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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新趋势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

局限性 * 
——基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周  文   冯文韬 

 

摘要：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逆全球化”思潮冲击世界经贸秩序，使原本就复苏

乏力的世界经济更因此遭受负面影响的冲击。全球经济增长在 2019 年就已经降至十年来最

低水平，而 2020 年更是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陷入罕见的负增长。现在世界经济走势面临

持续下滑趋势，究其内在因缘主要是源于世界市场上潜在的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空间受限而创

新动能不足。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思潮与比较优势学说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又阻碍

了世界经济转向内涵型增长模式，新的经济增长点难以开辟。面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需要

破解比较优势理论导致的后发国家被“低端锁定”难以发展的状态，从而在世界范围推动增长

动能从要素驱动向创新和效率驱动的转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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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19 年受到中美经贸摩擦给全球贸易与投资带来的负面影响，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

金组织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国际机构，在年内连续五次调低对于当年世界经济增长的

预期。联合国发布的《2020 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指出 2019 年是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

来全球增长最慢的一年，全球经济增速降至 2.3%。2020 年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更是带来

了巨大的负面冲击，世界经济增速跌落至负数，全球主要经济体仅有中国维持经济正增长。

贸易不确定性以及全球制造业活动的大幅放缓只是停留于现象表面的解释，更深层次的原因

是经济全球化正面临“旧力已尽”而“新力不足”的困境。这一困境凸显出当前经济全球化发展

已经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世界经济正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过去几十年的“超级全球

化”（hyper-globalization）过程中，新自由主义思潮（neo-liberalism）与比较优势理论结合形

成了强大的动员、席卷和渗透的力量，成功地把全世界所有社会都吸纳进来，世界市场规模

与覆盖范围迅速扩大到远超历史上任何时期的程度。所谓“旧力”主要是指利用外延型扩大再

生产模式创造的全球经济规模与生产力的快速增长。旧增长模式受到世界市场潜在可拓展规

模的限制显然不可持续，迫切需要转变增长模式，通过在世界范围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

后疫情时代推动世界经济转向更可持续、更加包容、更有活力的发展方式，才能带领世界经

济跳出“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的长期停滞状态。 
以探索和培育经济全球化新动力为方向，本文从国际贸易与国家发展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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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首先分析经济全球化的现实与理论问题，指出正是由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和

受比较优势学说影响导致无力实现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转换。因此，世界经济治理模式亟待

变革；其次，从理论层面上对国家发展与国际贸易的替代性理论进行探索，强调以竞争优势

替代比较优势促进国际贸易与产业发展，可以消除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局限性产生的负面影响，

进而提出通过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为经济打造创新驱动的发展引擎，最终实现全球化从外

延向内涵型增长方式的转变；最后，立足于生产力进步与人类文明发展的层面，解构当代西

方话语“陷阱”，提出推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重回政治经济学领域，构建国际贸

易的政治经济学，为实现包容性新型经济全球化探索实践路径和发展方向。 

二、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现实与理论问题 

（一）经济全球化的当代现实问题 
经济全球化是指商品、生产要素和信息，通过市场交换行为在世界市场上远距离流动的

过程，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历史趋势(栾文莲，2018；莱恩、苏珊珊，2019)。地理大发现

和新航路开辟以来，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第一轮经济全球

化出现在 16 世纪初至 18 世纪末，主要表现为商业资本主导下的殖民主义扩张；第二轮经济

全球化兴起于 19 世纪上半叶，中断于 20 世纪初开始的两次世界大战，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

兴起以及对世界进行瓜分的浪潮，期间产业资本崛起取代商业资本，成为驱动世界经济发展

的动力源泉。而本轮全球化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兴起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特点是西方

发达国家的政府率先开始放松管制，大型跨国企业、垄断金融资本和信息领域的技术突破成

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西方将政治民主化、经济私有化、价值观普世化作为全球化

的内涵对外输出，促使发展中国家转变发展战略。世界经济在这一阶段朝着一体化方向持续

发展。本轮经济全球化直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才开始遭遇阻力，西方国家在危机后复

苏缓慢，催生了西方社会内部反全球化的声音日益强大，使得 2019 年以前的几年时间里全

球化进程事实上处于停滞状态。当前世界经济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经济全球化正在呈现

出新趋势。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1978 年至 2018 年间，全球

财富持续积累，以 GDP 计算的世界经济总规模增长了 3.14 倍，平均年增长率为 2.93%。国

际贸易的繁荣为世界经济持续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从数据上看商品贸易占 GDP 的比率从

