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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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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的适时转移不仅是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也为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机会。本文通过分析我国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找出西部地区

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存在的问题及其形成原因，最后从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产业承接能

力、以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推动产业转移、加强教育和促进人力资源开发、制定相关

配套政策等方面提出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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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转移不仅发生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
家之间，也发生在一国内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

区域之间。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经过３０余年的发
展，已经进入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阶段，面临着产

业结构与产业布局的大规模调整；与东部地区相

比，我国西部地区资源、能源相对充裕，劳动力数

量富余成本较低。近年来，由于经济快速发展，这

些地区的投资环境正逐渐改善，已经具备承接产

业转移的良好条件，而且随着新一轮西部大开发

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迫切需要新的产业作支撑。

特别地，当前世界性的经济衰退对我国外向型经

济造成巨大冲击，也进一步加快了东部地区产业

向西部地区转移的步伐。

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区域产业转移进行了多

方面的研究。陈建军（２００２）从东部地区企业对
外投资的原因、方式、区域选择等方面研究了沿海

发达地区企业产业区域转移的发展状况［１］。张

先进、容宁（２００８）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
视角，对其承接产业转移中应注意的问题及对策

进行了研究［２］。在两型社会建设，区域协调发展

的背景下，魏后凯等（２００９）从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的角度，指出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西移一方面缓解

了东部集聚经济造成的要素价格上涨和资源环境

承载压力加大的状况，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腾出

了空间；另一方面，伴随着生产要素的持续流入，

有利于促进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３］。

总体来看，现阶段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

移对于加快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小东西部地区

发展差距，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均有着重

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将采用地区工业部门市场份

额指标，间接体现地区间产业转移状况，并进一步

分析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中存在的障碍，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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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一、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

分析

为了反映地区之间产业转移的状况，我们用

工业部门地区分布的动态变动进行反映。运用地

区工业部门市场份额指标，间接体现地区间产业

转移状况。

具体计算方法是首先以１９９７年为基期，通过
２０１０年《中国统计年鉴》中价格定基指数中的“商
品零售价格指数”分别得到３１个省市区１９９７—
２００９年的实际ＧＤＰ和工业部门ＧＤＰ。

然后，用各地区工业 ＧＤＰ除以３１个省区工
业ＧＤＰ总量，得到３１个省市区工业部门市场份
额，再对３１个省市区按（谭丹、黄贤金，２００８）的
划分方法，分为东中西三大区域，其中东部地区包

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

山东、广东、海南１１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部
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

北、湖南８个省、自治区。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
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宁

夏、青海、新疆１２个省、自治区［４］。并分别计算三

大区域工业化水平，进行比较（见表１）。

表１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地区工业市场份额、工业化水平分布表（单位：％）

年份
东部地区

市场份额 工业化水平

中部地区

市场份额 工业化水平

西部地区

市场份额 工业化水平

１９９７ ５８．３６ ４３．２９ ２６．４７ ４０．６７ １５．１６ ３４．５２

１９９８ ５９．１ ４２．６６ ２６．２１ ３９．８８ １４．６９ ３３．４６

１９９９ ６０．１４ ４２．５３ ２５．４６ ３９．３３ １４．４０ ３２．９０

２０００ ６１．０７ ４３．３０ ２５．０２ ３９．７３ １３．９１ ３２．９８

２００１ ６１．４１ ４２．８５ ２５．０２ ３９．５０ １３．５７ ３１．８６

２００２ ６１．８１ ４３．０７ ２４．７３ ３９．６８ １３．４６ ３１．９１

２００３ ６３．１１ ４５．２０ ２３．６１ ４０．２６ １３．２８＊ ３２．８４

２００４ ６３．１ ４６．９０ ２３．４５ ４１．１６ １３．４５ ３４．５４

２００５ ６３．９３＊ ４６．３１ ２２．２１＊ ４０．９３ １３．８６ ３５．３５

２００６ ６３．１１ ４６．９６ ２２．２７ ４２．５５ １４．６２ ３７．９３

２００７ ６２．０５ ４６．８４ ２２．７１ ４３．４９ １５．２５ ３９．２９

２００８ ６０．４７ ４７．１５ ２３．４６ ４４．８５ １６．０８ ４１．１２

２００９ ５９．４４ ４４．１８ ２３．６８ ４３．１４ １６．８８ ３９．７０

平均 ６１．３２ ４４．７１ ２４．１８ ４１．１７ １４．５１ ３５．２６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１９９８—２０１０计算整理．
　注：＊为工业市场份额的转折点。

