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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按照传统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随着要素价格上升及发展空间缩小，传统产业在我国东部地区已逐渐失去发展

优势，需要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跨区域转移，并且中西部大多数地区也把积极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作为本区域发展的

战略之一。但是这种大规模的产业区域转移现象并未出现。从空间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产业区域转移滞缓的原因，并

从产业转移的动因及必要的软硬件条件方面提出加速产业区域转移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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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按照产业梯度转移理论，我国东部地区的一些

传统产业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随着东部沿海地区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面临着日益严峻的成本压力，应

该向中西部大规模转移，但是这种现象在我国东中

西部之间并没有发生。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

虽出台不少的西部投资优惠政策，但并没有出现希

望看到的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局面。事实上，劳动密

集型制造业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集中在东部发达地

区。东西部地区产业转移滞缓的这种现象既与传统

的经济理论不符，也与我国中西部地区通过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构想相冲突。
许多中西部省份在制定发展战略时都将承接东部产

业转移作为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

径，中西部地区能否顺利承接沿海发达地区的产业

转移，加速中西部地区工业化进程，优化其产业结

构，将关系到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总体战略能否得

以实现。
国内对于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的讨论众多，学者

们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陈建军(2002) 结合浙江

105 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研究了特定地区现阶段产

业区域转移现象，认为导致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决策

的主要因素分为两类:市场扩张因素和资源利用因

素。戴宏伟(2003) 认为，由于生产要素禀赋的不

同，不同地区在产业结构方面具有极大的差异性，这

种产业梯度与要素禀赋的差异带动了要素的跨区域

流动与组合以及区域之间的经济合作，推动产业在

区际的转移。魏后凯(2006) 认为，导致产业转移的

外部环境因素包括来自转出地的推力因素、来自转

入区的拉力因素;企业迁移与否取决于现在区位的

推力因素、目标区位的拉力因素，促使企业留在现在

区位的阻力因素。王忠平、王怀宇(2007) 提出区域

间比较优势差异是区域产业转移的根本动力，并从

区际产业转移的动力角度提出区际产业转移的定量

衡量指标。周江洪(2009) 提出区际产业转移力的

概念，认为区际产业转移力指作用于产业转出主体

和承接主体，促进或阻碍产业区际转移的各种力量

的总和，其构成要素包括推力( 主要来自转出地)、
拉力(主要来自承接地)和阻力(来自转出地和承接

地)。
对于产业转移滞缓问题，国内学者关注较少。

郭丽等(2009)提出产业区域粘性问题，并从产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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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极化效应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等方面探讨粘性产

生的因素。李娅(2009) 从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东

西部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区域产业转移滞缓

的因素。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空间经

济学的视角探讨产业区域转移，试图探寻一个产业

区域转移的理论模型框架，并分析导致产业转移滞

缓的因素，以便找出制约产业区域转移的关键环节，

为促进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提供助推力。
二、产业区域转移滞缓的空间经济学机理分析

(一)产业聚集的“极化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生了显著的空

间集聚现象。2007 年，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产值

占全国的比重占到了 56. 68%，东部地区制造业的

集聚吸引了东部地区内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广大

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的流入;而大量外来劳动力的

流入，进一步强化了东部地区已有的制造业集聚优

势。通过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形成了以东部制造业为

中心的“核心—边缘”模式。
空间经济学认为区域之间是否均衡发展由两种

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即导致聚集的向心力和趋于分

散的离心力，若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就会形成如我国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现在这种“核心—边缘”
空间格局。当然，这种空间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

是否变化取决与构成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因素的变

化。但在我国，导致向心力产生的因素表现的非常

强烈，而离心力产生的因素却因为种种原因表现的

并不明显。
1. 向心力。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距离港

口近，交通便利，是我国最先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

这些初始因素导致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聚集，产生

了两种促使向心力增加的效应。
一种是“市场接近效应”。它是指在其他条件

相同时，工业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偏好市场规模

较大的区域。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

布局企业可以节省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总成

本。2007 年，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板

块来看，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 16974
元，是其他三个板块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

