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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重塑背景下中国国际分工
地位测度与演变趋势分析

刘玉荣
南京邮电大学 经济学院，江苏 南京( )　２１００２３

　　摘　要：基于 ＷＩＯＤ数据库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世界投入产出表，采用“ＧＶＣ
地位指数”等指标，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进行测度并分析其演变趋势。研究结

果表明，中国ＧＶＣ地位指数呈先下降再上升的“Ｖ”型变化特征，但ＧＶＣ参与
度有所下降，这表明中国逐步向价值链两端攀升，成为ＧＶＣ的重要枢纽；细分
行业看，服务业地位指数高于制造业，服务业竞争力不断提升。服务业前向参

与度高于制造业，后向参与度低于制造业，为制造业 ＧＶＣ提升提供了有力支
撑。制造业后向参与度呈现“Ｍ”型趋势，前向参与度稳步上升，表明中国制造
业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下降，逐渐成为中间品的主要供应国；细分行业

看，制造业ＧＶＣ地位的提高主要来源于劳动密集型ＧＶＣ地位指数的提高，资
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ＧＶＣ地位指数不高，我国需要大力发展高新技
术产业，进一步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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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分工不断重塑，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的作用越

来越大。《新兴经济体发展２０１８年度报告》显示，２０１７年新兴经济体１１国的经济增速

为５．１％，比世界经济增速高１．４个百分点。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经济对全球经



济增长贡献约１／３。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枢纽和全球价值链的中心。

学术界衡量一国或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指标集中于以下几类：基于增加值

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方法［１－３］，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标方法［４－６］，

出口产品价格方法［７－８］等。还有通过构建下游度和上游度指标来测度一国或某一产业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９－１１］。针对这些指标进行测度分析，得出以下研究结论：一

是认为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仍处于较低水平［１２－１３］；二是认为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

的程度不断加深，地位正在快速提升［１４－１５］。事实上，随着国际分工的程度不断深化和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稳步提升，逐步向附加值较高的

价值链中上游靠拢。本文将在全球价值链重塑背景下，对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进行重新

测度与分析，以期更加科学、准确地刻画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最新演变趋势。

一、指标构建与数据来源

（一）总出口的价值增值来源分解

本文依据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１，１６］对一国出口的分解方法，借助国家间投入产出表（ｉｎｔｅｒ

ｃｏｕｎｔｒｙ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ＩＣＩＯ）的相关数据来测度并构建中国ＧＶＣ参与度和地位指标。根据

世界投入产出表，假设世界上存在Ｇ个经济体，令ｓ，ｒ＝１，２，…，Ｇ，并且每个经济体含有

Ｎ个产业部门ｉ，ｊ＝１，２，…，Ｎ（如表１所示）。每个行业的产品既可以作为中间投入品，

也可以作为最终产品，且产品均可以被本国和他国使用。

表１　国家间的投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

国家１
１，…，Ｎ

国家２
１，…，Ｎ

国家ｒ
１，…，Ｎ

国家Ｇ
１，…，Ｎ

最终使用

国家１ 国家２ … 国家Ｇ

总

产

出

中

间

投

入

国家１１，…，Ｎ Ｚ１１ Ｚ１２ … Ｚ１Ｇ Ｙ１１ Ｙ１２ … Ｙ１Ｇ Ｘ１
国家２１，…，Ｎ Ｚ２１ Ｚ２２ … Ｚ２Ｇ Ｙ２１ Ｙ２２ … Ｙ２Ｇ Ｘ２

… … … … … … … … … ……

国家Ｓ１，…，Ｎ Ｚｓ１ Ｚｓ２ Ｚｓｒ ＺｓＧ Ｙｓ１ Ｙｓ２ … ＹｓＧ Ｘｓ
国家Ｇ１，…，Ｎ ＺＧ１ ＺＧ２ … ＺＧＧ ＹＧ１ ＹＧ２ … ＹＧＧ ＸＧ
增加值 Ｖ１ Ｖ２ … ＶＧ
总投入 Ｘ１ Ｘ２ … Ｘ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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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中，Ｚｓｒ表示ｓ国生产的被ｒ国使用的中间投入产品，是Ｎ×Ｎ阶矩阵；Ｙｓｒ是Ｎ×１

阶矩阵，表示ｒ国生产的最终产品出口到ｓ国，被ｓ国消耗的最终需求向量；Ｖｓ和Ｖｒ表示

ｓ国和ｒ国的增加值收入，为１×Ｎ阶矩阵；Ｘｒ和Ｘｓ是Ｎ×１阶矩阵，分别表示ｒ国和ｓ国

的总产出向量。Ｘｓ＝∑
Ｇ

ｒ
Ｘｓｒ，Ｘｓｒ表示由ｓ国生产的被ｒ国消耗的总产出。

在市场出清条件下，总产出等于总需求，即

Ｘｒ＝ＡｒｒＸｒ＋ＡｒｓＸｓ＋Ｙｒｒ＋Ｙｒｓ（ｒ，ｓ＝１，２，…，Ｇ） （１）

其中，Ａｒｓ是ＧＮ×ＧＮ阶直接消耗系数矩阵，表示 ｒ国每增加一单位总产出所需要消

耗的ｓ国的中间投入品量，Ａｒｒ表示表示ｒ国每增加一单位总产出所需要消耗的本国的中

间投入品量。

将式（１）的重新整理，可以写为矩阵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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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１ ＡＧ２ … Ａ















