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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成本更低的南亚等新兴经济体转移 ， 这已经成为
一个当下需要厘清的重要问题 。 此外 ， 产业升级和建设

创新型国家是 自金融危机以来中 国政府提出 的重大战略性 目标 。
２０ １ ６ 年中共 中央 、 国务院 出 台 的 《 国家创新

驱动发展纲要 》 提出 ： （ 中 国 ）

“

到 ２〇２〇 年进人创新型 国家行列… …到 ２〇３０ 年跻身创新型 国家前列 ， 发展驱

动力实现根本转换
”

。

？ 在劳动力工资水平提高和建成创新型 国家战略所需产业升级的背景下 ， 中 国劳动密集

型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 的地位是否 已经发生改变 ？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 内在逻辑何在 ？ 中 国产业升级

和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与趋同如何演进 ？ 是本文所要 回答的问题 。

本文结合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 、 世界贸易组织 、 世界劳工组织 、 世界银行 、 中 国海关、 美 国 国家科学

基金会、 中 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等多维度的数据资源对贸易 自 由化以来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业转移和技术

密集型产业的产业升级进行了全面 回顾 。 在此基础上 ， 本文将着力探讨以下 问题 ： （
１

） 在劳动力成本提高和

产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 ， 中 国是否 已经开始 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大规模外部转移 ； （
２

） 如果 中 国没有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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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体那样去劳动密集型产业化 ， 这背后产业軔性的 内 因和外 因是什么 ； （
３

） 中 国产业升级

及其背后的技术进步方 向存在哪些地区差异和潜在风险 。

余文内容安排如下 。 第二部分 ， 本文将对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两种理论 ：

“

劳动力成本驱动论
”

和
“

下一个中 国论
”

进行分析和检验 。 第三部分 ， 根据第二部分分析得出 的结论 ：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传统

逻辑可能失效 ，
因此我们进而对中 国维系劳动密集型产业軔性背后的 内 因和外因进行分析 。 第 四部分 ， 我们

将对中 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国际地位和地区差异进行探讨 。 第五部分 ， 本文将进
一步对产业升级背

后的两种技术进步方向 的地区差异和潜在风险进行讨论 。 第六部分总结全文并对本文结论所蕴含的政策启示

进行讨论 〇

二
、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两种逻辑

一直以来 ， 国际贸易理论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视为发展 中 国家在国际贸易 中 的 比较优势产业 。 发展经济

学家们认为 ， 发展 中 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 中需要经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资本密集型产业 的结构升级 ， 必

然伴随着 比较优势的变化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部转移 。 中 国 自 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年 以来 ， 在充分融

人全球产业链的 同时 ， 国 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工资和福利水平也取得了很大提升 。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是

否构成了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主要 因素 ， 是本节所要检验的第
一个问题 。 从历史的角度看 ， 中 国 的

出 口驱动型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 的集聚在很大程度上汲取了 日 本和东亚 四小龙等先发经济体的发展经

验 ， 并且也得益于对这些 国家和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承接 。 随着 中 国经济 的快速发展 ， 中 国是否会

延续这些先发经济体的路径 ， 将 自 身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向南亚其他新兴经济体 ， 这是本节所要检验的

第二个问题 。

本文中 的各国贸易 出 口额数据来 自联合国贸易统计数据库 （
ＵＮ ｃ ｏｍｔｒａｄｅ

） ， 最低工资水平数据来 自 国际

劳工组织 （
ＩＬ０ＳＴＡＴ

） 。 协议关税数据来 自 世界 贸 易 组织关税数据库 和关税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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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 国各地区的 出 口数据来 自

对中 国海关数据的统计 。

？

（

一

） 劳动密集型产业分类和显示性比较优势

本文使用 Ｈａｎ ｓ ｏｎ 基于 国 际贸易标准分类编码 （
Ｓ ＩＴＣ

） 对于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分类 ？
， 将表 １ 中

的十类商 品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 为 了测度
一

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 的 比较优势 ， 参考 Ｈａｎ ｓｏｎ 的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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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由 于中 国海关数据使用的商品分类编码是海关商品编码 （
ＨＳ

） ， 本文使用联合 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 （
ＵＮＳＤ

） 发布 的 ＨＳ 和 Ｓ ＩＴＣ 编

码对应表对中 国各地区出 口商品进行了等权重匹配 ： ４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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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中 ｓ／ｒｃ
，
表示 ｓ ｉｔｃ 编

码 ｉ 所对应的所有 ｈｓ 编码的集合 ， ？＂ 为 ＊ 年 ｒ 地区中 国海关数据中 ＨＳ 编码为 ｆｏ 的出 口价值量 ，

ｉ
（

＿

） 为显示性函数 ， ４ｆ 为等

权重匹配的 ｉ 年 ｒ 地区 Ｓ ＩＴＣ 编码 ｉ 的出 口价值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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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 本文采用 Ｂａｌａ ｓ ｓａ 提出 的显示性比较优势 （

ＲＣＡ
） 指标？

， 如公式 （
１

） 所示 ：

ＲＣＡ
ｉ

ｊ
ｔ

Ｓ
 ｊ

ｘ
ｉ／ Ｓ

 ｙ

⑴

其中 ， ％ 表示 《 年国家 ｉ 在商品 ｙ 上的出 口金额 。
尺 度量了 《 年国家 ＾ 在商品 ｙ 上的出 口世界份额与其总 出

口世界份额之比 ， 通过某商品在世界范 围 内 的 出 口集 中度来反映 国家 ｉ 在商品 ｙ 上的 比较优势 。 若 尺Ｇ４
ｉ

ｉ
ｔ 

＞  １
，

则反映 《 年国家 ｉ 在商品 ｙ 上有比较优势 。

表 １ 劳动密集型产业分类 （

Ｈａｎｓｏｎ
，２０２０ ）

Ｓ ＩＴＣ 编码 商品定乂 Ｓ ＩＴＣ 编码 商品定义

６５ 纺织纱 （ 丝 ） 、 织物 、 未另列明 的成品及有关产品 ８５ 鞋类

８ １

预制建筑物 ；
未另列 明的卫生 、 水道 、 供暖和照 明设

备及配件
７ ８５

摩托车 （ 包括机动 自行车 ） 及装有或未装有马达的

自行车 ； 残疾人座车

８ ２
家具及其零件 ； 床上用品 、 床垫 、 床垫支架 、 软垫及

类似填制 的家具
８ ９３ 未另列 明的塑料制 品

８ ３ 旅行用具、 手提包及类似容器 ８ ９４ 婴儿车 、 玩具 、 游戏及体育运动用品

８４ 各种服装和服饰用 品 ８ ９５ 未另列 明的办公用 品和文具

（
二

）
工 资水平和比较优势

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一直以来被认为是发展 中 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取得 比较优势的

重要原因 。 基于国际劳工组织对 １ ６３ 个国家地区最低工资的统计 ， 本文将最低工资水平进行标准化？
， 图 １ 展

示了 中 国和三个南亚代表性新兴经济体 （ 印度尼西亚、 印度和越南 ） 的标准化最低工资水平 。 可 以看到 ， 中

国的最低工资演变分为三个阶段 。 第一个阶段是 １ ９９５ ２００６ 年的贸易 自 由化时期 。 中 国的最低工资水平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半叶经历国有企业大规模下 岗而出现较多向下冲击 ，
总体上是平缓下降 。 第二个阶段是 ２００７

２０ １ ５ 年的最低工资制度改革时期 。
２００７ 年 中 国 出 台 的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进

一步健全最低工资制度的通

知 》 要求
“

各地要通过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 ， 确保最低工资实际水平不因 当地消费价格指数上升而降低 ，

并随经济增长逐步提高
”

