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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比较优势理论自被提

出后，对国际贸易的发展影响深远，并通过后人的不

断改进完善，成为了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理论

之一。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要素禀赋相对单一，主

要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随着不断发展，外资大量涌

入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资本要素禀赋开始兴起，

中国走向转型时期。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理论的提

出，就是为了更好地解释类似于中国一样的发展中大

国，既相对于部分发达国家在劳动力要素中占据比较

优势，又对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占据了资本的比较优势

的现象。通过分析中国目前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变化

发现，近年来中国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正逐渐削 

弱，我国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整。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要以创新驱动和扩大开放为重点工作，加快建

设贸易强国。发展以技术型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

对外贸易，是目前学界探讨的热点方略，包括三个层

面一是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要稳定发展，

二是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要积极培育，三

是具有技术型超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要高度重视。

1 比较优势理论逻辑与发展

1.1 古典贸易理论及实践

1.1.1 亚当·斯密与绝对优势理论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对国际贸易学说的

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力地抨击了重商主

义，主张经济自由，为自由贸易奠定了坚实的学说基

础，二则是提出了绝对优势这一概念，来解释国际贸

易的基础。所谓绝对优势，是指如果一个国家在生产

某一产品时，能比其他国家投入更少的劳动，或者劳

动生产率更高，则该国的某产品就具备绝对优势，将

认为其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优势地位。

1.1.2 大卫·李嘉图与比较优势理论

大卫·李嘉图在绝对优势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

影响深远的比较优势理论。在两个国家之间，劳动生

产率的差距在不同产品上会出现不相等的情况，比较

优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相对水平，一国在劳动生产

率相对较高的部门或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根据该理

论，每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应该得到生产并出

口，同时具有比较劣势或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应该

被进口，可以简单概括为经典的“两优相权取其重，

两劣相衡则取其轻”，这样一来，两国双方都能够在

节约劳动力的同时，得到因专业化分工而提高劳动生

产率所带来的正向影响效应。

1.1.3 赫克歇尔、俄林与要素禀赋理论

赫克歇尔和俄林最早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后经

萨姆尔森等学者的不断完善，不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实

际应用中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以至于在 20 世纪前半

叶到 70 年代末这段时期内，要素禀赋理论成为国际

贸易理论的典范，几乎成为国际贸易的代名词。该理

论建立在 2×2×2 模型（假设只有两个国家、两种产

品和两种生产要素）基础上，最终得出一国将出口本

国资源丰富要素密集型产品，而进口本国资源稀缺要

素密集型产品。

1.2 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新国际贸易理论

1.2.1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比较优势理论在传统的古典贸易理论阶段构建了

经典的静态二国理想模型，其后出现的比较静态或动

态理论，包括规模经济贸易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和不成熟产业保护理论等，又以另一视角丰富完善了

浅析比较优势理论在中国对外贸易中的实践

——从“二元结构”到梯形外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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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优势是国际贸易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概念，随着国际变化而不断被完善，解释着各种贸易现

象，同时也指导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发展。本文以比较优势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为研究视角，运用比较优势“二

元结构”理论对转型中的我国贸易状况进行了解释，并根据当下我国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的变化，阐述了技术

型超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建议发展以其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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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现实中的经济状况并非是静止

不变的，当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即成为动态阐述研

究比较优势的基础。在经济增长动态变化的过程中，

一国要素禀赋明显也会相应地随之变化，当经济发展

时会不断积累，同时也会受到不完全竞争或规模经济

等带来的影响，这些新的发展影响因素及其带来的对

一国比较优势的变化，成为后期研究古典贸易理论的

热点。

1.2.2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理论

除传统的 2×2×2 模型（两个国家、两种产品和

两种生产要素）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研究思

维不断突破，让比较优势理论出现了“二元结构”甚

至多元结构的构想。比较优势的“二元结构”，就是

在多边贸易中，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的比

较优势。比如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是发

展中国家，但经济体量巨大，这时对于部分发达国家

来说我国拥有劳动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对于部分其

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又拥有者资本要素的比较优势。

2 比较优势“二元结构”对中国贸易现象的解释

2.1 中国要素禀赋构成现状和比较优势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最主

要资源禀赋是劳动力和土地要素。这一时期，大量农

村剩余劳动力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并且较

低的劳动报酬，使得中国在劳动力资源禀赋中具有较

强的比较优势。因此，作为比较优势，中国劳动密集

型产品在出口中的占比一直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然而，这一比较优势自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不

断发生变化。90 年代初，中国出口产品一半以上来自

劳动密集型产品，但之后，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出

口中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而世界平均水平则变化不大，

这一变化趋势意味着中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传统的劳

动密集型产品，向其他新兴产品过渡，如资本密集型

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比较优势的变迁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如随

着经济的不断快速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水平也随之

不断提升，这些都会影响中国的比较优势。与此同时，

作为一直以廉价劳动著称的人口大国，人口结构的变

化也必将对中国的比较优势产生长远影响。80 年代的

“人口红利”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出

口的快速扩张，但近年来中国人口变化开始进入一个

转折点，原来的“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原有的比较

优势基础将逐步削弱。而曾经带动中国出口增长的劳

动密集型产品，未来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压力将越来越

大。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转变贸易发展方式，

打造新的比较优势来源，将是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

2.2 中国多边贸易下的比较优势“二元结构”

