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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数字要素与数字技术广泛使用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投入促进了世界各

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生产协作。然而我国还未完全实现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

利”的转变，且遭受近年来全球贸易不断收缩的消极影响，我国制造业面临全球

价值链底端锁定的窘境。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

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的规划。据此，

本文基于数字化投入视角，尝试厘清数字化投入革新制造业的作用机制，研究数

字化投入能否给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带来新动能，对提升我国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基于数字化投入视角，通过构建 FGLS 模型，使用 OECD 数据库探究

2005—2018 年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

第一，基准回归显示数字化投入对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推动

作用，并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验证了该结论的可靠性。第二，机制检验表明

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具有关键作用，主要通过降低传统部门的交

易成本、优化资源配置效用以及提高技术创新等路径赋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的攀升。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首先，从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来看，

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和资本密集度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具有正向促进效

用，且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驱动效用大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对劳动密集型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并无显著促进效用；其次，从数字化投入的不同来源

来看，驱动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入上升的主导力量是国内数字化投入，出于国际

数字贸易规则的限制以及公共信息安全的考虑，国外数字化投入较少；最后，从

不同加工贸易方式来看，数字化投入对非加工贸易制造业的促进效应大于加工贸

易制造业。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优化数字生态环境；第二，

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加强数字化行业与传统行业融合。 

 

关键词：中国制造业 数字化投入 全球价值链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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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where digital elements and technologies 

are widely used, digital investment has promoted production and 

collaboration among countries and region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my 

country has not fully realiz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demographic 

dividend" to "talent dividend", and has suffered from the negative impact 

of shrinking global trade in recent years. my country'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facing the dilemma of being locked at the bottom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clearly pointed out 

the plan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romo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real economy, and 

create an internationally competitive digital industry cluster". Accordingl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vestm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mechanism of digital investment in the innov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tudies whether digital investment can bring new momentum 

to the ris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global value chain, whic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for improving the status of my country's manufacturing global 

value chain. significa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digital input, this paper uses the OECD 

database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put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global value chain status from 2005 to 2018 by constructing the FGLS 

model. The research results found that: first, the benchmark 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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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ws that digital investment ha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status 

of my country's manufacturing global value chain,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clusion is verified by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s. Second, the 

mechanism test shows that digital investment plays a key role in improving 

the production efficiency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mainly through 

reducing the transaction costs of traditional sectors, optimiz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mproving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enable the ris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ird, the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fact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digital 

investment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promo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tatus of technology- and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echnology-intensive The driving effect of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capital-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status of the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econd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sources of digital 

investment, the leading force driving the ris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digital investment It is domestic digital investment. Due to the restrictions 

of international digital trade rules and public information security 

considerations, foreign digital investment is less; fin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fferent processing trade method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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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investment on non-processing trade manufacturing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processing trade. trade manufacturing.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irst, optimize the digit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seco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third, strengthen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industries and 

traditional industries. 

 

Keywords：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igital input; Global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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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自身的劳动力红利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优势，与世界

各国的经贸合作关系日益密切，逐步实现国际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

的一员。中国在 2010 年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之一，并在 2013 年成为世界商品贸

易额的佼佼者，这是中国持续深化改革和开放获取的成就。然而，在国际分工中，

中国制造业以加工组装为主，其附加值主要来自于从国外进口的半成品，中国制

造业整体上仍然处于价值链“微笑曲线”的底层，具有被锁定的风险。与此同时，

面对全球技术变革、产业结构转型以及人口老龄化，中国的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

中国制造业的加工组装技术基本丧失竞争力，部分产业被东南亚地区以更低廉的

劳动价格所取代。此外，西方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又进一步加剧了

中国制造业向高端领域发展的困难。为此，中国亟需发展新的经济动力，驱动制

造业高质量发展。 

世界各国纷纷将数字经济发展视为推进经济转型、培育经济新动力以及构建

竞争新优势的主导力量，中国也将数字经济列为当前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支柱。国

家发展改革委和工信部等部门印发的《“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明确了

以制造业数字化为重要抓手的重大目标，旨在推进制造业产业技术革新，推进制

造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此外，在微观层面上，埃森哲发布了《2022

中国企业数字转型指数研究报告》对近五年来中国企业数字化发展情况进行了跟

踪和分析。研究报告显示，总体上，中国企业正在迅速推进数字化转型，取得了

令人瞩目的成效。从 2018 年的 37 分到 2022 年的 52 分，数字化转型指数得分增

长了超过 40.54%，显示出行业正在持续稳步发展。然而，相较于 2021 年，数字

化转型指数下降了 2 分，这是近五年来首次出现下滑情况。此外，研究数据还表

明，有将近六成（59%）的接受调查的公司高层计划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内增加

数字化方面的投资，但仍还有将近五分之二的企业在等待着市场的发展。在宏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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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上，中国信通研究院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发布了《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

（2022）》，数据显示，我国 2021 年数字经济规模达到了 45.5 万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了 3.4%，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 39.8%，表明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主导力量是数字经济。其中，产业数字化规模高达 37.18 万亿元，较上年

同期增长了 17.2%，占据数字经济的 81.7%，成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产业

数字化的转型发展迈向了更深入的阶段。其次是服务业，数字化投入规模为 2.8

万亿元，农业数字化投入规模最小，为 183.7 亿元。从数字化投入增长幅度视角

来看，相较于 2007 年，全国数字化投入总规模增加了 1.85 倍，农业、工业、服

务业和 ICT 部门的数字化投入分别增加了 0.77 倍、1.63 倍、2.68 倍和 1.97 倍。

可以看出，我国传统产业对数字化的接受度和投入度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但

第二产业的数字化投入增幅显著小于第三产业。 

数字化投入是数字经济赋能的一种方式，数字技术衍生的物联网、大数据、

人工智能以及云计算等数字服务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推动了制造业数字化的进程

（荆文君等，2019；刘飞，2020；卢福财等，2020），通过数字化投入制造业的

方式来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数字化投入制造业是加速中国制造业“革故

鼎新”的重要路径。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可以利用云办公、人工智能、远程协助

等数字化手段达到有效的生产和信息精确的匹配，打破了由于地理因素导致的空

间限制，扩大了信息传递渠道，提高了信息技术交流速度，消除了以往的技术知

识封锁和资讯落后的弊端，从而减少了不同的贸易经济体间的沟通交易成本，推

进了多样化的国际贸易模式。通过数字化投入，传统制造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

催生了新型的生产运营模式，进一步补充了现有的经济体系，并从根本上变革，

从而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综上所述，数字化投入既是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重要方式，也

是驱动中国制造业向制造强国高质量发展的强有力手段。因此，基于数字化投入

视角探究其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1.1.2研究目的 

现有国内外研究主要聚焦于数字经济或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

响，本文利用 2005—2018 年 OECD 投入产出数据库和 UIBE 数据库来探究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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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体研究目的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探究数字化投入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 

（2）通过构建 FGLS模型进行实证基准回归，检验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并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此外，对数

字化投入的作用途径进行影响机制检验。最后，探究不同数字化投入来源、不同

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的异质效应。 

（3）基于理论和实证分析的结论，提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

政策建议。 

1.1.3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一方面丰富了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机制研究。随

着中国经济新旧动能转变的加速，外贸新动能的强劲动力逐渐被释放。数字要素

与数字技术被广泛使用，数字化投入促进了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间的生产和协作，

对国际贸易分工模式产生积极影响，通过提高国际贸易的可数字化程度，优化微

观主体参与途径以及分工组织形式，为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打下基础（裴

长洪和刘斌，2019）。在对相关文献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从要素投入视角，探究

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并从数字化投入的不同来源地、

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以及加工贸易方式进行细致分析，通过深入研究以期得出

更加具体的结论，进一步丰富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理论研

究内容。 

另一方面丰富了数字化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之间的理论研究。

目前，全球贸易产业链和供应链处于混乱状态，正在经历重新调整和重构的阶段，

国际贸易的纵向深度发展对价值链参与者的战略调整、信息化水平以及自主创新

能力等方面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此背景下，数字化投入是制造业实现精准化管

理、突破传统信息沟通障碍、降低经营成本的行之有效方法。尽管学者已探讨数

字技术与价值链的关系，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数字经济角度，从要素投入视角

探究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尚需深入研究。本文基于要素投入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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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探讨数字化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首先

通过文献梳理，厘清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理论体系；其次，构建 FGLS

模型进行基准回归，并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机制

检验；最后分别从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数字化投入来源、以及不同加工贸易

方式进行异质性分析。旨在拓展现有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

并对其进行深入思考。 

（2）现实意义 

在发达国家实施再工业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实施低端分流的形势下，中国制造

业传统的以加工组装为主的出口模式难以持续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进入了瓶颈期。

同时，在数字要素与数字技术广泛使用的数字经济时代，各贸易经济体越来越注

重贸易保护，不断出台贸易保护措施。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环境下，数

字化投入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实现大幅度提升的强有力手段，探究如何更好地利

用数字化投入来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能够驱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也是

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中，在数字经济领域夺取国际竞争力的一个关键切入点。 

1.2 文献综述 

1.2.1数字化投入的研究 

（1）数字化投入的内涵 

许多学者普遍将数字化和数字化投入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有些参考文献

将它们视为同义词。Negroponte（1996）将数字化定义为社会经济活动，是实现

信息化和网络化的重要手段。它是将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相结合，推动产业升级

和转型的过程。数字化投入主要通过对数据的生成、收集以及分析来应用于实体

制造业，特别是在信息传感器、智能移动终端和应用程序等基础上，通过网络进

行信息采集和共享，使用户和数据的实时互动（赵振，2015）。通过数字化投入，

制造业能够更高效地管理、生产和服务，提升市场竞争力。因此，在信息化和网

络化的背景下，数字化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途径。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0）也

指出，数字化投入是数字经济赋能的一种方式，通过推进企业的数字化运营实现

数字化转型。张晴和于津平（2020）认为，数字化投入是以数字基础设施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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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为核心，通过技术创新活动在产品研发、设计、生产运营等各个阶段进行的

一种投资方式。郑磊（2020）、杨先明和侯威（2022）等学者也将数字化投入定

义为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化基础建设，对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调整，

实现相应产业结构的优化与提升的过程。此外，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已经

与社会生产深度融合，共同构建了以数字设备、数字资源、数字传输以及数字信

息为核心的数字综合处理系统。在此演变过程中，数据所发挥的不仅仅是对社会

活动进行机械的传递和记录，而是成为生产要素从而驱动经济发展（何帆刘红霞，

2019）。数字化投入可以打破传统的价值链条的横向联系，建立多行业间的交互

联系和应用，以至达到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李礼辉，2019）。 

总体而言，大多数学者认为数字化投入是数字经济实现的一种途径。随着数

字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产品和服务不断优化，数字技术与社会生产不断融合并

呈现出革新性和多样性的趋势，数字化投入的内涵和外延仍在不断深化中。 

（2）数字化的测度 

数字化水平的定量测度方法早期由 Machlup（1962）提出，其方法是通过测

算信息产业产值与 GDP 的比值来测量的。然而，该方法在信息产业的划分上存

在一定的缺陷，对区域的信息化程度存在一定程度的误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Porat（1977）在 Machlup 的基础上对信息产业的范围进行了调整，将于信息服务

和生产相关的产业归类为信息产业，使得划分更具通用性。Porat 提出的测度方

法奠定了数字化研究的基础，许多学者都以此为基础来测度制造业的数字化投入

水平。徐盈之和孙剑（2009）从产业融合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将制造业中信息技

