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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课程教学大纲 
（international trade） 

一、课程说明 

课程编码：17200801 

课程总学时（理论总学时/实践总学时）45（36/9） 

周学时（理论学时/实践学时）3（2.4/0.6） 

学分：3学分 

开课学期：第 4学期 

1.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以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为依据，以国际贸易活动为基

本线索，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能够掌握国际贸易理论、政策、措施、规则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具有

能够运用这些基本理论和方法来阐明、分析和研究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国际贸易主要问题的能力，

为所学专业的其他相关后续课程的学习和研究打好基础。 

2.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活动，使学生具备下列能力： 

（1）能够理解并掌握国际贸易领域所涉及的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

保护贸易理论等原理、内容及相关评价。 

（2）能够知晓国际贸易政策的构成及演变，熟练掌握关说措施、非关税壁垒以及鼓励出口与出口

管制措施等内容。 

（3）能够了解国家间的贸易规则、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 

（4）能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来对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国际贸易主要问题进行分

析、研判和评价。 

3.适用专业与学时分配 

适用于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教 学 内 容 与 时 间 安 排 表 

章次 内容 总课时 理论课时 实践课时 

一 国际贸易概述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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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古典贸易理论 6 5 1 

三 新古典贸易理论 3 2.5 0.5 

四 当代国际贸易理论 3 2 1 

五 保护贸易理论 6 5 1 

六 国际贸易政策 2 1.5 0.5 

七 关税措施 4 3 1 

八 非关税壁垒 4 3 1 

九 鼓励出口与出口管制措施 4 3.5 0.5 

十 多边贸易体制 2 1.5 0.5 

十一 区域经济一体化 5 4.5 0.5 

十二 跨境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 2 1.5 0.5 

4.课程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教学，使学生较为系统和扎实地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分析方法；在此基础上

注重培养学生运用理论模型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使其掌握国际贸易理论、通晓国际贸易政策和体

制规则，为日后走上工作岗位或进一步深造提供一种有效的观察、分析和解决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基础

和思维框架。 

5.本门课程与其它课程关系 

《国际贸易》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核心专业必修课之一。本课程的先修课程是《西方经

济学》，对经济学基本理论有初步的了解。后续课程是其他专业课程，如《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

《中国对外贸易概论》等课程。 

6.教材及参考书 

教材：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第 2版），孙莉莉、闫克远、鲁晓璇主编，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3年。 

参考书： 

[1]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著，海闻等译校：《国际经济学》（第五版，中文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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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彼德·林德特著，《国际经济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年。 

[3]黄卫平、彭刚：《国际经济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研究》等相关杂志；《国际经贸消息》、《国际商报》等

报刊。各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报刊杂志。 

7.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 

以基本理论教学为主，采取习题讨论等方式进行实践教学，将理论与实践充分结合。  

运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多媒体为主，板书为辅。  

8.课程考试方法与要求 

（1）平时考核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对考试成绩进行综合评定。 

（2）平时考核侧重于出勤情况、平时作业、课堂发言讨论的情况等综合表现。 

（3）总成绩核算方式： 

期末总成绩=平时成绩 40%+期末考试 60%。 

 

二、教学内容纲要 

第一章  国际贸易概述（4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通过课堂讲授和案例分析等方法，使学生们了解国际贸易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并且熟练准确地

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分类，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同时，通过了解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历程，帮

助学生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树立国际视野。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1学时 

一、国际贸易的产生 

二、国际贸易的发展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  2学时 

一、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 

二、国际贸易额与国际贸易量 

三、贸易差额 

四、国际贸易商品结构与对外贸易商品结构 



 4 

五、国际贸易地理方向与对外贸易地理方向 

六、贸易条件 

七、对外贸易依存度 

第三节  国际贸易的分类  1学时 

一、按照货物移动方向的不同分类 

二、依据划分进出口标准的不同分类 

三、按照商品形态和内容的不同分类 

四、依据货物运输方式的不同分类 

五、按照贸易有无第三者参加分类 

六、按照结算方式的不同分类 

七、依照贸易参加国或地区数目的不同分类 

八、按照交易手段的不同分类 

九、根据贸易方式的不同分类 

第二章  古典贸易理论（6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通过课堂讲授和案例分析等方法，使学生们了解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过程，掌握重商主义

的基本思想及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相互需求理论的基本内容；学会运用比较优势理论分

