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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和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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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产业的转移与承接是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的重要途径,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当前,东部地区的传统产业逐步

向西部地区转移,云南应抓住此重要机遇, 积极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由于云南地处西南边疆,资源丰富、人口众多、市场广阔, 同

时紧邻东南亚和南亚,有很强的辐射力, 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趋势下,条件十分优越。从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吸引力、选择

力、支撑力和发展力等方面, 分析了云南应根据自身条件来提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能力, 以促进云南经济又快又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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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ansfer and acceptance of industry was an important way to the rationalization and sophistic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wa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t present,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of the eastern region were gradually transfering to the western

region, Yunnan should seize this important opportunity and actively undertaked the transfer of the eastern industrial. Yunnan located in the southwest

border, and had rich resources, large population and vast market. therewas strong radiation because of closely the Southeast and South Asia, the cond-i

tions of Yunnan were favorable for undertaking eastern industrial transfer.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apid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Yunnancs econo-

my,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attractiveness force, the selection force, the supporting force and the development force of undertaking the eastern

industrial transfer in Yunnan, it analyzed how to improve to undertake capacity according to its own con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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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东部地区利用率先开放政

策和区位优势, 抓住西方发达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产业

转移的机遇,承接并发展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

加工工业。近年来, 东部地区开始出现资本相对饱和,

本地市场难以满足资本增值需要。再加上土地、劳动

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产业升级压力增大、企

业成本提高、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 急需

完成从规模扩张向结构升级的转变, 因此加工工业和

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腾笼换鸟0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
移成为必然。如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步伐不断加快,

空间不断拓展, 产业规模和层次不断提升,转移内部化

特征明显;珠三角地区提出促进珠三角地区西部发展

的空间战略,大力发展重型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

业的产业战略。仅 2010年, 广东、上海、浙江、福建 4

省市转出的产业产值达 10000亿元以上, 这给中西部

各省区市产业承接创造了难得的机会
[ 1]
。

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云南已不是一个封闭的

省份,云南的发展不仅需要自身实力的增强, 也需要外

部因素的注入[ 2]。有效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正

是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 促进其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

重要途径之一。本文结合云南实际, 分析了云南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和能力,提出了云南提升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能力的对策建议。

1  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条件
1. 1  区位条件

云南与四川、贵州、西藏、广西相邻,通过铁路可与

全国各大经济圈相连,素有/西南门户0之美誉,是西南

地区接受东部和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最前沿地

区。云南位于边境, 与东南亚和南亚接壤,是进出境的

交通枢纽,是国内通往东南亚最便捷的通道, 也是通往

南亚及印度洋最短距离的要道。同时, 云南是/泛珠三

角0成员省之一,也是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大湄公

河次区域合作中的/桥头堡0,成为珠三角和南亚两大

经济区物资流通的中间枢纽, 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

在产业转移的大趋势下, 云南凭其连接国内外两大市

场的区位优势, 必将对东部产业转移产生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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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资源条件

云南矿产资源储量丰富, 拥有/有色金属王国0的
称号。据统计, 云南已发现可用矿产 150余种, 占全国

已发现矿产种类的 93% , 其中磷、铅、锌、锡等 9种矿

产储量居全国之首, 铂、铜、锑等 12种居全国前三位,

全省已探明矿产资源储量潜在经济价值约达 3万亿

元。云南的能源资源主要是煤和水能, 其中煤炭储量

达690亿 t左右,已探明储量达240亿 t ,是南方重要的

产煤基地。水能是云南又一重要的能源,境内有怒江、

澜沧江、红河、金沙江流过,地势落差大,水资源和水能

资源丰富, 水资源理论蕴藏量为 10364万 kW, 占全国

的15. 3% ,可开发装机容量 9570万 kW,可开发率居全

国首位。此外, 云南还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2011

年,云南总人口为4631万人, 其中 15 ) 64岁的人口达

3340. 98万人,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云南省第六次全

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 云南省人均受教育年限由 2000

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 6. 32 年上升到 7. 60年, 文

盲率由 11. 39%下降到 6. 03% ,每 10万人中具有大学

文化程度由 2000年的 2013 人上升到 5778人,因此劳

动者的素质在不断提高。

1. 3  市场条件

2011年云南 GDP 总量达到 8750. 95 亿元, 人均

GDP18957元, 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3000. 14 亿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12248元,农村人均生活消费

