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课程建设报告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系 

  

 

一、 课程指导思想及定位 

我校《国际贸易》课程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在北京对

外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身)建立了国内最早的对外贸易专业。自此，《国

际贸易》课程始终是面向全校各类专业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和国际经济贸易专

业的专业基础课程。 

解放初期，国内没有这门课程的教材，只好从前苏联引进《国际贸易》讲义

作为教材。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后，我校作为全国唯一的

一所外贸高等院校，便责无旁贷地开始探索编写适合本国国情的外贸教材。1958

年，外贸学院组织一些教授通过研究和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国

际贸易》，开始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教材。但直至 70 年代中期，学校只是印发

讲义，而无正式教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3 年薛荣久副教授

编著出版了供本科生使用的《国际贸易》教材，1986 年主讲国际贸易课的教师

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经济百科全书》“国际贸易卷”的编写。1987 年

姚曾荫教授主编出版了《国际贸易概论》(大学世界经济丛书)，并获得全国社科

大奖。在原外经贸部主持下，1989 年薛荣久教授与陈同仇教授共同主编了供外

贸院校使用的《国际贸易》教材。同年，国家教委委托薛荣久教授主编高等学校

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国际贸易》。这两本《国际贸易》教材先后被评为北

京市优秀教材，全国高校优秀教材，1995 年获外经贸部颁发的一等奖，1996 年

在全国高校出版社畅销书评奖中获优秀奖。 

为了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中国“入世”后的需要，我们又根据国内外国际

贸易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做法，对本教材再次进行修订，于 2003 年出版。

新修订的教材于 2004 年获得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 

由于《国际贸易》教材是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指导，以邓小平思想为基础，

不断借鉴和吸收各种国际贸易理论，总结分析研究国际贸易政策而编成的，它既

符合国际贸易发展实际，又具有自己特色的体系，被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和国家

人事部等主管部门指定作为培训与考评国际商务师和全国外销员的专用教材。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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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国际贸易》教材累计发行量达近一百万册。该教材所确立的体系、教学内

容和教学框架被全国高校普遍接受和采用。 

《国际贸易》课程目前已经成为指导我国从事国际贸易研究与业务人才的必

修课程。该课程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传统课程，在全国高校

的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中久负盛名，处于领先地位。 

《国际贸易》课程的教学主要定位在为我国的对外贸易提供基本的理论、政

策和方法的支持，培养了解国际贸易理论，通晓国际贸易政策，掌握国际贸易体

制规则，能从事国际贸易经营、管理和研究能力的人才。本课程的研究主要是国

际贸易理论、政策、措施、规则和组织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国家制定贸易政策和

企业开拓世界市场起到指导作用。总之，“讲授国际贸易基本理论和政策、紧密

联系实际探讨国际贸易规律、培养学生开放式思维”是本课程的定位。 

二、 教学内容 

《国际贸易》课程是一门主要研究国际理论、政策、措施、组织、规则运行，

使生产要素在全球得到合理配置的学科，也是一门具有涉外活动特点的综合性应

用科学，凡是国际经贸类专业都把本课程作为一门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 

鉴于国际贸易具有不同于国内贸易的许多特点，故从事国际经贸的人员不仅

必须掌握国际经贸方面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还应具有开拓世

界市场、善于应对各种政策、措施和竞争的应变能力。因此，《国际贸易》课程

内容就被确定为以国际竞争与合作为基础，以包容大贸易和运行机制为支柱的理

论与知识，在运行领域涉及货物、服务、要素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等广义的

国际贸易范畴；在内容上包括：国际贸易理论、国际贸易政策、国际贸易措施、

条约与协定、国际贸易体制等。《国际贸易》讲授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的基本理

论和知识。通过讲授，使学生了解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国际贸易的模式、国际

价格的形成、作用和国际贸易利益的来源与分配；使学生熟悉资本国际流动的理

论及其与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关系；使学生掌握政府管理贸易的原则、理论依据、

措施和实施的效果。从具体内容而言，本课程将系统讲授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要素禀赋学说、里昂惕夫之谜及其要素禀赋理论的发展和规模经济贸易学说等产

