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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国家间会进行贸易
Brad M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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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什么事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一致同意的

话，那就是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让世界变得更好。然而

贸易却又是最具争议的政治话题，在一国国内和各国

政府间皆是如此。

当企业和个人购买产自国外的价格低廉的货物或

服务时，两国的生活水平都上升了。促使消费者和企

业购买国外商品的理由还包括：该产品可能比同类的

国内产品更符合他们的需求，或者国内根本就买不

到。国外制造商同样从中受益——它们不仅在本国创

造出更高的销量，并且还赚取到外汇，这可以用来购

买外国制造的产品。

不过，在国家间进行贸易时，即使社会整体获得

了收益，也并非每个人或每家公司的状况都变得更

好。如果一家企业因为更便宜的价格而购买外国产

品，那么它将从中受益，但（售价更高的）本国生产

者却失去了销量。可是，购买者的获益通常要高于国

内销售者的损失。一般而言，当各国进口国外的生产

效率更高、更为便宜的产品时，整个世界的状况会更

好。例外情况是国外产品的成本不包括社会成本，例

如污染。

但那些认为受到外国竞争的负面影响的人长期以

来一直在反对国际贸易。在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
等经济学家奠定自由贸易的基础后不久，英国历史学

家Thomas B. Macaulay观察到政府在决定是否采纳此
种观念时遇到了实际困难——“自由贸易是政府能够

给予民众的最大福利之一，然而其在几乎所有国家中

都不受欢迎”。

两个世纪后，关于贸易的争论仍在继续。

为什么国家间会进行贸易

李嘉图发现贸易受（生产货物的）相对成本而非

绝对成本的驱动。一个国家可能在所有货物上都有着

比另一个国家更高的生产力，这就是说在生产相同货

物时，它比其他国家所需的投入（例如资本和劳动

力）更少。李嘉图的洞见是，即使是这样的国家也能

从贸易中获利。这源于它的比较优势——出口那些最

具绝对优势的产品，并且进口那些绝对优势相对较小

的产品。

即使某个国家在服装制造上的生产率是其贸易伙

伴的2倍，如果它在钢铁和飞机制造上的生产率是后者
的3倍，那么它仍将受益于在制造和出口这些商品的同
时进口服装。该国的贸易伙伴（具有比较优势而没有

绝对优势）将从出口服装和换取这些产品的贸易中得

利。比较优势的概念还从实体货物贸易延伸到了服务

的贸易，例如编写计算机程序或提供金融产品。

因为有了比较优势，两国都因贸易提高了生活水

平。Douglas Irwin（2009）将比较优势称为经济发展
的“福音”。“即便发展中国家在任何领域都缺少

绝对优势，但总归在某些产品的制造中具有相对优

势”，而这能使它们在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中获利。

比较优势的不同有多种成因。在20世纪早期，瑞
典经济学家埃利•赫克歇尔和贝蒂•俄林指出了劳动力
和资本（其被称为要素禀赋）的作用，他们认为这

两者是优势的决定因素。赫克歇尔—俄林理论强调各

国倾向于出口那些生产过程中使用了相对丰富的要素

的产品。资本（例如厂房和机器）丰富的国家出口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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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

即使某个国家在任何方面都更加高效（具有

绝对优势），贸易仍能使其受益。考虑以下的例

子：

A国：每小时劳动者能生产3千克的钢或两件
衬衫。B国：每小时劳动者能生产1千克的钢或一
件衬衫。

A国在这两种产品上都有优势。现在假设B国
提出用两件衬衫换取A国的2.5千克钢。

为了制造这额外的两件衬衫，B国从炼钢中抽
取了2小时（减产2千克钢）。A国从衬衫生产中
挤出了1小时，这1小时被其用来多生产了3千克的
钢。

总的来看，如今生产的衬衫数目相同：A国少
生产了2件衬衫，但B国多生产了两件。但是，钢
的产量比以前增加了：A国多生产了3千克钢，而
B国少生产了2千克。多出来的这1公斤钢就是来自
贸易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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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密集型产品，而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

