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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HO模型所想到的两个问题

厦门大学经济学院 铁瑛

[摘 要]本文以 HO 模型为基础，对贸易的最终走向及贸易中国际收支的短期和长期均衡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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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贸易最终走向的一些见解

首先我认为国际贸易的产生在根本上的基础是差异性，因为即使

是产业内贸易所交易的商品同样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无论是水

平差异性产品还是垂直差异性产品，它们从根本上都是要突出“差异”

这个词汇，那么假如两国之间产品的差异完全消除呢？ 我认为两国的

贸易将会停止，原因显而易见，在自己可以用同样的价格生产的情况

下，没有人会去购买别人的产品的。 正是基于这一点，从 H-O 模型出

发，贸易进行到最终的结果便是产业间贸易完全停止，产业内贸易将

取代产业间贸易的位置。 在这篇小论文中我们沿用 HO 模型的一系列

假设。

首先我们可以参考下国际贸易理论的基础理论即比较优势理论，

在这个理论看来，“比较优势仍是国际贸易的基本动力”，［1］ “如果每

个国家都集中资源生产并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则两国间的

贸易能使两国都受益。 ” ［2］但这便会带来一种情况，就是随着本国生

产规模的加大，外国生产规模的缩小的能力要低于本国扩大生产的能

力（因为一些刚性要素的存在，比如资本是不可能完全转移的），由此

带来供给的快速增加，而须看到的是需求不会随之而扩大，因此本国

的出口产品价格只会一低再低，当两国同时出现这种情况时，贸易条

件不容易判定将如何发生变化（这只是理论上的结果，事实上，发展中

国家参照比较优势理论进行的贸易策略已经造成近 10 年发展中国家

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

在上述的情形下， 我们知道 HO 模型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只

是更深刻地探究了比较优势的成因，因此我们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一

系列讨论将同样适用于 HO 模型。并且 HO 模型还告诉我们，会出现这

么一种情况，即最终两国交换的产品在两国的价格将趋于一致。

下一个问题是在于产业内贸易能否消化掉原属产 业间 贸易 的贸

易份额，也就是说贸易是否会持续扩大还是将陷入萎缩。 因为“产业内

贸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 现象，” ［3］故而 这在 很大程 度上 取决 于产 业

内能否做到完全无差别，因为只要差别的存在就意味着产业内贸易的

存在。 由实证经验告诉我们，除非世界出现大的经济动荡，否则贸易是

会持续发展而不会陷入停滞， 并且对近 20 年的贸易调查表明产业内

贸易的发展速度是很快的而且高于产业间贸易的发展速度。 在 HO 模

型后的需求偏好相似理论和产业内贸易的理论也告诉我们这么一 个

事实———产业内贸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产业内贸易是有可能取代产

业间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形式的。 （因为真正的完全无差异只会出现

在理论中，现实中是不可能做到完全无差异的，劳动者状态，甚至机器

的情形都存在着千差万别）。

我下面将着重描摹两国的产业间贸易如何逐 步转 化为 产业 内贸

易。 从纯理论而言假设本国资本相对充裕，出口汽车，进口衣物，外国

劳动力相对充裕，出口衣物，进口汽车，两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贸易，双

方都采用进口偏向型增长，但发展方向并不完全相同，（比如以日本和

美国的汽车行业为例，美国偏重于发展豪华型轿车而日本偏向于发展

节能型轿车。 ）我们就以吃的为例，不温饱的状态是想要吃而没法得到

食物的状态，温饱的状态是一个有什么就吃什么的状态，小康是我可

以选择我喜欢吃什么的状态，发达则是我可以在我喜欢吃的某种食物

中追求更高质量的状态。 以上述分类为基础，在我看来，产业内贸易的

发展至少要在小康状态下才能得到发展（以产业内产品水平差异为基

础的贸易）， 而这种贸易形式的发达阶段则必定要在发达状态下才能

达到（以产业内产品垂直差异为基础的贸易）。

二、对贸易中国际收支的短期和长期均衡的一些看法

在这里我们仍沿 用 HO 模型 的一 系列 假设，在我看 来，国 际收 支

不仅仅在长期是均衡的，即使在短期也是均衡的。 但这种均衡是不能

单单通过国际货币的收支来衡量的。 我在这里希望能够引入一个全新

的等价物———资源要素。 但这个等价物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并不是等

价的，它的相对价格在两国是不同的，它所能带来的报酬率在两国 也

是不同的。 因此即使是在短期内，中美贸易以依然是均衡的，国际货币

的贸易顺差弥补了资源价格实际的不平等。 从政治学角度来讲，国家

利益至上早已深入人心，没有人会否认这个观点的合理性，相应的，在

现代社会，也就不可能有当政者肆意挥霍国家利益，因此贸易收支的

国际货币的不平衡必然有其深刻地平衡内涵，否则谁会进行这种稳赔

不赚的贸易。 我正是基于这个常理思考，认为这个内涵是资源的交换

价格不同所带来的结果。

在这里，我以 HO 模型 为基础，对贸 易的 最终 走向及 贸易 中国 际

收支的短期和长期均衡问题提出了一些看法，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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