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
———基于中国在东亚地区经济影响力的社会经济学分析＊

庞　琴　罗仪馥

内容提要：全球 化 如 何 改 变 一 个 国 家 的 对 外 经 济 影 响 力？ 对 中 国 而 言，
参与全球化如何改变其他 国 家 对 中 国 经 济 影 响 力 的 认 识？这 些 变 化 又 如 何 影

响相关国家对中国的 经 济 政 策？在 “逆 全 球 化”趋 势 上 升 的 背 景 下，对 上 述

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 论 和 现 实 意 义。文 章 引 入 社 会 阶 层 和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视角，得到以下发现：第一，由 于 全 球 化 导 致 跨 国 相 互 依 赖 阶 层 的 出 现，原

有的国别间差异被国家内 部 社 会 阶 层 间 差 异 所 取 代。东 亚 国 家 的 专 业 中 产 阶

级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向 于 认 为 中 国 的 影 响 力 大。第 二，对 一 国 影 响 力 性 质

的评价与该国在全球价值 链 中 的 地 位 紧 密 相 关。对 中 国 前 向 链 接 度 越 高 的 国

家更倾向于负面评价中国 影 响 力，而 后 向 链 接 度 越 高 的 国 家 则 相 反。文 章 的

创新之处在于突破将国家 视 为 一 个 整 体 的 研 究 模 式，指 出 全 球 化 在 改 变 国 家

对外影响力过程中存在明 显 的 阶 层 差 异。另 外，引 入 全 球 价 值 链 的 概 念 更 新

了现有以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视角来探讨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基

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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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全球化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热点。现有研究较多采用以国家为

中心的路径，① 讨论全球化如何影响所涉 及 国 家 的 对 外 经 济 政 策②以 及 它 们

参与国际合作制度的情况③，而较少采用以社会为中心的路径，分析全球化

所带来的国家间经济与社会领域的相互依赖如何改变一国公众对其他国家经

济影响的评价。由于这种评价塑造公众对与其他国家经济交往的利益判断和

政策倾向，因此，将直接影响一国政府对其他国家的经济政策。中国自１９７８
年改革 开 放 以 来 就 积 极 参 与 全 球 化，并 在 ２００１年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ＷＴＯ）之后迅速成为全球化体系的重要成员。全球化如何改变其他国家公

众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评价？哪些全球化因素导致对中国的评价在某些国家

高而在某些国家低？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将如何影响相关国家对中国的经

济政策以及中国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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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采用该路径的 部 分 代 表 性 文 献 包 括Ｓｔｅｐｈｅｎ　Ｄ．Ｋｒａｓｎｅｒ，Ｄｅｆｅ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Ｒａｗ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ＵＳ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

Ｅｄｗａｒｄ　Ｄ．Ｍａｎｓｆｉｅｌｄ，Ｈｅｌｅｎ　Ｖ．Ｍｉｌｎｅｒ，ａｎｄ　Ｂ．Ｐｅｔｅｒ　Ｒｏｓｅｎｄｏｒｆｆ，“Ｗｈｙ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ｉｅｓ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ｅ
Ｍｏｒｅ：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５６，

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４７７－５１３；Ｄａｖｉｄ　Ｍ．Ａｎｄｒｅｗｓ，“Ｃａｐｉｔａｌ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Ｔｏｗａｒｄ　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ｏｎｅｔａｒｙ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３８，

Ｎｏ．２，１９９４，ｐｐ．１９３－２１８。

该领域比较有 代 表 性 的 文 献 包 括 Ｈｅｌｅｎ　Ｖ．Ｍｉｌｎｅｒ　ａｎｄ　Ｄｕｓｔｉｎ　Ｈ．Ｔｉｎｇｌｅｙ， “Ｗｈｏ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
Ｇｌｏｂ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６５，Ｎｏ．１，２０１１，ｐｐ．３７－６８；Ｂｅｔｈ　Ａ．Ｓｉｍｍｏｎｓ　ａｎｄ　Ｚａｃｈａｒｙ　Ｅｌｋｉｎｓ，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ｃｙ　Ｄｉｆｆｕ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８， Ｎｏ．１，２００４，ｐｐ．１７１－１８９；Ｊｅｆｆｒｙ　Ａ．Ｆｒｉｅｄｅｎ，
“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５，Ｎｏ．４，１９９１，ｐｐ．４２５－４５１；Ｐｈｉｌｉｐ　Ｇ．Ｃｅｒｎｙ，“Ｔｈｅ　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Ｍａｒｋｅｔ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ｃｙ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Ｐｏｌｉｃ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１９９４，ｐｐ．３１９－３４２。

该领域部分代表性文献有参见Ｒｏｂｅｒｔ　Ｇｉｌｐｉｎ，Ｇｌｏｂ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Ｏｒｄｅｒ，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１；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ｅｄ　Ｗｏｒｌ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２；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Ｄ．Ｄｏｎａｈｕｅ　ｅｄ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ａ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０；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　ｅｔ　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ＵＫ，２０００。



　□ 当代亚太　

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说，以社会为

中心的研究路径可以拓展现有的全球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迁的相关理

论。社会力量对国家政策变革的推动作用日益明显。西方国家兴起的民粹主

义思潮彰显了社会力量的重要性。① 英国公投 “脱欧”成功，美国特朗普执

政，欧洲主要国家右翼政党的兴起，以及他们所采取的 “反全球化”政策，

包括退出欧盟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ＴＰＰ）等国际机制便是有力的例

证。而现有从社会角度研究全球化的文献主要针对全球化如何造成各国内部

社会力量的分化及相互博弈，从而影响对外经济政策，② 较少从建构主义角

度分析全球化如何影响一国社会内部各不同群体对外国经济影响的态度，从

而揭示他们对与其他国家进行经济合作的利益判断和政策倾向。从现实意义

上说，在 “逆全球化”趋势上升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中国如果希

望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加强和区域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就必须了解全

球化如何影响这些国家内部社会力量对中国的态度，从而明确自己的诉求可

能在哪些国家的哪些社会群体得到支持。

本研究聚焦全球化如何影响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影响力。选择该地区

主要出于三个方面考虑。第一，中国参与全球化的主要方式是加入东亚地区

的全球产业链分工。③ 以２０１５年的贸易情况为例。中国与东亚经济体的货物

贸易额占中国与世界货物贸易总额的４０％；④２０１２年，中国对东亚的直接投

—６—

①

②

③

④

有关右翼民粹及其政治行为的文献，参见 Ｋａｉ　Ａｒｚｈｅｉｍｅｒ，“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ｅｍｅ
Ｒｉｇｈｔ　Ｖｏｔ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１９８０－２００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Ｖｏｌ．５３，Ｎｏ．２，２００９，

ｐｐ．２５９－２７５；Ｋａｉ　Ａｒｚｈｅｉｍｅｒ　ａｎｄ　Ｅｌｉｓａｂｅｔｈ　Ｃａｒｔ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Ｅｘｔｒｅｍ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　Ｓｕｃｃｅｓｓ”，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４５，Ｎｏ．３，２００６，ｐｐ．４１９－４４３；Ｄｕａｎｅ　Ｓｗａｎｋ
ａｎｄ　Ｈａｎｓ－Ｇｅｏｒｇ　Ｂｅｔｚ，“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Ｗｅｌｆａｒｅ　Ｓｔａｔｅ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Ｗ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ｉｓｍ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Ｅｕｒｏｐｅ”，Ｓｏｃｉｏ－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Ｎｏ．２，２００３，ｐｐ．２１５－２４５。

社会同盟理论是该领域的主导理论范式，详见 Ｐｅｔｅｒ　Ｇｏｕｒｅｖｉｔｃ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ｉｎ　Ｈａｒｄ　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Ｃｒｉｓｅ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ｒｎｅｌ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Ｊｅｆｆｒｙ　Ａ．Ｆｒｉｅｄｅｎ，“Ｉｎｖｅｓ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ｉｎ　ａ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ｐ．４２５－４５１；Ｍｉｃｈａｅｌ　Ｊ．Ｈｉｓｃｏｘ，“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Ｆａｃｔｏｒ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Ｖｏｔｅｓ　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９６，Ｎｏ．３，２００２，ｐｐ．５９３－６０８；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载 《国
际政治科学》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第５５～８０页。

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载 《当代亚太》２０１２年第５期，

第４～３２页；张斌：《中国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及前景》，载 《国际问题研究》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５４～５９页。

这 里 的“东 亚”包 括 东 盟 １０国、日 本、韩 国、蒙 古 国 等 １６个 国 家 或 地 区，下

同。详见ＩＭ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ｆ．ｏｒｇ／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ｄａｔａ．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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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额占其对外投资总额的比重高达６５％。① 第二，东亚是中国展开区域及全

球经济合作的关键地区。中国在该地区参与和建立了多个经济合作组织，如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ＡＰＥＣ），②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

银行以及 “海上丝绸 之 路 经 济 带”等。第 三，东 亚 是 中 国 对 外 战 略 的 立 足

点，是地缘安全的核心区域。③ 近年来在东亚地区陆续显现的朝核问题、钓

鱼岛争端、南海问题等不稳定因素，对中国的领土安全构成极大威胁。④ 如

何提升中国在本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并发展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区域经济合作，

对于解决上述安全问题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共分七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提出拟研究的问题及其理论和实践

