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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一、学习《国际贸易学》课程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日益高涨的今天，通过国际贸易、投资以及资本流动等途径，国与

国之间的经济交往越来越密切，互相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加强。国际贸易作为各国国际经

济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深刻地影响着各国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伴
随着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深入，国际分工深入到产品内部的各个工序和环节，垂直专业

化分工逐步取代传统的水平分工，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在跨国公司的全球布局

中，大多数国家都被纳入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体系，导致了生产的国际化和国际贸易程度

的深化，世界上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是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正因为如

此，人们对国际经济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在这样的国际分工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２００９年中国成
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世界第二大进口国，而到了２０１３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
国。中国的外贸依存度在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机后虽然有所下降，但也远高于美国、日本等发达
国家。从２００１年中国再次入世后，货物和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大大提高，可以说，国际经济
活动与我们的实际生活是息息相关的。

很显然，每个中国大学生，特别是经济管理专业的学生，都应当学习掌握一定的国际

贸易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对时刻影响着我们经济生活的对外贸易活动给予更多的关注，

才能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和分析有关社会经济现象。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学生可以对国际

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的产生、发展和基本内容，以及国际贸易的运作机制和影响国际

贸易的相关因素有一个比较全面而系统的了解。当前，“国际贸易”课程不仅是国际经济与

贸易专业学生的专业主干课，也是其他经济学、管理学专业学生学习了解国际贸易基本理

论和知识的一门重要课程。

　　二、《国际贸易学》课程主要的研究对象

本课程以国际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分析研究商品跨国界流动的基本原理和影响因素，

它实质上是《经济学》中的微观部分在国际格局下的延伸，主要研究在国际格局下，一国资

源的最优配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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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国际贸易学主要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两大块内容。在国际贸

易理论部分，主要回答国际贸易的起因、国际贸易的格局和国际贸易的影响三个大的问题。

主要贸易理论包括：古典贸易理论，包括绝对技术差异论和相对技术差异论；新古典的贸

易理论，主要指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以及当前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前沿，即“新”新

贸易理论。

与国际贸易理论相对应，国际贸易政策部分回答国际贸易保护的原因、国际贸易保护

的主要手段和国际贸易保护的影响。具体来说，这部分内容先以贸易保护的手段为线索，

介绍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及其经济效应；然后介绍一些主张贸易保护的主要理论观点，主要

包括重商主义、最优关税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凯恩斯的贸易保护理论、战略性贸易保

护、贸易保护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新贸易保护主义等①。

除了这两个大的部分之外，《国际贸易学》课程还会分析区域经济合作的类型及其经济

效应，介绍欧盟、东盟、北美自由贸易区、ＡＰＥＣ以及最新的 ＴＰＰ和 ＴＴＩＰ等区域经济一体
化组织的发展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另外，还要介绍ＷＴＯ及其前身ＧＡＴＴ的宗旨和基本原
则，分析 ＷＴＯ的制度框架特点和主要职能，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当代国际贸易出现的新特
点、新趋势和面临的主要问题等。

　　三、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基本概念

（一）国际分工与世界市场

１．国际分工（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ｏｆＬａｂｏｒ）
国际分工是指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国民经

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而形成的国家之间的分工。其表现形式是各国货物、服务和要素

的交换，即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因此，国际分工是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而国际

贸易的广泛发展又能进一步推进国际分工的深化。

国际分工的形成与发展过程，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１）国际分工的萌芽阶段
从奴隶社会国家的产生，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前的这段漫长的历史阶段，由于

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生产力水平低下，各国之间经济交往较少，加之交通不便，国际分工

尚处于初始的萌芽阶段。１５世纪末至１６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对近代国际分工的萌芽起
了促进作用。当时的西欧殖民主义者用暴力和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掠夺国外资源，为本国生

产和扩大生产提供原料，形成了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国际分工的初级形式。

（２）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
１８世纪从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直接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确立，并使国际分工真正具有了世界意义。此时的国际分工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基础之上，

大规模的生产和销售使殖民主义者增强了对国外市场和原材料的需求，商品输出成为资本主

① 有关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贸易政策详细的发展脉络图可参见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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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经济的主要特征；殖民主义者对殖民地进行进一步争夺和开发，使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

