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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正文未报告部分 

附录 A：贸易形态划分 

为说明出口产品的情况，以 s 国为例，从最终产品的使用地角度，出口产品的最终使用

可能情况有 5 种，分别为 s 国自行生产的国内最终使用（𝑌𝑠𝑠）、s 国对贸易伙伴国 r 的最终

产品出口（𝑌𝑠𝑟）、出口到 r 国并满足其国内最终使用（𝑌𝑟𝑟）、贸易伙伴国 r 对第三方国家 t 的

最终产品再出口（𝑌𝑟𝑡）、直接贸易伙伴国 r 对 s 国的最终产品出口（𝑌𝑟𝑠）。根据这五种最终

使用情况，出口的国内增加值D𝑉𝐴𝑅𝑠可以表示为： 

     𝐷VARs = 𝑉𝑠𝐿𝑠𝑠𝐸𝑠 

= 𝑉𝑠𝐿𝑠𝑠∑ 𝑌𝑠𝑟
𝐺
𝑟≠𝑠⏟        

①传统贸易的国内增加值

  

+ 𝑉𝑠𝐿𝑠𝑠 ∑ 𝐴𝑠𝑟𝐿𝑟𝑟𝑌𝑟𝑟
𝐺
𝑟≠𝑠  ⏟            

浅层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国内增加值

                                  

               +𝑉𝑠𝐿𝑠𝑠{∑ 𝐴𝑠𝑗𝐵𝑗𝑠∑ 𝑌𝑠𝑟
𝐺
𝑟≠𝑠

𝐺
𝑗≠𝑠 +∑ 𝐴𝑠𝑟 ∑ 𝐴𝑟𝑗𝐵𝑗𝑟 

𝐺
𝑗≠𝑟 𝑌𝑟𝑟    

𝐺
𝑟≠𝑠

            +∑ ∑ 𝐴𝑠𝑗𝐵𝑗𝑟
𝐺
𝑗≠𝑠,𝑟 𝑌𝑟𝑟

𝐺
𝑟≠𝑠 + ∑ ∑ 𝐴𝑠𝑗𝐵𝑗𝑟∑ 𝑌𝑟𝑡

𝐺
𝑡≠𝑟,𝑠

𝐺
𝑗≠𝑠

𝐺
𝑟≠𝑠     

                  +  ∑ ∑ 𝐴𝑠𝑗𝐵𝑗𝑟
𝐺
𝑗≠𝑠 𝑌𝑟𝑠

𝐺
𝑟≠𝑠 + ∑ 𝐴𝑠𝑗𝐵𝑗𝑠

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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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全球价值链贸易的国内增加值

                            

}
 
 
 

 
 
 

②全球价值链的国内增加值 

（1a） 

式（1a）按照最终使用地的类型，根据 Wang et al.（2017）等对传统贸易以及价值链贸

易的划分，将出口带来的国内增加值𝐷𝑉𝐴𝑅进行了进一步划分。其中，𝑉𝑠𝐿𝑠𝑠∑ 𝑌𝑠𝑟
𝐺
𝑟≠𝑠 是 s 国直

接出口最终产品带来的国内增加值，不涉及中间产品的跨境流通，将其定义为传统贸易带来

的国内增加值𝑇𝑉𝐴𝑅𝑠。𝐿𝑠𝑠 ∑ 𝐴𝑠𝑟𝐿𝑟𝑟𝑌𝑟𝑟
𝐺
𝑟≠𝑠 反映了中间产品出口被直接进口国用来生产最终产品

并在其国内最终使用的国内增加值，中间产品只跨越国界一次，不涉及第三国的间接出口或

转口贸易，为浅层全球价值链相关的增加值。在剩余的部分𝑉𝑠𝐿𝑠𝑠{∑ 𝐴𝑠𝑗𝐵𝑗𝑠∑ 𝑌𝑠𝑟
𝐺
𝑟≠𝑠

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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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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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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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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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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𝑗≠𝑠 𝑌𝑠𝑠 + ∑ ∑ 𝐴𝑠𝑗𝐵𝑗𝑟

