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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国内价值链深入发展背景下，探讨一省通过出口获得的真实贸易收益、实现渠道及其

变化机制对进一步推动我国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具有重要现实

意义．本文将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分解为直接和间接引致两部分，并按省内和省际生产网络对
实现渠道进行区分，在此基础上，应用结构分解分析方法来考察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化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总值贸易统计往往低估内陆省份和高估沿海省份的对外贸易收益．内陆省份出
口国内增加值的总规模较小但增长迅速，而沿海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较大，且省份差异

随时间呈稳定性．内陆省份主要依赖省际生产链渠道，通过向沿海省份提供中间投入品间接实
现出口国内增加值，而沿海省份则主要通过省内生产链渠道．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主要
是由省内部门投入结构变化和出口规模的增长带来的，而省内部门增加值率的下降则是主要

抑制因素．本文对于理解中国省级对外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和出口模式，以及未来如何有效提升
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具有参考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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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自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

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向沿海倾斜的政策红利，

率先融入全球生产分工体系，并逐渐成为我国开

放高地，尤其是在中国加入 ＷＴＯ后，东部地区出
口占全国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 ９０％左右［１］．显
然，中国通过加入 ＷＴＯ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等
方式参与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各省经济的影响存在

较大差距．按照总值贸易统计方法，内陆省份来源
于出口贸易的收益占全国比重仅为１０％左右，出
口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明显滞后于东部省

份．然而，随着国内价值链（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
ＮＶＣｓ）分工体系迅速发展，区域之间通过原材料、
零部件等中间品流转构成全国性生产网络

［２－５］．

一省不仅可以通过本省出口直接实现出口国内增

加值，还可通过向其他省份提供中间投入品的形

式间接实现出口国内增加值，从而出口国内增加

值在省份层面重新分配．因此，有必要从国内价值
链视角出发，科学衡量一省参与出口贸易所获得

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并进一步厘清其实现渠道和

变化机制，有利于针对中国推动形成“陆海内外

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提供一些有

价值的参考启示．
事实上，对参与国际贸易的真实贸易利得，即

出口增加值的测算是国际贸易领域的研究热点，

现有文献主要从国家整体和国内区域两个维度展

开．在国家整体层面，主要从宏观投入产出［６，７］
和

微观企业
［８，９］
两条脉络对出口国内增加值进行测

度，Ｊｏｈｎｓｏｎ［１０］对此做了系统评介．上述对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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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增加值的研究主要关注中国整体嵌入全球价值

链的贸易利得，对国内价值链视角下区域间协作

分工及省份参与出口的不同利益获得方式的研究

却相对有限．考虑到国内各省在经济发展水平、国
际分工参与度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忽视这种差

异将不能清晰描绘省份参与中国出口的利益分配

格局的真实图景，还会掩盖省际间中间品流转所

蕴含不同省份差异化的出口利益获得方式的信

息．因此，有必要将研究对象从一国延伸至一国内
部各地区，在国内价值链视角下对省级出口国内

增加值进行研究．
在国内区域层面，已有学者开始从增加值视

角关注国内价值链内的区域分工，并对区域出口

国内增加值进行分析．Ｐｅｉ等［３］
在考虑加工贸易

基础上研究了国内各区域参与中国出口的真实贸

易利得，发现内陆区域会通过向沿海区域提供自

然资源、原材料或中间投入品等形式，来间接实现

增加值出口；倪红福和夏杰长
［１１］
则从国内价值链

和全球价值链紧密联系的视角分析了全球价值链

在中国各区域的价值创造和分布；李跟强和潘文

卿
［１２］
利用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考察了中国各

区域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差异化模式，发现沿海和

内陆区域表现出明显的国外、国内垂直专业差异

以及增加值供给偏好．其共同点都是从国内大区
域（其中每个区域包含多个省份）层面展开研究，

而从省级层面分析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研究则相对

较少．而在关注省级层面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研究
中，苏庆义

［１３］
做了有益的尝试，运用中国３０省区

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２００７年各省出口国内增
加值作了测算分析．然而，苏庆义［１３］

一方面没有

对中国出口所引致的各省完全出口国内增加值作

直接和间接增加值效应的区分，也没有进一步按

省内和省际生产网络对各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实

现渠道作区分；另一方面，文章从静态视角研究了

２００７年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并没有分析其
动态变化．

进一步，哪些因素会导致中国出口国内增加

值的变动？由于计量经济模型具备简单灵活性等

优势而备受研究者青睐，部分学者采用计量方法

对此进行研究．在考虑企业异质性［１４］
的基础上，

Ｋｅｅ和Ｔａｎｇ［８］、毛其淋和许家云［１５］
利用中国工业企

业和海关贸易的匹配数据分别考察了２０００年 ～

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０年 ～２００７年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
率变动的影响因素，发现由外商直接投资进入导

致的进口替代是推动中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提升的

重要因素．但其主要关注中国整体与其他国家之
间的经济关联，却忽视了中国内部区域之间的经

济关联
［１６］．此外，在定量测度国内各区域之间的

溢出、反馈效应和生产关联等方面，计量经济模型

便显出局限性
［１７］，不能分析国内区域间经济关联

的变化对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响，并且还存

在由计量模型设定、估计方法选取、变量选择和数

据使用范围等不同而导致的结果的非稳健性问

题
［１８］．与此同时，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ｉｎｔｅｒｒｅ

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ＩＲＩＯ）具有充分刻画区域间相
互依赖关系以及生产关联等优势，不仅可以用于

研究区域间的溢出、反馈效应，还可通过中间流量

矩阵考察区域间的生产分工协作
［１９］．因此，基于

投入产出技术的结构分解分析方法（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ＳＤＡ）逐渐成为识别经济系
统中特定因变量变动影响因素的重要分析工

具
［２０］，并被广泛应用于能源排放

［２１，２２］、全球价值

链
［２３，２４］

等相关领域研究．因此，本文将采用 ＳＤＡ
技术，从国内价值链视角对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

加值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鉴于此，本文基于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区

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采用区域间投入产出

模型对中国各省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其实现渠道进

行测算和分析，并基于结构分解分析技术考察各

省出口国内增加值在研究期间变动的影响因素．
本文的边际贡献之处在于：第一，本文构建了省级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分解方法．将中国出口引致的
各省完全出口国内增加值分解为直接和间接增加

值效应，并按经由省内生产链和省际生产链渠道

对各省间接增加值效应进行分解．第二，基于区域
间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了国内各省真实出口国内增

加值．本文利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包含３０个
省区市的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展开实证研究，分析

了各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创造水平、构成特征和

动态变化．第三，从国内价值链视角研究了省级出
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动力源泉．在统一的核算框
架内系统考察了增加值率效应、区内乘数效应、溢

出效应、反馈效应以及出口规模效应等驱动因素

在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中的贡献．第四，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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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全球价值链在国内区域间延伸段的价值分布

及其动态变化，揭示了各省在参与中国对外出口

时所呈现的差异化贸易模式，从而为促进国内区

域经济一体化发展、提升各区域出口获益能力提

供参考．

１　理论模型与数据说明

１．１　理论模型
在国家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

［２０］
中，国内各区

域经济相互联系，因而相对于单国（区域）投入产

出模型，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包含了更多区域关

联的信息．假设一个国家由 Ｇ个区域组成，每个
区域包含Ｎ个部门．则当市场出清时，该国最基
本的行向平衡关系可表示为

Ｘ＝Ｚ·μ＋Ｙ＋Ｅ＝ＡＸ＋Ｙ＋Ｅ （１）
其中Ｘ是总产出列向量（ＧＮ×１），Ｚ是国内中间
投入流量矩阵（ＧＮ×ＧＮ），μ是元素均为１的加
总列向量（ＧＮ×１），Ｙ是国内最终产品需求列向
量（ＧＮ×１），Ｅ是出口列向量（ＧＮ×１）．Ａ是国
内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ＧＮ×ＧＮ），模型化了国内
生产体系，元素ａｒｓ（ｍ，ｎ）＝ｚｒｓ（ｍ，ｎ）／ｘｓ（ｎ）表示
ｓ区域ｎ部门单位产出对 ｒ区域 ｍ部门的直接消
耗量．式（１）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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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２


Ｘ












Ｇ

＝

Ａ１１ Ａ１２ … Ａ１Ｇ
Ａ２１ Ａ２２ … Ａ２Ｇ
   

ＡＧ１ ＡＧ１ … Ａ













ＧＧ

Ｘ１
Ｘ２


Ｘ












Ｇ

＋

Ｙ１１＋… ＋Ｙ１Ｇ
Ｙ２１＋… ＋Ｙ２Ｇ



ＹＧ１＋… ＋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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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Ｘｒ代表区域ｒ的分部门产出（Ｎ×１）．主对
角线上的子矩阵 Ａｒｒ代表区域 ｒ内各部门之间的
相互需求，即各区域对区内自产产品的直接消耗

系数矩阵（Ｎ×Ｎ）；非对角线上的子矩阵Ａｒｓ（ｒ≠
ｓ）刻画了不同区域部门之间的相互需求 （Ｎ×
Ｎ），模型化了区域之间的中间品流转情况．Ｙｒｒ表
示区域ｒ生产并用于满足区内最终需求的产品；
Ｙｒｓ（ｒ≠ｓ）代表区域ｒ生产用于满足区域ｓ最终需
求的产品，即区域ｒ对区域 ｓ的最终产品输出．元

素Ｅｒ表示区域ｒ的分部门出口（Ｎ×１）．
进一步对式（１）整理得
Ｘ＝（Ｉ－Ａ）－１Ｙ＋（Ｉ－Ａ）－１Ｅ
＝ＢＹ＋ＢＥ

（３）

其中Ｉ是单位矩阵（ＧＮ×ＧＮ）；Ｂ＝（Ｉ－Ａ）－１是
列昂惕夫逆矩阵，又叫完全需要系数矩阵，子块矩

阵Ｂｒｓ表示为满足区域 ｓ的单位最终产品需求所
需要的区域ｒ的总产出．

定义Ｖ为直接增加值系数行向量（１×ＧＮ），
元素Ｖｒ（ｍ）＝ｖｒ（ｍ）／Ｘｒ（ｍ）表示 ｒ区域 ｍ部门
的增加值率．其中，ｖｒ（ｍ）是ｒ区域ｍ部门的增加
值，由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

