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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摘要：豫皖湘赣四省是新一轮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赫芬达尔指数、聚类分析、ESDA

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方法对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① 豫皖湘赣四

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和绝对差异都在拉大，相对差异和集中程度都在降低后，有趋于稳定趋势；② 空间分布

上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心、中间高四周低的圈层等级结构；③ 空间格局上，空间集聚态势进一步强化，逐步

形成以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高高集聚区；④ 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差异形成的重要

因素；⑤ 劳动力成本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

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及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用，市场吸引力、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影响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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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世纪以来，受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及国

家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加速

将资源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中西部地区，由此

形成了国际和国内产业转移并存，以国内区域产

业转移为主的第四次产业转移[1]。产业转移作为

合理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协调区域发展

有效路径，是承接地产业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

有效手段[2]。2016年豫皖湘赣四省人口聚集全国

19.63%的人口和15.51%的GDP，年均工资分别为

49 505、59 102、58 241和 56 136元，在全国相对较

低。特别是随着《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

业转移指导意见》[国发（2010）28号]的出台，皖江

城市带、湖南湘南、江西赣南、晋陕豫黄河金三角

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上升为国家战略，中国（郑

州）产业转移系列对接活动为代表的承接活动举

办，使得中部地区已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承载地，

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额从 2010 年的 8 566.9 亿元增

加到 2015 年的 19 732 亿元，年均增长 26.07%[3~6]。

虽然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发展势头良好，

但是承接的产业多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企业较少，对承接地产业升级带动作

用不明显，也缺乏科学规划和布局[7]。

产业转移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重要命题。国外

虽有基于企业区位变迁数据研究绝对产业转移[8]，

但是对于产业空间转移定量研究较为困难，一般

采用区域间产业增加值和就业所占比重变化来研

究[9]。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层面、区域、

中西部地区、长三角、珠三角、皖江经济带及省域

层面。在国家层面，有研究认为大规模产业转移

并未发生，其它研究则认为，东部地区向中西部产

业转移渐成规模，具体转移方向以东部地区内部

转移和从长三角向京津冀鲁等地转移为主。在区

域层面，中西部地区、京津冀、皖江城市带、长江经

济带是产业转移研究的热点地区。在西部地区，

承接的仅限于优势产业，空间上主要集中在大城

市与周边；在京津冀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对城市规

模、交通条件和环境管制比较注重；在皖江城市带

主要围绕产业转移适宜性和空间差异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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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长江经济带的研究发现，产业转移已成必然趋

势，承接能力差异很大。在省市层面，主要集中在

河南[10]、浙江、四川、天津和广东等重要的产业转移

转出地和承接地的产业转移的现状、特征、问题对

策、趋势和路径开展研究。在行业方面，主要集中

在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及行业选择等方面。对

于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相关研究主要从要素成

本、劳动力流动[11]、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运输费

用、需求分布、金融发展、资源禀赋门槛、政策、环

境管制、全要素生产率。作为重要承接地的中部

地区，主要围绕产业转移的综合承载力、产业转移

竞争力评价等方面。

已有研究从不同维度反映了产业转移的趋

势、方向、特征及成因[12,13]，但是由于研究区域和时

间段的差异，特别是产业转移测度指标和方法的

差异，造成了产业转移的诸多争论。首先，目前产业

转移主要测度指标有产业转移承接指数、相对净流

量、空间偏离-份额、产业比重变化、产业结构变动系

数，这些指标都是估算得到的，在对比方面也存在困

难。其次，在实证研究方面，从空间地域维度研究产

业转移的研究相对较少，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空间格

局和过程研究应该进一步加强[2]。再次，国内产业

转移研究侧重理论逻辑推导和描述，缺乏定量分

析，尤其是缺乏准确的统一的产业转移数据造成

宏观上对产业转移和布局调整的把握[14]。鉴于承

接产业转移在地级市这一空间尺度上的竞争最为

激烈[15]，本研究以豫皖湘赣除景德镇市、吉安市以

外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对象，采用赫芬达尔指数、

变异系数、标准差及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其产业

转移的时空分布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期为中

部地区科学承接产业转移提供借鉴。

11 数据来源与方法

11..11 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研究范围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湖南省、河南省、江

