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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教育融入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

教学设计

贺胜兵!赵艳萍
"湖南科技大学 商学院#湖南 湘潭 2!!#$!$

摘4要!西方经济学是商科类专业的基础专业课!在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中涵养家国情怀有助于大学生树立正

确的专业观和价值观" 本文探讨了在教学内容#教学方式#考核与评价等环节融入家国情怀教育的基本思路!并以微观

经济学课程的效用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投资与消费#经济增长理论为例!分析了挖掘家国情怀元素并

融入经济学理论教学的可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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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涌现了一大批具有深厚

家国情怀的杰出企业家#如华为的任正非%中车的

刘化龙%伊利的潘刚%格力的董明珠%联想的柳传

志等& 他们搏击市场%勇立潮头#铸造了享誉全球

的创新产品和自主品牌#为民族工业振兴与国民

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也有一部分企

业主完全以商业利益为导向#漠视国家利益& 例

如#富士康负责人曾声称'商人无祖国#市场就是

我的祖国(#该公司在 #$!* 年中美贸易摩擦不断

升级之时#到美国投资 !$$亿美元办厂#向印度等

国大举转移产能)7898中国的负责人在 #$!2 年

向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巨额捐赠##$#$ 年新冠肺

炎疫情爆发后他们对国内的疫情防控却'一毛不

拔(#等等& 在全球化冲击下#一部分人群的家国

情怀逐渐被消解#这一现象应引起人们的深思和

警觉&

经济学基础理论是大学商科类专业必修的基

础理论知识#是大学本科一%二年级的核心课程内

容#其中#'经济人假设(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

济学的重要理论前提& 由于大学生的价值观%人

生观和世界观尚未成熟#这种以个人利益最大化

为导向的观点可能会对学生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为此#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教

育#对大学生的理想信念进行精神上的指引#有助

于学生健康成长#有利于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

高校是引导和培育大学生形成浓郁家国情怀

的重要基地& #$!0 年 !# 月#习近平在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教育教学的全过程& 高校在教学过程中要引导学

生正确认识历史使命和时代责任#激励学生将个

人理想融入国家民族事业中#争做时代的奋进者

和开拓者& 周显信和袁丽分析了习近平家国情怀

的时代意蕴与实践逻辑*!+

#蔡小菊和田旭明探讨

了新时代弘扬家国情怀的实施路径*#+

& 对于商

科专业而言#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应该积极响应

国家号召#通过开展课程思政教育#探索培育家国

情怀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近年来#一部分高校教师开始将经济学教学

改革和课程思政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和实践& 吴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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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和潘瑞娇以宏观经济学课程为例#分析了'比

