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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生产要素都以不同形式参与了价值分配，如资本创造

利润(利息)、土地产生地租、劳动获得工资。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我们也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

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 试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相关原理，分析不同制度下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实质。 【

提示】 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是相互联系、但又不同层次的两

个问题。科学区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是认清资本主义分

配制度和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本质区别的关键。在科学分析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合理性的基础上，我们还必须

看到现行分配制度下的收入差距问题。收入分配差距的长期

化、扩大化，不但不利于社会公平，还会阻碍共同富裕目标

的实现。因此，采取正确措施，对个人收入分配进行调节，

是构建和谐社会、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必然要求。 基本经

济制度(所有制结构)和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

大支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2000年考查了所

有制结构，7年之后的2007年再次考查了基本经济制度。那么

，2002年考查收入分配差距(2002年文理科第35题要求考生分

析收入差距这一现象)，7年之后的2009年是否会再次考查收

入分配制度呢?我们拭目以待。 依据启航对相关理论的全面把

握和分析，2009年考生应重点掌握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1)

分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依据，说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特点。 (2)科学区分价值创造和价值分



配，比较资本主义制度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要素参

与价值分配的本质区别。 (3)正确认识目前我国收入分配领域

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应对之策。 (4)为什么说“共同富裕是社

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应如何正确认识先富与共富

的关系? 相关知识点1 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 1.必须分清

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这样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马克思的劳

动价值论揭示了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价值的分配是由生

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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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土地、设备、

原材料等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是使用价值生产的物质要素和

基础，与具体劳动一起构成使用价值的源泉。(2)劳动资料和

劳动对象不创造新价值，它们只是价值创造的物质条件和载

体。(3)劳动者是商品生产中的决定性因素。通过劳动，可以

生产出使用价值，同时创造价值。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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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条件下，需要发展劳动、资本、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

市场，以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确立这一原则

的意义在于：一是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有

利于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二是有利于提高劳动

生产率，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各种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它

们在生产中的贡献决定了它们在分配中的地位和比重，这样

各种生产要素就会在价值规律的支配下流动到效率最高的环

节上去.三是有利于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加快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 4.对“三位一体”公式的批判。(1)“

三位一体”的公式：三种“要素”创造三种收入，即资本创

造利润(利息)、土地产生地租、劳动获得工资的分配理论。



这一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客观存在的假象的反映。它

利用这一现象掩盖事物的本质，把按“三种要素”分配说成

是三种要素共同创造价值，否认劳动是价值即上述三种收入

的唯一源泉，否认利润、利息、地租是无偿占有劳动者创造

的剩余价值。其要害在于否认资本主义剥削。(2)在资本主义

制度下，生产要素参与价值分配的本质是资本家和土地所有

者共同剥削和瓜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相关知识点2 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

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多种生产要

素参与收益分配。 2.实行这样的分配制度是由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决定的，是由公有制的多种实现形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决

定的，最终是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的。 3.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的特点：一是按劳分配是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分配主体，但不是社会唯一的分配原则。二是

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消费品的原则，还不可能在全社会的公有

制经济范围内按统一标准实现，不同企业的劳动者的收入与

企业的经营业绩密切相关。三是按劳分配还不能以每个劳动

者的劳动时间为尺度，而只能以商品交换实现的价值量所曲

折反映劳动量为尺度。四是按劳分配必须借助于商品货币形

式来实现。 相关知识点3 合理调节个人收入分配 1.收入分配

差距及其影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出现了收入

分配差距不断加大的趋势，这主要表现为：城乡居民收入差

距过大.地区之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行业之间职工收入差距过

大.高低收入群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社会收入分配矛盾过于



突出，影响社会公平，会挫伤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影响经济

社会发展，甚至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大局。 2.造成个人收入

差距的主要原因包括：①从历史方面看，主要包括：区域经

济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

过去存在的部分行业收入分配不合理现象没有从根本上得到

纠正(如垄断性行业)。②从现实方面看，改革的深化和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必然

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③从制度建设方面看，主要包括收入

分配制度的调整与改革、市场体系与机制尚不健全、管理的

疏漏和现行政策法规的不完善、不配套。 3.调节个人收入分

配：(1)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

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2)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

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3)着力提高低

收入者收入，逐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建立企业

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4)保护合法收入，调

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5)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

，打破经营垄断，创造机会公平，整顿分配秩序，逐步扭转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相关知识点4 正确处理先富与共富

的关系，逐步走向共同富裕 1.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

定和奋斗目标。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和相互帮助最终达到

丰衣足食的生活水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富裕”反映了社会对财富的拥有，是

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集中体现.“共同”则反映了社会成员

对财富的占有方式，是社会生产关系性质的集中体现。共同

富裕包含着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方面的特质，从质的规定性



上确定了共同富裕的社会理想地位，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本

质规定和奋斗目标。 2.先富和共富的辩证关系。中国人多地

广，共同富裕不是同时富裕，而是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

起来，先富的帮助后富的，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3.共同富裕

思想表明：我们既不能离开共同富裕讲发展生产力，离开了

就会导致两极分化.也不能离开发展生产力讲共同富裕，离开

了就会导致共同贫困。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也不是同时

富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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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