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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最新论题之一是对国际垂直分工以及基于垂直分工贸易的关注 ,本文在较为系统梳

理这方面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从产品内国际垂直分工的角度切入 ,测算了中国典型年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程

度 ,并对一些影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显示 :机械设备制造业占我国垂直专业化贸易份额的 30 %以上 ,纺织

业其次 ;关税与垂直专业化贸易扩展呈明显的正相关联系 ;产业规模较小、中小企业居多的部门一般具有较高的垂

直专业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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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最近二、三十年来 ,全球贸易的本质发生了很大

的变化。一方面 ,全球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世界 GDP

中所占的比重迅速增长 ,从 1962 年的 912 %上升到

2003 年的 4115 % ;另一方面 ,生产越来越趋向于国

际化 ,更多产品的生产不是在一个国家内部完成 ,而

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进行生产 ,即把生产的某

个环节放到在该环节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 ,产品

的生产通过多国多阶段方式完成 ,而并非仅仅由单

一独立的国家完成整个生产过程。Hummels 等人

(1998)把这种由产品内的国际垂直分工带来的贸易

称之为“基于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贸易”( vertical -

specialization - based trade ,为简略起见 ,本文称之为

“垂直专业化贸易”) 。

按照 Hummels等人 (1998)的研究 ,垂直专业化贸

易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 (1)最终产品的生产必须经

过两个或两个以上连续的生产阶段 ; (2) 必须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在产品生产阶段中提供附加值 ;

(3)至少有一个国家使用进口中间产品作为投入 ,且

有部分最终产品用于出口。按照这些条件 ,可以将垂

直专业化贸易理解为这样一种过程 :一国企业从他国

进口中间产品 ,作为其所生产中间或最终产品的中间

投入品 ,加工或制造成产品后再出口。这个贸易链条

无疑引出了一个完整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

自从上述概念与论题提出以来 ,关于垂直专业

化方面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络绎不绝 ,迄今已有一些

较有影响的文献 ,建立了一些具有实证意义的模型。

本文的宗旨在于 ,在较为系统梳理这方面理论研究

文献的基础上 ,对中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及其

影响因素进行考察 ,从国际垂直分工的角度探讨我

国外贸进出口结构的变化。本文的研究一共分为五

个部分。第二部分是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理论分

析 ;第三部分具体测算了 1995 年、1997 年和 2000

年中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水平 ;第四部分对影响中

国垂直专业化贸易的部分主要因素进行检验 ;第五

部分是简短的总结。

二、垂直专业化贸易的理论分析

Sanyal 和 Jones (1982) 首次给出了一种包含两

种要素 (劳动力和资本) 、两种中间产品 (进口品和出

口品)和两种最终产品 (不可贸易品和可贸易品) 的

垂直专业化贸易模型。在他们的模型中 ,劳动力可

以在不同部门和不同生产阶段中流动 ,而资本只能

在最初的投入阶段中使用 ,且在部门中具有专用性 ,

因此 SJ (1982) 模型中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只发生在

中间产品的交换中 ,且等于国内生产和国内使用之

差。SJ 的模型建立在严格的生产结构假定基础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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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普遍适用性 , Kohli (1991) 放松了 SJ 模型中

