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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贸易文化论》是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毕业论文。
任何一个研究课题的完成，决不是一个人的智慧所能独立实现的。
本论文的完成，实际上是在吸收、借鉴众多学术成果的基础上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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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述传，1948年9月生，湖北武汉人。
副研究员。
1982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一直在中共武汉市委宣传部工作。
其间1996年至1999年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产业经济学研读博士学位，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长期从事理论学习、宣传和研究工作，1993年初任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宣传教育、新闻宣传和对外宣
传工作。
结合工作实际，在经济学、企业文化、思想政治工作、新闻宣传与管理等方面作过一些研究，先后发
表论文一百多篇。
参与《论改革》《论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价值标准体系研究》《时代变革与观念更新》等十多
部著作的部分章节的编写。
与他人合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简论》《武汉大市场研究》《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则》等书。
组织和参加了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战略研究、武汉市企业文化研究、武汉市品牌战略研究、武汉市思
想政治工作创新研究等研究活动，取得了有一定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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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市场经济发展1．经济发展中的非经济因素2．世界市场经济已从单纯注重经济的时代进入到更加
重视文化的时代3．加强贸易文化建设，推动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六、知识经济与贸易文化（一）知识
经济时代的特征1．知识经济的含义2．知识经济的主要特征3．知识经济与信息经济（二）知识经济条
件下贸易发展的新特点1．国际贸易的商品结构发生显著变化2．技术贸易壁垒成为最主要的非关税措
施3．国际贸易手段的网络化与“电子商务4．知识产权方面的纠纷成为国际贸易纷争中的主要争端5．
高技术产业的合作成为国际经济技术合作的主要形式（三）知识经济对贸易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1．
贸易文化面临知识经济时代的挑战2．知识经济为贸易文化发展打下深厚的文化底蕴3．贸易文化充分
展现着知识的本质4．贸易文化建设要适应知识经济的需要七、贸易文化发展趋势前瞻（一）贸易文
化的发展将总是伴随着营销文化的步调1．营销文化是贸易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重要内容2．贸易文化与
营销文化的同构性3．贸易文化是营销文化的深化和整合（二）贸易文化的发展将总是伴随着名牌战
略发展的旋律1．西方文化概念解说2．名牌经济丰富了贸易文化的文化底蕴3．贸易文化伴随名牌经济
的发展而发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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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文化”的杂交品，它们在知识基因上是一种连续的承接，但在知识形态以及质量定数上却有着
明显的差异。
换句话说，贸易文化的内在规定性不仅包含着与之相关的知识信息，而且还包含着与之非相关的知识
信息（即借助其他知识来进行判断和推理）。
　　鉴于此，我们在界定贸易文化之前，有必要首先突破几种思维误区：　　误区之一：把贸易文化
规定为“物质文化”的种类。
这种认识误区是把贸易文化等同于物质文化。
这是因为，人们习惯上把贸易视为经济活动，而且习惯上把贸易放置于人类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范
围予以审视。
表面上看，贸易总是物的交易，以物易物。
因此，物的表面形式及其状况，就成为人们的第一判断依据。
甚至在具体的交易中，人们在许多情况下只是看重物的表面形式和状况。
因为物的表面形式和状况对人的交易直觉的刺激通常是最畅达的，它总是优先于还在孕育着的其他欲
望。
实际上，物质文化只是贸易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贸易文化包含着物质文化，而且比物质文化要宽泛
得多。
　　贸易天生就具有物质性。
没有财物的交换，就无法构成贸易。
但贸易首先是人的经济行为，它源自人类的主体自觉状态。
从其萌芽形式到其成熟形式，无不与人类的认知水平的不断提高相关。
贸易行为的发生，是在人类的交换意识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基础上才成为现实。
没有交换意识的萌发和发展，贸易行为是不可能产生的。
　　误区之二：把贸易文化规定为“精神文化”的种类。
这种认识误区与前者正好相反，把贸易文化等同于精神文化。
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表现，也是人的精神主体的内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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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贸易文化论》是由武汉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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