支出 4000元。从这些数据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

们收入的提高, 云南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量不断上升,

市场需求潜力巨大。云南身处东盟合作机制的前沿,

拥有东盟广阔的市场空间。据云南省商务厅统计数

据, 2009年云南与东盟进出口总额达 27. 3亿美元, 占

全省进出口贸易的比重达 40. 5% ,同比增长 9%。其

中进口总额同比增长 24. 9%, 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2. 4%。在东盟 10 国中, 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泰

国、马来西亚、老挝 6国与云南的进出口总额均超过 1

亿美元
[ 3]
。云南面对东南亚、南亚有着广阔的市场前

景。

1. 4  政策条件

云南面临的政策优势主要有西部大开发和/桥头
堡0战略等,特别是/桥头堡0战略的提出, 单独针对云

南给出了许多优惠政策。国务院5关于支持云南省加

快建设面向西南开放重要桥头堡的意见6明确表示:将

从财税、金融、投资与产业、土地、价格、生态补偿、人才

和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支持云南桥头堡建设,加大转

移支付力度,实行差别化产业政策,保障重点工程建设

用地等。云南省政府给出了相应的优惠政策:对租用

园区标准厂房给予 3年免租、3年零收费的优待;对高

新技术产业项目和以商招商的龙头企业, 奖励标准可

上浮10% ; 对列入省级重点外来投资项目的工业项

目,从经营获利之日起 3年内,由当地财政按企业对地

方财政贡献额给予适度奖励等各项优惠政策,云南各

地州市政府针对外来企业也实施进一步的优惠。

2  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

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是指产业承接地集聚转移产

业的吸引力、准确甄别转移产业的选择力、稳固接纳转

移产业的支撑力和融合提升产业的发展力等多种作用

力的综合系统[ 4]。因此, 本文主要从承接产业转移的

吸引力、选择力、支撑力和发展力等方面分析云南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的能力。

2. 1  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吸引力

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力主要表现在承接地是否具

有市场潜力、生产成本是否低廉,以及政府政策是否支

持等方面[ 5]。

市场潜力: 市场潜力与居民当前的收入水平、消费

水平密切相关。从表 1的数据可见, 自 2001年以来云

南省的人均 GDP 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逐年递增

的趋势。2010 年与 2001 年相比,人均 GDP 和社会消

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增长了 2. 83倍和 3. 9倍。随着收

入水平的上升, 人们的消费总量增加,消费需求呈现多

样化,新的消费热点层出不穷,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如

2010年商品房销售额为 934. 92 亿元, 汽车销售额为

34. 6亿元, 分别比 2005年增长了 2. 01和 3. 5倍。通

过市场调查发现,居民对家用电器、汽车以及住房等商

品的需求远未饱和, 巨大的消费需求将转变成巨大的

市场潜力。城镇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自 2008年开始

下降,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总体上呈下降态势,说明云

南省城乡居民在食品支出上的比重越来越小。随着收

入的增加和市场的完善, 在其他消费品上的消费必将

增加。
表 1  云南省与市场潜力相关的指标数值

年份 人均 GDP(元)
消费品零售
总额(亿元)

城镇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农村居民家庭
恩格尔系数

2001 4452 640. 8 40. 09 57. 05

2002 4637 711. 25 41. 58 55. 92

2003 4866 782. 46 41. 61 52. 97

2004 5179 915. 31 42. 35 53. 97

2005 5662 1034. 4 42. 83 54. 54

2006 6733 1188. 88 42. 04 48. 78

2007 7835 1394. 54 44. 97 46. 9

2008 8970 1764. 74 47. 07 49. 23

2009 10540 2051. 06 43. 72 48. 21

2010 12587 2500. 14 41. 48 47. 23

  注:根据 2002 ) 2011年5云南统计年鉴6计算所得。

成本要素: 云南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价格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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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根据5中国统计年鉴6统计数据显示, 2011年云

