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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珠闽”对江西产业转移的动因分析
南昌大学 　李 　红 　戴 　鸿 　卢晓勇

[摘要 ] 江西作为“长珠闽”共同的腹地和后花园 ,近年来 ,“长珠闽”对江西的产业转移不断加快 ,已成为江西
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先阐述产业转移的内涵 ,在此基础上 ,通过比较和分析 ,得出产业结构调整、
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市场扩张是“长珠闽”对江西产业转移的主要动因 ,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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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转移的内涵
产业转移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发达地区的产业顺应竞争优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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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而使产业表现为空间上移动的现象 [1 ] 。
在具体操作层面上 ,产业转移常常以投资、贸易以及技术转移等活动表现出来。产业转移是区域间产业

分工形成的重要因素 ,也是转出区和转入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重要途径。
根据转移主体的性质 ,转移内在机理的差别 ,产业转移可分为如下四种类型 : (1)市场扩张型。指产业在原

区域仍属于成长型产业 ,随着企业的发展 ,市场由区内扩张到区外 ,企业的生产基地也相应调整为“销地产”;
(2)资源开发型。由于区内资源缺乏 ,企业为追求发展所必需的资源而选择去区外控制资源 ; (3)优势延伸型。
发达地区的一些行业企业的经营管理、技术等在全国有一定的优势 ,会把这些优势向发展中地区拓展 ; (4)成本
节约型。指发达地区的衰退性产业由于外部竞争和内部调整压力 ,围绕成本节约而进行的战略性迁移。

四种类型的产业转移都有如下共同特点 : (1)整体性 ,即产业转移是跨区域直接投资下资本、技术及其他
生产要素的整体流动 ,具有单个生产要素流动所不具有的效应。(2) 关联性 ,即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的关联
性。从国内外产业转移发生现实看 ,产业转入与转出同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具有很强的一致性 ,随着转出区
域产业结构沿着资源密集、普通劳动密集、技能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和知识密集的方向升级 ,产业转移也从
以资源和普通劳动密集产业为内容 ,逐步向着以技能密集、资本密集、技术和知识密集为内容的方向演进。
(3)梯度性 ,由于区域间经济发展的水平差异而构成不同的发展梯度 ,这种经济梯度是产业转移的现实基础。
一般而言 ,产业转移是由经济梯度较高的发达地区指向梯度较低的欠发达地区。

二、“长珠闽”对江西产业转移的动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最具活力的省份是江苏、浙江、广东、福建和上海四省一市 ,四省一市现在被广

泛看成为“长珠闽”: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东南经济区。江西作为“长珠闽”共同的腹地和后花园 ,承
接其产业转移的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江西近些年招商引资能够取得很大的成绩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承接了
“长珠闽”的产业梯度转移。近年 ,“长珠闽”对江西的产业转移速度明显不断加快 ,已成为江西经济快速增长
的重要因素。现阶段“长珠闽”对江西产业转移的动因是什么呢 ? 把握这个问题对理解“长珠闽”对江西产业
转移有关键意义。根据江西与“长珠闽”的现状 ,我们认为以下这些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现阶段“长珠
闽”对江西产业转移的现象。

1、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产业转移和产业结构调整是紧密相联的 ,在资本主义早期时代 ,由于地区之间

一般规律 ,当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人均 GDP 处于 1000 美元至 3000 美元的发展阶段 ,往往对应着人口、资源、
环境等瓶颈约束最为严重的时期 ,同时往往也是经济容易失序、心理容易失衡、社会伦理需要重建的关键时
期。在这一背景下我国要走新型城市化道路 ,必须要建设宜居城市。建设宜居城市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
其中新型工业化应注重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子系统。循环经济以环保和节约为基
础 ,倡导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低消耗、高利用、再循环”,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
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形增长的经济 ,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 ,是一种建立在物
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与传统线形的“资源 ———产品 ———污染排放”的单向流动不同 ,循
环经济运用生态学规律把经济系统组织成“资源 ———产品 ———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过程 ,做到
生产和消费“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环境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
境效益 ,使整个经济系统不产生或者只产生很少的废物 ,从而根本解决长期以来环境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冲
突 ,使宜居城市的如“城市干净整洁无污染”和“空气质量好”的特点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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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分割 ,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是大量的企业破产和倒闭 ,而进入现代 ,随着区域间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
快 ,产业结构调整就有了更多的选择 ,其中之一就是采用产业转移的方式。下面 ,我们来比较“长珠闽”与江
西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判断标准 ,归结国内的研究成果 ,主要有四项指标 ,即人均地区
GDP 水平 (人均收入) 、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人均就业结构和城市化水平 ,多项研究都认为四项指标是判
断工业化阶段的最基本的标准 [2 ] 。其中 ,人均地区 GDP 水平所对应的工业化时期 ,是对工业化最主要的判
断标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李善同、侯永志 (2001 年)估算了 H·钱纳里标准的购买力平价值 ,认为当人均地
区 GDP 在美元 3010 —5350 美元之间就进入工业化初级阶段 ,人均地区 GDP 在 5350 美元 —8590 美元就进
入工业化中级阶段 ,人均地区 GDP 在 8590 美元 —11530 美元之间就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 [3 ] 。另外 ,当第一
产业的比重下降到 20 %以下时 ,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产业时 ,该地区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 ,当第
一产业比重下降到 10 %左右时 ,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 ,工业化进入成熟阶段。下面 ,我们就这几
项指标 ,分析江西和“长珠闽”地区所处的工业化不同阶段。

