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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市整体情
况及城市定位 



1、认  识  自  贡 

简  介 

行政区划 

• 四川省双百大城市 

• 川南区域中心城市 

• 成渝经济圈南部中心城市 

• 千年盐都、恐龙之乡 

• 南国灯城、美食之府 

• 城市等级属于四线城市 

• 自流井 
• 贡井 
• 大安 
• 沿滩 
• 荣县 
• 富顺 



2、城市性质及定位 
市总体

规划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以“盐、龙、灯”为
特色的文化旅游城市、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
现代工业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 

综合性定位：成渝经济区西南部区域中心城市； 
目标性定位：四川经济强市； 
产业类定位：长江上游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 

产业自贡、创新自贡、生态自贡、文
化自贡、幸福自贡 



城市群及 
城市愿景 



1、《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内容分析 

框架：一轴、两带、双核、三区 

一轴：成渝主轴 

两带：以宝成成昆铁路为支架，以成都为核心的成

绵乐城市带；以长江水道为支架，重庆为核心的沿

江城市带； 

双核：成都+重庆 

三区： 

川南城镇密集区：南向开放，辐射滇黔 

南遂广城镇密集区：加强与重庆的配套发展 

达万城镇密集区：东向开放走廊 

川南四市：自贡、内江、泸州、宜宾，促进自贡—

内江联合发展、泸州—宜宾沿江协调发展 

 

依托沿线科技优势，
发展电子、航空、装

备等产业 

依托长江水运发展物
流和临港产业，同时

特别强调生态保护 



     城市规模结构： 

     核心城市：成都、重庆 

     区域中心城市：绵乐泸宜 

     重要节点城市：自贡 

     小城市、小城镇 

对自贡市的产业布局内容： 

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重点发展成套装备 

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作为重要支撑城市 

特色资源加工业基地：自贡盐化工基地 

现代服务业集群：作为商贸物流基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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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内容分析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自贡 宜宾 内江 泸州 

经济发展水
平 

GDP（亿元） 1001.6 1342.89 1069.34 1140.48 

GDP增速（%） 11.3 8.1 10.3 11.2 

人均GDP（元） 36745 30093 28735 26848 

经济增长质
量 

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 32415.0  32705.1  28967.7  49268.9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亿元） 38.33 101.6 37.75 109.6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3.83  7.56  3.53  9.61  

产业结构状
况 

工业化率 54.5 55.3 57.7 55.9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65.2 52.2 63.9 56.2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28.3 24.6 21.7 26.3 

三大需求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531.61 935.42 575.93 866.36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380.24 497.24 316.12 411.94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101359 81251 36299 22654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万人） 124.6 189.5 158.9 183.8 

城镇化率 45.5 42.5 42.7 43.3 

城乡居民收
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21489 22718 21114 22821 

农民人均纯收入 8961 8806 8584 8455 

ADD YOUR TITLE HERE 2、川南四市综合发展情况对比 
参考文献：四川省四大城市群经济实力研究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经济发展水平 

GDP（亿元） 6 

GDP增速（%） 3 

人均GDP（元） 9 

经济增长质量 

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 4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亿元） 8 

地方公共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8 

产业结构状况 

工业化率 5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 6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9 

三大需求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亿元） 5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5 

进出口总额（万美元） 4 

城镇化水平 
城镇人口（万人） 5 

城镇化率 8 

城乡居民收入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7 

农民人均纯收入 8 

ADD YOUR TITLE HERE 2、川南四市综合发展情况对比 

城市 得分 排位 

宜宾市 57.4 1 

泸州市 56.1 2 

自贡市 51.4 3 

内江市 25.5 4 

无量纲化处理——功效系数法 

总和合成法 



3、自贡市人口及劳动力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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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7年，人口自然增长率持续下降； 

近15年，常住人口增长率波动起伏，

数值持续较低; 

近5年，乡村流入城市劳动力持续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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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城市愿景 

上述分析结论： 

   具有良好工业条件、积极的 

     政策环境、较强企业活 

        力、对外来人口吸 

          引力较低的内聚 

              型老工业 

                   城市 

城市愿景： 

   一座宜居的工业 

       及养老城市 

原则：吸引省内人口，挖掘内部消费活力 



以第二产业为发展基础 
——产业结构现状分析 



小节目录 

1、第二产业结构分析 
     1）第二产业现状分析 
     2）主导产业分析 
2、以第一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1）第一产业发展情况 
     2）引进花卉种植，打造省内旅游品牌 
     3）特色小城镇推动乡村旅发展游 



1、第二产业结构分析 
1）第二产业现状分析 

• 自贡2013年人均
GDP：36746元 

• 2013年人民币对
美元平均汇率
6.1932，折合
约：5933.28 

• 结论：自贡处于
工业化阶段中期 

工业发展 
阶段判断 



参照比较区域定为四川省，统一自贡市与四川省的行业分类，共30种产业分

类： 
 

2）主导产业分析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家具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造纸和纸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饮料制造 医药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产业分析指标选择 
 

参考文献： 
[1]陈慧义,张敏. 区域主导产业分析方法研究综述[J]. 山东轻工业
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06,01:45-49.  
[2]杨莲. 基于因子分析的四川省工业主导产业选择及发展研究
[J]. 软科学,2014,12:140-144.  
[3]张静. 关于安徽省农产品加工业主导产业选择的实证分析[J]. 
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6,07:151-153.  
[4]于明春,齐慧. “十三五”时期内蒙古主导产业的选择和布局
导向[J]. 北方金融,2016,01:49-54.  
[5]魏志平,龙文,王霦,石敏俊. 地区主导产业选择的多维度方法研
究——以新疆吐鲁番市为例[J]. 科技促进发
展,2016,03:313-322. 

