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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理论．比较成本（利益）理论以及规模经济理

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理论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理论基础。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屈因

是发挥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国际价值的作用。 比较成本（利益）原理是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之一，它有利

于各国发挥比较优势，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经济全球化的又 一 重要理论基础是规模经济理论。跨国公司是

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其迅速发展，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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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具有客观必然性和深厚的理论基础。 本文从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比较成本

（利益）理论以及规模经济理论三个方面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进行分析。

一、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分工和国际价值理论是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理论基础。 国际分工是一

国社会分工走出国界在国际范围内的延伸，它是形成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作为国内分工高度发展的必然产物的国际分工，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

在。 首先，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科学技术的进步，推

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一国生产社会化朝着国际化方向发展，形成国际分工或国际生产专

业化。 其次，自然条件是影响国际分工的一个重要因素。 自然条件主要是指· 一国所处的地理

位置、国土面积、气候条件、土壤、地上、地下以及海域资源和人力资源等。 自然条件是社会生

产和经济活动的基础和客观条件。 气候、土壤直接影响一国农业生产的构成及在国际分工中

的地位；矿产资源的状况直接制约着一国工业生产的结构及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虽然，一国

的自然条件．直接影响着这个国家生产发展状况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但是，离开了科技进

步，自然资源将无法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将无法实现。 目

前，以科技进步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正在取代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国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

要形式。 再次，国家的经济关系和对外政策等也直接影响国际分工。

随着国际分工的发展．促使各国、各地区发生日益广泛的经济联系．跨国进行商品生产和

商品流通成为普遍现象。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直接原因，是发挥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作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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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全球范围内有效地配置资源，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

国际分工决定了国际交换和国际贸易。 而国际交换和国际贸易是依据国际价值进行的。

国际价值不是由个别国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的，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决定的。

在国际贸易中，劳动生产率高、劳动强度大的国别劳动可以创造较多的国际价值，从而在国际

分工中获得更多的超额利润。 这也是各国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

为了加速我国的经济建设，我们应当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下，采取灵活多样的方

式，积极地参加国际分工，如来料加工、来样加工、补偿贸易、合资经营、技术许可证贸易等方

法。 通过国际分工不仅可以实现社会劳动的节约，还可以换回我们所需要的先进技术设备。

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目前的国际分工体系中充满着矛盾和冲突，带有强制性和剥削性

的特征。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经济上发达的国家比落后国家有更大的优势，它们的劳动生产率

比落后国家高得多，从而每个单位商品中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比落后国家少得多。 在这种情

况下，经济发达国家向落后国家输出商品．就能够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实现超额利

润。 此外·经济发达国家还常常运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强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发展中国家

在经济上依附于它们。 在这种基础上形成的国际分工，充满着强制、不平等和剥削掠夺性。

二、比较成本（利益）理论

比较成本（利益）原理是经济全球化的理论基础之一 比较成本（利益）原理的创始人是英

国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 比较成本（利益）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一国放弃机会成本较大的产品

的生产，而专门从事机会成本较小的产品的生产。 因 此，比较成本理论的实质是机会成本理

论。 比较成本理论是经济全球化情况下，世界经济正常运转，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重要依据，

也是每个国家取得竞争优势、实现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依据。

首先，比较成本理论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理论，它有利于各国发挥比较优

势，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 由于各国的自然资源禀赋和各方面的技术水平的不同，劳动生产率

有别·生产同种产品的成本价格和所得利润有高有低，各国为了扬长避短·都要尽力按照比较

成本原理实现专业化分工·生产相对密集地使用本国较充裕的生产要素的产品，降低成本价

格，提高生产水平，然后相互交换，从中受益·增进本国和世界国民的福利。

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就是使各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比较成本优势．在全球内有效地配置社会

资源。 经济全球化使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自由地流动，大量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与协

作的空间更加广泛，也为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提供了发展机遇。 因为，发展中国家在参与经济全

球化的过程中，可以依靠自身劳动力资源丰富、产品销售市场广阔和由此带来的劳动成本和本土

市场的比较优势，以及可以充分地发挥发展中国家，在借鉴先进国家成功经验、汲取其失败的教

训等方面的后发优势，使本国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在不断提高的基础上获得更快地发展。 另外．参

与经济全球化，也使发展中国家增强了竞争意识和危机感、紧迫感。 所以，经济全球化必将促进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为其在较短的时间内赶上发达国家提供了机遇和希望。

其次，从比较成本理论来看，经济全球化在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和好处的

同时，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和危胁。 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忽视了国际分工和

国际贸易的负面效应，这就是经济发展水平悬殊的国家之间展开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对不发

达国家的民族产业有不可忽视的抑制作用。 由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比较低，

国际竞争力不强，而发达国家不只具有丰富的资本，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操作水平，而且还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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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健全的法律制度与高效的产业组织和企业制度，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发

达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际竞争力。 因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经济全球化所处的

