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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任燕所著的《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效
应问题研究》系统地梳理了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主
要理论基础，在我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效应现
状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制造业整体及各细分行业参
与国际分工的效应进行了多维度的定量测度。结合以
中国及代表性国家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实践，
对国际分工的经济效应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对约束
分工效应的客观条件的趋势判断及国际对比，预测了
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效应走势。另外，本
书提出了在现有条件约束下实现中国参与国际垂直专
业化效应*化的政策建议。作者指出，我国30多年
以来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已经形成了中国与国际
经济深度融合的格局，但基本是作为一个国际分工格
局的接受者或跟随者，与发达国家形成垂直分工，从
事技术含量较低的劳动密集型环节，国际分工地位及 获取的分工效应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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