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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动货物贸易持续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

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作为数字技术与传统贸易相互融合

的产物，数字贸易这一新型贸易方式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发展下应运而

生，一方面带动各行各业传统的产业规模以及贸易方式的创新与变革，另一方面

也推动着新时代下全球贸易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对于数字贸

易的应用不断加深，产业结构进行不断优化。与此同时，数字贸易也对生产性服

务业的产业转型有极大地促进作用，从而改变了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GVC)

中的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结合全球价值链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技术创新等相

关理论，讨论数字贸易是否影响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首先，本文系统地回顾

了数字贸易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关研究，在已有理论基础上分析数字贸易对生

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的影响机制。其次，以 2007 年至 2021 年 ADB MRIO 的面板

数据为实证样本，测算出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指数和参与指数，再利

用 UNCTAD 相关数据对数字贸易进行测度，对不同经济体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

业 GVC 地位的发展现状进行阐述。最后，本文应用固定效应模型，使用 Stata16.0

软件对各经济体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的因果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得

到以下实证结论：第一，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

倒“U”型特征。第二，数字贸易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

的影响不同。第三，通过交易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创新激励效应，数字贸易能够

带动企业生产数字化，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厂商的生产成本，提高市场竞争优势，

让生产性服务业相关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更多的利润。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各个经济体应制定符合国情的发展政策，

加大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技术发展创新，同时加强数字贸易规则构

建，从而不断提升各个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

关键词：数字贸易 生产性服务业 固定效应模型 全球价值链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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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roposed to accelerate the continuous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e in goods, innovate the development mechanism of trade in

services, develop digital trade,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trade

power. As a produ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trade, digital trade, a new trade mode, came into bei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such as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which on the one hand drives the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scale and trade methods of all

walks of life, and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 trade in the new era. In this context, the applic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to digital trade has been deepened,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has been continuously optimized. At the same time, digital trade has also

greatly promoted th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thus

changing the position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GVC).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discusses whether digital trade affects the

GVC status of producer services based on global value chain theory,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other related

theories. Firs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research on digital

trade and the status of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analyzes the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on the GVC status of producer services on

the basis of existing theories. Secondly,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ADB

MRIO from 2007 to 2021, the GVC status index and participation index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each economy are calculated, and then the

relevant data of UNCTAD are used to measure digital trade,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digital trade and GVC status of producer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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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different economies is expounded. Finally, this paper uses the

fixed-effect model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trade and the GVC statu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various

economies using Stata 16.0 software, and obtains the following empirical

conclusions: First,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de on the GVC status of

producer services presents a significant inverted "U" shape. Second,

digital trade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GVC statu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income levels. Third, through the transaction

cost saving effect and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trade can drive the digitalization of enterprise production, improve

production efficiency,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of manufacturers,

improve market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enable producer

service-related enterprises to obtain more profit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Based on the above conclusion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each economy should formulate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line with national conditions, increas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rade infrastructure,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trade rules,

so as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GVC status of producer services in

each country.

Keywords: Digital trade; Producer services; Fixed effect;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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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1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研究背景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快速发展，促进了信息技术对各传

统行业的渗透，数字经济的蓬勃带动着贸易领域的数字化趋势，推动数字贸易高

歌猛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快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

展机制，发展数字贸易，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根据《数字贸易发展与合作报告

2022》，全球跨境数字服务贸易规模在 2021年达到了 3.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14.3%，其中，中国的数字服务进出口总值高达 3597亿美元，同比增长 22.3%，

在服务进出口中占比 43.2%。伴随着数字贸易开放合作的持续深化，2022年中国

的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规模突破性达到2.3 万亿元，相比五年前增长了62.6%。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全球价值链的地位对于各国来说越发重要，处于全球价

值链高地位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往往能获得较大的附加值，而在全球价值链中处

于低地位的国家只能获得少部分利润。自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占有技术优势的

发达国家往往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原本技术基础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在

工业大潮中丧失更多的优势，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甚至面临着“低端锁

定”的挑战（夏长杰，2021），急需推动全球价值链重构，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走出“低端锁定”的桎梏。而数字贸易凭借其数字化、平台化、全球化的特点很快

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也成为推动产业全球价值链转型升级的重要推力。

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不断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制造业的推动作用日益

显著，逐渐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十四五”规划指明，要以服务制造

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关于加

快推动制造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在 2021年提出，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

服务业，对于提升制造业整体实力和产品竞争力至关重要。当前，生产性服务业

规模持续扩大，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已超过半数，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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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国家统计局，2022）。尽管如此，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仍面临着国际竞

争力不足、开放水平低、与传统产业融合度不够等挑战（韩沈超，2023），导致

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低端锁定”状态，“中国服务”之路任重道远。

数字贸易发展进入快车道，使更多服务业得以参与全球贸易和生产分工，在

降低传统贸易成本的同时，催生了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国际生产体系正逐渐由规

模化向深度分工转变，促使生产性服务业日益融入全球价值链，展现出竞争力增

强的态势。在数字贸易的推动下，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可以直接输出外包和最终产

品来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还可以间接提供服务要素嵌入全球价值链（黄蕙萍等，

2020），拓展其国际市场份额，提高全球竞争力。

基于此，讨论数字贸易跟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两者间的关系，对于各经

济体在新的时代背景制定符合国情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策略，提升本国国际竞争

力有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

1.1.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对已有的研究归纳后发现，学术界大多是对数字贸易或者全球价值链地位单

个领域的研究，关注内涵、测度以及影响因素，但对两者结合并针对具体行业展

开研究的工作相对不足，尚未对数字贸易内涵和测度形成统一标准。为弥补这一

不足，本文在对数字贸易进行测算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数字贸易对生产

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分工地位中的影响路径，有望丰富该领域的理论研究，

为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加速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改革以及促进全球价值

链优化提供重要的理论指导。

（2）现实意义

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不仅改变了传统贸易的方式，为传统贸易插上数字化、

智能化的翅膀，也为生产性服务业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方面它改变了生产

性服务业的对象和范围，另一方面也加紧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行业的联系，降

低沟通成本，实现合力增效，更是加速了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相互促进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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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明确指出，要提升制造业的整体实力和产品竞争力，必须发挥生产性服务

业的支柱作用，只有发展好生产性服务业，才能够优化制造业产业结构，实现高

质量发展。然而，某些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仍存在供给质量不高、专业化程度不

够以及产业规模不大等问题。数字技术的进步，使得更多的数字要素能够在市场

间流动，也打通了其他生产要素流动的壁垒，推动了生产要素自由化流动，丰富

了全球价值链中生产要素的种类，推动贸易自由化发展，从而提高全球生产水平

和发展。所以，本研究主要探讨了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

并提出了提升各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建议，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1.2研究内容与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基于 2007—2021 年数字贸易指标数据，以及 55 个国家生产性服务业

GVC的参与度、地位等测算数据，结合交易成本理论和技术创新理论，构建固

定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就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分

析。本篇文章由以下五个部分组成 。

第一部分是绪论，在本章中首先会对此次研究所涉及的背景和意义进行探讨，

详细解释研究内容和采用的方法，从而明确本文所要解决的主要研究问题，随后

对数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地位国内外的有关文献进行研究综述，提出本文可能存

在的创新点。

第二部分是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影响有关的理论基础和机制

研究。先从理论基础入手，对全球价值链理论、交易成本理论、技术创新理论的

原理进行阐述。根据理论基础，本部分结合交易成本节约效应和技术创新激励效

应考察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机制。

第三部分是数字贸易及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发展现状。本部分主要分

成两节，首先从数字贸易的测度选定、主要经济体数字贸易和中国数字贸易情况

来阐述数字贸易的发展水平，其次引入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参与度指数对全球

价值链地位进行测度，阐述主要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情况，最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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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进行分析。

第四部分是就数字贸易对于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首先，经过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确定此次研究的模型为固定效应模型，核心解

释变量选取数字贸易，将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作为被解释变量，并纳入劳动

力规模、生产效率等控制变量，利用 Stata16.0对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的影响进行详细的实证分析。其次，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进行异质性分

析，同时检验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机制。最后，为验证结

果的稳健性，采用缩短样本周期和引入滞后一期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第五部分是本次研究的结论和建议。结合已有的理论和得出的实证结果，全

面分析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有何影响，并为各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提升提出与结论相符合的对策。

本文的行文思路和框架如图 1.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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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技术路线图

1.2.2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本次研究通过检索百度学术、Google学术、知网、Elsevier

Science 等检索平台，将关键词设定为：“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生

产性服务业”、“数字贸易+全球价值链地位”、“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

等，按这些关键词对现有中英文文献进行搜索，获得并整理与本文研究主题相关

的文献，为本文后续的深入研究提供理论支撑。

（2）实证分析法。实证验证方法是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采用样本数

据来验证理论假设的一种方法。本文以 ADB MRIO数据库和 UNCTAD数据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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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为基础，利用 Stata16.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并根据具体的样本数据特征，