　　可以看出，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东部地区工业部门
平均市场份额为６１．３２％，呈现出明显的先上升
后下降的趋势，在２００５年达到最高点 ６３．９３％，
然后下降到２００９年的５９．４４％，即２００５年后东部
地区产业转移趋势较为明显，而对应地这些转移

出来的工业部门的份额部分被中西部地区吸收，

部分被东部地区内部吸收。

相应地，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中西部地区工业部门
所占份额呈现出明显的先下降后上升的态势，分

别在２００５年的２００３年出现转折（见图１）。其中
中部地区由２００５年的２２．２１％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
２３．６８％，上升了１．４７个百分点；西部地区由２００３
年的１３．２８％上升到２００９年的１６．８８％，上升了
３．６０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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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三大地区工业市场份额分布图 单位：％

与此同时，地区工业化水平之间的差异也较

为明显，１９９７—２００９年东部地区平均工业化水平
为４４．７１％，工业化基本完成，北京、上海已呈现
出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中西部地区工业化平均

水平分别为４１．１７％和３５．２６％。尤其西部地区
工业化程度仍较低，大多属于工业化前期的后半

阶段。俞毅（２０１０）通过以污染控制为目标的区
域ＧＤＰ门限值来指导传统产业省级转移的区位
选择，认为使ＧＤＰ总量超过门限值的东部各省份
的传统第二产业向 ＧＤＰ尚未达到门限值的中西
部省份转移，不仅能够带动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

展，缓解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过快、资源环境

压力过重等问题，也有利于形成全国产业布局的

合理梯度［５］。

因此，对于工业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如何

依靠自身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实现绿色发展，使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又好又快地发展，是未

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区域发展的重要内容。

但由于产业转移粘性等方面的原因［６］，西部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还面临着很多的障碍，下面我们将

重点从四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二、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面临的主

要障碍

（一）西部地区投资环境仍需进一步改善

西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尚没有形成比

较完善、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条块分割、地区封

锁、政企不分等一些计划经济下存在的弊端并没

有从根本上得到消除。市场化程度较低会通过影

响地区产业活动的交易成本而影响地区产业规模

的变化和产业区域转移［７］。在西部地区，对产品

和要素流动的限制仍然较多，非公有经济发展的

体制性障碍还比较严重，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的

投资软环境。

而相对而言，东部地区利用自身优势，不断改

善投资环境，提高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效率，利用大

规模基础设施投资，使中西部资源要素可以便捷

地进入，使得一些本应从东部转向中西部的产业

留在东部沿海地区进一步发展。

（二）西部地区产业集聚水平较低

产业集群能有效地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和

交易成本，在集聚效益的作用下，区域生产进入一

个具有自我强化特征的快速成长阶段，形成有效

的相互需求与中间产品的相互供给，伴随着集群

规模的扩大，以供应链分解为特征的专业化分工

也会进一步深化。同时，能进一步为企业提供良

好协作配套能力成为承接产业转移的基地。

而相对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工业化水平低、产

业结构低级化、产品竞争力弱。在这样相对低下

的生产力水平下，很多产业部门还未得到有效发

展，产业配套能力严重不足，即便有某些企业转移

过来，也会由于中间产品外购成本过高而难以做

到真正根植。另外，西部地区基础设施不完善，企

业物流成本也相对较高。

同时，西部地区承接的通常都是劳动密集型、

资源密集型产业。而在承接高技术产业或产业链

中高端环节方面明显处于劣势，作为产业转移承

接载体的工业园区，由于集聚经济效应不明显，其

承接产业转移的功能发挥也明显不足。

（三）地区考核机制不健全，没有形成有效的

合力

现阶段，地方考核机制逐渐发生转变，向包容

性发展、资源环境协调等方面转变，同时，在新的

发展思路中，统筹区域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等区域协调政策也不断完善。但总体来看，

ＧＤＰ考核的观念仍没有消除。由于东部地区随
着地区产业转移，也相应地“转移”了地方政府的

财政、税收，东部部分发达地区政府不愿意让本地

企业大规模外移，往往会使用某些政策激励来阻

碍其转移。如采用一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如减

税甚至免税、土地优惠使用和信贷支持等各种政

策，使一些丧失了产业优势、本应转出的产业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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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优惠政策支持下降低了生产成本，可能暂缓或

