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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的
逻辑关系与实证比较
!

葛
!

明
!

赵素萍

摘
!

要!文章依据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等核算口径的内涵%经逻辑演绎提

出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分别构建核算模型%经数理分析验证了上

述假说!一国总值进'出额按价值来源均可区分为国内'外增加值两部分%出口国外增加值

与进口国内增加值之和构成重复核算部分%而总值进'出口额分别剔除掉重复核算部分之

后就得到单边增加值进'出口额(由此进一步推论得到!总值贸易差额等于增加值贸易差

额&在此基础上%应用三种口径分别核算和比较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规模及贸易差额&

关键词!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

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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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献标识码!

4

!!

文章编号!

!&0/506/"

)

/"!0

*

"/5""&!5!/

一'引
!

言

由于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进步'物流贸易成本的大幅降低%全球生产分工由产业间分

工向产业内和工序间分工等更为细化的方式迅速演变%中间产品频繁跨越国界成为国际

贸易的主流%由此引致了要素价值的#国家间转移$'#产业间转移$和#重复核算$

)葛明'林

玲%

/"!&

!

/"566

*

等问题&在此背景下%继续应用总值贸易额来表示一国进'出口规模%既不

利于反映出口总额的多边价值贡献和最终消费价值的国别来源%也影响到国际贸易结构

的识别以及宏观贸易政策的制定%因而存在严重不足
)王直等%

/"!7

!

!"%5!/0

*

&世界贸易组

织)

`T]

*前总干事卡尔/拉米)

N>.(>EC>?

D

*

!在
/"!!

年就曾呼吁%采用#增加值$作为

国际贸易核算新的口径(随后%

`T]

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R31

*联合开发了增加值

贸易数据库)

T8Z4

*%欧盟)

Rc

*资助开发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

8̀]1

*%为国际贸易核

算方式演进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

目前%国际贸易核算调整的主流方式是采用#贸易增加值$)

Z>E-;

5

4==;=+)T<>=;

%简

称
Z4+T

*和#增加值贸易$)

T<>=;+)Z>E-;

5

4==;=

%简称
T+Z4

*两种口径&贸易增加值是

基于生产链的特征%分解出口产品不同生产环节和要素投入的价值增值过程%重点关心出

口国内增加值规模及其所占份额&而增加值贸易则是分析最终消费品的价值来源问题%

其国内价值被国外消费的部分构成了增加值出口额&虽然两种方式的研究视角不同%但

均基于#增加值$口径%笔者认为贸易增加值'增加值贸易与总值贸易这三种口径之间必然

存在着某种内在逻辑&依据不同口径的内涵%笔者首先提出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逻辑关

系%继而应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验证了上述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核算和比较了不同口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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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总值贸易口径是当前海关统计采取的方式%其最大特点在于一个产品跨越各个关境时都以总流量

计入进'出口贸易额
)沈梓鑫'贾根良%

/"!$

!

!&75!02

*

&如果在产业间贸易分工条件下%商品的生产流程基本

在国内完成%而进'出口的商品均为最终消费品%这种口径核算的结果能够反映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价

值交换额&但是%在国际分工日趋细化'中间产品贸易占据主流的背景下%进出口关境的产品就不再由

一国的要素价值构成%总值贸易口径自然会产生中间要素价值的重复核算问题%从而虚增各个国家的实

质进出口规模(此时也难以识别贸易产品价值的#原产地$和#消费地$结构%以及全球价值链上各个国家

的贸易利得&后来%学者们依据全球价值链的特点%提出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两个口径对国际贸易

核算方式进行修正&

贸易增加值体现了国际贸易商品和服务在生产过程中的全球价值链增值过程%一般应用出口中包

含的国内增加值来衡量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经济收益
)刘遵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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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获取的数据库不

同%研究方法也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沿着以下思路演进!)

!

*基于企业会计报表分解个别产品的国别

价值%以芭比娃娃'大飞机'

+NB9);

手机等为代表%研究对象比较微观%但结论却具有启发性&)

/

*应用

企业层面数据测度贸易增加值%数据来自联合国货物贸易统计数据库
)唐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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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6/

*

和中国海关贸

易数据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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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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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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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类方法较为直接%

也可对异质性企业和产品的特征进行解释分析%但无法反映要素价值#产业间转移$问题%由于未包含服

务贸易数据%也无法反映一国的出口规模&)

6

*基于单区域非竞争性投入产出表核算出口国内增加值%

F-??;E.

等)

/""!

*开创性地提出了垂直专业化的测算方法)简称
F8_

方法*%即一国总出口中进口中

间品价值所占的比重%但该模型无法识别要素价值的国别来源和最终消费去向(一般假定进口中间品价

值全部由国外创造%因而也无法探讨中间要素价值折返的数量和比重(由于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是竞争性

投入产出表%并未区分进口中间产品在国内消费品和出口品生产中的比例%因而在应用
F8_

方法时一

般假定两者相同
)

33RI

课题组%

/""&

!

65!!

(黄先海'韦畅%

/""0

!

!7%5!72

*

%导致测度偏差有可能进一步增大&

)

$

*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表分解出口额的国内'外价值构成%

cO3T41

)

/"!6

*利用
cO3T415R]I4

数

据库基于世界投入产出表)

8̀]T.

*分别建立了一国出口额的全球价值链分解模型&

@A;B<;<

等)

/"!"

*

将#价值转移$和#价值折返$纳入到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构建了统一的模型考察了进'出口的国内'外

价值贡献&

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仍非一国的价值出口额%原因在于#产业价值转移效应$和#国别价值转移效

应$的存在%比如某些海关出口额为零的服务业%其价值可能隐含在制造业中实现了价值出口(也有某些

海关统计为零的两国间贸易%其可能通过第三国的间接贸易而实现了两国间的价值交换&在此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增加值贸易口径来反映一国的实质进出口规模&所谓增加值进口是指一国通过直

接和间接的方式吸收的另一国创造的增加值成份(而增加值出口则是指由本国初始创造但由它国最终

消费的价值量&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还比较少%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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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提出了增加值贸易的概念%明晰了

#谁为谁生产$的问题(

G9B).9)

和
O9

K

-;<>

)

/"!/

*进一步提出了增加值出口的概念和度量方法%基于全

球贸易分析项目)

[T4N0#!

