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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发展的一般趋势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相对过剩人口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的循环周转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

工资

剩余价值的分配

剩余价值理论的意义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一般趋势：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资本的本性所决定的

动机+目的：追求剩余价值

在生产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的条件下，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

必然伴随着资本的积聚和集中，

使个别资本的规模日益增大

自然形式上：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大幅增加

价值形式上：可变资本减少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

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生产资料社会化

各个企业各个部门相互联系，相互依赖，日益加强

社会分工，甚至扩展到全球

生产完全服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

生产出来的产品完全由资本家占有，按照私利进行交换和分配

定义：劳动力供给超过了资本的需要

形式

评价:经常性的庞大的失业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的痼疾

资本循环的阶段与职能

资本循环是资本从一种形式出发，经过一系列形式的变化

又回到原来出发点的运动

产业资本运动的前提条件

资本周转及其速度：资本是在运动中增殖的，必须不断的、周而复始地循环，才能带

来剩余价值

购买阶段

生产阶段

售卖阶段

产业资本的三中职能形式必须在空间上并存

产业资本的三中职能形式必须在时间上继起

影响资本周转快慢的关键因素

资本循环与周转规律作用发挥的条件

经济制度因素的制约

资本运动过程中，空间上并存+时间上继起

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和波动

使得资本连续和高度运动的条件会经常被破坏

社会再生产的内涵

社会总产品的内涵

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态上又叫社会总价值

社会总产品在物质形态上

产品中的生产资料转移的转移价值

凝结在产品中的由工人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

凝结在产品中的由工人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

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

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

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

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单再生产，又要扩大再生产

生产资料的生产既要满足两大部类对所耗费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

扩大规模追加的需求

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满足两大部类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

扩大规模追加的需求

本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表现：“劳动的价格”或者工人的全部劳动报酬

利润与剩余价值的关系

平均利润

平均利润率：剩余价值总量与社会总资本的比率

生产价格：生产成本+平均利润

利润平均化规律

剩余价值生产、积累、流通、分配

揭示了剩余价值的运动规律和作用

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剥削本质+经济根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基石：剩余价值论

唯物史观+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空想变成科学

特殊规律+一般规律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

科学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不断社会化

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剥削雇佣劳动

社会化的生产力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变成高效能的榨取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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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

本质特征：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特征

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所引起的

根本原因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具有周期性：基本矛盾运动的阶段性决定

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

劳动人民的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

单个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

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

危机、萧条、复苏、高涨

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加快资本积累

资本积聚+资本集中，扩大生产规模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劳动力需求减少，失业，人口相对过剩

不是不为社会发展所需要

是不为资本家增值所需要

流动的

潜在的

停滞的

资本周转的时间

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

社会生产是连续不断的进行的，这种连续不断重复的生产就是社会再生产

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

形式：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

剩余价值是利润的本质

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资本主义生产是为了获得利润

部门之间利润率不同，会进行激励竞争

低利润转高利润

导致利润趋于平均化

等量资本瓜分等量利润，瓜分剩余价值

按照平均利润率来计算和获得利润，叫做平均利润

产业资本获得产业利润

商业获得商业利润

银行资本获得银行利润

农业资本获得农业利润

资本积累规模的大小取决于

工人劳动所用预付

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所用资本VS所费资本的差额

预付资本的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