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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国家间投入产出数据库建设的逐渐成熟，利用该数据进行价值层

面的贸易增加值分解研究也取得了同步推进。本文根据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比较

了几类典型的贸易增加值分解方法。在此基础上对 Koopman 等（2012）提出的方

法从总需求和总供给分解的角度进行了拓展，并利用该拓展方法从全球价值链的

角度对中国贸易情况进行了分解。对出口贸易增加值分解结果显示，上世纪 90 年

代以来，投资带来的出口贸易需求一直呈现上升态势；从出口产品的供给角度而

言，资本投入成为供给增加的决定力量而且越来越重要，以来高技术劳动投入比

重上升，同时低技术比重有所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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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er compared two kinds of typical decomposition methods according to WIOD. The

paper developed the method proposed by Koopman et. al (2012) from aggregate

demand perspective, and used the method to decompose China’s trade performance.

The result of decomposition in export value-added shows that since 1990s, the domestic

export’s value-added of China has driven by investment demand; from supply

perspective of export capital input has displayed a rising deciding role; the ratio of

high-tech labor input has been increased while low-tech has been decreased at the

meanwhile.

Key Words: GVC,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 Table, export’s demand structure,

export’s supply structure

一、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开放化程度的提高，“跨国外包”、“模块化生产”、

“离岸就业”和“垂直专业化分工”等新型生产模式已经改变了全球生

产贸易格局。2008至 2009年期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国际

贸易活动大幅收缩。对于那些已经通过开放国门深刻融入全球价值链体

系的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国家，其经济周期受到外部经济形势的影响往

往更大。这种国际贸易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全球同步化与生产的全球化(价

值链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按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

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

涉及从原料采购、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生产与销售、最终消费和回收处

理整个过程。简言之，全球价值链意味着与产品相关的生产交易活动在

全球范围内被分散到多个国家、多个企业的一种经济生态模式。国家间

的生产、贸易活动向着分散化、纵深化方向发展，使得传统的国家价值

链创造分析框架不仅已经难以准确反映实际的生产贸易活动，而且由于

忽略同一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间中间贸易，往往还会产生假象、混淆认

知。因此，国家价值链分析框架需要被全球价值链分析所取代。

全球价值链的量化研究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将重点放在全

局综合的、国际可比的、总量分析基础上的国别宏观层面的研究，例如

基于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即 I-O表）等的测算与分析；一类是强调个

体差异的、异质性的、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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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产品层面的研究，例如针对一国内部、地区内部、产业内部、企

业内部的增加值测算与分析。这两类方法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的

视角去研究全球价值链，本质上并无优劣之分。

本文所提及的全球价值链分析(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以下简

称 GVC分析)也均以宏观层面的分析为基础，以投入产出为主要分析工

具，以增加值的增量分析贸易表现。这种价值链的增加值核算方法，与

GDP核算的基本思想一致。一国出口总增加值为出口价值总量减去生产

过程中的中间投入。采用增加值核算的全球价值链分析方法能够更加明

晰地展示各国生产的实际创造与贸易的真实情况，提供更为有效的观察

各国竞争力变化、世界贸易状况提供相对准确的依据，为跨国公司投资

决策、国家及国际组织贸易政策制定提供信息支持。

本文依据欧盟提供的WIOD数据库，从需求和供给的视角对 1995

年-2009年中国的出口贸易情况进行了重新核算。从需求的视角，主要

研究由于国外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形成的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从供

给的视角，主要研究贸易增加值在资本、劳动以及国际交通费之间的分

配。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引言。第二部分对现有研究文献进

行了综述。第三部分是方法论介绍与比较，对现阶段主流的增加值核算

方法进行介绍和比较。第四部分本文对 Koopman et al.（2011）以及

Koopman et al.（2012）的方法进行了拓展。第五部分基于该方法对中国

增加值出口贸易进行核算和分析。最后一部分为结论。

二、文献研究综述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简称 GVC）的概念最初由 Krugman

于 1995年提出，指在在全球生产网络中，每个国家在特定生产阶段进

行的活动而获得的增加值收入情况。现行采用的传统贸易分析框架基本

依据国家价值链创造模式，海关统计和数据提供均都局限于单一国家生

产模式。该框架的基本假设为出口产品的价值创造主要来源于国内，进

口产品的价值创造主要来自国外。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原则规定对

外贸易统计范围为凡能引起中国关境内物资资源存量增加或减少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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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货物，统计的内容包括：进出口货物的品种、数量、金额、国别（地

