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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陷阱与中国贸易战略选择

王佃凯

　　摘要: 发展中国家实行比较优势战略发展国际贸易, 不仅没有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 反而陷入

了比较优势陷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比较优势战略忽略了产业结构调整、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动

态贸易利益。由于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 我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不适性, 这使得我国的贸易发展

战略必须进行调整, 由比较优势战略转变为竞争优势战略。

关键词: 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陷阱　竞争优势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对外贸易起到重要的作用,

并成为推动一国经济进入世界经济循环, 拉动本国国民经济

增长的动力之一。在如何开展对外贸易上, 发展中国家大都

是按照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 强调劳动力和资源上的优势,

推行比较优势战略。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贸易发展来

看, 尽管发展中国家获得了一定的利益, 但是与经济发达国

家经济差距并未缩小, 反而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发展中国

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 贫困化增长的局面, 陷入了比较优

势陷阱。比较优势陷阱的出现使发展中国家必须反思自己的

贸易战略, 正确认识和利用本国的比较优势, 并确立新的贸

易战略。

一、比较优势陷阱的形成

在国际贸易领域中, 比较优势理论是解释国际贸易存在

和贸易利益的主导理论, 从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论到李嘉

图的比较成本论, 再到俄林的要素禀赋论, 比较优势理论形

成了完整的体系。

(一)关于比较优势理论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能提高效率, 有分工必须有交换,

国际分工使国际交换成为必需。而国与国之间进行分工的依

据是各国在产品成本上的绝对差异。李嘉图继承了亚当·斯

密关于分工可以提高生产率的命题, 同时提出了比较成本才

是国际分工的依据。比较成本理论的基本思想在于不同国家

生产不同产品存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或成本的差异, 各国分

工生产各自具有相对优势的产品, 即劳动生产率相对较高或

者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 通过国际贸易可获得利益。俄林的

要素禀赋论认为各国要素禀赋差异导致了要素价格不同, 而

且各国的要素使用比例也不同, 所以各国的商品价格不同,

由此国际贸易产生。各国应分工生产密集使用本国丰富要素

的商品, 通过国际贸易, 各国能获得最大福利。也就是说资本

丰富的国家应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 劳动力丰富的国家应生

产劳动密集型产品较为有利。

比较优势理论的核心在于各国应按照比较优势原则加

入国际分工, 从而形成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结构: 即资本和

技术密集的发达国家应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进口劳

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可以出口劳动和资源密

集型的产品, 进口资本和技术密集的产品, 这样各国都可以

在国际贸易中获得利益, 从而提高国家福利。从理论的逻辑

推理上讲, 比较优势理论是比较完美的。但在现实的国际贸

易中却出现了所谓“里昂惕夫”之迷此类的比较优势理论无

法解释的现象, 更严重的是以比较优势理论作指导, 执行比

较优势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贸易条件恶化和贫困化增

长的现象, 出现了比较利益陷阱。

(二)比较优势陷阱的形成

所谓“比较优势陷阱”是指一国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完

全按照比较优势, 生产并出口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

则在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的经济发达国家的

国际贸易中, 虽然能获得利益, 但贸易结构不稳定, 总是处于

不利地位, 从而落入“比较利益陷阱”。

比较优势陷阱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是初级产品比

较优势陷阱。它是指执行比较优势战略时, 发展中国家完全

按照机会成本的大小来确定本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 运用

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从而只能获得相

对较低的附加值。并且比较优势战略的实施还会强化这种国

际分工形式, 使发展中国家长期陷入低附加值环节。由于初

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 加上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下滑, 发展

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 甚至是贫困化增长现象的出现就不

可避免了。

第二种类型是制成品比较优势陷阱。由于初级产品出口

的形势恶化, 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制成品来替代初级产品的出

口, 利用技术进步来促进产业升级。但由于自身基础薄弱, 主

要通过大量引进、模仿先进技术或接受技术外溢和改进型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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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等作为手段来改善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并有可能进入高

