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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巍海在裁嚣寒寒经海技套发聂、资霖舞发、砖终蠢莠、洚壤安套等多方覆吴鸯十分重要馥蔽略意义，

21世纪赫须在我国实施沿海开放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蠛赶战略的基础上进一步实施南海开发开放

战略。并将南海海洋产业发展战略与我国东中西部产业转移作为国家发展战略通盘考虑，这关系别新世纪

我嚣经济疆会发震的君动专空鬻。

关键词南海开发：海洋产业；窳中西产业转移

一、南海的价值

(一)领生价值

南海海域拥有众多的岛、礁、沙滩，面积小，

分带范霞广，显多为珊瓒礁，其开发价值芳不

大。但根据《海洋法公约》，1个远离大陆的珊瑚

礁或小岛，至少可以拥有l 543 l【m2的领海和

43万km2的专属经济区。因而海域的任一岛、

礁都超越了它本身的价值所在。据测算，整个南

海断续匡赛线内的露积约为210万l【m2。

(二)自然资源价值

南海海域蕴藏着大量的矿藏资源，其中油气

资源尤为丰富。据权威部门初步估计，南海油气

储量约500亿t余，按目前世界市场最低价格估

计约合15湖亿美元；南海j|：部的“霹燃球”储
量达到我国陆上石油总量的一半左右。据测定，

l时“可燃冰”可释放濑2∞m3甲烷气体，其能

量密度是煤的lO倍，是常规天然气的2—5倍。另

外，南海中的铀、氚等海洋核能储量也非常可

观。随着世界石漶储爨墨激减少，南海丰富的油

气资源以及其战略价值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南

海海盆附近还蕴藏着丰富的多金属结核，它是现

代电子、航天、精密机械工业所需的高级原材

料。东沙、西沙翻南沙历来是我国重要的海洋渔

业产区。

(三)政治、军事战略价值

南海地处沟通太平洋和印度洋、连接亚洲和

澳洲的“十字路髓”位置，其东北部的台湾海峡、

西南端豹马六甲海峡，横扼南北两端的出入强，

有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价值。世界经

济、科技全球化趋势越来越鹈显，甏际经济关系

日趋多极化，国际经济贸易集团化区域化趋势明

显增强，各类经济集团化组织遍及世界各地，对

圜际经济贸易发展产生7多方面的影响。亚太地

区也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正在形成东北亚、中

亚、南遥及东嘉囊等经济合作圈的态势。其中联

结东盟、东南亚国家的南海海域在2l世纪国际

经济合作中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作用，是中国西

部尤其是西南地区重要的纛海逶遂帮市场空蠲。

南海及其附近的群岛～起构成了对亚洲大

陵懿包围圈，既是陆缘箧家争夺海权的必融之

路，又是海缘国家争夺陆权的战略蒸点。南海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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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广阔、深邃，军事力量在海洋中易于实施突然

