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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制度的共同经济现象及其比较 1、失业问题及其比较

(1)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资本积

累的进行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出现两种对立的趋势

：一方面，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的减少.而另一方

面，劳动力对资本的供给，却在迅速的增加。其结果，就不

可避免的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即造成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

相对人口过剩。相对人口过剩，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必然产物，而且也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和发展的条件。

这是由于相对过剩人口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发展提供随

时所需要的劳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又把相对过

剩人口叫做产业后备军。因此，资本主义制度下失业的根源

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是无产

阶级遭受失业、贫困和饥饿的根本原因。 当代资本主义虽然

把充分就业作为其调节和干预经济的政策目标，但其失业率

一直居高不下。正在发生的美国金融危机被美国媒体称为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随着全球经济衰

退，资本主义各国将出现新一轮失业浪潮。 (2) 社会主义制度

下的失业问题 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失业。在经济体制改

革过程中，随着体制转换和企业转制的深化，企事业单位下

岗人员增加.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提高，

结构性失业问题突出.我国人口基数大，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

机会被人口增长部分抵消，劳动力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新



增劳动力对就业形成很大的压力.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也

势必影响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对就业形势带来新的压力。

显然，我国当前存在的失业问题是经济发展中的问题，是前

进中的问题，必然能够再进一步的发展中得到有效的解决，

而与社会主义制度无关。社会主义制度下仍然存在失业，但

是失业并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可避免的伴侣。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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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质为有效解决就业问题提供了根本

保证。当然，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就业压力大将始终是

突出问题，应当看到解决就业问题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必须

坚持不懈地把解决就业问题放在突出位置，使人民群众安居

乐业。 (3) 采取有效措施解决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失业问题 就

业是民生之本，安居乐业使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和基本要求

，促进和增加就业关系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在当前全球金融海啸和经济衰退的背景下。要实

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出台更加有力的扩

大国内需求措施,加快民生工程、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有效增加就业。国务院最近已出台

扩大内需十措施 确定4万亿元投资计划，以促进经济又好又

快发展，有效增加就业。 2、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及其比较 (1)

决定一个社会分配制度的客观依据 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

定分配方式，个人收入分配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实现，因此

，决定一个社会分配制度最根本的依据是生产资料所有制。

(2)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尽管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级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



本经济制度，同时，社会主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决定了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入分配必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就是说，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按劳分配是

主体，能够保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

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是按资分配为主体，多

种分配方式并存。就是说，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按资分配是

主体，必然导致两极分化。因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分

配制度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3)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

的优越性：① 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② 有

利于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③ 有利

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3、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比较 (1)经

济全球化趋势的一个突出表现是世界各国在经济体制的选择

上有趋同倾向，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采取市场经济体制。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现代市场经济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

经济共有的一般特性。主要有：①经济关系市场化.②企业经

营自主化.③宏观调控间接化.④经济管理法制化。 (3)但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因而呈现出

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相同的根本点。①在所有制结构上，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和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多种所有制。但是，在资本主

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中资本家私有制占主体.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多种所有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

体，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而实现

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现



代企业制度。②在分配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都实行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但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时，社会

主义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个人收

入分配必然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就是说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按劳分配是主体，能够保证最终实现

共同富裕。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决定了资

本主义必然是按资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就是说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中按资分配是主体，必然导致两极分化

。③在宏观调控上，社会主义国家能够更好地发挥计划与市

场两种手段的长处。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虽然也

能解决一时的经济总量平衡问题，但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长

期健康发展，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4、效率与公平

问题及其比较 (1)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及其协调 所谓效率，是指

人们工作中所消耗的劳动量与所产出的劳动成果的比率，也

就是收入与产出比率的较快提高。所谓公平，主要是指一定

社会中人们之间利益和权利分配的合理化。公平与效率之间

，效率是公平的物质条件和基础，公平是提高效率的前提和

保证。中外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单靠市场机制调节，

不能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协调，如果任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必然导致收入差距过大，甚至两极分化。因此，政府必须对

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协调效率与公平这两大社会目标。 (2)资

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效率和公平 在资本主义制度

下，由于实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和按资分配，尽管政府

也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解，缓解社会矛盾。但从根本上讲，不



可能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协调。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两极分

化。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由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

配，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从根本上讲

，能够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协调。但是也应看到，在社会主义

制度下，效率与公平之间也会发生矛盾.但社会主义制度下这

种效率与公平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效率与公平不是不可兼

顾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处理效率和公平矛盾的总原则应该

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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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