1978 年的 28.13%增长至 2018 年的 46.23%。①世界范围内关税水平的降低有效促进了国家间

的贸易往来，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世界关税水平总体呈现下降趋势，特别是从 1994 年

乌拉圭多边贸易谈判后，世界平均关税水平更是从 8.6%持续下滑至 2017 年的 2.6%，期间

工业制成品关税下降幅度更大，从 8.7%下降至 2.1%(赵勇、杨沐纯，2019)。与此同时，世

界市场上的资本流动性大幅上升（图 1），2016年全球 FDI净流入达到 2.75万亿美元的峰值，

较 1978 年增长 81.62 倍。随后受到发达国家掀起逆全球化思潮的负面影响，全球投资陷入

低迷，到 2019 年全球 FDI 净流入降至 1.63 万亿美元，但较 1978 年仍增长 48.34 倍 ②。最后，

跨国公司兴起推动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向价值链分工转变，中间产品在国际贸易中所占比

例大幅上升。 

                                                   
①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②
 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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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世界资本流动性指数变化 

资料来源：刘卫东、Michael Dunford、高菠阳：《“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论建构——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到包容性全球化》，

《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 11期。 

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的第三轮经济全球化发展势头正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以英、

美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掀起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使得以比较优势和规模报

酬递增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动力被减弱，世界经济增长面临的全球不确定性风险越来越大。

而全球经济增长正在向长期停滞的方向滑落，更加剧了本轮全球化潜藏的消极面，其负面作

用逐渐暴露出来。大量研究表明，本轮经济全球化产生最主要的负面效果，是全球化收益在

国家间与发达国家内部不同群体间分配不均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与社会两极化(佟家

栋等，2017；徐坚，2017；苏立君，2017)。纵观整个 OECD 国家，自 1985 年以来，可获

得数据的 22 个国家中有 17 国的基尼系数都已经显著增加（图 2），斯蒂格利茨指出，美国

已经变成全球最不平等的国家，其他国家越是模仿美国经济模式，结果越是与美国趋同(雅
各布斯、马祖卡托，2017)。也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国家民众对反全球化运动的支持在本质

上是反对经济全球化中金融资本主导利益分配导致贫困扩大化，以及反对政府对这些问题的

处置不力(栾文莲，2018)。而导致政府处理问题的能力下降，正是本轮全球化所带来的另一

个负面影响(斯蒂格利茨，2019)。 
 

 
图 2  OECD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迈克尔·雅各布斯、玛丽安娜·马祖卡托编：《重思资本主义》，李磊等译，中信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1 页。 

（二）传统经济全球化指导思想与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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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说，经济全球化是源于社会化大生产超出国界的限制，经济当事人在巨大的生

产力面前越来越需要从国际上寻求需求与供给两方面的市场，从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优化配

置，这既是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中小企业及跨国公司发展的需要。经济全球化是世界

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各国生产力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以往经济全球化指导思想的核心

在于以资本作为开路先锋，通过赋予资本更大的自由，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超越国界蔓延至

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将全球零散的经济体整合为一个整体。作为支配国际贸易的最早经济学

理论—古典经济学又称古典政治经济学，在 18 世纪下半叶形成于英、法两国，主要代表为

英国的配第、亚当·斯密、李嘉图和法国的魁奈等，在 19 世纪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主流经济思想，影响力扩散到整个世界市场。古典经济学反对封建制度，提倡自由放任，认

为经济增长产生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分工相互作用。古典经济学作为着眼于资本在时间和空间

范围进行拓展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对于开拓世界市场和加速经济全球化功不可没。 
但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经过米塞斯、哈耶克、弗里德曼、布坎南等学者发展和

完善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在克服古典经济学弊端的同时更进一步提倡自由化、私有

化、市场化和全球化，并且取代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再次成为经济学理论的主流。随后，新自

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从经济学理论领域，向政策和意识形态方向扩散，在推动和促进经济

全球化进程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把资本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尽可能扩展到了全球的每一个角落，

并借此突破“滞胀”现象，在世界范围重新实现了较高水平的经济增长。 
此后几十年里，新自由主义思潮通过主导当时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行为模式和政策选择，

掀起了最近一轮全球化的浪潮，对世界经济产生很大影响。而里根与撒切尔夫人推行的“市
场至上主义”经济改革，限制了政府对私人企业决策的干预，在利润最大化目标推动下，大

规模的产业转移现象开始在发达经济体与后发国家间出现，诸如“亚洲四小龙”、“东盟四国”
等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被拉入国际分工的体系中，即使他们并不全盘采用新自由主义思

