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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全球价值链、市场分割与产业升级

———基于空间溢出视角的分析∗∗

盛　 斌　 赵文涛

内容提要：当前，国内经济转型阵痛凸显、产业结构亟须升级，在此背景下，汇聚国际

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面剖析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问题成为破解产业升

级困境、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 为此，本文首次立足空间溢出视角，在检验地区产业升级

空间依赖性基础上，深入剖析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升级的空间作用效果。 研究表

明，地区间产业升级具有正向空间依赖性；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产业升级效应不仅在

地区内溢出，还可产生地区间溢出，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占总效应的 ５８％ 以上，成为产业升

级的重要来源；进一步分析显示，地区市场分割的调节作用使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结

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减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减弱。 因此，地区嵌入全球价

值链在促使产业升级的同时，需合理控制产业间的不均衡发展；同时，着力打破地区间市

场分割，完善市场竞争环境，最终实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全面深化“对内改革”新

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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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自 ２０１４ 年底提出经济新常态战略以来，以“稳增长、调结构”为主导的经济转型升级成为中国

经济发展的主旋律，２０１９ 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在复杂严峻形势下，尽管经济出现新的下行

压力、经济转型阵痛日益凸显、结构性问题叠加，但“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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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基调，经济结构尚需不断优化。 经济转型升级成为并将长期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而
对一国或地区而言，经济转型升级究其根本则是产业的转型升级（ＭｃＭｉｌｌａｎ 和 Ｒｏｄｒｉｋ，２０１１）。 国

际背景下，随着产品的全球生产分工逐步细化、多国多产业间协调合作的逐步深入，原有单纯的国

内产业升级问题正逐步深入、细化到全球生产网络分工中。 零部件等中间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

重逐步增大、跨境流动盛行，各国各产业之间逐步形成相互投入产出的全球产业链体系，因此，汇
聚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全球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ＧＶＣ）视角下的产业升级问题越

发值得关注。
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成为中国内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一大重要因素；

而在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国内背景下，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打破地域分

割、清除市场壁垒成为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又一关键因素。 那么，地区嵌入 ＧＶＣ 将如何影响

地区内及地区间产业升级？ 对地区间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是否达到了需要特别关注的程度？
市场分割在此空间溢出过程中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针对以上问题的研究，不仅对全球价值链研究

深入拓展至产业升级领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更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背景下，通过价值链跃升、破
除市场分割、完善竞争环境，最终实现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带动全面深化“对内改革”的新局面具

有重要现实意义。
全球价值链作为产品分工的全球架构模式，将企业、地区甚至国家置于全球生产分工的动态

学习曲线中，进而不断推动产业升级（Ｇｅｒｅｆｆｉ，１９９９），因而，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产业升级分析成为

目前学界探究产业升级的全新视角。 其中，现有文献此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
（１）集中于全球商品链治理视角，阐述产业升级路径选择及产业升级分类问题。 Ｇｅｒｅｆｆｉ（１９９９）将
产业升级路径定义为企业或经济体由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经济活动转向 ＯＥＭ（原始设备生产

商）、ＯＤＭ（原始设计制造商）、ＯＢＭ（原始品牌制造商）的集成制造过程，再转向更具盈利能力或技

术、资本密集型经济活动的过程；而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ｚ（２０００）则将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具体划

分为：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跨产业升级，且普遍认为遵循由“工艺升级 － 产品升级 －
功能升级”在产业内依次升级最终转向跨产业升级的规律。 （２）集中于对产业升级各种衡量指标

的异质化测度上。 地区产业升级普遍采用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以及产业结构量变指

数等指标来衡量主导产业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的动态转移过程（Ｏｚａｗａ，２００７）以及产业结构

的升级换代（Ｇｅｒｅｆｆｉ，１９９９；Ｅｒｎｓｔ，２００１）；此外，周茂等（２０１６）借助出口技术复杂度构建城市技术复

杂度量化城市产业升级。 （３）微观企业层面的产业升级衡量指标具有多样化特征，包含出口技术

复杂度（刘维林等，２０１４）、产品质量（许家云等，２０１７）、企业创新研发（李焱、原毅军，２０１７）以及企

业国内附加值的提升（许南、李建军，２０１２）等方面。
然而，已有全球价值链框架下的产业升级实证研究尚未拓展至宏观产业层面，且空间溢出正

逐渐成为探究地区间经济活动互动关联的又一重要视角研究，如从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增长和收敛

问题（Ｅｒｔｕｒ 和 Ｋｏｃｈ，２００７）到研发要素的区际流动（白俊红等，２０１７），再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地区

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邵朝对、苏丹妮，２０１７），但遗憾的是，尚未有探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

升级空间溢出效应的相关文献。 此外，在进一步推进“对内改革 ＋ 对外开放”格局建设下，通过扩

大对外开放，打破地域间市场分割，消除市场壁垒，旨在综合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促
使由全球价值链嵌入所引致的中间品以及所隐含的先进生产技术、知识及资本投入等要素的跨地

区自由流动成为现今关注的话题。 尤其是在严重的地区间市场分割下（陆铭、陈钊，２００９；盛斌、毛
其淋，２０１１），高昂的国内贸易交易成本将限制中间投入、知识人才等要素的跨地区自由流动，这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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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ＧＶＣ 嵌入地的产业升级作用结果带来何种影响？ 然而，尚未有文献对此做出具体分析。
鉴于此，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１）在邵朝对和苏丹妮（２０１７）构建的地区 ＧＶＣ 嵌入基

础上，本文根据中国海关报关规则，更为准确地划分了企业所属地区，并在此基础上，依据企业

ＧＶＣ 嵌入度测度过程，将其拓展至地区层面；（２）本文不仅检验了各地区产业升级的空间依赖性，
还以此为基础，通过选择最佳的空间面板模型，从地区和年份双固定效应角度着手，深入探究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其重要性；（３）本文所构建的地区市场分割指数，不仅考察

了相邻与非相邻的中国 ３１ 个省份间的市场分割指数，还在已有研究基础上（陆铭、陈钊，２００９；盛
斌、毛其淋，２０１１；吕越等，２０１８），将商品种类评估基数拓展到 １８ 种，更全面、准确地测度地区市场

