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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一、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与任务

    (一)国际贸易的含义

    国际贸易 (International Trade)，是指国际间的商品交换活
动。

    国际贸易由世界各国 (地区)的对外贸易构成，是世界各国

对夕卜贸易的总和。对外贸易 仃}oreign Trade)亦称 “进出II贸
易”，在英国、口本等海岛国家，也常称之为 “海外贸易”

(Overseas Trade)。一个国家 (地区)与其他国家 (地区)之间

的商品交换活动，就是该国家 (地区)的对外贸易〕

    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经济在国际分丁的基础上相互联系、相

互依赖的主要形式，是国际经济关系的主要组成部分

    〔二)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是商品的国际交换关系及其规律

性。包括:①一国的对外交换关系及其规律性;②各种不同类型

国家之间的交换关系及其规律性;③从世界经济整休考察的国际

交换关系及其规律性



    (三)国际贸易学的任务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国际贸易产生、发展和贸易得益 (Gain

from Trade),揭示其中的特点与运动规律的学科。国际贸易是
一类部门经济学，是经济学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是国际经济

学的重要内容，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国际贸易学主要在

历史分析的基础卜，进行比较研究 揭示国际贸易的运动规律和

特点，使其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使世界各国人民都从中

受益 从它本身的特点来看，国际贸易学也是一门理论胜 I政策

性、社会实踢 ft.均很强的课程

    二、国际贸易学的研究方法

    (一〕马克思主义的辫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方法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各项原理也完全适用寸国际贸易

学科的研究。即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分析、

批判地吸取各个时代、各种经济类型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一切

有价值的成分，为已所用

    (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

    研究国际贸易问题既要震视理论研究.又要重视实践研究，

两者不叮偏废 具休来说，就是要对国际贸易的一般原理、基木

概念、基础知识、基本规则进行f解、研究，同时，又要对实际

情况进行深人、细致、客观的分析研究，这样才能洞察和音」析国

际经济贸易关系中的各种复杂现象和发展趋势，以指导贸易实
践

    、(三)系统论与价值论的方法

    从系统沦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是 一项复杂的系统上程。运

用系统论的方法分析国际贸易，可以看出它是一个多层次、多环

节的t杂系统。它既包括国际经济贸易全局的宏观系统，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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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运行的宏观规律，以把N国际经贸发展的大方向 也包括一国

对外贸易的中观系统，应研究其规律，以制定本国的对外贸易战

略和策略;还包括一国内部以管理贸易活动为中心，以取得最佳

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微观系统。在各系统内，又有各个不同的决策

层次和子系统。运用系统论的方法研究国际贸易问题可以把握全
局，抓住重点，收到实效

    国际贸易与其他经济活动一样，目的都在于以一定的投人取

得最大的经济效益。运用价值论的方法研究国际贸易，就紧紧抓

住r国际贸易活动的根本问题，即利益或价值的增值，这是国际

贸易活动的目的，也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特点与作用

    一、国际贸易的特点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都属于流通领域，都是商品的交换，都

使114兄从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转移，交易过程大体相同，经营的

目的都是取得利润或经济效益。但是国际贸易是不同国家之间进

行的商品交换，这就使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无论在性质上还足在

业务匕都有区别，具有它自己的特点。

    (一)国际贸易的困难性

    I 贸易障碍多〔国际贸易涉及国家间的重大经济利益〔，为

了争夺市场，保护木国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各国往往采取关税

壁垒和非关税壁垒的政策和措施来限制外国商品的进口。此外，

许多国家还采取外汇管制，实行进II外汇审批制度，限制外国商

品的进11,〕所有这Jti都给国际贸易增加了困难

    2 语言、沈律 .风俗 习M不同。存因阮留易中_由干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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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不同，为了使交易顺利进行，必须采用一种共同的语言

现在国际贸易中最通行的商业语言是英语;有些地区如东欧、北

欧通常使用的是德语;法国及中西非国家通行的是法语;而西班
牙及大部分中南美洲国家通行西班牙语。所以要使交易顺利进

行，就必须克服所遇到的语言仁的困难。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

贸易国的商业法律不一致，在买卖合同、运输合同、保险合同等

方面，一旦发生纠纷，就要根据某些国际惯例进行仲裁，这比解
决国内贸易纠纷的困难要大。此外，各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

不同，也给国际贸易带来许多困难

    3 对国际市场和贸易对手的资信情况调查不易。国际市场

变幻莫测，要作出正确的决策，在经营上取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就必须对国外市场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 但国外市场情报的收集

比国内市场困难得多，同时国际贸易交易额大，买卖双力都要调

查对方的资金和信用情况，而这种调查 {分困难，往往只能委托

征信所调杳，虽然情况比较详细，但费用较多。

    4 交易技术困难较多，交易接洽不便。国际贸易所遵循的

一些国际贸易惯例不是国际条约，在法律上不具有强制力和约束

力，因此具有很大程度的任意性和不稳定性。一旦出现货物品

质、规格、数量、交货日期、包装等与条件不符而产生的纠纷，

不容易得到解决。另外，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往往以电报、信函

往返接洽交易，所费时口较多，当面洽谈，旅途往返也费时间，

还不一定能顺利成交

    (二)国际贸易的复杂性

    1使用的货币与度量衡标准复杂。在国际贸易中，各国所

使用的货币与度m衡制度有所不同，所以，在贸易中采用哪个国

家的货币作为计价结算工具，不同国家的货币如何兑换，在度量

衡不同时，贸易中以哪种计量为准，不同的计量单位如何换算，

凡此种种，都比国内贸易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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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国际贸易所遇到的商业惯例及贸易法规情况复杂 各国

商业习惯的不同及海关制度、贸易法规的不同，使国际贸易的进

行比国内贸易复杂得多

    3 国际贸易中的国际汇兑复杂。国际贸易是国家之间的交

易，很难做到货款当面收付。由于各国的货币制度、外汇管理制

度及汇率制度不同，买卖双方结算还需要通过银行或其他金融机

构，所以国际汇兑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o
    4 国际贸易中货物的运输和保险情况复杂。国际运输距离

长，中间环竹多，涉及面广，情况复杂多变，所以需要解决的问

题多，要考虑运输合同的条款、承运人与托运人的责任、办理装

货提货手续、发生问题时的索赔与仲裁等等。为了保障货物在运

输过程中受到损失时能得到经济上的补偿，还需要对运输的货物

加以保险，而闰际贾易中办理货物的运输保险也比国内复杂_

    (三)国际贸易的风险性

    1 信用风险。在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从开始接洽到报价、

还价、确认而后订立合同，再到卖方交货，买方支付货款，需要

经过相当长的 段时间。在此期间，买卖双方的财务和营业情况

可能发生比较大的变化，有时会危及合同的履行，出现信用风

险

    2 商业风险。在国际贸易中，因货样不符、交货期延误、
单证不全等给进日商和出口商造成自却m.风险。

    3 运输风险。山于国际贸易中货物运输里程遥远，所以在

运输过程中发生的风险也会随之增多〔，承担风险的有卖方、买方

及保险公司，有IIt风险可山保险公司承担，有些风险却无法由保

险公司承I氏
    4 价格风险。贸易双力签约后，货价可能上涨或下跌，也

为双方造成风险

    5 汇兑风险。在国际贸易中，交易双方必有一方要以外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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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价。而外汇汇率不断变化，信息不灵就会出现风险〕

    6 政治风险。一此国家对外贸易政策与措施的变化或国内

政局的变动，使国际贸纷承担许多国内贸易不必负担的风险

    因此，经营对外贸易，击具有如下的条件:远大的眼光，良

好的却IY信誉，热练的外语，各种专业理论与知识，灵通的商业
情报，雄厚的资金和完备的yf l织机构等等.

二、国际贸易的作用

    (一)国际贸易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I 国际贸易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随着世界经

济的发展，仕界市场的形成，生产和交换H益越出国界，使经济
生活向国际化的方向迈进〔，国际贸易加强了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

依赖关系。而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往来更加密切，也要求

各国之IN加强经济联系，合理地进行p }�交换与国际分工〔〕

    2 国际贸易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先进

技术和设备，可以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生

产力的发展L，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一项基础技术的发明，从科

研、试验到成批投产的周期已大大缩短。在这种情况下，任何 -

个国家要想不落后，就必须对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给于极大重

视，即使生产发展水平很高的国家也必须如此。而国际贸易是世

界各国进行技术交流的主要渠道，所以，它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

重大的推动作用〕

    3 国际贸易有利于充分发挥分工的经济效益，国际贸易是

国家之问的商品交换 而商品经济比白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步，

就在于它能发挥分工的作用，使商品交换双方不仅能得到自己所

需要的商品，而目可以用同样的劳动为社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

用同样的交换价值能得到更多的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国际贸易也

是商品交换，所以，国际贸易有利 于充分发挥分工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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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参加贸易的各国，能用同样的劳动为国际市场生产更多的商

闹，用同样的交换价位，从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多的产品〔

    4 国际贸易Pf从经济利益土促使枯个世界不断提高劳动生

产率。在国际贸易中，商品的价值是按国际价值计算的 如果出
川AM I1的商品，其国内价值低于国际价值，则能在国际交换中

取得更大的利益。出门商品的国内价值低于国际价值的差额越
大.获得的利益就越多。fil耍使出日部nI的国内价值低干国际价

俏，就必须提高生产出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 一个国家要想从国
际贸易，{，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提高本国出卜1

商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国际贸易有利于从经济利益上促

使各贸易国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整个世界的劳动生产

率

    (二)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对外贸易属于流通范畴，是一国的对外Mini流通。它在社会

丙牛产，}才处于中介地位，是联结围内外经济的桥梁和纽带，对推

动国家经济发展起着市耍的作用
    !资源补充的作用。通过国际贸易可以使各种类型的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获得扩大丙生产所必ire的物资，如资本商品、

机器设备、原料及平成品材料以及技术知识 这样，通过补允本

国稀缺的生产资源可以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同时，通过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各，迅速发展国民经济，可以争取
时间，节省资金，少走弯路，加速经济发展

    2 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作用。根据比较优势原理，如一个

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得以发展.该种1翻AAAAA所需资源为基础的

商IV出口就会扩大.由此会引起人均国民收人和国民生产总值有

较高的增长，以前闲置的和未被发现的资源能够被利用，可以使

国内一些资源从低价值变成高价值的物品。同时，通过对外贸

易，可以把国内产品转换成使用价值不同的州A商品，使商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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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多，使用价值多样化，从而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

    3 带动与示范作用。 」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出口部

门往往是这个国家的主导经济部门，如果出口增长迅速，就会使

国民经济以较快速度增长，井带动其他相关部门发展。国际贸易

是国家之问需求传递的重要渠道。一个国家由于进日贸易，带来

了国内没有的新商品，消费者的偏好便开始逐渐向这此新进口的

现代化商品转移，从而产生新的需求 这此新的需求，将成为国

内生产扩张的刺激因素。当前，国际贸易的这种示范作用使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传人到发展中国家，也使资本主义消费方式传人发

展中国家，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 “早熟性”消费和投资〔、

    a提高利润率及增加外汇收人的作用、由于对外贸易，使
企业可能从国外购买比较便宜的原料和食品，促使生产费用降

低。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引进高效率的机器设备，采用新材料和

新工艺，更有效地使用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提高劳动生产率

同时，扩大产品出口可以使企业组织大规模生产，实现规模经

济，而大规模生产使采用新技术变得史有效益，并提高设备利用

程度，从而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即通过对外贸劫，可以提高利

润率，国家通过对进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可以增加外汇收人。随

着一国国际贸易水平的提高，海关征收的关税额就越高，成为国

家财政收人的来源

    5 扩大就业及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作用。一国通过出口可

提高有效需求水平，并通过乘数作用产生一轮又一轮的连锁反

应，使国民收人和国内就业量相应地增加，这是扩大就业机会的

重要手段。一国所能生产的产品，耍受其物质资源、生产条件及

技术水平的限制。一些国家由」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及资源拥有量

的限制，无论在产品的质量和数量上都满足不了人们口益增长的

需要 IN此，需要通过对外贸易进口人们所需要的物质和文化产

阴.来调剂国内市场，以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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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贸易分类与统计指标

    一、国际贸易分类

    (一)出口贸易、进口贸易与过境贸易

    按照商品移动方向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三种贸易:

    1出口贸易 (Export Trade),,将本国生产的商品运往他国
市场销售或向他国提供有偿劳务，称为出口贸易或输出贸易

    2 进口贸易 ((Im n pon Trade)。将外国商品输人本国市场销
售，或由外国向本国提供有偿劳务，称为进口贸易或输入贸易。

    3 过境贸易 (丁ransit Trade)，凡是两个国家之间进出口的

商品经过第二国国境，对第三国而言就是过境贸易。

    输人本国的商品再输出时，称为再出口或复出日;输出国外

的商品再输人时，称为再进口或复进口

    (二)总贸易与专门贸易
    按照国境和关境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贸易:

    1 总贸易 (General Trade)。一些国家统计对外贸易时以木

国国境为界，凡是越过国境线的商品，均为总贸易。其中，进人

国境的商品，称为总进口;离开国境的商品，称为总出口。两者

之和称为总贸易额

    2 专门贸易 (Special Trade)。一些国家统计对外贸易时以
本国关境为界，凡是越过关境的商品，均为专门贸易，其中，进

人关境的商品，称为专门进口;离开关境的商品，称为专门出

日。两者之和称为专门贸易额
    由于国境与关境往往并不一致，故总贸易与专门贸易的数值

也会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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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

    按照贸易对象分类，可以分为两种贸易:

    1 有形贸易 (Visible’ Trade) 是指以实物形态农现的实物

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它是无形贸易的对称。实物商品贸易的收支

为贸易收支，是国际收支中的重要部分。1974年联合国 C国际

贸易商品分类》将有形1百品分为]10大类、63章 233组、786

个分组和1924个基本项日，这对规范各国商品分类起到了积极

的作用，也便于进出口商进行海关报关、统计分析。这10类商

品分别是:①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②饮料及烟类;③燃

料以外的非食用粗原料 ④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⑤动

植物油脂及汕月阮 ⑥专列各化学品及有关产品;⑦主要按原料分

类的制成品;⑧机械及运输设备;⑨杂项制品;⑩没有分类的其

他商品。在国际贸易统计中，通常把1到5类商品称为初级产

品，把6到9类商品称为制成品。

    2 无形贸易 (lnvisible Trade).是指一切不具备物质白然

属性的商品或称无形商n.的国际交易活动，亦称服务贸易。无形

贸易幸要包括:①伴随着实物形态的商品和劳动力的国际间移动

而产牛的服务收支，如货物运输费、保险费、客运费、旅游费

等;②由资木的国际间移动而产生的投资收益项目，如利润、利

息、汇率、利[金等;③驻外机构经费、侨民汇款、专利使用费等
其他收支项目口

    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的区别在于:前者经过海关乎续，表现

在海关的贸易统计上;而后者不经过海关手续，通常不显小在海

关的贸易统计上，但显不在 国国际收支表上。

    国际贸易中的技术商品是一种特殊商品，技术贸易也足一种

较特殊的贸易。因为技术商品既属于无形商品，又属于有形商

nu。技术贸易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为软件交易，即专有技
术、专利技术和商标使用权的买卖:另 种为硬件交易 即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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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和器材的买卖 前者属于无形商品贸易，后者属于有形商品

贸易。而在一笔技术贸易中往往既有软什交易，又有硬件交易，

_者足结合在一起进行的。因此，技术贸易既属于有形商品贸易

又属十无形商品贸易。

    (四)直接贾易、间接贸易与转口贸易

    按照是否有第万国参加，可以划分为三种贸易:

    1 直接贸易 (Direct irad的。商品生产国与其消费国之间

直接买卖商品，称为直接贸易。商品贸易从生产国直接输出到消

费国，对生产国来说，是直接出「味 对消费国来说，是直接进

n 两者都是直接贸易

    2 问接贸易 (Indirect Trade)。商品生产国与其消费国通过

第二国进行的商品买卖活动，对买卖双方来说是间接贸易。

    3 转14贸易 〔Entrepot Trade),,商品生产国与其消费国通
过第，国进行的贸易，对第三国来说，则是转口贸易。即商品的
牛产地与消费地均不在贸易发生地的商品贸易

    (五)陆路贸易、海路贸易、空运贸易与邮购贸易

    按照商品运送方式的不同，可以划分为四种贸易;

    1陆路贸易 (Trade听Roadway),,通过陆路运输方式运送
国际问买卖的商ni，称为陆路贸易。

    2 海路% tb (Trade by Seaway),,通过海r运输方式运送国
际问买卖的商品，称为海路贸易

    3 空运贸易 (Trade饰Airway) 通过空运力式运送国际问
买卖的商品，称为空运贸易〔〕

    4 邮购贸易 (Trade by Mailorder),,通过邮政的方式寄送国
际问买卖的商品，称为邮购贸易口

    (六)自由结汇贸易与易货贸易

    按清偿手段的不同，叫以划分为两种贸易:

    1 白由结汇贸易 (Free-Liquidation "Trade)。以国际货币为



脚p,
清偿手段的国际贸易，称为自由结汇贸易

    2 易货贸易 (Barter Trade).，通过商品计价相互作为清偿
手段 (即以物易物)的国际贸易，称为易货贸易或换货贸易

    (七)单证贫易和无纸贸易

    依交易手段的不同，可以划分为两种贸易;

    1 单证贸易 (Trade with U〕cumeuts)。是指以纸面单证为

基本手段的贸易

    2 无纸贸易 (Grade without Documents)。是指以电子数据

交换〔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 EDI)为内容的贸易，即贸易
伙伴之间按协定通过电子计算机通信网络传递规范化和格式化的

商贸数据和信息而进行的贸易

    无纸贸易 (EDI)最大的特点是将商业文件标准化，使之能

够被不同的电子计算机系统所识别并自动处理，将合同签订、I

检、银行汇兑、保险、货物托运以及海关申报等商业过程全部采

用 “电子数据”通信方式完成。

    在国际贸易中使用ED工技术，可以利用电子计算机将贸易

资料从一方传递到另一方，而无需传统的纸面贸易文件和单证

所以，采用EDT技术进行的贸易称为 “无纸贸易

    二、国际贸易中的常用统计指标

    (一)贾易额

    贸易额 (Trade Value)也称贸易值，是一定时期内 (如一

年)以货币表示的贸易金额。由于美元是战后使用最广泛的国际

货币，为了便于比较，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习惯以美元表示其
对外贸易额。目前联合国规定的国际贸易值统计，是以离岸价格

(F.O.B)计算。
    一国的对外贸易额由出门额和进口额组成。出口额通常是指

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向外国出口商品和劳务的全部金额。进口额通



常是指一国在 一定时期内从国外进口商品和劳务的全部金额。从

国际范Ifl来看， 一国的出口即为另一国的进11,若把世界各国的

进出口额相加作为世界贸易额就包含重复计算，因此，一般把各

国的出口额相加作为世界贸易额。

    由于世界市场仁商品的价格和国际货币汇率经常波动，贸易
额不能正确反映出国际贸易的实际规模，因此，需要以贸易量指

标来反映国际贸易的规模

    (二)贸易量

    贸易量 (Trade Quantity)是指 定时期内以数量、重2等
计算单位表不的国际贸易规模。即一定时期各国进出口实物量的

总和 但是，参加国际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计量标准各异，就

一种商品而言，用计量单位表示贸易规模十分容易，但就一国全

部进出口商品来说，就无法用计量单位来表示。为了反映对外贸

易的实际规模，通常以贸易量指数来表尔，即按不变价格计算的

国际贸易值。其计算办法是将 定时期世界各国的出口额之和除

以出口价格指数

国一环贸易量
出口额

出口价格指数

即按 定时期的不变价格为标准来计算各个时期的贸易额，得出

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贸易额，就是贸易量;然后以基期的贸易量与

各个时期的贸易量相比较.就能得出比较正确地反映贸易实际规

模变动的贸易量指数，由于剔除了国际市场价格变动的影响，可

以反映国际贸易的实际规模，井可作历史比较，所反映的发展规

模和趋势较接近十实际，日前，采用国民收人核算体系的国家，
以及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都采用这种办法计算贸易

量〔贸易星指数不仅可以比较确定地反映出对外贸易的规模，便

丁把小同时期的对外贸易额进行分析比较，而且还可以此计算各

个时期定期的或环比的物址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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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贸易差额

    贸易差额 (Balance of Trade)是指 国在一定时期内出口额

与进口&A相比较的差额。出口额大于进口额时，相差之数叫做贸

易顺差或称出超，有时也称为贸易盈余;反言之，当进日额大J

出口额时，扣差之数叫做贸易逆差或称人超，有时也称贸易赤

字:出11额与进n额相等叫做贸易平衡。贸易差额足衡以一国对
外贸易状况的重要指标。贸易顺差表明一国在外贸卜收人大于支

出;贸易逆差表明一国在外贸上收人小于支出。由于贸易收支足

国际收支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贸易差额的状况是影响一国国际收
支平衡的重要因素〕

    (四)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 (TemisJTrade)又称进出[n比价 即出Fl价格

与进口价格的比率。它通常是用出口商品单位价格指数与进II商

品单位价格指数的对比值来表示的〔它反映了一定时期内。一个

国家一定数量的出日商品可以换回的进口商品数量的动态变化

其计算公式为:

贸易条件寸0数 囊孺聋聋挂等瞻霏豪100
如果贸易条件指数大于100,说明出口商品价格上涨幅度快于进

日商品价格」_涨幅度，报告期同样数量的出口商品能比基期换回

更多的进L1商品，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意味着该国从对外贸易中

获得的利益增多，贸易条件得到改善;相反，如果贸易条件指数

小于100，则表示出川司样多的商品在报告期比基期换回较少的

进口商品，或者说进口同样数量的商品要比以前付出的更多，如
果其他条件小变，则该国从对外贸易中获得的利益减少，贸易条

件恶化〔)

    (五)对外贸易依存度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对外贸易系数 〔Ratio汀丁)ependence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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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 Trade)，是指一国的对外贸易额占其国民牛产总值
((;NP)或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它是反映对外贸易在

  国国民经济中所处地位的重要指标。其计算公式为:

外贸依存“一GYP (=i瓷
外贸依存度越大，表明该国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越深，同时外

贸依存度也表明对外贸易在该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外贸依存度叫分成出日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I. I依存度足指一

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出I1贸易额占GNP(或GDP)的比重 进口

依存度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进口贸易额占(;NP(或GDP)的
比重

    (六)寸外贸易商品结构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ornlxasition of Foreign Trade)是指

定时期内一国进出日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商

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II贸劫额之比，以比重表示

    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Composi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是
II 定时期内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构成，

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贸易额与v个世界进出 I贸易额之比，

以比重表不〔〕为厂便J分析比较，世界各国和联合国均以联合国

《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SITC)公布国际贸易和对外贸易商

品结构

    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可以反映出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

业结构状况和利技发展水平等 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可以反映出招

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和利技发展水平

    (七)对外贾易地理方向与国际贸易地理方向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Direction of Foreign Trad日 又称对外贸

易地区分布或国别结构，是指 定时切内各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在

  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进出门总10i或



进出日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它能指明一国出t!商品的去向和进

口商品的来源，从而反映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之问经济贸

易联系的程度。同时它通常受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5贸

易政策的影响
    国际贸易地理方向亦称 “国际贸易地区分布”(International

"Trade by Region)，用以表明世界各洲、各国或各个国家集团在

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地位，计算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既可以
H算各国的进出口总额在世界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可以计算

各国的进出口总额在国际贸易总额 (世界进出口总额)中的比
重

    由J一对外贸易是 国与别国之间发生的商品交换，囚此，把

对外贸易按商品分类和按国家分类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即把商品
结构和地理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对于夯明一国出口中不同类别

商品的去向和进口中刁、同类别商品的来源。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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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产生及发展阶段

    一、国际贸易的产生

    国际贸易属于历史范畴，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

产物

    在原始社会初期，人类处于自然分工状态，生产力极度低

卜，人们只能在共同劳动的基础卜获取有限的生活资料，没有剩

余产品，因而没有交换〔，没有国家的出现，也就没有对外贸易
    原始社会经过了人类历史L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部落

从其他部落中分离出来以后，促进r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月

始有了少许剩余。这时在氏族公社之间、部落之问出现了原始的
剩余产品的物物交换。后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第 _次

社会大分工，即手土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此时便产生了直接以
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和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随着社会分

「、商品流通与货币形态的发展，便产生r专门从李贸易的商
人，出现了第二次社会大分卜。在原始社会末期出现了阶级和国

家，S俪I流通超出国界产生对外贸易

    因此.国际贸易的产牛.必须抖备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有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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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产品可作为商品进行交换;二是商品交换要在各自为政的社会

实体之间进行 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是国际
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二、奴隶社会的国际贸易

    奴隶社会时期，自然经济.片统治地位，生产的L飞的主要是为

了直接消费，奴隶主阶级所需要的宝石、装饰品、各种织物、香

料等奢侈品和奴隶是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商品。当时欧洲希腊的雅

典是奴隶贩卖中心之 。由于生产技术落后，交通运输工具简
陋，进入交换领域中的商品极为有限，对外贸易的范围受到很大

的限制。对外贸易在奴隶社会经济中地位虽不重要，但它促进r

生产的发展，特别是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扩
大

    当时欧洲兴起贸易的民族主要有胖尼基、希腊、罗马等。中

国在夏商时代已进人奴隶社会，贸易主要集中在黄河流域一带

    三、封建社会的国际贸易

    封建社会时期，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劳役和实物形式的封

建地租转变为货币形式的地租，更促进厂商品生产的发展，于是

对外贸易也得到了进 步发展。随着城市手「业的兴起，西方国

家以呢绒、酒换取东方国家的丝绸、香料、珠宝等。亚洲各国之

间的贸易由近海扩展到远海。中国的丝绸、茶，火药、罗盘以及
较为先进的手r业技术通过对外贸易输往欧洲和亚洲各国。这进

一步促进了千工业的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社会内部

的生长。但由于自然经济在当时仍占统治地位并受生产方式和交

通工具简陋的限制，当时对外贸易的范围、商品及其活动都有很
大的局限性，奢侈品仍然是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商品。

    在封建社会时期，酉力的贸易中心曾发生多次转移。起初，

1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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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心在地中海东部。到7-8世纪时，阿拉伯成为主要
的贸易民族。11世纪以后，随着意大利北部和波罗的海沿岸城

市的兴起，国际贸易的范围便扩大到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和

黑海等沿岸，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期很长。早在公元前2世纪的

西汉，我国就开辟了从新疆经中亚通往中东和欧洲的 “丝绸之
路”。中国的生丝、茶叶、瓷器通过 “丝绸之路”输往欧洲。到

了明朝，郑和7次率领船队下西洋，又扩大了海上贸易。通过对

外贸易，我国把 “四大发明”传播出去，同时把欧亚各国的物产

等输人我国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下，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仍

然较为低下，自然经济仍占统治地位，国际贸易在社会经济发展
中并不重要，贸易商品品种和范围都很有限。国际贸易获得广泛

的发展并且真正具有国际性，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才

实现的

    四、资本主义社会的国际贸易

    资本主义时期的国际贸易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

白由竞争时期和垄断时期的国际贸易，I断时期属近代国际贸

易。总的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F，由于大机器工业的建

立，实现了生产社会化，促进了工业、农业、矿业的社会分工，

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产品大大增加，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
空前丰富的物质基础。交通运输和通讯工具的巨大发展和广泛应

用，把世界各地都卷人到商品流通的旋涡之中，打破了过去各国

那种孤立的、自给自足的和闭关自守的经济体系，把世界各国联
成一个整休，国际贸易额急剧增大，国际贸易活动遍及全球，贸

易商品种类日益繁多，成为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v要组成部

分

    16世纪至18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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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原始积累和工场乎丁业大发展时期，也是新航路发现和世
界市场开始广生的时期〔，工场手 1_业的发展，捉进 厂商品生产和

商品交换的扩大，因而需要扩大市场为商品寻找销路 1492年

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从欧洲绕过非洲好望角到达印

度。新航线的月辟把各大洲连接起来，产生r世界市场，这就扩
大了国际贸易的范围，促进 r国际贸易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准备时期的国际贸易，反映了资本原始积累的 些特征，即为
资本主义牛产提供劳动力、资本和市场。这时期的国际贸易，主

v是殖民地宗主国对捎民地国家凉夺式的贸易

    18世纪后期至 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这

时期英国、法国、德国、美国先后完成了产业节命，建1)起资本

主义的大机器下业。大土业建立后，生产力迅速提高，社会产品

大大增加，国际分丁开始形成，它们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r空

前丰富的物质基础。同时，大机器工业引起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

以及通讯联络工具的发展，使得国家间的距离大为缩短。这一方

面扩大了各国问的经济联系，其中包括贸易联系的可能性;另

方面，加强了由十国际分工的深化和l_业国家对进日原料、粮食

的猫求增长而发展国际贸易的必要性。从此，国际贸易成为资本
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卜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19世纪70年代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是资本主义自由竞

争时期过渡到垄断时期。而在这 时期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

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萃断过渡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和美国都

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人们称之为 “钢和电的革命”。钢铁上
业、电力土业的迅速增长，带动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的快速发

展，如汽车工业、化学工业、电气工业等，并引起了生产和资本

的集中，出现了垄断组织 在大多数国家中，垄断组织的出现是

与拒绝自由贸易、加强保护主义相联系的。保护主义的加强在一
定程度E抑制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但由+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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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额却持续增长，国际贸易系数 (即国际贸易在世界生产

，}，所占的比重)也侍续增长 在这 时期，国际贸易额增长了4

倍多 国际贸易系数的显著增长，表明了世界各国在经济上更加

有性依赖和更多的国家卷人了世界商品交换的潮流‘}‘，这一时

期.英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下降了，而其他西欧、北美、非洲

等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上升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问是资本主义垄断时期，即帝国土义时期

帝国卞义国家为了争夺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而发动的

第 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整个世界经济体系的崩溃，紧接着发生

了1920-1921年的经济危机，惊人的通货膨胀引起r各国汇率

的紊乱，破坏了正常的贸易秋序，国际贸易额减少了1/3以上。

1924年后，局势才逐渐趋I稳定 除英国外、卞要资本主义国
家的经济都得到了恢复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扩大

了.但却没有相应的国内与国际市场，从而酝酿了资木主义世界

另 一次更深刻的危机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r空
前严重的经济危机 因此，资本主义世界再次陷人生产与贸易井

遍下降、金融混乱与崩溃之中，极其严重地危及了国际贸易。在
这次危机和危机之后的长期萧条时期，各国政府在贸易上纷纷采

取 “奖出限人”政策，以保护自己的工业和市场。这就引起了贸

易保护主义的爆发，所有国家的关税都急剧提高。但是，由于价

格暴跌，关税也不能有效制止外国商品的进人。士一是，进口数量

限制等非关税措施得到户 泛推行。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直接下

预对外经济关系以限制商品的进口。1937年，资本主义世界进

入了新的经济危机，摆脱危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下

才实现的。结果，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多年中，资本主义

世界贸易不仅没有增长，反而低于1913年的水平 这一时期，
欧洲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卜降，而美国的比重却有较大的增长，

亚洲、北美和拉J美洲等经济小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也



有所上升 另外，这一时期国际贸易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

象，就是经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持续恶化〔

第二节  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战后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信息革命的出现，国际分工和国际
贸易进 步向深度和厂度发展。跨闰公司的迅速发展更进一步推

动r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交通、通讯手段的发展，既使世界地

理范围大大变小，又使世界市场的空间范围变大。世界各国在经

济仁的相互依赖日益紧密，各国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都越来越具

有国际性。世界从此进人了现代国际贸易时期。

    战后国际商品贸易的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一)国际商品贸易发展达速，在世界经济中的重要性得到

增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国际商品贸易呈迅速发展的趋

势，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生产的增长速度。70年代以来，世界

经济进人衰退，继而是全面而漫长的调整阶段，生产和贸易增长

率不断下降。但是，国际贸易的增长始终超过世界生产的增长

世界生产每增长 1%,世界贸易量在 1960-1969年、1970-

1979年、1990-1994年之间分别增长1.42%, 1.25%, 2%aLl)

货物贸易额增长速度非常快，1950年仅为607亿美in, 2000年

    ① 参见修家栋的 (1996年世界经济发展报告》，第39页，山两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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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了60000亿美元。1990-1995年间平均增长8%，而同期生

产的增长只有1.5%，山卫〕的增长则更低，只有1%,制成品贸
易的增速更高于世界产出，而且有加速度的趋势。尤其是1994

年和1995年，贸易增长率均为同期世界生产增长率的两倍以上

    同时，世界市场容量的扩大超过了各国国内市场的扩大速

度\国外市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比国内市场的力量更大，有

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是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
世界经济日益结合为一体。从50年代开始到1980年，世界出臼

系数逐步上升，到1980年已达17.1%0女0以1990年为100,那
么1950-2000年间，世界出口额从2增加到181，出口量也从9

提高到196，而同期的世界工业生产和世界各国GDJ〕总和 (即

GWP)分别从13和19增加到130和125。可见，无论是国际贸

易值还是国际贸易量，其增长速度均大大超过世界工业生产以及

整个世界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情况

看，这种态势依然存在。1990-2000年，世界货物出口额年均

增长70%，其中制成品出口年均增长7.5%。而同期世界货物

生产及世界生产总值却分别仅增长2.5%和20%。世界贸易的

高增长率是科技进步、生产力提高、国际分工深化的结果，同时

它又促进了国际生产。各国生产的扩大是以提高世界市场份额为

寻向的，这种世界生产对贸易的依赖，表明国际贸易在世界经济

中的重要性得到增强，同时说明了国际经济互补性的增长，即国

际分工已成为一个国家国民经济运转的一个必要条件，国际经济

联系已成为许多国家冉生产过程的重耍环节

    但从20世纪70年代至现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处于动荡不稳

的状态。从7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经济进人了缓慢增长时期，
与此相适应，国际贸易增长率大幅度F降，1973-1981年，国
际贸易年均增长率较1948-1973年减少了一半，只达到3.6%.

80年代初，由于受到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国际



贸易出现1981年的零增长和1982年的负增长〔，1983年后，随

着西方国家经济的回升，国际贸易增长率有较大的提高，1983-

1989年国际贸易年均增长率提高到6.2%。进人90年代以来

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加快，达 10%左右，但 ]19% 年又降至

6.7% 国际贸易的这种不平稳发展状态是与吐界经济的发展紧

密和连的，但其增长速度一直高于世界经济的增长速度

    (二)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发生变化

    第二次世界火战后，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出现了巨大变化，

工业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卜升，而食品和原料等

初级产品的份额显著下降，新商品大量涌现。工业制成品所占比

币从1953年开始超过初级产品的贸易比重 20世纪80年代制

成品占世界贸易的70%.居绝对优势。进人20世纪90年代以

来，制成品地位继续有所卜升，成为1{t界贸易赖以发展的基础

1993年以来，各工业化国家制成品出口的增速都高于全部货物

出11的增速，这说明世界市场对传统初级产品的需求增长已}分
有限，制成品尤其是高技术产品的国际mi求将大大增加。造成这

一现象的卞要原因是科技的迅猛发展、牛产力水平的提高以及初

级产品贸易条件的恶化

    随着世界制成品贸易4的迅速增长，下业制成品及初级产品

贸易本身的结构也出现了变化一在工业制成品贸易中，劳动密集

型的轻纺产品的比重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增长加

决，化下产品、机械和运输设备等的贸易比重增长也较快。在未

来的5一巧年III，技术密集型产品尤其是高附加位的成套设备和

高科技产品将成为出口增长最快、贸易规模最大和发展后劲最足
的支村商品。在初级产品贸易中，石油贸易增长迅速，而原料和

食品贸易发展缓慢 另外，初级产品贸易的变化还表现在:发展

中国家不仅在食品、饮料和烟草类等产品出口中落后于发达国

家，而且在农业原料和矿产原料的出口方面也落后于发达国家



健止遗洲绷
发达闰家间初级产品的相互出口额已超过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

的初级产品出口额。另外，在制成品贸易中，各种制成品的相对

重要性有了变化。非耐用品，如纺织品和一些轻J_业产品的比重

下降，}佰资本货物、高技术产品所占的比重上升。技术贸易等无
形贸易及军火贸易迅速增长

    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表现为发达国家仍占支配地位，其出口

和进日约占世界总出日和进日的2乃以匕 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国

际贸易，}:的比重由1948年的62.9%，上TI到1973年的70.891
和1993年的72.0%, 2000年为65.5%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

和欧洲的贸易地位相对上升较快，美国的贸易地位逐渐下降，但

美国目前仍为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具体来说，西欧在国际贸易中
的比重由1948年的31.5%上升到1973年的45.4%, 2000年为

9.5%;北美由1948年的27.3%逐步下降到1983年的15.4%,

但近 1f)年来有所回升，1993年和2000年分别为 16.8%和

17.1%; H本则由 1948年的 0.4%迅速上升到 1993年的

10.0%,但近年来，由于经济不景气，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有所下降，2000年共出日额占世界出口总额的7.7%;澳大利亚

和新西兰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呈逐步F降趋势，由1948年的
3.7"%下降到1973年的2.1%和2000年的1.2%

    总体而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1973年以前

逐步下降，1973年以来有所回升， 2000年为30)%。但不同国

家和地区的贸易发聆也处于不平衡状态。拉美和非洲在国际贸易

中的地位逐步下降:拉美的比震由1948年的12.3%下降到2000

年的5.8% 非洲则 直处f「降趋势，由1948年的7.3%下降

到2000年的2.396。第二次叶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
以来，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尤

其是东亚及东南业地区，东亚6个贸易体及中国的出曰总额占整

个吐界出口总额的比重，由1948年的3.9%和1973年的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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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上升到2000年的14.5% 与此同时，WTO成员在国际贸

易中的比重H趋提高，1948年为60.4%, 1973年为81.8%,
2000年则进一步达到90.7 %;经济贸易集团 (如欧共体/欧盟、

北美白由贸易区和东盟等)内部各成员国的贸易发展十分迅速，

成为战后世界贸易发展的 一个贡要特征

    (三)跨国公司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进一步加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在国际范围内的扩张，导致国际直

接投资迅速增长，在114际贸易领域，就表现为跨国公司的地位和

作用迅速加强。目前，全球跨国公司的销售额已占肚界出口额的

70%,美国出比泳额的3/4控制在其本上的跨国公司母公司手
中 如果把国外的跨国公司计算在内，则美国的跨国公司出日比

重大约占全美国出日额的87%一90%。目前世界的原料、燃料

贸易绝大部分控制在跨国公司手中，世界技术贸易的60%一

70%.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90%也为跨国公司所控制 今后，

由干资本集中和跨国兼并的进一步发展、技术贸易的增长以及跨

国公司经营中非股权形式的加强等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跨国公

司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将会进一步加强

    (四)国际贸易政策和体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贸易政策和体制总的特征是自由

贸易，但20 11190, 70年代以来，贸易政策有逐渐向贸易保护主义

转化的倾向，国际贸易体制从自由贸易逐步走向管理贸易 这其

中，GATE的缔结和WTO的建立，对战后国际贸易政策和体制

的调整，对贸易自由化的推动和多边贸易体制的确立，均起了卜

分贡要的作用。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

年代以来 生产资本国际化发展迅速，其主要标志足跨国公司的
兴起并成为影响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力量 在囚际贸

易中，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约占国际贸易额的1/3以上
    综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贸易政策与体制的演变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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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成为因际贸易的主流，但是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经济全

球化趋势使生产要索在全球间更加自由地流动和有效配置，限制

性的各种壁垒不断减少甚至逐步消除，自由贸易已是不可逆转的

基本潮流 但是经济区域化和集团化的加剧，尽管推动r北美自

由贸易区、欧N、业太经合组织这些区域合作圈内部自由贸易的

较快发展，也导致了区域组织对非成员国的贸易壁垒。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W'1() 诸协议在为自由贸易运作提供制度保证的同

时，G所允许的诸如反倾销、反补贴、技术标准、环境标准等规
则，也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歧视Vt.的贸易政策助威增

势，诱发了新一轮的贸易保护主义 发达国家以保护本国夕阳上

业为主要目的的反倾销、反补贴及贸易保障借施声浪迭起;纷繁
芜杂的技术贸易壁全层出小穷，打着可持续发展旗号的绿色贸易

壁垒悄然耸立 这些都成为发达国家限制发展中国家产品进日的

解障。不仅如此，发达国家还迫不及待地将贸易与环境保护、贸

易与劳工标准、贸易与竞争政策等新贸易问题，提上WlO的议

事口程，他们以抵制环境倾销、绿色补贴、不公平竟争等为由对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制裁，以其侣义土_的合理性、形式 卜的合法

性、保护内弃的广泛性及保护方式的隐蔽性，将成为国际贸易

  自由化，’发展中的障碍。

    (五)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决于发展中国家

    战后国际贸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发达国家的贸易增长决于发

展,I,Pj家，(IiK它们之间的相互贸易大大增加，由于发达国家的

贸易增长快〕发展1卞‘国家，它们在世界贸易’}’的地位小断卜升.

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不断下降、20世纪7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

家所.片的比币略有提高，但总的格局没有变化
    发达国家贸易增长快于发展中国家的 一个重要原因就足它们

战后相互之间的贸易，特别是制成品的贸易退速增长，出现了所

谓的产业内贸易的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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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战后国际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的发展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含义、特点及分类

    1含义。国际服务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in Service)是

指国家间各种服务的提供与接受。贸易的一方向另一方提供服

务，井获得外汇收人的过程称为服务出口或服务输出;与此相对

应，购买或接受服务并付出外汇的过程称为服务进日或服务输
人

    2 特点。同有形商品贸易相比较，服务贸易除了具有商品

贸易的共性外，还有其本身的特点

    (1)服务贸易属于无形商品贸易 各种服务的基本特征是其

产出的无形性。与有形商品贸易不同，服务贸易不是物与货币的

交换，而是提供的劳务服务 (即劳动活动)与货币的交换

    (2)服务贸易中劳动活动的提供与接受多足同时发生，即具

有 “兼容性”和 “不可储存性”。服务既是劳动活动，在其履行

的瞬问即消失。不能储存也不能运输。在时间上，服务的生产与

消费是不能分开的同一过程，在出口国来说是生产过程，而在进

ri国就是消费过程

    (3)服务贸易不经海关监督,所以服务贸易在各国国际收支

统计表中显示，而在各国海关统计上没有显示

    3 闰际服务贸易的分类。国际服务贸易的分类，依据不同

的标准，可分为不同的种类。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以部门进行分类，将
服务贸易分为12类:商业性服务 (专业性服务，计算机及相关

服务，研究与开发服务，不动产服务，设备租赁服务，其他服

务) 通讯服务:建筑服务 销售服务:教育服务;环境服务;

金融服务;健康及社会服务;旅游及相关服务;文化、娱乐及体

育服务 交通运输服务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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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闰际货币基金组织按照国际收支统计将服务贸易分为:民间

服务 (货运、客运、港口服务、旅游、所有权收益、其他民间服

务);投资收益;其他政府服务和收益;不偿还性的转移 (汇款、

年金、赠与)

    按照服务贸易中生产一要素的密集程度进行划分，服务贸易可

分为:资本密集型服务贸易，如航运、通讯、建筑等 技术及知

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如金融、法律、银行、信息服务等;劳动密

集刑服务贸易，如旅游、建筑、维修等

    根据服务与生产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服务贸易可分为:牛

产前服务 (主要涉及市场调研及可行性研究等);生产服务 (主

要包括在产品生产或制造过程中为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提供的服

务，如企业内部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软件开发等);生产
后服务 (如广告、营销策划等)

    不难发现，无论采取何种划分标准，国际服务贸易均涉及人

员、资本、信息等以不同的形式发生的跨国界移动，或在一定形

式下存在于商品跨国界移动中

    (二)国际服务贾易的方式

    1 单纯的服务贸易。服务进口方在接受服务出口方的服务

后，以双方约定的货币支付服务费用。在这种方式下，贸易双方

可以是企业或团体，也可以是个人。如货运服务、厨师、保姆、
提供生产与管理人员等服务。就提供服务的地点来看，有的须在

进口国，如工程承包、跨国佣工、艺术演出等;有的则可在出口

国，如旅游服务、来料加]_和来件装配、接受国外患者就医等。

    2 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相结合。这种方式下，服务的进口

方在接受服务出日方服务的同时，也进口一定数额的商品货物;

或是服务进口方用商品支付服务出口方的服务费用。前者如工程

承包、工程设计;后者如中东石油输出国对外国建筑承包公司承
包工程的服务费，部分用现汇支付，部分用石油支村。



黔 .RT竺}�兰ir

    3 服务贸易与信贷或投资相结合。如服务进口国对外国公

司承包的工程延期付款，或者外国承包公司提供贷款，或外国承

包公司带资投标，补偿贸易中的服务补偿等。

    (三)当代国际服务贾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i 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当代国际服务贸易迅毓

发展的根本原因是人类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原因是第三次科技革

命为基础的信息革命浪潮的推功

    伴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tl益社会化了，资本

和劳动力开始从物质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向服务领域转移，以电

子计算机和卫星通讯为基础的数据及信息服务，已成为人类社会

第四次社会大分1的标志。服务业由此从传统的第一、第一产业

中分离，独立为一个新的产业— 服务业

    具体讲，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囚:

    (0 在第三次利技革命的推动下，服务业在各国经济中地位
的迅速上升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原因L、首先，战后日新月

异的科技革命，新的发明和发现、新技术、新1艺不断出现，这

些新技术在国际间的转让、软科开发咨询、技术服务、现场技术

指导等已形成一个独命的技术贸易部门。其次，先进科技的出现

形成新的服务部门。在计算机和通讯技术基础卜发展起来的情报

信息业，以信息资料的搜集、储存、整理、交换为主要服务内

容，其规模和应用范围越来越大。信息部门已成为服务业中重要

的分支，在国际服务贸易中占有ilJ来越大的份额。再次，新技术

的广泛应用，使运输、通讯、金融.保险等传统服务的服务范围
有所扩大，过去不能开展的业务，现在可以办到了

    (2)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的多样化使服务业口益专业化
伴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各国经济相h联系和依赖的加深，形成

r种类繁多的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 而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力式

的Yt#徐  又为国际服务、}卜的合作制浩了条件 诸如:国际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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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国际信贷合作、国际保险合作、国际科技合作、国际服务

合作、国际信息合作、国际税收合作和各种国际经济援助。在各

种合作方式中，合作项目、种类口益增多，这jkb形式的经济交

往，既促进了输人国经济的发展，也为服务提供国增加了外汇收

人。所以.目前国际服务合作已成为各国进行经济交祠的一个重

要形式r

    (3)国际贸易的增长和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发

4o w际商品贸易的空前增长，导致对各种为商品贸易服务的需

求不断扩大。与商品贸易有关的运输、保险、金触 通讯、信

息、法律等服务业迅速发展。例如，1994年国际运输业的年收

人已超过2600亿美元，约占国际服务贸易出口额的1 /4

    (4)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加强了服务的国际化。发达国家

的跨国公司，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在国外设立附属公司，从而形

成一个从国内到国外、从生产到销售无所不包的超国家的独特的

企业经营体系。随着世界市场竞争的加剧，跨国公司由传统的IN

品输出为主，变成以资本输出为主，并以直接投资方式，绕过贸

易保护壁垒，在国外建立生产和销售网络〔11前，跨国公司对外

直接投资创建新企业的部门，以及收购兼)I东道国现有企业的部

门已经转向了服务业。同时，它们全球性的投资活动、技术转让

和国际IT.生产专业化过程，促进了专家、技术人员和劳动力的国

际流动，带动了金触、法律、技术服务、计算机服务、保险、运

输、工程咨询等服务业的发展

    (5)各国政府的大力支持是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催化

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际服务贸易在 一国国民经济及对外

经贸关系方面口益上升到币要的地位。这一现象，引起了各国政

府的重视。像政府干顶货物贸易的行为一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的各国政府也普遍采取了各种政府行为，来大力扶植服务业。采

取了许多政策措施来保护国内服务市场、拓展本国在国际服务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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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的份额。目前，发展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发达国家平衡外汇收

支、降低资源消耗和减少环境污染方面的重要的对外经贸政策。

    2 当代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

    (1)国际服务贸易增长迅速，领域不断拓宽。进人20世纪

80年代，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年均增长为11%,高于同期货物贸
易8%的年均增长率〔国际服务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也

在迅速增长，国际服务贸易额占世界贸易额的比重已由1982年

的18%增至1994年的26.6%.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服务贸易主要是劳工输出，由于电讯事

业不发达，这方面的服务提供甚少，运输与金融服务发展速度也

不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旅游、运输、金融、建筑承包市场日

趋A荣，信息、知识产权等服务也进人国际市场。众多的知识、

智力、技术、资本密集型的新型服务行业不断涌现，而且发展迅

速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服务出口结构不同。发达国家

最大的服务出口项目是 “其他私人服务”，它包括金融、保险、

建筑、上程承包、咨询、数据整理等等，其次是运输，再次是旅

游。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服务出门项{}则是旅游，其次是劳务人

员输出。总之，发达国家主要发展技术、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服务

出[!，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进行劳动密集型服务出11，劳动力输

出是其最主要的服务出口项目

    (3、国际服务贸易的地理分布不平衡 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

在工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与地区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并且

占据明显优势。其中北美洲和亚洲是世界服务贸易最活跃的地区，

非洲、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由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债务危机，在

商品贸易额卜降的同时，服务贸易额也下降了。这种不平衡的发

展主要是由于现代许多服务贸易是资木密集型和知识、技术密集

型的，对于已进人服务社会的发达国家而言必然Li据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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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结构上存在着明显的劣势。到

目前为止，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中仍然主要是靠旅游、运输等

传统的服务业 尽管包括新型服务业的 “其他民间服务，’在发展

中国家服务贸易中所占比重有所上升，但进人20世纪80年代以
来，该项目在发展中国家服务进口中比重的增长快于在服务出口
中比重的增长，这说明了发展中国家对 “其他民间服务”进日的

依赖程度在增加〕可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中

差距最大的领域足 “其他民间服务”〔而这 一项包括 r银行、保

险、通信服务、数据处理、技术服务、咨询、广告等服务中与当

今科技和物质生产结合最紧密的部分，是国际服务市场上有广阔

发展前景的行业。这些服务行业发展最快，国际化倾向最强，也

最易受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在这些领域中国际竞争力的强弱关系

着一国在米来国际服务贸易格局中的地位。ihi发展中国家由于经

济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在这些知识、技术和资本密集型

服务领域中，尚难以与发达国家匹敌

    (4)国际服务市场日趋多元化。由于世界经济和技术的迅速

发展，服务输人的国家越来越多，对国际服务合作的需要越来越

大，国际服务贸易的地理分布越来越广，战后初期，西欧各国处

于经济恢复时期，需要输入大批外籍劳 1_;北美在战时积压的需

求一下释放出来，也需要大量的外国服务，因此西欧和北美成为

战后初期最主要的服务输入市场。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后，中

东和北非几个主要产油国家每年都吸收大t外籍工人，成为世界

最大的承包劳务市场 80年代以来，亚洲、非洲、美洲一些国

家和地区经济迅速发展，对服务需求不断增加，使世界服务市场

不再集中于西欧、北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此外，跨国公

司的迅速发展，也大大促进了服务贸易市场的多元化和服务贸易

的国际化。

    (5)国际服务贸易竞争加剧、保护主义盛行。由于服务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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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迅速发展及其多元化、国际化趋势的加强，更由于服务贸

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市场的竞争

加剧。

    服务贸易壁垒难于列表和分类。最普遍的是影响各种服务贸

易的一此限制— 电信技术 (穿越国界的数据交流)限制、通货

限制和移民限制。这三种普遍的限制对服务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影

响是一样的，服务生产者很可能难于获得进行有效经营所必须的

信息，难以购买需要的物品或将利润汇回本国，难于使人员跨越

国境等。服务消费者则可能难以获得有关竞争性服务产品的信

.息，难于用其他货币或在其他国家购买服务，以及难于离开自己

的国家或者难于进人其他国家等

    〔四)国际技术贸易的含义及特点

    I含义。国际技术贸易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de)
是指不同国家的公司、企业、团体或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转让或

许可使用技术的行为，即转让或许可知识产权的财产权的行为

它包括技术输出和技术引进两个方面，是国际技术转让 (Inter

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的重要组成部分
    技术转让是指技术供应方通过各种方式，将其拥有的生产技

术、管理技术或销售技术以及有关的权利转让给技术接受方的行

为。技术转让的范围如超越国界，即称之为国际技术转让。国际

技术转让一般分为商业性的技术转让 (Commercial Technology

Transfer)和非商业性的技术转让 (Non-commercial Technology
Transfer)两种形式。前者是按一般商业条件，以不同国家或地

区的企业作为交易的主体进行的技术转让，即有偿的技术转让，

亦即国际技术贸易;后者是指以政府援助、交换技术情报、学术

交流、技术考察等形式进行的技术转让，这种转让通常是无偿

的，或转让条件极为优惠

    技术是一种智力产品，有不同的载体，既可以存在人们的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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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之中，也可以以书面表达或凝聚在机器设备之中。因此，国际

技术贸易可以是软件技术买卖，或者是聘用掌握技术的科技人

员，或者是购买含有软件技术的机器设备

    2 特点。由于技术这一商品本身的特殊性，使技术贸易与

商品贸易相比具有明显的区别，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1)交易对象是无形的技术知识。商品贸易是以有形的商品

作为交易对象，这种商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够直接满足人们

某种需要的物品。而技术贸易则是以无形的技术知识、经验、技

能作为交易对象，它没有固定的形状，可以表现为图纸、资料、

口头传授、示范操作等
    (2)所有权与使用权相分离。一般商品贸易是商品所有权的

买卖，并且随着商品的所有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其使用权同时

转移;而技术贸易一般只是使用权的转让，很少发生所有权的转

移。技术所有者转让技术之后，仍可以继续使用该项技术，并且

叫以继续转让。技术受让方在达成交易后，只得到了技术的使用

权，只能在规定的限度内使用该项技术，不能擅自将引进的技术

转让、出租或赠予任何第三方。

    (3)边际成本等于零。一般商品贸易中，卖方每售出一单位

商品，其生产成本也随之增加一个单位。而在技术贸易中，一项

技术可以多次转让而不必增加成本。因此，理论上讲，技术的边

际成本等于零。

    (4)以利润分成为作价原则。一般商品的价格，由生产成本

加卜一定的利润构成 而技术价格并不等于研究开发费用加上预

期利润。技术受方通常采用一种利润分成原则来制订价格，即技

术使用费与受方使用该技术后的经济效益、利润成正比。在实际

技术贸易中，技术的价格由三部分组成:一是直接费用，即技术

供方为完成技术转让过程而实际消耗的费用，如资料费、派遣谈

tI[AIAVfflfi:一某间接粉用 即分摊一部分研究开发密用:叮



是利润补偿，即供方从受方使用该项技术的经济效益中分得的份

额，这是技术价格的主体，决定技术价格的高低。

    (5)交易双方保持较长时问的合作竞争关系 一般商品贸易

中，交易双方是互通有无的关系，卖方交货、买力付款后双方的

合同义务关系即告结束〕技术贸易中，双方不是简单的买卖关

系，他们之间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技术的交付，不是双方关系

的终结，而是双方关系的开始，他们之间构成较长时间的合作关

系。但由于技术贸易的双方通常是同行，因此他们之间存在着利
益冲突

    (6)适用法律较多。一般商品贸易主要涉及国内外的货物买

卖法和合同法。技术贸易除此之外，还要受到各国的工业产权

法、专利权法、商标法等法律的约束。

    (五)国际技术贸易的对象及方式

    1 国际技术贸易的对象。国际技术贸易的主要对象是专利、

商标和专有技术

    (1)专利 (Patent)专利是一国政府有关机构 (通常是政

府专利部门，即专利局)根据中请人就某项技术发明所提出的中

请，经审查，认为符合有关法律规定的条件，而在一定期限内给

予申请人 (发明人)独.片该项发明的权利

    专利一般有不种:①发明专利，即国家将发明 (包括产品发

明和方法发明)作为保护的专利;②实用新型专利，即对物的形
状、构成或其组合作出的革新设计而获取的专利;③外观设计，

即对产品的形状、图案、色彩或者其结合所作出的富有美感并适

于工业上应用的新设计。专利必须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

性

    (2)商标 (Grade Mark)商标是 〔商企业为区别商品而在

其商品上所加的一种特殊标尼或符号。其形式可由文字、数字、

字付 图形和颜色等因素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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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商标的所有人角度，商标可分为四类:第 类是制造商

标，指生产商品的企业使用的商标〔，第二类是衍'I卜商标，指销售

商品的企业使用的商标。同一商品llJ以同时印有制造商标和商业

商标 第二类是服务商标，指服务行业使用的服务标志 如航空

公司在旅客行李 卜加贴的标签。汽车公司在其汽车上印刷的标

记，宾馆、饭店在其用具 卜贴印的标记等。但是，山于服务商标

大多与饭店、宾馆等各种服务部门的名称相近，因此许多国家在

商标法中小子以保护_第四类是证明商标，指商标使用者为f证

明商品具有优良的质41 IN使用的商标

    在技术贸易巾，商标的转让有两种做法:一是商标使用权的

转i卜;_足商标所有权的转让

    (3)专有技术 (Know  IIo,)、专右技术又叫技术秘密、技

术决窍、专门知识，足指为制造某一特定产品或使用某一特定的

丁艺所需要的有关知识、经验和技能.包括各种上艺流程、加土

工艺、产品设计、ICI纸、技术资料、配方、技术规范等秘密的技

术知识及其i‘衬月于上、商、管理和财务等方面后所取得的知识与

经验

    专有技术是保密的，没有法律保护期限。一日泄密，则专有

性会丧失 专有技术不是工业产权，通常是在转让中由买卖双方

在协议‘}!按规定子以保护

    2 国际技术贸易的方式。随着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IA际

技术贸易方式也出现了多样化，主要有以卜儿种:

    U 许可证贸易 ( Liccosrig)。许可证贸易又称许叮贸易，

是技术许可方将其交易标的物的使用权通过许可证协议或合同的

方式转让给技术接受方的一种贸易方式

    许可证贸易的标的物nJ以包括专利技术、商标和专有技术三

方面中的一项、两项或个部项目。国际许可证协议主要有:

    ①独.片许可证协议 即技术的接受方在协议有效期内在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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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内对许可证协议规定的技术拥有独占的使用权;同时技术的

许可方不得在该地区使用该技术制造和销售商品，更不能把该技

术又再授子该地区的任何第三方。正因为如此，技术的接受方付

出或支付的技术转让费较大〕

    ②排他胜许可证协洗 即技术的许可方和接受方在许可证协
议有效期内在特定地区对许可证项下的技术都有使用权，许可方

不得将此种权利给子该地区的任何第三方，不得与第，方签训该

技术的许叮协议。但是排他性许可证协议与独占许可证协议相比

较，接受方所付的使用费也相对较低
    ③普通许可证协议。技术接受方在许可证协议项下在规定的

地区内使用所转让的技术，但对许可方无任何限制，它仍可以在

该地区使用或转让该技术的使用权给任何第_方

    ④分许可证协议。在许可证协议的有效期内，技术的接受方
有权以白己的名义把协议项下的技术转让给第吮方〔、这类许可证

也属普通许可证协议。普通许叫证协议所索取的技术使用费比独

占许可证协议和排他性许可证协议更低

    ⑤交又许可证协议 许可证协议的双方当事人以各自拥有的

技术和互进行交换，一般不收取使用费

    (2)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技术咨询((Technical Consultilig)
是4主与工程咨询公司签订合同，山咨询公司负责对雇主所提出

的技术课题提供建议或解决方案。服务的内容很广，如项目的可

行性研究、技术方案的设计和审核、招标任务书的拟定、生产工

艺或产品的改进、设备的购买、I程项[I的&V指导等

    咨询公司掌握丰富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情报，可以协助雇主选
择先进适用的技术，找到较为可靠的技术供方，以较合理的价格

获得质量较好的机器设备〔咨询费一般可以按工作量计算，也可
采用技术课题包十定价。一般所付的咨询费相当于项目总投资的

5%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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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技术转让中，尤其足那些很难用书面资料表达出来的经验

和技巧，必须通过言传、示范等传授方式来实现〔，所以，技术服

务与协作 (Technical Serv 。:d Assstancc)是技术转让交易中
必不可少的环节 它uJ以包括在技术转让协议中，也可以作为特

定项目，签门单独的合同，技术服务与协作的方式有两种:由受

方派人到供方的1_]一或使用其技术的工厂培训实习;由供方派遣

专家或技术人员到受方 L_厂调试0各、指导月_产、讲授技术

    (3)合作牛产〔〕合作生产 ((Production Cix)per](二)是两个
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根据所签协议，在某一项或某儿项产品的生

产、销售仁采取联合行动，通过合作的过程，由技术卜较强的一

方将有关该产品的牛产技术知识传授给另一为

    合作中通常采取的方式有:分别生产小同的部件，III 方或

双方组装成完0的产品出售;分别生广对方所需的部件，各自组

装成完整产品出售;由一方按另 方要求进行生产。合作的过程

也就是转让技术的过程

    (4)工程承包〔T程承包 ('Punt Key Project)或称 “交钥
匙，’项目，是委托工程承包人按规定条件包千完成某项工程任

务，亦即负责土程设计、土建施丁、提供机器没备、施工安装、

原材料供应、提供技术、培训人员、投产试车、质M管理等全部

过程的设各和技术 扩程承包足综合性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也

是国际劳务合作的 种方式，其中包括大量的技术转让内容，因

此成为国际技术贸易的一种方式

    (-)当代国际技术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及特点

    1 当代IT]际技术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

    (I)科技进步是推功技术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动力。第二次科

技革命的突飞猛进，使世界许多闰家，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新兴I

业 (如原子能土业、半导体工、Ik、电子计算机 1_业、家用电器工

业、高分子合成C.业、宇航工业等)蓬勃发展 促讲产业结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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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升级。但足，由于各国的科学技术基础、自然资源及经济实

力等条件不同，在新兴下业技术层次[_各有优劣，彼此需耍相互

利用，取长补短，因此，必须积极进行国际技术交流和技术贸

易，厂泛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
    (2)技术输出国可以通过技术输出获得很人的经济利益，这

也会促使技术拥有者对技术贸易持积极态度。这是因为:①当代

科技研究费用很高，通过技术愉出获取盈利，可以补偿其日趋膨

胀的科技开发费用;②在川界科技迅速发展的情况 卜。技术更新

速度加快，产品转换周期缩短，因此，发达国家在不失去自己竞

争优势的前提 卜，加强技术输出，可以延长技术的寿命导③技术

输出能获取较高的外汇收人，有利1国际收支平衡.因此常得yll

政府的支持与鼓励，以美国为例，其仃年商品贸易的巨额逆差，
有相当 部分靠技术贸易的顺差来弥补〔〕

    (3)对技术的进n方而言，引进技术有利于加速国内经济和

科技的发展，因此同样得到积极的响应。因为:①可以节省研制

费用。虽然引进现成的技术要购丈技术专利，但费用要比自己从

头研制省得多;②可以节省掌握先进技术的时问，引进现成的技

术就不必重复别人已经做过的研究少}发 1作，能直接掌握应用这

一技术，一般来讲，购买一项技术，只需要2-3年就可以完全
掌握，而如果要从头开始立项研究，大约裔要10年 ③叮以提

高国内生产发展水平，扩大生产能力，从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
率，增加产品产量，降低成本，提高质最，增加花色品种，增强

出日竞争能力，扩大出口;①引进先进技术，通过对其吸收、消
化和创新，可以推动本国利技进步，培养和壮大技术力量，提1高

自主n一发能力

    z 当代国际技术贸易发展的特点

    (1)发达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占据绝对优势。长期以来.

