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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会缩小
还是扩大地区差距?

———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的反向影响

王彦芳

(江南大学 商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摇 要: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进口(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以

促进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进而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出口(后向关联)
融入全球价值链通常会促使生产要素向发达地区集聚,进而产生经济极化效应并扩大地区差

距;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反向作用受到地区经济贸易水平和结构以及制

度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因而在经济实践中表现出地区、贸易伙伴、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异质性。
以 2000—2013 年中国 30 个省级区域为研究样本,采用各地区地级市夜间灯光亮度的基尼系数

衡量地区差距,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度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分析表明:整体上看,中间

品前向关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中间品后向关联促使地区差距扩大;前向关联的经济扩散

效应主要体现在东部省份,且得益于从 OECD 国家进口中间品;后向关联的经济极化效应则只

在中部省份显著存在,且主要源自对非 OECD 国家出口中间品;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

地区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越明显。 因此,应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

间布局,适当增加从发达国家的高质量中间品进口,推动中间品出口扩张从“集约边际冶向“广

延边际冶转变,加快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以形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的联动机制,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关键词:中间品贸易;前向关联;后向关联;地区差距;全球价值链;扩散效应;极化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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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新贸易保护主义等的冲击导致国际产业链供应

链循环受阻,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深度解构与重塑。 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要加快构

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构建国内大循环新格局,要从供给层

面着力培育高质量、高效率的投入产出关系,从需求层面加快培育完整的内需体系、提升消费层次(刘志

彪,2020) [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其中,区域经济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矛盾凸显(李兰冰 等,
2020) [2],而供给能力和需求层次的地区差异过大将不利于国内大循环的升级和完善。 因此,有效缩小

地区差距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是密不可分的。 基于中间品贸易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刻

影响着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与区位选择(Grossman et al,1991;Halpern et al,2015;常冉

等,2021) [3鄄5]。 改革开放后,中国相对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以代工方式率先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主要从事低创新、低附加值生产环节(裴长洪,2013) [6];而中西部地区与海外市场的联系较弱,主要通过

将资源和劳动力要素输送给东部地区间接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 在此过程中,东部地区“大进大出冶
“两头在外冶的外循环经济模式不但不利于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提升,而且也不利于国内经济发

展质量的提升,并进一步扩大了地区差距。 可见,一方面,地区差距的存在导致不同地区融入全球价值

链的方式和程度不同;另一方面,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地区差异又会带来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演变,进而

改变地区差距。 因此,缩小地区差距不仅要畅通国内大循环,而且要升级国际循环,通过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来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基于此,深入研究地区生产融入全球价值链体系会对地区差距产生

怎样的影响及其机制和路径,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于国际分工影响地区差距的研究可以追溯至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如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

论以及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分工日益深化和细化,国
际贸易持续增长并趋于多样化,中间品贸易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点领域和热点问题。 关于中

间品贸易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对企业生产效率和技术研发的溢出效应( Amiti et al,2007;田巍 等,
2014;谢谦 等,2021) [7鄄9] 以及对就业、产品种类和贸易增长等的积极作用( Goldberg et al,2010;
Feng et al,2016;周申 等,2020) [10鄄12] 。 一些文献考察了这些溢出效应或积极作用的地区差异(毛

其淋 等,2016;耿晔强 等,2018) [13鄄14] ,但鲜见从中间品关联的角度考察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地区经

济差距的影响的研究。 此外,相关研究对中国通过中间品关联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定量测度相对粗

略,大多停留在国家层面或八大区域层面(程大中,2015;彭支伟 等,2017) [15鄄16] ,缺乏省级区域层

面及城市层面的更为细致的分析。
有鉴于此,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析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影响地

区差距的机理及其异质性,并采用中国省级区域的数据进项实证检验,以期有助于探索地区生产深度融

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并为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参考。 较之

于已有研究,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一是基于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的区别,区分了中间品前向关联

与后向关联,分别探讨了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扩散效应和通过中间品

后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极化效应,进而得出中间品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具有反向

影响的结论;二是从地区差异、贸易伙伴差异、制度环境差异等方面,分析了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影响

地区差距的异质性;三是测算了中国 30 个省级区域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从省域层面考察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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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采用夜间灯光亮度数据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差距。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会对地区差距产生怎样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中间品关联

会带来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还是聚集。 若其促进了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则有利于发达地区通过扩散

效应带动落后地区发展,进而缩小地区差距;相反,若其促进了经济活动的空间聚集,则会强化发达地区

的经济优势,并通过聚集效应扩大地区差距。 进口贸易与出口贸易对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具有显著不

同的影响,因而通过中间品进口的前向关联与通过中间品出口的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可能存在

显著差异,甚至是反向的;不同资源禀赋、不同发展阶段和水平的地区不但在经济结构、发展方式等方面

显著不同,而且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也具有不同的优势和地位,导致中间品贸易的经济效应存在区域异

质性,进而使中间品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可能因地区的不同及贸易伙伴的不同而不同;此外,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中间品贸易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还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尤其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

