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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供给需求双中心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影响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经

济低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原有供需循环

受到干扰甚至被阻断。部分国家试图通过脱钩断

供、制裁打压等方式，将我国孤立在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ians，GVCs）之外，进而阻碍我国

经济发展和价值链升级。有些学者 [ 1 ] 判断这类

“卡脖子”和战略抑制问题将持续很长时间，我国

需要保持自身持续发展的战略定力。面对外部环

境深刻复杂的变化，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越是面对经济全球化逆流，越是要高举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旗帜。我国维护和引领经济全球化需

要较高的国际循环质量水平作为保障，否则会由

于价值链主导权和驱动力不足导致话语权旁落。

随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替前行，国内外学者对

国际循环质量的认识也悄然发生变化。

一、文献综述

20世纪80年代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经

济全球化和国际分工深化加速推进，一国国际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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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使得单纯追求运行效率的国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构建方式弊端尽显。

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投入产出数据和PageRank算法，利用供给中心度、需求中心度、出口国内增加

值率、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等指标，分析打造世界供给中心、需求中心以及促进两者有机结合能否统筹安全和发

展，全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实证结果显示，打造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均能显著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

平，而且两者有机结合后的提升作用存在互补性；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需求中心和供给中心单独对国

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提升作用有所减弱，两者有机结合后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变化；基于三类贸易活动设计的9种
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中，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与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结合是提升国际循环质

量水平的最优方式。我国应面向国内国际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领域打造全球供给中心，突破生产前沿约

束，形成可持续的需求和国际竞争新优势；以牵引和催生优质供给为目标丰富需求层次、打造世界需求中心，进而

促进供给需求双中心的有机结合，发挥两者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方面的互补性。

关键词：供给中心；需求中心；国际循环质量；供求有机结合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23）08-0000-16

doi：10.14089/j.cnki.cn11-3664/f.2023.08.001
引用格式：王磊，魏龙.打造供给需求双中心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影响[J].中国流通经济，2023（8）：3-11.

1



环运行效率成为评价其质量高低的核心标准。科

古特（Kogut）[ 2 ]主张，一国应该倾其所有，将有限的

资源投入至最具竞争优势的价值链环节。每个国

家在巩固具有竞争优势价值链环节的同时，应与

其他国家协作打造一条高效运行的全球价值链 [ 3 ]。

在国际循环效率优先的构建思路下，不仅主导全

球价值链的发达国家获取了大量贸易利得，而且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兴经济体比不参与全球价值

链的新兴经济体具有更高的GDP增速和全要素生

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增速 [ 4- 6 ]。随

着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参与全球价值链的

新兴经济体原有资源禀赋发生动态变化，最符合

该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最具竞争优势的分工

环节也在悄然发生变化 [ 7 ]。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从

产业组织和价值网络构建方面提高参与方的国际

循环运行效率，促进其价值链升级和分工环节从

低端向高端的攀升。汉弗莱（Humphrey）等 [ 8 ]详细

描述了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条升级

等全球价值链升级路径。刘志彪等 [ 9 ]、卓越等 [ 10 ]、

费尔南德斯（Fernández）[ 11 ]通过低端锁定、悲惨增

长等现象的描述，揭示了新兴经济体借助全球价

值链升级提升国际循环效率的难度。如果长期处

于全球价值链低端，无法完成全球价值链升级，新

兴经济体可能被更具成本优势的新参与者挤出全

球价值链 [ 12 ]。如果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持

续升级，与守成大国的全球价值链地位不断迫近，

将导致激烈的贸易摩擦和脱钩断链行动 [ 13-15 ]。因

此，单纯追求运行效率的国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

构建标准已经展现出诸多弊端，无法继续成为新

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的价值共识。国际循环质

量评价标准的动摇也意味着未来全球化的价值基

础应该进一步补充完善 [ 16-17 ]。

在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下，世界

经济不确定因素急剧增加，安全和稳定日益成为

各国构建高质量国际循环时关切的问题。2020年
8月，习近总书记平 [ 18 ] 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

会上指出，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展

和安全。我国构建国际循环的思路逐渐从市场和

资源两头在外转变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从客场全球化转为主场全球化，以强化国际循环

的安全稳定属性 [ 19 ]。近几年来，全球价值链受到

一系列不确定因素冲击，脆弱性尽显，短缺和全球

通胀压力逐渐加大，西方学者开始深思高质量国际

循环应具备的特征 [ 20-21 ]。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2 ]指

出，构建国际循环和全球价值链时不能只追求运

行效率，应该在效率和安全之间保持平衡。友岸

外包、制造业回流等强化国际循环安全稳定属性

的措施在欧美国家推行。鲍德温（Baldwin）等 [ 23 ]

认为，自由贸易不是导致全球价值链受到冲击的

原因，融入过多地缘政治和民族情绪无助于提升

国际循环质量，贸易本身才是提升全球价值链稳

定性的良方。相关实证分析发现，交易次数、信任

熟悉程度都是影响贸易关系存续和全球价值链稳

定性的重要因素，经历多次交易的贸易关系比新

建立的贸易关系更稳定、更能经受外部冲击 [ 24 ]。

可见，中外学者、政治家已经将安全稳定作为国际

循环质量水平的重要考量因素，但对于提升国际

循环稳定性的具体方法路径则存在分歧。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了我国提高国际循

环质量水平的具体方略：我们要把实施扩大内需

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

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提升国际循环

质量和水平，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这种思路不仅统筹

考虑了全球价值链运行效率和安全稳定两方面因

素，而且开创性地提出了具体做法——把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

来。首先，这是对我国以扩大内需战略应对 1998
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 2020年
新冠疫情成功经验的继承发扬。国内学者提出的

需求牵引、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打造世

界需求中心等观点也肯定了扩大内需战略对国际

循环质量水平的提升作用 [ 25-27 ]。但更重要的是，

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

机结合起来使得统筹兼顾国际循环的运行效率和

安全稳定成为可能。德·戈塔里（De Gortari）[ 28 ]、魏

龙等 [ 29 ]分析墨西哥和中国的国际循环结构发现，

墨西哥和中国从最终产品出口目的地进口的中间

零部件占比极高。正是这种既进口又出口，既供

给又需求的关系使得加美墨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

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
TA）和中国倡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RCEP）高效且稳定。格里菲（Gereffi）等 [ 30 ] 也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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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与以供给侧为核心的生产者驱动全球价值链

和以需求端为关键的购买者驱动全球价值链相

比，关系型价值链（relational value chains）在增强价

值链韧性的同时并没有损失效率。关系型价值链

的形成既需要供求双方反复、常年交易以提升技

术编码密集性和复杂性 [ 31 ]，又依赖反复互动形成

的良好声誉和隐性知识 [ 32 ]。可见，已有研究已经

关注到单方面依靠供给侧改革或扩大内需提高国

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局限性，增强价值链上下游、供

给方与需求方之间的互动有助于提升国际循环质

量水平，并且提出了混合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关系

型价值链等完善方案 [ 33-34 ]，但始终没有将供给和

需求有机结合的责任同时赋予全球价值链某一环

节的具体承担者。我国的国际循环经过多年建

设，逐渐成为连接发达国家环流和发展中国家环

流的共轭双环流中心 [ 35-36 ]，但是否已经能够同时

肩负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的责任还有待进一

步研究。

本文基于双边贸易增加值核算方法以及Pag⁃
eRank指数，分别测算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供给中

