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高级政治经济学

一、课程编码：2200011

课内学时： 48 学分： 3

二、适用学科专业：经济类专业

三、先修课程：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思想史

四、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教学，使研究生掌握高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了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理

论，以及国内外经济学研究的不同特色，科学分析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建设中产生

的各种问题，提高认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五、教学方式

课堂讲授，材料自学与课堂讨论，穿插案例分析。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 总论 3 学时

1.1 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本质与分析框架

1.2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经济学几个理论问题的研究与发展评析

1.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五个方法论命题

1.4 《资本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

1.5 诺斯与马克思：关于制度变迁道路理论的比较

1.6 现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与流派

2 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 8学时

2.1 价值理论——资本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

2.2 剩余价值论的发展及其在当代的意义

2.3 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

3 产权与企业 8 学时

3.1 产权分析的两种范式

3.2 企业理论方法论三种范式研究——新、老制度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

3.3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生产组织及其变迁理论的演进

4 积累、增长与危机 10 学时

4.1 经济增长的马克思主义阐释

4.2 产品创新与马克思主义资本积累理论

4.3 20 世纪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与演变

4.4 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 1975—2008 年美国经济的利润率

4.5 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5 货币与金融 6 学时

5.1 论货币理论的基础

5.2 经济增长、货币中性与资源配置理论的困惑——虚拟经济研究的基础理论框架

5.3 马克思主义金融资本理论及其在当代的发展

6 全球化与世界经济 6 学时

6.1 马克思主义的全球化理论及其从经典到现代的发展

6.2 一种新的贸易理论——贸易理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7 中国模式的政治经济学 6 学时



7.1 中国经济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7.2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若干问题

7.3 世界发展危机与“中国模式”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成绩以百分制衡量。

成绩评定依据:平时作业成绩占 10%，专题讨论占 20%，期末笔试成绩占 70%。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教材：

张宇.高级政治经济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必读参考资料：

1、程恩富.《现代政治经济学新编》[M].上海：上海财大出版社，2011.

2、马克思.《资本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托马斯·皮凯蒂《21 世纪资本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4、斯坦利·L.布鲁.《经济思想史》（第八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5、何干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二版）[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九、大纲撰写人：贾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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