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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纵观世情国情，未来的5～10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这个时期国家发展战略的选择，对后20年、30年国家的发展将产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影响。
《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出版社：贸易强国战略》以国家发展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趋势性的问题为研
究重点，从专家学者的视角探讨我国未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外交、国防、改革、开放等20个
领域的战略性问题，并试图提出相关的战略思考和行动建议。
《国家发展战略研究出版社：贸易强国战略》的出版，力求能够为国家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研究参考的
同时，兼顾学术性和可读性，满足广大读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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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文敬，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现任中国会展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兼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国际经济关系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海关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协会顾问、商务都市场运行调控专家。
曾任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涉及世界经济、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国际贸易、中国涉外经贸政策与实践等。
1980年以来，承担了若干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重大课题研究，在国际上，多次被联合国有
关机构、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聘为专家。
　　主要著作有：《加拿大》、《邓小平对外开放理论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亚太市场准入手
册》、《中国的科技兴贸战略与实践——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由之路》、《我国自由贸易区
战略与未来发展探析》、《振兴之路：中国对外开放30年》等。
　　　　赵玉敏，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部主任，长期从事
国际市场和国际贸易问题研究，出版了《多边贸易体制与“入世”：中国面对的贸易壁垒》、《世界
贸易组织成员贸易和投资壁垒》、《中国快递业发展报告》等著作，主持和参与了国家和国际组织委
托的一些重大经贸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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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对比较优势的再认识　　比较优势是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石，一国是否应依据比较优势发展产
业参与国际分工，一直以来争议较多。
德国、美国等国的理论实践似乎证明，落后国家不能囿于比较优势的束缚，可以通过制定保护政策成
功地实施赶超战略。
中国同样面临这样一个问题。
有人不同意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贸易发展思路，认为那样将置一个国家于落后的产业格局，即陷入比
较优势陷阱。
这种看待问题的方法是片面的，原因在于静止地看待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既有静态的，也有动态的。
经典作家论证了比较优势是分工和贸易的基础和现实出发点，由此产生的分工和贸易将产生共赢的结
果这一结论。
但今天人们更需要从发展的角度去解读比较优势，否则这一理论就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
纵观历史上不断崛起的经济体，可以发现，发展的实质在于不断创造新的比较优势。
旨在实现赶超的保护主义政策并不是建立在否定现实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而是建立在创造新的比较
优势基础上的。
认识到这一点，对今天的中国尤其重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发展逐步呈现二元发展模式。
一方面是基于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的外资主导的加工贸易模式，即效益型模式；另一种是以
进口替代为目标的、以保护战略为特征的少数产业的赶超型模式。
正是有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加工贸易这种高效利用资源的工业发展方式，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
的步伐才如此之快，中国才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资本积累。
同时，以这种方式获得的财富还支持了少数产业高成本、低效益的赶超式发展。
中国的成功再次印证和揭示了亚当，斯密分工原理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今天，全球化的发展和各国比较优势的发挥都基于分工。
只有分工才能达到高度专业化，只有分工才能提高效率，效率的提高意味着更强的市场竞争力，更大
的市场份额，只有分工才有可能带来创新的动力和机会。
更重要的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国际合作可以带来互利共赢的结果。
这是过去30年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
中国地大物博，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以分工为基础的国际贸易体系能充分释放中国的比较优势。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不应追求跨越式发展。
相反，为实现这种发展要奠定牢固的基础。
总之，比较优势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中国绝不能抛弃。
在新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在贸易上更应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经济发展活动中来
，给更多民众以机会分享工业发展和经济增长，这样才能保障收入分配更加公平，才能为内需创造不
断增长的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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