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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时代，产业结构配置不合理成为我国经济建设方面面临的突出

问题，产业转移作为区域资源调配行之有效的手段成为缓解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手段。在当前

国家大力推进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下，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方面虽然取得了经济发展水平显

著增强、区域创新能力有效提升和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等突出成效，但也依旧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突出和人才流失亟待解决等现实困境。对此，必须加强政策指导与支持，搭建对接

平台；注重产业集中式承接，加快配套环境建设；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落实人才引进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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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has entered a new era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unrea-
sonable alloc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come a prominent problem in China’s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an effective means of regional resource allocation, industrial transfer has be-
come an important means to alleviate the imbalance in development in the East, West, and Cen-
tral regions. Under the current strong promotion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central re-
gion by the country, although the central reg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in undertaking 
industrial transfer, such as significantly enhanc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effectively en-
hancing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continuously optimiz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insufficient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promin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ssues, and urgent talent loss to be solved. To this end,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policy guidance and support, and establish a docking platform; pay attention to centralized in-
dustrial undertaking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ing environments; acceler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implement talent introduc-
tion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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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而后，中央

出台务院发布《关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部地区正式迈入引领我国经济增长实

现加速崛起的新的历史时期，着力解决“中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成了重中之重[2]。在“中部崛起”

战略实施的过程中，产业转移成为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要动力[3]。近年来，中部地区在区域协调联动，

地方独立自主作用下，经济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但却依旧存在着产业结构配置不合理的现象，究其

根本在于作为资源配置行之有效的手段——产业转移在承接方面依旧存在着诸多问题。 

2.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突出成效 

高质量发展集中体现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质量第一和效率优先为目标。相比于东部经

济发达地区，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明显，因而中部地区必须牢牢抓住产业转移这个机遇，借此来

优化当地的产业结构，推动自身的经济发展，缩小与发达省市之间的差距。在当前国家高度重视中部地

区发展，推动落实中部崛起战略的过程中，中部地区依靠不断承接东部产业，实现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显

著增强，获得了区域创新能力水平有效提升，助推了产业结构的持续优化。 

2.1. 经济发展水平显著增强 

反映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水平的一大重要指标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承接产业

转移的能力就越强，从而从侧面反映出产业结构得到了显著优化、产业得到了高效发展[4]。从当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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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中部地区受益于高质量发展背景，实现了极大进步，就 GDP 增长率而言，它们的 GDP 在保持一

个较高的速度在增长。从下表 1 2019 年的数据来看，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中部六省的自

身经济发展速度全部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从下表 1 2020 年的数据来看，除湖北省、安徽省外，其余四

省自身经济发展速度全部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而湖北省和河南省增速较低，有很大的原因是受疫情的

影响。从这些数据来看，中部六省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且发展速度超过了全国平均水平。随着高质

量发展的逐步推进和产业转移工作的有序进行，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态势积极向好。据国家统计局相关

数据显示，2019 年全国 GDP 总值为 990,865 亿元，同比增速达 6%，中部六省中，河南省 GDP 总值达

53,717.75 亿元，同比增速达 7%，位居第一，湖北省 GDP 总值达 45,828.31 亿元，同比增速为 7.5%，位

居第二，而后是湖南、安徽，两者总值分别为 39,894.14 和 37,114 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 7.6%和 7.5%，

最后则是江西和山西，总值分别为 24,757.5 和 17,026.68 亿元，同比增速为 8%和 6.2% [5]。从中部六省

的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河南省、湖北省的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因此其承接能力也比较强。湖南省、安徽

省的经济发展水平也还可以，再加上这两个省的教育优势等一些其他自身优势，其承接能力也还可以。

而江西省和山西省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因此其承接产业的优势就尚不明显。但从增速来看，江西的

增速较快，说明其在经济发展上的势头和潜力还是值得肯定的。 
 
Table 1. GDP growth of six central provinces from 2019 to 2020 
表 1. 2019~2020 中部六省 GDP 增长情况 

