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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内部贸易是指两个国家间进行同 一种产品的交易，是与产业间贸易相对的概念。 产业内部

贸易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跨国公司的发展，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逐步增加。 本文介绍了产业内部贸易出现的

理论背景以及GL指标计算方法。 然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数据，用GL指标分析了中国产业内邻贸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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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业内部贸易理论

产业内部贸易(intra-industry trade)是两个国家进行同一种产品的交易，是与产业间贸易

(intrer-industry trade)相对的概念。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没有涉及到这种贸易类型。 按照以李

嘉图的比较生产成本为前提的比较优势理论，各国在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方面进行专业化生

产，国家之间进行产业间贸易。 换句话说，决定专业化产业的主要因素是各国的比较生产成

本，而比较生产成本主要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H — O要素禀赋理论提出，相对富有资本的发达

国家倾向千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专业化生产，而相对富有劳动的发展中国家倾向千劳动密集型

产业的专业化生产，两者之间进行产业间贸易。 然而1958年欧洲经济共同体(EEC)出现以

后，就出现了欧洲国家互相进出口同种产业产品的产业内部贸易。 例如意大利向德国出口轻

型轿车，从德国进口重型轿车。 再如法国向意大利出口高档葡萄酒，从意大利进口低价葡萄

酒。 1960年代以后欧洲经济学者都关注这种贸易现象，并进行了研究。

产业内部贸易可以分两种，“横向产业内部贸易
”

和
“

纵向产业内部贸易
”

。 前者基千生产

差别产品的国际分工，后者基千承担一部分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 所谓
“

生产差别产品的分

工
”

意味着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消费者的需求结构多样化，同种产业的产品也相应地根据其

功能、设计和技术的不同而细分为高价品和廉价品等，出现了多样化。 一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

高价品，而另 一个国家可以专门生产廉价品，两国之间进行交易。 所谓
“

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
”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product process)意味着甲国生产零部件向乙国出口，乙国生产制成

品后向甲国出口，就是以零部件对制成品的交易。 这种产业内部贸易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跨国

公司的发展，在世界贸易中的比重逐步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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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内部贸易出现的理论解释

关于产业内部贸易出现 的 理论解释大致如下：第 一 ，Linder 的
”

代表需求论” (Theory of 

representative domestic demand) 。 Linder 用”

代表需求
“ 、

“

潜在出口品
” 和

“

现实出口品
”

的概

念来解释产业内部贸易，这一理论基于以 下三个定理：（1）一 个国家的国民大多数购买某一个

产品，构成代表需求。 这一产品就具备成为潜在出口品的条件；（2）两个国家人均国民收入越

接近，它们的代表需求就越相似，潜在出口品也越相似；（3）贸易对方国需求该产品，这时候的

潜在出口品才能 成为现实出口品。 换句话说，成为 出口品的条件是对方国的国民显示对 该产

品的
＂差别需求” (differentiated demand) 。 各国根据国民收入水平，对 一种产品形成价位不同

的代表需求，与代表需求相应的产品是该国的潜在出口品。 如果两个国家具有 共同 的代表需

求，满足两个国家共同代表需求的产品就成为现实出口品，并出现产业内部贸易。
第二，Lassudrie-Duchene 的比较优势阶层化论。 这是以代表需求论作为 基础，以在发达

国家、中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 的比较优势阶层为 根据 ，解释产业内部贸易现象。

如图 1 所示，aa' 、bb' 和 cc'分别是发展中国家 A、中等发达国家 B 和发达国家 C 的代表需求曲

线。 按照 Linder 的假设，一个国家对国内已形成代表需求的产品进行专业化生产，因此，发展

中国家的潜在出口产品为低价品x，中等发达国家的为 中价品y，发达国家的为高价品z。 B国
的低收入阶层需求 x产品，因此发展中国家把 x产品中 e心出口给中等发达国家。 中等发达

国家把 y产品中e心出口给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阶层需求y产品。 同 时把

y产品中e.ies 出口给发达国家，由于发达国家的低收入阶层需求y产品。 发达国家把 z产品

中e心出口给中等发达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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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代表需求曲线与比较优势的阶层化

