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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
脱贫绩效研究

王 志 章,王 静
(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重庆市400715)

摘 要:长江上游地区既是长江经济带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我国贫困地

区的主要聚集区,打赢这一特定区域的扶贫攻坚战不仅对实施好国家战略,而且对确保长江上游贫困地区到

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基于长江上游云、贵、川、渝四省市2010-2015
年的面板统计数据研究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结果表明: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

了地区脱贫,承接国内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大于国际产业转移的脱贫绩效。分析还发现,影响地区脱贫的生

产要素、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因素等对地区脱贫均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做好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的关键

是:国家层面制定计划,区域联合构建机制,承接地做好落地工作,行业协会发挥中间服务作用,承接企业培育

人力资本,通过提升产业扶贫效益加快长江上游贫困地区的脱贫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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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外经验表明,大河流域往往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如美国的田纳西流域、欧洲的莱茵河

流域等,都是本国的核心经济区,具有很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但由于河流的空间跨度、资源禀赋的

差异性和国家制度层面上的安排,流域不同部分发展程度各不相同,先发区域和后发区域并存。长

江上游西起青藏高原各拉丹东,东至湖北宜昌,全长4511公里,控制流域面积100万平方公里。
上游地区云南、贵州、四川、重庆四省市人口近2亿,是我国主要经济腹地,也是长江经济带、“一带

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区域和节点。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江上游地区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2015年,四省市经济总量为7万多亿。然而,在592个国家级贫困县中,长江上游

云、贵、川、渝四省市就占187个,贫困人口达到1517.58万(2015年),占全国尚未脱贫人口5575
万的1/4多,扶贫任务异常艰巨,是我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和“啃骨头”区。由于地势险峻,海拔较

高,山脉众多,居住生存条件差,生态保护任务艰巨,该区域主要产业集中在医疗化工、资源加工等

劳动密集型领域;同时又受政策约束,缺乏包容发展的体制机制,流域联动、城乡联动、产业联动不

够,产业条块分割,很不利于发挥“一盘棋”效应,形成产业链条和集群效应,致使城镇化率低,产业

扶贫的潜力发挥不够。因此,长江上游地区亟待创新路径,整合资源,建立联动、包容机制,充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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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产业扶贫脱贫的潜力。
当前,长江上游地区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早在2014年,国务院就印发了《关于依托黄

金水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不仅把促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次,而且

也为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川南、黔西北、滇东北等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

撑。2016年中央印发的《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指出要“引导产业有序转移”。尤其是“要突出

产业转移重点,建设承接产业转移平台,创新产业转移方式”[1]。因此,客观分析长江上游地区承接

产业转移到底对脱贫有多大绩效应当成为理论界一项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为此,本文选取长江

上游地区四省市2010-2015年以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作为承接产业转移指

标变量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承接产业转移对长江上游地区脱贫的绩效,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

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长江上游流域各省市包容、联动发展,联手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上游贫困地

区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建成小康社会。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分析

(一)国外文献回顾

国外关于产业转移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主要集中在英美和欧洲等国家和地区,并在各

学科领域取得丰富成果。查阅文献发现学者对承接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主要集中在承接产业转移

对技术溢出、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直接研究产业转移对承接地贫困减缓的文献寥寥无几。
关于承接产业转移对技术溢出、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学者意见不一。对于技术溢

出的影响,Flora,LesOxleyetal[2]认为产业转移会产生“创新外溢”,极大提高全要素效率,Guan
AP,ChenC[3],GuanAP,LiH[4]也实证表明承接国内国外产业转移对当地产生了明显的技术外

溢效应。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产生技术溢出:HaYJ,GiroudA.[5]研究表

明只有当产业转出地与转入地之间技术水平差距不大时,转入地企业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才明显。
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RenS,YuanB,MaX,etal[6]建议产业部门改变其贸易增长模式,使产业结

构适应国际投资结构。WangS,WeiX,ZhaoL[7]研究发现产业转移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U型关

系,并认为加强环境规测力度会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ZhaoM,ZhangR[8]研究发现产业转移改

