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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 了 探讨国 际 贸易 发生 的 真正原因 , 定义 了 比较优势势 力 和 规模经 济 势力 的 概念 。 运 用对 比方 法 和 图 形 


方法 ,
通过放松一些假设 条件来考 察

“

两个版本
”

的 规模经济 引 发 国 际 贸 易 的过程 , 将 比较 优势 和 规模 经济统 一起 


来 , 发现了 国 际贸 易
"

万 能公式
"

。 研究结论认为 :
比较优 势和 规模经济 共 同 引 发 了 国际 贸 易 , 在 引 人

“

补偿 贸 易 条 


件线
”

概 念条件下 , 可 以 将 国 际 贸易 的起因 分解成 比较 优势势 力 效 应和 规模经济势 力 效应 。 同时 , 国 际 贸 易
“

万能 


公式
”

可 以用来解 释里 昂惕 夫 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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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际 贸 易是各个 国 家经 济 发 展 的三 驾 马 车之	国 际 服务 贸 易 理论
1

8
)

。 国 际 经济 学家 非 常 完 美地 


一

,
所以 各个国 家都非 常重视 国 际贸 易

, 尤其对于
一

解释 了 哪些 因 素导致 了 比 较优 势 , 如 生产技术 、 要 素 


些贸 易依存度 较高 的 国 家来 说
, 国 际 贸 易 显 得格 外	禀赋 等因 素 ,

由 此产 生 了 古 典贸 易 理论和要 素事 赋 


重要 。 这也引 发了 各 个 国 家对 于 国 际 贸 易 的研究
,	理论 等 。 里 昂 惕夫 之谜 出 现 后 , 比 较 优势 理论 受 到 


国 际经济 学家们 总是希望从理论 上研究 国 际贸 易 的	一些影 响 。 国 际经济 学家 又从新 的 角 度来解释 国 际 


起因 。 自 从亚 当
? 斯密 在 1 7 7 6 年 出 版 的 《 国 民 财富	贸 易 的起因

,
如基于 不 同偏好 的 重叠需求理论 、 基 于 


的性质及 原 因 研 究 》 里 提 出 绝 对 优势 理论 以 及 大	规模经 济和 不完全 竞 争 的 国 际 贸 易 理论⑴
、 异 质企 


卫 ? 李嘉 图 在 1 8 1 7 年 出 版 的 《 政治经 济 学及赋税原	业 动态 模型
h °

]

等 。 有 些 国 际 贸 易 理 论支持 比较 优 


理 》 里提 出 比 较优 势 理论 以 来 ,
比较 优势 就成 为 解	势理论的 正确 性

, 有些 已抛 开 了 比 较优势理论
,
寻找 


释 国 际 贸 易起因 的唯一

因 素
?

。	其他 国 际 贸 易 的起 因 、 如规 模 经 济 是 国 际 贸 易 的 


关于 比 较 优 势 理 论 的 研 究 成 果 非 常 丰 富 。	另
一起因 。 但 比较 优势 与 规模 经 济 两 者 不是 分开 


S a m u e l s o n 认为 : 按照 比较优势 , 进行 自 由 贸 易 , 生产	的 , 应是统一

的 , 即 比 较优势 和规模经济 共同 决定着 


要 素实际 价格会趋 于相等
⑴

。 L e o n t i e f 认为 : 美 国 的	国 际 贸 易 的发 生
, 只 是在不 同 模 型里 , 他们的 对 比力 


比较优势 与 H - 0 定理不
一致 1

2
1

。 J o n e s 深人探讨 了	量 有强 有弱
, 有 时 比较优势力 量大 于规模 经济 力量 , 


关税 与 比 较优势 的关 系
[

3
1

。 K e e s i n g 对熟 练劳 动 力	这 即 为传统 的 国 际 贸 易 理论 ; 有 时 比较 优 势力 量 小 


和 比较优势 的关系进行 了研 究 [

4
1

。 G r o s s m a n 和 E 1
-	于规模经济 的 力量 , 这 即 为新 国 际贸 易理 论

③
。 


h a n a n  H e l

p m a n 深入探讨 了 比较优 势与 长 期经 济 增	
_ 


长 的关 系
[

5
1

。 鞠 建东 认 为 : 中 国 和 美 国 贸 易 存 在 

“

反 比较优势之 谜
” ⑷

。 郭界 秀认为 : 比较优势理论	如 果你正在 学 习 相关的 国 际 贸 易理论 , 翻 阅 着 


非常正确 , 国际贸 易新理论 与 比 较优势 逻辑具有 一	学 习 桌 上几十 本 (或 者更 多 )优 秀 的 国 际 贸 易 理 论 


致性 [

7
]

