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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0/2021_2022__E3_80_8A_E

7_A4_BE_E4_BC_9A_E4_c38_60786.htm 复习提问 1. 什么是价

值规律及表现形式？ 2. 价值规律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 导

入新课 第一课我们学习了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经济常识

的基础知识，特别是学习了价值规律及其表现形式和作用。

我们认识规律了为了利用规律。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品

经济，因此价值规律就存在并发生作用。在第二课我们将进

一步学习为什么价值规律要求资源配置既要以市场为基础、

又要加强宏观调控，使我们从理论上理解，我国经济体制改

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市场经济存在

于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市场经济，所以本课将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讲起，分析我国现阶段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方式的状况

，进而说明，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

发展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条件下，发

展市场经济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振兴我国经济的必由之咱

。（注：导入新课也可从教材第33页的引言讲起。） 第二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板书） 

（指导阅读）为了使同学们对本课的内容有个初步了解，请

同学们粗读教材第33页~第60页，即读第33页的引言和节标题

、框标题，读后，划出本课的知识框架。（板书下列框架） 

下面，我们先来学习第一节的第一框题。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板书） （教师）基本经济制度包括

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制度。下面，我们先来学习社会主义



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 1、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

基础（板书） 了弄清为什么公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我们先来弄清什么是经济制度，什么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

础。 经济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占主要地位的生产

关系的总和。在一定历史时期，社会中占主要地位的生产关

系几个方面的总得，就构成了该社会的经济制度。例如，在

日本，美国，虽然社会生活中存在一定的小私有制经济，也

有国有经济，但是，其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占主

要地位，所以，它们的经济制度是资本主义制度。 （提问）

什么是生产关系，构成生产关系的要素中哪个最基础，是起

决定作用的？ （学生回答。略） （教师归纳 ）生产关系是人

们在生产过程中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提关系。它是由三个方

面的内容构成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人们百生产中的地位

和相互关系；产品如何分配。其中生产资料归谁所有是最基

本的，决定的方面，是生产关系的基础。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

式，其实质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为谁所支配的问题，它决

定了生产关系的其它方面。因为谁占有了生产资料，谁就在

生产过程中居支配地位，产品的分配也必然是按照有利于生

产资料占有者的原则进行，从而也就决定了社会生产的目的

。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和根本特征，

是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 既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制

度的基础，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是区分经济制度，社会

制度的根本标志。我国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坚持生

产资料公有制的经济基础。 1)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

根本经济特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板书） （提问

）第一课的内容告诉我们，商品经济有几种类型？ （学生回



答）商品经济有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三种类型。 （教师设疑）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商

品经济，但是，与小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是有区别

的。下面，请同学们阅读教材第34页第2段并思考一下社会主

义商品经济与小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区别和根本区别

是什么？ （学生讨论后列表如下。可用幻灯片直接打出，也

可出示小黑板） 小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 类型 区别 小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 社会主义

商品经济 所有制基础 个体私有制 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

制 社会主义公有制 生产目的 满足个人生活的需要 追求最大

限度的剩余价值 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体现的关系 个体劳动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资本家与雇佣工

人之间是剥削、被剥削和统治、被统治的关系 平等劳动，共

同富裕 根本区别 所有制基础不同 从上表可以看出，公有制是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

整个社会生产过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社会生产的目

的不再是追求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而是满足人民群众观点

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社会成员之间不再是统

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平等劳动，走向共同富裕的关系。

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由此产生的社会成员之间根本利益

的一致性，适应了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为生产力的进一步

发展创造了条件。所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根本

标志，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划书第34页第2段粗

体字） 2、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含义（板书） （教师讲解）“

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以及

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指导划书



第34页第3自然段） 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

，全面认识科学界定公有制经济的含义。公有制经济不能仅

仅理解为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所有制形式的国有经济和集体

经济。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你国经济的发展，投资来源的多

元化，企业组织形式的多样化，使所有制形式也越来越多样

化，出现了互相交叉联合的情况，混合所制形式发展很快，

而且公有制经济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所占份额越来越大，有

的已占控制地位。因此，现在的公有制经济，应当，而且也

必须包括混合所有制形式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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