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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对外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及协同推进

'''基于(一带一路)&%+个成员国家的分析

肖雁飞!

!胡立涛!刘友金!廖双红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

摘'要#长三角地区如何借力(一带一路)倡议对外产业转移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对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通过

收集(一带一路)&%+个成员国家和长三角地区的数据!构建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运用变异系数"基尼系数"莫兰指数!结

合产业结构相似度分析区位选择空间差异问题(研究发现#吸引力指数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地区!吸引力指

数较低的国家主要分布在非洲"中美洲地区!地理距离是区位选择重要影响因素$吸引力指数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且表现

出高值区集聚和低值区集聚的特征!随着成员国家范围的不断增加!对外产业的转移风险也随之增加$泰国"马来西亚是长

三角区位选择的热点国家!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相对发达国家是上海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

国等资源丰富且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是浙江"江苏"安徽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长三角地区应协同推进对外产业转移及结构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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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0月 $%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深入融入)一带一

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对此!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省市纷纷制定相关政策推进)一带一路*走出去战

略(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已有 &!+个国家签署合作文件!国家间的经济(资源等差异巨大!如何进

行对外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对于长三角产业升级及提升)一带一路*合作共商水平具有重大意义(

=>文献综述

对外投资区位选择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早期中国作为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区域!外

商在中国内地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如贺灿飞等"$#认为当地的经济规模(经济增

长速率(劳动力因素(经济开放度等经济因素是吸引外商布局的重要因素'陈恩等"!#的研究表明地理相

连(人缘相亲(语言文化互通等文化因素是影响港商布局沿海的重要因素'魏后凯"##认为中国中西部地区

尚未建立健全的外部经济因素!也无地理相连等方位优势!因此!最初外商直接投资将会继续集中在沿海

地区(随着新型国际分工下产业转移浪潮的出现!沿海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国家战略布局的重点!

对此!$%&%年国务院颁布0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1!众多学者对东部尤其是长三角地

区和珠三角地区国内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影响因素等区位选择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如桑瑞聪等"/#认

为靠近国际市场的地理区位优势和发育完善的国内市场是企业对内投资的主要动力(中西部地区巨大的

消费能力和市场规模为国内产业转移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尤其是相关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

立!以承接地为研究区域!评估承接的产业选择(产业规模(区位选择等针对性研究较为丰富(如沈惊宏

等""#研究了皖江城市带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空间差异问题'张建伟等"+#研究了豫皖湘赣承接产业转移

的空间区位问题!认为劳动力成本(市场吸引力(物流支持(金融支持等均会影响承接地的吸引能力(与此

同时!$%&!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倡议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推动全

球价值链重构!因此!引导中国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产品生产环节向)一带一路*沿线国际梯度转移成为

现时期研究的焦点"0

*

6#

(然而!)一带一路*涉及的国家多(区域差异大!如何引导国内产业对外投资的区位

选择成为重点问题!但由于数据选取困难!相关研究虽然丰富但结论并不一致!这些研究大致从以下 $ 个

不同方面展开(

第一!对外投资动因及影响因素方面(认为劳动力(土地和环境成本的上升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导

致了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转移"&%#

!其根本推动力是中国内部产业结构调整升

级"&&#

!从承接国来看!国家的政治环境(政府效率(劳动力丰裕程度和国家内部的制度质量(基础设施(资

源禀赋等是我国直接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

&##

(

第二!从产业承接能力视角评估区位选择具体范畴(如张理娟等"&/#

(王鑫静等"&"#

(彭薇"&+#

(张晓涛

等"&0#利用?M=投资数据!借鉴产业转移吸引力模型等方法探讨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业转移

的区位选择优先问题'华坚等"&6#具体分析了湄公河五国在各个行业层面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的时空分异

问题(但是!由于)一带一路*的国家范围不断在扩大!上述有关研究区域的选择并不统一!有选择沿线 +$

个国家"&/#

(/!个国家"&"#

("&个国家"&+#

("/个国家"&0#等!而目前与我国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已达 &!0 个!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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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研究区域已不能满足现时期产业转移的指导需求(另外!尽管近年来学者们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

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展开了研究!但主要集中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产业转移层面!较少深入

具体地区进行研究(从中国对外投资的现实来看!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依然是对外投资的最主要地

区!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作为)长江经济带*的龙头地区!发挥其在)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关键节点

