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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出发，基于广州242家企业样本数据，重点考察加工贸易

的升级机制。实证研究发现：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国内产业配套能力是影响加

工贸易升级的主要因素。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的作用是直接的，而产业配套能力的作

用是通过前两个因素而间接实现的，这表明企业能力是加工贸易升级的核心因素和内在源

泉。出口退税政策的影响不显著，说明实施出口退税率差别待遇不再是推动加工贸易升级

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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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生产网络的延伸以及价值链环节在全球范围内的分解细化，网络内分

工——产业或产品内不同价值链环节的分工逐渐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

加工贸易成为参与国际分工和交换的重要途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

2003）。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不断融入国际分工体系、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的过程

中，往往都会带来当地加工贸易的迅速增长，同时，伴随着资本、技术相对于劳动

力及其它资源变得越来越丰富以及当地企业能力的提高，就会逐渐在一些高附加值

环节上形成比较优势，从而实现加工贸易及相关产业的转型升级(Gereffi, 1999)。

上述观点在学术界已达成共识，并似乎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实践所证实。然而，对于具体的升级机制，在已有的文献中大多语焉不详，更缺乏

系统的实证支持（Morrison et al，2006；汪斌、 侯茂章，2007）。本文试图结合理

论与实证分析，在微观层面上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以期为正确理解加工贸易升级

机制和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一、理论基础与假设提出
构成全球生产网络的企业主体可分为领导厂商和当地供应商两种类型。领导厂

商作为核心治理者和战略协调人在网络中居于主导地位，他们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

中的高附加值部分，其竞争优势主要来源于对关键资源的控制、创新能力以及协调

不同节点之间交易和知识交流的能力。当地供应商可进一步细分若干层级，为分析

问题方便，一般可将其抽象为高层级供应商与低层级供应商两类。高层级供应商位

于领导厂商与低层级供应商之间，他们一般拥有自主性技术和知识产权，能够承担

除了由领导厂商控制的核心R&D、战略性营销等活动以外的所有价值链环节，并参

与全球生产网络治理与协调。低层级供应商在网络中处于附属地位，他们通常缺乏

核心技术，主要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些低附加值活动，其竞争优势主要来自于低

成本以及交货的灵活性。从上述可以看出，高层级主体特别是领导厂商之所以能够

占据价值链中附加值相对较高的部分，是因为他们控制着相关的“稀有资产”，如

核心技术、品牌等(Gereffi, 1999) 。位于全球生产网络较低层级的加工贸易企业要想

改变其在国际分工中的被动局面，就必须逐步获得或创造这种“稀有资产”，而这

一过程可借助于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扩散机制得以实现。加工贸易企业既可以通过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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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即正式关系，也可以通过各种非正式的途径从位

于较高层级的加工贸易委托方获得相关知识，同时

经过社会化、外部化、内部化、结合等一系列扩散

过程吸收这些转移来的知识，从而不断提高自身能

力并改善其网络分工地位，众多加工贸易企业在全

球网络体系中分工地位的提升就会导致一个国家

或地区加工贸易的整体升级(Ernst, Kim, 2002)。在

知识转移、扩散及加工贸易升级过程中，起决定

性作用的因素是加工贸易企业的能力，同时受到

当地产业配套能力、政府政策等环境因素的影响

(Henderson et al, 2002；Chen, 2004；Morrison et al, 

2006, Altenbugb，2008)。

综合以上讨论及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

可以给出如下假设：

假设一：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加工贸

易升级有正向直接作用。

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有助于加工贸易企业更好

地利用、吸收、改进外部技术知识和创造新知识，

从而提高加工贸易业务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假设二：加工贸易企业管理能力对加工贸易升

