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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构建了国内省级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对各个省

市行业出口进行增加值分解，并在此基础上，从省级整体、行业产品两方面对各个省市

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位置和演变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一省出口增加值分解为

本省增加值、外省增加值、国外增加值这三个部分的基础上再依据增加值去向进行细分，

其中被国外直接吸收的增加值份额最大。各省市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均在增加，沿海省

市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高于中西部省市。（2）沿海省市出口中复杂技术产品比中西部省

市多，中西部省市产品出口技术有所上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得到明显的提升。（3）

各省市相对上游的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源产业和纺织业，设备制造等需技术投入的产业相

对下游。（4）我国整体上产品出口多使用劳动、资本要素，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中下游

位置，区域间情况不一，沿海省市以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多投入有技术含量的劳

动要素，中西部地区为资本要素以及低廉的劳动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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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全球范围内资源有效整合和利用的国际分工模式发生了巨

大的变化，国际分工经历了由产业间国际分工到产业内国际分工、产品内国际分工不断

深化的历程。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的驱使下，

产品的生产工序被分割，将附加值低的产品生产工序外包给其他国家，或者选择生产成

本较低的国家投资建厂，自己只保留产品的研发设计和营销等这些高附加值的工序，这

种国际分工将垂直一体化的产品生产过程被分解为不同的工序，进而在空间上布局不同

于其他国家，进一步形成了以产品内分工为基础的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

GVC)。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各国、区域参与全球价值链程度以及地位进行测度。Hummels（2001）

最早提出垂直专业化程度来衡量一国在价值链中的竞争力，利用垂直专业化份额（VSS）

从进口角度分析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及其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De Backer 和

Yamano (2007)，Miroudot 和 Ragoussis (2009) 等学者利用该方法在国内投入产出表

的基础上计算出了中间产品以及最终产品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当一国作为中间投入品的

提供者参与全球价值链时，Hummels 等人还提出了 VSS1 指标，测算的是它国出口中用到

的作为中间品的本国商品和服务份额。Daudin et al.( 2011)在 GTAP 数据的基础上，

对 VS 和 VS1 指数进行了计算，并对 VS1 指数进一步细化，提出了 VS1*指数。Koopman

（2010）通过对一国该产业出口给其他国家的中间品与其从别国进口的中间品进行比较，

从分解总贸易额的角度进一步构建了 GVC 中的分工地位和参与程度的指标。De Backer

和 Miroudot(2012 ）也用上述指标及 ICIO 数据计算出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GVC_Participation 的值。Banga(2013）提出用“后向联系或者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

和“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前向联系”来衡量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其实这两个指标就对应了

KPWW 模型中的 FV（出口中国外增加值）和 IV（间接增加值出口额）。Antras 和 Chor（2012）

提出行业上游度概念，从行业层面出发、根据出口产品距离最终品的平均距离来表示行

业在价值链中的位置。

国内学者对我国、省份区域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程度及地位的测度进行了相关研究，

分别从垂直专业化角度、KPWW 方法出发，研究我国在 GVC 中的分工地位（张小蒂和孙景

蔚（2006）、唐海燕和张会清（2009）、张少军（2009）、王玉燕，林汉川，吕臣（2014）、

樊茂清，黄薇（2014）、刘维林（2015）等）；利用行业上游度方法对我国各行业乃至国

家整体进行分析（刘祥和，曹瑜强（2014）、鞠建东（2014）、王金亮（2014）、何祚宇，

代谦（2016）等）；苏庆义（2016）首次构建了省级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对增加值进

行分析，从出口专业化程度和显示性比较优势角度出发，对省级出口优势进行衡量。

通过对价值链方面文献的梳理，现有的文献更多的是从国家整体层面出发研究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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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但是从增加值贸易角度出发对于国内省份之间生产联系的研究较少，本文在苏

庆义（2016）的基础上改进并构建了区域间非竞争投入模型，对地区贸易增加值来源以

及去向进行更为详细的分解分析，更进一步从垂直专业化程度、上游度以及产品技术层

面等出发对省、行业出口进行分析，有助于认识各省市之间的联系；其次现有的文献在

进行增加值分解时，从行业整体出口出发，测度在 GVC 中的分工位置，却忽略了行业产

品生产过程中的要素使用，行业上游度算法也是如此，本文在该方面也将进行补充，从

出口产品生产要素使用出发，对各省市 GVC 地位进行更准确地衡量，较好避免了里昂惕

夫悖论；另一方面，全国乃至各个省份都在强调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以及引进价值链

上游产业，本文结论对此都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二、各省市、行业出口增加值分解框架

1、三个地区一个产业

假设：本文是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展开研究，立足于省级层面，故在贸易增加值测

算模型的设立上，将一国国内地区划分为本省和外省，同时引入外国这一区域，那么该

国区域间非竞争投入产出表如表 1所示。同时本文借鉴 HIY（2001）做出了两个关键性

假设之一: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生产投入方式相同即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进口

中间品投入比例相同。

表 2-1 区域间非竞争投入产出表（三个地区一个产业）①

产出

投入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总产出

本省 外省 外国 本省 外省 外国

本省 DDx DPx DWx DDF DPF
DWF DX

外省 PDx PPx PWx PDF PPF
PWF PX

外国 WDx WPx WWx WDF WPF WWF WX

增加值 DV PV
WV

总投入 TDX )( TPX )( TWX )(

说明：上标 D、P、W分别代表本省、外省、外国这三个地区，x表示中间使用流量矩阵，

上标和下标的第一个字母表示投入来源，第二个字母表示使用去向，xDP表示本省产品作

为外省中间投入矩阵，其余以此类；F指的是本省、外省、外国的最终使用，F
DP
表示本

省产品用于外省的最终需求，FDW表示本省对外国最终产品的出口，FPW表示外省对外国最

终产品的出口。V表示增加值矩阵。X表示总产出。

① 此处国外中间品需求和最终需求是结合 WIOD世界投入产出表、30 个省市区域投入产出表按比例处理所得。

中
间
投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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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根据上表，构建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

水平方向有三组均衡方程，即本省产品生产与使用量相等的方程组、外省产品生产

和使用量相等的方程组以及进口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之和与进口总量相等的方程组：

DWDPDDDWDPDDD FFFxxxX 

PWPPPDPWPPPDP FFFxxxX 

WWWPWDWWWPWDW FFFxxxX 

同时根据表 1，可以计算出区域间投入产出的直接消耗矩阵：

 DDDDD XxA / ，这是本省对本省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同理可得 、DPA 、PPA PDA 。

 DWDWD XxA / ，这是本省对进口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同理可得外省对进口产品的直接

消耗系数 WPA 。

根据投入产出理论，  DDD
V XVA / 代表本省直接增加值在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同

理， P
VA 则表示的是外省直接增加值在外省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

现将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带入等式（1）（2）中，可得：

DWDPDDWDWPDPDDDD FFFXAXAXAX 

PWPPPDWPWPPPDPDP FFFXAXAXAX 

WWWPWDWWWPWPDWDW FFFXAXAXAX 

用矩阵形式可以简化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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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省的总产出中，本省直接增加值所占比重是 DDD
V XVA / ，外省直接增加值所占比

重是 PPP
V XVA / ，外国直接增加值所占比重是 WWW

V XVA / ，定义 33 的直接增加值系数

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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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根据（7）式我们可以推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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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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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















































WWWPWD

PWPPPD

DWDPDD

WW

PW

D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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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DP

WD

PD

DD

BBB
BBB
BBB

AI
A
A

A
AI

A

A
A
AI

B

1

，这是地区间投入产出拓展模型

下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其中 DDB 表示非竞争投入产出模型中完全需求系数矩阵，每个元

