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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朝阳"陈"煜!

摘"要"本文对以下几 个 问 题 做 一 个 初 步 的 分 析’改 革 开 放"#多 年 来#
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发生 了 哪 些 变 化$是 否 符 合 生 产 要 素 禀 赋 理 论$是 否 遵

循了巴拉萨的阶段比较 优 势 理 论$在 分 析 时#把 出 口 产 品 分 成 资 源 密 集 型(资

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并计算这三大类产品在%=>#%"###年期间巴拉萨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和净出口 比 率 指 数&在 此 基 础 上 得 出 结 论’中 国 出 口 商 品 比

较优势基本符合生产要素禀赋理论#并遵循了阶段比较优势原则&

""关键词"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指数#净出口比率指数

一!引""言

按照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一个国家应该生产并出口密集 使 用 该 国 相 对

丰裕要素的产品而进口密集使用该国相对稀缺要素的产品&在赫克歇尔%俄

林模型的基础上#巴拉萨提出了阶段比较优势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的迅

速发展会导致一国要素禀赋的变化#进而是出口商品构成和比较优势发生变

化&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一国的要素禀赋在于劳动力和自然资源#出口产品

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和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随着经济的发展#一国

的要素禀赋会发生变化’资本积累在增加(技术在改进&在出口商品的构成

中#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会增加#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将发生变化&
自%=@>年中国 实 行 对 外 开 放 政 策 以 来#经 济 保 持 着 快 速 的 增 长#年 均

_;‘增长率接近%#?&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得到了迅

速的增长&从绝对值来看#中国出口值从%=>#年的%>%L"亿美元上升到"###
年的"H="亿美元#增加了%"L@!倍&从占_;‘的比重来看#在%=>#年#出

口只占_;‘的$?#到"###年#这 个 数 字 达 到 了"UL%?&同 期#中 国 出 口

占世界的份额也从#L=?上升到UL=?&
中国经济和对外贸易经历了"#多年的快速发展&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发

生了哪些变化 呢$是 否 更 加 符 合 赫 克 歇 尔%俄 林 的 生 产 要 素 禀 赋 理 论 了 呢$
是否遵循了巴拉萨的阶段比较优势理论了呢$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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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的实证分析&在做实证分析时#本文把出口产品分成资源密集型产品(资

本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并计算这三大类产品在%=>#%"###年巴拉

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T3b3*43N&-.I*1*2(b3VNb*)2*G3#T&V"和净出口比

率指数 !832]1*N3T*2(-#8]T"&

二!比较优势的计算方法!数据和产品分类

有两种 基 本 的 计 算 一 国 出 口 商 品 比 较 优 势 的 方 法&第 一 种 是 巴 拉 萨

!R*4*CC*#%=$!"提出的显示比较优势&简单地说#国家X的出口商品5的显

示比较优势 !T&V"由该种商品占国家总出口的比重相对于在世界出口中的

比重来衡量&即如果用W5X表示国家X出口商品5的出口值#用W5X表示国家X
的总出口值#则其显示比较优势指数为’

T&V5X ’ !W5X,W"X"d!W5<,W"<"#

其中#下标< 表示世界总和&如果T&V5X的值小于% !意味着商品5在国家X
中的出口比重小于在世界的出口比重"表示该国家在此种产品上具有显示比

较劣势)同样#若该指数大于%则表示具有显示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指

数被广泛地用于测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显示比较优势指数的不足

是在评价一国或地区的比较优势时没有考虑进口方面的因素&
另外一种计算比较优势的计算公式是净出口比率指数 !8]T5X"#它由净

出口占进出口贸易的比例来表示’