袭击，隐蔽防御。南海的军事利用价值包括屯

兵、练兵、武器实验和作战四个方面。岛屿可以

控制海洋交通线及其附近海域，还可以屯驻大量

兵力，成为不沉的航空母舰；荒岛荒礁可以用于

武器试验；海湾可以屯驻兵力，进行各种补给、

维修。此外，海洋兼有陆、海、空多维空间性，海

洋的军事利用也兼有陆战、海战和空战的综合性

特征。

(四)空间运输联系价值

空间运输联系指在社会、经济、自然诸要素

综合作用下，区域间通过交通运输设施进行客货

交流所产生的相互联系和作用。南海是沟通太平

洋与印度洋、联接亚洲、美洲、澳洲、欧洲、非洲

的重要国际海上通道，是当今世界经济热点“东

南亚经济圈”、“华南经济圈”的直接辐射和影响

范围。它是世界政治经济地理结构的一个重要环

节，是全球政治经济运转的通道。在经济全球化

的背景下，世界各国的物质生产活动紧密相联。

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运输，越来越多地需要跨洲

际进行。

海洋运输有很多优越性，如连续性强、费用

低、适合大宗货物运输等，成为各国经济交流的主

要通道。我国进口的石油中80％通过南海航线运

送。此外，我国工业所用大量的初级产品的进口、

加工产品的出口、工程承包劳务输出、国际旅游等

都依赖于南海航线的通畅。以南海航线中的马六

甲海峡为例，每年通过马六甲海峡的船只高达8

万艘，平均每天有将近50艘船只通过。这些船只

运载了世界进出口物资的25％，世界原油的

50％，天然气的66％。日本每年从非洲和中东地区

进口的90％的石油及其他大量的原材料都依赖

于这条航道，日本把马六甲海峡航路称为日本的

“海上生命线”。韩国石油进口的79％主要来自于

中东地区，其能源安全对南海航线的信赖程度相

当高。根据国外学者的分析，当前中国、日本、韩

国经济对南海航线的依存度已经分别高达

85．7％、90．6％、87．3％。除了亚太国家以外，世界其

他国家经济发展与南海航线的关系也相当密切。

仅以世界经济最发达的美国为例，美国从东南亚

进口天然橡胶等战略物资大部分都由此通过，每

年经由太平洋穿越马六甲海峡进入南海和太平洋

的石油贸易量有100万t之多。如果考虑到美国

国内市场对中国和亚太其他国家商品的需求以

及庞大的中美贸易总量，美国经济与南海地区航

线的关系也非常密切。

二、中国东中西产业转移的现状及问题

(一)中国东中西产业转移宏观背景及政策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保持近20

年持续高速的发展，各地区按照中央的统一部

署，根据自身客观条件，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发

展，区域经济保持了持续、快速发展的良好态

势，形成了经济发展的基本规模，促进了区域内

的产业在经济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调整方

面呈现出多层次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一些

经济集聚区基本形成，推动了地区之间的经济发

展，提高了国民经济的市场经济化程度。但是，

中国区域经济在非均衡发展过程中，地区间的经

济差异日益扩大。主要表现为沿海和内地、东部

与中西部的差距扩大。从经济增长速度来看，西

部虽然增长很快，但与东中部还有很大差距，

1980年东、中、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分别为

50％、30％和20％，2005年已经变为60％、24％和

16％。从人均生产总值来看，1980年东部高出全

国水平34％，中、西部地区人均GDP占全国平均

水平分别为80％和70％，2005年则变为东部高

出全国平均水平58％，中、西部则下降为70％和

55％。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差距不

但很大而且还有扩大的趋势，西部农民人均纯收

入，不到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一半。从经济发展

外向程度来看，西部外贸程度储存度明显低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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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平均水平，且在利用外资上表现出很大的差

距。尽管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性始终客观存在，

但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将给经济社会带来许

多负面影响。针对中国区域经济技术转移、扩

散、产业升级的要求，进一步消除发展中的障

碍，中国区域经济的整合已是必然趋势。

为此，中央政府开始着手从总体上解决东

部与中西部地区的关系，并制定了相应的区域

倾斜与产业倾斜政策，在继续发挥东部地区增

长优势的同时，逐步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在

“八五”期间，沿海地区在继续发挥其增长优势

的同时，国家加快了对中西部的开发开放，并先

后开放了沿江、沿边、沿黄、沿陇海线等内陆地

区，使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了新的格局。在

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正式提出了西

部大开发战略，注重公平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战略正式启动。“十五”计划中，强调国家要继续

推进西部大开发，实行重点支持西部大开发的

政策措施，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和

建设资金投入，并在对外开放、税收、土地、资

源、人才等方面采取优惠政策；同时，对于中部

地区，要充分发挥承东启西、衔接南北的区位优

势和综合资源优势，提高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健全市场机

制，打破行政区划的局限，促进生产要素在区域

间自由流动，引导产业转移。与此配套的是2006

年商务部实施的“万商西进工程”。“万商西进工

程”的主要任务是：采取有效措施，支持中西部

地区具有区位优势的城市创造条件承接东部地

区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以东部、中西部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和具备条件的中西部省级开发区

为载体，加强东中西部互利合作，促进东部地区

“腾笼换鸟”产业优化升级，支持中西部地区“筑

巢引凤”承接国际和东部开放型产业梯度转移；

加强东中西投资促进合作，充分发挥国家级开

发区在促进产业转移进程中的窗口、示范、辐射

和带动作用。

(二)中国东中西产业转移的现状

从2000年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

到2006年，6年来国家不断加大西部基础设施

建设投人，累计投入约1万亿元，新开工西部开

发重点工程70项，中央财政共向西部地区下达

国债项目资金3 414亿元，占同期全国已下达国

债项目资金的45．8％。在财政转移支付方面，6年

间，中央财政对西部地区的财力性转移支付累计

4 044亿元，占同期全国的52．6％。税收政策方

面，国家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西部地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这些政策的实

施，对西部地区吸引资金、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发

挥了重要作用。2000年至2006年，西部地区生

产总值年均增长11．1％，与全国同口径增速的差

距明显缩小。地方财政收人年均增长17．1％。城

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

2000年的5 490元、l 690元增加至2005年的

8 783元、2 379元。

但是，产业转移的发生却是转出区“推力”

与转入区“拉力”共同作用的结果。西部大开发

战略实施以来，虽然出台了不少的西部投资优

惠政策，但成效并不明显。据陈建军的调查推

算，浙江省企业今后5年内对省外投资(包括对

海外投资)的规模在100亿。500亿元之间，年

均20亿一100亿元之间，这个数目仅相当于该

省2000年GDP的0．4％～2％。可想而知，进入西

部的“浙资”规模该有多小，而“浙商”还是迄今

为止西进“东资”的主要行动力量。这表明，西部

地区对外部资本的吸引力很低，区域内部还存

在许多制约资本西进和产业西移的障碍。樊新

生、李小建的定量研究表明，大多数高技术、高

附加值产业重心向东转移，资源型产业重心向

西转移，一些劳动密集型和重要原材料产业并

未按预期向西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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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制约中国东中西产业转移的因素