级有正向直接作用。

良好的管理能力可以提高相关知识的吸收和扩

散速度，同时意味着较高的企业整体效率，在企业

战略、营销与品牌建设、价值链整合等方面管理能

力的增强，有助于加工贸易企业实现转型和延长国

内价值链。

假设三：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对加工贸易升级有

正向直接作用。

国内产业配套能力越强，意味着加工贸易企业

可以获得更加完善的配套服务，能够在国内购得质

量稳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具有供货周期短、采购

成本低等优势。这些都直接为加工贸易升级提供了

有利的支撑条件。

假设四：加工贸易出口退税政策对加工贸易升

级有直接作用，但方向不确定。

我国加工贸易政策的主要工具是出口退税差别

待遇。合理的出口退税制度可以引导加工贸易向高

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低资源消耗、环境友好的方

向发展，即推动加工贸易升级，这也是我国实施出

口退税差别待遇的初衷和所要达到的目的。但如果

设计不合理，反而会抑制加工贸易升级。因此，出

口退税政策对加工贸易升级的影响方向是难以预

料的。

假设五：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对加工贸易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有正向直接作用。

假设六：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对加工贸易企业管

理能力有正向直接作用。

国内产业配套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加工贸易价

值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合作、交流的层次和质量，高

水平的国内配套产业便于加工贸易企业吸收供应商

和其他合作伙伴参与技术和管理创新过程，从而获

得快速创新所需要的资源，有利于先进技术、现代

管理方法在企业中的应用与推广。

二、结构方程模型建立
结构方程建模起源于路径分析，其发展过程中

一个较大的突破就是发展了潜变量的概念。一个完

整的结构方程模型涵盖一组变量体系，这一体系包

含依据理论或经验建立的潜变量间的回归关系，即

测量模式，以及建构潜变量与适当的观测变量间关

系的结构模式（易丹辉，2008）。由于结构方程模

型可以处理潜变量之间以及潜变量和观测变量之间

的相互影响关系，解释能力也不受因变量和自变量

个数的影响，能够反映加工贸易升级机制的本质特

征，因此，本文选用该模型进行相关实证分析。

模型潜变量、观测变量设计及相关说明见表1。 

根据以上相关假设和变量可以建立如图1所示

的加工贸易升级机制结构方程模型。    

三、样本、输出结果及解释
本研究以广州市加工贸易企业为样本，该市是

我国最早开展加工贸易的城市之一，改革开放30年

来，加工贸易一直保持平稳、快速的发展态势，全

市有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2700余家。2007年10月至

2008年6月，我们在政府相关部门协助下对该市加工

贸易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发放问卷400余份，获得

有效问卷242份，实地考察企业33家。

根 据 以 上 对 变 量 的 说 明 和 问 卷 调 查 结 果 ，

通过计算或直接赋值取得各观测变量值，并利用

AMOS7.0软件进行分析。从第一次输出结果看（为

节省篇幅，详细结果略去），拟合度较差， ptl和tax

两个变量、DIS到UPG这一路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

模型不能被接受。剔除未通过检验的变量和路径，

对模型进行修正。表2和表3分别给出了修正后模型

的拟合指数和参数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各项

拟合指标均满足要求，所有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0.05 

置信水平上均通过显著性检验，模型可以接受。

综合以上输出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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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假设一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假设成

立，即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对加工贸易升级具有直接

促进作用，而且影响很大，其路径系数达0.81。从

4个观测变量来看，研发投入最能体现企业的技术

创新能力（系数为0.72），研发人员比重次之（系

数为0.46），再次是研发机构运行及技术自给情况

（0.26），而企业生产技术水平由于未通过显著性

检验可以理解为与技术创新能力无明显联系。

最后一点似乎有悖常理，但如果深入分析加工

贸易的业务和技术特点，得出这一结论也就不难理

解。大多加工贸易企业从事全球价值链中特定环节

的加工制造并使用相应的技术，这种与特定加工制

造环节相联系的成熟技术先进与否，主要反映其完

成特定任务的方法和能力，并不是加工贸易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是企业的

努力程度，尤其是资金和人才投入。

（二）假设二的显著性水平是0.035，假设成

立，即企业管理能力对加工贸易升级具有直接促进

作用，相应的路径系数为0.28，其影响明显小于技

术创新能力。企业管理能力的4个变量均通过显著性

检验，其中，采用现代管理方法、管理人员文化程

度和管理人员培训的系数分别为0.55、0.65和0.55，

对企业管理能力的影响程度相差不多，说明实施与

现代生产和贸易模式相适应的先进管理方法、管理

人员素质以及通过培训向管理人员灌输现代管理理

念和技能对提升企业管理能力都是重要的。是否拥

有国际标准认证的系数（0.18）最低，这似乎与国

际标准在加工贸易企业中的普及程度有关，问卷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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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显示，拥有至少一项国际标准认证的企业在样本

