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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入分析与探索国内全球价值链领域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以 1992 年至 2020 年 7 月 CNKI 收录的

2 509 篇全球价值链研究核心论文作为原始数据，并借助 CiteSpace 软件进行基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研究。结果表明: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热点包括产业升级、制造业、产业集群、增加值贸易、国内价值链、全球价值链分工; “一带一

路”未来几年仍是该领域重要的研究前沿; 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格局及数字贸易对全球价值链的影

响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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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Porter ( 1985) ［1］提出价值链概念以来，信息

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跨国运输成本的下降进一步

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形成，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

研究和实践带来了挑战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2］。
实行对外开放、构建由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体系

符合当今中国的时代特征与世界经济技术发展规律。
考虑到目前国内对全球价值链系统性、定量性的研

究成果较为缺乏，本文以 CNKI 数据库中收录的全

球价 值 链 相 关 的 文 献 资 料 为 研 究 对 象， 利 用

CiteSpace 软件对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现状及热点趋势

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成果从整体上把握国内全球

价值链研究的文献状况，重点分析与探索国内全球

价值链的热点问题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全球价值链

领域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与指导。

一、数据来源与基本分析

( 一) 数据获取

本文从 CNKI 数据库中提取全球价值链分析所

需要的相关数据。在 CNKI “高级检索”界面中，

将研究论文的获取来源设为 “期刊”，在 “检索条

件”一栏键入 “ ( 主题=全球价值链) 或者 ( 关键

词=全球价值链) ”，对截止到 2020 年 7 月 30 日的

文献采用“精确”的匹配方式进行检索，所得检索

文献共 6 681 篇。为了保证最终分析结果的严谨性

与可信度，首先选择质量优秀的分析数据来源。考

虑到分析所用文献的学术代表性与权威性，本文拟

选定结果中来自北大核心数据库中的 2 509 篇有效

文献 ( 下文称“核心论文” ) 作为分析对象，对国

内全球价值链研究现状和前沿趋势进行计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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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数据处理

本文主要通过 Citespace 对文献数据库进行共聚

分析、共线分析等来分析知识图谱，从中梳理出国

内全球价值链研究的现状、相关热点问题与未来全

球价值链发展趋势。数据处理流程如下: 首先，通

过 CNKI 平台期刊检索中的 “高级检索”功能设定

“篇关摘”为“全球价值链”、“来源类别”为 “核

心期刊”进行文献初选; 其次，利用人工筛选，剔

除检索结果中启事、评述、新闻及目录类等非学术

论文结果; 再次，将筛选出的有效文献以 Ｒefworks
格式导出，并以 Citespace 能够识别的 download_ txt
命令保存成为文本文档; 最后，借助 Citespace 软件

将文献数据转化为知识图谱并进行分析［3］。
二、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热点、研究进程与前沿

趋势

( 一)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热点

论文的关键词往往能够凸显全文的核心内容，

体现全文的核心观点。对样本中全球价值链核心论

文的关键词作定性分析解读，由此完成全球价值链

研究热点分析。将收集到的经过处理的样本数据导

入 CiteSpace 中，TimeSlicing 一栏中的时间分割段设

置为 1992－2020 年，时间分片设置为 1 年。设置完

毕后运行软件进行分析即可得到从样本中提取的全

球价值链研究论文的关键词共现图谱，图谱中共有

节点 731 个 ( N = 731) ，连接 2 152 条 ( E = 2152) ，

网络密度为 0. 008 1 ( Density = 0. 008 1) 。从该计量

结果可得出，研究全国价值链相关领域的学者间虽

然联系不频繁，但其研究内容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为优化全球价值链研究热点的后续分析结果，使其

