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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8/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88_9D_c49_648171.htm 导读：为帮助考生梳理初级经

济师考试经济基础知识，百考试题特整理社会主义经济的增

长相关知识供考生复习。 一、社会主义再生产 1、社会主义

再生产的含义、特点和实质 (1)含义 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

会发展历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生产过程是一个连续

不断、反复更新的过程，即是社会主义再生产。 社会主义再

生产的内容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的再生产，还包括社会主义生

产关系的再生产。 (2)特点 扩大再生产(是指生产在扩大的规

模上重复进行的再生产)。 (3)实质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高

社会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2、分类扩大再生产从实现的方

式来划分 (1)外延的扩大再生产 单纯依靠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

力的数量以及扩大生产场所来扩大生产规模的再生产。 (2)内

涵的扩大再生产 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以及提

高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来扩大生产的规模。 例题： 1、(课后

习题)生产在原有的规模上重复进行的再生产是( )。 A.简单再

生产 B.扩大再生产 C.内涵扩大再生产 D.外延扩大再生产 正确

答案：A 2、(2008年)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以

及提高劳动效率和生产效率来扩大生产的规模的再生产是( )

。 A.简单再生产 B.扩大再生产 C.内涵扩大再生产 D.外延扩大

再生产 正确答案：C 二、社会主义的产业结构 考试内容： 1

、产业结构的内涵及其分类方法 2、影响产业结构的因素 3、

产业结构的优化 要点： 1、产业结构的涵义 国民经济中各产

业之间及产业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结合状况，是国



民经济的一个基本方面。 2、产业的分类 (1) 两大部类分类法 

把整个社会生产归纳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

类。 (2) 三次产业分类法 ① 第一产业：农业，包括种植业、

林业、牧业、副业、渔业. ② 第二产业：工业和建筑业，其

中工业包括采掘工业、制造业、自来水、电力、蒸汽和煤气. 

③ 第三产业：流通部门(商业、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等)

和服务部门(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旅游业、技

术信息服务业等) (3)生产要素密集程度分类法 资本密集型产

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 3、影响产业结构

的因素 (1)消费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2)资源结构对产业

结构的影响 (3)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4)科学技术对产

业结构的影响 (5)劳动力素质和数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6)产

业间的关联方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4、产业结构的优化 (1)定

义 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间建立起最佳的结构和最优的比例关

系。 (2)意义 ① 是社会再生产顺利实现的条件，它能有效消

除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从

而有效的提高经济效益，加快经济发展速度。 ② 能在物质上

保证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得到实现，从而保证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生产的发展。 (3)我国优化产业结构

的目标 ① 短期目标：实现产业结构的运行均衡 ② 长期目标

：实现产业结构高度优化 (4)实现产业机构优化目标的途径 ①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产业结构转换机制，充分

发挥价值规律、市场机制、宏观调控的作用，推动产业发展

和调整。 ② 选准主导产业，培育战略产业、强化基础产业。 

主导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特殊重要地位，国民经济其他

部门对它依赖程度大，它的发展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关联



度大，又具有较高社会综合效益的产业。 战略产业：反映世

界新技术革命成果，能在将来带动整个产业结构向高度优化

演进的产业。 基础产业：整个产业体系赖以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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