中部地区的 1. 46 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 23 倍。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5855 元，是其他三

个板块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东北地区的

1. 35 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1. 41 倍。而从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东部地区是 49876. 8 亿元，占全

国的比重为 54. 2%，比其他三个区域的总和还要

多。这说明无论是从购买力还是从实际的市场规

模，东部地区相比其他区域都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这必将吸引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在东部布局，同时又

由于循环累积效应的存在使得这一优势呈放大趋

势。
另一种是“生活成本效应”。它主要说明的是

由于工业企业在本区域布局而对当地消费者的生活

成本的影响。众多的企业在本区域布局，在消费品

市场上本地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自然就较

多，因而本区域消费者需要购买的区域外产品的数

量就较少，使得本区域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本地

区劳动力实际生活成本降低，从而企业支付给劳动

力的实际工资就可以相应降低，有利于企业降低生

产成本。
这两种效应是以往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会

引发更大规模的聚集，通过循环累积因果链而自我

加强，形成“核心—边缘”模型的向心力，导致我国

东中西部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扩大。
2. 离心力。在以上两种效应存在的同时也存

在产业分散布局的因素。本文认为离心力产生的因

素也有两种。
一种是“市场拥挤效应”。它指企业因过于集

中而导致的彼此不利，这种不利主要是围绕争夺消

费者而产生的竞争。但这种效应在我国表现的不明

显，主要是由于随着对外开放，我国产品已经大量出

口，整个世界都是中国的潜在市场。在世界市场上

一家企业的知名度是微乎其微的，只有众多企业联

合起来，才能提高本区域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知名

度，而制造业在我国东部地区的聚集正是迎合了这

一趋 势。2007 年，我 国 东 部 地 区 出 口 总 额 为

10754. 5 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88. 3%，其他三

个板块中出口总额最高的东北地区也仅为 514. 4 亿

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 4. 2%。
另一种是“要素瓶颈效应”。它是指随着企业

在某区域的集聚，由于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是既定

的，必然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从而产生集聚不

经济，迫使企业外迁。如台湾的新竹高科技园就是

因为规模扩张导致要素价格上涨，使许多企业不得

不退出园区，寻找其他成本低的集聚区。但这种效

应在我国表现的并不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农村

劳动力基数大和资源定价体系的不完善。我国农村

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和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结构，

使得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实际工资水平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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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上涨的压力，进而支撑和维持了东部地区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

密集型企业不用将资本西迁，便可源源不断地使用

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自

然也就丧失了资本西进和梯度推进及产业转移的动

力。所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像梯度转

移理论讲的在东部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与一

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已丧失比较优势，反而

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同样，我国实行的资源定

价机制也使得东部地区可以源源不断地以极低的价

格取得资源。这是因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既没有反

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失等完全成本，也与国际不

同资源比价关系严重不对称。
(二)产业聚集的“锁定”效应

我国产业区域转移滞缓除前面阐述的向心力明

显大于离心力而产生的极化效应外，还由于产业聚

集的“锁定”效应，这种效应导致一旦产业在某地聚

集，无论初始因素是什么，都会自我发展下去，使得

内部企业不会自动迁出。我们结合广东佛山市南海

区西樵镇纺织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解释“锁定”效

应产生的因素。
1. 企业迁移成本。从企业的微观角度考察，若

进行跨区域的转移，将不得不考虑两项成本:一是机

会成本，二是沉没成本。
在产业集群中机会成本指由于企业迁移而损失

的本地产业链合作网络和建立新网络的交易成本。
企业在东部地区经营多年，有成熟的供销网络，并与

相关合作者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广东佛山市南

海区西樵镇纺织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了织造、印染、
服装加工以及市场销售的完整产业链，处在产业链

