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级经济基础笔记（二）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

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3/2021_2022__E4_B8_AD_

E7_BA_A7_E7_BB_8F_E6_c49_83827.htm 四 收入分配制度和公

平效率原理 1 个人收入包括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过程。初

次分配在微观领域进行。（利息、利润、地租、租金以及工

资和薪金） 2 在微观领域分配建立在市场自发作用基础上。

按劳分配离离不开市场机制作用。 3 政府的最好选择是让市

场机制自动完成对生产要素定价与分配，尽可能减少和防止

非竞争因素和非市场力量的干预。政府对个人分配在宏观领

域进行。 4 对个人收入调节与再分配主体是国家或政府以及

集体组织或社会团体。其中国家和政府是最重要的。 5 按劳

分配分配的直接原因：1）旧的社会分工存在。2）劳动差别

的存在。3）劳动谋生的性质。 6 按劳分配的性质和特点：1

）按劳动贡献分配，采取货币化形式。2）主体是企业非国家

。3）否定无偿占有剩余劳动可能，否定剥削。 劳动力分配

的收入是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 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市场经济

的客观要求，也是有效利用资源和提高配置的前提和途径。

在居民收入中有按劳分配收入也有非按劳分配的收入。 7 社

会公平与经济效率 社会公平包括收入公平和机会公平。 用基

尼指数和洛伦茨曲线表示。表示收入相对不平等的程度。 收

入分配的不平等根源在分配制度本身，尤以资本占有的不平

等造成的收入差别最大。 收入不平等除来自分配方式本身外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经济政策的

倾斜；经济体制的不完善；市场经济经营风险和机遇的存在

。 平等获得收入具体表现在：1）受教育和人力资本形成上



的平等；2）对土地、资本及其他资源占有上的平等和利用上

的平等。3）公平竞争。 机会平等与不平等决定于经济制度

的性质、社会对经济体制的选择、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政策的

正确与否。 效率和公平是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坚持效率优

先，兼顾公平是现阶段收入分配的总原则。效率与公平不仅

存在替代关系，也存在一致。微观强调效率，宏观强调公平

；初次分配强调效率，再分配强调公平。市场机制强调效率

，国家分配机制强调公平。 五 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 1 经济增

长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既包括经济增长也包括技术进步，结

构优化，制度变迁，福利改善及人与自然之间进一步和谐。 

短期内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总需求。长期经济

增长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数量和生产要素效率的提高。 总

需求包括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政府支出或政府需求，净出

口需求。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净出口需求。（内生变量

） 影响生产要素效率高低的因素：技术进步、制度创新、管

理效率，人力资本的增进，知识积累和教育发展。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