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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theory, the basic principles that the countryside should follow to undertake the transfer 

of urban industries were designed, and the network topology structure of the assessment system of rural undertaking 

urban industrial transfer threshold was constructed. The specific threshold connotation included economic threshold, 

innovation threshold, resource threshold, environmental threshold and social threshold, as well as the comprehensive 

threshold reflecting overall benefit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is threshold could provide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and 

decision support for rural areas to undertake the transfer of urban industries. The multi-sector game analysis of the 

threshold mechanism construction showed that the multi-sector strategies were related to their game payment matrix, 

and also could be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initial state of the urban and rural industrial system. Therefore, the 

needs of multi-sector should be fully considered and guided to undertake reasonable industrial transf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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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系统论的角度设计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据其构建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门槛评估体

系网络拓扑结构，具体门槛内涵包括经济门槛、创新门槛、资源门槛、环境门槛和社会门槛，以及反映整体效

益的综合性门槛，可为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持。而门槛机制构建的多部门博弈

分析表明，各部门的策略选择与其博弈支付矩阵相关，同时还会受到城乡产业系统的初始状态等因素影响，应

该充分考虑各部门的需求，引导其进行合理的承接产业转移。 

关键词：承接产业转移；门槛机制；评价体系；拓扑结构 

 

1.前言 

长期以来，受地区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和政策导

向等影响，生产要素非均衡性流动加剧了城乡产业发

展的失调，尤其是部分弱势地区的乡村产业陷入经济

疲软与动能不足等困境。近年来，在政策牵引下，越

来越多的地区凭借丰富的资源储备、低廉的要素成本

或宽阔的市场潜力等提升自身承接产业转移的吸引

力，但在驱动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当地生态系统运

行也遭遇了严峻挑战，尤其是局部地区随着产业规模

的上涨，出现了严重的要素错配、环境污染、资源枯

竭等问题。除此之外，与城市相比，乡村发展不仅受

本身弱质性制约明显，而且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

其承接产业转移还面临着培育多元产业融合主体、发

展多类型产业融合业态等艰巨任务。对此，在保障承

接产业转移有序进行的前提下，如何设计有效的乡村

承接城市产业转移门槛，从而促进乡村经济高质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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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则成为各承接地面临的共同紧迫性议题。 

