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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分割生产条件下的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分析

杨永华

摘要 : 本文在李嘉图模型的框架下 , 通过模型推导 , 对比分析了考虑国际分割

生产和不考虑国际分割生产的条件下 , 一国出口比较优势变化的原理 ; 并采用

20 01 一2 ""8年我国和世界制造业26 个分行业的贸易数据 , 实证分析了不考虑和考虑

国际分割生产的情况下 , 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变化 结果表明: 随着我国参与国

际分割生产 , 我国制造业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的行业增多了, 特别是高技术含量行业

的比较优势上升了 而分离了国际分割生产导致的贸易后 , 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比较

优势明显下降 _ 此外 , 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发展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对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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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 , 我国的出口规模迅速扩张 "我国出口总额的世界排名由 1980

年的第 28 位 , 上升至2007年的第 2位 , 2009一20n 年 , 我国一直保持世界第一大出

口国的地位 "我国的出口主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 "近年来 , 工业制成品占总出口的

比重一直保持在95% "而当前制成品生产的一个最基本的现象是 : 产品生产过程中

不同的工序 !不同的区段 !不同的零部件分散到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来进行 , 从而形

成了同一个最终产品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厂商共同参与完成的国际分割生产 (1n 一

ternational F ragm entation of Pr()duetion )"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 , 最终产品生产的各个阶段都是在同一个国家完成的 , 这

与现实中的国际分割生产现象是不一致的 "B al don e等 (2007) 认为传统的国际贸

易理论模型预测与经验研究之间存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 中间投人品和零部件

贸易在总产品贸易中占了很大的份额 , 但是传统贸易理论模型却把它忽略了 , 也就

是说把国际分割生产现象忽略了 "而实际上 , 一国最终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进

口的中间投人品和零部件 , 即一国的最终产品中包含了其他国家的要素含量和贡

献 如果该国是从外国进口了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和零部件 , 经过加工或组装后

出口 , 则此时该国会表现出在高技术含量行业的出口比较优势增强 , 因此 , 要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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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反映一国的出口比较优势必须考虑国际分割生产这一因素 "而现有对我国出口比

较优势的研究 , 基本没有考虑国际分割生产的影响 . 所以 , 本文首先在李嘉图模

型的框架下 , 对比分析考虑国际分割生产和不考虑国际分割生产的条件下 , 一国出

口比较优势的变化; 其次利用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数据 , 分析考虑和不考虑国际分割

生产时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有何不同 "

二 ! 国际分割生产条件下的出口比较优势原理分析

假设两个国家 A 和B , 用唯一的生产要素劳动力L , 生产两种最终产品X 和

丫 用试 (其中, k一X或Y , 1一A或B ) 表示i国生产一单位产品k所需要的劳动力

的单位数 "假如 :

(l )

上式说明A 国生产 X 产品的劳动成本与生产 Y 产品的劳动成本的比值比B 国的

相应比值低 , 即A 国在生产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B 国在生产 Y 产品上具有比较

优势 "如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 且不考虑贸易壁垒 (包括关税和运输成本等) , 则

A 国将出口X 产品 , B 国出口Y 产品 , 各国根据其比较优势在各行业间配置资源 ,

出口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 , 并从中获益 "由此可见 , 不考虑或不存在国际分割生

产时 , A 国在生产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将出口X 产品 , 而 B 国在生产Y 产品上

具有比较优势 , 将出口Y 产品

假设 Y 产品的生产是不可分割的 , 即是一个单一阶段的生产过程 , 假设 X 产品

的生产可以分割成 m (m = l , ,,, n) 个连续的生产阶段 , 每个生产阶段都对最

终产品X 的价值增值做出贡献 "参照 Dea rd ()r ff (200l b) 的方法 , 假定产品X 的每

个生产阶段生产的部分为Z ! , 每个生产阶段需要的劳动力单位数为 /xm "生产每

单位产品 x 的过程中每个生产阶段生产中间品 Z xm , 同时 Z六神J也是下一阶段生产

一单位的 Z ! +1的中间投人品 "最后一个阶段生产一单位的产品 X , 即 Z , = X ,

每单位中间品 Z ! 的生产 , 除了需要劳动力 a* 的投人以外 , 还需要一单位前一个

阶段中间品 Z xn 理一1的投人 (第一阶段是基本原料的投人 ) "当然 , 一般来说 , 不是

所有的生产阶段都可以分割到国外去 , 有些中间品可能是不可贸易的 , 但是鉴于本

文是分析国际分割生产 , 考虑不可贸易的部分没有意义 , 而且不可跨国分割的部分

可以与邻近的可以跨国分割的阶段合并为一个生产阶段 , 所以 , 本文现在考虑的都

是可以跨国分割的生产阶段 "

