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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贸易理论问世于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随着新贸易理论的诞生，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

被引入包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诸多分支领域，因而发展经济学也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本

文旨在就新贸易理论对发展经济学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几个研究领域所产生的影响展开分析，这些领域包括

不平衡增长理论、人口流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贸易政策理论等。在此基础上，笔者就新贸易理论问世

以来对发展经济学带来的影响所具有的理论意义做一个简要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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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贸易理论的产生

在传统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建立在技术和资源禀赋差异基础上的

比较优势学说，这一学说的主要假设前提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多年来，以比较优势

学说为核心内容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不断遭遇来自理论和经验两方面的严峻挑战。在理论

方面，一些国际经济学家早就提议将规模经济解释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另一种源泉。20世纪

20年代，在格拉汉姆（F.D.Graham）和奈特（F.H.Knight）之间发生的一场理论争论涉及

规模经济与来自贸易的收益的关系、厂商内部或外部规模经济等问题。在 30年代，哈伯勒

（G. Haberler）、维纳尔（J. Viner）和俄林（B.Ohlin）再度引发了有关规模经济与国际贸

易关系的讨论。维纳尔指出，外部经济依赖于世界产出而不是依赖于国内产出。俄林则认为 ，

在两个从事贸易的地区之间，若一个地区的生产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将引起持久的和互惠的贸

易，因此，规模经济可以成为国际贸易模式的另一种解释。在经验方面，里昂剔夫（W.
Leontief）于 50年代初通过投入产出模型对美国进出口要素构成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对

以要素禀赋为依据的贸易理论提出了质疑。随着 60-70年代欧共体的扩大，发达国家之间

的同类产品的双向贸易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呈愈益上升的趋势，使得仍然借助于完全竞争

和规模收益不变为假设的传统国际贸易模型从经验上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已显得越来越力

不从心。虽然许多人都意识到需要在理论假设上取得突破，但是，一旦放松完全竞争和规模

收益不变的假设而将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模型中，国际经济学家就不得不面对市场结构问

题。当时现有的寡头垄断模型或垄断竞争模型均缺乏公认的一般均衡分析基础，而国际贸易

理论的基石恰恰是一般均衡分析。因此，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未以前，西方国际经济学界

仍然无法在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假设条件下建立起国际贸易模型。

从 20世纪 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产业组织理论的蓬勃发展，国际经济学界终于为把

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引入国际贸易模型找到了突破口，为此做出开创性贡献的是迪克西特

（A.Dixit）和斯蒂格利茨（J.E.Stiglitz）。他俩在 1977年构建的模型中并未直接讨论贸易问

题，而是关注张伯伦（E.H.Chamberlin）于 30年代探讨过的垄断竞争是否存在“过度生产

能力”的问题。他们证明了在不变替代弹性效用（CES）函数的假设条件下，市场均衡与

受约束的社会最优是相一致的。该模型的理论创新意义在于，它所使用的分析工具克服了先

前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无法讨论收益递增的技术难题，从而使国际贸易模型可以在收益递增和



不完全竞争同时存在的条件下得以建立。

继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之后，国际经济学界涌现了一大批使用规模收益递增分析

工具的、并被称作“新贸易理论”的模型。这些模型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思路：第一种思路

将垄断竞争纳入国际贸易模型，以便解决传统贸易模型中收益递增与市场结构之间的矛

盾，因而代表了新贸易理论的主流方向。第一种思路又可以细分为两个分支。第一个分支

以克鲁格曼（P.R.Krugman）为代表，他把迪克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所创新的分析方法直

接引入对国际贸易的分析，构建一个存在规模经济的行业内贸易模型，进而论证了产品差异

何以成为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第二个分支的代表人物为兰卡斯特（K.Lancaster）。他在

存在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消费者偏好呈多样化等假设之下，建立了一个含有规模经济的

