障道地中药材种植区”育有金银花、佛手、金

荞麦、前胡等中药材。具体而言，万州中药材协会发展 250 亩佛手、三峡农业集

团发展 200 亩金银花，扶持 3 家中药材加工车间规范管理，带动全区 150 家业

主、15000 亩中药材种植基地。万州市依托山东鲁抗集团、重庆厚捷医药集团等

龙头企业以及三峡医专等高校，着重开展种源培育、种植基地、加工、品牌建设、

标准化生产等。 

高山生态茶叶产业带形成针形绿茶、工夫红茶、高香茉莉花茶产品格局。万

州与重庆市农科院茶叶研究所、西南大学等科研院校合作不断研发新产品，打造

绿色生态茶园与规范化、标准化基地。目前茶园面积达 5.7 万亩，产量 2300 吨，

综合产值 7 亿元。品牌培育方面，适时举办“三峡天丛”斗茶大赛、采茶节等“三

峡”茶叶品牌推介会，增强“三峡天丛”公用品牌的市场获知感与声誉力。 

木本油料产业主要为花椒油、油橄榄等高标准木本油料产业基地，当地知名

企业有：主产花椒油，以出口导向的重庆树上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主产鱼

泉榨菜脱盐技术强于涪陵榨菜、远销东南亚等国家或地区的重庆鱼泉榨菜（集团）

有限公司等。 

在调研中，万州农业相关部门的人士表示，经果林产业的痛点主要有：产品

本身的季节性、易腐蚀等特点，品牌与市场认知度不够，以及销售渠道相对单一、

加工环节相对薄弱等问题。 

（二）百万生态猪创收波动大，万州烤鱼尚未标准化与预制化发展 

政企农合作，百万生态猪生产链条初步成形。据万州区农业农村科领导介绍，

百万生态猪目标实现用时约三年时间，政府财政累项投入 5 亿余人民币，其中公

路、水电等基础设施累计投入 2 亿余人民币，其他设施累计投入超 3 亿人民币。

通过政府财政支持，鼓励当地养殖场、养殖农户、代养得康集团的生猪，当前共

有 75 户 755 个单元，每个单元 1250 头/年，养殖个体户单元规模从 3、4、10 个

到几十个单元不等，养殖户每头生态猪获得代养费 200-600 元不等，代养费具体

额度由绩效考核系数最终确定。考虑到生态猪单元建设成本2021年接近12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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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区政府通过集体入股的方式，每个单元投入 40 万（主要投给村集体经济，

村集体入股到养殖户），村集体每年获得 5 万元约 8%的分红。 

生态猪饲料等原料供给由山东金锣集团统一供给。生态猪养殖与排泄物处理

基本实现标准化、统一化与规范化处理，排泄物处理采取水污分离的生态模式，

粪便中的益生菌用做发酵、有机肥处理，向下游种子户、经果园销售，以变废为

宝。相关成果获得国家农业部的认可。 

当前万州生态猪产业存在如下问题，猪肉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养殖户收入，

养殖户融资、还贷压力相对较大；生态猪产业链有待完善，诸如屠宰、精加工等

尚存不足。 

万州烤鱼或成为中国烤鱼标准与地域标志性知名产品。万州将“中国烤鱼

之乡”的美誉度和微山湖地区渔业发展先进经验紧密结合，打造“万州烤鱼”

品牌，着力打造烤鱼产业链。具体而言，引进试养微山湖特色鱼种四鼻鲤鱼 40

万尾，发展鱼种示范基地 280 亩；推广稻鱼综合种养，目前已在 9 个镇乡建成

核心示范基地 1800 亩，辐射带动养殖 3010 亩，参与农户达 1000 余户。万州烤

鱼的痛点在于尚未将产品标准化、统一化与品牌全国化。 

除了生态猪之外，万州按照“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行模式，还重

点发展了重点发展肉牛、肉羊、兔等草食牲畜。 

芦花鸡规模小、产业链基本完善，品牌效应有待强化。在山东济宁市的扶

贫帮扶下，万州引进了芦花鸡等新品种。先后建成芦花鸡高效山地原生态散养

基地、国家级保种场、芦花鸡西南繁育中心、屠宰冷链仓储中心及深加工研发

中心、销售网点等相关配套实施，成立重庆市芦花鸡产业联合体，辐射带动四

川、贵州、云南等省发展芦花鸡产业，形成繁育鸡苗 500 万只、林下散养 10 万

只、年屠宰 120 万只、深加工 50 万只芦花鸡能力，建成 1000 平方米的芦花鸡

产品精深加工厂，全产业链年总产值上亿元，成为全国东西部协作典型案例。

家禽产业的痛点：产品深加工和品牌尚处于培育阶段，芦花鸡生态土鸡和鸡蛋

品牌效力有待增强。 

畜牧业产业发展的痛点与相关建议。畜牧产业尚未形成地域驰名、全国知名

品牌，加工、特别是深加工环节有待增强。建议以芦花鸡生态土鸡、“万州烤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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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猪等作为典型品牌的突破口，将畜牧产品标准化、规范化与统一化深加工。

