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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地位与经济韧性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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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和经济韧性水平基础上，分析了全球价值链
地位变动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增强经济韧性，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

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资源配置效率较高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经济韧性增强的促进作用更显著。中介效

应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通过提高竞争优势而提升经济韧性的“促进竞争效应”是有效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

研发和人力资本水平均可以增强全球价值链地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罗伯津斯基效应”是有效的。门槛效应检验表

明，对外开放度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对外部过度依赖反倒不利于增强经济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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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经济韧性是近期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强调

的是一种抵御外部冲击并迅速恢复的能力，是在

受到冲击后能够重新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持

续转型升级的能力①。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

体系，向价值链中上游环节攀升，是提升经济韧性

的重要路径。一方面，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

的提高，带来的“干中学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

可能提升经济韧性，有利于经济复苏和长期协调

发展②；另一方面，世界经济更深程度的融合，会

增加区域危机向其他国家传导的可能性，引起全

球范围的负面连锁反应，过深的全球价值链嵌入

程度可能会加剧国内经济的波动。因此，在全球

经济日益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抵御外部冲

击的能力就备受关注。那么，我国全球价值链地

位攀升是不是增强经济韧性的手段？全球价值链

地位影响经济韧性的机制和路径是什么？过度嵌

入全球价值链会不会削弱经济韧性？这些都是值

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回答这些问题对实现经济高

质量发展和增强经济韧性，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

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球价值链是影响经济韧性的重要因素之

一，已有文献关注了这一问题。一些研究认为，参

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可发挥“干中学效应”。Ｔｏｄｏ

等认为，全球价值链地位提高可以提升经济韧性，

有助于经济体的（短期）复苏③；罗长远等的研究

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是促进各国经济长期协调

发展的主动力④；杨继军等研究了双重价值链嵌

入对我国经济韧性的影响，认为双重价值链嵌入

显著增强了经济韧性，在发展国内价值链的同时，

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实现“以开放促竞争”，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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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产业应对外部冲击的适应能力①；孙月梅实证

研究了数字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对经济韧性的影

响，认为参与数字全球价值链可增强经济韧性，创

新要素配置是数字全球价值链影响经济韧性的重

要路径②；何剑等从全球价值链视角，实证考察了

３２个新兴经济体的资本约束政策对经济韧性的
影响，认为当全球价值链地位处于低水平时，全球

价值链地位提升可增强经济韧性，实现经济可持

续发展，但是，随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资本

约束提升经济韧性的作用逐步被弱化③。另一些

研究认为，全球价值链嵌入过深会加剧经济波

动④，对全球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过度依赖会加

大断链风险⑤⑥。

综上，现有研究对全球价值链地位与经济韧

性关系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并未对全球

价值链地位影响经济韧性的机制和路径进行深入

探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高意味着国家竞争优势

的增强，是既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又能实现高水平

对外开放的有效路径。尽管目前国内有研究将全

球价值链地位与经济韧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但

却没有将“干中学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等机

制和路径进行实证分析，在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增

加和世界经济出现“逆全球化”势头的今天，一国

的经济韧性更容易受到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

响。所以，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经济韧性的机制

有待进一步剖析。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

下三个方面：第一，将全球价值链地位与经济韧性

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梳理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

升影响经济韧性的效应和机理，提出人力资本和

研发投入要素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经济韧性中

的“罗伯津斯基效应”，同时聚焦“干中学效应”和

“促进竞争效应”，验证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经济

韧性的机制和路径，丰富了经济韧性研究维度。

第二，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两个方面，检验全球

价值链地位对经济韧性的异质性影响，为制定合

理政策，实现对外开放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国

内循环和国际循环相结合提升经济韧性的新途径

提供经验证据。第三，分析全球价值链地位在国

内经济应对外部冲击时的效应，从对外贸易视角

验证了“反噬效应”，回答了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背景下外生冲击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

提出增强经济韧性、减缓外部冲击的政策依据。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通过提高抵抗能

力、调节能力和创新能力增强经济韧性。首先，

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提升资源配置效率。

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通过增加数字要素在

国家之间的流动，促使行业内形成更紧密的技

术创新体系，改善价值链不同环节企业之间的

协同分工效率，提高整个生产网络的技术水平

和创新能力⑦；或者通过延长全球价值链在国内

的循环链条，深化专业分工和促进技术扩散，提升

分工效率⑧，有利于提高恢复和抵抗能力；全球价

值链地位攀升也可以推动生产环节向国内转移，

有利于国内资源整合和流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和技术效率并内生驱动企业研发投入，促使企业

优化要素配置，提高产出效率⑨，有利于提高抵抗

和转型能力。

其次，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优化产业结

构。当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普遍

不高，但是，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能够给他们带来

产业升级效应瑏瑠，比如加入 ＷＴＯ引致的关税下降
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促使我国在

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向上游移动，提升了我国面

临外部冲击时的抵抗能力和恢复能力；面对不断

扩大的市场、更多的竞争者以及持续攀升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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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进入门槛，在“竞争效应”下，将促使劳动等