素表示本省单位最终需求所需要的本省产品的总产出， DPB 表示本省每增加单位最终需

求所需要的外省产品增加的总产出，同理可得其他的含义。

将 B代入（1）式可得：

)()()(
)()()(
)()()(

WWWPWDWWPWPPPDWPDWDPDDWDW

WWWPWDPWPWPPPDPPDWDPDDPDP

WWWPWDDWPWPPPDDPDWDPDDDDD

FFFBFFFBFFFBX
FFFBFFFBFFFBX
FFFBFFFBFFFBX





将直接增加值系数矩阵和里昂惕夫逆矩阵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增加值份额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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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DDDBV 表示本省生产的产品中来自本省的增加值份额； PDPBV 表示本省的生产中来

自外省的增加值份额；同理可得 WDW BV 表示本省生产的产品中来自外国增加值的份额。

一个省产品的增加值可能来自于本省、外省、外国，其中外国可以分为本省的直接进口

以及本省引进外省产品中包含的进口投入份额。

本省出口可以分为中间品出口以及最终品出口两类，中间品出口可以分为直接中间

品出口与间接中间品出口，其中间接中间品出口是通过外省出口实现；故，

PWDPPWDPDWWDWD FAxAFXAE  ，同理可得 PE 、 WE ，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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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增加至份额矩阵与出口矩阵结合起来可以得到一个衡量出口中增加值份额的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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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1）式，我们得到了一个 33 的矩阵，其中， DDDD
V EBA 表示本省出口中省内增加值；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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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PDP
V EBA 表示本省出口中蕴含的来自外省的增加值； DWDW

V EBA 表示本省出口中国外增加

值含量； PDPD
V EBA 表示外省出口中包含的本省的增加值，这也是本省间接出口的本省增

加值； WDWD
V EBA 表示国外的出口中包含的本省增加值，国外的出口在该模型中主要是两

个对象，一是本省、一是外省，故这部分中包含了本省增加值的回流。

综上，（11）式中，衡量了本省出口中的本省省内增加值部分：

DDDD
V

D EBADV  （4）

衡量了本省出口中的本省省内增加值部分：

DWDW
V

D EBAFV  （5）

衡量了本省存在于外省出口中的中间产品增加值部分：

PDPD
V

D EBAIV  （6）

最后将出口代入（12）、（13）、（14）式即可得到相应的增加值。

2、K地区 N产业

现对前面提及的地区间非竞争投入产出模型进行拓展，扩充为 K各地区 N个产业的

实际情形，假设：有 3个参与者，本省 D，外省 P，外国 F，其中外省包含 K个省份，以

本省 30 个部门作为研究对象，三方都进、出口中间品和最终消费品。贸易完全自由化，

不存在贸易壁垒。但是在该模型中，未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进行区分。该国区域间非

竞争投入产出表如表 2-2 所示：

表 2-2 区域间非竞争投入产出表（N 产业）

产出

投入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总产出

省1 省2 … 省K 外

国

省 1 省

2

… 省K 外

国

中

间

投

入

省

1

11
ijx

12
ijx … k

ijx
1 w

ijx
1 11

ijF
12
ijF … k

ijF
1 w

ijF
1 1X

省

2

21
ijx

22
ijx … k

ijx
2 w

ijx
2 21

ijF
22
ijF … k

ijF
2 w

ijF
2 2X

… … … … … … … … … … … …

省

K

1k
ijx

2k
ijx … kk

ijx
kw
ijx

1k
ijF

2k
ijF … kk

ijF
kw
ijF k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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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国

1w
ijx

2w
ijx … wk

ijx
ww
ijx

1w
ijF

2w
ijF … wk

ijF
ww
ijF wX

增加值 1
jV

2
jV … k

jV
w
jV

总投入  TX 1  TX 2 …  TkX  TwX

说明：右下标 i、j 代表 30 个部门， 12
ijx 表示省 1 的 i 部门产品作为省 2 的 j 部门生产

的中间投入，其余以此类推。F 表示最终使用， 12
ijF 表示省 1 的 i 部门的产品用于省 2

的 j部门的最终使用。在该表中未标明本省，故可将任意省份作为本省研究。由于数据

有限，未对外国行业进行具体划分。

同时根据表 2，可以计算出该表对应的投入产出直接消耗系数矩阵：

 kk
ij

k
ij XxA /11  ，这是省 k中 j部门产品对省 1的 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

 kwk
ij

wk
ij XxA / ，这是省 k的 j部门对外国 i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同理可得其他直

接消耗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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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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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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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
AAAAA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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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

22232221

11131211

水平方向有三组均衡方程，即总产出=中间需求+最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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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ijijijij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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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jijij FFFFFxxxxX 1k113121111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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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jijijij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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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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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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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ij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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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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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ijijijijij

w
ij

k
ijijij

FFFFFxxxxX
FFFFFxxxxX

FFFFFxxxxX







k32121w

k32121

3k33332313332313

现将直接消耗系数矩阵带入等式（13）（14）（15）中，可得：

w
ijijijijij

ww
ij

k
ijijij FFFFFXAXAXAXAX 1k11312111k12121111 

w
ijijijijij

ww
ij

kk
ijijij FFFFFXAXAXAXAX 2k2232221222221212 

ww
ij

w
ij

w
ij

w
ij

w
ij

www
ij

kwk
ij

w
ij

w
ij

kw
ij

k
ij

k
ij

k
ij

k
ij

wkw
ij

kkk
ij

k
ij

k
ij

FFFFFXAXAXAXAX
FFFFFXAXAXAXAX





k3212211w

k3212211k

用矩阵形式可以简化表示为：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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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A

B

B 是地区间投入产出拓展模型下的里昂惕夫逆矩阵。其中 11B 表示非竞争投入产出模型中

省 1完全需求系数矩阵，每个元素表示省 1增加单位最终需求所需要增加的省 1产品的

总产出， kwB 每个元素表示国外单位最终需求所需要的省 k 产品的总产出，同理可得其

他的含义。

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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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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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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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将 B代入（7）式可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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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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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F

BBBBB
BBBBB

BBBBB
BBBBB

X
X

X
X

2

1

321

321

22232221

11131211

2

1

（10）

根据投入产出理论，  kk
j

k
j XVv / 代表省 k 中 j 部门的直接增加值在总产出中所占

的比重，同理， w
jv 则表示的是外国直接增加值在外国总产出中所占的比重。设 V是直接

增加值系数矩阵，其中每一个元素都给出了总产出中直接的该省增加值的份额，也等于

1 减去来自于外省和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包括国内生产的中间投入品）份额之和，即





ks

sk
ij

k
j Av 1 。定义 V是一个直接增加值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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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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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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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kwwww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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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

wk

BVBVBVBV
BVBVBVBV

BVBVBVBV
BVBVBVBV

VB

21

21

2222222212

1111121111

（11）

其中， kkk BV 表示省 K生产的产品中本省的省内增加值率， sksBV （s≠k）表示省 k生产

的产品中来自外省的增加值份额， wkwBV 代表省 k生产的产品中蕴含的国外增加值份额，

其他项同理可得。由于一个省份产品的增加值只可能来自于本省、其他省份以及国外，

因此存在： 1...... 11313212111  wwkk BVBVBVBVBV 。

我们用 1E 表示省 1 的出口，总出口一方面是省 1 直接对外国中间品和最终产品的

出口，另外也包括本省出口的产品中包含的外省以及外国产品的增加值。

令































w

k

E
E

E
E

E

000
000
00
000
000

2

1

将 VB 乘以 E得到一个衡量各个省出口中各项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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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wkwkwwwww