促进畜牧业从粗放式生产向工业化、精化加工转型，打造特色产品与特色品牌。 

二、国内相似先进经验与成功案例分析 

万州烤鱼、生态猪、生态芦花鸡除作为地域品牌、餐饮消费外，建议向预制

菜、休闲食品、礼盒方向发展，在商品抢注、商业模式、品牌理念、品牌宣传、

产品规格、产品包装、客户群体定位、价格定位、营销策略等方面，建议参考湖

北周黑鸭与柳州螺蛳粉等运营模式。玫瑰香橙、柠檬、古红桔等经果林建议参照

赣州脐橙的品牌打造与营销模式。 

（一）周黑鸭亮点口胃独特、预制休闲，定位清晰与品牌溢价。 

周黑鸭是一家专门从事生产、营销及零售休闲熟卤制品企业，主营产品包括

鸭脖、鸭翅膀、鸭翅尖、鸭锁骨、鸭掌等，其他包括卤制红肉、卤制蔬菜、卤制

家禽及水产类等其他产品，主营产品实现标准化与统一化。产品特色：“进口微

甜爽辣，吃后回味悠久”、“辣中带甜、辣中有香、香中带麻”的独到口味。产品

定位：休闲食品，客户群体为 19-49 位中青年消费者，产品包装形式主要有气调

保鲜包装、真空颗粒包装、锁鲜盒，对应产品有周黑鸭锁鲜装产品、颗粒装产品、

真空彩包以及礼盒（如周黑鸭零食大礼包）等。价格策略：周黑鸭采纳竞争导向

订价法，实施市场相似产品(比如久久鸭、绝味鸭脖等)邻近价格策略。媒介策略

以线下宣传为主，线上选择性宣传，线下线上相联合的宣传方式，围绕“没滋味？

就吃周黑鸭”，“会娱乐，更快乐”等品牌理念，开展媒介宣传活动，提升目标花

费人群对产品的认知度。媒介目标：19-49 岁中青年集体对辣味的接受程度高、

经济独立，思想上不排斥外来新鲜事物与简单接受新事物。媒价选择：线下媒介

主要以电视广告（参与“舌尖上的中国”等美食节目）、车载挪动电视广告、户外

广告、门店活动与派发传单为主，线上主要以中青年广泛接受的微博、微信公众

号、各大新闻 APP 和拼音视频 APP 为主，比如微博以“食尚新主义，爱品位，爱

生活”为话题，吸引众多粉丝。品牌感知质量：消费者认为周黑鸭不仅是个好吃

的东西，还是一款时尚的可以当做礼品的产品。品牌联想：提到周黑鸭就会想起

武汉特产，甚至湖北特产。2016 年 11 月 11 日，周黑鸭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

http://www.baidu.com/baidu.php?url=af0000KpxzUee8Wyt7dBMrfcWh2ImcM4BehW6GrNBeFxYaupfzNWV8W4T_Gyudfir6J7m70s0fBWWvwC56sw9wHnYzKNdhy7ff1zpAywXhKRdNPcJGEWBXCYbs-WiauYjauiR0EIrafQhJNqthuhuTtMEPoMee6yKjJHWZ3J5_E5WsfOb3wr_kpCOMm4U0t1_IfUSr25hQdzazA8mftW2rtK5dFD.7b_iHF8xnhA94wEYL_SNK-deQbfHgI3ynDgg6msw5I7AMHdey5Z_otIv8EWj3q-Xek8dqTUAMHz4rMG34nheuztIdMugbzTEZF83e5ZGzIUv53hoVoOPOoO53SLNl35qIjt1E9SyHoAkdd_NR2Ar5jkq8ZFqTrHl32QnNL-fuIXz4AZFqmYlTrHlYQ3Y_1fdmX5dhHok3_5Z4pI5QblXMWbzUVMQkLyI-XHFztTheW_tXMF9zI5pMwsrh8stx-9zUE5I9zUVqXZF8q81jbLXXOjbLXEo9zUVqXZF8tqSZF8qIhZF8qEzs4PLMEs4PvOds4PLoY3The1L3ThevtTrHIES8ZF8tqvZF8qEu9zUEU33The1tTrHIeX1jbLXEs3The1LmTheutrZF8vU-BmlI--X1xugz4r1-TMHzLp-9h9movyUO7f.U1Yk0ZDqdVzlvVAtz_xDknjEVTHnvQQl0ZKGm1Ys0ZK1pyI85yc1rHbLnH-bnyfzn1KWuhcvrjF-mHc3mHwWujmYPvub0ZfqdVzlvVAtsX52_eH1s5AsO0KGUHYkPjmk0ATqUvNsT1D0Iybqmh7GuZN_UfKspyfqP0KWpyfqrHn0UgfqnH0kPdtznjmzg1csPH7xnH0krNt1PW0kg1Dknjn40AVG5H00TMfqnWTv0AFG5HDdr7tznjwxPH010AdW5HDsnHIxnWmLPjc4njn1nW-xnW0dnNtknjD4g1KxPj00TgKGujYs0Z7Wpyfqn0KzuLw9u1Ys0A7B5HKxn0K-ThTqn0KsTjY1rHfvnWfdnjmL0A4vTjYsQW0snj0snj0s0AdYTjYs0AwbUL0qn0KzpWYs0Aw-IWdsmsKhIjYs0ZKC5H00ULnqn0KBI1Yz0A4Y5H00TLCq0A71gv-bm1dsTzdMXh410A-bm1dcHbc0TA9YXHY0IA7zuvNY5Hnkg1nkP7tv0ZwdT1YvP1DzPjT4rjDdrjm4nWTznWms0ZF-TgfqnHmvnj6knWT3nH0krfK1pyfquWKBPjf3nWnsnj01nvf1mfKWTvYqPHf1fHujnWmLnWmYPRNaP0K9m1Yk0ZK85H00TydY5H00Tyd15H00XMfqn0KVmdqhThqV5HKxn7tsg1Kxn7ts0Aw9UMNBuNqsUA78pyw15HKxn7tsg1Kxn7tknW0dPH6v0ZK9I7qhUA7M5H00TZFEujYkrHmznWRkPWTvnfKbmv-b5Hm0ugwGujYvP0K9TLKWm1Ys0ZNspy4Wm1Ys0Z7VuWYs0AuWIgfqn0KGTvP_5H00mywhUA7M5HD0UAuW5H00uAPWujY0IZF9uARqn0KBuA-b5RPKPWcLfRm4n1IjrDnvnWwKPHm3nYnsfHbdfHn1PHKD0AFY5HD0Uv7YI1Ys0AqY5H00ULFsIjYsc10Wc10Wnansc108nj0snj0sc10WwDuRc10WQinsQW0snj0snankQW0snjDsnansc10Wna3snj0snj00mh78pv7Wm1Ysc100TNqv5H08P1Ixna3sn7tsQW0sg108P1Ixna3Yndtsg108PjPxn0KBTdqsThqbpyfqn0KzUv-hUA7M5H00mLmq0A-1gvPsmHYs0APs5H00ugPY5H00mLFW5HR4PHTk&us=newvui&word=&ck=3781.21.70.265.490.233.606.858&shh=www.baidu.com&sht=68018901_24_oem_dg&wd=&bc=11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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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至 2021 年底，周黑鸭门店总数达 2,781 间，自营门店 1,246 间，特许经营

