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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 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

• 一、社会总产品

• 社会总产品是指在一定的时期内（通常为一

年）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者生产出来的物质资料
的总和。

•
物质形式 价值形式



• 二、国民收入

• 国民收入是指从社会总产品中扣除用来

补偿已消耗的生产资料之后剩下来的那一
部分社会产品

物质形式 价值形式



• 国民收入的增长，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
• 1.增加投入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量

• 2.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 3.生产资料的节约

• 4.第三产业的发展



• 三、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

• 1.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个国家

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服务
的价值的总和。

•
三
种
计
算
方
法

支出法

收入法

生产法



• 2.国内生产总值（GDP）是指从国民生产总值
中扣除国外净要素收入后的物品和服务的价值总
和。

• 所谓国外净要素收入，是指本国“常住居民”投
在外国的资本和服务的收入，减掉外国投在本国
的资本和服务的收入，所得出的差额

• 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本国投在国外的
资本和服务的收入-外国投在本国的资本和服务的
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外净要素
收入



• 第二节 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

•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民收入分配的
一般特点

• （一）国民收入分配的实现形式多元化

• （二）国民收入分配主导原则市场化

• （三）国民收入分配主体明晰化



• 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

•
初次分配 再分配 最终分配

初次分配分为三个部分：
（1）以税金和利润的形式按承包的数额，

按期上缴国家财政，形成国家集中的纯收入；
（2）以企业基金的形式，留归企业用于发

展企业生产，举办集体福利和职工奖励；
（3）以工资的形式分配给企业职工，作为
职工的劳动收入。



• 三、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 （一）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原因
• 1.社会主义社会除了生产领域外，还有非生产领域

• 2.是为了促进社会生产力既有较高速度又平衡协调地发展

• 3.社会上一部分劳务者的收入是通过收取服务报酬的形

式，从物质生产部门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得到的个
人收入中转移到他们手中的

• 4.为了应付突发事故和各种自然灾害，需要建立社会后备

基金

• 5.国家必须举办各种社会福利事业，建立社会保障基金



• （二）国民收入再分配的途径和形式

•

1.国家预算
2.劳务费用

3.价格杠杆
4.银行信贷



• 第三节 社会主义积累和消费

• 一、积累和消费的关系

• 积累是把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作扩大再生产基
金，非生产的基本建设基金以及社会后备基金，
目的是为了发展生产和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物
质文化生活水平。

• 消费是把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社会及劳动

者物质文化需要。它包括社会消费基金和个人消
费基金两个部分



• 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既矛盾又统一

• 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致
的。这是因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都是劳动人民
自己创造的，只是用途不同而已，但归根到底都
是为了劳动人民的利益

• 积累与消费之间又存在一定的矛盾。国民收入

经过分配和再分配最终形成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两大部分。在一定时期内，国民收入量一定时，
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此多彼少，互为消长



• 二、正确处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关系的
原则

•
（一）保持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适度
增长
（二）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比例要同国
民收入的实物构成相适应
（三）注意安排好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
内部各自的比例关系



• 第四节 树立科学的消费观

• 一、社会主义消费及其在再生产过程中的
作用

• 1.社会主义消费

生产
消费

生活
消费



• 2.社会主义消费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 （1）消费为实现社会再生产创造主观的条件

• （2）消费创造出新的需要，为再生产提供动机和

目的

• （3）消费的规模和速度制约着流通的规模和速度

• （4）消费是分配的最终实现

• （5）消费是对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最终检验



• 二、树立科学的消费观

• 科学消费费观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将消费

视作主动的、创造性的主体活动，而不是浪费财
富、玩物丧志、亨乐主义的消极行为，是以人的
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为特征的消费观。

• 科学消费观的最根本要求是：以人为本、合理消
费、公平消费、循环消费、可持续消费。



• 树立科学消费观的深远意义

•

第一、有利于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第二、有利于调节消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

第三、科学消费观在本质上是以人为本的适度消费

第四、科学消费观高度重视文化、精神产品消费，
倡导以高尚的文化和精神产品塑造人，武装

人，教育人，提高人的文明素质



• 三、消费水平及其提高的主要途径

• 消费水平是指一定社会中人们消费生活资料

和劳务的数量和质量的程度。消费水平的数量特
征表现为人均消费生活资料和劳务的数量。

实物消费

劳务
消费

价值
消费



• 影响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

• 1.国民收入总额及其增长速度

• 2.积累基金与消费基金的比例

• 3.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使用

• 4.消费基金和它的实物构成是否适应

• 5.物价水平和各类产品价格的变化

• 6.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



• 第五节 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
体系

• 一、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性和
紧迫性

• 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体制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加快建立覆盖城乡
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促进经济发展和构建和
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 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既体现社会主义
社会的本质特征，又直接关系到我国能否真正建
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的目标。



• 二、社会保障的含义、特点和功能

• （一）社会保障的含义

• 社会保障是指国家通过立法和行政措施确立

对遇到疾病、伤残、生育、年老、死亡、失业、
灾害或其他风险的社会成员给予相应的经济、物
质和服务的帮助，以保障其基本生活需要的一种
社会福利制度。

•



社会保障的对象

社会保障的责任主体

社会保障的目的

社会保障的资金与受保障者收益



• （二）社会保障的特点

• 1.保障性

• 2.强制性

• 3.社会性

• 4.互济性

• 5.公平性

• 6.福利性



• （三）社会保障的功能

• 1.保护功能

• 2.化险功能

• 3.稳定功能

• 4.促进功能

• 5.调节功能



• 三、社会保障体系与类型
• （一）社会保障体系　

• 社会保障体系是指社会保障各个有机构成部分
系统的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整体。

• 各国社会保障体系共同的内容和特征是：

• 1.社会保险

• 2.社会救助

• 3.社会福利



• （二）社会保障的类型

• 1.从社会保障的给付标准分类

• 2.按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分类

• 3.按社会保障的财务机制分类

• 4.从社会保障的实施方式分类

• 5.从社会保障的管理方式分类

•



• 四、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 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目

标：
• 一是系统化

• 二是社会化

• 三是法制化

•



• 思考题　

• 1.什么是社会总产品和国民收入？什么是国民生

产总值？社会主义社会国民收入是怎样分配的？

• 2.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如何？怎样正确处理积累基

金和消费基金的关系？

• 3.为什么必须树立科学的消费观？　

• 4.什么是社会主义合理消费水平？影响消费水平

有哪些主要因素？　

• 5.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主要目标
和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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