想主导发展政策，但是出于工业化和提高国家生产能力的需要，仍然会在政策上主动与发达

国家产业转移行为进行配合，承接相关产业资本和技术的进入 ①。因此产生了大规模的物质

生产资料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开启并维系着经济全球化。 
然而，世界市场范围和边界的扩展存在物理空间的极限，而全球对生产力增长需求则永

无止境。基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其经济政策是最大程度放松管制并纵容资本恣意

横行，从而各个国家间的经济与贸易往来和相互间的联系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后，导致世

界市场上的外延型经济增长空间不再充裕并受到极大限制，致使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

支配的国际秩序推动者无力再兑现其理论上的增长承诺，反而朝着零和博弈的理论困局方向

跌落。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及随后世界经济的长期低迷与矛盾频发，均反映出在推

动经济全球化及世界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上存在诸多问题，尤其是其过度市场化的理论和政策

导向早已弊大于利(陈玲，2017)。许多研究认为，近十几年来日益严重的全球经济结构失衡、

不平等现象加剧、虚拟经济规模暴涨等问题，以及长期以来不断落入“发展陷阱”沦为依附型

经济的国家数量不减反增的现象，均是长期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乔姆斯基，

2000；周文、方茜，2017；李其庆，2003)。 
贸易是承载资本流动的物质条件，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同样服从于资本积累的客观规律，

                                                   
①
 这种配合也可以理解为新自由主义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渗透。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越是落

后的地区，在承接来自发达国家产业资本转移过程中，受到的这种渗透越强，越容易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

的影响。因为，工业化是一个资本技术增密的过程，资本稀缺往往是落后地区工业化最大的障碍，于是渴

望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转移，跨越早期艰难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开启工业化。在早期资本稀缺的

环境下，FDI 的大幅流入很快会影响经济基础的构成，要求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向资本来源国的

方向调整，从而保障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顺利开展。这样一来，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资本的流入，后发国

家就会减少对新自由主义的排斥，接受其对经济全球化施加的影响。并且，受影响越深的国家，新自由主

义经济模式具有的负面效应表现得越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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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强化资产阶级的工业化力量并不断为开辟世界市场提供便利条件。比较优势可谓是国际贸

易理论的基石之一，从李嘉图到赫克歇尔与俄林，比较优势理论及其变体一直在国际贸易理

论中处于核心地位。待到新兴贸易理论出现以后，虽然提出了利用规模效应等因素开展国际

分工的新方式，但在新兴贸易理论开创者克鲁格曼教授主编的最新版《国际经济学：理论与

政策》中，比较优势理论仍然是标准的贸易理论模型。在最新出版的国际贸易与国际经济问

题的研究中，也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见证比较优势理论的各种翻版与模型拓展。正是因为比

较优势有利于先发国家的资本积累，故而一直被用来描述与指导生产的国际分工与构建世界

经济格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景象作用导致发达国家对工业化道路的“强制最终解释

权”，加上新自由主义与比较优势理论共同构造的后发优势与经济趋同的“幻觉”，使得广大

后发国家纷纷采用比较优势开展国际贸易融入世界经济，与先发国家的需求一拍即合。然而，

这种最初从几百年商业殖民主义实践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贸易理论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贫穷的

理论”，后发国家一旦服从安排就只能专注于生产力增长缓慢的行业，从而被锁定在幼稚状

态，专业化于贫困(张夏准，2009；赖纳特，2013；赫德森，2014)。 
毕竟，在殖民时代，宗主国永远不会比殖民地发展得更为缓慢。现实也是如此，过去几

十年来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穷国不仅未能通过比较优势实现与富国的趋同，反而落入各式各样

“发展陷阱”，在国际经济格局上形成“中心-外围”结构，使后发国家不得不依附于先发国家

从而丧失赶超的机会。从现实看，仅有的几个后发国家实现经济赶超的案例都是未严格遵守

比较优势理论参与国际分工与贸易的国家。行至今日，当发达国家即使保持着不对称国际贸

易格局中的优势地位，却仍面临经济发展减速下行的困境，更遑论继续引领世界生产力的发

展。与此同时，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被比较优势理论所构筑的国际分工与经济格局所束缚，

落入“比较优势陷阱”而不能自拔，无力从根本上突破发展的瓶颈。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国际

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已越来越显现，其合理性与正义性不但受到挑战，而且也影响和制约了经

济全球化健康发展。 
正如麦克纳利指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具有明显的缺陷，其扩张规模不是以民

族国家为中心，而是由资本主义的积累动力转向第三世界国家。在它的影响下，第三世界国

家市场被迫开放，公共资产被迫私有化，必然引发一场新型的圈地运动，使无数农民失去了

土地。与此同时，它还导致了一波新的移民潮，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

同时也损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收入。他认为，这种国际贸易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必然

