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绝对技术差异论 

机会成本：生产两种产品时，增加一单位某种产品的生产所放弃的另一种产品的价值或数量。

两国的机会成本就是在封闭条件下小麦和布的国内比价。(封闭条件下两种产品的国内比价) 

参加贸易的直接原因在于两国同种商品价格有差别，这种差价使参加贸易的双方有利可得.

专业化分工使参加分工的国家消费的产品量比封闭条件下的消费量要多. 

交换产品价格的确定：国际比价要在参加贸易的两国进行贸易前的两种产品的国内比价之

间，否则其中一国就可能退出国际贸易。任何一方卖出商品的价格不能等于或低于本国同一

商品的卖价，否则厂商选择在本国市场销售商品，不出口. 

国际分工以及由此带来的各国技术优势的发挥,是国际贸易利益的根本来源。 

绝对技术差异论的图形说明: 

 

绝对技术差异论的特点和局限性：1.亚当斯密将“劳动分工”可以提高生产率的理论推广

到国际领域；2。绝对技术差异论的证明简单、直观；3.绝对技术差异论是以机会成本不变

为前提的,具有局限性;4.绝对技术差异论不能解释一国在两种产品的生产上劳动生产率均

高于另一国，而另一国劳动生产率均处于劣势地位时，国际分工和贸易是否可以进行的问题。 

相对技术差异论（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 

即使一国处于绝对技术优势地位，另一国处于绝对技术劣势地位，只要存在价格差或机会成

本的差别,就存在国际分工和贸易的基础和动力.各国选择生产的产品就是自己机会成本较

小的商品。参加贸易的国家可以从贸易中获得物质利益。 

Eg 国际分工充分发挥了美国在生产小麦上的相对优势，也充分发挥了中国在生产布上的相

对优势,相应地都避开了各自的相对劣势. 

相对技术差异论的图形说明 

 

相对技术差异论的特点和局限性：1。大卫李嘉图提出的相对技术差异论将自由贸易的理论

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使比较利益理论的解释范围大大扩展；2。相对技术差异论可以部分

地解释当今世界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层次不同的国家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3.相对技术差异

论假定机会成本不变,并且假定只投入劳动一种生产要素，强调只有劳动创造价值，有局限

性 

生产要素禀赋论 

要素密集度：是在生产一定产量的某种产品时，以生产成本最低为标准的两种生产要素投入



的比例。依据投入比例大的那种生产要素描述该产品的要素密集度。 

要素丰裕度: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 

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在各国生产要素存量一定的情况下，一国将生产和出口密集使用其

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稀缺要素的产品. 

推理过程：各国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不同—>生产要素的价格不同;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

同—〉生产产品的成本差别(2x6＋5x1＝17)-〉商品的价格差->国际贸易 

生产要素禀赋论的特点：优点:生产要素禀赋论从两个方面发展了比较利益理论：首先，生

产要素禀赋论是以两种生产要素的投入为分析前提，更加接近现实;其次，生产要素禀赋论

假定各国生产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各国间商品的价格差是由各自不同的要素丰裕度从

而是由生产成本的差别造成的。局限性：首先，生产要素禀赋论假定机会成本不变，与现实

不符；其次,只假定投入两种生产要素；第三,没有分析一国从自给自足走向自由贸易的过程；

第四，在分析过程中引进了价格和货币因素，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 

里昂惕夫之谜：按照人们的直觉，美国是资本比较丰裕而劳动力比较稀缺的国家，根据要

素禀赋理论，美国应该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进口劳动密集型产品。但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

夫运用投入-产出法计算发现美国实际上出口的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而进口的是资本密集型

产品。 

比较利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机会成本递增条件下的比较利益 

1。机会成本递增：在生产两种产品的条件下，为增加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量而不得不放弃

