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名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

一、课程编码：2100001

课内学时：36 学分：2

二、适用学科专业：工程管理、工商管理、会计学

三、先修课程：经济学原理

四、教学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体系，培养学生运用市场

经济的基本理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确实提高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五、教学方式

讲授加讨论

六、主要内容及学时分配

1.市场经济的内涵与特征 2学时

1.1市场经济的含义

1.2市场经济的特征

1.3市场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2.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及功能 2学时

2.1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

2.2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

2.3市场经济的优势与局限性

3.市场经济运行模式 2学时

3.1美国混合市场经济模式

3.2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3.3法国计划市场经济模式

3.4瑞典福利市场经济模式

3.5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

4.计划经济的理论来源及实践 1学时

4.1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构想

4.2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

4.3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

5.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 1学时

5.1苏联的经济转轨过程

5.2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转轨

5.3苏东经济转轨的经验和教训

6.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 1学时

6.1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结合

6.2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性



6.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状与特征

6.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

7.基本经济制度 1学时

7.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7.2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与实现形式

7.3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8.企业制度 2学时

8.1企业理论

8.2现代企业制度

8.3国有企业改革

9.收入分配制度 1学时

9.1收入分配理论

9.2按劳分配与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9.3收入差距及其调

10.社会保障制度 1学时

10.1社会保障理论

10.2社会保障的特点、原则与内容

10.3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11.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 2学时

11.1经济增长理论

11.2经济发展理论

11.3可持续发展

12.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学时

12.1经济新常态的内涵和特征

12.2引领经济新常态

12.3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3.中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目标 2学时

13.1经济发展战略的内涵和指导思想

13.2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与实践

13.3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新目标

14.经济波动中的通货膨胀与失业 2学时

14.1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14.2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14.3就业与失业

14.4促进就业的理论与政策



15.政府的经济职能 2学时

15.1政府与市场

15.2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16.宏观调控 2学时

16.1宏观调控理论

16.2宏观调控政策

16.3宏观调控政策的运用

17.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 2学时

17.1经济全球化

17.2区域经济一体化

17.3积极实施“一带一路”战略

18.对外开放与经济国际化 2学时

18.1中国对外开放的历程与经验

18.2中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形式

18.3我国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趋势

19.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经济安全 2学时

19.1国家经济安全的内涵

19.2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影响

19.3维护中国经济安全的途径

七、考核与成绩评定

平时：50%：包括：考勤加课堂讨论发言，以及不少于两次的随堂测验。

期末：50% 根据学习情况闭卷或开卷考试。

八、参考书及学生必读参考资料

1. 教材：王军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第四版）/21世纪工商管理系列教材[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7年 4月版。

必读参考资料：

1.邓小平文选 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 2014年 10月

九、大纲撰写人：刘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