分割程度；（４）本文不仅分析了地区市场分割调节作用下，对地区 ＧＶＣ 嵌入产业升级的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还依据地区市场分割不同分位点以及市场分割的逐年变化趋势，具体

阐述了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动态作用效果。

二、 理论机制及研究假说

（一）地区间产业升级的空间依赖性

在区际问题研究中，空间相关性问题不容忽视（李婧等，２０１０），地区间产生升级的空间依赖性

亦是如此。 这主要体现在：（１）地区邻接便于知识、人力资本及技术等高级要素在地区间的传播和

转移（Ｋｅｌｌｅｒ，２００２；李婧等，２０１０），以此为依托，促使产业升级所需要素资源流入，进而带动周边地

区产业升级；（２）地区间相似的经济特征，使其易存在人才竞争和产业发展攀比现象，促使地区间

产业升级具有正向激励作用。 由此，易使地区间产业升级具有空间依赖性。
假说 １：地区间产业升级存在空间依赖性。
（二）地区 ＧＶＣ 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全球价值链“两端在外”的组织模式，决定了地区嵌入 ＧＶＣ 可通过“进口侧 － 国内产业 － 出口

侧”交互叠加模式作用于产业升级（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 （１）价值链进口学习效

应。 ＧＶＣ 进口以核心零部件、半成品等高技术中间品为主，不仅在国外生产过程中隐含着先进技

术、知识及资本品投入（张少军、刘志彪，２０１３），且在作为技术扩散的重要载体时（ Ｆｒａｎｋｅｌ 和

Ｒｏｍｅｒ，１９９９），使 ＧＶＣ 参与地易通过“价值链进口学习效应”，模仿并学习国外先进技术、专业化生

产经验，从而促使地区制造业生产率提高。 （２）价值链出口竞争效应。 ＧＶＣ 嵌入地通过参与全球

化分工，进而扩大国内外市场规模（Ｂａｌｄｗｉｎ 和 Ｙａｎ，２０１６），不仅使其面临更多的竞争者，出口竞争

压力增大；而且需突破国际市场的进入门槛，满足国际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地区产业将面临来自

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双重竞争压力，最终将倒逼 ＧＶＣ 嵌入地通过改进生产工艺、流程，升级设备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和 Ｓｃｈｍｉｔｚ，２００２），发展规模经济，提升产品多样化和异质性，进而提高地区制造业生

产率。
在这种“出口引致进口”（Ｆｅｎｇ 和 Ｓｗｅｎｓｏｎ，２０１６）的内在关系下，地区嵌入 ＧＶＣ 通过“价值链

进口学习效应”以及“价值链出口竞争效应”直接促使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在产业结构转

型发展大背景下，促使要素资源由低效生产部门转向高效生产部门，间接带动第三产业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进而促使本地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要素资源更多地流向第二、三产业。 由此，三次产

业在劳动生产率侧已有的断层和反差不断加大，这将不利于产业间发展的均衡性，无法促使要素

投入与结构产出达到最有效耦合状态，使本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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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地域空间交互及经济活动的辐射作用，地区嵌入 ＧＶＣ 对产业升级易产生空间溢出效应，
主要体现为 ＧＶＣ 嵌入的“知识及技术直接溢出效应”、邻近地区对本地区产业升级的“竞争效应”。
（１）ＧＶＣ 嵌入的“知识及技术直接溢出效应”。 其一，知识、技术具有根植于要素个体的特性（Ｌｏｓ
和 Ｖｅｒｓｐａｇｅｎ，２０００），按照市场需求，劳动力，尤其是技术性劳动力以及资本、高技术、高附加值零部

件等各种要素的区际自由流动，可以带动知识、技术等在邻接地区间的传播和扩散（Ａｌｍｅｉｄａ 和

Ｋｏｇｕｔ，１９９９）；其二，邻接地区贸易代理商的代理进出口行为以及邻接地区无意识的知识交流，亦可

促使智力成果辐射邻接地区（陈傲等，２０１１）。 由此，本地 ＧＶＣ 嵌入易导致知识、技术及资本直接

辐射溢出至邻接地区。 （２）邻接地区产业升级的“竞争效应”。 邻接地区间存在相似的经济特征及

发展布局，在国内经济转型升级、市场宏观调控压力下，易使邻接地区间存在人才竞争、技术模仿、
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激烈竞争，不断迫使地区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邻接地区通过“知识、
技术直接溢出效应”及“竞争效应”获取本地区的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的溢出，嵌入

ＧＶＣ 将直接促使邻接地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促使要素资源由低效生产部门转向高效

生产部门，间接带动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促使邻接地区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间接抑

制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化。
假说 ２：地区嵌入 ＧＶＣ 不仅促使地区内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偏离合理化，还可导致邻接地区

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产业间发展的不均衡现象。
（三）地区市场分割对 ＧＶＣ 产业升级效应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对内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地区间市场分割呈逐步下降趋势（毛其淋、盛斌，２０１２），但地

方保护主义的存在仍将阻碍国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推进，并通过限制地区间要素的自由流动对

ＧＶＣ 产业升级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产生一定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市场分割作为地

区政府的占优策略（吕越等，２０１８），为产业间的平衡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屏障，这是因为地区间市场

越开放，其间的中间品、劳动力等要素的流动越剧烈，易引起三次产业发展的非均衡波动；而市场

分割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产业间非均衡波动的发生，进而使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空间溢出效

应表现为逐步趋于合理化。 其二，市场分割作为地区保护屏障，不利于省际中间品、劳动力等资源

要素的流动，使地区间中间品流通受阻，使技术交流、人员流动受限，进而阻碍 ＧＶＣ 嵌入地区对产

业结构高级化空间溢出途径中知识及技术等要素溢出效应的发挥，不利于地区生产率的提升，进
而抑制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假说 ３：市场分割的调节作用将使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和对产业结

构高级化正向空间溢出作用均减弱，即地区市场分割虽有助于缓解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空