门店 1,535 间，覆盖中国 26 个省、自治州及直辖市内的 267 个城市。 

（二）标准化预包装、速食好吃与电商带货造就百亿螺蛳粉 

柳州螺蛳粉分实体店现煮堂食与真空预包装螺蛳粉两个产品类型，是广西壮

族自治区柳州市的特色小吃。螺蛳粉行业发展驱动因素是传播通路与方便速食。

螺蛳粉作为广西特产，多次以非物质文化遗产身份进入《舌尖上的中国》、《走遍

中国》等多个知名电视节目；随着近几年直播的发展，螺蛳粉也进入李子柒、李

佳琦、薇娅等大 IP 以及柳州副市长直播间，网红助推与各方媒体宣传，共同造

就螺蛳粉从地方小吃转变为百亿网红美食的神话与全国性品牌。2022 年，柳州

螺蛳粉产业（包括原材料等附属产业）产值达到 300 亿元，预包装螺蛳粉产值超

105 亿。螺蛳粉已成为柳州乃至广西的新品牌形象。 

快节奏生活方式改变消费者消费方式，方便速食、“宅经济”与家庭场景消费，

造就柳州螺蛳粉强势崛起。好欢螺、螺霸王、嘻螺会、自嗨锅、良品铺子、三只

松鼠等品牌，以及李子柒等大 IP 网红、零食及餐饮均入局螺蛳粉，淘宝、天猫、

京东等网上商城提供便捷的销售渠道，10 元左右的趋同性差价定价策略，都助

推螺蛳粉行业向垂直、零售电商的方向发展。 

（三）母子品牌、专片宣传、主销战略与文旅结合，打造赣州脐橙品牌 

江西赣州通过建立“企业（合作社、农场+基地+贫困户）”“龙头企业+示范

园+贫困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带动赣南脐橙产业发展，2021 年赣州脐橙产量

150 万吨，总产值 166 亿元。赣南脐橙从单纯的种植业发展成为集种植生产、仓

储物流、精深加工于一体的产业集群。如今江西赣州享有“世界橙乡”之美誉。 

品质是赣南脐橙品牌及其溢价的基础，母子品牌战略成就赣南脐橙品牌。赣

州市政府按照赣南脐橙果园建档到户、入链到园、认证到果的要求，组织果农、

果企在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信息平台上注册。通过与华中农业大学等科

研单位的合作，如根据专家对当年气候、温度以及市场综合评估的意见确定赣南

脐橙的统一采摘时间等。按照“统一品牌、商标各异、注明产地、统一管理”的

办法，大力实施赣南脐橙公用品牌与企业品牌相融合的“母子”品牌战略，做大

做强做响“赣南脐橙”品牌。赣南脐橙成为集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优产品、

中华名果和中国驰名商标等美誉于一身的赣州名副其实的农业“当家树”。 

https://www.chinairn.com/report/20210315/103506958.html?id=1787327&name=chenze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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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脐橙品牌专片、多渠道、多条线并举，强化品牌效应。通过网络博览会、

电视节目和宣传片等形式对赣南脐橙品牌形象整合传播。诸如始于 2009 年的国

际脐橙节、2013 年至 2021 年的网络博览会。在中央电视台播出赣南脐橙广告，

制作以赣南脐橙为背景的宣传片如《父亲的笑颜》《中国梦、世界橙》，在飞机场、

火车站 LED 屏以及“两微一抖”上播放。同时在脐橙主销地如北京、上海等 100

个主要城市进行“三有宣传”，即有一个月以上的当地电视台推广宣传、有一次

赣南脐橙的免费品尝活动以及有一次有关赣南脐橙相关内容的当地新闻报道。 

赣南脐橙销售整合全域平台，采取线上、线下、主销城市战略。在国内市场，

赣州市积极巩固和完善覆盖全国的市场营销网络体系，促进农超对接，实施“主

销城市”战略，搭乘 O2O 电商快车（推行“寄递+电商”模式、邮政企业助力下

的‘电商+渠道+寄递+金融’模式），开展脐橙采摘旅游，举办大规模的赣南脐橙

旅游采摘季活动等。在具体销售渠道方面，赣南脐橙线上开展微商、电商销售以

及网红直播带货等。 

赣州脐橙工作重心将向抓关联配套产业、抓产业集群，注重管理、注重营销、

注重质量与效益转变，借此带动苗木、生产、养殖、农资、分级、包装、加工、

贮藏、运输以及机械制造、旅游休闲等关联配套产业发展。 

三、国内先进经验对万州农业产业发展的启示 

万州烤鱼可向好吃标准化与预制化发展。借鉴周黑鸭、螺蛳粉先验经验，万

州烤鱼产业发展可侧重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其一，畅销与品牌培育的重点在于

“合胃、好吃”，以养胃的模式创造客户群体的品牌感知质量与品牌联想，比如想

到烤鱼，就联想到万州等，获得品牌认知与品牌溢价。其二，建议同类型（比如

麻辣味、蒜香味等）烤鱼配方规范化、标准化、预制化，这利于客户群体多样化、

增强客户粘性与认知感，且专一配方情形下的多样化万州烤鱼有利于其创设品牌

理念、品牌营造与品牌宣传。其三，万州烤鱼客户群体应以餐饮、酒店等实体店

为主，预包装万州烤鱼可侧重礼盒与家庭装预制菜为主。其四，万州烤鱼产业链

发展需与当地文旅产业合理衔接，与文旅产业采取保存量、增流量的协同发展策

略，促进万州烤鱼产业链高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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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猪建议延伸产业链条，向精加工与深加工发展。针对猪肉价格波动等因

素影响养殖户收入等问题，价格波动的根源在于供需失衡，建议实施集团化、产

业化、精细化管理，完善生态猪产业链，强化诸如屠宰、冷藏、加工与精加工等

环节的职能与效能。粗加工可引进或建生猪的屠宰场与小包装分割加工厂，开发

冷鲜肉、冰鲜肉等加工产品，采取预制化真空锁鲜包装方法，增长贮藏时间。精

加工建议引进能烹制熟肉制品、肉松、肉脯、腊肉、香肠等的精加工厂，建立起

面向国内外中高端市场猪肉制品产业链，引导生态猪肉由原生态向次生态转化，

以家庭消费场景为主打造多样化、品牌化产品，削弱价格波动对收入的总体影响。

此外可向下游生物深加工延伸，应用生物技术制造高端生物制品，如猪血提取

SOD、血红素，猪骨提取硫酸软骨素等。 

经果林可采取母子品牌策略，强化地方品牌及其溢价。万州经果林的痛点存

在销路不畅，品牌效应不强，精加工不足等问题。建议万州区采取母子品牌策略，

应用“统一品牌、商标各异、注明产地、统一管理”模式，营造好“三峡牌”，

诸如三峡柑橘、三峡天丛、三峡生态猪系列区域公用品牌，创设万州玫瑰香橙、

万州红桔、万州工夫红茶等子品牌，通过注明产地的方式，强化区域品牌与市场

的认可度。针对玫瑰香橙、古红桔、万州柠檬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举办大

规模的旅游采摘、休闲观光、特色动植物欣赏等活动，提高客户的认知度，拍摄

专片在飞机场、火车站 LED 屏以及“两微一抖”上轮番播放，提高特色产品的

知名度与品牌价值。通过线下商超与礼盒，线上网红带货、“巴味渝珍”、“美菜

网”、淘宝、京东等电商促销等方式，畅通销售渠道。 

四、通过税收优惠、信贷支持与 IPO引导做强区域产业 

在生产相对稳定，销路与品牌影响有待加强的情形下，做大做强经果林的关

键在于畅通销路与打造品牌。首先，政府可以加大信贷支持，加快推进智慧“农

业公园”、“玫瑰香橙”等智能平台建设，依托万州智慧城市管理云平台为打造以

万州柠檬、玫瑰香橙、生态猪为重点的农产品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为农产品

销路畅通提供便捷管理服务途径。其次，通过招商引资、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

方式引进拥有现代生物发酵、生物酶解等技术的比较优势企业，开发柑橘酒、休

闲特色食品、特种水产制品、榨菜加工、调味品（如花椒油、辣椒酱等）、果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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膳食纤维等名优特新产品，拓宽特色产品的广度。其三，打造专精特新企业，引