利于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进而可能强化中间品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效应。
从通过中间品进口的前向关联来看: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进口中间品是获得发达国家技术

溢出的主要渠道(Eaton et al,2002) [17]。 进口的中间品包含了国外的研发投入和先进技术,具有较高的

质量水平。 进口企业不仅可以汲取中间品中蕴含的知识、信息、核心技术等创新资源,用于提升产品质

量(Bas et al,2015) [18],而且可以通过模仿、创新将其内化,实现外部技术转移和内部生产率水平的提

升。 由于技术模仿的溢出效应具有边际递减的特征(张平 等,2018) [19],中间品前向关联对于欠发达地

区产出的边际贡献要高于发达地区,这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此外,从我国的实际来看,较发达地区的

中间品进口多是外商投资企业主导的,且以满足加工贸易出口为主(李瑞琴 等,2018) [20],在一定程度上

弱化了其带来的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向心力;而在欠发达地区中间品进口通常以一般贸易模式为主的,
其正外部性和知识溢出效应更强,进而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 可见,中间品进口贸易产生的技术溢出等

正外部性会促使地区经济活动呈现扩散态势,从而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1:地区生

产通过中间品进口的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从通过中间品出口的后向关联来看:基于新经济地理理论,中间品出口集约边际的快速扩张会强化

本地市场效应,促使出口企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由此形成的经济集聚则会对边缘地区的生产要素产

生“虹吸效应冶。 同时,在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往往以廉价劳动优势融入全球价

值链,在产品生产和产业链分工中只能处于低附加值环节(盛斌 等,2018) [21]。 中间品出口成为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承接发达国家非核心生产环节外包的主要形式,不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中

间品获得高端技术溢出(陈爱贞 等,2015) [22],而且价值链低端嵌入也使技术本地溢出受阻,进一步加剧

了经济极化态势。 可见,中间品出口贸易可能强化本地市场效应,限制“出口学习冶的技术溢出,加剧经

济活动的空间集聚,从而扩大地区差距。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2:地区生产通过中间品出口的后向关联

融入全球价值链会扩大地区差距。
关于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影响地区差异的异质性,本文主要考察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地区异质性。 各地区的贸易模式、技术吸收能力以及经济和贸易活动的空间分布等存在较

大差异,并可能导致不同地区通过中间品贸易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其地区差距的影响存在差异,甚至有

可能是相反的。 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关联为例:东部较发达地区从事以中间品进口

为特征的加工贸易活动 (周记顺 等,2020) [23] ,且通常具有较强的技术吸收能力 (宋旭光 等,
2018) [24] ,这有利于发挥中间品前向关联的技术溢出效应;而中西部地区通过中间品贸易融入全球价

值链的参与度相对较低,且贸易分布存在明显的空间集中性,不利于发挥中间品关联的经济扩散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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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故而,东部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关联可能显著缩小地区差距,而中西部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关联可能

并不会有效缩小地区差距。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3:不同的地区通过中间品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对

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二是贸易伙伴异质性。 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进行中间品贸易,在贸易产品、贸易方式及贸易规模上

都有显著的差别,带来的经济效应也会显著不同。 比如,一般来讲,从发达国家和地区进口的中间品具

有更高的技术含量,更有利于实现“进口中学习冶(张杰,2020) [25],从而能更有效地缩小地区经济差距。
此外,中国通过低端代工方式承接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实现了全球价值链的纵向分工,但也弱化了国内

的产业关联效应(黄繁华 等,2020) [26],而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贸易则存在明显的竞争性与相

似性。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4:与不同贸易伙伴的中间品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具有差异性。
三是制度环境异质性。 新经济地理学派将制度环境视为外生变量(Krugman,1991) [27],实际上,基

于规模经济形成的“核心—外围冶发展模式是以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前提的,而制度环境是影响生产要

素跨区域流动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时也是企业投资决策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潘爱玲 等,2021) [28]。 良

好的制度环境可以减少资本、劳动、技术等要素的流动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有利于

激发生产与创新的积极性(钱雪松 等,2018) [29]。 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要素和产品的流动自由,资源

配置效率越高,经济扩散或聚集的效应越明显,进而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也就越

大。 随着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与深化,制度环境不断完善,但由于社会文化、产业结构与自然环

境等方面的差异,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依然存在较大差异。 据此,本文提出假说 H5:通过中间品关联融

入全球价值链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会因各地区制度环境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1. 模型设定

摇 摇 为实证检验中国各地区(省级区域)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会对其内部地区差距

产生怎样的影响,本文以样本地区内各地级市之间的“地区差距冶为被解释变量,以反映各地区生产通过

中间品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程度的“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冶和“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冶为核心解释变量,
并借鉴相关研究纳入可能影响地区差距的主要因素为控制变量 (刘修岩 等,2017;吕承超 等,
2020) [30鄄31],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Ginip,t =琢0+琢1Rfw_intp,t+琢2Rbw_intp,t+琢3Xp,t+滋p+啄t+着p,t 摇 摇 摇 摇
其中,下标 p 代表地区,t 代表年份;Gini 为“地区差距冶,Rfw_int 和 Rbw_int 分别为地区“中间品前向

