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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跨国投人一产出分析

程大 中

内 容提要 ： 本文通过跨 国投入一产 出 分析 从 中 间 品 关联 、增 加 值关 联 、投入一产 出 关

联 三 个角 度 综 合评 估 了 中 国 参 与全球价值 链分工 的 程度及 演 变趋 势 。 研 究 发 现 ， 中 国 以

外 国 增加值 比 重衡 量 与 世界 的 关联程度趋 于上 升 ，且 高于 以进 口 中 间 品 比 重衡 量 的程度 。

中 国 与 美 国 、
日 本 、韩 国 、 中 国 台 湾 、 德 国 的 关 联 程度 较 高 ；

但 从 趋势 看 ， 中 国 与 美 国 、德 国

的 关联程 度在 上升
， 与 日 本 、 韩 国 、 中 国 台 湾 的 关 联程 度 在下 降 。 中 国 大 多数 行 业 倾 向 于

从 较高 收入经 济体进 口 较 多 的增加 值 ， 也 倾 向 于 向 后 者 出 口 较 多 的 增 加值 。 中 国 大 多 数

行 业基于产 出 和投入 的价值链 关联指 数均超过 １ ． ５
， 关联 指 数 上升 的 行 业远 多 于 下 降 的

行 业 ，表 明 中 国 已 经 通过产 出 供 给和投入需 求 两个渠道 非 常深入地 融入全球价值链 。 本

文 的 研 究 为 思考如 何提 升 中 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 的 地位 提供 了 实证 基础 ，
同 时 也 为 中

国在 有效推进 区 域 经 济 一体 化进 程 中 如 何进 行 经 济 伙 伴 与 行 业 结 构 布 局 提 供 了 决 策

参 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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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引 言

２０ 世纪 ９ ０ 年代初以来 ，
国际分工格局出现重大转型 ，

全球价值链 （ ｇ ｌｏｂ ａｌｖａｌｕ ｅｃｈａ ｉｎｓ
）分工模

式 已经 成 为经济 全球 化与 国 际分工 的新常态 （ Ｂａ ｌｄｗ ｉ
ｎ＆Ｌｏｐｅｚ

－Ｇｏｎｚ ａｌｅｚ
，２０ １ ３

；
Ｍａ ｔｔｏｏｅｔａ ｌ ．

，

２０ １ ３ ） 。 如果认为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之前也存在价值链分工 ， 那么那时的分工格局主要是发达经济体

之间 的
“

北一北
”

模式 。 而如今的分工格局则是
“

北一北
”

模式与
“

南
一北

”

模式 、

“

南一南
”

模式并

存 ，而且后者特别是
“

南一北
”

模式 日 益重要 ，
即越来越多 的发展和转 型经济体逐渐参与 到全球价

值链分工之中 。 中 国也不例外 ，但如何评估中 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演变趋势 ，就成为一

项重要课题 。

面对全球价值链分工蓬勃发展的现实 ，经济学家们力 图从理论 、方法以及实证等多方面进行研

究
，
取得 了很多重要成果 。 这些成果不仅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理解 ，

同时也为本

文 的课题研究提供 了很好 的基础 。

首先 ，要搞清楚全球价值链分工 ，跨 国投人
一

产 出分析是
一条有效途径 。 而跨国投人

一

产出分

析的开展依赖两大支柱 ：跨国投人
一

产出表的构建 与投入
一

产 出方法的创新 。 目前被广泛采用 的

跨国投人
一

产出表数据库各有特点 ，
是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问题的主要数据来源 。 基于对国别 、行

业 、年份三个维度的综合考量 ， 即为 了尽可能涵盖较多的国家 、行业及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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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 个经济体 、３５ 个行业 、 １９９５
—

２０ １ １ 年的 ＷＩＯＤ 数据库 （
Ｔｉｍｍｅｒ

，２０ １２
） 。
① 有 了投人

一

产出数据

之后 ，接下来 的问题就是如何运用并创新投人
一

产出方法。 在这方面最早的历史性 贡献应归功于

１ ９７３ 年诺 贝 尔经济学 奖得主 Ｗ
．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 以及 １ ９８４ 年诺贝 尔 经济学奖得主 Ｒ

．
Ｓｔｏｎｅ

（
Ｍ ｉ ｌｌｅ ｒ＆

Ｂ ｌａｉｒ
，２００９ ）

。 如今 ，随着全球价值链问题 日 益重要 ，经济学家们开始将投入一产 出 方法运用 于跨

国分析 ， 比如
Ｈｕｍｍｅ ｌｓｅ ｔａｌ ．

（
２００ １

）＇
Ｊｏｈｎｓｏｎ＆Ｎｏｇｕｅ ｒａ （

２０ １ ２
） 、
Ａｎ ｔｒａｓ＆Ｃｈｏｒ

（
２０ １２

） 、
Ａｎｔｒａｓｅ ｔａｌ ．

（
２０ １ ２

） ＇
Ｂａｌｄｗ ｉｎ＆Ｌｏｐ ｅｚ

－Ｇｏｎｚａｌｅ ｚ
（
２０ １ ３

） 、
Ｋｏｏｐｍａｎｅｔａｌ ．

（
２０ １４

） 、
Ｗ ａｎｇｅｔａ

ｌ ．

 （
２０ １４

）等 。 投入
一

产

出 方法是本文构建反映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及演变趋势的相关指标的方法论基础 。

从 已有研究文献的发展脉络看 ，
经济学家对全球价值链分工 的认识最早开始于 ２０ 世纪 ＧＯ

？

ＴＯ年代对 中间品 贸易的理论与经验研究
（ 如

Ｖａｎｅｋ
，１９ ６３

；

Ｇｍｂｅ ｌ ＆ Ｌｌ〇
ｙ
ｄ

， １ ９７５
；

Ｅｔｈｉｅｒ
，１９ ８２

；
Ｄｉｘ ｉｔ

＆Ｇｒｏｓｓｍ ａｎ
，１ ９８２

；
Ｓａｎｙａ

ｌ ＆Ｊｏｎｅｓ
，１９ ８２

；
Ｈｅｌ

ｐｍ ａｎ
，
１９ ８４ ） 。 ＵＮＣＴＡＤ

（
２０ １ ３

）显 ７Ｋ
，
目前全球约６０％

的贸易为 中 间产品和服务 。 因此
，检视中间产品 和服务的 国际贸 易是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易

的第一步 。 本文将在跨 国投人一产出 的分析框架下 ，先行分析 中 国在 中间 品方面参与全球价值链

分工 的程度以及发展趋势 。 采用投入
一产出表分类法的好处在于 ，从产品或服务的实际用途或功

能角度区分中 间使用与最终使用 ，
而不是人为地加 以界定 、归类 。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与贸 易研究紧密相关的第三方面研究文献是由 Ｈｕｍｍｅｌ ｓｅ ｔａ ｌ
． （

２００ １
） 开创

的关于垂直贸易 （
ｖｅｒｔ ｉｃａ ｌｔｒａｄｅ

） 与增加值贸易 （ ＴｉＶＡ
） 的研究 。 Ｈｕｍｍ ｅｌｓｅｔａ ｌ ．

（
２００ １ ） 指出 ，

垂直贸

易是 国际生产分散化 （
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 ｔｉｏｎ ） 的结果 ，其发生需要一些条件 。 但 Ｋｏｏｐｍａｎｅｔａ ｌ

．

（
２０ １ ２

）指 出
，

Ｈｕｍｍｅ ｌｓｅ ｔ ａｌ ．（
２００ １

）关于外 国含量估算方法 的两个关键假定是 有问 题 的 ：

一 是
“

同 比例
”

假定

（

“

ｐｒｏｐ ｏｒｔ
ｉｏｎａｌｉ ｔｙ

”

ａｓ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 ；
二是假定进 口是 １ ００％来 自 外 国 。 显然 ， 在加工贸易 出 口盛行 的情

况下 ，前一个假定不成立 ；而当 出 口 中间品 的国家数量大于 １ 的时候 ，
后一个假定不成立 。 如何解

决这些问题 ，最近几年出 现的关于增加值贸易 的研究文献做了很多工作 。 其 中最引人注 目 的是刘

遵义等 （
２００７

） 、
Ｋｏｏｐｍａｎ ｅｔａ ｌ

．（
２０ １２

） 、
Ｋｏｏｐｍａｎｅ ｔａ ｌ

＿（
２０ １４

） 与Ｗａｎｇｅｔａｌ
． （

２０ １４
）

。 刘遵 义等

（
２００７ ）构建了一种能够反映中 国 加工贸易特点的非竞争 （进 口

）
型投入 占用产出 模型 ，并据此编制

了
２００２ 年 中美两国投人 占用产 出表 ，估算 了 中美两 国 出 口对各 自 国 内增加值和就业 的 影响 。②

Ｋ ｏｏｐｍａｎｅｔａ ｌ ．

（
２〇 １ ２

） 放松了
Ｈｕｍｍｅ ｌｓｅｔａｌ ．

（
２〇０ １

） 的
“

同 比例
”