垂直分工进一步发展为工业国和农业国的分工，这就使殖民地经济更加依附于宗主国。

（３）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
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第二次产业革命，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

资本输出成为垄断资本主义控制和掠夺他国的重要手段，也是其主要的经济特征。宗主国

与殖民地之间的分工、工业产品生产国和初级产品（农产品、矿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分工日

益加强，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水平分工也开始得到发展，有些国家在某些工业

部门上显示出自己的优势，他们在各个工业部门之间进行分工，形成一种彼此依赖、互为

市场的国际分工格局。

（４）国际分工的深化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独立和实现

工业化，加之科学技术的进步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国际分工进一步深化。具体表现为：

①战后科学技术的进步，改变了战前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工业国与工业国间的分工处于主
导地位，而且各国间工业部门内部分工呈逐步增强趋势。②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努力发展
民族工业，建立自己的工业体系，成功实现了工业化，如韩国、新加坡等，使得传统的垂直

国际分工开始削弱，一些发展中国家争取到和发达国家平等的国际分工地位。但从总体

看，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完成工业化过程。③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后，贸易保护主义又有
抬头之势，兴起了许多区域性贸易经济组织，区域性的国际分工发展迅速，世界政治经济

力量发生重新组合。

尤其需要提的是２０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格局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
就是按照同一产品的不同工序或零部件的不同技术含量进行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它开

始兴起并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分工模式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中的产业间国际分工和

贸易模式，也不同于新贸易理论中的水平型的产业内国际分工和贸易模式，它是一种新型

的、基于某一产品的前后产业链而进行的垂直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模式，一些学者将其称

为“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在这种国际分工模式下，一般技术含量高的工序、附加值高的

部件由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密集型国家）来完成，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国家）承担的大

多是低附加值的初级零部件生产，或者是主要依靠零部件进口、承担最后加工装配的工序。

因此，伴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国际贸易也同时伴随着零部件产品和最终产品两种贸

易方式，而且从目前来看，零部件产品的贸易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在逐年增加。

２．世界市场（ＷｏｒｌｄＭａｒｋｅｔ）
（１）世界市场
主要是指由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进行商品、服务和要素交换而形成的超越国界的市

场。国际分工是世界市场的基础，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以及国际分工的加深，世界市场在

我们生活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２）世界市场的开拓方式
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模式主要有出口模式、契约模式（非股权模式）、对外直接投资模

式（股权模式）等几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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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模式是指产品在本国生产，但输入到目标国进行销售，或者说是通过产品输出

进入国外市场的方式。出口模式包括间接出口和直接出口两种方式。间接出口是指企业

通过本国的中间商（即专业性的外贸公司）来从事产品的出口。此种方式下，企业可以利

用中间商现有的销售渠道，不必自己处理出口的单证、保险和运输等业务。同时，企业

在保持进退国际市场和改变国际营销渠道的灵活性的情况下，还不用承担各种市场风

险，初次出口的小企业比较适合运用间接出口的方式。直接出口是指企业拥有自己的外

贸部门，或者使用目标国家的中间商来从事产品的出口。直接出口有利于企业摆脱对中

间商的依赖，培养自己的国际商务人才，积累国际市场营销的经验，提高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的知名度。但同时也要承担更多的风险，由于其业务量可能比较小，企业自己处理

单证、保险和船务不能达到规模经济，而且企业进退国际市场和改变营销渠道的灵活性

不足。

契约模式是指企业与目标国的企业签订非权益性合同，使前者的专利、技术、经验、管

理、人力等无形资产为后者所使用，并从后者获得经济利益的分享。契约方式是一种通过

知识和技术的输出从而进入国外市场的方式。契约模式主要包括：许可证模式①、特许经

营模式②、合同制造和工程承包模式等。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是指企业通过在目标国获得该国企业的部分或全部所有权，达到部