国际技术转让活动主要足在发达国家之间进行，它们之间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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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额.片国际技术贸易总额的80%以上，而目又主要集中在美

国、德国、口本、英N和法国等少数几个国家，这5个国家的技

术贸易额就占发达冈家技术贸易总额的90%以卜

    (2)跨国公司在国际技术贸易.卜起着巨大作用 国际技术贸
易不仅集中在少数儿个发达国家，而且被这此国家的跨国公司所

控制。据统计，西方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着发达国家技术贸易的

80%和发展中国家技术贸易的90% 当前，国际上500家大型

跨国公司就报断和控制了资本主义国家技术贸易的70%

    (3)软件技术在囚际技术贸易中的比重口益提高〔，20 Of f2

80年代以前，国际技术贸易主要是通过引进和输出先进设备等

硬件来进行，以软件为交易对象的交易较少，进[fI国往往是以购

买设备等硬件为卜}的兼买软件 80年代以后，以许可贸易形式

进行的软件交易占了主导地位，进口国了}往为f购买某项专利或

专有技术而附带进门一ue设备。尤其是发达国家间的技术贸易，

软件技术的转让已占其技术贸易额的80%以土 近年来，发展

中国家开始注重技术引进的效益，减少硬件技术的引进，软件技

术止逐渐成为其技术引进的卞要标的

    (4)国际技术贸易方式日益多样化，但许可证贸易仍占卞导

地位。以许可证贸易形式成交的技术贸易约占发达资木主义国家

技术贸易的80%。此外，较常用的技术贸易方式还有技术咨询
与服务、合作生产、交钥匙1_程等 同时，随着国际交往方式的

增多，技术转让与其他形式的国际交往、合作在更大的范RII内融

合渗透，使得越来越多纯粹的技术买卖关系扩展为以技术商品为

中心的复合)fff国际经济技术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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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蘸糕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第一节  国际分工概述

    一、国际分工的含义

    国际分工 (International Division们 Ixnr)是指肚界各国之

1111的劳动分T 它足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i1111民经

济内部的分工超越国家界限而进 一步扩展的结果

    二、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

    (一)资本原始积默时期的国际分工

    早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出现f几次社会大分工。到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在地中海沿岸国家和一些亚洲国家内部的社会分生已
相当发达，局部地区已出现超越国界的分〕。“陇纪的地理大

发现和16-17世纪手工业向「场于工业过渡，为国际分I的萌
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I5-I7世纪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同时也

是国际分1的萌芽阶段

    地理大发现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是第 一批殖民者。他们

以各种强制手段 在亚洲、非洲和关洲进行拣夺 他们小仅以极

低的价格收购西欧所没有的香料、茶叶、日J可、丝绸、象牙、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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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等产品，而目迫使当地人民)}采矿产和开垦土地，为其提供贵
金属和农产品。在17世纪，荷兰、英国、法国也相继走上殖民

掠夺的道路，他们在亚、非、拉地区的残酷掠夺同西班牙和葡萄

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在客观丘也促成了宗卞国与殖民

地国家之问的N际分仁 当时盛行一时的二角贸易，即由西非提

供奴隶劳动力，由西印度群岛生产并出口蔗糖和烟草 由英国生
产并出11工业品，这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I句分工的一种表现形

式

    〔二)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国际分工

    从18吐纪后半叶到19世纪前半川，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第

  次产业苹命.卞要标志是蒸汽机的发明及其广泛应用，形成了

大机器1_业，这为国际分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首光，大机

器工业迅速提高牛产力，使产品数M猛增，国内市场显得十分狭

小，要求开辟海外市场;其次，大机器土业空前扩大了对原材料
的需求量，要求从海外寻找新的原材料来源;再次，大机器工业

的建'1极大地改进了交通运输 1具，为国际间的原材料和制成品
的输送创造了条件;最后，英国等西欧国家首先完成产业革命，

建立起大机器工业，廉价的产品成为开辟国外市场的武器，也成

为这此国家按照自己意志来实行国际分I的有力乎段。正如马克
思所说:“由J一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脱离了本国

基地的大工业完个依赖于III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卜。最

后.机器对分工起着极大的影响，只要任何物品的牛产中有可能
用机械制造它的某 部分，这种物品的生产就J即分成两个彼此

独立的部门叹、
    这 时期国际分工的 一个显著特征是以英国为中心 山于英

国首先完成产业革命.其工业品不仅占领了殖民地囚家的厂大市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书第 1卷 第I肠 页.人民出版社11朽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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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而R大量销往产业革命起步较晚的资本主义国家。到 19世

纪中叶，英国一半以r的I业品靠在国外市场上销售，成为III界

各国工业品的主要供应者;同时，囚内消费的大部分原料又要靠

国外来供应，许多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英国的原料供应她门

    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国山形于1_休系是世界城市与It.界农村

对立的分下体系的开始

    〔三)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的国际分工

    从19世纪川年代到20世纪前叶，资木主义世界又发生厂

第三次产业革命，最卞要的标志是电的发明及厂泛运用。在这个

时期，资本卞义由白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囚际分厂休

系、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体系最终形成

    在第二次产业,l,:命的推动下，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社会

化、国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电力、汽车制造、钢铁、化工等下
业的迅速发展，对橡胶、钢、石油等产品产生了巨大需求，把

亚、非、拉国家急剧地卷人国It,、分 1几浪潮之中 交通运输工具的

发展和铁路航运费用的I- c*在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中起了重要作
用，陆上铁路和海洋航线把各国国内市场连成一休，汇合而成为

世界市场。资本输出是t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之 一，‘亡把

资本主义牛产日益扩大地移杭到殆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去，从

而使资本主义囚际分 1的土要形式，即宗主国与殖民地间的分

工、工业发达国家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问的分工更加深化〔〕
    同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的国际分工相比，第一次产业革命时

期的国际分1中心已由英国一个国家变为一组囚家，包括美国、

口本和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些国家与其殖民地之自分工加深
的同时，已们之Jii0也形成了以经济部门为主的国际分}_关系、例

如，比利时生产钢铁 挪威生产铝.芬兰发展术材加 「业，荷

兰、丹麦则以农业为主，美国则成为世界谷物生产大国 随着资

术输出规模不断扩大，亚、非、拉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作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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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的作用，比以前更加

重要，并且进一步成为资木主义国家互相争夺的有利的投资场

所，被完个纳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之中 无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还是经济落后国家，对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依赖性都比过去大

为增强

    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推

动世界范围内生f力的发展 但足这种国际分工具有不平等性

质，在很大程度卜阻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济的发展。换

句话说，在这种国际分上休系中，少数资本卞义国家经济的发

展，在很大程度上足以牺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利益为代价
的，只不过这种牺牲为表向卜的等价交换所掩盖

    资本主义国际分工一方面把食品和原料的生产集，}，在占世界

人日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另一方iii又把工收牛产集中在占

世界人口少数的欧洲、北美和日本，从而造成了世界农村与世界

城市分下对立的局AhA
    (四)第三次科技革命时期的国际分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发生r规模空前巨大、

影响极其深远的第不次科技革命。它不仅在科学理论 卜有重大突

破，在生产技术上发生了个面革新，而且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

出现厂 系列新兴1_业部门，如原了能上业、电子工业、新材料

工业、手航工业、生物工程、海洋止_程、激光和光纤通讯 1业

这场科技革命尚在继续，它给格个世界带来深刻变化，使国际分

工在广度和探度卜都大大向前跨进

    首先，从国际分工的广度来看，战后不仅发达资本卞义国家
之间的分下合作进一步加强，而且原来一些孩民地半殖民地囚家

纷纷独立，以主权国家身份参与国际分 10 战后还兽出现资本卞

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局而，在这两大阵营的国家之间存
在一定的分J_关系。20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主义遭受严重的



挫折，东欧国家在政治上发牛剧变，前苏联解休;中国等社会主

义国家则走卜改革开放的道路，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作用不断增

强。如果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尚有一此国家游离I国际分土_

体系之外，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分工体系已囊括f世
界卜的所有国家

    其次，从国际分工的深度看，传统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分

工逐步发展为以t_艺、技术为基础的分下，各产业部门之问的分

土逐步发展为各产业内部的分上，进而发展到以产品专业化为基

础的分上，沿着产品界限所进行的分上发展到沿着生产界限所进

行的分 卜，从物质产品牛产的分r发展到劳务含作 (包括技术知

识、科研、旅游等)分土。所有这此，都反映厂战后的国际分工

空前深化〔虽然在前两次产业革命中形成的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

的分工依然存在，但已大为削弱

    最后，从国际分丁的动因来看，在第二次Iff界大战前的国际

分 !主要由市场白发力量决定，少数资本主义国家经常利用战争

和其他暴力手段来实行不平等的国际分1_;战后的国际分工越来

越向由跨国公司和国家所组织的分工方向发展。在资本主义国民

经济体系，}，的分工，除厂受市场的自发调节之外，企收主对所属
公司内部的分上也起着重H调P作用。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公

司内部分下就在某些方1旬超越国界，成为一种国际分上一与此同

时，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加强了国内宏观调控和国际经济合作.

也肖接影响国际分工。在国家的支侍 卜，跨国公司已成为世界范

困内进行牛产力配置和国际专业化生产的主要推功者_

    应当指出，战后的国际分 I虽然在广度和深度」_都有很大发

展，但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广大发展中国家不甘心允当
“世界农村”的角色，力图改变白己在国际分1和世界经济中的

地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耍从根本上改变在旧的国际分 〔和

国际贸易中所处的不利地位，还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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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当代国际分1一的格局与影响因素

    一、当代国际分工的格局

    (一)国际分工的类型

    在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光后出现过多种类型的分

I_形式，如前所述的宗主国与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分工、发达资本

卞义国家之问的分「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

进步和生产力的提高，各国参与国际分工的形式口益多样化，按

照各国参与国际牛产过程的情况米划分，国际分j_主要可以分为

垂百 水平和混合三种类刑

    I垂直型国际分!。垂直型国际分」_足经济发展水平高低
显著不同的国家之I[+J的分i。其，{，发达国家大星进11原材料.出

!{制成品;落后国库大量出口原材料，进I!制成品。第一次产作
革命时期的国际分工就是垂百型分下

    2 水平型国际分土〔水平型国际分土是经济发展水平大致
和同的国家之问的分 卜 即国家之问实行生产专业化与协作。目

前这种形式的国际分下卞要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第二次产业革

命时期，在垂h划分工继续发展的同时出现水平型分」_
    3 混合w国际分工 混合fry国际分工即垂白烈分下和水平

型分止_交又并存。原联邦德国就处f典型的混合烈分1之中，它

同其他发达国家之IN存在水平型分工，又同一些发展中国家之i川
存在垂直型分土。第二次吐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分工类型总的来看

是混合型分 卜

    (二)当代国际分工的特征

    1 在国际分工格局中，发达国家之间的分下占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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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工业制成品牛产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之li的

分工占卞导地位，其次才是上业发达国家之间的分下。战后科学

技术和经济的迅速发展改变r战前的国际分工格局〔，目际分丁从

经济结构和技术基础不同的 「业国与农业国问的分工发展为经济

结构和似，技术水平接近的下业国家之间的分上

    当前，在发达国家之问进行着广泛的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

型产品生产的国际分七。这主要是由干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

发展，发达国家在尖端丁业生产方面需耍大量的智力与资本的投

人以及各种新技术的研究和发展，这就迫使发达国家之问实行分

丁与协作。

    2 各国间工业部门内部分土有逐步增强的趋势.，第二次世

界大战前，在工业国之间的分上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各个国家的不

同上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如钢铁、冶金、化学、机械制造、汽

i、造船、纺织等工业部门间的分l.o战后，由于科学技术的进

步出现了上业部门内部不同产品之间交换增长的趋势。随着社会

分工的发展，原来的生产部门逐步划分为史多更细的部门。在越

来越多的生产领域巾，以闰内市场为界限的生产已经不符合规模

经济的要求。囚此，在 国国内部门之间的分上向部门内部分工

发展的1.1时，越来越多的次部门跨越国界，形成为国际IN的部门

内的分工〔，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逐渐转变为以生产要索为界

限的国际分工一部门内部分 !_主要形式有:①同 产品不同刑

号、不同规格的专业化;②零部什的专业化:③工艺流程的专业

化

    3 国际分土与协作力式日益多样化。第_次世界大战以后，

由1一科学技术的屹速进步和世界牛产力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大

量涌现，国际分丁进 一步向纵深方向发展 其特征之 是国际分

上和少作的方式出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传统的国际分工卞要

表现在国际问的商品贸易方面，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却出现了众

1 50



多的国际经济合作方式，如国际间的合资经背、合作经背、合作

月发、补偿贸易、加工贸易、国际租赁、劳务合作、技术转让

等 尤其足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这此力式被广泛采

用。这足因为:发达国家一般拥有较多的资本和技术设备，需要

寻求更好的出路和技术转让途径，以获得充分有效的利用;一些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拥有较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廉价、充裕的劳动

力，为了发展经济，需安引进国外的资金和技术。而众多新的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能够使双方扬长避短、取长补短，囚而止在

被厂泛地运用

    4 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使国际分工从垂直型分1向水平型

分 1过渡 传统的国际分土体系已经和正在发生变化。以白然资

源为基础的分上已迩步让位给以科学技术、现代生产土艺为基础

的分 「;产业部门间的分 1已1上位于产业内部的分工;市场力量

自发调节的部门、各企业间的分1_。已发展成为由跨国公司所协

调的企业内部的分丁，并从垂直刑分 1_过渡到水平型分上。这一

切都说明国际分工的发展进人了 个新阶段

    二、影响国际分工的因素

    (一)自然条件是国际分工产生和发展的墓拙

    白然条件包括地理环境、气候、地卜和地下资源、国十A积

等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以一定的白然条件为基础，国际分1也

不例外。如矿产品只能在拥有大量矿藏的国家牛产和出1!，某些

种类的作物如犬然橡胶、咖啡、树木、茶叶等因需要特殊气候而

只能在特定的地区种atio同时，一个国家的自然条件状况，会在

一定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分下中的地位和作用。例如.中东地区
埋藏着丰富的石油资源，因而当地产油国成为Of界石油市场的卞

要供应晋;日本的矿产资源较为贫乏 难以成为矿产品输出国

具体来说，自然条件土要从两个层次的意义卜影响国际分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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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各国生产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L_才有可能进

行国际分下 一是当生产力水平一定时，自然条件的差异0接影

响各国之问的分工状况

    必须指出，自然条件对国际分下的发生和发展的确很重要，

但绝小是决定因素。自然条件只提供进行生产和国际分丁的可能

比 井不提供现实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  一定的条

件。离开f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什，单纯的自然条件只能存在于社

会之外，当然也就谈4,L影响国际分工    一般来说，在生产力水

平较低时，白然条件对社会分下和国际分工的作用较大。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自然条件的作用相对卜降了，但它仍然是国际分

!的」必要基础〕

    (二)社会生产力是国际分工形成和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如前所述，国际分 1足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

果 止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种自然资源才能被开采出来，
并把已加土成各种消费品;止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纤济

达到一种规模，在这种规模上国内原材料已经不够供应，而国

内市场也堆以弃纳其产品，因而不得不到国外寻找新的原材料

供应地和产品销售h-场;止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各国之间的

联系}1益密切，交通运输越来越发达，为国际分工与合作创造

J有利的条件〔〕
    值得特别强调的足，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牛产力，对现代生产

巾的国际分工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首先，各国科学技术水平

高低是其生产力水平高低的首要标志，肖接影响其参加国际分丁

的能力和条件，决定其在国际分工，}，的地位和作用。其次，科学
技术的推厂应用，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资sii利用

率，加速了各国生产社会化和国际化，这促使各国必须在更大范

围内参与国际分 卜，否则其国内经济也难以发展。再次，科学技

术的发展带动了 大批新兴产业的建立。引起国际间的产、IV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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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使 此传统产业从一个国家或地区转向其他国家或地区，

从而直接导致国际分工结构变化。而这些新兴产业内部分土更加

细密，jl}往超越国界，形成新的水平烈分」_，r;新兴产业和传统

产业之fI』则又形成某种垂直型分工。最后，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各

国之问的通讯和交通运输更加方便，地球卜的空间距离相对缩

短，这使国际贸易更加便利，反过来又使国际分工{h,r度和深度

进 ‘步发展

    (三)人口和市场的规模以及国际资本移动是国际分工发展

的重要条件

    人卜]的多寡直接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因而影响国际分工〔，世

界各国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分工和贸易成为必要。例如，人口

稠密的国家和地区，一般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别国产品相

交换，而人口稀少、自然资源或资本资源丰富的国家则可用这两

类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与前一类国家产品相交换

    国际分jl的实现和发展还受制士市场的大小 世界市场几乎

与国际分工同步发展〔，在一个国家和地区，市场规模越大，该国

参与国际分工的可能性越大，实现国际分」_的程度也越高

    国际资本移动会带动其他生产要索随之流动，会对 个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从而加速当地的令业化

分下。19世纪末以来，资本输出成为重要的经济现象，尤其是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跨国公司的兴起使资木输出的规模加大 跨国

公司通过对外投资把生产过程分散到世界各地 资本在国际一ii'不

断流动，对国际分上的深化起r重要作用

    (四)国际生产关系决定国际分工的性质

    既然国际分r是社会分下超出国家界限的结果，那么社会生

产关系超出国界必然形成国际生产关系。国际生产关系的内容包

括牛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各个国家或民族在世界物质资料生产、

分配、交换和消费中的各种关系。其中所有制形式是国际生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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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基础〕

    资木主义国际分_L带有强制、畸形和剥削的性质与特征，这

同资本土义国家内部的经济关系 样，是建立在生产资料资本主

义私人占有、下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立基础之上，伴随着

国际资本对国际工人阶级的剥削〕

    在水平型国际分土中，从表A1.看足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分

工，但实质上却包含着各国垄断资本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或

者说足国际资产阶级与国际工人阶级之间的对立，前者剥削后者

创造的剩余价值。当然，由于参加水平型国际分工的国家生产力

水平大体相近，他们在国际分工中也有相互合作的关系

    在垂肖型国际分土中，由于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的生产

力水平差别较大，一方面这种分厂带有互补互利的性质，虽然发

展中国家参加这种国际分f在一定程度卜是被动的，但也是必要

的，比他们完全不参加这种分下还是要有利 一ilG。另一力面，这

种垂江刑分工包含着双重剥削和掠夺: 是发达国家资本对落后

国家民族的剥削，二是发达国家资本和落后国家资本对其劳动人

民的剥削。这种双乖剥削在第_次产业革命及其以前的国际分工

中的表现是十分残m的，在当代国际分工中不仪没有消除，某些

方面甚至更加复杂和沉重，广大发展i于，国家所向1隋的外贸条件变

化问题就是其突出表现之一

    (五)上层建筑也是影响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层建筑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r)'.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及

相应的意识形态。军队、警察、法庭、政府部门、党派等国家机

器都属于卜层建筑。从当代国际分工的现实来看，上层建筑的影

响不是肖」弱了，而是有所加强，主要表现在以卜两个方面: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国政府厂泛加强了对本国经

济的宏观调控，政府运用经济、法律乎段十预经济，包括调整产

业结构，支持跨国经营，不可避免会影响国际分工〔，例如，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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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川界大战后日本通过实行强有力的产业政策，建认起具有竞争

力的国际化产业体系 80年代以来由于口儿升值，日本与卞要

贸易伙伴之问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因此口本政府月始实行以国

际协调为月标的调整政策，逐步开始由出日导向型向书大内需的
方向变化。这反映了政府行为对国际分.的影响

    其次，随着世界经济1{i区域 一体化和个球一体化的发展，

政府组织间的联系口益密切，D4力七国首脑定期举行会议.欧

共体国家、独联体国家、东盟国家以及其他区域一体化纵织的

活动口趋频繁，对这ill:国家之间的分 1合作也产牛了'I、同程度

的影响

    此外，在当代国际分{中使用军事手段虽然受到国际社会的

普遍反对，但有些国家仍然使用或威胁使用这种手段米维护其既

得利益，总之，土层建筑对国际分 1的影响是不可奴视的

第三节  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的基础

    社会分1_是商品经济的基础，也就是交换的基础。通过频紧

的交换，各个生产者之问和各个地区之间建立了经常性的市场联

系，没有分工，就没有交换，也就没有市场，交换的深度、厂度
和方式都取决寸生产的发展和分 1_的发展水平 同样，国际分丁

也足国际贸易的基础，在国际商品交换的背后，隐藏着各国商品

生产者之Ii1白勺分工 如T没有国际分丁，就没有国际贸易。国际

贸易是随着国际分 .的发展而发展的 但也必须指出.国际商品

交换的种类、数量、方式等对国际分」_有重大影响〔，国际贸易的

发展对国际分工起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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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际分工推动国际贸易的发展

    (一)国际分工的扩大加决了国际贸易的发展速度

    国际分工的发展与国际贸姊的发展足成正比的 在国际分工

发展较快的时期，国际贸易发展也较快;相反，在国际分工发展

缓慢的时期，国际贸易发展也较慢，甚至处于停滞状态。第_次

世界大战后，国际分丁的加速发展，把世界各个角落的国家卷入

国际商品交换，使国际贸易成为一种经常的厂泛的交换活动，并

随着国际分工的扩大口益向广度和深度发展。这主要是由于参加

囚际分上的国家在一些生户领域愈走向专业化，就愈增强了其对

国际市场的依赖，促使他们不断1i大国际贸易来获得资源和消费
品。应该说，这是人类社会和世界经济进步的表现。

    (二)国际分工影响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

    国际分工的形式、深度及广度影响着}翔 贸易地理方向 19

世纪，与殖民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国家之间的垂直型分工相应的
国际贸易关系主要是宗卞国与殖民地落后国家之问的贸易。第_

次世界人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耀转变，发达资本

卞义国家间的贸易占据了主要地位，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

，}，国家的贸易退居次要地位

    国际分」_对国际贸易地理方向有影响，而且对一国的对外贸

易地理方1川司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各贸易国在国际市场卜的地

位与其在国际分下中所处地位紧密相关，一般在国际分工中处1
中心地位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也占主要地位。第一次产业革

命，英国处于国际分工的，卜L'地位，它在资本主义世界对外贸易
中  一直独占赘头。第二次产业革命，美国、英国、德国和法囚在

国际分上中处于优势，1928年四国对外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

的43% 第份次产业革命以米，发达资木主义国家成为{圳9T分

丁中的巾心国家，他们在国际贸易中一直居J支配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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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际分工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

    国际分工的发展，使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与各国的进出日I标

结构不断变化。第二次世界人战后.这种变化表现在:一是上业

制成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重超过初级产品所占的比重;二足发

展{{,国家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中下业制成品的比重不断增加;二足

中间性机械产品的比重不断提尚:四是服务贸易发展迅速

    (四)国际分工影响了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

    通过国际分土，可以使个世界的资源开发得到合理的配置，

提高劳动生产率 各国按比较优势进行牛产 通过国际贸易，各

国都会因劳功的肯约而获得贸易利益

    但各国在国际分]_体系中的不同地位使其在国际贸易中获得

刊益也大为不同。山于国际分下的形成与发展是在资木主义生产

力式内进行的，一方面它代表了牛产力发展的进步过程，另一方

ihi也休现f资本卞义社会的牛产关系 传统的国际分」虽然在殖
民主义国家间的分下比较平等 但在殖民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

民地、落后国家问的分 _却足不平等的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前者

控制，后者被控制;前省剥削 后者被刹削:前者通过这种不平

等的分土关系占去大部分贸易利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

界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发展中国家政治卜获得1独'i，民族工

业不断发展，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有所改善，贸易利益随之增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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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市场与国际商品交换

第 一节  世界市场概述

    一、世界市场的含义

    世界市场 (international Market)是指Ili界范围内商守和劳

务等交换活动的场所。它是人类的商品交换关系突破国家和地区

界限的结果

    世界市场足在各国国内市场的基础}_形成的 但是，世界巾

场并不是各国国内市场的简单总和，两者之问既有不nl分*ail的联

系，又有十分明显的差别。世界市场这一概念，可以从其内涵与

外延两个方INI来理解 世界市场的内涵，足指国际商品经济关系

的总和，包括商品交换背后的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It界市场的外
延。是指它的地理范围，其地理范困要比 国的市场范围大，前

者包括世界各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后者只包括一国疆域之内的商

品交换、在IIL界市场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中，其内涵决定世界市

场的经济本质

    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是近代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与

国际分比 科技讲步紧密相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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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世界市场的形成与发展

    16世纪初至18世纪60年代，是IN:W市场萌芽时期。在地

埋大发现前，国际卜仅限于以地中海、波罗的海为中心的贸易，

以及中国同邻国间的贸易，彼此用来交换的商品也极其有限，不

存在肚界市场 15世纪末和16世纪的地理大发现，把VK域性市
场推进到美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结束了新大陆和旧大陆之间

隔绝的市场格局。这是世界商业史L的 一场大革命。山于地理大

发现而在国际间扩大厂的市场，是世界巾场的萌芽〔〕

    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70年代，是世界市场初步形成时

期 18世纪60年代英国发生产业革命，建立 J大机器!_业，确

立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产生了丁农业的国
际分上，加人国际交换的纺织品、轻工业品、粮食、原材料大量
增长。产业资本取代商业资本在国际市场土占据了统治地位 这

时明，主要形成了四个区域性的大市场:V5欧和东欧的市场，波

罗的海洽岸和俄国的市场，北大西洋沿岸的巾场，远东、南亚和

东南亚地区的市场。这表明，世界市场已初具规模〔〕

    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足统 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时期。在此期间，发牛了以电力的发明与厂泛应用为标志，以建

立币工业、化学工枚为中心的第 三次产业革命，引发了以产业内

部为主要内容的国际分上，资木主义也从自由竞争进人垄断。冶

金、机械、运输、通讯、染料、化工、矿砂、石油、煤炭等工业

制品、原材料和燃料也成为J'国Ili贸易的币要!bj.讯，海运、铁

路、邮电、保险、银行的国际业务迅速扩大，形成了各类服务、}卜

的III:界市场。大量商1洁与资木输出，激起垄断资本进一步夺取K

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狂潮，111界上几乎所有落后国家都被拖进各个

帝国主义国家的殃民休系，使商品与劳务的交换场所真正具有r

世界意义。19世纪};半期，交通和通讯条件的革命使商品生产



和流通达到个球化，由国际价值决定的统一的世界市场价格也已

形成。规范的和便于交易的商品交易所、拍卖行、博览会等大型

的固定市场在世界商品主要集散地已经建成〔同时，主要资本主

义国家的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确立了以金本位为基础的世界货币

和多边支付休系，大大方便了国际经济交流。由此可见，世界市

场必须具备 个基本条件:①支持多边贸易的多边支付体系导

②支持各国货币司转换的国际货币制度;③支持国际交易的储

运、保险、结算等机构和设施。具各了这份个条件之后，表明一

个统 一的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20世纪初il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市场处在不断发展

和调整过程之中，在这一时期，资本土义经济危机不断加深，资

本主义世界矛后加剧，爆发自AA次世界大战，殖民体系也开始崩

溃 经济增K缓慢影响到国际贸易的发展。在30年代特大经济

危机发牛之后，国际贸易增长几乎停止。在1913-1938年间，

世界贸易量的年增长率仅为0.7%,世界贸易额因30年代价格

猛跌而下降了32% 由干私人乍断和国家垄断的发展，统一的

世界市场价格遭到破坏，形成了不同地区存在不同价格的局而.

各国问的价格差距拉大。在30年代特大危机的冲击 卜，金本位

制彻底崩溃，形成多个中心的多边支付体系

第二节  世界市场的构成与商品交换方式

    一、世界市场的构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生产国际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

高，国际经济贸易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世界市场继续扩大和

发展.川界市场构成日孺复杂.特征口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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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国家构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市场的国家构成较为单一，并由少
数资本主义国家卞宰世界市场。战后，殖民体系瓦解，一大批
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以独立主权国家的身份参加r世界市场

活动。因此，战后的世界市场是一个由各种经济类型的国家组成
的既统一又对立的复合体，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东欧国家、亚

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统 的世界市场土_并存，

相互依赖，义相互矛盾

    (二)叮约人构成

    当代世界市场的订约人既有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而进行经

济活动的企业，也有为促进私肖企业扩大出口而建认并代表企业
家集团利益的企业主联合会，还有经政府授权进行外贸活动的国

家机关 (政府各部和各主管部门)和机构 话动i的和性质互不

相同的二类11约人在世界市场上组成国家间商品和服务交换的主
体

    (三)商品构成

    当代世界市场卜的商品包括有形商品、无形商品和服务性

商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第，次科学技术节命的推动和其
他因东的作用卜，世界丁农业生产有了较大增长。世界有形商

1异.贸易随之迅速增长〔，世界市场上土业制成品所占比币不断 卜

升，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小断下降.有形商品构成的这种变化趋

势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世界范围内产业结构的智能化、高级化
而不断增强

    随着有形商品贸易的迅速增长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

动的不断加张，无形商品和服务性商品贸易迅速发展 在末来的

世界市场上.’」高科技相适应的新型服务贸易项「i的发展速度将

超过传统的服务贸易项目;高级人才、高索质的劳务人员的跨国

流动将越来越成为卞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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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商品市场构成

    从世界商品市场的特征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既有以自

由竞争为特征的升放r+市场，也有买方与卖方有组织上联系、

受书断组织控制的封闭性市场，还有以商业一次性合同为基础

的市场，同时。有以国际专业协作化及长期的大规模联系为基

础的市场，有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为模式、以经济集团为基础的

市场〔

    从世界商品市场的组织形式看，既有有固定组织形式的国际

商品市场，也有无固定组织形式的国际商品市场
    (五)商品俏q柒选构成

    销侠渠道是指141 IV,从生产者到消费者手中所经过的路线 世

界市场上的销售渠道通常由二部分构成:第 部分为出口国的销
售渠道，包括生产企业或贸易企Ik;第二部分是出口NJ和进门国

之间的销售T道，包括贸易双方的中间商;第二部分是进日国国

内的销售渠道，包括经销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弧着互联网的发

展及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日掖广泛使用，直接贸易越来越成为土要

贸易方式，销售渠道也将随之改变，中间商将会减少。

    (六)运输网络构成

    世界市场上的运输网络是由铁路运输网、公路运输网、水卜
运输网、管道运输网等组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贸易

货物运输中，水巨运输占了第 位，铁路运输片第一位。可见，

水卜运输网和铁路运输网尤为重要.
    (七)信息网练构成

    信息网络是世界市场的中枢。它由电话国际网、大众交流生

具 (印刷品、电话、电报、电传、电视、广播等)、通讯卫早系

统、汁算机互联网络组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市场信息网

络千段不断多样化和现代化.信息网络机构不断增加和专雄化，

信息系统日益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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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世界市场的类型

    III界市场的类刑r-分复杂，可以按小同的划分标雕分类〔〕
    按地理方向划分，世界巾场可以按地区分为西欧市场、东欧

巾场、北美市场、非洲市场、东南业市场等等;也可以按国别分

为美国市场、日本市场、德国市场、英国市场、，}，国市场等等;

联合国在有关的统计，}’常把世界市场划分为发达国家市场、发展

中国家市场和‘{，A计划经济国家市场二大类

    按经济集团划分，III g市场可分为欧共体市场、北美H由贸

幼区市场、亚太经合组织市场、东叩市场等

    按照垄断与否和垄断程度划分 世界市场可分为垄断市场、

半垄断市场、非羊断市场和自山竟争市场

    按市场对象划分，I[]界市场可分为商品III场、货币市场和

劳务市场 其中商品市场是主体。也可以按rr品结构分为制成
解市场、半制成品Ili场和初级产品市场。还可以按大类划分为

纺织品市场、机械市场、化工市场等，并叫以在此基础 卜进 -

步细分 〕

    按消费者的性别、年龄、收人和职业等划分，u:界市场可分

为妇女用品市场、儿童用品市场、劳保用品市场等等

    由rig界市场有其显明的地理特性，因此在各种类to的of界

市场中，区域市场对整个世界市场的影响较大 目叫界各区域市

场各有其特点，对区域经济，乃至世界经济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世界区域市场是同 地区若干国家为J达到对内加强合作，

对外增强竞争力的日的，通过贸易协定、条约等形式组成的经济

利桥J七同体 它是在世界经济区域集团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

各个区域市场都以 个或儿个核心国为依托，成员困都处于

地区

世界区域市场大致是以地理概念来划分的。目前世界卜较为

的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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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的区域市场有西欧市场和北美市场，其次是略具雏形的亚太

市场，此外还有拉美的、非洲的、东欧及独联休的以及大洋洲的

市场

    (一)西欧市场

    P4欧市场的地域是指除前苏联、东欧以外的欧洲部分.包

括北欧、中欧和南欧连成 一片的欧洲大陆〔，西欧市场在世界市

场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993年II月，欧洲共同体12国成

立欧洲联叩 1994年1月，欧洲共同体 12国和欧洲自由贸易

联盟6国组成欧洲经济区，在成员国之间实现商品、人员、资
本和劳务的自由流动〔，1995年I月，欧洲白山贸易联盟中的3

个国家 (芬、乙、瑞典、奥地利)止式加人欧洲联盟，欧盟成员

国增至 15国、成为拥有3.7亿消费人II，占令球贸易量43 0/,

的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西欧市场是世界最大的商品销传地，是世界最大的贸易中

心。西欧市场的进出日商品结构以L业制成品为主，其中资本密

集型的中技术产品是优势产.ni，在!刻示市场卜有较强的竟争力，

fl1高技术产品则比关国和H本落后 114欧各国对外贸易主耍在土

业化国家间进行，其，1，又以区域内部贸易为主

    (二)北美市场

    北关市场山美国、加拿大和耀西哥，国市场组成。三囚的经

济相互依存，货物、资本和技术在二国间自由流动，会产生强大

的规模效应〔〕1988年 I月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签订。1992年8

月美、加、果不国成命北美自山贸易区，这是当前世界卜最大的

自由贸易集团。美、加是发达国家，墨西哥是发展1}，国家，这 几

国市场各有自己的特点

    美国市场是世界卜容w最大，同时又相对开放的市场。它对

商品质量要求尚，巾场变化快，悄告季节较强，销售渠道复杂，

重视广告宣传。制成况的进出日有较大增长。美国对发达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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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占相当大的比重〔、加拿大经济发达，外国资本投资巨大，对

美国市场依赖性大，出口贸易基本卜属于资源产品输出型，对关
国的进出11额占全部进出口额的4/5左右。墨西哥是新兴工业化

国家，巾场潜力大，但人均生活水平不高 市场卜流行的产品主
要属中价范围 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业制成品为主，

但近年来工业制成品出日的比重有很大提高。半西哥对外贸易的

?/3是同美国进行的

    (三)亚太市场

    亚太地区主要包括东亚 (东北业、东南亚、南亚)和澳新太

平洋国家。亚太地区内的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制度不同，经济发

展水平不 ，市场容量小同，经济合作有一定难度，但这一地区

有极强的互补性，亚太地区的小范围经济合柞有较大发展，统一

的亚太巾场止在孕育之中

    东业市场在亚太市场巾占据币要地位。东亚市场的范围，是

西太平洋的亚洲地区，包括东VV_和东南亚。在东业市场中，国际

贸易高速发展.;扫I额占世界进11额的比币快速卜升 在出II商

品结构中，初级产品出口比重下降，工业制成品出一1比重上升

担足，东业各国和地区的产业结构与商品结构差异较大。长期以

来东业国家主要同关目和欧洲进行贸易，80年代以来东亚内部

的贸易有较大增加，贸易方向趋」多元化

    (四)拉美市场

    拉美足指除美国和加拿火外的美洲大陆地区，包括北美洲的
X西哥、中美洲、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拉美地区自然资源丰

富 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拉美市场的商品出1I,初级产品所占比
重较大，平均在70%以L，主要有石油、!加啡、糖、矿产品等〕

进门商品中，原料、’卜问产品和建筑材料增长最快，日前占

40%左右。消费品进口呈下降趋势〔，拉美市场的主要贸易对象是

木地区以外的工业化国家，如西欧、北美等



    (五)中东与非洲市场

    中东市场主要在亚洲西部和非洲北部。该市场容量大.对外
依赖性强。出口商品以石油及石汕制品为卞，出口量约钊日界石

油总出F里的2乃 进F1 ,41品主要是止业制成品、粮食、活牲畜

等。，{!东市场的主要贸易对象是发达国家〔由1石油与工业制成

品价格相差极大，使该地区进出川处于小利地位。进入20世纪

8。年代以后，该地以与发达国家进出日贸易最逐渐减少，而与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大幅度 r升。，}1东Ili场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国

际承包丁程及劳务输人市场

    非洲经济发展在世界土_最为落后，多数国家处在贫困之

中。非洲市场较封闭，对外依存度低。出口产兄以初级J左品为
主，包括可可、咖啡、棉花、除虫菊、棕构油等农产品和大然

钻石、黄金、铂、铡、铁等矿产.1r1进口产品约 平是消费

nm，多数来自西欧〔非洲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建立区域性经

济一体化组织，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民族独1% .摆脱对原宗

主国依赖的特点_

    (六)东欧、独联休市场

    长期以来，东欧、前苏联市场的对外贸易70%左右在经互

会内部进行 1989-1990年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1991年

6月经互会宣布解散，原经互会成员国之问的贸易逐步减少，同

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额逐步增加，市场正向多元化方向发展。现

在东欧、独联休市场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商品明显增多。但是，
从目前和今后较长时问看，俄罗斯在东欧、独联休经济中仍起着

重耍作用，在对外贸易，{1俄罗斯仍占主导地位

    三、世界商品市场的交易方式

    世界巾场包括商品市场、服务市场、技术市场和资本市场

等 这里只讲述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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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商品市场可分为有固定组织形式的市场和无固定fll织形

式的市场两类。在这两种类型的市场上，进行商品买卖活动的交

易方式也是多种多样、各不相同的

    (一)有固定组织形式的市场交易方式

    1商品交易所 商品交易所本是 种特殊的大型现货和期

货Ili场、早在17世纪阿姆斯特丹便设立了第一个商品 (粮食)

交易所 19世纪60年代以后，山于期货合同的格式化、规范
化，商品交易所逐渐演变为在一定时问和地点，按 定规则买卖

特定商品的期货合同的有组织的市场 与 般现货市场丰叶匕,商

品交易所终有以卜特点:第 ，买卖双力的交易通过经纪人或交

易员进行，山交易所对买卖双力统一结算;非交易所会员或经纪
人才、能在场内直接交易 第二，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商品主要是

初级产品，包括有色金属、粮食、农副产品、纺织原料和矿产品

等等。目前个川界约有50多种商品在交易所交易。第二，交易
所的期货合同是标准化的合同，它规定统一的品质、数星和包装

要求，以及其他交易条件。买卖双方的交易实际卜是期货合同所

有权的转移，而不涉及商品本身所有权的转移。第四，由于交易

所集中r有关}it [ill的大宗交易，因此，其交易牌价一般可作为交

易所外进行交易的定价依据，从而被称为代表性价格。世界最大

的交易所贸易中心是纽约和伦敦，它们既有一般的交易所如纽约

交易所，又有专业的交易所如伦敦五金交易所

    在交易所买卖的商屏。们往具有同质性，即特征一样，质

量相同。它们主要有:有色金属、谷物、纺织原料、食品和油

料等。在纽约商品交易所进行有色金属、橡胶、咖啡、食糖、

可可、棉籽油等商品的交易，在棉花交易所出售棉花。在伦敦

}MR,I交易所，进行可可、咖啡、椰T、毛皮、橡胶、食糖等的

交易

    z 粕先 拍止1-̂u由专营拍幸业务的拍卖行接受货卞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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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在 一定的地点和时间内依照一定的规章。以山买主公J[1N价

竟购的方法，最后由拍卖人把货物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的一种现

货交易方式〔在国际上进行拍卖的主要商品有茶叶、烟草、木

材、毛皮、纸张、艺术57、羽毛、香料和花卉等〔进行拍卖的商

品品质大多是不易标准化，或难以久存，或如艺术.钻等在历史上

有士白卖习惯的商品

    在拍卖交易中出售的商品具有单批的性质，它不能代替成批

的名称相同的商品 这是因为这业商品质量、外形、味道有所不

同。因此，在拍卖前，买主须进行验看〔，事先验看是拍卖贸易的

2要条件，因为，在拍卖以后无论是拍卖的举办人，还是卖主，

对商品的服务都不接受任何索赔 (隐蔽缺点除外)

    3 国际博览会 国际博览会是一种A销结合的贸易方式

它是指在一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和期限内，由各国商人参加，

陈列杆品并uJ同时进行交易的商品贸易方式

    困际博览会有综合性和专业性两种，综合性博览会又被称为

“水平tO博览会”，特点足会期长，规模大，产品种类多 令业性

博览会又被称为 “垂直型博览会”，展销的是某类专业性产品

发达上业国家举行的国际W览会数量多、影响大且较为否名，如

德国的莱比锡国际博览会，法国巴黎、里吊国际博览会，意大利
米11国际博览会，等等

    另外，与国际JIq览会这 贸易方式相近的还有国际展览会或

商品交易会，’它们也是 种展销结合的贸易方式，但与博览会不

同的是 它们一般是不定期举行的〔，日前，我国较多采用1衍品交

易会这一形式。如广州的春季和秋季交易会，哈尔滨的夏季交易

会，卜海的华东出「J商品交易会等等，它们在国际卜的影响也越

来越大

    (二)无固定组织形式的市场交易方式

    I. 纯的商品购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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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买卖双方直接磋商后达成的交易。这是在国际商品市场

卜使用最多、交易量最大，也是最通行的一种贸易方式，可随时

随地进行。其特征是买卖双方根据有关的信息或中介人的介绍，

自由地选择交易对方，并就有关的交易条件进行磋商和谈判，取

得 致意见后达成交易

    通过磋商而达成的交易，买卖双方均应严格地按照合同的要

求履行义务，否则就会引起贸易纠纷，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包悄与经销。包销是指出口企业和国外包销商达成书

面协议，把某 种商品或某 类商品在 一定期限和地区的独家

经营权给子包销商，由其在该地区内进行推销〔，建立包销关系

的双方是一种买卖关系，包销协议则是规定卖主和包销商二者

之间权利和义务的重要法律性文件。包销协议本身不是买卖合

同，就衍笔具体的交易而言，卖卞和包销商须通过另行签订合

同来进行

    经销是指出11企业在同 一地区选定多家客户与之签订经消合

同，将同一商品分配给他们经营的一种贸易方式 经销方式F.

出日人’J经销商之间是买卖关系，出口人对经销商在价格、支付

条件或折扣卜给子 定的优惠，但经销商不其有销售的专营权〕

经销方式常被用来作为挑选包销人的过渡千段

    (3)代理。所谓代理，是指代理人按照委托人 (货主或牛产

厂家)的授权，代表委托人与第二人订命产品悄售合同或0行其

他法律行为 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是 种委托代理关系.因此，

代理人按有关代理协议与第，人所签订的合同应由委托人与第

人共同履行，一旦发生纠纷，也应由委托人与第于人直接联系加

以协商或通过其他途径解决 代理人不承担与此合同履行的有关

义务

    代理可分为独家代理和非独家代理两种方式。独家代理是指

代理人接受委托人的授权，作为某项或某类商品在一定地区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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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推销商 除非代理协定另有规定，委托人才、得将该项 (类)

商品自接或问接地推销至该地区的其他买主，或将代理权再授子

其他人。非独家代理则没有这些规定。代理在当代国际贸易中使

用得非常广泛。当前世界各地的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通过代销I"I

这条染道进行的

    (4)寄售 这是指寄告人 (出[11商)先将有关商品运至团外

某地，委托当地代悄商按照寄售协议规定的条件和办法代为销售

的方式

    寄售人 (委托人)与代销商之间是 种委托与代售关系。代

销商只能根据寄儒人的指小和授权范围代为处置货物 代销商小

承担任何风险，只收取佣金作为报酬，对商品能否售出不负责，

寄售期满有权退回未售出商品，交易监亏由寄售人负责 寄售协
议则规定寄售人与代销商之间的权力与义务

    (5)国际招标与投标。这实际}_是一A "F商品市场卜的 种贸

易方式的两个方面，该贸易方式的主安做法是:由招标人编制招

标单 (标朽).刊发招标通告，邀请各国!商参加投标，it对投

标人进行资格顶审;投标人则根据标书编制投标书.向招标人缴

纳保证金并递交投标书 然后山招标人j+标，根据投标人提出的

交易条件，进行比较，选择最为有利的投标人作为1卜标人;最

后，招标人i中标人签汀合同，从l(ii达成交易。招标可分为公)h

招标与不公开招标两种形式。国际招标与投标这一贸易方式，多

用J大宗商品的交易活动，如大宗的物资器材、机械设备、「程

项「1等等

    2 与其他因素结合的商品购销方式〔这种贸易力式主P,有

对等贸易、加上贸易和和赁贸易。其特点在于进口与出口丰Hg吉

合，进出川与商业信贷相配套，是发展中国家使用较多的贸易方

式

    (1)对等贸易_又称对销贸易或反向贸易。一般又uJ看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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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以货物 (也包括服务和技术)作为偿付货款乎段的一种贸易

方式，亦即贸易双方中，一方既向对方出口商品，又向对方进口

墓本等值的商品 因此，交扮双方17有进出，目进出口额基本平

衡_

    对等贸易的形式有以下五种:

    1易货贸易。传统的易货贸易廷指贸易双方签订一份包括相

互换货、相互抵偿的货物合同，以货换货而小用外汇收f寸;现代
易货贸易主要采用对开信用证的方式

    ②回购。它又叫互购、反回购买，是指贸易双方签门两个合

}「」，即 方签订一个进口合同，并规定货款以现汇支付的同时，

又与另一方签门一个出日合卜」，货款数额与进口{、让付额相等或占

  定比例，待该方出11后收进现汇〔〕

    兹补偿贸易 它又叫产品返销，是指贸易的一方向另 方提

供机器设备 (也包括技术和服务).而另 方则按照对等的金额

以使用该机器设备所牛产的直接产品或相关产品提供给对方，以

偿付货款〔

    见记账贸易 它是由一国政府或外贸公司与另一国政府或外

贸公司商妥的贸易方式_通过双方记账的方式综合平衡，即货款

通过双方国家政府或外贸公司指定的银行升立的账户集中结算和

支付，其结算差额将按有关协议处理

    异国际贸易证书贸易。这种贸易方式于1984年,r,美国一公
m1率先推出，简称ITC,它足指出曰商销售广品收取货款后，签

发给国外进口商一份由出日国政府或，卜火银行认可的证书，同意

该证书的持有人有权向出!!国返销一定金额的规定范围内的回头
I'll品
    (2)加工贸易。加1贸易是一种叹_产和悄售丰HS吉合的贸易方

式_它足指贸易的 方利用外国!商的技术设备、原材料、零部
件和元器件，或自身进11原材料，运用本国的技术、劳务或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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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将上述原材料、零部件和元器件加工组装成制成品后再出

I7的贸易方式。加土贸易包括下列几种方式:

    ①来料加工。即由国外厂商提供设备和原材料、零部件、元

器件，由国内企业按合同规定加工成制成品后交付给对方，收取

一定的加 一费

    ②来样加 几 即由国外J商提供图纸或样品，由国内企业牛

产成品后交付对方，收取原材料费和加下费

    ③来件装配_即由国外厂商提供装配半成品或整体所需的零

部件或必要的技术设备，山国内厂商按合同规定组装后交付对

方，收取一定的加工装配费〔〕

    ④进料加工，即进门方进口有关的原材料、零部件和元器

件，并加工为制成品后出口

    (3)租赁贸易。它是把商品购销与 一定时间出让使用权相联

系的购销方式〔这是指出租人Il霭品租给承租人在一定时期内使
用，承{fl人要付与出祖人 定数额的租金。租赁贸易依TIE期分为

长期租赁 (3-5午或15-20年)，中期租赁 (I一2年)和短期

租货 (JL小时到I年) 长期租赁比较盛行

    fit赁贸易于20 Ilt纪50年代起源于美国，其后不断发展 现

代租赁卞要以企业为主。租赁的商品通常是标难的工业设各和产
ini,诸如工少、成套设备、筑路机械、起重运输设各、航空发劝

机、船只、汽车、集装箱、电子计算机、通讯卫星等

    与自接购买商品相比。租赁贸易具有如下优点:山于承租人

实际上只足购买使用权，可以节约直接购买商品本身的资金 又

可使用比较先进的机器和运输等设备;可以缩知供货阴限，解决

季I]性或急需性的生产设备:由于出租人始终对fij nu拥有所有

权，故承fil人社往不负责fit用商品的维修Li保养。还可LR免因设

备快速更新而遭受的无形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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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尸节  国际价值与国际市场价格

    一、国际价值

    (一)国际价值的含义

    国际价值是商品在世界范16]内的市场价仇 它是随着世界巾
场的形成i(ii形成的，是由各国国内价位转化而来的〔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41的V1劳功。价位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牛产条件卜，
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功强度「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

l的劳动时问〔〕，’①“不}会必要劳动时r, I]也叫做 “平均必y;劳动
时问，’

    某种商品的III内价位徽，由国内利_会必要劳功时问决定、国
内#1会必要劳动时1川是国内生广该种I衍品的各个牛产者个别劳动

时间的平均数〔〕各国国内社会21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是才、{司

的，我们也可将之称为商品的国别价位。由」不同的国家在资

源、技术和劳功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各国牛产同一种商u的
劳动生产率各不扣同，同 种商品在不同国家里有不同的国别价

值虽 在国内市场卜，商1nm按照国内价值进行交换〔

    商品的国际价值足在国别价值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国别价位

在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阶段上的转变形式 在世界市场上，商品
必须按国际价位进行交换

    在木质卜，商品的国别价位和国际价值是完全相同的，都是

  般人类劳动的凝结物 两者的差别主要表现在量的方面。商品

马克思:介资本沦矛第 1卷.第52页，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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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际价值虽，是I妇叶界社会必要劳动时问决定的。III界社会必

要劳动时问是全Ift界生产该种商品的各个生产者个别劳动时pl帕勺

平均数，“它的计量单位足III''劳动的平均单位”气

    商品的国别价位和国际价值在表现形式主也是不同的。国别

价值是以该国货币表不的，而在世界市场L_，1标ni耍普遍地展小
它们的价值。因此，商品的国际价值是直接用世界货币表可、的

    (二)影响国际价值量变化的因素

    1 劳动牛产率。劳动生产率可用同一劳功在单位时间内i几

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 同一时问生广的产品数量越多，则表
明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牛产率也可用生产单位护品所需的劳动

时rill来表示。牛产单位产品所猫的劳动时问越少，则表明劳动生

产率越高

    国际价值最随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问的变化而变化。而国际

社会必要劳动时1刊足由匹界各国的社会必要劳动时.司决定的，而

各国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足随着劳动牛产率的改变而改

变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取决1多种因素，其中卞要影响因素

有:劳功者的熟练程度、生产资料特别足生产工具的技术水平、

劳动 li织和生产组织的状况、科学技术发展和应用的程度，以及

各种自然条件等

    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世界劳劝牛产率是指在个世界范围内劳动者生产某种产品的平均

效率。既然国际价位 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时问决定的，因

此世界劳动生产率越高，全世界生产单个产品所需的劳动时间则

越少，单个商品的国际价值量也就越少 单个商品的国际价值最

与世界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世界劳动牛产率提高，单个商品的国

际价值量会减少

马克思:I资本论I第 t胜 第614贞，人民出版社 14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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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劳动强度。劳功强度是指劳动的紧张程度，也就是指同

一时间内劳动力消耗的程度 单位时Of消耗的劳动多，劳动强度

就大几反之，则小。所以，劳动强度‘J价值h?是成II比的〔，如果

所有国家的劳动强度同时均等地提高，新的较高的劳动强度就会

成为普遍的社会的劳功标准强度，从而也影响国际上的劳动标准

强度，进而影响国际价值量

    3 主要供货国生产条件。主要供货国生产条件的差异，会
导致不同国家出日的该种商品的数量在世界总出II量中所J片的比

重不同，从而对国际价值M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大体土有以下

儿种情况:

    (I)如果各国的商品出口量在该商品总出「1量中所u份额相

差不大，则单个商品的国际价位量由各国商品的国别价值量的平

均值决定〔

    ()如果世界市场的某种商品，人蜷的足由多数具备平均生

产条件的国家生产出来的，少量商品是由较仕或较劣生产条件的

国家生产的，那商品的国际价值量就只能根据多数平均生户条件
的国家所生产的国内价值来确定

    (3)如果世界市场的某种商品，大量的是由牛产条件较差的
国家提供的，尽管也有少量商品是由生产条件较好或处于平均水

平的国家生产和出口的，但N际1_还是要根据生产条件较差的国

家的国内价值来调节

    (封 如果世界市场的某种商品，大量的是由生产条件较好的

国家提供的，则国际价值就会受生产条件较好的国家的NI内价值

所支配

二、国际市场价格

(一)国际市场价格的含义和特点

国际市场价格是指在世界市场 匕进行交换的商品价格，它以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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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货币 (如美元、H兀、英镑、德国马克等)竹为其表现形

式，并反映着商品的国际价值。由于国际间的商品交换绝大部分

是以单纯的经过磋商达成交易的方式进行的  巳各国商品的国内

价值并不能等同于国际价值，因此，在国际市场上个别进行交换

的Aloln的价格，往往足参照那此大宗交易的价格而决定的。所

以，国际价格通常又足指在川+市场土某一时期内形成的具有代

表性的价格

    国际价格具有不同于国内价格的特点

    I国际价格完全由1打场本身的力量来调节 即使在酉方市
场经济发达国家，国内商品的定价完全由市场调节的也只占

80%左了}，非市场性的政府指导定价仍占相当比E 而在ft界市

场卜，不论交易主休是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类型IA家的企业，还址
计划经济体制类型国家的企业，进行交换的商品价格的决定邯必

须服从市场定价的原则，即必须遵循四际价值规律，受世界市场

的供求关系调 Ii

    2 国际商品的价格构成项目较多 扣比较而言，同 商品

的国ra:价格要高干国内价格。国内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成本和益

利以及必要的流通费用组成的，但在国";,市场上，商品的价格除
J’上述儿部分外，还包括关税、N际运输和保险等费用、

    3 国际价格的表述一般使川价格术语。国内价格的表述包

括计量单位、单位金额、货币名称二部分，例如大米价格川表述

为每吨400美元 而在国际市场上，商品价格的表述则包括四部
分，前州部分与国内价格一致，第四部分则为价格术语。亦以大

米价格为例，在国际贸易中，进H大米到达}_海的价格，表达为

每吨420美元CIF「海〔

    所谓价格术语， 一般是指用二个英文字母的缩写米表小价格

的构成以及交易双方在有关手续、费�1和)A 方1ei的责仔划分

在二个英文字母后面必须标明装运港 (启运地)或目的港 (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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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以构成 一个完整的概念。在国际贸易中，n前已形成r较为

规范的价格术语及其愤例〔例如:CIF(目的港)，是到岸价格，

表示价格由成本、保险费、运费构成;〔一&F(装运港)，是离岸

价格，表示价格小包括货物装船后的费用

    (二)决定和影响国际市场价格的因素

    1 决定国际价格的基本囚素〔

    (I)国际价值 国际价位是国际价格的基础，决定着国际价

格的长期变动。在世界市场土， 个普通汽车玩具不论需求如何

大大超过供给，其价格也小会高于 一辆汽车的价格.因为生产汽

车所耗费的肚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大超过玩具。当一种新产品

在世界市场刚刚出现时，由干还在实验阶段，或是小批量生产，

耗费的世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较多，包含的国际价值较高，所以

价格昂贵。随着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批量生产，商品的国际价值

降低厂，价格就便宜了

    (2)供求 供求足国际价格的直接决定因素，决定着国际价

格的短期变动。在附界市场 卜，某种商品当供不应求时，其国际

价格则偏高 当供过干求时，其国际价格则偏低。供给减少，需

求增加，都会引起国际价格土升;供给增加，猫求减少.都会引

起国际价格下跌

    2.影响国际价格的因素

    (1〕价格弹比。价格弹性是价格变功对供求影响的程度。弹

性大表示影响大，弹性小表ITN影响小，在世界市场上_价格弹性

有两种:一种是需求弹性 也叫进11弹性 即价格变动引起进口

童变动的程度 另 种是供给弹性 也叫出「I弹性，即价格变功

引起出口量变动的程度_价格弹性大的商品，其价格变动容易引

起供求变动.从而又反过来引起价格变动〔价格弹胜小的商品，

其价格变功难以引起供求变动，从而供求也难以影响价格。因
此 需求弹性大或供给弹性大的商品。其国际价格容易自行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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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芍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都小的商夕 其国际价格难以自行调

节

    (2)垄断。垄断分为卖方垄断和买方垄断。卖方很断是垄

断组织利用其卖主的羊断地位，以垄断高价出售商un,主要是

7业N.特别是一此新的或享有专利权的产品〔，买方垄断足垄

断组织凭借买主的华断地位，以垄断低价购买商品，特别是发
展，}“国家生产的初级J之品〔，某种商品在世界1卜场 }_如果是卖方

垄断.其价格会偏高;如果是买方笔断，其价格会偏低c乍断

组织操纵国际价格的手段足多种多样的，例如:建立国际卜特

尔 规定商品的出口星和价格;规定共同减少商品供应，维持
垄断高价。也有由特定公司担任价格领导，率先变更价格，其

他公司跟随行动的口

    (3)国家对进出口贸易的干预。政府通过实行价格支持、增

加出日补贴、提供优惠出口信贷、实行减免税等办法，扩大商品
出11，会使出口商品的价格降低。政府通过征收高额关税、实行

配额制和许可证制等办法，抑制商品进日，会使进口商品价格卜

污K

    (4)经济周期。经济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

阶段，每一阶段的供求变化各不相同，因1(11不同的阶段国际价格

也扣应起伏变化 在危机阶段，大批商品找不到销路，价格下

跌;在箫条阶段，价格较低;在复苏和高涨阶段，价格持续 !

