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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下浙江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动态演进

郭　晶,孙　琪
(浙江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杭州３１００１８)

　　摘　要:全球价值链下出口国内增加值测度有助于衡量真实出口水平.在对出口国内增加值微观测算方法进

行修正的基础上,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库中的浙江企业数据,测算并分析浙江企业出口国内

增加值的动态演进.结果表明:浙江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呈现平缓的 U 形走势,２０１１年来在金融

危机的倒逼机制下提升明显;部分行业的出口规模与DVAR 呈现明显的不匹配;高技术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低于

其他行业,但在２０１１年后提升明显;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存在明显的异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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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价值链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一大特征的

背景下,大多数国家正致力于日益扩大其在全球价值

链中不同程度和环节的参与[１].但是,由于全球价值

链下中间产品多次过境,传统的边境贸易总量统计会

对一国真实贸易造成高估,出口国内增加值逐渐成为

衡量一国真实贸易水平的统计指标.中国已凭借完

善的工业体系和劳动力禀赋优势,迅速加入了全球价

值链,逐渐形成了一批制造业基地和经济区.浙江省

作为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先发省份,是其中的典型代

表.２０１３年的贸易总额仅次于广东、江苏、上海和北

京这四个地区,成为东南沿海地区具有代表性的开放

型经济大省.在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贸易背景下,判
断浙江省真实出口及其动态演进,也需要剔除进口中

间产品的影响,测算其出口国内增加值.对这一问题

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准确认识浙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

体系的地位及其微观机制,而且能为浙江外贸转型升

级的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准确的微观决策依据.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研究一国真实贸易水平的指标包括垂

直专业 化、出 口 复 杂 度、出 口 价 格、贸 易 增 加 值

等[２Ｇ６].但是,垂直专业化测度存在较多的前提假

设,不能全面反映全球价值链下的迂回生产,特别是

加工贸易盛行下的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以出

口复杂度和价格变化指数测度分工地位的研究,都
存在一个隐含的假定,即相同产品的复杂度相同,而
这显然不符合当前产品内分工的现实特征.增加值

贸易成为近年来测度价值链分工地位的重要指标,
并已得到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和联合国贸发组

织等国际机构的推广和应用.
增加值贸易是在垂直专业化的理论基础上推进

的.Hummels等[７]建立了垂直专业化指标测算一

国出口中包含的国外成分,以此衡量该国在价值链

中的分工地位,垂直专业化越高说明该地区的价值

链分工地位越低,垂直专业化越低说明该地区的价

值链分工地位越高.然而该指标假设一国生产的产

品不论其用于出口还是本国销售,其进口中间品的

使用偏好相同,这种假设不适应于一般贸易和加工

贸易并存的国家.Daudin等[８]、Johnson等[９Ｇ１０]均

在贸易增加值的测算方面做出了研究,提出“增加值

贸易”和“增加值出口”的概念.Koopman等[１１]在

垂直专业化基础上,针对其假设进行放松和改进,



２００９年初步形成了贸易增加值的计算框架.其后

Koopman等[１２Ｇ１３]进一步对出口总值进行了较为详

尽的分解,并形成了系统的增加值贸易统计框架.
以上增加值贸易核算主要基于投入产出方法,存在

以下两个局限:首先,国家投入产出表的统计周期是

五年一次,这就限制了使用该数据的研究,难以对时

间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其次,投入产出表统计数据是

行业数据,无法追溯企业异质性与贸易增加值之间

的联系.
考虑企业异质性,Upward等[１４]从微观层面对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测算