导致全球经济走向衰退和不稳定（McNally, 2011）。 
（三）新型经济全球化的合理性源于推动世界生产力水平再上台阶 
支撑经济全球化的经济基础在本质上是生产力的发展。在过去的全球化过程中，全球生

产力持续增长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延型扩大再生产所提供，而世界市场范围的扩大为

这种增长方式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生产要素和产品需求。工业革命以来，在逐利资本的推动下

世界市场打破了一个又一个国家与地区间的界限，最终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将边界扩展到地球

上人类活动的每一个角落。至此，世界市场规模与范围快速增加的原始时期已经成为过去，

原本以外延型生产力发展方式获取经济增长的空间日益缩小，推动世界生产力发展的动力越

来越转向到依靠内涵型扩大再生产来提供。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生产力增长方式从外延型

向内涵型的重大转变，才能趋利避害地采取有效政策推动世界生产力水平再上台阶。因此，

支撑新型经济全球的经济学理论尤其需要实现根本性变革。 
在当前世界经济新的历史背景下，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和以比较优势为核心的传

统国际贸易理论对于世界生产力的发展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原因在于高素质劳动再生产在原

来的发展逻辑中处于不利地位，这对于生产力的内涵式增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十分严重的。

一方面，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理论产生的过度市场化倾向将资本的逐利性空前地强化，

大大加剧了经济脱实向虚的趋势。结果在发达国家内部资本有机构成进一步提高，而劳动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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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在收入分配中的占比进一步下降，导致劳动力再生产质量下降，国内劳动力素质上升速度

再也无法跟上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形成“工资降低——劳动力素质降低——工资更低”的恶

性循环，经济越来越空心化，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开放条件下，借

助比较优势学说形成的静态“中心—外围”格局不断固化，发达国家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提取经

济剩余和吸引优秀的人才流入，从而以更低成本满足经济发展所需的高质量劳动力人口规模

(Smith J，2016；翟东升，2019)。但是这种做法会导致发达国家内部高质量劳动再生产恶性

循环的进一步加剧，同时外围国家人力资本也因此难以完成积累，产业、经济无法向更高水

平转型升级。最终从整体上导致全球价值创造能力下降、生产力水平停滞。 
当内涵型增长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方式时，也意味着伴随着新型经济全球化推进，各

国生产技术不断进步、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换言之，提高发展质量是未来的经济全球化中世

界各国共同的努力方向。从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能够有效提高生产效率形成内涵

型增长的路径主要有两条，即传统工业化发展路径和创新驱动发展路径。前者主要是针对广

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尚且停留在前工业时代，经济发展程度较低的边缘国家。这些

国家一旦敲开工业化的大门，结构转型毋庸置疑会释放出生产力发展的更大上升空间，带来

新一轮的增长。而创新驱动对已经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创新发展是提升技术和生产能力唯一

的动力源泉；而对于追求工业化转型的后发国家而言，创新是使产品找到国际市场入口、形

成竞争能力，以及扭转产业劣势为优势必不可少的手段。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

创新分为科学技术创新和生产组织形式与制度的创新，后者暗示生产组织形式以及相关制度

没有标准答案，只要能够适应生产力变化的国际贸易模式就是最好的国际贸易模式。因此，

面对经济全球化新趋势，应当更加包容地看待多元的国际贸易发展模式。 

三、竞争优势视阈下的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生产力进步 

一旦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遵循竞争优势发展的基本原则参与国际贸易，可以扭转传统

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和比较优势理论导致的世界经济过度市场化现象与静态的国际分工

格局问题，从而引导经济全球化迈向更包容、更有活力、更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推动世界生

产力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增长。因此，打破比较优势理论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

的“桎梏”，各国在世界贸易中突出培育国家竞争优势，可以从两个方面推动世界经济转型升

级，实现经济全球化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是推动更多国家走上工业化发展道路，推动更多

广大发展中国实现家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结构转型，并以此作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

另一方面是突出强调创新发展的新理念，将更多发展中国家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和

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中解放出来，在世界市场竞争中通过持续的科学研究、技术改进与制度

改革获取竞争优势，从而在经济全球化中形成增长的正和博弈，最终推动全球生产能力的持

续上升。 
（一）包容性经济全球化新理念与竞争优势的国际贸易理论 
在外延式增长空间消耗殆尽以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推崇的“市场至上”观念与比较优势

学说结合形成的国际分工模式，对于推动全球价值创造能力的增长弊大于利，因此需要从全

球层面调整生产方式，从而更好地适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才能推动生产力向更高水平持续

