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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学术思路只有在争论中才能不断完善，继续对杨小凯教授的学术观点进行争论，是对他的学术成

就和崇高人格的尊敬。遗憾的是我们永远丧失了和他再次切磋学问的机会，仅以这篇商榷文章，表达我

们对他的无限哀思。

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

理论与实证
———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

鞠建东 林毅夫 王 勇!

摘 要 杨小凯和张永生在 《经济学 （季刊）》第一卷第一期上发表的

“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中声称比较优

势说等国际贸易理论的四大命题已经被否定，断言分工才更本质地确定了贸易

结构。本文的文献综述发现并非如此，而且，在其他著作中，杨小凯 （&""!）

也认为贸易结构和分工是由各国的技术和要素禀赋的比较利益决定。本文证明

分工可能会提高生产效率，但并不改变要素禀赋与技术比较优势决定贸易结构

的结论。

关键词 贸易结构，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

一、导 言

杨小凯和张永生 （&""!）认为 “贸易量、价格及资源禀赋之间的关系不

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经济学季刊》!（!），(%—($），因而无法用价格或

资源禀赋预见贸易结构，而 “最有普适性的一般均衡比较静态规律是交易效

率改进对一般均衡分工网络规模的正面影响” （《经济学季刊》!（!），(%—

($），所以只有交易效率的改进对专业化分工的影响可以有效地预见贸易结

构。

哪些因素确定贸易结构是贸易理论的核心问题。国际贸易理论界的共识

是：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别，资源禀赋的不同以及产品的专业化分工是

驱动国际贸易的三个主要因素。杨小凯和张永生 （&""!）在他们对贸易理论

的文献综述中得出的结论和国际贸易理论界的这个基本认识非常不同。因此

对他们的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以期促进和深化学术界对于这些重要问题

的认识与理解很有必要。

本文拟对半个世纪来有关贸易结构的主要理论与实证研究作一个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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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对杨、张一文中所忽视的最近十多年来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在这个问题

上的主要进展进行回顾。半个多世纪的贸易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本结论是：

比较优势是贸易的基本动力，而要素禀赋与技术差异是决定国际分工方式与

贸易结构的主要因素。

杨小凯和张永生 （!""#）断言相对于技术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分

工才更为本质地确定了贸易结构。但哪一个国家生产何种产品的分工方式是

由什么决定的？在他们的文章中并没有讨论。

在杨小凯的一系列研究中，为了集中研究交易费用对分工水平的影响，

常常假设不同生产者的技术相同，要素禀赋相同 （杨小凯和张永生 （!""#））。

交易费用的大小在杨小凯模型中决定了一个国家是否分工及分工水平的高低，

但不能决定如何分工。交易费用的大小并不能确定哪一个国家生产何种产品

的分工方式，所以交易效率的高低无法确定某个国家出口何种产品、进口何

种产品的贸易结构。

为了研究分工方式与贸易结构，杨小凯 （$%&’（!""#），()%*+,-#!）讨论

了当国家之间存在技术差别与要素禀赋差异的情形，并在特定的生产函数与

效用函数形式下证明了当交易费用与生产技术差别同时存在时，一个国家如

果选择分工，那么将分工生产具有技术比较优势的产品；而当交易费用与要

素禀赋差异同时存在时，一个国家如果选择分工，那么将分工生产密集使用

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这些结果并没有在杨小凯和张永生 （!""#）一文中得到

反映，也和杨小凯和张永生 （!""#）一文的主要结论不尽相同。

我们在本文中将./0定理推广至完全专业化分工的情形，并证明：当国

家之间存在要素禀赋差别时，如果国家之间出现完全的专业化分工，那么这

种完全的专业化分工方式就完全地被各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因而要素

禀赋完全地确定贸易结构。

杨小凯和张永生 （!""#）讨论了动态比较优势，认为分工可以节省重复

学习费用因而提高生产者的生产效率。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表明：如果出

现完全的专业化分工，引入分工会提高生产者的生产效率这个假设并不改变

在初始点的不同比较优势决定分工方式的结论，只会强化这一结论，而初始

点的比较优势必然和要素禀赋与技术差异密切相关。

现有贸易理论主要以12(%-32%&模型、.,(45(),-6/)72&模型、.,7*8%&6
9-:’8%&模 型 为 基 础。以 12(%-32%&模 型 为 代 表，并 由 ;,%-3<-==（#>?@），

.,7*8%&（#>?@）等人加以推广的相对价格与贸易结构的模型，认为国与国在

技术上的差别引起不同国家生产同一产品的机会成本不同，因而比较优势不

同。在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不变的条件下，一个产品的相对价格等于机会成

本，所以不同的比较优势引起相对价格的高低。当一个产品的国内相对价格

低于国际相对价格时，这个国家出口这种产品；而一个产品的国内相对价格

高于国际相对价格时，这个国家则进口这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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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首 先 提 出 要 素 禀 赋 与 贸 易 结 构 的 模 型，,-./")%0+
（1234），50+"%（1267）和8-+"$（1264）等人进一步加以严格论证，主要内容

是：假设所有国家的偏好相同并且是位似 （&0.09&"9*#）的，因而在自由贸易

的环境下，每个国家在每种产品上的消费量占世界该种产品的份额都等于其

总消费与世界总消费的比值。再假设所有国家的生产技术完全相同，但由于

要素禀赋的不同，每个国家在不同产品上的生产量不可能都等于其消费的世

界份额。如一国的劳动力丰裕，该国所生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就会大于其

在该产品上消费的世界份额，因而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相应地进口资

本密集型产品。

早在:;世纪初，<’-&-.（12:=）和(&)*+（12==）就讨论了规模报酬递

增，以及由此带来的专业化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关系。>-+#-%9"’（124;），!")?@
.-+（1241）和A’/B.-+（12C2，124;，1241）进而建立了规模报酬递增、异

质产品、垄断竞争、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结构的数学模型。!")?.-+和A’/B@
.-+（1247）系统地阐述了这类模型。其基本思路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随

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平均成本不断下降。因此，每一种产品只有一个厂商生

产，并由此形成了不同国家的专业化分工。假设消费者喜好消费的多样化，

所以每一个国家的消费者都消费全世界所有的产品，因而每一个国家的产品

出口到全世界，而同时进口全世界其他国家的产品。

所有经济学模型都是对现实世界的抽象，都建立在特定假设之上。某一

个经济学模型通常只强调经济现象的某一方面，在进行严格的数学证明的时

候，为了使模型凸显本质，并且易于处理，必然要舍掉相对于这个理论模型

所要强调的因素来讲是次要的因素。D*#-’E*-+模型假设每个国家只用一种要

素进行生产，忽略国与国的要素禀赋的差别，集中讨论生产技术的差别与贸

易结构的关系。!"#$%#&"’@(&)*+模型忽略国与国之间生产技术上的差别，集

中讨论要素禀赋与贸易结构的关系。规模报酬递增与垄断竞争模型忽略国与

国之间生产技术与要素禀赋的差别，集中讨论规模报酬，专业化分工和消费

多样化与贸易结构的关系。

尽管!")?.-+和A’/B.-+等人在他们的规模报酬递增、专业化分工与贸

易结构的模型中假设各国要素禀赋相同，但他们并不否认要素禀赋对贸易结

构的重要影响。事实上，!")?.-+和A’/B.-+（1247）在他们的研究生教材中

将规模报酬递增、专业化分工与要素禀赋的差异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并得出

结论认为要素禀赋的差异决定不同生产部门的贸易，而专业化分工决定相同

生产部门的不同产品之间的贸易，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主要由要素

禀赋的差异所决定，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由不同产品的专业化分工所

决定。特定的理论模型只是反映了经济现实的一个方面，在特定理论模型中

舍掉的因素，并不代表这些因素在现实中不重要或已经过时。

和任何理论一样，技术比较优势与贸易结构的确定关系，要素价格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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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理，!"#$%&’(!)*+&$,#-定理和./012/-,34定理在它们的假设条件不满足时，

结果也不成立。但这并不意味着技术比较优势与贸易结构的关系，产品价格

变化与要素价格变化的关系，资源禀赋的变化与生产量变化的关系都不再存

在。国际经济学界对以上这些基本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几十年来的探讨大大

促进了人们对国际贸易的理解，并有效地影响着各国的贸易政策。很难认为，

“过去三十多年，很多经济学家将其大量精力浪费在四个错误的贸易命题的

‘证明’上，不但是他们对简单的直感盲目迷信的结果，而且是不重视纯理论

研究的一个恶果。”（杨小凯和张永生 （5667），第58页）。

就9:;定理而言，其核心假设是各国的技术矩阵相同，偏好相同并且是

位似的。注意，单位产品生产中的要素投入量是要素价格的函数，当要素价

格高时，要素投入量相对减少，反之亦然。假设每一个国家都生产所有的产

品，技术矩阵相同要求要素价格均等。而要素价格均等的前提条件是不发生

要素密集度逆转。杨小凯和张永生 （5667）讨论了要素密集度逆转的理论可

能性与经验证据，并以此否定9:;定理。

需要说明的是，要素密集度逆转带来各国间生产技术的不同，从而使

9:;经典模型的前提条件不再成立，但是各国间生产技术的不同并不意味着

各个国家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这个结论不再成立。事实上

<#’-0+,1=，>4,1=&’和!)*+&$,#-（7?@6）早在56世纪@6年代就讨论了各国

间要素价格不相同的假设下的9:模型。近年来，<)A4,和B&4-,"&4-（5667)，

56670，566C）的一系列实证研究都是在假设各国要素价格不等的前提下对

9:;的结果进行实证检验。

如果各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不同，但我们加上一个假设，

即国家之间出现完全的分工。我们可以严格证明，虽然9:;经典模型中的前

提条件不成立，但9:;模型的结果却依然成立———每个国家分工生产并出口

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其经济直觉如下：9:;的假设是要求各个国家

在产品上的生产技术是惟一的。虽然不同国家在生产同一产品上的要素密集

度不同，但这种差别并没有实际的意义，因为完全分工保证一种产品只由一

个国家生产。对整个世界而言，生产任何一种产品的要素密集度是惟一的

———由分工生产这个产品的国家的技术所确定。这就保证了所有产品在全世

界范围内的生产技术是惟一的。由此我们可以构造一个全世界都相同的技术

矩阵，并据此证明9:;模型的结果依然成立。

在第 二 部 分 我 们 首 先 介 绍 经 典 的 9&13,1=&’(:=$4-(;)-&3模 型，给 出

9&13,1=&’(:=$4-定理———每一个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的要素的产品

