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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东部经济转型与向中西部的产业转移

——对珠江三角洲经济转型的思考

吴　强

世纪之交的年代, 我国经济正面临着一个转换时期。新旧经济增长方式之间、新旧体制之间正出现磨擦, 不

仅表现为普遍性的结构失衡、增长方式放慢、市场秩序混乱, 而且连一直快速发展, 作为改革开放示范区的珠江

三角洲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 而且表现得更为激烈。

如何实现经济的顺利转型, 使珠江三角洲以至东中西部都能在进入 21 世纪后协调、快速发展, 本文在分析珠

江三角洲经济现状的基础上, 试从产业转移和财税体制改革等方面, 谈些粗浅看法。

一、喜忧参半经济转型迫在眉睫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就一直作为全国率先开放的前沿阵地、发展速度遥遥领先, 尤其是珠江三角洲地区, 抓

住了世界性产业调整的机会, 创造了非凡的业绩: 深圳、珠海这样昔日的渔村小镇奇迹般地变成开放的特区城市;

珠江三角洲的广州、东莞、中山、佛山、江门等市都步入全国城市 50 强的行列, 提前实现了第二步战略目标, 跃

入小康水平。据统计,1996 年珠江三角洲总人口 2166 万人, 占广东的 31%, 占全国的 1177%; 国内生产总值

4474 亿元, 占全国的 616%, 占广东的 70%;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全国是 5634 元, 广东是 9300 元, 珠江三

角洲是 20894 元, 珠江三角洲分别是广东省和全国的 2125 倍和 317 倍; 出口总额 537 亿美元, 占广东省 600 亿

美元的 8915%, 占全国出口总额 1510 亿美元的 3616%。①小小的珠江三角洲在全国经济中已占相当重要的地位。

全省工业企业总资产中, 国有部分仅占 2819%, 比全国平均的 5816% 低一半, 市场经济成份大大高于全国水平,

更高于中西部。②比较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坚实的经济基础, 使其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有了一定可能, 但可忧的是, 经

济增长方式并没有根本性转变, 经济发展大体上还沿着旧的轨道滑行。在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效益, 总量与结构之

间仍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11 基础工业的瓶颈制约严重, 工业产业结构趋同。一方面受资源的制约, 一次能源和矿产资源贫乏, 发展原

材料和能源工业先天不足。另一方面受市场需求的牵引, 多年来投资倾向于见效快、回报率高的加工制造业, 从

而造成了基础工业的严重不足。由于基础工业的发展滞后, 造成了工业的结构性失调, 组装、机加工业到处上马,

产品重复, 结构趋同。全省 1996 年室内空调器厂就有 45 家, 总产量 221 万台。除了格力、美的、科龙、华宝四

家外, 其余 41 家根本达不到最低年产量 50 万台的要求。广东的汽车生产和上海同时起步, 全省 17 个市办了 120

多家组装车厂,4 个市办起了 10 家整车厂, 总投资 181 亿元, 相当于上海桑塔纳汽车厂总投资的 2 倍, 但分散投

资到 879 家企业、形成 10 万辆汽车的生产能力, 只及上海桑塔纳厂的一半。投资分散, 骨干项目投资力度严重不

足, 三家主厂的生产集中度仅为 1718%, 远达不到 85% 的合理水平。因此,1995 年全省汽车产量只有 2 万辆,1996

年又下降到 113 万辆。重复建设分散了资金, 造成了产品销售价格的恶性竞争, 降低了分工效益, 也导致了工业

生产能力的闲置浪费与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

21 技术层次不高, 劳动密集型产业占主导地位。 80 年代初, 三 资企业在珠江三角洲开始落户。当时香港面

临高地价、高工资、高通胀和劳动力短缺的压力, 加工业大部分转移到近水楼台先得月的珠江三角洲。③这些企业

绝大多数非技术密集型企业, 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少, 技术装备水平也较低, 代表当代世界先进水平的装备甚少,

·98·



顾及了量的扩张, 忽视了质的提高, 使原有的相对技术优势发生了逆转。1985 年和 1995 年两次工业普查资料对

比,1985 年广东工业企业设备中,80 年代出厂的占 48%,70 年代出厂的占 40%, 前者比全国平均高 911 个百分

点, 后者比全国低 311 个百分点。到 1995 年,90 年代出厂的设备仅占 1915%,80 年代出厂的占 7914%, 前者

比全国低 1718 个百分点, 后者比全国高 2611 个百分点。很显然, 仅仅 10 年时间, 珠江三角洲工业设备的技术状

况已由先进变为落后, 工业竞争能力下降是必然的。④设备陈旧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只顾眼前利益的多, 注重开发

研制的少, 开发能力差, 小型企业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开发机构。大中型企业中, 有技术开发机构的只有 3711%,