升。

    (5)币值变动。币值是指货币代表的价值，它表现为购买

力，进出口商品的计价货币贬值，会引起商品价格L升;反之，
计价货币升值，会引起商品价格卜跌。第_次IN界大战后，两方

国家普遍存在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尽管战后科学技术迅速发

展，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竿位1翁钻的国际价值大大减少，但国

际价格从总体上看仍是卜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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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际市场价格的种类

    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价格的形成取决千市场，世界市

场}_种商品只有一种价格。在当代，由于平断、国家垄断和超

国家经济组织的存在和发展，世界市场已分化为垄断性领域、国

家或超国家垄断调节领域和世界 “自由市场”领域〔与此相适

应，囚际市场价格出现了多兀化，世界市场卜有了四种不同的价

格，即调拨价格与0断价格、国家}预价格或管理价格、区域性

经济集团内部价格和国际 “自由市场”价格〔〕

    1 调拨价格与垄断价格。在当代国际贸易中有相当一部分

受到国际华断组织的控制〔，在世界市场的垄断领域里，跨国公司

旋其他垄断组织对其内部交易采用调拨价格，而对其外部交易则

实行垄断价格。

    (1)调拨价格。这是跨国公司对其内部交易 (母公司与子公

司之问及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所规定的价格，旨在最大限度地减

轻其全球性税赋、增加利润、转移款项、扶植子公司，控制市场

竞争。调拨价格属于 “封闭市场”价格，带有明显的武断胜质，

它掩盖厂国际市场的真实价格

    (2)垄断价格。这是同际垄断组织参考世界市场上的供需

情况，以获取最大限度的垄断超额利润为原则，凭借其经济力

隧和市场控制力量所确定的对外交易的特种价格。在世界市场

卜，国际垄断价格有两种:一种是卖力垄断价格; 种是买方

垄断价格。卖方垄断价格往14高于商n的N际价值，买方垄断

价格经常低i商品的国际价值。按华断价格进行交易，国际垄

断组织可获得垄断超额利润。由于垄断少t不排除竟争，垄断价

格也有一定的界限。其}_限取决」世界市场对国际羊断组织所

销售商品的需求量，卜限则取决干生产费用加国际垄断组织所

在国的平均利润

    2 国家!预价格或管理价格。国家干预价格或管理价格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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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国家机构或超国家机构的十预借施的影响下形成的。农

产品和战略物资足发达国家进行国家干预的最主要领域 对

于农产品，发达国家普遍实行国内的价格支持与收人支待政

策和对外的保护贸易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虽保护了其国内

农业和生产者，却严重扭曲了农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和贸易

格局— 压低了农产品国际价格，减少了农产品国际贸易星

对于战略物资，发达国家则从自身的利益着眼进行屯储和抛

告。影响商品市场

    发展中国家也建立了一些管理机构和销售机构，或设立稳定

基金，以卜顶或管理特定商品的市场和价格
    此外，一些国家还通过签订政府问贸易协定 (如易货贸易协

定、国际商品协定等)来管理和十预特定商品的市场和价格 例

如，国际商品协定通过规定最低限价和最高限价及其他办法来稳

定商品价格 当有关商品价格降到最低限价以下时，便减少出口

或用缓冲基金从市场1_收购商品支持市场;当翻钻巾价超过最高

限价时，则扩大出口或抛售缓冲存货以压低市价

    3 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价格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区

域性经济贸易集团的相继建立，内部统一价格在 一此经济贸易集

团内得以形成〔，欧共体 (欧盟)共同农业政策‘}，的共同价格即属

此类价格〔〕

    4 国际 “自山市场，’价格〔，国际 “自由市场”价格是指

在不受垄断或国家 「预的条件 卜，由国际间独众经营的买者

和卖者进行交易的价格〔它是在世界 “自由巾场”领域里

(以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为代表)通过买卖双方公开竞争而形
成的，因而能较为客观地反映商品的国际供求关系 联合国

贸发会议所发表的统计中，将美国谷物交易所的小麦价格、

下米 (阿根廷)的英国到岸价格、大米 (泰国)的曼谷离岸

价格、咖啡的纽约港交货价格等36种初级产品的价格列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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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自由市场”价格

第四节  价值规律与国际商品交换

    一、价值规律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

    价位规律是指价值、交换价值 (价格)和社会必要劳劝时间

之间的必然联系。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价值 (价格)以价值为基础

    价值规律足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苹本规律，无论在国内[ai

场或世界市场，都必然发生作用〔，不过，由于国际与国内条

件的差异，其作用也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一国范围内，1诃品

交换是等量劳动的交换 在世界市场上，商III'的价值具有一

重性: 方面，由J一生广要素在围际「」缺乏流动性，导致各

国国民经济的相对孤立性，使各国有着相对独甲的民族市场

和商品的囚别价位;另一方161，它们又被国P'l、分丁、世界Ili
场联系在一起 从:(I;形成了商品的囚际价值、由于各国间的

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是有差异的，因而商品的国际价位与

国别价值也存在差vr，而在if]界市场 - 品的交换只能按照

国际价值进行。于是便出现了马克思所说的 国吮日劳动同

另一国一目劳动相交换的情形，即小等最劳动相文换，这ir

是价位规律在世界市场 卜的作用与L在一国国内市场上的作

用区别所在 这并不足对价仇规律的否定，恰好是价值规律

在批界市场 C发挥作用的表现

    二、价值规律在国际商品交换中的作用

    商品的国际价植同商品的国内价位一样，总是要通过价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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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来〔，因此，在国际贸易{I,按照价位规律的要求，国际两品

交换要以国际价位为基础，进行等价交换 但是，由于世界市场
上供给‘J专衍求的不一致，商品买贞的价格与国际价位很少相符

实际卜，经常表现为国际市场价格高I或低于国际价位，完全

致的情况只是一种倡然的暂时的现象，这种价格围绕价值的上F
波动，绝非对价值规律的否定，止好是价值规律在III i市场土的

表现形式.使价值规律的作用得以实现。价值规律在国际贸易中

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以卜儿个方面:

    (一)在世界范围内自发地配置资源与调节经济比例
    价值规律的这个作用是通过国际价格围绕国际价值土下波动

实现的。当某种商品在世界市场上供不应求时，其价格高于国际

价值，供给者得到更多利益，就会增加资源投入，从而增加生

产，增加在世界市场上的供给 当供过I求时，其价格低于国际

价值，供给者利益受损失，就会减少资源投入，从IN减少生产，

减少在III界市场上的供给。这样，价值规律就像一只 “看不见的

千”，在世界范同内自发地配置资源。促使经济比例由不协调转

向协调

    (二)促进国际分工的发展

    在世界市场上，商品交换的基础是国际价位。因此， 一国的

国别价位如果低J一国际价值，便可通过对外贸易实现社会劳动的

节约井盈利。世界各国止是根据价值规律所决定的各种商品的国

际市场价格来安排牛产和了}展对外贸易的。价值规律就是这样在

世界市场中不断地调节国际分 1和国际贸易 目前，拥有高科技

和丰富资本资源的国家专门发展 ‘技术密集刑 和 “资本密集

型”产品的生产和出II，而劳动力资源较丰富的国家发展 “劳动

密集)fo”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自然资源相对丰富的国家则发展

“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这都是国际价值规律作

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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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刺激贸易各国提高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降低成本，

推动世界经济的发展

    价位规律的这个作用产牛于国际价值虽由世界社会必要劳动

时问决定的客观必然性 如果 个国家生产某种商品的国内社会

必要劳动时问少于世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出I商品生产企

作的个别劳动时间少于世界社会必要劳动时问，在川界市场 卜按

国际价值 (in界of会必要劳动时间)出卖商品，就会得到史多利

益 如果一个囚家生产某种商品的国内社会必要劳动时问多于世

界社会必要劳动时问，在世界市场上按国际价值出卖商品，利益

就会受到损失〔，囚此，国家和企、J卜如果耍想在世界市场的竟争中

获得较多利益，避免遭受损失，就必须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

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和企业劳动牛产率，从而使围内社会必要

劳功时睁lj和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问减少 这样，价值规律就自发地

推功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发展

    (四)加深了国际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一方面，加深f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两极分化。这是闪

为发展巾国家经济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生产单个商品所

耗费的劳动量大，在世界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影响资金积

累与民族经济发展;而发达国家生产力发达，劳动牛产率很高，
牛产单个商品所耗费的劳动童远远少于发展中国家，能获得大量

利润，促进经济迅速发展，这样，就会拉人二者经济发展的差

距

    另一方h,也会加深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平衡_在价仿规

律的作用下，在一定时期不同发达国家会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发

展速度，有些国家甚至会出现跳跃式的发展_原来相对落后的发

达国家会一跃而超过相对先进的另 一个发达国家 历史和现实都

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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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影响各国时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调整

    由1各国牛产力水平小同和国际价值规律的作用 各国产品

的国际竟争力强弱不均。为r发挥优势，弥补劣势，各国政府往
往采取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 商品竟争能力强的国家，往往采取

白由贸易政策，计有竞争力的商刀.打人国际市场。而商品竟争能

力弱的国家，则执行保护贸易政策，通过各种奖出限入的政策措

施来扩大本国产品的出口和限制别国产品的进「卜 当一国产品的

国际竟争能力发生了变化.该国政府便会相应地调整其对外贸易
政策〔同时，各贸易参加闰政府也尽力制定扣应的对外贸易政

策，以及相应的国内经济、金融等政策，采取奖出限人的进出口

措施，捉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成熟与发展，少1保护和扶持

自己不具比较优势的产业，以便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更多利益，并

防比经济利益被侵害

    三、国际贸易中的不等价交换

    (一)不等价交换的含义

    在国际市场 卜，商品按n钊q等的牛产商品的国际不{会必要劳

动星，即相等的国际价值进行交换.就足国际等价交换，在这种

交换中，贸易双力用以交换和山交换所得的物化劳动量是相等

的，从全球范围和历史发展来考察，在世界市场发展的初级阶

段，H41III交换是以国际价值为基础的，相应地，商品按照相等的

国际价值量进行交换.也就是等价交换

    所谓国际不等价交换，即在w际市场卜商品不按照国际社会

必要劳动星相交换，交换双方用以交换和由交换所得到的物化劳

动童不相等 由干种种原因，在世界市场 L，大最存在小等价交

换，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商品交换.价值规

律往于}足通过不等价交换体现出来的



    (二)不等价交换形成的原因

    在国际贸易，{，，不等价交换的形成，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

也有经济方ihi的原因。

    在政治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通过暴力和所谓的 “援

助”，如 ‘.经援，，、“军援”，迫使发展中国家以低于国际价值或国

际市场价格的价格出售自己的广品，以高于国际价值或国际市场

价格的价格购买他们的产品，使商品交换在这两类国家中不等价

进行

    在经济上，由于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缺乏流动性，因雨小存在

按照各国国民经济的需要在iu界范144内分配社会劳动的机制，使

得山各国1川劳动强度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引起的国际价值与国别

价值的r异香遍存在，在世界市场上按照相同国际价值进行的交

换，实质 卜是不等国别价值的相交换。即不同国家不等量社会必

要劳动的交换 此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通过羊断控制某些商

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使价格长期地偏离国际价值，使交易双方从

交换中所得收益同所付出劳动量不 一致〔具体k现在: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以华断高价向这此国家销售工业制成品，以垄断低价购

买这些国家的原料和食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甚至掖断不发达国

家进日物资的运价、批零价格和出日物资的中间价格，实行中问

剥削。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少发达国家就是依靠在国际市场 卜

的爷断地位，实行垄断价格，在同发展巾国家的不等价交换中，

用剥削的力式支待了本国经济的增长〔这种不等价交换，是许多

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囚

    (三)不等价交换的形式

    1超经济形式。超经济形式足以暴力或强制手段，实现贱

买贵卖.，这种方式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惊夺财富的

主要手段之一〔地理大发现后，西欧各国的新兴资产阶级以‘力

和剑”肆意掠夺美洲、非洲和亚洲国家，以少量的欧洲产品。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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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这此落后地区的贵乖产品，井强迫其成为欧洲的原料供应地〔〕

    在资木主义进人自由竞争阶段后，虽然各独立国家之间的商

品交换人部分采取J等价交换的形式，但宗主国同殖民地附属国

之问的商品交换仍然是强制性的不等价交换〔英国的机器纺织在

#{i毁f印度的于工纺织之后，强迫其成为英国的纺织品市场;英

国佼占埃及后，又强迫埃及成为英国的棉花供应地。资本卞义进

人羊断阶段后，更是凭借自己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通过 ‘经援”

或 “军援，’等手段，强迫被占领国或受援国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

出售自己的产品，以高J一国际市场价格购买帝国主义国家的广
  曰

口口.

    2 垄断形式。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英国和荷11的垄

断组织利用其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对殖民地进行不等价交换

剥削。如英国东印度公司垄断川司东印度和中国的贸易，他们自

定价格，任意勒素印度人和中IT]人。在资本卞义垄断时期，资本

家垄断同盟利用自己在不发达国家市场土 .11绝对优势的华断地

位，硬性规定书断h价，以此向不发达国家销售曰仆制成品 同

时规定羊断低价，进口不发达国家的原料和食品，从而攫取不发

达国家的财富

    3 不等量劳动交换的形式。按照生产商品的国际子}会必要

劳动量，即国际价值进行交换足国际等价交换。而国际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或国际价值足对各国国别价值，对毗界各国国民劳动的

加权平均化。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国别价值的变化都会影响国际

价位的W。但足，对各国国民劳动加权平均化的过程是一个通过

市场竞争使参加贸易的有关国家的国民价值转化为国际价值的自

发过程，而不是人为的统计和计算过程 因此，任何 个国家由

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引起的国别价值的降低对国际价值的影响

都是滞后的，都不会 is即使国际价值以及国际价格发生变化.囚

为该国只要没有竞争对于，就决不会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Idl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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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地降低其产n.的出传价格。第_次世界人战后，随着第，次科

技革命的爆发.各国都大大地提高f劳功生产率，促进了整个附

界经济的发展。但是，由于发达国家在资本、技术等方1自的优势

要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比发展中国

家映得多，其牛产商品的劳动耗费要比发展中国家少得多，其在

囚际贸易，}，以较少的劳动以能换取较多的劳功童。这显然是不平

等交换 在这种交换中，以统 的国际价值或国际价格的尺度衡
量所有参与困际贸易的国家，表面卜贸易双方在统 的国际价格

肉前足平等的。但是，这种农面}_的相对的平等与合理 却掩盖

着小实土的绝对的小平等与不合理，表向的公平掩盖着事实卜_的

剥削，这足在等价交换掩饰下的不等量劳动的交换

    (四)不等价交换的计葬

    贸易条件是国际不等价交换的6化指标。它反映r一个国家

在对外贸易中，进出日商品价格对该国是否有利，囚而也反映了

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巾是否受到剥削，7f̀能反映出其受剥削的程

度。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有四种l算方法，第 种本书 《导

论》中曾作简单介绍，为了便于比较、一笋握，在此一并列匕
    I纯贸易条件 (纯贸易条件指数、商品贸易条件)(.N)

纯贸易条件 〔N)是出IIPL洁的价格指数 (几)与进口商品价
格指数 (尸)之比:

                        N  1>/P� - 100

    如果与基期相比，N的数值增大。说明该期输出商品价格

相对L涨，叮以换取更多的输八商品，这就表示该期的贸易条件

得到了改善;否则，闪的数位减小，表示该期的贸易条件恶化
    2 收人贸易条件 (1、它表小一国在一定时期的出口收人

总额能够换取的进口商品的总量。‘亡足在纯贸易条件的基础!丙

把出日y考虑进来。其计算公式为:

                      I一I IA气‘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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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Q 是出日商品数虽指数
    3 单因素贸易条件 (s)。它是在纯贸易条件的基础上，丙

把出口商rm的劳动生产率考虑进去而得到的贸易条件，其计算公

式为:

                    5 尸/P�2

式中，2是出[LI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指数
    4 双因素贸易条件 (D)它是在纯贸易条件的基础土，同

时再考虑出口商品和进口商品的劳动生产率而得到的贸易条什

其计算公式为:

            ” (n:/'�) (7么 ) 100

式中，吞 为进曰商品的劳动牛产率指数
    在国际贸易中，国际剥削是相对剥削，是使不发达国家相对

贫困化的根源、按照比较成本论，生产效率低的国家也能获得贸

易利益，但生产效率高的国家获利程度总是大于生产效率低的国

家。因此，小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既获利又受剥削，长此下

去，必然导致不发达国家的相对贫困化，因此，不发达国家只有

小断提高白己的劳动牛产率，同时反对国际不等价交换，积极参

加改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才有利于提高自已在国际分L和

国际贸易中的地位。而要完个消除国际剥削，在商品经济条件下

是不可能的。因为，国际等价交换所掩盖的不同劳动量的交换是
商品经济条件 下价值规律的特有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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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际贸易理论

第一节  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

    15-17世纪出现的重商主义学说，是最早的西方国际贸易

理论。那时，商品货币关系在自然经济的)州本内有了空前的发
展，货币具有r至高无卜的权威 被认为是财富的代表形态，成

为人们竭力追求的东西。当时，商业资本在流通领域取得了统治

地位，而大工收尚未建立。在没有余银矿藏的国家，商业资本家

就希望利用对外贸幼 通过多出少进来积祟货币，发财致富

    币商主义就足当时那种社会思潮在理论}_的农现和反映，它

代农J商业资本的利益。滚学说认为，货币 (金银)即财商，一

国拥有的货币越多，财富也就越多 除J少下采余银矿之外，只有
通过对外贸易，多出少进，才能真正增加 国的货币虽 从而增

加国家的财富。因阳.对外贸易足利润和财富的源泉_为J保评

贸易出超和金银进日，国家应当十顶经济牛活，发展对外贸易，

奖励和监督协冲」_产等 重商主义在英国、法囚、意大利、西班

习等国都曾Jx以丁 时

    币商主义学说及其政策经历r两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称为旱期的重商卞义 大约在 15世纪到16世纪

中叶.英国最早的代表人物是约翰·海尔斯 (，-1571)和威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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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ll? V M (1554-1612),他11199代表作是 1581年以 W. S.

Gcndcm 的笔名出版的策对我国同胞某些控诉的评述》。该书
主张 “多卖少买或小买’，反对铸造不足位的货币，防」_货币流

出国外，提倡实行保扩关税政策等〔、法国早期的代表人物是安徒

安·德·孟克列饮 (1575-1622), 1615年他发表了 《献给国上和

工后的政治经济学》 在这本著作中。他研究了商业、上场手土

业、航海、叭 国家政策等问题〔这 阶段甭商主义学说的中心思
想是货币差额论。早期重商卞义者卞张严禁金银出日，在外贸卜

奉行绝对的 ‘少买多卖”的原则。他们反对输人，认为一切输八

都会减少货币，从而减少国家财富:同时主张多出![，认为出1}

越多，从囚外吸收的货币越多.从而国家的财富也扰越多_因

此，他们把就地增加国内货币积累，防止货币外流视为对外贸易

政策的指导原则〕

    第_个阶段称为后期的贡商主义 大约为 16世纪 卜半叶到

17世纪h半叶 英囚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孟 (1571-1641),.

他原是伦敦的丝A商人，曾任东印度公司的植事长和政府贸易委

员会委员一1621年他出版了镶论英国与东印度的贸易》一队

此书后来经他改写，在他死后以《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命

名于1664年出版 该书是晚期重商主义的划时代著作，是针对

早期重商卞义者对东印度公司在对外贸易中输出大量货币.的

责难而写的，15中提出了贸幼差额沦的原理

    这 阶段重商卞义学说的中心思想是贸易差额论 由于旱期
重商主义的政策空息r对外贸易，妨碍了货币的流人，才出现了

j舀期的重商主义 后期币商主义者认为，增加 国货币的乎段是

    「1 当时东印度公司获得 什特权 即该公司汀艘舟竹出WI-次可以出日价值3力
14的a1k 条件是6个月内再进「IHI金银。(参见贝4'尔的 之经济思想史》，第76

伪务印13馆 99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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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对外贸易，但必须遵抓气年出口大于进「I的原则，要发展对

外贸易，就不能把货币囤积起来，而应把已们投人与殖民地的转

运贸易中;投入流通的货币越多，对外贸易也就越发展，只要保

持对外贸易的顺差，输人的货币也就越多 为了保证对外贸易顺

差.就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进口和增加出!1，减少.J供出I I的本国

产品的闰内消费，增加可供出口的产品的牛产。多出少进以获取

贸易顺差，足后期币商主义者所提出的摧本原则。他们认为，只

有这样，才能从国外取得更多的货币.从血增加困家的财富

    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适应了资本卞义生产方式mm,萌
生阶段积累资本的需要，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促进了资

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其]史进步意义 但随着资本卞

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发展，产业资本在经济生活中口益.1据统治
地位.重商主义的缺陷也就{」益明显;货币括}然可以是财富的代

表，但财富却不能仅仅归结为货}p;流通是利润实现的途径，但
小是利润产生的源泉;对外贸易能实现价值，却不能直接创造价

依和财富〔在此背景之卜，大致在18世纪卜半叶和19世纪初
期.古典经济学派的比较利益理沦，成厂西方国际贸易理论的主

流，并一直继续到今天

第二节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英国占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才能

创造价位，劳动是衡最 切商品交换的真实尺度，从而是剩余价
值亦即财富的源泉。囚此，他们把经济理论研究的重心从流通领

域转人牛产领域，使之具有科学性质— 这给国际贸易理论的真

正发展提供了比较深厚的基础

    古典经济学派的w际贸易理论，把国际贸易与国际分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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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通过各国之间生产成本、劳动生产率的比较，来确定各国
生产在国际分1体系中的位置，从而论证各国发展国际贸易的必

然性 在他们看来，一国生产子}么、出口什么，取决干该国同别

国相比较而存在的绝对利益或相对利益的优势。在合理分土基础

上进行的国际贸易，对各参与国都有好处。因此在政策土，必须
以自由贸易取代市商主义的保护贸易

    一、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说

    亚当·斯密 (Adam Smith, 1723-179田 是英闰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人物〔，斯密的经济理论集中休现州也的

最卞要著作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 C国富沦》，

The wealth of Natin)III在这部著作‘卜 他提出f国际分土
与白由贸易的理论，并以此作为反对重商主义的 “贸易差额论”

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主张，对国际分工一国际贸易理沦做出r

币要贡献

    斯密所生活的年代是1s世纪初到18 IIt纪末。I8 Ill纪60年
代ll一始，英国开始了对世界发展影响深远的广业革命 英国产业

乍命的发展，使资产阶级要求打大对外贸易 以获得_L业生产所
裔的廉价原材料，同时Iid海外推悄 刊F,) IIl, 1j,大海外市场 但

是，当时f商主义的理论和政策却严重地阻碍了英国工收资产阶

级向海外的发展 这就要求从时代发展的角度来回答国民财富及

积累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国际贸易领域则足一个国家出口什么

商品、进日什么商品。才能更有效地积累财富和发展经济的问

题。斯密代表产业资本的利益，他在 (国富论》一书中，对重商

主义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 “地域分工”的理论，后人称之为

“绝对成本说”_

    斯密i大为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增加国民财富的重要条件之一

他认为分工能大大提高劳动牛产率。其0由有万:第一 分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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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劳动者的熟练程度增进，故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第二，分工

使每人专门从事某项作业，可以节省对生产没有0接关系的时
间。第二，分上使专门从事某项作业的劳动者比较容易改良」_具

和发明机械

    斯密指出，每个人都有其擅长生产与不擅长生产的东西。如

R某种东西自己所费较多而向人购买所费较少的话，精明的人就

不应自己生产而应向他人购买。比如裁缝擅民做衣，桂匠擅长制

鞋。裁缝做一件衣服需费 天时间，而制一双鞋则需费两大时

间。而鞋匠则和反，做一件衣服需两天而制 双鞋仅需一天。在

这种情况下，若两人自给自足、各自消费一件衣服和一双鞋就各

需花去二人劳动时问。但若两人分工专门生产自己所V长生产的

东西.然后互相进行交换，花费同样的劳动时间就可以消费更多
的产品。比如裁缝和鞋匠各自劳动三天，做了，件衣服和 双

桂，并以其中一件衣服交换一双鞋。则此时裁缝可以消费两件衣

服和 双鞋，比原来多一件衣服，而鞋匠则叮消费 件衣服和两

双鞋.比原来多 双鞋

    斯密把关于个人分工的分析推)、到国家之间的分 卜 认为

这样各国的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成本会降低，劳动和资本得

到止确的分配和运川，通过自由贸易用较少的花费换回较多的

东西 这样就增加了国民财富。他认为英国当时限制从外国输

人本国能够牛产的货物的政策是于国不利的政策。他主张如果

外国的产品比自己国内牛产的便宜，那么最好是输出本国在有

利生产条件卜生产的产品去交换外国的产品.而不要自已去生
产。在他看来，每一个国家都有其适宜于牛产某些产品的绝对

有利的条件_如果甸一个国家都按照其绝对有利的牛产条件去

进行令业化牛产，然后彼此进行交换，则对所有交换国家都是

有利的。各国都按照各白的有利条件进行分一和交换，将会使

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资木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人人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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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牛产率和增加物质财窝

    斯密按各国绝对有利的生产条们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

实际足按照绝对成本的高低进行分工。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对

外贸易出日什么 进lIfl么.要石生产成本是处于绝对优势还足

处1绝对劣势 如果 国在某种IfftA的生产成本方It11相对于对方

国家的同样商品处于绝对优势，那么就生产并出日这种商品;如

果一国在另一种商品的生产成本方面相对i对方国家的同样N;f lf}

处于绝对劣势，那么就不要牛产，而进Fl这种商品，这样对贸易

双方都会有利。因此.斯密理论的，卜亡是经济自由主义，他足主

张自由贸易的〕

    斯密的理论对当时西方国家产业革命的开展与传播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对后世的影响也极大。他的许多正确见解如目际分工

的必耍性、国际贸易与国际分下的关系等，至今仍具牛命力 但

足，其理论也存在着 些重大缺陷，如:为了论证分工的必然

性，把交换说成是人类天性IM有的倾向、不仪阶人了小可知的虚

无论，而且颠倒了分t_引起交换的真实关系

    二、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

    大卫·丰嘉图 (David Ricardo, 1772-1823),是著名的英国

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占典政治经济学休系的完成者。其代表作有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1817)。李p图提出的比较利益理论，
是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的奇葩，是对国际贸易发牛的原因的出色论

述。一个多世纪以来 直为经济学家们所交[]称誉，儿乎成了一

切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石 比较利益说的前身是斯密的绝对利益

说〕

    比较成本说足在英国「业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的斗争中产

生和发展起来的 1815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土地贵族利益而修汀

实行r“谷物法 ‘补物法”颁布后，英国粮价上涨，地租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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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昂贵的谷物。使 一人货币工资提高，商品成本增加，利润减

少，削弱了上业品的竞争力 同时，昂贵的谷物，也增加r英闰

各阶层的吃粮开支，减少了对 卜作品的消费。“谷物法”还招致

外国以高关税阻止英国上业品对他们的出口。总之，“谷物法，’

大大伤害厂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 出于发展资本、提高利润

率的裔要，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废除 “爷物法”，从向“J

J_地贵族阶级展开r激烈的夕}价

    为了废除 “谷物法”，工业资产阶级在全囚各地组织 “反谷

物法同盟，’，{泛宣传 ‘谷物法”的危害性.鼓吹谷物自由贸易

的好处〔、而土地贵族阶级则千方白计维护 “谷物法’〔他们认为，

既然英囚能够自己生产粮食，那就根本不需要从国外进11,听

以，反对在谷物卜自山贸易

    这时，刊k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找到爷物白由贸易的理论依

据 李嘉[4l适时而应，他认为，英国不仅要从外国进口粮食，而

日要大址进[1，囚为英国在纺织品牛产」_所占的优势比在粮食牛

广卜的优势要大，故英国应放弃粮食生户。专门发展纺织.异.生

产 为此，李嘉[yl提出了比较成木说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在亚当·斯密绝对成本差异基础 卜发

展起来的 斯密认为国际分 「应按由地域、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

的商品成本绝对r异而分工，即一个国家输出的}颇 W，一定是生产

{终有绝对优势、生产成本绝对低J一他国的1如W' 李嘉图发展f

这个观点 认为协个国家小一定生产各种I俪II I ,而应集中力量生

产那此利益较大、风险较少的商品.然后通过对外贸易交换，在
资本和劳功不变的清况下，使生产总是增加。如此形成的国际分

  1对贸易各国都有利

    李嘉图在阐述比较成本说时，采用J由个人推及国家的方

法〔，他举例说:如果两个人都可以制造羚和帽，其中一个人在两
种4R1V r都比另一个强_Or.不过制造帽时只强 115或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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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制造鞋时则强1 /3或33%，那么这个较强的人专门制鞋，而

那个较差的人专门制帽，它不是对1双方都有利么?李嘉图认
为，国家问也应按此原则进行分上。他以英国和葡萄牙均生产毛

呢和酒为例说明:英国的情形可能是生产毛呢需要100人一年的

劳动，而如果要酿造葡萄酒则需要120人劳动同样长的时间。因

此英国采取对自己有利的办法是输出毛呢以输人u萄酒。而葡萄

牙生产葡萄酒叮能只需要80人劳动一年，而生产毛呢却需要90

人劳动一年，囚此，对葡萄牙来说，输出葡萄酒以交换毛呢是有

利的 虽然葡萄牙能够以9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但它宁叮从

个需要100人的劳动生产毛呢的国家输人 因为对葡萄才来说，

与其用种葡萄的一部分资本去织造毛呢，还不如用资本来生产葡

萄酒，囚为由此可以从英国换得更多的毛呢〔

    按李嘉图的匕述含意ul列出衷1

表 1  分工产生的利益

英。 一 葡萄牙 合计

毛 昵
可
分
土 100)}Yir>I11'11'州90 h *i Zt 1年    l" I   2  .Of.

120 A 4JJ I T'甲。人分劝141产’一:、
妙1J ，毕位 一
220人劳动1年生广

22单位

(220+100)

2.2 不11

170人劳动】年生产

2.125单位

门70+80)

Its单七

从表1司知，葡萄才生产酒和毛呢各一个单位所需要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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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均少于英国，但酒少30人，而毛呢仅少10人。因此 英囚生

产毛呢和酒所需的芳动力都多于葡萄牙即处1不利地位。担毛呢

的不利程度较酒的不利程度为小 故英国专门牛产毛呢，以其出

门换取酒的进日仍属有利.，故李氏学说的核心是 ‘.两利取重，两

害取轻 按此原则分工，则可发挥两m长处，增加产品数量〔〕
从表1!J知.分工后两国所费劳动人数较分上前并未增加，但酒

从2单位增加到2.125单位，增加了。125单位;而毛呢从2单

位增加到2.2单位.增加丁0.2单位。葡英两国进行交换，均有
利可图

    李嘉图认为，在资本与劳动力在国际IN不能自由移动 卜，按

照比较成本说的原则进行国际分!_.可使劳动配置合理.增加生

产总量，对贸易各国均有利。但其前提是完全的自由贸易

    李A图的比较成本说更新了国际贸易理沦中的狭Ida观念，拓

宽了这一领域的研究视野。为自由贸易政策提供厂强有力的理论

根据，利学地揭示厂国际经济领域中扬长iff短的基本原则和 “两

优相较择其重 iii劣相较取其轻”的比较利益法则，从fl在理论

卜说明厂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应该怎样参与囚际分1， 把各

种生产要素投放A能够取得较多经济效益的牛产部门，以促进社

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它所显示的优美逻m和撇开生产的社会

性，仅仅致力于牛产物质性研究的方法。一直被视作实证经济学

的典范。但在一片赞扬声中，它的1弓t:主要缺陷被掩盖1:

    第 .将两国间A然条件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作为既定不变

的前提，同时为保证这 前提.假定资本与劳动力在国I帚司不能

自由流动，这就使比较成本说成为 种静态分析，不能说明在技

术进步的条件下，在各国劳动生产率不断变化、资本和劳动力在

国际间愈来愈白由流动的隋况下，比较利益如何保持和休现的问
题

      第一  ti1G当  "IIF密itI-}A Ath木   i#i -#u. +% I'If'I4P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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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小见人”，抽象r国际分上和囚际贸易过程中国际关系的因素

仿佛只要顺应 “自然的优势，，，一切就都是和潜的 事实仁，人

与人之问、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都会严重影响国际间的分

下和贸易。向且，即使是发挥 ‘自然优势，·的牛产，在不合理的

国际经济秩序1'，也小见得 定有利1所有生产困，情况有可能

恰ru相反，当时殆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K景就是如此〔

    第二，这 学说用1静态分析法，只强调眼前利益.忽视了

长期的经济发展利益 只强调商品进出口的微观效益，忽视r国

民经济的宏观效益 因而这 学说带有片fll性，甚至会导致片面

不合理的国际分 1， 使落后国家长期依附工发达的土业国家

    第四，李嘉图非历史的、超阶级的观点，掩盖r资本主义国

际分L_的阶级实质以及生产社会化、国际化趋势同资本土义私有
制之间的内在矛盾，因而包含着庸俗的成分，美化了当时以英帝

国主义为中心的国际分工一国际贸易休系_

    因此，对于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既要肯定和吸收其合理的

科学成分，有条件地利用它来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又要抛

弃其错误的和不科学的成分

    三、陶西格的贸易条件理论

    陶西格 (F. W. Taossig, 1859-1940)是19 Lfd末到201$

纪}半川的著名美国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曾任美国政府关

税委员会主席和美国经济季刊主编。其代表作 《冈际贸易论》是

世界卜第一本较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专著 该书综介r前人的主

要研究成果，并就贸易条件等问题提出r自己的独特见解

    陶西格把互相交换的商nII的最的关系，如美国10码麻布交

换德国14磅铜的关系，称之为物物贸易条件.，他将物物贸易条

件分为两种贸易条件: 种是总物物贸易条件，这是指进出口货

物的总毋:另一种是纯物物留易条件.该 1F'指15物与华物令掩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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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而为其他目的支J寸的货币，则才、11在内_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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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购叉

德国100万美元的铜而支付同值的麻布，又囚美国须付德国50
万美元的岁贡，且岁贡也是用麻布支付，于足100万关兀的铜与

150万关兀的麻布的交换条件.称为总物物贸易条件:100万美

元的铜与川0力美元的麻布的交换条什 (岁贡50万美儿小计在

内)，则称为纯物物贸易条件，这两种贸易条件有其币要性:关

1贸易的发生，则以纯贸易条件为决定的因素，而在讨论一国贸

易得和1时 则以总贸易条件为依据

    陶西格在考察贸易条件变功的时候仍引用进出日物价指数

他认为，根据进出11物价指数，.」以知道某年进出口物价较基础

为高还是为低 若进出口货币价值相等，则价格的变动即表小货

物数绒有变动:反之 若物价卜涨，定量的货币价值表小减少货
物的交易量11故在输出的货币价值等于输人货币价值的IPA定下，

进出!1物价的变动，即表不货物交易鼓的变动。物价的变动既能
表示交易量变动的方向，也能表小纯贸易条件的变化。若出日货

物价格 卜落 出II实物必定有所增加毒进「1物价巨涨时，则进口

实物址减少_

    陶西格还认为，在判断 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获利益时，须考
虑总贸易条件，而不能考虑纯贸幼条件。囚为在国际贸易的实际

过程中，一国的国际收支小止包括货物与劳务的支出，尚有其他

单边项目，因此会出现出超和入超 同时。还必须考虑货币经济

因素。他认为在货币经济中，所谓总贸易条件，就是输出的总货
币价信与输入的急货币价值的比例，但足必须用物价指数修正其

原来数字，以冲销山纯进出门物价变动而引起的变动 又由1现

代国家进出口的货币价值不相等，因此纯贸易条件是一种假定，
实际上遇到的只是总贸易条件 他还认为这种总贸易条件是叮以

计算出来的，进而可以计算纯贸易条件。陶西格在著作中计算f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贸易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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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淘西格看米，贸易条件的变动，还必须看击求的情况 名

美国对德国仃汗无偿支付定量的货币，贸易条件即变为对美国小

利。若德国的需求弹性小1 I.美国的需求弹性大十1，则贸易
条件对美国更为不利 若德国的击求弹性很大，则贸易条件对美

国不利的程度减低

    陶西格的贸易条件理沦，坚持以劳动价值论为寨础，在分析

贸易条件时，引人厂进出口物价指数和货币因索，对于分析一国

的出口企业的牛产与销售总劳动生产率以及其他国家某一指标的

相对变动情况有一定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陶西格在

讨论国际贸易利益时，用总贸易条件代替纯贸易条件，把 切出

超和人超同样看待，其研究方法有此不当_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德国囚偿付赔款而发生的出超，与美国因国外贷款发生的出超，

就小足一回事 囚对外贷款而发生的出超，就不能都认为足小利
的表现

    四、汉密尔顿的保护贸易理论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 (Alexander l lamiIion，约177-1804)

是关闰独，2运动时期的政治家，曾任第一届美国政府的财政部
民〔捉进关国丁业的发展，是其经济理论的主要目标

    占典经济学派的自由贸易理论，反映J英国1业资产阶级的

利益要求。当时，英国卜比发展居世界绝对领先的地位，其机器

大I_业户品的比较成本很低，可以在世界其他地方与当地以较低
劳功生产率生产出来的产品竞争 这种明显向国际d〕场扩张的理

论，遭到 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的反对。这些困家工作革命发

生较晚，新下业正在成长之中，比较利益优势还不明显。在这种

情况卜，如果听任英国产品在自山贸易的旗号下.片领本国市场.

必将导致新兴土业的天折，使本国经济难以发展，因此，这些国

家客观卜需要抵制自由贸易的 “人侵，。这种需要就反映在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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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流行 时的保护贸易理沦上 保护贸易理沦反映的足上业发

展比较晚的国家产业资木的利益要求。它主张利用国家力星来保

护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以促进本国经济的成长 18世纪

末到19世纪初，保护贸易理论在关国、德国等国比较流行，而
片成为制定外贸政策的理论依据

    汉密尔顿认为，政府不能对经济发展放任不管，必须采取积

极}颇的态度 汉密尔顿在国债、赋税制度和中央银行等方Ifll,

提出了 一系列的政策和建议，旨在强化国家经济职能，增强政府

实力。使之能够保护和促进美国一业的发展 在此基础之J，他
将国家的作用延伸到对外贸易领域，提出了以保护关税为核心的

保护贸易主张，以推进本国1_业的发展

    汉密尔顿认为。一个国家如果没有适当的下业基础，在经济

和政治上就不可能强大 由」英国大「业建N得较早，其产品比

美国新建1_厂生产的产品便宜，因而需要建立 种利用国家力量

保护美国「业的制度 他在著名的 《制造业报告》巾建议:国会

通过 项关税法令，用以保护美囚的新兴1_业;限制重要原材料

的出口:政府以贷款支持私营资本，提高其竞争力;用津贴奖励

必需的」_业;发放旨在促进下业成长的奖金:对极端必需的原料

免税;限制改良了的机器输出:等等 司见，汉密尔顿保护贸易

主张的!}的是为了发展美国制造业，其基本手段足国家千预，政

策思路是以一系列政府调节限制国际贸易中的Ifl场rl由调节。而

比，在理沦上，他指出r英国古典学派白由贸易理论的片面仕，

认为落后国家面对先进国家的个面优势，其比较利益是虚幻的，
是无法按照最终有利十本国的方式实现的，在此，他把发展水平

差异的因索，引入了国际贸易利益与政策的思考范围

    应该看到.被汉密尔顿作为保护贸易的理论基础的政府十

预，事实卜不可能是随心所欲的，它不可能取代经济规律成为决

定性力举门另 方面，保护贸易对本国工业的成长也是有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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弊，特别是从长远看，保护贸易不可能扶植起真止有竟争力的工

业

    五、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

    李斯特 (Friedrich List, 1789-1846)是德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德国保护关税政策的阶创者 他以独特的牛产力理论 作

为其保护贸易理论的基础 英国占典学派把交换价位的研究放在

十分重要的位置,李斯特则把生产力研究放在首要地位。他关心
的首光不是价值、价值规律和利润.而是提高生产力。他认为.

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币要多少倍 它不但可以

使已有的和已经增加的财F.1获得保障，而目可以使已消失的财富

获得补偿

    根据这一生产力理论，李斯特卞张德国和其他一些经济落后
国家应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他指出:在自由竞争下一个无保护的

国家要想成为 个新兴的丁业闰已经没有可能11因为比较落后的

国家将香遍属服于土商业与海军强国的优势之 厂〔强大的英囚工

业资本已无须国家的扶持，而德闰的幼稚[业则箭要这种扶持
以便在国内和}II界巾场I:站稳脚跟，否则德国的工业必然为黄国

的廉价商品所摧毁。囚此，德国在国内允许自由竞争，而在对外

贸易中应实行保护主义

    他承认.在阳止英国廉价商品进日以后，德国国内的产品价

格将提高，因而在价值方面会有所损失，国民生产率会有所降

低 但是他认为，必须牺牲眼前利益.使将来的利益获得保障

保护关税如果使价值有所牺牲的话，它却使牛产力有了增长，足

以抵偿损失而有余。由此使国家小似在物质财窝的量上获得无限

增进，而且 旦发生战争，可以保存工业的独立地位

    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符合德闰工业资本积累的需要，囚而

存德国工业与经济发展过程!I了起过积极作用 而且，在理论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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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上，它对后世在国际贸易中落后国家如何保护自己的利益方

面，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从保护贸易理论与自由贸易理论的产牛与发展来看，任何国

际贸易理论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服从于 定的利益动机，因

而很难用一种抽象而永恒的标准来评判各自的优劣是非〔当然，

这并不是说，李斯特的保护贸易理论没有可以批评之处。事实

卜，该理论从其基础到论证的范围，都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

从渊源七说，他深受汉密尔顿的影响，也继承了一些不合理的东

西

第 几节  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一、赫克歇尔一俄林的生产要素察赋说

    伯尔蒂尔·俄林 任eel(孔阮，上899-1979)是瑞典著名经

济学家，斯德哥尔摩经济与企业管理学院教授，1977年诺贝尔

经济学奖获得者 其主要著作为 C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

(1933年)。正足通过该书，俄林创立了自已的贸易学说。他的

学说的建立被誉为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从占典和新古典发展到现代

的标志。他的理论模式称为牛产要素比例模式，与李嘉图的比较

成本说模式并列为国际贸易中两大基本模式，而他本人则为当代

资产阶纵国际贸易理论的开拓者之

    俄林的生产要素察赋说，实际 卜是继承其老师赫克歇尔

(E.F.1lecksher, 1879-1952)的观点〔〕赫克歇尔在解释李嘉图

比较成本说时指出，比较成本差异存在的前提条件是:①两个国

家存在不同的生产要素拥有量和分布量;②两个国家生产的不同
商品所使用的生产要素比例不一样〔、俄林是赫克歇尔在瑞典斯德



哥尔摩大学的研究生，他在阐迷生产要索比例理论时承袭了赫克

歇尔的主要观点。因此，俄林的生产要素察赋说又被国际贸易学

术界称为 “赫克歇尔一俄林模式
    生产要素桌赋是赫一俄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概念。所谓生产要

素票赋，指的是生产要素在一个地区中的供给状况r，俄林把生产

要素分为于大类:自然资源 (含土地)、资本和劳动。自然资源

又分为五小类:农业和林业用资源、渔业和狩猎用资源、矿产资
源、水力发电用资源以及运输用资源。资本分为两小类:短期资

木和长期资本，或安全资本和风险资本。劳动又分为:不熟练
厂I、熟练工和技术「。他认为，即使是同 一类劳动或同一类自然

资源，在不同地区由于素质上的差异，还可以进一步分下去。这

样，如果把生产要素的类别分得越细，地区的范围也就可以划分

得越小。w此，俄林认为整个世界可划分为若干个 ‘大地区”和

“次地区”，还可逐级划分下去，而划分的标准始终是生产耍素S

赋。比如，如果将整个东南亚视为一个劳动力生产要素票赋丰裕

的大地区，那么日本就可看作是这个大地区中技术劳动察赋丰裕

的次地区，而诸如韩国、菲律宾等则可看作是熟练劳动票赋丰裕

的小地区

    赫一俄模式的基本内容主要山两部分构成，前一部分是关于

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后一部分是关干国际贸易产生的结果

    俄林认为各国所生产的同样产品的价格绝对差是国际贸易的

直接原因，即国际贸易的产生是由于价格的差异 在许多情况

「，一国能够生产出与进日商品质量同样的商品，但必须支付高

昂的代价，结果该国就会放弃生产而从他国进口。俄林进而认

为，同样的商品在不同国家会有不同的价格，这是因为不同国家

生产同一种i部",的成本存在绝对差异。造成商品成本绝对差异的

原因是因为同样的商品在各国具有不同的相对成本

    假设甲、乙两国有A, B两种商品，其成本如表2



土笙Q 明

表 2 两种商品成本表

30I 3.00一
u

A商品(兀)

B商品 (兀)

    在第 !种情况下，A,R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在甲国为1:2

在乙国为3二1，这里相对成本不同，将发生贸易。在第It种情况
下，A,13两种商品的成本比例在甲国为1:2，在乙国为3:6(

12)，这里相对成本相同，这时只能发生祈时贸易。因为这时

A、B两种商品都单向地从甲国流向乙国，乙国外贸人超，引起
甲、乙两闪的货币汇率调整。当甲与乙的货币汇率变为1:3时，

按甲国货币计算 (或按乙国货币计算)的甲国两种商品的单位成

本就会完全等于乙国的单位成本，结果贸易关系停止

    那么，商品的相对成本差异又是由什么引起的，俄林认为，

这是由于各国的牛产要素具有不同的相对价格，而生产耍素的相

对价格不同，又由生产要素票赋的不同所引起。甲国如果劳动资

源丰裕，资本资源稀缺，劳动要素的价格在甲国就会相对便宜，
资本要素的价格则相对昂贵 相反，如果乙国的劳动要素稀缺.

