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贸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国际贸易》期末考试试卷答案（B卷） 

课程代码及课序号：ITR301－0，1，2，3 

一、名词解释（每题 3 分，共 12 分）                              

1、对外贸易结构——对外贸易结构是指货物、服务在一国总进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 

2、国民待遇——是指一个国家对外国自然人或者法人在某些事项上给予与本国自然人或者

法人同等的待遇。 

3、出口补贴——指在政府以出口业绩为条件给予的资金支持、财政支持或者价格支持。 

4、买方信贷——是指为了鼓励本国商品的出口，一国银行向进口商或者进口商银行提供贷

款，使得进口商可以用这笔贷款通过支付现汇的方式从贷款国进口商品的做法 

 

二、单项选择题（每题 1 分，共 5 分）                  

1、A  

2、B  

3、C  

4、B  

5、C  

 

三、多项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10 分） 

1、BCDE  

2、ABCD  

3、ACD  

4、ACD  

5、ABD  

 

四、填空题（每空 1 分，共 10 分）                           

1、独占许可证 

2、从量税为 3 元/升 

3、封闭市场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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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自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 

5、进口商品，配额 

6、证券投资，信贷资本 

 

五、判断题（每小题 1 分，共 5 分）                         

1、√ 

2、× 

3、× 

4、× 

5、× 

 

六、计算题（10 分）                                             

解：方法 1： 

根据有效关税保护率的定义，它是价值增值的保护程度。（1 分） 

有效关税保护率＝（征税后的价值增值－征税前的价值增值）/征税前的价值增值 

征税前的价值增值＝15－5＝10 万元 

征税后的价值增值＝15*（1＋50％）－5*（1＋25％）＝22.5－6.25=16.25 

有效关税保护率＝(16.25-10)/10=0.625=62.5% 

方法 2： 

根据题意已知 终产品的名义关税 T 为 50％，中间产品的名义关税 t 为 25％，中间产

品所占比重约为 33.3％，因此， 

有效关税率＝（50％－33.3％*25％）/(1-33.3%)=0.625=62.5% 

（无论采取哪种方法，都可以。计算给 5 分。） 

相同的经济解释： 

有效关税保护率大于 终产品的名义关税率，有更强的保护作用。主要原因是加工程度

更高的 终产品的关税大于加工程度更低的中间产品的关税，建立了合理的升级关税结构，

有利于降低本国产品的成本，增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4分） 

 

七、简答题（每题 6 分，共 18 分）                                 

1、答：当代国际分工的主要特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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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分工的格局上，以现代工艺、技术为基础的工业与工业的分工居于主导地位。这

种分工主要有两种类型 

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高精尖工业和一般工业的分工。 

    ②发达国家之间在相同技术水平上的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 

　  产业部门内部的分工沿着三个方向发展。 

首先，国家之间产品的专业化，其次，国家之间零部件的专业化， 后，国家之间工艺

流程的专业化。 

   (2)国际分工的领域不断扩大，从一般的商品生产扩展到了服务领域，并出现了相互结合、

相互渗透的趋势。 

   (3)跨国公司的作用大大加强，公司内部跨越国界的分工是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公

司内部贸易在战后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　 

(4)区域性经济集团内部分工趋势加强。 

(5)在分工类型上，从垂直型分工日益向水平型分工过渡。 

(6)国际分工的机制发生了显著变化，国际经济组织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增强。  

（7）知识经济成为新型国际分工的基础 

（至少提到六个特点，每一个特点给 1 分。） 

2、答：三大要件是： 

（1）确定出口商品是倾销产品。倾销是指出口国以低于正常价值向外国出售的行为。

（1 分） 

（2）确定进口国同类产业产生实质性损害。产业损害包括三种情况，对于已建工业造

成实质性损害或者实质性损害的威胁，对于新建工业造成实质性障碍。（1 分） 

（3）确定出口商品倾销和实质性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正常价值确定的方法对于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有三种，即出口国国内销售价格；（1 分）

按照出口国向第三国正常贸易中的出口价格；（1 分）结构价格（或者计算价格）。（1分）对

于非市场经济国家，采取替代价格，即选择一个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同或者相似国

家作为替代国，然后确定其正常价格。（1 分） 

3、答：（1）产业内贸易：贸易双方交换同一行业的产品，即一个国家既出口又同时进口同

一行业的产品。（1 分） 

（2）主要内容（2 分） 

如果某种产品的生产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并且这种产品是差异产品，那么即使两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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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禀赋、技术、偏好等均无差异，各国可以依据规模经济的原理，集中资源生产差异产品，

获得较低的成本和价格，从而进行国际贸易，获取国际贸易利益。 

（3）规模经济贸易学说的前提条件（3 分） 

①同类产品的差异性（异质性）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基础。产品的异质性包括水平

差异和垂直差异。 

②产品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特点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成因。 

③经济发展水平是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制约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有助于产品出现差异和企业扩大规模 ，也有助于消费者提高收入，产

生对差异产品的强烈需求。 

 

八、论述题（在以下三题中任选两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答：超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是：（每个特点给 1 分） 

（1）保护的对象扩大了。超贸易保护主义不但保护幼稚工业，而且更多保护国内高度

发达或者出现衰落的工业和其他产业。 

（2）保护的目的变了。超贸易保护主义不再是培养竞争能力，而是巩固和加强对国内

外市场的垄断。 

（3）保护方式从防御性限制进口转向进攻性扩张。 

（4）保护大企业和资产阶级的利益。 

（5）保护的措施多样化。 

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主要内容是：当出现贸易顺差时，对外贸

易才能增加一国就业量，提高国民收入，并且，国民收入的增加量是贸易顺差的倍数；当出

现贸易逆差时，对外贸易 将减少一国就业量， 降低国民收入，并且，国民收入的减少量是

贸易顺差的倍数。政策含义是：奖出限入。对外贸易乘数表明了贸易差额对国民收入增量的

关系。（10 分） 

2、答：要素禀赋学说认为不同国家拥有的生产要素禀赋是产生贸易的原因。它包括四个定

理。 

（1）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eckscher-Ohlin Thereom）提出，一国应该出口丰裕要素

密集型产品，进口稀缺要素密集型产品，从而获得贸易利益。（3分） 

    （2)、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Factor Equalization Theorem)认为国际贸易的结果不仅

使贸易国之间商品价格均等化，而且使生产要素的绝对价格和相对价格趋于均等，即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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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在俄林看来，通过国际贸易，要素价格均等化是一种趋势，而美国经

济学家萨缪尔森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国际要素价格均等是必然的，而不是一种趋势。 

（3分） 

   （3）、雷布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 theorem)　认为，若商品的相对价格不变，某种生

产要素的增加，将使密集使用该要素的商品产量增加，使密集使用其他生产要素的商品产量

减少。（3分） 

（4）、斯托尔泼——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 theorem)认为，如果一种商品

的相对价格提高将提高生产这种商品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将减少生产其他商品密集

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 。（3分） 

在分析该学说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时主要着重第一和第二个定理。另外，在分析中一方

面应该强调尊重和发挥比较优势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应该注意动态地看待比较优势，尤其是

一些发展中国家如何处理发挥现有比较优势和调整本国产业结构的关系。（3分） 

3、该题主要考察学生的综合分析能力，需要在 WTO 规则下分析该问题。由于学术界对该现

象存在一些不同的观点，所以没有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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