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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发展泛珠三角地区产业合作

的前提与基础

王碧秀 李文溥 谢孝荣

摘要
:

区域经济合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

不 同地 区经

济主体从而政府基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内生需求
。

产业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合作最重要的

内容之 一
,

对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目前而言
,

不仅整个泛珠三角地区
,

而且

泛珠三角地区内各省区内部的产业分工协作都是相当有限的
。

在目前条件下
,

发展泛珠三 角地 区的

产业分工与协作
,

不是直接从发展产业分工 协作入手
,

而是从其基础 :发展经济区内各地区之间的经

济贸易联系入手
。

市场主体在密切经 济贸易联系基础上
,

自然会逐渐产生符合各市场主体利益的产

业分工 与协作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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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市场
、

产业分工
、

区域整合
、

规则一致是地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
。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

展
,

我国的市场经济从最初局限于深圳
、

厦门
、

珠海
、

汕头等几个孤立点上的实验
,

逐步向沿海开放城市以及更

大范围拓展
。

19 92 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之后
,

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

体制改革的目标
,

大大加快了市场经济向全国扩展的速度
。

计划经济条件下
,

企业
、

地区之间并非没有经济联

系
,

但是计划经济制度规定了企业
、

地区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
,

必须通过纵向的行政隶属关系来实现
。

市场经

济的发展
,

改变了原先的制度安排
。

企业
、

地区之间的商品交换促进了市场的产生及范围的扩大
,

从初期的地

区市场向全国统一市场以致国际市场过渡
。

市场主体之间商品交易的发展
,

市场主体之间的竞争
,

促进了资

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
,

基于不同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基础上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因此逐渐形成
,

根据不同地

区之间的资源察赋和经济结构的互补性
,

开展分工协作
,

进行区域整合
,

就成为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的共同需

求
。

在不同地区之间发展统一市场
,

促进资源的流动与优化配置
,

实现产业分工合作
,

一个重要前提是这些地

区的政府必须协调彼此之间的政策
,

统一市场规则
。

因此
,

区域经济合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

是商品生产和商

品交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

不同地区经济主体从而政府基于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要求
。

追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轨迹
,

可以看出
,

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
,

催生了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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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济合作
。

目前区域经济合作发展较好
,

正在逐步形成的几大经济区
:
长三角经济区

、

京津唐 (或环渤海

湾 )经济区
、

珠三角( 以及 目前正在形成的泛珠三角 )经济区
、

闽南金三角 ( 以及海峡西岸经济区
,

它同时也是

泛珠三角经济区的一个组成部分 )经济区
,

都是目前我国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

正是各个地区市场主体

基于发展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形成的分工协作的需要促使这些地区政府产生了区域经济合作的愿望
。

福建
、

江

西
、

湖南
、

广东
、

广西
、

海南
、

四川
、

贵州
、

云南九个省区和香港
、

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 (简称
“

9 十 2
”

)的政府在经

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加快发展的大背景下
,

提出了建立泛珠三角经济区的提议
,

并于 2 (x又 年 fl 月
,

经各

方政府协商一致
,

签署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
。

协议提出
: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宗旨是

:

按照
“

一国两制
”

方针
,

参与合作的内地省区与香港
、

澳门开展合

作
,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
、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规定
,

合作在《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

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框架内进行
。

根据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规划的总体要求
,

坚持区域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

充分发挥各方的优势和特色
,

互相尊重
,

自愿互利
,

按照市场原则推进区域合作
,

拓宽合作领域
,

提高合作水平
,

形成合作互动
、

优势互补
、

互利共赢
、

共同发展的

新格局
,

拓展区域发展空间
,

共创美好未来
。

合作各方本着
:
(一 ) 自愿参与

,

( 二 )市场主导
,

(三 ) 开放公平
,

( 四 )优势互补
,

(五 )互利共赢的原则
,

着重从下列四个方面推动合作发展
:

(一 )创造公平
、

开放的市场环境
,

促进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组合 ;( 二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协调
,