精确选择适当的统计方法，就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进行实

证检验。

（3）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本文以定性分析为基础，同时重视定量分

析。通过数学方法检验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有何关系，探讨数字

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中介机制，并运用图表直观论述理论机制，增

强文章研究的逻辑性，使研究结论更具科学性，为该领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

提供新的视角和启示。

1.3文献综述

1.3.1数字贸易的相关研究

（1）数字贸易的涵义

数字贸易的定义存在着不同的观点和演变结果。2013年，美国国际贸易委

员会（USITC）对数字贸易的定义是，借助互联网技术进行的商业活动，通过这

种方式，商业活动交易的商品和服务可以跨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进行运输。然

而，这个定义对于数字贸易的形态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后来在 2014 年，

USITC又发布关于数字贸易定义的第二份调查报告，该报告对贸易形势进行了

进一步明确，说明数字贸易是利用社交网站、搜索引擎等媒介来实现商品和服务

传输的。时间来到 2019年，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CAICT）对数字贸易的形式

进行了新的定义，即通过诸如线上宣传、交易等这些信息技术促成的贸易。2023

年 12月，我国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 2022》认为，数字

贸易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核心、数字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

征的对外贸易。

伴随着各国学者进一步加深对数字贸易的研究，其概念也在不断地演变细化

着。对于数字贸易概念，最早由熊励等（2011）提出，他们把数字贸易的标的仅

限于数字化信息。Burri（2015）从两个方面对数字贸易进行定义，狭义的数字

贸易指出交易的产品和服务主要在互联网中进行，强调了数字技术在交易中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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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用，而广义的数字贸易概念则更为宽泛，指涉信息在数字网络中自由流动的

贸易活动，强调了信息自由流通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蓝庆新（2019）在对数字贸

易概念进行界定时，强调数字技术的重要性，指出以数字技术为基础、能够提高

传统货物交易的效率、推动贸易数字信息化进程的商业活动叫做数字贸易[41]。根

据盛斌（2020）的研究，狭义的数字贸易定义涵盖了通过智能手机、互联网等信

息设备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务，相对而言，广义数字贸易概念则包括了多种形式，

如数字订购、数字交付以及第三方平台等，这种更为宽泛的定义强调了数字化时

代不同形式的贸易活动。结合学者已有研究和商务部最新定义，本文认为，数字

贸易是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实现实体物品、数字产品、数字化信息、虚拟数据

等商品和服务交易的新型贸易活动。

（2）数字贸易的测度

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贸易的测度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指标核算和建立综

合性指标体系。在指标核算方面，研究人员利用第三方支付机构的跨境互联网支

付额、将纳入海关统计的跨境线上购买商品等数据进行测算（方元欣，2020）。

这种方法通过具体指标的量化统计，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数字贸易活动的规模和

增长趋势。另一方面，构建综合性指标体系也是衡量数字贸易的重要方式，通过

建立综合性指标体系，研究者可以选用适当的统计测算模型进行评估，例如构建

数字贸易国际竞争力评价模型来评估各国家和地区的数字贸易水平等（蓝庆新和

窦凯 2019），章迪平和郑小渝（2020）从五个方面构建了数字贸易发展评价指

标体系，对浙江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测度，这种方法更加全面地考虑了数字

贸易的多个方面，帮助分析者深入了解数字贸易的发展状态和潜力。这些测度方

法的探索对于构建统一的数字贸易统计标准和测度口径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助于

建立数字贸易统计数据库，为相关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数据支

持，推动数字经济领域的发展与规范化。

（3）数字贸易的规则

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是全球范围内一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当前各国之间尚

未形成统一意见，而且存在着“美式模板”、“欧式模板”和“中式模板”等不

同立场和理念。这种多样化的情况使得达成统一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变得更加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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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其中，主要挑战包括：由于不同国家数字基础不同，数字发展水平不同步，

导致了在数字贸易规则制定上存在不同意见（李杨等 2016）；当前WTO对于贸

易的框架有缺陷，没有专门针对数字贸易的条款（李墨丝 2017）；由于各方利

益分歧，涉及国际服务贸易的 TISA谈判进展缓慢，难以达成共识（高媛和王涛

2018）；WTO在全球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中滞后，亟需改革以更好地应对数字经

济时代的挑战（周念利等 2018）。对于中国而言，要克服数字贸易发展不平等

的问题，需要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规则的讨论和制定过程，同时推动数字贸易

规则的发展更加符合自身利益和需求（徐金海、周蓉蓉 2019）。对于各国而言，

应该加强沟通与协调，寻求共同利益点，探索出更加开放、灵活和包容的数字贸

易规则体系，以适应快速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遇。

1.3.2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关研究

（1）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度

“价值链”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 Porter（1985）提出的，而后 Kogut

（1985）用“价值增加链”来解释企业间的分工合作，随后 Gereffi（1999）提

出用“全球商品链”阐述商品上下游企业价值链之间的竞争。目前对于全球价值

链地位的测度方法分为三种方法，分别是垂直专业化指数、出口复杂度和增加值

贸易核算。

垂直专业化率（VS）指标是由 Hummels（1999）提出的，旨在测算一国出

口产品中所包含的其他国家进口中间品的投入，用于评估该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地位，然而，这一指标未考虑到出口产品可能被其他国家作为中间产品而非终需

品，因此需要世界投入产出表来计算某国的垂直专业化指数。随后，Hummels

（2001）利用垂直专业化率指标，对各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进行测算，

发现随着经济发展，大部分国家的垂直专业化程度逐渐增强，全球生产网络不断

深化与拓展。盛斌和马涛（2008）运用该方法测算了 1992年至 2003年间中国的

出口贸易指标，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的出口贸易垂直专业化指标相对较低，处于

一个不太有利的位置。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9

出口复杂度指数（EXPY）是由 Hausmann（2007）提出的新型指标，用于

评估全球价值链分工情况，研究发现，大多数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较

高，这使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具备竞争优势。最近的研究中，周贝等（2023）采

用出口复杂度指数作为衡量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标，发现人力资本的提升、制度

质量的改善以及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有助于提高中国在农业价值链中的地位，

增强其竞争力，并推动农业产业向更高附加值方向发展。

后来，学者们提出了使用贸易增加值来测量全球价值链中的贸易利得情况。

Johnson（2010）提出了使用增加值出口与总出口的比率（VAX比率）来衡量贸

易增加值，而 Koopman（2010）则详细描述了增加值的直接和间接来源，构建

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方法。相比之前的方法，全球价值

链指数在测算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位置时具有明显优势，因为它允许从国家、

产业和企业这三个不同层面进行评估，从而弥补了以往方法的一些缺陷。在相关

研究成果中，Antras和 Chor.P（2013）提出了“上游度”概念，有助于准确评估

产业在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通过对WIOD 数据库的数据分析，代谦和何祚宇

（2015）测算了 41个国家在 1995-2011年间的上游度，这一结果表示中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处于比较低端的位置，需要进一步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和竞争

力。另外，Wang等（2017）定义了新的全球价值链衡量指标 KPWW法，并广

泛应用于国内外研究中，这一新指标的提出为更全面、更准确地衡量和分析全球

价值链的参与度和地位提供了新的途径。

（2）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因素

在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全球价值链的地位要受要素禀赋条件和技术创新水

平的影响，同时，制度质量对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地位也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

用。

首先，像资本、劳动、自然资源这样的要素禀赋能够决定地区的先天优势，

而这些生产要素也决定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方式。Hausmann等（2007）提出一

个国家的经济体量和人力资本水平对于各国的出口复杂度有提高作用，进而提高

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根据张会清（2009）的实证研究，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提高人力资本，尤其是提高劳动熟练程度，对于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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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奎亮（2010）认为，在国际分工的各个影响因素当中，要素禀赋是非常重要的

一部分，像劳动力这种要素禀赋会在市场中自由流通，从而改变各个国家的产业

发展水平，进而影响价值链地位。

其次，技术创新在提高全球价值链地位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杨高举

（2013）提出，技术创新能力对提高中国高技术产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至关重

要，是除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外的重要生产力。当然，像降低搜索市场信息的

交易费、提升企业自身的创新水平，也对各国的分工有积极作用。

最后，完善的政策环境能够保障市场的公平公正，维护主体的自主权益，提

高市场经济的活力，从而影响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政策制度的完善，能

够为国内外的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从而提高出口技术含量，带来更高的增

加值（金碚和戴翔 2014）；从另一方面来说，完善的政策制度也说明一个国家

的市场经济较为开放 、海关壁垒比较低、监管的质量比较好，这样更有利于国

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同时，良好的政策制度能够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发展，

吸引外来投资，也能够加速国际货币流动，显著增强农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刘

宏曼和郎郸妮 2019）。

1.3.3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的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不断进步，数字贸易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贸易结构和贸易方式，

对全球价值链也有着深刻的影响。数字贸易推动数字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进一

步延伸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了全球价值创造模式，从而形成全新

的价值链。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得市场中有了更多的数字产品，抢占了传统

产品的市场份额，丰富了全球贸易的种类（齐俊妍、任奕，2021）。岳云嵩和李

兵（2018）发现，跨境电商平台的发展，大大简化企业进出口市场的程序，使得

更多的企业愿意加入进出口贸易中来，特别是电商平台能够通过提高交易的效率、

增强买卖双方的匹配程度、降低出口单量标准来促进出口发展，使得更多企业融

入全球贸易价值网络中（张亚斌等，2021）。

数字贸易不仅延伸了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度和广度，同时也影响着全球价值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11

