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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章知识点及考频总结

【第一章】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1、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结构【考察方向：单选题、计算题】

（1）对外货物贸易结构：一定时期内一国进出口贸易中各类货物的构成，即某大类或某种货物进出口贸易额与

整个进出口贸易额之比，以份额表示。

（2）对外货物贸易结构：出口结构、进口结构

（3）在中国货物贸易结构中，机械与运输设备无论在进口、还是出口中都占据绝对大的比重。

【1510 真题】2015 年，中国货物贸易出口总值为 22735 亿美元，服务贸易出口总值为 2882 亿美元。计算我国广

义的出口结构。（计算结果保留 2位小数）

【答案】出口总值=货物贸易出口总值+服务贸易出口总值=22735+2882=25617 亿美元

货物贸易的比重为=货物贸易出口总值/出口总值=22735/25617=88.75%

服务贸易的比重=服务贸易出口总值/出口总值=2882/25617=11.25%

2、对外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地理方向【考察方向：低频计算题】

（1）国际贸易地理方向：也称国际贸易地区分布，各洲、各国(或地区)在世界贸易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或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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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各洲、各国(或地区)参与国际商品流通的水平。它可以表明世界各国、各地区相互的经济贸易联系程度。

（2）通常用它们的出口额（或进口额）占世界出口贸易总额（或进口贸易总额）的比重来表示。

【1804 真题】2015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39530 亿美元，欧盟/美国/东盟为中国前三大贸易伙伴，双

边贸易额分别为 5647.5 亿美元，5582.8 亿美元，4721.6 亿美元，计算三大贸易伙伴的双边贸易额在我国进出口总

额中所占的比重（保留 2位小数）。

【答案】（1）欧盟的双边贸易额所占的比重=5647.5÷39530=14.29%

（2）美国的双边贸易额所占的比重=5582.8÷39530=14.12%

（3）东盟的双边贸易额所占的比重=4721.6÷39530=11.94%

所以，欧盟的双边贸易额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为 14.29%；美国的双边贸易额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所

占的比重 14.12%；东盟的双边贸易额在我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 11.94%。

3、对外贸易依存度【考察方向：高频必考计算题】

对外贸易依存度：又称对外贸易系数，以一国对外贸易额同该国国民生产总值（GNP）或国内生产总值（GDP）

的比率来表示，用以反映一国经济发展对对外贸易的依赖程度。

公式：

对外贸易依存度=（一国一定时期对外贸易额/该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100%

出口依存度=（一国一定时期出口额或值/该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x100%

进口依存度=（一国一定时期进口额或值/该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x100%

【1704 真题】2014 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为 636462.7 亿元，同年我国的出口总额为 143911.66 亿元，进

口总额为 120422.84 亿元。请计算我国 2014 年的进口依存度和出口依存度。（计算结果保留 2位小数）

【答案】进口依存度=（一国一定时期进口额或值/该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x100%

=（120422.84/636462.7）x100%=18.92%

出口依存度=（一国一定时期出口额或值/该国同期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总值）x100%

=（143911.66/636462.7）x100%=22.61%

4、地理大发现对国际贸易的影响【考察方向：单选多选题】

地理大发现：

1492 年，热那亚人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经大西洋发现美洲。

1498 年，葡萄牙人达·迦马从欧洲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到达印度，完成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理大发现”。

（1）“地理大发现”→各州独立发展的国家联系起来→“世界”性贸易出现

（2）地理大发现之后：

1）国际流通中的商品种类和商品总量急剧增加

2）推动殖民扩张，使得世界贸易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

（3）初步形成了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市场。当时的贸易流向基本是：

1）欧洲向美洲出口制造品，主要包括纺织品、金属制品、家具、家庭用品等

2）非洲向美洲输出奴隶

3）美洲向欧洲输出黄金、白银、烟草、棉花等

4）欧洲从亚洲进口的仍然是丝织品、香料、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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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地理大发现后：

1）国家之间的贸易已经从单纯的互通有无转向牟利性质的商业交换行为

2）决定商品流向的仍然是各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生产技能

3）由于受生产力水平、运输与通讯条件的制约，国际贸易的规模和商品范围仍然受到限制，世界上只是

一部分国家被纳入跨国界交换体系，因而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

5、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国际贸易（18 世纪中期~19 世纪中期）【考察方向：可能会出选择题】

（1）地点：英国

（2）时间：18 世纪中期~19世纪中期，经历大约 100年时间

（3）标志：以蒸汽机的发明与使用为重要标志，建立起纺织、冶金、煤炭三大支柱产业。

（4）影响： 使生产力发展出现质的飞跃，生产效率快速提高，社会产品大量增加，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奠定了