———的严格证明。在第三部分中我们讨论规模报酬递增与专业化分工。

在第四部分中我们证明在专业化分工的条件下，每一个国家出口密集使

用其相对丰裕的要素的产品的结论成立，尽管不同国家在生产同一产品上的

要素密集度可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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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我们讨论在更高维下的贸易模式。首先将第四部分的结论推广

至高维的情形，然后对更高维条件下的比较优势法则进行讨论，介绍!"#$%&’’
（()*+）和,"-./#0（()*+）关于相对价格与贸易结构关系的一般定理。

第六部分综述,12理论的实证研究。近年来，在相对完整的数据基础

上，对要素禀赋与贸易结构的实证研究有突破性进展。大量的实证研究从不

同的角度放松,12模型的假设，允许不同国家运用不同的生产技术，而实证

结果则有力地支持,12模型的结论。对这一部分文献，我们将作较为详细的

介绍。第七部分讨论技术选择与要素禀赋之间的关系。第八部分我们对动态

比较优势、自力更生与国际贸易、交易费用与国际贸易、全球化与要素流动

等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第九部分对全文做一个简单的总论。

二、在非专业化条件下的要素禀赋与贸易结构

在这我们首先回顾经典的,"34536"$716-8072#0"4模型。假定规模报酬不

变并且所有国家的禀赋都处在他们的 “多样化锥”（%89"$58’83#:8&03&0"）之中，

这两项假定保证了各国不专业化生产某种产品。,12定理蕴含着一个非常简

单的预测：一个国家的要素含量的净出口等于这个国家的禀赋减去该国在世

界消费中的份额与世界要素禀赋之乘积。其结果也就是,"34536"$716-80定理：

每一个国家将出口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的要素的产品。,12模型假定：各国

之间的偏好是相同的并且是位似的 （6&/&:6":83）；各国之间的技术相同并且

不发生要素密集度逆转，因而所有国家之间的要素价格均等；各国要素禀赋

存在差异；产品自由贸易，而要素不能自由贸易。

让我们现在来考察多国的情形，记为!;(，⋯，"；并有多个产业，记为

#;(，⋯，$；多个要素，记为%;(，⋯，& 。我们假定偏好在各个国家之间是

相同的并且是位似的。设（&<$）矩阵’(;［)(#%］*表示(国在每一种产业中生

产一单位的产品所需要的劳动、资本、土地以及其他的基本的要素。’(的行

代表 不 同 的 要 素%;(，⋯，& ， 而 这 个 矩 阵 的 列 则 表 示 不 同 的 产 业

#;(，⋯，$。例如，如果只有两种产品，并只使用劳动和资本这两种要素的

话，则这个矩阵就是’(;
)((+ )

(
=+

)((% )
(
=

!

"

#

$%
。注意当规模报酬不变时，)(#%只是要素

价格的函数。亦即，)(#%;)
(
#%（,(，-(），其中,(和-(分别是(国的工资率和利

率。接下来，设.(表示(国中每一个产业的产出向量 （$<(），并且设/(

表示每一种产品的需求向量 （$<(）。因此，我们有0(;.(>/(等于(国的

净出口向量。贸易的要素含量就定义为1(;’(0(，这是一个 （&<(）向量。

这个向量的每一个分量用2(% 来表示，其中正的值就表示要素含量是出口的，

而负的值就表示要素含量是进口的。例如，如果只有劳动和资本的话，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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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的要素含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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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模型的目标是要将贸易的要素含量$"%"与"国的要素禀赋联系

起来。为此，我们先来计算一下$"&" 和$"("。$"&" 这一项等于"国的要素

禀赋，我们记为$"&"&2"。回到$"("，这一项可以利用我们的偏好相等而

且位似这个假定来加以简化。由于自由贸易使得产品价格在各个国家之间均

等，这就意味着所有国家的消费向量必定互相之间成比例关系。我们将此记

为("&3"(4，(4 表示世界的消费向量，而3"则是"国在世界消费中的份额。

设5为价格向量。5("&3"5(4。因此3"&5("／5(4。如果贸易是平衡的话，

则我们还可以得到3"&5&"／5&4&’()"／’()4。

各个国家拥有相同的技术这个假定保证了对于所有国家而言,"67（·）的函数

形式是相同的。非专业化条件保证两个国家都生产这两种产品，加上不发生

要素密集度逆转的条件，我们就可以得到所有国家之间的要素价格均等。因

此，,"67（·）的函数数值对于所有国家都是相同的。换言之，技术矩阵$"&$
对应于所有"&!，⋯，8。这就意味着$"("&3"$(4。由于世界的消费必定等

于世界的生产，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3"$(4&3"$&4&3"24，其中最

后一个等式利用了全世界充分就业的条件。利用$"&" 和$"(" 表达式，我们

就证明了：

!"#2"’3"24!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3";
4
!

;""’3";
4
"

!

;"9’3";
4

"

#

$

%9

1 （"）

这就是说贸易的要素含量就等于这个国家的禀赋减去该国在世界消费中

的份额与世界要素禀赋之乘积，这就是#*+,-+.*/0$.1230%43*,（#$%）定理

的内容。如果在"国要素7相对于世界的禀赋超过"国的世界份额的话 （;"7／

;47&3"），则我们说"国在那个要素上是丰裕的。在这种情况下，（"）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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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的含量的净出口值应该是正的 （"#!!!），相反，如果#国在要素!上

是稀缺的话，则贸易中要素!的含量的净出口值就应该是负的。

" 注意在这种情形下，$%#$$$"，&%#&$&"，且’##（%$$(&）／（%$$(&$%$"$(&"）。
% 杨小凯和张永生（%!!"）给出了一个技术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比较优势共同决定贸易结构的例子。

我们现在转而讨论&’()*(+’,-.+/01的%2%2%模型，如果$／&!$" ／

&"，则母国是劳动丰裕的"，这就意味着$#3’#$%!!并且&#3’#!%#!。假

设产品"是劳动密集的，而产品%是资本密集的，即有：

)#"$
)#"&

!
)#%$
)#%&
* （4）

假设一个国家的进出口是平衡的，该国不可能进口所有产品，所以+#"与

+#%一定符号相反。利用 （%）式，我们有：

)#"$+
#
",)

#
%$+
#
%!!，

)#"&+
#
",)

#
%&+
#
%#!* （5）

利用 （4）式和 （5）式，我们一定有+#"!!且+#%#!。这样，我们就证明了

&.定理：这个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

当各国的技术矩阵不同，即-# 矩阵因国家而异时，&.6定理有可能不

成立。在这种情况下，70(8,9081模型中的技术比较优势与&.6模型中的要素

禀赋比较优势将共同决定贸易结构%。

无论是技术比较优势，还是要素禀赋比较优势，都被杨小凯和张永生

（%!!"）认为与贸易量 “不可能有什么一般规律”。而 “分工网络效应的概念

更准确地抓住了70(8,9081模型、&.模型的实质”。但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方

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分工方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在讨论分工方式之前，我们首先介绍规模报酬递增引起的专业化分工。

注意规模报酬递增带来自然垄断，并引起专业化分工。但是哪个国家生产何

种产品的分工方式却不能由规模报酬递增来确定。

三、规模报酬递增与专业化分工

如果生产的规模报酬递增，那么生产某一个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生产规

模的扩大而不断下降，不同产品的生产就会出现自然垄断———每一个产品只

有一个厂商生产。因而规模报酬递增带来不同的国家在不同产品上的专业化

分工。如果每一个消费者都消费所有的产品，这种国家之间的专业化分工就

带来了国家之间的贸易———每个国家生产的产品出口到全世界，而这个国家

同时也进口所有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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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界早在!"世纪初 ［#$%&%’（()!*）和+&,-.（()**）］就认识到规

模报酬对贸易方式的影响，而规范化的模型则在!"世纪/"年代建立 ［0$123
’%.（()4)，()/"），5%.6%789$（()/"），:9,;’%.（()/(）］。假设一个产品生产

的固定成本为!，边际成本为常数"，那么这个产品的总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而平均成本则为：

%#&!$ ’"(
（>）

其中$是产品的生产量，这是规模报酬递增的最简单的成本函数。注意!包

括研究与发展成本、管理成本和广告成本等，而"则代表产品的边际制造成

本。信息产业以及其他的一些高技术产业的成本函数很接近 （>）式，所以规

模报酬递增与专业化分工在近年来有广泛的应用。杨小凯在他的一系列研究

中，在规模报酬递增模型中引入交易成本，对交易成本对分工水平的影响进

行了有益的探讨。在这里，我们将简单介绍0$12’%.（()4)）模型与杨小凯

（!""(）模型。

0$12’%.（()4)）假设生产产品)的劳动需求函数为*)<!="$)。用+ 代

表工资，那么产品)的成本函数就为

#)&+*)&!+’"+$)( （?）

显然，产品)的平均成本随着$)的增大而下降，因而规模报酬递增。假设代

表消费者消费所有产品，我们通过效用最大化得出代表消费者对商品)的需

求，并乘以这个国家的总劳动力,，得出对产品)的市场需求。

0$12’%.（()4)）采用垄断竞争模型。面对产品)的市场需求，厂商)选

择产品)的生产数量和价格以最大化利润。由于市场是自由准入的，在长期均

衡中，厂商利润必然为零。零利润条件内生地确定了厂商，也就是产品的个

数。0$12’%.证明，当劳动力, 增加时，市场扩大，因而产品的个数也扩

大。

考虑具有劳动力,的本国与具有劳动力,!的外国自由贸易，自由贸易后

的两个国家就等同于一个具有劳动力,=,!的大国家。本国生产-个产品，

而外国生产-!个产品，两个国家的消费者都消费-=-!个产品。因此，本

国出口-个产品而进口-!个产品。

在0$12’%.模型中，规模报酬的递增引起专业化分工，而国家规模的增

大 （,的增大）引起产品个数的增多，从而提高了分工的水平。自由贸易将

不同国家的相互分割的市场变成一个世界性大市场。市场规模的增大提高分

工水平，并降低成本，从而提高社会福利。

有两点值得指出：第一，为了凸显规模报酬递增对贸易的影响，0$12’%.
假设不同的产品具有相同的成本函数 （?）式，不同国家的技术和要素也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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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的。!"#$%&’（()*)）用这个模型来解释行业内的国际贸易。在后来