对生产结构的限制 ,并使模型变得可检验。但在此

时 ,人们对国际贸易的认识仍然停留在基于比较优

势的产品与产品之间交换的基础上 ,进口中间投入

并且出口最终产品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并没有引起人

们太多的注意。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 ,跨国公司

大量兴起后 ,这一局面才得到改善。

从 1990 年代开始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

加快 ,出现了大量的跨国公司 ,这些跨国公司往往通

过其海外子公司加工产品或者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获

取利润。此时 ,半成品与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越来越

多。人们开始意识到 ,正是这种半成品与制成品之间

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全球贸易的快速增长。

Krugman (1995)认为 ,跨国公司使得生产的价值链分

割 ,生产可以按工序的比较优势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进

行 ,而每一阶段生产创造的附加值都会带来贸易总量

的增加 ,因此潜在的贸易量也会增加。Hummels 等人

(2001)沿用李嘉图连续商品模型 ,构造了一个一种要

素、两个国家的两阶段垂直专业化模型 ,该模型说明 ,

垂直专业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少体现在两个

方面 :一是一国可以从专业化分工中获得好处 ,从而

提高劳动生产率 ;二是垂直专业化贸易的乘数效应。

在垂直专业化贸易中 ,配件、零部件和半成品在加工

成最终产品并到达消费者之前需要多次通过海关 ,这

就意味着关税对生产成本有倍增效应 ,因此 ,垂直专

业化贸易能够扩大贸易壁垒降低带来的贸易利得。

而从产业的层面来看 ,垂直分工对产业组织的好处之

一是能使新厂商较容易进入市场 ,即进入障碍较低。

因为当生产结构是产品内的垂直分工时 ,厂商可专注

于只从事某一项功能的生产 ,最小有效规模 (mini2
mum efficiency scale)较小 ,更容易进入。

韩国、台湾等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以及中

国等发展中国家是跨国公司设立海外子公司和进行

FDI 的主要地区 ,因此对这些国家和地区垂直专业

化贸易的研究也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之一。卢锋

(2004)认为 ,产品内的垂直分工为发展中国家在符

合比较优势原理基础上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提供了新

的切入点 ,同时也为它们通过在产品内分工这一系

统内进行产业升级 ,从而谋求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

现实机遇。因为当国际分工局限于行业、产品层面

时 ,发展中国家具有的比较优势通常是在初级产品

上 ,而这些产品中除了能源产品外 ,普遍受到收入弹

性较低等不利条件的限制 ,难以支撑经济持续发展

和结构转型的进程 ,而产品内分工深刻地改变了这

一约束。陈宏易 (2002) 则认为 ,基于产品内分工的

垂直专业化贸易是台湾等新兴市场经济通过经济开

放而取得持续经济增长经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综合上述文献 ,尽管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模型

解释有很多种 ,但在垂直专业化贸易产生的根本原

因上 ,大多数文献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即产业内部

因技术差距、要素成本差异所引致的国际垂直分工

决定了垂直专业化贸易的产生。垂直专业化贸易迅

速扩展的原因则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 (1)关税和非关

税壁垒的降低 ; (2) 运输成本、通讯成本的下降以及

信息技术的发展 ; (3)新兴市场的出现。

三、中国垂直专业化贸易的测度

对垂直专业化贸易的研究有利于一国贸易政策

的选择。然而 ,由于垂直专业化贸易涉及到产品生

产的各个环节 ,其数据难以收集 ,与理论研究相比 ,

相关的实证研究滞后很多 ,因此 ,最初的实证研究都

集中在案例研究基础上。直到 Hummels、Rapoport

和 Yi (1998) 首次提出采用投入产出表来度量部门

和国家的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 ,对垂直专业化贸易

的实证研究才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首先采用

Hummels、Ishii 和 Yi (2001) 的方法对我国的垂直专

业化贸易水平进行测度。

按照 HIY(2001)的方法 ,垂直专业化贸易发生

在下一阶段的出口中使用了进口中间产品的生产过

程中 ,因此 ,对某一部门 i 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

( V S i) 的度量公式为 :

V S i = (
M i

Y i
) ·X i (1)

其中 M i 是部门 i 使用的进口中间产品的价值 ,

Y i 是部门 i 的国内总产出 , X i 是部门 i 的出口值。因

此 ,在公式 (1) 中 , ( M i/ Y i) 度量了部门 i 每一单位

的国内产出中包含的进口投入 ,即进口中间产品对

国内产出的贡献度 ,再乘以部门 i 的出口值 ,就度量

了部门 i 的出口中所包含的进口中间投入。特别地 ,

当一个部门没有使用任何进口中间产品 (即 M i =

0) 作为投入或者完全没有任何产品出口 (即 X i =

0) 时 ,该部门就没有垂直贸易发生 ,其垂直专业化

贸易额也就为零。

进一步 ,国内所有 n 个部门垂直专业化贸易总

额 ( V S ) 为 :

V S = ∑
n

i = 1
V S i = ∑

n

i = 1

(
M i X i

Y i
) (2)

再将国内所有 n个部门垂直专业化贸易总额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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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该年国内总出口 ( X) ,就得到当年一国垂直专业

化贸易比重 ( V S S ) :

V S S =
V S
X

= ∑
n

i = 1
V S i ∑

n

i = 1
X i

= ∑
n

i = 1

(
M i X i

Y i
) ∑

n

i = 1
X i (3)

将 (3) 式以矩阵的形式可表达为 :

V S S = uA M x / X (4)

其中 u 是一个 (1 ×n) 的单位向量 , A M 是一个

( n ×n) 的进口中间产品投入使用矩阵 , A M 矩阵中

的每一个元素 aij 表示部门 j 每一单位产出所需部

门 i 的进口中间产品投入量 , x 是 ( n ×1) 的部门出

口向量。

(4)式仅仅只计算了进口中间投入直接被用于

出口产品生产的情况 ,然而 ,许多进口中间产品可能

会在国内各部门之间多阶段的循环使用。例如 ,甲

部门的进口中间产品可能被用于乙部门的生产投

入 ,而乙部门的产出又作为丙部门的中间投入 ,如此

一直循环到出口最终产品的生产部门。考虑到这种

进口中间产品非直接地应用到出口生产环节的情

况 ,HIY(2001)对 (4) 式的基本度量进行了修正 ,得

到修正后的一国垂直专业化贸易比重 ( V S S M ) :

