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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8_89_E8_A7_92_E4_c108_228911.htm 过去20年来，珠三角

经济发展迅猛，主要立足于廉价劳动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

长，这种优势正在丧失。从去年开始，“民工荒”席卷珠三

角，并号称短缺民工200万人，随后这股“民工荒”迅速向长

三角、环渤海地区蔓延。“民工荒”意味着民工工资待遇要

求的提高，亦即意味着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意味着单靠血汗

工资低成本竞争的状况正在迅速改变。一些外资企业已经开

始撤离珠三角。而珠三角产业“空心化”也苗头浮现。珠三

角产业转移与升级迫在眉睫，但是这条产业升级之路究竟该

如何走？本报记者对此进行了一系列调查。 转贴于 学生大求

职站 http://job.studa.com “民工荒”加速产业转移 南海凤凰

铝材厂是一家有着三条生产线的铝材加工厂，从去年春节开

始就遭遇招工难，300多人的工厂最多时才能招到200人，两

条生产线不得不开开停停。 去年七八月是生产旺季，由于缺

工太多，老板区自强不得不减少了一半的订单。从那时候开

始，区老板就决定要把生产线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粤北山

区河源工业区。他告诉记者，因为那里生产成本低，工人的

工资比在南海时低出50元，招工也比珠三角容易多了。 据了

解，像凤凰铝材厂这样由于招工难而把生产线迁到山区或内

地的企业不少，今年河源工业开发区异常红火，由珠三角转

移来的企业就有200多家，珠三角企业的转移已经成为一种趋

势。 今年春节之后，尤其到了5月下旬，珠三角许多企业主

均称再也不敢接单了，“民工荒”再度成为劳动力市场的“



主旋律”。根据东莞市3个职介中心的统计，现在平均每个民

工可以选择8个岗位，每个男工可以选择6个岗位，而每个女

工甚至可以选择15个岗位。 记者在东莞大朗的一家袜厂看到

，由于用工紧缺，工人一人要负责8台机器的运转。该厂陈老

板说，这样的劳动强度工人会跑光的，目前他正加快与清新

县政府洽谈合作事宜。他说一定要在7月初把生产线迁过去，

不然今年的订单就做不完，厂房租金这么贵，撑不住了就会

破产的。 陈老板无奈地说，去年“民工荒”后已经给工人增

加了100元工资，但是工人还是嫌低，招工仍然困难，如果再

加工资的话自己就要贴钱了。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赶快把工

厂迁走。他说，那些“醒目”的同行去年就把生产线迁走了

，本来他也想趁早迁走，但是一想到运输成本增加只好作罢

。现在他的想法改变了，他说山区农民还是喜欢在自己家门

口打工，工资比较低也行，加上地租便宜，算下来还是迁走

合算。 市场是最灵敏的温度计，去年当珠三角开始遭遇“民

工荒”时，许多地方产业便悄然转移，一些企业已经陆续迁

移到了中部的湖南和江西。广东东莞一家鞋厂迁到湖南郴州

之后，工人的平均工资比东莞低50元至100元，当地的厂房租

金水平也仅相当于东莞的三分之一。这家鞋厂成功转移之后

，接踵而至跟来了好几家厂。 销量占广东市场50％、全国市

场35％的南海铝材业，从去年开始铝材企业的数量从数百家

急剧减少到约100家，这些减少的铝材企业几乎都到了粤北山

区“落户”。而在南海，5家生产代替进口铝材的高档铝材加

工企业也通过重组而形成，由于产品的高附加值，工人待遇

相应较高，招工难问题便迎刃而解。 在纺织服装业进入后配

额时代，佛山纺织集群的产业升级更加明显，低附加值的企



业逐渐被淘汰，但它们不是灭亡而是转移到了老工业基地韶

关地区的山区，那里正成为纺织企业另一个可以生存和发展

的空间。 据了解，在去年底举行的第三届“山洽会”上，清

远、韶关、河源等市及下属的部分县镇，分别与深圳、佛山

、中山等地签订了11个设立产业转移园区的框架协议。最近

，中山市与阳西县两地合作产业转移，在阳西共建的国家级

中山火炬高新技术开发区已奠基，奠基典礼上就有12家企业

签约产业转移项目。 去年当珠三角普遍遭遇“民工荒”时就

有专家预测珠三角将不可避免出现产业大转移。国家信息中

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说，珠三角的缺工现状

虽与民工待遇偏低直接相关，但工资待遇只是表面现象，问

题的深层原因还在于目前的产业结构已经不适应经济发展。 

高辉清认为，珠三角必须尽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增加经济

增长的技术含量，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那些20多年前承接

日韩、港台低效益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应该尽快转移。 “空心

化”问题严峻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当珠

三角低附加值产业的转移成为一种必然趋势时，该走的走了

，希望来的并非就会如期而至，产业“空心化”问题在一些

地区逐渐浮出水面。 东莞在20多年的发展中，引进外资和技

术，形成了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在IT产品

