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对外贸易通史》课程大纲

课程基本信息（Course Information）

课程编号

（Course ID）
102182022060

*学时

（Credit Hours）
48

*学分

（Credits）
3

*课程名称

（Course Name）

中国对外贸易通史

General History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先修课程

（Prerequisite Courses）
选课学生最好已修经济学原理课程或中国通史课程。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源远流长。长期的对外经贸实践活动，一方面积累了丰富的贸

易思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也促进了中外文明的

交流互鉴。本课程秉承“通古今之变”、鉴古知今的史学理念，与经济理论与历史事实

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系统梳理中国两千余年的对外贸易历史脉络，研究影响中国对外贸

易发展的中长期决定因素，总结中国对外贸易历史的经验规律。

本课程以教师讲授为主、课堂讨论为辅，鼓励学生发散思维，将历史与现实有机融

合。要求学生认真参与课程讨论。期末提交学术论文一篇，选题和写作设想应经与任课

老师充分沟通。

*课程简介

（Description）

China's foreign trade has a long history. Long-term foreign economic and trade practice, on the one

hand, accumulated rich trade thoughts, become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socialist political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other hand, it has promoted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between Chinese and foreign civilizations. Adhering to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understanding

the changes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this course systematically combs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over 2000 years, studies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determinant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development, and summarizes the empirical rules of China's foreign trade history by

combining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economic theory and historical facts.

This course is mainly taught by teachers, supplemented by classroom discussion, to encourage

students to divergent thinking and integrate history and reality.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seriously in class discussions. Submit one academic paper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topic and

writing idea should be fully communicated with the teacher.



*教材

（Textbooks）
本课程不指定教材，以课件为主。

参考资料

（ Other

References）

《中国对外贸易通史》，孙玉琴等，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8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改革和发展史》，石广生主编，人民出版社，2013

*课程类别

（Course Category）

公共基础课/全校公共必修课 通识教育课 专业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必修课 ☑专业拓展课/专业选修课 其他

*授课对象

（Target Students）
全校本科生

*授课模式

（Mode of Instruction）

线上，教学平台

☑线下 混合式 其他

实践类（70%以上学时深入基层）

*开课院系

（School）
应用经济学院

*授课语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中文 全外语

双语：中文+ （外语讲授不低于 50%）

*授课教师信息

（Teacher Information）

课程负责人

姓名及简介

常旭：当代中国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商业史学会常务理事、对外贸

易史分会秘书长。主要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贸易史、企业史）。

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近代石油进口与埠际运销网络研

究》，参与编著《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市场通史》《中国对外贸

团队成员

姓名及简介
无

学习目标

(Learning Outcomes)

本课程在章节设置上采取厚今薄古的理念，古代部分设置 9 学时，近代部分设置 15 学时，现

代部分设置 18 学时，导论和结论各 3 个学时，旨在为学生了解中国对外贸易通史尤其是当代中国

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提供基础知识。这种学时与历史时段的畸长畸短，主要是根据对外贸易历史内

容本身多寡而定的。在某些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外贸易的内容可能乏善可陈。当然，这种设置也

可能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进行弹性调整。

不同于其他“中国对外贸易史”类课程侧重于介绍古代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历史类课程，本课程一

方面采取经济史视角侧重于从经济学理论的视角介绍古代贸易的主要特征规律，而非侧重于具体的

历史史实；另一方面采取鉴古知今的理念着重希望学生藉由了解中国对外贸易的历史，以增进对新

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历程和现状的认知。因此，本课程之“通”，非仅一般意义上历史时期之“通”，

