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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梳理产业转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通过对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动态演进及现状的全
面客观评价，研判了新时期国内外产业转移的动因和投向，分析了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
力和意愿，结合西部地区目前面临的环境资源约束问题，提出西部地区产业在国内外产
业转移以及新一轮西部大开发形势下的产业承接、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方向、空间布
局及其保障措施建议等，旨在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快速、健康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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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本书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西部项目“新时期西部大开发中区域产业转移及产业
升级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XJY003）的资助下完成了初稿，在此基础上，根据201
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选专家的意见，进一步修改而成。
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掀起了新一轮区域产业空间格局的调整，国际产
业转移呈现新的态势。我国东部地区在“三缺”（缺水、缺地、缺能源）、要素成本上
升以及外部需求减弱的巨大压力下，向中西部地区乃至周边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态势明
显。从2007年起，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开始快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迎来了高速发展的
重大机遇期。一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诸多省区市的
工业化进程比全国其他地区落后几年；另一方面，也在工业与经济规模获得较快增长的
同时，面临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面对新时期产业转移的新特点、新机遇，西部
地区应如何在较为薄弱的产业基础上，建立良好的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合理选择和对接
自身所期望的来自国内外的转移产业？如何规避产业承接中的“低端锁定”或“资源诅
咒”陷阱，科学筹划，实现产业承接与区域产业升级的有机融合，以及产业承接与区域
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协调发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提高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效
率、选准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落实十八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 前 言 本书是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西部项目“新时期西部大开发中区
域产业转移及产业升级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10XJY003）的资助下完成了初稿，在
此基础上，根据2014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评选专家的意见，进一步修改而
成。 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掀起了新一轮区域产业空间格局的调整，国
际产业转移呈现新的态势。我国东部地区在“三缺”（缺水、缺地、缺能源）、要素成
本上升以及外部需求减弱的巨大压力下，向中西部地区乃至周边国家进行产业转移的态
势明显。从2007年起，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速开始快于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迎来了高速发
展的重大机遇期。一方面，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经济差距，诸多省区
市的工业化进程比全国其他地区落后几年；另一方面，也在工业与经济规模获得较快增
长的同时，面临着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局面。面对新时期产业转移的新特点、新机遇，
西部地区应如何在较为薄弱的产业基础上，建立良好的产业转移承接机制，合理选择和
对接自身所期望的来自国内外的转移产业？如何规避产业承接中的“低端锁定”或“资
源诅咒”陷阱，科学筹划，实现产业承接与区域产业升级的有机融合，以及产业承接与
区域环境资源承载能力的协调发展?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对于提高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的效率、选准其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路径、落实十八大“推进经济结构调整”战略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的研究团队从承接西部项目之前就开始了
这项研究工作，至今已有五年多时间。为了使研究成果更能反映各地区产业实际发展状
况，得出的结论对地方政府相关部门更有参考价值，我们在2011年初完成了国内外文献
、资料和数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和评价工作，并确定子课题研究方向之后，就开展了
对东西部地区的深入调研。通过一系列调研、访谈活动（如对东部长三角地区如上海、
嘉兴和无锡，珠三角的广东省工信委以及广州、佛山、深圳、清远等地政府部门与典型
工业园区管委会、企业的实地调查和访谈；对西部代表性省市四川、重庆以及陕西工业



主管部门和重点企业的小型座谈会），深入了解了各地区的产业基础、东部省份产业转
移动态和西部省区市产业承接定位及思路，听取了西部不同领域工作人员对本地区承接
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这对后续展开的深入研究很有帮助。 成果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将
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西部地区产业结构演化及升级问题纳入统一的研究框架中，探索了
新形势下产业转移和产业承接机理，并以全球化的视野，提出了更合理的产业转移投向
和产业承接方向的分析模型，用于国际产业转移投向的科学判定。从西部地区资源环境
双重约束这一角度，引入产业转移意愿和产业承接意愿两个维度，构建了东部地区基于
产业转移能力和意愿的产业转移投向分析模型、西部地区产业承接能力和产业承接意愿
分析模型，为东部地区产业转移投向和西部地区产业承接方向的选择提供了新的判断方
法。通过对西部各地区的实证研究，从西部总体和省域两个层面上，揭示了地区产业结
构演化的历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而从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之间的关系上指出了西
部地区产业升级的新路径。按照“增强区域产业承载能力”与“缓解资源环境压力”的
思路，提出了西部地区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的思路、任务、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空间布
局及其保障措施等。通过一系列实证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得出一系列针对性较强的对
策建议，对于西部各地方政府产业政策的调整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为西部各地区提前
谋划、有序推进产业承接与产业升级提供了决策依据，既体现了学术研究服务于区域产
业发展需求的导向，也凸显了应用研究视野的开放性。 本书为明晰西部各省区市产业结
构现状与存在问题、招商引资方向、区域产业发展规划制定等提供了现实的判断依据，
既能为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提供研究参考，也能为实践应用领域的政府官员、区域发展
规划人员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导，并能为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信
息。 本书共分为9章，第一、第三、第四、第八章由胡新撰写，第六、第七章由惠调艳
撰写，第二、第五章由郑耀群撰写；第九章由胡新、惠调艳共同撰写。王彩萍、石倩、
许漫霄、张新茹、林茂青、段阿曼、常芸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整理了大量资料，并参与了
数据统计分析与图表绘制工作，王彩萍还参与了本书第四章的撰写工作。 在本书的撰写
过程中,大量的参考文献为我们拓展研究思路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此对参考和引用文献
的作者，以及一些无法在书中列出的作者表示由衷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团队研究水平有限，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产业发展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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