链地位的变化。便利的数字技术能够节约厂商进入国际市场的成本，也能够较容

易地达到市场准入门槛，进而增加了厂商参与国际贸易的意愿，提升全球价值链

参与度，也改变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数字技术革命正逐渐成为驱动全球价值链分

工演变与发展的新引擎，数字技术与知识资源、市场资源捆绑，不仅对小型公司

和低技术型公司融入全球价值链有促进作用（Ketan Reddy，2023），而且对高

行业研发投入与高市场丰腴度的企业攀升作用更明显（霍春辉等，2023）。有学

者提出，数字贸易与一国全球价值链位置攀升存在 U型关系，即数字贸易发展

在初期会降低一国的全球价值链位置，但达到某一阈值后，则会提高价值链位置

（杨慧瀛等，2022）。

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贸易对不同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异质性。

利用世界投入产出表，马盈盈（2019）发现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推动技术要素的

流动，提高企业员工的技能，加剧市场竞争反推企业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并且加

强企业对外来技术的借鉴和应用，从而提高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黄蕙萍等

（2020）聚焦生产性服务业，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 GVC分工的参与度上，中国

有前向参与低、后向参与高的趋势，面临“低端锁定”危险。夏杰长（2021）指

出，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加快了数字产品在市场中的流动，降低了企业获得信

息的成本，并且能够通过数字化、市场化的规模效应来降低生产成本，推动了生

产性服务业数字化的进一步深入，使得全球价值链中增加更多的数字化服务，以

此提高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1.3.4文献述评

当前关于数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相关文献研究颇多，覆盖范围广泛，

但仍需进一步深入。第一，由于数字贸易相对较晚发展，学者们对其内涵、测度

方法和规则尚未达成一致，存在较大争议，需要更深入的研究。第二，在全球价

值链层面，已建立了基础的理论框架和测度方法，对制造业的研究也相对充分，

但对于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研究尚不足够。第三，

当前学术界关于数字贸易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研究不多，仅有的也多为理论层面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12

的分析，缺乏实证研究。基于此，本文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构建全球价值链

相关指标，考察 2007年至 2021年各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参与状况，并通

过实证分析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

1.4可能的创新点和不足

本文有两个创新点，一是角度创新，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是从宏观上分析

数字经济或者其他影响因素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而把数字贸易这一细分因

素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来分析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文献较少，本文将核心解释变量细

化，分析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能够丰富相关实证研究。二是对象

创新，对已有文献进行归纳后发现，在研究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时，

学术界大多是以制造业或者服务业为研究对象，用宏观行业数据来支撑理论研究。

本文将研究视角细化，聚焦生产性服务业，研究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

响。

本文的不足之处有两点：第一个由于学识有限，本文在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

的时候，局限于交易成本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两个方面，对于其他因素的影响路

径考虑得或许并不全面，需要补充和完善。第二，由于数据局限，各国内部生产

性服务业的细分情况数据难以获取，且一些国家数据缺失较多，未纳入本文研究

范围，导致研究不够全面。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13

2 理论基础与机制分析

2.1理论基础

2.1.1全球价值链理论

全球价值链起源于价值链研究，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波特（1985）提出来，基

于微观层面，他认为企业在前期设计、生产以及后期在市场上销售和交付的整个

过程能够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链，整个生产链的各个环节能够产生价值，在生产

链当中企业是活动的主体，这个理论关注于一个企业的生产链条，认为企业的内

部生产是整个价值链分工的重中之重。Kogut（1985）将研究范围从单个企业扩

展到区域和全球的企业，他认为在一条价值生产链上，不同的企业因为各自先天

禀赋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竞争优势，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优势来进行量身定位，与

其他企业进行国际分工，发挥各自的竞争优势，指导自身企业进行专业化生产。

正是这一理论的出现，为垂直价值链分工理论奠定了基础。随后，Gereffi等（2001）

第一次提出了全球价值链这一概念，将价值链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全球，他认为产

品的设计、生产、销售和售后四个环节是企业从事商业活动的完整链条，链条上

的各个环节可以产生相应的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能够进行合理的分工布局，这种

情况下，每个企业由于各自的优势不同，要想确定最终产品是哪个国家，可以说

是很困难的，各个企业都是根据生产优势来进行利益分配。

在综合了多个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在 2002

年提出了最有权威性的全球价值链概念，后文的研究当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全

球价值链指的是连接产品设计、生产、销售、交付及售后等全部生产过程的整个

链条，包括从原材料采购、中间品生产和销售、最终品消费和交付的全球性跨国

企业生产网络组织，旨在实现货物价值和服务价值。全球价值链的参加者会根据

自身具备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增值活动，包括产品设计、中间品生产、最终品销

售等活动，在这个链条中利润分配的依据是各自的分工。在全球价值链中，由于

各项活动有前后顺序，所以强调的是一种纵向维度的分工，也就是垂直化分工，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14

随着分工越精细，整个全球价值链的链条就更长。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也会有

横向分工，比如生产环节，随着生产厂房的增多，会产生规模经济。总体而言，

不管全球价值链的横向发展，或者是纵向延伸，都会扩大全球生产网络规模、优

化全球生产网络结构。

2.1.2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最早是由科斯 1937年提出来的，他指出，任何经济机制都有

成本，也包括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的过程中，交易成本的出现会极大提高企业

沟通成本，为企业合作设置壁垒，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后提高消费者购买成

本。1960年，Hymer 创新性地把交易成本理论使用到对外直接投资方面，取得

了良好的效果。随着时代发展和研究深入，该理论在跨国贸易和跨国投资等经济

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为国际贸易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在当前研究中，交

易成本是指要完成一项交易所必须要花费的各种成本的总和，这个概念是与生产

成本相对的。传统经济学认为，市场活动中的经济人都是理性人，但Williamson

（1975）认为交易成本发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部分理性、投机主义和信息不对

称等因素，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增高，后来他将交易成本划分为了事前和事后两

个大类，事前成本是指签约、谈判等事前行为所产生的成本，而事后成本是指的

是后期商品运营、约束等成本。由此可以看出，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要义是要在

商业活动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达到成本的最小化，数字贸易有助于提高交易效

率，实现交易成本的最小化，从而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2.1.3技术创新理论

技术创新理论的发展由来已久，最早是由熊彼特在 1912年提出的，他认为，

经济发展要以创新为核心，具体涵盖引进新技术、使用新方法、开展新市场、获

取新的原材料来源以及形成新的组织结构这五个方面。但是随着经济高速发展，

像劳动力、资本这样的传统生产要素难以再对其经济现状进行解释，所以西方学

者们开始关注到技术进步这一生产要素，试图用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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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学派代表，索洛提出，经济水平的上升由两个因素造成，分别是要素数量的增

加和技术水平的进步。在这之外，还出现了三种学派，分别是新熊彼特学派、制

度创新学派以及国家创新系统学派。对于新熊彼特学派来说，技术创新对于经济

增长的影响机制极其重要。而制度创新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关键点在于个人技

术水平。最后出现的国家创新学派，强调国家在经济发展以及技术创新当中的重

要作用，认为国家应该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提出国家创新系统是整个国家创新水

平的主力军，能够有效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其他创新主体的技术发展应该在国家

的引领下进行，从而实现国家整体创新水平的新高。

在我国学者看来，技术创新可以对生产要素和生产基础进行再次调整，以较

高的资源整合来提高生产效率，从而提高企业经济盈利能力（王石磊等，2020）。

此外，技术创新对于企业有较高的经济性和技术复杂度，通过提高企业的投入产

出比例，一方面在同等成本下提高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在相同质量水

平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总而言之，推动技术创新都是为了获取更大的经济效益，

企业的内驱力在于扩大市场经济占有额和获得更高的利润。

2.2理论机制分析

2.2.1交易成本节约效应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包含了一系列贸易活动，如获取跨境订单、磋商

交易细节和交付商品等，这就对进入国际贸易的企业有了一定的要求。数字贸易

的出现，为贸易便利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利用数字技术能够降低企业在沟通

和交易当中的成本，推动跨国贸易，将多地区或者多国家的市场连接成一个网络，

从而降低了小微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的要求，提高他们的参与度。具体来说，利用

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等先进技术，数字贸易可以快速准确地进行贸易匹配，

通过准确的计算，买方能够又快又准地找到与自己需求相匹配的产品，卖方也能

够根据用户的个人偏好和使用需求，明确客户群体，精准推送自己的产品，从而

降低双方的信息搜索成本，形成互利共赢的局面。此外，利用数字平台，数字贸

易可以通过跨境电商来连接国内外双重市场，扩大市场范围，提高市场的统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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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解决企业外贸方面存在的语言不通、操作不懂、物流成本高等问题，既为消

费者提供了国外优质价廉的产品，也为厂商拓宽了销售渠道，减轻了企业参与全

球价值链所面临的障碍。所以，利用市场连接渗透机制，数字贸易可以降低沟通

成本、物流成本、信息搜集成本等，从而降低企业的国际交易成本，提高其全球

价值链中地位。

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数字贸易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提高了其