附加值环节。但是这种改良型的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度的依

赖技术引进, 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 无法发挥后

发优势, 只能依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

比较优势陷阱之所以形成, 首先是因为比较优势理论所

讲的比较优势产品是本国产品间的比较, 而在一国国内具有

优势的产品并不一定在国际竞争中具有竞争优势, 而竞争优

势才是产品通过市场检验的资格。所谓竞争优势是指企业在

向顾客提供有价值的商品或劳务时所创造的独特的并持久

的属性, 这种属性可能来自于产品或劳务的本身固有的属性

或产地, 也可能来自于生产方法等。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应

是具有垄断性的产品。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 资本、劳动力、

资源等生产要素可以在国际间流动, 再加上技术的进步和对

人力资本投资增加, 推动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新材料对

资源的替代以及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数量不足的弥补, 使得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比较优势,

在国际竞争中已不再具有垄断优势, 所以根据本国拥有的比

较优势来参与国际分工, 虽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贸易利益, 但

却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其次是由于不同的要素

会带来不同的利益。各国的经验表明, 制成品的出口比初级

产品出口带来较大的利益, 而制成品中, 技术和资本密集型

产品出口一般要比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品出口带来更多的

利益。这就是刘易斯所说的:“如果增长的引擎是较发达的国

家的工业产品和欠发达的国家的初级产品的出口, 那么较发

达国家的引擎就比欠发达国家的引擎转动的略微快一些。”①

第三, 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使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出

现问题。比较优势理论的前提假设是国际贸易发生在完全竞

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 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 商品价格

等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 国际间商品价格的差异反映了一

国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可以直接形成竞争优势并成为引发

对外贸易的经济变量。而在现实中的国际贸易市场结构是不

完全竞争的, 商品价格大于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 不能如实

地反映一国的比较优势, 从而引起贸易福利的不均衡分配。

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成为引发国际贸易的新经济变量, 这使

得仍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指导开展国际贸易的发展中国家陷

入了比较优势的陷阱。

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表明: 比较优势战略不能改变发展

中国家经济落后面貌, 也无法改变国际贸易利益分配中不公

平现象。比较优势战略由于过分地强调静态的贸易利益, 而

忽略了贸易的动态利益, 即对外贸易对产业结构的演进、技

术的进步以及制度的创新的推动作用。长期执行单纯的比较

优势战略会造成一国的产业结构不能得到升级, 而且具有固

化原有产业分工的作用, 使发展中国家处在国际分工的不利

地位。由于侧重于发挥资源和劳动力的优势, 还会引起对与

强化资源和劳动力优势关系不大的先进技术特别是劳动替

代技术或资源替代技术的不重视甚至是排斥, 这会使发展中

国家享受不到现代高新技术进步带来的利益。长期执行比较

优势战略还会使国内的要素所有者收入发生分化, 产生出一

批既得利益者。在现有贸易制度下的既得利益者会采用各种

方法阻止对制度的创新, 而另外的人又因为经济和政治的影

响力低, 无力改变现有制度, 使发展中国家无法突破贫困制

度陷阱。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要调整自己的贸易发展战略,

突破比较优势战略的束缚, 实行竞争优势战略。所谓竞争优

势战略就是指以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为动力, 以产业结构升

级为特征, 全面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以具有竞争优

势的产品参与国际竞争, 分享国际贸易利益的一种强调贸易

动态利益的贸易发展战略。它强调贸易利益的动态性和长期

性, 为了获得稳定的、长期的贸易利益, 甚至可以牺牲一些中

短期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注重产业内部的交换关系和

产业的生产率以及产业替代的因果关系, 能适应当前国际贸

易中产业内贸易不断上升的趋势, 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将一国

的潜在优势转变成现实的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战略是发展中

国家改变在国际贸易中不利地位, 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作用的

一个必然选择。

二、中国的比较优势战略分析

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 在开展对外贸易中也主要采取

比较优势的贸易发展战略。在这一战略指导下, 中国的对外

贸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随着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大和国

