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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贡发展历史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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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悠久，特色突出 
    

自贡历史 

 自贡在北周武帝时期因盐设镇 
 
• 自贡自古以来一直盛产井盐，东汉时间就有著     名的
盐井富世井、大公井 

• 咸丰年间“川盐济楚”，进入盐业发展鼎盛期 

 
 民国28年（1939）正式设立自贡市 
 
• 抗日期间，川盐再次济楚，划分自流井区和贡井区产盐
地区成立自贡市，隶属四川省政府 

• 此间商业繁荣，有各类商号2460家，自贡盐税  占四川
盐税80% 

 
 1964年三线建设，形成以机械、盐化工、

新材料为特色的工业体系 
 
• 三线建设迁入18家企业，成为自贡后期工业发展支柱 
• 工业大量投资使得工业获得超前规模发展 
• 重工业投资比重上升，盐业地位下降 



优势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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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水平较高 

 

 

 

  

 
 

 

川南五市城镇化率比较 

2000 2010 2013 

四川省 27.1% 40.2% 44.9% 

宜宾 21.4% 38.0% 42.5% 

泸州 26.5% 39.5% 43.3% 

内江 28.6% 39.5% 42.7% 

乐山 16.6% 26.3% 31.2% 

自贡 28.4% 41.0% 45.5% 

城镇人口增长系数 

2000 2010 

总人口（万人） 315.0  326.0  330.0  

城镇人口（万人） 71.9  105.4  113.2  

城镇人口增长系数 3.05 

 城镇化水平高 
• 城镇化率达到45.5%，高于

川南五市和四川省平均水
平 

• 城镇化进程较快 

 

 

 

 

 处于城市发展中期 
• 根据城市化发展的五阶段

论，自贡市的城市人口增
长系数k>1，自贡处于工业
化中期，位于统筹城乡发
展的起点 

 

 

 

• 处于城市化中期阶段 

 

 

 

  

 
 

 

1 优势1 城市化 



• 地理位置优越：川南地区的腹地与地理中心 
   

    

1 优势2 区位 

川南城镇群 

 基本概况： 

• 区位优势独特，地处长江上游川滇黔
渝结合部，是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格
局的重要节点，成渝经济区南部核心
和联接西南中南地区、走向东南亚的
重要门户，以及西南地区联接长江中
下游地区的重要枢纽 

• 总面积4.2万平方公里，总人口约
2000万人，经济总量3200亿元，人
口密度与经济密度高，是全省第二大
经济区 

 空间特征： 

• 区域内空间聚合、产业体系完整、城
镇等级合理、城镇化水平较高、人口
密度，区域对外立体交通网络较完善
，具备一体化发展、构成成渝第三极
的条件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 



• 工业基础雄厚 

 

 

  

 
 

 

 盐及相关产业 
• 自贡因盐立市、因盐而兴。川

盐济楚带来自贡 的两次辉煌；
盐业带动整个工业体系的形成
；盐业促进商业繁荣 

 

• 盐业发展前景广阔。盐业专营
管理体制改革，强大的技术优
势和较长的产业链基础 

 

 

 
 机械、化工、新材料 

• 是自贡的四大支柱产业之
三 

• 发展稳定且保持增长 

 

 

2009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盐业等行业改革”。国
家发改委与工信部成立了盐业改革体制工作小组，制定了《盐业体制改革工作方案》。
自贡已经形成了采盐、制盐、盐深加工、盐化工、制盐设备设计与制造等较为齐全的盐
相关产业链 

2016年1-5月，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都有增长。 
从四大支柱产业看，盐化工产业增长14.0%，机械产业增长7.3% 
从四大战略行新兴产业看，生物医药产业增长20.5%，高端制造业增长16.6%，节能环
保产业增长3.1% 

1 优势3 工业 



• 科技优势突出 

 

  

 
 

 

 科研实力位居四川前列，川南第一 
• 科研机构位居四川省第5位，仅次于成

都、绵阳、南充、雅安 

• 科研机构数量、每万人拥有的R&D人员
位列川南五市第一 

• 拥有川南唯一的综合院校四川理工学院 

• 国家盐化工、新材料研发基地 

 

 

 

 

•盐业科技：久大集团拥有中国盐行业唯一的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甲级设计研究院、国家级研究室、全国井矿盐信息中
心、全国井矿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是全国盐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井矿盐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单位，具有参与中国井矿盐行业
国家标准制定的资格，具有行业技术标准、管理标准、产品标准领域的话语权。 