功能已成为区域转型及结构升级的重要路径!而长三角地区向)一带一路*产业转移的相关研究极其缺

乏!有必要进行补充研究(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方法选取

?(=>研究区域

$%&"年!国务院批准0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1!认定长三角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因

此!长三角研究区域界定为上述三省一市(截止到 $%$%年 &月底!我国已经与 &!0个国家签署)一带一路*

合作文件!由于不同国家各自发布的指标数据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基于数据可得性!选取 &%+ 个成员

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其余皆因世界银行数据库中的数据缺失而未列入研究范畴(

?(?>数据来源

研究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一带一路网(0长三角统计年鉴10国际统计年鉴1

及CV;==数据库(其中!产业承接评估指标:M;(人均:M;(城镇人口占比(人口总数(劳动力总数(互联网

用户比率(航空运输量(注册承运人全球出港量的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中国一带一路网

及0国际统计年鉴1'各国与上海的距离数据由作者利用两地经纬度计算获得!各国首都经纬度来自CV;==

数据库'长三角地区与各国产业结构的相关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与0长三角统计年鉴1(

?(@>研究方法

$(!(&'产业转移吸引力评估模型

产业转移吸引力模型衍生于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定律!用来计算自然界中 $ 个物体之间的引力大小(

经济学研究中!7.4^DIND4和;-TL-4D4最早将吸引力模型用于国际贸易量研究"$%

*

$$#

!在此!将其公式进行

相互对应转换修正后!用来计算 $个区域间产业转移吸引力的大小!得到产业转移吸引力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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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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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式中&>

4-

为区域4与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吸引能力'

+

为引力系数'T

4

为成员国家中的4国家的产业转移

承接能力!T

4

#

6

I

&

I

$

I

!

+I槡 6

$I

&

!I

$

!I

!

!+!I

6

为极值标准化后各项影响因素指标%'T

-

为长三角地区中的

地区-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T

-

可以视为常数'R

4-

为地区4与地区-之间的距离$本研究采用成员国家首都

与上海之间的距离%)

影响产业转移条件的因素有很多!包括经济水平(市场规模(劳动力资源(基础设施状况等!有关)一

带一路*产业转移研究所选取的产业转移承接能力评价体系并不统一!如张理娟等"&/#按实际转移与转移

环境构建了 +个二级指标(&&个三级指标'王鑫静等"&"#则聚焦于承接环境!构建了 / 个二级指标(&! 个三

级指标'张晓涛等"&0#构建了 +个产业承接能力指标(由于所涉及的国家相比以往研究的范围更广!有些数

据难以在世界银行数据库中找到!因此!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选取产业转移承接环境作为一级指标!并以

此构建 #个二级指标(+个三级指标!其中!指标)航空运输量!注册承运人全球出港量*为复合指标!具体

如表 &所示(

$(!($'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

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用来反映产业转移吸引能力空间的差异问题!其中!变异系数用来衡量产业转移

吸引能力的相对差异程度!计算公式如式$$%所示(

?

#

&

>

)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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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为变异系数'

&

!>为各个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值的标准差和平均值(

表 &''一带一路(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模型评估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含义

产业转移承接环境

经济总体状况

市场状况

劳动力状况

基础设施状况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M; 经济总量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M; 经济水平

城镇人口占比 城市化水平

人口总数 市场规模

劳动力总数 劳动力资源

互联网用户比率 互联网普及水平

航空运输量!注册承运人全球出港量 运输能力水平

基尼系数用来衡量产业转移吸引能力区域的差异程度!基尼系数采取分组计算法!计算公式如式$!%

所示(

9

#

$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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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6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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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

6

) $!%

式中& 9为各个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值的基尼系数':为各个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值大小的排序' 6 为研

究国家的数量' >

:

为各个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值(

$(!(!'空间自相关分析

空间自相关方法用来探讨空间集聚程度及特征分析(一般而言!全局莫兰指数表示全局空间格局!用

来反映整体空间是否具有集聚及程度大小!局部莫兰指数用以表示某区域附近的空间集聚情况(全局莫兰

指数和局部莫兰指数的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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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D为全局莫兰指数'D

F

为局部莫兰指数'!