上的企业在本镇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生产资料，并且

生产的产品也可以直接销售给本镇的下游企业，并

且与上下游企业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产业

集群内的企业在合作中大多以口头的或非正式的书

面协议的形式进行合作，其中，正式合同占 18%，非

正式的书面协议占 56%，口头协议占 26%。一旦企

业迁出该区域，这种合作关系就会中断或者受到极

大的冲击。这种冲击主要来自交流的距离成本和由

于退出了本区域的商业圈从而产生的心理上的隔离

感。若企业转移进入新的区域，重新在新区域建立

自己的产业链网络，这需要增加必要的交易成本。
机会成本越大，企业转移的积极性越弱，处于产业集

群内的企业为了获得因聚集而得到的这些利益，即

使集群内同类企业的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企业也不

愿意迁移。
沉没成本是企业退出某一产业发生一些无法转

为他用的投入( 包括厂房、设备和专有员工等)，或

一些成本与收益不对称的策略性投入行为。当一项

资产的专用性较强，特别是地理专用性和物理专用

性较强时，则比较容易形成沉没成本。沉没成本包

括经济性沉没成本和社会性沉没成本。经济性沉没

成本包括专用性有形资产(这些投资专用于特定的

场址和企业，不能转为他用) 和交易成本( 搜寻信

息、谈判、契约、监督等成本)。社会性沉没成本可

能产生原因，一是政府部门可能因为企业的转移丧

失利益而阻止 ;二是“内部控制者”( 企业经理层及

其相关权力结构内成员所组成的利益集团) 可能利

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而阻止;三是企业员工长期

享受较好的工资福利而不愿意改变既有格局。沉没

成本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产业转移的积极性，沉没成

本越大，产业转移的积极性会越小。
2. 集聚的外部经济。处于集聚区域的企业可

以获得外部的规模经济，这种外部规模经济可以分

为技术上的外部经济和金钱上的外部经济。技术上

的外部经济主要考虑的是技术外溢作用，整个行业

的技术水平的提高改变了集聚区域内单个企业的投

入和产出之间的技术关系，使其在既定投入下产出

提高。金钱上的外部经济由市场通过价格效应传递

给单个企业，从而改变其产出决策。因为一个大的

行业可以促成市场提供一些专门的中间投入和劳动

力。从而形成了像马歇尔提到的劳动力共享市场和

专业的中间投入品价格的下降。仍以西樵镇纺织产

业集群为例，西樵镇 2006 年外来暂住人口达到了

74000 人，接近本镇总人口的一半，其中包括纺织行

业需要的各种技术和管理人才都可以在本镇的劳动

力市场上得到。
外部规模经济还表现为产业集群区域提供良好

的产业发展基础，可从市场培养、人力资本积累以及

协作配套条件等方面为本区域企业带来便利和节

约。这种便利和节约同样也变成了产业转移阻力。
如西樵镇共投入 8700 万元改善纺织产业基地的交

通设施，形成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同时，通过热电

联产、统一建设供热设施、统一进行污水集中处理、
统一达标排放等措施，把基地建设成为产业关联度

大、技术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生态型纺织基地，为

企业提供规划更科学、配套更完善的发展空间。
3. 制度因素。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

架，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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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伦理规范。而制度创新则表现为经济发展过程

