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中国对外贸易概论（ITR201） 

课程性质：经济类专业基础课 

学分课时：2学分，36 课时 

主讲教师：黄晓玲教授  林桂军教授  桑百川教授  宋沛副教授  徐进亮副教授 
所属院系：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经济学系 

电话：64493308 

办公地点：博学楼 1102 

Email: xlh_uibe@yahoo.com.cn 

教学对象：全校二年级本科生。 

考核方式：平时作业两次，撰写论文，占 30%。 

          期末考试，闭卷笔试，占 65%。 

          出勤率，占 5%。 

指定教材：《中国对外贸易概论》，黄晓玲主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答疑时间：每周四下午 3:00—4：30 

 

 

课程简介与教学目标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是国际贸易学科的重要专业基础课程，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规律和国际经济通行规则，专门研究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和实际

问题。该课程的特点有两个：一是宏观性，即从宏观层面研究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有关

理论、方针政策和实际问题；二是发展性，《中国对外贸易概论》作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综合性课程，必须不断探索新的理论课题，不断总结新的实践经验。 
根据本课程的研究对象和特点，通过教学应使学生比较系统地掌握中国对外贸易的

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全面把握中国对外贸易的方针、政策和原则，并能正确运用理论

和方针政策来分析和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的实际问题，从而为做好外经贸工作打下坚实的

基础。 
 

教学内容 

                 第一章   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的客观必要性，对外开放政策的内涵与对外开放格局，

进一步领会对外贸易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掌握中国各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

发展特点；正确理解和把握现阶段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各项战略与措施。 

 
【教学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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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课时 
 

【教学重点】 

对外开放的含义、内容，对外开放格局的特点，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

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特点，出口商品战略、以质取胜战略、科技兴贸战略、出

口市场多元化战略、进口商品战略的主要内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对外开放政策与对外开放格局 
       一、实行对外开放的客观必然性 
       二、对外开放的内涵 
       三、对外开放格局 
       四、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 
    第二节  对外贸易的建立与发展 
       一、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建立 
       二、社会主义对外贸易的发展 
    第三节  对外贸易发展战略 
       一、出口商品战略 
       二、以质取胜战略 
       三、科技兴贸战略 
       四、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 
       五、进口商品战略 
 
【教学参考资料】 

1、杨全发，《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出版社。 

2、李荣林、张岩贵，《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转型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中国经济

出版社。 

3、王允贵，《中国加入 WTO 后的外经贸发展战略》，中国计划出版社。 

 
【作业练习】 

1、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我国对外开放格局有何特点？ 

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4、十五计划期间我国出口商品战略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5、实施以质取胜战略的重要意义和具体措施是什么？ 

6 我国为何要实施科技兴贸战略？科技兴贸“十五”规划的主要目标和措施是什么？ 

7、我国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重要意义何在？我国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的

具体措施是什么？ 

 

 

 

  

第二章    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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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和要求】 

   掌握西方传统贸易理论、马克思国际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

和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从理论高度认识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客观必然性与必要性。 
 

【教学时数】 

5 课时 
 

【教学重点】 

     各种贸易理论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基本原理，各种贸易理论的异同。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西方传统贸易理论 

一、传统贸易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二、绝对成本论 

三、比较成本论 

四、要素禀赋论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 

      一、国际分工理论 

      二、国际价值理论 

      三、社会再生产理论 

   第三节   新贸易理论 

      一、新贸易理论的形成 

      二、技术差距论 

      三、产品生命周期说 

      四、偏好相似说 

      五、产业内贸易理论 

      六、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教学参考资料】 

1、李欣广，《理性思维：国际贸易理论的探索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年。 

2、杨圣明，《中国对外经贸理论前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3、王俊宜，《国际贸易》，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 年。 

4、华民，《国际经济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 年。 

 

【作业练习】 

1、斯密的绝对成本论中指出的贸易基础是什么？决定贸易双方获利的关键因素又是

什么？ 

    2、李嘉图的比较成本论与绝对成本论相比较有了哪些发展？贸易双方获利的源泉何

在？ 

    3、要素禀赋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对比较成本理论作了哪些发展？ 

    4、你对里昂惕夫之谜是怎样理解的？ 

    5、分析与说明国际分工与国贸易的关系。 

 
第 3 页 共 14 页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6、马克思的国际价值理论是如何从价值量方面，对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都能从

