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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中国成立以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的国际贸易统计一直在全国学术圈内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以对外经济

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史研究为例，从学科定位、学科起源、学科发展、学科传承和借鉴启迪等方面论

述国际贸易统计学的学科历史，旨在回顾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希望鉴往知来，对时下高校“双

一流”建设中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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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学科的诞生，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初。据《经济科学学科辞典》考证，对

外贸易统计学课程最早于 1952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开设。a 当时新中国学习苏联统计学体系，成立了对外

贸易统计学这一次级学科，以后随着改革开放逐步嬗变为国际贸易统计学，它是统计学内经济统计学之

下的三级学科。b

对于国际贸易统计（学）而言，其名称有“对外贸易统计”和“国际贸易统计”两种表述，区别源

于对“贸易”一词的解释。一种解释是，贸易指商品的交换或买卖活动。一国之内的商品交换或买卖活

动称为国内贸易，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或买卖活动称为对外贸易。对外贸易统计指关于搜集、整理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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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对外贸易数据并对之进行研究的学问。另一种理解则认为，贸易即跨越国境的商品交换活动，于是有

双边贸易、三角贸易和多边贸易等称谓；对一国内部的商品交换活动称为流通，或者用“批发与零售”

来概括。贸易统计指关于搜集、整理总合性贸易数据并对之进行研究的工作，在“贸易统计”前面加“国际”

一词，意指从国际的视角（而非一国角度）研究贸易统计的学问。无论是对外贸易统计还是国际贸易统

计，既指一种数据采集、整理和分析研究工作，又指相应的一门学问。因此，本文使用专有名词加“学”

字的方法，泛指“工作”和“学问”，具体就是使用“对外贸易统计（学）”和“国际贸易统计（学）”

这样的表述，来回顾和研究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发展史。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以下简称“贸大”）的发展，与新中国外贸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a新中国成立之初，

百废待兴，国际经贸人才尤为急需，1951 年，贸大前身——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高级商业干部学校应运

而生。此后，贸大经历了三次更名，三次合并，1954 年全国院校调整时与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贸易专业等

合并成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1960 年成为全国重点高校，1984 年更为现名，1998 年被列入国家高等教

育“211 工程”重点建设高校，2000 年与中国金融学院合并成立新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划归教育部主管。

2010 年，教育部与商务部签署协议共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17 年被列为国家“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

历经几代师生员工的艰苦创业和努力奋斗，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经、管、法、文、理、

工六大门类，以国际经济与贸易、法学（国际经济法）、金融学、工商管理、外语（商务外语）等优势

专业为学科特色的多科性财经外语类大学。b

作为新中国第一所国际经济贸易专业门类比较齐全的多科性大学，c 贸大的国际贸易统计学以学科

建设为龙头，以教学科研为主线，在资政育人和社会服务进程中高歌猛进。从 1952 年开设零售会计统

计师资训练班，到 1982 年国际经济管理系（五系）统计学与管理科学教研室成立，再到 2012 年成立统

计学院至今，贸大统计学科走过了将近 70 年的岁月，极具特色和代表性；其中《对外贸易统计学》（1958

年版）、《对外经济贸易统计概论》（1988 年版）、《国际贸易统计：理论、规范与实务》（2018 年版）

三本教材，都是足以彪炳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史史册的经典著作。基于此，本文围绕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

科发展历史，爬梳整理，解剖麻雀，归纳总结，以管窥新中国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史之“全豹”。

2  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科的起步阶段

20 世纪五十年代初，是贸大的国际贸易统计学科的起步阶段。此学科追溯于建校之初的会统师资班，

后学校将中国人民大学的对外贸易专业合并，正式开设对外贸易经济系与对外贸易统计课程。刘伯午与

陈及时老师是起步阶段的关键人物。本部分将侧重于叙述初期学校与专业等教学组织结构与人事关系的

变动，具体教学与教材方面内容，将于下一部分“发展阶段”一并提及。

据校志记载，1951 年 11 月，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高级商业干部学校成立；1952 年 9 月，增设零售