8]T5X ’ !W5X,35X",!W5X035X"#"!,%+8]T5X +%"#

其中#W和3 分别表示出口值和进口值#此公式与巴拉萨公式的不同之处在

于考虑了一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的相互关系&这一指数介于\% !表示此类产

品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和%之间 !表示此类产品只有出口没有进口"&如果该

指数大于##则称此种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小于##则称之为比较劣势&因为

一个国家的进口水平和结构与该国的进口保护有关#因此8]T指数在实际应

用时会出现偏差&
本文使用 的 数 据 来 自 联 合 国 国 际 贸 易 统 计 年 鉴 !F8/C<)231)*2(-)*4

]1*N3Q2*2(C2(,Cd3*1W--B#%=>#%"###"和中国海关统计年鉴 !各期"&在对

中国比较优势进行测算时#本文采用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T&V"和净

出口比率指数 !8]T"两种方法&使用两种方法的目的是为了对照分析#以

使我们对中国的比较优势有一个更准确的判断&
采用联合国的标准国际贸易分类 !Q2*)N*1N<)231)*2(-)*4]1*N3&4*CC(a(D

,*2(-)#Q<]&"对 中 国 出 口 产 品 进 行 分 类&按%位 数 的 标 准 国 际 贸 易 分 类

!Q<]&"#出口产品包括%#大类&Q<]&# !食品及活动物"(Q<]&% !饮料及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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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Q<]&" !非食用原料"(Q<]&U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Q<]&H
!动植物油(脂及蜡"(Q<]&! !化 学 成 品 及 有 关 产 品"(Q<]&$ !按 原 料 分 类

的制成品"(Q<]&@ !机械及运输设备"(Q<]&> !杂项制品"和Q<]&= !未分

类产品"&通常将#%H类初级产品定义为资源密集型产品#第$和第>类制

成品定义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第!和第@类制成品产品定义为资本密集型产

品#第=类为未分类的其他产品%&

% 我们最初的想法是按要素投入的比例对产品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把产品分成资源密集型(劳动密

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但我们发现这超出了我们所拥有的研究条件&岳昌君博士的毕业论文1国际贸

易(比较优势与技术传递2给我们很多启发&他采用了联合国的分类方法#把Q<]&#DH划做资源密集型产

品#把Q<]&!和Q<]&@归为资本密集型产品#把Q<]&$和Q<]&>划 成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我 们 认 为 这 一

分类方法比较接 近 现 实 情 况&通 过 对 大 类 产 品 的 考 察#我 们 发 现Q<]&!!化 学 成 品 及 有 关 产 品"和

Q<]&@!机械及运输设备"可以看作是资本密集型 产 品&化 学 成 品 及 有 关 产 品 和 机 械 及 运 输 设 备 的 制 造

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劳 动 替 代 资 本 的 可 能 性 很 小#因 而 可 以 把 这 两 大 类 产 品 划 成 资 本 密 集 型 产 品&
Q<]&>!杂项制品"和Q<]&$!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大 多 是 我 国 传 统 的 劳 动 密 集 型 制 品&所 以 我 们 觉 得

可以把这两大类产品看成劳动密集型产品&最后#Q<]&#DH#大多是和自然资源相关的初级产品&当然在

大类之内#有些产品存在要素替代的问题#有些产品可能归类到资源密集型产品而不是归类到资本密 集

型产品或劳动密集型产品#如把Q<]&$!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中的有些产品调整到资源密集型产品#把

Q<]&#DH中的部分产品调整到劳动密集型产品会更恰当&我们没有作如此调整的原因有二’一是想让问

题简单化)二是目前的分类不会严重影响数据结果和结论&

三!T&V指数的结果

表%给出了中国从%=>#年至"###年%"个年份中按%位数Q<]&分类的

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表%"中国出口显示比较优势!T&V%位数"!%=>#%"###"

Q<]&# Q<]&% Q<]&" Q<]&U Q<]&H Q<]&! Q<]&$ Q<]&@ Q<]&>

%=># %7@" #7H= %7H" #7>= #7!U #7>" %7"@ #7%% %7>=
%=>U %7H@ #7!% %7!! % #7>" #7@% %7"= #7%% "7#$
%=>! %7=H #7H$ "7#% %7@= #7@= #7$= %7"H #7% %7H>
%=>@ %7>> #7!H "7% %7U$ #7$U #7@@ %7$@ #7%$ %7$@
%==# %7H$ #7H> %7"U #7>U #7$H #7@ %7"$ #7H= "7"$
%==U %7"" #7>% #7>@ #7$ #7!@ #7!! %7%! #7HH U7#U
%==! #7=H #7>U #7@" #7!H #7$ #7$H %7U! #7!H "7>"
%==$ #7=@ #7@> #7@" #7H@ #7!! #7$H %7"! #7!= "7="
%==@ #7=U #7!U #7$H #7!% #7@@ #7$" %7"> #7$% "7=$
%==> #7>> #7H> #7!$ #7H! #7UU #7!= %7%= #7$$ "7=%
%=== #7>$ #7U@ #7$U #7U" #7%$ #7$H %7%= #7@% "7>%
"### #7=% #7UU #7!> #7"= #7%$ #7!U %7"! #7># "7@$