ＧＧ

Ｘ１
Ｘ２


Ｘ
















Ｇ

＋

∑
Ｇ

ｒ
Ｙ１ｒ

∑
Ｇ

ｒ
Ｙ２ｒ



∑
Ｇ

ｒ
Ｙ























Ｇｒ

（２）

Ｘ１
Ｘ２


Ｘ
















Ｇ

＝

Ｉ－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Ｇ
－Ａ２１ Ｉ－Ａ２２ … －Ａ２Ｇ
   

－ＡＧ１ －ＡＧ２ … 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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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２１ Ｙ２２ … Ｙ２Ｇ
   

ＹＧ１ ＹＧ２ … Ｙ















ＧＧ

（４）

式（４）中，Ｂｓｒ是ＧＮ×ＧＮ阶里昂惕夫逆矩阵（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ｉｎｖｅｒｓｅｍａｔｒｉｘ），假设逆矩阵存

在，且矩阵满秩，则有Ｂｓｒ＝（Ｉ－Ａｓ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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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直接附加值系数矩阵 Ｖ（增加值／总产出），以 Ｖｉ为对角元素可定义 Ｇ个国家

ＧＮ×ＧＮ的总增加值系数矩阵：

Ｖ＝

Ｖ１ ０ … ０

０ Ｖ２ … ０

   

０ ０ … Ｖ















Ｇ

（５）

其中，增加值率满足如下约束，ｕ是元素为１的行向量：

Ｖｉ＝ｕ（１－∑
ｊ
Ａｊｉ） （６）

定义Ｅｓｒ为Ｎ×Ｎ矩阵，其对角元素是ｓ国各产业的总出口，则Ｇ个国家Ｎ个产业部

门ＧＮ×ＧＮ阶的出口系数矩阵为：

Ｅ＝

Ｅ１ ０ … ０

０ Ｅ２ … ０

   

０ … Ｅ















Ｇ

（７）

将附加值系数矩阵Ｖ与昂惕夫逆矩阵 Ｂ相乘，得到总增加值乘子（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ｅｒ）矩阵

ＶＢ，表示一单位产出所包含的直接和间接的增加值的总和：

ＶＢ＝

Ｖ１Ｂ１１ Ｖ１Ｂ１２ … Ｖ１Ｂ１Ｇ
Ｖ２Ｂ２１ Ｖ２Ｂ２２ … Ｖ２Ｂ２Ｇ
   

ＶＧＢＧ１ ＶＧＢＧ２ … ＶＧＢ















ＧＧ

（８）

将矩阵Ｖ、矩阵Ｂ以及矩阵Ｅ相乘，便得到了 ＧＮ×ＧＮ阶的 ＶＢＥ矩阵，为出口的价

值增值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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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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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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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ＢＥ矩阵对角线上的元素表示ｒ国出口中的国内附加值（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ＤＶ）：

ＤＶｒ＝ＶｒＢｒｒＥｒ （１０）

ＶＢＥ矩阵各列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加总表示ｒ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外价值增值（ｆｏｒｅ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ＦＶ）：

ＦＶｒ＝∑
ｓ≠ｒ
ＶｓＢｓｒＥｒ （１１）

ＶＢＥ矩阵各行非对角线上的元素加总表示ｒ国出口到ｓ国经后者加工再出口给ｔ国

而实现的间接附加值出口（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ＩＶ）：

ＩＶｒ＝∑
ｓ≠ｔ
ＶｒＢｒｓＥｓｔ （１２）

从ＧＶＣ的视角来看，一国出口总值可以分解为国内增加值部分与国外增加值部分，

表示为：

Ｅｒ ＝ＤＶｒ＋ＦＶｒ （１３）

一国的出口由最终品出口和中间品出口组成，根据进口国的使用目的，中间产品的

出口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被进口国直接使用不再加工出口的产品、被进口国加工出口到

第三国的产品，以及被进口国加工又出口返回本国的产品三个部分，可以表示为：

Ｅｒｓ＝Ｙｒｓ＋ＡｒｓＸｓ＝Ｙ{ｒｓ
（１）

＋ＡｒｓＸ{ ｓｓ
（２）

＋∑
ｔ≠ｒ，ｓ
ＡｒｓＸ{ ｓｔ

（３）

＋ＡｒｓＸ{ ｓｔ
（４）

（１４）

式（１４）中，（１）为ｒ国出口到 ｓ国的最终产品；（２）为被 ｓ国直接吸收的中间产品；

（３）为被ｓ国加工出口到第三国的中间品；（４）为被 ｓ国加工出口并返回到 ｒ国的中

间品。

将式（１３）与式（１４）结合起来，最终可将一国的总出口分解为５个部分：

Ｅｒ ＝ＤＶｒ＋ＦＶｒ

＝ＶｒＢｒｒ∑
ｓ≠ｒ
Ｙ

     