V S S M = uA M [ I - A D ] - 1 x / X (5)

其中 , [1 - A D ] - 1 为里昂惕夫逆矩阵 ,反映了进

口中间产品作为初始投入在国内各部门中循环使用

的效果。

对垂直专业化贸易进行测度的关键是找到各部

门的进口中间产品投入量。投入产出表用矩阵的形

式描述了一国内部各部门间的相互联系 ,它提供了

中间投入、净产出和出口的数据。目前为止 ,我国分

别公布了 1990 年、1992 年、1995 年、1997 年和 2000

年的投入产出表 ,其中 1995 年及其以前的投入 - 产

出表只给出了净出口的数据 ,没有把进口值和出口

值分别统计。此外 ,在我国投入产出表的进口一栏

中 ,某一部门的进口产品不仅提供中间使用 ,也提供

最终使用。为了得到 1995 年各部门的进口值 ,本文

按照海关进出口产品分类金额对应加总 ,统计得出

相应部门的进口产品值和出口产品值。另外 ,为了

得到进口产品在各部门的中间使用部分 ,我们根据

吴振宇等 (2004)的方法对我国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

进行分拆处理 ,即把投入产出表中的中间投入部分

划分为国内中间投入和进口中间投入两部分 ,假设

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具有同质性 ,则进口产品在各

部门之间的分配就与国内产品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比例完全相同 ,由此可以得到进口产品用于各部门

中间投入的流量。按照这种方法 ,并利用我国 1995

年、1997 年和 2000 年的投入产出表 ,我们可以得到

我国各部门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占总出口的比重

(VSSi %)以及各部门在垂直专业化贸易中所占的

份额 ,见表 1。
表 1 　中国分部门垂直专业化贸易比重及其份额

1995 年 1997 年 2000 年

VSSi ( %) 份额 ( %) VSSi ( %) 份额 ( %) VSSi ( %) 份额 ( %)

农业 0113 0199 0114 1100 0119 0197
工业 11151 87165 12130 88104 17149 89194
采掘业 0122 1171 0123 1168 0131 1160

食品制造业 0130 2131 0132 2131 0136 1186

纺织业 3107 23140 3100 21149 2189 14186

其他制造业 1103 7185 1100 7116 0191 4166

电力及蒸汽、热水 0103 0121 0103 0120 0104 0120

炼焦、煤气、石油加工 0116 1119 0117 1119 0123 1120

化学工业 1145 11105 1148 10160 1158 8113

建筑材料及非金属矿物制品 0121 1160 0123 1164 0130 1152

金属产品制造业 1108 8124 1116 8132 1142 7130

机械设备制造业 3193 29194 4165 33130 9143 48150

建筑业 0102 0115 0102 0114 0102 0111

服务业 1149 11136 1153 10196 1177 9109
运输邮电业 0133 2154 0136 2160 0146 2138

商业饮食业 0167 5113 0166 4175 0172 3170

公用事业及居民服务业 0145 3141 0147 3135 0155 2182

金融保险业 0101 0105 0101 0104 0100 0102

其他服务业 0103 0124 0103 0122 0103 0117

总 　　和 13113 100100 13197 100100 19145 100100

　　资料来源 :1997、1999、2002 年《中国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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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中可以明显看出 ,在 1995 年到 2000 年

之间 ,中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有很大的提高 ,垂

直专业化贸易在整个出口中的份额从 13113 %上升

到 19145 % ,上升了 6132 个百分比。在部门数据

中 ,除纺织业和其他制造业 (包括服装、玩具、鞋帽等

行业)的垂直专业化贸易比重略微下降外 ,其余部门

的垂直专业化贸易比重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其

中 ,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增长幅度最大 ,尤其是在

1997 - 2000 年间 ,3 年增长了近 5 个百分点。此外 ,

一个显著的特征是 ,在农业、工业与服务业三大产业

中 ,工业的垂直专业化程度始终保持着最高的比例 ,

在 1995 年、1997 年和 2000 年 ,分别有 87165 %、

88104 %和 89194 %的垂直专业化贸易发生在工业

部门。这其中 ,机械设备制造业的比重遥遥领先 ,纺

织业位居第二 ,但纺织业的垂直专业化贸易额在整

个垂直专业化贸易中的比重却下降很多。这些都部

分反映了我国外贸出口结构的变化 ,即机械设备制

造业参与国际垂直分工的程度日益增加 ,其出口已

经超过纺织业 ,我国进出口产品的构成正在经历由

轻工纺织品到机电产品等机械设备制造品的产品结

构升级过程。

四、影响中国垂直专业化贸易
的主要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了解影响我国垂直专业化贸易的主

