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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推动产业有序转移对区域一体化和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借助社会网络分析、QAP模型

等方 法，对长三角地区省域产业转移的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讨研究。结果表明：①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总体以

省内转 移为主，虽然存在区域内跨省产业转移，省际协同性仍有不足；安徽省内城市间产业相互转移数量最多，

合肥是中心 节点城市；上海是产业转出的中心城市，与江苏的产业转移联系紧密。②农林业转移中安徽内部相互

联系较为明 显；制造业转移中江苏和安徽的集团化特征较为显著；服务业转移呈现出显著的网状特征。③产业转

移的主要影响 因素是城市间的邻近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房价差异，不同行业的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存在显著

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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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移事关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良好有序的产业转移能促进区域间比较优势的发挥，提升区域的经济发展实力
[1,2]

。

产业转移在长江三角洲地区较为明显，为区域的发展提供了强劲动能
[3]
。2019 年，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上升至国家战略，

区域内生产要素流动更加充分，市场作用下产业转移趋势更加凸显，成为全国区域内产业有序转移、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示

范
[4,5]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并提出“深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因此，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拓展产业发展新空间，促进产业合理有序转移和生产力布局优化，构建

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是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协调发展的重要议题。

然而，尽管产业转移效应显著，长三角地区产业协调发展的协同性仍存不足，产业融合的纵深发展潜力仍有较大的释放空

间
[6]
：一方面，长三角内的产业转移整体呈现出以上海、杭州和南京核心区域高端聚集、周边区域扩散的趋势特征

[7,8]
。产业转

移存在区域内的“粘性”，并且省内存在纵向和横向联系共存，邻近和跳跃式联系交织发展的现象
[9,10]

。目前，长江经济带的产

业转移梯度现象并不明显，即尚未有长三角的产业逐步向中游及上游转移的趋势特征
[11]
。不同类型行业的产业转移也呈现出特

征上的异质性：污染密集型产业转移趋势与沪宁—沪杭甬交通线方向一致
[12]

；研发性产业的集聚程度集中在 20 km 内，相对于

整体而言集聚度更高
[13]
；纺织服装产业转移由江浙转向安徽及其他中部省份，也存在着江浙内部城市间的转移特征

[14]
。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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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长三角内的产业转移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行业性质、要素价格、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地理距离和交通共同决

定了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
[15,16,17]

，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战略举措深入推进也促使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持续演化。因此，科学分析和

研判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特征和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和完善产业有序转移、产业深度对接的相关规划和其他经济社会发展决

策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对于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趋势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但多利用城市
[18,19]

和代表性行业
[20,21]

层面

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社会网络分析和 QAP 方法对网络关系进行研究，可以量化解释相关关系的结构性特征，也可以

通过指标计算，便于呈现网络体系的整体趋势特征
[22,23]

。相较而言，从微观企业数据出发和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及 QAP 方法，对产

业转移的趋势特征把握更加准确，也可以更好地呈现产业转移网络的整体格局
[24,25]

。有鉴于此，本文根据 2014—2017 年长三角

地区 41 个城市的企业城市间转移数据构建产业迁移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析和 QAP 方法对长三角产业转移网络的影响因素和异

质性行业进行分析，一方面有助于理解当前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演化规律，另一方面有助于把握影响产业转移的核心要素和

关键特征，为提升产业链韧性，支持长三角产业有序转移和区域合作，促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的研究区域为长江三角洲沪苏浙皖四省市全部区域，涉及 4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具体包含上海市；江苏的南通、常州、