对于产品 X 的第 m 个生产阶段的产出Z 六.n若, A ! B 两国的相对劳动成本 (即比

较成本 ) 可以定义为:

¹ 见傅朝阳 (2(205 ) !魏浩等 (2005 ) !鲁晓东和李荣林 (2007 ) 等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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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v

刀( X ! = 二塑
一一\ 一一m / _ 万

/ "
八 用

(2 )

其中m = 1, ,,, n, 假设A (戈)全A (戈 )之A (Xn ) (或者通过重新排序可满

足此式), 才(X , ) < O , 也就是说 , 两国生产Z xm 的比较优势可以按照国家A 单调

递增 (国家B 单调递减 ) 的比较优势排序 ,即:

(3 )

XA一XB

a一a

> >

XA一XB

a一/

> >

月X一XB

a一a

>

XA一XB

a一/

>

XA一XB

/一a

给定A ! B 两国的工资水平为田月和巧 ,两国各生产阶段的生产成本和各阶段产

出 (中间品 ) 的价格为:

以一热可1,以一% 可1

以一O, ,a;2,以一""a;2

哎 一热可, ,哎 一"B弓,

以一",a;, ,哎一% a;" (4)
在自由贸易 !不考虑运输成本和市场完全竞争的条件下 , 每个阶段的产品将以

最低成本出售"因此, 如果"A /;, 一叹 <礁 一""a灸, 则国家B将以价格

砚从国家A进口Z ! , 而B国内部不再进行此生产阶段的生产, A国成为此阶段
产品的出口者 "

口 "

定义山二一 , 对于某一生产阶段的产品Z xm , 如果g 二群 , 或者:
a,rt

",a;, 丛% a;二 (5 )

月
/ "

~ _ , 8 f t 厂 ! 曰气 一 -尸

l)1 !l # 入 气人 _ > = = 子二 冬 田
/ . 研 . ! / J / __刀

/ "
八 加

, 那么A 国将以比B 国低的价格生产中间产品 Z加 , B

国将不会出口中间产品 Z ! " a班
反之, 如果A (X , )= 成二全毋, 则B 国将以比A 国

u x "

低的价格生产中间产品Z xm , A 国将不会出口产品 Z xn 王"结合 (3) 式 , 如果如下

关系成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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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A/ 二
8 工 , 厂 ! 目! 1 子

丑 5式 , 忍二 一一二一5 口
! l / 力

/ 二
人 1

(6 )

则 A 国将以比B 国低的价格生产所有生产阶段的产品 , B 国将不会出口任何生

产阶段的产品 , 即没有中间品国际贸易的空间 "

同样 , 如果 :
月

/ "
J / t -户 ! J 飞 / !

月气人 ") = 万不~三田
/ v

八 n

(7 )

则 B 国将以比A 国低的价格生产所有生产阶段的产品 , A 国将不会出口任何生

产阶段的产品 , 也没有中间品国际贸易的空间 "

由此可见 , 国际贸易发生的条件是 "必须处于 (3) 式两个极端的比较成本之

间 , 即:

_ A _ A/ ! / v
入 飞 _ .飞 .

一一二- > 毋 ) 一 下尸一
_ _刀 _ 刀/ 二 / v
人 1 八 n

(8 )

可以用以上类似的方法证明 , A 国将生产比较成本低于 "的所有生产阶段的中

间产品并出口 , 而那些比较成本高于 "的所有生产阶段的中间产品将由B 国生产并

出口 "

对于不可分割的产品Y , 若a扩/a犷< ", 则A 国将生产Y产品并出口; 若

可/可> ", 则B国将生产Y产品并出口; 当a夕/a夕= "时, 一般地, 这种产品

在两国都生产 , 并且不再发生国际贸易 "

假设两国之间存在贸易壁垒 , 即存在关税和运输成本 , 且 A ! B 两国分别对所

有进 口的商品征收T !和T13的关税 , 贸易成本是冰山成本类型 , 即需要从国外进口

5 m ) > l单位的第m 个阶段的产品 , 以保证国内获得 1单位的该阶段的产品 ,

钾 (m )和: 0(m )分别表示A ! B 两国x 产品第m 个生产阶段的贸易成本 "国家A 从

国家 B 进口的第m 个阶段中间品的价格 , 国家B 从国家A 进口的第 m 个阶段中间品

的价格分别为:

(1+兀)丁月(m)哎 一(l+几)T注(m)% a;,

(1+几)公B(m)砚 一(l+几):B(m)"月a;, (9)
如果如下关系成立 , 则第 m 个生产阶段将由B 国生产 , A 国从 B 国进口此生产

阶段生产的中间产品:

(1+兀)公/(m)哎 一(1+几)T /(m)% a;, <砚 一"月a;,

即:(1#:)二(脚)田#纷一-弋,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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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 在相反的不等式成立的情况下 , 第 m 个生产阶段将由A 国生产 , A 国不

再从B 国进口此生产阶段生产的中间产品 "

类似的 , 如果如下关系成立 , 则第 m 个生产阶段将由A 国生产 , B 国从 A 国进

口此生产阶段生产的中间产品:

(1+几):0(m)砚 一(1+几): /(m)",a;川<礁 一""a;"
A

/ v
r l 曰 J I T 厂 ! 曰! ~

已IJ " 月 ! 了i _ > = ) <
! m / _ 万

/ 二
八 用

口

(l+ 几): 0(m )
( 11 )

在相反的不等式成立的情况下 , 第 m 个生产阶段将由B 国生产 , B 国不再从 A

国进口此生产阶段生产的中间产品 "

因为 ,
必

(l+ 几):B(m )
< (l+ 几): /(m )"

因此 , 对于比较成本A (瓜 )满足下列式子的第m 个生产阶段 , 此阶段对应的

中间产品将不参与贸易 :

口

(l+ 几): 0(m )
< A (弋 )< (1+ 兀): /(m )" (12 )

显然 , 由于关税和贸易成本的出现 , 会产生一定区间内的非贸易生产阶段 , 即

介于 (12) 式的区间内 , 这也意味着有些生产阶段由于受关税和贸易成本的影响 ,

不再进行跨国分割 , 也不会发生国际贸易 "由于本文的分析重点是国际分割生产 ,

可以将不可跨国分割的部分与其邻近的可以跨国分割的阶段合并为一个生产阶段 "

因此 , 即使考虑关税和贸易成本 , 本文在前面分析的方法和思路同样适用 "

从以上的分析可知 , 当没有考虑国际分割生产的时候 , A 国在生产 X 产品上具

有比较优势 , B 国在生产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即A 国将会出口X 产品 , B 国将

会出口Y 产品 "假定 Y 产品的生产不可分割而 X 产品的生产可以分割成 m 阶段 , X

产品的生产被分割到A !B 两国 , A 国和 B 国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完成产品X 的某些

生产阶段 , 通过中间品贸易和国外中间品的投人 , 最终完成产品X 的生产 "此时 ,

有可能X产品的最后一个生产阶段Zxn (Zxn 二X ) 在B国进行 , 从而使得B 国也

能出口X 产品 , 即B 国的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 , 与此同时 , B 国的出口中也可能

包含A 国的投人 "即使 X 产品的最后一个生产阶段在 A 国进行 , A 国出口的最终产

品 X 也不能够全面和准确地体现 A 国的比较优势 , 因为 X 产品的生产过程中既有 B

国中间品的投人 , 也有A 国的价值增值过程 "所以 , 在国际分割生产条件下必须区

分一国出口比较优势中的国内和国外含量 , 才能真实地反映一国的出口比较优势 "

三 ! 国际分割生产条件下我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的实证分析

在已有文献中 , 通常用 Balassa显性 比较优势指数 (revealed Com parative ad-



5国际贸易问题 6 20 13 年第1期 经贸论坛

va nt ag e, R CA ) 来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某一产业的比较优势 "但是度量尺CA 时用的
是整体 贸易的数据 , 并没有把 最终 贸易和加工 贸易进行 区分 (B al don e 等 ,

20 07 ) "加工贸易是一国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主要方式 ,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 , 由于

国际分割生产的存在 , 一国的总体出口不仅包含本国的价值增值 ,还包含其他国家

要素的贡献 , 如果使用总产品出口数据测算 RC A , 即使一国只是对某一产品进行

了组装 , 但是测算出的尺C A 会显示该国能够出口这一产品且在这一产品拥有比较

优势 "因此 , 必须区分最终贸易和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贸易 , 从而真实地反映一国

的比较优势 "

1.比较优势测度指标 : R C A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 A ) 是美国经济学家 Bal as sa 提出的测算国际贸易比较

优势的一种方法 , Bai as sa 最初是用某类产品的出口量在一国出口中所占比重与该

类产品出口占世界总出口的比重之比作为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度量一国产品的比较优

