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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把握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基础。基于我国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从制造业产业链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视角对各省份

产业联系进行测算，并进一步考察产业链遭遇外部风险时韧性提升路径。研究发现，我国制造

业出口增加值主要来自本地增加值以及国内垂直专业化，国际垂直专业化占比总体偏低；各省

份制造业出口同样依赖国内增加值和本地增加值，且多数省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占比高

于本地增加值占比，国际增加值占比分布差异大，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国际垂直专业化

占比偏高，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已深度融入全球生产活动；从产业链前后向联系来看，广东、江

苏、山东等地同国内多数省份具有经济联系，广东、江苏、山东对其他省份出口增加值的贡献明

显高于国内其他省份对其的贡献，各省份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在国内大生产中的经济联系不足；

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制造业分工布局基础上，提升产业链韧性有助于提高产业链应对风险的能

力。我国产业链韧性提升应通过自主创新攻克关键环节核心技术，通过发挥产业优势和区位优

势实现国内跨区域协同，通过强化产业分工合作实现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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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

贸易保护主义、公共卫生事件等外部因素带来

的不确定性上升，使全球价值链进入重构加速

期。全球价值链重构趋势，凸显出全球产业链

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也显现出中国产业链面

临的风险挑战。当前，中国正积极应对全球产业

链的变动和风险。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明

确指出要“着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水平”[1]。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

强调要“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

平制度”[2]。在此形势下，厘清产业链的分布特

征以及揭示如何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

全水平，防范产业链面临的“断链”“卡链”“堵

链”风险，不仅成为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内容，更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

亟需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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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价值链遭受的各种冲击，既有文

献对全球价值链变化趋势进行详细考察。从国

际金融危机影响开始，全球价值链自2011年以

来开始呈现生产链条缩短现象[3-4]。近年来，又

在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相继冲击下，

全球化生产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全球价值链

出现显著重构趋势[5]。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背景

下，乔小勇等从需求侧和供给侧考察了中国遭

受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的利润分配、生产链

条等方面产生的影响[6]。陈勇和柏喆分析新冠

疫情对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影响，指出疫情导致

产业链中断，使全球产业分工链条面临纵向缩

短，横向分工向区域化聚集等现象[7-9]。

当前全球价值链面临诸多不确定和不稳定

性，维护或者提升产业链韧性是实现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在此背景下，全球价

值链研究逐渐转向关注产业链韧性与安全。韧

性应用于许多领域，内涵虽有所不同，但多指

在受到冲击后，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快速恢复

生产的能力[10-11]。而将韧性应用在全球价值链

领域，所谓产业链韧性是指产业链在遭受外部

冲击中断后，能够进行自我恢复、调整到理想状

态的能力，具体表现在抵御能力、恢复能力、再

组织能力、更新能力四个方面[12-14]。关于产业链

韧性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方面，吕越和陈泳

昌指出产业链韧性提升是增强我国全球产业链

分工主动权的重要方面。洪银兴和王坤沂指出

产业链韧性提升是我国应对国际国内双循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措施，更是建设现代化

产业体系的根本保障[13]。杨仁发和郑媛媛提出

在当前经济不确定性日益加剧背景下非常有必

要增强产业链韧性，促进产业链韧性升级是全

球价值链发展的重要方向[16]。关于如何提升产业

链韧性方面，宋跃刚和张小雨指出研发创新等

创新驱动政策有助于提升全球价值链韧性[17]。

杨继军等研究指出发展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

链有助于发挥多样化市场优势，提高韧性[18]。

杨仁发和郑媛媛提出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产业

链韧性提升。关于产业链韧性测度方面，肖兴志

等[16]指出产业链韧性的测度方法包括以构建相

对灵敏度指数为代表的核心变量法，以熵权法

为代表的综合评价法，以及基于投入产出表的

投入产出法。实际测算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基

于熵权法[14]、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等方法衡

量产业链韧性[19-20]。

诚然，现有关于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相当丰

富，但多集中在考察全球价值链的测度、影响因

素、变化趋势等，仍较少有研究基于全球价值

链的变化背景，详细梳理各省份制造业各部门

出口特征以及省际间产业链联系情况。涌现出

一些关于产业链韧性的研究，但更多是关于产

业链韧性的内涵、测算，鲜有具体从省际间制造

业特征事实以及遭受外部冲击影响时的产业链

应对途径方面，分析产业链韧性提升机制的研

究。基于此，本文借鉴苏庆义测算方法，以全球

价值链重构为背景，运用中国2012年31省区市

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2012年各省份各部门之间

的经济联系进行测算，对省级出口的增加值来

源进行分解，并以广东、江苏、山东为例，分解

各产业出口的增加值来源、同各省份出口的增

加值联系，系统分析我国制造业的分布情况，从

而从增加值出口产业链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视

角分析我国各省份制造业出口的典型特征，进

一步测算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并从中美贸易摩

擦等外部因素分析我国产业链提升韧性的必要

性，进而为提升产业链韧性抵御外部风险提出

针对性政策建议[21]。

二、数据说明及模型设定

（一）区域间非竞争性投入产出模型

表1为包含N个地区，N个部门的区域间非

竞争型投入产出表，包含中间投入、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总产出、增加值、总投入等模块。

