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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研究》构建了产业转移形成的“推拉”模型引入人口理论的“推拉”模型
，运用运动学的理论与方法，认为区域产业能否进行转移取决于四种力的作用结果。
进而提出了市场驱动与政府调控两种不同特征的产业转移模式，认为市场驱动型的主导方以市场为主
，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而政府调控型的主导方以政府和市场为主，以区域间协调发展与效
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
　　给出了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形成机理的“四要素”假说。
认为产业结构、产业集聚、生产要素禀赋、政府作用是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形成机理的四个基本要素
。
基于珠三角内部各城市产业结构差异、劳动力自由流动、产业集聚、各级政府土地供给的特征等因素
，验证了珠江三角洲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并没有大规模地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同时提出了形成目前部
分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劳动力和土地使用成本上升“悖论”。
　　《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研究》在回顾产业转移理论研究和国内外产业转移研究进行综述的基础上
，从区域、产业和企业的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主要围绕产业转移形成的“推拉”模型构建，
珠江三角洲产业转移形成机理的假说以及不同转移模式的形成进行系统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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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问题提出　　经济运动有它的自身规律，受动态比较利益、潜在市场
容量和自然因素等影响，世界经济增长重心经历了中国—地中海沿岸—英国—美国—日本⋯⋯循环。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国际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也依次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发达国家的战后重建和经济复苏、拉美60年代的
经济增长、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Newly Industrializing Economics，缩写为NIEs）的崛起和发展
、7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亚洲国家和地区（东盟四国、中国大陆沿海省区及越南等）经济发展的起步和
腾飞（Sachs，w.ed.，1992）。
在20世纪90年代，东亚地区的经济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2％，而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为3.6％，西方
主要国家为1.6％，非洲各国平均为1.4％。
进入21世纪，东亚地区经济增长势头依然不减，这正是世界经济增长重心逐步向亚太地区，特别是东
亚地区转移的表现。
同时中国大陆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快速发展，而进入2l世纪，随着产业
结构的升级，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为主的产业面临巨大压力，逐步呈现向欠发达区域转移的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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