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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资本流动已经成为调配全球资源配置的重要力量。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进行了

全球和区域资源调整，产业转移已经成为区域发展的热门话题。首先阐述了产业转移的理论解释，其次归纳了跨国公司在金融危机

后进行产业转移的特点，最后，以案例对我国长三角地区的相关产业转移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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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oday's economic globalization，the capital flows typically the flows of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force in glob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fter financial crisis，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have to readjust the global and regional resources；
industry transfer has become a hot topic on regional development. First of all，the theory of industry transfer was expounded. Secondly，the
behaviors of industry transfer was concluded which carried out by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post the financial crisis，and finally the case
study on relevant industry transfer in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in China was gi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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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阶段，产业资本的触角就

伸向国外。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以跨国公

司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其产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

移，本研究认为，以跨国公司为代表的实体经济是世

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世界经济和区域经济的

研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已逾 30年，在改革开放的前
20年，大量发达国家的企业在我国沿海地区设立厂房
和数据中心，为当地带来了显著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岗

位，同时各地的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劳动力资源、土地

资源）也逐步上升。一部分跨国企业为了追逐利润开

始向我国内陆地区迁移。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客
观上促使了这一进程的加快。

基于此，本研究主要探讨跨区域机电产业转移及

案例分析。

1 产业转移的概念

企业产业转移，通常是指企业将产品生产的部分或

全部由原生产地转移到其他地区的这样一种企业行为。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工业各部门及各种工业

产品都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发展阶段，即经历创新、

发展、成熟、衰退等 4个阶段。此后威尔斯和赫希哲等
对该理论进行了验证，并作了充实和发展。区域经济

学家将这一理论引入到区域经济学中，便产生了区域

经济发展梯度转移理论。

有研究显示，影响产业转移的因素有很多，其中

最重要的是：

（1）劳动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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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内部交易成本因素；
（3）市场因素。
除了这三大因素外，对于跨国公司而言，影响产业

转移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政

策的调整、原生产地用地紧张、地价昂贵、环境污染等。

2 金融危机后的产业转移特点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的市场需求显著下降，这对

于将发展中国家作为生产基地和供应商的跨国公司打

击很大，大部分跨国公司减少了海外生产的数量，将海

外生产再进口的产品加以改进后，进军生产地市场。

2.1 生产分散化

我国的市场需求在金融危机后仍保持强劲增长咱1-2暂，
跨国公司为了保持公司业绩，加大了对于我国市场的

利用与开发。一部分跨国公司为了降低生产成本，利

用了中西部地区较低的生产要素，将原先布局于沿海

地区的生产基地迁往内地。中西部地区的各地政府充

分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方面打造良好的投资

环境，给予优惠的土地和税收政策，并以此为契机加

快本地工业化进程，进行了户籍、农村土地流转等改

革；另一方面借鉴沿海地区经验，加快打造创新高地，

提升产业能级，改变以往开发到哪里污染到哪里的缺

点，走出工业化、信息化和现代化齐头并进的新路子。

以上海为例，由于近年来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企业招

纳人才的成本水涨船高，在上海进行装备制造的利润

空间越来越小，因此上海首先是将轻工业产品生产迁

往浙江、江苏、安徽等地区，其次是将造船、海洋工程

装备、燃气轮机、风力发电等重工业的部分生产厂房

迁往成本更低的地区，如位于南通的长江北岸、江苏

北部的沿海滩涂等。2011年世界知名机械制造企业在
长三角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分布情况如表 1所示。

我国疆域辽阔，各地消费市场具有一定差距，跨

国公司在进入我国市场过程中，需要设立多个分销中

心才能覆盖，因此不仅仅是生产厂房在全国进行了布

点，而且跨国公司在各地都设立了分公司，将营销网

络扩展到全国。一部分跨国公司在重新调整布局的同

时，还提高了布局的战略层次，选择了本地化策略，力

争成为我国本地公司。

2.2 创新集中化

跨国公司在享受我国低廉的生产成本的同时，也

将部分研发工作转移到了我国，主要是针对我国市场

的产品和购买的研发。这部分研发中心工作从无到有，

主要集中于我国拥有丰富创新资源的中心城市，研发

层次不断攀升，从针对消费特征的产品开发逐渐过渡

到应用开发，甚至延伸到了创新的最前端即原始开发。

以著名制药企业葛兰素史克（GSK）为例，其将生产基
地和小规模的产品市场化研发的基地布局在泰州，与

此同时合并了企业内部的研发部门，按药品开发目标

进行了重新划分，重视利用外部资源进行创新，并在上

海、武汉等地并购了多家从事原始创新的小公司。

3 案例分析

3.1 背景介绍

以国内某装备制造业 A公司在长三角地区产业
转移规划为例。根据 2010年 5月出台的《长江三角洲
地区区域规划》要求咱3暂，长三角将形成以上海为核心的
“一核九带”空间格局。在 2010年公布的长三角地区
产业发展与布局中提到，在今后几年的发展中，长三