生产差异产品的制造业部门和一个农业部门的模型，并证明了行业内贸易的产生。第二种思

路的主要文献集中地反映在由艾瑟尔（W.J.Ethier）建立的模型中。该思路旨在说明在

Marshall所定义的外部经济条件下，把对贸易分析的侧重点从资源配置转向生产和贸易的方

向。该思路虽然避开了因完全竞争假设可能遇到的麻烦，但却没有实质性地解决收益递增和

市场结构相互关系这道难题。第三种思路以传统的古诺寡头垄断模型为基础，代表人物有布

兰德（J.A.Brander）和斯宾塞（B.J.Spencer）等。他们证明了在没有运输成本而且各国市

场彼此分割的前提下，寡头垄断企业之间的竞争即使在产品完全相同情况下也将导致行业内

贸易产生，由此引起的竞争将促使价格下跌，并使消费者获益。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阐述新贸易理论本身的演进过程，而在于讨论新贸易理论的问世对

发展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在这篇短文中，笔者不可能论及新贸易理论对发展经济学所有领

域所带来的影响，而是选择了不平衡发展理论、人口流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贸易政策理

论这几个近年来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展开分析。本文除了作为引言的第一部分外，第二部分

着重讨论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引入如何对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重要研究领域产生了影响；

在第三部分中，笔者就新贸易理论所产生的影响对于发展经济学来说具有何种理论意义这个

问题谈几点看法。

二、从新贸易理论视角看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

随着新贸易理论问世，收益递增分析方法很快被应用于当代经济学诸多领域，也被一直

关注长期与动态问题的国际发展经济学界所垂青。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把收益递增分析工具

运用到发展经济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因而给这门学科带来了新的活力。这里，我们仅选

择不平衡增长理论、人口流动理论、人力资本理论、贸易政策理论这 4个有代表性的传统

研究领域来讨论与新贸易理论诞生相伴随的收益递增分析方法对发展经济学所带来的影响。

1．不平衡增长理论

不平衡增长理论一直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早在 20世纪 50 年代，

赫尔希曼（A.Hirschman）、缪尔达尔（G.Myrdal）和佩鲁（F.Perroux）分别提出了各自

的不平衡增长理论。赫尔希曼着重从资源稀缺和企业家供给不足等方面入手，通过“联系效

应”论证了在发展中国家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的可行性。缪尔达尔在提出“地理二元经济”

理论的基础上阐述了“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的作用机制，并据此提出了地区不平衡增

长战略。佩鲁则以“支配学说”和“不平等动力学”为依据，从经济空间入手，提出了以“增

长极”为中心的不平衡区域增长理论。尽管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见解，但

由于他们的分析方法基本限于文字描述，难于通过建立模型而进入严密的数理分析，因此，

在 60-70年代不平衡增长几乎没有取得新的重要进展。其原因诚如克鲁格曼所指出的那样，

在于“经济学家缺少一个模型来包含报酬递增和不完全竞争这两个经济空间形成的基本要

素”。1

新贸易理论产生后，克鲁格曼率先把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用来讨论区域经济不平衡增



长问题。他认为，制造业部门中的外部经济使得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领先一步，造成两个地

区之间的经济增长不平衡。这种状态若持续下去，其结果是落后地区的制造业部门被挤跨并

最终消失。他旨在证明，在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前提下，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因起步晚而面

临发达国家的强大竞争，因而其工业化进程将受挫。2此外，克鲁格曼进一步分析了存在规

模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流动如何导致经济活动在一个单个地区集聚，从而形成区域经济不平

衡增长的空间形态的过程。3

近年来，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继续沿着规模收益递增思路拓宽对不平衡增长理论的研

究。奥塔维阿诺（G.Ottaviano）等人在假定消费者偏好不具有常数替代弹性而且贸易成本

而不是运输成本是诱使资源聚集的动因的前提下对聚集的净福利效应进行了分析，得出了预

期会影响聚集过程的结论。4 杜邦（V.Dupont）和马丁（P.Martin）在企业具有流动性的前

提下，分析了对贫困地区实行不同的补贴对产业区位、就业、收入不平等和福利所产生的影

响。他们发现，当贸易成本较低时，补贴对产业区位的影响更为强烈；但若补贴是在国家层

面上进行，这类补贴将扩大地区间和地区内不平等。5 普夫吕格（M.Pflüger）和苏德库姆

（J.Südekum）则对聚集的福利效应和政府对地区实施政策干预的效率做了考察。他们证明

了，当贸易成本较高时，市场均衡呈过度聚集特征，而在贸易成本较低时，市场均衡表现为

聚集不足。从政府角度看，更为均等的资源空间配置也能产生效率，然而，从配置效率的观

点来看，当贸易一体化进一步发展时，社会需要的却是更多的聚集。这个结论意味着发展中

国家的区域发展政策应当与时俱进。6

2．人口流动理论

对发展中国家乡-城间人口流动的研究被公认为早期发展经济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20
世纪 50年代中期，刘易斯（W.A. Lewis）创立了一个存在无限供给的剩余劳动并具有二元