承接产业转移作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的重要途

径，可从既有文献资料中取得良好的启发性信息。主

要包括：其一，承接产业转移模式的选择。虽然在社

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各区域对主体产业结构的倾

向性存在较大差异[1]。但承接产业转移模式应坚持以

市场驱动为核心，同时依据区域的经济特点与发展规

划进行实时性动态调整，特别是当产业结构调整到一

定阶段后，资源短缺、产能过剩等问题会逐渐突显[2]。

无论是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主体产业，还是产业承接

地的政府部门，都会综合考虑其利益的可得性与可持

续发展能力，推动承接产业转移模式由政策红利诱导

向创造市场空间转变[3]。其二，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

评估。影响承接产业转移的因素具有高度复杂性，既

牵涉了经济发展因素，也涵盖资源与生态环境等保护

需求，因此在评估区域承接产业转移能力时，需要构

建一套综合性评估体系[4]。如包括“产业吸引、产业承

接、产业筛选、产业发展”在内的系统构架[5]。其三，

承接产业转移的引致效应。鉴于承接产业转移往往会

对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等，由此也可能将对其他关联

要素产生连锁反应而造成不同程度的冲击。其中已有

相关研究实证分析承接产业转移是否会加剧地区环

境污染，以及对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等的驱动效

果[6]。从这类研究的共性结论来看，一般认为在缺乏

合理的引导策略和门槛条件下，通常承接产业转移会

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产业集聚效应，但存在迫使产业承

接地沦为高污染企业的“污染天堂”。对此诸多研究提

出了提高承接产业转移门槛的设想，然而遗憾的是，

多数研究并未明确究竟该如何设计有效的承接产业

转移门槛，以及确切回答承接产业转移门槛设计的基

本原则、体系及具体内容，限制了可操作性。 

由上可见，设计科学合理的承接产业转移门槛已

然成为学者们的研究共识，但对其具体实践路径却尚

未做出有效地解释，尤其是聚焦于乡村承接城市产业

转移门槛的解释更为稀少。本文通过系统剖析乡村承

接城市产业转移门槛设计的基本原则，构建可用于量

化应用的门槛评估体系，以期为各地政府部门制定区

域承接产业转移的门槛机制提供理论与实践依据。 

2. 承接产业转移门槛设计的基本原则 

在推动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过程中，应坚持经

济发展与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和社会发展并重的基本

原则，同时考虑创新驱动对上述各构成要素的重要支

撑作用，将创新驱动性引入到承接产业转移的履行原

则范畴，构建承接产业转移的 5 项基本原则，见表 1。 

表 1 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门槛设计的基本原则 

原则 内容 

经济效益好 
在经济新常态的趋势下，经济增长不能过度追求规模总量的上涨速率，也要强调在遵循市场规律的

前提下，通过承接产业转移能够促进乡村经济的长短期平衡，以及发展的可持续性。 

创新驱动强 
注意根据乡村既有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尤其是要注重积极承接具有科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辐射

能力强特点的产业主体，推动乡村发展由传统资源依赖型、劳动密集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 

资源消耗低 
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势必提高产业集聚规模，增加资源压力，要严格按照乡村资源承载力和资源

阈值红线，强调节约集约利用资源，支持节能低碳产业、新能源及可再生能源发展。 

环境污染少 
遵循产业发展与自然生态系统和谐共生的理念，注重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无污染、低污染技

术、工艺和产品，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有利于形成绿色化乡村产业结构体系。 

社会效益高 
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功能实现不仅体现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上，而且要同时达到“惠民生”的服

务效果，其中包括对社会公众就业岗位提供、公共服务质量增强等方面可发挥良好的驱动效应。 

3. 承接产业转移门槛评估体系构建 

根据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门槛设计的基本原

则内容，按照系统性、可评估性、代表性等准则，构

建涵盖经济、创新、资源、环境和社会层面的多维综

合评估体系，拓扑结构见图 2。 

（1）承接产业转移经济因素反映地是转移产业

经济提质能力，即经济门槛。依据承接产业转移门槛

设计的“经济效益好”基本原则，经济因素不仅是保障

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形成产业集聚规模

及再投资的根本动力，重点考察转移产业的经济效益、

劳动效益、市场前景与利润创收水平。 

（2）承接产业转移创新驱动因素体现地是转移

产业的技术引入与转化水平，称为创新门槛。培育科

技含量高、市场潜力大、辐射能力强特点的产业主体

是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任务，也是扭转乡村现有产业

发展内生动力不足的关键，主要从技术创新投入、创

新关注度和创新成果转化等维度进行检验。 

（3）承接产业转移的能源节约是对转移产业的

资源集约利用能力进行评估，即资源门槛。能源不仅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更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动

力源，将其作为承接产业转移门槛机制的资源评估因

素具有良好的典型性。按照门槛设计原则中的“资源

消耗低”要求，重点考察转移产业能源消耗规模，以及

污染与清洁能源消耗状态。 

（4）承接产业转移环境治理指标刻画地是转移

产业的生态环保水平，即环境门槛。“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是坚持人与自然的共生协同发展，承接

产业转移应将其作为不可动摇的生态底线。根据乡村

承接城市产业转移门槛设计的“环境污染少”基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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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本文将从“三废”控制与治理的角度构建承接产业