中所占比例达到90%以上，取得必要的国际标准认

证已成为加工贸易企业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条

件，相对而言，不再是衡量企业之间管理水平差异

特别重要的指标。

（三）假设三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国内产

业配套能力并不能直接作用于加工贸易升级；假设

五的显著水平是0.000，假设成立，即产业配套能力

会正向影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其系数为0.24，而技

术创新能力对加工贸易升级的影响系数为0.81(假设

一)，因此可得产业配套能力通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对加工贸易升级的间接影响系数是0.24×0.81=0.19；

假设六的显著水平是0.032，通过显著性检验，即

产业配套能力会正向影响企业管理能力，其系数是

0.36，再考虑管理能力对加工贸易升级的影响系数为

0.28(假设二)，可得产业配套能力通过企业管理能力

对加工贸易升级的间接影响系数是0.36×0.28=0.10。

上述两项相加，产业配套能力的间接影响系数是

0.19+0.10=0.29。

综合假设三、假设五和假设六的检验结果可

知，国内产业配套能力对加工贸易升级有积极推动

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直接的，而是通过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而间接实现的，这说明加工

贸易企业只有具备一定的技术和管理能力才能与配

套企业形成良性互动，更好地利用当地产业配套能

力来推动加工贸易升级。

***



  2010 年8月

第 26 卷 第 8 期 

8

（四）假设四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即出口退税

对加工贸易升级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与我国加工

贸易出口退税政策不尽合理有关。众所周知，我国

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率差别待遇是基于海关商品分类

设计的，这也是国际上制定贸易政策的通行做法，

但对加工贸易而言这会带来两方面的问题：其一，

同一产业或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的分工逐

渐成为国际分工的重要形式，而加工贸易则是这种

分工模式的外在表现，所以业界人士常说，加工贸

易的“高低”之分主要体现在价值链环节而不是行

业之间，而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并未完全反映加工贸

易的这一基本特征；其二，海关商品分类与产品科

技含量等因素并不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对相

关产品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在给一些企业带来

不应有伤害的同时，也会使另一些企业享受不应有

的优惠待遇。以塑料及塑胶制品为例，广州某企业

是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集高性能改性塑料研

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其产

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但却与大部分高

能耗、高污染的普通塑料归为同一类别，享受同样

的低退税率待遇。我们通过问卷和实地考察发现这

样被误伤的企业还有很多，当然相反的例子也并不

少见。可以说，现行出口退税政策对加工贸易升级

的“推动效应”、“养懒汉效应”和“误伤好人效

应”同时并存，“出口退税对加工贸易升级的影响

不显著”应是这三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脱离

海关商品分类设计出口退税率在技术上存在较大困

难，因此唯一的结论只能是：出口退税差别待遇不

再是推动加工贸易升级的有效工具。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归纳实证分析结果发现: （1）加工贸易企业技

术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和国内产业配套能力都是推

动加工贸易升级的主要因素，尤其是企业技术创新

能力的影响非常突出，其作用明显大于其它两个因

素。（2）加工贸易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管理能力的

作用是直接的，而国内产业配套能力的影响效果是

间接体现的，即通过前两个因素间接作用于加工贸

易升级，这表明当地企业能力（包括技术能力和管

理能力）是推动加工贸易升级的核心因素和内在源

泉。（3）实施出口退税差别待遇对加工贸易升级的

调节作用有限，亦难于实现贸易政策与产业政策的

协调统一，同时会带来税负不公平。一个合理的选

择应该是摒弃出口退税差别待遇，统一退税率（比

如全额退税），进而寻求其它政策手段。

从上述分析结论可以看出，制定加工贸易升

级政策的要义应是推动企业能力的提升，以此为主

线，具体给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构建加工贸易产业集群创新体系,支持

企业技术和管理创新

在不断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逐渐成长起

来的加工贸易主导型产业，虽然其创新过程及创新

能力提升机制外缘性特征明显，与内缘性产业相比

有较大不同，但当地创新能力仍是产业升级的内在

源泉，同样需要政府的扶持。众所周知，全球生产

网络、加工贸易和产业集群通常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的，产业集群已成为特定区域外缘性产业和加工贸