出中国的贸易增加值率在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从５３％上

升到６０％,该结果与 Koopman等[１３]测算的中国贸

易增加值在加入 WTO以后呈现上升趋势的结论相

符.此外,张杰等、Kee等、高敏雪等、周琢等、郑丹

青等[６,１５Ｇ１８]均从微观层面测算贸易增加值做出了相

应研究.综合来看,运用微观数据测算出口国内增

加值,能反映全球价值链下的企业异质性特征,并且

能作为投入产出法测算结果的补充,用以研究总体

变化背后的企业层面驱动因素.但是,现有研究仍

存在研究年限陈旧、不能反映近期变化、缺乏对中国

代表性区域的专门研究的问题.
本文针对以上问题,在 Upward等[１４]的方法基

础上,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

关进出口数据库中的浙江企业数据,测算浙江企业

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并分析其动态演进.本文相对

已有文献,可能在以下方面实现了拓展:首先,本文

立足于浙江,首次从区域层面测度了浙江省出口国

内增加值,将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拓展到国内区

域层面,为区域真实出口水平的判断和相关贸易政

策制订提供数据支撑;其次,本文考虑中国企业出口

贸易方式的差别,对 Upward等的微观方法进行修

正,以更好解释中国加工贸易模式下的出口;最后,
本文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浙江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动

态演进,弥补现有研究年限陈旧、不能反映近期变化

的不足.

二、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微观测度方法

与数据说明

(一)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微观测度方法

根据 Hummels等[７]对垂直专业化的定义,出
口中未被垂直专业化解释的部分就是出口国内增加

值,据此可以得到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测算公式:

DVA ＝X－VS (１)

其中:X 表示总出口,VS 表示垂直专业化指标.
鉴于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出口的生产中对于进

口中间品的使用偏好不同,本文参考 Upward等[１４]

对HIY 方法中VS 的测算进行的改进,即加工贸易

的进口全部用于生产出口产品,一般贸易方式的进

口的中间品同比例地用于生产出口和本国销售.经
过对贸易方式进行区分后的垂直专业化测算公式

如下:

VS ＝MP＋ MO

Y－XP∗XO (２)

其中:MP表示加工贸易方式下的进口,MO 表示一般

贸易方式下的进口,XP 表示加工贸易方式的出口,

XO 表示一般贸易方式下的出口,Y 表示总产出.并
且XP＋XO ＝X.

本文在 Upward等的方法基础上,进一步将企

业按出口方式划分为三种类型:纯一般贸易企业、纯
加工贸易企业和混合贸易企业.

对于纯一般贸易企业,不存在加工贸易方式下

的出口,即XP 等于０,则简化的纯一般贸易企业的

出口国内增加值计算公式为:

DVAO ＝X－MP－MO

Y ∗X (３)

对于纯加工贸易企业,考虑到我国对于加工贸

易方式下的进口存在税收上的优惠,因此纯加工贸

易企业没有用一般贸易方式进口的动机,所以认为

此类企业的一般贸易进口没有被用于加工出口产

品,即MO 和XO 等于０,则简化的纯加工贸易企业的

贸易增加值计算公式:

DVAP ＝X－MP (４)
对于混合贸易企业,只需要将式(２)代入式

(１),得到混合贸易企业的贸易增加值计算公式:

DVAM ＝X－MP－ MO

Y－XP∗XO (５)

于２００４年之前,中国存在贸易经营权的垄断与

管制,大量企业的出口事实上是通过有进出口经营

权的贸易中间商进行的[１９].根据Ahn等[２０]的研究,
中国企业出口中贸易中间商的出口份额在２０００年

高达３５％,即便是取消贸易垄断之后的２００５年,这
一比例仍然高达２２％.通过中间商出口的企业在

CASIF数据中被记录为出口,但在CCTS数据中被

记录在代理机构名下.因此,在计算中使用工业企业

数据库中的出口交货值.对于通过贸易中间商进口

的数据修正,参考了张杰等[６] 文章中的处理办法,
对海关进口进行修正.修正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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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IMPtotal
ijtk 代表真实的进口,IMPcustom

ijtk 代表海关

记录的进口值,∑IMPinterate
ijkt

∑IMPcustom
ijkt

表示按照企业以不同

贸易方式和产品编码加总得到的该产品从中间代理

商进口额占总进口额的比重.下标i表示贸易商品,

j表示企业,t表示贸易年份,k表示贸易方式.
因此在考虑到中间贸易代理商的情况下,计算

DVAR 只需要将海关进口值加以调整,得到 DVA
的计算公式:

纯一般贸易企业:DVAO ＝X－M
total

ijt２ －M
total

ijt１

Y ∗X

(７)
纯加工贸易企业:DVAP ＝X－IMP

total

ijt２ (８)