导财务数据尚可，具备条件的企业诸如鲁抗、厚捷医药、树上鲜等企业在科创板、

北交所与创业板等上市，做大做强地方企业与品牌。其四，政企合作，共同打造

与维护玫瑰香橙、万州柠檬、古红桔等品牌，提高地方特色产品的知名度与品牌

影响力。 

除品牌培育、智慧智能平台建设、税收优惠等财政补贴、银行金融机构担保

贷款之外，相对经果林而言，政府需用好政策性金融资源，加大长期信贷支持与

资金支持，以参股或控股的方式，有意识引导万州烤鱼（江来好）、生态猪以及

芦花鸡等地方特色产业实施集团化、专业化管理，研发标准化产品（如万州烤鱼

标准化调味包、芦花鸡标准配方、地方特色配方腊肉等），引导初生态农产品向

休闲食品，预制菜与礼盒等转变，创造条件做大做强以万州烤鱼、生态猪以及芦

花鸡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企业与产业，形成区域产业集群与集聚区，采取“一业一

策”培育工作计划，统筹设立发展专项资金等，培育出能在 A 股或港股 IPO 的

地方特色农业产业企业。 

第二节 资本市场支持万州工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 

一、万州工业产业发展现状 

万州工业基础较为薄弱。建国后，由于三峡工程长期论证，陆路交通建设落

后于其他地区，万州港逐步成为“过路码头”，陆港枢纽优势丧失，加上海关取

消及其他多种因素，万州成为国家级贫困地区。三峡工程开工后，万州又经历了

长达 10 余年的移民搬迁、生产重建、社会重组的阵痛期，370 家受淹工矿企业

关闭破产 70%，一度出现严重的“产业空虚化”。2021 年，万州实现工业增加值

135.51 亿元，占全区 GDP 比重约 12.4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2.58%和重庆

平均水平 28.28%。调研中地方政府和企业人士普遍表示，一方面万州地处内地，

距离原材料产地和终端需求较远，提升了万州工业发展的交通物流成本；另一方

面，和沿海地区相比，受山区地形影响万州用地成本偏高，用人、用电等方面也

没有成本优势，这些因素对万州工业经济发展形成了较大的制约。 

近年来万州工业经济发展较为迅速。“十三五”期间，万州工业经济效益显

著提升，累计新培育规上工业企业 71 家。2021 年，万州新培育规上工业企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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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全区共有 162 户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总产值 381.43 亿元。其中，万州

经开区 85 户企业完成总产值 301.44 亿元，占全区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约 79.03%，

是万州工业经济发展的“主战场”。2021 年，万州五大重点产业（绿色照明、智能

装备、食品医药、汽车、新材料）完成产值 259.53 亿元，同比增长 10.7%，占全

区规上工业产值比重达 68.04%。分门类看，2021 年万州制造业实现产值 308.85

亿元，约占万州工业总产值的 80.97%，是万州工业的主要构成；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实现产值 66.58 亿元，占比约 17.46%；采矿业实现产值 6 亿

元。全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总额 39.14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6%；实现

利润总额 28.23 亿元，比上年增长 21.2%。 

表 3-1 2021年万州规模以上工业主要产品产量 

 

资料来源：2021年万州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万州对自身工业经济发展的不足有着清晰认识。万州《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

四五规划》将万州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总结为如下三方面。一是领军企业带动

性不足，缺乏具备行业号召能力的大型企业；龙头企业在行业内影响力较小，集

聚配套企业的能力不足，对行业支撑作用不强。二是企业创新能力不强，创新投

入特别是基础研发领域投入不足，有研发机构和研发活动的企业占比不高，新型

研发机构数量较少，科技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不足，产学

研成果转移转化不够顺畅。三是产业链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企业产品竞争力不强，

配套层次总体不高，部分行业产业链关键环节缺失，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存在

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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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工业发展这个薄弱环节，万州提出了工业强区发展战略。2021 年 4 月，

万州印发《万州区工业强区十条措施》，内容包括：成立工业强区工作领导小组，

区委书记、区政府区长担任组长，万州经开区管委会主任、区政府常务副区长担

任常务副组长；明确每年召开一次工业大会；建立完善工业招商工作机制；设立

工业发展专项资金；等等。2021 年 12 月，万州第六次党代会报告提出加快建设

“三个强区”，即工业强区、农业强区、现代服务业强区，使 GDP 占渝东北比重

进一步提高，到 2025 年 GDP 占比提高至 25%以上。万州经开区作为万州工业发

展的主战场，在工业强区战略的驱使下，经开区谋划了“十四五”期间的发展目

标：大力发展智能循环型工业，加快打造 300 亿级新材料、200 亿级食品医药、

100 亿级汽车、50 亿级智能装备、50 亿级绿色照明的产业集群，打造长江上游

绿色制造基地，为建设工业强区提供强劲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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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万州区“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标表 

 

资料来源：万州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 

二、万州工业企业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状况 

万州工业企业对资本市场的利用较为有限。股权融资方面，万州工业基础薄

弱，规上工业企业数量较少，制约了万州工业企业上市公司的数量，万州工业企

业股权融资规模偏低。债券融资方面，万州工业企业的债券融资主要通过重庆万

州经济技术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万州经开集团）这个地方国有平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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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2 年 8 月，万州经开集团共有债券存续约 140 亿元。万州经开集团是万

州国资委控股的地方国有公司，也是万州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的金龙精密铜管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龙集团）的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超过 90%。金龙集团也