业内贸易理论；讲授政府采取贸易保护政策的各种理论依据、关税和非关税贸易

措施及其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实践、贸易政策政治经济分析等内容。  

本课通过以下途径努力保持课程的前沿性和时代性。第一、本课在贸易理

论和政策的框架内，不断融进最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的变化，体现了本学科

强烈的时代感，反映了本学科学术的前沿成果。例如融入产业内贸易理论，FDI

和跨国公司理论，竞争优势理论，贸易和地理，贸易和环境等理论；在贸易政策

上讲授战略性贸易政策，剖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作用，引入贸易政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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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分析，关注技术性贸易壁垒等非关税措施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特别关注多

边贸易体制的发展和对我国的影响。第二、本课把国际贸易政策与 WT0 规则的有

机结合。第三、在研究分析方法上做到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结合，重视介绍国际

贸易实证研究的方法。第四、在课程讲授中，把教材内容与当前发生的热点问题

有机结合。如中美等贸易摩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国大陆与香港、澳门

更紧密的经贸安排(CEPA)，反倾销问题，WTO 规则及其对中国的影响等。第五、

教学和科研的结合。主讲教师高质量的科研工作使《国际贸易》能够更加适应国

际经贸形势的变化和学术研究的最新发展，提高了本课程教学的质量和深度，使

《国际贸易》一直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另外，国际贸易教学法的探讨和研究也

有利于提高本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 

三、 教学方式方法 

《国际贸易》属于理论政策应用性学科。随着教学和研究的逐步积累，已经

形成了独立的理论和知识体系。授课的教师已经摸索出了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在保留传统课堂教授的基础上，还采用多媒体、研讨和论文写作等方法，达到了

比较理想的知识传授目标。我们的教学方式方法可以总结如下： 

(一)课堂讲授与互动讨论结合 

传统的课堂讲授是一个教师，一支粉笔。课堂以教师为中心，学生是被动听

课。教授《国际贸易》课程的教师，都熟练传统授课方式，对授课内容非常娴熟。

几乎所有的教师都可以脱稿现场即兴讲授，逻辑思维清晰，可以抓住学生的注意

力，最大程度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随着课堂教学方式的逐步多样化，我们的教

师一直在探讨除了传统的授课方式之外，在课堂教学中提出问题，互动教学，鼓

励学生独立思考，积极参与讨论的新型教学方法。 

遇到本课程主要的知识点，主讲教师通常都要结合相关的经济学知识向同学

们提问，鼓励同学从多个角度回答并讨论，而不是给予一个正确答案，从而诱导

学生全方位思考不同情况下的多种可能，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二)讲授知识点与研讨，写作论文结合 

在教学方法上，运用课堂讲授和研讨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在讲授中废除灌输

式，加强启发，不仅重视知识性内容的传播，而且适当组织学生进行研讨和写作

小论文，提高学生的兴趣和应用知识的能力。对于经济类专业，尤其是国际经济

贸易专业的学生加强重要专题的分析和研讨。 

(三)多媒体演示辅助教学 

随着电脑技术的发展，教学手段不断更新。为了提高教学效果，教师们不断

探索新的教学手段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教师们都能运用多媒体技术来辅助教

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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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媒体教学中，教师可以将教案内容和图片示意等内容用投影多媒体的

方式展示给学生，即丰富了课程内容，又活跃了课堂气氛，拓展了学生的思路，

取得了突出的效果。 

(四)网络互动答疑，时刻与教师保持联系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国际互联网为教学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以国

