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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规模企业迁移会引发产业转移，企业迁移方式和迁移效果对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与地方经济发展有重要影响。文章以珠三角企业的问卷调查为基础，通过分析珠三角企业迁移

规模与迁移方式，探讨珠三角企业迁移效果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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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企业迁移调查与区域产业转移效应分析

近年来，珠三角企业迁移现象引起广泛关注，据香港工业总会一份针对珠三角

港商的调查显示，珠三角目前约 8 万家港企中，有 37.3％正计划将全部或部分

生产能力搬离珠三角，更有超过 63％的企业计划迁出广东（占才强，2008）。珠三角

企业迁移规模及迁移效果如何？大规模的企业迁移或将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化与地

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而也引起了各级政府与学界的高度关注。

一、产业转移相关研究评述

所谓产业转移是指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由于要素供给、
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某些产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

经济过程。
国际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起源于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的 “雁行理论”，基

于对日本棉纺工业的观察，认为落后国家的产业应按照“进口-国内生产-出口”的
模式更替发展，其倡导的产业分工结构属于垂直型分工，后进国家始终处于不利地

位，只能跟在发达国家之后调整产业结构，而不可能赶上发达国家。美国经济学家

弗农（Vernon，1996）则将企业产品作为分析的切入点，提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他认为工业发达国家的产品的生命周期可分为新产品、成熟产品和标准化产品三

个阶段，由于存在产品生命周期，发达国家必须向国外转移产业，以保持其利益最

大化，转移遵循母国生产并出口→母国出口并减少生产→母国停止生产的模式。对

比“雁行理论”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不难看出其探讨产业转移规律具有一致性，

只是分析的落脚点不同。“雁行理论”着眼于发展中国家，而“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则
立足于发达国家。20 世纪 90 年代，产业转移理论有了新进展，主要表现在产业转移

理论与国际经济学以及企业战略理论的联系日益紧密。在小岛清 “边际产业扩张

论”的基础上，一些日本学者强调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国际化调整的有效方式，牛

丸元（1999）应用国际贸易理论中 H-O-S 模型来解释赤松要的“雁行模式”和弗农

的“产品生命周期论”，认为雁行模式和产品生命周期描述了一国或地区的产业进

化过程，其实质反映了比较优势的转移。
国内学者在传统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

卢根鑫（1997）提出了重合产业理论，并对产业转移内涵、发生机制、原因和类型以

及产业转移对参与各方的影响等内容进行了研究。石东平、夏华龙（1998）则提出梯

形产业转移论，认为梯形产业转移和升级是指发达国家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转移已经失去比较优势的产业，从而推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结合中国

的实际情况，国内学者就关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趋势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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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珠三角企业迁移方式与新市场进入模式

注：根据问卷调查表整理，部分企业因选择无迁移计划，使表中各

选项企业比重之和不足 100%。

迁移方式： 企业比重(%)
整体迁移 9.80

原有生产领域规模扩张 25.80
部分生产环节的外地迁移 18.90
向新的生产领域拓展投资 18.40

部分服务职能（营销、研发）外地拓展 20.60
新市场进入模式：

在新市场设立营销部门 42.80
在新市场直接生产投资 34.00

参股或并购当地企业 11.00

题，国内区域间产业转移与区域关系协调问题也作

了不少的研究，毛艳华（2005）探讨了珠三角经济圈

内部各成员之间产业结构调整与转移问题。在区域

产业转移的微观主体方面，陈建军（2002）以浙江省

为例从企业开放型发展战略的角度出发对产业转移

进行研究，并涉及到企业转移对本省区域差距缩小

的影响；钟韵、林耿（2005）以东莞专业镇的企业问卷

调查为基础，探讨了珠三角的产业扩散机制。
综合以上所述，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多数传统产