是万州经开集团的重要子公司，贡献了 90%左右的营业收入和利润。 

万州工业企业通过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较高。从债券估值来看，虽然万州经

开集团的主体评级为 AA+，但万州经开集团的债券估值收益率偏高，期限不足 1

年的 22 万州经开 CP001 的中债估值收益率为 4.29%，期限接近 3 年的 22 万州

经开 PPN002 的中债估值收益率为 7.12%，均远高于同评级信用债的收益率水平，

也高于同期的银行贷款价格，反映出债券市场投资者对其信用资质持较为负面的

看法。鉴于债券融资成本较高，银行信贷成为万州工业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截

至 2022 年 3 月，万州经开集团的银行借款余额为 249.06 亿元，占比超过一半，

仍以保证借款和抵、质押借款为主。除债券融资和信贷融资之外，万州经开集团

还通过融资租赁、基金等非标渠道进行融资，但规模不大。基金方面，截至 2022

年 3 月末，万州经开集团对重庆万州经开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中国农发重点建设基金有限公司的借款余额分别为 16.00 亿元和 0.97 亿元，万

州经开集团定期支付利息并按约定回购股权。2021 年万州经开集团的融资租赁

借款增长较快，借款对象包括华夏金融租赁有限公司、渝农商金融租赁有限责任

公司等。 

万州经开集团和金龙集团的债券融资成本偏高和其盈利能力偏弱有关。万州

经开集团和金龙集团的主要业务为铜板生产加工与贸易，产品种类主要包括各类

精密铜管、铜管件、外翅片等。金龙集团采用“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经营方式，

定期与客户签订供货及采购协议，销售价格为“采购成本+委托加工费”，盈利水

平较为稳定，委托加工费根据产品的规格、工艺复杂性、加工时间等因素确定，

其中光面铜管和内螺纹铜管的加工费一般为 4,000~7,000 元/吨，外翅片和毛细铜

管的加工费一般为 11,000~13,000 元/吨。金龙集团销售市场主要集中于国内，

2021 年国内市场销售收入占比达到 82.39%。下游客户方面，铜产品销售客户仍

主要集中于家电行业，主要系国内制冷设备的龙头企业，格力集团、美的集团和

海尔集团仍为公司前三大销售客户，下游客户较为稳定。2021 年，公司前五名下

游客户销售金额占比为 44.50%，下游客户集中度较上年显著上升。由于下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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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为国内主流空调企业，金龙集团的议价能力较弱、铜加工贸易利润率较薄，2021

年，万州经开集团铜产品板块的营业收入约 445 亿元，贡献了约 93%的营收，但

铜产品板块的毛利率仅有 3.19%。 

表 3-3 万州经开集团部分债券的期限和估值收益率 

证券简称 
余额 

（亿元） 

剩余期限

（年） 

中债估值

（%） 
上市地点 

22 万州经开

CP001 
5.00 0.6740 4.29 银行间 

22 万州经开

PPN002 
4.30 2.7178+2 6.30 银行间 

21 万州 01 5.00 2.3123+2 5.28 交易所 

20 万州 02 9.10 0.9370+2 5.25 交易所 
 

资料来源：WIND资讯，中山证券研究所 

在调研中，万州经开集团和金龙集团相关人士均表示，金龙集团资本金规模

偏低、下游客户占用资金较多、公司经营财务费用较高是金龙集团利润率偏低的

重要原因。鉴于万州经开集团对金龙集团的持股比例在 90%以上，引进战略投资

者、提升公司资本金规模成为改善金龙集团经营状况的重要手段。金龙集团于

2020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向战略投

资者配股约 5.3-6.5 亿股，配股完成后，将形成混合所有制多元化股权结构。截

至目前，该混改计划正在进行中。万州方面表示，金龙集团混改完成之后将进一

步推进企业上市工作，进一步提升金龙集团的企业知名度以及改善公司资本金状

况。 

万州工业企业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不足，除和万州本地工业企业数量不多、

规模偏小有关之外，也和万州本地企业经营思想偏保守有关。万州本地有一些较

为优质的农产品加工企业，如重庆市树上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鱼泉榨菜。

树上鲜为集花椒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一体的国内大型花椒油骨干企业，具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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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花椒油 1.2 万吨、复合调料 1.5 万吨、川味豆豉 2 万吨的产能，是花椒油行业

的头部企业。鱼泉榨菜主营为榨菜的生产和销售，产品主要向海外（东南亚）出

口。从营业收入、现金流和企业利润等经营数据来看，这两家企业均一定程度上

满足公开上市的标准，作为食品调味料行业，预计资本市场投资者也非常欢迎这

类企业上市。同时，地方政府、金融机构均多次拜访树上鲜和鱼泉榨菜，鼓励和

推动企业上市，但由于企业实控人经营策略保守，对资本市场不了解、不感兴趣，

担心企业上市之后将丧失对企业的控制权、影响公司经营稳定性，均对公开上市

持否定和怀疑的态度。 

针对上市公司数量偏少的问题，万州近年来统筹推进招商引资和上市公司培

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2016 年 9 月 9 日，中国证监会印发《关于发挥资本

市场作用服务国家脱贫攻坚战略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6]19 号），提出对贫困

地区企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新三板挂牌、发行债券、并购重组等开辟绿色通道，

支持贫困地区企业利用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贫困地区在推动企业上市方面具有

一定政策优势。万州利用上市培育方面的政策优势，结合自身中药材产地资源优

势，引进山东鲁抗三叶开发有限公司在万州建设中药材加工厂和兽药加工厂，加

快打造中医药全产业链，目前山东鲁抗三叶开发有限公司的上市培育工作正在推

进过程中。 

三、资本市场服务万州工业经济发展的路径 

整体而言，万州工业企业对资本市场的利用程度相对较低，资本市场服务万

州工业经济发展有较大提升空间。一是加快上市公司培育。加快完成金龙集团的

混合所有制改造，吸引铜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特别是下游重点空调企业参与入股，

提升金龙集团的资本金规模，推动金龙集团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充分利用贫困

地区的上市政策优势，统筹推进上市公司培育和招商引资工作，吸引更多有上市

需求的企业落户万州。加强资本市场促进企业更好发展的正面宣传，缓解树上鲜、

鱼泉榨菜等企业实控人对企业上市的担忧和疑虑。二是丰富资本市场融资工具，

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从万州经开集团的发债情况来看，万州工业企业的融资成本

显著偏高。针对这一问题，一方面万州可以通过整合地方融资平台、寻求重庆省

级平台担保等方式提升万州经开集团的信用资质；另一名，万州可以通过 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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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ITs 等工具分离主体信用和项目信用，通过高信用评级项目的渠道进行融资，

进而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是搭建中小企业和 PE/VC 沟通的桥梁。万州工业基