放弃转移，有的甚至还继续扩大生产规模。这些

政府行为直接阻碍了东部产业向西部地区的产业

转移。

其次，在后金融危机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较

为缓慢，东部地区出口拉动受到了较大的冲击，地

区产业结构升级仍面临着一定的困境，相应地企

业由于劳动力成本上升、融资难度的加大，发展受

到了很大的限制，带来地区经济增长放缓、失业问

题等等的出现，使得东部地区政府在产业转移的

进程中积极性明显不高。

第三，东部省区内部发展也不平衡。尽管经

过改革开放后的加快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取得了

较快的发展，但内部之间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现象，

典型的如江苏苏南与苏北的差异，由于省区内部利

益一致性的因素，使得发达省区产业转移偏向于内

部迁移，也暂缓了向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进程。

第四，全国区域性发展政策不合理，没有形成

产业转移有效的政策合力。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对

西部地区的政策扶持力度，西部将进一步深化改

革开放，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要求加强东中西

部地区互动：坚持政府推动、市场运作、机制创新、

互利共赢的原则，鼓励东中部地区设立各类区域

合作专项资金，促进各类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推动

东西部地区共建长期稳定的能源及矿产资源开发

基地。但整体来看，目前区域政策存在普惠特征，

西部地区的政策优势并不明显，尤其是区域性发

展政策出自多个部门，缺乏有效的衔接与合作，没

有形成产业转移有效的政策合力。

（四）西部地区环境承载能力的限制

从目前我国的发展状况来看，资源约束已经

成为制约我国东部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坚持科

学发展观，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西部地区生

态脆弱，是国家大江大河的发源地，生态保护的战

略地位尤其重要，大多属于国家主体功能区中的

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环境承载能力受到了

限制。

近年来，由于在引资中对环保缺乏必要的限

制，导致外资和发达地区向西部的产业转移中，不

仅转移了在本地落后甚至淘汰的技术设备，而且

转移了一些污染严重的不经济生产行业。这些产

业转移到西部，将加大生态环境的压力，使资源的

可持续利用受到严重影响，也必然对西部地区未

来绿色跨越式发展带来了困难。

（五）西部地区人才因素的制约

西部地区各类专业技术人才的短缺导致承接

产业转移遭遇转移人才瓶颈。尽管西部地区劳动

力成本相对较低，劳动力廉价且丰富的优势明显，

但多为简单劳动力，尤其是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

人员缺乏。

同时，西部地区没有形成相对集中、规模较大

的劳动力市场。在东部发达地区，劳动力市场较

为完善，劳动力流动较为普遍，形成了专业技术人

员、管理人员和普通劳动力相互配套的市场体系，

企业按照自身发展需要很方便能够在短时期找到

所需要的各种类型的劳动力。显然，在西部地区，

由于劳动力市场体系不完善，企业缺乏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合理配置，增加了企业用

工成本。

三、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对策

（一）大力发展基础设施建设，优化软环境

建设

为了使东部顺利地对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

移，并有利于转移产业的生存和发展，西部地区必

然做好软硬件环境的承接准备。

首先，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公路、铁路、航运、

通讯、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转移的物质、

人员的流动提供方便的渠道，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其次，采取健全制度、规范行政审批、清理整顿收

费秩序等措施，强化源头治理，保障不同类型企业

健康有序发展，建立健全承接产业转移的软环境

建设，着力营造保护和鼓励企业发展的宽松环境。

第三，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如电力资源、水资源、燃

气等自然资源，为转移产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便

利，并通过与发达地区的合作，广泛利用外来资本

发展资本密集型行业，拉长产业加工链条，提高经

济效益。

（二）增强绿色发展理念，实现资源环境的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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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产业转移项目的选择，以环境的成本的

问题为出发点之一，使转移进来的产业对资源环

境和生态的破坏降到最小。接纳产业时，对于那

些能源耗费大，污染严重的产业，即使是利润率很

高，并且在国内的市场潜力大的产业，也不能不加

选择地接纳。

首先，要调整产业政策，引导鼓励转移的产业

向资源环保型的产业发展。对一些资源消耗大，

污染严重的行业，如造纸、重化工产品制造等行业

应加大税收征管力度，而对于节能环保型的产业

则应加大税收减免力度，吸引外部资金的进入。

其次，要加强项目管理。有关部门在吸引外资时，

还应该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使项目更

符合节能环保的要求。

（三）加强教育和促进人力资源开发

西部地区要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必须加强教

育，优化人力资本结构。对于劳动力充足但是整

体素质较低的西部而言，更重要的是培养和引进

各类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形成人才流动的

合理机制。因此，西部地区应该大力发展基础教

育和职业教育，增加教育经费的投资，并且加强西

部高等教育水平。另外，西部应给人才流动创造

良好的条件，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引进人才。

（四）制定相关配套政策

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对西部地区的地方政

府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使投资者对在西部地

区进行长期投资保持信心，西部地方政府有必要

制定承接产业转移的各项配套政策和优惠措施，

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增大投资者的投资信心，

提供更加开放和规范的市场环境，促进市场竞争

和投资自由化，引导东部地区加快产业转移的

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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