术产出占总产出比重作为信息和制造业产业融合度的衡量指标。除此之外，许多

文献使用固定电话普及率、计算机普及率以及宽带普及率来度量数字化水平，这

些指标在宏观的层次上可以很好地描述出数字化的情况，但是统计口径比较粗略，

难以映射到细分行业层面，同时也缺乏实时性，很难体现出数字化投入的动态化。

因此，已有研究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制造业数字化水平进行了评估，其中一种常用

的方法是从投入的角度进行度量。许和连等（2017）、张艳萍等（2022）利用投

入产出表来测算消耗系数以去衡量数字化投入水平，然而，消耗系数只反映了投

入的绝对值，而无法准确反映数字化投入在总投入中的重要性。杨玲（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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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晴和于津平（2020）在绝对指标消耗系数的基础上构建了相对指标依赖度来测

算数字化投入水平。 

总体而言，数字化投入的测算方法主要包括四种定量方法：增加值法、综合

指标法、互联网经济指数以及投入产出和算法。第一种方法是增加值法。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发布了 2005 年至 2021 年数字产业化以及产业数字化增加值的规

模以及增长率。许宪春和张钟文等（2020）采用数字经济增加值来度量我国数字

化投入水平，并得出数字产业化增加值增长率高于同期 GDP 增长率，说明数字

化投入对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第二种方法是综合指标评价法。目

前较多学者利用数字基础设施的数据结构构建了多维评估指标，常用的指标由互

联网普及率、ICT 投资以及通信基础设施等。梁小甜和文宗瑜（2022）从电脑使

用率、互联网渗透率、手机使用率、电子商务公司数量等方面对数字化投入水平

进行了评估。第三种方法是互联网经济指数。以腾讯研究院为例，自 2015 年开

始，腾讯研究院发布了基于数字平台和云计算技术的公共数字转型指数，覆盖了

消费、工业和政府领域等多个方面。该指数突出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如大数据、物

联网、云计算和金融技术等与传统实体经济相结合的进程情况。此外，从 2017

年 5 月开始，财新智库和 BBD8 每月发布的中国新经济指数也很有代表性，其子

指数中国数字经济指数既覆盖了传统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又将产业溢出和

产业融合等因素纳入其中，以加权的方式构成了测算数字化的综合指数。第四种

方法是投入产出核算法。运用不同数据库的投入产出表测算行业中数字化产业作

为中间投入要素的消耗系数或依赖度来表示数字化投入水平。陈金丹和王晶晶

（2022）使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测算了直接依赖度和完全依赖度来评估中国制造业

的数字化投入。 

1.2.2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 

（1）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 

自从 Porter M.E.首次提出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

其展开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该领域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相应的文献也在逐

渐增多，研究方法更加细分更加成熟。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度量也成为国际经济

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研究者们提出了各种测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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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etzenbacher等人于2005年从生产链的角度提出了“平均传递步长”（APL）

概念，并根据产品在生产链中所涉及的产业之间的交易次数进行了定义和计算。

在此基础上，Inomata（2008）、Escaith 和 Inamata（2013）将该指标运用于国际

范围，以便于更好的衡量不同地区之间的生产分工。此外，Fally（2012）提出了

衡量商品生产阶段和上游程度的方法，其中平均生产阶段数使用递归方法定义，

用于表示商品生产流程中包含的平均生产阶段数量，而上游程度则代表商品生产

过程中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产品所经过的阶段数。Antras 等（2012）提出了独立

的上游程度测量方法，其与 Fally 提出的结果保持一致。Hummels 等（1999）引

入了垂直专业化的概念，并开发了相应的测量标准，通过使用 13 个国家的投入

产出的数据来测算进口投入物在最终出口产品的所含有的价值。Koopman（2010、

2012）提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和参与度指标，使用 KPWW 方法对出口最终

产品中的国内附加值进行了测算，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里昂惕夫法的局限。基于

Koopman et al.（2014）的分解方法，Wang 等（2015）提出了贸易核算新法则，

将一个国家的总出口分解为 16 个组成部分，从而可以更准确的反映出口商品中

的国内附加值。 

（2）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因素 

随着国际分工格局的不断演变，全球价值链逐渐成为各国和地区参与国际分

工的主要方式（乔小勇，2017），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因素成为国内外学者关

注的焦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因素大体分为四种。第一种影响因素是一国的要素

优势，通常指的是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等基础要素禀赋。但是因为各个国家的

要素禀赋不尽相同，所以各个国家应该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来进行生产，而各种

要素的差异也会对其在价值链中的位置产生一定的影响。张纪（2013）提出我国

最初是凭借着人口优势嵌入到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底端，郑展鹏（2017）认为高素

质人才的要素是主要生产动力，要避免我国高素质人才资源外流，提高我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国际竞争能力；王永进和盛丹等（2010）认为资本要素的深化可以

促进相关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根据企业产业

结构均衡模型，Grossman 与 Helpman（2001）强调企业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提升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有效性。第二种影响因素是一国的技术水平。Humphrey（2004）

发现技术水平是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一个重要因素。据胡昭玲和宋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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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指出，投入大量资金于科研和教育领域可以提高国家的技术水平，从而

进一步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以及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进而促进全球价

值链地位的攀升。第三种影响因素是制度因素。Fally（2001）指出，消除特定的

贸易壁垒可以提升垂直专业化水平，从而促进全球企业之间的贸易发展，并提高

全球价值链地位。李梅和张易等（2014）认为，一个国家对外商的良好的保护政

策，将会更容易的吸收外资，促进技术的引进，进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第四种影响因素是其他因素的集合。裘莹和郭周明（2019）将这些要素归纳整理

成五大要素：要素禀赋、投入产出结构、价值链管理与升级、地理位置、国内制

度及相关政策。Harms 等（2012）从研究了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情况，发现技

术密集型生产有助于提高各国嵌入全球价值链上游。 

1.2.3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 

目前，部分学者将数字化投资引入到价值链框架内，并对其进行了相关的实

证分析。不同的学者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使用数字化投入的指标会有差异。在

理论研究层面，国外学者多数从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的效益影响视角进行分析。

研究人员 Matteucci 等（2005）发现，投入信息通信技术（ICT）可以显著促进欧

美地区制造业行业的生产效率。Koch 和 Windsperger（2017）指出，数字化能够

从本质上影响产品的价值创造过程，能够使企业在数字经济环境下获取持久的竞

争优势。在实证研究层面，根据 Shin（2006）的研究，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提高企

业的生产效率，在美国的企业数据上得出了这样的实证结论。同样，Forero（2013）

则研究了在 1980 年至 2009 年间，23 个低收入和 18 个高收入国家的技术效率的

变化情况，发现增加数字基础设施的部署能够提高国家的技术效率。这些研究的

结果表明，数字技术对企业和国家的生产效率有着显著的影响，这一趋势在过去

几十年中一直存在。Clarke et al.（2015）通过对不同规模的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

结果表明网络技术应用越多，公司的生产力越高。Banga（2022）基于印度制造

行业的统计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提高电子商务的核心竞争力能够促进其在国

际市场上的地位的攀升。 

国内学者在理论层面上投入了大量研究，李海舰（2014）认为，互联网的应

用能够降低企业产品生产和营销阶段产生的成本，减少中间环节，提高产品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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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效能。田珍和葛顺奇（2017）认为通过数字化投入可以使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的

参与主体之间进行更多的沟通，拓宽了各个成员参与价值链的进入途径。陈剑与

黄朔（2020）从产品生产、价值与生产主体三个角度对企业数字化所产生的效应

进行了分析，提出企业数字化可优化企业需求预测，提高生产动态决策，并改善

产品供应链管理。据沈玉良与金晓梅（2017）的观点，贸易数字化借助数字产品

的嵌入与替代实现了原有价值创造的革新与再分配，从而对原有全球价值链地位

产生影响。 

在实证层面，根据刘德学和吴旭梅（2021）的研究，他们运用 WTO 的增加

值贸易数据对信息技术和价值链参与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增大制造业

的信息技术投入数量以及提高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投入质量都会提高制造业全球

价值链的参与度，且通过增大制造业的信息技术投入数量的效果更为显著。根据

刘亮等（2021）的研究，通过对中国省份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得出智力技术

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是正面的结论，智力技术的发展程度与全球价值

链地位成正比。张晴和于津平（2020）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媒体和数字贸易三

个维度上定义了数字化投入，使用出口国内附加值率视为全球价值链的替代指标，

实证表明数字基础设施的投入对价值链中国内附加值率的正面作用最为明显，由

此证明了数字化投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是正面的。何文彬（2020）对数字

化投入进行了定义，指它是指在制造业各个部门中投入信息服务和通讯等方面的

资源。经过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对中低知识密集型行业和中高知

识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重构效应具有较为显著的影响，但数字化投入

对低知识密集型行业的影响不显著。张艳萍等（2021）在阐明数字化投入影响价

值链升级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以中国制造业为例，从整体上分析了数字化投入

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行业异质性以及技术和资本的门槛效应。综合上述文

献可知，学术界在理论和实证层面进行了研究，探究数字化投入对全球价值链地

位的影响。针对研究对象的不同，选择数字化投入度量指标时也会存在差异。在

实证探究的过程中，这一问题也需要得到考虑，从而扩展了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

值链地位的研究范围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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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文献简评 

已经有许多学者对数字化投入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进行了深入研究，这些文

献对数字化投入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标使用了不同方法测度，探究了核心变

量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对数字投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些启示对本文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视角层面、

指标的测度以及实证检验方面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探索空间，主要有以下两个方

面： 

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未从生产要素投入的角度探究数字化投入。数字化投

入以云端数字基础设施作为数据主要载体，数字技术及其对应的服务已经实现了

数据信息化、应用平台化和信息海量化。由于学术界对数字化投入含义以及数字

化行业并未做统一的界定，因此，数字化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

用存在差异。 

另一方面，当前的研究大多只采用一种指标来评估国家或部门在价值链中的

地位，而已有很多基于模型测算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衡量指标，包括显性比较优势

指数、垂直分工指数以及参与度指数等，这些指标的测算侧重点也各不相同（欧

定余和田野，2020）。尽管两个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相当，但它们的全球

价值链竞争力却有可能存在差异。因此，若要全面评估一个国家或部门在全球价

值链分工中的表现，需使用更为细致的指标。对一个国家或部门的全球价值链分

工进行研究，可以帮助更深入地了解该国家或部门增加价值的来源、去向以及类

别。 

1.3 研究方法与论文框架 

1.3.1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梳理法。本文通过对国内外关于数字化投入和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地位的相关文献进行深入研读和梳理，了解相关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探究提升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新动能，以此形成本文的研究思路与框架。 

第二，比较分析法。在研究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现状分析

时，一方面根据数字化投入的不同来源区分为国内数字化投入与国外数字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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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进行详细对比分析。另一方面根据要素密集度将制造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资

本密集型以及劳动密集型并做对比分析。 

第三，本文采用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分析理论基

础进而探究数字化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运用计量经济

学方法构建 FGLS 计量模型，使用 Stata17.0 软件对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地位的影响进行基准回归分析，并进行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以确保结果的准

确性。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对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最后将样本分为不同

数字化投入来源、不同加工贸易方式以及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异质性分析，

从而确保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 

1.3.2研究框架 

如何借力数字技术提升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十分重要。本文从数字化投入的角度出发，探究优化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新

