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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受西方主流经济学影响，生存空间遭挤压一度陷入

萎缩、淡化甚至边缘化发展困境。重“数理”轻“学理”、重“量化”轻“质性”研究的期刊用稿偏好，

加剧了经济理论对经济现象与问题解构的弱质发展。立足政治经济学的结构体系、基本原理，引导学生

以国际视野观照中国经济的内在机理、运行轨迹、变革逻辑以及发展规律。扎根中国本土、继承传统优

秀文化厚植家国情怀，吸收借鉴国际教育精华与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教学，回应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有

效促进经济学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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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90s, the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ese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have been influenced by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the living space has been squeezed 
into the dilemma of shrinking, diminishing or even marginalizing development. The preference for 
journal manuscripts that emphasizes “mathematics” over “scientific theory”, “quantification” over 
“qualitative” research has intensified the weak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theory in deconstructing 
economic phenomena and problems.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system and basic principles of polit-
ical economy, it guides students to observ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trajectory, change logic, and 
development laws of China’s economy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Take root in China, inhe-
rit the traditional excellent culture and deepen the feelings of home and country, absorb the es-
sen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latest scientific research results into teaching, respond to 
majo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s,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economics tal-
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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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受西方经济学影响一度陷入萎缩、淡化甚至

边缘化发展困境。这既与中国经济增长过快，理论建构滞后于经济实践的客观事实密切相关；也与学术

期刊用稿偏好重“数理”轻“学理”、重“量化”轻“质性”研究紧密关联。因而，出现课程学时学分

“双降”、学科建设滞后、理论创新不足等突出问题。 
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借助其哲理思辨深入阐释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现象与经济

问题，研判其运行趋势，揭示变革逻辑与演化规律显得尤为迫切而紧要。尤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中国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现象与本质、内涵与方法、逻辑与规律等从不同角度、空间

尺度以及价值效度加以诠释。只有通过深入探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密码，深刻认知经济增长的逻辑规

律，才能准确理解中国道路，科学诠释中国经验，回应重大理论问题，着力破解实践难题。故此，深究

中国发展何以行稳致远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中国道路何以越走越宽为世界发展提供样本参照，中国方

案何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问题，亟待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深度解码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奥秘。

教学中，亟需教师以宽广的国际视野、博大的文明胸怀吸收、借鉴人类文明成果，运用政治经济学基本

理论分析和阐释中国现象，理性观照中国经济，厚植家国情怀，不断丰富和拓展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推

进应用型人才培养。是责任，亦是使命。 

2. 文献综述与问题引出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中国大学经济学教育中西方经济学大量的翻译论著蜂拥而入，“海归经济学家”

们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特别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前期缺乏系统性理论指导，有人公然主张用西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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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作为主流经济学，代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地位[1]。全国高校不同程度地出现政治经济学“厌倦

症”[2]，知识体系固化、开课课时减少，教科书内容疏远现实经济实践。教学活动死板、考核方式单一、

学习积极性较低[3]，这与西方经济学大行其道，政治经济学“偏位缺位”、教学内容陈旧、教学形式单

一等不无关系[4]。 
客观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课程设置与教学安排，以及主体性地位一度出现边缘化、“弱化”

发展，固然与以应用为主的西方经济学“西学东渐”有很大关系，但也与教学方针不够明确、权威教材

缺乏、理论体系不完善、师资队伍、教学方法等问题密不可分[5]。理论教学更多地关注理论逻辑和知识

体系，一定程度上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功能[6]，以致于造成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经济学格

局中的基础性、主体性地位适配性减弱与功能性降低。事实上，但凡政治现象背后皆是经济问题的表现。 
究其缘由，可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加以诠释。在理论层面，市场经济内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因

素的客观事实，注定了市场经济并非纯粹的价值中性。不可置否，一定的理论总是为一定的阶级和制度

服务。也即是说，任何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不仅难以解决中国发展的现实问题，而且更不可能帮助中国

解决经济建设中的理论指导与理论建构问题。在实践层面，市场经济“自发教育”功能使市场经济内生

的资本主义因素通过市场经济向市民传递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负面信息[7]。尤其是资本趋

利本性、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价值最大化标准，对“价值中立”原则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作用。因

而，需要在吸收和借鉴中加以扬弃。当然，“西方政治经济学”[8]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规律性问题研

究提供了更现实和更深刻的描述和分析，其理论研究为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教学和理论丰富具有直接

的和重要的借鉴价值。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精髓与中国经济实践相结合，本身也是教学以学

