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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全球经济一体化不断推进。
与历史上以产品为基本单位的国际分工形态相比，当代国际分工的显著特征是某个产品生产过程所包
含的不同工序或区段被拆解，并分散到不同国家或经济体中进行。
利用工序间的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发展中国家企业能够广泛地参与技术含量较高的国际分工体系，
从而实现整体经济的结构变迁。
2007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两万亿美元，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有专家预计
，2010年中国或将超过美国，坐上全球第一大贸易国的宝座。
由此引发的国际上有关“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的议论不绝于耳，这究竟是对中国日益庞大的加工贸
易的肯定，还是隐含了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
各方说法莫衷一是。
无论是出于学术研究的拓展目的，还是为政策制定提供可靠的实证结果，都有必要研究当前国际分工
新格局和决定因素，从中寻找一个适宜的分析框架，把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下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
资和国际生产组织选择的内在逻辑和一般规律揭示出来，这无疑是一项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
要研究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创始至今，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期间经过古典、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等多个阶段
，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不同时期的各自特点。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述了绝对比较优势（或绝对成本）思想，成为比较优势学说的创始人。
大卫·李嘉图作了进一步拓展，提出比较成本学说，即具有相对优势的国家通过相互贸易仍能获利。
赫克歇尔、俄林则从要素禀赋角度指出各国应生产其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换回其相对稀缺要素的产
品。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保罗·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用“规模报酬”、“产品差异”、“不完全竞争
”等理论范畴来诠释国际经济现象，形成了所谓现代贸易理论，但它仍然可以被包容于主流理论体系
和分析框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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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尝试围绕“国际生产组织”这一概念系统地讨论国际贸易、对外直接投资和企业组织互动关系的
发生原理、现实表现、决定因素和作用机制等问题。
本文试图说明，国际生产组织代表的新型国际分工组织方式，是理解全球经济一体化浪潮的关键变量
。
当代生产分工深入到生产环节、工序层面后，极大地了提升了国际分工的范围、潜力和深度，开辟了
生产效率改进和经济实绩提高的新源泉。
采用产品内分工和中间产品贸易方式组织生产，构成了过去十几年国际贸易增长速度高于GDP增长速
度和国际资本流动明显变快的主要原因。
同时，本文还将讨论，国际生产组织的兴起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意义，其不仅有利于发
达国家依托全球资源进行重新布局和分段设置，而且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广泛融入国际分工体系，成为
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参与者、推动者和获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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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随着中国更广泛和积极地参与全球贸易和投资，国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兴起了对国际贸易理论
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二者的融合研究，近几年的有关文献尤其为多。
吴先明（1999）在回顾现有贸易、投资理论研究分歧、交叉和融合的基础上，首次提出国际贸易理论
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研究方向，引起了国内学术界对这一研究领域的重视④。
此后，国内许多学者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但截至目前，国内的研究还都多数局限于对国外已有理论的归纳综合和定性描述，建构在数理经济理
论之上的定量研究还很少见。
　　在对理论总结和未来走向的研究中，朱刚体（1993）认为，产业内贸易和公司内贸易已经越来越
成为普遍的国际现象，以公司内的国际贸易竞争力为基础的方法要比以国家的比较优势的方法更能解
释现代国际贸易格局。
发达国家之间各跨国公司的国际竞争力不同是国际贸易尤其是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基础，发展中国家之
所以能发展国际竞争力强的产品并进行海外投资也与其公司的特定优势有关。
对不完全市场结构、公司的垄断优势和新产品、新技术的系统化和模型化研究，可以建立融合贸易投
资于一体的国际生产一般理论。
朱刚体（1997）则提出，通过公司内部安排的资源配置和产品销售活动反映了公司对外部市场的摈弃
，涉及外部市场本身效率、交易成本以及公司在市场和公司行政安排之间所作的选择，这些问题远没
有达到应有的重视程度，应该成为主流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
张二震、马野青（2002）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中的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挑战，认
为国际贸易基础将由比较优势转变为以跨国公司数量和在国际范围内整合资源的能力为主的竞争优势
；国际贸易格局中目前的公司问产业内贸易将向巨型跨国公司内产业内贸易发展，公司内贸易中高科
技精密零部件的比重将不断增加；国际贸易利益中的动态利益地位将日益突出，一国开展国际贸易更
强调贸易对就业、技术进步、税收、GDP等的促进作用；保护贸易政策中的保护对象日益难以确定、
保护效果不确定性增加、经济一体化组织的歧视性下降和开放性增加，当代国际贸易理论亟待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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