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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贸易实务》以国际贸易理论为基础，以《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和WTO的基本原则为
准则，以国际上通用的贸易管理做法为依据，以当代国际贸易发展趋势为背景，注重方法和手段的新
颖性，更侧重方法与手段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国际贸易实务》共分四篇，分别是市场开发篇、商务谈判篇、合同条款篇、合同履行篇。
《国际贸易实务》集国内已有教材之长，并吸收和借鉴了国外贸易管理的最新研究成果，有很强的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内容全面，结构新颖。

《国际贸易实务》既可作为高等院校国际贸易及相关专业学生的教材，也可作为贸易相关领域的培训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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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概论【学习目标】本章介绍国际贸易的含义、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因、国际贸易的作用、国际
贸易的分类以及与国际贸易有关的概念。
通过学习， 学生应熟练掌握国际贸易的含义，认识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区别、国际贸易发生的动因
、国际贸易的作用， 理解并掌握国际贸易的相关概念。
【关键词】国际贸易贸易条件贸易地理方向贸易商品结构对外贸易依存度第一节  国际贸易概述一、
国际贸易的含义及特点（一） 国际贸易的含义国际贸易（international trade） 又称世界贸易（ word
trade） ， 是指世界各国（或地区） 之间进行的商品和劳务交换活动。
国际贸易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工―― 国际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反映了世界各国（或地区） 
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与联系。
若从一个国家的角度来看， 该国（或地区） 与其他一些国家（或地区） 进行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
动， 则称为这个国家（或地区） 的对外贸易（foreign trade） 。
由于这种交换活动由商品和劳务的进口和出口两部分构成， 所以对外贸易又称为进出口贸易或输出入
贸易（import and export trade） 。
有一些海岛国家（或地区） 或者对外贸易活动主要依靠海运的国家（或地区） ， 如英国、日本等， 
还将对外贸易称为海外贸易（over-seas trade） 。
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这两个概念既紧密联系又有所区别， 是不能被等同起来的。
它们都是国际的商品交换活动， 不过就其涵盖的范围而言， 任何一国的对外贸易都远远不及国际贸
易， 它只是后者这个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占着其中较小的份额（如我国对外贸易额目前仅为世界
贸易额的3 % 左右） 。
传统的国际贸易， 仅指有形商品贸易， 它由商品进口和商品出口构成。
随着生产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交换方式的改进， 无形贸易也随着有形贸易的发展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迅速提高， 极大地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的
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有力地推动了国际贸易的发展。
除传统的商品贸易外，构成现代国际贸易重要内容的无形贸易也日益发展， 它使生产领域的要素与流
通领域的要素、经济要素与科学技术要素交织在一起， 进一步丰富和扩大了国际贸易活动的内容和范
围。
（二） 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异同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相比较， 既有一定的共同性， 又存在着一定
程度的差别。
其共同性表现在： 第一， 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相同。
第二， 有共同的商品运动方式。
第三， 基本职能一样， 都受商品经济规律的影响和制约。
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 语言、法律及风俗习惯不同。
第二， 各国间货币、度量衡、海关等制度不同。
第三， 各国的经济政策不同。
第四， 国际贸易的风险大于国内贸易。
第五， 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方的贸易行为， 要受WTO 的规则所制约。
二、国际贸易的动因国际贸易之所以发生， 主要原因如下。
第一， 各国的生产要素禀赋不同。
由于自然、历史和社会人文等方面的不同， 有的国家拥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 有的国家积累了大量
的资本， 有的国家具有丰富的人力资源， 还有的国家则拥有领先的技术。
而各种产品生产所需投入的要素比例又存在差异，有的产品需要集中使用土地， 有的产品需要密集使
用资本， 有的产品需要大量使用劳动， 还有些产品则需要高技术含量。
因此， 土地丰富的国家， 在生产土地密集型产品上拥有优势； 资本和技术丰富的国家， 发展资本和
技术密集型产品拥有优势； 劳动力丰富的国家， 则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优势。
若各国依据其相对优势所在参与国际分工，然后开展贸易， 则不仅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 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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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有效利用，增加产品总量， 提高本国居民的福利水平。
第二， 各国之间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
如果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能够自由流动，或许能以生产要素的移动来取代货物和劳务的贸易。
然而， 在国家存在的前提下， 由于自然、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生产要素在国与国之间不像在一国内
