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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国际经贸活动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直至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确立后才获得了广泛的发展，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性。
对国际经贸活动的系统研究始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学派，至今已形成涉及领域广泛、结构完整的学科
知识体系。
　　与一国国内经济不同，国际经贸活动要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当事人，而全球范
围内又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对这些活动进行规范和管理，因此，国际经贸活动的习惯做法及
各种规则往往是先发国家国内做法和规则的延伸，由此决定了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在国际经贸人才培
养方面的差异：先发国家由于国内外经贸活动的做法和规则差异不大，因此很少专门设立国际经贸类
专业，而是将其内容分散在相关专业的课程中进行介绍；后发国家由于国内外经贸活动的做法和规则
差异很大，因此往往专门设立国际经贸类专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际经贸本科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
财经类院校。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类高校在本科层次纷纷设立了名称各异的外经贸相关专业或方向，包括对外贸
易、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工业外贸等。
1993年，国家教委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国际经贸本科层次专业规范为3个，即经
济学学科门类下的“国际经济”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工学学科门类下的“工业外贸”专业。
在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进一步将1993年目录中的3个专业及原目录
外专业“国际商务”合并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最先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的经贸活动是货物贸易，它至今仍是国际经贸领域的重要内容。
关于国际货物贸易的教学与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课程体系完整，主要包括理论、实务与惯例、专业
外语三类课程。
随着国际经贸活动领域的不断拓展，国际经贸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也随之完善，增加了诸如“国际技术
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物流”等课程，国内部分院
校还基于这些领域设立了专业方向，细化了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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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经贸活动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和奴隶社会初期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直至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确立后才获得了广泛的发展，才真正具有了世界性。
对国际经贸活动的系统研究始于15世纪的重商主义学派，至今已形成涉及领域广泛、结构完整的学科
知识体系。
　　与一国国内经济不同，国际经贸活动要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地区）的当事人，而全球范
围内又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权力机构对这些活动进行规范和管理，因此，国际经贸活动的习惯做法及
各种规则往往是先发国家国内做法和规则的延伸，由此决定了先发国家和后发国家在国际经贸人才培
养方面的差异：先发国家由于国内外经贸活动的做法和规则差异不大，因此很少专门设立国际经贸类
专业，而是将其内容分散在相关专业的课程中进行介绍；后发国家由于国内外经贸活动的做法和规则
差异很大，因此往往专门设立国际经贸类专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际经贸本科层次人才的培养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
财经类院校。
改革开放以后，国内各类高校在本科层次纷纷设立了名称各异的外经贸相关专业或方向，包括对外贸
易、国际贸易、国际经济、世界经济、国际经济合作、工业外贸等。
1993年，国家教委印发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将国际经贸本科层次专业规范为3个，即经
济学学科门类下的“国际经济”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工学学科门类下的“工业外贸”专业。
在1998年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进一步将1993年目录中的3个专业及原目录
外专业“国际商务”合并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
　　最先在国家（或地区）之间发生的经贸活动是货物贸易，它至今仍是国际经贸领域的重要内容。
关于国际货物贸易的教学与研究起步早，成果多，课程体系完整，主要包括理论、实务与惯例、专业
外语三类课程。
随着国际经贸活动领域的不断拓展，国际经贸类专业的课程体系也随之完善，增加了诸如“国际技术
贸易”、“国际经济合作”、“国际投资”、“国际服务贸易”、“国际物流”等课程，国内部分院
校还基于这些领域设立了专业方向，细化了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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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技术市场的概念　　市场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市场概念是商品交换的场所，是
指有形市场。
广义的市场是商品的流通领域，是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
它既包含了商品交换的具体场所，也包含了商品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买卖双方经济利益关系的总和。
技术市场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狭义的技术市场特指技术交易的场所，例如技术交易会等。
广义的技术市场是指将科技成果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并使之变成直接生产力的交换关系总和，包括从技
术开发到技术应用和转让的全过程。
国际技术市场是国际技术贸易关系的总和。
从国家角度来看，它包括技术引进和技术出口两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它是由各国技术进出口活动
以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利益关系的总和。
一般来说，发达国家是主要的技术输出国和输入国，它们在国际技术市场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以技术引进为主。
　　2）技术市场的特点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技术市场是属于整个市场体系的，它与商品市场并
行，但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商品市场的制约，即技术市场的规模取决于商品市场的规模，商品市场对技
术的需求决定了技术市场上可供交换的技术商品数量和质量。
但技术市场具有其本身的特点：　　第一，技术是抽象而无形的，它是以信息形态存在的。
它不可能像普通商品一样放进商场，摆上货架。
在发生转移之前，它存在于技术持有者手中。
在有形的常设技术市场或临时的技术交易会所展示和传递的往往是有关技术的一些信息，技术的本身
是无形的。
　　第二，技术的转移或交换发生的场所，往往是技术供方所在地或需方所在地，也可能在这两种所
在地多次反复发生，从而成为技术市场的一部分。
　　第三，技术转移过程周期较长，不可能像普通商品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地即时结清，而
是在供需双方之间分阶段逐步完成。
　　第四，技术市场的技术商品需要维持其保密性。
在成交之前，这是对卖方利益的保护，成交之后，又是对技术供方和受方，尤其是受方利益的保护。
　　第五，技术商品的价格主要由供求双方议定，任何价格限定的措施都不利于新技术的研发和推广
应用，而且由于知识产权技术的特性，技术市场不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是带有垄断陛的市场，技术供
方常常要获得高于一般市场利润的垄断利润。
　　3）技术市场的构成　　技术市场的构成必须具备三个要素：技术交易主体即技术转让方、需求
方和中介方；技术交易客体即技术商品，如专利、商标、专有技术、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等；技术交
易条件即价格、支付条件和合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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