ｒｓ

（１）

＋ＶｒＢｒｒ∑
ｓ≠ｒ
ＡｒｓＸ

     

ｓｓ

（２）

＋ＶｒＢｒｒ∑
ｓ≠ｒ
∑
ｔ≠ｒ，ｓ
ＡｒｓＸ

       

ｓｔ

（３）

＋ＶｒＢｒｒ∑
ｓ≠ｒ
ＡｒｓＸ

     

ｓｒ

（４）

{＋ＦＶ
（５）

（１５）

其中，等式右边第（１）项表示直接被进口国（ｓ国）吸收的包含在最终产品和服务出

口的ｒ国的国内价值增值（用ＦＤＶ表示）；第（２）项表示进口国（ｓ国）直接使用的中间品

出口中所包含的ｒ国国内增加值（用 ＩＮＤＶ表示）；第（３）项表示 ｒ国的间接附加值出口

（用ＩＶ表示）；第（４）项表示被ｓ国加工出口并返回到ｒ国的中间品价值部分（用ＲＤＶ表

示）；第（５）项表示各行业总出口中所包含的国外增加值ＦＶ部分。

（二）指标的构建

基于以上对一国（产业）总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构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指标：ＧＶ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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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度指数和ＧＶＣ的地位指数。ＧＶＣ的参与度指数的公式为：

ＧＶＣ＿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ｒ＝
ＩＶｉｒ
Ｅｉｒ
＋
ＦＶｉｒ
Ｅｉｒ

（１６）

其中，ＩＶｉｒ表示ｒ国ｉ产业的间接附加值出口，衡量的是有多少价值增值被包含在 ｒ

国ｉ产业的中间产品出口经进口国加工出口到第三国；ＦＶｉｒ表示ｒ国ｉ产业出口包含的国

外增加值部分；Ｅｉｒ表示ｒ国ｉ产业的总出口。

Ｋｏｏｐｍａｎ还按照参与方式的差异，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分为 ＧＶＣ前向参与度

ＩＶｉｒ
Ｅ( )
ｉｒ
与ＧＶＣ后向参与度

ＦＶｉｒ
Ｅ( )
ｉｒ
。前向参与度衡量的是ｒ国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中间品

加工再出口到第三国的程度，该指数越高，表明 ｒ国在全球价值链越处于“上游”环节，

因此，前向参与又可称为高端嵌入。后向参与度是指一国通过进口中间品参与全球价

值链的分工程度，衡量该国某产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外附加值”的比重，该指数越高，表

明ｒ国在全球价值链越处于“下游”环节。ＧＶＣ的地位指数公式为：

ＧＶ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ｉｒ＝ｌｎ１＋
ＩＶｉｒ
Ｅ( )
ｉｒ
－ｌｎ１＋

ＦＶｉｒ
Ｅ( )
ｉｒ

（１７）

该指标反映了一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若该指数越大，表明一国（产

业）在 ＧＶＣ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就越高；反之，表明一国（产业）在 ＧＶＣ分工中的地位就

越低。

（三）数据说明

本文借助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１６年编制的最新版本（ＷＩＯＤ２０１６）数据库提供的ＷＩＯＴｓ

表（Ｗｏｒｌｄ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ｂｌｅｓ）相关数据构建指标。ＷＩＯＴｓ涵盖２８个欧盟国家和其他

１５个主要国家或地区以及“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ＲＯＷ）”的５６个部门的２０００—２０１４

年间的全球ＩＣＩＯ表。其中，５６个部门是根据国际标准产业分类修订版（ＩＳＩＣＲｅｖ．４）划

分的。本文运用ＷＩＯＤ最新发布的数据较好地刻画了中国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和

参与程度。

二、测算结果与分析

（一）世界代表性国家ＧＶＣ参与度与ＧＶＣ地位指数变化及比较

本文选取２０１６年世界经济总量排名前１０的国家（美国、中国、日本、德国、法国、英

国、巴西、印度、俄罗斯、意大利）作为研究对象，对每个国家整体的 ＧＶＣ参与度指数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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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ＶＣ地位指数的测算结果如表２和表３所示。

表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１０国ＧＶＣ参与度指数及比较

年份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意大利

２０００ ０．３９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４２ ０．４２ ０．４０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４８ ０．３８

２００１ ０．３８ ０．３２ ０．３４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３２ ０．３２ ０．４６ ０．３８

２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３４ ０．３４ ０．４０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３２ ０．３３ ０．４７ ０．３７

２００３ ０．３８ ０．３６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４１ ０．４０ ０．３３ ０．３４ ０．４９ ０．３８

２００４ ０．４０ ０．３９ ０．３７ ０．４２ ０．４３ ０．４１ ０．３３ ０．３７ ０．５１ ０．４０

２００５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３８ ０．４４ ０．４４ ０．４２ ０．３４ ０．３８ ０．５４ ０．４１

２００６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４１ ０．４５ ０．４６ ０．４３ ０．３５ ０．４０ ０．５６ ０．４３

２００７ ０．４１ ０．３９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４４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５５ ０．４４

２００８ ０．４２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４７ ０．４６ ０．３７ ０．４１ ０．５７ ０．４４

