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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产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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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区域发展战略调整和国际 产 业 转 移 的 背 景 下，沿 海 的 传 统 产 业 出 现 了 向 中 部 加 速 迁 移 的 趋 势，

安徽正面临着承接沿海产业 梯 度 转 移 的 重 大 历 史 机 遇。根 据 相 对 产 业 梯 度 模 型，以 安 徽、上 海、江 苏、浙

江、广东和福建六省市为样本，对安徽 承 接 沿 海 转 移 的 目 标 产 业 进 行 了 实 证 分 析。安 徽 在 饮 料 制 造 业、农

副食品加工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 等 传 统 行 业 和 电 气 机 械 及 器 材 制 造 业、交 通 运 输 设 备 制 造 业、专 用

设备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显示了明显的承接优势。安徽要增强对产业转移的科技支撑，促进制度创新，改

善产业承接环境，以进一步提高区域产业承接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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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研究背景

进入２１世 纪 以 来，为 了 减 缓 区 域 经 济 发 展 差

距，我国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东北老工业

基地振兴计划，２００６年 启 动 了 中 部 崛 起 战 略，由 此

形成了从沿海到内地、从边缘到中心、从非均衡发展

到均衡发展的区域战略变迁。在区域发展战略调整

和国际产业转移的背景下，中部地区经济获得了快

速发展，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

产业的比较优势不断弱化或消失，东部沿海的传统

产业出现了向中部加速迁移的基本态势［１］。
为承接东部沿海的产业转移，安徽提出了东向

发展战略，积极参与以长三角和珠三角为核心的区

域产业分工与合作［２］。安徽具有良好的地 缘 优 势、
资源条件、产业基础和不断改善的配套设施，安徽在

区域产业分工与合作中的努力也得到了中央政府的

政策支持，安徽已有合肥、芜湖、安庆３个城市（开发

区）被商务部认定为全国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

接地，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也已启动建

设，合芜蚌自主创新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被赋

予“先行先试”特权。这些因素为安徽承接沿海地区

产业转移提供了新的平台，安徽正面临着承接东部

沿海产业梯度转移的重大历史机遇。
近些年来，东部沿海产业向安徽加速转移的趋

势日 益 明 显。２００８ 年 安 徽 实 际 利 用 省 外 资 金

３２２６．５亿元，比２００２年 增 长 了１７．５倍，年 均 增 长

６２．５％，其 中 来 自 长 三 角 地 区 的 资 金 占５５％以 上。

２００９年１月－１０月份，全省利用省外资金项目实际

到位资金３９０７．９亿 元，同 比 增 长４３．８％，其 中，来

自浙江 的 投 资 项 目 额 达 到４０７２个，投 资 额３５９２．６
亿元，到位资金９３１．４亿元，占全省利用省外资金的

２９．６％；上 海 市 有１６１５个 项 目，投 资 额３４９０．０亿

元，到位资金４３７．８亿元，占１３．９％；江苏省有３１３４
个项目，投资额２２００．０亿元，到位资金５４２．８亿元，
占１７．３％；广东省有７１３个项目，总投资１２５６．６亿

元，到位资金２４１．８亿元；福建省有５２１个项目，总

投资７１４．３亿 元，到 位 资 金１６３．５亿 元；山 东 省 有

３３６个项目，总 投 资３２５．７亿 元，到 位 资 金６０．５亿

元。这些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占安徽全省利用省外资

金的比例超过９０％。［３］

安徽具有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比较优

势和现实基础，但安徽应该如何合理承接沿海地区

的转移产业，如何加速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区的建设，需要结合安徽和沿海地区的产业现状

及产业分工差异进行具体分析和实证研究。本文利

用相对产业梯度系数计算模型，以长三角地区的上

海、江苏、浙江和珠三角地区的广东与福建沿海五省

市及安徽为样本，对东部沿海需转移的产业和安徽

可承接的产业进行定量测算与比较，以更好地理解

和实践皖江 城 市 带 与 东 部 沿 海 地 区 的 产 业 对 接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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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产业梯度测度模型