区）、经营单位、境内目的地、境内货源地、贸易方式、关别等项目。

显然，在传统体系下的统计数据和分析方法已经无法实现对于一国

生产贸易活动的准确刻画和分析。对于增加值贸易的测算方法，依照研

究视角和工具，大致可以被归为两类：微观产品、企业、行业层面的异

质化、精细化研究；以国家为单位的宏观层面增加值研究。

第一类研究又可分为两种。一种为微观产品或行业研究，主要基于

单个部门或单个产品进行分析。较为著名的例子是针对苹果产品分析

(Dedrick, Kraemer, and Linden，2008)。张少军（2009）应用国内投入产

出表测度了广东省和江苏省在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中的表现。陈爱

贞(2011)在分析中国装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演变的基础上，

借助投入产出分析发现，中国装备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中间投入层次比

较低，虽然其中间投入结构中直接消耗资源和能源不多，但间接消耗资

源和能源比较多，且依赖性有上升趋势；虽然其垂直分工程度呈上升趋

势，但外泄效应比较显著，阻碍了国内价值链的延伸。这些影响中国装

备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因素又由其地位所决定。恶性循环带来

的生产模式“自我锁定”，造成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低端锁定效应。以外

资为主力的“为出口而进口”的贸易模式增强了这种锁定效应。为突破这

种“内生”而又“链条关联”的影响，需要进行价值链创新。

另一种研究则基于微观企业、行业视角，采用企业、行业、海关数

据进行测算。Feenstra and Jensen ( 2012 ) 采用公司数据研究了美国的进

出口，其对中国企业出口表现的研究，主要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CASIF) 和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CCTS) 进行测算。Upward et al.（2012）

合并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贸易数据库，并对中国 2003-2006年

间的企业出口的平均国内增加值率以及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出口增加值

率进行了测算。Kee和 Tang（2012）则利用 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

与海关贸易数据库的合并数据，对中国出口的加工贸易出口进行了深入

研究。尽管采用微观数据的缺点是企业完整的贸易数据不容易获得。在

整理数据时，由于很难将国内企业投入中的进口产品和非进口产品数据

划分开来，因此只能采取简单的方法进行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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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类的全球价值链注重宏观国别层面的分析，特别是基于非竞

争型投入产出表进行的研究。在全球价值链投入产出数据库得到国际组

织的丰富、完善和推广后，藉由这些官方提供的基础国家可比数据，可

以开展国家层面的全球生产与贸易的价值增值研究。全球价值链分析

(Global Value Chain analysis，以下简称 GVC分析)作为一种增加值核算

方法已经开始成为分析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工具之一。该方法采用国际可

比的国别投入产出表为主要分析工具，以增量分析取代了过去的贸易流

量分析。Koopman et al. (2008，2011) 提出了测度增加值贸易的 KPWW

方法，该方法基于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提出一个统一的核算框架来测算全

球生产链中的增加值贸易。其贸易增加值通过增加值率和里昂惕夫逆矩

阵以及总出口相乘得到。之后，Lejour等（2011）指出在计算增加值时

不应采用总出口指标，而应使用总需求来进行测算。Timmer及其合作

者（2012b）基于WIOD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数据库，考虑了国

家间中间投入的贸易，研究了各国对全球 GVC的贡献以及全球制造业

价值在世界各国和地区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之间的分配。WTO和日本

IDE-JETRO（2011）研究了贸易类型和 GVC之间的关系，指出贸易模

式正在由货物贸易向任务贸易转变。Dean et al.（2011）利用中国海关数

据和联合国 BEC产品分类标准，区分了进口的普通产品和进口的加工

贸易产品，并利用投入产出表测算了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但该方法

的不足之处在于其对进口的拆分，采用静态机制，即利用不变的进口结

构比例对进口进行拆分。Koopman （2012）将标准的非竞争性 I-O表分

解为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两类 I-O表，利用中国 1992，1997和 2002年

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

国内构建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方面，陈锡康及其合作者利用非竞争

型投入产出表对中美贸易顺差进行了深入分析（Lau et al.，2007）。李

昕（2012），李昕和徐滇庆（2013）将增加值法引入国际贸易核算体系，

对国际贸易中的国内、国外增加值进行了分解，对中国外贸依存度和失

衡度进行了重新估算。该研究反驳了“中国操纵汇率”的指责，发现 GDP

与外贸数据的扭曲夸大了中国外贸依存度及外贸失衡度，实际上 GDP

的扭曲主要来自汇率法与购买力平价法估算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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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价值链模型基础与比较