+,-.%&’（()/(），+,-.%&’和!"#$%&’（()/0）等人的研究中，将规模报酬递

增模型与+,12312,"452-6’模型相结合，并用国家间的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不同

行业之间的贸易。第二，由于所有厂商具有相同的成本函数，因此，由哪个

厂商生产何种产品是不确定的，因此由规模报酬递增所带来的国家之间的专

业化分工方式也是不确定的。

杨小凯 （788(，12&.9,"0）将产品!分为本国生产的"!与进口的"#!，贸

易中的交易费用采取冰山模型：即 （(:$）"#! （8!$!(）的进口量在贸易

过程中 “融化”掉。考虑两个产品的情形，代表消费者的效用函数就表达为

%&%（"(’$"#(，"7’$"#7）( （*）

假设劳动是惟一的要素投入，并以)!代表在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使用量，

"*!代表产品!的出口量，杨小凯采用一个简单的规模报酬递增生产函数，即

"!’"*!&)
+
!，+"(，!&(，7(

劳动力需求)(;)7等于本国的劳动力禀赋,，而贸易平衡条件则表示为

-("*(’-7"
*
7&-("

#
(’-7"

#
7(

考虑两个具有相同技术、相同劳动力禀赋的国家，杨小凯证明：((当交

易费用比较高，即$!$8时，两个国家都选择自给自足；7(当$"$8时，一

个国家选择分工生产"(，出口"(并进口"7；而另一个国家选择分工生产

"7，出口"7并进口"(。

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上的杨小凯模型中交易费用的高低决定一个国家是

否分工。但如何分工，即哪个国家生产何种产品的分工方式却是无法确定的。

因此哪个国家进口何种产品、出口何种产品的贸易结构并没有在这个简单的

模型中得到解释。

四、专业化分工条件下的要素禀赋与贸易结构

在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指出：无论是规模报酬递增还是交易费用都只能影

响是否分工及分工水平，但不能确定如何分工。为了研究分工方式，杨小凯

（788(，12&.9,"(7）将<61&"=6&’模型与交易费用相结合，考虑两个具有不同

技术比较优势的国家。假设效用函数 （*）式是>?@@4A?#$-&3函数，杨小凯证

明，当交易费用相对较低是，每一个国家将分工生产其具有技术比较优势的

产品。杨小凯也将+5模型与交易费用相结合，考虑两个具有不同要素丰度

的国家。假设生产函数也是>?@@4A?#$-&3函数，杨小凯证明 “与+5模型不

一致的分工方式不可能是市场均衡的分工方式 （B&’$788(，.CD(0）”，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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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交易费用相对较低时，每个国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

在这里我们将!"#模型推广至完全专业化分工的情形。完全分工既可能

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和交易费用相对较低所引起，也可能是由于各国的要素

禀赋差异巨大而分工生产要素密集度不同的产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我们

假设完全专业化分工，所以我们并不要求各个国家的要素价格相等，因而对

要素密度是否逆转没有限制。事实上，当考虑由于要素禀赋差异而带来的完

全专业化时，各个国家的要素价格是不同的。

在此，我们将首先讨论横向专业化，其中不同国家生产不同的最终产品，

然后我们再转到纵向专业化的情形，其中最终产品是由一系列中间投入品生

产出来的，而不同的国家则生产不同的中间投入品。我们将证明：如果各国

是完全专业化分工的话，那么一国的要素禀赋将完全决定专业化分工方式：

这个国家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

（一）横向专业化 （!$%&’$()*+,-./&*+&’*)&$(）

考察01010模型，假设国家2的劳动力相对丰裕而资本相对稀缺，那

么我们就有!23"2!#!4并且$23"2$#"4。假设在%国生产一个单位的商

品&所需要的劳动和资本为
’%&!

’%
#

$

%

&&$
。在规模报酬不变时，’%&(是%国生产一个单

位的商品&所需要的要素(的投入量。在规模报酬递增时，’%&(是%国生产商品

&所需要的(要素的平均用量。用)%&(代表生产*%&的要素(的用量。则’%&(5)
%
&(／

*%&。我们构造世界技术矩阵+5
’%2! ’

%,
0!

’%2$ ’
%,
0

#

$

%

&$
（%，%,52，0）。因为每个国家的进

出口是平衡的，所以一个国家不可能专业化生产因而出口所有产品。注意生

产商品&的技术我们是用实际生产这种商品的国家的技术来衡量的。假设产

品2是劳动密集的而产品0是资本密集的，即：

’%2!
’%2$

!
’%,0!
’%,0$
- （6）

.25/2302等于国家2的净出口向量。在该式上左乘矩阵+，我们就得到：

’%2!1
2
22’

%,
0!1
2
0

’%2$1
2
22’

%,
0$1

#

$

%

&20
3+

*22

*

#

$

%

&20
4+

522

5

#

$

%

&20
3
!2

$
［ ］2 4"2+

5#2

5#
#

$

%

&0

3
!2

$
［ ］2 4"2+

*#2

*#
#

$

%

&0
3
!2

$
［ ］2 4"2

!#

$
［ ］# - （7）

在以上等式的推导中我们用到了全世界的国家都具有相同而且位似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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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完全就业的假定。利用 （!）式，我们得到：

!""#$
"
"%!

"&
##$
"
#!$，

!""’$
"
"%!

"&
#’$
"
#"$( （"$）

利用 （%）式和 （"$）式，我们一定有$""&)
"
"’*

"
"!$而$"#&)

"
#’*

"
#"$。由

于*""!$，*"#!$且国家"只生产一种商品，这意味着)""!$且)"#&$。因此，

生产商品+的技术用生产这种商品的国家的技术来衡量，国家"就生产并出

口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的那种产品。综上所述，我们有：

定理! 在#(#(#模型中假设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并且是位似的偏好，

并且完全专业化生产。生产商品+的技术用生产这种商品的国家的技术来衡

量。如果一个国家在一种要素上相对丰裕而在另一种要素上相对稀缺的话，

则这个国家就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种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

这个定理背后的直觉是非常简单的：当各个国家的生产完全专业化以后，

对于所有国家来说生产所有商品的技术都将是惟一的，因为只有一个国家生

产那种产品。所以世界技术矩阵对于所有国家来讲都是相同的，这也是)*+
定理赖以成立的关键条件。

（二）纵向专业化 （,-./012345-1023062/078）

接下来要讨论的纵向专业化的模型是基于97.8:;41<，=041<-.和>2?;-3@
478（"!%$）的关于连续商品 （178/08;;?7AB77C4）的论文以及=--84/.2与

)28478（"!!D，"!!E）关于连续投入品 （178/08;;?7A085;/4）的论文。我们考

察一个只有一种最终产品的全球化的世界。最终产品, 的生产需要很多种中

间投入品。这种最终产品两国都要消费。母国是资本丰裕型的，而外国则是

劳动丰裕型的。这些国家实行专业化生产，所以任何一种中间产品都只有一

个国家生产。我们想要解决的问题是确定哪一个国家专业化生产哪一种投入

品。

我们继续假设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而且是位似的偏好。设指数-#
［$，"］代表最终产品在创造、生产以及流通等活动中的某一个中间投入品。我

们按照资本劳动比的递增顺序将所有中间投入品列出来，比如说，最不资本

密集型的活动是组装，而最资本密集型的活动是FG9。设.（-）代表某一投

入品的生产数量，我们让!/（-）和!#（-）分别代表生产一单位的.（-）所需要

的资本和劳动。如前所述，我们将活动-进行排序，使得!’（-）／!#（-）对于

-是非递减的。设"（0，1，-）代表在母国生产一单位.（-）所需要的成本，这

里工资率0 和资本的租金率1是给定的。"（0$，1$，-）代表在外国生产一单

位.（-）所需要的成本。投入品可以在任何国家生产，然后再组合起来用以生

产最终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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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讲，进行组装的厂商将希望从成本最低的地方获取投入品。为了

明确这一点，我们对要素价格采取如下假设：

!
" !

!"
""#

（!!）

这个假设表明母国的租金工资比率要比国外更低，这是很现实的，因为

母国是资本丰裕型的。

利用假设 （!!）式，我们就可以用图形来说明对于每一种投入品都选择

最低成本区位的问题。给定要素价格不变，我们先画出母国的单位成本。单

位成本$（"，!，%）是%的一个函数，它可以具有任何形状，而且不一定是连

续函数。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定它是连续的，并且设它就用图!中的

向上倾斜的&&曲线来表示。接下来的问题是：国外的单位成本曲线$（""，

!"，%），如果用&"&"来表示的话，相对于母国的曲线处于什么位置？

图 !

