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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B_BD_c29_645883.htm 导读：本节主要讲述大市场理

论、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等相关知识 大

市场理论 共同市场与关税同盟相比较，其一体化范围较之关

税同盟又进了一步。共同市场的目标是消除保护主义的障碍

，把被保护主义分割的每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统一成为一个

大市场，通过大市场的内的激烈竞争，实现专业化、批量化

生产等方面的利益。共同市场的理论基础是超越静态的关税

同盟理论的动态的大市场理论。其代表人物是西托夫斯基和

德纽。 大市场理论的核心是：通过国内市场向统一的大市场

延伸，扩大市场范围，获取规模经济利益，从而实现技术利

益.通过市场扩大，创造激烈的竞争环境，进而达到实现规模

经济和技术利益的目的。 协议性国际分工原理 日本教授小岛

清在考察经济共同体内部分工的理论基础以后，提出了国际

分工的新的理论依据。经济一体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市场

化来实现规模经济，这实际上也就是成本长期递减的问题。

通过大市场化实现规模经济是协议性分工的基础。实行协议

性分工的条件是： 1.必须是两个(或多数)国家的资本、劳动

禀赋比率没有多大差别，工业化水平和经济发展阶段大致相

等，协议性分工的对象商品在哪个国家都能进行生产。在这

种状态之下，在互相竞争的各国之间扩大分工和贸易，既是

关税同盟理论所说的贸易创造效果的目标，也是协议性国际

分工理论目标。而在要素禀赋比率和发展阶段差距较大的国

家之间，由于某个国家只能陷入单方面的完全专业化或比较



成本差距很大，所以还是听任价格竞争原理(比较优势原理)

为宜，并不需要建立协议性的国际分工。 2.作为协议分工对

象的商品，必须是能够获得规模经济的商品。因此产生出如

下的差别，即规模经济的获得，在重化工业中最大，在轻工

业中较小，而在第一产业几乎难以得利。 3.不论对哪个国家

，生产协议性分工的商品的利益都应该没有很大差别。也就

是说，自己实行专业化的产业和让给对方的产业之间没有优

劣之分，否则就不容易达成协议。这种利益或产业优劣主要

决定于规模扩大后的成本降低率，随着分工而增加的需求量

及其增长率。 从第三个条件(没有优劣之分的产业容易达成协

议)可以得出：协议性分工是同一范畴商品内更细的分工。 上

述三个条件表明，经济一体化或共同市场必须在同等发展阶

段的国家之间建立，而不能在工业国与初级产品生产国即发

展阶段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同时也表明，在发达工业国家

之间，可以进行协议分工的商品范畴的范围较广，因而利益

也较大。另外，生活水平和文化等相互类似、相互接近的地

区，容易达成协议，并且容易保证相互需求的均等增长。 综

合发展战略理论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现象做出阐述的是

较有影响的“综合发展战略理论”。它由鲍里斯塞泽尔基在

《南南合作的挑战》一书中系统地提出。其主要内容如下：

综合发展战略理论的原则、发展中国家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

要因素、制定经济一体化政策应注意的问题。 相关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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