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编号：ITR301  

课程类别：专业基础课或公共基础课  

授课对象：本科二年级或三年级学生  

学    分：2 学分 

主讲教师：薛荣久，唐宜红、张玮、蒋德恩、葛嬴、崔凡等 

办公地点：博学楼 1117 室 

办公电话：64493318 

电子邮件：tangyihong@uibe.edu.cn 

指定教材：薛荣久主编，张玮和唐宜红副主编，《国际贸易》，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考    核：将平时考核、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结合起来进行综合考核。各项考

核所占比例分布如下：平时考核, 占 10％，平时考核主要通过出勤、

发言和参与讨论的情况进行评判；期中考试，占 30％，采取开卷论

文方式进行；期末考试，占 60％，采用闭卷形式进行。 

教学目的：国际贸易涉及世界各国货物、服务的交换和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国际贸易》主要研究其交换规律和政府管理贸易的政策。通过学

习，同学们将了解和掌握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的模式、

国际价格的形成和变化规律、国际贸易的利益来源和分配、FDI 和跨

国公司理论。并且，还将熟悉国际贸易政策的种类、层次、实施工

具和政策效果。尤其对于服务贸易的兴起，跨国公司和 FDI 的迅速

发展，区域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摩擦，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经济

全球化趋势等热点问题能够学以致用。 

教学方式：课堂讲授和研讨、论文写作相结合。 

答疑时间：由授课教师和学生商定。 

 

授课内容：   

 

第一章  导论    

   课时：1周，共 2课时  

教学内容： 

一、国际贸易是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的重要方式  

二、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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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 

（二）国际贸易统计分类体系 

（三）对外贸易额（值）与对外贸易量 

（四）对外贸易商品结构与国际贸易商品结构 

（五）对外贸易地理分布和国际贸易地理分布 

（六）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七）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 

（八）显示比较优势 (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九）对外贸易依存度（对外贸易系数）  

三、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四、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思考和讨论题：  

1、 当代国际贸易仅仅是指货物贸易吗？它的含义是什么？ 

2、 对外贸易依存度是什么？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说明了什么问题？ 

3、 中美货物贸易顺差及其中美贸易差额摩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4、 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第二章 国际分工理论 

课时：4周，8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 

一、 国际分工的萌芽阶段(16—18 世纪中叶)    

二、 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18 世纪 60 年代到 19 世纪 60 年代) 

三、 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19 世纪中叶到二次世界大战) 

四、 国际分工的深化阶段(二次世界大战后) 

第二节   国际分工学说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分工理论 

二、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 

三、大卫.李嘉图 的比较成本学说 

四、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  

（一）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orem） 

（二）、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Theorem)  

（三）、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 

（四）、斯托尔泼——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 

（五）、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假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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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昂惕夫反论(TheLeontief Paradox)与要素禀赋理论的扩展 

（一）里昂惕夫反论 

（二）劳动熟练说 

（三）人力资本说 

（四）新要素贸易学说  

（五）技术差距论 

五、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六、偏好相似原理 

七、规模经济贸易学说 

（一）产业内贸易 

（二）主要内容  

（三）规模经济贸易学说的前提条件 

八、协议性国际分工 

九、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 

（一）生产条件  

（二）需求条件 

（三）该国该行业的上游产业及其相关行业 

（四）企业战略、组织和竞争 

第三节 国际贸易成因的综合分析 

 

思考和讨论题： 

1、国际分工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什么？ 

2、二战后国际分工的特点是什么？ 

3、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学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它与李嘉图比较 

成本学说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5、里昂惕夫反论是什么？ 

6、二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主要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 

7、国际分工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8、联系实际，运用国际分工理论，分析各国的比较优势和对外贸易商品结 

构的关系及其贸易商品结构的特点。 

 

第三章  世界市场和世界市场价格  

      课时：1周，2课时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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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世界市场 

一、世界市场的构成 

（一）世界市场的含义 

（二）世界市场的构成 

二、当代世界市场发展的主要特点 

（一）世界市场在波动中空前扩大  

（二）参加世界市场的国家类型日益广泛  

（三）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四）垄断与竞争加剧  

（五）电子商务成为一种新型的交易方式  

第二节  国际价值论 

一、国际价值形成的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它揭示了商品生产的本质特征。 

二、商品的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  

三、商品价值量 

四、国际市场价格  

第三节   世界市场商品价格的影响因素 

一、世界市场价格的种类  

（一）世界“自由市场”价格  

（二）世界“封闭市场”价格  

二、世界市场价格的影响因素  

（一）世界市场的供求关系 

（二）市场结构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三）经济周期和世界市场价格  

（四）汇率与世界市场价格  

（五）通货膨胀与世界市场价格  

（六）政府政策与世界市场价格  

三、价值规律和国际贸易 

第四节 贸易条件 

一、贸易条件的种类  

（一）净贸易条件  

（二）收入贸易条件  

（三）单项因素贸易条件  

（四）双项因素贸易条件  

二、世界贸易条件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一）当代世界市场贸易条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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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因素  