𝐺
𝑗≠𝑠 𝑌𝑟𝑠

𝐺
𝑟≠𝑠 } 中，中间产品出口到最终使用，跨越国境两次及以上，

属于深层次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国内增加值。  

附录 B：国家和地区划分 

“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包括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爱沙尼亚、希腊、克罗地亚、

匈牙利、印度尼西亚、印度、立陶宛、拉脱维亚、波兰、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

洛文尼亚、土耳其。主要发达经济体：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日

本。其他发达经济体：奥地利、比利时、瑞士、丹麦、西班牙、芬兰、爱尔兰、卢森堡、荷

兰、挪威、葡萄牙、瑞典、韩国、中国台湾。世界其他经济体：巴西、墨西哥、马耳他、其

他经济体。 

附录 C：部门划分 

依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对制造业的技术密集程度分类标准以及中国高技术

产业分类（2017）划分部门类型。初级产品部门：A01 农业、畜牧业及相关服务，A02 林业，

A03 渔业，B 采矿业；低技术制造业部门：C10-C12 食品、饮料和烟草业，C13-C15 纺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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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和皮革制造业，C16 除家具外的木材软木制品业、草编及其他编织品制造业，C17 造纸

及纸产品业，C18 印刷业和记录媒介的复制业，C31-32 家具制造业及其他制造业，C33 机械

设备安装维修；中技术制造业部门：C19 炼焦、石油加工业，C20 化学和化工产品制造业，

C22 橡胶和塑料产品制造业，C23 其他非金属矿产品制造业，C24 基本金属制造业，C25 除

机械和设备外的金属制品制造业，C28 机械设备制造业及未列明的其他制造业，C29 机动车

辆、挂车和半挂车制造业，C30 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部门：C20 化学和化工

产品制造业，C21 基础医药产品和制剂制造业，C26 电脑、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C27 电

器产品制造业；其他工业部门：D35 电、煤气、蒸汽和空调供应，E36 供水业，E37-E39 污

水处理，废物管理和补救活动，F 建筑业；服务业部门：除上述部门外的其他部门。 

附录 D：变量说明 

控制变量。结合已有研究，主要从国内外贸易环境和双边部门特征等方面考察影响因素。

主要包括：①国内贸易环境。研究表明，中国省份间仍然存在严重的市场分割（盛斌和毛其

淋，2011），市场分割将通过影响区域间交易成本等因素，对贸易产生影响（张杰等，2010；

贺灿飞和马妍，2014；吕越等，2018），因此将市场分割纳入模型。数据采用《中国统计年

鉴》中 31 个省、市或自治区的 14 类商品的环比价格指数，参考盛斌和毛其淋（2011）、吕

越等（2018）的做法，计算市场分割指数，并将其调整为正向指标，国内市场一体化指数

（𝑖𝑛𝑡𝑒𝑗𝑡），以反映国内贸易环境改善带来的影响。②国际贸易环境。通常认为以贸易便利化

（𝐸𝑇𝐼𝑖𝑡）为代表的宏观贸易环境因素可能对国际贸易收益产生影响（Kee and Tang，2016；

张杰等，2013；刘斌等，2018）。本文用世界经济论坛（The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发布的贸易便利化指数从市场准入、边境管理、通关费用、监管和安全制度等方面综合平均

贸易伙伴国的贸易环境便利化。为全面的反映本国和贸易国共同的宏观贸易环境，采用中国

与贸易国的平均贸易便利化程度表示。此外，贸易国的政府治理环境，决策的透明度以及投

资环境的自由度等也将带来潜在的贸易成本，因此采用政府治理（GIit）、货币自由度（MFit）

以及投资自由度（INFit）控制其贸易国投资环境带来的影响（邓富华和霍伟东，2017），处

理方式同贸易便利化。③双边部门特征。张莉和鲍晓华（2013）指出国家间和部门间要素禀

赋差异越大，产业内生产过程被垂直分割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将第 i 贸易国的第 j 部门

与中国第 j 部门的资本报酬比（CAPijt）纳入解释变量，以衡量中国第 j 部门与第 i 贸易国的

j 部门的相对资本报酬。此外，有学者认为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将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促进企

业出口（任志成和戴翔，2015）。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出口概率和出口规模等具有负

