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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全球化生产不断演进的背景下，参与国际分工各国在共享分工福利的同时，如何避免

外部世界的冲击？关于这一问题，若从一国所处的与其他国家的价值链贸易网络的视角给予

考察，或许能够得到一些答案．本文基于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４年世界投入产出数据，研究发现全球
价值链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性质，且整个网络的演化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接着指出，在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下，一国可通过强化其在全球价值链
贸易网络中的集约性和广延性特征，实现自身重要程度的提高，弱化来自外部波动的影响．最
后，从进口（投入）和出口（产出）两个方向对上述结论给予验证，即一国可通过增加上下游贸

易对象数量并降低贸易强度分布集中度，做广做均全球外贸发展布局，弱化内外部之间风险互

相传导的冲击，稳健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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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伴随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ＧＶＣ）已将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各国之间的互动加强．一方面，参与国际分工的国
家享受到了诸多好处如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另一

方面，各国之间互动的加强也增加了其受到外部

冲击的风险，其中相较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常常呈现出更大的波动性
［１］．可见，如何在

享受国际分工的好处的同时尽量避免外部世界的

冲击，成为各国需要慎重考量的问题，尤其对于那

些处于ＧＶＣ中位置偏低的发展中国家．
在ＧＶＣ贸易中如何应对国际风险传导，无非

两种选择，或选择退出国际分工网络，或选择成为

国际分工网络的领导者
［２］．毋庸讳言，对于前者，

从长远来看，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等推动，经

济全球化将会不断深入，各国分工合作、互利共赢

将是长期趋势，退出国际分工网络的“逆全球化

行为”其实是行不通的．对于后者，要成为国际分
工网络的领导者，既可通过价值链分工地位的不

断提高而实现，但这却是一个颇为复杂的系统工

程，短期内往往较难实现．还可通过强化自身在
ＧＶＣ贸易网络中的网络关联性，成为一些国家之
间价值链贸易的重要桥梁

［３］，其实这也利于自身

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高
［４］．

为了全面综合析解一国ＧＶＣ贸易网络特征，
应需考察不同国家间的纵横交错的投入产出关

联．然而，该类关系数据却难以满足常规统计学意
义上的“变量独立性假设”，在分析关系数据时将

不能使用惯用的各类多元统计分析方法
［５］．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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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幸的是，基于“关系”的视角而研究社会现象与

社会结构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对上述缺陷给

予弥补．本文将尝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深入
分析ＧＶＣ贸易网络的整体概况．在此基础上，考
察一国的价值链贸易网络特征对国际风险传导的

作用情况，力求在一国如何应对国际风险传导所

带来的冲击方面，提供一个较直接的证据，尝试填

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１　文献综述

１．１　ＧＶＣ贸易与国际经济波动
针对价值链贸易影响国际经济波动的理论探

讨，Ｋｏｓｅ等［６］
最早尝试在开放条件下宏观经济周

期模型中引入垂直专业化，解释了经济指标波动

的协同性问题．近年 Ｗｏｎｇ等［７］
建立了 ＮＫＶＰＴ

（ｎｅｗ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ｍｏｄｅｌｗｉｔｈ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ＮＫＶＰＴ）模型，进一步在真实经济周期模型
中引入垂直专业化，并使用东亚以及东南亚各国

数据贝叶斯估计了模型中的系数．Ｊｏｈｎｓｏｎ［８］则建
立了一个新型 ＩＲＢＣ模型，行业在国家内和国家
间均存在投入产出关联，进而贸易通过这一新途

径实现冲击跨国传导，引发经济周期协动性现象．
Ａｃｅｍｏｇｌｕ等［９］

在全球生产链框架下指出，如果生

产函数与消费偏好均符合柯布—道格拉斯形式，

此时需求冲击和供给冲击将分别向上游和下游传

导，同时冲击带来的直接影响紧密关联于其对上

下游的间接扩大影响．
在实证检验方面，Ｋｏｓｅ等［１０］

为了弥补传统

经济周期模型缺陷（即未考虑垂直专业化），较早

地大胆提出影响国际经济周期协动性的另一可能

传导机制便是垂直专业化．随后，Ｂｅｒｇｉｎ等［１１］、

Ｎｇ［１２］和Ｄ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等［１３］
相继发现价值链贸易与

双边经济周期联动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值得
一提的是，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为投入产
出模型下的全球产业链研究提供了较好契机，

Ｂｅｍｓ等［１４］、Ｂａｌｄｗｉｎ［１５］等从多个维度讨论了全球
生产网络对２００８年 ～２００９年间冲击跨国传导的
影响．另外，部分文献还关注了针对企业或行业的
可观察到的较大冲击，并通过投入产出网络追踪

这些冲击的影响．比如Ｂａｒｒｏｔ和Ｓａｕｖａｇｎａｔ［１６］等探
讨了２０１１年日本地震如何通过全球生产网络进
行冲击传导．近期，潘文卿等［１７］

和 Ｄｕｖａｌ等［１８］
发

现了双边增加值贸易强度显著正向影响着经济周

期同步性，Ｗｅｉ和 Ｘｉｅ［１９］则基于全球生产链的发
展而讨论了货币政策设计问题，指出伴随经济的

开放，上游环节通胀的最优权重相对于最后环节

通胀的最优权重上升．
不难发现，现有相关研究主要探讨了价值链

贸易对国际经济波动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存在何种

影响的问题．然而，就参与国际分工国家在享受其
好处的同时，如何避免外部世界的冲击这一问题

而言，却鲜有文献探讨，而这将是本文的主要

工作．
１．２　国际贸易与社会网络

受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２０］的启发，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被应用到经济学领域中．诚如Ａｒｔｈｕｒ等［２１］

指出社

会网络的本质特性在实际经济系统中是存在的，

部分文献将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应用到了经济学中

的多个领域
［２２－２４］．具体到国际贸易领域，国际贸

易网络由各个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而构建，其满

足异质的网络节点、复杂的网络结构以及易变的

网络结构等社会网络基本特征，是一个标准的社

会网络
［２５］．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挖掘剖析国

际贸易系统背后的特征规律，逐步发展为学术界

关注的焦点．正如Ａｂｅｙｓｉｎｇｈｅ和Ｆｏｒｂｅｓ［５］所指，传
统的贸易度量指标难以整体概括全球不同国家间

的纵横交错的贸易关联．不过，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能够全面细致刻画网络拓扑结构，对传统贸易指

标的缺陷给予弥补，能够较为科学地整合分析全

球贸易网络特征
［２６］．

在研究全球贸易网络经验特征的相关研究

中，Ｓｅｒｒａｎｏ和 Ｂｏｇｕá［２７］较早地利用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给予探讨，指出小世界和无标度属性在全

球贸易网络中得以呈现．随后，借助该方法来分析
全球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的相关文献不断涌现，

比如Ｌｉ等［２８］
探讨了国际经济周期如何受影响于

全球贸易网络的无标度属性．Ｇａｒｌａｓｃｈｅｌｌｉ等［２９］、

Ｆａｇｉｏｌｏ等［３０］
在研究全球贸易网络的动态变化时

考虑了有向加权网络问题．毕竟，有向加权网络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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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无权贸易网络，可以更为全面地诠释全球贸易

网络的重要特征
［３１］．此外，部分学者还对全球以

及区域贸易格局的演化进行了论述
［３２，３３］．值得一

提的是，全球贸易格局的演化过程是循序渐进的，

多年以来全球贸易网络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结

构特质，伴随各个国家之间贸易关联的逐步深化，

全球贸易网络结构能够稳固地抵御随机性“误

差”冲击
［３４］．

综上所述，上述国际贸易网络的相关研究，主

要以最终品贸易网络为主，而在全球化生产的背

景下，中间制品的加工和贸易的比重已显著增加，

因此上述研究所得结果是有局限性的．将孤立的
经济个体置于ＧＶＣ贸易网络中，应用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对其相互关系进行整体分析，是本文力求

实现的研究目的．

２　ＧＶＣ贸易网络的特征刻画及分析

２．１　ＧＶＣ贸易网络构建方法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２０１６年版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ＷＩＯＤ），选取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４年间４３个国家５６个
部门之间的进出口数据，构建了 ＧＶＣ贸易网络．
为了更好地研究ＧＶＣ贸易网络的复杂特征，借鉴
Ｆａｇｉｏｌｏ等［２５］

的做法，构建出无权 ＧＶＣ贸易网络
Ａｔ和加权ＧＶＣ贸易网络Ｗｔ，矩阵中的ｔ＝２０００，
２００２，…，２０１４刻画了年份．

对于无权价值链贸易网络，邻接矩阵（ａｄｊａ
ｃｅｎｃｙｍａｔｒｉｘ）与距离矩阵（ｄｉｓｔａｎｃｅｍａｔｒｉｘ）分别基
于直接和（或）间接相连的视角刻画了关联网络．
在包含Ｍ个国家 Ｎ个行业的 ＧＶＣ贸易系统中，
倘若ｃ国ｉ部门在第 ｔ期直接通过投入产出关联
于ｄ国ｊ部门，那么邻接矩阵Ａｔ中的元素ａｃｄｉｊｔ＝１，