总之，发展中国家与中等发达国家之间、中等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能产生产业内部贸

易。 这时，中等发达国家的 需求结构既类似于发达国家，也类似于发展中国家，有利千扩大国

际贸易。

第三，Balassa 的关税同盟论。 Balassa 把在 1958 年建立的 EEC 从
“

关税同盟” 的角度分

析，进而解释产业内部贸易的产生 。 按照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如果各国组织关税同盟而取消关

税壁垒，各国对 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专业化生产，其结果是产生产业间贸易。 以前受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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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保护的进口竞争部门(impor t-competing sec tor)无法持续生产，各国不支持这一部门而支持

优势部门。 因此在各国的夕阳产业或巳失去竞争力的产业内大量企业倒闭，有限的资源自然

向出口产业部门转移。 这一过程的必然结果就是产业间贸易。

但是，根据Balas sa的实证分析，建立EEC以后，欧洲国家间贸易专业化指数( trade spe

cializatio n  coef fi cient)为0.3 —0.5，低于建立EEC之前的0.4—0.6。 这说明产业间贸易并没

有增加，产业内部贸易却上升了。 Balas sa以代表需求论的差别产品来解释这一现象。 他否定

了传统关税同盟理论的同质性产品假定，指出现实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对差异性产品的需求，尤

其是收入水平差不多的欧洲国家间形成的差别需求比较突出，因而取消关税壁垒后产业内部

贸易仍然逐渐扩大。

第四，规模经济效益论。 传统贸易理论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但是目前不少学者认为规模经

济效益更能说明发达国家间的贸易， 进而一些学 者从规模经济角度解释产业内部贸易。

Kru gman主张尽管国家间要素禀赋相同，但由于规模经济仍然会产生贸易。 换句话说，在规

模经济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各国互相交换要素投入比例类似而有差异性的产品。

比如一 个产业内有两种产品，高价品G1和低价品G2，并假定这两种产品需用不同的设备

生产，G1和G2的个别生产规模都不到最小效益规模。 如果甲国和乙国各自生产这两种产品，

两者都不能实现规模经济效益。 但是如果通过产业内部贸易，甲国和乙国分别对G1和G2进

行专业化生产，两个国家都能确保最小效益规模的生产，以减少平均生产成本。 总之，甲国和

乙国间产生产业内部贸易。

三、格鲁布尔一劳埃德指标

产业内部贸易在1958年EEC组织成立后明显增加。1970年联合国公布了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CSTIC)，各国也作出统一的国际贸易资料。后来，经济学者才进行了实证分析。 首先对产业内部贸

易进行实证分析的学者有：Grubel &. Lloyd,Aquino,Bal翋;a,l..a.s su drid-Duchene等。
1975年格鲁布尔—劳埃德(Grubel & Lloyd)对法国和美国等 主要OECD国家的产业内

部贸易在1959-1974年工业产品贸易中的比重进行了实证分析（表1)。 他们证 明了产业内

部贸易在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占重要的地位。 第 一， 产业内部贸易占工业产品贸易的

50%。 第二，产业内部贸易在发达国家之间比较明显，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不太明

显。 第三，日本和澳大利亚等 国家虽然收入水平较高，但是由千地理位置的因素，产业内部贸

易不太明显。
表1 主要OECD国家产业内部贸易指数的变化

1959 1964 1980 1985 

法国 45 60 82 82 

荷兰 55 58 76 78 

英国 32 40 81 81 

原联邦德国 39 42 65 66 

美国 40 40 62 60 
日本 17 21 27 25 

澳大利亚 14 17 

资料来源：Grubel &. P. J. Lloyd, Intra-industry Trade: The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in Differentiated Products, Macmillan, 1975, p.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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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sudrie-Duchene 和Rahman分析 了法国与欧洲共同体(EC)国家之间的工业产品贸