际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站技术的应用已经可以与传统的互动沟通相媲美，因此，学

校建立了教学平台，从 2003 年开始，我们开始在网站上设立互动答疑系统，让

教师与学生时刻保持互动联系。 

网络互动答疑系统的实施可以给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带来多方面的益处。第

一，方便学生时刻与教师进行沟通。学生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将自己在平时遇到的

问题通过网络向教师提出。这种方式弥补了一般课堂教学教师与学生不连续的沟

通，达到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连续沟通效果，而且在网上提出的问题和有关的回

答可以让所有的人受益。第二，便于形成完整的互动知识体系。答疑问题和教师

的回答和分析等都被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可以形成独立的教学知识库，对课堂

教学起到非常重要的辅助作用。第三，在远程教学中，《国际贸易》充分发挥了

为社会服务的作用，并且通过远程网络，可以与社会互动，包括外贸企业的工作

人员也可以参与互动，让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与此同时，与企

业互动也可以让我们的教师掌握社会实践的第一手资料。 

四、 教师队伍 

本课程最早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知名教授创建。其中包括姚曾荫教授、张毓

珊教授、陈寿琦教授、于景霖教授，王林生教授，陈同仇教授；后来，薛荣久教

授在改革开放以后做了承上启下的工作，确立了课程的整体框架和体系；此后，

张锡嘏教授、唐宜红教授、张玮教授等对该课程有所发展。这些教授对《国际贸

易》课程建设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国内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许多教授虽都

已经退休，但是还在关注和指导本课程的建设。 

目前，本门课程教材的主编是薛荣久教授。承担教学任务的在职教师有薛荣

久教授、唐宜红教授、张玮教授、蒋德恩副教授，葛赢副教授和崔凡讲师。现主

讲教师中包括教授 3名，副教授 2名，讲师 1名。博士生导师 3名。博士学位 2

名，在读博士 2人，硕士学位 2名。 

所有的任课教师都有海外留学和交流的经历。例如薛荣久教授 80 年代到美

国加州大学洛山杉玑分校进修，1989-90 年到日本讲学，2004 在香港中文大学研

究。唐宜红教授获伦敦经济学院（LSE）经济学硕士学位，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访问学者。张玮教授获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中央)工商管理学位。蒋德恩副教

授获美国国际管理研究生院工商管理学位，美国佩斯大学访问学者。葛赢副教授

第 4 页 共 17 页 



国际贸易                  

获得加拿大卡尔顿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多伦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崔凡讲师

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的访问学者，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

学博士候选人。海外学习和交流的经历，提高了主讲教师的学识，开阔了视野。 

本课程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较高，理论基础扎实，学术水平较高，学术成果

多，教学经验丰富。 

薛荣久教授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2003 年获北京

市首届高校教学名师称号。有的教师是学校的骨干教师。主讲教师大多参与了《国

际贸易》教材和相关书籍的编写。他们大多都是国际贸易专业研究生课程教学的

主要力量。课题组成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国际贸易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发表和出版过不少学术论文和著作。教师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的成果是保证《国

际贸易》成为精品课程的重要专业基础。（主讲教师的主要教学和科研成果请参

考附录。） 

主讲教师有的学识渊博，教学经验丰富；有的年轻有为，锐意进取，紧随学

术前沿，各显特色，相得益彰。总之，本课程的教师队伍老中青结合，职称结构、

学位结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合理，学术梯队已经形成，为精品课程的建设和

发展准备了充足的师资条件。 

五、 教学条件 

学校对本课程一贯给予支持，有关的教学条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在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国际贸易》课程教学资源非常丰富。现将主要

