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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 

【课程简介 】          

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

的规律的科学。近代政治经济学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而出现

的。历史上，许多经济学都曾以“政治经济学”为题名，系统地阐述他们

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思想理论。目前，作为高等学校经济、管理类专业所开

设的政治经济学是特指由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

上创立的、为以后许多经济学家遵循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结合各时代社

会经济实践所发展了的一套关于社会经济活动规律的系统理论。 

政治经济学课程以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

义世界观为指导，运用生产力、生产关系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

动规律，从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关系及其载体的分析入手，全面把握

由社会生产关系运动所产生的各种具体规律和现象。政治经济学是学习经

济科学所必修的一门基础理论课程，它所提供的是对社会经济机体结构的

全面分析，经典作家曾把政治经济学称为“市民社会”的解剖学。政治经

济学以它特有的科学抽象法透过人们日常感觉经验的表面现象，揭示经济

活动的本质规律，从而提供在更深的层次上理解经济表面现象的思想方

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工人阶级政党领导革命与经济建设，制定

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因此，学习政治经济学对深入理解

党在社会主义阶段的方针、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课程性质】 

    政治经济学课程，是高等学校经济学类各专业的基础、核心课程，同

时也是财经与管理类各个专业的专业必修课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经济

理论课程，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和逻辑性，主要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分析和

研究问题。政治经济学课程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和所揭示的客观经济规律，

为其它经济类学科提供理论基础。学习政治经济学课程，应具备一定的哲

学、社会发展史、自然科学和经济发展史方面的基础知识。  

【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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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要求学生，一是要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二是要能够运用这些基

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分析认识和解决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

主义经济特别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和新

问题；三是争取能够运用这些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结合不断

发展的经济实践，进行理论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并更好地指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四是为学习经济和管理类

专业的各门专业课程奠定扎实的理论基础，毕业后能够较好地适应经济管

理工作和经济问题研究工作的需要。  

【教学时数及学分】 

本课程为学年课程，总教学时数为 144 学时，讲授 36 周，每周 4 学

时。本课程共 8 个学分。课程内容和考核目标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全部内

容。   

【教学方式】 

    本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建议使用多媒体课件辅助教学。安排一定课

时就难点、热点经济问题进行课堂讨论。指导学生结合现实经济问题进行

社会调查。  

       

 

 

导论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 

【教学要求】  

   通过本章的教学使学生明确政治经济学一门什么样的科学，了解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和基本任务，掌握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方法，明确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科学地分析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  

【教学时数】4 学时 

    【教学内容】 

一、 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三、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四、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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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习政治经济学的意义 

 

【复习思考题】 

    1．解释下列概念：物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社会生产

关系、经济规律、基本经济规律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为什么要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出发点？ 

    3．如何科学地认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4．什么是经济规律？如何区分经济规律的不同类型？ 

5．如何理解经济规律的客观性？     

6．结合自身实际谈谈现阶段学习政治经济学有哪些意义？ 

    

【阅读参考文献】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1-35页，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资本论》第 1 卷，第一版序言、

第二版跋，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2．刘诗白：《构建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经济学》，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谷书堂：《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路径之探讨》，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4．王振中：《中外经济理论四十年》，宁夏出版社 2001 年版。 

    5．魏埙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导论，陕西人民出版

社 2002 年版。 

 

第一章 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 

【教学要求】 

了解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关系，理解所有制与产权的关系，认识生产

力的基本性质、内在要素及其发展途径，掌握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

性质这一人类社会共同的经济规律。 

【教学时数】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 

一、 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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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们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过程中的关系 

         第二节  所有制与产权 

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及其意义 

二、 产权和产权制度 

第三节 生产力及其发展途径 

 

一、 生产力的性质及其作用 

二、 生产力的要素及发展的基本阶段 

第四节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 

 

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辨证关系 

二、制度创新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影响 

【复习思考题】 

1．解释下列概念：生产力   所有制  所有权  产权  产权制度 

生产方式  经济制度  经济体制  制度创新 

2．生产与交换、分配、消费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3．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如何理解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5．简述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关系。 