否则，ａｃｄｉｊｔ＝０．倘若ｃ国ｉ部门存在多条边连接于
ｄ国ｊ部门，意味着此两部门存在路径相连，其中
路径中边的条数为路径长度，并且最短的路径长

度叫做距离．距离矩阵Ｄｔ中的元素ｄｃｄｉｊｔ给出了第ｔ
期从ｃ国ｉ部门到ｄ国ｊ部门的距离．如果两个节

点没有路径连接，则设定距离矩阵Ｄｔ中的相应元
素为缺失值．另外，距离矩阵 Ｄｔ中的元素的均值
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元素的最大值为网络的

直径②．对于加权价值链贸易网络，其对应矩阵Ｗｔ

中的元素ｗｃｄｉｊｔ用第ｔ期ｃ国ｉ部门与ｄ国ｊ部门之间

的贸易额数值来表示，即ｗｃｄｉｊｔ＝（ｉｍｐｏｒｔ
ｃｄ
ｉｊｔ＋ｅｘｐｏｒｔ

ｃｄ
ｉｊｔ）／

２③，其中ｉｍｐｏｒｔｃｄｉｊｔ为第ｔ期ｃ国ｉ部门从ｄ国ｊ部门

进口的贸易额，ｅｘｐｏｒｔｃｄｉｊｔ为第ｔ期ｃ国ｉ部门对ｄ国
ｊ部门的出口贸易额．为将全部的 ｗｃｄｉｊｔ∈［０，１］，

令加权矩阵Ｗ ｔ
中的全部元素均除以该矩阵中的

最大值，不过如此处理对最终的分析结果实际上

并无影响．
进一步地，本文在度量ＧＶＣ贸易网络的总体

关联性时，将会用到三种指标．第一，利用网络密
度指标刻画网络中不同节点间直接关联的紧密状

态，该指标以网络中真实的有向边数比值于有向

边最大可能数来表示．对包含 ＭＮ个节点的 ＧＶＣ
贸易网络，网络密度Ｄｎ＝Ｌ／［ＭＮ（ＭＮ－１）］，满
足Ｄｎ∈［０，１］，其中 Ｌ为实际的有向边数，Ｄｎ
数值越大，意味着整个网络的关联水平越高．第
二，利用可度量不同节点间可达性（ｒｅａｃｈａｂｉｌｉｔｙ）
的指标关联度来测度网络的总体关联性．倘若网
络中有Ｐ对不存在路径相连的节点，当无权有向网
络囊括ＭＮ个节点，则关联度Ｃ＝１－Ｐ／［ＭＮ（ＭＮ－
１）］，满足Ｃ∈ ［０，１］，该值越大，反映了网络具
有越高的一体化水平．第三，在测度网络一体化水
平时还用到平均集聚系数及全局集聚系数指标．
前者取值于网络中全部节点的集聚系数的平均

值，后者为直接测算网络的集聚系数④，两个指标

的取值范围为［０，１］．总体上，集聚系数越大，网
络的关联水平越高．
２．２　ＧＶＣ贸易网络的整体特征刻画及分析

图１给出了样本期内各个年度价值链贸易网
络的总体关联特征．结构特征显示出ＧＶＣ贸易网
络存在“小世界（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现象”及“无标度
（ｓｃａｌｅｆｒｅｅ）特性”等复杂网络特征．首先，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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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和直径在计算时实际上只考虑有路径相连节点之间的距离．

该式主要针对于价值链总量贸易网络，当加权进口贸易网络时，ｅｘｐｏｒｔｔｉｊ＝０，当加权出口贸易网络时，ｉｍｐｏｒｔｔｉｊ＝０．

关于集聚系数的计算可详见汪小凡等编著《网络科学导论》第９６页～第１０３页．



贸易网络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以及较大的平

均集聚系数．样本期内，一方面，ＧＶＣ贸易网络的
平均路径长度基本维持在１．０６附近，总体上等于
近１．８倍的同规模随机网络的平均路径长度，且
在不同年份变化不大，表现出平均路径长度较小

的特征．另一方面，２０００年 ＧＶＣ贸易网络的平均
集聚系数总体上约为同规模随机网络的平均集聚

系数的１０．３倍，并伴随时间推进呈现出走高趋
势，反映了平均集聚系数较大的特征．由上可知，
ＧＶＣ贸易网络具有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和较大
的平均集聚系数，是典型的“小世界”网络，这将

显著影响着多边经济的联动性，使各国在加入到

ＧＶＣ中享受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将更快更强得受
到来自外部世界冲击的影响．

其次，图２给出了２０１４年 ＧＶＣ贸易网络的
关联网络图和节点度分布图⑤．关联网络图中，两
个部门之间存在连线，表明这两个部门之间的价

值链贸易额超过当年各部门双边价值链贸易最大

额的０．０１，且连线越粗，代表两个部门之间的价
值链贸易额越大．节点度分布图给出了累计度 ｋ
分布（即与节点直接相连的边的数量大于或等于

ｋ的概率）情况，图形满足幂律分布．通过两图可

以看出，ＧＶＣ贸易网络中尽管多数节点仅同少数
节点相连，不过存在极少数重要节点却同较多节

点连接，具备形似“马太效应”的分布特征，意味

着关联网络存在“无标度特性”．此类无标度特性
令ＧＶＣ贸易网络稳健但脆弱．因为多数节点具备
较弱的关联性，随机冲击会大概率影响到这些低

关联节点，往往难以发生传染性违约，此时网络是

稳健的．但是，只要冲击对一个或几个高连通节点
造成影响，整个系统将面临重大损坏，此时网络是

脆弱的．
另外，样本期内ＧＶＣ贸易网络的密度维持在

０．７５左右，网络直径取值在区间 ［３，４］，综合考
虑直接关联和间接关联关系的关联度水平高达

０．８０，全局集聚系数更是逼近 ０．９７．不难看出，
ＧＶＣ贸易网络的关联性相对较高，各个节点之间
或多或少的存在投入产出关联．值得注意的是，上
述几个关联性指标在样本期内均较为稳定，或源

于ＷＩＯＤ数据库中所统计的４３个国家均为经济
发展较好且稳定的国家，国家之间的经济活动对

外来冲击有较强的抵御能力；或源于中断或加入

全球生产链的机会成本过高，倒逼生产链参与者

一旦加入到其中，便不会轻易中断生产链条
［３５］．

图１　样本期内ＧＶＣ贸易网络的总体关联特征
Ｆｉｇ．１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ｅＧＶＣｔｒａ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ｓａｍｐｌｅｐｅｒｉｏｄ

注：图中各类关联性指标是对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４年每年的无权网络矩阵进行测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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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限于篇幅，在此仅给出２０１４年的相关图．其他年份虽有些许差异，但不影响“无标度特性”的判断．



　

图２　２０１４年ＧＶＣ贸易网络的关联网络图（左）以及节点度分布图（右）

Ｆｉｇ．２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ｉｇ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ＧＶＣｔｒａ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２０１４（ｌｅｆｔ）ａｎｄｔｈｅｎｏｄｅｄｅｇｒｅ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ｆｉｇｕｒｅ（ｒｉｇｈｔ）

　　进一步地，为了深入剖析样本期内ＧＶＣ贸易
网络的背后变化特征，在此还给出了ＧＶＣ贸易网
络的动态演变，即探讨社会学中关系之间关系．囿
于不同观察值之间的相互独立条件并不成立，此

时标准的统计方法所得结果存在偏误，故而本文

在此采用 ＱＡＰ（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ＱＡＰ）方法进行分析．图３给出了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４

年间 ＧＶＣ贸易网络任意两年间 ＱＡＰ分析的结
果，发现：１）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４年间ＧＶＣ贸易网络结

构呈现出明显变动．例如２０１４年同２０１３年 ＧＶＣ

贸易网络的相关性高达０．９９９，但同２０００年的只
有０．８３７．说明ＧＶＣ贸易网络结构在历经１５年的
发展后，已经出现了一些改变；２）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４

年间ＧＶＣ贸易网络结构的演化表现出渐进性特
征．针对于ＧＶＣ贸易网络的任意一期，其同以后
各期网络的相关系数伴随时间的推移均表现出逐

步走低的态势，这间接反映了ＧＶＣ贸易网络存在
较高的自稳定性，其演化表现出渐进性特征．

图３　２０００年～２０１４年间ＧＶＣ贸易网络的ＱＡＰ值走势

Ｆｉｇ．３ＴｈｅＱＡＰｖａｌｕ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ＧＶＣｔｒａ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ｔｏ２０１４

