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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内容摘要 

当今世界，随着国际分工逐渐由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过渡到产品内分工，

跨国公司把价值链上的不同价值创造环节布局在全球最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然

后又通过中间产品贸易把价值增值的不同工序联系起来，从而形成了全球生产网

络。 

本文借鉴和运用全球生产网络相关理论，对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发

展历程、经济效应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对中国与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进

行比较分析，并提出我国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启示与建议。全文共七章，主要内

容和观点包括：（1）全球生产网络下东盟国家生产国际化。伴随着参与全球生产

网络的进程，东盟国家的生产国际化迅速发展，并逐渐融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

和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中；（2）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在

全球生产网络下，东盟国家仍在全球价值链的中后端参与国际分工，并逐渐由原

材料基地向制造基地转变。另一方面，东盟国家社会升级没有伴随经济升级自动

发生。虽然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张为各国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但相关的社会福利

效应并未同步显现；（3）东盟国家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影响东盟国家价值链升

级的因素，主要有产品内分工程度、制度环境、生产性服务水平、固定资本使用

效率以及人力资本等；（4）中国与东盟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比较。在参与全球生

产网络过程中，中国与东盟均处于中后端的生产区段，但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程

度、经济与社会效应、生产网络贸易竞争力以及受发达国家打压程度等方面又有

所差异。 

东盟是中国最重要的周边地区之一。由于东盟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生产

网络的时间要早，生产国际化和贸易依存度较高，同样面临着参与国际产业分工，

实现价值链升级和提升社会福利的任务，因而东盟国家参与全球生产网络提供了

可资借鉴的国际经验。 

 

关键词：全球生产网络；东盟国家；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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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oday's world, with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gradually transition from 

the industry specialization, intra-industry specialization to the intra-products 

specializatio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layout their different value processes to the 

world's different regions where have the largest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then 

connected the different processes by intermediate product trade, thus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was formed. 

On the base of the related theory about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is 

paper researched on the process，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f Asean countries, and comparatively 

analysised the related questions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and put forward enlightenment and the suggestion for our 

country on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This paper has seven chapters, 

the main content and ideas are as follows: (1) Internationalization production of Asean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ccompanied with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Asean countries was developing rapidly and gradually integrated into the 

international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division of labor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system; (2)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effect of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f Asean countr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sean countries are still in the back-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and participated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but begin to change from the base of raw materials to 

manufacturing base. On the other hand, social upgrades without happen 

accompanying with economic upgrades. Although as the expansion of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new job opportunities were created for all Asean countries, but 

the related social welfare effects have not appeared synchronized; (3)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value chain upgrade of Asean countries. The main factors that affects the 

value chain upgrade of Asean countries are as follows: the degree of intra-product 

division of labor,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e level of productive service, the 

efficiency of fixed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etc; (4) The comparison analysis on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China and Asean are in the 

back 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but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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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network, the effec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upgrad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ion 

network trade and the level of cracking down by developed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The Asean countries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areas around China. Due to the 

Asean countries particip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specialization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earlier than China, the degree of productio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trade 

dependency is higher, also be faced with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realization of the value chain upgrade and enhancing social 

welfare, so participating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of Asean countries can provid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for reference. 

 

Key Word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sean Countries;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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