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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亚洲区域的生产网络正在形成,中国在这一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需进一步提升: 在产品内

国际分工视角下重新审视生产要素的培育;通过跨国兼并与收购控制附加值高的生产环节,提升我国企

业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地位;通过干中学和国际生产网络的知识扩散, 推动产品链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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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亚洲新的区域分工形式 ) ) ) 亚洲生

产网络开始形成并快速发展。
[ 1]
在过去的分工模

式中, 中国处于较低的国际分工地位,这对中国的

产业升级十分不利。如何在亚洲分工模式转变过

程中, 抓住机遇来提高中国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

分工地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亚洲生产网络的形成与发展

近年来,随着亚洲各国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

升级的内在需要,由日本主导的 /雁行模式 0已开

始衰落。但由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往来的原因, 亚

洲区域需要一种更新的分工模式来替代过去的

/雁行分工模式0。因此, 区域生产网络便逐渐形

成。
[ 2]

衡量亚洲区域生产网络形成的重要指标是出

口产品的进口中间投入品 ( VS )比重。根据北京

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 ( 2006)
[ 3]
提出的

用于衡量产品内分工程度的 VS改进指标, 按联

合国5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6 ( S ITC )第三版行业分

类标准,计算出中国出口贸易中来自别国的中间

产品比重变化,如表 1所示。从表 1中可看出, 在

1992~ 2007年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中来自亚洲

诸国的中间投入品的比重变化。 1992年以后的

12年中,中国出口贸易中来自外国提供的中间产

品的价值比率上升 50% , 从 1992年的 1412%上

升为 2003年的近 22%。而在这一进程中, 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 ( OECD )国家用 20年左右才完

成,即从上世纪 70年代初至 90年代初, OECD主

要国家的出口贸易中的产品内分工程度从 10%

左右上升到 20%左右。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 4~

5年间中国的产品内分工程度大幅度提高, 而在

整个 90年代, VS比率基本上是平缓的, 这说明中

国正在加速融入区域生产网络中。

  表 1 中国总出口中的 VS比重 (% )

年份 总和 日本 韩国 日韩 东盟 东盟日韩

1992 011422 010229 01 0057 010287 010072 01 0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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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011436 010288 01 0096 010384 010077 01 046l

1994 011458 010306 01 0123 010429 010089 01 0518
1995 011483 010329 01 0145 010474 0101 01 0574

1996 011496 010317 01 0163 01048 010109 01 0589
1997 011519 010329 01 0184 010513 010128 01 0641

1998 011555 010317 01 0189 010506 010144 01 065
1999 011521 010289 01 0167 010456 010131 01 0587

2000 012017 010379 01 0221 0106 010207 01 0807
2001 012047 010356 01 0209 010565 010205 01 077

2002 012103 010363 01 0228 010591 010221 01 0812
2003 012182 01038 01 0265 010646 010247 01 0893

2004 012293 01046 01 0301 010689 010284 01 0932

2005 012501 01052 01 0342 017024 010299 01 1021
2006 012895 01061 01 037 017723 013085 01 1158

2007 013037 01074 01 0392 018021 013203 01 1209

数据来源: UNCTAD COMTRADE数据库历年数据

  我们对表 1中所提供的数据进行分析, 可看

出,在中国产品贸易提高幅度中,约有 2 /3来自日

本、韩国、东盟其他国家对中国提供的中间投入品

的增加,其中日本占 115个百分点,韩国占 2个百

分点, 东盟其他国家占 117个百分点。这说明我

国生产的出口产品中有 2 /3的产品价值是来自从

亚洲各国进口的中间投入品的增加。而来自其他

国家的中间投入品的增加在中国出口品产品内分

工比率上升中只相当于 1 /3。因此, 中国在过去

10多年的出口产品中,其中间投入品来源具有明

显的地域性。如, 2007年,在中国出口总额中, 仅

日、韩两国提供的中间品价值就占 615% ,相当于

中国出口品的产品内分工比率的 1 /3。在中国的

出口产品生产中, 来自于日本的进口贡献最大。

来自日本的中间品在中国向世界出口品的产品内

分工比例中所占比重约为 1 /5。如果加上来自韩

国的中间品进口,日、韩对中国的中间品出口在中

国向世界出口的产品内分工程度中约占 1 /3。而

日本、韩国部分地把中国作为它们生产过程的延

续,使中、日、韩等亚洲国家处在同一产品的不同

生产环节上,中、日、韩、三国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

生产体系向世界出口。这说明亚洲区域生产网络

在不断向前发展, 而中国正成为这一区域生产网

络中的重要成员。

二、中国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与存

在的问题

中国参与亚洲生产网络主要表现为制造业环

节的生产分工。如表 2所示: 1992 ~ 2007年, 亚

洲地区零部件进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中国零部

件出口比重逐步增加的同时, 更多的是零部件的

进口快速增加。 2007年, 中国零部件进口在制造

业中的比重已达 43. 2%, 远高于出口零部件的比

重,这与亚洲其他国家零部件进出口较为平衡的

情况有区别,表明中国在当前区域内生产分工中

处于较为低端的加工组装环节, 而一些附加值较

高的零部件则从日、韩等国进口,这与中国蓬勃发

展的加工贸易实际情况是相对应的。

在目前亚洲生产网络发展情况下, 中国仍按

照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参与生产环节分工, 这虽然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一定促进作用,但不可高估