全球竞争力和市场份额。据《世界贸易组织年度报告 2020》指出，数字贸易的

快速发展使得跨境交易变得更加便捷高效，将交易成本降至历史最低水平，为企

业拓展海外市场提供了无限可能。首先，数字贸易带来了信息传递的即时性和便

捷性，使得生产性服务业能够更快速地响应市场需求、开展跨境合作，从而降低

了交易中的沟通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风险。其次，数字化平台为企业提供了全天候

的在线交易渠道，大大减少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约束，降低了物流、人力等实体交

易成本。此外，数字贸易还促进了供应链的优化和智能化，提升了生产性服务业

整体效率，进一步削减了交易成本，提高了国际竞争力。因此，数字贸易通过降

低交易成本，使得生产性服务业更具竞争力，加快了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步伐。

2.2.2技术创新激励效应

在数字贸易的广义概念当中，其包括了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易的商品和服务，

还有通过数字平台所交易的数据、信息等虚拟产品。本文认为，建立在信息通信

技术（ICT）基础上的数字贸易，能够通过数据、信息等虚拟生产要素的流动来

加速技术更新迭代，以推进企业的创新研发。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不断深化，研

发投入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越发明显。在产品从无到有的生产过程当中，需要

经过初期研发设计、产业化发展和市场交易三个环节，而研发创新对于经济增长

的关键作用不言而喻。加大研发投入，可以为企业的技术创新提供充实的资金保

障，以激励人才创新，让企业能够有人力和物力来进行研发创新，从而提高企业

产品的技术水平，培育核心竞争力。同时，较高的研发投入能够推动企业研究成

果的转化，生产出更多种类的产品，提升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从而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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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意愿，带动全球价值链的优化升级，推动全球经济

繁荣发展。此外，数字贸易加速了企业间数据、信息、技术等生产要素的流动，

能够进一步地促进技术成长，达到新的研发水平，而研发创新是提升全球价值链

地位的重要因素。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强大的推动力量，能够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水平提升，有效

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企业实现竞争优势和全球市场扩张的关键因素之一。据相关研

究表明，技术创新在当前全球价值链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数字贸易作为技

术创新的有力支持者，能够加速生产性服务业的国际化进程。首先，数字贸易为

生产性服务业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更高效的交易渠道，使得企业可以跨越

地域限制，将服务产品推向全球市场。这种全球性的市场触达可以激发企业对技

术创新的需求，推动其不断提升服务品质并增强竞争力。其次，数字化平台为企

业提供了更多创新合作的机会，促进不同国家、不同企业间的合作与交流，从而

促进技术的共享和创新，提高整个行业的生产率和效益。另外，数字贸易也为企

业提供了更便捷、更快速的信息传递和沟通方式，使得技术创新的成果能够更快

速地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和应用。因此，数字贸易通过提高技术创新水平，不仅可

以带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化发展，还可以提升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

现更高水平的价值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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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字贸易及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发展现状

3.1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

3.1.1数字贸易的测度

以数字经济发展为基石，数字贸易发展迅猛，将数字技术融入到产业发展当

中，推动产业智能化数字化改造，进而实现转型升级，既提高了生产要素的使用

效率，又使得生产要素的分配结构更加合理，使得服务贸易能够在数字经济时代

进一步发展。将学者们对数字贸易衡量的标准进行汇总后发现，当前使用最为广

泛的定义是由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定义，该委员会认为数字贸易就是

可以进行数字化的服务贸易，即通过信息和通信网络进行的跨境贸易。借鉴岳文

嵩（2020）的方法，本文选用 ICT 商品贸易出口额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衡量

一国数字贸易的发展水平，相关数据从 UNCTAD数据库选取而来，这个数据库

是在 UNCTAD、WTO共有数据的基础上编制计算，涵盖了 2007年至 2021年间

55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进出口数据。

3.1.2主要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比较

由图 3.1 可以看出，各经济体的数字贸易发展情况在整体上存在差异。

2007-2021年间，新加坡数字贸易增长水平最高，保持了 27.9及以上的数字贸易

水平，远高于样本期内 55个国家数字贸易增长的平均水平，表明新加坡的数字

贸易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是数字贸易行业的引领者。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发

达国家，拥有海上咽喉绝佳的地理位置，借助良好的数字贸易基础和中立的国际

态度，能够较好地整合亚太地区数字资源，使得 ICT 商品在出口商品总额中占

比较高，进而数字贸易水平高。印度的数字贸易水平排名第十，且 15年间较为

稳定，起伏不大，说明印度的数字贸易水平虽然总体较好，但发展速度较为缓慢。

除新加坡和中国外，其他国家受 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数字贸易水平急

剧下降，后恢复缓慢。图 3.1中有 8个发达经济体和 2个新兴经济体，一方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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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发达经济体的数字贸易普遍好于发展中经济体，凭借成熟的数字技术，占据着

贸易优势；另一方面也表明发展中国家的数字贸易水平不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

并且需要不断适应新的发展环境。总体而言，图中描述的十大经济体在过去 15

年均高于平均水平。2021年，数字贸易水平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有 18个，

其中除图中的 10个国家外，还有土耳其、匈牙利、荷兰、爱尔兰、马来西亚等

8个国家，其余 37个国家的数字贸易水平都比平均值更小。同时，不同经济体

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差别很大，尤其是排名高位和低位的经济体之间差距较大。

图 3.1 主要经济体数字贸易水平

3.1.3中国数字贸易现状

本部分分析中国 2007年至 2021年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并将中国生产性服

务业的七个细分行业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细致对比。

图 3.2显示，样本期间，我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从 26.30上升到 29.34，总体

呈上升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表明我国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数字贸易的高质量

发展。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中国产品进出口大幅降低，导致数字贸易水平在 2008

年显著下降。而在 2020年，受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各国海关加大了对进出口产

品的检疫标准，导致中国的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有所下降。分析中国数字贸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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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升趋势的原因，不难发现，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开放程度不断上升，经

济插上腾飞的翅膀，也为我国技术创新做好了良好的基础准备。受第四次工业革

命的影响，进入信息时代，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快速增长，让中国的生产要

素也进行了一定的优化。当前中国凭借丰富的劳动力和先进的 5G技术，建设有

完善的数字基础设施，企业借助数字平台可以简化交易流程，提高交易效率，推

动技术创新。另一方面，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坚持创新是第一生产力，

制定了一系列推动创新的激励和保障政策，为企业创新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能够让企业“站在巨人的肩膀”，进行进一步的产品和服务创新。同时，政策环

境的保障能够大大提高我国数字贸易发展当中的技术含量，推动数字贸易的高质

量发展蓝图实现，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综合来看，中国数字

贸易在积极构建数字基础设施和培育技术创新环境的过程中，展现出了强势的发

展潜力和前景。

图 3.2 中国数字贸易水平

2007—2021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行业的数字贸易水平如图 3.3所示，

从整体趋势上看，各个行业的数字贸易水平均呈现上升趋势，其中上升最快的是

水运，从 2007年的 18.4，上升到 2021年的 30.2，其次是其他商业服务，从 2007

年的 19.4，上升到 2021年的 27.7，上升速度最慢的是金融业，2007-2021年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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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了 0.97，其次是其他运输方式，上升了 1.49。这表明，我国推进产业发展的

一系列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果，使得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大

幅提升，尤其是科技的进步有目共睹，从而提高了七个细分行业的数字贸易水平。

就具体的行业而言，其他商业服务的数字贸易水平是最高的，水运的数字贸易水

平第二，邮电业的数字贸易水平从 2014年快速发展，跃居第三，其他运输方式

和金融业的数字贸易水平较低，其中其他运输方式的数字贸易水平最低。这表明，

在生产性服务业当中，对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贸易水平影响最大的是其他商业

服务，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带动了邮电业（邮储业和电信业的总和）的后来

居上。

图 3.3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数字贸易水平

随着中国数字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数字技术正在与传统产业进行着深度融合，

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转型，这种转型不仅在于科技创新的推动，更在于它

所引发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模式的变革，推动数字贸易的发展。如今，中国已经进

入了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平台的作用不容忽视，通过数字平台，传统产业可以连

接全球各地贸易主体，形成一个庞大且高效的市场网络，降低企业和消费者沟通

交易的成本，简化交易流程，从而提高数字贸易水平。例如，电子商务平台就是

一个典型的例子，利用数字平台，各种规模的企业都可以迅速、方便地建立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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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线上店铺，发展跨境电商，销售产品到全世界各地。此外，数字技术与企业

的深度融合也为生产流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中国很多企业已经开始利用云

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减少生产中不必要的流程，为生产提质增效，降低人

工、设施等大额成本，利用数据平台让企业实现规模效应，推动制造业企业的智

能化转型。总结来看，中国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

合，在提升国内生产效率、优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等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为中国数字贸易水平的增长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3.2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发展现状

3.2.1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标的测度

目前，对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测量，主要是用贸易增加值来计算。大部分学

者都是用里昂惕夫的方程作为基础来研究贸易增加值，用矩阵表格来衡量不同国

家和不同部门之间的投入产出情况，从表中可以看出如果要生产单位商品不同国

家或部门需要的中间投入品。里昂惕夫认为，出口方面的附加值是由直接和间接

两个部分组成，生产出口商品的国内投入生产要素组成了直接国内增加值的主要

部分，而在生产中所需要的国内中间投入品里面投入的生产要素组成间接国内增

加值。在生产中间投入品时也会造成其他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消耗，因此，里昂惕

夫认为，当一个国家在生产出口产品时，产生的国内增加值总额等于其在国内生

产中创造的直接增加值与全部间接增加值之和。

经济全球化浪潮使得中间品贸易得到了飞速发展，因此很多学者对于出口价

值的分解也有了新的方式。Hummels（2007）通过建立垂直专业化指标（VS），

表示一个国家在国际价值链的参与程度。考虑到加工贸易的影响，Koopman提

出 KPWW分解法，这个方法把出口的增加值（EX）分为国内增加值（DV）和

国外增加值（FV），各个部分的分解含义如下表 3.1中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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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基于 KPWW 法的出口增加值分解

