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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

前言

　　在全球化趋势加速之际，人类开始了新的千年。我们认为，每一位学生都应该有意识地树立国际
视野。无论你学的是政治学、社会学、化学、艺术学、历史学还是经济学，世界的发展问题都与所选
学科的研究主题相关。发展采取的形式可能是：德国发现了一种新的化合物，印度选举出现了一次出
人意料的结果，塞浦路斯有新的考古发现，塞拉利昂对艾滋病有了新的认识，或者是在阿富汗、伊朗
或以色列出现了令人震惊的政治进展。由于现在的信息能够在瞬间穿越大陆和海洋，科学家、政府、
企业和家庭都能快速对新信息做出反应，并在实验室、诊所、立法程序、生产、营销策略、消费、旅
行决策和研究项目等方面做出改变。如果不能跟上国际发展的步伐，学生将无法理解世界变革的本质
，也无法了解所学学科的最新进展。　　除了一般意义上的学生需要培养国际意识之外，我们认为，
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学生更有必要去认识每日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国际经济事件和具有国际影响的话题。
在准备本书第6版的时候，我们无法忽略本书第1版出版以来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世界在经济层面
上的国际化速度比我们在20年前的预期要快得多。对国际事务在日常生活中发挥影响的认识我们有了
很大的提高。每天，几乎所有的报纸头条都聚焦在下述问题的最新进展上：欧盟加深经济一体化的努
力孕育了货币联盟和欧元的诞生；降低贸易壁垒的政策建议和美国最近在钢铁关税采用威胁性的报复
行为的政策效果；美洲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等增进一体化努力的新进展；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
际经济组织讨论议题如经济增长、结构变迁和全球化等伴随的紧张局面。除了这些重要议题外，有关
美国贸易赤字、石油价格的涨跌、中国人民币的估值和印度呼叫中心的外包等也是報纸的热门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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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

内容概要

《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分册)原书第6版》是国际经济学课程中的国际贸易分册，主要介绍国际经济学
中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并花了很大篇幅讲述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以及全球经济一体化等焦点问题。《
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分册)原书第6版》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文中穿插了大量的专栏、案例，每章
后均有大量练习题，使得学生在理解理论的同时，也能熟练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国际经济学(国
际贸易分册)原书第6版》适合高等院校经济类、管理类专业本科生、研究生，也可供MBA学员学习，
还可供从事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工作的专业人士参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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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