混合贸易企业:DVAM ＝X－M
total

ijt２ － M
total

ijt１

Y－XP∗XO

(９)
相应地,不同贸易类型企业的出口增加值率的

计算公式如下:

纯一般贸易企业:DVARO ＝１－M
total

ijt２

X －M
total

ijt１

Y
(１０)

纯加工贸易企业DVARP ＝１－IMP
total

ijt２

X
(１１)

　 混合贸易企业DVARM ＝ XP

XP＋XO∗ １－M
to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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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于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

据库.由于海关贸易数据按月度记录了每一条进出

口交易信息,在使用之前对其进行了如下处理:a)将
月度数据合并为年度数据;b)以邮编和地址为标准

从中筛选出浙江企业的贸易记录.对于工业企业数

据的处理中,删除了需要使用的相关变量缺失或记

录不合理的记录,包括出口交货值大于工业总产值

的记录和资产为负值的记录.对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的

海关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按企业名称、电话号码进

行了 序 贯 匹 配,最 终 得 到 有 效 的 浙 江 样 本 包 含

４０５７５个观测值.
中间产品的识别按BECＧHS编码进行区分,并

假设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企业,其生产对国内销售

产品和出口产品中对进口中间品的使用偏好是相同

的.汇总为行业和总体层面时,按照工业企业数据

库中企业所属的行业分类,以出口权重加权平均计

算出行业和总体层面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剔除了测

算的结果前后１％的异常值.对于企业类型的区分

按照企业注册资本类型,将外资和港澳台资本和占

总资本比例大于等于２５％的企业认为是外资企业,
将国有资本占总资本比例大于５０％的企业定义为

国有企业.其中,资本数据缺失的年份用注册类型

作为分类标准的替代.

三、浙江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动态演进分析

(一)测算结果的可靠性分析

根据本文方法测算的全国出口国内增加加值率

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间从５６％提升到７３％.Upward
等[１４]测算出的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间的国家贸易增加值

率由５３％升高到６０％,Koopman等[１３]利用１９９２
年、１９９７年和２００２年三个年度的投入产出表测算

了中国在加入 WTO 前后出口产品的贸易增加值

率,从５０％上升到６０％.本文测算结果与其他研究

结果接近,趋势相同.由此可见,本文的测算结果可

靠,可以作为投入产出方法的补充,用于分析各区域

及不同类型企业的变动.
(二)浙江省总体出口国内增加值演进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间全国和浙江省出口国内增加

值率 (DVAR)的变动趋势如图 １ 所 示.浙 江 省

DVAR 从８４％上升到８９％,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可能的原因在于:首先,浙江省的出口贸易以一般

贸易为主,２０１３年一般贸易出口是加工贸易出口

的６．０９倍,而一般贸易的 DVAR 高于加工贸易;
其次,浙江省纺织服装等行业出口所占比重较大,
其中纺织服装业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间出口额占比平

均达２６％,这类行业介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较低,

DVAR 较高.从变动趋势来看,浙江省 DVAR 在

２００１年加入 WTO后出现了轻微的下降,２００５年

后缓慢上升,呈现平缓的 U 形走势,在２０１１年后

出 现 快 速 提 升.该 变 动 趋 势 表 明,浙 江 省 在

２０００—２００４年期间处于全球价值链介入时期,通
过进口中间产品的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进口材

料代替了部分的本国材料,因此造成DVAR 一定

程度的下降.２００５年之后,由于人民币汇率升值

和国内材料逐渐替代进口材料等原因,DVAR 逐

渐回升.２０１１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倒逼机制

下,浙江DVAR 显著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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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浙江省和全国DVAR变动趋势

　　(三)浙江省不同行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动态

演进

浙江省各行业 DVAR 测度结果如图２所示.

DVAR 呈现出明显上升趋势的行业有纺织业、纺织

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家
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塑料制品业、金属

　

制品业、医药制造业和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制造业等.DVAR 呈现下降趋势的行业有农副食

品加工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和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

制造业等.DVAR 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行业有化

学纤维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通信设备及电

子设备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

制和专用设备制造业.
以上结果表明,浙江省部分行业的出口规模与

DVAR 呈现明显的不匹配.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

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绒)及其制品业、塑料制品

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等产业出口

比重逐年下降,但DVAR 逐年提升;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金属制品业、通信设备及电子设备制造业、
橡胶制品业和造纸及纸制品业等行业出现出口比重

上升但DVAR 却呈下降趋势.