间的负向溢出效应，但阻碍了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

三、 模型构建、变量及数据来源

传统计量模型不涉及数据的空间效应研究，故无法识别由空间依赖性所导致的空间效应，为
此，首先通过空间相关性检验来验证产业升级间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再引入空间计量模型。

（一）空间面板模型构建

空间计量模型一般包含空间自回归模型（ ＳＡＲ）、空间误差模型（ ＳＥＭ）、空间自相关模型

（ＳＡＣ）及空间杜宾模型（ＳＤＭ），各空间计量模型具有不同作用路径，具体模型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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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ｓｔｒｉｔ ＝ ρＷｌｎｓｔｒｉｔ ＋ βｇｖｃｉｔ ＋ ∑ηｃｏｎｔｒｉｔ ＋ μｉ ＋ γｔ ＋ ξｉｔ （１）

ｌｎｓｔｒｉｔ ＝ βｇｖｃｉｔ ＋ ∑ηｃｏｎｔｒｉｔ ＋ μｉ ＋ γｔ ＋ ξｉｔ， ξｉｔ ＝ λＷξｉｔ ＋ υｉｔ （２）

ｌｎｓｔｒｉｔ ＝ ρＷｌｎｓｔｒｉｔ ＋ βｇｖｃｉｔ ＋ ∑ηｃｏｎｔｒｉｔ ＋ μｉ ＋ γｔ ＋ ξｉｔ， ξｉｔ ＝ λＷξｉｔ ＋ υｉｔ （３）

ｌｎｓｔｒｉｔ ＝ ρＷｌｎｓｔｒｉｔ ＋ βｇｖｃｉｔ ＋ δＷｇｖｃｉｔ ＋ ∑ηｃｏｎｔｒｉｔ ＋ μｉ ＋ γｔ ＋ ξｉｔ （４）

其中，式（１）为含有产业升级空间滞后项的 ＳＡＲ 模型，式（２）为通过误差项传导空间依赖性的

ＳＥＭ 模型，式（１）、式（２）结合为式（３）ＳＡＣ 模型，式（４）为 ＳＤＭ 模型，其可兼具 ＳＡＲ 模型和空间滞

后模型（ＳＬＭ）及 ＯＬＳ 的特性。 其中，ｉ 为 ３１ 个省份，ｔ 为年份；ｌｎｓｔｒｉｔ为 ｉ 地区 ｔ 时的产业升级指数；
ｇｖｃｉｔ为地区 ｉ 在 ｔ 时期的地区 ＧＶＣ 嵌入度；ｃｏｎｔｒｉｔ为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及研发水平等控制变量的

集合；Ｗ 为空间权重矩阵，ρ、β、δ、η 和 λ 分别为 Ｗｌｎｓｔｒｉｔ、ｇｖｃｉｔ、Ｗｇｖｃｉｔ、ｃｏｎｔｒｉｔ以及 Ｗξｉｔ所对应的回归系

数；μｉ 和 γｔ 分别为地区、时间固定效应，ξｉｔ和 υｉｔ为随机扰动项。
（二）空间权重矩阵的设定

以空间地理位置相邻与否及地理距离的衰减变化构建空间权重矩阵，不仅可包含地区间

经济活动随距离增加而减弱的客观事实，又可囊括地区间非邻接但距离较近、影响较大的关联

态势。 为此，将空间权重矩阵设定为空间邻接权重矩阵（Ｗ１
ｉｊ）、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Ｗ２

ｉｊ）。①

（三）变量选取

１ 被解释变量

由于产业升级是产业结构升级的量变，而产业结构升级是产业升级的质变，因此，以产业结构

升级衡量产业升级。 而周振华（１９９２）在《产业结构优化论》中曾系统论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过

程，并将其概括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层面。 为此，借鉴韩永辉等（２０１７），构建

如下所示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ＳＲ ｉｔ ＝ ∑３
ｍ ＝ １ （Ｙｉｍｔ ／ Ｙｉｔ） ｜ （Ｙｉｍｔ ／ Ｌ ｉｍｔ） ／ （Ｙｉｔ ／ Ｌ ｉｔ） － １ ｜ 。 其中，ｍ 为各地

区的三次产业（ｍ ＝ １，２，３）；ＳＲ ｉｔ、Ｙｉｔ、Ｌ ｉｔ分别为 ｉ 地区 ｔ 时期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总产出及就业总人

数；Ｙｉｍｔ、Ｌ ｉｍｔ分别为 ｉ 地区 ｍ 产业 ｔ 时期的产出、就业人数。 据古典经济学假设，经济处于均衡状态

时，各产业生产率水平相同，使 Ｙｉｍｔ ／ Ｌ ｉｍｔ ＝ Ｙｉｔ ／ Ｌ ｉｔ，ＳＲ ｉｔ ＝ ０，产业结构合理；否则，经济偏离均衡状态；
且 ＳＲ ｉｔ取值介于［０， ＋ ∞ ），数值越大，经济越偏离均衡状态。

借鉴刘伟等（２００８）构建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ＳＨｉｔ ＝ ∑３
ｍ ＝ １ （Ｙｉｍｔ ／ Ｙｉｔ） × ＬＰａｄｊ，ＳＨｉｔ越大，代表产

业结构趋于高级化。 其中，Ｙｉｍｔ ／ Ｙｉｔ为 ｔ 时期 ｉ 地区 ｍ 产业产值占 ｉ 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无量纲），而
ＬＰ ｉｍｔ带量纲，故按钱纳里（Ｃｈｅｎｅｒｙ 等，１９８６）的方法做标准化处理。②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 Ｕｐｗａｒｄ 等（２０１３）、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２０１６）、张杰等（２０１３）等对企业 ＧＶＣ 嵌入度的测度

思路，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构建地区 ＧＶＣ 嵌入度，具体

步骤如下。 （１）根据谢千里等（２００８）和 Ｕｐｗａｒｄ 等（２０１３）的做法，将微观数据库进行匹配。 （２）识
别海关数据库中的每一笔交易记录所对应的境内目的地 ／货源地，中国海关报关规则中生产型企

业依据企业所属省份识别目的地 ／货源地，而对于委托型企业则需根据消费进口地 ／生产出口地进

５３１

①

②

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即若两地区相邻，则权重矩阵对应元素取 １，否则为 ０。 地理距离空间权重矩阵即若两地不相邻，对应