地区 
2020 2019 

GDP(亿元) 增速(%) GDP(亿元) 增速(%) 

全国 1,015,990.00 2.3 990,865.00 6.0 

安徽 38,680.60 3.9 37,114.00 7.5 

湖北 43,443.46 -5.0 45,828.31 7.5 

湖南 41,781.49 3.8 39,894.14 7.6 

河南 54,997.07 1.3 53,717.75 7.0 

江西 25,691.50 3.8 24,757.50 8.0 

山西 17,650.00 3.6 17,026.68 6.2 

数据来源：国家及各省统计局。 

2.2. 区域创新能力有效提升 

伴随着国家大力推进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各种助力中部地区高质发展的政策不断出台落实，东中

西部人才交互、帮扶平台积极推进筹备，中部各地不断完善人才引进、招商引资等相关体制机制，致使

大量高新技术企业开始在中部地区落地生根。中部地区区域创新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发展，为中部地区发

展注入了更多新活力。结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商产业研究院的 2020 中部六省区域创新创业指

数排行榜来看，安徽省得分 77.4193 位居全国第 8，河南省得分 70.9677 位居全国第 10，湖北省得分 67.7419
位居全国第 11，江西省得分 64.5161 位居全国第 12，湖南省得分 58.0645 位居全国第 14，山西省得分

35.4839 位居全国第 21。湖北省和安徽省的区域创新能力较强、在全国排名处于比较靠前的位置，湖南

省、河南省、江西省的区域创新能力次之，在全国排名处于中上游的位置，山西省的区域创新能力相对

不足，在全国排名也是处于中游的位置。 
除此之外，在中央及各地政府一系列创新政策的支持下，近年来，创新要素开始向武汉市、合肥市、

长沙市、郑州市等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集聚，与此同时，以武汉光谷、合肥创新中心、郑洛新自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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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株潭自创区为代表的产业集聚区开始逐渐发挥起明显的辐射带动作用，依托于各地方高校的人才优势

以及行业间的技术关联，推动产业之间产生知识溢出效应，致使中部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显著提高，科

创产业融合发展体系基本建立[6]。 

2.3. 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在近些年来加速产业结构升级转型和承接产业转移等政策指导下，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集群发

展规划逐渐合理、产业转移对承接地的经济发展作用逐步凸显、承接地产业结构也在持续优化。在《关

于新时代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也明确将“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现代产业体系”

列为推动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国家和地方的共同努力下，除中部地区各省市本身产业结

构在不断优化外，中部地区整体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优化。东部发达地区转向中部地区的产业也不再局

限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也转移到了中部地区，更有利于中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从

下表 2 数据来看，中部六省中，除河南省第一产业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外，其余五省该项数据都有所下降，

除湖南省第二产业所占比重略有上升外，其余五省该项数据也都有所降低，除湖南省和山西省第三产业

所占比重略有降低外，其余四省该项数据都有所上升。就中部地区整体而言，其产业结构在持续优化。  
 
Table 2. Changes in industrial structure of the six central provinces from 2019 to 2020 
表 2. 2019~2020 年中部六省产业结构变化情况 

地区 
2019 年(%) 2020 年(%)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湖北省 9.5 41.7 50 8.3 39.2 51.3 

安徽省 8.2 41.3 50.8 7.9 40.5 51.3 

湖南省 10.2 37.6 53.2 9.2 38.1 51.7 

江西省 8.7 44.2 47.5 8.3 43.2 48.1 

河南省 8.5 43.5 48.0 9.7 41.6 48.7 

山西省 4.8 43.8 51.4 3.6 43.4 51.2 

数据来源：各省市统计局。 

3.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现实困境 

诚然，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在国家对中部地区的大力帮扶和支持下，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取得

