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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河南省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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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Ｃ－Ｄ生产函数，构建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价
值链地位的影响模型，利用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面板数据进行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人均固定资产存量和研发（Ｒ＆Ｄ）存量均对产业全球价值
链地位提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Ｒ＆Ｄ存量的估计系数更大；产品内国际分
工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虽为正，但统计上并不显著。鉴于此，河南省

应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

加大开放力度，深度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推动制造型企业向“制造 ＋服务”型
企业转型，突破发达国家对后发展的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实行的控制其发展的

低端锁定政策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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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１９９０年代以来，

产品内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常

被称为全球价值链（ＧＶＣ）分工。目前全球范

围内通过全球价值链发生的国际贸易占比超过

６６．６７％。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中国以廉价劳

动力和良好的基础设施等优势融入国际分工，

制造能力不断提升，被称作“世界工厂”。但中

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还处于较为不利的地

位［１］，亟需向价值链的高端升级。后发国家参

与国际分工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在产业价值链中

地位的提升和产业升级，为了避免在国际分工

中陷入发达国家设计的价值链“低端锁定”，就

要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

响机制。不同类型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

模式不一样，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亦不同，故

参与国际分工对其价值链地位的影响存在较大

差异。

学者们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于产业发展

的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产品内国际分工对生产率的影响。例如，胡昭

玲［２］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显著促进了中国工

业生产率提高；孙文远等［３］研究发现，在中国长

三角、珠三角地区，产品内国际分工提高了生产

率水平；陈健等［４］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地

区专业化发展，带来了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显

著提升。其二，产品内国际分工对技术进步的

影响。例如，胡昭玲等［５］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

分工显著促进了中国制造业技术的进步；王文

成［６］研究发现，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中国企业创

新具有重要影响；但余东华等［７］认为，产品内国

际分工对中国技术创新没有产生显著促进作

用。其三，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

例如，陈艺毛等［８］认为，产品内国际分工下的知

识溢出，阻碍了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

位的提升，并由于企业过度嵌入价值链而陷入

低端锁定的险境；而郭志芳［９］则认为，产品内国

际分工促进了中国１５个行业的产业升级。

可见，由于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不同，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甚至得出相反的结

论。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一国技术、生产率或产

业升级的影响，最终体现为该国在产业全球价

值链中地位的变动。由于高新技术产业在河南

省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河南省高新技

术产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能否提升其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地位、如何才能提升其地位至关重

要，亟待研究。目前，采用实证分析对这个问题

进行研究的还不多。鉴于此，本文拟在对后发

国家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其产业全球价值链影响

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模型，采用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的数据来检验产品内国际分工

对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

响，以期有益于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地

位的提升。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在全球

价值链中地位的影响

　　对于后发国家来说，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其

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

也有消极的一面。

１．产品内国际分工对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

值链地位提升的积极作用

其一，通过产业转移效应，产品内国际分工

可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主导产品内国际分工，在

全球范围内将价值链的不同环节分配到最适宜

的地区来完成，充分利用各国资源为其生产提

供服务，从而获取最大的收益。后发国家凭借

传统生产要素价格低廉和优惠政策，从价值链

低端环节融入全球生产网络中，从本质上看，这

是一种产业的跨国转移，跨国公司既可以采用

直接投资的形式，也可以采用生产外包的形式，

这为后发国家进入高新技术产业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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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定了其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生产制造基础。