权重为 ｉ、ｊ 两地区省会或中心位置（如果为直辖市）间距离的倒数，否则为 ０。
篇幅所限，具体标准化处理过程未列出，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行识别，缺失记录的则依据企业地址、邮编、电话等信息进一步识别。 （３）借鉴 Ｕｐｗａｒｄ 等（２０１３）的
做法，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并将联合国广义经济分类标准（ＢＥＣ４）与海关数据库 ＨＳ － ６ 码对

应，识别一般贸易的进口中间品。 （４）贸易代理商问题。 依据 Ａｈｎ 等（２０１１）的方法，划分中间贸

易商，参照张杰等（２０１３）的做法，使用 ｔ 时期不同贸易方式下所有中间贸易代理商的中间品进口额

占中间产品进口总额比值（ ｓｈａｒｅｉｍｐｔ ）、所有中间贸易代理商的出口额占总出口比值（ ｓｈａｒｅｅｘｐｔ ）分别代

替各地区通过中间贸易代理商方面进口的中间品占各地区中间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和通过中间

贸易代理商出口的产品比重。 最终，构建地区 ＧＶＣ 嵌入度指标如下：

ｇｖｃｉｔ ＝
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Ｄｉｔ ＋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 ＢＥＣ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５）

其中，ｐ 和 ｏ 分别表示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和 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 ＢＥＣ分别为 ｔ 时期 ｉ 地区加工贸

易、一般贸易的实际进口总额，ＩＭ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 ＩＭＰ ｉｔｐ ／ （１ － ｓｈａｒｅｉｍｐｔ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ｐ 、ＥＸＰ ｔｏｔａｌ
ｉｔｏ 分别为 ｔ 时期 ｉ 地区加

工贸易、一般贸易的实际出口额；Ｄｉｔ为 ｔ 时期 ｉ 地区国内销售，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企业工业

销售产值减去出口交货值在各省份层面加总所得；此外，参照 Ｋｅｅ 和 Ｔａｎｇ（２０１６）的做法，针对各地

区的过度进口现象，将其 ＧＶＣ 嵌入度归并为 １。
３ 控制变量

为减轻遗漏变量带来的内生性偏误，选取如下控制变量。 城镇化水平（ｃｉｔｙ）：使用各省城镇人

口比重衡量；人力资本（ｅｄｕ）：采用各省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①对外开放水平（ ｔｒａｄｅ）：各省进出口

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外商投资（ ｆｄｉ）：外商投资企业投资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市场化水平（ｍａｒｋｅｔ）：
各省份非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所在地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比重；政府干预度（ｇｏｖ）：各省份政

府财政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②

（四）数据来源

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匹配数据，测算 ３１ 个省份全球价

值链嵌入度；此外，采用 ２００１—２０１４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构建地区产业结构

升级指标及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对外开放程度等控制变量和市场分割指数。

四、 回归结果及分析

莫兰指数 Ｉ 和吉尔里指数 Ｃ 对产业升级空间相关性检验结果显示：产业升级存在正向空间自

相关，即地区产业升级在空间分布上普遍具有显著正向的空间依赖性，较好地印证了假说 １。 此

外，依据 ＳＤＭ 转化性假设检验、赤池信息准则（ＡＩＣ）和贝叶斯信息准则（ＢＩＣ）的空间面板模型检验

结果，得出：ＳＤＭ 模型不能等价转换为 ＳＡＲ 和 ＳＥＭ 模型，故排除 ＳＡＲ、ＳＥＭ 模型，且在 ＳＡＣ 和 ＳＤＭ
模型中，应当选用包含产业升级空间滞后项、ＧＶＣ 空间滞后项及 ＧＶＣ 嵌入三者共同作用的空间杜

宾模型，以观测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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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各省份人均受教育年限 ＝ （不识字及认识少量字人数 × ０ ＋ 小学人数 × ６ ＋ 初中人数 × ９ ＋
高中人数 × １２ ＋ 大专及以上人数 × １６） ／ 抽样人口总数。

篇幅所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及散点图和拟合线未列出，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篇幅所限，空间相关性、面板模型选择相关检验未列出，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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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准回归

由表 １ 可知，无论是以 Ｗ１
ｉｊ还是 Ｗ２

ｉｊ作为空间权重矩阵，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

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均至少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结果与假说

２ 一致。 这表明，一方面，ＧＶＣ 嵌入不仅对本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对其

他地区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具体来看，地区 ＧＶＣ 嵌入度每提高一个单

位，将使本地区产业结构偏离合理化 ３７． ９％ ～ ３９． ８％ ，使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偏离程度加剧

５２ ８％ ～１６３ １％ 。 这是因为，地区制造业 ＧＶＣ 嵌入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零部件以及无形资本

直接促使第二产业生产率提高，进而带动第三产业生产率提高的同时，不利于本地区产业结构间

的均衡发展；且在“知识、技术直接溢出效应”及“竞争效应”下，亦不利于其他地区三次产业间的均

衡协调发展。 而另一方面，就产业高级化而言，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本地区及其他地区产业结构高级

化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具体来讲，地区 ＧＶＣ 嵌入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将使本地区及邻近地区产业

结构高级化分别增加 ２７ ６％ ～ ２９ ２％ 、４２ １％ ～ １３０ ４％ 。 这是由于地区制造业 ＧＶＣ 嵌入通过

“价值链进口学习效应”及“价值链出口竞争效应”，在提高第二产业生产率，进而提高第三产业生

产率的同时，直接带动本地区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同时，通过知识及技术溢出等方式，辐射带动