生需求为导向，引导学生去思考怎样让政治经济学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能够为人们所用的过程[6]。 
教学中，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立场和方法，在坚持基本立场前提下保证理论的完整

和体系的健全，并运用哲理思辨观察和阐释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逻辑与演化规律。通过厚植家国情怀直

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以开放包容的国际视野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手段、完善考核方式，目的在于

增强课堂教学效果与学科魅力。因此，坚持家国情怀、中国特色为“体”，全球化、国际视野为“用”；

向“外”借助经典理论诠释中国经济实践，向“内”针对经济发展问题精准发力。通过“体”“用”结

合与内外互动，增强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国际视野与家国情怀教育的实效性尤为迫切而紧要。 

3. 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国际视野 

教学中拓展国际视野，既是教育现代化、国际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与内在要求，也是丰富教学内容、

完善教学手段、改建教学方法的物质载体与实践平台。通过家国情怀塑心与国际视野塑型，推进课程教

学与学科发展，既符合教学改革实情也遵循基本教学规律。为确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地位，

需要创新政治经济学理论、稳定教师队伍、增强教学实效性[9]。强化学生学习主体地位，增强明辨是非

能力、遵循经济运行逻辑与发展规律，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在开放包容中丰富和发展政治

经济学理论可从以下着手。 

3.1. 理论与实践的国际视野 

在万物互联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都难以在封闭状态求得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难以在经

济危机与各类风险中独善其身。伴随信息爆炸、知识更新与人类认知深化，学生对课堂教学质量寄予了

更多诉求和更高期待。教学中，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与分析方法，提高教学质量达到

学习预期。将理论学习与个人成长放到人类社会长远发展的历史长河，也即大时代背景、大历史条件、

大空间尺度加以考量，以国际视野观照当下中国与未来发展。坚持以国家战略与社会需求为导向，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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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教学与经济实践耦合关联。 
因此，教师在“理论讲授→学习掌握→知识转化→能力生成”中积极帮助学生实现能力培养、认知

深化与逻辑转换。亟需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有深刻而全面的系统把握，一方面通过深刻理

解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内核，在经济实践中能够做到运用和把握科学理论的本质，努力做到“知其然”。

另一方面通过引导学生回溯历史现场，弄清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经济基础以及社会条件，更要做到“知

其所以然”。在吐故纳新与开放包容中，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实现经典理论“洋为中用”

指导经济实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目标归向，以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和政治责任感

立足当下直面未来。 

3.2. 吸收借鉴国际教育精华 

现代大学发展本身是教育国际化的过程，既有对国际教育精华与人类文明的传承发展，也有与时俱

进的探索实践与集成创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成果转化。同时，还需运用最新技术、手段和方法，吸收

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最新成果，积极拓展和完善课堂教学实践。在教学中，既要立足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学习，又要跳出书本，吸收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非马克思主义科学理

论的最新研究成果，用以丰富教学内容，充实和完善教学素材，拓宽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在具体实践

中，将现存问题、既成事实，以及潜在问题从理论高度、空间尺度和历史维度加以剖析。殊不知，当下

问题在人类历史上都曾或多或少地发生过，能否从历史中吸取力量，吸收借鉴实践经验吐故纳新，从国

际视野与先进教育理念中吸取智慧加以适时改造甚是关键。 
理论上，拓宽国际视野，厚植家国情怀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将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教育思想和施

教方法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过程，这对于人才培养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实践

中，既要在探索学习研修中守正创新，又要在国际教育理念指导下将先进教学方法运用到提升教学能力

与水平中去。在借鉴国际教育理念与吸收教育精华基础上，强化学理深度、思想高度和视阈宽度，在教

学创新基础上增强理论自信与行动自觉。 

3.3. 经典理论服务教学实践 

所谓经典，究其内容涵盖一般性规律的正确认知与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在教学实践中，要让学生

真懂、真信、乐学、爱学，须利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对当下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焦点、难点和热点问题

予以观照。按照“教学设计→教学实践→教学总结→示范推广”的逻辑进路，从历史与现实角度、理论

与实践的维度，将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以及新时代经济发展相结合。既要讲好当下中

国的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故事，又要将探索实践中将形成的地方性知识加以科

学总结与提炼。教学实践中，运用经典理论解构当下中国减贫、低碳经济、农村“三变”、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以及乡村振兴等伟大的实践问题，用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此外，教师

既要传授科学知识关注现实世界，又要引导学生运用经典理论分析和阐释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

