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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推动着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但在这一分工过程中

国家间的收益分配不均使得现有国际分工格局难以维系。对于中国而言，参与全

球价值链虽然能获得一定的贸易利得和知识溢出，但由于技术水平等，在收益分

配格局中总体处于不利地位，中国急需实现制造业价值链升级，以规避被发达国

家“低端锁定”甚至“挤出”的风险。随着 RCEP 贸易协定的签署，中国能否利用

地缘和政策优势，借助共建全新的东亚区域价值链的机遇，在帮助解决东亚国家

的发展需求、促进国际经济结构的再平衡的同时，以区域价值链枢纽国身份继续

参与全球价值链体系，实现制造业的价值链升级，是挑战和机遇并存的问题。基

于此背景，本文做了以下几方面研究：

首先，根据 OECD官方于 2021年公布的投入产出表数据，利用WWZ总贸

易核算框架，将国家间的行业进出口数据进行分解，通过计算价值链地位指数、

上游供给依赖和最终需求依赖指数等，从中国制造业参与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

现实基础和路径选择两方面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域内国家尤其是日本、越南等

国家对东亚地区的供给和市场的依赖程度显著增强，在前后向联系方面表现出十

分明显的内向化特征，东亚国家对制造业区城价值链的共建表现出迫切需求。而

我国制造业在东亚范围内产业规模优势明显、对区域内高附加值环节掌控能力较

强、基本满足东亚区域价值链内其他国家的生产需求。其中，金属业和运输制造

业不仅区域内部生产和需求联系紧密，而且我国在比较优势和价值链地位上表现

优异，基本具备成为区域价值链产业枢纽国和主导国的条件。其次，结合文章结

论和相关实际，提出具体的建议：合理进行价值链布局，创造区域共赢发展局面、

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加快培育中国为主导下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

加大对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等。

关键词：制造业 东亚区域价值链 价值链地位指数 上游依赖和最终需求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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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romotes

the deepening of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but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ong countries in this process of division

of labor makes the existing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difficult to

maintain. For China, participating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an obtain

certain trade gains and knowledge spillovers, but due to the level of

technology, it is in a disadvantageous position in the income distribution

pattern as a whole, and faces the risk of being "locked in" or even

"squeezed out" by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a's manufacturing

development needs to realize the upgrading of the value chain. With the

signing of the RCEP trade agreement, whether China can take advantage

of its geographical and policy advantages and take advantage of the

opportunity to jointly build a new regional value chain in East Asia, while

helping to solve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and

promote the rebalanc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structure,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ystem as a regional value chain

hub country, and realize the upgrading of the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is a question of both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Based on this

background, this paper has done the following research:

First of all, with the help of the WWZ total trade accou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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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mework, the input-output data of the latest version of national

industries published by the OECD in 2021 will be decomposed, and the

indicators such as the degree of dependence of countries on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and the status index will be calculated, and the analysis will

be made from two aspects: the degree of relevance of East Asian

countries within and outside the East Asian region and the path choice of

China's participation in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especially Japan,

Vietnam and other countries,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their

dependence on the supply and market of East Asia, showing a very

obvious inward characteristic in terms of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s,

and East Asian countries have shown an urgent need for the

co-construction of the value chain of manufacturing regions. However,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obvious advantages in industrial scale

in East Asia, strong control over high value-added links in the region, and

can initially meet the supply demand of other countries in East Asia. At

the same time, some segments of the industry have obvious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basically have the conditions to become the hub and

leading country of regional value chain industry. Secondly, based on the

conclusion of the articl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feasible policie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dustry, which are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desalinating politics", reasonably carry out the layout of the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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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China's super-large market scale,

accelerate the cultivation of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division system led

by China, and increase the support for manufacturing high-tech

enterprises.

Key words: East Asia regional value chain manufacturing value chain

status index upstream dependence and final demand depend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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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绪论

1.1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研究背景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2013年中国外贸总值突破 4万亿美

元，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在此期间，海外出口需求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了巨

大的发展动力，凭借要素成本优势和庞大市场规模，“中国制造”逐渐融入了由

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特征是产品内部的各个生产环节

的国际分隔，其中中国主要从事的是加工和装配等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并成为世

界上最终产品的出口大国。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阶

段，出现了诸如国内制造业产能过剩、有利于经济转型行业的生长空间遭到挤压、

适合经济良性发展的优质资源被占据等问题，并且伴随我国产业转型的同时，新

的不稳定因素持续冲击着世界经济发展的稳定形势，俄乌冲突对世界的影响加深，

世界经济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逆全球化趋势正在扩大，包括中国在内的众

多国家面临经济下滑、外部需求下降、行业供应链的“断供”、资本流动逆转以及

大宗商品价格剧烈波动等一系列危机。

面对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经贸格局的重大变革导致我国利用传统

优势继续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扩展空间越来越小；面对逆全球趋势等诸多国际不确

定性和国内经济发展需求，价值链重构是当下中国制造摆脱价值链低端锁定并向

高端突破和跃迁的巨大机遇。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表示要推动制造业高端化，因

此中国产业发展的目标就是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然而进行价值链的重构是一

个重大命题，这其中不仅需要新的理念和蓝图，更需要切实可行的方案，对此学

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设想。部分学者认为应该通过提高附加值、技术创新等方式实

现本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攀升[34][43] ；还有部分学者认为可以通过重构国内

价值链、区域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实现价值链高端提升[28][17]。但是，目前以全

球价值链为切入点进行重构容易引起“链主”国家的反对和制裁，然而，继续在现

行的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发展又表现出生产附加值低下和利润空间被积压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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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因此部分学者[24]提出全球价值链重构首先需要从区域价值链切入，争取逐

渐从被动、被主导地“嵌入”全球价值链转变为有话语权、有定价权，能够掌控价

值链中高端环节和引导区域价值链发展方向。联合东亚国家共建制造业区域价值

链成为了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和核心能力攀升的务实选择[56]。基于此，为实现制

造业从“世界工厂”向“制造强国”跃迁，我国需发展出以中国为核心支点的区

域价值链，积极同周边国家展开区域经贸合作，借此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双循

环”新格局的形成需要发挥国际经济循环的关键作用，未来中国参与的国际经济

循环将以区域经济循环为主，这其中东亚区域价值链将在我国经济“外循环”中发

挥支撑作用[44]。

东亚国家凭借其自身的禀赋优势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之中，由于人口和经

济等方面的优势，具备区域特点的全球生产网络在东亚地区得以显著扩张，促使

其成为“世界制造中心”，成为与北美和欧洲并列的世界三大区域性网络之一[52]。

自 1995年东亚各国陆续公布出口数据以来，截止至 2018年东亚各国出口规模增

长了 4.7倍，占世界贸易比重从 16.4%增加至 25.3%。2022年 1月，覆盖世界将

近一半人口和近三分之一贸易额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正式生效，可

以预见的是，未来 RCEP区域大市场或将进一步发展，域内的生产要素更加自由

的流动，释放出更大的市场潜力[48]，东亚区域的供应链和产业链将加速融合，区

域内各个国家的生产和市场向区域化转型加快。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如果可以

选择东亚制造业区域为切入点，进行产业分工调整，继而实现制造业价值链的攀

升。基于此，研究中国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命题，既可以有效的调整我国目前

过度依赖欧美市场的现状，也能在以区域价值链发展为切入点提升我国制造业向

高端攀升，为我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竞争提供新思路。

1.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随着全球物流和通讯成本的降低，各个经济体参与全球分工的形式从生产特

定产品向生产特定产品的不同环节转移，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逐渐形成，与此同

时全球价值链理论、增加值贸易核算理论也逐渐成熟。但是，美国次贷危机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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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后，各国出口呈现疲软态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逆全球化趋势扩大，全球价

值链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化发展特征，由此大量学者开始针对区域价值链展开研

究。所以，在 RECP协议提出的背景之下，研究中国融入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命题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本文从指标计算出发，利用增加值贸易分解框架，计算出

反映区域内各个国家的贸易联系的评价指标，通过区域价值链域内各个国家对区

域价值链的发展需求以及中国在东亚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发挥的作用两个角度进

行着重分析，研究角度较为全面。

（2）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来说，共建区域价值链不仅是中国摆脱发达经济体制裁的最佳途径，

也是中国内部产业结构转型和现代化的持续引擎。当前，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和“链

主”国家的反制已成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博弈的新常态。面对战略、规则、技

术、市场等的广泛压制，就发达经济体而言，中国制造业以全球整体为基础进行

价值链重构是不现实的，如果继续融入当前的全球价值链体系，又无法克服“低

端锁定”的困局。因此，选择东亚地区作为切入点进行产业分工模式的调整，是

中国进行区域价值链重构是一个务实的选择。区域价值链的建设不仅有助于强化

相邻国家的经济联系，多元化进出口来源地，缓解对欧美市场的依赖，亦可在生

产端促进国内制造业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另一方面，对东亚其他国家来说，通过与我国合作公建区域价值链有助于发

掘新的经济增长点。尽管东亚区域生产网络已经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的网络之一，

但是相对于东亚等国而言，尤其是东盟国家，制造业整体实力并没有达到向高端

攀升的基础，在当下逆全球化趋势扩大的背景下，欧美等国又很难在开放本国市

场进行让步，这使得东亚地区原本以加工贸易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受阻。因此，

借助 RCEP协议成立的契机，通过加强与中国大市场的联系，为各国经济增长走

出发展困境找到新的突破口的同时，为东亚地区的制造业向中高端攀升提供新的

内生动力。因此以中国与东亚共建区域价值链这一命题开展研究，对中国和东亚

其他国家制造业向高端攀升有着很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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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

自 20世界六七十年代，中间品贸易的盛行揭开了学者们对全球价值链的学

术研究的序幕，其中 Michael Porte 的理论最受广大学者认同。Porte（1985）在

其经典著作《Comparative Advantage》提出了价值链的最初相关概念，即单个企

业的创造价值过程被细分为若干相对独立，但在功能上又彼此关联的生产经营活

动，这些经营活动创造的价值进而串联形成“价值链”的最初形态[14]，该概念将原

来局限于单独企业内部的生产关系扩展到企业间。由于该概念是 Porte源于对管

理学研究所得，因此管理学领域的学者们将这种跨企业的价值链合作管理称为

“供应链管理”。伴随着全球价值链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其内涵发生了

变化，Bruce Kogut（1985）在分析企业的国际战略时，开创性的以价值增值的

角度分析不同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开展的国际战略选择[10]，不同的战略选择

则体现了企业在价值链不同生产环节配置上的比较优势。Bruce Kogut 认为价值

链最关键的是在于将不同生产投入要素进行合理化配置。该理论与 Porter提出价

值链理论的利益出发点有明显的不同，Porter 强调的是通过强化单个企业的竞争

优势来换取企业利益，而 Bruce Kogut 的视角更为广阔，强调站在国家的立场关

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区位配置能力以及价值链的垂直分工特征，因此 Bruce

Kogut的研究奠定了全球价值链理论形成的基础。在此之后，Krugman（1995）

将价值链理论的研究对象从国内企业拓展至跨国企业，重点关注了企业对产业空

间转移和价值链治理模式之间关联性问题，并以此探讨了跨国公司如何将自身的

生产过程分割并进行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布局[2]。

随着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全球化逐渐盛行，Gary Gereff （1999）通过对跨

国公司的贸易活动的研究，发展出了价值链的新概念全球商品链(GCC)[9]。不同

于传统管理学价值链的概念，该理论具有了明显的经济学意义。 Gary Gereff 认

为在当下全球化进程中，作为将全球生产者分离的关键驱动者，全球购买商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对此他将全球商品链分解为采购者驱动和生产者驱动两种模式，

对比之后得出了跨国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所采取的垂直分工生产体系的就是生

产者驱动的模式。Gereff 的研究强调了跨国公司为主体下的世界经济发展展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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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网络化特征，推动了各国的生产企业嵌入到了全球商品链的各个生产环节。但

Gereff 提出的全球商品链概念理论化程度较低，对全球生产活动分析的不清晰，

众多学者在其基础上，创造性的提出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以下简

称“GVC”)的概念，为研究企业生产活动在全球空间范围内布局的提供了一种新

的方法。Sturgeon（2001）在组织规模、生产主体、地理分布三个视角更加全面

的阐述了全球价值链理论：组织规模上，GVC应包括参与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

体；生产主体上，包含五种不同主体，即一体化企业、领导厂商、关键部件供应

商、零售商和零部件供应商；地理分布上，应具有显著的国际性和空间分布不连

续性[5]。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于 2002年对 GVC进行了定义：全球价值

链是指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

业网络组织，涉及从原料采购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消

费和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

利润分配，当前散布于全球的处于价值链上的企业进行着从设计、产品开发、生

产制造、营销、交货、消费、售后服务、最后循环利用等各种增值活动。此定义

被后世学者认为是最权威、最具代表性的定义[51]。

张辉（2004）在其论文《全球价值链理论与我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将全球

价值链的理论引入至我国产业转移的研究中，在动力根源等九个方面对生产者驱

动和采购者驱动两种模式进行细致的分析[60]。并在此基础上，张辉（2006）进一

步提出了生产者、购买者和混合型三种驱动机制下的全球价值链[59]。张辉对于全

球价值链的研究为我国学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相关研究也逐

渐在国内兴起。刘志彪、张杰（2007）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探讨了通过对国

内价值链的构建来摆脱被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问题 [39]；刘志彪、张

杰（2009）针对中国长期处于低端俘获型网络分工的问题上，提出通过构建中国

市场需求的价值链体系，搭建属于中国的跨国公司体系等解决方法 [40]。蔡昉，

王美艳（2014）为国内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框架，即中国利用自

身丰富的人口和广阔的资源优势，引导跨国公司在中国内地通过独资或合资等方

式建立连接 GVC的生产网络，促使中国逐步加入到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的全

球价值链中[16]。

2010年以来，越来越多学者利用投入产出法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分析，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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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具代表性的当属 Koopman 等人在 2012年提出的二次规划法，Koopman 将投