国际贸易中获利做出解释的？ 

    7、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是如何从实物形态平衡的角度，说明一国发展对外贸易

的必要性？ 

    8、技术差距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对国际贸易理论的贡献何在？ 

    9、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意义何在？ 

    10、偏好相似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不同点是什么？ 

11、什么是产业内贸易？其产生和发展的基础是什么？ 

12、按照波特的竞争优势论，一国的竞争优势由哪些因素决定？比较优势与竞争优

势的关系如何？ 

 

        

第三章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 

着重从经济机理出发，从深层次上把握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揭示

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与技术进步、工业化演进及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认识对

外贸易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教学时数】 

3 课时 
 

【教学重点】 

    技术进步、工业化、经济增长的相关概念，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的相互关系，对外

贸易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对外贸易与国民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 

一、技术进步的重要性及其方式 

二、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的关系 

三、中国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 

第二节  对外贸易与工业化 

  一、工业化概述 
      二、对外贸易与工业化的相互关系 

       三、世界范围内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关系的典型实例 
       四、中国对外贸易与工业化关系的实证分析 

第三节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 
一、经济增长的含义 

二、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理论分析 

三、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教学参考资料】 

1、黄晓玲，《外贸、外资与工业化——理论分析与中国实证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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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出版社，2002 年。 

2、周泽喜，《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对外贸易》，中国物价出版社，1992 年。 

3、陈国宏，《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的技术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年。 

4、陈春宝，《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外贸竞争力》，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年。 

 

【作业练习】 

    1、技术进步的重要性何在？ 

    2、技术进步是通过何种途径实现的？ 

    3、说明对外贸易与技术进步的互动关系。 

4、中国在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技术进步的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5、阐明对外贸易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揭示对外贸易对工业化进程的影响。 

6、改革开放后，对外贸易为中国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7、区别贸易静态利益与贸易动态利益的不同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8、以中国为例分析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 

 

 

             第四章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改革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了解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特点及历史性作用的基础上，把握改革开放以

来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路径与成效，并进一步掌握入世后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成果

与方向。 

 

【教学时数】 

4 课时 
 

【教学重点】 

    对外贸易体制的含义，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特点及历史作用，中国对外

贸易体制改革的主要措施及成效，中国入世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一、对外贸易体制概述 

二、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特征 

三、对改革开放前我国对外贸易体制的评价 

第二节   改革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一、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关系 

二、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关系 

第三节  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进程与效果 

        一、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路径的特点 

二、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进程及成效 

第四节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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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承诺 

二、中国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 

三、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的方向 

 

【教学参考资料】 

1、尹翔硕，《中国对外贸易改革的进程和效果》，山西经济出版社，1998 年。 

2、扬圣明，《经济全球化与外贸体制建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年。 

3、江小娟，《中国对外贸易理论前沿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4、黄静波，《中国对外贸易政策改革》，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 年。 

5、朱冬梅，《对国有外贸企业改革的思考》，《经济纵横》2001 年第 8期。 

6、张皓，《我国现行外贸代理制的机制缺陷及其完善对策》，《决策借鉴》2001 年第

4期。 

 

【作业练习】 

1、改革开放前，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2、改革开放后，中国为什么要进行对外贸易体制改革？ 

3、改革开放与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是何种关系？ 

4、中国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路径与国际上对外贸易体制改革路径有何不同？ 

5、入世前中国外贸体制进行了哪些方面的改革？其效果如何？ 

6、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承诺是什么？ 

7、说明中国入世后履行入世承诺的情况。 

 

 

     第五章  对外贸易立法管理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外贸立法管理手段的概念和特点，认识中国运用立法手段管理对外贸易的必要

性，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立法体系、货物贸易、技术贸易、服务贸易立法概况，重点掌握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基本原则。 

 

【教学时数】 

2 课时 
【教学重点】 

    中国对外贸易立法渊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

《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对外贸易立法概述 

       一、外贸立法管理手段的概念和特点 

       二、运用立法手段管理对外贸易的必要性 

       三、外贸立法的发展与完善 

       四、对外贸易立法体系 

第二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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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外贸法》的立法宗旨 