资本要素丰裕，乙国的劳动价格就会相对昂贵，而资本要素的价

格则相对便宜 这样，根据不同商品其有不同的要素密集性质的

观点，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成本在甲国就会相对低廉，而在乙国相

对昂贵;资本密集型商品的成本在甲国则相对吊贵，在乙国相对

低廉。结果甲国就会向乙国出口劳动密集烈商品，而乙国则向甲
国出日资本密集型商品。就这样，商品价格差异— 生产成本差

异— 生产要素价格差异— 生产要素察赋差异.这些因素环环

相扣、互为因果，生产要素察赋差异则处于最重要的地位，由此

导致国际贸易的发了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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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贸易发生以后其结果又会怎样呢?赫一俄论认为，国际

贸易使各种生产要素价格在国际间趋厂一致。这就是赫克歇尔一

俄林定理，又由于萨缨尔逊对赫一俄理论进一步推论也得出同样

命题，囚此又称为赫一俄一萨 (H一() S)定理，即生产要素价

格均等化定理。俄林认为，由于生产要素在国际上不能自由移

动，而生产要索桌赋的差异在各国又很大，造成r生产要素价格

在各国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得到缓和 仍以
卜例为例，甲国劳动相对丰富，生产劳动密集型商品即A商品，

乙国资本相对丰富，生产资本密集型商品即B商品。两国进行
贸易后，甲国A商品出日到乙国，乙国B商品出口到甲国 两

国贸易的扩大将会使各自的生产要素察赋发牛变化 甲国A商

品出门，使国内对劳动需求增加，劳动资源由原来的丰裕变为稀

缺，劳动要素价格上升;甲国R商品进LI则会使国内对资本需

求缓和，资本资源由原来的稀缺变为丰裕，资本要素价格下降
乙国”商品出口，使国内对资本篇求增加，资本资源由原来的

丰裕变为稀缺，资本要素价格上升;乙国A商品进口则会使国
内对劳动需求缓和，劳动资源由原来的稀缺变为丰裕，劳动要素

价格下降。这样，赫克歇尔和俄林都认为国际贸易使生产要素的

国际价格趋于相等，并认为要素价格均等化是一种趋势，这对贸

易各方和全世界都有好处。萨缨尔逊也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国

际要素价格均等化是必然的。

    赫克歇尔一俄林的要素票赋理论既有其明显的独到之处及合

理性，也有很明显的缺陷〔〕

    第一，在客观上俄林坚侍了比较成本说的基本思想 虽然俄

林为了反对劳动价位论，用各种生产要素的货币价格来计算而品

成本。但是他认为相对成本差异决定绝对成本差异，并主张根据

生产要素m赋和商品要素密集性在各国进行专业分工，以此提高

各国的劳动牛产率，使各国通过贸易相互得到利益。这些都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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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比较成本说的基本思想〕

    第二，俄林首次将产业区位论结合J一国际贸易理论，不仅比

较细致地分析了影响国际分工的许多币要因素，并且强调了生产

力合理布局的重要性 只有在包括运输成本在内的生产成本最低

的地点设置产业基地，才能使经济效益最优化

    第，。俄林国际贸易学说是一种主张自由贸易的学说。这对

于反对贸易保护主义。促进国际分上和合作的进 步发展，以及

通过分工和贸易使经济得到增长都起到r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这
个意义说，他的学说在当代国际贸易中仍然具有一定现实意义

    第四，俄林理沦中的缺陷也是卜分明显的。与比较成本说一

样，这一理论是建1L在一系列假定条件基础之 L的，如自由贸

易、完全竟争、两国的技术水平相同、生产要素在国内能自由流

动I(Il在国际间不能流动、同种生产要素具有同样的劳动生产率等
等，这些假定与现实都有一定距离，这影响到其对现实的国际贸

易现象和问题的解释力_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两点: 一个足关于国

际贸易结果的矛盾。俄林认为，“区域贸易的后果是生产要素的

价格趋于均等化”。，这一结论与俄林的理论有着明显的逻辑矛

盾。因为俄林理论的立足点，是生产要素桌赋不同引起生产要素

价格差异进而导致牛产成本不同乃至商品价格差异，正是由于价

格差异，国际贸易才得以发生 现在，贸易的结果却是价格均

等，既然如此，如何of发生贸易呢?于是贸易的结果倒叮能是消

除贸易了。另一个是其他验证所发现的矛)II.霍德 (11,1d)在

1967年2月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题为 蛋对赫一俄模式的-
个经验性验证》的论文、考察r美国与英国之间贸易流向的商品

结构，指出美英两国相互间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这与赫一俄
模式的一般结论又不相符。最重要的矛盾草讨干薯名的 11 IE昂惕

俄林:老地区间R易和国际贸易》.筑3口ui. 0务印朽馆l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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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里昂惕夫之谜”

    里昂惕夫 (W.W. Lcwntief, 1906-?)是出生在俄国的当

代著名美国经济学家，投人产出经济学的创始人、1973年诺贝

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其代表作是《投人产出经济学》。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国际贸易迅速发展，贸易结构和地区分布等发生f很

大变化，传统的国际贸易学说、俄林的生产要素票赋说和其他的

一些国际贸易理论都无法解释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一些新现象，结

果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对已有学说的怀疑。“里昂惕夫之谜”就是
里昂惕夫根据俄林学说对美国相关经济行业进出口贸易进行验证

而产牛出来的。

    根据俄林的生产耍索察赋说，各国都应该根据本国丰裕生产

要素的优垮，生产密集型出口产品，进日那些本国较缺乏的生产

要素的产品，根据比较利益进行交换，贸易双方国家都会相互有

利 里昂惕大根据赫一俄模式理论，收集r1947年美国200种
产业部门中有关出口价值100万美元以上的出口产NV,与同期进

口商品相比较，研究有关资本与劳动两种生产要素的比率后，发

现美国进LI商品偏重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而美国出LI产品却偏重

于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与赫一俄理论的结论相反，引起了西方学

术界很大的震动及其研究兴趣〔〕里昂惕夫的调查数字见表3

表 3
美国价值100万美元以上的出口商品与进口

替代商品所需用的资本与劳动力数额 (1947)
单了命:美元

3"i %91b ('fnhm率)一一一
进口

170004

资本

资本/劳动 (并人每年)

  出口

182313

2550780

13.991

3091339

18.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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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结果表明，美国出日商品中含有较少的资本和较多的劳

动，进口替代商品中含有较多的资本和较少劳动。这与人们根据

赫一俄模式所一直广泛持有的看法即美国在生产那些需要较多资

本和较少劳动的商品方面占有比较优势，在生产那些需要较少资

本和较多劳动的商品方面处于劣势，因而应当主要出口资本密集

型商品，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的观念恰恰相反
    里昂惕夫根据L述数字，认为美国参加国际分工，是建命在

劳动密集型产品专业化的基础上的，美国这样做是为了通过对外

贸易来节约资本和安排剩余劳动力。这一结论显然与赫一俄模式

的理论不相符，因而提出疑问。这一问题被称为 “里昂惕大之

谜”，或称为 “里昂惕夫反论气

    里昂惕夫的发现对西方国际经济学术界震动不小。当时就有

人指责里昂惕失所用的1947年美国贸易结构数据不具有典秒胜，

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贸易模式很可能遭到企曲。于

是里昂惕夫又用1951年美国贸易商品结构的数据再次作了计算，
结论仍然相同。后来鲍德温 ( Baldwin)用1958年和1962年的

数据再作计算，结论与里昂惕夫的仍是一样，其他经济学者再检

验别国的贸易商品结构，不少人得到了与“里昂踢失之谜”同样
的结论 于是，这个 “谜”引起 厂西方国际经济学界的极大兴

趣。围绕这个 “谜”，他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三、由“里昂惕夫之谜”引发的学说

    西方经济学家对 “里昂惕夫之谜”进行了广泛探讨和深人研

究，提出了一系列学说，试图将谜解开。而围绕 “里昂惕夫之

谜”所进行的研究和解释又导致了战后初期国际贸易理论的发

展。有代表性的学说主要有以「几种:

    (一)熟练劳动说

    熟练劳劝说 (Skilled labor Thcnrv)又称劳动效率说.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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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称要素非同质说，最先由里昂惕夫自己提出，后来经美国经济

学家基辛 (1). H. Kccsing)加以发展。里昂惕夫认为，各国的劳
动生产率是不同的，1947年美国T-人的劳动效率大约是其他国

家的3倍，因此，在计算美国工人的人数时应将美国实际工人数

乘以3倍。这样在劳动以效率单位衡量的条件下，美国就成了劳

动力丰富而资本相对短缺的国家。但是，一些人认为里昂惕夫的

解释过于武断，一些研究表明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例如，美国经

济学家克雷宁 (Krelnin)经过验证，认为美qr人的效率和欧
洲工人相比最多高出12一1.5倍，因此，他的这个论断通常不

为人们所接受。后来，里昂惕失自己也否定了这种解释
    之后，美闰经济学家基辛对这个问题进 一步加以研究。他利

用美国1960年的人f7普在资料，将关国企业职工分为熟练和非

熟练劳功两大类。他还根据这两大分类对14个国家的进出I. I商

品结构进行了分析，得出了资本较丰富的国家倾向于出口熟练劳

动密集型产品，资本较缺乏的国家倾向于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

产品的结论。例如，在这14个国家的出门商品中，美国的熟练

劳动比重最高，非熟练劳动比重最低;印度的熟练劳功比重最

低，非熟练劳动比重最高。在进日商品方面，正好相反。这表明

发达国家在生产含有较多熟练劳动的商品方面共有优势，而发展

中国家生产含有较少熟练劳动的商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因此，

劳动熟练程度的不同是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人力资本说

    人力资本说 (Human Capital Thc)ry)是美国经济学家凯南

(I'.B.K二二0等人提出的，用人力投资的差异来解释 “谜，’的
产生。他们认为，用在国际贸易商品生产中的资本，既包含有形

资本 (实际是物质资本)，也包含无形资本，即人力资本。所谓

人力资本，指的是用于职业教育、技术培训等方向的资本投人，
其作用是能使劳动力的技能得到提高，从而提高其劳动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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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正是由于投人了较多的人力资本而拥有更多的技术劳功力

因此，对于美国的生产投人一个羊位的劳动力，实际上还投人了

一定数量的人力资本，而在早昂惕大的绕日中却忽略了这至关重

要的一项〔

    凯南认为，在计算资本密集度时必须把美国熟练技术J人的

收人高出非熟练土人的收入部分子以资本化，将其视为 种物质

资本 (Phasical Capital).与有形的物质资本相加，然后作为资本

一劳动比率(K/1)的分子，这样就能把里昂惕夫反论颠倒过来
(“里吊惕夫之谜”就会消失) 因为美国的出日商品生产中含有

大星的技术劳功，而进口商品生产中却主要是非技术劳动，所

以，从广义资本意义上讲，美国仍然是出日资本密集W产品口

    (三)需求偏好说

    需求相似论(lR  ry of Demand Similarity)又称偏好相似论

川lorry of Preference Similarity)，是著名瑞典经济学家林德
(S. B. Binder)在1961年出版的《贸易与变化》一书中提出的
他 反传统的由供给方面寻找国际M易的根源而转从需求角度人

手来分析国际贸易的流向

    林德认为，不同国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需求偏好也不

相同。要索M赋论只适用于解释初级产品贸易，而制成品贸易则

需从需求方面大研究 一刻标间制成品贸易的发生，往往足先由国

内市场建立起牛产规模和竟争能力，而后丙拓展国外市场 因为

j商总是出于利润动机，首先为他所熟悉的本国市场生产新产

品，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国内市场有限时才开拓国外市场。因

此 两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越接近，人均国民收人越接近，需求偏

好越相似，相互而求就越大，贸易虽也就越大。相反。世界上囚

家问人均国民收入的参差不齐反而成了阻挡国际贸易的障碍 例

如，一国根据本囚国内需求月发生产出的产品，但由于别的国家

收人水平较低而对该广品缺乏箭求，或者由于别的国家收人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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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高而对此产品不屑 顾，彼此间的贸易自然无法进行。

    需求偏好相似论得出的结论是:工业制成品的贸易在具有相

同或相近发展水平的国家问更易于开展

    这一理论是战后解释上业国家间贸易的著名理论。与要素票

赋论、比较成本论等不同，它从需求角度解释国际贸易产生的原

因。

    (四)技术差距说

    技术差距论 (Technological Gap Theory)是由美国经济学家

波斯纳(M. A. Posner)于1961年在《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化》
文中提出来的

    技术差距论把国家间的贸易与技术差距的存在联系起来，认

为当 一国通过技术创新研究月‘发出新产品后，它可能凭借这种技

术差距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向其他国家出口这种新产品，这种技术

差趴将持续到外国通过进口此新产品或技术合作等方式逐渐掌握

了该先进技术，能够模仿生产从而减少进川后才逐步消失 而创

新国由技术优势所获取的毕断利润的消失促使其不断地改进技

术、工艺，开发出新产品，创造出新一轮的技术差距。这种技术

差距表现为拥有新技术的国家能在一段时间垄断出口，这个时问
段称为 “仿效差即",即新技术被外国仿效的时间。一种新产品

出现后到被外国消费者所接受，也会有一段时间间隔，这叫做

“需求差距，，，从新产品进口到本国开始模仿生产，又有 段时间
问隔,称为 “反应差距”。这两个差距之间的时间差异，决定了

国际贸易利益。箭求差距越短，反应差距越长，技术创新国获得

的贸易利益就越大;反之，贸易利益就小，由此可见.技术差距
也是导致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甚至出口垄断优势的原因 需求差

距和反应差距的长短主要取决丁规模利益、关税、运输费用、国

外市场容W和居民收入水平等因素。如果进n国的关税及运输成

本较低，国内市场容量较小，居民收人水平较低.反应差距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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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技术创新国的优势就能维持较久

    技术差距论证明:即使在要素票赋和需求偏好相似的国家

间，技术领先也会形成比较优势，从而产生国际贸易。这也较好

地解释了实践，{，常见的技术先进国与落后国之间技术密集型产讯

的贸易周期。但它只解释了技术差距会随时rti,推移{(U 失，井末

解释其产生和消失的原因，因而该理论还需进一步发展

    (五)产品生命周期说

    产品牛命周期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费农教授受林德的启

发，于 1966年在 《产品周期中的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 文中

提出的。后经威尔斯 (L. T. W eu$)等人不断子以发展和完善

    费农注重强调技术革新的时机及规模经济效益，而不是比较

利益_从这 一角度出发，费农把由于新技术生产的产品生命周期

分为二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新牛期，是新产品的发明和研制阶段 此时期需

要大星开发费用及技术 所以，新产品的发明大多是拥有丰富物

质和人力资本的发达国家

    第一阶段为成长期。随着新产品的)}发和牛产，生产技术逐

渐扩散，吸引了大星国外消费省，从1门为一些发达国家厂商提供

r生产这种产品的前提条件〔这时候，如何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和

销售技巧则成为能否产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条件。这一时期，尽管

国外也有生产 但相对I{fJ言.规模较小，而开发国rh i市场广

阔、规模经济致使成本低.仍然有很强的竞f}力和比较优势。因

此，这 阶段应注意用低成本的产品少{拓更多市场

    第二阶段为成热期。在这一阶段.生产技术已经成熟，生产

已达到适当规校 国外也因实现丁规模经济而使产.钾成本下降，

并彼此展开竞争，逐渐使原新产品厂商失去技术优势。由于此阶

段是以低L资Mir熟练劳动为比较优势的重要条件，因此，这种
新产品的生产转移到具有一定土业化基础的发展中国家，而原发



明厂商义开始了另 种新产品的研制和生j业。可见，费农强调的

是技术、产品规模的动态变化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

    1968年威尔斯在《国际贸易中有一个产品牛命周期》一文

中，以美国为例，将产品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创新国新产品出日垄断时期〔创新国一般是最发

达的1_业国，比如说关国。由于有较多的科研与发展费用的投

人，又有较高的收人支持的市场，因此能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当

这种新产品试制成功并生产出来以后，创新囚 (美国)享有了出

口垄断优势。由于新产品的设计和设计的改进要求靠近市场和供

应者，因此新产品必然在创新国本土产生。这时成本问题对于厂

商来说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没有其他的竞争者。新产品一旦制造
出来，创新国厂商就垄断了这种产品的世界市场。

    第二阶段为外国牛产者模仿生产时期。创新国新产品在国外

打开销路，扩大市场以后，吸引了其他发达国家或次发达国家的

大量消费者，潜在的市场为这些国家的厂商提供了开始牛产这种

产品的前提条件。它们不需要像创新国进口货那样支付国际间的

运费和缴纳关税，也不需要像创新国那样花费大星的科技研发费
用，在这此方面的成本显然要比创新国厂商的低 因此，它们的

产品价格极有可能比创新国进口货的价格便宜

    第三阶段是国外生产者大量增多，参与出口市场的竞争时
期。由于实现r规模经济，成本降低，从而在与美国产品的竞争

中逐渐占优势，出口大虽增加，致使原创新国— 美国的出日不

断下降，但国内市场因为关税的保护作用，仍然被美国厂商所垄

断

    第四阶段是外国生产者的产品开始进入美国市场，使美国由

出口国变为进口国，使美国的出F]减少到儿乎没有的程度。至

此，这种产品的周期在创新国 (美国)的生命周期便告结束。这

种产品周期虽然在美国结束了，但在开始生产该产品的国家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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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并可能处于第二或第，阶段L。止是由J这种技术的传递

和扩散，使各国处于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也随之变化，例如，新技术新产品的创新首先在美国出现，后传
递到西欧发达国家，再扩散到世界其他国家如发展中国家 这种

新技术和新产品的转移、扩散像波浪 一样.不断地向前传递和推

进

    (六)原料周期说

    第二次t止界大战后，合成代用品不断涌现，原料y易的流向

受到了经济学家们 的关 注 1978年，经 济学家梅 旨

(S. P. May日和罗宾 (N . L. Robin)提出了原料周期说

    梅旨和罗宾根据一些初级原料发展的历史，将初级原料产品

周期划分为只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派生需求繁荣”阶段;第二

阶段为 “供应和需求来源替代”阶段;第三阶段为“合成代用品
和域研究与开发的介人，，阶段〔在第一阶段，工业生产的发展

使对原料的派生需求急剧增加，价格急剧卜涨。在第二阶段，由

于初级原料供应来源的增多和使用相对便宜的产品，初级原料价

格上升势头减弱甚或价格下降。在第三阶段，研究开发的介人，

新的合成代用品的形成或节约使用原料的科学方法的发现，将初

级原料推向生命末期

    在原料产品周期的不同阶段，各类国家在原料的国际贸易中

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在原料周期的旱期，发展中国家凭借其白

然资源优势，在原料的国际贸易中占据 }分重要的地位，是原料

产品的主要出川国。但随着发达国家以先进技术生产合成代用

品，使该项初级原料进人后期阶段，发展中国家在该原料贸易中

的优势丧失，而发达国家在该原料的合成原料贸易中占据优势，

自们不仪减少r初级原料的进!丁，而甘)}始出日合成原料

    近百年来，世界主要原料贸易的发展基木上都经历厂上述演
变过程。以橡胶为例，第一阶段 (1885-1910年)，汽车丁作发



脚淤1KTM�Fite

展使大然橡胶价格在 1900-1910年的if)年间上升f 78%，巴

西和一些非洲国家供应的橡胶占世界市场橡胶供给量的61%0

第_阶段 (1910-1940年)，传统的供应者逐渐丧失控制世界橡

胶市场的能力，到了1930年，后起的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和印

度尼西亚控制了世界橡胶市场的92%。这时期天然橡胶消费星

增加了10倍，价格却逐渐 卜降。第一阶段 (1940年后) 人工

合成橡胶出现并很快料代了犬然橡胶，1940年合成橡胶仅 片世

界橡胶消费量的20%，到1962年达50%, 1970午已超过70%
    “里昂惕夫之谜”是西力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界碑。里昂'4

火对赫一俄原理的验证在国}Y经济学领域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

他本人的项料。他的验证结果表明了传统贸易理论与国际贸易实

践的背离，推动了国际贸易理论在战后的迅速发展。‘里昂惕大

之谜”是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史卜的重大转折点

    纵览 “里吊惕夫之谜”及由此发牛的理论演变，我们ul以看
到，首先，‘里昂踢夫之谜”虽然揭示出r赫一俄模式中最大的

内在矛盾，但它本身据以分析的理论基础，又完个足赫一俄模式

的原理，即仅从一国本身要索票赋的多寡来断定该国的相对优势

与相对劣势所在。其次，这此解 “谜，，的学者，虽然都术能对现

代国际经济关系作出令人人都满意的解释，大多限于对具体影响
贸易模式因素的罗列，但他们的具休分析中却有本少合理及启迪

人之处，即他们的论述从另一角度揭示厂随着国际商品交换的发

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影响贸易分 一格局的具体囚素将越来越

多。囚此对国际经济关系的理论分析标准也应该适应现代国际经

济关系的现实，站在科学的理论角度上进行深入考察和研究，月

恰如其分地阐明当今的国际经济关系

    四、普莱维什的中心一外围说

    片尔·普T yfi什 〔Ralll Preh}.,cl.1901-1986),当代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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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阿根廷经济学家，第一届 “第三世界基金奖”获得者，曾任

阿根廷政府财政部长、农业财政问题顾问、中央银行总裁和联

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执行书记、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等

职。其主要著作及论文有 《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

黝  I(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政策》、《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

等，其中《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被誉为 “拉美
经委会宣言气

    普莱维什的中心一外围说的产牛是与战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

的变化密切相关的。战后，在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推动下，

一大批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在政治上赢得了独立 为了巩固这

种独立，它们迫切要求大力发展民族经济，实行经济自主。然

而，旧的国际经济秩序严重地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普

莱维什为此提出了中心一外围说。

    古典学派等研究国际贸易把世界当作一个整体来看，李斯特

则强调国家的重要性，普莱维什的看法与他们小一样.」他以为，

世界分为两大体系:中心休系和外围体系。中心体系由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构成，外围体系由发展中国家构成。他提出，中心和外

围是两个技术结构极其不同的体系。中心是技术的创新者和传播

者，外围则足技术的模仿者和接受者;中心能独立自主地发展自

己的经济，外围则由于受中心控制，只能顺应中心的经济发展而

发展;，卜心处十主宰地位，外围则处于依附地位;中心生产和出

口制成品，进门原料、燃料和农广一品等初级产品，外围则生产和

出口原料等初级产品，进日制成品;中心国家uJ享受技术进步的

个部成果，外围小仅得不到中心的技术进步成果，反而连自己的

技术进步成果也几乎被中心掠夺殆尽 中心实行霸权主义政策，

小但拒绝改变其本身及其与外ffl的关系现状，而且反对外川内部

改变现状，外围则迫切要求废除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国

际经济秩序，不日它们的这种要求受到中心霸权的严重压制。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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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心体系是卞宰，外围体系是附庸，在这样一种极不对称、

极不浩调的世界经济结构中，自由贸易理论所鼓吹的种种好处在

中心和外围之问根本是不可能公平分配的

    普莱维科研究1-1876年到1938年间英国的进出I-1商品情

况，认为英国进口的是初级产品，出!1则是制成品。进出口价

格比例下降表明同量的制成品司以交换到更多的初级产.IPa即
贸易条件对初级产品出!」国和制成品进[IJ国— 发展中国家更

不利。这就是说，在中心与外围的贸易交往中，贸易条件越来

越有利 十中心，越来越不利于外围，这就是著名的 “普莱维什

命题，’

    究竟是引么原因使得外围国家贸易条件恶化呢?他认为有_

个原因_首先是技术进步利益分配不均 其次是进口品的收人需

求弹胜不同;最后是经济周期的影响。中心国家不断发生周期比

经济波动 当经济高涨时、初级产品和制成品的价格都会仁涨;

但当经济衰退时，山f制成品市场具有G断t质，其价格下跌幅
度就小于初级产品

    基十卜述理由，普莱维什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一国际分下

理论虽然从逻辑卜说是正确的，但其前提条件与实际不相吻合，

因I(ii只能适用于，卜合国家之间，不能适用1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
之问。因此。根据传统理论建立起来的国际贸易和国际分1-1格

局是不合理的 这个格局必须被打破

    要打破这种格局。件莱维什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共 一，

外困国家必须实行 助眼化，独立自主地发展自已的民族经济。但

是，在生产成本大大尚 1一中心的情况下，如何来发展工业呢?在

他看来，首先要发展打大初级产品的出口〔，若这种出口打大引起

价格下跌，其损失超过国I勺1_业牛产成本而造成收人损失，则应

选择进日替代r.4k。这样可以v免把多余的牛产资源配置到初级
产品牛产，并将其转向T dk'I ,.从1fll抵消了贾易条件AL化的档



{”四章-明

势 沁其二，主张中心应对其贸易政策作出重大改革，强调开明

的金融和技术资源结构的必要性，并以为保护卞义的合理化是发

展中国家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第一，加强计划化。他认为之所

以要这样做，一方面是工业化引起的结构变化的要求，政府为了

保证在上业、农业和其他部I] IIlJ取得合理的关系，就要计划化;

ii一方曲，通过适当的刺激和政府措施可以)III快国内资本积累的

速度。此外，计划化还有助于取得国际财源，汗认为计划化和市

场以及私人的主动性足可以共存的

    五、超保护贸易论

    超保护贸易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_次世界大战之间盛

行。第 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际经济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其

中，最值得重视的是美国取代英国，成为III界最大的债权国家「〕

但美国不但未放宽其传统的保护贸易措施，反而加强f实施。英

国在国际经济巨大变动中.实施自由贸易政策，遭受很大的困

难，最终不得不放弃自由贸易，转而实行超保护贸易政策〔

    在超保护贸易论的发展中.各国经济学者提出了各种支持超

保护贸易政策的理论根锯1，其中有重大影响的是凯恩斯主义的国

际贸易理论。凯恩斯 (1883-1946),英N经济学家，是凯恩斯

卞义的创始人。他在英国政府历任经济方面的积务，一生著述很

多，其代表作是1936年发表的 咬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尽管凯恩斯卞义没有 套完整的国际贸易 ‘理沦，，凯思斯

本人也没有一本个面地系统地论述国际贸易的专门著作，但是其

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观点和论述却对国际贸易政策，龙其是对超
保护贸易论提供r重要的理论依据 也被称为 ‘新重商主义”〔〕

  T 参见杰拉尔德 迈那 达德利 四尔斯编的 短发展经济学先w 1,第   141 T%

圣济科学出版利 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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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各国相继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的情况下，凯恩斯的学说企图

为 “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超保护贸易政策提供 “理论”依
据

    凯恩斯主义主张贸易顺差，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已不适

用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对古典学派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批评

与修正。认为:首先，古典学派贸易理论的前提条件中 “充分就

业”实际L足不存在的，现实社会存在大量失业现象。所以，古

典学派贸易理论不适用于当代资木主义。如果本国的就业水平很

高，则 “进n是由出口来偿付的”这一简单沦证是止确的;但恰

恰相反，现在资本主义就业水平低，有大量失业。其次，占典学

派自由贸易理论只用 “国际收支自动调节说”来说明贸易顺、逆
差最终均衡的过程，忽略了在调节过程中对一国国民收人和就业

所引起的影响，他们认为应当仔细分析贸易顺差与逆差对国民收
人和就业的作用。凯恩斯认为，贸易顺差能增加国民收人，扩大

就业，而贸易逆差则会减少国民收人，加甫失业〔关干国际贸易

中，贸易顺、逆差与国内经济盛衰的关系，凯恩斯曾作过说明:

总投资包括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国内投资额由 “资本边际效

率”和 “利息率”决定，对外投资量由贸易顺差大小决定。贸易
顺差义为一国带来资金，可以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息率，刺激

物价卜涨，扩大投资。这有利于国内危机的缓和与扩大就业量

他认为，高的投资率可以保持国内就业，那种投资可以是国内投
资，也司以是国外投资。当时的国外投资率决定干出卜!与进日的

差额，即是由有利的差额的大小来决定的。无沦是出「i增加的形

式或人口减小的形式，有利的差额会增加就业和国内投资会增加

扰业 样。而贸易逆差会造成资金外流，使物价下降，招致国内

经济趋于萧条，增加失业人数，没有好处。他甚至认为，贸易若

为逆差，则of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哀颓

    凶此，凯恩斯主义赞成贸易顺差，反对贸幼逆差。贸易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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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提高国内的有效需求，缓和危机和增加就业。极力提倡国家下

预对外贸易活动，运用各种保护措施，扩大出「‘，减少进日，以

争取贸易顺差
    对外贸易乘数理论是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在对外贸易中的应

用

    根据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计算，他们认为贸易顺差越大，则

本国国民收人的增加越大，解决失业和危机问题的作用越大。一

个国家通过贸易顺差所得到的好处与贸易顺差星成正比，所以，

  一个国家越是扩大出川，越是限制进!!，对本国的好处越大 由

此出发。凯恩斯主义大力鼓吹 “奖出限人’的贸易政策，为超保

护贸易政策提供理论根据

    与以前的保护贸易论相比，超保护贸易论有以下特点:①保
护的对象扩大。超保护贸易政策不但保护幼稚工业，而且更多地

保护国内两度发展或出现衰退的垄断工业〔，②保护的目的发生变

化，超保护贸易论的日的不再是培养白由竞争的能力，而是巩固

和加强对国内外市场的垄断。③保护转人进攻性。以前贸易保护

主义足防御性地限制进口。超保护贸易卞义要在垄断国内市场的

基础 巨对国内外市场实行进攻性的扩张.、毖保护的阶级利益从一

般的工业资产阶级利益转向保护大华断资产阶级的利益。③保护

的措施多样化。保护的措施不仅有关税和贸易条约，还有其他各

种各样的 “奖出限人”的措施，实行 ‘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制

度。⑥组成货币集团，划分世界市场 1931年t国放弃了金本

位制.引起1统 的叫界货币体系的瓦解，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各

自组成排他性的相互对立的货币集团 1931年以后，世界的货

币集团计有英镑集团、美元集团、金集团及以后的法郎集团、德

国双边清算集团及I元集团，等等。在各个货币集团内部，各国

彼此问的汇率保持积定，分别以英镑、关兀、法郎、马克等作为
各自的卞v外汇储备和主要的国际支付手段〔，这样就使各个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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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达国家在各自的金融势力范围内，能够排挤其他国家，并

加强自己与集团内部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 其后果是超保护贸易

主义盛行，世界经济秩序混乱。世界贸易规模不断缩小

第四节  新国际贸易理论

    一、产业内贸易理论

    产业内贸易理论 (Intra-industry Trade, Thmry)是20世纪
60年代以来在西方国际贸易理论，1，产牛和发展起来的 一种解释

国际贸易分土格局的理论。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格ft

贝尔 (Herbert G. Gnibel )  和劳尔德 ( P.7. ,,o ld)及格雷

(Gray),戴维斯 (Devies)、克鲁格曼、兰卡斯特 (( Lancaster)等
人

    他们认为，当代国际贸易从产品内容上看，大致可分为两种

基本类刑:一种是产业问贸易 (Inter-industry Trade)，也称部门
间贸易，即一国出口和进口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生产的商品;另一

种是产业内贸易 (Infra-industry Trad的，也称部门内贸易，即一

国既出口同时又进门某种或某些同类产品，或者说，贸易双方交

换的是同一产业所生产的产品，例如，美国、日本和 些西欧国

家相互之问输出汽车、电脑、饮料和食品等。同类产品指的是那

些消费时可互扣替代的产品，它又有同质和异质之分11同质产品

指的是能够完个互相替代的产品，异质产品指的是j、能完全互相

替代的产品〔〕

    国家问要素票赋的差牙以及比较成本的差异是产业间贸易发

生的基础和原因。国家问的要素察赋差异愈大，产业间贸易量便

愈大。这是传统的贸易理论对产业1司贸易的解释。国际贸易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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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贸易现象显然不能用传统的贸易理论来解释，因为传统贸
易理论有两个重要假定:一是N定牛产各种产品需要不同密度的

牛产要京.而各国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察赋是不同的，因此，贸易

结构、流向和比较优势是由各国不同的要素泉赋来决定的;二是

假定市场竞争是完全的，在 个特定产业内的企业.生产同样的

产品，拥有相似的生产条件〔，而这些假定与现实相差甚远。产业

内贸易形成和发展的原因及主要制约因素比较复杂，大体 卜有以

下几点:

    第一，{司类产品的异质性足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基础。他们

认为，从实物形态 巨，同类产钻可以由于质量、性能、规格、

商标、牌号、款式、包装装渡等方t;的差异而被视为异质产

品，即使实物形态相同，也可由于信贷条件、交货时间、售后
服务和厂告宣传等方面的差异而被视为异质产品。这种同类的

异质性产品可以满足不同消费心理、消费欲w和消费层次消费

者的需要，从而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产业内贸易的发生与

发展

    第二，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递增与不完个竞争是产业内贸易
的重要成因。规模经济或规模报酬递增是指厂商进行大规模生

产，使成本降低，报酬递增〔对 厂商而言，规模经济有外部的
和内部的 前者不一定带来市场的不完个竞争，后者则将导致不

完全竞争，如垄断性竞争(Monopolistic Cornpeti Lion),寡.气
(Oligopoly)或独占(Monopoly)这是因为国际贸易开展后，厂
商面对广大的市场，生产规模可以扩大，规模经济使扩大生产规

模的厂商的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下降，生产相同产品而规模不变

的其他国内外厂商将因此被淘汰。因此，在存在规模经济的某一

产业部门内，各国将各自专于该产业部门的某些差异产.in的发

展，再相互交换，即开展产业内贸易，以满足彼此的多样化需
求。国家问的要素桌赋愈相似，愈可能生产更多相同类刑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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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u,因而它们之间的产业内贸易量将愈大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制约因素。他们

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产业部门内异质性产品的生产规模

也就越大，产业部门内部分工就越发达，从而形成异质性产品

的供给市场 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均收入水平也就越

高，较高人均收人层仁的消费者的需求会变得史加复杂、更加
多样化，呈现出对异质性产品的强烈需求，从而形成异质性产

品的需求市场，当两国之间人均收人水平趋于相等时，其需求
结构也趋于接近，产业内贸易发展倾向就越强。如前所述，发

达国家问产业结构相似，它们之问的分 1大多是产业部门内分

L。它们收人水平相近，消费结构大体相同，对对方产品形成

广泛的需求

    产业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中出现异质产品的买卖，并

不能否定传统的比较利益理论，即如果我们把异质产品的 “特

色”也看作是一种比较优势的话，比较利益原理便义能在产业内

异质产品的贸易方询运用自如了

    那么，对于同质产品的国际贸易又如何解释呢?该理论认
为:第一，许多同质产品如水泥、砖瓦等，单位价值很低，运输

费用对需求者来说是总成本1}’的较大部分 因此，有时本国有同

样的资源，但厂商却可能到邻近的或运输条件便利的国外去购

买。第二，供求的季节性和其他突变因素有时会使一些国家进口

那些在其他时间出曰的产品。比如，一些产品如新鲜的水果和蔬

菜等具有较强的季节性，各国生产季，l\的差异叮能导致一国对这

些产品叫而进口。时而出日一第三，由于信息、政策以及历史原
'TI障碍of致一些国家和地区月展大量转口贸易，其进出日商in势

必宙同

    以上_所列举的JL种论点表明，产业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源J

多方面因素，其中也不乏一些简单因素，诸如运输成本、季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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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国内价格扭曲等。但从经济学分析的角度来看，这些带有

特殊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尚不足以充分说明国际贸易中为什么会大

量存在产业内贸易这一现象的原因。相对而言，产品异质性、需

求偏好的相似性、规模经济、技术差距这些论点在对产业内贸易

产生原因的理论分析和阐述方面较为深人，且与产业内贸易实践

较为贴近。需要强调的是，要真止理解产业内贸易现象。还必须

将供求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加以系统分析 同时也要注意到，各国

企业的特定优势或产业竞争力对于产业内贸易的格局起着决定性

的作用。

    二、国家竞争优势论

    国家竞争优势论(The Theory of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是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波特 (.Michael R. Porter) 1990
年在 《NI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的〕

    迈克尔·波特以 《竞争战略》、《竞争优势》和 《国家竞争优

势》三本书震动了西方学术界和企业界。前两本书主要研究产业

竞争优势的创造，而 C国家竟争优势》则提出:一国兴衰的根本

在于能否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优势，而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

于国家是否有合适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

    波特在 (国家竞争优势》 一书中，把他的国内竞争优势理论

运用到国际竞争领域，提出了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波特研
究该理论的逻辑顺序是:国家竟争优势取决州齐业竞争优势，而

产业竞争优势又决定r企业竞争战略，他站在产业 (中观)层次

从下而上，即从企业 (微观)层面向上扩展到国家 (安观)层面

上。这是对国际贸易研究方法的一种扩展。囚为以往国际贸易理

论的在足点大多侧重于贸易话动，即从贸易研究人手，把产业研

究仅作为一个附属领域，而波特的研究视角则是从产业经济人

手，再去探讨它对企业乃至国家对外贸易的决定作用〔，据此，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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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指出，一国的竞争优势，就是企业、行业的竞争优势，也就是

生产力发展水平巨的优势 一国兴哀的根本在十能否在国际竟争

中赢得优势，而取得国家竞争优势的关键在J一国家是否有合适的

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力。他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GI对

创新机制做了阐述

    微观竟争机制。国家竞争优势的基础是其企业内部的活

力。企业缺乏活力不思进取、不想创新，国家整体竞争优势就

如无源之水 企业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一使其产品的最终价

值增值，而增值要通过研究、开发、生产、销售、服务等环节

才能实现。这就要求企业重视各个环竹的改进和协调，在加强

管理、研究开发、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等方面实行全面改

革，以迅速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加快产品更新换代，提高竟

争能力

    中观竟争机制〔‘卜观层次的分析从企业转向产业、区域等范

畴〔，从产业看，单个企业最终产品的价值增值不仅取决于企业内

部要素，而且依赖f企业的前向、后向和旁侧关联产业的辅助与

支持 从空问看，各企业为获得理想的利润和长期的发展，就要

在制定空间战略时，合理分布企业的各个部门，如把企业的研究

开发部门设置在交通方便、信息灵通的大城市，而将生产部门转

移到劳动力成本低廉的地区，以起到充分利用空间因素即价值链

的空问差，达到降低成本、提高应变能力之功效〔、

    宏观竟价机制。国家竞争优势并非个别企业、产业竞争优势

的简单加总。国家整体竞争优势的获得取决于四个基本因素和两

个辅助因索的综合作用 其1}I生产要素，箭求因索，相关和支

持产收以及企业战略、组织结构、竞争状态等 “四要素，’环境是

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最重要来源，波特在其 “国家竞争优势四要

素 模刑 因其形状犹如 个菱形，人们称之为波特菱形)中详
细分析I-四要索对产业国际竟争优势的影响 如图1所示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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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产条件因索包括白然资源、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根据它

们的产生机制和所起作用，可分为基本因素和推进因素。前者系

指 一国先大拥有或不需太大代价便能得到的要素 〔如自然资源、

地理位置、非熟练劳动力等)，后者足指需通过长期投资和培育

才能创造出的要素 (如高质mm的人力资本等)〔对于国家竞争优

势的形成而言。后者更为重要。在特定条件下，一国某些基本因
素上的劣势反而可能刺激创新，使企业在可见的瓶颈、明显的威

胁而前为提高白己的竞争地位而奋发努力，最终使国家在推进因

素土更具竞争力，从而创造出动态竟争优势。但这种劣势向优势

的转化是有条件的:其一，要素劣势刺激创新要有一定界限，如

果企业各方Ifil都处I一劣势，则会使企收在过大竞争压力下被淘

汰;其二，企业必须从环境中接受到正确信息，从而知道挑战的
严重性 其二，企业要面对一个相对有利的市场w求、国家政策

及相关产业条件



    相关和支持产业主要指作为生产原料和中间产品供应者的国

内企业。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它们所提供投人品的价格ft接关系到

主导产业的生产成本，而且，它们与主导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邻

近将有助r它们之问的信息传递、技术交流，从而有力促进企业

的科技创新，形成良性互动的 “地方化经济”、‘集团化经济”

    需求因素主要指国内市场的需求状况 本国市场的需求大，

将有利于企业迅速达到规模经济。更重要的是，如果木国消费者

特别 “挑剔”，要求复杂且标准很高，便会使本国企业努力提高

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从而取得竞争优势

    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状态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也有很大

影响。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皆有各自的规模、组织形式、产权

结构和竞争目标，它们构成企业的管理机制。企业要在竞争中赢
得优势，必须根据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做出合适的选择。波特强

调，强大的本地、本国竞争对乎是企业竞争优势产生并得以氏久

保持的最强有力的刺激。他反对“国内竞争是 一种浪费 的传统
观念，认为国内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短期内可能损失一AL资源，但

长远看则是利大于弊的。国内竟争对手的存在，会直接削弱国内

企业相对十外国企业所可能享有的一J}L优势，从而迫使它们苦练

内功，努力提高竟争能力。另外，国内的激烈竟争还迫使企业向

外部扩张，努力达到国际水准，占领国际市场

    除上述四个基木因素外，一国所面临的机遇和政府所起的作

用对国家铭体竞争优势的形成 也具有辅助作用。所有这此因素

构成一个系统，以整合的方式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发拌影响

国家竟争优势本身也具有系统性，4、同产业依靠产业间联系和空

问上的集聚可形成自己特有的优势。

    上述所有这些因素组合成一个类似 “钻石圈”的系统，以整

合的方式对国家竞争优势的形成发挥影响。国家竞争优势本身也

具有系统r，不同产业可依靠产业问联系和空间上的集聚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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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优势

    总之，国家竞争优势论超越了传统3e论对国家优势地位形成

的片而认识，首次从多角度、多层次阐明了国家竞争优势的确切

内涵，指出国家优势形成的根本点就在于竟争，在于优势产业的

确定。flu这些是由四个基本因索和两个辅助因素协同作用的结
果

    综卜所述，我们不难看出，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对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的 个超越，以竞争优势为出发点的国际贸

易和产业政策比较优势更具有战略眼光，也比较接近当代国际贸

易的现实。波特第一次明确地论述了竞争优势的内涵。他关于竞

争优势来源的论述，以及关于取得或保持竞争优势途径的探讨等

观点，对任何一个国家、行业和企业都具有特别重要的借S意
义〔〕

    但是该理论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产业的选择上，竞争优势中的产业选择是基于已经存在的

产业而高的，是对己结构化或末完全结构化产业进行的选扦，这
样使企业在所选择的产业巾取得领先地位是相当困难的。在 一个

已结构化的产业中，企业牛存发展的空间十分有限。因为j艇业结

构化程度越高，产业内的竞争强度就越大，企业选择的余地 (即

竟争空间)就越小，且边际产出递减 二是其理论没有多少实质

性新意，逻辑性也不足很强。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尽答研究的角
度新、理论框架较为完整、但基木上是一般经济学原理的重现组

合，实质性新意不多，逻辑性也不是很强，如波特的汁意力都集

中在探讨成本量、顾客服务、营销等竞争优势上。而对企业 “为

什么”的问题反而忽略了，即:为什么有些企业能不断开创新局

面而有些企业却停滞不前。，是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过多地强调

r企业和巾场的作用，而对政府在当代国际贸易中所扮演的角色

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仅把政府的作用作为一个辅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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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fhe Theory of Strategic Trade)是由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Y. Kingman)在20世纪80-90
年代提出的

    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 国政府为了增强国家竞争力，对某此

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采取生产补贴、出口补贴、关税等措施进行

扶持，以增强其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政策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克鲁格曼也称之

为 “新贸易理论”，它建立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基础之上，

在理论上有万个方面的重要突破，成为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基

础。一是把产业组织理论引人贸易理论，使贸易理论摆脱完个竞

争和不变规模报酬的束缚，引人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报酬的假

设。二是把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从单一的比较成本说 (或比较利益
说)扩大到比较成本与收益递增并存〔比较成本是产业间贸易的

基础。而收益递增足产业内贸易的基础。在当前产业内贸扮占主

体的情况下，收益递增是主要的分工基础。二是强调外部经济的

重要胜。外部经济分为水平外部经济和垂直外部经济。前者是指

同一类产业相互创造的外部经济;后者是指不同产业通过投入产

出的关系形成卜下游产业群产生的外部经济，它对提升产业的竞

争力格外重要，更需要政府的关心

    该理论认为，政府实施战略贸易政策必定优于自由贸易政

策。

    出口鼓励型的战略贸易政策。出日鼓励型的战略贸易政策是
指政府通过出口补贴或出日税收优惠等出日鼓励的政策措施使本

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_加拿大经济学家詹姆斯·本朗德

(James A. Brander)和巴巴拉·斯潘塞 (Barbara J. Spencer)在
1985年首先提出，在1打场失灵即不完全竞争下，政府对国内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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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出日补贴可以帮助其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并使企业获得的利润

大大超过政府所支付的补贴，称之为 “以补贴促进出日说”〔以

美国波音公司与欧洲空中客车公司的竞争为例，表a足无补贴时

的两大企业竞争收益。在国际市场上，若波音公司首先进入该市

场，则博弈的结果必选择表中I以_角，即波音公司生产而空中客

车公司不生产;若空中客车公司A先进人，则选择左下角;若同

时进入，则选择右下角，均退出市场:若双方都生产，则每生产
一架飞机各白损失5万美元

表 斗 无补贴的两企业竞争收益

生产、，〕一 空中客车公司
        机的利、蔽，士-

  A W a )二二夕美AL -}
                生产

                小牛产

不生产

    如果欧洲政府采取战略贸易政策，向空中客车公司每生产一

架飞机补贴10万美元，则将改变市场博弈规则。如表5所示，

若波音公司首先进入市场，开始时如右上角，空中客车公司不生

产，但由干欧洲政府补贴，空中客车公司选扦生产，转向表5中

的左上角，波音公司在短期内还能以万损维持竞争，但长期不能

维待，博弈竞争的结果是选择左下角，空中客车公司生户而波音

公司退出市场，空中客介公司好生产一架 吃机的利润 110万美元

远远超出政府补贴的10万美元，政府补贴可以通过税收回收

而政府帮助空中客车公司占领r国际市场。可见，政府的出门鼓

励型战略贸易政策可以使本国企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这是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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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过，该战略成功的条件是，对乎国政府不采取同样的措

施，两家竞争企业的实力必须大致相当，若竞争实力相差太大，

补贴也无济f事。例如，两家公司同时生产时，每架飞机波音公

司有5万美元的利润，而空ill客车公司有5万美元的亏损，则空

中客车公司接受勺架飞机 10万美元的补贴只能维持与波音公司

在短期内平分市场，却难以长期获得补贴而生存「〕

表 5 有补贴的两企业竞争收益

一乓
胜拌以戮

牛产

不牛产

    进口限制型的战略贸易政策。进11限制型的战略贸易政策是

指政府通过关税或非关税等限制进口的保护措施分享外国企,l k的

垄断利润，以使国家福利增加，以及以生产补贴等方式扶植国内

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产业政策相配合的贸易政策

    克鲁格曼认为，在寡头垄断市场和存在规模经济的条件下，

进日限制型的战略贸易政策uJ以使受保护的企业在保护的条件下

获取规梗经济效益，不断降低生产成本，增强在国内外市场土的

竞争能力，最终达到促进出口的目的，称之为 “以进日保护促进

出口说”

    H本从20世纪70年代1卜期开始，鼓励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发

展，如半导体等高技术产业，通过政府对企业研究与开发活功的

适当补贴，以及鼓励企业与政府的联合研究开发，在贸易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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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关税与非关税的保护。口本以半导体产业作为目标的战略贸

易政策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从不完全竞争和外部经济角度分析战

略贸易政策的理论依据是有一定道理的，实践也证实，20世纪

70年代中期前美国企业 勺有的半导体垄断优势，在70年代中期

后逐步被日本企业所替代

    印度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的重点开发计算机软件的

战略决策以及战略贸易政策也是成功的，印度政府设立高科技园

区，免除进人高科技园区的公司进出口软件的双重赋税，放宽中

小企业引进计算机技术的限制，允许外商控股100%,免除全部

产品用于出口的软件商的所得税等。这此优惠政策措施的力度较

大，经过10多年的发展，印度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计算机软件大国，并带动信息业等新经济产业的崛起口1985年，
印度的软件出Fl价值低于1001)万美元;10年后的1995-1997

年。软件出口价值超过11亿美兀;2000-2001年的出I I H标是

40亿美元。其成绩是惊人的〔这证明发展巾国家也可以利用战

略贸易政策来发展战略高科技产业，以赶超发达国家

    战略贸易政策虽然具有积极的一面，但在理论仁还是不成熟

的〔〕该理论的核心认为政府通过+顶对外贸易，扶植战略性产业

的发展，是一国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条件下获得资源次优配

置的最佳选择，对于一国经济发展并参与国际竞争具有积极作

用。但是，该理论也有消极的一面。作为零和博弈，一国的成功

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这就容易引发贸易保护卞义抬头以及遭

遇别国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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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 国际贸易政策

第 一节  对外贸易政策

    一、对外贸易政策的内容和目的

    国际贸易政策足各国在 定时期内对商品和服务进出!J贸易
所实行的政策的总称，由各国对外贸SJl政策 (International 'Fred

PoIicy)所组成

    (一)对外贸易政策的内容

    在当今III界经济中，对外_t 5v政策与措施在各国经济增长和

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已成为国际贸易环境的币-V ?It成

部分 对外贸易政策是各国在一定时期内对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
所实行的政策，足各国总的经济政策的fll成部分，是为各国经济
基础和对外政策服务的

    对外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有:见对外贸易总政策，其中包括
进日和出口总政策 它足一因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在一个较长

时期内实行的政策，也是一国发展对外纤济关系的基本政策

②进出[FI商品政策。它是根据对外贸易总政策和经济结构、国内

市场状况而分别制定的政策 其基本原则是对不同的进出川商品
实行不同的待遇〔，主要体现在关税的fS率 计种价格和谋0不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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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山的差异。「用国别对外贸易政策。它是根据对外贸易总政

策，依据对外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需v而制定的国别和地区政策〔〕

对小同国家规定差别关税税率和差别优惠待遇是各国国别对外贸

易政策的基本做法。欧共体向参加洛美协定的非洲、加勒比和太

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单方lid提供的特惠税就属于欧共体的国别

对外贸易政策的范畴

    (二)寸外贸易政策的目的

    各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因各国的经济休制、经济发展水平和其

产品在国际市场卜的竞争力而有所小同，并且随共经济实力的变

化[MI不断变换，但就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fi的来说大体}是 -

致的:作为 一种经济政策.其口的是为了巩固国内市场，书大国

外市场，发展本国民族的经济。上土体体现如下几个方面:①保护

本国的市场:②扩大本国产品的出日市场;③促进本国产业结构

的改善:①积累资本或资金:⑤为木国的对外政策服务

    (三)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类型

    对外贸易政策主要有一种v本类型，即自由贸易政策、保护

贸易政策和管理贸易政策_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或地区表现程

度有所不同

    影响一个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因素是多方而的，有经济力

而的因索，也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囚素 一个国家可以为增加财

政收入而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附加税、许可证费用等;为

减少国际收支逆4而限制进日，奖励出口;为扶持国内新建-I-

业，发展民族经济而管制进出口;为保证国内某此紧缺原材料

的供应A限制这些商品的出口;为维持衰退工业，减轻这些部

门或有关地区的失业现象而限制同类1衍品的进口 为保障社会

利益和增加财政收人的双重日的而对某些商品的进口征收高关

税 为增加本国国防力量或防止敌对闰家增强国防力量，而保

护本国生产战略物资的产业，使其免受外来竟争，限制战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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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出日;等等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又是对外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

此不能不受到这个国家对外总政策以及与各国政治关系的制约和
影响。尽管影响 个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因素是多方而和错综复

杂的，但就长期和整体TM t，对外贸易政策归根到底还是要服从

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利益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反映了这个国家在III界市场上的实
力和地位，以及和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和矛后。经济实力较强的

国家在世界市场土有较强的竞争能力，一般都要求减少或取消贸

易限制;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在世界市场r竞争能力较弱。一般
都需要对贸易进行限制。各国从本国的利益出发，采取不同的对

外贸易政策，既有斗争，又有协调

    二、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一)汁外贸易政策的制定

    对外贸易政策属于上层建筑，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它既反
映厂经济基础与当权阶级的利益与要求，同时又反过来维护和促

进经济基础的发展 各国在制定贸易政策时，主要考虑以下因

素:

    1 国内外经济实力的对比。一般来说，经济比较发达、国

际竞争力较强的国家，总体卜倾向于自由贸易政策。反之则倾向

于保护贸易政策。

    2 本国的经济结构与比较优势。一般国家对本国具有比较
优势和在国际市场I具有一定竟争力的产业部门，相对采用自由

贸易政策。而对木国的幼稚的战略产业，则倾向于采用保护贸易

政策

    3 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土的竞争能力〔〕本闺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总体竞争力较强的国家会相对主张在世界范围内进行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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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反之则主张保护贸易

    a 本国与别国在经济、投资方面的合作情况〔，与别国经济

合作程度较深的国家往社倾向J一相对自由的贸易政策

    5 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和一国的外交需要一为了配合 定的

政治与外交需要，对某些国家在一定时期内采取相对户山或相对
歧视的政策.也是制定对外贸易政策时应考虑的因索

    6 本国国内市场的}俪洁供求状况 本国国内市场上商品的

供大1一求，则应适当限制过星进日，反之则可以采取相对自由的

贸易政策措施，适当增加国外商品进口

    7 本国生态平衡和文化遗产的保留情况 对本国的生态平

衡和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时采取保护贸易政策也足国际贸易惯例

    8 本国的国际收支及贸易差额状况〔本国的囚际收支出现

大址逆差叫，往往{T! I句于更多地采用贸易保护的措施，反之则倾

向」实行贸易自由化〔
    ， 本国在多边或双边协议，}，所应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为了履行本国在多边或双边少议中所承担的义务.同时享受相应
的权利，是影响当今各国和地区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重要现实因

素〕

    10 各国政府领导人的思想和贸易理论。通过研究历史我们

也可以发现，政府领导人的小同，其所持的政策卞张不同.往往
各国和地区本同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小同 由此可见，各国政

肘领导人的思想和贸易理论也足影响对外贸钻政策的不可忽略的

因素

    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与修改是由国家立法机构进行的

最高}i:法机关在制定和修改对外贸易政策及有关规章制度前，要

征询各个经济集团的意见 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要征询大垄

断集团的意见 各垄断集团通过各种机构 与企业主联合会、商
会的领导人经常协调、确定共同立场，ibi政府提出各种建议直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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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人冬与制汀或修改有关对外贸易政策的法律草案
    最高命法机关所颁布的对外贸易各项政策既包括一国较长时

期内对外贸易政策的总方针和基本原则，义规定某些重要措施以

及给子行政机构的特定权限。如美国国会往往授子美国总统在一

定的范围内制定某些对外贸易法令、进行对外贸易谈判、签汀贸
易协定、增减关税、确定数量限额等权力

    各国政府都设置有监督管理进出[rI事务的海关机构，代表国
家政府管理进出口-

    (二)对外贸易政策的执行

    各国对外贸易政策一般是通过以下方式执行的

    1通过海关对进出日贸易进行管理。海关是国家行政机关，

是设置在对外开放口岸的进出「J监管机关。海关一般设置在陆地

边境和沿海口岸 由于近代航空运输和铁路运输的发展，对外贸

易的货物、进出境人员的行李物品等，叮以从国外直达内地。因

而在开展国际航空、国际联运、国际邮包邮件交换业务，以及其

他有外贸业务的地方也设置海关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对进出

国境的货物和物品及运输下具，进行实际的监督管理，计征关税

和代征法定的其他税费;杏禁走私， 切进出国境的货物和物品

运输}终,除国家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要在进出国境时向
海关申报，接受海关检查后放行

    2 国家广泛设立各种机构，负责促进出日和管理进口。在

西方国家，对外贸易政策是按照分权制衡的原则来管理和实施

的。具体来说，就是酒过国家立法机构制定或修改对外贸易政

策，而由有没的行政机构来监督和管理对外贸易。各国管理对外

贸易tjL构有的是综合式的，有的是归口管理，其他部门配合。如

美囚根据联邦宪法规定，美国对外贸易的国家调节职权属于国

会，联邦政府则根据国会立法制定和执行外贸政策。其实美国在
制定和执行对外贸易政策方面的职权很大程度上分散哥政府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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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出口管理工作的职能由商务部、国防部、能源部等分别执

行，进口管理的权限属I联邦政府商务部国际贸易委员会。英国

对外贸易管理机构集中在贸易部石法14管理对外贸易的机构有总

统领导的国1琢委员会，以及外贸部、经济部共同领导的对外经济
关系司等;德国政府中主管对外经济贸易的是联邦经济部，其次

还有外交部、财政部、食品和农林部;日本通产省是日本政府制

定外贸政策和管理外贸的卞要部门。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山对外

经济贸易部统一吵旧管理〔
    3 目家政府出面参与各种国际经济贸易等国际机构与

组织，进行国际经济贸易等方面的协调工作。这些机构和组
织主要包括:第一，’J联合国有关和下属的一些闰际组织

如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下

业发展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第二，种类繁多的双边的

或多边的经济贸易集团，如欧盟、北美自山贸易区等;第

二，政府问建立类似于卜特尔的国际组织来管理共同的对外
贸易行为，如石油输出国组织 (OPF ();第四，对某些种类

的商品进出口所采取的管理和约束的国际间商.韶.协定，如多

种纤维协定 (MFA)等

第二节  对外贸易政策的历史演变

      一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应随着1什界政治经济形势及国际关系的
变化，本国在国向、分一体系中地位的变化，以及本国1如"i在国际

市场仁竞争能力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囚此 不仅在同一时期的不

同国家往往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而且在不同时期的同一国

家也往往实行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从而使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与发展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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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自由贸易政策与保护贸易政策

    (一)自由贾易政策

    自由贸易政策 (Free Trade Policy)的含义是，政府通过寺
法和对外签订贸易条约等减少或废除对进出口的各种限制和障

碍，取消对本国出曰商品及企业的各种特权和优惠，使商品自由

进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白由尧争
    1 自由贸易政策产生的主要原因 英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

进人产业革命，资本卞义制度和机器大生产的结合 有力地推动

f生产力的发展，使其逐步取得 .III:界下厂”的地位 现代化大

牛产的维系和扩大，一方IN取决于原料、燃料等源源不断的供

应，另  一方面取决I产品市场的不断#i大，这此都是K,囚国内所

不能满足的，而英国的丁业制成品物美价廉，小怕外国商品的竟

争。英国在经济1_的绝对优势以及对外经济扩张的需要，为其白

由贸易政策的产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但是，英国的自由贸易主张和对外扩张的欲t面临着重重障

碍，其中最卞要的障碍就足乖商主义。亚当·斯密和大卫·李熹图

的 “地域分工论”和 “比较成本说，，成为反对币商主义的有力武

器，为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

    正是在以卜背景下，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自

由贸易运动。这场运功既对国内地主贵族阶级的利益，也对欧洲

各国的保护贸易政策提出r挑战

    自由贸易政策是 个历史范畴，在以英国为代表的早期发达

资本主义国家的白由贸易运动中，这种对外贸易政策得到充分的

体现，但传统自由贸易政策并未完全体现自山贸易政策的全部内
涵

    2 英闰自由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

    (1)废除谷物法 1833年英国棉纺织,IV 产阶级ffi成 “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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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法同盟”，然后又成立全国性的反芥物法同盟，展井自与势
浩大的反谷物法运动。经过斗争，终使国会于1846年通过废除

谷物法的议案。并于1849年生效

    (2)关税税率逐步降低，纳税商品数目减少。在19世纪初，
经过儿百年的重商卞义实践，英国有关关税的法令达1000件以

上。1825年开始简化税法，废止旧税率，建立新税率。进口纳

税的IW品项[」从 1841年的 1163种减少到1853年的466种，

1862年减至44种，1882午再减至20种。所征收的关税全部是

财政关税，税率大大降低 禁止出口的法令被完全废除

    (3)废除航海法 航海法足英国限制外国航运业竟争和垄断

殖民地航运事业的政策。从 1824年逐步废除，到 1849年和

1854年，英国的洽海贸易和殆民地全部)l放给其他国家，至此.
重商主义时代制定的肮海法被全部废除

    (4)取消特权公司。在1813年和1814年，东印度公司对印

度和中国贸易的垄断权分别被废庄，从此对印度和中国的贸易月

放给所有的芡国人

    (5)对殖民地贸易政策的改变。在18世纪，英国对殖民地

的航运享有特权，殖民地的货物输人英国享受特惠关税和待遇

在英国人机器丁业建立以后，英国不怕任何国家的竞争，所以.
对殖民地的贸易逐步采取自山放任的态度 1849年航海法被废

止后，殖民地已可以对任何国家输出商品，也可以从任何国家输

人商品。通过关税法的改革，废止了对殖民地商品的特惠税率，

同时准许殖民地与外国签订贸易协定，殖民地可以与任何外国建

立自接的关系.英国不再加以干涉
    (6)与外国签it贸易条约 1860年x订了英法条约，即

C科伯钱条约九 根据这坝条约，英国对法国的葡萄酒和烧酒的进

fl税卜以减低，并承诺不禁止煤炭的出口，法国则保证对从英国

川口的一此制成品征收不超过30%的从价关税 《科伯登条约》



套峭喊碱艇
是以自由贸易精神签iI的 系列贸易条约的第一项.列有最惠国

待遇条款。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就缔结(8项这种形式的条

约

    (二)保护贸易政策

    保护贸易政策 (Protective Trade Policy)是和自由贸易政策
扣反的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它的含义是:国家广泛利用各种限制

进口的法规和措施限制商品的进 1,保护本国市场免受外国商品

的竞争，同时对本国商品的出口给子补贴和优待，以鼓励出口

保护贸易政策的实质是 “奖出限人”

    1 保护贸易政策产生的历史原因。保护贸易政策产生于19

Itl纪的关14和德国，当时，两国A对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的政治、

经济形势都非常相似，所以两国实行的对外贸易政策也如出-

辙

    美国于1776年宣告独立，德国百到1848年节命才结束封建
割据局面，完成政治巨的统一 在经济上，18世纪末 19肚纪

初，美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工枚基础相当薄弱。德国于19世

纪30年代进人产业革命，1835年才建成第 条铁路;到1848
年革命爆发时，‘L基本卜还没有建立起白己的机械制造业。因此

在国Fr市场土，两国还没法与英、法、荷等先进国家分庭抗礼_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德两国先后提出保护贸易的主

张 1791年 美国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递交厂《关于制造

业的报告》。这份报告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国家十顶、保护本国制

造业的政策措施。德国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时间要晚得多，但相

比之下，德国不但出现r系统的保护贸易理沱，其保护贸易的政

策也远比美国完善。卞要是李斯特提出的保护幼稚工业沦

    2 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 汉密尔顿提倡的保护贸易政

策卞要包括:向私营1_业发放政府信用贷款，为其提供发展资
金;实行保护关税制度，以高关税来限制外国工业品输人;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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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要原料出日，免税进口必需原料;为必r品工业发放津贴，给

各类下业发放奖励金;限制改良机器输出;建立联邦检查制度，
保证和提高制造品质星导等等。美国实行该政策以后，1-1890

年工收产值超过农业产值，i{超过了英国，跃居世界首位〔，直到

今天，美国人民 直认为，美国的经济腾 犯始于汉密尔顿时代，

美国人民非常感激他，在他的200年诞辰时举行了隆币纪念活

动

    李斯特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程度，将经济的发展分为 “原始

末升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 }业时期”和 “农

土商时期”等山个阶段。他卞张处于农业阶段的国家应实行自由

贸易的政策，以利i农产品的白由输出，从而促进农业的发展并

培育工业基础;处」农下业阶段的国家，由于本国土业尚未发展

到能与外国产品相互竟价的地步，故应对本国的之业实行保护

实行保护贸易政策;而处于农1商阶段的国家，山I国内工业1钻

已具备国际竞争能力，故应实行白由贸易政策，以刺激国内产业

进一步发展。李斯特认为德国当时处于农工业阶段，应在国家卜

顶卜对木国幼稚工业实行保护，实行保护贸易政策。选择保护对

象的原则是:①刚刚11始发展并有发展前途的幼稚工业，经过一
段保护时间，到成熟阶段就不再保护，保护时间以30年为最高

期限;如果在保护期内，被保护的幼稚{业还扶植小起来，就停

止给予保护。②趋7衰退但仍有存在价值的工业，需要给子 一定

的保护。③虽然是幼稚丁业，但没有强有力的竟争者时，不需要
保护 ①农业不击要保护，随着 1业的发展，农业自然随着发

展〔关于保护的卞要手段，他提出通过征收高关税和禁止输人的

办法来保护幼稚工业，以免税或征收轻微进CJ税方式鼓励复杂机

器的进日〕

    概而言之，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措施体现在两个方面:①关

税措施。主要包括通过立法规定较高的进口关税税率，实行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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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复式税则，经常性地征收惩罚性的临时附加税等措施来限制
进日 例如美困在 ((1878年关税法》中规定的从量税率平均高

达45 % ②非关税壁垒措施 传统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措施是

高额进口关税。季斯特曾主张对某些土业品叮以实行禁止输人，

或拟定的税率事实上等于全部或至少部分地禁止输人。可以看

出 传统保护贸易政策运用的非关税壁垒的灵活性和隐蔽性也远
不及现在

    (三)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简析

    白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各有利弊 采用何种政策取决

上本国的经济发展需要和国际经济环境状况

    从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米说，自由贸易政策可以减少甚至消

除由于人为十项对经济的扭山，注重价格机制对经济自发地渊
节，因而从理论匕说更利于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有效配置，形成