部那样能够自由移动，所以需要通过货物和劳务的国际贸易， 弥补国际生产要素缺乏流动性的不足。
三、国际贸易的作用国际贸易对参与贸易的国家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具体表现在以下
几方面。
（一） 调节各国市场的供求关系调节各国市场的供求关系， 互通有无始终是国际贸易的重要功能。
世界各国由于受生产水平、科学技术和生产要素分布状况等因素的影响， 生产能力和市场供求状况存
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
各国国内既存在产品供不应求的状况， 又存在着各种形式的产品过剩的状况。
而通过国际贸易不仅可以增加国内短缺产品的市场供给量， 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而且还为各国国内
市场的过剩产品提供新的出路，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市场供求的矛盾， 从而调节了各国的市场供求
关系。
（二） 促进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获得规模经济利益在当今世界上， 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等
生产要素在各个国家的分布往往是不平衡的。
如果没有国际贸易， 这些国家国内生产规模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都会受到其短缺的生产要素的制
约， 一部分生产要素将闲置或浪费， 生产潜力得不到发挥。
通过国际贸易， 这些国家就可以采取国际劳务贸易、资本转移、土地租赁、技术贸易等方式，将国内
富余的生产要素与其他国家交换国内短缺的生产要素， 一方面可以缓解或消除短缺生产要素的制约，
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富余生产要素， 扩大生产规模， 获得规模经济利益。
总之， 生产要素借助国际货物和服务贸易这一载体在世界各国之间流动， 从而使各国的生产要素在
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 实现规模经济利益。
（三） 发挥比较优势， 提高利润水平各国利用比较利益和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 提高
利润水平的作用机制是： 一国企业在产品生产时， 通过进口廉价的生产投入品可以降低产品成本， 
当产品售价不变时， 使利润率得到提高； 或者产品生产成本不变， 通过使用高质量的进口投入品， 
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价格， 使利润率提高。
当一国生产某商品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国际平均劳动生产率， 该商品按照国际市场价格出售时， 并不
作为技术较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 在国际市场上却作为技术较高的劳动来出售了， 这使该商品生产
者获得超额利润。
（四） 提高生产技术水平， 优化国内产业结构在当今世界， 各国普遍通过国际贸易引进先进的科学
技术和设备， 提高国内的生产力水平， 加快经济发展。
同时， 通过国际贸易， 国内的产业结构逐步得到协调和完善，促使整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
（五） 增加财政收入， 提高国民福利水平国际贸易的发展， 可为一国政府开辟财政收入的来源。
政府可从对过往关境的货物征收关税、对进出口货物征收国内税、为过境货物提供各种服务等方面获
得大量财政收入。
在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初期， 关税收入曾占联邦财政收入的90 % 。
关税收入是我国政府财政的一个重要来源， 近年来约占中央财政收入的10 % 。
至今， 关税和涉外税收仍然是一些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国际贸易还可以提高国民的福利水平。
它可以通过进口国内短缺且迫切需要的商品， 或者进口比国内商品价格更低廉、质量更好、式样更新
颖、特色更突出的商品， 来使国内消费者获得更多的福利。
此外， 国际贸易的扩大，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 将为国内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间接
增进国民福利。
（六） 加强各国经济联系， 促进经济发展世界各国广泛开展国际贸易活动， 这不仅把生产力发展水
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互相联系起来， 而且也把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卷入国际经济生活
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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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市场的竞争活动， 也促使世界总体的生产力发展进一步加快。
这不仅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也促进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
第二节  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一、国际贸易的分类国际贸易范围广泛， 性质复杂， 为更好地把握国际
贸易的内涵， 可以从不同角度对国际贸易进行考察， 以不同的标准对国际贸易进行分类。
（一） 按商品（含各种劳务） 的移动方向划分： 出口贸易、进口贸易、过境贸易1.出口贸易出口贸易
（export trade） 是指一国把自己生产的商品输往国外市场销售， 又称输出贸易。
如果商品不是因外销而输往国外， 则不计入出口贸易的统计之中， 如运往境外使馆、驻外机构的物
品， 或者携带个人使用物品到境外等。
2.进口贸易进口贸易（import trade） 是指一国从国外市场购进用以生产或消费的商品， 又称输入贸易
。
如果商品不是因对内销售而输入国内， 则不计入进口贸易， 如外国使、领馆运进自用的货物， 以及
旅客携带个人使用物品进入国内等。
3.过境贸易过境贸易（transit trade） 是指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进行的商品买卖活动， 其实物运输过程
必须要通过第三国的国境， 但第三国居民并不取得货物所有权， 对第三国来说， 是过境贸易。
一些内陆国家同非邻国的贸易， 其货物运输必须经过第三国国境。
（二） 按贸易有无第三者参加划分： 直接贸易、间接贸易、转口贸易1.直接贸易直接贸易（direct
trade） 是指商品直接从生产国（出口国） 销往消费国（进口国） ，不通过第三国转手而进行的贸易
， 这两国之间的贸易称为直接贸易。
2.间接贸易间接贸易（indirect trade） 是指商品从生产国销往消费国中通过第三国转手的贸易。