变了产业结构,产业转移对第二产业存在消极影响,而对第三产业存在积极影响。对于经济增长的

影响,Agrawal[9]认为产业转移是实现一国经济增长最重要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并且Agrawal[10]通
过研究多国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两者存在长期协整关系。然而部分学者提出质疑,承
接产业转移真的促进了承接地的经济增长吗? Temiz,Gökmen[11],M.Belloumi[12]通过实证研究

得出承接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之间并没明显的因果关系的结论,甚至质疑承接产业转移促进发展

中国家经济增长的理论。SongM,TaoJ,WangS[13]通过研究中国产业转移情况,认为尽管存在

技术溢出,但并没对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
尽管关于产业转移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果较多,但都没直接涉及经济增长是否促进当地贫困

减缓,目前直接研究承接产业转移与承接地贫困减缓的研究尚少,两者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挖掘。

UcalMŞ[14]研究了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与贫困减缓的关系,结果发现,两者存在密切关系,并且产

业转移明显促进了承接地贫困现象的转变。DavidsonL,SahliM[15]认为产业转移可以有效减轻贫

困,承接地企业可通过发展社会项目帮助当地摆脱贫困。AndersonW,NicodemusG[16]评价了以

旅游为主导的国外投资会通过增加当地收入、促使技术转移达到贫困减缓的作用。但是也有部分

学者认为产业转移对贫困减缓的作用并非十分可观。FauzelS,SeetanahB,SannasseeRV[17]承
认以外商直接投资为方式的产业转移对贫困减轻具有一定的作用,政府支出也是重要因素之一,但
一国过高的债务会加深贫困状态。

学者还以不同的研究方法研究后,认为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是否促进承接地经济增长、是否产

生技术外溢效应,以及是否优化产业结构等方面存在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承接产业转移对承接地



产生了一定的正向效应。除此之外,我们还发现,直接探讨产业转移与承接地贫困减缓两者关系的

研究不多,且存在不同意见。承接产业转移是否会通过增加就业机会等渠道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

济发展从而摆脱贫困值得学界进一步研究。
(二)国内文献回顾

国内学界研究产业转移的时间跨度并不长,主要兴起于改革开放以后,大多沿袭国外产业转移

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产业转移的动因、模式、效应、策略等方面。其中,对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

大多从承接产业转移对技术溢出、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等方面着手,而直接分析产业转移对欠发达

地区、贫困地区影响研究的文献仍十分缺乏。
学者关于承接产业转移对技术溢出、产业结构、经济增长的效应研究已十分成熟。对于技术溢

出的影响研究,视角多元。关爱萍、陈超[18]研究结果发现,传统面板回归结果下,承接产业转移对

技术溢出具有正向影响,而在空间面板模型下,溢出效果并不明显。邬丽娟、邓玲[19]认为承接产业

转移对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正向促进作用。潘少奇等[20]、卫颖[21]强调承接产业转移对技术溢出的影

响效应并非必然的经济现象,而要受到市场环境、区域条件、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对于产业结

构的影响研究,既有定量也有定性,结论不一。卢阳春[22]得出了承接产业转移有利于优化地区产

业结构的结论,吴旭晓[23]研究认为承接产业转移对产业结构优化的作用逐渐弱化。然而,余慧

倩[24]、李斌等[25]认为承接产业转移带来的就业人数、产业集群等结果对产业结构优化并不存在显

著作用。对于经济増长的影响研究,观点异彩纷呈。卢根鑫[26],高安刚、覃波[27]认为承接产业转移

促进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增长。魏后凯[28]、张辽[29]、王成军[30]研究发现产业转移提升了产业转出地

的整体竞争力。关爱萍、魏立强[31],滕堂伟、胡森林等[32]研究认为区际产业转移对中西部地区的经

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长江中上游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增强。然而不少学者,如邓涛、刘
红[33]认为承接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并没明显促进作用。

