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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古典學派的絕對利益與比較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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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1/2)


 

1776年，亞當‧史密斯出版了《國富論》(The Wealth of 
Nations)。


 

亞當‧史密斯指出，一國的經濟要強盛、財富要增加，只靠保

 護主義是無法達成的；相反地，採取開放政策，由各國生產具

 有絕對優勢的產品再相互貿易，方能有效地整合全世界的資

 源，進而提高全世界的總產值，讓各國分享成長的碩果。


 

這種現象就是所謂的正項賽局，它與重商主義的零和賽局完全

 不同，此即為絕對利益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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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2/2)


 

1817年，李嘉圖(David Ricardo)所撰寫的《政治經濟與賦稅的

 原理》(The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 and Taxation)，更將

 亞當‧史密斯的絕對利益說做了更廣闊的延伸，並提出了比較

 利益說(Comparative Advantage)。


 

各國只要生產與其相對優勢的產品（或生產力相對較高的產

 品）再進行貿易，就能從中提高利益。此種絕對利益與比較利

 益的論點，開啟了古典學派的新思想，也創造了世界貿易的新

 風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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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史密斯的絕對利益說(1/3)


 

如圖3.1。而要掌握三個不同的市場，對於本國與外國的國內

 市場價格比首先必須有所瞭解。


 

本國（台灣）的衣服價格是食品的1/2倍，即

 
＝1/2，其中

 的H代表的是本國(Home)；而外國（美國）的衣服價格是食品

 的2倍，即

 
＝2，其中的F代表的是外國(Foreign)。當兩國

 出現貿易行為時，就會有進出口發生，此時，在國際間交易的

 市場即稱之為國際市場，以

 
表示，其中W代表的是世界

 (World)，而國際價格比一般會介於兩國未貿易時的國內價格

 比之間，即1/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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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亞當‧史密斯的絕對利益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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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1 本國市場價格比、外國市場價格比
 與國際市場價格比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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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史密斯的絕對利益說(2/3)


 

表3.1以及亞當‧史密斯的絕對利益說，台灣生產衣服具有絕

 對利益（所使用的勞動小時比美國少），而美國生產食品具有

 絕對利益（使用的勞動小時比台灣少），因此，亞當‧史密斯

 認為台灣多生產衣服，而美國多生產食品，然後兩國再相互交

 換（貿易），如此，各國的福利都會增加，而世界的總產值也

 會跟著提升。


 

假設國際價格比是

 
＝1，那麼當台灣多生產1單位的衣服

 時，雖只額外增加2個人工小時，卻可在國際市場上換取1單位

 的食品（因為

 
＝1），於是，本國國內就能減少生產1單

 位的食品，同時減少4個人工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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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史密斯的絕對利益說(3/3)


 

台灣出口1單位的衣服，可換取1單位的食品進口，同時節省2 
個人工小時，而以這2個人工小時再去從事生產，就能提高台

 灣的產值。同理，美國出口1單位的食品來換取1單位的衣服進

 口時，也能從中節省2個人工小時，而以這2個人工小時再從事

 生產，能增加美國的產值（如圖3.2）。


 

從表3.1可知，在

 
＝1下，台灣出口1單位的衣服來換取1單

 位的食品時，可節省2個人工小時，同時，美國出口1單位的食

 品來換取1單位的衣服時，亦可節省2個人工小時。


 

根據亞當‧史密斯的絕對利益說，各國多生產具有絕對利益的

 產品，然後再相互貿易，各國與全世界的產值都會增加，產生

 所謂的正項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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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台灣與美國各多出口1單位衣服與
 食品時的產值(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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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台灣與美國各多出口1單位衣服與
 食品時的產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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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嘉圖的比較利益(1/3)


 

如果只有某一國擁有絕對利益的產品，而另一個國家沒有時，

 這兩個國家是否還會進行貿易呢？


 