互相有利的国际分下，打大世界各国的国民真实收人，有助于参
加贸易各国和世界整体福利的增加，总体巨来说更符合经济发展

的内在规律。同时对 国来说，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可以白由进

口廉价商品，从润减少国民开支，提高利润率，促进木国的资本
积累 囚而从个球经济角度米说，条件允许的话，各国应积极推

行自山贸易政策，以促进世界经济的更决增沃
    当然自山贸易并不是完美无缺的，自由贸易论者的严密理论

抽象很多时候并才、能满足现实不}会的多方面的Wn要。如从各国的

局部刊益来说，山于各N经济发展的小平衡 自由M幼给各国带

来的得失有较大差距。发达国家获益较多，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

分]l}!处于不利地位，可见自由贸易的实行刃小是尤代价和无条

件的

    但是，自山贸易理论掩盖J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的实

质 事实卜，自由贸易政策并非适用于所有的国家，一个国家不
可能水远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自由贸易论以各种诱饵、使各国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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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J一发达国家对外扩张的需要。李嘉图就曾 语道破天机.他

说:如果外国认识了自由的原则，这就毫无疑问，英国所获得的

利益，将倍于任何别的国家可以从这 规则得到的利益

    从经济史L看，作为自由贸易对ir_面的保护贸易的产生就足

为了解决自由贸易所不能解决的有关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所以

保护贸易政策虽然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本国和世界的贸易和经济发

展，但基1一以下 此特殊原因在特定国家和特定时间有实行的必

要，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代表性的包括:①促进发展中国家

的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一②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改善国内

的经济结构、③改善国际收支和增加就业。①反对倾销和补贴

维护公平贸易原则 ③改善贸易条件

    贸易保护卞义的政策主张，也包括为1达到 此非经济目

标，譬如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保护本国人民健康等 基于此类原

囚对某此战略产品，如军备物资、先进技术和粮食等以及有关人

民身体健康的食品、厂目舌消费品和医药产品等，实行进出口的，，眨

格限制，也是为现行国际贸易规则所认可的实行保护贸易政策的

理山 除此之外，还有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社会公平和民族自尊

等

    但是，保护贸易政策小能滥用，保护贸易政策是一把双刃

剑 它既叮用来保护幼和护业，也可以用来保护落后产业;既},l

以用来增强本国广业的竞争能力，也可能引发其他国家的恶性报

复 保护贸易措施的达用也是有限的 李斯特认为在一般情况

下，如果某ar产业不能用比原来高40%一60 %的进口税率建、厂

起来 并在20% 30%的进口税率下生存下去，这种产业就缺

乏保护的基本条件，这些产枚只有在条件成熟的情涅下才需要保

护 保护贸易政策的最终日的是取消保护〔当受保护的产业具有

国际竞争能力时，国家就IJj及时地取消对该产业的保护。一般来

说，保护的最高期限是30年 传统保护贸易政1的即论基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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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严重的缺陷。李斯特的保护理论体系的主要缺陷有两点: 是

他对牛产力的理解是 }分错误的，对影响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囚素

的分析也混乱不堪;二是他以经济部门作为划分经济发展阶段的

基础t是极端错误的，歪曲r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真实过程

    从以卜的分析可知，自由贸易虽然更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但

出于种种理由，采取保护贸易的措施来达到一定的仁1的，仍是国

际贸易中的普遍现象〔」正如自由贸易理论和保护贸易理论既对;L
又互补一样，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也具有兼容的一面

两者之间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又相互统一、相互协调，从而

形成 一个对立统 的政策体系。而且实际中，门前各国和地区所

实行的对外贸易政策均是两者不同程度结合的统一体，即两种政

策的组合，只不过是在不同时期根据小同的经济条件和经济目标

有所侧重而已。因此，任何国家和地区在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或保

护贸易政策的时候，关键是如何把握一定的度 发展中国家在实

行保护贸易政策的同时，也不应排斥自由贸易，应在逐渐提高经

济实力的同时，逐步书大自由贸易的程度和范围，逐步降低贸易

保护 而发达国家更不应该滥用保护政策，也不应该利用自己的

优势地位强迫其他囚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

    二、超保护贸易政策

    从19世纪70年代到第_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又掀起两次

保护贸易的高潮。从参加贸易国家之多，保护程度之深看，两次

世界大战期问的贸易保护主义尤为突出

    (一)超保护贸易政策产生的历史原因

    超保护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主要是19世纪末资本卞义由自
由竟争向爷断过渡，到20世纪初，艘断组织占统治地位，加强

了对外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华断组织之问争夺世界市场由A权斗

争代替了自山竞争。1929-1933年资本卞义世界发生了严重经



黔迥赎塑黑引

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国家陷人萧条之中，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进

一步尖锐化。在这种清祝下，自由贸易政策和原有的保护贸易政

策已经不适应了，用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用 ‘看不见的

于，‘怎么调整也不见效。而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超保护贸易政策

的理论便从运而生。这个理论的卞要代表人物是英国的凯恩斯

    (二)超保护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

    凯恩斯在他的主要代表作 《扰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

年)中，把对外贸易与 ‘有效需求”理论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

了凯思斯的超保护贸易理论。这种理论主张国家积极十预对外贸

易，实行 ‘奖出限入”政策和措施，从而达到垄断闰内外市场、

获取超kph利润的目的

    凯恩斯认为，资木主义的经济危机、人量失业是因为社会有

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有效需求，由消费需求和投资击求构成，增

加消费需求的办法是要人们多花饯、少储蓄，鼓励高消费，以刺

激生产的发展 解决投资需求的办法是山国家投资，通过征税，

发行侦券等筹集资金 这样可以解决经济危机和失业 他认为，

投资增加与国民收人增加之间有依存关系，增加投资可以引起生

产资料需求的增加和引起从事生产资料生产的人 (企业主和工

人)收人的增加。从而引起对消费资料需求的增加，进}(lJ引起从

事消费资料生产的人 (企业卞和工人)收人的增加。如此反复下

去。其结果是:增加的国民收入总星会等于原增加投资量的若十

倍，他把这种依存关系称之为 “乘数理论” 如纳克斯就曾提出

下列贸易乘数公式:

        △K (贸易乘数)
vn: P 量 )_
乙Y (国民收入增量)

    假如储蓄和投资不变，增加的国民收人用于消费和购买进口

品.则边际进口倾向的倒数就等于出!1乘数。可以看出.边际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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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顷向越小，它的倒数就越大，已对国民收人增加的倍数效1JL也

越大;反之，边际进11倾向越大，它的倒数就越小，它对国民收

人增加的倍数效应也就越小 因此.贸易顺差和增加投资对国民

收人的影响是近似的
    概括来说，该理论认为: 国的出口和进口波动对国民收人

产牛倍数效应;本国商品、劳务出口的增加 会使外汇收人增

加，时以引起出日部门收入的增加，从而引起出i部门消费的增

加，引起对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需求的相应增加，进而引起其他

部门生产、收人、就业的增加，如此反复卜去，收人的增加星将

为出门量的若Tf音;反之，本国俪 劳务进日的增加，向外支

付货币增加.十是收人减少，消费随之也减少 成为国民收人中

的漏洞，造成投资、生产的不景气。结论是:贸易顺差有益，逆

差有害。只有顺差才能增加国际收入量和就业量;反之，逆差造

成国民收人帚和就业址减少

    超保护贸易政策与V断前资本主义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有许

多不同:一是其保护的对象不1又是国内的幼稚工业，而且包括高

度发展的垄断丁业;一是其目的不仅保护闰内市场和培养自山竞

争的能力，而且要占领国外市场，巩固和加强对国内外市场的垄
断;三是其性质不是防御性的，而是进」少t的;四是其乎段不仪

是提高关税，还包括种类繁多的非关税壁垒;五是不仅限制外国

商品进人本国市场，以维侍商品的垄断高价来保持高Pii利润，同

时，还将部分垄断高额利润作为补贴，以倾销价格向国外进行倾

销，ri领国外市场，将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总之，这种保护贸

易政策已成为争夺世界市场的手段，成为进攻而不是防卫的武

器 可见，进攻性和侵略性是超保护贸易政策的突出特征〔、

    不可否认、对外贸易顺差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增加国民收人、

增加就业一但如果为了追求贸易顺差，不加节制地实行 “奖出限

人”政策，势必导致关税、非关税壁垒感行，使贸易障碍增多，



发生各种贸易战，从而阻碍整个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超保护

的贸易政策不可避免地存在其局限性 在国内已经处在充分就业

状态时，出日的继续增加意味着总需求的进 步增加，从而会出

现过度需求，引起通货膨胀。因为出口所形成的过度需求不像增

加投资一样形成牛产能力，并不能扩大社会总供给水平。另外，

从世界市场的角度出发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这时，除非降

低出日商品的价格，否则出口将无法继续增加门

    三、贸易自由化与新贸易保护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
变化，在此期间，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的国际贸易政策先后

出现了两种卞要的倾向:一是从50年代至70年代初，世界贸易

趋向自由化;二是70年代中期至今，新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一)贸易自由化

    战后，从50年代到70年代，出现了全球范围的贸易自由

化。它是指囚家之间通过多边或双边的贸易条约与协定，削减关

税壁垒，抑制非关税壁垒，取消国际贸易巾的障碍与歧视，促进

世界产品的交换与生产

    I 贸易自由化产生与发展的原因

    (1)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的需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

国在世界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 为r不断扩张和巩固自己的实

力，迫切要求扩大国外市场，尤其是打人欧洲国家和口木的市

场.因此极力推行贸易白由化

    (2)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主要资不主义国家的经济经过

战后儿年的恢复，有r很人的发展。尤其是第二次利技革命的出

现，使劳动生产力水平得到极大的提高，产品极大地丰富，交通

运输厂「具和通讯设备大大改良，各国都需要 一个史为厂一周的市场

进行发展，使得世界贸易趋向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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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生产的国际化与资本的国际化，战后随着国际分工的进

一步深化和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发达国家之1司的协作化生产越来

越多，国际资本流动的数虽越来越大，达度越来越快，跨国公司

蓬勃发展，严格的贸易限制不适于这种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趋

势，所以它们也要求贸易能够白由化〔

    (4)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加强〔战后初期经济的

恢复，需耍利用国外的资源和资金，同时，由于国际分工向纵深

发展，以及生产与资本国际化的发展趋势，使各国经济更加相互

依赖，因此世界各国也安放宽贸易限制

    2 贸易自山化的主耍表现。战后至70年代初世界贸易白由

化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大幅度削减关税 战后初期至70年代初，世界各国作

为限制进口主要手段的关税税率都大幅度降低，主要资本主义国

家的平均关税水平已由50%左右 卜降到5%左右〔，造成关税大幅

度削减的主要原因有:①关贸总协定的签妇;②欧共体的建立;

③普惠制的实施。这些贸易协定和经济同盟的建立，足以关税减

让为前提的

    (2)降低或撤销非关税壁个 第一次III界大战后，在贸易自

由化趋势卜.各囚除大幅度降低关税外 还在不同程度上降低或

撤俏r非关税壁垒 包括放宽进口数星限制，扩大进口自山化，

增加自由进川的商品，放宽或取消外汇管制，实行货币自由兑

换，促进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等等_

    3 贸易白由化的主要特点

    (1)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最强大

的国家。为了对外经济扩张，美国积极主张削减关税，取消数最

限制，成为贸易自由化的积极推行者

    (2)战后贸易自由化席卷全球〔、除去关国对外扩张，还有更

币要的原因.诸如生产的国际化、资本的国际化、国际分工的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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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发展、西欧和日本经济的迅迷恢复和发展、跨国公司的大量出

现，它们反映厂世界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ifnDE史上的

自由贸易则反映了英国土业资产阶级资木白由扩张的利益与要
求

    (3)战后贸易自由化足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日益加强的条件
1一发展起来的，‘已主要反映r华断资本的利益;而L/'史卜的自由

贸易则代表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匕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与要求

    (4)战后贸易自由化主要是通过多边贸易条约与协定即关贸
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的。此外，区域性关税同

盟、白由贸易区、共同市场等地区性经济合作，也均以促进国际
商品的自由流通、扩展自由贸易为宗旨

    (二)新贸易保护王义

    所i新贸易保护主义，是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L7,来在国际

贸易中世界各囚，尤其足发达资本卞义国家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改

变商品相对价格和外贸流虽的政策和措施 70年代中期以来的

贸易保护主义与传统的贸易保护卞义和超保护贸易政策相比，在

产牛的时期、保护的对象、保护的措施和目的等方面都有明显的
不同

    1 新贸易保护主义出现和加强的原囚。20世纪70年代闰

际经济环境发月:厂很大变化。第一 1973-1974年和1979-

19S2年发生了两次由石汕危机演变成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发达

国家的经济普遍陷人f滞胀和衰退，就业压力增大，使它们对J-
世界F[1场的争夺史为激烈，市场矛后史为突出。IAI此，国内的许

多产业垄断资产阶级411劳下团体，纷纷要求政府采取保护贸易政
策措施来保护国内市场，减缓失业压力。第一 卞要止业国的发
展很不平衡。美国的经济地位相对下降，贸易逆A迅速卜升。其

主要下业产品如钢铁、汽车、电器等不仅受到口本、西欧等国的

激烈竟争，甚至A临 些新兴上业国以及其他出口L?)的竞争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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胁一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一方向迫使拥有贸易顺差的国家开放市

场，另 方面加强对进日的控制。因此美国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

的重要策源地 由十美国率先采取贸易保护措施，引起其他各国

纷纷效仿，致使新贸易保护主义得以蔓延和扩张口

    2 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新贸易保护卞义还是以凯恩斯

的经济理论为依据，但它主要是以保护国内允分就业和维持国际

收支平衡为中心 其政策目标是通过推行保护主义措施摆脱经济

滞胀困境，促进经济繁荣。比较有影响的人物是高德莱，他是英

w剑桥经济政策团体成员。他的观点是:从一国宏观角度来看，

国际贸幼业绩对于总需求和就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认为，

保护贸易并不 定缩减世界总贸易虽和生产星，反而会导致世界

总产量和总贸易量的增加

    新贸易保护主义是相对f以往的贸易保护主义而言的。其特

点主要休现在

    (1)受保护的商品口益增多，保护面不断扩大。70年代中

期以来.被保护的对象既包括传统的上业品和农产III，也包括病

科技产品和劳务。陷人结构性危机但义有生存价值的产业部门和

尖端科技产品成为保护贸易的重点

    (2)保护的措施多样化。非关税保护措施增多.并且成为保

护贸易的卞要手段。70年代末，非关税壁垒有800种，80年代

初增至1000多种，口前已多达1100多种，而H有小断增多的趋
势〔〕

    (3)各国 “奖出限人”的重点从限制进1」转向鼓励出口。在

经济上，对出Fl贸易实行资助和担保，给出II企业以各种补贴和

奖励，向国外提供 “发展援助”等 实行外汇倾销、商品倾销、

外汇管制及许可证制度。设命有权威的综合协调机构，表彰出日

成绩显著的企业以及对各种有助J在国际市场卜增加销售的活动

提供各种服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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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保护制度转向更系统的管理贸易制度 一方面，发达工

业国家实行的保护贸易措池，随着政府管理贸易活动而不断充实

和调格，井成为其对外贸易体制中的重耍组成部分;另一方NI,
通过贸易立法，把外贸政策法律化，使贸易保护主义披上法律的

外衣

第三节  对外贸易政策的新发展

    20 III纪70年代中期以来.世界产,vM构和贸易格局发生I

重大变化，新贸易保护卞义盛行。在此背景「 一些经济学家力

图从新的角度探寻政府卜预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提出r战略性
贸易政策论和管理贸易论等国际贸易新理论政策

    一、管理贸易政策

    (一)管理贸易政策的含义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世界范{Ill的新贸易保护主

义 在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基础 巨，形成 r管理贸易 (Managed

Tr们 或称 “有组织的白山贸易”(Organized Free Trad的〔管

理贸易政策 (Managed Trade Policy)是指一国政府采取的以协

调为原则 以磋商谈判为乎段，以政府干预为主导，对本国与他

国之fnl的双边贸易关系进行协调和管理的一种对外贸易政策 它

旨在既维护本国利益，又兼顾他国利益，达成双方均能接受的贸

易折中力案，避免经济关系的极端冲突〔它的实质是协调性的保

护 〕

    管理贸易政策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贸易保护主义盛

行的时期，成熟于80年代，90年代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足
介J自山贸易和保护贸扮之间，兼有两者特点的新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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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贸易的本质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足兼容性，即从性

质卜看，管理贸易实质上是介于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之间并兼有

二者特点的贸易政策 _足协调性，即从方式上看，管理贸易实

质上是 种对国际贸易进行协调管理的贸易政策行为。兼容性是

基本特征，它说明了管理贸易是自由贸易和保护贸易的矛盾统一

休 协调性是兼容性特征的派生特征，因为要解决各国对自由贸

易和保护贸易的双重需要的矛后，推动其经济贸易的发展，就只

能借助于协调管理的办法。单纯的白由贸易 (如英国式单方面自
由贸易)和纯粹的保护主义 (如20世纪30年代初及其以前的保
护主义)都是不需要国际协调的

    管理贸易政策有别于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

    管理贸易政策与传统的白由贸易政策的区别在干:管理贸易

论者认为自由放任、自山竞争足有前提的、亦即政府必须始终采

取或明或暗的乎段，以经济的、法律的、政治的、外交的和技术

的十预乎段贯穿于对外贸易的整个过程。基于此，两者在贸易白

由的方式、程度和范围等力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管理贸易政策与传统的保护贸易政策的区别在卜 保护贸易

的着眼点是保护国内某些集团的利益和某此产业部门的发展;而

管理贸易的着眼点是实现国民经济的均衡增长和国际经贸关系的

协调发展 具休表现在:首先，保护贸易下的十预措施足一国很

少考虑或根本不考虑外部环境而单独武断地作出的;而管理贸易

下的于预措施是以国民经济相互依存为前提的 “协调性的保护”

政策 其次，保护贸易政策往往是采取一味地限制、封锁的 ‘奖

出限入”的政策;而管理贸易则是既限制进口又限制出口，既鼓

励出口又鼓励进日 再次，管理贸易政策中的保护主义极具隐蔽

性，多采用非关税壁垒形式。最后，管理贸易政策的保护范同比

传统的保护贸易扩大r 管理贸易政策把贸易保护的范围扩大到

f服务贸易、技术贸易等新领域.同时，在国家贸易壁垒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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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贸易保护由国家规模扩展为区域集团规模，由国家卞义发展

到地区主义，即把以国家为主体的小双边管理贸易演变为以区域

集团为主休的大双边管理贸易

    (二)管理贸易政策产生的原因

    1 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和美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地位的下降

是国I乐管理贸易产月_的基本原因。侣A盯 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为

世界经济的多极化奠定了基础〔贸易白由化促成了西欧和日本的

崛起，并造就r一批新兴的国家和地区。扣应地，美国的经济地

位和经济A权受到严重削弱 世界经济的多极化、美国左右世界

巾场的能力的下降，使美国不愿丙实际奉行自由贸易政策r，转

血寻求以 “公平贸易”为幌子的管理贸易政策〔〕

    z 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的加深，是管理贸易成为国际贸易

机制的乖要原因。战后初期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美国为，卜亡的

单向依赖的世界经济休系 而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推进 各国

经贸相互依靠、互为市场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小断得到加强。在多

中心化基础上形成了一体化的{{卜界经济体系 在相互经贸关系

中，既有相互依靠、互为市场的一1fil，又有贸易利益分配失衡的

  面一所以，在对外开放的同时，贸易保护也成为一种客观需

要 而在当代世界 体化经济体系中，采取制裁式的竿方面贸易

保护措施J、仪达不到I I的 反而还会伤害保护者或制裁者自己

所以。谈判与协商就成为新的世界经济体系1{!解决国际贸易纠纷

的贡要机制

    3 区域集团化高潮，直接导致了双边怜理贸易政策的升级

区域经贸集团虽然对内实行自由贸易，但它在客观卜形成I对内

的保护性和对外的排他性〔，20川纪 SO年代初，GAT-1，在制止不

断加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上的失败，导致了新一轮的大规模的区

域集团化高潮。欧共休发展升格为欧盟，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

场篇美国也 改过去反对区域保护的、2场，转而采取区域保护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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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签署r美、加、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与欧盟相抗衡〔，欧

洲统 大市场的启动和北关白由贸易协定的生效，直接表现为以

区域保护为特征的管理贸易的升级

    4 水平 a国际分工的深化，使世界贸易取向由自由贸易转
向管理贸易 战后发达国家问的水平型分工的形成和不断探化，

加剧r它们之间的竞争和贸易保护，从而动摇了自由贸易的基

础。但GAYI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化已深人人心，因此各国只能

在自由贸易政策和保护贸易政策之问寻求平衡，把管理贸易作为

现实的对外贸易政策〔〕

    (三)管理贸易政策的执行

    管理贸易政策是以国内贸易法律、法规、法令和国际贸易条

约与协定约束贸易行为〔，对内，各国管理贸易政策通过以卜方式

进行:没立外贸管理机构;制定外贸管理法规，以及进出口许可

证和配额、外汇、税收、信贷、海关等管理措施;进出口商品质

W管理等。管理贸易政策对外则土要是通过以卜方式进行的:

    1 四际贸易组织和多边贸易协定使缔约国贸易行为受到约

束，使之规范化。关贸总协定和八轮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协议

已成为缔约国贸易行为的准则。乌拉十回合进 步涉及服务贸易

的行为准则〔在关贸总协定及后来的II:界贸易组织的主持下，举

行r各种商品的贸易协定的谈判〔〕

    2 区域性经济贸易集团通过Ur议取消内部的关税壁垒，对

外关税政策趋同化 各种经济贸易集团对成员闰的贸易行为与方

式管理正在深化

    3 通过政府间的卜特尔控制和管理某种商品的生产数虽与

价格。诸如:右油输出国组织、钢出口国政府间委员会、铁矿砂

出口协会、国际铝上协会、钨生产者协会、天然橡胶生产者协

会。这些协会主要是通过对某项商品的供应的拧制来管理国际贸

易。其中，石油输出国组织管理比较出色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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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通过协走管理女排初级严品和制成品贸易。在国际贸易

领域中，商品综合方案、国际商品协定、国际纺织品协定、多种

纤维协定、“白动”出日限制协定、有秩序的销售安排、发达国

家的进出口管制、欧盟的共同农业政策等都是管理贸易措施的具

休反映

    5 西方发达国家定期举行首脑会议，就国际经济、贸易与

金融等问题进行研究，采取对策进行管理

    近年来，管理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已经成为
  一种重要的贸易形式 它虽然起源于发达国家，但也被发展中国

家所采用。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具有很

强的政策借鉴意义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含义

    所谓战略性贸易政策，是指 国政府通过生产补贴、出「阵卜

贴、关税等措施，扶持本国特定产业的成长，鼓励其产品出口，

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竟争能力，从而谋取规模经济之类的额外

收益，并借机劫掠他国的市场份额和分享他国企业的垄断利润，

使专业化分工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的政策。简单地说，战

略性贸易政策就是通过政府政策干预把市场竞争构造成市场博

弈 .

    (二)战略性贾易政策论的主要论点

    传统贸易理论认为，市场竞争是完个的，而且不存在规模经

济.，在这 一钾论假设基础上，传统贸易理论提出厂政府不干预的

自由贸易政策 但20世纪80年代初，战略性贸易政策论者对传

统贸易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他们认为:市场不完全竟争和规

参见罗肇鸿的 引 际经济学概论》，第41页，华东帅大出版社zwo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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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经济是现实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 在寡头巾场中，如果某国

政府补贴该囚企业的出日，则该国企业在另 一国竟争性的国内市
场中的份额就会增加〔尽管增加出川数量导致国际市场价格 卜

降，某国贸易条件恶化，但某国用对本国企业补贴的力法扩大出

11量，压低出11价格，在这样的44 Ik市场价格条件下，其他国家
的潜在竞争对乎因无利可图_预期在如此低价格下收益不足以弥

补生产成本就会放弃投资。在不完全竟争的情况下，某国出口价

格高于出n企业的边际出11成本，随着某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垄

断竞争地位的确命，其国民收人将得到增加 他们还认为，在某

项技术的研究与井发阶段就对本国的企业给子补贴，使本国企业

在技术竞争中处于优势，就P]能增强商品的市场竟争能力，扩大

出n,提高市场份额、增加国民收人。山干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

济的存在.市场份额对各国厂商变得更为重要,市场竞争变成了

少数儿个厂商之间的博弈，一些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其有 “领

先一步”的优势，谁能赢得主动，谁就能赢得市场，从而获得超

额利润 在这场博弈中 政府能够通过提供补贴或关税保护来帮
助企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这里，贸易政策通过影响木国厂商及

其竞争对手的决策行为而产生了转移经济利益和di大本国市场份
额的效果 政府的政策起到r如同许多寡头竞争模型中的战略行

动相同的作用，因此称之为‘战略性贸易政策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扶持对象

    战略性贸易政策只对具有市场V断和规模经济效益的产业有
效，因此，在现实经济中，其扶持对象也基本局限于高科技产

作 n科技产业通常具有如下特点和优势;

    1 外溢效应.在供给方面，裔科技产业通过产品和人员

的流动可将先进科技传播到V个社会，从而使势个社会都能

从某 个或某几个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中获益;在需求方面，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将带动产业界对科技人才及研究成果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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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进而带功对教育的投资。而教育所带来的技术及劳动素

质的提高是 国贸易条件改善的基本决定闪素之一。高科技

产业的这种外溢效应足政府实施战略性贸易政策的 个主要

原因。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日标中，行们_不考虑产业的

外溢效应，即使其预见到高利技产业的外溢效应，也可能因
为风险的考虑血才、进行实际投资。因此，政府耍实施战略性

贸易政策来扶持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2 规模经济。高科技产业的、曰匀成本子tip具有随生产规R
的扩大而下降的特点，即经济学上的 ‘规模经济效应

    3 易于形成 “白然垄断，’。高利技产、iV的这一优势是由该j入

业的规摸经济特点所决定的。规模经济意味着企业的利润会随耳_

产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先进人该产业从事牛产经营的企业会获得

较高的利润，而A比后进入者史有成本竞争优势，因而在自由竞

争的市场上，先进人者很容易垄断市场。如果我们将先进人者的

定义由个别厂商推广为国家。那么 国率先在某一高科技产业投
资，在各国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的情况「，该国就容易形成自然

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后进人国不对该产业实施保护和补贴

措施，那么它将很难获得发展。这也是高科技产业需要政府实行
战略性贸易政策保护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对战略性贸易政策论的评价

    1 主要贡献

    (l)战略性贸易政策论是国际贸易新理论在国际贸易政策领
域的反映和体现 与正统的自由贸易政策理论小同，该理论论证

了在现实经济与自由贸易邢论前提相背离的情况下.政府十顶对

外贸易的必赞性,并强化了政府丁预的埋论依据，它对发达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和产业政策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美国当代

的对外贸易政策就是战略性贸易政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
护也从该理论中得到 定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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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广泛借鉴和达用了产业组织理论

与博弈论 (Game Thcnry)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博
弈沦的运用，应该说是国际贸易理论研究方法上的突破〕

    2 主要缺陷

    (1)该理论术就政府的干预给出仟何总的通用的解决方法，

其成立亦依赖于一系列严格的限制条件。如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

施除r必须具备不完全竞争和规梗经济这两个必要条件外，还要

求:政府拥有齐个可靠的信息 对实行下预可能带来的顶期收益

心中有数:接受补贴的企能必须与政府行动保持一致，l能在一

个相对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住白身的垄断地位;产品市场需求盯

盛，被保护的目标市场不会诱使新厂商加入。以保证企业的规模

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别国政府不会采取针锋相对的报复措施。一

旦这此条件得不到满足，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就不会取得理想

的效果，甚至无效

    (2)战略性贸易政策常会因为贸易报复而导致两败俱伤

即使该政策充分有效，‘L也只是一方得益而另一方受损，其结

果只足个球福利分配的再调铭，}山不是世界总T}i利水平的绝对

增加-

    (3)该埋沦背弃了白由贸易传统，采取富于想象力和进攻性

的保护主义者加以由解和滥用的口实，恶化国际贸易环境。囚

此，许多严肃的经济学家，包括国际贸易新理论学派的一些学者

都指出，对这 政策必须深刻理解和正确把握 切不可片面夸人

或曲解其功效，以防贸易保护卞义泛滥

    三、当前国际贸易政策的特点

    近年来，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具有一些新的特点。这些

特点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和政策调整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对

全球贸易的进程产牛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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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保护贸易措施已经制度化

    过去.保护贸易措施是针对某些进口商实施的限制性措施，

这此措施彼此之rill是互不关联的，其形式和内容也有不确定的特

点，11_往是 些临时性的保护贸易措施。近年来，发达国家的保

护贸易措施已经制度化，即随着政府管理贸易活动的加强而不断

允实和调格，井且这ilt措施相互关联，彼此相互配合，具有综合

性、系列化特点，形成了 个比较完整的管理贸易体系

    (二)管理贾易的法律已与其他国内法规形成统一整休

    发达国家管理贸易的法律已由原米单 的法律发展成为以对

外贸易法规为，卜L，与其他方Jill的国内法规相配合的统一整体

管理贸易法律的格休化主要表现在涉及范围广并且有一定的弹
性，如西方国家用法律条款规定处理不同国别、地区和多边贸易

关系的准则以及进出口贸易的管理和控制、外汇管理、对外经济

援助、技术转让等 各发达闰家 方面用反倾销、反补贴法限制

竞争对手，另 方面又以法律形式确立各发达国家之间适当开放

市场或控制出口方面的承诺。这种弹胜政策便J一各发达国家更有

效地施用保护贸易政策措施

    (三)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贸易和投资更加自由化

    经济一体化迅猛发展，成为全球浪潮.推动r经济一体化

到[织内部贸易、投资的自由化。无论是欧洲的经济一体化。还

是美洲的经济一休化都迅速发展，推动了成员国贸易和投资的
发展

    (四)以世界贾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徉到增强

    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不断得到增弧，贸易

白由化和开放贸易体制成为个球贸易的主流，发达、发展中国家

都努力地实施世界贸易组织的各协议、协定 并以世界贸易组织

协议、协定为核心，协调本国贸易政策，以便推动贸易与投资的

自由化，促进全球贸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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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绝大多数陆续取得了政

治独立和经济自主。为了保护民族经济发展，实现土业化，大部

分国家的对外贸易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严格控制商品进口。但

是，面对国际分工纵深发展，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m:界各
国经济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日益加强的形势，发展中国家必须参

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才能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一些发展

中国家或地区在参与国际分 1和贸易方面，根据本国或地区具体

情况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

    一、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础及目标

    (一)发展中阎家制定对外贸易政策的基础

    发展中闰家众多，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状况和政治经

济独立程度方面存在差异，但从总休上看，作为贸易政策选择的

滚础条件是相似的。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生产力水平落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从殖民休系刚

解放出来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单一，儿乎没有I_业可高。即使足农

矿业牛产手段也极其落后，主要足凭借天赋资源和传统 (殖民体

系「)的销售链，101发达国家供应廉价原料。Ih F生产力落后，

实现真正的经济独立尚缺乏坚实的物质基础〔。它们想发展白己的

上业，实现{_业化，又缺乏资金和技术 由于产品缺乏国际竞争

力，国际收支严重失衡〔〕

    2 经济体制呈二儿特征。发展中国家在摆脱f帝国主义国

家的政治控制以后，经济 卜的依附性在经济体制土的表现依然突

出。一方面是发达资本主义控制的平断经济，另一方INI是落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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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当这些国家将殖民地宗卞国于中所控制的垄断经济收

归国有的时候，形成了特有的国家垄断经济成分。尽管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基本接受了市场经济模式，但这种市

场经济是极小完善的〔，囚此，国内的经济主要还是通过政府行为

影响，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的经济调节难以有效地运作

    3 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首先，在旧的国际分

工中，贸易利益的分配明显不利J一发展中国家，致使发达闰家与

发展中国家经济差距越来越悬殊，资源的流向也对发展，}，国家不

利。其次，由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关系中主要是以初级产1吊

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品相交换，由丁经济的单一性及初级广品收人

弹性比较低等原因，与工业品相比，贸易条件趋十恶化_加之初

级产品国际市场价格的不稳定，使发展巾国家的国际收支恶化，

国内经济的小稳定性1分严重〕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目标

    基于卜述情况 发展中国家在建立自主贸易政策的同时，其

主要{}标为:①促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建立民族工业，真止实

现经济独立。为建立本国的上业。这些国家需要月放的国际市

场，特别是发达国家开放市场吸纳它们的1业制成品 ②改善国

际收支和贸易条件。 方面通过发展丁业和多样化经济增强经济

实力，同时通过贸易政策措施改善贸易条件，并通过稳定初级产

品国际市场价格，促进国际经济秩序和贸易利益分配的合理化〔〕

③消除贫穷、扩大就业和促进收人公平分配.通过政府的调节十

预，改善由于市场机制不完善所出现的收入不公平分配

    二、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种类

    (一)初级产品出口政策
    初级产品出日政策是指出日食品、农产品、矿物原料和燃料

等初级产品，进日下业制成品。这往往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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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 一种对外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中有许多国家，其中绝大多

数是非洲国家.至今仍采取这种政策。它们的初级产品出日},ill

口急额的比秉达叩%以上，通过初级产品出口，赚取外汇，对

引进先进技术、进日必需品、带动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但是，

山于发达国家控制国际市场，千方百日压低初级产品价格.提高

丁业制成品价格，使初级产.异出口国家的外汇收人日益受到损

害，因此，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小 有邺发展中国家，
山于具有牛产某此初级产品的明显优势，成木低、产量高，牛产

和出口对经济发展有利时，才鼓励初级产品出口

    (二)进口替代政策

    所谓进口林代政策，就是 国采取高关税、进口数量限制和

外汇什制等措施，严格限制某此重要的下业品进日，扶杭和保护
本国有关七业部门发展的战略 其日的在I用国内生产的1业品

代替进口产品.以减少木国对外国产品的依赖，减少外汇支出，
平衡国际收支，促进民族上业的发展 它是 A封ii美国家和亚洲

主要是东亚国家为实现巨让化而实施的经济发展战略

    由于发展，}，国家各国的共体条件不同，因此实施进口侍代的

进程有些差异，但一般经过两个阶段:首儿，以建\l和发展一般

消费品T业为仁，如自行车、一般家用电器、食品加工、饮料、

纺织、服装、鞋类工业等。在这一阶段初期，由于生产最终消费

品所需的，{，问投入品和技术需要进1干，加卜缺乏管理经验。生产

规模狭小等原因，往往出现产品成本高、质量低、价格高等卜」

题。其次，以建立和发展国内急需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的生产为
仁，如机器制造、机械、机沫设备、石油提炼、炼钢轧钢等下

作，在这一阶段，进日的材料和机械设备逐渐减少，甚至停止进

rl 全部白己牛产，白力更生能力不断增强，进口替代 }业口趋

成熟。这此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国内 批相关产业的兴起和发展，

从而为个IN卜、1卜化尊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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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口替代政策的出台与战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有

关。在殖民时期，由于殖民政策的影响，r民地国家严重地依赖
宗主国的工业产品。第二次比界大战后，初级产品对制成品的比

价下降，这就迫使发展中闰家必须以更多的出日商品 (初级产

品)来换取进口品 (制成品)，国际收支逆差与年俱增 于是广
大发展中国家改变单一经济、发展民族工业、利用国内的工业制

成品来替代同类的进口产品的进I I替代政策应运而生
    进II替代政策对于 此发展中国家的进日料代1_业部门的

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随着世界利技的迅速发展，到

了z()世纪60年代巾期，一些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实行进口替代

出现许多困难 如:在进口替代政策保护下发展的工业，与发

达国家同类工业产品和比，成本高，效率低，缺乏竞争力;大

量进日机器设备和中间产品，引起外汇和国际收支发生俐难;

进日替代往社不能充分参与国际分上，从而不能发挥自己的优

势一因此，许多实行进门料代政策的发展’}’国家或地区，特别

是新兴协IV化国家或地区纷纷调整或放弃这一政策，转rtlJ实行

出II导向政策
    (三)出口导向政策

    出口导向政策是指一个国家采取放宽贸易政策，鼓励扩大出

口，同时，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允分利用本国的优势

条件，大力生产和出日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工业制成品，
逐渐以国产的工业制成品出门替代初级产品出门，以精加下制成

品出I I替代粗加工制成屏出口，增加外汇收人，汗以出日为动力

带动国内I业和经济的发展

    由J各国和地区的具体条件不同 实施这 一战略的政策措施

也不 一致。大体看来，有三种表现类di:一是拉美国家如巴西、

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一般是在原进日替代的基础卜发展出F1柞

代工业，即把出11替代与进口替代结合起来。_是原来出口初级



睡产撞一喇

产品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科特迪瓦等，日益增加对初级产

品的加1出!J，提高附加值。三是亚洲 “四小龙，，，囚地域狭小，

矿产资源贫乏，就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较为丰富的优势发展芳动

密集型的加工装配工业

    出[CI替代 (Fxport Substitution)的政策下具主要是出u补
贴，既有针对出「进行的补贴，也有对出口品生产提供的补贴，

还有出口退税、信息的出门信贷以及对出口工、}卜投人品实行优惠

供给价格等扶持措施。而且，出口替代政策卜的平均关税水平较

低，以利十出I1 1_业低价进日所需投人品，降低生产成本，同时

也使低效率的进[rI科代工业不能在过尚的保护下发展

    出日替代政策对 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工业化国家和

地区的下业化和下业制成品的出口起r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实行出口导向政策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的方面。由于

牛产以出I为导向，加深厂对外依赖性，一旦脸界出现经济危

机，囚际市场需求减少，产品价格波动等都会严重影响生产的发

展;同时，以出口为导向，也弃易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小平衡

性。这些问题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中已经暴露出来 引起

经济学界和齐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大家共同认识到 个11J家或地

区完全坚J寺出口导向，一切土作的升展都围绕出口是不可取的

    (四)迷口替代与出口导向相结合的对外贸易政策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般从实行进JI替代政策开始，建立和发

展民族下业，在民族工业壮大后，逐步转向实行出L」导向政策
但有的发展1}，国家实行进日替代和出日导向相结合的政策，就是

在积极扩大国内市场需求的基础土，不断扩大进口枯代的广度和

深度，与此问时，不断扩大对外开放，鼓励扩大出口，打人国际

市场。因此‘根据CSI内各个工业部门发展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
的对外贸易政策措施:对发展水平较低的工业部门实行进日替代

政策，对发展水平较高的工业部门实行出口导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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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政策的改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广大发展中国家进行了以贸易自
由化为特征的对外贸易政策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每个国家

的关税、非关税壁垒和外汇市场及出口障碍都发生I不同程度的

变化

    拉丁美洲在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成效突出，既减少了数童限
制和关税，又减少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和出口直接阳碍。世界银

行对发展‘}，国家贸易白由化的一项研究表明，拉美国家贸易自由

化水平正迅速向东亚新兴 〔业化国家靠拢

    南亚 (斯里兰卡除外)在减少数量限制方面取得r 一些进

展。但改革较慢，直到 1991年才开始降低关税，且采取出u鼓

励措施，未取消直接抑制进口的措施。与其他地区相比，南亚地

区的进口壁垒仍维待在较高水平，其改节是走向中性化而A非白

由化，不过，南业地区目前的改革是迅速且有力的

    非洲各国首先改革外汇市场，其目的是使实际汇率大幅度地

贬值，数量限制随后也同时减少。但关税水平无多大变化，甚至

外汇改革也是不完整的，且许多非洲国家的贸易改革停滞不前，

甚或倒退。

    东,Ik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中最开放的
区域。近期的贸易自山化优先强调中性化而后才是白由化 改革

首先采取的是实际汇率贬值、直接鼓励出日等方式，随后降低最

终产品进日的数量限制和关税 第一阶段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

现已进入了第二阶段〔

    总之，通过改革，贸易自由化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到处可

见，尤其是在南亚、非洲、拉丁美洲和东,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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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措施

第一节  关税概述

    一、关税的概念

    关税 (〔一二toms Du。，furiff)是进出la商品经过一国关境
时，由政府所设置的海关向其进出口商征收的一种国家税收

    关税很早就已出现，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商业制度却是在近

代刁形成的。近代关税制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国境关税制，即进

出日货物统 一在一国国境上一次性征收关税，而在同一国境内不

再重征。英国最早实行这种统一的国境关税制.以后逐渐为世界

各国所普遍采用，一直沿袭至今、成为现代国际商业制度的 一个

重要方面

    二、关税的特点

    (一)关税的征收是通过海关来执行的

    海关是设在关境L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是贯彻执行本国有

关进出日政策、法令、规章的重要工具。海关的主要职能是对进

出关境 (或国境)的货物、货币、金银、证券、行李物品、邮递
物品和运载上述货物、物品和旅客进出境的各种运输工具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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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管理。监督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征收关税、代征法定的其他
税费，查禁走私，临时保管通关货物和统计进出口商品、人员

等。海关 一般设在沿海有关港日、内陆边境进出口通道附近地
区、开辟国际航线的 匕机场、收寄国际邮包的邮局，以及靠近m

免关税的经济特区边境等关境内

    (二)货物的进出口是由海关来校制的

    为此，海关A要规定一个地域界限，货物进人这个地域时作

为进门。离开这个地域时作为出口，这个地域界限称为关境。关

境 (Customs Frontier)亦称 “海关境域”或 “关税领域 它是

海关所管理和执行有关海关各项法令和规章的区域。一般说来，

一国的关境与其国境 (包括领陆、领水、领空)的范困足 一致

的，关境即国境。但也有许多国家和地区两者并不一致。在设有

自由港、自由贸易区、保税区等经济特区的国家，自由港、白由

贸易区、保税区置于关境范围之外，这些国家的关境小于国境

相反，有些情况下则关境大于国境〔如有些国家相五缔结关税同

xN，参与同盟的国家，其领土成为统一的关境，这时这些1a家形

成的统一关境就大1'国境。有关关境的法律条文一般在海关法d’

们明其关境范f+1 有些国家虽末在海关法中订明，但如该国海关

在个国各地设有机构，且其执行海关法的职能不受限制，亦应认

为其关境与国境是一致的

    (三)关税与国家凭借政治权力规定的其他税赋一样，其有

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

    强制件是指关税由海关依法征收，纳税人必须无条件服从号

无偿性是指关税由海关单力1AT从纳税人方[耐T收，而国家不需要

给予任何补偿:固定性是指关税根据预先规定的法律与规章加以

征收，海关e纳税人双方都不得随意变动

    (四)关税与其他国内杭收相比又有区别
    首先，关税是一种间接税。问接税即由纳税人依法纳税，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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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契约关系或交易过程将税负的一部分或全部转嫁给他人的

税〔，其次，关税具有涉外性。进出口商品不仅与国内经济和生产

有着直接关系，而且与世界其他各国或地区的政治、外交、经

济、牛产和流通等方面也有密切关系。对于主要的贸易伙伴和经

济关系密切的国家更为重要，关税措施体现一国对外贸易政策，

也是国与国之问政治经济关系的纽带或斗争的武器

    三、关税的作用

    对一个具体的贸易国来说，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关税叮以起到
以下甘力面的作用:

    (一)增加该国的财政收入

    关税是海关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而征收的国家税收，因此，

关税的收人便成为国家财政收人的 一个来源。关税的征收，其最

初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家财政收人。这种以增加国家财政收

人为主要目的而征收的关税，称为财政关税 (Revenue Tan川

财政关税征收的一般原则是:征收对象应是进日数量多、消费量

大、税赋力弧的商品，这样有比较充足和稳定的税a，而且应该

是非生活必需品和非生产必需品，征税后不会过多地影响国内生

产和人民生活。此外，关税税率要适中或较低，如税率过高将阻

碍进11，达不到增加财政收人的目的〕

    现在，由于国际贸易和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财政关税的意

义已大为降低〔主要是由F国际市场的竞争口益激烈，关税已被

世界各国书遍地作为限制外国商品进[!、保护国内产业和国内市

场的一种手段来加以使用一但是，对于许多经济不发达国家来

说，财政关税仍然具有机当的作用，是国家财政收人的一个重要

来源

    (二)保护国内的产业与市场

    这土要是对进口贸易而言的。关税的设置限制r外国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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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山进人.尤其是高关税已成为一种贸易的壁垒，提高了进门商

品的成木，削弱I它与本国商品的竞争能力，大大减少了有关商

品的进口数链，以保护木国同类产业或相关产业的生产与市场

同时，对出u贸易而言，对出口商品征收关税，可以抑止这些商
品的出日，使国内市场得到充分供应，防1上本国自然资源人星外

流。这种以保护本rl的产业和市场为主要日的而征收的关税，称

为保护关税 (Prorecrive Tariff )。从理论卜讲，保护关税税率一

般等f或略高于进口商品成本与本国同类商品成木的差额 似税

率不宜过高，过高会引起有关出一J国的关税报复〔

    (三)调节进出口贾易

    一个国家可以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通过关税税率的制定和

调整.控制进出仁J商品的数量和品种，调节进出日贸易，平衡国

际收支

    关税对进出11商品的调节作用土要表现在以卜儿方而;

    I在进口方面。对于闰内能大量生产或暂不能大址生产但

有发展前途的产l1J’.，规定较高的进口关税，以削弱进口商品的竞

争能力，保护国1勺同类产品的生产和市场;对非必需品和奢侈品

的进口制定更高的关税，达到限制甚至禁止进口的目的;而对于

本国不能生J.;或生产不足的原材料、半制成品、tk活必需品或生

产必需品的进日，制定较低税率或免税，鼓励进日以满足国内生

产和生活的需要

    2 在出门方ifil,通过低税、免税和退税等优惠关税措施，

促进商邢出口;MI对国内短缺的商品制定较高的出口税，以保证

国内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3 通过关税调整贸易差额，达到贸易平衡和iii际收支平衡

当 国贸易逆差过大时 可以通过提高进II关税税率和加征进FI

附加税的方法 减少进日数童 减少贸易逆差;当贸易顺差过大

时.则可洒讨减免关税 鼓励进日 缩小贸易顺差。以缓解与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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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国家的贸易摩擦和矛后

第二节  关税的种类

    关税的种类繁多。按照不同的标准叮以分为以下儿类;

    一、按征收的对象分类。可分为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

    (一)进口4jE

    进口税 (Import Duties)是进口国的海关在外国商品输人时

对本国进口商所征收的关税。进口税是关税中最主要的一种。这

种进口税在外国货物直接进人关境或国境时征收 或者外国货物

由自由港、自由贸易区或海关保税仓库等提出运社进口国的国内

市场销售时在办理海关千续时征收

    进日税按税率的征收幅度一般又司分为最惠国税和普通税两
种_

    最惠国税适用于与该国签订有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双边或多边

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进II的商品，税率较低。普通税适用于来

自’J该国没有竿订贸易协定的国家或地区的进口商品，税率较
肖
{一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多数国家都先后加人了关税及贸易总

协定，或者签订r双边的贸易条约或协定，相互提识最惠国待

遇，享受最惠国税率。因此，止常进口税通常指最惠国税，称作

IT常关税 (M)二:al Tariff
    征收进11税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进U商品的价格，削弱这此

进II商品在本国市场的竞争能力，影响外国而洁的进口数量 高

额的进口税往往是国家限制进日的重要措施。但使用过高的进日

税.全对讲!I Ai品形成辟卒.队碍国际贸易的发展门因此，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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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 “关税壁垒”，便是指高额进11税

    进日国家并不是对所有进口商.易都征收相同的关税 一般来

说，对工业制成品的进日征收较高关税:对半制成品的进IJ税率

次之;而对原料的进口税率最低甚至免税。目的是为了保护本国
制成品的生产及销售，鼓励进日原料在国内进行加上后出1丁 进

口税税率随产品本身的加I_程度而提高，称为 “关税升级”

    (二)出口税

    出口税 (Exlx)rt Duties)是出口国的海关在本国产品输往国
外时，对本国出日商所征收的关税 出口税日前不是各国主要关

税种类。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般都不征收出口税，因为征收出11

税会提高商品的出口价格，肖II弱木国商品同别国同类商品的竞争

能力，不利于扩大出口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征收出n税的国家
主要足发展中国家。征收出日税一般是由十以下原因

    1 为了增加本国的财政收人。作为征收出口税对象的商品

一般是本国资源丰富、出口量大的商品，或是在世界市场有独占
性的出日商品。对这此商品征收出口税后不致过多地影响其在国

外的销售数量,以达到增加财政收人的目的〔〕财政性出口税的税

率一般不高，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出口税 般在196-5%

之问

    2 为了保护国内生产。以保护本国生产为目的的出日税，
涵常足针对某a出口的原料进行征收，以保证国内生产对这些原

料的需求。同时，也可以利用出日税调节出「流址,以便在国际

市场上争取有利的价格。也有一此国家为了维护本国经济权益，
用出口税来抵制跨国公司在当地低价收购初级产品1

    3 为了保障国内市场供应 稳定物价 以保障四内市场供

Idj为!7的的出口税，卞耍是对木IAI'Li"不足而需要星又很大的生

活必需品征收，以减少出日需求，保障国内供给，平稳这些商品

的国内市场价格，稳定国内经济



    (三)过境税

    过境税 (Transit Duties)又称通过税。它是 ‘国对干通过其

关境的外国货物所征收的关税。按规定外国过境货物在过境期

间，货物不得进人过境国国内市场销售或使用，一般只是利用该

国的运输通道和运输工具。历史上征收过境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

增加国家财政收人。这种税在重商主义时代的欧洲各国曾盛行一

时。因此，19世纪后半期各国相继取消了过境税。1921年西方
许多国家在巴塞罗那签订了一个自由过境公约。第二次世界大战

后，关贸总协定中有关条文丙一次明确规定 “各缔约国禁止对过

境货物征收关税或过境税”。囚此，目前大多数国家在外国商品

通过其领土时都不征收过境税，而只收取少量的滩许费、印花
费、登记费和统计费等口

    二、按照差别待遇和特定的实施情况。可分为进口附加税、

差价税、特惠税和普遍优惠制

    (一)进口附加税

    进口国家对进口商品，除了征收一般进口税，还往往根据某
种目的再加征进口税。这种对进口商品除一般关税以外冉额外加

征的关税，就叫做进11附加税 (Import Surtaxes)，又叫做特别
关税

    进日附加税通9是一种特定情况下的临时措施。征收进口附

加税的目的主要有:应付国际收支危机;维持进口平衡;防止外

国商汤低价倾销或短期内大量进口对国内同类产品生产造成重大

威胁或损害;对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或歧视行为;增加财政收人;
等等

    进口附加税是限制商品进川、保护N内相关产业的重要手

段 除可对所有进山ii品征收进口附加税外，有时还可针对个别

国家和个别IN i洁征收进口附加税。进口附加税最常见的有反补贴



税和反倾销税

    1反补贴税 (Counter Vailing Duty)，反补贴税又称反津贴

税、抵消税或补偿税 它是对在牛产、加工及运输过程中直接或
问接地接受任何奖金和补贴的外国进口商品所征收的一种进日附

加税 直接补贴是指直接付给出口商的现金补贴;间接补贴是指

政府对某a出口商品给f财政卜的优惠，如减免出日税或某此国

内税，减免运费，对i为加工出II而进GI的原料、半制成品实行

免税或退税等。反补贴税的税额一般按奖金或补贴的数额征收

征收反补贴税的日的在于增加进口商品的价格，抵消其所享受的

补贴金额，使它小能在进口国市场卜与本国同类商品进行低价竟

争，以保护本国生产和市场_

    但是，目前发达国家有滥用反补贴税来限制国外产品进口的

倾向，故为了避免有关国家以反补贴的名义实行进口限制和过度

报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下简称 (关贸总协定》)就反补

贴税作r相关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儿点;

    川 反补贴税的定义。按照 《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第二款的

规定，所谓反补贴税，是指进日国为了抵消某种进口商品在制

造、生产或出「」时所直接或间接接受的任何奖金或补贴血征收的

一种特别关税

    (2)征收反补贴税的条件 按照 《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第六

款的规定，如果某缔约国对某种出口产品实施补贴的行为，对该

种产品进日国某项已建立的工业造成审大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
或严重阻碍国内某一工业的新建，如市场占有率的急剧下降、企

业倒闭等，才能征收反补贴税。另外，C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第

四款、第五款还规定，出日退税和出日免征捐税不得征收反补贴

税;对J一同 进日产品，不得既征反补贴税，又征反倾销税;对

初级产品的补贴，不得征收反补贴税

    (3)征收反补贴税的数额。按 《关贸总协定》第六条第三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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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反补贴税的征收数额，不得超过该产品所直接或间接接受

的奖金或补贴的估计数额

    2反倾销税 (Anti-Dutnpittg Duty)反倾销税是对实行倾
悄的进n商品所征收的一种进口附加税。其目的在于抵制外国商
品的倾销，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

    所谓倾销是指 种产品通过正常的商业渠道，以低于正常价

值的价格向另一国出门。反倾悄税是当倾销的进日产品对进口国
牛产相似产品的上业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或阻碍进日国生产

相似产品工业的建之时，进口国依法对倾销的进口产品征收的除

正常关税以外的一种特殊关税。为协调反倾销税引起的各种贸易
矛盾，《关贸总协定》对倾销与反倾销税也作了相应的规定。主

要有以「儿点

    (1)倾销损害的标准。用倾销乎段将一国产品以低PT常价

格的办法挤人另一国市场时，如因此对某一缔约国领土内已建立

的某项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重大威胁，或对某 一国内工业的

新建产业有严重阻碍，这种倾销应受到谴责，进口国可对其采取
反倾销措施

    (2)正常价格的确定 正常价格是指相同产品在出口国用J

国内消费时在正常情况「的叮比价格，即国内价格。如果没有这

种价格，则叮视相同产品在正常贸易情况下向第二国出日的最高
uJ比价格，即第二国价格 或产品在原产国的生产成本加合钾的

推销费用和利润，这叫做构成价格

    (3)征收反倾销税的条件和要求。第一，必须确定其产品存
在以低于正常价格的水平进人另 一国家的事实 第二，必须确定

该种行为已对进日国的某此工业造成重大损害或产生r重大威

胁，或严重附碍了进日国某项1_业的建立。有关损齐程度的经济

指标卞要有:①来自某 一国的进口产品的进目年增长率迅速增
加，市场份额扩人;②进口产品削价或进口产品使国内同类产品



卜 M"5 Mi

承受削价的压力;③影响国内工业，如生产下降，库存增加，失

业增多，销售减少等。第，，征收反倾销税的数额不得超过该产

品的倾销差额，即出日价格与正常价格之间的差额。第四，不得
因抵消倾销或出口补贴而对同一产品既征反补贴税又征反倾销

税

    (二)差价税

    差价税 (Variable Levy)又称差额税。它是指某种本国生产
的商品国内价格高f'同类进口商品的价格时，为了削弱进日商1n

的竞争能力，保护闰内生产和国内市场，按国内价格与进口价格
间的差额征收的关税。差价税是欧共体农业政策的产物，是欧共

体对从非成员国进口的农牧产品征收的农业保护关税。这种差价

税实际也属于进Ll附加税。由于差价税是随着国内外价格差额的

变动而变动，因此它是一种滑动关税 (Sliding Duty) o

    差价税的征收有两种形式:一是以进Li税的形式来征收，即

对进口农产品只征收差价税;另一种是以进口附加税的形式来征

收，即对进口商品除征收正常的进门税以外，同时还对其征收差
价税。如欧共体对冻牛肉进II首先征收20%的一般进u税，然

后根据每周进口价格与欧共体的内部价格变动情况征收变动小定

的差价税。欧共休所征收的差价税的税额是欧共体所规定的 “门

槛价格”与实际进u的货价加运保费 (Cl工户价)之间的差额。所

谓 ‘们槛价格 是欧共体境内该进门商品最短缺地区公开市场卜

可能出售的价格 (即境内该商品最高价格)减去该商1n从进日港
运到该地区市场的运杂费、保险费和销售费用后所规定的价格〔

所征税款个部仁交共同体农业基金，用以支持和干预共同体内部

的农产品价格，保持其稳定的高价，以鼓励共同体各国农牧业的
持续发展〕

    (三)特惠税

    特熏税 (Preferential Duti)又称优惠税〔它是指一国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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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全部或部分进口商品，给子特别优惠的低关
税或免税待遇。特惠税有的是互惠的，有的是非互惠的〕

    特惠税开始于宗主国与殖民地附属国之间的贸易。目的在I

保护宗主国在殖民地附属国市场土占据的优势

    目前最有影响的特惠税是 “洛关协定”(Lome Convention)

“洛美协定，，是 “欧洲经济共同体一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

(国家)洛美协定，，的简称。它是一种非互惠的优惠关税 “洛美

协定 由欧共体向参加协定的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一些

国家单方肉提供特惠税。参加协定的国家主要是欧共休的前殖民
地国家，其他国家是无法获得这些优惠的一“洛美协定”单方面

给予受惠国的全部下业品和大部分农产品免税，不限M地进入欧
共体市场

    (四)普遍优惠制
    普遍优惠制 (Generalized System Preferences, GSP)简称普

惠制，是发达国家对来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某些产品，特别足

工业制成品和半制成品给子的 种关税优惠待遇制度

    普惠制有三个原则，即普遍的、非歧视的、非互惠的。所谓

普遍的，是指所有发达闰家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成品和半

制成品给予普遍的优惠待遇 所谓非歧视的，是指应使所有发展
中国家或地区都不受歧视，无例外地享受普惠制待遇 所谓非互

惠的，是指发达国家应单方面给子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Li商品在

关税力面的优惠，而不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供反向优惠。普

惠制的口标有二项:扩大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上业制成品和半

制成习的出日;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外汇收人，以改善其国际收

支;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增民〔

    普惠制是经济不发达国家在联合闰贸易与发展会议 卜经过

长期斗争，在1968年通过建立普惠制决议之后取得的。1971

年7月I日欧共休首先制定了普惠制方案并开始实施，美国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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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开始实施。日前已有31个国家实行了17个普惠制方

案，它们是:欧朋 15国、口本、新西兰、挪威、瑞士、加拿

大、美国、澳大利业、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才利、

波兰、俄罗斯、哈萨克斯姻、!-一i克11和白俄罗斯。受惠国达

190多个。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美国未给我国件遍优惠制。根据

1979年，}，美贸易关系协定，美国只给子我国最惠国待遇，而末

给子普遍优惠制。关国在 《1974年贸易法》中对普遍优惠制作

出如下规定:共产主义国家只能在下列条件 };亨受普遍优惠

制:其 一，该国被美国总统指定为发展，户国家;其二，该K的

产品享有非歧视阵待遇;其二，该国为GATT的缔约国:其

四，该国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的成员;其自，该国不

受国际共产主义控制一从这此条件来看，我国坚持以发展中国

家的身份 “人世，，不仅是符合我国国隋的，而且放弃这一原

则，我国不仅不能得到美国给子的普遍优惠制，还将失去其他

发达国家给子我国的普遍优惠制〔〕

    普遍优惠制的给惠国，在提供普惠税待遇时，是通过普惠制

方案来执行的 这些方案的土要内容如F:

    I 又士受惠国家或地区的规定 普惠制在原则卜应对所有发

展中国家或地区都无歧视、无例外地提供优惠待遇，但有的给惠

国从各自的经济和政治利益出发，把某些受惠国或地区排除在受

惠国名单之外，如美国把某些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石油输出

国组织成员国排除在外

    2. AJ受惠产品范Jill的规定 一般来说，在公布的受惠AN,

清单中，农产品的受惠产品较少，上业品的受惠商品较多。少数

敏感性产品，如石油产品被排除在外

    3 对受惠户品减税幅度的规定 受惠产品减税幅度的大小

取决干最惠国税率和普惠制税率之间的差额:最惠国税率越高，

养惠制税率越低，差额越大;反之，差额越小。 般来说，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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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减税幅度小，!业品的减税幅度较大

    4 对给惠国的保护措施规定 各给惠国一般都在方案中

规定保护措施，以保护本国某此产.洁的生产和销售。①免责条

款又称例外条款，是指受惠国产品的进口量增加到对其本国同

类产品或有直接竞争关系的产品的生产者造成或即将造成严重

损害，给惠国保留对该产品完全取消或部分取消关税优惠待遇

的权利。②预定限额指预先规定在一定的时期内，某此受惠产

品的关税优惠进川限额，对超过限额的进口受惠产品按规定恢

复征收最惠国税率〔、③竟争需要标准又称竞争而要排除，美国

采用这种标准，它规定在一年内，对来自受惠国的某此进门产

ii，如超过竞争需要或超过美国进fl该项产品总额的一半，则

取消卜一年度该受惠国或地区这项产品的关税优惠待遇，如该

项产品在以后进口额降至上述限额时，则下一年度仍可以恢复

关税优惠待遇。①毕业条款 美国从1981年4月1日起采用
这项规定，欧盟从1995年 1月1口起也援引这项条款 即当

  此受惠国或地Ix的某些产品或其经济发展到较高的程度，在
世界市场上显不出较强的竟争力时、给惠国将取消该项产品或

全部产品享受关税优惠待遇的资格，称之为 “毕业”。这项条

款按适用范IM的不同，可分为 “产品毕业”和 “国家毕业”:

前者指取消从受惠国或地区进11的部分产品的关税优惠待遇;

后者指取消从受惠国或地区进曰的全部产III的关税优惠待遇，

即取消共受惠国或地区的资格。

    5 对原产地的规定 又称原产地规则，是衡量受惠国出日

产品是否取得原广地资格、能否亨受优惠的标准。其目的是:确
保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广品利用普惠制扩大出口，防止非受惠国

的产品利用普惠制的优惠扰乱普惠制下的贸易秋序.