•化工科技：昊华西南的纯碱生产带罢了国内最高技术水平；晨光院的有机氟单体及氟聚合物具有国际领先、国际先进的生
产技术。 

•合金科技：自贡硬质合金有限公司是世界级大兴硬质合金和钨钼制品生产企业，钨钼及硬质合金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
其经济总量和技术实力位居国内同行前列。 

•炭黑科技：炭黑工业研究设计院是中国炭黑行业唯一的科研设计单位和专用炭黑生产基地，是国家级炭黑行业技术开发中
心、工程技术中心、国家炭黑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1 优势4 科技 



• 自然环境优美，山水尺度宜人 

 成功创建国家级园林城市 
• 自贡市从2009年提出创建国家园林城市的目标以来，突出

“灵秀山水、精致盐都”创建主题，政府投入资金，市民
参与植树，2013年底全市绿化率达到39%，人均绿地公园
面积10平方米。 

 
 丘陵穿城 
• 城区内的小山丘通过城市小节点、休闲小广场、人工湿地、

街心花园、行道树等连接起来，做到了市民出门500米范
围内既可“见水亲绿 
 

 湿地公园众多 
• 近年来逐渐新建汇东公园、南湖公园、高峰公园、卧龙湖

湿地公园、南湖体育中心、板仓复合绿道 

1 优势5 特色资源 



• 本地人口流失劳动力减少 

 

 
 本地人口流失 

• 户籍人口数量大于常住人口数量，
常住人口数量减少，人口外流普遍 

• 常住人口在川南五市中处于地位，
人力资源数量优势不明显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 
• 与其他四市相比，自贡市老龄化程
度较重，社会抚养负  担加重 

• 劳动年龄人口呈下降趋势 

 

 

川南五市各年龄段人口占比对比表（五普） 

0-14 15-64 
65岁及以

上 

宜宾 23.9 % 68.7 % 7.4 % 

泸州 23.0 % 68.1 % 8.8 % 

内江 22.1 % 69.8 % 8.0 % 

乐山 19.6 % 72.0 % 8.5 % 

自贡 20.4 % 71.3 % 8.3 % 

自贡市抚养比变化表 

总抚养比 
老年人口
抚养比 

少年儿童
抚养比 

2000 40.29% 11.70% 28.59% 

2010 41.55% 17.93% 23.63% 

1 问题1 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形成矛盾  1 



• 人力资本存量少，空间快速扩张 
 人力资本存量减少 

• 人口受教育水平低 

• 人力资本存量减少 

 

 

 

 

用6岁及以上人口口径估算的人力资本存量
（人） 

2000 20786877 

2010 19622267 

•历史上因盐设市，由多个工矿点发
展而来 
•建国后在独立工矿点的基础上蔓延
拓展，主要集中在自流井、大安、
贡井 
•三线建设时期，在城东南以及城北
外围地区形成飞地 
•九十年代起，由自流井地区向南跨
河扩展，开始建设汇东新区 

•除了“一主两副十字轴”的市
域空间结构之外还规划了自贡国
家高新技术产业园、 沿滩工业
区、富顺晨光工业园、荣县工业
园 

 空间扩张 
 

 

 

 

1 问题1 人口流失与空间扩张形成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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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产业结构发展不合理 

• 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第二产业占比过大； 

• 第一产业产值比重达到11%，比较高； 

•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只有30%，发育不良。 

• 从就业来看，产值占比达59%的第二产业，就业占比只有34%，带动就业的
作用差；而第一产业仅凭借11%的产值占比仍然拥有34%的就业，再一次说
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低，带动就业少。 

18.35% 16.87% 14.82% 13.07% 12.69% 12.36% 11.92% 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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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3年自贡市三次产业产值占比变化 

2 问题2 

• 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亟待提升   

    



 第一产业水平低，优势弱 
• 产业规模：第一产业产值占比比较高（2014年为11.3%）

，近年来下降幅度小。 

• 产业就业：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比34%，就业人数较多 

• 产业结构：自贡的第一产业以农业和畜牧业为支柱产业，
其中畜牧业逐年发展，猪牛羊图为主要产品类型。 

• 自贡的林业渔业在四川省有一定的专业化优势，但两者的
发展受自然条件限制，规模比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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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2 

• 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亟待提升   

    



 第二产业面临转型升级 
• 自贡市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第二产业的发展。而自贡的第二产业主要由制造业构

