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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际贸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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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措施的分类 
介绍

贸易政策措施

贸易限制 贸易扩大 

出口关税 进口配额
自愿出口限制 

(VER)

进口补贴
出口补贴

自愿进口扩张 
(VIE)

  价格   数量   价格    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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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关税壁垒

2.1.1关税概述

关税是在进出口商品经过一国关境时, 由政
府设置的海关向本国进出口商课征的一
种税。

关税类型

从价税、从量税、复合税、季节税、关税
配额

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

财政关税、保护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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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般关税

       是指海关征收的正常关税, 包括进口税、出口税

和过境税。

  （2）特别关税

       除了征收正常的进口关税以外, 根据某种需要或

者为了特殊的目的设置专门的关税。包括进口附加和

税差价税

   （3）优惠关税

      对特定国家或地区进口的全部或部分商品, 给予

特别优惠的低关税或免税待遇。主要有“洛美协定”

国家之间的特惠税和普遍优惠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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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的性质

       关税与其他税收一样, 具有强制性、无

偿性和预定性。 

关税的作用

       一是增加财政收入, 二是保护本国的生

产和市场, 三是调节进出口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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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征收关税的影响

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对每一单位商品所愿意支付的
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之间的差额。

可以通过市场需求曲线来推导消费者剩余.

从图上来看，它等于需求曲线之下价格之上的那
块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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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剩余的几何表示

a

b

P1

P2

D

价格, P

数量, QQ2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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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生产者剩余

n 生产者剩余衡量的是生产者在一次销售中他愿
意销售的价格与他实际获得的价格之间的差额
.

n 可以从市场供给曲线推导出来.

n 从图上看, 是供给曲线之上价格曲线之下的那
块面积.

n 消费扭曲损失
n 生产扭曲损失
n 效率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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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剩余的几何表示

d

c

P2

P1

S

价格, P

数量, QQ2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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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关税的经济效应

       ① 小国进口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

       进口小国在国际市场上只是价格的接受

者而非决定者, 该国进口商品数量的变动不会

影响到世界市场的价格。小国征收进口税之后

, 直接的结果就是使国内市场上外国商品的价

格提高, 并对国内的消费、生产、进口和收入

分配等产生广泛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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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国”征收关税福利影响（局部均衡分

析）

0
Q1 Q2 Q3

                                                           PW    世界价格水平

                                                                                       Pd   征收关税后的
                                                                  进口国的产品
                                                                   价格
                                                          PWPd  单位产品关税
                                                                     水平                                                                        

Q4

P

Q

S

D
PW

Pd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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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剩余增加           +a

消费者剩余减少        -（a+b+c+d)

政府关税收入              +c

社会净福利水平下降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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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关税各种福利影响的净值＝生产者剩余
增加－消费者剩余损失＋政府财政收入
＝a－（a+b+c+d）+c=－(b+d)＜0。

n b为生产扭曲, 它表示征税后国内成本高
的生产替代原来来自国外成本低的生产, 
从而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所造成的损
失；

n d为消费扭曲, 它表示征税后因消费量下
降所导致的消费者满足程度的降低在扣
除消费支出的下降部分之后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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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国征收进口关税的经济效应包括: 

    A．价格效应: 相应提高价格 

    B．消费效应: a+b+c+d

    C．生产效应: a

    D．贸易效应: 征税引起的进口量的下降 

    E．财政效应: c

    F．再分配效应与国民净损失: 消费者损失的福利中，

a转移给生产者，c转移给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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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大国进口关税的局部均衡分析

           进口大国不是世界市场价格的接受者, 其进口商品

数量的变动会影响到世界市场的价格。

           进口大国征收进口关税有可能带来收益。但只有

在适当的税率下, 进口国才有可能使净收益达到最大。

这个能使本国的经济收益达到最大的适当税率就叫做“

最优关税税率” , 即从这一税率上的任何变动所引起的

额外收益与额外损失正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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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征收关税福利影响（局部均衡分

析）

                                                   pw ‘  征收关税后压低了

世          
                                                          价格水平，使之价格
                                                          下降
                                                  pw ‘pd 单位产品关税水平
                                                   e: 贸易条件改善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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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征收关税福利影响（局部均衡分析

PT

PW

P*
T

b c d

e

D

a

= 消费者损失 (a + b + c + d)

= 生产者所得 (a)

= 政府的收入 (c + e)

QT

D2S2

S

S1 D1

价格, P

数量,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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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因为在大国情况下, 征收关税会降低世界市场
价格, 即本国进口商在世界市场上购买进口商
品的价格要降低。如果出口价格保持不变, 则
进口价格的下降意味着本国贸易条件的改善, 
贸易条件的改善对征税国有利。

n 图中征税后的进口量由Q1Q2下降到Q3Q4 , 现
在以新的价格Pw’进口, 和征税前进口同样多
的商品相比, 征税后进口费用可节约e的面积, 
e的面积就表示征税国因贸易条件改善而获得
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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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剩余增加           +a

消费者剩余减少        -（a+b+c+d)

政府关税收入             +(c+e)

