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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47/2021_2022_2008_E8_80_

83_E7_A0_94_c73_247071.htm (一)导论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发展的理论。 2．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生存和社

会发展的基础。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3．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研究任务 经济规律的客观性。经济规律的类型。 

（注：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删除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

象“是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包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

制。”） (二)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 1．社会经

济制度的变革 社会经济制度的更替。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

般规律。 2．社会经济的两种基本形态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

的基本特征。商品经济的两个发展阶段。 3．商品经济的基

本原理 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商品的价

值与价值量。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简单商品

经济的基本矛盾。 货币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起源。货币的本

质和职能。货币流通规律。纸币和信用货币。通货膨胀与通

货紧缩。 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的主要作用。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的

基本规律。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性。深化对创造价值

的劳动的认识。 （注：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的内容没有任

何变化。）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 1．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资本流通形式与商品流通形式的区别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重要条件。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



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特征。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

分及其意义。土地、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中

的作用与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剩余价值率。资本主义工资

的本质。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超额剩余

价值。 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资本

积累的一般规律。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利润转化为平均利

润。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借贷

资本和利息。银行资本和银行利润。股份资本和股息。土地

所有权和地租。土地价格。 2．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

征 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生产集中和私人垄断的形成。

垄断成为资本主义的重要经济基础。垄断和竞争的关系。垄

断利润。垄断价格。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国家

垄断资本主义的实质和双重作用。 3．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

进程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

然性和长期性。 （注：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新增了“资本

积累的一般规律”） (四)资本的运行 1．资本运行的一般原理

产业资本循环经历的三个阶段和采取的三种职能形式。产业

资本循环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资本周转。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本。技术进步和固定资本折旧。资本的周转时间和周转次

数。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

产的影响。 社会总资本运行的核心问题。分析社会总资本运

行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及其两种

方式。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社会总资本扩大

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实现条件及其意义。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的实质、根源和周期性。 2．垄断阶段的资本运行 资本主义

国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在企业



范围的结合。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和干预。 3．垄断资本

主义经济向国际范围的扩展 国际分工和生产国际化。垄断资

本主义向国际范围扩展的主要形式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中的矛盾和合作。发达

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协调。 （

注：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的内容没有任何变化。） (五)社

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 1．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

实质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

本经济制度的特征和建立的客观依据。公有制经济的涵义和

多种实现形式。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鼓励、支持和

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3．社会主义个人收入分配制度 

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个人收入分配制

度的客观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特点

。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收入分配调节和社会公

平。 （注：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的内容没有真正的变化，

只是内容重新进行了组合，“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

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改为“生产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的原则”。“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理顺分配关

系，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促进社会公平。”改为“收

入分配调节和社会公平”。）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

经济运行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的基本特征。计划与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的有机结合。 2．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企业是重要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

。企业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多样化。构建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

础的现代企业制度。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 统一



、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市场体系。规范

市场秩序。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 宏观调控的必

要性。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政府的经济职能。完善国家宏

观调控体系，提高宏观调控水平。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保障体系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社会保障体系

的主要内容。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注：与去年大纲相

比，本章新增了“政府的经济职能”） (七)经济全球化与国

际经济关系 1．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 经济全球化发展

趋势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

程中的重要作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2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

的影响。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合作

与竞争，提高国际竞争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种社会制度

的并存和发展。 （注：与去年大纲相比，本章没有真正的变

化，“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改为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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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