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节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知识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1.经济增长 

（1）定义：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或效益的提高等原因而引起的商品和劳

务总供给量的增加。 

（2）实现经济增长的两层含义 

①商品和劳务的总供给量是增加； 

②人均占有的商品和劳务也是增加的； 

2.经济发展：不仅是指一般的经济增长，而且是指一个国家随着经济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政治结构的

变化，以及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经济及社会发展程度等在内的各种结构的协调与优化。 

3.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联  系 区  别 

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部分，是最基本也是十分重要的一部分。 

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

济的发展； 

有经济增长并非一定就有经济发

展，经济增长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

充分必要条件。 

 

真题回顾 

【真题•多选】关于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说法，正确的有（  ）。 

A.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最基本和最重要的部分 

B.经济增长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手段和基础 

C.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经济发展 

D.经济增长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 

E.没有经济增长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 

答案：ABDE 

解析：经济增长并非一定就有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并不构成经济发展的充分必要条件。故选项 C 错误。 

 

二、经济增长方式 

1.含义 

经济增长方式是指资源的总体配置方式，即决定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的组合方式及各种要素组合起来推动经

济增长的方式。 

2.分类（从经营角度看） 

（1）粗放型增长 

主要依靠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投入来增加社会产品数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2）集约型增长 

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来增加社会产品数量和提高产品质量、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 

【注】在生产技术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一般以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主；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则集

约型增长方式所占的比重会随之不断提高，并逐步占据主体地位。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经济增长方式是指（  ）。 

A.宏观调控的主要方式 

B.经济发展的决策方式 

C.经济发展的目标形式 

D.资源的总体配置方式 

答案：D 

解析：经济增长方式是指资源的总体配置方式。 

 



三、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经济发展中有关全局性、长远性和根本性的决策体系，它包括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内国民

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和战略对策等方面的决策。 

【注】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和根本性的特征。 

1.党的十七大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八

个统筹”任务目标 ： 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与集体、局部与整体、当前与长远之间的利益；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 

2.党的十八大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是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  

四、认识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1.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 

2.新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l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l 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 

l 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体现；开放是国家进一步繁荣发展的必由之

路； 

l 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3.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根据当前我国社会

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应当注重做好以下工作： 

①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 

②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转变，继续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

和供给侧改革； 

③建立健全财税体制、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绩考核制度等方面的机制； 

④突出经济工作的重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重点保障和改善民生，抓住和解决人民最关系、最直接、最现

实的利益问题。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中，（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A.共享 

B.绿色 

C.开放 

D.协调 

答案：A 

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其中，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本质要求。 

 

本章内容总结 

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特点 扩大再生产，分为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 

产业结构分类方法 ①三次产业分类法②生产要素密集程度分类法 

③两大部类分类法 

产业结构的优化路径 选准主导产业、培育战略产业和强化基础产业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国家、集体和职工 

国民收入再分配 国家财政收支、银行信贷、劳务费用、价格体系 

社会主义积累基金和消

费基金 

①积累基金=扩大生产基金+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金+社会后备基金 

②消费基金=个人消费+国家消费（国家管理基金+文教卫生基金+社会保障基

金） 

经济增长方式 粗放型和集约型 



科学发展观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