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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s East Asia is covered by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rapidly, the increase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China and the de-

crease of the US trade deficit with East Asia occur simultaneously. Therefo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esent Sino-US trade imbalance 

from this perspective. It explai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established by the US multinationals in East Asia, reveals 

the reasons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rade based on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in East Asia, calculates and analyzes the trade combina-

tion degree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among East Asia, China and the US,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trade pattern and trade flows that 

China imports intermediate goods from East Asia,  and exports final goods to developed countries after assembly more clearly, and ex-

plain the Sino-US trade transfer imbalance formed by the vertical transfer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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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亚对美国的全球价值链效应与中美贸易转移性失衡 

孔琳 

首都师范大学管理学院，北京，中国 

摘  要  随着全球价值链对东亚地区的迅速覆盖，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升高与对东亚贸易逆差的降低同步出现。因此，本文基

于这一视角来分析现阶段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阐述了美国在东亚形成的价值链特征，揭示了东亚基于全球价值链贸易迅速发展的

原因，计算并分析了东亚、中国和美国的价值链贸易结合程度，以便更清晰地体现中国从东亚进口中间产品，装配后再出口到发达国

家的贸易模式和贸易流向，并解释由此带来的由于价值链的纵向转移而形成的中美贸易转移性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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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中美双边贸易量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开始就持续增

长，特别是随着 90 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

中国加入 WTO 以后，中美双边贸易的增长更是突飞猛进，

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也以加速增长的态势呈现在我们面前。

这样，从绝对数额上来看，美中贸易逆差非常显著，但如

果从相对数额上来看，根据联合国 Comtrade 数据库的相关

数据整理计算可得，在美国的全球贸易逆差中，美中贸易

逆差所占的比重从 1992 年的 18.8%增长到了 2013 年的

45.0%，共增长了 26 个百分点，而同期美国对东亚其他国

家（地区）的贸易逆差所占的比重却从 53.8%骤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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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总共下跌了 45 个百分点。即便我们把中国包括在东

亚地区内，同期美国对东亚的贸易逆差在其全球贸易逆差

中的比重也在下降，从 1992 年的 72.6%降到了 2013 年的

53.4%。究其原因，主要是这二十年来，随着东亚各先进经

济体产业的升级，这些国家逐步将其价值链下游的低技术、

劳动密集型加工装配环节转移到中国，组装成最终产品后

再对美出口，这样他们就把自己对美国的贸易顺差通过加

工装配环节转移到了中国。因此，本文拟从这一角度来分

析现阶段的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 

2．美国跨国公司在东亚形成的价值链体系 

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进步以及现代金融体系和物流体

系的迅速建立，消费需求呈现多样性变化，企业能力也日

趋差异化。在这一背景下，美国跨国公司改变了其在 20 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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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末形成的将采购、研发、制造、营销等价值链环节集中

于一个企业之中的生产组织形式，形成了模块化的产业组

织模式，并开始在全球寻找合适的供应商。由于美国跨国

公司具有对外投资的历史依赖和地理依赖，因此，就逐渐

形成了以中国为加工基地，以东亚为供应中心的亚太分工

协作体系。这样，美国跨国公司就将其生产环节中的原材

料筹供、阶段性生产和加工装配等环节外包出去，将资源

全部集中于价值链上游的架构、标准以及研发、营销和品

牌等附加值高的环节上。 

在东亚，美国的跨国公司往往采用外包、合同制造以

及战略联盟等方式采购中间投入品和最终产品，然后通过

自己的销售网络进行销售。这样，一大批合同制造商就在

亚洲迅速出现并发展起来。同时，美国跨国公司也向东亚

企业提供生产中间产品所必需的规格和技术，形成了与东

亚合同制造商之间的价值链上的互补关系。 

此外，美国跨国公司为了降低成本，及时衔接，还越

来越倾向于把某些流程外包出去。在这一背景下，台湾、

新加坡、韩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本土企业就迅速发展

起来，他们在遵循跨国公司要求的同时还具有比较大的生

产组织自主权，而且可以建立并发展自己的生产网络。这

些区域生产网络的建立又进一步巩固了东亚作为美国中间

投入品生产基地的地位。 

美国在东亚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跨国公司与东

亚企业之间主要是基于更为灵活的合同关系而不是股权关

系。价值链的主导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中间品提供商，中

间品提供商也可以为多个跨国公司提供生产所需的零部

件。在美国在东亚所形成的价值链中，东亚成熟的零部件

生产能力和较低的生产成本都被纳入到美国跨国公司主导

的生产和贸易网络中，大大缩短了研发和生产时间，提高

了专业化程度和市场竞争力。 

3．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模式在东亚迅速发展的原

因 

在美国跨国公司在东亚构筑其全球生产和贸易网络的

同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模式在东亚也迅速发展起来，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首先是市场厚度优势。 