制造业等方面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与配套优势，但东莞也是“

民工荒”中受到冲击最大的地区。 东莞市经委的一位负责人

对记者说，去年因出现“民工荒”、“电荒”、原材料涨价

等问题，给人留下了“中国开始不再‘廉价’”的印象。而

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廉价劳动力并非我国独有，众多第三世界

国家正在紧紧追随。因此在东莞有不少港台投资者都有将企



业迁到成本更便宜的东南亚的计划。去年该地的台商协会就

组织了两批赴东南亚的投资考察团，之后就陆续有企业迁走

。 他不讳言，由于东莞本地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

不多，现代服务业较薄弱，民营经济综合实力不强，对外资

依赖程度过高，如果新的产业不能尽快地成长起来的话，东

莞很快就会出现产业的“空心化”，经济发展会受到巨大的

影响。因此，今年政府的头等大事就是怎样制定一些优惠政

策设法让想迁走的外资企业留下来。 大朗镇是东莞毛织产业

最发达的一个专业镇，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需求旺

盛，“民工荒”之后，加上今年纺织品的贸易争端，出口受

阻，这里有相当一批“三来一补”企业破产了，更多的面临

产业转移。记者看到，这里原来大量的“三来一补”工厂，

占去了大量的土地资源，但早些年建立的简陋厂房却因为质

量与结构不适合新型产业而闲置。当地有关人士谈到，目前

更为困难的是珠三角不少地方政府长期养成了靠出租土地、

厂房坐收租金的习惯，不知道怎样去培育新的产业。当这些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走之后，将来会不可避免出现产业的“

空心化”，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 另外一些工厂撤离之后，

留在原址的土地所有权和大量厂房产权问题、重建问题都开

始成为困扰当地政府的难题。 东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志权

说，东莞产业升级主要是推动产业的高级化和适度重型化。

发展阶段由产业主导向创新突破阶段转移，城市性质从加工

制造业基地向研发、制造、服务“三位一体”的现代制造业

名城转变。其中依托松山湖，带动全市产业升级；依托虎门

港，适度发展重工业。 然而理想却与现实有着差距。据了解

，目前作为带动东莞市产业升级的龙头地区松山湖高新技术



开发区，招商情况并不理想，本来园区定位为:智能家电、电

子通讯、医药保健、精密化工、新材料、环保饲料、光机电

一体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但实际入园的产业是:汽车零部件、

家电、电动机械、涂料、纺织印染机械、钢材深加工、精细

化工等。很明显，这些产业的技术层次并不太高，与规划目

标相距甚远。那些优质外资既有高新技术的，又符合环保和

产业升级要求的，在国际上具有极高声誉的企业更愿意选择

广州和深圳。在这种情况下，有专家惊呼:在一些地区产业转

移后将会造成产业的“空心化”！ 其实东莞这种情况是珠三

角大多数城市的缩影。广东省社科院科研处处长丁力说，靠

低成本劳动力生存的企业被淘汰出局了，使我们可以进行产

业结构调整。但是能否迅速填补这一空缺，面临的首个问题

是结构调整谁来唱主角？很可能是招商引资引进技术型企业

，但这种企业现在全世界都很缺乏，大家都想招。还有可能

让自己的企业唱主角，但现在自己的企业大多还没有这种能

力。不尽快培育新产业，产业的“空心化”不可避免。 中山

大学教授王扮认为，为了培育新产业，政府对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转移不是留，而是要帮助他们，对于一些较大型的企业

，只需要把“头脑”部分留下就行了。 “技工荒”成珠三角

“软肋” 在珠三角一些地区遭遇“民工荒”而转移产业时，

广州却显得从容而淡定。广州10多年来致力高新技术产业见

到了成效。这些年来广州及早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控制劳动

密集型产业，然而广州产业升级之后却在为缺少技工而伤脑

筋。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广东省劳动和

社会保障厅培训就业处副处长葛国兴说，广州的今天就是珠

三角的明天，当产业升级完成后，最缺的就是技工。“技工



荒”才是珠三角的“软肋”。 据悉，近几年广州高新技术产

品产值不断上升，以资金、技术密集型类产业作为主要支撑

的重工业发展已超过轻工业，重轻工业产值比为53.2∶46.8。

目前，广州经济已经进入了以技术和资金密集型产业为主要

支撑的工业化发展新阶段。 与不缺普通工人相对比的是，广

州紧缺技术工人尤其是高技能人才。广州市曾对80家企业进

行专项调查，调查表明，真正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技

术工人只有27.7％。据调查，“十五”期间广州高级工以上技

工缺口10万人。 今年9月份，在广州南方人才市场需求排行榜

中，技工需求量为2181名，占这个月人才需求量的21.1％，但

这个月人才供给排行榜中，技工的供给量排名10名之后。 广

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厅长方潮贵说，虽然随着“民工荒”