邻近地区产业结构的进一步升级。

　 　 表 １ 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基准回归结果

ｌｎＳＲ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Ｗ１
ｉｊ

（１ １）

Ｗ２
ｉｊ

（１ ２）

Ｗ１
ｉｊ

（１ ３）

Ｗ２
ｉｊ

（１ ４）

直接效应
０ ３７９∗∗∗

（４ ５８）
０ ３９８∗∗∗

（４ ７４）
０ ２７６∗∗∗

（３ ７３）
０ ２９２∗∗∗

（３ ９４）

空间溢出效应
０ ５２８∗∗∗

（２ ９０）
１ ６３１∗∗∗

（２ ６８）
０ ４２１∗∗

（２ ５６）
１ ３０４∗∗∗

（２ ７５）

总效应
０ ９０８∗∗∗

（４ １８）
２ ０２９∗∗∗

（３ ２１）
０ ６９６∗∗∗

（３ ５５）
１ ５９６∗∗∗

（３ ２５）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省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Ｒ２ ０ ７５２ ０ ５９６ ０ ７３７ ０ ５３０

Ｌｏｇ⁃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８２ ８１７ ８０ １２９ １３２ ４６１ １３１ ２５４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和 １％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ｚ 值。 下同。

由直接效应、间接效应以及总效应的量化系数来看，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

结构高级化的直接效应仅约占总效应的 １８％ ～ ４２％ ，而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占总效应的

５８％以上，由此可见，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所引致的空间溢出效应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也进

一步表明了从空间溢出视角出发，探究地区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效应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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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稳健性检验

１ 变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干春晖等（２０１１）的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ＳＲｎｅｗ
ｉｔ ＝ ∑３

ｍ ＝１（Ｙｉｍｔ ／ Ｙｉｔ） ｌｎ［（Ｙｉｍｔ ／ Ｙｉｔ） ／ （Ｌｉｍｔ ／ Ｌｉｔ）］；
同时，从产业结构层次出发，对三次产业产值加权，将产业结构高级化更换为量变指数 ＳＨｎｅｗ

ｉｔ ＝ ∑３
ｍ ＝１

（Ｙｉｍｔ ×ｍ），变换被解释变量后，空间杜宾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 ２ 模型（２ １）和模型（２ ２）所示。
由模型（２ １）和模型（２ ２）可见，在以 Ｗ１

ｉｊ空间权重矩阵基础上，变换被解释变量测度方法后，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均至少在

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这与表 １ 结论具有一致性。 虽与表 １ 影响结果相比，直、间接效应的系数之

间具有显著差异，但这主要来源于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测度方法的变换。 此

外，由量化系数可得，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效应仅约占总效应的

３８％ ～３９％ ，而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占总效应的 ６１％ ～ ６２％ ，与表 １ 回归中占比

基本一致，在空间溢出效应占比方面，再次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２ 稳健性检验的 ＳＤＭ 回归

变换被解释变量 变换解释变量 变换空间权重矩阵

ｌｎＳＲｎｅｗ
ｉｔ ｌｎＳＨｎｅｗ

ｉｔ ｌｎＳＲ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ｌｎＳＲ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Ｗ１
ｉｊ

（２ １）

Ｗ１
ｉｊ

（２ ２）

Ｗ１
ｉｊ

（２ ３）

Ｗ１
ｉｊ

（２ ４）

Ｗ３
ｉｊ

（２ ５）

Ｗ４
ｉｊ

（２ ６）

Ｗ３
ｉｊ

（２ ７）

Ｗ４
ｉｊ

（２ ８）

直接效应
０ ０２９∗∗∗

（４ ８１）
０ ０９９∗∗∗

（３ ０６）
０ ３９９∗∗∗

（４ ８９）
０ ２９６∗∗∗

（４ ０５）
０ ３８５∗∗∗

（４ ６４）
０ ３９６∗∗∗

（４ ７３）
０ ２８２∗∗∗

（３ ８３）
０ ２８８∗∗∗

（３ ９０）

空间溢出效应
０ ０４８∗∗∗

（３ ４３）
０ １５３∗∗

（２ ３３）
０ ５８１∗∗∗

（３ ３６）
０ ４５７∗∗∗

（２ ９１）
０ ６２４∗∗∗

（２ ８２）
２ ０６７∗∗∗

（２ ９７）
０ ５１６∗∗∗

（２ ７５）
１ ６２３∗∗∗

（２ ９２）

总效应
０ ０７７∗∗∗

（４ ６２）
０ ２５２∗∗∗

（３ ２８）
０ ９８０∗∗∗

（４ ７８）
０ ７５２∗∗∗

（４ ０３）
１ ００９∗∗∗

（４ ０５）
２ ４６３∗∗∗

（３ ４２）
０ ７９８∗∗∗

（３ ８０）
１ ９１１∗∗∗

（３ ３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注：固定效应包含省份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下表同。

２ 变换解释变量

出于对地理及时间成本的考虑，委托外贸企业代理进出口一般选择同一地区内的贸易代理

商，此时，便无须区分贸易代理商的问题。 因此，在依次区分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识别进口中间

品、交易所在地，但未考虑贸易代理商问题的基础上，测算地方全球价值链嵌入度 ｌｎｇｖｃｎｅｗｉｔ 。
如表 ２ 模型（２ ３）和模型（２ ４）所示，变换解释变量后，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

构高级化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总效应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表 １ 结果的稳健

性。 就影响效果而言，ＧＶＣ 嵌入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将使本地区及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分别偏离合

理化 ３９ ９％ 、５８ １％ ；同时，使本地区及邻接地区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程度分别增加 ２９ ６％ 、
４５ ７％ 。 这与表 １ 影响效果基本一致，表明依托贸易代理商开展进出口贸易活动的公司一般会基

于贸易成本、时间成本以及距离等因素，选择本地区的贸易代理商开展此业务。
３ 变换空间权重矩阵

为充分反映地区间产业升级关联的客观事实，基于经济规模、人力资源流动以及资本流动构

８３１

　 Ｆｉｎａｎｃｅ ＆ Ｔｒａｄ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 ４１， Ｎｏ ９，２０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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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的空间权重矩阵得以盛行。 鉴于此，借鉴 Ｓ Ｆ Ｗｉｔｔ 和 Ｃ Ａ Ｗｉｔｔ（１９９５）对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在空