作者简介

丹尼斯 R.阿普尔亚德是北卡罗来纳戴维森学院国际研究中心的詹姆斯 B.杜克讲座教授和经济学教授，
也是位于教堂山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经济学荣誉教授。他大学本科就读于俄亥俄州的卫斯
理大学，在密歇根大学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于1966年开始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经济学
教师。1983年因为在“本科教学的启发式教学”中表现突出，荣获“坦纳奖”(Tanner Award)。1990年
他加盟目前效力的戴维森学院，现任经济系主任，1996年秋任学院印度学期项目主管，2000年秋任印
度学期和尼泊尔项目主管。2004年因为教学和工作优秀获得戴维森学院的托马斯·杰弗逊奖。
阿普尔亚德教授讲授经济学原理、中级微观经济学、中级宏观经济学、货币银行理论、国际经济学和
发展经济学。他的研究兴趣集中在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以及印度经济。他的许多研究成果是与菲尔德
教授共同完成的，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政治经济学史》、《印度
经济杂志》、《国际经济学评论》、《经济学教育杂志》与《国际经济学杂志》。他也曾经担任世界
银行、美国财政部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巴基斯坦的伊斯兰堡)的顾问工作。阿普尔亚德教授从教学
中得到了无尽的快乐，他认为教学使他保持了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因为他的学生一直保持同样的年龄
。他也坚定地相信，在全球化日益增强的年代，讲授国际经济学是一份难得的机会和令人羡慕的具有
挑战性的工作。
小艾尔佛雷德J.菲尔德教授是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经济学教授。他在艾奥瓦州立大学完成了
本科和研究生教育，1967年成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教师。菲尔德教授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
授国际经济学和经济发展理论，他指导了许多优秀本科生论文和硕士研究生论文，作为导师组主要成
员指导了近100篇博士论文。此外，他还担任研究生部主任、经济学本科生教育项目执行主席／主管和
代理系主任。1966年，因为在研究生教育方面的出色工作获得所在系的郑在泳（Jae Yeong Song）和查
克·帕克（Chunuk Park）奖；2006年，因为在本科生教育和服务方面的出色工作，获得了北卡罗来纳
大学教堂山分校约翰·桑德斯（John L.Sande）奖。他目前担任几所大学拉丁美洲1研究所的顾问。
菲尔德教授的研究领域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他曾经在拉丁美洲和中国工作，也曾经是在美国和欧
洲的许多自际组织的成员，主要进行贸易和发展政策研究。他的研究兴趣在于贸易政策与调整和发展
政策领域，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与贸易、农业和居民决策相关的话题。菲尔德教授现在进行的另一个研
究领域是与美国贸易和结构调整有关的问题，特别是纺织品和服装产业以及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在
北卡罗来纳州纺织服装产业工人的雇用问题。他仍然继续进行贸易理论、经济一体化问题的研究以及
采用计量经济学和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模型对贸易政策影响的研究，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该类问题
。
史蒂芬L.柯布是北得克萨斯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目前担任经济教育中心主任以及经济系主任。本科毕
业于西南大学，专业是经济学和政治学。柯布是阿普尔亚德和菲尔德的学生，在1987年获得北卡罗来
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1986年成为北得克萨斯大学教师，他为本科生讲授微观经济学
原理和宏观经济学原理，为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国际经济学、比较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理论以及经济
思想史。柯布3次获得学士（Mortar Board）最高教授奖，2005年获得南方经济学会的肯尼斯G.埃尔津
加（Kenneth G.Elzinga）杰出教学奖。他负责的经济教育中心因为在经济学教育方面的出色成绩于2005
年获得阿尔伯特。贝克胡斯（AlbertBeekhuis）奖。2006年，柯布获得由美国经济学教育者学会颁发的
贝西B.莫尔服务奖。
柯布研究的领域涉及经济学教育、国际贸易和经济发展。他的研究兴趣在于大学课程的国际化、经济
学教育中对待学生态度对其成绩的影响、跨文化培训和技术转移以及美国与墨西哥的贸易和移民。柯
布也曾经作为顾问与培训人员参加了经济教育培训教师理事会对苏联解体后各新独立国家的培训项目
。该项目由美国教育部资助，目的是为在这些国家从市场角度讲授经济学的经济学教师提供培训和材
