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94-201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2008年 8月 重庆工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第 25卷第 4期

Aug. 2008 Journal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Vol125　NO. 4

技术因素与国际贸易学理论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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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分工的深入 ,贸易范围的扩大和技术变革的演进 ,“技术 ”日渐成为国际分工

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引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伴随着研究者对技术因素的考察 ,

有关国际贸易与技术变动关系的研究更是推动了新增长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发展。我国要想

提升国际贸易的竞争力 ,引进先进技术、引进直接投资获取技术外溢效益、进行自主创新是必

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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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分工的深入、贸易范围的扩大和技术变

革的演进 ,“技术 ”已经成为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发展的引擎。特别是 18世纪中叶以来 ,由科学技

术引发的一次又一次产业革命 ,不仅加快了国际贸

易自由化的进程、促进了国际贸易方式的改变 ,还

带动了一批又一批新兴产业的形成。纵观国际贸

易理论发展史 ,无时无处不交织着“交换 ”和“技

术 ”的交互作用。

一、贯穿着技术因素作用的国际贸易理

论的演进
国际贸易理论与学说产生至今大致可以分为

三个基本阶段 :古典贸易理论阶段、新古典贸易理

论阶段和现代贸易理论阶段。每一个阶段无不伴

随着研究者对技术因素的考察。

1. 内涵“技术差异 ”的古典贸易理论

以亚当 ·斯密和大卫 ·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

贸易理论从劳动生产率差异的角度阐释了国际贸

易的产生。他们认为 ,各地区之间的资源禀赋、生

产率差异以及由此造成的物产差异是导致贸易特

别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动因。换言之 ,各国之间

展开贸易的基础在于生产同一产品或同质产品的

成本不同 ,而造成这种成本不同的基本原因则是各

国生产该产品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斯密的绝对

成本说认为 ,各国应该在本国生产那些绝对成本低

于其他国家的产品 ,用以换取那些本国不具备成本

绝对优势的产品 ,按绝对成本优势分工 ,贸易各国

均可获益。李嘉图修正和发展了斯密的基于成本

绝对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考虑到可能存在一国

全部产品的生产成本都高于其他国家 ,但仍可通过

国际贸易获利的情形 ,他提出了依照生产成本的相

对差别实行国际分工和贸易的理论 ,即比较优势理

论。认为 ,当一国两种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另

一国家时 ,两国都专门生产就自身而言劳动生产率

较高的那种商品 ,再通过交换获得本国放弃生产的

那种商品 ,同样可使双方获得贸易利益。

无论是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

较优势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都十分重视劳动生产率

差异对国际贸易的作用。从斯密在《国富论 》中对

“机器和工具 ”能够节省劳动力和提高劳动生产率

的阐释中可以看出 ,古典贸易理论实际隐含了对技

术差异因素的考虑。

2. 潜含“技术精进 ”的新古典贸易理论

古典贸易理论只考虑了劳动力单一要素的作

用 ,以赫克歇尔和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则

考虑了劳动、土地和资本三大要素的综合作用 ,并

提出了要素禀赋论和构建了对国际贸易理论具有

深远影响的“H - O模型 ”。他们认为 :在各国生产

同一产品的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 ,两国生产同一

产品的价格差别来自于产品的成本差别 ,即来自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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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生产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的差

