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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一节 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第一节  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     （劳动价值论-资本主义经济-扬弃了国民经济学得出的结论）

第二节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剩余价值论-资本主义经济-马克思原创的伟大发现）

第三节  资本主义上层建筑        （资本主义的政治和文化）（上层建筑）

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     （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初级阶段）（马恩观点）        【第四章】

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发展高级阶段）       （列宁观点）        【第五章】

一、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

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四、深刻认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价值

（二）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三）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四）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

（二）在当代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一）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价值规律及其作用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一、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一）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过程，与商品经济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商品经济的发展经历了简单商品

经济与发达商品经济两个阶段。

1.自然经济

2.商品经济

3.关系

即自给自足经济，指生产的目的是直接满足生产者个人或经济单位的需要而不是交换的经济形式。

在自然经济条件下，所有劳动者完成劳动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吃穿住用的需求，而不是为了交换/买卖

自然经济是同社会生产力水平低和社会分工不发达相适应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原始社会、奴隶社

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都很低，社会分工极不发达，因此自然经济是这些社会形态的基本经济形式。

含义

阶段

条件

是以交换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经济形式，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

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简单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

（此时是没有雇佣和剥削的。例子：卖烤冷面的/小裁缝）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达商品经济）：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是商品经济的高

级或发达形态。

（拥有生产资料的人不想劳动，没有生产资料的人想劳动——雇佣——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就会

依据所私有的生产资料来实现对没有生产资料的人的剥削——这种剥削的秘密就是剩余价值的

占有）

商品经济得以产生的两个社会历史条件：

社会分工的存在。所谓社会分工，是指社会劳动划分和独立化为不同部门和行业。随着社会分工

的产生和发展，形成了专门生产各种不同产品的生产者和经济单位。各行各业的生产者为了满足

自身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多种需要，就要求互通有无，以取得对方产品作为生产资料或者消费资

料，因而产生了相互交换产品的需求。

原著支撑：恩格斯指出：“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

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在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归私人所有，一个人

要想得到别人的产品以满足自己的需要，就只能进行交换。私有者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在彼此

发生经济联系和相互交换产品时，要求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因而劳动产品便必然采取商品的形

式，产品的生产和交换便必然采取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形式，这种形式就是商品经济。

自然经济以使用价值为生产目的；商品经济以交换为生产目的。交换体现了商品经济的本质。

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马克思正是从解剖这个细胞开始，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通过揭示商品经济的基本规

律即价值规律，为揭开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奠定了科学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