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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十五”时期中国地区工业发展态势

“十五”时期是中国工业经济迅速增长和工业

化快速推进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 ,中国各地区

工业呈高速增长态势 ,地区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 ,

工业对地区增长的拉动作用日趋明显 ,地区工业

经济效益稳步提高。随着地区工业化的迅速推

进 ,中国工业布局和地区工业发展出现一些新的

特点和趋势。这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1. 工业布局的集中化趋势加强。工业布局较

为分散一直是困扰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

题。近年来 ,在市场力量和政府政策的推动下 ,中

国工业布局已出现向优势地区集中的趋势。一是

工业企业向沿海、沿江和沿交通干线地区集中 ,逐

步形成了一批制造业集聚带和工业走廊的雏形。

如 ,长江三角洲制造业带、珠江三角洲制造业带、

京津制造业带、山东半岛制造业带、闽东南制造业

带和哈大制造业带。其中 ,山东半岛制造业带由

济、青工业走廊和青、烟、威工业走廊组成。二是

生产要素和企业向主要中心城市集中。目前 ,国

内资金、劳动力和人才等生产要素都出现向条件

较好的中心城市集中的趋势。一些工业企业尤其

是民营企业在规模逐渐做大后 ,也开始把总部、研

发机构、营运中心甚至生产制造环节搬迁到邻近

的中心城市。三是工业企业逐步向城镇周边地区

集聚 ,形成一些集中连片的工业密集区。尤其是

改革开放初期在本土本乡建立起来的大量分散的

乡镇企业 , 目前已开始出现逐步向交通和发展条

件较好的城镇地区集中的趋势。

据我们研究的结果表明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度并没有出现明显的

变化。自 19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 ,随着改

革进程的加快 ,中国制造业地理集中度明显提高 ,

而 1997 年之后则呈现出稳步提高的趋势。也就

是说 ,在“十五”期间 ,中国大部分工业产品的地理

集中度都在逐步提高。地理集中度下降的产品主

要有三类 :一是能源和原材料产品。如 ,原煤、原

油、天然气等。这些产品实际是在向中西部资源

丰富地区转移 ,由此导致其地理集中指数下降。

二是受政府管制和地方市场影响较大的产品。

如 ,卷烟和啤酒等。三是近年来迅猛扩张的一些

加工产品。如 ,汽车、大中型拖拉机、微型电子计

算机、集成电路等。这些产品主要是由于各地竞

相发展或新兴地区的崛起 (如 ,大中型拖拉机) 导

致地理集中度趋于下降。以大中型拖拉机为例 ,

—31—

经济纵横·2006 年第 9 期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从 2000 年到 2004 年 ,中国大中型拖拉机生产量

从 4. 10 万台增加到 9. 83 万台 ,增长 1. 4 倍。其

中 ,前 3 位地区所占份额由 70. 7 %下降到 60.

4 % ,而第 4 位至第 7 位地区所占份额则由 25.

6 %增加到 36. 6 %。这期间 ,上海所占份额由 26.

8 %下降到 8. 6 % ,而河北所占份额则由 0. 5 %急

剧提高到 16. 4 %。

2.工业园区化进程不断加快。近年来 ,各地

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措施 ,鼓励工业企业“退城进

郊”、“进区入园”,并对规模较小、布局散乱的工

业点和工业园区进行调整、合并 ,使地区工业发展

的集聚规模效应日益凸现 ,工业园区化比重不断

提高。目前 ,以高新区、开发区等为主体的各类工

业园区已成为各地加快工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仅

以国家级开发区和高新区为例 ,2004 年 ,全国 49

个国家级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 17. 8 % ,

出口额占全国的 10. 4 % ,实现工业总产值和增加

值分别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 7. 9 %和 7. 3 %。

如果包括 5 个享受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政策的

国家级工业园区在内 ,2004 年全国 54 个国家级

开发区实际利用外资 136. 07 亿美元 ,占全国的

22. 4 % ;实现出口 803. 04 亿美元 ,占全国的 13.

