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华学院 2025 年普通专升本考试

《国际贸易学》考试大纲

第一部分 考试说明

考试概况

本课程考试是考核学生是否达到了升入本科继续学习的要求而进行的选拔

性功能的考试。

《国际贸易学》是国际贸易专业的专业核心课程。通过学习，使学生树立正

确的指导思想，全面、系统地掌握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基本规律、基本技能和

基本方法，在学习过程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爱国爱党教育，帮助学生

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认识国际贸易的专业性和复杂性，了解我国对外经济活动

的相关政策以及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各种贸易惯例和做法。

二、考试方式与考试时间

（1）答卷方式：闭卷，笔试

（2）记分方式：满分为 150 分

（3）考试时间：90 分钟

三、参考书目

薛荣久主编、崔凡、杨凤鸣副主编.《国际贸易（第七版）》（十二五普通高

等教育本科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年 7 月

第二部分 考试范围、考试内容及试卷结构

考试范围及考试内容

1．导论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本课程的学习任务、内容以及学习目的；

（2）掌握国际贸易的分类状况，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基本概念，以及国际贸

易与国内贸易比较的异同；

（3）熟悉与国际贸易有关的基本概念，能比较和区分各个概念之间的不同，

明确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的异同。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含义；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的定

义；直接贸易、间接贸易和转口贸易的定义；对外贸易量的含义；对外贸易差额

的含义；对外贸易产生的条件；国际贸易的分类；影响外贸依存度的因素；总贸

易体系与专门贸易体系的关系；二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

（2）拔高知识点：国际贸易的发展前景。

2．国际贸易的产生和发展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国际分工的基本知识；

（2）掌握国际贸易产生的条件及其历史进程，分析国际贸易在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

（3）熟悉国际贸易产生的条件和国际贸易发展的历史进程，明确国际分工

和国际贸易的相互作用。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国际分工的概念、垂直型分工和水平型分工的概念、国

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二战以来国际分工的特点、国际分工发展的条件。

（2）拔高知识点：分析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战略选择。

3．聚焦国际商品市场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世界市场的含义、构成和特点；

（2）掌握世界市场的分类；

（3）熟悉世界市场价格的作用。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世界市场的含义、当代世界市场的构成、当代世界市场

的特点、国际价值的概念、影响国际价值量变化的因素、世界市场价格的作用。

（2）拔高知识点：分析世界市场的变化和发展。

4．自由贸易理论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各种自由贸易理论的基本概念及核心内容；

（2）掌握比较各种自由贸易理论的优点和缺点；



（3）熟悉自由贸易理论的运用。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相互需求理论、要素禀

赋理论、里昂惕夫之谜。

（2）拔高知识点：分析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及战略选择。

5．保护贸易理论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各种保护贸易理论的基本概念及核心内容；

（2）掌握比较各种保护贸易理论的优点和缺点；

（3）熟悉保护贸易理论的运用。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重商主义理论、幼稚产业保护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

普雷维什“中心-外围”理论、战略性贸易理论。

（2）拔高知识点：分析世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问题。

6．国际贸易政策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对外贸易政策的含义；

（2）掌握当代国际贸易政策的特点；

（3）熟悉贸易自由化的原因与影响。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对外贸易政策的含义、对外贸易政策的目的、二战后贸

易政策的演变、当代国际贸易政策的特点、贸易自由化的原因与影响。

（2）拔高知识点：结合实际讨论中国应实行的对外贸易政策。

7．关税政策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关税定义、特征及作用；

（2）掌握关税种类及计算方法；

（3）熟悉关税征收、减免、有效关税保护等。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关税、关境、海关的含义及特点；最惠国税、特惠税、

普惠税的含义及特点；“双反一保”（倾销与反倾销税、补贴与反补贴税、保障措

施）贸易救济措施的含义及实施条件；关税征收的基本方法与计税标准；能够比

较关税名义保护率与有效保护率的区别并说明其政策意义。

（2）拔高知识点：能够运用贸易救济措施相关知识分析国际贸易摩擦现象

并提出应对方法。

8．非关税政策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非关税壁垒的概念；

（2）掌握传统非关税壁垒；

（3）熟悉新非关税壁垒。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传统非关税壁垒的主要形式及特点（进口配额制的含义

及分类；自愿出口配额制、歧视性政府采购、专断的海关估价等）；技术性贸易

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的含义、特点及主要形式；掌握市场准入壁垒、贸易便利化

的含义及主要内容；能够运用技术性贸易壁垒、绿色贸易壁垒相关知识分析国际

贸易摩擦现象并提出应对方法。

（2）拔高知识点：讨论中国目前主要面临的非关税壁垒以及应对策略。

9．鼓励出口与出口管制措施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掌握鼓励出口政策的种类；

（2）掌握出口管制政策形式方法；

（3）熟悉经济特区的由来、特点、类型和作用。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主要出口促进措施的含义及特点（出口信贷及其类型、

出口信用保险、出口退税、出口补贴）；掌握特殊经济区的主要形式及其特点（自

由贸易区、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出口管制的目的和方法。

（2）拔高知识点：能够运用特殊经济区相关知识分析中国特殊经济区的发

展实践。



10． 区域经济一体化

1) 内容与要求

（1）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概述；

（2）掌握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基础；

（3）熟悉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国贸的影响。

2) 考核要点

（1）基本知识点：区域经济一体化不同发展阶段的主要形式及其区别（优

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完全经济一体化）；

当今世界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的发展概况（欧盟、东盟等）。

（2）拔高知识点：分析区域经济一体化与全球经济一体化之间的关系以及

中国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中的战略选择。

二、试卷结构

1．命题范围

命题范围涵盖课程的所有章节，本大纲所提到的知识点为重点。

2．难易程度

本试题难易程度可分为四档：易、较易、较难、难，这四档在试卷中所占的

比例约为 2:3: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