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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
“

入世
“

挑战的
“

管戎灼衡
“

对策

赵应宗
（集美大学经济研究所，福建厦门 361021)

摘 要：中国加入WTC)将面临两方面的严峻挑战：一种是某些国家实行以
“

管理贸易
”

为主要特点的新

贸易保护主义；另一种是借WTO的有关规则，推行以服务贸易为主要特点的贸易自由化。 “管理均衡
”

就是

兼顾这两方面挑战所作的积极对策。 该对策是在研究
“

纳什均衡
”

和
“

马歇尔一勒纳条件
”

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根据国际经贸态势和中国经贸发展现状可以具体演化为
＂

取中
＂

的策略。 运用这种均衡策略，可以使我国在国

际经贸
“

大三角
”

的竞争中避开激烈对抗的矛盾体系，将国内外一些对抗因素整合为
“

力偶
”

·推动我国经贸发

展的
＂

螺旋
”

型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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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关均衡对策在
“

入世
”

后的应用价值分析

近几年来，欧盟和美国关于农产品的贸易战烽火连绵．香焦战、农产品补贴战．争端的核心

是价格问题。 这种双边贸易摩擦可能会随着
“

入世
”

而波及中国。 许多人对贸易冲突已有思想

准备，但缺少具体的对策，只是寄希望于依靠政府的保护政策或某种均衡对策的研究l 那

么．现有的一些均衡对策的理论和方法是否具有抗衡作用呢？现仅就竞争风险、经贸发展的均

衡与有关均衡对策问题进行比较和分析。

l.“纳什均衡
”

及其抗风险问题分析 如果某种双边贸易中存在非合作性的竞争．双方就

必然会研究 生些对自己有利的最优的竞争策略．以便获得最好的利益。 这些自认为最优的策

略能否获得良好的结果？现以商品定价为例来对这种博弈论问题作出分析。

假设A、B两国相同的某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竞争．为了确定价格（以美元计价），他

们都面临两种选择： 10 元或8元 很显然．每个厂商在决策时都必须考虑另一国厂商的定价

问题如表1所示 我们假设信息是完全的．两个厂商完全清楚掌握不同价格所获得利益是多

少 A厂商是选择什么价格呢？A厂商明白：B厂商也有 10 元或8元两种选择．如果B选定

的价格是 10 元，A的最优选择是 8 元：如果B的定价是 8 元．A的最优选择也是 8 元 这样．

不论A所选定的价格是 什么人所选定的价格都是8元．只有如此A定价所获的收益才不致

最小 同样道理．B在对A的定价策略作出分析时．也会象A一样作出决策：不论A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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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价格，B所选定的价格都是8元，以免自已获益最小 这种不论对方如何选择｀自己都仵

出同一的最优选择就叫做占优策略

表1 竞争厂商的策略选择

K· 商的价格

1('元 8 元

A厂商的价格
10元

(l)：A的收益为10(万元： (？）:A的收益为6(万元：
B的收益为10('万元 B的收益为12仆万元

8 元
(3),A的收益为120万元： (4) :A的收益为 8(1 力兀：

B的收益为60万元 B的收益为�I万元

由表 1 可知，第(1)种状态才是双方获益的最佳选择 那么．当\、 B 两f商彼此明臼双方

都进入第 (4) 种状态时，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不会单独背离这种状态而改变价格．并i
．

都认为

自己的定价策略是最优的。 第 (4) 种状态是一种稳定状态｀在对策论中被称为纳什均衡

由于纳什均衡具有稳定、均等的特点，看起来是双方既不赢、也不输．似乎可以作为一种抗

风险的策略·但它并不是
“

双羸
＂
。 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大的风险。 纳什均衡有个重要的前提：竞

争双方必须拥有完全的信息和对称的竞争条件 然而，这些条件在现实竞争中是难以实现的．

仅就信息而言，如果某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制造虚假的信息诱导对方进入第 禾种状态．其后．

他突然将价格改变为8元，那么，来不及作出调整的对方就必然要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 ！q叮

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便是从证券市场上制造虚假信息开始的。

WTO 虽然专门制定了透明度原则以防屯现利用不对称信息进行商业欺诈的行为我国

加入 WTO后，又能够参与一些游戏规则的制定．T再象以前那样被动地接受别人制定的游戏

规则，有利于获得完全的信息。 然而，有些游戏规则包含着许多复杂的操作技术问题． l_l fl d: 

渐熟悉和掌握它，才能有效地参与其中并发挥作用。 投资和金融是关系刲国计民4的入事．我

们现在还不完全熟悉和掌握有关的游戏规则，有关国家却将它纳入到
“

服务贸易
”

