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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目标：基于 中 国 区 域 的 国 内 价 值 链 （ＮＶＣ）和 全 球 价 值 链 （ＧＶＣ）视

角来把握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的空间分布变化及 其 影 响 因 素。研 究 方 法：基

于多区域投入产出 模 型 的 增 加 值 核 算 和 结 构 分 解 分 析 方 法。研 究 发 现：１９９７～
２０１０年国内增加值创造和收 益 主 要 集 中 在 中 部 和 沿 海 地 区，其 中 东 部 沿 海 和 南

部沿海地区ＧＶＣ下增加值收益及其占比远高于国内其他区 域；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东

北、东部和南部沿海、西南 地 区 攫 取 的ＤＶＡＲ均 有 所 提 高，该 阶 段 各 行 业 增 加

值系数下降是抑制ＮＶＣ和ＧＶＣ下ＤＶＡＲ提升的最主要原因；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大

多数区域攫取的ＤＶＡＲ均有所下降，该阶段 中 国 国 内 产 业 结 构 变 动 是 导 致 ＮＶＣ
和ＧＶＣ下ＤＶＡＲ下降的重要原因；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大 多 数 区 域 攫 取 的ＤＶＡＲ均

有所上升，其中国内产业关联变动和内需结构调整均是阻碍ＮＶＣ下ＤＶＡＲ攀 升

的主要因素，而服务业增加值 系 数 下 降 和 国 内 产 业 结 构 变 动 则 是 有 效 抑 制 ＧＶＣ
下ＤＶＡＲ提升的重要因素。研 究 创 新：构 建 中 国 区 域 嵌 入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投 入 产

出表，基于最终需求 来 源 分 解 和 分 析 ＮＶＣ和 ＧＶＣ下 国 内 增 加 值 率 的 变 动 趋 势

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价值：探寻能够实现价值链攀升同时促进区域协调发 展 的 政

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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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 “入世”之后，我国实行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方式是造就中国 “经济

奇迹”的重要密码，推动了中国经济和贸易规模的快速攀升，但中国制造 “大而不强”、产

业结构低端锁定也是难以回避的客观现实。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商品贸易

逐渐向生 产 工 序 贸 易 或 “任 务 贸 易” （Ｇｒｏｓｓｍａｎ和 Ｒｏｓｓｉ－Ｈａｎｓｂｅｒｇ，２００８）演 变，这 种

“碎片化”的生产方式客观上就要求我们根据分工环节来核算各国 （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

的真正收益。近年来，一些研究文献开始关注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国际分工地位，
如Ｌｉｎｄｅｎ等 （２００９）、Ｘｉｎｇ和Ｄｅｔｅｒｔ（２０１０）分别以ｉＰｏｄ和ｉＰｈｏｎｅ为例，从产品价值链角

度重新核算了中国厂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和实际增加值收益。而张杰等 （２０１３）、

Ｕｐｗａｒｄ等 （２０１３）、Ｋｅｅ和 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基 于 中 国 微 观 企 业 和 海 关 数 据 库，发 现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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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享有 “出口奇迹”的中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出口过程中实际获得的增加值占比约为

６０％①。上述以产品或企业调查数据测度国内增加值率 （ＤＶＡＲ）的方式对数据本身要求极

高，且难以厘清国家 （地区）之间的产业和贸易联系，无法在全球价值链下探讨中国的国际

分工地位及其产业分布。

基于此，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包含产业和贸易联系的投入产出模型，测 算 和 分 析 一 国

（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实 际 收 益。如 Ｈｕｍｍｅｌｓ等 （２００１）最 早 使 用 “垂 直 专 业 化”界

定了一国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Ｊｏｈｎｓｏｎ和Ｎｏｇｕｅｒａ（２０１２）明确地将一国出口中隐含的最

终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界定为增加值出口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ＶＡＸ），并以增 加 值

出口占总出口的份额作为生产分割的密集度。进一步地，Ｋｏｏｐｍａｎ等 （２０１４）② 基于全球投

入产出模型将垂直专业化、增加值出口等概念纳入统一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并将一国出

口分解为被国外吸收的增加值、返回国内的增加值、国外增加值以及重复计算部分。ＫＷＷ
（２０１４）关于一国总出口的增加值分解集中于国家 （地区）层面。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３）、王直等

（２０１５）将这一分解方式拓展至双边或部门水平，这对于分析特定国家特定行业嵌入全球价

值链的价值创造及分配具有重要价值。例如，王岚 （２０１４）、樊茂 清 和 黄 薇 （２０１４）、戴 翔

（２０１５）等学者针对中国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和国内附加值进行了测算，研究

发现：尽管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呈现逐步提升趋势，但在国际分工中的产业

分布仍面临着 “低端锁定”困境。

考虑到中国正面临如何从全球价值链低端俘获中突围的挑战，以及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

济体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外部需求萎缩、中国国内要素价格上升的复杂形势，刘志彪和张杰

（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刘志彪和张少军 （２００８）率先提出中国应该加快构建以本土市场需求为基础

的国家／国内价值链，在国内价值链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ＮＶＣ）与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协调发展过程中实现中国产业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战略构想。在此基

础上，刘红光等 （２０１１）、潘 文 卿 （２０１５）、黎 峰 （２０１６ａ、２０１６ｂ）、Ｍｅｎｇ等 （２０１７）等 学

者借鉴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基于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国内价值链下区域间产

业转移、区域的分工地位和价值 链 匹 配 度 等 问 题 进 行 了 研 究。此 外，Ｍｅｎｇ等 （２０１３）、倪

红福和夏杰长 （２０１６）、李跟强和潘文卿 （２０１６）、潘文卿和李跟强 （２０１８）等学者通过将区

域投入产出表嵌入世界投入产出表，试图在全球价值链下探讨国内价值链的分工情况及利益

分配。其中，Ｍｅｎｇ等 （２０１３）、倪红福和夏 杰 长 （２０１６）分 别 探 讨 了 全 球 价 值 链 下 国 内 区

域的产业互 动 和 价 值 创 造、国 内 区 域 在 全 球 价 值 链 中 的 作 用 及 其 变 化。李 跟 强 和 潘 文 卿

（２０１６）从垂直专业化、增加值供给偏好和区域再流出３个维度分析了国内价值链嵌入全球

价值链的模式。潘文卿和李跟强 （２０１８）进一步对区域参与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增加

值供给和需求进行了剥离，分析紧密的增加值供求关系对于实现贸易共赢的作用。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特定地区参与国际、国内分工攫取的增加值来源等特

征进行分解分析，而深入挖掘国内增加值率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并不多见。卫瑞等 （２０１５）

首次利用结构分解分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ＤＡ）将中国增加值出口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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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张杰等 （２０１３）指出２０００～２００６年中国出口的国内增加值率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Ｒａｔｉｏ，ＤＶＡＲ）为４９％～
５７％。Ｕｐｗａｒｄ等 （２０１３）发现２００３～２００６年中国出口ＤＶＡＲ为５３％～６０％。Ｋｅｅ和Ｔａｎｇ （２０１６）考虑了加工出口中国

内中间品和进口中间品的替代性，发现２０００～２００７年中国出口ＤＶＡＲ为６５％～７０％。

以下简称为ＫＷＷ （２０１４）。



为增加值系数、产业关联、需求结构、需求规模等９个因素，袁凯华和彭水军 （２０１７）同样

采用ＳＤＡ方法比较分析了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背后中国加工贸易价值攀升的影响因素。

但由于缺乏数据支持，已有文献并没有进一步探讨国际和国内分工对于中国区域增加值创造

及分配的空间分布及其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鉴于此，本文在全球价值链下嵌入了区域价值

链互动关系，利用多区域投入产出 （Ｍｕｌｔｉ－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ＭＲＩＯ）模型和结构分解

分析 （ＳＤＡ）方法，分别测算了ＮＶＣ和ＧＶＣ下中国各区域增加值创造、区域流向和部门

特点，进而考察了ＮＶＣ和ＧＶＣ下 （各区域）创造的国内增加值率，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

国内 （区域）增加值攫取情况及其主要影响因素，以期为今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深化和拓展

过程中，如何有效提升国内增加值率、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尝试将中国区域投入产

出表嵌入世界投入产出表，采用 ＭＲＩＯ模型基于最终需求来源分解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

测算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ＮＶＣ和ＧＶＣ下中国各区域增加值创造及分配的变化趋势，并结合国内和

进口要素投入、部门生产和投入特点对国内价值链下中国区域增加值的区域和部门流向进行测

算和分析。第二，结合中国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的背景，本文重点关注ＮＶＣ和ＧＶＣ下国内增

