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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 

【Political Economics 】 

一、基本信息 
课程代码：【0010083】 
课程学分：【    2  】 
面向专业：【工企专业】 
课程性质：【院级必修课】 
开课院系：高职学院 
使用教材： 

教材【政治经济学（第五版），逢锦聚等，高等出版社，2014】 
参考书目【现代政治经济学，程恩富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高级政治经济学，蒋学模、吴柏麟，复旦大学出版社】 

课程网站网址：无 
先修课程：【 无】 

二、课程简介 

政治经济学是大学经贸类专业的基础理论课。它研究在一定生产力状况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

系及其发展规律，以及与其之联系的经济运行机制，是一门全面揭示人类社会生产关系及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它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和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对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指导作用和

意义。 

三、选课建议 

本课程是工商企业管理类高职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建议该专业一年级学生选修本课程。 

 

四、课程与专业毕业要求的关联性 

专业毕业要求 关联 

LO1：品德修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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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

法律法规、传承雷锋精神，践行“感恩、回报、爱心、责任”八字校

训，积极服务他人、服务社会、诚信尽责、爱岗敬业。 

●  

LO21：专业能力。调查预测能力。熟悉调查方案的策划，调查问卷的

设计，掌握常用的资料分析与预测方法，熟悉调查报告的写作。 
  

LO22：市场开拓能力。熟悉 SWOT 分析、波士顿矩阵、STP 分析、4P 组

合、营销组织与控制等，并能有效应用。 
  

LO23：生产运作能力。清楚生产运作系统的设计、进度管理、质量管

理、技术管理、设备管理等。 
  

LO24：人力资源能力。熟悉人力资源工作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

开发、绩效管理、薪酬与福利、劳动关系管理，并能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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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25：财务管理能力。清楚资金的筹集、投资、运营、分配和财务计

划与决策、财务预算与控制、财务分析与考核等 
  

LO26：商务管理能力。熟悉商务范围、时间、成本、人员、沟通、风

险、采购、集成管理等。 
  

LO27：营销管理能力。能用已有的思维成果和创新的方法进行策划。

熟悉营销策划原理与步骤、策划创意与文案、营销策划整体设计及运

用等。 

  

LO28：具备电子商务应用能力   

LO31：表达沟通。倾听他人意见、尊重他人观点、分析他人需求  

LO32：应用书面或口头形式，阐释自己的观点，有效沟通   

LO41：自主学习。能根据需要确定学习目标，并设计学习计划。  

LO42：能搜集、获取达到目标所需要的学习资源，实施学习计划、反

思学习计划、持续改进，达到学习目标。 
  

LO5：健康发展。懂得审美、热爱劳动、为人热忱、身心健康、耐挫折，

具有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LO61：协同创新。在集体活动中能主动担任自己的角色，与其他成员

密切合作，善于自我管理和团队管理，共同完成任务。 
  

LO62：有质疑精神，能有逻辑的分析与批判。 ●  

LO63：能用创新的方法或者多种方法解决复杂问题或真实问题。  

LO71：信息应用。能够根据需要进行专业文献检索。   

LO72：能够使用适合的工具来搜集信息，并对信息加以分析、鉴别、

判断与整合。 
  

LO81：国际视野。具备外语表达沟通能力，达到本专业的要求。   

LO82：理解其他国家历史文化，有跨文化交流能力。   

LO83：有国际竞争与合作意识。   

五、课程目标/课程预期学习成果 

 

六、课程内容 

导 论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 

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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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党爱国，坚决拥护党的领导，热

爱祖国的大好河山、悠久历史、灿

烂文化，自觉维护民族利益和国家

尊严 

课堂授课、课外

作业、课堂讨

论。 

批阅作业、期

末考试、课堂

提问。 

2 LO62 
有质疑精神，能有逻辑的分析与批

判 

课堂授课、课外

作业、课堂讨

论。 

批阅作业、期

末考试、课堂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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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 