如果所有活动的单位成本曲线在母国都是更低的话，那么所有的投入品

就会都在母国生产，而如果所有活动的单位成本都是在国外更低的话则正好

反过来。我们感兴趣的是在各国之间存在一种 “生产互享”的情形，所以我

们假设曲线&"&"和&&至少相交一次，并假设相交的这一点为%"，满足

$（"，!，%"）"$（""，!"，%"）。那样的话，考虑一个活动%’#%"具有稍微

高一点的资本 ／劳动需求。根据我们的假定（!／"）!（!" ／""），而%’比%"更

为资本密集，因此$（"，!，%’）!$（""，!"，%’）。类似地，我们预期反过来也

是成立的，对于，%’!%"，$（"，!，%’）#$（""，!"，%’）。这样的话，曲线

&"&"和&&就至多可以相交一次，正如图!所示。

给定这个惟一的交点，我们看到对于所有%’!%"来说，外国的单位成本

要比母国的更低，所以外国将会在产品［#，%"］上进行专业化生产。而对于所

有的%’#%"来说，母国的单位成本更低，所以母国将会在［%"，!］上进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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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生产。因此，各国将会在中间投入品上专业化生产，并密集使用其丰裕

的要素!。总之，对于横向专业化和纵向专业化来说，国家总是生产那些密集

使用其丰裕要素的产品。国家的要素禀赋完全决定这个国家专业化生产的产

品。

! 对于!!和!!!!曲线性质的严格证明，请参见"##$%&’(和)($%*$（+,,-）。

具有相同而且位似的偏好这个假定当然是很强的。一个国家可能并不是

成比例的消费全世界生产的产品，比如说，一个国家可能更偏好母国的产品，

或者是由于进口品存在较高的运输成本因而母国消费更多的国内产品。完全

的专业化也是非常强的假设。一种商品可以由很多国家生产。在所有这些情

形中，我们前面所推出的结论可能就不成立了。但是，这一部分的结论至少

说明如果专业化的确发生的话，要素禀赋是决定专业化分工的最为重要的因

素之一。

五、更高维下的贸易结构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所讨论的)./模型都允许多种产品，多种要素，但

是到目前为止对于定理+的讨论我们还只是限于两种产品两种要素的情形。

典型的).定理只在01010模型中得到了证明。而在更高维的模型中原来

的某些在01010模型中的标准结论可能就不成立了。2(34#5%*$（+,6!）的

经典 论 文 开 创 了 对 于 这 个 高 维 问 题 的 讨 论。后 来，7&89#’（+,:;），<*$#%
（+,:-）和<*$#%与2=8#9$>3($（+,::）结合传统贸易理论中的一些标准的命

题 （例如，2&*5?#’@2(34#5%*$和ABC=DB$%>9定理）系统地分析了01010模型

的局限性。这里我们也很有必要讨论一下在更高维的条件下定理+是否成立。

幸运的是，只要维持相似的假设，我们同样可以证明在前一部分中得到的结

论———如果各国的生产完全专业化的话，则专业化方式完全取决于各个国家

的要素禀赋———仍然是成立的。我们将首先在更高维的条件下证明类似于定

理+的结论，然后讨论在更高维条件下的与比较优势有关的某些经典结论。

假设有两个国家。国家+专业化生产商品"（"E+，⋯，#）而国家0则专业

化生产商品$（$E+，⋯，%）。生产中要使用&种要素。在国家+中，生产单位

产品所需要的劳动、资本、土地和其他要素的数量用技术矩阵’+E［(+"&］来表

示。国家0的技术矩阵用’0E［(0$&］来表示。我们再次将世界技术矩阵表示为

’E［’+ ’0］。)+E
)+#

)+
"

#

$

%%
是国家+的生产向量，其中)+#E

*++

*+0
!

*+

"

#

$

%#

是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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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向量，而!!""#则是国家!对于商品"的生产向量。对应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别是国家!的需求向量和净出口向量。在

净出口等式两边都乘上矩阵’，我们得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中我们采用了相同而且位似偏好的假定，还有专业化以及完全就业的

条件以推出上述等式。表达式 （!%）两边的每一个分量必须相等，所以：

（0!!12
!
!&0

!
%12
!
%&⋯&0!$12

!
$）& （0%!12

!
$&!&0

%
%12
!
$&%&0

%
%32
!
$&%）"4!1$,!4

-
1

对于

1)!，⋯，5/ （!’）

如果国家在要素6上丰裕，而在要素1上稀缺，6，1"!，⋯，5 ，即有

4!6$,
!
64
-
6)#和4!1$,

!
14
-
1*#。利用 （!’）式，我们有：

（0!!62
!
!(0

!
%62
!
%(⋯(0!$62

!
$）(（0%!62

!
$(!(0

%
%62
!
$(%(⋯(0%%62

!
$(%）)#，

（0!!12
!
!(0

!
%12
!
%(⋯(0!$12

!
$）(（0%!12

!
$(!(0

%
%12
!
$(%(⋯(0%%12

!
$(%）*#/

（!(）

这就意味着，

（0!!62
!
!(0

!
%62
!
%(⋯(0!$62

!
$）

（0!!12
!
!(0

!
%12
!
%(⋯(0!$12

!
$）
)

（0%!6（*2!$(!）(0%%6（*2!$(%）(⋯(0%%6（*2!$(%））

（0%61（*2!$(!）(0%%1（*2!$(%）(⋯(0%%1（*2!$(%））
/

（!)）

因此，用商品生产国的技术来衡量，平均而言，一国在其分工生产的产品上

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换言之，这个国家将专业化生产并出口那种密集使用

其丰裕要素的产品。综上所述，我们有：

定理! 在具有多种产品多种要素的模型中，假设两个国家具有相同的而

且是位似的偏好，并且完全分工。生产商品7的技术用生产那种商品的国家

的技术来衡量。如果一个国家在一种要素上是相对丰裕的而在另一种要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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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对稀缺的话，平均而言，如果这个国家专业化生产并出口某种产品的话，

那种产品的生产一定密集使用其相对丰裕的要素。

下面我们讨论在更高维条件下的比较优势法则。在两维条件下，比较优

势法则表明在封闭经济时母国和外国的相对价格的高低可以预测经济开放以

后贸易的结构，并且能给出贸易条件的取值范围。它的强形式则预测一个国

家将出口每一种它具有比较优势因而相对价格较低的产品。如果产品的种类

大于两种的话，比较优势的强形式就不再成立了!。然而，比较优势法则的精

神在更高维的条件下仍然是成立的。比较优势法则的一般形式指出比较优势

与贸易结构之间存在相关关系，这种法则在更高维的条件下也可以得到证明。

它预测一个国家将倾向于进口那些在闭关条件下要比世界其他各国都昂贵的

商品，而出口那些在闭关条件下母国更加便宜的商品。

! 杨小凯和张永生 （"##$）给出了一个针对强形式的比较优势的反例。

我们首先来考察 “比较优势法则”的最为一般的检验，这是由%&’()*(++
（$,-!）提出来的。我们将!国的闭关的产量用向量"!#来表示，自由贸易产

量用"!来表示。利润最大化则保证了$!#"!#!$!#"!。换言之，在闭关时生产

的价值必定要超过当生产者选择可行的 （但不是最优的）生产点"!时所获得

的价值。在闭关时，生产等于消费，因此，$!#"!#.$!#%!#。现在考虑在自由

贸易下所选择的消费向量%!。代表性消费者在有自由贸易下的处境要比在闭

关条件下更好，因为贸易是带来好处的。根据显示性偏好原理，在!国的代

表性消费者在闭关的价格下是买不起自由贸易条件下的消费向量的，即，$!#

%!!$!#%!#。将这些不等式并到一起，我们就可以得出：

$!#%!!$!#%!#&$!#"!#!$!#"!’ （$/）

比较上式中的第一项和第四项，我们看到$!# （%!0"!）!#，这意味着$!#(!

"#。假定对于所有国家来说贸易都是平衡的话，则$(!.#，其中$是自由

贸易时的价格向量。因此，%&’()*(++（$,-!）推出：

（$!#)$）(!"#’ （$1）

也就是说，闭关价格与自由贸易价格之间的差向量与净出口向量之间是负相

关的。各国趋于出口那些其闭关价格低于贸易价格的产品。在 （$1）式中的

不等式在一般条件下对于任何种类的产品与要素也是成立的，被称之为比较

优势的一般形式。

%&’()*(++（$,-!）证明这个结果对于闭关与任何受到关税限制的贸易形式

之间的比较也是适用的。我们就可以用实际的数据来衡量贸易价格和贸易量，

但是闭关均衡很难观察到。2&(34*+&3和2(*53（"##!）使用了日本从$-/-年

到$-1"年的贸易的数据，连同在$-6#年左右的关于闭关价格的信息，来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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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检验 （!"）式中的预测。他们发现预测是被很强地证实的，因此支持了比