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 比较优势战略呈现出不适性。

(一)传统比较优势正在减弱

经过了 20 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摆脱

了低收入国家常有的特征, 由以初级产品为主导产品的出口

商品结构完成了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从 1985 年开始,

初级产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逐年下降, 而工业制成品的比

重在逐年上升, 并且在工业制成品中, 机电产品已经取代了

纺织品成为出口的主要产品 (见表 1)。

表 1 　　中国出口商品构成表
1981 1985 1990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出口总额 (亿美元) 181119 273150 620191 1 487180 1 510148 1 827192 1 838109 1 949131 2 492100
初级产品比重 (% ) 50130 50105 25160 14140 14150 13111 11120 10122 10121
工业制成品比重 (% ) 49170 49195 74150 85160 85150 86189 88180 89178 89179

　　资料来源: 根据海关历年出口商品类别统计计算而来。

　　尽管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已经得到了改善, 但是作为中

国比较优势产品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增长速度和效益都在

下降, 传统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根据巴拉萨 (Balassa ) 显性

比较指数 (RCA )可以看出: 以纺织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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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比较优势在下降, 而机电产品特别是高科技产品的比较

优势在上升 (见表 2)。

表 2 中国大宗出口商品 RCA 指数
1980 1985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原材料 1119 1180 1117 0195 1128 1120 0188 0186 0184 0190
纺织品 5110 5157 3124 3110 2147 2124 1196 1190 1162 1157
机电产品 0118 0127 0127 0153 0165 0169 0171 0168 0172 0178
高科技产品 — — — — — 0131 0146 0156 0168 0169

　　资料来源: 根据海关统计计算。

劳动密集型产品难以为继,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国内劳动

生产率提高缓慢, 工资增长较快致使单位产品工资成本上

升; 亚洲金融危机后, 东南亚国家货币大幅贬值, 人民币汇率

保持尖挺, 使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优势消失; 国际市场

上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价格呈现下滑趋势, 再加上

这类产品的价格弹性比较低, 发展中国家多采用降低价格来

扩大销售更加大了价格下滑幅度。另外, 我国人口老龄化趋

势明显, 这将使低劳动成本依赖型的产业发展受阻。尽管我

国地区差异较大, 劳动密集型产业仍有较大空间发展, 但是

如继续依赖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来扩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出

口, 势必会滑入比较优势陷阱。

(二)大国经济效应限制了比较优势的发挥

中国的对外贸易经过 20 多年的持续发展, 到 2000 年进

出口总额已达 4723 亿美元, 其中出口 2492 亿美元, 分别比

1995 年增长了 69% 和 67%, 跻身世界贸易大国的第 9 位。中

国对外贸易具有大国规模以后, 出口扩张难度增加。由于对

外贸易基数很大, 如果保持现有速度将意味着每年新增一个

中等贸易国的贸易额, 显然这是不易达到的。贸易规模的扩

大, 与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不断出现。我国出口产品屡遭

反倾销调查就是典型事例。另外中国进口能力也迅速扩大,

由于进口量庞大, 经常引起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价格上扬,

使得我国进口价格上涨。同时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 使

得我国贸易条件恶化 (见表 3)。

表 3 　　中国贸易条件指数变化情况
1985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出口价格指数 185135 13014 12917 100100 89112 99157 93195 75121 87186
进口价格指数 77159 87193 95193 100100 103175 106150 108150 110125 111180
贸易条件 238190 148130 135120 100100 85190 93170 86120 68120 78160

　　资料来源: 转引自张碧琼:《国际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竞争优势》,263 页,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9 。

　　 (三)引进外资的方向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有偏差

由于实行比较优势战略, 各地都比较重视劳动密集型产

业的发展。表现在利用外资方面就是大量的外资投入了劳动

密集型产业, 外资企业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占用我国配

额, 压缩了国内企业的出口。另外, 外资企业还与我国国内企

业争夺国内市场。这与我国想利用外资提升产业结构的本意

有偏差。

表 4 　　截至 1999 年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
项目数 (个) 比重 (% ) 合同外资 (亿美元) 比重 (% )