的另外一种产品的产量不断增加。机会成本递增是由资源的稀缺性造成的。 

2.生产可能性边界：资源在充分利用的情况下，一国所能生产的两种产品的最大可能产量

组合点的轨迹。 

机会成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凹向原点。 

3.在机会成本递增的条件下，只要各国生产同样产品时存在着价格差异,比较利益理论就仍

然有效，参加贸易的国家仍然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只是各国间的国际分工不能达到

完全专业化的程度。 

  封闭条件下中国生产 500万米布和 400万公斤小麦，此时

国内比价或机会成本为 2：1。假定有了国际贸易，国际比价为 1:1，那么中国生产布的机会

成本就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在此情况下,中国厂商将增加布的生产，资源也就相应地转向布

的生产部门.如果机会成本不变，中国将形成完全专业化生产。但在机会成本递增情况下，

中国厂商虽然增加布的生产，但不会达到完全专业化程度，因为随着机会成本递增，总有一

点会使中国生产布的机会成本等于国际比价,此时中国生产两种产品组合的调整就会停下。



 假定此时中国生产 800 万米布和 200 万公斤小麦，自己

消费 400 万米布，用其余的 400 万米布换 400 万公斤小麦,加上自己生产的 200 万公斤小麦，

共消费 400 万米布和 600 万公斤小麦，中国得到相当于多消费 300 万米布的净利益，从图形

看，其消费点超出了本国生产的最大可能性. 

国际贸易条件的范围：国际比价必须在两个参加贸易国家贸易前的国内比价之间。 

供应条件曲线：表示在各种不同的贸易条件下，一国为换取一定数量的进口商品而愿意提

供的出口商品数量的各点的连线或轨迹。 

（要使中国增加布的出口数量，就必须提高布的相对价格；同理，要使美国增加小麦的出口

数量,就必须提高小麦的相对价格。） 

 中国和美国提供曲线的交点决定了国际比价。如图，E 点为均衡点，

在这一点上中国布的出口量为 OF，小麦的进口量为 OD；而美国小麦的出口量为 OD,布的进

口量为 OF,即中国的出口正好等于美国的进口，而美国的出口也正好等于中国的进口.此时

均衡的国际比价是由射线 OE 的斜率所代表的贸易条件 T。因此,国际交换比价是由供求双方

的供应条件决定的。 

均衡价格：由供求双方共同决定。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供求相

等时决定商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当国际贸易使参加贸易的国家相关的商品供求在国际

范围内达到均衡时，均衡的国际比价就形成了。 

无差异曲线—分析国际贸易给参加国带来的利益。 

贸易前，生产点和消费点均为 S，此时消费者得到

的最大效用水平是无差异曲线 U1，价格线为 PP.贸易后，小麦价格下降，布的价格上升,价

格线由 PP 变为 P’P’，此时生产点为 S’，消费点为 C’，消费者的效用水平是更高的无

差异曲线 U3，显然消费者的满足程度提高了.这是国际贸易带来的利益. 

U1—>U2 交换的利益—国际贸易使商品价格结构发生变化带来的利益。 



U2—>U3 专业化利益-国际贸易使各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带来的利益。 

自然资源禀赋论：由于各国的地理，气候条件以及自然资源蕴藏等方面的不同所导致的各

国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进而需要国际贸易调节各国间的“余缺“余缺 。某些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

最初动因可能就是建立在这种“拾遗补缺”基础上的。这种观点对贸易范围的解释有限，随

着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许多产品对自然条件和资源的依赖性已经很小. 

嗜好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既不是由技术差异造成的，也不是由生产要素的禀赋差异造成，

而是由两国的嗜好或饮食习惯的差异决定的. 