础较为薄弱、交通物流成本偏高，中小企业的发展壮大更加需要外界的帮助，调

研中不止一家中小企业表示需要股本投资、产品销售等方面的外部支持。相比于

地方政府，PE/VC 是帮助中小企业成长的更专业主体。万州地方政府应通过宣讲、

政策优惠等方式积极吸引 PE/VC，搭建中小企业和 PE/VC 沟通桥梁，充分利用

市场化机制和平台扶持万州中小企业发展。 

第三节 资本市场支持万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分析 

万州历史文化悠久，地理位置独特，山川风物奇丽，水陆空铁交通便利，是

大三峡旅游的集散中心和重要目的地。万州城依水而生，靠水而兴，临水而发，

形成了“城在山中、水在城中、人在山水中”的独特城市风貌。缘于其得天独厚

的地理位置，万州在交通、山地农业、文化旅游、休闲养生型大健康等方面具有

鲜明地方特色。 

一、万州文旅产业发展现状及结构分析 

万州地处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腹心，拥有市级自然保护区 1 个，三峡平湖旅

游区、重庆三峡纪念馆、万州大瀑布群等国家 4A 级景点 3 个，风景名胜区 4 个，

以及滨江环湖、铁峰山国家森林公园、万州大瀑布、潭獐峡、盐湖温泉、太白石

刻、天生城遗址等特色自然人文旅游资源。白鹭湾湿地公园、三峡古枫香园、长

岭安澜谷、十里滨江长廊等旅游网红景点，是市民休闲旅游“打卡”的新选择。

常年举办的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创建“中国曲艺之乡”，有助提升万州文旅产业

的知名度。 

（一）三峡平湖旅游区集历史文化与现代人文风情为一体，是新

三峡“十大旅游景观”、国家 AAAA级旅游景区 

三峡平湖旅游区被中央电视台评为新三峡“十大旅游新景观”之一，是典型

的山水相依、湖城相融的城市型旅游区。旅游区内有西山钟楼、西山公园、十七

码头、南门口广场、音乐广场、红砂碛、南滨公园、三生有幸广场、樱花渡体育

公园等重要景观。十七码头集旅游咨询、休闲娱乐、旅游特色商品展销、水上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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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巴士乘坐等功能于一体，能充分满足过境游客及周边市民的休闲、观光、娱乐、

购物、餐饮需求。西山公园被国际茶花协会授予“国际杰出精品茶花园”称号。

西山钟楼刻有毛泽东诗词，与上海海关钟楼、武汉江汉关钟楼齐名，具有重要的

艺术价值和建筑学研究价值，是万州的标志性建筑。音乐广场设计元素源自万州

传统曲艺“川东竹琴”，川东竹琴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巴蜀传统曲

艺独特历史、艺术与人文价值。三峡平湖旅游区具有浓厚的文化底蕴与现代人文

风情。 

（二）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是全国唯一为镌刻三峡工程及百万大

移民，展现移民文化而建立的综合性纪念馆，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是纪念三峡百万大移民而修建的专题性纪念馆，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也是三峡库区历史文化和移民文化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中

心。馆藏文物主要以三峡库区考古发掘出土文物和传世历史艺术类文物为主体，

具体可分为更新世古生物化石、陶器、瓷器、青铜器、书画、雕塑造像、古籍图

书、石刻、碑帖、钱币、近现代文物、三峡移民文物等 34 个文物门类，形成规

模宏大的藏品收藏体系，尤以大熊猫-东方剑齿象第四纪哺乳动物化石、巴蜀青

铜器、唐湘阴窑青瓷器、三峡库区移民藏品最具地域特色。 

除此之外，万州区还有万州大瀑布群旅游区、万州同鑫蔬菜大观园、万州西

游油、潭獐峡、“九五”惨案纪念馆、盐井龙洞、万州弥陀禅院等国家级旅游景

区以及区域性旅游景区与网红打卡地。 

二、文旅产业发展需保存量、扩增量，文旅农融合共舞 

除稳定三峡平湖旅游区、重庆三峡纪念馆、万州大瀑布群等国家级文旅景点

等基本盘外，需着重开拓地方特色、网红景点等增量，保旅客存量的同时增加流

量。 

具体而言，依托万州旅游景点、特色农业、自然生态、民族村居等资源，挖

掘人文风情、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开发一批

汽车越野、攀岩探险、农耕体验、乡村美食、赏花摘果、拓展训练等乡村旅游开

发项目，做强一批度假酒店、特色民宿，扶持发展一批特色美食和特色美食街，

结合万州地方特色产品深度开发一批特色旅游商品，做长旅游产业链条，以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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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休闲旅游发展，将万州美丽旅游生态转化为美丽经济。具体可侧重从以下几

个方面着手。 

促进农旅融合发展，构建“一园一轴一带多点”的乡村旅游格局。以万州国家

农业公园为核心，借助万州大瀑布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的品牌影响力，建成景区

依托型的、以现代农业和休闲旅游为特色的生态农业观光区，建好国家产业融合

发展示范园。 

依托陈家坝街道、大周镇、小周镇、太龙镇、黄柏乡等镇乡街道的柑橘种植

基地，发展农业观光、采摘体验、休闲度假等业态，提升大周滨江长廊、陈家坝

街道古红桔主题公园、小周镇“三月红”柑橘主题公园品质，新建小桔灯生态文化

旅游区，打造万州江岸生态旅游观光轴。 

充分挖掘恒合土家族乡资源禀赋，深度拓展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康养度假

功能，推进建设三峡恒合旅游度假区，把恒合乡村旅游培育成为推动恒合乡村产

业振兴的战略性支柱产业。联动茨竹生态康养小镇、白土镇人头寨景区、太安镇

凤凰花果山景区、普子乡七曜山脉、潭獐峡风景区，发展休闲体验、高山纳凉、

特色民宿等旅游业态，培育 318 国道沿线特色农业休闲带。 

助推武陵镇融入“三峡库心•长江盆景”项目，依托罗田镇、长滩镇特色自然

历史文化资源、特色产业，发展产、镇、人、文“四位一体”的乡村旅游业态，推

进农业与加工业、商贸业、旅游业的联合与协作，打造特色旅游小镇。围绕“大

美万州”乡村旅游主题，培育一批“田园牧歌”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串联各镇乡富

有特色的乡村旅游景点和“双亮”人居环境院落，推动特色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

合，将万州美丽颜值转化成美丽经济。 

发展长江三峡特色旅游。把万州建设成为中国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集散

中心和重要旅游目的地，增强三峡旅游集散中心功能，强化平湖都市旅游特色吸

引，引领发展三峡游艇旅游，探索开发三峡直升机旅游，加强区域合作，增加和

提升打造精品旅游线路，打造“锦绣三峡”、“印象三峡”等宣传三峡的精品文艺

旅游项目。 

合理开发旅游地产资源，建设一批具有鲜明特色和文化内涵的休闲旅游和高

山避暑胜地。构建以平湖都市、高山峡谷、瀑布温泉及历史文化等优势资源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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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的“一区四带”特色旅游体系。在万州繁华地段扶持发展特色美食和特色美食

