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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 方 国际 贸易研 究中

一个广 为人知的长久命题
一一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述评

吴奎显

比较成本说即比较生产费用说
,

系英国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首创的对外贸

易理论
。

它认为
,

每个国家应专门生产生产

费用比较低的商品来出 口
,

而对那些在生产

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

生产费用又比较高的其

他商品则应从外国进 口
,

以满足国内需要
。

依此就会自然形成国际分工
,

使各贸易国互

相获益
。

这一理论被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所广泛接受
,

倍受推崇
,

并被普遍应用于外

贸经济实践中
。

比较成本说已成为西方国家

国际贸易研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长久命题
。

月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立论于他的价值

理论和货币理论的基础之上
,

他以其

著名图式概括了比较成本说的基本内容
。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其劳动价值论向

国际贸易领域的延伸
。

在劳动价值论方面
,

李嘉图认为
,

每个商品的总劳动需要量就是

包括该商品所需要的直接劳动时间
,

加上生

产该商品的各种生产资料生产所需要的间接

劳动时间
,

还要加上生产这些生产资料的生

产资料生产所需的间接劳动时间等的总和
。

⋯⋯相对的生产价格大约等于相对的劳动总

需要量
。

李嘉图对外贸的分析就是在这一认

识基础之上进行的
。

他认为
,

世界市场上参

与竞争的既有一些效率高的生产者
,

也有一

些效率低的生产者
。

前者不能完 全 取 代 后

者
,

因为后者能够供应前者所不能供应的那

一部分世界需求
。

在这种情况
一

「
,

只要这些

效率不 同的资本进入 同一市场
,

它们的个别

价值就将受到调节该市场价格和生产的国际

社会价值所约束
。

相对的生产价格的变化大

体是由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总需求量相对变

化的结果
。

在货币理论方面
,

他认为货币供应量增

加
,

将使所有商品货币价格上涨
,

货币供应

量减少又会使所有商品货币价格下降 李熹

图的这种货币理论乃源于古典学派的货币数

量说
,

实际上他把后者推论到所有类型的货

币上
。

他的货币理论在其外贸理论中起着关

键的作用
。

他曾以英
、

葡两国生产布和酒为

例来说明货币在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作用 该

例子说
,

葡国在这两种商品生产上的效率高

于英国
,

因而处于优势地位
,

必定要向英国

大量输出这两种商品
,

造成英国贸易逆差
。

于是英国被迫向葡国输出黄金
,

以 消 除 逆

差
,

平衡贸易
。

结果
,

英国的黄 金 货 币 外

流
,

从而货币供应量减少
,

造成商品的黄金

价格下跌
。

同时
,

葡国由于流入黄金
,

增加

了货币供应量
,

使所有商品的黄 金 价 格 上

涨
。

这样
,

葡国因价格上涨而逐 渐 失 去 优

势
,

而英国则因价格下跌逐渐增 强 竞 争 能

力
,

其中不利程度较小的商品将最先赶上葡

国
。

只有当英国的一种商品处于比较有利的

地位展开竟争时
,

双方的对流贸 易 方 能 进

行
,

不过价格仍将波动
,

直到每个国家都输

出一种对自己相对有利的商品时
,

双方贸易

才能大致达到平衡
。

这样的双方贸易总是占

据支配地位
,

对所有国家都是有利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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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基于劳动价值论和货币理论基础

上的外贸理论
,

是在斯密自由贸易的
“

区域

分工论
”