       二、《外贸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三、《外贸法》的基本原则 

第三节  货物贸易管理立法 

       一、货物进出口管理立法 

       二、货物进出口主要环节管理立法 

       三、维护对外贸易秩序的立法 

第四节  技术贸易管理立法 

       一、技术进出口管理立法 

       二、知识产权保护立法 

第五节  服务贸易管理立法 

       一、服务贸易立法发展概况 

       二、主要服务业立法 

 

【教学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列》。 

3、《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条例》。 

 

【作业练习】 

1、说明中国对外贸易立法体系。 

2、运用立法手段管理对外贸易的必要性何在？ 

3、《对外贸易法》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4、《货物进出口条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5、《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六章   对外贸易经济调控手段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对外贸易经济调节手段的概念和特点，认识中国运用经济手段调控对外贸易的

必要性，掌握我国所运用的主要经济调节手段。 

 

【教学时数】 

2 课时 
 

【教学重点】 

    对外贸易经济调节手段的特点，进出口关税的经济效应，中国现行关税政策，出口

退税的意义和作用，中国现行汇率制度的特点，中国现行进出口信贷政策。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对外贸易经济调控手段概述 

一、对外贸易经济调控手段的概念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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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调控手段的作用机制 

三、中国运用的主要经济调控手段 

四、实施对外贸易经济调控的必要性 

第二节  对外贸易税收 

  一、对外贸易税收概述  

二、进出口关税 

三、进出口商品国内税 

第三节  汇率与汇率制度 

一、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效应分析 

二、汇率制度的演变及其对对外贸易的影响 

三、中国汇率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第四节  进出口信贷制度 

一、进出口信贷制度概述 

二、进出口信贷政策 

三、进出口信贷机构 

四、进出口信贷方式 

五、进出口信贷对象和范围 

六、进出口信贷条件 

 

【教学参考资料】 

1、胡怡建，《国际贸易税收—理论、政策、制度》，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杨圣明，《中国关税制度改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 

3、吴晓灵，《中国外汇管理》，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年。 

 

【作业练习】 

1、中国运用经济调控手段管理对外贸易的意义何在？ 

2、经济调控手段的特点和职能是什么？ 

3、分析并说明进出口关税的经济效应。 

4、说明我国现行关税政策。 

5、我国为什么要实行出口退税制度？ 

6、分析并说明汇率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 

7、简述 1994 年以来我国汇率制度改革的措施和意义。 

8、简述中国现行进出口信贷政策。 

 

第七章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外贸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管理对象和特点，认识中国辅以行政手段管理对外

贸易的必要性，掌握中国进行外贸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 

 

【教学时数】 

2 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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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 

    中国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对外贸易经营资格管理的分类和办法，

货物进出口管理原则与措施。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概述 

       一、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的概念 

       二、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 

       三、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特点 

       四、对外贸易行政管理的必要性 

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营管理 

       一、对对外贸易经营者的资格管理 

       二、对重要货物对外贸易经营者的管理 

第三节   货物进出口管理 

       一、货物进出口管理概述 

       二、货物进出口管理的主要手段 

第四节  货物进出口主要环节管理 

       一、进出口商品检验管理 

       二、海关管理 

       三、外汇管理 

 

【教学参考资料】 

1、邹方正，《开放条件下的数量限制贸易政策》，民族出版社，2002 年。 

2、范开石，《WTO 与国际贸易惯例实用手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年。 

 

【作业练习】 

1、中国进行对外贸易管理为什么要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 

2、中国对外贸易行政管理对象和特点是什么？ 

3、明确禁止和限制进出口货物的商品范围。 

4、我国对限制进出口和自由进出口的货物分别采取了何种管理措施？ 

5、进出口许可证管理的商品范围是什么？ 

6、明确进出口配额管理的分类。 

7、明确进出口商品检验的分类、内容和依据。 

8、明确海关监管的对象与分类。 

9、从 2002 年起中国进口税则发生了何种变化？ 

10、何为完税价格制度和商品归类制度？ 

11、中国外汇管理原则和内容是什么？ 

 

 

      