入产出表与中国海关的贸易数据进行结合，分解出了中国加工出口和非加工出口

的投入产出模型，进而得到了一种全新的贸易增加值计算方法[8]。随后，王直等

学者在基础上开展了进一步的拓展，将 Koopman 提出的一国对外出口贸易的分

解更加细化，扩展到了不同部门、双边国家、以及双边国家的不同部门，得到了

根据出口贸易品不同的增加值来源地，将一国的总出口分解出 16种不同的增加

值来源路径[50]。Koopman和王直等学者提出的总贸易分解框架为国内外全球价

值链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中国国内学者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诸多的学术研究。

程大中（2015）借助贸易分解框架，从附加值、中间品、投入产出三个关联

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参与 GVC分工的演变趋势[21]。刘琳，盛斌（2017）同样借助

贸易分解框架，得到了贸易增加值下的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并以此为基础

探究了制造业企业参与 GVC和国内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联系[35]。孙学敏，王

杰在（2016）利用中国微观企业数据库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生产效应”进行了实

证研究，得出了参与 GVC分工对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有促进作用，并得出了不同

类型企业在嵌入过程中存在不同的生产效应提高[45]。余振（2018）通过建立三国

模型对行业的收益进行了分解，从不同行业的收益视角来解析价值链重构对贸易

摩擦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会挤压他国行业利润引发摩擦，全

球价值链参与度上升会提高他国对本国依赖，从而加速结束摩擦[57]。王恕立（2018）

在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 14个国家的竞争性与互补性研究中，测算了双方的

国际分工地位，发现中国与 14个沿线国家互补性大于竞争性且产业关联度高，

得出中国应借助“一带一路”战略机遇来强化自身价值链优化[49]。

针对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国内学者聚焦于中国制造业企业参

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和当前价值链的地位。王岚、李宏艳（2015）从嵌入位置和

增值能力视角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 GVC的融入路径进行研究[47]。陈雯、苗双

有（2016）基于异质性企业分析框架，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技术

选择进行了分析[18]。张会清、翟孝强（2017）利用不同的投入产出表进行量化分

析后得出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在逐年攀升，认为中国制造业已经攀升

至全球价值链中上游位置，并且作为全球最大的中间品供给国，中国在全球制造

业价值链中扮演着关键的“枢纽”国家角色[61]，但是傅元海、叶祥松（2016）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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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却是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提升并没有改变其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和中

下游环节的环境，中国提供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能力还远远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22]。

1.2.2关于共建区域价值链的研究

区域价值链(Regional Value Chains，以下简称“RVC”)是相对全球价值链而言

的区域性生产网络组织，其发展主要推动力源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全世界范

围内盛行，对于区域价值链理论的研究可以从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价值创造环节的区域化特征，并且这一特征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后表现更

加明显[19]。Baldwin （2012）（2013）研究中就发现，商品的价值创造环节并没

有展示出显著的全球化特征，而是区域化[2][3]。周晋竹（2016）认为区域经济一

体化协议会扩大相邻区域国家之间的中间品进出口，有利于区域价值链的发展[64]。

具体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可以通过关税减让等政策优惠，减少区域内部的

贸易投资壁垒，从而使得成员国在创造价值的环节表现出极强的区域内收化的特

性。

二是金融危机后不同国家的海外市场需求。Kaplinsky和Morris （2001）对

OECD国家的贸易规模和结构进行分析之后，得出世界贸易重心逐渐由发达国家

向发展中国家转变的结论，这为贸易体量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共建 RVC提供

了良好契机[9]，并且 Kaplinsky （2011）对世界新兴国家的后续研究中证实了该

事实[8]，并提出发展中国家在从事国际贸易过程中，将有机会从事产品研发、设

计等微笑曲线两端的高附加值环节，解释了区域价值链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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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

梁颖（2019）站在发展中国家的视角下，认为中国可以以“较发达的”发展中

国家的身份发挥主导作用融入区域价值链[32]。现阶段国内学者在中国参与共建

RVC的研究中将区位主要聚焦在三个区域：金砖国家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区

域、东亚区域。

表 1.1 文献汇总表

研究区域 作者 论文名称

金砖国家区域

李兴,成志杰 金砖合作机制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强大助力

赖平耀,武敬云 “金砖国家”经贸合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刘文革,吴妹 基于价值链视角的金砖国家一体化大市场构建

“一带一路”沿

线区域

魏龙、王磊
从嵌入全球价值链到主导区域价值链——“一带一

路”战略的经济可行性分析

刘永泉
“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的基本条件——基于中国木

质林产品的分析

李晨,王丽媛
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区域价值链构建研

究——以水产品出口贸易为例

东亚区域

成新轩
东亚区域产业价值链的重塑——基于中国产业战略

地位的调整

李晓,丁一兵,秦
婷婷

中国在东亚经济中地位的提升:基于贸易动向的考察

刘中伟
东亚服务生产网络的演进与变迁——基于全球价值

链的视角

许创颖 RCEP背景下中国参与东亚区域经贸合作的路径

黄朝翰 东亚经济发展与中国的崛起

欧定余,侯思瑶 双循环新格局下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在我国经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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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中的支撑作用研究

刘重力,赵颖
东亚区域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依赖关系——基于

TiVA数据的实证分析

翟东升
从地区价值链到亚洲命运共同体——国际政治经济

学视角下的中国崛起和东亚复兴

刘洪钟
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景——以东亚

价值链结构变动为视角

首先，金砖国家共建的区域价值链较为特殊，金砖五国所组成的区域价值链

经济规模大、发展速度快，各国良好的发展期望使得该区域具备广阔的发展潜力

[31]。通过分析金砖国家相互之间的内部经贸联系网络可以看出，中国所贡献的进

出口总额占比很高，已经高度融合到金砖区域价值链中[36]，在该 RVC中发挥着

十分重要的枢纽作用，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贸易关系网络[26]。

其次，针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价值链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中国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产业竞争性较弱、互补性较强[51]，加之中国对核心技术的掌控能

力，使其具备了主导沿线各国参与共建 RVC的能力。同时，也有部分学者从行

业出发，认为中国可以将“一带一路”沿线重点国家打造成“支点”，促成“一带一

路”区域价值链的形成，进而发挥中国的枢纽作用[37][27]。

相较之下，目前中国与东亚共建区域价值链可行性也很高[20]。李晓（2005）

通过分析东亚各经济体的贸易流向，认为东亚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枢纽的区域新

“三角贸易”，并且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东亚价值链的主导

者[29]。东亚各国地理位置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要素禀赋各不相同，激

发了东亚区域价值链生产和消费网络的扩张[41]，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主导、东盟为

辅助的生产加工中心，另一方面是日韩参与的中间品供给中心[54]，并且由于区域

内部的不断扩大开放，使得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在市场因素驱动下，东亚区域

价值链被认为有巨大的发展潜力[23]，随着东亚制造业中心向中国大陆转移，东亚

各国产业间的垂直分工愈加明显，东亚域内开始出现联系紧密、依存度高、以中

间品贸易为主的特点。RECP协议的签订，同样有助于东亚区域价值链内向发展，

从而突破区域内产业“两头在外”的困境，减少对区域内的经济体对域外供给和需

求的依赖[44]。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具体的数据来量化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形成和变动。

刘重力（2014）通过对贸易附加值下的诸多指标计算，得出东亚区域供给的内部

地位在提高，最终需求上依旧依赖欧美等发达国家市场，中国在逐渐获得东亚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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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价值链的主动权，东亚市场内部循环初步形成的结论[42]。翟东升（2019）站在

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通过双边贸易数据的分析认为，曾经的东亚“雁型模式”

已经被中国的快速发展所动摇，取而代之的是以中国为领导核心的新的区域价值

链发展模式[58]。刘洪钟（2021）则从我国双循环的战略出发，认为主动融入并引

领东亚价值链有序调整和重构，是稳定我国全球价值链的重要安全阀，也是贯彻

外循环畅通的重要途径[33]。

1.2.3文献述评

通过对上述文献进行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对于我国参与共建区域价值链的研

究有以下特点和局限性：从参与共建 RVC的区位选择来看，目前有关共建 RVC

的研究主要聚焦于金砖国家区域和“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在如今 RCEP协议生

效的背景下，本文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重点研究中国参与东亚区域价值链共建

的问题，使得文章更具现实意义。从参与共建 RVC的研究方法来看，大多数文

献站在宏观的角度，通过定性和理论分析中国共建 RVC的可行性、影响因素、

可能面临的困难等问题，少有通过竞争性互补性依赖性三个方面使用定量研究方

法进行分析，因此本文试图利用数据量化分析，通过不同的指标探究中国参与共

建东亚制造业 RVC的现实基础和解答路径选择的问题，形成具有逻辑性的共建

区域价值链的分析体系，并为中国参与共建区域价值链提供切实可行的建议。

1.3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遵循“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总体思路是，以

中国目前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困境作为出发点，提出中国与东亚各国共建区域价值

链的构想，然后结合数据进行分析，通过计算东亚各国 GVC地位指数等指标得

出东亚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目前的内部联系现状，即中国参与共建区域价值链的现

实基础，并结合中国具体的行业不同方面的优劣势，分析得出中国参与共建区域

价值链的产业路径选择，最后结合前文分析提出相对应的建议。全文的行文框架

图如图 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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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文章框架图

1.4创新与不足

1.4.1创新点

(1)视角新颖:本文在构建相关评价指标后，从各国产业之间的依赖性和互补

性对区域价值链构建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我国参与共建区域价值链路径选择

这一命题，并通过定量分析论述具体行业在区域价值链的不同路径选择。目前大

部分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和地位指数等指标测算，

对于区域价值链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此视角为出发点，具有一定的新颖。

(2)论证的全面性:国内对于全球价值链及东亚相关的研究中，大部分研究是

通过竞争和互补关系对产业层面进行分析，本文在兼顾竞争性和互补性分析的同

时，对区域价值链共建的基础条件和各个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分析进行补充，

在论证方面较为全面。

(3)研究内容上的创新:如今国内外学者普遍关注的是全球价值链下的分工，

但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盛行背景下，对东亚各经济体组合成区域价值链的研究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制造业参与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研究

12

仍处于起步阶段，本文研究中国参与共建东亚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对相关研究可

以作出有益补充。

(4)指标分析上的创新:为研究全球价值链分工，现阶段众多学者构建了许多

纷乱复杂的评价体系和指标，本文系统性的选取了价值链位置指数、改进的显性

比较优势指数、依赖度指数等相关指标进行数据分析并论证，在评价指标的选择

上存在一定的创新。

1.4.2不足之处

(1)由于国际投入产出表 5年进行一次更新，OECD数据库官方网站 2021公

布的投入产出数据只更新到 2018年，使研究的时效性存在一些问题。

(2)本文仅仅从产业经济合作视角分析中国与东亚各国共建区域价值链的可

能性，并没有考虑政治政策、历史文化等其他非经济因素对共建区域价值链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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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概念界定和研究指标

2.1东亚区域价值链国家范围界定

关于“东亚”的定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东亚是地理概念，特指中国、

日本、韩国、朝鲜和蒙古五国，大部分学者认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范围包括中国、

日本、韩国和东盟十国部分或全部国家[20] [38][33] [53]，同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属于亚洲开发银行的亚太区域会员，且与东亚区域的保持着十

分紧密的经贸合作，虽然两国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东亚，但经济关系理应属于东

亚区域价值链的国家范畴[65]。本文按照目前流行观点，将中国、日本、韩国和东

盟十国共计 13个国家视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国家范畴。

表 2.1 各学者东亚区域价值链研究中的国家范畴

作者姓名 论文名称 东亚区域价值链国家范围

刘洪钟（2021）
我国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前

景—以东亚价值链结构变动为视角

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

国

刘兆国、庞德良

（2022）

中国推动深化东亚区域价值链合作研

究

中国、日本、韩国、东盟五

国
①
、印度

周小柯等（2022）
RCEP 对东亚区域价值链重构及两岸

经贸合作的影响

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

国、澳大利亚、新西兰

熊彬、范亚亚

（2020）

东亚区域价值链背景下中国制造业分

工地位及提升路径研究

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八

国
②

成新轩（2019）
东亚区域产业价值链的重塑—基于中

国产业战略地位的调整

中国、日本、韩国、东盟十

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

资料来源：笔者通过文献整理所得

注：①东盟五国为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

②东盟八国为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老挝、新加坡。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制造业参与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研究

14

2.2全球价值链与区域价值链研究指标

2.2.1基于增加值贸易的总出口核算框架

本文在数据的计算过程中主要使用了WWZ总贸易核酸框架[50]。利用该框架

可以将一国的出口进行分解，具体的分解过程如下：

首先考虑 n个国家 g个行业的国际投入产出表（ICIO）,结构如表所示：

表 2.2 一般国家投入产出表

按照上表，假设有三个经济体的 r、s和 t，g个行业，根据经典 Leontief等

式 X=BY可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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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等式（2.1）右侧展开，得到了将 r国总产出分解为不同最终品所产生的产

