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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内生动力与外源压力均有所增

强。在利用ADB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规模的基础上,利用文本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对制造业对外

转移的“内生动力”和“外源压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内生动力”和“外源压力”并存,且以

内生动力驱动为主,但外源压力正逐渐成为重要驱动因素;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整体存在市场寻求、技术获取、资源

获取、制度寻求、利用廉价劳动力五方面内生动力及制造业回流和贸易摩擦两方面外源压力,但对于利用廉价劳动

力和资源获取动因,中国同时也考虑劳动力素质以及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

转移主要由内生动力驱动,而向发达国家的转移及低技术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同时受内生驱动和外源推动

作用,且制造业回流对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推动作用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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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产业转移是国际分工格

局下的常见现象,也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使

然。作为第五轮国际产业转移中的主要转出地,截
至2022年中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680
亿美元。但随着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

治冲突不断加剧,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动因较之以

往也愈发复杂。其中不仅包括遵循市场规律下,以
追逐比较优势、实现产业自身发展为目的,驱动中

国进行对外转移的内生动力;同时也包含外部环境

干预下,诸如贸易摩擦以及发达国家主导的高端制

造业本土回流,中低端制造业友岸、近岸回流[1]等以

打压中国产业发展为目的,推动中国进行对外转移

的外源压力。在内生动力和外源压力的共同作用

下,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路径也呈现出不同的特

征:在前四次产业转移中主要以低端制造业由发达

国家向欠发达国家的单向、梯次转移为主,而在新

一轮产业转移中,一方面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外迁至

东南亚、南亚及拉美国家;另一方面,中国的中高端

制造业回流至欧美发达国家。因此,目前中国的制

造业发展既面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向挤

压”,又面临同时失去低端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

“双重危险”[2]。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

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相较之下,由内生动力驱

动下为追逐比较优势、实现产业自身发展而进行的

产业主动转移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冲击有

限,反而可能促进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而在贸易

摩擦等外源压力推动下进行的产业被动转移无疑

会打乱中国对外梯度转移的顺序,加速制造业外

迁,进而对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与稳定造成威

胁。那么在上述背景下,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转移具

体存在哪些内生动力与外源压力? 其是以内生驱

动为主还是以外源推动为主? 以及中国制造业对

外转移动因是否存在区域及行业异质性? 针对上

述问题的研究能够为政府引导制造业有序转移,维
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提供一定启示。

1 文献综述
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类:第一

类是关于产业转移的概念与测度研究;第二类则是

关于产业转移动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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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产业转移的定义目前学术界尚未形成共

识,国内较为认可的是陈建军[3]提出的概念,即由于

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改变后,一些产业从

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

为或过程。这一概念与国外测度产业转移的思路

较为契合,通常采用企业区位变迁和注册地的变动

来测度产业转移[4],但这一方法的实现需要对企业

区位变迁的数据进行翔实的统计,国内由于缺少企

业区位变迁的相关统计信息,因此学者们往往采用

外商直接投资(FDI)作为度量产业转移的代理变

量[5-6]。但FDI仅能从狭义的角度上代表产业转

移,因此也有部分学者采用产业产值相对变化[7]、相
对就业率[8]等指标来度量产业转移。然而,上述方

法难以从具体数量上来量化产业转移的规模,存在

一定的局限性。刘红光等[9]首次利用投入产出表对

中国区际产业转移规模进行测度。王恕立和吴永

亮[10]将这一思路进行拓展,将其应用于国际产业转

移的测度研究,利用TiVA数据库对22个国家的产

业转移规模进行了测算。刘友金等[11]参照这一做

法,基于EORA世界投入产出表(extrapolationof
regionalinput-outputtables)对中国与“一带一路”
沿线各国之间的产业转移总量进行了测度。投入

产出模型的运用为中国产业转移的研究提供新的

思路[12]。
关于产业转移动因的研究,在早期学者们主要

是将国际产业转移的动因归纳为比较优势或动态

比较优势的变化[13],例如“产品生命周期理论”[14]、
“成本导向论”[15]、“边际产业扩张理论”[16],具体针

对中国产业对外转移而言则有市场获取[17]、资源获

取[18]、追求海外廉价劳动力及优良制度环境[19-20]、
技术寻求[5]等。而此类以追逐比较优势、实现产业

自身发展为目的的动因也能够被视为一国进行对

外产业转移的内生动力。但近年来随着逆全球化

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的

实施及贸易摩擦的日渐加剧使得越来越多的学者

开始关注中国产业对外转移的外源压力,杨慧玲[21]

认为美国等发达国家利用其“链主”地位,动用政治

力量加速了中国的产业外迁。刘莹和彭思仪[22]认

为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转移部分是由劳动力成

本上升引起的正常转移,但越来越多的转移受地缘

政治等外源压力的驱动,呈现非正常转移的特征。
卢进勇等[23]认为当前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的影响

