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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贸易发展路径

刘昊蛟
北京师范大学Ǔ北京Ǔ100875

摘Ȟ要：全球价值链（GVC）视角下，国际贸易的发展路径正经历深刻变革。全球生产网络的扩展和深化，使得
各国通过分工协作紧密相连，贸易不再局限于最终产品，而是更多体现在中间品和服务的跨境流动中。这种模式不仅

提升了效率，也加剧了竞争与合作的复杂性。面对全球价值链的重构，各国需重新审视自身定位，优化产业结构，提

升创新能力，以在全球贸易新格局中占据有利地位。基于此，本篇文章对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贸易发展路径进行

研究，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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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全球价值链（GVC）的框架下，国际贸易已从传统
的商品交换演变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深度协作。各国通过

参与全球价值链，不仅提升了经济效率，还推动了技术

转移与产业升级。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和动态性也带来

了新的挑战，如贸易摩擦、技术壁垒和供应链脆弱性。

1��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贸易特点

1.1  生产环节的全球分散化
全球价值链的兴起使得生产过程从单一国家集中化

转向全球范围内的分散化，不同国家和地区根据自身比

较优势承担特定环节。以中德合作为例，中国凭借庞大

的制造业基础和劳动力成本优势，专注于大规模生产和

组装环节，成为全球制造业的重要枢纽。德国则依托其

技术研发能力和高端制造经验，在精密机械、汽车零部

件等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为全球产业链提供核心技术支

持。这种分工模式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促进了资源

的优化配置。欧洲其他国家如法国和意大利在奢侈品、

航空航天等领域也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丰富了全球

价值链的多样性。全球生产环节的分散化使得各国经济

更加紧密相连，但也对供应链的稳定性和协调性提出了

更高要求。任何环节的中断都可能对全球产业链产生连

锁反应，凸显了全球价值链的复杂性和脆弱性。这种分

散化趋势既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体现，也是各国经济深

度融合的结果。

1.2  贸易内容的中间品化
全球价值链的深化推动了国际贸易内容从最终产品

向中间品的显著转变，中间品贸易已成为全球贸易的重

要组成部分。以中欧贸易为例，中国向欧洲出口大量

电子元器件、机械设备等中间产品，同时从欧洲进口高

端零部件和技术设备，形成了紧密的产业链协作关系。

这种中间品贸易的频繁流动反映了全球生产网络的高度

分工和专业化。在汽车制造领域，德国向中国出口发动

机、变速箱等核心部件，中国则完成整车组装并出口至

全球市场，体现了中间品贸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关键作

用。中间品贸易的增长不仅提高了全球生产效率，还促

进了技术转移和产业升级。中间品贸易的依赖性也带来

了新的挑战，如供应链中断风险的增加和贸易壁垒的复

杂化。中间品贸易的兴起是全球价值链发展的必然结

果，也是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的具体表现，对全球贸易格

局产生了深远影响。

1.3  技术转移与知识共享
技术转移与知识共享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关键角

色，成为推动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全

球生产网络的扩展，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合资企业

和技术合作等方式，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

进其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德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研发中

心，将智能制造和绿色技术引入中国市场，不仅提升了

中国制造业的技术水平，也巩固了德国在全球价值链中

的领先地位。知识共享通过学术交流、专利合作和标准

化进程，加速了全球创新的扩散与应用。中欧在5G、人
工智能等领域的合作，体现了知识共享对技术发展的推

动作用。技术转移与知识共享也面临知识产权保护、技

术壁垒和地缘政治等挑战，需要在国际合作中建立更加

公平透明的机制，以实现全球价值链的可持续发展。

1.4  贸易风险的连锁化
全球价值链的紧密连接使得贸易风险呈现出显著的

连锁效应，单一环节的波动可能引发整个产业链的震

荡。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两国之间的关税措施不仅影

响双边贸易，还波及全球供应链，导致中欧贸易中的中

间品供应中断和成本上升。全球价值链的高度依赖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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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放大了贸易风险的传导效应，任何国家的政策调

整、自然灾害或地缘政治冲突都可能对全球产业链造成

冲击。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物流中断，暴露出供应链的脆

弱性，许多企业因关键零部件短缺而停产。这种连锁效

应要求各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更加注重供应链的多

元化和韧性建设，以应对潜在的贸易风险。贸易风险的

连锁化既是全球价值链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全球

经济治理面临的重要挑战，需要在国际合作中寻求解决

方案。

2��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贸易发展现状

2.1  中间品贸易占据主导地位
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中间品贸易已成为国际贸

易的核心组成部分，反映了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国际分

工的深化。各国通过参与全球供应链，将生产环节分散

到不同地区，形成高度专业化的协作模式。以中德贸易

为例，德国向中国出口高端机械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中

间品，而中国则向德国提供电子元件、化工产品等中间

品，这种双向流动凸显了中间品贸易的重要性。随着全

球化的推进，中间品贸易不仅促进了资源的高效配置，

还推动了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

也带来了供应链复杂性和脆弱性，尤其是在地缘政治风

险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各国更加注重供应链

的多元化和本土化。中欧班列的快速发展成为连接中欧

供应链的重要纽带，体现了中间品贸易在区域经济合作

中的关键作用。

2.2  区域价值链的崛起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区域价值链的崛起成

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区域化合作通过优化资源

配置、降低交易成本，为区域内国家提供了更高效的

经济协作模式。以中欧合作为例，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

“17+1合作”框架下，形成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区域
价值链。中国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中东欧国家则