较优势的这种一般性的论断。

#$%&’()（!*+,）利用了!国与"国之间的要素价格和出口的要素含量的

差异研究了另一种形式的比较优势。设#!和#"分别为!国和"国的要素价格

向量。设$!"-%!&!"，其中&!"表示从!国到"国的毛出口，因此$!"表示从!
国到"国的出口中的要素含量。#$%&’()（!*+,）证明

（#"’#!）$!"!.，

（#"’#!）$"!".， （!+）

（#"’#!）（$!"’$"!）!.(

（!+）式中的第一和第二条的等式都是单向的贸易流，而第三条等式则衡量了

双向的贸易流。这些不等式说明，平均而言，包含在贸易中的要素流向具有

更高要素价格的国家。（!+）式中的不等式的成立，尽管需要假设各国具有相

同的技术，但不需要依赖要素价格均等化。

这些不等式提供了关于各国之间双边贸易的要素含量的可检验的假说。

/012和34250)(（6..!）使用!*+.年的数据在加拿大，丹麦，法国，德国，韩

国，荷兰，英国和美国等+个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流中检验了这个假说。他

们考虑了两种不同的测量资本租金价格的方法和分解劳动的两种不同的水平。

首先考虑 （!+）式中的单向的贸易流，他们发现大约768到778的情形具有

正确的符号。即使当单向贸易流具有不正确的符号，但是只要量比较小的话，

/012和34250)(证实 （!+）式中的双向的要素流仍然有可能具有正确的符号。

他们发现 （!+）式中的双向要素流的不等式对于"68到"78的情形都是满足

的，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成功率。

六、#9:定理的实证研究

;2<(4=2()模型，#9:模型和规模报酬递增与专业化分工模型都从一个方

面对现实经济进行了描述。但这种描述是否正确地反映了经济现实，必须通

过实际数据加以检验。理论模型产生于对现实的抽象，这种抽象加深我们对

现实世界的理解，而实际数据对理论模型的检验，可以使我们对理论的抽象

去伪存真，并发现新的问题，使理论得以丰富与提高。

半个多世纪以来，#9:定理一直是贸易结构实证研究的中心，而这些年

来的实证研究也不断加深我们对于要素禀赋、技术、消费与贸易结构的理解。

半个多世纪的实证研究支持我们对于贸易的基本理解：比较优势是国与国之

间贸易的基本动力，要素禀赋与技术差异是决定国际分工方式与贸易结构的

主要因素。

对#9:定理的实证研究大概分为两个阶段。早期的研究，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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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始， 一 直 到 %&’()’（!"*#） 和 +,-./，0.&1.2和 34.5(&)’(&’
（!"*6），大部分不支持简单的789预测。:2.;<.2（!""$，!""#）的研究是一

个转折点，从此以后大量的实证研究，一直到近年的=&45’和>.5/’?.5/（@AA!
&，B，@AA$），=.B&.2.（@AA$）和3CD,??（@AA$）对改进了的789定理给予有

力的支持。

0.,/?5.;（!"#$）首先对78模型进行了测试。他计算出美国的投入产出

矩阵，并用美国!"E6年的数据对美国进出口产品中的资本和劳动的用量进行

了推算，发现美国进口产品的资本 ／劳动比例大于出口产品的资本 ／劳动比例。

一般认为美国在当时是资本丰裕的国家，因此0.,/?5.;的这个发现，被认为

和78定理相矛盾。

0.&1.2（!"*A）用789模型对0.,/?5.;的结果重新进行了检验。他发现，

美国在!"E$年的进出口并不平衡，因而检验789定理应该比较生产产品与

消费产品中的资本 ／劳动用量。0.&1.2（!"*A）用0.,/?5.;（!"#$）的数据进行

测算，发现美国生产产品的资本 ／劳动用量比例大于消费产品的资本 ／劳动用

量比例，因而支持789定理。

在第二部分的 （@）式我们给出了789定理的矩阵表达式。当有!个国

家，"个产业，# 个要素时，789定理的一般形式可表达为

$%&’(
%
&)*%(

+
&, （!"）

对789定理的完全检验，首先由+,-./，0.&1.2和34.5(&)’(&’（!"*6）

提出，他们提出了对 （!"）式的两种检验方法：

符号检验：$%&!A， 当且仅当(%&)*%(
+
& !A, （@A）

秩检验：$%&!$
%
-， 当且仅当(%&)*%(

+
& !(

%
-)*%(

+
-, （@!）

+,-./，0.&1./和34.5(&)’(&’用@6个国家，!@个要素的数据对 （@A）式和

（@!）式进行测试，发现符号检验有F!G的正确率，而秩检验只有E"G的成

功率。注意到即使 （!"）式的左右两边完全不相关，符号测试也可能有#AG
的正确率，+,-./，0.&1.2和34.5(&)’(&’因而认为他们的实证研究不支持

789定理。

数据的质量始终是实证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为了检验 （@A）式和 （@!）

式，需要有技术矩阵.、进出口、要素禀赋的数据。不幸的是，即使是同样

的变量，由于来源不同，数据可能不同，而且误差有时会很大。在+,-./，

0.&1.2和34.5(&)’(&’的研究中，因为只有美国的技术矩阵. 的数据，因而

假设所有国家都和美国有一样的技术矩阵。如果用.矩阵左乘美国的总产出

向量，应该等于美国的要素禀赋向量。由于+,-./，0.&1.2和34.5(&)’(&’独

立地构造.矩阵和要素禀赋向量，所以上述等式并不成立。比如说，用.矩

阵左乘 总 产 出 得 到 的 资 本 总 量 超 过 要 素 禀 赋 向 量 中 资 本 向 量 的!A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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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0123）的结论引起了国际经济学术界的广泛注

意，但他们的研究中的数据不相容问题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一个改进方向。

4’/-./（0125）用美国0152到0136的数据进行了符号检验和秩检验。同样

的，他的结果也不支持789定理。

:)$;<$)（011=）的研究成果对789定理以往的主要是负面的实证结果作

出了关键而且实质性的改变。他的最主要贡献是发现以往的研究所以不支持

789定理的原因之所在。他认为假设所有国家都具有相同的技术矩阵!是使

得789定理得不到支持的主要原因。:)$;<$)（011=）将789模型进行改进，

他将美国作为基准，允许每一个国家在所有的要素上都存在生产率的差异。

按照效率单位的标准，"国的要素#的有效禀赋就变成!$#%
$
#，以西班牙为例，

假设!$&>?@5，这样的话，相对于美国的一单位劳动，西班牙的一单位劳动的

有效量为?@5。789等式 （01）以有效要素禀赋为单位就变为：

’$#(!
$
#)
$
#*+$!

"

,(0
!,#)

,
#，$(0，⋯，"；#(0，⋯，-. （66）

（66）式中’$#衡量$国净出口中有效要素#的含量，利用’$# 和)$# 的数据，

（66）式中的方程将惟一地解出要素的生产率!$#，因此，:)$;<$)（011=）证

明：如果允许所有的国家具有不同的要素生产率!$#，对于几乎所有的数据集

都有一个生产率!$#的解，使得净出口中的有效要素含量等于一国有效要素与

该国在全世界的有效要素禀赋的份额之差，:)$;<$)（011=）发现要素生产率

!$#的估计值与实际工资的相关度达到1?A。一般地，不同国家的工资差别应

该反映生产率的差别，所以这种高相关性使得:)$;<$)（011=）认为：改进后

的789模型得到数据的支持。

:)$;<$)（0115）引入第二种允许技术差异的方法，他考虑各国的矩阵!$

之间差一个常数"$

"$!$(!/0， （6=）

其中"$"0，这意味着!$#!/0，从而$国的生产率更低一些，相对于美国来

说一单位的产品就要求更多的劳动、资本以及其他要素。在这个假设下789
等式 （01）就变为：

’$/0# ("$)$#*+$!
"

,(0
"$),#. （6B）

也就是说，用美国的技术来衡量，净出口中的要素含量等于经过相应的技术

参数调整之后一国的要素禀赋与该国在世界禀赋中的份额之差。

:)$;<$)（0115）的结果指出几乎有一半的 “缺失贸易”可以通过引入各国

的技术参数差异来解释。 （6B）式的符号检验比 （01）式的符号检验改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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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只有$"#的正确率。%&’()’&（!**+，!**,）的研究对-./定理

的实证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一般认为在经典的-./定理中，假设各国的技

术矩阵!完全相同是一个过强的条件，也是经典的-./定理得不到实证支

持的一个主要原因，将0123&4135模型和-./模型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同

时考虑各国的生产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不同，将能更有效地解释贸易结构。

近年来的研究大都沿着这一方向，而将技术差异和要素禀赋结合在一起的改

进-./模型得到实证研究的有力支持。

63718和9’158:’15（";;!3）假设各国生产矩阵不同，得到了类似于我们

在专业化条件下所推导的 （!"）式。如果要素价格不等，则贸易品中的资本 ／

劳动用量就必然与每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有关：具有更高的资本 ／劳动比例的

国家要比它的邻国在所有的贸易品的生产上具有更高资本 ／劳动密集度。这个

关系可以表示为下式：

)5"#$%&!
#’"$%’#%

(#
)（ ）# ’$#$%* （",）

其中"#$%是技术矩阵!#的第$行第%列分量，代表#国生产一个单位的$产品

所需%要素的投入量。 （(#／)#）则为#国的资本 ／劳动相对禀赋，而$#$%是误

差项。

63718和9’158:’15使用";个.<=6国家和世界其他各国在!*>,年左右

的数据，有+?个部门，两种要素，对 （",）式进行估计，从而构造了每一个

国家技术矩阵的估计值+!#。然后再用+!# 检验一个类似于 （!"）式的允许不

同技术矩阵的-./模型。他们发现，改进后的-./模型的符号检验达到

>$#的正确率。如果用与一国@6A成比例的出口量的估计值进行检验，63718
和9’158:’15发现，允许技术差别的-./模型的符号检验有高达*",的正确

率。

一般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不同行业之间的贸

易，这种贸易主要由要素禀赋所驱动。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主要是行业内

部的贸易，主要由规模报酬递增所引起的国际分工所驱动。63718和9’158:’15
（";;!B）发现：改进后的-./模型也可以有效地解释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

因而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和贸易也是显著地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所决定。

他们发现，>,#的.<=6国家之间的贸易是通过产品的进出口，间接地出口

该国相对丰裕的要素而进口相对稀缺的要素。

如果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双边贸易，即使是经典的-./模型，

也就是假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技术相同而只考虑要素禀赋的差异对贸易

结构的影响，-./定理也得到支持。6’B3’&’（";;+）构造了经典-./的双

边贸易模型，并用这个模型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双边贸易进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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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发现!"#定理的符号检验有高达$%&的正确率。这个结果令人吃惊，

它表明要素禀赋差别很大的国家之间的贸易，即使经典的!"#定理也得到有

力的数据支持。

七、要素禀赋与生产技术选择

引入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技术矩阵!"是近年来!"#定理得到实证研究

支持的一个关键。但不同的技术矩阵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最

近的研究发现：各国的技术选择与生产选择由不同国家的要素禀赋所决定。

假设国家之间要素价格不同，而每个国家只在一个多样化锥生产，./0
1(2/3456定理表明这个国家所有部门的劳动产出比可以是这个国家的资本 ／劳

动相对禀赋#"／$"的线性函数，也就是：

%&"
$" ’

!7&(!,&
#"
$"(

"&") （,8）

其中&代表这个国家生产的不同产品，"代表不同国家。如果一个国家在*
个多样化锥生产，那么 （,8）式改写为：

%&"
$" ’!

