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三第 3 课配套练习（2 月 24 日） 
 
 
一、主干知识结构 
 
 
 

 

 

 

 

 



 

 

二、巩固练习 

1．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

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国进行的探索是 

A．发展外向型经济              B．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C．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        D．学习西方先进技术 

2.中共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

地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的长处，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这表明当时我

国 

A．彻底结束了计划经济体制          B．已经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 

C．明确了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        D．强化了计划调控经济的手段 

3.中共中央某次会议提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

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

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这次会议应是 

A．十一届三中全会    B．中共十四大   C．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   D．中共十五大 

4.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自 1978 年以来，中国企业有三次创业的高潮点，分别是 1984

年、1992 年和 2001 年。催生这三个创业高潮点的动因分别是 

A．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B．扩大企业自主权、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C．开放 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发开放上海浦东、建立自由贸易区 

D．建立 4个经济特区、邓小平南方谈话、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 

5．江泽民同志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

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坚持 

A．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               B．计划和市场相互结合  

C．计划经济的基础作用               D．国家对经济宏观调控 

6．对下列表格信息，理解最准确的一项是 

1979 年 
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肯定是不准确的，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

济 

1984 年 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南方谈话 
计划经济不等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

手段 

中共十四大 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 

A．对市场经济理论早在“文革”期间就已经有了定论 

B．在 80 年代初我国已打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 

C．在 90 年代初我国己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 

D．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解放思想、不断探索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