２００９ ０．３８ ０．３３ ０．３９ ０．４４ ０．４４ ０．４３ ０．３３ ０．３７ ０．５１ ０．４１

２０１０ ０．４０ ０．３７ ０．４１ ０．４７ ０．４８ ０．４６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５６ ０．４６

２０１１ ０．４２ ０．３８ ０．４４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４８ ０．３８ ０．３８ ０．５９ ０．４９

２０１２ ０．４１ ０．３６ ０．４３ ０．４９ ０．５０ ０．４８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６０ ０．４９

２０１３ ０．４２ ０．３６ 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５０ ０．４５ ０．３７ ０．３９ ０．５６ ０．４８

２０１４ ０．４２ ０．３５ ０．４５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４６ ０．３７ ０．３８ ０．５４ ０．４７

均值 ０．４０ ０．３６ 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４５ ０．４３ ０．３５ ０．３７ ０．５３ ０．４３

资料来源：根据ＷＩＯＤ数据库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数据测算

从表２可以看出，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世界前１０大经济体的ＧＶＣ参与度排名依次为：俄

罗斯（０．５３）、法国（０．４５）、德国（０．４５）、英国（０．４３）、意大利（０．４３）、美国（０．４０）、日本

（０．４０）、印度（０．３７）、中国（０．３６）和巴西（０．３５）。世界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大

都经历了一个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Ｎ”型的趋势。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前后，各国的

ＧＶＣ参与度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之后逐渐呈现快速发展的上升趋势。各国的

ＧＶＣ参与度与世界经济总量排名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俄罗斯的经济总量排在第９位，但

其ＧＶＣ参与度最高，均高于其他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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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１０国ＧＶＣ地位指数变化及比较

年份 美国 中国 日本 德国 法国 英国 巴西 印度 俄罗斯 意大利

２０００ ０．１７ ０．０１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５ ０．２４ 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０．１８ 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００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２３ 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０．１８ ０．００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４ ０．２４ ０．０２

２００３ ０．１８ －０．０３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２５ 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０．１８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３０ ０．０３

２００５ ０．１７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４ ０．３２ ０．０２

２００６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００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３４ ０．００

２００７ ０．１６ －０．０５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８ 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３４ ０．０１

２００８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５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７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５ ０．００

２００９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１０ ０．０１ ０．３３ ０．００

２０１０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２ ０．０５ ０．１２ ０．０１ ０．３６ －０．０３

２０１１ ０．１５ ０．００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１４ ０．００ ０．３８ －０．０３

２０１２ ０．１４ ０．０１ ０．０６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１２ －０．０２ ０．３８ －０．０２

２０１３ ０．１５ ０．０１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０２ ０．３４ －０．０２

２０１４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３ ０．０８ ０．１１ －０．０２ ０．３２ －０．０２

均值 ０．１６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１ －０．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９ ０．０２ ０．３１ ０．００

资料来源：根据ＷＩＯＤ数据库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数据测算

从表３可以看出，在世界前１０大经济体中，俄罗斯的ＧＶＣ地位指数（０．３１）最高，法

国（－０．０２）最低。这与分析ＧＶＣ参与度指数得出的结论相似，即贸易的规模与利得不

一定成正比，经济发达程度与一国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没有必然关系。如

印度的ＧＶＣ地位指数高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 ＧＶＣ地

位指数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的“Ｖ”型变化过程。尤其是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之后，中

国的ＧＶＣ地位逐步超过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并且仍呈现出不断上升

的发展态势。这表明随着国际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

进，中国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枢纽。

（二）中国制造业和服务业ＧＶＣ参与度和ＧＶＣ地位指数变化及比较

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制造业与服务业 ＧＶＣ参与度与 ＧＶＣ地位指数进行测算，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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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如表４所示。

表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ＧＶＣ参与度与ＧＶＣ地位指数

年份
制造业整体

ＧＶＣ参与度 ＧＶＣ地位指数

服务业整体

ＧＶＣ参与度 ＧＶＣ地位指数

中国整体

ＧＶＣ参与度 ＧＶＣ地位指数

２０００ ０．２８ －０．０７ ０．４０ ０．１７ ０．３３ ０．０１

２００１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３９ ０．１７ ０．３２ 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０．２９ －０．０８ ０．４０ ０．１７ ０．３４ ０．００

２００３ ０．３２ －０．１１ ０．４４ ０．１９ ０．３６ －０．０３

２００４ ０．３５ －０．１２ ０．４８ ０．１９ ０．３９ －０．０５

２００５ ０．３４ －０．１３ ０．５０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０．３４ －０．１２ ０．５２ ０．２２ ０．３９ －０．０５