*数据库实证分析了各国的增加值贸易额(

I9U;<A@A;B<;<

)

/"!/

*基于一国

最终消费品价值来源的视角%构建了一国单'双边增加值贸易的测度模型&

T+??;<

等)

/"!/

*基于
8̀

5

]T.

测度了各国要素收入和制造业的需求状况%国内相关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李昕'徐滇庆%

/"!6

!

/2577

(

陈雯'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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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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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茂清'黄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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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0"

(罗长远'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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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增加值贸易和贸易增加值分别从生产侧和消费侧两个不同的视角考察了一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进'

出口贸易利得%但两者之间也并非截然孤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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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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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将一国总

出口的增加值来源分解为被外国吸收的增加值'返回本国的国内增加值'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由于中

间品频繁进出关导致的纯重复计算等四部分%并进一步根据出口品价值的最终去向细分为
2

个部分(王

直等)

/"!7

*扩展了上述方法%建立了总贸易流分解框架%将双边贸易额'双边部门贸易额'贸易总额和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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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贸易总额等依据价值来源和最终吸收地分解为
!&

个部分%从而形成了自官方总值统计到贸易增加值

统计)以增加值为标准的国民经济核算统计体系*的一整套核算法则&虽然上述模型提到了出口总值'

出口国内增加值'增加值出口额等三个不同的口径%但并未明晰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而且研究出发点

是基于出口总值的完全分解%因而出口中被国外吸收的价值并不一定等于增加值出口额(上述模型也未

对不同核算口径下的进口额和贸易差额进行探讨%因而探讨国际贸易不同统计方式之间的关系仍有较

大的完善空间&本文贡献在于经过逻辑演绎提出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三者之间的数量

关系假说(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分别构建三种核算口径下的进口'出口以及贸易差额统计模型%并应

用投入产出技术%经数理推导验证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最后针对中国的数据做经验分析&

二'逻辑分析'假说提出与模型演绎

)一*逻辑假设

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
N

和
\

%均为开放型国家&贸易流程如下!第一步%

N

国向
\

国出口价值
4

的

产品(第二步%

\

国消化吸收!进口部分)

!W

&

*

4

的价值%而
&

4

作为中间投入要素置于总价值
&

4hL

的商品中又出口至
N

国(第三步%

N

国自
\

国进口的这部分商品价值%其中的)

!W

)

*)

&

4hL

*部分由
N

国消化吸收%而
)

)

&

4hL

*部分作为中间投入要素随总价值
)

)

&

4hL

*

h3

的出口品转移至
\

国%并被

\

国全部吸收&至此%两个国家间分别展开了一个回合包含价值折返和价值转移行为的贸易往来%并以

价值全部被吸收而终结#

%如图
!

所示&

图
$

!

两国模型下的全球生产网络简图

注!图中箭头表示贸易方向%

"

'&

'

)

'

!

&

)二*逻辑分析

依据图
!

的贸易流程%按照总值贸易核算口径%进'出口额将忠实于两国间商品的进出关记录&对

于
N

国而言%出口额由贸易流程的第一步和第三步组成%出口额合计为
4h

)

)

&

4hL

*

h3

(进口额由贸

易流程的第二步构成%金额为
&

4hL

(由此核算出
N

国的贸易差额
4h

)

)

W!

*)

&

4hL

*

h3

&

依据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出口将剔除进口中间要素的价值%以国内增加值来表示&对于
N

国来

说%第一步出口国内增加值仍为
4

%但第三步出口国内增加值是
3

%来自进口的中间投入要素价值需要

从出口中剔除%因而在此核算方式下%

N

国出口额为
4h3

&进口额的核算限定在第二步%核算对象是进

口国外增加值%对于
\

国来讲就是它的出口国内增加值%价值量为
L

%也即是贸易增加值核算方式下
N

国的进口额&由此计算出
N

国贸易差额是
4h3WL

&

在增加值贸易核算口径下%出口额的核算将以本国要素价值是否为他国所消化吸收为标准&以
N

国为例%第一次出口额中被
\

国吸收的价值为)

!W

&

*

4

%第二次出口额中被
\

国吸收的价值为
)

)

&

4h

L

*

h3

%但是其中
)

L

的价值是由
\

国初始创造的%需要予以剔除%那么
N

国对
\

国的增加值出口额就

核定为
4h3W

)

!W

)

*

&

4

&

N

国自
\

国进口的商品价值中%只有)

!W

)

*)

&

4hL

*部分被消化吸收%但是

/

6&

/

!

#

消化吸收是指进口产品的价值留在进口国内%而不管产品的形态是最终产品还是中间产品&

现实贸易中%尽管每一个回合中
N

出口至
\

的贸易不可能全部是最终品%但那不过是对第一个回合的重复%而中间产品都将以成

为最终品被消费而结束%因而做出上述抽象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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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部分由
N

国初始投入要素创造%其价值并不属于
\

国%也需要予以剔除%因而%

N

国自

\

国的增加值进口额就核定为
4h3W

)

!W

)

*)

&

4hL

*&于是%

N

国的增加值贸易差额是
4h3W

)

!W

)

*)

&

4hL

*&

表
$

!

三种统计口径下
<

国外贸指标及其比较

类型 总值贸易)

"

* 贸易增加值)

#

* 增加值贸易)

$

*

出口额
4h

)

)

&

4hL

*

h3 4h3 4h3W

)

!W

)

*

&

4

进口额
&

4hL L

)

!W

)

*

L

贸易差额
4h

)

)

W!

