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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产力目标和价值目标的关系。 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

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

共同富裕。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中，生产

力目标与价值目标二者是互为条件的。 （1）生产力目标是

价值目标实现的物质基础。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只是消灭了

剥削制度和剥 削阶级，消除了产生两极分化的根源，但要消

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发展生产力。人们只能在生产

力所决定的允许的范围内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发展生

产力是实现价值目 标的物质基础。 （2）价值目标又是生产

力目标的条件。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尤其要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但是我们只

能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因为这是社会主义本质所决定的

，不坚持社会主义，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生产力既得不到解

放，也得不到发展。 22、简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制度的主要原因。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按劳动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的分配制度。这是由我国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 （1）生

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结构。以公

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长期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

决定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分配结

构。 （2）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也决定了分配形式的多

样化。由于实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承包经营等



实现形式。必然产生按劳分配以外的各种分配收入。（3）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就必须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各种生产要素（劳动、土地、

资本、管理）都要有相应的市场评价，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

者都应得到相应的收入。 此外，市场经济中还需要有风险收

入、以及通过社会保障获得的收入等等。总之，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多种分配方式的存在，是多种所有制经济、经营方式

、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机制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23

、为什么说农业是根本，必须大力发展农业？ 邓小平认为，

农业是根本。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把农业放在首要地

位，大力发展农业。这是因为： 首先，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

础。它的基础作用主要表现在：农业是人类的衣食之源，生

存之本；农产品是轻工业的重要原料、重要的出口商品；农

村又是工业品的主要市场；农业的发展能为国民经济其他部

门发展提供劳动力等。 其次，在现实生活中，我国绝大多数

人口在农村，农业生产的发展直接关系广大农民生活的提高

；直接关系到本世纪末能否达到小康水平；农产品又是城乡

人民的生活必需品，所以又直接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的提高

，物价稳定，社会安定。 最后，我国农业生产相对落后，已

成为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它已很难支撑国民经济其他部

门的快速发展。因而，农业生产的发展是我国人民生活水平

提高、现代化建设、社会稳定的基础，并最终决定着国民经

济其他各部门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是能否实现现代化战略目

标的关键。 24、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目标和具体目标、主

要任务是什么？ （1）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的目标有三条

：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



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 

（2）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的具体目标，就是要增强党与

行政机构以及整个国家领导机关的活力；就是要克服官僚主

义，提高工作效率；就是要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各行各业以

及基层的积极性，从而在政治上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

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3）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里，我

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行

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

25 、简述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第一、邓小平

理论是马克思主义，除了因为这一理论依据和所坚持的世界

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表现在它坚持的基本原则

，它强调的基本理论，都源于马克思主义。 第二、邓小平理

论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主义不仅是

继承和坚持，更重要的是发展和创新。 何以能够成为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

，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

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

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

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26

、简述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论述 第一、把发展

生产力放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首要地位 邓小平反复强调，马克

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

生产力。 第二、把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统一起来。 邓小

平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是对

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有发展生产力，而没有也不需要解放生



产力的传统观念的一个重大突破。 第三、把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统一起来。 邓小平既强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又

强调"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并使二者成为不可分割、

有机联系的整体。 第四、把基本任务和根本目标统一起来。 

只有把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同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结合起来，才能达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第五、把发

展过程同最终结果统一了起来。 社会主义是一个过程，社会

主义的本质也有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社会主义本质的概括

把发展过程与最终结果有机地统一了起来。 27、简述社会主

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在提出 " 什么是社会主义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 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阐述社会 

主义本质的同时，反复地强调社会主义的最根本任务是发展

生产力，并且提出了下列一些重 要思想。 （1）大力发展生

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

基础 马克思主义 的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

展最终决定力量和最根本的推动力。马克思最注 重发展生产

力。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财富极大丰富，才能实现共

产主义。 （2）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内在要求 不

断发展生产力，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 生产率，是社会

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3

）发展生产力，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和巩固社会主义

制度的需要 只有创造出比资本 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社会

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巩固。 （4）当前发展生产力是

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手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主要 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

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从根本 上说，只能靠不断



发展生产力。为此，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项

工作都要服从 和围绕这个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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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