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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具有以下特点：
　　系统性。
《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实践》在借鉴国内外同类优秀教材的基础上，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际贸
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在理论内容上力求全面、完整，理论体系严密。

　　新颖性。
注意吸收学科最新成果、最新知识以及国际贸易发展的最新动态，对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些最新理论和
实践（包括产业内贸易、服务贸易以及低碳经济背景下的国际贸易）进行了比较翔实的阐述。

　　本书适合作为高等院校财经类专业教材使用，对于制定贸易政策的政府机构工作人员、实际从事
对外贸易的从业人员以及对国际贸易理论感兴趣的读者，均不失为一本有益的读物。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贸易>>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重要性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主要概念
　第三节　本书结构
　关键概念
　内容提要
　复习思考题
第一篇　国际贸易理论篇
　第二章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第一节　重商主义思想
　　第二节　绝对优势理论
　　第三节　比较优势理论
　　第四节　相互需求论
　　关键概念
　　内容提要
　　复习思考题
　第三章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第一节　马歇尔的国际供求理论
　　第二节　要素禀赋论
　　关键概念
　　内容提要
　　复习思考题
　第四章　新贸易理论
　　第一节　新生产要素理论
　　第二节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第三节　偏好相似理论
　　第四节　规模经济理论
　　第五节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关键概念
　　内容提要
　　复习思考题
　第五章　保护贸易理论
　　第一节　幼稚产业保护理论
　　第二节　凯恩斯主义的超保护贸易思想
　　第三节　“中心-外围”理论
　　第四节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第五节　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第六节　支持保护贸易的其他论点
　　关键概念
　　内容提要
　　复习思考题
第二篇　国际贸易政策篇
　第六章　贸易政策的类型
　　第一节　限制进口的政策
　　第二节　鼓励进口的政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贸易>>

　　第三节　限制出口的政策
　　第四节　鼓励出口的政策
　　关键概念
　　内容提要
　　复习思考题
　第七章　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
　　第一节　发达国家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
　　第二节　部分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
　　关键概念
　　内容提要
　　⋯⋯
第三篇　国际贸易专题篇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际贸易>>

章节摘录

　　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
有观点认为这种发展不能持续，因为高增长只是因为原来经济基数低。
这种说法理据薄弱，古代中国经济基数也很低，而据经济学家麦迪逊（AnguiMiaddison）的统计，汉
朝至1952年，中国人均收入增长不足20％。
　　问题在于，怎样才能持续这种发展呢？
在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各种论争中，比较中肯的理论是要按照中国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发展战略。
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败取决于它生产的商品是否符合自身比较优势，而后者又与其生产
要素的禀赋（factorsendowment）紧密相连。
生产要素禀赋是指该国拥有多少劳动力、资本、土地、人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而尤其重要的是不同要
素间的相对比例。
中国的劳动力远比资本丰盈，应当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在资本比劳动力更充足的国家，则应集中生
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简单的经济原理若运用恰当，可以非常有效地解释极为复杂的现象。
违反上述原理的后果可能是十分严重的，20世纪50年代中国发展了不少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与中国国
情不相适应，生产的成本效益低下，企业是依靠政府补贴才得以生存的。
直至今天，这类企业严重亏损，给政府带来沉重的负担。
　　不过，上述理论未提及的是，若无对外开放的政策配合，中国很难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
中国这么大，人民需求的产品极度多样化，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信息密集型等产品都会有需求
。
若无国际间分工生产和贸易，即使某些产品不符合比较优势，中国也不能不生产它们。
所以对外开放政策是发挥比较优势的必要条件。
　　对外开放政策的影响力远不止于容许中国发挥其比较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在开放的经济环境下
，多种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中国的比较优势因此具有非常强的动态性。
因此，必须认真研究中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条件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挑战。
全球经济正经历着一次深刻的变化，各国之间的贸易量增加，跨国投资随处可见，国与国之间的信息
来往非常频繁，各国经济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
运用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分析虽然正确，但对这个新现象没有详细讨论。
研究当前中国发展的策略，绝不可忽视全球一体化的影响。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成因，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第一，世贸组织扫除了许多贸易障碍，并为跨国
经济活动建立了不少共同的游戏规则，减少了不确定因素，并大量节约交易费用。
第二，科技的飞速发展，对信息的流通产生了革命性影响，明显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不但极大
地降低了贸易成本，更使许多以前不可能出现的投资活动变得十分平常。
若没有现代科技帮助外商掌握中国的市场情况，我估计大部分的涉外投资项目，根本不会出现。
　　全球经济一体化始于20世纪后期，在21世纪延续，这是不可阻止的历史潮流。
中国加人世贸组织，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但也只应被视为全球经济一体化这一进程的一部分。
这个大潮流会对中国的发展策略起什么影响？
　　首先，因为国际分工会更加明确，中国更应注意生产它拥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能勉强依靠政府
补贴去支持一些与生产要素禀赋不相适应的产品。
过去的经验表明，比较优势理论应用于中国经济的发展，仍然有效。
　　更重要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会改变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
生产要素在全球流通，某些要素是相对稀缺还是充足，会变得不那么明确。
例如，中国的资本本来稀缺，但假若外资流人障碍消失，资本会变便宜，可动用的资本增加，产品的
结构也会改变。
在各种生产要素中，资本的国际流动性最大，所以它的禀赋将来最不重要。
各国主权及移民政策的限制，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会太大地改变劳动力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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