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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4_BE_E4_BC_9A_E4_c38_60778.htm 复习提问 1. 什么是市

场经济？ 2. 市场经济的一般特征是什么？请说明其含义。 3. 

市场经济有哪些优越性？ 导入新新 通过上节课的学习，我们

知道了市场经济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市场经济具有平等性、竞争性、法制

性和开放性等一般特征。市场经济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

效形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的调节的作用并不是万能的，

有其弱点和缺陷。例如，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自由竞争阶段

。当时资源配置完全是在市场上通过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实

现的，这种完全的市场配置资源的方法在促进资本主义发展

的同时，也使整个社会的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之中，进入20

世纪后，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高度发展，它与资本主义私有

制的矛盾日趋尖锐化，从而爆发了30年代的世界性经济危机

，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实行干预，在原有、市场经济的

基础上运用了计划手段，即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这对

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可见，市场

经济的正常发展，不仅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需要国

家的宏观调控。这节课我们就来学习国家宏观调的必要性及

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和手段。 讲授新课 国家的宏观调控

（板书） 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的

宏观调控──宏观调控的必要性（板书） （注；此问题从两

方面来阐述：一是从面上讲，市场调节不是万能的，有些领



域不能用市场调节；地理即使在市场调节可以广泛发挥作用

的领域，市场也有其弱点和缺陷。） （教师设疑）市场经济

是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形式，但能否把市场交易的原则

运用到一切领域和一切社会经济活动中去呢？ （学生思考、

讨论。略） （教师归纳） 1）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

板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发挥

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市场提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在社会经

济生活中，有些部门和领域市场不能调节，有些则不让市场

发挥调节作用。 不能调节：对国防、治安 、消防等公共消费

设施的供给不能用价格、供求、竞争等市场机制去调节，因

为这些是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国家和政府根据国防现代化

和维护社会稳定、人民安全的需要出发投资兴办的领域。 不

让调节:有些产品如麻醉品、枪支弹药、不健康的书刊等，经

营者可以在发其财，但公民的健康、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则

会受到损害，所以不能依靠市场调节，而只能由国家和政府

采取打击和严惩的措施，取缔从事生产经济麻醉品、板支弹

药、黄色音像制品的不法商人。 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

下，不能把市场交易的原则运用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经济

活动中去。市场调节的作用不是万能的。 （引导过渡）即使

在市场调节可以广泛发挥作用的领域，市场也存在在着固有

的弱点和缺陷。 （２）市场调节的弱点和缺陷（板书） （注

：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表现，让学生自已

看书即可看懂，难在如何把单纯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

、滞后性与价值规律的作用挂钩。故可在学生自己看书、了

解市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表现后，教师作进

一步引申分析。） （阅读思考）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第50页倒



数第2自然段~第52页第1自然段，并回答以下问题： 单纯市

场调节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表现是什么？ 单纯市场

调节表现出来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内在联系和根本

原因是什么？ （学生阅读、讨论后教师归纳） A.市场调节具

有自发性（板书） 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经

济活动都是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追求自身的利益，实际

上就是根据价格的涨落决定自己的生产和经营活动。这一点

，我们在讲价值规律的第一个作用时曾就第27页下端“想一

想”所提问题：“有人说，价值规律的调节作用，实际上就

是市场经济价格在起调节作用，这种说法对吗？”进行过讨

论，并得出了肯定的结论。因此，价值规律的第一个作用，

即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在各部门的分配、对资源合理配

置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一些个人或企业由于对全

身的利益的过分追求而产生不正当的行为，比如生产和销售

伪劣产品；欺行霸市，扰乱市场秩序；一切向钱看，不讲职

业道德等。而且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还不容易引起社会各阶

层的两极分化，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将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健

康发展。 B.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板书）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经济活动的参加者都是分散在各自的领域从事经营，单个

提生产者和经营者不可能掌握社会各方面的信息，也无法控

制经济变化的趋势，因此，他进行经营决策时，也就是仅仅

观察市场上什么价格高、有厚利可图，并据此决定生产、经

营什么，这显然有一定的盲目性。这种盲目性往往会使社会

处于无政府状态，必然会造成经济波动和资源浪费。这方面

的例子我们可举出很多，如：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各地竞相

上马生产彩电、冰箱的所谓“采电热”、“冰箱热”；90年



代中期又出现“空调热”、“VCD热”。因厂家瞄准的是市

场价格，什么好卖就生产什么，于是各地“蜂拥而上”，其

结果是重复上马、重复引进，而又形不成生产规模。如1996

年全国200多家电视机厂中，年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台的只有

几家，因而资闲置、产品积压、资源浪费。又如1996年，全

国3000多家化妆品生产厂家中，有70%的产品滞销，全国积压

手表1000多万只、自行车2000多万辆，一些洗衣机、电冰箱

、彩电生产厂家开工率只有30%至50%，全国有28个地区生产

汽车，全国汽车库存已达11.6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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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