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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9_99_85_E8_B0_83_E8_c28_592077.htm 市场是随着商品交换

关系的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的。市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

的总和, 它涵盖着一定社会经济的各行业、部门及生产、流通

、分配和消费等再生产各环节, 它是由社会经济的各种结构及

运行组成的一定的社会经济系统, 犹如自然界各个生态系统一

般。在同一市场中, 各种要素有机联系和制约, 形成完整的体

系。早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 社会经济形态尚处于自给自足的

自然经济时代, 各国和各地区就存在着许许多多相对独立、彼

此基本隔绝的市场。后来由于商品经济发达, 加之资产阶级革

命消除了封建割据, 各国范围内的各个分散的小市场相互渗透

、融汇, 形成了全国统一的市场体系, 此亦即所谓“国民经济

体系”。很早以前, 也出现一些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活动。只

是由于过去交通、通讯等条件限制, 特别是各国政权当局的严

格管制, 加之当时商品经济不发达, 社会经济自身缺乏强烈要

求, 跨国境的商品交换长期未得到发展, 更形成不了国际市场

。近代以来, 由于科技和生产力发展, 推动着商品经济进一步

发达, 科技发展同时还使交通和人们间其他联系工具和方式更

加发达, 跨国境的商品交换和其他经济交往逐渐发达起来。20 

世纪终于出现规模空前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趋势,国际市场

逐渐形成, 并在继续发展。市场国际化作为一种趋势和过程, 

是逐渐形成和发展的, 并呈阶段性。如果说中世纪末航海技术

和航海事业的发达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殖民战争, 可视为市场

国际化的前奏, 那么, 19 与20 世纪之交, 轮船、火车、航空及电



话、电报业的兴起, 以及后来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 则正式拉

开了市场国际化的序幕。 至20 世纪末叶, 由于电子信息时代

的到来, 加之两大阵营对垒的冷战局面结束, 各国政府的管制

措施相应放松或取消, 为国际经济联系创造了适宜的国际环

境,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进入了一个迅速、全面和深刻的发展

阶段。推动市场国际化进程加快的因素很多, 但最根本的还是

高科技的迅猛发展, 只有它才为全球化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和

现实可能性。在因特网上, 人们可以足不出户而通过点击鼠标

即可同全球任何地方的人们发生各种联系,实现信息、商品、

资本和技术的流通。其速度、规模和范围是过去包括在诸如

铁路、航海、航空以及电话、电报等交通、信息条件下所不

能比拟的过去人们所谈论的市场国际化和全球化,当时主要还

是一种理念化的东西, 如今它已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一种现

实的状态和趋势。市场作为社会经济的一个系统和体系, 其中

的各种经济要素的结构比例关系大致均衡和协调, 并且是在不

断的“不协调协调不协调”的矛盾运动中求得协调. 经济的总

体运行大致平稳和逐步发展, 并且是在不断的跌宕起伏中求得

稳定和发展。这是什么原因? 其中必然有某种机制和力量在发

挥作用。而事实上, 影响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力量和作用机

制不仅存在, 而且多种多样。其中有些是正面起维护、促进作

用的, 有些则是反面起阻碍、破坏作用的。对于社会经济结构

和运行能够或起码当初期望能够发挥维护、促进作用的力量

和机制, 被称为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可以分为社会经济内

部(自身固有) 的与外部的两类。内部调节机制主要指市场调

节, 即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的自发作用。外部调节机制是指诸

如政治的、社会的等各种力量和因素对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



自觉施加的影响。后者例如20 世纪以来发生和逐渐加强的国

家调节(在各社会主义国家称为“计划调节”) 。 西方资本主

义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以后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

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国家基本上不介入社会经济生活, 其调节

机制基本上是一元化的市场调节。19 世纪末出现生产社会化

并形成垄断以后, 市场机制由于自身固有缺陷已不能充分有效

地调节经济, 国家调节应运而生。它在市场调节基础上发挥配

合、辅助有时甚至是主导性的调节作用。这就是调节机制的

二元化。因市场国际化而形成的国际市场, 也需要有相应的调

节机制。国际市场的基本调节机制仍然是市场调节, 只不过它

是一种国际性的市场调节。但是, 一方面由于市场机制本身也

存在着诸如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市场盲目性与滞后性

等固有缺陷, [1 ] (P15 - 23) 单靠它难以实现充分和有效的调节.

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市场乃主要由各国的涉外市场共同构成, 国

际市场经济活动主体来自各国, 他们分别受到各自国家的管理

和调节。也就是说, 国际市场仍然受到各国的国家调节。各国

的国家调节措施和力度不同, 妨碍国际市场上市场机制的统一

调节作用, 并直接阻碍着国际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例如各国设

置的关税和各种非关税壁垒即如此。因此, 国际市场迫切需要

有新的调节机制, 藉以协调或统一规制各国的国家调节, 并弥

补市场调节固有的不足。这种调节机制即为国际性调节, 或称

国际调节。这样一来, 国际市场的调节机制便“三元化”了

。[2 ] (P13 - 18) 国际调节的产生和发展是同市场国际化进程

同步的。因为没有国际性市场, 便没有国际性调节的必要. 而

没有相应的国际调节, 国际市场便难以正常运行, 甚至难以形

成。同前面所述市场国际化的发展阶段相适应, 国际调节的形



成和发展也呈现着阶段性。在国际市场萌芽阶段, 市场的规模

和运行主要由相关各国奉行的外贸政策的自由和开放性程度

决定, 各相关国家偶尔也会进行政府间的协商和协调。19 世纪

以后, 首先在欧洲, 由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跨国境经济贸易

活动逐渐发达, 各国间进行的双边或多边协商增多。1815 年还

出现“欧洲协作”这种多国协作形式, 在其存续整整一个世纪

中召开了一系列多边协商会议, 形成了比较连续和稳定的协商

制度。19 世纪中期, 欧洲国家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经济学理

论指导下, 放弃长期奉行的重商主义, 一度掀起贸易自由化高

潮。1880 年英、法两国率先签订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个自由

贸易双边协定“科布登切维勒尔条约”, 并首创无条件最惠国

待遇模式。在英、法的带动下,欧洲各国之间签订了一系列双

边自由通商、航海条约, 还签订了莱茵河自由航行公约。这些

即为早期的国际性调节措施, 这些措施使当时国际贸易额大幅

度上升。[3 ]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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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