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宏观经济学】 

【Macroeconomics】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0060134】 
课程学分：【2】 
面向专业：【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管理】 
课程性质：【院级必修课】 
开课院系：职业技术学院 
使用教材：教材【西方经济学（第二版）下册，西方经济学编写组编写，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9】 
参考书目 

【宏观经济学原理（第 3 版），高鸿业名誉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9】 
【宏观经济学（第 10 版），N·格里高利·曼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1】 
【宏观经济学：政策与实践（第 2 版），弗雷德里克·S 米什金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5】 
【宏观经济学，栗小丹，孟冬雪主编，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4】 

先修课程：【微观经济学 0060591（2）】 

二、课程简介 

《宏观经济学》是国际商务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之一。该课程以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经济活动作

为考察对象，研究社会总体经济行为及其成果，这些经济行为及成果通过一些变量来表示，并揭示它们

如何决定及相互关系。宏观经济学主要运用总量分析的基本方法进行研究，主要研究经济波动、经济增

长、就业、通货膨胀、国家政策等经济现象。其中心是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国民收入决定问题，而其

落脚点则在于如何解决各种宏观经济病症，即如何实施宏观经济政策，使国民经济能健康发展——经济

增长与发展、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 

通过该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宏观经济的运行机制，掌握宏观经济基础

分析工具和基本分析方法，理解宏观经济环境及其变化的影响，懂得如何预期和适应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的变化，能够较熟练地运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宏观经济的实际问题，不断提高

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本课程总学时数为 32，其中理论课时 24，课内实训课时 8，另外需要学生课外不少于 16 课时的拓展

阅读与训练。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适用于商科类国际商务、现代物流管理专科专业，建议在大一第一学期开设。 

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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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LO=learning outcomes（学习成果）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专业毕业要求 
关

联 

LO1：品德修养  

LO21：国际贸易进出口业务规范操作能力  

LO22：国际商务电子及数字运作管理能力  

LO23：国际货物运输业务操作能力  

LO24：商务英语应用能力  

LO25：国际市场营销能力  

LO3：表达沟通  
LO4：自主学习  
LO5：健康发展  
LO6：协同创新  
LO7：信息应用  
LO8：国际视野  

序

号 
课程预期 
学习成果 

课程目标 
（细化的预期学习成果） 

教与学方式 评价方式 

1 LO1 

培养学生能够“用经

济学知识讲好中国

故事，用理论阐释中

国实践发展成就”，

根据知识点和技能

点挖掘“制度优势、

治国理念、企业精

神、自我发展”等思

政元素， 进而坚定

理想信念，自觉涵养

和积极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增强

政治认同、厚植家国

情怀。 

通过理论推导、模型

评价、案例分析、生

活感悟或经验、应用

讨论等教学方式，将

理论内容与思政内

容显性或隐性地结

合起来，实现对学生

的思想品德教育。 

项目实训 

单元测试 

2 LO2 

能够分析和解决中

国的宏观经济现象

和问题，并提出实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目标、符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采用小组课堂展示

的方式，让学生根据

相关项目（如 GDP是

否是衡量经济的好

指标），查找资料，

调查现状，分析原

项目实训 

单元测试 



 

 

 

 

 

 

 

 

 

 

 

六、课程内容 

单元 1： 宏观经济学概论（2 课时） 

教学内容： 

1.1 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1.2 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1.4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能力要求： 

①知道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 

②理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关系； 

③了解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教学重点：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 

教学难点：宏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及框架 

单元 2：宏观经济的基本指标及其衡量（6 课时） 

教学内容： 

2.1 宏观经济学的特点 

2.2 国内生产总值及其核算方法 

2.3 国民收入恒等式及核算 

2.4 价格水平及其衡量 

2.5 失业及通货膨胀 

能力要求： 

①知道宏观经济学研究对象； 

②理解国民收入各个总量的概念及其关系； 

③理解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 

④理解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方法和国民收入核算中的恒等式。 

⑤了解失业及通货膨胀的定义及成因 

规律的政策和对策。

建议学生课后观察

和思考身边的经济

现象与问题，寻求解

决对策，提升专业能

力。 

因，进而提出对策建

议。创新点可以是思

路方面、展示方式方

面、对策建议方面、

团队协作方面等。 

3 L03 

能够准确理解政府

各项宏观经济政策

的背景、实施原理、

预期效果及局限性，

并进行合理评价、有

效沟通。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

式，引导学生分析相

关案例；学生之间开

展讨论，进行交流与

沟通。 

项目实训 

单元测试 



 

