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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85_E5_95_86_E5_c67_490642.htm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

长的发动机”学说 一、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的

主要内容 本世纪3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逊(D.H.Robertson)提

出了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EngineforGrowth)的命

题。 在50年代，诺克斯(R.Nurkse)在其所著《贸易格局与发展

》文中进一步补充和发展了这一命题，因此他们两人便成为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 对外

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学说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战

后50年代诺克斯的主要观点 50年代诺克斯对19世纪英国与新

殖民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因进行研究之后，得到的结论是，19

世纪国际贸易迅速发展是许多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因

而称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诺克斯认为：方面，

因为各国按比较成本规律进行国际贸易，通过两优取其更优

，两劣取其次劣的办法进行专业化分工，使资源得到更有效

的配置，增加了产量。通过交换，各国都得到了多于自己生

产的消费量。他认为这是对外贸易的直接利益。另一方面，

也是最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外贸易产生间接的动态利益，即

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通过一系列的动态转换过程，把经济

增长传递到国内各个经济部门，从而带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增

长。他指出，19世纪的国际贸易“具有这样的性质：中心国

家经济上的迅速成长，通过国际贸易而传递到外围的新国家

去。它是通过初级产品的迅速增加的需求而把成长传递到那

些地方去的。19世纪的贸易不仅是简单地把一定数量的资源



加以最适当的配置的手段,它尤其是经济成长的发动机。” (

二)6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进一步补充的观点 60年代以来，西方

经济学家进一步补充了这一学说。他们认为，对外贸易较高

速的增长，特别是出口的高速增长，会带来以下几个重要的

动态利益： 1.出口扩大意味进口能力的提高。进口中的资本

货物对经济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方面

，资本货物的进口使这个国家取得国际分工的利益，大大地

节约了社会劳力。另一方面，资本货物的进口，尤其是先进

技术设备的进口可以提高国内的技术水平，经消化后，会大

大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星巨。 2.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国

内的投资流向发生变化，资本会越来越集中在有比较优势的

领域。在这些领域中进行专业化生产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

。 3。规模经济利益。一国国内市场相对来说总是狭小的，

出口的扩大克服了国内市场的狭小性，生产规模可以不断扩

大，以达到最佳程度，使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单位成本不断

下降。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会增强国际竞争

能力。 4.出口扩大还会加强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促进国内

统一市场的形成。这一点对经济运行机制不健全的国家尤其

重要。出口的扩大，特别是加工程度较深的制成品出口的扩

大，会增加对向出口部门提供投入物部门的需求。这些部门

转而向其他供给部门增加需求。如此反复下去，不但会带动

所有部门的发展，而且会大大地促进国内经济的一体化。 5.

出口的不断扩大会鼓励外国资本的流入。这对普遍缺乏资本

的落后国家日益重要。外资的流入不但能解决国内投资不足

的难题，而且会促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传播。 6.在世界

市场上进行激烈的斗争会使国内出口产业以及与之相关的产



业改进质量、降低成本，从而促进国内产业的发展。 (三)诺

克斯认为这个学说在20世纪不再适用的原因 诺克斯认为对外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学说，适用于19世纪，其主

要论据是英国的经济发展通过对外贸易带动了新兴国家如美

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等国家的经

济发展，成为他们的“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到了20世纪，

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这一学说不再适用。即在20世纪，中

心国家(发达国家)的经济成长并未通过初级产品需求的增加

而把它们的经济增长传递到世界其他国家去。诺克斯认为发

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有6个： 1.发达国家工业结构的变化，由轻

工业结构转向重工业结构(技术和化学工业)，即从制成品中

原料含量高的工业转向原料含量低的工业. 2.在发达国家的国

民生产总值中，劳务部门所占的比重增加，因而对原料的需

求落后于生产的增加. 3.对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低. 4.农业保

护主义的蔓延. 5.工业原料的节约使用(如电解镀锡，金属回收

和再加工). 6.合成原料和人造原料越来越多地代替天然原料。

尽管如此，随着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出口导向型而成为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以后，这一学说再度流行。 二、对外

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学说的评价 (一)就对外贸易能

带动或激发经济增长这点来说，它是正确的许多国家的经济

发展史已经证明，商业的扩张往往推动着工业的进步，世界

商业和世界市场是在16世纪开始资本的近代生活史的。在产

业革命以前的时期如果没有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工业进步就

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商业上的产业大革命是革命的历史前

驱。在战后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以

发展对外贸易为突破口的，对外贸易的发展带动了这些国家



和地区的经济高速发展。但是，这个学说存在一些片面性。 (

二)这个学说存在的片面性 1.过分夸大了对外贸易的作用。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他们的经济发展除了生产

关系改革这个重要条件以外，还有四个主要因素，即：市场

的扩大、资本的积累、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先进的管理。这些

因素是互相影响的，只有综合起来，经济才能取得迅速的发

展。 2.忽略了对经济增长机制的分析。对外贸易对一个国家

的经济发展之所以能起刺激和带动作用，只是在其他条件具

备时才能有这种作用。对外贸易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

只是它的一个必需条件，而不是它的先决条件。在19世纪西

欧国家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之所以能带动少数白人移民地

区的经济发展，是因为在这些地区存在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条

件。而许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尽管它们的对外贸

易也增长了，但是并没有导致经济发展，原因就是它们在国

内还不具备这些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条件。 3.掩饰了资本主

义国际贸易中的生产关系。他们只抽象地谈论对外贸易给一

国带来的经济利益，而不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达资本主

义国家通过国际交换，剥削、掠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历史

事实，抹煞二次大战后发达国家借助经济优势在国际贸易中

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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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