出：

�� � ������ � ������ � ������ � ������ � ������ � ������ � ������ � ������ � ������（2.2）

根据最终的消费地区和行业，s国向 r国出口的中间品可以分解为以下 9个

不同的部分：

按照前文，s 国的增加值系数为�� � ��������t，��与��类似，完成增加值系数

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4)

等式结果中每一个元素都等于 1，说明任何一单位的最终产品都可以被分解

为，有关该产品生产的所有国家和所有行业的增加值，对于 s国来讲：

����� � ����� � ����� � �� � �t�t�…�t�(2.5)

以���表示 s国向 r国额出口，��� � ����� � ���，等式右边分别表示中间出口和

最终出口。s国的总出口也可以表示为�� � ��� � ��� � ����� � ����� � ��� � ���。

r国和 t国类似。因此有：

��
��
��

�
��� 0 0
0 ��� 0
0 0 ���

��
��
��

�
��� � ��
��� � ��
��� � ��

�
t� ��� 0 0

0 t � ��� 0
0 0 t � ���

�
��� � ��
��� � ��
��� � ��

�

������ � �����
������ � �����
������ � �����

（2.6）

根据等式（3.22），s国向 r国的中间出口可表示为：

��� � ����� � ��������� � ��������（2.7）

结合（2.3）、（2.5）、（2.7），s国向 r国出口���可以分解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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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8）

将上述 16项中相互关联合并，并汇总所有出口伙伴，一国总出口分解如图

2.1所示。

图 2.1 WWZ总贸易核算框架

2.2.2增加值贸易下的相关指标计算

在本节主要介绍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指标，其计算方法主要是根据前文WWZ

贸易分解法将一国的总出口分解为 16个组成部分来进行计算，主要使用到：被

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出口（DVA）、被直接进口国吸收的中间品出口

（DVA_INT）、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FVA）、垂直专业化（VS）。

（1）增加值修正下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为准确的反映出某国某产业的比较优势，Balassa（1965）在其研究中提出了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RCA)，通过横向对比各国

产业的 RCA指数，可以直观的对比出相互之间制造业产业的互补性和相关性强

弱， [1]。一个国家某个行业 RCA 指数的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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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其中，��
�表示 r国 i行业的出口总额。但是，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来看，传

统的 RCA指数直接使用的是一国出口总额，这种做法忽略了隐藏在本国出口中

他国的行业增加值，并且也忽略了单一行业出口中本国其他行业的产业增加值。

鉴于此，本文借鉴余道先（2016）的做法，将 r国 i行业的出口总额��
�替换为 r

国 i行业出口总值中被国外吸收的国内增加值(����
�)，并且对公式中其他数据做

同样的处理[55]，得到出口增加值统计口径下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2)价值链地位指数的计算

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框架，Koopman 等(2010)构建了国际分工地位指标

����式中����中�，用以衡量某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条中相对位置， [11]，即其在价值

链地位指数，具体计算公式为：

����式中����中� � ln t �
���������

���
� ln t �

�����
���

其中，�����表示 i国的出口中国外增加值；���������表示被直接进口国吸

收的中间品出口。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大小可以反映一国在价值链所处的位置，

如果一国的出口间接价值增值 ���������占总出口的比例高于国外价值增值

(�����)的比例，即����式中����中�指数较大，那么说明该国主要通过向其他国家提供

中间品或原材料来参与国际生产合作，处于价值链的上游阶段；与之相对应，如

果该国较多的使用来自国外的中间品或原材料，其����会相对小于�����，即

����式中����中�数值较小，则说明该国产业处于价值链的下游。

(3)依赖程度的计算

由于增加值贸易核算方式的出现，以一国出口总值为依据计算各国产业之间

的相互依赖程度的传统方式忽略了隐藏在本国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因此其结果

有失偏颇。在现行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之下，研究各国产业之间的依赖程度一方面

要关注各国由于行业上下游地位差异导致的中间品贸易，另一方面也要关注各国

相互之间的市场需求依赖程度。一国出口对另一国中间产品的依赖程度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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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S(share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也称为两国间的垂直专业化率，可以较好的

反映出上游中间品的供给者对下游生产商的重要程度，也称为在价值链中国家相

互之间的后向联系 (Backward Lingkages)[50] 。其具体计算方法为：

�tt�
� �

�t�
�

��

其中，�t�
�
表示 i国的垂直专业化，即出口中来自 j国的国外增加值部分，��

表示 i国的总出口。�tt�
�
计算的是 j国增加值在 i国出口总值中的占比，以此说

明 j国出口至 i国的商品对于 i国的重要程度，即 i国对 j国的上游供给依赖程度。

�tt�
�
指数越大，表明 j国作为 i国的价值链上游供给者越重要，垂直一体化合作

程度越强。

衡量区域价值链域内的成员国相互之间依赖程度不仅要关注供给端，需求端

作为最终消费市场同样重要，本文借鉴刘重力(2014)构建的最终需求贡献率 FD[42]

来衡量东亚各国之间的市场需求依赖程度，其具体计算方法为：

���
� �

����
�

��式�

其中，��式�表示的是 i国同期的国内生产总值，����
�
表示被 j国市场吸收的

i国国内增加值部分。最终需求贡献率���
�
表示的 i国出口至 j国的增加值在 i国

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即 i国对 j国的市场的依赖程度。 ���
�
越大，表示 j国消费

市场对 i国经济的贡献越大。

本文在计算依赖度指数时，将东亚区域内和区域外分别看作成一个整体，用

以分析东亚各国对东亚区域价值链域内和域外的上游供给以及最终需求的依赖

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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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参与共建东亚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的现实基础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作为世界经济增

长主体的发达国家地位弱化，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极转变为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体。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世界逐渐出现四

大区域价值链“巨头”，分别为美国、德国、中国和日本，并且以上述四个国家

为核心，周边国家积极嵌入其所在的区域价值链，发展出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

区域价值链[3]。如今在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情景之下，中国选择顺应全球价

值链区域化发展的趋势，积极加入 RCEP协议，着力促进东亚区域在经济和政治

等方面的通力合作，进一步促进东亚要素市场的有序配置和产业的合理布局，为

中国与周边东亚国家共同建设 RVC提供了框架性支持。东亚价值链域内各国在

地理位置相近、文化差异较小，为共建区域价值链提供了区位和文化上的支持。

同时，东亚区域经济潜力和韧性较大，2021年东亚区域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28.7%，GDP总量占比达到 28.8%，广阔的市场前景为区域价值链的未来发展提

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除此之外，本文认为中国参与共建区域价值链的命题还需要研究以下两个问

题：东亚国家是否有对区域内的制造业合作发展的基本诉求，即中国制造业参与

共建东亚 RVC的现实基础；二是在区域价值链共建良好的情况下，我国在参与

共建区域价值链时路径选择的问题。

鉴于此，本章主要分析“东亚国家是否有对区域内的制造业合作发展的基本

诉求”这一问题，通过对 VSS、FD等指标的计算，分析出东亚国家对区域价值

链的前后向的依赖程度，进而总结出各国在不同制造业细分行业上对区域价值链

的合作需求，为我国参与共建区域价值链的路径选择提供产业上的支撑。

3.1数据来源和行业分类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经合组织(OECD)于 2021年更新的国家间投入产出

（Inter-Country Input-Output,ICIO）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1995-2018年，该数据库

统计了全球所有行业的贸易数据以及贸易量最大的 61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数据，

其中亚区域国家 13个，分别是中国（CHN）、韩国（KOR）、日本（J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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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THA）、柬埔寨（KHM）、文莱（BRN）、越南（VNM）、老挝（LAO）、

缅甸（MMR）、新加坡（SGP）、菲律宾（PHL）、印度尼西亚（IDN）、马来

西亚（MYS）。按照本文第二章提出的贸易分解法，对东亚 13个国家不同行业

的出口进行分解，通过相关评价指标的测算分析东亚各国对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发

展需求程度。本章和第四章所有图表数据均来自于对 OECD数据库的整理和计

算。

同时，根据我国国民行业分类标准和欧盟统计局制造业分类标准（按 ISIC

Rev.4编码），对 OECD数据库中 1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进行分类，划分为 9个

制造业大类，具体分类如 3.1表所示：

表 3.1 制造业部门门类

资料来源：笔者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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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东亚各经济体对东亚区域价值链的上游供给依赖分析

东亚大部分国家属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东盟国家，在现行的

国际贸易体系中由于其经济水平和制造业基础相对落后，长期被排除在全球制造

业高端价值链之外，只能从事劳动和资源密集型等中低端产业环节，向高端制造

业转型的需求迫切。因此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理论上是符合域内各国需要的，本

节拟通过计算各国对区域的上游供给依赖指数和最终需求依赖指数，量化东亚国

家对 RVC前后向的依赖程度，从而分析出东亚国家对加强共建区域价值链的需

求，进而对中国参与共建东亚制造业 RVC的产业路径选择提供区域依赖性的支

持。

为了研究东亚域内国家制造业细分行业在价值链生产中对上游国家依赖的

情况，本节分别计算了 2009年至 2018年，东亚各个国家对区域价值链域内

（VSS_I）和域外（VSS_O）的上游供给依赖指数。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 3.1 东亚各国制造业对区域内外的上游依赖程度变化趋势

图 3.1为东亚各国 2009年和 2018年对域内和域外的上游依赖指数对比图，

可以明显看出东亚大多数国家加大了对域内的上游依赖，同时对域外的供给依赖

程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2009-2018年详细数据详见附录 1）。日本、柬埔

寨、老挝、缅甸、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七个经济体的 VSS_I呈现出稳步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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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势，中国和菲律宾的 VSS_I则是先下降后上升的“V”字发展趋势；在 VSS_O

方面，基本上十三个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但在 16年后有七个国家表

现出上升的趋势，分别是日本、韩国、中国、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和越南。

这表明，在金融危机的冲击过后，大部分东亚国家的制造业开始出现明显的区域

内收化趋势，扩大了从邻近的东亚其他经济体进口上游中间品的贸易量。但是在

几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中，如中国、韩国，VSS_O指数均大于 VSS_I指数，

这说明与经济体量较小的国家不同，区域内大型经济体倾向于向区域外的地区进

口用以国内生产的中间品，美欧等国依旧拥有对包括设计、研发在内的高附加值

创造环节的掌控能力。总体而言，虽然东亚域内的上游供给者是来自区域外部的

欧美等发达国家，但是东亚各国制造业对内部的上游依赖正逐渐扩大，大部分国

家展现出对共建区域价值链的迫切需求，东亚范围内的国家正通过共同合作增强

上游核心产品的生产能力，逐渐建立起完善的区域价值链经济体系。

表 3.2 2018年东亚各国制造业细分行业 VSS_I和 VSS_O指数

国家
食品

业
纺织业

木材

业

非金属

业
金属业

电子和

电气制

造业

机械

制造

业

运输

制造

业

其他

制造

业

BRN
VSS_I 0.82% 3.34% 0.09% 2.61% 1.84% 0.09% 0.22% 0.07% 1.39%

VSS_O 0.66% 2.62% 0.07% 2.59% 1.03% 0.07% 0.17% 0.07% 1.06%

CHN
VSS_I 0.08% 0.60% 0.02% 0.74% 0.33% 4.60% 0.53% 0.26% 0.29%

VSS_O 0.29% 1.64% 0.08% 3.15% 1.52% 6.70% 1.32% 0.70% 0.90%

IDN
VSS_I 1.05% 2.24% 0.37% 2.07% 0.68% 2.15% 0.65% 0.78% 0.89%

VSS_O 1.76% 1.00% 0.44% 2.71% 0.80% 1.54% 0.53% 0.54% 0.76%

JPN
VSS_I 0.05% 0.09% 0.02% 1.10% 0.64% 2.05% 1.35% 2.46% 0.14%

VSS_O 0.10% 0.08% 0.04% 3.07% 4.17% 3.13% 2.59% 5.31% 0.22%

KHM
VSS_I 1.32% 30.78% 0.54% 1.12% 0.20% 0.42% 0.02% 0.54% 0.68%

VSS_O 0.78% 11.09% 0.29% 0.52% 0.08% 0.17% 0.01% 0.21% 0.28%

KOR
VSS_I 0.14% 0.43% 0.04% 3.21% 1.60% 7.53% 1.57% 2.82% 0.09%

VSS_O 0.31% 0.47% 0.07% 15.88% 3.74% 8.94% 2.20% 4.29% 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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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O
VSS_I 2.95% 2.80% 0.25% 2.22% 16.36% 0.54% 0.00% 0.14% 0.60%

