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校编码：10384                               分类号       密级        

学号：15720061151163                                      UDC        

 

 

 

 

 
 

 

 

硕  士  学  位  论  文 
 
 

海峡两岸产业转移的实证研究 

An Empirical Study on Industrial Transfer 

across Taiwan Strait 
 

 

                    张丹丹 
 

指导教师姓名：郑甘澍教授 

专  业 名 称：国际贸易学 

论文提交日期：2009 年 4 月 

论文答辩时间：2009 年   月 

学位授予日期：2009 年   月 

  

 

答辩委员会主席：           

评    阅    人：           

 

2009 年 4 月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brought to you by COREView metadata, citation and similar papers at core.ac.uk

provided by Xiamen University Institutional Repository

https://core.ac.uk/display/41412264?utm_source=pdf&utm_medium=banner&utm_campaign=pdf-decoration-v1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本人呈交的学位论文是本人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研究成

果。本人在论文写作中参考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

在文中以适当方式明确标明，并符合法律规范和《厦门大学研究生学

术活动规范（试行）》。 

另外，该学位论文为（                            ）课题（组）

的研究成果，获得（               ）课题（组）经费或实验室的

资助，在（               ）实验室完成。（请在以上括号内填写课

题或课题组负责人或实验室名称，未有此项声明内容的，可以不作特

别声明。）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门大学学位论文著作权使用声明 

 

本人同意厦门大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

法》等规定保留和使用此学位论文，并向主管部门或其指定机构送交

学位论文（包括纸质版和电子版），允许学位论文进入厦门大学图书

馆及其数据库被查阅、借阅。本人同意厦门大学将学位论文加入全国

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共建单位数据库进行检索，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

摘要汇编出版，采用影印、缩印或者其它方式合理复制学位论文。 

本学位论文属于： 

（     ）1.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查核定的保密学位论文，

于   年  月  日解密，解密后适用上述授权。 

（     ）2.不保密，适用上述授权。 

（请在以上相应括号内打“√”或填上相应内容。保密学位论文应

是已经厦门大学保密委员会审定过的学位论文，未经厦门大学保密委

员会审定的学位论文均为公开学位论文。此声明栏不填写的，默认为

公开学位论文，均适用上述授权。） 

 

 

                             声明人（签名）： 

年   月   日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厦
门
大
学
博
硕
士
论
文
摘
要
库



 

 
 
 
 

摘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产业的高速发展，发达国家和地区纷纷进行产业转

移，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风暴更是加速了全球

制造业格局调整，中国应抓住此次历史性机遇，加快实现“制造大国”向“制造

强国”的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海峡两岸产业转移对海峡西岸经济圈建设、

福建省外贸转型和产业升级都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本文立足福建省，深入系统地研究了台闽产业转移对我省外贸转型和产业升

级的推动作用，以及通过实证分析测度了近年来影响海峡两岸产业转移区位选择

的多种因素， 后，为我省又好又快地承接新一轮台湾产业转移，提出构建台闽

产业转移“促进体系”的若干建议。 

本文的主要创新点：第一，本文将产业转移、外贸转型和产业升级三者有机

结合，通过指标和数据分析，系统地阐述和论证了福建承接台湾产业转移对外贸

转型和产业升级的作用和影响；第二，本文采用引力模型来分析 FDI 路径下海

峡两岸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问题，选取了地区、年份、指标的三维面板数据进行

检验，深入研究了台湾向大陆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对近年来台资“南

下北上”问题进行实质剖析。 

本文的主要结论：第一，台闽产业转移推动了我省外贸转型和产业升级，但

我省对转移产业的承接能力和消化能力仍有待提高，台闽产业转移的绩效发挥尚

存空间；第二，随着台资导向由资源寻求向市场和效率寻求转变，转移产业由劳

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密集型转变，影响两岸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已由

初期的劳动力成本转变为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开放程度、产业集聚、人力

资本和环境等。第三，福建省不仅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与“长三角”、“珠三角”和

“环渤海”地区存在明显差异，而且还缺少广阔的消费品市场、集聚发展的产业

族群、便捷的交通运输网络、大批量的高技术产业工人和科技人才储备，这些都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未来时期内台闽产业转移的规模和进程，因此，我省应

加快构建台闽产业转移“促进体系”，推动台闽产业转移又好又快发展。 

关键词： 产业转移；对外直接投资；引力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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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information industries,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transferring industries to upgrade industrial structure. 