的教学资料介绍如下： 

1、教学大纲建设 

1989 年 10 月薛荣久教授在主编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国际贸

易》的同时，编写出教学大纲。为了适应国际贸易出现的新情况、新做法，几次

修订。随着中国的“入世”和国际贸易发生的重大变化，2003 年对教学大纲进

行了修订。在新修订的教学大纲中，除删繁就简和改掉一些陈旧过时的内容外，

还新增加了许多新内容。该教学大纲于 2003 年底完稿，开始使用。 

2、教材建设 

    早在 1997 年我们曾编写了《国际贸易》(第二版)。尽管该书出版后受到了

校内外读者的好评，累计发行量达 50 万册，获外经贸部优秀教材一等奖，在全

国高校出版社畅销书评奖中获优秀奖，但随着经济全球化和 WT0 的建立与中国的

“入世”，该书不足之处逐渐显露出来。因此，从 1997 年起，开始考虑进一步

改编教材的问题。为改编教材创造条件，我们除加强课程建设有关的科研工作和

重新修订本课程教学大纲外，还在改编教材之前广泛征求校内外读者意见，并邀

请了天津和北京多所高校教学多年的专家教授专门举行了一次有关如何改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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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贸易》教材的研讨会。会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合理的建议，收到

了集思广益的效果。2003 年编著出版《〈国际贸易〉(新编本)》，它是集体智

慧的结晶。 

    《〈国际贸易〉(新编本)》具有如下的特点。第一、体例完整。本书覆盖了

当今国际大贸易的全部领域的基本内容。第二、内容创新。本书包括了国际贸易

的最新理论、最新知识和最新的数据资料和图表。第三、求真务实，做到历史与

当今结合，以今为主；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有机结合；国际贸易政策、措施与

WTO 规则有机结合；国际贸易发展与世界贸易体制结合。第四、便于使用。为便

于教学使用。在每章前，有学习目标，重点难点；章后有小结，关键概念，思考

题和案例分析。 

3、教学参考资料 

    加强教学参考资料建设是加强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为了便于教师备课

和学生预复习时参考，我们编写了(含合编)一些教学上适用的参考书，其中包括

《当代国际贸易与国际金融大辞典》(1998 年 3 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出

版)。1997 年国际贸易系组织一部分教师编著《跨世纪国际经贸丛书》(7 本)，

分别是：《经贸竞争与合作》，《经贸竞争新领域》，《智慧财产的卫士》，《竞

争优势新要素》，《货物贸易新规则》，《国际融资与避险》，《经济增长新引

擎》，1997 年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为了进一步充实和更新本课程的教学参

考书内容，并使之成龙配套，国际贸易系教师在我校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密切配

合下，在本校“21l 工程”重点学科教材建设的基础上，又推出了一套与《国际

贸易》相配套的系列从书，其中包括《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国际分工》、

《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价格》、《国际货物贸易》、《国际服务贸易》、《与

贸易有关的国际投资》、《跨国公司》、《国际贸易政策与理论》、《关税》、

《非关税措施》、《出口促进与出口管制》、《经济特区》、《国际贸易条约与

协定》，《区域经贸集团》，《世界贸易组织(WTO)教程》，《联合国贸易与发

展会议》，《普遍优惠制》。这套丛书突破了教研室和学校的界限，广泛吸收了

校内外有关专家学者共同参加编写。该丛书的编写工作正在进行，成果已陆续同

读者见面。 

4、试题库、试卷库建设 

    近几年来，我们根据对教学效果测试的需要，建立了课程试题库和试卷库，

由于我们教研室担负多头教学任务，其中包括本专业和相关专业和远程本科教学

的各种必修课、选修课考试等，需要的试题量很大，而且难易程度和要求不同，

加之情况不断发展变化，故我们不断更新试题和充实试题库内容。目前已经做了

大量的工作，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了标准化的试题库体系。今后，我们还要把试题

库建设当作一项长期的经常性的工作任务，使之日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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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优良的学术环境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在国内是最早拥有国际贸易博士点和硕士点，国际贸易学