    各给惠国的普惠制方案中的原产地规则，一般包括原产地标

准、直接运输规则和产地证明文件二部分。①原产地标准:普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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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的原产地标准分为两大类:一是完全原产地的产品，指完个用

受惠国的原料、零部件并完全由其生产或制造的产品，它是 个

非常严格的概念 另一类是非完全原产地的产品，又称含有进[F
成分的原产地产品，指全部或部分地使用进口原料或零部件制成

的产品，这些原料或零部件经过受惠国或地区允分加工或制造

后，其性质和特征达到了 “实质性变化，的程度，变成厂另外一

种完全不同的产品，才叮享受关税优惠待遇。②自接运输规则:

指受惠产品必须从该受惠国肖接运到进日给惠国，由于地理原

因，受惠产品也可通过第三国或地区的领土运往进11给惠国，但
必须置于海关监管之下末投人当地市场销售或再加工，并向进口

给惠国海关提交过境提单、过境海关签发的过境证明书等，才能

享受普惠税待遇。③原产地证书:指的足出口商品要获得给惠国

的普惠制关税优惠待遇，必须向进日给惠国提交出口受惠国政府

授权的签证机构签发的普惠制原产地证书格式A和符合直运规

则的证明文件，作为享受普惠税待遇的有效文件_格式A的全

称是 《普遍优惠制原产地证书格式A))，它是受惠产品享受普惠

税待遇的官方凭证，是受惠产品获得受惠资格必不可少的币要文

件 对于我国来说，原产于我国内地的皮节及毛制品、服装、玻

璃及陶瓷与部分贱金属等，仍不属于欧盟GSf范围，但纺织品、
电子消费品、机电产1n 珠宝及贵金属、光学仪器和钟表则享有

欧盟 GS 优惠

    普遍优惠制白诞生以来，对促进和扩大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

出口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而问接带动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

发展 但由于普惠制方案的规定十分复杂 而且附加了 些保护

措施，使普惠制的实施大打折扣，没有达到预期目的〔1976年
联合囚第四届贸发会议将原定于198(1年到期的普惠制延长10

年，1990年又再延长1f)年。欧盟实施的“S1〕以10年为1个周

期，现行制度始于1995午.至2004年期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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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关税的征收

    一、海关税则

    各国征收关税的依据是海关税则 (Customs 7 ariff)

    海关税则是指一国对进出口的商品计征关税的规章及各类商

品分类及税率一览表，是海关征收关税的依据。海关税则由国家

立法部门批准，是 一国关税政策的具体体现〔〕

    海关税则一般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海关征税规章;另一

部分是关税税率表

    关税税率表主要包括税则号列 (Tariff Item),货物分类目

录 (Description of Goods)和税率 (Rate of Duty) 部分

    (一)海关税则商品分类p7录

    海关税则巾对各种不同进出口商1nin进行分类、组合、排列，

把种类繁多的商品归纳成类、章、组和税目的分类休系，称为海

关税则商品分类目录 (Tariff Not。lature)。目的在于根据不Irl

税目分别制定不同的税率，作为征税的依据〔

    欧洲关税同盟研究小组于1952年12月制汀了《海关合作理

事会税则目录》 (Customs Cooperation Council Nomenclature,

CCCN)，称为 《布鲁塞尔税则目录》(Brussels Tariff Nomencla

tuns, aPN),除美国、加拿大外，已为10()多个国家和地区所

采用 我国1985年实施的 《海关进出日税则》也采用了这个税

则分类口录

    ((、cN的商品分类划分原则是以商品的自然属性为主，结合

加工程度等来分类的。它把个部商品共分为21类，99章，lolI
项税号。1 -24章为农畜产品，25一99章为工业制成品 税日号



用四位数表示，前两位数表示商品所属章次，后两位数表示税口
号，中间用圆点隔开

    从1988年I月I口井始，主要西方囚家采用 《协调制度》

作为海关税则的商品日录，以取代(C(X N 《协调制度》(Ha,

  ionized与'ten，IIS)是由海关合作理事会于1983年主持制定
的一部新的、系统的、具有多功能的商品分类目录。其个称为

U11iiii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截至1991年10月，已有88国在

其税则中正式采用 (协调制度》目录。我国于1992年1月1口
正式采用以 《协调制度》目录为基础编制的新的 《海关进出口税

则》和《海关统日商品口录》

    《协调制度》II录仍分21大类，章则改为97章，项I〕则增

至1241个，项H增设子日共501，个、《协调制度》是国际卜多

个商品分类目录协调分类的产物，其最大特点是适合与国际贸易

有关的统计、原产地证明书、海关、进口许可证等各力面的需

要，成为国际贸易商品分类的一种 “标准语胃’。它足一部完铭、

系统、通用、准确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体系〔〕

    (二)海关税则的种类

    1 按同 税口下税率的数口，海关税则分为单式税则和复

式税则两类

    (1)单式税则 (Single Tariff),单式税则又称 栏税则一这
种税则，一个税目只制定一个税率，适用于来白任何国家的商

刀，没有差别待遇 现在只有少数发展中国家采用此种税则，如

巴拿马、乌千达、冈比亚、委内瑞拉等国。随着囚际贸易的复杂

化，这种税则无法实行差别待遇和歧视待遇，或争取关税上的优

惠，因而各国都普遍采用了复式税则

    (2)复式税则 (Complex Tariff),复式税则又称多栏税则
这种税则，在一个税目下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税率，对来自小同

国家的同一进口商品，适用不同的税率，目的是实行差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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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欧共体的海关税则有五栏，分别为:普通税率、最惠国待遇税

率、普惠税率、协定国税率、特惠税率。其中普通税率是最高税

率，特惠税率足最低税率。卜{前，绝大多数国家都采用这种税

则.但各国所采用的栏数不尽相同，如美国对进门税采用三栏税
率，日本则采用四栏税率

    这种多栏式税率是体现对外贸易中的国别待遇的重要乎段

往常1是处理国际贸易关系中的重要谈判内容。如中美之间关于最

惠国待遇的谈判，就是美国利用最惠国税与普通税的小同税率对

中国实施压力的币要内容

    2 依照制订税则的权限 (或者说按照制汀者的不同)，又可

将海关税则分为国定税则和协定税则〔〕

    川 国定税则，又称自主税则 (Autonomou s' Tani川，就足
  一个国家独众制定并有权加以变更的税则，一般适用于没有签订

双边或多边贸易条约或协定的国家 囚定税则有自主单式税则和

白主复式税则之分

    (2)协定税则 (Conventional Tariff)，就是一国与其他国家

通过贸易谈判，以条约或协定方式制定的关税税则，一般适用于

协定的商品 协定税则是在本国原有的国定税则以外另行规定的

  种税则。协定税率比国定税率低_协定税率除了适用干该条约

或协定的签字国以外，某些协定税率也适用于亨有最惠国待遇的

国家，对于没有减让关税的商品或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的国家的

商品，仍采用自主税则，这样形成的复式税则，称作自主协定税

则或国家协定税则〔〕

二、通关手续

通关手续义称报关手续，是指进出口商向海关申报出门或进

接受海关监督和检查，履行海关规定的手续。当办完通关手

结清应付的税款和其他费用，经海关同意，货物即可通关放

日

续



行。通关手续通常包括申报、验货、征税和放行四个基本环节。

    三、关税的征收方法

    按照关税的征收标准可分为四种方法:从量税、从价税、复

合税及选择税 其中主要的是从量税和从价税两种

    (一)从量税

    从量税 (Specific  llutics)是以课税对象的计量单位作为标
准而计征的关税。计量单位包括重量、长度、面积、休积、容积

等。而以重量单位为标准计征关税较为常见

    从量税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从量税额一商品数量x每单位从I税

    从量税的优点是计税手续简便，能控制质次价廉的商品进

门，保护作用较强。但在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时，如税率不能及

时调整，则其保护作用和财政收人都会相对降低，就会呈现出物

价卜涨时，税负相对减轻，物价下跌时，税负反而加重的不合理
现象。历史卜从量税曾为各国普遍采用。目前由I-商屏的品种和

规格越来越复杂，以及货币贬值等原因，完全使用从量税的国家

较少

    (二)从价税

    从价税 (Ad Valorem IUtics)是以课税对象的价格作为标准
而计征的关税 在关税中，其课税标准为进出日货物的价格，其

税率表现为价格的白分率

    从价税税额的计算公式为:

              从价税税额=完税价格x从价税率

    这里所谓 ‘完税价格”，即海关审定的作为计征关税依据的

货物进出日价格，也称为 “海关价格，’或 “海关枯价”〔在征收

从价税时，较为复杂的问题是确定进口商品的完税价格 各国所

采用的完税价格标准并不一致，但大休可概括为以下二种:



土兰i 姻

    (1)以成本加运费和保险费的C工F价格

    (2)以装运港船卜交货价格的卜0日价格

    (3)以法定价格作为征税价格标准

    由于各国在使用海关估价时，往往高估完税价格，以便多征

进门税，作为一种非关税堡垒的乎段，咤关贸总Ut定》第七条对

此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海关对进曰商品的估价应以进口商品或

相同商品的实际价格，而不得以国内产品的价格或者以武断的价

格或虚构的价格，作为计征关税的依据 ”

    实际价格 (友 ,al Value)是指 “在进口国立法确定的某 -

时141和地点，在正常贸易过程中于充分竞争条件下，某一商品或
相同商品出售或兜告的价格，’〔，当实际价格无法按土述规定确定

时，“海关估价应以可确定的最接近丁实际价格的相当价格为依

据”，为了统 一各国海关的估价方法，1973年在东京回合的多边

贸易谈判，}，订立了《海关估价协议》〔，1993年12月结束的乌拉

生回合多边贸易淡判，又进一步就海关估价问题达成了一项新的

《海关估价协议》，该协议9 1995年1月1口正式生效
    (三)复合税

    复合税 (Compound or Mixed IJuuces)义称混合税，是对某
种进口商品同时制订有从价和从量两种税率，并同时征收的一种

关税 在征收时两者分别计算，相加后同时征收_复合税额的计

算公式为:

              复合税额，从量税V十从价税Wi:

    使用复合税口的在于减少物价涨落对税负的影响和防止质次

价廉的货物进门，同时可以综合从价税和从量税各自的优点，更

好地平衡税负 两种税率可以有卞次之分，或以从量为主，或以
从价为卞，因fll在实行中有一定灵活性

    (四)选择税

    选择税 (Alternative Duties)是对某种商品同时制订有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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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从量两种税率，征税时由海关根据规定选抒其中一种税率计征

的关税。使用选择悦通常是为了克服从价税和从量税各自的缺
点，根据盅要选择其中一个有利的税率计征〔，一般各国都选择其

中税率高的 一种征税。当为鼓励进口时 也可以选择较低的 一种

税来征收

第四节  关税的经济效应和有效保护率

    一、关税的经济效应

    关税的高低直接影响各国进出口商品的价格，进出日商品价

格的变化又直接对国内外市场商品的供求产生影响，进而对JT内

外的生产和消费产生影响 关税对进出日闰经济的多方面影响称

为关税的经济效应。其中，对价格的影响称为价格效应 对贸易

条件的影响称为贸易条件效应;对进口国国内经济的影un称为国

内效应〔〕

    (一)关杭的价格效应

    由于进i税是山本国进11商缴纳的，因此，进口商在向海关

缴纳关税后，总是要相应提A进口商品的国内传价，以补偿缴纳

关税的损失，由此，关悦引起了价格变动，即关税的价格效应
即证收关税的百接后果就是提高了国内市场进口商品的价格，从

而削弱了进口商品的竞争能力，影响了出口国的利益，最终导致

出口国减少商品的出口

    进日国和出口国负担进n关税的比例.取决于商品的类型和

国家需求情况。例如，假定美国向巴西进口咖啡并征收进口关

税，导致美国国内咖啡价格 卜_涨 由于咖啡价格上涨，消费省减

少了咖啡的消费量。或改用其他饮料。因而国内咖啡需求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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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川也减少。这就产生连锁反应 使国际市场咖啡需求量随之减

少，国际价格下跌。这样司使进口国的国内价格上涨，出川A的

国内价格下跌 两国价格卜涨和下跌的部分加在 起则等于进口

关税税额。这就是说。巴西出11价格盯跌的损失量，就是负担美

国咖啡 一部分进口关税的量。囚此，美国进L,关税并小是山美国

人个部负担，ao足由美1A人和巴西人共同负宁H,、巴西负担的部分

是价格机制起作用的结果 但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以进日国是

个贸易大国.而且它对该进口商品的需求最占该商品生产国家出

口y的相、「布比重为前提的 因为此时，该进口国就成为该商刀.的

垄断买者。或接近垄断火者，从向具有影响进「1商品国际价格的

能力。能向出11国转嫁关税负担 如果进口国是 个贸易小国，

那么它的进门量可能只占世界进日量的很小一部分，不至于影响

该种商品的国际价格，因此，将关税负扣转移 部分给出口国的

可能性很小，全部关税将由进口国自已负担 同时，贸易大国能

否将 部分关税转嫁给出「干国，还要看进II商!lfl涨价时。国内需

求减少的程度。如果进口商品价格}涨，消费者命即作出反从

或右大星的替代}俪订.可供消费者选择，那么该商品的国内需求就
会大幅度减少 减少的幅度越大，就越能压低进日}标口的国际价

格，将关税更多地转嫁给出口国

    (二)关税的贸易条件效应

    贸易条件是一种交换条件，用出口价格指数与进日价格指数

的比率来表小〔、「丁出日产品能交换到更多的进11产况时，表明贸

易条件改善;反之，则农不贸易条件恶化。如果一国的出日价格
不变，而由于对进I.I商品征收关税，使消费需求减少，迫使国际

「h场价格「跌，由此该国出口与进I_ I价格指数的比率卜升，该进

口国的贸易条件得到改善_而对十出口国来说，假定进日价格不

变，由十出1价格下跌.出I1与进口价格指数比率卜降。贸易条

件则趋于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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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关税的国内效应

    关税的国内效应表现为消费效应、税收效应、保护效应和丙
分配效应

    1消费效应。消费效应是指关税对消费者的影响。对进口
商品征收关税，会直接损害进日商品消费者的利益 一方面，它

迫使进口商品消费者的支出增大;另 方面，迫使消费者减少其
他商品的消费 不仅如此，还使国产有关商品的价格上升，迫使

这些国产商品消费者的支出增大 因此，在收人一定的条件下，

消费者的实际消费水平会下降

    2 税收效应。税收效应是指征收进日关税对国家财政收入

的影响.，征收关税的目的之 是增加国家的财政收人 只要关税

不至于高到禁止全部商品进门，它就会给国家带来财政收人

    3 保护效应 保护效应主要是指关税对本国丁业的保护作

用。一方面，它可以保护井促进本闰生产的发展 如对某些进口

商品征收进口税后，其价格往社会远远高于国产同类商品，购买
本国货的国内消费者叮能增加。这就使国内牛产者因对进口商品

征收关税而获得额外销售量和较高的价格利益，从而使国内生产
增长，达到保护国内工业的目的。另一方面，它能促进本冈加仁

技术水平的提高_如果根据进口商.品加工技术层次的高低，有目

的地相应提高某些进口商品的进口税，pi以使本国同类加工技术

层次较高的商品生产者受到的保护程度也较高，获利较多，从而
达到促进本国加 L技术水平提高的作用

    4再分配效应。再分配效应是指征收关税所引起的收人转

移。首先，征收关税后，这部分商品的购头者收人的一部分通过
税收转移到国库 其次，征收进口税还会使国产有关商品价格土

涨，使这些商品的消费者收人的一部分通过价格上涨转移给生产

者。再次，在关税可以影响到进出f 1131贸易条件的情况下，某些
商品的进口大国征收进日税，迫使出11国不得不降低该商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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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时，出口国生产者的部分收人就会转移到进LI国，因为出口国

间接分担了进口国的一部分进口税

    二、关税的有效保护率

    一国的关税水平h接影响着该国经济的方为面向。关税水平
帆'ariff Level)是指一个国家的平均进口关税率，即:

        关税水互 进口税额总额/进口总额x 100%

百分数越大，表明 国的关税水平越高，进口关税越高，保护性

就越强。当然，关税水平的数字虽能比较各国关税的高低，但它

小能完全表不保护的程度

    对关税保护程度强弱的衡量是个复杂的问题，是一国关税的

制定及关税法制的必要依据。口前，各国一般以名义保护率和有

效保护率来表示对某种或某类商品的保护程度。

    (一)名义保护率

    名义保护率 (Nominal Rate of Protection)是指一国实行关
税保护使某商品的国内市场价格提高部分与国际市场价格的比
率 用公式表示为:

名义保护主
国内市场价格fil Fr儡黯，价格100%

    由于一国除关税以外的贸易壁垒难以估算，在理沦分析时，
一般只考虑关税的作用。因此，由以上定义可见，名义保护率实

际等」从价税税率，故名义保护义通常称为名义关税 ( Nominal

Tariff),,
    (二)有效保护率

    有效保护率 (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又称实际保护率，

是指各种保护措施可能给被保护产业的生产过程带来的价值增位
的增加里与自由贸易条件下增值的百分比，用公式表不为:

有效保护、(] 4tJ )!u 1 ly it't -r,'-i ̀lF)lu -L S{CEJ4}hnL1}1J<i 值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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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公式亦可表示如下:

                        ERI'

式中:曰tY为有效保护率;

竺示y100%
V’为被保护产.异，牛产过程的增值

即国内加 I增位;V为自由贸易条件下该生产过程的增值，即

国外加工增值。有效保护不但汁意关税对成品价格的影响，也住

意原材料或中间产品山于征收关税而提高的价格

    例如在自由贸易条件下，1千克棉纱的到岸价格为人民币20

元，其投人的原棉价格为 Is元，.片其成品 (棉纱)价格的

75%，余下的5元足国外加丁增值额。如果我国进口原棉在国内
加工棉纱，原料投人系数同样是75%时，依据对原棉和棉纱进

口征收不同关税而引起的有效保护率如下:

    ①如果我们对棉纱进日征收10%的关税，原棉免税，则国

内棉纱市价应为20x110%一22 Vu)。其中原棉费用仍为15
元，则国内加工增值额为22一]15 7(兀)按卜式一计算，棉
纱的有效保护率为:

二一v' - VV 。〕%
  =7是蓄元x，。。，%一40%

    ②如果对棉纱进口征税10%,其原料原棉进口也征税10%,
则有效保护率为100!00这是因为国内棉纱市价为22元，而其原

料成本因原棉征税10%而增加为15x110%=16.5(元)，国内

加工增位成为22一16.5一5.5(元)，囚外加工增值仍为5元

则其有效保护率为:

二一丫 V x100%
5.5}二5 ]fi曰朋%一10%

                    〕 少匕

③如果原棉进口征税为20%,棉纱仍征10%,其余条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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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则其原料成本增加为15x120%一18(元)，增值22  1s-4
(元) 棉纱有效保护率为:

FR尸
V 一 V

x 100%

i -ssn兀、，(川%4元
z0%

    其结果出现了负保护。负保护的意义是指由于关税设置不合

理，使国内加工增值低于国外加1_增值。

    囚此，有效保护率的意义在 卜 当最终产品名义税率一定

时，对所需的原材料征收的名义税率愈低，则最终产品名义税率
的保护作用愈大。两方国家常常采用这样的关税结构:对原料进

门儿乎完全免税，对半制成品进rl征收适度关税。但对制成品，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征收较重的关税。这种结构说明，它

对制成品的有效保护比名义税率所显示的耍高得多。这种关税结

构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利的，它吸引发展中国家扩大原料和半制成

品的出口.而影响制成品的出口，影响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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薰 翼非关税措施

第一节  非关税措施概述

    一、非关税措施的含义

    非关税措施K称非关税壁垒 (Non-Tariff Barriers),是指除
关税以外的一切限制进IJ的措施，它是相对1关税措施而言的

关税的卞要效果足增加进口产品的成本，国内产.守1则不必文纳关

税，囚此使国内产品处丁有利的竞争地位。除关税以外，保证国

内生产商和国内产品处于优于进日产品地位的法律、法令和政策

统称为非关税壁垒。目前，非关税壁垒已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

的重要障碍

    近年来，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非关税措施的种类越来越

多，加之世贸组织对进日关税水平约束的不断加强，经过〔;vri

主持的八轮谈判，其缔约国的平均关税水平有r相当大的下降

关税已经不再成为国际贸易中的主要障碍 非关税措施已经日益

成为卞要的贸易保护手段，在国际贸易中起到越来越币要的作

用 扩大出「1、限制进II是1II界}_大部分国家制定贸易政策的基

本原则，除了关税以外，还有很多其他限制进ll的方法，{卜关税

措施中的一些形式，如进曰配额、进日许可证、外汇管制等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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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中得到广泛的应用

    二、非关税措施的特点

    非关税借施与关税措施同为限制进口的措施，但是，与关税

措施比较，非关税措施具有以「特点

    (一)非关税壁垒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与针对性

    关税的制定必须通过立法程序，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延续

性。而非关税壁垒花样繁多，可以根据具体需要，随时采取相应

的措施。在制定和实施非关税措施时常采用行政程序，出台迅

速，程序简单，血目可以随时调整。

    (二)非关税壁垒更具强制性

    关税对进n商品的限制仅是一种间接手段，出口国可以采用

提高竞争能力、出口补贴等方法抵消关税的作用 而某此非关税

壁垒可以对进口商品的数量和金额实行直接限制，把超额的商品

拒之门外

    (三)非关税壁垒更具隐蔽性和歧视性

    关税税率 经确定，都以法律的形式公布于众 但是非关税
壁垒种类繁多，有此公开，有些不公升，有些甚至无法判定其是

否属非关税壁垒，使得出口商难以对付。此外，一些国家往往钊

对某个国家采取相应的限制性的非关税壁个，结果，大大加强f

非关税带个的差别性和此视性

第二节  非关税措施的主耍种类

闰际留易中的非关税蹄卒名11繁杂，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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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进口配额制

    进11配额又称进II限额，是 国政府在一定时期内，对某项

商品进「!的数量和金额的直接限制 进u配额制 (Imp)rt Quota

system)的具体做法是政府顶先制定某种商品在一定时期内 (如
一季度、一年等)的进口数量或金额，在规定的期限内，配额以

内的货物可以进日，超过配额的货物禁止进口或征收较高的进口

附加税或罚款后才能进日〔、

    进口配额制又分为绝对配额与关税配额两种

    (一)绝对配领

    绝对配额 (Absolute Quotas)是指在一定时期内，对某ilL商

品的进日数虽和金m规定一个最高额度，达到这个额度后就小准

进!J

    绝对配额在实施中义可分为个球配额、国别配额和进口商配

额二种力式

    1 个球配额 (Glohal Quotas),全球配额是属于世界范围的

配额，对来自任何国家或地区的商品 律适用。主管当局通常按

进口商的中请先后或过去某一时期的实际进日额批给 定的额

度，al,总额发放完为止，超过总配额的部分不准进门

    由于个球配额小限定出口国别和地区，在当年配额数公布

后，进日商争取到配额后可以从任何国家和地区进口，相邻的国

家和地Ix就占有有利条什 而距离较远的国家则处于才、利地位

这种措施难以贯彻国别政策

    2 国别NN, (Countn Q 二) 即在总配额内按国别和地
以进行分配，超过规定的配额便不准进口 为了区分来自小同国

家或地区的商耐.，实行国别配额制 一般规定在商品进川付必须提

交原产地证明书 实行国别配额是实行国别待遇的有效方法，可

以使进口国家根据它与有关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关系分别给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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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额度

    国别配额又分为自主配额和协议配额

    川 白主配额 (Autonomous Quotas) 也称单方而配额，是
山进日国完全自主地、单方面强制规定在 定时期内从某个国家

或地区进口某种I俪钻的配额。这种配额不必征得出口国的同意

自卞配额一般参照某国过去某年的实际输入额，按一定比例确定

新的进日数v或金额〔，由于各国或地区所.1!比重不一 得到的配

额有差异，所以进口国uJ以用这种配额贯彻国别政策

    佗)协汉配额 (AgreementQNF动。又称双边配额，是由
进川闰家和出口囚家之间协商确定或两囚民间、团体之rj 11通过协

议确定的配额。协议配额一般需要在进口商和出「1商中进行分

配。目前，大多数配额制都是协议配额制 相比之卜，自主配额

容易引起贸易摩擦;而协议配额 J]以获得出U国方Ikl谅解和配

合，执行起来比较容易

    3 进口商配额 (Importer Quotas)进一I&1配额是指将某此

商品的进口配额肖接分配给本国的进口商。进「I国为1加强垄断

资本在对外贸易中的华断地位和进 一步控制某" l俪6的进日，将

某此商品的进I晒己额在少数进Fl商之间进行分配。例如，日本食

JO肉的进口配额就是在29家大商社问分配的

    (二)关税配领

    关税配额 (Tariff Quotas)是指对进口商品的绝对数额不加

限制，对在 一定时期内所规定的配额以内的进口商品，给子低关

税甚至免税的优待.而对超过配额的进II商品则征收较高的关

税、附加税或罚款

    按证收关税的日的，关税配额司分为优惠性关税配额利1非优

惠性关税配额

    1 优惠性关税配额。是指对关税配额内进口的商品，给子

较大幅度的关税减让，甚ll}免税芍而对超过配额的进口商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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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收原来的最惠国税率

    2 非优惠性关税配额。是指在关税配额内仍征收原来iF.常

的进口税， 般为最惠国税;超过配额的进口商品则征收较高的

附加税或罚款，以限制和禁止超过配额的商品进口。如欧共体在

实行普遍优惠制时。所采取的配额就属干优惠性关税配额 澳大

利业曾规定进口男衬衫超过配额的部分征收高达175%的进口附

加税。

    关悦配额按商品进口的来源.可分为对来源国没有限制的全

球关税配额和对来源国有限制的国别关税配额口

    由上叮知，关税配额与绝对配额的主要区别在干:关税配额

在超过配额后仍可进门，但要征收较高的关税，而绝对配额在超

过配额时就不能再进FT〔如澳大利亚从]1973年3月起对我国呢

绒出u实施关税配额，年度配额是个毛精纺呢绒200万平方米，

混纺呢绒 150万平力米.超过 卜述配额后仍允许出口，但要征收

较高的关税

    总的来看，进!晒E额作为一种贸易壁举，最初是作为一种贸

易防御乎段，到后来便发展成为 种进攻性的贸易手段。在进行
贸易谈判时，配额延一种经常被使用的谈判筹码

    二、“自动”出口配额制

    “自动”出LI配额制 ("Voluntary" Exjx,r伽 、)又称 “自
动”限制出日，简称 ‘自限”制。它是出日国在进日国的要求或

压力下，“自动，’规定在某一时期内 (一般为3一5年)，对1一向

对方出门的某些商品加以限制_在限定的配额内，出I国自行控

制出口，超过配额即禁1卜出口

    “自动”出「呐己额制在限制商品进!1的实际作用 卜与进1}的

绝对配额制相比，只是形式 卜有所不同，前者表现为出日国方面

的限制，后者表现为进口国方面的控制。向目“自动”也仅是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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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卜的自愿，实际卜足被迫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进口国往往以

商品人遨进日使其有关}_业受到严重损害，造成所I “市场棍

乱”为理由，耍求有关国家出口实行 ‘有秩序地增长”，‘自动，

限制商品出日。所以，“自限”制衬往是出日国在面临进卜J国采

取报复性贸易措施的威胁时所作出的一种选择
    “自动”出日配额制一般采取以卜两种形式:

    (一)非协定的‘’自动”出口配额

    即在进口困的压力下出口国单方面自行规定出I配额.限制

商品出1}这种配额有的是由政府规定配额并子以公布，出口商
必须向有关机构申请配额，领取出口授权书或出口许If证后才能

输出〔如20世纪50年代H本政府 “白动，规定某此棉纺织品对

美国出II的限额，就属于这种形式 有的单方 “自动”出日配额

足山出[FI国的出口商或同业公会根据政府的政策意向来规定的

例如20世纪70年代口本的钢铁输欧的 “自限”配额，就是由日

本六家大钢铁厂规定的〔〕

    (二)协定 “自动”出口配额

    即由进口国与出日国双力通过淡判签妇 “自限协定”(Self

Restrict Agreement)或 “有秩序销售协定”(Orderly Marketing
Agreement)。在协定‘{，规定一定时期内某些商品的限额，出口国

据此实行出[Fl许可证制或出11签证制 (Export Visa)，自动限制

这些商品的出日 进日国则根据海关统计来进行监督竹理，「1

前，“自动.出口配额大多数采用这 形式

    协定 ‘’自动”出1!配额是进出川A相互妥协的产物，叫以

在一定程度卜避免极端的贸易摩擦，因此被备国普遍采用。目

前除了双边淡判确定 “白动，’出口配额外，国际上还出现r多

边自限协定，例如1986年8月通过的第四个多边纤维协议就

是 个多边自限协定_根据这个协议，估计有SO%的国际纺织

ni和服装贸易受到抑制，覆盖Ihl占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 L.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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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输出的40%

    三、进口许可证制

    进「1许可证制 (Import Licence System)是 一种凭证进口的
制度 是指进口商要从国外输人商品，必须事先向国家有关主管

机构申请，并取得许可证方可进1!的制度，许LJJ证制与配额制一

样，足一种进日的数量限制，是对贸易的一种行政管那措施与Ll

接+预_

    实行进口许fl证制，可以较具体地管理协-笔进日商品。许

uJ证内容一般有进口商品的种类、数贵、金额、进日国家或地区

等。由于许可证都附有有效期，且有效期一般较短，分为3个

月、半年、 年等。领取许可证要缴纳一定的手续费，在 定程
度}_也可以达到限制进口的卜}的

    (一)进口许可证根据其有无配顾可以分为有定领的进口许

可证和无定领的进口许可证

    1 有定额的进11许uJ证〔即国家有关当局顶先规定有关商

品的进!1配额，然后在配额的限度内，根据进门商的申请对每一

笔进Il货发给进口商的具有一定数量或金额的进口许可证 配额

用完即停止发放许可证 例如，德国对纺织品进日实行许可证制

度，有关当局衍年分=期公布配额数量 然后根据此配额对进口
商的中请发放许可证，获得许叮证后即可进口。当进日配额用完

后即不再发放进日许可证，也就是不准进口。进日许可证 般是

由进「J国有关当局向提出中清的进口商颁发的，但也有将此权限

交由出「〕国方自行分配使川的

    2 无定额的进日许可证。即国家有关当局顶先不公布进
口配额，发放有关商V.的进日许叮证只是在个别考虑的基础

卜进行，而没有公开的配额数量根据。由J几这种制度没有公
开的标准，有关当局在执行上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因而也就

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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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正常贸易的进行造成更大的困难，起到更大的限制进日的

作川

    (二)处口许可证根据其对来源国有无限制又可分为公开的

一般进口许可证和特种进口许可证

    1 公升的 一般进口许可证。又称为公开进门许可证或一般

许可证 即对进!J国别或地区没有限制。儿列明属于公开 般许
可证商品，进CI商只要填写一般许可证后，即可获准进日。因

此，这 一类商品实1郊上已是 ‘自由进日”的商品，填写许可证只

k为了履行报关于续，供海关统计和监督的需要

    2 特种进日许可证。即进曰商必须向政府有关当局提出中

请，经政府有关当局逐笔市查批准后才能进IJ。这种进口许可

证，多数都指定进日国别或地区。为r区分这两种许可证所进日

的商品，有a国家往往定期公布商品项目，并根据需要随时进行

调格

    四、外汇管制

    外汇管制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是一国政府通过法令
对国际结算和外汇买卖实行限制以平衡国际收支和维持本国货币

稳定的一种制度

    实行外汇管制的国家，出口商必须把出日所得的外汇，按官

定汇率卖给外汇管制机关指定的专业银行，进日商必须向外汇管

制机关指定的专业银行，按官定汇率中请购买外汇。本国货币携

带出入国境也受到严格的管理和限制〔这样，国家可在国际收支
不平衡时，通过官定汇率，集中外汇收人，控制外汇供应，以达

到限制进川数童、控制进日国别的!1的。有些国家往往将外汇管
制与进口许可证制、进口配额制结合使用〔、

    外汇管制的方式较为复杂，各国管制外汇的方法也有很大出

入，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也经常调整。外汇管制一般可以分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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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4本方式:

    (一)数量性外汇管制

    即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对外汇买卖的数虽江接进行限制和分

配，其日的在于集中外汇收八，控制外汇支出，实行外汇分配，

以达到限制进口商品品种、数筑和国别的目的。 一些国家实行数

量性外汇管制时，往往规定进1!商品必须获得进口许可证后，方

可得到所需外汇_实行数量胜外汇管制实际卜也是一种直接限制

进口的措施

    (二)成本性外汇管制
    即国家外汇管理机构对外汇买卖实行复汇率制度，利用外补

买卖成本的差异，间接影响不同商品的进出口〔〕

    所谓复汇率是指 一国货币的对外汇率不只有一个，而是有两

个或两个以r的官定汇率〔其LI的是利用汇率的差别达到限制和

鼓励某些商品进日或出日〕
    I 在进n方面

    (u 对于国内裔要而又供应不足或不牛产的甭要原材料、机

器设备和生活必需dd,适用较为优惠的汇率

    (2)对于国内可大量供应和非重要的原材料和机器设备适用

一般汇率

    (3)对于奢侈品和非必需品适用最不利的汇率-
    2 在出日方面

    (])对于缺乏国际竞争力但又0-扩大出口的某此出日商品，
给予较为优惠的it率

    (2)对于其他一般商品出日适用 般汇率

    (三)泥合性外汇管制

    即同时实行数量性和成木性的外汇管制，对外汇实行更为严
格的控制，以影响控制1部估进出口〕

}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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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进口押金制

    进口押金制 (例 二dDeposit)又称进日存款制，或进口

担保金制。它足指进口商在进口商品前，必须按进「J商品金额的
  定比例在指定的银行无息存人一笔资金，在规定期限届满后解

冻的制度 进日押金制实质上是政府从进日商那里得到一笔无息

贷款，同时增加了进口商的资金负担，从而起到限制进日的作

用〔

    虽然进口押金制对别国的出11是 种限制措施，因为进口押

金所造成的利息损失，相当于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加了一种进11附

加税，但出口国家可以采取 此灵活的办法 如出日商或出口方

银行对进日商提供商业信用或银行信用，或者当国外出口商为了
保证销路而愿分扣押款金额时，这种进IJ押金制的作用就会减

弱。甚至丫肖失

    六、政府采购政策

    政府采购政策 (Govcrnmcnt I'。 rcment Policy)即国家通

过法令，规定政府机构在采购时要优先购买本国产品的做法。这

种做法相对地就是歧视外国产品，从(1(11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一例

如，美国从 1933年开始实行 <购买国货法》.后于 1954年和

1962年两次修们 该法规定:凡美国联邦政府所要采购的货物，
应是美国制造或用美国原料制造的，并规定商品成分有50%以

卜是国外生产的，就算外国货 木法还规定，只有在美国自己生

产数量不足 或是国内价格过高，或是不买外国货有损美国利益
的情况下，才可以购买外国货 优先购买的美国货，其价格往往

要高出市场价格的6%一12%,有时所购买的本国货要尚出国际

市场价格的50 %。这实际}_是对美国企业的 一种变相价格补贴〔

该法案直到关贸总协定 “东京回合”美国竿门了政府采购协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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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废除

    除美国外，英国、法国、口本等许多国家都有类似制度

    七、进出口国家垄断

    进出口的囚家爷断 (Smtc Trad动 又叫国营贸易，是指在对

外贸易中国家对某些商品或全部1衍品的进出口，规定由国家专A
机构经营，或国家授权的某些企业经营。因此，进出11的国家羊

断又叫做国背贸易。国家对贸易的垄断主要是通过设立个权受理

某项产品的贸易公司来进行

    各国的进口和出11的国家垄断主要集‘}，在11类商品[FINu:第

一类是烟和酒，这是固定财政收人的一个f要来源;第一类是武
器军火。这有关闰家的防务安全和外交政策;第三类是农产IIII"

这造不少国家特别是欧关农业政策的一个方面;第四类是石油，

除石油输出国家外，目前很多石油进日国也设有国营石油公司;

第II类是尖端利技产品〕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实行进

出口的国家乍断

    八、进口最低限价和禁止进口

    进门最低限价 (Minimum Price)又称启动价格 即一国政

府规定某种进口商品的最低价格〔，如果进口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一

限价就要征收附加税或禁止进日〔，最低限价往往是根据某一如讯

生产国在生产水平最高情况F生产出的价格制定的。例如，欧洲

经济共同体1978年起对进口钢材规定最低限价，这 一价格就是

根据口本生产钢材的最高生产水平而订立的〔凡低于该价格的进

11钢材，就要征收差额部分的差额税
    禁止进U (Prohibiled Importation)即 国政府为了达到一

定的日的，规定禁止从国外或指定的某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某种商
品 如禁日_进口的商品运抵闰境，即由海关扣留和没收。禁止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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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是数虽限制的极端形式。禁1卜进口的原因很多，除了为保护国

内市场实行禁止进[]外，还涉及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为了实
行禁止进口， 些国家通常事先公布蔡庄讲口货单

    九、各种国内税

    即指用征收国内税 (Internal Taxes)的方法来限制外国商品

的进C1，即有些国家在进口商品进人关境以后的运输、销售、购
买、使用等环节，对其征收各种国内税来限制进Fl这足一种比
关税更灵活和易}伪装的贸易政策 国内税的制定和执行都属于

本国政府权力，有时甚至足由地方政府制定和执行的，其他国家

很难通过贸易协定与其进行谈判，如养路费、消费税、增值税

等。例如，法国曾对引擎功率为3672.5瓦特 (5马力)的汽车

每辆征收12.15关元的养路费，而对于引絮功率为11768.0瓦特
(16马力)的汽车耳辆征收养路费高达30关元。当时法国生产

的最大型汽车是8826.0瓦特 (12马力)，实行这种税率的目的

显然是针对进口汽车的

    十、海关壁垒

    海关除了征收关税以外，还可以通过本身对进口商n.的监督

管理功能，利用法律条文的弹性，增加对进口的阻碍。其方法主
要有海关估价、产品归类和海关手续的繁琐拖延等〔〕

    (一)海关佑价

    海关估价 〔Cost二二Valuation)是指海关为了征收关税，确

定进日商品的价格的制度。即有些国家专断地提高进口货的海关

估价，以提高进口货的关税负担，阻碍商品的进I I

    如美国的‘美国售价制”(American Selling Price衡 。)就
是实行海关估价限制进口的 一个典型 该制度规定，当海关对进

口商品按照通常的海关拈价计征进I税仍小足以制止该种商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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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进口时，就以美国N内批发价格作为估价标准计征进日关税

按照这种标准估价的}颤IV通常都是在美国国内售价很高的商品，
如煤焦油、胶底布鞋、蛤肉罐头、毛手套等 其目的在于提高进

日商品的纳税额，以限制或禁止其进日。实际上这种估价标准等

于是 种禁止性关税。“美国售价制”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反

对，直到东京回合签订了《海关估价准则》后，美国才将此制度

子以废止

    为了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防止利川海关估价提高进口商

品税额，作为一种非关税壁垒于段，截关贸总协定》第七条规定:

海关枯价的依据应该是商品的实际价格，即该商品在充分自由竞

争卜正常交易中的实际售价〔197，年关贸总协定在东京回合谈
判中，又进一步制定了 <关于实施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L条的协

议议定书》，即 “新估价法规”。该协议规定以货物的成交价格作

为海关估价的主要依据，洲作r一些具休的说明，各发达国家在

吕0年代初即开始实行，发展中国家也陆续在80年代后期实行_

    (二)海关产品归类

    即有IM,国家把进口商品尽可能归人税率较高的一栏，以提高

商品的实际关税，阻碍商品的进I I.
    由]各类商品的税率不 一，海关在进口商III.的分类卜大有文

章叮做 而进11商品归在哪一个税则号内是具有 定的灵活性

的.海关对此有相当的机动权。具休的确定是在海关现场决定，

  般是就高不就低，这既增加了进口关税的负担 又增加了不确
定性，增加了交易的困难，从而起到限制商品进II的作用。如美

国海关把口本片车的驾驶室和底盘由“部件”归人 “装配乍辆，’
就可把税率山4%提高到25%;法国把影视产品划到普通商品以

外，视为特殊的“文化产品”，从而可以对美国的影视产品采取

特殊的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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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海关程序

    进口商品经过海关时，一般要经过非常繁琐的清关手续。

些国家为限制进F1,往往会在其巾故意制造麻烦，增加进口阻

力〔〕

    例如各国海关对报关的文件和单据要求非常繁杂，填写要求

很高，有些国家还会增加一此特别的文件 (如领事馆发票等)，

大大增加了进口难度.，一些国家甚至把一些企'IV淘汰下来的人员

安排在海关下作 故意降低海关的土作效率，拖延进I] 法国曾

于1982年9月突然宣布所有日本录像机必须经普鲍埃梯斯

(Poitiers)海关 该镇距法国最近的港口数白英里，海关设于

问窄小昏暗的房子内，加L一些老迈的飞_作人员，使得口本录像

机进口量由原来的气月6万多台锐减至不足1万台。日本曾允许

美国运动员免税带进口产品，但是，海关要求他们一一开包检
查，使美闰运动员不胜其烦，宁叮不带.

    十一、复杂苛刻的技术标准

    在国际贸易中。不少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以维护生产、消费

安个以及人民健康为理由制定T 些繁杂苛Klj的规定和标准，it

比经常变化，使囚外产品难以适应，从而限制厂外国产品的进口

与市场销售。这些规定已愈益成为西方国家限制进口的技术贸易

壁垒

    (一)技术妥全标准

    土耍适用于工业品_即进日商品必须符合一ilt极为严格、复

杂的技术及安全标准才能进仁!，其中有些往往是针对某 一国家

的。如德国禁止在国内使用车门朝后开的汽车，而这种汽车恰好

是意大利非亚特500型汽车的式样;法国禁止含红霉素的0果进

口，dl1 SI Zi素止足英国普遍使用的染色染料 这些技术标准不仅

条文本身限制T外国产品的销售，而巳在实施过程中也对外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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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销售设w了障碍〔由于这些规定足根据发达国家本囚企业的

技术标准制定的，这些企业的技术水平可能要远远高于发展III国

家的生产技术水平，使得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受到限制，即使这些

国家改进生产 由f生产成本的提高，}白品在国际市场上也会失
去竞争能力。目前，资本主义国家对这种技术安全标准的规定，

已广泛运用到汽车、电机、家用电器、纺织服装、日用下业品等

方而，并有不断严格的趋势，这些标准不仅难以达到，而且使产

品成本提高 从1俪影响了出口。特别是对于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出

口很不利

    (二)卫生检疫规定

    主要适用于农副产品及其制品。随着国际贸易摩擦的加剧，

不少国家龙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广泛采用卫生检疫规定来限制

外国商品的进II,涉及的商品越来越多，规定也越来越严格 例

如:H本、加拿大、英国等要求花生中黄曲霉索的含童不得超过

20/100万;口本规定茶川中农药残留量不得超过0.2/100万一

0.5/1阴万;加拿大规定陶瓷制品的含铅星小得超过7/100万;

澳大利亚规定陶瓷制.几的含铅缸不得超过20/100万;等等

    美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输人的食品、饮料、药品及化妆品，

必须符合美国的 《联邦食品、药品及化妆品法》，进口货物通过

海关时均须经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目叭)的检验。如发现与规
定不符，海关将予以扣留，并有权进行销毁，或按规定的日期装

运再出II

    (三)商品包装和标签的规定

    该规定的适用范围很厂。许多闰家对干在N内市场上销售的

商品，规定了种种包装与标签的条例〔。这些规定内容复杂、手续

麻烦。进F1商品必须符合这些规定，否则不准进日或禁止在其市

场L销售。许多外国产品为了符合有关国家的一些规定，不得不

重新包装和改换商品标签，因而费时费1_，增加商品成本，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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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衍品的竟争能力。加拿大于1975年3月1日与9月1口开始

实施关于进日食品和食用消费品包装与标签的规定 按照新规定

的要求，供应加拿大消费者的进「[商品.必须以法文和英文标明

品名，井在商品的明显地方标明商品的重量、名称、外国生产者

或加拿大进口商的名称和地址 此外，一些发达国家对于包装物

料、罐型 瓶型等均有具体的规定与要求，这些都限制了外国1衍

品的进JI〕

    (四)环保标准

    该规定的适用范田很少 当今世界，保护环境、保护资源和

保护人类白身的健康，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发展趋势，越来越引
起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并把它作为实现经济发展口标的

卞要任务之一。就这本身来说是无可非议的，但问题在r一些发

达资本主义国家蓄意提出了一些过高的环保标准，使发展1卜国家

的许多产品因无法达到其标准而不能进人发达国家市场。以美国
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日、欧共体、澳、加等国均为

wro中 “贸易与环境委员会，’的重要成员，如果绿色保护主义

在上述国家和地区通过W沈()本断将其与贸易挂钩，对非W'm

成员国的出日将造成很大的困难

邹三节  非关税措施的经济效应

    非关税措施与关税措施在本质 卜是一样的，对国际贸易

的影响木质土也是一样的，都是为厂提高进口商品的成本，

削弱进ci商品的竟争能力，从而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由于

非关税措施大都表现在数4控制上。这就改变 了供求关系，

使在自山贸易条件下获得的比较利益受到损失。但非关税措

施所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除涉及外贸政策外.坏涉及国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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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休制、外汇休制、国内税收体制，甚至J几141内的一此经济

发展政策也会造成对进门的限制。各种非关税限制措施的影

响有所利司，而巨经常变化、因此非关税措施对国际贸易的

影响比关税措施更为复杂

    一、对进口国的影响

    在实行关税壁垒的悄况下，闰内外价格仍维持着较为密切的

联系，进日数量将随着国内外价格的涨落而有所才、同。但是，如

果进日国采取直接进II数量限制的非关税措施，情况就不同r_

实行进口数量限制，就固定了进口数堂。当国外该种商品价格下

降时，进口国的进口数妞不会增长。在限制进11引起进川A国内

物价上涨时，进口数量也不会增长，以减缓价格的卜涨。因而国

内外市场价格的差距可能会扩大

    因此，与关税一样 进日数量限制等非关税措施会导致国内

价格卜涨，从而成为保护国内生产的重要措施 而巳比关税的保

护程度更大一些。如美国通过 “自限协定”限制日本汽车的进

口，结果在美国市场上汀辆日本汽车价格在 19剐年到 1983年二

年间分别提高了185美儿、359美兀和831美元 美国二大汽车

公司 (福特、通用、克莱斯勒)1987年的利润总额达76亿美

It,而在1980年美国与口本自愿出口限额协议签订以前 则有

40亿美元的亏损
    非关税壁垒还会产生较强的收人再分配效应。如在实行进日

许可证制的情况下 有幸取得许可证的企业将取得较高的超额利

润，而消费者的损失就41大一邺。如1985年，农产品贸劫管制

使美国消费者损失了57亿美元 同时，由于数星的限制，导致

国内价格的卜涨，其出II的商品成本 (换汇成本)与价格也相应

提高，削弱厂出门商品的竞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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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对出口国的影响

    由干进II国实行非关税措施，特别是实行直接进口数量限

制，固定了进口数4，将使出口国的商品出口数量和价格受到严

重影响，造成出r,商品增长率下降或出口数量的减少 而由于各

出口国的经济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不同，其出f-I商品受到数量限

制的影响程度也不同

    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以单 或少数商品为主，由于出II依赖
」个别商品，当出日数量减少时，就会造成收汇减少，价格下

跌 如我国出日结构中纺织品的出口额占我国出I1总额的25%

以}，每年达数百亿美兀，而纺织品的出口限额受多种纤维协定

限制而不能增加，这对我国的出日是有很大影响的〔

    同时，各种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不同，其价格所受的影响也

不同 发达国家的许多出口商品供给弹性较大，这些商品的价格

受到进rI数量限制引起的价格卜跌较小.，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山于

出口商品的供给弹性小，其引起的价格下跌将较大。因此，发展

中国家受到数量限制而引起的损失要比发达囚家大，对整个经济

的影响程度也比发达国家大〔、

    出II闰家受数贫限制的影响，还取决十配额的分配数4和分

配方式 如果进口国家实行全球性进口配额，则与进「，国邻近国

家的出日就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可以增加这种商品的出日;而

距离较远的国家则处于不利的地位 可能会减少出ri如果进Fl

国实行国别配额，分配的方法和数量不同，各出卜J国的商品出口
所受的影响也不同。因为各国的牛产能力与出日能力与其在全国

经济和出!川寸所占的比重不同，所以出口能力大而分到配额相对

少的影响就大一些。发达国家的国别配额还往往采取歧视性的数

星配额，而这种配额往;1:用于发展1卜国家和社会卞义闰家

    同关税一样，{ft日国对实行限獭的讲CI囚班会采取报t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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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关税限制措施，会使双边或多边贸易关系受到严重的影响〔〕

    三、对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的影响

    第_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受
非关税壁辛的影响程度超过工业制成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受

到非关税壁皇的影响程度超过技术密集型产品;发展中国家和社

会主义国家受非关税壁垒的影响程度超过发达资木主义国家。这

种情况扭1山f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和贸易的地理方向，使资源合理

配T,效益{;降，世界各国贸易摩擦冲突加剧，世界经济中的南北

矛盾更加突出

    当然，非关税措施也有有利的一面，如:非关税措施可以培

养本国幼稚广业的发展，增强其竟争能力;一些有关卫生安全、

环保方面的规定也有保护国内消费者利益的作用芍等等。但相比

之「，非关税壁辛的负效应远远超过其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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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霎燕羹 鬓出口管理措施

第一节  鼓励出口措施

    鼓励出口措施就是指出n国政府，为增强本国出]产品的国

际竟争力，促进本国商品的出口，开拓和扩大国外市场而采取的

经济、行政和组织等方面的各种措施。

    在国际贸易中，许多国家利用关税和非关税措施限制进口的

同时，还采取各种鼓励出口的措施。 方面，叮增强本国产品在

国际市场上_的竟争能力，扩大商品出n，争夺国外市场，增加外
汇收人，以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另一方面，可扩大对外经贸往

来，以巩固本国在国际经济贸易关系中的地位

    鼓励出日的措施很多，目前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

下几方面:

    一、出口信贷

    出口信贷 (Export Credit)是一个国家的银行为了鼓励商品
出口，加强商品的竞争能力，对木国出口厂商或国外进口J商提
供的贷款。它是一国的出口厂商利用本国银行的贷款扩大商品出

日，特别是金额较大、期限较长如成套设备、船舶等出!1的 种
平段〔出口信贷一般低于相同条件资金贷放的市场利率，利差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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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补贴，井与国家信贷担保相结合_

    (一)按借货时间，出口信贷可分为4ft期信货、中期信货和

长期信货

    I短期信贷 (Short-term Credit),短期信贷一般不超过1

午，主要用干原材料、消费品及小型机器设备的出日

    2 中期信贷 (Medium-term Credi动。中期信贷为期I一5

年，常用于中型机器设备的出口〔〕

    3 长期信贷 ( ts)ng-tern Credit).〕长期信贷通常足5一10
年，甚至更长时问，用J一成套设备和大型船舶、飞机等运输土具

的出川〕
    (二)按借货关系，出口信货可分为卖方信货和买方信货

    1卖方信贷 (Supplier s Credit)。它足出口银行向出日厂商
(即女方)提供的贷款。这种贷款合同由出日厂商与银行之间签
订，卖方信贷通常用1成套设备、船舶等的出日。由于这此商品

出!!所讯了的资金较大、时间较长，进口)商一般要求采用延期付

款的办法，出11厂商为了加速资金周转，往往需要取得银行的贷

款 故卖方信贷是银行直接资助出口{商向外国进门厂商提供延
期付款，以促进商品出口的 种方式

    2 买方信贷 (Huyer(二山日 它是出口方银行直接向进L1

厂商或进口方银行提供的贷款。其附带条件就是贷款必须用I'购
天债权国的商品，囚而起到促进商品出万!的作用，这就是所谓约

束性贷款 (Tied Loa司。当出口方银行直接贷款给国外进日)商

时，进日厂商用自有资余，以即期付款为式向出日厂商缴纳买大

合同金额15% - 20%的门金，其余货款以限期付款的方式将银

行提供的贷款付给出日厂商，然后按贷款合同所规定的条件向供

款银行还本付息。当出日方银行贷款给进口方银行时，进口方银

行也以即期付款的方式代进I厂商支付应付的货款，并按贷款协
议规宗的条件向供款银行归还岱款和利良等。至于进日厂商与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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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行的债务关系，则按双方签订的协议在国内结算清偿 买力

信贷不仅使出11商可以较决地得到货款和减少风险，而且使进口

厂商对货价以外的费用比较清楚，便于与出口厂商进行讨价还

价〔，故这种方式在目前较为流行

    为了搞好出口信贷，发达国家一般都设口专门银行，办邓此

项业务。如美国的 ‘.进出日银行”、日本的 “输出入银行”、法国

的 “对外贸易银行”等。这些专门银行除对成套设备和大型运输

一具的出日提供出!1信贷外，还向本国商业银行提供低息贷款或
贷款补Ait，以资助其出n信贷业务〔

    二、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

    出「1信贷国家担保制 〔Export Credit Guarantee Sy 诊就
是国家为了扩大出口，对于本国的出口商或商业银行向国外进日

商或银行提供的信贷，由国家设立的专门机构出面扣保。当外国

债务人由于政治原因 (如进口困发生政变、革命、暴乱以及政府

实行禁运、冻结资金或限制对外支f寸等)，或由于经济原因 (如

进日商或借款银行因破产倒闭无力偿付，货币贬值，通货膨胀

等)拒绝付款时，这个国家机构即按照承保的数额给子补偿。这

项措施是国家替代出口商承担风险，足扩大出LI和争夺国外巾场

的一个重要手段 出日信贷国家扣保制能使银行减少或避免贷款

不能收回而蒙受的损失，有利于银行扩大出口信贷业务，促进商

品输出。这是 种提ri商品非价格竟争力的t要手段。对经济风

险的承保金额 般为合同金额的70%一80%
    出1!信贷国家担保制的担保对象主要有两种:①对出日厂商

的担保 出nI商输出商品时所需的短期或中长期信贷均可向国

家担保机构中请担保。有些国家机构本身不向出II厂商提供出口
信贷 但可为出pl厂商取得出1}信贷提供有利条件 如有的国家

采取保险金额的抵押方式，允许出口{商所获得的承保权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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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书”方式转移给供款银行而取得出门信贷.，这种方式使银

行提供的贷款得到安全保障， 一旦债务人不能按时还木付息时，

银行可直接从担保机构获得补偿〔、②对银行的百接担保 通常银

行所提供的出门信贷均可申请担保，这种担保是担保机构直接对

供款银行承担的一种责任。有些国家为f鼓励出仁]信贷业务的开

展和提供贷款安个保障，往往给银行更为优厚的待遇〔〕

    对出[if言贷进行担保往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由于该措施旨

在为扩大出口提供服务，收费许不高。以免加重出口商的成本负

担，囚此，宁日卜会囚保险费收人总额不抵偿付总额而发生亏损

因此，对出口信贷进行扣保只能由政府来经营和承担经济责任

目前，世界卜有的发达国家和泊多发展中国家都设立了国家担保

机构，专门办理出日信贷保险业务

    三、出口补贴

    出{件卜贴 (Export Subsidies)又称出口津贴，是指政府或同

业公会为降低出口商品价格，提高j方品在国际1万场上的竞争能力
而对出IJ厂商在商品出II时给予现金补贴或政策上的优惠待遇

    出I序卜贴的力法 包括自接补贴和问接补贴

    (一)直接补贴(Direct Subsidy)
    主要指国家或同业公会给出口商的现金补贴，卞要来自财政

拨款。其目的足为r弥补出口商品国内价格高f114际市场价格所

带来的亏损，或补偿出口商所获利润率低]国内利润率所造成的

损失 有时候，补贴金额还可能大大超过实际的差价或利差，这

实质上就是出日奖励 现在直接补贴的商品一般是农产品 当国

内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的时候，按国际价格出川便会亏

损，这部分亏损由政府予以贴补

    (二)间接补贴(Indirect Subsidy)
    即由政府以各种财政优惠的力法鼓励出口〔、通常采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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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退还或减免出n商品所缴纳的悄售税、消费税、增值税、所

得税等国内税:退还或减免出u税以及进IJ原料或半制成do时缴

纳的进口税;对出11商品实行延期付税;减低运费;提供低息贷
款以及对企业开拓出日市场提供补贴;等等

    应当承认，出「序卜贴行为会扭曲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

易十在价格竟争中获取一定优势，甚至会对进口国的商品或同类

商品的牛产造成损吉〔，从这点而言，出口补贴行为显然是国际贸

易，}，的不公平行为。然而，对经济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给予

某些出口上业制成品以适度的补贴，仍旧是减少其国际收人逆差

的重要 环 鉴于此 世界贸易组织在原则卜反对出口补贴行为

的同时，还是允许某些发展中国家在特殊睛况下可以适度运用这

种做法

    四、商品倾销

    商品倾销 (Dumping)即 国以低干国际市场的价格，甚个
低i生产成本的价格在国外市场抛售商品，挤出竞争者以占领1卜

场

    商品倾销通常由私人垄断企业进行，但是随着国家垄断资本

主义的发展，一些国家设立专门机构直接对外进行商品倾销。例

如美国政府设立1俪钻信贷公司 以高价在国内收购农产品，而按

照比国内价格低一半的价格在国外倾销农产品-

    按照倾销的具休目的和时间的不同，商品倾销可分为以卜儿
种

    (一)偶然性倾销 (Sporadic Dnnrping)
    这种倾俏通常是因为销售旺季已过，或因公司改营其他业

务，在国内市场L不能告出剩余货物，}flJ以1项销方式在国外市场
他售。这种倾销当然会对进口国的同类生J卉造成不利影响，但由

于时间短哲，进口国家通常较少采取反倾销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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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间歇性或粽夺性倾梢 (Intermittent or Predatory

Dumping)
    即以低于国内价格甚至低于戊本的价格，在某 国外市场上

暂时出售商品，以把该国的竞争者逐出该国市场，然后以垄断力

量提尚价格，弥补过去低价出售时的损失

    (三)持续性倾销 (Persistent Dumping)或国际价格歧视
    即通过竞争独.片了 一国市场以后，在该国市场以高丁国际市

场的价格出告商品，扩大总利润额

    要使倾销发生作用，出口国家必须设法不使倾销的商品重复

进口，回流到本国市场;要设法不受到进门国家的报复

    实行商品倾销，势必使出口少商的利润W时减少乃至亏报

这可通过下述办法得到补偿:①在贸易壁垒的保护下，维护国内

市场的垄断高价，获取尚额利润;②国家提供出口补贴;③挤垮
竞争对于、.T领和垄断国外市场以后，再抬高价格，I取垄断超

额利润

    五、外汇倾销

    外汇倾销 (Exchange Dumpin动 是指出!1企、IV利用本国货币
贬值的机会，向国外倾悄商品争夺国际市场的 种手段〔，当一国

货币贬位后会产生两种效应: 方面，出I I A "I'll以外国货币表小

的价格降低，提高r该产品的竟争能力，从而扩大出口。另一方

向，在货币贬值后，货币贬值的国家进CI商品的价格却上涨r，

从而削弱进11商品的竟争力〔故货币贬位起到了促进出日和限制

进!1的双重作用〔
    但外汇倾悄不能无限制和无条件地进行，只有具各以卜条件

才能起到扩大出日的作用〔

    (一)货币贬值程度大于国内物价止涨程度

      般来说.本国货币贬值必然引起国内物价上涨，如果货币

1 2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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贬值幅度等1「物价卜涨幅度时，外汇倾销的条件不复存在。但一
国货币贬值后，国内的物价和出1!价格的上涨并不是同步的，而

应该有个过程，在这段时问内，外汇倾销才能发挥作用

    (二)其他国家不同时实行同等程度的货币贬植和采取其他

报复性措施

    如果 国宣布货币贬值时另 国也同时实行同幅度贬值，那

么两国的汇价仍处于贬值前的水平，外汇倾销无法进行。而国外

如采取提高关税等限制进口的措施也会抵消了外if倾销的作用〕

另外，当国际市场已经饱和或世界经济严市小景气时外汇倾销的

作用也是十分有限的〕

    但足。国内物价上涨也好，其他国家采取报复措施也好.都

要有一个过程。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外汇倾销还足能够起作用

的 不过必须注意，本币贬俏不但有损丁本国货币的国际地位.