图２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浙江省主要出口行业DVAR变动趋势

　　按照 OECD的行业技术分类标准,进一步将

行业分为低技术行业、中低技术行业、中高技术行

业和高技术行业四类,其 DVAR 测度结果如图３
所示.低技术含量行业 DVAR 较高,且呈现出缓

慢上升趋势;高技术含量行业DVAR 相对较低,但

在中国加入 WTO 之后,呈现出 U 形走势,并在

２０１１年后快速提升,２０１３年已达到８５％,说明浙

江省高技术含量行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明显提

升.浙江省总体DVAR 的提升主要来自于高技术

含量行业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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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浙江省不同技术含量行业DVAR
(三)浙江省不同企业DVAR的异质性

１．加工贸易企业DVAR 低于一般贸易企业

从不同贸易方式的DVAR 来看(如图４所示),
加工贸易DVAR 低于一般贸易,这与理论预期和其

他研究一致.浙江省加工贸易DVAR 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间从５５％上升到７５％.以上结果表明,浙江省加

工贸易企业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浙江省总体分

工地位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企业的提升.而

这种提升可能来自于用国内材料替代进口材料[１５].

图４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浙江省企业不同贸易方式DVAR

２．外资企业DVAR 低于内资企业

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 的测度结果如图

５所示.外资企业DVAR 最低,呈现出先略有下降

再上升的变动趋势,２０１１年以来提升明显.国有企

业的DVAR 波动较大,其他内资企业的DVAR 相

对较稳定.综合来看,浙江省外资企业DVAR 低于

内资企业,但外资企业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升级.
总体DVAR 的提升主要来自于外资企业的提升.

　　内外资企业中进一步区分出口贸易方式的结果

如图６所示.内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DVAR 略高

于外资企业一般贸易出口DVAR,两者差距较小,
且都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内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

DVAR 明显高于外资企业加工贸易出口DVAR,二
者差距较大.

图５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

图６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浙江省内外资企业不同

出口贸易方式DVAR

３．大型企业DVAR 低于中小型企业

进一步区分不同企业规模的测度结果如表１所

示.由表１可见,不论是内资还是外资企业,中小企

业DVAR 均高于大型企业.其可能原因在于,中小

企业由于在规模、信息以及融资等方面的相对弱势,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能力不强.而大型企业在参与全

球价值链方面更具优势.因此大型企业DVAR 低

于中小型企业.

表１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浙江不同规模内资和外资企业DVAR 变动

年份
内资企业

大型 中型 小型

外资企业

大型 中型 小型

２０００ ０．９３４６７４ ０．９２６６８ ０．９３５１４４ ０．８１９２６７ ０．７４７９８９ ０．７９１３７７
２００１ ０．９３９０２１ ０．９３０２２９ ０．９３６６８５ ０．７６１７５７ ０．７８５７１９ ０．７９９４６
２００２ ０．９０８９３９ ０．９３４７７６ ０．９１６２４４ ０．６６２３５１ ０．８１８７０８ ０．８３５７２５
２００３ ０．８６７９３６ ０．９４０４８６ ０．９５０７３０ ０．６２１３６５ ０．８２８９３５ ０．８４２６５１
２００４ ０．８９９９４０ ０．９２４０９８ ０．９２０６３０ ０．８５７８３６ ０．７１０５１３ ０．７９１０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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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续