总计 341 538 100100 6 137117 100100
第一产业 9 534 2179 108126 1176
第二产业 249 352 73101 3 655147 59156
第三产业 82 562 24120 2 373144 38168

　　资料来源: 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2000)。

表 5　　1999 年外商投资企业大宗出口商品排序表
商品名称 出口金额 (亿美元)

1 服装及衣着附件 103137
2 鞋类 50116
3 纺织纱线织物 43139
4 玩具 22169
5 塑料制品 19174
6 家俱 15167

　　资料来源: 外经贸部外资统计 (2000)。

从表 4 中可以看出, 我国引进的外资多集中在第二产业,

比例已近 60%, 而在我国发展相对落后的农业和采掘业等第

一产业比例却非常低, 只 1176%。这与我国第一产业利润率

较低、投资回收期长相联系的。目前我国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

济中的比重只有 35% 左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 而且还低于

一些发展中国家, 第三产业亟待发展, 而外资进入的比例却不

高。进入第二产业的外资也多是投入了劳动密集型行业, 这从

外资企业出口的大宗商品排序表中可看出, 外资企业的主要

出口商品种类与我国的大宗出口商品种类相吻合, 并没有体

现出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 主要原因在

于我国采用比较优势战略, 强调利用劳动力优势, 这使得引资

过程中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如何将现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

扩大上, 忽视了外资企业在技术和资本上对我国产业结构的

提升。这样, 虽然外资企业在我国的对外贸易中地位在不断提

高, 可实际上只是将原先由国内企业完成的事情, 现在由外资

企业去做了, 出口商品结构没有得到根本上的提高 (见表 5)。

由以上分析,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必须

要进行调整, 比较优势战略已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新情

况, 应将比较优势战略转向竞争优势战略。

三、我国竞争优势战略的实行

如今国际贸易的目的已不是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而在于

占领市场, 分享国际间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

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要想获得国际贸易中的利益就必须

要将本国的产品的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比较优势更多

地强调各国优势的潜在可能性, 而竞争优势则更多地强调各

国优势的现实态势。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不一定具有竞争优势,

按比较优势所确定的贸易形式也并不一定会转变成现实的贸

易形式, 只有在比较优势产品转化成竞争优势产品之后, 这种

转变才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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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

实行竞争优势战略, 不能全面地否定比较优势的发挥。相

反, 实行竞争优势战略特别要注意发挥比较优势的作用。实际

上, 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一定具有比较优势, 良好的要素禀赋

条件是形成竞争优势的基础。但我国的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在世界市场已经处于饱和状态, 要继续扩大这类产

