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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全球价值链理论的研究综述
3

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 城市经济研究所 ,天津 300191)

[摘要 ]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在空间上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等是在生产者或者采购者

的推动下完成。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价值链也变得更加复杂 ,内部环节不断增加。这

时要想通过提高价值链中的单个环节的效率从而提升整个价值链的收益变得很有限 ,因此需

要系统性地协调价值链中各个环节的活动 ,从而使整个价值链具有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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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全球价值链概念的形成
(一 )价值链 (Value Chain)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众多学者相继提出价值

链理论。1985年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 ·波特

(M ichael Porter) 在《竞争优势 》( Competitive Ad2
vantage)一书指出 :“每一个企业都是在设计、生

产、销售、发送和辅助其产品的过程中进行种种活

动的集合体。所有这些活动可以用一个价值链来

表明。”企业的价值创造是通过一系列活动构成

的 ,这些活动可分为基本活动和辅助活动两类 ,基

本活动包括内部后勤、生产作业、外部后勤、市场和

销售、服务等 ;而辅助活动则包括采购、技术开发、

人力资源管理和企业基础设施等。这些互不相同

但又相互关联的生产经营活动 ,构成了一个创造价

值的动态过程 ,即价值链。价值链管理强调企业应

该从总成本的角度考察企业的经营效果 ,而不是片

面追求单项业务活动的优化 ,通过对价值链各个环

节加以协调 ,增强整个企业的业绩水平。波特分析

了一般企业的价值链构成 ,提出了基本的价值链结

构模式 (如图 1所示 )。

在《竞争优势 》中 ,波特还突破企业的界限 ,将

视角扩展到不同企业之间的经济交往 ,提出了价值

系统 ( value system )概念 ,这是全球价值链概念的

基础。在价值链的组成中 ,供应商具有创造和发送

图 1　企业活动价值链示意图

用于企业价值链之中外购投入的价值链 ,即上游价

值。许多产品在到达顾客手里之前需要通过销售

渠道的价值链 ,即渠道价值。企业的产品最终会成

为其买方价值链的一部分 ,即顾客价值。这样 ,从

上游价值到买方价值形成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

波特的“价值链 ”理论揭示 ,企业与企业的竞争 ,不

只是某个环节的竞争 ,而是整个价值链的竞争 ,而

整个价值链的综合竞争力决定企业的竞争力。用

波特的话来说 :“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由一连串企

业内部物质与技术上的具体活动与利润所构成 ,当

你和其他企业竞争时 ,其实是内部多项活动在进行

竞争 ,而不是某一项活动的竞争。”

(二 )价值增加链 (Value2added Chain)

科洛特 ( Kogut, 1985)在《设计全球战略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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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价值链系统

与竞争的增值链 》中用价值增值链来分析国际战

略优势。科洛特认为 :“价值链基本上就是技术与

原料和劳动融合在一起形成各种投入环节的过程 ,

然后通过组装把这些环节结合起来形成最终商品 ,

最后通过市场交易、消费等最终完成价值循环过

程 ”,“在这一价值不断增值的链条上 ,单个企业或

许仅仅参与了某一环节 ,或者企业将整个价值增值

过程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 ”。科洛特还

认为 ,国际商业战略的设定形式实际上是国家的比

较优势和企业的竞争能力相互作用的结果。当国

家的比较优势决定了整个价值链条各个环节在国

家或地区之间如何配置的时候 ,企业的竞争能力就

决定了企业应该在价值链条上的哪个环节和技术

层面上倾其所有 ,以便确保竞争优势。他也把价值

增加链表述为一个过程 :即厂商把技术同投入的原

料和劳动结合起来生产产品、进入市场、销售产品

的价值增值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单个厂商或许仅

仅参与了某一环节 ,或者厂商将整个价值增值过程

都纳入了企业等级制的体系中等 ,厂商的各种活动

与技术都会同其他的公司发生联系。与波特强调

单个企业竞争优势的价值链观点相比 ,这一观点比

波特更能反映价值链的垂直分离和全球空间再配

置之间的关系 ,因而对全球价值链观点的形成至关

重要。

(三 )全球商品链 ( Global Commodity Chain ,

GCC)

格里芬等 ( Gereffi and Korzeniew icz, 1994 )在

对美国零售业价值链研究的基础上 ,将价值链分

析法与产业组织研究结合起来 ,提出全球商品链

分析法。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商品的生产过

程被分解为不同阶段 ,围绕某种商品的生产形成

一种跨国生产体系 ,把分布在世界各地不同规模

的企业、机构组织在一个一体化的生产网络中 ,

从而形成了全球商品链。格里芬 ( Gereffi, 1994 )

等人认为全球商品链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通过

一系列国际网络将围绕某一商品或产品而发生

关系的诸多家庭作坊、企业和政府等紧密地联系

到世界经济体系中 ;这些网络关系一般具有社会

结构性、特殊适配性和地方集聚性等特性 ;任一

商品链的具体加工流程或部件一般表现为通过

网络关系连接在一起的节点或一些节点的集合 ;