其中，Xij 是中间产品投入产出系数矩阵，表

示地区 i 被地区 j 使用的中间产品投入；Yij 为最

终需求、Ei 为出口、Ii 为进口、Vi 为增加值、Xi 为

总产出。总产出和总投入相等，Xi'的数值等于



深圳社会科学 2025年第8卷·38·

Xi ，是Xi 的转置矩阵。根据列昂惕夫矩阵定义，

列昂惕夫矩阵计算方法如式（1）。其中，Aij 表示

投入产出系数矩阵，Bij 表示列昂惕夫矩阵。

（二）省际出口增加值测算方法

本文借鉴苏庆义省级出口增加值测算方

法，对我国各省份增加值出口进行分解。Vi 为

增加值，Ii 为进口，故而              表示增加值占

总产出的比重，             表示进口占总产出的比

重，则增加值系数、进口系数以及出口矩阵分别

表示为 、 和E ：

表1   区域间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中间使用 最终使用 总
产
出地区

1
地区

2
…

地区
N

地区
1

地区
2

…
地区

N
出口

中
间
投
入

地区1 X11 X12 … X1N Y11 Y12 … Y1N E1 X1

地区2 X21 X22 … X2N Y21 Y22 … Y2N E2 X2

… … … … … … … … … …

地区N XN1 XN2 … XNN YN1 YN2 … YNN EN XN

进口 I1 I2 … IN

增加值 V1 V2 … VN

总投入 X1
′ X2

′ … XN
′

资料来源：根据2012年国家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绘制。

（1）

运用上述矩阵 、 、E以及列昂惕夫矩阵

B，计算出口附加值矩阵 和进口附加值

矩阵。苏庆义将各省份出口增加值的来源概括

为本省份的增加值、其他省份的增加值和本省

份进口的增加值。根据此定义，运用出口附加

值矩阵 和进口附加值矩阵 ，可计算出

口的本地增加值DVAi 、来自其他省份的增加

值DVSi 、进口的增加值FVSi 。各省份的本地增

加值为 的主对角线元素如式（2）。根据

Hummel et al．的定义，某一地区出口中来自本

国其他地区的增加值为国内垂直专业化DVSi，

某一地区出口中来自国外纯进口的增加值为国

际垂直专业化FVSi ，分别如式（3）和式（4）[22]。

（2）

（3）

（4）

本文通过式（2）—（4）对各省份出口增加

值进行分解，依次分解为各省份本地增加值、国

内垂直专业化和国际垂直专业化。进一步地，根

据式（2）—（4）占总出口的比重，计算各省份本

地增加值占比、国内垂直专业化占比和国际垂

直专业化占比。上述指标能够清晰反映各省份

制造业的生产布局特征。本文试图通过测算各

省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份额，以阐明各省份制

造业的省内生产特征、国内区域间联系和国际

占比，从而一方面有助于厘清制造业产业链的

生产布局，另一方面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

提供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三）数据来源和相关说明

本文运用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

与模拟重点实验室编制的《中国2012年31省区

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对2012年各省份的经济

联系进行测算[23]。在2007年省区市区域间投入

产出表的基础上，2012年31省区市区域间投入

产出表包含8部门和42部门两张投入产出表。本

文选取42部门的投入产出表。需要指出的是，

表1所示的进口意味着进口中间产品，并没有将

进口中间产品区分为纯进口增加值和回流增加

值，故本文计算的进口中间产品未剔除回流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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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部地区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

②限于篇幅，本文将制造业名称用我国区域型投入产出表中的行业代码进行对应，具体如下：纺织品为7，纺织服装鞋帽

皮革羽绒及其制品为8，木材加工品和家具为9，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为10，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为11，

化学产品为12，非金属矿物制品为13，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为14，金属制品为15，通用设备为16，专用设备为17，交通

运输设备为18，电气机械和器材为19，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为20，仪器仪表为21。

加值，仅根据进口中间产品对国际垂直专业化

份额进行测算。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出口增加值分布情况

按照式（2）—（4）对我国各省份出口增加

值进行分解，测算各省份的本地增加值、国内

垂直专业化和国际垂直专业化，再计算各省份

本地增加值占比、国内垂直专业化占比和国际

垂直专业化占比，如表2所示。具体来说，首先，

各省份出口增加值中来自本地增加值的占比分

布约在50%~80%，中部、西部地区本地增加值

所占比重偏高，约在60%~80%。在构建国内大

循环为主体背景下，出口增加值中来自本地增加

值比重偏高，显示各省份内循环的比重较大，这

与倪红福和田野的研究相符① [24]。其次，各省份

出口增加值中国内垂直专业化占比分布较为平

均，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国内垂直专业化占比

偏高。中部、西部一些地区融入国内价值链程

度较高，在国内生产链条中具有比较优势，但

总体凸显各省份之间生产联系不足。第三，北

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福建、广东、海南

等东部地区出口增加值中来自进口增加值占比

在20%左右，其中广东、上海来自进口增加值比

重高达约40%，但中部和西部部分地区来自进

口增加值非常低。我国东部地区嵌入全球价值

链程度较高，在制造业出口时依赖进口产品，制

造业外循环比重较高；而中西部地区融入全球

价值链的程度较低，这些地区制造业出口主要

还是凭借本地生产模式。总体上，我国中西部地

区的国内价值链融入程度略高，但融入全球价

值链的程度不足；东部地区全球价值链融入程

度高，国内价值链融入程度低。在复杂多变的

国际格局影响下，制造业这种生产布局使得产

业链更易受到外部冲击影响。当然，全球价值

链融入程度高并不意味着易于受到外部冲击影

响，发展国内价值链也并不意味着产业链韧性

低。这一点会在接下来的分析中说明。

（二）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分布情况

为充分了解制造业出口增加值的分布情况，

运用式（2）—（4）对制造业进行分解②，分析我

国部分省份制造业各行业来自于本省增加值、

省外增加值及进口增加值的情况。如表3、表4、

表5所示。

省份 本地增加值占比 国内垂直专业化占比 国际垂直专业化占比

北京 58.35 17.87 23.77
天津 55.71 15.86 28.44
河北 70.61 17.50 11.89
山西 73.02 19.12 7.86
内蒙 73.78 18.49 7.73
辽宁 66.55 17.92 15.53
吉林 75.75 16.82 7.44

