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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价值转移 一、名词解释: 1、国际贸易的产品利益:国际贸易

的产品利益是一种使用价值的利益。通过国际贸易，一国生

产获得了新的生产资源、机器设备，消费获得了不同于本国

传统的商品，一国也因此得到更丰富、品种更多的使用价值

，总体福利水平有所提高。 2、国际贸易的资源配置利益:国

际贸易的资源配置利益是指通过国际贸易，克服了资源在国

际间流动的障碍，贸易参与国等于利用了对方充裕（而本国

稀缺）的资源，调整了本国资源的供求关系和价格，使得资

源在更合理的结构上得到利用，最终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益。

3、国际贸易的竞争利益:国际贸易的竞争利益是指国际贸易

向国内外市场引入了竞争机制，只有竞争的市场才能有效分

配资源和组合资源使社会生产向前发展。 4、国际贸易乘数:

国际贸易乘数是指在边际储蓄倾向和边际进口倾向之和小于1

的条件下，增加出口有利于提高有效需求，增加国民收入和

就业量。 5、贸易利益分配理论:新古典学派主张，贸易条件

线是分配国际贸易利益的关键，它越贴近哪一个国家的国内

交换比率，该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利益就越少；反之，越

远离某一国家的国内交换比率，该国通过国际贸易获得的利

益就越多。 二、思考题答题要点 1、阐述为什么国际贸易是

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引擎。 答: (1)国际贸易的产品利益 (2)

国际贸易的资源配置利益 (3)国际贸易的竞争利益 (4)国际贸

易的示范和技术传导作用 2、论述对外贸易乘数理论及其政



策意义。 答: (1)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一国的出口和国内投资一

样，有增加国民收入的作用；一国的进口则与国内储蓄一样

，有减少国民收入的作用。当商品服务出口时，从国外得到

的货币收入，会使出口产业部门收入增加，消费也增加。它

必然引起其他产业部门生产增加，就业增多，收入增加⋯⋯

。如此反复下去，收入增加量将为出口增加量的若干倍。当

商品服务进口时，必然向国外支付货币，于是收入减少，消

费随之下降，与储蓄一样，成为国民收入中的漏洞。因此，

得出结论:只有当贸易为出超或国际收支为顺差时，对外贸易

才能增加一国就业量，提高国民的收入。此时，国民收入的

增加量将为贸易顺差的若干倍。这就是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

涵义。 (2)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政策意义 首先，一国应积极努

力扩大出口，扩大出口除了有乘数效应推动经济发展的好处

外，扩大出口取得贸易顺差，可以为一国带来所需的外汇，

扩大支付手段，压低利息率，刺激物价上升，有利于投资增

长，从而进一步有益于增长和发展。其次，扩大出口所增加

的国民收入中，应有较大部分用于购买本国产品，努力实现

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国产化，防止有效需求转移到其他国

家去。再次，扩大出口所增加的收入只有在能引起投资、提

高生产能力和增加供给的情况下，才能促使经济增长，否则

出口的扩大意味着需求增长，在供给变化很小时，其结果只

能是推动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进而导致通货膨胀。最后，实

现扩大出口推动本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外部条件是世界

贸易额应平稳增加，否则一国只能降价以求扩大销路，这时

出口数量的扩大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刺激作用将被大大降低

。因此，那种认为靠廉价劳动力优势就可以扩大出口，带动



本国经济起飞的观点是有片面性的。 3、阐述与传统观点对

立的贸易利益分配理论的主要内容。 答: (1)普雷维什对于传

统贸易利益分配观点的批评 A:旧的国际分工与专业化生产原

则是不合理的，它不利于、也不适用于相对落后国家。B:旧

的国际贸易关系不仅不是经济发展的引擎，反而是造成相对

落后国家经济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基于上述两点批评，普

雷维什提出:相对落后国家应适当采用保护贸易政策，以便在

保护下发展本国工业，实现工业化，纠正目前国际贸易中存

在着的不公平现象。 (2)萨米尔&#8226.阿明的依附理论 依附

论的内容是:世界资本主义再生产是由出口部门、群众消费部

门、奢侈消费部门和设备部门组成，其中群众消费与设备部

门居再生产的中心，这两个部门是再生产的基本动力。在世

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发达国家的结构以这两种部门为主，故

处于体系的中心，而发展中国家因其生产结构（以出口部门

和奢侈部门为主）不同而处于体系的外围，外围对中心有很

强的依附性。外围依附中心的基础是这两类国家间存在着的

不等价交换。，使得外围国家的利润向中心国家转移，久而

久之，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收入的差距日益加大，外围国家

日益贫困。据此，阿明主张，应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

同时要实行工业化并努力使收入尽量平均化。 (3)埃曼纽尔的

不平等交换理论 A:广义不平等交换是指交易两国资本有机构

成不同而工资率相同时，由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时引起的不

等价交换。B:狭义不平等交换是指在两国资本有机构成和工

资率都不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的不等价交换。埃曼纽尔认为，

在其他条件相同情况下，只有工资的不平等才是引起不平等

交换的唯一原因（穷国的工资水平持续地低于富国，是历史



和制度因素造成的），因此，只有狭义不平等交换才是真正

意义上的不等价交换。埃曼纽尔主张，在其他条件一样时，

工资水平决定剩余价值率。只要穷国工资低，就可提供高剩

余价值率，国际交换就可能使部分剩余价值转移到高工资的

发达国家去，国际间的不平等主要源于此。不等价交换实际

是富国的劳动者剥削穷国的劳动者。 (4)帕罗伊克斯的不平等

交换理论 帕罗伊克斯认为，国际交换中并不是等量劳动之间

的交换，而是在特定制度下国家的工作日的交换价值之间的

交换，这就使得国际商品交换中存在着平等之下的不平等情

况。正如马克思提到过的一国的3个工作日可能同另一国的1

个工作日相交换。 4、阐述国际贸易中不等价交换产生的原

因。 答: (1)不等价交换源于垄断 (2)不等价交换源于国际生产

价格的形成 (3)不等价交换源于劳动生产率差异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