较式(案例教学方法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应

用*"+

)毕晶从教学内容的思政要素探究%教学方

式的多样化浸润以及考核体系的多元化改革三个

方面#探索实现课程思政的路径*2+

& 靳卫萍介绍

了清华大学在经济学原理课程的面授%慕课以及

混合式教学中践行课程思政的实施情况*%+

& 高

千惠探讨了一些经济学课程思政的可操作方法#

包括多媒体教学%研讨互动教学%一般讲解教学%

专题式教学%案例教学等*0+

& 这些文献着重将思

政元素融入教学过程#通过改革传统教学方式对

大学生的价值观进行潜移默化的引导& 然而#现

有文献主要侧重于对经济学课程思政教学方式的

研究#对于在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中如何实现涵

养家国情怀的目标#还分析得不够仔细和深入&

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在于#着眼于西方经济

学课程思政中的家国情怀教育#剖析'经济人假

设(的负面影响#破除西方经济学话语霸权的桎

梏#践行课程思政理念#结合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

济学理论的重要内容设计教学案例#深入探讨在

商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涵养家国情怀的实现

途径&

!4融入家国情怀的必要性

!)!4家国情怀的内涵

所谓家国情怀#是指个体成员基于最初的血

缘和地缘形成的对家庭和国家的归属感%责任感

和使命感*1+

&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家国情怀是在中国特有的文化

环境下产生的社会意识#具有特定的民族和国家

指向#因而具有独特的内涵**+

& "!$家国情怀是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家国大

义#家国情怀贯穿于中华文明发展历程#是我们宝

贵的精神财富& "#$家国情怀是一种对家庭%社

会和国家的高度认同& 家国情怀源于'家国一

体(的思想#蕴含着由家及国的递进关系#主要表

现在个人修养%重视亲情和心怀天下三个方面&

""$家国情怀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促进家庭和

谐%社会进步%国家稳定及人类发展的重要条件&

!)#4西方经济学个人主义的弊端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重要的理论基

础#最早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6&=>

7>(?@$提出& 他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

因#工作就是为了取得经济报酬#每个从事经济活

动的人都试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成本获得最大的

经济利益#也就是说#每一个'经济人(的行为都

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亚

当,斯密以来的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史#都

可以被看作是经济个人主义理论的延伸和拓

展*:+

& 经济学个人主义从个人本身所具有的特

质出发#可以保障和更好地实现个人利益#进而增

进社会福利&

然而#西方经济学'非道德性(的学科特征和

唯利是图的个人主义倾向#容易导致大学生经济

学理论素养的不足及价值观的偏颇#基于'经济

人假设(的某些经济学理论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塑

造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

& 当前#一部分大学生

家国意识淡薄#甚至出现道德滑坡及行为失范等

现象#例如自私自利%不尊重师长%不讲诚信#不惜

损害集体利益追逐个人利益#等等& 这些现象不

仅不利于学生自身发展#也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

隐患& 因此#在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中涵养

家国情怀#是青年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的内在要

求#也是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召唤#是十

分紧迫和必要的&

!)"4破除西方经济学话语霸权的桎梏

西方经济学理论依托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崛起

而被推崇#发展至今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主流理论

体系& 长期以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经济学学

科中一直保持强势话语权#从而导致一种西方话

语'陷阱(#即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和价值体系

作为解释中国经济和衡量中国发展的标准& 由于

西方经济学的部分理论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

彩#崇尚私有制而反对公有制#崇尚自由市场而反

对政府调节#崇尚资本主权而反对劳动主权#这样

的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张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格格

不入#难以对中国经济做出正确解释*!!+

&

研究中国问题要紧密联系中国实际#不能完

全套用西方的'尺子(衡量自身的发展& 当前#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国际国内形势发生

深刻变化#意识形态领域的较量也变得更为复杂#

经济学教育只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批判中发展#在扬弃中创

新#才能避免其中的话语陷阱& 因此#经济学基础

理论教育应高度警惕和着力避免全盘西化#努力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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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不断增强中国经济学的国

际话语权&

!)24践行课程思政理念的路径

西方经济学有两重性!一是阶级性#二是在特

定条件下的某种实用性& 对于前者#要进行必要

的批判和揭露)对于后者#要考虑借鉴和吸收*!#+

&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

议上#邓小平同志严肃地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对

于西方各种哲学的%经济学的%社会政治的和文学

艺术的思潮#不分析%不鉴别%不批判#而是一窝蜂

地盲目推崇& --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和采取坚

定的措施加以制止#而任其自由泛滥#就会影响更

多的人走上邪路#后果就可能非常严重& 从长远

看#这个问题关系到我们的事业将由什么样的一

代人来接班#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

*!"+

家国情怀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体

现*!2+

#有利于个人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修

养#有利于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有利于

形成国家统一%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的强大凝聚

力和向心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千家万户都

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提倡爱家爱国相

统一#让每个人%每个家庭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作

出贡献(

*!%+

& 在构筑'三全育人(大格局的新时

代背景下#西方经济学应该肩负起培育当代大学

生核心素养和家国情怀的重要任务#引导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对于商科专

业的大学生而言#从家国情怀中汲取民族复兴的

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潜心向学的深层动力#激励

他们在经济主战场建功立业%为国奉献&

#4教学设计基本思路

#)!4需要解决的问题

经济学是'经邦济世%强国富民(之学#将涵

养家国情怀的教学改革融入经济学教学过程中#

培养高素质的现代商科人才#对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当

前#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课融入家国情怀教育主

要存在三方面的问题&

"!$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学中嵌入家国情怀

元素不够自然& 一些教师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加

入了课程思政的元素#向大学生传达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性#但教学效果并不显著#主要原因在于