南职工平均工资为 30177元, 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42452

元,而上海、浙江和广东分别为 71874元、41505 元和

40358元,可见云南劳动力成本具有明显的优势。此

外,云南的地形是山地与坝子相间, 在建筑用地、厂房

等方面比东部地区的成本低廉,其他配套的生产要素,

诸如电力、淡水、能源等方面的低成本也吸引着东部产

业的转移。

政策支持: 为积极承接东部产业的转移, 云南省政

府给出了优惠的政策予以支持。对工业园区的厂房实

施补助,对租用园区标准厂房给予 3年免租、3年零收

费的优待;对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和以商招商的龙头企

业,奖励标准可以上浮 10% ; 对列入省级重点外来投

资项目的工业项目, 从经营获利之日起 3年内由当地

财政按企业对地方财政贡献额给予适度奖励;在土地

利用方面, 能源、交通、水利、水电等基础设施项目, 其

控制工期的单体工程, 经批准后可先行用地。一次性

缴纳出让金有困难的外来投资企业, 可与当地县(市)

土地部门签订分期付款协议, 首期付款 25% ,余款在 5

年内付清等,对产业的转移吸引力大。此外, 对高新技

术企业实行15%的优惠税率,对微利企业实行 20%的

优惠税率, 对企业研发费用实行 150%加计扣除和对

创新投资实行优惠税率。

2. 2  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选择力

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 合理选择产业的选择

力受一个地区教育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6]。

教育水平: 表 2 的数据显示, 云南省的高等学校

数、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和职业

中学在校学生数均呈上升趋势。其中, 2010 年普通高

校在校学生数年是 2001 年的 3. 67 倍, 云南的人口素

质得到了较大的提高, 从而使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

得到了较充足的人力资源保证, 增强了承接东部产业

转移的选择能力。
表 2  云南省教育基本情况

年份
高等学校数

(个)
普通高校在校
学生数(万人)

普通中学在校
学生数(万人)

职业中学在校
学生数(万人)

2001 28 11. 9 200. 46 15. 26

2002 31 14. 34 215. 14 14. 64

2003 34 17. 53 228. 46 13. 14

2004 43 20. 06 235. 06 13. 21

2005 44 23. 21 238. 88 14. 08

2006 50 26. 81 244. 7 16. 21

2007 51 30. 21 251. 77 19. 64

2008 59 34. 35 259. 48 21. 28

2009 61 38. 95 264. 97 24. 1

2010 61 43. 69 270. 63 28. 64

  注:数据来源于 2011年5云南统计年鉴6。

产业结构: 一个地区现行的产业结构会影响其对

承接产业的选择[ 7]。从云南三次产业 2001 ) 2010年

的数据可见出, 云南第一产业占 GDP 的比重呈下降趋

势,第二产业占 GDP 的比重基本保持不变, 第三产业

占 GDP的比重大致呈上升趋势, 并且在三次产业构成

中,第二产业所占比重最大。因此,云南在承接东部产

业转移时,应根据其产业结构的特点选择适合当地发

展的工业转移以形成规模效益, 在此基础上承接东部

地区第三产业转移以调整产业结构, 那么其自身承接

产业转移选择力将得到极大增强。
表 3  云南三次产业构成( %)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2001 21. 7 42. 5 35. 8