承接产业转移对欠发达地区的效应研究日益受到学者的关注,承接产业转移一定程度上促进

了承接地的贫困减缓,但在承接过程中也面临一些问题。毕肖华、徐志耀[34]认为承接产业转移是

欠发达地区的必然选择,提出依托产业发展脱贫。王满四、黄言生[35]研究认为,对欠发达地区,承
接产业转移最大的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反,承接产业转移也会极大影响地区经济水平,从
而减缓贫困。许树辉、王利华[36],马永红等[37]研究证明承接产业转移是欠发达地区快速发展的重

要途径,对贫困减缓具有重要作用。但一些学者认为,欠发达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条件不够且力度不

大。万方坤[38]提出欠发达地区应以积极的姿态有效承接产业转移,才能发挥产业转移的正面效

应。赵文丁、祈文辉[39]承认产业转移是欠发达地区经济崛起、贫困减缓的有效途径,但欠发达地区

承接产业转移仍存在很多问题,必须要提高其承接能力。
通过文献梳理不难看出学者对承接产业转移的效应研究尽管已有颇多成熟结论,但也存在一

些不争的事实:一方面,关于承接产业转移的效应问题,学者主要集中于承接产业转移对经济增长

的影响,鲜有学者直接研究承接产业转移与地区脱贫的关系,贫困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对打赢脱贫攻

坚战到底有多大推动作用将是本文研究的重难点。另一方面在对产业转移的应用研究中,多以发

达区域的产业转移为研究对象,对于市场机制欠发达的区域,承接产业转移相关的文献并不多,且
对贫困减缓的效应分析并不深入。

(三)承接产业转移与贫困减缓的作用机理

自然环境恶劣、基础设施落后、个人能力欠缺、产业发展受限、经济后劲不足等因素都可能导致

贫困的发生,而脱贫的动力因素在于资金的投入、技术的支撑、政府的扶持、产业的带动等。本文将

从产业因素出发,分析承接产业转移与贫困减缓、地区脱贫的作用机理。
首先,承接产业转移有助于贫困地区配置资源培育属地化的支柱产业,支柱产业的强弱直接攸

关脱贫的绩效。一个地区的支柱产业快速发展,可以引致对该产业上下游产品的需求,有助于产业

链的形成,推动支柱产业的发展。产业转移一般先出现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而长江上游地区劳动



丰富、资源密集等优势正好符合了转出产业的转移要求,同时产业转移伴随着技术溢出、产业结构

优化等效应,从而有利于推动长江上游地区重点产业承接发展,培育产业发展新优势。
其次,承接产业转移有助于拓展贫困地区的就业渠道,从而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提高脱贫绩效。

增加包容性的就业机会是民生之本,承接产业转移最快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增加就业机会。承接产

业转移必定需要足够数量的劳动力,这就拓展了就业渠道,增加了当地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也可使

一部分农村劳动力经过一定职业技能培训后提高自我“造血”、自我发展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转

移,获得工作机会,从而增加贫困人口收入,提高收入水平。
最后,承接产业转移有助于提升贫困地区的人口素质从而增强脱贫综合绩效。一方面,在承接

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人才自由流动加快,先进思想和知识技能传播提速,无疑有助于提高承接地人

口的素质能力;另一方面,为提高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承接地需提高地区劳动力的质量,自然会加大

对本地区人才的职业技能培训,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综合素质,贫困人口脱贫的综合绩效会增强。

三、模型、方法与实证研究

(一)变量选取

脱贫更多地体现为当地贫困人口的减少,因此本文将选取贫困发生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即被解

释变量。有鉴于脱贫绩效还表现在贫困户脱贫后主客观条件的改善,对脱贫绩效的进一步探讨留

在尔后专题研究。本文选取了以下指标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
(1)承接产业转移: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目前学界对产业转移的量化指标

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区域产业竞争力指数[40],赫芬达尔指数、区位商与绝对份额指标的区域增减变

化[41],产值份额的增减[42],产业梯度系数[43][44],该地接受的外部资本[45]均以不同的角度衡量产业

转移。考虑到区位熵、产业梯度系数更多的是从专业化的角度测度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和可行性,
据此选择具有比较优势的承接产业,而绝对份额指标的增减似乎过于简单地衡量承接产业转移的