意义。第二部分界定关键概念并回顾主要文献。第三部分提出本文的理论框

架与假设。第四部分介绍研究方法，对样本、变量和数据进行简要说明。第

五部分对数据进行分析与讨论。第六部分是总结。最后一部分是附录，是统

计模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二、全球化、对外经济影响力及其相互关系

（一）全球化及其三个层次

“全球化”的定义多种多样，且存在过于宽泛的问题。比如，安东 尼·

麦格鲁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ｃＧｒｅｗ）认 为，全 球 化 是 指 世 界 上 某 一 角 落 里 的 事 件、

决策与活动对距离遥远的其他地区的个人或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过程。⑤ 为

了使本研究更加清晰，本文将全球化界定为经济全球化，即各经济体之间通

—７—

①

②

③

④

⑤

详见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ｈｔｔｐ：／／ｕｎｃｔａｄｓｔａｔ．ｕｎｃｔａｄ．ｏｒｇ／ＥＮ／。

Ｒｏｓｅｍａｒｙ　Ｆｏｏ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　ｉｎ　ａ　ＵＳ－Ｈｅｇｅｍｏｎｉｃ　Ｇｌｏｂａｌ　Ｏｒｄｅｒ：Ａｃｃｏｍｍｏｄ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ｅｄ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８２，Ｎｏ．１，２００６，ｐｐ．７７－９４．

门洪华：《中国东亚战略的展开》，载 《当代亚太》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５４～６７页。

方长平：《东亚一体化与中国的东亚战略》，载 《现代国际关系》２０１１年第２期，第３５～４０页。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ｃＧｒｅｗ，“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ａｎｄ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ｃＧｒｅｗ
ｅｄｓ．，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ｕｔｕｒｅ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０，ｐｐ．６１－１１６；戈德 布 拉 特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等学者的定义更为泛化———全球化是指人类团 体 与 彼 此 间 互 动 的 形 式 或 范 围 突 破 空 间 的

限制，变为 “横贯大陆，甚至跨越区域”，它是一个多维度的现象，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包

括经 济、政 治、文 化，以 及 社 会 活 动 的 “场 地”如 环 境 等，参 见 Ｄａｖｉｄ　Ｇｏｌｄｂｌａｔｔ，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ＭｃＧｒｅｗ　ａｎｄ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Ｐｅｒｒａｔｏ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ｓ　ｏｆ
Ｐｏｗｅｒ”，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２２，Ｎｏ．３，１９９７，ｐ．２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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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商品、服务以及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所产生的经济融合。①

全球化发展至今，可以将其分为三个紧密关联的层次。② 第一层次是产

业全球化，其实质是跨国企业主导的国际劳动分工。跨国企业通过建立合资

企业或者寻找合作伙伴的方式，将产品的设计、生产、销售等部分环节转移

到其他国家。与产业全球化相伴而生的第二层次全球化是金融全球化。跨国

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并购和重组产生了巨大的资金需求，催生了跨国银行和

跨境投资公司等金融产业的增长以及外汇市场的发展。另外，为跨国企业提

供高级生产者服务的如会计、广告、法律等相关产业也在全球范围内伴随着

跨国企业的流动而实现全球化。第三层次是文化的全球化，包括技术流动如

机械以及软件技术等，媒体信息流动如报纸、电子媒体、电影等，价值观流

动如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向边缘国家渗透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三个层次

之间的界限其 实 是 模 糊 的，全 球 化 作 为 一 个 整 体，各 层 次 之 间 是 相 互 渗 透

的。但是，这种简单的划分有助于明确本文中全球化的范围———主要集中在

第一和第二层次，因为这两个层次是全球化最基础的维度。正如大卫·赫尔

德 （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所指出的，经济领域明显是理解全球化的起点。③

全球化对国际关系的首要影响是重新塑造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罗

伯特·基欧汉 （Ｒｏｂｅｒｔ　Ｋｅｏｈａｎｅ）和约瑟夫·奈 （Ｊｏｓｅｐｈ　Ｎｙｅ）认为 “全球

化是一种特殊的相互依赖”，其发展改变了国家之间原有的以双边为主的相

互依赖状态，形成国家间多边网络状的相互依赖体系。④ 以全球化生产网络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为例，⑤ 其发展将不同国家的相关生产部门整

—８—

①

②

③

④

⑤

这 里 采 用 了 国 际 货 币 基 金 组 织 （ＩＭＦ）的 定 义，详见ＩＭＦ，“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　Ｂｒｉｅ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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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　Ｈｅｌ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Ｇｌｏｂ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Ｖｏｌ．３，Ｎｏ．３，１９９７，

ｐｐ．２５３－２５４．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　ａｎｄ　Ｊｏｓｅｐｈ　Ｓ．Ｎｙｅ，“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Ｗｈａｔ’ｓ　Ｎｅｗ？Ｗｈａｔ　ｉｓ　Ｎｏｔ？”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Ｎｏ．１１８，２０００，ｐｐ．１０４－１１９．
有关全 球 化 生 产 网 络 的 代 表 性 文 献，参 见 Ｇａｒｙ　Ｇｅｒｅｆｆｉ，Ｊｏｈ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ｐ．７８－１０４；卢锋：《产品内分工》，载 《经济学》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５５～８２
页；Ｊｅｆｆｒｅｙ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Ｐｅｔｅｒ　Ｄｉｃｋｅ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Ｈｅｓｓ　ｅｔ　ａｌ．，“Ｇｌｏｂ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９，Ｎｏ．３，

２００２，ｐｐ．４３６－４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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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在一起，从而改变了原有的国家之间产业整体转移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双

边相互依赖关系。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经济

相互依赖主要通过传统的垂直顺梯度产业转移模式实现，① 如在东亚的 “雁

行模式”（ｆｌｙｉｎｇ　ｇｅｅｓｅ　ｍｏｄｅｌ）中，日本等发达国家在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

后，把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业 整 体 转 移 至 亚 洲 新 兴 工 业 化 经 济 体，而 当

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发展自身的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后，又将原来承接自日本

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整体转移至东盟国家和中国。② 然而，进入２０世纪八九十

年代后，全球化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将产品的研发、销

售以及核心部件生产等高附加值环节留在本国，主要零部件制造工序转移到

在应用技术上占优势的新兴工业化国家，而辅助零配件制造、产品组装等低

附加值工序外包至拥有劳动力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形成由跨国公司主导和协

调的多边的全球生产体系。③ 全球化在加强各国经济社会相互依赖的同时，形

成一个由多个国家之间的多向联系组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一国与他国的关系越

来越多地受到该国参与全球化的程度及其在全球化网络中地位的影响。

（二）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

在本研究中，一国 （Ａ）对另一国 （Ｂ）的影响力是指在两国存在相互依

赖关系的条件下，Ｂ国公众对于Ａ国影响力的大小和性质的一种心理判断，以

及由此所产生的接受Ａ国影响的意愿。影响力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军事和外

交等多个方面，本研究中的影响力特指经济方面。值得说明的是，经济影响力

虽然可以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但在现实中，很难将其从各种影响力中精确地分

离出来。鉴于此，在本研究中，经济影响力是指以经济影响为主的影响力。另

外，为了行文简洁，下文中如无特指，“影响力”均指 “经济影响力”。

—９—

①

②

③

赵张耀、汪斌： 《网络型国际产业转移模式研究》，载 《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５年第１０期，

第６８～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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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关于外国公众对一国态度的研究主要在软实力的理论框架中展开。①

本研究不采用 软 实 力 框 架，主 要 基 于 以 下 考 虑。软 实 力 强 调 国 家 作 为 施 力

者，其权力来源是一国的文化、价值观与外交政策。② 软实力的根本目的是

将制度、价值、文化和意识形态演化为重要的资源力量对国际社会的外生变

量发生作用，③ 从而增强该国外 交 政 策 在 其 他 国 家 眼 中 的 合 法 性。④ 而 本 研

究中的影响力 不 强 调 国 家 的 作 用，且 主 要 关 注 经 济 而 非 意 识 形 态 因 素，因

此，软实力框架不适用于本研究。

影响力有两个基本维度。第一，影响力的大小，即外国民众认为一国对

本国的经济影响是否重要。当 较 多 公 众 判 断 Ａ国 对 本 国 的 影 响 大，如 果 Ａ
国改变对本国原来的经济政策，他们会倾向于认为本国需要做出较大的改变

来适应这一变化。这就意味着公众特别是某些利益集团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

影响本国政府，尽可能满足Ａ国的要求从而减少不利影响。影响力的大小在

本质上是国家之间相互依赖的敏感性程度。基欧汉和奈认为，在相互依赖的

双方中，Ａ对Ｂ的变化需要付出的代价越高且越紧迫，其对相互依赖的敏感

性程度越高，Ｂ的相对权力就越强。⑤ 类似地，每个国家的民众都会对其他

国家对本国的影响力大小进行区分，他们倾向于认为，本国社会更加敏感地

依赖影响力大的国家而较不敏感地依赖影响力小的国家。

第二，影响力的性质，即外国民众判断一国对本国的经济影响在多大程

度上是正面或负面。这是影响力的关键层次。如果外国民众认为一国对本国

的影响正面，他们会更加乐于接受该国影响。影响力的性质反映相互依赖的

脆弱性关系。⑥ 在相互依赖的双方中，当Ｂ的变化使Ａ付出的代价越高，且

Ｂ的替代性越低时，Ａ就越脆弱，而Ｂ的权力就越大。相应地，当Ａ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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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Ｂ国的影响越正面，Ａ国民众对Ｂ国的依赖就越脆弱，因为失去Ｂ的正