动能，以期为制定针对性的政策提供新思路。具体研究内容将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1）引言。首先，阐述了数字化投入及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现实

背景，梳理了本文的研究意义与目的。其次，对数字化投入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

相关文献进行梳理总结。最后，阐述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与框架。 

（2）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首先，从数字化投

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经济学含义出发，阐述相关理论基础。其次，厘清

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可能存在的异质性影响。最后，与现有文

献中的机制分析相结合，对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作用机制进行

了系统地整理，主要影响机制分为数字化投入的成本效应、配置效应以及技术创

新效应。 

（3）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现状分析。首先，本章以有关

学者对数字化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定义与核算框架为依据，详细介绍了核心变

量的代理指标和测算方法。其次，分别对不同数字化投入来源、不同要素制造业

的数字化投入以及不同要素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现状进行分析。最后，基于

不同角度对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现状归纳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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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分析。首先，介绍了模型

的构建和数据的处理，其中运用 UIBE 数据库以及 OECD 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其次进行基准回归分析，进一步为了确保实证结果的准确性，通过替换解释变量

为直接依赖度、完全消耗系数以及直接消耗系数进行稳健性检验。再次，基于前

文的理论分析，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劳动生产率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最

后，结合前文现状分析，对数字化投入不同来源、加工贸易方式以及不同制造业

行业类型进行异质性分析，并归纳总结成相应的的实证结论。 

（5）结论与政策建议。基于前文文献梳理、理论机制研究以及实证分析的

基础上，得出本文的研究结论，并以此为依据，为优化数字化投入提升中国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以下是本文的技术路线图（图 1.1）： 

 

图 1.1 技术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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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创新与不足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分析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

影响，结合文献梳理法、比较分析法以及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等方法进行

深入探究。以下是本文可能存在的创新与不足： 

（1）创新：一方面，本文利用最新的 OECD 数据库和 UIBE 数据库，从要

素投入的视角对中国 17 个制造业行业的数字化投入进行测算，并进一步对数字

化投入的不同来源、加工贸易方式以及制造业要素密集度三个维度进行了更细致

的异质性分析，系统的对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进行实证分

析。另一方面，多数学者采用 WIOD 数据库，但由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更新的年

份间隔较长，其仅更新至 2014 年，数据较为老旧，缺少时效性。而 ADB 数据库

在 2007 年之前中断更新。本文采用 OECD 和 UIBE 最新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2005—2018 年，在确保了数据时间跨度的基础上，使得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成果更加具有时效性和说服性。 

（2）不足：由于高度细分微观层面的数据无法获取，本文仅从行业层面探

究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而在现实发展中，企业采取的

不同数字化发展路径对所产生结果也有影响。此外，影响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地位的因素较多，本文尽可能选择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变量，但是并不能将全

部的因素都纳入其中，因此存在着一些限制和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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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 

2.1 数字化投入的成本效应 

由于语言文化以及空间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贸易双方在国际贸易中会产

生高昂的信息成本、决策成本以及谈判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高技术人才以

及高端中间投入要素等自由流动于不同国家（地区）。作为高端投入要素，数字

化投入以数据传输为媒介，凭借云端基础设施渗透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不同贸易

环节的中间品和最终品中。相较于传统货物和服务贸易，数据即时的传输、分析

以及数字技术的可获得性，突破了空间地理距离和仓储物流的制约，大幅度降低

了信息搜索成本和运输成本等来获得最大化贸易附加值，进而使得制造业全球价

值链地位攀升。 

在微观层面，数字化投入作为高端投入要素通过电子商务等数字化平台匹配

营销、协调管理等手段，商品的特征和信息逐渐被数字化表达，一方面，消费者

可以轻松地在线上获取更为直观具体的商品信息以此深入了解需求，做出更明智

的购买决策，使得交易变得更加便捷，进而增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各个生产环

节的衔接。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线下交易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消费者拥

有了多样化、便捷的交易方式。当前企业部门与消费者之间的传统的线下交易模

式部分被线上交易平台所取代，在国际贸易中节省了一系列时间和人力等资本，

供求双方通过线上直接的信息交流也有助于减少各种因协商或搜索等行为导致

的中间成本。另一方面，企业通过数字化投入可以在经营战略调整过程中对所需

的市场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同时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合理的动态分析以及预测，

从而降低各类无效供给和生产决策错误的情况发生。相反地，对市场需求的有效

预测还可以帮助企业相关部门结合初期缺货的仓储成本、产品的附加值以及市场

份额等因素，提前确定相关产品的市场定价，提升部门在产品定价方面的影响力。

同时，制造业企业可运用大数据分析、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迅速获取全

球市场中消费者的需求信息，高效掌握市场动态化信息，灵活匹配产品价格，从

而占据更高的市场份额。 

在宏观层面，传统制造业部门可以利用数字系统的智能化管理功能，了解并

挖掘与市场环境相关的潜在信息，从而提升自身的预测和判断能力，有效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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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传递效率以及贸易双方的便利化程度（Bianchi，2016；Fernandes，2019）。

此外，国内部门通过数字化供应链和数字平台的应用逐渐开拓了更多的海外市场，

部门产品也可以推广到全球消费者的视野中，拉近了原本单一的内部市场与多边

国际市场的距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随着数字化设施的完善以及数字化设备使

用次数的增多，原本数字平台及其服务所拥有的高额固定成本也会逐渐转向为沉

没成本，同时在其低廉的边际成本影响下，平均成本也会逐渐下降，行业的规模

经济也随之能够得到良好的发展环境。 

2.2 数字化投入的配置效应 

数字化投入通过要素流动以及分工协作等方式对制造业相关资源进行优化

重组，实现资源有效配置，进而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由于数字技术存在

高度包容性、通用性以及复制性等特征，通过数字化投入使得信息、物质等要素

跨区域流动，实现要素精准配置，使得国内外各部门通过云端等数字基础设施高

效分工协作。从数字化要素流动视角来看，国外高端数字要素通过流入和流出我

国市场的方式，引导国内资源投入更高效率的生产。在此过程中，传统部门的经

营方式和运营理念逐渐向被更为先进、更加新颖的运营模式所取代（杨德明，

2018）。进一步将具体影响途径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优化生产体系。从宏观层来看，通过数字化投入，制造业行业可以通

过调整经营模式和调整组织架构实现精细化管理，进而调查、挖掘以及预测不同

的消费需求，减少部门的中间管理层人力资本，实现组织架构的扁平化、网络化

转型。此外，通过数字化投入使得数字平台的算法和大数据监测等技术的合理应

用，可以帮助传统部门对相关的零散信息进行全面地汇总、提取、整理、分析以

及反馈，一方面能够弥补供需双方之间的信息资讯壁垒，有助于提升部门对外界

讯息的响应速度（刘斌，2019）。另一方面，传统部门以往惯用的垂直化生产流

程难以保证产品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多样化、专业化以及有针对性的新型生

产运营模式才是传统部门数字化转型发展的重点方向。因此，制造业可以利用数

字化投入来改变其原本单一的标准化生产流程，结合市场用户与潜在用户现有的

信息，预测出用户潜在的市场需求，并通过对个性化、差异化的产品资源进行配

置优化，制定出能够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大规模特色定制生产流程。从微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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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生产部门可以通过数字化投入，结合数字媒介的信息化特征将高端生产要

素进行整合处理，减少生产体系中传统低端生产要素的使用，为生产制造体系注

入更多的数字基础和智能要素（Freund，2004；张奕芳，2018），改善企业的生

产制造体系，进而提高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第二，提升竞争优势。Porter（1990）认为，相较于低级生产要素，高级生产

素具有流动性强和高附加值的特性，并且对于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的性质来说，高

级生产要素是弥足稀缺的。随着全球价值链不断延伸，数字技术不断发展并投入

使用，数字化投入能够不断提升产业的竞争优势，传统生产环节中低端劳动力逐

渐被数字化要素所取代，使得高级生产要素的占比以及劳动力素质得到显著提高，

避免了因全要素生产率低下导致产业资本回报率也较低等问题。 

第三，协同分工。随着全球价值分工的不断细化和深入，5G、大数据以及人

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对传统商业模式带来了积极影响，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全球

化生产网络。远程会议和网络直播等新型信息共享的交流方式为不同产业主体之

间在进行协同合作、产业研发以及企划决策等方面突破了空间距离的限制，不仅

降低了协作运营成本，还提高了主体间的协作效率，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

升提供了新动能。 

2.3 数字化投入的技术创新效应 

数字化投入于制造业的生产、经营以及管理决策等活动，对产品、工艺和组

织结构等方面的创新起到了积极作用，促进了企业产品、流程和组织结构的革新

（Spiezia，2011；毕克新等，2012）。数字化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提供了

重要的动力，推动企业创新模式的发展与变革，使其创新成本不断下降、创新效

率不断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经营重心往往放在如何适应市场以及如何在市场中生

存，对于技术创新、工艺改进以及科技研发等关注度较低，并且经常面临着经费

不足和创新能力匮乏等问题，因此需要对制造业企业经营模式进行转变。其中最

重要的转变是由原本的降低成本驱动转变为技术创新驱动，从而实现制造业全球

价值链地位的提升。进一步将数字化投入的技术创新具体影响途径分为以下两个

方面： 

第一，创新激励效应。数字化投入为供给者和需求者建立起一个良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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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平台，可以为制造业提供最新市场变动趋势以及供给需求侧信息，以便及时

得到有效准确的客户端需求等市场反馈，这能够在极大程度上缩短产品迭代更新

时长，以适应消费市场不断变化的特性。具体来说，需求者可以在平台上发布自

己对产品的喜好，进行个性化定制，从而供给者可以以“需求——供给”为导向

有效及时地回应不断变动的市场需求，并利用信息系统进行识别、匹配和转化相

关信息，根据客户端需求进行调整，从而激励制造业研发创新（杨仁发和刘勤玮，

2019），增加产品附加值，进而提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另一方面，从发达

国家的高端数字化要素影响制造业的进程中可以清楚认识到，高端数字化要素的

投入正在逐渐拉大与中国传统制造业自身的技术水平，从而激励国内制造业增大

研发投入力度，增强自身的创新能力以及效率，提高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 

第二，技术溢出效应。由于数据、信息、技术具备外溢性、共享性等特征（杨

文溥，2022），数字化投入使企业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壁垒，以更低的成本和

更便捷的对新技术和新知识进行自由学习。一方面，传统落后的企业可以通过对

先进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管理制度等领域进行借鉴和学习，从而提升自身的技术创

新水平和管理技巧，达到技术进步的目的。此外，数字化投入的渗透特性能够改

变各类要素的投入比重，突破了传统的要素市场约束，重塑了资源分配方式（丛

屹和俞伯阳，2020），为制造业实现更高水平的技术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另一

方面，随着数字化投入到制造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理

念伴随着国际贸易往来进行跨国传播，本国制造业可以通过借鉴和吸收这些先进

技术，提高国内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从而推进创新研发、产品设计等生产创

新性活动的实施，实现更高效、更智能、更可持续的生产模式。这些先进技术可

以在不同的制造业部门之间进行交流和共享，从而在整个制造业产业链中发挥技

术溢出效应，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的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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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化投入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现状分析 

