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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正文未报告部分 

1.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前向分解法与后向分解法的区别 

在单国（区域）投入产出模型框架下，出口中蕴含的详细各部门增加值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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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Timmer et al. (2019)的后向分解方法，一国部门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由 ˆVBE 给出，即对等

式（A1）进行列向加总，得到1 N 维的行向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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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部门 1 为例，根据后向分解法，该部门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是 ( )1 11 1 1 1N NV B E V B E+ + 。不难

看出，它还蕴含着来自本国其他部门的出口价值量，比如来自部门 N 的增加值
1 1N NV B E ，因而并

非是部门 1 的“真实出口”。 

根据本文提倡使用的前向分解方法，一国部门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由V̂BE 给出，即对等式（A1）

进行行向加总，得到 1N 维的列向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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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部门 1 为例，根据前分解法，该部门的出口国内增加值是 ( )1 11 1 1 1N NV B E V B E+ + 。不难看

出，它不仅包含通过本行业出口实现的增加值，还包含通过本国其他行业间接实现的增加值，比

如通过部门 N间接实现的增加值
1 1N NV B E ，因而更准确度量了部门 1 的“真实出口”。  

该国出口国内增加值可由VBE 计算得到，即对等式（A1）中的全部元素相加，也是对等式（A2）

和（A3）中的全部元素相加，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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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基于后向分解方法来测度一国部门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可能导致对该部门出口功

能专业化的误判。而前向分解方法不仅包含通过本行业出口实现的增加值，还包含通过本国其他

行业间接实现的增加值，因而更准确度量了特定部门的“真实出口”。但在测度国家整体层面的出

口国内增加值时，后向分解法并不会导致偏误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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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LOD对功能活动和劳动力职业类型的划分 

功能活动 描述 代表性职业 

研发 

包括设计、改进产品（或服务、设备、程序）；以及利用新技术、系统和工艺

进行基础研究和实验；与设备、硬件、软件、程序和技术知识的维护、自动

化、设计/重新设计相关的活动。 

工程师及相关专业

人员、计算机专业

人员 

制造 
中间投入和材料生产，材料的制造或转换以及信息的编码，以使其适用于操

作；按照严格规定的程序组装预制构件，形成组件、产品和设备。 

装配工 

机器操作员 

市场 

包括与现有或潜在买家的售前互动、广告、市场调查、客户管理、品牌或产

品管理；在购买商品或服务后向客户提供支持服务，包括培训、服务台、对

客户的担保和保修支持；运输、物流和配送；包括对产品、产成品的包装、

储存、运输、仓储等。 

销售人员、客户信

息员、客户服务代

表 

管理 
支持制定产品战略的活动；选择何时何地进行新的投资和收购，或销售部分

业务，并选择关键业务合作伙伴（如供应商和服务提供商）。 

总经理、财务经理、

人力资源 

 

3.中国分功能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出口国内增加值变化趋势 

 

注：图中数据单位是十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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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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用示例： 

 

参考文献引用范例： 

[1] 朱军. 技术吸收、政府推动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升[J].中国工业经济.2017,(1):5-24. 

 

如果研究中使用了未在《中国工业经济》纸质版刊发、但在杂志网站上正式公开发表的数字内容

（包括数据、程序、附录文件），请务必在研究成果正文中注明： 

数据（及程序等附件）来自朱军（2017），参见在《中国工业经济》网站（http://www.ciejournal.org）

附件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