李嘉圖在1817年提出了解釋，他認為只要兩國各自擁有比較利

 益的產品時，兩國仍會有貿易行為產生。


 

比較利益的產品指的是勞動平均生產力相對較高，或是產品的

 相對價格較低。


 

如果從相對價格的角度來看，美國的衣服其相對價格

 
為

 1/2，低於台灣的2，所以美國生產衣服具有比較利益，而台灣

 生產食品的相對價格

 
為1/2，低於美國的2，所以台灣生

 產食品具有比較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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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嘉圖的比較利益(2/3)


 

根據李嘉圖的比較利益，一國將出口其相對價格較低的產品

 （或勞動平均生產力較高的產品），而進口相對價格較高的產

 品（或勞動平均生產力較低的產品）。如表3.2所示，台灣會

 出口食品而進口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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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李嘉圖的比較利益與產品的相對
 價格比(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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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李嘉圖的比較利益與產品的相對
 價格比(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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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嘉圖的比較利益(3/3)


 

如表3.3所示，台灣生產1單位的衣服需要16小時，所以1小時

 勞動的平均生產力(AOLT )為1/16單位的衣服，美國1小時勞動

 的平均生產力(AOLA )為1/2單位的衣服。


 

台灣與美國的勞動平均生產力之比例為

 
＝1/8（即1/16除以

 1/2）。同理可知，如果是食品的產品，台灣與美國的勞動平

 均生產力比例為1/2，高於衣服的1/8(1/2＞1/8)，台灣生產食品

 具有比較利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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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李嘉圖的比較利益與勞動平均
 生產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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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李嘉圖的比較利益與勞動平均
 生產力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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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價格比與生產型態(1/3)


 

首先，我們必須對單位的背後涵義提出說明。各國皆會發行不

 同的貨幣，單位皆以元為主，例如台灣的貨幣單位為新台幣1 
元，美國的貨幣單位為美金1元，單位同樣都是元，但是其背

 後的購買力是不同的，其所代表的數字大小無法直接做比較。

 同理，同樣是勞動小時的單位，其背後的生產力是不相同的。


 

中國大陸1個人工小時與台灣1個人工小時因勞動的素質與技術

 的不同，其生產力自然大不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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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價格比與生產型態(2/3)


 

因此，我們必須找出真正相同的單位（以物品來表示），再比

 較其數字大小才有意義。透過機會成本的概念，我們可以把單

 位換算成相同物品的單位。如表3.4所示，台灣為了多生產1單
 位的衣服，必須要放棄2單位的食品，所以台灣生產1單位的衣

 服，其製造成本可視為2單位的食品；同理，所以美國生產1單
 位的衣服，其製造成本可視為1/2單位的食品。


 

當成本皆以食品為單位時，其成本數字的大小就可以直接進行

 比較，由表3.4可知，美國製造衣服的成本比較低（因為1/2＜
 2），所以台灣生產食品的成本比較便宜（因為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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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李嘉圖的比較利益說(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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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4 李嘉圖的比較利益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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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價格比與生產型態(3/3)


 

李嘉圖的比較利益亦可解釋為：一國將出口其機會成本較低的

 產品，而進口其機會成本較高的產品。


 

產品的相對價格比等於其機會成本，因此，比較國際市場上的

 價格比與國內市場的價格比，即可知在國內生產是否比在國際

 上生產的成本便宜。如果比較便宜，該國就能完全專業化生

 產；如果比較貴，就不要生產。


 

貿易後的國際價格比必會介於兩國未貿易前的國內價格比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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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國際價格比與生產型態(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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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國際價格比與生產型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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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利益與世界產值(1/3)


 

如果台灣少生產1單位的衣服而多生產食品，以及美國少生產1 
單位的食品而多生產衣服時，世界的總產值是否會增加？


 

如果台灣少生產1單位的衣服時，可以多出16個人工小時，而

 這16個人工小時若轉而生產具比較利益的產品，將可以多生產

 2單位的食品。


 