苏州、连云港、淮安、宿迁、镇江、南京、泰州、无锡、徐州、扬州、盐城；浙江的湖州、温州、杭州、衢州、宁波、台州、

丽水、绍兴、金华、舟山、嘉兴；安徽的阜阳、池州、淮北、安庆、亳州、芜湖、六安、滁州、蚌埠、宣城、马鞍山、淮南、

黄山、宿州、铜陵、合肥。

企业的区位变迁可以作为产业转移的规模和方向的直接判断
[26]
。本文使用来自 ORBIS（全球企业数据库）的企业迁移基础数

据，利用城市地址与长三角城市相匹配，再利用各企业转移数据与企业转移前后的城市地址相比较得到长三角城市间企业转移

网络，最终得到 2014—2017 年的 1 501 个企业迁移数据
①2
，以此构建长三角产业迁移网络。

此外，本文还根据企业所属的行业类别将所有企业划分为农林业相关企业、制造业相关企业、服务业相关企业等三大类进

行异质性分析。农林业相关行业主要包括：(1)农林渔猎业。制造业相关行业主要包括：(2)采矿、采石和油气开采；(3)运输、

通讯和公共事业；(4)建筑相关制造业；(5)食品及衣服相关制造业；(6)木材及药品等相关制造业；(7)金属等相关制造业。服

务业相关行业主要包括：(8)批发、零售贸易业；(9)交通运输业；(10)信息、艺术、娱乐和休闲等服务业；(11)金融、保险、

房地产及租赁行业；(12)专业、科学和技术服务业；(13)公司和企业管理、行政和支持以及废物管理和补救服务；(14)教育、

医疗保健、住宿、餐饮和社会救助；(15)公共行政及其他服务业。

由于企业迁移是有向关系网络数据，因而本文构建的影响因素也是有向关系网络数据，根据既有研究，具体通过构建长三

角地区两城市间的距离差异网络
[27]
、房价差异网络

[28]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网络

[29]
、人口差异网络

[30]
、基础设施差异网络

[31]
和教

育差异网络
[32]
作为解释变量，以探究影响长三角地区内城市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其中距离差异以两城市间的直线距离表示，

房价、GDP、常住人口、道路面积和在校大学生数量等变量以两城市间年度均值差值表示，构建各解释变量的有向网络，具体差

异网络构建如矩阵 X={xij}所示，其中，xij=xi-xj。本文使用的城市数据均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2 研究方法

2 ①通过数据处理后发现，由于 ORBIS 数据库统计的原因，2018 年及以后的企业转移数据显著较低，因而为了最大程度保障研

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将研究区间选定为 2014-20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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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本文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构建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产业转移的网络体系，以转移网络的大小表示城市间产业转移的强弱和

方向。从整体区域、分块区域和具体城市三个层面全面研究其空间网络关联特性，有利于更准确地把握产业转移在长三角地区

的作用规律，为长三角地区产业有序转移、优化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参考。

(1)网络密度。网络密度是指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网络中各城市间联系的紧密程度，网络密度越大，长三角地区内部城市间

的关系越紧密。在有向网络中，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n 表示网络中的城市数量，本文为 41，从而 n(n-1）表示网络中可能存在的最大关系数；m表示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

系数量。

(2)网络出度、入度。城市的网络出度和入度分别表示城市向外联系和向城市内联系的数量，若城市的出度越大则表示城市

向外的转移越多，城市的入度越大表示向城市内的转移越多。具体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式中：Siout 表示城市产业出度；Siin 表示城市产业入度；wij 表示从城市 i转移到城市 j的产业数量。

(3)中间中心度。中间中心度表示城市对其他城市间产业进行相互转移的控制能力，城市的中间中心度越大则越能表明城市

处于控制的核心地位。设 cjk 为城市 j 与城市 k 之间存在的联系数，cjk(i)为城市 j 与城市 k 之间联系通过城市 i的数量；记

bjk(i)=cjk(i)/cjk 表示城市 i 在城市 j与城市 k之间联系中的比率，从而城市 i的中间中心度为 ，表示通过

城市 i 的全部联系合计后的结果。

(4)块模型。块模型是一种研究网络位置的方法，即把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网络中的各城市划分到不同板块，并考察各板块

内、板块间的相关关系。本文根据各个板块之间及内部的关系和总体的网络密度，将反映空间聚类特征的块模型分为板块内部

联系、板块对外联系、板块接受联系三种类型。

1.2.2 QAP 模型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是定量研究关系网络中影响因素的非参数检验方法[33],QAP 方法通过比较矩阵与其他多

个矩阵对应位置的元素值，计算矩阵间的相关系数，并对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根据既有研究[34]，本文在研究城市网络中所

采用的数据均为矩阵关系数据，为避免变量之间存在共线性问题，采用 QAP 模型对城市网络的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构建的