推动解决发展过程中相互关联的重大

问题 ; (三 )动员和组织社会各界共同推进
,

逐步构筑泛珠三角区域发展的著名品牌
,

增强区域的整体影响力
、

竞争力 ;
( 四 )共同促进可持续发展

。

并提出在基础设施
、

产业与投资
、

商务与贸易
、

旅游
、

农业
、

劳务
、

科教文

化
、

信息化建设
、

环境保护
、

卫生防疫十个领域进行合作
。

为保证有效开展合作
,

拓展合作渠道
,

各方同意建立

合作协调机制
,

主要有
:

(一 ) 内地省长
、

自治区主席和港澳行政首长联席会议制度 ;( 二 )港澳相应人员参加的

政府秘书长协调制度 ; ( 三 )建立部门衔接落实制度 ;( 四 )按照
“

联合主办
、

轮流承办
”

的方式举办
“

泛珠三角

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
” 。

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

决定了产业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

因此
,

在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中
,

产业与投资被列为仅次于基础设施的合作领域
。

自从泛珠三角经济区设想提出以

来
,

有关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的研究中
,

相当部分是产业分工协作问题的讨论
。

发展产业分工协作
,

对泛珠三角经济区的形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

然而
,

制定正确的发展产业分工协作

政策的前提
,

是正确认识泛珠三角区域内各地区之间产业联系的现状
。

因此
,

必须对当前泛珠三角地区的产

业发展现状做一检讨
。

我们认为
,

就 目前而言
,

不仅整个泛珠三角地区
,

而且泛珠三角地区内各省区内部的产业分工协作都是相

当有限的
。

以泛珠三角地区中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广东
、

福建为例
:

改革开放以来
,

广东
、

福建是我国最早开始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探索的地区
。

最初的四个经济特区
:

深圳
、

珠海
、

汕头
、

厦门
,

全部位于这两省
。

经济特区

的试验
,

实质是在城市地区探索利用对外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
。

试验的初步成功
,

催生了

沿海部分城市的对外开放
,

推动了 19 92 年党的十四大做出关于在全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
。

有关市场化进程的研究证实
:

迄今为止
,

这两省的市场经济发展水平
,

在全国仍然居于前列位置
。

但是
,

观察

表明
:
目前在广东

,

市场经济较为发达
,

区域内经济联系密切
,

以致形成一定产业协作关系的地区
,

仍然局限于

珠江口一带
,

即狭义的珠三角地区
。

广东省的其他地区
,

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则相对落后
,

与狭义珠三角地区的

经济联系有限
,

产业分工协作关系也比较弱
。

福建也是如此
。

在福建
,

目前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当属厦漳

泉三市组成的闽南金三角地区或厦门
、

泉州
、

莆田
、

福州四市组成的福厦线沿海地区
。

闽南金三角的厦漳泉三

市
,

辖区毗连
,

三市行政中心距离最远不超过 90 公里
。

但是
,

长期以来
,

三市的经济发展轨迹各不相同
。

厦门

以引进外资为主
,

泉州重视发展民营经济
,

漳州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
,

仍以发展农业为主
。

因此
,

尽管有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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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三角之说
,

但是
,

三市之间的产业联系却是相当有限的
。
①福厦线沿海地区也大致如此

。

至于福建沿海地区

与山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扩大
,

沿海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至今未能向山区转移
,
②则一直是困扰

福建省政府的发展难题
。

也就是说
,

即使是在泛珠三角地区中经济最发达的广东和福建
,

目前就其各自省内

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
、

产业协作关系而言
,

尚不能称之为统一的经济区
。

而就泛珠三角地区的九省区而言
,

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就更大
,

存在着较大的发展梯度
。

一般而言
,

不同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方式
,

大体上不外两种
:

