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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

内容概要

《中国对外贸易》运用比较研究方法，系统而详尽地研究并论述了中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经贸状况、
贸易政策、发展特点以及障碍与问题，指出了中国现阶段面临的多层次、多种类的贸易摩擦的经济根
源，特别分析了与美国、日本、欧盟三大贸易伙伴贸易发展及贸易摩擦的特点，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对
策建议，对企业的出口运作具有符合实际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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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

作者简介

王珏，女，1971年12月生，上海市人，汉，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世界经济与贸易系，副教授、博士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与区域经济发展，世界
经济关系变化。
    主要担任本科生（含基地班）的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和国际商务专业课教学，以及外贸函电等专
业基础课，能够用英语教学，多数课程采用英文授课，曾获教师讲课比赛二等奖，并承担MBA的国际
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国际商务教学。
    在《管理世界》、《世界经济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等核心、权威及各类期刊上发表论文30余
篇，出版学术专著两篇，译著4部，代表作为《陕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初步分析》（《管理世界
》2001年第9期）、《走向世界的中国——中国对外贸易20年变迁》（西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
曾参加并主持省部级以上课题、中外合作课题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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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前言第1章 全球化与中国对外经贸发展  贸易投资全球化与中国对外贸易    中国融人多边贸易体制  
中国的对外贸易体制与对外经贸发展  专题一：“人世”第一年——对外承诺全面兑现  专题二：“人
世”年——中国度过过渡期  中国对外经济与贸易综观  专题一：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国际比较  专题二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第2章 中美经贸关系  美国经贸概况  美国对外贸易政策  中美经贸关
系现状  中美经贸关系的特点  中美经贸关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专题一：中美贸易差额与美国制造业失业
 专题二：人民币汇率真的应该升值吗  中美贸易关系的发展变化与中国经济  入世后中美经贸关系的未
来第3章 中日经贸关系  日本经济概况  日本对外贸易发展状况  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与演变  中日贸易中
存在的问题  专题：中日贸易摩擦案的启示  中日贸易摩擦之溯源  中日经济增长的差别分析  中日贸易
发展的未来第4章 中国与欧盟的经贸关系  欧盟建立的背景  欧盟的贸易政策  专题：欧盟对华反倾销愈
演愈烈  中国与欧盟经贸发展的特点  专题：独具特点的欧盟对华直接投资  人世后中国与欧盟经贸关系
的发展  国外对华反倾销的原因与对策  专题：中国加强对进口商品反倾销调查工作第5章 中国与亚洲
主要国家地区的经贸关系  东亚国家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中国与韩国的经贸关系  中国大陆与港
、台的经贸关系  专题：大陆对台湾贸易逆差与台商对大陆投资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  专题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启动降税进程  专题二：东盟六个国家的投资状况第6章 中俄经贸关系  
中俄经贸发展形势  专题：中俄机电产品进出口状况  中俄经贸关系的特点  中俄经贸关系发展中存在的
问题  中俄两国经贸关系的发展前景第7章 中国对外贸易的未来  对外贸易政策：存在与发展  专题：美
国对中国三种纺织品实行设限  新贸易壁垒：对外贸易的环境政策与政府干预  比较优势：中国对外贸
易结构的根基  战略性贸易政策：发展中国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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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外贸易》

章节摘录

书摘　　(1)增加政策的透明度和连贯性　　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近年来制定
了许多新的外经贸政策，并随着具体形势的变化频繁调整，如有关外汇管理政策、涉外税收政策、加
工贸易政策等，政策的频繁改变为企业经营增加了难度。由于信息渠道不畅通，一些政策从酝酿到出
台并不征求企业意见，致使政策内容与企业实际经营情况和环境不完全适应，同时由于宣传不力，很
多企业根本不知道新政策出台，仍然按照旧规定，为企业带来损失。WTO要求其成员国披露其对外贸
易政策，人世后，中国政府必须定期向WTO通报国内经贸政策的变动情况，对即将实施的政策，明确
其实施机构和执行程序，并在各类媒体上公开发布，保证企业随时获得有关政策法规方面的信息。政
府网的建立是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它不仅提高了企业查询信息的便利性，而且有利于适应外贸经营
网络化，推广电子商务。　　(2)逐步取消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或“次国民待遇”　　WTO的基
本原则之一是国民待遇，它要求必须给予进入本国的外国企业以与本国企业相同的优惠、特权和豁免
。在我国的具体实践中，将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领域分为三类，即鼓励的、限制的和禁止的。一方面
，为了吸引外资进入我国鼓励的投资领域，弥补我国建设资金的不足，我国长期以来一直将外资企业
与本土企业“区别对待”，即外资企业可以享受比本土企业更多的优惠，外资企业在土地使用、配套
设施、项目开发、所得税交纳和外汇账户开立等方面都比本国企业享有更多的优惠政策。这些“超国
民待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扩大利用外资规模的作用，但也因导致外商投资企业的短期行为而
为我国带来了损失。　　P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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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物流非常给力。不过书太差了，像二手一样，太烂了。有点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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