2）主导产业分析 

基准 相应指标 

规模优势 产业总产值，产业从业劳动力，产业利税额 

区域比较优势 区位商，比较劳动生产率，比较资金利税率 

市场需求 产值增长率，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产业关联度 产业关联度系数 

经济效益 销售利润率，资产利税率 

社会效益 能源产值率，就业增长率，就业吸纳率 



a. 规模优势 

产业名称 产业总产值 产业名称 从业劳动力 产业名称 产业利税额 

通用设备制造业 4905696.8 通用设备制造业 3.55 通用设备制造业 520798.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680383.2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2.04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131814.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371193.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33 农副食品加工业 106003.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59433.2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96665.9 

金属制品业 702437.7 农副食品加工业 0.9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4445.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21160.1 金属制品业 0.71 金属制品业 63599.7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22800.5 非金属矿采选业 0.63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53827.4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501272.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51 专用设备制造业 51385.2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56746.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4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47457.6 

专用设备制造业 442772.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43 医药制造业 40302.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69838.3 专用设备制造业 0.36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34507.2 

医药制造业 315823.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31 食品制造业 26880.8 

非金属矿采选业 271073.5 纺织业 0.2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409.7 

化学纤维制造业 197062.8 医药制造业 0.24 非金属矿采选业 24613.4 

纺织业 173604.8 食品制造业 0.22 纺织业 16174.8 

三
项
指
标
前
十
五
名
排
序 



规模优势分析 

在三项指标中的排名均位于前5的产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在三项指标中的排名均位于前10的产业： 

金属制品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煤炭开采和选洗业 

在三项指标中的排名均位于前15的产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非金属矿采选业    纺织业 

具有规模优势的产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区位商=(某地i产业的产值/某地区工业

总产值)/(全国i产业的产值/全国工业总

产值) 

区位商大于1，可以认为该产业是地区

的专业化部门，区位商越大，专业化水

平越高；如果区位商小于或等于1，则

认为该产业是自给性部门。 

 

数据来源：《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2013年工业企

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按行业大中小类分2011)”，

《四川统计年鉴2014》之“按行业分规模以上工业企

业主要指标（2013年）”。 

b. 区域比较优势 
产业名称 区位商 

通用设备制造业 10.018221 

医药制造业 4.395005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3.8692603 

非金属矿采选业 1.7929876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5910196 

农副食品加工业 1.2598316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1.246509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1631322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1593263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1566867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0020808 

区
位
商
大
于
一 



比较劳动生产率=（某地区某产业的国

民收入/某地区某产业劳动人数）/（某

地区工业的国民收入总额/劳动力数） 

通过某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和本地的总体

工业劳动生产率做比，若是结果大于

1，则说明此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某

地劳动生产率的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自贡市2013年工

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按行业大中小类分

2011)”；《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自贡市2013年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基本情况统计”。 

b. 区域比较优势 
产业名称 比较劳动生产率 

化学纤维制造业 3.783545768 

农副食品加工业 1.44229988 

通用设备制造业 1.33591304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255609895 

医药制造业 1.252591294 

专用设备制造业 1.192309916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18003582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179480481 

  饮料制造 1.16123539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135488346 

比
较
劳
动
生
产
率
大
于
一 



比较资金利税率=（某地区某行业各子

行业的利税总额/资产总额）/（某地区

工业的利税总额/资产总额） 

利税总额是指企业产品销售税金及附

加、应交增值税、管理费用中税金和利

润总额之和。 

 

数据来源：《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自贡市2013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按行业大中小类分

2011)”。 

b. 区域比较优势 产业名称 比较资金利税率 

纺织业 4.412336381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3.223779698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75153420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2.44757763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329182999 

食品制造业 2.101862847 

农副食品加工业 2.060984367 

仪器仪表制造业 1.990513841 

医药制造业 1.881085576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1.764815894 

通用设备制造业 1.51512687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473814405 

  饮料制造 1.402935133 

纺织服装.服饰业 1.319419138 

金属制品业 1.30267961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1.259412111 

比
较
资
金
利
税
率
大
于
一 



区域比较优势分析 

三项指标均大于1的产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有两项指标大于1的产业：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饮料制造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具有区域比较优势的产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产值增长率=某地区i产业本期生产总值

/某地区i产业上期生产总值-1 

反映产业经济增长的程度，一说用产业

增加值进行计算。 

 

数据来源：本期取2013年数据，上期取2010年数据。

《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自贡市2013年工业企业主

要经济指标统计(按行业大中小类分2011)”。《自贡

统计年鉴2011》之“2010年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

（按行业大中类分）”。 

c. 市场需求 产业名称 产值增长率 

纺织服装.服饰业 1271.42%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319.50% 

仪器仪表制造业 190.80%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176.95% 

家具制造业 121.38%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104.19% 

造纸和纸制品业 103.83% 

医药制造业 96.21% 

专用设备制造业 94.93%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86.39%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75.91%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52.46% 

化学纤维制造业 45.1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0.1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38.78% 

