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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聚视角下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问题研究
王芳

（郑州轻工业学院 经济与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４５０００２）

［摘　要］在中原经济区和郑州航空港建设两大背景下，处于低产业梯度的河南省由于基础设施良
好，从而以较强的优势成为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以产业集聚为基础的产业

转移对河南省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目前，河南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能力明显不足，承

接国内产业转移竞争激烈，来源地过于集中且承接地多为省内发达地区，承接新兴产业项目较少。

河南省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产业基础雄厚，市场体系较为完善，地理位置优势明显，但

产业发展软环境尚待改善，产业配套能力不足，高等人才供不应求，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轻自主创新

和技术学习。因此河南省在促进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应改善和创造产业集聚条件，走集群创新之

路，并注意利用产业集聚的规律促进产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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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１年 ３月，中原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
略。２０１３年３月，国务院批复了《郑州航空港经济
综合实验区发展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２５年）》，这成为河
南省进一步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整体实力的

又一强大政策支持。河南省经济起步虽然较晚，但

地处中原，具有交通便利、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经济

基础较好等优势，从而使其成为承接东部沿海发达

地区产业转移的首选之地。

近年来，产业集聚和产业转移是国内外研究的

热点，较早形成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是日本经济学

家赤松要提出的“雁行形态理论”［１］。美国经济学

家费农［２］用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分析了产业转移三

段式模式，推动了产业转移梯度理论的产生。不少

学者认为，产业集聚区内集聚的产业并非一成不变，

随着经济和发展环境的变化，产业的集聚会重新分

散，并逐渐消失。因此，在一定条件下，产业集聚会

进行迁移，这就会形成产业梯度转移。国内产业转

移的研究起步较晚，较多涉及国际和国内三大区域

之间的研究。卢根鑫［３］从价值盈余的角度对产业

转移问题进行了阐释。陈建军［４］通过对浙江产业

转移的实证研究，提出了“东扩西进”的产业转移战

略。冯拾松［５］从国家、区域、企业三个层面提出实

施产业转移的策略，并主张要以产业转移促进东中

西部地区经济协调发展。近几年随着河南省人民政

府有关“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政策的出台，很

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问题进行

了研究，但大多数仍处于政策层面，对产业转移和产

业集聚相结合的研究仍缺乏系统的理论阐释。

目前，处于低产业梯度的河南省在中原经济区

和郑州航空港建设两大背景下，正以产业集聚为基

础，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因而，如何将产

业转移和产业集聚结合起来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和经济的持续发展，已成为河南振兴、中原崛起需

要面对的紧迫问题。笔者拟对此进行一些探讨。

　　一、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

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大致可归纳为以下

５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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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能力明显不足
一是外资来源过于集中于港台地区。近年来，

河南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企业来自欧美发达国家

的占比非常小，主要来源于亚洲，且大多来自于中国

香港、台湾地区。２０１２年河南省实际利用外资
１２１１８亿美元，外商投资项目３６３个，其中港、台地
区项目２６５个，占总数的７３％。［６］

二是绝对量不足。河南省与东部发达地区省市

相比，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十一五”期间，浙江省新批外商投资项目 １２０４２
个，而河南省新批外商投资项目仅有２０１３个，浙江
省是河南省的 ６倍；浙江省合同利用外资总额为
９３３．９亿美元，而河南省合同利用外资总额为
２４９４９亿美元，浙江省是河南省的３．７倍；浙江省
实际利用外资总额为５０２７亿美元，而河南省实际
利用外资总额为１９９８５亿美元，浙江省是河南省的
２．５倍。［７－８］

三是集聚效应不明显。尽管河南省近年来引进

了不少的项目，但产业链式的重大项目、高新技术项

目还相对较少，产业集聚效应不明显。

２．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增长迅速但来源地较为
集中

近年来，在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方面，河南省加快

了步伐。“十一五”期间，河南省超额完成“十一五”

规划预定的目标任务：累计利用省外资金年均增长

４０％，达到１０６６９亿元。其中，在资金实际到位方
面，河南省２０１０年省外资金比２００９年增长３９９％，
达到９２７６．７亿元［９］，其增幅和绝对额在中部六省

中均位居第一。

河南省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来源地主要集中于

京津冀、珠三角、长三角等地。河南省在２０１０年举
办的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中，来自京津冀、珠三

角、长三角地区的投资总额最大，占签约总额的

５０％多，达到７５９．７亿元；签约项目也最多，占签约
项目总数的６２％，达到２３９个。
３．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竞争激烈
目前，东部地区的产业扩散已处于初步阶段，产