加值率的空间分布及其动态变化，并进一步利用ＳＤＡ方法将国内 （区域）增加值率的影响因

素分解为农业、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增加值系数变化，区域内产业关联、中国国内产

业关联、中国前后向国际产业关联、外国国内产业关联，需求结构等主要因素，试图寻找能够

同时实现中国价值链攀升和促进国内区域之间均衡发展的政策措施。

一、构建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投入产出表

已有研究主要 采 用 两 种 方 式 将 中 国 区 域 间 投 入 产 出 表 嵌 入 世 界 投 入 产 出 表：一 是 以

Ｍｅｎｇ等 （２０１３）、Ｐｅｉ等 （２０１８）为代表的相关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外需引致的国内区域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价值收益及其环境成本。此时，在构建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投

入产出表时需要确保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 （地区）的总量数据、产业和贸易结构不变，并结

合区域投入产出表中中国的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结构，利用等比例法校准得到国内区域参与

国内、国际分工的投入产出表。二是以倪红福和夏杰长 （２０１６）、余丽丽和 彭 水 军 （２０１８）

为代表的相关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内需和外需作用下国内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国内价值链

的分工地位及其引致的碳排放区域转移。此时，在构建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投入产出表时需

要保证国内区域的经济总量数据不变，并以世界投入产出表中中国的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的

贸易结构，平衡得到国内区域与外国的产业和贸易联系模块。该方法能够剔除世界投入产出

表中香港和澳门的影响，有助于降低测算和分析结果偏差。本文重点研究国内价值链、全球

价值链下内需、外需引致的国内增加值率变化及空间分布情况，探讨全球价值链下国内价值

链的构建、国内增加值率的攀升及其影响因素。因此，我们将基于１９９７年、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０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ＩＲＩＯＴ）① 和世界投入

产出表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Ｔａｂｌｅ，ＷＩＯＴ），沿用倪红福和夏杰长 （２０１６）、余丽丽和彭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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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区域投入产出表包含８大区域：东北地区 （黑龙江、吉林、辽宁），京津地区 （北京、天津），北部沿海 （河北、山

东），东部沿海 （江苏、上海、浙 江），南 部 沿 海 （福 建、广 东、海 南），中 部 地 区 （山 西、河 南、安 徽、湖 北、湖 南、江

西），西北地区 （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西南地区 （四川、重庆、广西、云南、贵州、西藏）。２０１０年

区域投入产出表基于２０１０年省际投入产出表合并得到，具体见余丽丽和彭水军 （２０１８）。



（２０１８）的构建方法，构建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投入产出表 （ＩＲＩＯＴ－ＷＩＯＴ）。具体步骤

如下①：
首先，按照中国区域 间 投 入 产 出 表 的 部 门 分 类 将 世 界 投 入 产 出 表 合 并 为１７个 部 门②，

根据 ＷＩＯＤ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年度平均汇率数据以及中国ＧＤＰ价格指数将

区域投入产出表计价标准转化为２００２年百万美元。其次，以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中进出口总

量数据为外生变量，以世界投入产出表中中国的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结构的不变系数，校准

得到各区域中间品和最终品的进出口矩阵。再次，根据世界投入产出表与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中中国产出的不变比例，对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外国的产出、增加值数据进行校准，并进一步

按照世界投入产出表国外的中间投入、最终需求占产出的份额校准得到外国的中间品和最终

品矩阵。最后，基于投入产出表行列平衡关系，调整ＩＲＩＯＴ－ＷＩＯＴ至初始均衡状态。

二、基于ＭＲＩＯ模型测算国内增加值率的空间分布和结构分解分析方法

１．基于 ＭＲＩＯ模型测算最终需求引致的增加值空间分布

我们以两个国家 （中国Ｃ、外国Ｗ）两个部门 （部门１、部门２）为例 （假设中国包含

２个子区域ｒ、ｓ），刻画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之后的产业联系及其增加值流动：

Ｖ＾ＬＹ＾ ＝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１ Ｖｒ１Ｌｒｒ１２Ｙｒ２ Ｖｒ１Ｌｒｓ１１Ｙｓ１ Ｖｒ１Ｌｒｓ１２Ｙｓ２ Ｖｒ１ＬｒＷ１１ＹＷ１ Ｖｒ１ＬｒＷ１２ＹＷ２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１ Ｖｒ２Ｌｒｒ２２Ｙｒ２ Ｖｒ２Ｌｒｓ２１Ｙｓ１ Ｖｒ２Ｌｒｓ２２Ｙｓ２ Ｖｒ２ＬｒＷ２１ＹＷ１ Ｖｒ２ＬｒＷ２２ＹＷ２
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１ Ｖｓ１Ｌｓｒ１２Ｙｒ２ Ｖｓ１Ｌｓｓ１１Ｙｓ１ Ｖｓ１Ｌｓｓ１２Ｙｓ２ Ｖｓ１ＬｓＷ１１ＹＷ１ Ｖｓ１ＬｓＷ１２ＹＷ２
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１ Ｖｓ２Ｌｓｒ２２Ｙｒ２ Ｖｓ２Ｌｓｓ２１Ｙｓ１ Ｖｓ２Ｌｓｓ２２Ｙｓ２ Ｖｓ２ＬｓＷ２１ＹＷ１ Ｖｓ２ＬｓＷ２２ＹＷ２
ＶＷ
１ＬＷｒ１１Ｙｒ１ ＶＷ

１ＬＷｒ１２Ｙｒ２ ＶＷ
１ＬＷｓ１１Ｙｓ１ ＶＷ

１ＬＷｓ１２Ｙｓ２ ＶＷ
１ＬＷＷ１１ＹＷ１ ＶＷ

１ＬＷＷ１２ＹＷ２
ＶＷ
２ＬＷｒ２１Ｙｒ１ ＶＷ

２ＬＷｒ２２Ｙｒ２ ＶＷ
２ＬＷｓ２１Ｙｓ１ ＶＷ

２ＬＷｓ２２Ｙｓ２ ＶＷ
２ＬＷＷ２１ＹＷ１ ＶＷ

２ＬＷＷ２２ＹＷ

烄

烆

烌

烎２

（１）

其中，Ｖ＾、Ｙ＾ 分别表示中国区域ｒ、ｓ、外国的增加值系数和最终需求构成的对角阵，Ｌ
为ＩＲＩＯＴ－ＷＩＯＴ的里昂惕夫逆矩阵。以区域ｒ部门１为例，说明最终需求Ｙｒ１ 的价值链创造

路径ＶＹｒ１：

ＶＹｒ１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１＋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１＋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１＋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１＋ＶＷ
１ＬＷｒ１１Ｙｒ１＋ＶＷ

２ＬＷｒ２１Ｙｒ１ （２）

参考 Ｗａｎｇ等 （２０１７）根据最终需求来源将增加值区分为国内价值链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

ＮＶＣ）、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的方式，我们对式 （２）进行如下拆分：

ＶＹｒ

︸
１

ＶＣ

＝∑ＣＶＹ
ｒＣ

烐烏 烑
１

ＮＶＣ

＋ＶＹｒＷ

︸
１

ＧＶＣ

　　Ｃ∈ ｛ｒ，ｓ｝

＝∑Ｃ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Ｗ１ＬＷ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Ｗ２ＬＷｒ２１ＹｒＣ１

烐烏 烑

）

ＮＶＣ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Ｗ１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Ｗ１ ＋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Ｗ１ ＋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Ｗ１ ＋ＶＷ１ＬＷｒ１１ＹｒＷ１ ＋ＶＷ２ＬＷｒ２１ＹｒＷ

烐烏 烑
１

ＧＶＣ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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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构建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投入产出表 （ＩＲＩＯＴ－ＷＩＯＴ）所涉及的详细公式，见余丽丽和彭水军 （２０１８）。

１７个部门：农业；采选业；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纺织服装业，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造纸印 刷 及 文 教 用

品制造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金属冶炼及制品业，机械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 造 业，电 气 机 械 及 电 子 通 信

设备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电力蒸汽热水、煤气自来水生产供应业，建筑业，商 业、运 输 业，其 他 服 务 业，共１个 农 业

部门、１个采选业部门、１１个制造业部门、４个服务业部门。



ＮＶＣＲｒ１ ＝ＮＶＣｒ１／ＶＹｒ１ （４）

ＧＶＣＲｒ１ ＝ＧＶＣｒ１／ＶＹｒ１ （５）

其中，式 （３）表示将区域ｒ部门１的价值创造分解为内需 （ＹｒＣ１ ）引致的国内价值链和

外需 （ＹｒＷ１ ）引致的全球价值链；式 （４）、式 （５）分 别 表 示 国 内 价 值 链、全 球 价 值 链 创 造

的价值收益占区域ｒ部门１最终需求引致的增加值创造的份额。
我们进一步对ＮＶＣ和ＧＶＣ下增加值创造的区域和部门特征进行分析，以识别国内各

区域在参与国内－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比较优势。下面以区域ｒ的国内价值链为例进行说明：