的到来，珠三角产业向内地转移，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加

入WTO以后，许多发达国家制造业开始向广东转移，丰田、

本田等五大汽车厂商都将生产基地建在广东，使广东形成了

一个产值上千亿元的汽车支柱产业，然而汽车产业所需要的

机械维修、焊接技能人才缺口相当大。据统计，到“十五”

期末，广东中级工以上技能人才缺口180万人，其中高级工以

上技能人才缺100多万人，仅数控技能人才缺口就达10多万人

！有的工种甚至出现断层！ 他认为，在广东，一线技工，特

别是数控、模具、仪表、电子电工、焊接等工种需求短缺，

不仅会严重影响了制造业产品的质量，也会影响到广东的产

业结构升级。 专家观点 产业升级迫在眉睫 产业转移与升级不

可避免 当前经济和社会发展进入到关键时刻，由“民工荒”

所引起的珠三角产业转移与升级已成为一种趋势。但是这条

产业转移和升级之路如何走？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王扮教授



。 王扮认为，目前广东及珠三角等地出现的“民工荒”作为

一种市场信号，意味着这种低成本的外来劳动力不足不是季

节性的、也不完全是周期性的，而可能是持续性的，不可逆

转的。由劳动力成本提高引发的结构调整已迫在眉睫。 “一

定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是和一定阶段的产业结构相对应的”

王扮说，中国经济处于一个发展的临界点，走过去就可能赶

上欧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走不过，就像拉美，有可能出

现诸多不利状况。更多的学者称人均GDP1000美元(千元点)是

经济发展的转折。如果产业结构得不到及时转化，必然与经

济发展产生矛盾，从而引发一系列问题。 避免“空心化”是

当务之急 王扮认为，目前最为严重的情况就是，产业转移之

后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避免“空心化”是当务之急。 他说

，受到生产惯性、技术能力、市场资源的限制，企业主选择

传统产业的转移比转向新产业容易，加上资本都有追逐利润

的本性，哪里赚钱就往哪里去。当低端产业中国逐渐丧失优

势时，就会出现外来的资本抽走资金，如果我们的政府不尽

快让产业升级，这个地方很快就会出现经济的衰退。给中国

留下的将是产业荒漠废弃的厂房、过时的设备和失业的员工(

这就是南美、台湾曾经遇到的际遇)。 转贴于 学生大求职站

http://job.studa.com 然而许多地方政府没有意识到产业升级的

迫切性。当发生产业转移时，他们更多的是利用调整税收、

降低租金等优惠政策留住企业，而不是考虑如何让当地的产

业升级。 日韩模式值得借鉴 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对产业升级

的积极性不高，王扮认为，这与当前干部的任期制度有关，

地方官员一般任期5年，产业升级的周期性较长，前期成效并

不明显，其实是在为下届政府打底子，谁还愿意去做这种吃



力不讨好的事呢？对于产业升级，国家应该制定一系列产业

政策，引导地方的产业升级。 过去日、韩成功的产业升级值

得我们借鉴。20世纪60年代，日本通过政府的经济计划、经

济立法和经济措施，扶持战略产业的起飞和诱导经济按照既

定的目标发展，这种国家规划和干预产业结构构成的思想，

把以往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向前推进了一大步，直接触及到

了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均衡问题，从推动

产业结构在合乎规律的转换中求得发展速度和效益。 日本、

韩国均有专门设立的国家级产业研究院，作为政府制定政策

的重要参谋机构，在制定产业发展政策、对执行中的产业政

策提出调整办法、监控和研究政策执行效果、为政府在产业

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 王扮认为，珠三角的产业升级更应该做

到市场与政府有效结合。为了减少因产业转移而造成的经济

震动，地方政府要一方面根据产业发展的规律与市场机会，

积极促进一些使用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新兴产业成长，另一方

面要有效地扶持企业用新技术设备与技术成果，改造传统的

生产手段，从而降低增长对使用大量简单劳动力的依赖。 同

时他认为，产业升级光靠政府也不会成功，还要与市场机制

相结合。目前，市场已经出现了劳动力短缺的信号，企业也

已经感受到了这种要素市场变动的压力。如果这种市场压力

与政府努力能够有效地结合，这就不仅会加速企业进行技术

与产品结构的调整，也会保证一个地区在经济持续平稳的增

长中，实现产业结构性转移。（刘茜）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