产
值
增
长
率
前
十
五
名 



需求收入弹性=(ΔQi/Qi)/(ΔN/N)，

ΔQi/Qi为某地区产业i产品的需求增长

率，ΔN/N为某地区人均国民收入增长

率。 

 

数据来源：产业产品的需求增长率由2010年到2013年

之间产品销售率的增长率表示，其中2010年“橡胶和

塑料制造业”的产品销售率为“橡胶制造业”和“塑

料制造业”的平均值。“人均国民收入”由自贡市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平均

值代替。数据来自《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自贡市

2013年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按行业大中小类分

2011)”和《自贡统计年鉴2011》之“2010年工业企

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业大中类分）”。 

产业名称 需求收入弹性系数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206.20%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8.09%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11.3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7.96% 

饮料制造 7.4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5.94% 

家具制造业 4.0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69% 

农副食品加工业 2.33% 

纺织服装.服饰业 1.16% 

纺织业 1.12% 

专用设备制造业 0.9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89% 

造纸和纸制品业 0.7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42%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0.32% 

仪器仪表制造业 0.00% 

需
求
收
入
弹
性
系
数
大
于
零 

c. 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分析 

具有市场发展优势的产业：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家具制造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两项指标均上表的产业 排名A 排名B 平均排名 

纺织服装.服饰业 1 10 5.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 6 4 

仪器仪表制造业 3 17 10 

家具制造业 5 7 6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6 1 3.5 

造纸和纸制品业 7 14 10.5 

专用设备制造业 9 12 10.5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10 16 13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12 13 12.5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4 2 8 



 对每个产业的影响力系数与感应度系数取平均得到

综合关联度系数。 

 影响力系数代表一个产业对其他产业的拉动力的大

小，越大则对其他产业的带动性越强；感应度系数

反映的是某产业产品提供给其他产业的量占总量的

比例，越大则其他产业对该产业的依赖性越强，体

现了某产业在经济系统中的基础性作用的大小。作

为两者平均的综合关联度系数较好地反映了某产业

在经济系统中的关联带动性。 

 两组数据分别使用1997年、2002年四川省投入产

出表计算，作为自贡市的参考。 

 

参考文献： 

[1]何永芳. 四川“十一五”时期主导产业新选择[J]. 财
经科学,2006,09:119-124.  

[2]吕晓英. 西部地区主导产业的选择[J]. 甘肃社会科
学,2002,02:56-61.  

四川省1997 综合系数 四川省2002 综合系数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4.39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1.796845 

化学工业 4.195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500757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3.19 金融保险业 1.464356 

机械工业 3.03 电力工业 1.455307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2.785 化学工业 1.284073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2.78 医药工业 1.267059 

煤炭采选业 2.75 旅游业 1.116705 

纺织业 2.675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1.038743 

造纸印刷及文教用品 2.64 电子及通信设制造业 0.988324 

非金属矿物制造业 2.63 电子信息产业 0.973236 

电力蒸汽热水生产供应 2.59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0.970617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2.5 纺织业 0.945816 

金属制品业 2.48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856909 

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2.39 饮料制造业 0.852541 

其他产品制造业 2.35 邮电业 0.503076 

d. 产业关联 



产业关联分析 

可能具有产业关联优势的产

业： 
 

    黑色/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纺织业 

    医药制造业 

两次均上表的产业 平均排名 排名变动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1.5 -1 

化学工业 3.5 -3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6 -6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6.5 -3 

纺织业 10 -4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11.5 -3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12.5 +3 

2002年表中四川省排序前10的产业：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化学工业    医药工业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只取与自贡市可对应的产业） 



销售利润率=各子行业的利润总额/子行

业的营业收入*100% 

销售利润率可以反映该行业的收益水平

的高低。 

 

数据来源：《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自贡市2013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按行业大中小类分

2011)”。 

e. 经济效益 产业名称 销售利润率 

家具制造业 0.113101904 

仪器仪表制造业 0.103555669 

食品制造业 0.097195319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094301361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09390089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73593357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0.070497438 

纺织业 0.069399911 

造纸和纸制品业 0.063148673 

医药制造业 0.06285055 

通用设备制造业 0.06013890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052792659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50240496 

金属制品业 0.04918075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049033308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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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利税率=某产业利税额/产业总资产 

 

数据来源：自贡市2013年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按行业大中小类分2011) 

e. 经济效益 
产业名称 资产利税率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165673225 

食品制造业 0.159874483 

仪器仪表制造业 0.14699947 

医药制造业 0.127610833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123269392 

家具制造业 0.120402445 

专用设备制造业 0.116053304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110996548 

通用设备制造业 0.106161901 

造纸和纸制品业 0.101704554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0.100805325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100753132 

资
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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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效益分析 

具有经济效益优势的产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家具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两项指标均上表的产业 排名A 排名B 平均排名 

家具制造业 1 6 3.5 

仪器仪表制造业 2 3 2.5 

食品制造业 3 2 2.5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4 1 2.5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5 8 6.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6 5 5.5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7 11 9 

造纸和纸制品业 9 10 9.5 

医药制造业 10 4 7 

通用设备制造业 11 9 10 

专用设备制造业 13 7 10 



能源产值率=某地区产业i的总产值/能

源消费总量 

消耗一定的能源所产生的收益值，可以

通过判断能源消耗来分析产业的可持续

发展能力。 

 

数据来源：《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自贡市2013年

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按行业大中小类分

2011)”；《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自贡市2013年

产值能耗分组统计”。 

f. 社会效益 产业名称 能源产值率 

仪器仪表制造业 368.1095238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234.1674497 