其二，通过产业集聚效应，产品内国际分工

可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新

经济地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可促进

知识在企业之间的溢出，有利于推动企业的技

术进步。基于区位优势、产业基础或政府优惠

政策等因素，某地可能会优先嵌入产业全球价

值链某个环节而发展起来。再加上跨国公司的

进入，逐渐在该地区出现许多处于相同或相似

价值链环节的企业，从而在地理上形成产业集

聚。例如，江苏省不仅是全国企业电力需求量

大、交通便利的地区，而且是国内在光伏产业发

展方面最早一批制定相关优惠政策的地区，所

以光伏产业在江苏省的苏州和常州形成了一定

的集聚。产业集聚会通过知识外溢、反向工程

和人员流动三种方式带来企业间的技术外溢和

扩散［１０］，从而促进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

提升。

其三，通过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产品内国

际分工可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

升。发展中国家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模式可

以分为被动吸纳型和主动参与型［１１］两种，其

中，被动吸纳型模式对应于加工贸易模式，主动

参与型模式主要指国内企业生产最终产品所需

的关键零部件从国外进口，如中兴生产手机所

需的芯片是从美国进口的。在被动吸纳型国际

分工模式下，为了使接包企业掌握生产相关产

品的知识，保证产品质量和生产的顺利进行，发

包企业愿意向接包企业转移这些知识。除发包

企业对接包企业有意识地进行知识转移外，还

存在着大量无意识知识转移，通过这些知识转

移，最终带来技术的扩散。在主动参与型国际

分工模式下，主要存在进口技术溢出效应。国

内企业进口关键零部件蕴含的先进技术，对于

企业层面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有显著促进作

用［１２］。所以，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后发国家

获得外源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产

品内国际分工所带来的技术溢出在多大程度上

能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还取决于后发国家的企业对于所溢出技术的吸

收和消化能力。同时，发达国家往往限制高技

术零部件或中间投入品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如美

国手机芯片对出口中国的限制，也降低了技术溢

出效应。

其四，通过出口倒逼效应，产品内国际分工

可促进后发国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后

发国家往往从价值链低端嵌入产品内国际分

工。处于全球价值链的环节越低，一国出口面

临的国际竞争就越激烈，从而越会“倒逼”企业

主动进行技术创新活动，这样不仅会直接提高

其技术水平，而且会提升其消化吸收外源技术

溢出的能力，促进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

提升。

２．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提升的消极作用

其一，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可能会对后发

国家企业的技术创新带来“天花板效应”，阻碍

其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使其被“低端

锁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建立全球生产网

络的目的是提升其整体生产效率，每个价值链

节点上的参与企业都有自己精确的分工定位。

产业价值链中高端地位所对应的关键核心技

术、专利和品牌等要素，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

在控制权较强的条件下，后发国家企业的技术

创新活动会受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阻碍或限

制，很难进行跨产业价值链环节的创新活动，从

而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生产制造环节［７］。

其二，对于主动参与型分工模式来说，发达

国家如美国、欧盟等，为了限制来自中国的竞争

和抑制中国崛起，往往会采取所谓的反倾销、反

补贴措施来限制中国出口。全球价值链分工结

构中发达国家设计的封锁机制［１３］，会给中国产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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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带来抑制效应。

　　二、计量分析

　　测度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的指标较多，常

用的指标有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量（或占中间

投入品总量或占总产出）的比重、垂直专业化

比率等。此外，不少国内学者在测度中国参与

产品内分工程度时，认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

的主要形式是加工贸易，所以也常采用加工贸

易占全部贸易量的比重来测度中国参与产品内

国际分工的程度。计算进口中间品占进口总量

（或占中间投入品总量或占总产出）的比重和

垂直专业化比率均需用到投入产出数据。但这

一方面缺乏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分行业的贸易

方式与投入产出数据，另一方面若仅通过计算

加工贸易占全部贸易量的比重来衡量一国或地

区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难以真实反映

一国的状况。例如，一个经济体中仅有一个企

业参与国际分工，并且以加工贸易的方式参与，

如果以加工贸易比值法计算值为１００％，那么

就会得出该经济体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非

常高的结论。所以，本文拟采用各产业出口与

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产品内国际分工

程度。

本文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对产业全球价值

链地位的影响，以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为因变

量，以产品内国际分工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

为了模型的稳健性，需合理加入一些控制变量

（如技术水平、固定资产存量等）。

１．模型设定

根据新增长理论中的两部门模型，ｔ时期物

质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Ｙ（ｔ）＝Ａ（ｔ）λＫ（ｔ）αＹＬ（ｔ）
１－α
Ｙ ①