黑龙江 61.17 26.00 12.82
上海 40.62 20.01 39.32
江苏 60.90 16.12 22.98
浙江 64.16 19.27 16.18
安徽 64.44 27.59 7.97
福建 67.35 14.98 17.55
江西 69.33 22.18 8.49
山东 70.17 12.16 17.68
河南 71.50 19.75 8.75
湖北 82.65 11.90 5.45
湖南 81.07 13.98 4.95
广东 50.05 10.31 39.64
广西 67.26 17.50 15.23
海南 52.99 25.39 21.61
重庆 61.69 23.61 14.70
四川 76.80 12.34 10.86
贵州 76.13 18.44 5.42
云南 68.63 22.04 9.33
西藏 45.85 40.27 7.17
陕西 72.51 20.92 6.57
甘肃 66.70 25.14 8.16
青海 80.06 16.67 3.26
宁夏 68.69 26.41 4.56
新疆 60.37 25.18 13.98

表2   各省出口增加值来源及其占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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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部分省份出口中本地增加值占比分布情况（单位：%）

行业名称 北京 河北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山东 河南 广东 四川

7 11.94 34.74 25.75 31.78 31.15 35.48 31.72 34.50 38.03 30.37 35.75 

8 27.85 33.80 32.13 24.39 27.05 32.49 40.11 20.21 30.10 35.31 29.46 

9 19.67 31.11 27.07 28.61 32.17 29.62 37.52 27.83 43.13 31.65 31.30 

10 25.40 35.05 23.67 28.83 28.66 33.55 34.76 28.94 33.83 23.92 36.79 

11 16.96 16.23 8.00 22.99 18.26 11.38 19.96 7.46 18.09 22.77 22.65 

12 37.85 34.83 26.98 42.67 34.29 35.62 35.91 32.62 35.62 32.55 42.58 

13 20.20 34.48 30.73 29.27 26.82 27.42 33.58 29.44 40.03 32.64 34.42 

14 7.83 27.50 15.41 25.13 20.61 29.33 27.02 20.06 24.98 20.50 30.96 

15 17.42 28.56 27.74 24.56 25.80 21.76 27.10 30.35 31.56 29.36 27.98 

16 23.72 28.50 22.82 25.86 28.16 27.43 29.73 30.87 28.82 22.55 30.67 

17 19.36 31.71 25.35 28.68 31.82 29.12 25.84 30.25 27.45 29.35 27.28 

18 26.48 35.27 25.07 21.41 34.06 26.73 33.14 28.58 23.85 34.46 31.89 

19 18.50 20.14 20.17 24.33 25.42 32.41 29.33 21.00 31.28 24.00 26.09 

20 14.69 31.18 14.20 30.83 28.99 30.80 33.50 24.21 33.60 27.98 42.46 

21 22.24 29.19 31.78 26.48 28.68 29.97 33.99 32.43 30.16 29.06 28.23 

第一，各省份制造业出口中本地增加值占

比集中在30%左右；福建的纺织服装鞋帽皮革

羽绒及其制品、河南的木材加工品和家具及非

金属矿物制品、四川的化学产品及通信设备、

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本地增加值占比在40%

以上，福建、河南、四川在这些行业具有比较优

势；上海、山东的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

品，北京的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行业本地增

加值占比较低。第二，各省份制造业出口国内增

加值占比集中在30%~40%左右，多数省份制造

业的国内增加值占比高于本地增加值占比，仅

上海、广东、安徽和福建国内增加值占比低于本

地增加值占比。多数省份在制造业生产过程中

主要凭借本地资源、国内中间投入和产业联系，

上海、广东、安徽和福建制造业生产依赖本地

生产和从国外进口中间产品。第三，各省份制造

业出口国际增加值占比分布差异大，广东、上海

的国际增加值占比约30%，北京、河北、江苏、

浙江等地国际增加值占比约20%，安徽、河南、

四川的国际增加值占比约4%，东部、中部省份

制造业出口中来自进口比重较高。其中，北京、

福建、山东、广东的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

工品，上海、广东的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出口

中来自进口比重达40%以上，这些省份对石油等

能源有较高的进口依赖。北京、上海、广东的通

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行业

出口中来自进口比重达40%以上，这些行业涉及

复杂的生产链条，在生产出口过程中需要从其

他经济体进口大量中间产品和技术，对进口中

间产品的依赖高，已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

表4   部分省份出口中国内垂直专业化占比分布情况（单位：%）

行业名称 北京 河北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山东 河南 广东 四川

7 21.31 40.30 11.15 37.62 35.75 31.81 29.22 35.70 40.86 21.29 49.99 

8 19.18 45.35 16.06 47.73 43.43 33.27 28.46 51.27 48.32 23.08 50.83 

9 20.77 33.93 15.23 37.73 33.39 37.67 33.13 40.73 34.47 25.42 49.16 

10 25.53 31.85 15.71 34.39 32.00 25.31 32.16 40.59 37.36 26.65 41.03 

11 11.81 18.35 3.99 10.52 26.07 15.62 3.44 17.70 32.51 12.18 43.16 

12 18.58 31.50 15.38 20.33 26.61 23.13 27.38 30.43 32.99 20.91 37.08 

13 30.80 35.93 15.72 26.70 30.98 27.39 38.47 40.32 35.02 31.46 47.34 

14 37.82 37.37 8.36 16.66 16.26 22.40 24.62 35.44 37.96 17.82 40.77 

15 38.40 41.38 17.83 31.70 26.75 29.39 36.06 37.31 37.42 25.93 46.43 

16 30.09 38.33 16.84 30.90 26.12 27.78 30.32 36.00 37.56 26.45 42.24 

17 35.33 39.53 21.32 29.78 28.44 27.61 32.76 38.46 39.14 25.16 45.55 

18 29.26 30.61 18.79 33.47 25.62 30.59 24.02 32.03 35.99 20.41 41.19 

19 30.62 45.70 18.42 29.15 27.68 25.75 32.19 41.72 36.70 24.95 45.40 

20 18.06 23.63 8.19 20.53 23.04 25.88 18.15 27.84 32.93 8.95 30.01 

21 23.20 33.01 11.23 29.46 28.11 30.62 23.07 31.47 38.55 15.46 4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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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部分省份出口中国际垂直专业化占比分布情况（单位：%）

