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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前言

《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拟解决如下问题：（1）建立与定价理论协调且独立于经典劳动价值理论的
国际贸易理论体系。如果该理论能代替由瓦尔拉斯（Walras）、门格尔（Menger）、杰文斯（Jevons）
、马歇尔（Marshall）、克拉克（Clark）、费雪（Fisher）、帕累托（Pareto）和卡塞尔（Cassel）创建
并发展以经典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经典理论，那么，在分析国际贸易问题时就可摒弃劳动价值分析
。从卡塞尔的一般价格理论入手，同时在充分考虑其他价格理论的基础之上进而构建相关理论体系。
（2）证明国际贸易理论是充分考虑了影响定价的空间因素的一般区位理论，以及是在充分考虑了生
产要素供给和运输成本的区域性差异影响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对于该领域的研
究需要经济学家和地理经济学者的协调合作才能有效完成，但由于前者很少在经济学理论中置入区域
因素，故此后者很难从前述研究中得到较大的帮助和启示。（3）分析生产要素的国内和国外流动，
并着重分析其与产品流动的关系。（4）描述国际贸易波动和在固定汇率制度（如金本位制或金汇兑
本位制）下的国际资本流动机制。分析表明：（a）各个国家的总购买力变动是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b）解决外汇问题（二战后常与购买力平价理论相提并论）等同于构建一种国际贸易理论。另一
方面，《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没有过多关注垄断与经济周期相关的问题。希望《区际贸易与国际贸
易》能够证明，我将努力采用各个学派的知识来处理国际问题，尽管书中没有一一标明它受两个学派
的影响尤其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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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内容概要

