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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533144.htm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和基本内涵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结合

起来，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胡锦涛同志在2007年6月中

央党校讲话中强调，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

大进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经历了以下几个主

要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至l983年，提出了“计划经济为

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改革思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市场机

制逐渐被引入计划经济。在党的十二大上，“计划经济为主

．市场调节为辅”被正式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二阶段：1984年至l987年，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 

第三阶段：1987年至l992年，提出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

。l 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进一步发展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

理论，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

区别小在于市场与计划的多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应该是计

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计划与市场的作用都是覆盖全社

会的，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应有机结合。 第四阶段：1992年

以后，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春的南方谈话中

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

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

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



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

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

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

为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奠定了理论基

础，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新道路(2000年理科

论述题第34题、200t年文科多选题第22题考查过)。 1992年，

在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在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勾画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基本框架和战略部署。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作出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原则与全面完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史上

重要的里程碑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特征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模式。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融合了社会主

义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和市场经济发展一般规律要求的一种崭

新的市场经济体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基本

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这一命题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指

出市场经济本身不具有社会基本制度的属性，不存在姓“社

”姓“资”的问题，它可以同资本主义结合也可以同社会主

义结合。二是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同我国社会主

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以上两层意思，一方面

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其他市场经济具有共性的东西，另



一方面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又有着与其他市场经济不同

的特征，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必然反映社会

主义基本制度的属性。市场经济总是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条

件下与其基本社会制度相结合的，不存在超历史、超制度的

“完全抽象”的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不同于过去

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其特

征主要有： (1)在所有制结构上，它是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

集体所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体制； (2)在分配

制度上，它是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体

制； (3)在宏观调控上，它是以社会主义国家能够利用宏观调

控手段，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

益结合起来，能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手段的长处

，实现市场调节同国家宏观调控相结合的经济体制。 (三)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的主要任务 为实现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

础性作用，必须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构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

框架是(2004年辨析题第32题考查过)： (1)坚持以公有制经济

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进一步转换国有

企业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2)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

市场体系，实现城乡市场紧密结合，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

互衔接，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3)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

，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

济的健康运行； (4)建立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的收入分配制度，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一期分地区、



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诚实劳动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之

路； (5)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城乡居民提供同我国

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党的十

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

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形

成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机制；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

现代市场体系；完善宏观调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法

律制度；健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促进经

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机制。 (四)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主要措

施 根据十七大精神，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的主要措施有： (1)加

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主要是按照建立

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的要求，在优化结构的基

础上，努力扩大市场规模，完善市场功能，建立现代化的商

品流通网络体系，形成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功能齐备、制

度完善、现代化水平较高的商品市场体系。 (2)发展各类生产

要素市场，主要是健全资本、土地、技术和劳动力等要素市

场。严格界定公益性用地和经营性用地，经营性基础设施用

地实行有偿使用，完善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和非经

营性用地公开供地制度。规范发展产权交易市场。积极发展

技术市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 (3)积极稳妥地

推进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

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重

点是水、电、石油、煤炭和土地的价格。 (4)规范和发展行业

协会和市场中介组织，促进它们在市场中发挥服务、公证、

监督和仲裁等作用，成为促进和保护竞争、消除行业封锁和



垄断、建立市场信用的重要力量。以完善信贷、纳税、合同

履约、产品质量的信用记录为重点，加快建设社会信用体系

，健全失信惩戒制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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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