贸易前，两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同，为满足本国的需求，喜食

小麦的国家生产点为 R，喜食大米的国家生产点为 S，两国的消费点也分别为 R 和 S。此时

在喜食小麦的国家，小麦价格比较贵,价格线为 PP;而在喜食大米的国家,大米价格比较贵,

价格线为 P’P'。有了国际贸易后，喜食小麦的国家可以将自己生产的大米出口到喜食大米

的国家，换回小麦；喜食大米的国家将自己生产的小麦出口到喜食小麦的国家,换回大米，

从而使两国过去价格较高的产品降低了价格，并形成了统一的国际比价.此时，两国的生产

点同时处于 T点，而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比贸易前提高了。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规模经济:指在产出的某一范围内,平均成本随着产出的增加而递减。 

内部规模经济:是指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自身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下降。通常所说的规

模经济。 

外部规模经济：当一国的某个产业或行业的规模和产量扩大时，该产业或行业中各个企业

的平均成本下降。 

规模经济产生于生产成本的节约.企业生产某产品的总成本为不变成本和可变成本之和，即

TC=FC+VC。可变成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成比例地扩大，而不变成本则在生产规模扩大

时增加很少甚至保持不变,因此平均成本 AC＝TC/Q=FC/Q+VC/Q 会随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

而递减. 

只有在全部企业投资中不变资本所占比重比较大时，效果才比较明显。规模经济多出现于重

化工业或资本密集型产业。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规模经济的效果不甚明显。 

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会鼓励有关部门和企业追求由此带来的经济效果，从而扩大自己的生产

规模。生产规模越扩大，该企业产品的竞争能力越强。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提高了此类部门

产品生产的最小规模，提高了开办此类企业的最小成本,形成了行业进入的壁垒,削弱了行业

内部企业竞争。 

差异产品:在设计、品牌等方面明显不同于同质产品,且被消费者认可的产品. 

生产差异产品是生产者获得一定程度定价权的手段。生产同质产品的厂商不可能将自己的产

品定出较高的价格。 

消费者对差异产品也感兴趣.消费者对差异产品的兴趣来自消费者对较高满足程度的追求。 

规模经济与追求差异产品的矛盾：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要求生产规模大、批量大、标准化

从而达到节约成本的目的；但是差异化则要求小批量、多品种、多样化，为生产者提供操纵

价格的余地.这种小批量、多品种就意味着单位产品的成本或平均成本比较高，难以达到规



模经济的效果。 

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由于国际贸易使厂商的市场规模扩大，因而大

规模生产就有了生产保障.国际贸易将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分散到各国的市场上去,因而在每

个具体的市场上，表现为各种产品的小批量供应。对消费者而言，小批量的差异产品是价格

比较低的，因为在生产它们时，由于规模经济的效果，使各类产品的平均成本较低。因而在

比较低的价格下,差异产品是比较容易得到推行的。 

规模经济、差异产品与国际分工：在比较利益理论中，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各国存在的技术

差异或要素禀赋差异，因而国际分工是确定的。但在这里，由于各国的技术水平相同，而且

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下的差异产品，因此国际分工是不确定的。 

解释国际分工不确定：在规模经济发挥作用的部门，两国的国际分工决定于谁在特定的生

产部门中的生产规模较大。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将使该国在产品的生产和贸易中具有价格或

成本优势。 该国在该行业中生产规模越大，其产品的平均成本越低，别国越是难以同该国

的低成本相竞争，从而将竞争者排除出该行业。  由于大规模生产的经济性，使一国的生产

趋于完全专业化，或者说该国的生产资源越是集中于某一个特定的行业,因而也就排除了该

国在其他产品的生产领域或行业中实现规模经济的可能性。 

如何确定国际分工结构：首先，国际分工的结构决定于哪个国家在特定商品的生产上较早

实现规模经济，从而排除了其他国家进入该行业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历史的经济发展过程。

一般而言，经济发展比较早的国家容易在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果的部门居优势地位。其次，

两个起步时间相同的国家为了避免相互竞争，通过双方达成协议,实行“协议分工”,分别在

不同的产品生产上实现规模经济。第三，后起步的国家,选定某个特定的可以实现规模经济

效果的行业,通过某种政策使其生产规模超过早先发展起来的国家，将其排除出该生产部门。 

规模经济、差异产品与国际贸易：比较利益理论主要解释在第一产业中的农业和第二产业

中的制成品之间的贸易,这种贸易形式称为“产业间贸易”.而由于差异产品的出现，特别是

国与国之间同类产品内部所进行的贸易，就不再是传统的贸易形式，而是表现为“产业内贸

易”。 

产业内贸易：同一个产业内部差异甚至是非差异产品之间的国际贸易。 

产业内贸易理论的意义：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产业内贸易理论代表人物有兰卡斯特、