假定 ，分别估算用于出 口 的生产与

用于国内销售 的生产的投人
一产 出 系数 。

Ｋｏｏｐｍａｎｅｔａｌ ．（
２０ １４

） 、
Ｗａｎｇ

ｅｔａｌ ．

 （
２〇 １４

）将
一

国的 总值

出 口 （ ｇｒ〇 ＳＳｅｘｐ ｏｒｔ ）分解为不同来源国 的增加值与重复统计项 ，
它将 以前所有文献中关于垂直专业

化与增加值贸易 的测算整合成
一

个统一框架 ；尤其是 ，
Ｗａｎ

ｇ
ｅ ｔａｌ

． （ ２０ １４
）不仅可 以在总体上 ，

而且

还可 以在行业 ／双边 水平上进 行价值链 和增 加值 贸 易 的测算 和分解 。 本文将 借鉴 Ｗａｎｇ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１４

） 的方法 ，
重点从后向关联的角 度测算 中 国与其他经济体 的增加值关联程度 ， 因为基于后 向

关联 的增加值测算十分类似于特定行业和产品 （ 比如文献 中经常引 用的 苹果 产品 ｉｐ〇
ｄ 和 ｉｐ

ｈｏｎｅ

等 ） 的供应链和价值链案例研究 。

随着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研究的深化 ，

一

些学者开始尝试构建相应 的指标来衡量
一

国整

体及其产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 的地位 。 比如 ，

［ ￡１１１７ （ ２０ １ １
） 、 人１ １加８ ＆ （］ １１〇 １

＇

（ ２０ １ ２
） 、 人１＾３８６１ ３ １ ＿

（
２０ １２

）构造 了反映行业下游化 （
ｄｏｗｎ ｓｔｒｅａｍｎｅ ｓｓ ） 、上游化 （ ｕｐｓ ｔｒｅａｍｎｅ ｓｓ ） 的指数 ，但他们 的测算是基

于特定国家的投人
一

产出表 ，
而非跨 国投人

一

产出表 。 采用跨 国 投人一产出表进行测算有两个优

势 ：第
一

，
不需要像 Ａ ｒｖｔｒａｓｅｔａｌ ．

（
２０ １２

）所建议的那样 ，
对存货 （

ｉｎｖｅｎｔｏ ｒ
ｙ ） 的净变化 以及最终产 出 的

① 在本文的后续研究 中
，
我们还将用其他跨 国 投人＿产 出数据进行对照分析 。

② 随后
，
国 内 学者开始采用投人一产出方法或微观数据分析中 国 贸易品 的增加值含量 ， 比如 ， 张杰等 （

２０ １ ３
）

、罗 长远和张军

（ ２０ １ ４ ） 、刘维林 （ ２０１
５

） 等 。 但本 文的研究 目 的是探究中 国融人 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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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 口进行调整① ，
因为跨 国投人一产 出表描绘 的是整个世界 ，

这相当 于
一

个封闭经 济的场景设

定 ；第二 ，在跨国投人
一产 出分析框架下的上下游位置测算可以显示距离全球最终需求 （ 或最终使

用 ） 以及 距离全球初 始投 人供给 的 长度 （
ｄ ｉｓ ｔａｎｃｅ

） 。
Ｍ ｉｌｌｅ ｒ＆Ｔｅｍｕｒｓｈｏｅｖ

（
２０ １ ３

） 、
Ｈａ

ｇ
ｅｍｅ

ｊ
ｅｒ＆

Ｇｈ ｏｄｓ ｉ
（
２０ １４

）基于 ＷＩ０Ｄ 数据库将这些指标用于跨国投入
一

产出分析 。 虽然本文也采用类似指标

和数据 ， 但我们主要针对中 国 ，
而且对这些指标有不同 的解读 。 我们认为 ， 已有文献使用这些指数

来反映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上下游实际上并不是
“

微笑曲 线 （ ｓｍｉ ｌ ｉｎ
ｇ

ｃｕｒｖｅ ）

”

意义 的上下游 ；这些指

数真正反映的是价值链和产业链关联 （ 或融合深化 ）程度 。
Ｔａｎ

ｇ
ｅｔａｌ ．（ ２０ １４

）基于 中国投入一产出

表计算出 了 中 国各产业 的上游化指数 （
ｕｐｓ ｔｒｅａｍｉｎｄｅｘ

） ，但他们 的研究并非基于跨 国投入
一

产出

表 ，
因而所反映的并非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的上下游 。

本文第二节 阐述基本分析方法及其拓展 ；第三至 四节分别从总体和行业两个角 度分析中 国参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及其演变趋势 ；
最后是基本结论与启示 。

二 、 分析方法

如前所说 ，借助跨 国投人一产出表可 以分析全球价值链 。 假设有 Ｃ个经济体 ＝２
，

…

，

Ｃ
，
以上标表示 ） ，

Ｗ 个行业 ＝２
，

…

，
ｉＶ

， 以下标表示 ） ，那 么跨国投人
一

产出关系可表示如下 ：

＇

ｘ
ｌ

ｉ「

４
１ １

Ａ
１２ ． ． ．

 「

ｒ
１ １

＋ｙ
１ ２

＋… ＋严

Ｘ
２

ａ
２ ＇

ａ
２２

－ａ
２Ｃ

ｘ
２

ｙ
２

１

＋ｙ
２２

＋… ＋产
＝＋＝

－ Ｘ
ｃ
」 Ｌ，

１

ｆ ． ． ．４
ｃｃ

」 Ｌ
；ｆ

ｃ
」 Ｌ ｙ

ｃｌ

＋ ｙ
Ｃ２

＋
… ＋产．

Ｂ
１ ２… ｙ

Ｕ

＋严＋
… ＋严

—

ｂ
２ １

ｂ
２２… ｓ

２ Ｃ

ｒ
２ １

＋ｙ
２２

＋… ＋ ｙ
２Ｃ

⑴

－ Ｂ
ｃ ｌＢ

ａ＋
． ． ．

＋

其 中 ，

ｆ 表示每个经济体的 Ｗ ｘ１ 总产 出 向量 ；
Ｆ

１＂

表示经济体 ｍ 对经济体 ； 生产的最终品所产

生的需求向量 ，
即 Ｗｘ１ 最终需求向 量 ； ）表示经济体 ｍ 的 中间投入 中来 自经济体 Ｚ 的

部分 （
＊

ｉｍ

） 占经济体 ｍ 的总投入 （
ｒ

＊

） （

＝ 总产 出 ） 的 比重而形成的 ｉＶ ｘ Ａ ｆ 投人
一

产出 系数矩 阵 。

表示全球 （ 以及一 国 内部 ） 投人
一

产 出矩阵 的 Ｌｅｏｎ ｔｉｅｆ逆矩阵 。
② 以下基于此从三

个方面进行讨论 ：

（

一

） 中间 品关联 。 为 了分析 中 国是如何通过中 间品与其他经济体发生关联 的 ，我们构建三个

中间品进 口 比率 ： （
１

） 中 国进口 中间 品 占中 国总体 中 间品使用 的 比重 ，该比重越高则 中 国对进 口 中

间品的总体依赖程度就越高 。 （
２

） 中 国从特定伙伴经济体进 口 中间 品 占 中 国总体中间 品使用 的 比

重 。 （ ３ ）伙伴经济体从中 国进 口 中 间 品 占伙伴经济体总体中 间 品使用的 比重 ，该 比重越高则 伙伴

经济体对中 国 的 中间 品依赖程度就越高 。

（
二 ）增加值关联 。 基于 Ｌｅ〇ｎｔ ｉｅｆ（

１ ９３６
）方法 ， 用 Ｖ 表示增加值份额 （

＝ 增加值／总产 出 ） ，则一

国 １ 单位产 出所含的直接和 间接增加值总和为 ：
Ｖ ＋ Ｆ４＋ｍ＋ … ｓ ＦＵ －

ｙｉｒ
１

＝ ＶＢ 。 ＴＯ 又被称为

总增加值乘子 （ ｍｕｌｔ ｉ

ｐ
ｌｉｅｒ ）矩阵 。 在多 国框架下 ，特定行业的所有增加值要么产生于 国 内 、 要么产生

于国外 ，
二者相加等于 １ 。 令 ｆ为 由 各国各行业的直接增加值系 数对角矩阵沿着对角线分布而构

① Ａｎｔ ｒａ ｓ ｅｔ ａ ｌ
．

（ ２０ １ ２ ） 假定生产中 的 中 间 品所 占份额等于各国 出 口和进 口 中 的中 间品所 占份额 。 使用跨国 投人一产 出表进

行分析则无需 做出这样的假定 。

② 在具体计算时 ，单独一国国 内的 Ｌｅｏｍ ｉ ｅｆ逆矩阵与多 国在一 起的 Ｌｅ ｏｎ ｔｉｅｆ逆矩 阵的计算有所不 同 ，不能混淆 。

６




炫 ＆路 金 ２ ０ １５ 年第 ９ 期

成的矩阵 （亦为对角矩 阵 ） 、
歹 为 由 各 国各行业 的最终需求子矩阵沿着对角线分布而形成 的矩 阵

（ 但并非对角 矩阵 ） 。 那么 ，在
“

Ｃ 国
一ＡＴ 行业

”

