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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当今数字化浪潮中，我国产业转移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平衡和产业升级的

关键途径。本文深入剖析了数字化给我国产业转移带来的新变化和挑战，探讨了在数字经济的背景下，

产业转移如何适应新的发展趋势，并分析了网络技术、数据资源等因素如何重塑产业转移的路径。文章

首先追溯了我国产业转移的发展历程，梳理了从传统制造业向高技术产业的转移轨迹，并指出了数字化

在这一过程中的关键作用。在此基础上，文章详细论述了数字时代下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在政策影响方

面，文章评估了现行政策对产业转移的推动作用，指出了政策支持在促进数字产业转移中的重要性，并

讨论了政策如何在支持产业转移的同时，兼顾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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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wave of digitization, industrial transfer in China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trategy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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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lso a key way to achieve regional economic balanc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is article provid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new changes and challenges brought 
by digitization to China’s industrial transfer, discusses how industrial transfer can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economy, and analyzes how factors such as net-
work technology and data resources can reshape the path of industrial transfer. The article first 
traces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industrial transfer in China, combs the trajectory of transfer 
from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to high-tech industries, and points out the key role of 
digitalization in this process. On this basis, the article discusses in detail the new trends of indus-
trial transfer in the digital era. In terms of policy implications, the article assesses the role of ex-
isting policies in promoting industrial transfer, points out the importance of policy support in 
promoting digital industrial transfer, and discusses how policies can support industrial transfer 
whi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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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根据《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中的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50.2 万亿元，

稳居世界第二。数字经济占 GDP 比重提升至 41.5%，表明其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这也凸

显了我国在数字化时代进行产业转型升级的紧迫性。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传统产业需要加速转型，

以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趋势。因此，我国需要加大对数字化技术和创新的投入，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

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以保持竞争力并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此背景下，我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性和紧迫

性体现在多个方面。数字化时代背景下，我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于帮助企业适应新的技术、

市场和消费趋势，提升竞争力，实现可持续发展。同时，产业转移也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

对于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具体而言，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和普及，传统产业面临着

数字化转型的压力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产业转移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需求，

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提升竞争力。其次，随着数字化时代的降临，人工智能等尖端技术的普及应

用已经成为趋势。这些技术创新对传统行业的生产机制、管理策略以及商业模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和机遇，催生了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而产业转移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融入数字化时代的发展潮

流，实现产业升级和转型。再者，数字化时代的市场需求和消费习惯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消费者对

产品和服务的要求越来越个性化和定制化。产业转移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提供更具竞争

力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我国产业转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不容忽视。 
本文的研究对于理解产业转移新趋势、制定相应政策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产业

转移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迁移，而是涉及到技术、人才、资本等多方面资源的转移和变革。因此，深

入研究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对于把握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至关重要。首先，研究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可以帮

助政府和企业更好地理解产业发展的动态变化。通过对新兴技术、市场需求、全球产业链等方面进行深

入分析，可以及时发现产业转移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其次，研究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可以帮助政府和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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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更好地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同时，政府可以及时调整产业政策，制定支持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对企业而言，了解新趋势可以帮助其调整发展战略，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提

升竞争力。此外，通过对产业转移趋势的深入研究，可以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未来发展的参考。因此，研

究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对于理解产业发展的动态变化、应对挑战和抓住机遇、规划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我国产业转移历程 

整体来看，我国经历了从初期产业转移到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再到内陆地区产业转移的阶段性变化。

当前阶段，我国的产业转移已经不再仅仅是简单的地理迁移，而是涉及到产业升级和转型。产业转移的

重心也逐渐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1]。我国的产业转移历程可以追

溯到改革开放以来，1978 年至 1990 年代初期属于初期产业转移。在这一时期，我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

初期阶段，对外开放的政策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如广东、福建等地。这些地区由于地理位置、历史沿

革和政策优势，较早地开展了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吸引了大量外资，并发展成为我国的经济特区和沿

海开放城市。这一时期的产业转移以轻工业、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随着内陆地区基础设施的

不断完善和政策支持的加强，产业转移的领域逐渐扩大，包括了一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1990 年代

中期至 2000 年代期间属于我国沿海地区产业转移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我

国的产业转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沿海地区的一些城市如深圳、珠海等开始成为外资和民营企业的重要

集聚地。这一阶段的产业转移主要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开始在我国

沿海地区建立生产基地，形成了我国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新格局。2000 年代至今为内陆地区产业转移阶

段。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一些沿海地区开始面临成本上升、资源环境约束等

问题，产业转移逐渐向内陆地区扩散，同时，我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内陆地区发展产

业，如重庆、成都等一些中西部地区开始成为新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吸引了大量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投资。 
目前，我国的产业转移正在经历着从简单的地理迁移到产业升级和转型的过渡阶段。根据《中国高

端制造业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23年我国高端制造业上市公司数量占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总数的 57%，