""数据来源’%=>#%%==@年数据来自岳昌君1国际贸易(比较优势与技术传递2!北京大学"###年博士

研究生学位论文")%==>%"###年的数据来自本人的计算&



!>""" 经 济 学 !季 刊" 第!卷

!一"资源密集型产品

该大类产品在"#世纪>#年代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两类资源密 集 型 产

品Q<]&# !食品及活动物"和Q<]&" !非 食 用 原 料"的T&V指 数 均 大 于%#
具有比较优势&在%=>U%%=>=年间#Q<]&U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
的T&V指数也大于%#具有比较优势&从动态来看#资源密集型产品的T&V
指数在下降#并在"#世纪=#年代先后降到%以下#即成为比较劣势产品&

!二"资本密集型产品

该大类产品在整个 考 察 期 间T&V指 数 均 小 于%#即 处 于 比 较 劣 势 地 位&
从动态来看#Q<]&@ !机械及运输设备"的T&V指数一直在增加#从%=>#年

的#L%%升至"###年的#L>##势头非常强劲#预示着该类产品在不久的将来

有可能成为比较优势产品&Q]<&! !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的T&V指数总的

来看在下降#说明该类产品的比较劣势在恶化&考虑到Q<]&!在资本密集型

产品中的出口比重非常小#可以说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劣势得到了极大的

改善&

T&VDQ<]&!f@ !%=>#%"###"

图%"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优势 !T&V"及其变化 !%=>#%"###"

!三"劳动密集型产品

该大类产品在整个考察期间T&V指数均大于%#即处于比较优势的地位&

Q<]&> !杂项制品"是中国主要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其T&V指数呈上升

趋势#从%=>#年的%L>=上升到%==#年的"L"$#再上升到"###年 的"L@$#
它的比较优势明显得到了加强&Q<]&$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T&V指数

变化不大#期初和期末仅相差#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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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小结

T&V指数的结 果 说 明#我 国 出 口 产 品 的 比 较 优 势 在 于 劳 动 密 集 型 产 品

上#比较劣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这符合我国要素禀赋

的特点 !中国自然资源和资本缺乏#劳动力资源十分充裕"&从动态来看#劳

动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得到加强#并将保持下去)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较

劣势得到了极 大 的 改 善#从 趋 势 来 看#在 不 久 的 将 来 将 变 成 比 较 优 势 产 品)
资源密集型产品的T&V指数呈下降趋势#它的比较劣势地位一直恶化&

四!8]T指数的结果

表"列 出 了 中 国%=>#%"###年 中%"个 年 份 按%位 数 分 类Q<]&#D>的

8]T指数的变化情况&

表""中国净出口比率!8]T%位数"!%=>#%"###"

Q<]&# Q<]&% Q<]&" Q<]&U Q<]&H Q<]&! Q<]&$ Q<]&@ Q<]&>

%=># #7#% #7UU \#7U! #7=% \#7$" \#7HH \#7#" \#7@" #7$>
%=>U \#7#! #7UU \#7%U #7=! #7%> \#7HH \#7%> \#7!U #7$$
%=>! #7H" \#7U" \#7% #7=! #7#! \#7!U \#7H! \#7=% #7"=
%=>@ #7U" \#7"% #7#! #7@= \#7$U \#7U> \#7#$ \#7@= #7!H
%==# #7UU #7U@ \#7#@ #7$% \#7@" \#7"> #7%@ \#7! #7@"
%==U #7!> #7!@ \#7"> \#7%@ \#7H% \#7U! \#7"@ \#7H= #7@%
%==! #7"H #7!! \#7U= #7#" \#7@ \#7U% #7#$ \#7"! #7@H
%==$ #7"= #7H$ \#7HH \#7#> \#7$H \#7UH \#7#! \#7"" #7@H
%==@ #7HH #7!U \#7H> \#7%= \#7HH \#7U% #7#U \#7#= #7@=
%==> #7H> #7$= \#7! \#7%H \#7$$ \#7U" #7#" \#7#$ #7@=
%=== #7H= #7!> \#7!U \#7U" \#7>" \#7H \#7#% \#7#> #7@$
"### #7HH #7UH \#7$U \#7H! \#7@> \#7HU #7#% \#7#! #7@H