。

？ 最低工资制度改革极大地提高 了 中 国 的最低工资水平 ， 月 最低工资从 ２００６ 年的

８０ 美元提高到 ２０ １ ５ 年的 ２４５ 美元 ，
翻 了３ 倍 。 在全球最低工资分布 中从低于平均水平 ０ ．５ 个标准差提高 了

０ ． ２ 个标准差 。 第三个阶段是 ２０ １ ６ 年迄今 。 由于 ２０ １ ５ 年以来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增强 ，
叠加 ２０ １ ８ 年以来的 中美

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因素 ， 大部分地区的最低工资上调频率从每年一次减少为隔年一次 ，
上调幅度也有所减

少 。 因此 ２０ １ ６ 年之后 中 国 的最低工资增长速度慢于 国际平均水平 ，

２０２ １ 年相 比 ２０ １ ５ 年标准化的最低工资水

平回落 ０ ． ０５ 个标准差 。

虽然 ２０ １ ６ 年以来的经济下行因素延缓了 中 国最低工资水平的增长趋势 ， 但是 由 图 １ 可见 ，

２００７ 年的最低

工资制度改革 已经使得中 国的最低工资水平远高于其余可能承接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南亚新兴经济体 。 为

了厘清最低工资水平与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 的关系 ， 本文以 １ ９９５ 年作为基准？
， 在图 ２ 展示 了 中 国

最低工资水平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显示性 比较优势的演变情况 。 可以看到 ， 中 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比较优势

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和出 口 的多元化而持续下降 ， 但 ２００７ ２０ １ ５ 年最低工资水平的大幅提升并没有冲击到 中 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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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Ｌ ． Ｙ ．  Ｉｎ
ｇ ， 
Ｇ ． Ｈ ． Ｈａｎ ｓ ｏｎ

， 
ａｎｄＳ ． Ｍ ．  Ｉｎｄ ｒａｗａｔ ｉ

， 

４ ＜

Ｅｘ
ｐ
ｏ ｒ ｔ  ｓ ｐ

ｅ ｃ ｉ ａｌ ｉ ｓａ ｔ ｉ ｏ ｎ ｉｎＥ ａｓ ｔａｎｄＳｏ ｕ ｔｈ ｅａｓ ｔＡｓ ｉ ａ ： Ｌｅ ｓ ｓ ｏ ｎ ｓｆｒｏｍＣ ｈ ｉｎａ＾ｅｘｃｅ ｐ ｔ ｉ ｏｎ ａ ｌｄ ｅｖｅ ｌ ｏ
ｐ
ｍｅｎ ｔ

，

５

Ｔｈｅ Ｉｎｄｏｎｅ ｓ ｉ ａｎＥｃｏ ｎｏｍｙ
：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 ｔ ｒ ｉ ａ ｌ Ｐｏ ｌ ｉｃ ｉｅ ｓ

， 
Ｒｏ ｕ ｔ ｌ ｅｄ

ｇ
ｅ

， 
２０ １ ７

， ｐｐ
． １ ２ ３ ７ ．

Ｂ ａｌ ａｓ ｓ ａ
， 
Ｂ ．

，

“

Ｔｒａｄ ｅ ｌ ｉｂ ｅ ｒａ ｌ ｉ ｓａ ｔ ｉ ｏｎａｎｄ
４

 ｒｅ ｖｅ ａｌ ｅｄ
’

ｃ ｏｍ
ｐ
ａｒａ ｔ ｉ ｖｅａｄ ｖａｎ ｔａ

ｇ
ｅ

，

Ｔｈｅ Ｍａｎｃｈｅ ｓ ｔｅ ｒ Ｓｃｈｏｏ ｌ
， 
３ ３

，

１ ９６５
， ｐｐ

． ９９ １ ２３ ．

ＭＷ
ｉｔ

ｍｅ ａｎ （ 
ＭＷ

ｉｔ ）

标准化的最低工资水平 ： 其中 表示 〖 国在 ｉ 年以美元计价的名义月 最低工资 ， 度量了 ｉ 年

＾ 国的最低工资相对于国际平均水平以 国际最低工资分布标准差衡量的偏离程度 。

文件来源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ｗｗｗ ．

ｇ
ｏｖ ． ｃ ｎ／

ｇ
ｏｎ

ｇ
ｂａｏ／ ｃ ｏｎ ｔｅｎ ｔ／２００ ８／ ｃ ｏｎ ｔｅｎ ｔ

＿

９０ １ ３ ０２ ． ｈ ｔｍ．

由于标准化的最低工资水平存在负值 ， 我们对标准化的最低工资水平在以 １ ９９５ 年水平为基准前

ＭＷ ｓ ｃ
ｉ ｔ 

ｍ ｉ ｎ （ 
ＭＷ ｓ ｃ

ｉ ｔ ）

先根据最小值水平进行 了规范化使

其取值非负 ：

ＭＷ ｍ ｉｎ
（
ＭＷ ｓ ｃ

ｉ ｔ
）

ｃ

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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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 比较优势 我们从 ２００７ 年最低工资制度改革这一
“

自然实验
”

可以得到的结论是 ， 低

劳动力成本水平并不是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比较优势的最主要原因 ６ 产业链的完备性 、 熟练的技术ｉ人

规模 、 公共品投资 、 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都会影晌 家的 比较优势 ９ 经过几十年全球产业链在中 Ｈ的

锻造和其他优势的凸显 ， 低劳动力成本不构成当前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生要因素 的逻辑 ， 同样可以

解释为什么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集聚在中酉而不是非洲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地 区〇



中 国


印度尼西亚
？

印度
▲ ▲ 越 Ｉ翁

图 １１９９５
—

２０２１ 年代表性新兴经济体 的标准 化最低工

资水平

（
三

）
全球劳动貪臬型 产业的分布和转移

许多经济学家认为 ， 中 国在加人世界贸易組织以来的 出 口驱动型增长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集聚来 自

对 １ ９７０ 年以来
“

亚洲 四小龙
”

经济体 （ 中 菌台湾 、 中 画香港 、 新加坡和韩国 ） 发展经验的路径模仿？和对
“

亚洲四小龙
”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承接 《 ？ 这种观点支撑了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另
一个逻辑 随着

中ａ的经济发展 ， 中揮应菌像
“

亚洲 四小龙
”

那样逐步退 出劳动密集＿产业转 向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 ， 而来

自 中国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在世界贸易中诞生出 个 中Ｗ（
ｎｅｘｔＣｈ ｉｉｗ

） ｓ

面 ３ 展示了中 国和
“

亚洲 四小龙
”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 口 的世界份额和显示性 比较优势的 ｇ然对数 ｓ 可

以着到 ， 在 ２０００ 年之前
“

亚洲四小龙
＂

｜
§全球劳动密集鍾产业出 口 的 ２２％

， 仅中菌香港
一地在：最离財刻就提

供了全球劳动密集型产业出 口 的 １ ３％
ａ 而在 ２〇０ １ 年中属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

“

亚洲 四小龙
”

出 现劳动密集

型产业快速下降趋势 ，
至 ２０２２ 年

“

亚洲四小龙
”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世界份额减少了九成 ， 仅 占到全球份额的

２％
＆ 取而代之的是 ， 中 国成为了新的

“

世界〇：厂
”

ｓ ，
在 １ ９ ８５ 年仅有 ３％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 ｔ？出 自 中 国 ，

而到

２〇２２ 年全球近半数劳动密集遒产品出 口来 自 中 国 ＃ 尽管近年来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窗临各种挑战 ， 如劳