结果。因此,在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本文如选取当地接受的外部资本衡量承接产业转移的规模

和结果可能更有助于本文的分析。接受的外部资本包括接受国际资本和国内省外资本,即外商直

接投资和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46][47]。
(2)生产要素:R&D经费支出、资本存量、省市平均工资。R&D经费近似衡量该地科技水

平[48],预期效果为负;2010-2011年的资本存量参考陈飞[49],其余年份则根据张军[50]资本存量公

式计算得来,预期效果为负;省市平均工资用于反映该地劳动力工资水平[51],平均工资越高越能体

现脱贫绩效。
(3)基础设施:各省铁路、公路、内河航运里程数占各省行政区面积比重,以下简称交通比重。

完善的基础设施对要素的空间分布具有很强的推动作用,基础设施越完善,对脱贫绩效的影响就越

大,交通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极大[52],交通的畅通程度是地区脱贫绩效的重要因素,预期效果为负。
(4)产业发展因素: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产业发展主要是工业企业数量、工业产值以及

第三产业发展状况来衡量对产业的影响。一般来说,工业规模扩大会加速第三产业发展,第三产业

从业人数越多[53],越有可能拓宽贫困人口的就业渠道,提高脱贫绩效。因此本文用第三产业产值

占GDP的比重(TI)来衡量产业发展因素,预期效果为负。
(二)模型建立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长江上游四省市历年的贫困发生率为被解释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省外境内

资金为承接产业转移的衡量指标,R&D经费支出、资本存量、平均工资、交通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

重为影响贫困发生率的控制变量。为避免异方差的影响,本文将对所有变量取对数。
模型设定如下:

lnYit=β0+β1lnFDIit+β2lnTRit+β3lnR&Dit+β4lnKit+β5lnWit+

β6lnTransit+β7lnTIit+μit



  其 中,被 解 释 变 量lnY 表 示 贫 困 发 生 率,解 释 变 量lnFDI、lnTR、lnR&D、lnK、lnW、

lnTrans、lnTI分别表示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R&D经费支出、资本存量、平均

工资、交通比重、第三产业产值比重。i为截面样本,t为时间序列,β0为常数项,β1-β7为回归系数,
其中β1 和β2 为承接产业转移对贫困发生率的影响方向和程度。

由于我国在2010年实行新的贫困标准,导致2010年前后的贫困发生率计算标准不一,为保持

数据统计一致性,本文选择长江上游地区,即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四省市的2010-2015
年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中国统计年鉴、各省市统计年鉴、统计公

报及各省市商务厅(局)公布的数据或据此计算得来的数据。
(三)实证研究

本文将使用软件STATA12.0对长江上游四省市2010-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回归分

析。由于面板数据也可能像时间序列一样因数据的非平稳性而造成伪回归现象,因此有必要对面

板数据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得到如下结果:

Statistic p-value

z 4.4721 0.000

  从检验结果来看,P值为0.000,拒绝原假设,因此数据是平稳的。
然后对模型形式进行选择,通过豪斯曼检验得出P值为0.7580,接受原假设,故选择随机效应

回归模型更为合适,结果如下表:
表1 Fixed-effectsGLSregression估计结果

变量 回归系数 Std.E T P>|T|

常数(C) 5.12 2.59 1.98 0.05
外商直接投资(FDI) -0.11 0.07 -1.39 0.17
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金(TR) -0.52** 0.22 -2.34 0.02
R&D经费支出(R&D) -1.57 0.17 -0.93 0.35
资本存量(K) -1.03*** 0.26 -3.97 0.00
平均工资(W) -0.57** 0.26 -2.16 0.03
交通比重(Trans) -1.05*** 0.36 -2.95 0.00
第三产业产值比重(TI) -0.65* 0.36 -1.80 0.07

