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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3/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6_94_BF_E6_c73_543965.htm 国际分工与生产国际

化 1国际分工与生产国际化 国际分工是指社会分工越出一国

的界限、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分工关系。 生产国际化是指生

产过程本身越出一国范围，在国际范围形成各国生产相互依

赖、相互补充的格局，这是生产社会化在国际范围的表现。 

国际分工的发展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而生产国际化

则是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越出国界的结果。 2资本无限增

殖的本性是资本国际化的动因，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的发展是

资本国际化的条件 3资本国际化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1)垄

断资本借此获得了高额利润，控制了世界范围内的商品市场

和原料产地。 (2)垄断资本的势力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在世界

范围内形成了以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为中心的

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加强了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剥

削和统治。 (3)加大了资本输入国在经济上甚至政治上对垄断

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性。 (4)在客观上促进了世界范围内商品

经济的发展和科技文化的交流。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1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 社会主义要实现消灭剥削和消除两

极分化，必须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这是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制度性保障条件

。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是一个渐时宜的过程，是在解放

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的。 2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来体现的，社会主义

公有制的本质基本反映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社会主



义公有制的本质就在于剩余产品归劳动者共同占有，这也是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百考试题祝你牛年大吉！ 备考提

示： 作为选择题准备。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1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和建立的客观依据 以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是

由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鲜明体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具体

表现在： (1)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

度的基础。我们必须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以确保我国基

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

发展呈现出水平低、多层次、不平衡的特点，生产力的这种

发展状况决定了我国所有制结构中公有制的水平不可能太高

、不可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或全民所有制，各地区在所有制

结构上也不可能整齐划一，必然是多种所有制长期并存、共

同发展。 (3)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

且应该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不同

的所有制形式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

成分，对于促进生产发展、提高人民生活，乃至于提高综合

国力，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点评： 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

式。 同一经济制度可以采用不同经济体制。 2公有制经济的

涵义和多种实现形式 在我国，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

体所有制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

成分。公有制的实现形式应该多样化。公有制可以采取独资

企业、股份合作制、合作社、股份公司等形式，在经营方式



上可以实行租赁或承包经营等方式。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

主要形式，是现代企业的一种资本组织形式，这一形式有利

于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

率，资本主义可以用，社会主义也可以用。股份制不存在姓

“社”姓“资”的问题，其性质如何关键看控股权掌握在谁

手中，由国家和集体控股，具有明显的公有性，有利于扩大

公有制经济的支配范围，增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国有

企业实行股份制，企业可以独立地运用和经营所有者投资形

成的资本，有利于实行政企分开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有利于促使企业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进行活动，增强自我约束

、自我激励机制，有利于提高企业和资本的运作效率，通过

发行股票广泛地筹集资金，有利于解决企业发展资本不足的

问题，还有利于建立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

的大企业集团。 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

线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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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