动成本上升 、 土地使用限制 、 环保要求趋严和融资成本上升等负面影响增多 ， 但倉到 目前我们并没有看到 中

国费动密集麗产业将快猶移的趋势４ 除 ２０ １ ８学和 ２０ １ ９ 竽受 中羞贸易摩擬＿ ：晌外 ， 中 国的蒡动密集爾产业

出 口 份额增速基本稳定 ， 显示性 比较优势也没有发生像
“

亚洲 四小龙
”

那样的快速下降 在 ２〇〇〇 年中 ；国的显

示性比较优势水平为 ３ ． ６
， 而到 １

＂

２０２２年这一水平仍维持在 ２ ． ５ 的商位 ， 具有
一定程度的

“

韧性、

为了导找潜在的
“

下一个中Ｍ
”

， 我们在图 ４ 中罗列 了南亚及东南亚八个新兴经济体在劳动密集型产业

上的 出 口世界份额和显示性 比较优势 ｃ ■ 南亚地喊是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Ｋ ， 不到亚洲十分之一的土地面积上

居往了全球五分之一的人 口因此
，
南亚也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承接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
在未来诞生

＂

下＾个 中＃ 的地仏 然而虽然甫亚地区有着 Ｉ ８ 亿的人 口规模和相对年轻的人 口结构 ， 南亚费动密集酸产

业的 出 口 份额却并不出彩 。 在 ２０００ 年南亚及东南亚八个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 出 口世界份额为 ７％
， 而到

２０２ １ 年这一数字仅提高到 １ １％其中大多数国家虽然有着高于中 国劳动密集掘产业的 比较优势 ， 劳动密集型

（Ｉ）Ｗａｄｅ
， 
Ｒ ．

， 
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ｔｈｅｏｒ
ｙ 

ａｎｄ  ｔｈｅｒｏ ｌ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 Ｅａｓ ｔ Ａ ｓ ｉａｎ  ｉｎｄｕｓ ｔ ｒｉａ ｌ ｉｚａｔ ｉｏｎ
， 
Ｐｒｉｎｃｅ ｔｏｎＵｎ ｉｖｅｒｓ ｉ ｔ

ｙ 
Ｐｒｅｓｓ

， 
２００４ ．

４２



１ ９ ８５ １ ９９０ １ ９９５２０００２００５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５２０２０
１ ９ ８５ １ ９９０ １ ９９ ５２０００２００ ５２０ １ ０２０ １ ５ ２０ ２０

图 ３１９８Ｓ
—

２０２２ 年 中 国与
“

亚洲 四小龙
”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与 比较优势

出 口却没有快速増长。 其中 ， 越南往往被认为是最有可能承接中＿产业转移的国象 ， 其劳动密集型出 口份额

２０２ １ 年相 比 ２０００ 年増长了
６ 倍 。 但越南本身的体量较小 ，

至 、 ２０２ １ 年劳动密集塑 ！出 口 份额为 ５％
， 仅为中 ｇ的

九分之一 ３ 我们认为越南可能在未来中菌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屮获得吏大的劳动密臬獲产业份额 ， 但斑于人

口和市场体量约束难以成为
《

下一个中 爵
”

。 真正在体量上有潜力 成为
“

下一个中属
〃

的南亚鼠家是印 度 。

然而由 图 ４ 可见 ， 印度至 ２０２２ 年劳动密集型 出 口 份额仅为 ３％
， 刚刚达到 中 面 １ ９８５ 年的水平 ９ 印度劳动密集

型产业的显示性 比较优势从 ２〇〇〇 年开始快速下滑 ，
至 ２０２２ 年印度劳动密集型产业的Ｍ示性 比较优势仅为

１ ． ２８
，
远低于中 国在 １ ９８５年 ３ ．６ 的水平 印度与其人 口规模相比过低的劳动密集型出 口 占 比源 自 印度的贸易

保护主交政策 自给 自足
”

的产业政策及其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等因素￥ 我们会在下一节讨论中 匡在劳动

密集型产业的独特优势和印度无法取代中Ｍ的原因时 ：
回到这一点 ａ

ｆｔ 
口赫觸 ｔｆＫｆ

Ｉ Ｊ ｏｓ
ＫＣＡ  ｌ

图 ４１９８５
—

２０２２ 年南亚及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与 比较优势

三 、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外因和 内 因

在前文的分析中我们Ｂ经发现中属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仅没有发生 向其他新兴经济体较大规模的转移 ，

萁出 口 份额仍在上升 。 对Ｉ
１

中 国在费动密集＿产业上展现 出 的强大韧性 ， 其背后的原：因和机制相对复条 ，
我

们这里用
“

外因
”

和
“

内 因
”

这两个概念来展开分析 。 中酉费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外因 ， 是中 菌在貞 身经济

莸得快速增长 、 人均 ＧＤＰ 和最低工资上升的情况下 ， 持续推动对外扩大开放 ， 实行降低关税的贸易政策 ， 并

通过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改进 ， 劳动密集产业的产业链 曰 益完备 ， 将低成本相对比较优势得到持续 ＆ 我们在后

国家／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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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变局下 中 国 的产业转移和产 业升级 ：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２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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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 

ＲＣＡ ）

ｌ

ｉ
ｎ

ｇ

（

ｖ

ｇ

ｌ
）

欺
每
德
ｉｆ

ａ

ｌ ｆｅ
．

ｗ

（

％
）

藤
遂
故

＿
ｕ
ｉ

ｌ

ｌ

４ ３



＾＾４［

Ａ ｃａｄ ｅｍ ｉ ｃ Ｍｏｎ ｔｈ ｌｙ 華 ５６
卷０９Ｓｅ ｐ２ ０２４

面将着重考察关税变动对产亚重构的影响 中酉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 内 ＆ ， 是立足于中 菌广袤 内 陆地Ｋ的

差异性和近年来逋信 网络和物流交通状态的快速改善 ，
根据新的 比较优势重新配鳘资源 ， 周时配含内部劳动

力的持续流动 ， 新的劳动节约技术的应用 ， 自动化水平的提富 ，
既形成沿海地区的部分劳动密集产业转移到

中西部特别是沿江中西部地区的态势 ，
又通过机器人的应用等手段继续维持劳动密集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

比较优势 ０

（

一

） 中 国 劳动密集型产业韦 性的 外 因

１ ９９５ 年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推动了全球贸易 自亩主义里程碑式的发展 ，
世界贸易组织最重要的作用之

一

是其成员 贸易关税的削减 。 对于国家进 口关税平均水平存在两种测度 ： 第一种测度是协议关税水平＾本现为

应用最惠国关税 （
ＭＦＮ

） 的 简单平均 ， 这一测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的事前贸易政策制定情况 ； 第二种测度是有

效应甩关税 （使用贸易份额加权 ） ， 这一测度反映了
一个 国家的事后贸易政策结果 。 ＃于协议关税的提高会

影响降低进 口量 ， 进而降低其在关税总额 中 的权重 ｅ 贸易份额加权 的有效应用关税水平一般低于协议关税

水平蟲

图 ５ 展示了１ ９９５
—

２〇２〇 年中 国等八个代表性经

济体有效应用关税水平的持续下降 。 由 于协议关税

不会发生连年的持续变动 ， 歸 中有效应用关税水平

的下降主要来 自 全球化带来的资源配置效应 ， 即进

口量会向关税更低 的项 目集 中 ， 从而提高了低关税

项 目 的权 由 图 ５ 可见 ， 金融危机前 的全球化浪

潮降低了所有发 ．

展中 国家的实际关税水乎 ，
八个＿

兴经济体的平均有效关税从 ５ １％ 降低至 ８％
ｇ 但 ．是这

种来 自资源配置效应的关税降低在金融危机后却有

所停滞 ，
２００７

—

２０２０ 年八个新兴经济体的平均有效

关税水平仅下降了 
３泠。

两 ６ 对比了
：

亚洲 四个代表性发展 中 国家 的协议

关税和有效关税趋势 。 全球化 的资滹配置效应在中

国仍然成立．， 这一点 即使是在 ２０ １ ８ 年中美贸易摩擦

后也没有发生动摇 ｃ 图 ７ 展示了 中美贸易摩擦期间中美两国互征关税和对其他 国家地Ｋ关税水平。 可以看到 ，

在 ２０ １ ８ 年的 中美贸易摩擦期间 中 国对美国执行报复性关税反制的同时 ，

Ｘ才其他国家与地区的进 口进行了广泛

的减税 Ｓ
这使得中国 自 ２〇 １ ８ 年开始总体协议关税不仅没有上升 ， 反而下降了

２ ． ２％ 。 相对ｆ中 国持续扩大开

放的贸易政策 ， 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关税政策基本没有 窝生改变 ， 但有效关税的下降盡度慢于