纺织服装.服饰业 93.27735369 

专用设备制造业 41.28029088 

农副食品加工业 22.34961533 

通用设备制造业 20.8425782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17.70832176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10.54039185 

橡胶和塑料制造业 10.32101721 

医药制造业 8.563776133 

食品制造业 8.385462072 

化学纤维制造业 6.507803573 

金属制品业 5.364658846 

造纸和纸制品业 4.831305179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4.731740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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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增长率=某地区产业i本期就业人数

/某地区产业i上期就业人数—1 

 

数据来源：《自贡统计年鉴2014》之“自贡市2013年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基本情况统计”；《自贡统计

年鉴2011》之“2010年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按行

业大中类分）”。 

f. 社会效益 产业名称 就业增长率 

仪器仪表制造业 3.444444444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2.684661525 

家具制造业 2.125 

农副食品加工业 0.651571657 

造纸和纸制品业 0.42095914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332223147 

食品制造业 0.323706378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239669421 

金属制品业 0.224982747 

医药制造业 0.191066998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163378857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0.099137931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086048454 

化学纤维制造业 0.072961373 

纺织业 0.057082452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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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吸纳率=该产业就业人数/该产业总

产值 

评价产业的发展是否有助于缓解就业压

力，能否有效利用劳动力。 

 

数据来源：自贡市2013年工业企业主要经济指标统计

(按行业大中小类分2011) 

f. 社会效益 产业名称 就业吸纳率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0.073312439 

纺织服装.服饰业 0.03273501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0.026532464 

家具制造业 0.025471218 

非金属矿采选业 0.023240929 

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 0.016207564 

纺织业 0.014400523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0.013337081 

食品制造业 0.013084576 

仪器仪表制造业 0.012936109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0.01230198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012140088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0.011777787 

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 0.011464291 

造纸和纸制品业 0.010555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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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分析 

三项指标均排前10的产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能源产值率与就业增长率均排前10的产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 

能源产值率与就业吸纳率均排前10的产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就业增长率与就业吸纳率均排前10的产业： 

家具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具有社会效益优势的产业： 
 

    仪器仪表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 

    纺织服装.服饰业 

    家具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通用设备制造业 

• 规模优势 

• 区域比较优势 

• 在经济效益优势中，平

均排名为10 

农副食品加工业 

六类基准整合分析 

• 规模优势 

• 区域比较优势 

• 社会效益优势 

• 规模优势 

• 产业关联优势 

• 产业关联优势 

• 经济效益优势 

• 社会效益优势 

• 市场需求优势 

• 经济效益优势 

• 社会效益优势 

• 区域比较优势 

• 产业关联优势 

• 社会效益优势 

• 在规模优势中，三项指

标均排前15 

• 在经济效益优势中，平

均排名为7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医药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食品制造业 

• 各基准选取的优
势产业不够集
中，即自贡市优
势产业不突出 

• 规模优势优先，
选取至少在三类
基准中占有优势
的产业进行分析 

• 区域比较优势 

• 市场需求优势 

• 产业关联优势 

• 在规模优势中，三项指

标均排前10 



支柱产业 

观察产业： 

•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

造业具有很好的规模优

势，但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不足，尤其是缺乏

区域比较优势；自贡市

具有发展盐化工业的基

础，掌握区域优势才能

促进产业发展。 

• 家具和食品制造业虽然

具有三类优势，但缺乏

区域比较优势。 

潜力产业 

主导产业构成与建议 

通用设备制造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医药制造业 

主导 
产业 

观察产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家具制造业 
食品制造业 

支柱产业：具有规模优势和区域比较优势，在

区域经济中占有较大比重，对支持区域经济增

长有重大作用；是自贡市的传统优势产业，可

以进一步提高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潜力产业：产业规模不够突出，但具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需要进一步培养，提

供相应政策，发挥产业的区域比较优势

和产业关联优势，作为未来的支柱产

业。 



2、以第一产业带动第三产业发展 
1）第一产业发展情况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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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产值 渔业产值 

2013年各区县农业产值统计 

• 在种植农业中，主要作物是粮食作物、

油料作物、蔬菜瓜果 

• 特色农业：茶叶和园林水果 2003-2013年农业产值变化 



2）引进花卉种植，打造省内旅游品牌 

郁金香节：以观赏郁金香花为导向，参与园内外多个体验活

动。设置若干休闲区、美食区、茶苑，配套农家乐，开设生

态垂钓、水上高尔夫、盐文化景观、游乐设施和免费观影院

等娱乐项目。游客到文化艺术体验中心，可体验陶艺、农耕

文化传统民俗，可采买有机特色农产品。 

 “中国玫瑰海”：集合玫瑰花种植、加工、观光及养老服务

的农业产业项目，在大安区团结镇朝天村、狮塘村、申家村

进行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大马士革1号玫瑰花种植，玫瑰精

油、玫瑰花露加工厂和相关美容用品、保健用品、食品加工

基地建设等。同时，拓展当地农家乐等服务产业发展空间，

与自贡恐龙博物馆、青龙湖开发衔接，加快建设自贡区域性

休闲旅游目的地。 



3）特色小城镇推动乡村旅游发展 

发展具有特色资源、区位优势和文化底蕴的小城镇，通过扩权增能、加大投入和扶持力度，培育成为休

闲旅游、商贸物流、信息产业、智能制造、科技教育、民俗文化传承等专业特色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沿滩区各城镇功能： 