造成在华外资企业的被动外迁,加速了部分在华外

资企业的外迁进程。

通过梳理文献能够发现国内外学者对产业转

移的测度与动因展开卓有成效的研究。但面对愈

发复杂的外部环境,需进一步探析中国制造业对外

转移的“内生动力”和“外源压力”,而目前的相关文

献虽已开始从这一角度进行研究,但大多针对中国

制造业对外转移案例进行定性研究,定量分析鲜

少。因此,本文在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

对外转移规模的基础上,利用文本分析法及实证分

析法对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内生动力”和“外源

压力”进行研究。本文可能的创新点有:第一,区别

于以往文献多以制造业对外转移的个别案例进行

定性研究,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制造业对外转移案

例进行动因文本分析,将动因定性分析转换为定量

数据,为厘清当前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转移是“内生

驱动”还是“外源推动”提供一定数据支撑;第二,基
于投入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分行业、分地区的对

外转移数据并进行动因实证检验,为政府制定政策

妥善应对制造业外迁提供一定依据。

2 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现状
2.1 产业转移规模测算及分析

2.1.1 产业转移测度方法

考虑到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模

式下产品价值流动,能够更为细致地追踪产品价值

的所属地区和转移路径。因此,参照刘友金等[11]的

做法,将本国最终需求引起的国外产业增加值变化

视为本国向国外的产业转移。
假设存在一条简单的全球价值链仅由s、r、t三

个国家构成,当s国向r国出口时,r国向s国的产业

转移能够被分为DVA_FINsr、DVA_INTsr、DVA_
INTREXsr三部分:DVA_FINsr是指为满足r国最终

需求,s国向r国出口最终产品所产生的增加值;
DVA_INTsr是指为满足r国最终需求,s国向r国

出口中间产品并被r国用来生产最终产品以满足国

内最终需求所产生的增加值;DVA_INTREXsr是指

为满足r国最终需求,s国向r国出口中间产品并被

r国用来进一步生产中间产品出口到t国,最终由t
国生产最终产品出口至r国并被r国最终吸收所产

生的增加值。当s国向t国出口时,r国向s国的产

业转移能被分为DVA_INTst、DVA_INTREXst两
部分:DVA_INTst是指为满足r国最终需求,s国向

t国出口中间产品并被t国用来生产最终产品出口

到r国并被r国吸收所产生的增加值;DVA_IN-
TREXst是指为满足r国最终需求,s国向t国出口

中间产品,t国将其用来进一步生产中间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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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r国,并被r国用来生产国内最终需求所产生的

增加值。结合王直等[24]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r
国向s国的产业转移为

TRrs=DVA_FINsr+DVA_INTsr+
DVA_INTREXsr+DVA_INTst+DVA_INTREXst=

(VsBss)TYsr+(VsLss)TAsrBrrYrr+(VsLss)T

AsrBrtYtr+(VsLss)TAstBttYtr+(VsLss)TAstBtrYrr

(1)
式中:Vs为s国的增加值系数矩阵;B为里昂惕夫逆

矩阵;Ysr为s国向r国的最终产品出口矩阵;Asr为r
国使用s国中间产品的投入系数矩阵;Lss为s国国

内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基于此,本文计算出中国制

造业各细分行业向不同国家的产业转移量。
2.1.2 测算结果

基于上述方法,利用MATLABR2021a软件计

算得到中国制造业的对外产业转移量,相关测度原

始数据来源于亚洲开发银行(ADB)世界投入产

出表。
如图1所示,从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行业特

征来看,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总量在2008—2021年

总体呈上升态势,由2008年的4505.41亿美元大

幅上升至了2021年的12687.39亿美元,但在此期

间存在三次放缓阶段,其主要是由于2008年金融危

机、2014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12]以及2018年中美

贸易战叠加之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的影响。此外,
借鉴李金昌和项莹[25]的研究,根据制造业技术含量

分类,将中国制造业分为高技术制造业、中技术制

造业以及低技术制造业。从转移规模来看,中国各

技术含量制造业对外转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
在高技术制造业中电气机械及光学器材制造业

(C14)对 外 转 移 规 模 最 大,金 额 自 2008 年 的

1307.05亿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3909.52亿美

元。而中、低技术制造业中对外产业转移规模最大

的分别是金属制品业(C12)和食品饮料制造及烟草

加工业(C3)金额分别自2008年的639.66亿美元和

205.48亿美元上升至2021年的1804.29亿美元和

925.67亿美元。从行业结构来看,中国制造业对外

转移主要集中在高技术制造业,同时也反映中国高

技术制造业发展所需的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而
中、低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的稳步推进不仅能够集

中资源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也能够避免大规模对外

产业转移带来“产业空心化”等问题。
如图2所示,从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区域特