计量模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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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Y表示产业转移的网络矩阵；D、HP、GDP、POP、C、EDU 表示本文构建的影响产业转移网络的因素，分别为城市间距

离差异、房价差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人口差异、基础设施差异和教育差异。

2 结果分析

2.1 产业迁移的微观特征

2.1.1 总体微观特征

从总体转移情况来看，省内产业转移数量最多的为安徽省，其次为江苏省和浙江省。其中，安徽省内主要为合肥与周边城

市进行相互转移，其中转移最多的为合肥转移到六安，转移数量为 39个，其次为安庆、六安、阜阳、芜湖、铜陵向合肥进行转

移；江苏省内主要为南京向淮安、镇江、苏州进行转移，转移数量分别为 25、22和 21 个；浙江省内主要为杭州向湖州、金华、

绍兴、宁波、温州等城市进行转移。跨省转移中，上海为净转出城市，分别向安徽、江苏和浙江进行转移，其中上海转移到安

徽主要为上海向马鞍山转移，转移到江苏主要为上海向苏州转移，转移到浙江主要为上海向嘉兴转移；安徽转移到江苏主要为

滁州向淮安转移，安徽转移到浙江主要为黄山向湖州转移，江苏转移到安徽主要为宿迁向安庆转移，江苏转移到浙江主要为苏

州向台州转移，浙江转移到安徽主要为杭州向合肥转移；浙江转移到江苏主要为绍兴向苏州转移。

表 1展示了长三角地区总体产业转移中心度的结果。从表 1可以看出，在点出度方面，排名在前列的城市分别为合肥、南

京、杭州、苏州、安庆、芜湖、宿迁等城市。从点入度看，排名在前的城市分别为合肥、南京、苏州、无锡、六安、池州、宿

迁、常州等城市，转移特征为向上一级城市转移。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点入度为 0，这表明长三角地区没有城市向上海进行转

移，均是上海向外进行净产业转移。总体来看，合肥、南京、苏州等城市的点出度和点入度均是排名前列，这表明这些城市在

进行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有其他产业进入，产业转移呈现出城市间的双向互动。从净产业转移角度来看，排名在前的分别为杭

州、上海、安庆、南京、芜湖、南通、绍兴等城市，表明这些城市净产业转出；排名在后的分别为合肥、池州、金华、湖州、

常州、台州等城市，这表明这些城市净接受产业转入。而苏州其转出为 71，转入为 74，总体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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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间中心度角度来看，排名第一的是合肥，其次为无锡、杭州、金华、苏州、宁波、徐州等城市，主要为区域的核心城

市，表明在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联系中，这些城市间的联系紧密，连接城市间的产业流动。上海、舟山的中间中心度为 0，而

淮南、衢州、铜陵、扬州、阜阳、淮北的中间中心度数值较低，结合总体网络表明城市在产业转移存在两种类型，一种是上海、

舟山等城市，是产业的主要转出地；另一种是净接受产业转入或产业转移的数量较低的城市，如淮南、衢州、铜陵、淮北。净

接受产业转入的城市大部分位于安徽北部，为等级较低的城市，有条件形成产业转移承接地的集聚区。

表 1 长三角地区总体产业中心度前十名的城市

排名 城市 点出度 排名 城市 点入度 排名 城市
中间

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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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肥 215 1 合肥 265 1 合肥 344.309

2 南京 158 2 南京 137 2 无锡 168.566

3 杭州 89 3 苏州 74 3 杭州 141.779

4 苏州 71 4 无锡 60 4 金华 125.750

5 安庆 58 5 六安 57 5 苏州 115.045

6 芜湖 57 6 池州 53 6 宁波 106.414

7 宿迁 55 7 宿迁 45 7 徐州 85.694

8 淮安 54 8 常州 44 8 湖州 85.089

9 无锡 52 9 淮安 43 9 宿迁 75.804

10 六安 49 10 镇江 43 10 芜湖 72.030

2.1.2 行业异质性微观特征

考虑到不同行业之间转移特征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本文进一步对长三角产业转移网络的行业异质性特征进行分析。