商品链中任何一个节点的集合都包括投入 (原材

料和半成品等 )组织、劳动力供应、运输、市场营

销和最终消费等内容。”格里芬等还区分了两类

全球商品链 :采购者驱动型 ( buyer2driven)和生产

者驱动型 ( p roducer2driven)。采购驱动型商品链

是指大型零售商、经销商和品牌制造商在散布于

全球的生产网络 (特别是奉行出口导向的发展中

国家 )的建立和协调中起核心作用的组织形式。

采购者驱动型全球商品链是通过非市场的外在

调节 ( exp licit coordination)而不是直接的所有权

关系建立高能力的供应基地来构建全球生产和

分销系统。生产者驱动型商品链是指大的跨国

制造商在生产网络的建立和调节中起核心作用

的垂直分工体系。在生产者驱动链中 ,制造先进

产品如飞机等的制造商不仅获得了更高的利润 ,

还控制了上游的原料和零部件供应商、下游的分

销商和零售商。通过比较生产者驱动型全球商

品链中的非市场外部协调和传统的垂直一体化

企业的内部协调 ,格里芬指出了生产者驱动在促

进商品链中各国产业共同进步的重要作用。

格里芬 ( Gereffi, 1995)强调全球商品链有四个

部分必须去注意 : (1)投入 - 产出 ( input2output)的

结构 ; (2)地域性 ( territorality) ; (3)治理结构 ( gov2
ernance) ; ( 4 )制度框架 ( institutional framework)。

投入 -产出结构研究认为价值链是按照价值增值

活动的序列串联起来的一系列的流程 ;地域性或地

方性的研究指出由于跨国公司和采购商纷纷将核

心竞争力领域以外的环节外包 ,价值链中的各个环

节超越了国家界限 ,分散到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或地

区 ,因此形成了真正的全球生产体系 ;治理结构的

研究则认为价值链是由相互联系的各环节组成的

具有特定功能的产业组织 ,链条治理者对链条进行

统一组织、协调和控制 ;制度框架方面的研究 ,主要

是指国内和国际制度背景 (包括政策法规、正式和

非正式的游戏规则等 )在各个节点如何对价值链

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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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全球价值链 ( Global Value Chain, GVC)

在整个 20世纪 90年代 ,格里芬等人的理论没

有摆脱商品这一概念的局限 ,并没有突出强调在价

值链上运营的企业在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方面的

重要性。直到 2001年 ,格里芬和该领域研究者在

《 IDS Bulletin》杂志上推出了一期关于全球价值链

的特刊 ———《价值链的价值 》( The Value of Value

Chains) ,从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全球化过程 ,认为

应把商品和服务贸易看成治理体系 ,而理解价值链

的运作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具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价值链的形成过程也是企业

不断参与到价值链并获得必要技术能力和服务支

持的过程。这份特刊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中起到了

里程碑式的作用。在特刊中 ,许多学者从全球价值

链的治理、演变和升级等多个角度对全球价值链进

行了系统的探讨和分析 ,并由此建立起了全球价值

链基本概念及其基本理论框架。

斯特恩 ( Sturgeon, 2001)从组织规模 (organiza2
tional scale)、地理分布 ( geographicscale)和生产性

主体 ( p roductive actor)三个维度来界定全球价值

链。从组织规模看 ,全球价值链包括参与了某种产

品或服务的生产性活动的全部主体 ;从地理分布来

看 ,全球价值链必须具有全球性 ;从参与的主体看 ,

有一体化企业、零售商、领导厂商、交钥匙供应商和

零部件供应商。他还对价值链和生产网络的概念

进行了区分 :价值链主要描述了某种商品或服务从

生产到交货、消费和服务的一系列过程 ,而生产网

络强调的是一群相关企业之间关系的本质和程度。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UN IDO, 2002 ) 在

2002—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

来参与竞争 》( 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中指出 :“全球价值链是指在全球范围内

为实现商品或服务价值而连接生产、销售、回收处

理等过程的全球性跨企业网络组织 ,涉及从原料采

集和运输、半成品和成品的生产和分销、直至最终

消费和回收处理的过程。它包括所有参与者和生

产销售等活动的组织及其价值利润分配 ,并且通过

自动化的业务流程和供应商、合作伙伴以及客户的

链接 ,以支持机构的能力和效率。”该定义强调了

全球价值链不仅由大量互补的企业组成 ,而且是通

过各种经济活动联结在一起的企业网络的组织集 ,

关注的焦点不只是企业 ,也关注契约关系和不断变

化的联结方式。

英国 Sussex大学的发展研究所 (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是目前对全球价值链问题进

行较广泛研究的机构 ,它将全球价值链定义为产品

在全球范围内 ,从概念设计到使用直到报废的全生

命周期中所有创造价值的活动范围 ,包括对产品的

设计、生产、营销、分销以及对最终用户的支持与服

务等。组成价值链的各种活动可以包括在一个企业

之内 ,也可以分散于各个企业之间 ;可以集聚于某个

特定的地理范围之内 ,也可以散布于全球各地。

二、全球价值链的二元驱动机制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一项核心内容是关于它的

动力模式。全球价值链理论中关于动力的研究 ,基

本延续了 Gereffi ( 1994)等在全球商品链研究中给

出的全球商品链运行的生产者驱动型 (p roducer -

driven)和采购者驱动型 ( buyer - driven)两种模式 ,

认为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基本来自生产者和采购

者两方面。换句话说 ,就是全球价值链各个环节在

空间上的分离、重组和正常运行等是在生产者或者

采购者的推动下完成的。

Henderson (1998)在此基础上对全球价值链的

驱动力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以后 ,指出 ,生产者

驱动 ,由指生产者投资来推动市场需求 ,形成全球

生产供应链的垂直分工体系。投资者可以是拥有

技术优势、谋求市场扩张的跨国公司 ,也可以是力

图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建立自主工业体系的本国政

府。在生产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 ,跨国公司通过

全球市场网络来组织商品或服务的销售、外包和海

外投资等产业前后向联系 ,最终形成生产者主导的

全球生产网络体系。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的价值链 ,如汽车、飞机制造、计算机、半导体和装