1K

为空间距离权重矩阵'>

1

!>

K

为 1! K区域的产业转移吸

引力值'"为样本方差(

若全局莫兰指数Dx%!表示正相关!即高值与高值相邻(低值与低值相邻'若局部莫兰指数D

F

x%!表示

区域 1周围地区为高*高值相邻!或低*低值相邻(

$(!(#'产业结构相似度模型

虽然运用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及相关空间差异评价方法可以基本判断)一带一路*国家对长三角地

区产业转移吸引力状况!但是!随着资本和技术要素的高流动性!国际产业转移从产业间转移为主向产品

间转移为主转化!各国之间的产业转移具有环节分工产业链联系(中国与其产业结构相似度高的国家进行

产业转移!更能加强产业联系!实现内部纵向专业化分工和产业内贸易!也有利于长三角地区构建自身全

球价值链体系(因此!产业结构相似度也是国家之间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顺利与否的重要指标(产业结构

越相似!产业转移承接能力越好!代表这些地区是产业转移的重点区域(同时!由于长三角四省市产业结构

具有差异性!有序推进各省市的产业转移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的协同发展!因此!需要进一步计算四省市各

自与成员国家产业结构的相似度!与产业转移承接区的吸引力空间差异结合分析!可使政策更具体(更具

有针对性(根据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构造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用式$"%计算长三角地区以及四省市与成

员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指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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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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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5

4-

为4!-这 $个区域的产业结构相似指数'5

4U

为4成员国家U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5

-U

为-地区

U产业产值占总产值比重(

基于数据可得性!产业结构相似指数为三次产业结构相似指数!5

4U

!5

-U

分别为4!-这 $个区域的三次产

业比重(5

4-

的取值范围为"%!&#! 5

4-

越大!表示 $个区域的产业结构越相似!反之!则越低(

@>结果分析

@(=>%一带一路&成员国家对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吸引力的时空特征

根据式$&%!可得到 $%&!年,$%&0年)一带一路*成员国家对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吸引力均值数据

$表 $%(

表 $'$%&!年#$%&0年'一带一路(成员国家对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吸引力均值

国家 均值 国家 均值 国家 均值 国家 均值

&(韩国 #(&6$ $0(尼泊尔 %(/$% //(保加利亚 %(!/" 0$(加纳 %($$%

$(菲律宾 &(6+/ $6(巴林 %(/%0 /"(格鲁吉亚 %(!// 0!(乌干达 %($$%

!(印度尼西亚 &(0&6 !%(乌克兰 %(#66 /+(塔吉克斯坦 %(!#0 0#(多米尼加 %($&6

#(越南 &(+$$ !&(奥地利 %(#6! /0(马耳他 %(!!6 0/(赤道几内亚 %($&+

/(泰国 &(/"& !$(伊拉克 %(#"+ /6(塞尔维亚 %(!!0 0"(哥斯达黎加 %($&!

"(俄罗斯 &(#+0 !!(阿塞拜疆 %(#"& "%(克罗地亚 %(!!+ 0+(喀麦隆 %($&$

+(马来西亚 &($6# !#(匈牙利 %(#/! "&(斯洛文尼亚 %(!!/ 00(马达加斯加 %($%+

0(新加坡 &(&// !/(希腊 %(##+ "$(摩洛哥 %(!$0 06(厄瓜多尔 %($%"

6(孟加拉国 &(%%/ !"(捷克 %(##! "!(埃塞俄比亚 %(!$# 6%(赞比亚 %($%&

&%(土耳其 %(6/& !+(卢森堡 %(#!6 "#(突尼斯 %(!%6 6&(科特迪瓦 %(&66

&&(文莱 %(6!% !0(罗马尼亚 %(#!6 "/(黑山 %(!%/ 6$(特立尼达 %(&66

&$(巴基斯坦 %(0/+ !6(吉尔吉斯斯坦 %(#!$ ""(摩尔多瓦 %(!%& 6!(津巴布韦 %(&6%

&!(伊朗 %(0#6 #%(尼日利亚 %(#$+ "+(阿尔巴尼亚 %($6# 6#(莫桑比克 %(&6%

&#(沙特 %(0!" #&(白俄罗斯 %(#$& "0(斐济 %($0! 6/(萨尔瓦多 %(&0!

&/(阿联酋 %(0!! #$(斯里兰卡 %(#&" "6(也门 %($+0 6"(纳米比亚 %(&0&

&"(缅甸 %(+0/ #!(南非 %(#&/ +%(肯尼亚 %($+/ 6+(佛得角 %(&++

&+(蒙古 %(+"6 ##(新西兰 %(#&# +&(苏丹 %($+/ 60(刚果布 %(&+/

&0(哈萨克斯坦 %(+#0 #/(拉脱维亚 %(!60 +$(巴布亚 %($+# 66(塞内加尔 %(&+!