心度和需求中心度。这一测算工作有助于把握中

国在全球价值链供给侧和需求端的变化趋势，为

供给和需求更有效结合提供判断依据。同时，已

有研究成果关于价值链上下游之间、供给方与需

求方之间互动能够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判

断，仍然停留在案例分析和理论研究，尚未经过实

证检验。本文借鉴盛斌等 [ 37 ]研究全球价值链和国

内价值链互补与替代关系的计量模型，对供给中

心和需求中心有机结合以后的国际循环质量提升

效应展开实证检验，肯定了供给需求双中心有机

结合后能进一步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通过比

较9种供给侧与需求端有机结合的方式，本文遴选

出能够全面统筹安全与发展、提升国际循环稳定

性的结合方式。这既是对供给侧与需求端如何有

机结合的理论探索，也为我国供给需求双中心的

打造方向提供了参考。

二、研究方法、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

（一）KPWW方法和WWZ方法对增加值贸易

利得的溯源

本文采用增加值统计口径展开研究，将一国

从其他国家最终产品消费中吸收的增加值视为国

际循环供给，将一国最终产品消费被其他国家吸

收的增加值视为国际循环需求。借鉴库夫曼

（Koopman）等 [ 38 ] 和王直（Wang）等 [ 39 ] 提出的KP⁃
WW和WWZ方法测算国际循环供给与国际循环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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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1 =DV1 + IV1

= V1B11(Y11 + Y12 + Y13) + V1B12(Y21 + Y22 + Y23) +
V1B13(Y31 + Y32 + Y33) （3）

其中，式（1）和式（2）呈现了国家 i消费最终产

品中包含的增加值在本国和其他国家分配情况。

V 为增加值系数矩阵，B 为全球列昂惕夫逆矩阵，

Y 为最终产品向量。各分块矩阵下标代表国家 i ，

左下标代表产品的出口方和生产方，右下标代表

产品的进口方和消耗方。式（3）以国家 1为例，将

一国GDP分解为从国内生产最终产品吸收的增加

值（DV1）和从国外生产最终产品吸收的增加值

（ IV1）。

如果将 GDP1 的分解视角从最终产品生产方

转换为消耗方，那么一国GDP可以分解为从本国

消费最终产品 Yi1 中获得的增加值以及从外国消费

最终产品 Yij( j≠1) 获得的增加值。后者即国家 1
借助国际循环向其他国家供给中间产品或者最终

产品，取得的增加值 SupplyVA1 。

式（4）为国家 1国际循环供给 SupplyVA1 的具

体测算公式。据此，可以测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

国际循环供给 SupplyVAi 。

国家 1借助国际循环向其他国家供给产品的

同时，还从其他国家获取最终产品或者中间产品

以满足本国需求。式（5）按照增加值统计口径，测

算了国家 1消费最终产品为其他国家提供的增加

值 DemandVA1 ，揭示了国家1对其他国家的中间产

品和最终产品需求大小。同理，可以根据式（5）测

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需求 DemandVA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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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VA1 = V1B11(Y12 + Y13) + V1B12(Y22 + Y23) +
V1B13(Y32 + Y33) （4）

DemandVA1 =(V2B21Y11 + V2B22Y21 + V2B23Y31) +
(V3B31Y11 + V3B32Y21 + V3B33Y31)（5）

式（4）和式（5）反映的是国家 1国际循环的整

体供给和需求。事实上，王（Wang）等 [ 39 ]的研究发

现，根据中间产品穿越国境的次数，贸易活动可以

分为传统国际贸易、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

价值链三类。三类贸易活动在国际循环运行效率

和安全稳定方面的差异明显。这是因为中间产品

穿越国境次数增加深化分工、提升全球价值链运

行效率的同时，不确定性风险也更容易在国家之

间传播扩散，国际循环的稳定性随之下降。因此，

有必要针对三类贸易活动分别讨论供给需求有机

结合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影响。式（6）将一国

GDP按照中间产品穿越国境次数分为四部分。其

中，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针对的是没有发生中间

产品穿越国境的情况。第一部分 VLYD 为纯国内

活动增加值，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生产和消费均

在国内完成；第二部分 VLYF 为传统贸易增加值，

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生产均在国内完成，仅最终

产品消费在国外；第三部分 VLAFLY D 为简单全球

价值链活动增加值，中间产品仅穿越一次国境；第

四部分 VLAF(BY - LYD) 为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增

加值，中间产品多次穿越国境。其中，YD 代表本

国生产的最终产品被本国消费；YF 代表本国生产

的最终产品被外国消费；L 代表国内列昂惕夫逆

矩阵。

VBY = VLYD + VLYF + VLAFLY D + VLAF(BY - LYD)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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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FLY D =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V1 0 0
0 V2 0
0 0 V3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L11 L12 L13
L21 L22 L23
L31 L32 L33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0 A12 A13
A21 0 A23
A31 A32 0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L11 L12 L13
L21 L22 L23
L31 L32 L33

×
é

ë

ê
êê
ê

ù

û

ú
úú
ú

Y11
Y22
Y33

（10）

SupplyVLAFLY D
1 =(V1L12A21 + V1L13A31) ×

(L12Y22 + L13Y33) +(V1L11A12 + V1L13A32) ×
(L22Y22 + L23Y33) +(V1L11A13 + V1L12A23) ×
(L32Y22 + L33Y33) （11）

DemandVLAFLY D
1 =((V2L22A21 + V2L23A31) ×

L11Y11 +(V2L21A12 + V2L23A32) × L21Y11 +
(V2L21A13 + V2L22A23) × L31Y11) +
((V3L32A21 + V3L33A31) × L11Y11 +
(V3L31A12 + V3L33A32) × L21Y11 +
(V3L31A13 + V3L32A23) × L31Y11) （12）

SupplyVLAF（BY - LYD）1 =(V1L12A21 + V1L13A31) ×
(B11(Y12 + Y13) +B12(Y22 + Y23) +B13(Y32 + Y33) -
L12Y22 - L13Y33) +(V1L11A12 + V1L13A32) ×
B21(Y12 + Y13) +B22(Y22 + Y23) +B23(Y32 + Y33) -
L22Y22 - L23Y33) +(V1L11A13 + V1L12A23) ×
(B31(Y12 + Y13) +B32(Y22 + Y23) +B33(Y32 + Y33) -
L32Y22 - L33Y33) （13）