一种是水平分工
,

一种是垂直分工
。

前者表

现为不同地区分别生产技术水平及加工复杂程度大致相同但各异的产品
。

目前
,

发达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

分工
,

大体属于此类
。

地区间的产业分工
,

主要是为了分享分工带来的生产专业化和规模经济
,

以及因此可能

产生的技术进步 ; 后者表现为不同地区分别生产技术水平和加工复杂程度相差较大的不同产品
。

目前
,

发达

国家和地区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
,

大体属于此类
。

地区间的产业分工
,

建立在资源察赋的比

较优势基础上
,

主要是为了分享分工带来的绝对利益和比较利益
。

如前所述
,

目前即使是在广东与福建省内— 例如广东省内的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之间
,

福建省

内的沿海地区与内地山区之间— 经济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
,

存在较大梯度
。

也就是说
,

理论上存在着形成

垂直式产业分工协作的可能
,

而且实践上也存在着垂直式产业分工协作的必要
。

以福建为例
,

福厦高速公路

沿线的沿海地区以杂项产品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产业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就达到其

产出高峰期
,

之后占福建省出口产品的比重就逐步下降 (表 1 )
。

表 l 福建省出口商品分类构成 单位
: %

项目 19 85 年 I 99() 年 19 95 年 1996 年 199 7 年 199 8 年 199 9 年

n.0

.95.187.316

出口总值

一
、

初级产品

食品

饮料及烟草

非食用原料

矿物燃料

动
、

植物油
、

脂及腊

二
、

工业制成品

化学品及有关产品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

机械及运输设备

杂项制品

1oo

44
.

7

32
.

8

5 5
.

3

4
.

4

100 100 100 100 100

2 1
.

8 20
.

3 19
.

9 19
、

2 13
.

1

15 7 13
.

9 13
.

6 14 10
.

7

0
.

6 1
.

2 1
.

7 0
.

9 0
.

3

5 4
.

9 3
.

6 3
.

3 1
.

2

0
.

2 0
.

2 0
.

3 0
.

4 0
.

7

0
.

7 0
.

6 0
.

2

7 8 2 79
.

7 80
.

1 80
.

8 86
.

9

2 3 1 2 1
.

8 1
.

9 5
.

3

5 4
.

5 5
.

5 6
.

0 17
.

9

2 0
.

] 1 6
.

5 18
.

7 19
.

3 20
.

4

50
.

8 5 7
.

5 5 2
.

8 5 1
.

6 4 3
.

3

1oo

12
.

1

0
.

0
.

ll.0

23 9

科
.

4

..8536

资料来源
:
引自张明志

、

李文溥
:

《开放经济的 出 口 竞争力产业 间转移与产业结构演进—
以福建为例 》

,

《中

国经济问题》 20() l 年第 2 期
。

其所以如此
,

重要原因在于
,

随着福建经济的高速发展
,

人均 G NP 水平不断提高
,

沿海地区以杂项产品为

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产业的成本逐步上升
,

竞争力下降
。

按理说
,

将这些产业转移到人均 G N P

水平相对较低的内地山区
,

是有助于提高其产品竞争力的
。

但是
,

这种转移却没有实现
。

类似情况
,

也出现在

广东省内的珠三角地区与非珠三角地区
。

水平式产业分工协作
,

目前在福建
,

则主要出现在更小的区域内
。

例如
,

在泉州
,

制鞋业
、

纺织服装业内

部
,

确实出现了以产品市场细分为特征的水平式产业分工
。

例如
,

服装行业中
,

出现了生产不同类型服装的专

业厂商
,

它们有的生产男装
,

有的生产女装
,

有的生产西服
,

有的生产牛仔服
,

有的生产运动服
,

有的专业生产

内衣
,

等等
,

分工比较细致
,

生产相对专业
,

同一地区内的众多厂商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服装产业簇群 ;在制

鞋业
,

则出现了生产不同配件的专业厂商
,

有的专门生产鞋底
,

有的专门生产鞋帮
,

有的专业生产相关的小配

件
,

有的则进行成品加工… …
,

这些厂商在泉州地区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运动鞋生产的专业化协作链条
,

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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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大提高了该地区的鞋业生产效率