势 , 其测算公式如下 :

X i /X "
R CA .!二一

X wj /X !
(13 )

式中RCA "表示i国第i种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戈表示i国第i种产品的

出口值 , X l, 代表 i国所有产品的出口总值 , X "代表世界第 i种产品的出口值 ,

X *,代表世界所有产品的出口总值 "

此后许多学者采用 Bal as sa 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对各种比较优势进行了研究 ,

并在此基础上对 R CA 指数进行了各种扩展和推广 "在已有文献中 , 根据研究问题

的不同 , (13 ) 式中的 X 所包括的产品类别和国家范围也不同 "根据产品类别显性

比较优势指数的计算可以分为: 一是一国某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 二是

一国某行业的产品 (某类产品 ) 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 "由于本文研究的是我国
制造业的比较优势 , 所以可以将我国某行业 k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表示如下 :

R CA k 二
中国k行业的出口值/中国制造业的出口值

世界k行业的出口值/世界制造业的出口值
(14 )

(14 ) 式中的世界范围可以分为三类 : 一是 /世界 0 代表全部贸易国家; 二是

/世界 0 代表某一区域的全部国家 ; 三是 /世界 0 代表与我国进行贸易的某个国家

或者是某些代表性国家 (魏浩等 , 2005 ) "本文计算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时 , 使

用的是第一类范围 "

按照日本贸易振兴会制定的标准 , 如果 R CA , >2. 5 , 则说明 i国家第i种产品具

有极强的比较优势 , 如果 1.25 蕊R CA "12. 5 ! 0. 8毛R CA "蕊1 25 和 R CA , <0. 8 , 则

对应的表明 i国家第j种产品具有较强的 ! 中度的和弱的比较优势 "当产品 i属于某

一产业的一类产品时 , 这些标准对行业也同样适用 , 即对 R 1沮*也适用 "

一 9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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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的我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

在现有许多文献中 , 计算比较优势时并没有考虑国际分割生产这一现象 , 即计

算比较优势时使用的是总的贸易数据 , 没有分离加工贸易 (国际分割引起的贸易)

和一般贸易 (又称最终产品贸易) 下文将用 (14 ) 式分别计算不考虑国际分割生

产时和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的我国制造业出口的显性比较优势 "不考虑国际分割生

产时将使用我国和世界制造业各行业的总产品的出口数据; 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 ,

最佳的选择是同时使用我国和世界制造业各行业一般贸易的出口数据 , 但是只有我

国有一般贸易的统计数据 , 而世界贸易没有一般贸易的数据 "所以 , 本文使用我国

制造业各行业一般贸易的出口数据和世界制造业各行业的总产品的出口数据计算考

虑国际分割生产时的显性 比较优势 , 由于 (14 ) 式中的分母是一种参照物 , 而

R CA !是一个相对的比值 , 所以在无法获得世界一般贸易的数据的情况下 , 使用世

界的总体贸易数据作为替代 , 把参照物统一到同一个标准 , 这是可行的 "

用 (14 ) 式的指标计算不考虑国际分割生产和考虑分割生产时的我国制造业出

口比较优势 , 其中涉及的我国制造业的总体出口数据和一般贸易出口数据均可以从

国研网数据库中获得 , 世界制造业的出口数据则可以从联合国C O M TR AD E 数据库

中获得 "但是国研网数据库和联合国C OM TR A D E 数据库中有关贸易的数据是按照

H S编码 (The H arm onization code system Code ) 分类的数据 , 没有按照国民经济

行业分类的数据 , 因此本文参考盛斌 (2002 ) 的方法 , 把 H S编码四位码的相关产

品的出口贸易数据集结到文中所选取的26 个制造业行业中 , 就可得到这些行业的

一般贸易 !总体贸易的出口数据和世界出口数据 , 其中 , 本文把 CO M TR A D E 数据
库中所有国家按H S编码四位码分类的每个产品的出口额进行加总 , 所得值作为按

此分类的每个产品的世界出口额 , 然后再把每个产品集结到其所属行业 , 得出制造

业分行业的世界出口额 "由于C O M T尺A D E 数据库中包含了绝大部分的贸易大国 ,

因此以这些国家作为世界代表是可行的 (杨长志 , 2009 ) "所选数据的时间跨度为

2001一2008年 "

根据上述方法获得我国和世界制造业的总的出口数据 , 并根据 -14) 式计算出

不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的我国制造业26 个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指数R C A (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 , 不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 , 从2001 一2008年的平均情况看 , 我

