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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依据 一、生产要素理论 1．生产理论 生产者理论研究生

产者(即厂商)的行为，而生产者的行为就是如何利用自己有

限的资源去实现利润的最大。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生产就是

对各种生产要素进行组合以制造产品的行为，在生产中要投

入各种生产要素并生产出产晶，所以，生产也就是把投入变

成产出的过程。 2．生产要素理论 生产要素(Factor)是生产的

基本元素，即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各种资源。劳动、资本、土

地都参加了生产过程，三者是一切时代生产的三个要素。马

歇尔认为除了以上三个要素外，还有一个要素参加了生产过

程，这就是企业家才能。到马歇尔为止，形成了经济学中比

较成为定论的“四要素论”。现代经济学家根据经社 会发展

的现实，又增加了技术要素、管理要素和经济信息要素。 3

．生产要素的移动与配置 当所生产要素组合起来后，从质上

看，它们表现为可以生产不同的产品；从量上看，它们意味

着不同的劳动生产率，即等量要素投入的不等量产出，或不

等量投入的等量产出。因此各种不同的生产要素本身的特殊

性和它们不同组合所产生的特殊性，产生了产品的国际差异

性和生产要素国际移动的必要性。生产要素的国际移动是改

变原有的生产要素的配置而实现一种新的配置，在现代经济

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种新的配置是一种优化的

配置 二、经济一体化理论 1．经济一体化的定义 经济一体化

包括两层含义，从广义或者说从宏观层次上看，世界各国经



济彼此开放，相互联系、相互依存，一个开放的世界经济体

系的．形成是世界经济一化，但这只是一种趋势。从具体的

经济联系与交往方式来看，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成既是一个

过程，又是一种目标，而目标则是运动过程的结果。目前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表现形式有：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

同盟、共同市场等。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通过实现区

域经济一体化，使区域内生产要素实现最佳组合和优化配置

，促进了区域内经济贸易的发展。 三、“两缺口模型”理论 

“两缺口模型”分析来自于宏观经济学，说明作为一个发展

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果国内存在着投资储蓄差，有

投资不足，存在投资缺口；对外存在着进出口差，有外汇不

足，存在外汇缺口。这时，国家可以考虑引进外资以弥补国

内投资不足，待国内投资不足得到补充后，生产发展了，能

够增加出口，从而又弥补了外汇的不足，最后使投资和外汇

两个缺口都得到弥补。 四、国际经济合作规律 经济竞争、经

济矛盾、经济协调、经济合作是国际经济合作的规律，简称

为国际经济合作的“4C规律”。竞争是商品经济的必然产物

，竞争会发生摩擦、冲突，甚至对立，这些都是经济矛盾的

表现形式。有矛盾就需要协调与解决。协调包含着调控、调

节、调解、协商等多重意义。协调是推动合理竞争、缓解矛

盾冲突的良好机制，通过协调缓和矛盾就产生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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