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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区域产业优化升级的动力机制--以中原经济区为样本》由史自力、胡国恒、乔俊峰、杨玉
珍、翟永会等编著，本书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重构现代产业体系、创新“三化”协调机制为背景，
对中原经济区产业优化升级的动力机制进行了全方位研究。
理论部分从产业内在演替逻辑与区域比较优势变迁的双向契合分析产业优化升级的动因，结合国内外
经验和中原经济区现实探究产业优化升级的合理模式。
实践部分围绕构建创新能力、吸引产业转移和产业集聚区建设，通过状态维、速度维和动力维的三维
协同分析，甄别不同类型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因素和制约因素。
政策部分从政策引导、要素培养、多元化产业平台建设等层面为中原经济区产业发展以及产业带动下
的“三化”协调提供政策依据。

　　本书集学术性与政策性、理论性与实践性于一体，既可以为高校、研究机构的专业学者提供研究
的思路和研究切入点，又可以为政府机关、决策及相关部门提供政策建议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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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承接区域产业转移方面，河南省政府高度重视，规划兴建了一批产业集聚区和产业园区，取得
了阶段性的胜利。
但河南省是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农业用地占全省可利用土地面积的36%，人均耕地面积和生活用地
也十分紧张，人地矛盾突出。
当前，平均一个产业园区的规划面积至少要在30平方公里左右，仅目前的180个产业集聚区的占地面积
就接近10000平方公里，预计河南省未来一年的工业项目用地要达到12万亩，总投资4000亿元。
按照产业集聚区与产业园区现有发展速度，要妥善处理好耕地面积和工业用地、建设用地的矛盾，保
证河南省产量大省地位的同时保障工业化进程速度，土地问题便成为制约河南省产业承接的瓶颈。
　　3.综合配套能力不足，本地企业参与程度不高　　产业综合配套能力是指本地企业为某一产业提
供的零部件供应、基础设施建设、融资、咨询服务等各种服务能力。
目前，河南省拥有全国40多个工业大类中的39个，工业门类齐全但层次不高，对于转入产业，当地政
府和企业也没有认识到参与的重要性，导致东部转移到河南的企业往往因为在当地寻找不到相关生产
服务，或者当地企业所提供的产品达不到要求，进而转向其他市场，实质上是提高了落地企业的相关
成本，也抵消了河南省在人力、资源、区位上的优势。
　　4.承接产业类型单一，且经济效益水平低　　近年来，河南省承接东部沿海发达地区转移来的项
目多为加工贸易，即仅仅是在当地进行生产、组装、贴牌生产，之后返销回东部地区或国际市场。
转出企业多半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中小型企业，大都是看重了河南省所拥有的自然资源和人力
资源优势，这种依托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的企业长期发展下去给河南省带来的经济效益将日益减少，如
不进行优化升级会由于缺乏价值链高端的龙头企业而影响河南省经济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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