。 吕 盈盈等运 用 比 较 优势 理论深人 探讨 了	书籍 , 浏 览着 电 脑里 成百 上千 的 国 内 外 国 际 贸 易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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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重叠需求理论仍然应用 比较 优势 的思想 。 


③ 在此
,
称为

“

比 较优 势力 量
”

和
“

规模经济力 量
”

。 接下 来 的 论述里
,
仿 造

“

垄断势 力
”

的 称呼
,
称 为

"

比较优 势势力
”

和
“

规 


模经济势 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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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论文 时 , 首先
“

闯 入
”

你脑海 的应该 是
“

比较优势
”

 较优势 的 内 涵进 行梳理 ( 见 图 1 ) 。 


理论 。 比较优势理 论 非常 重 要 , 可 以 运 用 图 形 对 比 


「

生产技 术
) 


供给层 面
一" 


m m

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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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2 S S S I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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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比较优势表 面 含 义 和实质含义 


从图 1 可 以 看 出 , 要想 真正 定 义 比较优 势
,
有 2	济是如何 引 起 国 际 贸 易 的 ^ 关 于这 个 问题

,
目 前 


种定义 方法 :

一种是 表面定 义法
, 即

一

个 国 家某种 商	有 2 个
“

版 本
”

的规模 经济 如何 引 起 国 际 贸易 内容 。 


品 相对价格 ( 机会成 本 ) 低于 另
一 个 国 家 相对价格 ,	现在逐 一进行梳 理

,
以便 找 出 这 些 内 容存在的 不 足 。 


那 么该 国在此种商 品 上具 有 比 较 优势
,
另

一个 国 家	第 1 个版本 的规 模经 济引 起 国 际 贸 易 内 容 : 生 


在另
一 种商 品 上具 有 比 较 劣势

?
。 另

一种 是 实质 定	产可能性边 界 (
P P F

) 与 社会 无差 异 曲 线 相切 确定 封 


义法 , 由 于 2 个 国 家 生产 技术 、 要素 稟 赋
、
需 求 偏 好	闭 条件 下的 均衡 点

③
。 这也 符合传 统的 国 际 贸 易 理 


的 不 同 ,
引 起 他们生 产产 品 的 相对价 格不 同 ,

由 此 形	论结论 ( 见 图 2 ) 。 现在大 多数国 内外著作 都支持这 


成 各 自 的 比 较优势 。 可 以 进 一 步 得 出 比 较 优势 原	种观点 。 图 2 展现 的 是 A
、
B 两个 国 家 的 生 产 可 能 


理
: 每 个 国 家 出 口 比 较 优 势产 品 ,

进 口 比 较 劣 势 产	性边 界 P P F 、 社会 无差 异 曲 线 C I C 以 及封 闭 条 件下 


品 。 古典 国 际 贸易 理论 和要 素 察赋理论 等都是 由 于	的均衡
, 只不过它们相 互重合

?
。 这样看 来 ,

由 于封闭 


比 较优势原 理才 发 生 国 际 贸 易 。 也 就 是说 , 在 这 些	条件下 A
、
B 两个国 家的相对价格相等 , 即 (& / / % ) ,

= 


传统理论里
,
只 有 比 较 优势 力 量 ( 也 可 以 看 成 比 较	 ( P

,
/ / % ) B ,

所 以 没 有形成相 对 价 格 差 , 也 就是 2 个 


优 势这 只无 形 的 手 ) 引 起 国 际 贸 易 。 由 于 比较优 势	国 家 在各 自 产 品 上都没 有 比 较优势 。 根据 比较优势 


力 量非常 重要 , 可 以 称 为 比 较 优势 势 力 。 这 是不 是	原理 ,
2 个 国 家 不会发生 国 际贸 易 。 但是 , 这只是 根 


意 味着没 有其他力 量推 动国 际 贸 易 的发 生呢 ? 应该	据传统的 比较优势理论得 出 的结论 。 如 果进一

步思 


还 有其他力 量也在
“

默默
”