各个城镇产业之间的重合度很高，且多以农业为主。 

卫坪镇，沿滩镇，王井镇，邓关镇一线发展工业； 

仙市因为仙市古镇的先天优势，发展旅游业； 

瓦市主要是农业地区，面积大，计划建设食品加工

业； 

其他各乡均发展特色农业和生态农业。 



3）特色小城镇推动乡村旅发展
游 

乡村旅游需求较大。自贡市是一个城区人口过

百万、主城区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超过２万的大

城市，居民业余闲暇生活选择出城返乡、回归自

然的方式已成为主流。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增长，

乡村旅游市场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发展乡村旅游条件较优。 

乡村旅游发展契机良好。 

乡村旅游已初具规模。2013年从事休闲旅游的经营

主体已达600余个，其中休闲农庄108个、特色农家乐

450个（星级农家乐、乡村酒店57家）、休闲农园48

个，从业人员1.79万人，辐射带动4万多农民致富。 

 乡村旅游较有特色。 

 乡村旅游布局合理。乡村旅游形成了以环城为重点，

遍及全市农村；以重点项目为支点，带动多线多片发

展的乡村旅游布局。 

 乡村旅游经济效益较大。2013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720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1亿，占全市旅游

综合收入160亿元的25.6％。 

乡村旅游有利条件 

乡村旅游已获成效 



a. 仙市古镇 

历史文化：仙市古镇俗有“中国盐运第一镇”之

称，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其建筑保留着原有风貌，

以川南穿斗式民居商贸建筑为主，寺庙祠堂众多，

保存完好的“四街、五栅、五庙、一祠、三码头”

成为我国古镇建筑风格和设计思想完美统一的代表

作，被誉为解读川南场镇风情民俗的“活标本”。 

规划政策：第一产业发展规划上，仙市镇被列为发展柑桔

种植基地的重点之一，同时是发展花卉种植产业的重点

乡镇，农业被引导向特色农业、观光农业发展。在第三

产业发展规划上，仙市镇既是仙市古镇文化旅游风景区的

中心，又在东环线果蔬及乡村旅游核心示范区之内，发展

重点是旅游业。 

 



b. 瓦市镇——重点打造果蔬采摘 

发展优势：农业资源 

藤椒、柑橘、无花果、葡萄西瓜、水产养殖等特色

农业的发展已有一定基础。经近几年新村建设和农

业项目投入，区域农村经济发展状况良好，农业基

础地位不断加强。 

挖掘特色：以调味品、禽蛋营养品、水果饮品、

腌腊制品为主的农副产品加工基地。促进农业现代

化；培育食品加工产业；打造果蔬采摘品牌活动。 



c. 永安镇——农业观光与休闲养老 

发展优势：农业资源：生态种植产业和养殖业发

达，红提采摘、泥鳅、蛋类、鱼类养殖基础较好。 

存在问题： 

1.基础设施落后：永安镇主要道路为村村通公路；

水厂一处、供电所一处，并不能满足商贸快速发展

的供水、供电需求。 

2.开发及宣传力度不够； 

3.农村人口流失严重，素质普遍较低 

沿滩区整体人口流失情况十分严重，青壮劳动力会

选择外出务工，而留守在乡镇上的劳动力较少，且

普遍接受教育的水平较低，难以支撑起高端的二三

产业的发展，二三产业发展后劲不足。 



着力面向省内、市内民众，增加内部消费活力，以“周末游”等小

微形式开展乡村旅游建设，切忌盲目做大、追求规模。例如，沿滩

区地处市区的“半小时经济圈”内，应持续打造“信步沿滩·美过周

末”乡村旅游品牌，盘活农村现有资源，促进农民创业，增加农民

土地流转费、务工和入股分红多渠道的收入。 

重视人力资源培养，吸纳更多高素质劳动力。加强对乡村旅游从业

人员的岗位培训，积极引进和培养懂市场经济运作的高素质人才，

壮大乡村旅游人才队伍。 

将生态农业观光旅游与养生养老主题相结合，推动养老产业进一步

发展。加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同时满足旅游观光与养老产业基地

的同步需求。以生态绿色农业为吸引点，推动省内养老市场中心向

自贡移动。 

d. 规划建议  



发展宜居养老城
市的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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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养老城市成功案例——广西贺州 
     打造休闲旅游养生养老产业 

地理位置 

位于桂粤湘三省交界 

处于国际旅游胜地桂林广州旅游  

黄金线路的中点，是粤港澳的“后花园” 

老年人口情况 

贺州全市233万人口中百岁老人高达 

474位，占户籍总人口的比例为 

20.3/10万人，超过了国际公认的 

长寿标准7.5/10万人，成为 

中国第一个长寿市。 



打造“生态贺州长寿胜地”健
康养老品牌，大力发展生态健
康产业。 

开发养老地产、养老服务产品； 
构建养老服务支撑网络； 

聚集珠三角城市群中高端人群； 
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颐养胜地；  

1）养老城市的定位与目标 



老年人口比重大 

健康的市民生活习惯 

贺州全市60岁人口占总人口数
的13.0%，远高于10%的人口老
龄化基准值；全市80岁以上长
寿老人68301人。贺州85%的百
岁长者介于100–104岁，男女
性别比约为1：3。 
 