*(7

+’7
#7&+,+

#"
$" "

$｛ ｝+ (#,&+#"$",+
#"
$" "

$｛ ｝［ ］+ ("&") （,9）

其中，+#（7，*:7）而$+ 代表第+个多样化锥中的资本 ／劳动比的下界。

,｛·｝是一个指标函数，当 ｛·｝中的条件成立时该函数等于7，否则为%。

’()*++用7$$%年的国际标准工业分类 （-0;6<6+=’=>），对?@个国家、,A
个行业的数据进行了分类来检验 （,9）式，并对不同国家的行业与技术选择

进行分析。=’=>以产品的最终用途进行分类，但是同一行业内的不同产品的

资本密集度却有着巨大的差别。比如说，同样是电子机械行业，收音机生产

的资本 ／劳动比例要大大低于卫星生产的资本 ／劳动比例。’()*++（,%%-，BC1DE
?）给出了?@个国家在,A个行业中资本密集度的最低值、中间值和最高值。

比如说在化工产业，最低国家的资本密集度仅为每个劳动力7%,美元，而最

高国家的资本密集度为每个劳动力@@@?9美元，相差@?@倍。

’()*++发现，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更多地生产劳动相对密集的产品，

而资本相对丰裕的国家更多地生产资本相对密集的产品。在同一个行业的生

产中，不同的国家选择不同的技术。劳动力相对丰裕的国家集中在资本 ／劳动

比例低的多样化锥中，表明这些国家使用相对劳动密集型的技术，而资本相

对丰裕的国家集中在资本 ／劳动比例高的多样化锥中，表明这些国家使用资本

相对密集型的技术。依据这些结果，’()*++认为全球生产依照各个国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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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禀赋实行国际分工，不同的国家依照各自要素禀赋选择不同的技术!。

八、进一步的讨论与结论

! 杨小凯和张永生（"##$）用中国这样的资本相对稀少的国家也出口“远大”这样的资本密集中央空调机

作为一个反例，证伪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理论。但这个例子的实际情况正好与他们的判断相反：“远大”空

调主要从事的生产活动是劳动密集的组装，占其生产成本%#&的资本与技术密集的零部件是从国外进

口。因此这个“反例”实际上支持要素禀赋比较优势的国际分工理论。

以上的讨论集中在比较静态分析。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结构当然不

仅仅是比较静态问题，也远远超出了纯粹的国际贸易理论的范畴，而是直接

与动态的经济增长、发展战略以及制度建设等一系列经济问题有着密切的联

系。对这些问题的细致、全面分析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我们在此作一些简略

的讨论。

（一）人人天生有别因而平等

在杨小凯等人的一系列分析中，常常假设所有的人开始时都具有相同的

生产能力，在此基础上再分析专业化分工是为何产生的。这样的分析从一开

始就将不同人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以及这种不同比较优势对社会结构的基本影

响给忽略掉了。

我们现在假设有! 个人，两种产品，"#$（$’$，"；#’$，⋯，!）代表第#
个人生产第$个产品的单位成本。任何两人#和%的生产能力不同。假设#的

生产能力大大高于%，即："#$!"
%
$，"#"!"

%
"。再假设

"#$
"#"
!
"%$
"%"

， （"(）

也就是说，#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小于%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因而#
在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但是 （"(）式成立当且仅当

"%"
"%$
!
"#"
"#$
& （"%）

成立。也就是说，无论#的生产能力比%高多少，#在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

较优势，当且仅当%在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分工生产产

品$而%分工生产产品"，并等价交换各自的产品。正是由于不同的人具有不

同的生产能力，因而具有不同的比较优势。由此构成人与人之间合理分工，

相互依赖，平等交换的基础。

我们用"#$（’）代表第#个人在时间’时生产产品$的成本。"#$（’）的不同，

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同人所具有的不同的比较优势决定了在时间’的专业化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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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由在时间$时已经形成的要素禀赋，技术水平因素所决定。在任何

时间的横截面上，!"#（$）都因人而异，所以杨小凯等人的一系列分析中所强调

的专业化分工，实际上也是由每个人在时间$的不同要素禀赋和技术能力所

决定。

（二）动态比较优势与贫困的增长 （!""#$%&#’#()*&+,-.）

杨小凯和张永生 （/001）给出了一个分工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影响比较

优势的例子。在时间$的分工当然会对$点以后的!"#（$2!$）发生影响。但假

设

!"1（$）

!"/（$）
!
!%1（$）

!%/（$）
， （30）

因而"分工生产产品1而%分工生产产品/。按照杨小凯和张永生 （/001）的

假设，在各自的分工生产中经过学习，"和%的生产效率都得以提高，因而我

们有：

!"1（$&!$）!!"1（$），

!%/（$&!$）!!%/（$）’ （31）

而 !"/（$&!$）(!"/（$），

!%1（$&!$）(!%1（$）’ （3/）

因为"不生产/而%不生产1。结合 （30）式、（31）式和 （3/）式，我们一

定有：

!"1（$&!$）

!"/（$&!$）
!
!"1（$）

!"/（$）
!
!%1（$）

!%/（$）
!
!%1（$&!$）

!%/（$&!$）
， （33）

也就是说，"在产品1上的比较优势得以加强，而%在产品/上的比较优势得

以加强，所以在时间$2!$，"和%的分工与在时间$的分工完全一致。以上

的这个分析，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不考虑生产者的决策对产品相对价格

的影响，引入分工会提高生产者的生产效率这个假设并不改变在初始点不同

的比较优势决定分工的结论，只会强化这一结论，而初始点的比较优势必然

和要素禀赋密切相关。

如果考虑生产者的决策对相对价格的影响，那么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有

可能出现所谓贫困的增长。

如图/所示，)*+是国家"在时间$的生产可能边界。此时的世界市场

相对价格为,1／,/，"在*点生产，在- 点消费并获得.的效用。/4*5
-是"的净进口向量，因为"在01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出口01，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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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时进口!!。假设在时间"点#改进她的比较优势，使得对!"的生产能力相对

于!!而言得到增强，那么在时间"#!"点，#的新的生产可能边界扩大为

$$%$&$，!"相对于!!的供给得到增长，如果这种供给的增长没有改变国际价

格，国际相对价格依然维持在’"／’!，#就会在%(生产，而在)(消费并获得

*(的效用，因而比较优势的提高必然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但是，如果供给

的增长改变国际相对价格，比如国际相对价格下降至+,"／+,!，于是在时间"#
!"点，#在%,生产，在),消费并获得*,的效用。显然*,的效用低于*的效

用。#提高自身比较优势的努力，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恶化了#的社会福利。

在任何一个时间"的横截面，专业化分工由比较优势所决定。但是，在

一个动态过程中，提高比较优势并不总是有利。利用比较优势进行生产是一

个相当可靠的结论，按何种方向提高生产能力是一个相对复杂的问题，需要

更为细致的分析。

如果用#代表某个小规模的个体，比如说某个人或者一个小的地区，注

意到相对于整个市场而言，小个体的行为对市场价格几乎没有影响，那么在

这种情况下，提高#的比较优势则总是有利的。

（三）自力更生与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理论一般认为，如果所有国家都取消关税、配额等所有贸易壁

垒，那么一个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将是最优选择。同样的，在一国范围内，

所有的地方都取消所有的地方保护，那么这个国家的国内资源将达到最优配

置。国家可以通过行政力量取消地方保护，比如美国国内市场的地方保护为

行之有效的法律所禁止。中国政府也反对并努力取消地方保护主义。但在世

界范围内，并没有一个行政力量来取消各个国家的贸易保护，国与国之间的

贸易政策是对等谈判的结果。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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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限制。所以，现实世界并不存在一个完全自由贸易的最优选择，而是在已

有的贸易限制下的次优选择。

在一个次优的贸易环境下，实施更为自由的贸易政策，既可能增加，也

可能降低一国的社会福利。从长远来看，各国共同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

易对所有人有利，但在某一特定时间!的次优贸易环境下，什么样的贸易政

策更好通常依赖细致与谨慎的分析。

有两种情况需要注意。第一，产品的消费具有外部性。还用上面的模型，

但我们现在假设产品!为农产品，而产品"为军工产品，再假设军工产品的

消费具有负的外部性。也就是说，如果国家"的军工产品的消费量增加，国

家#的社会福利将受到损害。因此，尽管#在军工产品的生产上具有比较优

势，但#并不愿意出口军工产品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军工产品的生

产上不具有比较优势，仍然不得不自己生产军工产品，以满足国防的需要。

第二，如果某种产品的国内供给弹性很小，那么过分依赖这种产品的国际市

场供应，具有比较大的风险。一旦国际市场大量减少供应，就可能造成这种

产品的国内价格急剧升高，并有可能对整个国内经济造成伤害。"#世纪的两

次石油危机，都是这种情况的典型例子。

（四）交易费用与国际贸易

$%&’()*+,（!-."）首先用 “冰山”模型讨论运输成本对贸易量的影响。

/,0(1*+,（!-2-），3()4&%,（!-52），6(17*81%,0（!-5.，!-52）以及/,0(1*+,
和9%,:;,<++4（"##!）将专业化分工与交易费用相结合，研究了 “重力模