西省和安徽省除景德镇市和吉安市以外的地级

及以上城市，数据来自于 2010~2016年《河南统计

年鉴》[3]、《湖南统计年鉴》[4]、《安徽统计年鉴》[5]、《江

西统计年鉴》[6]，以及河南、湖南、江西、安徽各地级

市政府统计公报和中国知网专利检索系统。由于

产业转移涉及资本、技术、人员等要素的流动，地区

间产业转移可用直接投资进行准确测度[16]，本研究

以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表征承接产业转移量。

11..22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1）变异系数、标准差和赫芬达尔指数。主要

运用变异系数、标准差、赫芬达尔指数及ESDA等

方法对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相对差

异、绝对差异及空间集中程度进行描述与分析，标

准差和变异系数越大，表明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

业转移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较大，反之越小，赫芬

达尔指数取值范围为[1/n,1]（n为四省地市数量），

值越大，反映承接产业转移集中度越高，越小反映

集中度越低[17]。

2）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全局空间自相关

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是测度豫皖湘赣四省各地

市产业转移的空间关联性和差异程度，分布常用

Moran’s I指数和LISA图来表述 [17]。

3）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空间计量经济模型

是研究由空间引起的各种特性的一系列区域科学

统计方法[18]，2000年以来，空间计量经济学逐渐成

为一种主流的应用经济学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

于诸多领域，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早期估算方法

的扩展性研究[19]、模型设定[20]、空间潜变量模型[21]、

流量模型[22]、模型检验[23]和空间经济预测[24]。空间

误差模型和空间滞后模型是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两

种常用形式[25]。

22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差异
的时空演变特征

22..11 时间演变特征时间演变特征

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在 2010~2015

年增长较快，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从 2010 年

的 8 566.88 亿元增加到 2015年的19 731.97亿元；

而赫芬达尔指数总体偏小，一直在0.024 8~0.026 6

之间波动，反映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较分散。

以标准差测度的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绝对差异在

2010~2015 年一直在不断拉大，标准差从 2010 年

的108.186增加到2015年的222.923。从相对差异

（变异系数）来看，2010~2015年明显减小，从 2010

年的 0.719 8 减小到 2015 年的 0.643 9。总体上，

2010年来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和绝对差异在

不断扩大，但是其集中度较小，且缓慢减少的趋

势，其相对差异也有降低后，趋于稳定的态势。表

明全球金融危机后国家及各省出台的承接产业转

移的措施作用明显，各地市承接产业转移的总量

持续增加，但集中度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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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 空间差异演变特征空间差异演变特征

