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8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中西部地区承

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提出“有序承接、完善合

作机制、优化发展环境、规范发展秩序”的转移目

标。从区位视角看，产业转移更趋向于地理相邻或

相近的区域转移，中部地区承东启西，区位优势明

显，成为沿海产业转移主要承载区。中部六省在区

位、资源、文化、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禀赋各异，

要想实现“有序承接”



为主。中部各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第二

产业。2010 年，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第

二产业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投资总额比重依

次 为 60.14% 、85.42% 、76.68% 、74.16% 、70.68% 、
81.98%，均超过 50%。同时，中部各省内联引资同样

是第二产业占据主导地位。以湖南为例，第二产业

引资占全部引资比重，从 2003 到 2010 年分别为

57.56%、54.45%、54.85%、56.77%、61.01%、63.24%、
64.16%、62.87%，均超过 50%，且有不断扩大趋势[2]。

2 区位进入理论框架下沿海产业转移动因

和指标

产业转移动因理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弗农提

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论述企

业投资空间行为，认为企业拥有相对技术优势是产

业跨国区位转移动因[3]；小岛清提出比较优势论，认

为企业跨国投资动机主要包括资源导向、市场导向

和生产要素导向[4]；邓宁提出国际生产折衷理论，认

为企业跨国投资基本要素是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

势和区位优势[5]。这些理论构成跨国投资主要理论

体系，但却没有回答企业跨国区位选择问题。直到

1997 年，经济地理学家 Hayter 提出“区位进入”模

型，吸收垄断优势理论、内部化理论、折衷理论等研

究成果，从进入优势和进入壁垒两个基本概念进行

概括，核心观点是：企业要想进行跨国扩张，必须开

发内部形成的某些进入优势（或称为竞争优势），这

些进入优势具有足够势力去克服各种空间进入壁

垒[6]。虽然该模型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企业跨国投资

行为，但对企业国内或区域内投资行为同样可作出

解释[7]。在我国区域产业转移动因解释中，毛广雄用

Hayter 模型解释苏南产业向苏北转移优势和壁垒

因素[8]。结合毛广雄的分析和课题组调研成果，本文

主要从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区位优势、技术优势等

因素分析空间进入优势，从心理距离、承接区政策、
承接产业转移环境、物流竞争力等因素分析空间进

入壁垒，构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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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安徽 10 分，江西 9 分，湖北 8 分，河南 7 分，

山西 6 分①。
技术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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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成分分析

3.2.1 主成分提取。运用 SPSS17.0



由于较多人口和较低职工平均工资，劳动力综合竞

争力强，而河南虽然人口总数第一，但由于职工平

均工资较湖北高，排名第二；在市场优势上，排名依

次为河南、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山西，河南由于

总资产贡献率等指标较高，排名第一；在技术优势

上，排名依次为湖北、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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