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本章内容介绍 

 

第一节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与宏观经济调控 

【知识点】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与宏观经济调控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 

1.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职能。 

2.对国有资产管理和营运的职能，其目标是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3.承担社会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职能。包括交通、通信、环境保护，以及科技、卫生与教育

发展等。 

二、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 

社会主义国家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为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和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

续、健康、快速发展，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的总体调节和控制。 

【注意】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是国家，对象是国民经济总体活动，以间接调控为主要管理手段。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是（  ）。 

A.国家 

B.企业 

C.市场 

D.居民 

答案：A 

解析：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是国家，对象是国民经济总体活动。 

 

第二节  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方式和手段 

【知识点】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方式和手段★★★ 

一、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 

1.基本目标：保持经济总量平衡和经济结构优化 

2.保持经济适度增长 

3.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4.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公平 

5.国际收支平衡 

【说明】①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条件； 

②经济结构是社会生产一定发展阶段上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社会各地区之间的比例、构成

及相互关系。包括产业结构、地区结构、企业结构、商品和劳务的供给与需求结构等。 



二、宏观经济调控的方式 

1.直接调控 

国家用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直接对每个微观经济单位而不通过市场机制来进行的宏观调控。 

2.间接调控 

国家用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的宏观调控。 

【注意】两种宏观调控方式相区别的主要标志：是否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  

三、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1.计划调控手段 

①指令性计划：具有强制性，是下达后有关部门、单位和企业必须执行的计划管理方式。 

②指导性计划：不带有强制性，国家通过运用经济杠杆和经济合同等方式，引导企业能动地实现国家计划任

务的计划管理方式。 

2.经济调控手段 

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调控中所运用的经济杠杆内容很多，主要有价格、税收、信贷、利率、汇率、工资、奖金

等，共同形成经济杠杆体系。 

3.法律调控手段 

法律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是依靠国家的法权力量，通过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机构，制定和运用经

济法规来调节经济的手段。  

4.行政调控手段 

国家依靠行政机构、采取带有强制性的命令、指示、指标、规定和下达指令性任务等行政方式，来调节和管

理经济的手段； 

【说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以经济调控手段为主，综合采用各种调控手段，发挥宏观经济调控手段

的总体功能，从而有效地调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 

 

真题回顾 

【真题•单选】我国当前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应以（  ）为主。 

A.法律调控手段 

B.计划调控手段 

C.行政调控手段 

D.经济调控手段 

答案：D 

解析：宏观调控以间接调控为主，其中主要是依靠经济手段进行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