5 % ;实现工业总产值 17949. 11 亿元 ,工业增加值

4855. 62 亿元 ,分别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 9. 6 %

和 8. 9 %(商务部 ,2005) 。同时 ,2004 年 ,53 个国

家级高新区实现出口占全国的 13. 9 % ,实现工业

总产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 12. 1 % ,实现工业

增加值占全国的 10. 1 %。这说明 ,目前中国约有

20 %左右的工业产出是依靠国家级开发区和高新

区实现的。如果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兴办的各类园

区 , 目前中国工业的相当大部分都集中在各类工

业园区中。

3. 各地特色产业迅速发展。在“十五”期间 ,

有关部门和地区越来越重视特色经济的发展。例

如 , 自 2002 年以来 ,中国纺织工业协会先后确定

4 批纺织产业基地市 (县) 特色城 (镇) ,并在这些

地区进行产业集群的试点。到 2005 年底 ,全国共

有 45 个市 (县、区) 、59 个镇成为中国纺织工业协

会产业集群的试点地区 ,其纺织经济总量超过全

国纺织经济总量的 1/ 3。同时 ,自 1995 年以来 ,

科技部还先后在全国建立一批火炬计划特色产业

基地。截止 2004 年 ,共认定国家火炬计划特色产

业基地 84 家。其中 ,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共建

立特色产业基地 56 家 ,占总数的 71 %。特色产

业基地按技术领域分布为 : 电子与信息 16 家 ,生

物工程与新医药 18 家 ,新材料 26 家 ,光机电一体

化 21 家 ,能源与环保设备 3 家 (科技部火炬中心 ,

2005) 。此外 ,科技部还在全国设立 29 个国家火

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 ,2004 年实现销售收入 1607

亿元。其中 ,软件产业收入 1045 亿元 ,占全国软

件产业销售收入的 69. 9 % ;软件出口 12. 83 亿

元 ,占全国软件出口的 49. 3 %。

在有关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的推动下 ,各地

区特色产业不断发展壮大 ,产业集群化趋势日益

加快。据初步统计 ,截至 2005 年 ,全国共有各类

产业集群 748 个。其中 ,广东 130 个 ,浙江 118

个 ,江苏 110 个 ,山东 79 个 ,河北 60 个 ,河南 45

个 ,6 省合计 542 个 ,占全国总数的 72. 5 % (顾强

等 ,2005) 。在广东、浙江、江苏等沿海地区 ,产业

集群已成为重要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 ,

成为推动地区工业快速发展的“发动机”。例如 ,

据统计 ,广东省经济规模达到 20 亿元的专业镇有

160 多个。在这些专业镇中 , 以工业产品为主的

专业镇约占 90 %以上。2003 年 ,这些专业镇所创

造的工业总产值占广东省的份额接近 1/ 3 (王王君 ,

2004) 。另据浙江省经贸委调查 ,2003 年全省工

业总产值在 10 亿元以上的产业集群有 149 个 ,工

业总产值合计达 1 万亿元 ,约占全省总量的 50 %

(董树荣 ,2005) 。江苏省则已形成各类产业集群

约 110 个 ,2002 年实现销售收入 5320 亿元 ,相当

于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产品销售收入的近 40 %(国

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司 ,2004) 。需要指出的是 ,由

于目前中国还缺乏统一的集群统计标准 ,所以各

地对集群的统计差别较大 ,标准不一 ,缺乏可比

性 ,只能作为参考。

4. 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步伐加快。在“十五”期

间 ,各地区为抢占市场制高点 ,纷纷加大产业结构

升级力度 ,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尤其是沿海

一些经济实力较强的大城市 ,高新技术产业已成

为支撑其工业经济增长和扩大出口的主导力量。

例如 ,国家级开发区在“三为主一致力”(以利用

外资为主、以发展制造业为主、以出口为主 ,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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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方针的指引下 ,2004 年高