要素由低效生产部门流向高效生产部门，不仅提

升了资源配置效率，还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最终

推动经济增长①；同时，前向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提

高将通过技术进步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增强了我

国的抵抗和转型能力。

总之，全球价值链地位向高端攀升通过提升

经济运行效率、兼顾安全性、赋能全链条数字化从

而增强经济韧性②；通过占据更上游的生产环节，

以后向关联的方式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利于

国内产业成长、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

展③，进而提高经济韧性；对未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产业来说，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分享价值链的价

值，使企业价值增值，从而促进产业起步和升级，

有利于提高恢复和调节能力。同时，在不确定性

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我

国出口企业降低外部不确定性的方式之一④。综

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１：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
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增强我国的经济韧性。

经济风险来自于系统面临的不确定性引发的

外部风险，对全球价值链的过度依赖有可能会放

大这种风险。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提高，资

本约束对经济韧性的正效应逐步被弱化⑤；虽说

全球价值链具有系统韧性和动态演化的内生机

制，在面对逆境事件冲击时，全球价值链嵌入企业

会感知危机而启动个体解耦行为，通过循环反馈

机制，驱动系统韧性持续演化直至能适应并承受

住逆境事件冲击或者直至逆境事件结束为止，不

过，全球价值链看似强大，实则缺乏应有的系统韧

性，一旦逆境事件冲击全球价值链，就会引发嵌入

企业的响应性解耦行为，从而引发系统结构重

构⑥。所以，对外部的过度依赖和不确定性有可

能会随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不断提升而危及经济

系统的稳定成长，产生所谓的“反噬效应”。

已有研究关注了这一问题。数字科技发展对

全球价值链重构具有“双刃剑”作用，数字科技可

以助力更多微观经济主体融入全球价值链，推动

全球价值链衍生新节点，化解长价值链条所面临

的控制难题，破解成本与风险约束，消弭信息鸿

沟，推动全球价值链进一步细化分工、深度延展，

但如果出现逆全球化趋势，制造环节加速回流发

达国家，就会导致全球价值链表现出短链化、区域

化、扁平化等特征⑦。下游环节参与企业或地区

往往是凭借其人口红利、租金低廉等优势嵌入价

值链中并从中获取利润，极易被低端锁定⑧，并且

由于“低层次”企业扎堆的本土协作网络并不具

备技术升级所需的核心竞争优势，难以形成有效

的创新激励机制，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下游环节中

所收获的低质量创新也更容易被本土分工网络的

其他企业模仿或抄袭⑨，所以外部不确定性有可

能放大对经济韧性的不利影响。如果企业从低端

嵌入全球价值链，延长了企业的国外生产阶段步

长，由于技术含量不高，进入门槛较低，下游环节

参与企业或地区易引起恶性竞争，造成资源错配，

从而抑制价值链下游环节参与企业的出口技术复

杂度效应提升，造成全球价值链地位被低端锁定。

谭小芬等人的研究也证实，外部冲击对我国企业

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负面影响，认为贸易依存度

越高的企业受到外生冲击的影响越大瑏瑠；同时，企

业吸收能力越弱，政策错配越会抑制其生产率提

升，导致边际成本增加，产品附加值降低，最终降

低加成率。综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２：随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
高，外部冲击下对外部的过度依赖反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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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刘亚男：《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双循环”视角下的实证研究》，《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朱丹，武?，王孝松：《全球价值链中心度与中国企业出口》，《南开经济研究》２０２３年第１０期。
何剑，张梦婷：《资本约束下的经济韧性重塑：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视角》，《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８期。
甄珍，王凤彬：《逆境事件冲击下全球价值链系统韧性的动态演化》，《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２第１０期。
伦蕊，郭宏：《数字经济影响下全球价值链的重构走向与中国应对》，《中州学刊》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吕越，高媛，田展源：《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吗？》，《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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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会对经济韧性产生负面影响，带来

“反噬效应”。

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通过资

源配置效率提高和产业结构优化途径来增强经济

韧性，对外部的过度依赖有可能会冲击经济韧性。

由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３：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经
济韧性的影响受到资源配置、产业结构

和外生冲击的共同作用。

“干中学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在全球价

值链影响经济韧性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一方

面，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带来“干中学效

应”，有利于提高创新与转型能力，增强经济韧

性。嵌入全球价值链会使我国企业学习先进的技

术和管理经验，通过学习效应和溢出效应提高技

术和管理水平，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品质量，从

而提高生产率。融入全球价值链还可以从学习效

应、激励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等方面提升企业出

口技术复杂度，融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

全球生产体系，通过学习效应提升产品技术含量。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链中学”效应影响本

