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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作业满分 50 分。 

第一题（每题 5 分，共 20 分） 

a) 错误。 

这取决于资本是否为充裕要素。在 H-O 模型中，一国充裕要素的所有者可

以从贸易中获利，稀缺要素所有者会因贸易受损。 

b) 错误。 

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前提下，一国的资源增长会使

得密集使用该要素的行业生产扩张，而另一行业的生产缩减。 

c) 错误。 

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通常会导致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下降，因为技术进步

提高了高技能工人的生产率，使得企业更倾向于使用高技能工人，从而减少了对

低技能工人的需求。同时，低技能工作可能会因技术进步被自动化或机器替代，

因此，低技能工人的相对工资和相对就业均会减少。 

d) 错误。 

某种生产要素总量的增长并不一定使得所有要素获益。 

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在商品相对价格不变的情形下，当生产要素 A 的数

量增加时，密集使用要素 A 进行生产的商品的供应量会增加，导致该产品的世

界供给曲线右移，均衡世界价格下降；而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这一变

化会使得要素 A 的真实报酬下降，蒙受福利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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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题（每题 5 分，共 15 分） 

a) 为了描述生产出价值为 1 元的小麦和智能手机的所有资本-劳动组合，首

先，分别表示出价值为 1 元的小麦与手机的生产数量： 

𝑄𝑊 = 𝑄𝑊(𝐾𝑊, 𝐿𝑊) =
1

𝑃𝑤
(1) 

𝑄𝑆 = 𝑄𝑆(𝐾𝑆, 𝐿𝑆) =
1

𝑃𝑠
(2) 

然后分别画出小麦与手机的等产量线来描述生产固定产量产品的不同要素

投入组合。如图 1 所示，等产量线 SS 和 WW 分别代表生产出
1

𝑃𝑠
单位的智能手机

和生产出
1

𝑃𝑤
单位的小麦的所有资本-劳动组合。（注：由于智能手机为资本密集型

产品，SS 曲线应相对位于 WW 曲线左上方） 

 

图 1 等产量线 

 

b)由等成本线的表达式𝑤𝐿𝑖 + 𝑟𝐾𝑖 = 1可知，其在图中可表示为一条斜率为

−
𝑤

𝑟
的直线，即𝐾 =

1

𝑟
−
𝑤

𝑟
𝐿。考虑完全竞争和厂商成本最小化原则，以及资本与

劳动在不同部门间的自由流动，智能手机和小麦厂商的等价值线均应与同一条等

成本线相切，即图 2 中的红色直线同时相切于 SS和 WW。 

Capital input 

SS 

WW 

 

Labor input 



 

图 2 小麦价格上涨对相对要素价格的影响 

当小麦价格上升，即𝑃𝑤变大，由式（1）可知，生产出价值为 1 元所需的小

麦数量下降，即此时小麦的等产量线 WW 向左移动，变为 WW1。此时，等成本

线顺时针旋转重新和 SS与 WW1 相切，变为图中的黄色直线。可以发现，黄色直

线比红色直线更为陡峭，换言之，其斜率的绝对值更大，即|−
𝑤

𝑟
| =

𝑤

𝑟
变大。 

综上所述，小麦价格𝑃𝑤上升将使得要素相对价格
𝑤

𝑟
变大。 

 

c) 首先，用求偏导的方式计算出𝑀𝑃𝐿𝑊、𝑀𝑃𝐿𝑆、𝑀𝑃𝐾𝑊和𝑀𝑃𝐾𝑆： 

𝑀𝑃𝐿𝑊 =
𝜕𝑄𝑊
𝜕𝐿𝑊

= (1 − 𝛼𝑊)(𝐾𝑊)
𝛼𝑊(𝐿𝑊)

−𝛼𝑊 = (1 − 𝛼𝑊) (
𝐾𝑊
𝐿𝑊
)
𝛼𝑊

(3) 

𝑀𝑃𝐿𝑆 =
𝜕𝑄𝑆
𝜕𝐿𝑆

= (1 − 𝛼𝑆)(𝐾𝑆)
𝛼𝑆(𝐿𝑆)

−𝛼𝑆 = (1 − 𝛼𝑆) (
𝐾𝑆
𝐿𝑆
)
𝛼𝑆

(4) 

𝑀𝑃𝐾𝑊 =
𝜕𝑄𝑊
𝜕𝐾𝑊

= 𝛼𝑊(𝐾𝑊)
𝛼𝑊−1(𝐿𝑊)

1−𝛼𝑊 = 𝛼𝑊 (
𝐾𝑊
𝐿𝑊
)
𝛼𝑊−1

(5) 

𝑀𝑃𝐾𝑆 =
𝜕𝑄𝑆
𝜕𝐾𝑆

= 𝛼𝑆(𝐾𝑆)
𝛼𝑆−1(𝐿𝑆)