贺州镇域百岁老人比例与老龄化
程度和长寿指数均呈显著正相关
关系，这表明贺州的人口长寿具
有很好的可持续性。 
 
 

贺州百岁老人一生较少迁徙，子
孙赡养占比90%以上，无烟少酒
好茶，约3/4的百岁老人能完全
自理或相对自理，3/5的百岁老
人无疾少痛。 
 
“起居有常、生活有序、饮食有
节、心态平和、乐观向上”，是
贺州百岁老人基本特征。 

2）养老城市条件分析 



优质的环境质量 
2013年被评为全国16个空气质量最佳城

市之一，全市森林覆盖率高达72.85%，

是全国平均数的三倍。 

• 自然景观绚丽多姿，气候条件优越，平

均植被覆盖指数高达0.764； 

• 大气环境质量优良，空气清洁度指数达

到“最清洁”或“清洁”等级，是 

“天然氧吧”和“疗养胜地” 

• 饮用水水质优良，饮用水中富含生命必

需微量元素和矿物质营养素。 

2）养老城市条件分析 
便利的交通条件 

“三高两铁”建成，综合立体交通网路日益完
善，贺州已经融入珠三角1个半小时经济圈，
成为了桂粤湘区域性交通枢纽城市，港澳的便
捷陆路出口通道。 
 
旅游跨区联动发展格局也基本形成，使得贺州
旅游发展时机更为成熟。 



产业
细分 

生态健康旅游、生态健康休闲、生态健康养
生、生态健康养老四个业态 

发展构建以生态山水、古镇文化、客家文化、
民俗风情、温泉康体、养生度假为重点的旅游
发展格局，举办“长寿贺州”文化旅游节。 
规划打造“长寿”精品休闲养生体验线路，绘
制“长寿地图”；结合健康长寿主题，力推
“贺州味道”生态健康长寿食品 

依托自然风光，引入国内外大型房地产机构，
发展花园式、疗养康复式的养老地产业。建设
高中低档养老公寓、体育休闲、会议度假、健
康管理、护理、康复、保健、教育于一体的养
老养生示范基地 

3）打造休闲旅游养生养老产业 



存在问题：缺乏支柱工业，旅游业发展不完
善，人口流失严重，已成为老年型城市，既
缺乏转型老工业城市的基础，又缺乏作为旅
游目的地的吸引力。新城作为发展旅游配套
产品的地区，应运而生，在新城内建设商业
区和住宅区。 

2、自贡市新城建设情况与养老地产发展前景 
  1）新城建设背景 

自贡新城包括南部新城、西部新城和东部新
城。 
• 南部新城：南湖生态城、沿滩新城；成为

特大城市核心拓展区； 
• 西部新城：贡井新城，成为宜居主城区； 
• 东部新城：逐步成为特大城市功能完备的

新兴主城区。 

东部新城中心 贡井组团 
服务中心 

自井老城
商贸中心 

沿滩组团 
服务中心 

大山铺组团 
服务中心 

科教园中心 

国家高新
技术产业

园中心 

汇东 
副中心 

城市商务
办公中心 

城市
绿心 

南部新城 



地理位置：沿滩新城组团位于
自贡市主城区东大门，地处内
宜高速路以东，板仓干道以南 

开发思路：发展城市旅游是城
市经营的重要方向，把旅游产
业与城市发展结合起来规划和
运作 

区位：沿滩新城承担商业和文
化中心的角色，引进房地产、
金融和休闲娱乐项目； 
与自贡市区距离较近，能够吸
纳一定的城市人口； 
新城依山傍水，环境优美，十
分宜居。 

1 

2 

3 

2）南部：沿滩新城 

沿滩新城 



ADD 
YOUR 
TITLE 规结构：一心、两轴、七片区 

规划面积19平方公里，其中城市
片区5平方公里，卧龙湖生态旅游
片区14平方公里。 

以龙湖为中心，十字方向展开时
代大道城市发展轴和锦城大道城
市景观轴； 

城西商住区、湖西居住区、休闲
文化区、湖东居住区、科研文教
区、锦城居住区和城东居住区。 

2）南部：沿滩新城 

规划概况 

时代大道 

锦城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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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部：沿滩新城 

沿滩新城道路建设现状图 
（紫色：已建；蓝色：在

建） 

（两湖大桥、恒大绿洲、沿滩二小、龙湖） 

自贡市职业
技术学院 

沿滩二小 

龙湖 

恒大绿洲 

恒大商贸城 



开发高端房地产：建成吸引自
贡市乃至川南地市高端人士入
住的环境优美、生态宜居、品
质高端、管理一流，独具山水
园林特色的沿滩新城。 

发展现代服务业 

打造生态隔离产业带产业带，
优化城市环境 

1 

2 

3 

2）南部：沿滩新城 

未
来
发
展 

智慧城市 

4 



规划目标：东部新城重点发展
领先川南、服务成渝的大型商
贸、文化旅游、高端服务业和
商业地产，将是产业优势明
显、功能设施完善的城市新
区。 

概况：东部新城位于中心城区
东部，北接内宜高速公路大山
铺片区，东连成自泸赤高速公
路，西临鸿鹤片区，南靠自贡
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总规
划面积47.9平方公里，规划人
口规模43万人。 