面影响意味着Ａ的损失越大，而且能够替代Ｂ的正面 影 响 的 国 家 越 少，其

结果就是Ｂ国对Ａ国民众的影响力越强。

那么，影响力如何改变他国的政策？纯粹从上述影响力的大小或者性质这

两个单一维度来解释存在以下问题：如果有些国家民众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但

比较消极，这种影响力很难推动他们争取本国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同样

地，如果有些国家的民众认为中国的影响积极但不大，也不足以产生强大的社

会动机推动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华政策。鉴于此，我们将两个维度交叉结合，从

而产生四种对外影响力，分别是：Ａ，认为该国影响力大且正面；Ｂ，认为该

国的影响力大但负面；Ｃ，认为该国的影响力小且负面；Ｄ，认为该国的影响

力小但正面 （如图１所示）。只有在Ａ情形下，即外国民众认为中国影响力大

且正面，才能产生较为明确的社会动机争取积极的对华政策，或者积极地接纳

来自中国的政策倡议。在Ｂ情形下，外国民众认为中国影响力大但负面，不仅

无法产生足够动机推进对华有利政策，反而会产生抵制情绪；对于中国的倡

议，除非与他们的观点一致，否则很难得到其认可。Ｃ类型的影响力基本无法

产生积极的政策影响。Ｄ类影响力对积极政策的推动力非常有限。

图１　一国对外影响力分类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三）全球化与国家对外影响力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下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如何影响一国在其他国家民众中的经济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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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力？现有文献对该问题存在两种相反的观点。新自由主义者对此持乐观的

态度。他们认为，由于全球化促进了商品和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发达国家可以从全球化的贸易和投资中获得巨额利润，同时，较不发达国家

也能通过参与全球化效仿发达国家的制度文化而实现较快发展。① 这种双赢

甚至是多赢的结果不仅可以增强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而且双方民众对相

互依赖持积极态度。换言之，彼此间的影响力都会扩大且更正面。国际政治

经济学中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也认为，经济相互依赖会同时加深国家之间

在其他方面的相互依赖，并可以通过扩展信息沟通，特别是通过建立相应的

文化和制度机制来增加不同国家民众之间的认知并调节双方的利益冲突，从

而增进相互间的积极认知。② 基欧汉和奈认为，国家间的共同利益构成国际

合作的基础，③ 而合作可以塑造一国民众对合作国影响的积极看法。

而新马克思主义者则持悲观的看法。他们认为， “全球化 （影响）积极

的一面主要产生于发达国家，消极的一面主要积聚在欠发达的地区”。④ 特奥

托尼奥·多斯桑托斯 （Ｔｈｅｏｔｏｎｉｏ　ｄｏｓ　Ｓａｎｔｏｓ）认为，后者实际上是 “依附”

于前者而存在与发展的，而这种 “依附性发展必然导致出现一个深刻的政治

冲突和军事冲突及社会矛盾激化的长期过程”。⑤据此，发展中国家很难对发

达国家的经济影响产生认同。与此同时，新现实主义者也强调全球化所带来

的经济相互依赖可能增加国家间的摩擦或冲突。⑥ 这是因为，全球化利益分

配的不均衡会导致那些强调相对收益高于绝对收益的国家，特别是其政治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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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产生相对被剥削感和不安全感。另外，社会联盟理论认为，全球化的国

际经济联系深刻影响国内各社会集团的利益分配，产生受益者和受损者，受

损者对全球化以及导致其利益受损的国家产生负面评价。① 一个典型的例子

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由于中国向美国出口大量最终制成品，对美国的中

低层次制造业造成冲击，导致相关产业的从业人员对中国抱有强烈的负面态

度，从而推动美国国会出台对华贸易限制性法案。②

现有理论为理解全球化与国家对外影响力的关系提供了重要基础，但是

存在以下不足：第一，将国家视为统一的整体，较少区分国家内部的政府与

社会，特别是社会内部不同群体，较少关注到不同社会群体由于受到全球化

的影响不同，对其他国家的评价和看法可能存在差异。如欧美国家中的精英

阶层与中下社会阶层显然对全球化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中下阶层作为受害

者，是新一轮反全球化运动的主力。虽然现有文献如社会联盟理论也从阶级

或者行业的角度对社会进行区分，但其研究视角主要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着

眼于对外贸易政策的博弈，较少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将社会分化与一个国家对

另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力联系起来。第二，现有理论主要从双边相互依赖的

角度探讨一个国家／国家集团 （如发达国家）对另一国家／国家集团 （如发展

中国家）的经济影响力，未能充分说明全球化所带来的多边相互依赖，即多

个国家在全球化体系内所发生的共同相互依赖，特别是其内部的组织关系将

如何改变其中的一个国家在其他国家的影响力。而这些正是全球化不同于双

边经济相互依赖的关键。

三、理论模型与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探讨，下文首先建立有关全球化与国家对外影响力的两个

基本维度即影响力大小和性质的理论模型，然后结合中国与东亚国家的具体

情境，提出相应的理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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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力大小差异：从以国别为基础转换为以社会阶层为基础

全球化的发展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众中是高度不平衡的。这体现在两个

方面：第一，从地域上说，城市是全球化展开的主要区域，因此，市民参与

全球化的程度远高于农村居民。跨国公司总部及其在东道国的主要管理机构

都集中在主要的大城市。“这是因为跨国企业的各种高级管理功能必须靠近

资本市场、媒体和政府，……，因为相关决定需要 （与这些结构的主要领导

人）面对面的接触。”① 为跨国企业提供高级生产者服务的行业如市场营销、

广告、会计、法律以及信 息 处 理 等 也 相 应 地 集 中 在 城 市。根 据 地 理 学 有 关

“世界城市”（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的研究，全球化基本上是在全球的主要城市体系

中完成的。而根据参与 全 球 化 的 程 度，如 跨 国 企 业 总 部 （包 括 区 域 总 部）、

金融机构、高级生产者服务行业的集中程度，可以将体系中的各城市分为不

同的等级。② 最高级是世界级的都市，如世界级金融中心伦敦和纽约。第二

级一般是具有较为集中的全球化的商业以及区域交通枢纽功能的城市，包括

中心国家的主要城市如芝加哥、洛杉矶、布鲁塞尔和法兰克福等，以及边缘

和半边缘 国 家 的 首 都 或 者 经 济 中 心 如 首 尔、北 京、上 海、马 尼 拉、雅 加 达

等。第三级是国家内部区域中心城市。第四级则是地方城市及其腹地。随着

城市层级的下降，跨国企业、金融以及提供其他高级生产者服务的企业和组

织的数量也相应减少。③ 第一级城市几乎集中了所有提供金融和其他高级生

产者服务的全球企业。而到了第四级，这些企业的分支机构非常稀疏。换言

之，城市的等级越高，其居民中高度参与全球化的比例就越高。

第二，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来看，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中产阶级是参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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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ｄｏｎ，Ｔｏｋｙｏ，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Ｊｏｈ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ａｎｇｅ，Ｖｏｌ．１７，Ｎｏ．１，１９８６，ｐｐ．６９－８３；Ｊｏｈｎ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ｎ　ａｎｄ
Ｇｏｅｔｚ　Ｗｏｌｆｆ，“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ｙ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　Ａｇｅｎｄａ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Ｖｏｌ．６，Ｎｏ．３，１９８２，ｐｐ．３０９－３４４。

有关 世 界 城 市 等 级 的 划 分，参 见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Ｖ．Ｂｅａｖｅｒｓｔｏｃｋ，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Ｓｍｉｔｈ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Ｊ．Ｔａｙｌｏｒ，“Ａ　Ｒｏｓｔ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ｅｓ”，Ｃｉｔｉｅｓ，Ｖｏｌ．１６，Ｎｏ．６，１９９９，ｐｐ．４４５－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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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化的主体。① 上文所提到的全球化三个层次中，其主要从业人员是受过高

等教育、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的中产阶级 （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产业

全球化层次中，除了部分生产环节外，从事产品的研发、设计、管理、销售

等环节都需要相当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而金融、高级生产者服务则完全是专

业领域。文化传播层次更加需要具有良好文化基础的从业人员。在全球化的

发展过程中，一方面，中心国家保留了产品研发、设计、高层管理等需要高

级专业知识的领域，另一方面，边缘和半边缘国家包括一般技术密集型工序

生产国 （主要零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型工序生产国 （辅助零配件制造和组

装），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也发展了相当部分的管理和中低层次的产

品开发工作岗位。此外，金融和高级生产者服务部门也伴随产业转移在边缘

和半边缘国家发展起来，并提供大量的专业技术工作岗位。相关从业人员的

首要特征是具有较高的文化和经济资本，即大多数具有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

中等以上的收入水平。

这批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专业中产阶级具有某些共同的社会特征，如

更加关心国际时事，更多地使用全球化的信息工具如互联网，对全球化抱有

更为开放的态度，在宗教较为复杂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他们较少参与宗教

活动，而更多考虑世俗事务。这些社会特征是他们在社会化包括为职业所接

受的高等教育训练以及从事全球化相关职业的过程中形成的，用法国哲学家

布尔迪厄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有关 “生存状态” （ｈａｂｉｔｕｓ）理论来 说，是 他

们在与全球化相关的职场 “场域” （ｆｉｅｌｄ）中的社会资本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②

