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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专插本考试

《国际贸易实务》考试大纲

Ⅰ．考试性质

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是由专科毕业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高等学校根据考生的成绩，按已确定的招生

计划，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因此，本科插班生考试应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必要的区分度和

适当的难度。

Ⅱ.考试内容和要求

一、考试基本要求

本大纲为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插班生专门编写，作为考试命题的依据。国际贸易实务是国际经济与贸

易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通过该课的学习和考试，使学生了解进出口贸易的基本流程，掌握国际贸易的

专业基础知识，为后续专业课程打好基础。

二、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本大纲的考核要求分为“识记”、“领会”、“应用”三个层次，具体含义是：

识记：能解释有关的概念、知识的含义，并能正确认识和表述。

领会：在识记的基础上，能全面把握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能掌握有关概念、原理、方法

的区别与联系。

应用：在理解的基础上，能运用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分析和解决有关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

题。

第一章国际贸易术语（重点）

第一节国际贸易术语概述

识记：国际贸易术语定义

领会：国际贸易法规和惯例

第二节主要贸易术语解释（重点）

识记：六种主要贸易术语的内涵

领会：六种贸易术语下买卖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区别

应用：主要贸易术语的在不同贸易惯例下的应用

第三节其他贸易术语解释与贸易术语运用

识记：其他贸易术语的内涵

领会：其他贸易术语的应用

第二章交易磋商与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

第一节交易磋商

识记：交易磋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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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交易磋商中买卖双方注意的问题

第二节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订立

识记：进出口贸易的一般流程

应用：签订买卖合同

第三章商品品名、品质、数量和包装（重点）

第一节商品品名和品质

识记：品名的主要内容

领会：品质的表示方法、品质机动幅度（重点）

第二节商品数量

识记：数量的表示方法

领会：重量的计算方法

应用：数量机动幅度（重点）

第三节商品包装

识记：商品的包装方法、运输标志的内容

领会：定牌生产、中性包装

第四章国际货物运输（重点）

第一节海洋运输（重点）

领会：班轮运输与租船运输的含义、特点及区别

应用：班轮运费的计算、海运提单的分类与作用

第二节铁路运输

识记：定义、特点

领会：货运单据

第三节国际航空货运

识记：定义、特点

领会：货运单据

第四节集装箱运输和国际多式联运

识记：集装箱运输的定义和特点、多式联运的特点

领会：集装箱货物装箱方式（重点）

应用：集装箱运费的计算

第五节大陆桥运输和“OCP”运输

识记：定义、特点、条件

第五章国际货物运输保险（重点）

第一节保险概述

识记：定义、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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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海上货物运输保险保障范围（重点）

领会：保障范围基本内容、保险起讫范围

第三节我国海洋运输货物保险的险别（重点）

应用：保险的险别

第四节《伦敦保险协会海洋运输货物保险条款》（重点）

识记：定义和内容

应用：ICC 条款和 PICC 条款的区别

第五节陆、空、邮货物运输保险

第六节海运货物保险投保

应用：保险费的计算

第七节出口信用保险

第六章进出口商品价格核算（重点）

第一节商品价格的掌握

识记：价格的表述方法

第二节作价方法

识记：作价的原则和方法

第三节汇率对出口盈亏的影响

领会：汇率的兑换方法

应用：出口盈亏率和出口盈亏额的计算

第四节佣金和折扣（重点）

领会：佣金和折扣的表示方法

应用：佣金和折扣的计算方法

第五节成本核算（重点）

应用：出口商品成本的核算、出口换汇成本的计算

第七章国际结算方式（重点）

第一节支付工具（重点）

识记：汇票、本票、支票的定义和当事人

领会：票据的主要记载事项

应用：票据的主要行为

第二节电汇和托收（重点）

识记：电汇的定义、特点和流程

领会：托收的种类和应用

第三节信用证（重点）

识记：信用证的定义、特点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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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会：信用证的当事人和种类

应用：信用证的主要内容

第四节各种支付方式的选用

第五节国际保理

附录 7—1SWIFT 信用证样本

第八章商品检验检疫、不可抗力、索赔和仲裁

第一节商品检验检疫

识记：商品检验检疫的方法

第二节不可抗力

识记：不可抗力的定义、认定的条件

领会：处理原则

第三节索赔

识记：定义、索赔金额、索赔时效

第四节仲裁

识记：仲裁的定义、机构、结果

第九章进出口合同的履行

第一节出口业务合同的履行

识记：出口业务的具体流程

应用：CIF+L/C 条件下的出口合同的履行

第二节进口业务合同的履行

识记：进口业务的具体流程

应用：FOB+L/C 条件下的进口合同的履行

Ⅲ.考试形式及试卷结构

一、考试形式

闭卷，笔试，考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二、试卷题型

单项选择题 15%判断题 10%

简答题：25%论述题 20%案例分析题 30%

Ⅳ.参考书目

国际贸易实务(第二版)，陈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3 月，ISBN：9787300254777

V．题型示例（略）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选项符合题目要求）

1、下列贸易术语中仅适用于水上运输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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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OBB．CIP