业盈余构成
［２５，２６］．对Ｖ作对角化处理，即让各区域分

部门的直接增加值率沿对角线分布，主对角线外元

素全为零，则形成（ＧＮ×ＧＮ）对角矩阵 Ｖ^．
定义 Ｅｒ＝（Ｅｒ（１），…，Ｅｒ（Ｎ））

′
为 ｒ区域分

部门出口列向量，上撇号表示转置．则令各区域分
部门的出口子块矩阵沿对角线分布，得到 （ＧＮ×

Ｇ）矩阵 Ｅ^．需要注意的是，Ｅ^并非对角矩阵．于
是，在“Ｇ区域—Ｎ部门”情况下，区域—部门层

面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可由 Ｖ^ＢＥ^计算得

Ｖ^ＢＥ^＝

Ｖ^１Ｂ１１Ｅ１ Ｖ^１Ｂ１２Ｅ２ … Ｖ^１Ｂ１ＧＥＧ

Ｖ^２Ｂ２１Ｅ１ Ｖ^２Ｂ２２Ｅ２ … Ｖ^２Ｂ２ＧＥＧ
   

Ｖ^ＧＢＧ１Ｅ１ Ｖ^ＧＢＧ２Ｅ２ … Ｖ^ＧＢＧＧＥ
















Ｇ

（４）

式中 Ｖ^ＢＥ^是一个ＧＮ×Ｇ矩阵．典型元素 Ｖ^ｒＢｒｓＥｓ（ｒ，
ｓ＝１，２，…，Ｇ）是一个 Ｎ×１子块矩阵，详细给出
了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区域—部门来源（ｒ区域各
部门），以及实现渠道（通过 ｓ区域）．从前向关联

来看，沿 Ｖ^ＢＥ^各行对元素进行水平加总，即ｒ＝

１，２，…，Ｇ，∑
Ｇ

ｓ＝１
Ｖ^ｒＢｒｓＥｓ表示由 ｒ区域各部门创造

的，并且隐含于自身以及所有下游 ｓ区域出口中
的增加值，代表一国出口所引致的 ｒ区域各部门
的完全出口国内增加值；从后向关联来看，沿

Ｖ^ＢＥ^各列对元素进行列向加总，即ｓ＝１，２，…，

Ｇ，∑
Ｇ

ｒ＝１
Ｖ^ｒＢｒｓＥｓ表示ｓ区域出口中所隐含的来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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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以及所有上游“区域—部门”的增加值．与
Ｐｅｉ等［３］

相一致，这里的上游区域是那些在国内

生产链中与出口距离较远的区域；相反，与出口距

离较近的是下游区域．分别基于前向和后向关联

对 Ｖ^ＢＥ^进行分解，有助于我们全面厘清国内价值
链分工背景下各“区域—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
对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的详细介绍参阅 Ｗａｎｇ
等
［７］．由于本文重点关注各省参与中国出口的真

实出口国内增加值，后文将重点基于前向关联视

角进行经验分析．
由于中间投入产品既可以满足出口的直接投

入需求，又可通过在国内生产网络进行迭代循环，

然后服务于出口的间接投入需求．为区分中间投
入品的这种差别，本文对列昂惕夫逆矩阵 Ｂ作进
一步分解，即 Ｂ＝Ｉ＋（Ｂ－Ｉ）．并将其代入式
（４），则“区域—部门”层面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ｉｎｅｘｐｏｒｔ，ＤＶＡ）可分解为

ＤＶＡ＝Ｖ^ＢＥ^＝Ｖ^Ｅ^＋Ｖ^（Ｂ－Ｉ）Ｅ^ （５）
根据式（５），出口国内增加值（ＤＶＡ）由两类构成：

一是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 Ｖ^Ｅ^，即隐含在出口 Ｅ
中的增加值部分；二是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

Ｖ^（Ｂ－Ｉ）Ｅ^，即隐含在为满足出口所需要的全部
中间投入品ＡＥ＋Ａ２Ｅ＋… ＝（Ｂ－Ｉ）Ｅ中的增加
值部分．

为得到各“区域—部门”的完全出口国内增

加值，只需对式（５）两边分别右乘 ＧＮ×１维的单

位列向量 μ，即沿 Ｖ^ＢＥ^各行对元素进行水平加
总．则基于前向关联的完全出口国内增加值
ＤＶＡｔｏｔ由式（６）给出，即

ＤＶＡｔｏｔ＝ＤＶＡμ＝Ｖ^Ｅ^μ＋Ｖ^（Ｂ－Ｉ）Ｅ^μ （６）
根据等式（６），一国出口引致的各“区域—部门”
完全出口国内增加值被拆分为直接增加值效应

Ｖ^Ｅ^μ和间接增加值效应 Ｖ^（Ｂ－Ｉ）Ｅ^μ两部分．而对
于间接增加值效应部分，特定区域又可通过两种

不同类型的渠道（或路径）实现本区域的出口国

内增加值．比如ｒ区域流转中间产品至 ｓ区域，再
经由ｓ区域实现出口，这实际上是经由区域间的
生产联系（区际生产链）而实现ｒ区域的出口国内
增加值．假设ｒ区域不与国内其他区域发生贸易
往来，ｒ区域向区内其他部门供给中间产品，最终

再由ｒ区域进行出口，如此则通过区内部门间的
中间投入联系（区内生产链）实现了ｒ区域的出口
国内增加值．明显的，以上两类出口国内增加值的
实现渠道呈现出不同特点，故而对不同渠道作区

分，能使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国内各区域是如何参

与对外出口的．因此，本文进一步按经由区内生产
链和区际生产链渠道对各区域的间接出口国内增

加值进行分解

ＤＶＡｔｏｔ＝Ｖ^Ｅ^μ＋Ｖ^（Ｂ－Ｉ）Ｅ^μ

＝Ｖ^Ｅ^μ＋Ｖ^［（Ｂ－Ｍ）＋（Ｍ－Ｉ）］Ｅ^μ

＝Ｖ^Ｅ^μ＋Ｖ^（Ｍ－Ｉ）Ｅ^μ＋

　Ｖ^（Ｂ－Ｍ）Ｅ^μ

（７）

通过式（７），可以详细廓清各“区域—部门”参与
中国出口的真实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其实现渠道．间

接出口国内增加值通过 Ｖ^（Ｍ－Ｉ）Ｅ^μ与 Ｖ^（Ｂ－Ｍ）Ｅ^μ
之和计算求得．这里，Ｍ是ＧＮ×ＧＮ维的列昂惕夫
局部（ｌｏｃａｌ）逆矩阵，可由等式（９）计算得到，关于
列昂惕夫局部逆矩阵 Ｍ与列昂惕夫逆矩阵 Ｂ之

间的区别和联系参阅 Ｗａｎｇ等［７］．其中，Ｖ^（Ｍ－

Ｉ）Ｅ^μ是单纯经由区域内部生产链渠道实现的本
区域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此时完全使用区内自

产的中间投入品，与外部区域不存在任何中间投

入联系；Ｖ^（Ｂ－Ｍ）Ｅ^μ则是经由区域之间生产链
渠道实现的本区域间接出口国内增加值．

出口国内增加值剔除了区域总值出口中来自

区域外部的增加值，并纳入其他区域总值出口中

隐含的本区域增加值，因而能更好地厘清区域的

真实出口水平，刻画区域参与一国国际贸易的真

实贸易利得．为揭示传统总值出口与真实贸易利
得，即出口国内增加值之间的背离程度，本文借鉴

Ｊｏｈｎｓｏｎ和 Ｎｏｇｕｅｒａ［２７］，将出口国内增加值与传统
总值出口之比定义为增加值出口比率（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ｒａｔｉｏ，ＶＡＸＲ）．对区域ｒ来说，若ＶＡＸＲｒ＜１，
则说明区域ｒ的真实出口国内增加值小于总值出
口，表明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方法高估了区域 ｒ的
真实出口贸易利得规模；反之，则说明区域 ｒ的真
实出口国内增加值大于总值出口，表明传统总值

贸易统计方法低估了区域ｒ的真实出口贸易利得
规模．且ＶＡＸＲ的值越接近１，传统总值出口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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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贸易利得之间的扭曲程度越低．
正如上文所述，在国家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

框架下，区域之间通过中间品流转形成了全国性

生产网络．特定区域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不仅受自
身生产技术及出口等内部因素的影响，还受全国

投入产出结构以及其他区域出口的影响．因此，在
核算各区域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动力源泉时，

有必要将区域关联纳入分析范畴．为深入考察驱
动出口国内增加值在研究期间变动的影响因素，

本部分采用结构分解分析技术进行研究．
假设存在ｔ和ｔ－１两个不同时期，并用下标

表示，则在此期间区域—部门层面的出口国内增

加值的变化可以表示为ΔＤＶＡ＝ＤＶＡｔ－ＤＶＡｔ－１，
符号“Δ”表示变化量．根据式（４），可对 ΔＤＶＡ作
增量分解如下

ΔＤＶＡ＝Ｃ（ΔＶ）＋Ｃ（ΔＢ）＋Ｃ（ΔＥ） （８）
式（８）把各“区域—部门”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
分解为三部分，即增加值率变化效应 Ｃ（ΔＶ）、全
国投入产出结构变化效应 Ｃ（ΔＢ）和出口规模变
化效应Ｃ（ΔＥ）．需要注意的是，式（８）不包含交
互残余项，是一种完全分解形式．从理论上讲，式
（８）共有６（ｎ！，ｎ＝３）种完全分解形式，且并不存
在哪种形式更优

［２８］．针对 ＳＤＡ这种分解形式非
唯一性问题，Ｄｉｅｔｚｅｎｂａｃｈｅｒ和 Ｌｏｓ［２８］最早提出了
采用两极分解法来解决；ＤｅＨａｎｎ［２９］进一步证实
两极分解法的有效性与可行性．由于两极分解法
既考虑了ＳＤＡ分解形式非唯一性问题，又具备简
化运算的优势，本文使用两极分解法来测度各因