关联指数冶和“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冶;X 为控制变量,包括“对外开放水平冶“外商直接投资冶“物质资本

投入冶“政府干预程度冶“人力资本水平冶“市场一体化指数冶“交通基础设施冶和“金融发展水平冶;琢0为常

数项,滋p和啄t分别为不可观测的个体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着p,t为随机干扰项。

2. “地区差距冶的测度

本文采用样本地区内各地级市夜间灯光亮度的基尼系数来衡量“地区差距(Gini)冶,并用其泰尔指

数“地区差距(Theil)冶和阿特金森指数“地区差距(Atkinson)冶以及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数“地区差距

(PGini)冶进行稳健性检验。 夜间灯光亮度可以较好地反映城市人口聚集和经济繁华程度,其基尼系数

能够较为客观地刻画地区差距。 夜间灯光亮度的测算数据来自 DMSP鄄OLS ( Defense Meteorological
Satellite Program鄄Operational Linescan System)的灯光影像数据库,该数据库由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

局(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NOAA)的国家地理数据中心(National Geophys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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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Center,NGDC)定期发布,截至目前共有 34 期淤,每期均包括三种灯光影像,其中稳定灯光影像因其

良好特性而常被用于度量区域经济活动。 由于同一年份不同卫星的影像数据存在差异,加上灯光像元

(Digital Number,DN)值饱和导致的“天花板冶约束以及同一卫星不同时相的灯光影像数据差异明显等问

题,需要选取灯光强度分布均匀、DN 值浮动范围广、变化相对稳定的区域作为不变目标区域对其他区域

进行相互矫正、饱和矫正以及连续性矫正(Elvidge et al,2009;Liu et al,2012) [32鄄33]。 本文借鉴曹子阳等

(2015)的做法[34],选取中国鹤岗(F162006)作为不变目标区域,运用幂数方程进行修正以消除饱和值的

约束,对修正后的复合灯光影像数据进行连续性矫正:

DNr,t =
摇 0摇 摇 摇 摇 摇 当DNFs

r,t =0 或 DNFq
r,t =0摇

(DNFs
r,t+DNFq

r,t) / 2摇 摇 摇 摇 摇 其他{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进一步根据 Liu 等(2012)提出的异常波动假设剔除异常值[3 3 ]:

DNr,t =

摇 0摇 摇 摇 摇 摇 当DNr,t+1 =0,

摇 DNr,t-1 摇 摇 摇 当DNr,t+1>0 且 DNr,t-1>DNr,t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DNr,t 摇 摇 摇 摇 其他

ì

î

í

ï
ï

ïï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其中,DNr,t表示校正后的 DN 值,DNFs

r,t和DNFq
r,t分别表示 t 年由 Fs 和 Fq 卫星拍摄的影像中 r 区域的

DN 值。 经过矫正后,将区域内各栅格的 DN 修正值加总,即可得到样本地级市的夜间灯光亮度数据,然
后用夜间灯光亮度均值(DN 总值除以栅格数)测算各地区的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地区差距的指标:

Ginipt =
1

2 NLTpt

移
n

i
移

n

j

| NLT jt - NLTit |
n(n - 1)

其中,NLTpt为 t 年 p 地区的灯光亮度均值,NLT j和NLTi分别为该地区内 j 城市和 i 城市的夜间灯光亮

度均值,n 为该地区内地级市的数量。 基尼系数的取值介于 0 和 1 之间,越接近于 0 表示地区差距越小,
越接近于 1 表示地区差距越大。

3.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冶和“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冶的测度

首先,基于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中国各产业部门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水

平。 以某一年为例,在非竞争型世界投入产出表中,假设有 n 个经济体( s,t = 1,2,…,n,以上标表示)m
个部门( i,j=1,2,…,m,以下标表示)。 为简化分析,将 n 个经济体归并为 2 个经济体,即中国(CHN)和
其他经济体(ROW),上标分别为 c 和 r,则跨国投入产出关系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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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s表示 s 国(地区)总产出的 m伊1 列向量,ys表示 s 国(地区)最终需求的 m伊1 列向量,zst表示 t
国(地区)对 s 国(地区)m伊m 的中间投入需求矩阵;当 s= t 时,zss或ztt表示一国(地区)内部产品的中间投

入矩阵,中间品需求与最终品需求之和即为总产出。 根据研究目的,运用中国对其他经济体的中间品出

口供给( zcr)及进口需求( zrc)构建中间品关联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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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个别年份存在两颗卫星同时记录的复合影像,如 F101994 与 F121994、F121997 与 F141997、F121998 与 F141998、
F121999 与 F141999、 F142000 与 F152000、 F142001 与 F152001、 F142002 与 F152002、 F142003 与 F152003、 F152004 与

