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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摩擦成因的理论分析 
=========================================

林学访 (2007.05) 

当前，贸易摩擦频繁发生，成为困扰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之

一。由于对贸易摩擦解决方式的异议，各国学者从不同各自的

角度对贸易摩擦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以为贸易摩擦的解决提供

合理的依据。但是，迄今为止，关于贸易摩擦的讨论大多直接

谈贸易摩擦的成因及结果，而没有对贸易摩擦本身进行明确的

界定，这使得一些讨论将贸易摩擦与一国对外贸易的巨额逆差

或国内市场的严重受损混为一谈。而关于原因的探讨也大多集

中于贸易摩擦问题的某个侧面，不能揭示贸易摩擦生成的各个

侧面之间的相互关系。为此，本文将在对贸易摩擦内涵做出界

定的基础上，系统分析贸易摩擦生成的各种影响因素及其相互

关系。 

二 

贸易摩擦问题虽然起源较早，相关研究亦极其纷杂，但关于贸

易摩擦的基本概念和本质特征的明确描述却很难找到。在大多

数文献中，经济摩擦和贸易摩擦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二者内

容上是混同的，在使用上也是或相互替代，或前者包含后者。

因此，我们将首先从贸易摩擦的概念入手来展开对贸易摩擦的

理论分析。 

尽管每一个研究都没有提及“贸易摩擦”的概念，但几乎每一

个讨论贸易摩擦问题的研究都约定俗成地把“摩擦”这一词汇

概念问题视为这样一种简单的、不言而谕的事物——一种低强

度、小范围、不具备根本性破坏作用的矛盾及其具体反映。所

不同的是，有的研究使用不加解释的“经济摩擦”概念，有的

研究则使用不加解释的“贸易摩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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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WTO文件中，使用争端解决谅解（DSV）来约定关于争端

“Dispute”的解决谅解机制。所谓争端，是指双方中的一方

（通常是出口方）在另一方（通常是进口方）采取一定关税、

非关税壁垒的措施来阻止其产品出口时提出反对意见并要求对

方予以纠正，终止其壁垒措施甚至予以补偿的行为及其过程。

也就是说，即便存在进口国对出口国的产品出口的制裁措施，

但如果出口国没有异议地予以接受，则完全可以看成是对不合

理的国际贸易机制的纠正，因而不能称之为争端。“争端”这

个词虽然出自权威性的文件，但其使用仅限于WTO所受理的贸

易摩擦案件，并不能代表全部。因此，我们仍以“贸易摩擦”

为本文研究对象的基本表达方式。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对“经济摩擦”、“国际经济摩擦”做出了

明确的定义。胡方在对日美经济摩擦的研究中提出，一般说

来，经济摩擦是指经济体系中相互联系的各种经济主体之间，

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获得某种满意的结果而针对某种经济问题

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而关于国际经济摩擦，他的定义则是：

一般说来，国际经济摩擦是一种涉及两个国家的相互发生经济

联系的经济主体之间针对某种经济问题，为了各自的经济利益

和获得某种满意的结果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 上述概念基本

的概括了经济摩擦及国际经济摩擦的内涵。但是，也应该看

到，经济摩擦与国际经济摩擦都不能准确地表述贸易摩擦的基

本内涵。 

我们认为，贸易摩擦是指存在国际经济交流关系的两个及两个

以上的国家，由于相互间的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导致一方经济乃

至社会利益受到严重损害而引发的争端。 

在此，贸易摩擦与经济摩擦、国际经济摩擦有如下不同： 

第一，涵盖范围不同。如前所述，经济摩擦涵盖同一经济体系

的所有经济冲突，其中既有国内不同经济主体的，也有国际间

不同经济主体的经济冲突。 而国际经济摩擦在摩擦领域上则

涵盖贸易、投资、政府间合作等多个经济领域；相比之下，贸

易摩擦则只侧重于因国际贸易问题引起的争端。尽管现今的国

际经济摩擦大多是由贸易问题引起的，但就其本质特征来讲，

国际经济摩擦毕竟是包含着贸易摩擦的。 

第二，争端解决机制不同。属于同一行政主权管辖范围内的不

同经济主体之间的经济冲突，其争端的解决可由该行政主权行

使机构来完成。国际经济摩擦则有的有解决机制，有的没有解

决机制。其中，贸易摩擦是有解决机制的，从GATT到WTO，都

有相应的文件对此做出详尽规定。 

虽然贸易摩擦就是由国际贸易问题引起国际经济冲突，但是，

贸易摩擦的本质特征并不在于其是一种冲突，而在于其是进出

口双方为最大限度地扩大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引发的冲突。 

首先，贸易摩擦的发生是以进口国的国际贸易利益因进出口失

衡而下降至低于不参加国际贸易所获利益的水平为前提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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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进出口贸易的失衡，主要体现为整体上贸易收支的巨额逆差

