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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迁移研究综述

徐 梁1’2
(1．盐城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江苏盐城224051；2．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46)

摘要：企业迁移是企业对区位的再选择。出于成本或者出于情感，或者为了获得原料、能源、劳

动力等供应，企业考虑在区内或区际进行迁移。另外社会文化环境以及区域发展条件等因素也

会诱导企业做出迁移决定。企业迁移对迁出地区和迁入地区的环境承载能力，经济发展水平以

及区域产业结构等存在着一定影响。可以进一步研究基于环境承栽能力的企业迁移问题，企业

迁移和劳动力迁移的共生问题，以及企业迁移与政府空间经济行为的相互影响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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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对企业迁移的研究始于Mclaug}llin and

Robock的“why industry moves soutll’’Ⅲ。国内最

早研究企业迁移的是白玫。随着企业迁移现象的

产生和盛行，国内外学者纷纷展开研究，形成较为

丰富的学术成果。

一、企业迁移的类型和特征

(一)企业迁移的界定

企业迁移是企业区位调整的一种特殊形式，

也是适应市场需求，消费者偏好、环境管制以及技

术进步变化的一种方式口J。白玫从价值链的角

度定义企业迁移是企业价值链活动在空间上的变

化∞J。后来，魏后凯对这一定义做了必要的补

充：“它既可以是完整迁移，即关闭企业当前区位

的经营活动，将其转移到另一个区位中；也可以是

部分迁移，即企业的部分活动迁出，如建立分厂、

迁移总部及研发部门等。”【41艾斌指出企业迁移

可以看成是企业注册地的空间转移，但为了追求

某种比较优势资源而没有实质性资源流动的注册

地的空间变化不能称之为企业迁移∞J。总的说

来，大多数学者们都同意企业迁移不仅包括物理

位置的迁移，也包括下设分支机构的异地设立，同

时应该涵盖生产要素的地域转移【6 J。

(二)企业迁移的类型

企业迁移的类型可以按不同角度分类，根据

迁移的模式分为整体迁移和部分迁移；根据迁移

行政范围分为国际迁移和国内迁移，在国内迁移

中，又根据目标区位是否在一个特定的空间范围，

分为区内企业迁移和区际企业迁移；按迁移的距

离可以分为短距离迁移、长距离迁移和远距离迁

移；还有针对我国实际情况的分类，如根据企业迁

移的驱动力可以分为行政驱动型和市场驱动型；

根据迁移前后企业所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不

同，分为上行流、平行流和下行流；根据影响迁移

的决定因素，分为市场扩张型、成本推动型和产业

升级型【_刊；根据企业迁移的路径选择，可以分为

渐进式和跳跃式捧一引。

(三)企业迁移的特征

企业迁移行为理论认为企业迁移时在不完全

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的企业决策行为，是一

个复杂的决策过程。Simon以及Cyen和March

建立了一种企业行为理论，该理论是基于有限信

息和有限理性的假设前提下的。该理论中，“最

优行为”被“合适行为”取代¨1’12 J。Pred把行为区

位理论的四个关键因素，即有限信息的作用，使用

信息的能力，认知和心理地图和不确定性纳入一

个行为矩阵。在这个矩阵中，将企业沿着两个维

度(信息的可获得性和使用信息的能力)把企业

分为有能力选择合适区位的企业和无能力选择合

适区位的企业。如果企业有大量有效信息且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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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息，那么它就会选择一个较好的区位。如果