农林业。长三角农林业相关产业转移较少，主要集中在安徽省内，呈现以合肥为中心的“星型”特征。其中，安徽省内转

移最多的为铜陵和合肥之间的相互转移，江苏省内转移最多的为南京转移到常州和盐城等城市，浙江省内转移最多的为温州转

移到杭州和台州等城市。这一结果与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结果基本吻合（表 2）：从点出度来看排名在前的为合肥、铜陵、

南京、南通、六安等城市，点入度排名在前的为合肥、常州、滁州、苏州、铜陵等城市，排名在前列的大部分为安徽的城市，

特别是合肥，均处于榜首，并且点入度大于点出度，表明有农林业相关产业净转移到合肥；从中间中心度来看，仅有合肥、安

庆、南京、常州 4 个城市数值大于 0，其他城市均为 0，这表明就长三角农林业产业转移而言，只有这 4个城市起到连接中介作

用，特别是合肥的中间中心度为 43，显著大于其他城市，即合肥在农林业产业转移网络中处于绝对中心位置。

制造业相关行业。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转移网络中上海主要与江苏和安徽进行制造业转移联系，即上海主要转移到芜湖、安

庆、盐城、扬州等城市；而江苏、浙江、安徽各省份的集团化特征极为显著，省内呈现以南京、杭州、合肥为中心的制造业转

移网络，其中安徽省内转移最多的为合肥转移到六安、安庆转移到合肥，江苏省内为南京到淮安、宿迁等城市，浙江省内为绍

兴到杭州、杭州到衢州等城市；各城市的跨省产业转移联系中，江苏与安徽之间的产业转移联系要高于这两个省份与浙江之间

的产业转移联系。从点度中心度角度来看（表 3），点出度排名在前的为合肥、南京、宿迁、淮安、苏州等城市，点入度排名在

前的为合肥、南京、六安、苏州等城市，这也表明合肥、南京、苏州为制造业转移网络中的核心城市。从中间中心度来看，排

名在前的为合肥、无锡、南京、徐州、苏州、金华等，这表明这些城市在制造业转移网络中起到关系的连接作用，而上海、淮

北、湖州、铜陵、阜阳、黄山等城市的中间中心度均为 0，表明没有城市通过这几个城市联系其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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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长三角地区农林业中心度前十名的城市

排名 城市 点出度 排名 城市 点入度 排名 城市
中间

中心度

1 合肥 7 1 合肥 11 1 合肥 43

2 铜陵 3

2

常州 2 2 安庆 7

3

六安 2 滁州 2

3

南京 2

南京 2 苏州 2 常州 2

南通 2 铜陵 2

5

亳州 0

安庆 2

6

六安 1 六安 0

宿迁 2 南京 1 南通 0

温州 2 台州 1 台州 0

芜湖 2 安庆 1 宣城 0

10

亳州 1 宣城 1 宿州 0

宿州 1 徐州 1 宿迁 0

常州 1 杭州 1 徐州 0

池州 1 池州 1 杭州 0

表 3 长三角地区制造业中心度前十名的城市

排名 城市 点出度 排名 城市 点入度 排名 城市
中间

中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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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合肥 54 1 合肥 73 1 合肥 706.2

2 南京 47 2 南京 40 2 无锡 384.753

3 宿迁 23 3 六安 21 3 南京 192.790

4

淮安 20 4 苏州 20 4 徐州 174.198

苏州 20

5

宿迁 17 5 苏州 174.094

6 无锡 19 淮安 17 6 金华 150.231

7

六安 16 盐城 17 7 宿迁 138.092

盐城 16

8

常州 16 8 芜湖 119.273

9 安庆 15 芜湖 16 9 温州 112.292

10 南通 13 10 安庆 15 10 淮安 86.524

服务业相关行业。各省市之间城市产业转移联系紧密，呈现显著的网状特征。上海主要转移到苏州、南京、台州、嘉兴等

城市；安徽省内转移最多的为安庆转移到合肥、合肥转移到六安，呈现以合肥为中心的相互转移格局；江苏省内转移最多的为

南京转移到镇江、苏州等城市；浙江省内转移最多的为杭州转移到湖州、金华等城市。这表明对于杭州、上海和南京而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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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城市的服务业已经开始转移到其他城市，起到向外辐射作用，但是对于合肥而言仍然为服务业向城市内部净转移，吸引外部