会计统计师资训练班等班级；1953 年 5 月，会统师资班结业。统计课起初由外聘教师讲授。

a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史丛书编委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志［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4．

b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校概况 - 学校简述”［EB/OL］．［2020-09-30］．http://www.uibe.edu.cn/xxgk/xxjs/index.htm

c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志编委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志［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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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以苏联为师，学习苏联统计学体系，建立了对外贸易统计学次级学科。前文

述及，国内的对外贸易统计课程最早于 1952 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开设。同年，时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一

分为二，分为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 a，作为贸大前身的高级商业干部学校归对外贸易部领导。1953 年 1

月在高级商业干部学校基础上建立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刘伯午先生由中国人民大学调入，成为学校

第一名专职统计学教师。b

1954 年 9 月，根据高教部通知，“以北京对外贸易专科学校为基础，合并中国人民大学贸易系对外

贸易专业，成立北京对外贸易学院”。c 同时并入的还有同济大学、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

的国际贸易专业师资，并调入南开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原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院校的部分师资，

全国高校国际贸易专业一律停办，集中设置在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自此，学校汇聚了大批国际贸易精英

人才，成为对我国国际贸易教育影响最大的学校。

学校开设对外贸易经济系，开设并讲授对外贸易核算课程，其中就包括对外贸易统计学。1955 年 1 月，

陈及时先生 d 自中国人民大学调入，开始与刘伯午老师共同讲授对外贸易统计课。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

科发展进入起步阶段。

3  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发展阶段

20 世纪 50 年代初至 70 年代末，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在陈及时与刘伯午两位老师的带头下稳步发

展。其中，1958 年由二位老师合著的《对外贸易统计学》，适合中国国情，是“文革”前国内唯一一部

关于对外贸易统计的教科书，被称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学科建立的标志。1966 年至 1973 年，由于“文

革”的原因，学校办学暂时中断，统计学的教学也被搁置。因而，此部分所叙述的发展阶段，着重于文

革前的教学情况。

3.1  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科教学、教材情况

3.1.1  教学机构组织

1953 年 5 月，零售会计统计师资训练班结业；1954 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成立，设立对外贸易经济系，

开设对外贸易统计学课程。

学校早期的学科布局为，学校下设教务处、外语一系、外语二系、对外贸易经济系；对外贸易经济

a　1982 年再度调整，涉外经贸关系的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对外贸易部和对外经济联络部等

四部委合并，建立对外经济贸易部（简称外贸部），1993 年改称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简称外经贸部），2003 年内贸部职能司并

入改称商务部。本文均按事件发生时的名称行文。

b　刘伯午（1918-2016），男，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前身）教授。出版《对外贸易指数的研究》《统计中

的商情预测及其方法》等专著。编写过多种教材，解放前后公开出版的主要有《统计学》《数理统计学大纲》《对外贸易统计学》《海

关统计》《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统计学》《商业统计》《商业统计学教程》《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国商业史》等，并参加《国

际经济贸易百科全书》和《统计大辞典》的编写，为其两书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c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编委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志［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

d　陈及时，男，1934 年生，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与刘伯午合作编著《对外贸易统计学》（财政

经济出版社，1958）。参与了《政治经济学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世界经济卷》和《经济大辞典》的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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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教研机构下设“老五门”，a 指支撑该专业的最主要的五门课程，也是五个子学科，分别为外贸理

论教研室、国际贸易教研室、进出口业务教研室、市场行情教研室、国际金融教研室。自 1954 年以来，

五门课程的构成基本没有变动，只是个别课程名称出现变化。统计课程与会计课程密不可分、同根同源，

按“前业务、后核算”b 的思路，均置于进出口业务教研室内。

3.1.2  教学与教材建设

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如何建立适应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教学与科研体系还没有经验，基本是

