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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国际微观经济学 

          第一章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

观经济学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的交换，研究国际交换的原

因、模式和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 

  

 人类的物质文明是建立在分工和交易基础之上的。 

  

 亚当·斯密（１７２３－１７９０）是古典自由主义贸易理论的奠基人，他在 1776 年发表

了《国富论》。 

 1、劳动因业专而日技； 

2、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需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

除这种损失； 

  

 3、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是一个人能做许多人的工作，而

这种发明成为可能，也是分工的结果。 

  

 分工的前提是必须要有交易，或则说贸易和交换。 

一系列的交换关系就是市场,以交换为主导的经济就是市场经济。 

 随着人类历史的进步，市场的容量，范围，深度和结构伴随着人 

类社会的演进在不断地扩张。 

 分工和交换是同一事物的两面。 

 1、国际贸易可以互通有无。 

2、国际贸易有利于分工，不仅是国内分工，而且包括国际分工。 

 3、贸易可以为产品提供更广阔的市场，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 

       4、贸易可以弥补国内人才的缺陷，资金的短缺。 

伴随着贸易可以学习别国的经验，别国的管理。 

 所以说，国际贸易是一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伟大的经济学家： 

当·斯密、李嘉图、里昂惕夫、萨缪尔森、斯托尔帕、雷布金斯基、琼斯、

巴格瓦蒂等 

本讲结束 

  

  

  

国际贸易理论 

第二讲 

  

 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的交换，研究国际交换的原

因、模式和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 

        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技术知识的国际传递。 

 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是以人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基本脉络为基础的。 

 国际贸易理论和思潮多种多样，人们对其有多种多样的称谓和划分，例如：

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自由主义、新古典自由主义、新贸易理论、现实

主义、经济民族主义、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 

 种种的理论或思潮不外乎两类： 

自由主义贸易理论和保护主义贸易理论。 

  

第一节      古典保护（干预）主义国际贸易理论 

古典保护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思潮除了１５－１７世纪的重商主义（以

托马斯·孟等人为代表）之外，还有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中期的汉密尔顿

和李斯特的学说 

  一、古典重商主义国际贸易理论 

重商主义的共同特点在于： 

（１）将金银货币看做财富的惟一形态，强调国家经济活动的目的就是获取

更多的金银； 

 （２）国家应当运用关税等手段限制商品的输入，鼓励商品的输出，以保

护国内的工业； 

       （３）主张少买多卖的原则，大量吸收国外货币，稳定本国币值，增强国家实力。 

  

  



 二、汉密尔顿的国际贸易理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１７５７－１８０４）的理论主要集中在其“制造业