素的贡献．
此外，由于列昂惕夫逆矩阵的变化 ΔＢ可能

来源于特定部门对区内自产或从其他区域调入中

间产品投入结构的变动，为刻画投入结构的这种

变动来源差异，本文借鉴 Ｍｉｌｌｅｒ和 Ｂｌａｉｒ［２０］、Ｎａ
ｇｅｎｇａｓｔ和 Ｓｔｅｈｒｅｒ［３０］的方法，对列昂惕夫逆矩阵
作进一步分解

Ｂ＝ＦＳＭ＝［Ｉ－（Ａ）２］－１（Ｉ＋Ａ）（Ｉ－Ａ
～
）－１

（９）

式中Ａ
～
是把全国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Ａ中除主对角

线上的子块矩阵Ａｒｒ之外，其余元素全部用０替代
而得，反映特定部门对区内中间投入品的使用结

构．Ｍ ＝（Ｉ－Ａ
～
）－１是区内乘数系数矩阵，模型化

了各区域使用区内自产中间投入品而产生的区内

乘数效应．把Ａ中除子块矩阵Ａｒｓ（ｒ≠ｓ）以外，其
余元素全部用０替代，得到反映特定部门对区外

中间投入品的使用结构矩阵（Ａ－Ａ
～
）．假设Ａ ＝

（Ｉ－Ａ
～
）－１（Ａ－Ａ

～
），则Ｓ＝Ｉ＋Ａ 是溢出系数矩

阵，模型化了各区域向区外调出中间投入品而产

生的区外溢出效应；Ｆ＝［Ｉ－（Ａ）２］－１是反馈
系数矩阵，模型化了各区域从区外调入中间投入

品而为区内带来的反馈效应．
根据式（９），全国投入产出结构变动可进一

步分解为区内乘数系数矩阵、溢出系数矩阵以及

反馈系数矩阵等三部分，即 ΔＢ ＝Ｃ（ΔＭ）＋
Ｃ（ΔＳ）＋Ｃ（ΔＦ）．相应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从ｔ－
１到ｔ期的变动最终可由式（１０）给出

ΔＤＶＡ＝Ｃ（ΔＶ）＋Ｃ（ΔＭ）＋
Ｃ（ΔＳ）＋Ｃ（ΔＦ）＋Ｃ（ΔＥ）

（１０）

式中各驱动因素的含义及其具体结构分解表达式

如表１所示．
表１　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的影响因素分解

Ｔａｂｌｅ１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ｕｌａｓ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ｓｉｎ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ａ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

符号

表示

效应

名称
结构分解表达式

Ｃ（ΔＶ）
增加值

率变化

效应

１
２ ×ΔＶ×（ＢｔＥｔ＋Ｂｔ－１Ｅｔ－１）

Ｃ（ΔＭ）
区内乘

数变化

效应

１
２×（ＶｔＦｔＳｔΔＭＥｔ－１＋Ｖｔ－１Ｆｔ－１Ｓｔ－１ΔＭＥｔ）

Ｃ（ΔＳ）
溢出

效应

１
２×（ＶｔＦｔΔＳＭｔ－１Ｅｔ－１＋Ｖｔ－１Ｆｔ－１ΔＳＭｔＥｔ）

Ｃ（ΔＦ）
反馈

效应

１
２×（ＶｔΔＦＳｔ－１Ｍｔ－１Ｅｔ－１＋Ｖｔ－１ΔＦＳｔＭｔＥｔ）

Ｃ（ΔＥ）
出口规

模变化

效应

１
２ ×（ＶｔＢｔ＋Ｖｔ－１Ｂｔ－１）×ΔＥ

１．２　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来源为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

分析与模拟院重点实验室刘卫东等编制的２００７
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省区市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
出表

［２５，２６］．这是目前能够获取到的涉及中国详细
省区市投入产出信息的最新、最全的数据．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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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投入产出表将中国划分为３０个省、自治
区和直辖市，不含西藏，每个省份包含３０个部门；
２０１２年投入产出表则将中国划分为３１个省、自
治区和直辖市，包含西藏，每个省份由４２个部门
构成．为使两个年份的投入产出表保持统一口径，
本文一方面对部门进行整合，得到两张具有相同

部门分类的３０部门投入产出表，详细部门对照见
附表 Ａ，Ｍｉ等［３１］

也采用了同样的部门整合方

法；另一方面由于西藏并未包含在 ２００７年表
内，为顺利进行 ＳＤＡ研究，本文将西藏视为 ３０
个省区市系统外的其他经济体．两张表详细记
录了全国省级经济单位间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

的流转情况，充分刻画了全国经济系统中各区

域—部门之间的产业关联、生产格局和贸易模

式等信息，是研究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

有效分析工具．

此外，为避免因价格变化而引致的比较偏误，

本文使用 ＧＤＰ平减指数将 ２０１２年表中的总产
出、中间使用和最终使用转换为２００７年价格，从
而使两张不同年份投入产出表具有可比性；然后

应用双重平减法
［２０］
修正部门增加值，即由平减

过的部门总投入减去国内中间投入和进口中间投

入．使用的 ＧＤＰ平减指数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０８～２０１３）．

２　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分解与
分析

本部分利用式（６）测算了中国各省的出口国
内增加值．表２显示了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省
级增加值贸易和传统总值贸易的对比情况，从中

可得如下两个基本结论：

表２　中国省级增加值贸易和传统总值贸易对比
Ｔａｂｌｅ２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ｂｅｔｗｅｅｎ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ａｎｄｇｒｏｓｓｔｒａｄｅ

省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ＤＶＡ ＥＸ ＶＡＸＲ ＤＶＡ ＥＸ ＶＡＸＲ
省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ＤＶＡ ＥＸ ＶＡＸＲ ＤＶＡ ＥＸ ＶＡＸＲ

广东 １２３０．０２７９６．６ ０．４４ １４６０．０２７５７．７ ０．５３ 内蒙古 ８７．０ ２６．２ ３．３２ １３６．５ ５１．２ ２．６７

江苏 ９２７．７ １４８０．５ ０．６３ １１７７．１１６８７．１ ０．７０ 江西 ６０．６ ４１．７ １．４５ １２４．２ １２４．２ １．００

浙江 ６３７．１ １０４４．０ ０．６１ ８１６．１ １１５５．４ ０．７１ 陕西 ９２．１ ４２．６ ２．１６ １２３．５ ５５．６ ２．２２

山东 ６１４．９ ６９３．５ ０．８９ ５７４．４ ６４３．０ ０．８９ 山西 ９８．２ ６０．１ １．６３ １２３．４ ５５．０ ２．２４

上海 ５５０．４ １１３１．５ ０．４９ ５３９．３ １１７６．８ ０．４６ 湖南 ８５．３ ５２．５ １．６２ １１５．２ ７７．３ １．４９

福建 ２９８．８ ４１０．０ ０．７３ ３７１．７ ４９５．８ ０．７５ 黑龙江 ９６．７ ６０．３ １．６０ １１０．６ ７２．３ １．５３

北京 ２３４．８ ３７７．０ ０．６２ ３５４．１ ５０９．３ ０．７０ 新疆 ６９．１ ４９．９ １．３８ ９７．０ ９６．３ １．０１

辽宁 ２３４．５ ２９３．２ ０．８０ ２４６．４ ２８７．７ ０．８６ 广西 ８１．０ ４９．８ １．６３ ９０．２ ８１．７ １．１０

河北 ２４５．２ １５９．１ １．５４ ２２８．４ １５６．７ １．４６ 云南 ７２．０ ３５．５ ２．０３ ６８．９ ５８．２ １．１８

天津 １８２．３ ３００．３ ０．６１ ２１０．９ ２７３．１ ０．７７ 吉林 ５７．６ ３４．６ １．６７ ５７．２ ４１．３ １．３８

河南 １７７．６ ８５．５ ２．０８ １９８．１ １４６．３ １．３５ 贵州 ３１．６ １４．４ ２．１９ ５３．０ ３７．０ １．４４

四川 ８１．０ ６４．４ １．２６ １８７．７ １９９．８ ０．９４ 甘肃 ４９．１ ４３．３ １．１４ ３５．８ １９．５ １．８４

安徽 ９８．３ ７０．０ １．４０ １５２．４ １４２．６ １．０７ 海南 １７．５ ２２．２ ０．７９ ２４．３ ２２．３ １．０９

重庆 ３８．５ ３５．２ １．０９ １４１．７ １８６．４ ０．７６ 宁夏 １３．３ ８．０ １．６６ １８．９ ９．８ １．９４

湖北 ８６．６ ６６．８ １．３０ １３７．５ １１７．６ １．１７ 青海 ９．２ ５．４ １．７１ １１．５ ５．４ ２．１３

　　注：ＤＶＡ是出口国内增加值，ＥＸ是总值出口，单位均为１０亿元（２００７年价格）；ＶＡＸＲ是增加值出口比率，出口国内增加值和

总值出口之比；表中省份依照２０１２年ＤＶＡ值降序排列．

　　第一，传统总值贸易统计数据往往低估了内
陆省份但高估了沿海省份的真实对外贸易利得．
从表２中不难发现，２０１２年，除海南和河北以外

的其他东部沿海省份的 ＤＶＡＲ值均小于１，处在
０．４６至０．８９的区间范围之内，表明这些省份的
总值出口要高于其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因此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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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贸易统计数据高估了上述省份的真实对外贸易

利得．其中，上海的ＤＶＡＲ值最低，仅为０．４６，表明
上海的总值出口对本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拉动作

用较弱，尚不足一半．究其原因，上海为满足其出
口生产需要大量使用来自国内其他省份的中间投

入品，从而其总值出口中嵌入了大量其他省份中

间投入品的增加值．换句话说，国内其他省份通过
上海出口间接实现了本省的对外贸易利益，即表

现为上海出口对其他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带动

作用．２００７年增加值出口比率的省份特征与２０１２
年类似，相较于 ２００７年，东部沿海省份的 ＤＶＡＲ
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与东部沿海省份正好相反，中
西部内陆省份的增加值出口比率普遍大于 １．
２０１２年，省级增加值出口比率最高的省份依次为
内蒙古（２．６７）、山西（２．２４）和陕西（２．２２）等省
份，表明内陆省份会通过向国内其他省份，尤其是

东部沿海省份的出口生产提供自然资源、原材料

或必需中间投入品等形式，间接实现本省的出口

国内增加值．
第二，内陆省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总量较小

但增长迅速，而沿海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总量较

大但增长较慢，且省份间差异存在稳定性．如表２
所示，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排名前三的省份

依次是广东、江苏和浙江．在整个研究期间，广东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绝对规模始终“高居榜首”，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分别达到１．２３０、１．４６０万亿元．
江苏紧随其后，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由期初的

０．９２８万亿元增长到期末的１．１７７万亿元，跻身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万亿元省份俱乐部”．此外，
２０１２年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超过５０００亿元
的省份还有浙江（８１６１亿元）、山东（５７４４亿元）
和上海（５３９３亿元）．表２显示，２０１２年出口国内
增加值排名前１０的省份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
角和京津冀区域，东部沿海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

的规模普遍高于中西部内陆省份．比较发现，内陆
省份在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方面也存在省份差