1.全球价值链模型理论基础

全球价值链（GVC）分析模型将全球产业链分解为不同国家的增加

值收入。该模型通过使用 Leontief矩阵和多国投入产出模型，追踪各国

间直接和间接的生产诱发过程，从而计算出每一个生产环节获得的增加

值收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Fragmentation，IPF）

中任务分配的宏观经济框架是这一模型的前提基础。图 1描述了从支出

到收入之间的全球化生产消费的往来关联关系。

A 国

B 国

C 国

支出 生产 收入

最终产品 中间产品 要素服务

A国的消费 在 A国生产 A 国资本和劳
动

在 B国生产B国的消费

B国的消费 在 C国生产

B 国资本和劳
动

C 国资本和劳
动

图 1 国家间从支出到收入之间的关联关系

为了对国际生产的关联关系进行建模，首先需要引入多国投入产出

表来核算全球生产链中的价值产生过程，并得到如下恒等式。

， X 为某一国家的总产出。

（1）

与一国投入产出模型类似，这里是多国的投入产出模型。假设有 G个国

家，每个国家有 N个行业。（1）式中的Y表示最终需求， A表示直接

消耗矩阵， A的元素可表示为：

X A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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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1）式 可得，

1( )X I A Y BY  

（2）

（2）式中，B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1( )I A  。

（2）式用向量表示为，

11 12 1 11 12 1

21 22 2 21 22 2

2 2

1
1 1

1

2 2
1

1 1

1

1 ... ...
1 ... ...

... ... ... ... ... ... ... ......
...

... 1 ...

G G

G G

G GG G GG

G

r
r
G

r
r

G GG G

Gr
r

Y
A A A B B BX
A A A B B BX Y

A A A B B BX
Y

 





 
 
      
                  
            
 
  







1

2

...

G

Y
Y

Y

  
  
  
  

   
   

（3）

式（3）中，XG表示 G国的总产出，假设 G国有 N个部门。因此，XG为

N维向量。

11 12 1

21 22 2

2

1

1

1

1 ...
1 ...

( )
... ... ... ...

... 1

G

G

G GGG

A A A
A A A

I A B

A A A





   
       
 
    

其中，A和 B为 GN×GN 矩阵。将 B矩阵进一步展开，可得：

11 12 1

21 22 2

21

...

...
... ... ... ...

...

G

G

G GGG

B B B
B B B

B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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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G

G Gr
r

Y Y


 为 N×1向量，表示全球对 G国的最终总需求，其中 GrY 是

N×1向量，表示 r国对 G国的最终需求。B矩阵的元素 srB 表示 r国增

加一单位最终需求，需要 S国生产的产出。 进一步，

1 1 1

2 2 2

11 12 11

21 22 22

1 1

1 1 1 2 1

2 1 2 2 2

...0 ... 0

...0 ... 0
... ... ... ...... ... ... ...

...0 0 ...

...

...

... ... ... ...

r r r

r r r

G

G

G G GGG

G G G

r r rG
r r r
G G G

r r rG
r r r

X X XV
X X XV

VBY

X X XV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1 2 ...Gr

G G G

G Gr r G r G Gr rG
r r r

V B Y V B Y V B Y

 
 
 
 
 
 
 
 
 
  
  

（5）

式子（5）中， V

用矩阵表示为：

1

2

0 ... 0
0 ... 0
... ... ... ...
0 0 ... G

V
V

V

V

 
 
 
 
 
  







,

上式中，Vi定义为增加值率，是各部门增加值和总产出之比，是 1×N

行业量。把 Vi对角化，变

成对角矩阵，即为 iV

，它是 N×N矩阵。

利用（1）-（5）式，可方便的计算各国以及各产业的全球价值链

GVC。

2.全球价值链模型比较与分析

在采用投入产出表测算增加值贸易的分解中，迄今为止，有代表性

的方法主要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 Lejour等（2011）的方法；一类是

Koopman et al.（2011）以及 Koopman et al.（2012）的方法。二者在计

算方法上的主要区别，在于核算增加值贸易时，是采用总需求还是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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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出口与里昂剔夫逆矩阵相乘。