 

思考和讨论题： 

1、马克思国际价值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2、国际市场价格的主要类型是什么？ 

3、国际市场价格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4、贸易条件是什么？主要类型是什么？如何计算？ 

5、联系国别实际，计算和比较贸易条件。 

 

第四章 国际服务贸易   

课时：1周，2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际服务贸易的构成和发展 

一、服务的特点和分类 

（一）服务的特点 

（二）世界贸易组织关于服务部门的分类（WTO 服务贸易清单表） 

二、国际服务贸易的定义和特点 

（一）国际服务贸易是各国或地区之间跨越国境的服务提供和接受。 

（二）世界贸易组织的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的适用范围与定义 

1、跨境交付  

2、境外消费  

3、商业存在  

4、自然人流动  

（三）国际服务贸易的特点 

三、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特点  

四、影响国际服务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因素 

五、当代国际服务贸易迅速发展的原因 

（一）社会生产力是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决定因素。第三次科技革命驱

动了二战后的国际服务贸易的发展。 

（二）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加速了服务国际化扩展的趋势。没有国际

服务贸易的发展。 

（四）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方式的多样化，促进了服务贸易的扩大 

（五）通讯和信息技术。交通运输业的迅速发展 

（六）各国政府的支持 

第二节  国际服务贸易的地区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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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国际技术贸易 

一、国际技术贸易的特点 

二、国际技术贸易的方式   

（一）许可证贸易 

1、独占许可证协议 

2、排他性许可证协议 

3、普通许可证协议 

4、分许可证协议 

5、交叉许可证协议 

（二）咨询服务和技术服务 

（三）合作生产 

 

思考和讨论题： 

1、WTO《国际服务贸易总协定》如何界定国际服务贸易？ 

2、国际服务贸易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3、当代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是什么？ 

4、国际技术贸易的特点和方式是什么？ 

 

第五章 国际资本流动和跨国公司 

课时： 2 周，4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际资本流动 

一、国际资本流动的含义 

二、主要形式 

（一）对外直接投资（或外商直接投资）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二）对外间接投资（International Portfolio Investment） 

第二节  跨国公司 

一、跨国公司的定义和特征 

二、FDI 和跨国公司理论 

（一）垄断优势理论 

（二）内部化理论 

（三） 邓宁国际生产折衷理论 

1、所有权优势 

2、内部化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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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位优势 

（四）跨国战略联盟 

三、二战后跨国公司发展的主要原因 

（一）科技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二）世界市场竞争日益尖锐化 

（三）跨国银行及国际资本市场的发展 

（四）各国政府的积极支持对外投资 

（五）各类国家放开外资的限制 

四、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和内部价格 

五、跨国公司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一）通过 FDI 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国际生产体系，使国际分工向纵身发

展。 

（二）对东道国的贸易发展有巨大影响。 

（三）跨国公司使国际贸易结构不断优化 

（四）跨国公司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地区分布 

（五）跨国公司促进了国际技术贸易的发展 

 

思考和讨论题： 

1、对外直接投资含义是什么？FDI 进入国外市场的主要形式和主要动机     

是什么？ 

2、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请联系中国实际，运用该理论分

析 FDI 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影响因素？ 

3、跨国公司的含义是什么？跨国公司选择股权控制和非股权控制战略的

依据是什么？ 

 

期中讨论和考试。    

 

第六章 国际贸易政策  

课时：2.5 周，5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国际贸易政策概述 

一、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和构成 

（一）含义 

（二）目的 

（三）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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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外贸易政策的演变 

三、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一）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时考虑的因素  