服务业。这一点从各城市的点度中心度也可以看出（表 4），合肥的点入度要显著高于点出度，而南京、杭州的点入度则低于点

出度。从中间中心度来看，排名在前的为合肥、杭州、苏州、徐州、湖州等城市，表明这些中心城市还起到显著的连接中介作

用，承接其他城市的服务业转移，并将服务业相关行业转移到另外的城市。

表 4 长三角地区服务业中心度前十名的城市

排名 城市 点出度 排名 城市 点入度 排名 城市
中间 中心

度

1 合肥 154 1 合肥 181 1 合肥 321.5

2 南京 109 2 南京 96 2 杭州 229.717

3 杭州 79 3 苏州 52 3 苏州 129.031

4 苏州 51 4 无锡 48 4 徐州 116.489

5 芜湖 42 5 池州 41 5 湖州 111.072

6 安庆 41 6 六安 35 6 淮安 110.132

7 淮安 34 7 金华 32 7 金华 106.424

8 无锡 33 8 镇江 31 8 宿迁 102.149

9 六安 31 9 宿迁 28 9 宁波 92.135

10

上海 30

10

常州 26 10 宿州 83.254

宿迁 30 淮安 26 11 南京 76.422

2.2 块模型分析

为进一步揭示长三角地区各城市产业转移的空间特征，本文将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划分为 4 个板块。从表 5 结果来看，各板

块划分具有显著的省份特征，其中第 1板块为上海、苏州、南京、无锡、常州等上海和江苏所有城市；第 2板块为台州、嘉兴、

金华等 3 个城市；第 3 板块为杭州、宁波、绍兴等浙江的城市；第 4 板块为合肥、马鞍山等安徽所有城市。从各个板块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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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阵来看，平均密度为 0.915，以大于平均密度为板块间有联系。表 6的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主要为板块内部的联系，特别是板

块 2和板块 3 处于相互联系，表现为杭州与省内各个城市间的相互联系，这表明长三角地区中产业转移主要还是在各个省份内

部城市之间的转移，上海主要与江苏进行转移联系，而各个板块间的联系较少。从块模型分析看，长三角地区板块（省）内部

关系紧密，但板块间协同性较差。

从行业异质性角度来看，不同行业的板块划分也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首先，从农林业角度来看，第 1 个板块为亳州、

六安、芜湖等安徽城市；第 2 板块为合肥、徐州、黄山、滁州、淮南等 5 个城市；第 3 板块为南京、盐城、绍兴、常州等 4 个

城市；第 4 板块为杭州、苏州、南通、台州等城市。从各个板块的密度矩阵来看，农林业平均密度为 0.042，表 8的结果表明，

就农林业而言，第 1 板块内部城市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第 1板块主要是和第 2板块中合肥、徐州、黄山、滁州、淮南等城市

相互联系，而板块 3 和板块 4 则表明这些城市均在板块内联系，特别是板块 3 的南京、盐城、绍兴和常州等 4 个城市，只存在

这 4 个城市的相互联系，而不存在对外其他板块的联系。

表 5 长三角地区板块划分

板块划分 城市

1 上海、苏州、盐城、淮安、南京、南通、扬州、无锡、宿迁、常州、泰州、徐州、镇江、连云港

2 台州、嘉兴、金华

3 宁波、丽水、衢州、杭州、湖州、舟山、温州、绍兴

4
亳州、宿州、淮北、滁州、淮南、安庆、宣城、蚌埠、六安、

池州、芜湖、铜陵、合肥、阜阳、马鞍山、黄山

表 6 长三角地区板块密度矩阵

板块 1 2 3 4

1 3.242 0.571 0.071 0.196

2 0.095 2 0.958 0.125

3 0.08 1.792 1.679 0.125

4 0.022 0 0.016 2.5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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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从制造业板块来看，第 1 个板块为上海、合肥和安徽其他部分城市；第 2板块除了温州以外，其他均为安徽城市；