同全国相比, 低 20 个百分点。技术开发人员占职工总数的比例也低于全国水平。如今珠江三角洲的工业产品的档

次, 无论是电视机、电冰箱、空调器、还是石油加工, 化纤布纺, 几乎和全国其他地区处于同一水平。如手表, 国

外已开发多功能的智能手表, 可测体温, 可兼翻译, 可兼记事等, 而珠江三角洲的此类产品至今“涛声依旧”。在

近期举办的世界消费类电子展上, 除了中国及个别拉美国家的展台外, 已看不到传统的彩电, 国外大公司所展出

的全是高技术的视听产品, 如液晶电视, 等离子大屏幕, 数字视听产品等, 这是珠江三角洲的彩电生产所没有涉

及到的技术领域。

31 中小型企业构成了产业组织的主体, 规模效益得不到发挥。珠江三角洲的企业, 一般规模都比较小, 据统

计, 全省 1995 年底共有乡以上独立核算的工业企业 42680 家, 固定资产原值 4298 亿元, 平均每家企业 1000 多

万元。其中, 大型企业 515 家, 占企业总数的 112%, 中型企业 1263 家占 3% 不到, 其余的为小型企业。外商投

资 (包括港澳台) 创办的企业也大体如此,1995 年 5092 家三资企业注册登记, 平均注册资本仅 200 余万美

元。⑤

规模小的企业虽决策灵活, 利于吸纳就业人员, 船小好调头; 在商品短缺、经济快速发展时期, 商业机会较

多, 产品不愁销路。时至今日, 市场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商品出现了相对的结构性过剩。企业规模小, 技术素质

不高, 影响到了产品的质量与档次。产品若只有量的增加, 而无质的提高, 无论怎么打扮也难取悦于人。国际市

场的竞争在 21 世纪将更加激烈, 我国于 1997 年 10 月 1 日再次降低了进口关税, 使国外产品进入我国市场更加容

易, 这将使国内外市场竞争更加剧烈。而广东占全国出口产品的四成, 其中的 90% 又在珠江三角洲, 产品的销售

对国际市场依赖性较大, 进口关税的降低, 意味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进一步溶合, 出口产品大户的珠江三角洲

首当其冲。国际市场上价格的竞争逐渐弱化, 质量档次的竞争在加强, 比例过大的小型企业的大量存在, 降低了

资源配置的效率, 使产品升级换代和规模效益难以实现。

41 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变化, 劳动力价值低廉的优势基本失去。90 年代初的投资膨胀引发了开发区和房地产

热, 使得本来无价或低价的土地价一下子变得十分昂贵。水、电、原材料、燃料运输以及资金等生产要素价格比

全国其他地方都要高得多。环境、治安、城市建设、社会管理等各种非生产要素也越来越多, 尤其是劳动力价格

上升更快, 导致企业的生产成本、销售成本迅速攀升。据统计,1985 年集体企业职工人均年收入, 广东 1184, 陕

西840 元, 绝对差额 344 元;1995 年, 广东增加到 6395 元, 陕西增加到 2795 元, 差额从 344 元拉大到 3600

元, 差距拉大了 10 倍。仅仅由于劳动力的价格变化, 在西部的陕西可以赚钱盈利的项目, 在珠江三角洲就可能微

利或亏损。1996 年工业产品销售率, 全国 95186%, 广东 95159%。资金利润率, 全国 7142%, 广东 613%; 成

本费用利润率全国 2173%, 广东 2153%。这些指标中, 广东不仅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 有的指标且低于中西部的

河南、陕西、云南等省。⑤经济效益指标的横向比较, 说明广东经济的发展基数较大, 速度虽快, 但仍处于粗放阶

段。

从国内市场需求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人民生活已从温饱型向小康型迈进, 消费需求结构从较低

层次向较高层次迈进。生产出的满足最基本需求的产品, 市场已经饱和, 并开始出现过剩。而适应人们更高消费

需求的产品, 如高档服装、电脑和多媒体产品等, 生产能力却不足, 很多要依赖进口。国际市场上, 世界科技发

展日新月异, 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性产品的竞争优势逐渐下降, 我国以价取胜的出口产品往往被指责为倾销。科

技含量高, 附加值高的产品竞争优势不断增强, 即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也越来越注重科技含量的高低。可我国

东部沿海地区, 尤其是珠江三角度洲, 出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劳动力价格低廉的基础上, 靠以量和以价取

胜, 在国际贸易中处于越来越被动的地位。

世纪之交的当代,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不进则退。珠江三角洲的经济转型已迫在眉睫。