wkwkkkkkkkkk

wwkk

wwkk

EBVEBVEBVEBV
EBVEBVEBVEBV

EBVEBVEBVEBV
EBVEBVEBVEBV

VBE

2211

2211

222222221212

111121211111

（ 12 ）

上式（20）中，




1

1

k

s

ksks EBV 表示省 k出口中包含的外省增加值， kwkw EBV 表示省 k出口中

蕴含的国外增加值。每个省出口中省内增加值部分为 ttttt EBVDV  （t=1、2……k）。

（20）式中，对角线上的项衡量了总出口中各个省的省内直接增加值：

ttttt EBVDV  （t=1、2……k、w） （13）

矩阵最后一行中每一元素对应的是一省 t直接出口中包含的来自国外 w的增加值部分：





wt

wtwtt EBVFV （14）

矩阵每一列中非对角线上的元素（除最后一行、列）之和表示的是一省总出口中的外省

增加值部分：





k

s

tstst EBVPDV
1

（s≠t） （15）

矩阵每一行上非对角线元素（除最后一行、列）之和表示的是其他省总出口中包含来自

于某一省 t的中间产品中蕴含增加值部分，也就是一省间接出口中包含的本省增加值：





k

r

rtrtt EBVIV
1

（t≠r） （16）

以上是对一省出口中各增加值来源进行总体划分测算，笔者在此基础上对各增加值

去向进行进一步探讨：

现以省 1为研究对象，将省 2至省 K看作是一个整体，记为 P，按照上述将本省的

总值出口按中间品和最终成品划分：
www FXAE 111 

由（7）可知：
wwwpwpww FXXAXAX  11

wwwwpwpww FFXXAXAAE 11111 )( 

wwwwwwpwpwww FFAXAXAAXAA 1111111 

其中 111 XBA ww 指的是本省中间品出口，国外经加工后以中间品形式返回本省的部分；
pwpw XAA1 是本省中间品出口到国外，经加工后以中间品形式返回外省的部分； www XA1 是

本省出口到外国，用作外国国内的中间品需求的中间品部分； wwFA1 是指本省中间品出

口被国外用于最终需求部分蕴含的省内增加值； 11 wwFA 是指本省中间品出口最后经外国

加工后以最终品形式回到本省； wpwFA1 是本省中间品出口，国外经加工后以最终品形式

返回外省的部分； wwwFA1 是指本省中间产品直接出口到外国用作外国最终品生产所需；



11

wF 1 是本省直接出口到外国的最终产品。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前面的公式，国外的最终

需求 wF 又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本省、外省以及外国的最终需求。所以，

wwwwwpwwwwwwpwpwww FFAFAFAXAXAAXAAE 11111111111  （17）

笔者此处也尝试利用（10）式表达式来进行国外产出表达式的替代，但是比较了（8）

和（10）两种方式的结果，前者误差更小，因此本文此处采用的是前者表达式进行后续

增加值去向的分析。由上述公式笔者推导出本文的核心分解式，也就是一省出口增加值

的分解，可以分为以下个部分：
1111 PDVFVDVE 

根据（13）、（14）、（15）式，可以得出：

)( 111111111111111111 wwwwwpwwwwwwpwpwww FFAFAFAXAXAAXAABVEBVDV 

wwww

wpwwwwwwpwpwww

FBVFABV
FABVFABVXABVXAABVXAABV

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wwwwwwwwwpwww

wwwwwwwwwpwpwwwwwww

wwww

wpwwwwwwpwpwwwwwww

FBVFABVFABV

FABVXABVXAABVXAABV

FFA
FAFAXAXAAXAABVEBVFV

111111

11111111111

11

111111111111

)
(








wppwwwppwpwpp

wwppwwwpppwwppwwpp

wwww

wpwwwwwwpwwwwpppp

FBVFABVFABV

FABVXABVXAABVXAABV

FFA
FAFAXAXAAXAABVEBVPDV

111111

111111111111

11

1111111111111

)
(








（18）式中，第一项表示中间品回流至本省用以生产最终品的部分中包含的本省增

加值，记为 INT_RDV1
d ；第二项本省出口、外国加工后中间品回流至外省来生产的最终

品中包含的本省增加值，记为 INT_RDV1
p ；第三项是本省中间品直接出口至外国并被用

于生产外国中间需求部分的增加值， INTDV _1 ；第四项是本省中间品出口至外国，再以

最终品形式回到本省的部分中蕴含的本省增加值部分，记作 FIN_RDV1
d ；第五项是本省

中间品出口至外国，再以最终品形式出口到外省的部分中蕴含的本省增加值部分，记作

FIN_RDV1
p ；第六项是本省直接出口的中间品被外国用来生产最终产品部分的本省增加

值部分，记为 INTFDV _1 ；第七项是本省直接出口的最终品中蕴含的本省增加值，记作

FINDV _1 。其中第四、五、六项是对国外最终需求的去向进行展开得到。国外增加值和

外省增加值分析相同。所以：

（18）

（20）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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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PDVFVDVE 

wwppwppwwwpppwpwppwwpp

wwwwwwwwwwwwpwpwwwwwww

wwwwwwpwpwww

wwwwwwpwpwwwppwwwwww

pwpwwwwwwwwwwwpwpwww

ppww

FABVFBVXABVXAABVXAABV

FABVFBVXABVXAABVXAABV

FABVFBVXABVXAABVXAABV

FFAXAXAAXAABVFFAXA

XAAXAABVFFAXAXAAXAABV

EBVEBVEBV

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

11111111

)()

()(













根据对外国的最终需求去向对上式进行进一步的展开，可得本省出口的最终的表达式：

wppwwwppwwwppwpwppwwpp

pwpwppwwppwwwwwwwwwwwww

wpwwwwwwwpwpwwwwwwwwww

wwwwwpwwwpwpwww

FBVXABVFABVFABVFABV

XAABVXAABVFBVXABVFABV

FABVFABVXAABVXAABVFABV

FBVXABVFABVFABVXAABVXAABVE

11111111111

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一省增加值出口是在所有出口中真正来源于该省的增加值，即本省、外省对外国出

口的中间品、最终产品中该省生产要素创造并在国外吸收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总值

出口不同于增加值出口，它是一省 30 个行业部门出口中相应增加值 DV、FV、PDV 之和，

增加值出口为： RIVRDVIVDVVAX  ，RDV 是回流的本省增加值大小，RIV 是折返

的本省通过外省出口实现的间接增加值部分，但是该部分在本文的分析过程中不可得，

因此本文利用 RDVIVDVVAX  计算增加值出口额，导致 VAX 大于真实值，后文通过

分析可得回流增加值较小，占比接近于 0，因此不会影响结果的判断分析。

三、中国省级层面出口增加值数据分析

1、省级出口增加值分解

对于每个省而言，出口中的增加值只能来源于本省增加值、其他省份的增加值以及

国外增加值，同时对每个增加值在进行更具体的划分又可以得到回流、被国外以中间使

用和最终需求直接吸收的出口增加值。

表 3-1 2007、2010 年各省出口增加值来源及份额 单位：%

2007

DVR FVR PDVR

省份 DVR DVR

1

DVR

2

DVR

3

FVR FVR

1

FVR

2

FVR

3

PDV

R

PDVR

1

PDVR

2

PDVR

3

北京 51.

36

0.0

2

0.3

3

51.

01

32.

85

0.0

1

0.1

6

32.

68

15.

79
0.01 0.09

15.6

9

（21）

本省增加值折返 本省增加值直接出口

本省增加值直接出口

外省增加值回流

外国增加值复进口

外国增加值直接出口

外省增加值直接出口外省增加值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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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44.

86

0.0

1

0.2

7

44.

58

25.

80

0.0

0

0.1

3

25.

66

29.

34
0.00 0.20

29.1

4

河北 57.

05

0.0

1

0.3

9

56.

65

15.

24

0.0

0

0.1

0

15.

14

27.

71
0.00 0.19

27.5

2

山西 71.

98

0.0

1

0.5

4

71.

43

15.

48

0.0

0

0.1

1

15.

37

12.

53
0.00 0.09

12.4

4

内蒙

古

71.

62

0.0

0

0.4

8

71.

14

11.

92

0.0

0

0.0

8

11.

84

16.

46
0.00 0.10

16.3

6

辽宁 60.

89

0.0

1

0.3

6

60.

51

21.

20

0.0

0

0.1

1

21.

08

17.

91
0.00 0.11

17.8

0

吉林 56.

29

0.0

0

0.3

2

55.

96

13.

00

0.0

0

0.0

7

12.

93

30.

71
0.00 0.16

30.5

5

黑龙

江

66.

