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４卷　第４期
２０１３年　　４月

科　研　管　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Ｖｏｌ．３４，Ｎｏ．４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１３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７－３０；修回日期：２０１２－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长三角传统制造业低端锁定与突破路径：国家价值链视角”（批准号１１ＹＪＡ７９０１１８），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０１４年３月）。

作者简介：钱方明（１９６４－），男（汉），江苏吴江人，嘉兴学院商学院院长（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９９５（２０１３）０４－００５－００７４

基于 ＮＶＣ的长三角传统制造业升级机理研究

钱方明

（嘉兴学院商学院，浙江 嘉兴　３１４００１）

摘要：近年来，长三角制造业低端锁定及其升级路径成为我国制造业发展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扩大内

需战略的强力实施和消费结构的加快升级，以及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加快，为长三角传统制造业通过构建国

家价值链实现产业升级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本文从价值链视角分析了长三角传统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

高端升级面临的主要困境，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模型来考察基于国家价值链的区域传统制造业升级机理，探讨

了基于国家价值链的长三角传统制造业升级的主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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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长三角传统制造业通
过国际代工嵌入由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

价值链（Ｇｌｏｂ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简称 ＧＶＣ），产业规
模得到空前的扩张。１９９０年，长三角外贸出口额
占全国的比重为 １６８％，到 ２０１０年这一比重已
经达到 ４００％，而贸易依存度则已经达到
４９６％。长三角外贸出口仍以传统产业为主，
２０１０年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仅占２９１％。２０１０
年，长三角加工贸易出口额占全部出口的

４６４％，其中江苏省达５９１％。长三角传统产业
代工制造规模扩张并没有逻辑地促进本土代工企

业群体向 ＧＶＣ高端攀升，嵌入 ＧＶＣ的代工企业
能够实现加工环节的升级，但难以进入到ＧＶＣ的
设计和营销环节（刘志彪等，２００９）［１］，其升级困
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１本土企业难于突破链主企业对市场的控
制。长三角传统产业国际代工企业主要通过三种

形式嵌入 ＧＶＣ。一是通过外资企业嵌入 ＧＶＣ。
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ＦＤＩ大量流入长三角，
直接推动了该地区的加工贸易发展，２０１０年长三
角外资企业出口额占比达５９６％。外资企业通
过外包市场将本土企业纳入其全球生产体系，并

把控着连接外包市场与终端市场的主要贸易渠

道，本土代工企业很难突破通向终端市场的“隔

层”。二是通过外贸出口商或直接出口嵌入

ＧＶＣ。长三角一些发展较快的专业外贸公司在突
破港台地区中间商的控制后，直接与发达国家进

口商建立业务联系，并把本土代工企业带入全球

生产体系。随着外贸进出口权改革，很多民营生

产企业直接接受发达国家进口商的外包业务，

２０１０年浙江私营企业出口占比达５１３％。在这
两种形式中，无论是专业外贸公司还是代工企业

都明显缺乏市场势力，贸易渠道被发达国家进口

商所控制。三是通过大型专业市场嵌入 ＧＶＣ。
长三角拥有浙江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浙江绍兴中

国轻纺城、江苏常熟服装城等较多国际化程度较

高的大型专业市场，这些专业市场为广大中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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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企业提供接受国际代工订单的平台，如浙江义

乌中国小商品城外向度达到６５％以上，商品辐射
２１９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５７６万个集装箱［２］。

一些国际大买家、品牌制造商入驻市场，向代工企

业发包采购，拥有对贸易渠道的绝对领导权。

２本土企业难于突破链主企业构筑的技术
壁垒。长三角传统产业国际代工企业基本上是由

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逐步发展起来的，企业规模

小、技术积累少，与链主企业的累积性技术优势相

比有巨大的差距。链主企业利用“专利池”等“知

识隔断机制”防止核心技术向代工企业外溢，代

工企业嵌入 ＧＶＣ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有限的。尽
管在发包方的指导下不少代工企业实现了工艺升

级和产品升级，但由于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投入较

少，代工企业无法有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甚至由

于引进昂贵的专用技术设备而被“套牢”，陷入

“伪升级”的困境。这种情况在长三角的纺织产

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３产业集群难于形成与跨国公司相抗衡的
市场势力。产业集群是长三角传统制造业的主要

