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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简介

课程中文名 政治经济学

课程英文名 Political Economics 双语授课 □是 √否

课程代码 05112170 课程学分 2 总学时数 32

课程类别

□通识教育课程

□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

□综合实践课程

□教师教育课程

课程性质

☑必修

□选修

□其他

课程形态

□线上

☑线下

□线上线下混合式

□社会实践

□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考核方式
☑闭卷 □开卷 □课程论文 □课程作品 □汇报展示 □报告

课堂表现 阶段性测试 平时作业 其他 （可多选）

开课学院 财经学院
开课

系(教研室)
经贸系

面向专业 国际经济与贸易 开课学期 第1学期

课程负责人 苟兴朝 审核人 陈婷婷

先修课程 无

后续课程 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

选用教材 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版）[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21.

参考书目

1. 宋涛主编：《政治经济学教程》（第11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
2. 张世贤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史》，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
3. [德] 卡尔•马克思著:《资本论》，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课程资源 无

课程简介

本课程是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基础必修课。教学内容主要包括商品、货币、市场经

济和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演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流通、剩余

价值分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有制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

配制度等内容。通过学习，学生应应具备理解经济原理、分析社会问题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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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课程目标

表 1 课程目标

序号 具体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 具有国贸从业人员必备的专业素养，具有敏锐洞察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素质，具

有扎实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掌握相关分析方法，具备从事国际贸易

活动的基本技能。

课程目标 2 了解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及相关经济政策、国际政治经济最新发展资

讯，跟踪学习相关前沿理论。

课程目标 3 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坚守政治立场，坚守诚信、互利互惠的基本准则，有较强

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身心素质。

课程目标 4 具有终身学习与职业生涯规划意识。能够适应时代和专业发展需求，运用辩证唯物主

义的分析方法对专业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探索和研究。

表2-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毕业要求 指标点 课程目标

毕业要求1：思想道德【H】
1.3具有科学精神、人文修养、社会责任感及经世济民

情怀，了解国情社情民情，积极参与社会实践，传播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目标3

毕业要求4：专业能力【M】 4.2具备熟练运用专业知识从事涉外经济贸易工作的

能力。
课程目标1

毕业要求8：终身学习【H】

8.1具备自我规划能力，能够主动了解数字经济与贸易

前沿动态，根据数字经济时代国际贸易发展需求进行

职业生涯规划。

课程目标2

8.3具备自主学习和自我发展能力，养成从职业发展需

要的角度提升自我的习惯，学会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

进行探索实践

课程目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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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课程学习内容与方法

表3-1 课程目标、学习内容和教学方法对应关系

序号 课程模块 学习内容 课程目标 学习重点难点
教学

方法 学时

1
商品与劳

动力商品

1. 理解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2. 理解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3. 理解资本主义工资的实质，工资的构成以及工资的形式。

4. 理解决定工资水平的各种因素和工资水平的变动趋势，了解

无产阶级争取提高工资的斗争。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4

重点：掌握相关概念理论以

及分析方法

难点：

学生围绕相关概念理论分

析案例，分组讨论发表，模

拟实践应用。

讲授

案例分析

分组讨论

及发表拓

展阅读等

4

2
剩余价值

理论

1. 理解资本的定义，理解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过程。

2. 理解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掌握资本的本质。

3. 掌握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定以及应用分析。

4. 理解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掌握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发展的过程。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4

重点：掌握相关概念理论以

及调研方法

难点：进行模拟市场调研

讲授

案例分析

分组讨论

拓展阅读

发表等

6

3

资本积

累，资本

循环与社

会再生产

1. 掌握资本积累的本质。理解资本的有机构成。资本的积聚

和集中。

2. 理解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无产阶级的贫困化，理解并学

习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3. 掌握产业资本循环，以及阶段和形态。理解流通时间和流

通费用，理解资本的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4. 理解并掌握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以及扩大再生产条件下社会

产品的实现及条件。

5. 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理解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的可能

性和必然性和周期性。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4

重点：掌握相关概念理论方

法

难点：

学生围绕相关概念理论分

析案例，分组讨论发表，模

拟实践应用。

讲授

案例分析

分组讨论

及发表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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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平均利

润，商业

利润及地

租

1. 掌握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原

理。掌握并能够分析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

2. 理解并掌握商业资本的概念

3. 理解借贷资本的本质和特点

4. 理解资本主义的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地租。理解级差地

租的概念及形态。

课程目标1

课程目标2

课程目标3

课程目标4

重点：掌握相关概念理论以

及分析方法

难点：

学生围绕相关概念理论分

析案例，分组讨论发表，模

拟实践应用。

讲授

案例分析

分组讨论

及发表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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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考核

（一）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

表4 程目标、考核内容与考核方式对应关系

课程

目标
考核内容

所属学习

模块/项目

考核

占比

考核方式

课程

目标1

1.具有洞察政治经济形势变化与国际贸易动态的能力

2.具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3.具备从事国际市场营销活动的基本技能

模块1
模块2
模块3
模块4

25%

课堂表现

平时作业

读书笔记

闭卷考试

课程

目标2

1.具备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知识，包括资本的原理，剩余

价值理论，社会资本循环再生产，资本积累等理论。

2.了解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国际政治发展现状及相关经济

政策

3.能跟踪学习相关的前沿理论和获取国际政治经济最新

发展资讯

模块1
模块2
模块3
模块4 40%

课堂表现

平时作业

读书笔记

闭卷考试

课程

目标3

1.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修养，在从事涉外性经济活动

中坚守政治立场，坚守诚信、互利互惠的基本准则

2.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和良好的身体、心理素质以及良

好的政治素养。

模块1
模块2
模块3 15%

课堂表现

平时作业

读书笔记

闭卷考试

课程

目标4

1.能具有团队协作精神，掌握沟通合作技能

2.善于倾听，能够清晰、有条理的表达

3.能与同行、合作方积极合作交流

4.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和

负责人的角色

模块1
模块2
模块3
模块4

20%

课堂表现

团体表现

（二）成绩评定

1.平时成绩评定

（1）课堂表现（40%）：评价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情况、如发言与参与课堂互动等情况。

（2）作业完成情况（40%）：让学生完成课堂作业，考核学生对于概念原理的理解情况。

（3）分组实践（20%）。

2.期末成绩评定

课终考核主要考察学生对政治经济学相关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的理解与运用。方

式为闭卷考试。具体要求学生掌握商品，劳动力商品，剩余价值理论，资本积累，资本

循环与社会再生产，平均利润，商业利润及地租等相关原理。能够自主地分析并解决相

关问题。

3.总成绩评定

总成绩（100%）=平时成绩（40%）+期末成绩（60%）

（三）评分标准

试卷考核项目以试卷参考答案及评分细则为准

五、其它说明

本课程大纲依据2023版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由财经学院经贸系讨论

制定，财经学院部教学工作委员会审定，教务处审核批准，自2023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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