 

教学重点：国民收入各个总量之间的关系、国内生产总值的概念、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方法 

教学难点：国民收入各个总量之间的关系 

单元 3： 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收入支出模型（6 课时） 

教学内容： 

3.1 均衡产出 

3.2 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3.3 二部门、三部门、四部门经济的国民收入决定及变动 

3.4 乘数论 

能力要求： 

①掌握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②理解其他消费理论； 

③分析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④理解投资乘数等乘数的概念。 

教学重点：凯恩斯的消费理论  两部门、三部门、四部门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决定  投资乘数原理 

教学难点：乘数理论及其应用 

单元 4：国民收入决定：IS-LM 模型（4 课时） 

教学内容： 

4.1 投资的决定 

4.2 IS 曲线 

4.3 利率的决定 

4.4 LM 曲线 

4.5 IS－LM 理论模型 

4.6 凯恩斯的基本理论框架 

能力要求： 

①知道投资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 

②分析 IS 曲线和 LM 曲线的移动； 

③分析货币需求动机； 

④理解货币需求函数； 

⑤理解利率的决定； 

⑥运用 IS―LM 模型分析经济现象； 

⑦掌握凯恩斯基本理论。 

教学重点：投资的概念  IS 曲线和 LM 曲线的移动  货币需求动机  凯恩斯理论的主要内容 

教学难点：IS 曲线和 LM 曲线的移动 

单元 5：国民收入决定：AD-AS 模型（2 课时） 

教学内容： 

6.1 总需求函数和总需求曲线 

6.2 总供给函数和总供给曲线 

6.3 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均衡模型 



 

 

6.4 总需求曲线与总供给曲线移动的效应 

能力要求： 

①知道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基本形状与基本含义； 

②理解总供求曲线的得出过程； 

③理解总供求的均衡模型和总供求曲线移动产生的效应。 

教学重点：总需求曲线和总供给曲线的基本含义、总供求的均衡模型和总供求曲线移动的效应 

教学难点：总需求曲线的推导、总供求的均衡模型和总供求曲线移动的效应 

单元 6：宏观经济政策（4课时） 

教学内容： 

5.1 宏观经济政策目标及影响 

5.2 财政政策及效果 

5.3 货币政策及效果 

5.4 两种政策的混合应用 

5.5 总需求管理政策的争论 

5.6 供给管理政策 

能力要求： 

①理解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②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工具实现经济政策目标； 

③了解功能财政思想和自动稳定器的作用原理。 

教学重点：宏观经济政策目标  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工具及其运用 

教学难点：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工具及其运用 

   课内实训（8 课时） 

七、课内实验名称及基本要求 

 

序号 实验名称 主要内容 实验时数 实验类型 

1 
GDP 是衡量经济的

好指标吗？ 

通过分析中国近几年GDP高速增长现

状，讨论伴随 GDP 的增长人们生活水

平是否同步提高，探讨GDP的局限性，

并对 GDP 进行修正。 

2 设计型 

2 失业问题 

通过调研某国或某地区近年来的失业

现象，分析失业的原因，提出对策建

议。 

2 综合型 

 通货膨胀问题 

通过调研某国或某地区近年来的通货

膨胀现象，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并

提出对策建议。 

2 综合型 



 

 

4 我国的财政政策和

货币政策分析 

在掌握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定义及使

用的基础上，能够根据我国当前的经

济形势，分析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

策的实施依据、预期效果及局限性。 

2 综合型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撰写人：栗小丹                系主任审核签名： 
审核时间：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1 期末考试 40% 

X1 单元测试 20% 

X2 项目实训 20% 

X3 课堂表现 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