梯度的本义是指事物在空间上呈现的递增或递

减的分布特征。在区域经济学中，用梯度来表达一

定空间距离内的经济变量分布特征，如要素禀赋梯

度、经济发展梯度、技术梯度、产 业 梯 度 等。［４］其 中，
产业梯度能综合反映区域产业结构与产业分工的阶

梯层次差异，是区域产业转移的重要基础。尽管理

论界关于产业梯度转移有顺梯度转移、反梯度转移

和跨梯度转移的争论，但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

和区域产业转移的现实来看，顺梯度转移仍然是我

国区域产业转移的主要空间表现形式。当前，我国

东部沿海向中部的产业转移整体上也属于顺梯度转

移，本文以此为实证研究的假设前提。
产业梯度的差异是东中部产业转移的基础，分析

中部能够承接东部哪些产业转移，需要评估不同产业

的区域梯度分布状况。关于产业梯度的计算，研究者

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计算方法。马蒂拉（Ｊ·Ｍ·Ｍａｔｔｉｌａ）
和汤普森（Ｗ·Ｒ·Ｔｈｏｍｐｓｏｎ）最早提出了区位商（ｌｏ－
ｃａｔｉｏｎ　ｑｕｏｔｉｅｎｔ，Ｌ　Ｑ）的概念［５］。区位商是某区域特定

产业的增加值占该区域所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与全国

该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所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之比，其
数学表达式为ＬＱｉｊ＝（ｅｉｊ／ｅｉｊ）／（Ｅｉ／Ｅｔ），其中，ＬＱｉｊ表示

ｊ地区ｉ产业的区位商，ｅｉｊ表示ｊ地区ｉ产业的增加值，

ｅｔｊ表示ｊ地全部产业的增加值，Ｅｉ 表示全国ｉ产业的增

加值，Ｅｔ 表示全国全部产业的增加值。
区位商反映了某个区域特定产业的相对专业化程

度，若某产业区位商大于１，认为该产业是该地的比较

优势产业，区位商越大，该产业在全国的比较优势越

大，专业化水平越高。区位商在整体上反映某区域特

定产业相对于全国平均的专业化优势，但不能真实反

映该产业的实际专业化程度和竞争优势，某地区位商

大于１的工业部门，可能是该区域整体经济规模偏小

或者其他因素造成的。一些学者在此基础上对产业梯

度的计算方法进行了优化。
戴宏伟在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对区域产业比较优势

的影响的基础上，最先用区位商（ＬＱ）和比较劳动生产

率（ＣＰＯＲ）的乘积来衡量区域产业梯度水平，并称之为

产业梯度系数（ＩＧＣ）［６］。其后有不少学者利用这种方

法做过类似的分析［７］。熊必琳等认为专业化水平与劳

动生产率水平及资本产出水平相互促进，三者互为乘

数 关 系，因 此，在 模 型 中 引 入 了 比 较 资 本 产 出 率

（ＣＣＯＲ），提出了改进的产业梯度系数计算模型，从区

位、劳动力和资本等方面综合反映产业梯度分布［８］。
改进后的产业梯度系数计算模型为：

产业梯度系数＝区位商（ＬＱ）×比较劳动生产率

（ＣＰＯＲ）×比较资本产出率（ＣＣＯＲ），其中：

　　区位商（ＬＱ）＝
某地区某产业增加值占该地区所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全国该产业增加值占全国所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
；

比较劳动生产率（ＣＰＯＲ）＝
某地区某产业增加值与该地区该产业从业人员数的比

全国该产业增加值与全国该产业从业人员数的比
。

某地区某产业劳动生产率
全国该产业劳动生产率 ＝

比较资本产出率（ＣＣＯＲ）＝
某地区某产业增加值与该地区该产业平均资产额的比

全国该产业增加值与全国该产业平均资产额的比
。

３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我国中部和东部地区共涉及到１６个省（市），为
便于计算和结果的输出，不对这１６个省（市）全部进

行计 算 分 析。在 东 部 沿 海 地 区，主 要 选 取 上 海、江

苏、浙江、广东和福建五省市为样本。在中部地区，
鉴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建设目前已

在安徽全面启动，深入研究安徽怎样做好与长三角

和珠三角的产业对接活动很有现实意义。因此，本

文在区域产业梯度比较的基础上，侧重研究安徽应

该承接沿海五省市的哪些转移产业。由于沿海地区

与中部的产业结构仍以第二产业为主，目前沿海需

要向内地转移的主要还是工业部门。因此，依据《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ＧＢ／Ｔ４７５４－２００２），以煤

炭开采和洗选业等为代表的３７个工业产业部门在

这里被选为研究对象。
尽管熊必琳等提出的改进的产业梯度系数从专

业化分工和技术经济效率等方面综合反映了区域产

业梯度差异，弥补了区位商计算方法的不足，相关指

标对应的统计数据也比较容易获取。但是，据此计

算出的产业梯度系数是各地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而

言的，安徽相对于全国占优势的产业部门与沿海同

类产业部门相比未必一定占优势，安徽相应的行业

与沿海地区样本省市相比是否有比较优势，还要将

安徽与沿海 地 区 样 本 省 市 的 产 业 梯 度 系 数 进 行 比

较，其比值即相对产业梯度系数大于１的产业是安

徽的比较优势产业，这些产业才可能被确定为安徽

从沿海承接的目标产业。根据这一原理，下文主要

利用相对产业梯度系数计算分析安徽承接沿海产业

转移的产业选择。
计算产业梯度系数中需要利用的工业产业增加

值、工业产业年平均从业人员数、工业产业流动资产

额与固定资产净值和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等统计指

标，其 对 应 的 原 始 数 据 取 自 于 《中 国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０８）》、《安徽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８）》、《上 海 统 计 年 鉴

