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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基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中国贸易条件研究》 全书工分六章：第一章是导论，第二章是从目前贸
易条件的理论研究中提出问题和分析问题，第三章是对中国各种形式贸易条件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第
四章是从比较优势理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比较优势动态性提供解决问题思路，第五章是实证分析
比较优势动态性和贸易条件之间的联系，第六章是根据比较优势动态化路径提出中国贸易条件的改善
思路和对策。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以及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影响的持续增强，近年来，针对中国贸易条
件的具体变化趋势如何、中国贸易条件是否恶化的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
贸易条件主要通过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条件等不同的指数形式进行反映，是衡量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出口盈利能力和在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概念，但在贸易
实践中出现了贸易条件不能准确反映贸易实际情况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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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1 关于贸易条件相关概念及其变动　　穆勒的相互需求方程式、马歇尔的提供曲线概念、陶西
格的净实物贸易条件是最早具有价格贸易条件含义的相关文献。
价格贸易条件是指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之比，它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单位购买力，
这也是贸易条件最初的含义。
价格贸易条件经济含义直观、计算方法简单和计算所需数据资料比较容易获得而得到广泛的实证分析
，但通过贸易条件的进一步研究却表明，价格贸易条件的变化不能确切地反映一国从国际贸易中得到
的实际利益情况。
　　在贸易条件的研究中，对贸易条件概念本身的研究在不断深化，提出了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
条件，使得贸易条件指数的评价结果更能接近一国在国际贸易中得到的实际情况。
收入贸易条件反映的是一国的出口基础上的总进口能力，相当于价格贸易条件与出口量的乘积，被认
为是出口商品的购买力。
相对于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对一国的贸易利益和经济福利的反映要更准确得多，因此，从价
格贸易条件到收入贸易条件，学者们对贸易条件这一概念的认识显然进了一步，但收入贸易条件的计
算前提仍然是同类商品（严格地讲，应是同种商品，但在贸易实践中要对同种商品的贸易条件进行实
证，是比较困难的，大多数是采用同类商品进行实证），而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商品种类变化的速度是
非常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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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基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中国贸易条件研究》的研究针对中国贸易条件研究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和
理论缺陷，从比较优势原理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出发，提出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角度进一步研究贸易
条件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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