国制造业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 即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 A 大于 1 的行业一共有 n

个 , 分别是 : 纺织业 , 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 木材

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金属制品业等 6个劳动密集型行业梦以及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塑料制品业 , 化学纤维制造业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电

º按照产业资源密集程度分类法, 根据不同的产业在生产过程中对资源依赖程度的差异 , 把产业划分为

资源密集型 ! 劳动密集型 ! 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而根据 SI TC 一位码的分类标准 , 共有10 大类产

品 , 通常将O 一4类初级产品定义为资源密集型产品 , 第6 ! 8类制成品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 而第5 ! 7类

制成品产品定义为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异, 本文综合这两类方法. 把我国26 个制造业行业分为三类产业 , 分

别是资源密集型行业: 食况!加 下和制造业 !饮料制造业和烟草加 }_业 ; 劳动密集型行业: 纺织业 ! 服装及其

他纤维制品制造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 木材加 1一及家具制造业 ! 造纸及纸制品业 ! (下转第 n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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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不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的我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

需需一一一一之犯一}}}200111 200222 200333 200444 200555 200666 200777 200888
""""力口丁和,lJ造!" }}}07444 0.6888 O石666 ()5222 04888 0.4666 0.4222 O召555
饮饮料制造业业 0.4888 03 999 O召OOO ().2999 0 2 333 ().2555 0.1777 (2.1555

烟烟草加 仁业业 0.2777 0.2888 0召666 0 .2 111 ().1888 0.1666 0.1333 0.1222

纺纺织业业 1 6666 1.6666 1 5333 1.5333 1.4777 1.5666 1.5777 1.5(22

纺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业 4.1888 3.7000 3 .3333 3 .1777 2.9777 3.1000 2.8222 2.8555

皮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业 4.4555 4.3000 3另444 3 .6999 3.4 111 2.7999 2名111 2.8000

木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业 1.2333 1.3444 1 2888 1.3666 1 3999 1.4666 1.4666 1 5111

造造纸及纸制品业业 0.2333 O忍222 "2333 0.2222 0.2555 0.3000 O召111 0.2888

印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制 O一4000 0.4444 0召666 0.3999 0.3888 04 111 O一4555 0 4777

文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业 3.9111 4.1555 3夕222 3石777 3.3999 3一2444 2习555 2夕888

石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业 O石lll 0.4666 0 5000 O -4777 ".3222 0一2333 0.2444 ().2777

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业 O一5888 0石555 0.5000 O石OOO 0.4999 0.4888 0.5222 0.5777

医医药制造业业 0.1333 01 000 0 ,0888 0 0777 O一0777 0.0666 0.0666 0 0777

化化学纤维制造业业 1 7555 1.7666 2刀222 1.9222 1.9222 1 9333 1 9000 2刀333

橡橡胶制品业业 0.7333 O一7444 O石777 0.7555 O -8222 0.8777 O月111 0.8999

塑塑料制品业业 1.3111 1 2888 1.1333 1.1222 1.0888 1.0444 "月222 0.8888

非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业 14000 1 -4888 1.3555 1.3999 1.4222 1.4333 1-3444 1.4000

黑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 工业业 0.4555 O书666 0召555 O一6888 0.6666 0 8444 0.9555 0 9888

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0.6666 0.6444 Ot6666 07 222 0.5888 0.5555 0.4333 0.4000

金金属制品业业 1.4555 0.9666 1.3666 0 6444 13999 1.4444 1.4444 1.4666

普普通机械制造业业 }"#4444 0.5777 0.5444 O石777 0石777 ().666 0.6444 0.6666
专专用设备制造业业 }"#2999 0.3111 0.3222 03666 O-3999 0.4555 06444 0.6999
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业 ,"#2777 0.2555 0.2777 0.2888 0333 "召222 0.3666 0.4222
电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业 ,1.6555}1#5666 15777 1.5888 1.5111 1.5222 15222 1.5222

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业 8l#2111{1.4888 1.7555 1.9333 1.9555 1.9555 2.()777 2.1222
电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械{ -)习5551"#9999 1.0222 10888 12222 1.1999 1.1555 1.1999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国研网数据库和联合国CO M T R AI )E 数据库数据计算而得

( 卜接第 10 贞 )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 !橡胶制品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金属制品业; 资本或技术密集型

行业 :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 医药制造业 ! 化学纤维制造业 !