F162004、F152005 与 F162005、F152006 与 F162006、F152007 与 F16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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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照 Krishna 和 Senses(2014)的做法[3 5 ],选取中间品进出口贸易渗透指数(分别记为 Imshare_int 和
Exshare_int)对中间品关联矩阵进行赋权,并加入时间维度(下标为 t),计算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

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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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fw_intt和bw_intt分别为 t 时点中国各产业部门与其他经济体各产业部门之间的中间品前向和

后向关联矩阵,将两个矩阵分别进行行向加总,可得到 i 部门 t 时点的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

fw_intit = 移
m

j
w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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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w_intit = 移
m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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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考察地区(省级区域)层面的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水平,参照 Autor 等(2013)的做

法[ 36 ] ,将各地区视为通勤区,运用 p 地区 i 部门从业人员占全国 i 部门从业人员的比重( L i,p,t / L i,t)及
p 地区从业人员占全国从业人员的比重( Lp,t / L t)进行赋权,测算各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

数:摇

Rfw_intp,t = 移
i

SRfw_inti,p,t = 移
i

Li,p,t / Li,
( )

t Lp,t / L( )
t fw_inti,t 摇 摇

Rbw_intp,t = 移
i

SRbw_inti,p,t = 移
i

Li,p,t / Li,
( )

t Lp,t / L( )
t bw_inti,t 摇

其中,Li,p,t表示 p 省 i 部门 t 时点的从业人员,Li,t为 t 时点全国 i 部门的总从业人员,Lp,t表示 t 时点 p
省所有行业的从业人员,Lt为 t 时点全国所有行业的从业人员数。 将就业比重与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相

乘得到各地区各部门的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SRfw_inti,p,t,SRbw_inti,p,t),然后分别经部门汇总,最终得

到该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Rfw_intp,t,Rbw_intp,t)。 测算结果显示,各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关

联水平较低,但产业分布较为多元化,其中对科学研发、医药制品及电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进口增长

显著;中间品后向关联水平较高的行业多为劳动、资源型密集部门,如基础金属、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和

纺织服装业等,且以东部和中部省市为主,中间品出口增长更多地表现为集约边际扩张。 上述结论与相

关研究的结果大体一致(彭支伟 等,2017) [1 6 ]。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4. 样本选择、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在样本选择上尽可能多地利用相关数据的时间维度和截面维度的信息,同时保持数据统计口

径的一致性。 由于 NOAA 发布的夜间灯光数据仅更新至 2013 年,借鉴大部分相关研究的做法(邓仲良

等,2020;潘竟虎 等,2021) [ 37鄄38 ],将考察时间调整为 2000—2013 年。 同时,基于统计数据的可获得性,
选取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和西藏自治区外的 30 个省区市为研究样本。

除夜间灯光数据以外,本文还采用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orld Input鄄Output Database,WIOD)
2016 年发布的 2000—2014 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其涵盖 43 个国家和地区、56 个部门。 中国各地区、
各部门的从业人员数据来自相应年度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 由于国内的统计

数据按照 GB / T 4754—2011 标准划分行业,而 WIOD 数据按照国际标准 ISIC Rev郾 4 分类,为保持部门划

分口径的一致和对应,借鉴 Upward 等(2013)的做法[3 9 ],利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国际标准产业分

类》的对照表,统一按照 ISIC Rev郾 4 标准将国内部门细分为 56 个部门,进而计算 30 个省区市各部门的

就业人员比重。 各地级市的人均 GDP 数据来自相应年度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除了上述核心变量以外,控制变量的测度方法如下:“对外开放水平冶用进出口贸易额占 GDP 的比

重衡量;“外商直接投资冶用 FDI 与 GDP 的比值衡量;“物质资本投入冶用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的比重衡

量;“政府干预程度冶用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来衡量;“人力资本水平冶 用 6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

育年限来衡量(严成樑 等,2013) [ 40 ]淤;“市场一体化指数冶采用市场分割程度指数的倒数的平方根来衡

量(盛斌 等,2011) [4 1 ];“交通基础设施冶用公路密度与铁路密度之和衡量,其中,公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

里公路营运里程,铁路密度为每百平方公里铁路营运里程;“金融发展水平冶用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与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衡量。 相关数据均来自相应年度各省区市的统计年鉴及《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
《中国金融年鉴》。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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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受教育程度包括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对应的教育年限分别为 6 年、9 年、12 和 16 年,用受各类教育人口

占总人口的比例乘以各类教育对应的教育年限计算平均受教育年限。



表 1摇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摇 量 样本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地区差距(Gini) 364 0郾 165 7 0郾 068 5 0郾 049 4 0郾 456 6

地区差距(Theil) 364 0郾 054 1 0郾 056 9 0郾 004 2 0郾 356 3

地区差距(Atkinson) 364 0郾 091 3 0郾 075 2 0郾 008 6 0郾 460 7

地区差距(PGini) 364 0郾 105 2 0郾 051 1 0郾 027 0 0郾 336 4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 420 0郾 178 3 0郾 101 9 0郾 053 6 0郾 652 1

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 420 0郾 050 6 0郾 016 9 0郾 021 7 0郾 100 7