行业名称 北京 河北 上海 江苏 浙江 安徽 福建 山东 河南 广东 四川

7 12.50 6.06 19.54 14.14 13.73 2.49 13.12 12.50 2.46 19.61 4.18 

8 7.57 5.15 13.48 11.72 11.29 2.03 9.61 12.89 2.33 16.39 3.58 

9 12.97 6.88 24.02 15.00 12.47 3.11 13.57 14.23 3.16 25.48 4.71 

10 16.69 8.60 31.35 16.83 16.15 3.49 17.37 18.35 4.40 35.08 5.27 

11 61.15 24.73 10.93 3.91 8.39 11.39 45.23 55.96 11.84 46.28 15.33 

12 14.49 9.65 33.45 17.30 17.23 3.82 17.28 23.19 4.26 31.47 5.56 

13 10.06 5.51 12.07 8.00 6.68 1.94 10.05 15.10 2.32 17.15 3.23 

14 27.90 14.91 43.50 22.73 19.40 5.49 24.59 26.91 6.09 40.60 7.96 

15 13.64 11.27 25.00 14.49 11.61 3.59 14.31 17.62 3.70 27.80 5.32 

16 20.30 11.75 34.83 19.13 15.91 4.22 18.27 19.40 4.48 38.26 6.55 

17 18.32 10.25 30.31 16.81 13.31 3.82 16.81 17.69 4.22 30.91 6.04 

18 18.36 9.90 33.02 21.02 15.36 3.99 16.40 18.42 3.99 31.64 6.10 

19 21.52 12.84 38.05 20.83 17.52 4.49 19.35 22.01 4.47 38.85 6.86 

20 40.05 14.83 65.67 34.16 25.90 6.89 35.66 32.39 7.53 56.85 12.19 

21 26.37 13.27 41.91 25.10 22.54 5.88 25.23 23.34 5.98 42.78 8.81 

综上，我国各省制造业主要依赖本地生产

活动和同国内各省份的生产活动，各省份基本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经济模式，但同国内

各省份的经济联系仍有待增强；东部地区制造

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深度融入全球生产活

动，依赖进口中间产品。高技术制造业依赖大

量进口中间产品，产业链条的布局较长，一大部

分生产链条布局在国外，当布局在外的产业链

遭受到外部冲击时，产业链受到影响的可能性

极大。各省份之间经济联系，尤其是中西部同

其他地区的产业联系不足，一旦全球生产活动

受到中断或者影响，国内产业联系不能弥补全

球化大生产，势必会影响产业链上企业的生产，

影响产业链的稳定性。

（三）制造业产业链后向联系

本文运用式（2）—（3）计算各省份出口中

其他省份增加值占所有其他省份增加值的比

重，反映各省出口增加值来源情况，也就是从

制造业产业链生产的后向联系角度进行分析。

之所以选取广东、江苏、山东进行分析，这主要

是因为这三个地区具有不同地理区位且均为经

济强省。表6为广东制造业出口的省外增加值来

源。结果显示，第一，广东制造业出口中来自国

内各省份的出口增加值占比较为均衡，省外增

加值占比多分布在2%~4%左右；同重庆、贵州、

云南、甘肃、新疆产业联系较弱，集中在1%~2%

之间；同海南、西藏、青海、宁夏联系普遍更弱，

省外增加值占比多小于1%。第二，广东同河北、

内蒙古、山东的产业联系较为密切，其来自河

北、内蒙古、山东的增加值占比集中在6%~8%

左右。内蒙古能源资源丰富，在出口中较为依赖

资源开发，表现为其在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

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制品的增加值占比在

9%左右；河北、山东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和产

业优势，河北作为我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

在建材领域具有显著优势，表现为广东同河北

在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制品、通用设

备行业具有密切产业联系。第三，广东同江苏

的制造业出口联系相当密切，表现在纺织品、纺

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造纸印刷和文

教体育用品的增加值占比在11%，这与江苏在纺

织等轻工业具有比较优势有关。广东还在高技

术制造业同江苏的产业联系较强，通信设备、计

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的省外增加值

占比分别高达17%和30%①，显示了江苏在高技

术制造业发展态势强劲。第四，广东同陕西、新

疆、黑龙江、天津的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

工品的增加值占比分布在8%~24%，同江苏、浙

江、山东的纺织业增加值占比在10%左右，同内

蒙古、山西在非金属矿物制品的增加值占比在

①根据制造业行业分类，本文所指高技术制造业为化学产品12，通用设备16，专用设备17，交通运输设备18，电气机械

和器材19，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20，仪器仪表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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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限于篇幅，正文未报告测算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同。

9%以上，同内蒙古、河北在非金属矿物制品，金

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的增加值占比在8%以上。

所有这些联系密切的产业都是在这些地区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只有各省份发展了具有产业

优势的产业，才能同国内其他省份保持密切的

产业联系，才有助于提高产业链韧性，助力国内

大循环。

本文测算江苏制造业出口来自省外增加值

占比情况①。具体而言，第一，江苏同山西、内蒙

古产业联系普遍密切，出口的省外增加值占比

多分布在7%以上；同河北、安徽、山东、河南、

广东、陕西的产业联系次之，占比分布在4%—

7%左右；同吉林、重庆、贵州、甘肃等联系较

弱，集中在1%~2%；同海南、西藏、青海、宁夏

联系更为薄弱，集中小于1%。第二，江苏在石

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行业同具备能源

优势的新疆、陕西、内蒙古、山西产业联系较

强，在纺织品、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

品、木材加工品和家具、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

用品行业同山西、内蒙古、安徽、山东等地联系

密切。第三，江苏的高技术制造业同国内其他

地区的联系较强，来自河北的省外增加值占比

集中在11%左右，来自内蒙古的省外增加值占比

多集中在8%以上，山西、河南次之。高技术制

造业具有精密复杂的生产链条，江苏虽拥有先

进的高技术生产水平，但其在高技术制造方面

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联系仍较为紧密。

本文进一步计算山东制造业出口与其他省

份的产业关系。结果表明，第一，山东同河北、

内蒙古、江苏的联系密切，其出口的省外增加

值占比在7%左右，同北京、天津、河南、山西、

广东的联系次之、占比约在4%，这些地区大多

分布在东部地区；山东同中部、西部大部分地

区的经济联系保持在2%左右。第二，山东同陕

西、新疆、天津的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

品联系非常紧密，陕西的省外增加值占比在17%

表6   广东制造业出口省外增加值占比（单位：%）

省份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北京 1.71 1.64 2.63 3.19 1.27 3.08 3.78 3.48 3.43 3.58 3.42 6.05 3.43 3.44 3.34 

