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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B_81_EF_BC_9A_E9_c73_114592.htm 一、竞争机制 1、竞

争机制是市场机制的内容之一，而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作用

的实现机制。 2、区别两种竞争 A、企业之间的竞争：①方式

：围绕着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展

开；②结果：形成商品的价值（某些企业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实现价值规律的第二、第三两个作用；③联系实际可能

的考点；结合材料分析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的

兴衰成败优胜劣汰。 B、各部门之间的竞争：①方式：资本

在各部门之间的流动和转移；②结果：形成平均利润和生产

价格。 3、如何使竞争机制发挥作用 ①必须整顿规范市场经

济秩序，目的是：法制经济、公平竞争。 ②整顿市场经济秩

序，也是在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③整顿

市场秩序维护公平竞争，也是在贯彻落实“三个代表”和科

学发展观。 ④培育完善的市场体系（重点是生产要素市场）

，深化价格改革。价格改革的基本方向和要求是：a.放开价

格；b.宏观调控。 二、公有制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股份制 1、中

央的基本观点： ①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要积极探

索。 ②要把股份制作为现阶段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2、

针对中央精神出主观性试题（尤其是材料分析题）的答案要

点： ①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属于经济体制,而经济体制是可以选

择的。选择的方向和标准是生产力的发展,增强活力提高经济

效益。 ②要综合股份公司产生发展的原因、性质和作用，来

说明为什么改革中要积极推行股份制,要把股份公司作为公有



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3、要辨证地看待股份公司的性质，把握

中央对此问题的两方面提法。 4、要把握股票的概念和实质

：股票是双重意义的凭证,股票本身没有价值,股票价格的实质

是股息收入的资本化。 三、建立健全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

的现代企业制度 1、产权不清是制约改革深化的矛盾焦点,理

顺产权关系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2、产

权和产权制度的内容和地位 ①产权指各种财产权（尤其是财

产的所有权） ②产权是所有制的核心和主要内容，是完善社

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构建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和重要

基础。 3、建立现代产权制度的作用和意义（四个有利于）

：有利于保护公有财产权；有利于保护合法的私有财产权；

有利于资本的流动转移和重组；有利于增强企业和社会公众

创业创新的动力。 4、建立完善现代产权制度的基本要求： 

①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 ②注意和现

代企业制度基本特征的区别，以及可能联系实际的出题点（

归属清晰、保护严格） 四、宏观调控 1、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 ①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要求。 ②弥补单纯

市场调节的弱点和缺陷（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无法真

正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社会共同富裕）。 2、市场经济条件

下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和任务：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