备制造等 ,大多属于生产者驱动型价值链。在这类

全球价值链中 ,大型跨国制造企业 (如波音、GM

等 )发挥着主导作用 (如图 3)。采购者驱动 ,指拥

有强大品牌优势和国内销售渠道的经济体通过全

球采购和贴牌加工 (OEM )等生产方式组织起来的

跨国商品流通网络 ,能够形成强大的市场需求 ,拉

动那些奉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服装、鞋类、玩具、自行

车、农产品、家具、食品、陶瓷等大多属于这种价值

链 ,发展中国家企业大多参与这种类型的价值链

(如图 4)。

采购者驱动 (Buyer2driven)型价值链存在三

方面的不平衡性 :一是高等要素 (Advanced fac2
tors)在价值链环节间的配置极不平衡。海外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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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生产者驱动全球价值链

资料来源 : Henderson, J. Danger and opportunity in the A sia - Pa2

cific [M ]. ∥ Thomp son G( eds) . Econom ic dynam ism in the A sia2

Pacific. London: Routledge, 1998: 356 - 384.

购者 作 为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主 导 企 业 ( Leading

Firm s) ,采取俘获型 ( cap tive)治理模式 ( Govern2
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 ,对研发设计、市场信

息、品牌渠道等高等要素实施了严格控制 ;发展

中国家制造商往往只拥有自然资源、劳动力等基

本要素 (Basic factors) ,作为被治理者 ,仅能发展

有形生产能力 ,普遍缺乏无形竞争能力。二是附

加值在价值链环节间的分布极不平衡。价值链

的驱动力主要来自商业资本而非产业资本 ,附加

值主要由控制了设计、品牌及流通环节的海外采

购商创造 ,中游制造环节产生的附加值极为有

限。三是分工利益在价值链环节间分配极不平

衡。处于商业流通领域的海外采购者 ,凭借对市

场的绝对控制获得了价值链中的主要分工利益 ,

而处于从属地位的生产商只能接受不公平的利

益分配格局。

图 4　采购者驱动全球价值链

资料来源 : Henderson, J. Danger and opportunity in the A sia2Pacific

[M ]. ∥ Thomp son, G( eds) . Econom ic dynam ism in the A siaPa2

cific. London: Routledge, 1998: 356 - 384.

既然全球价值链从驱动力上主要分为生产者

和采购者 ,那么两者驱动的全球价值链又有什么区

别呢 ? 张辉 ( 2007 )在格里芬的基础上从动力根

源、核心能力、进入门槛、产业分类、典型产业部门、

制造企业、产业联系、产业结构和辅助支撑体系等

九个方面对生产者和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进

行了比较研究 (如表 1所示 )。
表 1　生产者和采购者驱动型全球价值链比较

项目
生产者驱动

的价值链

采购者驱动

的价值链

动力根源 产业资本 商业资本

核心能力
研究与发展 (R&D )、生

产能力
设计、市场营销

进入门槛 规模经济 范围经济

产业分类
耐用消费品、中间品、

资本品等
非耐用消费品

典型产业

部门

汽车、计 算 机、航 空

器等

服 装、鞋 类、玩

具等

制造企业

的业主

跨国企业 ,主要位于发

达国家

地方企业 , 主要

在发展中国家

主要产业

联系
以投资为主线 以贸易为主线

主要产业

结构
垂直一体化 水平一体化

辅助支撑

体系
重硬件 ,轻软件 重软件 ,轻硬件

典型案例
英特尔、波音、丰田、海

尔、格兰仕等

沃尔玛、国美、耐

克、戴尔等

从表 1中可以看出 ,全球价值链的驱动力不

同 ,导致其动力根源不同 ,不同的动力根源决定了

该价值链的核心能力不同。不同驱动力的价值链 ,

分布的产业也有所不同。这就意味着一国要发展

一个产业时 ,要先根据该产业价值链的驱动力去确

定该产业价值链的核心能力 ,然后积极发展这种核

心能力 ,才能使该国在该产业的全球价值链中具有

竞争优势 ,并处于高端的高附加值地位。

三、全球价值链中经济租的产生和分配
在经济学上 ,“经济租 ( econom ic rent) ”是生产

要素所有者凭借垄断地位所获收入中 ,超过要素机

会成本的剩余。经济租是要素收入 (或价格 )的一个

部分 ,该部分并非为获得该要素于当前使用中所必

须 ,它代表着要素收入中超过其在其他场所所可能

得到的收入部分。简言之 ,经济租等于要素收入与

其机会成本之差 ,代表着要素收入中超过其在其他

场所可能得到的收入部分。如图 5所示 ,图中 R0OE

为经济租金。因为 ,要素全部收入为 OR0 EQ0 ,要素

所有者提供 Q0 量要素所愿接受的最低要素收入是

OEQ0。因此 ,去掉 R0OE部分也不会影响要素的供

给量。所以 , R0OE部分为经济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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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经济租