国高技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尤其是从低端嵌

入全球价值链的技术水平较低的国家，可以通过

学习和模仿提升本国国际竞争力。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发展

中国家企业面临着更加激烈的外部竞争环境，要

想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足，必须进一步增强自

身的竞争力①。只有保持原有竞争优势，或者培

育新的竞争优势，才能有效提高面临外部冲击时

的抵抗与恢复能力，减少外部冲击的扩散范围和

破坏程度，提高适应性调整能力。因为嵌入全球

价值链带来的“促进竞争效应”会迫使企业调整

其产品范围，形成企业内资源的优化配置②。在

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后，国内企业不得不调整自身

结构以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比如更新设备、

整合资源、进行技术改造、加强劳动力培训等，这

样才能增强竞争力。此外，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

接触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学习和模仿国际先进技

术和管理经验，这种学习效应会增强企业的竞争

力③。但是，“低端嵌入”会抑制一国国际竞争力

水平提升，只有“高端嵌入”才能实现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的提升。因此，为了逃离“路径依赖”和避

免被“低端锁定”，嵌入全球价值链会“倒逼”发展

中国家企业想方设法培育新的竞争优势④。所

以，突破式创新才是全球价值链中制造企业获取

竞争优势的有效途径，是形成转型能力的关键，企

业可以通过重构知识链建立新型协作关系，通过

优化知识流动来寻求全球价值链中的优势重构。

在面对嵌入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市场竞争时，企业

倾向于合理利用资源，在“逃离竞争效应”下开展

更多的异质性创新，同时会集中生产资源投向其

核心产品，主动适应环境不确定性的能力塑造了

行业的经济韧性⑤。

人力资本具有很强的正外部性特征，具有更

高的综合素质和学习能力，是一国开展研发与创

新活动的关键因素，也是决定技术吸收能力和创

新与转型能力强弱的关键因素⑥。在全球价值链

地位攀升过程中，可能存在人力资本要素和创新

要素的“罗伯津斯基效应”，即当一个国家高技能

劳动力或者研发投入增加时，密集使用这些要素

的高技术产业部门产出（出口）会增加，这样就会

助力该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创新与转型能

力提高。所以增加技术进步偏向劳动投入或研发

投入将会进一步推动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

不断攀升⑦，进一步提升经济韧性。换言之，人力

资本要素和创新要素将会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

经济韧性过程中发挥调节作用，其“罗伯津斯基

效应”将会放大全球价值链对经济韧性的积极影

响。综上，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４：全球价值链地位提高将通
过“干中学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增

８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高波：《全球化转型发展与中国角色》，《浙江工商大学学报》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邱斌，陆清华：《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盛斌，苏丹妮，邵朝对：《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史本叶，马晓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研究》，《价格理论与实践》２０２０年第５期。
贺灿飞，盛涵天：《区域经济韧性：研究综述与展望》，《人文地理》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何雄浪，张泽义：《国际进口贸易技术溢出效应、本国吸收能力与经济增长互动》，《世界经济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１１期。
陈爱贞，钟国强：《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贸易是否促进了其技术发展》，《经济学家》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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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经济韧性；“全球价值链地位提高对

经济韧性的增强受到“罗伯津斯基效

应”的调节作用。

三　模型构建、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本文构建基

准回归模型如下：

ＥＮＴｊｔ＝α０＋α１ＧＶＣｊｔ＋α２Ｘｊｔ＋υｊ＋υｔ＋εｊｔ
（１）

其中ＥＮＴｊｔ为经济韧性水平指数，ＧＶＣｊｔ为全球价
值链地位指数，Ｘｊｔ为控制变量合集，υｊ、υｔ分别为
地区、年份固定效应，εｊｔ为随机误差项。

基于理论机制分析，本文借鉴 Ｈａｙｅｓ的方
法①，在基准回归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中介效应机

制检验模型：

Ｍｊｔ＝φ０＋φ１ＧＶＣｊｔ＋φ２Ｘｊｔ＋υｊ＋υｔ＋εｊｔ
（２）

ＥＮＴｊｔ＝α０＋α１ＧＶＣｊｔ＋α２Ｘｊｔ＋α３Ｍｊｔ＋υｊ＋υｔ
＋εｊｔ （３）
式（１）、式（２）、式（３）共同组成了中介效应检验
模型。其中，Ｍｊｔ为中介变量，分别以高技术产品
出口占总出口比值、高技术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

势指数作为机制变量，检验“干中学效应”和“促

进竞争效应”，验证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经济韧

性的机制。

基于理论机制分析，本文还构建了调节效应

模型：

ＥＮＴｊｔ＝β０＋β１ＧＶＣｊｔ＋β２ＡＤＪｊｔ＋β３ＧＶＣｊｔ×
ＡＤＪｊｔ＋β４Ｘｊｔ＋υｊ＋υｔ＋εｊｔ （４）
其中ＡＤＪｊｔ为调节变量，分别以人力资本水平和研
发投入作为调节变量，检验“罗伯津斯基效应”，

验证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经济韧性的路径。

（二）指标选取

１．被解释变量
经济韧性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指系统应

对外界压力、扰动所表现出来的改变、适应和转型

的能力。本文借鉴魏敏等的做法②，从抵抗与恢

复能力、适应与调节能力、创新与转型能力３个层
面，选取人均ＧＤＰ等１７个指标，对我国省域层面
的经济韧性水平进行测度。测度时借鉴了李小玉

等基于客观赋权法中的熵值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的

思路③，根据上述 １７个指标，采用改进的熵值法
即通过对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非负化处理、同

