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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国内外要求中国改变现行贸易发展战略与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国际
贸易环境研究》从国际贸易的制度、模式、结构、效应、微观基础、贸易条件等基本要素的角度出发
，系统地研究了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国际贸易环境，重新审视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战略与政策，指出中国
应当坚定不移地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战略，紧紧抓住美欧主要市场，积极参与产品内分工，尽快推
进差别产品竞争，并主动推行广泛结盟的贸易发展战略。
这些建议为新时期、新形势下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鲜明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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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那么市场交易本身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实际上，在《国富论》第二章 ，斯密对此曾有一些理论猜测，‘即把它归结为人类所禀有的互通有无
、物物交换和相互交易的倾向（propensity）。
斯密（Smith，1776／1930，p15）说：“尽管人类的智慧能预察到分工会产生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
现普遍富裕，但衍生出这么多益处的劳动分工，却原本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
它必定是不以这种广大效用为目的的一种人类某种倾向所非常缓慢和逐渐生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
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以及相互交易。
”接着，斯密还深刻地指出：“这种倾向，是不是一种不能进一步分析的人类天性中本有的东西，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不是理性和言语能力的必然结果这不属于我们现在的研究范围。
”尽管如此，斯密还是发现，“这种倾向，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在其他动物中是找不到
的”，并且，这种天生的本能可能与人的语言能力有关（韦森，2006，第70页）。
　　显然人类的这种贸易禀赋是不会仅仅局限于一国之内的，随着经济活动范围和能力的不断扩大，
跨国界的贸易形态同样早早地就出现了。
经济增长和科技进步的过程、要素补充和市场扩张的欲望，尤其是各个国家非对称、不同步发展的事
实，都直接决定了国际贸易的外部环境形态，并通过贸易的福利分配纽带，深刻影响着参与其间的各
个主权国家的发展路径。
　　从动态角度看，空间意义上的贸易环境扩张还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国际经济中心是在地域
上不断转移的。
正如迈克尔·波特所说，“从国家的层面来考虑时，‘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波特
，2002，第l页）。
荷兰、英国和美国凭借高人一筹的劳动生产率，各自在不同时期先后承担过世界经济乃至国际贸易中
心的角色。
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些经济中心的职能还有点类似于宇宙中的“黑洞”——“一个不能逃逸到远处的
事件集合”（霍金，2003，第128页），具有极大的能量、辐射性和吸纳力，但却会随着内部累积温度
的不断升高而使自身质量下降，积聚能力逐渐衰减，甚至消亡。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经济竞争力的国际贸易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