间相互作用的拓展，构建经济规模空间权重矩阵：当 ｉ≠ｊ 时，Ｗ３
ｉｊ ＝ １ ／ （ ｜ＧＤＰｉ － ＧＤＰｊ ｜ × Ｄｉｊ）；而当 ｉ ＝ ｊ

时，Ｗ３
ｉｊ ＝ ０；并参照白俊红和蒋伏心（２０１５）的做法，构建劳动力流动空间权重矩阵：当 ｉ≠ｊ 时，Ｗ４

ｉｊ ＝
ＫＬ ｉＬ ｊ ／ Ｄｉｊ；而当 ｉ ＝ ｊ 时，Ｗ４

ｉｊ ＝ ０。①

表 ２ 模型（２ ５） ～模型（２ ８）将静态的空间邻接权重矩阵变换为经济规模和劳动力流动动态

空间权重矩阵后，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

以及总效应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地区 ＧＶＣ 嵌入度每提高一个单位，使本地区产业结

构偏离合理化 ３８ ５％ ～ ３９ ６％ ，使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偏离度加剧（６２ ４％ ～ ２０６ ７％ ）；同
时，也使本地区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程度增加 ２８ ２％ ～ ２８ ８％ ，使邻近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

增加 ５１ ６％ ～１６２ ３％ 。 这与表 １ 基准回归中相应作用关系基本一致，在验证其结论稳健性的基

础上，更为真实地反映了地区间产业升级的空间依赖性与地区间经济规模差距以及劳动力的跨区

域流动均有一定关系。 具体而言，经济规模及劳动力资本水平相近的地区间产业升级空间依赖性

更大，而由此引致的 ＧＶＣ 对地区外空间溢出效应更大（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占总效应的 ６２％ ～８４％ ），这是因为，经济规模及人力资本水平相近的地区间人才及学术交流密

切，易于先进技术、知识的传播和溢出（李婧等，２０１０），使地区 ＧＶＣ 嵌入通过如上知识及技术溢出

渠道，促使经济水平邻近地区第二、三产业生产率水平提高的同时，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抑制作用加

强，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效果增强。
（三）异质性分析

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产业升级效应具有潜在的异质性，如因各地区的开放度差异、各地区

经济规模差异都可能产生差异性的影响结果，因此，本文将各地划分为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两类，
分别考察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升级的本地直接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如表 ３ 所示。

　 　 表 ３ 区分沿海、内陆的异质性检验

ｌｎＳＲ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沿海地区 内陆地区

（３ １） （３ ２） （３ ３） （３ ４）

直接效应
０ ３７２∗∗

（２ ３３）
０ １４６
（１ ３６）

０ ４３０∗∗∗

（２ ８４）
０ ０８０２
（０ ８３）

空间溢出效应
０ ９８１∗∗∗

（３ ３２）
０ ０３２１
（０ １１）

０ ５９３∗∗

（２ ２３）
０ ０３６８
（０ １３）

总效应
１ ３５３∗∗∗

（３ ９５）
０ １７８
（０ ５４）

１ ０２３∗∗∗

（３ ３３）
０ １１７
（０ ３９）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１５４ ２８０ １５４ ２８０

　 　 注：沿海和内陆地区内部空间溢出效应主要受经济规模等自身发展的影响。 因此，选取 Ｗ３
ｉｊ为空间权重矩阵。

９３１

① 其中，ＧＤＰｉ 为目标观测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 ｉ 地区 ＧＤＰ 的均值；Ｄｉｊ为两地区之间的距离；Ｋ 为常数，按照白俊红和蒋伏心

（２０１５）的做法，取 Ｋ 为 １；Ｌｉ 和 Ｌ ｊ 分别为 ｉ、ｊ 地区的就业人数。



由表 ３ 可见，只有沿海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升级的作用效果至少在 ５％的水平下显

著，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地区 ＧＶＣ 嵌入在显著促使产业结构趋于高级化的同时，促使产业结构偏

离合理化状态，而对内陆地区的作用效果不显著。 沿海地区依赖对外开放的位置优势，地区全球

价值链嵌入的“价值链进口学习效应”和“价值出口竞争效应”可有效发挥，进而显著促使产业升级

侧本地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而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程度有限，导致其全球价值链嵌入

效应发挥受限，对产业升级侧的影响效果不显著。

五、 进一步分析：地区全球价值链、市场分割与产业升级

由前文研究，我们得出：地区 ＧＶＣ 嵌入的产业升级效应不仅具有地区内溢出效应，还可产生地

区间溢出效应，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占总效应的 ５８％以上，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来源。 而此空间溢

出效应的良好发挥需废除妨碍区域间要素资源流动的多重壁垒，正如党的十九大所述，加快市场

化改革、防止地域分割及市场垄断，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 这不

仅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完善国内市场结构失衡、促进地

区间空间溢出效应良好发挥具有深远影响。 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地区市场分割纳入研究框架，探
究其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产业升级影响路径中具有何种调节作用。

（一）地区市场分割的调节效应

１ 模型构建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引入地区市场分割（ ｓｅｇｍｉｔ）、ＧＶＣ 嵌入与地区市场分割的交互项（ｇｖｃｉｔ ×
ｓｅｇｍｉｔ）以及其所对应的空间滞后项（Ｗｇｖｃｉｔ × ｓｅｇｍｉｔ），用于检测市场分割指数对地区全球价值链嵌

入产业升级效应的空间交互效应，为此，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ｌｎｓｔｒｉｔ ＝ ρＷｌｎｓｔｒｉｔ ＋ β１ｇｖｃｉｔ ＋ β２ ｓｅｇｍｉｔ ＋ β３ｇｖｃｉｔ × ｓｅｇｍｉｔ ＋ δ１Ｗｇｖｃｉｔ ＋

δ２Ｗｓｅｇｍｉｔ ＋ δ３Ｗｇｖｃｉｔ × ｓｅｇｍｉｔ ＋ ∑ηｃｏｎｔｒｉｔ ＋ μｉ ＋ γｔ ＋ ξｉｔ
（６）

２ 地区市场分割指数构建

采用基于“冰山成本”理论的价格指数法构建市场分割指数，这不仅在陆铭和陈钊（２００９）仅考

虑相邻省份间市场分割基础上，囊括包含非相邻地区在内的整个国内市场框架；而且在盛斌和毛

其淋（２０１１）、陆铭和陈钊（２００９）、吕越等（２０１８）分别选取 ８ 类、９ 类及 １４ 类商品范畴基础上，将可

测商品种类拓展至 １８ 类，以对市场整合程度做出更加准确的测度。①

３ 结果及分析

基于计量模型（６），分别使用 Ｗ１
ｉｊ、Ｗ２

ｉｊ、Ｗ３
ｉｊ、Ｗ４

ｉｊ四类空间权重矩阵展开分析，如表 ４ 回归结果所

示，无论使用何种空间权重矩阵，地区 ＧＶＣ 嵌入与市场分割交互项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