街，打造文旅地域品牌与网红打卡地。 

三、信贷支持与资本引入，做大做强做响文旅产业 

资本支持文旅产业发展的具体实施举措：一是加大万州区的文旅产业的财政

投入，不断完善旅游景点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游客的舒适度、体验感与亲切感。

二是借助三峡文化底蕴、国家级旅游景点以及万州网红打卡地等景区或景点比较

优势，培育区域性大型文旅企业，采取向游客区域投喂、地域文化投喂与美食投

喂的策略，引导游客体验万州地方风土人情、文化底蕴等特色；以养眼与喂胃的

方式做大做强旅游企业，争取利用 3-5 年培育能在创业板 IPO 的区域性大型文旅

企业。三是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文旅产业，增强对特色民宿、乡村旅游等具有地方

特色的旅游景点的信贷支持，解决其资金不足或融资难等问题。四是对特色民宿、

度假酒店等地方特色鲜明、但民间资金相对缺乏的旅游景点，建议引入外部资本

力量，采取土地出租、房屋等不动产长租的方式，外包给资本方，借助资本方资

金实力、平台流量以及其管理模式，发展景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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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万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建议 

从产业发展的角度来看，万州区经济社会发展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产业转

型升级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站在百年大变局的时间起点上，万州需要充分利

用国家力推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国际国内双循环等重大发展战略，以及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万达开川渝统筹示范区的发展机遇，基于万州“一区一枢纽

两中心”定位，借助万州铁路/高速公路网、航运港口、航空、保税物流中心等优

势，通过因产制宜并积极借助现代资本市场的力量，进一步推动已有较好基础的

工业企业、地区特色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通过大力支持政府部

门和企业经营主体更好树立现代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理念，进一步改善地区金

融环境和市场营商环境。同时，制定并推行更加积极有为的金融支持政策，助力

本地主导产业和相关重点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实现新突破，助力地区经济社会的高

质量发展。 

第一节 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打造特色品牌促进产业协同实现产业

链突破 

一、对已有较好基础的工业企业进行必要的技术改造升级和资本结构优化，

借助资本市场加快发展，实现既有产业的提质增效。 

第一，对于区域内资金密集型的传统规上企业如金龙、九龙万博特铝、湘渝

盐化、西南水泥等，政府出台技改资金支持措施，并鼓励企业积极利用资本市场

进行融资，支持企业广泛采用低碳绿色技术改造原有生产线，主动适应经济高质

量发展需求，占据产业未来发展的有利位置。 

第二，通过自身领先同行的、先进的生产技术实力，提高相关企业在高端精

密铜管、特种铝材、区域水泥市场等领域的竞争力，增强这类在市场产业链上下

游的议价权，缩减产品原材料的资金垫付规模、缩短企业资金被动占用期限，并

提高与国内龙头大客户的谈判权，以此加快企业的销售回款、降低应收账款比例，

降低资金的财务费用比率，提升企业的经营效率，增厚企业的利润率。 

第三，支持相关企业利用其在细分产业领域的技术优势，通过进入资本市场

产生更大的行业影响力，并不断扩大企业的知识产权和专利占有率；积极参与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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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行业技术和产品的标准制定，构建起较宽的行业护城河，为企业后期进入并利

用资本市场加速发展、形成有利竞争格局创造条件。 

第四，进一步筹划推动细分行业领先企业积极借助资本市场渠道，强化产业

链上下游的产业资源对接。包括但不限于通过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投资机构对接

上下游相关企业探索增强产业链统治力，提升关键技术的延链价值。 

二、发挥资本市场相关主体的专业支持作用，打造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产业

品牌，促进特色农业与特色文旅互补发展，提升相关产业产品的附加值。 

第一，在现有政策支持产业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资本市场引进相关龙头企业

和产业模式。进一步提升农特产品生产、采摘制作、加工包装和成品质控的规范

性，提高国内外消费者对产品品质、质量保障的信心，为品牌打造建设提供产品

基础保证。通过积极提供产业用地协调新建产能项目加速推进，为万州本地的树

上鲜食品、诗仙太白等提供更多扩产能资源，做大做强本地区的花椒油、白酒、

鸡精味精等优势特色品类，提质发展辣椒酱、烤鱼调料、小面调料、火锅底料等

复合调味料，做响“树上鲜、飞马味精、诗仙太白”等特色品牌。 

第二，广泛采用多种媒介渠道积极宣传本地特色产品，加大定向招商引资力

度，吸引国内外龙头企业参与已有本地特色农业文旅产品的价值挖掘。从本地区

开展竞争性选拔比赛，发掘形象亲和力强、表达形式新潮的各类产业形象大使，

进一步借助目前多元化的宣传媒介，如微信公众号、微信视频号、抖音、淘宝天

猫等，对外积极推广宣传本地特色产品，如万州烤鱼、特色酱料、玫瑰香橙、生

猪产业、经果林加工产业的相关产品。必要时聘请国内专业机构，对产品形象大

使的表达形式、产品内容制作等进行专门的培训，提高对外宣介的效果。 

第三，充分发掘本地区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科学规划打造立体式综合性文

旅品牌体系。招标引进海内外知名的文旅涉及团队，充分挖掘李白、黄庭坚游历

万州西山等历史文化古迹资源，以及朱德、刘伯承、陈毅等革命先辈爱国主义红

色文旅的品牌资源，着力打造航运文化、三峡文化、驿道文化的标志性景点，并

结合本地特色农业、少数民族民俗文化，打造一站式、综合性、多元化的文旅产

品体系，大力发展文旅观光体验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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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梳理总结其他城市成功经验，组织考察团队重点实地调研对万州相关

农业特色产品发展有借鉴意义的产业品牌打造模式。组织相关部门梳理总结其他

城市打造特色品牌的经验，如近年国内异军突起的赣南脐橙、柳州螺蛳粉、湖南

长沙文和友/茶颜悦色等品牌打造经验，进一步打造数个具有较高全国知名度的

本地农特产品品牌，带动并提升本地区农特产品的品牌价值，提高农业的产出附

加值。 

第五，积极探索本地区文旅产业与农特产品协同发展的模式方案，实现区域

特色产业协同联动。抓住国内网红文旅消费产业发展机遇，面向海内外招标引进

专业文旅品牌团队，借助资本市场作用开展文旅项目资产证券化融资，主动借鉴

长沙等城市联动开发旅游消费产业的成功经验，充分发挥万州水陆空交通便利的

优势，打造具有鲜明万州特色的多元化农特-文旅综合服务业品牌，统筹策划安

排“长江三峡国际旅游节”、“万州烤鱼美食文化节”，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民俗文化