经济结构特征的古典主义人口流动模型，由此建立起探讨发展中国家人口流动理论的传统分

析框架。60年代初，拉尼斯（G.Ranis）和费景汉（John C.H.Fei）在刘易斯模型框架内扩

展了对乡-城人口流动的研究，不仅描述了工农业之间的关系，而且等同地强调农业发展、

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的作用，并主张发展中国家应提倡劳动偏向的技术进步。与此同时，乔

根森（D.W.Jorgenson）在他的新古典主义二元经济模型中，对刘易斯模型中农业剩余劳动

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假设提出了质疑。他的结论是：工资水平呈上升趋势，人口增长有其

生理上限，因此剩余劳动不会出现；一旦为人口增长所允许经济增长达到顶峰时，就会出现

农业剩余，而经济增长之所以能持续下去，关键在于技术进步。70 年代，托达罗（M.P.
Todaro）与哈里斯（J.R.Harris）建立的模型尝试在新古典框架内把潜在迁徙者对预期收益

的估计作为人口迁徙决策的主要因素，于是，乡-城间预期收入差距便成为诱发迁移的主要

动机。这一差距越大，迁移倾向越发强烈。菲尔茨（G.S. Fields）对托达罗-哈里斯模型做

了一些改进，增加了除预期收益之外决定城市失业率的其他因素，他由此算出的失业率比由

托达罗-哈里斯模型计算的失业率更低。

在人口流动研究领域，克鲁格曼再度为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运用首开先河。80年

代初，他在垄断竞争模型中引入运输成本的前提下，运用收益递增分析方法对人口流动何以

导致产业聚集进行了研究，并证明了“本国市场效应”的存在。790年代初，克鲁格曼通过

建立一个使“本国市场效应”产生“需求联接”的模型，证明了本地企业增加对当地劳动力

需求将鼓励移民流入，其结果促成厂商利润增加，进而鼓励更多的厂商进入。克鲁格曼对这

一过程的论证同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有关“累积过程”的讨论非常相似，不同的是他运用规模

收益递增方法，而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进行文字描述。8

近几年出现的不少文献表明，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在继续用收益递增方法探索人口流动

问题。艾皮法尼（P.Epifani）和甘西亚（G.A.Gancia）考察了为什么失业率在生产率高的地



区低于生产率低的地区。他们发现，人口流动对地区失业率的影响在长期和短期之间存在冲

突：在短期内，人口从“外围”向“中心”流动可以缩小失业差距，但是长期内却会拉大这

一差距。9八方薮内（Shigemi Yabuuchi）和乔杜里（S.Chaudhuri）在考虑发展中国家非熟

练劳动力市场存在扭曲等市场不完善现象的前提下，讨论了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流动对发

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他们认为，国际劳动力流动对工资不平等的影响不仅取

决于低技能部门和高技能部门各自的资本相对密度，而且取决于非熟练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特

征。为了缩小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他们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采取适当措

施，以减少非熟练劳动的流入。10

3．人力资本理论

众所周知，自 20世纪 60年代初以来，国际发展经济学界发生了由单纯关注物质资本

积累向强调物质资本形成和人力资本积累并重的研究思路转变。在这一时期，W.T. Schultz
率先提出了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强调人力资本投资（包括教育、营养、保健、人口流动等）

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贝克尔（G.S.Becker）建立起研究人力资本投资的微观基础

并使之数学化，不仅扩大了人力资本构成因素的范围，而且把“内部收益率”作为人力资本

投资量的决定性因素加以考察，从而创立了一个可供经验操作的分析框架。明赛尔

（J.Mincer）尝试将家庭经济行为同劳动力市场行为相联系，并以经验事实为依据建立了第

一个人力资本收入函数公式，与此同时，他还建立了以人口统计学中的人口出生率函数（即

家庭规模函数）公式。阿罗（K.J.Arrow）则另辟蹊径，他在其建构的“边干边学”对于持

续增长效应的模型中将产出表达为生产经验（即人力资本）的函数，技术进步被归结为生产

中由学习过程所带来的绩效持续递增的结果。

随着新贸易理论问世，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传播使得国际经济学界把人力资本作为促成