优先”和保护关税学说中。 

 汉密尔顿认为，制造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 

第一是可以生产更多的机器设备供各行各业使用，提高整个国家的机械化水

平，促进社会分工的发展； 

 第二是可以吸纳大批工人就业，吸引更多的移民，从而加速美国的国土开

发； 

 第三是为各种事业的开发提供更多的机会，使个人才能得到充分发挥； 

 第四是自我消化大量农业原料和生活必需品，保证农产品的销路和稳定农

产品价格，刺激农业的发展。 

 他所主张的保护措施包括： 

（１）向私营工业发放政府信用贷款，为其提供发展资金； 

（２）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保护国内新兴工业； 

 （３）限制重要原料的出口，鼓励极端必需的原料进口； 

（４）对必需品工业予以补贴，对各类工业进行奖励； 

 （５）限制改良机器的输出； 

（６）建立联邦检查制度，保证和提高制成品的质量。 

 三、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 

弗里德里希·李斯特（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是在德国仍处于政治上分裂、

经济上落后的时代提出其国际贸易理论的。 

 李斯特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包括： 

（1）生产力理论。李斯特认为，与一个国家财富本身的增长相比，生产财

富之能力的增长更为重要。 

 （2）国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贸易说。 

李斯特将自由贸易区分为国内自由贸易和国际自由贸易，两者性质和作用完

全不同。 

 （3）经济发展阶段论与保护贸易说。 

 （4）保护关税说。 

李斯特批判了古典自由主义认为保护关税违反自然秩序的说法，认为保护关



税制度来源于国家要求独立、强盛的自然努力，是战争和优势工业国家实行

敌对性法则的必然结果。 

 （5）幼稚产业保护论。 

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并不是对所有的工业部门都进行保护，而是主要保护“幼

稚产业“，即目前尚很弱小，但有发展前途的工业。 

 一、古典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理论 

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理论产生于产业革命初期的英国，早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以及约翰·穆勒。 

 这些利益包括： 

互通有无，实现价值的转换，从而满足消费者的欲望；增加一国劳动和土地

年产物的交换价值（或一国居民年收入）；通过出口来增加居民的就业和收

入；为国内消费不了的产品开辟市场。 

 １、   国际分工和绝对（成本）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１７２３－１７９０）是古典自由主义贸易理论的奠基人，他

在《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提出了以绝对优势理论为核

心的自由主义贸易理论。 

 斯密认为，一个国家增加其财富的途径有二： 

一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二是增加劳动人数。 

 国际贸易的产生就在于各国家间因生产条件的不同而形成的生产成本的差

异。 

  

   

本讲结束 

国际贸易理论 

第三讲 

  

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发展 

 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存在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无法解释那些不具备绝对成

本优势的国家如何在国际贸易中获益。 

 2、   比较优势理论 

李嘉图在亚当·斯密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以“比较优势理论”论证了国

际贸易的普遍性，说明了在产品生产上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国家也可以参与

国际贸易，获得贸易利益，解决了斯密理论的不足。 



二、新古典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理论 

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典型代表是赫克歇尔（Ｅｌｉ  Ｈｅｃｋｓｃｈｅ

ｒ，１８７９－１９５２）和俄林（Ｂ．Ｏｈｌｉｎ，１８９９－１９７９）。

赫克歇尔在１９１９年就提出了以要素禀赋论取代李嘉图的劳动成本论，作

为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 

 １、   要素禀赋理论 

赫克歇尔和俄林对李嘉图的生产成本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他将劳动作为生

产的惟一要素，将各国耗费在同一商品身上的劳动看作是同质的，并将此作

为进行劳动成本比较的基础，这是错误的。导致生产成本差异的不仅仅是劳

动，还包括其他多种要素，如土地、资本和其他资源。 

 四、   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是主流经济学贸易理论在新形式下的发展，与其说是对以往古典

和新古典理论的替代，毋宁说是补充。 

 １、   规模经济贸易学说 

该学说是70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主要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

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来解释

战后工业国之间、相同产业之间的迅速增长的贸易。 

 （2）贸易、技术与经济增长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围绕贸易与技术进步、

经济增长的关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理论的一些共同点： 

第一，国际贸易具有互利性，各国均可通过贸易而获得贸易利益。 

 第二，贸易利益是国际分工的基础，因此各国应建立相互合作的 

经济关系。 

 第三，贸易越发展，贸易利益就越充分，因此各国均应采取对外开放政策，

实行自由贸易，政府不应加以干涉的限制。 

 第四，国际贸易利益的分配对小国和落后国家更有利。 

因为贸易利益产生于国际价格与贸易当事国国内价格的差异，价格比例差异

越大则贸易利益越大。 

 国际贸易的基本运行机制和规律就是： 

市场――价格――资源配置。 

   



第三节 结构主义国际贸易学说 

结构主义国际贸易学说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国际贸易学说和现

代结构主义国际贸易理论。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贸易学说 

 三、现代结构主义国际贸易理论 

现代结构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又称现代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包括西方马

