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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世界：经济全球化中的两极均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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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政治学院上海分院，上海 200433)

摘 要：本文试图建构一种不同于主流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关于经济全球化的荻益机制的觯释。

比较利益理论只有以制度是中性的假设为前提才能解释各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获益问题；而各国在经济全

球化中的获益与否以及获益大小恰恰表明制度是非中性的，因此，各国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实现纯收益最

大化，除了创造比较利益优势外，必须使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制度的边际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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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后时刻的日益临近，国内外关于中国能否从中获益的争论

日益激烈。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能否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的争论，也随着经济全球

化的迅速发展而在全球学术界、实业界和政治家中达到白热化。 在这场争论中，经济学家通常

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具体测算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的获益水平。 但是，这种计算一般是

建立在可测的假设条件上的，并没有一种统一的理论可以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从经济全球化

中获益，而有些国家不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有些国家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获益很大，而有

些国家则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很小。 尤其是不能解释为什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

围内的两极分化非但没有减轻，反而却日益严重了。 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

问题就可能存在思想和理论上的障碍。 本文试图建构一种统一的理论用以说明上述问题。

一、一个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过程

在人类经济史上，经济全球化是一种既新又旧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 尽管经济学界至

今没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但对经济全球化大致包括的内容还是清楚的。 一般认为，经济全

球化的主要表现是，国际贸易屋迅速增长，全球性资本流动的大规模扩展，在全球范围内利用

资源。 这些经济现象，至少在 100 多年前就已经发生了，只不过其规模没有这么大罢了。 马克

思和恩格斯早在 1847 年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

成为世界性的了。 英国《经济学家》杂志 1997 年 10~12 月号上刊载的《对全球化的思考》一文

也认为，至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 50 年中，经济全球化就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由此看

来，正如德国经济学家赫贝特·杰尔施所言，经济全球化不过是用于形容一个早就开始的、漫

长发展进程的新词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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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它们之间关系的演

进事实上存在着三个阶段．即 商品输出阶段、资本输出阶段和产业输出阶段。 18世纪中叶的

产业革命，引发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国际大分工．即世界开始分为工业国和农业国，出现了工

业品和农业品之间的贸易，这构成了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商品输出阶段。 19世纪末20世纪

初，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成为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重要现象。 对上述两个阶段，无

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主流经济学，都曾经从不同角度进行过分析。 我们的任务是

把这两个阶段置放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研究它们对于国际产业输出的意义。 在我们看来，

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是产业输出的历史前提，产业输出是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发展的必然结

果。 20世纪 60年代，产业输出成为一股潮流，当代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已经纳入产业结构

成长的范围，服从千产业调整和产业转移的需要。 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已经不能成为一国经

济发达的象征，只有具有连续创新与高度化的产业结构，只有不断通过产业转移连续更新产业

结构，只有位列世界产业结构成长的主导地位，一国经济才能称得上先进、强大和发达。

当代经济全球化不是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过程的简单重演，它最本质的特征就是建立在

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市场和资本流动是当代经济

全球化的核心部分，这实际上是把浮在水面的
＂

泡沫
“

当成了江河湖海浩荡的主流。 事实上．尽

管金融市场似乎相对独立于产业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衍生品市场和对冲基金的投机更

对产业市场的发展形成损害，但如果没有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的产业成长和产业转移，金融

市场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二、比较利益理论的假设前提

当人类历史上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刚刚拉开帷幕，大卫·李嘉图就用比较成本理论说明了

两国贸易中的互利性。 今天，主流经济学解释经济全球化中的利益分配仍然以比较成本理论

为基础，尽管人们已经发明了消费可能性分析的新方法。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仍有必要在此简

要说明这个理论，虽然经济学家对此很熟悉。 大卫·李嘉图用英国的毛呢交换葡萄牙的葡萄

酒的例子来说明，假设生产毛呢，英国用100单位劳动，葡萄牙用 90单位劳动；生产葡萄酒，英

国用120单位劳动，葡萄牙用 80单位劳动。 从英国来说，1< 100/90< 120/80， 即 l<l.1< 

1. 5，这说明英国在毛呢和葡萄酒的生产方面都处于劣势，但在毛呢生产方面的劣势小于葡萄

酒生产方面的劣势，换句话说，英国在毛呢生产方面具有比较成本优势。 从葡萄牙来说，80/

120<90/100，即 o. 66<0. 9<1，这说明葡萄牙在毛呢和葡萄酒的生产方面都处千优势，但在

葡萄酒的生产方面比毛呢的生产具有更大优势，换句话说，葡萄牙在葡萄酒生产方面具有比较

成本优势。 他认为英国和葡萄牙只要各自按照比较成本优势来生产并交换对方的产品，都可

以从这种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中获得比较利益。

但是，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只有全部满足下列 假设条件才能成立：

(1)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 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目的就是获得比封闭经济条件下

