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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述的关于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

。（99年考过）马克思恩格斯在提示了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

义的客观必然性的同时，预测了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特征。

来源：www.examda.com（1）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只有在

摆脱了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才能真正成为自然和

历史的主人，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人。个人自由的真正实现

不能离开集体，只有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的基础上对社

会生产进行有计划调节，人类社会才能真正从必然王国进入

到自由王国。（2）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阶级对立

和社会发展的无政府状态是由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造成的，因

而消灭私有制是建立未来自由人联合体的根本途径。生产资

料的社会占有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有计划的生产是生产社会化

发展的必然产物。（3）尽快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只

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和创造相应的物质条件，才能不断缩短

必要劳动时间，增加剩余劳动时间，为建立一个更高级的、

以每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目的的新社会创造现实的基础。

（4）消灭商品货币关系，对全部生产实行有计划的调节。按

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商品是私人劳动的产物，商品交

换是私人生产者之间的劳动交换关系。因此，一旦社会占有

生产资料，商品货币关系将被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由计划调

节。来源：www.examda.com（5）在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

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马克思曾根据生产力的



不同性质，明确地把共产主义社会区分为高级和低级两个发

展阶段。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原则；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

品实行按劳分配原则。2、简述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来源

：www.examda.com市场经济是以市场配置资源或调节经济运

行的经济运行形态，它不是区分一个社会的经济制度性质的

根本特征。市场经济共同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几点：（1）资源

配置遵循产权规则。在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奉行的是

计划规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则遵循产权规则。

为此，通过产权的界定和保护来确立排他性产权，对于市场

机制有效协调微观决策是至关重要的。（2）经济主体独立自

主的分散决策。在市场经济中，经济决策是由各个独立的经

济主体自主进行的，微观主体在给定条件下追求自身经济利

益最大化，他们根据对成本与收益的比较，独立地对生产什

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等做出决策，并承担相应的后果。

经济主体之所以能进行独立、自主的分散决策，是因为它们

都拥有明确的财产所有权或控制权，因而有其自身的经济利

益和硬的预算约束，并对其决策成果承担经济责任。（3）自

由和平等竞争。市场经济作为契约经济，所有从事市场交易

的行为人的地位和机会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他们在机会均

等、交易公平的准则的约束下自由地参与市场竞争，这包括

消费选择自由、开业自由、就业选择自由和交易自由等。没

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强迫他们所不愿意做的事，他们进行竞

争所凭借的是各自的经济实力和比较利益。来源

：www.examda.com（4）市场价格协调的微观决策。资源配

置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把有限或者说稀缺的资源配置到最需



要的地方，从而使资源得到最有效的利用。在市场经济中，

市场价格的变动就是显示产品稀缺程度的信号。价格由供求

关系决定，又反过来调节供求，引起生产要素的流动，从而

实现在整个国民经济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价格信号的作用在

市场经济中无所不在，贯穿于经济运行的始终，就像一只“

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来源

：www.examda.com（5）按生产要素贡献和市场效率分配。

生产要素价格是由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贡献决定的。生

产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取决于要素价格水平，它的具体表

现形式主要是劳动工资收入、资本利息收入、土地（房产）

租金收入和企业利润收入。按生产要素贡献和市场效率进行

收入分配，也就是按它们的市场成果进行分配。它可以刺激

经济主体实现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和有效利用，从而提高资

源配置的效率。3、改革以来，我国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经历了怎样的演变过程？来源：www.examda.com第一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之前的这段时期，理论界主要是围

绕怎样看待市场的作用、怎样认识和对待商吕货币关系，是

否应该利用价值规律等问题展开讨论。第二阶段，1978年

至1983年，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社

会主义经济中客观上存在商品货币关系，价值规律不仅在流

通领域发挥作用，而且在生产领域也发押作用。来源

：www.examda.com第三阶段，1984年至1987年，提出了有计

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以下论断：商品经济是社

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具有统一



性；计划与市场板块式结合。第四阶段，1987年至1992年，

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社会

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

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会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有机结

合。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

企业”的经济运行模式。来源：www.examda.com第五阶段

，1992年以后。DXP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了“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重要论断。党的十四大明确提

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党的十五大进一步确认，“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党的十六大重申：“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

向，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4

、中国的过渡经济有哪些基本特征？（考过两次）（1）中国

的社会转型是工业化和市场化双重转型的统一。中国的市场

化是与工业化联系在一起的，面临着市场化与工业化、现代

化的双重转型。（2）中国的市场化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为基础

的体制转轨。一方面，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是在社会主义宪

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市场化的模

式和道路，规定了中国市场化的可能性边界和基本的约束要

件；另一方面，现实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

，市场关系的形成反过来会影响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

（3）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首先是一种经济体制或资

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过程。因为，市场制度是一个由多方面内

容组成的有机整体，向市场经济过渡不仅仅涉及资源配置方

式的变化和经济体制的转型，而且包括了社会经济、政治、



文化等各个方面深刻变化的整体性过程。来源

：www.examda.com（4）经济过渡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脱离具体条件而独立存在的一般市场经济只是

一种理论抽象，而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不能简单地照搬某种抽象的理论或某一国家的体制

模式，而只能在有条件地吸收和借鉴外国建立市场经济的经

验的基础上，把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与具体的国情相结

合，在实践中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

式。来源：www.examda.com5、宪法制度对于改革道路的决

定作用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是在工业化

和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市场化。宪法制度对于

改革道路的决定作用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宪法制度的

内容决定了改革的内容。宪法制度是一个社会基本的经济和

政治制度，是制定规则的规则，它规定了一个社会生产、分

配和交换的基本规则，以及国家政体的性质、政治组织的相

互关系和居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宪法制度不同，具体的制

度安排就会产生显著的差异。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根本特点

是，它是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的，在经济制度

上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在政治制度上坚

持GCD的领导。（2）宪法制度的变化决定了改革的方式。中

国渐进式改革的根本特点在于，它对于原有的宪法制度没有

采取推倒重建的“革命”性做法，而是在原有宪法制度的基

础上通过边际性调整，逐步修改原有宪法制度的内容，赋予

社会主义制度新的内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