产业组织形式，是代工企业参与外包业务竞争所

依托的主要优势之一。中西部地区大量廉价劳动

力的流入，进一步强化了长三角在初级要素上的

比较优势，延长了代工企业持续获得低成本竞争

优势的时间。但由于长三角传统产业集群的代工

企业同质化比较严重，代工企业间的可替代性很

强，难于形成与跨国公司抗衡的市场势力。正因

为如此，发包企业不断压低代工价格，对代工企业

形成纵向压榨，不断攫取集群租金。

以上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的国际代工企业中也

普遍存在，已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Ｂａｚａｎ和
Ａｌｅｍáｎ（２００４）通过对巴西ＳｉｎｏｓＶａｌｌｅｙ鞋业集群
中存在的四种主要价值链比较分析后发现，依托

国内市场发展起来的国家价值链中的本土企业，

具有更强的功能升级能力［３］。Ａｌｔｅｎｂｕｒｇ（２００６）
较全面地分析了影响价值链治理模式的因素 ［４］。

近年来，刘志彪等国内学者洞察到国家价值链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ｌｕｅＣｈａｉｎ，简称 ＮＶＣ）在我国产业升
级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所谓国家价值链，是指基于国内本土市场需求发

育而成，由本土企业掌握产品价值链的核心环节，

在本土市场获得品牌和销售终端渠道以及自主研

发创新能力的产品链高端竞争力，然后进入区域

或全球市场的价值链分工生产体系［５］。刘志彪

等（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１１）［６－８］提出中国企业通过构建
ＮＶＣ实现产业升级的思想，并指出构建 ＮＶＣ是
新一轮全球化下我国企业升级的战略选择。岳中

刚等（２０１１）认为，培育具有全球市场渠道控制能
力的零售商是构建 ＮＶＣ的核心［９］。李陵申

（２００９）则从ＮＶＣ视角探讨了纺织产业集群的升
级路径［１０］。纵观国内外相关文献可以看出，ＮＶＣ
是研究产业升级问题的新范式，通过构建ＮＶＣ实
现中国企业在 ＧＶＣ低端环节上的强势突破是价
值链理论新的研究前沿。但从总体上看，对 ＮＶＣ
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尚存在以下不足：尚未建

立较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尚未全面揭示本土企

业构建ＮＶＣ的机制，尚不清楚 ＮＶＣ与 ＧＶＣ的互
动机制；鲜见结合产业集群分工、专业市场动态演

进等特点从ＮＶＣ视角深入探讨长三角传统制造
业升级机理的相关研究。本文以长三角（两省一

市）传统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首先从 ＮＶＣ视角建
立区域传统制造业升级的分析模型，从一般意义

上探察区域传统制造业升级机制，然后针对长三

角传统制造业的升级困境探讨基于 ＮＶＣ的具体
突破路径。

２　基于 ＮＶＣ的区域传统制造业升
级逻辑

　　目前有关制造业升级的定义较多，其关注的
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文认为，基于ＮＶＣ的区域传
统制造业升级是指区域本土企业群体以国内市场

为依托实现功能升级并主导 ＮＶＣ的构建，通过
ＮＶＣ与ＧＶＣ的竞争、合作，最终实现在全球价值
链分工体系中的功能升级。图１从本土企业构建
ＮＶＣ的动力机制、ＮＶＣ的构建机制和 ＮＶＣ与
ＧＶＣ竞争合作机制三个方面探讨基于 ＮＶＣ的区
域传统制造业升级机理。

区域本土企业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环节转换

的实质是要素高级化、异质化的过程，如企业家精

神的演进和研发设计、营销人才的集聚等。作为

代工企业，为什么要放弃收益比较稳定的贴牌加

工转向收益可观但风险较大的 ＮＶＣ构建活动？
即代工企业升级的动力机制是什么？严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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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１）在研究集群式产业链升级机理时，从内在
动力和外在动力两个方面分析群链要素资源高级

