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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全球价值链在经济全球化的进

一步深化下逐渐形成。全球价值链由世界范围内的

企业网络共同构成，国际贸易和生产分工是这个网

络的主要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全球价值链”的基本

模型。对于世界各国而言，能够有效嵌入全球价值

链，参与国际分工，并从国际贸易中获得收益，是实

现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条件。

“革新开放”三十余年来，越南为实现国内工业

化和现代化战略，大力发展本国的制造业。近年来，

越南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下，与中国、日本、韩国、东

盟、欧盟等多个经济体达成自由贸易协定，这些自由

贸易协定与国内“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相结合，

推动了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实现了与

国际经济的对接，从而获得发展制造业的客观条件。

一、文献评述

在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学术界对

“全球价值链”的探讨日趋活跃，其分析的重点在于

国际生产网络的组织结构与各国在全球价值链的角

色作用。同时，以发展速度快、发展潜力足而闻名的

“越南制造业”，如何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而实现其

与国际经济的接轨，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目前，

关于全球价值链和越南制造业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

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分工与贸易。何为

全球价值链？加里·杰里菲(Gary Gereffi)认为，“价值

链描述的是一项产品从理念到最终使用的一系列过

程，包括研发、设计、制造、营销、售后等环节。”①可以

说，全球价值链本质上是对经济活动的“分工”，这种

分工包括研发、制造、销售等主要环节，以及投资、服

务、售后等一系列配套流程。伴随着经济活动的分

工，是经济各环节的创造增加值的差异。布鲁斯·科

古特(Bruce Kogut)在考察了跨国公司对子公司不同

区位分布后，提出将价值增加链视为制定国际商业

战略中的核心位置，在增加值的基础上，国家的相对

优势和公司的竞争优势相互交融，从而有助于确定

价值增加链的跨境区位分布②，在这一基础上，生产

者将依据价值链不同环节的增加值，具有把生产过

程分解到不同区域的能力，最终形成以各国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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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为单位的“全球生产网络”。至于以增加值为单

位的分布形态，施振荣(Stan Shih)在考察台湾电脑行

业后，提出著名的“微笑曲线”：各国凭借其差异化的

比较优势融入全球价值链，发达国家倾向于从事高

端、无形的高增加值活动，如制造前期的研发、设计

和品牌建设以及制造后期的售后服务和市场营销

等；相反，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从事低端、有形的生产

活动，如加工、装配等低增加值活动③。在分工的作

用下，以“中间产品”为代表的生产零部件和工业原

料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现象早

在20世纪90年代初便出现了苗头，迈克尔·叶芝(Mi⁃
chael D. Yates)通过分析机械和交通设备类产品(即
SITC7)的贸易数据，发现在 1995年经合组织成员国

的总出口中，零部件出口占据了30%，而且增速也超

过了SITC7类产品的总体增速④。截至2014年，中间

品贸易占世界商品贸易总额已达到86%⑤。然而，近

年来“中间产品”贸易出现了增长颓势的问题，直接

后果是引发了全球贸易的衰退，这也是今天“逆全球

化”现象的主要表现之一。为此，2019年 4月，麦肯

锡全球研究院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其原因，认

为新兴经济体正在纷纷完善本土供应链，以降低对

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同时，新兴经济体国内消费能

力的提升，也造成一些企业出口占比的下降⑥。可以

说，正是因为新兴经济体内部上游供应链和下游销

售链的完善，导致跨境生产活动呈现下降趋势，进而

使国际贸易出现了缩减，这也是今天全球价值链变

革的一大表现。

第二，分析各国、各经济体与全球价值链的互动

关系。在全球价值链理论发展的同时，如何使理论

和研究方法更好地与实践相结合，也是学界关心的

一大问题。在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交融中，学术界出

现两个研究方向：一个重在研究全球价值链背景下

的“产业升级”问题。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国家间

寄希望于产业升级而摆脱落后的产业发展模式，实

现更有质量的经济增长。2018年，《全球价值链发展

报告(2017)》显示，国家和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不

仅能够实现经济规模的扩大，还会实现价值链位置

的升级，这种升级指的是国家和产业通过技术的更

新、知识的引进以及投资的扩大向“高增加值”的方

向发展。该报告还从功能、产品、流程和跨产业四个

方面对“升级”做了形态区分⑦。在现实中，改革开放

后的中国、北美自贸区(NAFTA)成立后的墨西哥、加

入欧盟(EU)后的东欧国家，都是在全球价值链环境

下实现“产业升级”的典型代表。第二个研究方向旨

在借助全球价值链的“定量分析”方法，结合一系列

统计数据和计算工具，测量国家在全球价值链和区

域价值链中的角色和位置，例如，张志明等以俄罗斯

为研究对象，根据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库、增加值贸

易数据库等，从亚太价值链联系和亚太价值链地位横

纵两个维度考察了俄罗斯在亚太价值链中的角色及

其演变态势，认为俄罗斯总体处于亚太价值链的高端

位置，但对东亚经济体的依附性较强，高技术和服务

类产业在区域价值链中的位置相对较低⑧。郭龙飞、

赵家章则立足于金砖国家制造业，发现金砖国家低技

术制造业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高技术制造业已经成

为金砖国家以后发展的重心，同时，中国在全球价值

链中获得了更多的技术溢出，中国的高新技术制造业

发展也走在了发展中国家前列⑨。总体来看，全球价

值链与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正在成为研究的重点，这个

方向的研究成果与现实的结合更为紧密，能够为产

业升级、国家所处的价值链位置提供理论依据。

第三，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越南制造业的发展。

目前，中国国内关于这一主题的研究并不多见，主要

集中于越南与中国的贸易和产业关系，例如孟祺分

析了中越两国关于纺织服装产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

变化⑩。在越南国内，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在越南加入

WTO以后逐步兴起，越南学者重点思考“越南制造”