（1）Koopman et al.（2011）以及 Koopman et al.（2012）分解方法

比较

总体来说，Koopman et al.（2011）以及 Koopman et al.（2012）分

解方法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具体地，国家 i的总出口可分为：国内增加

值出口（DVi）和国外增加值出口（FVi）。而本国出口形成的国内增加

值可以分解为最终产品的出口和中间产品的出口。根据进口国使用的目

的，中间产品的出口进一步可以分解为进口国仅自己使用而不加工出口

的产品；进口国经过加工出口到第 3国的产品；进口国经过加工又出口

回本国的产品。在此基础上，Koopman et al.（2012）进一步对“经过加

工作为中间产品再出口到母国”以及“其他国家中间投入形成的国内增

加值”进行了分解。

现以 Koopman et al.（2011）和 Koopman et al.（2012）中总出口分

解进行对比说明。

对于某一国家 s，Koopman et al.（2011）总出口 *sE 可以分解为：

* *,

,

s s s s ss sr s ss sr rr s ss sr rk s ss sr rs r rs sk s r
r s r s r s r s r s

s ss sr s ss sr rr s ss sr rk s ss sr rs sk s r
r s r s r s r s

E DV FV VB Y VB A X VB A X VB A X V B E

VB Y VB A X VB A X VB A X FV


    


   

      

    

    

   

（6）

其中， s*s j js
j s

FV V B E




根据 Koopman et al.（2012）对出口的分解公式，总出口可以分解为：

*
,

{ } 1 2 3

{ } 4 5

{ } 6 7

G G G G

s s ss sr s sr rr s sr tr
r s r s r s t s r

G G

s sr rs s sr rs s
r s r s

G G G G

t ts sr t ts sr r
t s r s t s r s

uE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V B A X

V B Y V B A X

   

 

   

    

  

  

  

 

 

（7）

不难发现，（7）式的第 6和第 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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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 G G G G G

t ts sr t ts sr r t ts sr sr r t ts s s
t s r s t s r s t s t s

V B Y V B A X V B Y A X V B E FV
     

       

（8）

因此，Koopman et al.（2011）和 Koopman et al.（2012）总出口分

解中的 FV 相同，其剩余的DV 也是一样的。下文将讨论 Koopman et al.

（2011）和 Koopman et al.（2012）总出口分解中DV 各项之间的联系。

第一，对于第 1项，
G

s ss sr
r s

V B Y

 ，Koopman et al.（2011）和 Koopman et al.

（2012）总出口分解中均相同。

第二，对于第 2项

,
( )

G G G

s sr rr r

G G

s sr rr
r s r s

r s ss sr rr s sg gr rr
r s r s g r s

V B I A X V B A X V B A XV B Y
   

      

（9）

（9）式说明，Koopman et al.（2012）在核算两国的增加值贸易时，

把通过第三国的增加值贸易也计算在内。例如，计算中美的增加值贸易

时，在涉及到中间产品贸易时，Koopman et al.（2012）把中国出口到第

三国（例如韩国）的中间产品，然后由第三国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的这

一部分均包含到中美的增加值贸易中去。而 Koopman et al.（2011）只

计算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到美国的这一部分。尽管方法论基础一样，但可

以认为Koopman et al.（2012）是基于原产地原则进行分解的，而Koopman

et al.（2011）则是基于国别原则进行分解。

第三，对于第 3项，

, ,

, ,

, ,
,

,
,

[( ) ]

[( )

( )

G G G G

s sr tr s sr tt tr tr r
r s t s r r s t s r

G G G G

s ss sr s sg grt s r

s sr rr tr s sr tr r
r s t s r r s t s r

G G

tr tr s sr tr rt s r
r

r rs rk
g s r r s t s rs s rr ks

V B A V

V B Y V B I A X A X

V B I A X V B A X

X X V B AB A X X 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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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上式，可得：

,
,

,
( )s ss srk s r

r

G G G G

s sr tr rk s sg gr rr rs
r s t s r rs s g s r

V B Y X V B A XA XV B
   




  

（11）

在 Koopman et al.（2012）中没有考虑到甲乙两国的出口中，甲国

出口到第 3国，然后再出口到乙国，用于乙国为本国的生产以及为出口

到甲国生产这两部分。因此 Koopman et al.（2012）比 Koopman et al.

（2011）少了（11）式右边第 2项。

第四，对于第 4和第 5项，不难得出：

,

( )

( )

G G G

s sr rs s sr rs s s sr rs rs s
r s r s r s

G

s sr rr rs
r s
G G

s rs

G

ss sr s rssg g
r s

r
g rr s s

B

V B Y V B A X V B Y A X

V B I A X

V X VA B A X

 







 

  

 

 





 



 

（12）

Koopman et al.（2011）和 Koopman et al.（2012）对这项分解的差别和

第 11项一样。

（2）Lejour et al.（2012）与 Koopman et al.（2012）的方法比较

Lejour et al.（2012）的方法和 Johnson and Noguera (2011) 接近。该

方法和 Trefler and Zhu (2010) 的方法也基本一致。在没有明确考虑进出

口服务产生的增加值情况下，Lejour et al.（2012）中的

总出口增加值（total own value added exports） ( , )rdtot i j 分解为以下四个

部分。

*( , ) ( , ) ( , ) ( , ) ( , )r r r r rdtot i j dd i j de i j dx i j dx i j   

（13）

式（13）中，

( , ) ( , , , ) ( ) ( , ) ( )r r r r
r r

dd i j dd i j Y i B j i v j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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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r r r rr r
r r

de i j de i j Y i B j i v j
 

 
 