ＮＶＣｒ ＝ＮＶＣｒ１＋ＮＶＣｒ２

＝∑Ｃ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ｒ１Ｌｒｒ１２ＹｒＣ２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ｒ２Ｌｒｒ２２ＹｒＣ２

烐烏 烑

）

增加值流向区域ｒ

＋∑Ｃ
（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ｓ１Ｌｓｒ１２ＹｒＣ２ ＋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ｓ２Ｌｓｒ２２ＹｒＣ２

烐烏 烑

）

增加值流向区域ｓ

＋∑Ｃ
（ＶＷ１ＬＷ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Ｗ１ＬＷｒ１２ＹｒＣ２ ＋ＶＷ２ＬＷ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Ｗ２ＬＷｒ２２ＹｒＣ２

烐烏 烑

）

增加值流向国外

＝∑Ｃ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ｒ１Ｌｒｒ１２ＹｒＣ２ ＋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ｓ１Ｌｓｒ１２ＹｒＣ２ ＋ＶＷ１ＬＷ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Ｗ１ＬＷｒ１２ＹｒＣ２

烐烏 烑

）

增加值流向部门１

＋∑Ｃ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ｒ２Ｌｒｒ２２ＹｒＣ２ ＋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ｓ２Ｌｓｒ２２ＹｒＣ２ ＋ＶＷ２ＬＷ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Ｗ２ＬＷｒ２２ＹｒＣ２

烐烏 烑

）

增加值流向部门２

（６）

２．基于ＮＶＣ和ＧＶＣ下的国内增加值率

事实上，无论是国内价值链还是全球价值链，各区域参与国内、国际分工的根本目标在于

“俘获”增加值。因此，有必要根据投入要素来源将最终需求的增加值创造拆分为国内增加值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ＤＶＡ）、国外增加值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ＦＶＡ），并区分国内价值

链和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内增加值、国外增加值。以区域ｒ部门１的价值链为例进行分析：

ＶＹｒ１ ＝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１＋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１＋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１＋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１
烐烏 烑

）

ＤＶＡ

＋（ＶＷ
１ＬＷｒ１１Ｙｒ１＋ＶＷ

２ＬＷｒ２１Ｙｒ１
烐烏 烑

）

ＦＶＡ

＝∑Ｃ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Ｃ１

烐烏 烑

）

ＮＤＶＡ

＋∑Ｃ
（ＶＷ１ＬＷ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Ｗ２ＬＷｒ２１ＹｒＣ１

烐烏 烑

）

ＮＦＶＡ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Ｗ１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Ｗ１ ＋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Ｗ１ ＋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Ｗ１
烐烏 烑

）

ＧＤＶＡ

＋（ＶＷ
１ＬＷｒ１１ＹｒＷ１ ＋ＶＷ

２ＬＷｒ２１ＹｒＷ１
烐烏 烑

）

ＧＦＶＡ

（７）

由此，以国内价值链为例，ｒ区域内需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可以表示如下：

ＮＤＶＡｒ ＝ＮＤＶＡｒ１＋ＮＤＶＡｒ２

＝∑Ｃ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Ｃ１ ）

＋∑Ｃ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Ｃ２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Ｃ２ ＋Ｖｓ１Ｌｓｒ１１ＹｒＣ２ ＋Ｖｓ２Ｌｓｒ２１ＹｒＣ２ ）

＝Ｖ＾ＣＬＣｒＹ＾ｒＣ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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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地，我们可以将国内价值链创造的国内增加值总量和国内增加值率分别表示为：

ＮＤＶＡ ＝ＮＤＶＡｒ＋ＮＤＶＡｓ ＝Ｖ
＾ＣＬＣＹ

＾Ｃ （９）

ＮＤＶＡＲ ＝Ｖ
＾ＣＬＣＹ

＾Ｃ／（ＹｒＣ１ ＋ＹｒＣ２ ＋ＹｓＣ１ ＋Ｙｓ　Ｃ２
烐烏 烑

）

看 作 标 量

＝Ｖ
＾ＣＬＣｓｈＹ

＾Ｃ （１０）

其中，Ｖ
＾Ｃ 表示中国区域ｒ、ｓ增加值系数形成的对角阵，ＬＣｒ、ＬＣ 分别表示国内各区域

对区域ｒ中间投入形成的完全消耗矩阵、区域ｒ、ｓ之间中间投入关系的完全消耗矩阵，Ｙ
＾ｒＣ、

Ｙ
＾Ｃ 分别表示ＮＶＣ下区域ｒ最终需求对角阵、区域ｒ、ｓ内需对角阵，ｓｈＹ

＾Ｃ 表示ＮＶＣ下各区

域各部门最终需求占比形成的对角阵。
区域间协调发展是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由此，考察中国区域在

国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中攫取的增加值率，对于协调区域参与国内－国际分工的实际收益

具有现实意义。以国内价值链为例，区域ｒ攫取的增加值收益、增加值率可表示如下：

ＮＤＶＡｒ ＝ （Ｖｒ１Ｌｒｒ１１ＹｒＣ１ ＋Ｖｒ１Ｌｒｒ１２ＹｒＣ２ ＋Ｖｒ１Ｌｒｓ１１ＹｓＣ１ ＋Ｖｒ１Ｌｒｓ１２ＹｓＣ２ ）

＋（Ｖｒ２Ｌｒｒ２１ＹｒＣ１ ＋Ｖｒ２Ｌｒｒ２２ＹｒＣ２ ＋Ｖｒ２Ｌｒｓ２１ＹｓＣ１ ＋Ｖｒ２Ｌｒｓ２２ＹｓＣ２ ）

＝Ｖ
＾ｒＬｒＣＹ

＾Ｃ

（１１）

ＮＤＶＡＲｒ ＝Ｖ
＾ｒＬｒＣＹ

＾Ｃ／（ＹｒＣ１ ＋ＹｒＣ２ ）＝Ｖ
＾ｒＬｒＣｓｈＹ

＾ｒＣ （１２）

其中，Ｖ
＾ｒ 表示区域ｒ增加值系数形成的对角阵，ＬｒＣ表示区域ｒ对国内各区域中间投入

形成的里昂惕夫逆矩阵，ｓｈＹ
＾ｒＣ表示国内价值链下区域ｒ各部门攫取增加值占内需创造增加

值的比重，即国内价值链下区域ｒ各部门最终需求占区域ｒ内需总规模的比重。

３．国内增加值率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

本文进一步采用ＳＤＡ方法对区域增加值率和国内增加值率变化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

析，接下来我们以国内价值链 （ＮＤＶＡＲ、ＮＤＶＡＲｒ）为例进行阐释。如式 （１０），国内增

加值率变化可以直接分解为增加值系数变动、产业关联变动以及内需结构调整 “三效应”：

Δ（ＮＤＶＡＲ）＝Δ（Ｖ
＾Ｃ）＋Δ（ＬＣ）＋Δ（ｓｈＹ

＾Ｃ） （１３）

不过，上述 “三效应”分解相对笼统，难以清晰地刻画增加值系数变化的行业特点、国

内区域间或国内区域与外国的前后向产业联系等具体因素对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效应。基于

此，我们首先根据部门特点区分了各区域农业ａ、采选业ｐ、制造业ｍ、服务业ｓ的增加值

系数变化对国内增加值率变动的影响效应：

Δ（Ｖ
＾Ｃ）＝∑Ｃ

（ΔＶ
＾Ｃ
ａ ＋ΔＶ

＾Ｃ
ｐ ＋ΔＶ

＾Ｃ
ｍ ＋ΔＶ

＾Ｃ
ｓ） （１４）

其次，以区域ｒ为 例，将 产 业 关 联 分 解 为 区 域 内 产 业 关 联 （Ａｒｒ）、中 国 国 内 产 业 关 联

（ＡｒＣ，Ｃ≠ｒ）、中 国 区 域 的 前 向 （ＡｒＷ）和 后 向 （ＡＷｒ）国 际 产 业 关 联、外 国 国 内 产 业 关 联

（ＡＷＷ），参考卫瑞等 （２０１５）的分解方法可以将产业关联变动效应分解如下：

Δ（ＬＣ）＝ＬＣｔΔＡＬＣｔ－１ ＝ＬＣｔΔＡｒｒＬＣｔ－１＋ＬＣｔΔＡｓｓ　ＬＣｔ－１＋ＬＣｔΔＡｒＣＣ≠ｒＬＣｔ－１＋ＬＣｔΔＡｓ　ＣＣ≠ｓＬＣｔ－１
＋ＬＣｔΔＡｒＷＬＣｔ－１＋ＬＣｔΔＡｓＷＬＣｔ－１＋ＬＣｔΔＡＷｒＬＣｔ－１＋ＬＣｔΔＡＷｓ　ＬＣｔ－１＋ＬＣｔΔＡＷＷＬＣｔ－１