本文为进一步测算一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地位和程度，构

建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参与指数。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公式为：

���_����� = ln (1 + ����
���

) − ln (1 + ����
���

) （1）

其中，m表示部门，n表示国家，IVmn表示 n国 m部门间接国内增加值出口，

EVmn表示 n 国 m部门的总出口，FVmn表示 n国 m部门出口部分中的国外增加

值。在全球价值链当中，不同的国家所占的位置有所差异。比如发达国家占有技

术优势，能够在价值链上从事研发销售等高附加值工作，从而处于全球价值链的

上游位置；而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只能够通过组装加工中间产品等方式来获取

利润，由于所得的附加值较低，在全球价值链中只能处于下游位置。所以，如果

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越大，就表明这个国家的某个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越接近上

游水平，全球价值链地位较高。反之，如果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越小，则说明一

国某个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较低。

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公式为：

���_����� = ����
���

+ ����
���

（2）

在这个公式中，
����
���

表示的是 n国家 m部门的前向参与度，而
����
���

表示为后

向参与度，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是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之和。如果一个国家的

出口增加值

总额（EX）

国内增加值

（DV）

作为最终产品出口的国内增加值（FDV）
直接出口的国内

增加值（DDV）
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并被进口国最终需求

吸收的国内增加值（NDV）

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并被进口国加工生产后

再出口第三国的国内增加值（TDV）

间接出口的国内

增加值（IV）

作为中间产品出口并被进口国加工生产后再次返销的

国内增加值（RDV）

国外增加值

（FV）
中间产品进口中其他国家的国内增加值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24

前向参与度较高，则说明这个国家的产品大多作为中间品出口到第三方国家进行

加工。如果后向参与度比较高，表明这个国家作为产品的接收国，更多地依靠进

口国外产品来进行加工生产。两者数值的增高都会使得国家参与度变高，从国际

贸易中赢得更多利润，并且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越高则说明这个国家在整个价值链

中的地位越重要。

生产性服务业指的是为保障工业生产的连续性、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效率而

提供服务的行业。对于生产性服务业的选取，本文根据席强敏等（2015）和郭进

等（2015）的做法以及 ADB MRIO数据库中的规则，将分类规则中的 c23~c28、

c30识别为生产性服务业，分别是邮电业、金融业、陆运、水运、空运、其他支

持和辅助运输活动、其他商务活动这七个行业。这些服务业在工业生产过程中扮

演着关键的角色，为各类企业提供必要的支持和服务，有助于实现生产流程的顺

畅进行，并推动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由于房地产业（c29）通常具有较低的投

资需求，因此在确定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时经常会将其剔除，这样的排除可以更

精确地界定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通过清晰定义生产性服务业并合理筛选相关行

业，可以更好地理解这些服务业对工业生产的重要性。

3.2.2主要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

根据从亚洲开发银行（ADB）获得的 UIBE 全球价值链指标表，使用上述公

式（1），计算出样本期间 55个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受篇幅局

限，表 3.2 仅排了 2007 年至 2021年间排名靠前的经济体 20个，以及中国的生

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

根据表 3.2，2007 年至 2021 年间排名前 20的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指数方面表现出色，均高于往年平均水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占了 4/5，而发

展中经济体仅有 1/5。这表明发达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中占据优势。

在这 20个经济体之中，前五名分别是立陶宛、哈萨克斯坦、荷兰、新加坡和俄

罗斯位。立陶宛和哈萨克斯坦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指数均值分别为 0.183

和 0.156，两者都高于 0.150；紧随其后的荷兰、新加坡、俄罗斯、拉脱维亚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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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前 12位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全部都不小于 0.100。相反，

其他 43个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均值则低于 0.100，其中，作为

超级大国的美国 GVC指数均值未上榜前二十，或许与其制造业过于发达，生产

性服务业大多外包相关。

从总体变化趋势上来看，在 2007年到 2021年这 15年间，各个经济体的变

化趋势有所差异。其中，总体上表现为上升趋势的有立陶宛、荷兰和拉脱维亚等

经济体，比如，立陶宛、荷兰和拉脱维亚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分别从

2007年的 0.143、0.093、0.091增长到 2021年的 0.212、0.241、0.185，有明显的

上涨趋势。相反，哈萨克斯坦、新加坡以及俄罗斯等国家则表现出了下滑趋势。

这些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从 2007年的 0.193、0.192、0.163减少

到了 2021年的 0.109、0.102、0.100。在过去的 15年里，欧洲国家中一些经济体

的发展趋势保持相对平稳，例如，比利时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从 2007

年至 2021年间始终在 0.090左右波动，变化较为有限。同样，中国的生产性服

务业 GVC 地位指数在这段时间内一直低于 55 个经济体历年的均值，并且排名

相对靠后，位列第 40位。尽管中国生产性服务业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

但总体上看，从 2007年到 2021年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呈现出

增长趋势。这表明中国在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所提升，虽然起点

较低，但发展势头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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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主要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指数

国家 2007 2010 2013 2016 2019 2021 均值 排名

立陶宛 0.143 0.181 0.190 0.208 0.154 0.212 0.183 1
哈萨克斯坦 0.193 0.190 0.180 0.095 0.111 0.109 0.156 2

荷兰 0.093 0.087 0.153 0.169 0.217 0.241 0.150 3
新加坡 0.192 0.211 0.140 0.131 0.095 0.102 0.148 4
俄罗斯 0.163 0.171 0.146 0.144 0.077 0.100 0.143 5
拉脱维亚 0.091 0.110 0.110 0.157 0.169 0.185 0.134 6
塞浦路斯 0.108 0.124 0.134 0.125 0.146 0.135 0.128 7
瑞士 0.112 0.119 0.114 0.086 0.147 0.168 0.122 8

马来西亚 0.156 0.119 0.111 0.096 0.070 0.077 0.108 9
爱沙尼亚 0.077 0.094 0.103 0.136 0.117 0.104 0.105 10
瑞典 0.102 0.091 0.089 0.092 0.134 0.148 0.103 11

斯洛文尼亚 0.049 0.048 0.062 0.102 0.180 0.170 0.101 12
比利时 0.087 0.092 0.090 0.082 0.106 0.119 0.091 13
德国 0.091 0.076 0.086 0.089 0.121 0.099 0.088 14
英国 0.061 0.063 0.072 0.080 0.095 0.102 0.077 15

保加利亚 -0.028 0.061 0.066 0.090 0.140 0.141 0.074 16
爱尔兰 0.109 0.076 0.074 0.026 -0.003 0.131 0.073 17

斯洛伐克共和国 0.070 0.058 0.061 0.069 0.106 0.118 0.072 18
匈牙利 0.032 0.040 0.056 0.082 0.121 0.144 0.071 19
奥地利 0.066 0.066 0.064 0.057 0.078 0.081 0.069 20
中国 0.027 0.042 0.039 0.045 0.050 0.055 0.044 40
均值 0．043 0.046 0.045 0.055 0.061 0.065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生产性服务业 GVC参与度指数和地位指数的数据来源一样，利用公式（2）

计算得出。根据下表 3.3显示，2007年至 2021年间排名前 20的经济体在生产性

服务业 GVC参与指数均优于往年平均水平。其中，卢森堡、马耳他、新加坡和

爱尔兰是排名前四的经济体，15年间变化不大，整体生产性服务业 GVC参与度

较高。分区域来说，卢森堡、马耳他和爱尔兰属于欧洲大陆的发达经济体，新加

坡是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并且，在这 20个经济体中有 3/4是发达经济体，只有

1/4是发展中经济体，说明对于样本中 55个经济体而言，欧洲发达经济体在价值

链参与度上占据优势。

从时间上看，15 年间，55 个经济体在生产性服务业 GVC 参与度方面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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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但各国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参与度变化趋势有所不同。

以具体国家为例，爱尔兰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参与度从 2007年的 0.681上升至

2021年的 1.050；而斐济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参与度则维持在 0.46的水平上下

波动。相较之下，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参与度均值为 0.193，相对于表 3.3

中排名前 20的经济体而言稍显滞后，并且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参与度 15

年来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处于末流位置。此外中国与自身相比也有所下降，从

2007年的第 40位下降至 2021年的第 46位，说明中国受疫情影响较大。

表 3.3 主要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 GVC 参与指数

国家 2007 2010 2013 2016 2019 2021 均值 排名

卢森堡 1.163 1.166 1.233 1.278 1.295 1.311 1.241 1
马耳他 0.884 0.942 0.932 0.872 1.101 1.126 0.965 2
新加坡 0.860 0.922 0.935 0.894 0.920 0.952 0.927 3
爱尔兰 0.681 0.783 0.844 0.899 0.989 1.050 0.868 4

塞浦路斯 0.525 0.523 0.541 0.577 0.840 0.900 0.624 5
比利时 0.495 0.568 0.596 0.630 0.714 0.767 0.622 6

马来西亚 0.783 0.683 0.608 0.530 0.489 0.492 0.599 7
爱沙尼亚 0.498 0.545 0.586 0.599 0.632 0.681 0.579 8