3.1 数字化投入的指标测算及现状分析 

3.1.1数字化投入的指标测算 

对数字化投入的测度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规范，且其统计分类和核算标准也还

未明确界定。本文参考鉴张晴和于津平（2021）、谢靖和王少红（2022）、彭刚

和赵乐新（2020）等学者的测算方法，基于数字化软件和硬件投入视角来计算数

字化整体投入。采用 ISIC Rev.4 作为行业分类标准，其中选取的数字化行业包括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行业、电信行业以及 IT 和其他信息服务。测算各细分

制造业行业的数字化依赖度，测算方法如下： 

                                              𝑎�̇�𝑗 =
xij

xj
(i，j = 1，2，… n)                                             (1) 

                                               𝐿 = (𝐼 − 𝐴)−1                                                                         (2) 

                                               B = L − I                                                                                  (3)  

（1）式中𝑎�̇�𝑗表达的含义是制造业 j对数字化行业 i 的直接消耗系数；xij表

示的是制造业 j在进行产品生产过程中对数字化行业 i总体的直接消耗量，即数

字化行业 i投入到制造业 j的总要素；xj表示为制造业 j 的总投入。式（2）中 L

表示的是里昂惕夫逆矩阵，A表示的是直接消耗系数矩阵，𝐼为单位矩阵。式（3）

中 B表示的是完全消耗系数矩阵，其中所包含的元素的经济学含义分别表示为第

j个部门生产产品的一单位产出对第 i个部门产品的直接消耗和全部消耗。完全

消耗系数𝑏𝑖𝑗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𝑏𝑖𝑗 = 𝑎�̇�𝑗 + ∑ 𝑎𝑖𝑑

𝑛

𝑑=1

𝑎𝑑𝑗 + ∑ ∑ 𝑎𝑖𝑚

𝑛

𝑑=1

𝑎𝑚𝑑

𝑛

𝑚=1

𝑎𝑑𝑗 + ⋯                           (4) 

式（4）中右边第一项𝑎�̇�𝑗即上文所解释的直接消耗系数，第二项、第三项以

此类推至第 n 项分别表示的制造业行业 j 间接经过另一行业从而达到对数字化

行业 i的第一次、第二次以及第 n次的消耗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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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接消耗系数和完全消耗系数可以提供客观的参考，但这两个指标不能

准确地反映出数字化投入占总投入的比重，从而无法体现数字化投入的重要程度。

鉴于此，参考谢婧和王少红（2022）、陈金丹和王晶晶（2022）、杨玲（2015）

等的研究方法，采用直接依赖度和完全依赖度作为衡量数字化投入的代理指标。

这种方法更能够有效地反映数字化投入对总体投入的影响。测算公式分别为： 

                                                   DIGIR =
∑ agjj

∑ agkk
                                                               （5） 

                                                    DIGI =
∑ bgjj

∑ bgkk
                                                                 （6） 

DIGIR表示制造业行业与数字化行业之间的直接依赖度，即制造业行业对数

字化行业整体的直接消耗与总体直接消耗的比重。DIGI则表示细分制造业行业在

整个行业中的完全依赖度，即制造业行业对数字化行业整体的完全消耗与总体完

全消耗的比重。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采用完全依赖度指标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指标

进行基准回归，并采用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以及直接依赖度指标进行稳

健性检验，以验证的研究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中的消耗系数矩阵均利用 Matlab 软

件计算得出。 

3.1.2数字化投入制造业现状分析 

（1）数字化投入整体现状分析 

图 3.1 所示为中国制造业 2005—2018 年期间不同来源数字化投入的变化趋

势图。基于图 3.1 可以了解到，从 2005 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投入整体呈

现出两段式的增长趋势。其中在 2007 年之前处于稳定上升趋势，继 2011 年后再

次呈现稳定的上升趋势，国内数字化投入和整体数字化投入的变动趋势大致相似，

但国外数字化投入与整体数字化投入的变动趋势存在显著差异。 

具体分阶段来看，首先在 2005—2007 年期间，整体数字化投入呈现稳步上

升状态，增幅为 17.5%。但自 2008—2011年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年均降幅为 5.89%，

其中可能的原因是由于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各国的经济在一定程度上

都受到影响，国际贸易往来减少，数字化投入也有所降低。其次，2011—2016 年

数字化整体投入处于稳步增长趋势，而国内数字化投入与整体数字化投入趋势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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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相同，不同点在于 2009 年国内数字化投入处于增长趋势，而整体数字化投入

呈现下降趋势，其可能的原因是因为在经受金融震荡后，国内出台相关措施复苏

经济，而受到国外的冲击较为严重。相较而言，国外数字化投入一直处于较低的

水平，其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数字技术主要是通过数据传输，各个国家为了保有自

身的优势防止技术外溢，实施了大量的数字贸易限制措施。 

 

 

图 3.1 中国制造业不同来源数字化投入趋势图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2021版）。下同。 

 

（2）不同制造业行业的数字化投入现状分析 

图 3.2 展示了在 2005—2018 年期间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数字化投

入变动趋势。数据显示，在样本期间，各个要素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投入的变动

趋势有很大的差别。首先，从整体上看，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投入的增

长大体趋势并不相同，技术密集型行业数字化投入远远高于劳动与资本密集型行

业。具体细分来看，在 2005—2018 年间，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数字化投入增长了

43.6%，表现出两段式增长，其中 2005—2007 年间，其平均增长率为 32.34%，在

2011—2016 年间增长了 42.25%，可以看出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所受 2008 年的

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小，其仍呈现出增长的变动趋势。其次，在 2005—2018 年

间，资本密集型行业数字化水平和劳动密集型较为接近，没有呈现出显著的增长

态势，增长速度也相对比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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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中国制造业不同行业数字化投入趋势图 

 

综合上述通过对数字化投入的不同角度分析，可以发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

入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数字化投入的不同来源分析，国内数字化投入是制

造业的整体数字化投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分阶段来看，整体数字化投入在样本期

间可以分为两阶段发展趋势，2005—2007 年呈现增长趋势，经历金融危机后，

2008—2011 年呈现下降趋势，下降较为缓慢，2011—2016 年整体呈现增长趋势，

2016—2018 年期间有小幅波动；从各个要素密集型不同的制造业来看，技术密

集型较高的制造业的数字化投入占主导地位，而资本与劳动集度行业的数字化投

入水平较低且差距较小。 

3.2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测算及现状分析 

3.2.1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标测算 

国内外学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已经非常成熟，本文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

发现目前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方法主要有以下五种：垂直专业化指数、出口技

术指数、出口价格差异指数、上游度指数以及贸易增加值测算法。第一，垂直专

业化指数是由 Hummel 等人（2001）使用 HIY 模型构建出用来衡量出口贸易中

的国外增加值。第二，出口技术复杂度是 Hausmann et al.（2007）从国家、产品

以及行业层面去测算来分析价值链状况。第三，出口价格差异指数是 Schott（2004）

提出用来衡量国家价值链地位，施炳展（2010）、胡昭玲（2013）、徐珊和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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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2020）使用出口价格差异指数来衡量我国价值链地位，得出我国价值链地位

仍处于价值链底端。第四，上游度指数是被 Antra（2012）定义于用来衡量产品

从最初的使用到最终需求之间的距离。李宇轩（2018）、邓光耀和张忠杰（2018）、

刘洪铎等人（2016）使用该指数测算我国价值链地位，发现我国价值链处于低端

锁定状态。第五，增加值贸易测算法首次由 Johnson 和 Noguera（2012）使用一

国的增加值出口与总出口的比值来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Wang 等（2013）在此

基础上拓展了 WWZ法，王英、陈佳茜（2018）、程大中（2015）以及文东伟（2018）

等使用 WWZ方法衡量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 

上述方法对制造业价值链地位的衡量指标的侧重点各不相同，在上述方法对

制造业价值链定量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 WWZ 方法来描述一个国家（行业）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贸易增加值流动方向并计算其出口附加值。WWZ方法旨在深

入探究一个国家（行业）的中间产品的流动路径和价值链中的终端消费，将增加

值概念拆分成四个主要组成部分：国外增加值、出口增加值、回流国内的增加值

以及涉及重复计算的部分，并将其细分为 16 个子模块，以更精确地反映一个国

家（行业）的贸易增加值。本文利用三个国家之间的投入产出贸易进行分析，如

表 3.1所示。 

 

表 3.1 三国投入产出模型 

        产出          

投入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总产出 

a国 b国 c国 a国 b 国 c国 

中间投

入 

a国 Maa Mab Mac Eaa Eab Eac Fa 

b国 Mba Mbb Mbc Eba Ebb Ebc Fb 

c国 Mca Mcb Mcc Eca Ecb Ecc Fc 

增加值总投入 
QCa QCb QCc \ \ \ \ 

(Fa)' (Fb)' (Fc)' \ \ \ \ 

 

其中 a、b、c分别指的是不同国家，而 M指的是中间产品投入矩阵，E则是

指的是最终产品使用矩阵，QC 指的是增加值行向量，F 指的是总产出列向量，

“’”表示矩阵变换。设每个部门在三个国家中的数量为 N，在表 3—1中，E 和

F 表示 N*1 的列向量，Q 表示 1*N 的行向量，而 M 则是 N*N 的矩阵。例如，在 a

国，Mab代表 b 国在最终吸收的 a 国的出口产品的部分，QCa表示 a 国的增加值，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23 

Fa是 a国的总产出。通过国际贸易分工中的投入产出流向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等

式： 

             [

𝑀𝑎𝑎 + 𝑀𝑎𝑏 + 𝑀𝑎𝑐

𝑀𝑏𝑎 + 𝑀𝑏𝑏 + 𝑀𝑏𝑐

𝑀𝑐𝑎 + 𝑀𝑐𝑏 + 𝑀𝑐𝑐

] + [

𝐸𝑎𝑎 + 𝐸𝑎𝑏 + 𝐸𝑎𝑐

𝐸𝑏𝑎 + 𝐸𝑏𝑏 + 𝐸𝑏𝑐

𝐸𝑐𝑎 + 𝐸𝑐𝑏 + 𝐸𝑐𝑐

] = [

𝐹𝑎

𝐹𝑏

𝐹𝑐

]                 (7) 

通过投入产出模型构建投入系数矩阵𝐶 = 𝑀(�̑�)
−1
，并以“^”的形式表示对

变量进行对角化，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

𝐶𝑎𝑎 𝐶𝑎𝑏 𝐶𝑎𝑐

𝐶𝑏𝑎 𝐶𝑏𝑏 𝐶𝑏𝑐

𝐶𝑐𝑎 𝐶𝑐𝑏 𝐶𝑐𝑐

] [

𝐹𝑎

𝐹𝑏

𝐹𝑐

] + [

𝐸𝑎𝑎 + 𝐸𝑎𝑏 + 𝐸𝑎𝑐

𝐸𝑏𝑎 + 𝐸𝑏𝑏 + 𝐸𝑏𝑐

𝐸𝑐𝑎 + 𝐸𝑐𝑏 + 𝐸𝑐𝑐

] = [

𝐹𝑎

𝐹𝑏

𝐹𝑐

]                (8) 

对式（8）通过投入系数矩阵进行调整，可以获得 Leontief公式：  

             [

𝐻𝑎𝑎 𝐻𝑎𝑏 𝐻𝑎𝑐

𝐻𝑏𝑎 𝐻𝑏𝑏 𝐻𝑏𝑐

𝐻𝑐𝑎 𝐻𝑐𝑏 𝐻𝑐𝑐

] [

𝐸𝑎𝑎 + 𝐸𝑎𝑏 + 𝐸𝑎𝑐

𝐸𝑏𝑎 + 𝐸𝑏𝑏 + 𝐸𝑏𝑐

𝐸𝑐𝑎 + 𝐸𝑐𝑏 + 𝐸𝑐𝑐

] = [

𝐹𝑎

𝐹𝑏

𝐹𝑐

]                  (9) 