按照苏联的经验和办学模式办学。c1952 年中国人民大学对外贸易经济专业开设对外贸易统计课程，没

有教材，只有一份简单的《对外贸易统计学教程提纲》d，几乎全部使用苏联教材内容，只是在第二部

分各章的最后加一节关于中国情况的介绍。课程采用“统计学原理 + 外贸统计”的模式。据陈及时说，

是苏联专家讲俄语，中国老师当场译成汉语。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成立初期，仍按中国人民大学的教程讲授对外贸易统计课；但与对外贸易统计学

1952 年在人大的起步时不同，贸大设立了统计学原理和对外贸易统计两门课程。而后，陈及时、刘伯午

两位老师到外贸部和海关总署等单位进行调研，并搜集大量相关教学资料，丰富教学内容。经过消化、

吸收，结合国情，使课程内容逐渐中国化。

1955 年起，对外贸易统计课由陈及时和刘伯午两位老师共同讲授。1958 年，授课任务由陈及时一

人担任。1963 年刘伯午老师转到河北财经学院（现天津财经大学）教授统计学，虽离开学校，但仍往返

于京津两地，为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代课。

教材方面，两位老师边教学，边编写适合中国国情的教材，于 1956 年完成初稿。几经征求意见，《对

外贸易统计学》于 1958 年由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它是“文革”前国内唯一一部关于外贸统计的教科书，

被称为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学科建立的标志。e 该书详尽阐明了对外贸易统计的机构与实施、对外贸易商

品流转的数量统计方法和价值统计方法，对外贸易统计的商品目录和分类统计方法，进口来源国统计和

出口运销国统计，对外贸易数据的加工分析方法，数据的相互比较等专门方法。同时，该书内容安排上

的两个根本性观点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其一是面向世界，研究导向；其二是引入苏联对外贸易“三核算”

的概念，且明确了海关统计为中国对外贸易统计的基本制度，确立了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基础。

在那个强调政治斗争、帝国主义阵营与社会主义阵营对峙的年代，两位老师能够不局限于中国，而

是放眼世界，是非常可贵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较早，且较早地建立起了对外贸易统计的制度与

a　“老五门”系当时的国际贸易、中苏对外贸易原理、进出口业务、国际汇兑与结算、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行情等 5 门课程。

后来，中苏对外贸易原理改为中国社会主义对外贸易概论，国际汇兑与结算现称国际金融。

b　来自于苏联对外贸易统计“三核算”说，即会计核算、统计核算和业务核算。前台负责运营进出口，包括从合同达成到

发收货和结汇等全套流程，后台同步进行“三核算”，以实现计划完成情况的检查和监督。1952 年零售会统班讲授的零售业务核算，

对内贸核算和外贸核算不作刻意的区分。1954 年北京对外经贸学院成立，设立对外贸易经济系，才开始讲授对外贸易的核算课程，

其中对外贸易会计学讲授会计核算，对外贸易统计学讲授统计核算和业务核算。统计核算指海关统计，业务核算指进出口业务统计，

前者基于进出口货物通关时的报关验估原始数据，后者通过国营专业进出口公司系统的全面报表层层汇总获取数据。

c　袁卫．统计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兼论我国统计教育的改进［J］．统计研究，1992，9（3）： 33-34．

d　佟哲辉，王庆石．对外贸易统计学教程提纲［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52．

e　见《经济科学学科辞典》“对外贸易统计学”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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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体系，因而该书将资本主义国家的部分作为全书第一部分，且文字量占全书 68%，第二部分才描写

新中国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对外贸易统计。同时，作者高明地以批判的口吻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贸易

统计，充分显示出了早期学者的政治敏感与学术智慧。

4  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科的恢复与传承阶段

恢复与传承阶段，是指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至 20 世纪 90 年初这一过渡阶段。由于“文革”的原因，

学校学科发展中断，而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经历了恢复与重建。早期贸易统计学科的带头人是陈及时和

刘伯午，1979—1991 年间是陈及时对贾怀勤的传承时期，或曰两代人的过渡阶段。其中，1982 年统计

学教研室的成立与应用统计新型课程的创建，是这一时期的标志性事件。

4.1  贸大统计学科的恢复与传承

4.1.1  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发展的中断与恢复

国际贸易统计学科中断，一是指不开设贸易统计课程，二是指以片面的对外贸易业务统计取代国际

贸易统计，从而背离了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创始者陈及时和刘伯午的学科导向。贸大的统计学科走过了曲