情形下 ， 国家
一

行业水平上的增加值和最终品生产

可分解为 ：

＇

Ｖ
ｌ

Ｂ
ｎ

Ｙ
２… ｔＢ

＾

Ｙ
０ ＇

＾ ａｙ
２

ｒ ２ １


ｖ１

ｙ
２


ｒ ２２


Ｖ２…Ｖ

２

Ｂ
２Ｃ


Ｙ
０

ＶＢＹ ＝

ＶＶＶ

（
２

）

公式 （
２

） 的矩阵详细描述了 每个经济体的最终品生产所含的增加值来源 。 根据 Ｍ
ｉ
ｌｌｅｒ＆Ｂ ｌａ ｉ ｒ

（
２００９

） 、
Ｗａｎ

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 １４
） 的界定 ，该矩阵沿着行上的元素 （之和 ） 表示 由某个

“

经济体
一行业

”

产

生的增加值被其 自身以及所有下游
“

经济体一行业
”

所使用 ，
这是基于前 向关联 （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 ） 或

供给视角 的分解
；
该矩阵沿着列上的元素 （

之和 ）表示某个
“

经济体一行业
”

最终品产 出 中所隐含的

来 自其 自 身 以及所有上游
“

经济体
一行业

”

的增加值 ，这是基于后 向关联 （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ｌｉｎｋａ

ｇ
ｅ

）
或使用

者视角 的分解 。 这两个视角 和两类指标 的区分具有重要意义 ， 有助于全面理清全球价值链分工背

景下的各个
“

经济体一行业
”

之 间 的相互关系 。 基于前向 关联 的增加值 出 口 与贸 易 的要 素含量

（
ｆａｃ ｔｏ ｒｃｏｎｔｅｎ ｔｏｆｔｒａｄｅ ）涵义

一

致 ；
基于后向关联的增加值测算则与特定行业和产品 的供应链和价

值链案例研究相仿 （
Ｗａｎｇ

ｅｔａ
ｌ ．

，

２０ １４
） ，本文将重点讨论后向关联 。

①

（三 ） 投人一产 出关联 。 前面已提及 ，现有研究构造的衡量行业上下游 的指数并不是指
“

微笑曲

线
”

意义的上下游 ，而是反映
一

个经济体 （及其行业 ）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的深度 。 从 １〇 表的行

角度看 ，总产出可表示为 ：

尤 ＝
：^ ＋ ２＝１

＾
＋从 ＋４汐 ＋

？ ＝
（
／
－ ４ ）

＿

１

７
＝ 灯

；从 １０ 表的列角度看 ，总

投人 （

＝ 总产 出 ） 可表示为 ：

尤 ＝ Ｆ＋ … ＝ Ｋ
（
／
－ ４广

１

＝ 咫
。 由此可得到 以下两组指标 ：

１
． 基于产出 的价值链关联指数 （

记为 ＧＰＣＬ
ｆ

Ｂ

） ：
ＧＦＣｉ

ｆ

ａ
＝

（
１ｘ Ｒ＋

２＋ ３ｘｆ ｉ
；

．＋ …
）
／

Ｚ
；
＝
（
Ｂ

２

｝
〇
／Ｚ Ｄ 该指数 （ ＞ １ ）基于 Ａｎ ｔｒａ ｓ ＆ Ｃ ｈ〇ｒ （２ ０１ １ ） 。 如果该指数越大 ， 则行业 ｉ 总产出 中的 中

间使用部分 （相对于最终使用 ）所占份额就越高 ，该行业与其他
“

经济体
一

行业
”

之间在中 间产品供

给方面就存在越复杂和越强烈的联系 ；
反之反是 。 当行业 ； 的所有产 出 均用作最终使用而非其他

“

经济体一行业
”

的 中间使用时 ，该指数等于 １
。

２ ． 基于投人的价值链关联指数 （记为 ＧＦＣ／
ｆ ）｛ＦＣｌ

ｆ

＊

＝
 （

１ｘ＋ ２ｘ
Ｍ

＋ ３ｘＶ
ｙ

ｉ

２

＋
？ ？ ？

）
／尤 ＝

（
ＫＢ

２

）
／Ｚ

。 该指数 （ 多 １
）基于 Ｍ ｉ ｌ ｌｅｒ ＆ Ｔｅｍｕｒｓｈｏｅ ｖＵＯ ｌ ｌ

） 。 如果该指数越大 ，则行业 ｉ 总投人 （
＝

总产出 ） 中的 中 间投人部分 （相对于初始投入或直接增加值 ）所 占份额就越高 ，该行业与其他
“

经济

体一行业
”

之间在 中间投人需求方面就存在越复杂和越强烈的联系 ；
反之反是 。 当行业 ； 的所有投

人均是初始投入而非其他
“

经济体一行业
”

的 中 间投入时 ，该指数等于 １ 。 下面采用以上方法和指

标从总体和行业两个角 度评估中 国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和广度 。

三 、 总体分析

由 图 １ 可知 ，

１９ ９５
—

２０ １ １ 年 ， 中 国进 口 中 间品 占全部使用 中 间品的 比重从 ８ ．６％ 升至 ９
．
９％

，其

间 的 ２００４ 年达到峰值 １ ３％
，
随后不断下降并在 ２００９ 年探底 回升 。

②
同期 ， 中 国生产的产 品所含外

① 公式 （

２
）不仅可以 用来计算最终品 （

国 内 使用和 出 口
）
的增加值外 ，还可以用来计算 中间品 （ 国 内使用和出 口 ） 的增加值 。

② 我们还 比较了 所有样本经济体 ，发现
：
２０１ １ 年 ， 中 国 的该项 比重是 除俄罗斯外的经济体 中最低的

，
而俄罗斯则是少数几个

在样本后半期乃至整个时期都处于下降趋 势的经济体之
一

。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这
一 比重 在 ２００８ 年之前均持续上 升

，
其 中 美国 和

法国在整个样本时期均不断上升 。 美国在 ２００２
—

２０１ １ 年间进 口 中 间品 比重上升近 ５ ７％ ， 金融危机并没有降低其对进 口 中 间 品 的

依赖 。 详见工作论文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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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增加值 比重上升幅度 为 ５
—

１ ０ 个百 分点 。 到 ２０ １ １ 年 ， 出 口 品 （ 包括最终品 和 中 间品 ） 所含外 国

增加值 比重超过 ２０％
；
国 内 使用 的 中 间品 和最终品 所含外 国 增 加 值 比重分別 为 １ ８％ 和 １４ ％ 。 出

口 品所含外 国增加值 的 比重高于 国 内 使用 的产 品 ，

二者相差 ３
＿

１ ０ 个百分点 。 中 国 国 内使用 的 中

间品所含外 国增 加值的 比重高于 国 内 使用 的最终品 （
二者相差 ２ 

—

４ 个百分点 ）
，但低于 出 口 品 （ 包

括最终品和 中 间品 ）
所含外 国 增加值 比重 （

二者相差 ３ 

—

８ 个百分点 ） 。 出 口 品和 中 间品 的外 国 增

加值含量较高且符合直觉 。 这是从不 同 角 度对张杰等 （

２０ １ ３
） 、刘维林 （

２０ １ ５ ） 、
Ｔａｎ

ｇ
ｅ ｔ ａ ｌ ．

（
２０ １ ４

）等

研究发现 的佐证 ，
后 者发现加工贸易 、外 资企业 的外 国增 加值含量较高 ；

而 已 有数据和研究显示 ， 加

工贸易
、
外资企业偏向 于 出 口 以及 中间 品的生产 和 贸易 。 在样本时期里

，
中 国 出 口 的 中 间 品和最终

品所含外 国增加值 比重逐渐接近 ， 而 国 内 使用 的中 间 品 和最终 品所含外 国增加值 比重差异趋于扩

大 。 中 国
“

入世
”

确 实提高 了 中 国 与世界的增 加值关联程度 即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但 ２００ ８ 年

前后 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得这
一进程发 生 了 暂时性逆转 ，截 至 ２０ １ １ 年仍未能恢复 到 ２００ ５

—２００６ 年

的高水平 。 另 外
，
以 外 国增 加值含量衡量的 中 国融人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明显高 于 以进 口 中 间 品 比

重衡量的程度 。 这意味着
，
仅仅基于进 口 中 间 品 比重来评估中 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