注：上述相关系数均在１％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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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理论框架

基于上文描述性分析，ＧＶＣ贸易网络的“小
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结构性质，使各国

在参与ＧＶＣ分工时不仅享受到诸多好处，还提高
其受到外部世界冲击风险的可能性．不过，当一国
提高其在ＧＶＣ贸易网络中的重要程度，逐步发展
为网络领导者，可有效弱化该问题

［２］．那么，如何
才能实现一国在 ＧＶＣ贸易网络中的重要程度的
提高？本部分将通过构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分析

框架，从网络角度进行尝试性探讨．首先，假定全
球有ｍ个国家，每个国家ｉ（ｉ＝１，２，…，ｍ）的人
口规模为Ｌｉ，并且贸易受约束于国别间特定摩擦
成本．一垄断企业利用本国劳动和国内外各种中
间品生产最终品，并将其销售于国内外．部分企业
生产中间品并销售于国内外，且每一中间品生产

商同样利用可贸易的中间品进行生产．这就将所
有国家嵌入到ＧＶＣ中．
３．１　最终品市场

设定消费者效用函数为

Ｕｉ [＝ ∑
ｚ∈Ｚ
（ｑｆｉ（ｚ））

（σ－１）／ ]σ σ／（σ－１）
（１）

其中 ｑｆｉ（ｚ）为国家 ｉ每一消费者所消费最终品
ｚ∈Ｚ的数量，σ＞１为产品替代弹性．令 ｑｆｊｉ为 ｉ

国从ｊ国进口特定消费品的数量，ｎｆｊ为ｊ国最终品
生产商数量．消费者在工资ｗｉ约束下通过最大化
效用函数，可得间接效应函数

Ｕｉ＝ｗｉ／Ｐ
ｃ
ｉ＝ｗ [ｉ ∑

ｊ∈Ｍ
ｎｆｊ（ｐ

ｆ
ｊｉ）
１－ ]σ １／（１－σ）

这里ｐｆｊｉ为ｊ国生产商在ｉ国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销
售价格．不失一般性，假定 ｊ国企业出口到 ｉ国的
冰山运输成本为 τｆｊｉ≥ １．那么可推得销售价格
ｐｆｊｉ＝（σ／（σ－１））（Ｐ

ｆ
ｊ／κｊ）τ

ｆ
ｊｉ，其中κｊ＞０为ｊ国

全要素生产率，（Ｐｆｊ／κｊ）刻画了生产者不变边际
生产成本，σ／（σ－１）为成本加成．进一步可得 ｊ
国所有出口到ｉ国的企业的总出口收益为

Ｘｆｊｉ＝ｎ
ｆ
ｊｐ
ｆ
ｊｉｑ
ｆ
ｊｉＬｉ

　 ＝ｎｆｊ（σＰ
ｆ
ｊ／κｊ（σ－１））

１－σ（τｆｊｉ）
１－σ×

　　Ｌｉｗｉ（Ｐ
ｃ
ｉ）
σ－１

（２）

将该式定义为最终品贸易等式．不难发现，ｊ国在

ｉ国的总出口收益正比于进口商的市场规模
Ｌｉｗｉ、出口商的生产率和行业规模ｎ

ｆ
ｊ（Ｐ

ｆ
ｊ／κｊ）

１－σ，

反比于贸易成本 τｆｊｉ和进口商从第三国获得最终
品的能力（Ｐｃｉ）

１－σ．
３．２　中间品市场

假定每一国家都有相互分离的中间品（上标

为ｉ）和最终品（上标为ｆ）行业，对应生产函数均
为ＣＥＳ形式，具体如下

ｌｉ≥０，（ｑ
ｉ
ｊｉ≥０）ｊ∈Ｍｓ．ｔ．Ｑ

ｆ
ｉ＋Ｑ

－ｆ＝

ｋｉ ｌ（σ－１）／σｉ ＋θｆ∑
ｊ∈Ｍ
ｎｉｊ（ｑ

ｉ
ｊｉ）
（σ－１）／[ ]σ σ／（σ－１）

（３）

其中Ｑ
－ｆ＞０为开启生产活动所需的一定数量投

入品．劳动ｌｉ为国内唯一生产要素，ｑ
ｉ
ｊｉ为从ｊ国ｎ

ｉ
ｊ

个上游生产商之一所购买的中间品数量．ｋｉ＞０

为ｉ国全要素生产率．系数θｆ和θｉ均满足０≤θ＜
１，衡量一单位（外国）中间品相对于本国劳动的
生产率比值．事实上，上式可理解为生产商将外包
部分生产活动，其中θｆ和θｉ反映企业将其他厂商
所产的中间投入品嵌入到自身生产活动所产生的

额外协调成本．当θｉ＝０且θｆ＞０，此时只有最终
品生产商使用中间投入，生产链仅为两个生产阶

段．相反，当θｉ＞０，此时上游企业也将使用中间
投入，而中间品供给商同样使用来自其他厂商所

产的投入品，那么生产链长度将会趋于无穷大．正
因如此，可将θｉ看作是对全球供给链深度的持续
测度，其中每一生产环节的增加值反比于θｉ．

给定生产技术，生产商寻求成本最小化的投

入品组合，且来自同一国家的所有中间品和最终

品生产商均能接触到相同投入品市场．那么对于
最终品生产商（或中间品生产商）而言，成本最小

化的投入品组合价格指数为

Ｐｆｉ [＝ ｗ１－σｉ ＋（θｆ）σ∑
ｊ∈Ｍ
ｎｉｊ（ｐ

ｉ
ｊｉ）
１－ ]σ １／（１－σ）

（４）

其中ｗｉ为本国工资率，设为外生变量．ｐ
ｉ
ｊｉ为来自ｊ

国中间投入品的价格，由全球投入品市场决定．
Ｐｆｉ直接相关于最终品生产商的总生产成本 Ｃ

ｆ
ｉ＝

Ｐｆｉ（Ｑ
ｆ
ｉ＋Ｑ

－ｆ）／κｉ，那么ｉ国对ｊ国单一生产商所产
中间品的需求为

（ｐｉｊｉ）
－σ［ｎｆｉ（θ

ｆＰｆｉ）σ（Ｑ
ｆ
ｉ＋Ｑ

－ｆ）／κｉ＋

　　　 ｎｉｉ（θ
ｉＰｉｉ）σ（Ｑ

ｉ
ｉ＋Ｑ

－ｉ）／κｉ］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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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设定中间品市场是垄断竞争的，且贸易运

输成本亦设为冰山形式τｉｊｉ≥１．可推得ｊ国利润最
大化的销售价格为ｐｉｊｉ＝（σ／（σ－１））（Ｐ

ｉ
ｊ／κｊ）τ

ｉ
ｊｉ．进

一步地，基于上述中间品需求函数，可得 ｊ国中间
品行业在ｉ国的出口收益为

Ｘｉｊｉ＝ｎ
ｉ
ｊ
σ
σ－１

Ｐｉｊ
κｊ
τｉｊ( )ｉ

１－ [σ （θｆ）σ（Ｐｆｉ）σ－１

(

×

σ－１
σ ∑ｊ∈ＭＸ

ｆ
ｉｋ＋ｎ

ｆ
ｉ
Ｐｆｉ
κｉ
Ｑ
－ )ｆ ＋（θｉ）σ（Ｐｉｉ）σ－１×

σ－１
σ∑ｊ∈ＭＸ

ｉ
ｉｋ＋ｎ

ｉ
ｉ
Ｐｉｉ
κｉ
Ｑ
－( ) ]ｉ

（６）
将该式定义为中间品贸易等式．可知，对 ｊ国投入
品的需求不仅依赖于进口商市场 ｉ的规模，还依
赖于其他国家自身的出口市场规模以及其到 ｉ国

的距离（以∑
ｋ∈Ｍ
Ｘｆｉｋ和∑

ｋ∈Ｍ
Ｘｉｉｋ表示）．当其他条件不

变，ｉ国出口市场规模越大，且其他国家越靠近 ｉ
国，ｉ国对ｊ国的投入品需求就越大．因此，该中间
品贸易等式意味着来自第三国的引力将会强化 ｉ
国与ｊ国之间的中间品贸易，并且这种效应同样
存在于前面的最终品贸易等式．这种贸易强化效
应的程度主要取决于θｆ和θｉ．特别地，θｉ越大，全
球生产链越长，贸易强化效应越强．
３．３　价格出清及网络结构嵌入