*)

&

4hL

*

h3 4h3WL 4h3W

)

!W

)

*)

&

4hL

*

!!

注!作者参考李昕和徐滇庆)

/"!6

*制作本表%增加了对增加值贸易核算方式的考量&

)三*逻辑假说

依据表
!

比较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核算口径下的
N

国进'出口额以及贸易差额%可

以发现!

!#

就出口额而言%)

*

*

(

)

+

*

(

)

,

*&其中%)

*

*

W

)

+

*

i

)

)

&

4hL

*%即出口贸易总额)

*

*等于出

口国内增加值)

+

*与出口国外增加值
)

)

&

4hL

*之和&)

+

*

W

)

,

*

i

)

!W

)

*

&

4

%即增加值出口)

,

*等

于出口国内增加值)

+

*剔除进口并消费的国内增加值)

!W

)

*

&

4

部分&)

*

*

W

)

,

*

i

&

4h

)

L

%意味着

增加值出口)

,

*等于出口总额)

*

*与整个贸易流程重复核算的部分
&

4h

)

L

之差&

/#

进口额也有相似的发现%)

*

*

(

)

+

*

(

)

,

*&其中%)

*

*

W

)

+

*

i

&

4

%意味着总值进口额)

*

*可

以分解为进口国外增加值)

+

*与进口国内增加值
&

4

两部分&)

*

*

W

)

,

*

i

)

L

%说明增加值进口额

)

,

*等于总值进口额)

*

*剔除
N

国自
\

国进口又再次作为中间投入要素出口至
N

国的增加值
)

L

&

)

*

*

W

)

,

*

i

&

4h

)

L

%表明总值进口)

*

*与增加值进口)

,

*的差额也为
&

4h

)

L

%即相对于增加值贸易

核算口径%总值贸易进'出口额会以相同的绝对额
&

4h

)

L

夸大
N

国的价值交换规模&

6#

结合表
!

%比较不同核算口径下贸易差额的大小%可以确定)

*

*

W

)

,

*

i"

%即增加值贸易差额

)

,

*并不改变总值贸易)

*

*口径下的贸易失衡状况&)

*

*

W

)

+

*

i

)

)

&

4hL

*

W

&

4

%总值贸易差额

)

*

*与贸易增加值差额)

+

*的大小并不确定%这取决于出口国内要素增加值
)

)

&

4hL

*与进口国内要

素增加值
&

4

的大小&)

+

*

W

)

,

*

i

)

!W

)

*

&

4W

)

L

%贸易增加值差额)

+

*与增加值贸易差额)

,

*的大小

也不确定%而是取决于进口并消费的国内增加值)

!W

)

*

&

4

是否大于出口并在国外消费的国外增加值
)

L

&

)四*模型演绎

本部分将在投入产出框架下%分别构建三种口径的进出口规模核算模型%在此过程中%比较分析各

种口径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以验证上文的假说&

!#

投入产出分析框架

表
#

!

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两国模型*

!!!!!!!

产出
投入

!!!!!

中间产出)产品* 最终产出)消费*

国家
'

国家
(

国家
'

国家
(

总产出

中间
投入

国家
!

U

!!

U

!/

J

!!

J

!/

U

!

国家
/ U

/!

U

//

J

/!

J

//

U

/

初始投入)增加值*

Z

!

Z

/

总投入
U

!

U

/

!!

注!

U

(

A

表示
A

国总产出
U

A

时
(

国的中间投入价值%

J

(

A

表示
A

国最终消费中来自
(

国的最终产品%

Z

(

表示
(

国的增加值%

U

A

表示
A

国的总产出%

(

%

A

)

6

!

%

/

7&

假设世界上只有
/

个国家%每个国家都生产和消费
V

种商品&如表
!

所示%

Z

*

)

Z

!

Z

/

*表示各

国增加值行向量)维度
!

?

/V

*%

U

*

)

U

!

U

/

*

Y

表示各国总产出列向量)维度
/V

?

!

*%于是各国增加

值率行向量为
O

*

)

O

!

O

/

*

*$

)

;

.

,

*%其中
O

(

*

Z

(

"

U

(

Y

%

$*

)

! !

*%

,

*

)

,

!!

,

!/

,

/!

,

//

*表示直接消耗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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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矩阵)维度
/V

?

/V

*%元素
,

(

A

*

U

(

A

"

U

A

表示
A

国总产出中
(

国中间产品的直接消耗系数&那么%

里昂惕夫)

>̀..+E

D

C;9)A+;Q

*逆矩阵
!

*

)

;

.

,

*

.

! 表示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
;

为单位矩阵&基于投入产出技术和世界投入产出框架%可以得到下列恒等式!

U

!

U

*

+

,

-

/

*

,

!!

,

!/

,

/!

,

*

+

,

-

//

U

!

U

*

+

,

-

/

+

J

!!

J

!/

J

/!

J

*

+

,

-

//

*

!

!!

!

!/

!

/!

!

*

+

,

-

//

J

!!

J

!/

J

/!

J

*

+

,

-

//

)

/

*

用分块矩阵形式表示为!

U

*

,U

+

G

*

)

;

.

,

*

.

!

G

*

!

G

)

6

*

令
G!

*

)

J

!!

J

/!

*

Y

'

G/

*

)

J

!/

J

//

*

Y

分别表示
!

国和
/

国最终消费列向量%记
G

*

)

G! G/

*为世界最

终消费矩阵&

/#

总值贸易核算模型

根据投入产出框架%在总值贸易口径下%

!

国对
/

国的进口额等于
!

国生产中投入的
/

国中间品价

值
U

/!

与
!

国消费中包含的
/

国最终品价值
J

/!

之和(同理可得到
!

国对
/

国的出口额(进一步推导出
!

国对
/

国的贸易净额%分别用以下三个公式表示!

;E

1

!/

*

U

/!

+

J

/!

*

,

/!

U

!

+

J

/!