如何在全球价值链和“革新开放”的框架下实现规模

和质量的双重升级。总体来看，越南对“全球价值

链”的基础研究集中于两点：其一在于理论性研究，

集中在国际贸易、跨国生产、全球分工等研究领域，

旨在对越南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作理论性指导。

越南学者阮氏玉玄(Nguyêe～n thi ngoc huyen)立足于生

产的国际化提出，全球化进程中的两个主要举措是

生产过程的重组和生产要素的重新分配，这两项举

措刺激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出现，导致跨国公司增加

了对垂直分工下中小公司的投入和零部件的购买，

促使中间品贸易的兴起，而这种趋势将更多地为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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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中小企业提供创造价值的机会。其二是在实践

层面上，把全球价值链与越南具体的产业相互结合，

通过具体的数据和案例，对越南相关制造业嵌入全

球价值链进行路径分析。例如，越南正式加入世贸

组织以后，阮武明芳(Nguyêe～n vu minh ph ng)便思考

越南纺织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路径问题，指出越南

纺织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加值位置，而且在规模

和技术上均落后于中国、美国、日本等国，提出用“比

较优势”理论分析越南纺织业的竞争优势。综合来

看，越南国内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具有起步较晚、针

对性强的特征。其文献主要集中于2006年越南加入

世贸组织以后，目前对该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

段，且数量较少，研究内容也较为分散，大多数研究

依附于国内的产业政策、进出口贸易、经济全球化等

领域，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还未形成独立的体系。

另一方面，越南对全球价值链的考察，能够紧密联系

国内制造业发展和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实际，

具有分析个别行业在价值链位置的能力，并为国内

制造业的升级和转型提出对策。

综上所述，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体系目前

已经日臻成熟，不仅在理论层面完成了从概念到方

法、再到政策分析的理论构建，而且在实践中，也能

通过各国贸易和生产的相关数据，测量国家与全球

价值链的互动关系，为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经济治理

提供理论依据。但是，越南作为与中国经济联系较

为紧密的国家之一，作为当前在全球价值链环境下

发展前景广阔的国家之一，国内目前对越南相关产

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较少，缺乏对越南经济的

支柱产业——制造业的系统性分析，对越南参与全

球价值链的位置、特征，以及今天全球贸易不稳定背

景下越南制造业升级和中越经贸关系的研究尚有待

深入。本文将从这些方面做出尝试。

二、越南制造业的对外贸易和生产

越南货物进出口贸易在“革新开放”以后逐年增

长。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统计，1998年
至 2018年的二十年间，越南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由

209亿美元增长至 5000亿美元左右，增长幅度超过

20倍，其中，在2018年，越南产品进口额为2461亿美

元，产品出口额为2465亿美元，实现了轻微的贸易盈

余。与此同时，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统计，2018年，越

南货物和服务进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2.1%，出口

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5.4%，而这两项指标的世界平

均值分别为28.5%和29.4%。这些统计数据均反映

出在“出口导向型”战略下，越南经济与世界经济的

融合，以及进出口贸易对越南国内生产总值的拉动

作用。

(一)从对外贸易角度考量

在越南对外贸易高速增长的背后，是越南对外

贸易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为对外贸易产

品由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过渡，而制成品对国际贸

易的参与，则是越南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标志。

如果对 1998年至 2018年的越南商品进出口贸

易进行细分，可发现在1998—2007年间，初级产品和

制成品参与对外贸易的金额基本持平，初级产品长

期处于贸易顺差状态，而制成品则始终保持着贸易

逆差；2007年至今，即在越南正式加入WTO以后，越

南制成品对国际贸易的参与程度开始飞速发展，到

了 2018年，制成品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是初级产

品的四倍，同时，制成品的贸易逆差在2016年以后逐

渐转为顺差(图 1)。总体而言，越南制成品贸易呈现

出“对外贸易扩大，先逆差后顺差”的变化趋势。另

一方面，从越南进出口贸易的产品分类上看，根据联

合国货物贸易的技术种类(LALL)划分，2018年，以

电子电器为主的“高技术制成品”、以纺织品为代表

的“低技术制成品”和以机械为代表的“中技术制成

品”占据了越南产品进出口的主力地位。可以说，当

前的越南进出口贸易，集中于电子电器、纺织品和机

械三类制成品(详见表1)。
在进口方面，越南以电子和机械零部件、纺织原

料等“中间产品”为主，对这些产品的进口目的不在

于国内的消费，而是继续生产。以2018年为例，越南

的主要进口产品，均带有“中间产品”的属性。其中，

进口金额最高的五种产品以“电子”和“机械”零部件

为主，具有金额庞大和高增长率的双重特征，这就表

明，以零部件为代表的中间产品正在成为越南进口

产品的主体；与此同时，这五大产品的进口主要来源

国包括韩国、中国、马来西亚为主的东亚经济体，东

亚地区在一定程度上是越南制造业生产的原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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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另一方面，从全球范围内考察，2018年越南进口

