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建设与发展规划 

 

（一）基本情况 

1.专业定位与专业特色 

专业定位：本专业依托于学院应用经济一级学科硕士点、区域经

济与金融研究所、德国研究中心等平台及依托学院国际化办学优势，

以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及国际贸易实践操作并重，突出农产品国际贸易

特色，培养具有国际经济贸易研究能力、国际贸易实务工作能力、国

际市场战略分析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 

特色优势：一是突出国际化办学优势。发展国际合作办学，与多

所国外高校开展合作，开设全英文课程，招收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留

学生，推进国际化办学。二是突出农产品贸易特色。通过开设《农产

品国际贸易》课程，要求学生选修“农林动”相关课程，凸显农业特

色。三是国际贸易理论分析与实务操作能力并重的特色。通过开展中

外学生商务谈判、大学生外贸从业能力竞赛，强化学生实践能力。 

2.招生与转专业情况 

国贸专业国内招生规模减少，留学生规模增加。每年平均招生

84 人，调剂率为 0。平均每年转出 8 人，净转入率平均为-3.48%。详

情见表 4。 

表 4 近三年国贸专业招生和转专业情况表 

年度 招生人数（人） 调剂率（%） 净转入人数（人） 净转入率（%） 

2019年   留学生 28 0 1     3.57 

2019年 77 0 -9 -11.11 

2018年 79 0 -3 -3.26 

2017年 91 0 -2 -3.13 

3.课程设置 

国际经济与贸易本科专业课程主要包括公共课、基础课、专业基



础课、专业课、选修课和教学实践。专业总学时为 2640 学时、165

个学分，实践教学环节学分占总学分比例约为 30%。 

（1）公共课（8 门）：同上。 

（2）基础课（7 门）：微观经济学 B 等。 

（3）专业基础课（6 门）：专业概论与新生研讨等。 

（4）专业课（10 门）：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商务英语、国际

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际结算、国际商法、国际商务谈判、国际

市场营销、农产品国际贸易、海关实务。 

（5）推荐选修课（13 门）：经济法 A、世界经济、市场营销学、

电子商务管理、财务管理 A、区域经济学等。 

（6）实践教学：军训、创新创业实践、毕业实习、教学实习（国

际贸易综合、思政课社会实践、经济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国际结算、

国际商务谈判、海关实务）。 

4.任课教师与教学团队 

本专业已经逐步形成一支能够胜任课堂教学及实验实践教学任

务的师资队伍。由经济学院党委书记漆雁斌教授、博导担任专业负责

人，共 30 人组成的专业课教师队伍（不包括公共课、选修课、实践

教学课师资及学生管理教育、创新创业、班主任工作、就业指导人员）。

其中：中共党员 25 人，占 83%；具有留学经历 16 人，占 53%；具

有博士学位 22 人，占 73%，具有硕士学位 7 人，占 23%。具有副教

授及以上职称 17 人，占 57%；从学缘结构看，有 26 人、87%来自四

川农业大学以外的其他大学；从层次结构看，全部来自 211 大学、985、

双一流大学；45 岁以下的中青年教师 20 人，占 67%。 

5.本科实验室建设 



经济实验中心有近 1000 平方米实验用房，拥有功能较为齐备的

软、硬件和网络平台。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实验室，设置有“国际贸

易仿真模拟沙盘实习系统”、“海关报关报检教学实训软件”、“世格外

贸单证”、“世格外贸实务”、“世格外贸平台”教学软件，有国际结算

教学模拟，EPS 数据库，共享的教学案例库、WIND 数据库、中宏数

据库、国研网数据库和农村家庭问卷调研平台等，基本满足本科和研

究生课程教学任务。 

6.本科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国贸专业建立近 20 个校外教学实践基地，基本能够满足国贸专

业本科学生实习与就业实践需要。包括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成

都跨境电商协会、四川自贸区青白江铁路港片区、成都铁路口岸海关

商检、蓉欧快铁班列公司、成都中铁运龙物流有限公司、成都泛亚国

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等。其中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成都跨境电

商协会等 10 余个校外教学实践基地，除安排本科实习外，还承担国

际交换生参观实习。 

7.本科质量工程建设情况 

（1）教学成果 

本专业参与获得四川省第八届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2）教材建设 

本专业教师主编、参编教材 4 本。 

（3）课程建设情况 

本专业《政治经济学》为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2019）；3

门校级优质特色课程；1 个校级课程团队、2 个院级课程团队。 

（4）教改项目 

本专业参与省教育厅教改项目 2 项，主持校级教改项目 3 项。 



（5）教改论文 

发表教改论文 4 篇。 

8.毕业生培养质量的跟踪调查结果和外部评价 

（1）跟踪调查结果。根据调查，从 2015 届到 2019 届，本专业

学生就业率达到 95%以上。85%左右的毕业生进入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跨国公司、民营企业工作（其中大约 15%进入世界