2002 21. 1 42. 6 36. 3

2003 20. 4 43. 4 36. 2

2004 19. 3 41. 6 39. 1

2005 18. 9 41. 7 39. 4

2006 18. 7 42. 7 38. 6

2007 17. 7 43. 2 39. 1

2008 17. 9 43. 0 39. 1

2009 17. 3 41. 9 40. 8

2010 15. 4 44. 6 40. 0

  注:数据来源于 2002) 2011年5云南统计年鉴6。

2. 3  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支撑能力

支撑力是转移产业得以存续的能力, 可分为载体

支撑力和环境支撑力
[ 8]
。

载体支撑能力: 随着经济的发展,云南的交通情况

有了巨大的改善。云南拥有 12个民用机场,昆明长水

机场成为继北京、上海、广州之后的第四个国家门户机

场;铁路有成昆、贵昆、南昆、内昆铁路通向东部地区,

云南省内也有城际列车, 铁路的运输能力强; 2011年

省公路里程达 21. 45万 km, 以昆明为中心成辐射状,

高速公路里程西部第一; 云南正和周边国家合作开发

运河,建设出境通道,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同

时,云南将建设面向东南亚、南亚的通信枢纽和区域信

息汇集中心。国家将支持云南与东南亚、南亚国家合

作发展陆地通信网络和互联网业务, 如建立空间数据

库,建立综合卫星定位服务系统、政务地理信息应用系

统,普及宽带通信网、数字电视网和下一代互联网等。

在政府服务方面也有了可喜的成绩, 如 2010年云南省

工业经济综合管理系统二期行政审批系统基本开发完

毕,公安厅升级了/新一代公安出入境信息系统0, 税务

工作的征收也加入了现代技术。上述内容为云南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提供了强大的载体支撑力。

环境的支撑能力:产业转移不是污染转移,在承接

东部产业转移时不能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产业的

承接必须把好环境的准入关,要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

适应[ 9]。环境的承载力是指在某一时期某种环境状态

下某一区域环境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支持能力的

#70#

#专题研究#                          资源开发与市场 Resource Development & Market 2013 29( 1)



限度。云南是亚热带季风气候,地形多样,培育了云南

立体分层的环境和丰富的物种资源和矿产资源,由于

开发程度低,环境的承载能力空间很大。

2. 4  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发展能力

发展力对于一个地区承接产业的继存有着重要的

意义,它与区域内的技术创新力和市场开拓力密切相

关,两者的强弱程度直接影响到发展力的提升。

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技术创新可以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生产可能性曲线向

外移动,同时也是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竞争力

的有效途径。云南政府在科研投入等方面大力鼓励企

业进行技术创新,从而使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大大

提高。2010年, 全省 R&D经费共投入 441671万元,比

2009年增长了 18. 62%; 全省 R&D人员 37780人,同比

增长了2. 5%,全省的专利申请数达 5645件,较上年增

长了 21. 8%。

市场开拓能力: 市场的开拓能力直接影响着产业

的生命力,是扩大再生产的保障[ 10]。这里主要分析云

南在东盟市场的开拓能力。云南身处东盟合作机制的

前沿,拥有东盟广阔的市场空间。2011年云南对东盟

进出口贸易额接近 60亿美元。据海关统计, 2011年云

南与东盟实现外贸进出口额 59. 5亿美元, 比 2010年

同期增长 30. 2%, 全国排名第 11位, 高出全省总体外

贸增速 5. 6% , 高出全国对东盟外贸增速 6. 3%。其

中,对东盟出口 35. 5亿美元,同比增长 22. 4%;从东盟

进口 24. 1亿美元,同比增长 43. 9%, 因此云南在东盟

具有较强的市场开拓能力。

3  云南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对策建议

承接产业转移是促进云南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手

段,如能利用东部产业转移的机遇充分发挥本地资源

的比较优势,那么通过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云南一方面

可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也可通过外部

因素的注入,使云南融入到外部经济体系当中,促进经

济又快又好发展。

3. 1  优化投资环境,形成产业承接的吸引力

一个地区投资环境的优劣, 不仅决定了该地区经

济发展的速度和潜力, 也决定了其是否具备吸引外来

资金、技术和人才,促进资源积聚的能力 ) ) ) 产业吸引

力。因此,要使云南在东部产业转移中形成吸引力,应

要做好以下工作: ¹ 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云南政
府应不断完善公路路网和运输枢纽建设, 加速建设与