表 1 　江西与“长珠闽”判断工业化阶段各指标比较 (2003 年)

地区
人均地区
GDP(元)

国内生产总值产业结构 % 人口就业结构 %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城市化
水平 %

江西 6678 19. 8 43. 4 36. 8 50. 1 17. 8 32. 1 27. 67

广东 17213 8. 0 53. 6 38. 4 37. 9 27. 9 34. 2 55. 00

上海 46718 1. 5 50. 1 48. 4 9. 6 41. 0 49. 4 77. 60

江苏 16809 8. 9 54. 5 36. 6 34. 6 34. 3 31. 0 41. 49

浙江 20147 7. 7 52. 6 39. 7 29. 6 36. 9 33. 5 48. 68

福建 14979 13. 3 47. 6 39. 1 42. 5 27. 8 29. 8 41. 57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4) ,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

注 :人民币与美元之间按购买力平价折算比率国内的研究一般都认为为 2 :1 左右。
因此 ,我们认为 ,江西还处在工业化中级的早期阶段 ,而长珠闽地区已基本进入工业化成熟阶段。正是

因为江西的工业化与“长珠闽”的梯度差异 ,构成了“长珠闽”对江西产业转移的原动力。另外 ,“长珠闽”转出
一部份衰退工业产业 ,为成长型产业腾出了空间。根据美国经济学家丹尼尔·B·克雷默 1942 年提出的偏离
- 份额分析法 (Shift - Share Analysis ,简称 SS 分析法) ,产业结构的优化会对地区经济增长产生重大推动作
用 ,并使该地区的增长率快于全国平均的增长水平 [4 ] 。因此“长珠闽”地区向江西和其他中西部地区转出一
部分衰退工业产业 ,是近年来“长珠闽”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

2、节约人力资源成本需要。随着“长珠闽”地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升级 ,劳动力要素的成本不断升高
(见表 2) 。

表 2 　“长珠闽”地区职工平均工资 (2001 年 - 2003 年)

地区 2001 年 增长 % 2002 年 增长 % 2003 年 增长 %

上 海 21781 16. 7 23959 11. 1 27304 13. 0

江 苏 11842 14. 2 13509 15. 3 15712 15. 3

浙 江 16385 24. 4 18785 15. 8 21367 12. 7

福 建 12013 12. 7 13306 11. 9 14310 6. 5

广 东 15682 12. 6 17814 14. 7 19986 11. 2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1 - 2004) 。

而同时 ,“长珠闽”地区的一些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的利润空间十分有限 ,往往来源于低廉的人力成本 ,
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 ,一双东莞生产的能在美国卖到 100 美金的名牌运动鞋 ,其出厂价不过 15 美金左右 ,其
中工人的人工成本约为 1 - 1. 5 美金 ,而一双鞋的厂家利润也只有 5 元人民币左右。在珠三角多数普通工人
月工资只有三、四百元 ,与当地的平均工资水平相差很大 ,因此 ,近年来“长珠闽”地区出现了所谓的“民工
荒”。根据有关方面统计 ,2004 年三季度 ,浙江省劳动力市场人数约 134 万人 ,求职人数约 88. 5 万 ,缺口比重
为 34. 25 %。据广东业内人士介绍 ,从 2004 年 3 月份开始 ,制鞋、玩具和制衣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就开始感到
普通工人尤其是女工的缺乏。据估计 ,2005 年 ,珠三角地区的劳工缺口在 100 万左右 ,严重缺工的行业集中
在劳动密集型的电子、玩具、制衣、电脑制造等加工工业。下面 ,我们来看江西的劳动力资源情况 (见表 3) :

表 3 　江西劳动力总体情况 (2000 年 - 2002 年)

年份 劳动力数 增长率
一产从业
人数 %

二产从业
人数 %

高中学历
人数 (万)

大专以上
人数 (万)