业转移趋势已经呈现，国内其他区域都在积极采取

措施，抢抓来自于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

抢抓产业转移的竞争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是

来自东部欠发达地区抢夺产业转移的竞争。受政

治、文化、创新、地理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东部发达

地区的产业转移呈现出就近转移趋势，即产业从东

部已经丧失比较优势的发达地区转移到相对欠发达

的鲁西南、苏北、粤北及东西两翼等地区。二是来自

中西部其他省市抢抓产业转移的竞争，尤其是来自

于中部六省中其他五省即湖南省、湖北省、安徽省、

江西省、山西省的竞争。同居中部地区的这五省与

河南省地理位置相近，所拥有的资源相似，六省之间

竞争异常激烈。

４．承接地多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主要集中在经济比

较发达的郑州、洛阳、安阳、新乡、焦作、开封、平顶山

等地区。２０１２年，郑州、洛阳、安阳、新乡、焦作、开
封、平顶山等地实际利用省外资金额分别为５９２．３
亿元、４１８．２亿元、３７７．２亿元、３５８．７亿元、３５１．８亿
元、３２１．７亿元和３０６．１亿元，合计２７２６亿元，占全
省的比重为５４．２３％。［６］

５．新兴产业项目承接较少
与沿海一些地区相比，近年来，河南省承接的项

目主要是以科技含量较低、附加值不高的制造业为

主，而对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的电子信息、新能源、

新材料等一些新兴产业项目的承接较少。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河南省承接外商和港澳台商制造业的资金
总额分别为 ２５．５４亿元、３２．８０亿元、６０．４５亿元、
６７．３４亿元，分别占总投资额的５１．１４％、５２５１％、
５９．９６％、５５．５８％；承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
件业的资金总额分别为０．１４亿元、０．２８亿元、０．６２
亿元、０．７８亿元，仅占总投资额的０２９％、０４５％、
０．６１％、０．６５％。［６］

　　二、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

作为全国第一人口大省的河南省，不仅是连续

八年粮食产量位居全国第一的农业大省，而且是近

年来工业发展迅速的经济大省，其工业总产值在

ＧＤＰ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强烈吸引东部沿海发
达地区将待转移产业落户到河南。究其原因，河南

省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势。

１．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充裕的人力资源
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南省，所拥有的丰富资源对

于东部发达地区亟待转移的产业有着强烈的吸引

力。对于处于经济困境中的东部发达地区而言，原

材料、人力资源等成本的增加，使其产业的利润率在

大幅度下降，成本已成为东部发达地区产业转移过

程中首要考虑的因素。而河南省充裕的人力资源、

丰富的矿产、便利的交通设施等生产要素，不仅有利

于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还能突破资源瓶颈，提升产

业的竞争力。

·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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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拥有比较雄厚的产业基础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河南省已经拥有坚实的产

业基础，具有显著的传统产业优势，其电子、冶金、建

材、机械、化工、纺织等产业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

产业链，这对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加工制造业有

着强烈的吸引力。

３．拥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和较为完善的市场
体系

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提高企业抗风险能力的前

提是市场体系的健康与健全，运行良好的市场体系

是产业能否顺利转移与承接的后盾。河南省在数十

年的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以消费驱动经济，已

经逐渐形成透明、规范、公正、公平的市场体系，这就

为顺利承接产业转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４．拥有重要的交通枢纽
河南省是我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地理位置十分

优越，辐射范围大，交通非常便利。以郑州市为辐射

中心，以５小时为时限、５００公里为半径的辐射圈有
人口３．６亿；以１２小时为时限、１０００公里为半径的
辐射圈拥有人口７．９亿。河南省承接产业的最大优
势是：２０１０年中部高速客运铁路投入使用后，为转
移产业提供了市场支撑，以郑州市为核心的３小时
经济圈将覆盖全国经济总量的２／５。

河南省位于贯通南北、纵横东西的中心地带，多

条铁路、公路大动脉横贯境内，运输成本低，物流便

利。河南省内１８０个产业聚集区已经成为产业转移
的主要载体，加速了工业经济格局的优化。

５．拥有地方政府的服务与支持
自中原经济区建设纳入国家规划之后，河南省

尽管已经为产业转移做了很多的工作，但取得的效

果都是初步的，为此，河南省政府加大了服务与支持

的力度：重视改善地方政府职能、项目规划建设等软

环境，加强信息网络和产业聚集区的配套设施建设，

完善法制建设，旨在为企业提供更好的研发、创新的

条件，以增强对发达产业的吸引力。

　　三、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面临的

困境

　　随着国外、省外在河南省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
承接产业转移的数量不断增加，河南省已经成为国

外、省外投资企业抢夺的重要区域，投资和承接产业

转移已成为河南省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河南省在

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步伐的同时，还存在着一系列亟

待解决的问题。

１．产业发展软环境尚待改善
产业环境是投资者决定是否进行投资的一个

很重要的因素。产业发展环境分两大类：软环境

和硬环境。软环境具有较强的精神性，是指像法

律、政策、文化、服务、制度等非物质条件，是容易

被人们用心理感觉的因素。硬环境具有较强的物

质性，是指像设施环境、地理环境等较易进入人们

视觉的因素。近几年，河南省在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取得的成就巨大，在产业发展环境方面也进行

