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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开放新时期的对外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评论》一文中，作者在对林毅夫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进

行了一系列批评以后，提出“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理论依据，是以动态比较优势为基础，以比较优势的

转换为导向，同时有选择地利用静态比较优势，有重点地推行逆比较优势战略。”  进而，作者认为，

“新时期的对外贸易政策作为产业结构政策的一个重要支撑，要支持、促进新兴主导产业的发展和产业

结构的升级。 

根据我国加入WTO后的国际贸易环境和有保护的出口促进战略的取向，对外贸易政策调整的关键，是处

理好政府适度干预和有效干预的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要重视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合理运用。”  然后，

作者用了相当的篇幅介绍“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内容。 

鉴于原文的基本论点建立在对林毅夫所倡导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批评基础之上，但是这些评论表明作

者和作者用以支持自己观点的文章对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的理解有诸多的偏颇，因此，本文拟对林毅夫

等提出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作一较完整的阐述，说明比较优势战略理论所隐含的经济发展和贸易政策含

义，并对《对外开放新时期的对外贸易战略与贸易政策评论》一文作一简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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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优势理论的讨论已经非常多了．静态比较优势比较注重各国要素的忖量或相对丰裕度，而所谓动态比较优势期
望有一个跨越，经过干预实现可能的未来优势．后者如果说是强调赶超的意义，就是在强调在一定程度上的逆比较优
势．当然固守现有的比较优势或要素禀赋怎样？我认为在一定时期内，顺比较优势可以积累资金，提高收入水平．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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