发展。因此，突破比较优势的禁锢，进而寻求替代性理论并依此指导实践重塑国家间的经济

关系，实现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转变是推动经济全球化迈上新台阶的现实需要。 
事实上，不少国内学者也意识到竞争优势对发展中国家国际贸易的重要性。为此提出基

于竞争优势基础上的包容性全球化新理念，其目的在于探索实现以内涵型为主的全球生产力

发展新路径。这一理念的核心是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而维系社会公平和市场公平，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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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之与市场机制下资本积累的强大力量结合起来，让经济发展和全球化惠及更多地区和人口。

“包容性增长”或“包容性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全球化的经济基础。施瓦布、戴维斯（2018）认

为，正在酝酿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技术创新与生产方式变革对于创造包容性增长具

有重要意义。谢丹阳和程坤相信人类可以通过推动包容性增长解决过去全球化中产生的分配

不公问题，他们认为包容性增长的关键在于平台建设、开放发展与超前转型(佟家栋等，2017)。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全球化联系起来，认为“一带

一路”倡议与包容性全球化是属于路径与理念的关系，前者对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的成功

实践将助力后者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成为未来全球化的共同理念和发展方向(刘卫东等，2017；
盛斌、靳晨鑫，2019；龚晓莺、陈健，2018)。总的来说，政府与市场共同作用、技术创新，

以及共享发展红利等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关键词。 
将竞争优势作为分析的基础，对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理论进行重构，可以满足实现包容

性增长的这些要求。竞争优势是美国学者迈克尔·波特在 1985 年出版的著作《竞争优势》中

首先提出概念，一开始被他用来解释商业竞争中的企业兴衰。随后，于 1990 年出版的《国

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波特正式将这一概念扩展到国家层面，把竞争优势理论升华至国际经

济学领域。不同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基础的比较优势，竞争优势是在扬弃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结合战后产业经济新特点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它与比较优势最大的不同在于将“动态与不

断变化的竞争”作为理论建构的前提，强调竞争力与竞争优势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如

果说比较优势是静态和先天的优势，那么竞争优势则可以通过国家战略布局实现发展瓶颈的

突破，竞争的领域也不一定要与先天禀赋所在的比较优势领域相一致，这一点对广大发展中

国家实现赶超尤其重要。在波特看来，在国家层面“竞争力”的唯一意义就是国家生产力。 
竞争力的强弱决定竞争优势，从竞争优势的角度出发参与国际贸易有助于产业生产效率

的提高和国家经济的转型升级。竞争优势在中国受到关注始于中国加入 WTO 前夕，国内学

者在对中国借国际贸易实现经济赶超的方式和路径所进行的讨论中，一些学者敏锐地看到比

较优势学说所潜藏的理论陷阱，以及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和长期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

一些学者认为，基于当时国际贸易现实背景的实现赶超方式，更符合中国国际贸易的长期优

势是建立具有国际竞争优势的产业(洪银兴，1997，2002；盛晓白，1998)。 
因此，以竞争优势为基础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在强调开放的环境中利用国际贸易获

取资源，然后以此为基础，利用技术创新形成生产能力塑造独有的产业竞争优势，从而在国

际贸易中获取更多收益实现可持续增长。同时，单个国家通过提高竞争力的方式，借助世界

市场和国际贸易实现国内经济增长方式从外延型向内涵型为主转变，从而迈向更加可持续和

稳健的国家发展道路。对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不但可以挣脱传统世界体系的“藩篱”，而且可

以更好地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类似地，将视野放大到世界经济层面则可以带来全球生产力

的持续提高，使国际贸易与投资超越零和博弈，达到实现全球经济包容性增长。 
（二）以竞争优势为目标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转型 
1. 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转型的启动路径问题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后发国家实现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必然

会在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生产力和生产效率快速攀升过程后，经济增长方式会逐渐转向内涵

式发展，从而使自身和整个世界受益于发展转型的增长红利。“工业化”正是用来描述这种经

济转型过程的概念。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工业化是一个资本、技术不断增密的过程。资本和

技术稀缺的问题，在工业社会发展到相当高度以前也必然长期存在。在开放的经济发展环境

中，利用自身先天的资源禀赋与外部市场开展交换活动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可以有效解决

工业化生产要素绝对稀缺的问题。 
但是，“比较优势陷阱”的现实案例表明这种积累方式存在缺陷，试图借此将本国制造产

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整体性地提高到现代制造业的世界平均水平，进而一步到位地嵌入全球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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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价值链，并在某一环节占据一席之地的想法，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自然资源在国

际市场上交换价值的大小取决于相关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规模，或者从更深层次上来说取决