塑料制品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普通机械制造业 ! 专用设备制造

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通信设备 !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电子设备制

造业及仪器仪表文化办公用机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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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等5个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 ; 显性比较

优势指数 R CA 大于 2. 5 的行业有 3个 : 纺织服装 , 鞋 , 帽制造业 , 皮革毛皮羽绒及

其制品业 ,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说明我国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有极强的比较优势

和竞争力 ; 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 CA 介于 1.25 一2.5之间的行业有 7个 : 纺织业 ,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 化学纤维制造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金属制品业 , 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说明这些行业具有

较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C A 小于0. 8的行业有 13 个 : 食品力[I

工和制造业 , 饮料制造业 , 烟草加工业 , 造纸及纸制品业 , 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

制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 医药制造业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加工业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普通机械制造业 , 专用设备制造业 , 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 , 说明我国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非常弱 , 是

我国的劣势行业; 其余3个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尺CA 介于0. 8 一1.25 之间 , 具

有中度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

3.国际分割生产条件下的我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

考虑国际分割生产 , 把由分割生产引起的加工贸易从总体贸易中分离 , 用一般

贸易数据计算我国制造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 CA "同样选用2001 一2008年我国的

一般贸易数据和世界出口数据 , 可以计算得到国际分割生产条件下我国制造业出口
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

根据上述处理数据的方法获得我国制造业各行业的一般贸易出口数据和世界制

造业各行业的总出口数据 , 并根据 (14) 式计算得到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的我国制

造业 26 个行业的出口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 CA (见表 2) "从表 2可以看出 , 考虑国

际分割生产时 , 从 2001 到2008 年的平均情况看 , 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 , 即显

性比较优势指数 R CA 大于 1 的行业一共有 9 个 , 分别是 : 纺织业 , 纺织服装 !

鞋 !帽制造业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 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 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和金属制品业等 6个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化学纤维制造

业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等3个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 ;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 CA

大于 2. 5 的行业有 4个 : 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 化

学纤维制造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说明我国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有极强的比较优

势和竞争力; 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 CA 介于1.25 一2. 5之间的行业有3 个: 木材加

工及家具制造业 , 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金属制品业 , 说明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

上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 "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 C A 小于 0.8 的行业有 14

个 : 食品加工和制造业 , 饮料制造业 , 烟草加工业 , 造纸及纸制品业 , 印刷业记

录媒介的复制 , 石油加工及炼焦业 ,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 医药制造业 , 橡胶

制品业 , 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 , 专用设备制造业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通

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 , 说明我国这些行业在世界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非常弱 , 是我国的劣势行

业 ; 其余 5个行业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R CA 介于 0. 8一1.25 之间 , 具有中度的比较优

势和竞争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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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的我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

爪爪了一一一一 逻逻 200111200222200333200444200555200666200777200888
食食品加工和制造业业 1.2444 1.1111 O习333 O名666 07 666 0.7222 O石444 0 .4888

饮饮料制造业业 O月OOO O一8666 0一6444 0.6444 0 5000 O石333 O召333 0.2666

烟烟草加工业业 O石222 O石333 0.5888 O乃OOO 0.4333 O召666 0.3000 0.2444

纺纺织业业 2石999 2 8000 2一6444 27 000 2.5666 2夕OOO 2.6777 2之222

纺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业 4.7444 4石888 4 4666 4.5 111 4 4555 47 666 4.1555 37 111

皮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业 4 .2999 4石999 4.5999 47 999 4乃222 3.3222 3.5444 3.2666

木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业 1.5888 1 7888 1.7555 2一0222 2刀999 2.2111 2忍888 2,2888

造造纸及纸制品业业 0.2555 0 .2555 O之333 O之111 0.2333 02 666 0卫888 0.2555

印印刷业记录媒介的复制制 0 .1111 0几777 0 .1222 0.1666 0.1888 0.2333 0.3000 0.3666

文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业 2典111 2石444 2与111 2.6000 2召555 22 000 2一0666 1.6555

石石油加工及炼焦业业 0.8888 O一7888 0 .8777 07 444 0.3666 0.1666 0.1777 0万555

化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业 1.0555 0一9999 0名999 O月222 0.8888 0.8222 O名555 1.1666

医医药制造业业 O卫555 0.1999 0.1555 0.1444 O注222 0.1000 0.1000 0.1000

化化学纤维制造业业 2.4222 2.8444 3一6000 3万111 3一5555 3冷lll 3.1111 2习777

橡橡胶制品业业 O忍888 03 000 0之777 03 000 0.3222 0.3555 O召777 O召111

塑塑料制品业业 0.9333 1.0222 0 .9888 1.0999 1.1111 1 0888 0.8888 0 8222

非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业 24 999 27 000 2.4888 2石555 2.6888 2石999 2召333 2 ,2555