中萬ｓ 印度的贸易政策则在 ２０ １ ８ 年后走向保护金义夕 平均协议关税大幅卫升 ，
这使得保护主义抵消了全球

化的资源配置效应＊ 印度在金融危机后的应用关税水平基本持平 ，
： ^

［｜金融危机开始的全球化放缓 ｓ 许多在 １ ９９５ ２００７ 年这一波贸易 ［｜宙化中积累了太量贸易赤字的国家认

为 自身成为了全球化中 的
“

输家 Ａｕ ｔｏｒ ｅｔ ａｌ， 和 Ｃ ａｌｉｅｎｄｏ ｅｔ ｉｄ ．

？ 对美雇制造业的实证研究显示 ， 制造业进

口渗透率的提高和冲击导致了进口 国 的失业率上升 、 劳动参与率下降 、 ３：资水平 ■下降和创新激励下降等问题 ＠

響 宁旌養
“

自詒印ｔ
ｎ

Ｍ济僵？析ｋｆ和平与意纏Ｉ２０２０ 年第 ．［靠 ２０２０為 ｔ｜ ｉ盧奠通戚府提出 了？ 自 足的印

ＩＳｔｆ－ｗｌｌａｎ ｔ Ｉｎｄ ｉａ ）

麵提到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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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１ ２ ２０ １ ４２０ １ ６２０ １ ８ ２０２０２０２２ ２０ １ ２ ２０ １ ４ ２０ １ ６ ２０ １ ８ ２０ ２０

图 ６２０１２
—

２０２２ 年 四个代表性新兴经济体的协议关税和有效应用关税水平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 ， 民族主义、 抓立每义和保护

主义开始抬头 ， 民族主义导致的政策短视便得加征

进口关税作为一种
“

头痛医头
”

的应对机制开始在

印度等贸易赤孿 国盛行 。 以 印度为 例 ， 在 １ ９９５

２〇〇７ 年贸易 自 由 化期间积累了太釐贸易赤字的发展

中 国家 ， 从发展经济学的视角本应持续扩大开放以

承接伴随着中 厲产业升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

鑛是这些国家往往却因为贸易赤字和进 口 冲击深陷

保护主义泥沼 。 而以关税解决短期贸易 问题的保护

主义思潮又进一步恶化了这些 国家的贸易条件 ｓ ：如

此 自我增强 的 贸易赤宇
一保护主义螺旋成为了 印度

等发展中匿家延续中周外 向型经济发展的一大难题 ，

即 中国 的劳动密集東产业难以像
“

亚洲 四小龙
”

曾

经那样快速向外转移 。

（

二
） 中 国 劳动密集型产 业初性的 内 因

前文分析了构成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外因 另
一

方面 ，
我们认为构成中 国费动密集衰产业韧性的

内因来角 中 国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 、 区域经挤发Ｈ差异和广袤的 内陆纵深。 与许多已有 区域增长

伊ｗｔｈ
） 和第构转望 （

ｓＵｉｉｃ ｔｕｒｄ ｆｒ晒ｆｏｍａｔｉｏｎ
） 文＿

③不＿爵憂 我们认为 中綺的 内部产业转移除 寒西向 的
“

南北结构转型＇即随耆东部沿海城市的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将劳动密集型 向西部地 区进行转移外 ， 吏童要

的是内陆地区本身依据比较优势资源重新！￡置的效应＆ 在前文中 ， 我们引 人关税讨论了世界贸易 自 化带来

的资源配置效应 ， 在丰节中我们将把视野转向 国内 ， 把长江这
一夫然且极为重要的 区域性基础设施稟赋作为

ｎｙｉ以分析 ２〇〇〇 年中国全面加入全球化资源再分配以来的内部产业转移与资源配置问题３ 在表 ２ 中我们按照

传统的东中西部地区和是否沿海或沿长江对中 国 的各省份进行地区划分 。 图 ８ 展示了 以 ２０００ 年水平为基准的

中 国各地区劳动密集型出 口份额 《 图 ８ 为我们提供了两条童要的信息 ＊（
１

）２〇００ 年以来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迅口增长最快地区是中西部地区和沿长江非沿海地Ｋ ， 其中沿长江非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 ２０２０ 年的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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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中美贸易摩擦期 间 中美两 国互征关税和对其他 国家地

区关税水平

资料来源 ：
Ｂｏｗｎ＆Ｋｏ ｌｂ （

２０２３
）
①

应用最忠同又税 ： 简单平均 （ ％ ）

全球化变局下 中 国 的产业转移和产 业升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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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５ ２０２０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 ２０ １ ０ ２０ １ ５ ２０２０

图 ８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年 中 国分地区劳动密集型产品 出 口份额 （

２０００ 年标准化为 １
）

中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据比较优势而进行的资源再配置还带动了金融危机后 中 菌内部劳动力流动转

向 《 图 ９ 通过第六次到第七次人 口普查期 间中 国各省的外省人 口 占全 国份额的变化情况来反映 中 茵内部劳动

力 的流动情况 。 和传统产业升级理论预期 的东西向劳动力流动不 同 ， 现实 中东部沿海地 区对于国 内流动劳动

力 的吸收能力已经趋于饱和 。 第七次人 普查中所有东部沿海地区的外省人 份额都没有在第六次人 口普查

的基础上继续提高 ｓ 由厘 ９ 可见 ，

２０ １ ０ 年到 ２０２０ 年的外省人口分布变化体现为东部沿海地区下降 ， 内陆地区

上升的格局《 而在其中外省人口份额增长率最高的地区疋是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沿长江非沿海地区 ８ 这表明 ，

金融危机以来中属 的内部产业转移不仅体现为 ：

产业和资本基于比较优势的重新配置 ， 还 同时带动 内部劳动力

流动的新趋势 。 这种由产业转移主导的内部劳动力流动 ， 如果没眘中 国这样既具超太规模经济体鐵叉具区域

经济发展差异的背景 ， 是难以实现的 。

最后
，
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提离国民收人的 同时创造了舞 内超大规模的 内部市场 ６ 由图

１ ０可见 ， ＃ １ ９９０ 年中西的人均 ＧＤＰ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前 １ ３谇 而到 ２０２２ 攀Ｂ蔡达 ：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 ０２％ ｓ 而同年的 印度和越南 的人均 ＧＤＰ 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１ ８％ 和 ３２％ ？ 这意味着未来的 中 菌已经不是

２００ １ 年刚加入世贸时期荈能为外需生产而 自身没有能力消费 的 匡家 。 因此 ， 除了持续扩大开放的外因优势和

Ａ ｃａｄ ｅｍ ｉ ｃ Ｍｏｎ ｔｈ ｌｙ 第 ５６ 卷 ０９ Ｓｅ ｐ２ ０２４

额达到了
２０００ 年的 ２ ． ６倍＾（

２
） 传统理论所预期 的大规模东西向转移没有发生 ， 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份额相对较为稳定 ，