分控制或完全控制在目标国内的产品生产和销售的目的。对外直接投资模式包括独资、合

资、战略联盟等形式。这种模式与出口模式和契约模式的最大区别是前者涉及股权参与，

因此，控制程度大，收益也高于后两种模式。同出口模式相比，进行股权投资在国外建立

生产设施可以缩短生产和产品的信息反馈时间，从而可以根据市场需求来调整生产。股权

投资不仅大大减少了出口模式中的运输成本，也使企业能跨越东道国设置的贸易和非贸易

壁垒。有时股权投资还能得到东道国政府的优惠。

（二）对外（海外）贸易与国际贸易

１．对外（海外）贸易（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指一个国家（地区）与另一个国家（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因此，提到对外贸

易时要指明特定的国家。如中国的对外贸易等。

２．国际贸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指不同国家（和／或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国

际转移，国际贸易也叫世界贸易。

①

②

许可证模式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向国外法人单位转让其工业产权（如专利、商标、配方等无形资产）的使用权，以

获得提成或其他补偿。许可证最明显的好处是能绕过进口壁垒的困扰，而且政治风险很小，但是这种方式不利于对

目标国市场的营销规划和方案的控制，还可能令被许可方培养成强劲的竞争对手。

特许经营模式中，特许方不需投入太多的资源就能快速地进入国外市场，而且还对被特许方的经营拥有一定的控制

权。但是很难保证被特许方按照特许合同的规定来提供产品和服务，不利于特许方在不同市场上保持一致的品质形

象。它和许可证进入模式很相似，所不同的是，特许方要给予被特许方以生产和管理方面的帮助；同时特许经营是

整个经营体系的转让，而许可证模式只是单个经营资源的转让，如某种无形资产的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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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外贸易额与对外贸易量

１．对外贸易额（Ｖａｌｕｅ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指以金额表示的一国的对外货物贸易额与服务贸易额。

一定时期内一国从国外进口货物的全部价值，称为进口货物贸易额；一定时期内一国

向外出口货物的全部价值，称为出口货物贸易额。两者相加为货物进出口贸易额，它是反

映一国对外货物贸易规模的重要指标之一。它一般以国际货币，如美元来表示。

把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以国际货币表示的进口货物额或出口货物额相加，就得到了世界

货物贸易额。但由于一国货物的出口就是另一国货物的进口，因此从理论上来讲，所有国

家进口货物贸易额都应等于所有国家出口货物贸易额。但由于各国在统计出口货物贸易额

时，一般都是按离岸价格（ＦＯＢ，即启运港船上交货价，其中不包括保险费和运费）计算；而
统计进口货物贸易额时，一般按到岸价格（ＣＩＦ，即成本、保险费加运费）计算。所以，世界
出口货物贸易总额总是小于世界进口货物贸易总额。一般世界货物贸易额都采用世界出口

货物贸易额来反映。

２．对外贸易量（Ｑｕａｎｔｕｍ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对外贸易量可以用来反映一国实际的对外贸易规模。由于在国际市场上，货币价格经

常变动，由此以货币所表示的对外贸易值经常受到其变动的影响，因而不能准确地反映一

国对外贸易的实际规模，更不能将不同时期的对外贸易值直接比较。进出口贸易的实际规

模，通常以贸易指数表示，其办法是按一定期的不变价格为标准来计算各个时期的贸易值，

用进出口价格指数除进出口值，得出按不变价格计算的贸易值，便剔除了价格变动因素，

就是对外贸易量①。以一定时期为基期的贸易量指数同各个时期的贸易量指数相比较，就

可以得出比较准确反映贸易实际规模变动的贸易量指数。

（四）贸易差额

贸易差额（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ｅ）又称净出口（Ｎｅｔｅｘｐｏｒｔｓ）、贸易余额，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
内（如一年、半年、一季、一月）出口总值与进口总值之间的差额。