为进一步探究等式特征，需要将全球市场中

上述生产者价格指数式（４）出清．将利润最大化
价格ｐｉｉｊ带入到中间品生产商的价格指数中，可
推得

（Ｐｉｉ）
１－σ ＝ｗ１－σｉ ＋（σ／（σ－１））１－σ（θｉ）σ×

∑
ｊ∈Ｍ
（Ｐｉｊ）

１－σｎｉｊκσ
－１
ｊ （τ

ｉ
ｊｉ）
１－σ

（７）

该等式表明，当生产过程贯穿于多国之间，此时不

同国家的生产商价格指数更容易出现相互依赖的

情况．给定前面所谈论的价格指数函数形式，此时
难以给出明确解法，因为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是

非线性的．但是，基于式（７），借助前文所设定的
生产函数（３），可得到一线性等式系统．进而价格
指数行向量为（Ｐｉ）１－σ＝ｗ１－σ＋（Ｐｉ）１－σＡ，其中矩
阵Ａ满足

Ａ＝（σ／（σ－１））１－σ（θｉ）σＮｉＫσ－１（Ｔｉ）１－σ

（８）

这里（σ／（σ－１））１－σ和 （θｉ）σ均为标量，Ｎｉ和
Ｋσ－１为对角矩阵且对角线上的元素分别为 ｎｉｉ和
κσ－１ｉ ，（Ｔｉ）１－σ ＝（τｉｉｊ）

１－σ
为中间品贸易成本弹性

矩阵．然后，可进一步推得

（Ｐｉ）１－σ ＝ｗ１－σ［Ｉ－Ａ］－１ ＝ｗ１－σ∑
∞

ｈ＝０
Ａｈ（９）

其中Ｉ为单位矩阵．对于任意 ｈ≥１，矩阵 Ａｈ中
第ｉ行第ｊ列元素为ａ［ｈ］ｉｊ ，自然Ａ

１＝Ａ（对应元素

ａ［１］ｉｊ ＝ａｉｊ），Ａ
０ ＝Ｉ．［Ｉ－Ａ］－１＝∑

∞

ｈ＝０
Ａｈ即为里昂

惕夫逆矩阵．可得

（Ｐｉｊ）
１－σ＝ｗ１－σｊ ＋∑

ｉ∈Ｍ
ｗ１－σｉ ∑

∞

ｈ＝１
ａ［ｈ］ｉｊ

＝ｗ１－σｊ ＋ＳＡｉｊ （１０）

其中ＳＡｉｊ为ｊ国生产商获得的国内和国外中间投
入品

［３６］．同理可得ｊ国最终品生产商和消费者的
相应价格指数为

（Ｐｆｊ）
１－σ＝ｗ１－σｊ ＋ＳＡ

ｆ
ｊ＝ｗ

１－σ
ｊ ＋（θ

ｆ／θｉ）σＳＡｉｊ，

（Ｐｃｊ）
１－σ ＝∑

ｉ∈Ｍ
（Ｐｆｉ）

１－σ
ｂｉｊ （１１）

这里ｂｉｊ具体表示为矩阵
Ｂ＝（σ／（σ－１））１－σＮｆＫσ－１（Ｔｆ）１－σ的第 ｉ

行第ｊ列元素．通过这三组价格指数等式可以看
出生产的全球化，此时一国受益水平不仅取决于

其自身出口市场规模，还取决于其中间投入品供

给商的生产率水平．
进一步的，可将里昂惕夫逆矩阵的元素拓

展为

∑
∞

ｈ＝０
ａ［ｈ］ｉｊ ＝ａｉｊ＋ａｉｋ∑

ｋ∈Ｍ
ａｋｊ＋ａｉｋ１∑

ｋ１∈Ｍ
ａｋ１ｋ２∑

ｋ２∈Ｍ
ａｋ２ｊ＋…

（１２）
结合矩阵Ａ，可知每一投入品生产国将其劳动力
通过中间品供给方式贡献于其他国家的生产率．
此时ｉ国企业增加值为 ｗ１－σｉ ，其产出被所有外国

生产商直接或间接嵌入到其他生产商所生产的中

间品中．矩阵 ［Ｉ－Ａ］－１通过产品跨国流动记录
了所有直接和间接关联，其第ｉ行第ｊ列元素反应
了ｉ国增加值被用于 ｊ国的强度．ａｉｊ反应了直接
关联强度，负相关于国家间的运输成本、生产者价

格加成以及协调成本水平，正相关于生产者数量

和ｉ国生产率．对于ｈ＞１，ａ［ｈ］ｉｊ 给出了两国间间
接路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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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　全球生产链中地位的异质性
本部分将给出全球生产链中各国的重要程

度．基于前文设定，来自外部冲击如贸易成本冲击
对本国消费品价格的影响为

ｌｎ
Ｕ′ｉ
Ｕｉ
≈ １
σ－１∑ｊ∈ [

Ｍ

（Ｐｃｉ）
１－σ

ｐｊ
ｄｐｊ
（Ｐｃｉ）

１－ ]σ （１３）

其中Ｕ′ｉ为变量Ｕｉ未受到冲击，且ｄｕｉ＝Ｕ′ｉ－Ｕｉ．

接着，令（（Ｔｆ）－ｉ，（Ｔｉ）－ｉ）为从贸易网络（Ｔｆ，Ｔｉ）
中去掉国家ｉ后的贸易网络．设定网络中最重要的参
与国为去掉该国所引起网络中其他所有国家出现最

大福利损失的国家，即

ｉ＝ａｒｇｍｉｎ
ｉ∈Ｍ ∑ｊ≠ｉｌｎ

Ｕｊ（（Ｔ
ｆ）－ｉ，（Ｔｉ）－ｉ）

Ｕｊ（Ｔ
ｆ，Ｔｉ[ ]
）

（１４）

设定矩阵ｄ［Ｉ－Ａ］－１ ＝［Ｉ－Ａ－ｉ］－１－［Ｉ－Ａ］－１，
用以刻画任意两国间沿循路径ｈ≥１的中间品贸
易强度变化，该矩阵的元素为

－∑
∞

ｈ＝１
ａ［ｈ］ｊ（ｉ）ｋ＝－∑

∞

ｈ＝１
ａ［ｈ］ｊｋ∑

∞

ｈ＝１
ａ［ｈ］ｉｋ ／∑

∞

ｈ＝０
ａ［ｈ］ｉｉ

其中ｊ≠ｉ且ｋ≠ｉ．当ｊ＝ｉ或ｋ＝ｉ时，－∑
∞

ｈ＝１
ａ［ｈ］ｊ（ｉ）ｋ＝－

∑
∞

ｈ＝１
ａ［ｈ］ｊｋ ．式（１４）可进一步改写为

ｉ ＝ａｒｇｍｉｎ
ｉ∈Ｍ
∑
ｊ≠ｉ
∑
ｋ∈Ｍ

（Ｐｃｊ）
１－σ

ｐｋ
ｄｐｋ

（Ｐｃｊ）
１－( )[ ]σ

＝ａｒｇｍｉｎ
ｉ∈Ｍ ∑

ｊ≠ｉ

－（Ｐｆｊ）
１－σｂｉｊ－∑

ｋ≠ｉ
ｄｉＳＡ

ｆ
ｋｂｋｊ

（Ｐｃｊ）
１－[ ]σ

＝ａｒｇｍｉｎ
ｉ∈ [Ｍ ∑ｊ≠ｉ －Ｘ

～
ｆ
ｉ

{

ｊ

（ｉ）

－∑
ｋ≠

(
ｉ

Ｘ
～
ｆ
ｉｊ

（Ｐｆｋ）
１－σ
θｆ

θ( )ｉ
σ

×

ｗ１－σｉ ∑
∞

ｈ＝１
ａ［ｈ］{ ｉｋ

（ｉｉ）

＋∑
ｌ≠ｉ
ｗ１－σｌ
∑
∞

ｈ＝１
ａ［ｈ］ｌｉ∑

∞

ｈ＝１
ａ［ｈ］ｉｋ

∑
∞

ｈ＝０
ａ［ｈ］

         

ｉｉ

（ｉｉｉ











) ]
）

（１５）

其中Ｘ
～
ｆ
ｉｊ＝Ｘ

ｆ
ｉｊ／∑
ｋ∈Ｍ
Ｘｆｋｊ＝ｂｉｊ（Ｐ

ｆ
ｉ／Ｐ

ｃ
ｊ）
１－σ．上式指出

在移除任意国家 ｉ后带来的消费价格提高，均能
明显降低其他所有国家的福利水平，且这种降低

作用主要通过两大途径展开．途径一为网络集约
性，表现为上式中的（ｉ）和（ｉｉ），即来自ｉ国生产
的最终品以及ｉ国中间品行业的增加值．由于ｉ国
所生产的最终品以及中间品往往成为其与下游国