1）空间聚类分析。为探讨豫皖湘赣四省各

地市承接产业转移空间结构特征，采用Q聚类法

对承接产业转移水平进行聚类，其承接水平的高

低划分为高、较高、中等及低 4类。2010年承接产

业转移属于“高”类型地区有合肥市和南昌市，“较

高”类型的地区有芜湖市、九江市、长沙市和郑州

市；“中等”类型的为赣州市、洛阳市、安阳市、商丘

市、新乡市、宜阳市、焦作市、上饶市、岳阳市、郴州

市、开封市、安庆市、周口市、平顶山市、南阳市、抚

州市、衡阳市、蚌埠市、滁州市、许昌市、萍乡市、新

余市、马鞍山市、株洲市、常德市、三门峡市、邵阳

市、益阳市和鹰潭市等29个地级市；除景德镇市和

吉安市数据缺失外，其余地区属于产业转移“较

低”类型。总体上，省会城市承接产业转移表现较

为突出，都属于“高”和“较高”类型，“中等”类型的

地市大致围绕中心城市分布，“低”类型的地市多

位于四省的边缘地带，大致形成以省会城市为核

心的等级圈层结构。

2015年承接产业转移属于“高”类型的仍然只

有南昌市和郑州市；“较高”类型的地市有合肥市、

长沙市、九江市、洛阳市、芜湖市、赣州市、商丘市、

安阳市等8个地级市；“中等”类型的有开封市、周口

市、南阳市、平顶山市、郴州市、抚州市、许昌市、岳

阳市、蚌埠市、萍乡市、新余市等11个地级市；除景

德镇市和吉安市数据缺失外，其余地区属于产业转

移“低”类型。总体上，“低”类型的地市数量进一

步增加，主要是安徽省和湖南省的部分地市，大致

形成了围绕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

从时间演变上看，合肥市、南昌市、芜湖市、九

江市、长沙市、郑州市一直属于承接产业转移程度

“高”或“较高”类型的地区。其中，郑州市表现最

为突出，承接产业转移从2010年的318.8亿元增加

到 2015年的 924.2亿元。洛阳市、赣州市、商丘市

和安阳市承接产业转移的速度也很快，在 2015年

进入“较高”类型地区。“中等”类型地区减小，从29

个减少到15个，“低”类型地区个数进一步增加。

2）空间集聚特征。豫皖湘赣四省产业转移

的空间自相关系数在 2010 年和 2015 年分别为

0.148 9和 0.240 9，Z值分别为 2.036和 3.040，都大

于 0.01显著性水平值 1.98，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

明豫皖湘赣四省产业转移在 2010 年和 2015 年有

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态势，并且有不断强化的趋

势。从空间集聚图上看，在2010年安庆市、九江市

和宜春市是高高集聚区，怀化市和阜阳市是低低

集聚区，蚌埠市是高低集聚区，马鞍山市和济源市

是低高集聚区；2015年高高集聚区分别形成了以

郑州市和南昌市为核心的两大集聚区，具体地市

有郑州市、洛阳市、焦作市、新乡市、开封市、许昌

市、岳阳市、宜春市、南昌市，低低集聚区仍然是怀

化市和阜阳市，高低集聚区仍然是蚌埠市，低高集

聚区仅剩一个济源市（图1）。

33 豫皖湘赣四省产业转移空间差异
的影响因素

产业转移一般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

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

度、区位条件、产业结构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本文

研究分别采用人均生产总值、常住人口、专利授权

数、前一期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累计值、职工平

均工资、实际利用外资、公路里程、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来表征这些影响因素。选取 2013~

2015年豫皖湘赣四省各地市数据的算术平均值，

以消除数据波动带来的影响，然后建立分析模型。

首先对所有数据运用级差公式处理以消除量纲对

变量的影响。对本研究的 8个影响因素进行相关

性检验，发现存在较强的共线性问题。因此，采用

因子分析消除共线性的问题。在因子分析中发

现，KMO值为0.621适宜做因子分析，3个因子F1、
F2和F3的方差累积贡献率已达到78.9%，可较充分

表达原始数据信息，且第一个因子F1与专利授权

数、前一期累计实际利用省外资金、实际利用外资

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第二个因子F2与人均GDP、公

路里程及产业结构具有较高的相关性，F3与常住

人口与平均工资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从而得到回

归分析模型：
Y = 0.52F1 + 0.012F2 + 0.124F3 + 0.314 （1）

式中，F1、F2和F3为原来的 8个变量的合成因子；Y
为产业转移。

从OLS回归结果看，新合成的3个因子对产业

转移都有正向作用，都通过了 5% 显著水平下检

验，模型拟合度R2为 0.761，这可能是模型忽略关

键变量或者未考虑截面单元的空间关联等模型设

定问题造成。事实上，2013~2015年豫皖湘赣四省

产业转移的Moran’s I指数为 0.24，正态统计量为

3.15大于 1%显著水平下的数值（1.96），表明四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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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在空间上存在空间关联效应，这种空间