克思主义和第三世界激进派国际贸易理论，主要代表人物包括：沃勒斯坦、

阿瑟·刘易斯、Ａ·伊曼纽尔、普雷维什、多斯桑托斯、阿明等人。 

 （１）    国际贸易结构论（中心――外围说） 

该学说出现于６０年代，主要以拉美国家经济发展经验为依据，旨在说明发

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迟缓的原因，强调发展中国家在同发达国家的交往中处于

不利地位。 

 根据依附理论，一个国家是否处于依附地位，最好的衡量办法就是看贸易

在其经济中的重要性、性质和外国投资水平。 

 （2）    国际贸易条件论 

自由主义贸易理论认为，每个国 

家无论穷富均可以从国际贸易中 

获利，因此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 

 但是，结构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则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条件是

不断恶化的，从而使绝大部分的贸易利益为发达国家所占有。 

 （3）不等价交换论 

 （4）    保护主义贸易政策 

大多数结构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学者都主张发展中国家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

应当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即主张努力实现自给自足、实行进口替代、保

护民族工业、争取改革国际经济旧秩序。 

 普雷维什认为，要打破中心――外围的国际贸易化的格局，外围国家就必

须实行工业化，独立自主的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 

  

  

本讲结束 

  

  

 



国际贸易理论 

第四讲 

 第四节   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际贸易学说 

 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种从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上探讨当代国际政治经济问

题的理论学说。 

 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所关注的重心并不在于国际贸

易的纯理论和政策本身，而是国际贸易与国家间关系，既包括经济关系又包

括政治关系的相互影响。 

 一、   现实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学说 

现实主义或新重商主义国际贸易学说继承了传统重商主义的理论思想，并将

其应用于战后国际政治经济的现实，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斯蒂芬·克拉斯纳、

罗伯特·吉尔平和苏姗·斯特兰奇等人。 

 克拉斯纳以国际政治结构对国际贸易结构的决定作用作为其分析的起点。 

 吉尔平主要是从美国霸权地位的衰落及其对国际贸易体制的影响来阐述新

保护主义的合理性。 

 苏珊·斯特兰奇没有就贸易论贸易，在她看来，传统重商主义、自由主义

和结构主义理论的缺陷就在于孤立地解释和处理贸易问题，没有考虑到权力

结构对国家间贸易关系的影响。 

 二  、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学说 

新现实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国际贸易学说继承了自由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其主

要代表人物是布鲁诺·弗雷、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人，其学说的

主要内容是论证世界自由贸易体制的政治作用及其运作机制。 

 布鲁诺 ·弗雷是自由贸易的推崇者，他强调自由贸易能导致最有效的资源

分配和最大限度地增加国家的经济福利。 

 罗伯特·基欧汉主要是以他的“国际合作机制”理论，围绕多边国际贸易

体制而展开他的论证。 

 虽然新保护主义的出现是一个现实，而且保护主义总是存在的，但这并不

能否定自由贸易体制的优越性和它在国际合作机制中的优势地位。 

 思考题： 

  在上述各种理论和思潮中，你比较赞赏哪一（几）种，为什么？ 

你认为哪几种与实践有冲突，在推理上不合理，为什么？ 

学完国际贸易理论后，请你再回来回答这一问题。 



 点评： 

重商主义认为：（１）将金银货币看做财富的惟一形态；（２）国家持续的

实行贸易顺差，鼓励商品的输出。 

这种理论可称之为：守财奴理论 

 1、一个国家的财富指的是这一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 

2、一个国家刻意持续的维持贸易顺差，并不能代表什么！ 

  

  

本讲结束 

国际贸易理论 

第五讲 

  

第二章  比较优势与国际贸易：李嘉图—克鲁格曼模型 

引言 

我们想要回答的问题是： 

（1）世界各国为什么进行对外贸易？（why trade?） 

（2）世界各国怎样进行贸易(how to trade)？ 

 回答前一个问题是想指出什么是贸易基础( basis for trade )以及什么是

贸易收益( gains from trade )？ 

后一个问题是要探讨什么是贸易模式( pattern of trade )？ 

也就是说，对每个国家而言，哪些商品在国际贸易中被用来交易？每个国家

都出口或进口何种商品？ 

运用比较优势原理，李嘉图解释了贸易基础、贸易收益和贸易模式。 

比较优势学说是最重要的经济理论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 

  

