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简单商品➡ 资本主义商品的标志：劳动力成为商品•

抽象劳动•

质相同，可以比较（都凝结了一般人类劳动）

“没有质的区别的人类劳动”

【创造】价值

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关系，社会属性

具体劳动•

创造使用价值

【保存或转移】（生产资料）价值

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属性

价值：•

质的规定性（实体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

量的规定性（➡ 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的

劳动量➡ 劳动时间计量）

决定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使用价值•

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

是永恒的范畴（非历史）

反映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关系，是商品的自然属性

是价值/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

商品一定是劳动产品•

劳动产品不一定是商品

有价值的一定有使用价值•

有使用价值的不一定有价值

商品•

必须同时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是历史范畴，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

价值实体：抽象劳动（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劳动力自身价值，由抽象劳动新创造•

新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自身价值

劳动力商品价值三部分：维持本人➕ 家属生存必须的生产资料➕ 劳动者接受教育训练•

劳动力价值•

历史➕ 道德因素

低界限：生活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

源泉•

使用价值的源泉➡ 具体劳动和自然物质

价值的唯一源泉➡ 抽象劳动（劳动）

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源泉➡ 使用价值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的唯一源泉➡ 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

财富/使用价值的源泉【之一】➡ 劳动

具体劳动是【使用价值】的实体

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

物物交换阶段：商品和商品之间的对立

货币产生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对立

货币职能•

贮藏手段：足值

流通手段：现实，可以不足值。“现购”

价值尺度：观念“衡量表现价值”

支付手段：“清偿债务/延期支付”
货币的出现扩大加深了商品经济的矛盾•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
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商品经济其他一切矛盾的基础

决定着商品经济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

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进一步发展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贯穿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

资本家购买的是“劳动能力•

劳动力的使用➡ 劳动•

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

完全占有❌

人身依附❌

基于劳动者的完全的人身自由✅

-奴隶社会：完全人身占有

-封建社会：人身依附

价格高于价值的部分和价格低于价值的部分能够相抵•

商品的平均价格和价值是一致的•

垄断高价：出售商品时，规定的高于生产价格的价格•

垄断低价：购买非垄断企业生产的原材料等生产资料时，规定的低于生产价格的价格•

可变资本•

不转移到新产品中

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

不变资本•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
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

只转变自己的物质形态

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

通过工人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

价值量不会大于它原有的价值量（不发生增殖）

各资本划分方式•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在生产剩余价值中的作用不同

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周转方式/价值转移方式不同

产业资本循环过程：•

购买阶段➡ 货币资本职能

生产阶段➡ 生产资本职能

售卖阶段➡ 商品资本职能

产业资本循环不断进行的基本前提条件：职能形式和循环形式并列存在和相继运行•

资本由于投入不同的部门形成了产业资本等不同的形式•

资本•

自然形式：生产资料+劳动力 比例（取决于技术发展水平）% 资本的技术构成

价值形式：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比例% 资本的价值构成
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价值构成% 资本的有机构成
有机构成⬆ % 相对过剩人口•

资本主义所有制本质：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

                                 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决定性动机/绝对规律：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的实质：物质资料再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有机构成呈现不断⬆•

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与实物替换）•

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要求•

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在价值上得到补偿

实际生产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得到实物的替换

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之间

两大部类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雇佣劳动制度•

形成前提：劳动力成为商品

后果/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社会两极分化

资本积累•

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化的重要原因

资本主义社会事业现象的根源

资本积累规模大小取决于•

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

资本家垫付资本的大小

“一定点”再生产自己劳动力价值的时间•

平均利润是不同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

随着利润➡ 平均利润，商品价值➡ 生产价格% 价值规律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从全社会看，整个资本家阶级获得的利润总额=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

从个别部门看，商品的生产价格同价格不一致•

从全社会看，商品的生产价格总额=价值总额

有些部门获得的利润大于该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有些小于•

资本主义工资•

本质：劳动【力】价值或价格

表现：劳动的价格或工人全部劳动的报酬（模糊了工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界限）

工人的实际工资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

劳动者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剩余价值（不是价值）•

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的）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的可能性是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引起的

爆发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本质特征：生产相对过剩（人民有支付能力）

（造成相对过剩的制度原因：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摆脱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改变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

马克思是从【制度层面】揭示原因（经济危机的深层根源是人性的贪婪❌ ）

周期性：由基本矛盾运动的阶段性决定（尖锐化）

% 社会资本再生产也呈现出周期性（危机萧条复苏高涨）

暂时的、强制性的解决方式

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化程度不断提高的表现：虚拟经济越来越脱离实体经济•

资本主义国家对内职能：政治统治职能•

资本主义国家的对外职能：国家对内政治统治的延伸•

人权原则强调：政治权利（忽视和不承认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拜物教的必然性•

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只有采取商品的形式才能进行交换

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只有采取了同质的价值形式才能在交换中体现出来

劳动量只有采取价值量这一物的形式才能进行计算和比较

生产者的劳动关系的社会性质只有采取了商品之间即物物交换的形式才能间接地表现出来

所有制&所有权•
制是权的基础
制决定权
权是制的法律形态
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只能从现实的生产关系的实际运动中去把握和理解
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本质•

观念上层建筑，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基础服务的

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

绝对剩余价值：必要劳动时间不变，延长工作日长度，提高劳动强度•

相对剩余价值：工作日长度不变，缩短必要劳动时间（通过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力

价值），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各个资本家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

•

超额剩余价值：提高劳动生产率，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关系就被掩盖了•

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可变资本=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

剩余价值与利润在量上是一样的•

剩余价值率【不会】因为周转速度而改变•

劳动生产率⬆ 使用价值量⬆ 每件商品价值量⬇•

审题注意：•

单位时间内价值量：同一劳动同一时间内 不变

单个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单位商品价值量⬆ 劳动生产率⬇ 社会必要劳动量⬆•

社会生产率⬆ 劳动者本人及家属所必需生活资料价值⬇ （必要劳动时间⬇ 相对⬆ 剩余劳动时间）•

影响资本周转快慢的因素•

资本周转时间

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

加快资本周转速度，获得更多剩余价值，就要 缩短资本周转时间，加快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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