表现为收益递增特征的经济长期增长过程的一个要素来解释成为可能。这类研究成果主要体

现在两支研究文献中：第一支与新增长理论有关，其中以卢卡斯（R. Lucas）、罗默（P. M.
Romer）和格罗斯曼（G. Grossman）等人对人力资本与长期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最具代表

性；第二支侧重于研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存量与技术吸收能力之间的关系。鉴于本

文关注的重点并不是新增长理论中人力资本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是主要讨论新贸

易理论问世以来对发展经济学所造成的影响，因此，笔者把侧重点放在讨论近年来发展经济

学家有关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进口贸易与“技术外溢”之间关系的研究。

本哈比博（J.Benhabib）和斯皮格尔（M.Spiegel）所从事的经验研究表明，在经济发

展过程中，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是互补要素，先进技术的采用不仅离不开人力资本，而且还

受制于人们特定技能的可获得性。11 费雪（R.D.Fischer） 和塞拉（P.J. Serra）所建立的

模型表明，由于在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存在外部性，人力资本积累的平均水平越高，一国的

经济增长便越快。由国际贸易所引致的人力资本相对价格的变化，不仅使富国的不平等状况

恶化，而且会降低富国的增长率。这有利于穷国通过国际贸易缩小同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

因此，人力资本积累过程中外部性的存在有利于降低不平等程度，而且使得穷国赶超富国成

为可能。12 科伊（D.Coe）、赫普尔曼（E.Helpman）和霍夫迈斯特（A.W.Hoffmaister）在

引入人力资本存量的基础上，采用 77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检验了由进口贸易所带来

的技术外溢对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发

达的贸易伙伴国的 R&D、来自发达国家机器设备的进口、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存量之间

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充裕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进口贸易分享发达国家

的 R&D成果。13 克里斯波（J.Crespo）、马丁（C.Martin）和维拉茨贵支（F.J.Velázquez）

在他们联袂完成的论文中，就进口对国际技术外溢以及技术外溢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效应

进行了探讨。其研究结果表明，进口所带来的技术“外溢效应”（spread-over effect）不仅

取决于贸易国之间地理上的远近，还取决于两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存量和国内 R&D



水平是国外技术外溢效应能否发挥的关键。进口的技术外溢效应在富国要强于穷国。14 法

拉维（R. Falvey）、福斯特（N.Foster）和格林纳威（D. Greenaway）在有关进口与技术外

溢相互关系的模型中引入了人力资本存量，同时选取了 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其

中，5个 OECD国家作为技术溢出国，52个发展中国家作为技术溢入国。检验结果表明，

人力资本对进口贸易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15

4．贸易政策理论

在新贸易理论问世之前的 20世纪 50-60年代，早期发展经济学家对以完全竞争和规模

收益不变为假设前提的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一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

家。他们提出了“保护幼稚工业论”、“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发展战略”等理论。新

贸易理论问世之后，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把新贸易理论所使用的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用于探讨

发展经济学的上述传统命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一领域，克鲁格曼再一次做出了榜样 。

他所建立的具有规模经济特征的“进口保护促进出口”的模型表明，发展中国家借助于进口

保护可以使“边干边学”效应得以发挥，通过利用扩大国内市场规模和鼓励 R&D投资的方

式，降低平均成本和参与国际竞争，同时通过由市场分割所造成的差别定价方式，以国内垄

断高价来抵补最初倾销出口所带来的损失。受保护的本国企业因此而获得了一个可靠的国内

市场，进而形成本国企业的竞争优势。克鲁格曼证明了，只要经济中存在规模经济，无论它

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由保护进口来促进出口的基本结论均相同。16 无独有偶。布兰德

（J.A.Brander）和斯宾塞（B.J.Spencer）通过建构自己的模型，得出了“补贴促进出口”

的结论。 他们认为，在某些行业中部分寡头垄断企业可以获得长期垄断利润的前提下，政

府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选择优胜者”，即给予在第三国市场上与外国同行竞争的国内企业

以补贴，以此促进本国企业出口。他们证明了，本国政府实行补贴有助于降低产品的世界价

格，并增加世界的总产量，进而在增加本国厂商利润和减少外国厂商利润的同时，增加本国

的净福利。17

进入 21世纪以来，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纷纷尝试用收益递增方法对“保护幼稚工业论”