会出 现低

估 ；
同时

，
如果仅基于进 口 中间 品 比 重 的 下 降 ，

就判断 中 国 的 中 间品 实现 了进 口 替代 ，
也是有偏差

的 ， 因 为产 品 的进 口 替代并不代表增加值的进 口替代 。

－

？
一 最终品 （ 国内使用 ） 所含外国增长值比重一■一 中间品 （ 国内使用 ） 所含外国增长值比重

＿最终品 （ 出 口
） 所含外国增长值比重－

■？一 中间品 （ 出 口
） 所含外国增长值 比重

％「
－ －Ｘ－ ？ 进 口中间品占总体中间品使用的 比重

Ａ
一

Ａ

２５  ■

厂
－ｎ

＇

２０
－

？

’＼

／ ／ｚ／ ／炉 炉 炉／ ／ ／ ／ ／ ＃命＇。
、
、

（ 年份 ）

图 １１ ９ ９Ｓ 

—

２０ １ １ 年 中 国产品 所含外国增 加 值和 中间 品 比 重及 其 变化

进一步地 ， 我们考察中 国进 口 中间 品 的来 源 以及中 国 出 口 中 间品 的去 向 （ 数据备索 ） 。 结果发

现
，除 了

“

世界其余地 区
”

（
Ｒｏｗ ）外 ， 美 国 、

日 本 、 韩 国 、 中 国 台 湾 、澳大利 亚和德 国是 中 国 中 间 品进

口 的六大来源地 （ 比重均超过 ０ ．５％ ） 。 其中
，
美 国 、

澳大利 亚和德国 的相对比重在上升 ， 而 Ｈ 本 、韩

国 、 中 国台 湾的相对地位在下 降 。
① 除保加 利亚和 卢森堡外 的其他所有经济体 的该项 比重在 中 国

“

人世
”

之后都 出现 了不 同程度 的上升 ， 其中 中 国 台湾 、 韩 国 、墨 西哥 、捷克和爱尔 兰 的该项 比 重升

幅最大 。 另外
，
对于其他经济体而言 ，

中 国作为 中 间 品 提供者 的作用要大于 中 国 作为 中间 品使用者

的作用 。 据此
，
我们要设问 ： 中 国是否 正在从全球最终 品 的生产基地 向 全球 中 间 品 生产基地转换

呢 ？ 如 果答案是肯 定 的话 ，
而且如果这个转换过程能够保持下去 的话 ，那么 中 国 的产业链和价值链

升级可能更容易实现
， 因为 中 间 品 生产 的技术溢 出 效应更加 明 显 （ Ｋ ｅ

ｌ ｌ
ｅ ｒ

，１ ９９ ８； Ｊａｖ ｏｒｃｉｋ
，

２００４
） 。

但 目 前应该警惕的 问题是 ： 最近两年那些作为中 间品生 产主体 的企业特别是外 资企业是否开始撤

① 由 于本文主要关注 中国
“

人世
”

之后时期 ， 因此随后的分析 主要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 。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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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大陆 。

那么
， 中 国产 品所含外 国增加 值主要来 自 哪些经济体呢 ？ 为 回答这

一

问题 ， 我们按照外 国增加

值含量所 占 比重列 出数值最大的 １ ０ 个经济体 （
Ｒｏｗ 除 外 ） （ 数据备索Ｋ 来 自 这 １ ０ 个经济体 的增

加值 占 中 国产品所含外 国 增加值的 比重在 ５０％ 以上
，
具有很强 的代表性 。 ２０ １ １ 年

，
不管是什么 产

品 ， 与 中 国 的增加值关联程度最高 的经济体始终是美 国 ，
而 且相对于 ２ ００２ 年都是趋于上升的 。 此

外
，

日 本 、
澳大利亚 、韩 国 、德国 、 中 国 台湾 、俄罗斯 、印度 尼西亚 、

巴西和加拿大与 中 国 的增加 值关联

程度也很高 。 虽然 中 国 与这些经济体的总体增加值关联程度趋于上升 ， 但与 日 本 、
韩 国 、

中 国 台湾

ｆ
丨 １

＿
１


Ｉ１

 Ｉ Ｔ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１ Ｉ Ｉ

＇

Ｍ ！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ｆ Ｃ ｒ Ｉ Ｉ ｉ Ｉ Ｉ （＾ ｔ／ ｔ
ｔ （ ｔ 

ｉ
＇

Ｉ ｒＩ Ｉ
ｉ ｉ ｉ ） ｉ 

ｉ ｉＴ Ｔ
ｉ ｉ

 ｔ
／

／／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ｆ ＞

＇

 Ｉ＞ 
ｉ ｉ

 ＞ Ｉ

ＳＥ攀！！纖 簽鐵！藥孽驗 驟纖！

Ｅｘｐｏ ｒ ｔｅｒＥ
ｘｐｏ

ｒｔｅｒ

（ Ｉ
） 中间品关联 ： ２０ 丨 １年（ ２ ） 中 间品关联 ： 变化

＿１１

Ｉ
ｌＲＡＩｉＭＨＩＩ

丨翻
ｉ ｉ ｉｉ Ｔ １  ｉ ｉ ｉｉ ｙ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 ｔ ？ ｌ＊ ＇

 Ｔ１ ＴＩ Ｉ Ｉ

＇

Ｔ
＇

ｉ ｉｔ ｆ ｉ ｉ ｉ ｙ ）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 １！ ｉ ｉ ｉ ｉ Ｉ
ｌ ｌ ｉ ｉ ｉ  ｉｉ ｉ  ＞

纖 蒸鐵 騎擊纖監羯壁竭驗纖
Ｅｘｐ

ｏ
ｒ ｔｅ

ｒ Ｅｘ ｐ
ｏｒｔｅ

ｒ

（ ３ ） 增 加值关联 ：
２０ １ １年（ ４ ） 增加值关联 ： 变化

图 ２ 全球各主要经济体之 间的 中 间 品和 增加值关联及其变化

注 ： 仅考 虑境外所 占 比 重 （
％

） ， 对角线 数值 （ 本国 比重 ） 为 〇 。 增 加值关联是 以 出 口 的 中 间 品 为例 。

＂

变 化
”

指 ２ ０ Ｕ 年

数值 减去 ２００２ 年数值 ；如 果差值为正即 表示上 什并设定为 １
（ 黑色区域 ） ，否则为 ０

（ 浅色区域 ） 。 经 济体 （ 代码 ）
是 ： 奥地 利

（
入１ １１

＇

）
、 比利时 （

８ ￡１
＿

＞ 、保加利亚 （
８ ０ １？

）
、 塞浦路斯

（
０丫 ？ ） 、捷 克 （ ０ ２ ￡ ） 、丹麦 （ ０狀 ＞ 、 爱沙尼 亚 （

￡ ３１
＇

） 、 芬兰 （
打 １

＇

〇 、法 国

（ 尸
１＾ ） 、德国 ＜

０￡ １〇 、希腊 ＜
６ １１〇 、 匈牙利 （

１ １ １＾ 〉 、 爱尔兰 （
１ ！＜１＿

）
、意大 利

（
０＾ ） 、 拉托维 亚

（
１＾幻 、立 陶宛 （ １＾１ ）

） ， 卢森 堡

（ ＬＵＸ
）

、马耳他 （
Ｍ ＬＴ

）
、荷兰 （

ＮＬＤ ） 、波兰 （
ＰＯＬ

） 、葡萄牙 （
ＰＲＴ

） 、罗 马尼亚 （
ＲＯ Ｍ

） 、斯 洛伐克 （
ＳＶＫ

）
、斯洛文尼亚 （

ＳＶ Ｎ ） 、西

班牙 （
ＥＳＰ

）
、瑞典 （

ＳＷＥ
）

、英 国 （
ＧＢＲ

）
、加拿大

（
ＣＡ Ｎ

）
、美国 （ ＵＳＡ

）
、
巴西 （ Ｂ ＲＡ ） 、墨西哥 （ ＭＥＸ

） 、 中 国 （ 大陆 ） （
ＣＨＮ

）
、 印度

（
Ｉ ＮＤ

） ， 日 本 （
ＪＰＮ

） ，韩 国 （
Ｋ０Ｒ

） 、
澳 大利亚

（
ＡＵＳ） 、中 国 台湾

（
ＴＷＮ

） 、 土耳其 （
ＴＵ Ｒ ） 、印 度尼西 亚ＵＤＮ ） 、 俄罗 斯 （

ＲＵ Ｓ
） 、 世

界其余地区 （ Ｒ〇Ｗ
〉 。 下同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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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 揭示所有样本经济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关系 ，
我们借助等高 图进行分析 。

① 图 ２ 显示 ， 尽管

中 国的重要性在提升 ，但美 国 和德 国仍是世界 中间 品和增加值的最重要 出 口 国 。 美国 的影 响 是全

球性的 ，
包括北美 自 贸 区 （

ＮＡＦＴＡ
） 、 亚太 、 欧洲 以及

“

世界其余地区
”