具有科学、严谨性，本文将图谱中的 “全球价值

链” “价值链”等与研究热点不相适应或不能表达

完整意思的节点忽略，从而得到全球价值链领域中

的文献关键词共现图谱，见图 1。
为了 准 确 选 定 关 键 词，本 文 采 用 出 现 频 率

( Frequency) 与中心度 ( Centrality ) 作为衡量关键

词重要程度的依据。关键词的频率与学界对该关键

词的关注度呈正相关关系，故其能够有效反映该关

键词的研究热度，适合作为研究热点的评判标准。
而关键词的中心度反映的是关键词的重要程度，中

心度越高，代表关键词越重要，因此同样适合作为

研究热点的评判标准。经过充分的考虑与对比，在

图 1 全球价值链研究关键词图谱

Fig. 1 Map of key words in GVC researches

统计数据样本中选择了 6 个关键词用于分析全球价

值链 的 研 究 热 点，分 别 以 “关 键 词 ( 频 率 /中 心

性) ”的形式列出: 产业升级 ( 157 /0. 16 ) 、制造

业 ( 106 /0. 16) 、产业集群 ( 105 /0. 09) 、增加值贸

易 ( 90 /0. 09) 、国内价值链 ( 76 /0. 05) 、全球价值

链分工 ( 59 /0. 10) 。对各研究热点总结如下。
1. 产业升级。从企业层面来说，产业升级指企

业中生产产品的附加值提高。企业可以通过技术进

步、管理模式改善、结构优化等方法完成产业升级;

从产业层面来说，产业升级指产品平均附加值的提

高。主要通过产业下的各类企业在产业环境下的竞

争演化。在同一产业中，企业为了提高生产产品的

边际效率以及利润率会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以便

在竞争中获胜，而这种行为累计到一定程度便会由

量变引起质变，推动整个产业链结构升级; 从宏观

层面来说，产业升级即为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升级

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不断融入全球价值链的

过程中，国内的产业结构受到巨大的影响，因此产

业升级成为全球价值链的研究热点之一。从关键词

计量数据中可以看出，升级 ( 64 /0. 04) 、产业转移

与升级 ( 21 /0. 00) 、产业链 ( 21 /0. 03) 、转型升级

( 29 /0. 00) 等相关关键词出现频率较高，表明产业

升级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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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造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制造业取得

了飞速发展与巨大进步，这也使其在全球价值链中

具有重要地位。但我国制造业大多限于生产过程中

的加工组装等环节，创造出的产品价值增值较小，

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也相对较低，故如何准确衡

量、提高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将制

造业与全球价值链相结合等问题也成为了学者们的

研究热点。
3. 产业集群。产业集群是指在一定的产业环境

中，具有集中地理位置的交互关联性企业、金融机

构、供应商、服务商所组成的群体，是工业化发展

的普遍特征。产业集群可以看作特定地理范围内多

个产业与多种类型机构联结成的共生体，这些共生

体相对单个企业而言，具有更为强大的生命力。经

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带来的全球价值链的不断稳

固也促使地方的产业集群被动或主动嵌入到全球经

济体系当中。在这样的背景下，产业集群在面对本

地竞争的同时也要在全球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因

此，如何衡量我国产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
探求全球价值链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机制等

问题也就成了学者们的研究热点。由统计结果分析

得出，地方 产 业 集 群 ( 28 /0. 00 ) 、产 业 协 同 集 聚

( 21 /0. 00) 、产业集群升级 ( 19 /0. 00) 等与产业集

群相关的关键词也具有较高的出现频率，可知国内

学者主要围绕地方性的产业集群及其升级策略展开

研究，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发展深化，这一部

分的研究也会更加完善。
4. 增加值贸易。在全球化自由贸易的背景下，

一类产品生产可能被分为多个生产环节由不同国家

或区域合作完成，而各个生产环节的完成均会产生

一定的增加值，各国家或区域产生的对应贸易便被

称为增加值贸易。全球价值链则是增加值的起始地

与其贸易目的地形成的经济系统，二者息息相关。
我国在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主要出口劳动密集

型商品，该环节创造的附加价值较少，若采用传统的

贸易统计方式，会使我国显示出大量的出口额，从而

导致我国在参与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获得的贸易

利益和贸易差额完全不匹配。增加值贸易提供了一种

新型的利益统计框架，使其与全球价值链的利益核算

更加匹配，因此利用增加值贸易理论的利益衡量与战

略研究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的一大热点。

5. 国内价值链。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概念

相似，指国内不同区域完成不同的生产经营活动，

为产品创造价值的动态过程。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

下，国内的不同区域与国外的经济联系逐渐紧密，

其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与国内的产业环境，更取决

于其在全球产业网络中的地位与角色的变化。可见，

全球价值链在其形成演变过程中会对国内价值链产

生一定影响，即二者之间具有较大的关联性。当前

我国正处于经济蓬勃发展时期，国内价值链的发展

快慢直接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在全球价值链

背景下国内价值链的发展成为研究热点。
6. 全球价值链分工。全球价值链分工指各国或

各区域在参与全球价值链时所负责的分工生产环节。
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发展，相应的全球价值链分