只要存在垄断 ,不管是行政、市场还是天然的 ,

就可能存在经济租。作为研究的起点 ,全球价值链

理论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各环节价值的产生过程和

各环节收益的分配过程。 Kap linsky 和 Morris

(2003)认为这些收益从本质上讲产生于那些能保

护自己远离直接市场竞争的价值链参与者 ,并且这

种规避直接竞争活动的能力可用租的概念来理解。

因为参与了全球化的国家、商家 ,都处在“全球价

值链 ”的“治理 ”( governance)之下 ;而“价值链 ”的

治理目标 ,正是索取各种各样的“经济租 ”,而不是

要素回报或者企业家回报。所以“全球价值链 ”对

全球市场、对全世界的经济生活的改造 ,是非常深

刻的。如果能够全面分析近 20年来的全球国际贸

易的数据 ,结果将会支持以下这个判断 :从全球化

的生产和营销中获利的赢家获得的收入 ,已经不再

是或者主要不是古典经济学所说的“要素回报 ”,

或者相对于风险承担而得到的“企业家回报 ”了。

获利的源泉 ,是基于“进入壁垒 ”或者垄断条件而

产生的“经济租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要素收

益率的降低 ,进入壁垒开始成为“租 ”产生的重要

因素。进入壁垒较高的环节能产生较高的“租 ”,

而竞争激烈的低进入壁垒环节 ,收益是不可持续

的 ,因为“租 ”会慢慢耗散。要保持较高收益 ,要

么是该行业进入壁垒很高 ,行业外企业很难进入

该行业与之相竞争 ;要么是进入壁垒在不断发生

变化 ,即企业的创新和生产能力在动态发展 ,不

断从事新的经济活动 ,从而在该领域形成新的进

入壁垒。

“经济租 ”有那些形态 ? Kap linsky和 Morris

(2003)将“经济租 ”区分为内生的和外生的两大

类 ,开列出一个“经济租 ”的清单 :内生经济租中包

括“技术经济租 ”、“人力资源租 ”、“组织 - 机构经

济租 (如日本新的生产组织形式 ,减少存货 ,做到

优质和低成本 ,新产品迅速上市 ,在创新和设计方

面更加灵活机动 , ) ”、“营销 —品牌经济租 ”、“关系

经济租 (以中小企业的聚集和企业之间正向的溢

出为优势而获得的收入 ) ”,还有以商业秘密和知

识产权的形态存在的进入壁垒。外生经济租的清

单上包括“自然资源经济租 ”、“政策经济租 (有差

别的进入机会 ,源于政府的政策 )、基础设施经济

租 (如交通设施的便利 ) ”、“金融租 (融资机会 ) ”

等。另外 ,“经济租 ”还具有累加性 ,而且永远处于

变动中 :已经得到的经济租会由于进入壁垒被突破

而流失 ,由于技术扩散而消失 ;另一方面 ,新的经济

租还会不断产生出来。因为经济租会随竞争性加

强、进入障碍降低而减小 ,最终以低价或高质形式

转化为消费者剩余。

表 2　全球价值链上经济租的主要表现形式

稀缺性生产要素或进入壁垒 含 　义

存在于全

球价值链

之内 (内生

经济租 )

企业内

企业间

技术经济租 拥有稀有技术

人力资源租 比竞争者拥有更好技能的人力资源

组织 -机构经济租 拥有较高级的内部组织形式

营销 -品牌经济租 拥有更好的营销能力和 (或 )有价值的商标品牌

关系经济租 同供应商和顾客 (买主 )之间拥有较高质量的关系

存在于全球价

值链之外 (外

生经济租 )

自然资源经济租 获得稀有自然资源

政策经济租 在一个高效率的政府环境 :创设壁垒阻止竞争者进入

基础设施经济租 获得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性投入

金融租 比竞争者获得条件更优越的金融支持

　 　资料来源 : Kap linsky R,MorrisM. Governance Matters in Value Chains[ J ]. Develop ing A lternatives, 2003, 9 (1) : 11 - 18.

　　全球价值链可分为三大环节 :其一是技术环

节 ,包括研发、创意设计、提高生产加工技术、技术

培训等环节 ;其二是生产环节 ,包括采购、系统生

产、终端加工、测试、质量控制、包装和库存管理等

分工环节 ;其三是营销环节 ,包括销售后勤、批发及

零售、品牌推广及售后服务等分工环节。当国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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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深化为增值过程在各国间的分工后 ,传统产业结