（
Ｒ〇Ｗ

） ；
德 国主要面 向 欧洲 ，

包括西欧 、 中东欧地区 ；俄罗斯主要面 向 中东欧地 区 （ 主 要是前苏联加盟共和 国 ） 。 中 国在最终品

方面几乎 向全球提供增加值 ， 而在 中 间 品方面主要 向 东亚地区 （ 比如 韩 国 、 中 国 台湾等 ） 提供增加

值 ； 中 国作为其他经济体中 间 品 和增加值提供者的重要性 要高于作为使 用者 的重要性
（
中 国所对

应的列 向 颜色比行 向颜色深 ） 。
２００２—２０

１
１ 年 ， 中 国作 为其他经济体所用 中 间 品 和增加值 的提供

者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 。 从全球总体看 ，大多数经济体之间 以 中 间品 和增加值衡量 的相互关联性

在不断增强 （ 图 中黑色区域面积要大于 白 色区域面积 ） ， 这尤其表现在北美 、东亚 以及 中东 欧地区 ，

即意味着这些地区 的经济体正在深度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

四 、 行业分析

（

一

） 中 间品 和增加值关联②

由 图 ３ 可知 ，

２０ １ １ 年 ，
中 国 的

“

焦炭 、炼油及核燃料
”

使用的外 国 中 间品 和增加值所 占 比重最高

（接近 ４５％
， 且相对于 ２００２ 年 出 现 了 巨大增长 ） ，其次是

“

电气及光学设备
”

、

“

基本金属 及金属制

品业
”

、

“

化工及化学制 品
”

（外 国 中 间 品 比重均超过 １ ０％ 、 外 国增加值 比重均超过 ２０ ％
） 。 外 国 中

间 品 比重最低 的行业是
“

住宿和餐饮业
”

（ ３
． ６％ ） 。

“

房地产活动
”

与
“

金融 中介
”

是仅有 的两个外

国增加值含量 比重低于 ５ ％ 的行业
，
前者所含外 国增加值比重低可能是 因 为该行业是很典 型 的非

贸易 品行业 （ ｒｕｍ －

ｔｒａｄａｂ ｌｅ
） ，
后者所含外国 增加值 比重低可能是 因为 该部 门开放程度较低 。 另 外 ，

中国几乎各行业在增加值方面与 全球的关联程度都高 于其在 中 间品方面与 全球的关联程度 。 尤其

是
，

“

电气及光学设备
”

、

“

基本金 属 及金属 制 品业
”

、

“

化工及化学制 品
”

、

“

未列 人其 他分类的 机

器
”

、

“

橡胶及塑料
”

、

“

空运
”

、

“

运输设备
”

、

“

纸浆 、纸及印刷 出 版
”

、

“

建筑
”

这 ９ 个行业所含的外 国

增加值 比重与其所用进 口 中 间 品 比重之差均超过 １ ０％ 。

住 ８和餐ｔ ｉｌ
ｔｗｍｏ房地产审 功〇■

ｔ？ｓ ． ｃｍＳＳ ＊
丨

二１ ２０１ １ □ ２０１ １
－２ ００２

撕＿ －或 三ｎ，


公共管３与 国
６終１１！ 三

味运 输＿Ｂ ２０１１□  ２０ １１
－

２０ ０２教育 ■ ｉ ｎ

ｇｆｔ ＳＨ及箱 行ｉ ｔ活幼 ＾ＨＤＥＶ政 与 电
？ 扒动车 外的

Ｓ
ｔ 支ａＳＥＷ金 ｍｍｍ

ｍ ｉ
－ － －

＊机 动５外 的零 ａｍｍｍ苒铯社 区？ 务 ． ｔｔ会 及个人 ？务
ｍｍａ

苒 他支拎 及辅Ｍ运綸话 动 ＇

磨
—＝

３

本 ｔｔＲ本 未列入箕他 分类 的制适业 、

利 用
Ａ ＤＳ

产遘 动ａＨＨｃｎＳ ｔｓ ｌｒ

机Ｂ ｉ

Ｓ ？相 ｃ＝■＾ 木 

电力 ？ 》，及
供木其他菲金 篇 诘－ ． １１

—

１

？？ ． ａａＳＳ ｃＺＺＴ电勞ｆ 备癸 龛

｜
｜ＺＩＺＺＩＩ＾＝Ｉ

Ｓ ５５Ｉ ５＝＝贼 ＇

＊及
ＳＳｌｉ

Ｍ康及 杜金工 作 ｃ＝ｍｍｍｍｊ ｉｌ

未列入其他分类 ｗ机 器

＝＝＊本 金 觀ｉ■ … ■ ■ …
■

— 丨＊？
电
；玆識＿



，

１０ ０ １〇２０３０４０５
０６０７０－

５０５１ ０ １５ ２０ ２Ｓ ３ ０ ３ ５
４ ０４ ５５ ０ ５５ ６０６Ｓ

（
％

）（ ％ ）

（ １
） 中间品

（
２

） 增加值

图 ３２ ００２
—

２ ０ １ １ 年 中 国 各行业使 用 的 外国 中 间 品 比 重与外国 增加 值比 重

注 ： 图 中 的实体柱子表示 ２０ １
１ 年的 比重 （

％
） （
按该年 比 重排序 ） 。 空心柱 子表示 ２０ １ １ 年相 对于 ２ ００２ 年

的变化
（
即 ２０ １

１ 年的数值减去 ２ ００２ 年的数值 ， 负值 表示下降 ，
正值表示上升 ） ，下 同 。 子图

（
２

）
中 的

“

机动 车销

售及维修 、燃料销售
”

（
１ ９

） 以 及
“

有雇工的 私人住户
”

（ ３５
）
的数据缺 失

。

① 限于篇 幅 ， 我们仅列 出供 出 口 的 中 间 品所 含外 国增加值图 形 ， 更多图形分析及对应数据参见 《经济研究 》 网站工作论文 。

② 根据公式 （
２

） ， 总体分析中 的外 国增加值含量对于最终品 和 中 间品 的 国 内使用和 出 口 是不 同 的 ， 但分行业计算则相同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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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从两个方面分析中 国各行业 与各主要经济体的关联程度及其变化 。 首先 ，
观察 中 国各

行业作为进 口方 、其他经济体作为 出 口 方的情形 。 图 ４
（

１
） 、 （

５
） 显示 ，

２０ １ １ 年 ， 中 国大多数行业使

用 的进 口 中 间品和增加值来 自 于美 国 、
日 本 、韩 国 、 中 国 台 湾与 德 国 的所 占 比重最 高 ， 尤其表现在

“

电气及光学设备
”

（
１ ４

） 、

“

运输设备
”

（
１ ５

） 以及
“

空运
”

（ ２５ ） 、

“

邮政与 电信
”

（ ２７ ） 、

“

机器设 备租赁

及其他商务活动
”

（ ３
０

） 、

“

健康及社会工作
”

（ ３ ３ ） （ 这个行业 的中 间 品主要是健康 医疗设备等 ）等服

务行业 。 中 国大多数行业与 日 本
、韩国 、 中国 台 湾的关联程度趋于下降 ， 但与美 国 、德国的关联程度

趋于上升 。 这似乎意味着 ，
中 国 正逐渐深人地融入美国 和德 国主导的分工 和贸易 区 。①

｜

；Ｉｆｉｌ ｌ
Ｉ

：Ｉ

隨議＿
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 ｜ Ｉ Ｉ Ｉ １｜ ｔ ｜ ｜ ｜｜ ｜Ｍ Ｉ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ｋ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Ｍ Ｉ ｜ Ｉ Ｉ ｔ ＩＭ Ｉ Ｉ Ｉ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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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ｒ 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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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ｘｐ

ｏ
ｒ ｔｅ

ｒ

（ １） 中间品关联 ： 中 国各行业作为进 口方 （ ２０ １ １ ）（
２

） 中间品关联 ： 中 国各行业作为进 口方
（
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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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
ｅ
ｃ ｔ ｏｒＳ ｅｃｔｏ

ｒ

（ ３ ） 中间品关联 ： 中国作为出 口方 （
２０ １ １

）（ ４ ） 中间品关联 ？

？

中 国为出 口方 （ 变化 ）

ＩＩ｜｜麵
｜

｜１ＩｍＨ
１

；；［
＂■ 置

３ ５１ ３５
１

Ｉ Ｉ ｜ Ｉ （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 Ｉ ｔ ＩＩ  Ｉ Ｉ Ｉ Ｉｔ ｔ ＩＩ Ｉ Ｉ

 ｔ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Ｉ Ｉ Ｉ  １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ｔ ｉ ｉ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ｉ ｉ ｉ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ｉ