)

$

*

MU

1

!/

*

U

!/

+

J

!/

*

,

!/

U

/

+

J

!/

)

7

*

VM=

1

!/

*

MU

1

!/

.

;E

1

!/

*

)

U

!/

+

J

!/

*

.

)

U

/!

+

J

/!

* )

&

*

!!

6#

贸易增加值分解模型

依据贸易增加值核算口径和投入产出技术%

!

国出口至
/

国的总额%依据增加值国别来源不同%可

应用下列模型分解!

MU

1

!/

*

)

O

!

O

/

*

!

!!

!

!/

!

/!

!

*

+

,

-

//

MU

1

!/*

+

,

-

"

*

O

!

!

!!

MU

1

./ 0

!/

MU

Z/

!/

+

O

/

!

/!

MU

1

./ 0

!/

MU

ZJ

!/

)

0

*

!!

其中%

MU

Z/

!/

表示出口国内增加值%也即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的
!

国出口额(

MU

ZJ

!/

表示出口国外增加

值&

! 同理分解
!

国自
/

国进口额的国内外价值贡献%模型为!

;E

1

!/

*

)

O

!

O

/

*

!

!!

!

!/

!

/!

!

*

+

,

-

//

"

;E

1

*

+

,

-

!/

*

O

!

!

!/

;E

1

./ 0

!/

;E

Z/

!/

+

O

/

!

//

;E

1

./ 0

!/

;E

ZJ

!/

)

%

*

其中%

;E

Z/

!/

表示进口国内增加值(

;E

ZJ

!/

表示进口国外增加值%也即贸易增加值口径下
!

国的进口额&

于是%基于贸易增加值口径核算的
!

国对外贸易净额公式!

VM=

Z

!/

*

MU

Z/

!/

.

;E

ZJ

!/

*

O

!

!

!!

MU

1

!/

.

O

/

!

//

;E

1

!/

)

2

*

!!

$#

增加值贸易核算模型

在增加值贸易口径下%

!

国对
/

国的出口额表示
/

国总消费中来自
!

国的价值贡献%用下式核算!

MU

=

!/

*

O

%

!

!

G/

*

O

!

!

!!

J

!/

+

O

!

!

!/

J

//

)

!"

*

其中%

O

%

!

*

)

O

!

"

*&同理%

!

国对
/

国的增加值贸易进口额用式)

2

*表示&

;E

=

!/

*

O

%

/

!

G!

*

O

/

!

/!

J

!!

+

O

/

!

//

J

/!

)

!!

*

其中%

O

%

/

*

)

" O

/

*

*

O

.

O

%

!

%

O

/

!

/!

J

!!

表示
!

国生产并消费的最终品中包含的
/

国价值%

O

/

!

//

J

/!

表

示
!

国自
/

国进口的最终消费品中包含的
/

国价值&于是%贸易净额公式为!

VM=

=

!/

*

MU

=

!/

.

;E

=

!/

*

O

%

!

!

G/

.

O

%

/

!

G!

*

)

U

!/

+

J

!/

*

.

)

U

/!

+

J

/!

*

*

VM=

1

!/

)

!/

*

/

7&

/

!

在模型中%本国或者国内均是指代
!

国%而其它国家或者国外指代
/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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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式中的替换关系主要依据投入产出表横向和纵向恒等式!

U

!!

+

U

/!

+

Z

!

*

U

!

*

U

!!

+

U

!/

+

J

!!

+

J

!/

)

!6

*

式)

!/

*意味着在在增加值贸易和总值贸易两种口径下%

!

国对世界的贸易净额是一致的%即增加值贸易

核算口径并不改变一国的单边贸易净额&由于

MU

Z/

!/

.

;E

Z/

!/

*

O

!

!

!!

MU

1

!/

.

O

!

!

!/

;E

1

!/

*

O

!

!

!!

J

!/

+

O

!

!

!/

J

//

*

MU

=

!/

)

!$

*

上述等式的计算主要利用了
!

!/

*

!

!!

,

!/

)

;

.

,

//

*

.

!以及投入产出表横向恒等式%该式表明
!

国对
/

国

的增加值出口额等于
!

国出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减去进口贸易国内增加值&同理可以核算得出!

;E

ZJ

!/

.

MU

ZJ

!/

*

O

/

!

//

;E

1

!/

.

O

/

!

/!

MU

1

!/

*

O

/

!

/!

J

!!

+

O

/

!

//

J

/!

*

;E

=

!/

)

!7

*

上式表明
!

国增加值进口额等于
!

国进口贸易国外增加值减去出口贸易国外增加值&

三'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部分将比较分析
!227W/"!!

年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进'出口贸易及贸易差额的演变趋势%并分

析不同口径下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

)一*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数据全部来自世界投入产出库!

)

9̀<E=8)

S

-A

5

]-A

S

-A1>A>

%

8̀]1

*%该数据库时间跨度为

!227W/"!!

年%包含
/0

个欧盟成员国和
!6

个其它主要经济体以及
!

个世界其它国家集合体#

%涵盖

!&

个生产部门和
!2

个服务部门&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中间投入矩阵)维度
!$67j!$67

*'中间投入总

和行向量)维度
!j!$67

*和总产出行向量)维度
!j!$67

*可以直接获取%利用简单的投入产出技术可以

得到中间投入消耗系数矩阵
,

)维度
!$67j!$67

*和增加值率行向量
O

)维度
!j!$67

*%而各国最终产

品消费矩阵)维度
!$67j$!

*经简单加总-也可以得到&在此基础上%应用上述模型核算各国各产业在

三种口径下的贸易规模和差额%主要运算过程在软件
V>AE>U/"!$>

中实现&

)二*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对外贸易额及其比较

!227W/"!!

年%在总值贸易口径下%中国出口额持续增长%仅在美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的
/""2

年稍

微波动%整个样本期间年均增长
!0#!̂

&进口额也有相似趋势%

/""2

年较
/""%

年降低了近
!$""

亿美

元%但
/"!!