异，中部诸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稍高于西部

地区省份．内陆省份参与对外贸易的真实利得在
研究期间呈快速上升趋势，表明参与对外贸易的

确拉动了中西部内陆省份的经济增长．在 ２００７
年，内陆省份中仅河南出口国内增加值超过千亿

元，而在２０１２年，出口国内增加值超过千亿元的
内陆省份又新增了四川、安徽等１０个．但与东部
沿海省份相比，内陆省份在出口国内增加值规模

方面的差距依然存在，这也从侧面表明内陆省份

仍有较大的外贸增长空间．
进一步分析各省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实现渠

道，如表３所示，可以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内陆省份更多依赖省际生产链渠道，

即通过向沿海省份提供中间投入品间接实现出

口国内增加值，而沿海省份则主要通过省内生

产链渠道．表３给出了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省
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实现渠道．以 ２０１２年为
例，在广东出口国内增加值中，由本省出口渠道

实现的高达９４５％，而通过其他省份出口实现
的只占５．５％；其中，广东经由省内生产链渠道直
接、间接拉动的份额分别为４７９％和４６５％．与
广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期内蒙古大部分出口

国内增加值是通过国内其他省份出口，即经由省

际生产链渠道间接实现的，比重高达７２．４％；而
在２００７年，该比重为７８．５％，表明在实现本省出
口国内增加值方面，内蒙古对其他省份的依赖

程度在降低．以上分析反映了国内不同省份经
由不同生产链渠道实现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事

实，即东部沿海省份（除河北和海南以外）主要

经由省内生产链渠道实现本省对外贸易利得，

并且份额随时间呈现上升态势；而内陆省份则

正好相反，主要依赖省际生产链渠道，通过国内

区域间中间品流转与东部沿海省份形成密切的

生产联系，将本省中间品的增加值嵌入进沿海

省份的总值出口中，从而间接实现出口国内增

加值．值得注意的是，差异化的实现渠道还反映
了各省在国内生产链上的相对上下游位置，即

处于国内生产链下游位置的东部沿海省份，在

生产出口品时依赖处于上游位置的内陆省份为

其提供自然资源、原材料或必需中间投入品．换
句话说，通过向沿海省份提供中间投入品，内陆

省份间接实现了出口国内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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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实现渠道
Ｔａｂｌｅ３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ａ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２００７ａｎｄ２０１２

省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ＤＶＡ
本区域直接

（％ ＤＶＡ）

省内生产链

渠道间接

（％ ＤＶＡ）

省际生产链

渠道间接

（％ ＤＶＡ）

ＤＶＡ
本区域直接

（％ ＤＶＡ）

省内生产链

渠道间接

（％ ＤＶＡ）

省际生产链

渠道间接

（％ ＤＶＡ）

广东 １２３０ ５４．４ ３７．２ ８．４ １４６０ ４７．９ ４６．５ ５．５

浙江 ６３７ ３９．４ ４５．２ １５．４ ８１６ ３８．０ ５２．６ ９．３

福建 ２９９ ４４．７ ４０．６ １４．７ ３７２ ４２．０ ４７．９ １０．１

上海 ５５０ ４４．９ ４２．６ １２．５ ５３９ ４７．９ ４０．４ １１．７

江苏 ９２８ ３８．５ ４５．９ １５．６ １１７７ ３８．６ ４８．６ １２．９

北京 ２３５ ５１．１ ３１．１ １７．８ ３５４ ４１．６ ４１．４ １７．０

四川 ８１ ２５．４ ３０．１ ４４．５ １８８ ３１．０ ５０．５ １８．５

重庆 ３９ ２４．５ ２４．７ ５０．７ １４２ ４０．０ ４１．１ １８．９

山东 ６１５ ３３．０ ５０．３ １６．６ ５７４ ３３．４ ４５．１ ２１．５

辽宁 ２３４ ３８．５ ３６．９ ２４．６ ２４６ ３０．８ ４６．８ ２２．４

天津 １８２ ４１．６ ３１．８ ２６．５ ２１１ ３６．３ ３５．３ ２８．４

湖北 ８７ ２６．９ ３０．８ ４２．３ １３８ ３６．９ ３３．７ ２９．４

江西 ６１ １９．６ ２６．６ ５３．８ １２４ ２６．６ ４２．７ ３０．７

广西 ８１ ２４．３ １６．４ ５９．３ ９０ ３３．８ ２７．０ ３９．１

新疆 ６９ ２３．７ ２１．１ ５５．２ ９７ ３０．０ ３０．１ ３９．９

安徽 ９８ ２０．２ １８．３ ６１．５ １５２ ３０．１ ２９．７ ４０．２

云南 ７２ １７．６ １５．３ ６７．０ ６９ ３５．８ ２１．９ ４２．３

吉林 ５８ ２２．７ １０．７ ６６．６ ５７ ２８．１ ２６．４ ４５．６

湖南 ８５ １８．１ ２１．６ ６０．３ １１５ ２６．４ ２７．９ ４５．７

贵州 ３２ １２．９ １３．０ ７４．１ ５３ ３２．２ ２０．８ ４７．０

河南 １７８ １５．２ １９．０ ６５．８ １９８ ２３．２ ２９．５ ４７．３

海南 １８ ４０．１ ３５．６ ２４．３ ２４ ３２．５ １６．７ ５０．８

河北 ２４５ １９．６ １７．０ ６３．４ ２２８ ２０．９ ２７．６ ５１．６

黑龙江 ９７ ２１．４ １９．７ ５９．０ １１１ ２２．７ １７．２ ６０．１

青海 ９ ２０．４ １５．４ ６４．３ １２ １９．５ １８．６ ６２．０

甘肃 ４９ ４１．９ １９．４ ３８．７ ３６ １７．７ １８．５ ６３．７

宁夏 １３ ２１．９ １６．７ ６１．４ １９ １８．４ １６．７ ６４．９

陕西 ９２ １８．８ ９．３ ７１．９ １２４ １７．７ １４．９ ６７．４

山西 ９８ ２０．６ ２３．４ ５６．０ １２３ ２０．２ １２．２ ６７．６

内蒙古 ８７ １１．２ １０．３ ７８．５ １３６ １６．７ １０．９ ７２．４

　　　　注：表中数据根据等式（７）计算得到．ＤＶＡ是出口国内增加值，单位为十亿元（２００７年价格）．“本区域直接（％ ＤＶＡ）”、

“省内生产链渠道间接（％ ＤＶＡ）”和“省际生产链渠道间接（％ ＤＶＡ）”之和为１００％．其中，“省际生产链渠道间接
（％ ＤＶＡ）”是各省经由省际生产网络，通过本省和国内其他省份间接实现的本省出口国内增加值所占份额．详细

的通过各省间接实现的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参看附表Ｂ和附表Ｃ．表中省份依照２０１２年“省际生产链渠道

间接（％ ＤＶＡ）”升序排列．

　　第二，东部沿海省份出口对内陆省份出口国
内增加值的带动表现出地理临近偏好，区域非均

等性特征明显．表４给出了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除
河北和海南以外的东部沿海省份的出口溢出效应

的主要受益地．不难看出，南部沿海省份广东主要

拉动与其地理临近的西南诸省（云南、贵州和广

西）和中部省份（湖南），北部沿海省份山东主要

拉动与其地理临近的东北省份（吉林和黑龙江）、

中部省份（山西）及西北省份（内蒙古），北京主要

拉动与其地理临近的河北、内蒙古等省份．这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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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间中间投入关联会产生正向的出口溢出效

应，即一省出口会带动其他省份的出口国内增加

值创造，这与Ｙｉ［３２］的研究结论相一致．尤其需要
注意的是，跨区域生产关联还存在负向的危机扩

散效应
［３０，３３］，即假如中国面临出口疲软境况，遭

受打击的将不仅仅局限于传统出口大省，还包括

与之生产联系密切的内陆省份．此外，位于中国经

济增长极的京津区域、“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省

份还发挥着类似出口极的角色，即不仅带动周边

邻近省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还带动与其

地理较远的内陆省份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
以上分析说明，在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嵌入供给方

面，内陆省份呈现出临近向极性的典型特征，这与

李跟强和潘文卿
［１２，３４］

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表４　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东部沿海省份出口溢出效应的主要受益省份

Ｔａｂｌｅ４Ｍａｉｎ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ｒｉｅｓ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ｅｘｐｏｒｔｓ’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２００７ａｎｄ２０１２

省份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广东
云南 贵州 广西 湖南 青海 内蒙古 宁夏 山西 陕西 湖南

４３．５４ ３９．３５ ３１．１２ ２７．９６ ２３．８０ １２．１１ １１．０８ １０．８７ １０．４５ １０．１７

浙江
河南 安徽 陕西 内蒙古 河北 内蒙古 山西 甘肃 宁夏 青海

１２．９６ １２．１５ １１．１４ １０．３８ １０．２８ １１．８４ １１．２５ １１．０２ １０．８４ １０．６１

福建
江西 陕西 湖南 安徽 湖北 青海 黑龙江 湖南 海南 内蒙古

４．１５ ３．１３ ３．１１ ２．７１ ２．６９ ３．１１ ２．００ １．７４ ２．４６ ２．２５

上海
陕西 安徽 内蒙古 河南 河北 黑龙江 陕西 甘肃 内蒙古 山西

１０．７０ ９．０７ ８．８７ ７．６９ ７．１５ １４．０６ １１．２０ ９．７９ ８．６１ ８．２４

江苏
陕西 安徽 内蒙古 河南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宁夏 陕西 甘肃

１３．３６ １２．６９ １１．１２ １０．９４ １０．４９ １５．４０ １５．２７ １２．７７ １２．４０ １１．２７

北京
内蒙古 宁夏 河北 重庆 陕西 天津 内蒙古 河北 海南 河南

３．７６ ３．１６ ２．８７ ２．６６ ２．４５ ３．５３ ３．２９ ３．０６ ２．８０ ２．７２

山东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山西 四川 海南 陕西 山西 甘肃 内蒙古

６．６７ ６．２７ ５．８３ ４．２４ ４．２２ ５．２２ ３．７４ ３．５６ ３．５３ ３．３２

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河北 山西 黑龙江 青海 陕西 内蒙古 山西

１２．５８ ７．７８ ５．０８ ２．７５ １．４５ ３．７５ ２．９０ １．８６ １．８５ １．８４

天津
内蒙古 河北 宁夏 吉林 新疆 内蒙古 甘肃 河南 宁夏 青海

８．７２ ５．５２ ４．９５ ４．６２ ３．５４ １．４４ １．３８ １．３０ １．２８ １．２６

　　　注：表中数据单位是％．表中括号内数字表示，作为出口溢出效应来源地的东部沿海省份对相应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带

动规模占其完全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比重，反映了溢出效应来源地对相应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带动作用的重要性．以广

东所在行，２００７年所在列的“云南４３．５４”为例，它表示云南通过广东出口间接实现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占云南完全出口