科一直是国家的重点学科。姚曾荫教授是国内首位国际贸易博士生导师，他 1987

年主编的《国际贸易概论》(大学世界经济丛书)，获得首届国家社科一等奖。王

林生、薛荣久教授参与了中国《世界经济百科全书》的编写。国际贸易系的教师

有参与国内外有关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学术活动的传统。每年都有教师在各种国

内外学术会议宣读论文。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薛荣久教授在为国家

教委主编高等学校财经类专业核心课程教材《国际贸易》的同时，为国内各大学

培训 500 多名讲授《国际贸易》课程的教师。葛嬴博士在 2005 年联合国大学世

界发展经济研究院（ UN-WIDER ）主办“中国贫困与不平等”的国际学术论文竞

赛中获得二等奖。 

国际贸易系依托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的整体学科优势，有较强的经济学，计量

经济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国对外贸易研究，WTO 研究的研究团队的支持，也有

学校国际经济研究所国别经济研究的交流，形成了一个从大到小，有利于国际贸

易发展的学术环境。 

此外、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图书馆拥有众多比较齐全的国际经贸领域的中英文

图书、期刊和资料，为教学和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拥有完善

的多媒体教学条件，为创立更新更好的教学模式提供了设备条件。 

六、 课程特色 

总结上述内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课程的特色主要反映在如下

几个方面： 

1、注重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系比较严谨。 

2、课程建设历史悠久，国内领先 

《国际贸易》课程的建设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的 20 世纪 50 年代，几代教师

锻造着《国际贸易》课程。几十年来，教学体系得到完善，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

验，科研成果突出，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对国内各高校的《国际贸易》课程建

设起到了示范效应。 

3、课程建设规范完整 

本课程曾被列入学校的 211 工程重点课程建设。课程建设资料保存完整，包

括教学大纲、教材、教学参考资料、课件、试题库、试卷库等。许多资料已经正

式出版，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在全国各高校中被普遍采用。 

4、教材在国内影响最大 

由陈同仇教授和薛荣久教授共同主编，唐宜红教授和张玮教授副主编，由全

体教师参编的《国际贸易》各种教材已经累计发行近 100 多万册，并多次获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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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奖项，在国内被公认为本课程影响最大的教材，被国内多数高校接受。 

5、拥有雄厚的师资队伍 

教师队伍老中青结合，职称结构、学位结构和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学术梯队

已经形成。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较高。许多教师都具有理论与实践经验，所有主

讲教师都有出国学习深造或者出国讲学或进行学术交流的经历。除了完成教学认

为之外，所有的教师都有大量的科研成果。有的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享受

政府特殊津贴，有的被评为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有的被评为学校青年骨干教师。

大多数教授承担着国际贸易专业硕士和博士课程的教学任务。这些教师不仅为

《国际贸易》课程建设，而且为国际贸易学科的建设都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师

资队伍在全国同类课程建设中名列前茅。 

6、《国际贸易》课程的基础性强，衍生出了一系列课程体系 

围绕本课程已经衍生出了一系列课程，例如：《国际贸易政策》、《国际服

务贸易》、《国际投资》、《FDI 理论和政策》《跨国公司》、《关税》、《区

域经贸集团》、《世界贸易组织(WT0)概论》、《世界贸易组织(WT0)专题》、《国

际贸易专题》、《中国对外贸易概论》、《中国对外贸易伙伴》、《世界市场行

情》等。这些课程基本上已经形成了系列的课程体系，对国际经济贸易专业起到

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多数的衍生课程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7、理论联系实际 

本课程既注重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做到理论紧密联系实际。这是《国际贸易》

课程几十年来一贯坚持的理念和特色。《国际贸易》不仅拘泥于国际贸易纯理论

的分析，而且一直关注国际贸易的新现象，新问题和新做法，积极探讨现实国际

贸易的规律和解决问题的对策。对外经贸大学国际贸易系领先关贸总协定和世界

贸易组织的研究就是明证。这种做法使得《国际贸易》课程具有更强的活力，充

分反映了国际经贸领域的迅速发展和变化，也有利于培养学生与时俱进的开放思

维。 

8、注重教学方法，培育同学的思辨能力和研究能力 

通过课堂讲授和互动讨论、论文写作的结合，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和研究能

力。 

9、教学效果一直优秀 

《国际贸易》课程一直受到学生的认可和好评。优秀的教学效果，为同学

打下国际贸易理论、知识和技能的初步基础，为同学从事国际经济贸易工作和

研究提供了条件。 

附录： 主讲教师教学和科研成果一览表 

 