VSS_O 1.24% 0.99% 0.13% 1.21% 8.34% 0.23% 0.00% 0.06% 0.32%

MMR
VSS_I 1.78% 8.65% 0.20% 0.52% 2.00% 0.66% 0.12% 0.64% 0.67%

VSS_O 1.47% 2.26% 0.13% 0.49% 1.44% 0.39% 0.07% 0.31% 0.34%

MYS
VSS_I 2.68% 0.65% 0.36% 5.76% 2.00% 21.83% 1.29% 0.57% 0.59%

VSS_O 3.73% 0.53% 0.41% 8.05% 2.26% 21.17% 1.24% 0.51% 0.63%

PHL
VSS_I 1.15% 0.65% 0.41% 1.46% 1.83% 15.51% 0.67% 2.11% 0.68%

VSS_O 1.38% 0.44% 0.36% 2.56% 1.72% 11.76% 0.51% 1.60% 0.57%

SGP
VSS_I 0.88% 0.13% 0.11% 12.83% 1.00% 17.87% 3.85% 1.23% 1.99%

VSS_O 1.48% 0.16% 0.14% 43.37% 1.48% 21.31% 5.13% 4.17% 2.74%

THA
VSS_I 2.23% 1.84% 0.24% 6.10% 2.32% 11.62% 2.87% 7.39% 2.38%

VSS_O 2.91% 1.54% 0.29% 9.05% 2.23% 8.31% 2.27% 5.89% 2.85%

VNM
VSS_I 4.70% 28.08% 0.49% 6.70% 6.97% 18.69% 2.24% 2.61% 5.41%

VSS_O 7.07% 13.04% 0.69% 6.48% 4.72% 9.86% 1.27% 1.61% 4.89%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如表 3.2所示，具体到制造业的 9个细分行业，由于金属业存在资源型行业

的特性，原本各国就对于域内的供给依赖程度低，对于域外的供给依赖程度高，

所以域内外上游依赖的差值较大，如 2018年韩国 VSS_I和 VSS_O指数分别为

3.21%和 15.88%，新加坡则为 12.83%和 43.37%；

在其他八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均有超过半数国家 VSS_I指数显著提升，

域内供给依赖网络逐渐密集，上游依赖程度正在不断加深，各国需要区域内部的

上游供给支持。尤其是纺织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制造业，运输制造业，

VSS_I指数大于 VSS_O的国家超过了八个，表明东亚大部分国家倾向于在东亚

区域价值链内采购上游商品进行生产，同时每个行业也均有超过 8个国家在 09

至 18年间 VSS_O指数出现下降，多数国家减少了对域外的上游依赖。这说明东

亚范围内这些细分行业的产业发展水平高，各国的上游供给商来源地表现出较强

的区域内收化特点，区域内部供给依赖网络发展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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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东亚各经济体对东亚区域价值链的最终需求依赖分析

区域价值链内部联系的良好不仅要求内部供给网络的发展，还需要形成区域

内部的需求市场，以提高 RVC抵御外部经济风险的能力。本小节根据最终需求

贡献率的计算公式，计算了2009年至2018年各国对域内外最终需求的依赖程度，

即 FD_I指数和 FD_O指数，并进行了比较分析（2009-2018年详细数据详见附

录 2）。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 3.2 东亚各国制造业对区域内外的最终需求依赖程度

（左为 FD_I，右为 FD_O）

由图 3.2可知，随着各国经贸合作的不断扩大，域内多数国家都加大了对区

域内的需求依赖，同时对区域外的市场依赖明显减弱。数据显示，包括日本、柬

埔寨、韩国、老挝、新加坡、泰国和越南七个国家在内的 FD_I都表现出平稳的

上升趋势，同时中国、印尼、韩国、老挝、马来、菲律宾和新加坡七个国家的

FD_O逐步下降。表明在金融危机冲击过后，东亚大部分国家出现明显的向域内

需求依赖扩大的趋势，表现出东亚国家制造业出口市场内向化的发展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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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 2018年时点来看，除老挝以外的所有国家 FD_I均小于 FD_O，区域内

的平均市场需求依赖指数仅为 4.24%，明显低于区域外（6.94%），尤其是区域

内的制造业大国，如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其主要的最终需求市场依

旧是区域外。

表 3.3 2018年东亚各国制造业细分行业 FD_I和 FD_O指数

国家 食品业 纺织业 木材业
非金属

业
金属业

电气和

电气制

造业

机械制

造业

运输制

造业

其他制

造业

BRN
FD_I 0.016% 0.064% 0.006% 1.763% 0.041% 0.003% 0.007% 0.023% 0.013%

FD_O 0.014% 0.100% 0.005% 1.798% 0.043% 0.005% 0.009% 0.027% 0.009%

CHN
FD_I 0.076% 0.120% 0.051% 0.342% 0.264% 0.271% 0.096% 0.052% 0.074%

FD_O 0.218% 0.583% 0.201% 1.342% 0.957% 1.359% 0.367% 0.257% 0.288%

IDN
FD_I 0.398% 0.287% 0.277% 0.521% 0.258% 0.194% 0.050% 0.276% 0.097%

FD_O 0.797% 0.699% 0.264% 0.681% 0.266% 0.343% 0.053% 0.217% 0.233%

JPN
FD_I 0.056% 0.031% 0.077% 0.508% 0.530% 0.591% 0.574% 0.387% 0.077%

FD_O 0.062% 0.040% 0.103% 0.727% 0.766% 0.885% 0.892% 1.330% 0.138%

KHM
FD_I 0.407% 3.058% 0.505% 0.172% 0.126% 0.108% 0.011% 0.084% 0.111%

FD_O 0.527% 13.049% 1.101% 0.425% 0.146% 0.270% 0.026% 0.228% 0.217%

KOR
FD_I 0.122% 0.123% 0.115% 1.625% 0.719% 3.372% 0.515% 0.299% 0.084%

FD_O 0.110% 0.185% 0.173% 1.988% 1.148% 3.896% 0.725% 1.361% 0.117%

LAO
FD_I 0.381% 0.227% 0.200% 0.465% 1.256% 0.026% 0.000% 0.007% 0.166%

FD_O 0.139% 0.433% 0.086% 0.204% 0.782% 0.016% 0.000% 0.002% 0.086%

MMR
FD_I 0.754% 0.667% 0.108% 0.389% 0.297% 0.063% 0.030% 0.026% 0.103%

FD_O 0.944% 1.051% 0.172% 0.272% 0.131% 0.049% 0.012% 0.066% 0.103%

MYS
FD_I 0.390% 0.124% 0.225% 1.983% 0.419% 1.573% 0.138% 0.147% 0.178%

FD_O 0.590% 0.157% 0.284% 2.011% 0.581% 3.020% 0.214% 0.194% 0.246%

PHL
FD_I 0.615% 0.095% 0.145% 0.392% 0.151% 1.231% 0.073% 0.124% 0.120%

FD_O 1.052% 0.206% 0.111% 0.433% 0.155% 1.747% 0.106% 0.166% 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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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P
FD_I 0.186% 0.029% 0.129% 2.837% 0.180% 1.701% 0.653% 0.359% 0.233%

FD_O 0.295% 0.024% 0.106% 3.975% 0.184% 2.535% 0.710% 1.012% 0.595%

THA
FD_I 0.980% 0.517% 0.259% 1.856% 0.465% 1.232% 0.324% 0.741% 0.421%

FD_O 1.095% 0.888% 0.241% 2.111% 0.588% 2.092% 0.445% 1.140% 0.768%

VNM
FD_I 0.877% 2.392% 0.365% 1.541% 0.825% 1.623% 0.171% 0.290% 0.575%

FD_O 1.157% 4.522% 0.460% 2.009% 1.253% 2.390% 0.208% 0.410% 1.294%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具体到细分行业，东亚制造业区域价值链域内国家对域内外最终需求依赖情

况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由表 3.4可知，在 2009年至 2018年间，除了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

械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外，其他六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均有超过八个国家的 FD_I

指数增长和 FD_O指数下降，这说明各国在该六个细分行业中区域内的市场依赖

程度逐渐扩大，并减少了对域外的市场需求。而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制造业，

其他制造业，则是由于中国、日本、印度尼西亚、越南等区域制造业大国减弱了

对域内市场依赖的需求，将增加值出口的市场向区域外转变，FD_I下降，FD_O

上升。

表 3.4 东亚各国制造业细分行业在 2009年至 2018年变化情况表

行业

食

品

业

纺

织

业

木

材

业

非金

属业

金

属

业

电子和电

气制造业

机械

制造

业

运输

制造

业

其他

制造

业

FD_I增长的

国家个数
10 8 8 9 8 6 7 8 12

FD_O下降的

国家个数
9 8 10 10 10 7 8 9 6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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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表 3.3可知，到 2018年，9个细分行业的平均 FD_I均小于 FD_O，

食品业，木材业，非金属业，金属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其他制

造业七个细分行业 FD_I指数达到了 FD_O指数的 50%以上，大于纺织业, 运输

制造业，反映出到 2018年，由于价值链的不断发展完善和区域内国家的市场需

求不断增长，东亚各经济体在以上七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对东亚市场的依赖程度

已较强。

（3）以上可知东亚各国对域外的最终需求依赖度明显高于内部市场，造成

过度依赖致使区域价值链脆弱性的原因，一方面是东亚国家普遍依靠加工贸易的

模式发展自身产业，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日韩等东亚制造业大国缺乏对东亚内部

市场的培育，致使自身较为依赖欧美等消费能力大的市场。与之相对应的是，老

挝、缅甸等国对区域的市场展现出较强的依赖性，很多细分行业在 2018年对内

贡献率已然超过了对外贡献率，这些国家的制造业中间品主要流向了东亚区域价

值链内部。这表明虽然东亚各国对区域市场的依赖增长明显，但是受到国家之间

的市场差异性的影响，各国对区域内部市场的培育受到了严重阻碍。如今在

RCEP协议成立的条件下，如若要共建东亚制造业区域价值链，既要关注各个国

家产业链之间的相互合作，同时也要注重对内部会场循环的培养，应通过积极搭

建共享市场的平台来扩大区域价值链发展的内生市场动力，预防因过度依赖区域

外部市场而产生的价值链脆弱性的问题。

3.4本章小结

综合 VSS和 FD指数可以看出，九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金属业的内部需

求依赖网络已初具规模，但由于其特殊的行业性质，致使区域内的制造业大国，

如中国、韩国、马来西亚等，在生产时较多的使用区域外部的原材料，较为依赖

外部的上游供给者，致使内部国家间的生产分工联系不足；纺织业在区域内部上

游供给的依赖性较强，但由于区域内各国自身对于该行业的消费能力不足，产生

了对区域外部的市场需求关联度过高的问题。除去金属业，纺织业外，另外 7

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在对内依赖与对外依赖的大小上、FD_I和 VSS_I指数的增长

率上，东亚各国均展现出向区域靠拢的趋势，表明以上七个行业在东亚 RVC中

已经发展出内部联系较好的供需网络，一方面可以为区域内行业的发展提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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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的资料，另一方面区域内部良好的市场需求也能对各国制造业发展起到拉动

作用。

综上，在金融危机冲击过后的十年间，各国对共建区域价值链表现出较为迫

切的需求，东亚国家在制造业各个细分行业对区域内的最终需求和上游依赖都有

一定程度的提升，各国在制造业的生产分工和出口市场上表现出了明显的区域内

收特性，区域价值链内部供给和依赖网络初步形成。同时，东亚各国 VSS_I 远

低于 VSS_O，FD_I 普遍低于 FD_O 的结果也表明东亚 RVC 在内部供给和需求

网络还没有成熟，如若能加快完善 RVC的前后向联系，各国还有进一步深化区

域经济融合的空间。

除去金属业和纺织业以外，其他七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上游供给链和最终市

场需求链均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区域需求依赖网络逐渐成熟，我国应结合自身

的发展优势，合理选择产业布局。中国作为东亚域内独有的具有“大市场、大生

产”特性的制造业大国，在哪些行业具备显著优势，可以在区域内发挥承上启下

的枢纽作用，在哪些行业具有成为主导区域价值链的发展潜质呢？下一章本文继

续探讨我国在参与共建区域价值链时产业路径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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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国参与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路径选择

前一章本文着重分析了各国在各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对区域价值链的依赖程

度，在此基础上，本章着重探讨在区域依赖性表现较好的七个行业中，我国在参

与共建区域价值链时路径选择的问题。通过总结与创新，本文认为如果成为东亚

区域价值链具备成为价值链的枢纽国和主导国，就要要求中国既可以通过自身产

业优势在东亚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又要利用自身庞大的市场规模带动周围国家

发展，提升东亚国家的价值链攀升。因此本章拟从四个角度来综合分析我国不同

制造业细分行业在东亚 RVC的枢纽和主导作用，分别是：国内制造业发展优势、

国际比较优势、对核心环节掌控能力、满足东亚其他国家发展需求能力。

4.1中国国内制造业发展优势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大量的引进外资和发展加工贸

易，由此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地位逐渐提高。

近年来，中国的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保持着强劲的发展势头。根据国家统

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为 40.16万亿元，相较于 20年前增长了

8.4倍。制造业生产规模的快速扩张带动了我国就业市场的繁荣，2020年我国城

镇单位制造业就业人数为 3806万人，较 2010年的 3637万人增加了 169万人，

十年增速达到了 4.65%，劳动力规模的增长同样为我国制造业稳定发展做出了极

大贡献。目前，中国制造业的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 20%以上。在国际标准产业分

类的 22个主要类别中，中国制造业在七大类产量所占份额在全球范围内位居世

界前列，钢铁、玻璃、水泥、汽车等 220多个工业产品的产量位列世界第一。

我国制造业产值和规模都显著上升的同时，劳动生产率同样快速增长，过去

20年远超世界平均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我国单位劳动力产出由

2001年的 811美元增长至 2021年的 8835美元，年均增长率达到了 12.1%，而同

时期世界的平均增长率仅为 1.65%。虽然我国单位劳动产出增速明显，但是单位

劳动产出的基数相较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2021 年，德国和美国的劳动生

产率均超过了 25000美元，我国仅为这一数值的约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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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4.1和图 4.2可知，从出口增加值方面来看，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增加值