年又达到最高值%相对于
!227

年增长了
!/#&

倍%略高于出口额&贸易差额一直为正值%区

间特征明显%

!227W!22%

年贸易顺差额迅速增加%四年间增长
!#/

倍(而
!22%

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贸易

顺差额波幅平稳%始终维持在
$7"

亿美元以下(只是
/""/

年中国加入
`T]

之后%贸易顺差额极速增

加%至
/""%

年已经达到
$!&6#0

亿美元%

7

年间平均增速
$%#2̂

(但是受到美国金融危机冲击后%贸易顺

差额大幅度下降%

/""2

年相对于
/""%

年减少了
!6/"

亿美元%之后由于各国经济刺激措施的发力以及

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贸易顺差额开始缓慢复苏&

在贸易增加值口径下%由于剔除了总值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影响%中国出口额相对下降%但整体增

长的趋势与总值出口额相仿&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在
/""/

年之前保持在
%"̂

以上%平均值为
%$#&̂

(加

入
`T]

之后%由于关税水平的大幅度降低%进口中间投入要素增多%出口品中的国内增加值率相对下

降%至
/"!!

年基本保持在
%"̂

以下%平均值为
0&#2̂

%仅在
/""2

年金融危机期间受到贸易保护主义的

影响%这一数据回升至
%"#0̂

&中国进口国外增加值相对于总值进口额的降幅非常小%

!227W!222

年

小于
!̂

%

/"""W/""6

年小于
/̂

%

/""$W/""2

年小于
6̂

%

/"!"

和
/"!!

年为
6#/̂

%

!0

年间平均值为

/

&&

/

!

#

-

数据来源!

BAA

S

!""

,,,#,+9=#9<

K

"&

8̀]1

汇报了
67

个产业部门的中间品和最终产品在国家内部及国家间的投入产出状况以

及所有国家各产业部门的直接价值增值和最终消费状况&

/""2

年%除世界其它地区以外的
$"

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占据全球
[1N

的
%&#!$̂

%因而%可以较好的反映世界生产格

局和贸易模式&

在世界投入产出表中%最终消费包含有家庭消费'政府消费'非盈利组织消费'固定资本形成和存货五部分%在模型中不再区分%

统一合并为一国的最终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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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表明中国进口产品价值绝大部分是由国外要素直接创造的%与出口的情况对比鲜明&正是出口

国内增加值率与进口国外增加值率的显著差异%导致此口径下的中国贸易差额相对于总值口径核算额

降幅明显%且有鲜明的区间特征%

!227W!222

年呈现顺差状态%

!22%

年达到最大值
6"/#6

亿美元(

/"""

W/""7

年呈现逆差状态%且绝对额快速扩大%至
/""$

年达到最高值
&%$#%

亿美元(

/""&W/""2

年又转

变为顺差状态%均值为
70$#$

亿美元%

/""%

年处于峰值
2!7#%

亿美元(

/"!"

和
/"!!

年又极速转变为逆

差状态%其中
/"!!

年时为
!"!2#6

亿美元&

在贸易增加值的基础上%剔除国内价值折返的部分%就得到了增加值贸易额&如表
6

所示%增加值

进'出口额进一步下降%下降幅度源自价值折返部分所占比重%

!227W/"!!

年%增加值出口额占总值出

口额的比例由
%6#&̂

下降至
07#7̂

%尤其是加入
`T]

以来%这一比例维持在
%"̂

以下%充分反映了中

国嵌入全球化程度的增加%中间产品频繁进出关导致的重复核算部分持续增长(但增加值出口与出口增

加值的差距并不明显%减少幅度约为
/̂

%主要是由进口中的价值折返部分造成的&增加值进口额相对

于总值统计结果降幅更高%自
/"""

年以来的平均值为
/2#/̂

%其中
/""$W/""%

年高于
6"̂

%

/"!!

年

为
/%#&̂

%降幅主要源于中国出口额中大量的国外增加值%而这一部分在增加值出口核算中必须剔除(

由增加值进口额与进口增加值的巨大差异也可以反映这一点%

/""/

年以来两者差异大概是总值出口额

的
/%̂

&增加值贸易差额与总值贸易差额完全一样%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说以及模型论证&

表
%

!

$FF.T#"$$

年中国对外贸易额)单位!

$"

亿美元*

!!

类别

时间
!!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总值
贸易

贸易
增加值

增加值
贸易

总值
贸易

贸易
增加值

增加值
贸易

总值
贸易

贸易
增加值

增加值
贸易

!227 !&0#20 !$!#6& !$"#$6 !$/#!7 !$!#// !!$#&" /7#%6 "#!$ /7#%6

!22& !0!#&% !$0#"$ !$&#"! !$6#2& !$/#26 !!%#/% /0#06 $#!! /0#06

!220 /"0#/$ !0%#!/ !0&#0" !7/#$0 !7!#"7 !/!#26 7$#00 /0#"0 7$#00

!22% /"0#$6 !%"#0% !02#/2 !7/#"6 !7"#7$ !/6#%2 77#$" 6"#/6 77#$"

!222 /!%#7" !%&#0/ !%$#22 !00#/& !07#7/ !$6#07 $!#/$ !!#/" $!#/$

/""" /02#77 /6!#/" //%#62 /6$#0$ /6!#26 !%6#72 $$#%! W"#0$ $$#%!

