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 

（Political Economics）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编码：4081139000   

课程性质：必修 

先修课程：无 

适用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经济学专业、金融学专业、投资学专业 

总学分：3.5     总学时：56    

理论学时：50     实验/实践学时：无    自修：6 

开课院系：经济学院            课程负责人：李阳明           

课程师资：李阳明、漆雁斌、沈倩岭、何思妤 

表 1 《政治经济学》课程师资一览表 

教师姓

名 
年龄 职称/职务 

毕业学校/所

学专业 
最后学历/学位 

岗位

情况* 
主要教学经历 

李阳明 55 副教授 四川大学 /政

治经济学 

大学本科/经济

学学士 

在岗 政治经济学、农产品

国际贸易、国际贸易

理论与政策、国际商

务谈判 

漆雁斌 49 教授 西南财经大

学 

博士研究生/博

士 

在岗 政治经济学、农产品

国际贸易、国际贸易

理论与政策 

沈倩岭 37 副教授 四川大学 /政

治经济学 

博士研究生/博

士 

在岗 政治经济学、国际贸

易理论与政策、商务

英语 

何思妤 

 

36 副教授 四川大学 /政

治经济学 

博士研究生/博

士 

在岗 政治经济学、国际贸

易理论与政策、国际

商务管理、西方经济

学 

二、课程简介 

《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学科的核心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核心骨

干课，是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经济学和投资学专业的必修课和基础课。是



研究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核心，揭示

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历史趋势，同时揭示了社会化大生产的普遍规律。

主要内容包括：劳动价值论、资本与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理论、资本循环和

周转理论、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分配理论等。其任务是使学生客观认

识资本主义，自觉尊重经济规律，理解市场经济运行法则，分析解决经济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坚信共产主义。 

三、课程目标 

通过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训练，使学生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认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的实质，科学认识和把握反映社会化大生产客观要求的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运

用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正确认识、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为学习其

他专业课程作好理论和方法准备。 

四、主要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 

主要教学方法是课堂讲授教学法，还有案例分析教学法、启发式教学法、问

题引导式教学法、互动讨论教学法等，强调理论联系实际。 

主要教学手段是多媒体教学手段，并辅之以板书、热点视频新闻、参观调查

等。 

五、考核方式与成绩构成 

考核方式包括平时考核和课终考核两部分组成。课程平时考核由课堂考

勤、课程习题、课堂心得、读书报告等组成；课终考核采用卷面考核，闭卷、

笔试。 

成绩构成：平时成绩+课终考核成绩。（1）考勤占 5%；课程习题 15%;课程

心得 15%；读书报告 15%；课终考核 50%。 

六、理论教学内容及学时安排 

    总学时 56，其中：理论学时 50、自修学时 6，学分 3.5 

    导论（6 学时) 

教学目标： 

    介绍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产生和发展、任务、研究方法、性质及意义。 



重点、难点：重点是分析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难点是理解和运用经济规律。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案例分析 

1.1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1.2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1.3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和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1.4 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第一章 商品与货币（6 学时) 

教学目标：理解商品及其内在矛盾，了解商品的价值量，掌握市场经济和价

值规律。 

重点、难点：重点是理解商品价值；难点是理解价值规律概念和作用。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案例分析法 

     1.1 商品 

     1.2 货币 

1.3 价值规律 

1.4 劳动价值论在当代的深化与发展 

第二章 资本与剩余价值（6 学时) 

教学目标：理解货币的产生及其发展、本质和职能以及流通规律 

重点、难点：重点是剩余价值怎样产生的；难点是理解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

键——劳动力。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讨论分析 

2.1 货币转化为资本 

2.2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2.3 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 

2.4 工资 

    第三章 资本积累与再生产（6 学时) 

    教学目标：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和资本积累     

重点、难点：重点是资本积累的实质；难点是理解资本有机构成。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案例分析 

3.1 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积累 



3.2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3.3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第四章  资本循环与周转(6 学时) 

    教学目标：介绍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理论。 

    重点、难点：重点是理解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个基本职能；难点是理解

资本循环顺利进行的条件。 

教学方法：课堂讲解、讨论分析 

4.1 资本的循环 

4.2 资本的周转 

第五章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与经济危机(6 学时) 

    教学目标：介绍资本主义再生产理论和经济危机。 

    重点、难点：重点是分析再生产的核心问题；难点是分析再生产实现的条件。 

教学方法：视频讨论、案例分析及课堂讲解。   

5.1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5.2 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 

5.3 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 

5.4 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第六章  剩余价值的分配(8 学时) 

    教学目标：介绍产业利润、商业利润、银行利润、借贷利息和地租 

    重点、难点：重点是理解利润平均化；难点是理解资本主义地租。 

教学方法：案例分析、课堂讨论、课堂讲解 

6.1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6.2 商业资本与商业利润 

6.3 借贷资本、银行资本与虚拟资本 

6.4 资本主义地租 

第七章  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演变与经济全球化(6 学时) 

    教学目标：理解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及其对经济的干预调节，理解经济全球化

趋势。 

    重点、难点：重点是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难点是正确认识经济全



球化。 

教学方法：播放视频后讨论、启发式讨论、课堂讲解 

7.1 资本的社会化与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 

7.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7.3 经济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 

自修学时 6 学时 

七、教材及主要参考书目 

（一） 教材 

[1]刘诗白主编,《政治经济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第四版 2014. 

（二）主要参考书目 

[1] 马克思主编，《资本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 朱方明主编，《政治经济学》，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 

[3] 程恩富主编，《现代政治经济学》，上海：上海财经出版社，2008. 

[4] 刘诗白主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6. 

[5] 张维达主编，《政治经济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6] 卫兴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7]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3-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年. 

[8] 《邓小平文选》第 1、2、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993、

1994 年版. 

[9] 李清娥主编，《政治经济学》，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10] 亚当.斯密著，《国富论》，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 

[11] 萨缪尔森著，《经济学》，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7. 

[12] 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北京：中信出版社。2007. 

[13]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99.  

[14] 大卫.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上海：商务印书馆，2013.  

[15]《马拉卡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  

[16]《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议定书》. 



[17]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18] 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上海人民出版社《梁启超选集》，1984. 

[19] 李汝珍，《镜花缘》，华夏出版社，2008. 

（三）主要学术期刊和网站 

《经济研究》  《经济学家》  《世界经济》  《中国农村经济》  

《财经科学》  《经济学动态》  《改革》   《国际贸易》   

《中国农村观察》  《农业经济问题》  《财贸经济》   

《产业经济研究》  《政治经济学评论》 

中国政治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http://www.imf.org  

        世界贸易组织 http://www.wto.org 

        世界银行 http://www.worldbank.org 

        中国商务部网站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 

        经济学家 http://www.jjxj.com.cn/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http://www.ccer.edu.cn/cn/ 

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http://www.cenet.org.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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