成，制造业是自贡的支柱产业。制造业以设备制造、化工、农副食品加工、新

材料为主，这也是自贡的四大支柱产业，但设备制造和化工业分量大，整体上

产业类型比较单一。 

• 区域内城市产业同质化现象严重，自贡的四大支柱产业中，只有新材料为区域

内异质性产业。 

制造业 
85% 

建筑业 
9% 

采矿业5% 电热燃水
1% 

2013年自贡市第二产业产业结构 

制造业 建筑业 采矿业 电热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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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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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设备制造业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 

农副食品加工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金属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和延压… 

塑料制品业 

有色金属冶炼和延压… 

专用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2013年自贡市产值占比前十的

各类制造业 
成都 机械、电子、医药、冶金、化工、纺织、食品 

德阳 机械、化工、食品、建材、纺织 

绵阳 电子、冶金、机械、建材、食品、化工 

眉山 轻工、医药、化工、冶金、机械、电子、建材、食品、饮料 

资阳 汽车、橡胶、石化设备、加工制造工业、食品 

乐山 冶金、建材、水电产业、盐磷化工 

自贡 机械、盐化工、食品、新材料 

贵州毕节 煤炭、电力 

昭通 煤炭、铅锌采选业和电力产业 

内江 机械汽配、冶金建材、食品饮料、医药化工、电力能源、电子制造、纺织服装 

泸州 机械、酒业、化工、能源 

重庆市江津区 机械汽配、材料、食品、电子信息和能源 

重庆市永川区 汽摩、电子信息、化工、建材、冶金、汽车 

盐
化
工
业 

新
材
料 

2 问题2 

• 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亟待提升   

    



 第二产业面对激烈竞争 
• 自贡周边地市的经济都严重依赖第二产业，这从规模上加剧了

区域产业同质化的竞争。 

• 自贡盐化工产业内有隐忧外有大患： 

• 自身的产品集中在“精制盐－基础化工－精细化工－高分子化
工”链条中的前两个环节，大多属于初级加工产品，附加值低
；外患则是2016年我国盐业放开专营，新企业将于2017年正
式入局，盐化工业市场竞争加剧（目前中盐集团已经与占美国
盐业产品总市场50%以上的莫顿盐业达成合作，以应对盐业专
营的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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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2 

• 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亟待提升   

    



 第三产业亟待发展但优势弱 
• 四川省的第三产业在全国内不具有专业化优势，但是

四川省的餐饮业是具有较强专业化优势的。四川省的
第三产业呈现为成都市一枝独秀，但自贡在川南地区
有相对优势。 

• 自贡的第三产业只在交通运输仓储服务业具有显著的
区域性专业化优势，住宿餐饮业则由于四川省餐饮实
力强而具有区域性优势。但是两者的规模都比较小。 

• 自贡的旅游资源虽然丰富，但在区域内却相对较差，
旅游资源在品质上不具有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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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问题2 

• 产业结构不合理，各产业亟待提升   

    



• 区域经济联系不足， 

    对外服务与经济辐射能力有限 

 主要经济联系方向为成渝地区（上一级中心城市
），与川南其他城市联系相对较弱。 

 区位受限，城市中心性弱，经济腹地范围狭小 

• 商贸及制造业中心性无明显优势，服务及对外开放中心性明显落后 

• 东西狭长，面积小，城区紧邻市域边界，限制经济辐射 

2 问题3  
自
贡
市
主
要
经
济
联
系
方
向 

 
川
南
五
市
经
济
腹
地
归
属 

川南五市城市中心性 

成都 
重庆 

*自贡市对中小城镇拉动能力较弱，对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起的主导作用尚不满足其建成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 



2 问题4 

• 交通不便，区位边缘而内向 
 交通基础薄弱，功能不健全 

• 2014年末，全市公路总里程居全省第19位、川南五市第5位；其中等级以上公路占公
路总里程的比例居全省第13位、川南五市第3位；市内高速公路占全省高速公路里程居
全省第13位、川南五市第4位。——《四川统计年鉴》 

• 没有公路货运枢纽站，也没有大件运输通道——2012年6月《自贡市现代物流业发展“
十二五”规划》 

• 2013年末全市人均拥有铁路仅2.27厘米——《自贡统计年鉴2014》 

• 铁路客货站场狭窄，设施陈旧——2012年12月《自贡市区域性次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
规划（2011—2020年）》 

• 受航道等级低（沱江现为六级航道，通航能力仅为100吨）且淤塞严重、船闸年久失修
以及港口条件的限制，通航条件差，水运规模小，难以充分利用长江黄金水道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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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各市公路总里程 