国内增加值的比重为４３．５４％．东部沿海省份出口增加值溢出效应的详细受益地信息参看附表Ｂ和附表Ｃ．

３　国内价值链视角下出口国内增加
值变化动因分解

随着近年来国内区域间经贸关系日趋密切，

省际间产业关联、国内贸易格局等因素的演变对

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产生了深远影响．识别省级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化动因对提升一省对外贸易

的真实利得具有重要意义．本部分采用公式
（１０），从国内价值链视角考察各省出口国内增加
值在研究期间的变动机制，以期为省份在参与对

外贸易时有效提升对外贸易利得提供有益启示．

３．１　国内价值链视角下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变
化动因分析

表５显示了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２年期间，各省出
口国内增加值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可得如下基
本结论：

第一，总体来看，增加值率效应是抑制省级出

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主要因素．究其原因，一方面
随着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日益加深，各省

对外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制造业外包，而外商投资

企业更倾向于使用进口中间投入品
［３５］．另一方面

随着国内区域间中间投入联系的不断深化
［３，４］，

来自国内的中间投入品占全部中间投入品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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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上升趋势．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２５，２６］
数据显

示，除黑龙江、重庆、新疆和天津外，其余２６省份
（不包括西藏）的国产中间投入品使用比重在分

析期间上升．两者结合导致各省超过半数部门的
增加值率在研究期间呈现出下降态势，从而在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期间，增加值率的下降抑制了大
部分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这意味着伴随
省内部门增加值率水平的提升，增加值率对出口

国内增加值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逐渐削弱甚

至完全消除，这将是未来促进一省出口国内增加

值持续增长的重要突破口．进一步跨省份比较发
现，与内陆省份相比，增加值率下降对东部沿海省

份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如
表５所示，增加值率效应导致上海出口国内增加
值缩水７２３．９亿元，山东和辽宁紧随其后，出口国
内增加值规模减少均超过３００亿元．与此同时，增
加值率效应增加了广东、江苏、重庆、黑龙江、云南

和青海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表５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期间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分区域因素分解

Ｔａｂｌｅ５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ａ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省份
出口国内增加值 驱动因素

２００７ ２０１２ Ｃ（ΔＶ） Ｃ（ΔＭ） Ｃ（ΔＳ） Ｃ（ΔＦ） Ｃ（ΔＥ） 合计

上海 ５５０．４３ ５３９．２７ －７２．３９ １２．５１ －１２．８９ －３．９６ ６５．５７ －１１．１７

山东 ６１４．９０ ５７４．４４ －３７．５８ ２４．２４ １０．４２ －８．４９ －２９．０６ －４０．４７

辽宁 ２３４．４８ ２４６．３５ －３１．８８ ５０．０６ －１．２７ －１０．２８ ５．２３ １１．８７

浙江 ６３７．０８ ８１６．１５ －２８．１２ １３３．６８ －３２．３７ －６．８３ １１２．７０ １７９．０６

福建 ２９８．８１ ３７１．７３ －１８．３０ ３７．６４ －１３．３９ －０．７８ ６７．７６ ７２．９３

四川 ８０．９８ １８７．７１ －１５．７７ ２９．４２ －４．４５ －１．８９ ９９．４３ １０６．７４

河南 １７７．５９ １９８．１４ －１４．９１ ２５．６８ －２６．２５ －１２．２３ ４８．２６ ２０．５５

内蒙古 ８６．９５ １３６．４６ －１４．２１ １３．３０ ２４．３１ ０．７０ ２５．４１ ４９．５１

北京 ２３４．８４ ３５４．０７ －１２．７３ ４８．６０ ９．７８ ３．１１ ７０．４５ １１９．２３

江西 ６０．５６ １２４．１６ －１１．６１ １３．３９ １．１５ －０．０２ ６０．６９ ６３．６０

山西 ９８．１６ １２３．３６ －１１．５７ １５．３５ １８．９９ －３．３４ ５．７８ ２５．２０

甘肃 ４９．１４ ３５．７８ －９．８１ ７．４３ ４．６５ ０．１７ －１５．８０ －１３．３６

陕西 ９２．０７ １２３．５１ －８．０８ ２０．４７ ２．６２ －１．２２ １７．６５ ３１．４４

安徽 ９８．２５ １５２．４４ －６．７４ １８．９９ －６．２６ －２．７４ ５０．９３ ５４．１９

河北 ２４５．１６ ２２８．３９ －４．９５ ４２．５９ －４８．７５ －１７．３４ １１．６８ －１６．７７

新疆 ６９．０８ ９７．００ －３．５９ １３．８８ －０．２２ －８．１６ ２６．０１ ２７．９１

吉林 ５７．６２ ５７．２１ －３．２１ １２．７１ －１１．２２ －７．０２ ８．３３ －０．４０

宁夏 １３．２８ １８．９２ －３．１６ ２．５５ ３．６２ ０．４５ ２．１７ ５．６４

天津 １８２．３５ ２１０．９４ －２．７１ ３６．８１ －２．７９ －０．９１ －１．８０ ２８．６０

湖南 ８５．２５ １１５．１７ －２．６７ １５．８６ －７．９９ －０．２９ ２５．０１ ２９．９２

湖北 ８６．６２ １３７．５５ －１．６２ ９．６３ －１．６８ －１．２７ ４５．８７ ５０．９３

广西 ８０．９６ ９０．２２ －１．５３ ９．１７ －１６．５６ －２．８３ ２１．０１ ９．２６

海南 １７．５０ ２４．３１ －１．１０ ０．４４ ５．２９ １．３８ ０．８０ ６．８１

贵州 ３１．５６ ５３．０４ －０．８１ ６．０９ －１．９０ －０．７５ １８．８６ ２１．４８

青海 ９．２４ １１．５１ ０．４１ １．９３ ０．１６ －０．８１ ０．５９ ２．２７

云南 ７２．０１ ６８．９０ １．５３ ４．９２ －１９．８９ －３．６０ １３．９３ －３．１１

黑龙江 ９６．６６ １１０．５５ １．８０ ９．２５ １．３７ －１０．９７ １２．４５ １３．９０

重庆 ３８．５４ １４１．６５ ３．８８ １２．２２ －０．３８ －０．６２ ８８．０２ １０３．１２

江苏 ９２７．６６ １１７７．１０ １７．７４ １０５．１３ －２３．４９ －１２．００ １６２．０６ ２４９．４４

广东 １２３０．０５ １４６０．００ ２７．６９ ２２７．１４ －３８．９０ －１６．２６ ３０．２９ ２２９．９６

　　　　注：单位为１０亿元．表中省份依照省份增加值率效应升序排列．

—８９—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１月



　　第二，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是一
省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消耗中间投

入品的结果，即主要源自于省内乘数效应．由式
（９）可知，区域间投入产出结构变动可进一步拆
分为区内乘数效应、溢出效应以及反馈效应三部

分．如表５所示，对各省而言，省内乘数效应都为
正值，与期初相比，省内产业关联的变动导致省级

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实现了区间范围为

２２７％～３６．３３％的上升，表明省内乘数效应的扩
张是促进各省出口国内增加值在研究期间实现增

长的重要因素．究其原因，区内乘数效应主要与生
产过程中对区域内部自产中间投入品的消耗比例

相关，单位产出使用区内自产中间投入品的比例

越高，则乘数效应越明显，反之则越弱
［１９，２０］．而由

贸易的本地偏好和贸易成本所形成的中间投入品

的高度本地化
［３６，３７］，使得区域内部产业关联成为

区域投入结构的主要表现形式，省份在生产出口

品时消耗本省自产中间投入品的比重在研究期间

有所提升．对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各省单位产出对
本省自产中间投入品的消耗情况进行实证分析，

验证了该结论．当基本分析单元从省份转换为大
区域（由若干省份构成）时，Ｐｅｉ等［３］

和潘文卿
［４］

得到了类似结论，即区域内部自产中间投入品的

消耗比重提升了．至于反馈效应，它反映了从省外
流入中间投入品给本省出口国内增加值带来的间

接影响，与单位产出中流入中间品的使用比例呈

正相关关系
［１９，３０］．表５结果显示，在国内区域分

工体系形成过程中，对不同省份而言，反馈效应呈

现出不同作用方向，但它们的影响通常相对有限．
而溢出效应则反映了向省外流出中间投入品给本

省经济带来的间接影响，是驱动海南、云南、山西、

河北和宁夏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重要因素．
第三，出口规模的扩张也是促进省级出口国

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因素．如表５所示，对于出口
规模效应而言，仅有山东、甘肃和天津三省为负，

而其余省份（不包含西藏）都呈现为正值．深入分
析发现，各省出口规模效应之所以出现分化，与同

期省级总值出口的变动相关．山东、甘肃和天津之
所以出口规模效应为负，是因为其总值出口在分

析期间经历了较大规模的下降．与２００７年相比，
２０１２年山东总值出口规模下降最大，达５０５．２亿
元；与此同时，其遭受总值出口规模萎缩的负面冲

击效应也最为严重，由此导致山东出口国内增加

值大幅缩水２９０．６亿元．此外，甘肃和天津的总值
出口减少额也超过２００亿元，从而导致其出口规
模效应出现负值．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出口规模的
增长将是推动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上升的重要因

素．考虑到当前中美贸易摩擦／冲突频发，未来中
国出口规模的增长可能面临较大的制约，因此进

一步拓宽海外市场、寻求新的外贸增长点将是本

轮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和调整的关键所在
［３８］．

由上文分析可知，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

长主要是由省内部门投入结构变化和出口规模的

增长带来的，而省内部门增加值率的下降则是主

要抑制因素．那么上述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驱
动因素是否在全国层面仍然成立呢？接下来，本

文进一步采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全国投入产出表
对上述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

首先，本文借鉴 Ｓｕ等［３９］
将国家统计局编制

的全国竞争型投入产出表转化为非竞争型投入产

出表；然后，与上文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部门分类

保持一致，本文将４２部门的全国投入产出表整合
为３０部门；最后，采用双重平减法［２０］

将２０１２年
全国投入产出表转化为２００７年价格，平减指数来
自于中国统计年鉴（２００８—２０１３）．结构分解结果
表明，省份层面的分解结果在全国层面仍然稳健．
具体的，本文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ＳＤＡ分解结果表明，在整个研究期间，出口
规模的扩张是促进全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最

重要因素，它推动全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在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１２年期间上升了９４９１．５６亿元，与期初相
比增长了１３．４％．推动全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
的第二大因素是中国对国产中间产品的投入结构

