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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承接东部地区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思考 

黄 涛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与政法学院, 湖北武汉430068) 

[摘 要] 我国加工贸易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已经形成。面对广大中西部省份的激烈竞争, 湖北省

要立足自身优势, 大力承接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转移, 积极投入基础设施建设, 加大招商引资力度, 创造良

好的投资环境, 引导当地劳务人员就业观念, 完善产业配套体系, 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集群。 

[关键词] 湖北省；加工贸易；产业转移；产业集群 

[中图分类号] F741.1      [ 文献标识码] :A 

自从1978 年开始, 我国加工贸易已经发展了30 多年的时间。加工贸易为我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推

动吸引国际投资, 创造了大量外汇, 吸收了很多人口就业, 并且为我国吸收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 我国加工贸易仍存在东部发展快、中西部落后的不平衡局面,这已经成为阻碍中国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据统计, 从1998 年以来的11 年中, 在全国加工贸易比重中东部地区的比重都超过了九成, 而

广大中西部地区不到全国总量的一成[ 1]。目前, 国际经济形势在全球经济危机还未好转, 东部沿海地区面临劳动力成本上升、

土地有限和产业结构调整等经济形势的变化, 加工贸易开始由东部向中西部省份整体转移的趋势.为了顺应这一发展趋势, 使

加工贸易和产业结构布局日趋科学合理, 在中国形成区域协调发展的产业梯级分布, 成为近年来我国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湖北省加工贸易发展状况 

1.1  近年来湖北省加工贸易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以来, 湖北省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产业基础, 不断推动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国际合作, 为全省经济的发

展打开了良好的局面.自从2001 年中国加入WTO 之后, 开放型经济在全省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 已经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

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外贸发展速度明显加快, 海关数据显示2008 年对外贸易总额是1978 年的119倍, 达到205 .7 亿美元, 

年均增长速度达到了32 .8 %, 在整个中部地区名列前茅.其中一般贸易的出口额达到81 .4 亿美元, 同比增长40 .7 %, 占全省

出口总额的70 %；加工贸易出口29 .8 亿美元, 同比增长29 .7 %, 占全省出口总额的25 .7 %, 出口增幅有所回落；其他贸易

出口4 .7 亿美元, 同比增长4 倍,占全省出口总额的4 .3 %.近年来, 市场多元化战略初见成效, 贸易伙伴由1978 年的9 个国

家和地区增加到2008 年的200 余个, 几乎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经贸往来.与此同时, 出口产品结构得到全面优

化, 机电产品和高技术产品已经成为湖北省外贸出口新的增长点, 工业制成品出口在出口总额中的优势地位已经确立[ 2]。 

近几年来, 湖北加工贸易的行业分布较广泛, 包括汽车及汽车零部件、造船、机械及机械零部件、电脑、电子、通讯、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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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服装、轻工及农产品等, 但主要集中在机电产品、化工产品和纺织服装产品三大板块.从2002 年起, 在国家强调贸易结构

调整的背景下, 机电产品加工出口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加工贸易种类, 目前机电产品加工贸易出口已超过服装成为第一大类

商品.机电产品加工贸易的商品种类主要包括电脑显示器、船舶、移动电话、光电子产品等四大类商品。 

1.2 湖北省加工贸易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足 

1.2.1 加工贸易的带动作用尚不明显 一般认为,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国内的相关产业发展, 虽然我国加工贸易发展速度惊

人, 但是与多数工业化国家相比, 我国加工贸易的带动作用仍然较差, 因为加工贸易本身的特点, 原材料大量依赖国外进口, 

对国内相关原材料产业的推动力不明显。中间投入品的国产化率仍然偏低, 对国内相关产业的带动效应不强.这种模式对国内产

业的扶持作用非常有限, 尤其是技术外溢的变现很不明显, 尤其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的零部件大量依赖进口, 对本地相关

配套产业帮助很小.如武汉NEC 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生产的手机, 在进口散件的基础上依靠本地相对廉价劳动力进行组装, 只能

赚取有限的加工费, 并且不跟本地企业发生任何业务往来, 也就更谈不上对相关产业的促进作用了。 

1.2.2 加工贸易主体队伍小, 出口规模不大 2009年从数量上来说全省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仅有200来家, 少数几家过亿

美元的企业就占了加工贸易总额的85 %以上.以湖北省黄冈情况为例, 该市从事外贸员业务的企业仅有80 多家, 其中只有10 %

左右的企业有加工贸易业务。总体看来, 湖北从事国际加工贸易的企业数量还很少, 出口规模普遍较小, 这些因素极大地制约

了湖北省加工贸易发展。 

1.2.3 海关监管风险长期居高不下 加工贸易作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方式, 存在着许多的先天不足。因此部分加工