Even more, the present financial storm caused by subprime mortgage crisi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accelerated the adjustment of global manufacturing layouts, making 

a historical opportunity that China must seize to speed up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a 

big manufacturing country’ to ‘a strong manufacturing country’. In this context, the 

study on industrial transfer across Taiwan Stra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West Channel Economic Zone and Fujian's foreign 

trade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paper makes an intensive analysis on industrial transfer of Taiwan-Fujian, 

and systematically discusses the effect on Fujian's foreign trade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lso, it makes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location choic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cross Taiwan Strait, then puts forward several proposes on 

establishing ‘a promotion system’ for industrial transfer. 

The main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first, industrial transfer, foreign trade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re integrated, then indicators and data are 

analyzed, to discuss the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of Taiwan-Fujian; second, a 

modified Gravity Model is employed to research on the main factors that influence 

the location choic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cross Taiwan Strait. 

The main conclusions of this paper: first, industrial transfer of Taiwan-Fujian 

greatly promotes Fujian’s foreign trade transform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yet 

the performanc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needs to be improved and the ability of industry 

undertaking and digestion has to be enhanced; second, based on Gravity Model result 

and analysis, the main factors deciding the location choice of industrial transfer across 

Taiwan Strait are: economic developing level, market scale, opening degree,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human capital, environmental competitiveness and distance; thi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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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ed with the Pearl River delta,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and the Economic 

Region around Bohai, Fujian is lacking of regional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bundant high-tech industrial workers and talent 

personnel reserve, as well as a broad consumer market, which are, in some degree, 

hindering the scale and process of Taiwan-Fujian industrial transfer. Therefore, Fujian 

should expedit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omotion system’ for Taiwan-Fujian 

industrial transfer to push forward sound and rapid development. 

 

Key words:  Industrial Transfer；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Gravit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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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和意义 

21 世纪初期，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加快，全球产

业转移浪潮也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经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在以全

球化战略为基点，通过产业转移加速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展中国家也正抓住新

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通过承接国际和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来提升本国的产业结

构，加快本国工业化进程。 

一、选题背景 

（一）高新产业掀起新一轮产业转移浪潮  

随着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一批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新一轮全球产业转

移正在酝酿。采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和成熟产业，成为新一轮产业转移的特

点之一，特别是微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逐渐向汽车、机械、仪器仪表、家电、能

源、纺织服装等传统产业渗透，这将极大地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工艺和组织方式，

加快产品的更新换代，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改善产业结构的质量和效益，

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二）金融危机加速全球制造业格局调整 

随着美国次贷危机渐次深化，由其衍生的金融风暴不但使全球经济放缓，而

且已对实体经济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全球制造业正面临着新一轮格局调整。

目前，全球制造业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东亚三大区域，其中，一些发达国家

和地区在受到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在生存压力和利润驱动下，必将加速向次发

达国家和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这将对我国制造业成长和升级带来历史性契机。 

（三）产业转移加快中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加速发展，已在全球占有重要地位，并

具有“世界工厂”的称誉。但是，中国制造业整体仍落后于发达国家，部分行业仍

以劳动密集型为主，附加值不高，关键技术依靠国外的状况仍未彻底改变，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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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和生产效率还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十一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立

足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发展，把调整结构作为主线。”因此，我国应抓住这一契机，

遵循产业转移规律，充分利用我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不同产业梯度，优化产业

结构，提升产业竞争力，加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 

（四）海西建设提升海峡两岸产业转移高度 

当前，海峡两岸产业转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2007 年 10 月“海峡西

岸经济区建设”写入“十七大”报告，充分说明了海西发展战略的地位更加突出，

两岸产业转移的意义更加凸显。 2009 年 3 月 5 日，温家宝总理在十一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做政府工作报告中再次指出，积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实施和充

实惠及广大台湾同胞的政策措施，支持海峡西岸和其它台商投资相对集中地区经

济发展。福建省省委书记卢展工在工作会议中多次表示，福建应紧紧抓住海西建

设已由地方发展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布局的重大历时机遇，充分发挥对台优势，

加强经贸合作，实现产业对接，全面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 

（五）两岸三通推动海峡两岸产业转移进程 

从 20 世纪 90 年代起，台湾出于自身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开始将大量制造

业生产基地纷纷向大陆转移，岛内则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在两岸产

业转移初期，厦门凭借“小三通”的区位优势吸引了众多台商，随着两岸三通的

不断推进和逐步实现，上海、浙江、江苏、广州、天津等地也与台商进行了更深

层次的合作。在当前形势下，无论是台湾制造业升级还是服务业竞争力提升，都

仍需要依托祖国大陆巨大的市场腹地，因而，实现两岸“直接”大三通，将大大

加速两岸经贸往来，推动两岸产业转移的进程。 

二、选题意义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两岸产业转移向大规模、高层次、多领域方向发展，

