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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贸易 

经济一体化贸易理论的发展 

陈奇超 郑雪平 
(1．渤海大学 商学院 ，辽宁 锦州 121000 2，东北财经大学 国际经贸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摘 要：本文介绍了经济一体化贸易理论的涵义，并以经济一体化贸易理论前提的演化过程为线索，把 

经济一体化贸易理论分为一体化古典贸易理论、一体化新古典贸易理论和一体化新贸易理论三个发展阶段， 

并对经济一体化贸易理论的发展作了简单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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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一体化”包括 “全球经济一体化”和 “区域经 

济一体化”：“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指参加多边谈判或磋商 

的相关国家和地区经济团体在全球范围内形成大家都能够 

接受的有关经济贸易协议，并按照共同制定的一定协商原 

则，组成整体运行的世界性的经济贸易组织或者经济体系。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同一地理区域的两个或者两个以 

上的国家，一般由中央政府出面，通过签定经济一体化文 

件或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等形式，以对内加强经济贸易合 

作，对外增强经济竞争力为目的，并由所有缔结国共同组 

成的区域经济贸易组织。 

至今全球经济一体化仍是个有争议的课题，绝大多数 

经济学家认为．全球范围的自由贸易能够有效地促进全球 

范围的福利最大化，但是由于很多国家出于对本国经济利 

益的追求和对落后产业的保护，使贸易自由化从未在世界 

范围真正实现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担心全球化趋势会 

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可能导致富国更富，穷国更穷，因此 

极力抵制全球经济一体化 相比之下，区域经济一体化则 

为更多的国家或地区所接受。区域经济一体化已经成为当 

前世界经济的重要格局和发展趋势：在下面的论述中，我 

们把经济一体化简称为 “一体化”： 
一 、 — 体化贸易理论的涵义 

目前人们对一体化的涵义有不同的理解，而且至今尚 

无一般公认、明确的涵义，但是一体化一般从贸易领域开 

始这一点是没有异议的，因此人们经常采用从贸易角度给 
一

体化下定义，即一体化是 “只在整个参加国之间采取歧 

视性地减少或取消贸易壁垒的贸易政策”的经济组织 (D· 

SMvatarc：《国际经济学》，纽约 1987年版，第247页)： 

半个世纪前，从雅格布·维纳 (Jacob Vmer)等人的著 

作中产生了一体化贸易理论 (我们今天称之为古典关税同 

盟理论 )，此后的一体化理论以此为核心不断扩充，范围不 

断扩大，至今一体化理论涉及了共同市场、投资、货币， 

政治等各个领域，但现有的比较成熟的一体化理论主要还 

是一体化贸易理论：随着经济理论的迅速发展，一体化贸 

易理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在分析福利收益时，传统的完 

全竞争分析方法已被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等 

模型所补充．企业内部与外部的规模经济已成为一体化空 

间影响新模型的核心内容：同时．世界各地区经济一体化的 

实践也被重新认识 因此，对一体化贸易理论进行深入和细 

致分析不仅具有学术意义和价值，而且符合实际需要 
一 体化贸易理论主要包括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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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本质特征： 

1．对从世界其余地区的进口，关税同盟成员国征收共同 

对外关税．而自由贸易区成员国各自有权决定关税税率； 

2．关税同盟没有原产地原则，而自由贸易区适用原产 

地原则，即只有原产于区域内或主要在区域内生产的产品 

才能进行自由贸易： 

简单地讲，它们的区别在于关税同盟在执行上简单易 

行，但在政治上令人头痛，而自由贸易区则刚好相反：一 

般认为，关税同盟是自由贸易区的更高一级的形式。 
一 体化贸易理论发展的过程是伴随着现实经济的发 

展，进而是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尤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 

而不断向前推进的：由于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一定前提下 

的，不同的前提所得出的贸易理论不同，所以，我们按照 

基本前提的不同把一体化贸易理论大致分为一体化古典贸 

易理论、一体化新古典贸易理论和一体化新贸易理论三个 

发展阶段? 

二、—体化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个阶段 
一 体化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一体化古典贸易 

理论，这一理论的基本前提是： 

1．商品和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2．生产要素只在各国国内流动，在各国之间不流动： 

3．生产要素从—个部门转向另—个部门时．增加某种商 

品生产的机会成本不变．价格能准确反映生产的机会成本； 

4．一国的资源在本国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 

5．世界其余地区的供给曲线完全是弹性的： 

6．产品是同质的； 

7．运输成本忽略不计： 

8．关税是贸易管制的惟一形式： 
一 体化古典贸易理论的结论是，无论采取哪一种形 

式，它们对社会福利的影响都是不确定的：一方面，如果 

加入协定导致国内的高成本产品生产被其他成员国的进口 

产品所取代——贸易创造效应——该国从中受益 ：另一方 

面，如果加入协定导致原来从非成员国进口的便宜产品被 

其他成员国的高成本产品所取代——贸易转移效应——该 

国则从中受损： 

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区理论的内容基本相同．分 

析的都是一体化对单个成员国，整个集团乃至世界在资源 

配置，专业化分工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影响，它们对从成员 

国的进口都免征关税 它们的分析方法相同，都是用静态 

分析方法，在完全竞争前提下分析的．核心内容都是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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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理论 

三、—体化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一 体化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一体化新古典贸 

