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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30年的进出口贸易数据显示，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显著改善，中国出口产品的成熟度已
经接近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达国家水平，但是，中国的要素禀赋变化并不能对这种进出口商
品结构的统计变化做出强有力的解释。
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基于古典、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传统进出口贸易统计分析均假定一个产品的生产
是在同一个国家／地区内部完成的，生产要素不可以跨国界流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比如国际直接投资
被视为会替代国际贸易)；同样，基于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理论的新贸易理论也不能强有力地解释发达
国家与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模式，因为该理论所假定的对差异化产品的需求偏好和相似的
人均购买力水平也不能成立。
因此，我们需要利用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理论来解释新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

　　国内外学者对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渐成热点，他们以不同的概念研
究同一种国际分工和贸易现象并建立了包括一般均衡分析在内的不同理论模型。
但是，他们的研究存在几个主要缺陷：一是没有建立一个逻辑连贯一致的分析框架来解释国际分工从
产业间演变到产品内的路径，也没有指明国际分工未来的发展方向；二是没有从生产组织形式的角度
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是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三是将研究重点集中在理论模型分析、全球或区域
分工分析、投入产出表分析等方面，迄今为止，尚无学者从零部件进出口的角度研究中国参与产品内
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现状，而在假定服务环节的分工数据不可得的前提下，零部件研究角度可以最直接
、最直观、最真实地反映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现状。

　　因此，笔者基于实地调研、问卷调查、加工贸易和零部件进出口统计数据等资料，在梳理国际分
工和贸易理论发展历史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解释国际分工演变路径／轨迹的“要素禀赋差异一专业
化经济一交易效率(ese)”模型，总结了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基本决定因素；在全球生产网络组织理论基
础上建立了一个三维框架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组织形式，并提出三种典型的治理模式；详
细分析了中国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状、主要影响因素以及获取的价值和利益。

　　笔者的基本结论是：以零部件进出口为主要载体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
主要形式，但是，无论是制成品还是零部件国际分工，中国获取的分工价值和利益都非常微薄。
为此，笔者提出了提高中国出口商品国内价值含量、增进中国国民分享国际分工福利、实现中国外贸
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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