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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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８）》、《江苏 统 计 年 鉴（２００８）》、《浙 江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０８）》、《福建统计年鉴（２００８）》和《广东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文中所提到的工业增加值都是指年主营业

务收入在５００万元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的工业增加

值，文中不再予以说明。
由于《上海统计年鉴（２００８）》没有提供各工业行

业具体的工业增加值指标，因此上海市部分工业行

业的工 业 增 加 值 数 据 从《中 国 工 业 经 济 统 计 年 鉴

（２００８）》中进行补充，还有部分缺失的行业工业增加

值数据用上海相应行业的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

产值的比重同全市工业增加值的乘积来替代。上海

市的非金属矿采选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的工业企业数为零，广
东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工业企业数为零，其相对应

的产业梯度系数在表中用数字０来表示。

４　实证分析结果

以上述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为原始数据，先

分别计算各行业相对应的区位商、比较劳动生产率

和比较资本产出率，最后合成计算出各行业的产业

梯度系数。如表１所示，安徽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农副食品加工业、烟草加工业、皮革、毛皮、羽毛（绒）
及其制品业、印 刷 业 和 记 录 媒 介 的 复 制、橡 胶 制 品

业、塑料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专用设备制造

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等１４个行业的产业梯度

系数都大于１，表明安徽的这些行业的产业梯度 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

表１　安徽与东部沿海部分地区产业梯度系数表（２００７年）

行业 安徽 上海 江苏 浙江 广东 福建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１．４８５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８８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０００　 ０．６２９６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８２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５７３　 ０．０３１８　 ０．２１１２　 ０．９９３３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０．３３６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１１３　 ０．０５６４　 ０．６８０５　 ０．６３２７
非金属矿采选业 ０．３７８３　 ０．００００　 ０．１７４７　 ０．４７９６　 ０．３６７０　 １．４８２０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１．１４７７　 ０．１３０１　 ０．５９３５　 ０．０７６９　 ０．３４１７　 ０．５１５３
食品制造业 ０．７１１７　 １．０００８　 ０．２１１０　 ０．２０５５　 ０．９０６８　 ０．９４７７
饮料制造业 ０．７３５４　 １．０７７２　 ０．４６７５　 ０．６７３６　 ０．７１０５　 １．２２７２
烟草加工业 １．２３４５　 ６．１８５０　 ５．３０８６　 ３．２８２１　 ０．９１２９　 １．９２９４
纺织业 ０．４２４８　 ０．３２３６　 ２．１８６４　 １．５１３０　 ０．５１８０　 １．３５７３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２８３６　 ２．０３８９　 ２．１８１１　 １．５４９１　 １．１０００　 ４．１３３３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１．２４７１　 ０．２２８２　 ０．６５６１　 １．４２８６　 ０．７８８６　 ５．３４５９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业 ０．９６３１　 ０．１９１０　 １．３８３２　 ０．５７８４　 ０．４３１４　 １．２３２０
家具制造业 ０．３１８５　 １．７０６５　 ０．１９９１　 １．０１８９　 １．４７１８　 １．２８８６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０．４０２２　 ０．４５０６　 １．１３７１　 ０．６１７６　 ０．９０４８　 １．１８８７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１．３７７２　 ０．６８９２　 ０．５６１５　 ０．６８９２　 １．２３４９　 ０．７０９７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４７４４　 １．５０３６　 ２．０８３９　 １．６６７６　 ２．６０８５　 １．２８９７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０．２０２２　 ０．４２７２　 ０．６０９６　 １．３７４４　 ３．０４６０　 ０．１３２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７４３５　 １．６７５２　 ２．１２４４　 ０．５８８１　 １．７７２４　 ０．２５６７
医药制造业 ０．１９１０　 ０．７９２４　 １．１２４４　 ０．７８５２　 ０．５５４７　 ０．４８９３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５５３８　 １．２８６３　 ６．２７４０　 ４．２５５１　 ０．６８５２　 １．８３６９
橡胶制品业 １．６７３９　 ０．４３９６　 ０．９４７８　 ０．６９８８　 ０．２６７４　 １．３７２５
塑料制品业 ２．２５０１　 ０．７３３５　 １．０６７８　 １．４２６２　 １．３６３７　 １．６８６３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０．７８３０　 ０．５０５６　 ０．５９８９　 ０．４１０９　 ０．７５７７　 １．７４４８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４７０４　 ２．８３９４　 １．６８４３　 ０．１４３５　 ０．１９６３　 ０．３４１１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２．０６４２　 ０．１５３１　 １．３０６１　 ０．２８７１　 ０．６４１１　 ０．５６６９
金属制品业 １．１７２５　 １．５６１９　 １．８３０９　 ０．６６２１　 １．３２０４　 ０．５１４３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９６８７　 ２．７０９０　 １．４２７８　 ０．９３２５　 ０．３１７８　 ０．５４０６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１．１２７０　 １．４０８４　 １．１４６０　 ０．６８１６　 ０．５２２８　 ０．５８８９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１．１６６５　 ２．８８１８　 ０．６１１９　 ０．４６６１　 １．８６７０　 ０．４９１４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５．３５３５　 １．３４７５　 １．７９３４　 ０．７７０４　 １．５４３５　 ０．６７８４
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１９９５　 １．９９８２　 １．８３４７　 ０．２９３１　 １．９１１３　 ２．０７４９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８０５６　 ３．０２０４　 ２．０８４３　 ０．９００８　 １．５８８９　 ０．５４２４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０．８０４２　 ０．７３９４　 ０．９４９２　 １．１８６３　 １．２９６２　 ３．６８１３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０．７０５６　 １．５１４３　 ０．５９２４　 ０．４８１９　 １．９８９７　 ０．０２９３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３８１５　 １．９１４３　 １．０２３５　 ２．０１１７　 ２．４９３２　 ０．９１１８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２６１３　 ０．５３５８　 ０．９２７６　 ０．２８２８　 ５．３７１９　 ０．０７３６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９１９８　 ０．１３２９　 ０．５６６６　 ２．０６４６　 ５．７４４６　 １．６６４１