（五）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

１．货物贸易（ＧｏｏｄｓＴｒａｄｅ）
货物贸易也称为有形商品贸易（ＴａｎｇｉｂｌｅＧｏｏｄｓＴｒａｄｅ），其用于交换的商品主要是以实

物形态表现的各种实物性商品，是有形贸易。

货物贸易统计的分类体系主要有以下三种分类标准。

① 对外贸易量原意是指用数量、重量、长度、面积、容积等计量单位表示的反映一定时期内贸易规模的指标。就一种

商品来说，用计量单位表示是十分容易的。但是，由于参加贸易的商品种类繁多，计量单位的标准各不相同，价值

有大有小，差别很大，无法统一衡量，用计量单位来统计对外贸易或国际贸易的规模是不现实的。因此，为了反映

贸易实际规模的发展变化，只能剔除价格变动的影响，以一定时期的不变价格来计算贸易量，以达到不同时期的可

比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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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国际贸易标准分类（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简称 ＳＩＴＣ）是一种用
于国际贸易商品的统计和对比的标准分类方法。现行“国际贸易标准分类”于１９５０年７月
１２日由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正式通过，为目前世界各国政府普遍采纳的商品贸易分类体
系。到２００６年为止，该标准分类经历了四次修改，最近的一次修改为第四次修订版，于
２００６年３月获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第三十七届会议通过。该分类法将商品分为１０大类、６３
章、２２３组、７８６个分组和１９２４个项目。在它的编号中第一位数字表示类、第二位数字表示
章、第三位数字表示组、第四位数字表示分组。如果对分组再进行细分，五位数即表示品

目，六位数字表示细目。

（２）《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的国际公约》（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简称协调制度（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ｄＳｙｓｔｅｍ，ＨＳ），是指在
１９８３年６月在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海关合作理事会分类目录》（ＣＣＣＮ）和联合国《国际
贸易标准分类》（ＳＩＴＣ）的基础上，世界海关组织（原海关合作理事会）主持制定的一部供海
关、统计、进出口管理及与国际贸易有关各方共同使用的商品分类编码体系，并于１９８８年
生效。该制度是一部科学的、系统的国际贸易商品分类体系，适用于税则、统计、生产、运

输、贸易管制、检验检疫等多方面，目前全球贸易量９８％以上使用这一目录，已成为国际
贸易的一种标准语言。

ＨＳ采用六位数编码①，把全部国际贸易商品分为２２类、９８章，章以下再分为目（Ｈｅａｄ
ｉｎｇ）和子目（Ｓｕｂｈｅａｄｉｎｇ）。在ＨＳ中，“类”基本上是按经济部门划分的，如食品、饮料和烟
酒在第四类，化学工业及其相关工业产品在第六类，纺织原料及制品在第十一类，机电设

备在第十六类，运输设备在第十七类，武器、弹药在第十九类等。ＨＳ“章”分类基本采取两
种办法：一是按商品原材料的属性分类，相同原料的产品一般归入同一章。章内按产品的

加工程度从原料到成品顺序排列。如５２章棉花，按原棉———已梳棉———棉纱———棉布顺序
排列。二是按商品的用途或性能分类。制造业的许多产品很难按其原料分类，尤其是可用

多种材料制作的产品或由混合材料制成的产品（如第６４章鞋、第６５章帽、第９５章玩具等）
及机电仪产品等，ＨＳ按其功能或用途分为不同的章，而不考虑其使用何种原料，章内再按
原料或加工程序排列出目或子目。ＨＳ的各章均列有一个起“兜底”作用、名为“其他”的子
目，使任何进出口商品都能在这个分类体系中找到自己适当的位置。

我国海关也于１９９２年开始实施这样的编码制度，我国进出口税则采用十位编码，第七
位到第十位是我国的本国子目，它是在 ＨＳ分类原则和方法基础上，根据我国进出口商品
的实际情况延伸的两位编码。

（３）按大类经济类别分类（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ｂｙＢｒｏａ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ＢＥＣ），是国际贸
易商品统计的一种商品分类体系，由联合国统计局制订、联合国统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联

合国秘书处出版颁布。ＢＥＣ是为按照商品大的经济类别，按照国际贸易商品的主要最终用
途：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把《国际贸易标准分类》（ＳＩＴＣ）的基本项目编号重新组合
排列编制而成。通过ＢＥＣ分类，可以把按《国际贸易标准分类》（ＳＩＴＣ）编制的贸易数据转

① 商品编码第一、二位数码代表“章”，第三、四位数码代表“目”，第五、六位数码代表“子目”。六位码以上的编码及

对应商品由各国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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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ＳＮＡ）框架下按最终用途划分的三个基本货物门类：资本品、中间
产品和消费品，以便把贸易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及工业统计等其他基本经济统计结合起来，