当今国际贸易中，越来越多地出现并进行着多国

贸易，古典贸易理论中 2×2×2 模型的情况也在逐渐

变少。在多边贸易中，一开始以最终组装者参与国际

生产价值链中的中国，因大量剩余劳动力和外商投资，

具备了比较优势“二元结构”以及与此相对应的对外

贸易结构。在改革开放后 30 年的高速发展中，中国

一直属于劳动力密集型出口国家，在劳动要素上具

有极强的竞争力，同时，我国也是接受外商直接投资

（FDI）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意味着在国际贸易中资

本要素的竞争力同样不容小觑。这一比较优势“二元

结构”表现为，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对发达国家

具有比较优势，而同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又对其他

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此后，近 15 年来，随着

社会经济的稳步发展进步，中国贸易商品结构又从新

兴工业化经济体发展的初期阶段，发展到科技创新引

领型经济发展的阶段，在技术性要素禀赋的不断积累

的条件下，逐步完成从劳动要素密集，到资本要素密

集，再到创新驱动的重要转变。因此，目前比较优势 

“二元结构”中，对发达国家劳动要素的比较优势出

现相对减弱的趋势，而资本要素和技术方面要素禀赋

的比较优势也逐步加强。

3 中国比较优势变化分析及对策探索

总结中国资本与劳动力市场要素变化，中国比较

优势“二元结构”将在未来发展中逐步减弱。一方面，

随着国内各省区经济协调发展、劳动力市场的逐步统

一，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弭，中国在劳动力禀赋中的比

较优势正逐步减弱；另一方面，随着本土资本的崛起，

外资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也将减弱，引起比较优

势“二元结构”的退行。这时，技术性要素的比较优

势将成为未来外贸发展的重要推动力，科技创新驱动、

数字贸易发展也将进一步转变外贸发展方式，贸易强

国的要求更加以科技为指引。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不断拓展对外经贸合作，以

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并善

用“一带一路”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总体上看，我国外贸市场份额稳步提升，货物贸易总

额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时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

正不断加快，为经济稳定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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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伴随着比较优势“二元结构”的退行，面对着对

外贸易新的局面新的转变。对此，我国应以创新驱动

和扩大开放为动力，优化外贸布局，发展数字贸易，

加快外贸新优势培育，推动外贸多元平衡持续发展。

4 发展以技术型超比较优势理论为核心的梯形对

外贸易

4.1 超比较优势理论

超比较优势是指这样的情形，在两国贸易中，一

个国家能够生产另一国不能生产的产品，具有绝对的

比较优势，在多国贸易中，只有少数几个国家能够生

产的一种产品，也即具有超比较优势。超比较优势可

能因物质资源而产生，比如某种重要物质只分布在特

定的区域，这些国家就自然具有了超比较优势，也可

能因技术创新而产生，比如只有少数国家掌握生产技

术的产品，也包括某个国家特有工艺产品。世界上贸

易强国几乎都具备一定的超比较优势，除了固定的自

然资源比较优势，我国在建设贸易强国的路径中能够

加强对具有潜力的超比较优势产业的创新研发，发展

较高层次的比较优势产业和产品，发挥超比较优势的

作用。

4.2 构建梯形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4.2.1 具有静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要稳步发展

静态比较优势产业是我国一直具有比较优势的产

业，例如一些轻工业行业和产品，包括服装、纺织、

通信及其他电子设备、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等。这类

产业的比较优势水平虽然低于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

业，但仍是我国目前主要的出口贸易商品，在我国对

外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是我国对外贸易稳定发展的

根本保障。因此，国家政府要继续稳定发展这类行业，

确保其继续保持比较优势，发挥在梯形对外贸易发展

中的支柱性作用。

4.2.2 具有动态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要积极扶持

在当前世界格局与发展趋势下，按照比较优势理

论参与国际分工，并通过积极探索发展当下尚未具备

比较优势但具有潜力的产业，来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

势格局，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是我国未来对外

贸易的发展方向。动态比较优势产业是我国对外贸易

转型升级的希望。例如，作为动态比较优势产业代表

的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这类产业的发展，不

仅有利于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而且也符合我国国内

医疗行业的发展需求，因此针对这类潜力型产业，我

国政府应该全面积极进行扶持。此外，在《中国制造

2025》中提出的十大领域，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航空航天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备、电力装备等，均

具有一定的动态比较优势，需要国家重点扶持发展，

积极培育新的动态比较优势。

4.2.3 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品和行业要重视创新

超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能够助力我国对外贸易

取得突破，同时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建设贸易强国。

在国际贸易中，拥有超比较优势产品意味着将拥有在

国际市场上一定的话语权，而且资源型的超比较优势

取决于一国的地理位置等先天条件，相对固定较难改

变，但技术型的超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创新研发，得到

不断积累。因此我国应高度重视并战略性地发展技术

型超比较优势。

具体来看，对于已经具有超比较优势的产业，需

要继续扶持和大力发展，跟踪比较优势的变化，综合

研判国内外形势，关注世界贸易市场格局，逐步提高

已具有超比较优势行业的竞争力；对于具有发展潜力

的产业，则需要战略性地培育扶持，按照国家制定方

案，重点突破技术密集型新兴战略性产业，不断攻克

“卡脖子”技术，实现科技自主研发和自主创新更进

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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