新技术企业实现工业产值 8237 亿元 ,占全部工业

总产值的 46 % ;实现工业增加值超过 2100 亿元

(不完全统计) ,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 45 % ;高新

技术产品出口额达 517. 88 亿美元 , 占全部出口

额的 64. 5 % ,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 31. 3 %

(商务部 ,2005) 。在科技兴贸政策的推动下 ,各地

尤其是沿海地区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迅速发展。

2005 年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达 2182. 5 亿美

元 ,占外贸出口总额的 28. 6 %。其中 ,仅广东、江

苏、上海就占全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额的

79 % ,深圳、上海、苏州、天津和北京 5 个城市就占

全国的 60. 1 %。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占外贸出

口的比重看 , 2005 年 ,天津、江苏和上海已超过

40 % ,广东和北京已超过 30 % ,深圳达 46. 5 %。

二、当前中国地区工业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国地区工业发展尚存在不少问题。具

体体现在 :

1. 地区工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在“十五”期

间 ,中国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不断扩大。若以各

地区平均水平为 100 计算 ,从 2000 年到 2004 年 ,

东部地区人均工业增加值相对水平由 157 提升到

170 ,而中部地区由 69 下降到 63 ,东北地区由 133

下降到 115 ,西部地区由 49 下降到 47。在这期

间 ,四大区域之间人均工业增加值的变异系数由

0. 501 增加到 0. 562 ,而 31 个省区市之间人均工

业增加值的变异系数则由 0. 773 增加到 0. 788。

这说明 ,无论是在省区层次还是在 4 大区域层次 ,

中国地区间工业发展差距都在不断扩大。可以

说 ,这种差距扩大是地区间工业增长不平衡和工

业化推进速度不同的结果。对中西部地区来说 ,

工业化推进缓慢是导致其与东部地区工业发展差

距扩大的根本原因。在 2001 年至 2004 年间 ,各

地区工业对 GRP 增长的贡献率平均为 47. 5 %。

其中 ,东部地区为53. 1 % , 中部地区为 41. 4 % ,东

北地区为 43. 7 % ,而西部地区只有 36. 9 %。从

2000 年到 2004 年 ,中国各地区工业增加值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增加 2. 8 个百分点 ,其中、东部