２０２０ 年东部地区相 比 ２０００ 年时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仅下降 ９％
 ， 其中产业结构最先进的

沿长江Ｈ沿海地区 ２０２０ 年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份额相 比 ２０００ 年还增加了 
７％ ｓ 我们认为 ， 东部地区并没有发Ｈ

大规模产业转移的一个原西是东部地区对劳动节约型技术 的幵发和应用 ， 我们会在讨论 中 国的地 区技术进步

方向时回到这一点 除了东部地区的部分产业转移外 ， 中 ：国 内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依据比较优势而进行

的资湄再配置 ， 体现为东北部地区向 中西部地 区的产业转移 ， ＿沿长江内 陆地 区 向沿长江地 Ｋ 的产业转移 。

长江作为地理上的天然鈕带沟通了沿海地Ｋ和 内陆地区的产业链上下游 ， 连接多个省份的 内河航运带来的供

应链优势形成了沿长江非沿海的 中西部地Ｋ在外向型产业上的强大比较优势 。

一方面 ， 东部沿海地Ｋ的劳动

密集型产业根据产业链和供应链的上下游关系 自然地会选择沿江向上游转移 ； 另
一方面 ， 这种比较优势的吸

引力 同样推动了中屆转向外 向型經济以来内 陆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沿江地区转移 ｅ 这种外向型经济下基于 比

较优势的资源重新Ｍ构成了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韧性的 内菌 Ｃ

表 ２ 按东 中西和沿海沿长江情况的省份地区划分

按东中西部划分 按沿海沿长江情况划分

地区划分 省份 地区划分 省份

东部
北京 ， 天津 ， 河北 ，

上海 ， 江苏 ， 浙江 ， 福建 ，

山东 ， 广东 ， 海南
内陆

山西 ． Ｗ南 ｜％＿古 ， 贵＃ １
． 云南 ， 遽截

Ｗ ，ｆｉｆｅ權 ， ＇

薪 ？京 ， 吉 ！＊ ， 雜＿

东北部 辽宁 ， 吉林 ， 黑龙江 沿长江且沿海 應， 轉 浙 雛

中部 山西 ， 安徽 ， 江西 ， 河南 ， 湖北 ， 湖南 沿长江非沿海 安徽 ， 江西 ， 湖北 ， 湖南 ， 重庆 ， 四川 ， 青海

西部
内蒙古 ， 广西 ， 重庆 ， 四川 ， 贵州 ，

云南 ， 西

藏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
沿海非沿长江 广西 ， 天津 ， 河北 ， 山东 ， 广东 ， 海南 ，

辽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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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变局下 中 国 的产业转移和产 业升级 ：

２ ０ ０ ０ ２ ０ ２ ２ 年

超大经济体量下内部产业转移的内 因优势外

发展中 国家无法替代的比较优势 。

叫川

吉
嘴 河南 湖南 Ｘ

冷
涔 湖北

Ｍ
安徽

１ 河北

＞ 陕西

３ 海南

＞ 廿肃 〇 山四

〇 黑龙 ｆ ｌ

口 广叫

０ 货州

３ 辽宁

〇 内蒙古

〇 内陆 ａ沿长江 沿海 □沿海 １ 卩沿长ｋ．ｘ 沿长 ？ Ｉ ：非沿海

图 ９ 第六次到第七次人 口普查期 间 中 国外省人 口 变化情况图 １０１ ９９０
—

２０２２ 年 中 国 、 印 度 、 越南和世界

人均 ＧＤＰ 水平

四 、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结构转型

产业升级是中 国实施制造强 国的战略性 目标 ， 《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 制定的战略 目标要求 （

： 中 国）

“

到 ２０２０

年 ， 塞本实现工业化 ， 制造业大国地位进一步巩固 ， 制造业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 ？ ？…到 ２０３５年 ，
我厲制造业

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 国阵含中等水平……新中貢成立“育年时 ， 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既， 综合实力进入世

界制造强属前列％ ？齊 《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
》 着重强调了 仓＿在产业升级中 的关键性作用 ， 并将规模以上制造业研

发经费内部支出 占；Ｉ！管业务收入比重 （研发强度 ） 和规模以上制造业每亿元主营业务收入有效发明令利数作

为战略 目 标的头两个考核指标 。 经济与合作发展组织 （
ＯＥＣＤ

） 根据茵标标准产业分类 （
ＩＳ ＩＣ

） 对产业层面

的研发强度做了五个层級的划分？ ， 美国 ：国家科学基金会 （
ＮＳＦ

） 在此基础上把研发强度最高 的两个层级的产

业定义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 （
Ｋｎ〇ｗｌ ＜ｄｐ

－

ＯＴ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费
－

ＩｎｔｐｎｓｉｗＩｎｄｕｓｒｔｅ ｓ
）

？ 如虜 ３ 所亦 在雜除粮食、

能源和服务业等非制造业出 卩外 ， 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爐产业基本包含了中国剩余所有的出 口产业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整合贸易数据库 （
ＷＩＴＳ

） 发布的 ＩＳＩＣ 编码和 ＳＩＴＣ 编码的对应关系？ ， 结合 ＴＭＳＤ 发布

的 ｓｉｔｃ 編码和 ｈｓ 编码的对食关系？ ，
以 ｓｒｒｃ 编码为连接键对中厲各地翼的 ｈｓ 編码出 ａ，

ｉｓｉｃ 编码进行了．

额匹配 ， 并在此基础上对技术密集型产业迸行了匹配。 本文中届商层面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出 口和增加值数据来 自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
ＮＳＦ

） ， 国内分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出 口来亩本文对中国海关数据的匹配统计 ^

图 １ １ 展示了 四个全球主要经济体 （美国 、 欧盟 、 中画和 日本产 在 ２００２ ２０ １９年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

值份额。 由图可见 ，
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后 ， 中 国的产业升级是全球产业升级最主要的动力之一 》 在 ２００２

２〇 １ ９ 年 ， 中 国总体技术密集型产业附加值份额年增长 １％
，２〇Ｗ 年规模基本与羡唐相鸟 中擇制造业技术密

集■产业附加值份额年増长 １ ． ３％
，

施 ９ 年规模相当于＿国智 曰本之和 。 图 Ｉ ２ 興示 了技术密集衰产业出 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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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后文简称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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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在 ２０ １９ 年这四个主要经济体创造了全球 ７６％ 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附加值 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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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１２００２
—

２０１９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技术密集型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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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２ 全球技术密集型产业出 口 分布 图 １３ 各国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

图 １４ 展示了分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 口结构， 从出 口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来看 ， 只有沿长江非沿海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出 口结构指的是该地区技术密集型产业出 口 占本地区总出 口 的份额 。

Ａ ｃａｄ ｅｍ ｉ ｃ Ｍｏｎ ｔｈ ｌｙ 第 ５６ 卷 ０９ Ｓｅ ｐ２ ０２４

表 ３ 技术密集型产业分类

Ａ ． 制誠
ＩＳＩＣ 编码 产雌义 研发强度 （

％
）

ＩＳＩＣ 编码 产业歡 研发强度 （
％

）

３０３
飞机 、 航天 器 和 相 关 机 械 的

制造
３ １ ． ６９ ３２５ 医疗和牙科工具和用品的制造 ９ ． ２９

２ １

药品 、 药用化学 品及植物药材

的制造
２７ ． ９８ ２８ 未另分类的机械和设备的制造 ７ ． ８９

２６
计算机 、 电子产 品和光学产 品

的制造
２４ ． ０５ ２０ 化学品及化学制品的制造 ６ ． ５２

２５２ 武器和弹药的制造 １ ８ ． ８７ ２７ 电力设备的制造 ６ ． ２２

２９ ＿、 鮮和半癖綱造 １５ ． ３６ ３０２
，３０４

，３０９
铁道机车 、 军用 战车及未另 分

类运输设备
５ ． ７２

Ｂ ． 非制造业

７２ 科学研究与发展 ３０ ． ３９ ６２
，６３ 鲁雜术和麵佩服务 ５ ． ９２

５８２ 软件的发行 ２８ ． ９４

全竦分布情况 。 中美两国合计供给了全球 ５３％ 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出 口
，

