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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社会经济制度

考点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1、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生产力

(人与自然关系)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能力

(1)人的要素：生产经验、劳动技能、科学知识

(2)物的要素：生产资料

生产工具变革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标志

劳动对象是生产力作用的对象，不能构成生产力因素

生产关系

(人与人关系)

人们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形成的，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和分配、交

换、消费等关系的总和。

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

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奴隶制生产关系

封建制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 原始社会的生产关系

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社会生产方式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

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

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反作用 推动作用和阻碍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2.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 一定社会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上层建筑 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并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

二者的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是矛盾统一的关系

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最基本最深刻的动力，生产力的变化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

并最终推动上层建筑的变化和整个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的不断进化和发展。

考点 市场与市场体系

商品市场

消费品市场

生产资料市场

商品市场是市场体系发展的基础

要素市场

资金（金融）

劳动力

房地产

技术

要素市场从一定意义上视为商品市

场服务的



信息

第二章 商品经济的基本原则

考点 商品的基本属性和本质特征

一、商品的两个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

使用价值 价值

概念 商品具有效用，能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属性。 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属性 自然属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

本质属性和社会属性。

社会经济关系

二者关系（矛盾统一） （1）使用价值和价值统一于商品之中，使用价值是商品交换价值和价值的物质承

担者。

（2）使用价值和价值又相互排斥。商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不能既占有商品价值，

又占有商品的使用价值。

习题演练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其价值和交换价值的（ ）。

A．表现形式

B．衍生形式

C．物质承担者

D．交叉重合内容

【答案】C

二、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属性，由劳动的二重性决定。

具体劳动 抽象劳动

1、创造商品使用价值

2、体现人与自然关系

3、质上不同，量上不可比较

4、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

1.形成商品的价值

2.体现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

3.质上相同，量上差别

4.是形成价值的唯一源泉

考点 货币职能

价值尺度 价格与价值一致条件下，商品价格主要取决于商品价

值和金属货币价值。商品价格的变化与商品价值 的变

化成正比，与货币价值变化成反比。

观念上的货币

流通手段 现实的货币，不一定足值(可以是纸币)。

支付手段 支付赊买的延期支付，支付债务、租金、利息、工资

等。

贮藏手段 足值的货币

世界货币 贵金属，少数国家货币

第三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

考点 垄断资本主义

一、垄断资本主义的含义、基本经济特征

1.概念 少数大企业或若干企业联合起来，独占生产和市场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

2.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私人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区别在于国家是否对社会生活进行全面的干预和调节。



3.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

特征

(1)垄断占统治地位，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导致了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

的垄断组织的产生;

(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起来，形成了金融寡头;

(3)资本输出成为典型的经济现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

(5)最大资本主义大国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领土。

二、垄断组织和垄断资本

二者关系 垄断资本是通过垄断组织来实现的。垄断组织拥有的资本就叫垄断资本。

垄断组织的形式 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康采恩。

垄断利润 通过垄断价格实现。包括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

来源：

① 垄断组织内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② 存在于垄断组织外部但通过价格等机制转移到垄断组织中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补充】垄断利润的外部来源

1.通过垄断高价出售商品而占有工人和其他劳动者部分收入;

2.通过垄断高价和垄断低价占有非垄断组织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和小生产者创造的一部分价值;

3.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将社会的一部分价值转化为垄断利润;

4.把国外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部分价值转化为垄断利润(通过对外扩张、资本输出、不等价交换等)。

第四章 社会主义本质和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考点 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根本任务和目的

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本质 根本任务 根本目的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

消灭剥削和实现共同富裕。

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实

现共同富裕

考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收入分配制度

一、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健全初次分配制度和着

重保护劳动所得

关键性举措：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完善最低工资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

完善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制度，改革机关事业单位工资和津贴补贴制度，完善艰苦

边区津贴增长机制。

在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

上强化政府责任

关键性举措：强化政府责任，完善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

分配调节机制，加大税收调节力度。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

在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方

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关键性举措：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建立个人收入和财产信息

系统，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清理规范隐性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增加

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缩小城乡，区域、行业收入分配差距。

二、逐步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预期和理想目标

实现目标的方式和途径

1、橄榄型分配格局，关键是让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

2、橄榄型分配格局，重视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第五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运行基础

考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

商品市场

（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要素市场

消费品市场

生产资料市场

金融市场，劳动力市场

房地产市场，技术市场，

信息市场

消费品市场：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看，消费品市场是最终市场。

包括：

有形产品市场（日用工业品，农副产品市场）

无形用于生活消费的非物质产品市场（服务、旅游文化市场等。）

考点 社会主义企业制度

二、现代企业制度的财产关系

1.财产关系：财产的所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关系。

2. 财产所有权和法人财产权

财产所有权

（财产的归属权）

法人财产权

（财产的运营权）

指出资人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

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

指企业法人依照法律、法规对企业实际拥有的财产的

直接占有权、使用权和处置权。

3.法人财产权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根本特征。

①为明晰产权奠定了理论基础，找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点

②法人财产权使法人企业找到了存在的基础，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发展，自我约

束的法人实体。

③为企业制度创新奠定了基础，为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开辟了道路。

④为国有资产重组和流动、保值增值创造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