过去 5 年内，这些公司的收入规模复合增长率为 14.97%，其收入增长速度远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

这一趋势反映出，未来中国的产业转型将更加侧重于高端制造业、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领域，这将有助

于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向迈进[2]。其中，我国产业转移的主要特征包括产业向中西部地

区转移、产业转向高附加值领域、产业转移向服务业和数字经济转型等。具体而言，随着沿海地区成本

的上升和资源环境约束力度的加大，一些制造业和服务业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如成都、重庆等中西

部地区的部分城市成为了新的产业转移目的地，吸引了大量投资和产业项目。其次，传统的劳动密集型

产业逐渐向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转移，推动我国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此外，

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不断优化，服务业和数字经济也成为产业转移的重要方向。一些外资企业和民营企

业开始将投资重点转向金融、信息技术、文化创意等领域，推动我国经济向高端产业和新经济领域转型。 
数字化技术不仅改变了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还加速了产业协同发展，推动了创新和人才培养，这

些方面的影响相互交织，共同推动了我国产业转移的全面升级。首先，数字化技术的深度融合促成了生

产流程的智能化、弹性化和优化，通过与工业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协同作用，生产

活动能够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的管理，这不仅显著提升了生产效率，还增强了产品的质量控制。这种数

字化的生产方式吸引了一些传统制造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移，从而推动了产业升级。其次，数字

化技术的发展也促进了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包括金融、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这些数字化的发展为

制造业提供了更高效的供应链管理、市场开拓和客户服务，促进了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制造业和服务业

的数字化转型相互促进，形成了产业协同效应[3]。此外，数字化技术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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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互联网平台，不同产业链上的企业可以进行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协同创新，推动产业链上下游的

企业形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4]。这种数字化创新促进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推动了产业转移向高附

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方向发展。与此同时，数字化对产业转移还带来了对人才的需求和技能的提升。随

着数字化技术的应用，企业对于数字化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因此，数字化推动了教育培

训体系的变革，促进了人才培养和技能提升，为产业转移提供了更多的人力资源支持。 

3. 数字化时代下产业转移的新趋势 

在数字化时代的浪潮下，中国产业转移正在展现出一系列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涵盖了智能化与自

动化、跨界融合、数据驱动与个性化定制、产业互联网与平台化发展，以及人才培养与技能提升等多个

维度。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演进，智能化和自动化正在成为推动产业转移的核心动力。通过智能化改

造，企业能够提高响应市场的能力，缩短产品从设计到生产的周期，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

这不仅能够为企业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还能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此外，在数字化时代，产业转移的确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的模式，而是呈现出跨

界融合、创新驱动的新趋势。新兴产业如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与传统产业相结合，为传统

产业带来转型升级的新机遇，如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为跨行业合作开启了新

的大门，推动了产业的跨界融合发展。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数据驱动和个性化定制也成为产业转移

的重要方向。企业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更加精准地把握市场需求，提供满足消费者个

性化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与此同时，产业互联网和平台化的发展也是数字化时代产业转移的新特点。产

业互联网平台为不同产业链上的企业提供了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的新途径，促进了产业链上

下游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最后，数字化时代对人才的需求和技能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随着数字化

技术的广泛应用，企业对具备数字化技能和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促使教育培训体系进行改革，

以培养更多符合市场需求的人才，提升整体劳动力市场的技能水平。 
在数字化的背景下，中国产业转移受到新因素的深刻影响，这些因素不仅重塑了传统产业的发展轨

迹，也为新兴产业的崛起提供了机遇，推动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同时，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促

进了产业互联网和平台化的兴起，加速了不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形成了新

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具体而言，技术创新和数字化技术的广泛应用推动了传统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例如工业互

联网、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正在改变传统产业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其次，产业互联网和平台化的兴起加速了不同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协同

创新，推动产业转移和升级，形成了新的产业协同发展模式[5]。另外，数据驱动的个性化定制生产成为

新的趋势，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可以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实现个性化定制生产，从

而影响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促进了产业的个性化和差异化发展。跨界融合和新兴产业的发展也

受到数字化技术的推动，不同行业之间的融合和交叉创新促进了新兴产业的崛起，同时也推动了传统产

业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方向转移，形成了更具活力和创新性的产业生态系统。最后，数字化时代

对人才的需求和技能的提升提出了更高要求，促进了人才培养和技能提升，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更多

的人才支持和保障[6]。这些因素共同影响着我国产业转移的方向和速度，推动着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

为我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遇。 

4. 政策影响研究 

现有政策对产业转移有着重要的影响意义。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支持产业转移，包括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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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金减免、财政补贴、技术支持等。这些政策促进了企业的产业转移，帮助企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

竞争力，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同时，政策也有助于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

对于优化经济结构、提高产业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促进作用方面，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来支持产业转移。例如，土地出让金减免、土地使用权