工方式也会发生变化。如前文所说，我国凭借廉价

的劳动力成本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加工环节，

虽然可以藉此学习高新技术、吸引外资注入，但长

此以往将会被锁定在产业低端，因此我国如何参与

全球价值链分工极为重要。样本统计数据中，国际

分工 ( 42 /0. 00) 、国际分工地位 ( 29 /0. 00) 、全球

价值链分工地位 ( 29 /0. 00) 、全球生产网络 ( 29 /
0. 00) 等相关词出现频率较高，学者们以我国在全

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为基础展开了相应研究。
( 二)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进程

本文利用时区图分析方法探讨全球价值链相关

研究的演进状况，并对其研究发展趋势进行总结观

察。以每年作为一个时区的模式进行时区分析，使

用 CiteSpace 中的“Timezone”时区图功能生成全球

价值链研究领域热点时区图，见图 2。分析该图谱

可知，研究者从 1992 年开始对全球价值链进行研

究，彼时研究主要围绕国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地位与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价值链的影响展开。与

此同时，研究者们也从全要素生产率、中间品进口

等视角对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进行初步

探讨。2004－ 2005 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

国内学者开始对我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体形

式、性质及产业升级的优化方案进行研究，探讨制

造业、产业集群、跨国公司等角色或形式与全球价

值链之间的关系。2006－2012 年，针对全球价值链

的相关研究逐渐取得一定的成果，该阶段学者们主

要探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中所扮演的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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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贡献度量以及相应的提升分工地位的方式。
2013－2015 年，正值全球价值链结构调整优化时期，

学术界应用增加值贸易理论对我国全球价值链的贡

献地位进行核算，在观察我国不同产业增加值变化

趋势、反映其重要程度的同时，也对我国在世界增

加值贸易格局中的地位进行核算并提出后续发展建

议。2016 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渐成

熟，“一带一路”对于我国全球价值链的影响也成

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这也是目前国内全球价值链研

究发展的主要方向。

图 2 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发展时区图

Fig. 2 Chart of time zon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GVC research

( 三) 全球价值链的前沿趋势

利用 CiteSpace 的突变词探算法能够找出样本期

间全球价值链领域词频突然提高及快速增长的突现

词，得到 1992 － 2020 年全球价值链突现词分布图

( 图 3) 。由图 3 分析可知，全球价值链的研究起步

当年就出现了大量的突现词，且平均突现时间长达

10 年左右，说明学者们在全球价值链的初步研究时

提出了相当重要核心的观点与问题，并持续对其进

行探索与解决。2003 年才开始出现新的突现词，且

2003－2018 年几乎每年都有突现词的产生，说明在

全球价 值 链 研 究 领 域 学 者 的 研 究 一 直 都 在 创 新。
“产业升级、地方产业集聚、产业集群升级”等关

键词在 2003－2009 年间长期持续突现，并且突现时

间均在七年以上，说明这段时间全球价值链的相关

研究中，我国产业的参与形式及优化升级策略、影

响机制等问题是学者们重点关注的对象，每次出现

对相应问题的创新性思考总能成为研究的前沿热点。

而 2009－2017 年的突现词如 “附加值贸易、全球价

值链分工、垂直专业化、创新驱动、服务业、制造

业服务化”等表明学术界在这段时间更关注我国在

全球价值链当中的实际地位与分工作用，并由此探

讨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地位的发展策略。2017

年后“一带一路”倡议逐渐成熟，相关词突现频率

上升并成为之后的研究前沿。对突现系数进行分析

可得知，“产业集群”以 28. 620 8 高居第一，“产业

升级” “地方产业集群”紧随其后，且突现时间均

较早，表明其作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形式很早

就被学者们发现。 “一带一路”于 2018 年开始突

现，其突现系数为 8. 409 5，表明在之后几年其大概

率仍将为全球价值链相关领域的研究前沿。此外，

2020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价值链造成巨大冲

击，发达经济体秩序停滞可能会导致我国进出口产

业链脱钩断裂、全球需求持续低迷、经济全球化倒

退等问题，“新冠肺炎疫情”或有可能成为下一阶

段的前沿研究热点，刘志彪和陈柳［4］、戴翔［5］等学

者已率先对相关问题展开研究。2020 年 5 月，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提出 “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