教学方式不易被接受#甚至遭遇抵触心理& 大学

生正处于意气风发的年纪#他们对事物有独特的

思维方式#自信而叛逆#传统的直接说教的方式很

难达到目的#甚至会引起反感&

"#$从西方经济学理论中挖掘家国情怀元素

不够深刻& 思想政治教育与经济学属于两个不同

学科#对于两者如何有机结合#大多数高校仍处于

探索阶段#对西方经济学中蕴藏的家国情怀元素

还有待进一步挖掘#相应的西方经济学思想政治

教育体系也有待建立&

""$没有把家国情怀元素纳入西方经济学课

程考核体系& 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主要授课对象

是高校大一%大二年级学生#传统的课程教学大纲

侧重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掌握与运用#对家国

情怀培育着墨不多#家国情怀元素进入课程考试

大纲更是少见&

#)#4基本思路

将家国情怀教育融入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教

学#就是要通过在教学过程中融入符合中国国情

的家国情怀元素#激励当代大学生提高个人道德

修养#增强对民族文化和国家的认同感#提升对社

会责任的认知和实践能力#增强大学生的'四个

自信(#引导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

世界观#培育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其实质是贯彻课程思政理念#以知识传

播%价值塑造和能力训练为教学目标#系统地梳理

和改革课程内容#逐步形成经济学课程涵养家国

情怀的框架体系& 通过深入挖掘经济学课程蕴含

的家国情怀元素#探索新的教学方式#创新课程设

计#使家国情怀元素与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有机

地融为一体&

教学的难点在于如何运用通俗易懂的方式对

刚接触经济学的低年级大学生讲解微观经济学和

宏观经济学基础理论#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浸润民

族情感和爱国情怀#从而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 为确保学习效果#需结合相关知识点#增加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德育内容的考核#将家国

情怀教育纳入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大纲和考

试考核大纲#并将学生有关家国情怀的互动讨论

和课后专题作业情况纳入平时考核成绩& 图 ! 展

示了涵养家国情怀的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教学设

计基本思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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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涵养家国情怀的教学设计基本思路

在教学过程中#应针对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

知规律#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为出发点#结合经

济生活中的商品%家户%企业%行业%政策等实例来

创设情境#引导学生深入分析和思考#培育学生的

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学生创造性地分析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积极采用案例教学%多媒体教学

等现代教学手段& 例如#在讲授宏观经济理论之

前#可以选择性播放.大国崛起/纪录片#使学生

了解世界近 !%$ 年以来大国的兴起和衰落#理解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动力源泉)

可以播放.中国合伙人/.破冰/等影视片段#展示

中国企业家成长的故事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四十余

年在对外开放%招商引资%文化建设等方面取得的

成就和面临的挑战)还可以引用年度发展报告%

.中国统计年鉴/和.经济日报/以及联合国等权

威机构发布的数据#梳理我国在不同时期采取的

典型政策措施#培养学生收集和分析数据资料的

能力#使学生亲身感受国家的发展成就#体悟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激发学生对祖国经济社会发

展的自豪感和使命感&

"4教学设计举例

西方经济学基础理论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下

面分别对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理论教学各举

两例#在讲授专业知识的同时#发挥课程思政的德

育教育功能#探讨融入家国情怀教育的实现路径&

")!4微观经济学教学设计举例

微观经济学研究个人%家庭%企业等单个经济

主体的经济行为#分析现代经济社会的市场机制

运行及其在经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 在微观经济

学教学中#一方面#要着重培养学生的经济学理论

知识和经济思维能力#使学生能运用所学的经济

学理论分析%思考%判断和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

经济问题)另一方面#要紧密结合中国实际#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个

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或是契合

点#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将个人力量

汇聚成推动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集体力量&

")!)!4在效用理论教学中穿插家国情怀教育

效用论是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它研

究的是消费者如何将有限的收入在各种商品和劳

务之间进行分配#以实现效益最大化& 效用理论

在抽象化的同时#剥离了有关道德价值的讨论&

因此#经济学从对社会幸福感的研究转变为对社

会生产%消费和分配的研究#效用论也已从一般的

衡量幸福感转变为获得最大满足感的解决方案&

在效用理论教学中穿插家国情怀教育#有利于引

导学生对个人成长%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做出正确

的价值判断&

古人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为公%

行孝尽忠%爱国主义%民族精神%乡土观念等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教学中应强调家国

情怀对社会和谐和家庭幸福的重要意义& 一方

面#家国情怀可以提高个体效用& 对于个人而言#

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更容易从家庭获得幸福感#

从国家获得自豪感#这种幸福和自豪的感觉有助

于增进家庭和谐& 对于企业而言#家国情怀除了

能够增强企业文化的凝聚力之外#还能为企业赢

得消费者的认可#积累良好的社会声誉#促进企业

长期可持续发展& 相反#那些漠视国家利益的行

为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唾弃#这样的企业迟早都会

被市场淘汰& 另一方面#家国情怀还可以增进社

会效用& 个人的爱家爱国行为会产生正向外部

性#并会带动更多人崇德向善#从而改善社会风

气& 厚植家国情怀还有利于提升城市文化品质和

美誉度#改善投资环境#增进国际分工与协作&

")!)#4在外部性理论教学中嵌入家国情怀教育

人类经济活动创造了财富#提高了人民生活

水平#但是社会经济活动也会产生一些负面效应#

导致外部不经济#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无休

止地从自然环境中获取资源#使生态资源的绝对

数量逐年减少)二是通过各种生产活动向土地%水

体或大气排放废气或废物#恶化了我们赖以生存

的生态环境#损害了人类共同的家园&

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保护生态环境和

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讲授外部性理论时融入家国

情怀教育#应引导学生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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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 近年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步#生