格鲁贝尔、斯彭司、迪格西特、斯蒂格里茨、克鲁格曼等。产业内贸易理论的出现，使国际

贸易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传统的贸易理论中，无论是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

比较利益理论,还是建立在要素禀赋差异基础上的比较利益理论，都是以完全竞争为基本分

析前提.但是,建立在规模经济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则暗含着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命题.因

为规模经济排除了小企业进入这类行业的可能性,即任何企业如果不能达到甚至超过现有企

业的生产规模，该企业就不能进入此类行业。这一命题改变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前提条件，实

际上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产业内贸易理论表明,各国可以通过产业内贸易形成互补的

差异产品贸易关系。因而在这类国家之间，贸易的相互依赖代替了相互竞争和冲突，自由贸

易有了更多的存在基础。 

相互倾销国际贸易理论 

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企业的市场定价：对一个寡头垄断企业或垄断企业而言,由于企业的市场

份额已经足以影响到市场价格，所以，当企业增加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果时，为了将增加的

产品销售出去，不得不降低商品的卖价。 



 不完全竞争企业所面临的需求曲线 D 向右下方倾斜,表明当不完

全竞争企业增加商品的市场供应时，为了使市场能够获得相应的需求,必须降低商品的销售

价格.在边际成本曲线 MC 和边际收益曲线 MR 的交点，为企业生产的最佳点，此时企业利润

最大化的商品定价为 P
m
 。由于企业的规模经济效果,其平均成本曲线 AC 向右下方倾斜。 

倾销：不完全竞争企业以低于本国市场的价格向国外销售商品。不完全竞争企业要采取倾销

战略，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该行业必须是不完全竞争的;二是市场必须是分割的。 

 

左图中，D曲线是不完全竞争厂商在国内市场面临的需求曲线，由于该厂商在国内市场具有

较大的控制市场价格的能力，所以其增加或减少生产对市场价格影响较大。因而该厂商面临

的需求曲线比较陡峭。为增加商品销售，在其国内市场份额较大情况下，降低单位产品售价

对厂商收入的影响是相当大的. 

右图表示该不完全竞争厂商在国外市场上面临的需求曲线,由于该厂商在国外市场上销售量

较小，因而其影响价格的能力有限，需求曲线较平坦，其增加 1单位商品销售所引起的总收

入减少量不大。 

对不完全竞争厂商而言，无论是将增加的产品销到国内市场还是国外市场，当它增加产品的

总产量时，规模经济效果已经获得。因此,一方面增加产量可以得到平均成本降低的利益，

另一方面，企业为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需要控制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销售量，从而更倾向

于将产品销往国外市场。这就产生了倾销，进而形成了对外贸易。 

相互倾销与国际贸易:如果各国都存在着类似的市场结构或不完全竞争的企业，那么每个国

家的不完全竞争厂商都会采取类似的价格战略，形成相互倾销的国际贸易格局。 

由于外国厂商在对方市场上占的份额较小，所以在外国的市场上，该企业只是一个价格的承

担者，不会影响到市场价格，所以两国各企业在对方市场上的卖价服从于进口方企业确定的

市场价格，由于两国企业的边际成本相同，所以他们根据利润最大化原则制定的价格也相同，

进而两国同一质量的汽车在两国的市场价格也相同。然而，当厂商将产品销往国外时，会有

一定的运输成本，所以其出口产品的价格还是低于在本国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尽管如此，只

要这种市场价格所带来的企业净增收入不低于将这一增加的产品量销在国内市场的净增收

入量，企业就会将产品倾销到国外。因此,国际贸易会由于不完全竞争企业对获取最大限度

利润的追求而产生。 

企业对内部规模经济效果的追求:垄断企业—生产差异产品;寡头垄断企业-倾销 

外部规模经济的源泉:生产设备及供应的专门化、共同生产要素的相互借用或使用、技术外

溢效果. 