规模逐渐扩大，除去部分年份出现小幅下降的情况以外，2000年至 2018年中国

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的出口持续增长，尤其是电气制造业出口额增速最快；出口

增加值在世界的占比同样增长明显，纺织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占

比最大，增速最快，说明我国制造业中纺织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

发展势头强劲，从规模来看是我国制造业的优势出口行业。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 4.1 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 单位：百亿美元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 4.2 2000年至 2018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在世界出口总值的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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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制造业不仅在产业规模和出口规模上具有了一定的规模优势，对创新能

力的培养和重视程度也在提高。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近些年我国实现产品创

新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占比逐年增长，在 2021年达到了 97.3%，其中非金属

业，运输制造业，电子制造业占比高达 22.7%、18.5%、16.1%，分列前三。这表

明我国制造业在通过扩大开放的国策下，从开始的引进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

到如今自主创新的模式转变，这为我国实现制造业向高端攀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也为我国与东亚国家实现技术合作提供了强力支持。

4.2中国与东亚国家制造业比较优势比较

在区域经济合作中，如果存在多个经济体在某一生产环节的竞争激烈的现象，

那么很大可能出现政府通过政策引导保护本国产业，从而造成区域内部恶性竞争

的局面，最终的竞争结果很可能就是弱势方被淘汰。所以，产业互补是区域价值

链运转良好的首要前提，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在共建 RVC时应满足产业互补的

要求，并且中国制造业想要在东亚 RVC内获得主导地位还要求具备更强的竞争

优势。本小节通过计算中国与东亚各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各个国家的显性比较

优势指数，即 NRCA指数，探讨和分析我国与东亚国家产业互补和自身优势。

表 4.1 2018年东亚各国制造业及其细分行业 NRCA指数

国家
制造业

整体
食品业 纺织业 木材业

非金属

业
金属业

电子和

电气制

造业

机械制

造业

运输制

造业

其他制

造业

BRN 0.09 0.02 0.19 0.02 0.26 0.08 0.00 0.01 0.00 0.09

IDN 1.04 3.35 2.12 2.91 0.77 1.00 0.50 0.25 0.45 1.32

JPN 1.36 0.18 0.20 0.40 0.94 1.13 1.58 2.71 2.66 0.49

KHM 1.20 1.00 5.35 1.40 0.09 0.08 0.04 0.00 0.10 0.25

KOR 1.60 0.27 0.46 0.40 1.27 1.31 3.62 1.54 1.70 0.18

LAO 0.54 1.67 1.02 1.02 0.27 1.96 0.03 0.00 0.01 0.54

MMR 0.61 3.54 2.91 0.69 0.07 0.46 0.07 0.02 0.06 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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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S 1.17 1.91 0.40 1.36 1.51 0.58 2.41 0.34 0.10 0.56

PHL 0.83 1.46 0.47 0.99 0.27 0.33 2.28 0.29 0.37 0.60

SGP 0.73 0.27 0.04 0.22 1.29 0.14 1.25 0.66 0.30 0.80

THA 1.19 2.56 1.46 0.88 1.16 0.48 1.26 0.57 1.06 1.74

VNM 1.29 2.65 5.93 0.93 0.68 0.75 1.20 0.19 0.28 2.41

CHN 1.61 0.62 3.69 0.71 1.04 1.54 2.86 1.48 1.52 2.50

NRCA>1.25 4 7 6 3 3 3 7 3 3 4

1.25>NRCA>0.8 5 1 1 4 3 2 1 0 1 1

NRCA<0.8 4 5 6 6 7 8 5 10 10 8

中国排名 1 9 3 8 5 2 2 3 3 1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本文引用李晓丹（2021）对 NRCA指数的研究，以 NRCA指数大小进行国

家竞争力优势进行等级分类。以 2.5、1.25、0.8三个数字为界，划分为四个竞争

力等级，根据大小依次为极具竞争优势、较强竞争优势、中度竞争优势、弱竞争

优势。由表 4.1可知，东亚各国制造业整体 NRCA指数均小于 2.5，说明东亚范

围内不存在制造业竞争力极强的国家，除中国以外各个国家制造业整体普遍在

1.60以下，具有中度及以上国际竞争力的国家有 9个，这为东亚制造业 RVC的

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从细分行业来看，东亚区域内细分行业的 NRCA

指数参差有别，除去具有资源密集特性的非金属业和金属业以外，各个行业均存

在有极具竞争力的国家，同时也都存在竞争性较弱的代表国家，各国差别化的竞

争优势为各国间开展生产合作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制造业整体的 NRCA指数排在东亚国家的第一名，竞争优势明显，整

体竞争力上看具备成为东亚 RVC枢纽国和主导国的条件。在细分行业上，中国

在纺织业、金属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制造业、运输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

6个细分行业上都具有比较强的比较优势，尤其是在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制

造业、运输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上，东亚各国对区域价值链具有明显依赖的同时，

中国相对于东亚其他国家具有明显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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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中国与东亚国家制造业生产分工地位分析

从 Gereffi对价值链的研究来看，一国如果想在区域价值链内建立优势产业

链，那么就要求该国要么在以生产者驱动的研发、生产环节上具备核心能力，要

么就在以采购者驱动的设计、营销环节上占据主导。因此，本小节通过计算和对

比东亚各国 GVC_Position指数，分析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对价值链核心能力的掌

控能力，即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各国生产合作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以此来说明目前

在东亚区域价值链内，中国在哪些细分行业中能够接触到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并

以此为基础发展为优势产业。如图 4.3所示，2018年中国和东亚其他国家的制造

业整体及其细分行业的分工地位比较。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 4.3 2018年东亚各国制造业细分行业价值链地位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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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东亚各国不同制造业细分行业 2018年 GVC_Position指数，可以看出：

(1)由图 4.3可知，得益于积极的拥抱全球化进程，我国积累了大量的技术进

步和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这为我国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尽管

目前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我国依旧处于较为低端的位置，但可以明显看到我国

在东亚范围内中掌握了相对高端的环节，因此理论上我国具备成为东亚区域价值

链中主导国和枢纽国的条件，对外利用自身地位优势承接、转化、应用发达国家

的先进生产技术和经验，并对内进行技术转移，主导东亚 RVC的构建和发展，

保证区域价值链共同进步。

(2)从全球范围来看，东亚各国，除去负责原始生产资料提供的文莱、印度

尼西亚，与发达国家的 GVC_Position指数存在明显的差距，域内其余多数国家

GVC_Position 指数普遍偏低，面临着被发达国家“低端锁定”的困局。

(3)在主导区域价值链方面，除去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制造业、其他制

造业的价值链地位指数排在区域各国第五名，其余 6个细分行业均排在区域各国

的前三名，多数行业均能接触到价值链上游核心环节，表明中国具有在区域价值

链中承上启下的作用。中国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将对区域价值链的优化

和完善起到推动作用。同时，RCEP协议的推进也能够从积极的方面促成各国产

业协作，如果中国能够加快提升自身制造业对核心环节掌控力，更多的获得从事

价值链中高端环节的机会，就会逐步具备主导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必要条件。

4.4东亚国家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程度

在分析了东亚各国对共建区域价值链的需求程度和我国在东亚范围内中的

优势产业后，本小节通过计算东亚区域与我国相互之间的供给和需求的联系程度，

即测算我国与域内国家相互之间的上游依赖和最终需求依赖指数，来进一步分析

我国满足东亚制造业 RVC发展需求的能力，为我国能在共建区域价值链的同时

更好的发挥优势产业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4.4.1东亚各国对我国的上游依赖程度分析

首先对比东亚其他国家与我国和我国对东亚其他国家的各制造业细分行业

的 VSS指数，发现我国对东亚国家所生产的上游供给品依赖程度非常低，仅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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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和韩国在部分细分行业上 VSS指数超过 1%，在其余大部分国家的行业中

我国对其上游供给依赖指数均小于 1%，且大部分低于 0.1%。存在这一现象的主

要原因是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大部分国家是通过生产者驱动模式来参与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的，我国上游中间品的进口来源地主要来自欧美等制造业成熟的发达

经济体，由于东亚大部分国家制造业发展水平较低和经济体量较小等原因，我国

整体而言从东亚地区进口的生产必需品规模较小，导致我国对东亚 RVC所生产

的上游供给品依赖程度低的现象。同时，这一结果也侧面说明与其他东亚国家相

比，中国更有可能接触到发达国家所控制的制造业高端环节，成为东亚制造业

RVC 的枢纽国和主导国。因此，下文重点分析东亚其他国家对我国的上游依赖

程度，即 VSS_C指数。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 4.4 2000年至 2018年域内各国制造业对中国的上游依赖程度

由图 4.4可知，近 20年来，东亚其他国家制造业对我国上游依赖程度整体

来看在不断提高，但国家间的差异化比较严重，其中越南、柬埔寨增长迅速，可

能的原因是两国与我国之间的一直保持良好、稳定的经贸关系，根据越南和柬埔

寨的官方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依旧是两个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同时中国也是

柬埔寨的第一大投资国、越南第四大投资国，悠久的合作关系使得两国在上游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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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方面对中国较为依赖；相对而言其他国家提升速度有所缓慢，但基本上大部分

东亚国家在 2018年制造业细分行业的 VSS_C指数均超过 3%，对我国所生产的

上游商品的依赖性较强，我国作为东亚区域内主要的上游供应商为各国经济发展

注入新动力。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 4.5 2000年至 2018年东亚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对中国的上游依赖程度

具体到各个细分行业和国家，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1）由图 4.5可知，区域内整体对中国上游依赖程度较差的行业为食品业、

木材业和非金属业，且结合表 4.2，2018年大部分国家的 VSS_C指数普遍偏小，

东亚区域整体的 VSS_C指数均低于 4.5%，位于 9个细分行业的末尾，这表明在

这三个行业中，我国对东亚 RVC国家出口的生产必需品较少，以致于各经济体

对我国上游依赖程度较弱。

表 4.2 2018年东亚各国细分行业对中国的上游依赖程度

食品业 纺织业 木材业
非金属

业
金属业

电子和

电气制

造业

机械制

造业

运输制

造业

其他制

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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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N 5.23% 8.79% 8.91% 1.52% 10.69% 7.82% 6.42% 4.92% 9.19%

IDN 1.49% 8.60% 2.79% 3.54% 2.42% 8.36% 8.54% 3.90% 5.01%

JPN 1.96% 5.28% 1.87% 2.87% 1.77% 4.51% 3.40% 3.51% 3.63%

KHM 5.02% 16.89% 9.39% 16.89% 11.39% 20.34% 16.91% 11.86% 22.16%

KOR 3.67% 9.26% 3.57% 3.40% 5.73% 6.98% 5.90% 6.44% 5.89%

LAO 2.17% 4.94% 1.75% 2.61% 7.12% 9.27% 0.00% 10.38% 2.35%

MMR 0.80% 15.40% 3.78% 4.48% 9.19% 10.95% 12.92% 10.54% 9.24%

MYS 4.23% 10.22% 4.91% 4.12% 8.30% 10.66% 10.32% 7.36% 6.45%

PHL 2.37% 6.35% 6.16% 3.79% 4.70% 6.72% 5.78% 7.47% 5.19%

SGP 5.00% 8.72% 4.26% 2.64% 7.80% 7.88% 5.75% 3.79% 5.67%

THA 3.64% 8.80% 4.95% 5.05% 8.41% 11.91% 11.87% 10.17% 7.46%

VNM 6.23% 24.91% 8.49% 10.81% 21.72% 16.11% 22.15% 14.11% 13.33%

域内整

体
3.53% 16.84% 4.14% 3.71% 5.56% 7.87% 5.27% 5.21% 7.51%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2）纺织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其他制造业对我国的后向关联程度较好，

由表 4.2可知，2018年东亚区域整体的 VSS_C指数均超过 7.5%，除去日本和老

挝以外，其余国家的 VSS_C指数都高于 5%，尤其是柬埔寨、缅甸、马来西亚、

越南等国家 VSS指数很高，甚至达到 10%以上。这表明，东亚各国在以上三个

细分行业的生产需要大量我国出口的中间品，这些国家对我国所生产的中间品依

赖程度表现出较高的水平。

以纺织业为例，近年来，在我国“一带一路”战略引导下，中国纺织业企业

纷纷进驻东亚国家，其中不乏红豆集团、雅戈尔集团等行业领袖，也同样存在企

业实力一般的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自发的选择东亚地区进行投资，带动了各国

企业协同的同时，提高了各国对于我国纺织业的上游供给依赖性。如图 4.6所示，

我国在东亚纺织业上游供给的各个环节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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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东亚各国在纺织业上游供给链上的分工示意图

（3）日本和韩国作为东亚区域价值链内部仅有的两个发达国家，也是我国

主要的贸易伙伴国之一，在区域融合的进程中表现出相反的趋势，日本整体趋势

与各国相同，对区域的依赖性不断扩大，但是韩国却呈现出波动，近几年下降趋

势明显。

4.4.2域内各国对我国的最终需求依赖程度分析

为建立一个相对独立和稳定的区域经济合作关系，东亚制造业区域价值链需

要以扩大内部自身需求来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从而增强区域价值链发展的韧

性。中国做为区域内商品消费大国，其需求市场可以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发展提

供强大的内动力。本小节着重分析东亚各国制造业对中国的最终需求依赖程度指

数，即 FD_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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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 4.7 2000年至 2018年域内各国制造业对中国的最终需求依赖程度