其中，λ＞０，０＜α＜１；Ｙ表示生产的产品数

量；Ａ代表知识存量；ＫＹ和 ＬＹ分别为物质生产

部门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量。

ｔ时期知识生产部门的生产函数为：

Ａ（ｔ）＝ＢＫ（ｔ）βＡＬ（ｔ）γＡＡ（ｔ）θ ②
其中，Ｂ＞０，β≥０，γ≥０；ＫＡ和ＬＡ分别为知

识生产部门所投入的资本和劳动量。

令经济总劳动量 Ｌ＝ＬＹ＋ＬＡ，将①式两边

除以Ｌ（ｔ），然后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得到：

ｌｎＹＬ＝λｌｎＡ＋αｌｎ
ＫＹ
Ｌ＋（α－１）ｌｎ

ＬＹ
Ｌ ③

②式两边除以知识存量 Ａ（ｔ），然后两边同

时取自然对数，得到：

ｌｎＡ
　·

Ａ＝ｌｎＢ＋βｌｎＫＡ＋γｌｎＬＡ＋（θ－１）ｌｎＡ ④

式③和式④联立消去ｌｎＡ，经整理可得：

ｌｎＹＬ＝β０＋β１ｌｎ
ＫＹ
Ｌ＋β２ｌｎ

ＬＹ
Ｌ＋

β３ｌｎＫＡ＋β４ｌｎＬＡ＋β５ｌｎ
Ａ　·

Ａ ⑤

一个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最终表现

为其获利能力，所以我们用人均利税来代表产

业全球价值链地位。Ｒ＆Ｄ支出与物质资本投

资同样具有滞后效应，本文采用Ｒ＆Ｄ存量替代

⑤式中的 Ｒ＆Ｄ资金投入 ＫＡ。由于 ＬＹ／Ｌ＋

ＬＡ／Ｌ＝１，为了避免严重的多重共线性，所以从

⑤式中略去变量 ＬＹ／Ｌ。同样，在 Ｒ＆Ｄ经费支

出中已经包含了Ｒ＆Ｄ活动中的劳务支出，衡量

了Ｒ＆Ｄ活动中所投入的人员量，所以略去变量

ＬＡ。参考胡昭玲等
［２－３］的研究，⑤式可转化为：

ｌｎπ( )Ｌ ｉｔ
＝α０＋α１ｌｎ

Ｋ( )Ｌ ｉｔ
＋

α２ｌｎ（ＳＲＤ）ｉｔ＋α３ｌｎＶＳｉｔ＋εｉｔ ⑥
其中，（π／Ｌ）ｉｔ为人均利税，是第ｔ年ｉ行业

的利税π与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Ｌ的比

值；（Ｋ／Ｌ）ｉｔ为人均资产存量，是第ｔ年ｉ行业的

固定资产存量Ｋ与Ｌ的比值；（ＳＲＤ）ｉｔ为第ｔ年

ｉ行业的Ｒ＆Ｄ存量；ＶＳｉｔ为第 ｔ年 ｉ行业参与产

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α１，α２和 α３均为待估参

数；α０和ε分别为常数和误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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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处理