要因素 ,我们建立下面的计量模型 :

V S S it =β0 +β1 TA R it +β2 EX Eit +β3 EXD it +

β4 O Pit +β5 IM O it +β6 IMD it +εit

其中 , i = 1 ,2 , ⋯n ,表示各产业部门 , t 表示年

份。V S S it 表示垂直专业化程度 ,即部门 i 的垂直专

业化贸易额占总出口的比重 ; TA R it 表示部门 i 的加

权平均关税税率 ; EX Eit 表示出口结构 ,即部门 i 的

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 ; EXD it 表示出口依存度 ,即部

门 i 的出口占该部门产出的比重 ; O Pit 表示产业规

模 ,即部门 i 的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 ; IM O it 表示进

口结构 ,即部门 i 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 ; IMD it 表

示进口依存度 ,即部门 i 的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数

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以及《海关统计年鉴》相

应各期。

使用 EV IEWS410 软件对 1995 年、1997 年以

及 2000 年的数据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 ,回归结果

为 :

V S S it = 0 . 001 - 0 . 21 TA R it + 0 . 68 EX Eit - 0 .

02 EXD it - 0 . 03 O Pit + 0 . 05 IM O it - 0 . 02 IM D it

(1176 3 3 ) 　 ( - 2143 3 ) 　 ( 3127 3 ) 　 ( -

1139) 　 ( - 2137 3 ) 　 (2197 3 ) 　 ( - 1178 3 3 )

其中 ,括号内数值为各系数的 t 检验值 , 3 、3
3 分别表示该系数在 5 %和 10 %的水平下显著。另

外 ,模型的 R2 值为 0196 , D - W 值为 2113 ,该模型

基本上通过检验。

从上面的计量结果中可以看出 ,加权平均关税

的系数为负 ,且通过 t 检验 , 说明关税与垂直专业化

程度呈负相关关系 ,验证了我国关税的降低确实能

够促进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增长。出口结构和进口结

构的估计系数均为正 ,且统计检验显著 ,这表明出口

(进口)占总出口 (进口) 比重较高的部门 ,其垂直专

业化程度也较高。产业规模的估计系数为负 ,且统

计水平显著 ,说明产业规模相对较小的部门反而有

较高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这与我国中小企业在对外

贸易中的良好表现分不开。最后 ,出口依存度和进

口依存度的估计系数均为负 ,表明对出口 (进口) 依

赖程度越小的部门 ,其垂直专业化程度越大 ,这与我

们的理论预期相反。不过出口依存度的系数并不显

著 , 没有通过 t 检验。

当然 ,影响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因素还有很多 ,比

如运输成本等。由于数据收集的困难 ,本文只从关

税、进出口结构及产业规模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 ,对

其他经济因素影响的分析有待更进一步的实证研

究。

五、基本结论及启示

本文在对垂直专业化贸易文献进行回顾的基础

上 ,测算了中国的垂直专业化贸易程度 ,并对部分影

响因素进行了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 ,从 1995 年

至 2000 年 ,在垂直专业化贸易中 ,工业部门的垂直

专业化程度最高 ,比重超过了 90 % ,其中尤以机械

设备制造业为最 ,纺织业其次 ,这与我国的外贸出口

结构基本相似。纺织业在整个垂直专业化贸易中的

份额下降很多 ,这也部分反映了我国外贸出口结构

的变化 ,即机械设备制造业的出口已经超过纺织业 ,

出口的产业结构有一定的升级。

对影响我国垂直专业化贸易的主要因素进行实

证检验的结果显示 ,我国关税的降低能够促进垂直

专业化贸易的增长 ,贸易比重较高的部门 ,其参与国

际垂直分工的程度也较高。另外 ,产业规模较小的

部门具有较高的垂直专业化程度 ,这充分说明了我

国中小企业在参与国际分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 ,因

此 ,政府应该大力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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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提供便利条件。

另外 ,本文只是在这一方向上的初步探讨 ,对我

国垂直专业化贸易的许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例如 ,由于我国垂直专业化贸易的分布存在着

很大的地域差异 ,进一步的研究可以从地域角度分

析我国的垂直分工情况 ;在实证检验方面 ,由于数据

来源的限制 ,本文得出的结论只是初步的 ,采用更新

的数据、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应

该可以得出其他有意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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