效应，其变化使全国出口国内增加值有较大幅度

的增长，与期初相比增长了３８０４．８６亿元，表明
分析期间国内中间投入结构有“高国内增加值

化”的趋势．这与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６］、Ｋｅｅ和 Ｔａｎｇ［８］的
研究结论相一致．

增加值率效应则是抑制全国出口国内增加值

增长的主要影响因素．在２００７年 ～２０１２年期间，
部门增加值率的变动推动全国出口国内增加值下

降８９８．３０亿元．增加值率效应之所以为负，是因
为大部分制造业部门的增加值率在研究期间呈下

降态势．在全部３０个部门中，１６个部门的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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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出现下降，其中１１个部门是制造业．根据刘瑞
翔等

［１９］，制造业行业的增加值率呈下降趋势与分

析期间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单位产出对中间产品的

投入比重上升有关．考虑到中国作为制造业出口
大国的事实，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制造

业部门增加值率下降导致全国出口国内增加值下

降的结论并不会让我们感到惊讶．
综合以上省份和全国层面的出口国内增加值

分解结果，不难发现，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

驱动因素在全国层面仍然呈现出稳健性．
３．２　产业层面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动因

分析

在上文对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分解的基础

上，考虑到不同行业之间的差异性，本文进一步深

入到产业层面对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动因进

行分析．为了比较各省各细分产业出口国内增加
值变化动因的异同，本文选取纺织业和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两个代表性制造行

业，在产业层面对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化动

因进行详细分析．其中，纺织业是我国传统出口优
势部门，代表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而通信设

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则代表资本技

术密集型制造业，在整个分析期间均是我国最大

的出口部门．表６给出了各省代表性产业出口国
内增加值变化的ＳＤＡ结果．

从各省纺织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的因素分

解结果来看，１）与期初相比，江苏出口国内增加
值在期末下降了３４０．３３亿元，规模在全部省份中
排在首位，浙江、山东和广东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在

分析期间也分别减少了２４４．５８亿元、１５３．３６亿
元和８２．５３亿元，这表明传统纺织业出口大省的
真实出口利益在分析期间受损相对较大．相反，其
他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动则相对较小．２）在
国内价值链视角下，由于各省在纺织业国内分工

体系中位置不同，从而导致纺织业出口国内增加

值变动机制存在省份差异．对于增加值效率而言，
由表６不难发现，各省增加值率效应呈现出了分
化局面．与同期各省纺织业增加值率相比较发现，
若一省纺织业增加值率下降，则其出口国内增加

值亦下降．这表明逐步提升纺织产品的附加值，走
“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将是实现一省纺织业出

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关键．３）总体上看，区内乘

数效应促进了一省纺织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

长．大部分省份之所以区内乘数效应为正，是因为
纺织业作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技术要求相对

不高，更多依赖本省生产能力，并且伴随着省内生

产技术水平的提升，对本省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占

全部中间投入品的比例趋于上升，从而导致区内

乘数效应对省级纺织业出口国内增加值产生正向

影响．与区内乘数效应相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
的变化总体上使省级纺织业出口国内增加值趋于

萎缩，但它们的影响有限．相比较而言，反馈效应
对省级纺织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负面影响更弱．
４）在分析期间，受制于主要外贸市场，主要是欧
美发达经济体经济持续低迷，我国纺织业出口遭

受巨大冲击，但省份间存在差异，出口对不同省份

纺织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拉动效应存在较大差

异．这与一省纺织业出口规模变动的方向与程度
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若一省纺织业总值出口规

模下降越大，则其出口国内增加值的规模也下降

越大．比如作为纺织业出口大省，江苏不仅纺织业
总值出口下降规模最大，其出口国内增加值大幅

缩水４４３．１亿元，在所有省份中也排在首位；相
反，对上海纺织业而言，其总值出口和出口国内增

加值在分析期间上涨规模最大，分别为４０４亿元
和１０７．４亿元．这表明出口规模的萎缩是抑制省
级纺织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的重要原因．换句
话说，致力于拓展新外贸市场的努力将为提升一

省纺织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是

典型的高技术产业，从各省该行业出口国内增加

值变化的结构分解结果来看，１）增加值率效应之
所以出现省份层面的分化，与各省该行业单位产

出的增加值率变动方向有关，二者变动方向保持

一致．这与纺织业的结构分解结果相同．结合上述
纺织业的分析结果，为促进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

的持续增长，针对性措施是一方面不可不加区分

地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如“纺织业”）淘汰，而应

对其进行改造升级，通过精细化生产提升其增加

值率，从而提升出口贸易收益；另一方面要不遗余

力地向战略性和高新技术等产业领域拓展发展，

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提升高技术产业的附加值．
２）对大部分省份而言，省内乘数效应的扩张促进
了省份该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但存在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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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差异．省内投入结构的变化对中西部内陆省份
该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拉动效应弱于东部沿海

省份．比如省内中间投入结构的变动导致广东和
江苏该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分别增长了４０３．２亿
元、５２６．７亿元，而云南、吉林、甘肃和青海尚不足
亿元．对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２５，２６］

的测算结果

表明，大部分省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

设备制造业之所以乘数效应为正，是由于该产

业在分析期间对省内自产中间产品的投入比例

趋于上升．３）从表６可以发现，出口生产对于不
同省份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

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拉动效应有较大差异．对

浙江、江苏、辽宁和北京等 ７省份而言，出口规
模效应为负，这主要是因为以上省份该产业的

总值出口在分析期间大幅萎缩，从而抑制出口

国内增加值的增长．相反，其余省份的出口规模
效应均为正，出口规模的扩张拉动了相应省份

该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其中，内蒙古是
一个例外．内蒙古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
设备制造业的总值出口规模在分析期间缩水

０２５亿元，但其出口规模效应却推动了该产业
出口国内增加值增长 ０．３亿元．这再次印证了
上文一省可通过向其他区域提供中间投入品而

间接实现出口贸易收益的结论．
表６　２００７年～２０１２年各省代表性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因素分解

Ｔａｂｌｅ６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ａ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ｌｅｖｅｌｂｙ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ｓｅｃｔｏｒｓ：２００７～２０１２

省份
纺织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

Ｃ（ΔＶ） Ｃ（ΔＭ） Ｃ（ΔＳ） Ｃ（ΔＦ） Ｃ（ΔＥ） Ｃ（ΔＶ） Ｃ（ΔＭ） Ｃ（ΔＳ） Ｃ（ΔＦ） Ｃ（ΔＥ）

北京 －１２．０ ３．６ ０．０ －０．１ －７．０ －４１．９ ２８．６ －３．４ －０．７ －３２．３

天津 －１．６ １．７ －１．８ －０．６ －４．３ －１３．７ ３２．３ －１１．７ －０．３ ４２．４

河北 ３．７ ２３．７ －５０．０ －１０．５ １２．４ －２．４ ２．３ －１．８ －０．５ ２０．９

山西 ０．３ －０．３ －０．３ －０．２ ０．１ －１０．５ ４．４ １．５ ０．３ １９．８

内蒙古 １３．２ ７．９ －３．７ －３．９ －４．６ －０．１ ０．０ －０．４ －０．２ ０．３

辽宁 －１２．７ ２．４ １．６ －０．２ －４．７ －１７．２ １２．２ １．８ ０．０ －３９．２

吉林 －３．１ １．９ －０．２ －０．２ －５．８ ０．０ ０．０ －０．１ －０．１ ０．０

黑龙江 ０．２ ０．３ ２．７ ０．１ －３．２ ２．０ －０．２ －０．１ －０．１ ０．０

上海 －４．４ －１．０ －４．６ －１．３ ４０．４ ４６．５ ４１．９ －２２．７ －１．１ １．６

江苏 ３．５ １２３．７ －１５．４ －９．０ －４４３．１ －３５．４ ４０３．２ ２８．３ ３．８ －４０．１

浙江 －２１８．７ １９５．７ －７．６ －４．５ －２０９．５ ３２．７ ３３．６ －１．４ ０．４ －１２３．５

安徽 １６．０ １０．４ ２．５ －０．５ －７．３ －３．０ ４．４ ８．０ ０．９ ５．６

福建 １４．６ ３４．８ －１．４ －０．６ －２０．０ －４．２ ３７．８ －２４．４ －０．４ ２８．９

江西 －６．１ ７．４ －２．９ －０．７ ６．６ －３４．８ １７．３ １．６ ０．８ ３８．５

山东 －４３．５ ９８．８ ９４．７ ６．８ －３１０．１ －０．６ ９．０ １０．９ １．０ ４８．５

河南 －４．５ １２．２ －２２．６ －５．４ －１３．５ －３７．２ ３９．７ ４．２ ０．６ ２１１．０

湖北 －１４．５ １３．２ －１．６ －１．４ －２．４ ２２．６ ６．７ ２．９ ０．３ ６６．２

湖南 －２．０ ４．３ －５．９ －１．６ ０．６ ４．５ ８．２ －２．１ ０．９ １２．０

广东 －４０．９ ８４．４ －２８．６ －７．１ －９０．３ ６０８．１ ５２６．７ －２９．５ －３．４ １６４．１

广西 －０．９ ７．９ －１．６ －０．４ －５．５ ２．９ １．８ １．８ ０．４ ２２．９

海南 －０．２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７ －０．７ ０．３ １．２ ０．１ ２．８

重庆 ４．６ １．７ １．３ －０．１ １４．２ －７１．１ ６８．７ ６．２ ０．８ ２４７．２

四川 －９．０ １２．３ ６．０ －０．１ １１．２ －７６．８ ９９．４ ０．０ ０．２ ２４６．０

贵州 ０．４ －０．４ －０．５ －０．１ １．２ －０．３ ０．０ １．１ ０．１ １．４

云南 ０．９ －０．１ －０．５ －０．１ ４．５ －０．５ ０．２ －０．１ ０．０ ４．２

陕西 ２．３ ３．２ －２．６ －１．０ －０．６ －０．１ ０．９ ０．４ ０．１ １７．０

甘肃 －０．７ ０．４ ０．７ ０．０ －０．６ －０．４ ０．０ ０．４ ０．０ １．０

青海 ０．５ ０．１ ０．６ ０．０ １．１ ０．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２

宁夏 －６．０ ３．８ －４．１ －１．０ ２．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１

新疆 ２．５ ６．４ －４．４ －０．９ ３．３ １．９ －０．６ －０．４ －０．１ ３．７

　　注：单位为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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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产业层面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动因
与以上行业的结论基本一致，详细数据备索．概括
而言，从各省各产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动的结构

