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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产业转移的
马克思经济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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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 经济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产业转移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下的大趋势，也是经济发展活动中的普遍现象，亦是宏观调控

中的战略性决策。对其概念的界定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本文较认同陈建军的定义，“由于资源供

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个地区或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地区或国家的一种经济过

程。”[1]37可见，产业转移虽然是企业的一项微观主体活动，却是有关一国宏观设计、战略布局、生产力配

置甚至有关百姓生活的重要经济活动。国外有关产业转移的研究起步较早，以日本学者赤松要“雁形模

式”的提出为标志，并随后从不同的角度探寻了产业转移的动因、效应、模式等，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

的产业转移理论，推动了产业转移研究的深化和发展。但西方经济理论本身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维

护，使得其无法触及产业转移的实质。马克思的理论研究从生产出发，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

和发展，揭示了产业转移的本质和内涵。

自2011年起，我国经济逐渐告别改革开放后30年间平均10%的高速增长，徘徊于7%左右。作为发

展中国家，我国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依靠天然的地理优势和国家政策扶持以“代加工”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模式接受了大量来自发达国家的制造业转移，吸收了大规模的国际投资，造就了改革开放后的中

国增长奇迹。然而，这种高速增长模式背后的隐患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放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

发生叫停了全球经济的高歌猛进，要素成本上升和国际经济的下行压力凸显了以投资和出口带动的劳

动密集型加工制造模式的弊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经济均进入新的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期，当下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意味着经济增长方式的革新和改变，能否抓住这一次产业转移的浪潮，重新调整国

马克思认为，产业转移本质上是资本流动，产业转移的发生遵循价值形式转变的框架，以分工

与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前提，以科技进步为推动力，以追求高额利润和竞争为内外因，以平均利润率

的下降为根本原因。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加速了国家间的联系，也导致了危机的国际间转移。新常

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速换挡，产业转移要实现经济增长转方式调结构的目的，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

业，加强技术创新的驱动力，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中国制造”，迈向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端。同时，

强化资本的国际输出，抢占新兴市场，争取国际经济的资源、利润与技术份额，实现全球产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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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产业结构，成为此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

一、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一个文献综述
西方国家更早地研究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国外研究也更早地涉及产业转移理论。产业转移理论

的研究要从国际产业转移理论开始，西方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从宏微观出发探讨了产业转移的动因、方

式和结果。

(一)国际产业转移的原因

西方学者有关国际产业转移发生原因的研究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比较优势的存在。（1）劳动力成本

比较优势的存在。美国的阿瑟·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具有劳动力成本的比较优势，致

使二战后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跨国转移。[2]（2）技术比较优势的存在。美国

的弗农提出了著名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品生产在国家间的转移应该遵循产品的生命周期，随着

产品生产成熟阶段的来临发展中国家逐渐掌握了产品的生产技术，发达国家为了获得新的超额利润转

向新产品研究，原有的产品生产转向发展中国家。[3]（3）产业比较优势的存在。小岛清的“边际产业转移

扩张理论”以比较优势为基础，边际产业被定义为在国内处于比较劣势而在引入国处于比较优势的产

业，从而在国家间进行转移。[4]（4）盈利空间的优势。史密斯提出企业作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存在盈

利空间，企业的转移根据盈利空间的变化而发生，企业转移的集中发生就带来该产业的转移。[5]（5）企

业对外投资的优势。英国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研究微观企业转移活动，他将企业的对外投资优

势总结为所有权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优势。[6]（6）垄断优势的存在。美国的海默认为不完全竞争是

市场的常态，市场中必然存在一些资源与技术的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凭借本身的垄断优势进行对外投

资，以获得垄断利润。[7]

(二)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

国际产业转移的模式以赤松要的“雁形模式”[8]与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模式[9]最被熟知。“雁形

模式”描述了发展中国家或后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历程，简单的以“进口－生产－出口”这一路径进行。后

发国家的产业发展取决于对发达国家的产业承接，始终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利益。普雷维什的“中心－外