在有外部规模经济的产业，具有明显的先动优势,哪个国家领先一步,它就会在该产业具有竞

争优势。而某一产业在哪一国最先建立,在哪一国规模最大,完全取决于历史的原因。 

外部规模经济与学习曲线 

学习曲线：描述成本减少与特定行业产出规模不断扩大之间关系的曲线。如果考虑到时间因

素，由于一国某产业累积产量增加,产业内各厂商不断积累生产技术和知识而产生的产业内

各企业平均成本下降的现象，称为动态规模经济,可用学习曲线表示。  

重叠需求贸易理论 

人均收入水平决定需求水平:1。两国之间的需求结构越接近，则两国之间进行贸易的基础

也就越雄厚，因为如果两国需求结构接近,则对任意一国的厂商来说，他会发现对其产品的

需求,除了国内之外，还有来自于国外的需求。那么通过贸易出口来扩大其产品的需求，获

取更多的利润，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2。当两国人均收入水平越接近时，则重叠需求的

范围就越大,两国重复需要的商品都有可能成为贸易品.所以收入水平相似的国家，互相之间

的贸易关系也就可能越密切；反之,如果收入水平相差悬殊，则两国之间重复需要的商品就

可能很少，甚至不存在，因此贸易的密切程度也就很小。3.只有收入水平相近的国家之间才

会有相互贸易,同时,由于这种贸易使各国专门生产的产品有了更大的市场范围，因而规模经

济效果可能更加明显. 

代表性需求：反映一般收入水平的需求水平。代表了一国对各类产品需求中规模最大的部分

的需求量，厂商为实现生产的规模经济效果,总是瞄准本国代表性需求的产品档次，增加产

品的产量或产出规模。 

此时，非代表性需求就难以在一国范围内得到满足，因而需要借助国际贸易加以实现。 

重叠需求贸易理论的意义：1。对于解释二战以来迅速发展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贸易具有

特别的意义；2.该理论从需求的角度对产业内贸易加以概括和解释,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

展。 

（计算）产业间贸易：Ri=（Xi+Mi)-|Xi—Mi｜ 【Xi 为出口值，Mi 为进口值，i是产业数，

Ri 表示本国对外贸易总额】产业间贸易可表示为|Xi—Mi|,同一产品的出口额与进口额差额

越大，产业间贸易规模越大. 

产业内贸易：IITi=｜Xi-Mi｜/Xi+Mi 如果 Xi＝Mi，表示一国在第 i 产业的进出口平衡,即

该国在第 i 产业只有产业内贸易，没有产业间贸易，此时，IITi＝0；如果 Xi＝0或 Mi＝0，

则表示该国在第 i 产业没有产业内贸易，此时，IITi＝1。 

格鲁贝尔和劳埃德指数（G—L)：IITi=1-［|Xi—Mi|/Xi+Mi］该指数数值在［0，1］之间，

数值越大，说明产业内贸易越发达. 

全部产业产业内贸易指数（平均比重）： 














n

i

ii

n

i

ii

MX

MX

IIT

1

1

)(

1

 

一般来说，产品越是可以多样化、技术要求越高的产业，其产业内贸易的比重越大。 

国际贸易的福利分析 

生产者剩余：生产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与实际接受的价格之间的差额。 

消费者剩余:消费者愿意支付的价格与实际支付的价格之间的差额。（上) 



 

国际贸易有利于进口国的消费者和出口国的生产者，从总体看,国际贸易提高了所有参加国

的净福利水平。 

封闭条件下的收入分配： 

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

本。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当保持其它要素使用量不变，如果通过增加某种要素（如劳动力）