总效应的作用方向和显著性均未出现实质性差异，这表明回归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此外，交
互项系数显著，表明市场分割在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效应中起着重要调节作用。

具体来讲，表 ４ 列（４ １） ～ （４ ４）实证结果与假说 ３ 理论机制分析结论一致：除 Ｗ３
ｉｊ空间权重矩

阵外，交互项 ｇｖｃｉｔ × ｓｅｇｍｉｔ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均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负，
这表明市场分割程度越大的地区，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减少（或促进作用增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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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篇幅所限，市场分割测度过程及 １８ 类商品的具体合并及划分方法未列出，如有需要可联系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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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这是因为“以邻为壑”的地区市场分割，作为地区政府的占优策略（吕越等，２０１８）、地区间保

护的有力屏障，可有效限制地区间中间品、劳动力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这一方面阻碍了 ＧＶＣ 嵌入的

“价值链进口学习效应”和“价值链出口竞争效应”对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促进作用的发挥，进一步

削弱了三次产业间劳动生产率的断层和反差；另一方面还将制约产业间发展的非均衡波动，使其

按既定速度持续、稳定发展，即市场分割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并减弱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

化的空间溢出效应。
就表 ４ 列（４ ５） ～ （４ ８）而言，被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高级化时，除 Ｗ３

ｉｊ空间权重矩阵外，交互

项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及总效应均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负，与假说 ３ 机制分析一致：
随着地区市场分割程度的增大，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促进作用减弱（或抑制作用增大）。 这

是因为市场分割阻碍了省际中间品、劳动力等资源要素的流动，进而阻碍空间溢出路径中知识、技
术等要素溢出效应的发挥以及地区间生产要素竞争效应的发挥，这将阻碍地区间生产技术的进步

和生产率的提高，最终抑制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的发挥。

　 　 表 ４ 地区市场分割指数的调节作用

ｌｎＳＲ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Ｗ１
ｉｊ

（４ １）

Ｗ２
ｉｊ

（４ ２）

Ｗ３
ｉｊ

（４ ３）

Ｗ４
ｉｊ

（４ ４）

Ｗ１
ｉｊ

（４ ５）

Ｗ２
ｉｊ

（４ ６）

Ｗ３
ｉｊ

（４ ７）

Ｗ４
ｉｊ

（４ ８）
直接效应

ｇｖｃ
０ ５５０∗∗∗

（４ ６９）
０ ６０４∗∗∗

（５ ０６）
０ ５４４∗∗∗

（４ ６４）
０ ５９４∗∗∗

（４ ９３）
０ ３８１∗∗∗

（３ ６０）
０ ４３８∗∗∗

（４ １４）
０ ３９６∗∗∗

（３ ７８）
０ ４２３∗∗∗

（３ ９７）

ｓｅｇｍ
８８ ６２∗∗

（２ ００）
１０２ ４∗∗

（２ ２４）
９４ １０∗∗

（２ １０）
１１０ ３∗∗

（２ ３９）
１００ ８∗∗

（２ ５２）
１０８ ４∗∗∗

（２ ６８）
１０７ ３∗∗∗

（２ ６８）
１１５ ３∗∗∗

（２ ８４）

ｇｖｃ × ｓｅｇｍ
－ ４１９ ０∗∗

（ － ２ ２７）
－ ４６３ ６∗∗

（ － ２ ４８）
－ ３７５ ４∗∗

（ － ２ ０１）
－ ５１８ ８∗∗∗

（ － ２ ７２）
－ ２９７ ４∗

（ － １ ７９）
－ ３５８ ５∗∗

（ － ２ １４）
－ ２９０ １∗

（ － １ ７５）
－ ３９６ ９∗∗

（ － ２ ３３）
空间溢出效应

ｇｖｃ
０ ９８９∗∗∗

（３ ７８）
２ ６４１∗∗∗

（２ ８４）
０ ７９８∗∗

（２ ３８）
３ ７９１∗∗∗

（３ ０３）
０ ７７１∗∗∗

（３ １９）
１ ９２０∗∗∗

（２ ６９）
０ ６８９∗∗

（２ ４４）
２ ４５２∗∗∗

（２ ６４）

ｓｅｇｍ
１４６ １
（１ ４１）

２７０ ９
（０ ５０）

－ ８ ０３７
（ － ０ ０５）

８０５ ４
（１ １２）

１４９ ７
（１ ５７）

３９ ０１
（０ ０９）

－ ２ ９２２
（ － ０ ０２）

３２６ １
（０ ５８）

ｇｖｃ × ｓｅｇｍ
－ ９７４ ２∗∗

（ － ２ ４４）
－ ２２６０ ０∗

（ － １ ７７）
－ ３１３ ９

（ － ０ ６５）
－ ４１１３ ０∗∗

（ － ２ １７）
－ ８７９ ７∗∗

（ － ２ ４０）
－ １７９７ ７∗

（ － １ ７７）
－ ３０１ ８

（ － ０ ７５）
－ ２５８２ ７∗

（ － １ ７７）
总效应

ｇｖｃ
１ ５３８∗∗∗

（５ １０）
３ ２４５∗∗∗

（３ ３９）
１ ３４２∗∗∗

（３ ６３）
４ ３８５∗∗∗

（３ ４２）
１ １５２∗∗∗

（４ １２）
２ ３５８∗∗∗

（３ ２２）
１ ０８４∗∗∗

（３ ５１）
２ ８７５∗∗∗

（３ ０４）

ｓｅｇｍ
２３４ ７∗∗

（２ ０２）
３７３ ３
（０ ６７）

８６ ０６
（０ ４７）

９１５ ７
（１ ２５）

２５０ ４∗∗

（２ ３４）
１４７ ４
（０ ３４）

１０４ ４
（０ ６８）

４４１ ４
（０ ７８）

ｇｖｃ × ｓｅｇｍ
－ １３９３ １∗∗∗

（ － ３ ２０）
－ ２７２３ ６∗∗

（ － ２ １３）
－ ６８９ ３

（ － １ ２９）
－ ４６３１ ８∗∗

（ － ２ ４１）
－ １１７７ １∗∗∗

（ － ２ ９４）
－ ２１５６ ２∗∗

（ － ２ １５）
－ ５９１ ９

（ － １ ３３）
－ ２９７９ ７∗∗

（ － ２ ０３）
控制变量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固定效应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ＹＥＳ