42

0.0

0

0.3

7

66.

05

12.

96

0.0

0

0.0

7

12.

90

20.

62
0.00 0.10

20.5

1

上海 42.

79

0.0

3

0.2

2

42.

55

39.

60

0.0

2

0.1

6

39.

43

17.

60
0.01 0.09

17.5

0

江苏 53.

24

0.0

3

0.2

2

52.

99

31.

55

0.0

1

0.1

1

31.

43

15.

21
0.01 0.06

15.1

3

浙江 51.

92

0.0

2

0.2

4

51.

66

23.

80

0.0

1

0.1

1

23.

69

24.

28
0.01 0.12

24.1

5

安徽 54.

30

0.0

0

0.2

6

54.

03

18.

09

0.0

0

0.0

9

18.

01

27.

61
0.00 0.14

27.4

7

福建 62.

30

0.0

1

0.3

2

61.

97

20.

01

0.0

0

0.0

9

19.

91

17.

69
0.00 0.08

17.6

1

江西 67.

18

0.0

0

0.3

5

66.

83

14.

50

0.0

0

0.0

9

14.

41

18.

32
0.00 0.11

18.2

1

山东 74.

14

0.0

3

0.3

9

73.

72

14.

44

0.0

0

0.0

7

14.

37

11.

42
0.00 0.05

11.3

7

河南 71.

30

0.0

1

0.4

0

70.

89

12.

67

0.0

0

0.0

7

12.

60

16.

02
0.00 0.09

15.9

3

湖北 74.

84

0.0

0

0.4

0

74.

44

12.

99

0.0

0

0.0

7

12.

92

12.

17
0.00 0.07

12.1

0

湖南 64.

55

0.0

0

0.3

9

64.

15

17.

96

0.0

0

0.1

1

17.

85

17.

48
0.00 0.11

17.3

7

广东 40. 0.0 0.1 40. 43. 0.0 0.1 42. 16. 0.02 0.06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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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5 5 55 05 5 4 87 20 2

广西 66.

33

0.0

0

0.4

1

65.

91

15.

50

0.0

0

0.0

9

15.

41

18.

17
0.00 0.10

18.0

7

海南 59.

74

0.0

0

0.4

0

59.

33

27.

65

0.0

0

0.2

0

27.

45

12.

61
0.00 0.09

12.5

2

重庆 54.

10

0.0

0

0.3

2

53.

78

20.

12

0.0

0

0.1

1

20.

01

25.

78
0.0 0.2 25.6

四川 69.

85

0.0

0

0.3

5

69.

50

17.

62

0.0

0

0.0

8

17.

55

12.

52
0.0 0.1 12.5

贵州 56.

77

0.0

0

0.4

1

56.

36

17.

79

0.0

0

0.1

3

17.

66

25.

44
0.0 0.2 25.3

云南 67.

11

0.0

1

0.3

7

66.

73

14.

14

0.0

0

0.0

9

14.

05

18.

75
0.0 0.1 18.6

陕西 60.

91

0.0

0

0.3

7

60.

53

14.

08

0.0

0

0.0

7

14.

00

25.

02
0.0 0.1 24.9

甘肃 69.

73

0.0

0

0.4

9

69.

23

11.

48

0.0

0

0.0

8

11.

41

18.

79
0.0 0.1 18.7

青海 61.

06

0.0

0

0.4

2

60.

64

12.

23

0.0

0

0.0

8

12.

15

26.

71
0.0 0.2 26.5

宁夏 64.

09

0.0

0

0.4

4

63.

64

12.

94

0.0

0

0.0

9

12.

85

22.

97
0.0 0.2 22.8

新疆 62.

21

0.0

0

0.3

6

61.

85

12.

96

0.0

0

0.0

8

12.

88

24.

84
0.0 0.1 24.7

2010

北京 55.

67

0.0

2

0.5

2

55.

13

18.

60

0.0

0

0.1

5

18.

44

25.

73
0.01 0.23

25.5

0

天津 49.

49

0.0

1

0.4

0

49.

17

27.

12

0.0

0

0.1

7

26.

98

23.

23
0.00 0.17

23.0

9

河北 62.

89

0.0

2

0.5

4

62.

33

17.

08

0.0

1

0.1

4

16.

93

20.

03
0.01 0.16

19.8

6

山西 77.

61

0.0

1

0.7

7

76.

83

10.

01

0.0

0

0.1

0

9.9

1

12.

38
0.00 0.11

12.2

7

内蒙

古

76.

63

0.0

1

0.7

0

75.

92

10.

34

0.0

0

0.0

9

10.

25

13.

02
0.00 0.11

12.9

1

辽宁 64. 0.0 0.5 63. 18. 0.0 0.1 18. 16. 0.01 0.12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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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2 0 86 99 1 4 84 63 1

吉林 67.

48

0.0

1

0.6

3

66.

84

11.

87

0.0

0

0.1

0

11.

77

20.

65
0.00 0.17

20.4

7

黑龙

江

69.

54

0.0

1

0.6

0

68.

94

13.

73

0.0

0

0.1

1

13.

62

16.

73
0.00 0.13

16.6

0

上海 44.

12

0.0

2

0.3

4

43.

77

32.

16

0.0

1

0.1

9

31.

96

23.

71
0.01 0.17

23.5

3

江苏 54.

06

0.0

5

0.3

2

53.

69

30.

00

0.0

2

0.1

6

29.

81

15.

94
0.01 0.10

15.8

3

浙江 55.

29

0.0

3

0.3

7

54.

90

21.

65

0.0

1

0.1

4

21.

50

23.

06
0.01 0.15

22.9

0

安徽 57.

67

0.0

1

0.4

5

57.

23

16.

90

0.0

0

0.1

2

16.

78

25.

43
0.00 0.15

25.2

5

福建 65.

62

0.0

1

0.4

5

65.

16

19.

41

0.0

0

0.1

2

19.

29

14.

97
0.00 0.10

14.8

7

江西 67.

31

0.0

1

0.5

3

66.

76

21.

43

0.0

0

0.1

7

21.

26

11.

26
0.00 0.09

11.1

7

山东 64.

56

0.0

5

0.4

5

64.

06

25.

24

0.0

2

0.1

6

25.

06

10.

20
0.01 0.07

10.1

2

河南 74.

02

0.0

3

0.6

1

73.

39

13.

24

0.0

0

0.1

1

13.

12

12.

74
0.00 0.11

12.6

3

湖北 77.

49

0.0

1

0.6

2

76.

85

14.

07

0.0

0

0.1

1

13.

96

8.4

4
0.00 0.07 8.38

湖南 75.

10

0.0

2

0.6

4

74.

45

13.

25

0.0

0

0.1

0

13.

15

11.

65
0.00 0.09

11.5

5

广东 49.

82

0.0

5

0.3

0

49.

47

31.

01

0.0

3

0.1

6

30.

82

19.

17
0.02 0.11

19.0

4

广西 64.

55

0.0

1

0.5

3

64.

02

17.

54

0.0

0

0.1

4

17.

40

17.

91
0.00 0.14

17.7

7

海南 70.

38

0.0

0

0.6

1

69.

76

16.

88

0.0

0

0.1

6

16.

72

12.

75
0.00 0.12

12.6

2

重庆 70.

69

0.0

1

0.5

7

70.

11

15.

55

0.0

0

0.1

1

15.

44

13.

76
0.00 0.11

13.6

5

四川 73.

38

0.0

2

0.5

5

72.

82

18.

22

0.0

0

0.1

2

18.

09

8.4

0
0.00 0.06 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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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 71.

41

0.0

0

0.7

0

70.

71

10.

46

0.0

0

0.1

0

10.

37

18.

13
0.00 0.18

17.9

5

云南 67.

71

0.0

1

0.5

8

67.

12

13.

63

0.0

0

0.1

2

13.

51

18.

66
0.00 0.17

18.4

9

陕西 65.

31

0.0

1

0.5

7

64.

73

16.