  

（15）

, ,
( , ) ( , , , ) ( ) ( , ) ( )e
r r s rs r

r r s r s
dx i j dx i s j Y i B j i v j

  


   

  

（16）
* *( , ) ( , , , ) ( ) ( , ) ( )r r sr rs r

r s r
dx i j dx i s j r Y i B j i v j

 

  

（17）

这里为方便对比，本文将 Lejour et al.（2012）公式中的需求 f统一

表示为 Y。可以发现，Lejour et al.（2012）分解中（13）式的第 1项，

第 2项，第 3项与 Koopman et al.（2012）中的前 3项完全一样，而且

（13）式的第 4项就是 Koopman et al.（2012）分解中的第 4项。值得

注意的是：Lejour et al.（2012）是针对一国 GDP中涉及出口的部分进

行分解的。

利用 GDP的核算公式，可以清楚地发现它们的联系。

' ' * ' '( , ) ( , ) ( , ) ( , ) ( , )d d
r rr rr r r r r r rr rr rGDP dtot i j f B v dd i j de i j dx i j dx i j f B v      

（18）

由此，可以说明 Koopman et al.（2012）分解中的前 4项之和是计

入 GDP中的出口部分3。综上所述，Koopman et al.（2012）的总出口分

解实际上完全涵盖了 Lejour et al.（2012）的分解。二者只是强调的重点

不同。Koopman et al.（2012）更侧重研究嵌入到总出口中的各项国内外

增加值来源。Lejour et al.（2012）的研究实际上更接近于嵌入到 GDP中

出口的增加值来源。也就是 Koopman et al.（2012）中出口中的 GDP（GDP

in exports）。 而 Koopman et al.（2012）与 Koopman et al.（2011）的区

别在于研究视角不同。Koopman et al.（2011）将总出口的分解建立在国

家层面的出口分解上。下一节中将进一步拓展该分解方法：不仅可以进

行国别分解，而且也能针对出口的不同需求构成分解以及创造需求的供

给层面分解。这将有助于进一步分析一国出口贸易的结构加以分析，以

更加清晰地展现出口贸易数据背后的故事。

3根据 Koopman et al.（2011），Koopman et al.（2012）以及 Lejour et al.（2012）进行的分

解比较结果可以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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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基于 Koopman 增加值分解方法的拓展与应用

1.从总需求角度的增加值分解

根据 Koopman et al.（2012），这里将（7）式中 的 1+2+3三项，

定义为出口贸易的增加值 VT（ value-added exports）。

,

G G G G

s ss sr s sr rr s sr tr
r s r s r s t s r

VT V B Y V B Y V B Y
   

    

（19）

定义国内总需求（或国内吸收部分）Y可再细分为消费 C，投资 I

和政府购买 G三部分，如式（20）所示。并将其代入式（19），如式（21）

所示，有，

, , ,ir ir ir irY C I G i s r t   

（20）

,

,

,

( ) ( ) ( )

{ }

{ }

{

G G G G

s ss sr sr sr s sr rr rr rr s sr tr tr tr
r s r s r s t s r

G G G G

s ss sr s sr rr s sr tr
r s r s r s t s r

G G G G

s ss sr s sr rr s sr tr
r s r s r s t s r

G

s ss sr
r s

VT V B C I G V B C I G V B C I G

V B C V B C V B C

V B I V B I V B I

V B G V

   

   

   



        

   

  



  

  

  


,

}
G G G

s sr rr s sr tr
r s r s t s r
B G V B G

  

 

(21)

2.从总供给角度的增加值分解

根据（9）式，可将式子中的增加值率Vs细分。在本文中增加值是

以购买者价格计算的。它由基本价计算的增加值（Value added at basic

prices）和国际交通费用（International Transport Margins）以及生产净税

等六部分，对于中国，WIOD投入产出表中只有基本价计算的增加值

（Value added at basic prices） bV 和国际交通费用 TM两项数据，其余 4

项数据未提供。我们进一步将基本价计算的增加值细分为劳动 lV 和资本

kV 两部分。这样，利用（9）式可以研究出口贸易增加值 VT在这几部

分中的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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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b k lV V TM V V TM    

(22)