家之间贸易关联的根本所在，这就刻画了 ｉ国与

网络中其他近邻节点进行价值链贸易的强度，侧

面反映了该国参与全球投入产出生产关联的强

度．途径二为网络广延性，表现为上式中的
（ｉｉｉ），即经由ｉ国传导过来的中间品中由 ｌ（ｌ≠
ｉ）国厂商产生的增加值．考虑到（ｉｉｉ）部分作为众
多上游 ｌ国的合集，正相关于这些上游国家的数
量以及分布特征，这就反映了 ｉ国在价值链贸易
网络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处的地位，并体现出该

国对外投入产出贸易在不同国家的分布特征．可
见，在ＧＶＣ网络中，一国可通过强化其网络集约
性和网络广延性，实现自身重要程度的提高，逐步

成为国际分工网络中的领导者，进而能够减缓外

部波动对其内部的影响
［２］．那么，面对全球化的

进一步推进所带来的外部冲击加剧，一国可通过

提高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

延性，弱化来自外部波动的影响，尤其对于那些处

于ＧＶＣ中位置较低的国家而言，更应如此．

４　模型设定、变量构造及数据说明

４．１　模型设定及变量构造
基于上文理论分析，一国可通过强化其在

ＧＶＣ网络中的集约性和广延性，能够弱化国际风
险传导问题．为进一步从经验角度给予验证，本文
在此从行业层面设定如下计量模型

ΔＲＧＤＰｃｉｔ＝β０＋β１ΔＲＧＤＰｗｔ＋β２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β３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β４Ａ＿ＴＯＣ

ｃ
ｉｔ＋β５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
ｉｔ＋

β６ΔＲＧＤＰｗｔ×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β７ΔＲＧＤＰｗｔ×

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ｉｔ＋β８ΔＲＧＤＰｗｔ×Ａ＿ＴＯＣ
ｃ
ｉｔ＋

β９ΔＲＧＤＰｗ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
ｉｔ＋β１０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Ａ＿ＴＯＣｃｉｔ＋β１１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ｃ
ｉｔ＋

β１２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Ａ＿ＴＯＣ

ｃ
ｉｔ＋β１３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ｉｔ＋β１４ΔＲＧＤＰｗｔ×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Ａ＿ＴＯＣｃｉｔ＋β１５ΔＲＧＤＰｗｔ×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ｉｔ＋β１６ΔＲＧＤＰｗｔ×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Ａ＿ＴＯＣｃｉｔ＋β１７ΔＲＧＤＰｗｔ×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ｉｔ＋μ＋γｔ＋ε
ｃ
ｉｔ

（１６）
其中Ａ∈｛ｉｍｐｏｒｔ，ｅｘｐｏｒｔ｝，依次对应进口（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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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出口（产出）两个方向．ΔＲＧＤＰｃｉｔ为第ｔ年ｃ国ｉ

行业实际ＧＤＰ的波动，ΔＲＧＤＰｗｔ为外部世界（剔
除掉ｃ国后的其他国家）在第 ｔ年实际 ＧＤＰ的波
动，反映来自外部的冲击．μ用来刻画固定效应，

γｔ表示时间固定效应，ε
ｃ
ｉｔ则为随机扰动项．如果

ΔＲＧＤＰｗｔ前的系数β１ ＞０，则表明外部世界波动
对国内经济波动有影响，反映了参与全球生产链

的代价．
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ｉｔ为ｃ国ｉ行业在第ｔ年ＧＶＣ贸易网

络中的集约性特征．为较为合理的测度网络集约
性，既要考虑节点的近邻数，又要考虑该节点与近

邻之间的权重，本文参照社会关系学中对节点强

度性的测量方法
［３７］，设定网络集约性的计算公式

为Ａ＿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ｄ
∑
ｊ
ｗｃｄｉｊｔ，其中，当Ａ＝ｉｍｐｏｒｔ

时，ｗｃｄｉｊｔ为前文所提及的加权后的第 ｔ年 ｃ国 ｉ行
业从ｄ国ｊ行业的进口贸易额．当Ａ＝ｅｘｐｏｒｔ时，
ｗｃｄｉｊｔ为加权后的第ｔ年ｃ国ｉ行业出口给 ｄ国 ｊ行
业的贸易额．不难发现，该值越大，反映了节点的
网络集约性越大．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ｉｔ为ｃ国ｉ行业在第ｔ年ＧＶＣ贸易网
络中的广延性特征．本文参照社会关系学中对节
点差异性的测量方法

［３８］，发现该方法既能够给出

同节点 ｉ关联的边上权重分布的离散程度，彰显
一国某行业价值链贸易流散于多国多行业亦或收

敛于少国少行业，又能表达到底有多少国家行业

已同该国某行业建立了价值链贸易关联，间接刻

画该国价值链贸易的广度．具体计算公式为

Ａ－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ｎ－１）∑

ｄ
∑
ｊ
（ｗｃｄｉｊ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２－１

ｎ－２ ，

其中ｎ为 ＧＶＣ贸易网络中所有节点数．当 Ａ＝
ｉｍｐｏｒｔ时，那么在一国某行业进口权边分布均匀
背景下与该行业存在投入关联的行业数越多，亦

或在给定与该行业存在投入关联的行业数背景下

该行业的进口权边分布越均，ｉｍｐｏｒ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

将趋向于０，反之则趋向于１；当Ａ＝ｅｘｐｏｒｔ时，那
么在一国某行业出口权边分布均匀背景下与该行

业存在产出关联的行业数越多，亦或在给定与该

行业存在产出关联的行业数背景下该行业的出口

权边分布较均，ｅｘｐｏｒ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ｃ
ｉｔ将趋向于０，反

之则趋向于１．总体而言，该指标数值越小，意味
着节点的网络广延性越大．

ＴＯＣｃｉｔ为双边（ｃ国 ｉ行业与外部世界）价值
链贸易强度．考虑到本文从进口（投入）和出口
（产出）两个方向予以展开分析，那么本文相应得

将一国价值链贸易分为进口价值链贸易和出口价

值链贸易．具体而言，ｃ国 ｉ行业的进口价值链贸
易为该行业从外部世界进口的中间品中经加工再

生产后被重新出口的部分，具体公式为

ｉｍｐｏｒｔ＿ＴＯＣｃｉｔ＝
{

ｌｎ
∑
ｊ
［Ｍｗｃｔ （Ｉ－Ａ

ｃ
ｔ）
－１］ }ｊｉ Ｘｃｉｔ

Ｗｃｔ
这里 Ｍｗｃｔ 为 ｃ国从外部世界的进口系数矩阵，

∑
ｊ
［·］

ｊｉ
为加总矩阵第 ｉ列元素，Ｉ为单位矩阵，

Ａｃｔ为ｃ国国内直接消耗系数矩阵，Ｌｅｏｎｔｉｅｆ逆矩阵
（Ｉ－Ａｃｔ）

－１
将间接进口的中间产品投入给予考

虑．Ｘｃｉｔ为 ｃ国出口列向量中第 ｉ个元素．Ｗ
ｃ
ｔ∈

｛Ｙｃｔ，Ｘ
ｃ
ｔ＋Ｍ

ｃ
ｔ｝为第 ｔ年进行标准化处理所用的

“权”，对应的 ｉｍｐｏｒｔ＿ＴＯＣｃｉｔ＿Ｙ
ｃ
ｔ和 ｉｍｐｏｒｔ＿ＴＯＣ

ｃ
ｉｔ＿

Ｘｃｔ＋Ｍ
ｃ
ｔ分别表示经总产出及进出口总量标准化

处理的进口价值链贸易．考虑到对称性的存在，ｃ
国同外部世界之间的价值链贸易还覆盖到外部世

界从ｃ国ｉ行业进口的中间产品再进行加工后重
新出口的部分，该部分称为出口价值链贸易，即

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Ｃ
ｃ
ｉｔ＝

{
ｌｎ
∑
ｉ
［Ｍｃｗ

ｔ （Ｉ－Ａ
ｗ
ｔ）
－１］}ｉｊ Ｘｗｊｔ

Ｗｗｔ
这

里各变量的理解可效仿进口价值链贸易公式中的

变量，本文在此不再赘述．同理，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Ｃｃｉｔ＿Ｙ
ｃ
ｔ

和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Ｃｃｉｔ＿Ｘ
ｃ
ｔ＋Ｍ

ｃ
ｔ分别表示经总产出及进

出口总量标准化处理的出口价值链贸易．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ｉｔ为第ｔ年ｃ国 ｉ行业在 ＧＶＣ中的位

置．如果一国处于上游环节，其将借助向其他国家
提供原材料或者中间品而嵌入跨国生产，此时其

间接价值增值（ＩＶ）占总出口（Ｅ）的比例就会高
于国外价值增值（ＦＶ）的比例．相反，ＩＶ则会小
于ＦＶ．具体计算公式为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ｉｔ＝ｌｎ１＋
ＩＶｃｉｔ
Ｅｃｉ