2000 年 2890. 2 2. 12 46. 2 24. 4 406. 5 106. 6

2001 年 2898. 5 0. 29 46. 2 23. 5 435. 21 151. 01

2002 年 2931 1. 12 45. 3 22. 7 624. 5 242. 1

注 :因为缺少 2003 年的部分数据 ,故采用 2000 - 2002 数据。资料来源 :《江西统计年鉴》(2001 - 2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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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3 可以看出 ,江西的劳动力有如下特点 : (1)数量巨大 ,而且呈不断增长的趋势 ; (2) 从事第一产业的
劳动力所占比重很高 ,拥有大量的富余劳动力。(3) 高素质的劳动力成长迅速。同时 ,由于江西当地的人均
收入水平较低 (2003 年 ,人均收入为 2739 元) ,企业以低廉的工资就可以招到足够数量的合格劳动力。

因此 ,“长珠闽”一部分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转移到江西 ,其本身由工业生产中心转向工业调控中心 ,是
保持产业竞争力 ,以获取高额利润的必然选择。以东莞裕元为例 ,2003 年 5 月 ,这家世界鞋业巨无霸宣布与
人联手在江西赣州投资 9 亿元建设新工业区 ,其目标为年产值 60 亿 ,用工 6 万人。据一份台商内部报告显
示 ,该厂东莞工人月均工资为 850 元 ,而据赣州统计局 2003 年 6 月数据 ,同等工种在赣州月均工资不足 500
元 ,仅人工成本一项每年就可节省 2. 5 亿。

3、市场扩张的需要。市场的扩张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最重要目标 ,其主要原因在
于 ,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 ,导致需求结构的变化 ,特别是近年来由于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 ,使
得市场压力显著增大 ,迫使企业通过产业转移的方式来打开市场 ,巩固市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陈建军教授
(2002 年) 对浙江省 105 家企业的产业转移的区域选择和企业产品市场分布相关性研究认为 ,现阶段中国的
产业转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市场扩张型的产业转移 [5 ] 。江西的人口众多 ,最终消费的总量巨大、增长迅
速 ,特别是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大量的农民转化为城镇人口 ,消费成长空间巨大 (见表 4) 。

表 4 　江西省最终消费 (2000 年 - 2003 年)

年份 最终消费 居民消费 农村居民 城镇居民 政府消费
2001 年 1357. 47 1041. 96 578. 29 463. 67 315. 51

2002 年 1459. 65 1114. 58 602. 72 511. 86 345. 07

2003 年 1515. 64 1161. 01 628. 50 532. 51 354. 63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2001 - 2004) 。

近年来 ,江西省委、省政府为对接“长珠闽”在交通设施的建设上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到 2004 年底 ,江西
出省主通道、省会至各设区市以及 60 %的市 (县、区) 皆一路高速。交通的便捷 ,一方面使得省内的市场一体
化的进度加快 ,另一方面使江西成为“长珠闽”企业进军内地市场的桥头堡。因此 ,“长珠闽”的一部分优势产
业由于市场空间的驱动力 ,将部分产能转移到江西。如 2004 年 ,奥克斯集团在南昌共投资 16 亿元 ,建设一
个堪称中原地区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善的空调生产基地。预计到 2005 年 ,奥克斯南昌基地将年产空调 150
万套 ,产值 30 亿元 ;到 2007 年完成二期工程 ,年产将能扩充到 300 万套 ,完成产值 60 亿元。这些数量惊人
的产品 ,今后将利用江西省内巨大的消费容量 ,特别是其对内陆诸省强大的物流配送辐射能力 ,实现奥克斯
的”销地产”策略。

三、结论和建议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长珠闽”对江西产业转移的动因主要是由于产业结构调整、节约人力资源成本市

场扩张等因素。因此 ,要促进“长珠闽”对江西更快、更好的产业转移 ,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
1、要合理选择承接产业。江西对“长珠闽”产业转移的承接应着眼于构建能源、重工、化工等基础工业和

能吸引大量劳动力就业的服装和加工制造工业 ,以及能发挥江西优势的农产品深加工工业。同时 ,应增强城
市功能、改善城市环境、提高城市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而对不利于江西产业结构升级的低水平和高能
耗的工业 ,应坚持科学发展观而予以限制。

2、优化劳动力资源 ,提高人口素质 ,建立良好的就业机制。高素质的劳动力和人才是企业选择产业转移
目的地的一个重要因素。政府、社会应该通力合作 ,建立对劳动力的长效培训机制 ,大量引入社会资本 ,建立
规范的职业培训机构 ,并给予优惠政策支持其发展 ,对于大量的农民工和城市的困难下岗失业人员政府应该
提供免费职业培训机会。同时 ,大力支持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提高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比
例。进一步培育和规范劳动力市场 ,建立多层次的畅通就业渠道。

3、加大对外开放力度 ,进一步开放市场。应该严厉打击地方保护主义 ,消除地方无形贸易壁垒 ,废除和
修改不合理的地方规定 ,构建全省统一的市场并全面与国内和国际市场衔接。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 ,构建通
畅、高效的物流和信息流。另外 ,进一步加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为全省统一市场的形成创造良好的硬
件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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