围”模型将资本主义世界划分为“中心”与“外围”两个群体，“中心”为西方发达国家，“外围”自然代表众

多发展中国家。“中心”掌握先进技术，获得其带来的高额利润，“外围”作为资源与劳动力提供者为“中

心”服务，被排斥到工业化边缘。因此，“中心”与“外围”虽然是一个动态统一的整体，但又存在地位上的

不平等。

(三)国际产业转移的效应

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在于比较优势的存在，其转移必然会带动转入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贸易

增长，推动其工业化进程。但实际上，转移的产业大多集中在转出国已不存在比较优势或处于劣势的产

业，转入国的产业发展依存于转出国。如赤松要在“雁形模式”中的结论，处于低级雁阵的发展中国家的

产业发展必然是从低附加值的产业开始，其本身的工业化的实现通过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因此，

发展中国家始终是不利的落后的。

(四)国际产业转移理论评述

通过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梳理，揭示了国际产业转移发生的原因和方式，但

这些理论在解释产业转移时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依据或结论，从而是缺乏科学性的。（1）未能触及国

际产业转移的本质。众多的产业转移理论在描述时均提及超额利润，或是无法获得超额利润，或是为了

更好地获得超额利润。但在实际的理论研究中，又纷纷将产业转移的原因归结为众多不同的外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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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象。表象是多变的，无法抓住事物的本质，也就无法正确认识国际产业转移。（2）未能触及资本主义制

度的根本。产业转移本身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必然结果，西方研究本身出于对资本主

义制度的维护，只能从一些经济现象的表面寻找原因，规避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3）未能形

成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分析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众多，针对特定的国家、产业、经济活动时期从不同

的侧面分析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但纷繁众多的理论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一般性分析基础和结论，

不能用于广泛性的研究应用，也难以解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产业转移现象。

二、马克思经济学产业转移理论
马克思在其著作《资本论》中指出，“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一个形式中执行

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10]60随

着经济的发展，马克思明确指出，产业已经不再局限于物质生产部门，还必须包含非物质生产部门，即

国民经济的各部门。可见，在马克思看来，产业是一种资本表现形式，产业转移实质为资本流动。马克思

的资本流动理论及其发展科学地描述了产业转移的发生。

(一)产业转移理论的基石：价值转型

马克思经济学的科学性在于其分析研究是建立在价值理论之上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科学地从交

换价值中抽象出价值范畴，产业转移实则体现了价值范畴转型过程：价值－市场价值－生产价格－国

际价值，即从行业内到行业间直至全球化的过程。

价值的实体为其交换价值形式，体现了交换中的生产关系。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

格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11]119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商品交换按照价值等价交

换。现实经济中，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存在，商品生产存在众多个别生产者，因本身技术条件的差

别，个别生产者拥有差别的劳动生产率，存在不同的个别价值。商品价值向价格就无法进行直接地转

换，而需通过市场价值，即平均价值或是占绝大多数比例的个别价值。由于市场价值与个别价值之间的

偏差，使得部门内的生产者都尽可能地降低个别价值，即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获得更多的利益。从而，众

多的个别价值就在对剩余价值的竞争中逐渐趋于统一，形成市场价值。

从整个经济社会来看，市场中存在种类繁多的商品生产部门，也就存在许多的商品市场价值，这相

当于部门内不同的个别价值。不同的商品生产存在不同的技术条件和要素投入比例，即可以简单地看

成不同的资本构成。资本有机构成客观地决定了商品生产的利润率水平，生产条件的平均化就转化为

利润率的平均化。生产价格就是在平均利润之上形成的，生产价格的出现以及等量资本获取等量利润

的结果，使得资本出现了产业间的转移，即为了获取更高的生产条件、技术水平或者为了追求更低的生

产成本等而进行的区域内转移，实现一个封闭经济体的平衡。

当抽象掉封闭经济的假设，价值范畴就上升到国际价值层面。价值范畴运行到生产价格的形成，平

均利润率出现，市场机制使得资本有机构成不断上升，平均利润率在长期中下降。资本增值的唯一目的

使其必将冲破一国的界限，往国外寻找出路。国际市场中，商品的价格围绕国际价值上下波动，国际价

值由世界劳动的平均量决定。与国内市场价值的形成相似，按照世界平均劳动衡量的各个国民价值就

相当于个别价值，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决定了各国不同的个别价值，国际商品交换的市场价值就是个别