二、经济转型与合理的产业转移

研究经济转型问题一定要有区域的概念, 和区域相联系, 因为, 只有在比较中才能看出各地的长处与短处, 看

出经济发展的趋势, 在比较中才能选择珠江三角洲及东部经济转型的实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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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资本向中西部流动是 21 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珠江三角洲和整个东部沿海地区一样, 在过去十几年

中, 依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的倾斜政策, 实现了经济增量跳跃式的增长。在原有政策优势弱化的 90 年代末,

靠政策的优势吸引国内外投资的势头在逐渐减弱, 而资源的劣势制约却更加显现。对此, 不仅理论界, 决策者也

已深刻认识到“广东是资源缺乏的省, 改革开放使加工业得以快速发展, 但从长远看, 这种优势是暂时的, 随着

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租、工资等费用的提高, 广东曾拥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成本的优势正在逐渐消失。”⑥恰恰相反

的是, 中西部地区尤其是西部地区, 凭借得天独厚的地上地下资源和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 加上国家加快中西部

发展政策的落实, 国家投资重点在西移, 中西部的投资增长已快于东部。据 1996 年 1-4 月份的统计, 中西部完

成投资量比上年同期增长 3118%, 增幅高于东部地区 1716 个百分点。

投资于中西部的资本回报率也在上升。报载, 地处沿海的烟台市, 积极实施西进计划, 在中西部办的企业无

一亏损, 扭转了烟台市由于 10 多年的发展, 劳动力价值高, 原材料能源短缺等潜在的矛盾。烟台市委面对变化了

的经济形势, 提出了到中西部去创业, “再造烟台的战略”。投资于中西部 816 亿元, 办起了 120 多家企业, 个个

盈利。1996 年实现产值 23 亿元, 利润 211 亿元。⑦一花引来万花开, 沿海企业奏响了“西进”序曲, 行业性和区

域性的产业转移已露头角。从 1996 年初开始正式实施的纺织业东绽西移已启动 7 个项目, 共计 26 万绽,1997 年

完成 24 万绽。上海市在 1995 年就作出了将 2000 家国有企业转移到西部的规划, 当年就实施了 43 项。江苏也明

确提出, 要在产业升级转型中把闲置的设备转移出去。不仅东部的企业, 就连一些外资企业也出现了“李二嫂改

嫁”的现象。据《经济参考报》报道, “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 部分外资企业离开了自己的‘出生地’, 北上

西去远走高飞。广东省的澄海市, 地处南海之滨, 毗邻汕头经济特区, 投资条件优越。然而近年来, 确有一些在

这里起步发展的外资企业, 先后转移到内地投资。”⑧

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虽然只是苗头, 但却是一件喜事, 符合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产业阶梯性发展的必

然趋势。

21 抓住机遇, 在经济转型中实现同中西部资源的优化配置。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在于提高生产要素的使

用效率,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就要在宏观层次上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生产要素的配置是否优化, 对生产要素的

使用有决定性的影响, 是一个渐进变化的过程, 在不同的时空, 可以是合理的, 也可以是不合理的。80 年代初, 海

外和港澳地区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在当时珠江三角洲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土地、税收

减免等要素的优化组合下, 经济飞速发展。“远看是洋货, 近看是广货”, 珠江三角洲的产品当时在国内市场上出

尽了风头, 领略了风骚。但花无百日红, 在经济发展发生了很大变化的当代, 许多优势已失去了往日的风彩, 过

去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 已逐渐成为次佳或不佳。原来赚钱的产品, 有的已无利, 盈利的企业, 有的已开始亏损。

怎么办? 因势利导, 把已难产生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尽快向中西部转移, 实现资源的再次最佳配置, 留下效益

好的产业实现升级换代。

31 经济转型与产业转移的具体实施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由于东中西部经济发展的基础不同, 在资金、人才

等方面处于劣势的地区, 即便是投资开发高科技产品, 也不一定能在国内、国际市场竞争中站住脚。经济转型各

地不能齐步走, 不具备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优势的地区, 应更多的通过技术、人才的交流与联合, 吸引外地资产与

本地资源的组合, 对本地区的相对优势产业进行技术改造, 提高传统产业的技术含量, 而且要有紧迫感。看清的

方向, 认准了的项目, 就应当仁不让, 非我莫属, 在实现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更是如此。要知道, 先行的转移, 选

择的空间多, 能更早产生新的经济效益。至于具体方式应灵活多样。

中西部的有识之士理应看到, 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虽带有一定的“剥削”性质, 但非“鬼子”进村。回

首 80 年代, 东部沿海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正是抓住了世界产业调整的机会, 才创造了非凡的业绩。现在该是中西部

睁大眼睛抓住机遇的时候了! 在世纪之交的时期, 要加大改革的力度, 加快向市场经济迈进的步伐, 使东部转移

来的产业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齿合度更高一些, 在宽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早出效益, 早日开花结果。优势的