&6(意大利 %(+!" #"(爱沙尼亚 %(!6" +!(利比亚 %($"6 &%%(牙买加 %(&+$

$%(卡塔尔 %(+&! #+(立陶宛 %(!06 +#(坦桑尼亚 %($"# &%&(卢旺达 %(&+%

$&(老挝 %("#% #0(阿富汗 %(!0" +/(秘鲁 %($#" &%$(苏里南 %(&"$

$$(波兰 %(/6# #6(黎巴嫩 %(!0! +"(所罗门群岛 %($#! &%!(毛里塔尼亚 %(&/+

$!(柬埔寨 %(/+! /%(阿尔及利亚 %(!0! ++(智利 %($!6 &%#(玻利维亚 %(&/+

$#(科威特 %(/+$ /&(马尔代夫 %(!+6 +0(瓦努阿图 %($$+ &%/(多哥 %(&/&

$/(乌兹别克斯坦 %(/+& /$(葡萄牙 %(!"6 +6(萨摩亚 %($$" &%"(冈比亚 %(&/&

$"(阿曼 %(/// /!(塞浦路斯 %(!"! 0%(安哥拉 %($$$ &%+(尼日尔 %(&!/

$+(埃及 %(/!! /#(斯洛伐克 %(!/0 0&(巴拿马 %($$%

''注&由于表格篇幅限制!$%&!年,$%&0年各年)一带一路*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值并未列出

由表 $可知&&%+个国家中吸引力指数均值大于 &的国家有 6个!分别是排序 &c6的国家!其中!指数

最高的国家是韩国!均值为 #(&6$!远高于其他国家(可以看出!吸引力指数高的国家主要是东亚(东南亚(

北亚国家!与中国地理相近!因此!地理距离依然是国家间产业转移的主要影响因素(同时!这些国家同时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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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人口数量较多(产业基础相对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等经济发展优势!成为产业转移承接热点地区!

当地的市场规模(产业生产能力将成为长三角地区投资的主要动因(排序 6c$6 的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指

数处于中等水平!均值介于 %(/%%c%(66%!可以看出!中东地区国家占了较大比例!这些国家具有丰富的能

源资源!但制造业相对薄弱!与长三角地区贸易将形成互补结构(排序 !%c"" 的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

处于较低水平!均值介于 %(!%%c%(#66!国家类型多样!分布在欧洲(亚洲(非洲(大洋洲等地区!这些国家

与长三角地区的距离相对较远!说明除了地缘优势与资源优势以外!产业转移区位选择范围将更加广泛且

具有随机性(排序 "+c&%+的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低于 %($66!国家数量达 #& 个!主要分布在非洲(中

美洲等地区!其中非洲国家占了大多数!这些国家均与长三角地区的距离较远且经济总体水平较低!成为

产业转移阴影区(

根据式$$%和式$!%!可得 $%&!年,$%&0年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的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图 &%(由图

&可知&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均呈持续上升趋势!表明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空间差异态势总体呈扩大

趋势(变异系数介于 &(%%$c&(%#+!基尼系数介于 %(!6"c%(#&$!均处于较大值!表明各成员国的产业转移吸

引力存在较大区域差异!说明随着)一带一路*成员国家范围越来越大!对外投资空间的差异也将越来越

大!势必带来产业转移的较高风险(

图 &'$%&!年#$%&0年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的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

@(?>%一带一路&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空间关联特征

根据式$#%!可得 $%&!年,$%&0年)一带一路*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全局莫兰指数$表 !%(由表 !

可知&全局莫兰指数均为正数且显著!表明)一带一路*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存在一定正空间自相关'

从数值趋势来看!$%&!年,$%&0年全局莫兰指数从 %(%0"增加至 %(%06!表明产业转移吸引力空间的聚集

状况不断增强但变化幅度不大(

表 !'$%&!年#$%&0年'一带一路(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全局莫兰指数

产业转移吸引力 $%&! $%&# $%&/ $%&" $%&+ $%&0

H-IF4.J= %(%0" %(%00 %(%0" %(%06 %(%06 %(%06

M$D% /(%%/ /(%+" /(%$# /(&!/ /(&#% /(&$/

F$D% %(%%% %(%%% %(%%% %(%%% %(%%% %(%%%

局部莫兰指数体现了某区域周边情况!利用式$/%计算 $%&0年)一带一路*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

的局部莫兰指数$表 #%(

由表 #可知&韩国(新加坡(泰国(越南等东亚及东南亚国家的局部莫兰指数为正显著!且这些国家均

为产业转移吸引力值较高的国家!表明这些国家以及周围国家对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具有较强吸引力!

