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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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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七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1.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进和更替

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

阶级剥削社会。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以封建主占有土地等生产资料和不完全占

有农民（农奴）为基本特征。

2.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资本主义萌芽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其途径有两个：一

是从小商品经济中分化出来；二是从商人和高利贷者转化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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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的原始积累
（1）资本原始积累的内涵：所谓资本原始积累，就是以暴力手段使生

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货币资本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历史过程。

在西欧，资本原始积累开始于15世纪后30年，经过16世纪的高潮，一

直延续到19世纪初才告结束。

（2）资本原始积累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是用暴力手段剥夺农民的土

地（这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基础）；二是用暴力手段掠夺货币财富。

资本原始积累的事实表明，资产阶级的发家史就是一部罪恶的掠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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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

从17世纪中期到18世纪后期，英、法等国先后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建

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实现了产业革命，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

工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地位得以形成。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建

立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地位的形成，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的最终确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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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八 劳动力商品的特点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一）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一种剥削制度。这一经济

制度的形成是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为前提条件的。

1.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

（1）劳动力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体力和脑力的总和。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

（2）劳动力成为商品，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第一，劳动者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

第二，劳动者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 没有任何实现自己的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物质

条件。“自由”得一无所有。 口诀【自由的一无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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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

         生产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形式上是“自由”“平等”的

买卖关系，而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关系。

像任何商品一样，劳动力商品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但是，劳动

力是特殊的商品，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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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发展、维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

生活必需品的价值决定的。

1. 它包括三个部分：

• 维持劳动者本人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 维持劳动者家属的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

• 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劳动力的价值包含着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所以，劳动力价值的最低界限

是由生活上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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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在使用价值上的突出特点：就是它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它在消费过程中能够创造新的价

值，而这个新的价值比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更大。

货币购买劳动力后，能回收购买劳动力时支付的价值，还能得到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而一旦货币购

买的劳动力带来剩余价值，货币也就变成了资本。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家购买的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劳动。劳动是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它本

身并不是商品。劳动力商品具有能创造比自身价值大的价值的特点，正因为如此，资本家才购买劳动力来

进行资本主义生产。

双姐总结

①劳动力商品首先是商品，具有商品的一般属性，如都具有商品的二因素，价值规律都起作用等。

②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而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所

以 使用价值就是价值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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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九 资本主义所有制
（一）资本家之所以能够购买工人的劳动力， 把工人变成雇佣工人，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
生产资料所有制。

•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一种私有制形式。

•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了维持生
存，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来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
变成雇佣劳动的关系。

•    在这种关系中，生产资料和货币采取了资本的形式， 资本家不但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而且拥有对雇佣劳动者的支配权，并凭借这种所有权和支配权实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占有和支
配，从而无偿占有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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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反映

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与以往的剥削制度不同， 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不是完全占有（奴隶主完全

占有奴隶的人身），也不是人身依附（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而是基于劳

动者人身自由基础的“平等”关系，剥削带有一定的隐蔽性。

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

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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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时刻

劳动者是自由人
劳动者没有别的商品可以出卖， “ 自由 ” 得一无所有。

口诀【自由的一无所有】

工资
1. 本人生存
2. 劳动者家属的生存
3.劳动者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

是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
占有雇佣工人的剩余价值。

实质上：资本雇佣劳动的关系 。形式是 “自由”“平等”

•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的一种私有制形式。
•  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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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1.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
2.剩余价值的实质
3.资本的本质
4.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及其意义
5.剩余价值率
6.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7.超额剩余价值
8.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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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1.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两重性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1）资本主义劳动过程是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

由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要素都被资本家所占有，由此决定了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两个特点：

其一，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们的劳动隶属于资本家；

其二，劳动的成果或者产品全部归资本家所有。

（2）价值增殖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这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主要方面。所谓价值增

殖过程，是超过劳动力价值的补偿这个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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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剩余价值的实质
在价值增殖过程中，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是必要劳动，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另一部分是剩余劳动，用于无

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资本家购买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了超过

补偿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形成了剩余价值，这是价值形成过程转变为价值增殖

过程的关键。因此，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

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体现了资本家与雇

佣工人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

马克思经济学说的核心内容和基石是：剩余价值理论。 口诀【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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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本的本质

资本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

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总是通过各种物品表现出来的，但资本的本

质不是物，而是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

【不是物、也不是简单理解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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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及其意义
根据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可以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c）与可
变资本（v）。

（1）不变资本C： 是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生产资料的价值通过工人的具体
劳动被转移到新产品中，在生产过程中只改变自己的物质形态而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
不发生增殖。

（2）可变资本V ：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被转移到新产品中
去的，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在生产过程中，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不仅
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还包括一定量的剩余价值。

划分标准：价值增殖中的作用     划分意义：揭露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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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姐是可变资本V ：劳动力 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
【劳动过程】：
工人的具体劳动，创造使用
价值，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
到新产品中。

价值增殖过程

工人的劳动
再生产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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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及其意义
（3）区分的意义：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一步揭示了剩余价值产生的源泉。

