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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改革
勇于创新探索
走在全国前列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5995.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8.4%——今年一季度，重庆经济运行实现“开门
红”。如今的重庆经济，正稳步前行。

体制活，经济兴。回望历史，1983年是重庆
改革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这一年，重庆被中央确定为全国经济体制
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肩负3项重大
任务：进一步搞活和开发我国西南的经济，探索
军工生产和民用生产相结合的新路子，组织好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

4个方面的改革随即在重庆展开——计划单
列、赋予省级经济管理权限、中央和省属企业下
放、实行市带县体制。

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更有冲劲的重庆，
就此启程。国企改革、商业“四放开”、工业“五自
主”等方面探索走在全国前列。

市场活了！1983年改革开始，重庆撤掉67个
行政性公司，赋予企业独立的法人地位。同年，
重庆进行第一次政府机构改革，市政府77个委办
局裁减合并为47个，旨在简政放权，不断扩大企
业自主经营权。

生产力发展了！一大批“重庆造”产品，如嘉
陵摩托车、建设摩托车、长安微型汽车、铁马重型
汽车等，在全国打响了知名度。

未来更明朗了！在国家经济管理格局中，重
庆地位得到提高，为解放城市生产力和发挥中心
城市功能创造了必要条件。

回首那段岁月，重庆人无不心潮澎湃——
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由

1982年的67.2亿元增加到1987年的135.1亿元，
年均增长14.1%。

基础建设大规模展开——1983年至1987年，

全市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00.1亿元，
创重庆历史新高。

对外开放局面焕然一新——1983 年重庆开
始直接出口，当年出口额为2844万美元，1987年
达到2.23亿美元，重庆产品销往世界五大洲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区县经济加快发展——1987年，重庆区县属
工业（不包括村以下工业）的产值，比1983年增长
1.2倍，平均每年增长17.4%。

重庆市政府原参事、原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马述林表示，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对重庆
今后的改革、发展、对外开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
作用，是重庆历史上一个浓墨重彩的篇章，也对
西南地区经济发展和全国经济体制改革有重大
的意义。

本报记者 申晓佳

▲1990年1月22日，新建的重庆江北国际机场首航。
高琪 摄/视觉重庆

▲1986年5月，重庆洗衣机二厂建成双缸洗衣机生产线（本报资料图片）。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群众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图为市民畅饮
天府可乐。 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供图

▲商业“四放开”激发了活力，搞活了市场。图为20多年前的解放
碑重庆百货大楼、群林市场。 重庆百货公司供图

▲重庆市属国有工交企业推行以“包死基数、确保上交、超收多留、欠收自
补”为基本内容的改革。图为重庆热水瓶厂承包奖金兑现（本报资料图片）。

▲1986年，沙坪坝区石桥乡成为重庆首个乡镇企业年产值超亿元的乡，市委、市政府奖赠石桥乡“富冠渝州”金匾。

▲1986年12月9日，我市首次在大田湾体育场开办劳务市场，求职者开
始通过市场寻找就业机会。 高琪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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