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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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商品的二因素I.

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II.

1.商品含义

2.使用价值

反映人与自然的物质关系，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一切劳动产品所共有的属性，离开

了它商品就不复存在。

使用价值总是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之所以是社会财富就是因为他的有用性）

商品的使用价值不是用来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而是通过交换用来满足他人的、社

会的需要。

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3.交换价值
决定商品交换比例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价值。

4.价值

价值是商品特有的社会属性。

任何有用物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但只有这种有用物品是劳动产品并作为商品时才具有价

值。使用价值不同的商品之所以能按一定比例相交换，就是因为它们都具有价值。商品

的价值在质上是相同的，因而可以相互比较。

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同质的；不同商品的价值是同质不同量的。

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商品交换实际上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商

品的价值在本质上体现了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

5.两者关系

对立性：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相互排斥的，二者不可兼得。

（人是永远不可兼得商品的两种基本属性的，因为二者相互排斥）

统一性：作为商品，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

者，价值寓于使用价值之中。（作为商品必须同时具有商品的的两种基本属性）

是指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有用性。（不同的商品有不同的用处——所以不同的商

品有不同的使用价值——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不同质）

用来交换，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或两种属

性，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商品是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

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

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脑力和体力的耗费。

决定商品的价值的质（本质）的规定性的：是抽象劳动——有抽象劳动就有价值，无抽

象劳动就无价值——例如地皮，因为不蕴含抽象劳动，所以就没有价值，但可以有价

格。

决定商品的价值的量（数量）的规定性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1、我心灵手巧，买了一堆毛线，织了一件毛衣，自己穿——这件毛衣不是商品，因为没

有用于交换

2、我是一个商人，我花了1个亿从商人b手中买了一块地皮——这块地皮不是商品，因

为地皮不是劳动产品

商品同时具有两种基本属性：使用价值和价值——商品的二因素

物品 >劳动产品 > 商品

使用价值决定能否交换；价值决定按什么样的比例进行交换。

问题1：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是否一定有价值？—— 不一定：有使用价值的东西不一定是

劳动产品（例如地皮），地皮就不是劳动产品，而价值的本质由抽象劳动决定，所以地皮

没有价值

问题2：有价值的东西是否一定有使用价值？—— 一定：因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

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因此有价值的东西一定是商品——而商品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

值和价值两种属性——所以一定有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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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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商品的二因素I.

生产商品的劳

动的二重性
II.

商品是劳动产品，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类似于具体的人与抽象的人的关系）

所以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同一种劳动的两种基本属性，而不是两种不同的劳动

1.具体劳动 具体劳动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具体劳动 生产 使用价值】

2.抽象劳动 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抽象劳动 生产价值（价值实体）】

3.劳动二重性

4.两者关系

一方面，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不是各自独立存在的两种劳动或两次劳动，它们在时间上和

空间上是统一的，是商品生产者同一劳动过程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另一方面，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又分别反映劳动的不同属性，具体劳动所反映的是人与自

然的关系，是劳动的自然属性；抽象劳动所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的社会关系，是劳动的社

会属性。

5.劳动二重性

与商品二因素

的关系

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实体。

抽象劳动是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具体劳动是使用价值（也是社会财富）的源泉，

但不是唯一源泉。

劳动二重性理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是指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即有用劳动。

是指撇开一切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即人的体力和脑力耗费。

任何一种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特殊的具体劳动，另一方面又是一般的抽象劳动，

这就是劳动二重性。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也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劳动的二重性决定了商品的二因素。

劳动的自然属性 具体劳动

生产

使用价值 商品的自然属性 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质

劳动的社会属性 抽象劳动 价值 商品的社会属性 不同商品的价值同质不同量

劳动二重性 决定 商品二因素

比较

源泉

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

具体劳动是使用价值的源泉之一，但不是唯一源泉

具体劳动是社会财富的物质承担者

具体劳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之一，但不是唯一源泉

（三）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1.商品的价值 量的规定：回答价值的大小由什么决定和怎样决定

2.商品价值质的决定

3.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4.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5.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6.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因素

7.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

简单劳动：是指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的一般劳动者都能从事的劳动

复杂劳动：是指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术专长的劳动者所从事的劳动。

计量尺度：当复杂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和简单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相交换时，商品的价值量是以简单

劳动为尺度的。复杂劳动等于自乘的或多倍的简单劳动。在相同的劳动时间里，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

大于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条件下，复杂劳动换算为简单劳动，不是商

品生产者自觉计算出来的，而是在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实现的。

复杂劳动换算为简单劳动是自发完成而不是自觉。自发：直观。自觉：能动。

质的规定：回答的是价值的实体是什么——抽象劳动

商品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劳动——抽象劳动决定，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决定商品价值量的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

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①劳动者的平均劳动熟练程度；  ②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及其在生产中的应用程度；

③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            ④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商品的价值量同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密切相关

社会劳动生产率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的价值量成正比

社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的价值量成反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