C．FCAD．CPT

二、判断题（判断下列各题是否正确。正确的在题后的括号内打“√”，错误的打“×”。）

1.国际结算中的主要支付工具有汇票、本票和支票。（）

三、简答题

1．海洋运输的运输方法主要有哪些？

四、论述题

1．请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进出口贸易中适用的贸易术语和结算方式。

五、案例分析题

CIF 术语的应用与风险

有一份 CIF 合同，英国公司向比利时公司出口一批花生油，英向保险公司投保一切险，货物从亚洲某

港装运。1914 年 8 月，英德爆发战争，货运船只在海运途中被德国战舰捕获，连船带货挟持到汉堡卸货。

当卖方凭符合合同规定的单据要求付款时，买方以货物被德国战舰挟持为由拒绝付款。买卖双方争执不下，

遂递交仲裁。

问题：

（1）在 CIF 术语下，卖方是否需要保证货物最终交至买方？

（2）买方拒绝付款是否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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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华南农业大学珠江学院专插本考试

《国际贸易学》考试大纲

一、考试性质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插班生招生考试(又称专插本考试)是由专科生参加的选拔性考试。

二、考试科目

《国际贸易学》

三、适用专业

本课程考试适用于报考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专插本考生。

四、考试目的

本考试的目的主要是测试考生在由专科升入本科后是否具有本科学习的能力。

五、考核知识点及考核要求：

第一部分国际贸易概述

【考核要求】

掌握国际贸易的相关基本概念，明确国际贸易研究的对象与内容，了解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过程。

【考核要点】

1. 国际贸易的基本概念：国际贸易与对外贸易的区别与联系

2. 国际贸易的分类

3. 国际贸易的统计指标

4.国际贸易研究的对象与内容

5.国际贸易的产生与发展

第二部分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

【考核要求】

掌握国际分工产生的条件，了解国际分工的发展历程以及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理解国际贸易

的静态利益和动态利益。

【考核要点】

1.国际分工的产生和发展；

2.国际分工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3.国际分工与国际贸易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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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国际贸易理论

【考核要求】

了解各种国际贸易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假设条件，弄清不同贸易理论所探讨的国家贸易产生的原因、

分工结构和贸易方向以及贸易利益，重点掌握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技术差距和产品生命周期理

论以及产业内贸易理论。

【考核要点】

1.自由贸易理论：绝对优势理论、比较优势理论、要素禀赋理论；技术差距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

2.产业内贸易理论；

3.内部规模效益和外部规模效益；

第四部分贸易保护理论

【考核要求】

了解贸易保护理论演变的历程，理解重商主义的基本观念及其主张，了解战略性贸易理论，掌握幼稚

工业保护理论、超保护贸易理论。

【考核要点】

1. 重商主义的基本观念及其主张

2. 幼稚工业保护理论；

3. 超保护贸易理论

2.战略性贸易理论；

第五章国际贸易政策

【考核要求】

了解对外贸易政策的概念、性质、内容和类型，明确影响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因素，弄清自由贸易政

策和保护贸易政策的演变

【考核要点】

1.外贸易政策的概念、性质、内容和类型；

2.影响对外贸易政策制定的因素；

3.自由贸易政策；

4.保护贸易政策。

第六部分关税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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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要求】

了解关税的概念、种类和征收方法，熟悉我国的关税制度，掌握关税水平、保护程度。

【考核要点】

1.关税的概念、种类和征收方法；

2.关税水平；

3.关税的名义保护率；

4.关税的有效保护率的计算；

5.我国的关税制度及其演变。

第七部分非关税壁垒

【考核要求】

明确非关税壁垒的概念、特点和分类，掌握控制数量的非关税壁垒、技术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

了解其他方式的非关税壁垒。

【考核要点】

1.非关税壁垒的概念、特点和分类；

2.控制数量的非关税壁垒；

3.技术贸易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

4.其他方式的非关税壁垒

第八部分促进出口与出口管制

【考核要求】

掌握促进出口和出口管制主要措施，尤其是我国在促进出口和出口管制方面有哪些具体做法。

【考核要点】

1.促进出口的主要措施：出口补贴、出口信贷、商品倾销、外汇倾销、出口退税、特区措施

2.出口管制措施：出口管制的对象、出口管制的措施

3.我国促进出口和出口管制的做法；

第九部分区域经济一体化

【考核要求】

掌握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和主要类型，理解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理论，了解世界主要区域贸易集团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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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影响

【考核要点】

1.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和主要类型；

2.经济一体化的主要理论；关税同盟的静/动态效益、大市场理论、综合发展战略理论

3.欧洲经济一体化、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第十部分经济全球化与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

【考核要求】

了解经济全球化的概念、特征，明确各类生产要素国际间流动的原因、类型和影响，了解跨国公司的

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影响

【考核要点】

1.经济全球化的概念、特征；

2.资本国际流动/劳动力国际流动；

3.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及其影响。

六、考试方式及试卷结构

1、考试方式：闭卷考试，笔试时间为 12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2、试题类型：单项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简答题、案例分析、论述题

七、参考教材

国际贸易学(第二版)；唐海燕、毕玉江；立信会计出版社；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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