地区增加 4. 2 个百分点 ,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增

加 1. 2 和 1. 5 个百分点 ,而东北地区则减少 0. 6

个百分点。这说明 ,在“十五”期间 ,东部地区工业

化的推进速度要远快于其他地区 ,东北地区工业

增加值比重甚至出现了下降趋势。

2. 工业集中化与协调发展的矛盾加剧。近年

来 ,中国工业布局出现了集中化的趋势。在 2000

年至 2004 年 ,东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份额

提高 3. 5 个百分点 ,而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分别

下降 0. 4、2. 5 和 0. 6 个百分点。另据我们研究表

明 ,除烟草工业外 ,钢铁、石化、电子信息、纺织等

其他制造业生产能力都向沿海地区集中。在 28

个制造业行业中 ,1985 年至 2003 年 ,珠三角、长

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分别有 18 个、13 个和 7 个行

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提高幅度在 5 个百分点以上

(魏后凯等 ,2005) 。全国工业特别是制造业生产

能力向沿海少数地区过度集中 ,容易造成工业分

布“过密”与“过疏”问题。更重要的是 , 由于中国

能源、矿产资源和劳动力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 ,

工业生产能力向沿海少数地区过度集中 ,既不利

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 ,也加剧了工业生产与能

源、原材料产地和劳动力丰富地区之间的脱节 ,造

成大规模的民工流动和运力紧张状况。因此 ,如

何处理好产业集中化与区域协调发展之间关系 ,

将是当前亟待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3.区域内源性发展的动力不足。近年来 ,各

地区工业的高速增长主要是依靠招商引资 ,靠外

力来拉动。尤其是在沿海一些地区 ,外商投资、贴

牌生产和加工贸易对地区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

大 ,而当地企业往往缺乏核心技术 ,缺乏自主品牌

和自主创新能力 ,内源性发展的动力不足。由于

各地在招商引资方面相互竞争 ,纷纷对外来企业

特别是外资企业实行种种优惠 ,而对本地居民创

业和本地企业家培育不够重视 ,导致一些企业为

寻求优惠政策而“搬家”。其结果 ,这些外来企业

很难与当地经济融合为一体 ,缺乏根植性 ,没有在

当地落地生根。一旦外部环境发生变化 ,他们很

容易迁移到其他成本更低、政策更优惠的地区。

4. 各地区工业税负严重不合理。自改革开放

以来 ,中国采取了由东向西逐步推进的梯度开放

模式 ,并先后设立种类繁多的“特殊经济区”。如 ,

经济特区、高新区、开发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等 ,由此导致各地区之间工业税负严重不合理。

工业企业产品销售收入中各项税金所占的比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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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反映了地区工业平均税负的大小。其中 ,中西

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要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更

高于东部地区。若全国平均水平为 100 ,从 2000

年到 2004 年 ,中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的相对水平

由 122 提升到 135 ,西部地区则由 166 提升到

172 ,而东部地区则由 80 下降到 79。若东部地区

为 100 ,在这期间 ,中部地区工业平均税负的相对

水平由 153 提升到 172 ,西部地区则由 208 提升

到 218。从地区内部看 ,各种“特殊经济区”的工

业平均税负水平要远低于其他地区。例如 ,2004

年 54 个国家级开发区实现生产总值占全国的

4. 85 % ,工业增加值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的 8.

9 % ,而其税收收入仅占全国税收收入的 3. 63 %

(商务部 ,2005) 。

5. 区域工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突出。目前 , 中

国各地区经济基本上还是一种资源消耗型经济。

工业能耗、物耗高 ,土地利用效率低 ,单位产出“三

废”排放量大 ,这种状况不符合建立资源节约型、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尤其是在珠三角、长三