构的国际梯度转移也因此演变为增值环节的梯度

转移。就增值能力而言 ,以上三个环节呈现由高向

低再转向高的 U 形状 ,或曰“微笑曲线 ”状 (见图

6)。价值链不同环节所创造的附加值是不同的 ,

获得的经济租多少也是不一样的。靠近 U形曲线

中间的环节 ,如零部件、加工制造、装配等环节在价

值链中创造出较低的附加值 ,因而获得较低的经济

租 ,靠近 U形曲线两端的环节 ,如研发、设计、市场

营销、品牌等在价值链中创造出较高的附加值 ,因

而获得更多的经济租。

图 6　价值链增值微笑曲线示意图

例如 ,一个美国的服装公司可以在意大利完成

设计 ,在印度采购天然面料 ,在韩国采购化纤辅料 ,

在我国台湾地区采购拉链和钮扣 ,在我国缝制成

衣 ,然后在我国香港检验、包装 ,再出口到美国销

售。一件服装的生产被分解为诸多的生产加工环

节 ,并放在不同的国家和区域完成 ,构成整个价值

创造过程 ,随着不同环节生产附加值的不同 ,形成

图 7所示曲线。

图 7　美国某服装公司全球价值链图示

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生产环节的进入壁

垒不断降低 ,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经济全球化

进程中的生产 (组装 )过程 ,这一环节的“租 ”日益

耗散 ,导致生产环节增加值不断降低。因此 ,能产

生较高的“租 ”的领域越来越脱离具体生产过程而

转向无形的过程 ,如研发和营销等领域 ,因为这些

活动通常是技术或知识密集型的 ,会形成较高的进

入壁垒、较长时间的知识产权保护 ,如长达 70年的

专利技术保护和接近永久性的品牌效应 ,是价值链

中收益的重要来源。在知识经济时代 ,全球价值链

上经济租的产生源泉正由有形活动转变为无形活

动。这是因为无形活动越来越建立在知识和技能

基础上 ,并且根植于组织体系中。一些无形活动 ,

如物流控制、广告、产品设计、品牌推广等 ,在全球

价值链上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 ,不难理

解为什么大多数处于 GVC生产环节上的发展中国

家 ,其地位远不如发达国家的原因了。

四、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随着国际分工的进一步细化 ,价值链也变得更

加复杂 ,内部环节不断增加。这时要想通过提高价

值链中的单个环节的效率从而提升整个价值链的

收益变得很有限 ,因此需要系统性地协调价值链中

各个环节的活动 ,从而使整个价值链具有竞争力。

这种系统性协调就是价值链的治理。治理本身就

是“租 ”的重要来源 ,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租 ( rela2
tional rents)。价值链治理 ( Governance)一词是由

Gereffi ( 1994 ) 提 出 的。 Humphrey 和 Schm itz

(2000)将价值链的治理定义为 :通过价值链中公

司之间的关系安排和制度机制 ,实现价值链内不同

经济活动和不同环节间的非市场化协调。作为一

种制度安排 ,治理在全球价值链上居于核心地位。

因为价值链上各环节公司之间的各种活动、劳动分

工以及价值分配 ,都处于价值链治理之下。

激烈的竞争降低了进入壁垒 ,从而导致越来越

多的国家进入全球生产和贸易活动中 ,导致收益不

断减少。全球价值链的参与者开始寻找新的租金

形式。价值链主导者一方面要求供应商或客户改

变其自身的生产过程 ,另一方面也会不断寻找新的

供应商和客户。这时 ,价值链的主导者变成了价值

链的治理者 (其管理程度随其在价值链中的权利

不同而有所差异 ) ,开始对价值链的分工过程进行

不同地区和制度环境下的全局安排 ,从而提高了价

值链的整体效率 ,导致整个价值链的收益不断

增加。
(一 )全球价值链治理的类型

根据 Humphrey和 Schm itz(2002)的研究 ,全球

价值链一般有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 : ( 1 )网络型
(Network) ,即具有互补能力的企业之间对全球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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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的重要环节进行分工 ,各方共同定义产品。网

络意味着企业之间是一种平等合作的关系 ,各自在

全球价值链中分享核心能力。 (2)准层级型 (Qua2
si—hierarchy) ,即一家企业对其他企业实施高度控

制 ,常常要指定产品的各种特征以及要遵循的流

程。准层级意味着以下两类企业间的关系 :一类是

法律上虽然独立但要从属于其他公司的企业 ;另一

类是在全球价值链中制定其他参与者不得不遵守

的规则的主导公司。 (3)层级型 (H ierarchy) ,即主

导公司对全球价值链上的某些运行环节采取直接

的股权控制 ,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间的关系就

属于这一类。不过 ,正常的市场关系也可以视为一

种无治理模式 ,即由于生产是标准化的或是产品容

易定制化 ,交易双方并未发展成控制与被控制的关

系。斯特恩 ( Sturgeon)区分了在当今产业重组和

空间配置中起重要作用的三种治理模式 :权威型生

产网络 ( authority p roduction network)、关系型生产

网络 ( relational p roduction network)和虚拟生产网

络 ( virtual p roduction network)。

Kap linsky和 Morris(2003)认为 ,全球价值链中

不同环节的企业之间维持互相信任的机制是制定

和执行各种规则和标准。他们指出只有通过全球

价值链运转的规则和标准把全球生产和贸易的离

散性片段区域联系起来 ,才能反映全球价值链动态

性特征。同时 ,只有认识到治理规则和标准的重要

性 ,厂商或集群才能顺利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升

级。所以他们提出了一种新的治理分类方法 ,即全

球价值链治理大致可分为规则制定治理 (Legisla2
tive Governance)、监督裁决性治理 (Judicial Govern2
ance)和执行性治理 ( Executive Governance)三种形

式。 (1)规则制定治理。规则制定治理主要是指

制定一些参与 GVC所需要的基本条件和规则。这

些规则除了质量、价格和传递可靠性 (QPD )和产

品标准外 , 还包括一些社会标准 , 如质量标准
( IS09000 )、环 境 标 准 ( IS014000 )、劳 工 标 准
( SA8000)和其他一些特别工业标准。有两类因素