如图 4.7可知，近 20 年以来，东亚各国制造业整体的 FD_C 指数呈现上升

趋势，由于大多数国家对我国最终市场依赖指数均是从 2000年的低位开始增长，

各国平均增长超过了 2倍以上。印度尼西亚的 FD_C指数则是在 2000年以后始

终保持 9‰以下，与我国的制造业后向联系并没有显著变化，说明我国市场对于

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发展贡献能力有待提升；同时，越南和韩国对我国的前向依赖

呈现出明显的增强，2000年至 2018年间，越南对我国的 FD_C从 3.01‰增加至

34.56‰，一跃成为区域内仅次于韩国的国家，一方面原因是 2000年初时制造业

合作水平较低，另一方面则是韩国和越南与我国制造业合作较多，经济发展尤其

依赖于我国的非金属业和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制造业等部门的产品。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中国制造业参与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研究

40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图 4.8 2000年至 2018年东亚制造业各细分行业对中国的最终需求依赖程度

如图 4.8可知，东亚各国的制造业对我国市场的最终需求依赖程度的差异性

十分明显，其中大部分行业受到了 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影响。基础金属业，

化学品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变化趋势相同，均以 2008年金融危机出现的时间

为断点，危机前和危机后均有明显回升，但是数值有差别，从大到小依次为非金

属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金属业；纺织业在受到危机的影响后，原本逐渐上

升的 FD_C开始缓慢下降；虽然部分东亚国家，如日本、韩国、泰国、越南，在

另外五个制造业细分行业中对我的市场表现出较强的依赖性，但综合来看，我国

的消费市场对于对于以上五个行业的区域经济增长贡献能力处于中等水平。

表 4.3 东亚区域内各国与中国的制造业最终需求依赖 单位：‰

区域 FD_C 各国 FD_I（除去中国） 中国 FD_I

2009 2018 增长率 2009 2018 增长率 2009 2018 增长率

食品业 0.40 0.44 9.6% 0.45 0.51 14.6% 1.02 0.76 -26.1%

纺织业 1.05 0.70 -32.9% 0.29 0.39 35.6% 2.65 1.20 -54.8%

木材业 0.25 0.30 19.1% 0.35 0.28 -17.6% 0.64 0.51 -19.8%

非金属业 2.02 2.30 14.0% 2.07 1.85 -10.6% 3.81 3.42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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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业 0.84 1.55 85.8% 1.27 1.08 -14.5% 2.11 2.64 25.2%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1.13 1.59 41.4% 1.63 1.71 4.6% 2.84 2.71 -4.7%

机械制造业 0.57 0.56 -0.4% 0.82 0.86 5.5% 1.43 0.96 -32.9%

运输制造业 0.34 0.31 -9.8% 0.89 0.87 -1.7% 0.86 0.52 -39.2%

其他制造业 0.15 0.43 189.2% 0.30 0.34 12.8% 0.38 0.74 94.8%

资料来源：OECD官方数据库整理所得

如表 4.3所示，通过对比东亚国家对中国和对除中国以外东亚区域的最终需

求依赖指数，即 FD_C和 FD_I（除去中国），可以看出，东亚各国在机械制造业

和运输制造业对区域整体的最终需求贡献率要远高于对中国的贡献率，并且从时

间趋势来看两者间差距有持续扩大的趋势。同时再对比中国与东亚区域的双向最

终需求贡献率，中国对东亚区域制造业的最终需求贡献普遍高于东亚制造业整体

对我国的贡献率，考虑到中国与东亚其他地区之间巨大的 GDP和市场需求的差

距，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区域内具备“大市场”特性的国家，并没有对东亚区域价

值链起到应有的拉动作用，我国需要进一步调整制造业的进口来源国向东亚范围

内倾斜，以我国庞大的市场内需拉动区域价值链的发展。

4.5本章小结

本章节结合具体的价值链指标，分析了中国制造业在东亚区域价值链的地位

和作用，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中国制造业的产值和对外进出口贸易增加值都在逐年快速递增，在东

亚区域具有相对明显的规模优势效应，同时国内技术创新能力不断进步，总体上

能够为我国成为东亚价值链的枢纽，提升区域资源配置提供有力支撑。

第二，从中国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在纺织业、金属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机械制造业、运输制造业和其他制造业 6个细分行业更具有竞争优势，食品业和

木材业竞争优势较弱，仅排在东亚各国的第 9和第 8，处于较弱竞争水平。

第三，中国制造业虽然出口增加值大，规模效应显著，但相较于发达国家，

价值链地位指数偏低，出口增加值在世界范围内占比较大几个行业 GVC地位指

数均为负值，行业附加值较低，处于 GVC 生产的中低端环节。对比东亚 R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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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各个经济体的价值链地位指数可以看出我国在食品业、纺织业、木材业、非

金属业、金属业、运输制造业上明显占据了中高端环节，理论上具备了成为这些

细分行业的区域价值链枢纽国和主导国的条件，在功能上对区域外承接、转化、

应用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与产品，并对区域内主导东亚区域价值链构建和发展。

第四，我国在参与共建区域价值链的产业路径选择应结合东亚内部联系现实

现状和我国的具体优势，综合东亚区域价值链内部联系和中国各制造业细分行业

的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国际竞争力来看，金属业、运输制造业目前是成为区域枢纽

国基础条件较为完备的细分行业；食品业、木材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制

造业、其他制造业则因为中国地位指数或国际竞争力不强的原因次之；纺织业和

非金属业由于价值链前后向联系基础不足的问题致使区域价值链建设有待加强。

第五，从 VSS_I与 VSS_C、FD_I与 FD_C等依赖度指标对比可以看出，我

国制造业对东亚其他国家所成产的中间品依赖程度远低于东亚国家对我国的依

赖程度，这一现象符合我国中间品大多来自美欧等处于价值链中高端国家的猜想，

侧面反应出我国相较于东亚其他国家更能接触到价值链上游环节，有能力在区域

价值链发挥主导和枢纽作用。其次，各国 VSS_C指数逐年递增，根据计算的数

据显示，截止到 2018年，中国为东亚其他国家所供应的制造业中间品增加值已

经占到区域总进口的 30%以上，中国已经做为主要的上游供应商为东亚制造业

RVC 提供生产所必需的中间品。然而，虽然目前东亚各国市场潜力巨大，但是

包括我国在内的东亚各国 FD_I 都远低于 FD_O，即各国对区域内部市场的依赖

远低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且我国 FD_I远高于东亚各国的 FD_C，即东亚区域

的市场对于我国的经济拉动作用也远高于我国对东亚各国的拉动作用。考虑到东

亚价值链强调通过增强自身需求来推动发展、提高稳定性和独立性，中国作为价

值链终端市场的能力还待进一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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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论和建议

5.1结论

本文根据WWZ分解法，将 OECD数据库中的东亚国家出口额进行了分解，

并构建了 GVC地位指数、NRCA指数、上游依赖指数、需求依赖指数等指标，

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本文得出如下结论：

（1）在东亚区域价值链内部联系方面，东亚各国制造业对区域内的上游供

给依赖和最终需求依赖均有一定程度的提升，尤其是越南、日本等国家在中间品

进口和最终品出口方面出现明显的区域内收化趋势；除去非金属业在上游供给依

赖方面和纺织业在最终需求依赖方面表现不佳以外，其余七个制造业细分行业均

表现出较强的区域依赖性，表明在该行业上各国对东亚制造业区域价值链的共建

有较为迫切的需求。我国可以借助区域价值链内部联系良好的行业基础，选择共

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产业路径。

（2）如图 5.1所示，综合东亚 RVC共建现实基础以及中国产业比较优势、

地位指数来看，金属业、运输制造业目前中国主导优势较为明显，是成为区域枢

纽国基础条件较为完备的细分行业；食品业、木材业、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

制造业、其他制造业次之，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对区域内各国的最终品消化能力不

足，另一方面是由于食品业、木材业的比较优势较弱，电子和电气制造业、机械

制造业、其他制造业的地位指数较低；纺织业和非金属业由于价值链前后向联系

基础不足的问题致使区域价值链建设有待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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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中国参与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细分行业现状

（3）通过对比各国对我国依赖指数的得出，各国对于我国的上游供给依赖

较高，我国已经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上游供应商，符合我国在区域东亚价值链成

为主导国和枢纽国的预想，但在市场需求依赖方面我国的消费市场对东亚各个经

济体的贡献率表现不佳，中国作为价值链终端市场的能力还待进一步开发。

5.2建议

5.2.1合理进行价值链布局，创造区域共赢发展局面

中国政府和企业在进行东亚区域价值链共建前应当做好充分的调研，做好生

产成本和服务联系成本间的关联，合理的开展对价值链各个环节的布局安排。政

府应统筹发展，在分析我国各细分行业特点和东亚区域发展情况之后，有针对性

地开展先行企业和区位选择。比如，目前东亚区域的纺织业、运输制造业都发展

出了较为成熟的生产工艺体系，且由于我国的前后向联系紧密，我国应优先考虑

借助自己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优势，引导企业向品牌和研发等价值链高附加值环节

攀升，借助越南等国的人力资源支撑，充分发挥其较为发达的生产制造能力，通

过合理布局区域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同时，东亚国家与我国文化相近，都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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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对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需求，但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且中国作

为区域内的生产和消费大国，依靠自身优势在区域内开展合作，被部分人误解为

“中国威胁论”，致使有些东亚对我国开展的经贸合作存疑。比如在区域价值链地

位较高的韩国，虽然通过数据分析出其与我国制造业在上游供给方面的合作较为

良好，但由于韩国一直担心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其在东亚 RVC影响力的削弱，

因而其在与我国市场的联系程度近几年一直处于波动状态，对于这一类国家，中

国应积极秉承合作共赢的态度，通过价值链相互之间的合作，减少其与我国之间

的贸易不平等和提高其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5.2.2充分发挥我国超大市场规模优势

在东亚区域内我国是一个拥有超大市场规模的优势的经济体，这为我国以市

场为驱动要素共建区域价值链提供了充分的应用场景，巨量的需求会大幅摊薄各

国制造业企业在我国市场开发成本以及中间品采购成本等，能够快速推动各国制

造业供应链和产业链的优化升级。但通过第四章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我国目前

作为区域价值链终端市场的作用发挥的并不到位，对此我国应通过制定相关措施，

以市场规模的优势引导东亚各国的企业来华购买制造业中间品和最终商品。尤其

是在机械制造业、运输制造业等技术密集度较高的行业，我国应通过自身技术优

势培育我国与东亚的双向环流价值链，通过向东亚分享我国经济发展的市场红利，

强化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市场网络。

5.2.3加快培育中国为主导下的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

中国参与共建东亚制造业区域价值链，需要中国在具备优势的细分行业主导

区域价值链分工体系，掌握东亚制造业体系的话语权。因此，我国制造业需加速

自身产业向高端转型，加快过剩产业的淘汰与转移，推动制造业向研发端、服务

端的转型升级，鼓励制造业企业绿色化、信息化、智能化、高端化的发展探索，

通过技术革新对我国制造业的改造来提升中国在 GVC中的地位，为主导制造业

区域价值链提供助力。

若要成功构建出中国主导的东亚区域价值链，需要综合考虑我国与东亚国家

制造业发展的特点，借助我国技术优势，通过投资驱动区域价值链的发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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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三章的计算结果可以看出，虽然东亚各国对共建区域价值链表现出较为迫切

的需求，但由于不同细分行业之间存在差异性，所以中国在参与共建区域价值链

时应当对行业分批次，应以目前我国主导优势明显的金属业和运输制造业为重点

先行行业进行布局，尤其是运输制造业，我国可以结合新能源汽车产业对东亚汽

车制造业产业进行重新布局来进行“换道超车”，尽量避免与传统的大型跨国汽

车制造厂进行竞争。在此基础上，通过这两个行业的共建经验，针对我国其他细

分行业在价值链地位不高或是竞争比较优势较弱等不同弱势，完善区域价值链的

其他产业建设，逐步建立起基于东亚各国比较优势的新型现代化制造业价值链体

系，最终形成在中国优势产业主导下的区域价值链，整体提升东亚国家在制造业

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5.2.4加大对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的支持力度

技术优势是中国参与共建东亚区域价值链的核心优势，因此培育本土高新技

术企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分析结论中，我国在纺织业、金属业、非金属业、

运输制造业等行业与东亚国家相比具有明显的核心竞争优势，中国要想参与共建

制造业为主导的区域价值链，要精准地结合东亚其他国家的不同优势，确定从该

国吸收的制造业核心技术和向该国输送的制造业产业类型，同时加强对制造业的

服务产业的发展，为我国制造业企业的出海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同时，还应建

立相关的东亚国家评价数据库，对各个国家的金融体系、企业入产出效率、政治

稳定等进行综合评价，为制造业企业的对外投资做好基础性的辅助工作。相关行

业的领导者应主动承担带头作用，借助政府的产业参与支持政策，提升自身竞争

力的同时，引领行业的上下游相关企业提升核心技术的掌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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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 东亚各国制造业细分行业 VSS_I 和 VSS_O 指数变化