范畴迫使我

们接受它，这种巧立名目的游戏规则显然包藏着大量不确定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l.除f偶然

因素之外，失去
“

完全信息
”

这个前提，如果盲目地选择纳什均衡．就可能囚接受虚假的估息而

遭受灭顶之灾。

此外，实力条件不对称比信息不对称的情况更严重。 入世后我国的市场进一步开放，除 r

农产品之外．我国的工业品也将受到冲击。 在 WTO 的
“
国民待遇

“
原则下．国外的大跨国公司

将与中国企业按同等要求展开竞争。 然而．在这种同等要求下．竞争的条件却并不均等 例

如，欧洲的菲利浦公司拥有数百亿美元的资产．而中国长虹、康佳等排名前十位家电企业的资

产加起来不过50亿美元。 跨国公司的巨大资产将在两个主要方面产生优势： 4是可以凭借规

模经济降低成本｀从而形成产品价格的优势；＿是可以拨出大量的资金投入研允和发展．从曲

保持技术的优势。 与其相反．由于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国民待遇原则在我因生产和咱售产品．国

内企业产品胀来拥有的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便丧失j．同时还会出现国内仇秀人才流向外企

的现象。 在这种实力条件严重不对称的情况卜，即使信息是对称的，如果追求纳什均衡．那也

只能是一种弱者的幻想。 因此，纳什均衡对策不但个能抗风险而i且包含着极大的风险

2. 马歇尔— 勒纳条件下的均衡与经贸均势汴析 均衡什经济学「是合F逻辑的结束．但

从对策意义看．合乎逻辑并不 定就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就反映在贸易均衡问题中

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运用供应曲线 (Offer Curve) 描述贸易均衡时指出：两国提恲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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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点就是贸易均衡点，从坐标原点通过贸易均衡点的射线表示两国的贸易条件。 当贸易条

件发生变化时， 一国对某商品的进口需求量随之发生变化，这两种变化的比率就是提供曲线弹

性，它表示进口需求变化对贸易条件变化的反映程度。 其数学表达式为：

平＝（dy y) [d(y .1 ） （')I .T) J 

式中．dy y 表示进口商品需求量的变化率，y/x 表不 X、y 两种商品的贸易条件，d(y x)/ 

(yIX) 表示贸易条件的变化率。 如果设A国的提供曲线弹性为 lJA．设B国的提供曲线弹性为

nB．那么．当 n.. ＋lJll>l 时，两国的贸易处千均衡稳定状态，这就是马歇尔—勒纳条件。

根据马歇尔—勒纳条件，如果叭比较小，而 n!l 比较大．只要两者之和大千1，两国的贸易

就处千均衡稳定状态。 这种合乎逻辑的推断不一定就是合理的 提供曲线弹性小．表明一国

进口商品需求量的变化率小于贸易条件变化率，这显然具有贸易保护的倾向；反之，提供曲线

弹性较大的一方．其市场则被要求必须有较大的开放度。 一些发达国家一方面对本国市场采

取新贸易保护主义．他们提供曲线弹性比较小；另－方面却要求中国进一步开放货物和服务贸

易市场．扩大提供曲线弹性。 这样，即使双方的提供曲线弹性大于L那也是一种极不合理的

贸易均衡 如果中国被迫采取减小提供曲线弹性的措施，那就会加强彼此的贸易保护．形成贸

易摩擦和冲突 WIO带来许多规则．也给中国经贸发展带来许多变因，并且通过贸易行为影

呴我国的生产和消费、在潜移默化中引起我国提供曲线弹性的变化。 为防止出现不合理的贸

易均衡．我们必须通过有效的管理手段．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求取经贸发展的均势．以发展均

势取代不合理的贸易均衡。 这些管理性的均衡措施，既能修正和控制本国提供曲线弹性相对

过大的问题，也能激发贸易对象国采取合作行为扩大提供曲线弹性，从而将马歇尔一勒纳条件

的不合理均衡变成
“

双赢
＂

的合理均衡。

二管理均衡的内容及其
“

入世
”

对策意义

WTO制定了许多有利于实现利益均衡的规则这种均衡只有通过一定管理行为的积极

推动才能实现．因而称为
“

管理均衡
”

。 其含义是：以均衡为原则，以政府干预为主导．以协调、

磋商为手段．从而在竞争与合作中达到双羸的目的。

第一 ，它强调以均衡为原则，力求在条件对称的状态下开展竞争。 在经济学中．均衡是指

某些经济变景处千暂时稳定的状态，例如生产均衡、消费均衡等．有时也作为一种方法用来分

析各种经济变县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关系 管理均衡不是一般经济学意义上的均衡．