更大的利益（也就是我在1994年和1997年所指出的价值盈余），这就舍弃了那种不获利的
＂

援

助
”

或赠与等国际经济政治行为。

( 2)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 这就是说，在国际市场上，一切交易对象．既有多个供应者，也

有多个需求者，他们都是价格接受者，各国及其微观经济主体都不能决定或影响价格的形成。

(3)完全对称的市场信息。 对于同一种商品，所有的供应者和所有的需求者，都拥有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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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谁也不能因为拥有比别人更多或不同的信息而影响交易行为或成交率，也不会有道德

风险和逆选择问题。

(4)市场交易制度是中性的。 任何交易行为都是一定规则下的行为。 但这些规则以及为

制定和执行这些规则而存在的组织必须是中性的．即不会因为这些制度的形成与执行而影响

交易的公正和公平。 这不仅意味着国家不利用强权影响规则的制定与执行，而且意味着已经

形成的国际规则和国际组织对所有的国家都是不偏不倚的，所有国家在其中的地位与权利、权

力是平等的。

如果满足了这4个假设条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各方一般是互惠互利的。 然而．并不是任

何时候、任何场合、任何交易都能够同时满足这4个假设条件，有时人们往往要付出艰苦的努

力，才能大致满足或接近满足这4个假设条件。 比如．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他们

在国际经济和政治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大致相同．他们之间的交易有时大致上是能够接近满足

4个假设条件，尽管他们之间也需要艰苦的谈判．甚至发生摩擦，有时即使付出艰苦的努力，也

很难基本满足这4个条件 C 比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由于他们的经济实力相差悬殊，

他们在国际经济和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权利也完全不同，这不能不影响他们在经济全球化过

程中的获益水平。 之所以不能完全满足这4个假设条件．一个根本原因还在于，在强权政治的

环境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国家往往使其他3个条件不能成立，从而使比较成本优势不能得到

有效地发挥。

三、利益分配的制度主义解释

现在．我们在继续坚持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假设条件下．逐步放宽上述的其他3个假设条

件，看在现实的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之间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配

会呈现什么样的格局。

(1)垄断竞争或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 事实上，完全竞争市场只是
“

不完全竞争
“

市场的一

种特例。 由于规模经济造成的成本优势，也由于保护无形资产的制度限制了竞争·现实经济中

的绝大部分市场是由少数大企业（常常是二、三个企业）支配的（萨缪尔森，1998)。 在 1997 年，

世界上前 100 家大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就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而跨国公司母公司与子

公司之间的贸易额又占去世界贸易总额的 1/3，在余下的 1/3 中，绝大部分也与跨国公司有

关。 而在全球投资活动中，80 ％是由跨国公司进行的。 根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 1999 年

《世界投资报告》估计，约 70 ％的国际技术支付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 世界上主要产品和

服务的交易价格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控制的，至少他们不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他们往往通过控制产量从而使自己产品的价格高于他的边际成本。 就象微软公司尽管受到其

他公司产品的竞争，但他对自己的视窗产品价格的影响则是不言而喻的。 在发达国家拥有绝

大部分大型跨国公司的现实条件下．这样的贸易、投资和技术转移格局，自然使发达国家能够

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得远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的利益。

(2)国家干预国际经济活动。 跨国公司的发展并没有也不可能取代国家对市场的作用。

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和竞争机制是国家的杰作（波拉尼， 1983) ，跨越国界的统一的全球性市场

的建立也不可能离开国家权力的作用。 国家对国际经济的干预远远甚于对内部经济的干预。

这种干预源于两个原因： 一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力，二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外在压力。 在

某种意义上说，国家利益与本国公司的利益是紧密相关的。《竞争的极限》的作者已经观察到

• 10 .



经济全球化过程出现了一种新趋势：即相互竞争的公司利益与相互竞争的国家利益相互结合，

产生了与市场机制本身相对抗的趋势。 例如，实施新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实施战略贸易政

策，限制技术和知识的流动，贸易伙伴之间的互惠主义政策，参与双边或多边经济关系谈判等。

无论是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罗兰·罗伯森，1992)，都服从千公司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要

求。 公司与国家之间巳经形成了新的联盟，其核心是：公司为了自身的全球化而要求自己的国

家即政府对经济全球化及时作出反应．国家即政府则为了自身的合法性或执政权威而为公司

的全球化提供各种条件。 美国公司当年曾经抱怨日本的竞争机制是通产省加股份公司．其实

美国的竞争机制何尝不是商业部和贸易代表加跨国公司。 曾经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导致国