其中，𝐻 = (𝐼 − 𝐶)−1为 Leontief 逆矩阵。对上述式（9）展开分析，发现根据

最后使用渠道可以对 a国总产出进行分解，这样一来就可以根据最终吸收地和吸

收路径对 a国向 b国出口中间产品进行统计，得到九个部分，具体形式如下： 

𝑀𝑎𝑏 = 𝐶𝑎𝑏𝐹𝑎 = 𝐶𝑎𝑏𝐻𝑏𝑎𝐸𝑎𝑎 + 𝐶𝑎𝑏𝐻𝑏𝑎𝐸𝑎𝑏 + 𝐶𝑎𝑏𝐻𝑏𝑎𝐸𝑎𝑐 + 𝐶𝑎𝑏𝐻𝑏𝑏𝐸𝑏𝑎 + 𝐶𝑎𝑏𝐻𝑏𝑐𝐸𝑏𝑏 

           +𝐶𝑎𝑏𝐻𝑏𝑏𝐸𝑏𝑐 + 𝐶𝑎𝑏𝐻𝑏𝑐𝐸𝑐𝑎 + 𝐶𝑎𝑏𝐻𝑏𝑐𝐸𝑐𝑏 + 𝐶𝑎𝑏𝐻𝑏𝑐𝐸𝑐𝑐            (10) 

根据不同来源和最终消费的差异，可将中间产品进行分解，并需确定相应增

值系数𝑄𝑎 ≡ 𝑄𝐶𝑎(𝐹𝑎)−1。同理可得𝑄𝑏和𝑄𝑐，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增加值系数矩阵如

下： 

                𝑄𝐻 = [𝑄𝑎 𝑄𝑏 𝑄𝑐] [

𝐻𝑎𝑎 𝐻𝑎𝑏 𝐻𝑎𝑐

𝐻𝑏𝑎 𝐻𝑏𝑏 𝐻𝑏𝑐

𝐻𝑐𝑎 𝐻𝑐𝑏 𝐻𝑐𝑐

]                  (11) 

计算（11）式得到的结果是一行三列的且每个元素均为 1的矩阵。因此对 X

国可以得到： 

             𝑄𝑎𝐻𝑎𝑎 + 𝑄𝑏𝐻𝑏𝑎 + 𝑄𝑎𝐻𝑐𝑎 = 𝜃, 𝜃 = (1,1, … … ,1)                (12) 

用 abrW 表示 a 国出口 b 国的中间产品和最终出口，𝑊𝑎𝑏 = 𝐶𝑎𝑏𝐹𝑏 + 𝐸𝑎𝑏，同理

可得 acW ，则 a 国的总出口可以写成： 𝑊𝑎 = 𝑊𝑎𝑏 + 𝑊𝑎𝑐 = 𝐶𝑎𝑏𝐹𝑏 + 𝐸𝑎𝑏 + 𝐶𝑎𝑐𝐹𝑐 + 𝐸𝑎𝑐。

因此，可以将式（8）改写为如下形式： 

            [

𝐶𝑎𝑎 0 0
0 𝐶𝑏𝑏 0
0 0 𝐶𝑐𝑐

] [

𝐹𝑎

𝐹𝑏

𝐹𝑐

] + [

𝐸𝑎𝑎 + 𝑊𝑎

𝐸𝑏𝑏 + 𝑊𝑏

𝐸𝑐𝑐 + 𝑊𝑐

] = [

𝐹𝑎

𝐹𝑏

𝐹𝑐

]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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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式（13）的调整，可以得到单国模型的经典 Leontief 公式及 Leontief 

逆矩阵。以 a 国为例，可以使用该公式来表示 a 国的 Leontief 逆矩阵𝐿𝑎𝑎 =

(𝐼 − 𝐶𝑎𝑎)−1，同理可得 b 国和 c 国。根据式（13）可以得出 a 国对 b 国出口的中

间产品： 

           𝑀𝑎𝑎 = 𝐶𝑎𝑏𝐹𝑏 = 𝐶𝑎𝑏𝐿𝑏𝑏𝐸𝑎𝑏 + 𝐶𝑎𝑏𝐿𝑏𝑏𝐸𝑏                        (14) 

将式(10)、(12)以及(14）联立可以得到 a国向 b国总出口的分解： 

𝑀𝑎𝑏 = 𝐶𝑎𝑏𝐹𝑏 + 𝐸𝑎𝑏 

= (𝑄𝑎𝐻𝑎𝑎)′𝐸𝑎𝑏 + (𝑄𝑏𝐻𝑏𝑎)′𝐸𝑎𝑏 + (𝑉𝑐𝐻𝑐𝑎)′𝐵𝑎𝑏 + (𝑄𝑎𝐻𝑎𝑎)′(𝐶𝑎𝑏𝐹𝑏) + (𝑄𝑏𝐻𝑏𝑎)′(𝐶𝑎𝑏𝐹𝑏)

+ (𝑄𝑐𝐻𝑐𝑎)′(𝐶𝑎𝑏𝐹𝑏) 

= (𝑄𝑎𝐻𝑎𝑎)′𝐸𝑎𝑏 + (𝑄𝑎𝐿𝑎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𝑏𝐸𝑏𝑏) + (𝑄𝑎𝐿𝑎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𝑐𝐸𝑐𝑐) + (𝑄𝑎𝐿𝑎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𝑏𝐸𝑏𝑐) +

(𝑄𝑎𝐿𝑎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𝑐𝐸𝑐𝑏) + (𝑄𝑎𝐿𝑎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𝑏𝐸𝑏𝑎) + (𝑄𝑎𝐿𝑎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𝑐𝐸𝑐𝑎) +

(𝑄𝑎𝐿𝑎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𝑎𝐸𝑎𝑎) + (𝑄𝑎𝐿𝑎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𝑎(𝐸𝑏𝑏 + 𝐸𝑎𝑐)] + (𝑄𝑎𝑎𝐻𝑎𝑎 − 𝑄𝑎𝑎𝐿𝑎𝑎)′(𝐶𝑎𝑏𝐹𝑏) +

(𝑄𝑎𝐻𝑏𝑎)′𝐸𝑎𝑏 + (𝑄𝑏𝐿𝑏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𝑏𝐸𝑏𝑏) + (𝑄𝑏𝐿𝑏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𝑏𝑊𝑏) + (𝑉𝑐𝐻𝑐𝑎)′𝐸𝑎𝑏 +

(𝑄𝑐𝐻𝑐𝑎)′(𝐶𝑎𝑏𝐿𝑏𝑏𝐸𝑏𝑏) + (𝑄𝑎𝐿𝑐𝑎)′(𝐶𝑎𝑏𝐻𝑏𝑏𝑊𝑏)                                    (15) 

使用式（15），将增加值系数纳入国际中间产品的分析，并将其划分为可以

反映出实际出口增长情况的增加值和纯重复计算的部分，分解结构图如图 3.3 所

见。 

 

 

图 3.3 总贸易核算法的结构框图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25 

Wang 和 Wei（2013）提出了衡量一个国家或部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相对

位置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该指数的计算取决于前向与后向联系长度，可

以有效地反映一个国家或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表达式如下： 

𝐺𝑉𝐶𝑃 =
𝑃𝐿𝐹

𝑃𝐿𝐵
                                   (16) 

其中， FPL 和 BPL 分别代表该国（部门）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向前和向后延

伸的距离。较高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意味着该国（部门）处于更为上游的

位置，具有更高的国际分工地位；反之，结果相反。 

3.2.2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现状分析 

（1）中国制造业出口结构特征分析 

图 3.4 和表 3.2 展示了中国制造业 17 个细分行业 2005 年至 2018 年出口额

变动状况。从整体来看，可以看出细分行业的平均出口额差距较大，其中出口规

模最大的行业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装置（D26），高达

300065.3 百万美元，超过规模第二大的纺织品、皮革及鞋类生产部门（D13T15）

的 1.68 倍。同时本文注意到，平均出口额在 100000 左右的仅有三个行业，分别

为电子设备制造业（D27）、机械及设备制造业（D28）以及制造 nec；机械和设

备的维修和安装（D31T33），其中前两个行业均为技术密集型行业，而其余行业

的出口规模则远远落后。从细分行业逐年变化来看，出口规模最大的计算机、电

子及光学装置行业从 2005 年至 2018 年期间增长了 3.05 倍，可以看出其增长分

为三段式增长，2005 年至 2008 年计算机光学电子行业的出口额年均增长为

25.96%，高于第二阶段的年均增长率 18.69%以及第三阶段的年均增长率 11.89%，

然而，由于受到 2008 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计算机光学电子行业的出口额下

降了 20.53%，其他细分制造业的出口额也有不同幅度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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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年均总出口 

数据来源：UIBE GVC指标体系[DB/OL].http://rigvc.uibe.edu.cn/sjzlk/sjk，最后

访问日期：2022 年 12月 26日。下同。 

 

表 3.2 细分制造业行业出口额  

单位：百万美元 

 2005  2008  2011  2014  2017  2018  

D10T12 17563.05  30655.83  39887.80  48181.45  54567.60  57390.52  

D13T15 113268.01  176856.41  232616.24  285838.16  262923.87  276643.63  

D16 4386.58  10341.82  10733.77  10756.20  12200.76  12260.39  

D17T18 2562.85  4487.44  6937.68  10085.13  12167.40  12642.81  

D19 7898.94  11735.24  15385.80  14564.09  18984.24  32819.54  

D20 27012.46  63290.57  85756.69  99528.88  107688.35  127111.40  

D21 1797.52  9936.21  14675.36  15481.72  23474.24  26679.08  

D22 8743.06  39654.95  45764.75  62501.22  62484.27  66694.47  

D23 31821.50  22673.23  33650.12  51126.34  41800.85  45507.06  

D24 20533.19  79950.91  64321.83  85219.69  78693.32  83589.93  

D25 31395.26  50683.27  59599.82  79973.28  96303.17  107479.16  

D26 172846.79  307470.96  391249.55  472784.40  491703.27  528505.31  

D27 37734.85  99104.95  137756.22  192138.63  189281.09  201278.61  

D28 34227.84  88260.88  109905.36  146080.52  154520.87  171473.42  

D29 8026.47  24749.61  32891.94  42546.95  43289.43  45895.13  

D30 8803.31  29446.17  47591.16  51471.46  43646.10  45373.79  

D31T33 36537.78  74178.51  107087.47  159670.13  136146.83  144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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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和表 3.3描述了 17个细分制造业的出口增加值变动状况。通过图 3.5

可知年均出口附加值最高的依然是技术密集型行业中的计算机、电子及光学装置

行业，年均出口增加值为 82625.78 百万美元，纺织品、皮革和鞋类（D13T15）

以 68939.03 百万美元的出口增加值位居第二，化工产品（D20）、化学原料及化

学制品制造业（D24）、电子设备制造业（D28）和化工产品（D27）的年均出口

增加值超过了 30000 百万美元，其余制造业行业的年均出口增加值较低。进一步

根据要素密集型将这些产业进行划分，通过出口额与出口增加值可以看出相较于

资本与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其可以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图 3.5 中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年均出口增加值 