式（22）中， kV 表示资本份额， lV 表示劳动份额，TM 表示国际交通

费用份额。

,

,

,

( ) ( ) ( )

{ }

{ }

{

G G G G

k l ss sr k l sr rr k l sr tr
r s r s r s t s r

G G G G

k ss sr k sr rr k sr tr
r s r s r s t s r

G G G G

l ss sr l sr rr l sr tr
r s r s r s t s r

G

ss sr sr r
r s

VT V V TM B Y V V TM B Y V V TM B Y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V B Y

TM B Y TM B Y

   

   

   



        

   

  



  

  

  


,

}
G G G

r sr tr
r s r s t s r

TM B Y
  

 

(23)

在此基础上，可以根据技术水平的高低将 lV 进一步分解。即，

l lhs lms llsV V V V  

（24）

式（24）中， lhsV 表示高技术劳动报酬份额， lmsV 表示中等技术劳动报

酬份额， llsV 表示低技术劳动报酬份额。这样可以进一步计算VT中劳动

报酬的各个部分。

3、数据来源及主要使用变量的统计描述

公式（19）-（24）计算的数据均来源于WIOD(The 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数据库4，包括公式（22）中的 kV , lV ,TM 以及公式（24）中的 lhsV ，

lmsV 和 llsV 。

WIOD数据库由欧盟委员会资助，通过多个机构合作构建，旨在分

析全球化下，各国贸易、环境、以及社会经济之间的交互影响。它主要

由以下几个子数据库构成。（1）世界投入产出表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

4 http://www.wiod.org/new_site/da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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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2011）；（2）各个国家的投入产出表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

（1995-2011），包括各个国家的 35个行业，59类产品的以当前价和前

一年价格为基准的供给表和使用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1995-2011）；各

个国家现价的投入产出表年度时间序列数据；（3）社会经济核算帐户

年度时间序列数据（1995-2011）；（4）环境核算帐户年度时间序列数

据（1995-2011）。WIOD数据库的世界投入产出表包含全球 40个主要

经济体，其中包含欧盟 27个经济体，北美 2个经济体，拉丁美洲 2个

经济体以及亚太 9个经济体。每个经济体包含３５个行业和部门，其中

制造业部门 14个。表的编制采用欧盟经济活动分类统计标准第一版

（NACE1）（Dietzenbacher等，2013；Timmer，2012a）。

本研究主要使用变量的含义和统计描述参加表 1。

表 1 变量含义和描述统计

变量 含义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kV 资本份

额

0.5096 0.0452 0.4496 0.5718 0.5094

lV 劳动份

额

0.4789 0.0485 0.4122 0.5421 0.4828

TM 国际交

通费用

份额

0.0115 0.0037 0.0075 0.0187 0.0093

lhsV 高技术

劳动报

酬份额

0.0858 0.0351 0.0382 0.1374 0.0808

lmsV 中等技

术劳动

报酬份

额

0.3931 0.0285 0.3411 0.4402 0.3919

http://www.xchen.com.cn/jjl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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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sV 低技术

劳动报

酬份额

0.5211 0.0507 0.4767 0.6207 0.4963

C 消费（单

位 ：

millions

of US$）

728859

.8

377472.

1

303186.3 157347

6

610651.5

I 投资（单

位 ：

millions

of US$）

770008

.7

584886.

6

269750.9 211846

2

484547.8

G 政 府 购

买 （ 单

位 ：

millions

of US$）

272585

.4

160583.

7

92585.16 610809.

9

229554.2

注：表 1观测值数为 15，各变量主要针对我国而言。

4.对中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的需求分解

在公式（7）式中，国内增加值 DV中的前 3项称之为出口贸易的

增加值(VT)。根据本文提供的拓展公式（21），可以将进口产品进一步

分解为消费，政府购买以及投资三种需求形成的增加值。根据表 1，从

VT的总体结构看，进口国的消费形成的 VT占 57%以上。其次是投资，

占 30%左右。最小的需求来源为政府购买，其占比在 8%以下。但是需

求比重最大的消费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从 1995年的 69.6%下降为 2009年

的 59.4%，减少了 10个百分点。而政府购买和投资分别则从 1995年的

5.2%和 25.3%，上升为 2009年的 7.2%和 33.4%。这一现象在一个侧面

说明过去中国出口贸易的国内增加值的增量增长部分主要来源并非家

户的消费（无论是最终产品还是用于消费的中间产品），而是来自政府

购买和企业投资行为。其中最终产品出口贸易中国内增加值的比重相对

稳定。但是，在中间品贸易以及加工产品贸易中政府购买和投资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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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在国内增加值中的比重上升更加明显。表 2是根据公式（21）计算

所得，结果如下：

表 2 中国贸易出口的增加值 VT 以及各子项分解

单位：%

1.最终产品出

口

2.进口国最终

使用的中间产

品

3.进口国经过

加工出口到第

3国的产品

VT

年

份

消

费

政

府

购

买

投

资

消

费

政

府

购

买

投

资

消

费

政

府

购

买

投

资

消

费

政

府

购

买

投

资

199

5

54.