对外开放水平 420 0郾 198 7 0郾 240 0 0郾 019 0 1郾 526 6

外商直接投资 420 0郾 004 5 0郾 005 7 0郾 000 5 0郾 057 1

物质资本投入 420 0郾 531 6 0郾 184 3 0郾 253 6 1郾 112 6

政府干预程度 420 0郾 181 7 0郾 081 9 0郾 069 1 0郾 612 1

人力资本水平 420 0郾 295 9 0郾 295 7 0郾 067 1 2郾 483 5

市场一体化指数 420 27郾 943 07 9郾 702 296 10郾 102 73 58郾 659 65

交通基础设施 420 5郾 030 893 3郾 350 298 0郾 23 15郾 265

金融发展水平 420 1郾 265 746 0郾 435 179 5 0郾 713 392 3郾 411 12

四、实证分析结果

1. 基准回归分析

摇 摇 运用 Stata 软件进行面板估计,考察地区中间品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 2 所示。
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优于随机效应,似然比(LR)检验结果显示纳入控制变量的模型

(2)和(4)优于仅考虑核心解释变量的模型(1)和(3),而且同时纳入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的模型

(6)拟合效果更好。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冶的估计系数为负,“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冶的估计系数为正,
且均通过了显著水平为 1%的统计检验,表明通过中间品进口的前向关联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有助于缩

小地区差距,而通过中间品出口的后向关联嵌入全球价值链体系则会扩大地区差距,研究假说 H1 和 H2
得到验证。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显示:“对外开放水平冶“外商直接投资冶“交通基础设施冶和“金融发展水平冶的
估计系数为正,“人力资本水平冶和“市场一体化指数冶的估计系数为负,但在统计上均不显著;“物质资

本投资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扩大了地区差距,表明在样本期间样本地区固

定资产投资的空间布局和投资回报率具有非平衡性,不利于区域协调发展,这也与相关研究的估计结果

一致;“政府干预程度冶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表明在样本期

间,随着分税制改革的深化(尤其 2004 年之后)地区财政支出偏向欠发达地区,有效促进了区域经济的

协调发展。

2. 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三种方法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见表 3):一是选取不同的指标测度被解释变量,即
用夜间灯光亮度的泰尔指数和阿特金森指数以及人均 GDP 的基尼系数替代夜间灯光亮度的基尼系数,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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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进行估计;二是变更核心解释变量,即用滞后一期( t鄄1)的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替代当期数据

进行检验;三是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进行回归估计,由于被解释变量为介于 0 和 1 之间的截尾数据,因
而采用 Tobit 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 各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冶的估计系数均显著

为负,“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冶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本文的分析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 2摇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变摇 量 (1) (2) (3) (4) (5) (6)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
-0郾 068*** -0郾 080*** -0郾 066*** -0郾 081***

(-3郾 425) (-3郾 568) (-3郾 421) (-3郾 671)

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
0郾 750*** 0郾 664*** 0郾 737*** 0郾 675***

(3郾 802) (3郾 135) (3郾 797) (3郾 251)

对外开放水平
0郾 051*** 0郾 027 0郾 028

(2郾 792) (1郾 387) (1郾 472)

外商直接投资
0郾 155 0郾 118 0郾 188

(0郾 730) (0郾 555) (0郾 897)

物质资本投入
0郾 047*** 0郾 035*** 0郾 047***

(4郾 194) (3郾 258) (4郾 257)

政府干预程度
-0郾 067** -0郾 110*** -0郾 067**

(-2郾 106) (-3郾 716) (-2郾 153)

人力资本水平
-0郾 010 -0郾 009 -0郾 011

(-1郾 027) (-0郾 921) (-1郾 093)

市场一体化指数

(取自然对数)

-0郾 007 -0郾 007 -0郾 007

(-1郾 293) (-1郾 285) (-1郾 335)

交通基础设施

(取自然对数)

0郾 004 0郾 006 0郾 005

(0郾 718) (1郾 165) (0郾 938)

金融发展水平
0郾 008 0郾 010 0郾 003

(0郾 747) (1郾 015) (0郾 260)

常数项摇
0郾 167*** 0郾 183*** 0郾 128*** 0郾 154*** 0郾 140*** 0郾 160***

(38郾 620) (9郾 302) (16郾 291) (7郾 376) (16郾 524) (7郾 818)

Hausman 检验 27郾 57*** 39郾 11*** 5郾 58* 28郾 88*** 19郾 67*** 37郾 17***

LR 检验 46郾 01*** 12郾 01*** 43郾 07*** 15郾 25*** 30郾 11*** 37郾 18***

样本数 364 364 364 364 364 364

Adj鄄R2 0郾 290 0郾 354 0郾 296 0郾 348 0郾 321 0郾 375

Log Likelihood 1 058郾 222 1 075郾 218 1 059郾 692 1 073郾 603 1 066郾 171 1 081郾 225

摇 摇 注:括号数值为 t 值, *、**和 ***分别表示在 10% 、5% 和 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各模型均控制了时间固定