为长三角地区对外产业转移的热点区域'而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尼日尔(非洲西部的佛得角(南美洲北部的

苏里南的局部莫兰指数也为正显著!但这 !个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值较低!表明这些国家附近也是一些产

业转移引力较低的国家!基本为产业转移吸引力的冷点区域(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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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年'一带一路(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局部莫兰指数

国家 H-IF4.JD

F

M$D

F

% F$D

F

% 国家 H-IF4.JD

F

M$D

F

% F$D

F

%

孟加拉国 %(%%+ !(/"$ %(%%% 文莱 %(%%+ #(/!" %(%%%

佛得角 %(%%! &(""# %(%6" 印度尼西亚 %(%&+ &%(+0+ %(%%%

韩国 %(%&6 $%(&!& %(%%% 缅甸 %(%%+ $(+00 %(%%/

蒙古 %(%%! $(/$" %(%&$ 马来西亚 %(%&0 /(+!/ %(%%%

尼日尔 %(%%# &(0%! %(%+& 菲律宾 %(%&6 &#(#&6 %(%%%

新加坡 %(%&" /(%0$ %(%%% 苏里南 %(%%$ &(++& %(%++

泰国 %(%$$ +(!%# %(%%% 越南 %(%$! 6(#!" %(%%%

''注&由于国家数量众多!该表只列举了局部莫兰指数显著的国家

@(@>长三角地区对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区位选择分析

聚焦长三角整体及各省市与成员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对比!限于表格篇幅!并结合前述产业转移吸引

力指数分析!排名靠后的国家在目前状况下!短时期内可能并不能成长为长三角地区对外产业转移的优选

区域(因此!剔除掉吸引力指数排序的后 +0个国家!仅选择表 $中排序 &c$6的国家!其中!伊朗数据缺失!

故选择 $0个国家进行分析(根据式$"%!得到表 /(

表 /'$%&0年长三角地区与'一带一路(成员国家的产业结构相似度

国家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长三角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国家

产业结构相似系数

长三角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韩国 %(60/ %(66" %(6+! %(60" %(6#+ 缅甸 %(6/% %(0+6 %(6// %(6#" %(6+$

菲律宾 %(60% %(600 %(6"+ %(60% %(6#6 蒙古 %(66# %(6/# %(66! %(66! %(66&

印度尼西亚 %(606 %(6!0 %(66% %(60+ %(66! 哈萨克斯坦 %(60+ %(66# %(6+/ %(60+ %(6/$

越南 %(60! %(6/+ %(6+0 %(60& %(6+/ 意大利 %(6$" %(66& %(6%$ %(6$0 %(0"&

泰国 %(66$ %(60! %(60# %(66$ %(6"6 卡塔尔 %(6!6 %(0$# %(6/+ %(6!0 %(6+%

俄罗斯 %(60! %(66" %(6+& %(60# %(6#/ 老挝 %(6+/ %(6"& %(6"0 %(6+# %(6"$

马来西亚 %(660 %(6+$ %(66# %(66+ %(60# 波兰 %(6"# &(%%% %(6#+ %(6"" %(6&#

新加坡 %(6## %(66+ %(6$$ %(6#" %(00! 柬埔寨 %(6/% %(6&& %(6#0 %(6#+ %(6/"

孟加拉国 %(6+% %(60% %(6/+ %(6+% %(6#$ 科威特 %(6#+ %(0!0 %(6"# %(6#" %(6+/

土耳其 %(6+! %(66+ %(6/0 %(6+# %(6!$ 乌兹别克斯坦 %(6%" %(0"+ %(6%! %(6%$ %(6&0

文莱 %(6$& %(+6# %(6#$ %(6&6 %(6/6 阿曼 %(66" %(6#! %(666 %(66" %(66!