２００７ ０．３４ －０．１３ ０．５１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０５

２００８ ０．３３ －０．１１ ０．４８ ０．２１ ０．３８ －０．０３

２００９ ０．２９ －０．０８ ０．４３ ０．２１ ０．３３ －０．０１

２０１０ ０．３２ －０．０９ ０．４７ ０．２３ ０．３７ －０．０１

２０１１ ０．３２ －０．０９ ０．４９ ０．２５ ０．３８ ０．００

２０１２ ０．３０ －０．０８ ０．４８ ０．２５ ０．３６ ０．０１

２０１３ ０．３０ －０．０７ ０．５３ ０．２９ ０．３６ ０．０１

２０１４ ０．２８ －０．０６ ０．５５ ０．３２ ０．３５ ０．０３

均值 ０．３１ －０．０９ ０．４７ ０．２２ ０．３６ －０．０１

资料来源：根据ＷＩＯＤ数据库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数据测算

从平均值来看，中国制造业的 ＧＶＣ参与度指数为 ０．３１，ＧＶＣ分工地位指数为

－０．０９；中国服务业的ＧＶＣ参与度指数为０．４７，ＧＶＣ分工地位指数为０．２２。这表明我

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仍不够高，研发、设计、营销等高附加值

的生产服务环节基本被发达国家所占据。但服务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高于制造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这是因为在增加值贸易下，测算综合考虑了服务业的直接出口以及“物

化”在制造业中的间接出口部分。从参与率看，２０００—２００５年制造业与服务业参与度都

提升较快，因为这个时期中国主要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大量承接了来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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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移，从事加工贸易，通过大量进口中间产品进行加工组装再出

口，制造业ＧＶＣ参与度不断提升，也带动了服务业的发展。２００７年之后，全球价值链步

入深度调整期，中国一般贸易比重不断上升，而加工贸易比重不断下降，再加上劳动力

成本不断攀升，发达国家的一部分产业转移至劳动力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因此制造

业和服务业参与程度也相应下降。２０１０年后制造业和服务业ＧＶＣ参与度都有所回升，

表明中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和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进一步测算中国制造业、服务业层面 ＧＶＣ前向参与度（ＩＶ／Ｅ），后向参与度

（ＦＶ／Ｅ），以及国内增加值占出口的比例（ＤＶ／Ｅ），并与中国整体层面进行比较，结果如

表５所示。

表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ＧＶＣ前向参与度（ＩＶ／Ｅ）、后向参与度（ＦＶ／Ｅ）变化及比较

年份
制造业整体

ＩＶ／Ｅ ＦＶ／Ｅ ＤＶ／Ｅ

服务业整体

ＩＶ／Ｅ ＦＶ／Ｅ ＤＶ／Ｅ

中国整体

ＩＶ／Ｅ ＦＶ／Ｅ ＤＶ／Ｅ

２０００ ０．１０ ０．１８ ０．８０ ０．３０ ０．１０ ０．８９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８２

２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７ ０．８１ ０．３０ ０．０９ ０．９０ ０．１７ ０．１５ ０．８３

２００２ ０．１０ ０．１９ ０．７９ ０．３１ ０．１０ ０．８９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８１

２００３ ０．１０ ０．２２ ０．７５ ０．３３ ０．１１ ０．８８ ０．１６ ０．２０ ０．７８

２００４ ０．１０ ０．２５ ０．７２ ０．３６ ０．１２ ０．８７ ０．１７ ０．２２ ０．７５

２００５ ０．０９ ０．２５ ０．７２ ０．３８ ０．１２ ０．８７ ０．１６ ０．２２ ０．７５

２００６ ０．１０ ０．２４ ０．７３ ０．４０ ０．１２ ０．８６ ０．１７ ０．２２ ０．７５

２００７ ０．１０ ０．２４ ０．７２ ０．３８ ０．１２ ０．８６ ０．１７ ０．２２ ０．７５

２００８ ０．１０ ０．２３ ０．７４ ０．３７ ０．１１ ０．８７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７７

２００９ 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７８ ０．３４ ０．０９ ０．９０ ０．１６ ０．１７ ０．８１

２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７６ ０．３８ ０．１０ ０．９０ ０．１８ ０．１９ ０．７９

２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２１ ０．７７ ０．４０ ０．０９ ０．９０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７９

２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２０ ０．７８ ０．４０ ０．０８ ０．９１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８１

２０１３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７９ ０．４５ ０．０８ ０．９１ ０．１９ ０．１７ ０．８１

２０１４ ０．１１ ０．１７ ０．８１ ０．４７ ０．０７ ０．９２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８３

均值 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７７ ０．３７ ０．１０ ０．８９ ０．１７ ０．１９ ０．７９

资料来源：根据ＷＩＯＤ数据库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数据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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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中，从平均值来看，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中国制造业的 ＧＶＣ前向参与度为０．１０，

后向参与度为０．２１，国内增加值占出口的比例为０．７７；中国服务业的 ＧＶＣ前向参与

度为０．３７，后向参与度为０．１０，国内增加值占出口的比例为０．８９；中国整体的前向

ＧＶＣ参与度为０．１７，后向参与度为０．１９，国内增加值占出口的比例为０．７９。制造业

的后向参与度比服务业的前向参与度要高，而服务业的前向参与度要高于制造业的前

向参与度。

从变化趋势来看，中国制造业ＧＶＣ后向参与度呈现“Ｍ”型趋势，表明随着国际分工

程度的加深，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制造业 ＧＶＣ前向参与

度也呈缓慢上升发展态势，表明中国出口中包含在中间产品中直接被进口国用来生产

产品并出口到第三国的中国国内增加值比例有所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作用日益凸显，ＧＶＣ地位不断上升。