（１５）

最后，我们可以将ＮＤＶＡＲ的影响因素分解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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Δ （ＮＤＶＡＲ）＝∑Ｃ （ΔＶ
＾ Ｃ
ａ＋ΔＶ

＾ Ｃ
ｐ＋ΔＶ

＾ Ｃ
ｍ＋ΔＶ

＾ Ｃ
ｓ

烐烏 烑
）

各 区 域 不 同 行 业 类 别 增 加 值 系 数 变 动 效 应

＋ＬＣｔΔＡＬＣｔ
烐烏 烑

－１

产 业 关 联 变 动 效 应

＋Δ （ｓｈＹ
＾Ｃ

烐烏 烑
）

内 需 结 构 变 动 效 应

（１６）

类似地，结合式 （１２）对区域增加值率 （ＮＤＶＡＲｒ）的影响因素进行分解：

Δ（ＮＤＶＡＲｒ）＝ΔＶ
＾ｒ
ａ＋ΔＶ

＾ｒ
ｐ＋ΔＶ

＾ｒ
ｍ ＋ΔＶ

＾ｒ

烐烏 烑
ｓ

ｒ区 域 不 同 行 业 类 别 增 加 值 系 数 变 动 效 应

＋ＬＣｔΔＡＬＣｔ－
烐烏 烑

１

产 业 关 联 变 动 效 应

＋ Δ（ｓｈＹ
＾ｒＣ

烐烏 烑
）

ｒ区 域 内 需 结 构 变 动 效 应

（１７）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１．ＮＶＣ和ＧＶＣ下的增加值收益及其空间分布情况

如表１，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中国各区域增加值创造 保 持 快 速 增 长 趋 势，东 部 沿 海、南 部 沿

海、中部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始终位列前四位 （１９９７年北部沿海除外），其中东部沿海地区

最终需求创造的增加值始终保持首位，约占增加值创造总规模的２０％。分解区域增加值创

造的最终需求来源可以发现，研究期间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

区由内需引致的增加值创造占比始终在９０％以上，外需引致的增加值创 造 占 比 不 足１０％。
这说明内陆地区直接 参 与 全 球 价 值 链 （ＧＶＣ）的 程 度 较 低，更 重 要 的 是 通 过 国 内 价 值 链

（ＮＶＣ）形式间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与内陆地区相比，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京津地区 （２０１０年

除外）、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直接参与ＧＶＣ的程度更高。其中，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东部沿

海ＧＶＣ下增加值创造占比从１５．３％上升至２６．８％，南部沿海ＧＶＣ下增加值创造占比则从

２９．８％下降至２３．０％。这与国内外经济形势下国内－国际产业转移和分工有关，改革开放

初期南部沿海地区率先享受政策优势、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入世”后发达国家逐渐将劳动

密集型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由此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东部沿海直接参与ＧＶＣ的程度逐渐

加强，南部沿海直 接 参 与 ＧＶＣ的 程 度 有 所 削 弱 但 始 终 保 持２０％以 上。受 金 融 危 机 影 响，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发达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并试图恢复其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外部需

求低迷，这一阶段东部沿海地区外需引致的增加值创造占比由２６．８％下降至１９．５％，京津

地区的外部需求也受到了明显影响。

表１ ＮＶＣ和ＧＶＣ下增加值收益的空间分布 （单位：百万美元，％）

区域／年份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０年

增加值

总量

ＮＶＣ
占比

ＧＶＣ
占比

增加值

总量

ＮＶＣ
占比

ＧＶＣ
占比

增加值

总量

ＮＶＣ
占比

ＧＶＣ
占比

增加值

总量

ＮＶＣ
占比

ＧＶＣ
占比

东北地区 ９０６２１　 ９４．８　 ５．２　 １３７１９２　９４．６　 ５．４　 ２７７１４２　９３．１　 ６．９　 ５７７９６６　９４．６　 ５．４

京津地区 ５０９７２　 ８７．７　１２．３　１０６６１７　８９．７　１０．３　２１２８３２　８３．４　１６．６　４０６８９４　９１．７　 ８．３

北部沿海 １０２３６０　９３．１　 ６．９　 ２２５０１６　９３．６　 ６．４　 ５２３３３９　９２．８　 ７．２　 ８９５３３４　９１．５　 ８．５

东部沿海 ２０２３８２　８４．７　１５．３　３０８８０８　８０．８　１９．２　８２１６３３　７３．２　２６．８　１４６４０２６　８０．５　 １９．５

南部沿海 １５５３８３　７０．２　２９．８　２４５６４８　７０．２　２９．８　５７１６３６　７７．０　２３．０　９９５１７９　７７．０　 ２３．０

中部地区 １３７４７８　９７．０　 ３．０　 ２８４１２４　９８．１　 １．９　 ７０３７５９　９７．９　 ２．１　１２７７２８４　９６．５　 ３．５

西北地区 ６０７９５　 ９７．０　 ３．０　 １０７１６２　９８．０　 ２．０　 ２０５７２０　９３．２　 ６．８　 ４４４９５２　９６．９　 ３．１

西南地区 １０７９８０　９７．８　 ２．２　 １５５３１５　９７．７　 ２．３　 ３９６０８７　９７．７　 ２．３　 ６８８５３２　９６．６　 ３．４

　　注：“增加值总量”表示内需－外需引致的各区域增加值收益 （单位：百万美元），“ＮＶＣ占比”“ＧＶＣ
占比”分别表示各区域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增加值收益占比 （单位：％）。

资料来源：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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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第一，区域增加值创造的需求来源与其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密切相关，内陆

地区倾向于以ＮＶＣ间接参与国际分工，沿海地区直接参与ＧＶＣ的程度较高。第二，直接

参与ＧＶＣ程度更高的地区，在增加值创造过程中涉及的中间环节较少，俘获和创造的增加

值收益更大，如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第三，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各区域增加值创造来

源于ＮＶＣ的比重远远高于ＧＶＣ增加值创造的比重，这说明在外部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形下，
重视内需、重塑国内价值链对于促进中国价值链攀升和国内经济发展平衡具有重要的政策

含义。
为构建和完善国内价值链，我 们 有 必 要 厘 清 ＮＶＣ下 区 域、部 门 之 间 的 增 加 值 收 益 分

配。表２汇总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ＮＶＣ下中国各区域增加值创造的区域流向。第２列描绘了

各区域内需创造的增加值占中国内需增加值创造的份额变化，可以发现中部地区、东部沿

海、北部沿海、南部 沿 海 内 需 引 致 的 增 加 值 创 造 占 比 始 终 位 于 前 位。其 中，１９９７～２０１０
年中部地区、北部沿海内需增加值创造份额呈上升趋势，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内需增加值