于世界总体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当一国先天的自然资源禀赋极为有利时，国家总是可以轻易通过市场机制，从外部世界

换取足够工业化资本积累需求的大量资源，但往往会诱发诸如“荷兰病”和“资源诅咒”现象，

从而阻碍工业化转型；相反，当从外部获取的资源不足时，又难以将制造能力“整体”提升至

现代工业水准从市场竞争中获取足够利润，只能依靠消耗不可再生的资源禀赋，对其持续输

血才能维持勉强的生存，这种制造产业充斥“僵尸”企业的情况，最终也将导致工业化进程走

向失败。这一点拉美国家的教训极其深刻。众所周知，拉美国家在 20 世纪通过实施大规模

进口替代战略实现贸易国际化，结果工业化发展进程反而受阻，工业化发展遭遇失败的“滑
铁卢”。 

2. 从竞争优势理论出发的解决方式 
竞争优势的价值在于使产品可以在市场上顺利完成“惊险的一跃”，从而打通扩大再生产

的整个环节。产品的扩大再生产同样也是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工业制造业的产业资本一旦拥

有自我增值的能力，就可以从沦为“僵尸”的阴影之中摆脱出来，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直至完

成转型。归根结底，达成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提高竞争力获取竞争优势。正如前文中已经提到，

从长期看，只有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提高才是竞争力的唯一来源。 
基于此，后发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应该放弃将整个工业产业一步到位的转型路径，而

是采用“以点破面”的办法，集中资源在精心选定的制造产业领域集中资源进行突破。通过快

速提高本国在有潜力的细分产业领域中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度，进而提升产业竞争能力获取竞

争优势和市场占有率。以扩张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来带动国家生产力的内涵式增长，达

到实现“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提高——竞争优势强化——技术和生产力进一步提升”的正向循

环，这样工业化转型的经济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来。林毅夫和张夏准曾对于国家“攀登发展

阶梯”的过程中，产业的发展是必须逐级而上，还是可以在产业政策帮助下适当跳过一些梯

级的问题，进行过一次交流讨论。林毅夫在早年的比较优势理论上，提出反弹琵琶的理论；

张夏准以自身对于二战后日本、韩国成功崛起，以及其他后发国家落入发展陷阱经济停滞甚

至倒退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剖析后，指出背离“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道路在很多时候也

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Lin J、Chang H，2009）。 
3.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是应用竞争优势理论进行工业化赶超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只要依靠市场规律的自发运转就可以发挥资源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实现增长，相

较之下竞争优势的塑造则更需要政府主动参与其中发挥作用。一些学者早已发现，政府在市

场创造、市场协调以及使市场变得更为有效的过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文一，2016；
罗德里克，2011)。如果国家经济中缺失了政府的角色，竞争优势的塑造会变得崎岖坎坷，

工业化转型更无从谈起。产业竞争力提升的过程中必然存在许多“拦路虎”和“绊脚石”，只有

充分发挥政府作用才能够以较低的成本更好地解决发展中的问题，跨过发展中的诸多障碍。

兰茨伯格认为，经济全球化现在正进入后殖民时代，其发展方向更趋向于由资本家或私人巨

头控制的自由市场。比较优势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理论经由发达国家和国际组织政

策化并进行推广，是为了满足通过忽略社会成本来提高跨国公司利润的目的。在这种全球体

系下，后发国家的政府作为一个整体以确保它们各自的国家企业能够获得更广泛的市场，享

受规模经济，获得稀缺的资源和技术（Hart-Landsberg, 2013）。 
政府的重要作用在这里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调配经济资源并集中支持特定产业

领域提高竞争力，例如提高产业相关的生产性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提供相关职业技能培训、

鼓励上下游企业紧密配合形成制造集群等；其次，维护市场秩序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高质量

的市场环境，市场环境的维护本身就需要成本，资源有限的后发国家可以通过政府协调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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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以开发区的形式，在一定范围内提供较高水平的市场环境，为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创

造前置条件；最后，生产组织形式转变，需要政府持续推动改革进行协调。 
（三）竞争与创新是经济全球化新趋势的主题 
通过充分利用外部市场拥有的各种资源，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率可以在一段时间里实现快

速而显著的提高，从而加快实现工业化赶超，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新的动力源。然而，后发

赶超只能适用于生产力进步的一段特殊时期，真正推动生产力水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

还是创新(周文，2019)。这种创新不仅仅来自直接影响生产力和生产效率的科技创新，还包

括调整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创新。对于任何谋求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而言，

创新都是决定国际贸易中产业与国家竞争能力的最终影响因素。在国际贸易的竞争优势动态

转移的过程中，拥有更为强大的创新能力是使国家始终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一个国家在世

