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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规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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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七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考点八 劳动力商品的特点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考点九 资本主义所有制

★考点十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考点十一 资本积累

★考点十二 资本的循环周转与再生产

★考点十三 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考点十四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

★考点十五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考点十六 资本主义上层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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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二 资本的循环周转与再生产
（一）资本循环及其职能形式
1、产业资本：作为一种能够增殖的价值，不仅在生产过程内运动，而且也在流通过程内运动。
（投放在工业、农业、建筑业等物质资料生产部门的资本）
2、产业资本循环：就是产业资本依次地经过三个阶段，相应采取三种职能形式，使价值得到增
殖，最后又回到原来出发点的运动过程。
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三种职能：
第一个阶段是购买阶段， 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购买阶段，（货币转化为商品）产业资本执行
的是货币资本职能。
第二个阶段是生产阶段，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按比例结合在一起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生
产剩余价值，决定性阶段)，产业资本执行的是生产资本的职能。
第三个阶段是售卖阶段，即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阶段，（商品转化为货币）（实现剩余
价值,关键性阶段）产业资本执行的是商品资本的职能。

口诀【钱料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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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资本运动的基本前提条件

产业资本循环顺利进行有两个基本前提条件：

一是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必须在空间上并存，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必须按

照一定比例同时并存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中。

二是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必须在时间上继起，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循环的

三种职能形式必须保持时间上的依次连续性。产业资本的连续循环，是流通过

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也是它的所有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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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资本循环的三个阶段三种职能

阶段 购买阶段 生产阶段 售卖阶段

职能形式 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 商品资本

职能 生产剩余价值
做准备

生产剩余价值 实现剩余价值

条件 空间上并存性 时间上的继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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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周转及其速度

1.资本周转：资本是在运动中增殖的，资本必须不断地、周而复始地循环，才

能不断地带来剩余价值。这种周而复始、不断反复着的资本循环，就叫作资本

的周转。

2.资本周转速度：影响资本周转快慢的关键因素有两个，

一是资本周转时间（资本周转速度与资本周转时间成反比）；

二是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固定资本占的比重大，整个资本

周转速度就慢；相反，流动资本占的比重大， 整个资本周转速度就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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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及实现条件

1.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社会生产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的，这种连续不断重复的生产就是再生产。社会再

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

偿问题。

2.社会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社会再生产要顺利进行，要求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同时要

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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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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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重复进行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生产在扩大规模上重复进行

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剩余价值
两极分化
社会失业现象

①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剥削越狠，剩余价值量越多
②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生产率越高，剩余价值量
越多
③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
④资本家垫付资本的大小垫的越多，创造的越多

【4/4】



双姐全程班——基础阶段课程考研政治

25·双姐考研政治

机器数比人数

钱比钱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
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

流动的过剩人口
潜在的过剩人口
停滞的过剩人口

生产的社会性和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

购买阶段“钱”
生产阶段“料”
售卖阶段“货”

三者缺一不可！

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
商品资本
货币资本的职能 —— 生产剩余价值准备条件
生产资本的职能 —— 生产剩余价值
商品资本的职能 —— 实现剩余价值

【3/4】

【3/4】

【3/4】
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
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
的必然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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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因素有两个：
一是资本周转时间

二是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

不断反复的循环
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社会
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

c+v+m  c:不变  v:可变  m:利润

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

笔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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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三 工资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一）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和形式

1.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

格，这是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在这种制度下，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是以

货币工资形式支付的，工人为资本家劳动，资本家付给工人工资，工资表现为

“劳动的价格”，或工人全部劳动的报酬。这就模糊了工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

动的界限，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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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姐总结
1.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格”，这里的引号就是要说明所谓“劳动的价格”是
一种假象，也正是因为这个假象才掩盖了剥削关系。真实的情况是工资是劳动
力的价值或价格。【本质】
2.资本主义工资的形式主要有两种：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除此之外， 资本家
还建立 了各种形式的血汗工资制度，例如19世纪末 20 世纪初流行的“泰罗制”
和“福特制”。
3.在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呈现不断提高的趋势，但是与工人创
造的剩余价值的增长幅度相比，实际工资提高的幅度还是较小的。只要资本和
雇佣劳动的基本经济关系不变，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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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均利润的形成和剩余价值的分配

1.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在现实的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中，资本家并不是把剩余价值看作可变

