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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提要 根据大纲规定，考生在本部分需要掌握的主要内容为

：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市场失灵、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

控、对外开放与对外经济关系。 前面我们一直围绕市场经济

体制来讲，保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制关系和产权制

度、国有企业改革（实际上是将原来的国企转变为符合市场

经济要求的经济主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收入

分配制度。接下来，我们对市场机制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优

点和缺点做一个系统的概括，优点即“市场机制的有效性”

，缺点即“市场失灵和市场功能缺陷”。 明白了市场机制的

缺点后，我们世界上也明白了政府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必

要性。正是因为市场机制这种资源配置方式有缺点，所以为

了更有效地配置资源，需要政府介入。下面的一节中就要讲

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界定、目标、方式和手段。 我们前

面的内容都局限在一国之内，最后一节中，我们讲对外开放

和对外经济关系；讲完了改革，就接着讲开放。到此为止，

我们就完成了从静态到动态、从国内到国外的全部内容的学

习。希望大家在熟悉课本细节的同时，也注意从宏观上把握

“经济学”部分的逻辑关系。 二、主要考点 （一）市场机制

的有效性与市场失灵 1、 市场机制的含义和特征 2、资源最优

配置的含义和标准 3、市场失灵的含义和原因 4、外部性的含

义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5、公共物品的含义、特征、类型

及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6、垄断的含义、类型、原因及



其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7、克服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 

（二）政府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调控 1、 政府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下的基本职能和政府作用的合理界定 2、政府管理

经济的方式和手段 3、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目标和含义 4、宏

观经济调控目标之间的一致性和矛盾冲突 5、宏观经济调控

体系的含义和主要内容 6、财政政策的含义、类型和手段 7、

货币政策的含义、类型和手段 （三）对外开放与对外经济关

系 1、对外开放与经济全球化的关系 2、对外开放与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关系 3、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 4、对外贸易与经济

发展的关系 5、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因素 6、国际资本流动的含

义和原因 7、利用外资的含义和作用 8、国际资本技术转让的

类型和含义及原因 9、国际技术转让的作用 10、对外技术交

流的含义和作用 11、劳动力国际流动的原因和经济效应 12、

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 13、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原则 三、内容

讲解 (一) 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与资源的最优配置 1.市场机制的

有效性 市场机制就是指市场竞争、市场供求和市场价格之间

相互影响、相互决定的机制。因此，价格机制、供求机制、

竞争机制就构成了市场机制的主要要素。价格机制是市场经

济中最基础的机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 市场机制的功能：

形成价格，优化资源配置，平衡供求关系，激励市场竞争主

体。 市场机制的显著特征：第一，市场机制的运行动力来自

市场主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第二，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活

动决策由市场主体自主、分散地做出；第三，市场机制对经

济活动的调节和资源的配置是自发和自动地进行的；第三，

市场机制通过价格信号向微观经济主体传递信息。 市场机制

调节经济运行的长处表现在：能够在最大程度上调动经济主



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能够对经济运行进行自动地

调节，并在大多数领域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高资源的配

置效率；可以自动地实行优胜劣汰，提高经济运行的质量。

2.资源最优配置 含义：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如果居民和厂

商作为市场主体分别实现了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并且

在此基础上，产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即不存在过剩，也不

存在短缺，即整个经济的价格体系恰好是所有的商品供求都

相等时，经济就处于一般均衡状态或瓦尔拉斯均衡状态，资

源便实现了最优配置。 帕累托最优状态：又称经济效率，也

是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标准，在这种状态下，资源的任何重

新分配，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处境变好，也不使一个

人的处境变坏。 条件：理论上来讲，只有在完全竞争条件下

，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才有可能实现。 例题：资源配

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条件是( )。 A．市场处于完全竞争

的状态 B．市场处于不完全竞争的状态 C．不存在外部经济

和外部不经济 D．市场信息具有完全性 答案：A (二) 市场失

灵和微观经济政策 1.市场失灵的原因 含义：市场失灵是指完

全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不可能实现一般均衡和帕累托最

优状态的情况。 原因：一般有四种，外部性或外部影响的存

在；公共物品的生产；垄断的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

全性。 ①外部性或外部影响： 含义：在市场经济中，当市场

主体的一项经济活动给其他社会成员带来好的或坏的影响，

而又不能使市场主体得到相应的补偿或给与其他社会成员赔

偿的时候，就会产生外部性或外部影响 分类：正外部性，也

称外部经济；负外部性，也称外部不经济。 与资源配置效率

的关系：使市场主体的活动水平低于社会所需要的最优水平



或使市场主体的活动高于社会所需要的水平，并给其他经济

主体乃至整个社会带来巨大损失。 外部性的存在，在很大程

度上与产权不清晰有关。 ②公共物品的生产： 私人物品具有

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特点。 含义：如果某种物品不具有消费上

的竞争性，则称之为公共品，如公路、广播、电视；如果某

种产品既不具有竞争性，也不具有排他性，则称之为纯公共

品，如国防、公安。 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市场机制是一

种利益调节机制，它只有在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私人物品

方面起完全的调节作用。而对公共品的调节是有限的甚至是

无效的。 ③垄断的存在 含义：垄断是指一个或少数厂商对某

种产品的生产或销售实行完全的或某种程度的控制。 垄断形

成的原因：厂商控制了关键资源的供给、拥有专利、自然垄

断、政府的行业准入制度、市场竞争本身导致的生产集中； 

与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使市场的竞争性减弱，从而使市场

机制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受到一定的限制。 ④信息的不对称性

和不完全性 供求双方即买方和卖方的信息通常具有不对称性

和不完全性，妨碍资源的最优配置。 2、市场功能缺陷 第一

， 分配差距扩大难以避免； 第二， 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和滞

后性，使经济容易大起大落； 第三， 价格作为一种短期信号

使经济行为短期化。 3、克服市场失灵的微观经济政策 针对

外部性的微观经济政策有：传统的税收、补贴、将相关企业

合并从而使外部性内部化；现代方法有明晰产权。 针对公共

品的微观经济政策：由政府来生产公共物品。 针对垄断的微

观经济政策：有效地控制市场结构，避免垄断的市场结构产

生；对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和产量进行控制；制定反垄断法

或反托拉斯法，对垄断厂商的行为进行法律约束。 例题：多



选.消除外部性的微观经济政策有 ( )。 A．政府生产公共物品

B．税收和补贴政策 C．合并相关企业 D 明晰产权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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