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章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产

业

结

构

两大部类 把整个社会生产归纳为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资料生产

生产要素密

集程度
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一产业 来自于自然界，包括农业、林业、畜牧业、渔业

第二产业 对初级产品进行进一步加工，工业和建筑业，

第三产业
流通部门（如商业）和服务部门（金融保险业、房地

产业等）

影响因素
消费结构、资源结构、投资结构、科学技术进步、劳

动力素质和数量、产业间的关联方式

优化目标 选准主导产业，培育战略产业、强化基础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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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内
生
产
总
值

定义
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生产活动
的最终成果

表现形态 价值形态、收入形态和产品形态

计算方法 生产法、收入法、支出法

相关概念
又称国民总收入，指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在
一定时期内收入初次分配的最终成果

和GNP关系 国内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国外净要素收入

国
民
收
入

初次分配
形成国家的纯收入、企业收入和生产劳动者；此外集体
企业还包括合作事业基金

再
分
配

形成原因：①非物质生产部门的需要②加强重点建设③设立社会
保障基金④社会后备基金

再分配途径：①国家财政收支——筹集资金、供应资金②劳务费
用的支付③银行信贷、差别利率④价格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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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

积累基金

定义
追加的生产资金部分，它的物质形式是一年内新

增加的生产资料总量

构成
=扩大生产基金（最主要）+非生产性基本建设基

金+社会后备基金

社会主义

消费基金

定义 满足劳动者个人消费及社会消费需要

构成
=社会消费基金（=国家管理基金+文教卫生基金+

社会保障基金）+个人消费基金

新发展理念
创新（动力）、协调（内在要求）、绿色（重要体现）、

开放（必由之路）、共享（本质要求）

新发展格局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第七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国家经济

职能

①宏观调控的职能；②国有资产管理和营运；③承担社会

经济基础设施和社会公共事业建设的职能

宏

观

调

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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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物价总水平的基本稳定；

④实现充分就业和收入分配公平；⑤国际收支平衡

方式
直接调控（行政手段和指令）和间接调控（经济手段），

区别的主要标志是否通过市场机制来发挥作用

手段
①计划调控（指令和指导性计划）；②经济调控（价格、

税收等）③法律调控；④行政调控（命令、指令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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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

政

政

策

调控

手段
国家预算、税收、国债、财政补贴、转移支付

类型
①平衡财政政策（中性）②盈余财政政策（紧缩社会）

③赤字财政政策（扩张社会）

货

币

政

策

目标 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工具 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公开市场业务

类型 ①均衡性货币政策；②扩张性货币政策；③紧缩性货币政策



第八章  经济全球化与我国经济的对外开放

经济全

球化影

响因素

生产力因素 科学技术的进步

生产关系因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拓展和完善

市场因素 全球资源配置和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主导力量 跨国公司

分类 贸易全球化、生产全球化、金融全球化

实质 经济规则制度的趋同、认同过程

开放型

经济

外向型经济 政策性开放，以出口为导向

开放型经济
中性化政策，制度性开放，不仅指贸易自由化，

还包括资本、劳务和人员比较自由的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