DemandVLAF（BY - LY D）1 =((V2L22A21 + V2L23A31) ×
(B11Y11 +B12Y21 +B13Y31 - L11Y11) +(V2L21A12 + V2L23A32) ×
(B21Y11 +B22Y21 +B23Y31 - L21Y11) +(V2L21A13 + V2L22A23) ×
(B31Y11 +B32Y21 +B33Y31 - L31Y11)) + ((V3L32A21 + V3L33A31) ×
(B11Y11 +B12Y21 +B13Y31 - L11Y11) +(V3L31A12 + V3L33A32) ×
(B21Y11 +B22Y21 +B23Y31 - L21Y11) + (V3L31A13 + V3L32A23) ×
(B31Y11 +B32Y21 +B33Y31 - L31Y11)) （14）

如式（8）、式（9）所示，国家 1通过传统贸易活

动 向 其 他 国 家 供 给 产 品 ，吸 收 的 增 加 值 为

SupplyVLYF
1 ；其他国家满足国家1最终产品需求吸

收的增加值为 DemandVLYF
1 。如式（11）、式（12）

所示，国家1通过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向其他国家

供给产品，吸收的增加值为 SupplyVLAFLY D
1 ；其他

国家满足国家 1最终产品需求吸收的增加值为

DemandVLAFLY D
1 。如式（13）、式（14）所示，国家 1

通过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向其他国家供给产品，

吸收的增加值为 SupplyVLAF（BY - LYD）1 ；其他国

家满足国家 1 最终产品需求吸收的增加值为

DemandVLAF（BY - LYD）1 。
（二）PageRank算法对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

度的测算

PageRank算法即谷歌网页排名算法，用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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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网站的好坏和重要程度。这一方法在链接数量

方面假设是，一个网站接收到其他网站的链接越

多，该网站越重要；在链接质量方面假设是，一个

网站被评价越好、质量越高的网站链接，则该网站

越重要 [ 40 ]。贸易网络结构与互联网结构都可以使

用图结构（Graph Structure）进行描述，因此 PageR⁃
ank算法的应用具有内在合理性。通过将互联网

中链接数量、质量等概念与贸易网络、国际循环中

贸易伙伴数量、贸易额和增加值大小进行类比，

PageRank中心度算法在国际经济学中得到广泛应

用 [ 36，41 ]。如果一个经济体国际循环中重要程度高

的贸易伙伴众多，当与某一个国家发生贸易摩擦

或因意外灾害引发脱钩、断链后，能够迅速激活由

其他贸易伙伴组成的备用链接，维持产业链的国

际循环正常运行；另一方面，国际循环中贸易伙伴

的重要程度提升，有助于发挥专业化经济和规模

经济的效应，降低国际循环和价值链运行成本、提

高效率。因此，为了分析供给需求双中心有机结

合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影响，本文基于供给侧

和需求端的增加值数据，采取PageRank算法测算

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

在全球价值链中，每个参与经济体构成国际

循环和价值网络中的一个节点，记作 ki 。全球价

值链内全部经济体构成贸易网络的节点集合记作

K ={ }k1，k2，…，kn ，其中 ki ∈K ，i = 1，2，…，n。

一个经济体与贸易伙伴的增加值出口大于0，则认

为 双 方 存 在 边 ，国 际 循 环 边 的 集 合 记 作

S ={ }s1，s2，…，sn ⊆ S × S ，其中，(ki，kj) ∈ S 表示

国家 ki 向国家 kj 存在增加值出口关系，w(ki，kj)
表示有向边 (ki，kj) 的权重。与洪俊杰等 [ 36 ] 将出

口额直接作为权重的做法不同，本文将贸易伙伴

间增加值出口或者增加值进口占国际循环中增加

值贸易总量的比例作为权重，能更好地刻画国际

循环中各国贸易伙伴的重要程度，并适应多个经

济体之间中心度的计算与比较。同时，基于 Pag⁃
eRank中心度在考察权重与出入强度方面存在的

缺陷，本文利用 JP-Degree中心度对PageRank中心

度进行修正，提出更适合国际循环有向加权结构

的 J-PageRank中心度。

根据PageRank的经典算法，国家 ki 的中心度

PR（ki）计算公式为：

PR（ki） = ∑
ki ∈M(ki)

PR(k)
L(k) （15）

其中，M(ki) 表示贸易网络内国家集合 K 指向

国家 ki 的数量，代表 ki 的增加值进口来源国数量，

即节点 ki 的入度；L(k) 表示节点 ki 指向节点集 K

中其他节点的数量，表示贸易网络中国家 ki 的增

加值出口目的地数量。

假设国家 ki 的中心度 PR(ki) 初始值如式（16）
所示，服从均匀分布。 N 为贸易网络内国家总数。

PRt = 0（ki） = 1
N

（16）
基于PageRank中心度在考察权重与出入强度

方面存在的缺陷，借鉴赵构恒等 [ 42 ]提出的 JP-De⁃
gree中心度算法进行改进，将经典的 PageRank中

心度与 JP-Degree中心度进行融合，得到供给中心

度 JPRout(ki) 和需求中心度 JPRin(ki) 的测算公式

（17）和（18）。
JPRout(ki) = 1 - d

N
+ d ∑

ki ∈M(ki)

PRoutt = t(kj)
Lout(kj) + Sout(ki)

（17）
JPRin(ki) = 1 - d

N
+ d ∑

ki ∈M(ki)

PRint = t(kj)
Lin(kj) + Sin(ki)

（18）
其中，d 是超链接矩阵缩减矩阵，本文设置

d = 0.85 。 Sin(ki) 代表节点 ki 考虑入强度的中心

度，Sout(ki)代表节点 ki 考虑出强度的中心度。

（三）国际循环运行效率与安全稳定的评价指标

1.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

如果一国能够从全球价值链的低附加值环节

攀升至高附加值环节，将更高效地获得分工收

益。目前，评价国际循环运行效率的指标众多，其

中，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是使用最普遍的指

标 [ 36，43 ]，库夫曼等 [ 38 ]认为该指标具有直接的福利

含义。DVAR越高，一国产品每单位出口额创造的

GDP也越高，是该国国际循环运行效率高的表现。

参考王直等 [ 43 ] 双边贸易出口 16部分分解方

法，依据式（19）测算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DVAR12 = DVA12
E12

= (V1B11Y12 + V1L11A12B22Y22 +
V1L11A12B23Y33 + V1L11A12B22Y23 +
V1L11A12B23Y32)/E1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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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VA12 为国家 1向国家 2出口最终产品

