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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技术贸易课程理论与

案例融合教学实践及启示 ①

肖雁飞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对于偏重法律知识的国际技术贸易课程而言，相关技术贸易内容和法规适用范围是核心内容，因此，在实际
教学中，把理论与现实案例融合起来讲授有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也有助于学生掌握理论的含义与现实意义。本文通过

阐述理论与案例融合教学的案例准备与选择、实际教学示例等，诠释了国际技术贸易理论与案例融合教学的重要性及现

实意义，为国际贸易课程教学提供新的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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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院的课程培养计划中，国际技术贸易与国际服
务贸易并为一门课程，即国际技术与服务贸易，为了教材

的完整性，在教材上选用李军主编的《国际技术与服务贸

易》［１］。实际上，国际技术贸易与国际服务贸易是两个相

对独立的领域，目前，国内教材中普遍把《国际技术贸易》

与《国际服务贸易》分开编著教材，如高教版的国际技术

贸易、《国际服务贸易》［２－３］，因此，《国际技术与服务贸

易》教材的理论阐述和案例选择尤显不够，需要教学过程

中补充相关内容。笔者在从事五年的服务与技术贸易教

学中，针对不同理论选择典型案例，深入浅出阐述理论的

现实含义及发展启示，即消除了理论的枯燥性，又寓教于

乐，让学生掌握理论的案例应用，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

果，在此，笔者选编国际技术贸易部分几个典型的理论与

案例融合教学例子，以抛砖引玉，供同仁参考与讨论。

１　国际技术贸易的课程性质与现实需要
随着科学技术的地位日益重要，技术贸易越来越处

于国际贸易的前沿地位，许多国家都把引进技术作为提

高其技术水平、加快经济发展、增强国力、提高本国商品

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国际技

术贸易的理论与实践掌握是国际贸易本科学生课程培养

中的重要部分，本门课程一般安排在大三专业课讲授，旨

在让学生掌握国际贸易基本理论基础上，培养学生的专

业化水平，国际贸易的一般理论适用于国际技术贸易，但

同时，国际技术贸易还具备一些专有特点，如技术贸易定

价、技术转让等法律层面内容。在课程安排上，包括概

论、相关理论、内容、法规等章节，尤其是技术贸易的相关

理论与内容是课程讲授的重点，也是学生难以理解与运

用的部分，需要教学者重点探索。相对于国际贸易其他

课程中安排了进出口模拟、报关实务等实践教学环节，国

际技术贸易由于其专业性，相关实践环节溶于一般课程

的实践教学中，因此，在教学中寻求案例教学是学生理解

和掌握知识的关键因素。

十八大以来，我国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

构优化调整作为国策的重点，因此，原有以商品贸易为主

体的外贸模式显然是不能适应新时期的发展需要，加强

技术发展、加大技术贸易成为调整外贸结构的重点［４］。

国际上，占据价值链高端的跨国企业都是靠关键技术和

商标权的转让而获得高额利润，如耐克公司、ＫＥＣ公司、
可口可乐公司等，尤其是可口可乐公司，２０１２年其品牌价
值高达８００亿美元，连续１３年蝉联全球品牌价值排行榜
榜首，因此，未来的国际贸易竞争不是一般商品贸易，而

是以知识经济发展为主体的技术贸易，谁掌握了技术贸

易的主动权，谁就占据国际贸易的高地。长期以来，我国

作为发展中国家，在技术贸易中处于被动地位，政策也以

防御型的限制政策为主，显然，中国技术贸易发展任务任

重而道远，需要教学者培养一批适应新时期国际贸易发

展的专业人才。

２　国际技术贸易的案例选择标准
国际技术贸易理论知识大多来源于一般经济理论和

法律政策，与国际贸易一般理论紧密性不够，专业性不

强，因此，大多学生感觉这门课比较枯燥，比较“偏门”，主

动学习的积极性不高［５］。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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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了把理论与政策讲解地较为生动，笔者在长期教学