影响了规则制定 :一是这些规则适应的范围 ,如国

际性标准、地区性标准或企业特别标准 ;二是这些

规则是否覆盖产品或工艺流程。 ( 2)监督裁决性

治理。监督裁决性治理主要是监测各行为主体是

否遵从全球价值链的治理规则以及进行成效评估

等。存在于全球价值链之中的监测主体主要是主

导厂商 ,如关键性购买者 ;存在于全球价值链之外

的监测主体主要是政府或区域性标准办公室、非政

府组织、新闻媒体等。 (3)执行性治理。执行性治

理是指针对治理监测的结果而采取的措施 ,目的是

让全球价值链参与者在行为上符合治理规则 ,并为

其达到规则要求提供协助。存在于全球价值链之

外的专门咨询公司、学习网络和政府代理机构以及

存在于全球价值链之中的规则制定企业或其购买

代理商等都是协助供应商达到全球价值链规则的

机构。在全球价值链上实行奖罚分明的胡萝卜与

大棒 (Carrot & Stick)政策是实现治理功能的关键。

此外 , Kap linsky和 Morris(2003)指出不同全球价值

链具有不同的治理程度和形式 :一些全球价值链基

本上不存在治理 ,或者最多存在较弱的治理形式 ;

绝大部分全球价值链在治理的三个领域 (治理规

则制定、监测和执行 )存在多重治理点 ,进而形成

一种水平形式和垂直形式治理重叠的局面。

在 Humphrey和 Schm itz分类的基础上 , Geref2
fi、Humphrey和 Sturgeon (2003)根据全球价值链中

各行为主体之间协调能力的高低 ,将全球价值链治

理模式划分为以下五种形式 :市场型 (Market)、模

块型 (Modular value chain)、关系型 (Relational val2
ue chain)、领导型 ( Cap tive value chain)和层级型
(H ierarchy)。这五种治理模式中市场和层级制分

别处于价值链中行为体之间协调能力的最低端和

最高端。市场型是指各个经济行为主体通过货币

买卖各种商品和服务 ,其运行的核心机制是价格机

制。层级型则是以企业制为典型 ,运行的核心就是

管理控制。模块型、关系型和领导型都属于网络

型 ,介于市场型和层级型两者之间 ,其中的模块型

是系统的分解与集成 ,各个子系统需要有很好的创

新效率 ,并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集约交易费

用 ;关系型模式中厂商由于社会同构性、空间临近

性、家族和种族性等联系集聚在一起 ;领导型模式

则是众多中小厂商特别是小型厂商依附于几个大

型厂商 ,由大型厂商对他们具有很强的监督和控制

力。在现实世界的全球价值链治理中 ,这五种模式

往往是相互交错的 ,且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个动态的

转换机制。这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阐明了权

力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运作模式。例如 ,在领导型全

球价值链中 ,主导公司直接对供应商行使权力 ,这

种直接控制表明了一种高度的外在协调和权力不

对称关系。在关系型全球价值链中 ,公司间的权力

平衡更加对称 ,并存在大量的外在协调。在模块型

以及市场型全球价值链中 ,客户和供应商的转换相

对比较容易 ,权力的不对称性相对较低。从层级制

到网络再到市场 ,显性协调和权力不对称的程度逐

渐减弱 (参见图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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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五种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

资料来源 :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The Govern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 J ]. Forthcom ing i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 ( 4) : 5 - 11.

　　格里芬 ( Gereffi)等的全球价值链治理范式是

目前最严谨的一个 ,它涵盖了目前发现的多数典

型的全球价值链类型 ,重要的是 ,格里菲不但研

究了每种治理模式的特点 ,而且引入了更多的经

济学分析方法 ,将特征变量化 ,具有较好的理论

基础。但是 ,格里芬的范式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

第一 ,该理论中的治理模式仅限于领导厂商和较

高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 ,但在具体的行业价值链

中 ,可能包括更多的上游和下游主体 ;第二 ,模型

中的前两个变量 (交易的复杂性和交易的可标准

化程度 )有很强的相关性 ,实际上这两个变量都

是通过影响交易成本来决定价值链的治理模式 ,

但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不止这两个 ;第三 ,

把三个变量简单地划分为高低两个维度可能不

够准确 ,比如模块型中交易的标准化能力高于领

导型 ,但低于市场型 ;第四 ,文化禀赋、公司战略、

政府政策和国内和国际的制度对价值链的治理

有重要的影响 ,但在格里芬的模型中却没有提

及 ;第五 ,格里芬的模型没有说明价值链中各个

链节 ( nodes)的区位问题 ,即为什么不同的链节会

分布在不同的地区或国家。
(二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

Gereffi、Humphrey和 Sturgeon ( 2003 )认为 ,全

球价值链治理模式的选择主要由以下因素决定
(如表 3所示 ) : ( 1)交易的复杂性 ,价值链中交易

越复杂 ,各主体之间的交互作用越强 ,采取的治理

模式越倾向于网络型治理模式 (模块型、关系型和

领导型 )和等级制的治理模式。 (2)交易的可标准

性 ,反映的是价值链中信息和知识的可获得性 ,及

其传递效率和交易费用。某些行业的价值链中 ,关

于产品、生产过程等的复杂信息经过编辑标准化处

理后便很容易在价值链中传递 ,如果供应商有能力

接受并实施这些标准化的信息 ,并且这些标准在价

值链中被广泛采纳 ,则采用模块型治理模式 ;否则 ,

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将垄断这些信息 ,对其他企业

实施垂直一体化的控制 ,采用的是等级制治理模

式 ,或者采取外包战略 ,但对承包企业实行紧密

地监控 ,采用的是领导型治理模式。 ( 3 )供应商

的竞争能力。接受和实施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

所传递的复杂信息 ,要求供应商具有较高的能

力。如果供应商的能力较低 ,主导企业只能实

行垂直管理 ,价值链采用的是等级制治理模式 ;

