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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组织全球价值链研究项目 
 

全球价值链研究项目的背景材料及其与中国的直接关系 
 

全球价值链的蔓延正极大的改变着全球经济的运作方式。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国家以及其

他经济行为体正在不断参与全球经济并跨越国界逐渐连成一体。国际生产，贸易和投资逐渐正在全

球价值链(GVCs) 中有序进行，所谓全球价值链，就是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国家进行。如

在一个国家生产的零部件等中间投入，将出口到其他国家进行进一步生产或者进行组装成最终产
 

品。 

人们的预想中，一般说来全球化，特别是全球价值链，将对世界各地的生产资源进行更有效

分配。

在

新的,更激烈的竞争将直接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以迫使政府认真分析在哪些活动和行业中

可以保持/获取自己的比较优势。经合组织国家在国际市场上正逐渐失去市场份额，而如中国等的

新兴国家已在很短时期内培育了强劲的出口基础和技术含量更高的技术密集型产品。 
 

中国强劲的出口表现似乎与全球价值链的蔓延直接相关。价值链在亚洲以三角贸易的格局出现，

中间产品大部分从更为发达的国家（如韩国和日本）出口到中国进行组装制成最终产品，然后再经

出口回到发达国家。加工贸易（尤其是那些能从进口原材料和其他投入中获取关税减免优惠政策的

出口产品）在较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中产生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加工贸易的一个特点就是东道国仅

有较小的附加值，从而直接的限制了中国的利润。 最近公布的数据（库普曼等，2008
1
）表明，加

工出口中的外国附加值上升到 82％，相比之下，非加工贸易中中国含量的份额高达 89%。除了在

工贸易中极小的本国附加值之外，活跃在加工区的企业有很大一部分是外资企业。 
 

加

中国的出口表现强劲的第二个原因是它专业化领域集中在低性价比的生产部门。最近的研究表

明，中国的出口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与发达国家重叠（即中国出口同类产品），但在性价比方面，中

国出口产品明显地低了很多（即中国更多地生产低性价比产品）。经合组织研究结果表明，尽管中

国出口了大量的高端和中高端科技产品，但它们的整体性价比低于经合组织国家。  

 

全
 

球价值链研究项目的活动和产出 

球价值链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正在不断渗透，因此政策制定者对其日益产生浓厚兴趣。政府正

在为他

运作，并增加了国家之间经济的相

互依赖

行研究的目的是通过开发更详细的数据，以及对政策问题进行具体分

析来建

，

如果是这样，什么样的政策最为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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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全球经济中的运作寻求更多更好的政策依据和分析。 
 

球价值链内的功能和空间上的分割极大的影响着全球经济全

。中间产品日益增加的重要性显示了国家不再单独依靠本国资源来生产产品和服务，然后出

口到其他国家。如同公司一样，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逐渐对某些功能专业化。除了对产品和产业传

统意义上的专业分工之外，国际分工允许或强迫国家在生产过程（生产中间产品，最终加工）中对

不同的生产活动进行专业化。 
 

合组织对全球价值链进经

立更多更好的政策讯息。全球价值链如何影响国家的国际竞争力？专业分工和竞争力在哪些

国家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在国际表现中这些变化的驱动力是什么？政府是否能在其中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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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具有国际可比性数据  

经合组织正在依据国际贸易数据以及投入产出数据制定用来研究国际产业链兴起的全

新的实证依据。最近经合组织的研究已经讨论了中间商品贸易，垂直专业化，海外经营和外

包贸易2。关于全球价值链上的研究发展迅猛，但是具有国际可比性的实证依据仍然比较缺

乏。凭借其高质量的数据库（投入产出表，双边贸易数据，STAN数据库等），经合组织在

制定全球价值链政策依据方面具有极大的优势。此外，经合组织正在与其他国际机构（例如

世贸组织）开展有关贸易附加值的数据的工作，目的是专门研究本国在产品和服务中的份额

/价值。 
 

 

- 全 价值链和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球价值链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使得各国不仅在行业方面，同时也在行业中不同活动

方面进行专业分工，例如生产零部件和投入的上游活动，或者在产品的最终组装的下游活动。

两国可以专门从事同一产业（如高科技），但在这个产业内进行完全不同的活动。国家间对

他们未来的竞争力。为什么比起其他国家，有些国家就能够

更好地

家将如何在全球经济体系

中创造出更多的价值？  

 

 全球价值链，竞争力和贸易政策  

球价值链的出现和由此产生的国家间经济的相互依存关系要求重新评估对外贸易政

球

全

不同产品和活动的专业分工必须在一个更详细的水平上进行评估，同时考虑到中间产品的进

口量以及出口产品不同的性价比。 
市场份额和相对优势需要被计算出来，用以分析国家在中间产品或最终产品上的专业

分工，以及最终的装配活动。 
下一个必要的步骤是确定这些结构性变化背后的驱动力，以讨论可行的政策，使政府

可以制定这些政策来维护和提高

将自己定位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生产活动和市场部门？ 
 
如今生产分布在各个国家，并日益卷入全球价值链之中， 国

 
-

全

策。出口商品中进口产品份额的增加，以及国际产业链重要性的提升，使得保护主义政策所

带来的成本极有可能不断加剧。考虑到在出口商品中对进口中间产品的大量使用，进口关税

实际上是对出口商品征税。如今，保护主义政策有可能不利于跨国界生产过程的一体化，并

且会因此损害本国产业的竞争力。投入产出表中的信息将被直接用于评估贸易成本的增加

（其中包括进口关税）对国家和个别行业竞争力所带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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