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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移进入新阶段
——对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移的系列调研（上）

商务部政研室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移课题组

编者按 目前，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

移正进入全面优化产业链布局的新阶段。在这

个阶段，呈现出以国内转移为主、境外转移起步

发力；产业布局优化、生产转型与投资转移并举

等特点。值得重视的是，工业化向经济腹地的

推进，并不只是产业的单向迁移，而是产业分工

深化和产业结构加快升级的过程。

商务部政研室对产业转移的新动向展开系

列调研，既分析了我国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原

因及影响，也剖析了产业转移与城镇化的互动

关系，还对如何推进传统产业稳妥有序转移提

出了政策建议。本报特编发这组系列调研，敬

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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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沿海地区传统产业 （纺织、
服装、鞋类、箱包、家具、玩具、塑料制品
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转移以核心制造环节与
上下游配套企业同步转移为主，进入了全面
优化产业链布局的新阶段。呈现出以国内转
移为主、境外转移起步发力；产业布局优
化、生产转型与投资转移并举等特点。从趋
势看，传统产业梯度转移是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升级的客观要求，是市场供需变化的实
际需要，转移的步伐及后续影响处于“加速
期”。

（一） 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移规模大，但
产业优势仍然明显。调查显示，东部地区近
70%的纺织服装企业发生过转移或有转移意
愿；长三角地区 10%至 15%左右的鞋类订单
和部分代工企业向东南亚等地转移；珠三
角 40%左右的企业发生转移。近两年沿海地
区传统产业有加速向外转移的势头，但产业
基础优势依然明显，如我国纺织服装出口在
全球份额从 2008 年 26.2%逐年提高到 2011 年
32.2%。2012 年东部沿海五省市 （江浙沪粤
鲁） 纺织业投资、产值和出口分别占全国的

47.6%、71.5%和 71.6%。
（二） 本轮传统产业转移主体是品牌企

业和龙头企业，重点是优化产业链区域布
局。与 2004 至 2005 年间个别外资企业因受
所 得 税 等 外 资 政 策 变 化 的 影 响 而 转 移 不
同，此轮转移规模较大，以加工制造等核
心环节转移为主，进入了优化产业链布局
阶段，并向产业链整体转移发展。品牌企
业和龙头企业是本轮转移的主力。主要是
规 模 大 、 带 动 能 力 强 、 市 场 空 间 广 的 企
业，以掌握自主品牌、具有研发设计能力
的大中型企业为主。如世界 500 企业已有
247 家落户四川；湖北承接李宁服装、康奈
鞋业等国内知名品牌。一些纯代工中小企
业包括长期给耐克、阿迪达斯等跨国公司
做贴牌的港台企业因缺乏自有品牌和核心
技术，受加工成本变化影响较大，在成本
上升时大都转向东南亚国家，或将业务外

包给当地的合作伙伴，引发订单外流。
（三） 本轮传统产业转移更加注重规模与

效益的均衡，转移与转型的协调。沿海地区
企业将转移与供应链管理、市场开拓相结
合，在利用承接地廉价要素资源，转移产
能、稳定传统大宗出口订单的同时，积极引
进先进设备，专注研发设计、品牌塑造、市
场营销等高端环节，实现了做大两个市场、
优化内外结构的目标。如长三角地区纺织企
业加强面料设计和服装创意，东莞台资鞋企
采取“东莞研发、全球生产”策略，实现转
型升级。在转移的区位选择上，企业大多倾
向对中西部地区集群式投资，安徽、江西、
四川等省因此受益较大。如安徽宿州吸引百
丽、康奈、七匹狼等国内品牌企业以及 80 多
家配套企业，形成了资源集约配置、上下游
衔接的产业集群，促进了当地工业化城镇化
提速提质。

随着经济发展、市场格局变化和产业
升级，沿海地区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将加
速向外转移，将对整个东亚地区和我国经
济和产业布局产生复杂而深远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直接体
现。产业转移是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活
动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推动全球资源优化
配置的重要方式和手段。20 世纪 50 年代
以来，全球经过三轮重要的产业转移，形成
了发达国家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
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要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全球产业分工格局。中国沿海
地区在全球产业转移过程中，利用劳动力
优势，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成为“世界工
厂”。随着全球化深入发展，东部沿海劳动
力优势不再，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和
东南亚转移，是全球化继续发展的大势所
趋和模式再现。

（二）东部沿海地区大规模对外投资的
阶段性要求。对外投资周期理论认为，人
均 GDP 超过 4750 美元的国家，对外投资
力度将明显增加。2012年，我国人均 GDP
达到 6100美元，上海以及珠三角地区部分
城市的人均 GDP 已超过 1 万美元，已进入
了大规模对外投资阶段，产业转移成为对
外投资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另外，沿海地
区传统企业在投融资、供应链管理、国际化
营销等方面已有明显优势，产业向外转移
的硬件和软件也渐趋成熟。