和中间产品获得的国内增加值。 E12 为国家1对国

家2的出口额。

2.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UD）

如果一国中间产品穿越国境的次数越多，产

品价值链的参与国家越多，则国际循环面临剧烈

外部冲击时脱钩断供的风险就越大。在三类贸易

活动中，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中间产品穿越国

境次数最多。新冠疫情暴发后，复杂全球价值链

活动始终没有恢复到暴发前的水平 [ 44 ]。本土化和

区域化生产成为各国强化国际循环稳定性的普遍

做法。因此，本文借鉴王（Wang）等 [ 39 ]测算价值链

长度方法，以国际循环的国内生产长度反映国际

循环稳定性。

PLy_D = VLLY
∧ D

VLY
∧ D

PLy_RT = VLLY
∧ F

VLY
∧ F

PLy_GVC = VBBY
∧ - VLLY∧

VLAFBY
∧ （20）

其中，PLy_D 表示纯国内活动最终产品距离

价值链起点的长度；PLy_RT 表示传统贸易活动从

最终产品到价值链上游起点的长度；PLy_GVC 表

示全球价值链活动从最终产品到原材料投入的长

度。纯国内活动包含的生产长度属于国内循环，

本文重点分析与国际循环相关的传统国际贸易和

全球价值链活动。

根据式（6）的分解结果，式（20）分别测算的是

纯国内活动增加值 VLY
∧ D

所涉及的总产出 VLLY
∧ D

、

传统贸易活动增加值 VLY
∧ F

形成的总产出 VLLY
∧ F

，

以及全球价值链活动增加值 VLAFBY
∧
涉及的总产

出 VBBY
∧ - VLLY∧ 。同时，式（20）以增加值关联产

出和增加值的比值作为价值链长度。 PLy_D 表示

纯国内活动最终产品距离价值链起点的长度；

PLy_RT 表示传统贸易活动从最终产品到价值链

上游起点的长度；PLy_GVC 表示全球价值链活动

从最终产品到原材料投入的长度。纯国内活动包

含的生产长度属于国内循环，本文重点分析与国

际循环相关的传统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活动。

国际循环中传统贸易活动从原材料到最终产

品生产的所有环节均在国内完成，其价值链长度

PLy_RT 即为国内生产环节长度。全球价值链活

动 增 加 值 涉 及 的 总 产 出 既 包 含 国 内 产 出

VLLAFBY
∧
，又包含国外产出 VLAFBBY

∧
。相应的，

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价值链长度也涵盖了国内生产

长 度 （ PLdy_GVC ） 和 国 外 生 产 长 度

（PLiy_GVC）。式（21）、（22）和（23）为全球价值链

活动中国内国外生产长度的计算方法。

PLy_GVC =PLdy_GVC +PLiy_GVC （21）
PLdy_GVC = VLLAFBY

∧

VLAFBY
∧ （22）

PLiy_GVC = VLAFBBY
∧

VLAFBY
∧ （23）

最后，为测算国际循环的价值链国内生产环

节长度，对传统国际贸易活动长度和全球价值链

活动国内生产长度进行加权平均。
UD =λ1 ×PLy_RT +λ2 ×PLdy_GVC
λ1 = VLLY

∧ F

VLLAFBY
∧ + VLLY∧ F

λ2 = VLLAFBY
∧

VLLAFBY
∧ + VLLY∧ F

（24）
其中，UD为国际循环的价值链国内生产环节

长度，权重 λ1 和 λ2 分别为各自国内产值占两类活

动国内总产值的比重。

（四）模型构建

本文重点分析打造世界供给中心和世界需求

中心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影响，以及检验供给

需求双中心有机结合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提升的

互动效应。因此，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lnDVARit =α0 +α1 ln TDit +α2 ln TSit +

α3 ln TDit × ln TSit + γ lnX+ϑi +
ϑt + εit （25）

lnUDit =λ0 +λ1 ln TDit +λ2 ln TSit +
λ3 ln TDit × ln TSit + γ lnX+ϑi +ϑt + εit

（26）
被 解 释 变 量 包 括 出 口 国 内 增 加 值 率

（ lnDVAR）与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 lnUD），分别

反映经济体国际循环的运行效率和安全稳定，共

同决定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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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解释变量包括需求中心度（ ln TD）、供给

中 心 度（ ln TS ）以 及 两 者 有 机 结 合 的 水 平

（ln TD × ln TS）。
其他控制变量（ lnX）为影响国际循环质量水

平的其他因素。本研究引入以下控制变量：外商

直接投资（FDI），用当年 FDI净流入量占GDP的

比重表示；实际有效汇率（Exchange），以 2010年

为基期，用名义有效汇率除以平减物价指数或成

本指数得到；失业率（unEmp），用各经济体目前没

有工作但可以参加工作且正在寻求工作的劳动力

数量占各国劳动适龄人口比重表示；经济增长

（GDPrate），根据各国GDP年增长率得到。

ϑi 和 ϑt 分别表示经济体和年份固定效应，ε

为随机扰动项。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五）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跨国投入产出表来自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2021版OECD跨国投入

产出表包括 1995—2018年 66个经济体 45个产业

的投入产出数据，并据此分解VBY，测算需求中心

度、供给中心度、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和价值链国内

生产长度。控制变量中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

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实际有效汇率数据来

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失业率依据国际劳动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数据库测算

得到。

三、全球供给中心与需求中心转移的典

型特征事实

为考察打造全球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以及两

者有机结合对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效果，首

先需要测度、描绘全球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通

过比较 2000年和 2018年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

心的变化，可以直观反映中国在全球贸易网络供给

侧和需求端的地位变化。本文参考孟（Meng）等 [ 45 ]

的评价方法，中国如果是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最大

增加值贸易进口伙伴，则可被认为是世界供给中

心；中国如果是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最大增加值贸

易出口伙伴，则可被认为是世界需求中心。

以图 1所示的 2000年世界需求中心为例，圆

圈大小代表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增加值出口总额占

世界增加值总额份额。如果A国是B国最大的增

加值贸易进口伙伴，则有一个链条从A国指向 B
国。链条的粗细代表从A国到B国增加值贸易量

变量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DVAR）

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
（UD）

需求中心度
（TD）

供给中心度
（TS）

外商直接投资
（FDI）

实际有效汇率
（Exchange）

失业率
（unEmp）

经济增长
（GDPrate）

传统贸易需求中心度
（OD）

传统贸易供给中心度
（OS）

简单全球价值链需求中心度
（ simD）

简单全球价值链供给中心度
（ simS）

复杂全球价值链需求中心度
（comD）

复杂全球价值链供给中心度
（comS）

均值

0.74

1.60

0.01

0.01

0.08

98.45

0.07

0.0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标准差

0.12

0.15

0.02

0.02

0.29

12.58

0.05

0.04

0.02

0.02

0.02

0.02

0.02

0.02

最小值

0.32

1.24

0.00

0.00

-0.58

54.06

0.00

-0.15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最大值

0.97

2.53

0.17

0.14

4.49

157

0.33

0.25

0.18

0.15

0.17

0.13

0.16

0.11

表1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

德国

日本 美国

数据来源：根据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
注：圆圈大小代表某一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占世界份

额，链条的粗细代表从A国到B国增加值贸易量。

图1 2000年世界需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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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根据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
注：圆圈大小代表某一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占世界份

