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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

前言

　　本书是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经济管理类）新一轮系列教材之一。　　国际贸易学是研究商
品、服务与生产要素跨国界提供和接受的经济学分支科学。随着我国参与全球经济体系的程度越来越
深，在新的国内国际态势下，国际贸易知识将成为经济管理、法律人才知识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
成部分，全面、规范、系统地掌握国际贸易知识及前沿变得越来越重要，为此我们编写了本书。　　
国际贸易学可分为实证理论和规范理论。整个国际贸易理论体系是实证和规范的统一。从研究方法上
看，国际贸易学主要运用微观经济分析中的一些分析工具和模型。　　本书在总结大量相关文献的基
础上，结合编者们多年教学经验，力求对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自由贸易理论、保护贸易理论、对外
贸易措施、世界贸易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和中国对外贸易进行较为全面、系统、规范和
前沿的论述。　　本书主要作为高等院校的经济管理类的本科生和双学位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MBA
和研究生的辅助教材，还可作为实际经济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课程进度安排上，教师可根据各自单
位的具体情况确定具体的学时数。作为大类招生院校的平台课，建议是2学分，32学时；作为专业基础
课程教学，建议是3学分，48学时。在教学方法上，可以采用问题探讨、案例讨论、课程讲授等教学方
式，实行互动研究型教学，重点培养学生国际贸易的理论素养和分析问题能力。　　本书特点如下。
　　（1）内容全面。本书全面、规范地讲述了国际贸易基本理论、政策、规制和最新进展。　　（2
）体系完整清晰。本书基于国际贸易学内容的内在联系，按照概念——理论——政策——实践——中
国实证这样完整的思路体系，分为12章进行论述。　　（3）形式活泼，可读性强。本书在每章开头提
炼学习重点和要点，每章末尾有概括性的小结，提供习题，在正文表述中配置大量图表、公式，并有
国际贸易博览、知识衔接、案例分析等，通过多种灵活、有趣的形式，增强了内容的可读性。　　
（4）语言简练流畅。由于本课程偏于宏观理论和政策，因此在语言表达上尽量用简练流畅的语言解
释高深理论，吸引读者深入阅读。　　本书由河海大学朱智沼副教授担任主编，并负责总撰定稿；江
苏工业学院韩英副教授、董国新博士担任副主编；河海大学穆菁、杨彦、吴金雅参编。本书编写具体
分工如下：第二、三、四章由朱智沼编写，第五、七、九章由韩英编写，第一、八、十二章由董国新
编写，第六章由穆菁编写，第十章由杨彦编写，第十一章由吴金雅编写。在编写过程中，丁姗姗、贾
楠、严岩收集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最后，本书由石兴国高级经济师担任主审。在此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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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

内容概要

《国际贸易学》为21世纪高等学校规划教材。《国际贸易学》共分12章，主要内容包括导论、古典国
际贸易理论、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当代国际贸易理论、贸易保护理论、关税措施、非关税措施、出
口鼓励与出口管制政策、世界贸易组织、区域经济一体化、跨国公司和中国对外贸易。《国际贸易学
》在总结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结合编者们多年教学经验，力求对以上内容进行较为全面、系统、
规范和前沿的论述。《国际贸易学》的特点是内容全面，体系完整清晰，形式活泼、可读性强，语言
简练流畅。
《国际贸易学》可作为高等院校经济学类和工商管理类的本科生和双学位的专业教材，也可作为MBA
和研究生的辅助教材，还可作为实际经济管理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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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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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　
　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国际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二是国际贸易理论与
学说；三是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四是各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主要特点。　　1．国际商品流通的一般
规律　　国际贸易学研究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特别是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国际商品流通的一般规律。　
　国际贸易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
有了部落之间的商品交换。随着私有制的出现，产生了奴隶社会，部分产品作为商品在国与国之间进
行交换，出现了国际商品交换的萌芽。到了封建社会，这种商品交换有所发展。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不发达，自然经济占据统治地位，因此对外贸易发展缓慢，国际商品
交换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现象，还不存在真正的世界市场，更不存在名副其实的国际贸易。到了14
、15世纪，在西欧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热那亚及佛罗伦萨等城
市，以及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汉撒同盟诸城市，都已经成为欧洲的贸易中心。15世纪末16世纪初，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地理上的大发现以及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
扩展到大西洋沿岸。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尔、尼德兰的安特卫普、英宜的伦敦等先后成为
繁荣的国际贸易港口，其贸易范围遍及亚洲、非洲和美洲。对外贸易的发展，国际交换的扩大，逐渐
形成了区域性的国际商品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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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

精彩短评

1、这本书在买前有同学介绍过，我们在学校的图书馆也看到过，觉得写得很系统，买回来可以系统
的看看一下，还是蛮好的，比我们的自己在上的书相对来说可能还系统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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