天津 1.24 1.29 1.90 2.73 8.79 2.99 2.78 2.83 3.19 3.21 2.75 3.47 3.21 3.92 2.69 

河北 6.70 6.79 4.77 6.21 3.37 4.37 4.21 12.42 11.23 8.15 6.89 6.78 8.32 5.66 6.00 

山西 3.28 2.26 3.55 5.45 2.07 4.29 13.24 6.67 7.43 5.34 4.81 3.87 5.29 4.52 3.79 

内蒙 5.35 4.88 4.69 6.23 4.81 5.08 9.63 8.89 8.79 6.50 5.66 5.20 6.60 5.22 4.68 

辽宁 1.61 1.75 3.61 2.70 3.85 3.22 3.48 2.99 3.19 3.93 3.87 3.79 3.60 3.19 2.73 

吉林 0.91 1.14 3.95 1.66 2.04 2.47 1.59 2.39 1.60 1.34 1.35 4.62 1.44 1.29 1.02 

黑龙江 2.54 2.41 4.60 3.22 12.62 4.83 4.07 3.13 2.96 2.74 2.53 2.58 2.75 2.40 1.76 

上海 2.47 2.71 3.01 3.92 1.40 4.90 2.99 1.68 2.55 4.52 4.97 6.65 4.23 4.95 4.60 

江苏 11.50 11.92 6.34 10.56 2.29 10.05 6.08 5.96 6.38 11.40 13.18 8.89 11.33 16.83 29.60

浙江 8.31 8.81 4.93 5.21 1.08 4.21 2.57 1.90 2.69 4.44 3.88 4.00 3.96 4.25 4.10 

安徽 3.65 3.74 3.95 3.33 0.74 3.59 2.87 3.57 2.90 3.28 3.11 3.78 3.37 3.52 2.61 

福建 2.40 2.92 2.82 2.27 0.55 2.06 1.86 1.25 1.41 1.83 1.65 1.69 1.88 2.68 1.74 

江西 2.10 2.10 2.57 2.42 0.52 2.64 1.75 2.90 2.94 2.42 2.21 2.21 2.64 2.34 2.19 

山东 15.93 16.40 8.78 9.48 3.86 8.60 5.40 5.74 5.30 6.83 7.26 5.80 6.58 6.82 4.60 

河南 5.39 5.66 8.25 5.06 1.84 4.56 6.11 4.41 5.15 4.92 4.80 4.35 5.03 4.80 4.64 

湖北 5.11 5.17 2.42 3.00 0.83 2.29 1.79 2.24 2.11 1.84 1.62 2.21 1.90 1.81 1.49 

湖南 3.78 3.76 4.05 3.73 0.80 4.65 2.49 2.86 3.32 4.06 8.64 3.26 4.40 4.70 3.08 

广西 1.90 1.70 6.54 2.30 0.44 2.42 1.75 4.73 3.25 2.63 2.19 2.54 2.73 2.36 2.00 

海南 0.84 0.66 1.22 0.78 0.38 1.06 0.60 0.71 0.60 0.61 0.55 0.70 0.64 0.65 0.63 

重庆 1.28 1.28 1.41 1.61 0.43 1.67 1.62 1.50 1.74 1.76 1.78 4.63 1.80 1.76 2.00 

四川 3.03 3.17 2.72 2.64 2.38 2.75 2.59 3.60 2.45 2.16 1.99 1.89 2.23 2.14 1.62 

贵州 0.98 0.84 1.50 1.57 0.44 1.61 2.17 1.64 2.01 1.61 1.44 1.44 1.67 1.49 1.15 

云南 1.05 1.02 1.67 1.74 0.38 1.85 1.31 2.10 2.62 2.02 1.71 1.78 2.11 1.55 1.45 

西藏 0.05 0.04 0.07 0.07 0.02 0.08 0.06 0.26 0.12 0.09 0.07 0.08 0.10 0.08 0.07 

陕西 3.55 3.05 3.82 4.56 16.54 4.97 7.79 4.63 5.13 4.29 3.86 3.81 4.24 3.94 3.32 

甘肃 0.75 0.66 1.01 1.05 1.39 1.02 0.87 1.50 1.74 1.34 1.14 1.15 1.37 1.02 0.97 

青海 0.38 0.35 0.31 0.42 1.01 0.60 0.42 0.43 0.41 0.38 0.32 0.39 0.40 0.36 0.25 

宁夏 0.61 0.52 0.57 0.86 0.31 0.84 1.37 0.84 1.08 0.82 0.77 0.65 0.85 0.72 0.67 

新疆 1.60 1.35 2.34 2.04 23.55 3.28 2.76 2.72 2.31 1.96 1.59 1.73 1.92 1.57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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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同河北在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金属