( )
ｔ

－ｌｎ１＋
ＦＶｃｉｔ
Ｅｃｉ

( )
ｔ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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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Ｖｃｉｔ为第ｔ年ｃ国ｉ行业的间接附加值出口，衡量

了别国出口中包含的本国价值增值．ＦＶｃｉｔ为第 ｔ

年ｃ国ｉ行业出口中包含的国外价值增值．Ｅｃｉｔ为
第ｔ年ｃ国ｉ行业总出口．关于上述变量的具体计
算步骤，可详见 Ｋｏｏｐｍａｎ等［３９，４０］

以及王岚
［４１］．

该指标数值越大，反映了一国在全球生产链上所

处的位置便将越高，反之则反是．
对于固定效应，本文通过控制多种国家、行业

固定效应来消除一些共同因素所引致的影响，进

而使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得以减少．具体而言，第一
种方式（μ１）为在回归方程中按“国家”、“行业”
的方式控制贸易双方的国家固定效应以及行业固

定效应两个维度的固定效应．“国家”固定效应的
引入能够控制人均收入、总人口、贸易开放度、因

特网普及率、国土面积等国家特征．“行业”固定
效应的引入能够控制行业的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

素密集度、信贷依赖度以及开放程度等行业特征．
第二种方式（μ２）是将“国家×行业”变量引入到
回归方程中，这一方式的引入能够对某一国家具

体的行业特征如关税等给予考虑，同时还控制其

余国家的国家特征．
事实上，ＧＶＣ是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

整体，应对国际风险传导，除应对外部世界波动对

内部的影响，还需应对内部波动的向外扩散问题．
在对应的计量模型构建方面，类同于上文计量模

型，并将内部波动变量 ΔＲＧＤＰｃｉｔ同外部世界波动
变量ΔＲＧＤＰｗｔ互换位置，其余变量基本不变，在
此不再赘述．

４．２　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由欧盟所提供的２０１６年版世界投
入产出数据库（ＷＩＯＤ）作为样本数据．在此，选取
了４３个国家（地区）５６个部门于２０００年 ～２０１４
年间共１５年的的进口（投入）和出口（产出）数
据．本文选择使用这一数据，主要原因有以下两
点：其一，该数据统计了全球４３个重要国家（地
区）５６个部门在１５年间的双边投入产出量值，能够
比较详尽地反映出所述国家（地区）于２００１年 ～
２０１４年间基于投入产出关联的跨国经济波动传导
情况；其二，该数据具备较优的匹配性，并且囊括

了国家和行业两个维度，进而能够在国家和行业

层面控制固定效应，最大程度地处理传统计量分

析中难以忽视的内生性问题，从而更为准确地估

计出所得结果．各个变量的统计性描述如表 １
所示．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１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ΔＲＧＤＰｃｉ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０９１３ １．５２４０ －１ ２７４．０６１０

ΔＲＧＤＰｗ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０７２４ ０．０６４１ －０．０９７３ ０．１７４３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ｉ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００２２ ０．００６８ ０．００００ ０．２１１４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ｉ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９４８

ｅｘｐｏｒ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ｉ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０８１３ ０．１６８２ －０．０００４ １．００００

ｉｍｐｏｒｔ－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ｉ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０４７５ ０．０６１９ －０．０００４ ０．９１０５

ｉｍｐｏｒｔ－ＴＯＣｃｉｔ－Ｙｃ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０１８２ ０．４７０９ －８．２０ｅ－０６ ６６．８５１９

ｉｍｐｏｒｔ－ＴＯＣｃｉｔ－Ｘｃｔ＋Ｍｃ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０３７９ １．１１９１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９．９２７０

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Ｃｃｉｔ－Ｙｃｔ ３３７１２ ２．４７ｅ－０７ ２．０６ｅ－０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２

ｅｘｐｏｒｔ－ＴＯＣｃｉｔ－Ｘｃｔ＋Ｍｃ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４４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ｃｉｔ ３３７１２ ０．３６１６ １．４１８９ －２．０８５２ １９．０３４６

—０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３月



５　进口（投入）方向：ＧＶＣ贸易网络
特征在国际经济波动传导中的

作用

５．１　外部世界对内部的影响
表２为从进口（投入）方向考察 ＧＶＣ贸易网

络特征在外部世界影响内部时的作用．表中 Ａ列
和Ｂ列分别对应了对贸易量进行标准化的两种
处理方式．模型（１）～模型（６）表示引入不同固定
效应的估计：模型（１）和模型（４）表示不引入任何
固定效应（μ０），模型（２）和模型（５）表示引入
“国家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μ１），模型

（３）和模型（６）表示引入“国家 ×行业”固定效应
（μ２）⑥．首先，不管标准化处理的权是以总产出
量亦或总贸易量，不管有无控制固定效应，亦或用

哪一方式控制固定效应，外部冲击 ΔＲＧＤＰｗ的系
数估计均显著为正，表明全球进口（投入）贸易活

动确实给进口国带来了外部冲击风险，强化了国

家间产出同向变化的联动性，一定程度上验证ＦＲ
效应的存在性⑦．其次，观察集约性和广延性两个
网络特征，发现只有广延性会对外部世界波动对

内部波动带来额外的影响，那么一国某行业的上

游进口（投入）来源的数量增加和贸易强度分布

集中度的下降，将会弱化外部世界对其内部的影

响．并且，这种额外影响不受价值链贸易强度和所
处价值链位置的制约．

表２　进口（投入）方向下外部世界对内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２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ｐｕｔ）

Ａ．Ｗ ＝Ｙｃ Ｂ．Ｗ＝（Ｘｃ＋Ｍ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ΔＲＧＤＰｗ
１．２８９３

（０．２０９９）

１．２９０７

（０．２０１７）

１．２６１１

（０．１６１０）

１．２８７６

（０．２０２１）

１．２８９８

（０．１９９８）

１．２６４２

（０．１６５５）

ΔＲＧＤＰｗ×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２１．７１２８

（１５．５７２１）

－１９．６３３９

（１７．６７９２）

－１４．７８６７

（１４．０００９）

－２３．７１８１

（１５．９６０２）

－２０．３４０９

（１７．７７８１）

－１５．２４５４

（１４．６８７７）

ΔＲＧＤＰｗ×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１．２４０９

（０．５６６７）

１．４４０７

（０．６６９４）

１．７４９８

（０．２７０６）

１．２６８８

（０．５９６７）

１．３６１３

（０．６４８２）

１．５６３０

（０．２４６５）

ΔＲＧＤＰｗ×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Ｃ

１８．３７８９

（１６．８０９４）

－２．３５６５

（１５．７７９０）

１２．３３４２

（１６．２３１１）

３８．０７１３

（２０．１７６３）

３１．１８６０

（２５．０７８５）

３２．０９９０

（２３．３２８５）

ΔＲＧＤＰｗ×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６３４１

（５．２０９８）

０．３１９８

（７．８２７３）

－３．１６７２

（４．２３０３）

－０．９８８９

（５．０９８７）

０．９６７２

（６．４５０６）

－２．４６７４

（４．７８１０）

ΔＲＧＤＰｗ×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Ｃ

－０．１２０１

（１．２３９０）

１．５４８７

（２．３５６６）

－０．４９０７

（１．５８９７）

－０．３００１

（０．２７４５）

－０．０３２９

（１．３２９２）

－０．４３８７

（０．３６５２）

ΔＲＧＤＰｗ×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０．０４７９

（０．３４４５）

０．０８６６

（０．４６５４）

－０．０５９０

（０．２７７１）

０．０４８７

（０．３０８９）

０．０８６７

（０．３１２３）

－０．０５９９

（０．２２０９）

Ｒ２ ０．０４７ ０．２４４０ ０．２４１６ ０．０４８ ０．２４４０ ０．２４１６

Ｎ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μ０ 是 否 否 是 否 否

μ１ 否 是 否 否 是 否

μ２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注：、、分别表示在１０％、５％及１％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标准差，表中仅报告本文所关注的变量及交互项，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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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为节省篇幅，表３～表５中固定效应的控制仍是列（１）、列（２）、列（３）分别对应μ０、μ１、μ２，但不再按表２那样在表中列出μ所对应行．