产生活方式的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主要污染

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中国经

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 今后

将主要依靠创新驱动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断

推动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更加重视绿色可持续

发展&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林田湖

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应倡导大学生保护生态

资源并形成行为自觉#激发学生树立建设美丽中

国的责任意识& 鼓励大学生多从事能够带来正向

外部性的经济活动#努力为社会创造财富#减少负

向外部性的活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4宏观经济学教学设计举例

经过长期的努力#我国已经实现了从'站起

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如今正处于迈向'强

起来(的重要关口& 与此同时#我国也面临着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外部风险挑战& 在宏观经

济学教学中#需要充分发掘家国情怀元素#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拓展学生的视野和境界#

增强'四个自信(#不断增强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

和发展趋势的能力&

")#)!4在投资与消费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教育

企业的经营绩效与经营环境密切相关#具体

而言#包括自然资源%生产要素%市场容量%基础设

施%产业配套%公共服务%市场风险等因素& 改革

开放以来#中国政局稳定#投资环境大幅改善#形

成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

一大外汇储备国#教育%医疗%文化等各项事业繁

荣发展#并且实现了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人力资

本快速积累#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 近年来#中

国实行了'放管服(改革#大力改善营商环境#以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通过大规模减税降费%简政放权降低了很多投

资准入门槛#极大地改善了企业投资的盈利前景&

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全

球 !:$ 个经济体中#中国的营商环境排名第 "!

位#较前一年的第 20 位大幅提升#连续两年入列

全球营商环境改善幅度最大的十个经济体#极大

地激发了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和活力#为国内外

企业在中国投资兴业创造了优良的环境& 在讲授

投资相关理论时#应分析国内营商环境的新变化#

并与国外环境进行比较#展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

和创新发展的光明前景&

居民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 如果

包含消费在内的有效需求不足#大量商品卖不出

去#企业经营状况必然恶化#经济持续低迷#财政

收入减少#社会公众将面临失业或降薪的风险&

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商品价廉物美#但

是在品牌号召力等方面仍然存在短板& 在讲授消

费理论时#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不盲

目跟风去抢购外国产品#鼓励大家支持国货& 通

过向学生介绍一些国内企业或者产品#比如华为%

小米%海信%格力等#增进学生对中国制造的自豪

感#增强对国货和国家的认同&

")#)#4在经济增长理论教学中贯彻家国情怀

教育

经济增长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解释经济增长的

原因&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教学内容中需结合新时

代特点#增进学生对国家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了

解#提高学生对经济发展新阶段及其新规律的认

识&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 年#中国 ABC占世

界ABC的比重为 ")%D#到 #$!: 年#这一数字大

幅上升为 #$D左右& 经济增长可以减少贫困#但

它减缓贫困的能力受到收入分配状况的影响& 诺

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指出! '从

!:*$年到 #$!$ 年整个世界的贫困人口下降了一

半#世界上大部分的脱贫成就是由中国取得的&

中国使数以亿计的人们脱离了贫困#是人类历史

上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

*!0+党的十八大以来#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坚持精

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并取得决定性的成就#充分

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

制度的巨大优势&

在向学生讲授经济增长理论时#要融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新成果#使家

国情怀教育自然渗入其中#激励学生胸怀天下#勇

担使命#勤奋学习#努力工作& 结合国际政治经济

形势的复杂变化#引领学生深刻理解以国内大循

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

局&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的制度优势显著#治

理效能提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

发展%共享发展的优势明显& 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必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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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是实现民族复兴的精神养分& 商科

类专业肩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面向经济

主战场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任& 经济

学是经世治国的学问#西方经济学是商科类专业

的必修课程#本文阐述了涵养家国情怀的西方经

济学基础理论教学设计的基本思路#以微观经济

学课程的效用理论%外部性理论和宏观经济学课

程的投资与消费%经济增长理论为例#挖掘家国情

怀元素#探讨将其融入经济学理论教学的途径&

当代青年既生逢其时#也重任在肩#是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主力军& 在商科专业人

才培养过程中#需要引导学生树立家国情怀#积极

利用所学知识造福社会#将实现个人理想抱负融

入增进社会整体利益之中#自觉坚持和发展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周显信!袁丽)习近平家国情怀的时代意蕴与实践逻

辑%<&)理论探讨!#$#$'%()%%

3

0!)