正是这些社会特征使得这个阶层对于全球化以及参与全球化的主要国家更为

了解，也更加理解自身与这些国家的相互依赖关系。就中国在东亚国家中的

影响力而言，这一阶层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为了解中国，并更容易认为中国对

本国具有较大影响力。

总之，全球化对于各国内部社会的影响并不是均衡的。一部分群体高度

参与全球化，而其他群体的参与度则较低。当全球化的发展将大多数国家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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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专业中产阶级的概念，参见Ｊｏａｎｎｅ　Ｋａｙ　ａｎｄ　Ｓｕｚａｎｎｅ　Ｌａｂｅｒｇｅ， “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Ｈａｂｉｔｕｓ　ｉｎ　Ａｄｖｅｎｔｕｒｅ　Ｒａｃ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Ｓｐｏｒｔ，Ｖｏｌ．３７，Ｎｏ．１，

２００２，ｐｐ．１７－３６。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ｃｅ（ｔｒａｎ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Ａ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ｏｆ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ｓｔ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ｉｃｅ
（ｔｒａｎｓ．），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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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个相互依赖的多边网络之后，其结果就是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发展为各

国内部与全球化紧密相关的特定群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即跨国相互依赖阶层

的出现。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跨国相互依赖阶层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要比国

家整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更为紧密。其结果是，一国对外经济影响力的大

小从以国别为基础转换为以社会阶层为基础。换言之，在解释一国对其他国

家经济影响力大小的差异时，国家整体性因素如两国间政治关系变得较不重

要，而社会阶层因素如专业中产阶级的数量则非常重要。根据上述分析，结

合中国在东亚国家的具体情境，本研究首先得出以下两个假设：

假设一：东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不存在国家间整体性差

异 （即没有受到国家间整体性因素的影响）；

假设二：东亚国家民众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在同一国家内部不同社

会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各国受全球化影响的专业中产阶级，即居住在较

高层级的世界城市中，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较高，更加关心国际时事，更

多地使用互联 网，对 全 球 化 抱 有 更 为 开 放 的 态 度，较 少 参 与 宗 教 活 动 的 人

群，比其他社会阶层更倾向于认为中国对本国的影响力大。
（二）影响力性质差异：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角色与地位

全球化如何影响一国对外影响力的性质？在由全球化所形成的多边相互

依赖网络中，各国之间的关系并不是杂乱的，而是通过进入全球价值链的方

式被整合起来，而一国在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与其对外影响力密切关联。

全球价值链是工业经济学和商业研究中常用的概念，最早由哈佛大学商

学院的迈克尔·波特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Ｐｏｒｔｅｒ）教 授 提 出，指 商 品 或 服 务 在 全 球 范

围内从生产、销售到回收、处理的整个过程。① 在这一由多个环节组成的链

条中，每个环节的经济活动都会增加最终产品的市场价值。② 在全球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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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Ｐｏｒｔ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

价值链的发展主要由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跨国企业的垂直非一体化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所带动。有关价值链各环节以及升级，参见Ｊｏｈ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Ｈｕｂｅｒｔ　Ｓｃｈｍｉｔｚ，“Ｈｏｗｄｏｅｓ　Ｉｎｓｅｒｔｉｏｎ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　Ａｆｆｅｃｔ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ｉｎ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３６，Ｎｏ．９，

２００２，ｐｐ．１０１７－１０２７。需要指出的是，全球价值链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ｈａｉｎ）和附加值贸易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ｒａｄｅ）

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全球价值链是生产专业化 程 度 日 益 提 高 的 全 球 生 产 贸 易 体 系 的 整 体 概 括，在 该

体系中，各国生产的产品和服务会以投入品的形式出口至其他国家，后者再进行加工生产与出口；而

附加值贸易是一种能够体现这种分工的贸易统计方法，在计算中减去了被重复计算的相同劳动、资本

和中间品的价值，更真实地反映了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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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些国家的经济行为体承担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而其他国家则完成非核

心环节，它们在价值链中的角色和地位存在显著差异。盖瑞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Ｇａｒｙ）

等人关于价值链内部治理的研究显示，居于价值链上游的发达国家领导企业

对处于价值链中端和末端的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供应商和组装企业往往具有

很强的技术和管 理 控 制 能 力，特 别 是 在 很 难 实 现 标 准 化 处 理 的 产 业 领 域。①

这种地位差异往往是以国家为基础的整体性差异。换言之，虽然每个国家有

不同的资源禀赋和优势产业，在某些产业中地位较高而在某些产业中较低，

但是总体来说，一个国家大部分经济行为体在各自相关产业价值链中的位置

趋同。这是因为，每个国家的企业在产业中的竞争能力与本国劳动力的技术

水平、人才素质、基础设施、市场规模、国内需求水平以及政府结构等国家

整体性因素紧密相关。②

就影响力而言，由于产业链上游的国家掌握核心技术和能力，且整体科

技水平与民众素质都较高，它们较容易获得中下游国家的积极评价。另外，

它们具有较强的投资能力，能够在下游国家进行产品开发和技术转让等经济

活动，这些都可以使下游国家受益。但对下游国家来说，由于资金、技术和

人才各方面的劣势，较难获得上游国家的肯定。从心理认知的角度来说，由

于参与产业链是以价值增值为目的，具有更强增值能力的人或者国家更容易

在该群体 中 成 为 被 仰 慕 的 对 象，因 而 对 其 他 成 员 具 有 专 家 型 权 力 （ｅｘｐｅｒｔ

ｐｏｗｅｒ）；相反，增值能力较低的 人 或 者 国 家 则 不 容 易 在 群 体 中 获 得 认 同。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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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Ｇｅｒｅｆｆｉ　Ｇａｒｙ，Ｊｏｈ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Ｔｉｍｏｔｈｙ　Ｓｔｕｒｇｅｏｎ，“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１２，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ｐ．７８－１０４；Ｊｏｈｎ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ａｎｄ　Ｈｕｂｅｒｔ　Ｓｃｈｍｉｔｚ，“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Ｇｌｏｂ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ｓ”，ＩＤＳ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Ｖｏｌ．３２，

Ｎｏ．３，２００１，ｐｐ．１９－２９．
有关产 业 链 与 国 家 整 体 实 力 的 探 讨，代 表 性 的 文 献 有：Ｍｉｃｈａｅｌ　Ｅ．Ｐｏｒｔｅ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Ｓｕｓ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ｉｍｏｎ　＆Ｓｃｈｕｓｔｅｒ，

２０１１；Ｍｉｋｅ　Ｍｏｒｒｉｓ　ａｎｄ　Ｃｏｒｎｅｌｉａ　Ｓｔａｒｉｔｚ，“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ｊｅｃｔｏｒｉｅｓ　ｉｎ　Ｍａｄａｇａｓｃａｒ’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ｐｐａｒｅ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Ｗｏｒｌ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Ｖｏｌ．５６，

Ｎｏ．５６，２０１４，ｐｐ．２４３－２５７。

专家型权力的概念 是 由 弗 伦 希 （Ｊｏｈｎ　Ｒ．Ｐ．Ｆｒｅｎｃｈ）和 雷 文 （Ｂｅｒｔｒａｍ　Ｈ．Ｒａｖｅｎ）在 讨 论 社

会权力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时 提 出 的，详 见Ｊｏｈｎ　Ｒ．Ｐ．Ｆｒｅｎｃｈ　ａｎｄ　Ｂｅｒｔｒａｍ　Ｈ．Ｒａｖｅｎ，“Ｔｈｅ　Ｂａ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ｏｗｅｒ”，ｉｎ　Ｊａｙ　Ｍ．Ｓｈａｆｒｉｔｚ，Ｊ．Ｓｔｅｖｅｎ　Ｏｔｔ　ａｎｄ　Ｙｏｎｇ　Ｓｕｋ　Ｊａｎｇ　ｅｄｓ．，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Ｂｏｓｔｏｎ：Ｃｅｎｇａｇ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２０１０，ｐｐ．１５１－１５７。这一概念在 《组 织 中 的 社 会 心 理 学》一 书

中得到阐 述，参 见 Ｋａｔｚ　Ｄａｎｉｅｌ　ａｎｄ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ｏｕｉｓ　Ｋａｈｎ，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Ｗｉｌｅｙ，１９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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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下游国家民众更容易对上游国家产生积极评价，而上游国家则容易对

下游国家形成消极评价。值得说明的是，就对外影响力而言，上下游国家之

间的关系并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更多的是影响力输出国与输入国之

间的关系。此外，上下游 关 系 是 相 对 的，一 国 相 对 于 后 面 的 国 家 是 上 游 国

家，而相对于前面的国家则是下游国家。

为了更清晰地阐明一国在产业链中的地位以及与他国的关系，本文使用

前向链接 （ｆｏｒ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和后向链接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① 的概念。前

者是指一国出口的产品作为中间品进入他国出口产品的部分，后者则表示一

国出口的产品中包含的由其他国家创造的部分，分别用前向链接度和后向链

接度②进行衡量。一国前向链接度越高，在全球价值链中就越处于上游的位

置，该国输出的中间品相对较多，在国际分工中主要负责技术含量高的零部

件的生产；相反，后向链接度越高，在全球价值链中越处于下游的位置，即

对来自他国的中间品需求较大，在国际分工中主要从事产品的加工与组装。③

前、后向链接度可以较为客观地呈现一国在国际分工网络中的位置。但是，

考虑到本研究中东亚各国民众对中国影响力性质的评价并非由各国在全球价

—８１—

①

②

③

“前向链接”与 “后向链接”的概念最早由阿尔伯特·赫希曼 （Ａｌｂｅｒｔ　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提出。