易发展的重要平台。加工贸易升级不仅需要加工贸

易企业自身能力的提高，它需要包括相关配套产业

在内的产业集群的整体升级。因此，构筑以加工贸

易产业集群为指向的创新体系，支持加工贸易相关

企业开展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应是我国推动加工

贸易升级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

（二）基于“对症原则”制定相关政策，倒逼

企业创新与转型升级

由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基于“对症原

则”制定相关政策解决由于低端加工贸易发展所产

生的“外部不经济”问题，远比出口退税差别待遇

等贸易政策更为有效。就我国目前情况而言，可考

虑采取如下措施：其一，严格制定和考核环保、能

耗标准，严格执行国家关于淘汰落后工艺设备等有

关规定。其二，采取灵活的能源价格政策。一般而

言，市场会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整企业的能源消

耗，即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会促进节能型技术发

展，进而降低能源消耗。但在目前价格机制不能完全

发挥作用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制定灵活的能源价格

政策应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比如，可以综合考虑单产

消耗量、累积消耗量等因素科学制定能源价格标准。

其三，通过调整地价，制定严格的土地投资强度、产

出强度等手段，推动土地的集约化利用。

（三）鼓励港澳台资企业上市，推动其本土化

和战略转型

港澳台资企业在我国加工贸易发展中具有举足

轻重的地位，引导这部分加工贸易企业在内地资本

市场上市，并以此推动其本土化和战略转型，对于

我国加工贸易的整体升级至关重要。通过在资本市

场上市：其一，使这些企业股权本土化和公众化，

更深层次地融入内地经济、社会体系，在大陆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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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根。其二，改变其原有以家族式为特征的治理模

式，完善治理结构，提升管理水平。其三，上市公

司的公众导向性会促使企业在研究与开发、品牌建

设、公司形象等方面投入更多的资源，从而促进企

业战略转型及核心能力的形成。

但由于担心股权重组会影响家族利益，对财务

公开的担忧以及高昂的上市成本，一些港澳台资企

业对上市的热情并不高。因此，政府可通过税收优

惠、优先审批等措施引导这些企业上市。如果说过

去我们对港澳台资企业的优惠政策主要集中在“进

入”这一环节的话，现在无疑到了应该关注其“本

土化和战略转型”阶段。

（四）以继续做强制造环节为基础，引导跨国

公司“核心能力”向我国转移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

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成熟的制造工序直接转移到我

国，具有跨国公司背景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加工贸

易舞台并逐渐占据重要地位。这部分加工贸易企业

虽然起点比较高，但总体上仍是劳动力、土地等廉

价资源导向型的，跨国公司转移的也主要是一些加

工技术和生产管理方法，而体现企业核心能力的研

究与开发、战略管理、营销管理等知识密集型活动

仍大部分保留在国外。如何吸引这些知识密集型活

动向我国转移已成为推动这类加工贸易企业能力提

升的关键。

国家及有关省市已制定一些吸引知识密集型活

动主要集中地——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和总部/地区

总部来华安家落户的优惠政策并发挥了一定积极作

用。目前所要做的工作应该是，更为系统地考虑知

识密集型活动与制造环节的互动关系和内在联系，

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以继续做强制造环节为基础，

引导跨国公司在华价值链构建方向并逐渐融入我国

产业创新与发展体系。

（刘德学电子邮箱：tliudx@jnu.edu.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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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Upgrading Mechanisms of Processing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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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upgrading mechanisms of processing trade by using the data of 242 sample 

firms in Guangzho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uggest that: 

(1) both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of firms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supporting 

capabilitie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upgrading of processing trade, (2) the effects of both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and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are immediate while the effects of domestic industrial supporting 

capabilities are achieved via the former two factors, which shows that the capabilities of firms are the ingenerate 

sources of the upgrading, and (3) the policy of tax refund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upgrading, which shows  

that the treatment of differentiated tax refund rates is not an effective tool.
Key word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lobal value chain; processing trade upgrading; S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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