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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通过对“在转移哪些产业”、“承接什么产业转移”和“如何承接产业转移”的分析，较为
系统地研究了四川如何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该书试图根据国内外对产业承接与产业转移研究的新进展、对四川产业承接问题研究的最新动态以及
产业承接的实践。
运用规范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相结合、单项研究与综合研究相结合、定性
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及比较研究的方法，从一些新的角度、新的视野进行初步的尝试。
其研究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
主要包括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其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关于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的基本理论，国内外
产业转移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及其启示，四川产业的历史形成及发展状况，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
机遇和条件，四川产业承接的难点和总体方向构想，四川承接产业转移的区域布局，在承接产业转移
下的四川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高起点跨梯度承接产业转移实现西部后发地区跨越发展。
该书的研究内容既有国内外产业转移的经验教训分析，又有四川正在进行的实践探索；既有抽象的理
论研究，又有可供操作的政策建议。
该书提出四川应抓住灾后重建和克服美国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契机，通过不同的区域承接不同的产业。
合理布局产业，实现四川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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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通过对国内外正在发生的产业转移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全球范围内的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规
律是资源导向和市场导向的规律。
国外及东、中部地区的集聚态势，更多地表现为在吸纳国际产业转移的基础上产生的加速扩张，而并
不是在封闭式经济内部吸纳集聚国内其他地区的产业；国外及东、中部地区企业迁移规模呈扩大态势
，以劳动密集型居多，主要方式是对外扩张，企业外迁区域之间产业梯度明显；谋求企业进一步发展
是迁移的内在动力；降低生产要素成本（主要是能源、土地、劳动力成本）是企业迁移的根本原因；
加速市场扩张步伐是企业迁移的重要目标。
所以，国外及东、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的资源导向、市场导向特点显著，技术导向并不明显。
四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承接产业转移的。
　　3.四川不同的区域承接不同的产业　　不同的区域只有承接了不同的产业，才能形成合理的区域
产业分工，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成都经济区：重点承接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重大装备制造业、汽车及零部件产业，发展总部
经济；川南经济区：可主动承接能源、化工、机械、纺织、食品饮料和现代服务业产业转移，加快建
设现代加工制造业基地；攀西经济区：重点围绕钒、钛、稀土、水能等优势特色资源承接产业转移，
逐步建成全国重要的能源、新材料、精品钢材、立体生态农业基地；川东北经济区：重点承接天然气
化工、纺织和特色农产品加工业的转移，延伸产业链，大力建设天然气等战略资源开发基地；川西北
经济区：可以清洁能源业、旅游业、环保产业、交通运输业、生态农业和特色畜牧业为主攻方向，通
过承接产业转移，培育壮大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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