资本的产物，而是把它看作全部垫付资本的产物或增加额。这样，

剩余价值就取得了利润的形态。

商品的价值就等于成本价格加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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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和剩余价值本来是同一个东西，所不同的是，剩余价值是对可变资

本而言，利润是对全部垫付资本而言。 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利润是

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当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时，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

的关系便被掩盖了。
利润这种形式歪曲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掩
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双姐总结
剩余价值率 m'=m/v；利润率 p'=m/(c+v)；
因此利润率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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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平均利润率与剩余价值的瓜分

（1）利润平均化

   形成：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导致利润率平均化。按照平均利润率

来计算获得的利润，叫做平均利润。

（2）随着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商品价值就转化为生产价格，即生产成本加平

   均利润。生产成本是由生产中实际耗费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构成的。

（3）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转化形式，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条件下，价值

  规律作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商品不再以价值而是以生产价格为基础进行交换，

  市场价格的变动不再以价值为中心，而是以生产价格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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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四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
第一，剩余价值理论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阐明了资产阶级与无

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剩余价值理论

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核心内容和基石，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揭示资本主义制度

剥削本质的锐利武器。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

学。

第二，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特殊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生产

的一般规律。这些规律，如果撇开制度因素，则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有重大

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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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五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与经济危机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具体体现。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根本原因、具体表现和周期性

1.生产相对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

相对过剩即相对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来说社会生产的商品显得过剩，

而不是与劳动人民的实际需要相比的绝对过剩。

口诀【特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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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济危机的根源

经济危机的抽象的一般的可能性，首先是由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引起的。

但是，这仅仅是危机在形式上的可能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这种基本矛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表现为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的矛盾。

第二，表现为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

矛盾。

口诀【根在矛盾】

口诀【可能是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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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特点是具有周期性，即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周期性地

反复出现。这是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阶段性决定的。

4.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的特点，使社会资本再生产也呈现了周期性

的特点， 一般包括四个阶段，即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这四个阶段是相互

联系的，其中危机阶段是周期的基本阶段。资本主义的再生产不一定都经过四

个阶段， 但是危机阶段是必经阶段。
口诀【复涨危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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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劳动价格
(1) 计时工资 (2) 计件工资

生产价格=成本价格+平均利润

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和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
生产相对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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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 表现在两个方面

危 机
萧 条
复 苏
高 涨

口诀【复涨危条】

口诀【特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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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六 资本主义上层建筑
（一）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进步作用和局限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评价） 

1.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在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曾经起过重要的进步作用。

（1）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在战胜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的生产方式，保

护、促进和完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曾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促

进了社会进步。

（2）使人民群众享有了比在封建专制主义条件下更多的社会政治自由，历史性地推进了人的

发展，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3）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经验，这对于社会进步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积

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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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局限性
（1）资本主义的民主是金钱操纵下的民主，实际是资产阶级精英统治下的民主。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中的选举事实上是有钱人的游戏，是资本玩弄民意的过程。

（2）法律名义上的平等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法律的实质是将存在

于资本家和劳动者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经济利益的不平等合法化。

（3）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制是一种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制度。从本质上说，

资本主义国家多党制仍然是资产阶级选择自己的国家管理者、实现其内部利益

平衡的政治机制。

（4）政党恶斗相互掣肘，决策效率低下，激化社会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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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本质

1.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

（1）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占统治

地位的、反映了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的各种思想理论和观念

的总和。

（2）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生和确立。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各种资产阶级

的思想理论和观念，是资产阶级在长期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斗争

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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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
（1）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念上层建筑，是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和资本主义

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服务的。

（2）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集中体现。一方面它已经内化为阶级成员的基

本信念；另一方面可以成为统治阶级进一步进行阶级统治的指导思想， 为这个社会制度进行理

论辩护。

（三）辩证地分析资本主义意识形态

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文明进步成分，我们应该加以研究、参考和借鉴。而其中反映了资

产阶级利益和要求的、对社会生活进行了扭曲反映的、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需要而有

意编造来欺骗民众的虚假理论，则必须加以分析、批判和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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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主义发展+共产主义 

               ★考点一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考点二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考点三   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考点四   展望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
       



双姐全程班——基础阶段课程考研政治

25·双姐考研政治

社会主义发展是一帆风顺的吗？

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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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一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
（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

1.空想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世纪初。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所经历的家庭手工业、手工工厂和机器

