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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内贸易研究》

内容概要

《产业内贸易研究:兼论中国的贸易优势重构》主要内容包括：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是针对国与
国、劳动生产率差别较大的和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
展，国际贸易实践中又出现了一种和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的新现象，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
国家之间，而不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而发达国家间的贸易，又出现了既进口又出口同类产
品的现象。为了解释这种现象，国际经济学界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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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2章　产业内贸易的概念界定与文献综述　　目前，产业内贸易已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相当重
要的地位。根据GATI"及WTO的统计资料，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约三分之二甚至更多的世界贸易是
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均比较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此外，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大部分发生在制成
品的同一产业内部，也就是说，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以产业内贸易为主①。　　产业内贸易不仅已成
为发达国家之间对外贸易发展的主导形式，成为发达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途径，而且也对发展中
国家对外贸易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在阐述核心问题之前，有必要对研究中涉及的概念与
已有文献进行系统分析，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　　2.1　概念的分析对比　　产业内贸易是20世
纪60年代后，最先在西欧的发达国家普遍兴起与发展，有关研究也经历了不断深化的递进过程，对产
业内贸易的解释也曾阐述各异。因此，必须首先厘清产业内贸易最基本的概念，进行梳理、归纳与对
比，并给出最合理的概念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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