       注:*,**,***分别表示在10%、5%、和1%的水平上显著

由上表的估计结果来看,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承接产业转移,降低了农村贫困发生率,从而提高脱贫绩效。具体来看,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

相关系数为-0.11,说明承接国外产业越多贫困发生率越低,但其影响不显著,可能的原因是长江上游

地区农村的市场环境不成熟、市场体制不健全、思想观念滞后、地域自然条件限制等,导致承接国外产

业转移的条件不充分,难以吸引国外企业投资设厂。表明承接国内产业转移,即实际利用省外境内资

金的相关系数为-0.52,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承接国内产业转移极大降低了农村贫困发生率,可能

的原因是长江上游四省市国内区际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容易也更频繁,产业转出地也可能转向生产成

本更低的农村地区,承接产业转移会充分利用承接地的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等,促进就业,增加人民收

入。这充分说明了承接产业转移减少了贫困发生率,从而对地区脱贫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2)R&D经费支出、资本存量、平均工资的系数均为负,符合预期,其中资本存量、平均工资分

别在1%、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一定程度上R&D经费支出越多越有利于科技水平的发展,从而

改善当地技术环境。资本存量可以反映经济规模和发展后劲,资本存量越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

就越充足,越有助于贫困发生率的减少,从而有助于脱贫的实现;平均工资的增加会促进农村居民

收入的增加,从而促进贫困人口脱贫,提高地区脱贫绩效。
(3)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对贫困发生率的减少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有助于提高脱贫绩效。交

通比重的相关系数为-1.05,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可能的解释为,交通运输条件是贫困地区脱贫



的“助推器”,交通环境越完善,越方便与外界交流,越有利于承接产业的引进与发展。而承接产业

转移会吸引当地劳动力,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农村居民的工作,提高了收入水平,降低了贫

困发生率。因此,以交通条件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改善会促进贫困发生率的降低,从而有助于脱贫

事业的发展。
(4)第三产业的发展有利于脱贫绩效的提升。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65,且在

10%水平下显著。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产业结构因素,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生

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志,积极发展第三产业会促进社会资源优化配置,诸如劳动力、资金、
自然资源。第三产业越发展,越增加了劳动力就业岗位,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转向该行业,从而促

进农村居民增收,降低贫困发生率,推动农村脱贫事业的发展。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承接产业转移促进了承接地贫困发生率的降低。目前来看,长江上游地区承接其他省份的产业

转移有效地改善了当地的贫困现状,减少了贫困人口数量,脱贫绩效明显,而承接国外产业转移的脱

贫绩效有待提高。其他影响因素,R&D经费支出、资本存量、平均工资、交通运输水平、产业发展状况

对脱贫事业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资本存量的积累、平均工资的提高和交通条件的改善。
(二)政策建议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从做好长江流域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转移的顶层设计、流域联手构建“优
势耦合、互动共赢”产业转移机制、承接地务实做好产业转移的落地工作、行业协会发挥在承接产业

转移中的服务引介作用、承接转移企业保障拥有能够满足各种需求的人力资本等方面提出相应对

策,以实现长江上游贫困地区如期脱贫的目标。

1.做好长江流域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转移的顶层设计

产业转移关系到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是一项全方位、多层次的工作,涉及到社会领域的方方

面面,首先应做好长江流域产业转移与承接产业转移的顶层设计引导产业合理转移到长江上游地

区。第一,健全完善的流域协作政策机制,促进长江流域联动发展。在长江经济带发展领导小组的

统一领导下,建立跨行政区域的产业承接协调机构,统筹谋划流域内的产业定位、布局等,避免各自

为战,出现恶性竞争、资源消耗、布局不合理、城乡差异突出等现象。第二,建立长江中下游先发省

市反哺长江上游后发地区的政策机制。引导中下游城市与上游城市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制定有利

于长江上游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倾斜政策,并对承接产业转移工作进行统一计划和分类指导。构

建规范的承接产业转移的法规,明确承接产业转移的重要转出地、转入地,以及转移产业的类型,并
对落户在长江上游地区的企业按产业转移类型给予一定的财政补贴、税收减免、技术支持等更加优