产品占世界同类产品总进口比例最高的五项均是

“纺织品”原材料，越南对这五项产品进口的世界排

名均位于前三位，在世界范围内，越南是这五项产品

最大的需求国；而这些纺织品原料的进口，全部来源

于中国，中国充当着越南纺织产品最大“供应国”的

角色(详见表2)。总体来看，2018年，以电子、机械零

部件为代表的中间产品是越南进口产品的主体，而

图1 1998—2018年越南初级产品和制成品进出口贸易变化图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相关数据绘制而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https://unctadstat.unctad.

org/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24738，2019—04—21。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相关数据编制而成，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数据库，https://unctadstatunctadorg/
wds/TableViewer/tableView.aspx?ReportId=24738，2019—04—21。

表1 2018年越南货物贸易进出口结构(按LALL划分)

进口总计

高技术：电子

中技术：机械

初级产品

中技术：加工

其他

金额(百万美元)
246154
63400
37323
31322
27840
86270

占比

100.0%
25.7%
15.2%
12.7%
11.3%
35.1%

出口总计

高技术：电子

低技术：纺织

初级产品

低技术：其他产品

其他

金额(百万美元)
246547
79106
60086
36188
21200
49967

占比

100.0%
32.1%
24.4%
14.7%
8.6%
20.3%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https://www.trademap.org/Product_SelProductCountry.aspx?，2019—04—22。

表2 2018年越南主要进口与占世界总进口比例最高的五种产品

HS
85
84
39
27
72
HS
60
52
58
54
59

产品名称

电子产品及零部件

机械装备及零部件

塑料产品

矿产燃料

钢铁

产品名称

编织或钩织纤维

棉花

特殊编织物

人造丝线

染织材料

进口额(百万美元)
68143
24522
13891
11972
11413

进口额(百万美元)
6532
5088
1013
3972
1695

占越南总进口额比例

26.3%
9.4%
5.3%
4.6%
4.4%

占世界同类产品总进口比例

20.6%
9.5%
9%
8.6%
7%

2014—2018增长率

19%
6%
12%
10%
9%

世界进口排名

1
3
1
1
3

主要进口来源

韩国

中国

韩国

马来西亚

中国

主要进口来源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中国

主要来源国占比

36.1%
34.2%
22.2%
19.3%
42.1%

主要来源国占比

55.5%
39.5%
47.1%
52.1%
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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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对纺织原料类产品的进口则成为世界同类产品

进口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以中国为代表的

东亚经济体，是越南制造业主要的原料供应地。

在出口方面，越南不仅有电子和机械零部件为

代表的“中间产品”，还有着金额庞大的以服装、鞋类

等纺织品为代表的“最终产品”。2018年，越南出口

金额最大的是电子类产品及其零部件，占越南总出

口额的40%以上，同时，电子类产品也是近五年来出

口增长率最快的产品，其增长率超过23%，越南逐渐

形成以“电子产品”为主的出口格局。在电子类产品

之后，则分别是鞋类、服装等产品，这两类产品均以

消费为目的，也是越南进出口中增加值相对较高、贸

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不仅如此，鞋类、编织品、服装、

咖啡和茶叶四类产品的出口，在同类产品世界总出

口额中所占的比例均超过 5%，位列世界出口的第

二、三位，这些产品的主要用途也在于消费和使用，

是越南“最终产品”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见表3)。然

而，相比较越南进口来源地的多样化，越南产品出口

国则相对集中，美国成为越南最主要的出口目的地，

是越南最大的“消费市场”。总体来看，2018年，越南

的出口以电子产品和纺织制成品为主，兼有“中间产

品”和“最终产品”双重属性，而美国则是越南最重要

的产品出口地。

综上所述，越南的对外贸易结构，近年来逐渐以

制成品为主导，电子、机械产品和纺织产品成为制造

业进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越南的进口以上述

产品的“中间产品”为主，这是越南制造业生产的上

游原材料，来源地主要包括中国为首的东亚经济体；

而出口则兼有“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两大属性，

主要流向以美国为主的下游销售市场。

(二)从生产角度考量

越南制成品贸易高速发展的背后，是越南制造

业的崛起。1998年至2017年，越南制造业创造的增

加值，从最初的不足 50亿美元增长至 2017年的 350
亿美元左右，年增长率基本维持在10%以上，而同期

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长率仅为5%左右，这反

映了越南制造业在20年间强势增长的势头。但是，

如果对增长率进行观察，可发现越南制造业增加值

具有“滞后性”的特征，例如，在 2009年至 2012年的

三年时间里，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是制造

业在世界范围的低谷，而越南制造业的低谷则推迟

到了2010年，与此同时，这一年也是世界制造业的恢

复期，而越南制造业重新崛起则又延后至了2011年
(见图2)。

越南制造业虽然增速显著，但是，越南制造业增

加值总量却仍然位于世界中低档的位置。2017年，

在东盟十国内部，越南制造业增加值仅高于缅甸、柬

埔寨、文莱、老挝四国，位于东盟国家的第六位，而制

数据来源：国际贸易中心数据库，https://www.trademap.org/Product_SelProductCountry.aspx?c，2019—04—22。

