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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正文未报告部分 

关于区域价值链关联和全球价值链关联的划分 

本文将 OECD 世界投入产出表中的 40 个国家分解为三大区域（东亚、北美、欧盟），

根据国外增加值值来源地是否与出口国的地区一致进行识别，从而将价值链关联分为区域价

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两大类，将出口国和出口市场是否为同一区域，构建是否为区域链这一虚

拟变量，若出口国和出口市场为同一区域则该虚拟变量取 1，否则取 0。另外需要说明的是

其中，东亚区域包括“10+3”协议中的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四个国家和台湾地区，

北美区域指的是 NAFTA协议中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欧盟区域包括奥地利、比利

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

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

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土耳其 28 个国家。需要说明的是，澳大利亚、

印度、巴西、俄罗斯、其他国家无法划归具体经济区域，因而在该部分予以删除。 

 

 

注：该附录是期刊所发表论文的组成部分，同样视为作者公开发表的内容。如研究中使用该

附录中的内容，请务必在研究成果上注明引文和下载附件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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