易，按产品种类分析产业内部贸易在工业产品贸易中的比重。 研究结果表明，1 976年 法国与

EC国家之间的产业内部贸易占整个工业产品贸易的 52%, 1980年该比率上升到56%。 按照

资本产品、中间产品和消费产品的分类来看，资本产品贸易的 4 2％属于产业内部贸易，消费产

品是61. 5%，中间产品是62%。 中间产品的产业内部贸易比重比较高，这是因为EC国家的

生产要素禀赋情况相似，为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就必须进行生产过程的国际分工。 这也反映了

目前进行贸易的产品不局限千制成品，还包括中间产品，并且这部分产品的交易越来越重要。

消费产品的产业内部贸易比重也较高，这是因为收入水平接近，而法国与其他EC国家之间已

形成差异性需求，并且生产差异性的分工比较发达。

最常用的产业内部贸易指标是格鲁布尔— 劳埃德指标(GL)，计算公式为：

[Xn+Mn] — [Xn-M』 |Xn—Mnl
G尸 X产Mn

XlOO=[l — ]XlOO xn+Mn

其中，Xn为n产业的出口值，Mn为n产业的进口值。 Gn表示 n产业的产业内部贸易对n

产业的进出口总额的比率，G n 的取值范围是 0-100。 如果该产业的贸易只由产业间贸易来

构成，凡或队取0，因而Gn也为 0。 与此相反，只由产业内部贸易来构成，凡与江相一致

CX n -Mn=O)，因而G n 为10 0。 这一指标与产业内部贸易的比重之间的关系如（表2 )。 例如

Gn取46，贸易 总额的 30％左右属于产业内部贸易，再如 Gn取89，该比重约为 80%。
表2 格鲁布尔一劳埃德指标与产业内部贸易的比重之间的关系

格鲁布尔 —劳埃德指标 产业内部贸易的比重

46 30% 

57 40% 

66 50% 

75 60% 

82 70% 

89 80% 

在测算产业内部贸易比重时，我们不能忽视产业的范围问题。 例如，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

分类上2位数76 指通信录音机器，3位数761指电视机、762 指 收音机，而4位数7611指彩色

电视机、7612 指黑白电视机。 随着分类的细化，产业内部贸易的比重将下降。 一般按 3位数

的分类来分析。

四、中国产业内部贸易指标与产业内部贸易的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产业内部贸易 明显增加。 至1990年代，产业内部贸易在中国

贸易结构中已占有重要地位。 用GL指标按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CHS)分类计算中国产

业内部贸易水平，1992 -19 97 年6年平均指标大千 0.8的有5种、大于 0.5而小于0.8的有 9

种，见表3。 另外，如表4所示，1998年中国主要出口项目与主要进口项目 相比，5个行业中有

4个是重复的。

中国正处千经济体制改革时期，因此市场机制还不完善。 政府对汇率等价格体系进行干

预，生产要素市场落后于消费品市场，地方保护主义仍存在，运输通讯等社会基础设施尚未十

分发达等，这些都影响市场机制有效地 发挥作用，以及产业间贸易的发展或产业专业化生产的

进一步深化。 此外，为了争取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发展中国家展开了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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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这可能引起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或产业专业化生产带来的中国出

口产品交易条件的恶化，再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使以产业间贸易的形式参与国

际劳动分工体系不一定有利等。 在上述的情况下，产业内部贸易可以成为有效的贸易结构。

产业内部贸易的效益有：第一，随着市场化进展，消费需求结构呈多样化，消费产品产业内部贸

易可以满足多样化、差别化的商品消费。

表3 1992-1997年中国产业内部贸易指标(Grubel-Lloyd Index) 

