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八章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
与经济发展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
•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
• 第三节 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 第四节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 第一节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

•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一） 经济增长的含义

• 美国经济学家S·库兹涅茨曾给经济增长下了这
样一个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

向它的人民提供种类繁多的经济商品的能力的长
期上升。这个增长中的能力，基于技术改进，以
及它要求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



• （二） 经济发展的含义　

• 经济发展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随着经济

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整体演进和改
善，它是连续的、动态的，伴随着生产结构、分
配结构和消费结构变化的经济增长过程。



• 经济发展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

(1) 经济数量的增长

(2) 经济结构的优化

(3) 经济质量的提高



• （三） 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 经济增长包含在经济发展之中，持续稳定的

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如果没有
产出量的一定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
便失去物质基础。没有增长便不会有发展，一定
阶段的经济发展，总是表现为经济增长的一定状
态。



•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实现

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必须使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但是，又不能片
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必须注意提高经济增长的
质量，着眼于总体水平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技术
结构、产业结构的合理化，经济效益的提高，人

民物质福利的改善，等等。



• 二、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 （一）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速度的意义

• ★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
的的客观要求

• ★经济增长是人民生活改善的物质基础

• ★充分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巩固和发

展社会主义制度



• （二） 经济增长速度、比例和效益的统一

　

• 1．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 2．要注重投资的效益

• 3．用新技术和新产品带动结构调整



• （三）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必须坚
持科学发展观

•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

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
统筹兼顾



必须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
的第一要务

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必须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必须坚持统筹兼顾



• 第二节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

• 一、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

• 经济增长是一种复杂的经济、社会现象，因

而决定和影响一国经济增长的因素也是纷繁复杂
的，它包括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自
然因素等



• （一） 投资和投资效率

• 投资对一国经济增长表现为两方面的推

动作用：
• (1) 投资数量的增加具有乘数效应，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主力军。

• (2) 投资效率的改善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长久动力。



• 投资直接来源于储蓄，储蓄向现实投资的转化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

•
利润率

市场利息率



• （二） 劳动力供给与劳动生产率

•
劳动力供给数量和质量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呈正效应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大



• （三） 自然资源的数量及其开发利用程度

•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自然资源的数量

自然资源的开发

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自然资源的加工



• （四） 科技进步及其应用程度

• 1．科技进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拉动经
济快速增长

• 2．科技进步成果商品化和产业化的产值

已直接构成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五） 制度或体制

• （六） 国际经济的参与程度



• 二、社会主义积累和经济增长
• 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在公有制为

主体的条件下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所以，社会
主义积累的渠道和形式也是多样的。

• 首先，公共积累是社会主义积累的重要渠道。

• 其次，企业积累也是社会主义积累的一条重要
渠道



• 第三节 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

用

• 一、现代科技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

•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决定作用，主要通过下

列途径来实现：

• (1) 科技进步通过改善机器设备的功能和效率

而使既定时间内产出量增加。

• (2) 科技进步通过培训、教育及示范操作等途径

使劳动者的素质及劳动熟练程度得到提高，从而
导致单位劳动的产出增加。



• (3) 科技进步还可以通过改善自然资源的

使用状况以推动经济增长。

• (4) 科技的发展还为改进生产力组织管理

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手段。马克思多次指
出，科技的新发现和新发明在生产中的运
用，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品
产量，从而不断地促进经济增长。



• 二、我国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的战略选择、
指导方针和发展目标

• （一）战略选择

•
把科技进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推动力量，

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

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国家竞争力的中心环节，

把建设创新型国家作为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选择



• （二）指导方针

•
要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科学
发展观，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立足国情，
以人为本，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蓬勃发展，
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强

有力的科技支撑

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



• （三）发展目标

• 到2020年，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
标是：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科技促进经济社
会发展和保障国家安全的能力显著增强，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基础科学和前
沿技术研究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取得一批在世界
具有重大影响的科学技术成果，进入创新型国家
行列，为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
础。



• 三、发展教育和科技进步

• 发展科学技术，把科学技术搞上去，就必须极

大地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 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

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
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而要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
养人才，就必须大力发展教育。



• 第四节 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
• 一、经济发展战略及制定的依据

• （一）含义

•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较长时间内，根据对影
响经济发展的各种条件的估量，考虑到经济发展
各个方面的关系，对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
所要解决的重点和经历的阶段，以及为实现上述
要求所必须采取的重大措施的总决策。

•
全局性 长期性 根本性



• （二）制定依据

•
首先，确定经济发展战略，要依据物质生产发展规律

和客观经济规律

其次，确定经济发展战略的目标，要从具体国情出发，
依据本国的历史、现状和社会发展阶段，

考虑到自然、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条件和因素

最后，制定经济发展战略，要充分考虑到需要与可能，
具有可行性



• 二、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阶段和战
略重点

• （一）战略目标

• 经济发展战略目标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处于首

要地位，它是指在较长时期内国民经济发展所要
达到的总体目标，体现着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水
平和人民生活提高所要达到的程度。



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到本世
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

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下世纪中
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



• （二）战略阶段和战略重点

• 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大体分三步走：

• 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
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实
现。

• 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
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 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

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
实现现代化。



• （三）经济发展的战略对策和实施可持续
发展战略

• 1．人口对策

• 2．资源对策

• 3．生产布局对策



• 思考题
• 1. 试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区别和联系。　

• 2. 试分析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　

• 3. 为什么说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具有决定作用？

　

• 4. 试述经济战略制定的依据及其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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