。

但是
,

这样的产业分工协作关系
,

在厦漳泉三市或福厦线沿海四市之

间
,

目前还不太明显
。

鞋业生产
,

基本上集中在泉州与莆田
。

服装生产
,

以泉州为主
。

生产的扩散还有限
,

跨

地区的专业化分工与产业协作自然就更为有限
。

在广东
,

此类分工
,

至多也只扩展至珠三角地区内部
,

并未遍

及广东全省
。

广东
、

福建省内尚且如此
,

可以推论
,

目前在泛珠三角的各省区之间
,

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发展梯度
,

但是
,

发展垂直式产业分工协作的现实性是不足的 ;虽然在各省区可以找出一些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点
。

例如
,

尽

管九省区之间存在明显的发展梯度
,

但是
,

给定某个经济发展水平
,

在各省区内部也都可以找到一些与之相近

的点
,

但是
,

经济距离等条件决定了
,

在这些点之间
,

发展水平式产业分工的现实性
,

目前也是不存在的
。

今天是由昨天决定的
,

今天决定着明天
。

泛珠三角各地区之间产业联系的现状是历史形成的
,

因此
,

必须

对造成现状的历史因素进行探讨
。

我们认为
,

造成泛珠三角各地区之间产业联系现状的原因主要有
:

,
.

发展起点较低
。

泛珠三角地区各省改革开放之前的工业发展水平
,

就总体而言
,

在国内是比较低的
。

由于地处前线
、

边睡
,

计划经济时期
,

国家的重点项目投资一直比较少
。

以福建为例
,

一五期间
,

巧6 项国家重

点投资
,

布局在福建的仅有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的鹰厦线铁路一项
,

此后直至改革开放前的各个五年计划
,

国

家基本没有在福建进行重点项 目建设
。

改革开放前
,

福建的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名一直是 20 余位
,

属全国经

济发展水平最低的省区之一
。

厦门是福建第二大城市
,

建特区之前
,

全市工业总产值仅 10 亿元
,

然而在四个

特区中
,

居然却是工业最发达的
。

深圳
、

珠海基本上是白地起家
,

汕头也没有什么现代工业
。

因此
,

尽管在过

去 2 0 多年里
,

广东
、

福建尤其是其中的特区和沿海经济开放地区经济持续高速增长
,

但是
,

社会经济发展的实

际综合水平至今仍然不高
。

笔者此前的研究指出
:

就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综合水平而论
,

直至 20( X) 年
,

广东

仍低于浙江
、

江苏
、

河北
、

辽宁
、

山东
,

福建不过是 26 个省区 中的第 16 名
,

属于中等偏下水平 ( 见表 2 )
。

2X() 2

年
,

广东才进入前三名
,

福建不过是第 9 名
。

表 2 各省份全面建设小康杜会目标实现总指数及其排名 ( 20( 刃 年 )

地地区区 总指数数 排名名 地区区 总指数数 排名名 地区区 总指数数 排名名

全全国国 0
.

5 077777 内蒙古古 0
.

52777 999 江西西 0
.

49444 l 888

浙浙江江 0
.

6 1111 111 海南南 0
.

52777 1000 青海海 0
.

4 8999 l 999

江江苏苏 0
.

59 444 222 湖南南 0
.

52222 l lll 宁夏夏 0
.

4 8777 2000

河河北北 0
.

56 999 333 河南南 0
,

5 1888 l 222 广西西 0
.

4 8444 2 lll

辽辽宁宁 0
.

56 555 444 黑龙江江 0
.

5 0444 l 333 四川川 0
.

4 8222 2222

山山东东 0
.

56 222 555 安徽徽 0
.

5 0444 1444 新疆疆 0
.

48000 2333

广广东东 0
.

56 111 6 1 “ I n ` “ ,

{
1 `

! 甘肃肃 0
,

46 333 2444

77777777777777777 贵州州州州湖湖北北 0
.

55666 8 . - rI
-

. -

一
, -

二
云南南南南南南南南南 0000000000000000000

.