 

【阅读参考书目】 

1．丹·希勒：《数字资本主义》，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 月版。 

2．吴宣恭：《马克思主义产权理论与西方产权理论比较》，《经济动态》

1999 年第 1 期。 

3．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 1999 年 7

月版。 

 

第二章 商品和价值 

【教学要求】 

了解商品经济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特征，了解商品两要素、生产商

品劳动二重性，认识商品经济的内在矛盾，理解市场机制的基本功能，正

确把握劳动价值理论和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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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数】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商品及其内在矛盾 

一、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 

二、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三、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四、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第二节 商品的价值量 

一、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二、 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及其与价值量的关系 

三、劳动生产率及其与价值量的关系 

 

第三节 市场经济和价值规律 

一、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二、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 

  三、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四、价值规律的作用  

       

【复习思考题】 

1．解释下列概念： 

商品  商品经济  使用价值  交换价值  价值  具体劳动  抽象劳

动  价值量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复杂劳动  简单劳动 劳动生产率  价

值规律  市场经济  资源配置 

2．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什么关系？ 

3．商品的价值量是如何决定的？结合现实思考价值量的变化与劳动

生产率变化的关系。 

4．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及其理论意义是什么？ 

5．为什么说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全过程。 

6．论述市场经济中价值规律的作用及其表现形式。 

或：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是什么？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自己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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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规律有哪些作用？ 

 

阅读参考书目 

1．[苏]弗·阿凡纳西耶夫：《马克思的伟大发现——劳动二重性学说

的方法论作用》，中译本，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2．烘银兴：《现代经济学》，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第三版。 

3．魏杰：《经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年版。 

4．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3章，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第三章 货币与货币流通规律 

【教学要求】 

理解货币发生、发展的历史，认识货币的本质和职能。掌握货币流通

规律以及纸币流通规律，正确认识纸币流通条件下与货币相关的经济现

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教学时数】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一、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产生 

二、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 

 

第二节  货币流通规律 

一、 货币流通量及其规律 

二、 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复习思考题】 

1．解释下列概念：货币、价值形式、价值尺度、价格、流通手段、

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货币流通规律、通货膨胀、通货紧缩 

    2．货币是怎样产生的？它的本质是什么？ 

    3．货币有哪些职能？货币执行职能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影响有哪些？ 

    4．什么是价格与价值在量上的背离，这种背离是如何产生的？ 

    5．什么是价格与价值在质上的背离，这种背离又是如何产生的？ 

6．货币流通量是如何决定的？纸币流通量又是怎样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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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3 章，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2．宋涛：《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3．魏埙主编：《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第 3 章，陕西人民出

版社 2002 年版。 

4．[美]唐·帕尔伯格：《通货膨胀的历史与分析》，中译本，中国发展

出版社 1998 年版。 

5．[美]A·加利·西林：《通货紧缩》，中译本，经济管理出版社 1999

年版。 

 

第四章 资本和资本运动 

【教学要求】 

了解资本范畴的含义、形态、职能和构成，理解价值增殖的过程和利

润的形成以及平均利润规律，正确认识资本积累的实质、资本积累的动因

及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掌握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的基本原理。[教学目的

和要求] 资本积累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理论。通过本章的学习使学

生理解和掌握资本主义再生产和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的一般理论和资本主义积

累的一般规律。 

[教学要点] 

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资本积累与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聚与资

本集中。 

[教学时数]    4 课时 

 

【教学时数】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资本及其价值增殖 

一、资本及资本的运动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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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价值增殖和利润 

 

第二节 资本积累 

一、扩大再生产和资本积累 

二、资本积聚和资本集中 

三、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三节 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一、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和三种职能 