地 推 动 国 际 贸 易 的 发 生 ,	考 , 就 会发现这 2 个 国 家封 闭条件下 的均 衡点 ￡
a  

= 


只 是没有表 现出来 , 被 比 较优 势势 力
“

掩盖
”

了 。 这	￡
B 具有不稳 定性 , 它 们都会

“

主 动
”

地 向 P P F 的端 


个 力 量就是规模经 济力 量 。	点慢慢 滑动
⑤

。 


_
	这 样可 以 发现 , 即 使 A 、 B 两 国仍然 以 与 封闭 条 


件下 的相对价格 相等 的 贸 易 条件 T O T 开 展 贸 易 ,
2 


规模经 济包括 内 在 规模经济和 外部规模 经济 ,	个 国 家福利 也会增加 ( 见 图 3
) 。 


坎普模 型 ( K e m
p ,

1 9 6 4 ) 专 门用 来讨论外部规模经济	由 图 3 可以 看 出 ,
A

、
B 两 国 发生 贸易 的 原因 肯 


与 国 际 贸 易起因 , 克鲁 格曼 模 型 (
K r u

g
m a n

,
1 9 7 9

) 主	定不 是 由 于 封闭 条件 下 的相对 价格 差 引 起 的
,
因 为 


要 用来讨论 内部 规模经 济与 国 际贸易起 因 。 规模经	它们 相等 。 那么是什 么原 因 引 起 国 际 贸 易呢 ? 是机 


济 之所以 引 起国 际经 济学 家 的注 意
, 是 由 G r a h a m

-	会成 本 递 减 的 P P F 引 起 的 , 深 层 次 原 因 是 规模 经 


K n i

g
h t 争论引 起 的

[
"

]

。 这里 , 将焦点 集 中 在 规模 经	济 。 由 于规模经 济 力 量 在 此处 如此重要 , 称 为规 模 


① 由 此 ,
比较优势也 可 以称 为相 对价格差 。 


② 为 行文 方 便 , 将外部规模经济 和 内 部规模经 济 统 称 为 规模经 济 。 严格 说 , 本 文规模 经 济特 指 外部 规模 经济 , 因 为 这样 才 


符合完 全 竞争 市场 的前提假设条件 。 


③ 2 个版本 分 别为 : 史蒂 芬 ? 赫斯特德 . 国际 经济学 [
M

]
. 北 京 : 机 械 工 业 出版 社 ,

2 0 1 1

; 丹尼 斯 _ R ? 阿 普尔 亚德 . 国 际 经济 学 


[
M

]
. 北京 : 机械工业 出 版社 ,

2 0 1 0 。 


④ 2 个国 家 P P F
、 C 1 C 重 合 的原 因 是 因为 假 设 2 个 国 家具有 相 同 的 技术 、 相 同 的 偏好 。 


⑤ 向 P P F 端点滑 动 的原 因是 P P F 机会成本 递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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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P P F 与 C I C 相 切 确 定封 闭 条 件均 衡	图 4  P P F 与 C 1 C 相 交 确 定 封闭 条 件 均衡 


K	际贸 易 的 可 能性
,
国 际 贸 易 是 由 于规模 经 济引 起 的 。 


「
、 /	但 是 , 也存在

一

些 不足 。 比如
, 原点 与封闭 均衡 连线 


I  \  ; /	也成 4 5
°

夹 角 , 造 成 这 种 现 象 的 原 因 是 因 为假 设 2 


\ ! n
_

(
p / p

)	个 国 家的 技 术完 全 相 同 、 消 费偏 好 完全 相 同 。 如 果 


X 
“ “ “

	将这 条假设 抛开 ,
会 发生 什么情 况 呢 ? 见 图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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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力 量 为规 模经 济 势力 。 此时
,

2 个 国 家 均 衡点	f  Z 

只 能处 在 P P F

“

中 点
”

位 置 , 即 原点 与 封 闭 条件 均 衡	Z
p F

)  
=

(
P P F

) 


点连线 0 尺 与 横 轴 成 4 5
°

夹 角 。 原 因 是 2 个 国 家	J 
*

 A

" 