期限延长等政策降低了企业在新地区的土地成本，增加了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动力。此外，财政补贴政

策也为企业提供了资金支持，用于企业建设、设备更新、科研创新等方面，有助于提高企业的竞争力。

政府还提供技术支持，包括技术培训、技术研发资金支持等，帮助企业在新的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和升级。 
然而，政策的制约因素也是存在的。一些地方政府的行政审批程序繁琐，导致企业转移成本高，影

响产业转移的进行。劳动力成本的变化也是制约因素之一，一些地区的劳动力成本较高，需要企业在转

移时考虑成本的变化。此外，新的地区市场需求不足也可能成为制约产业转移的因素，企业需要考虑市

场的接受程度。环境保护要求也是制约因素之一，企业在转移时需要符合当地的环境保护标准，增加了

企业的转移成本。 
政策对产业转移的促进作用也存在潜在风险，产业转移可能导致劳动力失业问题，需要政府进行再

就业政策的支持。地区经济不平衡也是潜在风险之一，产业转移可能导致地区经济不平衡，原产业地区

的经济发展停滞，而新产业地区可能因为产业转移而经济快速增长。资源环境破坏也是潜在风险之一，

产业转移可能导致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环境的恶化。此外，社会稳定问题也是潜在风险之一，产业转

移可能导致原产业地区的社会稳定问题，政府需要加强社会管理和维护。 
在数字化时代的背景下，产业转移的相关政策背景可以从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劳动力市场的变迁

与就业挑战、以及创新驱动发展等维度进行深入分析。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正迫使众多传

统产业进行技术革新和商业模式转型。为了应对这一挑战，政府需通过政策手段激励企业深化数字化技

术的应用和创新发展，以提升产业的竞争力并满足市场需求。例如，政府可以通过提供税收减免、研发

补贴等激励措施，刺激企业在数字化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加大投入，进而推动产业向智能化和高附加值

领域转型。 
同时，政府还需建立和完善创新激励机制，如科技成果转化奖励和知识产权保护等，以激发企业的

创新活力。在数字化时代，产业转移的政策背景需重视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的趋势，通过技术支持、研

发投资、标准化制定和产业布局优化等策略，推进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和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7]。 
此外，数字化时代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显著影响，低技能职位的减少和高技能、高素质劳动力需求

的增加已成为趋势。因此，产业转移相关政策背景必须考虑到劳动力需求的演变和就业问题。政府可以

通过劳动力培训、教育体系改革、就业和创业扶持以及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等政策措施，协助劳动者适应

产业转移带来的变化，增加就业机会，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例如，政府可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扩大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和提高其水平，确保受产业转移影响的劳动者能够获得及时的失业救济和再就

业支持，减轻其经济负担，从而促进社会稳定。 
创新作为数字化时代推动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还需考虑创新驱动和产业升级的需求。通过创

新支持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产业标准和规范的制定、投资和税收政策以及人才引进和培养等策略，推

动数字化产业的繁荣，实现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例如，政府可以增强对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创新支持，鼓

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促进数字化技术在产业转移中的应用和创新，提升产业整体技术水平。同时，政

府应积极参与数字化产业标准和规范的制定，推动产业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以促进产业的升级

和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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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为了更好地促进产业转移和区域经济发展，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更具针对性和灵活性的政策，更好地

引导企业进行产业转移，并推动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以下是一些具体建议及其意义，以期实现资源优

化配置和经济结构升级，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首先，政府可以实施包括税收减免、财政补贴和信贷支持等在内的一系列激励措施，旨在吸引企业

将生产线转移到经济发展滞后的地区，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增长。其次，政府需要显著增加对基础

设施项目的投资，特别是交通、物流系统的建设和改善，如道路、桥梁、港口及机场等，以提高区域的

运输效率和降低企业迁移成本，增强该地区对产业投资的吸引力。最后，政府可以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

服务，助力当地企业提升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能力，增强其在产业转移后的市场竞争力，进而促进区域

经济的全面发展。 
展望未来，数字化时代下产业转移的新趋势将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格局的重塑。随着数字化技术的

不断发展，跨国公司将更加倾向于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全球资源的整合和协同。同时，新兴数字化

产业(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将成为产业转移的新热点，吸引了大量资金和人才的流动。在这样

的背景下，政府需要制定更加灵活和前瞻的政策来适应数字化时代下产业转移的新趋势，例如鼓励数字

化技术在产业转移中的应用，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同时也需要加强对数字化产业的监管和规范，

保障数据安全和知识产权。未来，数字化时代下产业转移的研究将更加关注数字化技术对产业转移的影

响，以及政策对数字化产业发展的引导作用。同时，国际合作也将成为重要的议题，共同应对数字化时

代下产业转移带来的全球性挑战。数字化时代为产业转移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只有充分理解和把握

这些新趋势，政策制定和产业发展才能更好地适应数字化时代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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