用于对国别经济、区域经济或世界经济进行分析。ＢＥＣ分类采用三位数编码结构。

２．服务贸易（ＳｅｒｖｉｃｅＴｒａｄｅ）
服务贸易主要指国与国之间互相提供服务的经济交换活动。服务贸易具有以下特

点：无形性，通常具有不可储存性；生产和消费通常具有同时性；服务的差异性很大，难

以标准化；一般不反映在海关统计中，而在国际收支中体现（ＢＯＰ统计 ＋ＦＡＴ统计）。对
于设在本国境内的经济实体，虽然外资方不是本国人，但仍属当地居民，他们在提供服

务时，不发生国际收支，因此 ＢＯＰ无法涵盖这类交易，还要进行一项被称为“外国附属
机构”（ＦＡＴ）的统计。ＢＯＰ和 ＦＡＴ互为补充，才能反映服务贸易的全貌，形成完整的服
务贸易统计体系。

服务贸易可以分为如下几类：（１）跨界供应（ＣｒｏｓｓｂｏｒｄｅｒＳｕｐｐｌｙ），指一国居民向另一
国提供产品或服务。其中的“跨境”是指“服务”过境，通过电信、邮电、计算机联网等实现，

至于人员和物资在现代科技环境下则一般无须过境。例如，国际金融中的电子清算与支

付、国际电信服务、信息咨询服务、卫星影视服务等。（２）境外消费（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ＡｂｒｏａｄＡ
ｂｒｏａｄ），指一国居民在另一国消费由当地的产品服务，如国际旅游就是典型的境外消费的
形式。（３）商业存在（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ｒｅｓｅｎｃｅ），则是一国居民到另一国开设企业，以企业的方
式提供产品以及服务，如在中国境内的肯德基、花旗银行等。（４）自然人流动（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
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指一国居民以自然人形式在另一国提供服务，如艺人演出。

（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１．对外贸易商品结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种商品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

种商品进出口贸易与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一国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可以反

映出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科技发展水平等；而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可以反

映出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和科技发展水平。

２．国际贸易商品结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国际贸易商品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构成，

即各大类商品或某种商品贸易额与整个世界出口贸易额相比，以比重表示。

（七）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国际贸易地理方向与对外贸易依存度

１．对外贸易地理方向（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对外贸易地理方向又称对外贸易地区分布或国别结构，是指一定时期内各个国家或区

域集团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地位，通常以它们在该国进出口总额或进口总额、出口

总额中的比重来表示。对外贸易地理方向指明一国出口商品的去向和进口商品的来源，从

而反映一国与其他国家或区域集团之间经济贸易联系的程度。一国的对外贸易地理方向通

常受经济互补性、国际分工的形式与贸易政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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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国际贸易地理方向（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
国际贸易地理方向也称为国际贸易地区分布（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ｂｙＲｅｇｉｏｎ），用以表明

世界各洲、各国或各个区域集团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地位。计算各国在国际贸易中的比

重，既可以计算各国的进出口额在世界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也可以计算各国的进出口总

额在国际贸易总额（世界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

由于对外贸易是一国与别国之间发生的商品交换，因此，把对外贸易按商品分类和按

国家分类结合起来分析研究，即把商品结构和地理方向的研究结合起来，可以查明一国出

口中不同类别商品的去向和进口中不同类别商品的来源。

３．对外贸易依存度（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Ｔｒａｄｅ）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为对外贸易系数，是指一国的进出口总额占该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比重。其中，进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称为进口依存度，出口总额占ＧＤＰ的比重称为出口依
存度。对外贸易依存度反映一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

指标。用公式表示为：

对外贸易依存度 ＝Ｘ＋ＭＧＤＰ ×１００％

　　式中Ｘ为出口总值，Ｍ为进口总值。一国的外贸依存度越高，表明该国经济对国际贸
易的依赖程度越大。一般来说，实行开放政策的国家相对于闭关锁国的国家，其外贸依存

度会比较高；小国家的外贸依存度会比大国家高一些。比如，新加坡的外贸依存度肯定会

比印尼高。有人认为，对外贸易依存度这个指标不能确切地反映一国经济对外部世界的依

赖程度。比如，进口值不是该国在一定时期内的ＧＤＰ。因此，他们主张使用出口依存度这
个指标，即用该国出口值占同期 ＧＤＰ的比重来表示该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其
实，出口总值也不是都算成ＧＤＰ，只有净出口才算成ＧＤＰ的一部分。因此，对外贸易依存
度和出口依存度指标都有其不足之处，不过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指标以前，我们用这两个指