对生产国和消费国来说， 开展的是间接贸易， 其中生产国是间接出口， 消费国是间接进口； 而对于
第三国来说， 则进行的是转口贸易。
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的区别是以货物所有权转移是否经过第三国（中间国） 商人为标准， 而与运输
方式无关。
直接贸易可以是生产国的商品通过第三国转运至消费国， 间接贸易可以是生产国的商品直接运往消费
国。
3.转口贸易转口贸易（entrepot trade） 指生产国与消费国不直接买卖商品， 而是通过第三方商人进行
的商品买卖。
第三方商人通过买进卖出， 从中获取转口利润。
从事转口贸易的大多是运输便利、贸易限制较少的国家和地区， 如伦敦、鹿特丹、新加坡、中国香港
等港口，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便于货物集散， 所以转口贸易很发达。
（三） 按国境与关境划分： 总贸易、专门贸易1.总贸易总贸易（general trade） 是以国境为标准统计的
进出口贸易。
凡因购买输入国境的商品一律计入进口， 凡因外销输出国境的商品一律计入出口。
总贸易可以分为总进口和总出口。
总进口是指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内） 跨国境进口的总额。
总出口是指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内） 跨国境出口的总额。
将这两者的总额相加， 即总进口和总出口之和， 称为总贸易额。
世界上某些国家， 如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 采用总贸易方式来统计进出口。
2.专门贸易专门贸易（special trade） 是以关境为标准统计的进出口贸易。
凡因购买输入关境的商品一律计入进口， 凡因外销输出关境的商品一律计入出口。
专门贸易可以分为专门进口和专门出口。
专门进口是指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内） 跨关境进口的总额。
专门出口是指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内） 跨关境出口的总额。
专门贸易额就是专门进口额与出口额的总和。
这样， 外国商品直接存入保税仓库（区） 的一类贸易活动不再列入进口贸易项目之中。
显然， 专门贸易与总贸易在数额上不可能相等， 但两者都是指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 对外贸
易的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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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一些国家， 如美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等， 采用专门贸易方式来统计进出口。
各国都按自己的统计标准公布对外贸易的统计数据， 并向联合国报告。
联合国公布的国际贸易统计数据一般注明该数据是总贸易或专门贸易。
过境贸易列入总贸易， 不列入专门贸易。
（四） 按交易对象的性质划分： 有形商品贸易、无形商品贸易1.有形商品贸易有形商品贸易（tangible
goods trade） 是指在进出口贸易中进行的实物商品的交易， 也叫商品贸易。
联合国国际贸易商品标准分类（ 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Classification ， SITC） 把有形商品分为10 
大类（ section） 、67 章（ division） 、261 组（group） 、1033 个分组（sub-group） 和3118 个项目
（item） ， 表1-1 列出了该分类标准中的商品大类， 其中0 ～ 4 类商品称为初级产品， 5 ～ 8 类商品称
为制成品。
SITC 几乎包括了所有的有形贸易商品。
每种商品都有一个五位数的目录编号。
第一位数表示类，前两位数表示章， 前三位数表示组， 前四位数表示分组， 五位数一起表示某个商
品项目。
例如， 活山羊的标准分类编号为001.22 。
其中， 0 表示类， 名称为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 00 表示章， 名称为主要供食用的活动物； 001
表示组， 名称为主要供食用； 001.2 表示分组， 名称为活绵羊及山羊； 001.22 表示项目， 名称为活山
羊。
2.无形商品贸易无形商品贸易（intangible goods trade） 是指在国际贸易中所进行的不具备物质形态的
商品交易， 主要是指劳务、技术、旅游、运输、金融、保险、文化娱乐等方面的提供和接受。
无形贸易可以分为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
（1） 服务贸易（trade in services） 是指提供活劳动（非物化劳动） 以满足服务接受者的需要并获取报
酬的活动。
为了便于统计， 世界贸易组织的服务贸易总协定把服务贸易定义为四种方式： ① 过境交付， 即从一
国境内向另一国境内提供服务； ② 境外消费， 即在一国境内向来自其他国家的消费者提供服务； ③ 
自然人流动， 即一国的服务提供者以自然人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境内提供服务； ④ 商业存在， 即一国
的服务提供者在其他国家境内以各种形式的商业或专业机构提供服务。
（2） 技术贸易（technology trade） 是指技术供应方通过签订技术合同或协议， 将技术有偿转让给技
术接受方使用。
有形贸易与无形贸易有一个鲜明的区别， 即有形贸易均需办理海关手续， 其贸易额总是列入海关的
贸易统计， 而无形贸易尽管也是一国国际收支的构成部分， 但由于无须办理海关手续， 一般不反映
在海关资料上。
但是， 对形成国际收支来讲， 这两种贸易是完全相同的。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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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普通高等教育&ldquo;十二五&rdquo;规划教材：国际贸易实务》特点：范围&ldquo;宽&rdquo;--
涵盖了国际贸易业务活动的整个流程，使读者在掌握理论的同时能够了解系统的实务知识，掌握实务
知识的同时又能站在较高的理论起点上，从而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实务全貌。
　　观点&ldquo;新&rdquo;--系统地阐述了国际贸易的新惯例、新知识，较全面的介绍了国际贸易实务
的一些新趋势及我国的运作现状，能够使读者全面地了解现代国际贸易运作方法的最新进展。
　　内容&ldquo;实&rdquo;--以国际贸易理论为指针，以企业的进出口交易磋商、签约、履约这一基本
程序为主线，突出国际贸易中的规则、条例、惯例的实际运作过程和方法，达到&ldquo;学以致
用&rdquo;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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