贸易主体为了避税, 钻政策的空子, 为了一些非法的利益铤而走险的现象时有发生。如进料改来料为主的离岸经济现象, 因税

率倒挂或出口退税政策而引发的国货复进口现象, 在加工贸易基本管住数量的态势下利用价格瞒骗逃税等.所以尽管海关采取

一系列措施加强监管, 这些违法现象在短时间内仍然难以杜绝, 也对加工贸易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 

2  湖北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面临的重要机遇 

2.1  中部崛起发展战略为湖北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创造条件 

为了积极推动中部地区的经济发展, 针对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六省发展相对缓慢的状况, 2006 年4 月国

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若干意见»出台了36 条政策措施, 其中明确提出要把中部建成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

能源原材料基地、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以及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在国家经济发展战略中, 中部崛起成为继东部沿海开

放、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之后的未来发展目标。国家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为湖北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

机会, 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雄厚的工业基础、大量的劳动力、在全国排名靠前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湖北省争取更多的国家政

策支持, 营造更为宽松的政策环境, 积极加快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转移和贸易结构调整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 目前我

省正在向这个目标努力[ 3]。 

2.2  湖北省在要素资源和工业基础方面具有优势 

进一步扩大开放, 湖北省已具备较好的基础和条件:一是经过改革开放30 年发展, 便利的交通基础设施, 完善的产业配套

能力, 在人口、资源等方面承接产业转移具备的比较优势日渐明显；二是湖北省为了积极贯彻中央促进中部崛起重要战略支点

的历史使命、 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为本省及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示范效应。

湖北作为中国的少数几个老工业基地, 已初步形成了比较齐全的以汽车、钢铁、机电、纺织、化工、建材为支柱的产业分布.武

汉的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和沌口经济开发区为全省经济发展起了带动作用,中国光谷概念的提出为国家光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建

设提供了不可比拟的产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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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湖北省承接东部产业转移应采取的对策 

3.1 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湖北地方政府在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过程中要做好政策制定和引导工作, 使湖北在承接转移产业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走可持

续发展的道路, 避免走我国东部地区发展本地经济过程中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的低层次发展的老路.坚持产业转移的过

程中, 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 加强对于转移产业的审批制度, 避免高能耗、污染环境的产业转移到本地, 以资源节约型、环境

友好型社会作为本省经济发展的目标, 把承接产业转移企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 实现可持续发展.当前经济发展

和长远规划要进行有机的结合, 继续巩固和加强生态建设, 争取做到承接产业不污染青山绿水、不破坏生态资源、不搞低水平

的重复建设[ 4]。 

3.2 承接产业转移与发展特色优势产业相结合 

加工贸易产业转移为湖北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换代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带来了更加广阔的市场前景、更加明显的地区竞争

力和更多的经济效益.在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过程中, 湖北省必须因地制宜,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 找准区域特色, 发挥比较

优势, 积极利用交通、教育等本地资源, 培育和发展汽车、机电、船舶、化工等具有区域特色和较强竞争力的产业, 形成布局

合理、产业集聚效应明显、特色鲜明、上下游配套完善、竞争合理有序的发展格局。 

3.3 加大教育投入, 引导、规范群众就业观念 

加工贸易类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近年来在东部沿海地区出现的民工荒问题为这些地区进一步发展加工贸易设置了

障碍。因此, 劳动力成本是影响加工贸易企业的重要因素.湖北省作为中部人口和人才大省, 利用这次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机会

积极创造就业机会, 吸引外出务工人员本地就业, 一方面解决了劳动力供应问题, 另一方面也为我国交通、通讯、社会发展等

方面的和谐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这个过程中要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 较高的文化素质作为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支撑条件, 充分利

用武汉高校云集的特点, 加大对各种层次教育的投入规模, 加强农民工就业技能培训, 加快校企合作, 培养出一大批具有熟练

操作技巧的人才, 吸引转移加工贸易企业。与此同时, 对于群众就业观念要合理引导, 吸引大量劳动力留在本地创业, 由政府

制定更多的相关优惠政策, 保证充足的本地劳动力供给, 积极推动湖北经济发展, 保证提供更多岗位和更高层次的就业机会, 

形成产业升级、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5]。 

3.4  完善产业配套体系, 推动加工贸易产业集群 

由于加工贸易的特点就是两头在外, 在国内只能进行附加值较低的加工装配环节。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国际分工的

持续细化和跨国公司全球战略的实施。为了降低生产成本, 利用东道国的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生产要素来组织生产, 在世界范

围内配置产业层次。所以要提高加工贸易产业的发展潜力, 本地必须具备大量的配套产业支撑。利用这种完善的产业配套体系, 

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本会有明显的降低, 且通过产业集聚, 发挥规模效应、范围经济, 有利于扩大技术外溢, 推动技术

扩散,从而提高整个产业链的利润水平和技术层次, 使创新能够在更大范围内得到应用。因此, 充分利用湖北省内现有的沌口经

济技术开发区汽车产业和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电子信息产业的示范带头作用, 积极完善湖北加工贸易的整体产业配套体系, 对

加工贸易类产业在湖北省未来的转移及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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