它承认竞争是客观存在的和合理的．反对那些盲目追求社会经济结构内部要素和利益的均等

化现象。 但是｀竞争条件必须具有对称性．否则．就不能保证竞争的公正性和合理件。 管理均

衡的原则，在鼓励竞争的同时．还强调约束和缩小发展的差异性 如果经贸发展的差距过大．

甚至出现完全消除竞争对手的垄断状态．那将削弱或削除竞争．从而减缓甚平终结发展

这种均衡的作用还在于使经济运行机制实现创新和有序化 中国加入WTO后．绎济现

代化的步伐势必加快．而相应的体制改革却明显滞后，入世带来的挑战又迫切需要改变并加强

政府的职能．出现广两难选择
“

兼顾矛盾两方面的解决办法是：建立创新和有序化的经济运

分机制 为此·必须破除来自计划经济思维定势的束缚和某些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不再象过

去那样只通过高层少数人获得创新动力．而是从广大的民众之中获取创新的动力．由此形成适

屯竞争全球化要求的多元社会经济结构 在这种变革过程中．管理均衡的原则将指导我们注

意研究多种因素．不断排除来自某些极端因素的十扰，促使经贸发展结构从混沌走向有序
. 、 ·



第二·
“

管理均衡
“

强调政府干预为主导．汴重发挥政府在处理国际经贸竞争问题中的积极

作用 WT(）是由成员方政府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政府干预必不可少 e 但是．这种干预不是

通过制造障碍和过度保护来维护某种平衡．而是通过矫于不对称竞争条件来促进经贸发展的

合理化。

WTO主张各成员方实行贸易自由化，开放货物和服务贸易市场同时也注意到各方纤贸

发展水平的不平衡问题．建立了以《保障措施协议》为核心的保障机制，允许各方在国内产业遭

受严重损害和威胁时采取临时性的保障措施，保护国内经济安全 《保障措施协议》为发展中

国家保护幼稚产＼W留下了
“

安全阀" C 采取保障措施政府必然要介入干预。 按照管理均衡的J原

则这种干预不是为冲突制定相应的报复与反报复措施，或是为贸易保护制造透明度低的
＂

灰

色区
”

而是要有效地平衡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以便根据本国情况实行合理与适度的保护 为

防止
“

政府直接干预
＂

招致其它国家的异议与曲解，我国应尽快出台《保障措施法》．以
“

法律
”

这

个合乎国际惯例的形式来排解纷争和保护本国产业

有了相应的政策法规．我们就可以根据国情合理地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 以我国家电产

业为例，彩电数字化时代很快就要到来，彩电数字化与有线电视网络系统之间存在一定的依存

关系，这个系统就掌握在我国政府手里。 如果我国同类产业受到严重冲击．我们就可以根据

《保障措施协议》名正言顺地矫正竞争条件的不对称性 6

第三·它突出以
“

协调
”

作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手段 为了抑制竞争的负面效应．W'J(）成汀

了争端解决机构来促进协调机制的运行．它主要体现在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中。 “管珅均衡
”

要求竞争关系具有双向对称性．强调竞争双方应该注意从合作的愿望出发．应该关注从竞争对

手那电学习经验或吸取教训，促进自身的完善和发展 竞争虽然有其激烈和残酷的一面．但是

竞争对手实际上处千企业的
＂

边缘公众
”

的地位 从局部利益或短期效益看．某些欺诈的策略

往往略占上风．但是从获得长期利益看．合作和协调是必要的，以免在无休止的报复与反报复

中弄得两败俱伤

合作和协调必须服从
“

管理均衡
”

的原则，它的方式和目的是：针对市场竞争结构系统的复

杂性、矛盾性以及可能出现的
“

零博奕
“

问题，进行适当的积极的引导．使竞争的双方转癹对汀

意向．形成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对立统一结构，进而使系统功能在有序化中获得最佳发挥．实

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

三、以
“

取中
“

为主线确立经贸均衡发展的战略

1. 国际经贸
“

大三角
”

的态势与
“

取中
”

的对策意义 21世纪全球经贸发展态势基个早" ·.

