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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的陷阱

——《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读书报告

【摘要】在传统理论中，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提出，任何国家都能参与自由贸易，任何国

家都能获益于自由贸易。然而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日益发展，我们发现经

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仍然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加大。联系《富国为什

么富，穷国为什么穷》书中的内容，文章将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对经济不发达的国

家和地区提出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读后感；自由贸易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是埃里克·S·赖纳特 2007 年出版的著作，这本书针

对从古至今国家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国富国穷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在课堂上，老师提到

这本书是一本“思想性很强”的书，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全书的逻辑

性很强，全书分八章，第一、二章回顾了两种经济思想的发展历程，包括经济理论类型的探

究和两类不同方法的演化过程，第三章从政策方面分析了富国如何致富的问题，第四章和第

五章则是说明了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穷国越发的贫穷，第六章则是批判了主流经济学面对失败

的辩解，第七章对当前的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剖析，而最后一章则是对落后国家提出了

建议。“思想性很强”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作者不受主流观点的影响，敢于提出自己的观点，

敢于批判，比如第一章里面强烈批评了主流经济学脱离现实等缺陷，在讲全球化的时候也批

评了西方国家主导的这种现象，第六章则是直接用“搪塞失败”这个词说名字自己对于主流

经济学面对失败的批判的态度。

上文中我们简单了解了这本书的逻辑框架和主要内容，本文则是从书中第四章、第五章

的内容切入，来分析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为什么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处于不利地位。

一、自由贸易陷阱的定义

在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和赫克歇尔德“要素禀赋”理论中，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

件下，各国实行自由贸易，则贸易结构会达到资源的最优配置，贸易双方都能从中获利。二

战后全球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呼声越来越高，虽然自由贸易的确对于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但我们也要意识到，自由贸易不是发展经济的唯一方式，自由贸易也存在一定弊端。在比较

优势的理论和国际自由贸易的框架下，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依旧是以出口原材料和初级产品为

主，其中部分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产业结构没能成功升级，科学技术没有实际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没有显著提高，和发达国家差距拉大，在国际贸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等结果，我认为这就

是自由贸易的陷阱。

以中国为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资本一劳动比率较低，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在国

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劳动力和资源，生产一些缺乏国际竞争力的原料密集型产品和劳

动密集型的产品。因此，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只能以量取胜， 靠低价竟销，基本上属于“贫

困”出口。这种过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和价格竞争力的出口模式，一个是在世界分

工体系中我国处于不利地位，例如一部苹果手机的利润分配，我国只获得 9美元，这种情况

使得我国劳工福利被牺牲、收入分配格局恶化，以及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动力被削弱。如