1．区位条件的制约

由于自然地理位置的差异，中西部和东部地

区的区位差别明显，表现为因远离海港而带来的

对外贸易运输成本的逐渐提高，高运输成本的存

在使得区际贸易的范围相对缩小，运输费愈高交

易的数量愈少，从而导致整个生产成本的上升。

而成本收益法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法则，对于

以追逐利润为天性的资本和企业来说，当中西部

地区难以提供和东部沿海地区同样的机会，甚至

存在更大的不确定性风险时，他们不可能进入。

这种区位条件限制了中西部地区从商业起步、加

速积累资本、优先进人工业化经济的外部市场条

件，导致很难在中西部地区形成良好的经济发展

态势。

2．中西部地区能源分布不均衡

在谈到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时，无一例外

地会谈到中西部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实际情况

并非如此。中西部地区幅员辽阔，仅西部地区就

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

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广西等12个省，加上

中部地区的7个省，共19个省市自治区，占全国

国土面积的80％左右，而能源分布相对集中。

煤、石油主要分布在华北和西北，铁集中于东

北、华北和西南，磷主要分布在西南和中南地

区，钨、锡、锑等资源则主要分布在湘、赣、桂、滇

等省(区)。一些尚未开发利用的大型、超大型矿

区，主要分布于西部边远地区。这就意味着中部

和中南地区在能源方面并没有比东部拥有更大

的优势，加之缺少集群溢出和制度优势，东部产

业的转移动力明显受到阻滞。

5．中西部地区对外经济通道不畅通

所谓经济通道，在经济方面表现为区域之间

产业结构的互补性。东部沿海地区经济主要是以

外向型经济为主，无论是需求方面还是供给方面

都对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依赖性不是很大，属

于“以进带出”的经济增长模式，外贸依存度非

常高。在整个外贸产业链中，东部沿海地区的产

业结构与欧美、日本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存在着

前向或后向的关联，产业互补性很强。中西部地

区的经济是相对内向型、封闭型的经济，基本是

以立足国内市场为主，对外贸易和吸引外资的能

力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相应的，对外经济

联系能力弱于东部地区，而这种态势具有循环累

积的效应，在外力作用不强的条件下，会继续弱

化其对外经济交流的能力且在长期内不会发生

变化，从而导致中西部的产业不能直接参与国际

分工，产业链条与国际产业链耦合性不好，互补

性不强，经济通道不畅通。

三、南海开发在东中西产业转移过程中的

经济聚合作用

(一)注入能源要素

毋庸置疑，能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可忽视

的。我国从1994年变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石油消

费量不断飙升，2002年的进口量为6 94l万t，

2003年则上升了31％，达到9 112万t，石油对

外依存度也由1995年的7．6％增加到2003年的

36．1％，成为全球第二大石油进口国。这些数据

表明我国的能源增长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

需求，能源消费总量明显地受到储存量约束，能

源短缺与高能耗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由能

源消费所带来的环保影响，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

“瓶颈”，能源的稀缺性明显体现。中西部资源丰

富，但是相对于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所需的能源而

言，仍有很大的差距。开发南海的石油、天然气

资源，可以有效地弥补中部、中南和西南能源缺

乏问题，增强中西部地区整体承接产业转移的资

源比较优势，同时可以带动其相关产业的投人，

促进东部产业转移的进程。

(二)建设运输通道，扩大中西部地区输出需求

在架构以运输体系为主，通信、能源体系为

辅的对外开放型的通道体系中，通过结构要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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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组合，以干线为主，支线为辅，进行分流，形