区、二对成三角
”

的战略格局 所谓
“

三区
”

．就是：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业这
．

个大

的经济发展区域；所谓
“

三对成一有角
”

．就是每两个经济发展区域组成相百作用的 对．以每－

对的合作为 材边构成三角形 其中．北美自由贸易区与欧洲联盟构成跨大西洋的合作．即拟议

中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北美自由贸易区与东亚构成环太平洋的经济合作．即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APEC)：欧洲联盟正在通过一年一度的亚欧会议．拟构建跨印度洋的亚欧合作 由此形成

了
“

国际经贸大＿角
”

。

这个
“

大三角
”

显然是一个由多种竞争与合作关系构成的系统 虽然WT(）建立了比较完

善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但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距．加上某些发汰国家推行

金融霸权和新贸易保护主义｀使得
“

国际经贸大 角
”

变成 r -种充满背勾心中角因素的不平

. " . 



衡体系。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国家往往将本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定位千一种结构矛盾中、一旦受

到负反馈因素的扰动就难免陷入经济困境。 20世纪90年代连续出现的墨西哥、东南亚等金

融危机就是例证。

社会心理学家海德(Heider)认为这种
“

三角
”

系统符合一种
“

平衡
”

规律，即P-0— X的图

式，如图1所示＾ 图中，“十
”

号代表两个要素（如P与X)之间合作或良好的关系，“一”号代表

两因素（如P与O)之间竞争或消极的关系。 正、负号的关系变换，可以形成8种类型三角关

系。

x

p 。

图I 8种类型的三角关系

当三角形三边符号的正、负相乘之积为正值时，系统为稳定的平衡结构；乘积为负值时，系

统则为不稳定的不平衡的结构。 如果三方关系相协调，或者其中只存在两种不协调的关系、整

个系统就会处千平衡或不稳定的发展状态。 反之，三者都不协调或者其中只存在一种不协调

的关系整个系统就会处于不平衡或不稳定的状态。 而整个系统总体上存在趋向稳定的倾向。

尤须注意的是，存在两种不协调关系（两负一正）的结构，反而是一种稳定体系。 在这种情

况下，要求我们在处理国际经贸关系时应该特别谨慎，否则，就可能长期陷入不利的环境中。

为了避免出现或改变这种状态，可以利用
”

取中
“

策略来确定我国外经贸发展战略的基点。

众所周知，一个三角形三个角平分线的交点就是稳定重心，对于某一个角度而言，稳定的

重心总是在该角的平分线上，所以，取中策略不是简单的折中，它的实质是：避开矛盾的或者不

协调关系，在具有一定张力的角平分线上取稳定发展的重心。 从而使我国经贸发展定位于一

种比较有利的基点上。

”取中
”

是
“

管理均衡
”

的一种简明而形象的表达方式，取中不是折中或保守，而是要求我们

全面地了解前后、左右的态势，实事求是地将我国经贸摆在适当的发展位置上。 仔细研究

WTO有关规则，也可证明
”

取中
”

是一种有利发展的好策略。

WT(）是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产物，它虽然确立了透明度和无歧视等原则，但也存在着一

些宽松的例外，客观上允许信息不对称以及
“

灰色区域
”

的存在。 有些国家，尤其是产品竞争力

较弱的发展中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还需要借此维护自身的利益。 中国入世后，如果象一些发展

中成员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带头人，那就等于把自己永远定位成发展中国家，以致

不仅在进退上失去不结盟、不依赖千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以及独立自主的发展原则，而且也

不利于经济转型．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 而
“

取中
“

，则可以使我国依情取

势．恰如其分地在WTO中发挥作用。

2.”取中
“

对策的实施方法。 ”取中
“

对策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按照
“

管理均衡
＂

的原则在

政府必要的干预和指导下进行的。 它对我国外经贸发展提出了基本要求：进出口商品结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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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不以自己优势产品冲击对方市场；进出口贸易额要均衡，避免因过大的顺差引起贸易摩

擦；进出口地区要均衡．注意贸易方向和地理分布．实施市场多元化。 这三种求取发展均势的

均衡措施．是为了减少贸易摩擦和冲突．以便在双方获益的关系中求得经济的共同发展

首先， 出口产品的配额和结构必须均衡，各类产品的出口份额不要过高。 对于某些产品的

进出口问题，我国已与一些发达国家订有互惠的双边协议，这些协议在WTO框架下仍然有

效，但同时要防止出口产品的单一化和产业结构不合理的偏向。 一方面避免出现经济结构矛

盾而影响贸易发展的大局，另 －方面尽景控制我国占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量，防止国

内企业出现压价竞销等无序化现象的产生或漫延．以免这些产品因过度冲击对方同类产品市

场而造成贸易摩擦

其次．注意进口与出口结构的均衡，既注重出口顺差问题，也注重从贸易伙伴那甲进口产

品 我国外汀储备已经超过1560亿美兀｀进口能力大大提高，同时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也亟需

进口高新技术及其相关的设备和产品鲁因此，有选择地扩大进口，保待国际收支的平衡，已成顺

理成章的事情，

再次注意出口地区结构的均衡．努力实现市场多元化 《保障措施协议》规定．某 ·发展

中国家的产品出口到某国时．这此产品所占的份额不得 超过进口国同类产品进口总量的3 0 -. 