化的动力机制［１１］。借鉴这一思路，本文从内生动

力和外生动力两个方面分析代工企业的动力机制。

代工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一些先进的代工企业将

不再满足于赚取微薄的代工收入，在区域消费升级

的诱导下产生功能升级的内生动力，其目的是为追

求更高的经济租金（关系租金、品牌租金）。丰厚

的利润使其有能力进一步以高薪吸引高端人才，高

端人才的集聚又会进一步推动区域消费升级，循环

往复推动产业升级。代工企业对消费需求升级的

响应速度取决于企业家精神的演进程度。目前，代

工企业中普遍存在的小富即安、怕冒风险等思想是

制约传统制造业功能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

促使代工企业要素高级化、异质化的关键因素是企

业家精神的演进。另外，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强度直

接影响企业功能升级的成本，是推动代工企业功能

升级的主要外生动力。

图１ 基于ＮＶＣ的区域传统制造业升级机理

Ｆｉｇ１　Ｕｐｇｒａｄ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ＮＶＣ

　　区域本土企业要素的高级化、异质化使其有
能力专注于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高附加值环节，

生成“专有能力”（俞荣建，２０１０）［１２］，并随着在区
域、全国市场中声誉的建立，形成独占性“专有资

产”，建立起构建 ＮＶＣ的核心基础，成为 ＮＶＣ的
准链主企业。这是一个艰苦且充满风险的升级过

程，并不是每个企业都能成功，有些企业由于无法

形成其“专有资产”而被迫放弃升级努力，继续其

代工业务。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准链主企业逐渐

将低附加值环节分离出去，集中资源发展“专有

能力”。随后，准链主企业在协调与其他企业关

系的同时，通过“干中学”不断提高价值链治理能

力，并逐步建立其在价值链上的权威，最终成为

ＮＶＣ链主企业。链主企业通过“专利池”等构筑
技术壁垒，并形成阻止其他企业模仿的隔绝机制

（俞荣建，２０１０）［１２］１６－２５，以防止由于独占性资产
受侵犯而使经济租金耗散。本土企业一般会先依

托区域市场构建区域价值链，并逐步突破区域限

制，构建基于全国市场的ＮＶＣ。
区域本土企业依托国内市场构建 ＮＶＣ仅是

其升级的前一阶段，后一阶段还需要在与ＧＶＣ的
竞争合作中向 ＧＶＣ的高端攀升。本土企业至少

可以通过两种形式实现后一阶段的目标。一种形

式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并购等途径将

ＮＶＣ向国外延伸，自主构建并主导 ＧＶＣ的治理。
另一种形式是，依靠从 ＮＶＣ获得的市场势力和
“专有能力”与ＧＶＣ链主企业或由其控制的经销
商建立战略联盟，通过共享销售渠道、共同开发产

品等方式向 ＧＶＣ高端攀升。通过 ＮＶＣ与 ＧＶＣ
的竞争、合作，本土企业不断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取

新知识、新技术和价值链治理新经验，及时掌握国

际高端需求变化，增强持续创新的动力，不断增强

向ＧＶＣ高端攀升的“专有能力”。

３　基于 ＮＶＣ的长三角传统制造业
升级路径

　　以上分析给我们的启示是，长三角传统制造
业应改变以往试图单一从 ＧＶＣ低端直接突破的
做法，选择相对迂回的突破路径，即依托不断发育

的国内中高端市场构建 ＮＶ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向国外拓展价值链，自主构建 ＧＶＣ，或寻求与
ＧＶＣ主导企业合作来实现在ＧＶＣ上的升级。

路径一：领导型企业驱动的升级路径。长三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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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涌现了一批

在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领导型代工企业。这些

代工企业在接受国际代工业务时也向其他代工企

业再发包，有些已处在功能升级过程中，有些则已

经实现了功能升级。地方政府可以建立鼓励产业

升级的“政策池”，为这些企业构建ＮＶＣ提供系统
化政策支持。领导型企业应增强对消费升级的响

应能力，依托国内中高端市场发展自主品牌，并向

安徽、江西等地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构建区

域、国家价值链。与大型零售企业合作开发自主品

牌，依托大型零售企业的渠道优势构建 ＮＶＣ。在
此基础上，通过跨国经营、海外并购等直接构建

ＧＶＣ，或通过战略联盟等方式向ＧＶＣ高端攀升。
路径二：集群企业共同驱动的升级路径。长

三角集群企业依托国内市场并通过集群间分工构

建数条甚至更多条ＮＶＣ（简称ＮＶＣ群链）的升级
路径如图２所示。传统产业集群通过建立异地工
业园区等方式转移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将释放