表3 2018年越南主要出口与占世界总出口比例最高的五种产品

HS
85
64
84
62
61
HS
64
46
HS
9
62
61

产品名称

电子产品及零部件

鞋类

机械装备及零部件

非针织服装

针织服装

产品名称

鞋类

编织品

产品名称

咖啡、茶叶

非针织服装

针织服装

出口额(百万美元)
117162
22644
15899
15839
14778

出口额(百万美元)
22644
258

出口额（百万美元）

4403
15839
14778

占越南总出口额比例

40.3%
7.8%
5.5%
5.4%
5.1%

占世界同类产品总出口额比例

15%
10.3%

占世界同类产品总出口额比例

8.8%
6.6%
6.1%

2014-2018增长率

23%
12%
4%
7%
11%

世界出口排名

2
2

世界出口排名

2
3
3

主要出口国

中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美国

主要出口来源

美国

美国

主要出口来源

美国

美国

美国

主要出口国占比

29.1%
28.3%
18.1%
32.9%
50%

主要出口国占比

28.3%
30.8%

主要出口国占比

14.3%
32.9%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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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业产出占GDP比例，越南仅位于东盟国家第八位

(见表 4)。与此同时，制造业的低增加值也直接反映

在越南国内就业结构上，据越南规划和投资部统计，

2017年，初级工作是最庞大的就业群体，按照国际劳

工组织的定义，初级工作者的任务是：“从事包括简

单和日常的任务，主要需要使用手持工具，通常需要

一些体力劳动”，其工作行业包括农业林业参与者、

采矿业劳工，以及简单任务的制造业者。在越南，初

级工作者主要分布于包括电子产品组装、服装产品

缝纫、鞋类制作等低增加值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与之

相反，越南就业结构占比最低的则主要是管理型人

员和技术型人员，这些非体力劳动工作往往集中于

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行业，这类行业的增加值

创造往往高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但是，越南在这些行

业的工作者不足30%(见表5)。
此外，越南制造业另一大特征是深受外国直接

投资(FDI)的影响。革新开放以后，FDI是拉动越南

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在FDI来源地上，韩国、

图2 1998—2017年制造业增加值变化图
数据来源：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相关数据绘制而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V.IND.

MANF.ZS/，2019—04—26。

数据来源：Ministry of Planning & Investment of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nam, Report on Labor Force Survey Quarter 4, 2017,
http://www.mpi.ggov.vn/en/Pagea/tinbai.aspx?idTin=39844&idcm=109,2019—04—30.

表5 2017年度越南就业比例

工作类别

初级工作

服务和零售业

手工业及相关行业

工厂技术人员

农业技术人员

总就业人数

工作人数(千人)
79729
35776
28045
20613
21035
214588

占比

37.15%
16.67%
13.07%
9.61%
9.80%

100.00%

工作类别

高级技术员

中级技术人员

职员

领导管理型人员

其他

工作人数(千人)
15，462
7，007
3，882
2，499
541

占比

7.21%
3.27%
1.81%
1.16%
0.25%

表4 2017年东盟十国制造业增加值总量

东盟十国

印尼

泰国

马来西亚

菲律宾

新加坡

越南

缅甸

柬埔寨

文莱

老挝

制造业增加值(百万美元)
204726
123350
70098
61010
58207
34309
15998
3590
1535
1261

国内制造业产出占比

20%
27%
22%
19%
18%
15%
24%
16%
13%
7%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s://data.worldbank.org.cn/
indicator/NV.IND.MANF.CD，2019—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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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成为越南主要的投资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

国大陆、维尔京群岛等经济体也是越南 FDI的重要

来源。在投资行业上，越南制造业在项目数量和投

资总额上均是获得 FDI最多的行业(表 6)，累计获得

资本占FDI总额的58%，即使2017年出现了下降，但

仍以44%的比例稳居各行业之首；与此同时，亚洲开

发银行在《亚洲经济一体化报告2018》中也指出，越南

接收FDI的产业主要集中于美信息技术行业(IT)和纺

织行业，前者的投资主要来自美国，后者主要来自韩

国，而这两大行业均属于大规模人力投入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也是越南制造业参与国际贸易的主体产业。