Ｎ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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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区市场分割的边际弹性分析

为深入探究市场分割对 ＧＶＣ 产业升级效应的动态调节作用，以 Ｗ１
ｉｊ下的调节效应模型为例，分

析市场分割不同分位点所对应的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效应的边际弹性，结果如表 ５ 所示。

　 　 表 ５ ＧＶＣ 嵌入产业升级效应的边际弹性分析

ｌｎＳＲｉｔ ｌｎＳＨｉｔ

ｓｅｇｍ 分位数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０ ０００１４ １％ ０ ４９０ ０ ８４９ １ ３３８ ０ ３３８ ０ ６４５ ０ ９８３

０ ０００１８ ５％ ０ ４７５ ０ ８１５ １ ２８９ ０ ３２８ ０ ６１４ ０ ９４１

０ ０００２２ １０％ ０ ４５６ ０ ７７１ １ ２２７ ０ ３１５ ０ ５７４ ０ ８８９

０ ０００３２ ２５％ ０ ４１５ ０ ６７５ １ ０８８ ０ ２８５ ０ ４８７ ０ ７７２

０ ０００４９ ５０％ ０ ３４５ ０ ５１３ ０ ８５７ ０ ２３６ ０ ３４１ ０ ５７７

０ ０００６５ ７５％ ０ ２７８ ０ ３５６ ０ ６３３ ０ １８８ ０ ２００ ０ ３８７

０ ０００８５ ９０％ ０ １９２ ０ １５８ ０ ３４９ ０ １２７ ０ ０２０ ０ １４８

０ ００１０９ ９５％ ０ ０９３ － ０ ０７５ ０ ０１７ ０ ０５６ － ０ １８９ － ０ １３３

０ ００１５７ ９９％ －０ １０８ － ０ ５４１ － ０ ６５０ － ０ ０８６ － ０ ６１１ － ０ ６９７

由表 ５ 可见，在地区市场分割较低分位点（１％ ）时，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直接效应、
空间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均具有较大的抑制作用（弹性系数分别为 ０ ４９０、０ ８４９ 和 １ ３３８）；而对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总效应具有较高程度的促进作用（弹性系数分别

为 ０ ３３８、０ ６４５ 和 ０ ９８３），这与基准回归时结果一致。 而随着地区市场分割程度的增大，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程度逐渐减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程度亦逐渐减弱；直
至当地区市场分割程度达到最大（９９％ ）时，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由原来的抑制转为

促进作用，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由促进转为抑制作用。
针对以上分析，这里有必要考察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地区市场分割程度的变化趋势，以进一步分析

随着时间的推进，在地区市场分割调节作用下，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升级的影响趋势。 为此，构建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３１ 个省份平均市场分割指数，如下图所示。

图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地区年均市场分割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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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图可知，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市场整合和分割交互呈现，但总体上，随着年份的推移，市场分割

指数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即逐步迈入国内市场整合、市场一体化进程。 就调节效应变化趋势而言，
结合表 ４ 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逐渐被破除，市场化

进程加快，地区市场分割指数对地区 ＧＶＣ 嵌入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

总效应的调节作用由原来的促进转为抑制作用，而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调节效应由起始的抑制转

为促进作用。 此外，市场分割对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间的调节效应呈现显著差异性，市场分

割作为地区间“以邻为壑”的壁垒屏障，对 ＧＶＣ 嵌入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果具有相对更大的调

节作用。
因此，只有着力清理并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防止地域分割及市

场垄断，才能有效完善国内市场结构失衡、促进地区间空间溢出效应良好发挥，进而才能不断加快

市场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最终加快我国经济进一步转型升级。

六、 结论与启示

采用 ２０００—２０１３ 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微观匹配数据，构建地区 ＧＶＣ
嵌入度，并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ＧＶＣ 嵌入度对产业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 研究发现：地区间产

业升级具有正向空间依赖性；ＧＶＣ 嵌入的产业升级效应不仅具有地区内溢出，还可产生地区间溢

出，且其空间溢出效应占比高达 ５８％ ，成为产业升级的重要来源；此外，市场分割使 ＧＶＣ 嵌入对产

业结构合理化的抑制作用减弱，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促进作用减弱。
在持续推进经济转型升级、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过程中，需做到以下两方面。 一方面，贯彻实

施“对内改革”政策。 进一步消除国内市场分割、完善国内市场整合，推动中间品、知识型人才以及

技术等要素在省际的自由流动；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完善市场机制，进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为持续发展打造良好软环境；借助“对内改革”政策的不断实施，促使地区嵌入 ＧＶＣ 产业升级空间

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着力提升地区产业升级；此外，积极发挥地区嵌入 ＧＶＣ 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促

进作用的同时，合理控制发展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另一方面，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在“一带

一路”倡议、多边及区域经贸合作引领下，立足中国特色发展道路，优化对外开放布局；此外，在面

临多年少有的国外复杂严峻形势下，需更加注重规则等制度性开放，以高效率生产流程、高质量贸

易产品和高标准生产规则参与到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中。
基于以上两点，旨在转换经济增长动力、妥善处理产业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基础上，不断

优化产业结构；旨在通过深化参与国际分工，推进产业链升级，逐步从分工的低端向高端延伸，形
成具有竞争优势的生产体系；旨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进以“开放”促“改革”新格局，
决战“船到中流浪更急、人到半山路更陡”的改革攻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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