向影响（孙楚仁等，2013；陈雯等，2016）。因此将第 i 贸易国的第 j 部门与中国第 j 部门的

劳动报酬之比（LABijt）也纳入解释变量集。 

附表 1：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 含义 来源和计算 

被解释

变量 

出口国内增加

值份额变动 
∆𝐼𝑉𝐶𝑖𝑗𝑡 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变动 自行计算 

核心解

释变量 

国内市场中间

产品配置结构 
𝑑𝑓𝑖𝑛𝑟𝑗𝑡 中间产品内向化程度 自行计算 

控制 

变量 

国内贸易环境 
𝑖𝑛𝑡𝑒𝑗𝑡 国内市场一体化 自行计算 

𝐷𝐹𝑗𝑡 内需驱动型增长强度 自行计算 

国际贸易环境 

𝐸𝑇𝐼𝑖𝑡 贸易便利化指数 WEF 数据库 

𝐺𝐼𝑖𝑡 政府治理 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年报》 

𝑀𝐹𝑖𝑡 货币自由度 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年报》 

𝐼𝑁𝐹𝑖𝑡 投资自由度 美国传统基金会《经济自由度年报》 

双边部门 

特征 
CAPijt 资本报酬比 

WIOD 的社会经济账户（ Socio Economic 

Accounts，SEA），贸易国各 门资本报酬与中

国对应部门资本报酬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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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ijt 劳动报酬比 
WIOD 的 SEA 数据，贸易国各部门劳动报酬与

中国对应部门资本报酬之比 

附录 E：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聚类方式可能对回归变量标准误的影响，在工具变量回归稳健性检验的基础上分

别采用时间部门层面聚类标准误和部门贸易国层面聚类标准误进行对比，以验证结果的稳健

性，结果如附表 2。第（1）—（2）列分别为采用时间部门层面聚类标准误，单变量和加入

控制变量的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工具变量回归，第（3）—（4）列分别为采用部门贸易国层面

聚类标准误，单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工具变量回归，第（5）—（6）列

是与（1）—（2）列对应设置的出口依存效应工具变量回归，第（7）—（8）列是与（3）

—（4）列对应设置的出口依存效应工具变量回归。从附表 2 来看，Kleibergen-Paaprk LM 检

验拒绝工具变量存在识别不足的原假设，工具变量选择是合理的。考虑到工具变量和中间产

品内向化之间如果相关性较弱，将使得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是有偏且非一致估计，因此，本

文进行了弱工具变量 F 检验，从检验来看，拒绝了原假设，即认为是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

为强工具变量。进一步采用 Hansen J 检验检验工具变量是否具有外生性，检验结果显示：本

文所选择的工具变量不仅与内生变量之间具有强相关性，并且是严格外生的。由结果可知，

中间产品内向化对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对出口依存效应具有显著负向作

用，即中间产品内向化配置降低了中国出口依赖，还能有效提高中国参与国际贸易和分工的

效率。结论与机制分析基本一致，回归结果稳健。 

附表 2：稳健性检验：控制初始条件下稳健性检验 

 
累计出口增加值率效应 累计出口依存效应 

时间部门层面 

聚类标准误 

部门贸易国层面 

聚类标准误 

时间部门层面 

聚类标准误 

部门贸易国层面 

聚类标准误 （1） （2） （3） （4） （5） （6） （7） （8） 

中间产品内向化 
3.0730*** 1.6664*** 3.1133*** 1.6664*** -7.0074*** -7.1755*** -7.0074*** -7.1755*** 

(3.4004) (4.2611) (4.5446) (4.3554) (-5.8420) (-5.4516) (-6.8589) (-6.3902) 

常数项 
-0.2509* -1.2346 -0.2571** -1.2346 0.9109*** 4.9585*** 0.9109*** 4.9585*** 

(-1.7338) (-1.3862) (-2.3455) (-1.5011) (4.4823) (4.8677) (5.4538) (6.2404)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部门层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贸易国层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7410 8727 7410 8727 7410 7273 7410 7273 

Kleibergen-Paap LM 检验 15.3900 79.0900 315.6000 202.7000 15.3500 14.8900 132.1000 123.5000 