度化处理、计算指标的差异性系数、赋权共７个步
骤，最后计算得出各省份的经济韧性水平指数。

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计

年鉴。

表１　经济韧性测度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权重

抵抗与

恢复能力

人均ＧＤＰ 各省份ＧＤＰ总量／人口数 ＋ ０．０５７０４９８５９

区域登记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 ０．０７３６５８６５２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余额 各省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人口数 ＋ ０．０５１３２３２１９

对外开放度 各省份进出口总额占ＧＤＰ比值 － ０．０６００２３２８８

职工收入水平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０．０８０３４５８８６

外资依存度 实际利用外资占ＧＤＰ比值 － ０．０７４４８０３４５

适应与

调节能力

人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额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固定资产额／人口数 ＋ ０．１１３５９９９４１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人口数 ０．１１９９０４５８５

财政自给率 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 ＋ ０．１０４８６８１６６

人均地方财政支出 地方财政支出／人口数 ＋ ０．０７６４２５６３３

金融结构 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本外币贷款余额 ＋ ０．０８０２３７７９７

９８

①

②

③

ＨａｙｅｓＡＦ．“ＡｎＩｎｄｅｘａｎｄＴｅｓｔｏｆＬｉｎｅａ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ｄ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Ｍｕｌｔｉｖａｒｉａｔ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５，５０（１）：１－２２．
魏敏，魏海湘，许锐：《数字经济对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统计与信息论坛》２０２３年第４期。
李小玉，李华旭：《长江中游城市群数字经济产业协同发展水平评价研究》，《经济经纬》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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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属性 权重

创新与

转型能力

人均财政教育支出 财政教育支出／人口数 ＋ ０．０７６２０７７２１

人均科学技术支出 科学技术支出／人口数 ＋ ０．０５７５６２８８６

人均专利授权量 各项专利授权量／人口数 ＋ ０．１６３８３５７７４

产业高级化指数 第三产业增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 ＋ ０．０８１２９９０２３

大学及以上人口占比 各省份大学生人数／人口数 ＋ ０．１０６４３４８０５

　　通过上述方法计算出的各省份经济韧性水平
指数取值范围为［０，１］。该数值越大，表明经济
韧性越好；反之，经济韧性越差。

２．核心解释变量
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出

口技术复杂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竞争力

的重要指标。借鉴邱斌等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地位会反映在其产品的技术复杂度上的思想①，

采用Ｈａｕｓｍａｎ等提出的方法②，以技术复杂度指
数衡量各省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测算方法

如下：

ＴＳＩｊｔ＝∑
ｉ

ｘｉｊｔ／Ｘｉｔ

∑
ｉ
ｘｉｊｔ／Ｘｉｔ

Ｙｉｔ （５）

ＧＶＣｊｔ＝∑
ｉ

ｘｉｊｔ
Ｘｉｔ
ＴＳＩｉｔ （６）

式中，ｘ代表行业的出口额，Ｘ代表地区总出口
额，Ｙ代表地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ＴＳＩ表示行
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ＧＶＣｊｔ表示ｊ省份ｔ年的出
口技术复杂度，也即本文的全球价值链地位指

数。所用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统

计年鉴，分行业出口数据来自 ＢＡＣＩＨＳ１２数
据库。

３．控制变量
为减少遗漏变量可能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

响，本文参考陈安平的做法③，选取如下变量作为

控制变量：（１）基础设施水平（ＤＦ），采用各省份
公路里程数除以国土面积来表示。（２）市场化水
平（ＭＬ），数据来源于王小鲁等测算的“中国分省

份市场化指数报告”。（３）市场规模（ＭＳ），以各
省份人均消费品零售总额来刻画。（４）固定资产
投资（ＩＮ），以各省份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来表示。
（５）产业结构（ＩＳ），以各省份第三产业增加值除
以第二产业增加值来衡量。（６）金融发展水平
（ＦＤ），以各省份人均城乡居民储蓄余额来表示。
（７）互联网水平（ＩＴ），以各省份每百人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数来度量。

４．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
本文分别以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

高技术产品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为中介变量，

检验“干中学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以人力资

本水平和研发投入作为调节变量，检验“罗伯津

斯基效应”。

５．门槛变量
以对外开放度为门槛变量，检验“反噬效

应”，验证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韧性的非线性影

响，考察外部冲击对经济韧性的不利影响。

６．其他变量
本文以劳动要素扭曲程度衡量资源配置效

率。各省份劳动要素扭曲程度指数（ＦＭ）的测算
借鉴了 Ｈｓｉｅｈ等④、李青原等⑤的研究，使用生产
函数法对各省份的劳动要素扭曲程度进行测算。

计算过程如下：首先，对 Ｃ—Ｄ生产函数 Ｙ＝

σＫαＬβ取对数，得到ｌｎＹ＝ｃ＋αｌｎＫ＋βｌｎＬ，其中Ｙ
为产品产量；Ｋ为资本数量，资本存量数据在李珂
等的基础上，用永续盘存法以１０％的折旧率进行
推算⑥；Ｌ为劳动力数量，使用各省份年末就业人

