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院本科统开设课程《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 

（中文）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 

课程名称 

（英文） 
Political Economics (Socialism) 

学分/周学时 3/4 课程类型 学院统一开设通修课程 

先修课程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 

选用教材 

1.洪银兴主编：《新编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人民出版社，2018 年 9 月第 1 版；

2.《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人民出版

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年 5 月第 3 版。 

一、课程性质、目的与任务 

    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应用和发展。作为对

经济学科各本科专业学生统一开设的通修课程，其目的在于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提高经济学理论素养和研究水平、科学认识当今世界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更好地参与当代中国社会

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和实践过程。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除了系统介绍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基本概念和范畴而外，还注重向学生阐明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紧密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

代化建设的实际，比较和借鉴人类创造的有益的经济学成果，培养学生拓宽视野、发现问题、比较鉴别

和分析问题的能力，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共产主义信念。 

二、教学基本要求 

    本课程教学包括课堂讲授、辅导、讨论、期中和期末考试等环节。通过教师不少于 44 个课时的课

堂讲授和学生约为 12 个课时的调研和研讨，使得学生能较为系统地了解和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的

理论体系、基本概念和范畴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且紧密联系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的实际，开展自主研讨，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在社会主义阶段的应用和发展。本课程考

试将采取闭卷方式，总评成绩中，期中和期末考试分别各占 30%和 70%。 

三、主要教学内容及课时安排 

周序 
主要教学内容 

课时安排 
篇目 基本内容（教材对应章节） 

第 1 周 导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

象；3.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意义；4.布置学生自主调研案例搜集和

整理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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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周 第一篇：经济新时代 

第一章：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第二章：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第三

章：新时代的社会主要矛盾；第四章：经

济发展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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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周 第二篇：经济制度 

第五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

度；第六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

七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分配制度；

第八章：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共享发展。 

8 

第 5-8 周 第三篇：经济运行 

第十一章：经济运行的主体和企业制度；

第十三章：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第十四

章：法治经济和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含第

十章：有序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十二章：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培育新动能（含第九

章：经济运行的效率和质量）。 

16 

第 9 周 
课堂讨论（一） 

期中考试 

1.学生分小组自主搜集整理案例资料，选

出代表报告调研成果，教师作点评；2.期
中考试的内容范围统一确定为“第一至第

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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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1 周 第四篇：经济发展 

第十五章：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现代化经济

体系；第十六章：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第十七章：协调发展的经济结构；第十八

章：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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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周 第五篇：对外经济 
第十九章：经济全球化新态势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第二十章：对外开放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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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14 周 课堂讨论（二） 
学生分小组自主搜集整理案例资料，选出

代表报告调研成果，教师作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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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16 周 复习   
第 17-18 周 考试   

四、考核方式：闭卷 

成绩比例：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分别占 30%和 70%。 

五、开课专业 

经济学院本科各专业。 

六、其它信息 

任课老师答疑时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答疑地点：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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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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