和个别产业领域的严重损害。 

其次，即便出口国的产品并没有危及进口国的产业发展、破坏

其市场秩序或降低其社会福利、增加失业人口，进口国也会出

于抑制对方发展，保障进口国长期利益的角度出发，也会千方

百计地对出口国施以制裁，挑起贸易争端。 

最后，贸易摩擦的解决，无论是否经过WTO等国际组织的协调

还是当事两国（双方各国）的协商，最终总是以各自利益的相

互制约及相对平衡为基准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贸易摩擦的发生还是贸易摩擦的解决，都是

由贸易双方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决定的。因此，可以说，贸易

摩擦在本质上，就是国际贸易中国家利益的冲突。 

三 

贸易摩擦产生的原因是多重的。正因如此，关于贸易摩擦成因

的理论分析也是莫衷一是的。 

由于贸易摩擦是进口国、出口国两者之间关于进口国所采取限

制进口政策的争端，所以，贸易摩擦的成因就应该包括两个方

面：其一，进口国贸易收支的巨额逆差或个别产业领域的严重

损害的形成原因；其二，出口国对进口国的限制政策提出异议

的理由。而迄今为止关于贸易摩擦生成原因的理论分析，基本

上都是针对前者而来的，对后者则很少予以关注，只有战略性

贸易理论从进口国的角度解释了这个问题。在此，我们将对贸

易摩擦的成因加以梳理，并提出一个相对系统的体系。 

贸易摩擦生成的最直接原因，在于进口国参加国际贸易所获得

的收益小于其退出国际贸易的收益水平。换言之，当进口国因

参加国际贸易而受到比自给自足状态更多的损害时，该国就会

选择退出或阻止国际贸易。对此，帕那格里亚

（A.Panagariya）、三边信夫等都有论述。其中，帕那格里

亚提出了外部效果条件下国际经济摩擦问题的经济模型，三边

信夫提出了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际经济摩擦的经济模型，二者

的模型都首先分析了外部效果和规模经济条件下的国内自给自

足的经济均衡，然后探讨对外经济联系条件下的均衡，比较两

种经济均衡的收益水平，并以这种比较结果作为该国有可能与

相互贸易的国家发生经济摩擦的依据。 

在此，一个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所提倡

的国际分工的好处应该是由参与国际贸易的双方来分享的，而

在此的情形则恰恰相反。这一事实说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

两双模型有严重的局限性。传统模型是以两个国家市场互换为

前提的；但在现实中一国的对外贸易不可能只针对另一国，因

而，一个国家很可能对多个贸易伙伴都出现贸易逆差，而只对

少数几个贸易伙伴有顺差，但最终就有可能形成巨额逆差。反

之，虽然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有严重的甚至长期的逆差，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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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能排除其通过对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巨额顺差来实现国际