我国许多产品经常受到反倾销的调查，这不仅使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并且影响了产

品的国际声誉。一些产品在进口国遭到某些群体的抵制或焚烧，如 2004 年 9 月发生在西班

牙的焚鞋事 件，2005 年 3 月发生在俄罗斯的扣押装着温州鞋子的集装箱事件，以及中国许



多电子产品在国外被调查的一系列事件。这些都是自由贸易陷阱的表现。

二、产生自由贸易陷阱的原因

在第四章的开始，作者就提出报酬递增行业的规模经济，技术创新与变迁，协同效应和

集群效应这三个因素共同作用的重要作用，这三种因素能够创造机会从而增加工资或者提供

更好更新的商品和服务，也是给一些国家带来巨大财富的原因。我认为，在世界范围内，自

由贸易的过程中，这三种因素对于富国的利益远远高于对于穷国的利益。

何为规模经济？根据书中的内容，规模经济是针对报酬递增的行业，报酬递增的产品，

市场越大、产量越多，分摊到每件商品的固定成本更少，利润会更高，如西方国家的一些高

端制造业。报酬递减则恰恰相反，是指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利润随之减少。但是正

如作者在书中说的那样，当前的全球化是一种不对称的全球化即富国专门从事报酬递增的活

动，而穷国专门从事报酬递减的活动。这实际上也是“比较优势陷阱”，即根据比较优势的

理论，按照现有的国际分工，穷国只能专业分工生产依赖原料的报酬递减的产品，而富国则

生产利用高新技术等报酬递增产品。国际专业化分工在富国产生了规模经济，但是在穷国却

引发了“专业化”贫穷的风险。作者在书中提到，那些专门为其他国家提供原材料的国家迟

早会落入一种报酬递减的境地，并且举了蒙古的例子，20世纪 90 年代遭遇了自由贸易的冲

击之后，在蒙古境内几乎所有的工业都消失了。实际上不只是依赖原材料的行业是报酬递减，

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行业也是报酬递减行业，随着需求扩大，产量增加，劳动力数量增加，则

最主要的成本，即劳动力成本也会增加，这就是报酬递减，若为了避免压缩利润空间，则劳

动工人则会受到压迫和剥削，则不利于社会福利和社会稳定。

在技术创新与变迁方面，穷国似乎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技术创新导致生产力提高，生

产力提高则创造的财富增加，回顾历史上的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

以及美国的新经济，这些都说明了科技发展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然而在当前的情况下，

科技研究也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例如欧美国家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前期投

入大，但是后期的收益更大，这也是为什么富国越来越富的原因。而穷国则恰好相反，没有

足够的资金进行科研，没有足够的科技发展生产力，没有足够的生产力获得财富，陷入了一

个这样的恶性循环。而阻碍穷国技术创新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人才的流失，书中也提到

了这一点，穷国里拥有良好教育的人都希望在富国得到较高水平的生活，从而造成了穷国的

人才流失。此外，经济的幼稚化也是阻碍穷国科技发展的重要原因，在历史上，欧洲国家为

了保留自己的原料供应，阻止殖民地实现工业化，而在今天，情况也很类似，书中引用了马

修·德克尔的话：“如果整个欧洲利用农作物的自由交易来引诱他们，种植园中的人们就会

努力提高产量，以满足广阔的自由贸易带来的巨大需求，这就可以抹去他们头脑中对制造业

的追求。”1受到这样的诱惑，穷国忘记了自身发展工业的需要，也就忽略了发展科技、调

整产业结构的必要性。

在协同效应和集群效应方面，作者的观点是很多公司互补或竞争，聚集形成网络会使知

识创造更加繁荣，正如在荷兰，多样化的企业和生产活动会产生意义重大的作用。但我这里

说的，却是全球范围内各个国家之间的合作，尤其是富国与穷国之间的合作。经济基础决定

上层建筑，当今世界上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是由西方的富国来主导，虽然那些国家在倡导

自由贸易，但是穷国仍然面临着富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虽然从开放度上来说富国更接近自由

贸易，为了保护本国的部分产业，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相关产品征收较高税率的歧视性关

税，例如农业关税等。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在关税和配额、反补贴、反倾销等传统非关税壁

垒措施受到了WTO严格限制的情况下,以保护人类和动植物健康及环境资源为名的技术性贸

1 《富国为什么富 穷国为什么穷》埃里克·S·赖纳特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10（1）：130



易壁垒因其具有的针对性强、隐蔽性好、运用灵活等特性正逐步取代关税和传统非关税壁垒,
成为新的贸易壁垒，除此之外还有绿色壁垒，例如发达国家向我国征收碳关税，我国鳗鱼出

口过程中遇到的孔雀石绿标准问题等。除了这些贸易壁垒之外，富国还会通过引诱等方式来

防止穷国的竞争，例如上文中在讲经济幼稚化的描述，富国通过引诱穷国大量生产原料从而

阻止他们发展工业。

结合上面的分析，联系中国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穷国想要避免自由贸易的

陷阱，真正发展经济，首先是要改变观念，不要一味依靠自由贸易来获得收入，贸易的顺差

逆差并不代表经济的发展与否，避免比较优势陷阱，不要以滥用资源、破坏环境为代价发展

经济，大力发展报酬递增产业，打破恶性循环的怪圈，发展经济从而增加自身在国际上的话

语权，努力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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