而目会因为国内物价 巨涨造成生产成本提高.从而削弱出日商品

的竞争能力

    六、促进出口的组织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为了促进出口贸易的扩大，在

制定一系夕」的鼓励出I I政策的同时，还不断加强出口的组织措

施〔〕主要有:
    (一)成立专门组织，研究和制定出口战略

    例如。美国在1960年成立1‘扩大出口全国委员会.，其仟

务就足向美国总统和商务部长提供有关改进鼓肋出口的各项措施

的建议和资料;1973年成Vr‘出u委员会”和跨部门的 “出

II扩张委员会” 1979年成认f‘总统贸易委员会”;1992年成

立了国会的 ‘贸易促进协调委员会” 1994年又成立了第一批

“美国出口援助中心 。这些组织主要足为美国制定外贸政策、扩

大出口服务的 欧p国家和日本也都有类似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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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建立商业情报网，加强国外市场情报服务工作

    许多国家都设守官方的商业悄报机构，并在海外建仁商业A

报网，负责向出n厂商提供所需的情报。例如英国设介的 “出一!

1H报服务处”，m X N 220个驻外商务机构提供情报，并用计算

机进行分析，铭理出近5000种商in和200个国家或地区市场情

况的资料，供有关出口厂商使用，以促进商品出口 又如口本政

府出资设立的日本贸易振兴会 (其前身是 1951年设\v的 ‘.海外

市场调查部与，就是从事海外市场调杳并向企业提供信息服务的

机构

    (三)设立贾易中心，组织I易博览会

    贸易中心是永久性的设施，可举办贸易展览会、进行咨询服

务等，贸易博览会是流动性的展出，这些丁作可使外国进日商更
好地了解本国商品，从而起到促销的作用

    (四)组织贸易代表团出访和接待来访

    许多国家为了推动和发展对外贸易，经常组织贸易代表团出

访，其费用大部分由政府支付 例如加拿大政府组织的贸易代表

团出访，大部分费用由政府支付。许多国家还设立专门机构接待

来访团体。例如英国海外贸易委员会设有接待处，专门接待官力
代表团.并协助本国公司、社会团体接待来访的外国五商界人

士，以促进对外贸易

    (五)组织出口厂商的评奖活动

    为了促进出口，形成出Fl光荣的社会风气，许多国家都实行
表彰出口有功企业或个人的制度。例如，英国从 1919年起实行

“女王陛下表影出日有功企业的制度”，并规定受表彰的企业在5

年之内可使用带有女下名宁的奖状来宣传自己的产品。又如，日
本自20世纪60年代汗始实行 “出口有功企业命名制度”，即衍

年在“贸易纪念日”(6月28口)由通产大原命名一批企业、商

社为 “出日有功企业”，并颁发奖状、奖旗、奖牌子以表彰，同

1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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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在税收等方面给子一定的优待。法国、关国等国家也都实行类

似的表彰制度

    (六)利用法律手段维待出口秩序

    利用法律等于段维持出口秩序。防止出日商的过分竞争，是

一些国家谋求出11稳定扩大的币要措施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了
是H本。臼本政府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专门制定 “进出n交易

法”，规定出日企业可以小受 “禁止垄断法，’的约束而组织 “出

!因1合”，即通过组织出口卜特尔来维持出一1秩序，防止过分竟

争〔〕

    (七)其他才告施

    其他出口鼓励措施卞要有外it分红、出口奖N11证制和进出日

连锁制等。外汇分红是指政府允许出口J商从共所得的出日外汇

收人中提取 定百分比的外汇用于进口，以提高其出日积极性〕

出LJ奖励证制 (即外汇留成制)则是指政府对出日商出n某种商

品以后发给 种奖励证，持有该证就意味着获得了进「〕一定数量

外国IW1 iii.的权利，该证也可以在}i场上白由转让或出售，持证者

便可从中获利 进出日连锁制是将进日与出口联系起来，达到有

进有出，以进带出，扩大出门的日的。具休做法就是政府规定进

出日商必须履行一定的出口义务，方可获得 定的进「1商品的权

利〔、但在GAIT及W旧 中，此类措施已被列人成员方应禁止的

政策措施。因此，当前该类措施的运用大为减少

第二节  出日管制措施

    出日管制 (Export Control)是指国家通过法令和行政措施.

对本国出口贸易加以管理和控制，以达到一定的经济、政治或军
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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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各国政府除了采取限制进口和鼓励出口的措施，以促进

和保护国内生产，扩大出日，增加本国福利之外，还可能会采用

一此其他的国际贸易政策措施以达到其特定的经济或政治月的

    一、出口管制的商品

    出口管制的商品卞耍可分为以下几类:

    1 战略物资及其有关的先进技术资料。如武器、军事设备、

军用飞机、军舰、先进的电子日算机及有关技术资料等。大多数

国家对这类商品与技术资料均严格控制出口 这fre商品必须领取

出II许可证，方能出LJ

    2 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及国内市场供应不足的某

AL必需品。如英国对某些化学品、石油、药品、活牛、活猪.日

本对肥料、某些食品，瑞典对金属、牛铁等都控制出口 许多国

家为了有日划安排生产，满足国内需求，统 对外.常采用出日

许「j证的形式
    3 在进口囚要求下的某些 ‘自动”限制出口商，li〔，为r缓

和与进II国在贸易上的摩擦，在进口国的要求或压力下，“白动”

控制出口的商品。如发展中国家根据纺织品“白限协定”自行柱
制纺织品的出门

    4 为了实行经济制裁而对某国或地区限制甚至禁JL出口的

商品。如美国长期对占巴实行经济封锁，不准r古巴出运物品，

美囚也曾对前苏联实行粮食控制出口
    5 特殊商品。某些币要的文物、艺术刀.、黄金、白金等特

殊商品，大多数国家都规定需特许方能出口

    6 在国际市场上终有垄断优势和出11里大的商刀〔，对发展

中国家来讲，对这类商品实行出旧管制尤为重要。因为很多发展

中国家出门商品单一，出日市场集中，出门商品价格容易出现大
起大藕的波动 当国际价格 厂跌时.发F中国家俞朴制访商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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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出1I，以促使其国际价格提高，效益增加，否则会加剧III界

市场供大于求对木国不利的形势，使本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如石

油输出国组织 (OPEC)对其成员国的石油广虽和出口量实行控

制，以稳定石油价格和增加利润

    二、出口管制的形式

    出l1管制的形式主要有两种:
    〔一)单万面出口管制

    即一国根据本国的出!!管制法案，设立专门的执行机构对本

国某些商品出日进行布批和颁发出l-I泊可证 实行出口管制。例

如关国政府根据国会通过的有关出口管制法，在美国商务部设立

贸易管理局，专门办理出日管制的具休事务 关国绝大部分受出

II管制的商品的出川许叫证都在该局办理 1985年，美国国会

通过 《出口管制法1985年修正案》，放宽了某此相对低技术的产

品和技术资料的出11限制。以拓宽商品出日的渠道 [995年，

美国又推}{}J新的出口控制法案 比以社更为宽松，但卞要规定

不变。除美国之外，其他资本卞义国家也有类似的法案

    (二)多边出口管制
    即儿个国家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建立国际性的多边出「」管

制机构，商讨和编制多边出C7管制货单和出口管制国别，规定出

日管制的办法等，以协A彼此的出口管制政策和措施，达到共同

的政治和经济目的

    1949年11月在关国倡议 卜成'i.的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

门'he (bordinating CdRnmi tee on Export Control, COMM)就是
最著名的国际性的多边出口管制机构。C(XX)M是根据1949年
11月22日英、美、法_国秘密达成的协定，于 1950年 1月1

H成立，由17个成员国 〔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

卢森,19  1.4 .丹寿.葡萄牙.挪威、联邦德国、希腊、西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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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L耳其)所组成，其总部设在巴

黎。故而得名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 “巴统”，是术经签订条约

而成立的一个专门针对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 (主要是前苏联和中

国)的非止式国际组织 其成立的日的是共同防止和限制西方的

战略物资Fil先进技术输出到社会主义国家 (卞要足前苏联、东欧

国家和中国).以遏制其发展。后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 巴

统逐渐放宽J对社会主义四家的出日管制.其作用日渐减小，山

1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这种多边管制已不适用，1994年4
月I日巴统正式解散。但以先前的17国为卞建V.厂一个 “新机

制’.继续对其确定的所谓危险地区、敏感地区、核不扩散地区、

酒受国际贸易制裁的国家和地区实行高、精、尖技术及设备的出

口管制〔〕

    三、出口管制的机构与措施

    一般说来，西方国家出口管制的程序是，执行出[CI管制的机

构根锯出日管制的有关法案，制定管制货单 (Commodity Q)ntrol
List)和输往国别分组管制表 (Ex1xll-t Cotrol Country Group),
然后采用出口许可证制具休办理出川申报乎续。现以美国为例加

以说明

    美国商务部贸易管理局是办理出口管制丁作的具休机构

    首先，贸易管理局根据有关法案和规定，制定出日管制货单

和输往国别分组管制表 在管制货单内列有各种需要管制的商品

名称、1俪话分类号码、商品单位及其所需的出口许可证类别等

    其次，美囚出II受管制的商品时，出U商必须向商务部贸易

管理局申清出口许司证〔，关国的出口许可证分为两类:

    川 一般许可证 (General Lirrnsc)}根据上述的管制货单

和输刹国别分组管制表，如属于普通许可证项卜的商品，即按
一般出口许可证的程序出口 这类商品的出口怜理很松 为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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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于出日，规定出11这类商品 不必向商务部贸易管理局提出

申请，只要在出1{报关单上填明管制货单土该商品的件通许n,

证编号.经海关核实，就作为办妥出口于续。一般许可证也称

普通许可证

    (2)特种许可证 (Valdat」Licens-e)o根据管制货单和愉往

国别分All管制农，如fi(A 1特种许叮证出「1的1i"i NO，出II商必须向

商务部贸易管理局申请特种许司证。出口商在许可证L按管制货

单的项日填写商品名称、数量、商品管制编号，步i洋细说明输出

商品的最终用途〔如再出口，须注明再出口国家名称和输往目的

地 此外，还终附卜其他有关证件一起送[市批，经批准后，方

能出日 特种许可证也称有效许可证

    西方国家采取的出口管制措施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各不相

同，但概括起来，除犷出日许可证制之外，卞要有以下几种
    国家专营。即某些贸易商品的生产与交易由政府指定机构和

组织自接掌握 通过国家专营贸易达到控制 些敏感性l如 111或重

要物资的出日 国家专营的商品主要集中为二类:第一类是烟

酒〔。烟和酒的税 般很重，政府从生产和贸易中可获得巨大的财

政收人 第二类是农产品，一些国家常将农产品的对外专营作为

国内农业政策措施的一部分 第叶类通常是武器

    出日税。用出川征税的办法可以影响Al i'的价格和出口量

    出口配额，政府有关部门对某此商品的出n规定一个最大数

额，超过数额不子出门，出口N额 -般与出日许可证结合在
起 有些国家用出口配额的方法来影响该商品的NI际市场价格，

如巴西的咖啡占世界23%的供给量，限坛出I后，对世界咖啡

价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出日禁运〔，出日禁运的产品主要是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如不

少国家都对废钢铁的出n实行出口配额或禁运，目的在可保证m

内钢铁业能得到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原料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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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经济特区措施

    许多国家或地区，为r促进经济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还采取

了建立经济特区措施 经济特区(黝 ial Eco11。二c        Zone)足指
一个国家或地区在其管辖的地域内划出一定非关境的地理范 I,

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以吸引外商从事贸易和出口加工等业务活

动，其日的是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的发展.鼓励转口贸易和出口加

匕贸易，A荣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经济，增加财政收人和外汇收

人

    一、经济特区的发展历史及特点

    经济特区的发展已有很长的历史。L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

易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旱在 1228年，法国南部马赛港就已

在港区之内J日9自由贸易区，以便让州A货物在不征收任何捐税

的情况下进人港日特定区域，然后再向外输出 叫见，白由港或

白由贸易区的III形，旱在封建社会的后期便已出现。后来伴随资

本主义的发展，自111港与自由贸易区不断涌现。从17世纪到19

世纪，在国际贸易中1片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如荷兰、英国等，为」

扩大贸易，增加外1I盈利，相继设立厂 系列自由港口1704年

英国把已的殖民地直布罗辟为自由港，开展转日贸易活动 尔后

从地中海经波斯湾、印度洋到东南亚及远东地区， 止.被西方殖

氏卞义者占领的重要港口，都先后成了白由港或自由贸易区〕

    白由港与白由贸易区在关洲大陆的出现，较之其他地区耍迟

得多。1923年乌拉生建立的利洛尼"V白由贸易区，是美洲人陆

较与1建立的自由贸易区。美国到1936年才建立起第 个自由贸

易区，称为对外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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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人20世纪40年代，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在国际贸易中担

当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世界重要航线

卜 建立了一批新的自由港或自由贸易以，南美最大的白由贸易

区巴拿马利隆自由贸易区即为 例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一批

新型的自由贸易区— 出日加工区开始出现 爱尔兰于]1959年

在香农国际机场兴建的自由贸易区，便是当今世界第一个出日加
土区。[965年世界卜第 次以出n加土区命名的经济特区在我

国台湾高雌兴建起来〔，白此以后，出口加 一区这类新型的经济特

区，便在发展1{，国家和地区迅速地涌现

    在出口加一区迅猛发展的影响下，传统的自山港或自由贸易

区也发生了 一此新的变化。设区国为了使自由港或白由贸易区产

生新的活力，也注愈吸引外资到港区来发展装配制造工业。如德

国的汉堡、小莱梅两个传统自由港近 t多年米分别设立新港区，

加工牛产轻上业品并发展修造船业

    70年代末80年代初.III界经济特区继续发展并出现f一些

新趋1}1 出I下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知识密集型过渡，甚至设

置专门特区.引进技术与知识密集的I业。如爱尔11的香农白由

贸易区，近年来特别强调以高级技术下业作为引进对象，而那此
低技术上业则在I,1外转移或淘汰〔〕

    据有关资料统计，当今世界上的经济特区已达叩。多个，分

布1近100个囚家和地区。这些特区的分布，茧然在洲际之间尚

属均匀 但在各国之问却相差悬殊。例如美国 国就有130多个，
毛里求斯80多个，rtlJ加拿大只有几个，澳大利业 个也没有

    经济特区的特点主要有:

    I 以扩大出口贸易，开发经济和提高技术水平为目的。各

国建立经济特区 首要{}的就是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人。在此

基础卜，通过发展出口加土业，吸收外资和引进光进技术设备，

开分本地区和邻近地区的经济 提高国内牛产的技术水平



    z 有 个开放的投资环境 经济特区大都提供优惠待遇

同时，国家还采取财政措施等对特区的牛产经营进行扶持。1i简

化各种行政手续，为外商投资提供方便

    3 具有一定的基础设施。这此基础设施主耍包括:水电设

施，交通运输设施，仓储设施，通讯邮电设施，生活文化设施

等

    4.过有良好的社会经济条件〔， 般来说，经济特区都有较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文化教育程度较高，技术力虽和竹理能力也

较Phi

    5 有良好的自然条利。经济特区大都设在地理位置和自然

环境较好的地Ix:，交通运输方便，资源卞富或易于获得，气候温

和，风景秀丽

    二、经济特区的类型

    世界上的经济特区种类很多，从形式 卜看 主要有以}‘儿

种:

    (一)贸J,型的经济特区

    即划在关境以外的，准许外国商品豁免关幸蛇自由进出1-的自由

港和自由贸易区 般设在 个港I I的港区或邻近港I1的地区，其

卞lp目的是为对外贸易提供各种方便，它 般分为两种形式

    1 自由港 (Free Port)，白由港又称自由门岸，指全部或绝

大多数外国商品习以豁免关税自由进出日的港口〔，这种港门划在

一国关境以外，外国商品进港口时免缴关税，还.IJ以在港内自山

改装加上、制造、长期储存或销售。外国商品只是在进人所在国

海关管辖区时才纳税。但外国船舶进出港时仍须遵守主权国家的

有关卫牛、移民、治安等政策和法规

    最完整形态的白由港是白由港市，白包括了港口及其所在的

城市地区 自由港市把港口的全部地区都划为非关税地区。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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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自由居留和从事有关业务，所有居民和旅客均享受关税优

惠，如新加坡。但有些自由港仅包括港11或其所在城市的一部

分，而且不像白由港市那样允许外商自由居留，有人称其为“自
由港区”，如汉堡

    自由港的特点是:它必须是港口或港口的一部分 其开发目

标、营运功能和港口本身的集散作用密切结合;组织与管理工作

比较复杂

    2 白由贸易区 (Free Trade Zone) 指划在关境以外，雕许

外国商品A免关税自由进出口的地区， 般设在 一个港口的港区

或邻近港口的地区。它实际土_是采取自山港政策的关税隔离区

    自由贸易区可分为商业自由区和工作白由区 前者不允许货

物的拆包零传和加丁制造，后者允许免税进「干原料、元件和捕

料，并指定加上作业区，但所有进日部件和运出区外的成品均须

按海关规定记账，以供杏核

    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特点是:自山贸易区从自由港发展而来;

共主要的11的是方便转口和对进II货物进行简单加1_.月以转I1

邻近国家和地区为卞耍对象。自由贸易区多设在经济发达国家
    (二)工业型的经济特区

    即出II加 一区 (Extwrt Procesing Zonc)，又称加工出11
区〔，一般是在港日、机场附近交通便利的地方特设一个区域，

通过优惠措施吸收外资、引进技术和设备，发展在国际市场 卜

有竞争力的加工出门工作，以发展本地区的对外贸易，促进经

济发展

    同自山贸易区相比，其主要特点有:利用外资，发展外向型

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快。收益都比较大。迄今为止.全世界大约

有4()个国家和地V>建认了170多个出n加工区_

    出口加工区有综合型和专业刑两种。前者在区内可经营多种

出旧加 一曰冲 如非律宾的巴丹出[J加 一区即属此半:后者存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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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只许经营某种特定的出口加丁产品，如印度孟买的圣克鲁斯电

子工业出「叻口工区，专业发展电子产品的生产和出日 日前世界

各地的出n加工区大部分是综合型出口加工区

    (三)综合型的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随着国际经济关系，特别是国际贸易、金4和经济

技术交流的发展而以各种不同形式发展，并出现向综合化发展的

趋势。综合型的经济特区是在1_面两种形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的，它兼有两种职能:既提供了自由贸易区的某此优惠待遇，又

提供了发展下业生产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是二者的结合休。在这

种特区中，还可以发展商业、金融、旅游业等各种事业，如新加

坡的裕廊工业区

    (四)科学型的经济特区，即科学工业园区

    科学工业园区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是一种以加

速新技术研究及其成果应用、服务于本国或本地区工业的现代化
井便于)t'拓国际市场，通过多种优惠措施和方便条件，将智力、

资金高度集中，专门从事高新技术研究、试验和生产的新兴工业

开发基地。足一种科技型经济特区。它的通称还有工业科学园、

利研止_业区、新产业升发区等

    世界卜第 个利学工业园区，是1951年正式创+2f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的 “斯坦福科研 「业区”，后发展成为 “硅谷” 队界

卜较有影响的科学土业园区还有:口木的 “筑波研究学园都市，’

和九洲 “硅岛”.英国的 ‘剑桥科学公园”以及我国台湾的 ‘新

竹科学 1_业园区”，等等〕

    科学下业园区的主要特点:有充足的科技和教育设施，以一

系列企业组成的专业性企业群为依托 区内企业设施先进、资本

雄厚、技术密集程度高;园区地址一般选在靠近信息渠道通畅和

交通网络发达的大城市附近。优惠政策更加完善，井注重形成创

新和创、{卜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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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其他类型的经济特区

    为r发展落后地区，或便利货物过境、存储，又出现了几种
形式的经济特区

    I 自由边境区 (Free Ferirneter),指设在本国的省市边境

地区或边远的某一地段，按照自由贸易区或出口加工区的优惠政

策及措施，吸引国内外厂商投资，以开发边区经济为日的的自山

区域。凡是区内使用的机器、设备、原料和消费品，都可以免税

或减税进川，但商品从边境进人海关管辖区，则必须照章纳税

    2 过境区 (Transit Lonn的。过境区又称巾转贸易区，指某
此沿海国家为便不」内陆邻国的进出日货运，根据双边协定，指定

某些海港、河港或国境城市作为过境货物白由中转区，对过境货

物简化海关乎续，免征关税或只征小额的过境税。过境货物习短
阴储存和币新包装，但不得加工制造 (它同自由港明显不同)

  般过境区都提供保税仓库设施〔业洲泰国的曼谷、印度的加尔

齐答，拉丁美洲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巴1啊的圣多斯，等

等，都是以中转贸易为主的过境区

    3保税区 (Y+rrtded Warehouse),指经卞权国家海关批准，
在其海港、机场或其他地点设立的允许外国货物不办理进口手续

就可连续长时间储备的区域 在储存期间，进口货物暂不缴纳关

税，如再出日，rl免纳关税; 日货物进入海关饰辖区，则应在

货物离月保税仓库时照章纳税〔， 般的自由港和白由贸易区中都

设有保税仓库 (区)，并独立存在。有的国家还设有保税土场

(Bonded工actorr)专供外国货物进行加一之用〔〕设立保税仓库
(区)，主要是为了发展转日贸易，增加有关各项费用收人，同时
给子贸易商以经营上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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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的国际协调

第一节  国际贸易条约协定与组织概述

    国际经济竞争加剧，必然引起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各国相互

之问的贸易政策措施的不协调和贸易活动的纠纷在所难免，这对

世界贸易和世界经济的健康发展足很不利的。因而就有必要加强

国际间的磋商与协调，制定出各国都能遵守的国际贸易准则，以

减少和平息各种贸易纠纷

    当今社会，各国贸易政策措施的国际协调主要是通过两条渠

道:一是签订双边或多边贸易条约和协定来进行;二足通过建立

世界贸易组织来进行。特别是州界贸易组织，它对调整与规范各

国和地区的经贸政策与措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一、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的概念和特征

    (一)帆念

    贸易条约和协定 (Commercial Treati。。I Agreement)是

指两个或两个以「的主权国家 (地区)为r确定彼此间在经济、

贸易方面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而缔结的各种书面协议

    贸易条约与协定按照参加国的多少 叮分为双边和多边贸易

条约与协定两种。前者是在两个主权围家之间缔结的，后者是由

2371



娜瓣Q}}a}}îe

两个以上主权国家共同缔结的

    贸易条约与协定是国际条约与协定的 种，是国家问经济贸

易往来的法律文件形式和法律依据之 一〔作为反映A.巩固国家之
问在国际上经济力量、政治力量对比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 贸易

条约与协定必然反映缔约国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的要求 并
为缔约国实行对外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服务_贸易条约与

协定的条款。通常在形式卜是平等的，但事实1_，缔约国在经济

上的利益，往往是靠缔约国的政治、经济实力来保证的。囚此，

缔约国之间从贸易条约与协定，{n到的好处是不 样的

    贸易条约与协定是国际条约与协定的一种 但贸易条约与协

定同其他政治性的国际条约与协定丰肚匕又有其 定的特殊性、从

内容匕 贸易条约与协定主要是确定缔约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

系。从国际法角度 L 贸易条约与协定往社订人和遵守某些国际

法通用的法律条款.如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国民待遇条款等 从114
际惯例上.贸易条约与协定既司在建j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间

签汀 也可在没有建If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问签门;既可在小

同国家的政府之间签订，也呵在不同国家的政府与民间团体之间

或双方的民问团体之问签汀。但政治性的国际条约与协定一般只

能在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后山有关国家的政府笠们〕

    (二)特征

    根据贸易条约与协定的定义，它具有 卜列1L个基本特征:

    1 贸易条约与协定的主体 (即 “缔约力，，，英文称 “(on

tratting Parties")必须是国际经济法的主休。其中，主要是卞权
国家，还包括一些有独V_缔约能力的国际经济纤1织和特定地区

    2 贸易条约与协定的内容必须符合公认的国际经济法原则

和规则。贸易条约的基本内容就是主权国家 (地区)之间在贸易

问题卜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 这些内容均必须遵循公认的国际

经济法的原则和规则，尤其足要符合国际经济卞权平等这一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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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3 贸易条约与协定必须是书IM形式的协议 贸易条约可以

是 个单独的文书，也可以足两个或两个以土有关的文i,,但都

必须以书面形式订立。

    二、贸易条约与协定的结构

    贸易条约一般由序言、正文和结尾_部分组成，有时还有附

件

    序言卞要载明缔结条约的宗旨、目的和基本原则 本部分所

述的宗旨和基本原则以及有关声明，对条约的解释具有重要意

义

    正文(也称约文)是有关缔约各方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
是条约的主要条款。不同种类的贸易条约，其正文所包括的具体

条款和内容也有所不同
    结尾的内容主要包括条约的牛效和有效期、延长或废止的程

序、条约的份数、使用的文字以及汀约地点和各方代表的签名

    附件一般是对有关技术Vk细节的说明或对条约的补充规定

    三、贸易条约与协定中所依据的法律原则

    任何国际贸易条约或协定以及依据条约成立的国际经济贸易

组织.都应当以国际法为准则，即必须符合国际法。否则，条约

以及组织对其成员国就不具有法律卜的约束力，就不能起到有效

协调国际经济贸易关系、规范国际贸易行为的作用，因而也失去

缔结国际条约、创建国际组织的意义

    贸易条约与协定所依据的法律原则主要分为两类:

    一类足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法律原则。卞要有经济主权原

则、公平互利原则、全球合作原则、有约必守原则等_无论是贸

易条约的缔结和履行，还是有关国际经济贸易组织的创建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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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都应当贯彻和遵循这些原则。在实践中，这些原则主要在贸
易条约协定中的序言部分加以阐明， 般不作具体规定，但其意

义和作用都相当重要

    另一类是贸易条约与协定中特有的具体法律原则，其中主要

有最惠国待遇原则和国民待遇原则。这类原则，是前一类基本原

则在贸易条约中最重耍的表现形式，不仅要在特定的贸易条约卜

载明，而且件往环作为贸易条约与协定止文部分的主要条款，并

作出较为洋细和具体的规定

    (一)最惠国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原则 (Most-Favored Nation Treatment, MFN劝

是贸易条约或协定中最普遍和最重要的法律原则。最惠国待遇的

基本含义是:缔约国 方 (授予国或给惠国)现在和将来给予任

何第，国的 切特权、优惠和豁免，必须同样给予缔约国对方
(受惠国)_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本要求是:缔约一方在缔约另一

方享有不低于或不少于仟何第二园所.挤有的待遇

    最惠国待遇可分为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和有条件的最惠国待

遇两种 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指缔约国一方现在和将来给r

仟何第二国的一切优待，立即无条件无补偿地、自动地给子对

方。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足指如果缔约国一方给予第王IT]的优

惠是有条件的，则另一方必须提供同样的补偿，才能享受这种优

待 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英国首先采用的，故又称 “欧洲式”

最惠国待遇;有条件的最惠国待遇是关国最先采用的，故也叫

“关洲式”最惠国待遇〔，现在的国际贸易条约与协定普遍采用无

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一般是相互给子的，即互惠的，并通过贸易条约

与协定明文加以规定，条约与协定规定这种待遇的条文称为 “最

惠国待遇条款”-

    最惠国待遇原则适用的范围很广。在贸易条约与协定中，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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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范围 一股包括以下几个方IAI:①有关进11、出u、过境商品

的关税和其他捐税;②有关商品进口、出曰、过境、存仓与换船
方面的海关规则、手续和费用;③进出口许叫证的发给和行政手

续〔，在通商航海条约中，最惠国待遇原则的适用范围更广，船舶

驶入、驶出和停泊时的各种税收、费用和手续等也包括在内〕
    在贸易条约与协定中，一般都规定有适用最惠国待遇的限制

和例外条款〔，如缔约国一方给子邻国边境贸易方面的特惠待遇，

关税同盟的成员国之间或在特定国家之间的特惠待遇，多边贸易

条约或协定的成员国所享有的权利等均不适用最惠国待遇

    (二)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 (National "I'rcatment)也是贸易条约或协定

中重要的法律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缔约国之间相互保证给子另

一方的公民、企业和船舶在本国境内享有与木国公民、企业和船

舶同等的待遇口也就足说，在同等条件下，耍求一国以对待本国

国民之同样方式对待外国人 使州4人享有与本国人同等的权利

(也丰CjAu承担与本国人同等的义务)，可以与本国人在同等的经济

条件下竞争

    在国际经济交往1{.，国民待遇原则主要适用于国际投资与国
际贸易两大领域。在国际贸易领域，它主要被用于调整进I1商品

与本国商品 (包括有形商品和无形商品)在国内市场 巨的关系，

}」的在于限制和消除国内行政措施和法规对进口j而洁的歧视

    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有 定范困，在有些方向的适用还冷有

一定的条件。在国际贸易条约III, 般只规定适用于外国国民和

企业某此经济权利、国内税收、船舶在港日的待遇、铁路运输和

转口过境的条件、知识产权保护、民事诉讼以及某些与贸易有关
的政策措施和法规〔，[Al此，国民待遇原则井不是x求把本国国民

和企业所享有的一切权利都包括进去，本国人所享有的某些权
利，如领海捕鱼权、沿海和内河航行权、土地所有权、批发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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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以及充当某些经纪人等，一般不属于国民待遇原则的适用范

围〔同时。各缔约国之间通常还根据百惠、对等的原则相互给子

国民待遇

    四、国际贸易组织的概念、特征和职能

    (一)概念

    国际贸易组织 (Intenutianal Commercial Organization)足指
二个或叶个以上国家 (地区)为r协调各国贸易关系，依据 定

形式的国际贸易条约 (或其他有关的止式法律文件)建立的具有

常设机构和固定职能的组织〔国际贸易组织也有广义与狭义之

分_广义的国际贸易组织包括若干国家政府或氏间团体所设立的

机构 狭义的国际贸易组织仅限于若干国家政府间的组织。以下

所述的 “国际贸易组织”是狭义的

    国际贸易组织，是经济性国际组织的主要类型之一，它是国

际政治与经济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世纪前、曰{的两

次世界大战以后，双边条约及其有关国家的协调适应不了一系列

新的经济贸易关系发展的箭要，各国便开始缔结大敏的多边贸易

条约或协定，伴随着一些多边贸易条约或协定的生效，各种类型

的国际贸易组织也大量出现

    (二)特征

    1 国际贸易组织的成员 (Members) 般是主权国家。但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非主权的政治实体也可以成为一此囚际贸易

组织的正式成员或准成员

    2 国际贸易组织是国家间的组织，向小足超国家的组织

国际贸易组织的所有权力都是由其成员国通过缔结条约授子的，

自不具有凌驾于其成员国之上的权力。同时，成员国之间卞权平

等，构成国际贸易组织的最重要的原则

    3 国际贸易组织必须具有条约基础和常设机构。这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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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组织能够成立的两个必备条件 国际贸易组织的创建及其运
作，必须依据成员国共同签署的多边国际条约 (具体名称常用

  宪章’、“协定”或 “决议，’等)。这类条约一般阐明该组织的宗

旨、奉行的原则，规定该组织的职权、政策和措施以及有关的组

织程序。同时，为了保证成员国在国际贸易组织范围内进行合

作，实现该组织的宗旨，还需要建\j比较完整的常设机构休系

国际贸易组织的常设组织机构体系一般由_级主要机构组成:权

力机构，一般称为会员大会、议会等;执行机构，一般称为理事

会、委员会等;行政机构，一般称为秘书处 有的组织还设有专
门问题委员会或小组

    (三)国际贸易组织的主要职能

    1制定和统一国际贸易法律规范、规则的职能 国际贸易

组织依据各成员国赋予其的权力，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参与制定

和统 国际贸易法律规范和规则。一方内，它可以直接召开会

议，主侍制定、补充和修改 些多边贸易条约、公约或协定;另

一方INI，它可以通过柞出某此取大决议，要求国际社会特别足成

员国制定411修汀有关的国内法规〔〕

    2 协调各成员国相关的经济贸易政策的职能。一个多边国

际贸易组织活动的成果，往往从它是否成功地协调各国经济贸易

政策、规范各国的贸易行为这一点土集中反映出来〔IJ此，通过

各种渠道和措施协调各成员国的经济贸易政策成为国际贸易组织

的最基本的职能

    3 行政与执行的职能。国际贸易组织通过其各级机构行使

其职权，通过各成员国的直接行动和配合行动贯彻落实权力机构

所作的立法性或建议性决定〔，N此，国际贸易组织的行政与执行

职能主要表现为对其各级机构和成员国的行动进行监督411检查
    4 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职能。这是国际贸易组织贡要的固

定积能之 通常还被称为.d法职能或准司法积能 "在国际:3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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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交往中，各成员国之间难免产生各种利益冲突，引发争端，

这就需要有关的国际贸易组织特设的解决国际争端机构进行调解

或裁决〔〕

第二节  国际贸易条约、协定与组织的种类

    一、国际贸易条约和协定的种类

    (一)贸易条约

    这里所说的贸易条约 (((bmmercial Treaty),足狭义L的概

念，又称通商航海条约 (Treaty可Cnmmerce and Navigation),
是全面规定缔约国之间经济、贸易关系的条约。其内容相当广

泛，涉及缔约国经济、贸易、航海等各个方面的问题 主要包
括:关税的征收及海关手续的规定，船舶航行与使用港口的规

定，关干缔约双方的公民和企业组织在对方国家所享受待遇的规

定，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规定，关干进口商品征收国内扣税的规
定，关于铁路和过境的规定，关于仲裁的规定等等

    山于贸易条约的内容关系到国家的卞权与经济权益，因此，
这种条约是以国家或国家有脑的名义签订的，由国家或国家ri脑

特派全权代表签订。双方代表在条约上签字之后，还需按有关缔
约国的法律程序完成批准手续.缔约国问互相换文后才能牛效

有效期限 般比较长

    (二)贫易协定

    贸易协定 (Trade Agreetnem )是缔约国问为调整和发展相
互间经济贸易关系而签汀的书面协议。其特点是，与贸易条约相

比，所涉及的面比较窄，对缔约闰之1句的贸易关系往往规定得比

粉具体.有效期较切. 订程序也较简单. 般只需经签字国的

1 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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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首脑或其代表签署即可生效.〕
    贸易协定的内容通常包括贸易额、双方出口货单、作价办

法、使用的货币、支付方式、关税优惠等。对贸易额和双方出口

货单的规定往往不是硬性的，在具体执行时还可以通过协商加以

调整.

    (三)贾易议定书

    贸易议定书 (Trade Protocol)是缔约国就发展贸易关系中

某项具体问题所达成的书面协议。这种议定书往往是作为贸易协

定的补充、解释或修改而签订的，内容较为简单，如用来规定有

关贸易方面的专门技术H题，或个别贸易协定中的某kG条款，有

时也用来规定延to条款或协定的有效期。在签订长期协定时，关

干年度贸易的具休事项，往往通过议定书的为式加以规定。也有

在两国尚未达成贸易协定时，先签订议定书，暂时作为进行贸易

的依据〔贸易议定li有的是作为贸易协定的附件而存在:有的则

是独立义件，具有与条约、协定相同的法律效力，其签订程序比

贸易协定更为简单，一般经签字国有关行政部门的代表签署后即

可生效

    (四)支付协定

    支付协定 (Payment Agreement)火多为双边支付协定，足
规定两国问关于贸易和其他方向债权债务结算方法的书而协议
其卞要内容包括清算机构的确定、清算账户的设立、账户的支付

范围、清算货币、清算办法、余额结算办法的规定等

    支付协定足外汇管制的产物。在实行外汇管制的条件下，一

种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成另 种货币，对一国所具有的债权不能用

来抵偿对第一国的债务，结算只能在双边基础上进行，因而击耍

通过缔结支付协定来规定两国问的债权债务结算方法。这种通过
相互抵账来清算两国间的债权债务的办法，既有助于克服外汇短

缺的困难，亦有利于双扔留 1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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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58年以来，西方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货币

自山兑换.双边支付清算逐渐为多边现汇支付清算所代替。但对
1. .Ile日前仍实行外汇管制的发展，}，国家，往往还签订支付协

定

    (五)国际商品协定

    国际商品协定 (International Commodity Agreement)足某项

商品的卞要牛产国 (出口国)和消费国 (进口国)就该项商品的
购销、价格等11d题，经过协商达成的政府问多边协定、其主要目

的在于稳定该项商品的价格和供销，消除短期和巾期的价格波

动。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利益矛盾，而以

目标也各不相同，但签汀国际商品协定则是共同的愿望

    现行的国际商品协定主要有:国际天然橡胶协定、国际糖协

定、国际可可协定、国际小麦协定、国际橄榄油协定、国际咖啡

协定、国际热带木材协定、国际黄麻及其制品协定等。此外，国

际锡协定已于1985年废止，国际奶制品协定和国际牛肉协定

(_者均丁1979年在口内瓦签署，经1994年修改后纳人WTO

法律结构中)也于1997年底废止

    从结构 L看，国际商品协定一般由序言、宗旨、经济条款、

行政条款和最后条款等部分构成，并有一定的格式〔，其中经济条

款和行政条款是国际商品协定中的两项卞要条款

    二、国际贸易组织的种类

    国际贸易组织一般可分为下列二种类刑00

    (一)世界性国际贸易组织

    世界性国际贸易组织主要有 “世界贸易组织，，和 “联合国

贸易与发展会议 这些国际贸易组织的成员资格向L"界各国

开放。其成员国众多，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中发挥着极其重要

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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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区域性国际贸易组织

    主要有:欧洲共同休、北美自由贸易区、东南亚国家联盟、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这类组织的成员资格，一般向特定区域的

国家开放 其主要目的是依靠区域性集团力量实现各国单独难以

实现的贸易和投资白由化、

    (三)专业性国际贸易组织

    主要有初级产品出口国组织 (如 “石油输出国组织”等)和

国际商品组织 (如 “国际锡协定”、“国际小麦协定”等)这类
组织的成员资格 般只对特定的国家开放 其特点是根据某项国

际商品协定的经济日标和内容片展上作，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和业

务性。例如，有关该项国际商品的货源、购销渠道及其价格政策

等专门问题的国际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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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熬蘸关贸总协定与世界贸易组织

第一节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 and
Trade, GATT)，简称 《关贸总协定》，是1947年I0月30 H由

23个国家在u内瓦签汀的关于关税与贸易政策的一项多边协定，

1948年 I月 I日正式生效。同时它又是 个国际组织，1995年

I月1口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关贸总协定的总部设在日内

瓦，其组织机构主要有缔约国大会、代表理事会、委员会、工作
组和专家小组、18国咨询组、总+事和秘书处等〔〕

    一、关贸总协定的产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除美国以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

展带来极大损失，战后各国均致力于医治战争的创伤，重建本国

的经济。在恢复国民经济的过程中，各国面临着国际经济关系巾

  个R待解决的问题:①国际金融方面，重建国际货币制度，以

维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和国际收支的平衡:②国际投资方Ift，创立

处理长期国际投资ii iJ题的国际组织;③国际贸易方面，重建国际

贸易秩序，促进国际贸易自由化。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发

横财，战后初期已处十世界领先地位，为厂对外经济扩张和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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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世界经济的领袖，积极倡导和推动r卜述，大问题的解决

国际货币基余组织 (IntemaLional Monetary Fund, IMF)和国际
复兴开发银行 (I'll二二Gonad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

meat, IRRD 通称世界银行)的建v_,解决厂前两个问题，由

1一拟议中的国际贸易组织 (International Trade (hganization,
ITO)夭折而由关贸总协定代行职责〔〕

    国际贸易组织的构想是由美国国务院提出的〔1946年2月，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通过决议，决定了们「联合国贸易与就业

会议，负责国际贸易组织的筹建和宪章的起草 1_作 1947年4

月在日内瓦举行的第一次筹备会议上通过了 《国际贸易组织宪

章》草案，并达成了123项双边关税减让协议。之后，参加国将

这些协议与草案中有关贸易政策的部分加以合并，经修改后称为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并将其作为 项过渡性的临时协议来处理

各YY在关税和贸易方面的问题，待 《国际贸易组织宪章》牛效后

就用宪章的有关部分代替它 同午 10月30日，23个国家签署

了 仁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临时适用议定书》，刀一于1948年1月I口

起临时生效

    1947年[It月.在哈瓦那召开的世界贸易和就业会议卜通过

厂《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即 《哈瓦那宪章》)〔，但由于美国国会

对其他国家提出的修正案小子批准，其他各国也持观望态度.

《哈瓦那宪章》没有得到必要数蛾国家的批准，因而成介国际贸

易组织的计划未能实现一《关贸总协定》就成为各缔约国在贸易

政策方面确立某些共同遵守的准则，扣行多边贸易和贸易白由化

的 项惟 的、带有总括性的多边协定， 一直沿用至世界贸易组

织止式成立，才结束其临时性地位

    由于 《关贸总协定》只足一个胎!时性的多边贸易协定，

最初其影响面极八.法律体系也不规范，因此在运作过程中
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缔约方亦不断增加 随着囚际经济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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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形势的变化，《关贸总协定》所沙及的范围不断扩火，并签

订f许多单独的协议，缔约方亦由1947年的23个增加1到了

1994年底的128个，逐步发展成为协调国际贸易政策和措施
的 “经济联合国”。

    二、《关贸总协定》的宗旨、内容及基本原则

    (一)《关贸总协定》的宗旨

    在 《关贸总协定》的序言中阐明了它的宗旨:“缔约各国政

府认为，在处理他们的贸易和经济事业的关系力肉应以提高牛活

水平，保证充分就业。保证实际收人和有效需求的巨大持续增

长，扩人世界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发展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为目

的 ”为实现这个宗旨，提出办法是 “切望达成互惠互利协议，

导致大幅度地削减关税和其他贸易障碍，取消国际贸易中的歧视

待遇”〕

    (二)《关贸总协定》的主要内容

    其卞要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1. GA1"I条义本身〔，条义由序言和四个部分组成，共38个

条款:第一部分是核心条款，规定了无条件最惠囚待遇原则和关

税减让表;第_部分足关于缔约方贸易政策的规定，包括国民待

遇原则、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一般取消数星限制、法规

透明度、国营贸易公司和磋商程序等规定;第份部分是对加人和

退出GAT下的程序规定;第四部分是1965年增加的、专门处理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发展问题，即特殊差别待遇问题〔〕

    2 历次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也称分协定或守

则，作为对总协定条款的补允和细则。这类协议有:反倾销if
则、补贴与反丰「贴守则、技术标滩守则、政府采购守则、民用航

空器协议、国际乳制品协议、牛肉协议和国际纺织品协议 这此

协议可供选择参加，非缔约方也可以单独参加这些协议

1 250



}L+

    (三)《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

    《关贸总协定》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以卜儿条:
    1 非歧视原则。这是总协定最为重要的原则，通过无条件

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国民待遇条款体现〕

    2 关税保护和关税减让原则。总协定只允许缔约国通过关
K来保护国内某些产业，且要求缔约国之问通过关税减让谈判逐

步降低关税 总协定原则上不允许采用非关税壁卒进行保护

    3 一般取消或禁止数量限制原则 总协定原则上禁止采用

进出口数量限制。但是，为了稳定农产品市场或/和改善国际收

支或吓1促进发展中w家的经济发展，FJJ在非歧视的基础 卜实施

或维持数量限制〔〕

    4 公平贸易原则。总协定反对倾销和出!!补贴等不公平贸

易行为，并授权缔约国在其某项下业由于倾销或出IJ补贴受到币
大损害或受到重大威胁时，可征收反倾悄税或反补贴税子以抵

制〕

    5 豁免与采取保障措施原则 总协定规定，当某缔约国因

承担义务使某种产品进日人量增加而严重损害或严重威胁国内同

类广品的生产时，可以全部或部分地暂停实施其所承担的义务，
或者撤销或修改关税减让，但在采取该保障措施行动之前，必须

与受影响的缔约国磋商，否则受影响的缔约国有权竹停实施大体

卜对等的关税减让或其他义务。

    6 磋商调解原则 总协定规定r磋商调解和解决贸易争端
的程序和办法。在总协定范围内，大部分贸易争端通过有关缔约

方直接协商解决，经缔约方协商未能解决的问题，总协定理事会

叫设立独认专家小组来审杏，寻求双方均满意的解决办法

    7 给予发展中国家特殊优惠待遇原则。总协定规定了给1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经济发展方而以关税和其他特殊优惠待遇，
如:允许发w中冈家少间讲行右附的羊种减计 而不,已时 次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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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实行对等的减让;允许发展中国家进行有限的出口补贴;发展

中国家可享受普遍优惠制;等等口

    8 贸易政策法规在全国统一实施和透明原则。总协定原则

卜要求缔约方提前公布所有的贸易政策法规，使其他缔约方在其

实施前有一定时间熟悉之。但总协定不要求公开那些会妨碍法令

的贯彻执行、会违反公共利益或会损害某一企敬的止当商业利益

的机密资料〕

    三、关贸总协定的职能、作用与局限性

    (一)关贸总协定的职能

    GA丁丁的宗旨主要通过其职能来实现，其主要职能有:①组

织多边贸易谈判，尽力消除各种贸易壁辛;②协调缔约方之间的

贸易关系，解决各种贸易纠纷;③根据国际贸易发展的新情况、

制定国际贸易的新规章石④研究和促进各缔约方经济和贸易的发

展

    (二)关贸总协定的作用

    I 促进 1世界贸易自山化的发展。在总协定的主侍和推动

下，经历了多次贸易谈判，关税有了大幅度的削减〔，发达国家的

平均关税率从1948年的36%降低到 1994年初的4.7%;发展中

国家和地区的平均关税率也在同期下降到1391 非关税壁垒受

到抑制 在东京回合和乌拉卞回合上将 “非关税措施”列人议
题，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来限制非关税壁垒。这样，逐步扫除贸易

多重障碍，促进了贸易白由化。推动了世界贸易的发展〔

    2 形成了一套国际贸易政策的规章。总协定的基木原则

以及在历次多边贸易谈判所达成的 系列协议，形成了一套指导

各缔约方贸易政策的行动准则。这些规则一是各缔约国制定、修

改对外贸易政策和措施的依据，二是各缔约方进行对外贸易活动

的依据。GA叮 提供各缔约方解决矛盾和纠纷的场所，并规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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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调和、处理各缔约方之问争端的程序和方法，保证J各缔约

方的合法利益，缓和r缔约方之间的矛盾

    3 发展巾国家的利益逐步受到重视 GA下r历来有 “富人

俱乐部”之称，随着发展中国家在关贸总协定中的增多以及他们

的不断斗争，其贸易地位和利益逐步受到了重视，GATT采取厂
  些措施，有力地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发展，在 定程度卜

维护r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4 促进f国际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和投资的发展 乌拉圭

回合谈判范围除了传统的货物贸易外，还涉及服务贸易、知识产

权和投资二个新领域，并达成了协议，使GA'l'l协调的范围扩

大到国际经济贸易关系的各个领域，从而也推动着世界贸易朝新

的方向发展

    (三)关贸总协定的局限性

    由于G人1-1'本身的 “先天不足”以及国际经济形势的重大

变化，G八1.1'存在着许多缺陷或局限性。其中主要有:

    1 关贸总协定的许多规则不严密，执行起来有很大空隙，

有些则缺乏法律约束力。有些币要规则规定得既宽松义含糊，一

此国家按照各自的利益理解总协定条文，并各取所需采取行动

时，总协定又缺乏必要的核杳和监督手段;同时。条文中的 “例

外”之多，在国际条约中实属罕见 例外过多和例外条款的滥

用，已导致很多法律原则无法很好地应用_

    2 关贸总协定历届多边谈判被某些大国政策左右的局面长

期未能得到根本改变_长期以来，历届多边谈判一直是以少数大

国特别是美国国内政策和法律为卞导的 一些重要决议取决于美

国和欧共休。因此，从40年代到70年代，GAIT基本上是少数

发达国家调整贸易政策、索取其更大利益的场所_

    3 关贸总协定日益受到区域经济集团化的严峻挑战。区域

险集团化发展势头有增无减.这些区域性集团，一般实行对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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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对外保护的区域保护主义政策，大大削弱了(;Al-l, 多边休

制的功能

    4 关贸总协定原有多边体制框架，适应小了世界新技术革

命和国际分丁的进 步深化的新形势 激烈的国际竞争和现代科

技的发展对现代国际分工提出了极高的要求。20世纪so年代以

来，一此新的贸易形式以及服务、投资、无形资产的国际间流动

的规模越来越大，急击相应的各种多边规则对它们加以规范

    因此，在这样的形势下，原术就先大不足的GATT已完成

其历史使命，比界迫切需要建立一套更新、更个面、更系统的多

边贸易规范以及一个更正规、更有权威性和代表性的国际贸易组

织。这也就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乌拉卞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以及世

界贸易组织诞生的背景

    (四)关贸总协定的历次多边贸易谈判

    1乌拉主同合前历次贸易谈判〔〕

    第 轮谈判+ 1947年4月一10月在瑞十口内瓦举行，包括

中国在内的23个国家参加。卞要议题是关税减让谈判，达成了

关税减让协议123项，涉及商品税日45000项，使占应征税进U

值54%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35%0这是第一次实施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的规则，也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多边关税减计谈判。另

  个成果是决定G[P1-P于1948年1月I H生效

    第二轮谈判于1949年4月一10月在法国安纳西举行，有33

个国家参加。谈判议题是关税减让，达成了双边减税协议147
项，涉及关税减让商品5000多项，使占应征税进口值5.6%的

商品平均降低关税35%0

    第三轮谈判于1950年9月-1951年4月在英国托奎举行，

有39个国家参加，达成150项双边减税协议，涉及关税减计

8700项，使占应征税进n值II.7%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26%

    第四轮谈判于1956年1月一5月在口内瓦举行，有28个国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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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参加，谈判的主要议题是关税减让〔，有近3000项商品达成关

税减让协议，使占应征税进门值16%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15'8

    第五轮谈判于1960年9月一1961年7月在日内瓦举行，有

45个国家参加〔这次谈判又称 ‘狄龙回合”〔〕谈判议题是关税减

让，达成近4400项商品的关税减让协议，使占应征税进I..I值

20"31的商品平均降低关税20%,
    第六轮谈判1 1964年5月一1967年6月在日内瓦举行 因

美国总统肯尼迪提议召开，又称 “肯尼迪回合”。共有54个国家

参加_这次淡判除了历次会议的关税减计，还有新的进展 第

一，谈判白次涉及非关税壁个，制定了第一个反倾梢协议 第

_，总协定文本增加了第四部分，即 “贸易和发展” 在一定程

度卜维护了发展，}，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刊益，第二，首次允许

‘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参加关贸总协定多边谈判。当时的波兰被

接纳为止式成员

    第七轮谈判于 1973年9月一1979年 11月在日内瓦举行

因少}始在东京，故称为 ‘东京回合’。这次谈判是前七轮谈M中

范围最j泛，而日}{标最庞大的贸易谈判，参加者除缔约方，还

对非缔约国开放，共有99个国家参加f谈判〔主要成果:第一，

在关税减让议题下，通过谈判，以一揽子关税减让方式达成协

议，使关税税率平均水平 卜降35%左右。第二，减少非关税孽

垒谈判成为本次谈判的主要议题，达成19个协议 第二，达成

r进 步给子发展中国家优惠的 ‘授权条款”，授权范围包括普

遍优惠制和其他特殊待遇。“授权条款”的达成表明贸易优惠政

策合法化

    2 第八轮谈判— 鸟拉上回合与世界贸易组织的建守

1986年9月15 H-20口，GAYI缔约方部长级会议在乌拉尘埃
斯特城召开〔经过多人激烈的谈判，终于在会上通过了 《乌拉圭

回合部长言言》，从而拉开f“A丁1卫力史上规模最大、议题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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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一轮谈判的惟4 该言言确定了谈判范围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

易两大类，共涉及巧个议题，其中包括知识产权、服务贸易、
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三个新议题〔)

    此后，经过厂所谓中期评审阶段 (1988年12月-1989年4

月)、僵持阶段 (1990年12月-1991年12月)以及最后冲刺阶

段 (1992年I月一1993年12月)等过程，最终于1993年12月

巧 日在日内瓦宣布基本结束谈判_

    1994年4月15日，GATT乌拉圭网合在摩洛开的马拉喀什

举行最后一次部长级会议，参加乌拉士回合的124个国家和地区
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对 《马拉喀什宣言》和《乌拉尘回合

最后文件》作f签署。我国政府也派代表团出席r会议，并参加

了各项议题的谈判。至此，举世瞩目、旷日持久的鸟拉圭回合谈

判终于官告止式结束。几经修改的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文本埠达

450页，包括21个内容的45个独立文件 产牛了一揽子协议，

也包括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最后，文件签署后各国将其提交

各自立法机构批准，1I 1995年 」月1口生效，队界贸易组织也

同时成立

    3    II拉圭回合的成果 乌拉卞回合谈判是GAT-1有史以来
议题最多、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多边贸易谈判 其所取得的成

果，将对1u界90年代乃至21世纪扩大世界贸易和投资，增加就

业和收入等方面做出历史性的贡献

    其主要成果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为而:

