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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贸易》获得了2007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建设立项资助，2008年被评为北京高等教育
精品教材，2009年得到由教育部批准的北京交通大学高等学校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经济学项目（
编号为TSlZ005）资助。
本次修订保留了该书原有的特点，更新了数据和其他资料，增加了专业术语的英文表述，进一步提炼
了阐述内容，并在内容上进行了较大的修改。
主要修改如下。
　　1.为控制篇幅，减少介绍性内容，压缩了“非关税壁垒措施”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两章的内容
，删除了原第12章。
　　2.基于以下考虑把“世界贸易组织”一章放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前面，即把“世界贸易组织”
一章作为第9章，“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章作为第10章。
这样处理是因为世界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几乎都加入了WT0（前身是GATT），而“二战”以后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都是以GATT／WT（）为基础进行市场开放谈判、运作的，而且也受到了WTO的关注
。
这样处理符合认识事物的逻辑。
　　3.第6.2节对出口补贴和生产补贴的经济效应进行了重新阐述，使之更容易理解。
例如，在小国的出口补贴净福利效应分析中，一般这样分析：消费者剩余损失（a+b）；生产者剩余
增加（a+b+c），其中（a+b）由消费者转移而来；政府补贴支出是（b+c+d），减去生产者所得c，仍
有净损失（b+d）。
学生问“b由生产者得到了，怎么是净损失”时就不好回答。
因此改为“消费者剩余损失（a+b）；生产者剩余增加（a+b+c），其中口由消费者转移而来；政府补
贴支出是（b+c+d），其中（b+c）由生产者所得；净损失为（b+d）。
”又如在小国的生产补贴效应中，把一般教材的阐述分成两种理解方法：一种是生产者每单位产品实
际收益增加“补贴”数量（供给曲线不动），并在实际收益基础上确定产量S2；另一种是看作生产者
成本降低“补贴”数量，供给曲线下移“补贴”数量，在价格不变基础上，由新供给曲线决定产量S2
。
这样就避免了把两种情况合在一张图上分析净福利效应的困难。
　　4.第11章的表11-1、表11-2和图11-3将数据更新到了2008年，使得“一旦使FDI成为可能的规制框架
是适当的，经济因素才是决定性的”判断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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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11章。
第1章是导论；第2～5章是国际贸易理论；第6～8章是国际贸易政策措施；第9～10章为国际贸易政策
协调，包括第9章世界贸易组织，第10章区域经济一体化；第11章是国际要素流动与国际贸易。
    本书具有体系流畅、知识新颖、可读性强等特点，既可作为大学本科生经管类专业的教材，也可用
作MBA和专科生教材，以及涉外经济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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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2.2 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1.国际贸易的产生　　国际贸易属于一定的历史范畴，它是在一
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国际贸易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另一个是国家的形成。
因此，从根本上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扩大，是国际贸易产生和发展的基础。
　　在原始社会初期，人们处于自然分工状态，生产力水平极度低下，劳动成果仅能维持群体最基本
的生存需要，没有剩余产品用以交换，因此谈不上对外贸易。
　　人类历史的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即畜牧业和农业的分工，促进了原始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品除
维持自身需要以外，还有了少量的剩余。
人们为了获得本群体不生产的产品，便出现了氏族或部落之间用剩余产品进行的物物交换。
当然，这种交换还是极其原始并且是偶然发生的物物交换。
　　人类社会第二次大分工使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部门。
由于手工业的出现，便产生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商品生产。
当产品是专门为满足别人的需要而生产时，商品交换就逐渐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
随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扩大，出现了货币，于是商品交换就变成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这
样就进一步促使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
由于商品交换的日益频繁和交换地域范围的不断扩大，又产生了专门从事贸易的商人阶层。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使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进一步扩大并出现了一个只从事商品交换的群体。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商品生产和流通更加频繁和广泛，从而阶级和国家相继形成。
　　人类社会的这三次大分工，每次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剩余产品的增加，同时也促进了私
有制的发展和奴隶制的形成。
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商品交换超出了国界，国家之间的贸易便
产生了。
　　2.国际贸易的发展历史　　1）奴隶社会的国际贸易　　在奴隶社会，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其特
点是自给自足，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消费，而不是为了交换。
奴隶社会虽然出现了手工业和商品生产，但在一国整个社会生产中显得微不足道，进入流通的商品数
量很少。
同时，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生产技术落后，交通工具简陋，道路条件恶劣，严重阻碍了人与物
的交流，对外贸易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其规模和内容都受到很大的限制。
　　奴隶社会是奴隶主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的社会，奴隶社会的对外贸易是为了奴隶主阶级服务的。
当时，奴隶主拥有财富的重要标志是其占有多少奴隶，因此奴隶社会国际贸易中的主要商品是奴隶。
据记载，希腊的雅典就曾经是一个贩卖奴隶的中心。
此外，粮食、酒及其他专供奴隶主阶级享用的奢侈品，如宝石、香料和各种织物等也都是当时国际贸
易中的重要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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