第八章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 

 

【教学目的和要求】 

 
第 9 页 共 14 页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

在明确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掌握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表现形式、影响外贸经

济效益的因素等基础理论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把握我国评价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原则

和指标体系，以及提高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 

 

【教学时数】 

2 课时 
 

【教学重点】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和表现形式，影响外贸经济效益的因素，提高对外贸易经

济效益的途径。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概念 

       一、经济效益概述 

       二、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概述 

第二节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形成 

   一、外贸宏观经济效益的形成 

   二、对外贸易微观经济效益的形成 

第三节  影响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因素 

   一、影响外贸宏观经济效益的主要因素 

   二、影响对外贸易微观经济效益的因素 

第四节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评价 

   一、外贸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价原则 

   二、外贸微观经济效益的评价 

第五节 中国外贸经济效益与外贸盈亏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外贸盈亏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贸盈亏 

    第六节  提高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途径 

       一、提高外贸宏观经济效益的途径 

       二、提高外贸企业经济效益的途径 

 

【教学参考资料】 

1、张幼文，《双重体制的扭曲与外贸效益》，上海三联出版社，1995 年。 

2、王林生，《论对外贸易经济效益》，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 年 

 

【作业练习】 

1、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是通过何种形式表现出来的？ 

2、对外贸易经济效益是如何形成的？ 

3、影响外贸宏观和微观经济效益的因素是什么？ 

4、我国外贸宏观经济效益的评价原则是什么？ 

5、说明我国评价外贸微观经济效益的指标体系。 

6、外贸盈亏与外贸经济效益之间是否可以划等号？为什么？ 

7、我国提高外贸宏微观经济效益的途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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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掌握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问题的基础上，加深理解国际直接

投资的贸易效应；并根据贸易与投资相辅相成的关系在中国的实践分析，进一步领会和

掌握中国的外资政策与战略措施。 

 

 【教学时数】 

       4 课时 

 

【教学重点】 

     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溯源，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中国

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关系，“走出去”战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中国外资政策调整的内容。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的理论 

            一、国际直接投资发展概况 

            二、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的理论溯源 

            三、国际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 

         第二节  对外贸易与外商直接投资相互关系的实践 

            一、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概况 
            二、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三、发展对外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 

第三节   中国外贸外资政策的调整

    一、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 

二、中国外资立法的框架及特点 

三、中国吸收外商投资法律法规调整 

四、中国外资立法与世贸组织规则的接轨 

五、中国利用外资立法的发展与完善 

 

【教学参考资料】 

1、王巾英等，《中国利用外资—理论、效益、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 

2、陈涛涛、党亮，《中国吸引外资的国际地位及趋势》，《国际经济合作》第六期。 

3、李东阳，《国际直接投资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经济研究参考》2002 年第 89 期。 

4、赵晋平，《利用外资与中国经济增长》，人民出版社，2001 年。 

5、王元龙，《外商直接投资宏观调控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 年。 

【作业练习】 

1、FDI 与国际贸易的区别是什么？ 

    2、当前，FDI 的发展特点是什么？ 

    3、运用所学相关理论说明国际直接投资与对外贸易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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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FDI 对投资母国的贸易效应何在？ 

    5、FDI 对投资东道国的贸易效应何在？ 

    6、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哪些方面？ 

    7、我国为何要进行对外投资？ 

    8、说明“走出去”战略的政策措施。 

    9、《TRIMs 协议》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10、入世前后，中国外资立法作了哪些修改与调整？ 

 

第十章     技术贸易 

 

【教学目的和要求】 

在明确技术贸易基本概念和发展成因的基础上，了解中国技术进出口的发展特点及

其对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重点掌握我国发展技术贸易的政策、原则和管理措施。 
 

【教学时数】 

3 课时 
 

【教学重点】 

国际技术贸易的概念，技术贸易迅速发展的成因，中国技术进出口发展特点，中国

技术进出口政策和管理措施。 

 

