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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研究的产业区域转移是指由于某种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某产业在相互联系的区域间相对规模变化
的过程。
对于处于快速发展阶段的中国而言，正确认识和把握产业区域转移的规律，以引导国内经济健康发展
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理论方面，国外学者已有的研究成果为研究中国产业区域转移问题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基础和研究
思路，但缺乏对中国实际的针对性和实用性。
而国内学者对产业区域转移问题的研究尚没有形成完整独立的理论体系，仍有较多的空白地带需要挖
掘。
    本书试图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回答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1）导致中国产业区域转移的核心动因
是什么？
（2）影响中国产业区域转移的关键要素是什么？
（3）在核心动因的作用下，各种要素通过怎样的机制对中国产业区域转移产生影响？
（4）在现有的机制下，中国产业区域转移的趋势如何？
为此，全书的章节安排如下：    第1章为导论，提出了本书的研究背景和意义，界定了研究的范围和基
本概念。
    第2章是对前人研究的论述和总结，探讨了已有理论的贡献和不足。
    第3章是本书的理论基础部分。
运用微观经济学理论，通过设定不同假设条件，逐步探讨不同条件下产业区域转移的机制。
按照区域产业追求效益最大化目标的假定，影响产业区域转移的基本要素可以分为收入要素和成本要
素，并进一步深入细分为诸多基本要素。
不同要素的变化将通过改变区域产业收益最大化的均衡条件而导致产业区域转移。
要素变化对产业区域转移的影响效果与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性成反方向变化，即要素在区域间的流动
性越弱，其对产业区域转移的影响越强；反之亦然。
    第4章至第7章是对中国国内产业区域转移问题研究的实证分析部分：    第4章为本书分析提供了事实
的基础。
通过分析，基本判定当前中国产业区域转移正由计划主导向市场主导转变，多数产业的重心呈现由中
西部向东部转移的态势。
    第5章和第6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国国内产业区域转移的内在动因和影响要素。
从总体上来看，对产业向东部转移起促进作用的环境条件包括：东部地区相对较快的市场化进程、较
高的开放水平、较优越的政策制度条件；收人要素包括：东部地区自身较旺盛的需求和利用出口市场
的便利；生产成本要素包括：东部地区较充裕的高素质劳动力供给、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资本
运用效率、较充裕的技术和企业家资源供给等；交易成本要素包括：东部地区的相对经济集中和当前
正处于上升期的产业集聚现象。
而同时，一些要素开始对产业向东部地区转移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如增长较快的劳动力工资水平和
土地等稀缺资源价格水平，等等，但仍不足以改变产业东移的大趋势。
    第7章是总结和建议部分。
总体判断，多数产业东移的趋势仍会持续一段时间。
引导中国产业区域转移需要遵循其客观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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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导言　　1.1　问题的提出和选题的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和现实来看，
产业区域转移现象始终伴随着国际和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全过程。
国际方面，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世界工业的重心主要集中在欧美、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
；战后，国际经济中出现了几次明显的产业转移现象。
20世纪60年代，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将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移
到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
70年代，又转移了钢铁、化工、造船等重工业。
80年代，汽车、家电等产业再次向新兴工业化国家转移。
80年代后，新兴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开始将纺织、食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东盟等国
家和地区转移。
国际产业转移对国际经济发展和经济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国内方面，新中国成立初期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大部分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考虑国防建设及
其他因素，政府运用计划手段进行了产业布局的调整，具体表现在多数产业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计
划体制和相对封闭条件下的国内产业区域转移缩小了地区间产业发展的差距，实现了一定意义的公平
性，但很大程度损失了产业发展的效率，导致多数产业的国际竞争地位没有得到根本的提高。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程度的提高，由于优越地理区位和政策倾斜，一方面，中国的沿
海地区大量接受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多数产业开始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集中，也
就是中西部地区的产业东移。
近年来，尽管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由于面临资源匮乏、工资上涨、市场饱和等问题而失去竞争优势，
开始出现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倾向，但产业再次由东部向中西部大规模转移现象尚未发生。
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内产业区域转移极大地推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地位的提高，但与此同时
也带来了国内地区间经济和收人差距的加速扩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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