从上表的数据来看#8]T的结果和T&V的结果基本上是一致的&8]T
的结果基本上显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比较劣

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一"资源密集型产品

总的来看#该大类产品的8]T结果和T&V结果基本一致&

Q<]&# !食品及 活 动 物"与Q<]&% !饮 料 及 烟 类"的 8]T结 果 和 T&V
的结果不一致&从%=>#%"###年#8]T指数各年的数据基本上大于##特别

是进入=#年 代 后#这 两 类 产 品 的 8]T在 !#L"=##L!>"和 !#LU@##L$="
之间#显示出较高的比较优势&而T&V指数的数据显示#除了Q<]&# !食品

及活动物"在>#年代有比较优势外#这两类产品一直处于比较劣势&相关性

检验显示#Q<]&#的8]T和T&V指 数 的 相 关 系 数 为\#LU=#两 者 负 相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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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的8]T和T&V指数的相关系数为#L"!#两者微弱正相关&这可能是

由中国政府对农产品的保护政策造成的&

Q<]&" !非食 用 原 料"(Q<]&U !矿 物 燃 料(润 滑 油 及 有 关 原 料"和

Q<]&H !动植物油(脂及蜡"的8]T指数结果和T&V指数的结果非常接近&

8]T数据显示#除Q<]&U !矿物燃料(润滑油及有关原料"在>#年代及=#
年代初有比 较 优 势 以 外#这 三 大 类 产 品 基 本 处 于 比 较 劣 势 !8]T指 数 小 于

#"&从趋势来 看#这 三 大 类 产 品 的 比 较 劣 势 在 加 深#特 别 是Q<]&U的 8]T
下降幅度更大#从%=>U和%=>!年的#L=! !接近完全比较优势"下降到"###
年的\#LH!"&这三类产品的T&V和8]T指数的相关检验显示#它们的相关

系数分别为#L=%(#L=#(#L@"&显示出极高的相关性&

" 根据岳昌君!"###"#这和中国对外贸易战略有关&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制成品的生产和出口能力 有

限&为了引进中国急需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不得不出口一些中国并不具有优势的资源密 集 型

初级产品以换取外汇&在此背景下#石油就成了中国>#年代最主要的出口产品&

表U"T&V指数和8]T指数结果的相关性检验!按产品类别"

Q<]& # % " U H ! $ @ >

相关

系数 \#7U= #7"! #7=% #7=# #7@" \#7"> #7%U #7=U #7>U

!二"资本密集型产品

Q<]&! !化学成品及有关产品"和Q<]&@ !机械及运输设备"的8]T指

数在%=>#%"###年 期 间 一 直 小 于##说 明 它 们 都 处 于 比 较 劣 势 地 位&这 和

T&V的结果是一致的&

8]TDQ<]&!f@ !%=>#%"###"

图""中国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比较优势 !8]T"及其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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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态上看#Q<]&@ !机械及运输设备"的8]T指数上升得非常快&该

指数从%=>#年的\#L@"下 降 到%=>!年 的\#L=% !接 近 完 全 比 较 劣 势"后#
开始逐步上升&%==#年上升到\#L!##%==!年上升到\#L"!#"###年上升到

\#L#!#比较劣势非常小#表现出强劲的从比较劣势向比较优势转变的势头&

8]T的这一结果和T&V的结果非常一致&相关性检验显示#Q<]&@的8]T
和T&V指数的相关系数为#L=U#表现出非常高的相关性&

再看Q<]&! !化 学 成 品"的 8]T 指 数&从%=>#%"###年#该 指 数 在

\#L">到\#L!U之间变动#期初和期末仅相差#L#%&说明中国在化学成品的

比较劣势 几 乎 没 有 改 善&Q<]&!的 8]T指 数 和 T&V 指 数 变 动 并 不 一 致&

T&V指数呈下降趋势#从%=>#年的#L>"下降到了"###年 的#L!U#比 较 劣

势在恶化&相关性检验显示#8]T和T&V指数的相关系数 为\#L">#说 明

这两者负相关&

!三"劳动密集型产品

从8]T的指数数据来看#Q<]&$ !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比较优势不

明显#该指数在%==!年以前小于##但绝对值很小&在%==!年以后#该指数

大于##但很小&也就是说#从%=>#年到"###年#Q<]&$处在比较优势和比

较劣势的边缘&这与Q<]&$的T&V指数结果有很大的 差 别&从%=>#%"###
年#Q<]&$的T&V指数均大于%#在%L"!左右徘徊#说明Q<]&$有比较优

