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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邓小平理论的形成 首先，邓小平理论是总结我国和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社会

主义进行再认识的产物。 近代，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精神

批判，产生了近代空想社会主义成为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开端

；马恩继承空想社会主义的优秀思想成果，总结了工人运动

的经验，运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论证了社会主义代

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趋势和一般规律，找到了埋葬资本主义，

实现社会主义的现实力量。 其次，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发展所

形成的新的时代特征，要求社会主义顺乎世界潮流，反映时

代变化，这是邓小平理论形成的国际大背景。 2、邓小平理

论的探索与实践过程 十二大以后，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将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及时提

出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初步形成“一个中心，两个基本

点”的思想。 十二大到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十三大系统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党在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取得的成果，回答了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阶段、任务、动力、条件、步骤以

及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时代特征问题，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基

本轮廓。 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基

本内容做了全面的概括和论述，并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至此，邓小平理论形



成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 3、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首要问题 

邓小平理论的精髓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其二者的共同要

求是：人的主观认识要符合客观实际，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

发展。 首要问题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

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

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4、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 首先，我国已具备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一

般特征：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以马克思

主义为指导的思想文化；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

基础。 其次，我国尚处于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 第三，建

设社会主义需要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 5、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主要矛盾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

出：“在社会主义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

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是

经济建设，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社会

经济、政治、文化生活的全面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

，归根结底取决于主要矛盾的解决，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 6、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我国还处在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述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我们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出发

点。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

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

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7、发展生产

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首先，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本质



的要求。 其次，就我国来说，发展生产力是解决社会主要矛

盾的根本途径。 最后，发展生产力，建立强大的社会主义物

质技术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不可缺少

的条件。 8、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 判断的标准是：“是否

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

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9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 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

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

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

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

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10、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基本特征 与资本主义经济的共同特征：企业的自主经营

，资源配置的市场性，经济活动的开放性，完善的市场体系

，市场管理的法制性，宏观调控的间接性，市场竞争的平等

性。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身特征： （1）在所有制结构上，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在分配

制度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3）在宏观调控上，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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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手段的

长处。 （4）在政治制度上，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政权

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政治制度。 11、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目标

与指导方针 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了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

展的目标：“适应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

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求，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改组，形成比

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

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



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

主导作用。” 十五届四中全会同时指出了推进国有企业改革

和发展必须坚持的指导方针：“（1）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

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2）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和改

组国有企业；（3）改革同改组、改造、加强管理相结合；

（4）建立现代企业制度；（5）推动企业科技进步；（6）全

面加强企业管理；（7）建立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8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发挥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

；（10）推进企业精神文明建设。 12、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

和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是以企业法人制度为主体、以有限责任

制度为核心、以专家经营为特征的新型企业制度。 企业制度

的形式：个人业主企业；合伙制企业；公司制企业 我国要建

立的现代企业制度特征： （1）产权清晰 主要是由法律明确

界定出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权利和企业法人财产权利，实

现出资者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的分离。 （2）权责明晰 指所

有者（出资者）同企业经营者有各自明确的权利和责任。出

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权益，即资产受益、重

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并以其出资额对企业债务承担

有限责任。企业依据其全部法人财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财产保值增值的责任。 （3）政

企分开 企业和政府之间不存在行政机构的隶属关系，政府作

为社会经济管理者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4

）管理科学 指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系和组织管理制度，调

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

合的经营机制。建立合理的决策、执行和监督体系，防止国

有资产流失。 除了全面理解和把握以上四条基本特征外，还



要突出抓好以下几个环节：①继续推进政企分开；②积极探

索国有资产管理的有效形式；③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

的公司制改革；④面向市场着力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13、市

场体系的内容及相互关系 市场体系是相互联系的各类市场的

有机统一体，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

的最基本内容，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柱。 市场体系内部各类

市场之间存在着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关系，要

使市场体系的整体功能得到发挥，必须形成统一、开放、竞

争、有序的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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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