91

0.0

0

0.1

3

16.

78

17.

78
0.00 0.14

17.6

4

甘肃 72.

32

0.0

1

0.6

5

71.

66

11.

31

0.0

0

0.1

0

11.

21

16.

37
0.00 0.14

16.2

3

青海 76.

10

0.0

0

0.7

7

75.

33

10.

05

0.0

0

0.1

0

9.9

4

13.

85
0.00 0.13

13.7

2

宁夏 70.

97

0.0

0

0.6

2

70.

35

12.

82

0.0

0

0.1

2

12.

69

16.

21
0.00 0.15

16.0

6

新疆 66.

08

0.0

0

0.4

8

65.

60

12.

24

0.0

0

0.0

9

12.

15

21.

68
0.00 0.15

21.5

3

说明：DVR1 表示出口本省增加值中回流至本省的份额；DVR2 表示出口本省增加值中回

流至外省的份额；DVR3 表示出口本省增加值中被国外直接吸收的份额，这三个值之和即

为出口本省增加值份额。FVR1、FVR2、FVR3、PVR1、PVR2、PVR3 意义相同。

出口增加值的三大来源中本省增加值占比最大，除了上海、广东和天津，其余的各

个省市省内增加值 DVAR 均超过了 0.5，占到了总值出口的一半以上，山西、内蒙古、河

南、湖北、山东更是超过了 70%，中西部地区省市的 DVAR 值比沿海省市相对更高。PDV

显示的是在一省出口中来自其他省市要素报酬，即出口中由外省创造的价值，主要通过

省份之间中间品往来实现，可以较好的反映省与省之间的生产联系，PDV 值越高，说明

省与省之间的联系越强，反则反之。FV 表示出口中来自国外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根据

上表，沿海省市比中西部省市出口产品生产更为依赖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与省市便捷

的地理位置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该省市经济发展程度有关。2010 年相较于 2007 年，大

部分省市出口中本省增加值份额有所上升，尤其是重庆、贵州、青海；在国外增加值方

面，大多数省份有 1%-14%不同程度的降低，北京、广东、海南省下降幅度最大，江西、

山东省在使用进口中间品方面有明显的增加。

对包含在产品出口中的本省增加值、国外增加值、外省增加值的去向做进一步划分，

这三大类增加值中被国外直接吸收的份额明显高于回流份额，本省增加值国外直接吸收

份额最高，回流至本省或到外省的增加值份额很小，几乎为 0。这也为增加值出口计算

时的缺陷作了补充说明。

一省增加值出口 VAX 不同于出口增加值，其衡量的是产品出口中被国外直接吸收的

本省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反映了一省的实际出口能力。一省增加值出口主要通过两条

途径实现，本省直接出口和蕴含在外省出口产品中。本文在计算 VAX 时去除了本省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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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中回流的本省增加值，却无法区分通过外省出口的本省增加值回流的份额，因此在

本文的研究过程中未完全剔除回流的本省增加值，高估了增加值出口额，但是根据上文

分析各增加值回流份额非常小，此处影响不大。

下图更能清晰反映我国 30 各省市的增加值出口状况，VAX 值的大小由颜色的深浅反

映，由东到西颜色在逐步转淡，东部沿海省市颜色最深，说明增加值出口即全省生产要

素创造的价值在全国省份中也最大，尤其是广东省和江苏省；其次是中部地区，最后是

西部省市，四川省、重庆市增加值出口相对较大。同时以 VAX 衡量各省出口，缩小了各

省之间的差距，主要是因为中西部省市的增加值出口主要是通过本省直接出口以及为东

部沿海地区、其他省份提供中间品进行间接出口，因此在进行增加值出口衡量时，东部

沿海地区出口中由中西部省市创造的增加值划归至中西部省市，因此二者的差距相应的

缩小了。

(8.1e+07,1.5e+08]
(3.7e+07,8.1e+07]
(1.5e+07,3.7e+07]
[1.6e+06,1.5e+07]
No data

图 4.1 全国各省 VAX 显示图

2、垂直专业化程度分析

一国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主要通过生产的前向联系或者后向联系实现，一个省份参

与到全球价值链中亦然。一是将本省的产品作为中间品出口到其他国家，也就是生产的

前向联系；二是进口其他国家的产品进行加工或者组装，融入到 GVC 中，也就是生产的

后向联系。同时，在进行全球价值链测度方面，很多学者采用贸易一体化指数、显示性

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指数、垂直专业化指数等的方法用来间接的反映全球价值链的

测度。此处，本文采用学者较多选择的垂直专业化指数，将其运用到省级层面。垂直专

业化指数 VSS 表示一省出口中来自于国外的中间品投入的份额，即总值出口中国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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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所占比例，反映一省参与 GVC 的相对程度。

表 4-6 中国各省垂直专业化指数结构及占比 单位：%

2007 2010

VSS R1 R2 R3 VSS R1 R2 R3

北京 32.85 51.77 47.72 0.51 18.60 58.92 40.28 0.8

天津 25.80 52.58 46.90 0.52 27.12 46.82 52.55 0.63

河北 15.24 67.69 31.63 0.68 17.08 61.24 37.93 0.83

山西 15.48 75.63 23.62 0.75 10.01 69.66 29.4 0.94

内蒙

古
11.92 66.60 32.74 0.66 10.34 65.81 33.31 0.88

辽宁 21.20 56.18 43.26 0.56 18.99 54.07 45.2 0.73

吉林 13.00 54.83 44.62 0.55 11.87 61.59 37.58 0.83

黑龙

江
12.96 51.39 48.09 0.52 13.73 57.44 41.79 0.77

上海 39.60 44.92 54.63 0.45 32.16 44.24 55.16 0.6

江苏 31.55 39.61 60.00 0.39 30.00 43.24 56.18 0.58

浙江 23.80 48.71 50.81 0.48 21.65 49.5 49.83 0.67

安徽 18.09 49.13 50.38 0.49 16.90 51.82 47.48 0.7

福建 20.01 45.82 53.72 0.46 19.41 45.66 53.72 0.62

江西 14.50 61.32 38.07 0.61 21.43 56.72 42.52 0.76

山东 14.44 51.61 47.87 0.52 25.24 50.04 49.29 0.67

河南 12.67 56.94 42.49 0.57 13.24 61.27 37.91 0.82

湖北 12.99 55.28 44.17 0.55 14.07 54.56 44.7 0.74

湖南 17.96 63.93 35.43 0.64 13.25 56.61 42.62 0.77

广东 43.05 42.25 57.33 0.42 31.01 42.52 56.91 0.57

广西 15.50 58.53 40.88 0.59 17.54 56.59 42.64 0.77

海南 27.65 73.26 26.01 0.73 16.88 66.09 33.01 0.9

重庆 20.12 53.95 45.51 0.54 15.55 52.13 47.17 0.7

四川 17.62 44.56 54.99 0.45 18.22 46.9 52.47 0.63

贵州 17.79 70.95 28.34 0.71 10.46 67 32.1 0.9

云南 14.14 66.64 32.69 0.67 13.63 63.92 35.22 0.86

陕西 14.08 52.39 47.08 0.53 16.91 54.04 45.23 0.73

甘肃 11.48 67.64 31.68 0.68 11.31 62.65 36.5 0.85

青海 12.23 64.24 35.12 0.64 10.05 72.08 26.95 0.97

宁夏 12.94 70.42 28.88 0.7 12.82 68.12 30.96 0.92

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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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 12.96 61.68 37.71 0.61 12.24 51.03 48.29 0.68

全国 31.08 45.09 54.46 0.38 25.44 46.45 52.93 0.53

说明：VSS 表示垂直专业化程度，R1、R2、R3分别表示中间品直接出口中被国外吸收的国

外增加值占本省总值出口中国外增加值总额的比例；最终品直接出口中被国外吸收的国

外增加值占本省总值出口中国外增加值总额的比例；复进口中蕴含的国外增加值占本省

总值出口中国外增加值总额的比例。表中数据是笔者根据省级投入产出表计算得出。

VSS 比值越大，说明该省垂直专业化程度越高，R1上升，说明越来越多的进口中间

品经过加工被出口到外国并用于最终产品加工组装生产活动，则说明该省在 GVC 中的位

置有所上升，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逐步向高附加值环节攀爬；R2过大，意味着本省