分解结果中可以发现：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动与

单位产出增加值率和出口规模的变动方向基本保

持一致，生产过程中对省内中间投入品的使用比

例提升也倾向于拉动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

４　结束语

本文利用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１２年中国省区市区域
间投入产出表

［２５，２６］，对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

及其实现渠道进行了测算与分析，并对省级出口

国内增加值变化动因进行结构分解，从国内价值

链视角来解释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动机制．
实证分析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第一，传统总值贸易数据往往低估了内陆省

份但高估了沿海省份的出口贸易利得．内陆省份
出口国内增加值总量较小但增长迅速，而沿海省

份出口国内增加值总量较大但增长较慢，且出口

国内增加值的这种省份差异随时间呈现出稳定

性．这表明内陆省份仍有较大的外贸增长空间．第
二，国内省份经由不同生产链渠道实现出口国内

增加值，沿海省份主要经由省内生产链渠道实现

出口国内增加值，而内陆省份主要依赖省际生产

链渠道，通过向沿海省份提供中间投入品间接实

现出口国内增加值．此外，沿海省份出口更多带动
周边邻近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第三，由于
各省在国内价值链分工中所处位置不同，导致省

份间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机制有所区别．结构分
解结果表明，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增长主要是

由省内部门投入结构变化和出口规模增长带来

的，而省内部门增加值率的下降则是主要抑制因

素．全国和产业层面的结构分解结果也印证了上
述结论的稳健性．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１）考
虑到内陆省份通过向沿海省份提供中间投入品而

间接实现出口国内增加值的事实，在制定相关贸

易政策时，应重视省份之间的生产联系，充分发挥

各省的比较优势，做到优势互补、互通有无；重视

国内价值链的培育，进一步降低地方贸易保护主

义，深化区域间的分工协作，削减区域间交通运输

和信息交流等贸易成本，致力于打造全国性的统

一市场，促进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通和

优化配置，这有助于内陆省份通过为沿海省份提

供中间投入品而间接实现出口贸易利得．针对性
措施包括：一方面支持东部省份进行“腾笼换

鸟”，有序引导传统加工制造业向内陆省份转移，

集中资源优势进行产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鼓励
中西部省份积极承接东部省份的外向型加工制造

业转移，培育并促进外向型加工制造业集群发展．
这有助于内陆省份直接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出

口贸易收益．２）由于省内部门增加值率的下降是
导致大部分省份出口国内增加值在研究期间降低

的重要原因，因此为提升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针

对性的措施在于制定价值链攀升策略，提升省份

产业的增加值率水平．一方面“苦练内功”，淘汰
落后产能，改造升级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通过

精细化生产提升其增加值率，以进一步夯实竞争

优势．另一方面向中高端产业迈进，汇集资源向
“微笑曲线”两端环节拓展，即研发设计和售后服

务等具备高增加值率的生产性服务业，将提升产

业配套水平和延长产业链条作为产业调整的关键

所在．３）鉴于出口对一省出口国内增加值具有不
容忽视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寻求新的外贸增长点

是未来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制定和调整的关键所

在．国际方面，积极发展全球贸易伙伴关系，实现
中国出口市场的多元化发展：加快中外双边、多边

贸易合作谈判步伐，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要契

机，挖掘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合作潜力，同时巩

固与传统贸易伙伴的经贸合作关系．国内方面，坚
持沿海、内陆和沿边开放相结合，构建更为均衡的

国内区域开放布局：对沿海、沿边省份而言，赋予

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自由贸易

港、重点口岸和边境城市建设；而内陆省份则可以

考虑建立临空经济区来发展对外贸易．这有助于
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

局”．
显然，本文在以下方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

究：一是，本文对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其变动机

制的研究忽略了中国典型二元贸易结构特征，即

高加工贸易比重．与一般贸易相比，加工贸易往往
采取“大进大出”的生产模式，即从国外大量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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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材料和零部件，在国内加工组装然后再出口，加

工贸易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低于一般贸易
［４０，４１］．如

果简单对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等而视之，势必会

高估省级加工出口比重较大产业的出口国内增加

值．但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暂时无法对此作区
分，因此值得进一步研究．二是，当今国内区域协
作和国际分工并存，中间投入品不只在一国内部

不同区域间流转，还在国与国之间流转，即生产工

序同时在国内区域和国际间进行配置
［１１，３４，４２］．因

此，进一步的研究可将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嵌

入进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去，从而得以深入分析不

同出口需求来源地对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影

响，并对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出口引致的出口国

内增加值作区分，还能从全球产业关联和国外生

产技术等国外因素方面探究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变

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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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ｗｈｉｌｅｏｖｅｒ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ｔｈａｔｏｆ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ｔ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Ｔｈｅｌａｒｇｅｓｔｇａｉｎｅｒ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ｇａｉｎｓ
ｉｎｔｅｒｍｓｏｆ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ａｒｅ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ｂｙｉｎｌ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ｈｏｗ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ｖｅｒｔｉｍｅ．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ｆｏｕｎｄｔｈａｔ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ｉｒ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ｍａｉｎｌ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ｉｎｔｒａ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ｉｎ，ｗｈｉｌｅｉｎｌ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ｐｒｉｍａｒｉｌｙｒ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ｉｎ
ｃｉ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ａｉｎｂｙ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ｔｅｉｎｐｕｔｓｔｏｃｏａｓｔａｌ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ｒａｐｒｏ
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ｐｕｔ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ｓｌａｒｇｅｌｙｂｅｎｅｆｉ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ｇａｉｎｓ，ｗｈｉｃｈｉｓｐａｒｔｉａｌｏｆｆｓｅｔｂｙ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Ｏｕｒｓｔｕｄｙｓｈｅｄｓｌｉｇｈｔ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ｉ
ｎａ’ｓｅｘｐｏｒｔ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ｅｘｐｏｒｔｐａｔｔｅｒｎｓ，ａｎｄａｌｓｏｏｎｈｏｗｔｏｂｏｏｓ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ｇａｉｎ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ａｔｐｒｏｖｉｎｃｉａｌｌｅｖｅｌ；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５０１—第１期 谢　锐等：中国省级出口国内增加值及其变动机制研究



附表Ａ　产业整合对照表
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ＴａｂｌｅＡ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ｏｆｓｅ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２００７ａｎｄ２０１２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ｔａｂｌｅｓ

２００７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２０１２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

序号 名称 名称 序号

１ 农林牧渔业 农林牧渔产品和服务 １

２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煤炭采选产品 ２

３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产品 ３

４ 金属矿采选业 金属矿采选产品 ４

５ 非金属矿及其他矿采选业 非金属矿和其他矿采选产品 ５

６ 食品制造及烟草加工业 食品和烟草 ６

７ 纺织业 纺织品 ７

８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业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８

９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９

１０ 造纸印刷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１０

１１ 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１１

１２ 化学工业 化学产品 １２

１３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非金属矿物制品 １３

１４ 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１４

１５ 金属制品业 金属制品 １５

１６ 通用、专用设备制造业 通用设备；专用设备 １６，１７

１７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 １８

１８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电气机械和器材 １９

１９ 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２０

２０ 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 仪器仪表 ２１

２１ 其他制造业 其他制造产品；废品废料；金属制品、机械和设备修理服务 ２２，２３，２４

２２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 ２５

２３ 燃气及水的生产与供应业 燃气生产和供应；水的生产和供应 ２６，２７

２４ 建筑业 建筑 ２８

２５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３０

２６ 批发零售业 批发和零售 ２９

２７ 住宿餐饮业 住宿和餐饮 ３１

２８ 租赁和商业服务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 ３５

２９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 ３６

３０ 其他服务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金融；房地产；水利、环境和公

共设施管理；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教育；卫生和社会工

作；文化、体育和娱乐；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３２，３３，３４；
３７，３８，３９；
４０，４１，４２

—６０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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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
０８
０．
１５
０．
３９
４．
９６

８．
３５

４．
８８
０．
１７
１．
８０
０．
８４
２．
２４
０．
７６
０．
３４
０．
２４
６．
４５
０．
３２
０．
１２
０．
９３
０．
５１
０．
１４
０．
２８
０．
２９
０．
１１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５４
４０
．１
６

Ｒ１
３
３７
２

４２
．０
３

４７
．９
０
０．
６３
０．
２４
０．
１２
０．
０６
０．
０７
０．
３４
０．
０４
０．
２３
１．
４１

１．
３８

１．
２３
０．
２４
０．
０８
０．
２２
０．
４８
０．
１８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１．
７１
０．
１３
０．
０４
０．
３３
０．
１９
０．
０５
０．
１２
０．
０８
０．
０４
０．
０１
０．
０２
０．
２５
１０
．０
８

Ｒ１
４
１２
４

２６
．６
１

４２
．６
８
１．
３８
０．
６１
０．
３２
０．
１４
０．
１２
０．
７０
０．
１０
０．
３８
３．
３８

５．
９０

５．
０２
０．
８０
１．
５４
０．
０８
１．
４７
０．
４７
０．
２３
０．
２０
５．
３０
０．
２３
０．
０８
０．
８３
０．
４２
０．
１０
０．
２１
０．
２２
０．
０８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３６
３０
．７
１

Ｒ１
５
５７
４

３３
．４
１

４５
．０
６
１．
６１
０．
８０
０．
３５
０．
１７
０．
１４
０．
６７
０．
０８
０．
２８
２．
９３

２．
７５

２．
１５
０．
５９
１．
２３
０．
２９
０．
１８
０．
５５
０．
１４
０．
１３
４．
３５
０．
２２
０．
０６
０．
５１
０．
３０
０．
１１
０．
２１
０．
１４
０．
０７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４６
２１
．５
３

Ｒ１
６
１９
８

２３
．２
１

２９
．５
０
２．
７２
１．
３０
０．
６０
０．
３０
０．
１８
１．
０７
０．
１６
０．
５４
６．
０３

９．
９９

６．
４６
１．
０６
１．
７６
０．
６２
２．
１０
０．
１３
０．
３３
０．
２４
７．
３９
０．
３１
０．
１５
１．
３７
０．
５８
０．
１８
０．
３６
０．
３８
０．
１７
０．
０２
０．
０８
０．
６９
４７
．２
９

Ｒ１
７
１３
８

３６
．９
５

３３
．６
７
１．
４７
０．
６１
０．
２９
０．
１４
０．
０９
０．
８４
０．
１０
０．
３０
３．
７２

５．
５８

３．
１９
０．
７１
１．
６３
０．
６１
１．
３７
０．
４６
０．
０４
０．
２３
５．
５３
０．
２５
０．
０９
０．
６８
０．
３３
０．
１３
０．
１９
０．
２０
０．
０７
０．
０１
０．
０５
０．
４７
２９
．３
８