３．中国制造业分行业ＧＶＣ参与度和ＧＶＣ地位指数变化

进一步分析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 ＧＶＣ参与度和 ＧＶＣ地位指数变化。在

ＷＩＯＤ数据库中，ｒ５～ｒ２３表示制造业，包括食品、饮料与烟草制品制造行业（ｒ５），纺织

品、服装与皮革和相关产品制造行业（ｒ６），木材、木材制品和软木制品、草编制品及编

织材料物品制造行业（ｒ７），纸和纸制品制造行业（ｒ８），记录媒介物的印制及复制

（ｒ９），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行业（ｒ１０），化学品及化学制品制造行业（ｒ１１），药品、

药用化学品及植物药材制造行业（ｒ１２），橡胶和塑料制品制造行业（ｒ１３），其他非金属

矿物制品制造行业（ｒ１４），基本金属制造行业（ｒ１５），金属制品的制造（ｒ１６），计算机、

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行业（ｒ１７），电力设备制造业（ｒ１８），未另分类的机械和设备制造

业（ｒ１９），汽车、挂车和半挂车制造行业（ｒ２０），其他运输设备的制造业（ｒ２１），家具制

造以及其他制造业（ｒ２２）等。由于中国的机械和设备的修理和安装行业（ｒ２３）的数据

为０，因此选定ｒ５～ｒ２２作为研究对象。各细分制造业的ＧＶＣ参与度与ＧＶＣ地位指数

如表６、表７所示。

表６　中国制造业内部各细分行业ＧＶＣ参与度指数

年份 ｒ５ ｒ６ ｒ７ ｒ８ ｒ９ ｒ１０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３ ｒ１４ ｒ１５ ｒ１６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１９ ｒ２０ ｒ２１ ｒ２２

２０００ ０．１３ ０．２ ０．３１ ０．４９ ０．５ ０．４２ ０．４６ ０．１８ ０．３２ ０．３７ ０．４２ ０．２７ ０．３６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４ ０．２２ ０．１５

２００１ ０．１２ ０．２ ０．３ ０．５１ ０．５２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１７ ０．３３ ０．３２ ０．４６ ０．２６ ０．３６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４ ０．２２ ０．１４

２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２１ ０．２９ ０．５５ ０．５７ ０．３８ ０．４４ ０．１８ ０．３５ ０．２９ ０．４８ ０．２６ ０．３８ ０．２５ ０．２６ ０．４３ ０．２４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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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６

年份 ｒ５ ｒ６ ｒ７ ｒ８ ｒ９ ｒ１０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３ ｒ１４ ｒ１５ ｒ１６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１９ ｒ２０ ｒ２１ ｒ２２

２００３ ０．１５ ０．２２ ０．３１ ０．６２ ０．５９ ０．４１ ０．４７ ０．２ ０．３７ ０．３ ０．５ ０．２８ ０．４２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４ ０．２５ ０．１５

２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２３ ０．３４ ０．７５ ０．６７ ０．５１ ０．４９ ０．２１ ０．４ ０．３３ ０．５ ０．３ ０．４３ ０．２９ ０．３ ０．３７ ０．２７ ０．１５

２００５ ０．１８ ０．２１ ０．３５ ０．７８ ０．６６ ０．６２ ０．４９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３４ ０．５４ ０．３ ０．４２ ０．２９ ０．３ ０．３４ ０．２７ ０．１６

２００６ ０．１９ ０．２１ ０．３７ ０．９３ ０．７３ ０．７８ ０．４９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３５ ０．５３ ０．３１ ０．４３ ０．２９ ０．３ ０．３４ ０．２６ ０．１７

２００７ ０．２ ０．１９ ０．３９ １．０６ ０．７９ ０．８７ ０．４８ ０．２１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５４ ０．３１ ０．４４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３４ ０．２７ ０．１７

２００８ ０．２２ ０．１８ ０．３８ ０．９２ ０．８５ ０．７５ ０．４７ ０．１９ ０．３７ ０．３５ ０．５３ ０．３ ０．４１ ０．２８ ０．２８ ０．３２ ０．２５ ０．１６

２００９ ０．１９ ０．１５ ０．３６ ０．７４ ０．７８ ０．７１ ０．４５ ０．１６ ０．３４ ０．３１ ０．５３ ０．２８ ０．３６ ０．２５ ０．２５ ０．３ ０．２１ ０．１４

２０１０ ０．２１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６４ ０．７７ ０．７２ ０．４７ ０．１７ ０．３７ ０．３２ ０．５４ ０．３ ０．３８ ０．２８ ０．２７ ０．３２ ０．２２ ０．１６

２０１１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３９ ０．５６ ０．７６ ０．６２ ０．４８ ０．１８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５５ ０．３１ ０．３８ ０．２９ ０．２９ ０．３１ ０．２３ ０．１７

２０１２ ０．２４ ０．１６ ０．３７ ０．４８ ０．７５ ０．５８ ０．４６ ０．１７ ０．３５ ０．３１ ０．５１ ０．３ ０．３６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２２ ０．１５

２０１３ ０．２３ ０．１５ ０．３８ ０．４５ ０．６９ ０．５５ ０．４４ ０．１７ ０．３４ ０．３ ０．４９ ０．３ ０．３６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２９ ０．２２ ０．１６