节等，打造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多维立体化的特色文旅项目产品体系，进一步发

展壮大万州的文旅产业并带动提升农特产业的产业价值。 

三、更好发挥现代资本市场服务创新的力量，实现本地区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强链延链新突破。 

第一，发挥地区交通便利的优势，基于本地已有产业基础和产业发展规划，

借助资本市场专业力量，开展形式多样的产业服务对接。包括研究借鉴合肥等成

功经验 ，由政府牵头出资、吸收包括国内其他城市的各类资本市场股权投资机

构参与成立万州区重点产业引导基金等，通过投资入股等方式吸引相关企业来万

州落地发展，为本地相关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股债权融资服务支持企业快速做大做

强；积极借助资本市场力量推介企业进行技术转化和市场资源对接、协助企业改

善经营管理等。 

第二，借助资本市场服务机构，围绕本地区域已有重点产业开展强链延链招

商引资。利用资本市场服务机构接触面广信息灵通、对行业产业发展逻辑的认知

理解程度深、对市场动向的关注点高、对各类产业链的人、企、物、政策和信息

资源掌握较多的等特点，支持相关机构重点推介万州产业发展规划，吸引国内外

食品医药、精密测量、消费电子芯片与器件制造、光伏新能源中间设备制造、数



51 

字经济等高新技术企业赴万州建厂、设立制造中心或开设分公司乃至将总部搬迁

至万州，强化万州相关产业的技术链供应链物流链优势。 

第三，为区域内外的资本市场对接和产业资源交流提供更多便利条件。比如，

为本地区重点企业的上下游龙头客户赴万州考察、洽谈产业和资本市场服务提供

差旅补贴，强化本地区重点企业与国内外龙头企业的产销对接、企业间兼并购项

目沟通；在重点企业的上下游延链方面做文章，打造数个重点高新技术产业聚集

带，并通过协同效应增强本地企业在相关产业链部分环节的优势。 

第二节 利用资本市场作用提升政府和企业的现代金融市场意识 

第一，加大现代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知识的培训力度，强化本地区政府部门

和企业经营主体的现代金融市场意识。积极支持证券公司、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

赴万州开展形式多样的现代金融市场知识培训和科普活动，提升本地区各类主体

的现代金融市场意识；加大政府部门、重点企业高管、金融系统政府工作人员赴

沿海先进城市参访培训的频度，提升本地区政府工作人员和企业高管的市场竞争

意识；支持政府主管部门、重点企业与金融中介机构加强对接沟通，为区域内的

各类企业提供更专业金融服务推介；主动对接沪深北交易所上市推广部门，为企

业掌握上市相关政策要求并积极谋求上市提供更为顺畅的沟通渠道。 

第二，对标沿海发达城市，强化政府部门的现代金融服务意识。主动对标对

表地开展营商环境评估，在此基础上针对性改进优化地区整体营商环境，尤其要

对暴露出来的现代金融市场和资本市场营商环境问题进行改善，提升本地区对金

融机构尤其是资本市场中介机构、投资机构的吸引力，确保重点引进金融机构“引

得来、留得住、服务得好”。 

第三，引导提升本地重点企业家现代经营理念。尊重企业家精神的同时，通

过更有效的培训、交流和参观考察，引导本地企业家克服小富即安的心理，增强

市场竞争危机感激发企业家创新开拓精神和做大做强积极性，鼓励企业家为地区

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第四，定期开展现代资本市场知识培训和企业案例专题交流，提高资本市场

中介机构服务地区经济的效能。政府部门主动出面，积极邀请国内监管部门、证

券交易所和金融机构，定期赴万州开展资本市场业务知识和企业资本市场规划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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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操作等专题讲座，开拓企业家群体的思维视野格局，指导其借助现代金融市场

和国内外市场、充分利用行业发展机遇，改善经营管理减本提质增效，实现市场

竞争的优胜劣汰进而做大做强做优相关企业。 

第三节 发挥资本市场优势推动企业更好服务本地经济高质量发

展 

第一，根据本地区经济和产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企业资本市场发展规划，

主动引导企业自主制定介入资本市场的路径和方案。包括但不限于：1.制定未来

3-5 年本地区资本市场工作目标（如在境内外交易所市场实现挂牌/上市的企业家

数、市值规模、产业发展目标、融资规模、兼并购项目数量等等），以及相关重

点产业（如特色品牌万州烤鱼、特色农业如调味酱料产业等）的资本市场发展思

路。2.统计目前本地区有资本市场发展潜力的重点企业名单及其基本信息，包括

股权结构、基本经营情况、主要财务状况，以及摸底统计各家企业对资本市场的

具体诉求（挂牌、上市、债务融资或产业兼并购合作等等）、推进节奏和相关工

作安排情况，并与证券公司、股权投资机构等进行充分交流对接，探讨业务推进

的可行性评估。 

第二，借鉴国内其他区域经验，出台政策鼓励支持企业通过上市融资等做大

做强的配套支持政策体系。借鉴国内很多城市的做法，出台完善相关资助支持或

奖励机制，对属于国家政策支持的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相关企业，成功申报专精

特新、小巨人、隐形冠军等重要技术资质的企业，或者成功在境内外主要交易所、

新三板市场等市场挂牌、上市的企业给予奖励资助；积极发挥一级市场项目股权

融资、并购重组、定向增发、债券融资和 IPO 上市等资本市场工具，以此来充分

借助国内外资本市场和相关产业领域的力量，加快培育数个市场潜力大、应用基

础宽、赛道前景优质的高新技术企业，并支持其在国内外同行竞争中取得领先优

势。 

第三，强化政府职能部门的对口服务支持力度，主动为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牵线搭桥。包括但不限于：1.加大对外宣介力度，吸引国内外金融机构尤其是资

本市场中介机构对万州企业的关注力度，尤其是加强与对万州企业投入较多关注

度的相关金融中介机构的深度合作程度。2.政府相关部门主动开展服务支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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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资本市场服务机构与企业开展工作对接交流，并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针对

性的上市、兼并购或投融资方案。3.鼓励资本市场中介服务机构或投资机构加大

对万州重点企业的产业资源对接力度，对万州重大招商引资、产业强链延链做出

重大贡献的机构，制定相应的配套奖励政策予以专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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