且在除计算机相关产业外有较为 明显

的产业链互补性 ８ 从研发强度层级上来看 ，
中国位宇技术密集型产业链中下游 ，

而羡匿位宁技术密集型产业

链上游 ｓ 中菌出 口世界份额最高的电力设备和铁道车辆产业的研发强度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中研发强度层级最

低的两个产业 。 而研发强度层级最高的三太产业 ： 航天器 、 制药和计算机类产业中除计算机类产业外均由
＇

美

菌生导 ｓ 图 １ ３ 展示了五十国家技术密集型的出 口结构 。 其中
， 義国的 出 ｎ结构较为平均 ，

曰本 、 德崔和法国

等在汽车和机械相关产业存在集聚 ，
而中 Ｓ和韩国则体现出在计算机等消费电子产业上的高度集聚 。

制造舱＋服务 制造业

４８



録鏡ＡＦ警蠢产Ｊｆｃ翁 幽＃教 ：

膽 ．

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实现了长期增长 ，

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年翻了１ ． ４ 倍 ＾ 这表明前文分

析劳动密集型产业根据比较优势在 内陆重新

言己置的逻辑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升级上同

样有效 。
２００７ 年的金融危机冲击对沿海 的中

国技术密集型产业 出 口 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

在 ２０００
—

２００６ 年中画対外进一歩开放时期 ，

中菌沿海地Ｋ的技术密集型 ：产业出 ｔｊ锫构达

到 ８６％
， 年增长率达到 １ ． ３％

 ｓ 而金融危机后

沿海地区的技术密集爾产
＇

业绪构持久性地降

低到了
７５％

，
而内 陆地 区和沿长江非沿海地

区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则反 弹至 ５５％ 和

８０
°

／ｉ。 外需祌击能够带来如此大的结构影响 ，

—种解释是外需桊缩严重冲击 Ｊ 以制造业为

生的可贸易 品部 门 ， 导致了制造业部门在产

业结构 中 的 比重下降和经济实现
“

再平衡 这一观点认为贸易自 由化使原先中国的工业部门超前发展 ， 带

来劳动收人份额降低＠和居民消费不足Ｉ 同时长期存在的市场分割问题使得国外需求在受到冲击时难以有效

地向 面内市场转移 。 这种理论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贸易 自 由化到凝金融危机时期 中 国的经挤增长率变化 ，

制造业和服务业产业结构的变动 ，
以及居民储蓄率的变化 ， 但现有文献对于金融危机后沿海和 内 陆地区的技

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趋势分化的原因还没有给 出充足的解释。 我们认为 ’ 导致沿海和 内 陆地区的技术密集型产

业结构趋势分化的第一个可能原因是前文所分析的 内陆地 区依据比较优势的资源重新配置 ；Ｉ 第二个可能原因

则来启 中屆地区何差异性的技术迸步和应用方向 ？ 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对中 国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方向进行讨

论 ， 我们发现 ， 东部地 区尤其是经济高度外向型的沿海且沿长江地区是推动 中 国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最主

要地 ．鼠《 这种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开发应用在金融危机后迸一步强化 ， 而 内 陆地Ｋ的技术迸步和应用方 向则

集中于信息技术和新能源等新兴产业 。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 了沿海和 内 陆地区不 同 的技术型 比较优势 ， 进而

影响了金融危机后各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差幹性发展ｃ

图 １４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０ 年 中 国各地 区技术密集型产业 出 口 结构 （

２０００

年标准化为 １
）

五 、 集约边际与广延边际的产业升级

前文中我们 已经对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产业转移和结构转型进行了分析 ， 本节中我

们将对产业升级背后 的技术进步和应用方 向 进行讨论 。 我们将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方 向分为集釣 边 际

（
ｉｎ ｔｅｎｓｉｖｅｍａｒ

ｇ
ｉｎ

） 和广延边际 （
ｅｘｔｅｎｓｉｖｅｍ ａｒ

ｇ
ｉｎ

） 两个方向 集约边际指 的是在中 国超大规模的劳动密集灌

产业基础上对劳动力使用效率进行提升的劳动节约型技术 广延边际则指 的是中 国在近年来产业升级中取得

突出进步的信息技术产业和外贸
“

新三样＇产业 （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业 ） 。

Ｍｏｉｉｔｏｂｂｉｏ 等利用 自
：然语眘处理方法 ｉ

ＫＬＰ
） 中 的概率由题模爾 （ ｐｒｏ

ｂａｂｉ ｌｉｓｔｉｅｔｏｐ
ｉｃｍｏｄｅ ｌｌｉｎｇ ） 对 ２００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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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类 ， 并建立了劳动节

约型技术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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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应关系 ，声 Ｓ ｔａ？Ｍ ｉ 和 Ｖｉｒ

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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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表 ４ 所承Ｂ 本文利用 和 Ｖｉ ｊｇｉｌｌ ｉｔｏ 分类的劳动节约麗技术 ＣＰＣ

⑩ 陈薪， 纖扬 《驅 平 国统一ｓａｔ场构建 ？于动纖化空直均衡的研織
１

■ 《歸ｆＭｉ２０２９ 年第 （ Ｓｆｃ

牵淼杰 梁中华 ｔ輝 自 由化考中酸动
（
ｆ
ｔ人份 宁制造施贸易企业数据的实■分析》

ｓ界Ｉ２０ １ ４ 年＿ ？ 戰《

（３ ）Ｃｈｅｎ
， 
Ｂ ．

，＆Ｙａｏ
，Ｙ ．

，

４ ４

Ｔｈｅｃｕ ｒｓ ｅｄｖｉ ｒｔｕ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 ｔ ｉｎｆｒａｓ ｔｒｕｃ ｔｕｒａｌ ｉｎｖｅｓ ｔｍｅｎ ｔａｎｄｈｏｕｓｅｈｏ ｌｄ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 ｉｏｎ ｉｎＣｈ ｉｎｅｓ ｅｐ

ｒｏｖｉｎｃｅｓ
，

Ｏｘｆｏｒｄ

Ｂｕｌ ｌｅ ｔｉ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 ｔ ｉｃｓ
， 
７３

（
６

） ， 

２０ １ １
， ｐｐ

． ８５６
－

８７７ ．

④Ｍｏｎｔｏｂｂ ｉｏ
， 
Ｆ ．

， 
Ｓ ｔａｃｃ ｉｏ ｌｉ

， Ｊ ．

，
Ｖ ｉｒ

ｇ
ｉ ｌ ｌ ｉ ｔｏ

， 
Ｍ． Ｅ ．

， 
ａｎｄＶ ｉｖａｒｅ ｌ ｌ ｉ

， 
Ｍ．

， 

“

Ｒｏｂｏ 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ｉ
ｇ

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ｒ  ｌａｂｏｕｒ
－

ｓａｖｉｎ
ｇ 

ｉｍｐ
ａｃｔ

， 

’ ’

