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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探讨了产业转移的动力机制和产业转移的福利效应。
在产业转移动力机制的分析中，本书从区域、产业、企业这三个不同的层面进行分析，得出相对应的
空间动因、经济动因和行为动因。
在产业转移福利效应的研究中，本书重点考察了产业转移的结构升级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就业效应
和城市化效应。
本书的研究不仅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而且对于我国利用国际产业转移带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
、利用区域间产业转移带动东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都有着明显的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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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及福利效应分析的理论基础　　学术界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产业转移
问题进行了研究，如古典区位理论和新经济地理理论从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了产业转移的原因及区
位选择；雁阵模型及其延长线理论从产业经济学的视角对东亚地区的产业转移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
研究；而国际投资理论则从投资经济学的视角对产业转移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述。
上述基本理论已成为研究产业转移问题的理论基础。
本书对于产业转移动力机制及福利效应的分析也是基于以上各理论，并将借鉴各派理论的分析方法和
思路，因此有必要对上述各派理论进行回顾和评价。
　　一、古典区位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　　产业转移从本质上来说，是企业的区位选择问题。
当企业生存、成长的各方面条件发生变化时就会使得企业对于自身的区位选择发生改变，促使企业从
一个国家或地区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或地区。
因此，产业转移的理论源泉可以追溯到古典区位理论与新经济地理理论。
　　（一）古典区位理论　　1826年，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ohan Heinrich von Thunen）在他的经济学
著作《孤立国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首先从理论上阐述了空间距离对于农业生产布局的影响
，并据此构建了假想孤立国中农业生产布局的空间结构。
这是有关区位理论研究的开山之作，为后来的区位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杜能也因此被视为区位
理论的先驱。
而后，随着工业的发展及贸易增加引发了工业区位的转移，韦伯（Alfred Weber）对工业区位进行了研
究，提出了关于“区位选择”的工业区位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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