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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对外贸易源远流长。
我们的祖先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将丝绸等货物远销到各国。
汉武帝以来开拓的陆海丝绸之路，将我国与世界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此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
的悠悠岁月里，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虽然不断发展，但也经历了起伏跌宕、荣辱兴衰。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共和政体，但中国对外贸易仍处于西
方列强的控制之下，关税不能自主。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废除了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特权，把对外贸易的独立自主牢牢地掌握在中国人民
手中，但帝国主义的封锁、三年自然灾害及“十年动乱”给我国对外贸易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我国对外贸易吹响了进军的号角。
从1978年到今天，我国GDP年均增长9％以上，对外贸易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列世界第32位到2005年
的1．42万亿美元，并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出口国家。
但我们应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人均进出口额不到900美元而世界人均超过2500美元。
我国技术产品的出口中，85％都来自在华的外国企业生产的产品。
此外，我国的服务贸易也长期处于逆差状态。
因此，虽然我国是外贸大国，但不是真正的外贸强国。
我国的外贸强国之路任重道远。
    本书以历史的视角描述了从汉代以前的东西方贸易到21世纪的我国对外贸易的宏大画面，同时还介
绍了我国技术贸易、服务贸易、利用外资、中国企业“走出去”情况，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关系
。
本书内容翔实、取材广泛，为我国普通高校的经管类、经济类院校的本、专科及研究生，对外进出口
公司、三资、合资、独资企业、海关、税务、商检等部门的涉外人员和我国广大的理论工作者、高级
教师提供了一种理想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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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汉以前的东西方贸易　　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与西方国家的贸易往来一直
绵延不断。
中国古代的东西方贸易自汉代后才开始频繁，且史料记载丰富。
但是在汉代以前，即在远古、夏、商、西周以及春秋、战国这几个时期当中，因交通条件、地理条件
及生产技术相对落后等因素所限，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向性特征并不明显，域外贸易往来十分有限，史
料及各种物证也很贫乏，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仍能从一些历史考据的片断中，推断出当时中国对外贸
易的丝丝缕缕，中国与周边国家以及西方国家问的交流源远流长。
　　第一节 中国商业的萌芽与交换的发展　　商业并不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的。
在没有商业的时代，也就谈不上贸易活动了。
只有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的物品有了一定的剩余，并形成了社会的分工，才有了不同产
品所有者间从事商品活动的可能性。
　　商业最初的原始萌芽形态是以生产者直接的物物交换形式出现的，尔后才有了作为交易媒介的货
币和民间的商业，在此基础上才会形成不同国家间的相互贸易往来。
　　一、汉以前商业的萌芽　　中国远古时代的商业萌芽始于从原始部落到母系社会的转变。
在很早以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我国广大的土地上，考古学家将他们称之为北京人(五六十万年前)
、蓝田人(六七十万年前)以及元谋人(约170万年前)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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