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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接产业转移背景下 

湖北制造业与生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李盾 

（湖北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205） 

【摘 要】湖北成为自2005 年以来国际资本和沿海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区之一，其承接的产业转移以沿海等

地内资为主，生产性服务业承接外资滞后于制造业，出现严重结构性失衡。湖北应重视承接高技术、高资本密集型

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与湖北制造业的协调发展。 

【关键词】产业转移；制造业和服务业；承接 

自2005 年，我国区域产业结构进入为期10—15 年调整升级优化阶段，随着国际资本和沿海产业向内地转移，湖北成为重

要的承接地区之一。湖北承接此次产业转移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2005—2007 年在国家系列政策支持下的初步发展阶段；2008

—2009 年为抵御金融危机影响主动出击现大规模承接阶段；2010 年后经济趋向恢复的持续发展阶段。 

一、湖北承接产业转移的现状 

1、湖北承接的产业转移以沿海等地内资为主 

2008—2009 年是湖北承接此次产业转移的关键时期。数据显示，期间湖北承接的省外资金在规模、增速两方面均超过外资，

产业转移呈现以沿海等地内资为主、国际资本为辅的格局。近年外商对湖北直接投资状况及湖北引进省外资金情况见表 1、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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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湖北生产性服务业承接外资滞后于制造业 

（1）湖北生产性服务业承接外资滞后于制造业现状分析 

2005—2008 年，在国际资本向湖北转移过程中，从规模上看，除了 2005 年湖北承接的制造业转移领先于服务业外，2006

—2008 三年则发生大的逆转，承接的服务业增长快速领先于制造业。然而，从结构上看，湖北承接的服务业中，其中的交通运

输和仓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所占比重偏低甚至极低，分别为 26.94%

（2005 年）、1.33%（2006 年）、1.77%（2007 年）、4.91%（2008 年），远低于房地产业 62.61%（2005 年）、15.51%（2006

年）、21.23%（2007 年）、20.59%（2008 年）的同期值，出现严重结构性失衡。这种结构性失衡致使湖北生产性服务业承接

外资滞后于制造业，继而影响湖北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近年湖北承接外资三产业分布情况见表 3，服务业引用外

资状况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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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 

从产业转出方即投资方来看，第一，基于湖北资源、区位、工业基础的比较优势，一直以来国际资本对湖北制造业的投资

领先于服务业。第二，沿海地区为了促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对外省市转移的主要是边际化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从产业转入方即承接方来讲，第一，虽然服务业对湖北生产总值的贡献率接近全国相应的均值，但大部分来源于传统服务

行业，湖北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基础与上海、北京、沿海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影响国外和沿海服务业转移的区位选择。

第二，湖北服务业的结构层次偏低，其中劳动密集型的交通运输、批发和零售、住宿和餐饮、房地产业所占比重较大，2008 年

为 47.45%。由于这些服务行业准入门槛低，吸纳就业能力强，所承接的服务业因服务生产和消费的同时性只能在当地消费，这

样外来服务提供商与湖北服务提供商之间必然存在挤出关系，因而影响湖北服务业的承接。湖北三次产业发展状况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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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滞后的保税物流及通关服务体系影响湖北制造业的承接 

与沿海地区相比，湖北的保税物流及通关服务体系存在明显的劣势。第一，湖北的保税物流设施欠缺。目前我国设立的综

合保税区、保税港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跨境工业区、保税物流中心A 型和B 型、保税仓、出口监管仓大部

分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其中，两家综合保税区分别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和苏州工业园；10 家保税港区分别位于上海、天津、大连、

海南、宁波、广西、厦门、青岛、深圳、广州；9 家保税物流园和15 家保税区全部位于沿海地区；60 家出口加工区中41 家位

于沿海地区，10 家位于中部地区，9 家位于西部地区。湖北境内仅有唯一一个出口加工区———武汉出口加工区，在全国保税

物流设施布局体系中所占份额微小。虽然目前湖北产业结构以服务内需为主，保税物流设施的需求矛盾尚不突出，但从战略角

度出发，伴随着湖北开放度的日益提高，承接的开放型经济总量不断扩大，对保税物流设施的需求矛盾将日益凸显。第二，湖

北境内长江航道的大型船舶通航性还有待提升，集装箱江运的航线、班次较少，使得运输成本低廉的长江航运功能未得到充分

发挥。第三，湖北地区的出口集装箱一般先通过陆路运输到武汉港，再装船至上海出口，启运地与武汉港之间的海关系统尚未

实现有效对接，海关、税务、商检尚未建立一条龙服务模式，开放型经济的大通关服务体系有待完善。 

二、承接国际资本和沿海产业转移背景下湖北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 

1、协调湖北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加速发展，现代经济的核心部门已经转向服务业，制造业的发展需要金融业、运输业、电讯业、信