【教学内容】 

第一节  技术贸易概述 

一、技术贸易的概念 

二、国际技术贸易的特点 

三、技术贸易快速发展的原因 

第二节  引进技术 

一、中国引进技术发展回顾 

二、引进技术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 

三、中国引进技术的政策 

    第三节   技术出口 

        一、中国技术出口发展回顾 

        二、中国技术出口政策 

    第四节   技术进出口管理 

        一、技术进出口管理依据 

        二、技术进出口管理原则 

        三、技术进出口管理措施 

  

 

【教学参考资料】 

1、胡景岩，《开放市场与外资和技术的引进》，《国际经济合作》，2003 年 9 期。 

    2、姜鸿，《进口贸易对技术进步的影响》，《外贸经济、国际贸易》，2003 年第 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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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张祥，《知识经济与国际经济贸易》，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9 年。 

【作业练习】 

    1、国际技术贸易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技术进出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何在？ 

    3、中国引进技术的优先领域有哪些？ 

    4、中国技术进出口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管理措施是什么？ 

    5、在我国的技术进口合同中不得含有那些限制性条款？ 

 

第十一章  服务贸易 

 

【教学目的和要求】 

    明确国际服务贸易的一些基本概念；了解国际服务贸易及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特点；

领会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意义及实施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掌握国际服务贸易政策与

措施，中国进一步发展服务贸易及应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对策。 
 

【教学时数】 

4 课时 
 

【教学重点】 

服务贸易的概念和方式，服务贸易壁垒的形式和特点，《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宗旨和

原则，中国发展服务出口的必要性，中国入世关于服务业开放的主要承诺，中国应对服

务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及对策。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际服务贸易概述 

         一、国际服务贸易的基本概念 

         二、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概况 

       第二节  国际服务贸易政策与措施 

     一、国际服务贸易壁垒 

     二、服务贸易自由化与《服务贸易总协定》 

   第三节  中国服务出口贸易 

         一、中国服务出口贸易发展特点 

         二、中国发展服务出口贸易的必要性及可能性 

         三、中国扩大服务出口应采取的对策 

       第四节  中国服务进口贸易 

     一、中国服务进口贸易发展概况 

     二、入世与中国服务业的开放 

     三、入世及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的影响 

     四、中国应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原则及对策 

【教学参考资料】 

1、李本森，《WTO 与国际服务贸易法律实物》，吉林人民出版社。 

    2、王粤，《服务贸易自由化与竞争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李善同、侯永志，《加入 WTO 与中国服务贸易》，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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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练习】 

1、说明服务贸易的含义、特征、方式与分类。 

2、国际服务贸易发展有何特点？其迅速发展的原因何在？ 

3、服务贸易壁垒与货物贸易壁垒有何区别？其主要表现形式是什么？ 

4、《服务贸易总协定》的主要原则是什么？ 

5、中国发展服务贸易的必要性何在? 

6、中国应如何扩大出口贸易？ 

7、中国对服务业开放都作了那些承诺？与世贸组织成员相比其开放程度如何？ 

8、中国为应对服务业的开放采取的原则和措施是什么？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课程进度表（按周分配） 

时间  教学内容 

第一周 第一章 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第一节） 

第二周 第一章 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第二节） 

第三周 第一章 中国对外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第三节） 

第二章 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第一节） 

第四周 第二章 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第二节） 

第五周 第二章 发展对外贸易的理论依据（第三节） 

第六周 第三章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第一节、第二节） 

第七周 第三章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第三节） 

第四章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第一节） 

第八周 第四章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第二节、第三节） 

第九周 第四章 对外贸易宏观管理体制（第四节） 

第五章 对外贸易立法管理（第一节至第三节） 

第十周 第五章 对外贸易立法管理（第四节、第五节） 

第六章 对外贸易经济调节手段（第一节、第二节） 

第十一周 第六章 对外贸易经济调节手段（第三节、第四节） 

第七章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第一节、第二节） 

第十二周 第七章 对外贸易行政管理手段（第三节、第四节） 

第八章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第一节至第三节） 

第十三周 第八章 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第四节至第六节） 

第九章 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第一节） 

第十四周 第九章 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第二节） 

第十五周 第九章 对外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第三节） 

第十章 技术贸易（第一节） 

第十六周 第十章 技术贸易（第二节、第三节） 

第十七周 第十一章  服务贸易（第一节、第二节） 

第十八周 第十一章  服务贸易（第三节、第四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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