利用劳动力和市场优势，共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协同发

展。区域价值链的深化不仅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的

增长，还增强了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区域化合

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特别是

在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景下，区域价

值链为各国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可控的经济合作平台。区

域价值链的崛起既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自然演进，也是各

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重要战略选择。

2.3  技术升级与价值链高端化
在全球价值链的演进过程中，技术升级与价值链高

端化成为各国提升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随着全球产业

分工的深化，传统低成本制造模式逐渐被技术驱动和创

新引领所取代。德国通过“工业4.0”战略，推动制造
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巩固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

地位。中国则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加速产业升
级，逐步向高附加值领域迈进。技术升级不仅提高了生

产效率，还推动了产品和服务的高端化，使各国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位置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技术扩散和知识

共享进一步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协同发展。技术升级也

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技术壁垒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各

国需要在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技术升级

与价值链高端化的趋势既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也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路径。

2.4  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安全的影响
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安全的

影响日益凸显，成为国际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变量。地缘

政治风险、贸易摩擦以及突发事件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性构成了严峻挑战，促使各国重新审视供应链的布局与

战略。中美贸易摩擦促使中国与欧洲加强合作，中欧班

列的快速发展成为连接中欧供应链的重要纽带，体现了

供应链多元化的必要性。德国等国家也在推动关键产业

的供应链本土化，以减少对外依赖并增强经济韧性。供

应链安全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更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自

主性。各国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供应链结构以及提

升关键技术的自主能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安全的交织，既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

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各国调整经济战略提供了新的

视角和方向。

3��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国际贸易发展路径

3.1  中间品贸易主导与供应链深化
在全球价值链的框架下，中间品贸易的主导地位和

供应链的深化已成为国际贸易的核心特征。随着生产过

程的碎片化和国际分工的细化，各国通过参与全球供

应链，将生产环节分散到不同地区，形成高度专业化的

协作模式。以中德贸易为例，德国向中国出口高端机械

设备、汽车零部件等中间品，中国则向德国提供电子元

件、化工产品等中间品，这种双向流动凸显了中间品贸

易的重要性。中间品贸易的扩张不仅促进了资源的高效

配置，还推动了技术扩散和产业升级，使各国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联系更加紧密。供应链的复杂性和脆弱性也日

益显现，尤其是在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

背景下，各国更加注重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本土化。中欧

班列的快速发展成为连接中欧供应链的重要纽带，体现

了中间品贸易在区域经济合作中的关键作用。中间品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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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深化既是全球价值链扩展的结果，也是推动全球经

济一体化的重要动力，同时也对各国供应链管理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3.2  区域价值链的崛起与协作
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背景下，区域价值链的崛起与

协作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势。区域化合作通过优

化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为区域内国家提供了更高

效的经济协作模式。以中欧合作为例，中国与中东欧国

家在“17+1合作”框架下，形成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区
域价值链。中国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中东欧国家

则利用劳动力和市场优势，共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协同

发展。区域价值链的深化不仅促进了区域内贸易和投资

的增长，还增强了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竞争力。与此同

时，区域化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供应链的脆

弱性，特别是在地缘政治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加剧的背

景下，区域价值链为各国提供了更加稳定和可控的经济

合作平台。区域价值链的崛起既是全球化进程中的自然

演进，也是各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重要战略选择。通

过加强区域内的技术共享、产业互补和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区域价值链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全球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方向。

3.3  技术升级与价值链高端化
在全球价值链的演进过程中，技术升级与价值链高

端化成为各国提升竞争力的核心驱动力。随着全球产业

分工的深化，传统低成本制造模式逐渐被技术驱动和创

新引领所取代。德国通过“工业4.0”战略，推动制造
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巩固了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高端

地位。中国则通过“中国制造2025”计划，加速产业升
级，逐步向高附加值领域迈进。技术升级不仅提高了生

产效率，还推动了产品和服务的高端化，使各国在全球

价值链中的位置更加稳固。技术扩散和知识共享进一步

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的协同发展，为各国提供了更多的合

作机会。技术升级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技术壁垒和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各国需要在开放合作与自主创新之间

寻求平衡。技术升级与价值链高端化的趋势既是全球经

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各国实现可持续增长的关键路

径。通过加大对研发的投入、培养高端人才以及优化创

新环境，各国能够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推动全球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3.4  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安全的应对
在全球价值链的背景下，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安全的

影响日益凸显，成为国际贸易格局中的重要变量。地缘

政治风险、贸易摩擦以及突发事件对全球供应链的稳定

性构成了严峻挑战，促使各国重新审视供应链的布局与

战略。中美贸易摩擦促使中国与欧洲加强合作，中欧班

列的快速发展成为连接中欧供应链的重要纽带，体现了

供应链多元化的必要性。德国等国家也在推动关键产业

的供应链本土化，以减少对外依赖并增强经济韧性。供

应链安全不仅关乎经济效率，更涉及国家安全和战略自

主性。各国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供应链结构以及提

升关键技术的自主能力，以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地缘政治与供应链安全的交织，既对全球价值链的稳定

性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各国调整经济战略提供了新的

视角和方向。通过建立更加灵活和多元化的供应链体

系，各国能够在不确定的国际环境中保持竞争力，确保

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结束语

全球价值链的深化为国际贸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但也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各国需要

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平衡效率与安全，推动包

容性增长。未来，国际贸易的发展路径应更加注重合作

与创新，通过多边机制和技术进步，构建更加稳定、公

平的全球贸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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