1 

2 

3）东部新城 

沿滩区 

内宜高速 
大山区 

鸿鹤区 

高新区 

东部新城 

3 
建设现状：新城还在基础设施建设
阶段，骨干路网建成，2014年计划
启动新城内6公里次骨干路网建
设，由于资金、用地指标、建设方
案优化、建设机制未确定等方面因
素影响，进展滞后。 目前东部新城
建设动迁安置、招商融资、用地指
标等问题较为突出。 



发展房地产和现代服务业，打
造智慧新城 

协调新城建设多方利益，完善
基础设施建设，完成路网以及
污水等方面的建设目标 

1 

2 

3 

3）东部新城 

未
来
发
展 

打造包括已建成的川南皮革
城，在建的东大国际川南家居
城在内的十个区域性专业市场 



本次调查最终共得到有效问卷190份 

4）调研：养老地产发展潜力 

调查地点 问卷填答数（份） 

自贡市政府政务中心 78 

东方广场及彩灯公园 28 

檀木林体育场 18 

南湖公园 25 

龙湖公园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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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研：养老地产发展潜力 

人
均
建
筑
面
积 

购
房
期
望
面
积
变
化 

• 2012年末，全国人均居住面积为32.9平米，
本次调查的人均居住面积为31.4平米，尚未达
到2012年的全国平均值。 

• 调查对象当中有59%的人均居住面积小于32.9
平米，其中，小于20平米/人的比例达到了
10%。整体居住较为拥挤。 

• 近半数的市民目前所居住的房屋不能满足其对住房面积的需求，
希望在下一次购房时更换面积更大的房屋。 

• 33.9%的市民没有购买新住房的需求或目前房屋能够满足生活需
求。 

• 18.3%的市民希望减少目前的住房面积，这类人群大多属于老年人
口，在子女成婚后与其分开居住，仅需要能够满足两人生活的住
房面积。 

10% 

49% 

26% 

15% 
小于20平米 

20-32.9平米 

32.9-50平米 

50平米以上 

变化 数量 占比 

增加 89 47.8% 

不变 63 33.9% 

减小 34 18.3% 

总计 186 100.0% 



3、自贡市发展宜居养老城市的条件分析 

6个衡量指标 

• 医疗服务水平 

• 气候环境 

• 城市的消费水平 

• 住房价格 

• 城市的公共服务与社会环境 

• 文化休闲生活的丰富水平 

全市常住人口中， 
• 0-14岁人口为 447127

人，占比16.69 %； 
• 15-64岁人口为1892480

人，占比70.64%； 
• 65岁及以上人口为    

339291人，占12.67%。 

老少比=75.88%>30% 
属于老年型城市 

0-14岁人口占16.69 % 
为严重少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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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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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2008年中国城市年鉴》统计，入选休闲养老城市的平均医院床位数为2万个以上，城市居民平均

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约150个 

 自贡全市2015年共有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总数16431张，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35张，有卫生计生机构 

2409 个。其中，村卫生室（站）1611个，医院、卫生院164个，等级医院50个。有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7个，妇幼保健机构7个，乡镇卫生院96个。 

优先发展公共卫生，构建区域医疗卫生高地支撑体系，推进医

疗卫生重大设施建设，提升医疗卫生发展核心能力。（总规） 

1）医疗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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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医疗服务水平 

另外一个衡量医疗水平的标准是城市三甲医院的数量。内陆城市医疗水平最高的是成都，其

拥有以华西医院为代表的近20家三甲医院，医疗水平在国内也堪称一流。自贡离成都约200

公里，可依靠成都的医疗服务水平。 

 

优先发展公共卫生，构建区域医疗卫生高地支撑体系，推进医

疗卫生重大设施建设，提升医疗卫生发展核心能力。（总规） 

川南五市 三级医院数量 三甲医院数量 

自贡市 5 4 

泸州市 4 3 

内江市 3 2 

乐山市 2 1 

宜宾市 2 2 

医院名称 医院级别 

自贡市第一人民医院 三甲 

自贡市第四人民医院 三甲 

自贡市第二医院 三甲 

自贡市第五人民医院 三甲 

自贡市妇幼保健院 三级 



1）医疗服务水平 

其他计生资源发展情况： 

卫生计生人员总数增加。全市卫生计生人员总数21570人，较上年增长4.69%; 

全市累计建立城乡居民规范化电子健康档案262.82万份，规范化电子建档率为95.98 %，高
于全省平均水平0.23个百分点。 

优先发展公共卫生，构建区域医疗卫生高地支撑体系，推进医

疗卫生重大设施建设，提升医疗卫生发展核心能力。（总规） 

1952 1965 1978 1988 1992 1995 1998 2001 2004 2007 2010 2013

区县 规范化电子建档率 

自流井区 95.67% 

贡井区 95.20% 

大安区 95.03% 

沿滩区 101.28% 

荣县 95.59% 

富顺县 95.48% 

合计 95.98% 



1）医疗服务水平 

川南四市医疗水平情况对比 

自贡市人均床位数及卫生机构人员数的拥有量均位列第一位 



• 中国人均寿命为72岁，自贡市人均寿命为75.27岁，高于我国平均水平。 
 

• 根据自贡市2014年空气质量年度报告，全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天数365天，
达标233天，达标率为63.8%，轻度污染74天，占20.3%；中度污染34天，
占9.3%，重度污染20天，占5.5%，严重污染4天，占1.1%。 
 