 

表 3.3 细分制造业行业出口增加值 

单位：百万亿美元 

  2005 2008 2011 2014 2017 2018 

D10T12 11186.42  23354.09  30770.51  45031.36  39225.74  40798.42  

D13T15 39075.97  73934.94  100826.25  117757.21  83819.07  83789.56  

D16 3017.66  8603.52  11232.08  13460.71  12050.27  12058.68  

D17T18 6230.12  11134.76  15563.45  18387.17  18596.80  21208.92  

D19 9887.21  18502.54  23358.75  27468.85  28374.78  34556.68  

D20 21800.88  45205.63  61285.79  72024.74  85279.86  95809.53  

D21 1552.67  5829.50  7719.23  8126.76  10929.88  12132.14  

D22 7220.03  18117.96  24255.34  30593.17  33667.95  34872.17  

D23 14243.88  13812.34  19346.33  24172.70  29314.67  36339.13  

D24 16425.24  38839.75  45043.41  58148.60  80356.44  978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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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3 细分制造业行业出口增加值 

D25 11079.96  23673.93  29429.44  34274.20  48875.49  56105.25  

D26 42809.37  75542.49  111796.24  139325.62  135656.03  127049.44  

D27 14114.97  29015.96  42611.70  57361.79  56904.12  61347.07  

D28 13968.66  34837.35  43287.04  60272.59  55828.39  56243.64  

D29 7845.08  17665.03  18607.34  24890.59  23154.73  23473.52  

D30 3508.89  7565.95  11357.19  14003.17  11472.56  11136.56  

D31T33 9597.72  14610.68  22116.88  37077.55  33343.59  47301.29  

 

（2）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现状分析 

图 3.6展示了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变动状况，可知

在 2005—2018 年期间，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价值链地位变化幅度较小，资本

密集型行业在样本期内一直占据较高的价值链地位。具体细分来看，2005—2018

年间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年均增长率为 0.3%，其中 2000—2007 年为 0.4%，2008—

2018 年为 0.3%。这反映出虽然经历金融危机后依旧保持了较高增长速率，但劳

动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并未实现显著提升。其次，2005—2018 年间资本

密集型行业的分工位置年均增长率为-0.5%，其中 2005—2007 年为-0.9%，2008—

2018年为-0.2%，表明分工位置的增长率下降速度减缓。最后，技术密集型行业

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年均增长率为 0.07%，其中 2005—2007 年为 0.12%，2008—

2014 年为 0.04%，表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在 2008 年后依旧持

有增长趋势。 

 

 

图 3.6 中国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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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对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的指标的测算方法进行了详细的介

绍，并结合样本数据对数字化投入和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现状进行了分

析，得到以下结论： 

现状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8 年期间，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投入整体表

现为上升趋势。具体细分来看，首先，从数字化投入不同来源的角度分析，数字

化投入总体的变化可以将其划分为两阶段发展趋势，2005—2007 年数字化投入

整体呈现逐步上升的稳定趋势，经历世界金融危机的动荡后，中国经济缓慢复苏，

在 2011 年后总体再次呈现增长趋势，但在 2016—2018年有小幅度波动，但后期

的数字化投入增长幅度大于前期。此外，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化投入主要来源于国

内的数字化投入，可能由于贸易保护政策的实施，国际的数字化投入水平较低。

其次，从数字化投入对不同要素制造业的投入来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数字化

投入水平最高，高于总体数字化投入水平，而劳动密集型以及资本密集型制造业

的数字化投入水平较为接近，均低于总体数字化投入水平，与技术密集型制造业

的数字化投入水平相差较大。再次，对于制造业出口结构方面，通过对细分行业

的出口额和出口增加值分析可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出口增加值相较于资本和

劳动密集型行业高出很多，具有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规模。最后，从不同要素密

集型的制造业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来看，2005—2018年间，劳动密集型、资本密

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差异较小，波动幅度也较小，其中

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相对于较高，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全球

价值链地位其次，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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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构建计量模型与指标选取 

4.1.1构建计量模型 

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 OECD投入产出数据库和 UIBE数据库，选取 2005—2018

年期间的中国 17个制造业行业数据。其中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指数（GVCP）

作为被解释变量，完全依赖度（DIGI）作为解释变量。为探究数字化投入对我国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GVCPit = β0 + 𝛽1𝐷𝐼𝐺𝐼𝑖𝑡 + 𝛽2𝑋𝑖𝑡 + 𝜃𝑖⋅ + 𝑢𝑡 + 𝜀𝑖𝑡                    (17) 

其中，i和 t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 GVCPit表示的是被解释变量 i制造业行

业在 t时期的全球价值链地位，𝐷𝐼𝐺𝐼𝑖𝑡是解释变量完全依赖度，衡量数字化投入

程度，𝑋𝑖𝑡表示控制变量，分别包含外商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HUM）、贸

易自由度（FT）以及行业资本强度（ICAP），𝜃𝑖⋅和𝑢𝑡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的虚拟

变量，𝜀𝑖𝑡表示随机扰动项。 

4.1.2指标选取 

（1）被解释变量 

全球价值链地位（GVCP），定义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为 F

B

PL
GVCP

PL
= ，上文

已经对该方法进行详细论述,数据来源 UIBE GVC数据库。 

（2）解释变量 

完全依赖度（DIGI），衡量数字化投入程度。本文参考谢靖和王少红（2022）、

陈金丹和王晶晶（2022）、张晴和于津平（2021）等采用投入产出法计算的完全

依赖度，对消耗系数的绝对指标进行优化，数据来源于 OECD数据库。 

（3）控制变量 

贸易自由度（FT），Helpman（1985）等指出在一定范围内增大贸易开放能

够通过增大制造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和促进知识技术溢出等方式提升技术进步。借

鉴郑玉等学者的方法，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与其行业工业销售产值

比，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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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商直接投资（FDI），郭克莎（2020）认为通过增加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

过中间品流入的方式进而提高价值链的嵌入度，从而驱动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本文采用实收资本代表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实收资本主要由港

澳台资本以及外商资本组成。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水平（HUM），朱彦（2019）指出人力资本水平能够通过高质量人

才对知识和技术的转化从而带动行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本文采用细分制造业平均

从业人数的对数衡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 

行业资本强度（ICAP），由各行业实收资本与劳动力人数之比衡量。数据来

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4）中介变量 

劳动生产率（LABP），Grossman（2005）指出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性是导致国

际生产分工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本文采用工业生产总值与全部职工之比衡量。数

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表 4.1为各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表 4.1  各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变量 含义 数据来源 

DIGI 完全依赖度 OECD数据库 

DIGIR 直接依赖度 OECD数据库 

DIGA 直接消耗系数 OECD数据库 

DIGB 完全消耗系数 OECD数据库 

GVCP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UIBE数据库 

LABP 劳动生产率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FDI 外商直接投资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HUM 人力资本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FT 贸易自由度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ICAP 行业资本强度 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OECD数据库、UIBE数据库以及《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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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数据说明 

本文的样本时间跨度为 2005—2018 年，其中核心变量是完全依赖度和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OECD）和 UIBE 数据

库，控制变量及中介变量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鉴于《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与 OECD 数据库关于行业划分标准不同，为了保证数据的

连续性、完整性以及统计口径一致性，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的分类方法，以 ISIC 

Rev.4分类为基准，借鉴刘慧岭和凌丹（2019）的对接方法，对相关统计年鉴中

的行业分类进行调整，得到 17个制造业行业，具体行业分类如表 4.2所示。 

表 4.2  制造业细分行业表 

OECD代码 ISICRev.4代码 行业名称 要素密集型分类 

D10T12 10,11,12 食品、饮料和烟草 劳动密集型 

D13T15 13,14,15 纺织品、纺织品、皮革和鞋类 劳动密集型 

D16 16 木材及木材和软木制品 劳动密集型 

D17T18 17,18 纸制品和印刷 劳动密集型 

D19 19 焦炭和精炼石油产品 资本密集型 

D20 20 化工产品 资本密集型 

D21 21 药品、医药化学品和植物产品 资本密集型 

D22 22 橡胶和塑料制品 资本密集型 

D23 23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 资本密集型 

D24 24 基本金属 资本密集型 

D25 25 金属制品 资本密集型 

D26 26 计算机、电子和光学设备 技术密集型 

D27 27 电气设备 技术密集型 

D28 28 机械和设备，nec 技术密集型 

D29 29 机动车辆、拖车和半拖车 技术密集型 

D30 30 其他运输设备 技术密集型 

D31T33 31,32,33 制造 nec；机械和设备的维修安装 劳动密集型 

资料来源：对照 TIVA 行业归类，参照《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对制造业按要素密

集度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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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基准回归分析 

参考相关学者的研究，本文基于式（17）运用广义最小二乘法 FGLS 模型进

行基准回归，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外商直接投

资（FDI）、人力资本（HUM）、贸易自由度（FT）以及行业资本水平（ICAP）来

实证检验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得到实证结果如表

4.3，其中第（1）列不加入任何控制变量，检验数字化投入（DIGI）与制造业全

球价值链地位（GVCP）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 DIGI对 GVCP 的回归系数为 0.917，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即 DIGI 投入每增加 1%，GVCP 增加 0.917%；第（5）

列加入本文所选所有控制变量，DIGI 对 GVCP的回归系数为 1.205，且在 1%的水

平上显著为正，即 DIGI投入每增加 1%，GVCP增加 1.205%；（2）-（5）列分别

逐步加入控制变量 FDI、HUM、FT以及 ICAP，可以看出回归结果均在 1%的水平上

正向显著，表明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增长，实证检验结

果的稳健性和可靠性较高。从第（5）列控制变量的实证回归结果来分析，外商

直接投资（FDI）、人力资本（HUM）、贸易自由度（FT）以及行业资本水平（ICAP）

分别在 1%、1%、1%以及 5%的水平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控制变量对主

变量存在长期稳定的影响。 

具体来看，第一，外商直接投资（FDI）在第（2）-（5）列的回归结果中对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回归系数分别为 0.444、0.582、0.523以及 0.594，

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 FDI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增长。

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 FDI具有学习效应，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给制造业管理

者带来更先进有效和新颖的管理经验，通过提高劳动者的技术技能和生产效率，

可以有效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并让产品的附加值达到最大化；另一方面可能是

因为 FDI 具有技术溢出效应，使得制造业与其他产业前向、后向关联，推动制造

业的前端销售和服务以及后端的研发设计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进而促进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第二，在第（5）列回归结果中，人力资本（HUM）对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实证回归系数为 0.159，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

明人力资本显著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增长。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为高

质量的人力资本能够促进制造业的研发水平，提升产品的研发效率。第三，贸易

自由度（FT）不利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回归系数为-0.269，且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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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从实际情况来看，其中可能的原因是随着贸易更加开放，多

数发达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纷纷出台大批的贸

易限制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上升。第四，行

业资本强度（ICAP）在 5%的水平下正向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行业资本强

度每提高 1%则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会提高 0.022%，表明行业资本强度对制造

业价值链是正向促进。从现实情况来看，一方面扩大行业资本强度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增加国外技术和资本的流入，一方面技术流入又会对东道国制造业产生技术

外溢效应，从而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另一方面资金流入也会推动本地产业

在产品研发和包装设计等生产体系的完善。 

 

表 4.3  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GVCP GVCP GVCP GVCP GVCP 