（二）对外贸易政策的执行                                                     

第二节  重商主义 

一、重金主义（早期） 

二、贸易差额论（晚期） 

第三节 自由贸易政策 

一、英国自由贸易政策的兴起 

二、自由贸易政策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自由贸易可以形成互相有利的国际分工。 

（二）自由贸易可以扩大国民收入。 

（三）在自由贸易条件下可以反对垄断，加强竞争，减少国民开支。 

（四）自由贸易可以反对垄断，加强竞争，提高经济效率。 

（五）自由贸易有利于提高利润率，促进资本积累。 

第四节 自由竞争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 

一、背景 

二、主要观点 

（一）保护阶段论 

（二）保护的对象和时间 

（三）保护的手段 

（四）有步骤保护论 

（五）贸易保护制度和国内发展战略相结合 

（六）部分保护的观点 

三、评价 

（一）关于贸易保护的对象和时间 

（二）保护幼稚工业和发挥现有比较优势的矛盾 

（三）保护幼稚工业和接受和普及先进技术的冲突 

（四）对保护幼稚工业理论有关预言的商榷。 

第五节  垄断时期的保护贸易政策—超贸易保护主义 

一、超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二、超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依据  

――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  

第六节 贸易自由化和新贸易保护主义 

一、贸易自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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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特点  

三、支持贸易保护的各种观点  

（一）对付国内市场的扭曲 

（二）改善不利的贸易条件 

（三）维持国内高水平的工资 

（四）增加国内就业 

（五）保证公平竞争 

（六）改善贸易收支或者国际收支 

（七）保护知识产权 

（八）作为报复和谈判的手段 

（九）为了国家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 

（十）支持战略性产业的发展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含义 

（二）具体的措施： 

（三）战略目标产业的确定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 

（五）战略性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产业内贸易理论 

五、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一）传统贸易政策分析的缺陷 

（二）公共选择理论 

（三）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  

 

思考和讨论题： 

1、简述国际贸易政策演变历史。 

2、国际贸易政策的形成机制是什么？ 

3、李斯特保护幼稚工业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对外贸易乘数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5、战略性贸易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实施的条件是什么？ 

6、当代各国采取贸易保护的主要理论依据是什么？并阐述你的看法。 

 

第七章 关税措施 

课时：2.5 周，5 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关税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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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税的概念 

（一）关税  

（二）海关 

（三）关境 

二、关税的特点 

三、海关税则和通关手续 

（一）海关税则 

（二）通关手续 

第二节  关税的主要种类 

一、按照征收的对象或商品流向分类 

二、按照征税的目的分类 

三、按照征税的差别待遇和特定的实施情况分类 

(一)进口附加税 

1、反倾销税 

2、反补贴税  

（二）普通关税 

（三）最惠国税 

（四）特惠税 

（五）普惠税 

（六）差价税  

四、按照征税的一般方法或征税标准分类  

（一）从量税 

（二）从价税 

（三）混合税 

（四）选择税 

五、按照关税保护的程度和有效性分类 

（一）名义关税 

（二）有效关税保护率 

1、定义 

2、公式 

3、结论 

4、应用 

第三节 关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思考和讨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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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税的特点是什么？ 

2、海关计征关税的办法是什么？ 

3、海关税则是什么？两种主要的海关税则是什么？ 

4、零关税对任何国家都是有利的吗？ 

5、有效关税保护率是指什么？如何计算？政府在制定关税时如何处理名 

义关税和有效关税的问题？ 

6、倾销的类型和倾销的利润来源有哪些？倾销与不公平贸易的关系 

是什么？ 

7、征收反倾销税的要件是什么？结合中国面临的反倾销问题，分析中国在 

出口战略上应注意什么问题？ 

8、补贴是什么？WTO 把补贴分为哪三种类型？ 

9、征收反补贴税的要件是什么？ 

 

 

 

 

第八章 非关税壁垒措施 

课时： 1.5 周，3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非关税措施概述 

一、含义和分类 

二、特点和作用 

第二节  非关税壁垒的种类 

一、进口配额制 

二、自动出口配额 

三、进口许可证制 

四、外汇管制 

五、进口和出口国家垄断 

六、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 

七、国内税费 

八、进口最低限价制和禁止进口 

九、进口押金制 

十、专断的海关估价  

（一）含义 

（二）《海关估价协议》规定的新的海关估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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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口商品的成交价格 

2、相同商品的成交价格 

3、类似商品的成交价格 

4、倒扣法 

5、计算价格法 

6、合理价格 

十一、进口商品征税的归类 

十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一）含义 

（二）主要形式  

（三）WTO 相关协定 

（四）技术贸易壁垒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五）绿色贸易壁垒  

十三、专断的原产地规则 

（一）原产地 

（二）原产地规则 

（三）专断的原产地规则 

思考和讨论题： 

1、技术性贸易壁垒是什么？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2、你对于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进行贸易保护的看法是什么？ 