参见 Ａｌｂｅｒｔ　Ｏ．Ｈｉｒｓｃｈｍａｎ，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Ｃｏｎｎ．：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５８。米勒 （Ｒｏｎａｌｄ　Ｅ．Ｍｉｌｌｅｒ）和布莱尔 （Ｐｅｔｅｒ　Ｄ．Ｂｌａｉｒ）等学者又对这两个概念

进 行 了 较 为 深 入 的 阐 述。参 见 Ｒｏｎａｌｄ　Ｅ．Ｍｉｌｌｅｒ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Ｄ．Ｂｌａｉｒ，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ｐｐ．５５５－５６５；Ｇｕｉｄｏ
Ｃｅｌｌａ，“Ｔｈｅ　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Ｌｉｎｋａｇｅｓ”，Ｏｘｆｏｒｄ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Ｖｏｌ．４６，Ｎｏ．１，１９８４，ｐｐ．７３－８４。

前向链接度和后向链接 度 分 别 对 应 经 合 组 织 （ＯＥＣＤ）贸 易 附 加 值 数 据 库 （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ＴｉＶ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中的 “ＥＸＧＲ＿ＤＶＡＦＸＳＨ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ｉｎ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ｅｘｐｏｒｔｓ，ａｓ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和 “ＥＸＧＲ＿ＦＶＡＳ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ｇｒｏｓｓ　ｅｘｐｏｒｔｓ）”两项指

标，详见ｈｔｔｐ：／／ｓｔａｔｓ．ｏｅｃｄ．ｏｒｇ／ｉｎｄｅｘ．ａｓｐｘ？ｑｕｅｒｙｉｄ＝６６２３７。
“上游”与 “下游”是由产业链延伸出来的 一 组 概 念，在 不 同 语 境 下，“上 游”与 “下 游”

各自所指涉的对象也有所不同。在产业间分工的语 境 下，“上 游”一 般 指 从 事 资 金 与 技 术 含 量 低、

附加值低的资源开采、劳动密集型产业 活 动 的 国 家，从 事 精 细 加 工 等 资 金、技 术 密 集 型 产 业 活 动

的国家则为 “下游”；但在产业内分工的 语 境 中， “上 游”指 提 供 零 部 件 或 半 成 品 的 国 家 或 企 业，

而 “下游”则负责组装与加工。当前的国 际 分 工 已 逐 渐 由 产 业 间 分 工 发 展 为 产 业 内 分 工，且 前、

后向链接度的计算方法也强调的是 “中间品”在出口中的比重，更符 合 产 业 内 分 工 的 情 况。因 此，

本文讨论的 “上游”与 “下游”均为 产 业 内 分 工 语 境 下 的 含 义。参 见 刘 志 迎、赵 倩： 《产 业 链 概

念、分类及形成机理研究述评》，载 《工业技术经济》２００９年第１０期，第５１～５５页；杨国亮、张

元虹：《论当代国际分工的深化及其对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载 《当代经济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第６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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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链中的地位决定，而是受中国与这些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互关系所影

响的，本文将 “一国的 前、后 向 链 接 度”进 一 步 细 化 为 “一 国 对 另 一 国 的

前、后向链接度”，以精确地描述 两 国 在 全 球 价 值 链 中 的 链 接 关 系。假 设 有

Ａ、Ｂ两国，Ａ国出口到Ｂ国的中间品价值占Ｂ国出口总值的比重为Ａ对Ｂ
的前向链接度；相反，Ｂ国出口到 Ａ国的中间品价值占 Ａ国 出 口 总 值 的 比

重则为Ａ对Ｂ的后向链接度。Ａ国对Ｂ国的前向链接度越高，说明在全球

价值链或国际分工体系中Ａ国越处于Ｂ国的上游位置；Ａ国对Ｂ国的后向

链接度越高，则代表Ａ国越处于Ｂ国的下游位置。通过 测 量 东 亚 各 国 对 中

国的前向与后向链接度，可以较为清晰地显示出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

位置。基于上述相关分析，本研究得出以下两个基本假设：

假设三：东亚各国民众对中国影响力性质的评价存在显著的国家间整体

性差异；

假设四：对中国 前 向 链 接 度 越 高 的 东 亚 国 家 对 中 国 影 响 力 的 评 价 越 负

面；对中国后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对中国影响力的评价越正面。

四、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 前 文 的 假 设，我 们 使 用 第 三 轮 “亚 洲 民 主 动 态 调 查” （Ｔｈｅ

Ａｓｉａｎ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以下简称ＡＢＳ３）① 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该调查

于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在东亚１３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本研究选取菲

律宾、泰国、蒙古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和印度尼西

亚 （由于缺乏越南对中国的态度数据，故未包括在内）９个国家的样本作为

研究对象，共获得有效样本１１９７３个。各国数据的代表性以及测量问题的信

度与效度得到了检验。② 以下首先介绍各变量的定义及测量。

（一）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有两个：中国影响力的大小和中国影响力的性质，两个

—９１—

①

②

“亚洲民主动态调查”是由中国台湾 “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 究 所 与 “国 立”台 湾 大 学 人 文

社科高等研究院共同主持的大型跨国调查研究项目。该项目利用社会调查方法，长期追踪东亚１３个

国家与地区公民政治行为和态度。该项目已经完成四轮调查，是国际晴雨表调查 （Ｇｌｏｂａｌ　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
Ｓｕｒｖｅｙ）项目的区域成员。

具体结果可以参考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ｓｉａｎｂａｒｏｍｅｔｅｒ．ｏｒｇ／ｄａｔａ／ｄａｔａ－ｒｅｌｅａ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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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的测量方法如表１所示。这两个变量从递进的层次反映了各国民众对中

国影响力的评价。

表１　因变量的测量方法

因变量 变量符号 调查问题 测量量表 均值

中 国 影 响 力

大小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ｅｘｔｅｎｔ

您 认 为 中 国 对 贵

国的影响大吗？＊

１＝没 有 影 响，２＝没 有 很 大

的影 响，３＝有 些 影 响，４＝
有非常大的影响

３．２１

中 国 影 响 力

的性质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大 体 而 言，您 认

为 中 国 对 贵 国 的

影响如何？

１＝非 常 负 面，２＝负 面，３＝
有 点 负 面，４＝ 有 点 正 面，

５＝正面，６＝非常正面

３．８２

注：＊该问卷没有直接问受访者关于中国 经 济 影 响 力 的 大 小，但 是 我 们 发 现 这 道 题 的 结 果 与 宏

观层面的经贸依存度之间显著相关，且在下文的 多 层 回 归 模 型 中 我 们 加 入 其 他 宏 观 变 量 以 控 制 非 经

济因素的影响。

（二）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以下分别介绍个体与国家两个层次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以及它们的测

量问题、量表和均值。个体层次的变量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个体层次的自变量

变量 变量符号 调查问题 测量量表 均值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您的性别？ ０＝女，１＝男 ０．４９＊

年龄 ａｇｅ 您出生在哪一年？ 根据出生年计算年龄。 ４４．４０

教育水平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您的最高教育水平？
１＝小 学 及 以 下，２＝中

学，３＝大学，４＝研究生
１．９３

社会地位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
如何 评 价 您 所 在 家

庭的社会地位？

１～１０代 表 由 低 到 高 的 十

个层次
５．３９

收入水平 ｉｎｃｏｍｅ
如何 评 价 您 的 家 庭

收入水平？

１～５代 表 由 低 到 高 的 五

个层次
２．５６

居住地类型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ｔｙｐｅ
您目 前 居 住 的 地 方

属于以下哪种类型？

１～４ 代 表 “农 村”～
“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

２．４５

国际时事关注 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ｅｗｓ
您会 关 注 与 国 际 时

事相关的新闻吗？

１～５代 表 由 “从 不 关 注”

～ “每天都关注”
３．２４

互联网使用 ｗｅｂ－ｔｏｕｃｈ
您使 用 互 联 网 的 频

率有多高？

１～６ 代 表 “从 不”～
“几乎每天”

２．８０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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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

支持度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

“我们应该 减 少 进 口

外国 的 产 品 来 保 护

我们的农民和工人”

１～４代 表 “非 常 同 意”

～ “非常不同意”

“外国商品 损 害 本 地

利益”
１～４代 表 “非 常 同 意”

～ “非常不同意”

４．０４＊＊

宗教参与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
您多 久 参 加 一 次 宗

教活动？

１～１１ 代 表 “无 宗 教 信

仰”～ “一天数次”
６．３６

注：本研究对以上ＡＢＳ３数据中所有回答 “不知道”和其他缺失值做了删除处理。

＊这里采用均值来显示男女比例，即女性占４９％而男性占５１％。

＊＊该变量的测量采取将两题相加的办法，其取值范围是１～８。

在国家层次，我们关注的是受访者所在国家与中国的经贸及政治关系，其中

两国 贸 易 的 前 后 向 链 接 度 是 本 研 究 的 重 点。我 们 从 全 球 价 值 链 数 据 库

（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ＧＶ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及中国外交部、ＩＭＦ、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ＵＮＣＴＡＤ）等网站取得相关数据，相关变量的编码方案以及来源如表３所示。

表３　国家层次的自变量和控制变量

变量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及说明

贸易关系 ｔｒａｄｅ
指以上某一东亚国家 或 地 区 与 中 国 的 贸 易 额 占 该 国 或 地

区该年度对外贸易 总 额 的 比 重，取４年 （问 卷 调 查 开 展

的年份＋此前３年）数值的平均值

政府间关系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与中国政府 的 正 式 合 作 关 系，１～５依 次 代 表 非 伙 伴 关

