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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中收集的论文是为一个很不寻常的研讨会准备的。
在那个研讨会上，两部分平时很少直接联系的人坐到一起来了。
一边是政府官员和私人企业的代表，他们对贸易下策的关心完全是从日常事务的实际问题出发的；另
一边则是学术界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他们思考而不是制定贸易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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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可被称为“新幼稚产业论”的最后一个例子是由布兰德和斯潘塞(1981)提出的。
作为提出这一想法的合作者，从一开始我就慎重地讲，这一特殊观点的实践意义可能较小。
这个观点的推理过程基本如下：最初，我们可以想像在一个国内市场上没有本国厂商，只有一个外国
厂商供应产品，外国厂商意识到本国厂商可能进人该市场，将价格定在可以阻止本国厂商进入的水平
。
在这种情况下，征收关税可以从外国厂商那里抽取租金，因为只要关税不超过某一水平，外国厂商将
完全承担该关税，而且由于担心可能诱使本国厂商进入，不会提高该产品在本国的价格。
足够高的关税将最终迫使外国厂商放弃阻止本国厂商进入的做法，本国价格将上升，本国厂商也会进
入。
    本国消费者因为价格上升而受到伤害，而财政收入却增加了。
利润从外国厂商转移到了新进入的本国厂商。
另外，本国厂商也可能从国外市场上获得利润。
总之，这项政策对本国可能有助于改善福利，但要成为一项好的政策，本国厂商就必须在一进人时便
具有相当低的成本。
如果进入者的成本太高，则诱使本国厂商进人是不合算的。
然而，即使本国进入者的成本很高，本国政府仍可利用存在潜在的进入者这一事实，运用关税从外国
厂商那里抽租。
但在这种情况下，最优政策是把关税水平提高到刚好不会诱使本国厂商进人的水平。
本国厂商进入的可能性，使得利用关税抽租的论点具有吸引力，但存在潜在的本国进入者却并不是关
税具有吸引力的必要条件。
如果一个外国厂商能在国内市场获利，运用关税抽取一部分利润或租通常便是本国的利益所在。
关税(tariff)对外国厂商来说实际上是一种税(tax)。
    政府之间的相互影响及报复    一位关注外国政府是否会实行报复政策的多疑的读者读了本文前面部
分之后，可能已经十分困惑不解了。
的确，我们不能期望别国政府被动地无所事事，让一国政府随心所欲地运用前面所描述的政策。
    现在的任务是考虑由多个国家政府参与的战略性实处于被动状态且持完全不干预态度。
例如，根据标准的国际贸易模型，在世界市场上的小国应采取不干预态度。
但是，更有趣和更有可能发生的情形是，所有国家的政府或多或少地用同一种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因此，我假定每一个国家的政府都试图使以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衡量的国家福利最大化，各国政府都
认识到可能存在战略性贸易政策。
    各国政府所面临的战略环境的结构，类似于寡头厂商所面临的环境，每一个局中人或参与者的所得
既取决于自己的行动，也取决于竞争对手的行动。
在政府是参与人的情况下，例如日本，国家福利既取决于本国(日本)的贸易政策，也取决于外国(美
国)的贸易政策。
正如没有被普遍接受的关于寡头行为的惟一理论一样，也没有一个普遍被接受的关于政策相互影响的
理论。
    然而，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构想出三种不同的政策后果。
考虑一下克鲁格曼的保护本国市场政策的例子。
一种后果是，一个国家保护本国市场并使本国厂商能够在国际市场上获得优势，并将其转化为该国的
国家优势，而别的国家则无所作为。
第二种可能的后果是，所有的国家都试图通过保护帮助本国厂商，而结果却是没有一个厂商能在出口
市场上获得优势，没有一个厂商能实现规模优势，所有的国家都以竞争不足和高成本结束。
这也许是最坏的结局。
第三种后果是，各国都同意不使用保护政策，在这种情况下。
所有的国家都比大家都保护时更好，但每个国家都必须抵挡住试图成为惟一的背叛者而单方面获得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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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的诱惑。
    有一个简单的理论结构可以描述在制定对外政策时所面临的激励结构。
假定有两个国家，不妨称之为A国和E国，每个国家都可使用干预政策，该政策对本国有利，但降低别
国的福利。
合作意味着不使用干预政策，背叛意味着采取干预政策。
为阐述清晰起见，我们用数字代表不同政策下各国所获得的纯利益，这些利益或所得可以很容易地用
一个表格或所得矩阵加以概括。
    每个方格中的第一个数字代表A国的所得，第二个数字代表E国的所得，表格的上方是E国的战略，
表格的左边列出了A国的战略。
这样，如果两个国家都背叛，采取不合作的干预政策，则每一个国家得到100个单位的收益；如果A国
背叛而E国不背叛，则A国得到500个单位的收益，E国从该产业仅获得50个单位的收益；如果两个国家
都合作，则每一个国家都能获得400个单位的纯利益。
实际数字并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它们的相对大小，相对大小反映了国际政策制定中的一种普遍情况
。
如果另一国是被动的，则单方面的掠夺性政策是具有吸引力的；但双方都不干预的政策会使总收益最
大，在本例中为800个单位。
    如果A国需要做出一项一劳永逸的政策，我们来考虑一下它所面临的决策问题。
如果E国选择不干预战略，A国就可以通过干预获利，因为500大于400。
即使E国选择干预，A国的最好战略仍然是干预，因为100大于500背叛或干预是一个占优战略：无论另
一国选择什么政策，干预政策都是最好的。