0.2 政治经济学研究任务 

0.3 政治经济学方法 

0.4 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能力要求： 

①知道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 

②理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③理解学习本课程的重要意义。 

第 1 章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教学内容： 

1.1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 

1.2 所有制与产权 

1.3 生产力及其发展途径 

1.4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 

能力要求： 

①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理论； 

②理解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概念和含义； 

③知道所有制与产权含义。 

教学重点难点： 

生产力  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 

第 2 章  商品和价值 

教学内容： 

2.1 商品及其内在矛盾 

2.2 价值量 

2.3 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 

能力要求： 

①理解商品的二因素、劳动二重性； 

②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及表现形式、作用。 

教学重点难点： 

商品的二因素  劳动二重性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及表现形式  劳动

生产率与价值量的关系 

第 3 章  货币与货币流通量 

教学内容： 

3.1 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3.2 货币的形式 

3.3 货币流通量 

能力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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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知道货币的起源、层次、形式； 

②理解货币的本质、货币流通规律。 

教学重点难点： 

货币的本质  货币流通量及其规律  信用货币 

第 4 章  资本及其循环和周转 

教学内容： 

4.1 资本及其价值增殖 

4.2 资本经营 

4.3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能力要求： 

①理解资本积聚、资本集中和资本经营； 

②理解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原理。 

教学重点难点： 

资本价值增殖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第 5 章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市场实现 

教学内容： 

5.1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5.2 社会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 

5.3 社会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 

5.4 供求平衡与市场实现 

能力要求： 

①知道供求平衡、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 

②理解社会总产出的核心问题、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教学重点难点： 

社会总产出的核心问题  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第 6 章  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 

教学内容： 

6.1 信用及其功能  

6.2 信用制度  

6.3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  

能力要求： 

①知道各种信用制度； 

②理解信用及其功能； 

③理解虚拟经济。 

教学重点难点： 

信用及其功能  虚拟资本  虚拟经济 

第 7 章  竞争与垄断 



SJQU-QR-JW-033（ A0）  
 

教学内容： 

7.1 竞争引起垄断  

7.2 有效竞争与反垄断 

能力要求： 

①知道竞争与垄断的基本知识； 

②理解垄断如何产生及有效竞争。 

教学重点难点： 

竞争与垄断的关系 

第 8 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剩余价值的生产 

教学内容： 

8.1 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及其本质特征 

8.2 货币转化为资本 

8.3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8.4 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 

能力要求： 

①知道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条件； 

②理解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 

③理解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依据与意义 

教学重点难点： 

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  两种剩余价值的关系 

第 9 章  资本主义的分配 

教学内容： 

9.1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9.2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9.3 商业利润、借贷资本和地租 

能力要求： 

①理解工资的本质； 

②理解剩余价值分割的各种具体形式，从总体上认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③理解平均利润的形成及其意义； 

④理解商业利润、借贷利息、地租的来源与实质。 

教学重点难点：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的关系  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 

第 10 章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 

教学内容： 

10.1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及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10.2 经济全球化与现代资本主义 

10.3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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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要求： 

①知道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形成及表现、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与

基本矛盾、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②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协调、资本积

累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 

③理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实质、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影响和矛盾、掌握经济危机与

经济周期。 

教学重点难点：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形式和实质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节  经济全球化的

实质、影响和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经济全球化的国际协调  产品创新与资本主义的“创造

性毁灭” 

第 11 章  社会主义经济 

教学内容： 

11.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11.2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1.3 社会主义经济运行 

能力要求： 

①知道社会主义理论或学说、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②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③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基本状况。 

教学重点难点： 

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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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备注 

1 货币流通规律 认识货币流通规律 4 综合型 1 

2 资本有机构成 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 4 综合型 2 

      

      

 

八、评价方式与成绩 

总评构成（1+X） 评价方式 占比 

X1 作业 20% 

X2 期中测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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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课堂表现 20% 

X4 期终考试 40% 

   

 

撰写：罗一新         系主任审核：  日期：2023.09.15 

 
 


	【政治经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