总体来看，越南制造业具有“高速发展”“高度国

际化”和“增加值低下”的“两高一低”特征：以劳动密

集型产业为主的越南制造业，结合了国内革新开放

与国际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在近二十年时间了迎

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这种发展主要依托于国

内的人口和资源红利，而国内知识密集型和资本密

集型产业并未实现同步的发展，故越南制造业的实

际增加值效益较低。

三、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与特征

随着越南参与国际制成品贸易的程度越来越

深，越南制造业也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成为全球贸

易和生产网络的一部分。这就促使越南制造业在全

球价值链框架下有着属于自己的位置、发展特征，并

受到全球价值链的影响。

(一)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数分析

在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体系中，关于一国某项产

业在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和所处位置，有着固定

的分析模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指数”模型和

“位置指数”模型：

参与指数：GVC participationir=IVir/Eir+FVir/Eir

位置指数：GVC positionir=ln(1+ IVirEir
)-ln(1+ FVirEir

)
在这两个模型中，IVir表示 r国 i产业出口的“间

接增加值”，即 r国 i产业的中间品出口到第三国，被

第三国再加工并继续出口后的增加值；FVir表示 r国 i
产业出口的“国外增加值”，即 r国 i产业的出口中包

含的国外增加值部分；Eir代表着 r国 i产业的总出口

额；而
IVirEir

和
FVirEir

则分别值 r国 i产业参与全球价值

链的“前向关联度”和“后向关联度”。在现实中，“前

向关联度”高，则表明 r国的 i产业主要向世界其他国

家的生产提供“投入品”，包括初级产品和生产所需

的中间产品，以至于该产业的增加值也反映在第三

国的出口中；与之相反，如果“后向关联度”高，则表

明 r国 i产业的生产需求更多的外国中间产品和初级

产品，反映在数据上即“国外增加值”比例较高。“前

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之和，表明 r国 i产业的参

与价值链的程度，指数越高，其参与程度越高；而两

者的对数比例，则反映了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

置，指数越高，代表了该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生

产环节的上游位置，反之，则处于生产的下游位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库提供了测

算全球价值链的一系列指数，其中包括 2005年至

2015年十年间越南制造业的总出口额、间接增加值

数据来源：General Statistics Office of Vietnam, http://www.gso.gov.vn/default_en.aspx?tabid=776,2019-04-30.

表6 越南FDI统计

FDI对各行业的总投资累计

总额

制造业

房地产

电力、煤气和燃料供应

2017年FDI对各行业的总投资

总额

制造业

电力、煤气和燃料供应

房地产

项目数量

24803
12460
639
115

项目数量

2741
968
13
74

登记资本(百万美元)
319613
186514
53226
20820

登记资本(百万美元)
37100
16437
8374
3107

资本占比

100%
58%
17%
7%

资本占比

100%
44%
23%
8%

FDI来源国累计

总额

韩国

日本

新加坡

2017年FDI来源国

总额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项目数量

24803
6549
3607
1973

项目数量

2741
397
895
194

登记资本(百万美元)
319613
57861
49307
42540

登记资本(百万美元)
37100
9204
8720
5894

资本占比

100%
18%
15%
13%

资本占比

100%
25%
24%
16%

··90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世界经济导刊2020.2
JOURNAL OF WORLD ECONOMICS

和国外增加值(见表 7)。通过观察，可发现越南制造

业的国外增加值要长期高于国内间接增加值的两倍

以上，这就初步断定了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

国外供应链对其生产的影响，要高于自身对外国生

产供应的影响，或者说，国外增加值高于国内间接增

加值的现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越南制造业位于

全球价值链制造端的下游位置。

通过计算，2005年至 2015年，越南制造业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后向关联度”远高于“前向关联度”

(见表8)，与此同时，根据全球价值链的“参与指数”模

型，计算出越南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除

了2009年和2013年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外，越

南制造业参与指数在十年间基本处于上升状态，这

也就说明越南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来越

深(见图3)；根据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的测算，可发

现越南的“位置指数”在十年间均为负值，即越南制

造业长期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生产环节。而从位

置变化趋势来看，虽然在 2008—2009 年和 2011—
2012年两个时间段内有所上升，但是，在十年间越南

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指数基本呈现下降态

势，也就是说，越南制造业逐步向全球价值链的下游

生产端方向发展(见图4)。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OECD数据库和GVC“参与指数”与“位置指数”模型计算所得。

表8 2005—2015年越南制造业的价值链指数

前向关联
后相关联
参与度
位置

2005
0.224
0.418
0.642
-0.147

2006
0.211
0.438
0.649
-0.172

2007
0.197
0.468
0.666
-0.204

2008
0.2

0.468
0.669
-0.202

2009
0.24
0.421
0.661
-0.136

2010
0.221
0.454
0.676
-0.175

2011
0.213
0.469
0.681
-0.191

2012
0.23
0.454
0.685
-0.168

2013
0.217
0.463
0.68

-0.185

2014
0.213
0.468
0.681
-0.191

2015
0.222
0.482
0.705
-0.193

Eir
IVir
FVir

2005
21666
4850.7
9052.7

2006
26934
56826
11811.9

2007
33495
6616

15687.5

2008
44794
8963.4
20982.9

2009
41913
10044.9
17639.2

2010
55986
12365.2
25454.4

2011
71323
15179.1
33432.3

2012
82196
18883.4
37381.5

2013
94629
20506.5
43851.9

2014
108685
23171.6
50899.6

2015
121612
27045.3
58658.4

数据来源：OECD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Index.aspx?DataSetCode=TIVA_2018_C4#，2019—05—18。

表7 2005—2015年越南制造业总出口、间接增加值、国外增加值 单位：百万美元

图3 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指数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OECD数据库和GVC“参与指数”与“位置指数”模型计算绘制。

图4 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指数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OECD数据库和GVC“参与指数”与“位置指数”模型计算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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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根据计算模型，越南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