中合理的制度变迁，包括市场开放时间、产权制度改

革、专业化市场发育等。而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

本，寻求高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是企业集聚的重要

原因，所以制度创新而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是区

域产业转出的阻力。
西樵镇政府为了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进

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立了轻纺城管委会，统一

管理西樵镇的纺织品销售环节;设立专项奖励基金，

推动民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实施“科技兴纺”战

略，以政府为主导，建立行业性的技术创新机构，进

行市场化运作;等等。这些举措为集群内企业营造

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使企业在西樵镇生根发芽，并吸

引区域外的纺织企业继续向西樵镇聚集。
三、促进产业区域转移的途径

1．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异。通过进

行新农村建设、农村工业化等举措，切实提高农民收

入水平。只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农民收入

提高，东部地区发展所面临的才不会再是劳动力无

限供给的局面，这将迫使其进行产业结构升级;随着

要素成本的增加，一些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

企业迫于成本的压力会向要素成本比较低的地区转

移，我国产业的区域转移才可能有较大进展，同时东

部沿海地区也才可能进行产业升级，在国际化分工

中向高端产业迈进。
2． 扩大中西部内部市场规模。本地市场规模是

企业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化是扩大内部

市场的重要途径。目前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比重远

低于东部地区，影响了本地市场规模。只有加快城

市化的进程，促进中西部地区农民尽快进入当地城

市，提高中西部地区城市人口的比重和制造业就业

比重，扩大市场需求，中西部地区的市场规模就会大

大增加，根据市场接近效应，就会吸引一些具有市场

指向的企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从而成为产业转移

的一个诱因。
3． 加快交通通讯网络建设。区域内运输效率低

下和通讯设施的落后是中西部地区产业聚集难以形

成的重要原因。因此，改善中西部地区的交通通讯

等基础设施，是中西部地区得以有效承接产业转移

的重要途径。国家“中部崛起战略”和“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给中西部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

发展提供了大量建设资金，但这还远远不能满足中

西部地区交通运输条件改善的要求。所以，中西部

地区只有通过集资、贷款、利用外资、社会融资、转让

经营权等多种形式筹措建设资金，才能促进交通基

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4． 通过完善工业园区的基础配套，引导产业集

群整体性转移。要着力搞好工业园区的配套设施建

设，把工业园区建设成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集群转

移的有效载体。只有有了配套设施齐全的工业园区

这个空间载体，东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才可能因为市

场规模、成本因素等原因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否则，

即使东部地区的产业集群有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意

向，也会因为中西部地区现有的基础设施条件不成

熟而无法实现。工业园区基础配套设施是促进东部

地区产业集群整体向中西部转移的硬件条件，没有

这个空间载体，东部的产业集群就无法在中西部地

区落地，更无从发展。
5． 政府进行行政管理制度改革，解决“缺位”和

“越位”问题。中西部地区的政府要进行行政管理

制度改革，改革、完善对市场经济发展不利的一些规

章制度，明确自己的职责和任务，做到市场能解决的

由市场发挥作用，市场解决不了的政府要解决好，彻

底解决“缺位”和“越位”问题，做到“补位”而不“越

位”。只有这样，才能为东部地区产业的区域转移

提供良好的软环境，大规模的区域产业转移才有可

能实现。
总之，增加农民收入，扩大中西部市场规模是引

起产业区域转移的动因;交通通讯和工业园区的建

设是实现产业区域转移的硬条件;而政府的行政管

理制度改革是产业顺利实现区域转移的软条件。只

有这些条件都具备，我国产业区域转移滞缓的局面

才可能被打破，才能实现东部加快产业升级、率先发

展，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快速发展

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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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ompe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ccelerates economic growth in region，but it brings many wa-
tershe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region. The paper combines the realistic character of local governments’behav-
ior，establishes the competition model of local governments on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and explores how compe-
ti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influences on the watershe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 The result indi-
cates that the behavior makes the water － environmental investment limitedly which local governments maximize
profits respectively，makes local governments go into the prisoners’dilemma. Therefore，in order to resolve the re-
gional watershed environmental problem effectively，we must review the policies which encourages competition a-
mong local governments，through mapping out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and policy to restrict the competitive behav-
ior on the watershed water －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lead local government to take cooperative action，conform the
benefit of local government to the interest of water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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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Industrial Regional Transfer Stagnant Space Economic Interpretation
and Accelerating Research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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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industry theory，as the gradient transfer elements of the price rise and development of space，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in the eastern district has been gradually lose the advantages of development must be to the
mid and west in industry and the interregional transfer most parts of the positive receive east of the transfer of the re-
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But one of the large － scale industrial areas transferred phenomenon did not occur.
From the space economics of China，the industrial areas shifted from sullen，and the transfer of drivers and the nec-
essary conditions for accelerating the industrial area is the way.

Key words:industrial transfer;stagnant;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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