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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过程的相关原理分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过

程，并说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性 启航

提示： 1、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

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

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这四届三中全会勾勒出了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历程。

2、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

进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必将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提供体制保证。 3、本题现实性强，且能综合哲学、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势与政策三方面的知识进

行考查。请考生注意联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理解中国经济体

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联系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

全会面临的形势和背景分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任务

、指导思想和原则。 相关材料1：认识和实践的具体的历史

的统一。 1. 认识的本质。认识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

动反映（即认识的本质）（1）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或者创造

性主要表现在：第一，主体创造性地再现客体；第二人们不

仅能反映客观对象的当前状况，而且还可以突破一定的时空



界限来追溯历史、预测未来；第三、人们不仅能反映客观事

物的突然状态，而且能反映客观事物的应然状态。（2）反映

的创造性与信息、选择、重构是联系在一起的，反映的过程

就是主体以特定的方式对客体的信息进行能动的选择、重构

的过程。选择主要表现在感官的选择、思维活动对信息进行

自觉的能动的选择两个方面。重构是指主体要按照正确反映

客体的要求把这些信息在大脑中重新组合成观念的系统。主

体对客体的选择、重构都是能动的反映过程的内在环节。 2.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与认识对实践的

指导作用： （1）实践是认识发生的现实基础，认识依赖于

实践。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也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

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2）认识

是实践基础上主体对客体的能动反映，正确的理论指导能使

实践达到预期的效果，使实践活动顺利进行。 3. 认识的发展

过程。 （1）认识过程中的两个飞跃。一是感性认识到理性

认识的飞跃：认识的发展过程，首先是由实践到认识，即从

实践中产生感性认识，然后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这是认

识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二是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理性

认识只有回到实践，才能指导实践，使认识对象化，才能使

认识得到检验、修正和发展。因此，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

是认识过程中更重要的飞跃。理性认识向实践的飞跃必须具

备一定的条件：一是要从实际出发，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的原则；二是要把关于客观事物本质和规律的认识同主体自

身需要和利益的认识结合起来；三是要把理论的正确性和现

实可行性有机结合起来，寻求实现理想客体的具体途径；最

后，理论必须被群众所掌握，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2）



认识发展的总过程；从实践到认识，再从认识到实践，实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这是认

识的发展规律。客观世界是无限的，人的认识也是无限的，

认识的不断循环和上升过程，也就是理论和实践、主体和客

体具体的历史的统一过程。 4.认识的真理性。真理是标志主

观与客观相符和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

正确认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相关材料2: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过程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四大

1.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一问题的核心是，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邓小平同志1992年年初

南巡讲话中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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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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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

确立的过程，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的伟大

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认识成果。党

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总结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新鲜经验，实现

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模式。 （1）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改

革经济体制的任务，并使改革首先在农村突破。 （2）十二

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

了关于经济体制 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



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

有计划商品经济。 （3）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得体制；十三届四中全

会后，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

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 （4）江泽民在十四大

报告中指出，“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

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

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践证明，市场作用发挥比

较充分的地方，经济活力就比较强，发展势态也比较好。我

国经济要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加快发展，参与国际竞争就

必须继续强化市场机制的作用。”（1992年10月，中国共产

党十四大） 3.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的确立推动了改革开放

的实践，加快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这充分体现了

认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实现了理性认识到实践的飞跃。十

四大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

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确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已经确立，全方位、宽

领域、多层次的对外开放格局基本形成。改革的不断深化极

大的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使我国经受住了国际经济金融动荡和国内严重自然灾害、重

大疫情等严峻考验。”（2003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

全会） 4.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四大以来改革开放

的伟大实践表明，我们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改革

的目标模式是与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符合的，是真理性认识

。 相关材料3：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

会 1.尽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重大进展，



但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这主要是因为： （1）我国经济发展中仍存在诸多问题

，如经济结构不合理、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业矛盾突出、

资源环境压力加大、经济整体竞争力不强等问题，其重要原

因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体制还不完善，生产

力发展仍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 （2）时代背景出现了新变

化，国际环境方面，经济全球化加速、科技进步加快；国内

方面，我国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 （3）认

识和实践的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实践的推进，认识也必须不断发展。因

此，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

2.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

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

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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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 3.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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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以邓

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党的基本路

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全面落实十六大精神，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坚持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充

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

的关系，有重点、有步骤地推进改革。坚持统筹兼顾，协调

好改革进程中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

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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