P P F
、
C I C 相 同 以 及 不考 虑 比 较优势 势 力

①
。

	 | s 1
e 


A A . A  , , ,
 ,  , r

-

,
 ^  .	图 5 基于 不 同偏 好 的规模经济 与 国 际 贸 易 


第 2 个 版本 的 规模 经 济 引 起 国 际 贸 易 内 容 : 生 


产可 能性边 界 (
P P F ) 与社 会无差 异 曲 线 相 交 确定 封	从 图 5 可 以 看 出 ,

如 果 抛开 消 费 偏好 相 同 这 个 


闭 条件下 的 均衡点 见 阁 4 。 之 所 以 生 产 可 能	假设 条件 ,
那 么在封 闭 条 件 下 ,

A 国 ( P P F
) a 与 社 会 


性边 界 (
P P F

) 与 社会 无差 异 曲 线 相 交确 定封 闭 条件	无 差异 曲 线 (
C 1 C

) A 相切 ( 或 者考 虑 第 2 个版本规模 


下 的 均衡点 , 是 因 为 X 生 产 部 门 具有 正 外 部 性
,
造	经 济与 国 际 贸 易 ) 所 确 定 的 封 闭 条件 下 的 相 对价 格 


成 了 私人 边 际产 出 低 于社 会边 际产 出 , 由 此封 闭 条	为 (
P

,
/ A % h ;

B 国 (
P P F

) ? 与 社 会 无 差 异 曲 线 


件 下的 相 对价格 高 于生产可 能性边 界 的 边际转 换率	 ( C I C )
, ,

相 切 ( 或 者考虑第 2 个版 本规 模经 济与 国 际 


M R T 。 接 下来讨论的 内 容与 第 1 个 版本 的 规模 经济	贸 易 ) 所 确 定 的 封 闭 条 件 下 的 相 对 价 格 为 (
/ % / 


引 起 国 际贸 易 内 容 基 本 相 同
,
虽 然 封 闭 条 件 下 2 个	/ % ) ? 。 由 图 5 可 以 看 出 , ( P ,

/ P J A  >  (
Z

3

,
/ 。 )

, ,
, 按 


国 家相对 价 格相 同
,
但是 贸 易 仍 然 可 以 增 加 他们 的	照 比较 优势含 义 ( 见 比较 优势 势 力部 分 内 容 ) ,

B 国 


福 利 水 平 。 当 然 , 我 们也 可 以 想 象 原 点 与 封 闭 均衡	在 X 产 品 上具有 比较优 势
,
同 时也 n

]

?

以 知 道 A 国 在 


连 线 也成 4 5
°

夹角 。	 Y 产 品 上具 有 比 较优 势 。 根 据 比 较 优 势 原 理 ,
B 国 


=
` `

 7 外 八寸 , ,	会 出 口 X 产品 ' 进 口  Y 产 品
;
A 国 出 口 Y 产 品 ' 进 口 


U _ @	X 产 品 。 同 时
,
由 于 ￡

A 点 和 ￡:
? 点 也 样具有 不 稳 


通过讨论这 2 个版 本的 规模 经 济引 起 国 际 贸 易	定性 的 特点
, 两 国 封 闭 条件 下 的 均 衡 点也 有 向 P P F 


的原 因
,
可 以 发现 封闭 条件 下 2 个 国 家 的 相 对 价 格	端点 移动 的趋 势

, 因 此 规模 经济 在 这 里 也起到 了 引 


相 同 , 由 此 排除 了 相对 价格 差 ( 即 比 较 优势 ) 引 起 国	发国 际贸易 的 作用 。 所 以
, 在这里 比较优 势 和规模经 


① 如 果考 虑 比较优 势势 力 , 封闭 条件 下 相 对 价 格 线与 开 放 条件下 贸 易 条件线 不 平行 , 即封 闭 条 件下 相 对价 格 与 开 放 条 件下 


贸易 条件 不 相 同
,
比较优 势也 是 引 发 国 际 贸易 的 一个 原 因 。 


② 一 般来 说 , 相 交 、 相切 与均衡 有 着 密 切 的关 系 。 在研究 一 般均衡时 , 相切 确 定 均 衡点 , 如 消 费 者效 用 最大 、 交换 的 帕 累 托 