额，链条的粗细代表从A国到B国增加值贸易量。

美国

德国

中国

图4 2018年复杂贸易全球价值链需求中心

的多少。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参与全

球价值链，世界供给中心和世界工厂的定位已经

获得普遍认可，但中国在贸易网络需求端的表现、

国内超大规模市场对海外企业的吸引力如何仍有

待考察。图1显示，2000年德国是欧洲国家的需求

中心和主要市场，美国的市场需求为全球 34个经

济体提供了大量增加值，亚洲国家日本是4个国家

获取分工收益的主要市场。当时，中国市场为其

他国家或地区提供的增加值占世界增加值进口总

量的3.23%，远低于美国（21.42%）、日本（7.26%）和

德国（7.25%）。2000年中国在贸易网络需求端处

于边缘地位。

与 2000年相比，2018年世界需求中心发生重

大变化（参见图 2）。日本不再是亚洲和澳洲的需

求中心，依赖德国市场的欧洲国家数量也从 16个
下降至 10个，中国和美国成为世界最重要的消费

市场。从贸易伙伴数量来看，有 19个经济体主要

依靠中国市场获取分工收益，与美国并列世界最

多。从贸易伙伴所属区域看，以中国作为主要增

加值出口市场的经济体，不仅包括韩国、日本、泰

国等地理临近的亚洲国家或地区，还包括澳大利

亚、马耳他、智利等其他大洲的经济体。中国成为

美国之外唯一能在全球贸易网络需求端跨区域施

加重大影响力、展现市场势力的国家。中国消费

市场形成了以亚洲区域价值链为主体、辐射欧洲

区域价值链和美洲区域价值链的格局。在消费商

品价值方面，中美两国构成第一集团。2018年美

国为海外经济体提供的增加值占世界增加值进口

总额的 15.41%。中国以 11.33%位列世界第二，远

高于排名第三的德国（5.62%）。

图 3和图 4分别呈现了 2018年世界主要经济

体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的贸易网络结构。无论是

在供给侧还是需求端，美国在复杂全球价值链贸

易网络结构中均处于中心地位。在供给侧，美国

是41个经济体最大的复杂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进口

国，占本文统计经济体数量的 60%以上；在需求

端，美国几乎是所有经济体最重要的复杂全球价

值链增加值出口国。中国和德国在复杂全球价值

链贸易网络中的重要程度弱于美国，仅是区域内

部分经济体的复杂全球价值链增加值主要进口

国，难以组织和领导跨区域、多国参与的复杂产业

链、价值链活动。2018年，美国凭借价值链核心环

节的关键技术优势和市场势力优势，同时主导和

控制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的生产者驱动价值链

（图 3）和购买者驱动价值链（图 4）。因此，美国充

分发挥了复杂全球价值链网络对生产效率的提升

作用，从全球价值链中获取分工收益的能力强于

中国和德国。

综上所述，中国从世界贸易网络的边缘国家

美国

数据来源：根据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
注：圆圈大小代表某一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占世界份

额，链条的粗细代表从A国到B国增加值贸易量。

图3 2018年复杂全球价值链贸易供给中心

中国

美国
德国

数据来源：根据OECD投入产出表计算。
注：圆圈大小代表某一经济体的增加值出口占世界份

额，链条的粗细代表从A国到B国增加值贸易量。

图2 2018年世界需求中心

美国

德国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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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为三大中心国家之一，源于传统贸易和简单

全球价值链活动的贡献。中国在复杂全球价值链

活动需求端中依然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2018年
仅有美国是三类贸易网络结构的供给中心和需求

中心，价值链兼具稳定性高、获利能力强的特点。

中国和德国是传统贸易和简单全球价值链贸易网

络结构的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

四、实证研究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

当前保护主义上升、全球市场萎缩，一国提升

国际循环质量水平需要兼顾效率和安全两方面因

素，以促进获利能力和稳定性协同提高。

表 2显示了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与国际

循环质量水平的回归结果。列（1）显示的是核心

解释变量供给中心度（ ln TS ）、需求中心度

（ ln TD）以及两者交互项（ ln TD × ln TS）与价值链

获利能力（ lnDVAR 、ln TFP）的关系，其回归系数

均显著为正，体现了打造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

心均能提升获利能力和生产效率，两者有机结合

后在促进价值链获利能力方面呈现互补关系。在

加入FDI、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速等控制变量后，

列（2）显示 3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

正。可见，在考虑多种因素后，供给中心度和需求

中心度仍然有助于提升价值链获利能力，同时供

给中心与需求中心有机结合将进一步增强一国价

值链获利能力。列（3）和列（4）显示了 3个核心解

释变量与价值链稳定性（ lnUD）的回归结果，加入

控制变量前后 3个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这说明在提升价值链稳定性方面，供给

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均展现出促进效应，两者有

机结合也存在促进价值链稳定性的互补效应。

世界供给中心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存在多

种渠道。一是进口替代。随着供给中心度的提

升，一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承担的分工环节由少变

多，由低端变高端，对海外零部件的依赖程度降

低。这种进口替代效应通过提高价值链国产化环

节和高附加值环节占比增强一国价值链获利能

力，通过攻关价值链关键核心环节、“卡脖子”环节

提高一国产业链、价值链稳定性 [ 46 ]。二是抑制贸

易保护。一国成为世界供给中心后将成为多个国

家最重要的增加值进口来源国。一旦这些国家尝

试采取关税壁垒、行政禁令等贸易保护措施与供

给中心脱钩，居民福利和本国企业利润将受“反噬

效应”影响而承受重大损失。一国供给中心度提

升通过抑制贸易保护，促进价值链稳定性和获利

能力提升 [ 6，47 ]。三是促进竞争。成为全球供给中

心意味着国家或企业产品需要具备国际竞争优

势，在全球激烈竞争中胜出 [ 8 ]。

世界需求中心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提升作

用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出来。一是虹吸效

应。世界需求中心凭借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可以向内

集聚资源，吸收人才、技术、海外直接投资等全球高

级生产要素，服务本国高质量发展，进而提高价值

链获利能力和稳定性 [ 27，41 ]。二是双循环互动效

应。世界需求中心可以利用内需连接国内、国际

两个市场，以国内大循环带动企业参与国际循环。

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市场范围决定分工广度和深度，市场范围越广，就

越能激发企业生产潜力，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进而

提高价值链获利能力 [ 37 ]。三是共轭环流效应。世

界需求中心利用内需开放国内市场、拉动本国经济

增长的同时，也促进了合作伙伴和周边国家的经济

繁荣，为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做出贡献 [ 36 ]。

将提升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有机结合，

需求中心度
（ln TD）

供给中心度
（ln TS）

ln TD × ln TS
外商直接投资
（lnFDI）

实际有效汇率
（lnExchange）

失业率
（ln unEmp）

经济增长
（lnGDPrate）

观测值

拟合优度（R2）

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lnDVAR）

（1）
0.013***

（13.384）
0.009***

（10.46）
0.003***

（18.085）

1 273
0.941

（2）
0.023***

（7.298）
0.008**

（2.422）
0.003***

（5.186）
0.003*

（1.886）
0.050***

（3.374）
-0.004

（-0.806）
0.001

（0.093）
846
0.947

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
（lnUD）

（3）
0.006***

（16.986）
0.005***

（15.835）
0.001***

（18.883）

1 273
0.875

（4）
0.006***

（4.313）
0.004***

（2.677）
0.002***

（8.791）
0.002**

（2.555）
0.011

（1.296）
-0.004

（-1.271）
0.001

（0.251）
834
0.924

注：各变量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内数字为 t统计量，*、**、***

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

表2 供给中心度、需求中心度与国际循环
质量水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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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两者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方面的互补

