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原理》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名称：经济学原理 课程类别（必修/选修）：必修

课程英文名称：Principles of Economics

总学时/周学时/学分：36/2/2 其中实验/实践学时：0

先修课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高等数学

授课时间：周四 3-4 节、周五 1-4 授课地点：松山湖 6E-303 7B301

授课对象：2017 级软件卓越 2班；2017 电子 1、2 班；3、4班

开课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

任课教师姓名/职称：于丽敏/教授

答疑时间、地点与方式：松山湖 6E303、7B301 等，课间休息、电子邮件、微信、特约答疑、期末统

一答疑。

课程考核方式：开卷（）闭卷（√）课程论文（）其它（）

使用教材：《西方经济学导论》，梁小民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 4版。

教学参考资料：

1、曼昆著，《经济学原理》（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年；

2、萨缪尔森著，《经济学》第 19 版， 商务印书馆，2013 年；

3、斯蒂格利茨著，《经济学》（第 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年。

课程简介：

《经济学原理》是我校非经管类专业的基础必修课，通过该门课程的学习，使学生初步掌握经济

学的基本原理和分析方法，了解并能清楚地解释产品和要素价格形成的机理、决定价格的主要因素、

解释价格机制作用的原理、了解有关厂商行为的基本理论；了解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目标、

工具、运行机制等，理解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因素；培养学生对现实经济行为与经济现象的观察与分

析能力；能够知晓国家各种政策出台的经济背景，训练学生的经济学意识与思维方式。《经济学原理》

的前半部分是“微观经济学”，后半部分是“宏观经济学”，但在前后两部分所适用的经济逻辑是一

以贯之、一脉相承的。需要提醒各位同学的是，一旦掌握了这种分析工具，观察和理解世界的角度就

会发生永久的改变。

课程教学目标

1. 知识与技能目标：通过学习这一课程，使同学们理解和掌

握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了解这一学科的基本构架和分析逻辑，并能

够运用西方经济学观察、分析和解释现实生活中商品和要素价格的

形成过程、国家对价格的干预、现实经济中的市场失灵、国家出台

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等经济问题。强调培

养学生进行经济实证分析的能力、独立分析、逻辑推理能力和解决

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分析)

2、过程与方法目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的行为规律的学科。

普适的西方经济学，不仅被用来分析包罗万有的社会现象，而且还

深刻地影响了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法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方

法。本课程向从未接触经济学的本科学生传授这种分析技能，本课

本课程与学生核心能力培养之

间的关联(授课对象为理工科专

业学生的课程填写此栏）：

□核心能力 1.项目管理和团队

合作的能力；

□核心能力 2.认识时事议题和

珠三角产业趋势。了解工程技术

对环境、社会及全球的影响，并

且培养跨领域持续学习的习惯和

能力,以及外语能力；

□核心能力 3.发现、分析及处理

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



程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上下两篇。

在《微观经济学》部分，将运用个量分析方法，从人类面临的

最基本的资源的稀缺性及其最基本的竞争开始，接着便对“需求定

理”和“供给定理”及其应用作充分的介绍，在了解了弹性理论之

后，将把视角转为研究消费者行为和生产者行为，在此基础上，走

进不同类型的市场结构，剖析其内部的组织构成原理。

在《宏观经济学》部分，将运用总量分析方法，把对个人行为

规律的分析，拓展到宏观经济领域，包括国民经济核算、失业与通

货膨胀、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经济增长，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干

预对经济运行具有重要的作用等。(学习目标层次：理解、运用、

分析)

3、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目标：学生在具体内容上认识西方经

济学可取性的同时，要充分认识到西方经济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

经济基础上建立、发展而来的，而且很多理论是建立在高度简化模

型中得出来的结论。在运用到中国实践中，一定要考虑中国经济的

特点与国情，尤其注意各种原理使用的前提条件、假设条件的局限，

不能滥用经济学，强调培养学生进行经济实证分析的能力和解决实

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学习目标层次：理解、综合和评价)

□核心能力 4. 培养职业道德以

及认识社会责任。

理论教学进程表

周次 教学主题
教学

时长
教学的重点与难点 教学方式

作业

安排

1 引言 2

经济学的初步理解。比如，掌握经济学和一些相关

概念；理解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理解经济学

的研究方法等。

讲 授 +

讨论

2-4
需求、供给和

均衡价格
6

关键概念：需求、供给、需求规律、供给规律、均

衡价格的把握；理解价格的变动和对经济的调节；

掌握供求模型，运用模型分析均衡价格变动以及政

府对价格的干预等内容。

讲 授 +

讨 论 +

作业

习题

5-6 消费者行为理论 3

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的区别；利用基数与序数效用

推导消费者均衡基数效用与序数效用的区别；利用

基数与序数效用推导消费者均衡。

讲 授 +

讨 论 +

作业

习题

6-7 生产理论 3

关键概念：生产函数、边际产量、边际报酬递减规

律；运用总产量、平均产量和边际产量三条曲线图

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关键概念：机会成本；短期

成本（包括固定和可变成本在内的 7个成本相互关

系以及曲线图形）；掌握经济利润和会计利润之间

的差异。

讲 授 +

讨 论 +

作业

习题

8 厂商均衡理论 2 关键概念：完全竞争市场、行业；掌握完全竞争市 讲 授 +



场的条件；关键概念：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

寡头市场；理解不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等。

讨论

9 分配理论 2

了解完全竞争厂商使用生产要素原则；掌握完全竞

争厂商对生产要素的需求曲线；了解工资、地租、

利息和利润的性质。

讲 授 +

讨论

10-1

1

国民收入核算

理论
4

GDP；国民收入核算。具体应掌握国民收入核算中

五个基本总量的概念以及相互之间的换算关系；会

用两种方法计算国民生产总值；了解什么是实际国

民生产总值与名义国民生产总值；了解什么是国民

生产总值与国内生产总值；掌握两、三、四部门经

济中的收入流量循环模型与恒等关系等。

讲 授 +

讨 论 +

作业

习题

12-1

3
国民收入的决定 4

总需求曲线；总供给曲线。具体要掌握总需求曲线

的内涵；掌握古典供给曲线、凯恩斯供给曲线、常

规供给曲线。

讲 授 +

讨 论 +

作业

14-1

5
失业与通货膨胀 3

失业理论；通货膨胀理论。具体应掌握失业的衡量；

掌握失业的类型；理解失业的影响；掌握通货膨胀

的衡量、类型；掌握通货膨胀产生的原因等。

讲 授 +

讨论

15-1

6
经济周期理论 2

经济周期的内涵；经济周期的理论解读，尤其是正

统解读等。
讲授

16-1

7
经济增长理论 2

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发展理论。重点是理解经济增

长的趋势和波动；理解新古典增长模型。

讲 授 +

讨 论 +

作业

习题

17-1

8
宏观经济政策 2

宏观经济以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内涵、运用，

尤其是传导机制等。

讲 授 +

讨论

18 复习和答疑 1 本学期所学内容。
讲 授 +

讨论

合计： 36

成绩评定方法及标准

考核形式 评价标准 权重

课堂作业、考勤、回

答问题等
根据实际加减相应的分值 30%

期末考试 按照试卷的完成情况 70%

大纲编写时间：2019 年 2 月 28 日



系（部）审查意见：

已通过审核。

系（部）主任签名： 日期：2019 年 3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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