它表明，剩余价值既不是由全部资本创造的，也不是由不变资本创造的，而是由可变资本创

造的。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这种划分也为确定资本家对雇佣

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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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

用公式表示：m'=m/v

在该公式中， m'为剩余价值率，m 为剩余价值，v为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率还可以表示为：

m'=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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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资本家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最基本的方法有两种，即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1）绝对剩余价值：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延长工作日的长

度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8小时工作 加班加点2小时

绝对剩余价值6小时必要劳动 2小时剩余劳动

缺陷：1、生理界限；2、道德界限
工 资 剩余价值

•在同样长时间内提高工人劳动强度，也是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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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对剩余价值：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

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剩余价值 。
8小时工作

4小时必要劳动 4小时剩余劳动

•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是通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实现的
•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
• 社会劳动生产率   ，  劳动力的价值   ， 必要劳动时间   ，剩余劳动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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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姐总结：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虽然采取的具体做法不同，但都

延长了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量。在资本主义发

展的初期，资本家主要依靠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来提高剥削程度。随着生产技

术条件的不断改进和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斗争力量的增强，相

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作用就日益突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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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超额剩余价值
超额剩余价值是指企业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

• 每个资本家力图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

间少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单个资本家改进技术、改善管理的主观动机是追求超额剩余价值，

但其客观后果则是整个社会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导致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和

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剩余劳动时间相对延长，整个资本家阶级普遍获得相

对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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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点拨：

相对剩余价值与超额剩余价值的关系

都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获得的

前者：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 后者：个别劳动生产率提高

8.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自动化是资本家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手段，而雇佣

工人的剩余劳动仍然是这种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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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时刻
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
价值增殖的过程

工人在资本家的监督下劳动，他们的劳动隶属于资本家
劳动的成果或者产品全部归资本家所有

划分标准：剩余价值中作用
划分意义：揭露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

资本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
是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

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
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

必要劳动 必要劳动用于生产劳动力的价值 （工资）

剩余劳动 剩余劳动无偿的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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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时刻

—— 必要劳动时间不变，延长工作日的长
度， 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 工作日长度不变，缩短必要劳动时
间 ， 延长剩余劳动时间

——加班加点

——提高能力、执行力(培训) ，
通过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实现的

前者  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后者  个别劳动生产率提高

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不会变
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仍然是这种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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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一 资本积累
（一）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形式、实质和特点）
（二）资本积累的本质、源泉和后果
（三）资本有机构成
（四）相对过剩人口
（五）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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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产业资本运动的基本前提条件
（三）资本周转及其速度
（四）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及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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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十一 资本积累
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是资本积累。 

（一）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形式、实质和特点）

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是指资本家瓜分到剩余价值后，将其完全用于个人消费，则生

产就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重复进行。

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特点）：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用以购买追加的生

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三者关系：
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            扩大再生产

源泉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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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资本积累的本质、源泉和后果

1.本质：资本积累的本质，就是资本家不断地利用无偿占有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扩大自己的

资本规模，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

2.源泉：资本积累的源泉是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规模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劳

动生产率的高低、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以及资本家垫付资本的大小。

3.后果：随着资本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到资产阶级手中，而社会财富的直

接创造者——无产阶级则只占有少部分社会财富。随着资本积累，必然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

即一极是财富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另一极是多数人只拥有社会财富的较小部分。资本积

累不但是社会财富占有两极分化的重要原因， 而且是资本主义社会失业现象产生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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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影响剩余价值量因素有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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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用资本:使用的全部资本           所费资本:实际消耗的资本

差额越大，剩余价值量越多

(4)资本家垫付资本的大小垫的越多，创造的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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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姐总结——“源泉”类总结    单选题 背诵！

①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具体劳动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但不是唯一源泉。 

②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是价值的源泉。

   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

③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④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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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资本有机构成
  随着资本积累而产生的失业是由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所导致的。

  1.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资本家投入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从自然形

   式上看，总是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构成的。

    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存在着一定比例，这个比例取决于生产技术的发

  展水平。生产技术水平愈高，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就愈多生

  产技术水平愈低，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也就愈少。这种由生

  产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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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价值形式上看， 资本可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两部分资本价

值之间的比例，叫作资本的价值构成。

3.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

本的有机构成，通常用c:v来表示，其中c为不变资本，v为可变资本。

双姐总结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使资本构成发生了变化，所变化的资本构成是资本价值
构成，不是资本有机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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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相对过剩人口

1.所谓相对过剩人口，就是劳动力供给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要。
这种过剩人口之所以 是相对的，是因为它并不是社会生产发展所绝
对不需要的，而是由于他们不为资本价值增殖所需要，使他们成为
“过剩”的或“多余”的人了。

资本积累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           劳动力需求相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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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对过剩人口基本上有三种形式：【3/4】
一是流动的过剩人口，
二是潜在的过剩人口，
三是停滞的过剩人口。
经常性的庞大失业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的痼疾。资产阶级政府通过
各种干预措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失业，但是不可能彻底消灭失业。
（五）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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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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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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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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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平均利润的形成和剩余价值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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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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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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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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姐全程班——基础阶段课程考研政治

25·双姐考研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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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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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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A N K S
下 期 再 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