第 3 板块为杭州、宁波、嘉兴等浙江的城市；第 4个板块为南京、苏州、扬州等江苏所有城市，各板块也存在显著的省份特征。

从各个板块的密度矩阵来看，制造业的平均密度为 0.281，以大于平均密度为板块间有联系，表 8的结果表明长三角地区制造业

中铜陵、安庆、滁州等第 2 板块的城市内部联系并不显著，其主要是与第 1板块的城市进行相互联系，而板块 3 和板块 4则显

著表现为板块内城市进行联系，特别是板块 4中江苏的所有城市制造业内部联系非常紧密，江苏城市之间制造业基本均在省内

转移。

最后，从服务业角度来看，各板块特征与总体企业的板块特征基本一致，均表现为第 1 板块为上海和江苏所有城市；第 3

板块为杭州、宁波、绍兴等杭州的城市；第 4板块为合肥、马鞍山等安徽所有城市；不同的是第 2 板块仅有台州、嘉兴两个城

市。从各个板块的联系角度来看，服务业企业的平均密度为 0.628，这表明除了各个板块内部城市相互联系外，板块 3还向板块

2进行转移联系，而板块 2很少向板块 3进行转移联系，即台州、嘉兴很少向杭州、金华等城市转移服务业。

表 7 长三角地区异质性行业板块划分

产业类型 板块划分 城市

农林业

1 亳州、六安、阜阳、铜陵、淮北、芜湖、安庆、池州

2 淮南、合肥、徐州、黄山、滁州

3 南京、盐城、绍兴、常州

4 宿迁、宿州、温州、宣城、台州、蚌埠、金华、苏州、镇江、杭州、南通

制造业

1 上海、淮北、淮南、六安、池州、合肥、宣城、黄山、马鞍山

2
铜陵、安庆、滁州、宿州、阜阳、温州、芜湖、蚌

埠、亳州

3 嘉兴、湖州、绍兴、台州、金华、杭州、丽水、衢州、宁波

4 泰州、宿迁、南通、苏州、扬州、盐城、淮安、南京、徐州、镇江、无锡、连云港、常州

服务业

1 上海、苏州、盐城、淮安、南京、南通、扬州、无锡、宿迁、常州、泰州、徐州、镇江、连云港

2 台州、嘉兴

3 丽水、宁波、杭州、衢州、湖州、金华、舟山、温州、绍兴

4
亳州、宿州、淮北、滁州、淮南、安庆、宣城、蚌埠、六安、池州、芜湖、铜陵、合肥、阜阳、马鞍山、

黄山

表 8 长三角城市不同行业群板块密度矩阵

行业 板块 1 2 3 4

农林业 1.000 0.018 0.275 0.000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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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075 0.200 0.000 0.000

3 0.000 0.000 0.333 0.000

4 0.011 0.018 0.000 0.055

制造业

1 0.861 0.556 0.000 0.034

2 0.827 0.208 0.049 0.000

3 0.012 0.099 0.444 0.026

4 0.009 0.06 0.034 1.192

服务业

1 2.17 0.5 0.103 0.134

2 0.071 2.000 0.611 0.000

3 0.056 0.667 1.389 0.132

4 0.018 0.000 0.014 1.737

3 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 9 展示了产业转移网络的 QAP 回归结果，其中第一列表示所有产业的回归结果，第二列表示农林业转移的 QAP 回归结果，

第三列表示制造业转移的 QAP 回归结果，第四列表示服务业转移的 QAP 回归结果。从表 9 的结果可以看出，总体而言，城市间

的邻近距离、房价差异会对产业转移造成显著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人口差异、道路差异和教育水平差异对长三角企

业转移的影响不显著。具体而言，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会倾向于同邻近城市进行，两城市之间的距离越近，城市之间的产业转

移数量越多。从房价差异来看，城市之间的房价差值越大，产业转移数量越多，即从高房价城市转移到低房价城市。从农林业、

制造业、服务业等不同行业角度来看，不同的行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差异。即对于农林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人口差异、基础设施差异和教育差异均会对城市间的产业转移造成显著的影响，房价差异对农林业的影响不显著。从影响方向

角度来看，长三角地区中的农林业倾向于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高的城市，从人口多的城市向人口少的城市，从基础设施高的城

市向外转移，倾向于向教育水平高的城市转移。对于制造业，房价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城市间的产业转移造成显著影响。