异。由于各种产品生产所要求的生产要素的组合

比例不同 ,一国在生产本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素的

产品时 ,成本会较低 ,生产别国比较丰裕的生产要

素的产品时 ,成本会较高 ,从而形成各国生产和交

换产品的价格比较优势。根据这种理论 ,一国应密

集使用本国较为丰裕的生产要素形成专业化生产 ,

并出口这种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专业化产品 ,而进

口那些需要使用本国短缺生产要素的产品 ,这种国

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使各国生产要素最终趋于均等

化 ,而使交易各国受益。虽然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

直接强调技术的作用 ,但其所提倡的通过密集使用

具有相对优势的生产要素而实现专业化程度的国

际分工方式 ,实际上潜含了各国生产专业化发展所

必然发生的“技术精进 ”的过程。

3. 强调“技术创新 ”的现代贸易理论

20世纪 70年代后 ,围绕着“里昂惕夫悖论 ”、

“产业内贸易扩张 ”和“不完全竞争市场 ”三大问

题 ,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贸易理论和纷繁复杂的贸易

模型 ,其中以保罗 ·克鲁格曼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

家进一步发展了动态比较优势理论。他在《国际

贸易新理论 》中融入产业组织理论 ,将学习经验曲

线、技术创新、不完全竞争、规模报酬和经济增长等

问题结合起来建立了动态比较优势模型 ,并进一步

分析了国际分工的动态性。克鲁格曼还看到产业

领域中存在着规模经济报酬递增的现象与条件 ,并

以此为理论依据对现代世界经济与贸易格局进行

了阐释。克鲁格曼等对技术创新的强调使人们深

刻地认识到 ,一国越重视研究与开发 ,产品的知识

与技术密集程度就越高 ,就越有利于改善国际贸易

结构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二、当前新增长贸易理论中对技术变量

的研究
20世纪 80年代末至 90年代初 ,以罗默、卢卡

斯为代表人物的新增长贸易理论 ,将国际贸易与技

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纳入同

一分析框架进行研究。该类研究按其渊源大致可

分为两派 :一派将技术视作外生变量 ;另一派则将

技术视作内生变量。

1. 将技术视作外生变量

沿袭李嘉图模型 ,把技术视作一种外生变量 ,

从动态角度分析其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

平的影响 ,主要以 1985年马库森和斯文森提出的

差异条件下的贸易模式为代表。他们假设两国资

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相同 ,在生产不可完全替代

的产品中存在技术差异 ,认为为获得国际贸易的比

较利益 ,各国应当生产本国在技术上领先的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等人的研究表明 :即便在规模

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 ,技术上的差异也可

引起产业内贸易 ,由此揭示了发达工业国之间产业

内贸易得以发生的根据。但该理论并未突破传统

的贸易比较利益学说的局限 ,对技术通过何种途径

能够获得提高 ,通过怎样的机制作用于一国的比较

优势等问题也未作出解释。

2. 将技术视作内生变量

将技术视作为一种内生变量的理论派别 ,不仅

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经济增长 ,还把技术进步

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 ,研究

技术变动、国际贸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

系 ,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及技术进步作为生产和贸

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 ,从而赋予

了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以崭新的内容。该派的代表

人物有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埃瑟。其

理论是沿着迪克西特和斯蒂格利茨 1977年关于规

模经济的研究而发展的 ,他们以微观生产过程为基

础构建经济增长模型 ,在规模经济的基础上将技术

内生化 ,将创新活动视为有目的的研究和开发投资

的结果 ,认为用于创新的投资活动的显著特征是不

仅能带来更高的利润率 ,而且会产生溢出效应和外

部收益。因为只有在这些投资能够使企业获利的

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 ,所以一国能否获得

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 ,需要具备两个条件 :一

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二是对科研投资的鼓励。

新增长贸易理论还认为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

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 :一方面 ,贸易对技术创

新产生影响 ,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

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同时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

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 ,各国之间开展贸易可以使

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 ,

国际贸易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

长的重要途径 ;另一方面 ,由于技术创新可以改变

一国的资源配置情况 ,所以技术创新又在某种程度

上促进了贸易模式的改变。

3. 其他对技术因素与国际贸易关系的分析

理论

除上述国际贸易理论内涵对技术因素作用的

分析之外 ,还有一些理论也在某种程度上对技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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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与国际贸易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中 ,产生较大

影响的有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 ·波特的国

家竞争优势理论。波特在其 1990出版的《国家竞

争优势 》一书中提出 ,一国兴衰的根本在于该国在

国际竞争中是否能赢得优势 ,而国家竞争优势形成

的基础在于不断进取的创新机制和充分的创新能

力 ,即一国要想在国际竞争中谋取竞争优势 ,关键

在于技术创新。波特还建构了著名的钻石模型 ,突

出强调高科技等要素对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 ,进一

步阐明了技术创新对于国际贸易竞争的重要影响。

几乎是同一时期 ,动态比较优势论也强调了技术创

新和技术积累对比较优势的影响。1990年 ,格罗

斯曼和赫尔普曼首先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建立了经

济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 ,并把一国技术的转移、模

仿和创新的动态过程内生化 , 从研究与开发

(R&D )活动的角度推进了比较优势理论。该模型

的主要观点是 :通过研究经验的积累促进 R&D生

产率的提高 ,从而获得比较优势 ,并借助规模收益

递增而提高一国增长率。

三、启示
基于对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关系理论演进历

史的分析 ,可以看到 ,技术因素已经成为影响国际

贸易和贸易利益的重要变量 ,不论是将技术因素视

作外生变量 ,还是视作内生变量 ,其作用和地位都

不可低估。同时 ,技术创新与国际贸易存在互动关

系 ,国际贸易促进了技术创新的扩散、发展 ,而技术

创新反过来又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与国家贸易

竞争力的提高 ,技术创新已经成为决定国际贸易竞

争力的主要因素。我国要想在国际贸易中提升竞

争力 ,形成竞争优势 ,引进先进技术 ,引进直接投资

以获得技术外溢效益 ,特别是进行技术的自主创

新、无疑是必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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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 Factors and the D evelopm en t of In terna tiona l Trade Theory

L IM an
( Guangdong Comm ercia l Institution, Guangzhou 51320)

Abstract:W ith the penetration of division of labor, the expansion of trade, and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change, technology is becom ing an engin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interna2
tional trade. Technology factors are studied at every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imp roved the New Growth

Theory and the New Trade Theory. In order to enhance competitivenes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China needs to

perform independent innovation and to introduc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direct investment to achieve technol2
ogy sp illover benefits.

Keywords: technology factors;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new growth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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