势&相关检验显示#Q<]&$的8]T和T&V指数的相关系数仅为#L%U#两者

微弱正相关&

8]T指 数 的 数 据 显 示#Q<]&> !杂 项 制 品"的 比 较 优 势 非 常 明 显&除

%=>!年和%=>@年这两年的8]T指数较小以外 !分别为#L"=和#L!H"#该指

数超过#L$$#特别是进入%==#年代以后#该指数维持在#L@#以上#显示出

非常强的比较优势&Q<]&>包括服装(鞋靴(旅行用品和手提包等劳动 密 集

型产品#是我国的传统出口商品&8]T的结果和T&V的结果一致&相 关 性

检验显示#Q<]&>的8]T和T&V指数的相关系数为#L>U#表现出较高的相

关性&

!四"小结

8]T指数的结果显示#中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势#特别是

在Q<]&> !杂项制 品"这 一 典 型 的 劳 动 力 密 集 型 产 品 上 比 较 优 势 非 常 明 显&
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 上#中 国 不 具 有 比 较 优 势#但Q<]&@ !机 械 及 运 输

设备"的比较劣势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这些结果和T&V指数的结果是非

常一致的&8]T指数的结果还显示#中国在有些资源密集型产品上有比较优

势 !Q<]&#(Q<]&%"#但在有些资源密集型产品上不具有比较优势 !Q<]&"(

Q<]&U(Q<]&H"&这些结 果 和T&V指 数 的 结 果 有 些 不 同&总 的 来 说#8]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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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的结果和T&V指数的结果一样显示了中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在于劳动

力密集型产品上#比较劣势在于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源密集型产品&这符合

中国的要素禀赋特点&

五!8]T结果和T&V结果的相关性分析

以上的分析显示#8]T的结果和T&V的结果基本上是一 致 的&相 关 性

检验 !按年"显示8]T和T&V的结果 !%=>#%"###"正相关#相关系数在

#LU>和#L@H之间变动&应该说两者并不存在显著的相关&这主要是由于两者

的计算方法不同&8]T指数的计算包含了进口#而T&V指数的计算不包含

进口&一国的进口水平和结构受政府的保护影响很大 !d3*2C#%=="*"&因而

在测算一 国 出 口 商 品 的 比 较 优 势 时#T&V指 数 可 能 优 于 8]T指 数&因 为

T&V指数撇开了受政府保护影响很大的进口&

表H"T&V指数和8]T指数结果的相关性检验!按年"

年份 %=># %=>U %=>! %=>@ %==# %==U %==! %==$ %==@ %==> %=== "###

相关

系数 #7HH #7U= #7@H #7@U #7!= #7$= #7$= #7@" #7$U #7$% #7$U #7@%

政府对产业的保护可以采取关税壁垒和非关税壁垒形式&长期 以 来#中

国对农产品进口征收较高的关税#并采取进口许可证(进口数量限额等非关

税措施来保护本国农产品市场&这使中国的农产品进口量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一定程度上扭曲了8]T指数&按8]T指数#中国在Q<]&# !食品及活动物"
和Q<]&% !饮料及烟类"这两类产 品 上 有 较 强 的 比 较 优 势#这 和 中 国 政 府 在

农产品上的保护措施是分不开的&按T&V指数#中国在这两类产品上处于比

较劣势&也就是说#虽然8]T指数的结果因为受到政府贸易政策的影响而不

能反映我国的要素禀赋特点#但是T&V指数很好地反映了我国的要素禀赋特

点&
政府的干预扭曲了初级产品的比较优势#这种扭曲是否也存在于工业制

成品上呢$我们认为这种扭曲与初级产品相比要小得多&
首先#制成品不同于初级产品&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 口 很 大