系、合作伙伴 关 系、全 面 合 作 伙 伴 关 系、战 略 （合 作）
伙伴关系、全 面 战 略 （合 作）伙 伴 关 系。① 以 上 五 种 关

系的友好密切程度逐级递增

领土争端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调查期间是否与中国存在领土争端，０＝没有，１＝有

对中国前向链接

关联度
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

指中国从某国进口中 间 产 品 的 价 值 占 中 国 出 口 总 值 的 比

重。取４年 （问卷调查 开 展 的 年 份＋此 前３年）数 值 的

平均值

对中国后向链接

关联度
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

指某国从中国进口中 间 产 品 的 价 值 在 该 国 出 口 总 值 中 的

比重。取４年 （问卷调 查 开 展 的 年 份＋此 前３年）数 值

的平均值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ＧＶ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中国外交部、ＩＭＦ、ＵＮＣＴＡＤ等数据库

的数据自制。其中，贸易关系数据来自ＩＭＦ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ＵＮＣＴＡ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政府间关系数据来自中

国外交部网站；前后向链接度数据来源于ＵＮＣＴＡＤ－ＥＯＲＡ　ＧＶＣ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１２—

① 门洪华、刘笑阳：《中国伙伴关系战略评估与展望》，载 《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５年第２期，

第６２～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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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析和讨论

（一）中国影响力大小及性质在东亚国家间整体性差异分析

由于假设一和假设三的分析验证过程类似，为使本文更为简洁，这里将

二者合并一起进行分析。首先，为了验证假设一和假设三关于各国对中国影

响力大小／性质的评价不存在／存在国家间整体性差异的假设，我们建立了多

层次截距模型 （ｉｎｔｅｒｃｅｐｔ　ｍｏｄｅｌ）（如方程１－１～１－４所示），即所谓的零模型

（ｎｕｌｌ　ｍｏｄｅ）。在该模型中，无论是个体层次 （以下称为第一层）还是国家层

次 （以下称为第二层）的回归方程都不包含有任何自变量。它将结果变量的

方差区分为组间方差和组内方差两部分，根据这两部分方差成分，可以计算

出两个因变量 （影响力大小／性质）的组内相关系数 （ｉｎｔｒａ－ｃｌａ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ｅ，ＩＣＣ），即因变量的组间方 差 占 总 方 差 的 比 例，计 算 公 式 为ｖａｒ
（μｉ）／ｖａｒ（μｉ）＋ｖａｒ（εｉ）〗。根据柯恩 （Ｊａｃｏｂ　Ｃｏｈｅｎ）的研究结果，① 如果

因变量的ＩＣＣ值大于０．０５９，则说明该变量的组间差异 （即不同国家之间的

整体差异）显著存在，反之则不存在。

第一层模型：

方程１－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ｅｘｔｅｎｔ１＝β０１＋ε１
方程１－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２＝β０２＋ε２
第二层模型：

方程１－３：β０１＝γ０１＋μ１
方程１－４：β０２＝γ０２＋μ２
零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４所示。数据表明，因变量 “中国影响力大小评

价”的ＩＣＣ值为０．０４９，小于柯恩提出的差异判定标准，说明各国国民对中

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并不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即该评价未受到国家间整体

性因素影响，假设一得到证实。而另一个因变量 “中国影响力性质评价”的

ＩＣＣ值则达到了０．１７５的水平，明显高于０．０５９的标准线，说明在 “中国对

本国的影响是否正面”这个问题上，东亚各国国民的观点存在着整体性的显

著差异，假设三得到证实。

—２２—

① Ｊａｃｏｂ　Ｃｏｈｅ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ａｈｗａｈ，ＮＪ：

Ｅｒｌｂａｕｍ，１９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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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零模型的回归结果

因变量 随机项方差 方差值 ＩＣＣ

中国影响力大小评价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ｅｘｔｅｎｔ）

ｖａｒ（ε１） ０．４６４

ｖａｒ（μ１） ０．０２４
０．０４９

中国影响力性质评价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

ｖａｒ（ε２） １．１６１

ｖａｒ（μ２） ０．２４６
０．１７５

（二）专业中产阶级与影响力大小

为了验证 假 设 二，我 们 通 过 普 通 最 小 二 乘 法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

ＯＬＳ）回归分析中国影响力大小评价与社会群体的关系。前文已经说明了专

业中产阶级的基本社会特征：居住在层级较高的城市，教育程度较高，收入

水平较高，拥有较明显的全球化特征，包括更多地关心国际时事，使用互联

网，支持全球化，更少宗教参与。以下就以这些特征为自变量，对中国影响

力大小的评价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如方程２所示。

方程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ｅｘｔｅｎｔｉ＝β０＋β１ｇｅｎｄｅｒｉ＋β２ａｇｅｉ＋β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β４
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ｉ＋β５ｉｎｃｏｍｅｉ＋β６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ｔｙｐｅｉ＋β７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ｅｗｓｉ＋β８ｗｅｂ－ｔｏｕｃｈｉ
＋β９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１０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εｉ①

表５报告了方程２的回归结果，此处我们采用了嵌套型的分析方式，即

在方程中依次加入不同的自变量，观察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是否存在显

著的相关性。回归结果表明，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与上述主要自变量之

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居住在人口规模更大的城市、教育水平较高、收入

水平较高、自评社会地位较低、更多地关心国际时事、使用互联网、更支持

经济全球化、更少宗教参与的个体认为中国影响力较大。其中，自评社会地

位较低说明在上述人群中，多数认为自己并非本国精英，这进一步证明了他

们的中产阶级特征。假设二得到证实。需要说明的是，在控制了居住地变量

以后，对全球化的态度与影响力大小评价的相关性消失，说明对全球化的态度

与城乡差异紧密相关。另外，控制了居住地和全球化其他相关特征以后，收入

水平与影响力大小评价的相关性逐渐消失，说明该群体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

价主要受其全球化特征影响，收入水平只是附带特征 （见表５）。经常使用互联

—３２—

① 下标ｉ表示一个特定的个体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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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这一特征提示该阶层受到信息技术发展的密切影响，也印证了全球化与通信

技术发展之间的紧密关系。① 图２展示了所有回归系数的９５％置信区间。

图２　中国影响力大小回归系数的置信区间

需要说明的是，用ＯＬＳ方法拟合上述模型在方法上 可 能 存 在 两 方 面 的

问题。首先，由于ＯＬＳ要求因变量为连续变 量，因 此 在 上 述 分 析 中，我 们

实际上是把本来离散的因变量当作连续变量处理，虽然这种处理方法在社会

研究中已经获得共识，但其稳健性依然值得进一步检验。其次，我们在分析

中发现，依据上述模型得到的残差存在显著的异方差问题。也就是说，该模

型中的误差项ε的方差并不是固定的，这种情况可能导致回归系数的估计值

出现偏误，这也是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基于以上分析，为了得到更加稳健

的分析结果，我们采用稳健序次逻辑斯蒂 （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ｓｔｉｃ，ｏｌｏｇｉｔ）模型回

归方法对上述模型进行了重新拟合。该模型专门针对离散型的因变量，并考

虑了异方差的问题，从而使分析结果更加可靠。在此次回归结果中 （见附录

中表１），各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与显著性与上述 ＯＬＳ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说明表５的分析结果是稳健的。

—４２—

①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Ｐ．Ｂｒａｄｌｅｙ，Ｊｅｒｒｙ　Ａ．Ｈａｕｓｍａｎ，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Ａ．Ｎｏｌａｎ，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Ｆｕ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ｅｌ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１９９０ｓ，Ｂｏｓｔｏｎ：Ｈａｒｖａｒｄ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ｃｈｏｏｌ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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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些专业中产阶级在东亚各国是怎样分布的？首先，他们应该分

布在该地区的主要城市中，城市的等级越高，其人数就越多。为了清晰地展

示他 们 的 分 布 位 置，我 们 根 据 智 库 “全 球 化 与 世 界 城 市 研 究 网 络”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ｅｔｗｏｒｋ，ＧａＷＣ）关 于 世 界 城 市

等级划分的最新研究成果绘制了图３。① 该智库主要以各城市在全球经 济 体

系中的网络 连 通 性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为 依 据，将 城 市 划 分 为 五 个 等

级。具体而言，是以一个城市在会计、广告、银行和法律四大部门所发挥的

“全球服务中心”（ｇｌｏｂａｌ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ｃｅｎｔｅｒｓ）作用为评价标准。② 从第一到第五

等级，各城市在全球化产业与服务中的功能依次下降，所提供的全球化相关职

位也依次减少。从图３中可以看出，东亚国家的首都和经济中心城市提供了最

多的全球化相关职位，也是与全球化最为相关的专业中产阶级的聚集区。

图３　东亚地区的世界城市体系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ＧａＷＣ　２０１２年数据自制。

第二，就人口 数 量 及 比 重 而 言，东 亚 国 家 的 专 业 中 产 阶 级 具 有 相 当 规

模，且越是在发达国家，规模越大。我们对东亚９国的专业中产阶级人口比

—６２—

①

②

详见ＧａＷＣ，ｈｔｔｐ：／／ｗｗｗ．ｌｂｏｒｏ．ａｃ．ｕｋ／ｇａｗｃ／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目前数据更新至２０１２年。