56

11.

60

33.

84

80.

93

1.1

9

17.

89

63.

28

0.8

8

35.

84

69.

57

5.1

6

25.

27

199

6

54.

44

11.

91

33.

65

80.

96

1.1

0

17.

94

61.

01

1.0

1

37.

97

69.

43

5.2

0

25.

37

199

7

54.

48

12.

25

33.

26

81.

46

1.0

8

17.

46

61.

17

1.0

5

37.

78

68.

82

5.7

1

25.

48

199

8

55.

39

12.

99

31.

62

79.

06

0.9

0

20.

04

60.

30

1.1

3

38.

57

67.

88

5.8

6

26.

26

199

9

54.

89

12.

89

32.

21

77.

80

1.1

8

21.

02

58.

51

1.1

8

40.

31

66.

81

5.9

3

27.

26

200

0

55.

46

12.

96

31.

58

75.

40

0.9

4

23.

66

57.

45

1.0

4

41.

52

65.

30

5.9

7

28.

74

200

1

55.

61

13.

52

30.

87

75.

04

0.8

9

24.

07

58.

75

1.2

2

40.

03

65.

43

6.1

2

28.

45

200

2

55.

58

13.

79

30.

64

73.

03

0.9

7

26.

00

59.

22

1.2

8

39.

50

64.

48

6.2

9

29.

23

200

3

54.

89

14.

01

31.

11

70.

28

0.9

0

28.

82

59.

28

1.3

5

39.

37

62.

91

6.2

8

30.

81

200 53. 13. 32. 69. 0.8 29. 58. 1.4 40. 61. 6.4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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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1 84 75 40 2 77 10 3 47 35 8 16

200

5

53.

55

13.

76

32.

69

66.

97

0.7

3

32.

30

58.

97

1.5

1

39.

52

60.

54

6.2

6

33.

20

200

6

51.

17

13.

49

35.

34

65.

18

0.7

9

34.

03

58.

05

1.5

0

40.

45

58.

56

6.2

2

35.

23

200

7

51.

26

13.

82

34.

92

63.

79

0.8

2

35.

40

56.

47

1.6

1

41.

92

57.

89

6.2

5

35.

86

200

8

51.

96

14.

00

34.

05

64.

10

0.9

6

34.

94

57.

94

1.9

7

40.

09

58.

13

6.8

4

35.

02

200

9

54.

58

14.

83

30.

59

63.

68

1.1

2

35.

19

59.

84

2.3

6

37.

80

59.

42

7.1

8

33.

41

201

0

52.

56

15.

36

32.

09

61.

33

1.0

9

37.

58

57.

52

2.0

2

40.

46

57.

28

7.1

6

35.

56

201

1

52.

06

14.

76

33.

17

61.

49

1.1

0

37.

41

59.

17

1.9

4

38.

88

57.

21

7.0

5

35.

73

表 3 中国贸易出口的增加值 VT各子项分解 单位：%

1.最终产品出

口

2.进口国最终

使用的中间产

品

3.进口国经过

加工出口到第

3国的产品

VT

基本价

计算的

增加值

基本价

计算的

增加值

基本价

计算的

增加值

基本价计

算的增加

值

年

份

劳

动

资

本

国

际

交

通

费

用

劳

动

资

本

国

际

交

通

费

用

劳

动

资

本

国

际

交

通

费

用

劳

动

资

本

国

际

交

通

费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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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5

47.

92

50.

95

1.1

4

48.

94

49.

76

1.3

1

47.

76

50.

98
1.26

48.4

6

50.3

0
1.24

199

6

47.

56

51.

38

1.0

6

48.

79

50.

02

1.1

8

47.

37

51.

44
1.18

48.2

2

50.6

4
1.14

199

7

46.

98

51.

86

1.1

6

48.

04

50.

64

1.3

2

46.

85

51.

84
1.31

47.5

2

51.2

3
1.25

199

8

46.

18

52.

83

0.9

8

47.

22

51.