业区域转移理论的落脚点，基于这一理论主线国内

学者的相关研究在揭示产业转移的市场规律方面形

成共识，但对经济行为主体（企业）的迁移决策与区

域行政干预的实际互动效应较少关注，特别是有关

珠三角企业迁移的区域产业转移效应尚缺乏实证研

究结论。本文在对珠三角企业问卷调查基础上，通过

分析珠三角企业迁移规模与迁移方式，探讨珠三角

企业迁移效果及其对区域产业结构演化的影响，以

期获得促进广东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及协调与承

接产业转移区域发展关系的相关政策启示。

二、珠三角企业迁移现状与原因
剖析

（ 一） 企业调查的样本描述

本文是基于 2007 年底（10~12 月）展开的一项

珠三角企业问卷调查①，样本覆盖区域包括广州、佛
山、深圳、东莞、中山、惠州、从化、珠海、江门等，共获

得有效问卷 418 份，调查企业的基本信息见表 1。调

查企业以中小企业为主，民营经济与三资企业比重

较高。

（ 二） 企业迁移规模与迁移方式

1.迁移规模与迁移趋势。企业对地区投资环境

的满意与否是影响企业迁移的最基本因素，同时也

是判断企业迁移趋势的重要依据。调查问卷显示，有

66.5%的企业认为目前珠三角还是国内最好的选择，

33.0%的企业认为珠三角投资环境不断恶化，但还可

以忍受，只有不到 1%的企业认为珠三角的投资环境

恶化到难以忍受的程度。而涉及企业的迁移规划问

题，有 42.1%的企业从来没有考虑过将企业迁出珠

三角，23.7%的企业有迁移意向但没有行动的时间

表，31.3%的企业认为如果有新增投资，考虑投向珠

三角以外的地区。
根据广东省外贸厅的一项调研数据（程满清 等，

2008），2007 年珠三角外迁企业 244 家，计划搬迁 28
家，而当年广东新增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约 4780
家，其中世界 500 强企业在广东新设和增资企业

179 家，合同外资金额 21.93 亿美元，增长 30.69%，

主要分布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珠三角城市。从

问卷调查信息和广东外经贸厅的调研数据推断，当

前珠三角的企业迁移现象还没有形成大规模趋势，

但不排除企业对珠三角地区投资环境不断恶化的认

同增强，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企业迁移的数量与规模。
2.迁移方式与新市场进入模式。企业迁移方式

不仅仅是企业自身发展战略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地

区间投资环境比较优势的一种判别，通过企业迁移

方式来判别区域产业转移效应较之企业迁移规模来

得直接。表 2 显示了问卷调查的企业迁移方式选择。

在 各 种 迁 移 方 式 中 ， 选 择 整 体 迁 移 的 只 有

9.8%，有 83.7%的企业选择新增产能扩张和生产环

节转移，或者拓展投资方式。结合企业拟进入新市场

的方式选择，42.8%的企业选择在新市场设立营销部

门，34.0%的企业选择在新市场直接生产投资，11%注：根据问卷调查表制作。

表 1： 珠三角企业调查基本信息

企

业

规

模

规模 企业数 占百分比(%)

大 29 6.90

中 98 23.40

小 291 69.60

所

属

行

业

行业 企业数 占百分比(%)

制造业 222 53.10

生产性服务业 148 35.40

其他行业 48 11.50

所

有

权

性质 企业数 占百分比(%)

民营 302 72.20

集体 18 4.30

三资 63 15.10

国有 35 8.40

区 域 经 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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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企业选择参股或并购当地企业。这表明，大多数珠

三角企业是从自身发展战略出发，企业迁移一是拓

展发展空间，二是优化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选择具

有比较优势的区域转移部分产能。而整体迁移方式

对于企业来说显得风险太大，珠三角地区投资环境

恶化程度并不足以让众多企业愿意承担选择整体迁

移的风险。
（ 三） 企业迁移的影响因素识别

调查问卷（表 3）显示的企业考虑迁移的首要因

素 是成 本相 关 因 素 ，其 中 生 产 成 本 上 升 因 素 占

34.0%，与政府干预相关的本地优惠政策减少因素

占 17.9%，而政府的宏观政策导向与产业转移相关

推动政策（占 11.2%）也产生一定作用。企业的根本

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成本增加侵蚀利润条件

下，政府的优惠政策自然也会成为影响企业迁移决

策的重要因素。其次是企业自身发展需求因素占

43.8%，具体而言包括：（1）企业市场扩张的需要。随

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增加，需求结构发生

变化，而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则进一步加大市场的

压力，从而促使企业通过产业区域转移的方式来打

开市场，巩固市场。从珠三角企业迁移方式来看，企

业在决定进行迁移和进行迁移的对象区域选择时常

常将其和扩大本企业产品销售，开拓或巩固本企业

的产品市场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市场扩张型的迁移。
（2）企业成长的需要。对于大多数中小企业来说，积