０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邱斌，刘修岩，赵伟：《出口学习抑或自选择：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的倍差匹配检验》，《世界经济》２０１２年第４期。
ＨａｕｓｍａｎｎＲ，ＨｗａｎｇＪ，ＲｏｄｒｉｋＤ．“ＷｈａｔＹｏｕＥｘｐｏｒｔＭａｔｔｅｒ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２００７，１２（１）：１－２５．
陈安平：《集聚与中国城市经济韧性》，《世界经济》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ＨｓｉｅｈＣＴ，ＫｌｅｎｏｗＰＪ．“Ｍｉｓ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ＦＰ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ｎｄｉａ”，Ｔｈ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２００９，１２４（４）：

１４０３－１４４８．
李青原，章尹赛楠：《金融开放与资源配置效率》，《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２１年第５期。
李珂，杨洋：《我国省际资本存量与资本回报率的估算：２０００—２０１５》，《天津商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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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表示。由此可以根据Ｃ—Ｄ生产函数回归得到
劳动产出弹性β，并计算出劳动的边际产量 （β×
Ｙ）／Ｌ。其次，计算劳动要素扭曲程度指数（资源
配置效率）。假设劳动的理论价格为ｗ，产品价格
为Ｐ，劳动价格为 ＰＬ，用各省份当年就业人员平
均工资表示，那么在劳动要素市场出清时，劳动要

素价格等于其边际产品价值，即 ｗ＝（Ｐ×β×
Ｙ）／Ｌ＝β×（Ｐ×Ｙ）／Ｌ，其中Ｐ×Ｙ就是产品产值
（地区生产总值）。可以用劳动要素边际产品价值

与劳动价格的偏离程度来测算劳动要素扭曲程度，

所以将劳动要素扭曲程度指数（资源配置效率）定

义为ｄｉｓｔＬ＝｜β×（Ｐ×Ｙ）／Ｌ－ＰＬ｜／（β×（Ｐ×
Ｙ）／Ｌ），将各省份的实际数据代入后，就可得到各
年份的资源配置效率 ｄｉｓｔＬｊｔ的面板数据。该指
数数值越大，劳动要素扭曲程度就越严重，资源配

置效率就越低。

（三）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我国２２个省份（不
包括港澳台地区，四川、陕西、山西、安徽、甘肃、青

海、新疆、宁夏和西藏因部分变量数据缺失也未包

括进来）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全球价值链地位

对经济韧性的影响。鉴于２０１９年发生的新冠疫
情对后续３年的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许多经济
数据可能出现异常，所以，我们使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
年的数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数据来自《中

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科技

统计年鉴》、各省份统计年鉴、国研网行业数据、

ＢＡＣＩ数据库数据。

四　回归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文通过多维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基准回归，

回归过程中逐步添加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见表２。
可以看出，无论是单独对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回归，

还是依次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全球价值链地位

（ＧＶＣ）的系数都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全球
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增强我国的经济韧性，验证

了假设３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可以增强经济韧性
的结论。控制变量方面，市场化程度、固定资产投

资、产业结构和互联网发展水平等变量的系数都

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固定资产投

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都可以增强经济韧性。

市场化程度对经济韧性有积极影响可能是因为我

国市场经济的培育与发展增强了市场经济主体的

活力，政府更多地通过市场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也

增强了经济韧性；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韧性有积

极影响可能是因为长期以来投资是拉动我国经济

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特别是逆经济周期采取的促

进投资措施缓解了不利因素对经济增长产生的消

极影响；产业结构对经济韧性的正向影响说明，产

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既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现，

也是增强经济韧性的重要途径；互联网发展水平

是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表现，数字经济是驱

动经济又好又快增长的新引擎，催生出的各种新

业态，已成为我国经济新的重要增长点，数字经济

通过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增强

了经济韧性①。

（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采用以下几种方法对基

准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以分

析模型估计结果是否可靠。

１．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对基准回归进行稳健性检

验。一是借鉴于瑶等的做法②，将核心解释变量

取对数替代原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ＧＶＣ）并重
新进行估计；二是借鉴王钧天的做法③，将核心解

释变量滞后２期进行稳健性检验，为了消除新冠
疫情期间经济数据异常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

响，本文将所有数据都滞后 ３期，也就是采用了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的数据，结果见表３。表３中列（１）
是将核心解释变量取对数后的估计结果，列（２）
是将核心解释变量滞后３期进行检验的结果，结
果分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基准
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１９

①

②

③

张亚丽，项本武：《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市域经济韧性的影响效应》，《经济地理》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于瑶，祁怀锦，李若琳：《国有股东参股与民营企业审计定价》，《审计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王钧天：《全球价值链嵌入地位与中国上市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产业经济研究》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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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ＥＮＴ