福建省面临着承接台湾新一轮产业转移的机遇与挑战，因此，研究海峡两岸产业

转移，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具体体现为：第一，有利于福建省产业结构优化调

整；第二，有利于福建省对外贸易转型升级；第三，有利于“海西”建设和“大中

华经济圈”的构建；第四，有利于开创两岸双赢、和平共处的新局面，服务祖国

统一大业。综上所述，研究海峡两岸产业转移有着重大的经济和政治双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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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学者研究综述 

西方经济学界对国际产业转移的研究始于 19 世纪初期，分别从宏观和微观

角度对产业转移的模式、动因、效应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相关的主要理论包括

要素禀赋论、雁行发展模式论、梯度比较优势论、边际产业论、产品生命周期学

说、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 

关于产业转移模式的研究：Heckscher（1919）和 Ohlin（1933）认为各国要

素禀赋存在差异，导致同样的产品在不同国家间生产成本不同，因此各国应生产

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品来交换别国具有要素禀赋优势的产品，这实质上是两类

国家间产业转移、重新布局的过程，双方从各自独立生产所有产品，到各自集中

生产自己具备要素优势的产品，通过进口替代完成了产业转移。Kaname Akamatsu

（1932）在研究日本棉纺工业的基础上总结出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即一国工业

从进口到进口替代再到出口的“雁形产业发展形态说”，形象地显示了某一产业由

高梯度国家转移到中梯度国家，再转移到低梯度国家的过程。该理论从宏观的角

度解释了产业跨国转移现象，科学解释了后进国家比较优势变化和产业成长的过

程，进而奠定了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的雏形。Balassa（1979）从要素禀赋动态变化

的角度提出了梯度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国际分工的类型和经济发展阶段上存在

着多个梯度且各个梯度之间是动态连续的，经济发展将会引起的梯度变迁和比较

优势动态变化。不同梯度国家间的产业转移方向是由高梯度国家顺次向下一梯度

国家的梯次移动。比如，产业从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再向新兴工业化国家，

后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关于产业转移动因的研究：Arthur Lewis（1954）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了劳动密集型产业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现象，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发达

国家因人口增长率下降而导致非熟练劳动力供给不足，劳动力成本上升，在劳动

密集型产业中的比较优势丧失。Vernon（1966）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说”，间接

地阐述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梯度转移。他认为产品生命周期包括新产品阶段、成熟

阶段和标准化阶段，并从市场需求诱因和生产成本比较两个方面对产品生产在国

家或地区之间转移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虽然弗农并没有使用“产业转移”这一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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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但从企业生产从发达国家到不发达国家的转移过程来看，这种“产品生命周

期”的实质就是产业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梯度转移，其对产业跨国转移动因的规律

性提炼对产业转移理论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Kiyoshi Kojima（1987）提出了“边

际产业扩张论”,认为一国应积极将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

产业依次进行对外投资转移，规避产业劣势，这一理论成为 20 世纪 70 年代日本

积极向亚洲新兴工业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实现本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理

论依据。小岛清的理论从比较优势变化的角度对国际产业转移规律进行拓展，更

深入地揭示了产业跨国转移的根本动因，在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研究中占有重要地

位。 

关于产业转移效应的研究：Magnus Blomstrom（2000）研究了产业转移对产

业结构的影响，用数据模型验证了日本对外投资有助于日本企业维持其在海外的

市场份额及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升级。从技术溢出角度来阐述产业转移效应的研

究包括 Markusen（1997），Markusen and Maskus（2001）和 Andrew B. Bernard

（2002），研究都表明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产业转移，不仅提高了东道

国的生产效率，而且也促进了投资国的技术开发和在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有利于

产品的升级换代和产业结构优化。 

关于产业转移影响因素的研究：J.Dunning（1988）从企业的微观层面上对

产业跨国转移进行了研究，认为企业所具备的所有权优势、区位优势和内部化优

势是决定企业对外投资的主要因素，虽然没有直接提及产业转移，但他通过对企

业跨国投资的研究揭示出国家间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把对外直接投资和和国际

产业转移联系起来，在产业转移区位选择的理论中始终占据主流地位。P.Krugman

（1991）将地理引入区域产业布局研究，提出了“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认为劳

动力的可移动性和运输成本是决定产业空间集聚和转移的关键因素。即劳动力的

可移动性越差，产业转移的力量就越大；运输成本越低，产业空间集聚的力量就

越大。 

二、国内学者研究综述 

20 世纪末，国内学者在国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也开始关注产业转移现象，

并对此展开了广泛、大量的研究，包括对产业转移的综合性研究，对转移模式、

承接条件和效应的研究，还有专门针对服务业产业转移的研究等。近年来，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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