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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加强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基础和原则 

内容提要：APEC 地区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目前，APEC 地区全球

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但是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

工上所处的位置有所差别。为此，APEC 加强全球价值链合作应该秉持利益共享、

区别对待、先易后难的原则。 

 

全球价值链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重要合作内容及其核心议题的

支撑要素。2014 年 5 月，APEC 贸易部长会议批准了《促进亚太地区全球价值

链发展战略蓝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 APEC 贸易增加值核算战略框架》两个

重要文件。即将在北京召开的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有三个核心议题：推

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促进经济创新发展、改革与增长；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

互联互通建设。这三大核心议题的背景是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在 APEC 地区越

来越重要。 

那么，APEC 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是怎样的？APEC 在加强全球价值

链合作时应秉持什么样的原则？下面，笔者拟根据自身的研究对上述两个问题

做出研究性的初步解答。 

一、APEC 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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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PEC 地区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 

为深入研究 APEC 地区全球价值链发展现状，最好使用增加值贸易数据进

行分析。为计算增加值贸易数据，需要用到世界投入产出表。目前，拥有连续

时间序列数据（1995~2011 年）的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受到研究者的

较多青睐。该数据库包含了 40 个经济体，其中 APEC 经济体有 10 个，它们是

澳大利亚（AUS）、加拿大（CAN）、中国（CHN）、印度尼西亚（IDN）、日本

（JPN）、韩国（KOR）、墨西哥（MEX）、俄罗斯（RUS）、中国台湾（TWN）、

美国（USA）。笔者后面的分析将以这 10 个经济体为例。 

无论是从传统总值出口还是从增加值出口数据来看，APEC 地区在世界出口

中都占据了大约 20%的比重（图 1）。1995~1999 年，两种方式衡量的比重基本

一致。2000 年以来，以增加值出口衡量的比重还略微大于传统总值出口衡量的

比重。2000~2008 年，APEC 地区出口所占比重缓慢下降；全球金融危机以来，

APEC 地区出口占比又有所上升。2011 年，该比重大约是 22%。由此看出，APEC

地区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位置。 

2、APEC 地区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但是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使用增加值出口和传统总值出口的比率来衡量一国或某一区域全球价值链

分工程度是比较理想的方法。该比率越高，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低；该

比率越低，说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越高。当该比率等于 1 时，说明不存在全

球价值链分工，一国传统总值出口全都使用国内要素生产，从而增加值出口和

传统总值出口不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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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APEC 地区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 

 

笔者根据 WIOD 数据库计算了 1995~2011 年 APEC 地区和世界范围增加值

出口和传统总值出口的比率（图 2），以此研究 APEC 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

从图 2 可以看出，2000 年以来，APEC 地区增加值出口和总值出口之比要高于

世界范围的该比率，说明APEC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要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原因之一是欧盟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较深，拉高了世界平均水平。这和我

们的直觉有差异。无论是媒体还是学者，经常说，APEC 地区是世界上经济最活

跃的地区。从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来看，这个说法有待商榷。从图 2 还可以看

出，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造成 APEC 地区和世界范围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的降

低，随后又缓慢恢复。并且，从长时间段来看，APEC 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波

动幅度更大。 

当然，APEC 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有所不同。如 2011 年，

中国台湾和韩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最深，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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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则相对较浅。 

 

图 2 APEC 地区和世界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 

 

3、APEC 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有所差别，且不断变动 

为研究 APEC 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位置，笔者运用相关指标进行

了计算。在图 3 中，从左到右表明 APEC 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从上游

到下游，越是下游离最终需求越近。可以看出，不同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处

于不同的位置。如 2011 年，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俄罗斯处于较为上游的位

置，美国、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处于中游位置，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则处

于下游位置。并且，1995、2000、2005、2011 年，尽管各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

上的位置相对稳定，但是，各经济体除中国台湾始终处于下游位置外，其余经

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的位置都有所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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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 APEC 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 

RUS IDN CHN AUS USA KOR CAN MEX JPN TWN 

2000 年 APEC 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 

IDN RUS AUS CHN CAN USA MEX KOR JPN TWN 

2005 年 APEC 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 

RUS IDN AUS CAN CHN USA MEX KOR JPN TWN 

2011 年 APEC 经济体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 

AUS IDN RUS USA CHN CAN MEX JPN KOR TWN 

图 3 APEC 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所处的位置 

 

二、APEC 加强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原则 

基于上述对 APEC 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现状的分析，笔者认为 APEC 加强

全球价值链合作应该秉持（但不限于）以下原则： 

1、利益共享。APEC 地区贸易在世界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该地区的全球

价值链合作既有利于扭紧该地区经济体的生产与贸易联系，也有利于加强该地

区同区域外的分工合作。由于该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程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加强全球价值链合作会带来诸多福利。APEC 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是紧密联系

的，是该链条上不可缺少的一环，任何经济体的缺失都会造成价值链的不连续，

从而造成福利损失。只有在利益共享的原则下，使 APEC 各经济体都有所受益，

才能吸引各经济体都有动力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 

2、区别对待。APEC 各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程度不同，在价值链

上所处的位置也有所差异，从而关心的议题也不尽相同。APEC 在进行全球价值

链合作时，应该照顾到处于不同价值链位置上各经济体所关切的合理议题，以

上游 下游 全球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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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它们的担忧。如分工程度深的经济体往往更多关心自身所处全球价值链的位

置，分工程度浅的经济体则更多关系如何更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3、先易后难。既然各经济体所关心的问题有所差异，在进行合作时难免遇

到困难。为更好地加强合作，应该对合作的议题设置优先顺序，先突破各经济

体共同关心的议题。比如，根据上述分析，全球价值链分工往往有一定的波动

性，且易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为此，可以就如何加强危机期间的全球价值链

应对进行合作。又比如，可以就如何深化 APEC 地区全球价值链分工进行合作，

以赶上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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