互补, 资源的重新配置, 必然推动中西部的发展, 同时也使东部的企业在沿海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轻装上阵加快

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步伐。

当然,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 也不能齐头并进。因为, 从总体上讲, 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

仍是广东工业的主体, 是推动珠江三角洲在 2010 年初步实现工业化的主导产业, 是存量资产的“底数”。忍痛割

爱势所不免, 但也只能部分部分地“割”。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同时, 用高新技术引导现有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组建集团型的大字号企业。重点办好一批高新技术研究开发基地, 不断地培育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点。选择一批

重点企业, 用高新技术装备, 进行全面技术改造, 使之成为科技先导企业, 早日形成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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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财税体制保证经济转型的实现

在珠江三角洲, 乃至东部沿海地区, 实现两个根本性转变的过程中, 不论产业的合理转换、规模化生产, 还

是集约型经营, 总和现行财税体制、财税政策存在着冲突, 只有不断地改革, 才能使经济转型顺利进行。

11 完善税制, 推行股份制, 解决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问题。1949 年以来, 扩大再生产的方式实质上一直重

外延, 轻内涵。各地都乐意铺新摊子, 明知重复, 也在所不惜。东部如此, 珠江三角洲同样如此。国家对重复建

设产业结构趋同痛心疾首, 朱�基总理在九届人大答记者问时, 认为这是今后要解决的最大问题。对此, 不少专

家进行过探讨, 也提出了对策, 但对最根本的原因, 即财税问题引起的经济利益问题却未涉及。⑨

自古就有为官一任富民一方的古训, 顾名思义, “方”即管辖的范围, “富”即为所属地区谋求利益。甲地的

官员, 自然很难会考虑乙地的事情, 这无可非议, 问题是地方各级党政领导政绩的考核既有产值指标又有税收指

标, 还有居民收入等指标。由此, 自然引发各自为阵等难以指责的行为, 就有了利润高、有利可图的项目各地都

纷纷仿照的效应。为了各自的利益, 又都相互保密, 甚至互挖墙角, 继而导致了重复建设产业结构趋同, 技术水

平偏低和普遍的效益低下。如果在经济转型转制中推行股份制, 股份制企业按股分红, 按股分税, 按股分产值。就

可以顾及各方的利益和各方官员的政绩。

如真能这样, 铺新摊子重复建设就会大大地减少, 经济转型就容易多了。但是, 现在的税收政策规定企业就

地上税, 按行政区划统计产值, 如此做法影响着珠江三角洲也影响着经济转型与企业改革的进程。据报道, 全国

都在学习的邯钢, “相中”了舞阳钢铁厂, 舞阳钢铁厂也愿投其部下喜结连理。冶金部和国家体改委也很支持这门

“亲事”, 但具体的阻力是跨省行事, 涉及到两省政府的税收等方面的利益。βκ

传统的体制下, 合理的事未必合法, 要做到合理又合法, 就要改革和完善现行的税收制度、统计法规和对各

级地方党政领导的考核办法。税收和统计都有国家的立法, 但只要有不利于经济发展和不利于两个根本性转变的

条文, 就应依据党的十五大精神和九届人大的精神, 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更何况珠江三角洲历来是先吃螃蟹的勇

敢者, 先试行改革也未尝不可。

21 引导企业职工入股, 使产权人格化, 搞活转型企业机制。企业效益不高,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内部的机

制不活和产权关系不清晰引起。从理论上讲, 中国企业的产权是清晰的, 尤其是新办企业较多的珠江三角洲, 企

业产权更加清晰。但是, 无论国有企业产权还是集体企业产权也只是理论上清楚, 实际上抽象。模糊的产权意识,

难以从实际上解决谁真正关心企业资产的重新组合和保值增值的问题。这就应明确产权的实际归属, 使产权人格

化, 使资产运营的效益和资产主人的利益挂起钩来。在转型转制中和产业的升级中, 把企业改造成“公中有私, 私

中有公”的混合性企业。使国有股、集体股、企业法人股、内部职工股和社会公众股揉合在一起, 形成“你中有

我, 我中有你”的混合经济, 形成不同的利益主体在一个母体内共同发展的崭新格局。在这样的混合型母体企业

中, 各种股份会发挥自己的裂变效应, 最活跃的当属内部职工股。

每个职工的股份虽然在企业总股本中微不足道, 但对职工个人来说不是一个小的数字, 所产生的心理效应很

大。职工会感到既是企业的职工, 又是企业的股东, 企业有自己的一份, 主人翁意识体现的尤为强烈。企业新上

项目新上产品都要充分论证讨论, 并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至于献计献策, 争做贡献, 监督财务, 更是理所

当然的行为。凡有这样机制的企业, 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都较容易, 经济效益也必然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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