极推进企业的对外扩张战略，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开

拓新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巩固企业在当

地的发展基础，而且这也是中小企业成长为具有较

高声誉的大企业，甚至是跨国企业的必经过程。问卷

调查显示，生态环境因素仅占 5.7%。这表明，一方面

目前来自环境保护的压力对珠三角企业迁移决策的

影响并不明显，另一方面如果企业面临环境保护压

力则构成企业整体迁移或者污染环节必须迁移的硬

约束，从而也是一种不容忽视的推动珠三角企业迁

移的影响因素。

三、珠三角企业迁移结构及区域产
业转移效应

（ 一） 企业迁移的行业结构

问卷调查涉及的制造业企业所属行业包括：纺

织服装皮革、金属加工冶炼、电子电器、食品饮料烟

草、玻璃水泥陶瓷建材、石油化工、化纤造纸塑料、木
材家具、汽车与机械设备制造、办公品和仪表与工艺

品制造、医药与化妆品共 11 个行业；生产性服务企

业涉及物流、金融、贸易、中介及信息咨询共 5 个行

业。调查显示，有迁移行为或迁移计划的企业主要集

中在制造业，基本上涉及到之前所列的 11 个行业，

但所占比例比较大的有：纺织服装皮革、玻璃水泥陶

瓷建材、化纤造纸塑料、木材家具、食品饮料烟草以

及电子电器等，大多属于传统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

型行业，显然生产成本上升推动这部分企业迁移。虽

然作为高新技术行业的电子电器企业也有迁移现象

发生，但其迁移的环节主要为生产环节，而将研发设

计环节继续保留在珠三角地区。生产性服务行业也

有迁移现象发生，但所占比例较小，从这部分企业的

迁移方式来看，主要是在外地设立营销部门，以拓展

新市场为目标。
（ 二） 企业迁移的地区结构

本次调查企业的分布范围见图 1，调查结果显

示，有 37.8%的企业选择珠三角内部迁移或规模扩

张，47.8%的企业选择迁移到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地

区，其中向广东省内的东西两翼与北部山区迁移的

占 14.6%，迁移到泛珠三角区域的占 20.3%（以广

西、福建、湖南及江西居多），向其他地区迁移的占

12.9%。

不难理解，由于调查企业主要分布在珠三角大城

市中，基于对珠三角内部相对完善的配套优势的认

同，从拓展业务发展空间角度，选择在珠三角内部迁

移的比重仍然较高；另一方面，珠三角以外地区相对

于珠三角所具有的成本优势，也是引导企业迁移方向

表 3： 珠三角企业迁移的推动因素

注：根据问卷调查表整理，选项企业比重之和超过 100%，是由于企
业对认同的理由可选多项。

迁移原因 企业比重(%)
生产成本高（劳动工资、土地价格） 34.00

本地政策优惠减少（综合成本上升） 17.90
宏观政策导向与产业转移政策 11.20

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43.80
来自地方环境保护压力 5.00

不满意地方自然生态环境 0.72

图 1： 样本企业所在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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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2006~2007 年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年增幅（ %）

数据来源：2007 年各省统计公报。

广东 广西 福建 江西 湖南

工业增加值 18.3 26.5 21.5 24.6 24.3

国有及控股企业 12.6 19.7 13.6 10.9 16.4

集体企业 13.2 27.4 17.0 30.2 23.6

股份制企业 24.1 32.5 29.4 23.2 26.9

外商港澳台企业 16.9 18.9 17.7 25.6 27.7

私营企业 24.4 34.5 34.1 33.4 -

轻工业 17.6 24.3 19.9 25.7 20.5

重工业 18.9 27.7 23.0 24.1 26.4

利润总额 33.2 43.6 37.5 50.6 70.1

数据来源：2005、2006 年各省统计年鉴。

表 6： 2005~2006 年广东周边各省产业结构变化

年份 制造业增加值/GDP(%) 第三产业/GDP(%)