■麥５監織蹤券３織織ｇ
３雜趣较 纖举ｓｇ赵雜＝與隨越￡雜爲域致ｇ

Ｅｘｐｏ ｒｔｅｒ Ｅ
ｘｐｏ ｒｔｅｒ

（ ５ ） 增加值关联 ： 中国各行业作为进口方 （ ２ ０ １ １
）（

６ ） 增加值关联 ： 中 国各行业作为进 口方 （ 变化 ）

① 另外 ， 有几个行业值得强调 ：

“

焦炭 、炼油及核燃料
”

（
８

） 使用的进 口 中 间品 来 自 俄罗斯 的所 占比 重最高 （
５ ．６ ％

） 、

“

基本金

属及金属制品 业
”

（
１
２

） 使用 的进 口 中 间品来 自 澳大利亚的所 占 比重最高 （
４ ． ３ ％ ） 、

“

电气及光学设备
”

（
１ ４

） 使用的进 口 中间品来 自

中 国 台湾 （

４％
） 、韩国 （

２ ．２％
） 、

日 本 （
２ ％

） 、美 国 （
１

． ４
） 的所占 比重 合计 近 １ ０％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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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

） 增加值关联 ： 中国作为出 口方
（
２０ １ １ ）（ ８

） 增加值关联 ： 中国作为出 口方 （ 变化 ）

图 ４ 中国 与其他经济体 的 中 间 品 和增加 值 关联及 其变化 ：行业视角

注 ？

． 数值显示的 分别是 中 国每个行业从相关经济体进 口 中 间 品 或增加 值占前 者每个行业全 部 中间 品 或增加值使用 的 比

重 （
％

） （ 子图 （
１

） ） 及其变化 、其他经济体每个行业 从中 国进 口 中 间品或增加值 占前者每个行业全部 中 间 品 或增加值使 用的

比 重 （ ％ ） （子 图 （
２

） ） 及其变化 （ 不考虑中 国 对 自身 的 国 内 提供 ） 。 在中 国作 为进 口方的情形 ， 由 于
“

世界其余地 区
”

（ ＲｏＷ ）

包括很多经济体 ， 在分年份显示时会掩盖 图形 中的单个经济体颜色 ， 所以 分年份显示 时被 去掉 ， 但在跨期 比 较时不存在 这
一

问题 ；按 国 别列 出
“

机动车销售及维修 、燃料销售
”

（
１ ９

） 、

“

房地 产活动
”

（
２９

） 、

“

有雇 工的私人住户
”

（
３ ５

） 数据 暂缺 。 行 业代

码参见表 １ 。

其次 ，
观察中 国作为 出 口方 、其他经济体各行业作 为 进 口方 的情形 。 图 ４

（
３

） 、 （ ７
） 显示 ，

２０ １ １

年 ，
相对于其他行业 ，其他大多数经济体的

“

纺织及纺织品
”

（ ４ ） 、

“

电气及光学设备
”

（
１ ４

） 这两个行

业使用 的 中 间 品和增加值来 自 中 国 的所 占 比重最高 ；
此外

，
中 国对其他大多数经济体 的

“

皮革与 制

鞋
”

、

“

橡胶及塑 料
”

和
“

水运
”

行业也提供相对较多 的增加值 。 总体来看 ， 中 国对其他经济体各行业

的中 间 品 和增加值贡献在样本时期里都在上升 。 比较 图 ４
（
３

） 、 （ ７ ） 的标尺 可 以发现 ，
中 国作为 增

加值 出 口方的 重要性要低于作为 中 间 品出 口方的重要性 。 这意味着 ，
中 国 的 中 间 品 出 口包含 了很

多外国增加值 ，
因而夸大 了 中国 自 身对其他经济体的经济贡献和关联关系 。

由 图 ２ 和 图 ４ 引 发的 问题是 ：
中国作为 中 间品或增加值出 口 国和进 口 国分别 与样本经济体在统

计上存在着
一种什么关系呢 ？ 为 了 回 答这

一

问题
，
我们观察 ： （ １

） 中 国从伙伴经济体进 口 中 间 品或增

加值 占 中 国总 中 间 品或增加值的 比重 （ 记为 ＣＨ Ｎ
＿

Ｉｍ
Ｐ〇ｒｔ） 与伙伴经济体人均 ＧＤＰ

（对 数值 ） （记 为

Ｐａｒｔｎ ｅｒ
＿

Ｙ ） 的关系 ； （
２ ） 伙伴经济体从中 国进 口 中间 品或增加值 占伙伴经济体总 中 间品或增加值的 比重

（ 记为 ＣＨＮ
＿

Ｅ ｘｐ〇ｒｔ ） 与伙伴经济体人均 ＧＤＰ
（对数值 ） 的关系 。 Ｐｅａｒ ｓｏ ｎ 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 １ 所示 。

①

表 １中 国 与 其 他经 济体 的 双边 中 间 品 与 增 加值 关联 关 系 ：
Ｐｅａ ｒｓｏ ｎ 相 关 性分析

（
１

） 中 间 品（
２

）
增 加 值

ＣＨＮ＿ Ｉｍ
ｐ
ｏ ｒｔ与ＣＨＮ

＿

Ｅｘ
ｐ
ｏ ｒｔ与ＣＨ ＮＩｍ

ｐ
ｏｒｔ与ＣＨＮＥ ｘ

ｐ
ｏｒｔ与

产 品 ／行业 （ 及 编码 ）
￣̄

Ｐａ ｒｔ ｎｅ ｒ
＿

ＹＰ ａ ｒｔ ｎｅ ｒ
＿

ＹＰａ ｒ
ｔ
ｎ ｅｒ

＿

ＹＰａ ｒｔｎｅ ｒ
＿

Ｙ



相 关 系 数 观测 值 相 关 系 数 观 测值 相 关 系 数 观 测 值 相 关 系 数
｜

观测 值

总 体０． ２ １ １
２

＊

６ ４６０ ．０ ０７７６４６————

最 终 品 （ 国 内 使用 ）
一一一一

０． ２ ３７ １ 

＊

６４ ６－

０ ． ０ １ ０９６４６

中 间 品 （
国 内 使用 ）



—



———０ ． ２ ２
１ １

＊

 ６４ ６０． ０４ ８ １６４６

① 这里相关性分析的 目 的不是要确认两个变量之间 的因 果关系 ， 而是揭示二者之 间 的相关性。 若两个关 系显著 为正 （ 负 ） ，

则意味着 中 国倾 向于从较高 收人水平经济体进 口 较多 （ 较少 ） 的 中 间品 或增加值 、倾向 于 向较高 收入水平经济体 出 口 较多 （ 较 少 ）

的 中间 品或增加值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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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中Ｆ品
｜
⑵增加 值

