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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我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组成员的集体研究成果，我的硕士研究生也参与了课
题研究。
写作分工大致如下：研究框架、写作思路由我完成，并参与第一、五、六、七、九章部分内容写作，
负责对全书的统稿和摘要、结束语的撰写和部分章节的改写；王娟承担第二章的写作；韦倩青承担第
三章第三节和第九章的写作；韦苏健承担第三章第一、二节和第四章的写作；黄溪航承担第八章的写
作；陈文慧承担第三章第四节、第五章第二节的写作；闵晓莹承担第六章第一、二节的写作；张银银
承担第五章第一节的写作；刘哲承担第七章的写作；张娜参与第一章第二节的写作；张映、郭婷负责
本书数据的提供和整理。
此外，杨永红、阮思阳、林原、李敏也承担了部分工作，对该书的完稿作出了贡献。
评审专家对该书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对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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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产业内贸易是中国西南与东盟国家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趋向，全面、深入、系统地研究两个地区产业
内贸易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产业内贸易理论是分析两个地区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
　　两个地区产业内贸易发展总体水平不高，结构层次较低，具有发展中国家的典型特征。
两个地区产业内贸易发展已产生一定的经济效应，推动了区域贸易总量增加和结构调整与优化，并对
区域工业化带来一定程度的影响。
　　中国西南与东盟国家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现实基础比较复杂。
一方面，二者的三次产业相似度较高，而在制造业整体相似度偏低，具有互补性和复杂性，如在食品
加工、化工产品、通用及专业设备等产业具有竞争性，这说明中国西南与东盟国家双边贸易发展不能
仅仅限于产业间贸易，需要而且也有不断拓展产业内贸易的基础。
另一方面，两地区之间的产品贸易分工既有产业间分工，也有产业内分工，并且两者之间的分工结构
还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初级产品产业内分工稳步推进，制成品产业内分工日益趋强。
在二者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中，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经济一体化程度、地理因素等因素
与二者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相关性较显著和正面，而产业结构、产品差异性、规模经济、市场结构、外
国直接投资等因素与二者产业内贸易发展的相关性则较弱。
其中，外国直接投资发展与东盟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
　　中国西南与东盟国家地理位置毗邻，资源禀赋差异明显，双方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提高，在中国-东
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推动下，双方产业内贸易发展具有良好的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产业结构水平较
低，产业内分工欠发达，国际投资规模较小等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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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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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对于产业内贸易的研究又集中在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与垂直型产业内贸
易的分别研究上。
同时，伴随而生了大量解释产业内贸易现象的理论模型，使得产业内贸易的理论研究进入了一个高峰
期。
然而由于产业内贸易度量方法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再加上贸易数据可获得性以及计量方法的限制，
使得对产业内贸易的经验研究相对于理论研究而言要滞后的多。
　　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对产业内贸易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高潮。
学者们不断在产业内贸易理论中融入贸易成本、经济地理学以及企业生产国际化等新的内容，使得对
产业内贸易的分析日益贴近国际贸易的现实情况。
虽然各个模型之间尚缺乏统一的联系，但却沿着各自的研究方向不断深入发展，使得对国际贸易现象
的解释能力不断提高。
　　关于产业内贸易理论研究，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值得关注：　　1.2.1.1 产业内贸易的理论模型
　　国外关于产业内贸易理论模型有以下几种：　　1.基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异质性的水平型产业内贸
易理论模型主要有：　　（1）克鲁格曼模型。
在该模型中，产业内贸易来源于规模经济。
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下，由于规模经济的作用，要素禀赋相同的国家之间也会实行国际分工，生
产不同的品种并进行产业内贸易。
诱发产业内贸易的规模经济优势有两种：一种是静态意义上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由于连续生产而产生
的规模经济；另一种是动态意义上的规模经济，随着厂商对一种既定产品生产经验的不断积累，规模
经济收益也在增加。
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一种产品生产上具有规模经济优势，而另一国则在同类产品的其他款式或牌号的生
产上具有规模经济优势，那么两国间的产业内贸易就有可能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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