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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研究》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国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与我国的特定国情，重点研究了开放经济环境下如何通过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
的现实问题。
本书首先在相关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国际产业转移作用于东道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分析框架，接着
对国际产业转移与东道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典型模式——“韩国模式”和“印度模式”进行分析，为不
同条件下一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了路径选择；其次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
的演变与中国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进行分析，为下一步中国产业结构优化提供了方向；并对改革
开放以来国际产业转移影响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历程、特征进行了阐述，从资本、技术和制度要素三
个角度出发对国际产业转移影响中国产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实证分析；最后在上述研究基础上提出了
国际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优化的原则、策略与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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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三，国际产业转移的方式以外商直接投资为主，转移的过程一般包含三个阶段，
以制造业为例：先是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设立加工基地，输出装配技术和中间产品，发展中国家从
加工装配开始起步；然后是发展中国家经过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生产要素的积累，各项水平不断
提高，逐渐由加工装配过渡到最终产品的生产；最后是发达国家增加零部件和原材料等中间产品在本
地的采购，这样过渡到零部件和原材料在发展中国家的本地化生产，最终使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从而
实现了产业的跨国转移。
 第四，国际产业转移所蕴涵的技术往往是已进入标准化生产阶段的技术。
这个阶段产品的技术已经比较稳定，对技术上的要求开始趋于一般化，如何保持成本上的优势成为提
高产品竞争能力的主要制约因素。
这个阶段的产品，对原来企业来说其拥有的技术上的垄断优势已经趋于消失，竞争的基础往往是价格
的竞争，因此将它转移到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开始成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则开始致力于新产品的设计与研发。
 第五，不同梯度的国际产业转移，其转移速度不尽相同。
一般来说，在产业转移的初期阶段，由于约束条件相对较少，因此产业转移速度较快；进入高一级梯
度产业转移阶段，产业转移速度会较上一梯度有所放慢；而在产业转移的最高梯度阶段，其产业转移
速度相对于低、中产业梯度阶段的产业转移是最慢的。
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相对发达国家向外进行产业转移的前提是自身产业结构的升级，由于新兴
产业较原来的产业而言往往需要受到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和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制约，导致一定的时间
间隔，因而延缓了产业转移速度；二是，对产业承接国来说，梯度越高的产业转移对其资金、技术和
人力资源方面的要求也越高，承接难度也越大，因此产业转移速度也相对更慢。
 第六，在以产品内分工为主的情况下，国际产业转移一方面可以使处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依据不同
国家的比较优势配置相应的环节；另一方面将自身与不同环节上企业的技术关联限制在安全的范围内
，在阻碍其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的同时，保证自己的主导地位与价值的最大化。
在产品内分工的背景下，国际产业转移的客体不再有衰退产业或成熟产品之分，只存在低附加值和高
附加值的环节之分。
 通过对国际产业转移相关理论与规律的回顾与总结，可以为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实现产业结构优
化提供理论依据。
从当前的现实环境来看，我国面临的产业升级已不单单是继续像以往一样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
集型产业的产业间升级，更重要的是，沿着全球产业价值链从劳动密集的价值环节向两个方向提升：
一个是向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价值环节提升；另一个是向信息与管理密集的价值环节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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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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