收支均衡、市场互换的可能性。因此，以传统理论为基础的国

际经济扭曲理论、贸易和产业调整理论在此都显得苍白无力。 

巨额逆差的形成虽然在一个侧面上可以说是更多地享受了国际

分工所带来的廉价商品的好处——这也是其之所以出现巨额逆

差的原因之一，但学者和政府官员们往往看到其弊害的一面，

并认为弊大于利。以马克卢普和哈罗德等人为代表的对外贸易

乘数理论认为，出口与国内投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

增作用；进口则与国内储蓄一样，对就业和国民收入有倍减效

应。而更进一步地说，在工资刚性的前提下，进口的扩大对国

内市场、产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影响都是可以预见的。对

此，新凯恩斯主义的隐含合同理论和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

论都有论述。隐含合同理论是新凯恩斯主义分析工资刚性或工

资粘性原因的理论。隐含合同，指的是风险中立的企业和风险

厌恶的劳动者之间为了稳定工资收入而达成的一种非正式的协

议。在达成隐含合同之后，劳动者获得的工资就不等于劳动的

边际产品，它实际上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和一个随经济状态不

断变动的、依据其协议而给予劳动者的保险金额之和，这个保

险金额是隐含合同中规定的金额，是依合同而定的，不会单纯

地随着劳动市场的状态而进行调整。因而，即使劳动市场出现

变化，但由于合同没变，工资也不会有较大的调整，会出现工

资调整刚性或粘性的问题，并由此导致失业等问题。中心—外

围理论则指出，由于中心的发达国家工会组织的强大，迫使工

资呈现刚性，工业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形成了外围发展中

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原因之一。这些理论侧面说明了阻止自由

贸易政策出台的原因。当一国大量进口至巨额逆差，意味着其

在整个世界市场并未首相相对均衡的互换，国内市场被更多地

抢占，国内相关产业收益水平下降，而工资刚性使得企业收益

只能恶化，迫使政府部门在企业和工会的压力下阻止相关的产

品进口，保障国内市场份额。 

巨额逆差在一定程度上也包含着产业领域受到严重损害的情

形，因而就巨额逆差进行探讨以寻找其成因与对策的研究也较

多。 

从货币角度出发来探讨这一问题的理论在美日学者中都有反

映。日本学者提出的有关国际经济摩擦的货币理论认为，在考

虑货币层次的因素之后，实物层次的比较优势原理将规定各国

在相互贸易中阻碍进口过多或出口过量的各种货币因素，如物

价水平、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货币工资和汇率等变动因素的变

动范围，但不一定保证各国贸易收支必然趋于平衡。由于一国

存在着无数可参与贸易的商品，各种商品的比较优势和比较劣

势的程度各不相同，同时还存在着既可以作为出口商品也可以

作为进口商品的边际产业产品。依据比较优势理论，在一定条

件下，比较优势的产品、边际产业的产品以及比较劣势的产品



便可以排列成一个序列。与此相对应地，各种货币因素的变动

范围也同时确定。这时，若与货币因素相关的某种条件发生变

化，货币因素的变动范围也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而货币因素

变动范围的变化就会影响上述的产品序列，从而导致一些边际

产业产品的位置发生相应的变化。由此，该国的贸易收支就会

发生相应变化，形成顺差、平衡和逆差等态势。例如，在一国

物价上涨率低于他国的场合，若其他条件不变，则该国的国际

竞争力便会增强，出口产品的范围将扩大，进口产品的范围将

缩小，从而该国与他国之间便会出现贸易收支不平衡，该国将

出现贸易顺差，他国将出现贸易逆差。和物价上涨率的变化相

同的还有汇率下跌（或上升）以及货币工资率的上升（或下

跌）等的变化，这些因素的变化所带来的效果是相同的，都将

影响一国比较优势的产品序列的变化。如果这种变化过于巨

大，导致相关国家出现巨额的贸易不平衡，那么就有可能引起

国际经济摩擦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有关美国对外（特别是对

日）贸易收支和经常收支不平衡问题的讨论在美国兴起。克鲁

格曼（Krugman,P.R.）的维持可能性理论预见到，在美国日

益增多的对外贸易和经常收支不平衡中，美元高估是不可能维

持下去的，需要执行美元贬值的政策，以减少对外贸易和经常

收支的不平衡。在随后的1985年9月，美国通过广场协议与其

他主要国家进行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使美元贬值。  

与此同时，从财政角度的谈论也在展开。其主要代表是美国的

布兰查德（Blanchard,O.J.）对经常收支和财政赤字关系的

分析，弗兰克等人（Frenkel,J.A.and A.Razin）对税制改

革和贸易收支关系的研究。布兰查德通过生存期间不确定性世

代模型进行分析，得出了美国对外经常收支不平衡的主要原因

在于财政收支不平衡的结论。弗兰克等人则利用两国间统一的

资本市场模型进行分析，其结论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所得税乃

至消费税的改革将增加或减少一国的对外贸易不平衡。  

那么，具体到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的日美经常收支不平衡

问题，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呢?M•费尔德斯坦（Feldstein 

M）和 R•麦克隆（Mokinon R）等人为此展开了争论。费尔德

斯坦认为：“贸易不均衡恶化的最大的原因是1980年到1985

年春出现的70%的美元升值，这种前所未闻的美元升值使美国

制品的价格和外国制品的价格急剧上升，并使美国的纯出口量

减少和增加了将近50%的商品进口。影响美国贸易赤字的因素

还有许多，这些特殊因素（债务危机、中国的农业政策、原油

价格等）全部综合起来，也没有急剧的美元升值重要。”麦克

隆则认为：“这种年率1500～200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只不

过反映了缘于财政赤字的美国经济的储蓄投资缺口，这两种赤

字的金额相似决不是偶然的。”  

日本学者小宫隆太郎的研究在支持财政角度同时，进一步将其

扩大到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分析。小宫提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



