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习目标：
了解近代以来全球贸易网络形成及变迁，理解贸易活动在文化交流中扮演
的重要角色。

             第10课 

近代以来的世界贸易与文化交流的扩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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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形成

一、全球贸易网的形成

1、发展演变

（3）表现：①商品种类和数量大大增加。
②股份制公司出现和发展。

（4）影响：西欧列强的殖民扩张客观上推动了洲与洲之间的贸易，以欧洲为
中心的世界市场初步形成。

（2）原因：新航路开辟和西欧各国的殖民扩张，各洲之间的贸易随之扩展。

（1）时间：新航路开辟后到17、18世纪。



一、全球贸易网的形成

初步形成 最终形成

（3）表现：

工业革命后，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使欧美国家需要寻求更多原料
产地和商品市场。

（2）原因：

①形成了西欧、北美生产和出口制成品，其余国家生产和出口初 

   级产品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
②类型丰富的工业产品，通过快速的交通工具输送到世界各地。
③1870年到一战前，世界贸易额增长近2.6倍。

1、发展演变

（1）时间：19世纪末20世纪初。



一、全球贸易网的形成

初步形成 最终形成 曲折发展

（3）表现：

（2）原因：两次世界大战爆发；冷战的发生，世界形成两大对抗的阵营。

①战争严重破坏了世界贸易的发展。
②冷战的发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受到极大影响
③《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签署和各国围绕贸易、关税的谈判，仍推
动着世界贸易的发展。

1、发展演变

（1）时间：两次世界大战及冷战期间。



一、全球贸易网的形成

初步形成 进一步发展 曲折发展 突飞猛进

（3）表现

（2）原因：中国改革开放；冷战结束；世界贸易组织成立。

①全世界出口总值增长约100倍。

②生产的国际分工进一步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1、发展演变

（1）时间：20世纪90年代后。

世界海运航线及战略通道



（2）推动因素：
     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和掠夺；两次工业革命与科技革命的推动；交通、
通讯工具的进步；区域集团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冷战结束与市场经济的普
遍建立；跨国公司与国际贸易协调机制的建立。

一、全球贸易网的形成

2、特点及原因
 材料：从历史看，全球化分为几个阶段，主导方
式不停变化。第一阶段是1500年到工业革命时期，
强国通过海上战争控制航路，击溃竞争对手商船
船队寻求贸易垄断，建立主导性的全球贸易网络。
第二阶段是英国工业革命后，强国以殖民方式在
全球进行原材料掠夺和市场扩张，这个时期的全
球化本质上是种“帝国模式”，英国是霸权国。
第三阶段是二战后，世界各国间逐渐走向全球性
相互依赖，国家间处理彼此关系的行为也发生了
变化，最强大的国家认为以战争方式开疆拓土得
不偿失，战争无异于自杀，美国靠贸易就能致富。
    ——摘自徐秀君、刘贞晔等《特朗普会大开
经济全球化倒车吗？》

★问题探究：阅读材料并结合所学，
概括全球贸易网阶段特点，分析形成
的推动因素。

（1）特点：
第一阶段：控制航路，垄断贸易网络；
第二阶段：掠夺原料，扩张市场；
第三阶段：加强联系，建立全球贸易体系。



1、茶文化国际化

二、商品流动与文化交流国际化

①中国先民的伟大发现，饮茶风俗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②蕴含了含蓄内敛的东方哲学和娴静淡雅的东方美学，是中国文化符号之一。

  

  

   材料2：泉甘器洁天色好，坐中拣
择客亦嘉。新香嫩色如始造，不似来
远从天涯。停匙侧盏试水路，拭目向
空看乳花。 

——北宋欧阳修《尝新茶呈圣俞》

    材料1：唐代饮茶之风遍及大江南北。
陆羽的《茶经》提出饮茶“宜精行俭德
之人”，标志着茶文化的正式形成。唐
代的茶文化包含了和谐、中庸的思想；
强调饮茶字字内省和超然物外、安详、
平和的审美境界追求。
        ——萧风声《试论中国国民性
与中国茶文化精神》

（1）茶与茶文化



1、茶文化国际化

二、商品流动与文化交流国际化

（2）茶叶贸易

①最初，中国茶主要在中国周边传播。

②16世纪以后，中国茶广泛传播到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等地区。

    材料：北宋政府认识到茶叶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通过准许在
北方进行对外贸易，推动中国茶叶对外贸易进一步发展……到了1757年，清政
府又将广州作为中国对外通商的唯一口岸。茶叶出口市场市场涉及日本以及欧洲大
陆各国和美洲，从此中国茶叶成为世界各国争相贩运和销售的重要商品。
                    ——闻云峰《近代中国茶叶对外贸易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



    材料：下午茶在英国刚诞生的时候，还是一种在家里喝的茶，因此也被叫
做“在家”茶……到了爱德华时代（1901—1910年），随着人们旅行欲望的不
断增加，“在家”的茶派对逐渐消失。下午茶改成每日下午四点钟在高级酒店
和高档商店的新茶室里进行的活动，而且经常伴随着轻音乐，有时人们甚至还
会跳一些舞。
                                 ——摘编自夏理《英国的下午茶文化》

1、茶文化国际化

二、商品流动与文化交流国际化

（3）交流与互鉴

①俄上流社会把中国茶具作为最珍贵的室内摆设，中俄形成著名的“万里茶道
”。
②英国茶会上用中国茶和中国的茶具来招待客人成为主人炫耀的方式。
③荷兰许多富裕家庭都设有专门的“茶室”。
④日本形成“日本茶道”，英国形成“下午茶”。



二、商品流动与文化交流国际化

2、服饰文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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