东部地区连接的现代交通工具,加快建设连接东南亚、

南亚的公路和水路大通道,真正形成物流畅通的现代

化交通运输体系,为承接东部产业提供坚实的交通运

输能力。 º营造安全稳定的制度政策环境。产业转移

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自发行为, 市场对转移的资

源配置起到基础性的作用,政府应减少对企业的行政

干预,遵循市场经济规律,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活

动的主体。同时,政府还要加强信息化建设, 优化政务

服务环境,提高行政效率, 减少审批障碍, 杜绝腐败行

为,营造一个开放、健康、法制的市场经济,营造良好的

政策环境, 积极招商引资。 » 加强人才建设。承接东

部产业转移,要充分利用云南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优势,

营造集聚各方人才的用人环境, 抓好高层次人才和高

素质人才的引进工作。同时,要注重本土人才的培育

和使用,充分发挥云南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优势,培

养一批高层次、高素质的人才,通过校企合作的模式开

展职业技能培训,为东部转移产业提供数量充足、技能

熟练的劳动力[ 11]。

3. 2  以效益为标准,培育产业转移的选择力

由于云南经济发展的基础较差, 在产业转移过程

中可能产生盲目、不科学的行为,以环境换取经济的短

期增长,会造成资源浪费和新的环境污染问题出现。

因此,云南在承接东部转移产业时要走可持续发展道

路,把生态保护理念始终贯穿于承接产业转移的整个

过程中,对高污染、高能耗、高物耗、低附加值的产业承

接要严加控制, 要以效益为标准,不能走/先污染后治
理0的老路,应多考虑到转移产业带来的效益,这包括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应。

3. 3  建立有效机制,培育转移产业的支撑力

建立有效机制, 一方面要加强载体支撑力的建设。

云南政府要根据自身优势和承接产业转移的需要, 合

理规划, 建设产业特色明显、配套能力强的工业园

区
[ 12]
。为此,要加大对工业园基础设施的建设, 秉着

/共享基础设施、集约利用土地、集中污染治理,实现资

源优化配置0的原则,合理有序建立配套完善的工业园

区。同时,加快以交通、水电、通讯为主的基础设施及

供能、环保、物流等公共配套设施的建设。另一方面,

要加强软环境支撑力的建设。云南地方政府要优化政

策环境,要建立健全问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

等三项制度,切实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东部转

移产业对土地的需要, 对环境污染少的产业转移项目

要优先考虑用地指标;减少转移产业的税收负担, 加大

对转移产业扩大建设的财政扶持力度; 拓宽转移产业

的融资渠道,对产品好、效益好的转移产业, 适当降低

利率以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建立健全企业贷款融资

的担保体系,加大对产业转移项目的扶持力度。

3. 4  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产业发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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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中,制定和实施森林经营政策和作业规范; 制定基本

规则以确保市场的效率和信誉; 制度适合国情的森林

可持续经营或负责任森林经营的标准与指标,协助制

定国家森林认证标准; 对通过认证的单位提供经济激

励措施和补贴, 如税收优惠和为提高森林经营水平而

采取的财政补贴; 认证产品促销; 森林资源清查与评

价,包括森林面积、生长量、林木死亡率和森林状况的

定期清查和对林业相关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因子的评

价;信息和教育, 包括为林主、森林社区提供的技术援

助。通过政府的参与和推动,可有效实现林业可持续

经营而获得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多种效益, 确保

认证单位未来价值的实现。

4  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森林认证制度作为一种

信号传递机制可以将认证单位与其利益相关者联系起

来,形成一个信号流通回路, 在这个信号流中,以消费

者的绿色需求为出发点, 推动林业企业实施认证, 认证

的信息传递给各利益相关者,提升对认证单位的认同

度和企业形象, 形成的反馈信息驱动企业价值提升。

此外,森林认证价值在于提供了市场交易所需要的信

号,信号传递的效率决定着森林认证制度的效率。因

此,本研究下一步将着重探讨如何提高森林认证信号

传递效率,以推动森林认证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

深入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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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产业要得到发展,并促进承接地的经济发展,

必须得到科学技术的支持。因此, 云南政府应加大科

研经费投入,建立完善的高新技术创业服务平台, 为转

移产业提供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服务。同时, 鼓励企业

和高校合作,对企业的科研工作提供帮助,在高新技术

企业草创阶段给予税收、资金、厂房和政府购买的支

持。此外,政府要加大对重大项目的科技支持,围绕重

点产业,通过提升技术水平和形成资源集成, 在一定时

期内完成重大战略产品、关键性技术创新或重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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