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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汇率与福利 

王胜  邹恒甫 

[内容提要] 关税问题是国际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在实际操作中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

义。本文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了关税变动对生产、消费、汇率等主要经济变量的冲击以及对

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并对关税、汇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一国经济规模是影响关税冲击效应的重要参

数。虽然关税的提高扭曲了经济，造成了整体经济效率的损失，但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仍然可能以损害他国福利水平为代

价，提高本国居民的效用水平。 

[关键词] 关税  汇率  福利 

    一  前  言 

    本文在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框架下，重点分析了关税变动对各国经济产生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福利变动情况，

并对关税、汇率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 

    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是以Obstfeld和Rogoff(1995、1996、1998和2000)等经济学家为代表提出来的新一代开放经

济的研究方法，其突出特点是在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下，假定名义产出价格粘性，这样，经济在模拟的外部冲击下便会呈

现动态调整过程，有助于我们分析由此产生的长期和短期效应。通过设定效用函数的具体形式，我们就可以在求解个体优

化问题中得到经济均衡时的显示解，这样又可以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明确的福利分析。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既解决了凯恩斯传统模型中缺乏微观基础的问题，也顾及到以往不完善的跨期模型中存在的政策分析问题，成为目前国际

经济学研究的主导方法。 

    运用这种新的研究方法，使许多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Betts和Devereux(1996、2000)分析

了当地货币定价问题(LCP)，Corsetti和Pesenti(1997)研究了各种政策对福利的综合影响，Lane(1997)则重点考察了开

放经济中的通货膨胀问题，Obstfeld和Rogoff(1996)也从政府购买、技术冲击、收入税等角度扩展了他们自己的模型。

但还没有文章从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分析角度对关税进行研究。在现实的世界经济中，关税是调节国内外经济的重要

工具之一，然而对关税的研究却远远不够。本文就是在新开放经济框架下重点考察了关税变动对生产、消费、汇率等主要

经济变量的冲击，以及由此对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并且用全球12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分析了关税、汇率和通货膨

胀之间的关系。在本模型中，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各国，政府采取征收进口关税的方式对国际贸易进行干预和调节。为了

简化分析，假设关税收入全部用于维护关税征收机构的正常运行，其收入不进入政府预算约束，也不影响居民个体的效用

水平；征收关税的目的只是为了调节进出口和保护国内厂商的生产。两国所有部门都可以进行自由贸易，对所有进口商品

征收统一的关税税率。货币直接进入效用函数。 

    在此分析框架下，关税变动会对经济各个方面造成影响。在粘性价格的假设前提下，本国关税的提高会造成本币升



值，而外国提高关税会产生相反的影响。无论本国还是外国关税税率的波动，对国内外相对消费的影响是一致的，这时具

体情况就取决于两国经济规模的相对大小。当两国经济规模相同时，关税变动对两国相对消费的影响正好抵消。一般来

说，关税对本国消费的短期影响大于长期效应；关税变动扭曲了经济，短期内会削减本国消费，长期影响则不确定。当本

国经济规模较大时，则可能提高本国长期消费水平。从福利角度分析，提高关税会加大经济扭曲，造成更大的效率损失，

从而降低世界经济整体的福利水平。关税的增加(无论本国或外国)，将会提高经济规模较大一国的福利水平，而规模小的

一国则由此受损。 

    本文第二部分建立了基本的两国经济模型；第三部分阐述了弹性价格下的均衡情况以及关税变动的影响；第四部分分

析了粘性价格下，关税变动对经济产生的长期和短期影响；第五部分对关税变动进行了福利分析；第六部分对关税、汇率

和通货膨胀之间的关系作了经验分析；最后一部分提出建议和本文的主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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