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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9B_BD_E9_99_85_E8_c67_470164.htm 第二章 国际分工（上

） 一、名词解释: 1.国际分工:指生产的国际专业化，它是社会

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2.水平型分工:生产力水平相

近的发达国家之间的部门内的国际分工，即产品、零部件生

产和工艺的专业化。 3.垂直型分工:生产力水平差距较大的发

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补性国际分工，即前者主要从

事高资金、高技术含量的制造业生产，后者主要从事农矿及

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 4.绝对利益: 亚当#8226.李嘉图（David

Ricardo）创立的古典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出

口有最大比较利益的产品、进口其最小比较利益产品，则该

国就能在贸易中获利。即使一国在生产任何产品时生产率都

处于绝对不利地位，仍有与他国发生贸易的可能，而且可以

通过贸易获得好处。 6.机会成本:为获得生产一单位追加的某

种产品而必须放弃生产另一种产品的数量或价值。 7.生产可

能性曲线:表示资源在不同产品生产中的分配所形成的替代关

系，即在一定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大限度不同产

品组合的产量。 8.社会无差异曲线:表示在既定收入与消费偏

好下。消费者所选择不同商品组合可使其获得同等满足程度

的情况。 二、思考题答题要点1、简述影响国际分工产生与

发展的因素 答: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

和自然条件等三类因素所决定的。（1）生产力因素，它对国

际分工形成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决定着国际分工的形式、

广度和深度；在生产力因素中，科学技术进步发挥更重要的



作用；（2）生产关系因素，即参与国际分工国家的内部社会

生产关系和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或生产的国际关系）；（3

）自然条件因素。有利的自然条件为参与国际分工提供了可

能，但在自然条件具备的情况下，能否形成现实的国际分工

，则要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与实际的生产力。2、简述李嘉图

比较利益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局限性 答:李嘉图的比较利益学

说旨在说明决定国际贸易的基础是比较利益，而不是绝对利

益。其核心思想是:国际分工中若两国生产力不等，甲国生产

任何一种商品的成本都低于乙国，处于绝对优势，而乙国相

反，其劳动生产率在任何商品的生产中均低于甲国，处于绝

对劣势。这时，两国间进行贸易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两

国间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并不是在任何商品上都一样，这样处

于绝对优势的国家不必生产全部商品，而应集中生产在本国

国内具有最大优势的商品，相应地，处于绝对劣势的国家也

要集中力量生产那些不利较小的商品，然后通过国际间的自

由交换，在资本和劳动不变的情况下，可以增加生产总量，

提高生产率，节约参与交换的国家的社会劳动，增加产品消

费。如此形成的国际分工对贸易各国都有利。 李嘉图的上述

思想可简单概括为:两利取其重，两害取其轻。 比较利益学说

的局限性在于:（1）研究问题的出发点认为这个世界是一个

静态均衡的世界，因而其理论是建立在一系列简单、苛刻的

假设前提基础上的，把复杂、多变的经济抽象为静态、凝固

的状态；（2）该理论只提出国际分工的一个依据，未能全面

揭示出国际分工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3）未能揭示出国

际商品交换所依据的规律，即国际价值规律的国际内容。 3

、什么是比较利益理论的现代说明？ 答:比较利益理论的现代



说明，是以边际分析、机会成本、生产可能性曲线和社会无

差异曲线等分析工具的一般均衡分析，以此来解释国际贸易

的发生及利益。以上述经济学工具对比较利益学说进行图解

，把语言表述变为几何图形，使理论表述更为形象、精炼和

直观。这种均衡分析方法和工具，对于其他国际贸易理论和

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也同样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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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