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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市场经济通论》以市场经济为主线，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并
结合中国的实践，阐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领域的若干实际问题，针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问
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中国市场经济通论》在结构上分为3篇10章。

　　上篇为第1～2章，是市场经济理论简史部分。
该篇扼要介绍和总结了现代市场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和演进过程，讨论了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对市场
经济认识的发展阶段。

　　中篇为第3～6章，介绍了市场经济制度与组织。
该篇围绕市场机制这个本质内容，讨论了市场经济制度各个方面的基本关系，着重分析了市场经济条
件下的经济体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市场体系的构造和发展问题、市场经济组织的基本内容
及其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下篇为第7～10章，着重讨论了市场经济运行与管理问题。
该篇在分析了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有效运行的相关关系和机理后，讨论了市场运行中竞争的原理与管
制的基本方式和政策等，并介绍了如何以市场秩序及其治理为中心，保证市场运行。
最后，将市场的范围进行了扩展，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市场经济发展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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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肯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过去的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尽管承认市场有
一定作用，但总是把市场当作社会主义的“外来物”看待，试图要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运用市场调节
的部分作用。
这样，市场对社会主义经济就“犹抱琵琶半遮面”，处于一种半合法的地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实际
上就是用市场经济取代原来计划经济在经济调节中的中心地位。
这就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确立了市场的地位。
首先，市场不是社会主义的异质成分和“外来物”，而是社会主义内生的自然属性，它可以和公有制
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社会主义经济。
其次，在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中，市场不是处于从属地位，而是起基础性作用，市场作为一种经济运
行的调节机制和管理体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将取代计划经济占据社会经济调节的主导地位，发
挥主要作用。
这样的地位和作用是前所未有的。
总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不仅解决了过去长期没有明确的商品经济和市场关系在社会主义中的地
位和作用问题，而且赋予市场以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确立了“市场基础论”。
 2.确立了市场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评价判断标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中的市场基础论，不仅表现为
市场在社会主义经济调节中占有枢纽和中心地位，而且实际上表明社会经济效果要以市场标准为判断
依据。
因为，一旦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形式，并配以国家宏观管理下的经济运行机制，就必然要求全
社会经济运行的全部经济活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都要以市场需要和市场检验作为依据
和主要的判断标准。
这与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主要看计划指标完成情况作为评价判断标准不同，体现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同时也在社会经济活动的评价体系中突出了市场的基础性作用。
 3.加大了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和力度 明确了要实行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经济改革，
这就与那种在原有体制上“修修补补”的改良不同，必须实行新旧体制的根本转换。
而新旧两种体制的根本区别在于，旧体制主要以计划来配置资源，新体制主要以市场来配置资源。
从性质上看，市场机制是与计划机制完全不同的配置资源和调节经济运行的机制，两者运行方式和运
行轨道完全不同。
计划经济依靠指令性计划进行调节，实施调节者是政府，接受调节者是作为政府附属物的“工厂”（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调节手段是实行指令性计划，调节机制是纵向上的行政服从，调节信号的
载体是计划指标、指令等。
而市场经济依靠市场调节，调节的实施者是市场，其微观基础是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的企业，调节的机制是横向的市场竞争，实施调节的手段是利益的激励和约束，调节信号的载体
是价格（广义的价格，包括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工资、地租、利率、汇率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转必须主要依靠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这就加大了市场机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
的作用范围和作用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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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市场经济通论》以市场经济为主线，全面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体系，并结合
中国的实践，阐述了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领域的若干实际问题，针对我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问题提
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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