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有着“摩托车之都”之称。上世纪九十年代，依托老
工业基地优势，重庆抓住国内摩托车需求“井喷”机遇，迅速成
为国内最大的摩托车制造基地。此后，在“禁摩潮”、家用汽车
普及等背景下，重庆以小排量跨骑车和弯梁车为传统拳头产品
的摩托车产业受到影响。转型，如箭在弦。

2020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将摩托车产业作为推
动支柱产业迭代升级的重要领域，并提出“摩托车产业，重点发
展电动摩托车、踏板车、中大排量摩托车”。政策正为产业发展
释放暖意——

今年10月底，重庆市大足高新区台铃200万辆新能源电
动车产业园项目上，工人们抓紧设备安装调试，再过不久，项
目就要迎来投产。

“紧盯新能源、大排量、高端定制化等行业发展趋势，
园区明确了以重庆市新能源摩托车产业建设基地为载
体，做大做强新能源汽摩整车及核心配套产业的方
向。”大足高新区相关负责人介绍，园区正加快成长
为全国重要的新能源摩托车制造生产基地。

再出发

400亿+，这碗重庆小面还能做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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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一幢幢厂房拔地而起，何文强说，他感
受到了“大足速度”。何文强是台铃科技（广东）股
份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兼基建总监，也是重庆台铃
200万辆新能源电动车产业园项目负责人之一。

“项目去年12月动工，为推动项目建设，大
足高新区组建了项目专班，安排专人跟进，提供
审批建设手续全程代办‘一条龙服务’，完善道
路、供水、供电、排水、公交、通讯等基础设施配
套。”何文强介绍，在今年夏季极端高温天气等
不利因素影响下，仍在10个月左右完成了项目
主体建设。而台铃同期在其他城市启动的某项
目，仅装变压器就花费了半年时间，一番对比让
他被大足营商环境所打动。

“未来，这里将成为台铃全国重要的生产基
地。”何文强说。

近年来，在国内城市快递、外卖等需求带动
以及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的背景下，电动两
轮摩托车产销量持续走高。然而重庆作为山
城，电动摩托车尚不普及，台铃为何选择了在大

足高新区投资建设生产基地？
除当地营商环境备受企业青睐外，一是有

靠近配套资源优势。由于燃油摩托车与电动摩
托车生产技术相近，大部分零部配件可以通用，
在大足建设生产基地，可靠近配套资源，大幅降
低生产成本。

二是有靠近市场资源优势。重庆是西部大
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在距离仅重庆中心城区
32公里的大足高新区设厂有利于企业辐射整
个西部市场。

“投产后，产业园产品将主要销往云贵川渝
等地。”何文强说，为适应西南地区山地环境，该
园区将主要生产大功率电动摩托车。

在大足高新区，新能源摩托车还“拖来”一
条产业链。如今，已有数十家台铃配套企业入
驻大足高新区。“从这一角度来看，一家新能源
摩托车整车厂通常可以带动本身3倍的产值。”
业内人士称。

“目前，高新区已引进电动车整车项目 14

个，预计年产能1100万辆。引进的重点项目台
铃、金箭投产后预计年产能 350万辆。引进的
金宇星、铃派、大环等配套企业涉及电动车的电
机、电控、塑件等，预计综合产值282亿元、利税
3.3亿元。”大足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
陈川介绍。

得益于企业的快速集聚，今年5月，重庆市
经信委下发《关于公布2022年度重庆市特色产
业基地创建名单的通知》（渝经信园区〔2022〕11
号），大足高新区获批创建重庆市新能源摩托车
产业园（建设基地）。

为助力全市新能源摩托车产业园建设，
在今年 11 月 2 日将开幕的 2022 中国摩博会
上，大足区人民政府将和台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签订共建台铃新能源汽摩产业学院合作
协议，通过双方共建新能源汽摩专业、合作开
发课程、合作打造新能源汽摩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等举措，培育新能源汽摩人才，为新能源
摩托车产业“充电”。