ＣＨＮ
＿

Ｉｍ
ｐ
ｏｒｔ与ＣＨＮ

＿

Ｅｘ
ｐ
ｏｒｔ与ＣＨＮＪｍ

ｐ
ｏｒｔ与ＣＨＮ

＿

Ｅｘ
ｐ
ｏｒｔ

与
产 品／行业 （ 及编 码 ）

Ｐ

ｒ

Ｐａｒｔｎｅｒ＿ＹＰａｒｔｎｅｒ＿ＹＰａｒｔｎｅｒ＿ＹＰａｒｔｎｅｒ＿Ｙ



相 关 系 数
丨

观测 值 相 关 系数
丨

观 测值 ３ 关 系 数
丨

观 测Ｉ 相 关 系 数
丨

观测 值

最 终 品 （ 出 口
）

—＿——

０ ．
２ ２７ １

＊

６４６－

〇 ．
０ ８ １７

＊

６４６

中 间 品
（ 出 口 ）＿

———

０ ． ２ ３ １６

．

６４６０ ． ０２８ ３６４６

１ ． 农林牧渔 业 ０． １ ８ １２ 

＊

６４６０ ． ０２ １ ２６４６０ ． ２ １ ０４

＊

６４６０ ． ２４５ ３

＊

６４６

２ ． 采 掘 业０ ． ２３０４

，

６４６－

０． ００４６４６０ ． ２ ２９５

＊

６４６０ ． １ ６０ １

＊

６４６

３ ？ 食 品
、饮料 与 烟 草０ ． １ ４ １９

＊

６４６０ ． １ ９６４

＊

６４６０ ． ２０２３

＊

６４６０ ．１ ７７ ８ 

＊

６４６

４ ． 纺织及 纺织 品０ ． ０９２ １

＊

６４６０
． ０３４５６４６０ ． １６６８

＊

６４６－

０． ００２６４６

５ ？ 皮 革 与 制 鞋０ ． ０７９３
＊

６４６０． ２９０７
＊

６ ２６０ ． １７ ２５

＊

６４６０． ２ ３７９

＊

６２６

６ ． 木材及 木 制 品－

０ ． ０６４２６４６０． １ ８ ８７


＊

６４６０ ． １０４２

＊

６４６０． ２００ ６

＊

６４６

７ ． 纸浆 、纸及 印 刷 出 版０ ． １ ３６４ 

＊

６４６０ ．１ ０５ １

＇

６４６０
． １９４２

＊

６４６０． ０５ １２６４６

８ ． 焦炭 、炼 油及核燃料－

０ ．
１７４８

＊

６４６０． ００９５６ １ ８－

０． ００５ ２６４６０ ． ０３ ９６ １ ９

９ ？ 化 工及 化 学 制 品０ ． １ ５９５

＊

６４６－

０ ． ０２８５６４６０ ．
２００９

＊

６４６－

０ ． ００ ３６６４６

１ ０ ． 橡肢及塑 料０ ． １５ ４５

．

６４６－

０ ． ０２８６４６０ ． ２０ １ ６

＊

 ６４６－

０ ． ０６９ ９

＊

６４６

１ １ ． 其他 非 金 属 矿 物０ ． ２ ０ １８

＊

６４６０ ． １ １ ３ ２

＊

６４６０ ． ２２０ １

＊

 ６４６０． ０ ９２４ 

＊

６４６

１ ２
？ 基本金属 及金属 制 品 业０ ＿ １ ３８（Ｔ６４６０ ． １ １ ０３

＊

６４６０ ． １８４０

＊

６４６０
． ０９ ８６

＊

６４６

１ ３ ？ 未列 入其他分类 的机器０ ． ２４４８
＊

６４６０
． ０７０２ 

？

６４６０ ． ２４４８

＊

６ ４６０． ０３７６４６

１ ４ ． 电器 及光 学设备０ ． ２２０（Ｔ６４６０．

０３ １ ２６４６０ ．
２４５ ４

＊

 ６４６０． ００４９６４６

１ ５ ． 运输 设备０． ２５ ９８

＊

６４６０ ． １５ ７９ 

＊

６４６０ ． ２５５ １

＊

６４６０ ．
１５ ５５

＊

６４６

１ ６ ． 未 列 入 其他 分 类 的 制 造
０ ．１ ２６０

？

６４６－

０
．１ ５２ ６

＊

６４６０．１ ８２５

＊

６４６－

０． １ ７２５


＊

６４６

业 、 回收 利 用

１ ７ ． 电 力 、煤 气及供水０
． ２０３５

＊

６４６０
． ０ １ １ ６６４６０． ２２０６ 

＊

６４６－

０． ００ １ ３６４６

１ ８ ？ 建筑０ ． ２ １ ７ １

＊

６４６０ ． ０７ ９７ 

＊

６４６０． ２２６ ６

＊

６４６０ ． ０６ ６６

＊

６４６

１ ９ ． 机 动 车销 售及 维修 、燃料，^
——

０ ． ０９８ １

＊

６２９——

０ ． １９ ６５

＊

６２９

销 售

２０ ． 除 机 动 车 外 的 批 发 贸 易

０． ３２６９
＊

６４６０ ． １５ ８ ８

＊

６４６０． ２６８５ 

＊

６４６０ ． ２４６３

＊

６４６

及佣 金 贸 易

２ １ ． 除机 动 车 外 的 零售 贸 易 、

０． ３２６９

＊

６４６－

０ ． ００２９６４６０． ２６８５

＊

６４６０
． １０７５

＊

６４６

家 庭用 品 维修

２２ ． 住宿 和餐饮 业０．
１ ６０６

＊

６４６０ ． ０６ ５５

．

６４６０ ． ２ １４０ 

＊

６４６０ ． ０８４９

＊

６４６

２３ ． 内 陆运 输０． ２ １０５

＊

６４６０
．
０２０６６４６０． ２０７７

＊

６４６－

０ ． ０２４６６４６

２４ ． 水运 ０
．

２０２ ５
＊

６４６０ ． ０７ １ ３

＊

６４６０ ． １ ８７０
＊

６４６０ ． １２６ ３
＊

６４６

２５ ． 空运０． ２９２ ９

＊

６４６０ ． ００６６６４６０． ２４ １５

＊

６４６０ ． ０６ ９０

＇

６４６

２６ ． 其 他 支持 及 辅 助 运 输 活
，，

０． ２６４５

＊

６４６０ ．１ ８ ６２
＊

６４６０． ２ ３４６ 

＊

６４６０ ． ２ １３ ６
＊

６４６

动 、旅行社 活 动

２７ ． 邮 政 与 电信 ０． ２７３ ６
＊

６４６－

０ ． ０６２ ４６ ４６０ ． ２ ５９５

＊

６４６０ ． １ １６ ３
＊

６４６

２８ ． 金融 中 介０ ． ３ ３９ ６
＊

６４６－ ０ ． １２２０
＊

６４６０ ．
２７ ８９

＊

６４６０ ． ０９５ ７


？

６４６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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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中 间 品（ ２ ） 增加值

ＣＨＮＩｍ
ｐ
ｏｒｔ 与ＣＨＮＥ ｘ

ｐ
ｏｒｔ与ＣＨＮ Ｉｍ

ｐ
ｏｒｔ与ＣＨＮＥｘ

ｐ
ｏｒｔ与

产 品 ／行 业 （ 及编 码 ）
＾－－

Ｐａｒｔｎ ｅｒ
一ＹＰａｒ

ｔ
ｎ ｅｒ

一ＹＰａｒｔｎｅｒ一ＹＰａｒｔｎｅｒ
—

Ｙ



相Ｉ系 数 观 相ｉ系数ｐ测＆系 数
１

观测 值

＿

相 关 系 观测 值

２９ ． 房地 产 活 动０ ． ３ ２００
＊

６４６－

０ ． １ ３８３
＊

６４６０
． ２７ ３４

？

６４６－

０ ． ０４ １ ９６４６

３０ ． 机 器设 备 租赁 及其 他 商
０． ２ ５９７

＊

６４６－

０
．

０９４９６４６０ ． ２５ ５ １

＊

６４６－

０ ． ００３７６４６

务活 动

３ １ ． 公 共 管 理 与 国 防 、 社 会
０． ２ ７４５

＊

６４６－

０ ． ０７１ ９６ ２５０ ．
２４４４

＊

６４６０ ． ０７２９ 

＊

６４６

保 障

３２ ■ 教 育０． ２ ９０６ 

＊

６４６－

０ ．１ ０８０

＊

６４６０ ．
２５ ９０

＊

６４６－ ０ ． １３ ５０

＊

６４６

３３ ． 健康及社会 工作０． １ ８９ １

，

６４６－

０． ０３５３６４６０ ． ２２ １ １

＊

６４６－

０ ． １ ８５４
＊

６４６

３４
． 其他社 区 服 务 、社会及 个

０． ２ １０８

＊

６４６－

０
．

０８３ ２
＊

６４６０． ２ ３０４
＊

６４６０ ． ０４６２６４６

人服务

３５ ■ 有 雇工 的私 人住 户一＿

－

０ ． ５５ １９

＊

３４
——

－

０ ． ６ ２３０
＊

４２５

注 ， 表示在 ５％ 的水平上显著 。 人均 ＧＤ Ｐ 为 ２００５ 年 不变美元 实际值 ，
来 自 世界银行数 据库 。 样 本年份为 １９９５

—

２０ １ １ 年 。

“
一

”

表示数据缺失 。

总体来看 ， 中 国倾向于从较高收人水平经济体进 口较多的 中 间品 或增加值 。 但 中 国作为中 间

品或增加值 出 口 国时 ， 两个变量之间 的关系要么不显著 ，
要么 显著为负 （ 对 于供 出 口 的最终 品 ） 。

分行业看 ，
对于除

“

木材及木制品
”

、

“

焦炭 、炼油及核燃料
”

外的其他所有行业而言 ，伙伴经济体收

人水平越高 ，其 占 中国所用 中间 品 的 比重就越高 ， 对于除
“

焦炭 、 炼油及核燃料
”

外 的其他所有行

业
，伙伴经济体收人水平越高 ， 中国会越多地从其进 口 增加值 。 但当 中 国作为中 间 品 出 口 国时 ， 两

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因行业不同而有所差异 ：有 １４ 个行业 的相关系数显著为正 ８ 个行业 （ 多为服务

行业 ） 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 ；其他行业的相关系数不显著 。 当中 国作为增加值出 口 国时 ，两个变量

显著正相关的行业 占大部分 ，
达到 １９ 个 。

（
二 ）投人

一

产出关联

就中国而言 ，加人 ＷＴ０ 是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 标志性事件 。 图 ５
（

１
）显示 ，

从
“

人世
”

到

２０ １ １ 年 ，除少数行业 （ 主要是服务行业如
“

公共管理与 国 防 、社会保障
”

、

“

建筑
”

、

“

教育
”

、

“

健康及

社会工作
”

）外 ，其他行业基于产出 的价值链关联指数 （
ＧＷ：Ｌ

ｆ

ａ

） 均超过 １
．
５

；关联指数上升 的行业

远多于下降的行业 （ 下降行 业只有 ７ 个 ，其 中
“

邮政与电信
”

