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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2005年东、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储量占全国比重

甘肃在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

的地位实证研究

■ /谭春平 王 烨

摘 要 : 东部传统 产 业 向 中 西 部 地 区 转 移 是 我 国 产 业

结构调整和区域经济整合的客观要求和必然 趋 势 , 也 是 市

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扩张行为。本文结合产 业 转 移 追 求 的

经济动因 , 对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现实可 能 性 和 甘 肃 在

西部地区承接东部转移产业的竞争地位进行 实 证 分 析 , 得

出甘肃地区在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处于 弱 势 竞 争 地 位

的结论 , 并提出了相应改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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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是指在市场经济 条 件 下 , 发 达 区 域 的 部 分 企

业顺应区域比较优势的变化 , 通过跨区域直 接 投 资 , 把 部

分产业的生产转移到发展中区域进行 , 从而 在 产 业 的 空 间

分布上表现出该产业由发达区域向发展中区域转移的现象。

在一个地区产业结构由低级走向高级的过程 中 , 产 业 转 移

是基本表现形式 , 也是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高效手段之一。

一、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的现实可能性

( 一) 成本压力是促使东部产业进行转移的主导因素

作为产业转移主体的企业 , 其生产活动主要涉及土地、

劳动力、资金、技术和企业家等要素。这些 生 产 要 素 的 价

格高低 , 会影响企业的生产成本 , 进而影响 到 产 业 分 布 和

产业转移。近年来 , 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 已 经 受 到 劳 动

力和资源短缺瓶颈的制约 , 由表1我们可以看出 , 就东、西

部地区的矿产资源基础储量而言 , 东部地区 的 矿 产 基 础 储

量只有铁矿和菱镁矿两种矿产所占比重超越 西 部 , 全 国 几

乎所有的重要工业矿产资源都集中在西部。 因 此 , 东 部 各

类生产要素短缺导致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变 化 , 一 些 产 业

和产品竞争优势逐渐丧失 , 逐步走向衰退 , 面 临 区 域 产 业

结构调整的巨大压力。同时 , 西部地区拥 有 比 较 廉 价 的 劳

动力 , 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 , 因此东 部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向西部转移有利于重新建立起劳动力成 本 比 较 优 势 。 在

这种情况下 , 东部地区的衰退性产业出于 保 持 、 提 升 竞 争

优势的动机而寻求产业转移成为了必然。

( 二) 东部产业转移是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要求

从我国整体产业结构发 展 趋 势 看 , 第 一 产 业 所 占 比 重

逐步下降 , 由1978年的28%下降到2005年的7%。第三 产 业

所占比重逐步提升 , 由1978年的24%提升到2005年的40%。

这是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是一致的 ; 但 是 目 前 东 部 产

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比重相对于东部经济发展程度而言偏低 ,

只占40.5%; 西部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比重偏低 ( 42.8%) ,

第一产业比重偏高 ( 17.7%) , 这是与我国整体产业 结 构 调

整 方 向 不 相 适 应 的 。 由 上 述 分 析 我 们 可 以 看 出 , 我 国 东 、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十分明显 , 东部 地 区 第 二 、 三 产

业 发 达 , 占GDP比 重 逐 年 增 加 , 从1991年 的79.8%增 加 到

2005年的92.1%, 而西部地区第二、三产业在全国的份额有

限 , 第一产业的比重总体上还较高。为了 推 动 产 业 结 构 调

整 , 协调区域间经济健康协调发展 , 东部 的 传 统 劳 动 密 集

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必然向西部地区进行 转 移 , 从 而 大 力

发展东部地区第三产业 , 协调西部地区第 二 产 业 地 位 的 适

当提升和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的降低。东部 地 区 追 求 知 识 密

集型产业才是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 争 力 的 捷 径 和 必

由之路。

数据来源: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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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是协调区域发展的要求

近年来 , 我国东、西部区 域 经 济 发 展 差 距 呈 逐 步 扩 大

的趋势。由表2可以看出 , 尽管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

过去相比在绝对量上有了很大提高 , 但相对 于 东 部 地 区 的

发展水平而言 , 西部地区的经济已经远远落 后 于 东 部 。 就

目前经济发展态势而言 , 东部地区已经绝对 处 于 区 域 经 济

发展的上游。而在社会资金较为宽裕、流动 性 增 强 的 情 况

下 , 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加快向西部地区转 移 , 利 用 省 外

资金成为推动西部地区投资快速增长的一个 重 要 力 量 , 这

种趋势对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 影 响 。 由 此 可

见 , 东部传统产业向西部的转移可以在一定 程 度 上 缩 小 东

西部经济发展的差距 , 符合国民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要求。

二、甘肃在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的竞争地位

( 一) 甘肃在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的资源禀赋优势

不突出

区域自然资源禀赋在工 业 社 会 对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极 具 影

响力 , 资源问题是导致产业转移的直接原 因 。 西 部 承 接 东

部产业转移的一大比较优势就是资源禀赋优势。然而 , 作为

西部成员之一的甘肃在西部十二省份中资源禀赋优势并不突

出 , 如表3所示 , 在全国主要的几种工业矿产资源中 , 甘肃

的矿产资源拥有量排名在西部处于中下游水平 , 这就决定了

甘肃在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资源比较中与其它西部省份相

比处于劣势地位, 也就是说甘肃在西部并不拥有明显资源禀

赋优势。

( 二) 拥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

由于东部向西部进行转 移 的 产 业 基 本 上 都 是 劳 动 密 集

型的传统产业 , 因而 , 决定东部产业转移 区 位 选 择 的 主 要

因素之一就是劳动力成本因素。我国西部 地 区 从 劳 动 力 价

格上看 , 比东部低 , 西部地区有较廉价的 劳 动 力 。 西 部 地

区劳动力价格相对于沿海地区来说较低 ( 见 表4) , 加 工 制

造业西移 , 可以降低生产成本 , 提高加工工业的整体效益 ,

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表4给出的数据来看 , 甘

肃在西部地区平均工资排名倒数第 三 。 并 且 , 2007年 一 季

度 , 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月均 工 资 为1839元 。 在 西 部12

省中 , 除西藏 ( 2559元) 、青海 ( 1944元 ) 月均工资高于全

国水平外 , 其余均低于此水平。其中 , 甘 肃 省 城 镇 单 位 在

表2 东、西部GDP比较

表3 2005年西部自然资源储量

数据来源 :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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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2005年西部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岗职工月均工资为1432元 ,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07元 , 在西