了优化。但是在看到目前河南省所取得的显著成

绩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意识到，河南省产业

聚集区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阻碍顺利

承接产业转移的诸多问题，尤其是诸如服务意识

薄弱、行政效率低、文化环境较差、政府缺少诚信

等软环境方面的问题。

２．产业配套能力不足
国内外区域发展证明，任何企业如果离开其他

相关产业，是无法得到长期发展的，为此，投资者在

进行投资时更加关注当地的产业配套能力［１０］。对

于准备承接产业转移的地区而言，只有为即将转入

的产业提供良好的产业配套能力，才能吸引更多、更

好的转移产业。

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迁出地的配套小企业在

大企业迁出之前，不能盲目地迁出，需要等大企业到

达迁入地之后才能迁出。大企业在进行转移时，希

望接收地区要有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而欠发达地

区往往在配套能力方面有所欠缺，这会阻碍大企业

转移的步伐，也会牵制配套小企业的转移。河南省

目前有纺织、食品加工、服装、机械等支柱性产业，但

产品配套能力较差，企业所需的零配件要到其他较

远的地区采购，这样势必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从

而会影响转移产业的积极性。

３．高等人才供应不足
河南省虽然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但高等

级的人才供应不足。截至 ２０１０年，河南省总人口
９４０２．９９万人，其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
６０１６万人，占总人口数量的６．４％；河南省从业人
员有 ６０４２万人，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从业人员占
９９６％，其中，大学专科、大学本科、研究生的比例分
别为６４３％、３．３７％、０．１６％。［６］由此可以看出，河
南省研究生、大学本科和大学专科毕业生人数过少、

占比过小，这导致河南省人力资源整体素质较低，专

业技能较差，高等知识人才严重缺乏，从而成为阻碍

顺利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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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轻自主创新和技术
学习

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不仅要承接投入的资

金，还要承接发达地区的先进技术和创新能力。河

南省在承接过程中，对外资的规模、注入资金的规模

非常重视，但对先进技术的承接、消化和创新关注不

够。这就使得河南省陷入了引进企业—技术模仿—

企业落后—再引进—再模仿—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始终处于技术依赖发达地区的被动局面。掌握先进

技术的企业，可以以较少的员工取得更多的利润，而

没有核心技术的企业，只能以较多的员工拿到较少

的利润。由于轻视技术和创新，缺少技术优势，河南

省企业的利润水平普遍低于发达省市。

５．承接产业转移造成的环境问题
近年来，河南省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为契机，进

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随着产业转移速度的加快，

尤其是化工产业的发展，环境保护面临较大的问题。

如果环保措施不能全部落到实处，或环保措施制定

不当，都会给当地的环境造成较大的损害。如果某

地政府为大规模地招商引资制定了相关的优惠政

策，而这个政策却与国家的环保法律相悖，引进企业

没有排污净化设施，当地的环境就会受到严重的

污染。

　　四、产业集聚视角下河南省承接产

业转移的对策

　　１．创造和改善产业集聚条件，促进产业转移
河南省在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移时，

要以工业园区为载体，优化生产、金融等资源配置，

改善产业配套能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加强信息共

享，提升基础设施条件，促进产业转移。

一方面，改善承接环境，促进产业转移。顺利地

承接产业转移，要有良好的投资环境。河南省的投

资环境，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改善：一是转

变政府管理职能，为企业提供优质的服务，简化办事

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二是对于市场经济体制中存在

的问题，通过改革的方式积极加以解决和完善，降低

企业的生产销售成本，为产业的转移创造良好的环

境；三是不断加强和完善法制建设，对于旧的、不适

应新形势的政策法规要尽快做出调整，以提高司法

效率；四是通过大力发展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和职

业教育，提升河南省中高级人才的比重，为产业的转

入做好人才的储备，提高产业转移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加强产业配套能力，提高承接产业的

