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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经济方面的条件，包括各国的科

学技术水平、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国内市场的大小、也有国

际政治方面的条件，各国政府、国际经济秩序的情况以及各

国的自然条件的差异，包括气候、土地、资源、国土面积、

人口、地理条件等等。 （一）生产力发展水平 生产力的高低

决定商品生产的成本。商品生产成本的高低决定了该商品在

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取得竞争优势的出口国，可以在较长

一段时期内形成生产该商品的固定分工格局。没有取得竞争

优势的国家，或者竞争优势略差一些的国家，完全可通过提

高该商品生产中的生产力、降低成本，逐步建立自己在该商

品生产与出口中的优势，改变国际分工的格局。相反，已经

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与出口中取得竞争优势的出口国，如果生

产力提高较慢，被其他国家赶上来，会逐步失去优势，成本

会逐渐地高于其他国家，最终失去出口机会，这也会改变已

有的国际分工格局。 （二）科技革命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历

史上的科学技术革命曾深刻地改变了社会物质生产领域的许

多状况，促使社会产生了新的产品和新的产业部门，同时使

劳动过程和生产工艺不断变革，从而使社会分工和国际分工

发生变化。18世纪末，英国发生产业革命之后的国际分工，

不同于以前工场手工业时代的国际分工。19世纪中期以后，

蒸汽机的广泛应用，铁路、轮船、电报等的出现，这一切又

使国际分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开始打破了只有英国是世界



工业中心的局面，到20世纪初，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

发展，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不但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且