一碗重庆小面，煮进山城千滋百
味，飘出岁月烟火气。

许多重庆人的一天，从一碗小
面开始。一碗麻辣鲜香、热气腾腾
的小面，满足千万食客的胃，也唤
醒这座城市的魂。而对于那些旅
居外地的重庆人来说，这碗面牵动
着乡愁。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庆小
面所尽之力，或许超出你的想象：目
前，重庆小面在全国有门店 30多万
家，仅重庆就有8.4万家；重庆市场上，
日均销售 1280万碗，年产值 400多亿
元，从业人员约50万人；每卖1亿元小
面，直接拉动辣椒销售400吨、花椒50
吨、菜籽油 1800吨、榨菜 50吨……重
庆小面这张消费名片，分量绝不小。

然而，与同类型的兰州拉面、柳州
螺蛳粉等相比，重庆小面的产业化之
路走得还不够远，含金量挖掘还不够
深，价值链延展还不够长。

怎么办？我们可以从今年 10月
14日“世界标准化日”出台的“重庆小
面新标准”说起——

文化传承牌

对广大重庆“面娃”（面条资深粉
丝）和外地食客来说，《重庆小面生产
技术规范》这个“新标”的最大变化，是
刷新了重庆小面的定义：

重庆小面不再局限于素面，而是
带有“浇头”（如豌豆、杂酱、牛肉、红
烧肥肠、酸菜肉丝等）的重庆面食。

“这下好了，重庆小面的价值一下
子就提起来了。”不少“面娃”在朋友圈
奔走相告。

而此前，重庆还发布了《重庆小面
门店经营服务规范》《重庆小面生产技
术规范》，在小面经营、服务、连锁化等
方面制定了规则，其立足点是擦亮重
庆小面美食名片、推动国际美食名城
建设，为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助力。

重庆小面工业化促进会会长傅勇
认为，要把重庆小面的价值拓展开来，
不仅要从工业化的要求注重标准化，
还得用足用好文化大 IP。

近来，大渡口区提出要把小面打
造成百亿级产业，并建起“小面博物
馆”。据考证，重庆小面已有400余年
历史——

早年间，重庆小面靠一个“走”字
而起，小贩挑一副竹子扁担，一边是碳
炉，一边是面条和佐料，走街串巷、行
走江湖。麻辣鲜香的重庆小面，有了
雏形。

“坐摊”起于民国时期。小贩在街
头巷尾支起一个个小面摊，食客们汇
聚于此，一边吃面，一边聊家国天下、
家长里短。

这种“坐摊”至今尚存（重庆以“摊
摊面”为名的，不在少数）。但更多的，
还是面馆。

但不管是“摊”还是“馆”，重庆小
面与火锅，始终是这座现代化大都市
最有烟火气的所在。

“几百年来，重庆小面与这座城市
相生相融，积蓄了丰厚的文化底蕴。”
傅勇还为这种“深度融合”总结出朴
实、包容、豪爽三大特性——

朴实为先。重庆小面最接地气，
以碱面为主，搭配时令叶子菜，素面几
元钱，加上牛肉、肥肠、杂酱等浇头也
以十几元到二十几元为主，分量足、用
料实、价格亲民，不仅吃得饱，还吃得
酣畅，实在是物美价廉的不二之选。

豪爽为魂。重庆小面最大的特征
是味道“重”，油辣子海椒、花椒、大蒜、
老姜、碎咸菜、芝麻、碎花生……。可
概括为一麻、二咸、三鲜、四辣、八
香。可以说，从兴起之日起，重庆小面
的味道就与重庆人豪爽耿直的性格一
脉相承。

包容为底。重庆小面，即便是
一碗素面，也“千碗千面”。干溜、宽
汤、带青、免青、红汤、清汤、提黄、白
提……一碗小面，却大有讲究。这与
重庆的长江文化、移民文化、三峡文化
等多种文化大融合有关，与重庆极具
包容度的城市基因有关。

傅勇说，重庆小面是重庆独特的
城市文化符号之一，挖掘历史文化价
值、打好文化传承这张牌，可以增强市
民、外地游客与重庆小面的情感连接
和价值认同，从而助力重庆小面再上
一个新台阶。