性，可通过以下渠道实现。一方面，从长期看，打

造全球供给中心能够创造需求，使供给结构适应

需求结构变化。打造世界供给中心有利于逐步满

足国内有需求但未得到有效满足的领域，持续促

进供给产品质量提升和结构升级，以优质有效的

供给逐步适应国内需求结构变化 [ 48 ]；推动科技创

新和制度创新以突破当前生产前沿的约束，促进

新产品、新业态发展，确保价值链分工地位长期处

于优势 [ 33 ]；推动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增加，形成有收

入依托的消费和可持续的需求 [ 49 ]。另一方面，打

造世界需求中心有利于牵引和催生更优质的供

给。超大规模市场可为市场主体营造长期稳定的

良好发展预期，消化国内循环中巨大的生产能力，

这对于维持供求均衡、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价值

链稳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 50 ]。中国式现代化是工业

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叠加的现代化，需

要层次更丰富、种类更多样的需求支撑。打造世

界需求中心直接促进消费扩容提质，进而推动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和价值链升级，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

平 [ 1 ]。为了打造世界需求中心，需要对标高

水平、高标准贸易协定，促进对内开放，这将

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形成

统一大市场，推进高质量发展 [ 51 ]。

（二）异质性分析

1.时期异质性：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

球，国际贸易量、外商直接投资等指标均出现

“断崖式”衰退。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有效需

求不足，一揽子扩大内需计划的推出使我国

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引擎，世界需求中心调

整变化对国际循环质量的影响值得关注 [ 52 ]。

大规模刺激扩张政策过后，供给结构与需求

结构的适应调整能否提升国际循环质量也有

待研究 [ 53 ]。本文以 2008年为分界点设计金

融危机虚拟变量 crisis，金融危机暴发以前的

时期赋值为 0，金融危机暴发之后的时期赋

值为 1，分析打造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

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时期差异性。

2.经济体发达程度异质性：不同经济体

在经济增长速度、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产品

供给结构和市场需求等方面差异明显，这些

因素对经济体的供给中心度、需求中心度产

生影响。发达经济体控制了以供给侧为核心的生

产者驱动全球价值链和以需求端为关键的购买者

驱动全球价值链，其供给中心度与需求中心度常

年保持高位；新兴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后贸易

量和GDP快速增长，其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

提升潜力巨大，但与发达经济体仍有明显差距 [ 5 ]。

两类经济体在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方面的差

距，对打造世界需求中心和供给中心的国际循环

质量提升效应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以发达经济

体为基准对经济体发达程度的异质性进行分析，

设计 Advanced 为经济体发达程度虚拟变量。本文

依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刘伟等 [ 54 ]对发达经济

体的界定，将样本中人均GDP三万美元以上的经

济体划为发达经济体发，赋值为1；人均GDP三万美

元以下的经济体被定义为发展中经济体，赋值为0。
表 3列（1）和列（2）显示时期异质性的回归结

果。需求中心度、供给中心度以及两者的交互项

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和价值链国内生产长度的影

响显著为正。这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暴发之前打

造世界需求中心和供给中心，以及促进供给中心

需求中心度
（ln TD）

供给中心度
（ln TS）

ln TD × ln TS
ln TD × crisis

ln TS × crisis

ln TD × ln TS
×crisis

ln TD × Advanced

ln TS × Advanced

ln TD × ln TS
×Advanced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合优度（R2）

时期

（1）
出口国内
增加值率

（lnDVAR）

0.022***

（9.384）
0.008***

（3.662）
0.003***

（6.600）
0.009***

（6.632）
-0.001

（-0.490）
0.001

（0.246）

控制

806
0.947

（2）
价值链国内
生产长度
（lnUD）

0.007***

（17.623）
0.006***

（16.385）
0.001***

（18.303）
-0.000

（-1.308）
-0.001

（-1.079）
0.001***

（5.598）

控制

806
0.709

发达程度

（3）
出口国内
增加值率

（lnDVAR）

0.027***

（7.809）
0.009***

（2.633）
0.003***

（5.208）

-0.004***

（-4.167）
-0.004***

（-4.353）
-0.000

（-0.581）
控制

806
0.946

（4）
价值链国内
生产长度
（lnUD）

0.009***

（4.269）
0.005**

（2.457）
0.003***

（8.205）

-0.004***

（-5.855）
-0.004***

（-4.078）
-0.001

（-0.736）
控制

806
0.925

注：各变量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中数字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
5%和1%水平上显著。

表3 时期和经济体发达程度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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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需求中心有机结合，能够提升国际循环的运行

效率和安全稳定。列（1）显示，ln TD 与 crisis的交

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金融危机暴发后，需

求中心度对一国在国际循环中获利能力的提升作

用更重要。需求和市场成为重要的战略资源 [ 51 ]。

其他两个核心解释变量（ ln TS 、ln TD × ln TS）和

虚拟变量 crisis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著，说明金

融危机暴发后供给中心度，以及供给需求有机结

合对国际循环获利能力的促进作用与暴发前相比

没有明显减弱。列（2）显示，供给中心度、需求中

心度与虚拟变量 crisis的交互项回归系数不显著，

表明金融危机暴发后打造世界供给中心和需求中

心对国际循环稳定性的提升作用没有减弱。

ln TD × ln TS 与 crisis的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反映了金融危机暴发后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对国