社会净福利水平变化为   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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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国征收进口关税的经济效应包括: 

        A．贸易条件效应: 进口品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改善

        B．价格效应: 国际市场价格下降，但幅度较小

        C．消费效应: a+b+c+d

        D．生产效应: a

        E．贸易效应: 进口量下降，但幅度较小

        F．财政效应: 政府关税收入增加，且增幅较大

        G．再分配效应与国民净损失: 净福利效果为e-(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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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大国福利水平的变化不确定。取决于: 一
方面，贸易条件改善带来福利增加。另
一面，贸易量下降带来福利减少。

n “大国”对“小国”征收关税，几乎所
有关税负担将转嫁到“小国”身上。

n在大国情况下，关税的净福利效应是不
确定的，它取决于贸易条件效应与生产
扭曲和消费扭曲两种效应之和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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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两个三角形 b 和 d 的面积衡量的是整个
国家的损失 (效率损失) , 矩形 e 的面积

衡量的是有抵消作用的收入 (贸易条件改
善所得).

n效率损失是因为关税扭曲了消费和生产
激励动因而产生的.

n关税提高了进口商品的价格, 诱使生产者
和消费者根据比实际价格要高的进口商
品价格来从事生产和消费.

n三角形 b 代表生产扭曲损失 , 三角形 d 

代表]消费扭曲损失.

n贸易条件改善是由于关税降低了外国出
口价格而产生的

关税的成本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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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社会福利净影响

PT

PW

P*
T

b d

e

D

= 效率损失 (b + d)

= 贸易条件改善所得 (e)

Imports

S价格, P

数量y, Q

关税的成本与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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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动态分析

n斯托尔珀－萨缪尔森定理

n征收关税使经济增长率降低, 产
生x-低效率

n征收关税提高出口产品成本, 不
利于出口。

n征收关税是保护新生工业的重要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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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关税的实际保护率

n名义关税名义保护率是指直接由某种进口商
品的关税税率的高低来反映对本国同类产业的
保护程度。

n有效关税（实际保护率）

①g=

g:实际保护率  V’征收关税后的国内附加值    
V自由贸易状态下的国内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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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假设进口每辆汽车价格为4000美元,其中对进口汽车征
收25％的从价稅, 其中原材料等成本价格为2000美元, 
计算对汽车的有效保护率.

n 则征税前每辆汽车的附加值为（4000－2000）＝2000
美元。

n 对汽车征税后, 每两汽车的价格变为4000×（1＋25
％）＝5000美元。

n 再假设对生产汽车的原材料征收10％的从价稅, 则每
辆汽车的原材料成本变为2000×（1＋10％）＝2200美
元。

n 因此, 征收关税后, 每辆汽车的附加值变为5000－
2200＝2800美元。

n 根据有效保护率的计算公式, 汽车的有效保护率＝
（2800－2000）/2000＝40％, 高于汽车的名义保护率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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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有效保护率是征收关税所导致的该产品
附加价值增加的百分率。

n名义关税率与有效保护率并不一定完全
相等。实际上, 大多数工业品的有效保
护率都大大超过名义保护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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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t对最终产品征收的名义关税   ti 对第i种进
口投入品征收的名义关税  ai 对第i种投入
品成本与最终产品价格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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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关税有效保护率的政策含义（书126

为了提高实际保护率可以提高成品
的名义关税而降低投入品的关税水
平。

n最优关税   介于零关税和禁止性关
税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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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社会福利

关税率最优
关税, to

禁止性
关税率, tp

最优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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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最优关税率

n最优关税率能够使社会福利最大化

n最优关税率总是正值但小于使人们不
再进口的禁止性关税率.

n小国的最优关税率为零, 因为关税不能
改变小国的贸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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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非关税壁垒
n非关税壁垒

n非关税壁垒是指除关税以外的各种限制
进口的措施。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合
称为贸易壁垒, 是指一国政府所采取的限
制商品进口的一切措施。

n        非关税壁垒可分为直接的非关税壁
垒和间接的非关税壁垒两大类。

n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 发达国
家广泛地采取各种非关税壁垒措施, 限制
商品进口, 出现了以非关税壁垒为主、关
税壁垒为辅的新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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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税壁垒与关税壁垒相比较具有以下特点: 

   （1）非关税壁垒比关税壁垒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针

对性

   （2）非关税壁垒比关税壁垒能更直接更有效地达到

限制进口的目的

   （3）非关税壁垒比关税壁垒更具有隐蔽性和歧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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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非关税壁垒的主要种类

n （1）进口配额制

n 主要分为绝对配额与关税配额两种, 绝对配额
在实施中又有全球配额和国别配额两种形式。

n   （2）“自动”出口配额制

n   （3）进口许可制

n   （4）外汇管制

n   （5）国营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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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

（7）各种国内税

（8）最低限价和禁止进口

（9）进口押金制

（10）专断的海关估价

（11）技术性贸易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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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2.2.1配额

n进口配额: 理论

n是指对可能进口的商品实行直接的进口
数量限制.

n例如: 美国对进口的干酪实施进口配额.

n这种限制通常以向一些个人和公司颁发
进口许可证来得到实现.