二、保证资本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 

三、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 

四、加快资本周转的意义和途径 

五、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 

【复习思考题】 

1.解释下列概念：资本  实物资本  无形资产  剩余劳动  生产成本  

利润  利润率  资本积累  资本积聚  资本集中  资本循环  资本周转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  固定资本的有形损耗  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   

2.概述资本的一般特点和主要形态。 

3.说明资本积累的动因及影响资本积累的因素,并比较资本积累与资

本积聚、资本积聚与资本集中的区别和联系。 

4.试分析资本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和影响资本周转的因素。 

 

【进一步阅读的文献】 

1.成思危等：《风险投资在中国》，民族出版社 2000 年版。 

2.董浩岩： 《中国风险投资实务》，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2 年版。 

3.王守梅 翟留栓：《政治经济学通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

版。 

第五章 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 

【教学要求】 

了解信用制度与银行制度的关系、信用制度与股份经济的关系。认识

信用制度的发展与虚拟资本形成的内在联系，把握虚拟资本的本质以运动

的基本特征、虚拟资本对商品经济的深刻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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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时数】4 学时 

【教学内容】 

 

第一节 信用及其功能 

一、 信用的产生及形式 

二、 信用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 

 

第二节 信用制度 

一、银行的产生 

二、银行资本的特点 

三、股份公司和股票 

 

第三节 虚拟资本和虚拟经济 

一、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的关系 

二、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关系 

三、 虚拟经济的效应 

  

【复习思考题】 

 

1.解释下列概念：  商业信用   银行信用  国家信用  消费信用  股

份公司  实体资本  虚拟资本  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  泡沫经济 

2.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联系与区别是什么？ 

3.论述信用制度与虚拟资本的关系。 

4.说明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的区别和联系。 

5.论述虚拟经济的正、负效应。 

【阅读参考书目】 

    1.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 1993 年版。 

2.刘骏民：《从虚拟资本到虚拟经济》，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3. 成思危：《虚拟经济理论与实践》，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 

第六章 竞争与垄断 

第一节 竞争与垄断 

一、 竞争的功能以及过度竞争的消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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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垄断的产生 

 

第二节 有效竞争与反对垄断 

一、垄断价格与垄断利润 

二、垄断与竞争的关系 

三、 垄断条件下竞争的特殊性及其基本形式 

四、 反垄断的作用及其局限性 

 

【复习思考题】 

1.解释下列概念：  垄断  垄断价格   垄断利润  卡特尔  自然垄断   

过度竞争  有效竞争 

2.论述竞争与资本集中的关系。 

3.谈谈垄断的各种类型及成因。 

4.论述垄断条件下竞争的基本形式。 

5.论述过度竞争的资源配置缺陷。 

    6.论述反垄断的作用与局限。 

【阅读参考书目】 

    1.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 27 卷。 

2.郭建安：《微软讼案》，法律出版社 2000 年版。 

   3.夏大慰，史东辉：《产业政策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第七章   社会再生产和市场实现 

第一节 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一、社会总资本及其运动 

二、社会总产品和社会生产部门的分类 

三、马克思研究社会再生产的两个基本前提 

四、两大部类与三次产业划分的关系 

五、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第二节 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 

一、简单再生产条件下两大部类内部以及它们之间的交换 

二、社会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过程和基本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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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及其实现条件 

一、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 

二、社会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复习思考题】 

1.解释下列概念：  单个资本   社会资本  两大部类  三次产业  买

方市场   卖方市场 

2.怎样认识社会资本与单个资本运动的联系和区别？ 

3.怎样认识社会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4.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5.结合实际，分析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特点。 

     

【阅读参考书目】 

    1.林子力：《经济调整和再生产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汤在新，吴超林：《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与政策分析》，广东经济出

版社 2001 年版。 

   3.李江帆：《第三产业经济学》，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八章 收入分配 

 

第一节 与收入分配有关的重要范畴 

一、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生产净值 

二、国民收入 

 

第二节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与再分配 

一、 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途径 

二、 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必要性和和实现途径 

三、 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第三节 分配中的效率和公平 

一、分配中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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