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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理论创新特征的基础上，选取比较优势
理论最新进展、中间产品贸易与工薪差距、加工贸易的分工模式与生产控制模式、工序贸易与离岸外
包、异质性与新新贸易理论、贸易与内生经济增长、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国际贸易与环境、“
新区域主义”与多边贸易体系经济学等几个重要理论问题，以时间顺序法和议题驱动法对近十年来这
些前沿课题的创新研究成果进行文献述评，提出前瞻性研究的方向。

　　《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共10章，每章内容涵盖思想渊源、基本模型、分析方法与技术路线、主要
观点、实证研究结论、重要政策含义、学术评价及其对中国问题研究的启示、参考文献等。

　　《国际贸易前沿问题》可作为经济学类研究生学习国际贸易前沿问题的教科书或指定阅读文献，
也可作为读者提升文献综述能力和国际贸易理论修养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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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美国次贷危机演变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已渐行渐远，但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仍步履维艰。
经济恢复缓慢、通胀压力、失业率上升、汇率问题等一系列金融危机的余震，仍给各国企业的国际化
发展蒙上了阴影。
而中国经济的一枝独秀，也使中国企业的“走出去”战略再次广受关注。
焦点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1）随着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我国企业是否应加快国际转移
的步伐，以尽可能规避不必要的出口贸易壁垒和摩擦。
　　（2）我国企业应选择何种转移路径来弥补出口锐减可能带来的损失，是垂直FDI、水平FDI还是
直接跨国并购。
　　（3）我国企业如何面对国际转移与国内区域转移的抉择，以及对外转移与对内承接转移的协调
问题。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及上述考虑，我国企业究竟是否该加快国际转移步伐，鼓励更多的企业“走
出去”，若进行国际转移应该选择何种转移路径，如何协调国际转移与国内转移、单向转移与双向转
移，需要结合我国的贸易实践进行深入探讨。
　　1）我国企业加快国际转移的理论可能与现实约束　　面对人民币升值、出口贸易受阻的不利局
面，加快以对外直接投资为主的国际转移似乎是我国企业的理想选择。
但对于我国企业是否应该加快国家转移的步伐，不能就此一概而论。
　　首先，国际转移是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融入全球生产链条的重要途径。
随着近年来劳动力、资本等投入要素的收益递减，我国也正从依靠大量要素投入为主的发展阶段逐渐
走向以技术创新为特征的发展阶段，企业生产率水平显著提高。
新新贸易理论的结论也认为，企业边际生产成本的差异导致了其生产率的异质性，并进一步引致企业
的国际转移，即具有较低边际生产成本和较高生产率水平的企业可以实现对外直接投资，参入国际转
移，那么我国企业己具备加快国际转移步伐的理论可能。
　　其次，决定企业是否应加快国际转移的步伐还要受许多现实条件的制约。
基于企业转移动机的视角，可以发现能否通过国际转移活动来增强企业的福利水平，即能否获利是企
业“走出去”的主要动机。
异质企业贸易模型（HFT）分析也表明，若企业转移后的获利水平不足以弥补其由此增加的边际生产
成本时，企业就不会进行国际转移，而会留守国内市场。
而从企业自身的定位出发，我国的出口企业主要以加工贸易企业为主，参与全球工序外包，且大多处
在全球价值链的底端，深受金融危机的拖累，具有强烈的国际转移的愿望。
.那么该类企业是否比其他企业更具有国际转移的比较优势呢？
很显然，从我国的贸易现实来看，并非如此。
在我国出口贸易中加工贸易占据了半壁江山，且主要以服装及其他纤维制品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
造业和纺织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制造业为主，尽管近年来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已取得初步成效
，但其生产效率与国际同行相比仍有不少差距，甚至低于国内不出口的企业。
事实上，包括本文在内的许多基于新新贸易理论的实证研究同样表明我国出口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
没有显著高于非出口企业，并认为这与我国大量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率普遍不高且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产
品出口有关（李春顶，2009；赵伟，李淑珍，2007等）。
　　为此，基于上述分析和当前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我们基本可以认定，我国企业整体加快国际转
移步伐的时机尚不成熟，而只能是一部分有实力和生产率较高的企业率先转移，其余企业依据自身实
力和生产效率依次跟进，从而实现有序的阶段性的国际转移。
　　⋯⋯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贸易前沿问题>>

编辑推荐

　　《国际贸易前沿问题》所介绍的内容，既是给研究生讲课中积累的教学成果，也是近年来学术研
究的部分成果。
本书力所能及地给读者提供一个近年来（截至2011年年底）国内外相关问题代表性文献的全景图，整
理出一个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脉络，解答2l世纪以来主要前沿问题是怎样创新研究的，尽自己所能为
研究生“往前走”提供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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