物质基础。促进了交通运输工具的改革，相对缩短了国家之间的距离，使更多的国家和商品进入国际交换领域。

6、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的国际贸易（19 世纪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考察方向：可能会出选择题】

（1）地点：主要发生在德国和美国，也包括其他欧洲国家

（2）时间：19 世纪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

（3）标志：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以电力发明和应用为标志，以重化工业兴起为特征

（4）影响：促进欧美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水平迅速提高（奠定物质基础）。

到 1914 年，欧洲、北美、日本、澳大利亚都先后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实现了农业自然经济向资本主义工

业经济的转变，并通过贸易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范围扩展。

（5）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或世界贸易产生了。

7、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际贸易【考察方向：可能会出选择题】

1914~194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期间：

（1）经济萧条，贸易萎缩

（2）制成品贸易中机械产品和武器产品所占比例迅速增加

（3）初级产品中，矿产品和石油所占比例迅速提高

（4）由于战争的原因，欧洲的重要性降低，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地位上升很快

8、二战后国际贸易的发展【考察方向：简答题】

二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

（1）【对象：制成品】制成品贸易成为国际贸易主导；

（2）【对象：服务】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

（3）【时间：增速差异】不同阶段，国际贸易增长速度呈现出重大差异；

（4）【空间：主体】发达国家仍是国际贸易的主体，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为国际贸易的主要流向。

（5）【空间：区域】区域性贸易迅速发展。

【第二章】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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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国际分工的含义【考察方法：选择题考查地位】

国际分工：世界各国之间的劳动分工，它是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国民经济内部分工超越国家界限发展的

结果。是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

10、国际分工的发展阶段【考察方法：选择题考查时间和发展状态的对应关系】

（1）国际分工萌芽阶段（16世纪~18 世纪中叶）——地理大发现

（2）国际分工形成阶段（18 世纪 60年代~19 世纪 60年代）——第一次产业革命

（3）国际分工发展阶段（19 世纪中叶~二次大战）——第二次产业革命（垄断）

（4）国际分工的深化发展——二战后

11、18 世纪产业革命使近代国际分工形成 （18世纪 60年代~19 世纪 60 年代）【考察方法：单选题、多选

题】

（1）主要事件：第一次产业革命完成，工场手工业发展为机器大工业和现代工厂制度。

（2）分工形式：工业国与农业国中间的垂直分工格局

（3）特征：

1）大机器工业的建立为国际分工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

2）这时期的国际分工基本上是以英国为中心形成的

3）世界市场上交换的商品日益为大宗商品所代替

4）由暴力掠夺转化为经济殖民

13、19 世纪末的垄断资本主义使国际分工进一步发展（19世纪中叶~二战） 【考察方法：单选题、多选题】

（1）主要事件：1）第二次产业革命 2）资本输出占据统治地位

（2）分工形式：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垂直分工进一步深化 ；

发达资本主义之间的水平分工开始得到发展 。

国际分工体系最终形成。

14、二战后国际分工的深化阶段（二战后）【考察方法：中高频简答题】

 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记忆逻辑：从大到小】：

（1）区域经济集团内部分工加强

（2）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分工在发展，而工业国与农业国、矿业国间的分工在削弱

（3）工业国之间或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居于主导地位

（4）服务业的国际分工逐渐形成

（5）产业内部分工逐步增强（产业内贸易）

（6）跨国公司内部分工与外部分工构成国际分工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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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套练习题

1、地理大发现后，下列关于国家之间贸易的特征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国家之间的贸易仍是单纯的互通有无

B.决定商品流向的不再是各国的自然资源条件和生产技能

C.受生产力水平、运输与通讯条件的制约，国际贸易的规模与商品范围仍然受到限制

D.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

2、下列关于地理大发现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说法，错误的是（ ）

A.地理大发现使得国家之间的贸易具有了“世界”的概念

B.地理大发现推动了殖民扩张，使世界贸易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

C.地理大发现后初步形成了以美洲为中心的世界市场

D.地理大发现后还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

3、地理大发现后，下列关于贸易流向的说法正确的是（ ）

A.欧洲从美洲进口制造品

B.非洲向欧洲输出奴隶

C.美洲向欧洲输出茶叶

D.欧洲从亚洲进口茶叶和香料

4、国际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是（ ）

A.社会生产力

B.国际分工

C.支付体系

D.金本位制的确立

5、在国际分工的形成阶段，国际分工呈现的特点是（ ）

A.国际分工形成阶段为 16 世纪〜18 世纪中叶

B.分工的中心是一组国家，包括英国、美国、德国和法国等

C.市场上交换的商品日益为大宗商品所代替

D.发达国家间工业部门内部分工有逐步增强的趋势

【参考答案】CCD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