 ＩＺＡ Ｄ ｉ ｓｃｕｓｓ ｉｏｎ Ｐａ
ｐｅ

ｒ
， 
２０２０ ．

⑤Ｓ ｔａｃｃ ｉｏ ｌ ｉ
， Ｊ ．

， 
ａｎｄＶ ｉｒ

ｇ
ｉ ｌ ｌ ｉ ｔｏ

， 
Ｍ． Ｅ ．

，

４ ４

Ｂａｃｋ ｔｏ ｔｈｅ
ｐ

ａｓ ｔ ：ｔｈｅｈｉｓ ｔｏｒ ｉｃａｌｒｏｏ ｔｓｏｆ  ｌａｂｏｒ
－

ｓａｖｉｎ
ｇ

ａｕ ｔｏｍａｔ ｉｏｎ
，

Ｅｕｒａｓ ｉａｎＢｕｓ ｉｎｅｓｓＲｅｖｉｅｗ
，１ １

（
１

） ， 
２０２ １

，

ｐｐ
． ２７

－

５７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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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码和中 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 （
ＣＮ ＩＰＡ

） 的企业？发明授权专利进行匹配？
， 对中 国集约边际的技术进步进行识

别 。 此外 ， 本文利用 中 国 国家知识产权局制定的 《 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与 国际专利分类参照关系表 （
２０２ １

）

（试行 ） 》
？ 对

“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

新能源产业
”

和
“

新能源汽车产业
”

所对应的 ＩＰＣ 编码和 ＣＮ ＩＰＡ

的发明专利授权数据进行匹配 ，
对中 国广延边际的技术进步进行识别 。

表 ４ 劳动节约型技术分类 （

Ｓ ｔａｃｃ ｉｏ ｌ ｉ＆Ｖｉｒｇ ｉ ｌ ｌ ｉ ｔｏ
，２０２ １ ）

ＣＰＣ 编码 专利分类定义 ＣＰＣ 编码 专利分类定义

Ａ６ １ 医学或兽医学 ；
卫生学 Ｇ０ １ 测量 ； 测试

Ｂ ０ １
一般的物理或化学的方法或装置 Ｇ０２ 光学

Ｂ ２３ 机床 ； 其他类 目 中不包括的金属加工 Ｇ０５ 控制
；
调节

Ｂ ２５ 手动工具 ； 轻便机动工具 ； 手动器械的手柄 ； 车 间设备 ； 机械手 Ｈ０ １ 基本电气元件

Ｂ ６５

Ｃ １ ２

输送 ； 包装 ； Ｃ：存 ； 搬运薄的或细丝状材料

生物化学 ； 啤酒 ； 烈性酒 ；
果汁酒

；
醋

；
微生物学 ； 酶学 ；

突变或遗传工程

Ｈ０４ 电通信技术

为了厘清中 国 自 ２０００ 年贸易 自 由化以来的技术进步方向 ， 我们在图 １ ５ 中展示 了 中 国在集约边际和广延

边际的发明授权份额演变情况？
，
以 ２０００ 年的水平为基准 。 集约边际的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和应用一直是中

国发明授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 占到总发明授权量的三分之一 ， 但并不是中 国 的技术进步最快的方 向 。 在 ２０００

年劳动节约型技术发明授权 占总授权量的 ２９％
， 而到了外需严重萎缩的金融危机时期 ， 劳动节约型技术的授权

比例一度提高到 ４８
。

／̄ 金融危机后这一比例缓慢下降至 ２６％
，
而 ２０ １ ８ 年的 中美贸易摩擦又将这一比例短暂推高

了 
５％

，
至 ２０２２ 年劳动节约型技术发明授权占总授权量的比例和 ２０００ 年基本持平＾目比于平稳的集约边际技术进

步 ， 广延边际的技术进步则显示出迅猛的增长趋势 ， 是中 国的主要技术进步方向 。
２０００ 年以来的信息技术革命叠

加贸易 自 由化极大地推动了 中 国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发展 ，

２０００ 年信息技术产业的发明授权只 占到总量的 １０％
，
而

到了金融危机前一年 ， 中 国四分之三的发明授权来 自信息技术产业 。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看到的 ， 信息技术革命

叠加贸易 自 由化使得中 国在快速融人全球信息技术产业链的过程中 ，
在计算机相关产业形成产业集聚 （ 图 １ ３ｈ

但这也使得中 国的信息技术产业过度依赖外需 ，
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需萎缩使得信息技术发明授权份额在随后的 ８

年间下降了
３０％ 。 其后 ， 这

一比例直至 ２０ １６ 年才开始恢复 ，

２０２２ 年重新回到金融危机前的水平 。

⑤

相 比于信息技术产业 ， 作为外贸
“

新三样
”

产业的新能源汽车和新能源产业发明授权份额虽然起步较

低 ， 但是发展速度显著快于劳动节约型技术 。 在 ２０００ 年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技术授权份额仅为 ０ ． ９％
，
至 ２０２２

年这一份额已经提高到 了
６ ．５

°

／％ 新能源产业在 ２００７ ２０ １ ８ 年的增长速度较快？
，
至 ２０ １ ８ 年的授权份额达到

了１ ０％ 。 但是从 ２０ １ ８ 年开始 ， 中 国对光伏和风电等新能源产业补贴开始退坡？
，
叠加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

对中 国光伏 、 风电和锂电池产业加征高额关税 ， 中 国新能源产业的技术进步开始放缓 ，
至 ２０２２ 年中 国新能源

产业发明授权份额已减少到总授权量 的 ８ ．５％
，
相 当于 ２０ １４ 年水平 。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发现 ， 中 国广延边际

①参考 已有文献对企业专利匹配的常用做法 ， 我们根据发明专利的 申请人 （ 权利人 ） 中是否包含
“

公司
”“

厂
”

等标识企业性质的用

词对企业专利进行搜索 ， 在 ２０００ ２０２２ 年共搜索到 ２４２ 万件企业发明专利授权 。

② 中 国的发明专利授权使用的技术类别编码是国际标准专利分类号 （
ＩＰＣ

） 。
ＣＰＣ 是由欧洲专利局 （

ＥＰ０
） 和美 国专利局 （

ＵＳＰＴ０
） 在

与 ＩＰＣ 体系兼容的基础上制定的更加详细的专利分类号体系 。 经过我们 的检查 ， 本文用于匹配的 ３ 位码层级的 ＣＰＣ 编码和 ＩＰＣ 编码

的含义是完全相同的 。

③ 文件来源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ｃｎ ｉ

ｐ
ａ ．

ｇ
ｏｖ ． ｃｎ／ ａ ｒｔ／２０２ １／２／ １ ０／ ａ ｒｔ

＿

７５
＿

１ ５ ６７ １ ６ ． ｈ ｔｍ ｌ ．

④ 由于劳动节约型技术和我们选取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存在一部分重叠的分类号 ，
因此

，
图 １ ３ 中的四个技术领域的授权量份额加总会存

在大于 １ ００％ 的情况 。

⑤ 中 国信息技术产业恢复主要得益于 ５Ｇ 技术的推广和 ２０ １ ７ 年中 国政府开始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产业规划 。
２０ １ ７ 年 国务院 出 台 的 《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 》 要求 （ 中 国 ）

“

到 ２０２０ 年… …人工智能产业成为新的重要经济增长点… …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１ ５ ００

亿元 ， 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１ 万亿元……到 ２０２５ 年……人工智能成为带动我 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人工智能核心

产业规模超过 ４０００ 亿元 ， 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 ５ 万亿元… …到 ２０３０ 年……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 １ 万亿元 ， 带动相关产业规

模超过 
１ 〇

万亿兀
”