业规模, 势必造成出口的“贫困化增长”。所以继续发展劳动密

集型产业必须要重新进行市场定位, 以世界市场需求为导向,

着力于新型化、多层次化、精细化产品开发, 提高传统劳动密

集型产业的质量和技术层次, 使出口商品从初加工到精加工

转变, 提高其附加值。我国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并不一定意味

着要使用大量劳动力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 由于技术的进

步, 利用劳动力的优势也可以生产资本密集型甚至是技术密

集型产品, 关键在于产品中的技术含量。目前通过加工贸易方

式来实现劳动力价格优势与外来资本、技术结合是继续发挥

我国比较优势的一条有效途径。加工贸易不仅可以实现静态

的比较利益, 而且还可实现动态比较利益。科技的革命和经济

全球化推动了高技术产品加工贸易的兴起, 使加工贸易内容

出现了跨越式发展。跨国公司推行全球化战略, 需要利用中国

廉价劳动力来寻找低生产成本的区位, 这为我国通过参与国

际分工发挥“后发优势”, 在全球高技术产业中争得一席之地

提供了机遇。通过加工贸易与跨国公司合作, 成为其生产链中

的一环。这样既能发挥垂直分工中劳动力价格低的优势, 又得

到水平分工中跨国公司技术外溢、管理经验等好处, 尽量减少

学习的成本, 提高学习效率, 为我国产业结构和出口商品结构

优化和升级积累必要的人力和技术, 同时又能提高产品竞争

力, 增加出口, 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

(二)技术创新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

能将比较优势转化成竞争优势并保持住, 关键在于技术

创新。发展中国家容易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的原因, 要么是因为

忽略了技术变量, 要么是技术创新的路径选择不当。目前, 中

国的初级制成品出口下降, 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产品科技含量

低, 完全依靠劳动力价格优势。而我国的工业制成品, 虽然出

口增速较快, 但产品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而且我国工业制成品

的技术多是引进或模仿得来, 自主创新较少, 造成我国工业制

成品, 特别是高技术产品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这是影响我

国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的障碍。所以必须要进行技

术创新。进行技术创新应充分发挥供求、价格、竞争机制的动

力作用, 同时国家应重视对技术创新的引导, 鼓励企业进行技

术创新, 增加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我国当前的技术创新投入和

人力资本的现状还不能支撑我国的后发优势的发挥, 所以进

一步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 落实科技兴贸战略, 加快人力资本

积累, 强化本国技术创新动力, 将是形成我国产品竞争优势的

当务之急。

(三)调整产业结构, 确立新的主导产业

产业结构是形成产品竞争优势的基础, 我国的产品缺乏

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产业结构滞后, 升级速度缓

慢。目前我国的产业结构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 产业结构

层次低, 缺乏竞争力。虽然经过了 20 多年的经济改革和开放,

我国的产业结构中出现了一部分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

业, 但是依然没有改变我国的产业结构总体格局, 表现在对外

出口的产品中, 劳动密集型产品占主体, 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

品比例很低。要提高我国产业和产品的竞争力, 就必须调整产

业结构, 确立新的主导产业。随着全球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

各国的竞争焦点逐渐转向了高科技的竞争, 高技术产品的出

口比例在不断上升。高技术具有在传统产业和高技术产业内

部使用范围广、渗透性强的特点。高技术不仅能靠自身市场开

发的能力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而且能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改

造, 提高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效率和国际竞争力。我们必须要

调整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 加强“高技术”、“高附加

值”产品的出口。为此, 要将高技术产业确立为主导产业。通过

高新技术开发区建设, 形成高技术产业群, 培养一批高技术出

口重点企业, 通过培育资本市场以及综合运用财政、税收、政

府采购等政策扶持高技术产业的发展。

(四)重视政府在形成竞争优势中的作用

政府在推行竞争优势战略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它的

作用表现在: 首先是推进体制创新。我们应尽快建立起市场

化、法律化的外经贸管理体制, 本着公开、公平、竞争、效益的

原则不断改进进出口管理体制, 实现企业外经贸自营进出口

权依法登记制; 建立公平规范、统一合理的进口税收体制, 依

靠动态关税调节进口数量和结构。其次是引导作用。无论是技

术创新, 还是产业结构调整都涉及到了引进国外先进产业和

先进技术的问题。政府应通过产业政策制定一定的产业进入

范围和技术门槛, 引导外来资金、技术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

级。再次就是扶持和保护作用。根据国外的经验, 在形成竞争

优势产业的过程中, 政府的扶持和保护是必要的。即对一些关

键性的高技术产业和幼稚产业采取一系列的扶持政策, 包括

金融、税收、研究投入等方面, 并且在一定时期内保护国内市

场。但这种扶持和保护不同于一般的进口替代政策, 它的最终

目的在于形成具有竞争优势的产业。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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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2511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1984 。

参考文献:
11 张碧琼:《国际资本流动与对外贸易竞争优势》, 北京, 中国发

展出版社,1999 。
21 江小涓:《中国对外经贸前沿Ê 》,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1 张小蒂:《技术创新、政府干预与竞争优势》, 载《世界经济》,

2001 (7)。
41 洪银兴:《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 载《经济研究》,1997 (6)

(作者单位: 中共山东省委党校经济学部　济南　250021 )
(责任编辑: N )

13
© 1994-200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