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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的提出和基本内涵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是

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可出单选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以下几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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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计划经济。在

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被正式确

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来源：www.examda.com 第二

阶段：1984年至1987年，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 第三

阶段：1987年至199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987

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理论，

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不

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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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

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改革目标。邓小平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

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



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

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为确定建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础，开辟了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道路。（2000年理科论述题

第34题、2001年文科多选题第22题） (二)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

的目标模式 我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出单选题）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命题包含着两

层意思：一是指出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的属性

，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它可以同资本主义结合

也可以同社会主义结合。二是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

是同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以上两

层意思，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具有

共性的东西，另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着其他

市场经济不同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必然反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属性。市场经济总是在一个国

家一定历史条件下与其基本社会制度相结合的，不存在超历

史、超制度“完全抽象”的市场经济。（可出多选题） (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可出多选题） 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既不同于过去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

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

度结合在一起的。其特征主要有： 第一，在所有制结构上，

它是以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

制并存的经济体制； 第二，在分配制度上，它是以按劳分配

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体制； 第三，在宏观调控

上，它是以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利用宏观调控手段，把人民的



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能更

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的长处，实现市场调节同

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经济制度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确立这一基本经

济制度的依据。党的十五大郑重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

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

本经济制度。”它表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

为主体不是权宜之计，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善；多种所有

制经济共同发展也不是权宜之计，也必须长期坚持和不断完

善。 确立这一经济制度，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和初级阶段国情决定的。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

坚持以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第二，我们处在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

所有制经济；第三，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

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只有深刻地认识我国

国情，才能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意义

。（可出多选题） (二)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 党的十五

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全面认识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

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

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就突破了把公有制经济仅仅理解

为单纯的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把公有制为主体理解为国有

经济为主体的误区，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拆掉了藩篱，拓

宽了道路。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投资来源的多元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由各种

不同所有制共同组成的各种形式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将越来越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目前主要有：股份公司、跨所有制所

组成的企业和企业集团、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

等。 混合所有制企业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其资本和收

益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当然属于公有制经济，其中由国家和

集体控股的，更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公有经济的

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2004年试题第27题，

多选题）随着改革的深化，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今后混合

所有制经济中的公有成分在整个公有制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将

越来越多，越来越重要。（1999年文科论述题第35题、2000年

理科单选题第12题） 当前我国所有制经济的主要发展方向是

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出单选题）来源：www.examda.com

(三)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四)毫不动摇地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五)坚持公有制为主体，

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

程中我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方针政策是两个毫不动

摇，一个统一于（可出多选题） 公有制经济的重要地位（可

出多选题） 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和基

本特征，是引导非公有制经济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有力保障。

发展壮大公有经济，对于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

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对于消除两极分

化、实现共同富裕有重要作用。 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并

不意味着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也不意味着公有制经济在整个

经济中的比重越大越好。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

个方面：一是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二是国有经

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制的主

体地位，一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



差别；二是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

提高。（可出多选题） 邓小平概括的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条

基本原则一个是公有制为主体，一个是共同富裕。（可出多

选题）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一)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确

立这一分配制度的依据（可出多选题） 1．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分配制度。（客观依据） 2．一切

符合“三个有利于”的分配方式也同样可能而且应该用来为

社会主义服务。（理论依据） 3．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需要发展生产要素市场，这就要允许各种生产要素参与

分配，取得相应的收入。（客观依据） 分配问题分析 1．当

前我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分配不公的日益严重的主要表现

有 第一，城乡差距日益扩大的材料。 第二，地区差距日益扩

大的材料。 第三，行业差距日益扩大，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

业差距日益扩大的材料。 第四，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当前我

国基尼系数超过0、4的安全警戒线。 2．党中央的基本观点 

一方面，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来源

：www.examda.com 另一方面，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是和谐社

会的核心价值。 3．在分配问题上的指导方针：在不影响效

率的前提下，更多的注重解决社会公平问题，使全体人民共

享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4．解决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分配不

公的政策和措施（两方面） 一方面，通过改革税收制度，增

加公共开支，扩大就业，提高福利补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等措施，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解决差距日益扩

大问题。 另一方面，对收入分配政策进行调整：调整过高收

入，保障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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