息咨询、建筑业等服务业的支持，表现在生产过程的上、中、下游阶段对服务业都有专门的需求。在上游阶段，需要投入可行

性研究、风险资本、产品概念和设计、市场研究等服务配套。在生产的中游阶段，需要服务与产品成本的结合，如质量控制、

设备租赁、保养与维修、成本核算、会计、人事管理等。在生产的下游阶段，需要广告、运输、销售等。制造业的发展越来越

依赖服务业的发展，区域服务业越发达、生产性服务的附加值越高，其制造业的竞争力就越强。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调发展是

实现湖北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保障，是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有效途径。因此，湖北必须高度重视服务业的承接

和发展问题，促使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发展。 

2、促进湖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 



 

 5 

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业不仅是吸引产业转移的重要条件，也是发达国家在世界范围内获取竞争优势的主要力量。湖北需要

从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视角，构建高度知识技术密集的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工业的辐射能力和范围。 

湖北要在各级开发区、工业园区划出生产性服务业功能区，重点引进国内外的技术和产品研发、产品销售、技术服务、软

件开发、管理咨询、测试测量（质量鉴定、技术检测）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打造服务园区经济的创新孵化平台。以工业设

计为依托，在武汉城市圈构筑模具设计、软件设计、服装设计、工程设计、印刷包装设计等设计平台。 

3、促进湖北物流产业的快速发展 

湖北要善于借助国际资本和沿海产业转移的机遇，发展现代物流业和新型流通组织，提高流通的速度、质量、规模和效益。

重点扶持一批综合性物流企业，积极发展第三方物流。 

湖北发展物流产业具有突出的要素禀赋优势。湖北承东启西，连南接北，得“中”独厚，以武汉为圆心，在1200 公里半径

范围内，涵盖了我国70%的大中城市，这里是我国大陆经济水平最高、人口最稠密、市场容量和发展潜力最大的地区。现已初步

形成水路、公路、铁路、航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2010 年全省高速公路里程达到3500 公里，实现与周边六省高速互通，省内

有市州全部通达高速公路。2010 年铁路营运总里程达到3400 公里，建成全国铁路重要路网之一。武汉新港正在加紧筹划，天

河机场将尽快启动第二跑道、三航站楼的建设，建成全国大型枢纽机场。 

伴随湖北交通网络的构建，武汉城市圈物流圈、宜昌—荆州—荆门物流圈、襄樊—十堰—随州物流圈的建设指日可待。 

4、建设湖北保税物流及通关服务体系 

目前，湖北已建成武汉保税物流中心B 型，中心的运营能有效延伸产业链，满足现代企业零库存、服务外包等管理模式的

需要，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资金压力和市场风险，有助于解决加工贸易发展中的瓶颈问题。 

湖北海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公安、民航等部门要采取联合办公模式，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为外来客

商出入境，企业设备、原材料进出口等提供一条龙便捷服务，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和重大外商投资企业要开辟绿色通道。进

一步简化外汇管理、检验检疫手续，完善电子通关方式，集中报检报关。 

5、强化承接产业转移的金融配套服务 

一是武汉将完善扩大开放的功能，建设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大力发展金融、保险、证券等金融服务。二是湖北设立了承接

产业转移专项资金，对转入的企业按照实际到资金额、新增就业人数、引进的高端人才数量和项目类别，采取以奖代补形式给

予资助。对各地服务承接产业转移工作给予适当资助，用于支持湖北省承接产业转移项目建设及服务承接产业转移工作。三是

湖北金融业要加速转变观念，不断提高服务效率，为承接产业提供资金支持。湖北要促使各国有商业银行对国际资本、沿海地

区投资的企业一视同仁地提供配套的信贷服务。对管理规范、产品有市场的开发区、工业园内企业，应重点保证其流动资金的

贷款服务。 

（注：本文为湖北省教育厅课题《国际资本和沿海产业转移背景下湖北服务业与制造业协调发展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

编号：2009b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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