征来看,在2008—2021年期间,东亚、欧洲、北美、东

图1 2008—2021年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行业分布

南亚、世界其他地区(restoftheworld,ROW)是中

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主要去向,中国历年向以上五

个地区的转移量基本占到当年对外转移总量的

95%左右。从转移的变化趋势来看,在2018年之

前,中国制造业向各区域的产业转移量大体均呈上

升态势,其中,中国向南亚、中亚、东南亚三个地区

的转移增速最快,2008—2017年转移量年均增速分

别可达15.22%、10.40%、8.91%,转移行业以纺织

业(C4)、皮革及鞋类制品业(C5)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及金属制品业(C12)等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其原因

主要在于2010年中国与东盟自贸区的正式启动以

及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使得中国与相关

国家区域性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产业转移的互动也

变得更为频繁。在2018年后,由于中美贸易战爆

发,地缘冲突不断加剧叠加2019年底发生的新冠肺

炎疫情的持续影响,出于规避贸易摩擦以及维护产

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考虑,中国放缓了向欧洲与北

美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同时加大了向亚洲及拉美地

区的产业转移规模,转移量自2018年的4050.71
亿美元占当年对外转移总量的37.01%上升至2021
年的5153.67亿美元占当年对外转移总量的

40.62%,转移趋向近岸化、友岸化,如此不仅能够

降低欧美发达国家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的不利影

响,同时也有助于打造与中国紧密连接的“国际朋

友圈”。
2.2 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动因文本分析

为探究“中国的制造业对外转移具体存在哪些

内生动力与外源压力?”“其是以内生驱动为主还是

以外源推动为主?”“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动因是否

存在区域及行业异质性?”这三个问题。首先利用

Nvivo11软件对中国深交所主板A股制造业上市

公司发布的对外投资公告进行动因文本分析。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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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8—2021年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区域分布

择对外投资公告作为研究对象一方面是由于对外

投资是中国进行对外产业转移的主要手段,在一定

程度上能够代表对外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是由于上

市公司的对外投资公告中会较为翔实地记录企业

对外投资的原因。通过整理对外投资公告,最终得

到403份制造业对外转移案例,涉及企业221家,时
间跨度为2005—2021年。
2.2.1 总体动因

总体动因文本分析结果如表1所示,经过对节

点的筛选,最终构建内生动力及外源压力两个父节

点和市场寻求、技术获取、资源获取、制度寻求、利
用廉价劳动力、贸易摩擦及制造业回流七个子节

点。通过节点材料来源数,可以判断各个节点在中

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动因构成中的重要性,如市场寻

求的节点材料来源数为261,即说明在403份制造

业对外转移案例中,有261份存在市场寻求动因。
在内生动力中,市场寻求是最主要的驱动因素,余
下依次是技术获取、资源获取、制度寻求、利用廉价

劳动力;在外源压力中,贸易摩擦是最主要的驱动

因素,其次是制造业回流。对比内生动力和外源

压力的节点材料来源数,能够发现中国制造业对

外转移以内生动力驱动为主,外源压力并非是主

要动因。但从时间维度来看,如图3所示,外源压

力的材料来源历年占比总体呈上升态势,且具备

明显的时间特征,自2005年并无对外转移案例涉

及外源压力上升至2021年22%的对外转移案例

受外源压力驱动,表明外源压力正逐渐成为中国

制造业对外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而期间内存在

的两次大幅上升阶段主要是受2008年金融危机

后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2018年中美

贸易战的影响。

表1 总体动因文本分析结果

父节点 子节点
节点材料

来源数

参考

点数
参考点举例

内生

动力

市场寻求 261 261
是公司拓展东南亚市场

的重要举措之一

技术获取 176 176
借助国际先进的石墨烯

技术和先进资源

资源获取 41 41
将为公司未来发展所需

的锂资源提供潜在来源

制度寻求 26 26
为了充分利用荷兰广泛

而优惠的双边税收协定

利用廉价

劳动力
14 14

充分利用当地劳动力成

本较低的优势

外源

压力

贸易摩擦 24 24
对于公司降低美国反倾

销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制造业

回流
3 3

多次对IEE公司提出在

美洲本地化制造的要求

图3 外源压力的材料来源历年占比

2.2.2 基于国别差异的动因

考虑到中国制造业向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对

外转移,动因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根据各案例中的

转移地点将案例划分为向发达国家的转移案例及

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案例并分别进行动因文本分

析。经过对转移地点的分类,最终得到287份向发

达国家的转移案例及116份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案

例。基于国别差异的动因文本分析结果如表2所

示,在内生动力方面,能够发现中国制造业向发达

国家的转移主要由技术获取和市场寻求驱动,余下

依次是资源获取、制度寻求,而向发展中国家的转

移主要以市场寻求为主,余下依次是资源获取、利
用廉价劳动力、制度寻求和技术获取;在外源压力

方面,其主要存在于中国向发达国家的转移案例

中,而在中国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案例里出现的并

不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说明相较于发达国

家,外源压力并非是中国制造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的主要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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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基于行业差异的动因