/""! /22#$/ /$2#20 /$&#$2 /7$#2/ /7!#$$ /"!#22 $$#7" W!#$% $$#7"

/""/ 6&7#$" 6""#!0 /27#!/ 6"%#$& 6"6#$! /6%#!% 7&#2$ W6#/$ 7&#2$

/""6 $%7#"/ 6%/#"2 60$#"7 $//#"/ $!6#2% 6!!#"& &6#"" W6!#%2 &6#""

/""$ &77#%6 $%2#0& $00#/7 70"#0$ 77%#/$ 62/#!& %7#"2 W&%#$% %7#"2

/""7 %6&#0/ &/!#/7 &"$#2/ &0"#"& &76#06 $6%#/& !&&#&& W6/#$% !&&#&&

/""& !"&!#7% 02/#!$ 0&2#!0 %"/#!6 002#!& 7"2#0/ /72#$7 !/#2% /72#$7

/""0 !6$/#"" !"!"#7% 2%!#"6 206#&6 2$$#"% &!/#&7 6&%#60 &&#7" 6&%#60

/""% !7%!#76 !//!#6/ !!%7#%2 !!&7#!& !!/2#0$ 0&2#7/ $!&#60 2!#7% $!&#60

/""2 !666#// !"0&#$% !"$7#60 !"$%#%% !"!0#00 0&!#"6 /%$#66 7%#0/ /%$#66

/"!" !0$6#$2 !6&2#&% !6/6#!! !$66#$" !6%&#%6 !"!6#"/ 6!"#"2 W!0#!7 6!"#"2

/"!! /"%&#!2 !&6!#20 !70$#$/ !02!#$7 !066#2" !/02#&2 /2$#0$ W!"!#26 /2$#0$

)三*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对外贸易地位及其比较

在总值贸易口径下%

/"!!

年%中国出口额
/"%&!#2

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额的
!!#6̂

%高出美国

/$7!#/

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以出口国内增加值来衡量为
!&6!2#0

亿美元%占比
!!#%̂

%略高于美国

仍居世界第一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0%#/̂

%高于全球平均值
07#/̂

%低于俄罗斯'巴西'印尼'美国'日

本'加拿大'英国和印度%居第
2

位&增加值出口额
!70$$#/

亿美元%占总值出口额的
07#7̂

%虽然低于

美国的
02̂

%但绝对额仍位居世界第一位&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出口额虽然迥异%但规模世界第一的

位置并没有变化&

中国总值进口额
!02!$#7

亿美元%占世界进口总额的
2#0̂

%比美国低了
&"07#6

亿美元%居世界第

二位&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两个口径均未改变这一地位%只是绝对值变动明显&由于中国进口国

外增加值率高达
2&#%̂

%而美国为
2$#7̂

%因而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中美进口额的差距有所收窄&中国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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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值进口额仅相当于总值进口额的
0!#$̂

%而美国这一比值为
%6#2̂

%因而在增加值贸易口径下%双

方进口额的差距扩大至
066$#/

亿美元&

表
/

!

#"$$

年世界主要经济体对外贸易额)单位!

$"

亿美元*

!!

类别

国家
!!

出口额 进口额 贸易差额
总值
贸易

贸易
增加值

增加值
贸易

总值
贸易

贸易
增加值

增加值
贸易

总值
贸易

贸易
增加值

增加值
贸易

澳大利亚
6/&#%/ /%!#2" /02#60 6"$#66 6"!#%" /7&#%% //#$2 W!2#2" //#$2

奥地利
/!/#/0 !62#7% !6%#6" /""#"/ !2%#0$ !/&#"7 !/#/7 W72#!& !/#/7

比利时
60!#$" /""#06 !20#27 6$2#"2 6$&#6! !07#&6 //#6! W!$7#7% //#6!

保加利亚
/6#2" !7#&" !7#7% /0#$0 /0#$7 !2#!7 W6#70 W!!#%$ W6#70

巴西
/2$#$7 /72#$6 /70#%& /22#6/ /20#07 /&/#06 W$#%0 W6%#6/ W$#%0

加拿大
7!%#!0 $!6#6/ $"&#6" 7!$#/2 7"0#/0 $"/#$/ 6#%% W26#2$ 6#%%

中国
/"%&#!2 !&6!#20 !70$#$/ !02!#$7 !066#2" !/02#&2 /2$#0$ W!"!#26 /2$#0$

塞浦路斯
$#%0 6#7$ 6#7$ 2#!$ 2#!$ 0#%! W$#/0 W7#&" W$#/0

捷克
!&$#%6 %%#/$ %0#!% !7"#72 !$2#7$ 0/#27 !$#/$ W&!#6" !$#/$

德国
!&"/#2% !!&&#"! !!!/#!& !6"$#$6 !/7"#7% %!6#&! /2%#77 W%$#7& /2%#77

丹麦
!72#!/ !""#"! 22#"& !6&#06 !67#0% 0&#&% //#6% W67#00 //#6%

西班牙
6%&#76 /0!#07 /&%#/% $/%#/% $/$#%/ 6!"#"6 W$!#07 W!76#"0 W$!#07

爱沙尼亚
!!#$% 0#&& 0#&7 !"#/$ !"#/6 &#$! !#/$ W/#7& !#/$

芬兰
!"$#6" &%#6& &%#"6 !"/#!0 !"!#%6 &7#2" /#!6 W66#$0 /#!6

法国
&2!#$& $2$#// $%6#!7 0$0#!$ 06&#"0 76%#%6 W77#&% W/$!#%$ W77#&%

大不列颠
0"!#$% 77"#"6 76%#%" 0!7#76 0"$#6! 77/#%& W!$#"& W!7$#/% W!$#"&

希腊
$/#7& 6/#// 6/#!& %6#7/ %6#$& 06#!/ W$"#2& W7!#/$ W$"#2&

匈牙利
!!$#6/ &!#0% &!#$0 !"7#70 !"7#/& 7/#0/ %#07 W$6#$2 %#07

印度尼西亚
/!%#02 !%&#0% !%7#7/ !27#20 !2$#0" !&/#0" //#%/ W0#2/ //#%/

印度
66%#"2 /&$#07 /&6#6$ 60&#02 607#62 6"/#"7 W6%#0" W!!"#&$ W6%#0"

爱尔兰
/!0#/$ !/"#$! !/"#"2 !&$#07 !&$#$6 &0#&" 7/#$2 W$$#"/ 7/#$2

意大利
72&#&$ $67#!/ $/%#%6 &/!#"$ &!$#0$ $76#/6 W/$#$" W!02#&/ W/$#$"