姓 名 专业技术 所授课程 主要教学和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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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务和学位 

薛荣久 教授 

博导 

硕士学位 

1、本 科 生 层

次： 

《国际贸易》，

《经贸研究与

论文写作》，

《WTO 概论》，

《WTO 专题》。

2、硕士研究生

层次《国际贸易

学》，《WTO 概

论》，《WTO 专

题》，《WTO 与

中国》。 

3、博 士 生 层

次： 

《投资与贸易

专题》 

1964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从事国

际贸易教学与研究至今。长期从事国际

贸易教学与研究，担任过国际贸易系副

主任和主任，是国际贸易学科的带头人；

创建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研究，

2001 年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WTO 研究中

心主任；2003 年任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

究会（商务部主管、民政部批准的全国

性学术团体）副会长；培养出 100 余名

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实务方面的硕士

研究生和博士生，获“研究生优秀导师

奖”。 1993 年被国务院学位办批准为

博士生导师；1993 年开始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待遇；2003 年获得北京市高等学

校教学名师奖。 

一、主要教育教学研究领域： 

国际贸易（理论、政策与组织），WTO，

经济全球化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本科生

和研究生教学法。 

二、主要教育教学成果： 

1、主编的教材： 

（1）《国际贸易》，北京市精品教材，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2）《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教育部

成人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3）《世界贸易组织（WTO）教程》，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4）薛荣久等，《WTO 多哈回合与中国》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

2、出版的专著： 

（1）《中国加入（WTO）纵论》，对外

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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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学游炼记》，对外经贸大学出

版社 2001 年 

（3）《教学求索记》，对外经贸大学出

版社 2004 年 

 

3、主要论文： 

（1）《我所认知和追求的师德》，对外

经贸大学《旬报》2005 年 512 期 

（2） 《研究生<国际贸易学>思辩式教

学法的产生、实践和效果》，《研究生

教育的改革与探索》，对外经贸大学出

版社 2004 年 9 月 

三、主要发表的学术论文： 

1、《关于中国建立无固定地点销售立法

的思考》（《国际经贸探索》2003 年第

3期） 

2、《“入世”两年对外贸易呈强势发展》

（《中国经贸》2004 年第 1期） 

3、《WTO 建立和发展的基础》（《国际

贸易问题》2004 年第 2期） 

4、《中国与欧美纺织品贸易摩擦的加多

与化解》（《江淮》2005 年） 

5、《中国外贸大法谱新篇》（《国际经

贸探索》2004 年第 4期） 

6、《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外贸易发展的

特点研究》（《中国外贸统计》2005 年

第 2期） 

7、《中国入世三年来的回顾和入世后后

三年的展望》(深圳市世贸组织事务中心

论文集《WTO 与深圳国际化》2004 年 12

月) 

8、《放眼“入世”后的中国》（《〈红

旗〉画刊》2004 年第 7期） 

此外，还发表了有关国际经贸研究方面

的论文和文章近 50 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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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要主持和参与的科研课题： 

1、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

目：《WTO 多哈回合与中国》（2004 年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教育部博士点课题：《国际贸易竞争

学》（2005 年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3、商务部课题:《多哈回合议题与对策》

（内部研究报告） 

4、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中国对外贸

易与中国经济发展》（内部研究报告）

5、天则经济研究所课题：《从朗讯（中

国）“贿赂事件”看“入世”后中国市

场规则的完善》（待出版）。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和学位 
所授课程 主要教学和科研成果 

唐宜红 教授 

博导 

博士学位 

国际贸易系

主任 

1、本 科 生 层

次： 

《国际贸易》，

《 微 观 经 济

学》，《宏观经

济学》等。 

2、硕士研究生

层次：《西方国

际贸易理论和

政策 I》，《国

际贸易政策》，

《 国 际 经 济

学》。  

3、博士研究生

课程：《西方国

际贸易理论和

政策 II》。 

一、主要教育教学研究领域及成果： 

1、主要教学领域是国际贸易理论和政

策。 

2、编写国际贸易教材。 

（1）教材《国际贸易》，副主编和作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2）教材《国际贸易》（张锡嘏，唐宜