或者外包 ,采用领导型治理模式。

表 3　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选择的决定因素

治理模式
交易的

复杂性

交易的可

标准性

供应商

的能力

市场 低 高 高

网

络

模块 高 高 高

领导 高 低 高

关系 高 高 低

层级 高 低 低

资料来源 : Gereffi G, Humphrey, J, Sturgeon T. : The Govern2
anc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J ]. Forthcom ing in Review of Inter2
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03, 11 ( 4) : 5 - 11。

Gereffi、Humphrey和 Sturgeon ( 2003 )还指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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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并不是静态 ,也不是严格与特

定行业相关联的。同时 ,即使在特定地点和特定时

间内 ,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模式也可能从一种模式转

换为另一种模式。原因主要是 : ( 1)当新的生产商

获取新的产能时 ,权力关系可能会发生变化 ; ( 2)

由于投资的转换 ,对于主导公司来说 ,创建和维持

严格的层级型治理模式代价巨大 ; (3)企业和企业

群往往并不局限于一条价值链 ,而可能是在多条价

值链上运营 ,因此有可能把从一条链上学到的能力

应用到其他价值链中。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变化 ,可

能会导致交易的复杂性、交易的可标准性和和供应

商的能力等的变化。
(三 )全球价值链治理战略环节的识别

全球价值链理论的一个基本思路就是在整个

价值链条众多的“价值环节 ”中 ,并不是每一个环

节都能创造等量价值。每个环节创造的价值不同 ,

某些辅助性环节并不创造价值 ,而高附加值的环节

一般就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战略环节。准确判断出

全球价值链中的战略环节 ,为企业在全球布局不同

的生产环节提供了依据 ,也指出了产业发展或升级

的目标所在。同时 ,要保持企业或产业的竞争优势

或核心竞争力 ,关键也是要抓住此战略环节。谁抓

住了这些战略环节 ,谁就抓住了整个价值链 ,谁也

就控制了该行业 ,即由谁来治理这条价值链。因

此 ,如何识别战略环节也是治理研究的主要内容

之一。

在许多全球价值链中 ,可能存在多个参与治理

的主导公司。同时 ,这些主导公司可能位于不同环

节上 ,如位于链条的最高端或者链条的中部或者链

条的底端。战略环节有可能是与产品直接相关 ,如

可口可乐公司的饮料配方 ,也有可能是在价值链的

“辅助性增值活动 ”环节上 ,如 IBM在计算机行业

的竞争优势就来源于其覆盖全球的强大的组织体

系 ,即其组织管理能力。全球价值链理论在分析战

略环节时 ,弱化了传统分析中的市场销售比重和利

润率等指标 ,采用了一些动态指标 (表 4列出了识

别战略环节的若干关键性指标 ) ,以此判断战略环

节的变化 ,更突出了产业的动态改善过程和发展的

治理理念。这对于企业适时调整战略和选择嵌入

全球价值链的切入点尤为重要。如汽车、电信等行

业的战略环节明显地向产品使用和维护等下游环

节转移 ,下游环节的增值呈现上升趋势。那么 ,企

业通过降低生产成本、经营主导产品、开发差异性

产品来维持竞争优势的传统战略就显示出局限性 ,

在这种情形下 ,企业 (尤其是对一些生产环节技术

壁垒较高行业的企业 )应积极开拓下游环节的增

值业务 ,如多元化的客户服务、提供产品本土化方

面的服务等 ,使其逐渐融入全球价值链之中。

表 4　全球价值链中识别战略环节的若干关键性指标

指 　标 比 　较 数据来源

价值链中

销售比重

并非一个强势指标 ,因为该指

标中无法规避原料部分的重

复买卖活动 ,因此缺乏有效影

响力

资 产 负

债表

价值链中

增值比重

因为反映了价值链的具体环

节部分 ,因此是一个衡量规模

的一个比较好的指标

企业调研

价值链中

利润比重

较好地反映了在价值链中的

竞争力 ,是一个反映价值链中

能力水平的好指标 ,但是高额

利润也可能来自对稀缺资源

的垄断 ,并且对下游加工环节

没有控制力

资产负债

表 , 通 常

只能收集

到企业对

外发布的

信 息 和

数据

价值链中

购买份额

一个很好的指标 ,特别是当购

买渠道多元化而非依赖领导

企业的时候 ,该指标更加有效

企业调研

掌握价值

链中核心

技术或具

备 独 特

能力

更适用于生产者驱动的价值

链 ,例如汽车产业
企业调研

拥有价值

链 中“市

场 标 识 ”

(品牌 )

在品牌标识显得重要的市场

中 ,该指标的优势更明显

企业调研

(品 牌 在

最终市场

的份额研

究 )

资料来源 : Andreas Stamm. Value Chains for Development Policy: Chal2

lenges for Trade Policy and the Promotion of Econom ic Development

[ K]. IDS Bulletin, 2004。

五、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模式
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来研究的产业升级 ,指的

是价值链之中或尚未嵌入的企业通过嵌入价值链

获取技术进步和市场联系 ,从而提高竞争力 ,进入

到增加值更高的活动中。升级过程包括各个价值

环节内在属性和外在组合两个方面的变动 ,这两方

面都连接在同一链条之中或不同链条之间。由于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功能环节

直接决定了其在该产业获得的附加价值 ,因此要想

改变在价值链中的被动局面 ,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必

须进行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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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p linsky(2000)认为升级就是制造更好的产