3、《海关估价协议》规定的海关估价的方法是什么？ 

4、确定原产地的“实质性改变”原则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5、一国出口管制的商品有哪些？主要采取什么方法进行管制？ 

 

第九章 鼓励出口和出口管制方面的措施  

课时：1.5 周，3课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鼓励出口的措施 

一、出口信贷  

1、含义 

2、种类 

（1）（出口）卖方信贷 

（2）（出口）买方信贷 

二、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或出口信用保险 

三、出口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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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商品倾销 

1、定义 

2、种类： 

（1）偶然性倾销 

（2）间歇性或掠夺性倾销 

（3）持续性倾销： 

3、倾销的利润来源 

五、外汇倾销 

1、外汇倾销的含义 

2、外汇倾销的条件 

3、结合实际分析人民币贬值对我国对外贸易的影响 

六、出口退税 

七、促进出口的行政组织措施 

第二节 经济特区  

一、含义 

二、类型 

1、自由港或自由贸易区 

2、保税区等 

3、出口加工区 

4、多种经营的经济特区 

5、自由边境区 

6、过境区 

第三节 出口管制方面的措施 

 

思考和讨论题： 

1、经济特区的主要类型有哪些？ 

2、出口信贷是指什么？其基本流程是什么？ 

 

第十章 贸易条约和协定 

课时：1周，2课时  

教学内容： 

一、贸易条约和协定中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款 

（一）最惠国待遇 

1、含义 

2、种类 

第 13 页 共 17 页 



国际贸易                  

3、适用的范围 

4、适用的限制和例外 

（二）国民待遇 

1、含义 

2、适用的范围 

3、适用的限制和例外 

二、贸易条约和协定的种类 

（一）通商航海条约 

 (二)贸易协定和贸易议定书 

（三）支付协定 

三、国际商品协定和商品综合方案 

（一）国际商品协定的含义 

（二）经济条款 

（三）主要的国际商品协定 

 

思考和讨论题： 

1、贸易条约和协定中适用的主要法律条款是什么？ 

2、最惠国待遇条款的含义、适用范围和例外是什么？ 

3、国民待遇条款的含义、适用范围和例外是什么？ 

4、贸易条约和协定的主要种类有哪些？ 

 

第十一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 

课时：2周， 4 学时 

教学内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 

（一）优惠贸易安排 

（二）自由贸易区 

（三）关税同盟 

（四）共同市场 

（五）经济同盟 

（六）完全经济一体化  

三、一些主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一）欧盟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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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区 

（四）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首脑会议 

（五）南锥体共同市场 

（六）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 

（七）加勒比共同体和共同市场   

四、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 

（一）有利影响 

（二）不利影响 

五、关税同盟理论 

（一）静态效应 

（二）动态效应 

六、中国参与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一）中国已经参与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1、两岸四地 

2、自由贸易区 

3、优惠贸易安排 

4、次区域经济一体化 

5、论坛形式：APEC 和亚欧首脑会议 

 

 

思考和讨论题： 

1、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形式有哪些？ 

2、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的特点是什么？ 

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作用有哪些？ 

4、关税同盟的静态效应和动态效应是什么？ 

5、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状况如何？ 

 

第十二章 WTO 规则和贸易自由化 

课时：1周，2学时  

教学内容： 

一、WTO 的宗旨和途径 

1、职能 

2、宗旨 

3、途径 

4、乌拉圭谈判和多哈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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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WTO 的基本原则和贸易自由化 

1、非歧视原则 

2、自由贸易原则 

3、公平贸易原则 

4、透明度原则和贸易政策的审议机制 

5、原则例外和免责措施 

6、争端协商解决原则 

7、权利和义务平衡原则 

8、对发展中国家优惠的原则 

三、WTO 的基本规则和贸易自由化 

1、WTO 的法律框架（乌拉圭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结果） 

2、货物贸易多边规则 

3、服务贸易规则  

4、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 

5、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 

四、中国加入 WTO 的法律文件体系和中国的承诺  

五、多哈发展回合 

（一）多哈谈判议题 

（二）中国积极参与多哈回合谈判  

 

 

思考和讨论题： 

1、WTO 的基本原则是什么？ 

2、WTO 规则包括哪些内容？ 

3、中国入世对于中国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期末复习和考试。 

机动： 2 课时 

备注：学时安排只是教学参考，请以教师的具体授课安排为准。各章节内容以教

师的授课内容为准。 

 

推荐教材： 

薛荣久主编，张玮和唐宜红副主编《国际贸易》，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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