荷兰 0.407 0.449 0.600 0.607 0.710 0.718 0.575 9
蒙古 0.558 0.512 0.484 0.498 0.612 0.657 0.559 10
越南 0.475 0.548 0.512 0.549 0.559 0.556 0.536 11
文莱 0.569 0.499 0.587 0.462 0.483 0.403 0.527 12

匈牙利 0.462 0.476 0.533 0.549 0.560 0.557 0.524 13
丹麦 0.486 0.474 0.510 0.481 0.583 0.597 0.518 14

拉脱维亚 0.435 0.479 0.511 0.532 0.588 0.584 0.516 15
斯洛文尼亚 0.407 0.399 0.448 0.487 0.660 0.667 0.508 16

斐济 0.455 0.452 0.461 0.469 0.591 0.460 0.494 17
保加利亚 0.443 0.445 0.503 0.498 0.527 0.529 0.491 18

瑞士 0.437 0.424 0.443 0.479 0.566 0.603 0.475 19
立陶宛 0.375 0.422 0.461 0.457 0.582 0.550 0.469 20
中国 0.169 0.173 0.168 0.215 0.251 0.238 0.195 46
均值 0.393 0.398 0.417 0.416 0.461 0.462

数据来源：作者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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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

（1）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

采用 ADB MRIO 数据库中的相关数据，测度出 2007年至 2021年中国生产

性服务业的 GVC地位指数。如图 3.4所示，从 2007年至 2021年生产性服务业

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呈现出波浪式上升的趋势，从 2007年的最低值 0.027，后

面慢慢提高，在 2021 年生产性服务业 GVC的地位指数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值

0.05，其中受 2008年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指数降幅

较大。整体上看，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的地位指数水平不高，且处于全球

价值链的低端水平，但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数字技术的提高使得这种情况有所好

转，生产性服务业地位整体在进步，且发展潜力较大，前景广阔，这就更需要提

升自己的数字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培养数字人才，培育核心竞争力，来促进我

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提升。

图 3.4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指数

经过测算，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总体较低，对于不同行业而言，

因 7个细分行业各自的劳动、资源、技术等基本条件不同，使得全球价值链地位

指数呈现差异化。由图 3.5可知，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高的是水运、空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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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业。由于中国幅员辽阔，水系发达，两面临海，船舶技术先进，空运水平发达，

承担了国际贸易大部分水运和空运，使得水运和空运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高。

而中国稳定的政治环境和实惠的引资政策，为外商投资构造了良好的氛围，使得

金融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较高。从图 3.5中也可看出，邮电业、其他运输和

其他商业服务三个行业地位指数较低，其中最低的是邮电业，且一直为负值，其

他运输在 2010年以前也是负值，我国作为制造大国，在邮电产业中承担大部分

的加工组装工作，获得附加值较低，导致邮电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低。

整体来看，受 2008年金融危机的滞后影响较大，2009年 7个行业的全球价

值链地位指数急剧下降，随着经济好转有所回升，除空运之外的行业在 2017年

地位指数达到最高值，而 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爆发，贸易保护主义横行，使得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7个细分行业地位指数再次断崖式下降，除其他运输行业之外

的行业达到前所未有的低值。

图 3.5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 GVC 地位指数

（2）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参与指数

利用 ADB MRIO 数据库中有关数据，借助 Stata16.0 软件，计算出 2007 年

至 2021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所得数据如图 3.6所

示。跟其他经济体不一样，15年来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一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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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较低的地位，表现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数值很低，并且始

终低于样本中 55个国家的平均值。就自身而言，相比于 2007年的全球价值链地

位指数，总体的地位指数趋势是下降的，其中 2009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参与度

比 2007年低 0.046，因为 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本身风险承受能力不足的

中国大受打击，使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急剧下降，直至 2010年有

所好转，地位指数开始回升，但始终无法恢复到 2008年前未受打击的水平。到

2011年的时候，欧债危机爆发，贸易保护主义横行，阻碍了全球价值链上的分

工与合作，导致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参与度屡屡下降。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的深化，这一现象正在得到改善。

图 3.6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 参与指数

由图 3.7可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7个细分行业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虽然

总体呈下降趋势，但都是正数。其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空运，从 0.151下降到 0.009，

下降幅度最小的是其他商业服务，从 0.025下降到多少-0.029。具体而言，7个行

业中，空运、水运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两者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也比较

高，表现一致。但是其他商业服务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全球价值链地位指

数较低，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这是因为其他商业服务在整个价值链中参

与环节较多，但低端商业服务产生的附加值少，从而地位指数并不高。全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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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参与度较低的是金融业和邮电业，这是因为我国处于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

家相比个人拥有的资本存量较少，在世界金融市场参与度低，而我国主要承担邮

电产业的组装加工，参与较少。两者较低的参与度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一致，

由此不难得出，我国金融业和邮电业有比较低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价值增值来自

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从图 3.7可以得知，中国生产性服务业 7个细分行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过程

中表现较为积极，有相对较高的参与指数，但是地位指数一直小于 0.15，在价值

链中处于末流水平。所以，中国亟需加深技术创新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融合，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加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竞争力。

图 3.7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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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影响的实证分析

4.1模型设定与变量选取

4.1.1模型设定

为了更好地分析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本次实证

研究选择的样本为 2007-2021 年间来自 55 个国家及地区的数据。根据 Bumann

（2016）提出的非线性实证框架，本文设定如下的基本计量模型：

���_����� = �0 + �1����� + �2�����
2 + ������ + ��� (3)

公式当中，下标里 n和ｔ分别表示国家（或地区）和年份；���_�����表示

全球价值链地位，若数值越大，则表明该经济体所处价值链环节越高端，也就是

说分工地位更高；�����指代数字贸易；�����包含所有的控制变量；���为随机扰

动项。

为了更好地分析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怎样产生影响的，结合前文理

论机制分析，在公式（3）的基础上构造出以下递归方程：

����� = �0 + �1����� + �2�����
2 + ������ + ��� （4）

���_����� = �0 + �1����� + �2�����
2 + ������ + ������ + ��� （5）

其中，�1 、�2表示数字贸易影响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直接效应，�1×

�、�2×� 表示通过科技创新和交易成本传导的中介效应。�����为中介变量，代

表科技创新和交易成本。

4.1.2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1）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使用 55个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指数（��C_pos）作为被

解释变量，通过计算结果来表示样本中 55 个国家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这

一步在第三章对其进行了计算。所使用的数据来自 2007 年至 2021 年的 A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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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IO数据库。

（2）解释变量

本研究选择数字贸易（Per）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 UNCTAD数据

库的数字经济部分，根据岳文嵩（2020）的计算方法，利用 ICT 商品贸易出口

额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数字贸易。虽然这个方法有好有坏，优点是

数据容易获取，并且较为全面，时效性强，缺点是定义与统计口径存在些微的偏

差，将远程的数字贸易也纳入了数字贸易的范畴，这意味着可能会扩大数字贸易

的统计范围。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种统计方式尚有不足，但仍是当前技术所达

单一指标中最为可行的核算方法，并且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商务部得到了广泛运

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3）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研究文献，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

经济增长水平（PGDP），选用各经济体的人均 GDP对数来表示。

对外开放度（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在 GDP中所占比例来表示。

研究发现，引入外商投资，可以加快本国资本的积累，加速区域产业集聚，进而

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

生产效率（ctfp），选取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表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一

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高，其生产能力就更强，可以一定程度加快国家开放型经济

发展，进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占据优势。

劳动力市场规模（LP），选取 15—64岁劳动力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来表

示。劳动力市场规模影响一个国家的技术水平，进而影响该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

人力资本（hc），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研究发现，高技术人才能够

提高产业效率，推动产业创新，有利于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

（4）中介变量

技术创新（RD），选取本年度专利申请数量的对数表示。伴随着科技进步

和时代发展，创新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关乎着国家参与全球价值

链的程度。此外，技术创新能够不断替代廉价劳动力，降低企业用工成本，提高

科技含量，增强企业竞争力，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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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成本（CS），数字经济时代，信息的搜集成本在生产成本中占比较高，

因此本文采用互联网覆盖率作为代理变量。数字贸易加快了商品和服务的数字化，

简化交易流程，降低交易成本，能够提升 GVC地位。变量数据来源如表 4.1。

表 4.1 变量测度及数据来源

变量性质 变量符号 变量名称 测度方式 数据来源

被解释变量 GVC 全球价值链地位 WZZ分解计算 ADB-MRIO

解释变量 Per 数字贸易 ICT商品贸易出口额占贸易出口总额的比重 UNCTAD

中介变量 lnRD 技术创新 专利申请量 WDI

CS 交易成本 以互联网覆盖率为代理变量 WDI

控制变量 LP 劳动力市场规模 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WDI

FDI 外商直接投资 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占 GDP的比重 WDI

lnPGDP 经济增长水平 人均 GDP WDI

ctfp 劳动生产率 利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对数衡量 佩恩 10.01

hc 人力资本 平均受教育年限 佩恩 10.01

4.1.3描述性统计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4.2所示。本次研究选取的总体样本数为 825个，

采用 2007—2021年 55个国家的面板数据。从下表 4.2中可以看出，被解释变量

的最大值为 0.190，而最小值为-0.091。解释变量的最大值为 0.347，最小值为 0。

在控制变量当中，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最大的是人均 GDP对数值，为 4.604。