基本平衡，注意： ①对这一点的理解和实际应用； ②把握商

品供求与通货膨胀通货紧缩的对应关系。 3、如何完善宏观

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①要把握宏观调控体系的内

容构成（选择题） ②要把握中央对此问题的基本经验：深化

改革、对症下药，掌控力度（有可能联系实际考主观性试题

）。 五、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和收入分配。加大收入分配调节



力度，促进社会公平 1、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和收入的分配，

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存在的

分配原则和分配方式。 2、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和收入分配，

并不意味着所有生产要素都创造价值。 3、价值创造和价值

分配遵循的规律不同，劳动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都是劳动

创造价值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对劳动创造价值发挥了作用

，因此要允许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和收入的分配。 4、在实行

这一分配原则时，要注意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二者既

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兼顾效率和公平，是中央强调的我国

现阶段分配制度，分配政策的重要指导思想。 ①允许生产要

素参与价值和收入的分配，反对平均主义，合理拉开收入差

距与反对收入悬殊两极分化，就体现了兼顾效率与公平； ②

要处理好先富和共富的关系； ③在考到与加大收入分配调节

力度，促进社会公平有关的试题时，应注意和贯彻“三个代

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相联系。 5、加大收

入分配调节力度，促进社会公平是目前社会关注的热点。 六

、劳动价值论“（关于商品的理论、货币理论和价值规律）

1、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创新和发展： ①

提出劳动二重性； ②说明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的形成不违背价

值规律。 2、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关系： ①价值的存在以使用

价值的存在为基础； ②有使用价值（物的有用性）的东西并

非都是商品都有价值； ③有价值的东西都有使用价值 ④一定

量的价值存在于一定量的使用价值之中（可用此原理分析说

明按质论价）。 3、劳动的二重性：要重点把握具体劳动和

抽象劳动的联系和区别，尤其是二者之间的三方面区别。具

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包括两方



面） 4、商品价值量的决定：重点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

会劳动生产率和个别劳动时间、个别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

。 5、货币的产生：①自发产生；②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阶

段；③价值形式发展的原因：形式于内容的关系（有了解，

结合货币与金银的关系考应用）。 6、货币的职能 ①价值尺

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这三个职能各自的特点。 ②支付手

段产生的原因和后果。 ③纸币和信用货币 ④流通手段与支付

手段表现形式上的区别 7、我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

：深化了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具体表现在： ①劳动的

内容；②劳动的范围； 8、价值规律作用的实现，是与价值

规律的表现形式相联系的，注意价值规律的具体表现形式在

商品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是不一样的。 七、绝对剩余价值、相

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 1、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

值的共同点：提高剩余价值率的两种基本方法 2、绝对剩余

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各自的地位：前者是资本主义剥削方式

的一般基础；后者是资本主义剥削方式的重要特点。要把握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具体实现过程。 3、超额剩余价值和相

对剩余价值的因果关系：前者是起点，后者是结果。 八、资

本有机构成及其对利润率的影响 1、资本的技术构成、价值

构成、有机构成的概念及相互关系。 2、平均利润形成后，

有机构成高的部门，所获得的平均利润大于本部门实际生产

的剩余价值；有机构成低的部门，所获得的平均利润，小于

本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 3、资本有机构成在各部门之

间和各部门各企业之间，都是不一样的，但对于利润率的影

响正好相反。 4、平均利润生产价格反映部门之间关系，超

额利润反映部门内部各企业之间的关系。 5、在每个具体的



时间、地点，各部门之间和各部门内部各企业之间，利润率

水平都不一样。 6、影响利润率的四个因素，利润率与剩余

价值率的联系和区别。 九、社会资本再生产原理 1、分析社

会资本再生产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2、马克思分析社会资本

再生产的两大理论前提。 3、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基本公式和

补充公式（选择题）。 4、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中心思想：

再生产必须按比例（可用来说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西部大

开发战略，五个统筹等的理论依据。） 十、资本的几种划分

1、几种主要划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

本，职能资本和非职能资本，产业资本在运动过程中的三种

职能形式。 2、要区别这几种划分各自的依据、目的和意义

。 3、要注意银行资本的特殊性问题。 4、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的划分，固定资本流动资本的划分，二者在物质内容上有重

合点和交叉。 十一、资本的周转 1、资本循环、资本周转、

社会资本再生产研究对象上的共同点与区别点。 2、影响周

转速度的三个因素（尤其是第三个因素），注意材料分析题

（计算题）出题的可能性和出题形式。 3、加速资本周转的

作用和意义 4、固定资本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的概念和表现

形式（选择题） 5、可能联系实际出材料分析题的考点：分

析改革前后折旧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十二、资本主义地租 1、

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是资本主义地租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

的共同点（资本主义地租的一般原理）。 2、级差地租和绝

对地租的区别点（产生的原因、形成条件和归属不同）。 3

、土地（也包括股票、债权等有价证券）没有价值。土地价

格的实质和决定因素。 4、地租与租金的区别，垄断地租。 

十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1、实行这一制度



的客观必然性（公有制地位、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多样性、非

公有制经济的地位和作用）。 2、如何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

经济制度（两个毫不动摇，一个不能）。 十四、国家垄断资

本主义 1、要把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实质、产生的

原因及其性质和作用（选择题）。 2、资本主义国家干预调

节社会经济的方式和手段，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干预和调节，

如何看待我们在宏观调控过程中遵循国际惯例借鉴西方经验

的问题（主观性试题有出题的可能性）。 十五、经济全球化

1、经济全球化的表现形式和与之相关的因素。（选择题） 2

、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背景。 3、经济全球

化对我国及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及我们应采取的对策： ①影响

：机遇和挑战风险并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经济全球化自身

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背景。 ②对策：一是要坚定不移地

实行对外开放，自觉融入这一潮流，实行“走出去、引进来

”对外开放新战略。二是要抓住机遇发展壮大自己，“南南

合作、南北对话”，总的目标和方向是改变旧秩序，建立新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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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