的国民经济核算的基本公式为： 

（民间储蓄-民间投资）＋（租税-政府支出）=经常收支 

民间过量储蓄-财政赤字=经常收支黑字 

因而，可从说，一国经常收支出现黑字或赤字的原因就在于民

间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储蓄和投资、收入和付出的不平衡上。由

于国际经济摩擦问题基础之一就是经常收支不平衡，因而可以

运用上述方程式来明确国际经济摩擦问题的基本原因。即，日

本国内存在过量的储蓄，而美国国内存在大量的赤字，因而在

日美两国之间必然形成大量的经常收支黑字，结果必然会引起

两国间的经济摩擦。因此，国际经济摩擦问题的解释最终可以

归结为各国的国内因素，解决国际经济摩擦问题必须由各国从

其国内因素入手进行。那种认为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经济协商

就能解决其经济摩擦问题的想法和做法（如单方面地实施出口

自主限制等）既是不理解经济运行的结果，也是一种十分愚蠢

的行为。 除小宫外，植田和男、竹中平藏、小川一夫、须田

美矢子等人也持相似观点。  

从国际收支入手进行分析的，还有国际收支发展阶段学说。该

学说认为：当一国经济处于不成熟的发展阶段时，大量输入资

本，资本收支为黑字，同时进行旺盛的国内投资，从国外大量

进口，故经常收支为赤字。从国际收支结构来看，其资本收支

黑字将等于经常收支赤字。随着该国经济的逐渐成熟，国内投

资机会减少，收入增加，出口产业走向兴旺，对外贸易趋向盈

余，由此便会形成较高储蓄，将使该国成为资本输出国，并且

在一定时期后成为债权国。这时，在国际收支结构上，资本收

支赤字将等于经济收支黑字。因此，当一国处于成熟阶段而与

该国进行国际贸易往来的国家则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时，就有

可能引起经济摩擦。 

尽管在理论上巨额逆差可以包含产业领域受到严重损害的情

形，但在现实中仅就单个产业领域的大量进口而引发的贸易摩

擦也不鲜见。因此，关于贸易摩擦的供给因素的探讨也较多。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产业技术的作用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初，波斯纳（M.A.Posner）提出了技术差距

论，又称创新与模仿理论。该理论把技术差距视为国际贸易产

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一国的技术优势将使其得以出口技术领先

产品，直到进口国逐步模仿其创新技术、形成足以满足其自身

需要的生产能力。在随后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弗农

（Vorn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并得到了

威尔斯（L.T.Wells）、赫希哲（Hirsch）等人的验证。这一

理论抛弃了传统的前提，提出了新的假设：第一，国与国之间

的信息传递受到限制；第二，生产函数可变，而且当生产达到

一定水平后会产生规模经济；第三，产品在生命周期的各阶段

所表现的要素密集特点各不相同；第四，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

需求和消费结构是有差异的。在此前提下，由于技术的创新和



 

扩散，制成品的生命周期将包括五个阶段：新生期、成长期、

成熟期、销售下降期、让与期。在上述不同的产品生命周期阶

段，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是不同而且变化着的。随着技术

的创新和扩散，在国际市场上扮演国际者的国家将由创新国的

发达国家转向模仿的其他发达国家，再到发展中国家。这种通

过技术传递所形成的比较优势的转移，随后被日本经济学家赤

松要概括为“雁行模式”，用来解释亚洲的同类情况。迈耶

（G.M.Meier）进一步将其发展为“爬梯”理论，即随着经济

发展，一国的比较优势就会像爬梯子一样，从出口资源密集型

产品，逐步向出口非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熟练劳动密集型产

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知识密集型产品爬升。  

上述关于进口国巨额逆差及个别产业领域受到严重损害的成因

的探讨，有的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客观的解释，有的则有为自身

辩解的味道。但是，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则从进口国角度出发

说明了其实施限制进口政策的真正目的。 

战略性贸易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伯兰德和斯彭斯（J.A. 

Brander and B.J.Spencer）、克鲁格曼（P.Krugman）等

人。 这一理论认为，工业品的国际市场竞争是不完全的，工

业品的生产存在规模经济，因此一国政府可以通过贸易保护和

补贴、信贷优惠、国内税收优惠等政策保护和扶持那些风险

大、需要获取规模经济并能产生外部经济的重要产业和高科技

产业，以培育不过这些产业的国际比较优势，在增强本国的国

际竞争力和增长后劲。而在此，由于各国政策介入能够改变各

国参与国际贸易的收益，带来国际贸易收益的重新分配，因而

就会引起相关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这一理论，从侧面说明了

许多来自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实施限制进口措施时的根本目的，

从战略上扶植自己的竞争优势产业，压抑对方正在快速增长的

产业，延缓自己产业的衰退进程和出口国产业的成长速度，最

终实现自己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目的。 

四 

综上所述，贸易摩擦的成因已非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所能解

释，大多的讨论集中于巨额逆差和个别产业市场受到严重损害

的形成机制。而事实上，正如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所解释的那

样，贸易摩擦在本质上是国家利益冲突的反映，是为了保障国

家长期的战略意义而采取的政策行为。因此，那些指望进口国

合理判断进口商品的市场损害，正确对待巨额逆差而从自身着

眼来调整本国经济均衡的想法都是不现实的。作为出口国，一

方面要注意建立贸易摩擦的预警制度；另一方面，也要关注自

己的战略利益是否也处于国际竞争的威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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