    (I)为国际贸易制定了更明确、具休和有效的法律框架

    (2)关税g IN降低40'R，货物贸易方面有关市场) 1放的范
围更广，有利1贸易自山化发展

    (3)成功地扩大了全球多边贸易休制的内涵 不仅把长期游

离于自由贸易体制之外的农产品和纺织品纳人〔;Arr体制 (卞
要提出ftj由化时io1表)，而且将个球51} VI w V,休制的范围扩士

1 256



戴明咧
十

一
第

一

到了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国际投资等重要领域

    (4)通过了建立世贸组织的协议，使GATI，包括在WT(〕中

(即从GATT1947转变为〔;ATT1994)，对确保乌拉十回合谈判

成果的全面实施提供了更完悄的监督和实施机制
    乌拉生回合的成功对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甭大影

响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

    一、世界贸易组织的产生

    III界贸易组织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简称Lu:

贸组织，它是根据乌拉李回合多边贸易谈判达成的 《建立世界贸

易组织协定》(以下简称 (WTO协定》)于1995年I月I日成立

的止式国际经济组织，已在组织形式上完全取代 rGATT'

W it)是规范国际经贸规则的多边经济组织，足当今世界上惟一
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组织，也是独;C I一联合国的水久

性的国际组织。

    如前所述，早在关贸总协定成守以前，已有一个国际贸易组

织的意念，借以处理国际间各项影响贸易的因索。而 《关贸总协

定》只是 份临时起草的协议，为的是在国际贸易组织正式成立

之前，能尽快推行贸易自由化 后囚美国国会未批准成立国际贸

易组织，关贸总协定便成了国际贸易谈判的场所，但始终处Jll击

时ft的地位，其权威性不强

    关贸总协定发动乌拉生回合以来，建立国际贸易组织问题引

起了普遍关注。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达
成.可谓是乌拉生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一项重大意外成果。



    1990年，加拿大、瑞上、欧共体和美国等先后提出成立世

界贸易组织的设想，由此，成'I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乌拉土回合的

一项议题。1990年12月，乌拉十回合布鲁塞尔部民会议作出决

定，责成G八工丫体制职能小组负责 “多边贸易组织协议”的谈

判。1991年12月形成一份有关草案。经过两年多的修改、商

讨，终于在1993年]11月，乌拉圭回合结束前达成r<建立世界
贸易组织协定》，宣布成守世界贸易组织，取代(扒丁丁，并规定

1995年I月1口起止式成立和运行。世界贸易组织同世界银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起成为世界经济的二大支柱

    二、世界贸易组织协议的主要内容

    (wT,o协定》是由其本身16条案文和4个附件组成。其中

案文只是就世贸组织的组织结构、决策过程、成员资格、接受、

加人和生效等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其中并未涉及规范和管理多

边贸易关系的实质性规定，而一些实质性规定都休现在4个附件

中，这4个附件包括13个多边货物贸易协议

    附件1包括:①货物贸易协定;②服务贸易总协定及其附

录;③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包括冒牌货物贸易;④与贸易有

关的投资措施。计4个重要文件〕附件2是关于处理贸易争端规

则和程序的备忘录。附件3是关于贸易政策评审机制协议。附件

4是关于4个多种贸易协议，即关于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关于
政府采购协议，关于国际奶制品协议和关于牛肉协议

    (一)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与目标

    (WT(〕协定》的序言部分，规定了WT(〕的宗旨。该宗旨基

本上承袭了GAT-1，的基本宗旨，但又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作了适
当的补充和加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1)提高生活水平，保证充分就业，大幅度稳步地提高实际

收人和有效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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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扩大货物与服务的生产和贸易

    (3)持续发展，合理地利用[H:界资源，保护环境

    (4)保证发展中国家 (或地区)成员贸易、经济的发展「〕

    (5)建介 体化的多边贸易体制

    WT()的口标是建立一个完榷的包括货物、服务、与贸易有

关的投资及知识产权等更具活力、更持久的多边贸易体系，以包

括(}、盯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和乌拉主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所有

成果〔

    (二)世界贸易组织的职能与机构

    1 职能〔，WT()作为一个专门性的国际纤t织，有其特有的

工作范围和职能。根据 (WT(〕协定》第3条，wTo作为一个

正式国际组织，为处理和协调成员方之问的多边贸易关系提供了

一个重要的完整的机制〔，其职能概括起来主要是;

    (1)组织实施WT()负责管辖的各项贸易协定、协议，积极
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实现各项协定和协议的目标，促进WTO协定

和多边贸易协定的切实执行、统一管理和有效运作，这是WPO

最主要的职能

    (2)为成员方提供处理各协定、协议有关事务的谈判场所，

并为WTO发功多边贸易谈判提供场所、谈判准备和框架草案

    (3)管理实施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与程序，解决成员问发生
的贸易争端，避免和限制贸易摩擦和贸易战，以利于贸易的平衡

和公平发展

    (4)管理实施贸易政策的评审机制，对各成员的贸易政策与

法规进行定期审议

    (5)协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影响国际贸易政

策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关系，以保障令球经济决策的凝聚力和一致

性，避免政策冲突。

    2 机构 借界留易纠织机构分为二个层次:(1)部长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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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长会议卜设二个委员会，即贸易发展委员会 国际收支限制顶

算委员会、财政和管理委员会。这是各成员方最重要的淡判场
所，足世贸组织最高决策机构，拥有对重大事务的决策权。但它

不足一个常设机构，只是 个由各成员方部长参加，定期举行的

会议 (至少行两年召开 次)〔，(2)11 总理事会_由所有成员方代

表组成的一种会议制度。它是世贸组织除部长会议之外的最高权

力机构。‘自负责监瞥各项协议和部长级会议所作决定的贯彻执行

情况.同时它本身也作为统 一的争端解决机构和贸易政策评审机

制发挥作用。它下设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三个分理事

会，负责监管各白领域内协议执行情况，A一N行总理事会赋予的

其他职责。(3)各专门委员会 (Committee)。总理事会下设若 1

个专门委员会，以处理特定贸易问题。主要有5个:①贸易与环

境委员会:②贸易与发展委员会;③国际收支限制委员会，负责

审议以国际收支困难为理由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④区域贸易

协定委员会;⑤顶算、财务与行政委员会，此外，在货物贸易理

事会下就具体贸易问题还分设若千委员会 (4)秘“处和总下事

秘“处山总理事会设甲，以处理WTO的日常事务，秘书处由总

卜事负责 总十事的权限、任期由总理事会决定

    (三)世贸组织的决策制度与法律地位

    世界贸易组织决策制度对有关事项作出决定时应子遵循的程

序规则:①意思一致原则，L改变了GA丁甲必须一致通过的方

式。一般情况「。世贸组织的各项决定均应以意思 致的方式作

出，即当有关机构就提交的事项作出决定时，如果出席会议的成

员方末止式提出反对所建议的决定，则视该机构已以意思一致作
出决定。②简单多数规则 若某一决定无法取得意思 致时，则

由投票决定，在部长会议和总理事会上，WTO的每一成员力有

一票投票权，决定应以多数表决通过一③四分之三通过规则_部

长级大会与理事会对WT()协定及多边协定的解释和决议，须经



四分之丫以上票数通过。①豁免原则。会员国如欲9免W下(〕协

定及多边协定义务，必须在90天内以理事会全体同意的方式达

成协议。

    根据 (wTO协定》第8条规定，W ID具有法人资格，在
行使有关职责时享有必要的特权和豁免权，即WT(〕官员及成员

代表拥有外交豁免权。wro与IMF和IRRD不同，它不是联合
国的专门机构，其成员不仅包括主权国家，也包括羊独关税区〔〕

    三、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

    世界贸易组织适用的基本原则主耍来自于1994年的关税与

贸易总协定、服务贸易总协定以及历次多边贸易谈判，特别是马

拉生回合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定。它由若干规则和一些规则的例

外所组成

    (一)无歧视待遇原则

    这是总协定最恭本的原则之一，无条件地适用J一所有缔约

方。它要求一缔约方给子其他缔约方以平等待遇。该原则体现在

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和国民待遇条款中 最惠国待遇休现于
不得针对小同出口国的商品实施歧视待遇，日的是使来自不同国

家的进LI商品在 缔约方的市场上处于同等地位，不受歧视〔，国

民待遇体现于不得在国广商品和进11商品之间实施歧视待遇，目

的是使进口商品在一缔约方的国内市场与其本国商品处于同等竞

争地位。不受歧视

    (二)贾易自由化原则

    所谓贸易自由化原则，从木质卜来说，就是限制和取消一切

妨碍和阻止国际间贸易It展与进行的障碍，包括法律、法规、政

策和措施等。总协定的这 一原则，在其进行的八轮多边贸劫谈判

以及在与贸易保护卞义的斗争中，小断得到进一步加强和更厂泛
的发展。总协定的贸易白由化从根本卜来说，是通过削减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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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关税壁垒以及取消和限制形形色色的非关税壁辛措施来实现

的 因此，这 一原则又是通过关税减i卜原则、互惠原则以及取消

非关税壁卒原则 (如一般取消数星限制原则)等来实现的

    但这一原则也有一定的例外。这些特定的例外主要足:缔约

方为了稳定本国农产品市场，可以对农、渔产品的进口实行数虽

曰1勺限制 为厂保障本国的对外金融地位，维持国际收支平衡，

可以在短期内对进口数量加以合法限制;发展，}’国家为了进一步

发展经济.加快某类特定丁业的建立，可采用政府援助形式的数

量限制;对尚有经济、贸易和金融结构方ihi现实问题的缔约国，

允许其为国际收支日的实施数量限制

      般1肖数量限制原则还要求在实施允许使用的数量限制

时，应非歧视地实施数v限制。总协定的第十，条对此作出了规
定〔、

    〔三)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原则是指缔约方止式实施的有关进出El贸易的政策、

法律、法规、法令、条例以及签订的有关贸易方而的条约等都必

须子以正式公布，否则不得实施〔，共日的是防止缔约方之间进行

不公开的贸易，从而造成歧视性的存在。透明度原则要求:①缔

约方在互惠的基础上迅速公布现行有效的有关贸易法律、法规、

条例和条约等;②缔约方采取的提高进门货物关税或其他费用征

收的方式以及限制或禁]]普遍适用的措施，非经止式公布，不得
加以实施;③缔约方应以统一、公正和合理的方式实施所有应f

以公布的法律、法规、条例等

    (四)市场准入原则

    所谓市场准人，是指一国允许外国的货物、劳务与资本参与

国内市场的程度。市场准人原则旨在通过增强各囚对外贸易体制

的透明度，减少和取消关税、数量限制和其他各种强制性一sm制市

场进人的非关税壁垒，以及通过各国对j一放本国特定市场所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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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承诺，切实改善各缔约国市场雕入的条件，使各国在一定

的期限内逐步放宽市场开放的领域，加深j放市场的程度，从而

达到促进世界贸易的增长 保证各国的商品、资本和服务可以在

世界市场上公平自由竞争的11的

    (五)公平解决贸易争端原则

    公平解决贸易争端原则是指缔约方之间一日出现贸易争端，

应通过公止、客观、平等和友好的方式使有关贸易争端能得到妥

善的解决，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公止、平等原则卞要休现在

以下几个方血:实行调解制度、建众上诉机构、从全体 致通过

机制到全体 致否决机制的转变、对发展中国家及最不发达囚家

的特殊规定及世界贸易组织的道义压力

    (六)给予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优惠待遇原则

    这项lti则足对关贸总协定该原则的进一步加强。世界贸易Oil

织除了继续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经济发展方而实行关税和其他

特殊优待之外，还在以卜IL个方面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优惠待

遇:①允i7发展中国家用较长时1,nl)行义务，或有较长的过渡

期;C!i允许发展巾国家在脆行义务时司有较大的灵活性;③规定

发达国家要向发展1{1国家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发展中国家更好地

履行义务

    四、世界贸易组织的特点

    (一)体制统一

    Carr体制由两层结构?I1成: 层足总协定文本和前七轮多
边贸易谈判达成的关税减让表:另 层是多种纤维协议和九个东

京回合守则_多种纤维协议采用背离总协定的管理方法。东京回

合守则采取自由选择参加方tit; ,这样就导致(讥1，1，体制本身的

分化。世界贸易组织体制所管理的协议，除政府采购协议、产卜肉

协议、民用航空器贸易协议、国际奶制品协议等四个东京回合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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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外，其他协议必须 揽子参加，确保了世界贸易组织体制的统

一性

    (二)管辖范围广

    根据协定规定，W1V的管辖范围除了货物贸易外，还包括

原来不受GATT管辖的农产品、与贸易有关的投资、知识产权

以及纺织品和服装贸易等〔〕
    (三)法律健全

    G八下丁从法律上讲不是 个组织，而是 -i孙rm时生效的契

约。而世界贸易组织的体制不但把总协定临时适用变为止式适

用，而且建立了一整套W织机构。这样，世贸组织将与其他国际

组织在法律上处I平等地位，具有法人资格 作为止式国际组

织，它享有特权和豁免，是国际法卞体〔、由于它不是联合国专门

机构，也不隶属于联合国体系，因此可避免联合国的各种影响，

比较符合发达国家特别是贸易大国的愿望

    (四)建立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制

    为厂加强对缔约方是否严格维护关贸总协定的情况进行监

督，许多N家要求通过鸟拉圭回合建Nf贸易政策审议机制〔、经过

两年谈判，各参加方在1988年底达成了关于建众贸易政策审议

初制的协议 ((WT()协定》规定:对贸易额占世界前4名的国
家的贸易政策衍两年市议一次，排名5至20名的国家每4年审

议一次，20名以后的成员国或地区每6年审议一次，以监督缔

约方足否严格维护WT)协定秩序。贸易政策市议机制的建ti 4,

仅增强了各国贸易政策的透明度，还有利于缔约方之间改善关

系，有利于WT(〕在国际经济贸易领域内发挥重大作用_
    (五)完善了争端解决机制

    Garr的争端解决机制不够健全。WT(〕的综合争端解决机

制健个了各种程序.特别是加强 了对实施裁决的监督。为确保

WT()组织规则的严格遵守和世界贸易l1织休制的正常运作，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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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争端解决机制适用该休制所管理的一切协议和决定

    (六)加强了全球经济决策的协调

    批界贸易组织通过加强其与囚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之

间的联系，使它们在全球经济决策过程叶,hi强协调，以使政策和

行动更加和谐 致，发挥史大的作用

    五、世界贸易组织的影响

    世界贸易组织与国际货币4金4E L织和世界银行并列为世界经

济贸易的，大支丰{，作为个球贸易活动的管理机构和多边贸易体

制的核心、世界贸易组织对世界各国的贸易政策、贸易活动和整

个经济活动产生百接而深远的影啊〔

    (一)促进世界经济进一步走向国际化

    世界贸易组织建'1以后，其成员不断增加，许多国家和地区

止在积极中请加人，成员方的贸易额己占全球贸易总额的90%

以」_，这表明世界贸易组织止在发挥着经济联合国的作用 世界

贸易组织所主持的农产品、服务贸易以及信息技术贸易谈判，扩

人1世界各国纤济贸易和科学技术交流，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国际

化

    (二)加陡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贸易自由化足世界贸易组织的一项基本原则 根据鸟拉生回

合达成的协议，世界贸易组织成命后。各成员方将按照承诺逐步

降低关税，工朴品关税的削减在5年内完成，农产品关税的削减

发达国家成员在6年内、发展中国家在10年内完成。1997年3

月26日，占世界信息技术产1III贸易总量92.5%的40个参加方
政府签署了《信息技术协议》 决定在2000年1月I LJ前分阴削

减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并且，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关税约束比

例将大幅提F, I极大地增强了现行关税的约束性，使各成员方关

税保持 “只降不升”的良好态势，同时，各成员方的非关税毕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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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逐步消除

    (三)保障世界经济贸易的正常展开

    世界贸易W织通过完善而有效的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和争端解
决机制，大大减少了各成员方对贸易活动的保护和十预及各成员

方之问的贸易矛盾与冲突、到2000年底，III界贸易组织已经对

发达国家成员和发展中国家成员进行1’儿1次贸易政策评市，评

市范围扩人到r乌拉主回合所涉及的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投资
等领域 共受理了200多件贸易争端诉讼案，为世界经济贸易的

正常展开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四)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世界贸易组织体制对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U:界经济中的

地位和作用给子r特别的关们，主张通过实际有效的计划来确保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增长中的份额，以与它们的经济发展相适

应。为此.III界贸易组织将在较大程度r遏制各种贸易保护卞义

势力，尤其是来自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卞义行为，促进发展，1，四

家的贸易和经济发展_例如，发展中囚家深受其害的多种纤维协

定将从 1995年7月IH起的10年里逐步废除，届时，发达闰家

对发展，}，囚家的纺织品和服装出日所规定的配额将不复存在〔这

将使发展中国家受益匪浅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贸易组织体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不

止常现象对lu贸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产生f 定的消极影响。自
世界贸易组织开始运作以来，大国操纵多边决策现象依然存在

例如，1999年底在西雅图召汗的世贸组织第止川部长会议上.

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夯工这 一主要有利
条件，企图把贸易与劳1标准问题拄钩，由1发展中国家成员的

坚决反对，才使他们的图谋祈米得逞，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的矛后难以调和，却导致了西雅图会议无果而终— 会议结束时

仍未能就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扮谈判达成 一致。另外，I l l贸组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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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某些规则时忽略戊员方经济水平的差异，接纳新成员谈判的

内容与世贸组织协议的规定相脱节等等，也影响了世贸组织的正

常运行

    同时，W阳还受到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挑战_近年来，由
J世界经济饿气状况欠什。越来越多的WT)成员大量运用反1项

销于段与贸易保障措施寻求贸易保护，这其.卜实际土有相当 一部

分措施是对WTO规则的滥用 具有严重的贸易保护主义色彩〔

同时，w工()在环境保护、竞争政策和劳上_标准等领域即将进行

的谈判能否有效地避免产月新的贸易保护措施，也是Wrc)成员

特别足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成员非常关泊的问题 如果处理不好，

小仅会影响发展.{，国家和地区的积极性，还会导致新的贸易保护

主义的嫉行，阻碍贸易白由化的进程

    此外，区域经济一休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之
  。但区域集团的利益措施常与多边贸易体制不相协调，规则不

尽一致，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厂严重的挑战1因此，世贸纵织应

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和纠正各种不正常现象，解决所存在的种种问
题，使世贸组织体制按既定目标正常运行，以促进贸易、役资自

山化发展。最大限度地推动jr界经济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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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一体化

第 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及特点

    经济 一体化 (Lc二二。 IMCgrafi(){}前主要表现为区域经

济 一体化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nt)，是指地理区域}_比
较接近的两个或两个以土的国家，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

益，实现专业化分卫和进行产品交换，采取共同的经济政策，-

致对外，形成排他性的经济集Rl甚至政治联合

    经济一体化不是按通常的双边或多边协定进行的国际经济合
作和经济协调，它要求打破国界，实行紧密的国家合作和国际调

节.并必须建V起一整套共同机构

    概向言之，区域经济集团的特点主要表现为

    川 地区ft 即卜」 地区内 此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国际协调

组织或超国家的共同机构
    (2)利益的共同性。区域经济 休化的口标是建立统一的地

区市场，囚此，一般先从关税优惠开始，然后逐步发展，以求得

经济贸易效益的最大化

    ‘3)政治和军事战略 卜的相似性〔这也是一体化的卞要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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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否则难以实现经济卜的联合、维持和发展

    (4)与其他国际组织相区别〔，一体化组织与部分商品或部门
的国际联合有区别，也与跨国公司不同，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

打破国界，实行紧密的国家合作和国际调节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50年代初开始，经济 一休化在资本主
义国家，特别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获得迅速发展。究其原因，概括

有以下五点:

    (一)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

    第几次世界大战后，以原子能工业、电子上业和高分子合成

工业为标志的第，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 也口益扩大了发达国家之间国际分上的范国，越来越多的商

品、资本、劳动力、信息需要在国际间流通交换，然而这一经济

生活国际化的发展趋势却受到各个国家关税与非关税0垒的限

制，阻碍了其进一步发展的叮能 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日益要求打

破传统的国家a,17界，在国与国之间进行经济协调和联合

    (二)加强对外谈判力量。提高国际地位的需要

    由于经济 一体化组织各成员国的利益联系在一起，N而在世

界市场卜和各种经济贸易组织谈判中能发挥集体效应，大大加强

了为争取自身的利益和地位的谈判力量，改善其在世界经济贸易

中以及世界政治舞台卜的地位〔，事实证明，欧盟的成办与发展确

实增强了他们在国际舞台卜的力量，促进了他们的经济与政治地
位的提高_

    (三)全球性国际经济调节的局限性

    生产国际化的深人和国家I断的调节的国际化.出现r世界

范围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及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等 就是一种fl}界范围或资本牛义份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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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闰际经济调节形式。但是世界各国民族利益的矛后，以及经

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得个球性国际经济调节有很大

的局限性:①由于这种全球国际经济调协涵盖整个世界或资本土

义111界，是 一种松散的、约束性不强、一体化程度不高的方式;

要往往只是单一经济领域的国际经济调卜，如贸易、金融的调

节;③这种国际经济调竹组织内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经济实
力、水平差vN太大，往干i形成小同的利益集团，而实力最大的几

个国家可以操纵整个组织来谋取白身的利益，从肉使其 l节作用

大为降低

    卜述局限性说明，在资本主义占主t'f地位的世界，不可能实

现真正的全球经济 体化〔，但生产国际化的发展又要求有某种国

际经济一体化，J是r域h CI际经济一体化应运而生

    (四)丧界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区域性国际经济一休化组织的产生和发展，除r有其内部功

力外，还有其外部压力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加强r区

域经济 体化集团的向心力，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是个T即丁的

例证。另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的发展小平衡在当代尤

甚，造成r南北鸿沟的加深 在这种情况 「，广大发展中L家若

是一盘散沙，很难增强自己的经济政治实力地位，缩小同北力的

差距，增强同北方竞争抗衡的能力，因此客观巨要求发展「}’囚家

联合起来 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这种联合的最便捷、最重要的方

式

    (五)地理、社会、又化的条件

    经济一休化、除r经济政治特征外.其 “区域性’具有鲜明
的地理特征。它们是以地理疆域连援或相邻为条件组jJ又的，如西

欧共同体、东非共同体等。都鲜明地反映了这此共同休的地理特

征。一体化集团之所以以地理Q界相邻为特征是因为:a先，与

Itiv相阵.相近的国家搞一体化是 体化进程自然的出发点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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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及远，由小到大，只有先把地理上相连、相近的小地区 体化

组织形式巩固了，才有了该 体化外延上扩大的基础〔第二，地

理卜连接、相近的国家便于把市场连成 片，实行经济一休化

第吮，地理a域连接或相近，其历史、文化关系也悠久、密切，

这也是 体化所不可缺少的条件

    文化传统相似、价值观念扣近、宗教信仰相同等等.也为区

域经济 一体化提供r条件。如阿拉f自共同市场的一个特征，是其

成员国的阿拉伯文化、伊斯11宗教

    此外，政治土的需要，调整区域内部的资源配置以降低成

本、提高竟争力，以及打开一些一贯封闭保守的国家的市场以降

低两国间贸易差额等等，亦是区域经济 体化组织形成才、可忽视

的原因

    三、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i前存在的区域经济集团组织，无论从内容还是层次来看差

异都很大。从小同角度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刑

    (一)根据区域经济集团的目标、发展阶段、程度来划分

    1 特惠关税区。特惠关税区又称优惠贸易安排 (i're[,r,�

  rl Trade Arrangenen动。其特点是其成员国相互给予第下国不
能享受的减免关税的特别优惠待遇，其税率比最惠国税率还低，

是市场经济一休化最低和最松散、最易行的形式。优惠贸易安排

成员国间通过协定或具他形式，对全部商品或一部分商品规定其

特别的关税优惠。如 “美加汽车产品协定”、‘」卜洲木材组织，，以

及战后初建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等就属此种经济 体化

    特惠关税区是经济一休化的最低级形式，以至J一许多区域经
济一体化并不以此为初始形式，而足一J「始就从 “自由贸易区”

的形式做起〔

    2 自由贸易区  自由贸易区 (Free Trade Area)的特点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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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自由贸易区的国家取消了它们之间的商品贸易关税。但各成

员国仍按照各白的标准对非成员国征收关税〔这是一种松散的经

济 体化形式，其基本特点是用关税措施突出了成员国与非成员

国间的差别待遇。如欧洲白由贸易联眼与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

(Latin America Free Trade Association, L/WfA)及北美自由贸

易区 (NAF丁A)等〔

    3 关税同盟〔，关税同盟 (Cusmnis Uni,)的特点足，两
个或两个以上国家完个取消关税或其他壁垒，并对非同9国

家实行统一的关税率而缔结的同盟。缔盟的主要口的在于使

参加国的商品在统 境内的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发展成员

国之间的商品贸易和限制非成员国的商品进门，开始带有超

国家的性质。如非洲的东非共同市场 (Fast African Economic

Community, EAE〔一)〔〕
    关税同N不仅对内取消关税，而且还对外实行统一关税，因

此是比白由贸易区一体化程度更高的形式。然Ifll关税同盟与白由

贸易区一样，都只是I俪̀ni贸易领域中的一体化形式〔〕
    4 共同市场。共同市场 (Comm :Market)足在关税同盟

的基础上进一步的经济一体化。其特点是，除r取消成员国之间

的关税，对外实行统一的关税外，还要取消对生产要素移动的一

切限制。即:共同市场在成员国之[Ili 11仅商品可以白由流通，Ifll

且劳动力、劳务和资本也可以自由转移。因此它是经济一休化程

度较高级的组织形式一卜}前真正达到这种 体化程度的。是欧洲

经济共同体 (European Economic C(nnnunuty, EEC)，它在1970
年时就已接近此阶段

    5 经济同盟。所谓经济同盟 (E。omic Uni(,n) 就是成i;}

国问不但商品与生产要素可以完全自由流动，建立对外共同关

税。而队要求成员国制订和执行某些共同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

逐步废除政策方面的差异，使一体化的程度从商品交换扩展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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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分配乃至整个国m经济 形成一个庞大的经济实体，如

1949年成ti, 1991年6月解散的4r济互助委员会 (CMNA) o

    6 完全经济 体化或政治同盟。这足目前全球 体化的最

ft形式 完全经济 一体化 (Complete Economic Intergr二二n)又
称政治同盟 (Political Union),  e,不仅包括经济同IN的个部特

点，而巨各成员国还统 它们的经济政策，如财政政策、货币政
策、福利政策、农业政策、贸易政策 建立完个统一的市场，在

各成员国之间完全消除商iiu,资金、劳动力等自由流动的人为障

碍，对山其相应的机构 (如统 的中央银行)，执行共同的对外

经济政策_这杆，该集团相当于具各了完全的经济国家地位 完

个经济一体化和以仁儿种 体化形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已拥有新

的超国家的权威机构，实际上支配着成员国的对外经济主权、

1993年欧洲统一大市场以及欧洲联m的建立.就标志着欧共体
迈进了完全经济一体化的阶段

    (二)根据区域经济集团的范围来划分

    1部门一体化 (Secloral Integration) 指区域内各成员国
的一种或几种产业或商品的 体化。如1958年建t)的欧洲原子

能J钟刁休就属此类

    2 个盘一休化 ((Overall Integration) 指区域内各成员闰的
所有经济部门都一体化，如欧洲经济共同体 (欧洲联A).

    (三)根据区域经济集团参加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来划分

    I水平一体化 (日onzont沮Integratio的 又称横向一休化，
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大致相同或接近的国家所形成的经济 一体化形
式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实践来看，现存的一体化大多属这

种形式.如欧共休、1{，关洲共同市场等〔〕

    2垂直 体化 (Vertical Integration)〔又称纵向一休化

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所形成的一体化 如北美自由贸易

区，这样使一体化参加国之间在经济上有较大的互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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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区域性经贸集团。其中欧洲
联盟 (前身为欧洲共同体)、北美自山贸易区影响较大，,f太地

区也在积极进行经济合作

    一、欧洲联盟

    欧洲联盟 (Flumpean Union. El功 是目前世界 [一体化进

程程度最高的经济 体化组织，其对外贸易总额L们it界贸易总额
的40%左右，出日贸易额约占世界{{}门总额的20% ,

    欧洲联盟的前身是欧洲共同体 (h:uropenn(。 im[ies,
F(为，又叫欧洲共同市场。1957午3月25日，法、德、意、荷、

比、卢川34签iI《罗马条约》，决定在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基础上.
建立欧洲经济共同体和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6月六国再次决

定将二个机构合万，统称欧洲经济共同体 (EEC). 70年代以

后，欧共体成员小断增加:光是英CI.爱尔兰和丹麦与1973年
1月正式加人;后来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于80年代被吸纳:

1995年，奥地利、芬认、瑞典又成为新成员。到1995年底欧盟

已包括巧个成员国，人口近4亿0 1997年.塞浦路斯等国义被

列入接纳对象国。fI前，欧洲许多国家仍纷纷表不希望参加欧洲

统一大市场，欧盟的扩大已是必然趋势，估计到21世纪初，成
员将达20多个

    欧共体最初属上关税同盟，进人80年代以后，其一体化程

度开始加快。其，{，最引人注U的有9件事:一是1993年1月1

日建立了欧洲统一大市场，实现了其成员国之问商品、劳务、人
员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二是1992年2月当时12个成员国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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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特里赫待条约》，要求到20世纪末欧共休最终实现经济、
货币及政治联盟 《马约》于1993年I L月I日生效，欧洲联盟

自此时正式诞生。1995年 ]12月 15日，欧盟首脑马德里会议决

定未来欧洲以统一的货币“欧元”取代各国货币，并于1999年
I月1口在欧盟II个国家中首光实施，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史卜

的一大尝试，使欧盟朝经济货币联盟迈出了重要一步。2002年1

月I H,欧兀止式流通。1999年 ]]月欧兀区II国财长会议决

定，将双币流通期由原来的6个月缩短为2个月，即到2002年

3月飞日，欧元成为欧元区的惟一合法货币

    欧儿的诞生，不但对欧盟内部的经济发展起V巨大的扣动

作用，而N对0个世界经济也具有重要影响，因为占世界

GDPI/5的欧元地区的经济增长将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推

动力 并且，欧元作为与关元相抗衡、相竞争的国际货币出现

对稳定世界金融市场有很大好处。欧儿产生之前，美兀是世界

卜最主要的硬通货币，国际贸易与金融都过多地依赖美元，囚

此 -H美国经济发生波动、JI1界金融巾场就会出现不)定 而

欧元的诞牛可以分解美儿波动所带来的不稳定，右助I世界金

融巾场的稳定

    在贸易领域，欧共体实行统一的外贸政策 (主要是进门政

策)有关贸易政策、法规、制度、条例和办法由欧共体统一制

定，对外谈判也由欧共体统一些行、自1958年成认至1993年建

成统 大1厅场，欧共体一方INI不断协调成员国间的贸易政策，逐

步减少并彻底消除自由贸易区内的贸易障碍，以便最终实现成员

国问的自由贸易;另一方面，欧共体不断统一和完善对自由贸易

区外进日商品的限制，使保护主义色彩不断加深，并形成统一的
贸易保护政策 它是当今世界上保护力量最强大、保护措施最完

善的区域一体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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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

    北美自由贸易区 (North American Fre。工'rnde Area)是1992

年由美国、加拿大、墨西歌一国政府正式61v门《北美自由贸扮协
定》.并于199年I月1日正式生效后成立的。《北美自山贸易

协定》是在1988年2月签w的 《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基础上，

吸纳墨四哥而形成的。但在 ilt方面比 《美加白由贸易协定》更

严格
    北美自由贸易区是一个拥有3.6亿多人L1 ,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6万多亿美元、贸易总额高出欧共体25%的全球最大的贸易

集团 该集团是一个典V的南北经济I域集团化模式，升创了发

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贸易集团化的先河，在世界土引起很大反

响，41一对亚洲国家产生了很大的震撼

    引匕美自由贸易协定》除总则及}:S"贸易、劳务、投资、知

识产权等有关分则外，还对敏感的农产品贸易、汽车贸易、纺织

品贸易以及能源、运输、环境等问题制定了实施细则。其主要内

容包括逐步取消关税壁垒和对进出日的数结限制、开放金融服务

市场、保护知识产权及对原产地的特别规定等。作为全球最大的

区域性贸易集团，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c.不仅对美、加、半之
间的经济发展其有推动作用，而n对世界经济和贸易也产牛了很

大影响。北美自山贸易区对那些以美国为主要出日市场、以劳动

密集创产品为主要出一!产品的国家，其中主耍又是亚太地区特别

是东南亚和，{，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负面影响最大，因这类产品的出

n将有部分被,M V4哥取代。例如，1996年半西哥就取代中W,

成为向美国出11纺织服装最多的国家，加拿大位居第_，中国由

第 退居第， 欧双和口本的输美产1订.由哥短期内墨西哥不可能

替代，因而受到的冲击小大

1 276



    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sia Pacific Economic Qxnperation,
APED)的雏形可追溯到1980年9月成立的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

(PECC),臼是由来自中国、口本、韩国、东盟6国、中国台湾

省以及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产业

界、学术界和政{行 员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民间探讨和协调经贸合

作的一个重要论坛。这一非官方组织虽然起着在亚太各国和地区

间交流资料、沟通信息、协调看法及通过民间渠道反映政府观点

的作用，但因它只是一个民问论坛，作用极为有限〔，1989年1
月，澳大利亚建议召开亚太地区部长级会议，讨论加强区内经济

合作问题。经过磋商，该会议于1989年11月在澳大利亚的堪培

拉召开，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新西兰和东N

6国共12个国家的主管经济、贸易的部长参加了会议。会I-,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言告成立，从此拉开了亚太地区广泛开展区域

经济合作的序幕

    1991年11月，在韩国汉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第三届部

长会议通过了《汉城宣言》，正式确定亚太经合组织的宗旨和目
标是:相互依存，共同受益，坚持开放性多边贸易体制和减少

区域内贸易壁垒 该组织成立以来，每年举行一次部长年会，

还可就某一专题举行部长级特别会议。自1993年以来，该组织

级别有所提高，其成员国领导人甸年定期举行非正式会议，磋

商区内重要问题。特别是 1994年 11月在印度尼西亚茂物召开

的第二次成员国首脑非止式会议上_，通过了 镶茂物宣言》，规定

最退不晚干2020午实现亚太地区的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其中，

发达国家不迟于2010年，发展中国家小晚于2020年_其后的

大阪会议、马尼拉会议和温哥华会议又作r进一步的规定，并

有选择地率光在某些部门由成员国 (或地区)自愿实行自由化，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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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受世人瞩日

    经过与业太经济合作组织方面反复磋商.在 “一个1{，国”和

“区别卞权国家和地区经济 的原则基础上。中国1一 1991年11

月’j中国台化和香港}!刁时加人该组织 1993年日月翠西哥和巴

布亚新儿1勺、1k加人该纵织、1994年智利成为该组织的成员〔秘

鲁、俄罗斯和越南在1998年11月的第L:届部长会议和第六次领

导人非正式会“Wl成为APE(’的新成员〔到2000年底，APEC

的成员已增加到了 21个，它们是: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

智利、，}，国、中国台北、中国香港、印度尼酉业、口木、韩国、

马来口刊2.墨西哥、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秘鲁 非律宾、

俄罗斯联邝、新加坡、泰国、美国和越南〔〕

    然而，亚太地区要实现合作目标，障碍依然很多，路途还很

逝远 亚太区域广大。各国经济政治制度差异明显，这就决定了

这种经济合作不可能像欧"f1和北美自由贸易区那样紧密，而只能
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松散合作

    四、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

    在非洲，L.域经济一体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1964年成

立了中非关税和经济同盟，1967年成立了东非经济共同体 近

年来，非洲大陆各种一休化组织发展迅速，经济合作逐步加

强。据不完全统计，全非已有40多个地区性经济合作组织和8
个经济 体化组织 工991年6月，非洲32个国家的兀首、政

府首脑及其代表签署厂建立 “非洲经济共同体”的条约，规定

到2025年间，分六个阶段逐步建成 个 ‘非洲经济共同体”，
最终在非洲实现商品、资金和劳务的白由流动，并建 L统一的
中央银行，发行非洲统一货币。当然，由于历史、政治和经济

等方面的诸多原因，其实际进程of能较为艰难坎坷〔但肉临着
沦为 “第四批界”的巨大压力和其他地区经济t团化的严峻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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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21世纪初.“非洲经济圈”的建设有可能获得比较顺利的

进展

    中亚和独联休国家的经济一体化「1前也在迅速发展〔、原苏联

在解体后四分五裂，却依然建立起独联休 这本身就说X91在经济
一体化的世界溯流中，大多数原苏联加盟共和国同样需要某种

体化形式来加强彼此间的经济联合，但从长远看，‘独联体”这

种形式还小足以帮助他们解决各白的经济问题.囚而他们会参与

其他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其中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在将来
的世界经济合作中，较大可能是其亚洲部分进入东亚经济集团或

西太平洋经济区，其欧洲部分和另 此地处欧洲的独立共和国逐

步纳入欧洲经济圈。肉中亚的一此独V共和国将进血参加土耳

其、伊朗等筹划的黑海和里海经济区，如1992年成守的 “黑海

经济合作区”_此外，西亚经济合作运动一度陷于沉默，近年又

发出新的声阵。例如海湾合作委员会各国在1992年底达成协议
宣布从1993年起建VY共同市场，统 一进口关税，以保证进日货

物在沙特、科威特、巴林、卜塔尔、阿曼和阿联酋6国间的自由

流动。不过要看到，西亚地区多为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卜与!e非

的阿拉伯国家关系密切.与欧洲国家有着传统的经济联系，所
以，西亚各国在未来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一种可能是会加强区

域内的合作，另 一种LI丁能则是 “各奔前程.，各自向欧洲经济区

和非洲经济区靠拢

第三节  西方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 体化现象引起厂泛注意 许多西

方经济学家对其进行研究、探讨、形成广 些理论。其中比较有

代表性的是关税同盟理论和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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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税同盟理论

    对关税同盟理论研究较多的西方学者有维纳 (J.Vincr),李

普西 (R.(;.Lipscg)，他们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关税同盟的静态经济效应

    关税同盟形成后具有以下的静态经济效应:

    I 贸易创造效应 粗rude Creation Effect) 贸易创造是指关

税同盟内部取消关税、实行自由贸易后，关税同N国国内成本高

的产品被同盟内其他成员国成本低的产品所替代，从成员国进日

产品，新的贸易得以创立。以图2加以说明

aP

o     Q,        Q,      Q, 认

                图2 贸易创造效应

    设A, B,(分别代表_二个国家，我们来看 下A国与P,,国

组成关税同盟所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在图2中，纵轴」，表示价

格，横轴Q表qC数量，S和D分别表示A国国内的供应曲线和

需求曲线 P,一表示C国的价格，Pa表示B国的价格。A国与B

国在组成关税同盟前，八国从〔’国进日商品，进日价格是F

加上关税几PT,八国的国内价格为马 在国内价格为PT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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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生产供F 为QI,国l)J需求量为Qi,供而缺{1力

Qlq，也就是进日数量。A国与H国组成关税同盟后，相互问

实行自由贸易，若他们共同对外关税与A国参加关税同盟前的
关税扣同，显然，A国贸易商从B国进日所实际支付的要比从C
国进日所实际支付的要低_因此，八国不冉从 C国进口，而改

为从吕国进口。由于从H国进日的价格Y。比组成关税同盟前的

进日支付I要低，导致国内价格下降至片水平，国内生产供应
梢缩减至协，国内需求增加至q 因此，A国增加进口Q协

和Q-Q4这就是贸易创造效应
    2 贸易转移效应 (frock Diversion Effect) 贸易转移是指

IN于关税同盟对内取消关税，对外实行统一的保护关税，关税同

v国把原来从同盟外非成员国低成本牛产的产品进口转换为从同

盟内成员国高成本生产的产品进口，从1的发生r贸易转移 我们

仍以图2来加以说明

    在图21}I八国与比国组成关税同fl后，由于从B国进口比

从C国进口的支付减少，因此，八国不再从C国进口 而改为

从Y国进日，即QI(毛的商品数量原来从C国进日.组成关税同

盟后改为从比国进口 这就是贸易转移效应

    3 贸易扩大效应 (Trade Expansion Eff口一贸易扩人效应
是指在组成关税同w后，在贸幼创认和贸易转移的综介影响卜，

产生贸易总量增加的结果 在}-I 2中，AIA与B困组成关税同

m后，A国的贸易创造Q1Q3和( U4.加上贸易转移QIQ，大

于组成关税同眼前A国的贸易量 QIQS，这就说明A国的贸易由
」参加关税同盟而扩大了

    4 社会福利效应 (Social Welfare Effect),关税同盟小仅对

成员国的对外贸易产牛影响，而H对成员国的社会福利变化产牛

影响。我们仍用图2来加以说明。组成关税同m后，导致八国

国内价格 卜降.消费需求扩人 因此，j\国的消费者剩余增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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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方十〔+d，这是A国的福利所得 但是，A国国内价格下降

导致冈内生产供应缩减，因此，A国的生产者剩余减少I，从H
国进IJ不可征收关税导致政府关税收人减少 十。，ai c+ 是

A国的福利所失。其中，牛产者剩余损失的“和关税损失的 与

消费者剩余所得中的a和‘相抵。这样，消费者剩余中还剩b和

cl现在要把11与d之和的福利所得与关税收人损失 的福利所
失进行比较 如果b十d大于 ，则A国的福利得到净增加;反

之，则A国的福利得到净减少

    5 贸易条什效应 (Trade Term Effect)，关税同盟的贸易

条件效应是指组成关税同盟后，同0成员国与同盟外国家的进

出口价格之比所发生的变化。由于关税同盟的贸易转移效A'v.减

少了从同9外国家的进日。因此，同fl外世界市场的供应价格

就会下降。如果同V成员国}JIii外国家的出I1价格不变，同
E成员国的贸易条件就会得到改善。这。」以用图3来加以说

明。从以是关税同盟内部的需求ICI线，坑足关税同盟内部的供
Av曲线，外部世界市场的供应价格为1协。如果没有关税.同

盟内供hlJ.为OQ1 ,需求为。丢。当关税同盟建,i; f共I'l对外关

税后，关税同盟内的价格应该卜升到1'�丁，关税同盟内的供
应应从(O(d1扩大到vx,需求则应从(̂K缩减至0嘶 同Pm

的进口应为Q04,即同盟外部供应者的出日虽从Q凤 卜降到
Q3陆。但是，实际情况是同盟外部供应若为了阻十出11虽的下

降 会把价格降低至Pw 这意味着其出!19可维持在Q2畴的
水平。这样，关税同盟进日的价格比以前便宜了，同T内的价

格实际为P二「一假定关税同盟的出II不变，那么，关税同盟
的贸易条件得到了改善，关税同盟的社会福利也相应地发生了

变化。关税同盟的得益部分为('EIH,损失部分为八BC +EFG.,

如果CEIH大于ABC十EFG,则意味着有净得益;反之，则意
味着有净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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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贸易条件效应

八
马

口

    (二)关税同盟的动态经济效应

    关税同盟的动态效应主要是分析、考虑关税同盟对成员国就

业、产出、国民收人、国际收支和物价水平的影响，又称之为次

级效应 (， 山ryE仃cc口。
    1 关税同盟使成员国之间的竞争加强，专业化程度加深，

资源使用效率提高。西托斯基 ("P. Scl}nvsky )认为关税同盟建

众后.促进f商品流通，可以加强竟价，仃破独占，经济福利因

此uJ以提高一但是，有人持相反的看法，认为削除贸易壁卒，!打

场扩人，容易获取生产的规模经济，反而容易产生独占，而使经

济福利下降

    2 获取规模经济效应 关税同9成认以后，成员国成为

体，自由市场可以扩大，因雨可以获取专业与规模经济的利益〕

巴拉萨 (BBatas的 认为形成关税同v可以使门_产厂商获得市大

的内部与外部规模经济之利 但金德伯格 (C. P. Klndlebcrgor )
认为欧洲经济共同体原成员国厂商的原有生广规模已经很大，关

税同N成、产后生尹规模再扩大不一定41为有利。因为生产规模太

大，效率反而会下降

    飞 ffill渐柑咨_羊税 同阴浦青 后市场 的扩士 川阶与不精 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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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会吸引成员国新的了商增加投资。关税同w成立后。商品

的自由流通，会使竞争程度加强。为提高竞争能力，将促使关税

同盟成员国原有厂商增加投资，以改进产品m质，降低生产成

本_关税同盟成立后，成员国之间关税完全免除。对外统 关

税，其结果，会吸引关税同盟以外的国家到盟内设认避免关税工
厂，以求获得豁免关税的利益，这被认为是欧洲经济共同体成v

后，美国到欧洲共同体国家投资激增的卞要原因。但足，也有人

认为关税同盟成立后.成员国之间彼此侵占对方的11]场， 一国遭

受贸易创造效应打击的产业 (就是由于进口增加，进日替代业受

到不利的影响)将会减少投资:关税同盟非成员国到成员国内投

资，将会使成员国投资机会减少，使关税同眼内夕商受到不利影

响 囚此.关税同盟成立后，关税同盟成员国的投资不一定会增

力日

    a 促进技术进步。关税同叩Oft成后，由于市场扩大、竟争

加强、投资增加、生产规模扩大等因素，均使得生产厂商愈加愿

意投资于研究和发展计划.导致技术不断革新

    5 提高要素的流动性 关税同盟成立后，市场趋于统一，

生产要素可在各成员国间自由移动。因此提高了要素的流动性，

捉进了要素的合理配置，降低了要素闲置的可能性

    6 加速经济成长〔、如果以上各有利之点均能成立，则关税

同盟建立后.成员国的经济必可加速成长

    二、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日本教授小岛清在考察经济共同休内部分工的理论基础以
后，在其著作 1/对外贸易论》中，提出了分工的新的理论依据

    许多学者都以李嘉图提出的比较优势理论中的分工原理为基

础，把比较优势原理同“规模经济”和 “竞争0化”并列 小岛

清认为，光靠作为竞争原理的比较优势原理不可能完全实现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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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的好处。完全依靠这 原理，可能导致各国企业的集中和垄
断，影响经济共同体内分工和谐的发展和贸易的稳定发展〔，为了

使经济共同体内经济、贸易健康地发展，小岛清提出了在经济共

同体内实行协议性国际分工的原理

    他认为，以前的国际经济学所讲的只是在成本递增下通过竞

争原理达成国际分工和平衡，而对成本递减 (以及成本不变)的

情况却没有论及。然而，需要说明的正是这种成本递减的情况〕

这足因为，经济 体化的目的就足耍通过大市场化来实现规模经

济，这实际上也就是成木民期递减的间题一下面以图4说明成本

递减下进行协议性国际分丁的必要it,与方法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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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递减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图4所示为1国和it国X, Y两种商品的成本递减由线，实

线的高度表T 191国分别生产两种商品时的成本。现在假定X商
品全由工国生产，7}把ll国翰量的市场提供给工国;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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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商品全由II囚生产，月把工国Yl最的市场提供给II国 两国
如此进行集中生产，实行专业化之后 (如虚线所小)，两种商品

的成本都明显下降。这只足每种商品的产量与专业化前两国产贵

之和相同时的M形 如果把随着成本、价格的11降两国需求会随

着增加的hà况考虑进去，实际效果肯定更人〔

    在这里币要的问题是，I国要把Y商品的市场，Il国要把

X商品的市场，分别提供给对方，即必须达成h相提供市场的协

议，也即必须实行协沙胜国际分 1。达成协议的条件如下:

    第 ，必须是两个 (或多数)国家的资本劳动票赋比率没有

多大差别，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等，协议性分卜的

对象商品在哪个国家都能进行牛产 在这种状态之下，在互相竞

争的各w之fal扩大分工和贸易，既是关税同盟理论所说的贸易创

造效应的目标，也是协议性国际分工理沦的II标〔而在要素n赋

比率和发展阶段差距很大的国际之问，由于某个国家可能陷人单

方面的完全专业化或比较成本差距很大，还是听任价格竞争原理

(比较优势原理)来调节为宜，并不需要建立协议性的国际分工

    第 _，作为协议分1对象的商品，必须足能够获得规模经济

的商品。囚此产生出如下的差别，即规模经济的获得，在重 1业

，}了最大，在轻工业，I,较小，而在第 一次产业中几乎难以得到

    第二，不沦对哪个国家牛产k商品或生产Y商品的利益都

应该没有很大差别 也就是说，白己实行专业化的产业和让给对

方的产业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否则就小容易达成防议 这种利益

或产业优劣卞要决定I一规模扩大后的成本降低率和随着分I IN增

加的需求量及其增长率_

    从第二个条件可以得出如「的结论:协议性分工是同 范畴

商品内更细的分上

    上述二个条件表明，经济一体化或共同市场必须在同等发展

阶段的国家之间建L, 'Iii小能在土业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这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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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同时也表明，在发达上业国家之
问，可以进行协议性分」的商品范畴的范困较广，因而利益也较

大〕另外，件活水平和文化等) IHf类似、n相接近的地区，容易

达成协议，并且容易保证相互需求的均等增K

第四节  区域经济 一体化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全球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趋势允分反映厂现代牛产力发

展和经济牛话国际化的要求.体现r通过国际经济合作发璐经

济，提高经济效益，维护区域政治权益的愿望 因此，无论什么

样的经济一体化，都会对国际贸易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所小

同的只足影响程度而已.而影响程度的大小则取决.不同集团的

经济一J本化的发展程度〔，从目前世4现存的各种类型的经济一体
化的实践来看，’它对国际贸易既有积极的影响，又有消极的影

响。主要有U下几个方lhl-

    一、促进了区域内部贸易的迅速增长

    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刃后，通过消除关税和非关税壁垒.

形成区域性的统 一市场，加强了区域内商品、劳务、技术和资本

等生产要表的自由流动，加深了成员国在经济卜的相勺依赖程

度 也使成员国之间商品的销售条件比非成员国有不」得多。同时

区域内的国际分1使销售渠迫稳定，这就使组织内成员国之间的
贸易往来迅速增长，区域内部贸易在成员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ii

比重显著提高。整个发达国家的区域经济 体化组织 (如欧共

体、欧盟等)相互贸易占整个对外贸易的比垂由 1960年的

34.6%提高到1985年的48.4%。到1992年仅欧共体年进出u
额约3万忆美元二片叶界进出11总额的40%左右〔据有关专家



统计，欧洲经济共同体成员国因取消彼此间贸创障碍而使相关的
成本降低20%一30%

    二、改变了国际贸易的地区分布

    区域经济一体化改变f国际贸易的地区分布，使贸易更多地

趋向十区域内部。在一体化组织内部贸易迅速增加的同时，成员

国减少了与区外非成员国的贸易

    如欧共休对美国的贸易占其贸易总额的比重 1985年为
11.4%, 1987年卜降至8.6%;欧共体对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与其

贸易总额的比重则由1985年的30.3%下降到 1987年的20.4'% o

    三、促进了区域内部国际分工、生产专业化及国际技术合作

的发展

    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建、)有利于成员国之问科学技术 卜的协调

和合作。在欧共休共同机构的推动和组织下，成员国在一国力量

难以胜任的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如原了能利用、大型电子计算机

等方面进行协调和合作 这些措施无疑推动了国际分工和生产专
业化及技术合作的发展，改善了各国的产业结构，从而推动各国

经济的共同发展

    四、促进了区域内部的贸易自由化及整体贸易地位的提高

    通过关税同盟和签订优惠贸易协定等措施，在不同程度r.扩

大r各成员国对外贸易白由化。以欧共休为例，《欧洲经济共同

体条约》规定，以关税同盟为基础，对成员闰之间分阶段削减直

到个部取消工业品关税和其他进口限制，实现工、}卜品的自山流

通。在农产品领域实行共同农收政策.规定逐步取消内部关税和
统 农户品价格，实现产韶.的自由流通。同时，在对外贸易方

面，欧共体通过签汀优惠贸易协定等，也扩大其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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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一休化组织的建立，对成员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

促进作用，区域经济 体化使得原来一些单个经济力量比较薄弱
的国家以整个组织的形式出现在山界经济贸易舞台卜，其经济实

力大大增强，经济地位明显提高〔由于其地位的提高和竞争能力
的加强，加T了这些国家在国际贸易谈判桌巨的分量，在一定程

度上维护了本身的贸易利益。以欧共体为例，1958年成介时，6

个成员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仅扣当少关闰的40%，黄金外汇

储备只有美国的5591，出口贸易与丈国相近。但到 1979年时，

欧共休9国的GDP超过美国的23480亿美元。黄金外汇储各比

k Im多5倍多，出日贸易额是美国的2倍以{_〔、随着欧盟在世界

经贸中的地位的提高，其辐射能力也明显加强 目前，欧洲白由
贸易联盟、东欧，甚至中东的不少国家受欧盟的吸引，先后提出

f加人欧v的申请

    五、加速了区域内部的资本集中和垄断

    第一，关税同盟的结果，使关税与非关税壁辛取消或减少

加强了成员国间商品的直接竟争，优胜劣败. 此中小企业受到

强烈的竞争，有的要被淘汰或被兼并。第一，大企业在市场扩大

和竞争加剧的刺激下，力求扩大生产规模，增加资本实力.因而

趋向于结成或扩大 国的或跨国的艘断组织 第一，在激烈竟争

卜.为」加强本国企业的竞争力星，成员国政府也都L-用国家垄

断资本主义的政策措施，在资本供应、税收政策等方面提供优

惠，以促进企业规模的扩人和企业之间的合i(。第四， 体化组

织的建立，便利和促进I成员国之间的资木流动.各国大企业通

过在邻国组织公司收买企作或收购股票以及建、2合营企业等力

式 使区域内部资本积聚，从而加速了资本集中和羊断。第五，

在第 国资本，特别是在美国资本大量愉人的A况卜，为f加强
煮争能力，组织内成员国和共同体机构也鼓励成员国之间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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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联合起来进行竞争〔、

    六、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发

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目前世界仁比较有影响的一体化组织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之

间。发达国家本身就具有资余、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加人一体化

组织后，互相间逐步消除了仟种壁举.甘几产要素的流动更为便

捷。各种资源的利用和配置更趋合理，以及组织{、可相互投资、渗

透利末加人区域组织的发达国家为r进入这 一区域而进行投资等
等，都造成有利于发达国家进 一步发展的态势，从而进 步拉大

发达囚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问的差距

    经济 一体化对发展中国家之问也造成了 定的影响 在由发达

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混合fll成的区域性一体化组织中，发达国家的资

金、技术首先流向织织内的发展中国家，其次才是组织外的发展中

国家。如北美自由贸易区内 美国和加拿大的资金和技术将会大量

流向墨西哥;同时翠西哥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将囚为各种优惠而增加

对美、加的出日，这势必会影响其他生产同类产品的发展中国家对

美、加的出11 而且，北美自由贸易区有严格的原产地规划，那Jib

想进人美、加市场的外国企业会更多地考虑在墨西哥投资，把墨西

哥作为进人美、加市场的立足点。所有这些都将有利Jr.墨西哥的发

展而造成了它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不同的发展机会

    七、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不同程度的保护性和排他性，影响
多边贸易体系正常运行

    经济 体化组织内部实行贸易白由化，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

逐步消除客观土形成了保护性与排他性，出现以「几种趋势:第

一，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贸易发展速度超过对非成员国家的贸易
发展速度。1980-1990年欧共休出口贸易量的年均增长速度为

5.2%，而世界贸易年均增长速度只为 l.6%}第一，对发展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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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不利影响较大 大多数发展，}，国家的出I IAIV,结构还比较落

后，竞争能力小强，进八l l欧、北美更加困难 经济一体化导致
直接投资流向在大的发达囚家的经贸集团之问进行，流人发展中

国家的白接投资相对减少。第尸，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为加强和

扩大区域贸易安排作出的努力，将使若千个实力相当或相近的区
域性经济 体化组织出现在队界经济大舞台匕 'ICJ,顶日，在它

们之间合作与竞争并行不悖 这样，现在的国与国之间的协调，

将转化为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国际经济协调〔丰日比之下，由于经济
  体化组织具有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而任何 种国Ii协调都不

叮能完个符介各国的经济利益，因此，国际协调将受到重重阻

力.不能完全或顺利地贯彻，小利1一多边贸易休系的改善，影响

世界贸易的宏观环境〔〕

    总之，仪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双重性质，它以对内自由贸易.
对外保护贸易为纂本特征。对内，由于取消关税和非关税壁卒，

促进r内部贸易的自由化，使区域内各m间的牛产专业化和国际

分工更为密切和精细，从而使内部贸易迅速增长。这种经济形式

对成员国的经济发展和外贸推功是利大于弊，同时也使得非成员
国的对外贸易面临着日前国际规则认可的新的障碍和限制，从这

一意义r说，它是走PR界经济一体化的一个阶梯，使世界各国
的经济变得更加难以分割 对外，由J一贸易保护的加强，区域内

部同外部国家间的贸易相对减弱，从而使本来很紧密的世界经济

分成若下相对、)的区域 义不利于世界经济 体化的发展。因

此 世界各国应达成共识，以全球贸易白由化为日标制定贸易政

策，并通过iUT界贸易组织采取有效措施，规避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消极影响，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努力将区域经济一体化汇人全
球贸易白由化的潮流之，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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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
    当今经济个球化正以极快的速度向前发展，世界经济口益旱

现出 体化趋势。而国际贸易足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基础.在很

大程度}_影响着队界经济发展的走势_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

经济贸易已成为】11界经济贸易体系巾 个重要411成部分，在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1!，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找国经济开放度越来

越高，加人w工()，给我国对外经济贸易的发展开辟 J’更为厂阔

的空间，使我国与世界经济贸易的联系口益紧密，并止迅速融八

个球经济一休化之中 国际贸易已成为影响我们生话的爪耍因素

之一〔囚此学习和了解国际贸易知识、规则和体制，不仅是从李

经济贸易卜作，甚个是从事与经济扣关上作的各类专业人才提高

自身综合索质的内在要求

    本书止是为r适应这 盅要而编写的。个朽较为系统地阐述

了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体制和政策.介绍r本学科的 些最新

研究成果，同时结合Wit)框架卜囚际市场的新变化、新形势.

分析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新趋势 木书除可用作高等院校、成人教

育相关专业的教材外，亦可供外经、外贸部门人员使用

    本书的编著过程，}，，参阅了大量公开出版的有关a作与资料，

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国Rl贸易实践及理论的发展速度相当快，

限1一作者水平，书中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读者指正

                                                      作者

                                              2003午5月于厂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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