　　注：表中数据采取了四舍五入法保留到小数点后四位数字。

　　从表１中看出，对于有些产业，安徽与沿海省市

的产业梯度系数都大于１，但安徽比沿海省市的 梯

度系数更高，这些产业显然是安徽的比较优势产业；
还有些产业，安徽与沿海省市的产业梯度系数都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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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但沿海部分省市对应的产业梯度系数更低些，
这些产业也应视为安徽的比较优势产业。表２利用

相对梯度系数来反映安徽与沿海样本省市的产业梯

度，表中被加粗的黑色数字对应的产业是安徽可从

其所对应的沿海样本省市承接的产业，其中，安徽从

沿海样本省 市 可 普 遍 承 接 的 产 业 有 农 副 食 品 加 工

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橡胶制品业、塑料制

品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电气机械及器材

制造业等产业。

表２　安徽与东部沿海部分地区相对梯度系数表（２００７年）

行业 安徽上海 安徽江苏 安徽浙江 安徽广东 安徽福建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 ９．３６　 ３３７．６８ －－－ ２．３６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 ５．２２　 ２５．８２　 ３．８９　 ０．８３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 ２９．７３　 ５．９６　 ０．４９　 ０．５３
非金属矿采选业 －－－ ２．１７　 ０．７９　 １．０３　 ０．２６
农副食品加工业 ８．８２　 １．９３　 １４．９２　 ３．３６　 ２．２３
食品制造业 ０．７１　 ３．３７　 ３．４６　 ０．７８　 ０．７５
饮料制造业 ０．６８　 １．５７　 １．０９　 １．０４　 ０．６０
烟草加工业 ０．２０　 ０．２３　 ０．３８　 １．３５　 ０．６４
纺织业 １．３１　 ０．１９　 ０．２８　 ０．８２　 ０．３１
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 ０．１４　 ０．１３　 ０．１８　 ０．２６　 ０．０７
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 ５．４６　 １．９０　 ０．８７　 １．５８　 ０．２３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业 ５．０４　 ０．７０　 １．６７　 ２．２３　 ０．７８
家具制造业 ０．１９　 １．６０　 ０．３１　 ０．２２　 ０．２５
造纸及纸制品业 ０．８９　 ０．３５　 ０．６５　 ０．４４　 ０．３４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 ２．００　 ２．４５　 ２．００　 １．１２　 １．９４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０．３２　 ０．２３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３７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０．４７　 ０．３３　 ０．１５　 ０．０７　 １．５３
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 ０．４４　 ０．３５　 １．２６　 ０．４２　 ２．９０
医药制造业 ０．２４　 ０．１７　 ０．２４　 ０．３４　 ０．３９
化学纤维制造业 ０．４３　 ０．０９　 ０．１３　 ０．８１　 ０．３０
橡胶制品业 ３．８１　 １．７７　 ２．４０　 ６．２６　 １．２２
塑料制品业 ３．０７　 ２．１１　 １．５８　 １．６５　 １．３３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１．５５　 １．３１　 １．９１　 １．０３　 ０．４５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０．５２　 ０．８７　 １０．２５　 ７．４９　 ４．３１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１３．４８　 １．５８　 ７．１９　 ３．２２　 ３．６４
金属制品业 ０．７５　 ０．６４　 １．７７　 ０．８９　 ２．２８
通用设备制造业 ０．３６　 ０．６８　 １．０４　 ３．０５　 １．７９
专用设备制造业 ０．８０　 ０．９８　 １．６５　 ２．１６　 １．９１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０．４０　 １．９１　 ２．５０　 ０．６２　 ２．３７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３．９７　 ２．９９　 ６．９５　 ３．４７　 ７．８９
通信、计算机及电子设备制造业 ０．１０　 ０．１１　 ０．６８　 ０．１０　 ０．１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０．２７　 ０．３９　 ０．８９　 ０．５１　 １．４９
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 １．０９　 ０．８５　 ０．６８　 ０．６２　 ０．２２