使用量而增加 1单位产品（如布)产量，则生产这增加的 1单位布的边际成本为 P/MP
L
=w/ MP

L
。

厂商生产 1 单位布的边际收益等于布的市场价格,MR=Pc。所以厂商利润最大化的条件为 w= 

MP
L＊
 Pc=VMP

L
c。 

工资等于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就是厂商

对劳动力的需求曲线。 

根据克拉克的收入分配原理，劳动力价格水平线以下的部分为可变要素劳动力（共同）的总

收入，而工资水平线以上的部分则为保持不变的资本（土地）要素（专门）的总收入。 

 
结论：某个部门产品价格的提高会造成共同生产要素在部门间的重新分配，并造成共同生产

要素收入水平的提高，专门生产要素收入水平上升。但会使共同生产要素流出部门的专门生

产要素的总收入和边际收入均下降。 

国际贸易与生产要素的收入（开放条件)：先假定布的价格上升，小麦价格不变，则布部门

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会向左上方移动。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上升。布生产部门的专门生产

要素—资本的实际收入上升。相反小麦部门特殊生产要素-土地的收入水平下降了。 

如果假定布的价格保持不变，小麦价格下降,则小麦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曲线会向左下

方移动。（图中没画）从而使得小麦部门劳动力的实际收入上升，土地的实际收入下降；布

部门劳动力的实际收入下降,资本的实际收入上升。 



结论：国际贸易会导致出口部门特定要素的实际

收入上升，进口部门特定要素的实际收入下降，可自由流动的共同要素实际收入变动不确定，

取决于其消费结构。 

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过程 

国际贸易使参加国对不同生产要素的需求程度发生了变化,进而影响到各生产要素的价格.

从而使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价格水平上升，本国比较稀缺的生产要素价格下降。 

中国(劳动力丰裕)->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布—>因出口增加生产—>劳动力需求增加(需求

强）;资本需求增加(需求弱）—〉劳动力价格上升。与此同时,—〉进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小

麦—〉因进口减少生产->资本供给增加(供给强）；劳动力供给增加（供给弱）—〉资本价格

下降。美国同理。因此，劳动力（资本）价格均等化。 

图形说明 

 

1.封闭条件下，中国和美国的生产均衡点分别为 T点和 S点，从倾斜度看出，中国劳动力便

宜,资本贵；美国资本便宜，劳动力贵。 

2。开放后，两国市场价格统一了.美国的生产点从 S转向 R，中国生产点 T到 U。两国的生

产均衡点发生变化.这意味着中国出口布，倾向于多生产布；美国出口小麦，倾向于多生产

小麦。 

3。两国生产的变化导致要素需求进而要素价格发生变化，最终两国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绝对

价格会实现均等化，同时两国生产同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也达到均等化。 

斯托尔珀--萨谬尔森定理：国际贸易使得价格上升部门所密集使用要素的实际收入提高，

其它要素的实际收入下降. 

赫克歇尔－俄林－萨谬尔森定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国际贸易不仅使得两国商品价

格均等,同时使得要素的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均等化。 

妨碍要素价格均等化的因素：各国生产技术并不相同；生产要素并非同质； 

各国商品价格并不一致. 

动态国际贸易理论 



生产要素等比例增长：一国不改变要素相对丰裕度或比例的生产要素量的增长.生产要素等

比例增长使得生产可能性边界平行向外移动，结果只是原有生产规模简单扩大,不会改变产

品生产结构和贸易结构,因而对贸易的影响是中性的. 

偏向进口的生产要素增长：进口部门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增长速度超过出口部门密集使用

生产要素的增长速度,使本国生产的产品代替一部分进口品，降低一国对外贸的依赖程度。 

 

资本价格下降，在小麦的国际市场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小麦生产部门的边际成本会低于市场

价格，从而促使企业增加小麦的生产，在国内对小麦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国内生产的

增加会替代和减少小麦的进口，结果该国进口规模缩小。 

同时,当小麦生产增加时，小麦部门不仅需要增加资本投入，还需增加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

力增长有限,所以需要布生产部门释放劳动力，这意味着布的生产量减少，从而布的出口会

下降，该国出口规模也缩减。 

由此可见,一国偏向进口的生产要素增长会使得贸易规模缩减，因而这种要素增长是“反贸

易”的. 

