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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5/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7_BB_8F_c49_645881.htm 文章介绍了国家(或地区)同其他

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 第九章 国际

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 1、 国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同

其他国家(或地区)之间进行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一个国

家的角度来看，这种商品和劳务交换活动，称为对外贸易.如

果从国际范围或世界范围来看，就称为国际贸易或世界贸易

。 2、 国际贸易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分类：(1)根据货物移动

方向，可分为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过境贸易。出口贸易也

称为输出贸易.进口贸易也称为输入贸易。此外，输入本国的

商品再输出时，称为复出口.输出国外的商品再输入本国时，

称为复进口。(2)按照商品形式，可分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

。货物贸易也叫有形贸易.服务贸易也叫无形贸易，是指国际

间的劳务交换。服务贸易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与商品

进出口有关而发生的一些从属性费用，如运费、保险费、装

卸费、船只修理费等.二是与商品进出口无关的贸易，如国际

旅游收费、贷款利息、投资利润、技术转让、咨询服务、信

息等。 3、 国际贸易理论的演变： (1)绝对优势理论 绝对优势

理论是亚当斯密在18世纪提出的。绝对优势理论认为，各国

在生产技术上的绝对差异导致在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成本的绝

对差异，这是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基础。各国应该集中生

产并出口具有绝对优势的产品，而进口不具有绝对优势的产

品，其结果是可以节约社会资源，提高产出水平。 (2)比较优

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在19世纪初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



，决定国际贸易的因素是两个国家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而

不是生产这些产品的绝对生产成本。只要两国之间存在生产

成本上的差异，即使其中一方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国际贸

易仍会发生，而且贸易会使双方获得收益。 例如： 比较优势

理论的基本原理，即如果每个国家都出口本国具有比较优势

的产品，则两国都可以从国际贸易中受益。 (3)赫克歇尔一俄

林理论 20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开始从生产

要素禀赋的差别来解释各国生产成本和价格的不同，重新分

析国际贸易的基础，这就是所谓的要素禀赋理论。要素禀赋

，在这里是指一国所拥有的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比例。这一

理论认为，各国的资源条件不同，也就是生产要素的供给情

况的不同，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根据赫克歇尔和俄林的

理论，各国应该集中生产并出口那些能够充分利用本国充裕

要素的产品，进口那些需要密集使用本国稀缺要素的产品。

国际贸易的基础是生产资源配置或要素储备比例上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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