Ｒ１
８
１１
５

２６
．４
３

２７
．８
９
２．
０５
１．
１８
０．
４８
０．
３０
０．
２３
１．
１６
０．
１７
０．
４８
４．
６５

７．
１１

５．
６２
０．
９１
２．
５０
０．
８３
２．
６６
０．
７３
０．
３１
０．
０５
１０
．１
７
０．
４１
０．
１６
１．
２３
０．
６５
０．
１９
０．
３７
０．
３１
０．
１２
０．
０２
０．
０５
０．
５８
４５
．６
８

Ｒ１
９
１
４６
０
４７
．９
４

４６
．５
１
０．
４３
０．
１９
０．
１１
０．
０５
０．
０４
０．
２０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８６

０．
８２

０．
６５
０．
１５
０．
３２
０．
１３
０．
２５
０．
１２
０．
０５
０．
０５
０．
２１
０．
０８
０．
０４
０．
２２
０．
１２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０６
０．
０２
０．
００
０．
０１
０．
１２

５．
５５

Ｒ２
０
９０

３３
．８
３

２７
．０
５
１．
７５
０．
８５
０．
４９
０．
２０
０．
２０
１．
０５
０．
１６
０．
４２
３．
６６

６．
６２

５．
４４
０．
７５
１．
７４
０．
５４
２．
６３
０．
６１
０．
２５
０．
２６
８．
０２
０．
０６
０．
１８
１．
２５
０．
５２
０．
１８
０．
２７
０．
２７
０．
１３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５５
３９
．１
２

Ｒ２
１
２４

３２
．４
７

１６
．７
３
２．
８０
１．
１３
０．
５６
０．
２０
０．
６５
１．
７１
０．
１９
０．
３８
６．
９７

５．
２２

６．
５２
１．
０４
２．
４６
０．
８２
５．
２２
０．
８９
０．
３６
０．
４５
９．
２１
０．
５１
０．
０４
１．
１１
０．
７４
０．
２５
０．
３９
０．
２５
０．
１０
０．
０３
０．
０４
０．
５９
５０
．８
０

Ｒ２
２
１４
２

３９
．９
９

４１
．０
９
０．
９３
０．
４６
０．
３９
０．
１９
０．
１３
０．
５７
０．
１２
０．
２５
２．
３０

２．
９０

２．
４３
０．
４０
０．
８４
０．
３２
１．
００
０．
３２
０．
１６
０．
１６
３．
３５
０．
１８
０．
０９
０．
１１
０．
４６
０．
１３
０．
１８
０．
１８
０．
０６
０．
０１
０．
０３
０．
２９
１８
．９
２

Ｒ２
３
１８
８

３１
．０
１

５０
．４
９
０．
８３
０．
４１
０．
２９
０．
１０
０．
０７
０．
５１
０．
０６
０．
１９
２．
１４

３．
６１

２．
０６
０．
３２
０．
８３
０．
３０
０．
６７
０．
２８
０．
１６
０．
１２
３．
８８
０．
１６
０．
０６
０．
６７
０．
０６
０．
０９
０．
１５
０．
１５
０．
０７
０．
０１
０．
０４
０．
２４
１８
．５
０

Ｒ２
４
５３

３２
．２
２

２０
．８
０
２．
０１
１．
０８
０．
８３
０．
１８
０．
１７
１．
４０
０．
２２
０．
４４
５．
５７

８．
１９

７．
１９
０．
９２
１．
５５
１．
０３
２．
８２
０．
５９
０．
５０
０．
３４
７．
９５
０．
３６
０．
１６
１．
４７
０．
６６
０．
０４
０．
３１
０．
３５
０．
１１
０．
０２
０．
０７
０．
４７
４６
．９
７

Ｒ２
５
６９

３５
．８
０

２１
．９
２
１．
７０
０．
８３
０．
５６
０．
１６
０．
１９
１．
０４
０．
２１
０．
５０
４．
４３

８．
０５

７．
７０
０．
９７
１．
４９
０．
６２
２．
４６
０．
５１
０．
３１
０．
２０
６．
８９
０．
２６
０．
１８
１．
３３
０．
６２
０．
１６
０．
０７
０．
３１
０．
０９
０．
０２
０．
０４
０．
３７
４２
．２
８

Ｒ２
６
１２
４

１７
．７
４

１４
．８
８
２．
３９
１．
１１
１．
１８
０．
２４
０．
６１
１．
８６
０．
２０
０．
４７
１１
．２
０
１２
．４
０
１０
．０
０
１．
４２
２．
０７
０．
９５
３．
７４
１．
１２
０．
８６
０．
５８
１０
．４
５
０．
４６
０．
１５
１．
３４
１．
０４
０．
２２
０．
３５
０．
１２
０．
１４
０．
０２
０．
１３
０．
５３
６７
．３
８

Ｒ２
７
３６

１７
．７
４

１８
．５
２
２．
４７
１．
３８
０．
８１
０．
２３
０．
６１
１．
５０
０．
２４
０．
６２
９．
７９

１１
．２
７
１１
．０
２
１．
４８
２．
１５
０．
９０
３．
５３
０．
９１
０．
５７
０．
４２
８．
５２
０．
３４
０．
１４
１．
９８
１．
１６
０．
２２
０．
３６
０．
４８
０．
０４
０．
０４
０．
０８
０．
５１
６３
．７
５

Ｒ２
８
１２

１９
．４
５

１８
．５
７
２．
４１
１．
２６
０．
８９
０．
２８
０．
２８
２．
９０
０．
１６
０．
６０
７．
１６

９．
６３

１０
．６
１
１．
３２
３．
０９
１．
０１
２．
８８
１．
１６
０．
８０
０．
３１
９．
７２
０．
６８
０．
１８
１．
５６
０．
９０
０．
２０
０．
４３
０．
４４
０．
２７
０．
０１
０．
２０
０．
６３
６１
．９
８

Ｒ２
９
１９

１８
．３
６

１６
．７
３
２．
３７
１．
２８
１．
１２
０．
２４
０．
３４
１．
６２
０．
２４
０．
６７
７．
９９

１２
．７
７
１０
．８
４
１．
５４
２．
０６
１．
０６
２．
８２
０．
８９
０．
７７
０．
４６
１１
．０
８
０．
４６
０．
１２
１．
５２
０．
９１
０．
１７
０．
３６
０．
４６
０．
１９
０．
０２
０．
０２
０．
５２
６４
．９
２

Ｒ３
０
９７

３０
．０
０

３０
．１
１
１．
０４
０．
５２
０．
４７
０．
０９
０．
２７
１．
５８
０．
０９
０．
２１
７．
８２

６．
０７

６．
１７
０．
６０
１．
５７
０．
４６
２．
５１
０．
４９
０．
４４
０．
２２
７．
２０
０．
３０
０．
１１
０．
６０
０．
４１
０．
１０
０．
１７
０．
１３
０．
０６
０．
０１
０．
０６
０．
１１
３９
．８
９

注
：
各
区
域
出
口
国
内
增
加
值
（
ＤＶ
Ａ）
单
位
为
１０
亿
元
（
２０
０７
年
价
格
）
． 表
中
各
省
出
口
国
内
增
加
值
的
实
现
渠
道
份
额
数
据
根
据
式
（
７）
计
算
得
到
，
数
据
行
向
加
总
得
１０
０％
． 代
码
与
省
份
之
间
的
对
应
关
系
：

北
京
（
Ｒ０
１）
、
天
津
（
Ｒ０
２）
、
河
北
（
Ｒ０
３）
、
山
西
（
Ｒ０
４）
、
内
蒙
古
（
Ｒ０
５）
、
辽
宁
（
Ｒ０
６）
、
吉
林
（
Ｒ０
７）
、
黑
龙
江
（
Ｒ０
８）
、
上
海
（
Ｒ０
９）
、
江
苏
（
Ｒ１
０）
、
浙
江
（
Ｒ１
１）
、
安
徽
（
Ｒ１
２）
、
福
建
（
Ｒ１
３）
、
江
西
（
Ｒ１
４）
、
山

东
（
Ｒ１
５）
、
河
南
（
Ｒ１
６）
、
湖
北
（
Ｒ１
７）
、
湖
南
（
Ｒ１
８）
、
广
东
（
Ｒ１
９）
、
广
西
（
Ｒ２
０）
、
海
南
（
Ｒ２
１）
、
重
庆
（
Ｒ２
２）
、
四
川
（
Ｒ２
３）
、
贵
州
（
Ｒ２
４）
、
云
南
（
Ｒ２
５）
、
陕
西
（
Ｒ２
６）
、
甘
肃
（
Ｒ２
７）
、
青
海
（
Ｒ２
８）
、
宁
夏

（
Ｒ２
９）
以
及
新
疆
（
Ｒ３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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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Ｃ　
２０
０７
年
中
国
省
级
出
口
国
内
增
加
值
及
其
实
现
渠
道

Ａｐ
ｐｅ
ｎｄ
ｉｘ
Ｔａ
ｂｌ
ｅ
Ｃ
Ｄｏ
ｍ
ｅｓ
ｔｉｃ
ｖａ
ｌｕ
ｅ
ａｄ
ｄｅ
ｄ
ａｔ
ｐｒ
ｏｖ
ｉｎ
ｃｉ
ａｌ
ｌｅ
ｖｅ
ｌａ
ｎｄ
ｔｈ
ｅｉ
ｒ
ｒｅ
ａｌ
ｉｚｉ
ｎｇ
ｃｈ
ａｎ
ｎｅ
ｌｓ
ｉｎ
２０
０７

ＤＶ
Ａ
本
区
域

直
接

（
％
ＤＶ
Ａ）

省
内
生

产
链
渠

道
间
接

（
％
ＤＶ
Ａ）

省
际
生
产
链
渠
道
间
接
（
％
ＤＶ
Ａ）

Ｒ０
１
Ｒ０
２
Ｒ０
３
Ｒ０
４
Ｒ０
５
Ｒ０
６
Ｒ０
７
Ｒ０
８
Ｒ０
９

Ｒ１
０

Ｒ１
１
Ｒ１
２
Ｒ１
３
Ｒ１
４
Ｒ１
５
Ｒ１
６
Ｒ１
７
Ｒ１
８
Ｒ１
９
Ｒ２
０
Ｒ２
１
Ｒ２
２
Ｒ２
３
Ｒ２
４
Ｒ２
５
Ｒ２
６
Ｒ２
７
Ｒ２
８
Ｒ２
９
Ｒ３
０
Ｔｏ
ｔａ
ｌ

Ｒ０
１
２３
５

５１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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