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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与发展

考点 社会主义再生产

实质 包括物质资料再生产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提高社会全体人民的 生活水平。

特点 扩大再生产

从实现的方式来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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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涵的扩大再生产：依靠科技进步，改善生产要素的质量以及提高劳动

生产效率和生产效力来扩大生产的规模。

考点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分配★★★★★

一、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

国民生产总值 国内生产总值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或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

按市场价格计算的一个国家和地区所有常驻单位在一

定时期内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二者之间的关系：GDP=GNP-国外净要素收入

目前世界各国更加普遍地使用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指标，往往把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国民收入的来源，也作为

国民收入分配的起点。

三种计算方法

(1)生产法 (总支出减中间收入)

(2)收入法 (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之和)

(3)支出法 (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之和)

二、社会主义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积累基金 消费基金

由扩大生产基金、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和社会后备

基金三部分构成。在积累基金中，扩大生产基金是最

主要的部分。

分为社会消费基金(国家管理基金、文教卫生基金、社

会保障基金)和个人消费基金(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

生产部门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基金)。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

考点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方式和手段

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由宏观经济调控目标 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式和手段所组成。

目标 1.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结构优化。--基本 目标

2.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3.保持物价总水平基本稳定

4.充分就业和收入公平分配

5.国际收支平衡

方式

1.直接调控：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每个微观经济单位

2.间接调控：经济手段—整个市场机制



两者区别在于是否通过市场机制调节

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家的宏观调控由直接调控为主转向间接调控为主，

建立 以间接调控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

考点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综合协调—财政政策

财政政策体系 ①财政政策是由财政收入、财政支出、预算平衡、国家债务等方面的政策构成的财政政策体

系。

②财政收入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由税种和税率所构成的税收政策。

③财政支出政策的主要内容是政府的各项预算拨款政策。

④财政政策是国家调节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的政策手段之一。

调控

作用

①直接参与分配，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租金经济稳定增长

②通过财政收支流向的控制对社会总供求结构进行调节，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③通过对国民收入再分配控制，调节初次分配的格局，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手段 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转移支付

考点 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及其综合协调—货币政策

货币政策体系 （1）国家为实现宏观经济目标而采取的控制和调节货币数量、信贷规模和利率水平及稳定

币值的一种经济政策。

（2）它是由信贷政策、利率政策、汇率政策等具体政策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政策体系

（3）一般由中央银行制定和执行。

（4）货币政策是最重要的经济调控手段之一

目标 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作用 ①通过调控货币供应总量调节社会总需求和社会总供给；

②通过调控利率和货币供应量控制通货膨胀，保持物价总水平稳定；

③通过对利率的调节影响人们的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

④引导储蓄向投资转化；

⑤通过干预汇率调节国际收支状况。

第八章 经济全球化和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考点 经济全球化及其发展趋势

科学技术的进步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生产力因素，尤其是信息技术

市场经济体制的拓展和完善 推动经济全球化的生 产关系因素

全球资源配置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推动经 济全球化的市场因素，使经济全球化产生了内在的微观基础

跨国公司 推动经济 全球化的主导力量

经济全球化具体划分为：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

一、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国际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进程。

三、经济全球化使生产领域发生深刻的变化，开始呈现全球化趋势。

四、经济全球化导致金融全球化进程加快，使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更加便利。

第九章 公共物品和财政职能

考点 市场效率和市场失灵

一、市场和市场效率

市场机制的基本规律就是供求规律：供给大于需求，价格下降，库存增加，生产低迷;需求大于供给，价格上

涨，库存减少，生产增长。通过价格和产量的不断波动，达到供给和需求的平衡。



亚当·斯密将市场规律形容为“看不见的手”

二、市场失灵

市场失灵是指市场在资源配置的某些方面是无效率或缺乏效率的。

市场失灵的表现

1.自然垄断 当某一行业在产量达到相对较高水平且大幅度集中之后，出现规模效益递 增和成本递减

的趋势，这时就会形成自然垄断。

2.信息不充分和不

对称

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销售、购买都属于个 人行为，都不可能完全

掌握所有必要的信息。在信息不足的情况下，资源难以实现有效配置。

3.外部效应和公共

物品

一个行为主体的行为对其他行为主体产生的影 响。

正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收益外溢，但得不到补偿，生产就会出现不足；

负的外部效应时：生产者的成本外溢，但受损者得不到补偿，生产就会出现过度。无论

是生产不足还是生产过度，都会造成资源配置无效率或缺乏效率。

4.收入分配不公和

经济波动

市场机制即使是有效率的，但也不可能兼顾公平。失业、通 货膨胀、经济波动是市场经

济的固有弊端。

第十章 财政支出

考点 财政支出分类

1.按适于编制政府预算的统计分类：

财政支出功能分类

按照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的产出性质进行的分类，反映政府的职能活动。即政府的钱到底被拿来做了什

么事(用于办了教育，还是加强了国防)。

支出经济分类是对政府支出活动更为明细的反映，能从微观层面清晰追踪政府财政支出的去向和具体用途。

2.按交易的经济性质分类：

购买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

政府为履行职能，从私人部门取得物品与劳务并支付

相应资金发生的费用：政府消费性和政府投资性支出

政府扮演中介者角色，依法向受益对象拨付财政资金

但不要求获得相应的物品与劳务

体现资源配置职能 体现收入分配职能

考点 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指标

一、财政支出规模的衡量指标

绝对指标 一国货币单位表示的、预算年度内政府实际安排和使用财政资金的数量总额

相对指标 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二、财政支出增长的衡量指标

财政支

出增长率

（当年财政支出－上

年财政支出）/上年财

政支出

说明财政支出的

增长趋势

财政支出

增长的弹

性系数

财政支出增长率/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率

大于 1 表明财政支

出增长速度快于

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速度

财政支出

增长的边

际倾向

财政支出增长额/国内

生产总值增长额

国内生产总值每增

加一个单位时财政

支出增加多少



考点 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

购买性支出 转移性支出

包括 政府消费性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 政府补助支出、捐赠支出和债务利

息支出。

特点 有偿性、等价性 无偿性、非等价性

生产与就业影响 直接刺激社会生产规模扩大 只发生间接的影响作用

对政府支出效益约束的强度 对政府较强效益约束 对政府效益约束较弱

体现财政职能 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大，表

明财政具有较强的资源配置职能

在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重大，

表明财政具有较强的收入分配职能

第十一章 财政收入

考点 我国财政收入构成

我国的财政收入构成

一般性财政收入 特殊性财政收入

税收

国有资产收益

政府收费

专项收入

其他收入

专用基金收入

政府债务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