广西
2005 16.4 40.5

2006 18.6 39.7

福建
2005 30.7 38.5

2006 33.0 39.1

湖南
2005 20.9 40.8

2006 23.3 40.8

江西
2005 17.9 34.8

2006 22.9 33.5

的决策依据。从企业选择迁移的区域分布来看，珠三

角以外的成本优势已开始显现，但还没有形成一种绝

对主导力量，企业迁移在珠三角内部为主，而在广东

省内以及广东省外迁移现象呈基本均衡局面。
（ 三） 广东省内分区产业结构变化

从样本企业分布的主要城市广州、深圳、佛山、
东莞的产业结构变化，亦可以判断珠三角企业迁移

对迁出地区的产业结构影响。表 4 显示了 2005、
2006 两年 4 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化，从表中数据可

以看出，4 个城市的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都有不

同 程 度 增 加 ， 增 幅 最 大 的 佛 山 从 54.7%增 加 到

59.6%，变化最小的广州也有 0.3%增幅；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方面，除了深圳有 0.8%增幅以外，

其他三城市都有不同程度下降。这与问卷调查结果

一致，珠三角的企业迁移现象还没有形成大规模趋

势，且部分企业迁移还会在珠三角内部进行，目前珠

三角地区仍然是广东工业经济重心，而第三产业增

加值占 GDP 比重不升反降，则进一步支持了广东乃

至珠三角仍然未走完工业化道路的发展阶段。

再看企业迁移对其中两个目标迁入地区广东省

内北部山区与东西两翼的影响。表 5 显示了 2005~
2006 年广东省内各分区工业增加值比重变化。可以

看出，北部山区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增幅高达

32.5%，而珠三角地区增幅相对缓慢。根据最新发布

的统计数据 （林瑜 等，2008），2007 年全省规模以上

工业完成增加值同比增长 18.3％。在四大区域中，珠

三角增长稳定，增速为 17.5%，增幅同比提高 0.2 个

百分点。山区发展相对较快，增速为 30.7%，增幅高

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 12.4 个百分点，比珠三角工业

增速高 13.2 个百分点。东翼工业发展提速，2007 年

工业增加值增速为 22.6%，增幅同比提高 4.9 个百分

点，高于同期全省平均水平 4.3 个百分点，比珠三角

工业增速高 5.1 个百分点。
综合以上两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珠三角地区长

期以来形成的优势仍然是企业考虑投资生产的首要

因素，大规模的企业迁移还没有出现，但部分企业迁

移已对广东整体产业结构产生了影响。北部山区、东
翼地区的工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速度，已充分显示

了产业转移的区域效应。
（ 四） 广东省周边省份产业结构变化

广东周边广西、福建、湖南以及江西 4 省也是珠

三角企业迁移的目标地区，企业迁移的区域效应亦

可以通过近年来 4 省产业结构变化看出。表 6 显示

2005~2006 年 4 省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都有不

同程度增加。表 7 则显示 2007 年 4 省工业增加值增

幅均高于广东省。

调查问卷显示了已有部分珠三角制造企业向周

表 4： 2005~2006 年珠三角主要城市产业结构变化

数据来源：2005~2006 年广东统计年鉴。

年份 工业增加值/GDP(%) 第三产业/GDP(%)

广州
2005 32.1 57.8

2006 32.4 57.6

深圳
2005 51.9 46.6

2006 53.1 47.4

佛山
2005 54.7 36.4

2006 59.6 34.5

东莞
2005 48.6 42.4

2006 50.2 41.4

表 5： 2005~2006 年广东省工业增加值比重变化

数据来源：2005、2006 年广东统计年鉴。

广东省 珠三角 北部 两翼

工业增加值

占 GDP 增幅
6.8% 5.9% 32.5%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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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省份迁移，而统计数据也表明周边省份工业经济