该研究对城市的划分以某一城市在上述四大行业的跨国企业 （或分公司）数量为评分依据，

企业数量越多，城市的得分越高，总分为１０～１２分的属于第一等级城市，７～９分 为 第 二 等 级 城 市，

４～６分则为第三等级城市。参见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Ｖ．Ｂｅａｖｅｒｓｔｏｃｋ，Ｐｅｔｅｒ　Ｊ．Ｔａｙｌｏｒ　ａｎ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Ｓｍｉｔｈ，“Ａ
Ｒｏｓｔｅｒ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Ｃｉｔｉｅｓ”，ｐｐ．４４５－４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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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进行了估算，如表６所示。由于无法通过统计数据直接估算城市专业中产

阶级的数量，我们通过计算同时满足城市人口、受过高等教育、从事需要专

业知识技能这三个条件的人口比重，对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进行了估算。

如表６所示，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发达国家比重最高，泰国、马来 西 亚、

蒙古国居 中，而 柬 埔 寨、越 南、印 尼 和 菲 律 宾 最 低。在 印 尼、越 南 和 菲 律

宾，由于人口基数大，相关比例较低并不能说明其绝对规模小。

表６　东亚国家专业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比重 （估计值）（单位：％）

国家 城市人口 从事专业工作＊ 受过高等教育

柬埔寨 １９．８１　 １０．６５　 １．１５

印尼 ４９．９２　 １６．３３　 ３．３９

日本 ９０．５２　 ３９．６４　 ２０．９１

韩国 ８１．９４　 ２７．６４　 １８．０３

马来西亚 ７２．０１　 １５．７２　 １０．３３

蒙古国 ６７．５７　 １１．０４　 ９

菲律宾 ４８．６５ ― １２．５３

新加坡 １００　 ３０．５９　 １５．３２

泰国 ３３．７３　 ２１．１５　 ９．４

越南 ３０．３９　 １８．２８ ―

注：＊表中所指的 “从事需要专业知识技能的 人”主 要 包 括 经 理、技 术 专 家、行 政 人 员 等。需

要强调的是，由于按职业分类的人口统计中，职 业 类 型 的 划 分 较 为 泛 化，可 能 出 现 个 别 国 家 被 高 估

的情况。
资料来源：表中数据由笔者 根 据 中 国 国 家 统 计 局、联 合 国 统 计 司 等 机 构 的 原 始 数 据 计 算 所 得，

其中大部分为２０１０年数据，个别国家在２０１０年数据缺失的情况 下，选 取 了 可 用 数 据 中 最 接 近２０１０
年的年份数据。参见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ｓｔａｔｓ．ｇｏｖ．ｃ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ｈｔｔｐ：／／ｄａｔａ．ｕｎ．ｏｒｇ／。

由于专业中产阶级能够接触较多他国信息，同时具有较强的网络信息传

播能力，因而是塑造本国民众对外国态度的核心人群。另外，他们在国内政

治中具有重要的社会动员能力。在韩国、泰国、印尼这几个国家的民主化进

程中，中产阶级积极利用自身的政治动员能力，成为挑战威权政府和促进政

治民主化的主要力量。①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随 着 规 模 的 扩 大，他 们 通 过

—７２—

① Ｄａｖｉ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ｏｎｅ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Ｉｌｌｉｂｅｒａｌ　Ｍｉｄｄｌｅ　Ｃｌａｓｓ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Ｐａｃｉｆｉｃ　Ａｓｉ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３０，Ｎｏ．２，１９９８，ｐｐ．１４７－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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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非政府组织与开展社会运动，成为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① 特别是

在与其利益密切相关的全球化和市场化发展等议题上。② 在新一轮的 “反全

球化”的浪潮中，由于全球化的受害者主要是发达国家中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中下阶层，③ 而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的专业中产阶级是受益阶层，所以，后

者支持全球化。考虑到他们同时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因此，他们应该比其

他社会群体更倾向于接受中国推进全球化的相关倡议。
（三）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影响力的性质

为了验证假设四，我们建立了一个解释 “对中国影响力的性质评价”的

多层线性模型。该模型以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性质评价为因变量，分析了各

国 “对中国的前向／后向链接度”与 该 变 量 之 间 的 相 关 性。为 了 控 制 其 他 因

素对因变量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我们还加入了国家和个体两个层次的控

制变量，如国家层次的双边贸易、政府间关系和领土争端以及个体层次的教

育、收入和全球化的其他特征等。两个层次的回归模型如方程３－１及３－２所

示。其中，方程３－２的截距项代表国家之间的整体差异。

第一层模型 （个体层次）：

方程３－１：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ｐｏ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ｉ＝β０＋β１ｇｅｎｄｅｒｉ＋β２ａｇｅｉ＋β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
＋β４ｓｏｃｉａｌ－ｓｔａｔｕｓｉ＋β５ｉｎｃｏｍｅｉ＋β６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ｔｙｐｅｉ＋β７ｆｏｒｅｉｇｎ－ｎｅｗｓｉ＋β８ｗｅｂ－
ｔｏｕｃｈｉ＋β９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ｉ＋β１０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ｉ＋εｉ

第二层模型 （国家层次）：

方程３－２：β０＝γ０ ＋γ１ｔｒａｄｅｊ＋γ２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ｊ＋γ３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ｊ＋γ４ＧＶＣ－ｆｏｒ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ｊ＋γ５ＧＶＣ－ｂａｃｋｗａｒｄ　ｌｉｎｋａｇｅｊ＋μ④

表７报告了方程３－１和３－２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个体对中国影响力

性质的评价的确与所在国对中国的前向链接度存在显著负相关 （β＝－０．１４８，

—８２—

①

②

③

④

杨鲁慧：《中产阶级的崛起与东 亚 的 政 治 转 型》，载 《当 代 亚 太》２００６年 第１期，第４６页；

李路曲：《东亚的中产阶级、市民社会与政治转型》，载 《当代亚太》２０００年第１１期，第４７页。

例如，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在东亚地区兴起的 “反全球化”浪潮中，专业中产阶级是主导

力量之一，当时由于全球化促进 了 下 层 阶 级 的 向 上 流 动，中 产 阶 级 将 其 视 为 自 身 经 济 安 全 的 威 胁。

参见Ｇｒａｈａｍ　Ｃａｒｏｌ， “Ｗｉｎ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Ｌｏｓｅｒｓ：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ｎ　Ｇｌｏｂ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ａｒｋｅ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ｈｅ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　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１９，Ｎｏ．４，２００１，ｐｐ．２２－２５。

有关本轮全球化的受 益 者 和 受 害 者 的 讨 论，参 见Ｅｅｌｃｏ　Ｈａｒｔｅｖｅｌｄ， “Ｗｉ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Ｌｏｓｅｒｓ’

ｂｕｔ　Ｌｏｓｉｎｇ　ｔｈｅ‘Ｗｉｎｎｅｒｓ’？Ｔｈｅ　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Ｍｏｖ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Ｌｅｆｔ”，Ｅｌｅｃｔｏ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４４，２０１６，ｐｐ．２２５－２３４。

下标ｉ表示特定的个体样本，ｊ表示样本所在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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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０．０１），而与后向链接度呈显著正相关 （β＝０．０９９，ｐ＜０．０１），因此，假设

四得到证实。在微观因素方面，除了社会地位、宗教参与度、全球化支持度

和居住地类型 与 性 质 评 价 存 在 相 关 性，其 他 因 素 的 相 关 性 均 不 显 著，如 教

育、收入、互联网使用以及国际时事关注度等。这说明在评价影响力的性质

方面，各国内部社会群体的特征因素并不明显。虽然第二部分的研究证实各

国的专业中产阶级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但他们在

评价中国影响力的性质方面与其他群体没有显著差异。

上述回归采用的是基于最大似然法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ＭＬ）的模型拟合

方案。这种分析方法的问题在于，当第二层次即国家层次的样本数量较少 （一般

小于３０）时，得到的估计结果特别是标准误差的估计结果可能存在一定的偏误。

因此，为了验证上述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我们用限制性最大似然法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ｅｄ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ＲＥＭＬ）对上述模型进行了重新估计，相对于普通的最大似

然回归，这种方法分两步分别估计固定效应和方差分量 （其中估计方差分量差异

与计算样本方差类似），① 因而能够更好地保证第二层样本数目较少情况下回归结

果的无偏性。结果表明，用这种方法估计的变量系数在符号及回归显著性方面均

与原模型保持一致，说明我们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见附录中表２）。

表７　中国影响力性质多层模型分析结果

中国影响力性质评价

个体层次变量

性别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４）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教育水平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１）

社会地位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９２—

① 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Ｒａｕｄｅｎｂｕｓｈ，ａｎｄ　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Ｂｒｙｋ，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ｉｃａｌ　Ｌｉｎｅａｒ　Ｍｏｄｅｌ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ＣＡ　Ｓａｇｅ，２００２，ｐ．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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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水平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１）

居住地类型
０．０３４＊＊

（０．０１２）

国际时事关注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互联网使用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８）

经济全球化支持度
０．０１７＊

（０．００７）

宗教参与
０．０２１＊＊＊

（０．００５）

国家层次变量

贸易关系
－０．０３９＊＊＊

（０．００２）

政府间关系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６）

领土争端
０．６８１＊＊＊

（０．０７９）

对中国前向链接关联度
－０．１４８＊＊＊

（０．００９）

对中国后向链接关联度
０．０９９＊＊＊

（０．０１３）

截距项
３．３１９＊＊＊

（０．１３７）

ｖａｒ（μ） ４．７３ｅ－１７

ｖａｒ（ε） １．１７８

样本数 ８８３３

国家数 ９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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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参与全球 化 的 主 要 方 式 是 积 极 加 入 东 亚 生 产 分 工 体 系。在 该 体 系

