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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目的 

《国际贸易专题大型作业》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本科生的集中实践必修课

程。该课程侧重培养学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识水平，注重用所学理论解释和指导

当前外贸实践，在结合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有关国际贸易理论。理

论来源于实践，但又高于实践。当前国际贸易理论涉及众多领域，不同理论对现

实的解释能力存在很大差别。部分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外贸实践，由于理论假设

前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甚至可能出现理论与各种外贸现象完全背离的

现象。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能机械地掌握理论的原理，而是应

该用批判的眼光，从动态的观点出发，立足理论的各种假设前提，主动与当前外

贸实践结合，与时俱进，用发展的思维学习各种国际贸易理论。本课程主要达到

如下目标： 

① 培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和勇于创新的学术作风 

墨守陈规和等级森严的儒家传统，给现代中国社会遗留了长远的阴影。听从

老师的话和接受经典论著的教条是儒家教育的基础。这种教育模式是科学突破和

技术创新的一个主要障碍。本课程强调的观念是，激励学生追求知识的热忱重于

传授知识本身，学生对教科书的经典国贸理论和政策也可以质疑，并能养成在课

堂内外提问的习惯。对现有的证据、假设、概念提出的挑战，无论是多么幼稚和

薄弱，都应该受到鼓励和严肃的对待。对科学前沿重要问题有攻关的信心和胆识，

是通向科学重大发现的关键。所以，本课程将鼓励学生大胆创新。 

② 掌握几个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 

从“绝对优势理论”到“比较优势理论”，进而到 H-O 四大定理，传统国际

贸易理论的发展一直遵循着古老的假定：报酬不变、完全竞争、同质产品。“里

昂惕夫之谜”显露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局限性，促使经济学家超越 H-O理论去

寻求新的对贸易基础的理论解释，以求从根本上解答“里昂惕夫之谜”。同时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新趋向，工业国家之间的许

多贸易活动用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无法予以适当的解释，主要体现在：1.世界贸

易的绝大部分是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工业化国家之间进行的；2.大部分贸易是产业

内贸易，即相似产品的双向贸易；3.战后贸易的扩大其绝大部分是在没有大规模

的资源重新配置或收入分配影响情况下形成的。第三种现象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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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区的例子尤为明显。这种新的贸易倾向显然不能用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来解

释，而需要对其理论框架进行扩展或重构。于是自 20世纪 60年代以来，一批经

济学家从贸易实践出发，利用新的分析工具，尤其是借鉴了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

模型，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提出了一些有别于前人的贸易理论。 

可见，贸易理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实践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课程要

求学生掌握基本的经典的国贸理论之外，还要求对国贸理论的最新进展，尤其是

前沿学术观点进行系统的学习和掌握。 

③ 掌握科研数据和文献的检索方法 

科学和社会的发展，使文献量激增，信息的迅速增长反映在科技方面，约每

4年翻一番。面对浩瀚的文献信息海洋，许多科研人员犹如“孤舟泳海，弱羽凭

天”，感到束手无策。没有一种科学的方法和手段，人们是无法对付汹涌的文献

流的。所以，本课程将要求学生掌握几类科学的检索方法。 

④ 培养数据分析与处理能力 

课程要求学生掌握基本的计算机处理能力，熟练掌握几种统计软件的应用。

例如，word、excel、spss和 eviews等。 

⑤ 掌握基本的常用的科研方法 

正确的科研方法往往对科研成败起到关键作用。课程将要求学生掌握常用的

几种科研方法。 

⑥、熟悉学术报告的撰写规范 

学术报告的撰写规范是科研的基本要求。掌握学术报告的撰写规范是科研人

员的基本技能。课程将要求学生掌握常用的几类学术报告的撰写规范。 

二、设计题目 

课程采用实验室集中实践和校内集中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实验室集中实践要

求在规定的时间去指定的实验室完成规定的任务，并记载学生考勤的情况。具体

的安排如下： 

阶段一：课程分组及任务下达 

由指导老师对课程任务进行讲解，包括课程选题、数据收集、资料整理、报

告撰写等，全班同学按照每组 6-8人进行分组。 

阶段二：数据收集及调研 

此阶段主要进行数据的收集及整理。此外，为了研究的需要还必须进行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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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地调研。 

阶段三：学术报告撰写 

此阶段主要进行学术报告的撰写，注意学术报告的格式、内容及基本规范。 

阶段四：公开答辩、资料提交及成绩评定 

此阶段主要完成公开答辩，要求以组为单位进行陈述，并接受其他小组的提

问，对所研究的课题进行研讨；要求提交格式规范、内容完整、数据详实、观点

鲜明、具有一定创新性的纸质和电子研究报告。 

三、设计要求 

2．1 考勤要求 

    课程采用试验室集中实践和校内集中实践结合。试验室主要进行课程调研的

集中讲解、文献资料的检索、调研报告的撰写以及报告的共开答辩等。校内主要

进行图书馆文献查阅、小组集中讨论、文献整理及汇报等。考勤要求主要是实验

室考勤，要求学生按时上课和下课，考勤分将按百分比计入总评分。 

2．2 调研及数据收集要求 

    学生应该针对某个选题进行大量的文献查阅及实践调研。调研应该落到实

处，收集的资料应该详实、准确、全面。数据的出处应该明确具体，务必注意学

术规范。 

2．3 组织过程 

本课程要求学生多人 1 组完成相应的调研专题。每个专题安排 6—8 课时完

成。强调学生必须进行社会调研，在课前要求学生认真查阅和收集相关资料，熟

悉调研专题的背景、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并在任课教师的指导下运用相关的国际

贸易理论和模型对所收集的资料和发现的现象在课堂上进行讨论和分析； 

课程进行中要求学生以组为单位汇报收集的资料、研究的方法、运用的理论

和模型、得出的结论以及提出的相应对策和建议； 

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以书面报告的形式提交作业，作为教师评阅和存档的依

据。 

2．4 公开答辩要求 

    课程结束时要求学生以组为单位，对所调研的数据及撰写的研究报告，进行

公开答辩，接受老师和同学的提问，答辩的成绩按百分比折算后记入总评价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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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纪律要求 

充分认识课程设计对培养自己的重要性，认真做好设计前各项准备工作。 

独立按时完成规定的工作任务，不得弄虚作假，不准抄袭他人内容，否则成

绩以不及格计。 

课程设计期间，无故缺席按旷课处理；缺席时间达三分之一以上者，其成绩

按不及格处理。 

五、时间安排 

共 1周。具体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科研选题。 

第二阶段：调研及数据收集。 

第三阶段：调研报告撰写。 

第四阶段：公开答辩。 

六、考核方法 

1、考核类别：考查 

2、考核形式：课程设计报告、答辩成绩。 

3、成绩评定：五分制（优、良、中、及格、不及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