惠的政策[54],特别是对落户到贫困地区、农村地区的企业实施更为优惠的政策。

2.流域联手构建“优势耦合、互动共赢”产业转移机制

产业转移并不是将发达地区的过剩、落后产业转移到低水平地区,而是区域之间资源要素的自

由配置,从而达到最优状态、优势互补、互动共赢。一是建立长江流域政府、企业沟通协商和利益分

享机制,将产业转移带来的税利按比例与转出地政府共享,提高转出地政府推动产业转移的积极

性,打造流域内互为促进、互利共赢的共同体。二是在自愿、平等、互惠、互利的原则上结成产业转

移与承接产业转移对子。摸清长江流域产业发展的真实情况,夯实产业转移的基础。组织区域内

各省市发改委按照统一项目、统一标准、统一要求对流域内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全方位的摸底调查,
明确长江上游地区需要承接什么产业,长江中下游地区适合转出什么产业,选择潜在对接产业,并
在财政、税收、工作程序上给予相应支持。三是做大做强四川、重庆等区域中心性城市,设立承接产

业转移实验区。充分发挥中心城市的引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强化大中小型城市之间的分工

协作与互联互通,承接产业转移实验区内相关产业成熟后以点带面向周边中小城市、乡镇地区扩



散,提高乡镇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推动脱贫事业发展。

3.长江上游地区需务实做好产业转移与产业承接的落地工作

第一,优化地区政治环境。由于长江上游地区区位和政府政策的原因,长江上游地区的市场经

济开放程度相对较低、相关制度环境相对落后,因此长江上游地区需不断探索和创新政策制度,打
造良好完善的市场经济环境,鼓励承接产业转移。一是打破区域行政壁垒,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加

强长江上中下游各省市之间的交流,建立统一的资产、信息、技术、商品、人才市场,营造平等竞争、
互惠互利的宽松环境,积极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共建产业园区。二是提高对外开放度,促进

国际产业分工。政府应创造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环境,在长江上游地区设立专门的部门机构负责

承接产业转移相关事宜,比如设立产业转移招商办事处,实行驻点招商,做好本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项目对接,与国外产业转出地签订协议分工,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简化企业落户手续。
第二,提高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硬件设施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载体和必要保证,主要

包括道路交通、设备仪器、能源、运输、邮电通讯、孵化器等。第一,加大对长江上游地区交通建设的

投入力度,特别是对乡镇道路的修建和整改,完善长江上游地区省内重点城市及跨省城市之间轨

道、高级公路为一体的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提高承接产业转移的公共交通服务水平。第二,充分发

挥黄金水道的作用,提高长江航道通行能力,打通国际铁路、公路、水路联运大通道,建立多式联运

的国际物流体系。第三,进一步加强长江上游地区城镇、乡村的供水、排水、供电、供气、通讯等基础

服务设施建设,严格规范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项目,保证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发展环境。第四,进
一步完善长江上游城镇和乡村的医疗、学校、休闲、汽车站、公交站点等基本市政配套设施,同时合

理配置银行、担保、产权保护等设施,提供优质的产业承接环境。
第三,优化产业结构,引导承接产业转移向集群化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引导承接产业转移向

集群化发展,有利于发挥后发优势,降低采购成本,加快信息、技术的交流,增强地区竞争力。第一,
建立统一的开放式创新体系,加快流域内产业转型升级。长江上游各省市要积极联合区域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行业组织、大型企业等打造产学研合作新模式,加快产业融合创新发展,以技术创新

推动企业转型。第二,分类引导产业转移向工业园区发展,按照承接转移产业的类型在不同园区落

户,提供标准化厂房与办公用房,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群。同时在农村地区建立生态农业园区,积
极承接发展生态农业、观光农业、农产品深加工等产业,促进农村劳动力转型,推动农业结构调整升

级。第三,培育和发展长江上游地区各省市的优势产业和主导产业从而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形
成产业链,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企业集团,并向农村地区延伸。