关联效应会造成传统线性回归模型解释豫皖湘赣

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形成机制时可能存在模型设

定错误等问题。空间误差模型的空间误差变量和

空间滞后模型的空间滞后变量都通过 5%显著水

平的检验。根据相关原理，对2013~2015年四省产

业转移，选取空间误差模型为最终模型：
ETSEM = 0.163F1 + 0.008F2 + 0.123F3 + 0.689λ + 0.305

（2）

式中，λ为空间误差变量；ETSEM为豫皖湘赣四省

产业转移。

研究表明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在空间

上存在明显的关联效应。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

来，区域分权化赋予地方政府更多权力，尤其是财

政分权导致各地区在吸引投资方面展开激烈竞

争, 激励地方政府的理性模仿和地方保护行为[26]，

出于政绩考虑，各地区会很容易受到相邻地区的

影响，模仿相邻地区的承接产业政策和做法，而地

理邻近为这种模仿行为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

也为产业转移扩散到承接地周边地区提供可能。

可见，忽略空间关联因素会造成传统经典线性模

型存在设定不当的问题。因此，四省承接产业转

移在空间上是关联的，仅通过内生因素分析产业

转移的空间形成机制存在片面性的问题，亟需引

入空间交互作用对模型予以完善，从国家和中部

层面制定产业转移政策予以协调。最后，根据合

成因子与原数据的关系得到具体因素与四省承接

产业转移的关系：
Y = -0.02X1 + 0.08X2 + 0.03X3 + 0.08X4 - 0.02X5 +

0.08X6 + 0.03X7 + 0.017X8 + 0.689λ + 0.31 （3）

式中，X1、X2、X3、X4、X5、X6、X7、X8分别表示

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吸引力、技术创新能力、集聚

效应、成本因素、对外开放度、区位条件、产业结构

水平。从最终的模型结果看，选取的因子除职工

平均工资外，都对产业转移产生的正向的积极的

作用。职工平均工资的回归系数为-0.02，说明劳

动力成本因素对产业转移有负向作用，承接地劳

动力成本越低越有利于吸引产业转移，这与传统

的产业转移梯度理论是一致的，也与李伟、贺灿飞

等的研究结论一致[6]。产业结构对产业转移具有

积极作用，其回归系数为 0.03，说明工业相对较强

的地市，产业发展基础也较好，对承接产业转移具

有一定的吸引效应。总人口的回归系数最大，为

0.08，说明市场吸引力每增加1%，产业转移水平提

升 0.08%，特别是对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企业，市场

需求通过调整运费和中间环节来促进产业转移，

同时本地市场规模扩大，也有利于吸引产业转移。

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空间报酬递增理论，集聚效

应可以降低成本、共享资源、提高生产效率，而本

研究结果表明，集聚效应对产业转移具有正向作

用，集聚效应每提高1%，产业转移提升0.08%。产

业配套能力对产业转移的影响处于中等，回归系

图1 2010及2015年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LISA集聚图

Fig.1 LISA clustering map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Henan-Anhui-Hunan-Jiangxi Region in 2010 and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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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都达到0.04，交通区位条件对承接产业转移的影

响也较大，2010~2015年交通、区位等基础设施完

善的省会城市一直都是承接产业转移较多的区

域。外商直接投资的回归系数为0.08，对产业转移

的影响也较大。外商直接投资较密集的地区，与

国外的各种联系比较紧密，可以获取外企生产经

验和管理知识溢出外，同时还有助于打造良好的

市场环境，这与桑瑞聪[27]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有

效发明专利作为区域科技实力的重要表现之一，

技术创新能力的差异会造成产业转移的迟滞[28]，对

产业转移也具有正面积极影响，但回归系数仅为

0.03。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转移回归系数为0.02，

虽然相对较小，但是说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转

移有一定促进作用，人均GDP较高的地区经济相

对发达，购买力和市场需求相对较强。虽然模型

分析中没有加入政府政策因素，但政府在产业转

移中的作用非常大，河南产业转移总量的变化及

区域差异的变化可以看出政府的作用。

4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在运用变异系数、标准差、赫芬达尔指

数、因子分析、聚类及ESDA空间计量经济模型等

方法对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格局演

变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1） 2010 年来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