创造份额呈下降趋势，这与表１中部地区和北部沿海更大程度上以ＮＶＣ嵌入ＧＶＣ的特征

事实相一致。

表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中国各区域ＮＶＣ下增加值创造的区域流向 （单位：％）

区域／流向 增加值份额 第一位 第二位 第三位

东北地区
１０．７→９．３

→８．０→９．１

东 北 地 区 （７７．７→
８５．０→７５．７→７６．７）

外国 （７．５→７．０→
１３．３→１０．９）

北 部 沿 海 （４．５）→ 中 部 地 区

（１．７）→北部沿海 （２．３→３．４）

京津地区
５．６→６．９

→５．５→６．２

京 津 地 区 （６８．９→
６３．４→５５．８→６４．３）

外 国 （１６．８→１１．７

→１９．８→１１．５）
北 部 沿 海 （５．５→８．６→１０．２→
５．３）

北部沿海
１１．８→１５．１

→１５．０→１３．６

北 部 沿 海 （８０．６→
７６．８→６９．３→７４．８）

外 国 （６．０→７．０→
１１．６→１３．２）

中部地区 （４．０→４．７→４．７→３．４）

东部沿海
２１．３→１７．９

→１８．６→１９．６

东 部 沿 海 （６７．６→
７８．７→６８．９→６９．９）

外 国 （１３．０→１４．４

→１４．８→１２．４）
中部地区 （７．１→３．０→５．８→５．１）

南部沿海
１３．６→１２．４

→１３．６→１２．７

南 部 沿 海 （６４．１→
７４．０→６８．０→７５．２）

外 国 （１９．５→１８．４

→１７．６→１０．２）
中部地 区 （５．３→２．１）→东 部 沿

海 （３．７）→中部地区 （４．０）

中部地区
１６．６→２０．０

→２１．３→２０．５

中 部 地 区 （８３．３→
８４．３→７３．４→７９．０）

北部沿海 （４．１）→
东部沿海 （５．０）→
外国 （１０．０→９．４）

外 国 （４．０→４．８）→ 东 部 沿 海

（３．８→２．５）

西北地区
７．３→７．５

→５．９→７．２

西北 地 区 （７５．６→
７３．７ → ６６．３ →
７４．８）

中 部 地 区 （５．６）

→ 外 国 （６．３→
１２．２→９．６）

外国 （５．０）→中 部 地 区 （４．２）

→北 部 沿 海 （４．９）→中 部 地 区

（３．７）

西南地区
１３．１→１０．９

→１２．０→１１．１

西南地区 （８３．５→
８６．０ → ７３．８ →
８１．０）

中 部 地 区 （３．９）

→ 外 国 （４．２→
１０．５→８．２）

外国 （３．６）→南 部 沿 海 （３．６→
５．１→２．８）

　　注：“第一位”“第二位”“第三位”分别为各区域ＮＶＣ下增加值创造的区域流向占比。
资料来源：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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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５列描绘了内需引致的各区域增加值创造的前三位区 域 流 向，可 以 发 现：第 一，

ＮＶＣ下各区域创造的增加值最大程度上流向自身。其中，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增加值

流向自身的比重最低，这两个地区在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生产过程中来自外国或国内其他区域

中间投入比重相对更高；西南地区、中部地区增加值流向自身的比重最高，前者经济相对闭

塞，后者本身就是国内最重要的中间品来源地。第二，东北地区、京津地区、北部沿海、东

部沿海、南部沿海地区国内价值链创造的增加值流向区域第二位均是外国，其中京津地区、

东部沿海内需增加值流向外国的比例于２００７年达到最高。北部沿海内需创造的增加值流向

外国的比例保持上升，这说明随着ＧＶＣ在国内生产网络中的延伸，北部沿海以直接或间接

方式逐渐嵌入国际分工体系。有意思的是，２０１０年各区域内需引致的增加值流向外国的比

例均在１０％左右，这说明各区域对外国的后向国际产业关联对于国内价值链形成和塑造具

有一定的作用。此外，中部、西北和西南地区国内价值链增加值流向第二位分别由北部和东

部沿海、中部地区向外国转移，这说明 “入世”前内陆地区主要基于国内生产网络发生增加

值流动，“入世”后则能够以国内生产网络间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并产生增加值流动。第三，

第５列刻画了内需引致的各区域对国内其他区域的后向产业关联。北部沿海一定程度上为东

部沿海和京津地区内需引致的生产过程提供了中间品，中部地区是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南

部沿海内需创造增加值的重要流向区域，相应地，东部沿海也是中部地区内需引致的生产过

程中重要的中间投入来源。此外，对于主要依赖区域内中间投入的西南地区，其对国内其他

区域的后向产业关联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地缘相近基础上。

图１以２００７年为例，描 绘 了 ＮＶＣ下 中 国 各 区 域 增 加 值 创 造 的 部 门 流 向。整 体 来 看，

国内价值链下各区域创造的增加值主要流向商业、运输业，其他服务业，农业 （京津地区常

住人口最少，农业投入占比只有３．５％）和采选业 （南部沿海以轻工业为主，采选业投入占

比仅５．０％）四个部门，其中商业、运输业，其他服务业主要得益于增加值系数高，农业、

采选业投入则与区域自身资源禀赋、产业结构等密切相关。另外，各区域的产业比较优势也

在国内价值链下增加值部门流向特征中有所体现，如京津地区、南部沿海在电子产业具有一

定的比 较 优 势，其 增 加 值 流 向 电 气 机 械 及 电 子 通 信 设 备 制 造 业 的 比 重 分 别 为８．８％
及１３．７％。

图１　２００７年中国各区域ＮＶＣ下增加值创造的部门流向

资料来源：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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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ＮＶＣ和ＧＶＣ下的国内增加值率

表３汇总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中国区域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及其增加值率。首先，从总的国

内增加值及增加值率变化可以发现：第一，东部沿海、中部地区、南部沿海、北部沿海的国内

增加值总量始终位于前列。从国内增加值率来看，研究期间只有京津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国内

增加值率呈上升趋势。第二，分阶段来看，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只有南部沿海国内增加值率增长了

０．９％，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中国各区域创造的国内增加值率均有所上升。事实上，区域创造的国内

增加值率与其参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国内要素投入占比等密切相关。“入世”后，国内区域在

内需和外需引致的生产过程中进口中间投入比重有所上升、国内投入要素有所下降，区域生产

创造的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下降趋势。而南部沿海地区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窗

口，随着对外开放进一步深入，南部沿海地区在入世后国内增加值率不降反升。金融危机后，

发达国家试图恢复自身制造业竞争力、促进国内就业，逐步将电子制造的装配加工环节、劳动

密集型产业等从中国撤离，导致国内区域生产中进口投入要素下降、国内增加值率上升。

表３ ＮＶＣ和ＧＶＣ下中国区域的国内增加值及增加值率 （单位：百万美元，％）

国内增加值

／年份／区域

东北

地区

京津

地区

北部

沿海

东部

沿海

南部

沿海

中部

地区

西北

地区

西南

地区

国内增加值

（增加值率）

１９９７
８３６４４
（９２．３）

４１７８０
（８２．０）

９６０７５
（９３．９）

１７５２０３
（８６．６）

１２１７５６
（７８．４）

１３１９４９
（９６．０）

５７６８３
（９４．９）

１０４０１４
（９６．３）

２００２
１２７２５７
（９２．８）

９３０１３
（８７．２）

２０９０４４
（９２．９）

２６０４３３
（８４．３）

１９５５１２
（７９．６）

２７０４００
（９５．２）

１００３７９
（９３．７）

１４８７０５
（９５．７）

２００７
２３９０８６
（８６．３）

１６７８９２
（７８．９）

４６２０３５
（８８．３）

６７８７８３
（８２．６）

４６０４４２
（８０．５）

６３２５７０
（８９．９）

１８０６１３
（８７．８）

３５４０８８
（８９．４）

２０１０
５１４１００
（８８．９）

３５７３９２
（８７．８）

７７３７５６
（８６．４）

１２５９６９４
（８６．０）

８６７７９３
（８７．２）

１１５５９９７
（９０．５）

４０２０４８
（９０．４）

６３１０２５
（９１．６）

ＮＶＣ下国内

增加值

（增加值率）

１９９７
７９４８１
（９２．５）

３７１９２
（８３．２）

８９５４２
（９４．０）

１４９０８８
（８７．０）

８７８５６
（８０．５）

１２８１００
（９６．０）

５５９６５
（９５．０）

１０１７４７
（９６．４）

２００２
１２０６３０
（９３．０）

８４４２６
（８８．３）

１９５９３９
（９３．０）

２１３４９９
（８５．６）

１４０６５８
（８１．６）

２６５４０１
（９５．２）

９８３９０
（９３．７）

１４５３４４
（９５．８）

２００７
２２３５１８
（８６．７）

１４２２８８
（８０．２）

４２９２０６
（８８．４）

５１２３６２
（８５．２）

３６２８１８
（８２．４）

６１９８１１
（９０．０）

１６８３３０
（８７．８）

３４６２０４
（８９．５）

２０１０
４８６８８４
（８９．１）

３３００６７
（８８．５）

７１０８４２
（８６．８）

１０３１８４９
（８７．６）

６８８５２３
（８９．８）

１１１６６２５
（９０．６）

３８９６９０
（９０．４）

６１０８２５
（９１．８）

ＧＶＣ下国内

增加值

（增加值率）

１９９７
４１６４
（８９．１）

４５８８
（７３．３）

６５３３
（９２．２）

２６１１５
（８４．１）

３３９００
（７３．３）

３８４９
（９４．２）

１７１８
（９２．６）

２２６７
（９４．９）

２００２
６６２８
（８９．０）

８５８７
（７８．３）

１３１０６
（９１．１）

４６９３４
（７９．１）

５４８５４
（７４．９）

５０００
（９４．７）

１９９０
（９３．３）

３３６２
（９４．８）

２００７
１５５６８
（８１．１）

２５６０３
（７２．３）

３２８３０
（８７．３）

１６６４２１
（７５．５）

９７６２５
（７４．４）

１２７５
（８６．２）

１２２８４
（８７．４）

７８８４
（８５．１）

２０１０
２７２１６
（８６．４）

２７３２５
（８０．７）

６２９１４
（８２．２）

２２７８４５
（７９．７）

１７９２７０
（７８．４）

３９３７２
（８７．９）

１２３５７
（８８．６）

２０２０１
（８６．９）

　　资料来源：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整理。

其次，由国内价值链 （ＮＶＣ）下各区域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及增加值率可以发现：第一，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中部地区、东部沿海、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由内需创造的国内增加值规模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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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位于前列。其中，中部地区内需引致的国内增加值率保持在９０％以上，这与表２中中部

