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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作“序”，要求的是对“序”之对象进行评价与介绍。
所以，往往会请一些著名的、权威的专家学者对文章或书进行客观的述评，这对“书”的传播有意义
。
为此，关于本套专著系列，出版社也要求作一个总序。
原本想按照惯例请权威人士撰写，然而，最终还是亲历而为。
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书是给人们读的，让人读得顺畅，读得有兴趣，读得有感觉，读得有收获，不
仅是写书人的追求目标，也只有作者本身最清楚关键所在。
因此，作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产业经济学学科的带头人，写一总序应该是责无旁贷的。
　　上海对外贸学院是一所原对外贸易部部署院校，是全国两所对外经济与贸易特色高等院校之一。
新中国对外经济与贸易事业发展的需要催生了上海对外贸易学院的诞生。
学校创办于1960年，经过几十年的历程，从一所百人高等院校发展成为万人大学。
更重要的是，2004年制定了《2004～2010年发展规划》，标志着学校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外延发展阶
段转向以教学质量提高为主的内涵建设阶段，确认了学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和办学特色；2006年以
优秀成绩通过教育部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表明已基本完成学科和专业设置结构调整；2007年以加强学
科建设为突破口，制定了《2008～2012年学科建设规划》，明确了把学校建成上海国际贸易中心建设
的人才培养基地和决策咨询思想库的发展目标。
而适应学校内涵建设要求和“人才培养基地”、“决策咨询思想库”发展目标的产业经济学科是学校
重点建设学科，承担着服务于学校学科结构完善并为之提高学科建设水平的重任。
2009年，产业经济学科被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批准为重点学科，这一新平台的提供，催生了产业经济学
学科建设的高起点，专著系列的出版成为适应这一高起点建设的支撑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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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此外，格罗斯曼和麦吉（Grossman and Maggi，2000）还从人力资本配置的角度分析了国际间的比
较优势。
他们发展了一个具有相似要素禀赋的国家间贸易竞争模型，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分配对比较优势和贸易
的影响。
他们发现，具有相对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互补性为特
征。
在这种情况下，当所有的任务被相当好地完成时，要比一部分任务被极好地完成而另一部分任务完成
得很差时的有效产出更大。
高效率的生产组织要求具有相似才能的人力资本匹配，这在有同质人力资本的国家更容易实现。
另一方面，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的国家，其出口产品所使用的生产技术以人力资本之间的替代性为
特征。
在这种情况下，具有相对杰出人物的公司完成一些任务，而另一些任务由才能相对较低的人组成的公
司来完成。
那么，对于具有异质人力资本特征的国家，如果杰出人物有更大的比例，将会在对杰出人物敏感的产
业中占有比较优势。
　　克莱里达和芬德莱（Clarida and Findlay，1992）分析了政府对比较优势和贸易的贡献。
他们的观点同传统的经济理论以及以诺思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都不相同。
他们认为，政府介入教育和科研、交通和通信以及其他社会部门将会显著提高私人公司的生产率，一
些经济部门无疑会从中受益。
这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搭便车”问题和公共产品具有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私人公司没有动力提
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这样的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来供给。
　　还有学者从演化的角度探讨了比较优势理论。
费希尔和卡卡尔（Fisher and Kakkar，2002）认为比较优势是开放经济长期演进过程的结果。
在李嘉图理论和阿尔钦框架的基础上，他们系统化了对国际贸易的理论认识，提出了自然选择会淘汰
无效企业，并且能促进产生稳定的甚至是高效的世界贸易模式。
他们没有假定存在瓦尔拉斯拍卖者，而是探讨了协调贸易与企业的匹配过程。
他们分析的主要结论是，伴随比较优势的专业化（更大的国家可能不完全专业化）是世界经济演化的
唯一稳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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