型”，认为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量与两国的=>?之积成正比，而与交易费用成

反比。

交易费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所谓 “国界影响”：交易费用使得

价格在不同国家不再相同，因而使贸易结构变得更为复杂。@<A%))’&（!--.）

用!-55年的数据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加拿大境内省际

贸易是加拿大的省与美国的州之间的国际贸易的""倍。 “国界影响”大得令

人吃惊。@<A%))’&的发现引起近年来大量的对 “国界影响”的研究。6%;(1和

6(17*81%,0（"##!）用关税和运输成本两个变量来衡量交易费用，对!B个

CDA>国 家、!-.5—!-B#年 和!-5B—!-55年 的 数 据 进 行 实 证 研 究，发 现

!-.5—!-B#年到!-5B—!-55年的E#年间!B个CDA>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增

长了!.#F。其中关税的下降解释了E5F的贸易量的增长，而运输成本的下

降解释了!"F的贸易量的增长。

杨小凯 （"##!）认为制度的不同会影响交易费用的高低，从而影响贸易

量的大小。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看法，但有多大影响尚待进一步的理论与实证

研究的支持。而从中国在追求赶超战略的!-25年时贸易依存度只有-G.F，

改革后逐渐改为按比较优势来发展经济，贸易依存度即进出口总额占国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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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总值的比重，也不断跟着提高，!"""年达到了##$"%，远高于同年美国达

到的&’$’%和日本的&($’% （世界银行!"")，**$!)’—!#&），在所有大国中

贸易依存度为最高。由此看来，发展战略对贸易量的影响应该是更为主要的

（林毅夫，!""!+）。

（五）全球化与要素流动

在经典的国际贸易模型中，我们假设要素在各国之间不能流动。随着全

球化浪潮的冲击，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各国之间的流动越来越重要。同时，

在可以预期的将来，人口在各国之间依然不能自由流动。在这种情况下，一

个国家在时间!的资本更多地表现为这个国家实际使用的资本。由于人口不

能自由流动，各国的资本 ／劳动比以及相对要素价格依然差别巨大。全球化时

代的贸易结构与贸易理论的经典模型有相当的不同，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九、总 结

国际贸易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0-+1模型的技术差异，234模型

的要素禀赋差异，以256*7+1和8/9:7+1模型为主要代表的规模报酬递增与

垄断竞争模型当然不能解释所有的贸易实践，但这些模型提供了现有贸易理

论的主要框架，也为贸易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到目前为止，无论

是贸易的理论研究还是实证研究都支持我们对国际贸易的基本认识：比较优

势是贸易的基本动力，而要素禀赋与技术差异是决定国际分工方式与贸易结

构的主要因素。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际贸易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呼唤着崭新的贸

易和经济发展相结合的理论的诞生。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可

能就是超过人类总数&／;的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以及在世界贸易份额上

的急剧上升。近年来的全球化过程的一个主要方面是全球制造业向中国的迅

速转移。这种产业转移反映了中国在劳动力与人力资本上所显示的巨大比较

优势，以及迅速增长的庞大国内市场。人口多、底子薄在相当长的阶段都还

是我国的要素禀赋的基本特征。经济理论和政策的研究既不能忽略我国人力

资本的潜在比较优势，也无法回避严峻的就业问题。

可以预期，各国之间要素禀赋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性通过贸易而

实现的要素流动依然是全球化时代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间贸易的理论基石，

每个国家按照其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和产品的专业分工

是提高其经济在全球化时代竞争力的重要依据。

第&期 鞠建东等：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 ;&



参 考 文 献

［!］ "#$%&’(#，)*+%’,",，“"-.%(&%/01*23(4#$*/0(#5(&/.%6&*70/89:4*/0(#”，!"#$%&’()&*(*"%&+#,
-%#.，!;<;，=;，!>=—!!=,

［?］ "#$%&’(#，)*+%’,",*#$9&017*#@0#1((A，“6&*70/8B0/.6&*70/*’："C(24/0(#/(/.%D(&$%&E4FF2%”，

/0)+.*$1%(23’4#$，G(,H><;，?>>!,
［I］ D*0%&，C1(//*#$)%55&%8D%&J’/&*#$，“-.%6&(B/.(5@(&2$-&*$%：-*&055’，-&*#’A(&/K(’/’，*#$L#M

1(+%C0+02*&0/8”，5*6$(’7*89(:#$(’:%*(’7)&*(*"%&;，?>>!，NI，!—?<,
［O］ D%&J’/&*#$,)%55&%8，“-.%6%#%&*20F%$6&*70/89:4*/0(#0#L#/%&#*/0(#*2-&*$%：C(+%P01&(%1(#(+01

34#$*/0(#’*#$9+A0&01*2970$%#1%”，+#-%#.*8)&*(*"%&;’(<=:’:%;:%&;，!;HN，=<（I），O<O—OH!,
［N］ D%&J’/&*#$,)%55&%8，“-.%6%#%&*20F%$6&*70/89:4*/0(#，P(#(A(20’/01K(+A%/0/0(#，*#$/.%3*1/(&M

E&(/%1/0(#’-.%(&80#L#/%&#*/0(#*2-&*$%”，+#-%#.*8)&*(*"%&;’(<=:’:%;:%&;，!;H;，<!（!），!OI—

!NI,
［=］ D%&#.(5%#，Q*#0%2P,*#$)(.#K,D&(B#，“"Q0&%1/-%’/(5/.%-.%(&8(5K(+A*&*/07%"$7*#/*J%：

-.%K*’%(5)*A*#”，5*6$(’7*83*7%:%&’7)&*(*">，?>>O，!!?（!），OH—=<,
［<］ D(B%#，R*&&8E,，9$B*&$9,S%*+%&*#$S%(,C7%0T*4’T*’，“P42/01(4#/&8，P4/05*1/(&-%’/’(5/.%

3*1/(&"U4#$*#1%-.%(&8”，!"#$%&’()&*(*"%&+#-%#.，!;H<，<<（N），<;!—H>;,
［H］ K.(0，V(#JMC%(T*#$E&*70#W&0’.#*，“-.%3*1/(&K(#/%#/(5D02*/%&*2-&*$%："#9+A0&01*2-%’/”，

D&(B#X#07%&’0/8，P*#4’1&0A/，?>>!,
［;］ Q*70’，Q,*#$Q*70$@%0#’/%0#，“"#"11(4#/(562(U*23*1/(&-&*$%”，!"#$%&’()&*(*"%&+#-%#.，

?>>!*，;!（N），!O?I—!ONI,
［!>］Q*70’，Q,*#$Q*70$@%0#’/%0#，“Q(3*1/(&9#$(B+%#/’P*//%&5(&G(&/.MG(&/.-&*$%？”GD9Y

@(&T0#JE*A%&，G(,HN!=，Z1/(U%&?>>!,
［!!］Q*70’，Q,*#$Q*70$@%0#’/%0#，“-.%3*1/(&K(#/%#/(5-&*$%”，0#WB*#K.(0*#$)*+%’R*&&0J*#，

%$’,，?’(<@**1*89(:#$(’:%*(’7A$’<#，D*’02D2*1TB%22，?>>I,
［!?］Q%*&$(&55，"2*#[,，“-.%6%#%&*2[*20$0/8(5/.%S*B(5K(+A*&*/07%"$7*#/*J%”，5*6$(’7*83*7%:%,

&’7)&*(*">，!;HO*，HH（N），;O!—;N<,
［!I］Q%*&$(&55，"2*#[,，“-%’/0#J-&*$%-.%(&0%’*#$E&%$01/0#J-&*$%32(B’”，0#Y,@,)(#%’*#$E,D,

W%#%#%$,，?’(<@**1*89(:#$(’:%*(’7)&*(*"%&;，7(2,L,92’%70%&C10%#1%E4U20’.%&’D,[,，!;HOU,
［!O］Q%U*%&%，E%/%&，“Y%2*/07%3*1/(&"U4#$*#1%*#$-&*$%”，5*6$(’7*83*7%:%&’7)&*(*">，)4#%?>>I，

!!!（I），NH;—=!>,
［!N］Q(&#U4’1.，Y,，C,30’1.%&*#$E,C*+4%2’(#，“K(+A*&*/07%"$7*#/*J%，-&*$%，*#$E*8+%#/’0#*Y0M

1*&$0*#P($%2B0/.*K(#/0#44+(56(($’”，!"#$%&’()&*(*"%&+#-%#.，!;<<，=<（N），H?I—HI;,
［!=］Q(&#U4’1.，Y,，C,30’1.%&*#$E,C*+4%2’(#，“R%1T’1.%&MZ.20#-&*$%-.%(&8B0/.*K(#/0#44+(5

6(($’”，B6’$:#$7>5*6$(’7*8)&*(*"%&;，!;H>，;N（?），?>I—??O,
［!<］9/.0%&，@,，“C(+%(5-.%(&%+’(5L#/%&#*/0(#*2-&*$%B0/.P*#86(($’*#$3*1/(&’”，5*6$(’7*89(,

:#$(’:%*(’7)&*(*"%&;，!;<O，O，!;;—?>=,
［!H］3%%#’/&*，Y(U%&/，*#$6(&$(#R*#’(#，“3(&%0J#L#7%’/+%#/，Z4/’(4&10#J*#$&%2*/07%@*J%’”，0#Y,

3%%#’/&*，6,6&(’’+*#*#$Q,L&B0#，%$’,，AC#3*7%:%&’7)&*(*">*8A$’<#3*7%&>：3’4#$;%(?*(*$
*85’2<%;C0C’2.’:%DPL-E&%’’，!;;=，H;—!?<,

［!;］3%%#’/&*，Y(U%&/，*#$6(&$(#R*#’(#，“3(&%0J#Q0&%1/L#7%’/+%#/*#$Y%2*/07%@*J%’：970$%#1%5&(+

P%\01(’’P*:402*$(&*’”，5*6$(’7*89(:#$(’:%*(’7)&*(*"%&;，!;;<，O?（I／O），I<!—I;I,

N? 经 济 学 （季 刊） 第O卷



［!"］#$%&%’，($%)*，“+,’-./0-12/,34$,2-125,)(6$2&-$7,)/58-$-8”，!"#$%&$’()*"$+#’*,-.*+*/0.1，

9:!;，;<，9::—!!<=
［!9］>&?5)，@-$25?#=，2+%&$$&30*+#’#+42+%&$+#%0*+#’5$#4&=7%’A$58B-，C.：D%$E%$8F)5E-$/52G4$-//，

9:;;=
［!!］D-?0’%)，H=，“I)2-$)%25,)%?J$%8-5)2&-4$-/-)1-,34$,8612K533-$-)25%25,)，H1,),’51/,3+1%?-%)8

C,),0,?5/2517,’0-2525,)：.7&%’A-$?5)LD-1*/1&-$L>&?5).00$,%1&”，)*"$+#’*,2+%&$+#%0*+#’-.*6
+*/0.1，9:M9，99，;"N—;O"=

［!;］D-?0’%)，H=，“J&-(%12,$7,)2-)2,3(,$-5B)J$%8-”，-.*+*/0.)*"$+#’，9:MO，:O，MO—:O=
［!O］D-?0’%)，H=，“I’0-$3-127,’0-2525,)%)8I)2-$)%25,)%?J$%8-：HE58-)1-3$,’(,6$2--)I)86/2$5%?

