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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略性贸易政策指导下

，

一国可以通过对其较集中的战略性产业实施有效的关税保护措施
，

实现垄

断利润从国外向国内转移
。

文章结合战略性贸易政策下的关税保护理论
，

通过对我国具有战略性意义的产业的

关税保护水平的实证分析
，

得出我国关税有效保护结构的非适应性结论
，

同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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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战略性贸易政策下的关税保护理论

战略性贸易政策不同于传统的贸易理论
，

它

是以规模经济
、

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条件下的

国际贸易为理论背景
，

融合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

方法
，

集中阐述了政府干预能够促进国内产业的

发展
，

以提高物质要素的租金或额外利益的方式

来增强国民福利的理论观点
。

其核心思想是一国

政府可以通过进 口关税
、

进 口配额
、

进出 口补贴
、

生产补贴和研究与开发补贴等贸易政策和产业政

策工具
，

对本国在国际竞争领域有战略性意义的

产业进行干预
，

以改进市场运行结果
，

将垄断利润

从国外转移到国内以增进本国经济福利
。

布兰德和斯宾塞川率先建立 了一个类似于斯

坦克尔博格非对称双头垄断的理论模型
，

分析了

关税在可竞争市场中的战略性效益
。

该模型假

定
，

一国从一个外国垄断厂商进 口某种商品
，

该国

国内不供给该商品
，

但存在潜在的进人者
，

且国内

潜在进人者的边际成本远高于外国垄断厂商
。

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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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政府干预
，

采取自由贸易
，

则外国垄断厂商会

在国内实行垄断高价
，

这个垄断高价由于潜在进

人者的威胁而被限定在国内潜在进入厂商的边际

成本与外国垄断厂商的边际成本之差上
。

如果政

府干预对该产品征收关税
，

为了防止国内潜在进

人者的出现
，

外国垄断厂商必须吸收掉一定程度

的关税
。

当关税率提高到一定程度
，

使外国垄断

厂商的边际成本上升到与国内潜在进人者的边际

成本一致时
，

国内潜在进人者进人市场
。

此后
，

若

关税率再提高
，

国内厂商就会逐步侵占原外国垄

断厂商在国内的市场份额
，

直到将外国垄断厂商

挤出国内市场
。

这样
，

由于关税政策一方面拿走

了外国垄断厂商的超额利润
，

另一方面又不会造

成市场额外的扭曲
。

这里的政策结果同通过征收

进 口关税
，

即所谓的最优关税理论所得到的结果

是一样的
，

但是与最优关税理论不同的是布兰德

一斯宾塞模型不要求一个国家是传统意义上能对

其贸易条件产生影响的大国
，

只要外国垄断厂商

在国内市场上
，

即使一个小国也可 以利用进 口关

税来改善国家福利���
。

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川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