降幅最大 ） ，指数最高 的是
“

采掘业
”

（ 达到 ４．５ ｈ 该指数越高 ，则该行业产出 中 的 中 间使用 （ 中间 品 ） 部分所 占 份额就越高 ，从而越有

可能通过中间 品这
一

渠道与其他
“

经济体
一行业

”

发生直接和间 接的关系 。 这些发现与 Ｔａｎ
ｇｅ

ｔａ ｌ
．

（
２０ １４ ） 的研究结果十分相似 ，但后者是基于 中国 国 内投人

一

产 出 表 ，
而本文则基于跨国 投入

一

产

出表 ，反映的是中 国各行业融人全球价值链的程度 。

图 ５
（
２

） 基于投人 的 价值链关联指数 （
ＧＦＣＬｆ ） 显示 ，在样本时期里 ， 除了

“

焦炭 、炼油 及核燃

料
”

外
，其他行业的关联指数均超过 １

．
５

； 同样 ，关联指数上升的行业远多于下降的行业 （下 降行业

只有 １ ０ 个
，其中

“

空运
”

降幅最大 ） 。 该指数越高 ，则该行业总投入 中 的 中间投入 （相对于初始投人

或直接增加值 ）部分所 占份额就越高 ， 从而越有可能通过 中间投入这一渠道与其他
“

经济体
一

行

业
”

发生直接和间接的关 系 。

比较图 ５ （ １
） 和图 ５

（
２

）可以发现 ：
基于产 出 的关联指数在各行业之间的差异程度高于基于投人

的关联指数 ；
总体比较看 ，服务行业基于投人的关联指数要大于制造业。 这表 明 ，

服务业主要是通过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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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间投人 （ 含有 间接增加值 ） 这一渠道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 。 这进一步意味着 ， 基于增加值的测算

对于理解服务行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中 的角 色具有重要意义 ，但传统统计核算无法做到这
一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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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基于产出 的价值链关联指数（
２ ） 基于投人的价值链关联指数

图 ５２０ ０２
—２０ １ １ 年各行业 的 全球价值链关联 程度及其变化 ： 中国 与 美 国的 比较

注 ： 图 中的实体柱子表示 ２ ０ １ １ 年的指数 （
按该年指数大小排序

） 。
空心柱子表示 ２０ １ １ 年相对于 ２ ００２ 年的变化 。

此外 ， 我们拿美国作为参照 。
① ２００２—２０ １ １ 年 ，除

“

水运
”

、

“

采掘业
”

、

“

皮革与制鞋
”

外 ，美国其

他各行业基于产 出 的价值链关联指数变化均不大 。 除
“

水运
”

、

“

有 雇 工的私人住户
”

、

“

焦炭 、炼油

及核燃料
”

外的 其他行业基于投人 的价值链关联指数均在 丨 ． ５ 以上
，
而且彼此非常 接近 ；该项指 数

上升的行业数远多于下 降 的行业数 （ 只有 ３ 个 ） 。 这意味着从投人 的角 度看 ， 美 国 融人全球价值链

的程度也是在不断提升 的 。 比较 中美两 国 可 以发现
， 中 国大多数行业的这两项指数都要高于美 国 。

但不 同于现有文献的解读 ，
本文认为 ， 中 国 的这两项指数比美 国高并不意味着 中 国 比美 国更可能处

于
“

微笑曲线
”

意义 的价值链和产业链上游 （ 因 为对于大多 数行业 而言 ， 事实并非 如此 ）

？
， 而是意

味着 中 国 已经通过产 出 供给和投人需求两个渠道非常深人地融人全球价值链和 产业链 。

五 、 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大样本跨 国投人一产 出 分析发现 ，
以 外 国增加值含量测算 中 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的程度趋于上升 。 中 国与美 国 、
日 本 、韩 国

、 中 国 台湾 、德国 的关联程度较高 ；
但从趋势看 ，

中 国与 美

国 、德 国 的关联程度在上升 ，
与 日 本 、韩 国 、 中 国 台湾 的关联程度在下隆 。 中 国绝大多数行业倾向 于

从较高收人水平经济体进 口较多 的中 间 品和增 加 值 ，
也倾向 于 向 后者 出 口 较多 的增加值 。 中 国大

多数行业基于产 出和 投人的价值链关联指数均超过 １ ． ５
，
表 明 中 国 已 经通过产 出 供给 和投人需求

两个渠道非常深人地融入全球价值链和产业链 。

本文 的政策启示是 ： 首先
，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不能 回避的客观事实 ，对 中 国来说 ，

关键的问题是

如何有效地参与这
一分工并逐步提升 自 身 的 国际分工地位 。

〇ＥＣ Ｄ （ ２０ １
３

） 指 出 ， 对于经济增长与

① 详 见工作论文 。 另 外 ， 我们还使 用等高 图将 中 国与其他经济进行 比较发现 ， 中 国几乎各行业的 ＣＶ ＣＬ ＩＢ 指数都较高 。

② Ｔ ａｎ
ｇ

ｅｔａ
ｌ

．

 （
２０ １ ４

） 基于中 国 国 内投 人
一产 出表并采用基于产出 的关联指数进行分析发现 ，国 有企业更有可能位于

“

上游
”

（ Ｇ ＦＣｉｆ 指数较高
）
行业或部门 。 这些行业中 的 国有企业 （ 直接的 ） 国际化程度较低 （ 比如 出 口 较少 ）

，但它们通过产出 供给 （
中 间

品 ） 这一渠道间 接参与到使用者行业 （
ｕ ｓｅｒ ｓｅｃ ｔｏ ｒｓ

） 的国 际化活动之中 （ 比如 出 口 ） 。 因此 ， 处于
“

上游
”

的 国 有企业是否 因 为垄 断而

人为地拉长 了产业链和价值链 （ 从而使这 里采用 的关联指数趋于上升 ， 并且 高于美 国
）

，则需要进 一步探讨 。

１ ５



程大中 ：中 国参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的程 度及演变趋势

就业而言 ，

一

国 （或企业 ）做 （ ｄｏ ） 什么要 比一国 （ 或企业 ） 卖 （
ｓｅｌｌ

）什么更重要 ；而本文关于 中间 品

和增加值关联衡量 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参与程度差异性表明 ，

一

国 的
“

要素
”

干 （
ｄｏ

）什么可能要比一

国的
“

工厂
”

做 （ ｐｒｏ
ｄｕ ｃｅ

）什么更为重要 。 其次 ，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过程中 ， 中 国需要密切关注

伙伴经济体及行业的结构特征和动态变化 ， 因为本文表明不同伙伴经济体与中国 的价值链关联关系 、

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均存在较大差异 。 这可以成为中国有效推进区域经济
一

体化进

程 （
包括实施 自 贸区战略和

“
一带一路

”

倡议等 ）特别是涉及经济伙伴与行业布局问题的参考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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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

，Ｚｈｉ
Ｗａｎｇ ，ａ

ｎｄ Ｓｈａ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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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ｉｓｍｏｓｔ ｅｆｆｉ ｃ ｉｅｎｔａｎｄｅｆｆｅｃｔｉ ｖｅｏｎｅ
，
ｗｈ ｉｃｈｃａｎ ｃｏｍｐ

ｒｏｍ ｉｓ ｅ ｔｈｅｂｕｄ
ｇ
ｅｔｃ ｏｎｓｔ ｒａｉ

ｎ
ｔ
ｓｏｆｐ

ｏｏｒ ｆａｍｉｌ ｉｅｓｏｎ

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

’

ｓｅａｒ
ｌｙ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ｉｎｖ ｅｓ ｔｍｅｎ ｔ ．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Ｅｄｕｃ ａｔ ｉｏｎＩ 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ｏｍ ｅ Ｉｎｅ
ｑ
ｕａｌ ｉｔ

ｙ ； Ｉｎｔｅｒ
ｇ
ｅｎｅｒａｔ

ｉ ｏｎａｌＭｏｂｉ ｌｉｔ
ｙ ；

Ｅ 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Ｅ ｘ
ｐ
ｅｎｄｉ ｔｕｒｅ

ＪＥＬＣｌａ 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２４
，

１２６

（ 责任 编辑 ： 松 木 ） （校对 ： 晓 鸥 ）

？

Ｈ— Ｉ

—
？ Ｉ Ｉ Ｉ

－－
－

１ Ｋ
－Ｈ— ｆ

—
ｔ—

Ｉ

１

Ｉ Ｉ

Ｉ

）

？？

Ｈ－Ｈ— ｈ＊

Ｈ Ｈ
－

Ｈ ｈ －Ｈ —— Ｉ— ｈ
－

（
上接第 １６ 页

）

Ｔａｎｇ ，Ｈ ｅｉｗａｉ
，Ｆｅ ｉＷ ａｎｇ ，ａｎｄＺｈ ｉＷａ ｎｇ ，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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