。 文件来源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ｇ
ｏ ｖ ． ｃｎ／ ｚ ｈｅ ｎ

ｇ
ｃｅ／ ｃｏ ｎ ｔｅｎ ｔ／２０ １ ７ ０７／２０／ ｃｏｎ ｔｅ ｎ ｔ

＿

５ ２ １ １ ９９６ ‘ ｈ ｔｍ．

⑥ 中 国新能源产业的超前发展得益于 ２０ １ ４ 年中 国政府对于能源发展战略的产业规划 ，
和配套的一系列补贴政策 。 参见 《能源发展战略

行动计划 （
２０ １４ ２０２０

年 ） 》 ，
文件来源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ｗｗｗ ．

ｇ
ｏ ｖ ． ｃ ｎ／ ｚ ｈ ｅｎ

ｇ
ｃ ｅ／ ｃ ｏｎ ｔｅｎ ｔ／２０ １４ ｌ ｌ／ １ ９／ ｃ ｏｎ ｔｅｎ ｔ ９２２２ ． ｈ ｔｍ ．

⑦ 参见 《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２０ １ ８ 年光伏发电项 目价格政策的通知 》 《 国家能源局关于 ２０２ １ 年风电 、 光伏发电开发建设有关事项的通

知 》 。 文 件 来 源 ：

ｈ ｔ ｔ
ｐ
ｓ ：  ／ Ａｗｗｗ ． ｎｄ ｒｃ ．

ｇ
ｏ ｖ ． ｃ ｎ／ ｘｘ

ｇ
ｋ／ ｚ ｃ￡ｂ／

ｇ
ｈｘｗ

ｊ
／２０ １ ７ １ ２／ ｔ２０ １ ７ １ ２２２

＿
９６０９３ ２ ． ｈ ｔｍｌ

，

ｈ ｔ ｔ
ｐ
ｓ ：  ／Ａｖｗｗ ．

ｇ
ｏｖ ． ｃｎ／ ｚｈ ｅ ｎ

ｇ
ｃ ｅ／ ｚｈ ｅ ｎ

ｇ
ｃ ｅ ｋｕ／

２０２ １ ０５／２７／ ｃｏｎ ｔｅ ｎ ｔ ５ ６ １ ２８ ７４ ． ｈ ｔｍ．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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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术进步速度虽然快ｍ釣边际的劳动节约型技术 ， 但是广延边际的技术进步存在着高度依赖外需和 爵家

产业政策亥持的问题。

一旦遇到不可预期的外需萎缩 （金融危机 、 中美贸易摩擦 ） 或产业政策变化 （光伏 、

风电补贴退坡 ） ， 广延边际的产业升级就会出现大幅波动 ６

图 １５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２ 年 中 国 的 技术进步方 向
（

２０００

年标准化为 １
）

图 １６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２ 年分地区 的劳动节约型技术授

权份额 （

２０００ 年标准化为 １
）

接下来 ，
我们对这两种技术进步在中 国的地区分布迸行讨论 〇 图 １６ 中展示了中 国分地区 的劳动节约型技

术进步趋势 。 可以看到 ， 劳动密集型产业沿长江地区集聚是推动劳动节鈞型技术进步的最主要表现 。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 ， 相比乎内陆地区快速推进广延边际技术进步的结构转型 ， 东部尤其是劳动力成本压力较高的沿海且沿

长江地ｆｃ在 ２０００ 年劳动节约型技术授权份额仅为 ５％
， 这
一

比例在 ２０２２ 年提高至 １５％
， 成为 中 国第二太的劳动节

约型技术授权地 ＾ ■ 沿长江非沿海地区的劳动节约型技术份额则在金融危机后快速增长 ， 从 ２ ． ２％提高至 ７ ． ３％
ｂ 由

０ １７ 可见 ， 相比沿长江地区在金敵危机后对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倾向 ， 内陆地区则完全转向了广延边际的新

产业 在 ２０００年 ，
内陆地区是中阒最大的劳动节约型技术授权地 ， 占有 ２ １％ 的授权份颂 ， 这一 比例在 ２００^

２００６ 年的贫易 自 由 化时斯贼缩小至 与之同时发生的是内陆地区的信息技术产业授权份额扩大了 ２２ 倍 ，

新能源柑关产业扩大了３倚 ， 并在 ２０ １４ 年中 国政府推动新能源产业政策后进一步扩大到了
２０００ 年水平的 １２倍。

但是 ３ 正如我们前文所分析的 ，
中酉广延边际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存在依赖评需和产业政策的问题 ， 这一点在

内陆地区的产业升级中更为明显 金融危机带来的夕 卜需萎缩直接使得内陆地区时信息技术产业授权份额减少了三

分之一 ，
而 ２０ １ ８ 年开始的新能源产业补贴退坡则使得内陆地区相关产业授权份额减少了 

２７
？
／^ 依赖产业政策的

广延边际的技术进步除了受到政策本身不确定的影响外 ， 还会加深企业的策略性创新行为
？

， 扭 曲 创新激励，

如何用好产业政策
，
平衡地 区技术进步差异 ， 将会是未来中 国产业升缀需要解决的重赛问题。

图 １７２０００
—

２０２２ 年分地区广延边际技术授权份额 （

２０００ 年标准化为 １
）

德 黎文靖、 郑曼燃 儀？鹿性創観廳策略性划新 ｆ
＇ 宏规产业政策崩１规金４创新敢影爾！ 》 ｆｆｅ济礎 ２ ０Ｗ 年第 ４ 期

阃＿＾ 潘邋 ：

｜ ；财政朴赂与税牧＿＾ 囊ｉ費用魏角卞的新能釋汽车产並職策分婦 ， ｆｆ逾世？
２０ １９ 宇第 １０ 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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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总结与政策启示

本文从多个角度对中 国融人全球化以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进行了 回顾 。 本文

的第一个结论是 ， 各阶段劳动力成本的提高并不构成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业 向外部转移的重要动 因 ，
现阶段国

际上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扮演曾经中 国接替
“

亚洲 四小龙
”

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角色 。 中 国劳动密集型产

业能够形成如此强 的軔性的外因则是中 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和关税降低带来的效应 ， 使得以 印度为例的劳动集

聚的新兴经济体积累 了大量贸易赤字 ， 并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 了严重冲击 。 这些贸易赤字 国在金融危机

后开始转 向保护主义并导致了全球化进程的逐渐停滞 ，
这使得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 国际产业转移的大环境发

生逆转 ， 从而导致这些国家难以大规模地吸收 中 国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 内 因是 中 国根据 内 陆地区的 比较

优势进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重新配置和东部地区对于劳动节约型技术加速开发和应用 ， 依托于广袤的 国土面

积 、 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集聚地的劳动效率提高和 内陆有 比较优势地区的 内部产业转移使得中 国有能力在内

部产生出
“

下一个中 国
”

。 这部分的政策启示是 中 国应当继续坚定持续扩大开放的道路 ，
金融危机以来对制

造业 自 由 贸易 的坚持和稳定的关税政策 已经成为 中 国外 向型制造业的新型优势 ， 对扩大开放的坚持将直接关

系到 中 国未来的国际产业转移和相应的就业供给 。 本文的第二个结论是中 国 的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转型的技

术进步方 向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 ，
虽然 自 ２０００ 年以来中 国在技术密集型产业规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但在出

口结构上只有非沿海的沿长江地区实现了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提高 。 这是因为 中 国 内 陆地区 的产业升级和

技术进步存在过于依赖外需和产业政策的问题 ，

一旦出 现预期外的外需萎缩或产业政策调整 ， 内 陆地区 的技

术密集型产业和广延边际技术进步就会发生大幅波动 。 这部分的政策启示是 自 ２０ １ ０ 年以来的各项新兴产业规

划和产业政策 已经成为影响 中 国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 ， 如何用好产业政策 以平衡地区间产业结构转型和应对

外需冲击将会是未来中 国产业升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

〔 本文 为 国 家 自 然科 学基金重 点 项 目

“

中 国 宏观经济调 控政策研 究
”

（
７ １ ９３ ３００ １

） 的 阶段性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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