产业拓展牌

上面说到，重庆小面在本地市场的
年消费总额超过400亿元。但站在产
业化的角度看，光做餐饮业，还不够。

以“云阳面工”为代表，重庆小面
开辟了一条工业化途径——面类加
工。近些年来，“云阳面工”已形成一
块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金字招牌，从业
人员23万人、面类加工企业5.6万家，
年产值600多亿元、劳务收入约200亿
元。今年 9月，云阳举办第二届中国
（重庆）小面文化节，签约 11个项目，
金额3.55亿元。

数据显示，重庆的面类加工企业
覆盖全国城市 300 余家，年产值达
1000亿元。

同时，重庆小面产业链还在延展：
在忠县，重庆金沙河面业公司布局了
年加工小麦 100万吨、生产挂面 35万
吨、生产饮用水 35万吨的大项目，已
正式投产；涪陵榨菜、石柱辣椒、江津
花椒等特色农产品也都搭上小面产业
的快车，规模不断扩大。

这还不够。大渡口区招商投资促
进局招商服务中心主任彭仲明认为，
重庆小面不仅是刚需产品，而且地域
IP大，再加之重庆文旅市场的放大效
应，专家预计“重庆小面”背后的市场
蓝海超千亿元。

怎么做？他建议在工业化、规模
化、标准化方面加大力度。

事实上，重庆小面不仅在消费市
场发力，今年 3月，《加快推动重庆小
面工业化发展实施方案》出台，小面产
业力争在工业化赛道再上台阶。作为
面临产业转型升级的大渡口区，瞄准
重庆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推动消
费品工业高质量发展的契机，将重庆
小面纳入全区5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之
一进行重点培育。

为此，大渡口开启了小面产业工
业化发展的进阶之路——

完善工业化生产标准。在重庆小
面新标准的基础上，大渡口盯住的是
工业化生产标准。目前，《重庆小面食
品安全标准》地方标准正在拟定草
案。随后，还将制定《重庆小面生产许
可审查细则》。

打造规模化生产基地。大渡口规
划建设重庆小面产业园，位于建桥工
业园、规划用地 200亩，包括中央工
厂、仓储中心、供应链中心等，预计明
年6月可竣工投产。

全产业链招商。原材料供应、生
产、包装、销售、配送乃至研发设计，目
前，重庆市小面产业园已汇聚一批上
中下游企业，现已有 30余家企业入
驻，包括辣来主义、金牌干溜等线上商
家，秦云老太婆摊摊面、呼啦面馆等线下
连锁企业，井谷园、道友食品等原材料供
应商，龙肥肠、味之海等浇头供应商，并
开展数字化、标准化、智能化制造。

品牌营销牌

前些年，从面条、作料到浇头，不
少外地餐饮企业提供的产品与真正的
重庆小面相去甚远，严重影响了重庆
小面的口碑。

如何在新的消费形势下，重塑重
庆小面的品牌影响力、拓展消费新渠
道——

塑造公共区域品牌。当前，大渡
口正在预包装重庆小面领域做这件
事，申请“重庆小面”地理标志商标。
以后，消费者只要认准“重庆小面重庆
造”区域公共品牌商标，就能买到地道
的重庆小面。

孵化多元品牌。依托大渡口完整
的产业链和较强的代工实力，众多品
牌纷纷涌入这一赛道。既有以呼啦豌
杂面、辣来主义、金牌干溜为代表的重
庆非遗文化创新蝶变的“老品牌”，也
有从火锅延伸而来的周君记、从米粥
产业跨行的井谷元、从教培行业改道
的巴辣幺妹儿等转型品牌，还有三吉
空间、渝把头等从0到1的新兴品牌。

“预计未来 3年内，将孵化数百
家重庆小面新锐品牌，培育 3-5家产
值亿级的龙头企业，增强重庆小面的
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 彭仲明说。