角等一些地区 ,随着各种产业的不断集聚和经济

密度的加大 ,目前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日益紧缺 ,

要素成本不断上升 ,环境压力日益加大。在中西

部一些地区 ,迫于加快发展的压力 ,地方政府在招

商引资方面相互竞争 ,竞相低价出让工业用地 ,导

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 ,闲置和浪费现象严重。在

环境保护方面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三、中国未来地区工业发展的政策导向

在“十一五”期间 ,除沿海少数地区已进入工

业化稳定推进阶段外 , 中国绝大部分地区仍将处

于工业化快速推进时期。为此 ,必须按照科学发

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进一步优化工业布

局 ,提高资源空间配置效率 ,促进各地区工业协调

发展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1. 尽快研究制定工业节地政策。当前 , 中国

工业粗放用地、浪费用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工业用

地效率十分低下 ,节约用地的潜力很大。为此 ,必

须进一步完善国家工业节地政策 ,把工业布局调

整与工业用地政策有机结合起来 ,促进工业节约

集约用地。一是加强对工业用地的统计调查 ,建

立完善的工业用地数据库和后评估制度。二是尽

快组织编制《中国节地技术政策大纲》,研究并推

行工业节地的新技术和新方法。三是设立行业和

地区差别化的企业用地准入门槛 ,提高土地投资

强度、容积率和建筑密度。四是实行工业用地存

量盘活鼓励政策 ,鼓励建立新型厂房和定制厂房 ,

包括标准厂房 ,提高工业用地集约程度。五是加

快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改革 ,尽快将工业项目用

地纳入招拍挂 (招标、拍卖、挂牌) 范围 ,逐步形成

工业用地的市场配置机制。六是采取积极有效的

政策措施 ,加强对矿山塌陷地的整理和复垦。

2. 积极引导工业合理集聚和转移。充分发挥

政府和市场的双重调控作用 ,积极引导工业企业

和生产要素向优势地区和各类工业园区合理集

聚 ,逐步形成一批新的产业集聚带和制造业基地。

同时 ,要采取鼓励与限制相结合的办法 , 引导长

三角、珠三角等地产业逐步向周边和中西部地区

转移扩散 ,防止出现经济“过密”和“过疏”现象。

为引导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 当前需要采

取多方面的综合政策措施。一是要制定相应的战

略规划。国家应鼓励沿海地区加快产业升级 ,鼓

励中西部加快改革开放 ,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尤

其是软环境 ,完善地方产业配套体系 ,为大规模承

接产业转移创造条件。同时 ,要禁止沿海将那些

浪费资源、技术落后、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扩散到

中西部。二是对地方政府政绩考核应体现差别

化。尤其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要重点考核产业

升级、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等指标 ,并在产业选择

方面设置更高的市场准入标准。包括单位产出能

耗和“三废”排放量、单位土地产出率等约束性指

标。三是对到中西部投资的沿海企业给予相应的

政策优惠。如 ,土地、财政贴息和税收刺激等 (魏

后凯 ,2006) 。中西部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过程

中 ,也要防止沿海企业“圈地”,大搞“花园式”工

厂 ,浪费土地资源。在产业导向上 ,要设置相应的

进入门槛 ,有选择地招商引资 ,而不能“来者不

拒”。

3. 进一步强化工业发展的空间管治。按照优

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的要求 ,明

确界定各类主体功能区的范围 ,并制定差别化的

政策措施和考核指标体系 ,对各地工业发展实行

空间管治 , 以促进工业布局的调整和优化。一是

对那些经济过密、资源环境承载能 (下转第 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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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制定政策 ,鼓励培育区域经济合作组织 ,包括政

府主导型合作组织和企业主导型合作组织 ,推动

合作组织由政府主导型向企业主导型转变。以此

为基础 ,按照市场空间拓展的自然趋势 ,促进有利

于打破行政区划限制且完全是市场机制自发作用

结果的区域市场形成 ,形成地区间合作的新型关

系氛围和区域合作制度。

2. 继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成功的金融体制

改革将直接改变地方政府围绕资本形成进行竞争

的博弈空间和收益函数 ,从而改善区域地方政府

间的博弈关系。一是进一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二是培育股份制的区域性商业银行 ,促进金融业

规范竞争环境形成 ,打破国有专业银行的垄断经

营局面和资金流动的地区分割局面。三是大力发

展民营金融组织。

3. 构建比较优势突出、分工协作的区域产业

链。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要立足现有基础 ,充分

发挥比较优势 ,从战略上调整经济结构 ,努力实现

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东北各省应发挥各自的

优势 ,发展优势产业 ,辐射其他地区 ,形成产业集

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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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16 页) 力较小、发展潜力有限的地区 ,实

行优化开发、优化提升或者优化整合 ,促使其加快

产业升级 ,提高工业化和城市化质量 ,提升经济发

展层次和综合竞争能力 ,优化和改善空间结构 ,创

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防止经济过度集聚 ,避免出现

“膨胀病”,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二是对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和发展潜力较大 ,经济开发密度不高 ,

目前已具备大规模开发条件的地区 ,要大力推进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实行优先开发 ,引导人口、

要素和产业合理集聚 ,形成新的产业和城镇密集

带。三是对那些生态环境脆弱 ,不具备大规模开

发条件的地区 ,应按照保护优先、适度开发的原

则 ,退耕还林还草 ,加强生态环境整治 ,鼓励生态

移民 ,大力发展特色经济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

展。四是对那些依法设立的各种自然和文化保护

区 ,实行强制性保护 ,有的还要实行抢救性保护 ,

严禁从事不符合其发展方向的各类开发活动。

4. 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所谓特色优势产

业 ,是指那些具有区域特色和经济优势的产业的

总称。对任何一个地区来说 ,充分发挥区域优势 ,

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 ,是加快地区经济发展和

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途径。为此 ,有关部门和

地方政府要加强规划和政策引导 ,大力推进地区

特色优势产业发展 ,特别是要借鉴广东专业镇和

浙江“块状经济”的经验 ,促进各类工业园区及县

域、镇域经济向专业化、特色化和集群化方向发

展 ,鼓励产业集群的自主创新和自主品牌建设 ,提

高产业集群的持续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责任编辑 :耿玉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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