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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专插本考试大纲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一、考试目的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专插本课程考试旨在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及基本应用掌

握的深度和广度，是学校检查和评定学生获取本科入学的重要标准和基本依据。

二、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命题的指导思想：全面考查学生对本专业主干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

掌握的情况。

命题的原则：一般难度题目占 50%左右，中等难度的题目占 35%左右，较难的题目占 15%左右。

三、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本大纲考核要求为“了解”、“理解”、“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

了解：能解释相关概念及定义。

掌握：理解并领会知识要点，能够明确并区分知识点的内在联系与区别。

应用：深入领会知识点进行知识分析、分析现象并能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第一部分导论

了解：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掌握：国际贸易相关概念及分类

第二部分国际贸易理论

了解：马克思主义国际贸易理论，古典贸易理论发展的阶段

掌握：国际贸易的技术差距理论与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产业内贸易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国家竞争优势

理论，新要素理论

应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里昂惕夫之谜(里昂惕

夫悖论)

第三部分国际贸易政策与措施

了解：对外贸易政策的类型及演变、相关理论依据，关税的特点和作用

掌握：关税措施，李斯特幼稚产业保护论，非关税壁垒的形式，出口管制及鼓励出口的各种措施

应用：各种非关税壁垒的应用及作用

第四部分区域经济贸易集团

了解：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主要区域贸易集团的发展及其兴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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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形式

第五部分世界贸易组织

了解：WTO 的发展历史、宗旨、职能及法律框架，WTO 运行机制、特点及作用，中国与 WTO

掌握：WTO 原则

第六部分国际贸易术语

了解：有关贸易术语的国际贸易惯例，国际贸易术语的含义及作用

掌握：《2010 通则》中的主要国际贸易术语

应用：装运港船上交货术语，货交承运人术语

第七部分商品的品质、数量和包装

掌握：品质、数量及包装条款

第八部分国际货物运输与保险

了解：运输方式及保险的种类

掌握及应用：提单，运费及保险类别

第九部分商品的价格

了解：定价的方式

掌握及应用：价格计算，佣金与折扣，合同中的价格条款

第十部分国际贸易结算

了解：结算工具与结算方式的分类

掌握及应用：汇票，托收，信用证

第十一部分检验、索赔、不可抗力与仲裁

了解：检验检疫、索赔、不可抗力、仲裁

第十二部分国际货物贸易流程

了解：磋商流程，合同的签订与履行

掌握及应用：询盘，发盘，还盘

四、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1、考核方式：闭卷笔答。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计分方式：百分制（满分为 100 分）。

4、试题类型：单项选择题、简答题、计算题、案例分析题。

五、主要参考教材和资料

1.《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第 5 版）》,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董瑾,2014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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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题型示例

1、单项选择题

按两优取其最优，两劣取其次劣原则进行分工的思想是（）提出的。

A、亚当.斯密 B、李嘉图 C、俄林 D、托马斯·孟

2、简答题

简述装运港船上交货术语的异同点。

3、计算题

A国生产 1单位小麦的劳动投入为 1/4，生产 1 单位布的劳动投入为 1。B 国生产 1 单位小麦的劳动投

入为 1，生产 1 单位布的投入为 1/2。试计算分析两国分别在哪种商品的生产上具有绝对优势？哪种商品生

产上有比较优势？

4、案例分析题

国内 A公司对外签订一笔 CFR 出口合同，产品为 100 箱，并收到船公司的已装船清洁提单，货到目的

港后，买方发现货物少了两箱，请问哪方应该对货物的短量负责，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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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专插本考试大纲

《国际经济与贸易》微观经济学

一、考试目的

《微观经济学》专插本课程考试旨在考查学生对本课程的基本内容、基本要求及基本应用掌握的深度

和广度，是学校检查和评定学生获取本科入学的重要标准和基本依据。

二、命题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命题的指导思想：全面考查学生对本专业主干课程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主要知识点学习、理解和

掌握的情况。

命题的原则：一般难度题目占 60%左右，中等难度的题目占 25%左右，较难的题目占 15%左右。

三、考试内容及分值分布

本大纲考核要求为“了解”、“理解”、“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

了解：能解释相关概念及定义。

掌握：理解并领会知识要点，能够明确并区分知识点的内在联系与区别。

应用：深入领会知识点进行知识分析、分析现象并能解决实际应用问题。

第二章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掌握：需求、供给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熟练运用几何方法和线性方法表达需求函数和供给函数。认

识政府对价格进行强制性干预的主要类型——支持价格和限制价格，能够运用均衡价格理论说明其效果。

需求交叉价格弹性、需求收入弹性以及供给价格弹性等概念。

应用：掌握供给、需求变化之后达到新均衡状态的过程；弹性的基本概念及其一般公式；需求价格弹

性的计算方法；需求价格弹性与厂商销售收入之间的关系。

第三章消费者选择

了解：效用、基数效用、序数效用，总效用与边际效用的关系

掌握：基数效用论与序数效用论中消费者均衡的含义与均衡条件；无差异曲线的概念、主要特征；边

际替代率含义及其递减趋势；预算线概念及其在价格水平和收入水平变化时的变动情况。

应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

第四章生产函数

了解：生产要素、生产函数的概念、短期和长期的概念、规模报酬变动的规律。

掌握：短期中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之间的关系、长期条件下的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概念、边

际技术替代率及其递减规律、最优生产要素组合的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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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短期条件下生产的三个阶段的理论。

第五章成本

了解：成本的概念。

掌握：机会成本、短期成本及其变动规律、短期成本的七条曲线的相互关系、数学表达式、长期成本

与短期成本的关系。

第六章完全竞争市场

了解：完全竞争厂商的需求曲线和总收益、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曲线的特征；完全竞争厂商短期供给

曲线的特征。

掌握：完全竞争、完全垄断、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四种市场类型的特点和区别；短期生产中，完全竞

争厂商盈利、保本或亏损的情况，求出最优产量点、保本点、停止生产点、盈利额、亏损额的方法；完全

竞争厂商长期均衡条件。

应用：利用利润最大化的均衡条件求最优产量。

第七章不完全竞争市场

了解：完全垄断市场的特点及成因以及其需求曲线和收益曲线的特点、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与完全

竞争厂商短期均衡的异同点；

掌握：完全垄断厂商的价格歧视；垄断竞争市场的特点、形成原因、短期均衡和长期均衡，寡头市场

的理论与模型。

第八~十一章

掌握：生产要素市场、引致需求、洛仑兹曲线与基尼系数、一般均衡、帕累托最优条件、

市场失灵、外部影响、科斯定理、公共物品。

四、考试的形式和结构

1、考核方式：闭卷笔答

2、考试时间：120 分钟

3、计分方式：百分制（100 分制）。

4、试题类型：名词解释、单项选择题、计算题、简答题。

五、主要参考教材和资料

《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第 7 版）》，高鸿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1 月。

六、题型示例

1、名词解释

机会成本

2、单项选择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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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某商品的价格从 10 元下降到 9 元，需求量从 70 增加到 75，则需求（）

A.缺乏弹性 B.富有弹性 C．单位弹性 D．难以确定

3、计算题

假定某商品市场上有 100 位相同的消费者，单个消费者的需求函数为 q=50-5P；同时有 10 个相同的厂

商向该市场提供该商品，每个厂商的供给函数均为 s=-100+50P；求：

（1）均衡价格和均衡交易量；

（2）假定供给函数不变，由于消费者收入的提高使得单个消费者的需求函数变化为 Qd=60-5P，问均衡

价格和均衡交易量各上升为多少？

4、简答题

试画图阐释薄利多销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