价值的平均化。马克思指出，“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那里的国民劳动的强度和生产率，就越

超过国际水平。因此，不同国家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国际价值，从

而表现为不同的价格，即表现为按各自的国际价值而不同的货币额。”[12]645劳动生产率高的国民劳动可

以看作是高强度的劳动，相同时间内创造更多的国际价值，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与国内的经济活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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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我们依然可以探讨国际市场价格、国际生产价格等范畴，国家间存在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异，产生有

差别的利润率。资本的趋利性使得其本能的在国际产业间进行转移，形成一个平均的国际利润，国际市

场价值就转化为国际生产价格。

可见，产业转移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就体现为资本的转移，即随着价值范畴的运行过程由一国产

业内转移向产业间转移变动，再扩展到国际间转移的过程。

(二)产业转移的前提：分工与国际市场的形成

“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

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13]68马克思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研究对象，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

是对剩余价值的无尽追求，协作、分工作为相对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生产方式，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不

断演化革新，继而促进和推动了商品的生产和交换。按照马克思理论的划分，分工分为社会分工和工厂

内分工。社会分工的存在根源于个别分散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是实际的地域、时间上的不同。工厂内

分工则是单个资本家主导的产品生产过程的分工，是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主导的包含要素资料

所属生产部门、生产工具生产部门以及中间产品生产部门等的分工。社会分工的演进推进了行业的产

生，当越来越多的行业细分独立出来，资本主义生产也就促进资本在行业间移动。

产业分工体现了生产的专业化，是社会分工在不同产业之间的体现。产业分工的生产专业化体现

在最终产品与中间产品，并且往往因为产品同质性的原因，存在生产集聚现象。这时，产业分工就体现

为地域的分工，而分工的国际化则促进国际市场的形成。分工的国际化使得各国按照自己的要素禀赋

参与分工，这决定了国际分工必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为了转移过剩的资本，获取更高的经

济利润，必然进行商品或要素之间的交换。这使得世界市场必然存在一部分国家进行发达制造，另一部

分国家为之所服务，国际市场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必然。

(三)产业转移的推动力：科技进步与劳动生产率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生产率得到极大提升，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资本的产业转

移实则是生产力极大发展的结果，科技进步在产业转移中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科技进步带来劳动生

产率的提升，劳动生产率与价值成反比，为了获取高额利润，商品生产者总是积极地提升劳动生产率，

降低个别价值。同时，我们也要看到，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研究物质产品生产，技术的提升以机器大工业

的发展为代表。机器的大量投入排挤了生产中的产业工人，这使得市场中存在一大批相对过剩人口，产

业后备军的存在加强了劳动力市场竞争，强化了资本剥削，进一步促进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平均利润

率下降，影响资本在产业间流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大批过剩劳动力和过剩资本就在国际间流动，追

逐高额利润，表现为产业的国际转移。

(四)产业转移的内外因：资本的趋利性与外部竞争

产业转移的内因为资本对高额利润的追求，外因为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资本的本性为趋利性，产

业转移的本质是资本流动，资本对于高额利润的追求主导资本在产业间及国际间流动。国际市场的形

成是资本趋利性的直接结果，但也成为资本流动的有效保障。市场中的资源是有限的，资本家只能通过

竞争来抢占生产资源，扩大生产规模。可见，资本的趋利性决定了资本主义市场内部日益激烈的外部竞

争。同时，在开放经济中，资本在扩大规模的同时又会在国际市场中寻找新的投资目标，国内市场的竞

争就蔓延到国际市场中去。这客观地决定了发达国家在产业转移中的优势，也使得国际分工格局必然

是在发达国家主导下并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扩展的。

(五)产业转移的根本原因：平均利润率的下降

影响产业转移的各种表象多种多样，但其根本在于平均利润率的下降。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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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不停地进行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动力，社会的总资本有机构成是不断增高的，其结果是平

均利润率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决定了资本家必然会加速积累、扩大规模和增加利润量，同时也会为