２０１４ ０．２３ ０．１４ ０．３８ ０．４３ ０．６６ ０．５２ ０．４１ ０．１６ ０．３３ ０．２８ ０．４５ ０．２７ ０．３３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２８ ０．２１ ０．１５

均值 ０．１９ ０．１９ ０．３５ ０．６６ ０．６９ ０．５９ ０．４６ ０．１８ ０．３６ ０．３２ ０．５ ０．２９ ０．３９ ０．２７ ０．２８ ０．３４ ０．２４ ０．１６

资料来源：根据ＷＩＯＤ数据库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数据测算

从行业的均值看，在１８个制造业细分部门中，记录媒介物的印制及复制（ｒ９）的

ＧＶＣ参与度最高，为０．６９，纸和纸制品制造行业（ｒ８）次之，为０．６６，家具制造以及其

他制造业（ｒ２２）ＧＶＣ参与度最低，为０．１６。除了纸和纸制品的制造行业（ｒ８）、记录媒

介物的印制及复制行业（ｒ９）与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制造（ｒ１０）等行业的 ＧＶＣ参与度

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Ｖ”型变化趋势。其余制造行业１５年间的 ＧＶＣ参与度呈

现出稳定发展的特点。２０１４年，受全球经济低迷的影响，所有行业的 ＧＶＣ参与度均

有小幅回落。

表７中，从行业均值看，在１８个制造业细分部门中，记录媒介物的印制及复制行

业（ｒ９）的ＧＶＣ地位指数最高，为０．３０，纸和纸制品制造行业（ｒ８）次之，为０．２５。比较

低的是电力设备制造业（ｒ１８）的ＧＶＣ地位指数，为－０．１２，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ｒ２１）

的ＧＶＣ地位指数为－０．１３，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ｒ１７）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为

－０．２０。从变化趋势看，我国劳动密集型行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提高带动了制造业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提高，而资本与知识密集型行业的ＧＶＣ地位指数相对不高，尤其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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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设备的制造（ｒ１８），其他运输设备的制造（ｒ２１），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的制造

（ｒ１７）等行业对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地位提升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大部分处在中下游位

置，国际竞争力较弱，迫切需要我国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以提高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

表７　中国制造业内部各细分行业ＧＶＣ地位指数

年份 ｒ５ ｒ６ ｒ７ ｒ８ ｒ９ ｒ１０ ｒ１１ ｒ１２ ｒ１３ ｒ１４ ｒ１５ ｒ１６ ｒ１７ ｒ１８ ｒ１９ ｒ２０ ｒ２１ ｒ２２

２０００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６ ０．１８ ０．２ ０．１１ ０．１ －０．０１－０．０１０．１１ ０．１１ －０．０２－０．１７－０．０９－０．０１ ０．１ －０．１－０．０７

２００１ －０．０１－０．１ ０．０６ ０．２１ ０．２４ ０．０９ ０．０９ ０ 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０２－０．１７－０．０８－０．０１０．１２ －０．０９－０．０６

２００２ －０．０２－０．１１０．０５ ０．２３ ０．２７ ０．０６ ０．０８ ０ ０．０１ ０．０５ ０．１６ －０．０３－０．１９－０．０８－０．０３０．１３ －０．０９－０．０７

２００３ －０．０２－０．１２０．０３ ０．２４ ０．２５ ０．０３ ０．０６ －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２ ０．１３ －０．０５－０．２２－０．１２－０．０６０．０４ －０．１３－０．０８

２００４ －０．０２－０．１３０．０４ ０．２９ ０．２７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３－０．０５ ０ ０．０８ －０．０６－０．２４－０．１４－０．０９－０．０３－０．１４－０．１

２００５ －０．０２－０．１３０．０２ ０．３ ０．２５ ０．１ ０．０１ －０．０５－０．０８－０．０１ ０．１ －０．０７－０．２５－０．１４－０．１－０．０５－０．１４－０．０９

２００６ －０．０１－０．１２０．０５ ０．４ ０．３ ０．２１ ０．０２ －０．０４－０．０７ ０ ０．０９ －０．０６－０．２４－０．１４－０．０９－０．０６－０．１５－０．０７

２００７ ０ －０．１１０．０６ ０．４６ ０．３４ ０．２６ ０．０２ －０．０５－０．０８０．０２ ０．１ －０．０５－０．２６－０．１５－０．１－０．０６－０．１４－０．０８

２００８ ０．０２ －０．０９０．０７ ０．４ ０．３９ ０．１７ ０．０３ －０．０４－０．０５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０５－０．２４－０．１３－０．０９－０．０５－０．１４－０．０７

２００９ ０．０３ －０．０６０．１１ ０．３３ ０．３９ ０．２ ０．０６ －０．０３－０．０２０．０３ ０．１３ －０．０３－０．２－０．１１－０．０７－０．０１－０．１３－０．０５

２０１０ ０．０３ －０．０８０．０７ ０．２３ ０．３５ ０．１５ ０．０４ －０．０４－０．０３－０．０１０．０９ －０．０５－０．１９－０．１２－０．０９－０．０１－０．１５－０．０７