易理论：一体化新古典贸易理论放松了一体化古典贸易理 

论各个次要假定前提，从而得出了某些新的观点。这些放 

松的前提比较符合实际，它们是： 

1．世界其余地区的供给曲线不是完全弹性的； 

2．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 (或边际成本递增 )； 

3．生产要素在各国之间流动： 
一 体化新古典贸易理论是在关税同盟理论和自由贸易 

区理论的框架下扩展的。由于前提条件放宽了，所以集团 

和集团成员的专业化和社会福利都会发生变化：首先，由 

于世界其余地区的供给曲线不是完全弹性的，所以就需要 

考虑贸易条件效应。其次，由于生产要素从一个部门转向 

另一个部门时，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 (因为资源的稀缺 

性 )，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减意味着当本国有比较优势的商品 

产量增加时．本国总会在该优势行业尚未实现完全专业化 

生产以前边际成本就上升到等于边际收益的水平 ，从而本 

国的生产不能达到完全专业化，贸易结构和收益会有某种 

程度的变化．所以要考虑成本效应 (或收益效应 )。再次， 

由于现实中资本是可以在各国之间流动的，它的流动能够 

给有关企业带来较多的收益，当商品的自由流动遇到障碍 

时．资本流动将代替商品流动实现各生产要素价格的均等 

化，因此要考虑投资效应： 

还有，从动态的角度看．无论是在要素禀赋上．还是 

技术效率上．一国的要素优势或技术优势将发生变化，即 

建立在各国要素禀赋和技术差异基础上的国际贸易优势不 

是一个长期不变的量．而是一个不断传播的过程=一国要 

素禀赋随着本国经济的发展会发生变化，一国的劳动力表 

现出开始增长较慢，然后增长加快，到经济发达阶段劳动 

力增长速度重新放慢的特征；一国的资本存量将随着该国 

经济的发展而直线增加；资本的直线增长与劳动力的 

”n”型增长相结合，使该国的要素丰裕度发生变化．从 

而该国的贸易结构和经济利益都会发生变化：技术的相互 

传播表明，如果技术发明国不能不断发明新的技术，它的 

技术优势从而是贸易优势将会消失。更深层的意义是．技 

术扩散将使建立在技术差异基础上的贸易逐步减少，进而 

出现各国对对外贸易的依赖 “递减”?因此，要考虑要素禀 

赋效应 (或要素积累效应——主要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 

步效应 (或技术效率效应 )：还有加剧合约方之间企业竞争 

激化的竞争效应， 
一 体化新古典贸易理论不同于一体化古典贸易理论的 

地方在于，不仅仅局限于一体化古典贸易理论的贸易创造 

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的静态分析．而扩展到了贸易条件效 

应、成本效应、投资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技术进步效应 

和竞争效应等比较静态和动态分析，从静态的比较优势上 

升到动态的比较优势： 

四、—体化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 
一 体化贸易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是一体化新贸易理 

论 以前的理论是完全竞争结构下的理论，它们无法解释 

现实的贸易现象．如大多数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大 

部分是在产业内进行的而不是在产业间进行的，生产的边际 

报酬递增等：于是新贸易理论进一步放宽了分析的前提： 

1．商品和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 

2．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增 (或边际成本递减)； 

3．产品是异质的。 

商品和要素市场是不完全竞争的，因此当把这一前提 

放在关税同盟效应的分析中时．就产生了垄断效应： 

生产的边际报酬递增是由规模经济所引致的．由规模 

经济所产生的垄断效应，我们叫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 

又分内部规模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内部规模经济是指， 

随着企业内部生产规模的扩大．其单位产品的平均成本逐 

步下降的效果：外部规模经济是指由于企业外部经营规模 

的优势给企业带来的额外报酬或外在优势；内部规模经济 

效应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扩大其生产规模、降低商品的 

单位成本占据竞争的优势地位；同时企业对规模经济效果 

的追求，将带来行业或产业内排他性的增强，先进入的企 

业可以通过逐步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形成单位产品的成本 

优势，进而是价格优势 外部规模经济效应意味着．一国 

在某个行业上发展的规模较大，相应地会形成一个行业的 

规模优势，企业会借助行业优势产生企业优势；一定的行 

业规模有利于资源或生产要素的共享，从而能够改变在企 

业自身规模不变条件下的经济利益；消费者可以通过对某 

种消费品消费数量的增加．来提高自身消费的福利水平= 

产品是异质的，由追求差异产品而产生的垄断效应． 

我们叫做产品差异化效应：产品差异化效应表现在，企业 

可以通过追求差异产品这样一种便利途径来获得某种优 

势．从而获得对市场价格的操纵权或控制权．消费者可以 

通过在多种同类产品的供应中，选择最适合本人愿意消费 

的产品提高自己的福利水平： 
一 体化新贸易理论与以前的理论不同的是．一体化新 

贸易理论是在不完全竞争的框架下对一体化的福利收益进 

行分析，传统的完全竞争分析方法已被不完全竞争、规模 

经济与产品差异等模型所补充，企业内部与外部的规模经 

济已成为一体化空间影响新模型的核心内容=一体化新贸 

易理论的核心内容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国际贸易的 

专业分工已不是建立在传统的比较优势基础上，而是建立 

在当各国要素禀赋和技术水平相同条件下，由于具有某种 

不完全竞争优势所获得的竞争优势基础上的： 

这些新的理论工具及新思想在一体化分析中的具体应 

用还未完全定型，在动态经济效益的分析上也有很多欠 

缺，主要是因为这些理论把一体化的经济利益作为一体化 

产生的原因和分析的基础，这样的分析不全面一更重要的 

是，这些理论分析的都是资源配置、贸易利得和专业化分 

工，没有或很少涉及利益分配．而利益分配对一体化贸易 

的可持续性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另外，对发达国家 

经济一体化现象的理论探讨较多，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 

化现象的理论探讨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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