的要素资源集中投向研发设计、品牌渠道等环节，

促进传统加工型产业集群向创新型集群（王益

民、宋琰纹，２００７）［１３］转型。建立共性技术和关键
技术创新平台，促进集群企业间合作创新，生成产

业集群“专有能力”。先进代工企业依托国内市

场创建自主品牌，向品牌制造商转型发展，形成由

本土企业主导的 ＮＶＣ群链。链主企业通过协调
与其他集群企业间的关系，促进集群间分工与治

理关系的形成，进一步提升 ＮＶＣ群链的竞争力。
在此基础上，ＮＶＣ群链向国外拓展，本土企业自
主构建ＧＶＣ，或寻求与ＧＶＣ主导企业开展战略合
作，向ＧＶＣ高端攀升。

图２ 集群企业共同驱动的传统制造业升级路径

Ｆｉｇ２　Ｕｐｇｒａｄｅｐａ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ｄｒｉｖｅｄ

ｂｙ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ｗｉｔｈｉｎｃｌｕｓｔｅｒｓ

路径三：专业市场驱动的升级路径。通过专业

市场功能创新驱动本土企业构建 ＮＶＣ群链并向

ＧＶＣ高端攀升，是长三角传统制造业升级的另一
重要路径，见图３所示。长三角专业市场应通过信
息发布、品牌展示、时尚体验、会展博览、物流配送

等功能创新来提升其在商品市场体系中的影响力，

驱动与其共生的代工企业功能升级。先进的代工

企业依托专业市场的信息、渠道、人才等优势创建

自主品牌，向品牌制造商转型发展，形成丰富多彩

的ＮＶＣ群链。ＮＶＣ群链随着专业市场的升级而不
断发展，ＮＶＣ主导企业通过协调与其他市场企业
间的关系，促进了市场间分工和不同治理关系的形

成，并进一步提升ＮＶＣ群链的竞争力。专业市场
功能创新也使一些先进的流通商向品牌商发展，他

们独立或与代工企业合作开发自主品牌，以 ＮＶＣ
群链的形式带动本地代工企业功能升级。专业市

场功能升级将吸引国际采购商、品牌制造商入场交

易，专业市场内ＮＶＣ主导企业寻求与这些跨国采
购商进行战略合作，向ＧＶＣ高端攀升。

图３ 专业市场驱动的传统制造业升级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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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研究结论与不足

综观以上论述，可对本文的分析结果归纳如下：

（１）国内价值链理论是研究我国产业升级的新
范式，是对价值链理论的重要拓展。我国对ＮＶＣ的
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建立较系统的理论分析

框架，尚未全面揭示本土企业构建ＮＶＣ的机制，尚
不清楚本土企业从ＮＶＣ向ＧＶＣ高端攀升的机理。
探析长三角传统制造业升级机理不能忽视产业集群

分工、专业市场升级等新现象，需要从长三角产业发

展的历史、特征、趋势等多方面把握其升级规律。

（２）本文构建了理论分析模型，从本土企业构
建ＮＶＣ的动力机制、ＮＶＣ的构建机制和 ＮＶＣ与
ＧＶＣ竞争合作机制三个方面探讨基于ＮＶＣ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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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制造业升级机理。本文认为，对经济租金（关

系租金、品牌租金）的追求是本土代工企业功能升

级的内生动力，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则是主要外生动

力；代工企业拥有的声誉等独占性“专有资产”是

其构建ＮＶＣ的核心基础，价值链治理能力是其能
否成为ＮＶＣ链主企业的关键要素；本土企业构建
ＮＶＣ仅是其升级的前一阶段，最终还需通过独立
构建ＧＶＣ，或与ＧＶＣ合作，向ＧＶＣ高端攀升。

（３）长三角国际代工企业主要通过三种形式
嵌入ＧＶＣ，但都难于突破链主企业的市场控制和
技术封锁，被压制在ＧＶＣ的低端。长三角传统制
造业需要改变以往试图单一从 ＧＶＣ低端直接突
破的做法，至少可以采用三种迂回的升级路径实

现突破，即领导型企业驱动的升级路径、集群企业

共同驱动的升级路径、专业市场驱动的升级路径。

本文的不足是，受问题复杂性、认识局限性、

篇幅限制等因素的制约，主要采用定性分析方法，

尚未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实证检验。下一步研究

要综合运用定量分析、案例分析等来验证模型的

合理性，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和对现实

世界的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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