条件 、 生产 的帕 累托 条件 、 封 闭 和 开放 条 件下 均衡 等 。 在研究局部均衡时 , 相 交确 定 均衡 点 , 如 供给 曲线 和需求 曲 线 所确 


定的 马 歇尔均衡 等 。 见 文献 [
1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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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济共同 引 发 了 国际贸易 , 可用下式表示这个过程 :
	件下 ,

A 国 面对 的 国 际均 衡价格 为 P
w 。 通 过 A 国封 


比 较优势势 力 + 规 模经 济势力 — 国 际 贸 易	闭条 件下 均 衡点作
一 条 与 平 行 的 直 线 ,

称 为
“

补 


此 时
,
比 较 优势 势 力 方 向 与 规 模经 济 势 力 方 向	偿 贸 易 条件 线

” ?
, 它 的斜 率绝 对 值也 为 P

w 。 这 样 , 


相 同 。 称这 个公 式 为 国 际 贸 易
“

万 能 公 式
”

。 之所	发现 A 国封 闭 条件下 的 社会 福 利为 C I C
, ,

开放 条件 


以 称为
“

万 能公 式
”

, 是 因 为 这 个公 式既 可 以 解 释 传	下社 会福 利 为 C I C
3

。 从 C I C
,

到 C I C
3
可 以 分解成 2 


统的 国 际贸 易 理 论 ,
又 可 以 解 释新 国 际 贸易 理论 , 具	个部 分 , 从 C I C

|

到 C | C
2 社 会福利 的增 加 , 是 由 于相 


有非常 强的
“

兼 容性
'
'

。	对价 格 差 (
P

A 与 之差 ) 引 起 的
,
所 以 称 为 国 际 贸 


例 如
,
图 2  ~ 4 所解 释 的 只 有规模经 济 引 发 国 际

易 的 比较优势势 力效 应 , 从 C I C
2
到 C I C

3
社 会福利 


贸 易 , 腿个公 式龍 为 t 匕霞練力 力U f 推
的增 加

, 是 由 于封 闭 均衡 点的 不稳 定造 成的
,
进一步 


说 , 是 由 于规模经济 势力 引起 的 , 所 以称 为 国 际贸 易 


_ 见模经济 势力 效 应
?

。 比较 优 势势 力 效应 和规模 

所 以

' 图 2  
~

 4 所卿纖经济 引 发 的麵 贸 易
经济 势 力效应共 同 引 发 了 国 际 贸 易 。 


只 是 图 5 所 讲 的 规 模 经 济 引 发 国 际 贸 易 的 一 个特 


例 。 其实
, 也 可 以通 过 放松 2 个 国 家具 有 相 同 的 技	五 、 结 论 


⑴比 较 优 势有 表 面 含义 和 实 质 含 义 2 个 层 


四 、 比 较优势势 力 和 规模经济 势力 图 示	次 , 表 面 含 义 是通 过 相 对 价 格这 层
“

面 纱
”

定 义 的 , 


实质 含 义 是 通 过
“

实 物
"

层 面 定 义 的 。 由 于 比 较优 

通 过前 I

f
n

 ?
论述 .

n
I

 =

推 一

 ^
非 a  

“

 I t
 ?

:

的
势力 量 如 此重要 , 将 比 较优 势 力 量称 为 比较优 势 势 


结论 : _ 、

□

贸 紹
` `

感 公式 、 計
“

万 能公式
'

的 4
力 。 同 时按 照现在 的 比较 优 势模 型 ( 古 典 国 际 贸 易 


本思 想是 [闻 h 贺 W 的 发
:

丨

□

:  W
1

、 W I

丨
I M  H 看 不 见 的 尤形

模型 、 要 素 禀 赋模 型 ) 的 解 释
, 比 较优 势 势 力 是 国 际 


的 f

:

推
,
引 起的 ' l

i

P 比 fe 优

|

势 和 规 投
”

济

,
I七 I ^

贸 易 的 唯
- 起 因 。 按 照现在 的规模经 济 引 发 的 国 际 


3

际 贸

S ; ? ! i t ? ^ /  

J I I

J

'

` m
r  m L!