东亚区域内一些国家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全球价值链贸

易的发展提供了市场厚度等很好的微观运行条件，这对跨

国公司外包选址将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Grossman and 

Helpman, 2005)。 

其次是制造业工资优势与区域内工资落差。 

尽管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在东亚增长迅速，但中国

和其他一些出口导向型国家（马来西亚、越南、泰国、菲

律宾等）的制造业工资仍然低于欧洲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

发展中国家。此外，东亚各国（地区）之间巨大的工资落

差也为全球价值链贸易在东亚区域内的迅速扩展提供了基

础，大大提高了跨境零部件贸易额。 

再次是外包的深入发展与集聚优势。 

外包的发展历程对东亚在基于全球价值链贸易上的迅

速发展也具有一定的作用。跨国公司选择的外包地点首先

是新加坡，然后是马来西亚，再到其他国家，这体现了跨

国公司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时间越长，对其所在地区

的投资传导性就越大，也就会越深入、广泛地嵌入到东道

国所在地区。而且，作为外资代工的先入地区，东亚的一

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

亚等）对跨国公司来说具有很大的地理集聚优势。跨国公

司在进行新的生产基地选址时会在很大程度上考虑选定国

家及其邻国现有的市场主体状况。随着外包在东亚长期、

较为成熟地发展，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跨国公司）建在

东亚一些外包发展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中国台湾

等）的分支机构所从事的环节也开始沿着全球价值链攀升。

这些都促进了东亚基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迅速发展。 

最后是服务链接成本优势。 

优惠的贸易和投资政策、装备优良的港口、先进的通

讯设施以及要素的相对优势等都降低了全球价值链中服务

链接的成本，推动了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贸易在东亚的发展。 

4．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的结合程度 

因为本文探讨的是东亚、中国、美国三地之间的价值

链贸易结合程度，因此可依据Urata（2006）的三角贸易强

度指数来计算和分析。 

令： 

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额 

=中国从东亚的中间产品进口额+中国对美国的最终产

品出口额       

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比重 

=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额/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通过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SITC的相关数据计算可

知，1992年到2013年东亚-中国-美国的价值链贸易发展迅

速。具体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 

从表1中的计算结果可知，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年均增

长率为16.6%，东亚-中国-美国的价值链贸易总额也以超过

15%的年均增长率迅速攀升。其中，中国从东亚的中间产品

进口额年均增长13.1%，中国对美国最终产品出口额年均增

长20.5%。这一相对量上的差异使得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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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比重随时间推移出现了小幅下降。但即便在这一价值

链贸易比重有所下降后，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模式

在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的份额仍然维持在20%以上，可

见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作用举足轻重。 

表1 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额及其比重 

年份 1992 1999 2006 2013 

中国从东亚的中间产品进口额 371.34 亿美元 801.45 亿美元 2084.12 亿美元 4928.43 亿美元 

中国对美国的最终产品出口额 69.86 亿美元 338.05 亿美元 1783.29 亿美元 3507.42 亿美元 

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额 441.20 亿美元 1139.50 亿美元 3867.41 亿美元 8435.85 亿美元 

中国对外贸易总额 1655.25 亿美元 3606.30 亿美元 17603.96 亿美元 41590.00 亿美元 

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比重 26.65% 31.60% 21.97% 20.28% 

资料来源：计算、整理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为了更清晰的显示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的结合

程度，我们继续借用三角贸易强度指数来计算和说明。 

令东亚-中国-美国价值链贸易的结合程度指数为φ， 

World

China

USA

China

China

World

China

EA

F

F

M

M
  

上式中： 

China

EAM 表示中国从东亚的中间产品进口额。 

China

WorldM 表示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总额。 

USA

ChinaF 表示中国对美国的最终产品出口额。 

World

ChinaF 表示中国最终产品的出口总额。 

计算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的结算结果可知，1999

年到 2013 年东亚-中国-美国的价值链贸易结合程度一直

维持在 10%以上的高位，由于三角贸易强度的临界衡量指

标为 10%，因此这一数据表明东亚-中国-美国的价值链贸

易结合程度较高，价值链贸易形态明显。但如果我们纵观

这 20 年来东亚-中国-美国的价值链贸易结合程度指数的

变化，就可以发现这一指数在 2013 年比 1999 年和 2006 年

略有下降。实际上这是由于我国从东亚进口的中间产品的

比重略有下降（从 1999 年的 70.37%，下降到 2013 年的

58.12%），而同期我国对美国最终产品出口比重的变化却相

对稳定（一直围绕 20%小幅变化）造成的。这也说明虽然

我国中间产品进口的来源地略有分散化，但出口偏向不变，

不利于中美贸易的平衡发展。 

表 2 东亚-中国-美国的价值链贸易结合程度 

年份 1992 1999 2006 2013 

中国从东亚的中间产品进口额 371.34 亿美元 801.45 亿美元 2084.12 亿美元 4928.43 亿美元 

中国中间产品的进口总额 464.41 亿美元 1138.90 亿美元 3395.99 亿美元 8479.75 亿美元 

中间产品比重 79.96% 70.37% 61.37% 58.12% 

中国对美国的最终产品出口额 69.86 亿美元 338.05 亿美元 1783.29 亿美元 3507.42 亿美元 

中国最终产品的出口总额 556.27 亿美元 1415.48 亿美元 7956.41 亿美元 18180.22 亿美元 

最终产品比重 12.56% 23.88% 22.41% 19.29% 

东亚-中国-美国的价值链贸易结合程度 10.04% 16.81% 13.76% 11.21% 

资料来源：计算、整理自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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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结语 

本文分析了美国在东亚形成的全球价值链的形式和特

征，并通过统计数据说明了美国对东亚贸易逆差的降低与

对中国贸易逆差的升高同步出现，显示了全球价值链对东

亚地区的迅速覆盖，以及东亚区域内供应采购网络的形成，

而且反映了在贸易的地理流向上，中国既存在对东亚区域

内零部件进口的依赖，又存在明显的制成品出口的区域外

偏向（欧美偏向）。这一进出口贸易流向体现了中国从东亚

进口中间产品，装配后再出口到发达国家的贸易模式，也

就是说，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东亚各经济体为中美

贸易提供了间接的全球价值链上生产链节的联系，形成了

处于生产过程不同阶段的零部件的多重跨境贸易，这也是

基于全球价值链生产和贸易的一个显著表现。那么，由此

带来的中美贸易失衡也就具有了由于价值链的纵向转移而

形成的转移性失衡这一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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