论进行了系统的归纳与总结
，

论述 了在不完全竞

争模型下关税作为贸易政策工具的重要作用
。

�
�

当国内外的市场均为完全竞争时
，

显然反

映比较优势的 自由贸易政策是最优的
，

但是当一

国商品的进 口在国际市场上 占有一定优势 比例

时
，

可以通过征收最优关税以改善贸易条件从而

提高福利
。

并且当要素市场存在不完全竞争或明

显的技术外部性时
，

政府也可 以通过最优关税来

校正国内扭曲川
。

�
�

当国内外市场结构均为垄断竞争时
，

这种

反映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的行业内贸易依然是以

自由贸易政策为最优
，

然而格罗斯曼证明无论国

家大小
，

对差异产品征收关税可以改善贸易条件
，

且最佳关税较小但不为零
。

此外
，

进 口关税还具

有提高进 口价格
、

增加收人
、

替代进 口和降低国内

同类产品价格的作用
，

且关税保护的福利效果要

好于配额
。

�
�

当国内市场是完全竞争
，

国外市场是垄断

或寡头垄断时
，

国外企业的出口存在超额利润
，

因

此可通过最优关税抽取这部分外国租金
，

且不受

国内进 口该商品占世界市场份额的限制
。

�
�

当国内是垄断和寡头垄断
，

国外是完全竞

争时
，

若国内垄断和寡头垄断行业为幼稚产业
，

可

实行一定程度的关税保护
，

关税率处于禁止性关

税与零关税之间
，

并执行一定的保护期
，

保护期结

束即撤除关税
。

�
�

国内外市场处于垄断或寡头垄断时
，

如果

国内外厂商都是按照库尔诺双头垄断竞争方式
，

实施一定程度的关税保护
，

可以实现国内厂商从

库尔诺垄断竞争方式转向斯坦克尔博格非对称垄

断竞争方式
，

从而提高国内厂商的市场占有份额
，

增进其国民经济福利
。

二
、

战略性贸易政策下关税保护的

产业目标及关税保护水平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为一国利用关税
，

扶持

国内面临外国竞争的产业
，

保护和促进国内产业

的发展提供了积极的理论依据
。

但是
，

就如何利

用战略性政策中的关税保护理论来保护和促进国

内产业的发展 目前还存在许多争议
，

或者说政府

应该利用关税所扶持 目标产业以及关税保护应该

达到的最优水平还存在较大的分歧
。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下关税保护的目标产业

斯宾塞 〔�」对战略性贸易政策中应该保护的目

标产业作了一个较全面的分析
，

提出这些保护产

业应该具有如下主要特点
�
���被保护的产业或潜

在产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当高的进入壁垒 ����

国内产业必须是面临国外厂商激烈竞争或潜在竞

争的����与出口相关的国内产业应该比国外竞争

产业更集中或同样集中����国内扶持政策不应引

起要素价格上升过高 ����国内产业应具有相当大

的规模经济或学习效应 ����被扶持产业具有较强

的技术外溢性
。

所有这些表明
，

战略性贸易政策

中被保护产业必须具备的高度集中
、

库尔诺寡头

方式竞争
、

较高行业进人壁垒
、

产品较大差异等一

系列基本特征
，

构成了实施战略性关税保护的实

施条件
。

依据我国产业现状
，

无论以大类产业或

是中小类产业甚至以产品划分
，

都有一些行业的

市场集中度较高
，

具有寡头垄断的市场结构
。

由

于我国工业行业的进人壁垒和行业集中率之间存

在较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集中度较高的行业
，

进人

壁垒也较高���
，

且近年来
，

我国工业的总体规模经

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
，

企业的平均规模扩大
，

大

型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上升
，

企业间的生产

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
，

尤其是我国一些寡头垄断

行业的规模经济处于较高水平
。

可以说我国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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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集中度较高的寡头垄断行业基本符合战略性

贸易政策所扶持的产业 目标的限制性条件�
�〕 ，

因

此战略性贸易政策下利用关税积极保护的产业应

当是我国一些较为集中的寡头垄断行业
。

�二�关税保护水平的理论依据

衡量关税对一国经济的保护程度一般有两个

指标
�
名义关税率和有效关税率

。

与名义关税率

相比
，

有效关税率更准确地衡量了对一个产业的

保护程度
，

它是对某种产品相对于 自由贸易下单

位增加量提高的比率
。

其计算公式为
�

最终产品的有效保护率高于其名义关税率
。

三
、

战略性贸易政策下我国关税

保护水平的实证分析

��� �

兰二二
叮

仁凡
一 、

于���
。 」一 〔尸厂一 �

斟
尸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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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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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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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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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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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
。 。

其中
，
��乌为进 口 国第�种产品关税有效保

护率
，

勺为第�种最终产品的名义关税率
，

���为第�

种产品的第 �种中间投人占第 �种产品的价值 比

例
， 。 ��为生产单位�种产品所需投人 �种中间投人

品的数量
， 。
为第�种产品需要的中间投人品的种

类数
。

由于上述公式中的
。 ��是在自由贸易状态下的

直接消耗系数
，

关税的征收必然会导致各投人品

之间价格的扭曲
，

从而出现投人品的相互替代和

生产技术系数的改变
。

因而在计算 ��尸 的实际

量度时
，

必须对上式进行修正
。

将 ���修正为
。 ��

，

它

是在关税提高国内最终产品价格和国内产品价格

之后得到的投人产品的比重
。

因此结合以上分

析
，

将实际保护率在 ������� 方法的基础之上根据

�������
�
等人的研究进行调整

，

其计算公式为
�

上述分析表明
，

战略性贸易政策中被保护产

业必须具备的高度集中
、

库尔诺寡头方式竞争
、

较

高行业进人壁垒
、

产品较大差异等一系列的基本

限制性条件
，

而其中影响战略性贸易政策实施效

果最主要的是所保护或扶持的产业必须是高度集

中的寡头产业
。

贝恩将一产业的前 �位产业集中

度��凡�超过 ���或前 �位产业集中度��凡�超

过 ���的产业划分为寡头产业
。

依据该统计标准

以及统计年份差别
，

文章选取我国产业集中度为

���以上的产业作为战略性扶持的寡头产业
。

计

算结果表明
，

我国有 �个产业符合这一标准
。

分别

为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

石油加工业及炼焦业
、

化学

纤维制造业
、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烟草加工业
、

黑

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煤

炭采选业
、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

根据《���� 年
中国投人产出表》和 《���� 年中国海关税则》的税
率

，

按照关税的有效保护税率公式计算
，

得出以上

�个寡头产业的名义关税税率与有效关税税率数

据
。

由表 �的数据资料表明
，

从关税的有效保护结

构来看
，

我国较为集中的寡头行业在有效保护程

度上形成了高
、

低两类程度不同的有效保护结构
。

表 � 我国部分寡头行业的产业集中度

及其关税保护程度

产业名称
产业集
中度��

名义关
税率��

有效关
税率��

���，

‘ 一 。

容
�

每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石油加工业及炼焦业

化学纤维制造业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烟草加工业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煤炭采选业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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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