折的中断—恢复过程。

1958 年，陈及时和刘伯午合著的《对外贸易统计学》出版，标志着国际贸易统计学科的诞生。同年，

刘伯午下放到内蒙古，后来转调到河北财经学院。1966 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学停学，学科中断。

1968 年，海关统计职能取消，统计的数据来源中断。1970 年，陈及时等人调往辽宁财经学院。1973 年，

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复校，但只招收外语专业的学生，不学统计学课程。在 1972—1978 年间，贸大没有

开设统计学课程。

1977 年 9 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 10 年的全国高

等院校招生考试。1978 年 2 月，停招了 12 年的对外贸易专业恢复招收本科生和研究生。1979 年，第一

届国贸专业本科生升入二年级，开始学习统计课程。此时师资只有原外贸部中等专科学校合并进来的两

位老师，叶淑云讲授统计学原理，郑敦诗讲授专业统计，使用自编教材《对外贸易业务统计》。a 专业

统计这门课程，紧密贴近当时的进出口业务统计实践，相当于对外贸部进出口业务统计制度指标定义和

操作流程的诠释。由于贸大在全国国贸专业教学中的龙头引领和示范作用，各高校国贸专业所开设的专

业统计也都讲授进出口业务统计，并且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都使用郑敦诗的教材，或参照此书内容和体例

自编教材。

1978 年国贸专业的研究生招生方面，考虑到对外开放需要新的人才，研究方向除了原有的“老五门”，

新设了商法方向和企业管理方向；1979 年又新设了统计分析方向和营销方向，杨积健 b 与贾怀勤 c 两位

a　郑敦诗．对外贸易业务统计［M］．北京：对外贸易出版社，1982．

b　杨积健，男，北京对外贸易学院 1979 级国贸专业统计分析方向研究生，师从李志伟，毕业后任职于外贸部国际贸易研究所。

c　贾怀勤，男，1947 年出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杨积健研究生同学，1982 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教

授应用统计、管理统计、商务调研等。曾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副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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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成功考取统计分析方向的研究生，由此前负责英语教学（一系）的李志伟教授 a 担任导师。李志伟

敏感地意识到中国改革开放，外经贸处于前沿，企业管理、市场调查和预测等都需要统计分析；而国内

财经高校当时普遍将手的“统计学原理”只停留在描述统计范畴，远不能满足未来市场导向的企业统计

分析的需要。在一系列努力下，贸大统计学科逐渐恢复建设，重焕生机，并在后续时间内稳步发展。

1982 年第二学期开学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成立国际经济管理系（五系），下设企业管理、会计学、

统计学等 6 个教研室，统计学教研室由施家珍 b 任主任，统计学课程在本科二年级开设。自此，统计学

有了独立的教学研究建制。而这恢复后稳步发展的阶段，离不开贸大两代统计学人的传承。

4.1.2  陈及时对贾怀勤的传承过程

上文提到，1958 年，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创始者陈及时和刘伯午对该学科确立的两大原则是：面向世

界，研究导向；以海关统计为中国对外贸易统计基本制度，确立统计数据的国际可比基础。1979 年开始

讲授的对外贸易统计课程显然与这两大原则相悖。恢复和传授符合原本意义上的国际贸易统计教学和研

究，只能由该学科的创始人实现，而学科传承的任务历史性地落在贾怀勤的身上。从 1981 年陈及时开

始对贾怀勤进行学科传承，到 1991 年陈及时退隐、贾怀勤独立承担研究课题，这一过程整整用了 10 年。

这里将之分为前期和后期两阶段。

（1）前期阶段

前期阶段为 1982 年 8 月至 1985 年 8 月，始于统计分析方向的研究生贾怀勤毕业留校任教、陈及时

开始对贾怀勤进行学科传承，终于贾怀勤赴加拿大进修完毕归国。在前期的传承过程中，李志伟、陈及时、

王友梅 c 三位老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贾怀勤于加拿大进修期间的考察与实习也对传承贡献颇多。