7,6)25-/”，)*"$+#’*,%7&)#8#+&1&#+42+%&$+#%0*+#’-.*+*/0&1，9:M<，9，P!—M9=
［!N］D-?0’%)，H=%)84%6?Q$6B’%)，9#$:&%;%$".%"$&#+4<*$&03+5$#4&=7%’A$58B-：CIJ4$-//，

9:MN=
［!P］R,)-/，S=，“J&-+2$6126$-,3+5’0?-#-)-$%?HT65?5A$56’C,8-?/”，)*"$+#’*,>*’0%0.#’-.*+*/(，K-L

1-’A-$，9:PN，<;（P），NN<—N<!=
［!<］R,)-/，S=%)8R,/-.=+1&-5)*’%)，“J&-S-?%E-)1-,32&-JU,L+-12,$4$,86125,)C,8-?5)J$%8-J&-L

,$G”，)*"$+#’*,>*’0%0.#’-.*+*/(，9:<<，MN（N），:":—:;N=
［!M］Q$6B’%)，4%6?=，“I)1$-%/5)BS-26$)/，C,),0,?5/2517,’0-2525,)，%)8I)2-$)%25,)%?J$%8-”，)*"$+#’

*,2+%&$+#%0*+#’-.*+*/0.1，9:<:，:，OP:—O<:=
［!:］Q$6B’%)，4%6?=，“+1%?-H1,),’5-/，4$,8612K533-$-)25%25,)，%)82&-4%22-$),3J$%8-”，?/&$0.#+-6

.*+*/0.@&A0&B1，9:M"，<"，:N"—:N:=
［;"］Q$6B’%)，4%6?=，“I)2$%LI)86/2$G+0-15%?5V%25,)%)82&-#%5)3$,’J$%8-”，)*"$+#’*,>*’0%0.#’-.*+*6

/(，9:M9，M:，:N:—:<;=
［;9］W%)1%/2-$，Q-?E5)，“I)2$%LI)86/2$GJ$%8-6)8-$4-$3-12C,),0,?5/2517,’0-2525,)”，)*"$+#’*,2+%&$6

+#%0*+#’-.*+*/0.1，9:M"，9"，9N9—9<N=
［;!］W-%’-$，H8U%$8H=，“J&-W-,)25-34%$%8,X，S-1,)/58-$-8”，)*"$+#’*,>*’0%0.#’-.*+*/(，9:M"，

MM（;），O:N—N";=
［;;］W-,)25-3，Y%//5?G，“K,’-/2514$,86125,)%)8(,$-5B)J$%8-：J&-.’-$51%)7%052%?4,/525,)S-L-X%’L

5)-8”，>$*.&&40+31*,%7&?/&$0.#+>70’*1*870.#’;*.0&%(，9:N;，:<，;;!—;O:=
［;O］林毅夫、蔡日方、李周，“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增订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9:::

年。

［;N］林毅夫，“发展战略，自生能力与经济收敛”，《经济学（季刊）》，!""!年第9卷第!期，第!P:—;""
页（%）。

［;P］林毅夫，“自生能力，经济转型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反思”，《经济研究》，!""!年9!月（A）。

［;<］C%/*6/，Q-52&H=，“.J-/2,32&-D-1*/&-$L>&?5)LZ%)-*J&-,$-’：J&-W-,)25-37,’’,)0?%1-”，

)*"$+#’*,2+%&$+#%0*+#’-.*+*/0.1，9:MN，9:，!"9—!9!=
［;M］C17%??6’，R,&)，“[%25,)%?@,%$8-$/C%22-$”，?/&$0.#+-.*+*/0.@&A0&B，9::N，MN，P9N—P!;=
［;:］+%’6-?/,)，4%6?，“I)2-$)%25,)%?J$%8-%)82&-HT6%?5V%25,),3(%12,$4$51-/”，-.*+*/0.)*"$+#’，

R6)-，9:OM，9P;—9MO=
［O"］+%’6-?/,)，4%6?，“I)2-$)%25,)%?(%12,$4$51-/HT6%?5V%25,)>)1-.B%5)”，-.*+*/0.)*"$+#’，R6)-，

9:O:，9M9—9:<=
［O9］+%’6-?/,)，4%6?，“J&-J$%)/3-$4$,A?-’%)8J$%)/0,$27,/2/：J&-J-$’/,3J$%8-U&-)I’0-85’-)2/

%$-.A/-)2”，-.*+*/0.)*"$+#’，9:N!，P!，!<M—;"O=
［O!］+%’6-?/,)，4%6?，“J&-4$51-/,3#,,8/%)8(%12,$/5)#-)-$%?HT65?5A$56’”，@&A0&B*,-.*+*/0.

;%"40&1，9:N;—9:NO，!9（9），9—!"=

第9期 鞠建东等：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 N;



［!"］#$%&’’，()’)*，“+,)#-.)/-’0122？3)$40%)*5+%2-,#6)$-72-.7’-&,-,82&972(*&:;$’-&,”，!"#$%&’()&*+
(*"%&,#-%#.，<=="，>"（"），?@?—A=@B

［!!］C*)D2)*，E7,-)2B，“F,’)*,7’-&,72/7$’&*(*-$)E-DD)*),$)0：G)&,’-)DH70I-J%’！”/*0$(’1*23*1%4%&’1)+
&*(*"5，K>>"，K=K（?），>?K—>@AB

［!L］C*)D2)*，E7,-)2B，“C%)M70)&D’%)N-00-,JC*7:)7,:+’%)*NO0’)*-)0”，!"#$%&’()&*(*"%&,#-%#.，

K>>L，@L（L），K=<>—K=!?
［!?］P7,)4，Q7*&027RB，“C%)/7$’&*(*&6&*’-&,0C%)&*O：C%)S5/7$’&*M70)”，TO42&0，K>?@，<K，A!>—

AL!B
［!A］U&*2:V7,4，6*$178#-#1*9"#(4,#9*$4<=="：:0;4’%(’<1#8#-#1*9"#(4%(’85(’"%&6*$17BU70%5

-,J’&,，EM：U&*2:V7,4，<=="B
［!@］杨小凯和张永生，“新贸易理论、比较利益理论及其经验研究的新成果：文献综述”，《经济学季刊》，

<==K年第K卷第K期，第K>—!!页。

［!>］W7,J，X-7&47-，)&*(*"%&;=V27$%H)22(;92-0%)*0F,$，<==KB

!"#$%&’()%*+,($-，./,#0"102"$0%("()
3&"),34,%&5：6)0"1%78,*0$4

90"%:"0;"(7"();%(7-4,(7<4"(7

QF1SE+S8QY
（>(%-#$;%45*2?@’1’A*"’）

Q;0’-,WF/Y GFS
（3#@%(B>(%-#$;%45）

W+S8 U1S8
（>(%-#$;%45*2CA%&’B*）

6=-$&"#$ F,“S)HC*7:)C%)&*O，’%)C%)&*O&DM&Z67*7’-R)1:R7,’7J)，7,:[Z6-*-$72
[R-:),$)：1#;*R)O，”（P&2\K，S&\K&DCA%(’)&*(*"%&D0’$4#$15），W7,J7,:]%7,J700)*’
’%7’-’-0’%):-R-0-&,&D279&**7’%)*’%7,’%)$&Z67*7’-R)7:R7,’7J)’%7’:)’)*Z-,)0’%)0’*;$’;*)
&D’*7:)BC%)2-’)*7’;*)0;*R)O-,’%-07*’-$2)D-,:0’%7’’%)Z7-,$&,$2;0-&,0&D’%)&*)’-$727,:)Z5
6-*-$72*)0)7*$%-,’%)670’L=O)7*07*)0’-22’%)D&22&H-,J：’%)$&Z67*7’-R)7:R7,’7J)-0’%):*-R-,J
D&*$)&D’*7:)7,:’%):-DD)*),$)-,D7$’&*),:&HZ),’07,:’)$%,&2&JO7*)’%)Z7-,:)’)*Z-,7’)0&D
-,’)*,7’-&,72:-R-0-&,&D279&*7,:’*7:)67’’)*,BC%)7*’-$2)720&6*&R)0’%7’’%):-R-0-&,&D279&*
Z7O-,$*)70)6*&:;$’-R-’O9;’’%):-R-0-&,&D279&*:&)0,&’$%7,J)’%)$&,$2;0-&,’%7’’%)’*7:)
67’’)*,-0:)’)*Z-,):9O$&Z67*7’-R)7:R7,’7J):;)’&:-DD)*),$)0D7$’&*),:&HZ),’07,:’)$%,&25
&JOB
>’?@1"--0A0#"$0%( /K=，+K=，E<!

L!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