部12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排名倒数第二位 , 仅 高 于 陕 西

省65元。因此 , 甘肃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 拥 有 一 定 的 劳

动力成本比较优势 ,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吸引 东 部 传 统 产 业

向甘肃进行转移。

( 三) 甘肃在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并不拥有知识资

源比较优势

在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 过 程 中 , 知 识 资 源 是 不 可 多 得

的稀缺资源 , 能够获得丰富的知识的区域 最 有 可 能 成 为 东

部产业转移选择的区域。此外 , 在知识经 济 条 件 下 , 企 业

表5 2005年西部地区科技活动人员数

表6 2005年西部地区财政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 :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数据来源 : 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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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重视 “要素创造”, 而非一般的要素禀赋。甘肃地区

虽然劳动力成本低 , 但知识和技术水平低 , 有 效 的 人 力 资

源 并 不 丰 富 ( 见 表5) , 甘 肃 地 区 从 事 科 技 活 动 人 员 总 数 、

科研机构数量、高等学校数量及科学家和工 程 师 的 数 量 在

整个西部地区的排名均是处于中游水平 , 在 西 部 地 区 科 研

和人才优势丧失 , 相反西部的其他地区熟练 工 人 多 、 劳 动

效率高 , 从而弥补了劳动力成本高的劣势 , 企 业 愿 意 支 付

较高的效率工资。这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东 部 产 业 转 移

在西部的区域选择。因此 , 甘肃地区人才匮 乏 同 样 成 为 制

约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瓶颈。

( 四) 甘肃在西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中投资环境处于比

较劣势

产业配套能力、基础设施 以 及 投 资 软 环 境 是 东 部 产 业

转移区位选择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 而 产 业 配 套 能 力

的大小、基础设施和投资软环境的好环直接 取 决 于 当 地 政

府的财政收入和支出的多少以及财政支出的方向。从表6可

以看出 , 甘肃地区的财政收入在西部地区排名第7, 而财政

总支出以及财政支出中用于改善工业投资环 境 和 基 础 设 施

的部分在西部地区仅仅名列第9。西部其它财政实力较强的

地区可以用财政补贴的方式降低土地出让成 本 , 然 而 甘 肃

地区用本级财政收入来维持基本运转尚且困 难 , 根 本 无 力

补贴招商成本 , 这必然导致甘肃地区产业配 套 能 力 比 其 它

西部地区差 , 发展综合成本相对较高 , 加上 甘 肃 地 区 没 有

保税库 , 造成物流成本大幅增加。由此可见 , 产 业 配 套 能

力不强、基础设施差、物流成本高是甘肃承 接 产 业 转 移 的

一个重要问题。

三、结论及建议

综合以上分析 , 笔者认为 甘 肃 地 区 在 西 部 承 接 东 部 产

业转移中相对于西部其它地区而言除了劳动 力 成 本 这 一 唯

一的优势以外 , 并不拥有任何比较优势。但 是 , 唯 一 的 劳

动力成本优势也有可能被西部其他地区的人 力 资 本 优 势 所

化解。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认为 , 甘肃地区在 整 个 西 部 承 接

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是处于竞争弱势地位。 因 此 , 甘 肃 地

区要想在承接东部产业西移过程中有所作为 , 必 须 主 动 采

取有效措施 , 以改善其在西部地区的竞争弱势地位。

其一 , 切实改善投资环境 。 为 了 使 东 部 顺 利 地 对 西 部

进行产业转移 , 并有利于转移产业的生存和 发 展 , 甘 肃 地

区 必 然 应 该 有 所 准 备 。 甘 肃 首 先 应 大 力 发 展 公 路 、 铁 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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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 , 甘肃应该充分利用其基础能源和矿产资源储量 ,

大力发展基础产业 , 以便能够吸收东部更多 的 有 利 于 西 部

发展的转移产业 , 使双方获利 , 避免产业转移失败。

其三 , 在利用劳动力成 本 优 势 吸 引 东 部 产 业 转 移 的 同

时 , 还 要 加 强 高 素 质 、 高 效 率 劳 动 力 培 养 的 力 度 和 投 入 ,

同时大力发展金融、信息等软件产业。我 国 低 端 劳 动 力 市

场的供给能力将长期过剩 , 高端劳动力的 供 给 能 力 在 地 区

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 而甘肃地区劳动力 的 素 质 和 技 能 并

不具备优势。因此 , 政府部门因该加强财 政 支 出 中 教 育 的

投入 , 努力提升劳动力的素质 , 进一步巩 固 和 加 强 劳 动 力

比较优势 , 提升甘肃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 。 此 外 , 甘 肃 应

该广开财政收入来源 , 增加财政收入 , 同 时 在 财 政 支 出 中

加大对教育和科研人员的开发投入。这样 , 一方面使资金、

信息方便输入输出 ; 另一方面培养高科技 人 才 , 提 高 产 业

转移的接纳和吸收转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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