偏向出口的生产要素增长：出口部门密集使用生产要素的增长速度超过进口部门密集使用

生产要素的增长速度，从而使得本国出口品产出增加。 

 偏向出口的生产要素增长使出口品布的产量增加，这就扩大了

出口商品的供货来源，因而会扩大产品的出口规模。同时，为了增加布的生产，需要减少小

麦的生产以释放资本,在国内需求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小麦的进口会增加。 

由此可见，一国偏向出口的生产要素增长会使得贸易规模扩大,因而这种要素增长是“亲贸

易”的。 

罗伯津斯基定理：如果商品的国际比价保持不变，一种生产要素增加会导致密集使用该要

素的产品产出增加，而密集使用其它要素的产品产出减少。 

悲惨的增长:当一国生产要素增加从而使产品出口增加时，该国的出口收入不但没有增加，

反而减少了。造成这种局面的直接原因就是国际比价或贸易条件的恶化。 

当一国某种产品的出口量在世界市场上已占一定的比重或市场份额时，再增加供应并为市场

所吸收，它必定降低出口品的价格。如果商品价格下降，就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由商

品价格下降所带来的出口量的增加，从而带来的收入增加，可能被单纯的价格下降所抵消，

甚至是收入水平的绝对下降。 

悲惨增长发生的条件：（1）生产要素的增长偏向出口；(2)该国是一个“大国”，出口数量

影响国际市场价格;（3）出口产品的需求缺乏弹性。 

要素积累与比较优势：如果时间足够长的话，要素增长和积累可能会改变一国比较优势的

形态，即以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现在由于要素增长可能变成比较劣势；反之，以前处于



比较劣势的产品，现在也可能变为具有比较优势。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该理论最先由弗农提出，是解释二战后制成品贸易的著名理论。该理

论认为，由于技术的创新和扩散，制成品具有一个生命周期。五个阶段:引入期；成长期;

成熟期；下降期;衰亡期。在产品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随着技术的传播和扩散，新产品逐

渐由知识技术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再向劳动密集型转变,从而决定产品生产优势的因素,

也逐渐由技术垄断优势向低成本优势转变,从而使不同国家在贸易中的地位发生不断的变

化。 

恩格尔定律与国际贸易：家庭收入越少,其消费总支出中用于购买食物及其它必需品的比例

越大；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用于食物的支出比重下降。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对食物

的消费或需求的增长不会与收入同比例增长,而是增长得较慢，这是因为食物的需求弹性较

低。 

结论：随着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各国收入水平的提高，国际贸易向有利于制成品生产国的

方向发展，而不利于食品、特别是农产品的生产国。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

家，要发展自己的经济，不应过于固守农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工业化才是经济发展的途径。 

示范效应：人们的消费水平不仅受自身绝对收入水平的限制，也会受周围与自己收入水平相

近或相同的人群消费结构和水平的影响，因而其消费模式中有受别人影响的现象.收入水平

较高国家的消费模式及其演变对收入水平较低国家消费模式的升级也具有示范作用。 

有利于发达国家出口：发达国家生产的耐用消费品等产品在满足了国内需要以后,一部分产

品可能被发展中国家或收入水平处在上升阶段的国家所吸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国内已

经饱和,甚至处在衰落期的产品形成源源不断的需求。：  

发展中国家的同类产业难以发展：1。发展中国家在消费模式上追随或模仿发达国家,使发展

中国家对高层次消费品的需求不是建立在本国相应产业发展的基础上的；2。发展中国家的

厂商在追随本国代表性需求变化时,一开始就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强有力的竞争。一般而言，

这些产品多是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效果的产品。当发展中国家的厂商开始发展本身的产品生产

时，他们所面临的是发达国家已经达到规模经济程度的同类企业的竞争.3.示范效应对收入

分配状况比较平均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不利。各国家庭消费模式转变或升级的时间大体相同，