弱工具变量 F 检验 6.6290 17.5700 66.6200 103.0000 6.6240 3.0310 56.0700 26.0600 

过度识别 Hansen J 检验 0.0866 2.5740 0.3740 2.8520 0.5960 0.6370 0.1600 0.1740 

 

前文按照式（21）计算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份额变动是定基增长量，反映了样本期间出口

国内增加值份额的总变动。为验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进一步测算了环比出口增加值率效应

和环比出口依存效应。采用环比数据的结果如附表 3，第（1）—（2）列分别为采用时间部

门层面聚类标准误，单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环比出口增加值率效应工具变量回归，第（3）

—（4）列分别为采用部门贸易国层面聚类标准误，单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的环比出口增加

值率效应工具变量回归，第（5）—（6）列是与（1）—（2）列对应设置的环比出口依存效

应工具变量回归，第（7）—（8）列是与（3）—（4）列对应设置的环比出口依存效应工具

变量回归。中间产品内向化系数与基准回归和机制分析系数符号一致，均在 10%显著性水平

上统计显著，并且都通过了 Kleibergen-Paap LM 检验、弱工具变量 F 检验和过度识别 Hansen 

J 检验。中间产品内向化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增加值率效应、降低出口依存度效应的结论不

变，回归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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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稳健性检验：更换变量的检验结果 

环比增长 

出口增加值率效应 出口依存效应 

时间部门层面 

聚类标准误 

部门贸易国层面 

聚类标准误 

时间部门层面 

聚类标准误 

部门贸易国层面 

聚类标准误 

（1） （2） （3） （4） （5） （6） （7） （8） 

中间产品内向化 
2.0862*** 8.8366** 2.0862*** 2.1233* -9.6320*** -11.4919*** -10.7010*** -19.4202*** 

(2.6215) (2.0711) (4.2623) (1.7333) (-2.8588) (-4.1086) (-6.1848) (-5.7326) 

常数项 
0.0095 0.0044 0.0095*** 0.0499*** -0.0483*** -0.0285** -0.0671*** -0.1134*** 

(1.2995) (0.4141) (2.5969) (5.2150) (-4.3188) (-2.0782) (-8.5790) (-3.2132)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部门层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贸易国层面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8892 5817 8892 7271 5928 7271 7410 7271 

Kleibergen-Paap LM 检验 19.0500 10.5900 508.3000 205.5000 10.3300 48.4100 534.6000 52.2200 

弱工具变量 F 检验 13.3800 2.1650 429.4000 51.7700 5.6620 11.7500 363.5000 12.7100 

过度识别 Hansen J 检验 0.0055 2.0700 0.0268 0.0425 2.4950 2.0870 1.3880 0.3370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 

附录 F：外部供给能力 

构建部门层面的外部供给能力作为中间产品内向化的工具变量，参考 Berman et al.（2015）

和王雅琦等（2018）等人的做法，计算公式如下： 

𝐼𝑆𝑗𝑡 = ∑ 𝜇𝑖𝑗𝑡 ∗ 𝐸𝑖𝑡
𝐽
𝑖=1                     （1f） 

其中，𝜇𝑖𝑗𝑡为 j 部门在第 t 年从 i 国进口中间产品占 j 部门总中间产品进口的比重。𝐸𝑖𝑡为

第 t 年 i 国对除中国以外的国家出口中间品的总额。由此得到供给能力指数𝐼𝑆𝑗𝑡，即除本国

外的所有国家供给能力的加权求和。 

附录 G：滚动样本方法 

滚动样本方法的具体做法为：在 2000-2014 年，对𝑑𝑓𝑖𝑛𝑟𝑗𝑡和𝑇𝑗𝑡
𝑔𝑎𝑝

进行滚动非参数面板估

计，具体方法为：以窗宽 s+1 为步长，逐步轮换样本，在特定的步长 s 下，样本窗口为𝑡 =

2000,… ,2000 + 𝑠，𝑡 = 2001,… ,2001 + 𝑠, … . , 𝑡 = 2014 − s,… ,2014。如果𝑔(𝑇𝑗𝑡
𝑔𝑎𝑝
)形态稳定，

并且技术差距转换边界点𝑇𝑗
𝑔𝑎𝑝∗

保持稳定，则意味着中间产品内向化与技术差距的关系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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