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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5_8E_E5_B8_88_E8_c49_83655.htm 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

市场经济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不是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

义必经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

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经历特定阶段。 一方面明确现阶段社

会性质，表明已进入社会主义，具备一般特征；另一方面表

明社会主义还不成熟、完善，正处于不发达阶段。即指生产

资料私有制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基本确立，到

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过程。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

经济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

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制

度基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市场经济存在的制度基础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市场经济体制产生和存

在基础：市场经济与基本经济制度的结合 公有制形式：全民

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公有制主体地位：公有资产占

优势，有量的优势质的提高，国有全民经济控制经济命脉，

对经济起主导作用。 主导作用表现在对经济发展控制力上。

3.资源配置 资源具有稀缺性，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和市场 4.

市场经济共同特征和一般规定性 1）经济活动纳入市场，市

场机制推动流动优化配置。2）企业是四自市场主体。3）政

府不直接干预，通过经济政策调节。4）受法律约束。 5.市场

运行存在条件 1）成熟主体 2）完善体系 3）健全机制 4）规

范规则 5）间接调控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 1）坚持公

有制主体，转化机制，建立微观经济主体。 2）建立统一开



放市场体系。 3）转换管理职能，以间接为主。 4）建立分配

制度，贯彻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5）建立社会保障体系，

促发展，保稳定。 二 .社会主义经济所有制关系与产权制度 1.

所有制关系 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质是经济利益关系，归属和所

有关系是最基本关系，所有制可分为私有、公有、混合三种

。 私有制：（个体和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生产资料个人

所有，个体生产经营，产品与收入归个人，不同社会存在，

不占主体，在我国从属公有制。私人资本主义：存在雇佣关

系。 公有制：（全民和集体）。全民：国家所有制，国有经

济。集体：所有权归集体，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收入取决

经营，领导选举产生。 所有制选择根据与社会生产力的适应

情况确定。一个有效合理结构只能由实践决定和市场安排，

社会实践选择的结果。 2.产权制度 产权是一组权利，包括主

体对资源和财产的使用、转让及收入享用权。（拥有上述权

利是完整的产权） 登姆塞茨：界定如何受益与受损，一方向

另一方提供补偿。 产权分类：公共产权、国有产权和私人产

权。 有效产权的内容：1）排他性的产权关系和明确的产权

规则。2）清晰的产权结构。3）有效的保护制度。4）数量上

可以度量。 产权制度作用：1）维护市场秩序，保障经济运

行。2）降低交易费用。3）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产权制度功

能：1）确立排他性的产权关系。2）确定主体行为边界。3）

界定财产最终归属。4）明确权利与义务。 产权模糊：1）产

权归属不清晰。2）财产边界界定不清晰。3）主体受益受损

补偿规则不清晰。 产权界定两种方式：法律与经济行为主体

私下交易。 建立产权成本：产权界定成本与实施成本。 产权

有效保护手段：建立在国家机器基础上的法律制度。 三 现代



企业制度与国企改革 1 .现代企业制度内容 企业制度：业主制

、合伙制（自然人企业）；公司制（法人企业） 1）企业和

所有权与资产控制、经营决策、组织管理权利分离。 2）委

托代理关系：企业所有者或出资者委托经营者根据利益从事

活动，相应授予经营者除财产所有权外其他权利契约关系。

3）有限财产责任 4）建立法人财产制度：出资者不直接控制

企业财产。 5）法人治理结构：企业内部权利机构的设置、

运行及权利机构之间的联系机制。核心是：权利制衡机制。 

企业财产权：财产终极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在现代企业制

度中构建有效的控制与约束机制是委托代理核心。 2.国有产

权代理和国企改革 国有产权代理方式：行政代理和经济代理 

行政代理弊端：政企不分产权边界模糊，不能成为独立法人

，各级政府附属物，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资源配置低下

，企业经营目标异化和出现非市场化，导致过高激励成本、

监督成本和信息成本。 经济代理前提是对国有产权分割。公

司制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 克服行政代理弊端

：1）国家对企业直接授权。2）市场运行对微观主体的客观

要求一致。 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是国有企业改革。关键是

确立企业法人财产权。公司制改革限于国有大中型企业。 3.

国企功能和结构调整 国有企业一般有赢利功能和商业功能。

还应具有非赢利功能和非商业功能。 国企具有非商业功能原

因： 1）由于有市场失灵和功能缺陷，资源无法最优配置。2

）作为主导力量，承担重要职能。其他企业无法承担。3）为

政府某些政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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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