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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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摇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摇 量
地区差距

(Theil)
地区差距

(Atkinson)
地区差距

(PGini)
( t鄄1) Tobit

中间品前向

关联指数

-0郾 089*** -0郾 130*** -0郾 068*** -0郾 061*** -0郾 069***

(-5郾 498) (-5郾 647) (-4郾 223) (-2郾 758) (-3郾 281)
中间品后

向关联指数

0郾 260* 0郾 967*** 0郾 539*** 0郾 710*** 0郾 693***

(1郾 706) (4郾 471) (3郾 545) (3郾 386) (3郾 491)
样本数 364 364 364 312 364
Adj鄄R2 0郾 360 0郾 364 0郾 381 0郾 383 —
Log Likelihood 1 193郾 529 1 066郾 615 1 195郾 032 972郾 472 992郾 422

摇 摇 摇 摇 注:各模型均控制了控制变量(限于篇幅,估计结果略,备索),下表同。

3. 内生性检验

为尽可能地排除不可观测的因素的影响,上述估计中均加入了时间和地区固定效应及控制变量,以
缓解内生性问题。 然而,地区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影响中间品的出口供给及进口需求,导致地区差距

与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 对此,本文借鉴 Autor 等(2013)的做法[ 36 ],以其

他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的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为工具变量(分别记为 IVRfw_ int 和

IVRbw_int)淤进行内生性检验。 目前,应用较为普遍的工具变量法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其估计

结果有效的前提假定是球型扰动项(Spherical Disturbance);但如果扰动项不满足“同方差冶或“无自相

关冶假定时,更为有效的方法是系统广义矩法(System 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SGMM)(陆静 等,
2013) [4 2 ]。 鉴于此,本文同时采用 2SLS 和最优 SGMM 进行工具变量检验。

如表 4 所示,2SLS 第一阶段中工具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多显著,KP F鄄statistic 统计值为 37郾 06 且在

1%的统计水平上拒绝了存在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 又因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个数相同,故不必考虑

存在过度识别的问题。 在 SGMM 模型中,Arrellano鄄Bond 残差序列自相关检验显示 AR(1) <0郾 1 而 AR
(2)>0郾 1,表明接受一阶自相关假定而拒绝二阶或更高阶自相关;Sargan 检验 P 值显示无法拒绝工具变

量有效的原假设,即 SGMM 估计结果是有效的。 无论是在 2SLS 模型还是在 GMM 模型中,“中间品前向

关联指数冶和“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冶的估计系数与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且统计显著性较

高,说明上述结论是稳健的,且基准模型的设定不存在严重的内生性问题。 此外,本文还进行了面板格

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略,备索),结果表明“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冶和“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冶均
是“地区差距冶的 Granger 原因,而“地区差距冶并非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的 Granger 原因,进一步

表明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与地区差距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反向因果关系。

4. 异质性分析

(1)地区异质性

将样本地区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子样本于,分别进行基准模型检验,估计结果见表 5。 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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淤

于

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三个金砖国家看作一个整体,根据前述方法计算其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同样通过就业人员比

重将国家层面的关联指数分解到省级层面,得到 IVRfw_int 和 IVRbw_int。
其中,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

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广西、青海、宁夏、新疆。



部省份通过中间品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有利于缩小地区内部差距,而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

为负但不显著;中部省份通过中间品后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扩大了地区差距,而前向关联对地区差距

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西部省份通过中间品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扩大了地区差距,而后向关联对地

区差距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 可见,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影响均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异

质性,研究假说 H3 得到验证。 如前所述,东部地区的中间品贸易具有“两头在外冶“大进大出冶的外延式

发展特征,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得到较为充分的发挥,并弱化了经济发展的极化效应,有利于缩

小地区内部差距;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地区与国外市场的联系较弱,且中部比西部具有更高的要素和

产品流动性,强化了中部地区中间品后向关联的经济集聚效应;西部地区的中间品进口贸易高度集中在

相对发达的省会城市,贸易活动的不均衡产生极化效应进而扩大了地区差距,而其中间品后向关联以能

源资源出口为主,极化效应不明显。

表 4摇 工具变量估计结果

变摇 量 OLS SGMM
2SLS:第一阶段

Rfw_int Rbw_int

IVRfw_int 1郾 347***(4郾 30) 0郾 200***(5郾 34)

IVRbw_int -0郾 713***(-6郾 88) 0郾 414**(2郾 16)

KP F鄄Statistic 37郾 06***

第二阶段:地区差距(Gini)

地区差距(Gini)滞后一期 0郾 754***(7郾 67)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 -0郾 080***(-3郾 66) -0郾 039***(-2郾 41) -0郾 079***(-3郾 27)

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 0郾 585***(2郾 79) 0郾 109*(1郾 97) 0郾 145***(3郾 38)

AR(1) 0郾 004 3

AR(2) 0郾 636 6

Sargan 检验 1

样本数 364 338 364

表 5摇 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摇 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 -0郾 091***(-3郾 024) -0郾 062(-1郾 315) 0郾 179*(1郾 962)

