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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贸活动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直至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确立后才获得了广泛的发展，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性。
对国际经贸活动的系统研究始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学派，至今已形成涉及领域广泛、结构完整的学科
知识体系。
　　与一国国内经济不同，国际经贸活动要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当事人，而全球范
围内又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对这些活动进行规范和管理，因此，国际经贸活动的习惯做法及
各种规则往往是先发国家国内做法和规则的延伸，由此决定了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在国际经贸人才培
养方面的差异：先发国家由于国内外经贸活动的做法和规则差异不大，因此很少专门设立国际经贸类
专业，而是将其内容分散在相关专业的课程中进行介绍；后发国家由于国内外经贸活动的做法和规则
差异很大，因此往往专门设立国际经贸类专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际经贸本科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
财经类院校。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类高校在本科层次纷纷设立了名称各异的外经贸相关专业或方向，包括对外贸
易、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工业外贸等。
1993年，国家教委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国际经贸本科层次专业规范为3个，即经
济学学科门类下的“国际经济”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工学学科门类下的“工业外贸”专业。
在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进一步将1993年目录中的3个专业及原目录
外专业“国际商务”合并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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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分工是指劳动分工，即各种社会劳动的划分。
它是人们在进行生产、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形成的，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
劳动分工是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现象，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史就是一部劳动分工发展的历史。
劳动分工最早可以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家庭或氏族内部的自然分工。
后来，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三次意义重大的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手工业从农业
中分离出来；商人阶层的出现。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分工愈来愈细，生产逐渐专业化，新的生产部门不断出现，不仅出现了诸如工业
、农业、交通运输业这些部门之间的分工，而且出现了部门内部的专业化生产分工，例如工业生产部
门又分为冶炼、机器制造、纺织服装、食品加工等行业。
我们通常讲的社会分工是个多分支多层次庞大的体系，包括产业各部门之间、各产业部门内部之间、
城乡之间，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分工等。
国际分工是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社会分工向国外的延伸。
国际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它是在近代举世闻名的产业革命以后才出
现的。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形态，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发达，商品经济在一国
经济中不占重要的地位。
从国际贸易来看，地域范围小，商品结构简单，贸易数量有限，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并不十分密切。
因此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以前，既没有形成世界性的贸易，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国际分工
。
国际分工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产业革命以后，由于机器大工业的建立，社会分工（一国经济的内部分工
）超越出国家的界限向国际领域扩展，从而形成了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相适应的分工——国际分工
。
2）影响国际分工形成和发展的因素国际分工的形成和发展，主要取决于两种条件：一种是社会经济
条件，其中包括各国的科技水平、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内市场的大小、人口的多寡和社会经济结构的
差异等；另一种是自然条件，其中包括气候、土壤、资源、国土面积和地理位置等。
可见国际分工的性质则是由国际生产关系所制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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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贸易》：21世纪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系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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