和难点问题，以科学举措“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4. 强化家国情怀培育的理路与方法 

家国情怀既是课程思政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才培养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课题。在“有

形和无形”课堂中，着力培育和弘扬以国家为先的民族精神，以创新为核心的强国精神。要求学生既要

读“有字之书和无字之书”，着力培育和练就以贯学和活学为要义的过硬本领，又要“格物致知”和“知

行合一”，着力培育和扛起以修身、笃行为品质的使命担当[10]。既是大学推进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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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11]的客观需要，也是政治经济学从价值到理念、从内容到方法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爱国主义

教育的内在要求。 

4.1. 家国情怀的“情”与“理” 

从概念上讲，所谓“家国情怀”是主体对共同体的一种认同，并促使其发展的思想和理念。作为中国

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之一，“家国情怀”内容涵盖家国同构、共同体意识和仁爱之情等丰富的价值

蕴意。遵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形成逻辑与运行轨迹，既立足行孝尽忠、乡土观念、民族精神、

爱国主义、天下为公等传统人文精神，又不断超越传统文化边界赋予新时代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人文

信仰与人文情怀。以家为圆点，以国为半径，以情为纽带，形成积极、正面和共同价值的家国情怀。在

现代公民意识和法制意识中，建构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情感与宏大格局。 
当下，家国情怀的“情”在于情感认同、共同价值与精神家园守护。情既是建构在马克思主义“大

思想”指导下的价值观认同，也是多元化发展中的国际“大视野”观照，以及高尚纯粹的家国“大情怀”

坚守。相应地，家国情怀的“理”，即是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努力将大学生培养成为具有中国灵魂、国

际视野、扎根本土、推动实践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既强化学生在知识学习、理论掌握、文化传

承中的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又积极引导学生直面现实经济问题，

以弘大视野与博大胸怀观照历史，将个人成长发展与国家前途命运、民族发展未来结合起来。 

4.2. 家国情怀培育的实践逻辑 

4.2.1. 家国情怀培育需扎根本土 
扎根本土培育家国情怀既是理论形成与生成的过程，也实践深化与逻辑转化的过程。“本土”作为

一个地域概念基础上形成具有性质区别的学术概念，“本”就是“根”，本土既根基。家国情怀作为一

个“本土化”与学术化概念，意味着在本土实践中的动态变化、转化与消化，而非静态僵化与固化，内

含着潜在的理论张力和实践反叛，甚至实践基础上的继承、超越与创新。另外，本土化落脚点放在“化”

字上面。则意味着本土实践中吸纳和吸收异质文化精华并转化为本土，本身是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大

爱体现。可见，家国情怀首先在于扎根本土实践，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实践创新成果集成。其次、以开放

包容的国际视野吸收万物之精华与宇宙之灵气汇聚本土实践，通过吐故纳新实现家国情怀的守正创新。

最后、吸收借鉴与转化运用，通过返本开新凝聚奋进力量彰显家国情怀。 

4.2.2. 家国情怀需要继承传统 
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舶来品”，但其价值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开出了一剂良方。大

学经济学人才培养需要不断强化学习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继承发展，

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相结合的实践创新。在实践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不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教学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分

析和阐释中国经济实践，借助唯物论与辩证法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伟大实践。随着时代变迁

与实践深化，还需在遵循基本规律的同时推进改革创新，不断丰富与更新政治经济学内容。 

4.2.3. 家国情怀中的国际视野 
应该说，国际视野存在于本土化实践。如果直接把外国理论拿来培养中国人才，简单移植外国理论，

加工制造成中国的洋理论，抑或洋式的中国理论。这种简单的将洋理论与中国实践嫁接拼凑的做法，表

面上可能光鲜亮丽，实则生搬硬套势必造成“食古不化”。面对现代化建设需要，大学课堂理应回应“时

代之问”，直面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可以说，没有国际视野，就无法充分吸收借鉴前人经验与实践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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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家国情怀，就难以着手和直面解决中国发展问题。所有这些，只能通过教学实践来完成。一是积极

发挥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通过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与主动性来推动；二是在教师专业化建设中做好

传道授业解惑，以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感染、教育和引导学生。三是吸收借鉴国际先进的教学理念、手

段与方法，并将其先进的育人理念与科学的实践模式引入本土课堂，开展创新性教学。 

4.3. 家国情怀的培育路径 

家国情怀培育作为一种成长型实践教学活动，可在理论学习与实践教育体系中进行科学建构，也可

以从理念到行动，路径到方法，宏观到微观等强化理想信念与情感认同。将民族精神、强国精神、爱国

精神融入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与实践体系。通过充分挖掘课程思政元素，积极引导学生在教与学、行与