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 -0郾 291(-1郾 068) 1郾 539***(4郾 405) -0郾 513(-0郾 839)

样本数 112 112 140

Adj鄄R2 0郾 723 0郾 748 0郾 340

(2)贸易伙伴异质性

将中国中间品进出口贸易伙伴按照 OECD 国家(主要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
和非 OECD 国家(主要包括俄罗斯、巴西、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分组,分别进行基准模型检

验,估计结果见表 6,其中,模型(1)和(2)分别对中间品后向关联和前向关联进行贸易伙伴的区分,模型

(3)则同时区分了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 “对 OECD 前向关联指数冶的估计系数为负,而“对非 OECD 后

向关联指数冶的估计系数为正,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非 OECD 前向关联指数冶的估计系数为正,而
11

王彦芳: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会缩小还是扩大地区差距?



“对 OECD 后向关联指数冶的估计系数为负,但显著性不稳定。 上述估计结果验证了研究假说 H4,同时

也表明:样本地区与 OECD 国家的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了地区差距,而与非 OECD 国家的中间品后向关

联扩大了地区差距;而且,中间品前向关联整体上对地区差距的缩小作用主要源自从 OECD 国家进口中

间品,中间品后向关联整体上对地区差距的扩大作用则主要源自对非 OECD 国家的中间品出口。 其原

因可能在于:一方面,相比于非 OECD 国家,从 OECD 国家进口的中间品具有更高的质量和技术水平,由
此而带来的知识溢出效应有助于形成经济活动的空间扩散;另一方面,对非 OECD 国家的中间品出口大

多属于差异性较小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这种低成本导向下的出口扩张带来的“出口学习冶效应有

限,并会促使出口企业低端集聚,产生极化效应,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

表 6摇 贸易伙伴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摇 量 (1) (2) (3)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 -0郾 011(-0郾 372)

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 0郾 575***(2郾 665)

对 OECD 前向关联指数 -0郾 410***(-2郾 978) -0郾 199**(-2郾 244)

对非 OECD 前向关联指数 1郾 516*(1郾 712) 1郾 078(1郾 224)

对 OECD 后向关联指数 -0郾 199**(-2郾 301) -0郾 183(-1郾 218)

对非 OECD 后向关联指数 2郾 607***(4郾 067) 2郾 492***(3郾 731)

样本数 364 364 364

Adj鄄R2 0郾 400 0郾 381 0郾 403

(3)制度环境异质性

在经济体制市场化转轨过程中,由于经济结构、发展水平与资源禀赋等方面的不同,各地区的制度

环境存在较大差异,而制度差异可能使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间品贸易对地区差距产生不同的效应。 市

场化水平越高,说明制度环境越好(孙铮 等,2005) [4 3 ]。 考虑到中间品既是产品又是生产要素,本文重

点关注产品市场化和要素市场化两方面,并采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6)》中的相应数据来

衡量样本地区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 具体估计时,在基准模型之上加入“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冶“要素市

场发育程度冶及其与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指数的交互项,进行分别检验。 为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在
估计之前均采用极值法对交互项进行标准化处理。 模型估计结果如表 6 所示。 模型(1)和(2)分别纳入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冶和“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冶与“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冶的交互项,模型(3)同时纳入

两个交互项;同样地,模型(4)和(5)分别纳入“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冶和“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冶与“要素

市场发育程度冶的交互项,模型(6)同时纳入两个交互项。
分析结果显示,“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冶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冶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中间品前向

关联指数冶与“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冶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冶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但“中间品

后向关联指数冶与“产品市场发育程度冶和“要素市场发育程度冶的交互项的估计结果不稳定且大多不显

著。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有利于地区差距的缩小;在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

度越高的地区,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作用越明显,但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对中间品

后向关联的地区差距效应的影响不显著。 研究假设 H5 得到部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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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摇 制度环境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
-0郾 071** -0郾 048** -0郾 073** -0郾 103*** -0郾 071*** -0郾 108***

(-2郾 580) (-2郾 029) (-2郾 535) (-4郾 679) (-3郾 199) (-4郾 558)

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
0郾 699*** 0郾 636*** 0郾 706*** 0郾 495** 0郾 608*** 0郾 497**

(3郾 381) (3郾 109) (3郾 374) (2郾 414) (2郾 926) (2郾 418)

产品市场发育程度
-0郾 005*** -0郾 005*** -0郾 005***

(-3郾 714) (-3郾 584) (-3郾 580)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0郾 003*** -0郾 002** -0郾 003**

(-2郾 657) (-2郾 126) (-2郾 526)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伊
产品市场发育程度

-0郾 010* -0郾 011**

(-1郾 713) (-2郾 517)

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伊
产品市场发育程度

-0郾 029 0郾 010

(-0郾 825) (0郾 237)

中间品前向关联指数伊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0郾 036*** -0郾 040***

(-4郾 676) (-3郾 847)

中间品后向关联指数伊
要素市场发育程度

-0郾 090*** 0郾 026

(-2郾 657) (0郾 587)