主要从事加工组装类的生产，这在国际生产分工中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获取相

对较低的附加值；R3的大小体现了本省与国外之间存在来回贸易，该比值的增加反映了

跨国生产分工的深化。

大多数的省市在垂直专业化程度上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同时比较两年数据发现沿

海省市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程度高于中西部地区。青海、吉林、河南、北京、黑龙江

等省市 R1有所上升，这些省市在 GVC 中位置有所上升，对国外中间投入的利用正在从简

单的加工向深加工、精加工转变，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逐步向高附加值环节攀爬；

相较于 2007 年，吉林、甘肃、青海、江西、云南、上海等省市 2010 年的 R2有明显幅度

的降低，这意味着这些省市在国际分工中从事简单的加工组装类的生产减少了，在 GVC

中位置有所上升；所有省市 R3 均在增加，说明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越来越深。

VSS 的分解是从进口中间品的去向出发，对各省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进行

衡量，沿海省市参与 GVC 程度较高，同时 2010 年，中西部省市在 GVC 中位置有所上升，

我国各省市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来越深。

四、省级行业层面全球价值链位置分析分析

1、出口产品技术结构分析

一般来说，一省在价值链中的表现以及分工状况最终会反映在其产品的技术层面上，

在研发设计方面具有竞争优势的省份，其产品技术含量往往较高，而处于价值链高端；

以生产劳动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省份则处于价值链低端。

现将 30 个行业根据产品生产过程中技术使用进行简单技术产品（STX）、复杂技术产

品（CTX）的划分。简单技术产品主要包含基于资源的制造品和低技术产品，前者通常

指使用简单技术和劳动密集的产品，后者生产中使用往往是趋于成熟标准化且广泛使用

的技术，技术容易获得且运用简单。复杂技术产品主要包括中等技术产品和高技术产品。

前者技术较为复杂需要经过长期的学习与研究才能获得，后者则需要生产者投入大量的

资源用以产品的研发创新，尤其是产品的研发设计。详细划分如附表 1所示。各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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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结构变化主要通过 CTX、STX 之间的比值变化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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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 STXCTXTSEI

1
,

1
, / 。在前

面的分析中强调出口总值与实际出口存在偏差，因此 STX、CTX 的出口大小均用增加值

出口表示。

表 5-7 各省 2007、2010 年出口技术结构变化

省份 STX CTX 出口技术结构指数

2007 2010 2007 2010 2007 2010

北京 1481997 1619067 4190630 4699521 2.83 2.90

天津 4247211 3116040 4873069 5081040 1.15 1.63

河北
8777184

1012854

3
3161358 4340460 0.36 0.43

山西 3985784 4012896 850130 710209 0.21 0.18

内蒙古 2517841 3410360 555755 720434 0.22 0.21

辽宁 7657725 8365344 6136459 6744409 0.80 0.81

吉林 1200275 1128856 1607167 1706283 1.34 1.51

黑龙江 1543198 1808213 1223760 1531610 0.79 0.85

上海
10175743 8883831

1789615

8

1722287

4
1.76 1.94

江苏
26417134

3087849

1

3241637

4

4668963

2
1.23 1.51

浙江
23015480

2676151

8

1695400

6

2337461

2
0.74 0.87

安徽 2296592 3302528 2132202 3135212 0.93 0.95

福建
9467163

1231859

5
7434798 9898294 0.79 0.80

江西 1868458 3626927 1654548 3150230 0.89 0.87

山东
17631541

2133478

8

1200294

4

1664811

8
0.68 0.78

河南 6706335 9592503 2366344 2591278 0.35 0.27

湖北 2541038 5050661 1943095 3525948 0.76 0.70

湖南 3123057 4709909 1784748 2939260 0.57 0.62

广东
34446097

3884726

3

4599339

8

6593874

0
1.34 1.70

广西 2689439 2512946 1155083 1368267 0.43 0.54

海南 356142 422689 113892 241078 0.32 0.57

重庆 619933 1511122 1533975 3086492 2.47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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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2043559 4692999 2334139 4155566 1.14 0.89

贵州 807598 840710 517061 579183 0.64 0.69

云南 3014879 2312012 486277 814588 0.16 0.35

陕西 1700428 2265505 1413963 2428522 0.83 1.07

甘肃 1259602 1345894 363703 281318 0.29 0.21

青海 288689 464665 155378 150030 0.54 0.32

宁夏 400654 565428 219442 258023 0.55 0.46

新疆 1196474 1189956 493055 831457 0.41 0.70

数据说明：笔者计算得出。

产品技术结构指数越高，其所包含的技术、创新、研发等要素越深厚，在技术的获

得、技术的掌控、技术的运用等方面勋在的壁垒使先进入者具有先发优势和在位优势，

有助于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实现价值链升级。

从 2007 年到 2010 年，天津技术结构提升速度最快，其次广东、新疆、江苏也保持

较快的发展，出现下降的地区还是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可能是因为我国后期出台西部

大开发以及东部产业转移相关政策，很多产业继而往劳动力等成本更低的中西部转移，

同时转移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简单技术产品大类上，使得该大类产品的出口增加幅度超过

了复杂技术产品，使得在技术开发、产品创新、生产技能等方面提升较慢，行业获得较

低的增加值。天津、广东、新疆、江苏等省市整体的出口能力增加，复杂技术产品出口

更快，这些省市在技术开发、产品创新、生产技能等方面提升较快，附加值较高的高技

术产品在国际市场销售增长较快，获得较高的增加值。整体上来看，沿海省市在产品出

口技术层面上，更具有竞争优势，相较于中西部省市占据产品高端需求市场，获得较高

的价值增值回报，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也相对较高；中西部省市从上图可以得出在

产品出口技术层面更多的使用成熟、广泛使用的简单技术，该类产品进入门槛较低，增

加值较低，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位置也相对较低。从产品出口上来看，沿海省市相较于

中西部省市，融入 GVC 程度更深，同时在价值链中地位不断得到提升。

2、出口行业上游度分析

本文利用 Antras（2012）上游度算法对 2007、2010 年 30 个省市 30 个行业的上游

度进行了测量。对全国各省市 30 个行业进行上游度分析，发现位于相对上游的产业主

要集中在矿产开采与加工以及纺织业方面，机器设备制造这些生产过程中需要技术要素

投入的产业位置相对下游。对上表中各行业的上游度进行三大产业分析。2007、2010

年，产业出口中制造业的平均上游度高于服务业的平均上游度，这主要是因为服务业出

口多以最终品出口为主，距离最终消费距离近，制造业的平均上游度高于省市整体出口

的平均上游度；另外资源产业产品出口多以初加工产品或者原材料产品为主，故上游度

较高。另外，各个省份整体出口平均上游度和制造业出口平均上游度之间存在正向关系。

因此若想提升一省在 GVC 中的上游度，可通过提升制造业上游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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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业上游度分析方法应用到各要素密集型产业（具体划分如附表 2）上游度测度，

以各行业出口比重作为权重乘以行业上游度计算相应的要素密集型产业的上游度，但是

考虑到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下，传统的总值出口数据已不能准确反映各产业的实际出