（三）中国企业走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的
必由之路。从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参与全球
产业链的实际需要看，沿海企业将加工制
造环节转出，集中于研发、设计、营销、品牌
等价值链高端环节，有利于企业充分利用
全球优势资源，迈向价值链高端，在全球价
值中获得更多份额。从短期看，可能沿海
地区将承担产业转出后的就业下滑、税收
下降等阵痛，企业也需要为投资和生产调
整付出相应的代价。但从长期看，有利于
地方和企业提高市场竞争优势，获得更多
价值和发展机会，在全球产业分工中赢得
主动、掌握先机。

（四）东南亚地区与我国都将从传统产
业转移中获得重要机遇。东南亚经济发展
和制造业规模扩大，产业链逐渐建立和完
善，承接产能转移的能力、经济发展的内生
动力都有望进一步增强，对我国与东南亚
的合作发展有利。如孟加拉已拥有全套纺
织产业链，越南能在 10 年之内建成完善的
制鞋产业链，柬埔寨大力发展服装配套产
业，满足成衣加工需要。东南亚是我国对外
开放战略的重要支点，近年来双边贸易投
资增长迅速。从长远角度看，东南亚承接我
国产业转移、加速推进工业化，将为我们创
造更多的外需，促进国内发展，增强我国与
东南亚地区经济联系，深化产业合作。

趋趋 势势

（一） 传统产业向东南亚转移呈现三大特
点。一是以订单转移为主、投资转移规模不
大。跨国公司的“中国+1”战略，将订单向
东南亚转移，我国每年向越柬两国转移订单
近 30 亿美元，如耐克、阿迪达斯把订单全部
转到越南，柬埔寨服装订单大多由中国转移
而来。而传统企业对东南亚投资转移规模
小，2012 年约 10 亿美元，仅占我对外投资
1%左右。二是以低端制造转移为主、研发设
计和采购销售仍留在国内。调研显示，转到
越南、柬埔寨等地的主要是制鞋和服装的最
后加工组装环节，原料采购、订单承接、样
式设计等环节仍在国内总部。三是以租用厂

房为主、自建厂房企业较少。调研中，企业
对赴东南亚投资兴趣很浓，但实际行动普遍
谨慎。为降低风险，主要租用当地企业或境
外合作园区的厂房生产，自建厂房的企业
少，比例不到 10%。

（二） 东南亚地区用工成本低、贸易环境

宽松，但诸多因素不利产业转移落地。东南亚
地区的用工成本约为我国东部地区的三分之
一。此外，柬埔寨、缅甸、孟加拉作为最不发
达国家，产品出口欧美享有零关税优惠，受双
反等贸易摩擦少。低成本和宽松的贸易环境，
对企业转移有吸引力，但也有明显的制约和瓶

颈，无法承接大规模、集群式的产业转移。一
是产业配套差。如越南国内纺织服装辅料仅能
满足需求的 5%至 10%，柬埔寨没有纺织服装
配套产业，成衣加工的布料全靠进口。二是熟
练工人匮乏，劳动生产率低。东南亚地区以农
业人口为主，缺乏现代产业工人，劳动生产率
只有中国的70%左右。三是基础设施落后，投
资环境较差。东南亚国家间的铁路、港口等交
通物流硬件滞后。政府服务意识不强，政策多
变，隐性成本高。世界银行资料显示，2012
年开办企业成本占人均收入的比重，柬埔寨和
孟加拉分别是 100.5%和 25.1%，均远远高于
中国的2.1%。

现现 状状

传统产业转移可归为两类：一是成本
高企，被迫转移；二是拓展市场，主动转
移。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产业发展规律的
促动、要素成本上升的逼动、优化市场布
局的推动、政策积极引导的带动。

转移既有积极影响，如促进产业升
级、优化外贸结构、缩小区域差距等；也
有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影响我国出口、
导致产业空心化等。

（一） 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客观规律
要求传统产业梯度转移。纵观发达经济体
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发展和产业升
级，都经历过产业转移。我国也经历了发
达国家和地区向沿海地区转移产业的阶
段。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积累，产业发展
的客观规律要求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出，
特别是附加值低、缺乏上升空间的低端制
造环节需要加速转出，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不断提升产业链高度，实

现产业结构升级。
（二） 成本上升和产能过剩压缩利润空

间，迫使传统产业转移。沿海地区用工成
本 是 中 西 部 的 1.5 倍 ， 东 南 亚 的 3 至 4
倍，加上人民币汇率过快升值、用地紧
张、资源能源和环境承载压力突出等因
素 ， 企 业 综 合 成 本 快 速 上 升 。 另 一 方
面 ， 金 融 危 机 导 致 外 需 不 振 、 内 需 放
缓 ， 传 统 产 业 产 能 过 剩 问 题 愈 加 突 出 。
在 “ 高 成 本 、 高 产 能 ， 低 需 求 、 低 价
格”的影响下，企业盈利微薄，亏损面
不断扩大。商务部产业损害预警系统监
测显示，今年以来，199 种纺织产品亏损