63

1.1

5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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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和表 4是根据公式（24）计算所得。 在表 3中，中国的增加

值是以购买者价格计算的，进一步又可以分为基本价计算的增加值+生

产者净税和国际交通费用。在WIOD数据库中，中国的生产者净税为 0。

中国基本价计算的增加值又可进一步细分为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表 2

是对中国出口贸易增加值 VT的进一步细分。可以发现：在 VT的分解

中，劳动报酬的比例逐年下降，而资本报酬的比例逐年上升。而由国际

交通服务产生的增加值所占比例比较小，只占不到 2.4的比例。

表 4 中国贸易出口的增加值 VT中劳动的进一步分解 单

位：%

1.最终产品出

口

2.进口国最终使

用的中间产品

3.进口国经

过加工出口

到第 3国的

产品

劳动

年

份

高

技

术

中

等

技

术

低

技

术

高

技

术

中

等

技

术

低

技

术

高

技

术

中

等

技

术

低

技

术

高技

术

中

等

技

术

低技

术

199

5

3.3

8

36.

95

59.6

8
2.71

32.

71

64.5

9

3.

37

37.2

5

59.3

8
3.01

34.

63

62.3

6

199

6

3.6

4

38.

18

58.1

8
2.87

33.

58

63.5

5

3.

65

38.6

2

57.7

4
3.21

35.

67

61.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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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7
5.05

41.

91

53.0

4

6.

26

46.8

0

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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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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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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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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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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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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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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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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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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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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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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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表 4中，出口形成的劳动要素报酬进一步被细分为低技术劳动的

劳动要素报酬，中等技术的劳动要素报酬和高技术的劳动要素报酬。从

表中可以发现：在中国 1995-2009年出口形成的劳动要素报酬中，低技

术占主要地位，高技术出口形成的增加值较小，不足 12%。在 2006之

前一直在 10%以下。不过从趋势上看，尽管高技术劳动的绝对比例还处

于较低水平，但是比例的上升速度处于相当高的水平，相应的低技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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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占比则字 1995年以来一直下降。

六、结论

全球价值链分析方法实现了从产品、行业的纵向维度研究全球经济

组织的可能。近年来随着国际机构如欧盟、贸发会、OECD等在国际可

比的全球价值链基础数据集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学界在宏观全球价值链

分析方法上也不断在向前推进。对于全球分工格局的下的全球价值链研

究，已经可以在全球层面、多边层面开展。对于全球价值链研究更为意

味深长的，是基于新的生产模式的理解以及相关基础数据的建设，该研

究将有可能改写全球的贸易制度和规则，并对未来的国际贸易格局带来

深远影响。

目前在中国国内对于宏观层面的全球价值链研究相对较少，其主要

原因有二：1.数据获取方面的滞后和困难。该领域的大部分数据库均为

近年构建，如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是在 2013年 4月才刚刚发布，很多国

内研究者尚未关注这些进展；2.国内研究者对此类研究的政策意义理解

上相对滞后。基于全球宏观层面的 GVC研究将对全球贸易结构、一国

贸易结构变化、原产地规则、知识产权保护等很多贸易争端提供明确的

数据分析支持，并成为未来国家以及国际贸易政策制定的指导依据。

本文首先对目前较主流的基于 GVC的分析方法如 Koopman et al.

（2011，2012）和 Lejour et al.（2012）等进行了比较。比较后发现，在

分解思路上不同研究者提供的两类方法其实并没有区别。其中，

Koopman et al.（2012）与 Koopman et al.（2011）提供的方法论区别仅

是分解研究时采用的视角不同。前者使用产地原则，而后者采用国别原

则。本文对 Koopman et al.（2012）总出口分解方法进行了需求和供给

端的拓展，有助于进一步分析出口贸易增加值背后的需求与供给结构：

消费、政府购买与投资来分析出口增加值构成；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

增加值构成。通过对中国出口价值链的分解和国家间比较，发现中国在

世界 GVC的地位正在悄然改变：1995年中国出口贸易对世界 GVC的

贡献越来越大；从出口贸易增加值的需求角度而言，其中投资带来的出

口贸易需求一直呈现上升态势，同时用于消费的比重在下降；从出口产

品的供给角度而言，资本投入成为供给增加的决定力量，以来高技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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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投入比重上升，同时低技术比重有所下降。中国政府已经注意到自主

创新等科技核心竞争力建设，并在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平衡、协调、可持

续性的经济发展道路，这将为未来中国争取向全球价值链高端靠近打下

制度和能力保障。尽管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贸易第一大国，但是仍需下大

力气培育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的方法论还可以应用到分析我国对外投资以及一带一路的经

济影响等领域。当然，进一步，还可以将本文的方法论拓展到国内区域

层面，为分析国际经济变化对国内区域经济的影响提供方法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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