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国际贸易学博士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信念执著、品德优良、基础宽厚、专业扎实、身心健康，能够致力于在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政府部门和大型企事业单位从事教学、科研或管理工作的高素质拔尖创新人才。该专业博士生

应该能够紧密跟踪国际贸易经济学理论前沿，有能力创新、突破、拓展或验证相关领域经济学前沿

理论，并能将有关理论应用于分析解决中国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合作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企业在从

事国际贸易、对外投资与经济合作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

二、专业要求

1. 能够熟练地查找和阅读与本学科相关的中英文图书资料和学术刊物，熟知本学科和相关学科

领域的学术发展动态以及研究前沿的重大课题。

2. 能够准确、充分地运用中英文资料撰写文献综述，了解学术发表的基本流程，掌握本领域知

名学术期刊的特点和要求，能够在本专业中文核心期刊和/或知名英文期刊上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3. 能够独立进行本专业重大研究课题的选题，承担并能独立完成国家级、省市或部、委级科研

项目。

4. 能够独立开设本专业本科和硕士层次的基础课和选修课，并能获得较好的教学效果。

5. 能够使用英语直接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阐述自己的独立见解。

6. 能够将有关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建议或者企业战略建议，在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对

外开放中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

三、研究方向

1. 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2. 国际商务

3. 中国对外贸易研究

4. 国际贸易物流

四、学习形式及学习年限

本专业的学习形式为全日制，基本学习年限为四年。在校生休复学、出国、延长学习年限等的

具体申请办法见《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

五、总学分要求

本专业博士生最低学分要求为 28 个学分，其中包括课程学分和必修环节学分。

六、课程设置

1. 课程学分为 27 学分，其中，必修课 23 学分，选修课 4 学分。

（1）学位公共课 4学分

（2）学位基础课 9学分

（3）专业必修课 10 学分

（4）专业选修课 不低于 2 学分

（5）跨专业选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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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生选课、课程考核、成绩评定、学分替代等严格按照《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课程学

习及成绩管理办法》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主要培养环节

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1学分）

采用在线慕课形式进行，研究生可选择秋或春季学期课程开放期间自主学习、参加线上考试。

课程成绩由观看视频、平时作业、讨论和期末考试四部分构成，成绩合格后获得相应学分。

2. 主文献阅读（不计学分）

博士生在学习期间应该完成至少 50 篇文献的阅读（论文与专著折算率为 5:1），并在第五学期

前提交 10000 字的文献综述，同时进行文献综述汇报。

八、毕业条件及学位授予

1. 本专业博士生应满足以下条件方可毕业：

（1）已制定的个人培养计划合格；

（2）已修满培养计划内规定的学分，且各课程、环节成绩合格；

（3）符合学校学籍及其它相关管理规定；

（4）已通过毕业（学位）论文答辩。

2. 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写作、学术不端行为检测、外审、答辩等应严格参照我校研

究生学位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3. 本专业授予经济学博士学位。

九、培养计划及专业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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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学博士培养计划

学院：国际商务战略研究院 适用年级： 2022

学科专业名称：国际贸易学 学科专业代码：020206

方案总要求 总学分 不低于 28学分

学位公共课 4学分

学位基础课 9学分

必修环节 1学分

专业必修课 10学分

专业选修课 总学分 不低于 2学分

跨专业选修课 计入总学分

补硕士课 不计入总学分

课程类别 课程编码 课程名称
是否

必修

是否

学位

学

分

学

时

开课

学期

学位公共课
01166001 经贸博士生专业英语 是 是 2 32 春

13006002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是 是 2 32 秋

学位基础课

01026001 高级微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026040 高级宏观经济学 是 是 3 48 秋

01106001 高级计量经济学 是 是 3 48 春

必修环节 BXHJ5011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是 否 1

专业必修课

01016004 国际经贸实证研究 是 否 2 32 春

01016014 国际贸易理论(Ⅱ) 是 否 2 32 春

01026025 经济学方法论 是 否 2 32 秋

19016001 对外贸易专题 是 否 2 32 春

19016002 利用外资专题 是 否 2 32 2-秋

专业选修课

19026001 “走出去”全球拓展专题 否 否 2 32 春

19026002 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36001 内贸流通专题 否 否 2 32 2-秋

19036002 国家重大开放战略专题 否 否 2 32 春

专业阅读书目

高级教材：

1．Feenstra, Robert.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 (2nd edi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2．Kyle Bagwell, Robert W. Staiger. The Economics of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MIT Press, 2004.
3．Helpman, Elhanan and Paul Krugman. Market Structure and Foreign Trade. MIT Press, 1985.
4．Gopinath, Gita, Elhanan Helpman, and Kenneth Rogoff.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Elsevier, 2014.
5．Allen, Treb and Arkolakis, Costas. Elements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Trade. Manuscript, 2016.
6．Antras, Pol. Global Production: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7．Dixit, Avinash and Victor Norma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MIT Press, 1980.
中级教材：

1．Krugman, Paul, Maurice Obstfeld, and Marc J. Melitz.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Theory and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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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th edition), Pearson Press, 2017.
2．Feenstra, Robert C., Alan M. Taylor, International Trade (3rd edition).Worth Publisher, 2014.
3．余淼杰．国际贸易学——理论、政策与实证（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4．薛荣久，崔凡，杨凤鸣．国际贸易（第七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5．黎孝先，石玉川．国际贸易实务（第七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