其效应,中国仍面临一定的挑战。

 表 2 东亚地区零部件进出口在制造业进出口中的比重 (单位: % )

国家 (地区 )
出口比重 进口比重

1992 2000 2005 2007 1992 2000 2005 2007

东亚 2113 28 32 3514 221 8 271 9 351 4 361 8

日本 2219 301 2 301 6 32 151 4 191 3 241 2 251 7
中国 617 91 8 141 5 1517 191 5 211 1 331 5 431 2

韩国 1718 251 2 301 6 31 261 7 271 4 381 9 39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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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 2011 281 8 371 8 3911 291 6 35 371 3 381 9

菲律宾 2913 521 7 641 1 6518 321 6 431 6 551 1 58

泰国 2114 231 4 36 3916 261 6 321 9 391 8 401 3

数据来源: UNCTAD COMTRADE数据库历年数据

  (一 )中国目前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

位处于劣势,不利于中国参与生产网络所创造的

财富分配。无论是在 /市场驱动型0还是 /生产驱

动型0的生产网络所创造的财富分配上, 研发、营

销等环节总是获得更大的财富, 而处于加工环节

的国家在这场财富分配中处于明显劣势地位。一

旦中国不能像韩国等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或地区

那样, 在参与中通过学习实现创新能力的不断提

高,中国的静态比较优势在区域生产网络中易于

被固化,从而锁定在一个只能承担加工装配环节

的下游生产商角色,从而不利于我国分享区域生

产网络所带来利益。

(二 )比较落后的技术水平使中国难以成为

生产网络中的主导者。在国际生产网络中, 产业

技术标准至关重要,是组织全球一体化生产的重

要保证。因而, 谁掌握产业技术标准谁就是生产

网络的主导者,并从中获得巨大利益。如,日本是

产业规则和产业标准的制定者, 在国际化生产体

系中居于主导地位。中国作为后来者,是产业技

术标准的追随者和接受者, 在国际化生产体系中

会居于弱势地位。

三、对策

中国正在快速参与亚洲生产网络的构建中,

我们要把握好提升我国分工地位的机遇, 不能单

纯依赖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参与低附加值生产环节

的分工,这对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不利。因此,

提高我国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分工地位势在必

行,我国需从以下方面采取措施。

(一 )在产品内国际分工视角下重新审视生

产要素的培育。虽然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优势在将

来的一段时间内还会得以保持, 但我们不能局限

于此。我国应大力提高国家整体教育水平、加大

国内研发投入、建立创新激励机制等,提高符合知

识结构和后发优势的诸如信息、创新能力和制度

等新型生产要素的核心竞争力, 从而推动以生产

要素为主要依托的国际分工地位的提升。

(二 )通过跨国兼并与收购控制附加值高的

生产环节,提升我国企业在亚洲生产网络中的地

位,改变我国企业在生产网络中财富分配不公的

现状。目前,中国企业中处于亚洲生产网络中控

制地位的企业几乎没有, 具备主导战略联盟核心

能力的大企业也很少,绝大多数企业处于跨国公

司跨国产业链的中低端, 在研发、工艺、品牌管理

和销售环节的竞争力比较薄弱。因此,我国制造

业处于两头弱、中间强的态势, 参与区域生产网络

的深度不够。随着亚洲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 制

造业生产环节越来越处于价值链的低端, 处于该

环节的中国企业尤其是大量中小企业只分享微薄

的劳务加工费用, 生产网络创造的财富和利润主

要被处于价值链高端的品牌、设计、营销、保险等

环节的外国企业所占有。因此, 企业跨国并购处

于价值链高端的国外企业是增强我国在亚洲生产

网络中控制力的有效途径。

(三 )通过干中学和国际生产网络的知识扩

散,推动产品链的升级。国际生产网络的形成,改

变了传统的产品开发与生产方式, 单个企业不必

依次完成产品的研发设计、加工组装等所有工序

与环节,而是专注于自身的优势环节。正是国际

生产组织方式的这种变革, 使发展中国家在不掌

握整个产业技能和产品技术的条件下,依托劳动

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 直接切入跨国公司产业

链条的低端环节, 通过 /干中学 0、/学中干 0为特

征的产业内参与学习机制,实现技术的进步,逐步

向产业链的高端环节攀升。我国也应走 /加工组

装、重要零部件制造、自有核心技术的产品生产、

自有品牌产品生产0的新型产业成长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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