标来大体反映一国经济对外部经济的依赖程度，特别是通过这两个指标的变化程度来反映

一国经济对外部经济依赖程度的变化趋势，还是可取的。

（九）总贸易体系与专门贸易体系

１．总贸易体系（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ｙｓｔｅｍ）
又称一般贸易体系，是以货物通过国境①作为统计对外贸易的标准。凡是进入本国国

境的货物一律记为进口，称为“总进口”（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ｍｐｏｒｔ）；凡是离开本国国境的货物一律计
为出口，称为“总出口”（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ｘｐｏｒｔ），两者之和为总贸易额。

２．专门贸易体系（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ｒａｄｅＳｙｓｔｅｍ）
又称特殊贸易体系，是指以货物通过关境作为统计和划分进出口的标准。凡是通过海

① 一般说来，关境和国境是一致的，但有些国家在国境内设有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和出口加工区等，这些地区不属于

关境范围之内，这时关境小于国境。有些国家组成关税同盟，参加关税同盟的国家的领土即成为统一的关境，这时

关境大于各成员国的国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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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结关进入境内的货物列为专门进口；凡是通过办理海关手续出口的货物列为专门出口。

专门进口额和专门出口额相加称为专门贸易额。

总贸易体系和专门贸易体系说明的是不同的问题。前者说明一国在国际商品流通中所

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后者说明一国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目前世

界上多于半数的国家采用总贸易统计体系，如中国、美国；另一些则采用专门贸易体系，如

欧洲的德国和法国。

（十）直接贸易与间接贸易

直接贸易（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ｄｅ）是“间接贸易”（ＩｎｄｉｒｅｃｔＴｒａｄｅ）的对称，是指商品生产国与商品
消费国直接买卖商品的行为。

间接贸易是“直接贸易”的对称，是指商品生产国与商品消费国通过第三国进行买卖商

品的行为。其中，生产国是间接出口；消费国是间接进口；第三国是转口。广义的间接贸

易包括转口贸易和过境贸易，狭义的间接贸易就是指转口贸易。

转口贸易（ＥｎｔｒｅｐｏｔＴｒａｄｅ）又称中转贸易（Ｉｎｔｅｒｍｅｄｉａｒｙｔｒａｄｅ）或再输出贸易（ＲｅＥｘｐｏｒｔ
Ｔｒａｄｅ），是指国际贸易中进出口货物的买卖，不是在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直接进行，而是通
过第三国转手进行的贸易。这种贸易对中转国来说就是转口贸易。交易的货物可以由出口

国运往第三国，在第三国不经过加工（改换包装、分类、挑选、整理等不作为加工论）再销

往消费国；也可以不通过第三国而直接由生产国运往消费国，但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并不

发生交易关系，而是由中转国分别同生产国和消费国发生交易。转口贸易有货物集散地、

仓库、堆栈之意，它属于再出口贸易和过境贸易中间接过境的一部分。

转口贸易的发生，主要是因为贸易制裁，或者战争、宗教等因素。但到现在，主要是因

为贸易制裁，避开高额关税而采取的贸易运输方式。转口贸易对中间商所在国而言，一般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１）自然条件，即中转国的港口必须是深水港、吞吐能力强，地理位置
优越，处于各国之间的交通要冲或国际主航线上；（２）人为条件，要求中转国对中转地采取
特殊的关税优惠政策和贸易政策，如自由港、自由贸易区等，使中转费用不致过高。同时，

要求该地的基础设施、交通、金融和信息等服务系统发达且完备，以利于转口贸易的进行。

例如中国香港的转口贸易在其总出口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

过境贸易（ＴｒａｎｓｉｔＴｒａｄｅ）是指甲国向乙国运送商品，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必须通过第三
国，对第三国来说，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此项交易，但商品要进出该国的国境或关境，并要经