巴基斯坦 %(06" %(6!# %(0+" %(06/ %(0"& 埃及 %(66% %(6+& %(60# %(66% %(6+"

沙特 %(66% %(6$$ %(66" %(606 %(66/ 尼泊尔 %(0/+ %(6&% %(0!# %(0/" %(0&0

阿联酋 %(66" %(6#" %(660 %(66" %(66% 巴林 %(660 %(6+% %(66" %(666 %(60&

由表 /可知&$%&0年长三角地区与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排名靠前的 $0 个成员国家三次产业结构相

似度系数介于 %(0/+c%(660(其中!巴林(马来西亚(阿曼(阿联酋(蒙古(泰国(埃及和沙特阿拉伯等 6 个国

家与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结构高度相似!相似系数介于 %(66%c%(660'而与长三角地区三次产业结构相似

度较低的国家有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相似系数介于 %(0/+c%(066(鉴于长三角地区之间产业结构存在着较

大差异!应当讨论各个省市与较高产业转移吸引力国家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程度!以此协同推进产业转

移(表 /显示&与上海产业结构高度相似$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大于 %(66%%的国家有波兰(新加坡(土耳其(俄

罗斯(韩国(哈萨克斯坦和意大利等'与江苏产业结构高度相似的国家有阿曼(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

马来西亚(蒙古(阿尔及利亚及印度尼西亚等'与浙江产业结构高度相似的国家有巴林(马来西亚(阿联酋(

阿曼(蒙古(泰国和埃及等'与安徽产业结构高度相似的国家有沙特阿拉伯(阿曼(印度尼西亚(蒙古及阿

联酋(

综合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与结构相似度的组合情况来看!与长三角地区吸引力大于 & 且结构相似系

数大于 %(66的成员国家有泰国和马来西亚!可见!东南亚地区是长三角地区未来投资的重点(上海作为服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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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业发达地区!韩国(新加坡(俄罗斯这类经济水平发达(产业基础完善(科学技术先进的国家更适合产业

转移'而江苏(浙江(安徽均为制造业大省!更适合对要素成本低廉的国家进行资本转移!马来西亚(印度尼

西亚(泰国等廉价劳动力丰富的国家成为产业转移主要阵地!同时!这些国家的招商引资正处于热潮时期!

与欧美贸易也具有关税优惠(因此!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转移具有政策红利!而国内生产线扩建外移对于国

内价值链升级和全球价值链重构等具有推动作用(

A>结论与建议

&%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较高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等具有地缘优势的地区(研究发

现!吸引力指数大于 &的国家主要是韩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俄罗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

亚(东南亚国家!而吸引力指数较低的国家主要有肯尼亚(厄瓜多尔(冈比亚等非洲(中美洲国家!可见!地

理距离是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同样也是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如伊朗(

沙特(阿联酋等石油资源丰富的中东国家的吸引力值介于 %(/%%c%(66%!成为对外产业转移的次热点地区(

从整体上看!长三角地区对资源丰富(地缘优势(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有一定的区位偏好!而 &%+个国家中

有 #&个国家处于产业转移阴影区(显然!从经济角度来看!虽然成员国家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真正进入

投资者视野的国家并未增加'从国家战略角度来看!加大对地理距离遥远的成员国家的认知度!减少对外

投资企业的风险!成为合理引导对外产业转移的重点(

$%成员国家吸引力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且表现出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特征(研究发现!成员国家

的吸引力指数变异系数与基尼系数均处于较大值并呈波动上升趋势!表明存在较大区域差异!可见!随着

成员国家范围的不断增加!对外产业的转移风险也随之增加(全局莫兰指数为正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表明

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空间的集聚状况不断增强(因此!根据不同集聚类型划分国家类型是对外投资的

基础!如对劳动力较多的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建立劳动密集型产业合作!对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等资

源丰富的国家建立能源产业合作!对非洲等基础设施相对不完善的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逐步改善

这些国家的产业环境以利于产业转移承接(另一方面!政府给予充分的支持策略!基于)一带一路*倡议大

框架下!签署相关协定!合作建立贸易港口(合作工业区等经贸合作区!促进产业境外转移(而面对国外各

个国家宗教信仰(文化思想(政治制度的不同挑战!地方政府应当针对一些合作紧密的国家对其提供信息

咨询(人员培训(法律咨询等软实力服务(

!%长三角地区对外产业转移存在内部差异(通过对成员国家产业转移吸引力指数与产业结构相似度

组合发现&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是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热点国家!深入长三角内部产业结构

分析!韩国(新加坡(俄罗斯等相对发达国家是上海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而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等

资源丰富且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是浙江(江苏(安徽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因此!长三角地区在积极推进)一

带一路*走出去战略的过程中!除了考虑成员国家的产业承接能力及产业结构特征!同时也要关注自身产

业结构的差异!实现区域经济发展协同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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