地区是国内最重要的中间投入来源地密切相关，凸显了中部地区对于国内生产网络的重要作

用。从国内增加值率来看，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只有京津地区、东部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ＮＶＣ下

创造的国内增加 值 率 呈 现 上 升 趋 势，由 表１可 知 这 三 个 地 区 直 接 参 与 全 球 价 值 链 （ＧＶＣ）

的程度较高。这说明京 津 地 区、东 部 沿 海 和 南 部 沿 海 地 区 在 直 接 参 与ＧＶＣ过 程 中 逐 渐 向

ＮＶＣ拓展并创造、攫取增 加 值 收 益，促 进ＧＶＣ与 ＮＶＣ的 融 合 协 调。第 二，分 阶 段 看，与

ＤＶＡＲ类似，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只 有 南 部 沿 海 ＮＤＶＡＲ增 长 了０．８％，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只 有 北 部

沿海ＮＤＶＡＲ下降了１．６％。这说明南部沿海内需 驱 动 的 生 产 过 程 中 国 内 投 入 要 素 逐 渐 增

加，开启了ＧＶＣ向ＮＶＣ的扩展和融合。

最后，由ＧＶＣ下各区域创造的国内增加值及增加值率可以发现：第一，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

只有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外需引致的国内增加值规模位于国内前列，甚至是其他区域的数倍

以上，这与沿海地区更早和更直接参与国际分工的事实相吻合。从国内增加值率变化来看，

研究期间只有京津地区、南部沿海地区Ｇ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上升趋势。第二，分阶段

看，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外需引致的各区域国内增加值率均呈现下降趋势，而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外需

引致的各区域国内增加值率呈现上升趋势 （北部沿海地区除外），这说明外需驱动下各区域

国内增加值率受贸易政策和外部经济形势影响，外需引致的生产过程中进口中间投入在 “入
世”后逐渐上升、金融危机后有所下降，从而导致这两个阶段国内增加值率变化。

进一步 地，图２区 分 了 ＮＶＣ和 ＧＶＣ对 各 区 域 国 内 增 加 值 创 造 的 作 用。整 体 来 看，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京津地区ＧＶＣ国内增加值占比位于国内前列，其他区

域ＮＶＣ国内增加值占比始终保持在９０％以上。研究期间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东部沿海、

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ＧＶＣ国内增加值占比呈上升趋势，外需驱动下这些区域国

内中间投入增加，在ＧＶＣ作用下推动国内增加值增加。此外， “入世”将导致国内各区域

ＧＶＣ国内增加值占比上升 （南部沿海除外），金融危机后只有北部沿海、中部地区、西南地

区ＧＶＣ国内增加值占比有所上升。在增加值系数和产业结构不变时，仅考虑内需和外需驱

动对各区域国内增加值创造的贡献程度，“入世”将导致外需相对于内需有所扩张，金融危

机则导致内需相对扩张，因此入世后ＧＶＣ国内增加值占比普遍上升，金融危机后ＧＶＣ国

内增加值占比普遍下降。

图２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ＮＶＣ和ＧＶＣ下中国各区域国内增加值占比

资料来源：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整理。

·９８·国内增加值率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四、ＮＶＣ和Ｇ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１．中国各区域攫取的增加值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前面分析了内需和外需引致的各区域国内增加值创造情况，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最终需

求来源引致的国内增加值率背后的影响因素，我们分别从各区域攫取的国内增加值率变化、
国内整体增加值率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去寻找在协调国内增加值分配均衡同时实现价值链

攀升的可行路径。表４汇总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国内价值链 （ＮＶＣ）下中国各区域攫取增加值

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可以发现：第一，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ＮＶＣ下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南部

沿海、西南地区攫取的国内增加值率均有所提高，其中东北地区享受的 ＮＤＶＡＲ上升主要

源自于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上升，以及东北地区和国内其他区域生产和贸

易往来的日益密切，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地区 （国内产业关联也是重要促进因素）主要受益

于各行业增加值系数提高以及内需结构合理化，西南地区则受益于初级产品和制造业的增加

值系数提高、国内产业关联紧密以及内需结构合理化。相应地，ＮＶＣ下京津地区、北部沿

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攫取的ＮＤＶＡＲ有所下降，其中京津地区ＮＤＶＡＲ增长的主要抑

制因素来自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国内产业结构和内需结构不合理，
北部沿海ＮＤＶＡＲ明显下降的主要原因来自农业、初级产品和制造业增加值系数下降，中部

和西北地区ＮＤＶＡＲ降低主要源自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这一阶段，初

级产品和制造业增加值系数变化、区域内和中国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是影响各区域基于ＮＶＣ攫

取增加值率的重要因素。第二，直观地看，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国内大多数区域 （北部沿海和西北地

区除外）基于ＮＶＣ攫取的增加值率均呈现下降趋势，此时国内产业结构不合理是大多数区域

（除北部沿海、东部沿海和西北地区）ＮＶＣ下各区域增加值率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可以发

现，“入世”后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国外中间投入、制造业和服务业进入国内市场，
对沿海地区特定行业的增加值系数造成了冲击，并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国内各区域之间紧密的

产业关联。第三，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京津地区、东部沿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内需引

致的国内增加值率均有所上升，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南部沿海ＮＶＣ下攫取的国内增加值率

则有所下降。其中，东北地区主要受行业增加值系数下降所制约，北部沿海主要受服务业增加

值系数下降、区域内产业结构不合理所制约，南部沿海则主要受制于制造业增加值系数下降、
区域内产业结构不合理。这一阶段，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是内陆地区ＮＤＶＡＲ提高的重要制

约因素，区域内产业结构受到冲击是沿海地区ＮＤＶＡＲ提高的主要限制因素。

表４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ＮＶＣ下中国区域国内增加值率 （ＮＤＶＡＲ）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单位：％）

年份／地区

／影响因素

农业

增加值系数

初级产品

增加值系数

制造业

增加值系数

服务业

增加值系数

区域内

产业关联

国内产

业关联

内需

结构

区域攫取增

加值率变化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东北地区 －３．０　 ２５．２　 ５０．０　 ８１．１ －７３．４　 ４８．７ －６．９　 ９．９

京津地区 １１．１ －３９．７ －４２．９ －９．７　 １７５．４ －１０．３ －２９．２ －８．８

北部沿海 －２．３ －５．０ －１４．８　 ２．８　 ４３．３　 ３２．６　 ４１．６ －２８．２

东部沿海 ４．０　 ４９．６　 ６３．４　 ７３．５ －４０．２ －２１．７　 ７．０　 ７．０

南部沿海 ０．６　 １５．９　 ４７．３　 ３７．６ －３７．２　 ２８．５　 １９．８　 １５．９

中部地区 ２．３ －１２．６ －３９．７ －５．４　 ４０．５　 ５０．３　 ５５．０ －１７．７

西北地区 １５．５ －１５．０ －２６．４ －６６．３　 １１２．９　 ２１．６　 ７．６ －４．９

西南地区 －３．３　 １８．９　 ６０．３ －９．３ －９．９　 ３３．８　 ４６．９　 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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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年份／地区

／影响因素

农业

增加值系数

初级产品

增加值系数

制造业

增加值系数

服务业

增加值系数

区域内

产业关联

国内产

业关联

内需

结构

区域攫取增

加值率变化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东北地区 １０．５　 ３５．７　 １３５．３　 ７５．２　 ６０．９ －１２１．２－３７．８ －３．５

京津地区 －１０．２　 ４８．８　 ２９６．６　 ２７６．９ －１６７．８ －２６６．７　１９２．２ －１．９

北部沿海 －１０．３ －２５．６ －１４９．１ －４３．５　 １０４．４　 ２４６．７　 ４８．７　 ５．０

东部沿海 －１１．８　 ２２．６　 ４０．３　 ３０．１　 １７．１　 ２１．８ －８．６ －１２．９

南部沿海 －２３．０ －５．２　 １９４．６ －６６．５　 ２２．７ －１０９．５　３７．１ －４．３

中部地区 ２．３　 ３１．３　 ７０．６　 ２１．０　 ５９．３ －４４．７ －３．７ －７．７

西北地区 ２．４　 １．６ －６１．６ －１１．８ －２８．４　 １１１．６　 ２８．２　 ８．４

西南地区 ２．２　 ６．９　 ２８．２　 １３．３　 ３１．３ －５．６　 ３７．５ －１７．０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东北地区 －８．１ －３．６ －２２．４ －２４．２　 ５．９　 ９１．７　 ６３．５ －７．４