��
�

�

从上述有效保护率的计算公式可 以看出
，

如

果一个国家要对其某个产业实行贸易保护
，

则该

国应建立一个
“
瀑布

”
式的或不断升级的关税结

构
�
即对原材料征收很低或零的名义关税 �对加工

程度越高的产品征收的名义关税就越高
。

这样使

�
�

���� ���的低关税有效保护产业
。

包括

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

石油加工业及炼焦业
、

化学纤

维制造业
、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

延工业
、

煤炭采选业
、

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
。

其

中煤气生产和供应业处于 ���� �的负保护状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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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不适合战略性贸易政策下的关税保护措施的
。

�
�

�������的高关税有效保护产业
。

包括

烟草加工业和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

其中烟草加

工业保护程度最高
，

达到 ���� 的有效关税率水

平
，

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 的有效保护程度达到

��
�

��的水平
。

一般来讲
，

作为进 口方
，

合理的关

税结构的标准应是
“
瀑布

”
式的

，

也就是升级的关

税结构
，

使关税的有效保护程度大于名义保护水

平
，

从而发挥名义关税的欺骗性作用
。

从表 �计

算结果可以看出
，

目前只有烟草加工业
、

交通运输

设备制造业的有效保护程度高于名义保护水平
，

而化学纤维制造业
、

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工业
、

电

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实际关税保护程度基本与

名义保护水平相当
，

剩下的石油天然气开采业
、

石

油加工业及炼焦业
、

煤气生产和供应业
、

煤炭采选

业的实际关税保护程度甚至低于名义关税保护程

度
。

因此以上分析表明
，

我国 目前这些具有战略

性意义的寡头产业的关税结构存在着较大的不合

理性
。

据测算
，

我国 ����年以后的合理关税结构

只占���
，

完全不合理的占��� 〔“ 〕 。

由此可见
，

我

国的关税结构安排尚需进一步调整
。

四
、

结论及政策建议

�
�

战略性贸易政策下的关税保护理论为一国

政府在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实施有效保护关税提供

了详实的理论依据
。

尽管这种理论是建立在一系

列极为严格和苛刻的假设条件之下的
，

而且其政

策的实施也存在诸多的局限性
，

但是该理论已经

对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和相关的产业政策产生

了永久性的影响
。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可以充分

利用战略性贸易政策下的关税保护理论
，

摄取和

转移国外企业的垄断利润
，

支持我国的企业竞争

和产业发展
。

因此
，

我国可 以选择石油天然气开

采业等较为集中的寡头垄断产业和钢铁
、

汽车等

我国重点支柱产业作为战略性保护对象
，

充分利

用有效保护关税
，

促进这些产业的发展
，

从而带动

我国产业结构升级与优化
，

推动技术进步
。

�
�

我国已经加入 ���
，

对外开放程度不断加

大
，

使得我国实施产业保护的空间越来越小
，

关税

保护手段的作用将进一步降低
。

但是开放贸易并

不等于 自由贸易
，

作为发展中国家
，

我国依然可以

在 ���协议及其国际惯例许可的范围内制定切

实可行的关税保护政策和法规
，

正确选择一些集

中度高
、

规模经济显著
、

外部经济较强的战略性产

业
，

通过扶持保护使其达到规模经济效应
，

增加其

国际竞争力
，

在国际市场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
。

同时
，

我国应充分利用 ���所允许的对幼稚产业

的关税保护措施
，

以有效关税保护率理论为指导

原则
，

制定适宜的关税税率
，

设置合理的关税结

构
，

对高科技寡头幼稚产业维持适当的关税壁垒
。

�
�

通过对关税保护水平的实证分析表明
，

目

前我国关税结构大部分不尽合理或不合理
，

能够

发挥欺骗性作用的关税结构安排仅 ���
，

而且部

分该保护的幼稚产业并没有给予应有的保护
。

在

�个较集中的寡头产业中
，

只有烟草加工业
、

交通

运输设备制造业得到了较好的有效保护
，

而其他

寡头产业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
，

甚至没有得到

应有的保护
。

因此
，

我国应进一步调整关税的有

效保护结构
，

建立一个
“
瀑布

”
式的或不断升级的

关税结构
，

全面发挥有效关税的欺骗性作用
，

而且

还要对关税保护对象做进一步调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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