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的

省外增加值占比在11%以上。河北是我国最大的

钢铁生产基地，陕西煤炭产量位居我国第三，

陕西、天津、新疆又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化工基

地，这些拥有显著比较优势产业的地区，对山东

在这些行业的贡献较大。第三，在上述山东制

造业联系密切的制造业中，高技术制造业的联

系更为紧密。其中，江苏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和

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的增加值占比分别高

达18.05%和19.3%。

综上，广东、江苏、山东同国内大多省份具

有经济联系，但联系较强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东

部；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等中部地区同广

东、江苏、山东的经济联系比较强，反映出一方

面这些省份具有显著区位优势和产业优势，另

一方面广东、江苏、山东同大部分省份的经济联

系仍有待进一步打通。各省份在自己具有比较

优势的产业同其他省份的联系比较紧密；在高

技术制造业同其他省份的联系较紧密。这主要

是因为高技术制造业需要多个生产阶段配合生

产，在国内生产中需要同样复杂精密的生产链

条，故而，高技术制造业生产需要各个省份密切

配合。当前提升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性，要在国内

生产链条上下功夫，不仅要促进各省份之间的

生产联系，还要攻克制约高技术制造业的关键

零部件生产环节。而增强各省份之间的产业联

系，要在各地区优势产业基础上，发挥东部地区

区位优势、产业优势以及其在全球生产体系中

的分工优势，带动中西部地区更高效融入国内大

生产以及全球大生产。

（四）制造业产业链前向联系

继续运用式（2）—（3）测算各省制造业出

口中广东、江苏、山东的增加值占其他省份出口

增加值的比重，从制造业产业链生产前向联系

角度分析广东、江苏、山东对其他省份的贡献，

广东测算结果如表7。

表7给出来自广东的增加值占其他各省出口

表7   各省制造业出口来自广东的增加值占其他省份出口增加值的比重（单位：%）

省份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北京 3.96 4.42 4.71 10.58 5.90 5.06 4.33 5.09 6.99 7.54 7.54 6.63 7.33 8.53 6.47 

天津 4.14 3.89 4.21 7.59 5.95 5.86 4.66 5.10 6.65 6.36 5.96 6.14 7.06 7.85 5.95 

河北 5.91 5.46 4.78 6.79 3.48 5.56 4.93 5.34 6.20 6.28 6.70 5.49 6.56 9.03 7.67 

山西 4.39 4.16 5.06 9.20 5.41 6.02 6.10 5.30 9.29 6.71 6.03 5.54 7.76 9.61 8.12 

内蒙 4.96 5.08 4.32 11.41 5.39 5.92 6.31 6.15 7.23 6.95 6.47 5.52 7.70 12.22 5.60 

辽宁 4.59 4.82 5.69 9.27 3.42 5.69 5.11 5.05 6.20 6.47 6.44 5.95 6.69 9.17 8.28 

吉林 7.30 6.85 9.25 12.79 5.64 7.39 6.84 4.73 6.90 7.55 8.51 6.46 7.61 8.32 6.88 

黑龙江 5.48 5.82 6.56 13.80 4.60 7.01 5.24 4.50 6.87 6.97 6.06 5.94 6.69 13.52 8.46 

上海 3.82 4.13 4.32 5.04 3.64 4.90 4.37 3.68 5.50 5.32 5.47 5.04 5.42 6.80 5.21 

江苏 3.55 4.38 4.15 5.07 4.37 3.88 3.84 3.38 3.69 4.12 4.02 4.29 4.02 5.75 4.62 

浙江 4.03 4.47 4.29 5.32 4.99 4.13 3.63 3.42 3.87 4.09 4.06 4.07 4.18 5.02 4.72 

安徽 4.97 5.44 5.48 8.80 3.85 5.44 4.04 4.05 4.47 4.89 4.68 5.09 5.06 6.64 5.77 

福建 5.25 5.38 5.80 7.31 4.81 6.43 6.74 4.96 7.16 6.38 6.41 5.65 7.28 7.84 5.88 

江西 5.70 5.99 5.82 8.15 3.45 6.36 5.35 5.26 6.35 7.29 6.67 5.70 6.72 9.83 8.19 

山东 3.99 4.25 4.19 5.13 4.82 4.41 4.36 4.16 4.96 4.83 4.86 4.62 4.83 7.34 5.58 

河南 4.64 4.82 5.18 6.14 4.42 5.39 5.14 4.80 5.44 5.64 5.37 5.29 5.96 6.46 6.09 

湖北 5.20 5.99 4.91 10.21 4.48 4.50 4.28 4.18 5.29 5.26 5.54 5.00 5.37 6.67 6.54 

湖南 5.92 6.56 6.14 9.17 5.03 6.07 4.95 4.77 5.61 6.32 6.51 6.21 6.61 8.57 7.11 

广西 5.95 6.30 7.51 8.65 6.16 6.95 6.27 5.70 7.91 8.88 8.32 8.06 9.72 13.42 11.10 

海南 6.86 6.93 7.16 17.77 8.75 10.74 7.78 6.06 6.92 8.05 7.71 8.45 10.41 16.06 12.63 

重庆 5.01 5.88 5.19 12.79 4.44 6.27 5.62 4.87 5.07 5.88 6.54 5.72 6.48 10.39 6.60 

四川 5.55 6.00 6.32 10.25 4.11 6.12 6.17 4.74 5.76 6.20 6.43 5.95 6.47 8.98 6.78 

贵州 5.68 6.87 5.71 16.12 7.33 8.56 8.86 6.53 9.38 9.46 7.87 8.72 9.15 11.76 8.03 

云南 5.31 5.93 6.03 12.43 7.12 7.13 7.64 6.87 9.71 8.37 8.02 6.56 9.31 12.83 9.96 

西藏 4.57 5.61 6.00 11.42 -- 8.21 6.01 4.30 3.83 -- -- -- 7.45 -- --

陕西 5.51 6.38 5.02 13.78 5.97 7.15 5.83 4.90 6.27 6.33 6.61 6.84 7.41 7.62 9.01 

甘肃 6.20 6.35 4.95 11.74 6.06 6.13 5.07 5.11 7.78 6.71 6.75 7.01 7.20 7.65 6.57 

青海 6.75 6.44 4.06 6.98 5.00 7.44 6.82 6.14 6.61 8.33 6.73 5.83 9.00 8.15 9.60 

宁夏 4.38 4.57 5.28 9.23 4.28 4.31 4.24 4.58 4.96 7.34 7.31 5.48 6.25 12.92 11.18 

新疆 6.15 6.11 6.18 15.76 6.62 7.75 6.57 6.24 7.74 8.23 7.18 5.91 9.22 7.58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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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增加值比重的情况。可以看出，第一，整体上，