500 强企业，大约 3%考取国家公务员）。15%左右学生升学，在国内

外知名高校继续求学（其中大约 2%进入 985 大学，大约 5%进入 211

大学，大约 6%出国留学）。 

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毕业学生升学与就业水平较高，具有较强的

竞争力。如 2019 届毕业生向谊获推荐免试攻读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

2018 届毕业生王宗粮毕业后入职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并以

飞行学员身份前往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习培训。 

（2）外部评价。经过调查，95%以上的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

生表示满意。用人单位普遍反映学生知识的运用能力、动手能力、创

新能力、处理实际业务能力强；团队协作意识强、爱岗敬业，刻苦耐

劳。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学生质量一致好评。 

（二）专业建设的问题与挑战 

（1）对国贸专业建设认识不够，专业定位仍需进一步清晰。主

要表现是国际贸易规则争端多、国际贸易竞争激烈、国际贸易方式日

新月异，对专业的认识和定位也须与时俱进。 

（2）专业办学条件还需进一步完善。主要表现为国际贸易模式

创新多、方式变化大，急需能够反映国际贸易操作实务的软件平台，

加强实习实践，培养学生动手能力。 

（3）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随着国际化办学及国际经济与贸



易全英文专业建设的不断推进，急需熟悉胜任国际合作办学及具备国

际贸易实践经历的教师。 

（三）建设目标 

对标一流专业标准，依托国际化办学优势，坚持国际贸易理论与

实务并重原则，突出农产品贸易特色，加强专业建设力度和资源投入，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调整专业课程体系，强化专业队伍建设，培养具

有全球视野的高素质、复合型的人才。 

（四）建设新举措 

1.专业发展与综合能力培养 

一是不断探索能力本位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通过转变教育理

念，创新人才培养方案、改革教学管理模式，优化实践教学内容，拓

宽专业口径和业务基础，开展多样化的合作培养，有针对性地并特别

注重学生能力的培养，增强学生对新技术新时代的适应性，突出国贸

专业复合型国际化人才培养的特点。二是从学生知识、能力和素质协

调发展要求出发，进一步优化课程体系，融入跨境电商、“一带一路”

等课程体系，着重培养学生应用能力、创新能力以及独立思考和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三是不断改革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使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式能主动地适应地方经济建设和新时代的新技术、新理论、新

方法的产生和发展。 

2.名师培育与教师能力提升 

目前国贸专业急需双语教学、国际合作办学、实践实习专业教师。

一是有计划、分步骤地在未来五年引进一批高层次、高素质的，能够

承担双语教学、国际合作办学、实践实习的专业教师；二是对现有师

资进行挖潜，通过校内组织研讨和送往校外培训以提高学历和教学水

平；三是整合校内各学院相关专业的师资力量完善课程教学师资配置。 



开展教学经验交流会和教学公开课观摩等活动，探索教学理论、

教学方法改革，选派专业教师前往国内外高校和企业进行合作交流，

深入了解国贸人才需求和培养建议，提升教学水平和质量。培养教师

人才队伍和教学名师。 

3.专业课程与教学团队建设 

一是坚持国贸专业的《国际商务谈判》特色课程和《模拟国际商

务谈判》专业技能提升项目，打造国贸专业的特色课程和“门面”选

修课程；二是加强国贸专业的《农产品国际贸易》优势课程建设；三

是总体提高双语教学和全英文教学质量；四是发挥校外实习基地作用，

做好《国际贸易综合实习》实践教学，进一步提升学生专业技能。 

教学团队建设方面：一是加强《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二是努力建设包括《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国际贸易实务》、《国际

商务谈判》等课程的专业教学团队。 

4.学生实验与实践基地建设 

适应国际贸易模式的新变化，学生实验条件还需进一步完善，逐

步淘汰落后的仿真软件。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加强与实践教学基

地的联系，根据专业发展，完善基地结构；进一步发挥校级校外实习

基地-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的作用。 

5.教学研究与成果培育 

加强教研讨论，提高教研水平，争取教学质量标志性成果不断增

加，并切实转化为相应教改成果。专业负责人、高职称老师应积极申

请各类教改项目。 

6.课外教育教学活动 

发挥校外实习基地作用，组织学生参观实习和社会实践，发挥社

会力量协同育人。鼓励学生参加各类专业竞赛，比如“全国大学生外



贸从业能力大赛”、“跨境电商文化节”比赛等，实现“以赛促学”，

开拓思维，提高动手能力。 

7.本科学生国际化 

一是在国贸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融入更多的全英文课程。二是进

一步深化拓展国际合作办学，交换生项目不断推进，全英文国际班的

教学、管理水平不断提高。三是鼓励更多学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