产品。如今，经济学家认为，尽管要素禀赋很重要，

但还有其他因素对贸易模式有着重要影响(Baldwin，
2008)。

最近的研究表明，一旦贸易放开，随之而来的调

整不仅有跨行业的，还有行业内的。来自外国企业竞

争的增加给利润带来压力，迫使效率低的企业为效率

高的企业让路。扩张和新进者带来了更好的技术和新

的产品多样化。可能最重要的是，贸易使我们在不同

类型的货物（如电冰箱）间有了更多选择。这解释了

行业内贸易（例如，出口家用电冰箱的国家可能会进

口商用冷却装置）的盛行，这是要素禀赋理论无法解

释的。

带来更多产品的贸易显然有着效率上的益处——

不仅相同的产品增加，而且产品多样性也得到提高。

举例来说，美国进口产品的多样性（例如不同类型的

轿车）是20世纪70年代的4倍，而供应每种货物的国家
数量也翻番了。更大的收益可能来自投资支出效率的

提高，这是由于企业能够获得种类更多、质量更高的

中间投入和资本投入（考虑光学镜头而不是汽车）。

用以解释贸易影响的经济模型通常忽略了技术转

移以及推动竞争的力量，比如产品多样性的扩大。这

是因为这些影响很难模型化，而与之不符的结果受制

于更大的不确定性。但当这种不确定性发生时，研究

者的结论却是这是贸易改革，如削减关税和其他非关

税贸易壁垒，带来的收益远大于传统模型所体现出来

的。

为何贸易改革如此困难

贸易为全球效率的提高做出了贡献。当一国开放

贸易时，资本和劳动力向那些效率更高的行业转移，

社会的经济福利水平也随之提高。但是这些效应只是

故事的一部分。

贸易同样给某些企业和行业造成了混乱，而这是

不可避免的。这样的企业常常为反对贸易游说，它们

的工人同样如此。他们经常寻求进口税（被称为关

税）这样的壁垒，并且呼吁提高价格或限制进口品的

可得性。加工者可能尝试限制原材料的出口，以自动下

压他们自己的投入要素的价格。相反，贸易的收益是分

散的，其受益者经常不清楚贸易是如何使其受益的。

贸易政策

二战以来，各种改革大大地降低了政府施加的贸

易壁垒。但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却也相应地出现变

化。贸易壁垒在特定部门（例如农业和服装制造业）

和特定国家集团（例如不发达国家）间更是非常之

高。许多国家在交通、通讯和金融部门这样的服务领

域的贸易中设置了诸多壁垒，其他的国家则制定了鼓

励外国竞争的政策。

此外，贸易壁垒对某些国家的影响比其他国家更

大。往往受冲击最大的是欠发达国家，其出口品主要

是工业化国家所保护的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以

美国为例，其对某些主要西欧国家的产品每1美元收
取1美分的关税，然而该国却对从孟加拉国进口的每
1美元产品收取大约15美分的财政性关税（Elliott，
2009）——即使某种进口自孟加拉国的特定产品面临
来自与西欧相似类别的产品相同或者更低的关税。世

界银行经济学家的计算表明，低收入国家面临的贸易

壁垒平均比那些主要发达国家高50%（Kee、Nicita和 
Olarreaga, 2006）。

2001年，在卡塔尔的多哈，世界贸易组织（其为
国际贸易提供仲裁）的成员在一系列谈判中就降低并

消除政府施加的贸易障碍进行了艰苦的努力。这些谈

判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其中有很多具有政治上的敏

感性，包括消除残存的农产品出口补贴，限制国内农

业补贴，大幅削减发达经济体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

关税。多哈回合同样致力于解决其他关键议题，例如

服务业的贸易和投资壁垒、在渔业补贴和反倾销等领

域的贸易法案，以及关税和贸易便利化。

如果成功，多哈回合每年将产生几千亿美元的收

益。但某些团体还在寻求拖延和削弱该协议。对更大

收益以及有助于相对降低不利影响的方式的关注能够

促进贸易体系的公平，并使其在经济上更加合理。■

Brad McDonald是IMF战略、政策与检查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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