家权力的衰退。 英国《经济学家》撰文指出，这种论调既奇怪也错误。 该文用公共开支规模的

变动说明了政府作用的增强。 据统计，发达国家的政府开支占GDP的比率，从1913年的

1 0％上升到1996年的45%。 这说明·经济全球化不仅没有削弱政府权力，相反加强了这种权

力。 其结果是，发达国家对经济尤其是对外经济活动的干预更加明显与有力。 在中国加入世

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中，美国和欧盟的表现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他们耗时］4年，千方百计提

高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
＂

门槛费
＂

，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未来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为他们的

公司或企业创造一个有利的竞争条件．从而获得更多的企业利润和国家利益。

(3)国际经济政治权力分配的失衡。 国家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地位与权力的大小，决

定于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 谁也不会否认，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当 代国际经济政治体系

中的地位与权力是完全不同的。 里斯本小组运用K•奥玛尔的
＂

三角化
”

概念，说明北美、西欧

和日本这
“

三角
”

具有文化与科学的统治地位、技术优势、军事霸权、经济福利，还有改造世界经

济与世界社会的能力（里斯本小组.2000)。 我也曾指出，世界经济中存在着
“

优等生
”

组合或以
“

优等生
”

为核心的新的支配体系。 在这样一个新的支配体系中，发达国家是世界市场上信息

的制造者和享受者，而发展中国家基本上得不到想要的信息。 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教授曾

经分析了国际经济的基本权力结构和次级权力结构，认为无论是属于前者的安全结构、生产结

构、金融结构、知识结构，还是属千后者的运输体系、贸易体系、能源与福利，发达国家在其中都

处千支配和控制地位，他们决定着规则的制定和监督着规则的执行，而作为规则载体的组织的

目标也是由他们确定的。 她举例说．国际贸易组织的作用和影响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的．

并且反映最强大的成员国或国家集团关心的问题和优先考虑的问题的变化。 GATT原来只

是管理货物贸易的一种准贸易体系，而WTO现在是管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知识产权的永

久性组织，这种变化就是反映了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利益要求。 国际金融体系的建立与运

行也是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超级大国，根据他的要求并照顾到英国的利益，成

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由于他出的资金最多．他在其中也就居于支配地位。 现

在，这两个组织已经成为把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输送到地球上哪怕是最偏僻角落去的机构。

他们把向发展中国家或东欧国家提供贷款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措施联系起来：降低关税、政府退

出经济活动、国有企业私有化、为贸易和企业参股打开国门、严格财政预算、稳定汇率。

根据比较成本理论，所有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都能够获得比较利益，也就是说都能

通过全球化而实现共同富裕，但事实上却存在着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继续加剧的情况：法国学

者雅克·阿达不久前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信息与前瞻性研究中心的数据，计算了世界范围内

人均收入的国际差异，1996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以美国为1 00，日本为86.欧盟为71，亚洲

“四小龙
”

为67，中国为l3，撒哈拉以南非洲为4。 那么，这究竟如何解释？显然，有着严格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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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条件限制的比较成本理论是无法说明这种现象的。 我们只有放松这些假设条件，把科学假

设置放在可靠的现实基础上。 上述的 3 个假设条件与其说是一种假设，不如说是当代国际经

济政治的现实反映。 这些条件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由国家经济实力所决定的制度因素。

正是这些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因素，扭曲了比较成本理论所反映的那种经济过程，把根据比较优

势共同获益的均等分配机制变成了一些国家获益大、另 一些国家获益小、甚至不获益的分配过

程。 这是世界范围内两极分化继续加剧的根本原因。

四、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为策略

在无制度因素介入的条件下，按照比较成本优势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是可以获益的，但获

益的大小往往与制度因素有关，即只要某个国家影响甚至支配、控制了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其

制度收益可以内部化，而制度成本却可以外部化。 从边际主义的角度来看， 一国参加经济全球

化的
＂

度
“

，或者说从经济全球化中的获益最大化．如果把比较成本优势作为常数来看待，则取

决于制度的边际收益等千制度的边际成本。 从这个理论可以引伸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行

为策略：即一方面努力形成本国的比较成本优势，按照比较成本优势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另
一方面想方设法去影响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形成与改革，通过改革国际经济政治制度形成有

利于本国企业竞争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 显然，不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既不可能获得比

较利益，也不可能影响国际经济政治制度的运行与改革。 其结果就是中国既无法增进国家利

益，也无法利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机遇。 所以，问题不是要不要参与经济全球化，而是如何参

与经济全球化并通过它最大限度地增进中国的利益。

行为策略之一：按照静态比较成本优势．增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中国的纺织品和服

装工业是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
“

多纤维协定
”

的废除，提高了它们的竞争

力，导致这些部门的出口扩张。 我们要充分发挥这些部门的比较成本优势，大力促进它们的出

口。 政府要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的促进与协调作用，联合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企业竞