42 777 2555

山山西西 0 543333333333333333333 000000000 4 2444 2666

资料来源
:

李文浮
、

杨灿
:

《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进程的一个比较研究—
以福建为基点》

,

《中国人 口科学》2《X阵

年第 4 期
。

表 3 各省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总指数及其排名 ( 200 2 年 )

地地区区 总指数数 一
进鱼 { 地区 1 总指数 { 排名 卜丝旦一一 总指数数 排名名

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四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川全全国国 0
.

52 111 l 一 队阴 l 。
·

J J o 一 ; 。 , 宁夏夏 0
.

50444 l 888

浙浙江江 0
.

66 33333 0
.

50000 1999

江江苏苏 0
.

64 333 222 内蒙古古 0
.

5 3333 1 lll 河南南 0
.

49999 2000

广广东东 0
.

58666 333 湖南南 0
.

5 3 111 l 222 广西西 0
.

49666 2 lll

辽辽宁宁 0
.

58555 444 海南南 0
.

52 555 l 333 新疆疆 0
.

48333 2222

耀纤爆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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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

河河北北 0
.

8 111 5 555吉林林 0
.

5111 444 l 2青海海 0
.

4 7888 2 333

山山东东 0
.

57 777 666江西西 0
.

51444 l 555甘肃肃 0
.

4 111 72444

湖湖北北 0
.

888 5 5777黑龙江江 0
.

51 222l 666贵州州 0
.

4 50002 555

山山西西 0
.

888 55 555安徽徽 0
.

1 5000l 777云南南 0
.

4 1 2 666 555

资料来源
:
同上

。

这说明
,

社会财富和资本的积累是一个比产品流量增长缓慢得多的过程
。

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综合水平的

提高
,

落后于人均 G D P 的增长
,

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是如此
。

也许正因为此
,

泛珠三角地区中经济最发达的这

两个省份
,

至今内源发展能力仍然比较有限
。

外商直接投资仍然是支撑当地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投人
,

或许这

未必是由于钱纳里两缺口模型所讨论的储蓄缺口 和外汇缺口 引起的
,

③但是至少可以认定
,

广东
、

福建两省
,

投资所需要的知识资本 (专利
、

技术秘密等专有技术
,

管理技术
,

销售网络等 ) 还是严重不足的
。

产业结构仍

以轻型为主
,

重化工业的发展水平也许甚至落后于四川
、

重庆等国家在三线建设期间进行了大量投资的地区
。

2
.

产业结构轻型化
。

由于发展起点低
,

加之改革开放之初
,

中央也没有财政能力
,

对于经济特区及沿海开

放地区发展市场经济的投人
,

基本上是政策支持
,

即允许经济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区在改革开放方面先行先试
。

因此
,

特区与沿海开放地区在相当长一段时期里
,

发展工业不能不基本上依靠引进外资
。

在开放地区工业发

展水平很低的情况下
,

外资根据比较利益原则进行的投资
,

必然集中在以利用这些地区廉价劳动力与廉价土

地为主的出口加工型劳动密集型产业
。

由于在吸引外资上的竞争
,

长期以来
,

各级地方政府不得不一直压低

当地的生产性用地价格
,

同时
,

大量来自内地的农民工
,

给沿海开放地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供给
。

土

地及劳动要素的廉价供给
,

使沿海开放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十分缓慢
。

笔者此前对福建省近 20 年来的产业

结构演进轨迹研究的结论是
,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
,

福建已经出现了两次较大的产业结构升级
,

但是
,

目前不过

处于从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以杂项制品为代表— 向具有一定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以机

电电子产品装配业为代表— 为主过渡阶段
。④产业结构以轻型为主

,

产品以最终产品居多
,

产业链条势必较

短
,

发展生产的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的空间有限
。

3
.