思、情与理、“道”与“术”中，实现“知识理解→理论掌握→情感认同→迁移生成”。 

4.3.1. 国际视野下的家国情怀内容 
吸收借鉴国外先进的、异质的文化精华，将国际先进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为我所用。一是转变教育

观念和创新教学实践，提高国际通用语言水平，拓展教学视野吸百家所长为我所用。二是降低教学改革

探索的时间周期与实践成本，弄懂核心理念推进本土实践。教学中，重视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培育，将

专业知识与道德修养，国际视野与创新能力培养，以全球公民、人文情怀、科学精神、终身学习，以及

人生理想等有机结合。三是强化学习能力建设，将学习作为一种信仰与习惯，贯穿人生发展的全过程，

努力触摸学科前沿思想从提升理论高度与触摸底层生活温度，实现有高度、宽度与温度的教学实践。四

是强化研究能力与水平提升。瞄准国际学术前沿，积极吸收借鉴最新成果运用转化服务于现实社会。 

4.3.2. 本土经验融入课堂教学体系 
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分析阐释当下中国减贫实践经验、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谋求高质量发展。中国减贫为人类

减贫事业发展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和中国道路，尤其是本土实践有力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政治经济学发展提供逻辑遵循。因此，积极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经济实践经验进行总结提炼，有助于深化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与丰富课堂教学知识体系。应该讲，立

足本土实践厚植家国情怀是对中国发展的现实关切，而以西方听得懂的话语传播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引导学生以国际视野观察中国问题，推动中

国经济健康发展。讲好导论课是起点，引入案例是关键。 

4.3.3. 挖掘家国情怀课程思政元素 
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主要在于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理论旗帜，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

领导，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目标，以改革的勇气、谋略和胆识不断开创新境界。教学中，

教师不仅要引导和教育学生将个人成长与社会需求、国家发展和民族命运联系起来，更要引导学生将个

体小我融入大时代发展建构人生的价值与意义。教师不仅要精心设计教学内容，更要结合实际与时俱进

地开展课程思政，通过“外化于行、内化于心”的教学活动进行人才培养。从“新文科”服务新经济发

展，应对知识生产模式转型，适应教学手段与方法革新多元化，亟需加快政治经济学课程思政建设。按

照从“适应需要”到“引领发展”，“术业专攻”到“跨界融合”，“理性认知”到“实践成长”，不

断强化“家国情怀”拓宽“国际视野”完成思政育人的功能使命。 

5. 研究结论及未来展望 

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培养的八门核心主干课程之一，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基础性作用和主体性地位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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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强化其教学中的育人功能。针对教学中的诸多问题存在，教学中既要立足政治经济学教学内容的结构

体系、基本原理，引导学生以国际视野观照中国经济的内在机理、运行轨迹、变革逻辑以及发展规律；

又要在对基本概念、原理学懂弄通基础上，扎根中国本土，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厚植家国情怀。通过吸收

借鉴国际教育精华，回应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促进人才培养。故此，政治经济学教学中还

需敏锐把握变局中的规律和趋势，紧密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对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基本规律进行系统性总结提炼。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主线，以社会矛盾变化发

展为枢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主体，以新发展理念为主导[12]建构适应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学。通过课程资源开发努力打造“金课”，助力“金专”建设与“金师”培养，让教师回归本

位，教学回归本质，让课堂充满生机活力与激情梦想。以宽阔的国际视野与深厚的家国情怀，在细学深

思笃行中开展课程思政实现有效性教学。 
未来教学中，家国情怀培育需从以下几方面持续发力。第一，教学内容与理论生成方面。进一步强

化“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扎实推进课程内容与教学体系改革。一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

是将中国经济实践的成功经验和地方性知识上升为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第二，教学反思与目标达成方面。教师除应明确课程的内容安排、理论支撑、技术支持、课程建设及教

学改革外，须静下心来审慎思考并着力解决如何传道、授业与解惑。同时，还应明确“金课”究竟要教

什么？怎么教？学生要学什么？如何学？第三，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维度。强化原理和概念学懂弄通，

引导学生理解和掌握基本理论，立足实际推进教学改革。以家国情怀为依托扎根中国实践，从不同维度、

空间尺度和价值效度加以现实观照，推动应用型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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