的参与程度逐渐加深，同时，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

链中“后向关联度”要高于“前向关联度”，导致越南

制造业基本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位置，或者制造

环节的末端位置。在现实中，处于这个位置的国家

主要扮演着生产末尾、靠近最终消费的角色，而越南

进出口的支柱产业——电子产业和纺织产业——负

责拼装、加工、上色等职责，需要从东亚、东南亚等经

济体进口大量的“中间产品”确保生产的投入，而生

产的产出则表现为出口到欧美市场的“最终产品”，

这就是越南制造业目前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

和扮演的角色(见图5)。
(二)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特征分析

作为正在崛起的世界制造业大国、全球价值链制

造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越南制造业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从分割价值链角度来看，越南制造业嵌入

全球价值链和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时间与过程一

致。当前，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显著特征是生产

过程的空间分割，位于各产业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

根据各国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市场条件，把生产的

过程分布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在这个背

景下，越南在“革新开放”后逐渐趋于稳定的国内政

治经济环境、濒临国际海洋运输航线的地理位置，以

及国内众多人口形成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充足的消费

市场，成为适合制造业发展的先天性优势条件，也是

越南吸引跨国公司安排生产的主要因素。与此同

时，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008年金融危机东亚地区

发生着“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日本、亚洲“四小

龙”国家与后期的中国大陆等东亚较为发达的经济

体，在承受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与自身产业升级、发展

高科技产业的压力下，急需把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出去，而越南凭借上述有利因素，成为理想的承接地

之一。在这个背景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生产

型企业搬迁至越南，或者直接在越南设置“代工厂”，

把一些劳动密集型和低增加值的技术密集型产业通

过“外包”方式转移给越南。这也促使越南成为全球

价值链分割和“第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最大受益者

之一，逐渐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第二，从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产业来看，劳动密集

型产业成为主导产业。以手机、电话、平板电脑为代

表的电子电器类产品和以服装、鞋为代表的纺织类

产品是越南制造业参与国际贸易的两大主力产品，

也是越南制造业参与国际分工、嵌入全球价值链的

两大主导产业。但是，对于身处价值链下游、生产环

节末端的越南来说，这种参与只是对这两类产品进

行了拼装、塑型等低增加值的加工行为，既没有形成

完整的国内供应链，也依赖于跨国公司的销售链，更

没有大规模涉足于产品的研发端。在现实中，越南

制造业对这两类产品也存在着差异：一方面，从贸易

差额来看，纺织品目前保持着高额的贸易顺差，是当

前越南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其原因就在于越南国

内纺织业生产体系的完善，使越南纺织业逐步具备

了自主生产工业原料的能力，国内供应链逐渐取代

国际供应链，从而降低了进口需求。另一方面，从贸

易增长角度来看，近五年电子电器类产品的进出口

年增长率接近20%，是越南贸易增长的主要来源，也

是越南最具活力的制造业之一，其原因不仅在于越

来越多的电子类跨国公司倾向于在越南设立工厂，

而且电子类产品本身具有更新速度快、产品刚性需

求大的特征。总体而言，以电子和纺织为主体的劳

图5 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概况图
数据来源：笔者根据GVC“参与指数”与“位置指数”模型计算结果绘制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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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密集型产业，承载着越南参与国际贸易和全球分

工的主要任务。

第三，从参与全球价值链上下游角度来看，越南

制造业的上游供应链主要分布于中国、韩国、日本，

以及东盟为主的东亚经济体，越南从中进口包括电

子零件、机械设备、纺织面料、染料在内的“中间产

品”或者“工业原材料”，这种“供应—生产”模式形成

了典型的“来料加工型”贸易；与此同时，越南制造业

的下游销售渠道基本上被三星、苹果、耐克等大型跨

国公司所掌控，越南相关企业和工厂通过接收跨国

公司的生产订单，按照订单所规定的参数和要求进

行相关的生产，产出“最终产品”，并通过跨国公司的

销售渠道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这种“生产—出口”