京津地区 －０．２　 ５．３　 ２７．８ －６７．０　 １６８．５ －８７．５　９３．５　 ５．２

北部沿海 －６．８ －３５．３　 ３９．４ －２１２．６ －２２８．６　 ４０２．７　１６６．７ －２．３

东部沿海 －５３．３　 ８５．３　 ３２６．９　 １６０．５ －１３９．３　 ２４０．８ －４９９．４　 １．０

南部沿海 ４．０　 ４．２ －４９．７　 ４５．８ －８８．５　 １８７．１　 ２４．１ －５．８

中部地区 １０．０ －５．２　 ８９．６　 ２６．２　 ９５．５ －５３．６ －３２．６　 ４．７

西北地区 ２５．５ －２６．７　 １９０．７ －８．６　 ２０５．９ －１３．０－１６１．０　 ３．１

西南地区 １．８ －６．１　 ４６．１　 ８４．２　 １７．１　 １．６ －２７．２　 ６．８

　　注：当区域攫取增加值 率 上 升 时，各 因 素 贡 献 程 度 为 正 表 示 该 因 素 变 化 将 促 进 区 域 攫 取 增 加 值 率 上

升；当区域攫取增加值率下降时，各因素贡献程度为正表示该因素变化将促进区域攫取增加值率 下 降，即

该因素将抑制区域攫取增加值率上升；反之亦然。
资料来源：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整理。

表５汇总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下中国各区域攫取的增加值率变化及其

影响因素，从区域增加值率影响因素分解公式可知，各区域增加值、区域内产业关联、中国

国内产业关联调整均不受内需、外需变化影响，但内需结构和外需结构差异有可能导致增加

值、区域内产业关联、中国国内产业关联变化对区域攫取增加值率的影响方向、影响程度有

所不同。可以发现：第一，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ＧＶＣ下东北地区、东部沿海、南部沿海、西南地

区增加值率有所上升，京津地区、北部沿海、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增加值率有所下降。这一

阶段，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是抑制京津地区、北部沿海、中部地区和

西北地区ＧＶＣ下区域攫取增加值率上升的重要因素，区域内产业关联不合理是东北地区、
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西南地区ＧＶＣ下区域攫取增加值率上升的重要抑制因素。此外，外

需结构不合理也是该阶段大多数区域 （北部沿海、南部沿海和中部地区除外）全球价值链下

ＤＶＡＲ上升的重要制 约。第二，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ＧＶＣ下 国 内 大 多 数 区 域 （京 津 地 区、东 部

沿海ＧＤＶＡＲ增加值率分别上升０．５％、０．９％，西北地区增幅为１１．３％）攫取的增加值率

均出现下降，受 “入世”影响，这一阶段京津地区和沿海地区增加值率受到冲击成为抑制其

ＧＤＶＡＲ上升的重要因素，此外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直接承接外国产业转移程度较高，区域

内产业关联受到冲击，并同时影响南部沿海与国内其他区域之间的产业关联。这些因素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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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ＧＶＣ下区域攫取增加值率下降的重要因素。第三，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ＧＶＣ下只有东北地

区、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攫取的增加值率有所下降，这一阶段初级产品增加值系数下降 （京
津地区、东部和南部沿海除外）、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 （南部沿海、西南地区除外）以及

沿海地区区域内产业结构受到冲击是该阶段ＧＤＶＡＲ下降的重要因素。

表５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ＧＶＣ下中国区域国内增加值率变化 （ＧＤＶＡＲ）及其影响因素 （单位：％）

年份／地区

／影响因素

农业

增加值系数

初级产品

增加值

系数

制造业增

加值系数

服务业增

加值系数

区域内

产业关联

国内产

业关联

外需

结构

区域攫取增

加值率变化

１９９７～
２００２

东北地区 －２．０　 ２５．５　 ９５．８　 ４４．８ －７７．７　 ３９．７ －６．３　 １０．１

京津地区 １３．２ －７０．８ －１２０．１ －１８．８　 ２７９．４ －１５．６ －４３．４ －５．１

北部沿海 －２．７ －８．６ －３３．６ －２．６　 ８６．６　 ６２．４　 ７．３ －１７．０

东部沿海 ７．２　 １３４．５　 ２６６．３　 １１５．３ －１９６．５ －１１３．９ －４３．１　 ２．７

南部沿海 ０．４　 １７．８　 ７５．６　 ２８．８ －４２．２　 ２８．２　 １３．４　 １４．８

中部地区 ４．１ －３３．９ －１５４．６ －２１．３　 １２８．３　 １２０．７　 ２９．８ －６．８

西北地区 １３．９ －２０．４ －５５．２ －５０．５　 １５１．５　 ３２．８ －０．６ －３．７

西南地区 －３．０　 ２５．８　 １２６．１　 １５．３ －５１．４　 ４４．０ －２７．９　 ６．４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７

东北地区 ５．５　 ２０．２　 １２９．５　 ３０．７　 ２３．９ －８４．５　 １５．２ －６．６

京津地区 ３６．６ －１８９．４ －１５９３．０ －４７４．８　 １３２．３　 ８４６．９　 ６８９．３　 ０．５

北部沿海 －５９．９ －１６０．４ －１５０５．６ －２４７．３　 １０３６．７　 １５９１．１ －５．９　 ０．９

东部沿海 －１０．６　 ２１．９　 ５９．２　 １４．０ －６．８　 ９．５　 １０．３ －１４．２

南部沿海 －１０．７ －２．６　 １４２．５ －１１．７ －３．２ －６７．２　 １２．２ －９．０

中部地区 １．２　 １８．４　 ５６．７　 ８．５　 ４１．８ －２２．３　 ２１．３ －１４．０

西北地区 １．７　 １．２ －６３．３ －０．５ －１３．０　 ９９．０　 ２０．４　 １１．３

西南地区 ２．６　 ８．５　 ４５．３　 １４．３　 ４６．２ －９．２　 ４．２ －１４．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０

东北地区 －２９．６ －１３．６ －９３．９　 ０．７ －３．８　 ３１９．６ －７４．８ －２．３

京津地区 －０．４　 １３．１　 ４８．５ －８３．５　 ３２８．９ －１７６．３　 ２４．２　 ２．５

北部沿海 －８．２ －４３．９　 ８．７ －１０１．０ －１９１．８　 ４２７．３　 ８３．６ －２．２

东部沿海 －８．４　 １４．０　 ６７．７ －１８．３ －１８．９　 ３５．９　 ２１．９　 ６．８

南部沿海 ６．４　 ７．０ －１１１．５　 ６３．０ －１４６．０　 ３１５．８　 ３５．５ －４．２

中部地区 ５．７ －３．１　 ６２．４ －４．２　 ５８．６ －２９．４　 ２９．８　 ９．３

西北地区 ３５．７ －３８．９　 ３６４．５ －６３．１　 １９１．９ －４０．４ －１３２．９　 ２．５

西南地区 １．６ －５．５　 ５３．４　 １８．１　 ２４．０　 ８．６　 ０．３　 ９．０

　　资料来源：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整理。

２．中国国内增加值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如表６，从中国整体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影响因素分析来看：第一，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国内

价值链 （ＮＶＣ）和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均有所下降，此时国内增加值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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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的制约因素均来自初级产品、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中国前后向国际产业关联

不合理，而区域内产业结构和中国国内产业 结 构 调 整 则 是ＤＶＡＲ上 升 的 促 进 因 素。第 二，
“入世”后，进口中 间 投 入 进 入 国 内 市 场，内 需 拉 动 下 国 内 产 业 关 联 得 到 调 整 导 致 该 阶 段

ＮＤＶＡＲ下降，此外国内农业增加值系数下降、中国前后向国际产业关联 不 合 理 也 是 ＮＤ－
ＶＡＲ下降的重要因素；外需拉动下，沿海地区区域内产业关联受进口中间投入冲击的影响

程度较为显著 （见表５），并进一步影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成为ＧＤＶＡＲ下降的最重要因

素。此外，农业增加值系数下降、中国前向国际产业关联不合理也对ＧＤＶＡＲ上升具有抑

制作用。第三，金融危机后，Ｎ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提高了０．３％，此时国内行业增加值 系

数有所提高、区域内产业关联趋于合理化，但外国国内产业关联、中国国内产业关联、中国

后向国际产业关联以及内需结构调整均不利于ＮＤＶＡＲ上升。与此同时，ＧＶＣ下国内增加

值率上升了３．８％，这一方面得益于农业、初级产品、制造业增加值系数上升，另一方面源

自区域内产业关联以及中国前向国际产业关联趋于合理化。但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外国