如果两个政府分别只做一次决策，结果一定是两个国家都进行干预下的一种均衡。
这样，每个国家得到100个单位，这显然比两国都同意相互开放市场，从而每个国家都能得到400个单
位的结果更坏。
    这一特殊的战略结构便是有名的“囚徒困境”，因为它通常用来描述囚徒而不是国家的境况，是由
塔克尔(Tucker)在1950年首先正式提出的。
它是研究战略相互影响理沦或博弈论中运用最广泛的结构。
前面以转移利润为目的确定补贴水平的问题，具有类似于囚徒困境的结构。
另一国是否选择战略性补贴无关紧要，任何一国的最好反应都是选择补贴政策。
如果其他国家不使用补贴，则本国补贴的实际利益高得多。
如果任何一方都不使用补贴，则两个国家的境况都将得到改善，但很明显地存在单方面使用补贴的激
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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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国际经济学译丛》总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是经济的全球化。
经济增长、冷战结束以及信息技术革命，使得各国经济更加相互依赖、相互影响，并日益融为一体。
与之相适应，研究各国经济之间相互关系的国际经济学亦变得越来越重要。
    作为经济科学的一个分支，国际经济学主要研究开放条件下的各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状况。
它不仅研究开放经济中的商品生产、消费、市场价格决定和生产要素流动等微观行为，也研究汇率、
国际收支、价格稳定和经济增长等宏观问题。
对于绝大多数开放的经济来说，国际经济学是一门更加现实、更加重要的经济学科。
    鉴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国际经济学又分为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两个部分。
近十几年来，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新现象、新问题不断涌现，也推动了这两个领域中研究的迅
速发展。
    在国际贸易领域，产业内贸易和发达国家之间贸识。
引入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等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断出现的贸易新格局促使人们进一步去研究决定贸易基础的技术、地理、历史等因素。
在政策方面，则相应地出现了“战略性贸易政策”和研究利益集团收入分配的“政治经济学”。
此外，对跨国公司和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研究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组成部分。
    在国际金融领域，国际资本市场的一体化、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发展中国家的开放以及原计划经
济的转轨，一方面加速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另一方面也引发了一系列的金融危机。
如何在开放中防范金融风险，减少外部冲击，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成为各国政府制定政策和国际金融
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中国经
济对世界的全面开放。
无论从微观还是宏观上说，我们都不能不把国际经济的影响作为决策中必须考虑的因素。
国际经济学已成为我们研究问题、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
    为了更好地了解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及其应用，我们编辑了这套“国际经济学译丛”。
与国际经济学教科书不同，入选这套“译丛”的著作主要侧重于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前沿、对现实问题
的分析，以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实证研究。
对于从事理论工作的人来说，这套丛书将有助于更清楚地了解国际经济学基本原理的应用。
对于参与实际工作的入来说，这套丛书将以较为通俗的语言并通过具体的分析，有助于他们掌握国际
经济学的理论。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初，在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之际，我们将这套丛书献给正在准备迎接国际经济
挑战的中国经济工作者们。
                                                          海  闻                                                         200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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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战略性贸易政策与新国际经济学》一书在是现今的国际金融领域资本市场一体化，发展中国家的开
放以及WTO在世界形成的网状经济体制背景下编译的。
译者意在将世界先进的政治贸易和经济学引进中国，为我们的经济工作者开创一条新的经济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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