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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内容简介：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
但是，随着世界上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革命风起云涌的发展，改变了这种局面。
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成为西方列强任意宰割的对象。
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唤醒了中华民族，中国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解决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
、人民富裕这两大历史任务，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向西方寻找真理，并先后发动了洪秀全领导
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资产阶级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以及资产阶级革命派孙中
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三次大的斗争，尽管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最终都失败了。
正在中国走投无路的时候，爆发了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在五四运动期间对各种主
义和方案进行了反复比较和探求，从各种各样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
的基础上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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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一 新“三步走”发展战略
　二 从总体小康到全面小康
　三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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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其次，按要素分配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
市场机制的实现是以价格的运动来完成的，当甲地生产要素A投入时所获收益高，或稀缺性强价格上
涨，乙地要素A就会向甲地集中，反之亦然。
正是在不断的流动、分化、组合中，生产要素不断按市场需求得到优化配置。
由于要素价格是根据要素所获收益和稀缺程度给要素所有者的相应报酬，所以要素价格的实现也就是
按要素分配的实现，没有按要素分配，市场对资源配置就不可能起到基础性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把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起来，这其中按要素分配的制度内涵应当
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所有者以其提供要素的多少及对生产经营的贡献率获得相应收入和
报酬。
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的资源都是生产要素，包括土地、资金、劳动力、技术、专利、信息
等，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所有权，从生产要素使用者那里获得报酬（由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决定）的
经济行为，就是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过程。
实行按要素分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目的，也与作为按劳分配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不
矛盾。
因为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是不同的，价值创造说明价值从何而来，至于人们凭什么标准获得收入，则
是分配理论所要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价值和剩余价值都是由劳动创造的，如果没有劳动者的劳动，任何要素投入
都不可能使价值增值，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生产要素作为价值创造的条件，没有资格参与分配。
　　从长远看，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符合市场经济本质的按要素分配制度将必然成为我国未来
收入分配的一个重要政策取向。
构建按要素分配制度必须遵循以下原则：第一，开放原则。
打破所有制、部门、地区、产业限制，全社会要对各种所有者提供的各种生产要素开放，创造生产要
素充分、自由、全方位流动的前提条件。
　　第二，竞争原则。
既要强化同一要素的不同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根据随时变化的要素价格，不断调整要素供给的数量，
提供其质量，又要强化不同要素之间的竞争，通过要素使用者的选择，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
　　第三，收益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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