外商投资企业多
,

出口导向型产业比重大
。

广东
、

福建两省 自改革开放以来
,

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引进外

资
,

发展外向型产业
。

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区尤其如此
。

在改革开放初期
,

特区基本上是一种
“

飞地
”

经济
,

与

国际经济的联系比与国内经济的联系更密切
。

随着沿海开放城市及地区的设立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
,

特区才逐渐摆脱了飞地经济状态
。

但是多年形成的产业结构不可能在短期内

改变
。

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区的飞地经济产业结构特征表现为
:

外资企业多
,

两头在外
,

只是跨国公司全球生产

体系中的一个生产环节
,

生产的原材料
、

零部件大量来自国外
,

产品大量出口销售
,

所谓大进大出
,

与国内其他

地区的经济联系
、

产业分工协作较少
。

尽管此后
,

民营经济的发展部分改变了特区及沿海开放地区以外商投

资企业为主的格局
,

但是
,

这些民营企业的相当部分
,

也是以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从事劳动密集

型产品生产为特征的
,

与外商投资企业有着类似的两头在外
,

大进大出的特征
。

如前所述
,

沿海劳动密集型产

业至今未能向山区转移
,

一直是困扰广东
、

福建省政府的发展难题
。

其所以至今未能实现这一转移
,

除了前面

说到的长期以来
,

沿海地区的土地及劳动要素被不正常地压低价格大量供给之外
,

以劳动密集型出 口导向型

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也是制约沿海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内地梯度转移的重要原因
。

劳动密集型出 口导向型产

业的技术经济特征决定了
,

它只能布局在港口临近地区
。 ⑤在制约它诸种技术经济条件没有改变之前

,

强行将

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产业布局在远离海空港的内地
,

只能导致其出 口竞争力大幅度下降
,

甚至亏本
。

在一个发展梯度比较大的经济区里
,

推动产业分工与协作的
,

不能不是该经济区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

目前而言
,

广东
、

福建是泛珠三角地区中经济较发达的地区
。

但是
,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

广东和福建虽然具

备了向其他地区投资的一定实力— 尽管并不大
,

但是
,

对外投资与本文前面分析的建立较为紧密的地区间

产业分工与协作还不是一回事
,

还不具备在泛珠三角地区大规模推动产业分工与协作的实际需求和经济实

力
。

至于其他的 7 个省区呢 ? 答案是比较明显的
。

至于香港与澳门
,

尽管有较为雄厚的资本实力
,

但是过去

20 多年里港澳资本的投资选择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它们的地区投资偏好
。

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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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产业分工与协作是一个经济区内最重要的经济联系之一
,

缺乏区内市场主体之间在生产上的专业化分

工与社会化协作
,

经济区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不太稳定的
。

与其他经济联系相比
,

产业分工

与协作
,

是经济区 内部经济联系的高级形式
。

因为
,

企业为了提高效率
,

愿意用专业化分工
、

社会化协作的生

产方式取代企业内部的垂直一体化生产
,

一定是社会经济发展到这样的程度
,

企业为专业化分工
、

社会化协作

生产方式所支付的交易成本明显地低于由此而产生的收益
。

这一方面是竞争的压力是如此之大
,

以致企业拒

绝采取这种生产方式
,

将无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
,

另一方面是市场主体之间的投人产出关系已经如此

密切而稳定
,

专业化分工
、

社会化协作生产方式需要支付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

因此
,

我们可以推断
:

产业

分工与协作关系的产生
,

是社会经济联系高度密切的产物
。

因此
,

它是一个地区市场主体之间经济贸易关系

发展程度的一个指示器
,

也是经济区是否存在的关键性标志
。

观察广东
、

福建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情况
,

这一观

点是可以得到印证的
。

如果这一观点可以得到承认
,

那么
,

由此可以得到的政策结论就比较明显了
。

我们认为
:

1
.

泛珠三角经济区就 目前而言
,

基本上还是一个基于经济发展需要
,

人们感觉到需要
,

并正在着手构建而

不是现实的经济区
。

泛珠三角经济区中各省区的经济联系还是比较有限的
,

并未构成明显区别于其他地区的

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
。

2
.

产业分工协作
,

协调发展是区域经济合作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

产业专业化分工和社会化协作关系是否

真正建立起来
,

是经济区是否存在的关键性标志
。

3
.