国家 行业
VSS_I VSS_O

2009 2012 2015 2018 2009 2012 2015 2018

BRN

食品业 1.14% 0.57% 1.01% 0.82% 0.82% 0.41% 0.76% 0.66%

纺织业 3.31% 6.97% 5.16% 3.34% 2.88% 7.00% 4.33% 2.62%

木材业 0.43% 0.04% 0.11% 0.09% 0.42% 0.04% 0.09% 0.07%

非金属业 1.17% 5.64% 2.53% 2.61% 1.33% 6.81% 2.33% 2.59%

金属业 0.62% 0.19% 0.28% 1.84% 0.82% 0.23% 0.25% 1.03%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0.24% 0.01% 0.08% 0.09% 0.24% 0.01% 0.08% 0.07%

机械制造业 0.02% 0.00% 0.01% 0.22% 0.02% 0.00% 0.01% 0.17%

运输制造业 5.57% 0.01% 0.69% 0.07% 5.60% 0.01% 0.58% 0.07%

其他制造业 0.32% 0.08% 0.07% 1.39% 0.30% 0.08% 0.06% 1.06%

CHN

食品业 0.07% 0.07% 0.05% 0.08% 0.25% 0.32% 0.23% 0.29%

纺织业 0.68% 0.59% 0.48% 0.60% 1.54% 1.81% 1.41% 1.64%

木材业 0.02% 0.03% 0.02% 0.02% 0.08% 0.10% 0.06% 0.08%

非金属业 0.70% 0.66% 0.56% 0.74% 2.24% 2.93% 1.95% 3.15%

金属业 0.36% 0.41% 0.32% 0.33% 1.59% 2.20% 1.65% 1.52%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4.57% 5.00% 4.20% 4.60% 6.88% 7.79% 6.55% 6.70%

机械制造业 0.50% 0.53% 0.44% 0.53% 1.41% 1.53% 1.18% 1.32%

运输制造业 0.38% 0.40% 0.27% 0.26% 0.88% 1.08% 0.85% 0.70%

其他制造业 0.34% 0.42% 0.29% 0.29% 0.95% 1.52% 0.95% 0.90%

IDN

食品业 0.54% 0.84% 0.86% 1.05% 1.18% 1.76% 1.64% 1.76%

纺织业 1.48% 1.95% 2.17% 2.24% 1.14% 1.41% 1.01% 1.00%

木材业 0.28% 0.36% 0.32% 0.37% 0.43% 0.52% 0.40% 0.44%

非金属业 2.08% 2.37% 2.05% 2.07% 3.09% 3.88% 2.53% 2.71%

金属业 1.11% 1.12% 0.74% 0.68% 1.56% 1.62% 0.89% 0.80%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2.60% 2.82% 2.08% 2.15% 2.34% 2.29% 1.41% 1.54%

机械制造业 0.64% 0.73% 0.62% 0.65% 0.62% 0.65% 0.52% 0.53%

运输制造业 0.60% 0.75% 0.69% 0.78% 0.40% 0.59% 0.46% 0.54%

其他制造业 0.35% 0.58% 0.74% 0.89% 0.40% 0.66% 0.62% 0.76%

JPN

食品业 0.02% 0.02% 0.04% 0.05% 0.06% 0.06% 0.10% 0.10%

纺织业 0.05% 0.06% 0.09% 0.09% 0.06% 0.07% 0.08% 0.08%

木材业 0.01% 0.01% 0.02% 0.02% 0.03% 0.04% 0.05% 0.04%

非金属业 0.86% 1.07% 1.18% 1.10% 2.84% 3.84% 3.68% 3.07%

金属业 0.56% 0.63% 0.72% 0.64% 2.03% 2.93% 2.33% 4.17%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1.17% 1.66% 2.22% 2.05% 2.21% 2.49% 2.55% 3.13%

机械制造业 0.62% 0.92% 1.14% 1.35% 1.20% 1.84% 1.70% 2.59%

运输制造业 1.23% 1.76% 2.55% 2.46% 2.45% 3.77% 4.19% 5.31%

其他制造业 0.03% 0.08% 0.13% 0.14% 0.08% 0.15% 0.18% 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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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M

食品业 1.46% 1.55% 1.57% 1.32% 1.14% 1.06% 0.85% 0.78%

纺织业 27.48% 31.03% 33.06% 30.78% 18.69% 18.62% 13.92% 11.09%

木材业 0.25% 0.24% 0.58% 0.54% 0.28% 0.19% 0.35% 0.29%

非金属业 0.81% 1.09% 1.28% 1.12% 0.67% 0.76% 0.73% 0.52%

金属业 0.20% 0.17% 0.25% 0.20% 0.15% 0.10% 0.11% 0.08%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0.59% 0.31% 0.32% 0.42% 0.52% 0.19% 0.17% 0.17%

机械制造业 0.03% 0.01% 0.01% 0.02% 0.03% 0.01% 0.00% 0.01%

运输制造业 0.48% 0.61% 0.52% 0.54% 0.29% 0.32% 0.22% 0.21%

其他制造业 0.70% 0.75% 0.78% 0.68% 0.62% 0.51% 0.41% 0.28%

KOR

食品业 0.16% 0.16% 0.14% 0.14% 0.40% 0.41% 0.32% 0.31%

纺织业 0.67% 0.76% 0.59% 0.43% 0.93% 0.94% 0.59% 0.47%

木材业 0.05% 0.05% 0.04% 0.04% 0.13% 0.12% 0.07% 0.07%

非金属业 3.18% 4.26% 2.79% 3.21% 16.17% 22.65% 12.44% 15.88%

金属业 2.56% 2.71% 1.61% 1.60% 5.27% 7.30% 3.58% 3.74%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9.26% 9.40% 7.59% 7.53% 12.10% 12.08% 8.82% 8.94%

机械制造业 1.57% 1.86% 1.35% 1.57% 2.49% 2.91% 2.04% 2.20%

运输制造业 5.73% 5.72% 4.26% 2.82% 7.92% 8.59% 6.42% 4.29%

其他制造业 0.18% 0.20% 0.11% 0.09% 0.31% 0.29% 0.14% 0.12%

LAO

食品业 0.78% 2.54% 2.96% 2.95% 4.44% 1.69% 1.18% 1.24%

纺织业 2.66% 1.81% 3.03% 2.80% 7.32% 0.91% 1.00% 0.99%

木材业 0.16% 0.63% 0.35% 0.25% 0.92% 0.41% 0.16% 0.13%

非金属业 0.64% 1.67% 2.00% 2.22% 4.17% 1.30% 1.01% 1.21%

金属业 2.33% 35.15% 17.17% 16.36% 10.80% 23.64% 7.82% 8.34%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0.29% 0.36% 0.53% 0.54% 1.20% 0.22% 0.21% 0.23%

机械制造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运输制造业 0.06% 0.16% 0.13% 0.14% 0.26% 0.10% 0.05% 0.06%

其他制造业 0.65% 0.80% 0.58% 0.60% 1.95% 0.56% 0.27% 0.32%

MMR

食品业 0.19% 0.71% 1.54% 1.78% 0.91% 0.42% 0.91% 1.47%

纺织业 0.77% 3.77% 4.48% 8.65% 2.16% 1.31% 1.53% 2.26%

木材业 0.03% 0.09% 0.18% 0.20% 0.13% 0.08% 0.10% 0.13%

非金属业 0.14% 0.18% 0.36% 0.52% 0.67% 0.20% 0.23% 0.49%

金属业 0.46% 1.25% 2.16% 2.00% 1.93% 1.09% 1.02% 1.44%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0.08% 0.32% 0.72% 0.66% 0.30% 0.25% 0.30% 0.39%

机械制造业 0.09% 0.31% 0.55% 0.12% 0.34% 0.21% 0.21% 0.07%

运输制造业 0.46% 0.39% 1.45% 0.64% 0.38% 0.18% 0.41% 0.31%

其他制造业 0.05% 0.24% 1.03% 0.67% 0.13% 0.16% 0.43% 0.34%

MYS

食品业 3.89% 3.43% 3.08% 2.68% 5.50% 4.88% 4.20% 3.73%

纺织业 0.72% 0.68% 0.70% 0.65% 0.74% 0.69% 0.53% 0.53%

木材业 0.73% 0.55% 0.37% 0.36% 1.01% 0.69% 0.43% 0.41%

非金属业 5.87% 6.63% 5.78% 5.76% 8.18% 10.69% 7.47% 8.05%

金属业 2.15% 1.82% 2.05% 2.00% 2.55% 2.50% 2.42% 2.26%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24.55% 25.58% 22.61% 21.83% 27.10% 24.80% 20.69% 21.17%

机械制造业 1.32% 1.17% 1.29% 1.29% 1.60% 1.35% 1.27%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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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制造业 1.10% 0.93% 0.59% 0.57% 1.27% 0.89% 0.50% 0.51%

其他制造业 0.58% 0.62% 0.59% 0.59% 0.80% 0.85% 0.67% 0.63%

PHL

食品业 0.77% 0.74% 0.74% 1.15% 1.28% 1.33% 1.01% 1.38%

纺织业 0.63% 0.42% 0.43% 0.65% 0.64% 0.44% 0.33% 0.44%

木材业 0.20% 0.27% 0.26% 0.41% 0.27% 0.36% 0.27% 0.36%

非金属业 1.40% 0.96% 0.92% 1.46% 3.68% 2.92% 1.85% 2.56%

金属业 1.79% 1.22% 1.06% 1.83% 2.83% 2.51% 1.27% 1.72%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14.72% 9.62% 11.70% 15.51% 17.27% 11.63% 11.72% 11.76%

机械制造业 0.49% 0.39% 0.46% 0.67% 0.60% 0.49% 0.44% 0.51%

运输制造业 1.13% 1.44% 1.40% 2.11% 1.25% 1.73% 1.36% 1.60%

其他制造业 0.35% 0.42% 0.45% 0.68% 0.46% 0.55% 0.45% 0.57%

SGP

食品业 0.96% 1.29% 0.94% 0.88% 1.47% 1.96% 1.46% 1.48%

纺织业 0.11% 0.10% 0.12% 0.13% 0.12% 0.12% 0.15% 0.16%

木材业 0.12% 0.15% 0.13% 0.11% 0.16% 0.17% 0.15% 0.14%

非金属业 9.56% 14.52% 14.30% 12.83% 38.38% 57.48% 38.92% 43.37%

金属业 0.99% 0.84% 1.03% 1.00% 1.35% 1.24% 1.22% 1.48%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15.73% 19.74% 20.69% 17.87% 21.96% 25.24% 23.17% 21.31%

机械制造业 3.58% 4.41% 3.44% 3.85% 6.12% 6.54% 4.69% 5.13%

运输制造业 1.47% 2.00% 1.36% 1.23% 4.39% 3.81% 3.58% 4.17%

其他制造业 0.81% 2.04% 2.02% 1.99% 1.32% 3.02% 2.77% 2.74%

THA

食品业 1.73% 2.51% 2.24% 2.23% 2.96% 4.21% 3.22% 2.91%

纺织业 1.73% 2.10% 1.87% 1.84% 1.83% 2.10% 1.58% 1.54%

木材业 0.21% 0.27% 0.19% 0.24% 0.30% 0.38% 0.36% 0.29%

非金属业 5.34% 6.61% 5.25% 6.10% 10.28% 12.91% 9.01% 9.05%

金属业 1.70% 2.54% 1.87% 2.32% 2.42% 3.34% 1.49% 2.23%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12.18% 15.45% 13.09% 11.62% 10.86% 12.88% 9.29% 8.31%

机械制造业 2.23% 3.20% 2.76% 2.87% 2.43% 2.93% 2.09% 2.27%

运输制造业 4.92% 7.99% 7.48% 7.39% 4.57% 6.78% 5.55% 5.89%

其他制造业 1.84% 2.66% 2.47% 2.38% 2.80% 3.86% 2.59% 2.85%

VNM

食品业 5.33% 4.65% 4.69% 4.70% 7.66% 7.46% 6.99% 7.07%

纺织业 14.73% 20.29% 25.07% 28.08% 7.93% 11.58% 11.25% 13.04%

木材业 0.31% 0.36% 0.40% 0.49% 0.38% 0.49% 0.53% 0.69%

非金属业 5.21% 4.60% 5.61% 6.70% 5.55% 5.26% 5.30% 6.48%

金属业 6.14% 3.97% 6.12% 6.97% 7.01% 3.63% 3.35% 4.72%

电子和电气制造业 7.19% 11.96% 16.70% 18.69% 4.55% 7.49% 8.31% 9.86%

机械制造业 0.79% 1.33% 1.84% 2.24% 0.66% 0.93% 0.97% 1.27%

运输制造业 3.33% 2.88% 2.70% 2.61% 2.92% 2.02% 1.46% 1.61%

其他制造业 3.06% 3.44% 4.35% 5.41% 3.29% 3.74% 3.70% 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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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 东亚各国制造业细分行业 FD_I 和 FD_O 指数变化

国家 行业
FD_I FD_O

2009 2012 2015 2018 2009 2012 2015 2018

BRN

制造业整体 3.01% 3.45% 2.40% 1.94% 2.09% 2.11% 1.54% 2.01%

食品业 0.02% 0.02% 0.02% 0.02% 0.01% 0.01% 0.01% 0.01%

纺织业 0.07% 0.09% 0.09% 0.06% 0.09% 0.09% 0.07% 0.10%

木材业 0.01% 0.01% 0.01% 0.01% 0.03% 0.00% 0.00% 0.00%

非金属业 2.87% 3.22% 2.17% 1.76% 1.60% 1.93% 1.40% 1.80%

金属业 0.02% 0.02% 0.03% 0.04% 0.08% 0.01% 0.01% 0.04%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0.00% 0.02% 0.01% 0.00% 0.01% 0.01% 0.00% 0.01%