模式也是今天全球价值链下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

“贴牌”生产模式。更为重要的是，从资本注入角度

来看，越南制造业深受国际资本的制约，以2018年为

例，大量的FDI流入，导致越南国内企业的出口仅占

出口额的 28%，远不及外资企业的 72%，可以说国

际资本的流入虽然给越南制造业带来强劲动力，但

是也导致制造业的发展严重依赖国际资本。

总体来看，越南制造业基本形成了“东亚提供生

产原料、越南进行加工装配、欧美负责最终消费”的

价值链框架。这种价值链模式和大量的外资也导致

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自主性程度较低，受

到上游供应链、下游销售链和国际资本的制约，在现

实中，越南制造业之所以在 2008—2009年与 2011—
2012年两个时间段出现徘徊，就是因为金融危机和

欧债危机影响到越南制造业的国际供应链、销售链

和资本链，从而造成生产和贸易的双重波动。

(三)全球价值链对越南制造业的影响

根据越南制造业对外贸易概况，基本描绘了越

南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图景：越南制造业发挥

自身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规模优势，以纺织品和电子

电器类为主导产业，立足于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加值

“制造端”，引进中国、韩国、日本等上游产业的“中间

品”，在价值链下游对其进行加工、拼装、缝纫等生产

行为，把“最终品”出口到美国、欧盟，以及东亚等主

要市场。在描述增加值的“微笑曲线”中，美国、欧

盟、韩国、日本等经济体负责高增加值的研发与销售

环节，中国为首的东亚各经济体占据着提供原材料、

生产设备等中等增加值环节，而越南与东盟国家，则

基本上位于增加值最低端。但是，在现实中，全球价

值链并非一个固态分工和销售模式，随着全球价值

链的进一步发展，越南制造业将面临生产和贸易以

外的新影响。

首先，全球价值链逐渐表现为“精益分工”模式，

即生产环节需要更高的专业化和细致化，这就要求

生产被越来越多地分散，全球价值链的长度也在增

加，因此，“中间产品”的环节也会越来越多。对于越

南说，在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初期，国内制造业主要依

托的是人力成本低廉的优势，进而大力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但是在生产逐渐出现专业化分工以后，单

纯的人力成本优势将会逐渐让渡于人力科学化、设

备专业化、管理精确化，这对越南制造业来说将会是

一个不小的考验。与此同时，“中间产品”环节的扩

大，对越南来说将会面临两种选择，一是进口更多的

“中间产品”，尤其是对于价值链下游的越南来说，进

口产品将会包括生产所需的辅料、专业化的设备，以

及必要的服务，另一种选择则是完善国内的生产网

络，对国内产业进行必要的专业化分工，以实现国内

供应链取代国际供应链的效果。从短期来看，增加

“中间产品”的进口是最可行的操作，而从长期来看，

越南势必也要走上完善生产网络、进行产业升级、淘

汰低端产能的道路。

其次，越南制造业的发展路径单一，更多的依附

于全球“垂直一体化”的生产模式，受到“制造商驱动

链”和“采购商驱动链”的双重控制。越南企业和工

厂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缺乏自主性，其原因在于生

产内容、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深受价值链结构的影

响：既包括以生产为中心的“制造商驱动链”结构，

也包括以销售为核心的“采购商驱动链”结构。对

于越南制造业来说，垂直一体化生产模式更多地表

现为“后向一体化”，这就导致制造商驱动链控制着

越南制造业的上游供应，越南生产企业在一定程度

上承接跨国公司的贴牌生产、外包、并购、绿地投资

等业务；而位于价值链下游位置的越南制造业，紧靠

价值链的消费端，这也促使越南制造业深受采购商

驱动链的影响，采购商通过订单与合同，影响着越南

··93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世界经济导刊 2020.2
JOURNAL OF WORLD ECONOMICS

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数量和规格。“垂直一体化”化

模式是越南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融入全球分工

体系的主要路径，也是越南制造业能够在短短二十

年时间里得到飞速发展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也导

致越南制造业产生“路径依赖”问题，其深受国际经

济和跨国公司的影响，自身抗风险能力、自主研发能

力、品牌质量较为低下，从长期来看，也将阻碍越南

制造业的产业升级，这对越南制造业的发展来说，显

然是不利的。

最后，贯通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在越南

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同时，也客观上嵌入了东

亚区域价值链。东亚区域价值链以中国(包括中国

台湾、香港、澳门)、日本、韩国、东盟为主要成员，区

域价值链内也有着明显的分工：东盟各国负责为生

产提供初级产品和人力资源，中国大陆负责提供生

产所需的工业原料、生产设备，中国香港、中国台湾、

日本、韩国负责价值链源头的设计和研发，并为整个

价值链提供必要的资金。对于越南来说，东亚区域

价值链为其带来了一系列上游产品和生产资金，而

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全球价值链则为其带来了价

值链的销售市场。因此，为了保障两条价值链的顺

利运行，越南就必须与东亚经济体和欧美经济体达

成一系列经贸合作协议，这就促成越南近年来相继

参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东亚 10+3合作机制、东

盟经济共同体、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越
南一欧盟自由贸易协定，并积极寻求改善同美国的

关系。可以说，位于区域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重合

处的越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和

生产分工体系的获益者。

四、中越经贸关系与越南制造业升级

通过对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位置和特征的

分析，可以肯定越南革新开放以来其制造业取得的

最重要成就，就是成功地嵌入全球价值链，通过生产

分工和对外贸易带动了国内经济的发展。然而，近

年来，随着中国和美国两大经济体贸易摩擦的日益

升级，双方先后多次宣布对对方的进口商品加征关

税。因此，自2018年以来，不少企业为规避中美两国

的关税风险，把原先设在中国的加工厂转移到以越

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其中，2018年12月，美国苹

果公司的最大组装商，台湾富士康公司就计划把手

机组装生产线搬迁到河内。这些行为与越南蒸蒸日

上的制造业相结合，使不少人产生越南即将代替中

国，成为“世界新工厂”的看法。那么，中美贸易战对

于越南制造业来说究竟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从短期来看，在中美贸易争端日益升级的