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

年 2 月版 

3、国际贸易的教学论文 

（1）《 <国际贸易>课程本科教学探析》，

《高等教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对

外经济贸易大学主办。 

（2）《<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I）> 教

学现状和发展取向》，《研究生教育的

改革与探索》，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9 月 

4、 担任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和硕士研

究生指导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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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曾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华为奖教

金”。 

6、教学课题： 

（1） “国际贸易”，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 211 工 程 课 题 ，

1999.7---2001.7, 课题组主要

成员 

（2） 校《国际贸易》精品课程建设项

目负责人（2004－2006）。 

（3） 校《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I）》

精品课程建设项目负责人（2004

－2006）。 

二、主要科研成果： 

1、专著类： 

《外资进入行为研究－兼析外资政策及

其引资效应》，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版    

2、论文类： 

（1）出口补贴的福利分析及其对反补贴

的含义，《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

年 12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 

（2）试析竞争政策的贸易保护作用，《国

际商务－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03 年

第 5期   

（3）出入境检疫的风险分析和贸易自由

化，《对外经贸实务》2003 年第 8期 

（4）《发展中国家在 WTO 新一轮谈判中

的利益分析》， 《宏观经济管理》， 2003

年第 11 期  

（5）《浅析外资优惠政策竞争的误区》，

《开发研究》2003 年第 4期  

（6）《对外开放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3 年第 10 期 

（7）《国际收支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问题

分析》 ，《理论前沿》2003 年 1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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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中国企业竞争为何乏力》， 《改

革内参》（公开发行）2003 年 27 期，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主办          

（9）《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主要阻力和

对策分析》《北京电子科技学院学报》

2003 年第 1期                       

（10）“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实施技术性

贸易壁垒的福利效应及其政策分析”中

国国际贸易学会“中国外经贸发展与改

革征文”优秀奖(2004)  

（11）“The uncertain factors in weakening 
the trade effects on China of 

China-ASEAN FTA” ， The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lobal 
Busines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eoul, Korea, May 25-28, 2005 

（ISBN: 978-0-9747415-4-3） 
三、主要主持和参与的研究课题：  

1、“国际贸易政策的政治经济学（内生

贸易模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

重点学科课题, 2003.10—2007.12, 课

题负责人 

2、“反补贴的法律制度与操作规则”，

原国家经贸委课题，2001.7—2002.10，

课题组主要成员   

3、“西方国际贸易理论和政策”，亚洲

基金会课题，1998.9－2003.12, 课题组

负责人之一 

4、“关税同盟理论与中国在亚太经合组

织中的地位和作用”，教育部博士点基

金课题，1998.1－2001.12，课题组主要

成员 

5、“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中

国和英国合作研究课题，1996.1－

2002.1，课题组主要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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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离岸外包对我国对外贸易结构的影

响”，校级科研课题（2004－2005） 

姓名 专业技术 

职务和学位 

所授课程 主要教学和科研成果 

张玮 教授 

硕士学位 

博士候选人 

 