在目前条件下
,

发展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

不是直接从发展产业分工协作人手
,
⑥而是从其

基础
:
发展经济区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人手

,

随着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发展到一定程度
,

由市

场主体在既有密切的经济贸易联系基础上
,

自然会产生符合各市场主体利益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关系
。

4
.

发展经济区内各地区之间的经济贸易联系
,

首先必须创造一定的基础条件
。

基础条件之一
,

是基础设施
。

地区间的经济距离
,

固然是一个空间概念
,

但是更是一个时间概念
。

不同的

交通条件下
,

市场主体之间进行经济联系的空间范围是不同的
。

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
,

进行信息化建设

等
,

将使各个地区市场主体之间的经济距离大大缩小
,

此前无利可图的经济贸易往来也就因之具有了商业价

值
。

基础条件之二
,

是制度规范
。

统一市场的形成对于发展不同地区之间的投资
、

贸易关系
,

促进要素自由流

动
,

优化配置的重要性
,

已经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
,

不必赘述
。

在目前行政主导型市场经济条件下
,

统一市场

的前提之一
,

是各地区政府部门如何坐下来
,

统一一下不同地区 的政府经济管理规则
,

前提之二
,

是如何对外

地市场主体打开城门
,

给予与当地市场主体一样的
“

国民待遇
” 。

5
.

发展经济区内各地区的商务往来
,

旅游和劳务输出输人
、

科教文化合作等
,

都有利于促进经济区内各地

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经济联系
。

6
.

投资与贸易
。

市场主体的跨地区投资无疑是加强地区间经济联系最有力的武器之一
,

企业的跨地区投

资将为地区间的产业分工与协作创造重要的前提
。

关于这一点
,

我们可以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贸易的

发展轨迹中得到启示
。

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世界贸易的增长大大快于产出的增长
。
⑦其所以

如此
,

是部门内贸易 ( I
n t r a 一 i n

d
u s tyr 肠 ad

e

)
,

公司内贸易 ( I n t ar 一 fi mr T ar d e
) 以及服务贸易 ( T ar d e

i
n

s
e
vr ie e s

)

比重不断上升
。 ⑧其所以如此

,

公司内的跨国贸易
,

是跨国贸易中交易成本最低的贸易形式
,

公司内不同生产

企业之间产业分工与协作
,

是交易成本最低的产业分工协作方式
,

因此
,

我们可以想见
,

企业的跨地区投资
,

也

会创造类似的效应
。

企业的跨地区投资
,

一般是以贸易为先导的
。

对贸易与投资之间关系的研究指出
:

贸易先于投资
,

这是因

为
:
( )l 与投资相比

,

贸易较为容易
,

而且风险较小
,

贸易可以是短期的和一次性的经济交易
,

其索赔处理也十



《东南学术》2 0 0 5年第 6期
~

一一
~

一
.

—一一
~

— 一一一

一一 — —
.

—
~

一 一一一一
一 ~

—
~

一一
-

一

一
~

一
~

— 一一一一
一

分迅速 ;而对投资则是长期的
,

与贸易相比
,

它要求掌握更多的知识
,

积累更多的经验和具有更强的组织管理

能力 ; ( 2) 贸易的规模可大可小
,

而对外投资生产则要求起码的经济效率规模
,

贸易通常是制造业建立外地子

公司的市场检测剂
,

贸易获得稳定而且具有一定规模的外地市场
,

是建立外地子公司的基本前提 ; ( 3) 受制于

空间距离
,

母公司监控外地子公司经营比监控本地子公司更困难
。

从企业的对外扩展顺序来说
,

也是如此
。

对大多数企业而言
,

本地市场是其最初的目标
,

而且在大部分情

况下
,

始终是其主要目标
,

外地以致国外市场较晚才进人他们视野 ;其次
,

一旦对外地市场产生兴趣
,

一般是从

贸易开始 ;第三
,

外地的贸易中介被本公司驻外销售部门代替
,

并可能导致某种形式的外地投资
:

商品库存或

外地贸易子公司 ;第四
,

继贸易之后
,

通常会授权外地生产厂家使用自己的专利或专有技术生产产品 ; 最后
,

一

旦经历了上述诸形式 ( 多为非股权参与 )或某一形式的外地生产
,

企业开始逐步在外地建立 自己的生产设施

(从组装或其它部分生产形式开始
,

有时也与当地企业组合建立合资经营企业 )
,

然后才建立多数控股或独资

企业 (多为母公司的独立分支机构 )
。

总之
,

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
,

许多企业都遵循先贸易而后对外投

资这一对外扩展顺序的
,

尤其是制造业企业
。 ⑨

因此
,

在目前条件下
,

欲发展泛珠三角地区的产业分工与协作
,

必须鼓励企业的跨地区投资
,

而鼓励企业

的跨地区投资
,

必须从鼓励企业的跨地区 贸易人手
。

注释
:

①关于这一点
,

从三 市之间的货币往来流量可 以看出
。

笔者在 20 01 年的一次调查中
,

从厦门人民银行获悉
,

他们原想

在三市之间建立大同城结算系统
,

以加速资金周转速度
,

但是调查发现
,

三市的交易量并不大
,

建立大同城交易结算系统的

成本大于收益
,

因此作罢
。

②福建沿海地区以杂项产品为代表的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产业早在 90 年代中期就达到其产出高峰期
,

之后占福建省出

口产品的比重逐步下降
。

但是
,

却没有大规模向福建内地山区转移的趋势
。

③李文溥 : 《国际直接投资与国家经济利益及国家安全》
,

《学术月刊》 19 97 年第 10 期
。

④有关分析
,

见张明志 李文溥
: 《开放经济的出 口竞争力产业间转移与产业结构演进—

以福建为例》
,

《中国经济问

题》2 00 1 年第 2 期
,

李文溥
、

陈永杰
: 《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产业结构演进趋势与产业结构政策》

,

《经济学家》2 00 3 年第 1

期
。

⑤笔者曾经请教过一些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者
,

他们告知
,

此类企业的选址要求
:

1
.

离国际空港

的高速公路距离不超过 1 小时路程
; 2

.

离产品出口海港的距离不超过 2 小时路程
; 3

.

与主要协作厂商的距离不超过 2 小时

路程
,

否则将难以盈利
。

如此三个同心圆决定了
,

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型产业只能分布于沿海交通线周围一个比较狭长的

地区内
。

⑥这样做的一个叮能是政府部门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拉郎配
。

⑦从 1820 年到 19 92 年
,

世界人 口增长 5倍
,

人均收人增加了 8 倍
,

世界收入增加 了 40 倍
,

而世界贸易量却增加了 5 40

倍
。

199 0 一 199 7 年
,

世界 G D P 增长了 39
.

65 %
,

而世界出口却增长了 62
.

33 %
。

相应地
,

出 口 占世界产出的比重
,

19 50 年不

过 6 %
,

19 7 3 年增至 12 %
,

19 97 年
,

已经上升至 21
.

05 %
。

以上数据引自李文溥
: 《经济全球化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

,

《厦门大学学报》2 0 00 年第 3 期
。

⑧至 19 90 年
,

7 个工业发达国家中
,

美
、

英
、

法
、

德的产业内贸易 比重 已经达到 70 % 一
80 %

,

意大利和加拿大在 60 % 左

右
,

只有日本明显偏低
。

欧盟国家从总体看
,

产业内贸易水平大大高于其它地区及贸易集团
。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
,

公司内

贸易不过占世界贸易总额 1/ 巧
,

90 年代初
,

上升到 1/ 3
。

而美
、

日
、

英在 80 年代中期就达到了 1/ 3 左右
。

19 93 年美国
、

法 国
、

瑞典的企业内出口 占本国出 口的比重分别为
:

36 %
,

34 %
,

38 %
,

以 上数据引自李文溥
:

《经济全球化及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

影响》
,

《厦门大学学报》2 (X洲〕年第 3 期
。

⑨李文溥
、

张明志
:

《福建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基础条件分析》
,

《厦门大学学报》 2创〕l 年第 3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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