ＦＲ效应指贸易联系更密切的国家之间拥有着更加相似的商业周期，两国的双边贸易量与它们ＧＤＰ之间的相关系数呈现出正相关的
变化态势．



５．２　内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进一步地，从进口（投入）方向考察 ＧＶＣ贸

易网络特征在内部影响外部世界时的作用，具体

结果见表３．首先，代表内部冲击 ΔＲＧＤＰ的系数
估计在各种情况下均显著为正，但数值相对于表

２外部冲击的较小一些，表明全球进口（投入）贸
易活动确实能够使进口国将其内部波动向外扩

散，进一步强化了国家间产出同向变化的联动性．
其次，观察集约性特征，发现集约性会对内部波动

对外部世界波动带来额外的影响，即一国某行业

与其上游进口（投入）来源之间贸易强度越高，越

能强化其内部波动的向外扩散．并且，这种额外影
响对于价值链贸易强度较弱和价值链位置较低的

行业更加明显．第三，观察广延性特征，此时广延
性亦会对内部波动对外部世界波动带来额外的影

响，且这种影响同样对于价值链贸易强度较弱和

价值链位置较低的行业更加明显．具体而言，一国

某行业的上游进口（投入）来源的数量减少和贸

易强度分布集中度的提高，将会强化其内部波动

的向外扩散，反之则反是．因为当一国某行业的上
游进口（投入）来源数量较多且贸易强度分布较

为分散，此时该行业对其上游每个进口（投入）来

源而言贸易份额较低、重要性较小．那么，面对该
行业的内部经济波动，数量众多且贸易强度分布

较均的上游进口（投入）来源往往可以通过如短

期存货等举措能够给予化解⑧，弱化该行业内部

波动的向外扩散．相反，当一国某行业的上游进口
（投入）来源数量较少且贸易强度分布较为集中，

此时该行业对其上游每个进口（投入）来源而言

贸易份额较高、重要性较大．那么，面对该行业的
内部经济波动，其上游进口（投入）来源此时通过如

短期存货等举措往往难以给予化解，（短期内）中断

这一垂直关联或许是较为理性的选择，价值链贸易

波动明显，强化了该行业内部波动的向外扩散．
表３　进口（投入）方向下内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３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ｐｕｔ）

Ａ．Ｗ ＝Ｙｃ Ｂ．Ｗ＝（Ｘｃ＋Ｍｃ）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ΔＲＧＤＰ
０．００１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０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ΔＲＧＤＰ×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２８．２８８７

（１０．０２８０）

２９．４９７７

（９．４０５７）

２９．３８９０

（１０．１７２６）

３０．３１７６

（１０．４０４４）

３１．４３５４

（１０．７６６９）

３１．５６９９

（１０．４３４２）

ΔＲＧＤＰ×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６．６４０９

（０．５３５６）

６．５５８１

（０．５１８９）

６．５０２９

（０．５２９８）

６．７８９６

（０．５３３４）

６．５８８２

（０．５０４０）

６．６４４１

（０．５７８７）

ΔＲＧＤＰ×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Ｃ

－４２．４３３４

（２３．５６７８）

－４３．７２８１

（２３．１３４９）

－４５．１５６０

（２４．２７８９）

－４５．３４７７

（２０．１６２５）

－４６．４３５４

（２１．０１１９）

－４６．１４２１

（２０．８０７０）

ΔＲＧＤＰ×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５．１４５４

（２．７２２４）

－５．２９８９

（２．９１１４）

－５．４０４６

（２．９４３３）

－６．２８８６

（２．８５８５）

－６．４４３８

（２．９３００）

－６．４２２１

（２．９７３２）

ΔＲＧＤＰ×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Ｃ

－４．５４６７

（１．１７１３）

－４．５６７１

（１．１４１８）

－４．６３６７

（１．１４６９）

－１．５４３４

（０．４４２５）

－１．５８７１

（０．４３４２）

－１．６４７６

（０．４８７０）

ΔＲＧＤＰ×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１６７５

（０．１８７７）

－１．１３４９

（０．１５９８）

－１．１８８９

（０．１６３８）

－１．１５５３

（０．１４５８）

－１．１４８９

（０．１５２６）

－１．１７７２

（０．１５７４）

Ｒ２ ０．４８８３ ０．４８９０ ０．５０２０ ０．４８８４ ０．４８９０ ０．５０２０

Ｎ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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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此时应对措施之所以选择短期存货等而非中断垂直关联，原因在于中断垂直关联的成本往往会更高一些．



６　出口（产出）方向：ＧＶＣ贸易网络
特征在国际经济波动传导中的

作用

６．１　外部世界对内部的影响

表４为从出口（产出）方向考察 ＧＶＣ贸易网

络特征在外部世界影响内部时的作用．首先，代表

外部冲击 ΔＲＧＤＰｗ的系数估计在各种情况下仍

都显著为正，表明全球出口（产出）贸易活动确实

给出口国带来了外部冲击风险，一定程度上再次

验证了ＦＲ效应的存在性．其次，此时仍然只有广
延性网络特征会对外部世界波动对内部波动带来

额外的直接影响，即一国某行业的下游出口（产

出）目的地的数量增加且贸易强度分布集中度的

下降，将会弱化外部世界对其内部的影响，并且这

种额外影响仍不受价值链贸易强度的制约．但是，
价值链位置却制约着两种网络特征的额外影响，

即价值链位置越高的行业，其网络集约性的增强

和网络广延性的减弱，更加难以弱化外部世界对

其内部的影响．

表４　出口（产出）方向下外部世界对内部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４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ｏ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Ｗ＝Ｙｗ Ｂ．Ｗ＝（Ｘｗ＋Ｍ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ΔＲＧＤＰｗ
１．３７２８

（０．１８５９）

１．２８９４

（０．２０４７）

１．２４４６

（０．１７７４）

１．２３７４

（０．２００８）

１．３３７８

（０．２２６７）

１．２８７７

（０．１６６８）

ΔＲＧＤＰｗ×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１０．２６５５

（１０．７１９５）

－９．４４１６

（１０．２４１７）

－４．３０５７

（７．４６７２）

－１１．４７４６

（８．３９７５）

－１０．６０２１

（１０．５８９７）

－５．０２１０

（６．４６０５）

ΔＲＧＤＰｗ×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０．９３３６

（０．４２４３）

０．８８５３

（０．４７８５）

０．８２２０

（０．４４９２）

０．８７８７

（０．３９９２）

０．８９２１

（０．４８２２）

０．７８７６

（０．４３４１）

ΔＲＧＤＰｗ×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Ｃ

４．４５ｅ＋０５

（６．１５ｅ＋０５）

４．５４ｅ＋０５

（９．２１ｅ＋０５）

１．２６ｅ＋０５

（５．２４ｅ＋０５）

－８．７８ｅ＋０３

（１．０７ｅ＋０４）

－３．４４ｅ＋０３

（１．５５ｅ＋０４）

－１．１５ｅ＋０４

（１．３２ｅ＋０４）

ΔＲＧＤＰｗ×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２１．３１８２

（１０．１６１５）

－４２．３３７８

（１９．２４４３）

－２４．３１１６

（１３．１４１４）

－１６．１９８９

（１２．０９２６）

－４０．１６７８

（２１．７０７０）

－２３．８９８０

（１２．７８７１）

ΔＲＧＤＰｗ×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Ｃ

４．４５ｅ＋０４

（３．００ｅ＋０５）

１．５６ｅ＋０５

（２．７８ｅ＋０５）

５．７８ｅ＋０４

（１．８９ｅ＋０５）

－２．７８ｅ＋０３

（４．４４ｅ＋０３）

－４．０５ｅ＋０３

（４．１７ｅ＋０３）

－５．２７ｅ＋０３

（４．４５ｅ＋０３）

ΔＲＧＤＰｗ×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０．２７８８

（０．１５２３）

０．２６６５

（０．１４６０）

０．１８２１

（０．０８２８）

０．２７０９

（０．１４６４）

０．２６２５

（０．１４３４）

０．１７７６

（０．０８０７）

Ｒ２ ０．００６５ ０．０２４５ ０．１７７３ ０．００６６ ０．０２４５ ０．１７７４

Ｎ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６．２　内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进一步地，从出口（产出）方向考察全球价值

链贸易网络特征在内部影响外部世界时的作用，

具体结果见表５．不难发现，表５结果基本同于表
３，除了内外部冲击变量的互换问题．意味着，全球
出口（产出）贸易活动确实能够使出口国将其内

部波动向外扩散，并且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延性

能够显著影响上述扩散过程的实施，尤其对于价

值链贸易强度较弱和价值链位置较低的行业．不
同的是，此时没有证据显示网络集约性的额外影

响会受行业价值链位置的变化而变化．对上述结
果的解释可效仿于表３的，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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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出口（产出）方向下内部对外部世界的影响

Ｔａｂｌｅ５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ｏ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ｗｏｒｌ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ｐｏｒ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Ｗ ＝Ｙｗ Ｂ．Ｗ＝（Ｘｗ＋Ｍｗ）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ΔＲＧＤＰ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１）