1982 年 8 月，贾怀勤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李志伟向贾怀勤推荐陈及时与王友梅，以更新学科内

容储备。李志伟认为，在中国讲授和研究统计，离不开现行的“报表统计”d；在贸大讲授和研究统计，

必须以外贸统计为特色。初始，陈及时老师远在辽宁财经学院任教，二人只能通过书信进行请教与指导；

1983 年陈及时老师调回贸大后，对其面授指导。此外，贾怀勤通过联系，到王友梅负责的时对外经济贸

易部综合计划司统计处实习。1984 年春，贾怀勤考取加拿大对华援助项目——中加人才开发项目，为期

一年。在国外期间，贾怀勤于安大略省 Wilfrid Laurier 大学修读课程后，又先后赴加拿大统计局和联合

国统计司实习，对国际系统的各项统计工作有了全局性的了解。

（2）后期阶段

传承的后期阶段为 1985 年 8 月至 1990 年 1 月，始于贾怀勤赴加拿大进修回国，终于陈及时最后

退出外贸统计学术圈。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有贸易统计课程的创新（此部分内容在下一部分展开）、

1988 年 8 月贾怀勤主编的《对外经济贸易统计概论》出版、1990 年 1 月陈及时总纂的《对外经济贸易统计》

a　李志伟（1917-2008），男，广东中山人。清华大学学士，毕业后考取公派项目赴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博士学位，

是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唯一的嫡传中国弟子。1951 年回国工作。1964 年 2 月起在北京对外贸易学

院任教，创立了国内第一门应用统计课程。

b　施家珍，男，1953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80 年调到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任教，统计学教研室第一任主任。

c　王友梅，男，曾在外贸部计划司统计处工作，是施家珍的大学同学。

d　“报表统计”，是李志伟对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中央政府对下级政府和企业的全面统计报表制度的称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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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版。

1985 年 8 月，贾怀勤回国后，着重辅助施家珍做好应用统计和教研室其他课程的教学和建设，并重

点加强国际贸易课程的建设。

1987 年，李志伟编写的《统计分析概论》先后获得北京市“七·五”期间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和对

外经济贸易部优秀教材奖。

1988 年 8 月，贾怀勤主编的《对外经济贸易统计概论》出版，本着“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的原则编排内容。这是继陈及时、刘伯午 1958 年出版《对外贸易统计学》30 年后第一部论述对

外贸易统计制度和方法的专著，也是第一部在贸易统计之外加写其他对外经济关系统计的著作，体现中

国对外经济贸易实业的发展和进步。1992 年，该著作荣获经贸优秀研究成果中青年奖。

1990 年 1 月，陈及时总纂的《对外经济贸易统计》出版。此书的编写源于 1986 年对外经济贸易部

人事教育局召开部属高校教材工作会议，编著者来自 4 所部属高校 e 与吉林财贸学院。这部书的出版，

标志着陈及时最后退出外贸统计学术圈，结束了在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对贾怀勤的传承。

4.2  瞩目成果：应用统计课程的创建、发展与完善

贸大应用统计新型课程的创设是此传承阶段的瞩目成果，并动态地贯穿于这一阶段中。这一课程的

创立，贸大领全国之先。1993 年，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教学成果一等奖颁给了贸大统计学教研室。