做出新的诠释。米拉维特（E.J.Miravete）就政府对本国产业的保护是否能有效地带来收益

以及保护是否存在时间上的一致性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就保护能否带来收益而言，他认

为保护“幼稚工业”必须具备两个额外的条件：第一，为了保护“幼稚工业”而实施的政策

干预必须是有效率的；第二，保护必须能给整个社会带来好处，即必须通过突破初始发展瓶

颈带来的正外部性来弥补由实行保护所造成的福利损失。在第二点上可能会遇到两个难题。

首先，旨在通过保护来培育本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政策同样可能导致本国企业同外国企业相

勾结；其次，政府必须承诺在未来实行贸易自由化，以便激励本国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但

可惜的是，政府难以做到这一点，其结果是政府只能延长贸易保护期。针对这个问题，他设

计了一个包含垄断企业和政府最优关税动态均衡的模型，以说明在未来何以通过本国差异化

产品的生产以及因国内价格和关税随经验积累下降而最终使消费者剩余得以提高。18 莫里

茨（M.J. Melitz）提出了一个在保护幼稚产业背景下使本国福利最大化的模型，并推出了三

点结论：第一，如何对本国幼稚工业实行保护，这取决于该产业的学习潜力、“学习曲线”

的形状以及本国和外国产品之间的替代程度。第二，政府必须选择最优的政策工具。理想的

状态是：当学习过程还在进行时，保护水平应降低，一旦学习过程结束，保护就应取消。为

了达到最优效果，补贴和关税应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下调。第三，进口配额同关税和补贴相

比有更大的优势。由于使用某些配额来限制进口可减少扭曲，在执行中不需要更多的信息，

还可以使企业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同样多的累积产量，由此产生更大的社会总福利。19 索利

（P.Sauré）提到，那些主张“保护幼稚工业论”的学者长期忽略的一个问题，这就是：在

保护主义的背景之下，拥有动态正外部性的先进工业往往被国内使用传统技术的企业在竞争

中被排挤出局，以至于传统的生产技术盛行，经济增长受阻。此外，保护主义对经济发展的



不利效应还通过先进投入品之间的互补性而被放大。但是在自由贸易背景下，发展中国家依

据自身比较优势而进入世界生产链，通过传统的价格效应和贸易条件改善，不仅可以从其贸

易伙伴国的生产率增长中获得好处，而且通过改善中间投入品的可获得性还可以刺激本国的

技术进步；此外，当中间产品存在需求互补性时，使用充裕的国外互补品将诱发先进的增长

部门的生产扩张，从而使发展中国家有可能从贸易中获得更大的动态收益。在这种情况下，

实行自由贸易无疑是更佳选择。20

四、简要的评价

自 20世纪 70年代末至 80年代初新贸易理论诞生以来，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引入对包

括发展经济学在内的现代经济学诸多分支领域产生了广泛而深入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尽

管当代经济学不少分支学科都在使用收益递增分析工具，但发展经济学使用该工具有其不同

于经济学其他分支学科的侧重点。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是发展中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

态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其侧重点在于探究市场缺失和市场机制不完善背景下的微观

经济行为和宏观经济绩效。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的引入有助于摆脱在传统均衡分析框架证明均

衡存在“唯一性”的束缚，使之不仅能够在“多重均衡”框架下讨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

刚性、过剩、短缺、滞后、低供求弹性等以往被归结为“非均衡”的种种现象，而且还能分

析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增长但收入差距却在拉大等涉及收益递增的理论难题，因而给发

展经济学家带来了广阔的理论创新机会。在结束语部分，笔者拟分别就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

在近年来颇为活跃的几个领域所做的理论创新做一个简要评价。

1．不平衡增长理论。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利用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从一个新的切

入点对传统的不平衡增长理论做了新的诠释。这一诠释在理论创新上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第一，把关注点放在贸易成本、要素流动、厂商与地区层面上的规模经济、货币

净外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将与经济增长相关的经济活动与空间聚集联系在一起，

并沿用“中心-外围”、“外溢效应”、“联系效应”等发展经济学的传统概念，从微观层面上

刻画了不平衡增长的过程和机制，对众多发展中国家同时出现增长但收入差距却在拉大这个

涉及收益递增的理论难题做出了解释，因而从更高的理论层次上丰富了发展经济学对不平衡

增长的研究。第二，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从传统的“中心-外围”命题出发，探讨了全球化

