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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贯彻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导思想，坚持思想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力图实事求是地从理论上再现当代
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形态；强调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
济制度的重要性；突出自主联合劳动者是社会主义经济机制的“主动轮”，把实现广大劳动者经济权
益的实践过程作为全书的主线，构建起反映这种实践过程的理论逻辑体系。
这些理论特色受到了广大读者尤其是高校读者的重视。
2004年1月出版以来，已经过6次印刷，发行23000册。
除编者所在高校作为本科教材外，已有华东交通大学、江西师范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高校把本书列
为有关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参考书目。
近年来，本书作为普通高校教材获得江苏省高校精品教材奖、江苏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教材）二等
奖；使用本教材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课程也获得江苏省优秀课程建设二类奖。
从使用本书的教学效果来看，学生普遍认为，本教材理论联系实际，内容丰富，有逻辑性，关注改革
和发展热点，有新意，有吸引力；读后有助于深入理解科学的改革观、开放观和发展观，弄清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相比所具有的特征和优势，增强维护广大劳动人民利益和中华民族经
济利益的自觉性。
同学们的这些评价对于本书第一版作者集体是最好的回报。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

内容概要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2版）》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反映当代中国经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全球化国际背景下的独立自主的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和作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现代
化的经济等时代特征；深入阐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广大劳动者实现自身利益为主线，再现社
会主义经济的运行和发展过程；力求运用唯物史观的方法，在理论逻辑上，客观地反映国民经济运行
过程的顺序，在经济运行的环节中展开经济关系的分析；并分析、借鉴了国内外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社
会主义经济研究的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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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经济特征二、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内容及其完善三、重视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第三篇 市场
环境第八章 现代市场体系第一节 市场和市场机制一、市场的基本概念二、价值规律是社会主义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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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第三节 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统一第十四章 
经济国际化第一节 经济国际化战略及其价值目标第二节 合理利用外资，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第三
节 国际区域经济集团化与中国的发展第十五章 公有制企业及其发展第一节 公有制企业应成为市场竞
争主体第二节 培育企业竞争优势第三节 重视发挥劳动者在企业中的主人翁作用第十六章 繁荣农村经
济第一节 农业的基础地位第二节 在协调城乡关系中繁荣农村经济第三节 发展现代农业第四节 实现农
村集体经济第二次飞跃第五篇 分配与消费第十七章 国民收入的分配第一节 国民收入分配的功能与特
点第二节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第三节 国民收入的再分配第十八章 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第一节 按劳分配
是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第三节 按劳分配的多种形式第十九
章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按要素分配”第一节 市场经济与“按要素分配”第二节 社会主义基本经
济制度与“按要素分配”第三节 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内部的个人“按要素分配”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的消费第一节 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第二节 居民的消费第三节 政府的消费第六篇 宏观调控
第二十—章 宏观调控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第一节 现代市场经济包含宏观调控第二节 宏观
调控的对象与目标第三节 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第二十二章 宏观调控的主体与基本
手段第一节 宏观调控的主体第二节 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第三节 宏观经济政策及其配套运用第二十三
章 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相结合第一节 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结合是中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第二节 科学地对待商品拜物教第三节 用社会主义价值观维护公有制经济第七篇 前景第二十四章 努力
实现光辉的前景第一节 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第二节 居安思危，坚定信念第三节 发
挥自身优势第一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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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坚定不移地改革国有经济管理体制，固然要有助于国有经济在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纠正“市场失灵”
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要促使整个国有经济运行适应市场经济，促使国有资产不断壮大。
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有经济是服从于资本家阶级的整体利益的，是服从于解决“市场失灵”问题的，所
以，在这种需要强烈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以适当增大，一旦这种需要减弱，国有经济比重就可以减
少，国有经济比重，是按资本家整体利益的需要来调节的。
中国国有经济的这些特征，是由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本质决定的，是因为其利益主体本质上是
作为国家领导阶级的工人阶级。
四、国有独资企业利益主体的双重性研究市场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利益主体的关系时，有必要把国有经
济利益主体、集体经济利益主体同企业法人利益主体在概念上区分开来。
①本书后面的章节，将阐述股份制企业或股份公司。
股份公司是法人，它可以由多种所有制经济按一定规则混合构成，因此，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利益主体
构成的。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法人，它有自身独立的法人利益，因而也就有一个法人利益主体，这个法人利益主
体就是全体向企业投资的股东，而股东大会选出的董事会则是法人利益主体的代表机构。
我们所说的国有经济利益主体、集体经济利益主体，指的是一个特定所有制经济的利益主体，是单一
的，没有混合所有制的性质。
在明确概念的前提下，这里有必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独资企业的利益主体双重性。
撇开市场经济关系，国有独资企业法人的利益主体就是国有经济的利益主体，因为国有独资企业是单
一所有制的经济单位。
但是，一旦引入市场经济关系，国有独资企业尽管仍然是独资企业，但是实际上法人利益主体已不应
再是单一所有制的主体了，而具有了国有经济利益主体和企业中自然人构成的集体利益主体的双重性
。
这是因为，在市场竞争环境中，国有独资企业作为法人，也必须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独立决策，企
业的成员就不能不承担决策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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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2000年开始组织力量撰写；2001年由中国经济出版社上报新闻出版总署，确定为“‘十五’国家
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新出图2001-597号）；2002年又被教育部批准，纳入“十五”国家级规划
教材（教高函[2002]17号）。
经过近四年的努力，这部集学术著作和教材于一身的书终于交付出版社。
在本书创作期间，作者们所在的原南京经济学院，在教育部和江苏省政府的关怀和指导下，在校党委
、行政的领导下，上下齐心协力，贯彻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建设起具有现代化设施
的“仙林”新校区；同时学科专业建设迈上新台阶，创建起一批研究生硕士学位授予学科专业，其中
包括政治经济学专业；2003年，学校更名为南京财经大学。
正是在这样一种朝气蓬勃、开拓创新的氛围中，我们决心完成本书，为学校的发展和专业建设添砖加
瓦。
高质量的理论著作要求在思想方法上富有科学性，内容上富有真实性、创新性和时代性，结构上富有
逻辑性。
为了努力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不得不花费较多的时间来加强学习、了解实际、深入研讨，这是本书
历时较长的主要原因。
本书是集体劳动的结晶。
主编何干强提出了全书的指导思想、逻辑思路和写作纲要，确定了各篇、章、节、目和应重视的观点
；对自己独立写作之外的各章初稿，都在与有关作者反复研讨的基础上，提出修改意见或直接进行修
改，把写作过程作为相互切磋学术、深化认识和提高知识水平的过程；最后，负责了全书的统稿和定
稿。
副主编冯泓作为原经济学系主任，除承担部分写作任务之外，认真组织师资力量，协助主编审阅全书
，提出了积极的修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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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第2版)》可作为各类高等院校理论经济学课程教材，也可供研究和关心中国
改革和发展的读者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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