而更希望呈现历史与经济学不同学科的“通”，以及历史与现实之间相互参照的“通”。



*考核方式

（Grading）
期末提交课程论文，占 70%；平时成绩包括出勤和参与讨论，占 30%。

*课程教学计划（Teaching Plan） 填写规范化要求见附件

周次

周

学

时

其中

教学内容摘要

（必含章节名称、讲述的内容提要、实验的名称、教学方法、课堂讨论的题目、

阅读文献参考书目及作业等）

讲

授

实

验

课

习

题

课

课

程

讨

论

其

他

环

节

第一周 3 3

第一章 中国对外贸易通史导论

了解中国对外贸易通史课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学习课程的

意义。着重要求学生了解经济史的一般研究方法，了解中国对外贸易

历史的悠久发展历程，掌握“通史”之“通”的含义。

一、中国对外贸易通史的研究对象

二、中国对外贸易史的研究方法

三、学习《中国对外贸易通史》的意义

第二周 3 3

第二章 中国对外贸易的起步与发展：先秦至隋唐

了解陆路丝绸之路的路线，和秦汉至隋唐时期发展中国与中亚等

地贸易的思想、政策，以及早期贸易对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着重思

考：这一时期的对外贸易对当代中国的意义。

一、萌发和起步——先秦时代的对外贸易

二、奠基于繁荣——秦汉至隋唐时期对外贸易

三、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第三周 3 3

第三章 宋至清前期对外贸易的繁盛与转折（上）

教学目的与要求

了解从陆路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社会动因。宋元时

代发展海上贸易的思想、政策及管理体制。类比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

西域。明清朝贡贸易体系的基本内容，闭关自守的“合理性”及其危害。

了解 15-19 世纪以来的全球史。

一、鼎盛与高潮——宋元时期对外贸易



二、转折与封闭——明至清前期的对外贸易

三、西欧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早期活动

四、广州贸易的时代——广州十三行兴衰

第四周 3 3

第三章 宋至清前期对外贸易的繁盛与转折（下）

了解从陆路丝绸之路转向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社会动因。宋元时

代发展海上贸易的思想、政策及管理体制。类比郑和下西洋与张骞通

西域。明清朝贡贸易体系的基本内容，闭关自守的“合理性”及其危害。

了解 15-19 世纪以来的全球史。

一、鼎盛与高潮——宋元时期对外贸易

二、转折与封闭——明至清前期的对外贸易

三、西欧殖民者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早期活动

四、广州贸易的时代——广州十三行兴衰

第五周 3 3

第四章 晚清时期的对外贸易（上）

了解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签订不平等条约，逐渐攫取中国对

外贸易权益，将中国变成半殖民社会的历史。分析清政府外经贸政策

的变化。阐述甲午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以及甲午战争后外

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要求学生了解晚清时期

中国半殖民地贸易条约体系，掌握中国近代从被迫开放到自开商埠的

历程。类比近代商埠与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

一、中国对外贸易主权的沦丧

二、中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变化与洋务运动

三、甲午战后列强在华投资及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控制的加强

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般状况

第六周 3 3

第四章 晚清时期的对外贸易（下）

了解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以签订不平等条约，逐渐攫取中国对

外贸易权益，将中国变成半殖民社会的历史。分析清政府外经贸政策

的变化。阐述甲午战争前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状况，以及甲午战争后外

资大规模进入中国后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影响。要求学生了解晚清时期

中国半殖民地贸易条约体系，掌握中国近代从被迫开放到自开商埠的



历程。类比近代商埠与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与开放城市。

一、中国对外贸易主权的沦丧

二、中国对外经贸政策的变化与洋务运动

三、甲午战后列强在华投资及对中国进出口贸易控制的加强

四、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般状况

第七周 3 3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上）

了解民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研究全面抗战

时期的战时贸易不同于正常贸易状态的新特点。了解抗战胜利后美国

在华特权的夸大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了解民国时期对外贸易

发展的规模和结构变动。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领

导革命运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对外贸易思想与贸易活动。掌握这一

时期对外经贸政策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外贸易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

的关系。

一、全面抗战前民国政府发展对外经贸的政策措施

二、全面抗战前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

三、全面抗战时期的战时贸易

四、全面抗战胜利后的对外贸易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贸易思想与实践

第八周 3 3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中）

了解民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研究全面抗战

时期的战时贸易不同于正常贸易状态的新特点。了解抗战胜利后美国

在华特权的夸大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了解民国时期对外贸易

发展的规模和结构变动。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领

导革命运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对外贸易思想与贸易活动。掌握这一

时期对外经贸政策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外贸易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

