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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贸易》是一本关于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教材，它不仅以经济学的视角
揭示了国际经贸合作的理论逻辑，更以充分而新颖的资料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国际贸易政策与世界经济
一体化的发展实践，作为一本独立的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教材，《国际贸易》结构严密、资料新颖、
深入浅出、有易有难，非常适合有一定经济学基础知识的学生使用.是本领域最出色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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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玉清，获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讲师，从事国际经
济学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主要研究方向是国际贸易、企业家与经济社会发展转 型、东亚金融危机。
主要研究成果有《东亚经济何处去》、《1998东亚经济何处去》、 《Ventrring Out Emergence of
Domestic Entrepreneurs In the Chinese Hybrid Economy》。
注译 有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世界银行报告《东亚的复苏与超越》和《东亚奇迹的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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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虑两国情形，假设他们拥有相同的生产技术和相同的需求偏好，但是在相对要素禀赋条件上有
所不同。
换言之，假设这两个国家完全符合HOS模型框架。
这两个国家如何进行经济上的合作有两种情形。
如果，这两个国家完全开放，进行无成本的自由贸易，那么这种贸易将使两国的商品价格趋于相等，
最终也将导致要素价格的相等。
在相同的要素价格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说，如果要素跨国境流动，并不会产生任何效率方面的收
益。
而且，即使要素能跨国境自由且无成本地流动，它们也没有动力去这样做。
　　另一种可能性是，两国不进行商品贸易，而允许它们的要素在两国间自由流动，以适应要素收益
的不同。
劳动力将流人那些最初劳动力相对稀缺且昂贵的国家，同时资本将从这些国家流人资本回报相对较高
的国家。
因为相对要素禀赋会变得相同，所以最终要素价格也将相等。
在这一理论框架下，两国具有相同的要素价格、相同的技术水平和相同的需求结构，它们没有任何理
由再发生商品贸易。
这意味着商品贸易和国际要素流动最终是可以相互代替的：如果其中一个可以毫无障碍地代替另一个
，则另一个就不会存在。
因为现实的商品贸易既不是自由的，也不是无成本的，所以它通常不会导致要素价格的完全相等。
国际要素流动也有相同的结果。
但是这二者仍会此消彼长：商品贸易的自由度越高，要素流动的需求就越小。
　　只要我们把国际贸易看作相对充裕的要素和相对稀缺的要素进行交换的一种途径，以上的观点似
乎是有道理的。
但是如果商品贸易由其他力量驱动，例如李嘉图模型中的技术差异，或规模经济，商品贸易和要素之
间的关系可能就会改变。
假设两国的相对要素禀赋相同——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要素禀赋差异排除在贸易成因之外——但是一国
比另一国拥有更大的国内市场。
结果在大国，按照外部规模经济生产的商品价格就会比较低。
该国于是将成为该商品的出口国，假设在出口商品的生产中相对密集地使用了劳动力。
短期内，出口将促使出口产业中使用的所有要素的回报上升。
这种放大效应意味着出口生产中相对密集使用的要素将获益更多。
较高的工资水平将吸引外国的劳动力加入这一出口部门。
这将继而导致在较低的单位劳动成本下生产更多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这将使本国的出口进一步扩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商品贸易和国际要素流动视为互补性事务。
如果所有的商品贸易被划分为产业间和产业内贸易，商品贸易和国际要素的互补性将特别明显。
当两国的相对要素禀赋不同，且产品满足典型的HO模型的条件时，这种类型的贸易就是产业间贸易
。
但是，如上所示，当我们允许要素流动时，他们将减少商品贸易的需求；所以要素流动扮演了产业间
贸易替代者的角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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