（１）变量定义，见表１。

（２）数据来源与处理

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

统计年鉴》。由于在历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

计年鉴》中缺少２０１４年以前河南省电子计算机

和办公设备制造业的 Ｒ＆Ｄ和相关活动的统计

数据，信息化学品制造业的统计数据从２０１５年

才开始，所以在模型中剔除电子计算机和办公

设备制造业和信息化学品制造业，本研究采用

河南省高新技术产业中医药制造业，航空、航天

器及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以及

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４个行业

１９９８—２０１６年的统计数据，对产品内国际分工

对河南省高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进

行回归分析。样本共包括１９年４个行业的数

据，共计７６个观测样本。

其一，２００９年各地区各行业的出口交货值

统计数据缺失，用２００８年和２０１０年的出口交

货值的平均值来近似代替。２０１５年和２０１６年

没有关于高技术产业各地区各行业的利税统

计，只有利润统计指标，先求出２０１４年利税与

利润指标的比值，再用该比值分别乘以２０１５年

和２０１６年河南省高技术产业各行业的利润，近

似得出 ２０１５年和 ２０１６年各行业的利税值。

１９９８年各行业的新增固定资产由更新改造新

增固定资产统计和基本建设新增固定资产统计

之和求得。

其二，变量ＳＲＤ和Ｋ的核算。用永续盘存

法分别对这两个变量估计资本存量。

① Ｒ＆Ｄ资本存量的核算

ＳＲＤｉｔ＝（１－ｄ１）ＳＲＤｉ（ｔ－１）＋ＲＤｉ（ｔ－１） ⑦
其中，ＳＲＤｉｔ和 ＳＲＤｉ（ｔ－１）分别为 ｉ行业在 ｔ

年、ｔ－１年年初的 Ｒ＆Ｄ存量；ＲＤｉ（ｔ－１）为 ｉ行业

ｔ－１年的 Ｒ＆Ｄ经费内支出；参照朱平芳等［１４］

的研究，ｄ１为折旧率，取值为１５％。计算初始
年份（１９９８年）各行业Ｒ＆Ｄ资本存量 ＳＤＲｉ１９９８，
基期Ｒ＆Ｄ资本存量的估计：

ＳＤＲｉ１９９８＝ＲＤｉ１９９８／（ｇ１＋ｄ１） ⑧
其中，ｇ１为研究时段内 Ｒ＆Ｄ经费内部支

出的年均增长率，ＲＤｉ１９９８为初始年份的 Ｒ＆Ｄ经
费内部支出。采用同样的方法可得到Ｋ。

②４个行业固定资产存量Ｋ的核算
Ｋｉｔ＝（１－ｄ２ｔ）Ｋｉ（ｔ－１）＋Ｉｉ（ｔ－１） ⑨

其中，Ｋｉｔ和Ｋｉ（ｔ－１）分别为ｉ行业在ｔ年、ｔ－１
年年初的固定资产存量；Ｉｉ（ｔ－１）为ｉ行业ｔ－１年
的新增固定资产；ｄ２ｔ为ｔ年的折旧率，其值采用

郑世林等［１５］研究中分年度差异化物质资本折

旧率。计算初始年份（１９９８年）各行业固定资
本存量Ｋｉ１９９８，基期固定资产的估计：

Ｋｉ１９９８＝Ｉｉ１９９８ （ｇ２＋ｄ２１９９８） ⑩
其中，ｇ２为研究时段内新增固定资产的年

均增长率，Ｋｉ１９９８为初始年份的固定资产存量。
３．计量结果与解释
（１）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首先对各个变量数

据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２。本研究主要
采用ＬＬＣ，ＩＰＳ，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和 ＦｉｓｈｅｒＰＰ检验方
法。这几种检验方法的原假设均为变量存在单

位根。由表２可知，所有变量均不存在单位根，

表１　主要变量的定义

变量 符号 单位 定义

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π 万元 各行业利税

Ｒ＆Ｄ资本存量 ＳＲＤ 万元 各行业Ｒ＆Ｄ经费内支出，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
从业人员 Ｌ 人年 企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

固定资产存量 Ｋ 亿元 各行业新增固定资产，用永续盘存法进行估算

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 ＶＳ 各行业出口交货值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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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变量的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ＬＬＣ ＩＰＳ ＦｉｓｈｅｒＡＤＦ ＦｉｓｈｅｒＰＰ
是否
存在
单位根

ｌｎπＬ
－５．８７３
（０．００００）

－１．６９５
（０．０４０５）

１４．６７６
（０．０６５８）

１２３．０６１
（０．００００） 否

ｌｎＫＬ
－８．４０２
（０．００００）

－６．４５
（０．００００）

４７．８０９
（０．００００）

５６．１９５
（０．００００） 否

ｌｎＳＤＲ －２．９９５
（０．００１４）

－１．８３２
（０．０３３４）

２１．０６６
（０．００７０）

１８．３８２
（０．０１８５） 否

ｌｎＶＳ －６．４１３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４１
（０．００００）

３０．９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３３．３０７
（０．０００５） 否

　　注：括号内数值为显著性概率，，和分别表示显

著性水平为１０％，５％和１％

这表明本文所涉及的各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

定的均衡关系。

（２）模型估计结果与分析

在对模型进行估计之前，先对模型的估计

方法进行选取。利用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决定选取

固定效应模型（ＦＥ）还是随机效应模型（ＲＥ），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见表３。
表３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 χ２统计量 自由度 Ｐ值
随机影响变截距 １０．４３ ３ ０．０１５３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５％