增长明显快于广东和珠三角地区，且营利能力亦高

于广东省。因而，我们有理由推断周边省份的产业结

构变化可以部分归因于珠三角的企业迁移效果。换

言之，正是由于近年来珠三角地区企业生产成本不

断增加以及投资环境不断恶化条件下，使得更多的

（新增的）生产投资行为转向了广东周边省份，从而

推动了周边省份的工业经济增长。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认为目前珠三角的企业迁

移主要是出于企业自身的战略行为，迫于成本压力的

一种扩张型迁移，企业是否迁移受区域投资环境影响

颇大。而企业迁移对区域产业结构的演化有重要影

响，目前这种影响对企业迁出地珠三角地区表现得

还不是非常明显，而对企业迁入地广东省北部山区，

东西两翼以及广东省周边各省表现得比较明显。
就广东省而言，特别是珠三角地区，第二产业

仍然占很大的比重，而且还呈上升的趋势，而第三

产业不升反降。这是因为，一方面，出于对珠三角投

资环境的认同，制造企业的大规模迁移并没有形

成，另一方面，随着珠三角地区工业行业结构投入

的改善，例如石化工业、电子工业以及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使得珠三角重工业生产能力得到提高，从

而拉动第二产业上升，工业结构适度重型化趋势进

一步加强。而珠三角服务业层次低，发展滞后，则让

珠三角第三产业陷入上升难的困境。广东省北部山

区、东西两翼工业的高速发展表明两地区的优势正

在显现，并得到企业的逐渐认同。
为了更快更好的实现广东省产业结构高度化，

广东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第一，珠三角地区一

方面要适时移出不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
原材料密集型产业，继续调整工业产业结构，完成

重工业化进程，为第三产业发展积累资本和创造服

务领域；另一方面要鼓励与高新科技、服务业相关

联的国际产业资本进入，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提

升第三产业层次。第二，企业对地区投资环境的满

意程度是影响企业迁移的最基本因素，因此，广东

在继续推动珠三角传统产业转移同时，制定产业转

移优惠发展政策，不断改善北部山区、东西两翼的

基础设施，为珠三角传统产业向两地转移铺平道

路，进一步增强珠三角企业对两地比较优势的认

同。
就周边各省而言，企业迁移对其区域产业结构

的演化影响较明显，一方面，制造业的企业迁移可以

促进周边省份的工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也需要认识

到，制造企业迁移过程多伴随着污染性产业的转移，

这些企业的迁入不可避免地会给当地环境带来污染

和破坏。因此，对于周边各省来说，关键是要做好产

业的选择和承接工作，具体可以从下面几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利用“泛珠三角”这一平台，加强政府间的

有效合作，制定相关的产业转移政策。第二，周边省

份需要不断完善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与软环境建

设，为顺利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克服产业转移过程

的软硬环境约束扫除障碍。第三，有选择的承接产业

转移，避免污染产业转移，实现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

的良性循环。
（刘力电子邮箱：gwdll@163.com）

注释：

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经贸学院经济系 05 级学生和国贸系 04 级部

分学生参与本次问卷调查，06 级研究生林志玲亦协助完成此次

问卷调查。07 级研究生张健负责汇总调查信息，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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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n Pearl-River Delta Enterprise Migration and Effect Analysis
of Regional Industry Trans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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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006, China)

Abstract：A large scale of enterprise migration could result in industry transfer; the ways and effect of enterprise migration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on upgrading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ing the regional economy.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about Pearl-River Delta enterprises,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Pearl-River Delta enterprises

migration effect and its impact o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by analyzing their scale and ways of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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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Pattern，Exchange Rate Transfer and RMB Exchange Rate Arran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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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foundation of the statement about the disadvantage of RMB exchange rate appreciation is based

upon it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export, domestic employment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growth. But this statement

neglects the distinction in trade patterns. Based upon present Chinese trade patter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enlarging the RMB exchange rate elasticity by using the method of exchange rate regime choice popular in new

political econom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welfare maximization.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 that exchange

rate transfer coefficients in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s are different because the reactive elasticity differs in

processing trade and ordinary trade. Because China' trade is mainly composed of processing trade now, enlarging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will not have serious effects on social welfare. Furthermore, enlarging the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 will enrich the choice of government policy tools. And such an enlargement is also helpful to the

independence of domestic monetary policy and promotes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upgrade, so it is

the reasonable choice of RMB exchange rate regime reformation.

Key words：trade pattern; coefficient of exchange rate transfer; exchange rate reg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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