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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C_9A_E4_B8_BB_E4_c25_21112.htm 一、经济体制与经济

制度 1．经济制度 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发展一定阶段上生产

关系制度体系的总和，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以生产

方式为标准，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分为原始公社制度、奴隶

主义制度、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和

共产主义制度。这是基本的经济制度，也是经济制度的科学

分类。 2．经济体制 全劲齐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经

济制度都有一定的经济体制，经济体制也都反映一定的经济

制度。一般来说，经济制度决定经济体制，但反过来经济体

制也制约经济制度，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会起决定作用。经济

制度与经济体制的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同一经济制度

可以采用不同的经济体制，同一经济体制也可以为不同的经

济制度服务。经济体制的要素包括：产权组织形式，经济运

行机制，收人分配方式，经济决策结构，经济管理组织，政

府调控手段等。 二、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 以资源配置为主要

内容的经济学，研究在一定经济社会条件下，如何有效利用

可供选择的有限资源，以求人们无限需要的最大满足。通常

认为，经济学研究以下五个基本问题，即五W：①生产什么

（what)？②怎么生产（how)？③为谁生产（for whom)？④何

时生产(when)？⑤谁作决策（who)? 生产什么、怎么生产、为

谁生产、何时生产这四个基本问题，究竟由谁来决定呢？这

就是经济体制问题。经济体制虽然是经济学研究的五大基本

问题之一，却决定着整个资源配置的全局。 三、市场经济体



制与计划经济体制 资源的配置是通过一定的经济机制实现的

，在市场经济中它是通过市场机制实现的，即通过市场中的

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对资源进行配置。市场的供

求变化通过价格的涨落表现出来，某种商品价格上涨的信息

会引导生产者扩大对该商品生产的投入，使资源向该部门流

动；某种商品的价格下跌的信息，会迫使生产者削减对生产

该商品的投入，使资源流向其他部门。竞争的过程是一个优

胜劣汰的选择过程，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资源在不同部门

和企业之间流动，按照效率的原则进行。如果是在供过于求

的情况下，同一行业之间的竞争中，被淘汰的首先是那些低

效率的企业；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占领市场份额最大的也

是那些效率最高的企业。所以，不论在什么情况下，社会资

源总是向高效率的生产者集中。市场经济正是通过市场的分

配功能，把社会资源配置到需要而又能有效利用的部门和行

业。 作为经济管理的手段之一，现代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制

定各种计划，只是目标不同、内容有别、范围不等而已。但

是，经济计划不等于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通过政府指令自

觉地配置资源的整套经济体制。 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来的高

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当时条件下对生产力的发展起过

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日益暴露

出严重弊端。主要是：政府直接管理企业，政企职责不分；

由于政府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企业缺乏应有的经营自主权

、独立的经济利益和应负的经济责任，缺乏活力；按照行政

部门和地区系统管理经济，造成条块分割；单纯依靠指令性

计划组织和调节经济活动，忽视商品经济、价值规律和市场

的作用，没有形成良好的运行机制；在分配上统收统支，平



均主义严重，不能充分调动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对外经

济关系上基本上是闭关自守，脱离世界经济发展的潮流。这

些弊端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使我国的经济建设投人多

，产出少，浪费大，经济效益低下，限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

提高。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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