也使现代生产技术和设备输出到殖民地半殖民地，使世界各

国更深入地卷到国际分工之中。 战后的科技革命形成了一系

列新的技术和产业部门，如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空航天

技术等。这一切使原先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产业部门

分工进一步发展到部门内部分工。现代新技术的研究开发需

要大量的资金和极其巨大的科研力量，这促使不少国家走上

联合开发的道路。现代交通、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运费不断下

降。许多产品的生产可以通过各国的产品零部件生产和工艺

流程上的分工来完成。以往的钢铁工业中心通常是在煤矿、

铁矿附近，但是自从十几万吨，甚至几十万吨的大型专用运

输船出现之后，从万里以外的地方运来铁矿石和煤炭进行钢

铁生产的日本，在世界钢铁市场上保持了强大的竞争力。在

现代技术高速发展的影响下，不少国家的钢铁工业开始从煤

、铁矿产地向港口转移。过去没有煤、铁矿而依赖进口钢铁

的国家，在其港口建立了自己的钢铁工业，并成为钢铁出口

国的例子并不少见。 （三）自然条件 任何社会的经济活动都

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条件之上的。马克思指出：“正像威廉

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⒁这里说

的土地就是指自然条件。应当指出，一定的自然条件只是提

供了进行生产和国际分工的可能性，并不提供这方面的现实

性。要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还需要其他条件的配合。铁矿、

煤炭、石油的生产前提是应该有这方面的矿藏，但要使这些

矿藏开发出来并销售到世界市场上去，没有一定的科学技术

和生产力水平是不可能的。海底油田的开发使英国和挪威成



为石油出口国，但在勘探和开采海底油田的技术发明以前，

这两个国家却是石油的进口国。 许多农产品的生产需要一定

的自然条件，像咖啡、橡胶、可可需要一定的热带气候，而

水稻、茶叶也需要一定特殊的气候条件。因此，农产品生产

上的国际分工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大一些。但是，从整个世界

经济发展趋势来看，自然条件在国际分工中的作用在下降。

因为自然条件主要影响农矿等初级产品的生产，而现代经济

的发展产生了大量合成的替代品。比如，合成橡胶的发明与

生产就使许多国家减少了对天然橡胶的进口。而且现代的经

济增长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原材料的增加投入。人们

不断发明更加节能的生产方式，对产品更强调高科技的含量

和高附加值，因此自然条件在现代国际分工中的影响是不断

下降的。 （四）人口、生产规模和市场情况 世界人口在各国

分布是很不平衡的。有的国家人口众多密度很大，劳动力显

得比较丰富；有的国家人口密度低，因而劳动力显得比较稀

缺。各种产品的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是不同的。劳动力

丰富的国家在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劳

动力稀缺的国家则在生产其他生产要素密集的产品方面具有

优势，这样就会在这样两类不同的国家中产生分工。而且，

人口的教育水平的高低也会影响国际分工。因为受教育程度

高的劳动力相当于多倍的简单劳动力，而且适合于生产技术

密集的高科技产品。于是，教育事业发达、劳动力素质高的

国家可以发展高科技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劳动力素质低的

国家只能生产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 生产规模的经济性也

会影响国际分工。现代工业要求大规模生产以便获得规模经

济的好处。在许多工业部门，有时候一家工厂或一个企业的



经济批量，就会超过一个国家市场的容量。比如英国经济学

家布劳恩等人就指出，虽然西欧许多国家都能生产集成电路

块，但只要一家现代化工厂生产的集成电路块就能满足所有

西欧国家的需要。因此，没有必要在西欧的每个国家都生产

集成电路块。在世界市场的调节下，各国就会根据规模经济

的要求去发展一个或几个产业部门的生产，通过市场满足所

有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规模经济还反映在各国合作生产

某一产品，使其产量达到经济批量，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具有

竞争力。比如，生产大型喷气式客机需要大量的研究开发资

金和大量的科研力量，西欧各国如若各自单干，也许能生产

出这种飞机，但由于西欧各国的市场相对较小，他们生产的

飞机达不到经济批量，势必在世界市场上竞争失败。西欧各

国通过联合开发生产“空中客车”飞机。由于各国进行专业

化分工，又有整个西欧大市场作为基础，就达到了规模经济

的效应，现在欧洲的“空中客车”飞机已成为美国波音飞机

公司的有力竞争者。 现代科技的发展和社会富裕程度的提高

，使产品差异化、多样化得到发展。产品的种类、质量、规

格、性能、外观等日新月异；新的产品不断出现，原有的产

品又不断升级，以新的规格、型号出现在市场。据统计，电

子工业产生到现在，电子产品已有几万种。合成纤维的种类

也随着化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增加。显然，没有一个国家能

够生产出所有这么多种类的产品去满足口味千差万别的消费

者。因此，各国有必要通过国际分工，去生产出本国有比较

优势的那些种类、规格、性能、商标的产品，去满足整个国

际市场的需要。 （五）跨国公司的发展 战后跨国公司的大发

展是推动当代国际分工的重要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



会生产的分工可以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

单位通过市场而联系起来的分工；另一种就是在企业或生产

单位内部的分工。这种企业内部的分工是在企业经理的指挥

下进行的。进入帝国主义时期之后，资本主义企业规模有扩

大的趋势，逐步形成了一些垄断企业。这些垄断企业把它们

的生产、销售活动扩展到国外去，形成了跨国公司，从而把

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扩展到世界范围。跨国公

司通常是伴随着它们的资本输出而进行这种扩展的。第二次

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十分有利于跨国公司的

发展，因而跨国公司在战后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国际分工

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战后跨国公司主要投资于制造业，而

且是具有新技术的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本输出具体表现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互相投资，由此产生的主要是水平

型国际分工。这种投资流向反映到国际贸易方面，就是发达

国家之间的制成品贸易发展迅速，并成为当前国际贸易的主

要部分。 跨国公司为了保证对产品市场的控制，通常避免把

生产过程的所有环节都放在同一个国家。它们通常在总公司

保留最重要的研究与开发及其他关键环节，而把其他生产环

节分散到不同国家，并通过公司内部交易等控制活动，把各

国的国内生产活动联系在一起，从中获取高额利润。这种情

况下，各国间的分工就反映了跨国公司的垂直一体化体系的

内部分工。 （六）国家政策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 在一定经济

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如国家力量、经济政策、国际组织

等又能给经济基础以反作用力，促进和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

。在国际分工方面也是如此。当年英国等欧洲殖民帝国为了

形成有利于自己的国际分工，就运用国家的力量，强迫其殖



民地按照宗主国的需要去发展单一农作物。殖民主义者还用

武力打开别国大门，强迫受侵略国家接受殖民主义者的贸易

条件，把别国纳入到有利于其剥削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去。 战

后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一大批殖民地国家获得了独立

。它们为了摆脱殖民统治留下来的单一经济结构和对宗主国

的经济依赖，纷纷提出发展民族工业的政策措施，于是这些

发展中国家的制造业就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据联合国有关机

构的统计，战后发展中国家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超过了发达国

家。比如，从1960年到1970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

年均增长5.3%，而发展中国家为7.5%；从1970年到1980年，这

两个数字分别是3%和4.5%。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通过政府

指导下的工业化政策，成功地发展了制造业，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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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