中，处于价值链不同位置的国家，① 其在要素禀赋和发展程度上的差异性导

致中国与它们在价值链中的关系也有所不同，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情况： （１）

在部分产业的价值链中，中国主要作为加工组装生产基地，进口上游国家如

日本和韩国提供的技术含量较高的中间投入品，进行组装并直接出口最终消

费品；② （２）在某些产业的价值链中，中国作为具有一定技术的加 工 基 地，

将从上游国家进口的中间产品加工后出口到下游国家如柬埔寨和越南等进行

组装。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对中国前向链接度高的上游国家在相互依赖中

都占有较强的 优 势，对 中 国 的 影 响 力 性 质 的 评 价 都 不 高。而 在 第 二 种 情 况

下，对中国的后向链接度高的下游国家，它们从事技术含量更低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更倾向于认可中国的加工技术以及世界工厂的地位，因此对中国影

响力性质的评价更高。目前，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第二种情况在迅

速增加。从１９９５年至２０１１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前向链接度逐渐呈上升

趋势，后向链接度则缓慢下降 （见图４）。③ 现有研究显示，虽然中国目前许

多产业技术达不到世界前沿水平，但是出现了较多包容性的创新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即在较低的成本下具有较高性价比的创新。④ 这已经成为中国

相对于上游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不过，总体来说，中国在价值链中的地位

仍然较低，这成为影响其他国家，特别是价值链上游国家对中国影响力正面

性评价的重要因素。

—１３—

①

②

③

④

Ｍｉｔｓｕｙｏ　Ａｎｄｏ　ａｎｄ　Ｆｕｋｉｎａｒｉ　Ｋｉｍｕｒａ，“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ｓｉａ”，ＮＢＥＲ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１０１６７，２００３，ｐ　３．

张捷： 《东 亚 国 际 分 工 体 系 的 演 变 与 中 国 的 政 策 选 择》，载 《当 代 亚 太》２００５年 第８期，

第１２页。

樊茂清、黄薇： 《基 于 全 球 价 值 链 分 解 的 中 国 贸 易 产 业 结 构 演 进 研 究》，载 《世 界 经 济》

２０１４年第２期，第６８页。

有关包容 性 创 新 的 概 念，参 见Ｊｏａｎｎａ　Ｃｈａｔａｗａｙ，Ｒｅｂｅｃｃａ　Ｈａｎｌｉｎ　ａｎｄ　Ｒａｐｈａｅｌ　Ｋａｐｌｉｎｓｋｙ，
“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Ｐｏｌｉｃ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Ｖｏｌ．４，Ｎｏ．１，２０１４，ｐｐ．３３－５４；Ｇｅｒａｒｄ　Ｇｅｏｒｇｅ，Ａｎｉｔａ　Ｍ．ＭｃＧａｈａｎ　ａｎｄ　ＪａｉｄｅｅｐＰｒａｂｈｕ，“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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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前、后向链接度

资料来源：ＯＥＣＤ，Ｔｒａｄｅ　ｉｎ　Ｖａｌｕｅ　Ａｄｄｅｄ（ＴｉＶＡ）－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０１５。

六、讨论与总结

本研究以权力 与 相 互 依 赖 理 论 为 基 础，通 过 综 合 全 球 化 与 世 界 城 市 理

论、全球价值链理论，以及社会学有关阶层 “生存状态”与心理学专家型力

量相关理论，建立了全球化与国家对外经济影响力两个理论模型，并通过多

层线性分析对模型进行验证，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跨

国相互依赖阶层的出现，对一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原有的国别间差异被国

家内部社会阶层之间的差异所取代。在本研究中，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

在东亚国家之间不存在显著的国家间整体性差异，而各国受全球化影响的专

业中产阶级，即居住在较高层级的世界城市中，拥有较高教育程度，收入处

于中等阶层，拥有较为明显的全球化社会特征的人群，比其他社会群体更倾

向于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第二，一国在全球价值链的地位成为他国民众对

其影响力性质评价的关键。在本研究中，对中国前向链接度越高的国家民众

更倾向于负面评价中国影响力，而对中国后向链接度高的国家民众更倾向于

正面评价中国影响力。

本研究的理论创新如下：第一，突破现有理论将国家视为统一整体的基

本模式，从社会阶层的角度揭示全球化在改变一国对外影响力大小时，存在

显著的社会内部差异。第二，拓展了现有的以社会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理论。现有理论主要采用两种基本视角：一种从阶级的角度研究国际经济联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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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对国内各阶级造成的利益分配差距，从而理解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① 另

一种则从行业／部门的角度来理解上述问题。② 本研究也采用社会的阶层分化

的视角，但有别于现有研究中以生产要素为基础来划分的 “阶级”概念，本

文对 “阶层”的划分是以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全球化社会特征等属性为标

准的，而不是以生产要素为基础。我们发现，在讨论对外影响力时，这种类

型阶层的划分更具有实际意义。此外，本研究发现阶层因素主要影响民众对另

一国影响力大小的判断，而对影响力性质的评价不会产生显著影响。行业因

素，或者说个体所处的行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会深入影响其对其他国家影

响力性质的判断。换句话说，阶层和行业都是影响国家对外影响力的重要因

素，但是影响的方式不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现有两种分析视角并弥合

了它们之间的分歧。第三，全球价值链的引入更新了现有的以 “发达国家”与

“发展中国家”二元对立的角度来探讨国家间政治经济关系的视角。

就政策影响而言，本研究认为，在中国与这些国家在政府间关系以及领土

等方面不存在较大争议的情况下，对中国后向链接度较高国家中的专业中产阶

级更有可能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大且正面，符合文中第二部分所界定的Ａ类影响

力，换言之，他们会更倾向于支持或者推动本国政府对中国的友好经济政策，

而且他们本身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有可能积极接受中国有关全球化或者区域

化的相关倡议如 “一带一路”等。因此，他们是中国公共外交中值得重视的对

象。与中国前向链接度较高国家中的专业中产阶级比较有可能认为中国的影响

力大但负面，即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力符合上文界定的Ｂ类，他们可能会审慎地

考虑支持或者推动本国政府对中国友好的经济政策，但是相关动机不会太强

烈，除非中国的倡议与他们对国际经济和政治的看法一致。考虑到专业中产阶

级支持全球化的态度，中国支持全球化的倡议应该不会遭到来自该群体的抵

制。因此，他们也应该是中国公共外交中值得争取的对象。不过，对该群体的

重视并不是说其他社会群体对中国的政策影响小。本研究的结果仅仅是说明在

重视外国政府、经济以及社会精英的同时，不能忽视该群体的作用，特别是考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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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到该群体在本国的国内信息传播以及政治社会动员方面的巨大能量。①

对于提升中国的对外影响力而言，本研究发现，产业升级以及提升自身

在价值链中的地位是目前中国提高影响力的关键。当前中国影响力的强度已

经在全球化相互依赖网络中得到普遍的承认，但是，要获得政策意义更强的

Ａ类影响力，需要更多的正面性评价。因此，中国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上升具

有关键意义。当然，其他政治和外交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七、附录：稳健性测试结果

表１　中国影响力大小评价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分析 （稳健ｏｌｏｇｉｔ回归结果）

中国影响力大小

性　别
０．１７８＊＊＊

（０．０４１）

年　龄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１）

教育水平
０．２８５＊＊＊

（０．０３５）

经济全球化支持度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６）

社会地位
－０．０４２＊＊＊

（０．０１１）

收入水平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８）

居住地类型
０．０９０＊＊＊

（０．０２１）

—４３—

① 值得说明的是，社会阶层的认知能否转为国家政策还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如所在国的政治体

制。一般来说，当国家的自主性 （ｓｔａｔｅ　ａｕｔｏｎｏｍｙ）比较强时，社会阶层的认知较难直接转化为国家政策，

而当国家自主性较弱时，社会阶层的认知则较易转化为国家政策。有关国家自主性的文献，参见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ｉｎ　Ｐｅｔｅｒ　Ｅｖａｎｓ，Ｔｈｅｄａ　Ｓｋｏｃｐｏｌ，ａｎｄ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Ｒｕｅｓｃｈｅｍｅｙｅｒ
ｅｄｓ．，Ｂｒｉ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Ｂａｃｋ　Ｉ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５，ｐｐ．３－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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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时事关注
０．１４３＊＊＊

（０．０２０）

互联网使用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２）

宗教参与
－０．０２６＊＊＊

（０．００８）

分位点１
－２．２３２＊＊＊

（０．１５４）

分位点２
－０．１００

（０．１３７）

分位点３
２．５４９＊＊＊

（０．１４０）

样本数拟合度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９０５７

０．０３１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

表２　中国影响力性质的多层次回归模型 （基于ＲＥＭＬ的分析结果）

中国影响力性质评价

个体层次变量

性别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４）

年龄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教育水平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１）

社会地位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７）

收入水平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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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类型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３）

国际时事关注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１）

互联网使用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８）

经济全球化支持度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９）

宗教参与
０．０２２＊＊＊

（０．００５）

国家层次变量

贸易关系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３）

政府间关系
０．０１２

（０．０２６）

领土争端
０．６８２＊＊＊

（０．１２１）

对中国前向链接关联度
－０．１４７＊＊＊

（０．０１４）

对中国后向链接关联度
０．１００＊＊＊

（０．０１９）

截距项
３．１７３＊＊＊

（０．１５８）

ｖａｒ（μ） ．００３

ｖａｒ（ε） １．１８０

样本数 ８８８０

国家数 ９

注：＊＊＊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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