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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力图在总结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的经验教训和分析整理现存各种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对国际贸
易的各种动态的和静态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比较，特别是要讨论资源配置、规模经济
、行业关联及外部影响等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和影响，据此说明什么是最适度的贸易自由化，以及应
当使用什么样的贸易政策或政策组合来实现贸易的适度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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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古典贸易理论：比较优势　　1.1　劳动价值理论　　1.1.6劳动价值论的“困难”　　由
前面的讨论可以看到，从劳动价值理论出发可以很好地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过程和结果。
这正是当年李嘉图所做过的事情。
不过，在这里，也可以发现李嘉图模型的一个内在“矛盾”。
在李嘉图的眼里，他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普适”的，既适用于国际贸易，也适用于国内贸易。
但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作为李嘉图比较优势基础的劳动价值理论似乎遇到了“麻烦”：它只适用
于国内贸易，而不适用于国际贸易！
换句话说，在讨论一国国内商品交换关系时，李嘉图认为一国国内的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
动数量，但是，当扩大到讨论国际商品交换关系时，他却无法再坚持同样的立场。
于是，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矛盾：它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讨论国际贸
易问题，但劳动价值理论的原则本身无法被直接运用到国际交换中去。
　　后来，许多经济学家都试图解决这个矛盾，但到目前为止，效果不大。
其实，要理解这个问题也并不困难，关键在于资源的“流动性”。
我们知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国国内的资源（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等）是充分自由地流动的（
至少在理论分析上，我们是假定它们充分自由地流动的）。
但是，在国际间，这种资源的流动性却受到了很大的阻碍，尤其在李嘉图那个时代更是如此，李嘉图
对此曾有生动的说明。
尽管与那时相比，现在资源在国际问的流动要顺畅得多，但仍然存在许多方面的障碍。
正是这种资源流动性方面存在的差别，造成了一国国内商品交换和国际商品交换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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