广东制造业对其他省份制造业出口的贡献比

较大、多分布在5%以上，广东与其他各省份经

济联系较为密切。第二，各省制造业出口来自

广东增加值占比较高的行业多集中在高技术

制造业，如北京、天津等，在各省的占比多分布

在6%~8%。然而，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份除

外，这主要是由于这三个地区的高技术制造业

较为发达，来自广东的制造业出口增加值占比

较低。以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行

业为例，该产业是广东第一大支柱产业，广东

对国内大部分地区的出口贡献在9%以上，广东

在该领域同各省份的产业链联系紧密。第三，广

东对其他省份出口增加值贡献高于国内其他省

份对广东的经济联系。这足以显现出广东作为

经济强省，制造业各部门对国内各省份的产业

贡献程度均较高。

本文测算来自江苏的增加值占其他各省出

口增加值比重的情况。具体而言，第一，江苏同

各省份在制造业生产上保持着相当密切的经济

联系，各省制造业出口来自江苏的增加值占比

多分布在10%左右。第二，在纺织品、纺织服装

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行业，江苏对各省份的

贡献非常大，占比多在12%左右，江苏在纺织品

行业优势显著。第三，江苏对各省份在高技术制

造业的贡献多分布在10%以上，尤其在通信设

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行业占比

约20%，电气机械和器材分布在11%以上，这些

都是对产业链链条要求极为精细复杂的部门。

第四，江苏同我国各省的产业联系显著高于广

东同我国各省的产业联系，这主要是因为江苏

位于长三角地区，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显著，有

助于各地区产业链协同发展。

进一步测算来自山东的增加值占其他各省

增加值比重的情况。结果表明，第一，各省制造

业来自山东的增加值占所有省份增加值比重多

在10%以上。山东在纺织品、纺织服装鞋帽皮

革羽绒及其制品、木材加工品和家具、造纸印

刷和文教体育用品行业同所有省份的联系均较

为密切，具有显著优势。第二，山东对北京、天

津、山西、内蒙、河南所有行业的出口贡献都比

较高，这些地区恰好是对山东出口贡献比较高

的省份。山东充分运用区位优势，同周边地区的

产业联系密切。第三，山东在高技术制造业对

其他省份的贡献相比其他制造业的贡献具有微

弱优势，表现为各省制造业出口来自山东的增

加值占所有省份增加值比重约在6%~8%，高技

术制造业未来仍是我国各大经济强省的重点发

展方向。

综上分析，广东、江苏、山东这些省份在自

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同其他省份具有密切的

经济联系，且在高技术制造业领域同其他省份

的经济联系更为密切；这些省份对其他省份出

口增加值的贡献比较强，高于出口时国内其他

省份对其的经济联系；中部、西部地区在国内生

产联系中对其他省份的贡献不足。这凸显了由

于高技术制造业的省际产业联系密切，要确保

高技术制造业在国内产业链的高效运行，必须

要打通受制约的核心技术生产环节；我国东部

地区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比较明显，所以东部

地区对其他省份出口贡献比较大，因而我们要

在制造业出口中，加大东部地区对中部、西部地

区的带动作用，使中部西部地区更高效融入国

内价值链和全球价值链，产业联系增强，确保产

业链安全稳定运行。

四、进一步讨论

为进一步说明各省份产业链特征，本文基

于肖兴志以及吕越和张杰研究，运用《中国2012

年31省区市区域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对制造

业各行业的产业链韧性RES进行测算并进行分

析。本文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实际测算按照吕

越和张杰方法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
表示，具体测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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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Ximt 表示地区m 行业i 年份t 的中间投

入，N表示所有地区的数量。按照HHI 的定义，

其越大表示本地区进口的中间品越集中在某些

地区，产业链韧性越低。按照式（5）具体测算

结果如图1所示①。

第一，北京、上海在非高技术制造业的韧

性较高；江苏、浙江在纺织品行业的韧性较低，

广东在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的韧

性较低。综合第三节分析可见越是各地区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业，其产业链韧性就越低，这可

能是由于各地区具有优势的产业，其在生产过

程中来自其他地区投入的值较小，所以韧性较

低。第二，各地区制造业的产业链韧性分布较

为平均，且偏低。若各地区能够增强同其他省份

的经济联系，中间投入增加，则产业链韧性就会

提升，产业链运转更稳健安全。基于上述分析，

我国各省份制造业的产业链韧性仍需要提升。

进一步地，基于上述我国各省份制造业和

广东、江苏、山东等省份制造业典型特征以及

韧性测度分析结果，结合近几年发生的中美贸

易摩擦等事件对制造业产业链进行分析，具体

的影响机制如图2所示。

2018年中美之间发生贸易摩擦，美国单方

面打压我国制造业，尤其针对半导体等高技术

制造业，对制造业生产产生影响。一方面，东部

地区出口来自进口的比重较高，高技术制造业出

口来自进口的比重更高。高技术制造业高度嵌

入全球价值链，对国外进口中间产品和技术的

依赖度较高。当受到贸易摩擦影响时，在全球

价值链嵌入程度比较高的产业或地区更易于受

到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然而，这并不意味着

要脱离全球价值链进行自我发展，而是应该提

高高技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攻关能力，降低对

进口中间产品依赖，使产业链韧性提升。更为关

键的是，嵌入全球价值链通常会使产业面临更

激烈的市场竞争，从而诱发产业链内企业拥有

更大自主创新动力，使产业链适应外界环境的

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18]。企业等主体的自

我创新能够提高产业链韧性[17]。另一方面，贸易

摩擦的发生使各省制造业进出口需求降低，导

致对中间品需求大幅萎缩，进一步使各省在全

球价值链所能获得的收益降低。我国制造业在

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中低端，相比发达国家在全

球价值链所能获得的利润少之又少。贸易摩擦

叠加其影响，使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获得收益

更少。通过攻克“卡脖子”技术，突破发达国家

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提高产业链安全高效运行的能力，对增强全球

产业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

2020年全球生产链被突如其来的疫情危

①制造业行业分类同表3。

图1   部分地区制造业产业链韧性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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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影响机制