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斯密在其经

济学巨著《国富论 》中极力提倡自由贸易
,

认为每个国家都应利用有益于 自己的国际分

工
,

以发展本国的经济
。

斯密说
,

如果一个

国家生产布匹的成本低廉
,

另一个国家生产

酒的成本低廉
,

那么这两个国家在生产商品

方面应该实行专门化
,

专门生产耗费本国劳

动少的商品
,

注意绝对成本
。

然后彼此进行

交换
,

以节省劳动
,

使本国收益
。

但是
,

李嘉图对此则进行更深一层的探

讨
。

他说有一种情况完全可能 英国生产布

所需要劳动比葡国更多
。

按照斯密的绝对成

本思想
,

英国应停止布的生产
。

但李嘉图却

不以为然
。

他说
,

尽管如此 英国还是要生

产布匹
,

而葡国则从英国进 口 布 匹
。

就 是

说
,

葡国用本国制造的远较英国低廉的酒去
‘

换取英国布匹
,

这是一种非常合算的交易
。

因为葡国在制造酒上所节约的劳动远多于生

产布匹所投入的劳动 对此
,

李 嘉 图 举例

说
,

英国生产二定数量的布匹
,

需要投入

个工人一年劳动
,

而葡国生产同样数量的布

匹只需要投入 个工人一年劳动 英国酿造

一定数量的酒
,

需要投入 个工人一 年 劳

动
,

而葡国酿造同样数量的酒只需投入 个

工人一年劳动
。

按照斯密的绝对成本论一一

国际分工论
,

葡国在两种商品生产上均占绝

对优势
,

英
、

葡之间不可能进行贸易
。

但是李嘉图指出
,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
,

英
、

葡两国之间还是可以进行对流贸易的
,

并且贸易国双方可以互相获益
。

因为这里起

决定作用的是相对成本论的指导
,

而不是绝

对成本论的指导
。

李嘉图解释说 葡国虽在

两种商品生产上占优势
,

但在酒的生产上占

有更大的优势
。

葡国如其挪用一部分资本去

生产布匹
,

还不如把全部资本都 用 来 生 产

滴 这样芍国就可以用 个工人一年劳动生

产出来的酒去换取若自己生产则需投入 个

工人一年劳动的布
,

比两种商品都由本国生

产可以节省 个工人一年劳动
。

而英国虽然

在两种商品生产上都处于劣势
,

但它可以生

产其不利程度较小的商品
,

就是说它可以专

门生产布
。

这样
,

英国也可以用 个工人

一年劳动生产的布去换取若 自己生产则需投

入 个工人一年劳动的酒
。

通过英
、

葡两

国交换
,

英国也可以节省 个工 人 一 年 劳

动
。

所以从 比较成本考虑
,

这样的国际分工

和交换对英
、

葡两 国乃至 国际社会都是有好

处的
。

为此
,

李嘉图还特地提出其著名图式

并假定每个工人一年劳动值 盎司黄金

对英
、

葡两国交换获利情形进行比较
,

对其

比较成本说加以论证
。

英 国 ⋯葡 国

布 , 。。个 工人一年劳 ⋯盎司黄金 , 个

动一 盎司黄金 ⋯工人一年劳动
’

布

酒 个 工人一年劳 盎司黄金 个
动一 盎司黄金 工人一年劳动 酒

在此情况下
,

若不进行国际贸易
,

即两

种商品均由本国生产
,

则英国耗费

工人一年劳动
,

合 盎司黄金
,

葡国

耗费 工人一年劳动
,

合 盎司黄

金
,

整个国际社会共耗费 。 英国 葡

国 个工人一年劳动
,

合 盎司黄金
。

在上述情况下
,

若实行国际分工
,

即英

国专门生产布
,

葡国专门生产酒
。

于是
,

英

国用 。。个工人一年劳动生产两份布 一 份

自用
,

一份换酒 葡国用 个工 人 一年劳

动生产两份酒 一份 自用
,

一份换布 这时
,

英国比以前少耗费 个工人一年劳动
,

合

盎司黄金
,

葡国比以前少耗费 个工人一年

劳动
,

合 盎司黄金
,

整个国际社会共少耗

费 一 个工人一年劳动
,

合 盎

司黄金
。

可见
,

同样国际条件
,

有了外贸
,

英国节约劳动
,

葡国节约劳动
,

全社会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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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总之
,