的关系。

一、全面抗战前民国政府发展对外经贸的政策措施

二、全面抗战前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

三、全面抗战时期的战时贸易



四、全面抗战胜利后的对外贸易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贸易思想与实践

第九周 3 3

第五章 民国时期的对外贸易（下）

了解民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研究全面抗战

时期的战时贸易不同于正常贸易状态的新特点。了解抗战胜利后美国

在华特权的夸大及其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控制。了解民国时期对外贸易

发展的规模和结构变动。了解中国共产党在苏区、根据地和解放区领

导革命运动中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对外贸易思想与贸易活动。掌握这一

时期对外经贸政策方面的制度创新，对外贸易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

的关系。

一、全面抗战前民国政府发展对外经贸的政策措施

二、全面抗战前中国对外贸易的规模和结构

三、全面抗战时期的战时贸易

四、全面抗战胜利后的对外贸易

五、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贸易思想与实践

第十周 3 3

第六章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建立和发展（1949-1978 年）（上）

了解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外贸易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形成及运

行。了解前三十年对外贸易发展的一般状况。了解对外贸易和新中国

工业化发展的关系。要求重点掌握中国一边倒贸易政策形成的背景、

前三十年两次主要的技术引进项目、广交会在促进对非社会主义国家

贸易中的作用等。

一、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形成

二、新中国对外贸易法制建设

三、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四、新中国技术引进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五、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第十一周 3 3

第六章 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建立和发展（1949-1978 年）（下）

了解新中国前三十年对外贸易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的形成及运

行。了解前三十年对外贸易发展的一般状况。了解对外贸易和新中国



工业化发展的关系。要求重点掌握中国一边倒贸易政策形成的背景、

前三十年两次主要的技术引进项目、广交会在促进对非社会主义国家

贸易中的作用等。

一、新中国对外贸易体制的形成

二、新中国对外贸易法制建设

三、新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

四、新中国技术引进与对外经济技术合作

五、中国的对外经济技术援助

第十二周 3 3

第七章 改革开放初期对外经贸体制改革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1979-2001 年）（上）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对外经济贸

易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并先行改革。了解这一时期对外经贸体

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辛探索历程。了

解改革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外经贸事业的新发展。要求学生掌握中国

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试点”。

一、对外开放与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

二、对外贸易体制的先行改革

三、对外开放中的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

四、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十三周 3 3

第七章 改革开放初期对外经贸体制改革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1979-2001 年）（下）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对外开放的新时期。对外经济贸

易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并先行改革。了解这一时期对外经贸体

制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艰辛探索历程。了

解改革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和外经贸事业的新发展。要求学生掌握中国

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试点”。

一、对外开放与对外经济贸易体制改革

二、对外贸易体制的先行改革

三、对外开放中的利用外资和技术引进



四、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

第十四周 3 3

第八章 加入 WTO 后中国对外经贸体制改革深化与对外贸易的发展

（2001-2012 年）

2001 年 12 月，中国成功加入 WTO，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

就，同时也开启了中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

种资源”的新时期。了解加入 WTO 对我国对外经济贸易实现跨越式发展、

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影响。

一、对外贸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调整和改革

二、中国外经贸发展外部环境的改善和积极加入 WTO

三、中国外经贸的跨越式发展

四、中国区域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区的稳步推进

第十五周 3 3

第九章 中共十八大以来的贸易新发展（2013 年至今）

中共十八大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适应经济全

球化新形势，党和国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和实施是塑造对外贸易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了解中国积极

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举措，以及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进展。掌

握“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背景，以及在“双循环”发展格局下对外贸易的

重要地位。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

二、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与发展

三、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第十六周 3 3
第十章 课程总结：中国对外贸易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课程总结。

总计 48

备注（N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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