日本
%27#$2 0$6#!" 0/2#%/ %0"#&$ %70#6& 0"$#20 /$#%7 W!!$#/& /$#%7

韩国
&!/#&6 6&7#2! 6&/#!0 77/#22 7$2#/$ 6"/#76 72#&$ W!%6#66 72#&$

立陶宛
/"#6" !6#$/ !6#62 /!#!7 /!#!/ !$#/6 W"#%$ W0#0" W"#%$

卢森堡
2"#7/ 67#"7 6$#22 0/#%7 0/#02 !0#66 !0#&0 W60#0$ !0#&&

拉脱维亚
!"#76 0#2$ 0#2! !"#22 !"#2& %#60 W"#$& W6#"6 W"#$&

墨西哥
6$6#&6 /$"#$6 /6&#76 6$/#!& 66%#/& /67#"0 !#$& W20#%6 !#$&

马耳他
7#7! 6#66 6#66 &#/" &#/" $#"! W"#&2 W/#%0 W"#&2

荷兰
760#!! 6/&#66 6!2#70 $$&#22 $$"#/$ //2#$& 2"#!! W!!6#2! 2"#!!

波兰
//&#%6 !$%#20 !$0#0" //6#$& ///#!% !$$#66 6#60 W06#/! 6#60

葡萄牙
70#$0 $!#$6 $!#/6 0%#7/ 0%#6/ &/#/% W/!#"7 W6&#%2 W/!#"7

罗马尼亚
7$#!6 $!#!0 $!#"/ &7#0" &7#7& 7/#&" W!!#70 W/$#62 W!!#70

俄罗斯
$%7#7/ $77#$$ $7"#&! 6&/#/7 670#$! 6/0#6$ !/6#/0 2%#"6 !/6#/0

斯洛伐克
&/#%/ 6&#$/ 6&#/" &"#&0 &"#$7 6$#"7 /#!7 W/$#"$ /#!7

斯洛文尼亚
/7#6! !&#"0 !&#"7 /7#/0 /7#/7 !&#"! "#"$ W2#!2 "#"$

瑞典
/$2#$2 !&2#2& !&%#72 /!"#%& /"2#7" !/2#20 6%#&/ W62#7$ 6%#&/

土耳其
!70#"/ !//#!7 !/!#6% /66#6% /6/#&" !20#06 W0&#6& W!!"#$7 W0&#6&

中国台湾
66%#/! !0%#/0 !0&#&0 /26#&2 /2/#"2 !6/#!7 $$#7/ W!!6#%/ $$#7/

美国
!%$!#"0 !7&&#$2 !$77#!2 /62%#22 //%0#&2 /"!6#!" W770#2! W0/!#/" W770#2!

其它国家
6!20#!% /7/&#"& /666#7" 6$%$#"! 6/2!#$7 /&/"#66 W/%&#%$ W0&7#62 W/%&#%$

总和
!%62%#&$ !6%6!#6& !66/$#%% !%62%#&$ !0%2/#!& !66/$#%% "#"" W$"&"#%" "#""

/"!!

年%中国总值贸易顺差额
/2$0#$

亿美元%略低于德国的
/2%7#7

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与前

文模型论证的结果相一致%各国增加值贸易差额与总值贸易差额完全一致%从而说明总值贸易差额仍然

可以反映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但若是依据贸易增加值口径%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逆差

!"!2#6

亿美元%然而此时世界总的贸易差额显示为逆差
$"&"%

亿美元%其原因在于各国的出口国外增

加值率显著大于进口国内增加值率%由于该巨额逆差与贸易差额平衡理论明显相悖%因而贸易增加值并

/

%&

/



葛
!

明 等!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与增加值贸易的逻辑关系与实证比较

不适于作为国际贸易规模的核算口径%但是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指标仍能反映一国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创

造能力%也在某种程度上反应该国生产要素的国际竞争力&

)四*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各产业对外贸易额及其比较

依据核算结果
/

%首先可以确定本文的理论假说和模型结论仅适用于一国单边贸易总量层面%而不

适用于产业层面&因为针对某一产业部门%增加值贸易额并不必然小于总值贸易额和贸易增加值额%而

增加值贸易差额也与总值贸易差额并不必然相等&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在于中间要素价值在产业

之间存在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效应%从而出现间接的增加值贸易%一方面本产业出口中包含有其它产业

的价值
>

%另一方面其它产业出口中又包含本产业的价值
U

%当
U

(

>

时%增加值贸易额大于总值贸易额(

增加值进口与出口的不对称变动将导致两种核算口径下贸易差额的差异&

在总值贸易口径下%中国出口额主要来自制造业部门%以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为代表%出口额
0/!$

亿美元%占比
6$#&̂

(但是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不高%仅为
0!#!̂

(再考虑到出口价值折返回本国的部

分%该产业增加值出口额大幅下降%仅为
!26%

亿美元%相当于总值出口额的
/&#2̂

%在增加值出口总额

的占比降为
!/#6̂

&这一典型事实凸显了总值贸易结果容易高估本国产业国际竞争力'夸大出口收益

规模的问题%尤其是那些严重依赖国外先进要素投入的产业%而出口增加值率有助于认识产业参与国际

分工的竞争力%增加值出口则从总量上厘清产业的贸易收益规模&其它制造业部门的出口增加值率相

对要高一些%比如食品饮料烟草'皮革及其制品'木材及其制品'造纸印刷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纺织

业为例%其总值出口额
/$!%

亿美元%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

%国内增加值率为
%7#0̂

%增加值出口额

!"7%

亿美元%与总值出口额的比值为
$6#%̂

&农业'矿产采掘业以及大部分服务业等
!%

个部门的增加

值出口额大于总值出口额%其中农业'矿产采掘业'金融业的增加值出口额分别是总值出口额的
&#7

倍'