竞争力。拥有有色、纺织、钢铁、化工四大传统优势

产业的河南省，在突破其发展瓶颈的同时，要延伸其

产业链，为推进产业转移的承接工作奠定坚实的基

础。同时，产业集聚不是几个企业简单地聚集在一

个区域，而是周边需要有完善的相关配套体系，这样

才能成为真正的产业聚集区。为此，河南省在承接

产业转移时，不仅要关注承接哪些企业，更要关注这

些产业的配套体系，从整体来考虑产业转移的承接。

２．走集群创新之路，促进产业转移
随着许多地区通过集聚发展方式提升了竞争优

势，关注集群发展的学者也越来越多，并在实践的基

础上提出了结合我国实际进行产业集群发展的政策

措施以及指导原则，并对空间布局和安排进行了设

计。这些措施和原则总体而言大概有以下几点：一

是政府必须以现有的集聚为前提，制定相应规划和

政策，而不能主观地“创造”产业集聚；二是集聚政

策的目标应该是鼓励企业的合作和网络化，其重点

应放在为有服务需要或有潜在服务需要的企业提供

尽可能完善的服务，尤其是提供信息、建立交流的渠

道和对话的平台；三是要明确企业是产业集聚的主

导者，公共部门和政府只是产业集聚的催化剂和润

滑剂［１２］。

突出集聚区主导产业，培育精品产业集聚区。

作为一个内陆省份，河南省的产业集聚区建设虽然

起步较晚，但经过大量细致周密的工作，成效还是显

著的。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河南省人民政府召开了
河南省土地利用城乡和产业集聚区规划工作会议，

对全省３１２个产业集聚区进行了整合，确认了１８０
个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布局。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河
南省对外开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与河南省商务厅

确定了２４家园区作为河南省首批对外开放的重点
产业集聚区。《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促进产

业集聚区发展的指导意见》《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

促进全省产业集聚区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若干意

见》等文件和措施的颁布，为打造重点和精品产业

集聚区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这些集聚区为河南省

承接产业转移提供了强大助力，河南省依托这些产

业集聚区，大规模招商引资，吸引了富士康等多家跨

国公司和大型企业的入驻。

集约利用产业集聚区，打造完整产业链。众所

周知，河南省是人口大省、粮食大省，不论是中原经

济区的建设还是产业集聚区的构建，首先要保证的

是国家粮食安全，确保耕地红线不被突破。因此，河

南省应对产业集聚区的功能分区进行科学布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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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利用产业集聚区的土地资源，严格按照确立的产

业集聚区主导产业和功能布局安排项目，凡不符合

该产业集聚区主导产业要求和标准的项目一律不准

入驻。要本着“三化”协调发展的思路，将产业集聚

区打造成完整的产业链，依托传统优势实现集研发、

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物流、贸易的一体化，进一步

增加产业集聚度。

３．合理利用产业集聚规律，促进产业转移
一是发展需求拉动和需求依赖型产业集聚。当

地市场规模的大小是外地企业决定是否进行产业转

移的因素之一。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都要遵循

市场规律，以市场为导向，大力发展需求依赖型的企

业和需求拉动型的企业。如新郑市根据当地的主要

种植产品———大枣，大力发展相关的枣茶、枣粉、枣

饮料等再加工的产品。

二是加强关联性产业集聚。河南省在承接东部

发达地区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资源的利用

效率，促进产业园区各行业、各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

关系，提升产业链的整体功能，在引进转移的产业时

应注重加强产业之间的关联性。

首先，提高制造业、ＩＴ业的集聚度，优化投资结
构。制造业与 ＩＴ业发展潜力大，是高成长性的行
业，但由于河南省的制造业、ＩＴ业分布较散，缺少集
聚优势，对外地制造业、ＩＴ业的转移缺乏吸引力。
为此，应优化河南省投资结构，将制造业、ＩＴ业作为
重点引进产业。

其次，依托当地产业优势，承接产业转移。建筑

业、采矿业、农林牧渔业既是河南省优势产业，又具

有高聚集度，对于外来的相似企业有着天然的吸引

力。而对于运输、房地产、金融、能源等产业，尽管其

聚集度较低，但由于是基础性产业，对产业转移也会

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三是有目的地选择产业转移项目。在选择产业

转移项目时，既不能一哄而上，也不能好大喜功，单

纯追求转移的数量和投资的金额，盲目引进。应以

转移项目的质量为重，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的，以环

境保护为指导，有目的、有选择、有步骤、有计划地承

接项目的转移。

为此，在选择承接的项目时，要避免低层次、对

经济发展帮助不大的产业，尤其是对于有污染的企

业应尽量避免引进，对于有显著经济效益或社会效

益但有污染的产业，要加快其技术更新，事先做好排

污处理，把污染降到最低。对当地经济和其他行业

带动大的产业，应是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

　　五、结语

中原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和郑州航空港的建

设，为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带来了历史性的机遇。河

南省经济起步较晚，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集群为追

求利益最大化，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是一种

必然的结果。河南省承接产业转移应顺势而为，在产

业聚集区内，使产业转移由高梯度向低梯度转移。在

转移时，一种是龙头企业先转移，随后是上下游企业

和配套企业的转移；另一种是聚集区内存在较多的上

下游企业和配套企业，然后是龙头企业的转移，接下

来会带动更多的相类似的企业和相关联的企业的转

移。同时，在聚集区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优化产业结

构，调整资源配置，吸收先进的技术，促进技术创新，

带动河南省经济快速、健康、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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