• 自贡市属典型的盆地气候，具有春早、夏热、秋凉、冬暖的气候特点。自贡
气候多云雾，日照时间短，空气潮湿；冬天气温不低，月平均气温均在5摄
氏度以上。全年平均气温18.0℃，雨水集中在7、8两个月，月雨量均在200
毫米以上，平均月雨日有16-18天。而冬春两季则干旱少雨，极少冰雪。 

2）气候条件及空气质量 



3）城市居民消费水平 

城市 消费性支出 食品支出 恩格尔系数 排名 

自贡 15115 6310 41.7% 1 

泸州 16757 6638 39.6% 4 

内江 15502 6293 40.6% 3 

宜宾 16180 6625 40.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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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各州市居民年平均工资排位 

城市 平均工资 排名 

宜宾 38674 1 

泸州 37648 2 

自贡 37081 3 

内江 35479 4 

2013年，自贡市城镇居民恩格尔
系数在川南四市中数值最大，位
于40%-50%的水平内，发展性、
享受性商品和服务的消费逐渐增
多，但仍然高于其他三市及全国
平均水平。 
2013年，自贡市年平均工资位于
四川省第12位，川南四市排位第
三，可见其消费能力较低，有更
大发展空间，且利于满足老年人
消费心理。 



4）住房价格 城市 房地产均价 
元/平米 

排名 

成都 8000+ 1 

凉山 7500 2 

泸州 6000 3 

宜宾 5800 4 

攀枝花 5500 5 

达州 5300 6 

内江 4700 7 

南充 4700 7 

绵阳 4600 9 

雅安 4500 10 

自贡 4500 10 

广元 4500 10 

遂宁 4500 10 

广安 4300 14 

乐山 4000 15 

城市 房地产均价 排名 

泸州 6000 1 

宜宾 5800 2 

内江 4700 3 

自贡 4500 4 



5）交通条件水平 

 作为休闲养老城市，一定要拥有便利的交通
系统。与周围地区联系紧密，抵达方便；同
时内部通达，前往各区县方便快捷。 

 自贡对外交通“二横三纵” 

 自贡对内交通“一环四横六纵” 

高速连接线 

城市
环线 

高速路 

城市横
向干道 

城市纵向
干道 

乐自隆
高速 

内威荣
高速 

内宜
高速 

城北
高速 

成自泸
高速 



少不入川，老不出川； 

食在四川，味在自贡； 

四川受道教影响，不争无为，民风幽

默。其悠闲自在的生活方式、淳朴厚道

的民风民俗广为人知，造就了四川人民

闲适安逸的性格。人们常常沉浸在茶

艺、麻将、美食的慢生活节奏中。这使

得四川人民更热爱游山玩水。由于盆地

地形，夏日气温较高，居民携家带口向

周边乡村迁移度假的风气非常兴盛，尤

其在老年群体中得到体现。 

6）城市社会环境 



• 城市基础设施条件能够较好地

满足市民生活需求，其中污水

处理率位列川南四市第一位，

燃气普及率、人均城市道路面

积、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位列第

二位； 

• 除用水普及率之外，其余五项

指标全部超过四川省平均水

平。 

6）城市社会环境 



7）资源情况总结及养老城市发展政策建议 

发展方向：发展幼稚养老产业，带动休闲养生旅游业发展 

评价指标 情况总结 

医疗服务水平 在川南四市中处于领先位置，但仍需依靠成都市相关资源 

气候及环境质量 空气质量优质，污染少，气候温和，适宜老年人生活 

消费水平 消费水平较低，符合老年人消费心理，但消费结构仍需改善 

住房价格 房价位于四川各市中下游位置，投资潜力小，但适宜生活 

交通条件 内外交通条件便利 

公共服务和社会
环境 

生活节奏慢，且城市尺度小，生活便利； 
公共服务有一定保证，社会环境稳定 

文化休闲生活的
丰富水平 

旅游文化资源丰富，自然资源丰富，人民休闲娱乐生活方式较多 
其中乡村旅游将作为建设休闲养生城市的重要部分 



7）资源情况总结及养老城市发展政策建议 
Strength 

（1）生态资源丰富，城市依山傍水，气候宜人 

（2）基础设施完善能够满足养老需要，交通便利 

（3）是我国中药材重要基地，有良好的中医资源 

（4）民风淳朴，生活节奏慢，生活成本低 

（5）养老人群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医疗工作有所保障 

Weaknesses 

（1）文体娱乐设施体系不完善，供小于求 

（2）医疗机构结构配置不合理，需要依赖

省会城市的资源 

（3）养老服务水平欠佳，大型养老地产项

目尚未建设 

Opportunities 

（1）四川逐渐成为旅游大省，入境旅游人数逐年上升 

（2）国内外老龄人口养老休闲旅游的需求日益旺盛 

（3）乡村旅游逐步成为我国旅游一大趋势 

（4）养生理念逐渐升入人心 

Threats 

（1）缺乏政策支持 

（2）养老休闲旅游产品质量不高，缺乏特色 

（3）养老休闲旅游专门人才欠缺 

（4）旅游开发与保护生态资源、文化遗产之

间的矛盾 



打造特色品牌： 
中医保健、宗教养生文化与旅游结
合； 
突出四川养生饮食文化； 
挖掘少数民族独特的医药文化； 

 
 

改善基础设施，完善市场规则； 
注重市场细分、内涵挖掘、产品
创新及区域合作； 
提高旅游行政主管部门人员和旅
游企业从业人员的素质 

7）资源情况总结及养老城市发展政策建议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