角地区将进一步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发展现

代服务业，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培育一批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世界级企业和品牌，建设全球重要的现

代服务业中心和先进制造业基地。

作为长三角地区发展的核心，近几年上海的产业

结构正在发生变化。随着规划执行的深入，相关配套政

策的制订，高端装备制造业、创新服务业等将成为上海

今后产业发展的重点方向。相对而言，政策环境，商务

成本等因素也促使着一些高能耗、低附加值的制造型

企业逐步退出上海产业发展的舞台。因此，对于制造型

企业而言，如何根据国家区域经济规划，进行合理的产

业布局，已成为企业战略层面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案例中的 A公司，原先主要生产基地集中在上海
各区县，随着上海由传统制造业向先进制造业转型步

伐的加快，近年来 A公司出现了生产成本和劳动力成
本上升、税收成本增加、出口严峻等不利于企业发展的

现象，也使该公司将生产基地投资转移的目光瞄准了

长三角地区。

表 1 2011年世界知名机械制造企业在长三角
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分布情况

序号 企业名称 所属国家 分布开发区

1 通用电气 美国 戚墅堰经济开发区（江苏常州）；
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等

2 三菱集团 日本 镇江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宁
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湖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慈溪经
济开发区（浙江宁波）等

3 西门子 德国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江
宁经济开发区（江苏南京）等

4 博世集团 德国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等

5 三星集团 韩国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浙江）；慈
溪经济开发区（浙江宁波）；平湖
经济开发区（浙江嘉兴）等

6 LG集团 韩国 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江苏）；慈
溪经济开发区（浙江宁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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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规划制定

A公司早在 2010年初，就根据国家对长三角的规
划精神，着手开始对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发展情况，特

别是对装备制造业装备技术的投资环境情况进行研

究咱4-8暂。A公司为实现在长三角地区大背景下进行产业
互动并为公司制造基地的转移提供决策依据，采用理

论分析、走访调查、比较研究等方法，收集了大量的长

三角地区装备制造业投资环境分析数据，并通过专家

座谈、定量分析等形式，从总体经济环境、城市商业环

境、装备制造业环境等 6个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对
长三角地区投资环境，尤其是装备制造业方面的情况