样本数 364 364 364 364 364 364

Adj鄄R2 0郾 403 0郾 399 0郾 404 0郾 419 0郾 392 0郾 419

五、结论与启示

从理论上讲,对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而言,通过中间品进口的前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不但可以

优化地区中间品供给结构,降低中间品生产成本和效率,而且还能够通过技术溢出效应等促进经济活动

的空间扩散,进而缩小地区差距;通过中间品出口的后向关联融入全球价值链,虽然可以增强地区中间

品供给能力,促进地区经济增长,但也可能通过极化效应等强化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进而扩大地区差

距。 地区生产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对地区差距的反向效应,受到地区经济和贸易发展水平及结构、制度

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因而,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实践中具有异质性表现。 以 2000—2013
年中国 30 个省级区域为样本的经验分析表明:整体上看,中间品前向关联有利于缩小地区差距,而中间

品后向关联会扩大地区差距;从地区异质性来看,中间品前向关联显著缩小了东部省份的地区差距,但
扩大了西部省份的地区差异,而后向关联扩大地区差距的作用仅在中部省份显著存在;从贸易伙伴的异

质性来看,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积极效应主要得益于从 OECD 国家进口中间品,中间品后向

关联扩大地区差距的消极作用主要源自对非 OECD 国家出口中间品;从制度环境的异质性来看,产品和

要素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中间品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效应越明显,但产品和要素市场化程度对

后向关联影响地区差距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缩小地区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既是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和有效路径,也是新发

展格局的目标要求之一,因而需要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和升级国际循环来促进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优

化。 中间品贸易是地区生产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路径和手段,不但会直接作用于地区经济增长

效率和结构,还会影响经济活动的空间布局,因此,应积极发展和改善各地区的中间品前向和后向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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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联动机制。 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构建双循环新发

展格局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中间品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积极作用,提升国内需求结构和消费层次,加
快从“世界工厂冶向“世界市场冶的转变。 具体而言:

一是要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水平,优化中间品贸易的产品结构和空间布局,适当增加从 OECD 等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质量中间品进口,进一步发挥前向关联缩小地区差距的积极作用。 二是要促使中

间品出口贸易扩张从“集约边际冶向“广延边际冶转变,推进加工贸易由“体外循环冶向“体内循环冶过渡,
形成中间品“出口学习冶效应,促进地区经济“溢出式冶发展。 一方面,可积极推进“互联网+加工贸易冶的
深度融合,引导国内出口加工企业承接品牌设计、技术研发等高附加值环节;另一方面,注重吸引大型跨

国公司将关键零部件及机械设备等重要生产环节转入,以延长和优化产业链条,培育和拓展国内价值链

体系,这不仅有利于改善中间品出口结构,还有利于国内地区间的分工协作。 三是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优化重塑地区竞争力的内生制度环境。 加快产品和要素市场化改革进程,破除地方保护与市场分

割,构建统一高效的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畅通国内大循环。 此外,还应通过治理主体、治理规

则多元化促进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的协同升级,实现各地区高质量的充分发展和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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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Deep Integration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Narrow
or Widen Regional Gaps?: Reverse Impacts of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 of Intermediate Inputs

WANG Yan鄄fang
(Business School,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Jiangsu, China)

Abstract: The technological spillover effect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al production through intermediate
import (forward linkage)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can boost the space diffusion of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is
further conducive to narrow the regional gap, howeve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al production through
intermediate export (backward linkage) into the global value chain can usually promote production factors to
accumulate towards the developed areas, further produce economic polarization effect and enlarge regional gap.
The reverse effect of the forward linkage and backward linkage of the intermediate on the regional gap is
restricted and influenced by the regional economic and trade level and structure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so it expresses the heterogeneity in many perspectives such as regions, trade partners,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o on. By taking China爷 s 30 provincial鄄level regions during 2000—2013 as research samples, by using
Gini coefficient of prefecture鄄level cities of different regions爷 nighttime light to measure regional gap, by using
input and output model to test the forward and backward linkage index of the intermediate,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as a whole, the forward linkage of the intermediate is conducive to narrow the regional gap, however, the
backward linkage of the intermediate boosts the enlargement of the regional gap. The economic diffusion effect
of forward linkage is mainly embodied in eastern provinces and is benefited from the intermediate import from
OECD countries, however, the economic polarization effect of backward linkage only exists in the central
provinces and mainly comes from the intermediate export to non鄄OECD countries, the higher the marketization
degree of the products and factors of the regions is, the more significant the effect of the forward linkage of the
intermediate on narrowing the regional gap is. Therefore, we should optimize the product structure and space
layout of the intermediate trade, appropriately increase the import of the high quality intermediate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push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mediate export expansion from “ intensive
margin冶 to “ extensive margin冶, accelerate the marketization progress of the products and factors, form the
linkage mechanism of deep integration into global value chain and regional economy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 double鄄circulation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Key words: intermediate trade; forward linkage; backward linkage; regional gap; global value chain;
diffusion effect; polarization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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