各贸易国都将从国际贸易中获

益
。

李嘉图说
,

没有一个国家需要害怕国际

贸易
,

因为它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是对斯密绝对成

本说的重大突破与发展
,

被西方经济

学界誉为古典学派成熟的国际贸易理论
,

成

为资本主义世界进行国际贸易的指南
。

比较

成本说具有合理内核
,

不仅为西方各派经济

学家所接受
,

而且也得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一定程度的肯定
,

成为西方国际贸易研究

中一个广为人知的长久命题
,

倍受推崇
。

斯密的绝对成本说暗含一种假定
,

就是

贸易双方至少有一种低成本的商品能在国际

间销售
。

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连一种具有成本

优势的产品都没有
,

那还有国际贸易吗 就

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能有国际贸易
。

李嘉

图的比较成本说突破了斯密绝对成本说这种

教条
,

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

李嘉图说
,

即使一个国家各行各业都缺乏生产效率
,

没

有低成本的产品乡 但是通过国际贸易仍能得

到贸易利益
。

上面介绍的李嘉图著名图式正

是为了论证这一问题
。

虽然
,

葡国在布和酒

这两种商品生产上的劳动消耗都 比英国低
,

即前者的生产效率都比后者高
,

但两优取其

重
,

葡国在生产酒上的效率比生产布上的效

率更高一些
。

这就是比较利益的意义所在
。

也就是说
,

葡国生产两种商品都具有优势
,

但两者比较一下
,

葡国在生产酒上具有更大

优势
,

即有相对优势
。

因为葡国生产布的劳

动成本是英国的 肠
,

而生产酒的成本只是

英国的 肠
。

在上述情况下进行的国际贸易对英 国将

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英国生产布和酒这两

种商品的劳动成本都比葡国高
。

但把英国的

劳动成本与葡国的比较一下
,

则布为婴

酒为
一

丝
一 。

·

这表明英国生产布的成本是

筋国 倍
,

生产酒的成本是葡国的 倍
。

两者比较
,

两劣取其轻
,

英国生产布的劳动

成本相对低一些
,

效率相对高一 些
。

就 是

说
,

生产布具有相对优势
,

或比较利益
。

比较成本说是李嘉图外贸理论的核心
。

它认为
,

各国分工只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

的商品
。

英国用其全部劳力生产布
,

有国用

其全部劳力生产酒
。

通过国际贸易
,

贸易国

双方不但可以获得各自需要的产品
,

而且彼

此还可以获利
。

总之
,

比较成本 说 坚 持 认

为
,

外贸模式取决于比较成本
,

外贸对世界

各国都是有利的
,

贸易国双方是互利的
。

比

较成本说的积极意义在于
,

它为一个国家提

供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武器
,

不论这个国家

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

生产技术水平是高

还是低
,

都能找到自己的相对优势
,

即使处

在劣势中的国家也能找到劣势中 的 相 对 优

势
。

各国根据自己的相对优势安排生产
,

进

行外贸
,

贸易国双方都可以用较 小 劳 动 耗

费
,

交换到比闭关自守时更多的产品
,

彼此

都能增加 自己的消费量
。

这样
,

比较成本说

反映了劳动消耗与劳动成果之间 的 技 术 关

系
。

它启示人们要大力提高社会生产率
,

这

是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
。

从这点出发
,

比较

成本说既适用于发达国家
,

也适用于发展中

国家
。

前者利用它可以得到国内得不到的超

额利润
,

后者利用它可以发挥 自己相对有利

条件
,

取人之长
,

补己之短
,

不断增强 自己

的经济力量
。

这就是比较成本说在理论上和

实践上起积极作用的一面
。

如果说
,

比较成

本说有其合理内核
,

其意义乃在于此
。

正因为如此
,

尽管人们并不完全接受甚

至反对这一学说
,

但都程度不同地认为这个

学说在其自身范围内有正确的部分
。

西方经

济学家对比较成本说发表过不少评论
,

其中

有些虽然是批评意见
,

但多数还是对这一学

说的进一步阐述
,

是对比较成本说的发展和

具体化
。

与其说它受到批评
,

不如说它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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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崇
。

例如
,

新古典学派教科书中
,

比较成

本说一般是作为构成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基

本原则而被提出来的
。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

森在其《经济学 》一书中把比较成本说称之

为国际贸易的不可动摇的基础
。

总之
,

李嘉

图的比较成本说在西方经济学界倍受推崇
,

载誉不衰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李嘉图的比较成

本说也予以一定程度 的 肯 定
。

马克思说
“

对有商品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
,

同样的

情况也都可能发生 就是说
,

这种国家所付

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
,

但是它由此得到的商品比它 自己所能生产的

更便宜
”

①
。

即相对于 自己本身的劳动消耗

来说
,

可以获得更多的使用价值
,

这也就是

马克思所说的
“

使用一定量劳动时具有更大

的效率
”

②
。

马克思的话向人们表明 英
、

葡两国分别在布和酒这两种商品生产方面占

有比较优势
,

其主要原因是两国生产这两种

商品的生产效率不 同
,

即两国在这两种商品

上的劳动生产率不一样
。

可见
,

马克思从劳

动生产率方面
,

从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的比

例关系方面肯定了比较成本说的现实意义
。

但是比较成本说毕竞是资产阶级 的 经 济 理

论
,

今天我们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

观

点与方法来全面评价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说
。

比较成本说虽然具有合理的内核
,

但

是更应该看到这一理论具有很大的理

论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

李嘉图明言
“

对外贸易的扩张虽然大

大有助于一国商品总量的增长
,

从而使享受

品总量增加
,

但却不会直接增加一国的价值

总量
”

③就是说
,

李嘉图外贸理论承认外贸

只增加使用价值不增加价值
。

对此马克思明

确指出
“

⋯ ⋯他的国际贸易理 理 是 错 误

的
,

他认为国际贸易只生产使用价值 他称

为财富
,

不生产交换价值
” 。

④他把使用

价值和价值对立起来的做法
,

实际上否定了

资本主义贸易的剥削性
。

接着马克思指出
,

生产力提高的最终结果会增加相 对 剩 余 价

值
,

促进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

在增加使

用价值的同时
,

也实现了价值的增殖
。

必须指出
,

李嘉图认为外贸只增加使用

价值不增加价值的观点
,

显然是和他的
“

支

配一个国家中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不能支配

两个或更多国家间互相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

值
”