际循环稳定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增强。

列（3）和列（4）显示，需求中心度、供给中心度

以及两者的交互项对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和价值链

国内生产长度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提升供给中

心度、需求中心度以及促进两者有机结合都能够

提高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循环质量水平。 ln TD 与

Advanced 的交互项以及 ln TS 与 Advanced 回归系

数显著为负，反映出发达经济体进一步提升供给

中心度或者需求中心度对国际循环获利能力和安

全稳定的提升作用显著弱于新兴经济体。原因可

能在于发达经济体国际循环质量水平已经较高，

继续按照强化供给侧研发设计环节和需求端市场

营销环节控制权的全球价值链治理策略，对国际

循环质量的提升作用有限；新兴经济体无论是在

供给侧还是需求端均存在不少“卡脖子”环节，一

旦攻克这些环节对自身国际循环的质量水平提升

效应巨大。这一特征与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

显 著 低 于 新 兴 经 济 体 近 似 。 ln TD × ln TS 与

Advanced 的交互项回归结果不显著，表明发达经

济体与新兴经济体相比，供给需求有机结合对国

际循环质量的提升作用并无明显差异。

五、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的进一步

分析

王（Wang）等 [ 39 ] 和安特拉斯（Antràs）[ 55 ] 将一

国直接或间接参与国际贸易获得的国内增加值按

照传统贸易、简单全球价值链和复杂全球价值链

的贡献分解为三部分。三类贸易活动在中间产品

穿越国境次数、包含经济体数量等方面存在差异，

因此价值链稳定性和运行效率也可能具有差异。

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需要多个经济体合作完成，

涉及的分工垂直专业化水平高，通常被视为高效

率的贸易活动；传统贸易的中间产品不曾穿越国

境，由出口方独立生产完成，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少

于全球价值链活动；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在运行

效率和稳定性方面的表现则介于复杂全球价值链

和传统贸易之间。考虑到上述效率和稳定方面的

强弱特征，如果供给侧和需求端选择的贸易利得

获取方式不同，两者有机结合后的效果也可能存

在差异。如图 3、图 4所示，2018年美国既是复杂

全球价值链活动供给中心，又是复杂全球价值链

活动需求中心，两者有机结合后对美国的国际循

环获利能力帮助巨大，但其国际循环安全稳定方

面的表现如何则值得探究；2018年中国有能力实

现供给侧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和需求端复杂全球

价值链活动的有机结合，是否能够同时提升国际

循环的运行效率和安全稳定还有待实证检验。本

文通过比较9种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的效果，

探索两者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互补路径，进

一步加深对“越开放越要重视安全，越要统筹好发

展和安全”问题的认识。
lnDVARit = β0 + β1 lnOSit + β2 ln simSit +

β3 ln comSit + β4 lnODit + β5 ln simDit +
β6 ln comDit + χ1 lnOSit × lnODit + χ2 lnOSit ×
ln simDit + χ3 lnOSit × ln comDit + χ4 ln simSit ×
lnODit + χ5 ln simSit × ln simDit + χ6 ln simSit ×
ln comDit + χ7 ln comSit × lnODit +
χ8 ln comSit × ln simDit + χ9 ln comSit ×
ln comDit +ϑi +ϑt + εit （33）

lnUDit = δ0 + δ1 lnOSit + δ2 ln simSit +
δ3 ln comSit + δ4 lnODit + δ5 ln simDit +
δ6 ln comDit +η1 lnOSit × lnODit +η2 lnOSit ×
ln simDit +η3 lnOSit × ln comDit +η4 ln simSit ×
lnODit +η5 ln simSit × ln simDit +η6 ln simSit ×
ln comDit +η7 ln comSit × lnODit +
η8 ln comSit × ln simDit +η9 ln comSit ×
ln comDit +ϑi +ϑt + εit （34）

本文借助扩展模型（33）和（34）展示了 9种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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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 lnOSit × lnODit 表示供

给侧传统贸易活动与需求端传统贸易活动相结

合；lnOSit × ln simDit 代表供给侧传统贸易活动与

需 求 端 简 单 全 球 价 值 链 活 动 相 结 合 ；

lnOSit × ln comDit 表示供给侧传统贸易活动与需求

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相结合；ln simSit × lnODit

表示供给侧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与需求端传统贸

易结合；ln simSit × ln simDit 表示供给侧简单全球价

值链活动与需求端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结合；

ln simSit × ln comDit 表示供给侧简单全球价值链活

动 与 需 求 端 复 杂 全 球 价 值 链 活 动 结 合 ；

ln comSit × lnODit 表示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

与需求端传统贸易结合；ln comSit × ln simDit 表示

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与需求端简单全球价

值链活动结合；ln comSit × ln comDit 表示供给侧复

杂全球价值链活动和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

结合。

表 4显示了 9种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对

国际循环获利能力影响的回归结果。列（1）列至

列（3）显示的是供给侧传统贸易活动（ lnOS）分别

与 需 求 端 三 类 贸 易 活 动（ lnOD 、ln simD 、

ln comD）结合的结果。 lnOS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

不显著，表明传统贸易活动供给中心度上升无法

促进国际循环质量水平提高。安特拉斯 [ 55 ]指出，

不参加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经济体或企业获利能力

明显弱于参加全球价值链活动的经济体或企业，

供给侧选择传统贸易意味着完全放弃了全球价值

链活动效率高、生产成本低、产品竞争力强的优

势。列（4）至列（6）显示的是供给侧简单全球价值

链活动分别与需求端三类贸易活动（ lnOD 、

ln simD、ln comD）结合的结果，供给侧简单全球价

值链活动、需求端三类贸易活动中心度以及交互

表4 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对国际循环获利能力影响的回归结果

供给侧传统贸易活动
（lnOS）

供给侧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
（ln simS）

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
（ln comS）

需求端传统贸易活动
（lnOD）

需求端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
（ln simD）

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
（ln comD）

lnOS × lnOD
lnOS × ln simD
lnOS × ln comD
ln simS × lnOD
ln simS × ln simD
ln simS × ln comD
ln comS × lnOD
ln comS × ln simD
ln comS × ln comD

控制变量

观测值

拟合优度（R2）

（1）
-0.002

（-1.043）

0.033***

（12.922）

0.002***

（6.113）

控制

846
0.946

（2）
-0.007

（1.326）

0.021***

（3.666）

0.002**

（2.490）

控制

846
0.947

（3）
-0.003

（-1.302）

0.034***

（13.614）

0.003***

（6.935）

控制

846
0.947

（4）

0.007*

（1.837）

0.026***

（7.035）

0.003***

（5.071）

控制

846
0.947

（5）

0.013***

（3.222）

0.016***

（4.251）

0.003***

（4.727）

控制

846
0.946

（6）

0.009***

（3.355）

0.026***

（10.215）

0.003***

（7.796）

控制

846
0.933

（7）

0.008**

（2.506）
0.024***

（6.702）

0.003***

（6.028）

控制

846
0.947

（8）

0.010*

（1.893）

0.010*

（1.787）

0.003***

（3.416）

控制

846
0.947

（9）

0.008**

（2.388）

0.025***

（7.639）

0.003***

（6.21）
控制

846
0.947

（10）
-0.006***

（-11.802）
0.006***

（9.950）
0.005***

（9.421）
0.009***

（20.288）
0.006***

（11.773）
0.009***

（20.968）
0.000*

（1.683）
-0.000

（-0.898）
0.000**

（2.242）
0.001***

（19.196）
0.001***

（14.728）
0.001***

（21.885）
0.001***

（23.448）
0.001***

（14.764）
0.001***

（25.051）
控制

846
0.872

注：各变量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中数字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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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列（7）至列（9）为供给

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分别与需求端三类贸易活

动（ lnOD、ln simD、ln comD）结合的结果，各变量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列（4）至列（9）的回归结