其会从低房价城市转向高房价城市，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转向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城市。对于服务业，房价差异、经

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教育差异对城市间的产业转移造成显著影响。其会从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向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城市转移，

从房价高的城市向房价低的城市转移，从教育水平相对低的城市向教育水平高的城市转移。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对于不同行业产业转移均会产生显著影响，但影响方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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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长三角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 QAP 回归结果

总体企业

转移网络

农林业

相关企业
制造业 相关企业 服务业 相关企业

D -0.00773*** - - -

HP 0.00007* 0.00024 -0.00024** 0.00013*

GDP 0.00030 -0.03010*** 0.00229** 0.00153*

POP -0.00006 0.01450*** 0.00077 -0.00049

C 0.00264 0.30600*** 0.00700 0.00417

EDU -0.00095 -0.02400*** 0.00018 -0.00212**

cons 0.713*** -3.638*** -2.029*** -1.592***

N 1 640 756 1 560 1 640

注：*、**和***分别代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4 结论

本文通过 2014—2017 年 ORBIS 全球企业数据库企业迁移数据，构建了长三角 41 个城市间产业转移网络，利用社会网络分

析和 QAP 方法，从企业迁移的微观机理看产业分布格局的演变，系统分析探讨了长三角地区的产业转移演化特征趋势及影响因

素，探究了不同行业产业转移特征和影响因素存在的异质性，得到以下结论：

从总体特征上看，长三角地区产业总体仍以省内转移为主。安徽省内城市间转移最多，省际转移而言，上海是产业转移净

转出城市，分别向安徽、江苏和浙江进行转移，表明在区域一体化战略下，上海在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中起到龙头带动作用。

就点度中心度而言，上海的点入度为 0，表明上海向外进行产业转移，而长三角地区其他城市并未向上海进行转移。就中间中心

度而言，合肥的中间中心度最高，表明在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之中，合肥是紧密联系区域各个城市的中心节点，连接着城市间

的产业流动。从块模型分析看，长三角地区板块（省）内部关系紧密，但板块间协同性较差。总体上，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

深层潜力仍有待挖掘。

从行业特征上看，农林业方面，长三角农林业转移较少，主要集中在安徽省内，呈现以合肥为中心的“星型”特征；长三

角制造业转移网络中上海主要与江苏和安徽进行制造业转移联系，而江苏、浙江、安徽等省份的集团化特征极为显著；服务业

在各省（市）之间城市产业转移联系紧密，呈现显著的网状特征。

从影响因素上看，总体上长三角地区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城市间的邻近距离、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房价差异，即长

三角地区产业转移倾向于同相邻城市进行，倾向于向房价较低的城市进行。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于不同行业的

产业转移均产生显著影响，但对于不同行业的影响方向不同。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体系发展需要通过城市间的产业转移与经济发

展水平相适应。不同行业的产业转移影响因素存在显著差异，农林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人口差异、

基础设施差异和教育差异；制造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是房价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服务业产业转移的影响因素主要

是教育差异、房价差异和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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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地区深入推进区域一体化，产业转移和分工协作不断发展，地区整体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应当深刻认识到通过引导产业有序转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可以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

重大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等战略资源进行整合，形成促进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需要

对于不同行业、不同省份所存在的产业转移特征进行具体分析，制定长三角一体化协同发展的产业政策，健全产业跨地区转移

相关机制，促进产业有序转移，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和区域城市经济体系。(1)推进规则对接，鼓励城市在长三角区域内跨省开

展结对合作，建立结对发展关系。促进江浙沪产业较发达城市与淮南、淮北、阜阳等皖北城市结对发展，加快形成优质产业转

移承接聚集区。(2)充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助力产业分工合作。根据产业特性，利用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实现有效组织

的协同产业体系。(3)加快推动统一要素市场建设，强化长三角地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要素支撑，推动建设用地、碳排能耗等指

标与人力资源、物质资本等相关资源在长三角三省一市范围内调剂。长三角地区以产业有序转移机制为抓手，应当率先探索出

有利于促进产业有序转移的新模式，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本文尝试对于产业转移的微观特征进行把握，但对于各个影响因素

的作用路径和机制研究尚存在不足，这有待未来进一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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