ΔＲＧＤＰ×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３２．４５４３

（４．４７３８）

３０．５０５９

（４．４００８）

３０．０１０２

（４．５５５７）

２７．９８７８

（４．２３３２）

２８．０２３０

（４．３３９０）

２８．７８７６

（４．３２７３）

ΔＲＧＤＰ×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２．１１２１

（０．１３３３）

２．１１７８

（０．１３６７）

２．１１６５

（０．１３４５）

２．１１４５

（０．１３３７）

２．１２００

（０．１２９８）

２．１１８６

（０．１３２４）

ΔＲＧＤＰ×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Ｃ

－１．９６ｅ＋０６

（４．３６ｅ＋０５）

－２．０５ｅ＋０６

（４．１７ｅ＋０５）

－２．０６ｅ＋０６

（４．２９ｅ＋０５）

－６．６５ｅ＋０４

（１．１３ｅ＋０４）

－６．２３ｅ＋０４

（１．１２ｅ＋０４）

－６．２５ｅ＋０４

（１．２３ｅ＋０４）

ΔＲＧＤＰ×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１２．４６７７

（１６．５６４５）

１３．０２９６

（１６．９９８８）

１３．７８８０

（１８．７２３０）

１３．３５６９

（１５．４６０４）

１５．０３０８

（１５．８９８９）

１５．８９８９

（１６．１１２１）

ΔＲＧＤＰ×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ＴＯＣ

－５．１２ｅ＋０５

（１．０７ｅ＋０５）

－５．５０ｅ＋０５

（１．０９ｅ＋０５）

－５．２８ｅ＋０５

（１．１３ｅ＋０５）

－１．０６ｅ＋０４

（２．８４ｅ＋０３）

－１．０２ｅ＋０４

（２．５５ｅ＋０３）

－１．０６ｅ＋０４

（２．２６ｅ＋０３）

ΔＲＧＤＰ×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０．３８７８

（０．０２５６）

－０．３８９９

（０．０２４２）

－０．４０１０

（０．０２３５）

－０．３８８４

（０．０２４８）

－０．３９３２

（０．０２５１）

－０．３９５５

（０．０２５７）

Ｒ２ ０．４０８８ ０．４０９５ ０．４６３４ ０．４８２０ ０．４８５７ ０．４８８０

Ｎ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３３７１１

７　结束语

本文从ＧＶＣ贸易网络特征出发，探讨其对国
际风险传导的影响．基于２０１６年版世界投入产出
数据库（ＷＩＯＤ），本文研究发现 ＧＶＣ贸易网络具
有“小世界现象”和“无标度特性”等复杂网络性

质，且整个网络的演化表现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意味着ＧＶＣ加强了各国之间的关联互动，国
家间连通性的较大差异增强了 ＧＶＣ贸易网络的
脆弱性，进而增加了价值链上国家受到外部世界

冲击的风险．接着，本文在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
下，提出一国可通过强化其网络集约性和网络广

延性，实现自身重要程度的提高，逐步成为国际分

工网络中的领导者，进而能够弱化来自外部波动

的影响．随后，从进口（投入）和出口（产出）两个
方向实证检验 ＧＶＣ贸易网络特征对国际经济波
动的影响，发现一国某行业的网络广延性的提高

在进口（投入）和出口（产出）两个方向上能够弱

化内外部之间风险互相传导的冲击，达到一种双

赢的局面，稳健ＧＶＣ贸易网络．对于网络集约性，
在进口（投入）和出口（产出）两个方向上，其大都

仅能显著影响内部波动的向外扩散．此外，上述两
种网络特征的影响对于价值链贸易强度较弱和价

值链位置较低的行业大都愈加显著．
可见，对于 ＧＶＣ贸易网络中的国家（行业）

而言，掌握本国（行业）的贸易网络特征，在实施

相关的产业稳定发展政策时就能够提高政策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比如，我国多数行业当前仍处于
ＧＶＣ中的中下游位置，贸易发展受外部冲击较
大，且短期内难以实现 ＧＶＣ位置的较大跨越．此
时为在享有国际分工的好处同时而尽量弱化来自

外部世界冲击的影响，需进一步增强我国各行业

在ＧＶＣ贸易网络中的网络广延性，即增加各行业
的上游进口（投入）来源和下游出口（产出）目的

地的数量并降低贸易强度分布集中度．具体而言，
进一步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促进形成以

国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互促的双循环发展新格

局之中做好“由点到面”的路径统筹安排，供应链

再配置布局通过供应链条横向集聚实现链条黏性

增加，在稳步推进同发达国家贸易往来的基础上，

进一步加强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往来．要科学规
划我国外贸发展布局，使我国参与国际价值链分

工的地位实现跨越和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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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ｏｍｙ，２０１６，（４）：９５－１１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３６］ＲｅｄｄｉｎｇＳ，ＶｅｎａｂｌｅｓＡ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４，

６２（１）：５３－８２．

［３７］ＢｒｏｗｎＤＷ，ＫｏｎｒａｄＡＭ．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ｗａｓｒｉｇｈｔ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ｗｅａｋｔｉｅｓｔｏａ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ｊｏｂｓｅａｒｃｈ［Ｊ］．Ｇｒｏｕｐ＆Ｏｒ

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２００１，２６（４）：４３４－４６２．

［３８］ＢｕｒｔＲＳ．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Ｈｏｌｅｓ：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Ｍ］．Ｂｏｓｄ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

—６１—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１年３月



［３９］ＫｏｏｐｍａｎＲ，ＰｏｗｅｒｓＷ，ＷａｎｇＺ，ｅｔａｌ．ＧｉｖｅＣｒｅｄｉｔＷｈｅｒｅＣｒｅｄｉｔＩｓＤｕｅ：Ｔｒａｃ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ｉｎＧｌｏｂａ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ｈａｉｎｓ［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０．

［４０］ＫｏｏｐｍａｎＲ，ＷａｎｇＺ，ＷｅｉＳＪ．Ｔｒａｃ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ｃｏｕｎｔｉｎｇｉｎｇｒｏｓｓｅｘｐｏｒｔｓ［Ｊ］．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

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１０４（２）：４５９－４９４．

［４１］王　岚．融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Ｊ］．统计研究，２０１４，３１（５）：１７－２３．

ＷａｎｇＬａ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ｉｎｔｏＣｈｉｎａ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

［Ｊ］．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４，３１（５）：１７－２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 ａｎｄ ｃｏｐｉｎｇｗｉｔ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ＬＩＵＪｉｎｇｑｉｎｇ１，２，ＣＨＥＷｅｉｈａｎ３，ＸＩＡＦａｎｇｊｉｅ３

１．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Ｇｏｌｄ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００１，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ａｎ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ｈｏｗｄｏｅｓｅｖｅｒｙ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ｖｏｉｄｔｈｅ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ｃｋ
ｗｈｉｌｅｓｈ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ｂｅｎｅｆｉｔ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Ｓｏｍｅｎｅｗ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ｍｉｇｈｔｂ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ｉｆｉｔｉｓｓｔｕｄｉ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ｔｒａ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ｔｈａｔ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ｈａｓｗｉｔｈｏｔｈｅｒｃｏｕｎ
ｔｒｉｅ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ｏｒｌｄ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２０００－２０１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ｆｉｎ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ｔｒａ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ｈａｓｓｏｍｅｃｏｍｐｌｅｘｎｅｔｗｏｒｋ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ａｎｄ“ｓｃａｌｅｆｒｅ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ｗｈｏｌ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ｓａｇｒａｄｕ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ｅｎ，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ｓｔｈａｔ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ａｎ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ｉｔｓ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ｔｒａ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ｂｙ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ｉｔｓ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ｅｘ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ｅａ
ｔｕｒｅｓ，ｔｏｗｅａｋｅ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ｆｒｏｍ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ｓｈｏｃｋ．Ｆｉｎａｌｌ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ｖｅｒｉｆｉｅｓｔｈｅａｂｏｖｅ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ｂｏｔｈ
ｉｍｐｏｒｔ（ｉｎｐｕｔ）ａｎｄｅｘｐｏｒｔ（ｏｕｔｐｕｔ）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ｃａｎ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ｔｒａｄｅ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ｂｏｔｈｕｐ
ｓｔｒｅａｍａｎｄ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ａｎｄｒｅｄｕｃｅｔｈｅｉｒｔｒａｄｅ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ａｋｅ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ｔｒａｄｅ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ｌａｙｏｕｔｂｒｏａｄａｎｄｅｖｅｎ，ｔｏｗｅａｋｅｎｔｈｅｓｈｏｃｋ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ａｎｄ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ｒｉｓ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ｏ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ｔｈｅ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ｔｒａｄｅｎｅｔｗｏｒｋ．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ｓｍａｌｌｗｏｒｌｄ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ｓｃａｌｅｆｒｅ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ｉｓｋｔｒａｎｓｍｉｓ

ｓｉｏｎ；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ｘｔｅｎｓｉｔｙ

—７１—第３期 刘景卿等：全球价值链贸易网络分析与国际风险传导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