1992年 1993年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平均

第一类 0. 31 0.35 0.37 0.32 0.37 Q.36 0. 35 

第二类 0. 63 0.45 0.46 1.00 0.91 0.64 0.68 

第三类 0.41 0.57 0.43 0.30 0. 37 0. 58 0.44 

第四类 0. 50 0. 38 0.43 0. 59 0. 64 0. 71 0.54 

第五类 0.92 0.81 0.95 0.96 0.89 0.80 0.89 

第六类 0. 73 0.88 0. 91 0.89 0.89 0.95 0.88 

第七类 0.51 0.57 0.62 0. 64 0.60 0.67 0.60 

第八类 0.65 0. 70 0.64 0.61 0. 64 0.60 0.64 

第九类 0.91 0.88 1.00 0.85 0.87 0.95 0. 91

第十类 0. 39 0.47 0.44 0. 50 0. 39 0.42 0.44 

第十一类 0.58 0.54 0.55 0.61 0. 65 0. 57 0. 58 

第十二类 0. 18 0. 15 0. 12 0. 10 0. 10 0.09 0. 12

第十三类 0.52 0.59 0. 54 0. 53 0.55 0.49 0.54

第十四类 0.92 0.98 0.82 0. 74 0.90 0.87 0.87 

第十五类 0. 73 0.44 0.68 1.00 0.90 0. 97 0. 79

第十六类 0.64 0. 56 0.64 0. 74 0. 78 0.90 0. 71

第十七类 0.53 0. 36 0.45 0.87 0.88 0.97 0.68 

第十八类 0.88 0.89 0.99 0.98 0.94 0.85 0.92 

第十九类 0. 19 0.40 0.44 0.87 0. 74 0. 12 0.46 

第二十类 0.25 0.23 0.20 0.20 0.20 0. 12 0.20 

第二十一类 0. 13 0.09 0.08 0.43 0. 15 0.47 0. 23 

资料来源：《中国对外经济统计年鉴》1992-1997年，中国统计出版社。

表4 1998年中国主要进出口项目 单位：亿美元

主要出口项目 出口颂 比重（％） 主要进口项目 进口额 比重（％）

机械电子机器产品 463. 3 23. 7 机械电子机器产品 509. 1 36. 3

纤维原料及产品 404.9 22.0 纤维原料及产品 143. 9 10. 3

家具玩具等产品 134. 7 7. 3 钢铁等金属产品 124. 7 8. 9

钢铁等金私产品 125. 3 6.8 塑料原料及产品 115. 7 8. 3

化学工业产品 96.5 5. 3 化学工业产品 110.4 7. 9

资料来源：《中国海关统计年鉴》1998.

第二，生产资料产业的产业内部贸易会使生产及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对中国经济体制转换

和中国经济现代化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及
“

小而全、大而全
”

的生产导致

资源浪费，地方保护主义及市场分割导致非效率，产业规模经济和企业生产专业化就难以得到

实现，尤其是为提高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需要产品的规格和质蜇标准化，也难以实现。 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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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难以实现全国统一市场的前提下，中国可以利用产业内部贸易引进符合国际标准的生产

原材料，并且进行国内企业的专业化生产。

第三，通过产业内部贸易，中国可以实现技术水平的提高。 中国过去采取了
“

自力更生
“

战

略，而且拥有庞大的经济规模，因此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她具备了覆盖全部产业领域

的产业基础设施。 但是大部分设备和技术水平已经落后，需要更新设备和技术水平的全面提

高。 通过产业间贸易从发达国家引进的高技术设备往往具有以大规模资本投入减少劳动成本

的特点，不一定适合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的改善及实用性技术水平的提高，加上通过国际贸易

一个国家能否提高产业技术水平取决于该国吸收技术的能力，即熟练劳动力、能源、高质量投

入产品等供给能力的因素。 因此，资本密集型成套式(turnkey)引进方式并不一定适合任何经

济发展阶段。 产业内部贸易能带来学习效应，有利于采用符合实际情况的技术水平。

第四，产业内部贸易在已有的产业技术基础上可以提高经营效率，而且可以避免激烈的大

规模产业调整。 企业在以产业内部贸易参与国际市场的时候，倾向于生产某种行业内多样化

产品的一部分，有利于适应市场变化、提高经营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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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Study of Intra-industry Trade 

PIAO Xi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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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ra-industry trade means the trade for same kind of commodity between 

two countries, which is a comparative conception of inter-industry trade. With the economy 

glob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 intra-industry trade is being 

more important accordingly.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theory of intra-industry trade and the 

GL index. Then GL index is calculated according to Chinese real statistics in the same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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