界市场激烈的竞争中如何持续提高自身创新能力，从而在更多的领域中保持领先，将成为国

家发展永恒的追求。只有保持创新和竞争优势，才能实现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持续且统一的生

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变革，不断推动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转型升级，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周
文、李思思，2019)。 

更多事例和实践证明，政府与市场的更好有机结合是形成高水平创新能力并进而保障国

家竞争优势的最优模式。而在以比较优势为理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格局中，政府在世界经

济中的作用被刻意弱化，导致市场化弊病无法得到有效的弥补，内在创新的动力被削弱，导

致内涵型扩大再生产实现难度加大。因此，面对和顺应经济全球化新趋势，首先需要正确认

识政府在世界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助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纠正市场运转中形成的

一些阻碍经济发展的负面因素，避免过度市场化导致的发展陷阱，根据发展的阶段性战略目

标，推动实施制度保障举措，努力降低创新成本，进一步激发创新动力。 
1. 短期来看，政府的重要作用在于打破固有商业利益格局与国际资本恶性竞争对产业

技术创新的限制，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固有商业利益格局对技术创新的负面影响，

主要体现为抑制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应用，其本质在于颠覆性技术创新会改变原有产业布局与

利润分配格局，而非在原有基础上进行改良。政府主动参与有助于克服利益既得者对变革本

能的抵触从而“雪藏”甚至抵制特定技术开发，进而导致产业和国家失去竞争优势。同时，可

以通过政策手段引导市场环境为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留下空间，为创新消除阻碍降低成本。

最后是防范国际资本以恶性竞争的手段，人为地损害国内特定领域产业技术创新能力，致使

创新成本提高。在本质上，这仍然是一种先发者对后来者的打压，只不过体现为外部国际势

力对本国内部市场环境的干预。由于外部力量的构成更为复杂，应对这种干预需要政府发挥

更大作用，以更为灵活的政策手段消除其产生的风险与不利影响。 
2. 长期来看，政府的作用在于为创新活动的开展提供人力支持与制度保障。竞争优势

离不开研发与创新，而研发创新活动的主体是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或高素质的劳动者。研究表

明，社会劳动者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与创新绩效呈现显著正相关(何庆丰等，2009)，这意味着

人力资本积累程度越高，创新出现的概率越大。高质量的劳动力再生产离不开教育的普及，

事实证明，政府对公共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的大力支持与财政投入，是降低全社会教育成本、

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郭庆旺、贾俊雪，2009)。另一方面，在建立国家

创新体系，打通产学研创新通道方面，依靠政府对社会资源进行组织和分配比市场自发组织

的效率更高。对美国创新体制的研究证明，政府在生产性投资和创新活动中可以作为创新活

动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承担者，塑造和创造新的市场，引领私人企业的创新浪潮(玛丽安娜·马

祖卡托、王中华，2017；贾根良，2017)。因此，不论是促进科学技术创新转化为生产力和

产业竞争力，还是构筑国家创新体系引导社会资源投入研发领域刺激创新活动，产学研一体

化始终需要政府扮演规划者的角色、发挥引领作用，确保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从整体上降

低创新活动产生的损耗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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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构造与维持制造业竞争优势尤其需要发挥政府作用。首先，从制造业的发展规律来

看，“干中学”和“实践中创新”是制造业进步最主要的形式和动力源泉，因为“几乎所有工业

领域的知识，尤其是工艺和技术，是属于那种无法形式化或公式化的实践性知识。”①只能从

生产过程中总结提炼并产生创新(文一，2016)。因此，制造业规模与活跃程度是保障制造业

创新能力的重要条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客观规律决定了伴随着资本不断积累，资本有

机构成提高必然导致制造业利润率趋于降低，将资本推向利润率更高的投机领域。由此要维

护制造业竞争优势必须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方面的重要作用，防止经济脱实向虚；其次，

政府保障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体现在对社会基础设施的有效供给，特别是对生产性基础设施

的有效供给，是保障制造业生产效率提升的物质基础；最后，政府在促进产业集聚和塑造完

整工业体系正外部性的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尤其是后者对于增强产业竞争力进而形成

国家竞争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产业分工愈发精细化，产业竞争优势的培育是一个

系统工程，需要上下游企业的紧密配合。在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当中不同领域的企业盈利能

