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经济学基础 

 

考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 

（一）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内涵”基本形式及重要作用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指全体社会成员或部分社会成员共同占有生产 资料的一种所有制形式，包括全民所有

制和集体所有制。 

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 

在现阶段，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 

集体所有制： 

Ø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Ø  城镇集体所有制 

Ø  股份合作制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 

 

（二）非公有制经济的内涵、形式及作用 

非公有制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多种形式，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 济中的非公有

成分。 

个体经济是指生产资料归劳动者个人或家庭所有，并且由劳动者个人支 配和使用的一种所有制形式。 

私营经济是指企业资产属于私人所有，存在雇佣劳动关系的一 种非公有制经济形式。是否存在雇佣劳动

关系是区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的一个关键。 

外资经济目前包括外商独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等具 体形式。其中，以中外合资、合

作方式形成的外资经济属于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其中所包含 的国有经济或集体经济部分属于公有制经

济的范畴。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 的一种经济形式。 

 

                                  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 

按劳分配的内涵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各尽所能，就是有劳动能力的社会成员都必须参加 社会劳动； 

二是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需要强调的是，实行按劳分配，就意味着承认物质利益原则和合理的收入分

配差距。 

在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劳动者获得的报酬并不是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的，而是根据劳动力市场供

求状况把劳动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来获得报酬的。 

私营企业主获得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是作为管理者获得的劳动报酬， 但是大部分收入是根据投入的资本获

得的投资报酬。 

居民个人通过持有股票、债券和房产等资产而获得的收入属于按资产分配，或者叫财产性收入，不属于按

劳分配。 

同时，在国民收入再分配过程中，部分居民个人或家庭还可能获得政府的转移性支付或者福利性收入，这

种收入既不是按劳分配的收入，也不是财产性收入，而是再分配性收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资源配置的含义及方式 

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在经济学中，资源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资源就是自然资源；广 

义的资源也叫经济资源或生产要素，包括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还有企业家 才能、知识、数据等。 

资源配置就是指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甚至全球范围内，社会对其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在其 不同用途之间 

的分配。资源配置的实质，就是马克思所提出的社会总劳动时间在各种产品生产上如何分配的问题，或按 

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问题。 

将经济资源有效地分配到社会生产不同部门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首要任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资源配置的含义及方式 

一般认为资源配置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市场调节方式，另一种是政府调节方式。 

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调节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的一种经济体制。社会经济制度不同，市场经济的特点

也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种市场经济体

制。 

对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社会经济资源主要是由市场配置，而不是由政府配置或政府的计划配置； 

二是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制定。 

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就是通过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等市 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发挥决定

性作用。 

 

考点：需求、供给和均衡价格 

 需求 供给 

影

响

因

素 

产品价格 反 产品价格 正 

相关商品价格 
替代品为正，互补品为

负 
相关商品价格 — 

消费者偏好 正 生产成本 反 

收入 正 生产技术 正 

预期 — 预期 — 

其他因素 — 其他因素 — 

 

均衡价格 

政府干预 最高限价 保护价格 

概念 
只能在此价格之下交易 只能在此价格之上交易 

低于市场均衡价格 高于市场均衡价格 

目的 保护消费者 保护生产者 



影响 

（1）市场供给短缺 

（2）导致严重排队现象 

（3）黑市交易和黑市高价 

（1）市场供给过剩 

（2）变相降价 

（3）黑市交易 

措施 
配给制 

（短期，局部） 

政府建立收购和储备系统（粮食、少

数农产品） 

 

考点：企业、生产和成本 

企

业

形

成 

企业存在的根本原因： 

科斯：为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和交易成本而产生 

企业的本质： 

作为市场机制和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市场机制和企业的交易费用不同的主要因素： 

信息的不完全性 

 

成本 

显成本 企业购买或租用的生产要素所实际支付的货币支出 

隐成本 
企业本身所拥有的并且被用于该企业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总价格，它实际上

也是一种机会成本 

总成本 显成本+隐成本 

机会成本 
当一种生产要素被用于生产单位某产品时所放弃的使用相同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

所得到的最高收入 

经济利润 总收益-总成本 

正常利润 企业对自己所提供的企业家才能的报酬支付。属于隐成本的一部分 

 

考点：市场结构 

市场类型 数目 产品差别 价格控制 进出难易 

完全竞争 很多 无差别 没有 很容易 

垄断竞争 很多 有差别 一定程度 比较容易 

寡头垄断 几个 
有差别或 

无差别 
较大程度 比较困难 

完全垄断 唯一 唯一 决定者 非常困难 

 

考点：劳动供给曲线 

工资增加的替代效应 

工资上升，收入增加，消费者用劳动替

代闲暇，劳动供给增加 



工资增加的收入效应 

工资上升，收入增加，消费者更加富有

而追求闲暇，从而减少劳动供给 

 

劳动力供给曲线 向后弯曲 

土地供给曲线 垂直 

资本供给曲线 短期垂直；长期后向后弯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