《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现代经济著作对价值理论、价格理论和分配理论的分歧很大，而对定价的本
质问题的分歧则相对较小。供需规律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发展成一个一般均衡系统，互动影响是该系
统的最基本的原则。
某些经典术语（如实际成本、劳动成本）于定价的因果关系而言已无关紧要，尽管从其他方面来看是
重要的。因果关系并不是简单地从成本到价格或者从价格到成本，它们是具有相互依存的属性的。
《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第一部分首先基于对经济现象的高度简化和抽象假设，认为企业间是“自由
竞争”的，以及商品或要素具有完全的流动性，然后对缺乏流动性和可分性的经济现象进行解释，如
联合供给、管理费用、规模经济生产、垄断等。
在讨论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应充分重视时间这一关键因素，因为可以就经济系统偏离均衡作出分析且
进行动态分析。时间因素很可能是清楚演示经济学基本原理的主要障碍。“问题的难点主要在于空间
地点的变化以及所研究的市场在时间上的延续，而时间无疑比空间的影响更重要”。
毫无疑问，每个撰写经济学论文的作者都认同上述评论的后半部分，在分析经济学问题时都或多或少
地考虑到了时间因素，但对于空间因素，最初只有在考虑租借理论时才提到，而在其他理论中基本被
忽视，而后也只是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将它作为一个独特的视角来进行阐述分析。事实上，一般定价理
论几乎就是一个单一的市场理论，空间的概念在此完全没有体现。该理论假设只存在于一个包括所有
工业企业的市场中，而其总供给被认为是一个基本的数据处理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区域分布的差异。因
此，工业区位问题在大多数论文中没有被提起。
事实上，生产要素的地理分布问题非常重要，工业活动必须适应由于区域不同所带来的供给的改变，
原因在于供给只能在有限程度上适应不同工业的需求。诚然，有些要素在特定情况下可以自由流动，
但那些只能在区域内存在的“禀赋”要素是不可能完全流动的；而这些不能自由流动的要素，也应该
成为价格机制空间因素的一般分析中考虑的必备要件。
商品价格与生产要素价格在单一市场假说下存在一定差异。商品流动由于运输成本的影响因而不是那
么简单，并且在不同区域如何定价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除非是涉及到国际贸易问题，否则这些影响
因素在一般的论文中较少涉及。
显而易见，完善单一市场理论还需要考虑影响定价的相关地理或区域因素，如工业部门的选址、城乡
之间的各种贸易往来等。此时，单独的一个国际贸易理论不能全面阐述这个问题，即区位因素影响不
同国家的同一种商品的定价。在定价理论中，贸易是从一个市场扩展到多个具有相互联系的市场中的
，因此，就必须充分考虑区位因素的影响。为此，就应采取区际和国际贸易的相关理论来分析，而这
也应该是基于一个市场理论基础的定价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市场的属性在于买卖双方联系非常紧密，因此，每一种交易的商品只能存在一个定价。除了这种狭义
的“单一价格市场”外，还存在更加广义的概念，即“多种价格市场”。受运输成本和其他因素的影
响，一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在同一市场的价格差就应该等同于克服这些阻碍的成本。这就是当人
们说某种物品的“世界市场”时，其中“市场”这个术语所表示的含义。如果价格变动比克服这些障
碍的成本要小，那么人们在无法克服这些障碍时就会在市场间寻求交易，尽管这些市场间可能存在间
接的关联性。
当今关于经济学理论的研究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时才会给予多重的相应的重视：（1）地租；（2）国际
贸易；（3）商品价格歧视。非竞争劳动群体通常被当做单一市场中的不同生产要素来考虑，但也可
被认为是：（4）生产要素的价格歧视。一般价格理论只考虑（1）、（3）和（4），而只有当与地租
理论有关联时才会考虑因当地市场不同所引致的差异。此时，被考虑的是自然资源的位置，而非一般
意义上的工业区位选择。假定生产要素和商品在区际间可以流动并且不存在价格歧视的话，那么《区
际贸易与国际贸易》所考察的影响多重市场条件下的价格差异的所有主要方面，就将成为地租理论和
国际贸易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它发展了单一市场理论。
在阐述这一理论的过程中，如果以单一市场理论的要素充分流动这一前提假设作为分析切入点会比较
容易，而这正是许多经济学理论文章在第一部分的论述中习惯采用的。在第1章和第2章中，这个简单
的理论在阐述生产要素的区域非流动性时演变成了多个市场，这样，区位因素就显露无疑，并且产业
区位的某些方面和区际贸易的一些属性也随之出现。在第二部分将对一种重要的地区间贸易（国际贸
易）进行初步分析。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是在既定的假设条件下，探讨影响商品流动和生产要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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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而该理论也同样适合于国内和国际贸易，即它充分考虑到了影响贸易的一般空间因素。第五
部分探讨了国际贸易波动和资本流动的运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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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不同劳动的类型在解释生产要素对价格变化的反应之前，我们有必要清楚了解“生产要素”这个
概念。许多不同的工业生产要素可以而且应该按不同的用途划分成不同的类型。《区际贸易与国际贸
易》不会过分强调古典的三要素划分方法，虽然劳动力、土地、资本这三个要素常常会用到。由于一
些原因，一种与生产要素供给弹性相关的划分方式是客观存在的，无论是否有劳动力参与都是非常富
有成效的。不过，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我们仍用三要素划分法作为分析的起点。我们可以先从劳动
力开始。劳动力如资本一样被认为是一种要素，而土地却作为另外的类型被提出。如在前述例子中所
提及的，不需要对生产要素作更为复杂的分类，如果劳动的区际分工和贸易能够满足分析需求的话。
但不能忽视的是，不同类型的劳动力完成不同工作会得到不同的工资，而且劳动力类型的转换也不是
随便就能够进行的。像这样不同的劳动力类型不该被认为是不同的生产要素吗?答案是毫无疑问的。由
于存在国际分工，一些人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国家得到较高的工资，拥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国家能够比
劳动力匮乏的国家生产出大量廉价的商品。受过良好教育的工人，不仅可以比非熟练劳动力多获得两
倍或三倍的工资，而且还可以在需要大量熟练劳动力的工业中取得优势。简而言之，如果一个国家各
种劳动力的类型的工资差异持续了足够长的时间并且影响到了国际劳动分工，那么，这些生产要素最
好视为不同的生产要素，正如不同等级的土地也视为不同的生产要素一样。但是，区分不同类型的劳
动力比较困难，因为他们是很容易转移的。在某一种行业中工作的劳动者进入其他行业，假如需要的
技能相对较低的话，则就可能不需要或者只需要短时间的培训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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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编辑推荐

《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共分25个章节，对建立与定价理论协调且独立于经典劳动价值理论的国际贸
易理论体系；分析生产要素的国内和国外流动，并着重分析其与产品流动的关系；描述国际贸易波动
和在固定汇率制度(如金本位制或金汇下的国际资本流动机制；证明国际贸易理论是充分考虑了影响定
价的空间因素的一般区位理论作了介绍，并在充分考虑了生产要素供给和运输成本的区域性差异影响
的基础上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基本框架。《 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
，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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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

精彩短评

1、书很好，质量感觉不错，摸着很舒服，发货也挺快的，总之很满意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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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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