资本寻找新的投资渠道，转向那些投资利润高的国家中去，由此获得更多更高的利润。

三、产业转移的经济结果：一个马克思经济模型分析
马克思在社会再生产分析之初介绍了再生产的四环节：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生产是再生产运

动的核心和起点，决定了后三者的实现。在社会再生产模型中，马克思创造性的将社会生产部门进行结

构性的划分，得出经济均衡增长的条件是要实现两大部类的结构平衡，但在实际中，市场机制的作用使

得失衡才是经济的常态。由再生产模型衍生出来的经济增长模型是对宏观经济运行的长期动态化描

述，经济增长率表示为：g = γm′
1 + q ，其中，资本有机构成为 q ,剩余价值率为 m′，q = cv ; m′= mv ；γ为剩余

价值中的积累比率，则 γm =Δc +Δv ，表示扩大再生产的新增投资部分。经济的利润率表示为

p = MC+V = m′1 + q 。技术进步使得劳动生产率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升，平均利润率不断下降，经济的持

续增长不可实现。根据杨继国[14]的研究，经济增长与资本有机构成之间不是绝对的负相关关系，而是存

在一个最优值。因此，在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下经济的平稳增长需要保持资本价值构成的缓慢增加或

不变。

现实经济中，社会再生产总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积累从第一部类开始。第一部类的产出

w1 = c1 + c2 + Δc1 +Δc2 ，这一均衡是可以实现的。而第二部类的产出完全依赖于消费，由资本家和劳动者

分担。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追求与激烈的外部竞争使得他总将利润的最大化用于再投资，并且与庞

大的劳动群体相比，其边际消费倾向和数量是极小的，相对的可看作是一个固定的存在，我们令其为

α，则第二部类产出 w2 = v1 + v2 + Δv1 +Δv2 + α，更多的受到劳动者消费的影响，即受到收入的限制。

我们不妨假设当期两大部类供需平衡，r1 、r2 表示两大部类的积累率，q1 、q2 表示各自的资本有机

构成，且 q1 > q2。资本家在下一期拿出 r1m11的部分进行积累用于第一部类扩大再生产，则 r1m11 = Δc12 + Δv12 ，
引致第二部类也存在一个积累量 r2m21 = Δc22 + Δv22 ，这时资本家获得的利润率 p2 = r2m21c22 + v22

= r2 m′21 + q2
，

两大部类的平衡分别为：

w12 = c12 + c22 + Δc12 + Δc22 （1）

w22 = v12 + v22 + Δv12 + Δv22 + α （2）

由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可知：v12 + Δv12 + α = c22 + Δc22
则此时的 w22 = v12 + v22 + Δv12 + Δv22 + α = c22 + v22 + r2m21，而第二部类的实际产出 w′22 = c22 + v22 +m22 ，

积累率小于1，从而 w22 < w′22 ，存在 m22 - r2m21 的部分无法实现。同时，实际中每期投入的资本构成是不

同的，剩余价值也不能完全用于投资，即积累率始终不等于1，利润只表示为实现的价值与资本投入之

比，第二部类总是失衡的。而从长期经济增长来看，市场机制作用下，技术进步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

得资本有机构成上升，经济的持续增长无法实现，平均利润率下降。

作为解决，既要消耗过剩的产品又要为过剩资本寻找出路，可以依靠信贷消费和国际贸易两种主

要方式。信贷消费需要完善健全的金融体系和高度发达的实体经济作支撑，不是任何发展阶段和国家

都可以选择的方式，从而产业转移成为过剩产品和资本消耗的首要方法，对外扩张也成为资本主义制

度的必然，世界经济也一定会走向全球化，这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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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使得国际产业

转移必然是由发达国家主导的，为了缓

解利润率的下降，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

家出口过剩的产品和资本，逐渐将其低

技术含量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进行转

移。发展中国家作为承接方，通过进口－

生产－出口的方式发展工业化。国际产

业分工模型逐渐发展为如图1所示。

发达国家A掌握技术、资本，发展中

国家B进行制造加工，技术作为难以进

入的环节，使得发达国家可以随意进入

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过程。简单的，假设发达国家的研发投入为k，剩下的（1-k）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投