考虑到中国制造业不同技术含量行业的对外转

移,动因也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根据各案例中的转移

行业将案例划分为低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案例及中

高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案例并分别进行动因文本分

析。经过对转移行业的分类,最终得到76份低技术

制造业对外转移案例及327份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外

转移案例。基于行业差异的动因文本分析结果如表

3所示,在内生动力方面,能够发现中国低技术制造

业对外转移主要由市场寻求驱动,余下依次是资源获

取、制度寻求、技术获取以及利用廉价劳动力,而中国

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主要由市场寻求和技术获

取驱动,余下依次是资源获取、制度寻求以及利用廉

价劳动力;在外源压力方面,其在低技术制造业对外

转移与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的动因构成中占比

接近,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低技术与中高技术制

造业对外转移均受到外源压力推动。同时,制造业回

流主要出现在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案例中

也能够表明制造业回流可能对中国的中高技术制造

业对外转移的推动作用更大。

3 实证设计
上文通过动因文本分析得到中国制造业对外

转移存在的一系列内生动力和外源压力,并发现

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仍以内生动力驱动为主,但
外源压力正逐渐成为重要驱动因素且动因存在区

域与行业异质性。接下来将通过构建计量模型,
进一步实证检验基于文本分析得出的诸多动因的

显著性及其对产业转移影响的区域与行业异

质性。
3.1 样本选择

鉴于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ADB-
MRIO)数据库中部分国家数据存在严重缺失,本文

最终选择38个国家①作为样本,其中包含25个发

达国家以及13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对以上国家的制

造业产业转移量约占制造业产业转移总量的80%,
具有一定代表性。此外,考虑到学术界较为认可的

中国开始对外产业转移的起始时间为2008年,因此

本文的样本时间范围界定为2008—2021年。

表2 基于国别差异的动因文本分析结果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父节点 子节点 节点材料来源数 占比/% 父节点 子节点 节点材料来源数 占比/%

内生动力

技术获取 169 58.89
市场寻求 167 58.19
资源获取 24 8.36
制度寻求 13 4.53

利用廉价劳动力 0 0.00

内生动力

市场寻求 94 81.03
资源获取 17 14.66

利用廉价劳动力 14 12.07
制度寻求 13 11.21
技术获取 7 6.03

外源压力
贸易摩擦 18 6.27

制造业回流 3 1.05
外源压力

贸易摩擦 6 5.17
制造业回流 0 0.00

表3 基于行业差异的动因文本分析结果

低技术制造业 中高技术制造业

父节点 子节点 节点材料来源数 占比/% 父节点 子节点 节点材料来源数 占比/%

内生动力

市场寻求 50 65.79
资源获取 16 21.05
制度寻求 14 18.42
技术获取 11 14.47

利用廉价劳动力 10 13.16

内生动力

市场寻求 211 64.53
技术获取 165 50.46
资源获取 25 7.65
制度寻求 12 3.67

利用廉价劳动力 4 1.22

外源压力
贸易摩擦 6 7.89

制造业回流 0 0.00
外源压力

贸易摩擦 18 5.50
制造业回流 3 0.92

①38个国家包括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法国、德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意大利、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墨西哥、荷兰、俄罗斯、新
加坡、西班牙、瑞典、瑞士、泰国、土耳其、英国、美国、越南、奥地利、波兰、哈萨克斯坦、比利时、芬兰、丹麦、捷克、菲律宾、匈牙利、罗马尼亚、挪
威、葡萄牙、巴基斯坦、斯洛伐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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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型设定

构建模型如式(2)所示。
lnTRijt=α0+β1Mit+β2lnTit+β3Rit+β4lnIEit+

β5LCit+β6MRijt+β7TFit+γXit+Iijt+εijt (2)
式中:i为国家;j为行业;t为时间;TRijt为t年中国

j行业向i国的产业转移量;Mit、Tit、Rit、IEit、LCit为
内生动力,分别表示t年i国的市场潜力、技术禀

赋、自然资源、制度环境、劳动力成本;MRijt、TFit为
外源压力,MRijt表示t年i国j行业的回流情况,
TFit表示t年i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存量数;
Xit为一系列控制变量,其中包含OPENit、IFit、SSit,
分别表示t年i国的对外开放水平、基础设施水平

和社会稳定程度;Iijt为一系列的固定效应,其中包

括时间固定效应以及个体固定效应,本文所控制的

个体固定效应为地区-行业固定效应。地区-行业固

定效应会赋予每个地区对应的每个行业一个虚拟

变量,因此能够控制住每个地区对应的每个行业不

随时间变化的部分,其包含单独的地区固定效应以

及单独的行业固定效应,相较于只控制各地区和各

行业的固定效应更为精确。εijt为误差项。同时,为
了消除变量异方差对模型结果的影响,对非百分比

变量取对数。
3.3 变量选取

3.3.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t年中国j行业向i国的产业转

移量(TR),具体测度方法如式(1)所示。
3.3.2 核心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包括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内

