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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内贸易理论的简述 
（一）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产生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以比较优势理论为例）认为两个国家进行贸易，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只生产本
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那种产品，而另一个国家本该从事这种产品的生产要素资源就会分配到他国的具有
比较优势的产品上，从而提高两国产品的总量，再以本国多余的产品和另一个国家进行交换，这种交
换一般发生在发达国家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之间。但是，二战后国际贸
易出现了与之相悖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在20世纪90年代，发达工业国家之间的贸易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4/5，成为国际贸易的主要部分。 
2.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额大大增加，出现了许多同一行业既出口又进口的双向贸易，既行业内贸易。 
传统的产业内贸易解释不了这些现象，此时一种新的国际贸易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就诞生了。 
（二）产业内贸易理论的一些理论观点 
产业内贸易理论将贸易品分为同一行业的同一商品和非同一商品两种情况。 
在解释同一商品间的贸易时，有早期的关于运输成本的解释；以及后来有Grubel和Lloyd提出的周期贸
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周期贸易产生的原因有季节因素和需求条件的变化，前面一个情况例如两个国家
都生产同样的夏季水果，但它们位于南北两个半球，因此当一个国家处于夏季就出口给正处于冬季的
另一个国家，反之亦然，后面一个情况例如一般两个相邻的国家会互相提供电力以满足各自用电的高
峰期；还有从政府干预角度或者是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角度，以及仅仅经过储存再批发的进出口（转
口贸易），或不改变其本质的简单处理后的产品进出口（再出口贸易）角度等等出发进行解释的。 
在解释非同一商品贸易时，主要包括①水平差异产业内贸易，指的是由同类产品相同属性的不同组合
而产生的差异；②技术差异产业内贸易，指的是由于技术水平提高所带来的差异，也就是新产品的出
现带来的差异。③垂直差异产业内贸易，指的是产品在质量上的差异。 
二、中国和东盟的产业内贸易 
（一）中国和东盟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产业内贸易 
根据2002年东盟按STIC分类的依据，计算可得中国-东盟产业内贸易综合指数为0.62，比1993年提高6
7.9%，比1998年提高11.8%。如果简单以产业内贸易指数大于还是小于0.5来区分产业内贸易和产业间
贸易，则1997年前双方以产业间贸易为主，1997年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制成品1996年前以产业间贸
易为主，1996年后以产业内贸易为主。2002年东盟与中国的产业内贸易额占双方贸易额比重达70.1
5%。在双方近20年来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中，中国-东盟的双边贸易逐步从基
于要素禀赋差异的传统的产业间贸易走向基于规模经济和差别产品的产业内贸易，且产业内贸易所占
份额在日益增长。 
（二）中国和东盟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动因 
1.在克鲁格曼的国际贸易新理论中，有这样一组公式： 
U1=ln（w11）+ln（w12）+[（1-θ）/ θ]ln（n1）+[（1-θ）/θ]ln（n2）； 

U2=ln（w21）+ln（w22）+[（1-θ）/ θ]ln（n1）+[（1-θ）/θ]ln（n2） 
其中U1，U2代表就业于产业1和产业2的工人的效用；w11，w12，w21，w22分别表示以产业1和产业2的
产品代表产业1和产业2工人的实际工资；θ为产业内各种产品的替代程度指数。 
通过计算可以得到贸易的两种福利效应：第一种，由于要素价格相等，会产生一个分配效应，可以很
容易证明劳动力的实际工资用自己产业的产品来表示没有发生变化，而以其他产业的产品来表示却可
能会出现随要素的丰富或稀缺而升降，因此在本国这种效应对产业1的劳动力有利，而对产业2的劳动
力是个打击。第二种效应来自于市场的扩大，它使可获得的产品具有更多的品种，这对每个人都有
利。 
以上是从理论上论证了中国和东盟产业内贸易发生的可能性。 
2.实际看来，中国和东盟也具有产业内贸易的条件。 
从地理位置上看，东盟的很多国家都与我国西部的省市在地理位置上是接壤的，这可以节省贸易的运
输成本；从人民的生活水平上，东盟的国家的人均GDP可以和我国的中等以上的地区相比，这样人们对
产品的需求就会处于一个很接近的水平，这也是为什么有些发达国家间贸易产生的可能性。同时东盟
和我国近年来的GDP持续增长，随着东盟加入欧盟，我国与其的产业内贸易在以后几年必将有新的突
破；从产品的生产来看，由于我国和东盟大部分国家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因此产品大都以劳动密集型
为主，随着近年来世界上国家都希望在生产要素上有所创新，很多国家都将生产要素向资本密集型和
技术密集型发展，而我国和东盟作为发展中国家，根据发展的需要采取的产品和技术有一定的相似
性，而产业内贸易可以促进我国和东盟国家在产品和技术上互通有无，实现优势互补。 
三、关于我国与东盟进行产业内贸易的一些建议 
随着中国和东盟合作领域的加深，如何才能更好地促进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产业内贸易，使得贸易为双
方带来更大的贸易利益，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首先笔者认为政府应该更多地介入产业内贸易。在与东盟的贸易条款中应该对产业内贸易产品的范
围，贸易的程度有一个明确的规定，这样可以防止打着产业内贸易的幌子进行的相互倾销，这对于减
少两者的贸易摩擦，促进两者产业内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是必要的。 
其次有人认为应该强化我国出口产品水平差异化程度，增加与东盟国家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可在保
证质量的前提下，在包装、外形等方面提高出口品的档次，塑造我国出口产品品牌。但笔者认为应该
强化的是与东盟国家之间产品的技术差异产业内贸易。因为通过诸如包装，外形来提高出口品的档次
在短期内的收益也许是最明显的，但是在长期东盟也可以这样做，两者都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使产品
的生产成本下降，而这些设计产品包装的成本却增加了，同时产品的质量却没有提高。而通过促进两
者之间的技术差异产业内贸易却不会出现上述的问题，如果两者在技术上进行竞争，就可以使产品的
生产成本下降，这对两国都是有好处的，而且这也符合当今世界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需要。 
另外必须实现我国产业内贸易产品的规模经济。而我国现在很多行业，尤其是制造业，企业多、规模
小的现象非常普遍。行业内没有极具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产业集中度低，行业竞争无序，在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我国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因此政府在如何提高产业内贸易产品的规模经济上必须有所行为，
可以对产业内贸易的行业进行政府补助；实现国内同行业企业的兼并，收购，使得企业的规模达到一
种规模经济，而且大批量的生产还可以产生产品的学习效应。 
四、总结 
产业内贸易已经是当今世界贸易中的一大趋势。我国在进行与包括东盟在内其他国家的产业内贸易
时，应该实现产品差异化程度和产品的规模经济，从而使得在产业内贸易中可以获得更大的贸易利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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