第四,制定有利于贫困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措施。长江上游地区各级政府积极引进适合本地

区发展的产业,制定一系列办法规定扶持贫困地区企业,吸引农民工就地就业,从而增加农村居民

收入,提高脱贫绩效。第一,贫困地区省、市、县、区、乡镇各级政府根据每年的财政收入状况,提取

一定比例的资金作为当地企业发展资金,该资金有重点地用于先进企业、高科技企业等新兴产业。
第二,对于贫困地区经营期限比较长的外商投资或内地投资企业实行不同程度的税收减免优惠政

策;对于贫困地区新办的具有先进工艺和研发水平的企业,如在资金运转方面存在苦难,可向税务

部门申请免征两年的企业所得税;出台“贫困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管理办法”,对转移到贫困地区的企

业,所在财政局按其缴纳税费的比例返还企业。第三,创造条件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建立农民工

返乡创业基金,开发建设农民工创业园,对返乡入园创业的农民工给予财政、税收、技术、资金、信息

等支持,营造浓厚的艰苦奋斗的创业氛围,鼓励农民工实现自我脱贫。
第五,走流域“五位一体”发展与承接产业转移并举之路。长江上游地区不能重走“先发展,后治

理”的老路,积极防范产业转移可能带来的环境问题,走流域“五位一体”发展与承接产业转移并举之

路。第一,出台《关于支持承接产业转移若干政策的通知》,规定承接产业转移的行业性和产品性导

向,严格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相关部门严控产业层次关、环境保护关、资源利用关。第二,优先鼓

励承接节能环保、新材料、电子信息、医药设备等资金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项目,鼓励承接地区具有比



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项目,禁止承接高污染、高消耗、高风险行业和落后过剩项目。第三,合理利

用和保护水资源、土地资源等。一是建立和推行用水等级制度,鼓励企业节能、节水,并实行奖惩制

度。二是农村地区承接产业转移需加强对耕地资源的保护力度,严禁侵占基本农田,同时提高污水、
废水处理能力,保护耕地质量。第四,按资源环境能力,不同地区按功能定位承接不同类型的产业转

移。重庆、四川经济水平相对较高,主要承接技术水平先进、资源消耗低的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

产业,贵州、云南整体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可以利用劳动力成本优势,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

4.发挥好行业协会在承接产业转移中的服务引介作用

行业协会介于政府和企业之间,是一种由会员自发形成的非盈利的经济类组织,主要提供咨

询、沟通等服务。首先,在长江上游设立专门的部门机构负责承接产业转移相关事宜,特别是农村

地区也要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招商引资,比如设立产业转移招商办事处,实行驻点招商,做好本地

区承接产业转移项目对接。其次,借助中介组织创新承接产业转移方式。比如,鼓励农村地区相关

部门积极对接发达地区商会、协会等,利用中介平台资源为承接产业转移项目提供专业咨询,举行

国家级“长江高峰论坛”,每年由沿线省会城市定期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与会,围绕长江承接产

业转移议题展开研讨,形成共识。最后,建立长江经济带政务与产业信息共享平台,完善信息交流

共享渠道,在基础设施、生态保护、行政审批、税收价格、年检执法等方面制定统一的信息化标准体

系,强化信息并联对接、互联互通,形成有利于区域协同发展的信息服务体系。

5.保障承接转移企业拥有能够满足各种需求的人力资本

长江上游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是承接产业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从总体上看,长江上游

地区的劳动力素质不高,劳动技能有待提高。第一,承接转移企业需要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加
强劳动力素质培养,特别是农村劳动力自身素质的提高,加速本土地区技术人才的培养,培养一批

熟练工人满足转移企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第二,制定高端人才引进政策,强化中高层次人才落户

长江上游地区的优惠政策,引进一批中高层次人才,帮助解决项目资金、住房要求、子女教育、配偶

工作、医疗保健等问题。第三,建立面向全球的高端人才库和流动站,鼓励和支持长江上游地区企

业对外开展人才联合培养项目,保障承接转移企业拥有能够满足各种需求的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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