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可以预见如何通过全球

价值链以及国内融合发展的交互合作实现我国经济

高质量发展将是未来的一大研究热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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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全球价值链突现词分布图

Fig. 3 Distribution of burst key words in GVC

三、结论、不足与展望

( 一) 结论

本文系统归纳分析了目前国内全球价值链的研

究现状与发展趋势，得出如下结论。
1. 全球价值链研究分布。第一，研究时期方

面，全球价值链核心论文发文量随时间呈现出持续

不断的上升趋势。1992 年相关文章开始出现，2013
年之后全球价值链研究进入新时期，2018 年发文量

最多; 第二，研究人员方面，在全球价值链相关领

域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学者主要包括戴翔、刘志彪及

张二震等，各学者间的合作关系较为薄弱但研究内

容存在较强的关联性; 第三，研究机构方面，经管

类研究所、普通高校的经管类院系是国内全球价值

链研究的主要力量，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国社

会科学院是该领域的中流砥柱。
2. 全球价值链研究发展。第一，研究热点方

面，近年来全球价值链研究热点主要包括产业升级、
制造业、产业集群、增加值贸易、国内价值链、全

球价值链分工等; 第二，研究发展阶段方面，主要

经历了中国产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体形式与性质

及产业升级的优化方案研究，制造业、产业集群、

跨国公司等角色或形式在与全球价值链的相互关系

研究，我国的分工地位衡量及相应的提升分工地位

的方式研究，增加值贸易下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

地位核算及优化研究与 “一带一路”与我国参与全

球价值链的状态关联性研究等阶段。整个研究发展

过程由浅至深、由表及里、从问题映射到策略、由

大概念探究至细化而成的小概念，使全球价值链的

外延和内涵不断丰富; 第三，研究趋势方面，国内

全球价值链的研究前沿随时间不断产生变化，从最

开始的贸易摩擦到产业集群到 “一带一路”再到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每个研究的发展阶段都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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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研究前沿的创新关键词不断突现与传播。
( 二) 不足与展望

本文主要使用 CiteSpace 这一计量分析软件对国

内全球价值链的分布与前沿趋势等相关属性绘制统

计分析图谱，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推出相关的研究结论。本文不足之处在于仅把中文

核心论文作为研究样本而没有纳入国外相关文献，

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够全面，后续研究中拟在此方

面进一步优化，以得出更全面、科学的研究结论。
尽管经济全球化是无法阻挡的大趋势［7］，但当

前全球经济仍有逆全球化的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

部分国家奉行单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退出多个

国际组织，中美两国的经济摩擦与两国国内政治、
经济变迁发展严重影响了国际贸易形势，再加上今

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全球价值链可能发生

重塑甚至转向。因此，对新形势下全球价值链变动

与后疫情时代我国如何参与全球价值链构建的研究

尤为重要。与此同时，随着社会智能化、数据化水

平的提高所带来数字经济的崛起，数字贸易也越来

越多地影响国际贸易格局。在这一背景下，探究数

字贸易与传统产品贸易的交互模式、协同产出机制、

贸易核算机制及其对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分

工的影响也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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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Knowledge Map of Domestic Global
Value Chain Based on CiteSpace

LI Ming，JIANG Xi，QUE Mingping

(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Business，Fujian Business University，Fuzhou 350012，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deeply analyze and explo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domestic GVC
research，2509 core GVC research papers collected by CNKI from 1992 to July 2020 are used as the original data and
CiteSpace software is used to carry out knowledge－based mapping researc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stribution of
GVC scholars in China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and the cooperation among researchers is not close enough，but
there i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contents. The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and the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in general universities are the backbone forces of GVC research. The
research focus of GVC includes the division of labor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manufacturing industry，industrial
cluster，value－added trade，domestic value chain and global value chain.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 will remain an
important research frontier in this field in the next few years.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on global value
chains is receiving increasing attention.
Key words: global value chain; knowledge map; Cite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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