%#/

倍和
67#&

倍%凸显了这些产业对其他产业出口的支撑能力%也反映了总值出口额可能掩盖国内各

产业部门的真实竞争力来源&

三种核算方式下的中国各产业进口额也有显著差异%比如总值进口最多的电子及光学设备产业%增

加值进口额为
!6$&

亿美元%不足矿产采掘业的
$0#%̂

%约为总值进口额的
6/̂

%在总进口额中的比重

也由
/6#$̂

下降为
!"#7̂

%但进口国外增加值率
26#/̂

%说明中国多是进口该产业部门的上游产品%

国内价值含量比较低&其它产业部门的国外增加值率也维持在高位%平均水平
2&#%̂

&基础产业'矿

产资源以及绝大部分制造业的增加值进口额小于总值进口额%主要原因在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对各

国各产业的上游产品特别是优质农产品'矿产资源以及先进零部件等中间要素的需求量巨大%而这些中

间要素的价值一般直接参与国际分工&大部分服务业部门的增加值进口额高于总值进口额%这是因为

相当比例的生产性服务业价值被包含在其它产业中间接进口%比如金融行业%总值进口额
$!

亿美元%而

增加值进口额
$62

亿美元%间接进口额是直接进口额的近
!"

倍&

就贸易差额而言%由于贸易增加值差额没有明确的经济含义和现实意义%且与总值贸易差额差别不

大%因而%本部分重点关注各产业总值贸易差额与增加值贸易差额的区别&首先%总值逆差的
2

个产业

部门表现为增加值顺差%比如农业部门由逆差
7$6

亿美元转变为顺差
&/"

亿美元&其次%总值顺差的
7

个产业部门表现出增加值逆差%以租赁和其它商业服务业为代表%由顺差
/%

亿美元转变为逆差
$%$

亿

美元%主要是由于增加值进口额变动幅度较大%这反映了国外生产性服务业对其它产业较强的支撑作

用&再者%持续保持逆差的
7

个部门%增加值逆差普遍小于总值逆差%比如矿产采掘业大幅度下降了

!$0&

亿美元%原因在于增加值出口核算了矿产资源价值的间接贡献%而进口多是直接资源%其价值变动

不大&最后%一直保持顺差的
!$

个产业%增加值顺差额普遍小于总值顺差额%比如电子及光学设备产

业%由总值顺差
6"!!

亿美元降低为增加值顺差
72/

亿美元%其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也显著下降%这也

是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模式产业的典型特征&两种核算口径下贸易差额的差异取决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

向的变动比例%具体依产业的特征来分析&这说明厘清价值的来龙去脉'关注产业价值的国内外转移'

剔除重复计算的部分对于重新认识产业部门的价值贡献十分必要&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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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启示

当前探讨全球价值链的文献多是基于贸易增加值分解的视角%重点关注出口国内增加值的占比(也

有文献在世界投入产出框架下分析了一国的增加值贸易额%并与总值统计结果比较分析%但是少有文献

把总值贸易'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贸易三种相互联系但又截然不同的方式放在一起比较分析&笔者在

逻辑演绎的基础上%依据世界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三类国际贸易核算模型%明晰了三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总值进'出口额依据价值国别来源均可区分为国'内外增加值两部分(而出口国外增加值和进口国内增

加值虽然并没有跨国界被消费%但其数额在总值贸易中均被计入出口国和进口国的官方统计%因而依据

增加值贸易的视角来看%同属于重复核算的部分(所以总值进出口额分别剔除这两部分重复核算值就得

到了增加值进出口额%即实质发生价值转移的部分(对于一国单边贸易来讲%总值进出口中重复核算的

数额相等%因而总值贸易差额与增加值贸易差额完全一样%这说明增加值贸易核算并不改变一国的对外

贸易失衡规模&通过以上分析也可以推论得到%针对一国单边贸易统计结果%总值贸易额必然大于贸易

增加值%而贸易增加值必然大于增加值贸易(贸易增加值并不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贸易核算口径%因为其

并未考虑国内出口价值折返的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清晰理解三种核算口径的内涵及其数量关系&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笔者比较分析了三种核算口径下中国
!227W/"!!

年的进出口贸易规模

及其贸易差额%结果发现!进'出口贸易额在样本期内均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只是在内部或外部市场出现

系统性变化时%有较大幅度波动(横向对比来看%数量从大到小依次是总值贸易额'贸易增加值和增加值

贸易(由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明显低于进口国外增加值率%因而贸易增加值统计下的贸易差额变动幅度

较大%部分年份显示为巨额逆差%也因此%有些文献认为中国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严重高估%这

实质是对贸易核算方式不完全处理的结果%因为在贸易增加值口径下世界进'出口总额并不相等(而在

出口和进口两端分别剔除掉进口国内增加值和出口国外增加值之后%增加值贸易差额与总值贸易差额

完全一致%这表明官方统计差额是能够反映外贸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其政策启示在于!从稳增

长'促就业这个层面上来讲%追求一定幅度的外贸顺差仍具有积极的意义&总值贸易额与增加值贸易额

的差值为重复计算部分%其中出口国外增加值贡献较大%这符合中国加工贸易模式占主导的对外贸易结

构%因此%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工贸易发展受到较大影响%总值进'出口规模明显回落%但由于重复计算的

数据#水分$挤出效应明显%因而对中国增加值进'出口的影响却极为有限%其政策含义在于!中国外贸发

展不能过分依赖#饱含水分$的加工贸易模式和总值进'出口规模%而应转变为谋求高附加值'高技术含

量'高分工地位的中间品贸易和增加值贸易额&在开放的世界里%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的参与了国际

分工和全球价值链%因此%剔除掉#重复核算$的水分之后%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只是绝

对优势有所降低&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结论仅适用于三种核算口径下一国进'出口总额的比较%而不

适用于产业部门层面%因为模型并未充分考虑单个产业中间要素价值的国内外转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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