生动力和外源压力。内生动力包括市场寻求、技术

获取、资源获取、制度寻求以及利用廉价劳动力。
借鉴李阳等[26]、冯晓玲和张亚男[27]、张建民和窦

垚[28]、史瑞祯和桑百川[29]的研究,市场寻求动因

(M)采用东道国GDP增长率进行衡量;技术获取动

因(T)采用东道国注册的专利数量进行衡量;资源

获取动因(R)采用东道国燃料出口占商品出口比重

进行衡量;制度寻求动因(IE)采用世界经济自由度

指数衡量,数值越大则说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越

好;利用廉价劳动力(LC)采用东道国农村人口占比

进行衡量,比例越高的国家其城市化水平越低,相
应的劳动力成本也越低。

外源压力包括制造业回流及贸易摩擦,其中制

造业回流(MR)借鉴了蒋瑛等[30]的研究,采用东道

国各制造业增加值除以其对应行业进口额衡量,该
数值越大则说明东道国该行业的回流程度越高;贸

易摩擦(TF)采用东道国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进行

度量,由于反倾销一旦立案就会产生持续性的影

响,因此借鉴余振和陈鸣[31]的做法,采用反倾销壁

垒存量数据,若东道国在t年对中国采取反倾销措

施,并于k年撤销,那么在t~k年均认为东道国对

中国存在反倾销壁垒,均记为1,并对其进行加总。
3.3.3 控制变量

在控制变量方面,借鉴李光勤和李潇格[32]的研

究,采用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固定电话用户数

以及难民人数对东道国的对外开放水平(OPEN)、
基础设施水平(IF)和社会稳定程度(SS)进行衡量。
3.4 数据来源

产业转移的相关测度原始数据来源于ADB世

界投入产出表。制造业回流的原始数据来源于

ADB世界投入产出表以及UNComtrade数据库,
需要说明的是ADB投入产出表中的制造业各细分

行业的划分标准与UNComtrade中的划分标准并

不相同,因此借鉴李金昌和项莹[25]的做法,将制造

业产品子类合并归纳为与ADB行业划分标准相同

的14个细分产业。关于其他数据,GDP增长率、燃
料出口占商品出口比例、农村人口占比、进出口总

额占GDP比例、固定电话用户数及难民人数均来源

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东道国专利数量来源于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经济自由度指数来源于美国传统基金

会经济自由度指数报告(IEF),贸易摩擦相关数据

来源于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同时,为保证样本的

有效性,对部分缺失数据本文采取插值法进行补齐。

4 实证结果及分析

4.1 基准回归

在进行实证检验之前,利用方差膨胀因子

(VIF)对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结果

如表4所示,所有变量间的VIF均小于3,表明本文

所涉及的解释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

题。此外,由于实证数据为短面板数据,判断选用

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模型的主要方法是 Haus-
man检验,模型的Hausman检验结果为chi2(10)=
495.35,Prob>chi2=0.0000,强烈拒绝随机效应

模型,接受固定效应模型,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对时

间个体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采用双向固定模型进

行数据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模型(1)为内生动力

的检验结果,能够发现东道国市场潜力、技术禀赋

以及制度环境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寻求、技
表4 VIF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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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变量说明 VIF 1/VIF
LC 劳动力成本 2.72 0.367392
lnT 技术禀赋 2.56 0.389871
lnIE 制度环境 2.17 0.459774
lnIF 基础设施 2.05 0.487799
OPEN 对外开放水平 1.98 0.504844
lnSS 社会稳定 1.76 0.567801
TF 贸易摩擦 1.35 0.740194
R 自然资源 1.30 0.769927
M 市场潜力 1.17 0.856268
MR 制造业回流 1.09 0.921079

表5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内生动力 外源压力 整体

M
0.010*** 0.009***
(3.33) (3.21)

lnT
0.174*** 0.157***
(4.81) (4.31)

R
-0.010*** -0.012***
(-3.95) (-4.72)

lnIE
1.588*** 1.741***
(7.94) (8.54)

LC
-0.054*** -0.053***
(-7.85) (-7.75)

TF
0.002* 0.004***
(1.82) (3.91)

MR
0.030*** 0.029***
(4.70) (4.70)

常数项
-2.484*** 3.801*** -3.231***
(-2.71) (27.82) (-3.45)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地区-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观测值 7448 7448 7448
R2 0.340 0.312 0.343

 注:*、**和***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①限于篇幅,工具变量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术获取以及制度寻求的确是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