中，准备了大量案例，具体如下：（１）在概论中，选择中美
典型一般商品和技术贸易，如领带出口与波音飞机进口，

阐述商品贸易与技术贸易的特点及发展趋势，让学生领

略到技术贸易落后面临的严峻现实；（２）在发展理论中，
选择世界彩电生产与贸易案例，阐述技术差距理论和产

品生命周期理论；（３）在技术贸易内容中，选择日本摩托
车专利、可口可乐商品和专有技术、瑞星软件、新东方出

版物侵权等实际案例，阐述专利权、商品权、专有技术、计

算机软件及版权等不同内容转让和侵权特点，以此分析

不同内容的相互联系与区别；（４）在贸易合同法律适用
中，选择美国“３０１”条款及特殊“３０１”条款等技术侵权法
律条款对中国商品和技术贸易的限制及制裁特点。总

之，教学中每个部分都会安排相应的案例辅以教学，且案

例选择多以现实中发生的重大技术贸易纠纷为例，并且

会根据现实特点每年教学会选择不同案例，如２０１０年后
王老吉、苹果等的商品侵权案例，让学生能针对热点问

题，理论联系现实，有助于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学习

热情。

３　典型的理论与案例融合教学示范
由于国际技术贸易重点内容是相关理论和知识产权

保护内容，因此，我们选择技术差距模型和商标权两个内

容阐述理论与案例融合教学模式。

首先，是技术差距模型的讲解。技术差距模型是国

际技术贸易的基本理论，由波斯纳提出，用以解释为什么

技术会发生国际贸易，其中核心内容是“模仿时滞”模型。

在我们的教材中，并没有技术差距模型的示意图，实际教

学中，我们首先搜索相关资料，对这一理论进行补充，如

图１所示，图形表达有助于学生直观理解理论演变的
过程。

图１　技术差距模型

在此理论补充的基础上，我们选择彩电生产与贸易

案例阐述模型在现实中的应用，彩电最早是在美国开发

出来 ，即Ａ国生产，同时，也最早在美国家庭中出现，即需
求滞后时段，随着这一新技术被他国知晓，美国开始出口

彩电，即ｔ１时间点，Ｂ国开始进口，而这个 Ｂ国在彩电发
展中正是处于技术第二梯度的德国和日本，通过一段纯

进口时段，即ｔ１到 ｔ２时间段，德日开始掌握彩电技术，并
尝试生产，即ｔ２到 ｔ３时间段，这一时间段内德日进口与
本国生产同时进行，也是彩电技术掌握阶段，等到ｔ３时间
时，德日完全掌握彩电技术，不再进口，由于这两个国家

具有相对于美国更低的成本优势，同时，也由于彩电技术

经过ｔ１到 ｔ３时间段，已经从先进技术变成一般技术，出
口利润降低，此时，美国不再生产彩电，而转为向德日等

次发达国家进口彩电，彩电行业也慢慢从高新技术转变

为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如此类推，随着时间的推移，彩电

贸易又经历了从德日向中国、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技

术转移过程，如今中国成为世界彩电出口最大国，而美

国、德日等国则成为彩电进口国，符合技术差距理论演变

过程。在笔者的实际教学中，选用此案例，学生一般都较

易理解该模型。

其次，是商标权的讲解。商标权是国际贸易中必须

遵守的贸易规则，同时，也是较易发生国际法律纠纷的内

容。课本对商标权的介绍极其简单，包括商标权确立原

则和特征等重要内容，如果不寻求现实案例讲解这个部

分，学生显然是不能理解商标权法律纠纷的。因此，在实

际教学中，笔者讲解商标权确立的三个原则：先使用原

则，先注册原则，无异议原则。选择海信与西门子的商标

权诉讼案例讲解，这个案例非常有典型性，综合了先使

用、先注册和无异议的多轮诉讼，也考虑了商标的地域性

特征，对于学生理解商标权实际应用非常有好处。同时，

在教学过程中，随时增加新案例，尤其是热门的即时案

例，如深圳唯冠诉讼苹果Ｉｐａｄ商标侵权案，即是商标权注
册原则和地域性特征在现实中应用不当而造成诉讼的典

型案例。在讲解案例的过程中，既让学生掌握商标权相

关内容，又让学生看到商标权在企业走出去战略中的重

要性，同时结合讨论等授课形式，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和提高掌握知识点的能力。

４　总结与启示
国际技术与服务贸易是一门应用性强的课程，本文

通过论述国际技术贸易部分的理论与案例融合教学模

式，认为在国际贸易学科教学环节中，除开一些实践教学

环节外，对于部分理论教学，一定要注重案例教学法，有

助于调动学生积极性并理解理论的现实意义，同时，在选

择案例时，要注意案例的典型性和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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