背景下，的确会有越来越多的工厂企业为了规避高

额关税的影响，从中国搬迁至越南或者其他东南亚

国家，以减轻产品的进出口成本。因此，越南与美国

的贸易额会在近期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越南

对美出口，提升幅度更为明显，而中国与美国的贸易

则会受到一定的冲击。根据统计，2019年前5个月，越

南产品出口达1007.4亿美元，同比增长6.7%，其中，越

南对美国出口额达226亿美元，同比增长 28%；与此

同时，2019年前 4个月，中国与美国货物贸易额为

1612亿美元，同比下降 15.7%，其中，中国对美出口

下降9.7%，中国从美国进口下降30.4%。从全球价

值链角度来看，这种生产厂商从中国搬迁至越南的

现象，反映了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端”进一步向越南

偏移，以至于在对外贸易中，越南制造业在一定程度

上“蚕食”着中国的海外市场。

其次，这种工厂企业的跨国搬迁行为，本质上属

于全球价值链下的产业转移。无论是全球价值链，

还是东亚区域价值链，中国与越南并没有出现太多

的位置重合，越南制造业增加值低于中国，也是中国

的下游产业，越南的生产网络和生产体系均落后于

中国。随着全球价值链的延伸、生产分工的精细化，

以及中国国内的产业调整，中国一些低增加值、劳动

密集型产业也会在生产成本的驱使下，转移至越南

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现实中搬迁至越南的企业和工

厂，绝大部分以拼装、加工为主要业务。不仅如此，

在全球价值链效应下，生产和贸易的联系并不会断

绝，即使一些工厂和企业搬迁至了越南，也需要中国

为其提供必要的上游中间品，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反

而增加了中越两国的贸易往来，事实上，进入2019年
以来，在越南对美出口大幅增长的同时，越南从中国

的进口也在增长，例如前5个月越南从中国的进口产

品同比增长 18.9%，中国再次成为越南最大的制成

品进口来源国。因此，当前出现的工厂搬迁行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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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说是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个别企业的规避关税行

为，倒不如说是全球价值链变迁、生产细分，以及产

业转移的必然结果。

最后，从长期来看，中美两国愈演愈烈的贸易

战，将会在“技术”层面影响到越南制造业。如果说

生产企业向越南搬迁是贸易战对越南最直接的作

用，那么，加速或阻碍越南“工业4.0”建设则是更深层

次的反应。随着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到来，越来越

多的国家推出了产业升级计划，2019年6月，越南规

划和投资部正式向总理提议制定“工业4.0”国家战略

(CMCN 4.0)，规划和投资部部长阮志勇(Nguyen Chi
Dung)认为“CMCN 4.0为经济带来了巨大机遇，同时

也使许多社会部门受益，包括国家机构，企业，组织

和个人”。为此，由规划和投资部牵头，越南多个政

府部门已开始着手准备“工业4.0”战略，包括建立人

才培训系统，在河内成立“国家创新中心”，推动越南

初创企业与海外高校科研机构建立合作关系，等

等。可以说，未来的越南制造业，将会摆脱传统的劳

动密集型产业的限制，向 5G、工业互联网、云端网

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产

业发展，反映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上，“工业 4.0”的
最终目标是，促使越南制造业从低增加值的“制造

端”向高增加值的“研发端”方向发展。然而，中美贸

易战的开始，为越南“工业4.0”的发展方向既带来挑

战，也带来机遇。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劳动密集型企

业进入越南，这将无疑挤占更多越南高新技术发展

和应用的资源，使越南制造业产生对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依赖”问题，而且，这种企业的搬迁行为，带来

更多的是“过剩产能的转移”，而不是越南开展“工业

4.0”所急需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当前这种工厂的搬

迁行为，从长期来看，将会把越南制造业“锁定”在全

球价值链的低增加值环节，这对越南制造业的发展

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另一方面，随着中美贸易战从

关税层面衍生至技术领域，中美两国技术供应链“脱

钩”的可能性在增强，对于越南来说，能否在这一时

期及时成为美国和中国技术转移的承接国，或是嵌

入中美两国的“技术供应链”，将会是实现越南“工业

4.0”计划的关键一步，也是越南制造业从“制造端”向

“研发端”实现跳跃式发展的重要机遇。

结语

越南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浪潮下，积极参与国

际分工，开展对外贸易，不仅为其发展创造有利的经

济环境，而且使自身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重要组成

部分。总体来看，越南制造业以电子、纺织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为主导，连接着包括中国为核心的东亚供

应链和以美国为核心的欧美销售链。目前，虽然越

南制造业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加值位置，但是

制造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正在提升，其产出

规模和对外贸易水平也在逐年地扩大，这就奠定了

越南实体经济的基础，避免走向“产业空心化”的发

展歧途。这对于越南“革新开放”事业和国家经济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越南制造业对全球价值

链的参与，也就意味着对世界经济产生依赖性，这种

依赖性不仅表现在制造业因深受国际供应链和销售

链的双向制约而失去一定的自主权，而且还会由于

国际产业转移而被“锁定”在全球价值链的低增加值

环节，不利于自身的产业升级和生产技术的创新。

近年来，在中美贸易摩擦频发、国际经济充满变数的

背景下，缺乏自主性、增加值低下的越南制造业必然

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这就要求越南制造业势必寻

找新的契机，一方面树立“越南制造”在全球价值链

的声誉，扩大生产和贸易的规模，实现经济发展“量”

的提升；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承接国际技术转移，寻求

技术创新点，提高自身的增加值水平，实现经济发展

“质”的飞跃，最终走出一条符合越南国情的全球价

值链参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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