入。两国的资本有机构成分别为 q1、q2 ，q1 > q2 ,剩余价值率为 m′，当期社会总利润为：

p1 =m1,1 +m2,1 =m′v1,1 + m′v2,1 = 1km′v1,1 （3）

便于分析，令利润将全部用做下一期的投资，其中的 m′v1,1 用于发达国家研发创新的新增部分，

(1k - 1)m′v1,1则用于发展中国家生产制造的新增。

Δc1 +Δv1 =(1 + q1)Δv1 =m′v1,1 （4）

Δc2 +Δv2 =(1 + q2)Δv2 =(1k - 1)m′v1,1 （5）

两个国家下一期将获得的利润分别为：

m1,2 =m1,1 + Δm1 + km2,2 =m′v1,1(1 + m′1 + q′1) +(1 - k)m′v1,1(1 + m′1 + q′2

) （6）

m2,2 =(1 - k)(m2,1 + Δm2)=(1 - k)2 m′v1,1
k (1 + m′1 + q′2

) （7）

其中，q′1 与 q′2 为新增的资本有机构成，m1,2 >m2,2 ，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剩余价值产生于发

展中国家，但实际获得的利润因为发达国家的分配低于名义值。

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表现为 g1 = Δc1 +Δv1c1 + v1 = 2 - k1 + q1
m′与 g2 = Δc2 +Δv2c2 + v2

= 1 - k1 + q2
m′，g1 > g2 。国际贸

易的发生及国际产业链的建立，使发达国家的简单生产制造逐渐减少，缓解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减

缓了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下降趋势。而发展中国家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实现了巨大的经济腾飞，其资

本有机构成也开始上升。掌握技术和资本的发达国家占有利润的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依靠低端产品

的生产制造加工只能获得利润的小部分。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发展中国家必然通过降低国内劳动者

收入来缩减生产成本，促进了资本有机构成的进一步提升，经济的长期增长不可持续。

同时，在实体经济之上产生的虚拟经济依靠其反供求价格决定具有较高的收益，吸引着实体资本

的进入。发达国家的先发优势不仅表现在实体经济，还表现为其逐渐转向虚拟经济，这助长了信用的发

展，也为借贷消费的高涨创造了基础和条件。这时，发达国家A进行虚拟资本投资和参与不发达经济体

B生产的技术资本投资，不发达经济体B进行生产投资（如图2）。

这时两国的利润率分别为 p′i = γpj
i +(1 - γ)pj

i（i=A，B），发达国家的虚拟经济利润和实体经济利润分

别为 P1
A 、P2

A ，不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利润和虚拟经济利润分别为 P1
B 、P2

B ，
γ

1 - γ 为两个国家内部的经

图1 国际产业分工模型

A

利润率降低阶段

获得大部分的剩余价值
利润率上升

技术研发

B

经济增长阶段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利润率降低

产品生产
技术投入k

剩余价值的转移

劳动力和
生产资料1-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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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结构比例。虚拟经济的反供求率总有不停

的从实体经济吸收资本的能力，宏观经济也

就没有达到均衡的可能。劳动者消费能力的

不足可以通过借贷来实现，负债消费成为发

达 国 家 的 主 要 特 征 。假 定 借 款 额

y =m22 - r2m21 ，资本家的利润全部得以实

现，此时的利润 p2 = m′21 + q2
，资本有机构成变

为 q = cv + y ，上升趋势得到缓解。但借贷行

为只是一种提前消费方式，当期的借贷资本

需要在接下来的经济周期中进行偿还，借鉴杨继国[15]144 的方法，这时均衡的经济增长为：

g = ΔVV = Δv +Δy
v + y = v′+ εy′

1 + ε ，其中，ε为单位收入借贷额，v′为劳动者收入增长率，y′为借贷量增长率。

均衡的经济增长完全依赖越来越庞大的借贷规模，而消费者存在一个借贷可偿还极限，一旦信用链条

断裂，市场中的有效需求必然出现突然的收缩，债务规模价值缩水，过剩产品积累，债务危机由此发生。

2008年发端于美国由房地产市场次级贷款引起的危机席卷全球，造成了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这场危