口状况，故对上游度指数进行改进，运用增加值出口数据来计算出口上游度，如下式：

i

n

i

i u
VAX
vax

U 
0

，其中 iu 表示行业上游度指数， ivax 指的是行业的增加值出口额，VAX

表示资源产业、劳动、资本、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出口水平。利用该式

对以上各产业的上游度进行测度，测度结果如下所示：

表 5-5 2007、2010 年各省市产业上游度汇总表

省份 资源产

业

制造业 服务业

劳动 资本 技术 劳动 资本 技术 其他

2007

北京 3.6079 4.2971 3.8374
2.397

0

3.286

1

3.845

5
4.3980 1.9071

天津 3.1318 2.9758 2.6198
1.455

7

2.021

8

2.626

0
2.5598 1.7075

河北 4.4067 3.1857 6.2899
3.434

3

2.660

7

3.523

8
3.4831 1.8058

山西 4.7682 3.5653 6.3832
3.821

2

2.731

0

4.372

2
2.3918 1.8125

内蒙

古
4.1351 3.8233 7.0755

3.819

0

2.867

7

3.878

6
3.0229 1.7124

辽宁 3.3476 2.9120 5.5799
3.103

5

2.815

0

3.454

2
3.6518 1.7685

吉林 3.2438 3.1668 5.8061
3.049

1

1.336

6

2.736

0
2.5004 1.4709

黑龙

江
4.0808 9.4884 5.5218

3.821

8

2.381

2

3.194

4
3.0286 1.6221

上海 2.2372 4.2492 4.3911
2.815

9

4.068

9

3.924

7
4.2048 2.6557

江苏 4.1209 4.2335 5.1209
2.969

4

2.723

4

4.043

8
3.5345 2.6853

浙江 3.0175 4.0879 5.5867
3.097

1

3.320

2

3.969

0
3.6874 2.2774

安徽 3.1732 3.1809 4.5859
3.046

9

3.413

2

3.028

3
2.9723 1.5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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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3.1149 3.3125 5.1701
3.047

3

2.984

1

4.804

4
2.9729 1.7776

江西 2.6566 2.9403 5.0019
3.060

4

2.602

8

3.364

2
3.0036 1.9868

山东 4.1176 4.6047 6.3825
4.102

3

3.396

1

4.222

6
3.4987 2.1937

河南 3.8106 3.3392 5.8190
3.117

0

3.310

0

4.075

9
2.5668 1.7776

湖北 2.5551 2.6689 4.0325
2.463

5

2.278

0

3.178

7
3.0695 1.9842

湖南 2.5754 2.9726 4.8580
2.814

2

2.247

1

3.104

9
2.4147 1.5059

广东 2.7591 3.3231 4.3854
2.578

8

3.019

3

3.626

3
3.8486 1.7898

广西 2.6177 4.3523 5.5918
3.204

4

2.893

2

3.217

3
2.8114 1.5257

海南 2.2570 3.4900 4.7487
2.651

7

3.271

4

2.882

9
4.1880 1.7729

重庆 2.5135 2.1737 3.7056
2.688

8

2.332

4

2.679

6
3.3522 1.5936

四川 2.8070 2.6516 4.5227
2.642

9

2.603

4

3.170

3
2.5237 1.7032

贵州 2.9197 3.2138 5.9077
3.196

9

2.432

0

3.736

1
2.9846 1.7905

云南 2.2810 4.4229 5.5451
3.298

9

3.368

3

3.808

3
2.8709 1.9695

陕西 4.0105 4.0582 5.2461
2.917

3

2.728

8

3.161

2
2.7645 1.7426

甘肃 3.4893 2.5484 4.8165
3.018

0

2.018

1

3.474

1
2.7686 1.5593

青海 3.4776 4.0438 6.4177
3.276

9

0.000

0

0.000

0
0.0000 0.0000

宁夏 0.0000 3.5592 6.3286
3.229

3

2.673

0

3.731

6
2.8345 1.6644

新疆 1.7481 2.8119 6.9821 3.214 1.939 2.232 2.4987 1.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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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9

2010

北京 4.1095
3.565

5
3.9530 2.8712

3.176

6

3.381

6
3.4457 1.7866

天津 4.3600
3.328

1
4.0635 2.5810

3.442

6

3.349

2
3.1928 2.1530

河北 3.7244
4.523

7
4.7830 2.8535

3.027

0

3.268

0
3.1378 2.1273

山西 4.2505
2.806

6
5.5336 3.1492

2.555

6

3.263

9
3.3644 1.9423

内蒙古 3.8331
4.244

0
5.1940 3.3668

3.331

9

3.718

1
3.4330 2.2825

辽宁 3.6319
2.989

6
3.7364 2.5877

2.599

5

3.279

5
3.6329 1.7968

吉林 3.7070
2.993

1
4.2928 2.6873

1.390

7

2.772

3
3.0533 1.9540

黑龙江 3.7044
3.044

9
3.9014 2.6461

2.276

7

3.010

7
3.0134 1.6330

上海 3.2867
4.247

7
4.7401 3.0462

2.662

7

3.194

0
3.9410 2.7071

江苏 4.0344
4.155

3
4.4171 2.9354

2.467

5

3.629

3
2.9412 1.9740

浙江 3.6352
5.029

4
5.2454 3.2988

3.419

8

4.095

1
3.9245 2.2201

安徽 3.3305
3.497

4
3.7591 2.5333

2.459

3

3.110

5
3.3022 1.5814

福建 3.5029
3.319

5
4.8056 3.2014

3.006

0

3.590

9
3.4143 1.9513

江西 3.4326
4.311

9
5.3148 3.3052

3.641

7

3.980

7
3.4503 2.6063

山东 3.7022
4.456

5
4.8029 3.1279

2.919

2

3.897

4
3.6403 2.2813

河南 3.6139
3.870

9
4.8877 2.5999

3.327

1

3.656

4
2.6854 1.8074

湖北 2.8083 3.745 3.8802 2.4729 2.500 3.079 3.5492 1.9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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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9 8

湖南 2.9929
3.595

4
4.4881 2.6652

2.201

0

3.036

5
3.1187 1.6936

广东 3.6248
4.186

0
4.5600 3.2814

2.248

1

3.354

4
3.8355 1.9252

广西 2.7903
3.747

6
4.7692 2.9904

3.216

8

3.231

9
3.2940 1.6133

海南 2.4119
3.384

3
5.0004 3.3788

2.874

7

3.086

4
3.3369 2.1679

重庆 3.0453
3.367

6
3.5719 2.9249

2.986

1

3.039

0
3.4132 2.0182

四川 3.3081
3.806

6
4.1162 2.4790

3.041

9

3.344

4
3.1527 1.8412

贵州 3.0921
3.017

7
5.7179 3.1996

2.724

9

3.542

9
3.3967 1.8107

云南 2.9551
3.525

7
5.4344 3.1558

2.967

4

3.417

7
3.2102 1.7626

陕西 3.9862
3.841

5
3.9811 2.7260

3.333

4

3.378

8
3.9429 2.1665

甘肃 3.0528
2.849

7
4.7255 2.5604

2.847

6

3.025

1
2.7306 1.7850

青海 3.9928
3.605

3
6.1339 3.0223

2.301

1

3.692

0
3.4089 2.5864

宁夏 3.1782
4.721

7
5.4158 2.9891

2.987

4

3.145

5
2.7892 1.8278

新疆 3.3293
4.508

7
4.7583 3.1867

3.253

5

2.904

6
2.6301 1.5746

数据说明：以上数据由笔者根据行业上游度计算得出，劳动、资本、技术表示的使相应

的密集型产业。

2007 年，北京、天津、黑龙江三个省份制造业出口中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上游度

最高，其余省份上游度较高的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2010 年，各省市制造业三种要素类

型产业中上游制造业行业基本上均为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在制造业中，劳动、资本密

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上游度较高，但是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出口上游度相对较低。这

也是由于技术、研发投入等因素的限制，各个省份在生产过程中技术、知识要素投入有

限，因此生产过程中主要是对进口中间品进行简单的组装、加工再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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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口产品部门要素密集度分析