ΔXH＝1→ΔYH＝＋2


 

ΔYF＝1→ΔXF＝＋2


 

ΔXW＝ΔXH＋ΔXF＝(＋2)＋(－1)＝＋1＞0


 

ΔYW＝ΔYH＋ΔYF＝(－1)＋(＋2)＝＋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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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利益與世界產值(2/3)


 

根據李嘉圖的比較利益說，各國多生產具比較利益的產品時，

 世界總產值必會增加。


 

只是假設台灣少生產1單位的衣服，而美國少生產1單位的食品

 時，所產生的總效果。然而在現實社會裡，如果兩國沒有發生

 貿易，各國勢必要同時生產許多的衣服與食品，方能供應各國

 國內的需求。因此，當貿易發生後，台灣可以減少生產的衣服

 將不只有1個單位而是很多單位；同樣地，美國可以減少生產

 的食品也不只有1個單位而是很多單位。換句話說，貿易後世

 界總產值所增加的數字必定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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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5 李嘉圖的比較利益說與世界總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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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利益與世界產值(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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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台灣多出口食品的產值變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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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4 台灣多出口食品的產值變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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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可能曲線與完全專業化生產(1/2)


 

生產可能曲線是指一國在生產技術及生產資源固定下，所有可

 能生產X與Y產品的最大組合軌跡。


 

生產可能曲線上的點，代表著一個國家的生產面達到了生產效

 率，也意味著生產者已經獲取最大利潤。但是，線上有很多

 點，生產者究竟應該選擇哪一個點來生產呢？這必須考慮到消

 費者的偏好。


 

追求最大效用下，消費者會選擇E點來消費，也就是無異曲線

 (U0 )與生產可能曲線的相切點，達到自給自足的境界。


 

生產者達到利潤最大。


 

消費者達到效用最大。


 

供給量＝需求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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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台灣生產可能曲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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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5 台灣生產可能曲線(1/2)

16X＋8Y＝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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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台灣生產可能曲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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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台灣生產可能曲線(1/2)

Autarky點



ISBN 978-957-729-981-9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三版) 謝登隆 編著

圖3.5 台灣生產可能曲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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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價格與生產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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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價格與生產點(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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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價格與生產點(1/2)

國民所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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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價格與生產點(1/2)

國民所得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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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價格與生產點(1/2)

完全專業化生產

國民所得達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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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6 價格與生產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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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可能曲線與完全專業化生產(2/2)


 

貿易後，通過生產點畫國際價格比的斜率，即為該國的國民所

 得線。一國為了追求最大的國民所得，往往最後必須採取完全

 專業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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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與利益分配(1/7)


 

台灣出口的食品其國際價格為每公斤150元，而台灣進口的衣

 服其國際價格為每套100元，則貿易條件為：


 

表示在貿易平衡（出口值＝進口值）下，台灣出口1公斤的食

 品可換取3/2套的衣服。換言之，貿易條件是指兩國財貨互換

 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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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與利益分配(2/7)


 

所謂貿易條件是指兩國財貨互換的比例，亦可以進出口財貨的

 國際價格比表示，如果某國出口財貨的國際價格上漲，或進口

 財貨的國際價格下降，會使該國於出口相同的財貨下，換得更

 多的財貨進口，這對該國有利，稱之為貿易條件改善；反之，

 稱為貿易條件惡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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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與利益分配(3/7)


 

如圖3.7所示，EG與MN分別為台灣（H國）與美國（F國）的

 生產可能曲線，S點與V點各自代表了台灣與美國自給自足的

 均衡點，UH與UF分別表示在自給自足下台灣與美國的福利。


 