成网络，大幅度提高运能。建立水、陆、空相结合

的立体运输体系，长途运输以铁路、水路为主，

中短途运输以公路为主，高附加值运输以空运为

主。加强通道本身及各项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

如港口、码头、泊位、仓库、房地产、商储、金融、

旅游设施等硬件建设，其规模应与腹地开发规

划、物资流量及支撑港口的运输体系的通过能力

相适应，大体保持同步发展或略有超前。扩大通

道的兼容性，采取主流与分流货运相结合，外贸

物资与内贸物资运输相结合，转口物资与出口物

资运输相结合，减少空驰率。优先发展邮电通信

网络建设，狠抓能源配套基础建设，保证通道本

身和沿线经济开发的能源需要。

1961年瑞典经济学家林德尔提出产业内贸

易现象的偏好相似理论。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

的经济增长导致人均收人的增加，收人水平又决

定该国的需求结构。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其需

求结构是不同的。高收入国家需要的是技术水平

高、加工程度深、附加值较大的高档商品，而低

收入国家则需要低档商品满足其最基本的生活

需求。因此，两国的收入水平越接近，需求结构

则越相似，相互需求面就越广，贸易量就越大；

而且，其市场间的隔阂就越小，越容易发生国际

贸易。南海沿海的越南、缅甸、老挝和柬埔寨等

国属于农业国，拥有一些初级水平的工业，但是

总体来说工业非常不发达，产业类型主要是资源

型产业。泰国、印尼、菲律宾的工业化程度也不

高。中国西部地区比较低的收入水平就决定了其

需求结构必然与中国较大贸易伙伴(欧盟、美

国、日本、中国香港地区、东盟、韩国、中国台湾

地区、俄罗斯、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需求结构

有着很大差异，与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类似，两

者的产业差距与西部和东部之间的差距相比，大

大缩小，容易发生贸易。尤其是中部和中南部地

区工业基础条件好，运输通道的建立可以有效地

缩短路途时间、减少运输成本，为中部及中南部

地区开拓东盟市场、吸引区位经济组织创造了有

利条件。

(三)构建对外经济通道，发展外向型经济．

促进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产业耦合

根据周一星等对运输空间联系的研究，认

为在开放条件下，国内联系和外国联系的格局

是由若干个以沿海发达地区为核心的沿海——

内陆互动的子系统组成，立足沿海前沿地带，国

外联系和国内联系在沿海海港高度同构，并且

有同构性不断提高的趋势。因此，西部地区要改

变落后面貌，赶上沿海地区，必须从过去内向

型、封闭式发展战略向外向型开放式发展战略

转变，即向沿海转移，向铁路线、国道公路线、大

江边转移，以资源为基础，以建设出海大通道为

纽带，加快区域各省区的合作和优势互补，大力

发展外向型经济，奔向海洋、走出亚洲、走向世

界。

以“通道”、“港通”，促进外向型经济大发展

为目标，使大西南、中南部分地区和我国的南海

地带，变资源优势为外向型的商品经济优势，以

适应与国际市场接轨的需要。要确立三大观点：

即应把大通道建设理解为“大交通、大流通、大

市场”建设，建设高度国际化、信息化、社会化、

现代化、市场化的区域经济，使之对大西南乃至

西部地区产生较大的辐射力和吸引力，有效地疏

导整个西部的物资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

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共同走向繁荣。大通道不仅是

大西南的通道，而且是湘西、鄂西地区乃至西北

部分地区，联合起来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大通

道。大通道不仅包括硬环境建设，而且包括软环

境建设。一方面，下大力气发展基础产业，以四

通(交通、通信、流通和资金融通)起步，打好基

础，以道路兴港口，以港口兴城市，道、港同步，

建设全方位、多功能、多层次、多渠道的立体型、

网络型、效益型的出海出境的通道系统，以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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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开发。

当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的产业结构同构

化程度提高时，产业自身运转所需要的各种要素

包括资金、能源、人力、信息等形成聚集，同时产

业的配套设施也会形成聚集，从而以点到线，以

线到面依托运输通道形成一定规模的生产力聚

集后，由于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的作用，每个聚

集的节点将可能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和排斥力，形

成更大生产力组织聚集与扩散。中西部地区对外

经济通道由于其很大的集疏能力和开放性，区域

内的配套企业与东部产业资本之间耦合程度不

断深化，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吸引国际产业资

本转移，为东部产业资本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

撑；另一方面，区域内的配套企业通过与东部产

业资本深度耦合，纳入东部产业资本的生产体

系，获得专业化的分工收益和溢出效应。这会对

东部沿海地区的企业产生极大的吸引力，也是吸

引东部产业资本把根留住的基础，从而促进东部

企业组织向中西部转移。

(四)南海开发促进东中西发展的传播

伴随着东中西产业转移，还会产生发展的传

播。发展的传播包括经济机会的传播、技术的传

播以及生活方式、观念的传播，通过这种传播，

中西部地区可抓住某种契机，以一种或几种生产

技术率先取得突破，实现跳跃式发展，经济发展

水平赶上甚至超过发达地区。跳跃式发展必须有

准备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产业转移是个中介，

它有可能将发展机会传播给落后地区。南海沿海

地带的开发对周围地区存在一个“力场”，有吸

引作用。轴线附近的社会经济客体则产生一个向

心力，这个力不只指向轴线上的一个点(城镇)，

而是若干个点或一条线。轴线上集中的社会经济

设施通过产品、信息、技术、人员、财政等，对附

近区域有扩散作用。中西部地区必须具备抓住这

种发展机会的条件，迅速积累起相对稀缺的生产

要素并与区域的要素相结合，形成新的生产力，

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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