机表现在虚拟经济部门，但危机的根源还是在实体经济，在于生产过剩的经济失衡。

四、新常态下的产业转移：趋势与启示
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经历了四次大的产业转移浪潮，国家间的联系日趋紧密。依据马克思经济学

产业转移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的发生是发达的大资本为了缓解平均利润率下降的必然，这决定了国际

资本向我国的渗透，大量的本土企业命脉产业被收购，使得在国际分工中我国只是作为承接方，通过接

受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参与到国际经济活动中去。我国的产业发展、结构升级、技术创新等受到外来资

本的影响，长期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国际贸易的利益被发达大资本占有，由此实现的长期经济增长

是不可持续的。

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世界经济受到极大打击，经济的复苏和飞跃急需新的国际分工。当下产业分

工以信息技术和高新产业技术的发展为特点，信息传播成本下降，为资本流动提供了更便捷的通道。当

下各国贸易和经济规模不断增大，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

为国际资本的流动提供了新的投资场地。后危机时代，西方各国都致力于摆脱危机的影响，实现经济复

苏，国际产业转移也体现了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金融危机之后传统工业制造业的转移接近尾声，产业

转移集中到非物质产业领域，即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具有较低的资本有机构成，第三产业的发展能够缓

解利润率的下降。其次，国际经济下行压力使得出口和投资需求萎缩，经济增长需要消费需求的拉动，

除本国内需的提升，各新兴经济体庞大的消费需求也成为争抢的焦点。再者，理论与实践证明，危机后

的经济复苏需要技术革命，当下科技水平已实现一个突破，新的技术革命的发生是困难的，各个领域的

创新研发依然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有关科技创新的国际资本转移日渐突出。

自2011年起，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入中低速持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中国

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常态的出现意味着旧形式的淘汰，我国长期处于国际产业转移承接国的位置，被动

也主动地依赖于以前的旧形式，中国经济实现了腾飞，也必然预示了当下的转型。经过30多年的改革

开放，我国已不再单纯的处在承接国位置，而是逐渐转为资本净输出国，影响世界经济结构变化。对此，

图2 虚拟经济背景下国家分工模型

A国

虚拟经济

实体经济

B国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转移实体经济过剩资本

销售消费品

购买消费品

转移虚拟经济投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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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的产业转移应该实现经济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从资源消耗的粗放式生产方式转向质量效率优

先的集约型增长方式，从单纯追求经济增速转向结构优化，从大力发展工业制造业转向第三产业，提升

本国产品的附加值，增强国际竞争力。这需要增加科研创新资本的大量投入，加强外资的监管审查力

度，扶持本土民族品牌的建立，迈向全球产业链的高端，从“世界工厂”转变为“中国制造”。我们还要看

到，世界强国的存在不仅仅在于其制造生产，还在于对全球经济市场的占有和布局，在于其资本的输出

强度和范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越来越多的新型经济体参与到国际贸易中来，自然成为资本抢占的重

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资本净输出国，应该积极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转移利润率下降的

初级加工制造产业，资本与技术投入新兴经济体的相对劣势产业，积极抢占国际经济的市场、资源、利

润与技术等，实现全球产业布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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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 economics analysis of industry transfer under the new Normal

Chang Hui-jie Yang Ji-Guo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05)

Abstract: In Marx's theory, industry transfer is essentially the capital flow. When tak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for⁃
mation of the world market as the premise,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s the driving force, the pursuit of high prof⁃
its and competition a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and the decline of average profit margin as the root cause, the occurrenc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follows the framework of value transformation. The occurrence of international industry transfer accelerated
the linkage between countries, but it also led to the international transfer of crisis.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peed changes under
the new normal background, industrial transfer is aimed at achiev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vigorously de⁃
veloping high-tech industries, strengthening the driving for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transferring from the "World Fac⁃
tory" to "Made in China". In this way, China can move towards the high-end of global industrial value chain. Meanwhile,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international output of capital, seize the emerging market, striv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arket, resourc⁃
es, profits and technology share, and achieve global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 Capital flows; The New Norm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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