台灣生產食品具比較利益，而美國則是生產衣服具比較利益，

 因此，當兩國發生貿易時，台灣會出口食品，且在食品出口以

 後，台灣食品的國內供給便會立刻減少，引起台灣國內的食品

 價格上漲，在追求最大利潤下，廠商將會多生產食品而減少生

 產衣服，最後，則採取完全專業化生產。若以圖形來表示，生

 產點會由S點移動到E點，通過E點畫國際價格比

 
的斜率，

 即ER，此直線就是台灣貿易後的國民所得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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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台灣與美國的生產可能曲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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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台灣與美國的生產可能曲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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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台灣與美國的生產可能曲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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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台灣與美國的生產可能曲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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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台灣與美國的生產可能曲線(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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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7 台灣與美國的生產可能曲線(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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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與利益分配(4/7)


 

在ER上，消費者為追求最大效用，其消費點為R點，福利

 為

 
。而當生產點與消費點不在同一處時（也就是生產量與消

 費量不同），便會發生貿易，此時，台灣會出口WE的食品(Y) 
而進口AN的衣服(X)；同理，美國在貿易後的消費點為J點，

 美國會出口AN的衣服(X)及進口AJ的食品，當台灣食品的出口

 量等於美國食品的進口量，而且台灣衣服的進口量等於美國衣

 服的出口量時，即：

WE＝AJ

AN＝W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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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與利益分配(5/7)


 

此即為貿易均衡。此時，國際價格比

 
即為均衡價格比，

 或稱為均衡的TOT。在經過貿易後，台灣的福利將由UH上升

 到

 
，而美國的福利由UF上升到

 
，台灣國內的價格比將會等

 於美國國內的價格比，也會等於國際價格比。


 

國家在何種條件下，會享有較好的福利？


 

世界均衡價格比取決於世界財貨的總供給量與總需求量


 

若以美國來說，假設世界對美國出口的衣服(X)其需求愈高，

 則國際價格比

 
愈大，如圖3.8所示，其貿易後的消費點C 

點距離V點愈遠，其貿易利益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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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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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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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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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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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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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8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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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與利益分配(6/7)


 

貿易後，一國出口財貨的國內價格會上漲，而進口財貨的國內

 價格則會下跌，均衡時，各國價格皆會相等，也會等於國際價

 格比，又稱為均衡的TOT。


 

根據李嘉圖的比較利益說，兩國在自給自足下的均衡價格比若

 不相同，兩國將發生貿易，而且貿易後的國際價格比必會介於

 兩國未貿易前的國內價格比之間，兩國的福利均會增加，此

 時，兩國的生產都將採取完全專業化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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貿易與利益分配(7/7)


 

比較利益的檢定


 

根據李嘉圖的比較利益說，一國將出口其生產力相對較高

 的產品，而進口其生產力相對較低的產品。


 

MacDougall(1951)利用美國與英國資料，以橫座標為美國出

 口量／英國出口量，縱座標為美國勞動生產力／英國勞動

 生產力，利用二十多個產業進行比較，發現兩者之間呈正

 比，而且具顯著水準，所以李嘉圖的比較利益說是成立的

 （如圖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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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勞動生產力、相對工資與貿易型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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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9 勞動生產力、相對工資與貿易型態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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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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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2/7)



ISBN 978-957-729-981-9國際貿易理論與政策(三版) 謝登隆 編著

例題3.1 貿易利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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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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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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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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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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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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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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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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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題3.1 貿易利益(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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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案討論


 

3：全球金融海嘯系列（一）：產業革命與全球化的浪潮


 

請學生發表看法與意見


 

4：全球化後的大事情：東西方文化的衝突


 

請學生發表看法與意見


 

5：全球金融海嘯系列（二）：次級房貸風暴


 

請學生發表看法與意見


 

6：全球金融海嘯系列（三）：美國 5 大投資銀行倒閉或消失


 

請學生發表看法與意見


 

7：全球金融海嘯系列（四）：金融業發達且愈開放的國家，

 為第一波受害者


 

請學生發表看法與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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