黑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07 111 O石555 0.6444 1.4111 1.2666 1.7666 1.8444 1 -8000

有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业 0习333 07 444 O一6888 O石999 0.6222 0.6888 O乃333 O一5666

金金属制品业业 2.1999 1.4333 2.1444 1.0333 2石OOO 2一5666 2冷999 2召777

普普通机械制造业业 0.6444 0.8222 0 -8 111 O一8444 0.8000 0.8333 O一8999 O一8666

专专用设备制造业业 0.3777 0.3999 O一4222 0.4999 O石555 O一6222 0.5888 O一6444

交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业 0.2222 O卫111 O之333 O忍777 0.3000 0.3333 0.3777 0.3999

电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业 1 0888 1.0 111 1.1444 1.1777 1.1333 1.1333 1 1777 1 1888

通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业 O注888 0卫333 O之777 0召222 0 3555 0.4000 0.4666 O与333

电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械 O一4000 04 444 ()4 111 0 .4000 0.3777 0.3555 0召888 0.3888

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国研网数据库和联合国CO M T R A D E 数据库数据计算而得"

4.对比分析

对比不考虑和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的我国制造业的出口比较优势 , 可以发现在

两种情况下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有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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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考虑国际分割生产后 , 即分离了我国出口中的国外含量以后 , 我国具有比

较优势的制造业行业个数减少了 , 从不考虑国际分割生产时的 n 个减为 9个 , 其中

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行业的个数保持6个不变 , 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本或技术密

集型行业的个数减少了2个 "

(2) 考虑国际分割生产后 , 在世界市场有极强比较优势和竞争力的行业增加了

1个 , 减去了原来的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 , 增加了化学纤维制造业和非金属矿物制

品业 "考虑国际分割生产后 , 在世界市场有较强比较优势和竞争力力的行业共减少

了4个 , 减去了纺织业 , 化学纤维制造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

造业和通信设备 ,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5个 , 增加了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业 "考虑国际分割生产后 , 在世界市场上比较优势和竞争力非常弱 , 处于劣势的行

业增加了 1个 , 减去了原来的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和普通机械制造业 , 而增

加了橡胶制品业 ,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

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 "

(3) 考虑国际分割生产影响后 , 所有资源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都有提高或者

比较劣势减弱 "纺织业 , 纺织服装 !鞋 !帽制造业 , 皮革毛皮羽绒及其制品业 , 木

材加工及家具制造业 ,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和金属制品业等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

较优势增强; 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 , 化学纤维制造业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

业和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等行业的比较优势有所增强; 而文教体育用品制造

业 , 塑料制品业 , 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

机械等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减弱 "从总体看 , 考虑了国际分割生产的

影响后 , 也就说分离了国际分割生产导致的贸易后 , 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行业减

少了 , 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变化不大 , 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

业的比较优势总体上明显下降 , 特别是技术含量较高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 , 通

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 电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

械等行业的比较优势下降非常明显 , 通信设备 !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和电

子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更是从比较优势行业变成了比较劣势行

业 "因此 , 可以说 , 由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割生产 , 使得我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比较

高 , 如果分离了国际分割生产导致的贸易 , 则我国的制造业 , 特别是高技术含量行

业的比较优势并不突出 "

四 !结论与对策

1.结论

本文在李嘉图模型的框架下 , 采用我国和世界制造业分行业的贸易数据 , 实证

分析了不考虑和考虑国际分割生产的情况下 , 我国制造业比较优势的变化 , 得到了

以下结论 : 从总体看 , 由于国际分割生产的影响 , 虽然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行

业的比较优势变化不大 , 但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行业的比较优势总体上明显下降 , 特

别是技术含量较高行业的比较优势下降非常明显 "可以说 , 由于我国参与国际分割

生产 , 进口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品 , 使得我国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含量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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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上升了 "

2.对策

(l) 鼓励我国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割生产 "FDI 和加工贸易是我国参与国际分割

生产的两种主要方式 "因此 , 应该从 FDI 和加工贸易人手提升我国参与国际分割生

产的程度 "通过相关的优惠措施 , 稳定的政治环境 ! 良好的宏观经济形势 !不断完

善的基础设施等因素 , 继续加大吸引FDI 的力度 "同时 , 也应鼓励我国企业走出

去 , 为企业走出去参与国际分工和全球竞争创造良好的政策条件和金融支持 "促进

加工贸易的发展 , 加工制造环节是由我国现实的优势条件决定的 , 是我国融人国际

分割生产导致的全球生产链的切人点 2政府应对科技含量高 !附加值大的高技术密

集型加工环节实行政策倾斜 , 促进我国参与国际分割生产区段或环节的提升 "