⑥这一理论相吻合的
。

李嘉图解释说
“

⋯ ⋯英国以 人的劳动产品交换 葡国

。人的劳动产品
。

这种交换在同 一 国 家 中

的不 同人间是不可能发生的
” ,

⑥但可在不

同国家间进行
。

在李嘉图看来
,

劳动价值论

在国内交换中必定得到贯彻
,

但在国际贸易

领域中却失去普遍意义
。

这显然是李嘉图劳

动价值论不完善的自我表现
。

对此
,

马克思

帮他作了科学的回答
“

不 同国家的工作 日

相互间的比例
,

可能象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

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劳动比例一样
” 。

因此
, “

即使从李嘉图理论的角度来看
,

⋯
· ·

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

家的一个工作 日相交换
。 ”

⑦ 这就是说
,

复

杂的劳动等于加倍的简单劳动
。

所以后一国

家一个熟练工作 日的产品可以和前一国家三

个简单工作 日的产品相交换
。

马克思强调指

出
,

两国间这样的交换仍然是符合等价交换

的原则的
。

马克思通过这样的论证解决了李

嘉图在国际交换中所遇到的矛盾
。

这个矛盾

是李嘉图无法解决的
。

但是
,

马克思经济学

又认为承认支配一国商品相对价值的法则也

能支配两国或更多国家间商品交换这一理论

并不等于否认资本主义国际贸易中存在不等

价交换
。

马克思从价值和剩余价值方面来说

明比较利益时明确指出 根据比较利益
,

两

国可以相互进行交换
,

虽然两 国 都 收益
,

“

但一国总是吃亏
” ,

又说
“

一国可以不断

获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

付任何代价 ⋯ ⋯
” ‘动 马克思在这里明确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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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际贸易中会发生价值转移 的 事 实
。

不

过
,

马克思说
,

这与资本家直接获取工人剩

余劳动的情形不同
,

因为发达国家劳动生产

率高
,

其出口商品会在国际市场上卖得比国

内价格高
,

由此实现的超额利润就是发达国

家得到的
“

比较利益
” ,

它实际上是由落后

国家转来的工人剩余劳动
。

可见
,

李嘉图的

比较成本说 —国际贸易理论的阶级局限性

就在这里
,

昭然若揭
。

它反映了当时英国资

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
。

其时
,

英国是世界上

工业最发达的国家
,

生产了大量工业品
,

成

本较低
。

它力图控制和利用世界市场推销其

工业品和获取廉价的粮食和原料
,

以适应 自

身工业发展的需要
。

在这种国际 国 内 形 势

下
,

英国工业资产阶级鱼需有一种理论来为

自由的国际贸易提供依据和论证
。

比较成本

说就是适应这一理论需要而产生的 它实际

是要英国只生产工业品
,

其他落后国家专门

生产粮食和原料
,

用来交换英国的工业品
,

最终成为英国的经济附庸
。

这就是李嘉图的

比较成本说为什么受到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普

遍欢迎的原因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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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
、

通信
、

重要原材料和水利等基础工业和

基础设施的建设 全面提高各级各类教育水

平
,

加强基础教育
,

发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教

育
,

积极发展成人教育
,

十分重 视 扫 盲 工

作 加强 自然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
,

抑制生

态环境恶化的趋势
。

“

八五
”

计划纲要中
,

对上述的重要任

务进一步作了具体的
、

量化的规定
。

如为了

保证农业的稳定发展
,

到 年
,

杂交水稻

和玉米的种植面积分别达到 亿亩和 亿

亩左右
,

小麦
、

玉米
、

水稻的先进栽培技术

推广面积各 亿亩左右
,

地膜和塑料大栩的

粗盖面积达 。。万亩
。

在能源工业方面
,

要

求 年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 达 到

亿吨标准煤
,

发电量达 亿度
,

原油产量

达 亿吨
,

夭然气产量达 亿立方米
。

在交通运输方面
,

对铁路
、

公路
、

水运以及

航空等提出了数量和质量的指标
。

其他方面

如水利建设
、

教育事业等等
,

也都作出了具

体的要求
。

总之
,

保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

重视

经济发展的全面效果
,

是经济和社会发展十

年规划和
“

八五
”

计划纲要的特色
。

它们既

是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总结
,

又符

合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原理
。

我相信
,

它

们规定的目标和指标一定能够完美地逐一实

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