（２）

ＥＮＴ

（３）

ＥＮＴ

（４）

ＥＮＴ

ＧＶＣ
０．０５７１

（８．４８２）

０．０５６６

（８．３１２）

０．０４７４

（７．００３）

０．０４５１

（６．６８１）

ＤＦ
－４８１．８

（－２．１０６）

－７２３．２

（－３．１６８）

－５２０．５

（－２．２０３）

ＭＬ
１７１．９

（１．８０５）

３０１．２

（３．０１４）

３９３．８

（３．３４２）

ＭＳ
６７．３

（０．４８３）

－６８２．４

（－３．１１２）

－３５８

（－１．５２）

ＩＮ
１３８０．５

（４．４４５）

１５０９．３

（４．９５９）

ＩＳ
６４０．１

（３．５３８）

１０６３

（４．８２８）

ＦＤ
－１１０６

（－３．１３９）

ＩＴ
６．２０

（２．９９３）

Ｃ
－５３５．２

（－３．５６１）

１７４６

（２．８９７）

－１９２２

（－４．３３５）

－１４５

（－３．９７８）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Ｒ２ ０．２９２５ ０．３１９５ ０．３３１５ ０．４３８２

　　注：、、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时的ｔ统计量。下同。

表３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

变量

（１）

ＥＮＴ

稳健性检验

（３）

ＥＮＴ

稳健性检验

（３）

ＧＶＣ

内生性检验（第一阶段）

（４）

ＥＮＴ

内生性检验（第二阶段）

ＬｎＧＶＣ
２３２３

（６．７５１）

ＨＣ

ＧＶＣ（－３）
０．０１８８

（２．５４７）

ＧＶＣ
０．３７２

（１．７６５）

ＴＣ
２４７５．９

（２．４６１）

Ｃ
－２３０８５

（－１．４５６）

－３６８４

（－２．４５８）

－４９０３

（－３．４２５）

－１２５８

（－２．３２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Ｒ２ ０．４４０８ ０．３５１８ ０．３６５５ ０．２７８９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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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内生性检验
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对基准回归进行内生性

检验，结果见表 ３。借鉴盛斌等的做法①，本文将
省会城市到最近沿海港口的距离作为全球价值链

地位指数的工具变量。合适的工具变量要同时满

足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就相关性而言，接近国

际市场可以降低运输成本，从而有利于全球价值

链参与；就外生性而言，海外市场接近度是由自然

地理因素决定的，因此可以认为它是外生的。表

３中列（３）、列（４）是以省会城市到沿海港口最近
距离（ＴＣ）为工具变量的两阶段估计结果。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的 Ｐ值为０．００２３，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ＷａｌｄＦ值为１５２１．１２，检验结
果表明不存在工具变量识别不足与弱识别的问

题，选取的工具变量是合适的。综上，内生性检验

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说明基准回归结

果依然是稳健且可靠的。

（三）异质性分析

全球价值链地位变动对经济韧性的作用可能

会受到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的影响，为此，本

文将区分样本省份资源配置效率和产业结构的不

同情况，对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经济韧性的情况

开展异质性分析。

如果直接对样本进行分组回归，可能由于两

组样本数量的差异，出现样本过少导致回归结果

不显著的情况发生。为此，本文在模型（１）的基
础上，加入异质性变量和异质性变量的交互项进

行全样本回归。异质性检验模型如下：

ＥＮＴｊｔ＝γ０＋γ１ＧＶＣｊｔ＋γ２Ｎｊｔ＋γ３ＧＶＣｊｔ×Ｎｊｔ＋
γ４Ｘｊｔ＋υｊ＋υｔ＋εｊｔ ⑺
其中Ｎｊｔ为异质性变量，是一个虚拟变量，取值为
０或１。当Ｎｊｔ＝０时，代表较低的资源配置效率或
较低的产业结构水平；当 Ｎｊｔ＝１时，代表较高的
资源配置效率或较高的产业结构水平。

１．区分不同资源配置效率
前已述及，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有利于国内

资源整合，延长了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循环链条，

提高了分工效率，增强了经济韧性。本文将样本

省份划分为资源配置高效率（低扭曲程度）地区

和资源配置低效率（高扭曲程度）地区。我们测

算的劳动要素扭曲程度指数最大值为３．９４５８，最

小值为０．２８０４，均值为１．１８８６，中位数是１．００９９，
该指数大于１和小于１的省份各有１１个，为此，
本文将劳动要素扭曲程度指数均值小于１的划分
为资源配置高效率地区，资源配置效率虚拟变量