公路运输没有明显优势，铁路及水路运输处于劣势，民航发展停滞 



2 问题4 

• 交通不便，区位边缘而内向 
 位于成渝城市群“一轴两带”之外的边缘地带，不利于承接成渝

产业专业，阻碍人力与资本流动 

 深处川南腹地，对外通达性不足，在与门户城市的竞争中处于不
利位置 

• 自贡市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为3条高速公路（内宜高速、成自泸高速和乐自高
速）和1条铁路（内昆线），东西向通达性不够强。且不沿江、不沿海，内河
航道和港口条件不佳，缺乏大件运输通道。 

• 当前川南地区内部联系较弱，基础设施有待完善，城市群不够成熟，整体依靠
外部带动，因此门户城市优势更为明显，而自贡陆路交通枢纽优势未很好发挥 

 

 

 

自贡 

*自贡市对成渝等核心城市的职能承接不够，尚不满足其建成区域中心城市的目标。 



机遇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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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遇：各层各类规划战略重视 

• 四川省城镇体系规划（2014-2030） 
 

 川南城市群作为“一轴两带，四群一区”之一： 

• 推进内江-自贡联合都市区和宜宾、泸州都市区建设，提升中心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将川南城市群建设成为辐射滇黔、面向国际的一体化发展地区，成渝经济区的
重要增长极。 

 内江-自贡联合都市区作为重点发展地区之一： 

• 以内江和自贡为核心，促进两市区与威远、富顺的一体化发展。加强沱江、釜溪
河和威远河流域污染治理，控制污染企业布局，建设区域重要的环保产业基地、
生态转型发展示范地区。自贡依托科研院校资源积极培育壮大科研创新能力，推
动威远、富顺专业化发展。建设内江至自贡城际铁路和快速联系通道，建立都市
区内公共交通一体化运营机制。 

 与周边省份协调： 

• 推进快速连通两广的出海通道建设，加快成贵客运专线、成自泸遵铁路、隆百铁
路等铁路建设，重点推动川南、攀西地区与贵州省的共赢发展。 

 

 

 

 

四川省城镇空间结构规划图 

一轴三带 
四群一区 

= 
成渝城镇
发展轴 

+ 
成绵乐城镇发展带 
达南内宜城镇发展带 
沿长江城镇发展带 

+ 

成都平原城市群 
川南城市群 
川东北城市群 
攀西城市群 

+ 
川西生态
经济区 



1 机遇：各层各类规划战略重视 

• 四川省城镇体系规划（2014-2030） 

 到2030年时，自贡成为规模100—
300万人的10个大城市之一 

 

 到2030年时，自贡成为8个区域性中心
城市之一 

• 成都为国家中心城市。另外，区域性中心城市
8个，包括绵阳、南充、泸州、达州、自贡、
宜宾、乐山和攀枝花; 

• 地区性中心城市包括德阳、内江、遂宁、资阳
、眉山、广元、雅安、巴中、广安、西昌、康
定和马尔康等12个;重点县(市)44个，如都江堰
、彭州、邛崃等;一般县(市)91个，如华蓥市、
万源市、荣县等 

 

 

 

 



1 机遇：各层各类规划战略重视 

•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培育川南城镇密集区： 

• 包括自贡、内江、泸州、宜宾的市区和部分县（市），促进自
贡-内江联合发展、泸州-宜宾沿江协调发展，建设成为成渝城
市群南向开放、辐射滇黔的重要门户。 

 建设重要节点城市： 

• 将节点城市作为优化城镇体系的抓手，提升专业化服务功能，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完善自贡、达州等城市在城镇密集区
发展中的支点作用。 

 特色优势产业布局重点： 

• 自贡、泸州、宜宾等城市重点发展成套装备，以内江等城市为
支点推进配套协作，壮大能源装备、航空航天、数控机床、轨
道交通设备、船舶设备、工程机械、环保成套设备、汽摩整车
、仪器仪表、机器人等产业集群。 

• 以两江新区和天府新区为引领，以自贡等为重要支撑，加快培
育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
车、高端装备制造和新材料产业。建设自贡盐化工基地等特色
资源加工基地。 

• 发展现代服务业集群，打造自贡等商贸物流基地。 

 

 

 

 