第一节    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 

  一、管制下的贸易：重商主义 （mercantilism） 

 简言之，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富强的方法应当是尽量使出口大于进口。 

二、绝对优势原理(law of absolute advantage ) 

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阐明了贸

易双方如何在贸易中获利。 



 所谓绝对优势是： 

一国（人）生产1单位的某种商品所使用的资源少于另一国（人）同类商品

的生产。 

 

第一、在没有贸易的条件下，葡萄牙和英国需要生产两种产品满足国内的需要。 

 第二、贸易双方可以用本国效率高成本低的产品去换取本国效率低成本高的产品，从而都

能从贸易中获利。 

 亚当·斯密主张自由贸易，反对国家对外贸的干预。 

 三、比较优势原理（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比较优势理论是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

书中提出来的。 

 所谓比较优势，即一国生产一单位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用其他产品来衡

量）低于另一国。 

  

  布（1单位） 酒（1单位） 

   葡萄牙  2 小时    1 小时 

   英  国  3 小时    6 小时 

            表 2-2    比较优势 

 第二、贸易双方相互交换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使得彼此的可消费物

品增加，从而提高了人民的福利水平。 

 假设一个律师打字速度是其秘书的两倍，那么律师在法律和打字上相对秘

书均有绝对优势。那么他是不是自己又当律师又自己打字呢？ 

 比较优势原理的例外 

比较优势原理有一个不是很常见的例外，那就是当一国在两种商品上的绝对

劣势与另一国的相同。 

  

本讲结束 

  

  



国际贸易理论 

第六讲 

第二节   李嘉图--克鲁格曼模型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无疑抓住了真理的内核，但他在书中的表述有一定

的局限性。 

比如，他只从供给一方分析贸易能使双方获利，然而供给和需求如同剪刀的

两半，缺一不可。 

 保罗·克鲁格曼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对于比较优势理论不仅从

供给方，而且从需求方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论述。 

 一、单一要素经济 

令A
LW
 和A

LC
分别为本国生产酒和布的单位产品劳动投入，L为本国的全部资

源，即劳动总供给。 

相应地，A*
LW
和 A*

LC
分别为外国生产酒和布的单位产品劳动投入，L*为外国

的劳动总供给。 

  

第二节 商品的价格 

 一、价格的换算。 

FOB + F + I= CFR + I = CIF 

I = 保险金额 X 保险费率 

    保险金额 = CIF X 投保加成    （一般加成为 10%） 

含佣价 = 净价/（1-佣金率） 



    例：中国 A 公司出口报价每箱 100 美元，CIFC5 伦敦，对方改报 FOBC5 上海，以知每箱

运费为 10 美元，保险费率为 0.5%。问此时该怎样改报？ 

含佣价—>净价 

CIF—>FOB—>FOBC5 

（CIFC5 表示 CIF 含佣价，佣金率为 5%） 

    （FOBC5 同上） 

二、作价方法 

    1、固定作价，它包含了四个方 

面的内容：计量单位、计价货币、金 

额和贸易术语。 

     固定作价的缺点是：不能反映价 

格与汇率的变动。 

    2、非固定作价，有时也叫“活 

价”。 

    3、滑动作价，它的计算公式是： 

P = P0（A + BW/W0 + CM/M0） 

    A：是管理费用在价格中所占的比例 

    B：工资成本在价格中所占的比例 

    C：原材料成本在价格中所占的比例 

 3、滑动作价，它的计算公式是： 

P = P0（A + BW/W0 + CM/M0） 

W：交货时的工资标准 

W0：订立合同时的工资标准 

M：交货物价价格指数  

M0：订立合同时的物价价格指数 

P：订立合同时的物品价格 

P0：实际中合同的物品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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