大工业三个阶段相适应，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即：

      ① 16—17世纪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

      ②18世纪的空想平均共产主义

      ③19世纪初期批判的空想社会主义

19 世纪上半叶，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以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

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 口诀【欧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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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空想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与时代的局限

以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理论上致力于对社会制度的分析。

空想社会主义的先进性体现在：

第一，他们对资本主义旧制度的辛辣批判，包含着许多切中要害的见解

第二， 他们对社会主义新制度的描绘，闪烁着诸多天才的火花

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体现在：

第一，看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命运，却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经济根源

第二，要求埋葬资本主义，却看不到埋葬资本主义的力量

第三，憧憬取代资本主义的理想社会，却找不到通往理想社会的现实道路

空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当时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

口诀【源量路】

多选【3/4】



双姐全程班——基础阶段课程考研政治

25·双姐考研政治

3.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马克思、恩格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即两大发现），从而超越

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

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为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写的党纲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问世。
 口诀【宣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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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从一国到多国的发展

1.第一国际与巴黎公社

2.十月革命胜利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列宁根据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的绝对规律，得出“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甚

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的结论，即著名的“一国胜利论”。

在“一国胜利论”的基础上，列宁领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十月革

命的胜利，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的伟大飞跃，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维埃俄国

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单选/多选】



双姐全程班——基础阶段课程考研政治

25·双姐考研政治

3.社会主义在苏联的实践

（1）列宁领导的苏维埃俄国对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过程（经历三个时期）

第一，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时期。

第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从1918年夏到1921年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实行了以“余粮收

集制”（农村）和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为主要特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第三，新经济政策时期。1921年3月，俄共（布）召开十大，决定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

制”，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渡到实行以发展商品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新经济政策。

【易混淆题：每一时期对应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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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会主义发展到多个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获得大发展，在欧洲、亚洲、拉丁美洲，先

后有一批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继社会主义在20世纪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在发展中也出现过

曲折。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在严峻的

国际国内形势和空前的压力与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成功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增添了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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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蓬勃生机  【好话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成功实践，

          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世 界上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成功开辟出通向繁荣昌盛的正确道路，

          鲜明地展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正在开拓新的历史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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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一）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主要内容  【了解】

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人民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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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确把握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对待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态度

（1）必须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反对任何背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

（2）要善于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革命、

建设、改革中的重大问题。

（3）紧跟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在不断总结新鲜经验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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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三 在实践中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规律

（一）社会主义建设过程的长期性

（二）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多样性

（三）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突出特点）

1.在实践中开拓前进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是亿万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社

会主义实践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

2.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开拓前进必须遵循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

3.以自信担当、开拓奋进的姿态走向社会主义光明未来。

三大规律 多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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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四 展望未来共产主义新社会

（一）预见未来社会的方法论原则

1.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

2.在剖析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过程中阐发未来新世界的特点。

3.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中不断深化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认识。

4.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 而不对各种细节作具体描绘。

【易混淆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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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

1.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

       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产品极大丰富，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又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一

个重要特征。

       共产主义社会在生产关系上将废除私有制，实行普遍的生产资料公有制。  

       按照自然资源的情况和社会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有计划的组织和管理，没有商品、没有

货币、没有市场。

        在共产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的分配方式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它将最终实现人类

在分配上的真正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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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在共产主义社会，阶级将会消亡、国家将会消亡、战争将不复存在。

       在共产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

的差别即“三大差别”必然归于消失。

       在共产主义社会，不仅社会关系是和谐的，社会与自然之间也将达成和谐。

      与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关系的高度和谐相联系，人们的精神境界将得到极大的提高。

这是共产主义新人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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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实现每个人自由面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1）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根本价值目标，也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

①含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发展是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建立在个体高度自由自觉基础上的

全面发展。指的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即每一个人的发展，而不是只有一部分人的发展。

②实现条件：旧式分工的消除；自由时间的大大延长；劳动不再是单纯的谋生手段，而成为“生

活的第一需要”。

（2）人类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共产主义社会实现了人类解放，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开始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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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1.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 这是由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所决定的。

人类社会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是一个社会形态发展和更替的过程。

社会主义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经过长期发展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客观必

然的历史进程。

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共产主义理想一定会实现，是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为依据。

第二，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和不断发展，已经并正在用事实证明着共

产主义理想实现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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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现共产主义是长期的历史过程

（1）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2）社会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和最终向共产主义过渡需要很长的历史时期。

 

（四）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通向共产主义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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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A N K S
下 期 再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