打通电商渠道。这一点，可从“速
食小面”入手，目标消费群以年轻人为
主。为此，大渡口建起重庆小面电商
产业园，已在天猫平台建立“重庆小面
重庆造”官方旗舰店，在京东慧采平台
建立重庆小面重庆造大宗采购专区，
与中国移动在“渝益农”电商平台建设
重庆小面特产馆。同时，加速对接京
东、美团、抖音、快手、顺丰小当家等国
内主流电商平台对接，开设“重庆小面
品牌馆”专区。

截至目前，电商产业园入驻企业
实现重庆小面预包装产品销售额超过
2亿元。例如去年3月全面投产的辣来
主义，今年预计有望突破8000万元，一
跃成为“重庆小面重庆造”的线上顶流
品牌；拥有100余家直营门店的呼啦面
馆，也尝试通过品牌延伸、异业合作等
方式，在新零售潮流中寻求增量；秦云
老太婆摊摊面的连锁面馆已近 1000
家，也正拟建设其电商基地……

借力文旅风口。重庆正着力打造
成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市场大、前景
好。就此，大渡口的想法是将重庆小
面打造成“重庆伴手礼”。此外，该区
正在金鳌山建设一产以小麦、花椒种
植和重庆小面体验博览馆的农业观光
游，二产以重庆小面预包装生产的工
业旅游，三产规划建设重庆小面商文
旅融合体验基地，筹备重庆小面文化
节等，深挖“重庆小面”的品牌价值，彰
显“重庆小面”的独特魅力。

据两江观察
大足高新区摩托车整装生产线。

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资料图）

重庆大足重庆大足::摩托车产业摩托车产业

另一方面，传统摩托车企业也在积极瞄准
“新赛道”。

这几天，大足高新区重庆大隆宇丰摩托车
制造有限公司里，伴随着轰鸣声，机车在起伏的
测试道路上飞驰，工作人员正在测试新款越野
车型。

近年来，随着摩托车休闲娱乐文化兴起，
250CC以上的中大排量车型成为近年来拉动国
内摩托车市场的重要力量。

“如今，重庆摩托车产业正从通路产品向大
排量、休闲型、新能源方向提档升级。”大隆宇丰
常务副总吴斌介绍，目前，企业正在逐渐转型，
公路赛车、越野车等产品占比已达20%，未来还
将继续扩大比例，以此作为重塑竞争力的重要
路径。

其中，大排量摩托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动力
强劲、个性突出、工艺精湛，价格也高于通路车
型。以大隆宇丰为例，该企业高端大排量车型
价格在每辆3万元左右。

“今年摩博会上，我们也将展示新款电动摩
托车、越野摩托车、儿童摩托车产品。”吴斌说。

不同于其他企业将方向定在调整产业结构
上，大足高新区企业重庆荣爵摩托车有限公司

选择的方向是扬帆“出海”，产品主要出口至菲
律宾、摩洛哥等国家和地区。

“东南亚、非洲等海外市场因地形和路网交
通环境因素，摩托车通路产品需求仍有增长的
空间。”业内人士分析。

事实上，大足高新区摩托车产业“再出发”
是重庆摩托车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一个缩影。

以新能源电动车为例，目前，国内新能源摩
托车市场“三巨头”的雅迪、爱玛、台铃已分别在重
庆渝西地区的永川区、铜梁区、大足区布局，连接
成渝的三条主干道成渝高速、渝遂高速、渝蓉高
速，分别途经这3个区，产业集群正在显现。

助推本地摩托车发展的相关政策也将起到
关键作用。在2021年重庆市政府印发的《重庆
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中，重庆摩
托车产量占全国比重超过 29%，被视为支柱产
业。规划要求汽摩产业方面，加快新车型开发，
完善关键零部件本地配套体系，重塑中国汽摩名
城竞争优势。

“聚焦新能源摩托车的市场需求，园区把打
造‘全市重要的摩托车生产基地’作为一大目
标。”大足高新区相关负责人说，未来当地新能
源摩托车产能预计占重庆市30%左右。

“新能源”为摩托车产业“充电”

传统摩托车企业瞄准“新赛道”

□ 新华网记者 欧阳虹云 刘磊

“摩博会”上展示的
“大足造”摩托车。

新渝报记者 曹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