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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114903.htm 题目：运用经济制度及经济体制

相互关系的原理，分析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及

其内涵。 提示： 本题是把对基本原理的阐述与我国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怎样运用基本原理来分析当代中

国存在的市场经济这一现实结合起来的问题。经济制度和经

济体制的关系涉及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重大问题的

认识，也涉及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区别问题。 相关材料： 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

关系 1.经济制度。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

系的总和，它规定着该社会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基本原则，

规定着该社会生产关系的性质，是该社会的基本制度。 2.经

济体制。经济体制是一定经济制度所采取的具体组织形式和

管理体系，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它反映社会经济在

组织生产、交换、分配过程中采取的资源配置方式。 3.经济

制度与经济体制的联系。一方面，经济制度是经济体制的基

础，决定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质和主要特点，规定着它的发展

方向，无论选择何种经济体制，都不能背离经济制度的要求

；另一方面，经济制度也要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反映

出来，通过经济体制的运作和改革使经济制度得以巩固、发

展和完善。 4.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区别。经济制度反映一

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质，而经济体制作为一种资源配置

方式，反映的是一个社会经济运行的基本特点和具体形态。

由于经济体制不反映该社会经济制度的性质，因此，不同社



会经济制度的国家可以实行类似的经济体制，相同社会经济

制度的国家也可以实行不同的经济体制。而且，一定的经济

制度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可以有不同的经济体制。 计划和市

场是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 1.计划。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

计划是指国家制定年度或者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并

采取一定的措施保证计划的实施和执行，从而达到资源配置

的目的。依据计划实施的方式，可分为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

计划。指令性计划一般通过立法、行政等强制性措施保证执

行；指导性计划一般采取经济手段、教育说服等其他手段进

行引导。 2.市场。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方式，市场是指通过价

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使社会资源在不同部门之间流动从而实现

资源配置。市场之所以能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是由价值规

律和平均利润规律共同决定的。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决定了

资本必然向利润率高的行业和部门流动。正是在资本这种以

利润为导向的流动中，市场发挥着资源配置的作用。 3.计划

和市场的关系。计划与市场相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

和发展中必须坚持的。计划和市场各有优势和特点，也有不

足和局限。计划手段具有自觉性、事先性和宏观性等特点，

适于在宏观领域发挥作用。市场手段具有自发性、事后性、

反应灵敏等特点，适于在微观领域发挥作用。两种手段的有

机结合，可以做到优势互补，扬长避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是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结合 1.市场经济与计

划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人类通过自发的

社会活动来调节经济过程、实现资源配置的经济体制。在这

一体制中，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对资源配置起基础

性作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发挥着主导作用。计划经济是



人类通过自觉的社会活动来调节经济过程、实现资源配置的

经济体制。在这一体制中，计划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对

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通过指令性计划调节社会经济

活动。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对经济制度与经济

体制相互关系原理的运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

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立这一目标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

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1992年初视察南方的讲话明

确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

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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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精辟论断，说明

了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的联系和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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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了计划和市场是配置资源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使我们在

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3.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国

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

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经历了从最

初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

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

体制，最后到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目标模式的过程。这一过程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制度与经济

体制相互关系认识的进一步深化。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现代市场经济的一般

特征，又具有与其他市场经济不同的特征。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一般特征是：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处于市场关

系中，市场机制是推动生产要素流动和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



基本运行机制；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政府部门不直接干预企业生产和经

营活动；所有生产和经营活动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进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

起的，因而它具有自己的特性：在所有制结构上，坚持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国有企业通过平等

竞争发挥主导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区别之一；在分配关系上，坚持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效率优先，兼

顾公平，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又一区别；在宏观调控上，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把人民的

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更好

地发挥计划与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特征中没有的，是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的体

制规定的具体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不同于传统的

计划经济体制，它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的；又不同

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它是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

一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经济体

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过程 1.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确立，

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1）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十

二大提出了“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计划经济为主，市

场调节为辅”的思想。从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

三中全会的30年间，由于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经

济，因此，否定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

调节作用，认为计划调节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惟一调节机



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针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提出了

“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的思想。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计

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这对当时经济体制的

改革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党的十二届三中

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

品经济”，“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

观念”的思想。这给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注入了商品经济的

活力。 （3）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立“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

的体制”的思路。这时，人们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与市场是

同社会主义经济的性质相联系的传统观念的束缚，对计划和

市场究竟哪一个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问题，还没有作出切

合经济发展实际的说明。 （4）从1989年下半年到1991年，在

坚持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有计划商品经

济的前提下，强调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其结

合的形式就是指令性计划、指导性计划和市场调节。 （5）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进一步勾画了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

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

远景目标的建议》，进一步提出在20世纪末初步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2010年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规划。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党和

政府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健全现代市场体

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具有影响力的新观点、新措施，丰富

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内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

会以来，我们党又从三个方面对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作出了重要部署。这三个方面是：第一，从深化经济

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方面，强调以邓小平理论和“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第二，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

标方面，强调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强企业活力和竞争力，健

全国家宏观调控，完善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为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第三，从深

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方面，提出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建立有利于城乡二元

经济结构的体制；形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立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

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

障制度；建立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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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