n例如: 唯一有权进口奶酪的是一些贸易公
司.

n在一些重要案例中 (如食糖和服装), 美国
把外国商品在美国的销售权直接给予那
些出口国的政府.

n进口配额总是抬高进口商品的国内价格.

n许可证持有者能够从外国购买进口品并
在国内以高价出售

n他们所获得的利润就是所谓的配额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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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进口配额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

n关税与配额的区别（见对关税影响图）: 
征收关税时C作为关税被进口国政府获得；
实行配额时为配额租金如政府拍卖配额，
C被进口国政府获得，如政府分配配额，
C则被分配到配额的进口商获得。

n配额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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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小国进口配额与小国进口关税的经济效应比较

       虽然小国进口配额与小国进口关税的经济效应由

诸多类似之处, 但仍存在许多差异。

       ① 对进口数量的限制效果

       ② 对进口国价格、生产量、消费量和进口量的

影响效果

       ③ 进口配额容易导致国内生产部门形成垄断

       ④ 进口配额易不利于市场效率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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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当进口国供求发生变化时，关税方
式带来进口量的变化，而配额方式
引起物价水平的变动。

n例: “小国”，需求  ，关税方式下
进口量  ，P不变。配额方式下进口
量不变 ，国内价格   。

n配额加强了国内厂商的垄断地位，
实行配额与关税比较导致更高的国
内价格和更少的国内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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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的动态分析

配额产生配额, 形成恶性循环。

发放配额的过程中可能产生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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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市场的价格 466

世界价格 280
b c d

Demand

a

8.456.32

Supply

5.14 9.26

价格,美元/吨

食糖的数量,

百万吨

美国食糖进口配额案例

进口配额:

2.13 million tons

= 消费者损失 

   (a + b + c + d)

= 生产者所得 (a)

= 配额造成的“租”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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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自愿”配额
“自愿”配额也称自愿限制协议 

(VRA).

 

“自动”出口配额制是一种限制进口
的手段。所谓‘自动’出口配额制
是指出口国家或地区在进口国的
要求或压力下, 自动规定某一时
期（3~5年）、某些商品对该国
的出口限制, 在限定的配额内自
行控制进口, 超过配额即禁止进
口。‘自动’出口配额带有明显的
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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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自愿出口限制的确就项把许可证颁发
给外国政府的进口配额, 因此对进口
国而言, VER的代价高昂.

nVER对进口国来说, 其代价总是比达到
同样限制进口效果的关税要高.

n关税下的政府收益在VER下变成了外国
获得的租.

n例如: 对美国纺织品及服装、钢铁和
汽车等三个主要行业实施自愿出口限
制, 所造成的消费者损失中的大约2/3

转化成了外国人获取的租. 

n 显然对出口国造成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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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国模型下VER的影响

0 Q1 Q2
Q 0 Q1 Q2 Q

P PS
D

D S

PD

PW’

  进口方                                        出口方

PW
a c

e
d

a’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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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方: 生产者剩余增加         ＋a

               消费者剩余增加         －(a+b+c+d)

         社会净福利水平下降        －(b+c+d)

出口方:  生产者剩余减少        －(a’+b’）
               消费者剩余增加         ＋a’
             在进口方市场获利       ＋(c+e)配额租金

           社会净福利水平变化为   c+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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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自愿”出口限制的影响: 

n出口方: ①VER由出口方掌握供应权，
出口方获利。②出口方资源使用效率降
低。③促进了出口商品质量的升级。

n   ④进口国向出口国发生租金转移。

n进口方: 

n①在关税、配额及VER三者中，VER引
起进口方福利损失最大（消费者的损失
大于生产者的获利）②进口商品价格上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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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补贴
公平贸易

补贴与反补贴

补贴的分类: 

根据补贴的对象不同分为生产补贴和出口
补贴

根据补贴的方式不同分为直接补贴和间接
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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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根据补贴对贸易的扭曲程度分为禁止性补贴
（包括出口补贴、进口替代补贴）、可申诉补
贴、不可申诉补贴（包括: 非专项补贴、对研
究活动提供的资助、对落后地区和环境问题的
资助）

n 禁止性补贴在贸易实践中又称“红箱补贴”，
是指世贸组织反补贴协议规定禁止成员方给予
或者予以维持的补贴行为。由于禁止性补贴直
接扭曲进出口贸易，反补贴协议对此类补贴以
及维持此类补贴的行为予以严格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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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可诉补贴在贸易实践中又称“黄箱补贴”。根
据反补贴协议, 可诉补贴是指在一定范围内允
许实施, 但如果在实施过程中对其他成员方的
经济贸易利益产生了不利影响, 因这类补贴措
施而导致不利影响的成员方就可以向使用这类
补贴措施的成员方提出反对意见和提出申诉。

n 不可诉补贴又称“绿箱补贴”。根据反补贴协
定规定, 不可诉补贴是指不会招致其他成员方
提起反补贴申诉的补贴行为。各成员方在实施
这类补贴过程中一般不受其他成员方的反对而
因此不会导致其他成员方采取相应的反补贴措
施。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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