胃 易 理论所做 的 解 释 , 规 模经 济 势 力 是 国 际 贸 易 的 


! I I?	- 起 因 。 如 果 放松 - 些假设 条件 来考察 规模经 济 


弓 I
发匪賴的 i i 程 ,

以 此为 切人点
,
会推 出 国 际 贸 


y
t .	易

“

万 能公 式
”
——

比 较 优 势 势 力 + 规模 经济 势 力 


— 国 际 贸易 。 从本 质 来 说
, 比 较 优势 和 规模 经济 共 


^ 规模经济势力效应
1	同 引 发 了 国 际 贸 易 ,

两 者是 相 容 的 。 而 且借助
“

补 


比较优势势 力效应 P  

“
1 m

 偿 贸 易 条件 线
”

, 可 以 很 清楚 地 理 解 比 较 优势 势 力 


效应 和规模经济势力 效应 。 


f J

l `

	( 2 ) 运用 国 际 贸 易
“

万 能公式
”

可 以 探讨里 昂 惕 


图 6 国 际 贸 易起 因 分解 :
比较优势势 力	拉I  

“

万 能公式
”

告诉我们
'
比较 优势 和 规模 经 


效 应 和规模经 济 势 力 效应	
、

济共 R 决 : 定 着
1

S P示 贸 易 模 式i 。 从 15  
6 可 以 看

□

出 , 对 


于一 个国家 来说 , 同 是 进 口 相 同 的 商 品 ( 比 如 x 商 


为 了 将 比较 优势势 力和 规模 经济势力表 现得更	品 ,
假设为 资本密集 型产 品 ) ,

但是 进 口 这些商 品 (
X 


加清楚
,
图 6 只 给 出 了  A 国 的 国 际 贸 易 起 因 分解 。 商 品 ) 的原 因

一

部 分 是 由 于 比 较优 势 引 起 的 , 另
一 


封闭 条件下 ,

A 国 社 会无 差 异 曲 线 与 生 产可 能 性边	部分是 由 于规模 经济 引 起 的 。 当 初
,
里 昂 惕 夫 在测 


界相 切 确 定 了封 闭 条 件下 的 相对价 格 P
A

?
。 开放条	算美 国 的进 出 口 商 品 结构 是否符 合 H - 0 定理 时

,
将 


① 采 用第 1 个 版 本 的均 衡 条件 : 相 切 ,
不 是第 2 个 版 本 的均 衡 条件 : 相 交 。 无 论 采 用 哪 种 版 本 均 衡条件都 可 以

, 不影 响结 论 


的 正确 性 。 


② 此 处仿 造 微观经 济 学 价格 效 应 的 补 偿预算 线称 呼 。 


③ 这 非常 类 似 于 国 际 贸 易利 益 的分解 , 即将 国 际 贸 W 利 益分 解 成消 费 者 的 交 换 利 益 和 生产 者 的 生产 利 益 。 但 是 , 本 文 与 国 


际 贸 易利 益 的 分 解 介 n 本质 的不 同 但是 , 从 另
-

个 f f
l 度 思 考 , N 际 贸 易 利 益 的交 换利 益也可 以 看成 比较优势 势 力 效应 


( 因 为 交换 与相 对 价 格 有 关 )
, 生 产 利 益 可 以 屙成 规模经 济 势 力效 应 ( 因 为生 产 与 规模 经济 有关 ) 。 由 此也 可 以 看 出 , 古典 


贸 易理 论 和 要家 取 赋现 论 的 国际 贸易 起 因 也 " 了 以 分解 成 比较优势势 力效应 和 规模 经 济 势 力 效 应 。 




_

3 4
	

北 京 工 业 大 学 学 报 (社会科学 版 )

	

2 0 1 4 年 


由 于规模经济所引 起的 进 口 产 品 (资 本密集 型 ) 也	这 样造 成 了美 国按照 比较优势进 口 的资本密集 型商 


计人 了 由 于 比较 优势 所 引 起 的进 口 商 品 。 也就是	品 过 多的假象 , 由 此里 昂 惕 夫的计算结果与 H - 0 定 


说 , 里昂 惕夫在测算美国 进 口 商 品 时 , 没有 将 由 于规	理相 矛盾 。 如果将 由 于规模经济所引 起的 进 口 商品 


模经济所引起的进 口 商 品从商 品 进 口 总量 里 剔除 。	从总 量里剔 除
,
那么就 不会 出 现里 昂 惕夫之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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