(2) 促进国际分割生产规模经济效应的实现 "通过国际分割生产 , 将不同的生

产区段或环节加以分割 , 配置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生产 , 使产品的生产成本下

降 , 获得超额利润 "因此 , 积极参与国际分割生产 , 可以获得参与区段或环节的内

部规模经济 "国际分割生产会导致生产区段或环节的集聚现象 , 因为中间品的需求

和贸易成本的存在 , 促使生产同类产品的某些生产区段或环节的企业在地理上集

聚 "而且 , 生产区段或环节的集聚有利于相互合作和技术外溢 "因此 , 积极参与国

际分割生产 , 可以获得参与区段或环节的外部规模经济效应 "

(3 ) 推进国际分割生产技术转移和外溢效应的实现 "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 参与

国际分割生产的行业和企业只有加强 自主创新能力 , 才能获得竞争优势 , 才能参与

更多的国际分割生产区段 , 也才一能提升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行业和企业的吸收能

力 , 充分吸收国际分割生产的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效应 , 逐步从国际分割生产中的

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向附加值更高的的生产环节推进 , 从而使得我国制造业的比较

优势不断提升; 培育有竞争力的本土企业 , 可以推动我国一些有实力的企业 , 将某

些生产环节安排在国外进行或者构建自己的国际分割生产网络 , 同时 , 有竞争力的

本土企业可以参与附加值更高的国际分割生产区段 , 这对于增强我国企业和行业的

比较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促进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联系 "

一方面 , 提高产业关联效应就必须推动我国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价值链升级 , 只有
进入价值链高端 , 才能获得国际分割生产的主导权 , 进而通过产业关联带动本土产

业比较优势的提升 "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企业传播技能 !知识和技术的最强大的渠

道是通过它们与本土企业建立的联系 "而建立联系的过程受到政策环境 !基础设施

和宏观经济状况的影响 "事实上 , 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是建立有效联系的一个关键

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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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in a .5 C o m P a ra tive A d va nta g e o f M a n ufaeturin g Ind u stry u n de r

Inte rna tio n a l F rag m e nta tio n of P ro d uetio n

Y A N G YO n g一h u a

A b stra ct: B ased on the fr am ew ork of R ieardian M o del, this P ap er analyzes

o n e eo u n t尽 . 5 e x p o rt e o m p a ra tiv e a d v an tag e in eo m p ariso n w ith an d w ith o u t in ter-

n a tio n a l fr ag m e n ta tio n o f P ro d u ctio n , th en em P iriea lly a n a ly z e s C h in a 5 co m P a ra -

tiv e ad v an tag e o f m a n u fa etu rin g in d u stry in co m P ariso n w ith an d w ith o u t in tern a -

tional fra gm entation of pro ductio n , using p an el d ata of C h ina . 5 an d w orld . 5 26

m a n u fa c tu rin g ex P o rt fr o m 2 0 0 1 to 2 0 0 8 . T h e resu lts sh o w th a t u n d e r C h in a . s

p a rt ie ip atio n in in tem atio n al fr ag m e n ta tio n o f p ro d u etio n , th e n u m b er o f C h in a . s

m an ufa etu ring industries w ith eom Parativ e adv antage inereased , esPeeially , th e eo m -

P ar a tiv e adV an tag e o f m an u fa etu rin g in d u strie s w ith h ig h tee hn o lo g y eo n te nt a lso

rose. H ow ev er, the eom parative advantag e of C h in a . 5 m anu fa ctu ring in dustries

w ill n o t b e 50 h ig h if w e ru le o u t th e e o n trib u tio n o f in tem atio n a l fr ag m en ta tio n

o f P ro d u etio n . F in ally, th is P a p e r P u ts fo rw a rd so m e su g g e stio n s to P ro m o te th e

fu rt her d ev elopm ent of C hina . 5 C o m p arativ e advantag e o f m anufa etu rin g indu st卿,

u n d er C h in a .5 P art ie iP a tio n in in te m atio n a l fr ag m en ta tio n o f P ro d u e tio n .

K e yw o rd s: Intern ation al fr agm en tation o f p rodu etion : C h in a . 5 m anu fa eturing

in d u stry : C o m P ar ativ e a d v a n ta g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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