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往期回顾 > 2009年04月09日 第50期 > 

不同经济体的国际贸易态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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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此引发的全球金融危

机不断蔓延深化，世界各大经济体包括美国、日本和中

国都感受到了阵阵寒意，有的甚至伤筋动骨，在国际贸

易态度上也呈现出不同反应，有贸易保护主义，也有贸

易开放主义，还有的兼而有之。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

为什么不同经济体（即国家或地区）对国际贸易会采取

不同态度，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于任何一个经济体而言，不管是发达经济体，还

是不发达经济体，大型经济体，还是小型经济体，在不

同时空条件下，采取何种国际贸易态度，既要考虑到影

响国际贸易态度选择的各种因素，也要考虑到彼此之间的关系，并且只有给予应有的总体把握，才能积

极应对面临的各种外部冲击，促使“危”中转“机”或“机”中更“机”。综观古今中外历史，总体上

看，影响国际贸易态度选择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种。 

  时代原因：不同经济发展阶段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同一经济体对国际贸易态度的选择是不同的。在经济比较落后的阶段，由于国内的

资金、技术等可利用资源有限，为加快经济发展，必然要通过一定的开放来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以弥补

其不足，这时对国际贸易态度的选择可能就是贸易开放主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不断推进，当经济体进入经济

比较发达的阶段后，因先前开放积累起的资金、技术等可利用资源足以继续开发一定的内部市场和内部资源时，

为规避来自国际市场的外部不利冲击，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适当降低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的过度依赖，体现在

国际贸易态度问题上，就会呈现出不同程度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即使不从总体上加以反映，也会在部分外贸政

策上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例如，在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中早期，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在国际贸易问题上基本

都坚持贸易开放主义态度，不遗余力地推行经济全球化主张，甚至不惜利用坚船利炮打通国际贸易通道，以攫取

更大的国际市场和更多的国际资源，但进入经济比较发达或非常发达阶段以后，随着国际市场容量的不断缩小和

竞争程度不断加剧，其中必然会有部分国家部分或完全放弃贸易开放主义，特别是在遭受外部不利冲击时。从这

种意义上来说，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实质上部分决定了经济体不同时代的国际贸易态度选择。 

  客观原因：内部市场容量 

  对于内部市场容量比较大的经济体而言，如果外贸环境日趋恶化，无法采取积极措施以扭转其不利贸易情

况，但还不足以使其部分或完全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态度，而且只要适当加强内部市场建设，就可开拓内部市场容

量以消化掉过剩生产力时，它仍然可能采取完全贸易开放主义态度。可是，如果短期内不能得到很好的开发，也

就是现在可利用的内部市场容量仍然比较小时，它就很可能会采取部分贸易保护主义，不过随着经济发展的不断

推进和内部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它仍然可能会逐步地转向完全贸易开放主义。如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内部市

场容量比较小的经济体，如果不能足够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源，那么自身过剩的生产力就无法消化掉，一些



必需的生产资源也不能尽快得到，结果只会抑制自身经济发展，因此这些经济体往往会采取完全贸易开放主义态

度，即使面临恶化的国际经济环境，它也会通过加快出口渠道多元化建设，着力提高产品国际竞争力，努力加大

科技投入等主要方式加以积极应对。因此，从这种角度来说，内部现有市场容量大小应该是影响国际贸易态度选

择的最重要客观原因。 

  理论原因：主导性国际贸易理论 

  在特定时期，在任何经济体内部，不管是由于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状况原因，还是由于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等原

因，在国际贸易理论领域总会存在或部分存在占主导性的国际贸易理论。正是由于这种理论及其实践的有效作

用，在经济理论界和实践中才会有一大批忠实信徒，如果不发生重大的国际贸易环境变化，那么现有的主导性国

际贸易理论就仍然会占据一定的支配地位，即使不能尽快解决现实紧迫的国际贸易问题，它们也会被自觉或不自

觉地进行某种程度的修正和补充，以促使它适应新的国际贸易环境需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还是

西方国际贸易理论，无论是重商主义、古典贸易理论，还是新古典贸易理论在不同经济体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是

某一国际贸易理论占主导地位，以适应其经济、政治等需要，只是随着客观外贸环境的不断变化，才逐步淡出理

论舞台，当然有时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反复。 

  政治原因：国际贸易主张的政治力量对比 

  相同的外部冲击必然存在不同的解决办法，而不同的解决办法又代表着不同群体的政治、经济等利益，当确

定总体或某一外贸政策时，代表不同外贸主张的政治群体就会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渠道和方式影响经济

体外贸政策的决策。如果贸易保护主义的政治力量占上风，则外贸政策就会体现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否则就会体

现或部分体现贸易开放主义倾向。 

  历史原因：国际贸易的历史传统 

  长期的国际贸易传统，必然会留下很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当现有原因无法决定采取何种国际贸易态度

时，经济体内部大多数人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从已有的各种国际贸易历史传统中寻找原因，然后提出相应的国际

贸易主张。一旦这种主张被本经济体决策者部分或完全采纳，就会在国际贸易政策和国际贸易实践中得到相应的

体现。即使没有被采纳，也会因大多数人具有类似的国际贸易主张，最终使此主张在国际贸易实践中得到一定程

度的体现。例如，由于英国长期采取贸易开放主义政策，其贸易开放主义思想早已浸入国民骨髓，虽然外贸领域

存在这方面或那方面的问题，面临着这样或那样的不利外部冲击，但大部分国民甚至最高当局也希望通过采取各

种积极的政策法律等手段，以保持长期确立的贸易开放主义传统，希望从中再次重温昔日的外贸辉煌。因此，在

目前全球金融危机不断蔓延深化面前，部分国家相继掀起贸易保护主义之际，英国首相布朗极力反对贸易保护主

义也就不难理解。 

  在这五种因素中，各种因素在决定国际贸易态度选择问题上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作用，

共同决定着特定时空条件下的经济体国际贸易态度的选择，并且伴随不同的时空变化，呈现出不同的国际贸易态

度选择模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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