的重要动因。同时,自然资源的系数显著为负,这
与预期并不相符,但这一结果与葛璐澜等[33]的研究

结果一致,其原因可能在于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并

不盲目追求东道国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越充裕的

国家其基础设施往往越差,因此导致自然资源的系

数为负。此外,东道国农村人口占比系数为负,这
与蒋冠宏和蒋殿春[34]的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在于

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并非一味追求劳动力成本的

低廉,同时也考虑劳动力素质、劳动生产效率。模

型(2)为外源压力的检验结果,贸易摩擦与制造业

回流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东道国制造业回流及其

对华发起的贸易摩擦均会推动中国制造业对其转

移。模型(3)综合检验了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内

生动力和外源压力,能够发现各变量的符号及显著

性较之前两个模型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证实了模

型(1)和模型(2)的稳健性。
4.2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4.2.1 内生性处理

东道国市场潜力、技术禀赋、自然资源等是影

响中国制造业对其转移的重要因素,但同时中国向

东道国的产业转移也会通过溢出效应从而影响东

道国各因素的状态,产生双向因果。因此,基于两

种不同策略来处理内生性问题。第一,由于当期的

产业转移不会影响上一期的东道国市场潜力、技术

禀赋等变量,参照史瑞祯和桑百川[29]的做法选取产

业转移滞后一期项加入模型右侧进行回归,作为未

被观测的个体异质性和历史因子的代表[35]来解决

内生性问题,结果如表6列(1)所示,能够发现各变

量系数符号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显著性也基本达

到预期,此外L.lnTR的系数显著为正,从侧面说明

相较于将产业转入新的东道国,中国制造业更倾向

于向原有东道国进行产业转移。
第二,借鉴李光勤和李潇格[32]的做法,针对更

有可能与中国产业转移产生双向因果问题的东道

国市场潜力、技术禀赋、自然资源、制度环境、劳动

力成本这五个变量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

内生性问题。采用东道国所在洲除去东道国本国

之外与东道国收入水平相似国家的GDP增长率、专
利数量、燃料出口占比、经济自由度指数以及农村

人口占比的平均值,分别作为东道国市场潜力、技
术禀赋、自然资源、制度环境、劳动力成本的工具变

量。首先,由于空间临近性与收入相似性,同一个

洲收入相似的国家,其市场潜力、技术禀赋、自然资

源、制度环境、劳动力成本相近,故具有相关性;其
次,其他国家的市场潜力、技术禀赋、自然资源等情

况与中国向东道国的产业转移相关性并不大,具有

排他性。由此,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表明五个工具变量均通过了弱

工具变量检验和不可识别检验,且第二阶段回归系

数与基准回归总体一致,说明采用工具变量法,排
除内生性带来的干扰后,基准回归的结论依然

稳健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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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稳健性检验

在稳健性检验中,主要采取三种方法进行稳健

性检验。其一,为避免异常值造成的估计结果偏

误,在对数据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后,重新进

行回归;其二,考虑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及2019年

末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使中国制造业对外转

移出现异常波动,因此改变样本时间,选择2009—
2019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分析;其三,由于中国

对部分国家存在大量援建活动,而这种情形并不完

全适用于模型解释,因此剔除样本内的中亚及南亚

国家后再次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6列(2)~
列(4)所示,各变量系数大小及显著性较之基准回

归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表明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稳

健性。

表6 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内生性

处理

缩尾

处理

改变样本

时间

剔除

国家

L.lnTR
0.444***
(45.82)

M
0.013*** 0.009*** 0.009*** 0.008***
(5.81) (3.27) (3.10) (3.20)

lnT
0.077** 0.177*** 0.170*** 0.208***
(2.54) (5.46) (4.47) (6.04)

R
-0.007*** -0.016*** -0.004 -0.015***
(-3.26) (-7.12) (-1.33) (-6.42)

lnIE
1.088*** 1.497*** 1.030*** 1.424***
(6.51) (8.46) (5.07) (7.83)

LC
-0.037*** -0.055*** -0.050*** -0.055***
(-6.13) (-9.01) (-6.34) (-9.33)

TF
0.003*** 0.006*** 0.003*** 0.005***
(3.28) (5.75) (2.89) (4.39)

MR
0.029*** 0.058*** 0.023*** 0.030***
(5.71) (7.48) (3.54) (5.07)

常数项
-2.142*** -2.508*** -0.541 -2.507***
(-2.74) (-3.08) (-0.58) (-3.1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6916 7448 5852 6860
R2 0.520 0.402 0.342 0.415

 注:*、**、***分别代表10%、5%和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

t值。

4.3 异质性分析

为进一步实证检验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动因

的区域及行业异质性,按照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制造

业技术含量,将样本分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

及低技术制造业与中高技术制造业,进行分组回

归,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模型(1)与模型(2)为分地区回归结果,在内生

动力方面,模型(1)中东道国市场潜力、技术禀赋以

及制度环境系数均显著为正,而在模型(2)中仅有

东道国市场潜力与制度环境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市

场寻求、技术获取以及制度寻求均是中国制造业向

发达国家转移的重要动因,而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主要由市场寻求以及制度寻求驱动为主。同时,通
过比较制度环境的系数大小能够发现,制度环境在