规模和绝对差异在不断扩大，但是其集中度较小，

且呈现缓慢减少的趋势；相对差异逐步降低后趋

于稳定。

2） 从空间分布上看，合肥市、南昌市、芜湖

市、九江市、长沙市、郑州市一直属于承接产业转

移程度“高”或“较高”类型的地区，大致形成了以

省会城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在承接产业转移的

过程中，城市的等级规模、区位条件和政策具有重

要的作用。

3）从空间格局上看，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空

间集聚态势不断强化，承接产业转移高高集聚区

由 2010年的安庆市、九江市和宜春市演变到 2015

年的以郑州和南昌为核心的两大区域，怀化市和

阜阳市一直属于低低集聚区，蚌埠市一直属于高

高集聚区，低高集聚区到2015年仅剩济源市。

4）空间交互作用是四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显

著影响因素。为了抓住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机遇

——产业转移，在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的支持下，地

方政府纷纷出台政策吸引投资，会造成相邻地区

模仿，同时产业的集聚与扩散也会对相邻地区承

接产业转移造成影响。

5）职工平均工资对产业转移具有负向作用。

说明入驻 4省的转移企业对劳动力成本还是非常

关注的，这与传统的梯度转移理论观点一致。

6）人口规模、集聚效应及对外开放度的作用

较大，回归系数分别为 0.08，其次为区位条件和创

新能力，其回归系数都都为 0.03，对产业转移影响

较小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其回归系数

都仅为0.02。与此同时，在研究中还发现承接产业

转移的过程中，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

当今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关键

时期，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的态势越来越明显，但

是即便有经济梯度存在，由于区域粘性及技术创

新提升可一定程度抵消成本劣势，产业转移也不

会必然发生。因此，豫皖湘赣四省要积极承接产

业转移。① 优化政策，体制环境，提高政府服务

水平。通过本研究发现豫皖湘赣四省各地市出台

了相关承接产业转移政策，效果明显，但有地方政

府间的竞争，政策的作用在下降，未来各地市承

接产业转移时要注重比较优势和本地产业基础，

引入和本地资源、产业、承载力相匹配的产业。②
优化产业空间布局，打造承接产业转移集聚区。

本研究也证实了集聚效应有助于吸引企业入驻。

在重要主体功能区及重点领域和行业，积极争取

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园区建设，同时大力培

育更多的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引导转移产业和项

目向大的产业园区集聚，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

群。③ 提升人力资源水平，培养技能型人才。重

视技术人才的培养，在培训内容和技术选择上要

注意发挥后发优势，选拔实践经验丰富且有发展

潜力的人，同时对于引进的与本地重点发展产业

相关的高层次、技能型专门人才给予特殊优惠政

策。④ 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夯实良性互动基础。

围绕重点承接产业区加大道路基础设施和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促进信息共享互联，继续加大物流基

础设施建设。⑤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吸收能

力。前期的相关研究发现，产业转移对创新能力

的作用有门槛效应，因此，必须增强创新能力，提

升本地企业的吸收能力。

本研究从空间角度探讨豫皖湘赣四省承接产

业的区域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产业转移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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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机制，但是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多样，不同

尺度不同企业也有较大的差异性。由于囿于数据

的限制，本研究仅在区域层面进行了研究，未来应

强化在更小尺度的研究，特别是开发区层面和企

业层面，同时将环境规制及政府政策等相关因素

纳入模型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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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of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in Henan-Anhui-Hunan-Jiangxi Regionin Henan-Anhui-Hunan-Jiangx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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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Since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large-scale industrial transfer from the eastern coast to

the inland has happened in China. A new round of industrial transfer mainly occurred in Henan-Anhui-Hunan-

Jiangxi Region, an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manufacturing sectors in these provinces has been reshaped. The arti-

cle makes a research on the space differences and the forming mechanism of the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

fer of these 4 provinces, using the methods of standard deviation,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Herfindahl index,

cluster analysis, ESDA,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and so on. The findings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The total amount and absolute disparity of the four provinces’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are widening and

have a stable tendency after the relative disparity and degree of concentration’s decreasing; 2) I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center on the provincial capital city and the rating-circle structure which is high in the middle and

low on all sides have been roughly formed; 3) In the spatial pattern, the spatial agglomeration situation is fur-

ther strengthened.The high-high agglomeration areasand the core of Zhengzhou and Nanchang, are gradually

formed; 4) Spatial interaction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spatial variation of four provinces’in-

dustrial transfer; 5) Labour cost has a negative effect on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while the economic develop-

ment level, market attractiveness, capabilit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gglomeration effect, cost factors, de-

gree of openness, geographic condition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industry transfer,

especially the market attractiveness, agglomeration effect and degree of openness are the most influential fac-

tors.

Key words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Henan-Anhui-Hu-

nan-Jiangxi Reg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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