否则．该进口国就可以实施保障措施 协议》还规定．对来自不同发展中国家的进1产品．总

轿如不超过进口国进口总量的9%，该进门国不得对这类发展中国家出门的产品采取保啼措

施 因此，我国出口产品不要只集中于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应积极地开拓拉美、非洲、中东和

东欧等市场 这样，贸易顺差不致集中在少数国家．不但可避免贸易摩擦，而且还可以从全球

贸易的总体均衡中获得较大的贸易顺差

此外．要按照
“

管理均衡
”

原则设计
”

取中
“

策略·构筑进出门产业链 所谓进出口产业链．

就是在进口产品与出口产品之间、进口品与进口替代品的竞争之间要形成一定的依存关系

例如，我们从国外引进水电站建设的技术和设备，利用我国现有的技术水平和条件很快地加以

消化、吸收．进而与我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等优势结合，形成较强的劳务和技术出门的竞争力

在实施
“

取中
“

策略时，要注意两点：其一是要选取经贸发展的快速切入点．培养我国企W

追踪国际市场发展变化的能力；其
－

．是要以不断提高产品技术含量为导向．在积累资金和技术

的同时努力抢占当代科技发展的制高点

在经贸发展切入点选择上所应采取的
”

取中
“

策略是：可以选取中等技术含量的工业品进

行生产和出口。 例如．自行车、摩托车、家用电器以及水电器械和通讯设备等，这类产品拥有－

定的技术含量·发达国家因为成本高不愿生产．而发展中国家却又缺乏生产技术和资本．我国

的工业品正好在成本和技术上均取两者的优势．并可利用它形成进出口产业链

产品发展的科技导向策略是：向发达国家出口产品时，要尽量利用互补关系或者采取
“

以

市场换技术
”

的方式求取贸易的平衡．要加大技术引进、消化和吸收的力度．缩小技术差距和产

品生命周期 C 与此同时．一方面要完善和加强知识产权的立法与保护．另一方面要加强政府对

金葩等服务贸易的驾驭和监控，不给金融投机以及破坏知识产权者以寻隙面入的窄间，进而诱

导国外对我国技术产业进行投资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大量地输出流动资本．通过投机性的

运作·在国际间追逐高额利润 ＾ 目前这类国际游资至少有7.？万亿美元．约占每什令球(,l)P

的20%，每天就有大约1力亿的游资四处寻找投机
”

增值点
”

一 其中美国约有37SO亿美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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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流通，使其每年大概获益 150 亿美元，占美国 GDP 的 0.2% 。 现在，通过金融波动和调

整，投机运作的空间日趋减少，这将迫使一些游资转而投向高风险、高回报的高新技术产业，成

为支持研究和发展、以及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风险资金。 只要我们积极利用
”

取中
“

策略｀注意科

技导向，选择合适的发展切入点，就可以巧妙地将一些相反的作用力变成动力，推动我国经贸

发展由低级到高级的螺旋式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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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naged Equilibrium" 

Countermeasure Affront Entering WTO Challenge 

ZHAO Ying— zong 
Unstztut.eof Econimzo,]m比iUni灯sity,FUJ 也nXia皿�,361021,C/zi心）

Alsract: With entering WfO, China will encounter two函ous challenges: the first, some 

countri邸 will execute new trading protectionism that tak夺
“Man叱ed Trade" as it｀晔in characteris

tic, the second, by dint of the regulations of wm. some countri邸 will push trade liberalization 

whose main characteristic is''Service Trade".''Managed F...quilibrium" is 印 active countermeasure, 

which will give attention to these two challenge`． 胚ing the research of''Nash Equilibrium" and 
“M釭shall-I 尤mer Condition", the anthor puts forward this counterm歪ure; acrordi顷to the cir

cums画ce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trade and the actuality Chinese economic trade, it can ht'e 

volved into a modest strategy; applying this equilibrium 咑trategy. we 如 keep away from thP gr沺

rivalry system in the''gr组t t如ngle''of international 如nomic trade and org画ze foreign and do

mestic conflict factors into a bi— foree，心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n1ic trade "'pi

rally. 

Key words: 叩P炉ng analysis of g抇1e theory; man明ed equilibrium; the great tnangle of eco 

nomic trade; adopt middle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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