地位必然不同，所获得的利益也就不同。 在经济全球化
＂

盈余
“

分配上，发达国家处于优势地

位，是最大的受益者。 而发展中国家常常处于劣势地位，获益相对较少。

特别是目前，发达国家完全操纵和控制了国际制度和规则的制定权，发展中国家被排斥在

外，而使其制度和规则的制定过程缺少平等、民主、公正和透明度，进而使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

制定的结果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这就使发达国家的相对优势得到了更充

分地发挥，使发展中国家的相对优势受到了极大地压制。 在这种
“

扶强抑弱
＂

的制度和规则下，

经济全球化必将形成强者宰割弱者的局面。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们不能因为目前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存在着许多不平等，而拒绝加入

经济全球化过程。 事实说明，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落后，主要原因并不是由于不平等关系，而在

于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着许多问题和没有积极主动地参与国际经济体系。 一个国家越是脱离

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它就越是对制定国际经济制度和规则缺少发言权，因而就只能受发达国家

任意宰割和摆布。 要想摆脱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关系，只能靠发展中国家积极参

与世界经济体系，充分发挥自己的作用，争取积极有利的制度和规则来实现。

三、规模经济理论

经济全球化的又一重要理论基础是规模经济理论。 跨国公司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它的

迅速发展，就是为了获取规模经济效益，跨国公司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和方式。

规模经济效益，是指随着边际成本的下降而带来的边际收益大幅度提高的
“

收益递增
“

现

象。 现代规模经济理论认为，企业规模和生产经营范围的扩大，可以降低产品成本，占有更大

的市场份额，在利润上实现 1+1 大于 2 的效果，带来收益的增加。 特别是对于生产批量大、规

格差别不大、产品需求稳定的企业，尤其如此。 在现代经济中，许多资本密集型产业具有较高

的规模经济的要求，如果达不到经济规模，企业的效率就很低。

跨国公司可以扩大企业规模，获取规模经济效益。 跨国公司扩大企业规模的途径有两条，

一是企业内部扩张，即通过资本积累，凭借自己的技术优势、管理优势、资本优势来扩大企业的

生产经营规模。 这是企业自身力量的渐进地、自然地扩张。 二是企业的外部扩张，即企业通过

联合或兼并的手段，把别的企业纳入自己的麾下，扩大生产经营规模。 这是企业规模扩大的最

迅速、最有效的手段。 企业外部扩大可以通过纵向联合和横向联合两种方式来实现。 企业纵

向联合是指把产品的零部件或加工环节放在分公司或下属公司进行，是一种经营单位向其产

品加工和销售各阶段的延伸。 纵向联合可以弥补市场失灵和降低交易费用；消除企业外部环

境中的不确定性。 企业的横向联合是指把同一种产品放在不同的地区的不同分公司或下属公

司生产。 企业实现横向联合后，原来使用相同原材料、技术、管理方法或销售渠道的各个企业

由竞争对手变为合作伙伴，增强了企业同原有供应商和客户讨价还价的能力；企业合并后，扩

大了企业的绝对规模，提高了企业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上述一切，都会产生规模经济效益，最

终都导致企业利润的大幅度增加。

跨国公司与经济全球化相互作用，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发展。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经

济全球化过程中，随着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对发展中国家的大举
“

入侵
＂

，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

场越来越多地被外资所占有，而发展中国家凭借目前的经济实力与发达国家争夺国外市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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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易事，结果只能是发展中国家市场占有份额的减少。 虽然，对于我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的国

家来说，无论是从规模经济的角度，还是从提高国际竞争力以便走向世界的高度，都需要建立

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跨国公司。 但是，目前我国开展大规模的跨国经营困难很大，无论从资

本、技术、品牌，还是从经营入才方面看都有很大的不足，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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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ZHANG Yin-jie 
(&·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议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China, 200433)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is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international value,comparative cost(advantage)and economics of scale. The the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international value of Marxism is the dominant theoreti

cal b函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The proximate cause to promote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

my is the role of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the world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value. One of 

the thrortical basi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is the principle of comparative cost(advantage), 

which might benefit the domestic country and foreign countries. Another of the theoretical拉si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is the theory of economic.<; of scale.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are the 

carniers of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The reason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developing rapidly 

is to take profits from economics of scale. 

Key words: the globalization of economy;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ternational 

value; comparative cost(advantage); economics of scale 

·简讯·

中国海派经济论坛召开第 10 次高级研讨会

6月 23日，海派经济论坛组委会、上海银行和《文汇报》在上海银行总部联合召开了
“

经济全球化的开放

与保护一一中国海派经济论坛第 10 次高级研讨会
”

。 会议由海派论坛主席，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程恩

富教授主持，张薰华、洪远朋、贺镐圣、张淑智、朱敏彦、华民、徐明棋、何玉长等来自上海主要高校和科研单位

等 50 余人出席了会议。 与会者就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基本特征、正负效应和对策思路等问题进行了热烈

的探讨，并认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开放与保护是一对经济矛盾、具有同等的重要，二者不能偏废。 现选刊

上述几篇论文。 （金 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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