了诸多突出成效。然而，由于中部地区本身的发展不均衡性和起步落后性，致使中部地区在当前高质量

发展背景下依旧存在着许多承接产业转移的现实困境，主要表现在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生态环境问题影

响突出和人才流失亟待解决三方面。 

3.1. 基础设施建设不足 

在当前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不足的问题。

基建设施建设的不完善，不仅会增加企业转移及落地后的各项成本，还会给企业带来诸多不便，制约企

业发展。因此，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也日益成为产业转移选择承接地的重要考量因素。在当前不断推进高

质量发展的过程中，高新技术产业成为经济发展的龙头，也是各个地区争相培育和引进的重要产业。高

新技术企业对于基础设施特别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的需求和要求更高。然

而，从《中国区域数字化发展指数报告》来看，中部地区的数字化水平还有待提升，其中湖北总得分 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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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安徽 0.33 分、河南和湖南 0.32 分、江西 0.30 分、山西仅 0.19 分，整体而言，中部地区除湖北和河

南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得分相对较高，分别为 0.31 和 0.33 分外，其他 4 省在数字化基础设施方面得分都

不足 0.25，说明其数字化基础设施水平十分薄弱。 

3.2. 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突现 

产业转移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比较优势寻求”[7]。从当前产业转移趋势来看，主要是从东部地区向

中西部地区转移。转移动因主要是为了降低生产成本需要，推动产业升级[8]。因此，在中部地区承接产

业转移工作中，为了谋求经济发展效益，必然会选择东部地区的部分高效益高污染企业，同时为了降低

成本吸引外资进入甚至不惜透支资源和环境承载力，致使承载地生态环境问题影响突出。 
一方面，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存在被迫承接高污染产业问题。东部沿海发达省市也会优化自

身的产业结构，在保留产业选择上，他们会优先选择低能耗、低污染的高新技术产业，在转出产业的选

择上、他们自然也会优先选择那些技术含量低、污染高、收益低的产业。对于中部六省部分经济发展落

后的区域来说，本身优势尚不突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不具备有效竞争力，但为了摘掉贫穷落后的帽子、

苦寻发展经济的机会，只能被迫地选择承接能耗大、污染大、投入大且收益低的落后产业，承担环境污

染等发展恶果。 
另一方面，中部地区对于自身的自然环境保护意识较差，致使不顾生态环境承受能力问题频现。在

部分地区现行的政绩考核机制下，当经济问题和环境问题需要二选一时，这些地方政府可能会优先选择

发展经济，对于一些对于能给他们的政绩短期内带来好处的高污染、高排放产业也是一并承接，这给当

地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不可挽回的损失。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更加关注承接的规模、短期的经济效

益而忽视环境保护，注重短期的经济发展而忽视本地的长期可持续发展，不断透支资源和环境承载力。 

3.3. 人才流失亟待解决 

从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向方向来看，尽管产业呈现从发达地区向中部地区逐渐转移的趋势，但是现

阶段大量的劳动力仍然倾向于从欠发达地区外流至发达地区，企业内迁后“招工难”现象屡见不鲜，一

定程度上阻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9]。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达到

3.76 亿人，较 2010 年相比增加 1.55 亿人，增幅高达 69.73%，流动方向为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的流

动，且其中 90%为劳动力人口的流动，其结果致使东部地区 2020 年常住人口数量为 5.64 亿人，占全国

总人口比重达 39.93%，而中部地区人口规模仅 3.65 亿，占比为 25.83%，相比 2019 年下降 0.79%。劳动

力大量向东部外流使得中部地区出现“招工难”问题，用工需求不断攀升的背后却是无人可用，相比之

下东部地区却呈现出“用工荒”现象。人才流失问题成为当前制约中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和高质量发展

的突出问题，“百万大学生留汉计划”等人才政策在中部地区不断落地，中部各省间的“抢人大战”愈

演愈烈。 

4.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破局路径 

面对着当前经济发展已然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现实，如何发挥中部地区区域优势，

通过承接产业转移激发经济增长动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当坚持协同联动原则，不仅要加强政策指