品、更有效地制造产品或者是从事需要更多技能的

活动。在此基础上 ,英国 Sussex大学创新研究小组

的学者们 (Humphrey, Schm itz, ctc. , 2000)提出了全

球价值链中的产业升级的四种模式 :工艺流程升级
(p 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 (p roduct upgrading)、

功能升级 ( functional upgrading)和链条升级 ( chain

upgrading) ,各升级模式的实践形式如表 5所示。
表 5　全球价值链各升级模式的实践形式

升级模式 实践形式

工 艺 流 程

升级

通过创新生产系统或引进先进技术 ,提高

价值链中加工流程的效率。

产品升级

通过引进新产品或改进已有产品比竞争

对手更有效率 ,移向更先进的生产线 (增

加单位价值 )。

功能升级

重新组合价值链中的环节 ,以提高经济活

动的附加值。获得新的功能或放弃已有

的功能 ,增加经济活动的技术含量。例如

从生产环节向设计环节和营销等利润丰

厚的环节跨越 ,改变企业自身在价值链中

所处的位置。

链条升级

从一条价值链跨越到一条新的、价值量高

的相关产业的价值链 ,企业把在一产业获

得的能力应用到另一个新的产业 ,或转向

一个新的全球价值链中。

资料来源 : Humphrey J, Schm itz H. Governance and Upgrading: L ink2

ing Industrial Cluster and GlobalValue Chain [ R ]. IDS Working Paper

120, B righton: 2000。

工艺流程升级是通过整合生产系统或者引入

先进技术含量较高的加工工艺 ,把投入更为高效率

地转化为产出 ,从而保持和强化对竞争对手的竞争

优势。比如传统制造业中计算机技术的使用就促

进了流程升级。产品升级是通过提升引进新产品

或改进已有产品的效率达到超越竞争对手的目的 ,

具体体现为从低附加值的低层次简单产品转向同

一产业中高附加值的更为复杂、精细的产品 ,比如

从衬衫到西服的升级。功能升级是通过重新组合

价值链中的环节来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升级方式 ,

企业从低附加值价值环节转向高附加值价值环节

的生产 ,更多地把握战略性价值环节。通常把从委

托加工到贴牌生产到自有品牌创造的转换看作是

功能升级的基本路径。链条升级是从一产业链条

转换到另外一条产业链条的升级方式。企业利用

在特定价值环节获取的竞争优势嵌入新的、更加有

利可图的全球价值链。普遍认为产业升级一般都

依循从工艺流程升级到产品升级再到产业功能升

级最后到价值链条升级这一规律。但应强调指出 ,

产业升级轨迹并不是完全依照这一规律不可改变

的 ,例如 ,当技术出现突破性创新时 ,升级轨迹可能

突破常规方式。另外 ,产业升级过程中有一点是可

以肯定的 ,就是随着产业升级的不断深化 ,附加价

值不断提升 ,参与价值链中实体经济活动的环节变

得越来越稀少 ,产业空心化程度也将不断提升。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 UN IDO, 2002 ) 在

2002—2003年度工业发展报告《通过创新和学习

来参与竞争 》( Competing Through Innovation and

Learning)中这样描述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机制 :

“全球价值链扩散功能和工艺流程为发展中国家

企业提供了改善各种能力的机会。对于发展中国

家的企业或企业集群而言 ,当务之急是将其融入更

广泛的系统中去。这就要求有步骤地采取行动 ,使

企业治理达到世界水准。另外 ,还必须通过有意识

的创新和学习获得必要的技术能力。鉴于未来获

得市场进入和先进技术的前景 ,上述努力是值得

的。”实际上 ,无论是采购者还是生产者驱动型价

值链 ,为了进入国际市场 ,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必

须获得初始技术能力。当地企业一旦进入全球价

值链 ,由供应联系所引发的学习效应就会出现。正

是因为这个原因 ,企业应进入全球价值链以改善其

技术能力 ,为价值链升级做好必要的准备。

总之 ,就产业升级的四个层次而言 ,无论哪个

层次 ,都意味着从劳动密集型价值环节转向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价值环节 ,从劳动密集型价值链条转向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价值链条 ,其过程都伴随着资本

深化。而资本深化总是意味着随着要素禀赋发生

变化 ,企业在技术选择的过程中不断地以资本代替

劳动 ,以进一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通常产业升级

遵循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部门间升级

的循序渐进过程 ,其渐进过程实质上体现了要素禀

赋的比较优势循序渐进的变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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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iew of the researches in to rela ted globa l va lue cha in theory
CHEN L iu2qin

(U rban Econom ic R esearch Institu te, Tianjin A cadem y of Social Science, T ianjin 300191, China)

Abstract: The isolation, reorganization and normal operation and so on of each link of global value chain are accomp lished by

the p romotion of p roducers and purchasers. W ith the further deepening of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value chain becomesmore com2
p lex and inner links are continuing to increase. A t this time, the p romotion of the whole value chain gain by raising single link ef2
ficiency in the value chain is very much lim ited, thus, the activity of each link in the value chain needs to be systematically coor2
dinated so that the whole value chain has competence.

Keywords: value chain; global value chain; management mode; industry upg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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