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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视野

引子：包括中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采取外向型战略，促进了

经济发展，提高了生活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

事实。但是，近几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亚洲

金融危机，以石油、电力、水为代表的资源紧

缺、全球化与非关税壁垒同时发展、局部战争

不断⋯⋯，引起学术界对这一理论的反思：外

向型战略伴随的高依赖性是否使发展中国家经

济更加脆弱敏感，从而暗藏凶机？由于轻重工

导致的以能源、原材料为主的基础工业的短线

问题日益突现，难道真是不可跨越的陷阱？国

内外形势的新发展挑战原有的理论和战略。本

文系统地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以及其相对应

的两种战略之间的论战作了综述。

现今文献中，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论述，

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1、比较优势理论随时代

发展、形势变迁相应的演化和派生；2、关于比

较优势战略和赶超战略的分析和比较；3、实证

检验。

一 、 比 较 优 势 理 论 发 展 和

相 关 理 论 派 生

1．概述

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是源于人们对贸易模

式的关注，因此其理论发展过程离不开整个贸

易理论发展的大背景。文献中关于比较优势理

论或者贸易理论发展的介绍性文章还是比较多

的。由于贸易理论发展与国家贸易现象/模式

的发展是同步的，因此，大多数文章是以时间

为顺序的，不同的是，或者详细罗列，或者重

点介绍。而林毅夫是少数几个跳出时间框架，

从整体上把握其发展内在逻辑与脉络的学者之

一。

2．林毅夫对于比较优势理论发展

的概括

大卫·李嘉图对国际贸易模式的研究是以

比较优势理论为起点的。他论述的比较优势来

自于各国劳动生产率差异从而机会成本的差

异。他认为，各国应该专业化生产比较优势产

品，交易各方都能获利。从现代经济学来看，该

理论漏洞很多。最主要的是“仅有劳动一种要

素”的假设，使得该理论在解释多种要素情况

时发生困难。

缺陷的存在导致理论的发展。最成功的是

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该理论认为，

要素禀赋结构差异导致要素相对价格差异，从

而发生贸易。该理论成为我们现在一般所指比

较优势理论的蓝图。

之后，由于数据收集和处理技术的进展，

进而对贸易理论的实证检验，都为比较优势理

论进一步发展提供动力。

最著名的是，“里昂惕夫之迷”的提出使

人们开始怀疑要素禀赋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从

而导致该理论在两个方面上的发展：1、加进更

多的要素来考虑禀赋差异，比如土地、人力资

本等。这种改进得到了实证支持。2、放弃禀赋

理论的部分重要假设，构造新贸易理论。其一

是，放弃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研究规模收益

递增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迪克西特—斯蒂格利

茨的规模收益递增理论认为，一国企业/行业

可能仅由于历史/偶然因素较早进入某产业，

从而扩大生产规模，利用规模经济形成成本优

势。其二是，放弃各国技术可获得性相同的假

设，诞生技术可获得性差异理论。收入差异是

技术获得性差异原因之一。具体的，对于发达

国家之间，即使开发能力相同，随机性也将导

致具体技术和产品的差异。对于发展中国家，

技术获得性差异的研究，导致著名的产品/技

术“生命周期”理论的产生。

到了20世纪，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产业内

贸易在国家贸易中的份额急剧上升。用新贸易

理论来解释这一新现象成为理论发展的新动

向。从消费者偏好导致的消费需求差异或者雷

同来进行研究，是其中比较新的研究角度。

3．比较优势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学

科渗透

根据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过程，似乎有两

种力量导致该理论的发展，一是新贸易模式的

出现，比如基于禀赋差异而非生产率差异的贸

易模式的出现催生了要素禀赋理论，而产业内

贸易模式的出现催生了新贸易理论；二是新研

究方法的出现。统计、计量方法使人们看到了

出乎意料的“真象”，从而怀疑和改变原来看

法。

笔者认为还有第三种力量：学科渗透。在

学者们不断加入的考虑要素中，我们发现越来

越多的来自管理学和营销学范畴的概念。比

如：人力资本，制度安排，消费者偏好，产品

差异性等。最近讨论比较多的是管理学波特竞

争优势理论与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的关系，

人们倾向于认为两者是相通的。

进一步的说，或者，由于全球化的发展，

如果国际市场相对于国内市场的特殊性逐渐削

弱，如果国家组织更多的体现其与企业组织相

同的经济性质，则我们可以预见企业管理和国