导与支持，搭建对接平台，还要注重产业集中式承接，加快配套环境建设，同时也要加快落实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贯彻落实人才引进政。 

4.1. 加强政策指导与支持，搭建对接平台 

中部地区各级政府要加强政策指导与支持，要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切实参与到产业转移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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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推进产业转移工作的进行。 
首先要出台相关的优惠政策，吸引产业转移大军中适合自己的、自己真正需要的企业，要以这些企

业落户本地为目标，要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的等待。其次，要搭建对接平台，简化企业落地的程序，

切实做到指导与支持。继续坚持深化改革，持续推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优化营商环境，在与其他地区

竞争中有投资的政策优势。同时要加强促进民营企业和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政策方案的贯彻实施，不

断提升企业服务水平、优化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严格落实企业优惠政策，完善金融激励机制，推进帮

扶措施的深入，从而为有效吸引产业转移提供良好的环境，搭建出一个有效的政企对接平台。最后，政

府必须加快完善人才引进、招商引资等相关政策和制度体系，在对本地资源禀赋和突出优势有充分把握

和感知的基础上，因地制宜打造产业吸引力，在承接产业转移时具有更为显著的靶向性和集聚性。 

4.2. 注重产业集中式承接，加快配套环境建设 

产业集群是现代生产方式中的一种高效产出形式，能够形成地方产业发展的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

一定程度上实现专业化分工和资源共享[10]。集群发展不但可以帮助企业降低各方面的成本，还能给企业

带来很多的便利，资源，甚至是经济效益。所以我们中部地区的各级政府部门要注重集中式承接，推动

产业集群发展。首先，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应加强完善各产业的产业链，不断强链补链，吸引产业集群发

展，不断形成产业集聚，优化资源空间配置。并且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

用，集中优势资源，积极引导产业不断集聚。其次，在形成完备的配套附属产业的方式方法上，要延伸

产业链的长度，拓宽产业链的宽度，促进产业集群发展。 
在产业配套环境方面，中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快产业配套环境的建设。根据本地区产业实际承

载能力、环境承载能力以及产业链配置状况进行招商引资，实现内源动力和外向动力的耦合协调[11]，联

合打造更加完善的产业配套，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企业的各项成本，凸显产业链和集群发展的优势。

因此，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本地产业结构，使本地产业配套环境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快速发展，

同时助力本地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4.3. 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贯彻落实人才引进政策 

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

创新能力。所以中部地区各级政府要重视创新能力的发展，加快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助力企业创新

发展。政府相关部门可以设立创新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科技创新，充分利用财政资金推动创新发展的杠杆

作用；同时在税收政策上应进行相应减免，实施创新支出抵扣政策，充分发挥企业的创新动力。此外，

政府可以搭建企业互动交流平台，推动转入企业与本地企业的互动交流，加强与国际科技创新平台中心

的合作交流，出台对接中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方案措施，实现其他地区的科技成果在中部地区转化，提高

科技创新水平。 
创新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发展，所以我们中部地区各级政府要重视人才的发展，中部地区劳动力资

源本来就很丰富，在此基础上，对于人才发展政策还不够完善的地区，政府部门要加大投资，建立健全

本地区教育体系，培育更多创新型和技术型人才，完善高等教育体制机制，制订吸引人才的相关政策、

完善人才服务与保障机制。对于人才发展政策较为完善的地区，尤其湖北省、湖南省、安徽省还是高等

教育大省，该地区各级政府在劳动力丰富的基础上，要进一步追求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丰富，甚至是高等

人才资源丰富。总体来说，中部地区各级政府要贯彻落实人才引进政策，加快对科技人才和高素质、高

技能劳动者的培养，推动构建企业创新土壤，激发产业发展活力，提高对技术承接的吸纳力，进而推动

本地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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