DIGI 0.917*** 0.853*** 0.978*** 1.233*** 1.205*** 

 (11.41) (8.60) (9.50) (14.87) (10.88) 

FDI  0.444*** 0.582*** 0.523*** 0.594*** 

  (6.82) (10.22) (6.61) (9.02) 

HUM   0.117** 0.084 0.159*** 

   (2.42) (1.46) (2.92) 

FT    -0.291*** -0.269*** 

    (-9.67) (-7.98) 

ICAP     0.022** 

     (2.30) 

CONS 0.587*** -0.294** -0.780*** -0.570*** -0.896*** 

 (20.18) (-2.27) (-5.18) (-3.06) (-5.28)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38 238 238 238 238 

模型 FE FE FE FE FE 

注：*、**、***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所示为相应的 t值，下同。 

 

4.3 影响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化投入在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要素配置和技术创

新等方面能够提高部门的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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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验证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作用，本文选择中介效应

模型进行检验。 

中介效应模型是通过阐述变量间关系来检验变量的中介效应的形式。当一

个解释变量 X 对被解释变量 Y产生影响，且 X能够通过中介变量 M进而对 Y产

生作用。 

 

图 4.1 中介效应模型示意图 

 

图 4.1 揭示了解释变量 X、中介变量 M 以及被解释变量 Y 之间的复杂关系，

表达式分别为： 

                 1=Y cX e+                                 （18） 

                 2M aX e= +                               （19） 

               3Y c X bM e= + +                              （20） 

式（18）中系数 c为 X对 Y的影响系数，式（19）中系数 a为 X对 M的影响

系数，式（20）中系数 c为 X 在 M 的影响下对 Y 的影响系数，系数 b 为 M 对 Y

的影响系数。 

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主要有以下三种：逐步回归法、Sobel 检验以及

Boostrap检验。第一，逐步回归法是最常用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方法之一，但是该

方法仍存在缺陷。在逐步回归分析中，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系数 c必须

是显著的才可以进行下一步研究。然而，这种显著性并不意味着中介效应一定存

在，有时候即使系数 c不显著，也可能存在实际的中介作用，从而影响模型的准

确性。第二，经过模拟研究，Sobel 检验显示出比逐步回归法更高的准确性和统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36 

计效率。但是，这种检验的要求也更加严格，它必须满足正态分布的条件，并且

必须拥有足够的大样本。因此，Sobel 检验的适用范围相对较窄。第三，Boostrap

检验是一种新型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它比 Sobel检验更加精准，它的基本思想

是：当样本数据不遵循正态分布时，进行经验抽样分布，以获得更准确的参数估

计值，以便更好地分析和预测结果。Boostrap 检验不再依赖样本数据满足正态

分布的假设，因此避免了由此带来的不确定性。经过深入的分析，Boostrap检验

显示出了比传统的检验手段更高的统计效果。因此，它被认为是一种较为理想的

检验手段。其效应的检验流程图如下所示： 

 

 

图 4.2 中介效应流程图 

 

本文借鉴了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提出的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法，选

择行业劳动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如下： 

0 1 2 tXit it it i itM DIGI     = + + + + +                             （21） 

0 1 2 3 tXit it it it i itGVCP DIGI M      = + + + + + +                     （22） 

其中，Mit是中介变量，即劳动生产率，Xit表示本文所选取的一系列控制变

量。根据表 4.4发现间接效应和直接效应的 95%的置信区间分别为[0.015，0.164]

和[0.023，0.241]估计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数字化投入能够直接促进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地位，同时也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间接地推动其地位的提

升。此外，中介效应的检验结果也进一步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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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中介效应机制检验 

  
Observed Bootstrap 

P>|z| 
Normal-based 

Coef. Std.Err. [95% Conf.Interval] 

间接效应 0.039 0.004 0.000 0.015 0.164 

直接效应 0.135 0.037 0.019 0.023 0.241 

数据来源：由 Stata17.0软件计算整理得。 

 

4.4 内生性检验与稳健性分析 

4.4.1内生性检验 

为了应对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而导致的内生性问题，需要采取措

施以解决此类问题。第一，参考张晴和于津平（2021）的方法，本文以印度数字

化投入制造业的水平作为中国数字化投入制造业的工具变量。其原因一方面在于

中印是亚洲两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地理位置相邻，两个国家在数字技术和

变革方面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借鉴和影响的关系，满足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

另一方面印度的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对于中国制造业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满足工具

变量的外生性。根据 OECD 投入产出表测算出印度制造业对数字要素的完全依赖

度（IDIGI），以此来衡量印度制造业的数字化投入程度。实证检验结果如表 4.5

第（1）列所示，结果显示印度的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在 1%的水

平下显著，回归系数依然是正向，表明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

响依然是正向驱动。第二，将内生解释变量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从第（2）

列可以发现滞后一期的完全依赖度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了显著的正向

影响，这表明前期变量在促进当前变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国外中间

服务投入、国内中间服务投入和中间服务总投入对于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地位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基于内生性处理进行的稳健性检验再次验证了前

文的估计结果的可靠性和稳健性，从而证明了本文所采用的方法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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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内生性检验 

 (1) (2) 

 GVCP GVCP 

IDIGI 0.516***  

 (3.52)  

L1.DIGI  0.158*** 

  (6.26) 

FDI 0.062 -0.132** 

 (0.62) (-1.96) 

HUM 0.213** 0.009 

 (2.43) (0.10) 

FT -0.011 0.012 

 (-0.96) (1.39) 

ICAP 0.023** 0.041** 

 (2.28) (2.39) 

CONS -0.033 0.701*** 

 (-0.13) (3.07) 

行业效应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样本量 238 221 

模型 FE FE 

 

4.4.2稳健性分析 

为了确保实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与可靠性，本文采取替换解释变量指标，分

别将数字化投入指数完全依赖度（DIGI）依次替换为直接依赖度（DIGIR）、完

全消耗系数（DIGB）以及直接消耗系数（DIGA）。三种指标的测算方法在前文已

经详细描述，测算数据来源于 OECD数据库。实证回归结果如表 4.6所示，第（1）

列为原解释变量完全依赖度，第（2）-（4）列分别是替换解释变量为直接依赖

度、完全消耗系数、直接消耗系数。通过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替换后的数字化投入

变量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与原解释变量的显著性结果相同，均通过 1%

的显著水平检验，且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是稳健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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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稳健性分析 

 (1) (2) (3) (4) 

 GVCP GVCP GVCP GVCP 

DIGI 1.205***    

 (10.88)    

DIGIR  0.887***   

  (9.58)   

DIGB   0.455***  

   (9.39)  

DIGA    0.907*** 

    (7.72) 

FDI 0.594*** 0.595*** 0.560*** 0.556*** 

 (9.02) (8.59) (8.08) (7.60) 

HUM 0.159*** 0.179*** 0.148*** 0.176*** 

 (2.92) (2.93) (2.64) (2.73) 

FT -0.269*** -0.281*** -0.232*** -0.243*** 

 (-7.98) (-7.45) (-6.82) (-6.31) 

ICAP 0.022** 0.025** 0.023** 0.022** 

 (2.30) (2.48) (2.28) (2.10) 

CONS -0.896*** -0.916*** -0.803*** -0.831*** 

 (-5.28) (-5.03) (-4.51) (-4.31)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238 238 238 238 

模型 FE FE FE FE 

 

4.5 异质性分析 

4.5.1区分制造业密集度的回归分析 

上述探究的是制造业作为全样本进行实证回归。同时，还考虑到数字化投入

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地位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根据 OECD 的划分标准将制

造业划分为 17 个细分制造业，根据《中国制造业发展研究报告》，制造业可以

被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LAB）、资本密集型行业（CAP）和技术密集型行业（T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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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业层面进行实证回归检验，回归结果如表 4.7所示，不同要素密集度行业

受到数字化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差异。 

具体而言，第一，第（1）列显示的是数字化入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

值链地位影响，可以得出数字化投入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正向

影响但是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品、皮革、鞋类等主要依赖劳动力赋能并具备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因

此数字化投资无法完全弥补劳动力成本红利减少造成的损失，这是由于劳动密集

型行业具有独特的特性所致，较难通过数字化投入来优化提升，数字化要素不能

得到充分发挥有效作用；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是利用资本设

备来实现产品价值，产品附加值较低，可替代性较强，几乎不要求数字化的技术

创新，并且基本上不将大批量生产作为它们的目标，具备较弱的竞争力，产品竞

争优势主要依赖于价格，使得数字化投入无法发挥有效作用。第二，根据第（2）

列所示的数据，可以得出数字化投入对资本密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的影

响在 5%的水平下正向显著，实证回归系数为 0.605，即数字化投入每增加 1%，

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增加 0.605%。第三，根据第（3）列数据分析

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可以得出数字化投入对行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有积极意义。并且对技术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在

1%的水平下正向显著，实证回归系数为 2.176，即数字化投入每增加 1%，资本密

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增加 2.176%。相较于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

所受数字化投入的影响更显著，回归系数也更大，其可能的原因是因为技术密集

型行业具有更高的数字技术优势和更低的劳动要素，对数字基础设施、高素质人

才以及数字技术等高端要素的需求更多，且数字化投入一般都是和计算机、电子

以及光学设备等具有技术密集型行业相关联，数字化投入的门槛更低，可以更便

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以及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投入，高效的获得数字红利，从而

提高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综上所述，数字化投入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有着截然不同

的影响。就具体细分行业来看，针对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

业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实证表明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地位受到的正向影响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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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的地位则受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技术密集

型行业受到的影响效果最为显著。 

 

表 4.7  区分制造业要素密集度的回归结果 

 (1) (2) (3) 

 LAB CAP TEC 

DIGI 9.892 0.605** 2.176*** 

 (1.32) (2.19) (5.44) 

FDI -1.994*** 2.644*** -0.351* 

 (-4.66) (6.74) (-1.75) 

HUM 2.120*** 0.149 -0.055 

 (3.96) (0.39) (-0.42) 

FT 0.185 0.537** -0.458*** 

 (0.44) (2.03) (-5.46) 

ICAP 0.169 0.015 0.141*** 

 (1.04) (0.56) (4.03) 

CONS 0.077 5.985*** 1.220** 

 (0.07) (9.25) (2.40)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样本量 70 98 70 

模型 FE FE FE 

 

4.5.2区分数字化投入来源的回归分析 

本文将数字化投入分别分为整体数字化投入（DIGI）、国外数字化投入（FDIGI）

以及国内数字化投入（HDIGI）进行实证异质性检验，分析不同数字化投入来源

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实证回归结果如表 4.8 所示，数字化投入对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了正向促进效应，这种效应不仅体现在整体数字化投入

上，还包括国外、国内数字化投入，其均在 1%的水平下正向显著，回归系数分别

为 1.205、0.455 以及 0.513。对比发现国内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

位的显著效用优于国外数字化投入，与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其原因一方面可能

在于由于贸易保护主义，各国实施贸易限制性措施，使得国外数字化投入减少，

从而较低水平的数字化投入使得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不能得到显著的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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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相较于国外，国内数字化投入所需成本更低，且能够

带来更大的便捷和高效应用，可以更大程度地增加贸易附加值，从而对制造业全

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用更加显著。 

综上所述，整体数字化投入、国外数字化投入以及国内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地位均产生正向促进效用，但是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的影响存在国别属性差异，数字化投入的来源不同会对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产生差异性影响。相较于国外数字化投入，国内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