力区别很大，其中不乏盈利能力差但正外部性很强的一些支持性产业，这些企业如果遵循市

场规律，从国内转移出去带来的外部性损失会削弱工业体系中其他产业的竞争优势。此时，

需要政府发挥作用以产业政策和补贴予以支持，通过降低成本或提高收入的方式提高这类产

业的盈利能力，扶持好和培育好这些企业，可以最大化提升国家竞争能力。 

四、结语：逆全球化的本质与现代西方“话语霸权”解构 

2017 年以来“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沉渣泛起。究其根源是过去经济全球化过程中，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过度市场化倾向与比较优势对发展中国家的低端锁定相结合，导致不平

等的范围和程度日益加深，持续破坏世界各国利用内涵型增长模式实现创新的内在动力，从

而降低世界市场生产力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种经济现象不断扩散并不断强化，在世界市场

原有的发展空间日益缩小下，离岸与外包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流行趋势，从而导致经济“脱实

向虚”，既无力更好实现新动能转换，也难以扭转增速不断下滑的“颓势”。因此，强调以竞

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开展国际贸易，进而促进技术与组织形式创新以及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才能更好的发展经济，并使世界生产力水平在当前的历史环境下，维持甚至超越以往的增长

速度，在世界市场上创造更多价值，推动全球经济向更高质量、更加可持发展迈进。 
事实上，美国早已深知国家竞争优势对于国家发展的重要性，竞争优势概念的提出者迈

克尔·波特就曾服务于里根政府。但是在保持自身国家竞争优势的方式和手段上，美国已经

逐渐偏离正常轨道，不再依靠科学研发与技术创新保持更高的生产效率的方式保持竞争优势，

而是企图通过削弱竞争对手乃至整个世界其他国家整体的竞争能力来维持自身优势。特别是

在 2016 年特朗普高喊“美国优先”的口号当选美国总统后，在世界经济大舞台上美国“霸凌”
手段频出，到处挑起摩擦与争端，试图以一种“我生病，你吃药”的办法在自身经济衰退的时

候将整个世界经济一同拉下水，从而借此保持自身的经济霸权与产业优势。中国经济的行稳

快速发展和经济总量不断实现超越，理所当然让美国感受到挑战和“威胁”。 
自加入 WTO 以来，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发展，惠及 14 亿中国人民，也为增加全球民众

福祉作出了重大贡献,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稳定器。然而美国为了达到在中国的经贸纠纷中

获得主动权的目的，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并于 2017 年向 WTO 正式提交拒绝中国

在全球贸易规则下获得“市场经济”待遇的要求。在随后的时间中，美国还借由“汇率操纵国”、 
“盗窃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等歪曲事实的话语，对中国经济的正常运行进行单方面干

涉，甚至主动挑起贸易摩擦意图直接打击中国经济。不仅如此，美国还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抹

                                                   
①
 文一：《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第 1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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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一带一路”倡议，并宣传中国通讯产品具有安全风险，借助国家影响力和公信力阻挠中国

企业在世界市场上开展正常业务，甚至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来掐断产业链打乱全球经济正常运

行，这种损人不已的逆全球化潮流，不仅对美国自身经济发展不利，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损

害极大。 
从人类文明存续与发展的角度来说，美国对中国的指责是缺乏正义性的，是典型的新帝

国主义“话语霸权”。发展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为了避免“复活节岛”的历史悲剧在整个地

球范围上重演。世界经济必须要打破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对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束缚，

使创新驱动的内涵式增长成为世界经济最主要的动力来源。这既是包容性全球化的实现路径，

也是缓解世界不平等问题、解除后发国家的低端锁定状态，以及扭转各国过度市场化倾向的

出路所在。因此，以竞争优势替代比较优势作为指导国家发展和参与国际贸易的基本准则，

不仅有利于帮助世界各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且更有助于克服发展过程中不断出现

的负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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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 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From Comparative Advantage to Competitive Advantage 

ZHOU Wen  FENG Wentao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Abstract：In recent years, the trend of "anti-globalization" rising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has impacted the global trade and economic order, which has made the world economy, 

which is already weak in recovery, suffer a negative impact. In 2019, the global economic growth 

has dropped to the lowest level in ten years. And in 2020,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pandemic, there has been a rare negative growth in history. The current trend in the world 

economy is in a persistent downward trend, owing to the shrinking of extended re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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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in the world market and the momentum from innovation activities are in shortage. 

because of the model of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was dominated by the ideological trend of 

neoliberalism economic theory and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into a connotative growth model has been hindered and new economic growth 

points have also been difficult to open up. Adapting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quires us to break the development dilemma that the late-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locked in the low end of the value chain after practicing the 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Improve the quality of global economic growth by promoting a shift from a factor-driven to an 

innovation-driven approach to world economic growth. 

Keyword: economic globalization； comparative advantage； competitive advantage；

theoretical limitations of traditional trade doctrine；political econom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