２０１１ ０．０４ －０．０７０．０８ ０．１６ ０．３４ ０．０４ ０．０４ －０．０４－０．０２０．０１ ０．０８ －０．０６－０．１８－０．１２－０．０８－０．０３－０．１５－０．０６

２０１２ ０．０６ －０．０５ ０．１ ０．１３ ０．３６ ０．０２ ０．０４ －０．０３－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５ －０．０５－０．１７－０．１１－０．０８－０．０３－０．１４－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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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根据ＷＩＯＤ数据库２０１６年发布的数据测算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结论

本文根据ＷＩＯＤ数据库２０１６年最新发布的数据，利用 ＫＰＷＷ分解方法，测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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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的ＧＶＣ参与度指数和ＧＶＣ地位指数，分析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的程度与演变趋势，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从国别层面看，在选取的世界前１０大代表性经济体中，俄罗斯的 ＧＶＣ参与

度最高，巴西最低。进一步考察 ＧＶＣ地位指数，俄罗斯最高，法国最低。这表明这些

国家大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同时也反映出贸易的规模与贸易的利得不一定成正

比，一国的经济总量和进出口规模并不一定能真实地反映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再上升“Ｖ”型变化过程。２００８年金融危

机之后，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逐步超过日本、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发达国家，并且仍

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发展态势，这表明随着国际分工程度的不断深化，我国在全球价值

链中的地位在逐年上升。这与中国多年的技术、人力资本和生产能力等积累有关。部

分从事低端代工的企业已经走出了简单的加工装配阶段，日渐拥有了自己的研发设计

能力；有的企业还通过“干中学”效应、“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了加工贸易转型升级，拥

有了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实现了贸易结构的优化，从而跻身于高技术附加值上游环

节，逐步向产业链的中高端迈进。

第二，从行业层面看，中国制造业ＧＶＣ地位与国家整体层面的分工地位指数基本

一致，呈先下降再上升的“Ｖ”型发展态势，服务业参与国际分工地位指数总体呈上升

趋势。中国制造业的ＧＶＣ后向参与度呈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再下降的“Ｍ”型趋势，

即中国出口的国外增加值率近些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ＧＶＣ前向参与度也呈缓慢上

升发展态势。这表明随着产品内分工程度的加深，中国制造业对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

程度有所下降，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日益凸显，成为中间品的主要供应

国。这主要是因为，经过３０多年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能力逐步增强，制

造业已具备了较为厚实的产业基础，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和配套体系，部分中间

产品和零部件已经由从国外进口逐步转为自产自销，甚至出口到国外。服务业 ＧＶＣ

地位指数上升则是由于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逐步放宽服务业外资市

场准入，服务进口竞争效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不断向服务业领域倾斜和转移等，使得

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

第三，从制造业细分行业层面看，中国制造业ＧＶＣ地位指数的提高主要来自劳动

密集型 ＧＶＣ地位指数的提高，而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行业的 ＧＶＣ地位指数不

高，这些行业对中国制造业 ＧＶＣ地位提升的作用还相当有限，大部分处在中下游位

置，国际竞争力较弱。这是因为中国过去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以加工贸易为主，劳

动力资源相对丰裕，劳动密集型产业具有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形成了一定的价格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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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优势，促进了国际分工地位的逐步提升。但目前劳动力成本不断攀升，劳动密集型

产业开始向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加上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价格

竞争优势正在弱化，迫切需要我国大力发展高技术等知识密集型产业，以提高制造业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二）政策建议

１．制造业层面

一是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的基础上，

提升创新能力，逐步培育一批创新型龙头企业，增强自主研发能力。在计算机、电子信

息产业等制造行业形成产业集群，增强配套能力，并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推进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通过科技工业园区，加快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深化国际合作，不断提高我

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二是加强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加大信息技术在研发、设计、生

产、管理等环节的创新应用能力。搭建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信息网络平

台，为企业发展个性化定制、网络协同制造等新型制造模式提供支持，加快企业工艺技

术、设备改造升级，提高制造业的基础能力，促进产业向价值链两端攀升。

三是加快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给予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设备投

资方面更多的金融、税收优惠支持，加大教育培训力度，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素质。进一

步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延伸产业链长度，完善配套产业体系，提高企业中间品的质量和

技术含量，促进加工贸易由低附加值的代工模式向研发、设计、维修等的转变，实现由

ＯＥＭ向ＯＢＭ的转变。

２．服务业层面

一是扩大服务业开放程度，加快服务业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应进一步扩大服务

业市场开放程度，放宽市场准入条件，不断削减服务贸易壁垒，改善服务业发展营商环

境，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尤其是加大电信、金融、零售等服务领域的开放，逐步实现服

务贸易自由化，扩大服务业贸易规模，不断提升我国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

地位。

二是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发展，优化生产性服务业内部结构。带动研发、

设计、金融、信息服务、品牌等高附加值新兴服务业快速发展，创新金融支持，推进生产

性服务业集聚区和示范区建设，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质量水平，增强国际竞争力。

三是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加快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增加高端和先进服务

要素在投入中的比重，逐步从以“生产型制造”向“制造 ＋服务”为主转变，提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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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为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提供

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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