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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代表著作《国富论》中，提出了国际分工与自由贸易的

理论，并以此作为他反对重商主义的“贸易差额论”和保护

贸易政策的重要武器。他首先分析了分工的利益。他认为分

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原因是：分工能提高劳动的熟练程

度.分工使每个人专门从事某项作业，可以节省与其生产没有

直接关系的时间.分工有利于发明创造和改进工具。 斯密认为

，适用于一国内部的不同职业之间、不同工种之间的分工原

则，也适用于各国之间，从而形成其国际分工理论。自由贸

易会引起国际分工，国际分工的基础是有利的自然禀赋，或

后天的有利生产条件。它们都可以使一国在生产上和对外贸

易方面处于比其他国家有利的地位。如果各国都按照各自的

有利的生产条件进行分工和交换，使各国的资源、劳动力和

资本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将会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及增加物

质财富。 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比例说 古典学派认为商品的价

值是由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以俄林为代表

的新古典学派则反对这一学说。他们用在互相依赖的生产结

构中的多种生产要素的理论代替了古典学派的单一生产要素

的劳动价值理论。李嘉图认为国内价值理论不能适用于国际

贸易，俄林则把国内价值理论扩大到区际贸易或国际贸易上

。 古典学派认为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是各个国家生产各种商

品劳动生产率的差异，而且各国劳动生产率及其差异都是固

定不变的。俄林则在他的生产要素禀赋理论中，假定各个国



家在生产商品时所使用的生产技术是一样的，因而排除了各

国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一)要素比例理论的三个主要结论 1.

每个区域或国家利用它的相对丰富的生产诸要素(土地、劳动

力、资本等)从事商品生产，就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反之，

则处于不利地位。 2.区域贸易和国际贸易的直接原因是价格

差别，即各个地区或国家间商品价格不同。 3. 商品贸易一般

趋向于(即使是部分地)消除工资、地租、利润等生产要素收

益的国际差别。 (二)赫俄学说的一些假定 1.在各个域际或国

家内部，生产诸要素是完全自由流动的，在区域和国家之间

，它们是不能自由流动的。 2.假定货物流通中的一切限制都

不存在。 3.假定只有商品贸易，贸易是平稳的，出口恰恰足

以支付进口。 4.假定生产诸要素是完全可以分割的，单位生

产成本不随着生产的增减而变化，因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

。 5.假定只有两个区域或两个国家。 6.假定两国技术水平相

同，生产函数相同。 (三)赫俄要素比例说的基本内容 1.价格

的国际绝对差 俄林认为各国所生产的同样产品的价格绝对差

是国际贸易的直接基础或直接原因，即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

是由于价格的不同。当两国间的价格差别大于商品的各项运

输费用时，则从价格较低的国家输出商品到价格较高的国家

是有利的。 2.成本的国际绝对差 俄林认为价格的国际绝对差

来自成本的国际绝对差。商品价格的国家之间的差别，主要

是成本的差别。所以，成本的国际绝对差是国际贸易发生的

第一个原因。 3.不同的成本比例 俄林认为国际贸易发生的第

二个条件是在两国国内各种商品的成本比例不同。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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