果表明，全球价值链活动供给中心度上升，不仅有

利于国际循环获利能力提升，而且能够与需求端

三类贸易活动有机结合，进一步提高获利能力。

列（10）进一步确认了供给侧选择全球价值链活动

与需求端三类贸易活动结合的必要性。因此，国

际循环获利能力提升的关键在于打造全球价值链

活动供给中心，促进供给侧全球价值链活动与需

求端三类贸易活动有机结合。

表 5显示了 9种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对

国际循环稳定性影响的回归结果。列（1）、列（4）
和列（7）为需求端传统贸易活动（ lnOD）分别与供

给侧三类贸易活动（ lnOS 、ln simS 、ln comS）结合

的结果。 lnOD 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表明传

统贸易活动需求中心度上升无法提高国际循环稳

定性。这一结论与部分研究设想的减少中间产品

穿越国境次数将增强国际循环稳定性观点不同。

实际上，一种产品如果从原材料到最终产品的各

个环节都在出口国完成，一旦进口受限且难以找

到廉价替代来源，进口国的国际循环稳定性和居

民福利都会受到巨大冲击。俄乌冲突暴发后产生

的能源制裁行动，使得欧洲在石油、天然气等能源

消费领域对俄罗斯的依赖尽显，能源产业链、供应

链稳定性也面临巨大考验。表 5其他 6列显示了

需求端全球价值链活动（包括简单全球价值链活

动和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与供给侧三类贸易活

动有机结合对国际循环稳定性的影响。仅有需求

端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ln simD）与供给侧传统贸

易活动（ lnOS）结合，以及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

供给侧传统贸易活动
（lnOS）

供给侧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
（ln simS）

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
（ln comS）

需求端传统贸易活动
（lnOD）

需求端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
（ln simD）

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
（ln comD）

lnOS × lnOD
lnOS × ln simD
lnOS × ln comD
ln simS × lnOD
ln simS × ln simD
ln simS × ln comD
ln comS × lnOD
ln comS × ln simD
ln comS × ln comD

控制变量

样本量

拟合优度（R2）

（1）
0.012***

（16.232）

-0.001
（-1.187）

0.002***

（12.638）

控制

846
0.922

（2）
0.002**

（2.114）

0.013***

（10.514）

0.002***

（12.702）

控制

846
0.926

（3）
0.005***

（2.782）

0.000
（0.152）

0.002***

（8.016）

控制

846
0.925

（4）

0.010***

（7.348）

-0.002
（-1.196）

0.002***

（7.557）

控制

846
0.924

（5）

-0.000
（-0.265）

0.015***

（9.169）

0.002***

（9.607）

控制

846
0.933

（6）

0.005**

（2.067）

0.001
（0.592）

0.002***

（6.730）

控制

846
0.925

（7）

0.008***

（7.233）
-0.001

（-0.499）

0.002***

（7.716）

控制

846
0.924

（8）

-0.001
（-0.781）

0.015***

（12.543）

0.002***

（11.328）

控制

846
0.947

（9）

0.004**

（2.566）

0.005***

（3.406）

0.002***

（8.446）
控制

846
0.947

（10）
0.003**

（2.543）
0.001

（0.975）
-0.002**

（-1.965）
-0.013***

（-11.363）
0.013***

（10.068）
-0.001

（-0.992）
-0.000**

（-2.431）
0.002***

（14.973）
0.001***

（8.401）
-0.001***

（-5.507）
0.002***

（12.971）
0.000***

（3.540）
-0.001***

（-9.639）
0.002***

（10.064）
0.000

（1.320）
控制

846
0.872

注：各变量回归系数下方的括号中数字为 t统计量，*、**、***分别表示10%、5%和1%水平上显著。

表5 供给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对国际循环安全稳定影响的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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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 ln comD）与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

（ ln comS）结合，这两种供给与需求结合方式既能

通过打造供给中心、需求中心独立提升国际循环

稳定性，又能发挥两者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方面

的互补性。

综合表4、表5的回归结果可知，需求端简单全

球价值链活动（ ln simD）与供给侧传统贸易活动

（ lnOS）的结合方式能够增强国际循环稳定性，却

不是提升国际循环获利能力的最优方案。因此，

只有将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与供给侧复杂

全球价值链活动有机结合，才能统筹发展与安全，

并全面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一方面，充分发

挥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产品国际竞争力强、技术

复杂度高、市场规模巨大的优势，高效获取出口国

内增加值；另一方面，在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活

动和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有机结合的过程

中，最终产品的进出口双方相互进口对方中间产

品，交换商业秘密和隐性知识，形成了安全稳定的

关系型价值链，最终提高国际循环质量水平。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中国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跃升

至世界前列的有利条件，考察了打造世界供给中

心、需求中心以及促进两者有机结合对国际循环

质量水平的影响，探索了三类贸易活动供给与需

求有机结合的可行方式，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提升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均能够

显著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而且两者有机结合

后的提升作用存在互补性。从2000年到2018年，

中国已经从全球供给侧和需求端的边缘国家发展

为中心国家。从供给侧来看，2018年中国成为横

跨亚洲、欧洲、美洲和澳洲等17个国家或地区最大

的增加值贸易进口伙伴；从需求端分析，2018年有

19个经济体主要依靠中国市场获取分工收益，与

美国并列世界最多。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的

迅速提升已经显著增强了我国国际循环质量水

平。我国应发挥好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处于

高位、两者存在互补性的有利条件，把实施扩大内

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进一步开辟提升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路径，促进

改革开放向深水区进军。

第二，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发达经济体需求中

心和供给中心单独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提升作

用有所减弱，两者有机结合后对国际循环质量水

平的促进作用并未显著变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

明，人均GDP三万美元以下的经济体仅通过提升

供给中心度或者需求中心度便能大幅增强国际循

环质量水平；人均GDP达到三万美元以上的经济

体不仅进一步提升供给中心度和需求中心度的空

间有限，而且对国际循环质量水平的促进作用有

限。当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为发达经济体

后，需要促进供给中心和需求中心有机结合以继

续提高国际循环质量水平。

第三，本文基于三类贸易活动设计的9种供给

与需求有机结合方式中，供给侧复杂全球价值链

活动与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结合是提升国

际循环质量水平的最优方式。供给侧传统贸易活

动与三类贸易活动结合后不利于增强国际循环获

利能力，需求端传统贸易活动与三类贸易活动结

合后无法全面提升国际循环稳定性。仅有供给侧

复杂全球价值链活动与需求端复杂全球价值链活

动有机结合，才能统筹国际循环的获利能力和安

全稳定问题。目前，中国在传统贸易活动和简单

全球价值链活动的供求两端均为世界中心。然

而，中国在供给侧仅是区域内复杂全球价值链活

动中心，难以组织和领导跨区域、多国参与的复杂

产业链、价值链活动。中国在需求端的复杂全球

价值链活动尚处于起步阶段，与美国差距较大。

因此，中国有必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

提升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创造国外市场对我国

高质量、高技术中间产品多次穿越国境的需求；通

过扩大内需战略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虹

吸全球关键要素和产品，催生优质供给多次穿越

国境后满足我国需求；把扩大内需同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通过供求双方反复、常

年交易提升技术编码密集性和复杂性，以良好声

誉和隐性知识形成关系型价值链，提升国际循环

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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