模型(2)中的系数要略微大于模型(1),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表明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对吸引中国产业

转移的作用要略微弱于发展中国家,其原因在于中

国与发达国家的制度环境从模式到运行机制都存

在较大差异,因此发达国家制度环境越好的同时也

有可能为中国的产业转移带来法律、规章制度等制

度压力[36],但制度环境并未通过之后的组间系数差

异检验。此外,对于自然资源,其在中国向发达国

家的转移当中虽起到正向影响,但作用并不显著,
而在发展中国家中系数却显著为负,这与姚辉斌和

张亚斌[37]的研究结果相似,其原因在于尽管一些发

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相当充裕,但受基础设施条件

落后,经济结构单一等因素的制约,反而抑制了中

国向其进行产业转移;在外源压力方面,制造业回

流以及贸易摩擦在模型(1)中系数均显著为正,但
二者在模型(2)中作用并不显著,其表明制造业回

流及东道国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是中国向发达

国家产业转移的重要动因,但并非是中国制造业向

发展中国家转移的重要动因。对于贸易摩擦而言,
其原因可能在于发达国家往往拥有较大的市场规

模和更高的消费能力,因此中国制造业在受到发达

国家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时会将生产基地转移

到这些国家以规避贸易壁垒。相反,发展中国家的

市场规模相对较小,消费能力也较低,从而导致发

展中国家对中国发起的贸易摩擦对中国制造业转

移的推动作用较小。对于制造业回流而言,该现象

主要发生在发达国家,同时由于发达国家的技术禀

赋以及基础设施条件要优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发达

国家的制造业回流对于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推

动作用要强于发展中国家。
模型(3)与模型(4)为分行业回归结果,在内生

动力方面,市场潜力和制度环境在模型(3)及模

型(4)中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中国的低技术与中

高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均存在市场寻求以及制度

寻求的内生动力。同时,在模型(4)中技术禀赋的

系数也显著为正表明中国的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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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也存在技术获取动因。此外,通过比较制度环

境的系数大小能够发现,制度环境在模型(3)中的

系数要大于模型(4),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明东道

国制度环境对吸引中国低技术制造业转移的作用

要强于中高技术制造业,其原因在于低技术制造业

往往能够从东道国良好的制度环境中直接获益,如
通过税收减免、补贴等显著降低生产成本,而对于

吸引中高技术制造业转移,东道国制度环境作用相

对间接,其更取决于东道国的技术禀赋、基础设施

条件等因素,但制度环境并未通过之后的组间系数

差异检验;在外源压力方面,贸易摩擦及制造业回

流在模型(3)与模型(4)中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贸

易摩擦与制造业回流是中国低技术与中高技术制

造业对外转移共同的驱动因素,并且通过比较系数

大小能够发现制造业回流在模型(4)中的系数要远

大于模型(3),其原因在于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的

产业竞争力与低技术制造业还存在差距,创新能力

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导致制造业回流对中国中

高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推动作用更大。

表7 分地区、分行业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低技术 中高技术

M
0.008*** 0.016** 0.010** 0.009***

(2.68) (2.55) (1.96) (2.69)

lnT
0.155*** -0.169** -0.040 0.283***

(3.17) (-2.17) (-0.63) (6.78)

R
0.002 -0.008* -0.010** -0.014***

(0.60) (-1.67) (-2.20) (-4.81)

lnIE
1.154*** 1.273*** 2.323*** 1.289***

(5.12) (3.01) (6.59) (5.54)

LC
-0.024*** -0.053*** -0.084*** -0.032***

(-2.92) (-3.39) (-7.05) (-4.11)

TF
0.009*** 0.000 0.007*** 0.002*

(6.95) (0.04) (3.42) (1.78)

MR
0.157*** 0.013 0.025*** 0.114***

(13.49) (1.37) (3.19) (8.13)

常数项
-2.728*** 2.668 -4.065** -2.356**

(-2.85) (1.26) (-2.51) (-2.20)
控制变量 YES YES YES YES

地区-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时间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YES

观测值 4900 2548 3192 4256
R2 0.424 0.340 0.362 0.362

系数组间

差异检验

lnIE 0.457 0.105
TF 0.027** 0.129
MR 0.000*** 0.014**

 注:异质性分析的系数组间差异检验的P 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

(抽样1000次得到);*、**、***分别代表10%、5%、1%的显著性水

平;括号内为t值。

5 结论和建议
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贸易保

护主义抬头以及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厘清

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形势及动因,对政府制订政策

引导制造业有序转移至关重要。本文在利用投入

产出表测算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规模的基础上,利
用文本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对中国制造业对外转