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 

 

表 4.8  区分不同数字化投入来源回归结果 

 (1) (2) (3) 

 GVCP GVCP GVCP 

DIGI 1.205***   

 (10.88)   

FDIGI  0.455***  

  (3.09)  

HDIGI   0.513*** 

   (7.96) 

FDI 0.594*** 0.593*** 0.567*** 

 (9.02) (9.70) (7.98) 

HUM 0.159*** 0.103 0.152*** 

 (2.92) (1.33) (2.80) 

FT -0.269*** -0.250*** -0.264*** 

 (-7.98) (-6.51) (-7.41) 

ICAP 0.022** 0.007 0.030** 

 (2.30) (0.76) (2.44) 

CONS -0.896*** -0.758*** -0.832*** 

 (-5.28) (-4.35) (-4.53) 

行业固定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样本量 238 238 238 

模型 FE FE 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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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区分加工贸易和非加工贸易的回归分析 

OECD 数据库根据商品贸易内容将中国的贸易方式分为非加工贸易（GVCP1）

和加工贸易（GVCP2），两种贸易方式存在较大差别，基于此，本文探究数字化

投入对非加工贸易和加工贸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4.9

所示，结果显示数字化投入对非加工贸易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在 1%的

水平下正向显著，实证回归系数为 0.354，即数字化投入每增加 1%，非加工贸易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增加 0.354%，数字化投入对提升非加工贸易制造业全球

价值链地位有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对于加工贸易制造业价值链的影响，数字化

投入也呈现了正向显著的趋势，但是非加工贸易的回归系数 0.354明显大于加工

贸易的回归系数 0.005，在现实情况下，可能是因为我国非加工贸易的制造业行

业生产活动包含整个价值链生产，其中包括从早期的产品研发到销售再到最后的

售后阶段整个流程，即从产品到订单的过程，产品附加值较高，对研发水平、生

产能力以及资本需求较高。但是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加工贸易的生产活动是以从

订单到产品为主，按照订单的需要，展开一些低附加值的装配和加工的生产活动。

从订单到产品的生产过程，产品质量更多地依赖于订单的要求，而对产品的改良

优化微乎其微。因此数字化投入对非加工贸易的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驱动效

用更加显著。 

 

表 4.9  区分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回归结果 

 (1) (2) 

 GVCP1 GVCP2 

DIGI 0.354*** 0.005** 

 (2.83) (2.07) 

FDI -0.225*** -0.022 

 (-5.25) (-1.56) 

HUM 0.115* -0.021*** 

 (1.88) (-11.28) 

FT -0.552*** -0.041*** 

 (-9.74) (-4.59) 

ICAP 0.004 0.003*** 

 (0.72) (2.90) 

CONS 0.545*** -0.429*** 

 (4.45) (-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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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9  区分加工贸易与非加工贸易回归结果 

 

加工贸易回归结果 

 

行业固定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样本量 238 238 

模型 FE FE 

 

4.6 本章小结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章对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通

过实证回归进行了探究。首先，通过逐步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基准回归，以确定数

字化投入对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其次，构建中介效应

模型并选取劳动生产率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影响机制检验。再次，进行了稳健性

与内生性检验，以确保结果的可信度。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在制造业的全球价值

链地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为了使得回归结果更具稳健性，本文将核心解

释变量分别替换为由 OECD 数据库测算的直接依赖度、完全消耗系数以及直接消

耗系数，回归结果表明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均在 1%的水

平下正向显著，与原核心解释变量结果一致，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为了规避各

变量之间产生的双向影响产生的内生性，对数字化投入指标进行滞后一期以及采

用印度数字化投入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处理并通过内生性检验。 

其次，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数字化投入在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要素配置和

技术创新等方面能够提高部门的生产效率，从而实现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

升。为了验证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机制作用，构建中介效

应模型进行检验，验证了数字化投入能够直接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同时

也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间接地推动其地位的提升。 

最后，结合前文现状部分的分析，进一步研究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

不同数字化投入来源以及不同贸易方式的异质性影响。通过实证结果检验可知，

对于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发现数字化投入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

中的地位影响较为显著。对于不同来源的数字化投入，国内的数字化投入对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所产生的促进作用比国外数字化投入更加显著；对于不同贸易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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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对非加工贸易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驱动效用更为显

著。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 

 46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现有研究，使用 OECD 数据库和 UIBE 数据库对中国 17 个制造业构

建数理模型并进行逐步回归，实证研究了数字化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

位的影响。首先，本文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学者们对数字化投入和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的相关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厘清数字化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影

响效应的理论基础和作用途径。其次，分析了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入和其全球价

值链地位现状。最后，对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进行基准回

归分析，并进行影响机制检验以及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果的准确性。进一步进行

将样本分为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不同数字化投入来源以及不同加工贸易方式

的异质性分析，从而确保结论的科学性和严谨性。得出如下结论： 

本文在理论机制分析中，数字化投入通过成本效应、配置效应以及技术创新

效应进而提高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从成本效应来看，数字化投入作为高

端投入要素，依托于云端数字基础设施，渗透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不同贸易环节

的中间品和最终品中，通过降低国际贸易双方制造业的信息搜寻成本、运输成本、

谈判成本、制度成本以及市场成本等来获得最大化贸易附加值，进而推动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从配置效应来看，数字化投入存在高度包容性、通用性

以及复制性等特征，可以使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实现了信息、物质等要素的精

准配置。凭借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物联网等自动信息化平台，改变了传统业

务领域，重塑了传统商业模式，提升了传统部门的内部协同工作效率，进而提高

制造业的生产率，实现了生产的实时交互模式。从技术创新效应来看，由于数字

化投入具备外溢性和共享性等特征，贸易双方能够打破时间和空间的壁垒，对新

技术和新知识进行学习。传统落后的企业可以通过对先进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管理

制度等领域进行借鉴和学习，从而提升自身的技术创新水平和管理技巧，达到技

术进步的目的。 

在现状分析部分，借鉴相关学者的测算方法，结合最新数据库测算的核心变

量，并从数字化投入来源、要素密集型行业以及行业出口附加值等视角对中国制

造业数字化投入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进行现状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数字化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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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呈上升趋势，尤其在样本后期数字化投入增长显著。其次，国内数字化投入

的增长对数字化投入的整体增长起到了主要的贡献作用，国际数字化投入的占比

相对较小。最后，在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中，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数字化投入

程度最高。 

在实证分析部分，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对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

响进行实证分析。首先，通过基准回归分析可知，数字化投入显著促进我国制造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其次，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并选取劳动生产率作为中介

变量，进行影响机制检验，验证了数字化投入能够直接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

位，同时也能够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间接地推动其地位的提升。再次，通

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为直接依赖度、完全消耗系数以及直接消耗系数进行稳健性

分析并通过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对不同数字化投入来源、不同贸易加工方式以

及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分样本进行异质性分析。从不同数字化投入来源来看，

相较于国外数字化投入，国内数字化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影响效应更

为显著；从不同贸易加工方式来看，数字化投入对非加工贸易制造业的作用效果

更为显著；从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行业来看，数字化投入对提高技术密集型制

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驱动效果更为显著。 

5.2 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需求的背景，结合理论研究、现状与实证分

析的基础，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数字通用产品供给。在推动经济增长、

扩大内需和稳定投资的过程中，新型基础设施是数字化投入等高级生产要素的主

要载体，可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政府需要加快相关基础建设，加

速形成规模宏大、体系完善、结构完整的新型基础设施体系，抓住数字经济带来

的新机遇，促进产业数字化发展。同时，新型基础设施具有准公共产品的属性，

其投资规模较大，而维护时间相对较长，且获益时间不稳定、风险较高。因此，

政府需要出台更为精准的新型基础设施政策，加大对新型基础设施的财政投入力

度，以支持数字业务项目的开展。此外，政府应整合现有数字化基础设施，并大

力发展新型数字化基础设施，从不同维度，促进生态、经济、社会转型和消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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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协同发展，推进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提升

数字公共产品供应和技术服务能力，扩大新型基础设施应用场景。 

第二，优化数字产业区域布局，创造良好数字产业环境。数字化投入到不同

制造业的促进效用存在差异，需要引导数字产业在各地区有序发展，从而提高数

字经济和产业的整体水平。同时，需要明确数字化投入的发展重心区域，并整体

把握各个地区主导产业的数字化需求，制定适合不同区域的数字化投入路径，从

而实现本地需求类型与新型数字产业投入场景应用的匹配。此外，还需提升数字

治理能力以支持经济发展，政府需建立全新的数字监管体系，加强数字技术研究

和应用标准制定，以创造一个有序竞争的数字产业发展环境。 

第三，加强数字技术与各行业融合，充分发挥数字化的赋能作用。在数字经

济时代，通过数字化投入实现制造业的质量和效率变革成为全球战略共识。数字

化转型必须促进数字技术的应用，但传统产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较大，成为数字

化转型的难度和痛点。尽管许多制造业行业已开始了数字化转型并有效提高了生

产效率，但大多数制造业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仍停滞于初级阶段，面临严峻挑战。

这是因为数字化赋能过程中，由于数字化投入对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全球价值

链地位的影响不同。其中，数字化投入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综合提升效应最为明

显，且源于国内的数字化投入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因

此，政府不仅需要系统引入数字技术，还需要选择性赋能数字化投入来源和行业

类型，以满足其不同的需求和特点，最终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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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行文至此，始于初秋终于夏，百感交集，不经放空思绪，望向窗外，斜阳余

晖散漫洒落，湖边微泛起鳞光。回顾自己三年的学习时光，即将落下帷幕，恍然

间仿如昨日才来学校报道，而今天就要各自分别。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顾往

昔，段段画面流浮于眼前。一张张相片中，记录着我的不断努力与成长。在这里

遇到了太多有趣且优秀的人，是他们充实了我过往的三年岁月，指导了我如何更

好地前行，让我在为人处世与科研能力上取得长足进步。 

首先，最所幸即遇恩师朱廷珺和安占然教授。朱老师求真务实、博学多才，

安老师治学严谨、学识渊博，我很荣幸能成为他们的学生。我的导师朱教授是我

的精神家园，他不仅在学术领域给予了我很多指导，还为我提供了多种机会锻炼

自己的能力。感谢您给我提供学术指导和人生关怀。在此我向朱老师和安老师表

达真诚的谢意以及祝福，恩师无微不至的关心和身体力行的教诲，使我受益终身。

我为自己能够在求学路上遇见朱老师和安老师而感到幸运与幸福！于此诚致以吾

导深切的谢意与祝福，今虽将辞，当不忘师恩！ 

其次，我还要感谢我的授课老师们，感谢您们传授知识、教我做人。感谢您

们平时的悉心指导和无微不至的关心。没有您们的辛勤付出，我不会有今天的成

绩和自信。同时，感谢我的朋友们和同学们，你们在我的生活中起到了很重要的

支持和鼓励作用。在遇到挫折时，你们一直陪伴身旁，帮助我度过难关，让我在

学习生活中逐渐成长。感谢你们的支持，无论是在学习或是生活方面，你们的支

持与陪伴总会让我倍感温暖。 

最后，我想要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学业的初期，你们的鼓励无疑是我不断前

进的动力。谢谢你们无私的奉献和毫无保留的支持，在接下来的人生之路中，我

会更好地回报你们。 

追风赶月莫停留，平羌尽处是春山。愿我们前路漫漫亦灿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