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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金融危机下的企业迁移行为》内容系统性强，研究角度新颖，不仅可供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中
从事区域经济、工商管理等学科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人员参考借鉴，而且对企业界决定企业迁移区位选
择的管理人员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首先统计分析了东中西、不同省区之间企业分布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
区域非均质性是区域中小企业发展空间差异性的根源，这决定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关键在于整合区域要
素，培育区域特色产业，发展专业化小企业集群。
　　其次，分析了浙商外迁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规模分布及其发展态势，发现沪、苏、赣成为浙
江企业外迁的主要区域，详细阐述了深圳企业外迁的态势，并比较浙沪苏投资环境，具体罗列出闽东
南地区和西部投资环境的比较优势。
　　通过对企业总部内涵的分析，我们发现企业总部一般具有战略决策、资源配置、资本运营、业绩
管理和外部公关等职能。
另一方面，企业总部外迁具有很大的风险，迁移活动也会打破企业内部利益集团之间、内部和外部利
益集团之间以及外部利益集团之间原有的利益平衡体系，这些利益集团会通过各种途径对企业总部迁
移行为施加压力，甚至进行干预，阻止企业的迁移实施。
　　再次，通过推理的方法，探讨了当厂商生产制造基地外移时，如何重建其母国的供应关系。
企业跨区扩张可以通过企业内地域分工突破行政壁垒、降低区域分工的交易成本、增加区域共同利益
，促进统一市场的建设，从而深化了区域之间的经济联系。
　　最后，对金融危机下浙江制造业厂商迁移的普遍现象，找出了影响制造业厂商迁移区位选择的因
素，利用实证研究所获得的区位影响因素来分析浙江各县区的相对投资优势。
内容包括：（1）统计分析2001至2005年浙江制造业结构及其空间分布变迁；（2）决定影响制造业厂
商区位选择的因素；（3）对总体制造业与都市劳力型、都市技术型、基础资源型及地方资源型等四
大类制造业的区位选择问题做？
类研究，具体包括：影响总体制造业厂商投资设厂的因素；影响四大类型制造业厂商投资设厂的因素
；制造业四大类型主要分布的地区分析；（4）具有投资优势的地区分析。
浙江要抓住此次金融危机导致的企业迁移的机会，研究各县区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吸引其他企业迁往
浙江，平衡迁入区和迁出区的资源差异，对解决资源竞争问题，开发地方资源、实现地方经济转型升
级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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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品牌资源。
在中小企业还无力创造自己企业品牌的情况下，使用产地品牌推销产品成了一个广泛采用经营策略。
多数浙江中小企业迁往上海看中的就是上海全国性的品牌资源，在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产品在全国普
遍受到抵制的情况下，温州企业在上海注册，产品在全国市场上使用的是上海品牌，利用上海产地品
牌资源使企业渡过困境，并且不断的发展壮大。
　　（2）资本的流动性以及融资的便利程度。
研究表明，经济发达地区的资本流动性要强，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资本流动性要弱，资本流动性与融
资便利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与中、西部地区相比较，东部地区的资本流动性强，融资途径更为广泛、便利。
首先，东中西部地区存贷款资金分布不平衡，东部地区的存款和贷款总额要远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
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1991年至2002年，东部地区的存款总额占全国存款总额
的60.93％，中部地区为21.64％，西部地区为17.43％；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贷款总额占全国
贷款总额的比例分别为：53.749／6、27.45％、18.81％。
其次，民间资本在东部地区比在中西部地区活跃得多，并且通过资本市场从中西部地区流向东部地区
。
东部地区具有两个证券交易所（上海、深圳），大量的资金通过资本市场流向股份公司和证券交易所
所在地，当地企业可以更为便利地利用这种信息优势进行融资。
依据《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历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1991年至2002年，东、
中、西部地区在证券市场融资的比重分别占全国的71.62％、16.41％、11.97％。
第三，国外直接投资（FDI）也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吸引的外资非常有限。
依据历年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计算得出：1991年至2002年，东、中、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占全
国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比重分别为：87.44％、9.05％、3.51％。
综合来看，东部地区的资本总额占了全国的绝大部分份额，并且流动性较强，因而，企业如果选择落
脚东部地区，融资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就更为便利。
　　（3）市场效应。
东部地区本来就人口众多，并且购买力强，形成了一个广阔的有效市场。
内陆地区的企业经过在原诞生地多年的经营，本地市场接近饱和，如果要扩大企业规模，就必然放眼
东部广阔的市场。
在企业的扩展过程中，有很多企业选择了接近市场设厂的策略。
这种策略不仅可以利用迁入地的优惠税收等政策，还能更快地适应目标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企业的
经营政策。
企业迁移使外地企业在进入新市场时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且利用中心城市（如上海、北京、深圳等）
强大的辐射作用拓展全国市场。
市场追逐型迁移的动因主要就是市场效应。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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