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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后发优势与后发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研究》讲述了综观世界经济发展史，各国你追我赶的现象比
比皆是。
14世纪，欧洲从最低点崛起并赶上中国；19世纪初，英国赶超荷兰，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
国家；比英国起步晚100多年的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替代英国登上了世界工业第一强国的宝座；日
本在德川幕府时代赶上中国，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后，短短20年便又赶上了德国等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成为第二大经济强国；20世纪60年代后，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也相继崛起，大大缩小了与先发国家
的差距，成为最有希望的后发国家或地区，等等。
可见，落后的国家不等于永远落后，后来居土的事例在历史的舞台上不断地上演着。
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组国家（共有168个国家，大约占世界人口的1/3），它们从1950～1973年
黄金时代以来经济正在不断趋于恶化。
在过去的1/4个世纪里，非洲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几乎停滞不前；拉丁美洲和一些亚洲国家的收入增长也
是“步履蹒跚”，不但未能缩短与先发国家的差距，这一差距反而正在逐步扩大，在全球化中有被“
边缘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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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国际经济学院国际贸易专业，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2006年6月毕业于辽宁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专业，获得经济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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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从事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国际经济合作等课程的教学工作。
主要研究领域为发展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近年来在《日本研究》、《国际商务》等核心学术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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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后发优势研究述评　　第一节　国外理论演进　　一、理论溯源：后发优势与古典——
新古典贸易理论　　在经济发展中，各个国家具有各不相同的优势，这一思想最早源于16世纪的古典
贸易理论及20世纪的新古典贸易理论。
　　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绝对优势说”的基本思想是：在劳动是唯一的
投入要素的前提下，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产生基于各国之问生产技术的绝对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
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对差别。
各国应集中生产并出口其具有“绝对利益”的产品，并进口那些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这样的贸易
结果会使进出口双方获得利益。
“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比自己制造有利。
”　　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中阐述了“比较优势”理论。
其理论主要建立在下列简化的假定基础上：①两个国家、两种商品；②自由贸易；③生产要素在两国
之间不能移动，而在本国内则可以自由移动；④生产成本不变；⑤不存在技术变化；⑥没有运输费用
；⑦商品价格用劳动价值来计算。
比较成本优势规则为，即使一国相对于另一国而言在两种商品的生产上效率都低，或者说两种商品的
生产都具有绝对劣势，仍然存在相互有的贸易基础。
该国应专业生产并出口其绝对劣势较小的商品（或者是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而进口其绝对劣势较
大的商品（或者是具有比较劣势的商品），即两优取其重，两劣择其轻。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史学者伊·菲·赫克歇尔（Eli FHeckscher）和经济学家伯蒂尔·B.俄林
（Bertil B.Ohlin）完善了传统优势理论，先后于《对外贸易对收入分配的影响》（1919）和《地区贸易
与国际贸易》（1933）中提出了要素禀赋论（简称H-O模型），对单一生产要素（劳动力）的古典模
型做出了修正和拓展，强调生产成本的差别是来源于丰裕度不同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出口那些
需要多用本国充裕的生产要素而少用本国稀缺的生产要素的商品，用以交换其要素比例正好相反的商
品。
因此，间接地说，充裕供应的要素用于出口，稀缺供应的要素则需进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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