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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拟运用新增长理论重新阐释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概念，深入分析内生比较优势的演变机制和福利
效应，论证政策介入对促进内生比较优势演进的必要性和有效性，并运用中国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检
验，最后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进行政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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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意义及研究主题　　一、选题背景与意义　　全球经济一
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促进了国际贸易的迅猛发展。
伴随世界贸易总量的不断增长，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性大大增强，在贸易活动中
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人力资本自然地逐级转移和扩散到发展中国家，由此形成了国际贸易的外溢效
应。
不仅如此，以知识经济、技术进步为时代特征的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还呈现出新的特征，即贸易的起因
和利益来源已经逐渐由先天的外生给定的比较成本优势和资源禀赋优势转换为后天创造的技术或人力
资本优势和规模优势。
贸易动力转换的过程就是比较优势高级化的过程。
与源自国家基本特征的传统比较优势不同，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是来源于贸易部门发展的动态效应，
即由研究与开发活动带来的暂时的技术优势，大规模生产带来的优势，边干边学所积累的经验优势使
潜在的人力资本转为现实的人力资本。
国际贸易的这一新特征使新古典经济理论陷入了现实困境，新古典贸易理论强调开展贸易的前提条件
是两国在供给方面或需求方面存在差异，认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来源是国家的基本特征，而且新古典主
义强调资源禀赋的变化和生产转换的机会成本递增。
新贸易理论的出现使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成为中心概念从而超越了对比较成本和资源禀赋的强调。
　　许多学者开始着手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分析，将新古典增长理论引入贸易理论的分析框架，以揭
示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由于要素积累和技术进步而引起的比较优势动态变化的决定因素及内在机制。
但由于动态比较优势变迁的决定因素是外生的从而使其蒙上了神秘面纱，并且新古典框架下的动态贸
易理论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践，这是因为国际贸易对于资源配置只能引起水平效应，而不
会有增长效应，由此发展中国家难以摆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层次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凸显出了以往增长理论中较少阐述的问题，从而使得知识外溢、人力
资本投资、研究与开发、报酬递增、劳动分工和边干边学成为经济增长探讨的中心，重新阐释了经济
增长的源泉，构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型，形成内生增长理论。
内生增长理论完善和发展了技术进步论、顺应了战后以来新技术革命和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潮流，并阐
明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也是决定长期贸易模式的重要因素，成为了当
代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源泉。
基于这样的理论发展背景，将技术作为内生变量进行分析是当代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主流，一些学者
通过构建内生比较优势模型揭示出技术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是比较优势演进的内生渊源，并指出开放
贸易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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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生比较优势演进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目的是要回答长期困扰发展整 中国家的一个政策性问
题，即以比较优势为基础从事国际贸易是否可以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改变一个国家在国际分工中的
地位。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认为从事劳动密集品和资本密集品的专业化生产所带来的附加值是不一
样的。
专门从事劳动密集品的生产会使得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利益的分配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
二是出于对贸易条件恶化的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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