国内产业关联、中国国内产业关联、中国后向国际产业关联、外需结构不合理均是抑制我国

ＧＤＶＡＲ攀升的重要因素，其中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和中国国内产业关联不合理是最主要

的抑制因素。

表６　 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ＮＶＣ和ＧＶＣ下中国国内增加值率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单位：％）

ＮＤＶＡＲ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农业增加值系数 ５．９ －３．３　 ４２．８

初级产品增加值系数 －６５．４　 ２５．１　 １５．５

制造业增加值系数 －１３７．０　 １０９．１　 ６７１．１

服务业增加值系数 －７８．０　 ３８．２　 ２４０．２

区域内产业关联 ２６８．５　 ２８．２　 １２８２．５

外国国内产业关联 ０．０　 ０．０ －２．０

中国国内产业关联 １１３．２ －１７８．９ －１７４９．９

中国前向国际产业关联 －１．２ －２．９　 ２４．７

中国后向国际产业关联 －０．９ －０．５ －２８．２

内需结构 ６０．３　 １６．４ －７７１．１

ＮＤＶＡＲ总变化 －２．９ －３．９　 ０．３

ＧＤＶＡＲ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农业增加值系数 ９．１ －２．４　 ２．２

初级产品增加值系数 －１９７．０　 ２８．５　 １．１

制造业增加值系数 －５０８．４　 １３１．２　 ４２．５

服务业增加值系数 －１５２．１　 ２６．１ －５．８

区域内产业关联 １５３７．７ －８２．１　 ８２．６

外国国内产业关联 ０．０　 ０．１ －０．３

中国国内产业关联 １０５３．２ －３３８．３ －８３．０

·３９·国内增加值率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续）

ＧＤＶＡＲ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 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 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

中国前向国际产业关联 －１８．３ －９．９　 ４．８

中国后向国际产业关联 －１０．２　 ０．９ －３．６

外需结构 １．５１　 ２．０８ －１．０３

ＧＤＶＡＲ总变化 －０．６ －２．７　 ３．８

　　资料来源：嵌入区域价值链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作者计算整理。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中国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投入产出表，测算并分析了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国

内价值链 （ＮＶＣ）和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显示：
第一，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国 内 各 区 域 增 加 值 创 造 规 模 保 持 快 速 增 长 趋 势，其 中 东 部 沿 海、

南部沿海、中部地区和北部沿海地区始终位于前列。对各区域增加值创造的最终需求来源分

解发现，东北地区、北部沿海、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通过ＮＶＣ嵌入全球生产网

络的比重达到９０％以上，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直接参与ＧＶＣ的比重显著高

于内陆地区，其中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直接参与ＧＶＣ的比重达到２０％以上。实际上，研究

期间内需引致的ＮＶＣ对于各区域增加值创造起到了绝对主导作用，而ＮＶＣ下各区域增加

值创造的区域和部门流向也与各区域比较优势、行业增加值特点以及区域间产业和贸易关联

密切相关。例如，各区域ＮＶＣ下增加值创造最主要来自自身要素投入，其次来自进口要素

投入，最后来自国内其他区域要素投入；商业、运输业，其他服务业，农业投入产生的增加

值是各区域ＮＶＣ下增加值创造的主要来源。
第二，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东 部 沿 海、中 部 地 区、南 部 沿 海 和 北 部 沿 海 的 国 内 增 加 值 规 模、

内需创造的国内增加值规模始终位于国内前列，但从外需创造的国内增加值规模来看，只有

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国内增加值规模遥遥领先。国内增加值率更为直观地衡量了区域参与

国际－国内分工的增加值收益程度，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各区域国内增加值率 （南部沿海除外）、

Ｎ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 （京津地区、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除外）、Ｇ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均呈

现下降趋势，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各区域国内增加值率、Ｎ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 （北部沿海除外）、

Ｇ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 （北部沿海除外）均呈现上升趋势。研究期间，只有京津地区、南部

沿海地区的国内增加值率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的国内增加值率几乎保持不变，其中ＮＶＣ下

这三个地区的国内增加值率均保持上升，ＧＶＣ下只有京津地区和南部沿海地区的国内增加

值率有所上升。区分内需和外需对各区域国内增加值创造的拉动作用发现，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

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和京津地区ＧＶＣ国内增加值占比位于国内前列，国内其他区域ＮＶＣ
国内增加值占比始终保持９０％以上。

第三，分解ＮＶＣ和ＧＶＣ下各区域攫取的国内增加值率发现，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 ＮＶＣ和

ＧＶＣ下东 北 地 区、东 部 沿 海、南 部 沿 海 和 西 南 地 区 攫 取 的 国 内 增 加 值 率 均 有 所 提 高，

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大多数区域在ＮＶＣ （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除外）和ＧＶＣ （京津地区、北部沿

海和西北地区除外）下攫取的国内增加值率均出现下降，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ＮＶＣ和ＧＶＣ下大

多数区域 （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和南部沿海除外）攫取的国内增加值率均有所上升。整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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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１９９７～２００７年ＮＶＣ和Ｇ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均有所下降，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国内增加值上

升、区域内产业结构合理化等作用下，促进国内、全球价值链下国内增加值率分别 提 高 了

０．３％和３．８％。从驱动因素来看，１９９７～２００２年行业增加值系数降低是抑制国内增加值率

上升最重要的原因，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进口中间投入冲击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是国内增加值率

攀升的重要阻碍，２００７～２０１０年中国国内产业关联、内需结构变动是ＮＶＣ下国内增加值率

上升的重要抑制因素，服务业增加值系数下降、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成为了阻碍ＧＶＣ下国内

增加值率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因素。
当前，中国经济和贸易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地位，二是国内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上述结论对于我国实现价值攀升的同时促进国内区域之间均衡发展具

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各区域增加值创造的最终需求来源与其嵌入全球价值链方式密切相关，东部沿海

和南部沿海地区直接参与ＧＶＣ的程度高于内陆地区，内陆地区最主要通过ＮＶＣ间接参与

国际分工。因此，考虑到各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地位及方式的差异，在制定相关经济产业政

策时，应该重视和发挥各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比较优势，促进国内分工和国际分工在全球价

值链中融合协调。另外，对外开放之后外需确实对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等地区的增加值创造

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１９９７～２０１０年内需对各区域增加值创造的拉动作用均达到７０％以

上，在金融危机之后内需的拉动作用更为显著。这提醒我们要充分重视和利用国内市场需

求，培育和重塑国内价值链，在外部经济和政治形势复杂多变的情形下推动区域间协调发

展、实现价值链攀升。
第二，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低端锁定”困境主要反映在增加值创造规模迅速扩张但大

多数区域的国内增加值率却呈现下降趋势。在全球价值链下实现区域国内增加值率提升与对

外贸易形势、国内要素投入占比等因素密切相关。对外贸易发展的初级阶段中国加工贸易占

据对外贸易的一半以上，沿海地区进口中间投入比重逐渐上升并对国内要素投入形成了 “挤
出”效应，国内增加值率出现下降。金融危机后中国外部需求形势受挫但也对中国经济发展

方式转型起到了警醒作用，立足于本土市场、整合国内区域间资源禀赋、提高生产网络中优

秀内资企业的比重将是我国提升国内增加值率的重要举措。此外，注重内需和国内生产要素

并不意味着脱离全球价值链，而是在国际分工背景下拓展和深化国内分工，沿海地区 ＮＤ－
ＶＡＲ和内陆地区ＧＤＶＡＲ占比上升都说明国内增加值率上升需要ＮＶＣ和ＧＶＣ的融合和协

调发展。
第三，综观ＮＶＣ和ＧＶＣ下国内 （区域）攫取增加值率的影响因素可以发现，服务业

增加值系数下降、区域内产业关联、中国国内产业关联以及中国的后向国际产业关联不合理

均是阻碍国内 （区域）攫取增加值率进一步提高的重要制约因素。结合ＮＶＣ下增加值创造

的区域和部门流向可以发现，区域内产业关联 （区域流向第一位）、中国的后向国际产业关

联 （区域流向第二位）、中国国内产业关联 （区域流向第三位）以及服务业增加值系数提升

（部门最重要流向）对于ＮＶＣ下增加值创造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协调区域经济发展平衡、
实现国内增加值率提升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促进制造业服务化转型以及现代服

务业快速发展、提升国内增加值率；另一方面应该降低区域间流动壁垒，结合各区域的资源

和产业优势促进国内区域间市场整合，同时在国际和国内分工协调发展过程中合理化产业

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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