料。柯布参加了在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
加利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墨西哥和南非的培训项目。他非常高兴参与国际项
目并且试图把这种经历应用到自己的教学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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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李嘉图并没有详述国际相对价格比率或者贸易条件（terms of trade）是如何具体决定的。但值得注
意的一点是，经过贸易之后，在两国以布表示的酒的价格是相同的。为理解这一点，我们考虑两国在
贸易后会发生什么。因为葡萄酒正不断流人英国市场（新增加供给来自葡萄牙），而葡萄牙现在也需
要英国提供布匹（产生新的需求）。因此，在英国以酒表示的布的相对价格将会上升。这就意味着，
换取1单位葡萄酒的布要少于原先的1.2码。对葡萄牙来说，由于从英国进口的布正在源源不断地抵达
，英国也增加了对葡萄酒的需求。因此，酒和布的相对价格将会上涨，高于1W：0.89C，也就是说，
为获得1单位的葡萄酒必须付出更多的布。贸易发生前，英国国内的相对价格1W：1.2C和葡萄牙的1W
：0.89C的比率通过贸易将趋于一致。这就是两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经济的）市场联合成一个市场后（
通过贸易）出现的一种经济现象，只有单一的价格，而不再是两种不同的价格。通过贸易，产品价格
不只是由劳动价值论来决定，而且还要受到两个国家相对需求的影响。为了说明贸易得益来源，李嘉
图简单假设贸易条件为1W：1C。根据这一条件，我们来分析英国的贸易得益。在进行贸易的情况下
，英国投入100小时劳动生产它具有比较优势的商品布，可以得到1C。这1C的布可以从葡萄牙交换
到1W，也就是说，英国投入100小时劳动间接地生产了1单位葡萄酒。如果英国选择在国内直接酿
制1W的葡萄酒，成本将是120小时劳动。因此，通过贸易每进口l单位商品，英国将节约20小时
（120-100）的时间。李嘉图之所以用节约的劳动时间来表示贸易得益，是因为他把贸易看成本质上是
一种可以减少所获取产品投入的必要劳动的机制，这样的劳动投人其实就是付出的努力和“实际成本
”。换成另一种说法是：投入同样的劳动时间，在进行贸易时所能获得的产品数量要多于自给自足的
经济。对葡萄牙来说，用节约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的贸易得益也很明显。葡萄牙投入80小时的劳动酿制1
单位的葡萄酒。通过贸易，葡萄牙用1w可换取1C。在葡萄牙直接生产1C则需要90小时劳动；通过贸易
，每进IZ11单位商品，葡国将多得或者节约10小时。因此，贸易并非像重商主义者认为的那样是零和
博弈，而是一种正和博弈。确切反映贸易条件的是相对需求，我们将在后面章节中探讨，而且贸易条
件对在两国间分配得益也很重要。具体说来，假设我们用1W：1.1C的贸易条件来代替1W：1C。直觉
上我们认为葡萄牙在这种情况下所获贸易得益会更多，因为它出口的产品现在能够从英国换回更多的
产品了。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投入80小时的劳动可酿制1W葡萄酒，随后用1W去换取1.1C；实际上
，葡萄牙投入80小时的劳动得到了1.1C。在国内生产1.1c，葡萄牙需要投入99小时（90小时×1.1），因
此每获得1.1c，葡萄牙多获得19小时（99-80）的劳动，或者说，每获得1.1C将节省17.3小时（19／1
·1.17·3）。在第二种情形下，英国的贸易得益减少了。若英国投入110小时劳动的时间用于生产布
，可以得到1.1C，以之交换可得1W葡萄酒。由于在国内直接生产1W需要投入120小时的劳动，所以每
单位葡萄酒，英国节约了10小时的劳动而非20小时。显然，哪个国家在自给自足条件下国内的价格相
對比率越接近贸易条件，其在国际贸易中的贸易得益就越少。在两个极端的情况下（英国的1W：1
·2C和葡萄牙的1W：0.s9c），如果一国自给自足条件下的价格比率等于贸易条件，那么该国家将没
有任何贸易得益，参与贸易与否对其无影响；另一国则可获得贸易的全部得益。均衡贸易条件
（equilibrium terms of trade）是指能使参与国贸易实现平衡（出口总值=进口总值）的相对价格比率。
如果李嘉图假定的1W：1c的价格比率使得葡萄牙获得了贸易顺差，那么贸易条件将会向着葡萄酒相对
变贵的方向变化，比如变为1W：1.1C。这种变化源于价格一货币一流动机制會抬高贸易順差國的价格
与工资水平（如葡萄牙），而降低逆差國（如英国）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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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老师推荐的一本书，应该是不错，当辅助资料学
2、恩，当当的书一如既往的给力
3、还没有读过呢~导师推荐的，肯定是本好书~
4、思路清晰，讲解无敌
5、记着作者的英文简称是苹果园，写的很好，很多有趣的模型都介绍到了
6、跟老师讲课用的教材一模一样。案例多，逻辑清晰。不过内容比较简单！推荐尼克尔森的和多米
尼克萨尔瓦多的国际经济学
7、翻译烂得一X....
8、我是邮寄到家里，然后让家里再邮寄给我，因为在国外，现在才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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