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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的极化效应以及国际产业分工等方面探讨粘性产

生的因素。李娅(3%%") 从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东

西部经济增长方式等方面探讨了区域产业转移滞缓

的因素。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空间经

济学的视角探讨产业区域转移，试图探寻一个产业

区域转移的理论模型框架，并分析导致产业转移滞

缓的因素，以便找出制约产业区域转移的关键环节，

为促进产业转移的顺利进行提供助推力。
二"产业区域转移滞缓的空间经济学机理分析

(一)产业聚集的“极化效应”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发生了显著的空

间集聚现象。3%%# 年，东部沿海地区第二产业产值

占全国的比重占到了 ’$/ $)e ，东部地区制造业的

集聚吸引了东部地区内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广大

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的流入;而大量外来劳动力的

流入，进一步强化了东部地区已有的制造业集聚优

势。通过循环累积因果效应形成了以东部制造业为

中心的“核心—边缘”模式。
空间经济学认为区域之间是否均衡发展由两种

力的相互作用决定，即导致聚集的向心力和趋于分

散的离心力，若向心力大于离心力，就会形成如我国

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的现在这种“核心—边缘”
空间格局。当然，这种空间格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它

是否变化取决与构成向心力和离心力的因素的变

化。但在我国，导致向心力产生的因素表现的非常

强烈，而离心力产生的因素却因为种种原因表现的

并不明显。
!/ 向心力。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明显，距离港

口近，交通便利，是我国最先实行对外开放的地区，

这些初始因素导致生产要素向东部地区聚集，产生

了两种促使向心力增加的效应。
一种是“市场接近效应”。它是指在其他条件

相同时，工业企业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偏好市场规模

较大的区域。这主要是因为在市场规模较大的区域

布局企业可以节省运输成本，从而降低企业的总成

本。3%%# 年，以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四大板

块来看，东部地区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为 !$"#4
元，是其他三个板块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

中部地区的 !/ 4$ 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 3& 倍。
东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 ’)’’ 元，是其他三

个板块中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东北地区的

!/ &’ 倍，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 4! 倍。而从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来看，东部地区是 4")#$/ ) 亿元，占全

国的比重为 ’4/ 3e ，比其他三个区域的总和还要

多。这说明无论是从购买力还是从实际的市场规

模，东部地区相比其他区域都有着无与伦比的优势。
这必将吸引市场导向型的企业在东部布局，同时又

由于循环累积效应的存在使得这一优势呈放大趋

势。
另一种是“生活成本效应”。它主要说明的是

由于工业企业在本区域布局而对当地消费者的生活

成本的影响。众多的企业在本区域布局，在消费品

市场上本地企业生产的产品种类和数量自然就较

多，因而本区域消费者需要购买的区域外产品的数

量就较少，使得本区域的产品价格相对较低。本地

区劳动力实际生活成本降低，从而企业支付给劳动

力的实际工资就可以相应降低，有利于企业降低生

产成本。
这两种效应是以往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会

引发更大规模的聚集，通过循环累积因果链而自我

加强，形成“核心—边缘”模型的向心力，导致我国

东中西部区域间的经济差异扩大。
3/ 离心力。在以上两种效应存在的同时也存

在产业分散布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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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上涨的压力，进而支撑和维持了东部地区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劳动

密集型企业不用将资本西迁，便可源源不断地使用

中西部地区的廉价劳动力，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自

然也就丧失了资本西进和梯度推进及产业转移的动

力。所以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不像梯度转

移理论讲的在东部地区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与一

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相比已丧失比较优势，反而

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同样，我国实行的资源定

价机制也使得东部地区可以源源不断地以极低的价

格取得资源。这是因为资源价格形成机制既没有反

映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失等完全成本，也与国际不

同资源比价关系严重不对称。
(二)产业聚集的“锁定”效应

我国产业区域转移滞缓除前面阐述的向心力明

显大于离心力而产生的极化效应外，还由于产业聚

集的“锁定”效应，这种效应导致一旦产业在某地聚

集，无论初始因素是什么，都会自我发展下去，使得

内部企业不会自动迁出。我们结合广东佛山市南海

区西樵镇纺织产业集群发展的实践解释“锁定”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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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伦理规范。而制度创新则表现为经济发展过程

中合理的制度变迁，包括市场开放时间、产权制度改

革、专业化市场发育等。而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

本，寻求高的生产率和交易效率是企业集聚的重要

原因，所以制度创新而导致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是区

域产业转出的阻力。
西樵镇政府为了促进纺织产业集群的发展，进

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立了轻纺城管委会，统一

管理西樵镇的纺织品销售环节;设立专项奖励基金，

推动民营企业上规模、上档次;实施“科技兴纺”战

略，以政府为主导，建立行业性的技术创新机构，进

行市场化运作;等等。这些举措为集群内企业营造

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使企业在西樵镇生根发芽，并吸

引区域外的纺织企业继续向西樵镇聚集。
三"促进产业区域转移的途径

!a 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