面达 27.6%，同比扩大 0.7 个百分点。当
前传统企业盈利水平普遍较低，在 3%至
5%之间，大量企业被迫转移。

（三）“区域化制造”、产销地靠近，
促使企业根据市场布局生产。现代信息技
术的广泛运用，以及国内市场潜力的逐步
释放，加上运输成本提高、产品生命周期
缩短和定制化生产等因素，导致企业采取

“区域化制造”战略，选择在销售地附近
生产。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一方面，跨国
公司看中我国中西部广大的消费市场，布
局中西部地区。另一方面，部分国内龙头
企业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机会，积极

推进国际化战略，将生产地布局在靠近欧
美市场的东南亚、东欧、拉美等地区，也
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跟进投资，加速产业
转移。

（四） 政府大力引导是传统产业转移的
重要原因。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产业转
移非常重视，制定相关措施，大力支持。
国务院发布了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
指导意见，各级地方政府发布相关政策文
件超过 200 个。东部沿海地区通过政策引
导，促进产业转移与转型升级，如广东的

“腾笼换鸟”战略、浙江的“山海协作”工
程。中西部省份均已发布了承接产业转移
的政策性文件，通过土地优惠、财税支
持、金融服务、商贸流通等优惠政策承接
产业转移。安徽、江西等地通过开展产业
链招商引资、设置过渡工厂、建立重大项
目调度会等措施，加快产业转移项目落
地，取得积极成效。

积极作用主要表现在：
一是有利于优化产业布局，促进转型升

级。传统产业转移有助于优化全国产业布
局。一方面，传统产业转出缓解了东部地区
要素资源的供需矛盾，为引进和发展高端新
兴产业腾出空间。如 2008 年至 2012 年，珠
三角地区 6 个产业转出市转出传统企业
6000 多家，新引进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
业和现代服务业企业 8000 多家。另一方
面，产业转入为中西部发展提供了资金、技
术支持，带动了产业发展、提升了产业结
构。2010 至 2012 年，河南引进传统产业项
目 513 个，实际到位资金 466 亿元，促进了
当地产业集聚和升级。

二是有利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优化开
放型经济结构。当前，外需低迷、沿海地区外
贸发展进入平台期。传统企业转向境外，有
利于我国企业资金、管理优势和境外成本优
势相结合，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高国
际竞争力、巩固国际市场份额。2012年，我国
出口增速下滑，但全球份额从 10.5%提高到
11.2%。传统企业转向中西部，促进当地外贸
发展，优化外向型经济区域布局。2012年，中

西部出口份额提高了2.2个百分点。
三是有利于推进工业化、城镇化，缩小

地区发展差距。对中西部来说，产业转入提
供了资金、技术和就业机会，促进了经济发
展和城镇化、工业化。如安徽宿州提出“全
面承接、产城一体、四化同步”，兴建住房低
价卖给承接产业转移园区的企业员工，试点
乡镇与园区结对共建等措施，探索将产业转
移与城镇化结合。四川通过承接产业转移，
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得以大幅提高，分别达
45.1%和 41.8%。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
移，发挥后发优势，加速经济发展，正在成为
国家新一轮开放开发的重要支点。

在看到积极影响的同时，对一些不利影
响也要有充分认识和积极应对。

一是影响我国传统产品的投资与出
口。近年来，随着向境外转移的订单和投资
规模扩大，传统产业出口放缓，在发达国家
市场占有率下降。2012 年，纺织服装、箱
包、玩具等传统产业出口增速分别为 2.8%、
5.7%和 5.8%，均低于全国 7.9%的出口增
速。2010 至 2012 年，我国纺织服装在美
国、日本和欧盟的市场份额分别下降 0.9、

3.9 和 2.6 个百分点。但越南、孟加拉等国
纺织品服装出口却保持 30%左右的高速增
长，占全球的份额逐年提升。同时，沿海地
区出口订单转走，对吸收外资也形成了一定
的压力。

二是产业链整体转移可能导致沿海地
区产业空心化，影响当地经济和就业的稳
定。沿海地区传统产业转移，加工制造优势
不再，而研发、设计、品牌和销售等环节存在

短板，新兴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在
短时间内替代传统产业，容易导致产业空心
化。部分台资企业以台湾产业空心化为前
车之鉴，建议对沿海地区可能出现的空心化
问题予以重视。目前，沿海地区正经历结构
调整的阵痛，对企业外迁的担心增多，主要
是影响当地第三产业和居民就业，如产业转
移过快、过多，更会影响到地区经济社会的
稳定运行。

原原 因因

影影 响响

江西瑞金市宝元鞋业有限公司是江西赣州市承接“海西”产业转移的代表企业之一。

特特 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