前文提到，1982 年统计学教研室成立，李志伟开设应用统计课程。应用统计课程作为经管各专业的

主干课，面向全校和有关各系进行讲授，采用自编讲义作为教材。团队课程由李志伟、吴家楹 f 和施家

珍三人组成。团队一边授课，一边合作编写教材。1984 年，李志伟、吴家楹和施家珍编著的《统计分析

概论》出版，与之配套的由贾怀勤编写的习题手册也同时出版。

1985 年，贸大关于贸易统计有两门课程：一是“国际贸易统计”，由陈及时主讲，讲授贸易统计的

国际通用理论、方法和体制；另一是“对外贸易业务统计”，由郑敦诗主讲，授课对象是会计本科和专科。

1986 年秋季学期始，贾怀勤任统计学教研室副主任，协助施家珍工作。1988 年，老教授李志伟与

陈及时调至其他单位，施家珍和叶淑云退休。1989 年，贾怀勤接替施家珍担任统计学教研室主任，按照

学校加强本科课程建设的意见，开始应用统计课程的全面建设。

为了增强课程的实用性与实践性，真正增强学生的本领，统计学教研室做了许多开创性的举动。首先，

修订教科书，1989 年《统计分析概论》修订版问世，保证新型课程教学的规范性。其次，放眼国际，学

习发达国家商学院，引入统计软件的教学。虽然当时贸大不具备使所有学生上机的计算机终端硬件条件，

但将经微机处理过的案例分析打印给学生，并向学生展示软件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

e　4 所部属高校，指中国成立以来，原对外经济贸易部曾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天津成立 4 所对外贸易学院，作为国际

化人才培养和对外经济贸易、外国语言文化、国际战略研究基地。其中，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建立于 1960 年，1994 年划归上海市人

民政府管理，2013 年更名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广州对外贸易学院成立于 1980 年，1994 年划归广东省人民政府管理，1995 年与广

州外国语学院合并组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天津对外贸易学院成立于 1983 年，1994 年并入南开大学。

f　吴家楹，男，1941 年毕业于西南联大，1951 年于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获理科硕士学位，归国后在外贸部经济研究所工作，

曾任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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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设统计实验课，于 1993 年建成全校第一个教学实验室，方便学生在用中学，为实践服务。

1993 年，由贾怀勤主持的“创设应用统计新型课程”项目，获北京市高校优秀成果一等奖，标志着

官方对贸大创设应用统计课程的正式承认。1997 年，统计实验课获北京市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贸大应

用统计课程再次领全国之先，成为改革开放以来统计学科发展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

5  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科的后续发展阶段与发展现状

5.1  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科的后续发展

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科的后续发展阶段，经历了发展—式微的过程。

1982 年统计学教研室成立后，施家珍任第一任主任，后又有三人相继担任教研室（统计学系）主任：

贾怀勤、张杰 a、王玉荣 b。这些前辈为统计学在贸大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

前期，统计学稳步发展。其中，1991 年，贾怀勤承担经贸部的“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差异”课题，后

围绕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的现实需要开展了多项课题研究，得到了学术界和经贸界高度评价。

后期，贸易统计课程式微。改革开放恢复统计教学后，国内的教学有“外研”与“内操”两种倾

向 c。20 世纪 80 年代，这两种导向的贸易统计教学和教材建设模式，平行存在于贸大内部。到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内操导向的代表性人物郑敦诗退休，贸大不再开设内操导向的贸易统计课程。至于外研导

向的贸易统计课程，随着贸大从国外引进一大批其他新课，而总课时数固定，外研导向的贸易统计课程

地位受到“挤压”，包括为国贸专业和企业管理专业开设的“国际贸易统计”和“海关统计”在内的一

些课程，由必修课被改为选修课。

国内其他高校中贸易统计课程的式微时间差不多比贸大晚了 10 年。随着 1997 年外经贸部宣布终止

运行进出口业务统计，内操导向的贸易统计课程在各高校陆续退场。至于外研导向的课程，只有上海对

外贸易学院一直坚持下来。

5.2  贸大统计学院的成立

贸大统计学科组织有两次大的变动。1982 年，贸大统计学科组织发生第一次变动。面对我校乃至全

国财经高校统计和定量分析薄弱的局面，学校决定建立统计学和数量分析教研室；教师与教学组织由国

际贸易系（三系）调整到国际经济管理系（五系），即如今的商学院。2012 年，贸大统计学科组织再次

发生变动，教师管理和教学组织由商学院调整到新成立的统计学院。

第二次变化的大背景，是进入 21 世纪后，高校建设强调以学科建设为龙头，而非 20 世纪的以教学

为中心。根据商学院管理学科的布局需要，商学院希望开设技术经济专业，作为商学院管理学的第六个

学科支撑点。但彼时，统计学在学科体系上属于经济学（根据 1992 年高等教育学科目录）。因此，统

a　张杰，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b　王玉荣，女，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国际商学院统计与技术经济学系主任。