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 ０．４７　 １．１９　 １．４６　 ０．３５　 ２４．０８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０．７２　 １．３５　 ０．６９　 ０．５５　 １．５２
燃气生产和供应业 ０．４９　 ０．２８　 ０．９２　 ０．０５　 ３．５５
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６．９２　 １．６２　 ０．４５　 ０．１６　 ０．５５

５　结论与启示

行业相对梯度系数分析表明，安徽在不少行业

有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优势，安徽承接沿海转移的

产业必须从比较优势这一基准出发，这个比较优势

不仅是安徽相对全国的比较优势，还要考虑安徽相

对产业移出地的比较优势。安徽既能承接沿海的一

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饮料制造业、农副食品加工业、
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造业等，可以促进本地

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和本地资源的有效利用。安徽也

能承接能源密集型的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可以提高本地能源

的利用效率。在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的基

础上，安徽更要利用自身的科教资源与智力优势，加
快承接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

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和电力、热力

的生产和供应业等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产业或

高科技产业的劳动密集型环节，推动安徽的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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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需要引起产业承接地的地方政府重视的是，在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安徽不能仅以产业比

较优势为唯一遵循的产业承接基准。如果地方政府

片面追求本地的ＧＤＰ增长业绩，忽视对自然环境承

载力的长远考虑，沦为东部高污染产业的“环境避难

所”，安徽有可能陷入所谓的“比较优势陷阱”和“贫

困化增长”经济处境［９］。因此，尽管安徽在废弃资源

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

业、塑料制品业、橡胶制品业、皮革、毛皮、羽毛（绒）
及其制品业等产业上有较明显的承接优势，但要考

虑安徽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兼顾可持续发展原

则，促进安徽产业承接与环境生态改良的协调发展。
上面依据统计数据分析了适合于中部承接的沿

海转移产业，但这是一种潜在的产业承接优势，安徽

能不能真正成功承接沿海的转移产业，还需要其他

方面相关条件的配合［１０］。比如，安徽需要缩小与沿

海地区的制度距离，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与公共服务

水平，降低沿海产业转移的交易成本；推进产权制度

改革，提高国有企业的市场自主性，优化非公经济成

长环境；增强对产业转移的科技支撑，促进技术自主

创新和产业升级，实现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升级相

结合。安徽要以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的

建设为战略 契 机，加 强 制 度 创 新，改 善 区 域 投 资 环

境，培育区域产业集群，提高产业承接绩效。
需要说明的是，区域产业的比较优势是动态发

展变化 的，并 非 静 态 不 变 的。这 里 的 研 究 是 依 据

２００８年统计年鉴中的统计数据所做的静态分析，没

有依据面板数据对东中部产业转移进行长期的动态

演进分析，还难以据此对东部沿海长期的产业转移

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但对分析安徽与东部沿海先

进地区的产业衔接提供了参照。由于第一产业对地

理位置及气候有较强的自然依赖性，这里主要就第

二产业中的工业行业进行了产业梯度比较分析，但

安徽有没有潜力承接沿海的第三产业转移，比如研

发与设计业、保险与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管理咨询

业、商业流通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等，这是一个非

常有意义并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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