析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交换问题。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重商主义  1 学时 

一、历史背景 

二、早期和晚期的重商主义 

三、英国和法国的重商主义 

四、评价 

第二节  绝对优势理论  2学时 

一、历史背景 

二、绝对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三、评价 

第三节  比较优势理论  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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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历史背景 

二、比较优势理论的主要内容 

三、评价 

第四节  相互需求理论  1学时 

一、穆勒的相互需求理论 

二、马歇尔的相互需求理论 

三、评价 

第三章  新古典贸易理论（3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要求学生掌握要素禀赋理论的基本含义，及由要素禀赋理论推论而来的要素价

格均等化定理和对要素禀赋理论的实证分析——里昂惕夫之谜。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要素禀赋理论  2学时 

一、历史背景 

二、与要素禀赋理论有关的几个概念 

三、要素禀赋理论的假设前提 

四、要素禀赋理论的主要内容 

五、评价 

第二节  里昂惕夫之谜  1学时 

一、里昂惕夫之谜的产生与验证 

二、里昂惕夫之谜的解释 

三、评价 

第四章  当代国际贸易理论（3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运用图形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帮助学生理解掌握当代国际贸易的主要理论，重点掌握产业

内贸易理论以及规模经济理论，并能够运用这些理论分析实际问题。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需求相似理论  0.5学时 

一、需求相似理论的主要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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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需求相似理论的意义 

第二节  技术差距论  0.5学时 

一、技术差距论的主要内容 

二、技术差距论的图形解释 

第三节  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0.5学时 

一、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主要内容 

二、评价 

第四节  产业内贸易理论  0.5学时 

一、产业内贸易的概念 

二、产业内贸易的类型与基础和原因 

三、产业内贸易指数 

第五节  规模经济理论  0.5学时 

一、规模经济的含义 

二、外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三、内部规模经济与国际贸易 

四、规模经济理论的主要观点 

第六节  国家竞争优势理论  0.5学时 

一、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国家竞争优势理论的主要特点 

第五章  保护贸易理论（6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案例分析等方法，帮助学生了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发展演变；掌握贸易

保护主义理论的类型和内容；要求学生能熟练地应用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内容解释世界各国贸易政策及

分析当代中国贸易政策。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保护贸易理论概述  1学时 

一、保护贸易理论的发展历程 

二、自由贸易理论与保护贸易理论的关系 

第二节  保护关税说  1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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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保护关税说的政策主张 

二、对保护关税说的评价 

第三节  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2学时 

一、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产生背景 

二、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主要内容 

三、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政策主张 

四、对幼稚工业保护理论的评价 

第四节  超保护贸易理论  1学时 

一、超保护贸易理论的历史背景 

二、超保护贸易理论的特点 

三、超保护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 

四、对超保护贸易理论的评价 

第五节  “中心—外围”理论  0.5学时 

一、“中心—外围”理论的历史背景 

二、“中心—外围”理论的主要内容 

三、对“中心—外围”理论的评价 

四、“中心—外围”理论的新发展 

第六节  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  0.5学时 

一、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历史背景 

二、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主要内容 

三、战略性贸易政策的扶持对象 

四、战略性贸易政策的实施条件 

五、对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的简要评价 

第六章  国际贸易政策（2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综合运用理论分析、案例分析等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了解掌握国际贸易政策的基本类型及

含义；熟悉中国现阶段的外贸政策；掌握关于外贸战略的几个基本概念及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国际贸易政策概述  0.5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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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际贸易政策的目的、内容与类型 

二、国际贸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第二节  自由贸易政策的演变  0.5学时 

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自由贸易政策 

二、20世纪 50年代至 70年代初期：贸易自由化 

三、20世纪 90年代以来：贸易自由化向纵深发展 

第三节  保护贸易政策的演变  0.5学时 

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准备时期：重商主义的保护贸易政策 

二、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一般性的保护贸易政策 

三、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超保护贸易政策 

四、20世纪 70年代中期以后：新贸易保护主义 

第四节  中国对外贸易政策  0.5学时 

一、中国对外贸易政策发展 

二、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特征 

第七章  关税措施（4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关税措施的含义、特点及主要种类；

了解关税的经济效应；掌握关税的征收方法及关税水平和保护程度。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关税的含义与作用  0.2学时 