c　“外研导向”，指以研究国际贸易统计分布和动态变化为手段，为中国政府和企业了解和分析国际市场服务；“内操导向”，

指以中国对外贸易业务系统的统计数据采集、汇总和分析的操作位要领，为中国政府和企业的内部管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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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学在商学的存在变得微妙，统计学系开始了从统计到统（计学）与技（术经济）的渐变。2005 年，学

院决定统计学与数量分析系改称统计学与技术经济系，按照技术经济办学需求引进教师，不再引进统计

学教师，这意味着随着老教师未来逐步退出工作岗位，统计学在商学院将逐渐自行消亡。

2011 年 9 月，贸大统计学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为了更好地开展学科建设，拓宽统计教学

和研究领域，为国家培养优秀的统计人才，学校决定在原国际商学院统计系和信息学院数学系师资队伍

基础上成立统计学院。2012 年 10 月，贸大成立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重点建设经济统计学、金

融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等二级学科。其中，贸易统计分析课程被列为专业必修课。截至 2020 年底，统

计学院设有经济统计系、数据科学系、统计与数量金融系、应用数学系 4 个教学系， 拥有专职教师 40 人，

在校生规模 350 人左右。

6  结语与思考

综上，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的历史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发轫于 20 世纪 50 年代

初零售会计统计师资班，由陈及时与刘伯午老师带头，学校正式开设对外贸易统计课程；第二阶段是发

展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初，学科稳步发展，并于 1958 年出版教材《对外贸易统计学》；第

三阶段是 1980—1990 年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恢复与传承阶段，其中 1982 年统计学教研室成立，贸大统计

学有了独立的教研建制；1988 年贾怀勤《对外经济贸易统计概论》出版，标志着改革开放后国际贸易统

计学科的复苏和研究范畴从单纯的货物贸易向对外经贸全领域扩展；第四阶段是后续发展阶段，自 1991

年至今。其中 2012 年，统计学院成立，统计学的教学职能随之从商学院划出，划入统计学院。

基于此，贸大国际贸易统计学科发展历史，至少有三点值得后人思考和借鉴：

6.1  铭记校史，弘扬先辈们的创业精神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艰苦环境下，贸大先贤们献身祖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

创出一门学科教育的新天地，为后人打下坚实的基础。

6.2  注重传承，保持本学科的发展脉络

学科是“学校中一种课程之全体”a，是高校教学和科研的功能单位，是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

范围的界定。搞好统计学教学也是学科发展建设的需要。虽然国际贸易统计学乃至统计学在贸大一直是

一个小学科、边缘性学科，但这些年来的学科发展，充分体现了其支持性与服务性，并结出了璀璨的成果。

尤其当年领全国之先的“应用统计”课程，支撑了商学院和全校的统计和定量分析的教学和科研，为学

校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并延续至今。

6.3  鼓励创新，创新才能造就“一流学科”

当今的世界，不创新就要落后。要形成自身的特色和优势就要创新。要有创新思维，要善于利用国

a　籍芳芳．问题、反思与回顾——研究生教育研究［M］．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1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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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国内形势，要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服务于国家的大政方针。统计学及其他学科教师要紧密联系实际，

运用新的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学科发展提供大批优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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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ing and Thinking New China’s Devel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as an Academic Discipline: Take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as an 

Example

Cao Yahong Su Longzhong Liu Haijun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Beijing

Abstract: As one of leading colleges in New China, the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has alway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since its foundation in the field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tatistics. This thesis put an in-depth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s subject, in a hope of not only reviewing all the achievement that have been got, but also 
providing the country’s ongoing construction plan of world-class universities and first-class disciplines 
with some inherently beneficial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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