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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商务与经贸人才培养新模式：创新与实践》简介：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的对外经济与
贸易加速发展。
目前，中国对外贸易额全球第二，其中出口第一，累计吸收外商直接投资居发展中国家首位，对外直
接投资居世界第五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和贸易的中心。
在此背景下，中国对国际化、复合型、创新型与应用型的高层次国际经贸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大、高
、急”的特点。
新形势要求我们革新培养理念、更新培养模式、创新培养手段。
2007年，武汉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被财政部、教育部遴选为“第二类特色专业建设点”。
以此为契机，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充分发挥综合型大学、国家重点学科等优势，结合新的经贸和商务
形势，从培养模式、教学实践以及经济学人才培养等三个方面，对国际商务和经贸人才培养模式、课
程体系建设、实践和实验教学手段、师资队伍建设等问题进行了探索。
陈继勇、李卓主编的《国际商务与经贸人才培养新模式：创新与实践》将相关教学改革研究成果结集
出版，希望借此总结我国国际商务和经贸人才培养的经验，更好地推动我国商务和经贸人才培养的实
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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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继勇，经济学博士，中国美国经济学会会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
学院院长、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教育部首批哲学社会科学跨世纪优秀人才入选者，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攻关项目首席专家。
主要研究世界经济、国际贸易与投资等。
先后独著、主编、参编著作40多部，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求是》《世界经济》《世界经济
与政治》《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主持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国际、国家、
教育部、省委的重点课题20多项，研究成果先后30多次获国家级、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李卓，经济学博士，武汉大学世界经济系主任，国际商务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08）入选者。
主要研究国际宏观经济与金融、国际贸易与投资等。
先后在《世界经济》《管理科学学报》和《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等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先后主
持完成或正在进行的国家、教育部，以及各类省级课题6项，研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优秀科研成果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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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业务能力素质　　业务能力素质首先是要精通专业知识，同时要求博学多才，触类旁通。
而更重要的是具有创造性思维和创造力。
专业知识的运用能力将成为人才业务素质的重要标志。
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形成，一要能将本学科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以及实际生活相结合，二要掌握学
科研究的方法论，三要掌握研究和交流的基本工具——语言（包括母语和多种外语能力）、电脑操作
、数学计量等。
经济学专业人才，无论从事理论思维、政策与法律的制定和推行，还是从事经营管理，都必须对微观
经济运行过程与宏观经济运行过程有清楚的了解。
这种了解不可能像其他学科那样在实验室里获得，只能到现实经济单位里去获取。
毛泽东曾经说过，学生应该知道农民怎样种地，工人怎样做工。
那么在当今社会，学经济的学生还要知道股民怎样炒股。
因此，熟悉社会、认识经济生活、了解各阶层人士、具有一定的业务经历，将是对经济学人才业务能
力素质的特殊要求。
　　4．心理和身体素质　　在当今时代，竞争将更趋激烈，暂时的失败和挫折将会经常发生。
如果人才的心理素质不好，则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可能彻底失败。
心理素质的提高既受人体自身发育的制约，也受社会文化的制约。
只有在社会活动和交往中才能形成理智感、道德感、美感等高级心理机能，才能养成坚韧不拔的毅力
、坚定不移的信念、坚持不懈的精神，形成完整的自我调节系统。
理性地面对失败和挫折，将是优秀人才所必备的心理素质。
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是事业成功的载体和本钱。
身体健康有赖于优美的环境、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及适度的体育运动。
未来人才的身体素质要求不只是具有强壮的身躯和体能，还必须具备吃苦耐劳的意志品质、高度自律
的生活作风以及基本的医学常识与强烈的环保意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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