%#& 蔡小菊!田旭明)新时代弘扬家国情怀的理性自

觉%<&)学习论坛!#$#$'1()!#

3

!:)

%"& 吴万宗!潘瑞姣)*比较式+案例教学方法在课程思政

建设中的应用,,,以-宏观经济学.课程为例%<&)创

新创业理论研究与实践!#$!*'!0()!%

3

!0)

%2& 毕晶)构建*课程思政+的*三位一体+,,,以-经济学.

课程为例%<&)山西财经大学学报!#$#$'7#()%1

3

0$)

%%& 靳卫萍)经济学原理课程思政的初步实践%<&)中国大

学教学!#$#$'E!()%2

3

%:)

%0& 高千惠)*课程思政+视阈下高校经济学课程教学改

革探索%<&)教育现代化!#$!:'*()#*

3

"$)

%1& 蔡扬波!徐承英)新时代大学生家国情怀教育探析

%<&)思想教育研究!#$#$'!()!#%

3

!#:)

%*& 张军)共同体意识下的家国情怀论%<&)伦理学研究!

#$!:'"()!!"

3

!!:)

%:& 张雄)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分析%<&)理论文萃!#$$$

'0()"0

3

":)

%!$& 马艳艳!任曙明)*经济学原理+课程思政教育实现路径

探索%<&)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

3

")

%!!& 张宇)为什么西方经济学不能解释中国经济%F&)人

民日报!#$!%

3

$"

3

!#'$1()

%!#& 吴易风)全面认识西方经济学的几个问题%<&)政治

经济学评论! #$!$'!()"%

3

2!)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

%!2& 杨葵!柳礼泉)家国情怀)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的德性素养与职业自觉%<&)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0()*%

3

:$)

%!%& 习近平在 #$!: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BH+8I&)

'#$!:

3

$#

3

$"(%#$#$

3

!$

3

$"&)新华网!@??J)++KKK)

L(.@M=.N?)-'>+J'O(?(-P+ON=&NQP+#$!:

3

$#+$"+-R

!!#2$*2$$#)@?>)

%!0&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告诉你)中国在减少贫困上取得

前所未有成就%BH+8I&)'#$!:

3

!$

3

#2(%#$#$

3

!$

3

#$&)

@??JP)++KKK)P'@M)-'>+=+"2:2#:!#:R!!21!:)

!#'+"-(9:#;-9($.<(,#9%',-(9=$>#.$%?'0-5& '()

/$3(,%& -(,$@';-+ !"#$%& $.A#;,#%(2+$($0-+;

9S7@N.TU(.T# E968;=.J(.T

"7-@''O'VHMP(.NPP# 9M.=. W.(XNQP(?Y'V7-(N.-N=.& ZN-@.'O'TY# [(=.T?=. 2!!#$!# \@(.=$

!"#$%&'$! ]NP?NQ. N-'.'>(-P(P=U=P(--'MQPNV'QUMP(.NPP>=,'QP)̂?(P'VTQN=?P(T.(V(-=.-NV'QP?M&N.?P

?'NP?=UO(P@ -'QQN-?N-'.'>(-P'M?O''/ =.& X=OMNPUY(.?NTQ=?(.T?@NO'XNV'Q.'?'.OY?@NV=>(OYUM??@N-'M.?QY

(.?'?@N?N=-@(.T'VU=P(-?@N'Q(NP'VKNP?NQ. N-'.'>(-P)Z@(PJ=JNQ&(P-MPPNP?@NU=P(-(&N=P'V(.?NTQ=?(.T?@N

V=>(OY_-'M.?QYO'XN(.?'?@N?N=-@(.T-'.?N.?P# ?N=-@(.T>N?@'&P# NL=>(.=?('. =.& NX=OM=?('.# N?-)# ?=/NP?@N

M?(O(?Y?@N'QY=.& NL?NQ.=O(?Y?@N'QY'V>(-Q'_N-'.'>(-P# =.& (.XNP?>N.?=.& -'.PM>J?('. ?@N'QY=PKNOO=P

N-'.'>(-TQ'K?@ ?@N'QY'V>=-Q'_N-'.'>(-P=PNL=>JONP# =.& JQ'J'PNP?@NVN=P(UONK=YP?'NL-=X=?N?@N

NON>N.?P'VV=>(OY_-'M.?QYO'XN=.& (.?NTQ=?N(?(.?'?@N?N=-@(.T'VN-'.'>(-P?@N'QY)

()*+,%-#! O'XNV'QV=>(OY=.& -'M.?QY) U=P(-?@N'QY'VKNP?NQ. N-'.'>(-P) ?N=-@(.T&NP(T.

"责任校对4朱正余#

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