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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6_94_BF_E6_c73_544823.htm 宏观调控 1宏观调控的

必要性 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在于： (1)它是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 (2)它是市场经济正常进行的内在要求。 2宏观调控的主要

目标 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的不

足，校正市场调节可能出现的偏差。 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

保持经济总量平衡，抑制通货膨胀，促进重大经济结构优化

，实现经济稳定增长。 按照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的阐述，宏观

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以

及保持国际收支平衡等内容。 3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提高

宏观调控水平 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有计划手段、经济手段（经

济杠杆）、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1）计划手段。市场经济

条件下，计划的形式主要是指导性计划，突出其宏观性、战

略性和政策性。（2）经济手段。经济手段主要包括价格、税

收、信贷、工资等。（3）法律手段。（4）行政手段。行政

手段具有权威性、纵向性、无偿性及速效性等特点。由于经

济手段更贴近市场经济原则，所以综合运用各种手段时应以

经济手段为主。 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时，必须注重经济

政策的运用，它更体现宏观性和指导性。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主要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收入政策等。 

提高宏观调控水平，首先必须完善政府经济管理的职能，要

使政府把经济管理的职能转变到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

发展环境上来。加强中长期规划的研究和制定，对区域发展

的协调和指导。必须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政



府投资机制，规范政府投资行为；综合运用经济的、法律的

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调控全社会的投资活动。 复习提示： 与

资本主义的政府干预：调节经济，以及邓论中政府职能转变

结合复习。此考点是历年考查重点。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保障体系 （1）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内容 社会保障是一个庞

大的体系，主要由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

抚和社会互助等方面组成。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必须从我

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根据“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奖金来

源多元化，保障制度规范化，管理服务社会化”的目标，坚

持广泛覆盖、适当标准、基本保障与补充保障相结合，建立

健全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 第一，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

老保险制度。 第二，建立健全失业保险制度。 第三，全面落

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切实贯彻属地管理原则，将符合

条件的城市困难居民全部纳入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并确定适

当的保障标准。 第四，积极推进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按照“

基本保障、广泛覆盖、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思路，改革

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和多层次医疗保

障体系。 第五，探索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

活保障制度。 第六，合理确定社会保障范围、标准和水平，

既保障离退休人员、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和职工的基本医疗

需要，又不能超出社保资金的承受能力。 （2）建立和完善

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对

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

困难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

障的基本目标是保证劳动力再生产，从而保证社会再生产得

以顺利进行。社会保障体系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社会



和谐的稳定器。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在于： 第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第二，是转换企

业经营机制，搞活企业的需要。 第三，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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