过海关统计，从而构成了该国进出口贸易的一部分。

过境贸易可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１）直接过境贸易是外国商品纯系转运性质经过本
国，并不存放在本国海关仓库，在海关监督下，从一个港口通过国内航线装运到另一个港

口再输出国外；或在同一港口内从这艘船装到另一艘船；或在同一车站从这列火车转装到

另一列火车后离开国境。（２）间接过境贸易是外国商品运到国境后，先存放在海关保税仓
库之后，未经加工改制，又从海关保税仓库提出，再运出国境。根据专门贸易体系，这种商

品移动作为过境贸易处理，不计入对外贸易额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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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ｒａｄｅ）是用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一国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利能力
和贸易利益的指标，反映该国的对外贸易状况，一般以贸易条件指数表示，在双边贸易中

尤其重要。常用的贸易条件有３种不同的形式：价格贸易条件、收入贸易条件和要素贸易
条件，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衡量一国的贸易所得。

价格贸易条件又称为净实物贸易条件，为一国出口与进口的交换比价，可以用来反映

一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其计算公式为：

Ｔ＝（Ｐｘ／Ｐｍ）×１００
　　其中Ｔ表示价格贸易条件，Ｐｘ代表出口商品价格指数，Ｐｍ代表进口商品价格指数。如
果贸易条件指数大于１００，说明出口价格相对进口价格上涨，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比原来
更多的进口商品，该国的该年度贸易条件比基期有利，即得到改善；如果贸易条件指数小

于１００，说明出口价格比进口价格相对下跌，出口同量商品能换回的进口商品比原来减少，
该国的该年度贸易条件比基期不利，即恶化了。

收入贸易条件反映了一国出口商品总体出口能力的变动情况，以及一国通过对外贸易

满足本国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能力，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较直接，反映一国整体收益的变

动。其计算公式为：

Ｉ＝（Ｐｘ／Ｐｍ）×Ｑｘ
　　其中Ｉ表示收入贸易条件，Ｐｘ代表出口商品价格指数，Ｐｍ代表进口商品价格指数，Ｑｘ
代表出口量指数。收入贸易条件无法说明贸易条件的改善是由于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技术

含量提高，还是由于低价促销带动出口数量增长，无法表明一国出口商品的实际竞争能力。

如果商品贸易条件下降导致出口量更大幅度的增加，则收入贸易条件就是上升的。

要素贸易条件是指以出口商品生产所需生产要素投入量作为衡量依据的贸易条件。要

素贸易条件常分为单要素贸易条件（Ｓｉｎｇ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ＳＦＴＴ）和双要素贸易条
件（ＤｏｕｂｌｅＦａｃｔｏｒｉａｌＴｅｒｍ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ＤＦＴＴ）。单要素贸易条件只限于贸易国一方的出口产业
的要素生产力变动。双要素贸易条件则同时包括双方的出口产业的要素生产力变动。用公

式可以分别表示为：

ＳＦＴＴ＝
Ｐｘ
Ｐｍ
×Ｚｘ

ＤＦＴＴ＝
Ｐｘ
Ｐｍ
×
Ｚｘ
Ｚｍ

　　式中Ｚｘ和Ｚｍ分别是出口和进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指数。由于出口生产率的提高会使
出口价格下降，而国外进口品生产率的下降会使进口价格上升，要素贸易条件表明，一国

从贸易中获得利益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上升或下降的幅度是否超过了价格的上

升或下降的幅度。

（十二）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ｒａｄｅ）和“加工贸易”（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Ｔｒａｄｅ）是向海关申报时两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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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贸易方式，不同的贸易方式对应不同的海关监管方式。一般贸易就是正常的国际买卖，

是海关的基本监管类型，它是与加工贸易相对应的贸易方式，指一国境内有进出口经营权

的企业单边进口或单边出口的贸易，按一般贸易交易方式进出口的货物即为一般贸易

货物。

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加工

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因此，加工贸易的主要特点就是其一般全部或者至少

部分原物料是需要从国外进口，并在保税状态下做成成品，之后成品再出口。如果需要卖给

国内，则需要按照一般贸易进行补税。加工贸易一般包括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来件装配、来

样（来图）加工等几种形式。这种贸易方式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一种主要贸易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