①美国一些半导体芯片企业由于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将位于中国的产业研发部门从中国内地完全撤出。

机打断。在中美贸易摩擦叠加新冠疫情影响下，

一些跨国公司受 母国因素以及我国劳动力成

本、生产资料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部分跨国

企业鼓吹将生产工厂搬迁至越南等东南亚经

济体。还有一些经济体受金融危机影响，推行

逆全球化试图转移国内日益升级的矛盾，鼓吹

跨国公司缩短生产链条①。与此同时，随着新一

代信息技术研发能力增强，企业自动化生产能

力提高，产业链条也会有收缩趋势。事实上，从

2011年开始全球生产链条就有缩短倾向。而当

下我国制造业面临着向发达国家回流和发展中

国家分流“双重挤压”的压力。面临外界压力，

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要重新布局以自己

为中心的生产链条，提升产业链韧性，确保生产

安全高效进行。如果仍仅依赖以发达国家为核

心的生产制造链条，不仅容易陷入技术的“低

端锁定”，更会丧失制造业发展的良好机遇。

后疫情时代，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

会更倾向于选择国内生产链条，发挥各地区市

场优势，发展国内大循环，而国内大循环的核

心就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国已经是

联合国公布的制造业生产门类最全的国家，具

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发展制造业特别是高技

术制造业，最首要的就是要攻克“卡脖子”的核

心技术。疫情使制造业生产链条受到前所未有

的重新布局，但也使众多企业致力于增强企业

生产韧性如提高备货周期、布局多个生产存储

仓库、改善销售模式等。这样一来，制造业企

业在不同省份安排生产、销售链条，各省份制

造业比重增加，参与国内大生产能力提高，产

业链韧性提升，经济循环畅通无阻。简而言之，

以自己为中心的制造业生产链条补充全球价值

链生产，提高产业链韧性。以广东制造业为例，

广东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来自其他省份的增加值

不足。随着其他省份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能力提

高，广东制造业出口来自其他省份的增加值份

额就会增加，广东与其他省份的经济联系就会

增多，国内价值链联系更加紧密。国内生产链条

稳定，进一步弥补了全球生产链条，提升制造

业产业链在生产和出口时的韧性。此外，中部、

西部地区同其他地区产业联系不足，这就为东

部地区发挥产业和区位优势带动中西部地区发

展提出要求。当中部、西部地区的发展能力调

动起来后，原先在东部地区具备一定生产能力

的企业，为了提高企业生产能力，提升销售效

率，在中部、西部地区展开经营布局，以增强企

业规模化生产能力，使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和安

全性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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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大国经

济内部可循环的重点产业。我国经济实现高质

量发展必须筑牢制造业。本文通过研究发现，

我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主要来自本地增加值以

及国内垂直专业化，国际垂直专业化占比总体

偏低；各省份制造业出口同样依赖国内增加值

和本地增加值，且多数省份制造业出口的国内

增加值占比高于本地增加值占比，国际增加值

占比分布差异大，东部地区制造业出口增加值

的国际垂直专业化占比偏高，特别是高技术制

造业已深度融入全球生产活动；广东、江苏、山

东等地同国内多数省份具有经济联系，特别是

同河北、山西、内蒙古、河南等中部地区的经济

联系较强，但东部地区同中部、西部多数省份的

经济联系仍有待增强；广东、江苏、山东制造业

出口主要依赖本地生产，对其他省份增加值的

贡献明显高于国内其他省份对其的贡献。贸易

摩擦等事件对制造业特别是高技术制造业全球

价值链造成影响。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制

造业对国外进口中间产品的依赖，提升制造业

产业链韧性，促进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是制造

业发展的应有之义。

根据本文研究成果，在全球价值链重构趋

势下提升我国制造业产业链韧性应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第一，通过自主创新提升产业链韧性。

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是要加强科技创新。制造

业转型升级，最核心的还是要靠持续创新、靠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制造业拥有了关键环节

核心技术，才能减少在关键生产环节对国外产

品的依赖，才能发展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产业

链，确保产业链具备抵御外界风险的能力。第

二，通过实现跨区域协同提升产业链韧性。在

制造业生产上增强国内产业布局长度，中西部地

区要逐渐具备能够承接东部地区产业的能力，

优化国内产业链条布局，降低对国外生产链条

的依赖性，为产业链安全稳定运行提供坚实的

国内产业链保障。第三，通过提高全球价值链

嵌入水平和分工地位提升产业链韧性。针对进

口增加值较少的地区，要增强全球价值链的嵌

入程度；针对进口增加值较高的地区，要引导向

价值链微笑曲线两端的研发、销售环节发展。

通过发展“数字技术”+“制造业”实现智能升

级和绿色转型，增强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上获

益能力，保障产业链安全稳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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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asping the trend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structuring and improving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hain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added valu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mainly comes from local and 
domestic, and the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s relatively low. The manufacturing 
exports of all provinces depend on local and domestic added value, and the eastern region accounts for a 
relatively high pro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Guangdong, Jiangsu, Shandong and other 
places have close economic ties with most provinces, but the domestic economic ties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insufficient. To improve the resilienc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t is necessary to master 
core technologies through independent innovation, give full play to industrial and location advantages to 
achieve domestic synergy, and strengthen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to enhance the status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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