进行深入分析，为产业转移规划的制定提供参考方向。

3.3 规划分析

A公司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
法，对长三角地区装备制造业投资环境进行综合分

析。同时，结合自身公司产业转移要求，A公司研究小
组建立了一个多因素评价指标体系，从而确立了当地

成熟度、城市欢迎度、产业吻合度 3个评价维度，为企
业产业转移规划提供决策参考咱怨原员园暂。
3.3.1 评价指标体系

首先通过经验总结和专家咨询的方式联合确定

评价框架因素和对应权重，各框架因素分为 1耀5分共
5个评分档次，1分为最低，5分为最高；再由参与座谈
的专家分别对各城市打分，最后通过加权汇总得出每

个城市的参考总得分，计算公式如下：

总得分 =权重 1 伊因素 1得分 +权重 2 伊因素 2
得分…… +权重 8伊因素 8得分
整个评价框架可由以下几个衡量因素组成：

（1）区位因素。主要考虑城市地处内陆还是沿海，
临河还是傍山，位于平原还是山区，是否靠近交通主

干线。这将直接影响城市的生产费用和交易成本。

（2）经济水平因素。主要通过地区生产总值
（GDP）总量、人均 GDP等指标来考量，从经济基础决
定上层建筑的角度看，经济水平会影响到城市的开放

度、合作成功的可能性等。

（3）经营成本因素。主要考虑厂房/办公楼租金、水
电煤等的单价、社会服务外包的费用和总体人力成本等。

（4）基础设施因素。主要考虑（河海陆空）交通、通
讯、能源动力、住房设施系统，兼顾文卫科教机构和设

施系统。重点是运输的承载力和交通的便捷性。

（5）产业匹配因素。主要考虑当地制造业的结构
比例，与装备制造产业构成的吻合情况，同时考虑上、

下游的集聚效应。

（6）人力资源因素。包括一般劳动力的可获得性，
熟练工人的可获得性，中高级技术/管理人员的可获得

性，同时考虑使用这些人力资源的成本。

（7）管理因素。主要考虑城市政府的管理能力，即
其对社会、经济及其他活动规划、协调、监督和控制等。

（8）政策因素。主要考虑不同城市对内资投资的
欢迎程度，产业导向对装备制造相关产业的吻合程度。

3.3.2 评分结果汇总比较

在评分过程中，项目组专家凭借对长三角地区总

体情况尤其是装备制造业领域发展的了解，最终客观

地完成了评分。各专家通过对 21个城市 8大因素的
投资评分结果如表 2所示。

从表 2中可以看出，A、B和 C具备了较好的装备
制造业转移投资环境的 3个城市。在区位因素方面 B、
G、E 3个城市靠近长三角地区发展的核心城市，有较
大区位优势；在经济水平方面 A、G、H、E 4个城市较为
发达；在经营成本方面，J、O、S 3个城市优势明显；在
基础设施方面，A、C、G 3个城市较为完善；在制造业
产业匹配方面，B、C、D 3个城市具有一定优势；在优质
人力资源方面，A、C、H 3 个城市具有较多高素质人
才；在市政管理方面，A、G和 H 3地地方政府管理体
系完善，执行到位；在装备制造业的产业政策方面，A、
K与 B 3个城市较为吻合。
3.3.3 结论

综合来看，一个城市往往有多个经济技术开发区

载体，相互之间有一定差别。在进行产业转移的战略

表 2 长三角地区 21个城市投资评分结果

各因素
权重

0.12 0.08 0.15 0.15 0.2 0.15 0.05 0.1
综合
得分

城市
区位
因素

经济
水平
因素

经营
成本
因素

基础
设施
因素

产业
匹配
因素

人力
资源
因素

管理
因素

政策
因素

A 4.19 4.73 2.31 4.66 3.78 4.31 4.31 3.63 3.91
B 4.63 3.56 3.31 4.19 4.03 3.56 3.75 3.88 3.88
C 3.94 4.28 2.25 4.38 4.06 4.31 4.13 3.25 3.80
D 3.94 4.06 2.79 3.75 4.31 3.71 3.69 3.50 3.73
E 4.35 4.69 2.25 4.20 3.38 4.16 4.25 3.31 3.71
F 3.96 3.66 3.44 3.59 3.94 3.25 3.38 3.44 3.61
G 4.50 4.81 1.75 4.48 2.81 4.31 4.44 2.44 3.53
H 4.25 4.73 1.69 4.38 2.56 4.75 4.25 2.56 3.49
I 4.16 3.46 3.38 3.75 2.69 3.50 3.50 3.25 3.41
J 3.54 3.23 3.81 3.13 3.38 3.10 3.13 3.25 3.34
K 3.25 3.00 3.38 3.09 3.50 3.25 2.63 3.88 3.31
L 3.71 3.69 3.00 3.25 2.65 3.66 3.56 3.38 3.27
M 3.60 3.44 3.36 3.44 2.81 2.94 3.06 3.25 3.21
N 2.38 3.00 3.31 3.06 3.31 3.44 3.21 3.38 3.16
O 2.75 2.31 4.23 2.88 3.06 2.69 2.81 3.50 3.09
P 3.19 2.96 3.63 2.71 3.00 2.81 2.94 3.31 3.07
Q 3.00 3.13 3.38 2.96 2.69 2.59 3.25 3.00 2.95
R 2.84 3.19 2.81 3.06 2.50 2.81 2.88 3.31 2.87
S 1.81 1.88 4.44 2.06 2.81 2.35 2.50 3.31 2.71
T 3.00 3.04 2.88 2.75 2.19 2.19 2.25 3.06 2.63
U 2.35 2.00 3.25 2.31 2.44 2.25 2.81 3.44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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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之前，必须深入去研究各开发区的产业政策和投

资相关因素，最后在开发区层面做选择。需要强调的

是，尽管总得分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从八大因素来

全面衡量各城市各细分产业的投资环境将更为准确。

另外，八大因素的评价体系主要侧重于当地的投

资环境及相关产业的成熟度，在进行产业转移研究

时，还应当结合“城市欢迎度”与“产业吻合度”评价维

度，综合考虑相关城市对于产业转移的接纳程度，以

及自身企业产业转移的特点与要求，采取“分区分项、

重点深入”的研究方法，综合分析后再得出结论。

4 结束语

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趋势，全球化使得

国际产业结构调整的速度加快。我国的产业转移主要

是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工制造业和资源型加工业开

始，产业转移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渐次推进，这

是一种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它的优点主要有：淤促进
了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于促进了区域产业的分工与
合作；盂改变了区域地理环境；榆改变了劳动力就业
的空间分布。而承接产业转移是各地区扩大开放的快

捷通道，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因此，不管

转移方向如何，转移规律如何，只要各地区能基于自

身的基本情况，确定其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经济状况，

在产业转移浪潮中取长补短，本着互惠互利的精神制

定适合的经济策略，将有限的资源配置到强势领域，

同时将非核心业务或者产业链转移，就能实现更有效

率的价值增值，提高本地区的综合实力，提升本地区

在国家经济新格局中的地位，最终实现经济的共同可

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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