取值１，劳动要素扭曲程度指数均值大于 １的划
分为资源配置低效率地区，资源配置效率虚拟变

量取值０。回归结果见表４列（１）。可以看出，全
球价值链变量和资源配置效率虚拟变量的系数都

显著为正，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与基准回归

中全球价值链变量的符号相同，说明资源配置效

率提高将会正向影响经济韧性，且较高资源配置

效率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经济韧性增强的

促进作用更显著。

表４　异质性分析

变量
（１）

ＥＮＴ

（２）

ＥＮＴ

ＧＶＣ
３９４６．３

（３．９１３）

５８９．８

（７．００８）

ＮＴ
１８２４．３

（１．７０３）

９１．８

（０．６７７４）

ＧＶＣ×ＮＴ
１７８８．６

（１．７１５）

－９２．０２

（－０．５１３５）

Ｃ
－３４８０．５

（－２．８４５）

－１７１９．６

（－１．７１１）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Ｎ ２２０ ２２０

Ｒ２ ０．４０４０ ０．３４５８

２．区分不同产业结构水平
本文还根据不同的产业结构将样本省份划分

为低产业结构地区和高产业结构地区。根据测

算，样本中产业结构指数最大值为５．２４，最小值为
０．６６５，均值为１．４７７，中位数为１．４９１，该指数大于
１．５的省份有１９个，小于１．５的有３个，所以，本
文将产业结构指数均值大于样本均值的划分为高

产业结构地区，小于样本均值的划分为低产业结

构地区，产业结构虚拟变量分别取值 １和 ０。回
归结果见表 ４列（２）。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变
量的系数依然为正，但是，产业结构变量和交互项

的系数都不显著，说明产业结构不一样的地区，全

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并没有显著

不同。

３９
①盛斌，苏丹妮，邵朝对：《全球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经济增长》，《世界经济》２０２０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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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响机制检验

１．“干中学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检验
为了检验“干中学效应”，本文构建了以高技

术产品出口占比（ＭＥ）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
型。这样做的理由如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要素

禀赋的变化，我国的比较优势产品也由早期的以

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发展到以资本和技术密集

型产品为主，高技术产品是密集资本要素和高技

能劳动要素的产品，这既是比较优势动态演变的

过程，也是对外贸易过程中逐步学习、模仿、创新

的过程，高技术产品出口可以很好地体现边干边

学的成效。表５中模型（１）和模型（２）报告了以
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为中介变量的“干中学效

应”。可以看出，模型（１）中全球价值链地位对高
技术产品出口不显著，模型（２）全球价值链地位
与高技术产品出口共同作用于经济韧性时，高技

术产品出口变量的系数也不显著，说明假设４中
全球价值链地位通过高技术产品出口提升经济韧

性的中介作用机制没有被证实，也就是说“干中

学效应”没有被证实。

表５　“干中学效应”和“促进竞争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ＭＥ

（干中学效应）

（２）

ＥＮＴ

（干中学效应）

（３）

ＣＥ

（竞争效应）

（４）

ＥＮＴ

（竞争效应）

ＧＶＣ
０．０７０１

（－０．６０２）

０．０４６２

（６．５９１）

３８．６

（３．０９６）

０．０４４８

（６．２２８）

ＭＥ
２６１

（０．５６１）

ＣＥ
－４．２１

（－０．９７０８）

Ｃ
７２１１

（４．６５１）

－３６１５

（－２．４１２）

１１６

（３．４５２）

－２９３８．７

（１．９８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２２０

Ｒ２ ０．４６４３ ０．３８８９ ０．５８２１ ０．３９１１

　　为了检验“促进竞争效应”，本文构建了以高
技术产品出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ＣＥ）为中
介变量的中介效应模型。高技术产品的显示性比

较优势指数以各省份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

的比值，除以世界高技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的

比值来表示。根据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定义，

这一指标可以表示一个地区产品或产业在国际市

场中的竞争力。

表５中模型（３）和模型（４）报告了以显示性
比较优势指数为中介变量的“促进竞争效应”。

可以看出，全球价值链地位影响显示性比较优势

指数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全球价
值链地位攀升显著提升了国内产业的竞争优势。

但是，全球价值链地位与竞争优势共同作用于经

济韧性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系数在 １％水平上
显著为正，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的系数不显著。

根据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①，本文

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判定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因

此，假设４中随着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提高，“促进
竞争效应”将会增强经济韧性的结论得到证实。

２．人力资本和研发要素的“罗伯津斯基效应”
检验

表６报告了以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为调
节变量的检验结果，列（１）是人力资本水平调节
效应检验结果，列（２）是研发投入调节效应检验
结果。可以看出，第一，虽然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

韧性的影响不显著，但是，全球价值链地位对经济

韧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与人力资本水平的

４９
①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２００４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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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项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均在１％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可以增强全球价值链

地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即假设４中人力资本要
素的“罗伯津斯基效应”成立。第二，全球价值链

地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研发投入对经济韧性的

影响以及全球价值链地位与研发投入的交互项对

经济韧性的影响都显著为正，说明研发投入可增

强全球价值链地位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所以假设

４中研发要素的“罗伯津斯基效应”也是有效的。
表６　影响路径检验（“罗伯津斯基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ＥＮＴ

（２）

ＥＮＴ

ＧＶＣ
０．００１６４

（２．１３２）

０．００３６２

（４．３９９）

ＨＣ
－５．２４

（－０．８４１）

ＧＶＣ×ＨＣ
０．０００２

（２．２３５）

ＲＤ
１．２４

（１．７５１）

ＧＶＣ×ＲＤ
０．０００２２６

（２．３２６）

Ｃ
－２４５５

（－５．３２９）

－３２５．８

（－４．３７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地区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Ｎ ２２０ ２２０