要素角度出发可以弥补上游度以及出产品复杂技术的不足，从实质上探讨各省市国

际分工地位。由于服务业数据获取以及资源产品出口比重较小、国际市场上叫个相对统

一等原因，本文仅对制造业产品进行要素分析。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要素主要是劳

动要素、资本要素以及技术要素，其中各要素带来的增加值依次增加，在 GVC 中位置也

以此上升。生产要素通过出口单位产品中包含的本省增加值大小来确定，此处主要针对

本省主导产业
①
进行分析。由于两年数据来自不同的数据库，得到的出口单位本省增加

值差距较大，因此本文在此仅进行横向比较。

表 5-9 2007 年省级各产业出口单位本省增加值 单位：元

产业

省份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

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

业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

业

2007 2010 2007 2010 2007 2010

北京 0.30 4.10 1.68 3.26 1.86 4.85

天津 0.19 2.53 2.71 2.53 0.50 1.05

河北 0.18 4.13 1.45 2.43 0.54 3.51

山西 0.01 11.77 9.67 2.81 0.13 2.64

内蒙古 0.11 51.10 2.13 2.54 0.16 4.16

辽宁 0.37 8.61 3.64 3.35 0.98 5.34

吉林 0.41 9.85 3.33 6.68 0.54 5.14

黑龙江 0.72 4.99 6.44 9.88 0.92 22.99

上海 0.25 3.56 5.29 3.96 0.93 1.70

江苏 0.77 5.11 5.23 5.27 1.14 3.09

浙江 0.83 3.08 6.60 2.51 0.99 4.12

安徽 0.38 8.50 2.17 1.06 0.55 5.80

福建 0.83 7.37 4.08 3.40 1.24 6.58

江西 0.80 9.25 2.85 4.48 1.31 5.84

山东 0.72 6.85 4.46 4.44 0.88 3.86

河南 0.32 8.76 3.40 7.57 0.27 1.11

湖北 0.34 2.82 4.84 8.13 1.05 1.52

湖南 0.23 5.18 2.74 5.28 0.96 5.28

广东 0.45 5.66 5.77 3.60 0.81 2.71

广西 0.35 4.05 2.84 3.30 0.47 2.51

海南 0.08 11.04 9.14 1.44 0.19 16.57

重庆 0.10 21.10 4.47 13.70 1.20 9.58

① 主导产业的判断主要通过各产业增加值占全省增加值出口比重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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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 0.13 22.01 6.23 17.70 0.32 0.88

贵州 0.04 47.22 2.77 0.50 0.36 9.50

云南 0.03 12.45 4.47 7.29 0.20 1.82

陕西 0.04 7.56 5.21 9.99 0.35 6.28

甘肃 0.23 15.00 1.97 12.23 1.09 1.70

青海 0.26 830.65 4.47 8.82 1.98 1.90

宁夏 0.09 157.60 1.74 4.13 0.43 1.94

新疆 0.22 1.38 3.07 2.09 0.42 7.49

数据说明：表中数据均由笔者计算得出，出口单位本省增加值是由本省增加值比上出口

总量得出。此处单位出口增加值主要是结合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和地区对外贸易数据，

比对海关数据商品的 22 大类将二者结合起来。

2007 年、2010 年各省出口中带来增加值出口份额最大的制造产业主要集中在资本

密集型制造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本文是从增加值角度考虑，所以劳动要素带来的增

加值相较于资本、技术要素较低，但是在出口总值方面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较大，这点

需要注意。主导产业类型分布上也存在一定的特点。沿海省市主导产业为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中西部地区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从本省单位出口增加值角度进行判断，发现北京各要素密集型产业产品出口中，主

导产业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单位产品出口带来的本省增加值最高，说明该类产品生产过程

中主要投入技术要素；其余沿海省市出口虽然以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但是单位产品出

口本省增加值较低，主要是因为该类产品总体上以简单的加工生产或组装生产为主，主

要投入要素为经过专业化培训的劳动要素或者简单的劳动要素，因此产品增加值较低，

在 GVC 中位置靠近下游；主导产业是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省市，这些产业单位产品出口

中本省生产要素创造的价值最大，说明其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是资本要素，山西、云南

等省主要依据自身的资源优势发展起来。

全国范围内北京市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更多投入技术要素，其余沿海省市出口产品

生产过程中更多的使用具有技术含量的劳动要素；中西部地区出口产品中投入的要素与

地区特点紧密相关，资源大省以资源、资本要素投入为主，同时中西部省市劳动要素投

入主要是低廉劳动力。因此，各个省市乃至全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主要位于中下游区域，

提升各省份技术研发创造能力是提升国际竞争力、GVC 地位的根本。

五、结论

本文分别从省级层面和行业层面两方面出发，对各省市、区域、行业在全球价值中

的分工状况进行分析。根据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构建相应的模型，对各个省市出口从增

加值角度进行分解，得到如下结论：第一，省出口增加值可以分为本省增加值、外省增

加值、国外增加值三个部分，其中本省增加值份额最大，对于每个部分去向细分为回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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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本省、回流至外省、被国外吸收划分，被国外吸收的增加值份额最大。第二，通过对

各个省市垂直专业化程度进行测度，表明各省市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均在增加，沿海省

市参与程度高于中西部省市，但是中西部省市正在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逐步向高附

加值环节攀爬。第三，产品出口技术层面分析，沿海省市出口中复杂技术产品比中西部

省市多，随着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等政策的实施，中西部省市产品出口技术有所上升，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得到明显的提升。第四，各省市相对上游的产业主要集中在矿产

开采与加工以及纺织业，电气、交通等设备制造这些生产过程中需要技术要素投入的产

业位置却相对下游，同时资源产业上游度较高，制造业的平均上游度也高于服务业的平

均上游度。第五，从行业要素投入角度出发，我国整体上产品出口多使用劳动、资本要

素，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中下游位置，区域间情况不一，沿海省市多投入有技术含量的

劳动要素，中西部地区为资本要素以及低廉的劳动要素。

根据上述结论，为提升我国以及各省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获得更多的增加值，

应从以下几方面出发：首先，构建全国价值链，提升价值链位置，重视地区之间的生产

联系，构建国内价值链，推动中西部省市的发展，缩小区域差距；其次推动生产，向价

值链高端攀升，这主要是将生产活动往研发设计以及生产性两方面发展。一方面从政府、

企业双方面入手，培养知识、技术型人才，提升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降低生

产成本，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以及售后服务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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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行业产品出口技术层次划分

类别 行业

初级产品 农林牧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

和天然气开采业、金属矿采选业、非金

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STX

基于资源制造业产品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造纸印刷及文

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

核燃料加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

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

低技术制造业产品 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

品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其他制

造业

中等技术制造业产品 化学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CTX 高技术制造业产品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

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

机械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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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表 5-3 30 个行业产业类型分类表

产业分类 产品类型 行业名称

资源密集型产业 资源密集型产品

农林牧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

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金

属矿采选业、非金属矿及其他

矿采选业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产品

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

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家

具制造业、其他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造纸

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

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金属

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

业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品

化学工业、通用、专用设备制

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

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

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

用机械制造业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 劳动密集型服务业产品 建筑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

饮业

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资本密集型服务业产品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电力、热

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及水

的生产与供应业

技术密集型服务业 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产品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研究与试

验发展业

其他服务业 其他服务业产品 其他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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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wenge Hehui

（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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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n the basi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this paper builds a

non-competitive domestic provincial input-output model, from

the point of value added to decompose the provinces and industries

export.This paper analyze specialization and evolution of each

province.Results show that: (1)the value added exports divided into three

parts:Province value added,Provincial value added,Foreign value

added.Segmenting the whereabouts of added value. The largest share of the added

value is directly absorbed by the foreign countries.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GVC is increasing.The participation of coastal provinces is higher than the

others.(2)Complex technical products in the coastal provinces export

more than the Middle, the Middle rise in technology exports and the

posi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has been markedly improved.(3)Provinces

upstream industrie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resource

industries and the textile industry,technology-intensive industries such

as manufacturing are relative downstream.(4)China's exports more use of labor

and capital an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posi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varied

between regions, coastal provinces dominated by technology-intensive exports,

more skilled labor, for capital elements and cheap labor in the Midwest.

Key words:Decomposition of value added,Upstream,Export technical

structure,Export unit province value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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