转移的环境门槛，主要涵盖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

的排放与整治情况。 

（5）承接产业转移社会效益是描述转移产业对

社会公众所能够发挥的边际贡献，即社会门槛。承接

产业转移核心目标是提升社会公众的福利水平，最终

达到“惠民生”的实际效果。为对这一要求给予更加直

观性地刻画，本文从就业服务与税收贡献的维度构建

承接产业转移社会门槛。 

根本目标

环境防控资源保障创新驱动

经济基础

门槛设
计条件

承接产业转移需求 乡村高质量发展

区位特征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劳动供给 资源禀赋 生态环境

乡村产业复合系统均衡耦合
经济子系统、资源子系统

环境子系统、社会子系统

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防风险 惠民生

经济门槛 创新门槛 资源门槛 环境门槛 社会门槛

乡村承接产业转移综合门槛

现实基础

内在规律

政
策
导
向

目标层

系统层

系统性：相互
作用且不可分
割的有机整体

经济贡献程度
劳动生产效率
产品市场效益
利润获取能力

创新投入规模
创新投入强度
技术成果转化

能源消耗总量
能源消耗强度
清洁能源替代
水平　　　　

污染排放规模
污染排放强度
污染治理水平

社会就业保障
税收贡献程度

应用层 乡村承接产业
转移门槛体系

经济效益好 创新驱动强 资源消耗低 环境污染少 社会效益高

统筹目标

承接产业转
移基本原则

 
图 2 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门槛评估体系网络拓扑结构 

4. 门槛构建中的多部门博弈机制 

根据上述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门槛机制的设

计，考虑乡村情况多样性、复杂性，其门槛机制构建

的过程中必然将面临多部门的协调问题，尤其是承接

产业转移的行为是否应该进行？以及其过程中应该

注意哪些问题，门槛机制又该如何实现？对此，可将

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策略的选择描述为数理集合

[承接产业转移，不承接产业转移]，利用演化博弈理

论分析。即假定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中涉及的部门

数量是  2;,...,2,1;,...,2,1;,  nnknjkjii ，

按照演化博弈理论，定义部门 j 和 k 依次为某时间段

内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转移决策者与承接决策

者，其部门 jAgent 和 kAgent 在该区间段内承接产

业转移的收益矩阵可描述为表 2 所示。 

以上收益矩阵中， iw 指部门对象 N 选择不承接

产业转移策略下能够取得的正常收益， i

t

iiw  
1

；

i 表示部门的贴现因子， 10  i ， j ， k 表

示部门选择承接产业转移策略下的超额利润： 

 

表 2 博弈收益矩阵 

 合作 非合作 

合作 kkjj ww   ,  kjjj wqew ,  

非合

作 kkkj qeww ,  kj ww ,  

 

jjkjj qeqr           （1） 

kkjkk qeqr           （2） 

kj             （3） 

其中， iq 表示部门 i 能够提供的承接产业转移配

套能力； ir 表示收益系数，刻画部门 i 对承接产业转

移的接纳程度； kjqr 、 jk qr 表示指博弈部门选择承接

产业转移策略下的超额收益； iiqe 表示部门 i 选择承

接产业转移策略时要支付的初始成本； ie 为风险系数，

描述部门 i 选择承接产业转移策略时可能会引发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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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程度；  表示总的超额利润，同时设定各对象选

择承接产业转移策略时其初始成本低于超额收益，

j 、 k 、 0 。 

定义 jAgent 选择与不选择承接产业转移策略的

比率分别为 x 、1 x ，同时 kAgent 选择承接产业转

移策略的比率为 y ，其不选择承接产业转移策略比率

为1 y 。 jAgent 选择承接产业转移策略时，收益为： 

    
jjjjjj qewywy  1


（4） 

jAgent 选择不承接产业转移策略时，收益为： 

  jj

n

j wyyw  1       （5） 

jAgent 平均收益： 

    
jjkj

n

jjj qeyqrxxx  11 


（6） 

按照以上过程， kAgent 平均收益可表示为： 

  kkjkk qexqrx  1     （7） 

据此，建立其博弈复制动态方程： 

  jjkj qeyqrxxdtdx  1   （8） 

  kkjk qeyqryydtdy  1   （9） 

上述方程是对城乡产业系统的群体动态进行刻

画，其中，通过公式（8）可以看出，在 1,0x 或

kjjj qrqey  时，于 jAgent 类群体中选择承接产

业转移的 jAgent 占比趋于稳定；另外，公式（9）则

是解释了 1,0y 或 jkkk qrqex  时，选择承接产

业转移的 kAgent 占比稳定性。 

通过对系统的雅可比矩阵进行局部稳定性分析，

可以判断演化系统均衡点的状态： 

    
    