Ｒ２ ０．４１６８ ０．４０７１

表６的实证结果说明，在我国融入世界经济
的过程中，在向全球价值链高端攀升的进程中，人

才要素和研发要素正在发挥着积极作用，是促进

经济稳定增长的核心要素。

（五）基于门槛模型的“反噬效应”检验

前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对外开放度（ＯＰ）对经济
韧性的影响，为有效避免线性模型通过加入二次

项、三次项等表达非线性影响时产生高度共线性的

问题①，这里将使用面板门槛模型，检验全球价值链

地位和对外开放度影响经济韧性的门槛效应，验证

“反噬效应”是否存在。为此，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ＥＮＴｉｊｔ＝α０＋α１ＧＶＣｉｊｔ×Ｉ（ＯＰｉｊｔ〈λ１）＋
α２ＧＶＣｉｊｔ×Ｉ（λ１≤ＯＰｉｊｔ〈λ２）＋… ＋
α３ＨＣｉｊｔ＋α４Ｘｉｊｔ＋εｉｊｔ （８）

对门槛数量与置信区间进行的检验结果显

示，对外开放度通过了单一门槛检验，门槛值为

１４．４８１。门槛效应模型估计结果见表７。
表７　反噬效应检验

变量

（１）

ＥＮＴ

Ｉ（ＯＰ〈１４．４８１）

（２）

ＥＮＴ

Ｉ（１４．４８１≤ＯＰ）

ＧＶＣ
０．００１１

（１．１０７）

０．０４４２

（５．８４４）

ＯＰ
２２３．３

（３．１６８）

－１４．４

（－２．４８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Ｒ２ ０．４１２４ ０．４１２４

已有研究认为对外贸易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贸易开放主要是通过影响人力资本水平影响全要

素生产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贸易开放还可以通

过消除国内市场价格扭曲，减少非生产性寻利行

为，提高投资效率，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贸易开放度

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变动趋势呈倒 “Ｕ”形，随
着贸易开放度的扩大这种促进作用先增强后减

弱②，正所谓过犹不及。随着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如果国外发生了经济波动，或者因贸易纠纷影响了

出口，再或者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影响到贸易流

向，就会对国内经济增长产生扰动，通过“反噬效

应”影响经济韧性。表７通过门槛效应模型检验了
“反噬效应”是存在的。表７中列（１）分析了对外开
放度低于门限值时全球价值链地位和对外开放度对

经济韧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系数不显

著，对外开放度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当对外开放程

度比较低时，融入全球价值链对提升经济韧性的影

响不明显；列（２）的回归结果显示，当对外开放程度
跨过门限值时，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的系数显著为

正，对外开放度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全球价值链地位

提升可以增强经济韧性的结论依然成立，但是如果

对外开放程度超过了一定限度，太过于依赖对外贸

易反倒会危及经济稳定增长，不利于增强经济韧性，

“反噬效应”得以证实，假设２得到验证。

六　结论和建议
本文基于２０１３—２０２２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

５９

①

②

盛斌，赵文涛：《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中国经济增长的“结构路径之谜”》，《经济科学》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张庆君：《贸易开放度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国际贸易问题》２００８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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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数、经济韧性水平和要素配

置效率指数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对

经济韧性的影响机理与路径。研究发现，全球价

值链地位提升可以增强经济韧性，在经过稳健性

检验和内生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

发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将会正向影响经济韧性，

且不同资源配置效率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

经济韧性有不同的影响，较高资源配置效率地区

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对经济韧性增强的促进作用

更显著；产业结构不一样的地区，全球价值链地位

攀升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不同。中介效

应检验发现，全球价值链地位通过高技术产品出

口提升经济韧性的中介作用机制没有被证实，也

就是说“干中学效应”没有被证实；全球价值链地

位攀升通过提高竞争优势而提升经济韧性的“促

进竞争效应”是有效的。调节效应检验发现，人

力资本水平和研发投入均可增强全球价值链地位

对经济韧性的影响，所以人力资本要素和研发要

素的“罗伯津斯基效应”是有效的。门槛效应检

验表明，对外开放度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门槛

效应，当对外开放程度跨过门限值时，对外部过度

依赖反倒会危及经济稳定增长，不利于增强经济

韧性。

为有效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效发挥全球

价值链对增强经济韧性的积极作用，我们应采取

以下措施：第一，积极培育适合资源市场化流动的

体制环境，既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

作用，又要发挥政府作用，消除妨碍或限制资源有

效配置的各种壁垒，同时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干

预，从微观主体和宏观层面综合加强我国经济应

对外部冲击的能力。第二，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

机制，积极培育高端劳动要素市场，增加人力资本

投资，增加高素质劳动力供给，实现高端劳动要素

培育、研发能力和产业竞争优势提升、出口产品质

量升级和提高防范外部冲击能力之间的良性循

环。第三，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完善知识产权保护

制度以鼓励科技创新，通过研发新产品和提高产

品质量形成新的竞争优势，提升出口产品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地位，扩大高技术产品出口规模，以对

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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