由表３可知，通过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在５％的

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建立固定影响变截

距模型。模型估计结果如下：

ｌｎ

)

π
Ｌ＝－１０．０５＋Ｃｉ＋０．２６ｌｎ

Ｋ
Ｌ＋０．３９ｌｎＳＲＤ＋０．０８ｌｎＶＳ

　　（４．７７）　　（１．７１）　　（３．８２）　　（１．２９）

Ｒ２＝０．９１

其中，

Ｃｉ＝

０．２５，如果属于医药制造业

－０．１８，如果属于航空航天制造业

－０．２５，如果属于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

０．１８，













如果属于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括号内为ｔ值；和分别表示参数的估

计值在１０％和１％的水平上显著。

从模型估计结果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α１的估计值为０．２６，并在统计上显

著。这说明固定资产存量对河南省高技术产业

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中

国劳动力价格的不断上涨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发

展，尤其是在高技术行业，不断出现机器对劳动

力的替代。这不仅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而

且降低了生产过程中的残次品率，都会提高企

业的生产效率。此外，随着企业生产的持续和

对固定资产的不断追加，企业也会在生产中通

过“干中学”积累生产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其

生产率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其二，α２的估计值为０．３９，并在统计上显

著。这表明Ｒ＆Ｄ资本存量不仅对河南省高技

术产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而且其在所有因变量中对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的影响最大。研发活动不仅会直接带来所有生

产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且当企业参加产品内

国际分工时，还会使企业更有能力吸收消化溢

出的外部知识，这会间接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

所以，从长期来看，企业应更多地通过科技创新

活动来提升其竞争能力，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

上的地位，获得更多的国际分工利益。

其三，α３的估计值为０．０８，在统计上并不

显著。这说明产品内国际分工作用对河南省高

技术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没有显著促

进。可能的原因是：（１）相对于其他技术水平

的制造业，中国的高技术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

的地位最低，更多的高技术企业在参与产品内

国际分工时，只是处于全球价值链比较低端的

环节，被主导国际分工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

锁定在低端环节，难以实现其全球价值链地位

的提升；（２）企业的技术创新少、知识存量水平

不高，在参加产品内国际分工时，即使会有隐性

或显性的知识溢出，企业对高新技术有限的学

习能力也会阻碍其对知识的消化吸收；（３）河

南省高技术产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程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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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低，很难发挥分工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的积极作用。

　　四、政策建议

　　针对以上研究及结论，为提高河南省高技

术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本文提出以下

政策建议。

其一，应引导企业建立研发机构，加大研发

投入，提升产业整体技术创新能力。企业通过

自主创新促进技术进步，可使企业提高吸收消

化外源性溢出技术的能力，提升其产品的附加

值，促使其分工地位沿全球价值链往两端提升。

其二，应进一步加大开放力度，深度融入产

品内国际分工。应依托河南省自由贸易区，引

进外商直接投资，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形成高技

术产业集群；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扩大

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促进河南省高技术产

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

其三，应引导风险投资基金主动流入具有

一定科技实力和科技成果的高技术企业，提高

其新技术、新产品的转化率。拥有一定科技实

力和良好发展前景项目的中小型高技术企业，

可能由于缺乏足够的抵押物或不具备上市条

件，很难从银行或通过上市融入资金来支持其

产品的开发和生产，阻碍了其发展。政府可以

积极引导风险投资基金进入，满足企业的资金

需求，使企业更快地成长，这一方面可使企业从

全球价值链高端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另一方

面可使企业通过“干中学”积累更多的知识和

经验，实现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升。

其四，应推动由企业制造型向“制造 ＋服

务”型转型。服务型制造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形

态，如美国高通公司不仅进行产品制造，更重要

的业务是为客户提供项目研究、开发服务。对

于生产零部件的企业来说，面对下游企业的需

求，可以提供研发新技术、设计新产品等方面的

复杂零部件的生产定制化服务；对于生产最终产

品的企业来说，面对的是终端消费者，可以为消

费者特定的需求提供产品高端定制化服务。制

造型企业向“制造＋服务”型企业转型，是企业
突破发达国家针对后发国家的低端锁定策略、提

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一条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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