表 4.2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平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GVCpos 825 0.052 0.061 -0.091 0.190
Per 825 0.079 0.092 0.000 0.347
Per2 825 0.015 0.029 0.000 0.121
LP 825 6.670 0.300 5.865 7.327
FDI 825 0.108 0.297 -0.077 1.723

lnPGDP 825 9.711 1.193 6.930 11.534
ctfp 825 0.684 0.263 0.000 1.088
hc 825 3.099 0.485 1.787 3.767



兰州财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

35

4.2实证结果分析

4.2.1基准回归检验

本研究选择了 55国家的 2007—2021年的面板数据，首先通过 Hausman检

验，确定使用固定效应还是随机效应。经检验，P值为 0.000，小于 0.01，拒绝

原假设，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结果如表 4.3所示。通过逐步引

入控制变量来验证模型的稳健性，发现核心解释变量一直显著，一次项系数为正，

二次项系数为负，拟合度逐渐提高，显示模型拟合效果持续改善。未考虑其他变

量时，数字贸易的一次项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在 5%水平上

显著为负，表明数字服务参与国际贸易初期，数字贸易的提高能有助于生产性服

务业 GVC 地位提升；随着数字化程度的深入，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的提高达到临界值，随后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将随着数字贸易水平上升

而下降，呈现倒“U”型趋势。在加入劳动力市场规模、外商直接投资、人均

GDP、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本等控制变量后，数字贸易的一次项系数仍在 5%水

平上显著为正，而二次项系数仍在 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倒“U”型的非线

性关系依然存在。

对于控制变量的系数，劳动力市场规模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

劳动力市场规模会降低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劳动密集型国家凭借自身的人

口红利，更容易从事中间环节增加值低的工作，从而导致该国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较低；加入 FDI和人均 GDP之后，回归系数并不显著；在 10%水平上，劳

动生产率显著为负，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能够让劳动力更多地完成组装加工

等低价值工作，从而降低了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加入人力资本这个控制变

量之后，其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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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5) (6)
GVCpos GVCpos GVCpos GVCpos GVCpos GVCpos

Per 0.182* 0.221** 0.230** 0.223** 0.242** 0.246**

(1.852) (2.297) (2.383) (2.244) (2.432) (2.464)
Per2 -0.568** -0.570** -0.607** -0.595** -0.642*** -0.646***

(-2.345) (-2.410) (-2.543) (-2.462) (-2.648) (-2.663)
LP -0.053*** -0.053*** -0.054*** -0.055*** -0.054***

(-6.208) (-6.240) (-6.237) (-6.381) (-6.130)
FDI 0.007 0.007 0.008 0.008

(1.147) (1.155) (1.344) (1.369)
lnPGDP 0.002 0.007 0.008

(0.321) (1.062) (1.096)
ctfp -0.043* -0.046*

(-1.876) (-1.947)
hc -0.007

(-0.552)
_cons 0.030*** 0.385*** 0.386*** 0.367*** 0.357*** 0.374***

(4.102) (6.682) (6.705) (4.356) (4.238) (4.175)
拐点 0.160 0.194 0.190 0.187 0.189 0.191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25 825 825 825 825 825
R2 0.846 0.853 0.854 0.854 0.854 0.855

注：( )中为 t值，*、**、*** 分别代表 10%、5%、1%的显著性水平，下同

4.2.2分国家异质性检验

由于考虑到数字贸易对不同水平的国家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根据佩恩表的

分类标准，将 55个国家分成三组，分别是中低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高收

入国家，分类结果如表 4.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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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国家收入水平分类

收入水平 国家

中低收入国家
柬埔寨、印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巴基斯坦、菲律宾、斯里兰卡、

越南

中高收入国家
巴西、保加利亚、中国、斐济、印度尼西亚、哈萨克斯坦、马来西亚、

墨西哥、俄罗斯、泰国、土耳其

高收入国家

澳大利亚、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

文莱、芬兰、法国、日本、拉脱维亚、立陶宛、加拿大、克罗地亚、塞

浦路斯、捷克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

新加坡、斯洛伐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西班牙、波兰、葡萄牙、大韩

民国、罗马尼亚、瑞典、瑞士、英国、美国

在分组的基础上，对每组国家进行回归，检验数字贸易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

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从表 4.5可知，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数

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不同。中低收入国家数字贸易的一次项

系数在 5%的显著水平上为正，说明中低收入国家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呈线性正向关系，原因在于中低收入国家数字贸易水平较低，有较大的提升

空间，数字技术的进步能够提高其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但由于数字基础薄

弱，其正向影响较小。中高收入国家数字贸易水平的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均

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一次项系数显著为正，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高收

入国家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之间表现出倒“U”型关系，中高收

入国家已有一定的数字基础，随着数字贸易水平的提升会提高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但当数字贸易增长到一定程度，会出现“大数据杀熟”、“数据霸

权”、“数字垄断”等现象，阻碍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提高。数字贸易对

高收入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影响不显著，可能是因为高收入国家由于

技术成熟，占据着“微笑曲线”的两端，本身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就比较高，

所以数字贸易水平的提高对其影响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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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不同收入水平回归

变量
中低收入国家 中高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GVCpos GVCpos GVCpos
Per 0.151** 1.750*** -0.027

(2.442) (4.676) (-0.635)
Per2 -3.785***

(-4.490)
LP -0.069*** 0.041* -0.091***

(-3.767) (1.784) (-7.127)
FDI -0.010 -0.104* 0.008

(-0.261) (-1.839) (1.622)
lnPGDP -0.012 0.022 0.006

(-0.770) (1.297) (0.642)
ctfp -0.080 -0.096 0.030

(-0.969) (-1.441) (1.117)
hc -0.047 0.030 -0.033**

(-1.575) (0.860) (-2.081)
_cons 0.693*** -0.506** 0.661***

(3.646) (-2.084) (5.137)
N 120 165 540
R2 0.898 0.809 0.873

4.2.3中介效应检验

在前一章中对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

析，本章节采用中介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即加入技术创新（RD）和生产成

本（ct）进行检验。接下来对两个指标进行解释：

技术创新（RD）：学术界对于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有很多，大部分学者使

用研发能力来衡量。比如马盈盈（2018）用研发投入强度计算国家技术创新水平，

胡昭玲（2017）选用每一百万人所包含的研发人员所占比例来替代技术创新。考

虑到研究效果，本文选取居民专利申请量来测算技术创新，数据来自于WDI数

据库。

生产成本（ct）：数字贸易加快了商品和服务的数字化，简化交易流程，降

低交易成本，能够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在前人研究中，孙浦阳（2017）以互联

网覆盖率代替搜寻成本。随着人民生活数字化水平的提高，一般通讯设施已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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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衡量一国互联网发展水平，因此，本文决定使用各国互联网用户的用网比例

（ct）来作为交易成本的代理变量。

在检验影响机制的过程中，加入技术创新和生产成本两个中介变量，检验结

果如表 4.6所示。从表中可以看出，数字贸易对技术创新、贸易成本的影响至少

通过了 5%的显著性检验，而技术创新、贸易成本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的

影响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存在中介效应，表明数字贸易可通过降低生产成本、

提升技术创新能力来提高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从而

促进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提升。

表 4.6 数字贸易影响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机制分析

变量
(1) (2) (3) (4)
lnRD GVCpos tc GVCpos

Per 3.987*** 0.218** 0.682** 0.275***

(4.319) (2.160) (2.377) (2.758)
Per2 -13.272*** -0.553** -1.453** -0.707***

(-5.924) (-2.229) (-2.087) (-2.925)
lnRD 0.007*

(1.782)
ct -0.042***

(-3.317)
_cons -4.513*** 0.342*** -0.668*** 0.346***

(-5.464) (3.751) (-2.601) (3.8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 825 825 825 825
R2 0.994 0.855 0.932 0.857

4.3稳健性检验

4.3.1缩短样本周期

由于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对各经济体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影响较大，

研究中特删除 2007—2010年的数据，使用 2011—2021年期间的数据进行稳健性

检验。如表 4.7第（1）列显示，短周期内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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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显著，其数字贸易一次项的系数在 10%的水平显著为正，二次项的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也就是说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倒“Ｕ”

型关系仍旧存在。

4.3.2滞后一期

由于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联系紧密，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数字贸易与生

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之间或许有反向因果关系，为缓解内生性问题，对解释变

量进行滞后一期回归。下表 4.7第（2）列的数据表示，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

业 GVC地位还是呈现倒“Ｕ”型关系，结果显著。

表 4.7 数字贸易影响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稳健性检验

(1) （2）
2011-2021 GVCpos

Per 0.266*

(1.661)
Per2 -0.913**

(-2.545)
L.Per 0.208**

(2.089)
L.Per2 -0.574**

(-2.366)
LP -0.024* -0.055***

(-1.875) (-5.857)
FDI 0.008 0.007

(1.181) (1.129)
lnPGDP 0.030*** 0.014*

(3.161) (1.903)
ctfp -0.007 -0.056**

(-0.234) (-2.201)
hc 0.006 -0.001

(0.338) (-0.059)
_cons -0.157 0.296***

(-1.068) (3.073)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N 605 770
R2 0.858 0.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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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1研究结论

随着数字服务的全球化蔓延，数字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在全球市场中的重

要性不断提升，各国逐步开始聚焦于如何推动本国数字贸易进出口，带动生产性

服务业 GVC地位的全面提升，并开始积极推动相关研究。因而本文将数字贸易

和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大量搜索和阅读相关文献，选取

了一个能有效对数字贸易和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进行测量和评估的方法。本

文收集了 2007—2021年 55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以数字贸易作为核心解释