何以对“中心”和“外围”各自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造成不平衡效应的问题，对全球化是

否如自由贸易论者所声称的那样总是惠及所有国家这个命题提出了质疑。这实际上是对早期

发展经济学“中心-外围”命题的进一步推进，所获得的结论不仅隐含了对国际收入分配非

均等化的推论，而且还隐含地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赶超提供了理论依据。

2．人口流动理论。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选择的是新的研究方法，但讨论的却是发展经

济学早期阶段盛行的“老问题”。他们所做工作的理论创新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

运用规模收益递增分析工具来探讨人口流动及其相关问题，不仅使传统的人口流动研究领域

拓展到人口流动同产业和区位集聚以及区域不平衡增长之间的关联，而且还把研究的触角延

伸到国际人口流动、人口流动对地区失业率的影响等领域。尤其是对人口流动何以导致产业

集聚和区位集聚所做的研究直接展现了规模收益递增分析方法的长处。第二，新一代发展经

济学家对早期发展经济学家有关剩余劳动具有同质性的假说做了重要修正，改为采用劳动力

异质的假说，从而使之能够对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流动对发展中国家工资不平等所造成的

影响等问题展开研究，因而使得发展经济学的人口流动理论向着贴近发展中国家现实的方向

推进了一大步。

3．人力资本理论。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把收益递增分析工具用于研究人力资本，并且

把研究的突破口放在探讨人力资本与技术进步以及人力资本、进口贸易与“技术外溢”之间

的关系上，在描述人力资本何以发挥“学习效应”、“外溢效应”、“联系效应”等效应的同时 ，



探讨规模收益递增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的工作既有理论创新意义，又有现实的经验依

据。从理论上看，人力资本是一种能够带来规模经济的生产要素，而规模经济又往往同外部

性联系在一起。直到 20世纪 70年代末期，在西方经济学界盛行的是以完全竞争和规模收

益不变为主要假设的“标准的”新古典分析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外部性无论是正是负，都

被归结为市场失效。然而，规模收益递增分析方法带来了新的突破，使得人们在研究经济发

展问题时能够突破一味地比照“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约束，因而极大地拓展了理论研究的视

野。

从经验方面来看，许多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产业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本，如信息技术 、

半导体、人工智能和生物科技等。在这类行业中，“学习效应”“ 外溢效应”、“联系效应”等

效应至关重要，借助于这类效应可以使人力资本的正外部性充分显现出来。

4．贸易政策理论。新贸易理论通过引入收益递增分析方法，不仅从理论上改变了传统

的“原子式”的市场完善和完全竞争假说，而且从经验上说明了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早已

成为许多现代制造业部门的特征。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以此为依据，不仅证明了传统发展经

济学“保护幼稚工业论”具有合理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进口替代发展战略”予以肯定 。

他们的理论创新之处在于，强调企业内部规模经济的重要性，认为实施保护的关键在于通过

政府提供的保护降低幼稚工业创立时期巨额的初始成本，使得平摊在单位产出上的平均总成

本随时间推移而下降，进而提高其市场份额和对外竞争能力。换言之，当发展中国家幼稚工

业的国内市场规模还不够大，借助于政府保护，可使无法在国内需求层次上实现的规模经济

扩展到国际层次上来实现。尽管 20世纪 50-60年代的进口替代理论也主张政府干预，但老

一代发展经济学家一味力主通过高关税来封闭式地推进本国工业化，而新一代发展经济学家

则强调充分利用规模经济来提升出口竞争力，借助于保护贸易促成进口替代成为出口导向的

跳板。这个过程已经由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成功的经验所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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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ew trade theory was born in the late 1970s and early 1980s. With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trade theory, the analytical tool of increasing returns to scale was introduced into many disciplines

of contemporary economics which includes development economics, so it has made broad and deep-

going impacts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This paper aims at discussing the influences which were

made by the new trade theory on the several vivid areas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in resent decades.

These areas are theory of unbalanced growth, theory of migration, theory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ory of

trade policy. On this basis, we make a brief evaluation on the impacts and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new trade theory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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