kkjkjk

kjjjk

qexqryqryy

qrxxqeyqx

211

1r2-1
J

j
 

通过对稳定点的解析，可以发现其演化系统于

  1,0;,  yxyx 平面中存在 5 个均衡点：

 0,0O 、  1,0E 、  1,1F 、  0,1G 和  DD yxD , 。其

中， jkkkD qrqeX  ； kjjjD qrqeX  。依据系

统稳定性设计，O点和 F 点具有稳定的特性，为演

化稳定策略，表示的是各部门均选择了承接产业转移

策略，以及均选择不承接产业转移策略。演化系统中

E 点和G 点为非稳定的均衡点，而 D点为鞍点。 

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门槛机制构建过程中，部

门 jAgent 和 kAgent 博弈的动态过程可通过图 3 进

行刻画。其中，由均衡点 E 和G（非稳定）与鞍点 D
形成的折线表示不同状态下系统的收敛临界，即图中

EDGO 部分为系统收敛于各部门均选择不承接产

业转移的模式， EDGF 表示系统收敛于各部门均选

择承接产业转移的模式。 

E(0,1) F(1,1)

G(1,0)
 

图 3 动态演化相图 

基于以上博弈分析，可知城乡产业系统演化的结

果既可能是选择承接产业转移，也可能是不承接产业

转移，但最终以怎样的路径达到最终状态会受到其博

弈支付矩阵的影响。以下结合部分重要参数分析： 

其一，承接产业转移的超额利润  。按照图 3

所示的演化相图，对于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部门的收

益系数 ir 增大，而超额利润  也不断提高时，城乡

产业系统在 F 均衡点的收敛趋势越大，主要原因在于

其形成的 EDGF 面积持续增大，这表示将会有更多

的部门选择承接产业转移策略。 

其二，风险系数 ie 和初始成本 iiqe 。其中，风险

系数的强弱依赖于各部门对承接产业转移的认知与

重视程度而决定。各部门的认知程度较高，承接产业

转移意愿显著，即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风险系数

ie 较低，部门选择承接产业转移策略时需要承担的初

始成本 iiqe 较低。这时 EDGF 的面积相应提高，表

明城乡产业系统在 F 均衡点的收敛趋势越高，部门选

择承接产业转移的倾向性越强。 

其三，承接产业转移配套能力 iq 。部门承接产业

转移收益与其既有产业体系对转移产业的配套能力

相关，如乡村产业体系越健全，其具备的产业配套能

力也越高。设定各部门的承接产业转移收益较大，即

1kj qq ，令 kj qqh  ，根据上述相图，可以确

定区域 EDGF 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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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 1h ，若 h 足够大时，

0
dh

ds
，据其可认为，若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部门

的收益差异较大时，区域 EDGF 面积则愈小，其系

统于 F 点收敛的趋势越弱，也就是说部门选择承接产

业转移策略的概率越低。反之，则部门选择承接产业

转移策略的概率越大。 

其四，部门贴现因子 i 。该参数刻画的是部门对

承接产业转移能够产生的超额利润的依赖水平。其中，

若 i 值越大， 说明承接产业转移的长期收益对博弈

双方的效用越明显， i 值越大，表示短期收益是其最

主要的关注点。当 kj   时，表示承接产业转移部

门对其产生的超额利润的依赖程度存在一定差异。而

且按照相图可知，若 iiqe 与  恒定时， i 越大，部

门对承接产业转移的长期收益重视度越高，系统收敛

于 F 点的可能性越高，反之说明，部门更加倾向于短

期投机，不利于承接产业转移的长期效益的发挥。 

5. 结论 

乡村产业承接门槛机制的构建能够分析并判断

城市产业转移是否满足乡村产业承接的基本要求，不

同地区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出发点可能存在差

异，但城市产业转移为乡村带来的显性经济效益、社

会福利效益、资源效益和环境效益等是其共性问题，

据此，本文将城市产业转移门槛机制划分为经济门槛、

创新门槛、资源门槛、环境门槛和社会门槛，并在此

基础上设计综合性门槛，在具体操作中配合以定量的

评估方法与数据资料，可为乡村承接城市产业转移的

综合决策提供有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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