1−𝛼𝑆 = 𝛼𝑆 (
𝐾𝑆
𝐿𝑆
)
𝛼𝑆−1

(6) 

然后，由 b)中等价值线与等成本线相切可知， 

{
 

 
𝑀𝑃𝐿𝑊
𝑀𝑃𝐾𝑊

=
𝑤

𝑟
𝑀𝑃𝐿𝑆
𝑀𝑃𝐾𝑆

=
𝑤

𝑟

(7) 

求解（7）中方程式可得， 

Capital input 

SS 

WW 

 

Labor input 

  

WW1 



1 − 𝛼𝑊
𝛼𝑊

∙
𝐾𝑊
𝐿𝑊

=
𝑤

𝑟
(8)

1 − 𝛼𝑆
𝛼𝑆

∙
𝐾𝑆
𝐿𝑆
=
𝑤

𝑟
(9)

 

因此， 

1 − 𝛼𝑊
𝛼𝑊

∙
𝐾𝑊
𝐿𝑊

=
1 − 𝛼𝑆
𝛼𝑆

∙
𝐾𝑆
𝐿𝑆

(10) 

又因为手机为资本密集型产品，即 

𝐾𝑊
𝐿𝑊

<
𝐾𝑆
𝐿𝑆

(11) 

为保持（10）中等式恒成立，则 

1 − 𝛼𝑊
𝛼𝑊

>
1 − 𝛼𝑆
𝛼𝑆

(12) 

因此， 

𝛼𝑊 < 𝛼𝑆 (13) 

 

第三题（每题 5 分，共 15 分） 

a) 在世界价格保持不变的前提下，长期内，中国的高等教育扩张提高了高

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在 H-O 模型的框架下，根据雷布津斯基定理，我国的产业

结构将出现向技能密集型产品部门的偏向型增长（图 3 是其中的一种情况）。

 

图 3 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b) 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培养了大量高技能劳动力，增加了技能密集型产品的

国内供给，进而在全球市场上推动了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如图 4 所示，技能密

集型产品世界相对供给增多，RS1 曲线向右移动至 RS2，在新的均衡点下，技能

密集型产品的世界价格低于原均衡点的世界价格（𝑃2̃ < 𝑃1̃）。 

Skill-intensive goods 

Non-skill-

intensive 

goods 



 

图 4 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对技能密集型产品世界价格的影响 

如在初始情况下，中国为技能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国（即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丰

裕），则中国高等教育扩张并不会改变中国的贸易模式，中国始终出口技能密集

型产品； 

如在初始情况下，中国为技能密集型产品的进口国（即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

缺），则分两种情况讨论：第一，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规模相对较小，则不影

响中国的贸易模式，中国依然进口技能密集型产品，出口非技能型密集产品；第

二，若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规模相对较大，则中国可能从技能密集型产品的进口

国变为出口国（即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逆转），此种情况下中国的贸易模

式变化。 

 

c) 根据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可知，当某产品的相对价格下降后，生产该

产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相对报酬将下降，而其他要素的相对报酬则会上升。

类比资本-劳动的两要素模型，低技能劳动力以产品𝑖价格计价的真实工资为 

𝑤𝑈

𝑃𝑖
= 𝑀𝑃𝑈𝑖 = 𝑀𝑃𝑈𝑖 (

𝑈𝑖
𝑆𝑖
) (14) 

其中𝑤𝑈为低技能劳动力的名义工资，𝑀𝑃𝑈𝑖为行业𝑖中低技能劳动力的边际

产出，
𝑈𝑖

𝑆𝑖
为行业𝑖中的低技能劳动力-高技能劳动力比例。在生产函数为一阶其次

的情况下，𝑀𝑃𝑈𝑖是
𝑈𝑖

𝑆𝑖
的减函数。直觉上说，由于边际报酬递减，低技能劳动力的

边际产出随着低技能劳动力相对使用强度的下降而上升。 

在 b) 的条件下，技能密集型产品的世界价格下降，如图 5 所示，技能密集

型产品的等产量线 SI 向右移动，变为 SI1。此时，等成本线顺时针旋转重新和 USI

Relative quantities of 

skill-intensive goods 

Relative price of  

Skill-intensive goods 

RS1 

RS2 

RD 

𝑃1̃ 

𝑃2̃ 

𝑄1̃ 𝑄2̃ 



与 SI1 相切，变为图中的红色直线。且红色直线比黄色直线更为陡峭，其斜率的

绝对值更大，即|−
𝑤𝑈

𝑤𝑠
| =

𝑤𝑈

𝑤𝑠
变大。 

因此，技能密集型产品价格下降将使得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工资
𝑤𝑈

𝑤𝑠
变大，

由于边际报酬递减，𝑀𝑃𝑈𝑖上升表明
𝑈𝑖

𝑆𝑖
下降，低技能劳动力的真实报酬将上升，

因此能够从中获益。 

 

 

图 5 技能密集型产品的价格下降对相对工资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