自贡功能定位：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特色文化旅游城市 
现代工业城市 



1 机遇：各层各类规划战略重视 
 

交通： 
• 完善城际交通网络，开展乐山-自贡-泸州铁路前期工作，加快建设庐山-

自贡、自贡-隆昌高速，规划研究自贡-宜宾大件公路。 
 

• 建成自卢赤高速公路通道轴，包括内江威远，自贡中心城区、富顺，泸
州中心城区，形成连接成都、沿江地区、黔中地区的重要通道。 
 

• 建设沿成渝、乐自高速公路通道轴。包括乐山井研，自贡中心城区、荣
县、富顺，内江中心城区、隆昌等城镇，形成连接成渝双核的重要通
道。 

 

• 成渝经济区南部城市群发展规划 
（2014-2020年） 

 四核： 

• 做大做强自贡、泸州、内江、宜宾中心城市，有序拓
展发展空间，强化中心城市协作联动，共同发挥辐射
带动作用，统筹周边县城和城镇建设，增强综合服务
功能。 

 区域性中心城市： 

• 建成四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区域性中心城市。自贡中心
城市重点发展节能环保装备制造、盐及盐化工、新材
料、生物医药等产业，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科技
创新基地、现代工业城市、区域交通枢纽和商贸服务
中心。 

 北部丘区组合中心： 

• 北部丘区以内江、自贡中心城区为组合中心，以资中
、威远、隆昌、荣县、富顺、泸县以及井研县县城为
节点，加强与成渝双核的经济联系，强化产业分工协
作，大力发展通道经济，引导区域内人口向主要交通
干线周边城镇转移和集聚，打造北部城镇密集区。 

 

 

 

 

 

南部城市群综合交通体系规划图 



2 挑战：内外竞争中实力不突出 

• 在川南五市内部竞争中不占优势 
 经济增长： 

• 受地域狭小及人口较少所限，GDP总量在川南排名落后 

• GDP年均增速不具备优势 

 

 

 

 

 城市定位与规划目标：区域中心与枢纽之争 

• 泸州：川渝滇黔结合部中心城市、四川首港和重要工业基地、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山水园林城市、中国酒城 

• 内江：成渝地区重要交通枢纽、区域性商贸物流中心和新兴服
务业中心，具山水园林特色的滨水宜居城市 

• 乐山：西部综合交通枢纽的重要节点、成都平原城市群南部中
心和西部经济发展高地的重要增长极、川南区域中心 

• 宜宾：辐射吸纳川滇黔的区域中心、川滇黔区域综合交通枢纽
、面向国际和区域的产业高地、世界级大江文明节点、秀每一
句的山水园林城市 

 

 

 

 

 

地区
GDP

年均增速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自贡市

泸州市

内江市

乐山市

宜宾市

1073.4 1001.6

1259.73 1140.48

1156.77 1069.34

1207.59 1134.79

1443.81 1342.89

884.8 780.36

1030.45 900.87

978.18 854.68

1037.75 918.06

1242.76 1091.18

647.73  0.13  

714.79  0.15  

690.28  0.14  

743.92  0.13  

870.85  0.13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2 挑战：内外竞争中实力不突出 

• 川南城市群整体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 

 缺少较大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中小城市发育缓慢 

 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有待加强 

 产业同质化严重，结构老化，转型升级发展日益紧迫 

• 长期以来川南城市群被行政力量分割成相互竞争的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要素聚集能力较弱川南城市群的工业主要集中在机械、食品、酒业、化工

、能源等行业，各城市工业结构相似度高，降低川南经济整体抗市场风险能

力 

• 以传统工业为主，发展方式整体仍较粗放，缺乏清洁而高效益的高新技术产

业 

 要区域一体化发展仍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城市群整体竞争力有待提升 

• 长期以来川南城市群被行政力量分割成相互竞争的城市，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要素聚集能力较弱 

 

 

 

 



发展目标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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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成渝经济区西南部中心城市 
• 建设区域次级综合交通枢纽 
• 实现从区域边缘城市向区域枢纽城市的跨越 
• 交通联通川南、成渝、西安、西藏、昆明，北部湾
经济区 
 

 建立现代工业城市   
• 从老工业城市向现代工业城市转型，从传统产业向

高新技术产业转型 
• 建立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 
• 建立现代服务业发展基地 
• 建立科技创新基地 

发展目标定位 

 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 
•  盐、龙、等的特色文化在四川省独树一帜 
•  古时也是重要的川盐济楚水道、茶马古盐运道和  
丝绸之路的重要途径地，保留大量古镇历史遗迹 

• 历史文化保护单位数量众多 
 

                                                          ——自贡市“十三五”规划建议 2016.3 

交通联系方向 

现代工业成果 



战略规划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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