相反，则企业会选择一个极少盈利或不可能盈利

的区位‘13|。

从企业迁移规模来看，小企业和年轻企业更

倾向于迁移，迁移意愿随着企业的规模增加而减

弱，也可能随着企业成长寿命而减弱；但也有学者

指出大企业的跨区域成长愿望强于中小企

业u4’18|。从迁移轨迹来看，中国企业迁移存在从

中心区迁移到过渡区然后迁移到边缘区的趋势，

具有梯度性和等级性H，l9’20J。从企业迁移质量来

看，高品质集群企业更为追求迁移成长【21|，服务

于大市场的企业有较高的迁移倾向Ⅲ1。

二、企业迁移的动因

(一)企业迁移的内部动机

企业迁移的内部动机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利润

成本因素。研究者主要遵从古典经济学分析方

法，其研究出发点在于成本最小化或利益最大化，

形成新古典企业迁移理论。新古典区位论的一般

原理是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由艾萨德提出，被

称之为成本学派，理论核心是企业根据生产成本

最低确定生产区位旧J。杜能的农业区位论就是

将农业生产的成本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考虑。韦伯

的工业区理论是根据投人与产出的运输成本最小

来决定产业区位。对于其他的区位因素，如劳动

力和外部经济，也是相似地从成本考虑。英国经

济地理学家罗斯特朗和史密斯提出空间盈利边界

理论。其主要思想在于，由供求关系确定各地的

产品价格；由生产成本和运费率共同确定各地产

品的社会成本；由此得出成本曲线和收入曲线，两

线交点即盈利边界旧瑙J。按照新古典区位理论

的思路，美国印第安纳州埃文斯威大学的奈科斯

丁和泽莫提出了一个解释企业迁移的理论框架。

在这个框架中，企业给收益设定一个固定值，一旦

企业超过这个收益率，多数企业会选择留在当前

区位，不会迁移到最优区位Ⅲ1。经济格局的形成

具有偶然性、路径依赖、历史和特殊事件的成分。

一旦早期的区位优势形成以后，通过前向和后向

关联，可产生积累效应。这种非理性的经济分布

在规模报酬递增作用下，具有锁定效应。这也是

影响企业迁移的重要原因。因此，现实世界中，自

动向最优空间格局发展的趋势并不存在，企业往

往位于次优的空间中拉川。邹璇等从理论上论证

了新型动态区位选择理论，考虑当区位因素动态

变化条件下，为了实现收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区位

选择行为旧引。一些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得出成本

是企业迁移的首要原因[28‘驯。一些学者从具体

的成本来考虑企业迁移问题，认为城市商务成本

(主要是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企业是否进入

某一城市投资的重要决策依据∽。32|。除了成本

考虑，企业还会为了获得原料、能源、劳动力等供

应而迁移。另外，有些企业从情感方面考虑迁移，

包括对改善办公环境的向往，对特殊区位的偏好，

试图提高知名度Ⅲ’21’33J。

(二)企业迁移的外界影响因素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者认为企业迁移时处于社

会制度和网络之中，不仅仅表现为企业的行为，还

需要考虑企业所在的社会文化环境。这方面是由

克鲁格曼开创的，他认为企业是嵌入在一个社会

文化环境体系中，他考虑企业迁移与地方的根植

性问题，这也是导致企业迁移的重要原因Ⅲ1。

Robert发现风险资本和企业迁移是共生的，风险

资本的转移会影响企业迁移的决策旧5l。一些学

者指出企业所在地区的发展条件也会影响企业迁

移决策，如发展空间缺乏、工资和土地价格上涨、

停车问题以及日益严重的交通拥挤，促使大城市

中心区企业逐步向郊区扩散心'36。38 J。另外，集聚

不经济也会促使企业进行迁移悼1’39“¨。

三、企业迁移的区域经济效应

(一)对迁出地而言

部分学者认为企业迁移对迁出地而言将有利

于当地的经济发展、产业政策的贯彻和产业结构

的改善，使当地从比较优势走向竞争优势，从原来

的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高耗能的产业为主，转

变为以信息技术外包等新兴产业为主。只要核心

企业对原集群的反哺机制存在并且路径通畅，核

心企业外迁对集群的正向效应占主导，在这种情

况下核心企业外迁不会使集群衰退，也不会使本

地产业空洞化∞’42。。同时，企业迁移对企业过度

集聚的迁出区而言，缓解了当地资源环境承载压

力和要素价格上涨压力哺’38’43m]。企业迁移本身

可能是一种反壁垒行为，同时可能促使要素形成

统一市场一“。

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企业迁移对迁出

区的产业结构影响不明显或不利于迁出区的经济

发展。企业迁移可能造成迁出区当地产业的上下

游之间有不同程度的脱节，尤其是一些龙头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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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迁，可能会使整个产业链遭到严重破坏∞J。

如果企业外迁过快，可能造成迁出区产业链中断，

甚至出现产业空心化，从而导致经济衰退∽’3引。

(二)对迁入地而言

企业迁移对迁入区的产业结构演化有较明显

影响，袁金宇等以上海市为例进行企业迁移对地区

产业结构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迁移对

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发挥了较好的作用，对各产业

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尤其是对第二、三产业

的发展贡献率较高ⅢJ。魏后凯认为企业迁移有利

于迁入地的产业竞争力提升，就业机会的增加H J。

赵弘论述了企业总部迁入对迁入地会产生GDP

贡献效应、产业乘数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劳动就

业效应和社会资本效应五个方面H川。企业迁移

能促进迁人区周边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也不可避

免地会给当地环境带来污染和破坏【29’45I。

四、研究述评

现有文献对企业迁移的主观和客观动因、企

参考文献：

业迁移的区域经济效应进行了有益的研究。今后

还可以从更多角度考虑企业迁移问题。首先，各

地区根据自身环境承载能力和已有比较优势产

业，选择性吸纳企业迁移。企业迁移的动因包括

获得生产所需资源、降低空间成本、较大的盈利和

成长空间等。不同类型企业迁移的成本收益不一

样，对目标地区选择要求不一样。所在行业、规模

以及企业年龄不同，企业迁移意愿不同。

其次，企业迁移与劳动力迁移是共生的。企

业迁移会吸引劳动力的回流和集聚；劳动力过度

迁移也会导致企业做出迁移决策，可以寻找两者

互相影响的机制和临界条件。

另外，各地区应该充分利用市场化政策积极

引导企业迁入。地方政府空间经济行为会影响企

业迁移意愿和绩效，同时企业迁移会影响地方政

府的财税收入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效率。政府应该

积极出台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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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nterprise migration is山e relocation． For reasons of cost or em撕on，or to obtain raw materials，energy，labor锄d

other supply，enterprises consider IIligrating inter or“tllin region．Another fktor in tlIe social趴d cuhural en“舢ent锄d re·

百onal deVelopment conditions wiU induce enterprises to make migmti∞decisions． Enterprise Migration impact on the carr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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