程度上建立在一国的意愿或要素禀赋上&自然资源密集型的初级产品在世界

各地都有需求#因此#政府可以不顾本国的资源禀赋特点#扭曲初级产品的

出口和进口&但是#制成品的出口却是建立在一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上或者说

竞争力上的#政府却很难扭曲制成品的出口&
其次#政府对对外贸易的干预和对内贸易的干预是不同的&政府 可 以 通

过配给的方式来干预国内贸易#但却不可以通过配给的方式来干预对外贸易&
如果国外对我们的产品没有需求#政府是无法通过配给的方式强卖给他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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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可以通过补贴的方式对对外贸易施加影响&降低一国制成品的价格可以

在短时期内促进制成品的出口#但是#如果不能促进竞争力的提高#终究是

难以为继的&
第三#对我国对外贸易政策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有助于我们回答这个问题&

在改革初期#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是鼓励并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自然资源密集

型的初级产品出口以换取外汇#也就是说#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出

口是建立在政府的意愿而不是要素禀赋的基础上的&这是因为当时我国制成

品的生产和出 口 能 力 有 限&进 入%==#年 代#随 着 我 国 制 成 品 生 产 能 力 的 提

高#我国出口产品构成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初级产品出口大幅减少#工业制

成品大幅增加&相应地#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发生了明显转变#不再是鼓励

初级产品的出口#而是鼓励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和机电产品的出口#并采取出

口退税这一符合市场经济原则的做法&从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改变中#我们

可以发现#政府非常聪明#它在不断地修订自己的政策#以使其符合不断变

化的实际情况&
最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逐步减 少&从 趋 势 上 来

说#政府对对外贸易的干预 !或者说扭曲"也在逐步减少&
因此#我们的 看 法 是#政 府 对 对 外 贸 易 的 干 预 是 基 本 符 合 我 国 国 情 的#

扭曲不像想象的那么大&

六!结""论

本文的目的是为了实证检验中国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是否符合中国的要

素禀赋特点&在做实证分析时#把出口产品分成资源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

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三类产品&在对这三类产品的比较优势进行计算

时#除了采用通常使用的巴拉萨显示比较优势指数 !T&V"外#还使用了显

示竞争优势指数 !8]T"&从本文的实证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U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改革时期市场价格能不能反映要素稀缺性$答案是肯定的&两个明显的例子是价

格双轨制和黑市价格&进一步回到我国的对外贸易问题上来&我国从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 出 口

大国演变成进口大国说明了要素的稀缺性规律在起作用&

!一"中国出口商品比较优势基本上符合赫克歇尔%俄林定理

实证分析显示#在%=>#%"###年间#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着很高的比较

优势#资本密集型产品处于比较劣势地位&这和中国劳动力相对丰裕(资本

相对稀缺的要素禀赋特点相符&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并不完全符合中

国要素禀赋的特点#该类产品在"#世纪>#年代具有比较优势#在"#世纪=#
年代具有比较劣势 !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家U"&总的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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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比较优势基本和其要素禀赋的特点相一致#可以说#中国的数据基本

上支持了赫克歇尔%俄林定理&

!二"中国出口比较优势遵循了阶段比较优势原则

一方面#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保持非常高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中国 的 资 本

密集型产品的比较劣势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实证数据显示#资本密集型产品

的比较优势指数保持着强劲的上升势头#到"###年#T&V指数和8]T指数

分别接近%和##意味着该类产品即将从比较劣势产品转变成比较优势产品&
资本密集型产品比较优势的这一变化和我国资本禀赋的极大改善有很大的关

系&中央银行的 数 据 表 明#到"###年#我 国 居 民 储 蓄 达 到$#"H%亿 元 人 民

币&相比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这是一个多么长足的进展&因此#我 们 的 理

解是资本禀赋的改 善 和 资 本 密 集 型 产 品 比 较 优 势 的 改 善 保 持 着 动 态 的 一 致&
另一方面#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基本上在下降#并在"#世纪

=#年代变成了比较劣势产品&正如巴拉萨的阶段比较优势理论所描述的那样#
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一国出口产品集中在初级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上#随

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工业制成品相应增加&因此#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 出 口

商品的比较优势表现出动态的变化过程#可以说是一个支持巴拉萨的阶段比

较优势理论的例子&
总之#自%=>#年以来#中国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较好地发挥了比较优

势&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基本符合赫克歇尔%俄林定理#并遵循了阶 段 比 较

优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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