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传统比较优势理论和“比较利益陷阱”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主要包括李嘉图的“劳动生产率比

较优势理论”和赫克-俄林的“资源禀赋理论”，其主导思想是

世界各国按照国家之间供给禀赋的原始差异或者比较生产成

本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形成对外贸

易的比较利益结构。但把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作为指导一个国

家特别是后发工业化国家长期的对外贸易理论，无论在理论

上还是实践上都出现了令人质疑和值得修正的地方。

普雷维什和辛格（1950）研究了发展中国家初级贸易条件

持续恶化的问题，世界银行通过对不同样本和时间序列的计

量分析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贸易条件恶化的现象。从

1950年到2001年，世界农产品、矿产品、制成品的出口量年平

均增长率分别3.25%、4.25%和7.63%，出口值的年增长率为

6.05%、9.39%和11.11%。可见，无论是从出口量还是从出口值

来看，制成品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都是最快的。

发展中国家的这种贫困化增长原因可以解释为：淤劳动

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面临收入弹性和需求价格弹性双低

带来市场容量小的约束，进入壁垒小的产品往往成为发展中

国家优先考虑的产业发展项目，从而造成产品供给过剩。于技

术进步降低了生产企业对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依赖性；同时，

日本、美国和欧盟现在都存在农业补贴政策和“绿色贸易壁

垒”，使这些初级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比想像中要高很

多，这些都表明经济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按照比较优势的原

则参与国际分工和生产。

可见，传统比较优势理论本身的假定与现实中不完全竞

争市场的结构、规模经济带来的收益递增等现象是相违背的，

如果照搬该理论来缩小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就

可能会导致发展中国家落入“比较利益陷阱”，或者说被锁定

在低水平的产业结构上。

二、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和“技术僵局陷阱”

1.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和边际产业扩张理论。现代比较优

势理论取消了传统比较优势理论中的资本在各个国家之间不

流动的假设，承认组织生产上存在各种层次的规模经济市场

需求约束和技术进步。R.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小岛清

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可以说是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的代表。

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R.弗农提出将产

品生命周期理论用于解释直接投资的动机、时机和区位选择。

该理论将产品生命周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产品创新阶段、成

熟阶段和标准化阶段。相应地，产品（产业）属性依照“技术密

集型———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的顺序演变，产品的核

心竞争力也在发生变化。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以投资

国和东道国的比较成本为基础，根据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原

理，提出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又称为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

论指出，对外直接投资应该从本国已经处于或者即将陷于比

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开始。对投资国来说，将本国丧失

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东道国能保持优势的部门，能使投资

国集中发展那些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一步优化本国的产

业结构；而东道国通过吸收直接投资得到其需要的资本、技术

和管理经验，促进当地熟练劳动力和管理人员的培养，形成具

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这样使投资国与东道国都能从按比

较优势建立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得到收益。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将现代比较优势理论概括为：在生产

要素可以跨越国界重新组合的情况下，发达国家根据自身的

综合实力加速发展科技含量更高的主导产业，把自身的技术

和资本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原始比较优势重新组合，向发展

中国家转移已经标准化的技术和夕阳产业而延长其产业周

期，而发展中国家借此形成本国的新兴产业，实现产业结构的

升级。可见，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强调各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

动态变化。

2. 现代比较优势理论中的“技术僵局陷阱”。

（1）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的实证分析。根据增长核

算体系所使用的方法，一国经济增长率可以用以下公式表示：

g越ak伊k+al伊l+V。其中：g为经济增长率；ak为资本投入占总产

出的比重；k为投资增长率；al为劳动投入占总产出的比重；l

为劳动增长率；V为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了技术进步；ak和al大

约为1/3和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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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和分析（见下表），以此来推断我国是否从国际产业转移而

形成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动态地提高了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含

量。

从上表可以看出，八五期间，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很大程度

上来自于高投资；九五期间，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很大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为34豫；十五期间，我

国进入产业结构调整阶段，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很高，全要素

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下降为2.03%，应该包括产业结构

的调整成本。研究认为，我国的经济增长中有形资本与劳动力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占80%，无形资本与结构变动的

贡献份额大约为20%（韩春廷，1999）。萨缪尔森等经济学家对

美国1900 ~ 1996年间的经济增长情况进行研究后发现，在人

均产出每年1.8%的增长中，大约有1.5%的增长（约占83%）来

源于技术进步。

我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中，相关技术水平确实

得到了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很大差距。综观当

今世界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发现，发达国家加大研究

与开发投资，加速发展科技含量高的产业，尽力抢占一个产业

中技术含量高和具有高附加值的产业价值链环节。同时，发达

国家利用跨国公司虚拟经营、建立虚拟公司的方式向发展中

国家转移标准化的技术和夕阳产业，从技术上控制发展中国

家的经济，也就形成了发展中国家调整本国产业结构的追赶

模式。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中国家能逐渐实现产业结构的

优化和升级，但其产业竞争力很弱，属于跨国公司或者发达国

家在迈向新产业阶段时对成熟产业虚拟经营而形成的一种附

属产业，容易陷入低层次的产业循环。

（2）“技术僵局陷阱”的提出。德国学者门斯在《技术的僵

局》中提出基本创新、改进性创新和虚假创新的概念，并将产

业生命周期引入经济周期长波分析中。他认为，基本创新导致

了全新产品的出现和全新产业的创立，改进性创新是对成熟

产业潜力的进一步挖掘（工序性创新），而虚假创新则只是一

个步入“穷途末路”的产品或产业的“苟延残喘”。当产品进入

需求饱和阶段时，如果没有基础创新所导致的新的主导部门

的出现，就容易陷入“技术僵局”。

这种观点与产业经济学中传统的A-U模型有相似之处。

A-U模型以产品生命周期为基础，揭示在特定技术轨道上技

术创新和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具体见右上图。而产业技术创

新都是以集群方式出现的。“技术群体结构”的概念是由日本

经济学家关满提出的，他认为一个产业的技术集群包括特殊

技术、中间技术和基础技术；任何性能优良的产品问世，都需

要多种技术和其他各方面的积累。

根据现代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产业转移过

程中，依靠基础技术的低成本优势，从每个产业的成熟阶段进

入，开始通过大量模仿、引进先进技术、接受技术外溢和运用

改进型技术，进行改进性创新和虚假创新，形成以跨国公司为

中心的中间技术配套企业群。如果对技术变量引起经济增长

的内生变量没有给予相当程度的重视，过度地依赖技术引进，

会使自主创新能力长期得不到提高。在自主的基础性科研实

力不足的情形下，特殊技术层和中间技术层是技术集群结构

中的脆弱部门，无法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只能亦步亦趋地跟

随发达国家，当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进入这种模仿创新的

低层次恶性循环中，会再次出现产业结构同化，产品的市场需

求趋向饱和。如果没有基础创新，也没有新的技术传导机制出

现，很容易出现产业结构升级的“撞墙”，进入“技术僵局陷

阱”，这也是1997年以“供给调整”为特点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的

一个深层次的原因。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要注重比较优势内生化的课题研

究。首先，要明确课题研究的方向是将原始比较优势内生化，

把外生的比较优势转变为一种内生可持续的比较优势，形成

一个良性循环，这是一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其次，宏

观上要研究政府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如何进行制度创

新，发挥其在提供公共产品、设置能够刺激投资者加大高级生

产要素投资的驱动模型和激励结构、对市场失灵予以纠正等

方面的职能，为促进比较优势转化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系统提

供良好的制度环境。最后，要研究企业如何实现从模仿创新进

入二次创新和自主创新，从而形成核心竞争力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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