家管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市场营销和国

际营销在理论上的融合。当然国界不可能完全

消失，但不能否认变化确实在发生着，而且人

们越来越发现其相通之处，于是人们会不自觉

的结合起来运用。这还只是笔者的推测，有待

于进一步严格的论证。

百年论战：

比较优势战略与产业升级
文/ 李金凤

[摘  要]比较优势理论的提出是源于人们对国际贸易模式的关注，但其主张却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选择

的依据。支持与反对比较优势战略的论战持续百年，足见其在理论界以及国家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本文系统地对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

以及其相对应的两种战略之间的论战作了综述。

[关键词]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战略  赶超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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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两 种 战 略 的 论 战
比较优势战略，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

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专业生产具有比较优

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

从中获利。因为该理论提倡发展贸易往来，又

称为外向型战略。该战略的优点是，比较优势

原则符合市场规律，效率高，人民生活提高比

较明显。该主张经常受到的批评是：出口初级

产品，附加值低，处于价值链下游，受盘剥，贸

易条件恶化。而且所谓的劣势产业，如重工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得不到发展，产业无法升级，

更是只能生产初级产品。如此恶性循环，导致

产业低级化、不完整，经济缺乏独立型，是为

“比较优势陷阱”。

对此指责，较好的回应是“动态比较优势”

的提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在贸易中，发

展中国家可同时获得资金、技术等，从而改变

原来的禀赋结构，改变比较优势，于是可以转

而发展其他产业，不会掉入“比较优势陷阱”。

当然这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于是比较优势战

略又称为“渐进式战略”。但是对于在这个过程

中，比较优势进而产业具体如何转化，比较优

势理论也没有给出比较有说服力的阐述。很明

显，如果只由市场驱动，这个转化可能缺乏利

益驱动。于是，比较优势理论学者不排斥适当

的政府作用。另外教育、技术也是关键的因素。

总之，比较优势战略的支持者作了一些补充，

使这个战略更加可行。也就是说，纯粹的比较

优势战略已经被放弃。若要为这个战略寻找事

实依据，那么中国和四小龙现在是很好的例

子。

与比较优势战略相对的是赶超战略，它以

后发优势理论和保护幼稚工业理论为基础。主

张选择优先发展产业，认为不应该以比较优势

为准则，而应该以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为准

则，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主

张采用扭曲价格、计划安排来保证这些产业所

需要的资源，并以贸易保护来保证国内企业的

市场份额。该战略的优点是，短时间内动员全

部资源发展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军事工

业，能保障国家独立和安全。这个战略经常受

到的攻击是：经济结构畸形（二元经济）、低效

率、低生活水平。中国在建国后头30年内实行

的就是赶超战略，人民吃了很多苦，后来就进

行了改革开放。再回到完全的赶超战略是不可

能的，但有人提出在某些行业适当的赶超战

略，可帮助在比较优势主战略下实现产业升

级。韩国的汽车工业是经常被提到的成功案

例。

两个战略的论战，从100多年前的拉丁美

洲开始，持续到21世纪的今天，从二战后独立

的发展中国家纷纷采用赶超战略，到现在的以

比较优势战略为主流的世界形势。两战略被讨

论和实践了100年，足见其重要性和复杂性。人

们已经认识到，纯粹的或者极端的采用其中一

种战略都是不明智的，学界更多地倾向于一种

“混合战略”。

三 、 实 证 检 验
对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实证检验，最著名的

是“里昂惕夫之迷”。他的研究发现，美国作为

发达国家并为未象比较优势理论阐述的那样专

业生产并出口资金技术密集型产品，他的数据

分析表明美国出口的主要是劳动密集型产品。

前面已经介绍过了，这个发现引起了贸易理论

的反思和发展。

“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

国家贸易模式上的解释能力”和“新贸易理论

在发达国家之间特别是产业内贸易模式上的解

释能力”都得到了实证的支持。

相对来说，在国内实证分析的文章还不是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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