一、关税的含义及特点 

二、关税的作用 

第二节  关税的种类  0.3学时 

一、按照征收的对象或商品的流向分类 

二、按照征税的目的分类 

三、按照差别待遇和特定的实施情况分类 

第三节  关税的征收  0.5学时 

一、关税的征收方法 

二、关税的征收依据 



 9 

三、关税的征收程序 

第四节  关税水平与保护程度  0.5学时 

一、关税水平 

二、关税的保护程度 

第五节  关税的效应和最佳关税  2.5学时 

一、关税的效应 

二、最佳关税 

第八章  非关税壁垒（4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非关税壁垒的特点和作用；掌握直

接性非关税壁垒和间接性非关税壁垒的种类；了解WTO的相关原则并熟悉新型非关税壁垒的特点和种类。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非关税壁垒的含义及特点  0.2学时 

一、非关税壁垒的含义 

二、非关税壁垒的特点 

第二节  非关税壁垒的种类及作用  0.2学时 

一、非关税壁垒的种类 

二、非关税壁垒的作用 

第三节  直接性非关税壁垒  0.3学时 

一、进口配额 

二、自动出口配额制 

三、进口许可证制 

第四节  间接性非关税壁垒  1学时 

一、外汇管制 

二、进出口国家垄断 

三、歧视性政府采购政策 

四、歧视性的国内税 

五、最低限价和禁止进口制 

六、进口押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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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海关程序 

第五节  新型非关税壁垒  0.3学时 

一、新型非关税壁垒的含义与特点 

二、技术性贸易壁垒 

三、绿色贸易壁垒 

四、社会壁垒 

第六节  非关税壁垒的效应  2学时 

一、进口配额制的经济效应 

二、配额效应与关税效应的比较 

第九章  鼓励出口与出口管制措施（4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掌握出口鼓励措施的主要种

类及作用，了解出口管制商品及种类。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鼓励出口措施  2.5学时 

一、出口信贷 

二、出口信用保险 

三、出口信贷国家担保制 

四、出口补贴 

五、商品倾销 

六、外汇倾销 

七、出口退税 

八、经济特区措施 

第二节  出口管制措施  1.5学时 

一、出口管制的对象 

二、出口管制的形式 

三、出口管制的程序和手续 

第十章  多边贸易体制（2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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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1947 年关税与贸易总

协定》的背景、宗旨与主要内容；系统掌握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目标及职能、基本原则；了解中国“复

关”与“入世”的背景与历程，掌握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权利与义务。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0.5学时 

一、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起源 

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宗旨与主要内容 

三、《关贸总协定》的历次谈判 

四、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作用及局限性 

第二节  世界贸易组织  0.5学时 

一、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 

二、世界贸易组织与关贸总协定的区别 

三、世界贸易组织宗旨、目标和职能 

四、世界贸易组织基本原则 

第三节  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  1学时 

一、从“复关”到“入世”的谈判过程 

二、中国加入 WTO的承诺、所享受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 

第十一章  区域经济一体化（5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采用启发式、研讨式等多种教学方法，通过本章的学习，要求学生了解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发展情况以及主要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掌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及形式，系统掌握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主要理论。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  2学时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含义与形式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节  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0.5学时 

一、欧洲联盟 

二、北美自由贸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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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四、RCEP 

五、东南亚国家联盟 

六、其他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 

第三节  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2.5学时 

一、关税同盟理论 

二、大市场理论 

三、协议性国际分工理论 

第十二章  跨境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2学时） 

1．教学目的与要求 

教师通过课堂讲授和案例分析等方法，使学生们了解跨境电子商务产生与发展的过程，并且熟练准

确地掌握跨境电子商务的基本概念、分类，同时详细对比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国际贸易的区别。 

2．主要内容 

第一节  跨境电子商务的概念  0.2学时 

第二节  跨境电子商务的分类  0.5学时 

一、按商品进出口流向分类 

二、按商业模式分类 

三、按服务类型分类 

四、按平台运营方分类 

第三节  跨境电子商务的特征  0.3学时 

第四节  跨境电子商务与传统国际贸易  1学时 

一、跨境电商和传统国际贸易的区别 

二、跨境电子商务相较于传统国际贸易模式的优势 

三、跨境电商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 

四、跨境电子商务对传统国际贸易的影响 

五、跨境电子商务给传统国际贸易带来的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