移的“内生动力”和“外源压力”进行研究。基本结

论如下:①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规模不断扩大,转
移趋向“近岸化”“友岸化”;②文本分析结果表明,
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整体存在市场寻求、技术获

取、资源获取、制度寻求、利用廉价劳动力五方面内

生动力以及制造业回流和贸易摩擦两方面外源压

力,且对外转移由内生动力驱动为主,但外源压力

正逐渐成为重要驱动因素;③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市场寻求、技术获取、制度寻求、制造业回流及贸易

摩擦的确是中国制造业对外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
但对于利用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获取动因,中国同时

也考虑劳动力素质以及东道国基础设施条件;④中

国制造业对外转移动因存在区域及行业异质性,中
国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主要由内生动力驱动,而向

发达国家的转移以及低技术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对

外转移同时受内生驱动以及外源推动作用,且制造

业回流对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对外转移的推动作

用更大。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由内生动力驱动的制造业对外转移,是中

国顺应比较优势变化下的自主选择,中国应大力支

持由市场寻求、技术获取等内生动力驱动的制造业

外迁。一方面,构建良好的对外转移环境,提高政

府部门行政效率,简化对外投资的审批手续,加强

各部门间的协调与合作,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壁垒,
同时建立健全风险预警机制并及时向企业提供法

律援助,助力中国制造业企业“走出去”;另一方面,
完善境外投资收益的税收抵免政策,并设立专门的

技术引进基金,确保企业在海外获取的利润和先进

技术能够顺利“引进来”,助力中国制造业实现更高

水平的发展。
(2)由外源压力推动的制造业对外转移,是中

国为应对外部冲击下的被迫之举,中国应谨慎防范

由贸易摩擦、制造业回流等外源压力推动的制造业

外迁。一方面,由于国内尚未完成自传统产业向新

兴产业的蜕变,仍需进行多层次的产业发展,尤其

是针对纺织、皮革及鞋类制品此类在面对贸易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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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外源压力时更易产生短时间、大规模外迁的成本

敏感型产业,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利
用其较低的综合成本,以国内大循环战略为指引,
推动产业优先进行区际梯度转移;另一方面,依托

中国完备的工业体系以及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
“一带一路”倡议、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作为

主要抓手,适当引导部分低技术制造业或低端生产

环节外迁至相关国家,打造“以我为主”的区域生产

网络,降低外源压力的影响。
(3)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掌握核心技术主动权。

中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但核

心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依然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主

要痛点,也是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受制于人的根本

原因。一方面,重点推动基础理论研究,加强科研

机构、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协同创新,建立完善的产

学研用融合机制,加速科研成果向实际生产力的转

化,集中力量解决“卡脖子”问题;另一方面,继续保

持对外开放、持续优化中国营商环境,鼓励外资投

向中国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通过技术溢出

效应推动中国在核心技术上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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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genousDriversandExternalPressures:AStudyoftheDualMotivations
behindChina’sManufacturingOutwardTransfer

YANGKanyi1,MEIYan2
(1.SchoolofEconomics,HangzhouDianzi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2.SchoolofEconomics,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

Abstract:Inthecontextofrisingtradeprotectionismandintensifyinggeopoliticalcompetition,bothendogenousdriversandexogenous
pressuresfortheoutwardtransferofChina’smanufacturingsectorhaveincreased.BasedontheestimationofthescaleofChina’s
manufacturingoutwardtransferusingtheADBinput-outputtable,textanalysisandempiricalanalysismethodswereemployedtoexaminethe
“endogenousdrivers”and“exogenouspressures”ofChina’smanufacturingoutwardtransfer.Theresultsindicatethatbothendogenousdrivers
andexogenouspressurescoexistintheoutwardtransferofChina’smanufacturingsector,withendogenousdriversbeingtheprimaryforce,but
exogenouspressuresaregraduallybecominganimportantdrivingfactor.TheoverallendogenousdriversfortheoutwardtransferofChina’s
manufacturingincludemarketseeking,technologyacquisition,resourceacquisition,utilizingcheaplaborcostsandhostcountry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s.Meanwhile,theexogenouspressuresincludemanufacturingreshoringandtradefrictions.However,whenconsideringthe
motivationsofutilizingcheaplaborcostsandresourceacquisition,Chinaalsotakesintoaccountlaborqualityandthehostcountry’s
infrastructureconditions.Heterogeneityanalysisrevealsthatthetransfertodevelopingcountriesismainlydrivenbyendogenousfactors,while
thetransfertodevelopedcountries,aswellastheoutwardtransferoflow-techandmedium-high-techmanufacturing,isinfluencedbyboth
endogenousdriversandexogenouspressures.Additionally,manufacturingreshoringhasagreaterdrivingeffectontheoutwardtransferof
China’smedium-high-techmanufacturing.
Keywords:manufacturingoutwardtransfer;endogenousdrivers;externalpressures;input-output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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