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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及其表现形式【264字】

价值规律的作用【1157字】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373字】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的作用【646字】

商品拜物教【418字】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757字】

劳动二重性理论成为“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的原因【485字】

在当代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948字】

要素价值论

供求价值论

效用价值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创立的意义【318字】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

客观要求

表现形式：商品的价格围绕商品的价值自发波动

价值规律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作用表现

价值规律在对经济活动进行自发调节时，也会造成一些消极的后果

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比例

自发地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自发地调节社会收入的分配

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阻碍技术进步

导致收入两极分化

含义

辩证统一的同时存在的两种形式的劳动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

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

根源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构成私有制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贯穿发展始终

决定着商品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商品经济的本质及其发展过程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其他一切矛盾的基础

含义

必然性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实践意义

商品二因素+劳动的二重性

价值量的规定性及其变化规律的理论

价值形式的发展和货币的起源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和基本规律

扬弃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为剩余价值理论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揭示了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经济的矛盾，为从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揭示人与人的关系

揭示了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指导意义

英语古典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亚当斯密

认识到了商品二因素，提出了劳动创造价值

大卫李嘉图甚至已经认识到

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是生产商品的实际耗费的劳动量

马克思在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创造价值理论的同时，创立了劳动二重性理论

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对生产性劳动作出新的界定

深化对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在社会生产和价值创造中所起作用的认识

深化对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关系的认识

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

价值分配来解释价值创造

商品价值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混淆价值源泉和影响价格的因素

商品价值由它所提供的效用大小所决定，也就是由使用价值的大小决定

缺陷：没有看到使用价值不具有同质性，因而无法进行量的比较

经济学上的一场深刻革命

立场：无产阶级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

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

私人劳动：具有私人性质的私人劳动，由生产资料私有制所决定

社会劳动：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劳动，由社会分工决定

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存在，每个生产商品者是私有者

都独立地进行商品生产活动，拥有生产出来的劳动产品，自负盈亏

商品生产者的劳动又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进行的

在社会分工的条件下

每个商品生产者在社会分工体系中从事的是某一种商品的生产

彼此交换所生产的商品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私有制商品经济条件下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通过商品的运动、价值的运动、货币的运动

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这使商品生产者认为：商品价值乃至货币似乎是物的自然属性

而这种所谓的物的自然属性又似乎具有超自然神秘性

不能自己掌握自己命运，任凭商品价值货币的摆布

人与人之间一定的社会关系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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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者劳动关系的社会性质只有采取商品之间即物与物之间的交换的形式才能间接的

表现出来

否定劳动时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方法

批判继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

深刻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和剥削的秘密

揭露：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对立和斗争的根源

论证：论证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客观规律

指明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实现共

产主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如何看待价值规律的作用
利用

认识局限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