年份
内资企业

大型 中型 小型

外资企业

大型 中型 小型

２００５ ０．８１６３１４ ０．９３３９３８ ０．９３０５９２ ０．７０４６７０ ０．８４７５２２ ０．８３４４３５
２００６ ０．８６４８０２ ０．９１５４７３ ０．９２１６３８ ０．７１０３２７ ０．８０５８５７ ０．８２００５４
２００７ ０．８６３３３８ ０．９３９７９１ ０．９４４７７７ ０．６８４７８６ ０．８３３８７４ ０．８１７３６６
２００８ ０．９１８２０１ ０．９５０８１３ ０．９５１２０６ ０．６７８６０７ ０．８７２４３５ ０．８７１４２７
２００９ ０．８９５２６６ ０．９４８４３９ ０．９５０２８９ ０．６５８９８２ ０．８９３４７２ ０．８６８４１９
２０１０ ０．９１３４７５ ０．８３９８１３ ０．８８２８５９ ０．６４３６０６ ０．７７４０８ ０．７９９９７４
２０１１ ０．８８８８７６ ０．９３４７５８ ０．９１４０３８ ０．７４８４６２ ０．８６５３６７ ０．６９９８４１
２０１２ ０．８９７２８０ ０．９５４７６４ ０．９７１４５５ ０．７７０９９３ ０．８８９３６８ ０．９５２５６２
２０１３ ０．９１５０１３ ０．９５１９８９ ０．８５６０８０ ０．８１２０９３ ０．８９４８００ ０．９４２５０３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Upward等[１４]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微

观测算方法,考虑出口贸易方式和贸易中间商的代

理进口对该测算方法进行修正,使用２０００—２０１３年

工业企业数据和海关数据库中的浙江企业数据,测
算浙江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结果表明:浙江省出

口国内增加值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０年间呈现平缓的 U 形

走势,２０１１年来在金融危机的倒逼机制下提升明

显;部分行业的出口规模与DVAR 呈现明显的不匹

配;高技术含量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低于其他行业,但
在２０１１年后提升明显;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存在明

显的异质性,加工贸易低于一般贸易、外资企业低于

内资企业、大型企业低于中小型企业;浙江省总体出

口国内增加值提升主要来自于加工贸易企业、外资

企业和大型企业.
以上结论有如下政策启示:首先,进一步提高浙

江省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虽然浙江省DVAR 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但是主要原因是DVAR 较高的一般

贸易出口和纺织服装等的出口占比较高所致,即浙

江省DVAR 较高主要因为某些行业全球价值链的

参与度较低.在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一大特

征的背景下,浙江省需要进一步提高全球价值链参

与度.其次,制订针对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区

域政策.当前“典型的”投资区位因素已经发生变

化,全球价值链的大多数环节有某些特定的区位决

定因素[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主要指知识创

造和销售服务环节.浙江省目前在中高端环节的区

域优势主要体现在产业集群和基础设施方面,未来

在中高端环节的政策重点应致力于促进知识产权保

护和吸引、培育高素质劳动力.第三,促进高技术含

量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浙江省高技术

含量产业DVAR 上升是推动浙江省分工地位提升

的主要动力.进一步提升高技术含量产业全球价值

链分工地位将有助于浙江省在更高技术层面实现升

级,其中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仍有很大的提升空

间.为此,除区域创新和人才政策外,还应着力于高

技术含量产业全球价值链协作能力的培育和建立国

内与国际供应商体系.最后,推动企业层面,特别是

加工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动态升级,规
避低端锁定的风险.企业可以通过产品、流程、功能

和产业链升级提高其在 GVC中的能力.地方政府

促进企业层面升级以规避低端锁定的风险的政策应

着力于构建企业集群、促进国内外企业间的联系、给
予科技支持和知识产权保护、促进业务开发、促进创

业和增加融资渠道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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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measurementofdomesticvalueaddedinexportsunderglobalvaluechaincontributesto
measuringrealexportlevel．Basedonmodifyingmicrocosmicmeasurementmethodofdomesticvalueadded
inexports,industrialenterprisedataandZhejiangenterprisedataincustomsdatabasein２０００—２００３were
usedtomeasureandanalyzedynamicevolutionofZhejiangsdomesticvalueaddedinexports．Theresults
showthatZhejiangsdomesticvalueaddedrateinexportspresentsflatuＧshapedtrendbetween２０００and
２０１０．Underthereverseeffectoffinancialcrisisin２０１１,domesticvalueaddedrateinexportsimproves
significantly．ExportscaleofsomeindustriesandDVARshowsignificantmismatch．HighＧtechindustries
domesticvalueaddedrateinexportsislowerthanotherindustries,butitimprovesobviouslyafter２０１１．
Enterprisessdomesticvalueaddedrateinexportsshowsobviousheterogene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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