变量，以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作为被解释变量，分析了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

务业 GVC的影响以及其中介机制，结论如下：

（1）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间的关系呈现倒“U”型曲线。

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数字贸易的一次项系数在 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二次项

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也就是说，参与国际贸易初期，数字贸易有利于

该地区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提升，当数字贸易水平越过临界值后，数字贸

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产生消极影响。本次实证研究中采用控制变量法发

现，劳动力市场规模和生产效率与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呈现负相关。

（2）分样本回归发现，数字贸易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

地位的影响程度不一。对中低收入国家来说，数字贸易有显著提升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作用；对高收入国家而言，数字贸易对其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影

响不显著；对中高收入国家而言，数字贸易与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之间表现

出显著的倒“U”型关系，大部分国家未过拐点，表明各国如果想要进一步提升

生产性服务业 GVC，需要更深层次、更全方位地发展数字贸易，将其融入全球

经济贸易之中，同时也需小心防范“数字垄断”、数据泄露等数字贸易可能产生

的问题，防止其给生产性服务业的全球价值攀升之路产生阻碍。

（3）机制研究的结果表明，数字贸易主要利用交易成本效应和技术创新效

应两种方式来实现生产数字化，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其创新能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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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不断进步，扩大企业在行业内的竞争优势，让生产性服务企业能够在贸

易价值链之中攫取更大利益。

5.2政策建议

根据文章前面的研究，数字贸易影响各国的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颇深。

因此，根据上文得出的结论和实证研究结果，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基于本国国情，推出相应的数字贸易发展政策，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由于不同国家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不同，各国在制定政策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自

身国家发展现状，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增强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的国际竞争

力，并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比如，降低各大中小企业的准入门槛，简化

企业进行市场活动的审批流程，给予企业数字贸易优惠政策，最大程度促进跨境

贸易的便捷性。其次，鼓励各企业之间进行合作和交流，其中也包括与外企之间

进行交流，从而扩展企业眼界，展望更广前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需

要关注数据保护问题，加强对关键技术和重要信息的保护，要保障所有用户数据

的安全性，增强消费者对企业和政府的信任度。最后，创造适宜的政策环境，包

括确保法规的合理性、透明度和可操作性，以及为行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对于

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为更好地应对数字贸易发展带来的挑

战和机遇，优化政策环境、降低准入门槛、促进技术创新和合作，都将有助于加

速数字贸易的发展。在当今数字化时代，通过制定合适的政策和采取有效的措施，

各国可以共同推动数字贸易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为全球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

第二，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降低交易成本，为数字贸易发展打牢地基。

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数字基础不同，其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

响也不同。国家数字贸易水平的高低不仅取决于政策的适配度，还要求有坚实的

数字基础设施。首先，要加快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推动信号塔的建设，确保设施

安全稳固，加大网络覆盖面积，满足居民基本的用网需求。其次，在数字基础设

施建设中，要灵活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推动数字设施与时俱进，降

低信息的搜寻成本，从而降低交易成本。最后，要关注数字基础设施薄弱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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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数字援助，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宽带费用较高、网络延迟较高等问题，缩小数

字差距，共同发力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第三，积极推动数字技术发展创新，为数字贸易发展提供新动能。数字技术

是数字贸易发展的引擎，数字技术的蓬勃发展与创新性研发活动密不可分。数字

技术拥有较高附加值，能够加快推动全球价值链地位崛起。在资金、人才、技术

等知识生产要素方面不足的情况下，各国应继续促进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创新，鼓

励对知识衍生的生产过程进行投资，从而实现数字贸易的快速崛起，为生产性服

务业 GVC分工提供竞争优势。首先，完善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是数字技术发展

的保障，良好的政策环境，能够提高企业创新研发的积极性，研究尖端科技，推

动数字技术企业蓬勃发展。其次，要拓展数字技术产业投融资渠道，丰富投资方

式，鼓励龙头企业对小微企业的投资，同时放宽对国外资本的限制。最后，要加

大政府的研发投入，完善人才保障机制，只有充足的研究经费，才能够让企业有

人力、物力来进行科技研发，要培养数字技术专业人才队伍，鼓励发展人工智能

等先进数字技术，发挥出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赋能作用。

第四，为防止出现“数字鸿沟”、“数字垄断”的问题，各国要加快构建统

一的数字贸易规则，从而加大本国的国际话语权，加强国际的数字贸易合作。研

究发现，数字贸易对生产性服务业 GVC地位的影响表现为一条倒“U”型曲线，

因此为防止拐点过早出现，在制定数字贸易规则的时候，虽然有的发展中国家数

字力量薄弱，但在全球化浪潮下，大家都是命运共同体，所有国家在数字贸易规

则谈判桌上都应该寻求相应话语权，促进国家与国家之间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合作。

首先，各国要高度重视数字贸易规则的完善，保障国内各企业的切身利益，同时

也要开展企业之间的竞争，坚决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平衡，在竞争与合作中

寻求长远的数字贸易发展，缩小数字差距，完善对数字贸易壁垒的应对方法。其

次，要做到对各方需求的统筹兼顾，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同时也要倾听数

字弱国的心声，然后在结合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加以实施。最后，要推动与金砖国

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在数字贸易领域的深入合作，积极签署相关国家的数字贸易

合作文件，推动世界数字经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进《全球数据安全倡议》实

施，努力建立开放、公平、非歧视的数字发展环境，以促进公正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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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记

行文至此，感慨良多。时光如白驹过隙，一晃而逝。读研三年，随着年龄的

增长和见识的丰富，我慢慢成长，逐渐成熟稳重，在失去一些东西的时候，也获

得了很多。初来兰州，漫天黄沙，在南方呆了 22年的我很不适应，空气干燥、

流鼻血、皮肤皲裂等，常常困扰着我呼吸困难、夜不能寐，好在有一群可爱的人

一直支持着我，让我感受到家的温暖，一步步挺过来适应这里，再慢慢爱上。

首先，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导师蔡文浩教授，对我的研究论文进行指导和支持。

您的知识、耐心和激励使我在研究过程中受益匪浅，感谢您对我毕业论文的指导，

以及对我的学术能力的信任和鼓励。第一次见您，就觉得是个学识渊博、长相帅

气的小老头儿，后来慢慢接触，您的博学和修养不断让我折服，往后我会铭记您

的谆谆教诲，希望成为像您一样优秀的人。

其次，我要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们，是你们在我整个读研时光给我无限的支

持和理解，也让我有了坚持不懈、克服困难的勇气。特别要感谢我的老父亲和妹

妹，你们是我生活中最坚实的后盾，父亲始终支持我追求学术的梦想，给予我坚

实的生活保障，让我衣食无忧，能够专心学术。妹妹一直鼓励我，在我无助困顿

的时候开导我、帮助我，孤单寂寞的时候陪伴我、支持我。还有我的同门们，在

我迷茫的时候为我指引方向，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我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你

们的陪伴让我的三年生活多姿多彩。

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室友们，感谢命运和缘分，让我在最好的年龄遇见最好的

你们。开始的磨合或许有些许不快，但长期的陪伴和照顾让我们成了彼此的家人。

思凡总是早出晚归学习，做事靠谱，有求必应；娜娜小小的身体有大大的能量；

婷婷特别有毅力，减肥的时候任谁见了都得叫一句大哥。2021年到兰州的时候

疫情还比较严重，被封在学校里好几个月，没有外卖和快递，只能吃食堂，慢慢

地从嫌弃变成习惯最后变成喜欢。还记得 2022年五一节校门开放的时候，我们

几个像笼子里的鸟儿一样，整个宿舍出动去黄河边采集初夏的新芽，那天阳光明

媚，天空蔚蓝，我们笑容清爽，开朗活泼。2023年是忙碌的一年，实习、开题、

考试，我们一直在路上。时间过得飞快，一眨眼就没有了，一切都恍如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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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去年暑假去了西北大环线，果然如书中所说，“如果你也喜欢大

西北，那里并不是寸草不生”，有祁连山的辽阔草原，有鸣沙山的驼铃叮当，还

有翡翠湖的五彩斑斓。我想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肯定还会再来大西北，去看苦水

玫瑰，去爬天下第一关——嘉峪关。临走的时候，天水麻辣烫突然火了起来，多

希望时间能慢一点，让我再感受一下这大西北的美。

最后，我要感谢所有在我研究生期间给予我帮助和支持的教授和同学。你们

的讨论、建议和思想碰撞都对我的研究工作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和启发。老师们总

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耐心回答我的每一个问题，不管我的问题是有多么的幼

稚。同学们也总是能开阔我的思路，帮助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问题。

三年寒窗，毕业在即，这既是我这三年学习的结束，也是我整个学习生涯的

句号。在这三年学习过程当中，我不仅收获了知识，还学会了沉稳，三年的沉淀，

让我从一个大大咧咧的人，变成一个成熟稳重的小大人，为我在以后的工作和学

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让我终身受用。

“请保持热爱，奔赴下一场山海”，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句话，送给自己，也

送给我所有的同学。就用这句作为论文的结尾吧，我相信在未来的每一天大家都

会是更加快乐的一天，希望自己能够记得年少时的梦想，保持初心，砥砺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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