本科层次： 

《国际贸易》，

《跨国公司》，

《国际金融管

理》 

硕士研究生层

次：《跨国公司

专题》，《国际

金融管 

理》  

一、 教材和教学课题 

1、 全国高等自学考试指定教材《国际

贸易理论与实务》副主编并承担国际

贸易理论部分的确撰写，中国财经出

版社，2000.12。 

2、 全国高等自学考试辅导用书《国际

贸易理论与实务题典》主编，吉林大

学出版社，2001 年 2 月。 

3、 《国际贸易》教材两章，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年 

4、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11 项目《国际

贸易》学科建设，课题主要成员，2001

5、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学实验项目：

《跨国公司》课程文献阅读与专题讲

座相结合，2005 

6、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跨国公司》校

级精品课程课题（2004－2006）。 

二、主要发表的学术论文 

1、乡村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数量

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2 年第 1

期 

2、中俄天然气项目合作模式研究，《国

际经济合作》，2001 年第 2期 

3、也谈企业走出去战略，《国际商务》

2002.5  

4、非国有企业投资行为研究，《经济学

季刊》，2002 年第一卷 3期 

三、主要主持和参与的研究课题 

1、“北京市市政 IC 卡一卡通系统经济

运行模式可行性研究”，合作完成。委

托方：北京市政管理委员会，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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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俄跨国天然气管道项目融资报

告”，独立完成。（中国石油天然气管

道局，1998）。 

3、“LUNAR 项目融资方案设计”，独立

完成。委托方：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局，

1999。 

4、“市场化演进与中小企业发展—中小

企业融资问题研究”，日本东亚研究所，

合作（2000） 

5、“中国中小企业融资担保问题研究”，

由美中交流协会赞助，合作完成研究报

告，2001。 

6、“经济全球化中的发展中国家——贸

易、投资与市场发展研究”教育部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2003

－2005）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和学位 
所授课程 主要教学和科研成果 

蒋德恩 副教授 

硕士学位 

《国际贸易》 

《WTO 概论》 

《WTO 专题》 

一、主要出版的学术成果： 

1、主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教程》 中

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 

2、编著：《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争端解决》

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1999 年 

3、主编：《国际贸易与金融大辞典. 国

际组织卷》对外经贸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二、主要主持和参与的课题： 

1、1998 年  完成原国家教委课题“世

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 

2、2002 年  完成商务部课题“关于地

区贸易协议谈判的若干问题” 

3． 对外经贸大学 211 工程课题“多边

贸易体制下的比较优势理论”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和学位 
所授课程 主要教学和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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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赢 副教授 

博导 

博士学位 

本科层次： 

《国际贸易》

（中英文教学）

硕士研究生层

次： 

《国际贸易理

论和政策》 

《高级微观经

济学》 

博士研究生层

次：《国际贸易

的实证研究》 

一、主要发表的学术论文 

1、Can Corporatization Improve the 

Performance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ven Without Privatization? ，with V. 

Aivazian and J. Qiu,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forthcoming  

2、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Manager 

Turnover: An Unusual Social Experiment，

with V. Aivazian and J. Qiu, 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 Vol. 29, Issue 6, 

1459-1481, 2005  

3、The Impact of Leverage on Firm 

Investment: Canadian Evidence，with V. 

Aivazian and J. Qiu,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Vol. 11, Issue 1-2, 277-291, 2005

4、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Cities，with G. Anderson,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forthcoming 

5、Do Economic Reforms Accelerate Urban 

Growth? The Case of China，with G. 

Anderson, Urban Studies，Vol.41, No.11, 

2197-2210, October, 2004 

二、获奖情况： 

在 2005 年由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

济研究院（ UN-WIDER ）主办的关于“中

国贫困与不平等”的国际学术论文竞赛

中荣获二等奖。 

姓 名 
专业技术 

职务和学位 
所授课程 主要教学和科研成果 

崔凡 讲师 

硕士学位 

博士候选人 

本科层次： 

《国际贸易》 

硕士研究生层

次： 

《国际经济学》

一、参与教材编写  

1、参与编写《国际贸易》教材，作者，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3年9月版

2、参与编写《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教育部成教教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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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发表的论文  

1、“从多边投资协定看多边贸易体系的

发展”，《国际贸易问题》1998 年第 10

期 

2、 “论跨国公司的不公平竞争行为”，

论文集《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热点问

题探讨》，中国对外贸易经济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出版，张上塘主编 

3、论世界贸易新体系形成中的不平衡发

展趋势，《国际贸易问题》1997 年 10

月 

4、“世贸组织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崔

凡，李舒，《国际贸易问题》199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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