机械制造业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0.00% 0.01%

运输制造业 0.02% 0.06% 0.07% 0.02% 0.26% 0.04% 0.03% 0.03%

其他制造业 0.00% 0.00% 0.00% 0.01% 0.00% 0.00% 0.00% 0.01%

CHN

制造业整体 1.57% 1.75% 1.39% 1.34% 7.27% 7.28% 6.20% 5.57%

食品业 0.10% 0.11% 0.10% 0.08% 0.31% 0.30% 0.33% 0.22%

纺织业 0.26% 0.27% 0.18% 0.12% 1.23% 1.15% 0.89% 0.58%

木材业 0.06% 0.07% 0.05% 0.05% 0.30% 0.30% 0.23% 0.20%

非金属业 0.38% 0.41% 0.31% 0.34% 1.58% 1.59% 1.29% 1.34%

金属业 0.21% 0.23% 0.20% 0.26% 0.90% 0.83% 0.74% 0.96%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0.28% 0.40% 0.31% 0.27% 1.83% 1.90% 1.65% 1.36%

机械制造业 0.14% 0.13% 0.12% 0.10% 0.47% 0.51% 0.47% 0.37%

运输制造业 0.09% 0.08% 0.08% 0.05% 0.40% 0.38% 0.34% 0.26%

其他制造业 0.04% 0.05% 0.04% 0.07% 0.26% 0.31% 0.26% 0.29%

IDN

制造业整体 2.35% 2.20% 2.21% 2.36% 4.60% 3.79% 3.85% 3.55%

食品业 0.27% 0.31% 0.34% 0.40% 0.84% 0.76% 0.85% 0.80%

纺织业 0.14% 0.18% 0.24% 0.29% 0.96% 0.77% 0.74% 0.70%

木材业 0.27% 0.25% 0.26% 0.28% 0.40% 0.29% 0.29% 0.26%

非金属业 0.78% 0.63% 0.57% 0.52% 1.02% 0.85% 0.80% 0.68%

金属业 0.33% 0.29% 0.25% 0.26% 0.33% 0.27% 0.28% 0.27%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0.23% 0.22% 0.20% 0.19% 0.51% 0.39% 0.34% 0.34%

机械制造业 0.06% 0.05% 0.05% 0.05% 0.06% 0.05% 0.06% 0.05%

运输制造业 0.21% 0.20% 0.23% 0.28% 0.29% 0.24% 0.27% 0.22%

其他制造业 0.06% 0.08% 0.07% 0.10% 0.18% 0.17% 0.23% 0.23%

JPN

制造业整体 1.61% 1.99% 2.43% 2.83% 3.64% 4.03% 4.78% 4.94%

食品业 0.02% 0.02% 0.05% 0.06% 0.05% 0.04% 0.06% 0.06%

纺织业 0.02% 0.02% 0.03% 0.03% 0.04% 0.03% 0.04% 0.04%

木材业 0.05% 0.05% 0.07% 0.08% 0.11% 0.09% 0.12% 0.10%

非金属业 0.32% 0.37% 0.48% 0.51% 0.60% 0.62% 0.76% 0.73%

金属业 0.29% 0.40% 0.45% 0.53% 0.52% 0.60% 0.72%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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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0.33% 0.41% 0.53% 0.59% 0.69% 0.74% 0.84% 0.89%

机械制造业 0.29% 0.37% 0.42% 0.57% 0.56% 0.66% 0.75% 0.89%

运输制造业 0.25% 0.29% 0.34% 0.39% 0.95% 1.14% 1.36% 1.33%

其他制造业 0.06% 0.05% 0.07% 0.08% 0.13% 0.11% 0.14% 0.14%

KHM

制造业整体 1.38% 2.26% 4.20% 4.58% 13.95% 15.20% 15.20% 15.99%

食品业 0.12% 0.22% 0.33% 0.41% 0.58% 0.66% 0.59% 0.53%

纺织业 0.76% 1.31% 2.66% 3.06% 11.15% 11.98% 12.11% 13.05%

木材业 0.19% 0.23% 0.49% 0.50% 0.83% 0.94% 1.05% 1.10%

非金属业 0.09% 0.15% 0.22% 0.17% 0.43% 0.41% 0.43% 0.43%

金属业 0.04% 0.07% 0.13% 0.13% 0.18% 0.17% 0.17% 0.15%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0.07% 0.10% 0.12% 0.11% 0.25% 0.39% 0.30% 0.27%

机械制造业 0.01% 0.02% 0.03% 0.01% 0.03% 0.10% 0.09% 0.03%

运输制造业 0.05% 0.06% 0.11% 0.08% 0.23% 0.34% 0.24% 0.23%

其他制造业 0.07% 0.09% 0.10% 0.11% 0.28% 0.22% 0.22% 0.22%

KOR

制造业整体 4.86% 6.52% 6.07% 6.97% 11.52% 11.72% 10.45% 9.70%

食品业 0.08% 0.10% 0.12% 0.12% 0.10% 0.09% 0.11% 0.11%

纺织业 0.13% 0.15% 0.15% 0.12% 0.27% 0.26% 0.25% 0.19%

木材业 0.11% 0.12% 0.11% 0.12% 0.24% 0.22% 0.19% 0.17%

非金属业 1.40% 1.93% 1.56% 1.62% 2.49% 2.48% 2.16% 1.99%

金属业 0.76% 0.89% 0.72% 0.72% 1.68% 1.69% 1.48% 1.15%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1.64% 2.42% 2.51% 3.37% 3.79% 3.81% 3.33% 3.90%

机械制造业 0.37% 0.43% 0.45% 0.51% 0.66% 0.86% 0.79% 0.73%

运输制造业 0.30% 0.40% 0.37% 0.30% 2.15% 2.18% 2.00% 1.36%

其他制造业 0.07% 0.07% 0.08% 0.08% 0.14% 0.13% 0.13% 0.12%

LAO

制造业整体 1.23% 3.03% 2.88% 2.73% 2.31% 2.58% 2.14% 1.75%

食品业 0.14% 0.16% 0.34% 0.38% 0.19% 0.23% 0.22% 0.14%

纺织业 0.17% 0.19% 0.28% 0.23% 0.92% 0.38% 0.47% 0.43%

木材业 0.18% 0.30% 0.23% 0.20% 0.17% 0.19% 0.13% 0.09%

非金属业 0.15% 0.28% 0.34% 0.46% 0.32% 0.29% 0.28% 0.20%

金属业 0.50% 1.95% 1.50% 1.26% 0.56% 1.34% 0.93% 0.78%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0.01% 0.02% 0.03% 0.03% 0.02% 0.01% 0.01% 0.02%

机械制造业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运输制造业 0.00% 0.01% 0.01% 0.01% 0.00% 0.00% 0.00% 0.00%

其他制造业 0.08% 0.13% 0.15% 0.17% 0.13% 0.13% 0.10% 0.09%

MMR

制造业整体 2.40% 1.67% 2.31% 2.43% 2.46% 1.01% 1.76% 2.80%

食品业 0.53% 0.33% 0.52% 0.75% 0.75% 0.33% 0.70% 0.94%

纺织业 1.00% 0.80% 0.88% 0.67% 0.81% 0.20% 0.42% 1.05%

木材业 0.12% 0.08% 0.09% 0.11% 0.12% 0.07% 0.13% 0.17%

非金属业 0.33% 0.22% 0.31% 0.39% 0.30% 0.16% 0.19% 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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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业 0.20% 0.13% 0.26% 0.30% 0.26% 0.12% 0.09% 0.13%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0.05% 0.03% 0.05% 0.06% 0.05% 0.02% 0.04% 0.05%

机械制造业 0.04% 0.01% 0.05% 0.03% 0.07% 0.04% 0.03% 0.01%

运输制造业 0.04% 0.01% 0.03% 0.03% 0.04% 0.03% 0.09% 0.07%

其他制造业 0.09% 0.06% 0.12% 0.10% 0.06% 0.04% 0.09% 0.10%

MYS

制造业整体 5.57% 5.58% 5.09% 5.18% 10.20% 7.54% 7.45% 7.30%

食品业 0.62% 0.49% 0.41% 0.39% 1.08% 0.75% 0.68% 0.59%

纺织业 0.13% 0.11% 0.13% 0.12% 0.30% 0.20% 0.17% 0.16%

木材业 0.34% 0.29% 0.23% 0.23% 0.53% 0.37% 0.29% 0.28%

非金属业 1.74% 2.17% 1.89% 1.98% 2.24% 2.09% 2.04% 2.01%

金属业 0.44% 0.43% 0.43% 0.42% 0.61% 0.51% 0.58% 0.58%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1.67% 1.67% 1.58% 1.57% 4.42% 2.89% 3.00% 3.02%

机械制造业 0.24% 0.14% 0.13% 0.14% 0.37% 0.20% 0.21% 0.21%

运输制造业 0.16% 0.11% 0.14% 0.15% 0.20% 0.23% 0.19% 0.19%

其他制造业 0.23% 0.17% 0.16% 0.18% 0.46% 0.29% 0.29% 0.25%

PHL

制造业整体 3.07% 3.19% 2.88% 2.95% 5.03% 4.34% 3.98% 4.08%

食品业 0.54% 0.69% 0.60% 0.61% 1.15% 1.14% 1.03% 1.05%

纺织业 0.07% 0.08% 0.08% 0.09% 0.39% 0.24% 0.20% 0.21%

木材业 0.13% 0.15% 0.13% 0.15% 0.13% 0.12% 0.11% 0.11%

非金属业 0.45% 0.39% 0.38% 0.39% 0.57% 0.48% 0.41% 0.43%

金属业 0.21% 0.18% 0.15% 0.15% 0.20% 0.16% 0.15% 0.16%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1.34% 1.38% 1.28% 1.23% 2.18% 1.76% 1.70% 1.75%

机械制造业 0.12% 0.10% 0.08% 0.07% 0.10% 0.09% 0.09% 0.11%

运输制造业 0.12% 0.15% 0.09% 0.12% 0.17% 0.18% 0.18% 0.17%

其他制造业 0.08% 0.08% 0.09% 0.12% 0.15% 0.16% 0.13% 0.11%

SGP

制造业整体 5.98% 6.22% 6.96% 6.31% 12.17% 10.10% 9.97% 9.44%

食品业 0.20% 0.29% 0.29% 0.19% 0.32% 0.37% 0.29% 0.29%

纺织业 0.02% 0.02% 0.03% 0.03% 0.05% 0.03% 0.03% 0.02%

木材业 0.16% 0.13% 0.15% 0.13% 0.24% 0.13% 0.12% 0.11%

非金属业 1.92% 2.37% 2.71% 2.84% 4.48% 3.91% 3.76% 3.98%

金属业 0.20% 0.17% 0.22% 0.18% 0.24% 0.17% 0.19% 0.18%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2.32% 2.02% 2.22% 1.70% 4.23% 2.99% 3.25% 2.54%

机械制造业 0.61% 0.62% 0.71% 0.65% 0.99% 0.90% 0.79% 0.71%

运输制造业 0.38% 0.42% 0.43% 0.36% 1.12% 1.03% 0.96% 1.01%

其他制造业 0.17% 0.18% 0.19% 0.23% 0.49% 0.57% 0.58% 0.60%

THA

制造业整体 5.47% 5.95% 6.78% 6.80% 10.87% 9.88% 10.65% 9.37%

食品业 0.58% 0.78% 0.91% 0.98% 1.35% 1.23% 1.26% 1.10%

纺织业 0.27% 0.37% 0.50% 0.52% 1.11% 0.97% 0.94% 0.89%

木材业 0.19% 0.20% 0.24% 0.26% 0.28% 0.26% 0.27% 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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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金属业 1.74% 1.81% 1.94% 1.86% 2.38% 2.11% 2.26% 2.11%

金属业 0.36% 0.41% 0.54% 0.47% 0.70% 0.63% 0.79% 0.59%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1.28% 1.15% 1.17% 1.23% 2.64% 2.18% 2.20% 2.09%

机械制造业 0.30% 0.30% 0.38% 0.32% 0.45% 0.46% 0.57% 0.45%

运输制造业 0.47% 0.65% 0.73% 0.74% 1.04% 1.20% 1.50% 1.14%

其他制造业 0.29% 0.27% 0.38% 0.42% 0.93% 0.85% 0.86% 0.77%

VNM

制造业整体 4.43% 6.26% 7.15% 8.66% 11.63% 12.48% 13.41% 13.70%

食品业 0.73% 0.93% 0.76% 0.88% 1.47% 1.35% 1.25% 1.16%

纺织业 0.63% 1.35% 1.91% 2.39% 3.60% 4.13% 4.41% 4.52%

木材业 0.17% 0.26% 0.29% 0.36% 0.42% 0.48% 0.47% 0.46%

非金属业 1.07% 1.20% 1.37% 1.54% 1.98% 1.79% 1.91% 2.01%

金属业 0.54% 0.71% 0.76% 0.83% 1.44% 1.06% 1.18% 1.25%

电子和电气

制造业
0.65% 1.01% 1.23% 1.62% 1.15% 2.04% 2.38% 2.39%

机械制造业 0.12% 0.14% 0.16% 0.17% 0.07% 0.14% 0.17% 0.21%

运输制造业 0.27% 0.31% 0.30% 0.29% 0.42% 0.37% 0.35% 0.41%

其他制造业 0.26% 0.35% 0.37% 0.57% 1.07% 1.12% 1.29%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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