在短期内,该国对某些进口产品将形成大规模需求，这种需求刺激了国内生产的欲望。然而

一旦国内生产发展起来了，厂商发现国内的需求已经下降了。因为在国内需求逐步增长的阶

段，这种需求是由进口品来满足的，当本国的同类产品生产发展起来之后，第一轮的市场需

求已经开始饱和,而第二轮的更新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其形势是国内厂商的生产规模已经

比较大,因而需要借助市场推动和巩固规模经济的效果。但是，这种期望受到市场的打击，

不得不减少生产量或生产规模，当他们适应了较小的需求规模时，消费者更新产品的需求又

开始了，厂商又急于增加产品生产.再加上技术与管理的差距，国产品难以与进口品竞争。

越是如此,消费者越是趋向于购买进口商品，从而形成比较高的进口倾向,结果本国的同类工

业难以发展。现实要求发展中国家需要良好的收入分配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条件。 

剩余物资出口论(亚当斯密）：一国参与国际贸易以后，生产能力的充分使用就可以把满足

国内需要后的剩余产品对外出口，该理论明确指出了对外贸易是实现一国资源充分利用的条

件，因而会促进该国经济的增长。 

大宗产品出口理论（李嘉图)：一国利用原材料或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增加本国的收

入，进而提高该国的储蓄和投资水平，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第一是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如果外贸依存度

较高，那么对外贸易对该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就比较大，如果依存度较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

来实现经济增长，那么对外贸易的作用就较小.第二是进出口产品的结构，如果一国的出口

商品都是需求弹性较低的初级产品的话，对外贸易对其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就比较小，而且



还有可能出现悲惨增长，如果出口的是属于高附加值的制成品的话,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就

会比较明显。 

 

进口关税的经济影响: 

 

1.关税的消费效应：  －(a+b+c+d）.横轴表示进口国的供求量，纵轴表示市场价格。Dd 需

求曲线，Sd 供给曲线.贸易前，价格 Pw，消费者的需求量 OD
0
，国内供给量 OS

0
，进口量为

S
0
D
0
.此时消费者剩余 a+b+c+d+f，生产者剩余是 e。征税 PwPt 后,价格 Pt，需求量 OD1,国内

供应量 OS1，进口量 S1D1。消费者剩余减少到 f.结论：进口关税的征收会损害进口国消费

者的利益，使消费者消费的产品量减少 D0D1 量。 

2。关税的生产效应：+a 

RP（实际保护率）=(V’-V）/V (关税额/增加值） V=Pw-Pt  V’表示关税额加上本行业增

加值。假定自由贸易条件下,每套服装价格 1000 元，国内生产需使用进口 500 元中间投入品，

则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国内生产附加值为 1000－500＝500 元.假定对服装征 30％进口关税,

中间投入品不征税，则征税后国内生产附加值为 1000×（1＋30％）－500＝800 元，ERP＝

（800－500）/500×100%＝60％。如果对中间投入品征 30％进口关税,则征税后国内生产附

加值为 1000×（1＋30%）－500×(1＋30%）＝650 元，ERP＝（650－500）/500×100%＝30％。 

3.关税的财政收入效应：+c  

4。关税的收入分配效应：根据斯托尔珀－萨谬尔森定理，关税将增加受保护商品中密集使

用的生产要素的收入。 

5.关税对市场竞争的影响：征收进口关税意味着保护本国的厂商垄断或默认国内厂商的垄

断,妨碍竞争机制发挥作用可能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 

6。进口关税对一国经济的净影响： －(a+b+c+d)＋a+c= －(b+d) 

 

b 是生产扭曲，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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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使资源配

置效率下降；d 为消费扭曲，即征税后由于价格提高使得消费者需求和消费量下降，从而造

成资源闲置的损失。 

总之,关税有利于进口国的生产者和政府，不利于进口国的消费者,会降低进口国总体的福利

水平。 

7.上述分析是假定进口国是一个“小国”,是国际市场价格的接受者，面对的外国供给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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