争，防止本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相互之间进行竞争。

行为策略之二：充分发挥企业的特定优势，促进寡头垄断型企业的对外投资。 我国的某些

行业与产品，有的具有所有权优势（如中药制剂）、有的具有内部化优势（如家用电器）、有的具

有区位优势．他们完全可以迅速向国外投资。 国家要通过制定各种法规，引导这些企业的市场

兼并与联合．迅速把自己的优势寡头垄断化，以占领和控制这些产品的世界市场。

行为策略之三：按照动态比较成本优势，尽快扶植高科技企业的出口与对外投资。 仅仅按

照静态比较成本优势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还不足以支撑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我们要

看准产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把目前可能还不具备比较优势但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具备比较优势

的行业扶植起来，尽力推动其产品的出口和海外投资，并在海外建立研究开发机构。 尤其是对

那些高起点的市场前景十分广阔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国家要通过制定一 系列政策规

定，尽快把他们扶植起来，使他们迅速成长为向海外出口与投资的主力军。

行为策略之四：积极参加多边合作组织和国际组织，竭力扩大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

发言权和影响力。 对千已有的多边合作组织和国际组织，我们要想方设法地进入，因为在不在

组织内部，其影响力是不同的。 即使我们现在进入其影响力不会很大，但进入要比不进入有

利，进入可以为扩大影响力创造机会。 对于即将成立或将来要成立的国际组织，我国要争取成

为发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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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策略之五；继续加大对外开放力度｀为进一步参与经济全球化创造基本条件。 为使我

国在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利益需要进一步放宽外贸经营权；需要更多地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需要加快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进程。

五、结论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始终是世界市场上重要的参与者、支持者和利益获得者。 国

家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国家，他们构成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两极。 国家离开世界就失去

了发展的机会，世界离开国家就不成其为世界。 比较成本理论的分析单位是国家．而一个国家

获取利益的机制是世界市场。 在世界市场上活跃的微观经济主体，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扶植与

引导。 国家支持本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为的是本国人民在世界经济体中获得更多的

利益。 由于国家的参与，形成了世界经济政治制度，它构成了一定时期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规

范。 由千国家经济政治实力不同，世界经济运行规则就可能比较有利千经济实力强的国家的

企业。 为了国家利益，一个国家除了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鼓励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还需

要不断地要求改革不利千本国企业竞争的各种旧的制度。 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 一方面

表现为中国企业在世界市场的微观经济活动，另 一方面表现为国家政府代表企业进行双边或

多边的经济谈判，参与各种地区性或全球性会议或组织，这两方面构成一个整体目标，即增进

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总体获益能力。

主要参考文献：

[1]里斯本小组． 竞争的极限：经济全球化与人类的未来[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2]卢根鑫． 国际产业转移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3]李扬． 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J]． 宏观经济研究，2000, (3) : 55 — 56. 
[ 4]Schools Brief．氐aring the weight of the market[J].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997. (6). 

[5]卢根鑫． 国际经济关系[A]． 张培刚主编． 新发展经济学[C]． 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

[6]苏珊·斯特兰奇． 国际政治经济学 一－ 国家与市场[M] ．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0.

[7]格拉德·博克斯贝格和哈拉德·克里门塔． 全球化的十大谎言[M] ．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8]雅克·阿达． 经济全球化[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9]帕德玛·德塞． 走向全球化：从计划向市场的过渡[M] ． 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Nation and World: The Equilibrium of the Two Sides 

in the Processe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LU Gen-xin 
(Shanghai Section vf NanJing College of Pvlitio. PLA..Shanghai.China, 200433) 

Abstract: It i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to give an explanation about the distributive 

machanism of gains in the processe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instead of nee飞lassical

theory of distribution. The critical assumptio配 underlying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

tage are the following: the institution is neutral. i. e.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下转笫 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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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behaviors of households, investors and government have 

been discussed under deflation,and the game theory models and the process have been found, 

our hope is to give som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to improve the monetary circum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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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not affected by the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the processes. But how reason

able are such assumptions? All kinds of experience testify to the close link between distribu

tion of gains and the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economy in our empirical study. Therefore 

every country wants to get maximum net gains from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she must 

make marginal revenue equals marginal cost of institution, besides what she has comparative 

advantage. 

Key words: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comparative ad van

tage; institu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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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area tax burden has been showing upward trends. Firstly, this paper uses survey data col

lected by China's State Statistical Bureau (SSB) between 1992and 1997 to analyse empirically 

that the disparity of area tax burden shows the rising trend by analyzing Gini ratios and ap 

plying the general methods of inequality decomposition by population subgroups. The cono

lusion indicates that the sectoral disparity and inequality within east economic district account 

for sizable shares of the overall inequality index, and the increase of tax burden differentials 

in east economic district has been the driving factor behind the rising overall inequality in 

China . Secondly,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factors that cause the rising of disparity of China 

area tax burden. Finall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estion and strategy. 

Key words: 如parity of area tax burden; inequality index;empiric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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