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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四）价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

1.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 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以及货币形式。

2.货币的产生

3.货币的本质

4.货币的职能

5.货币的作用

一切商品只要转化成货币（＝卖出去＝交换），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就能得到解决，从而使商品的价

值得到实现。所以：

货币的出现，有利于解决商品交换的困难，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货币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商品经济的矛盾，反而有可能使矛盾扩大和加深。

货币的出现为什么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简单商品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体劳动为特征）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与

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唯一的解决方式：交换（卖出去）

而货币的出现，仅能解决商品交换的困难，却不能决定商品能否卖出去，因此货币的出现就不能解决简单商

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达商品经济：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为特征）的基本矛盾：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

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初步解决方法：雇佣——这个矛盾的根本解决方法：革命

而货币的出现，仅能解决商品交换的困难，却不能解决雇佣和革命的问题，因此货币的出现就不能解决资本

主义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所以，马克思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称为“商品的惊险的跳跃”，“这个跳跃如果不成功，摔坏的不是商品，但一

定是商品占有者”。

原著支撑：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商品的价值形式是不断发展演变的。从历史上看，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货币是在长期交换过程中形成的固定充当

一般等价物的商品，是商品经济内在矛盾

发展的产物，货币的本质体现一种社会经

济关系。

价值尺度；衡量该商品的价值到底是多少的职能。例子：商场里的价签。货币在执行价值尺度职能时应用的是

观念上的货币，而不是现实中的货币。是货币两大基本职能的第一个。

货币的产生，使整个商品世界分化为两极：（在货币产生之前，整个世界只有商品一极，但是货币产生之

后，整个世界就分化为两极：一极是货币，一极是商品）

一极是各种各样的具体商品，分别代表不同的使用价值；

一极是货币，只代表商品的价值。

这样就使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发展起来，转化为商品和货币的外在矛盾。

货币的出现就使商品的内在矛盾转化为了外在矛盾

商品的内在矛盾：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

商品的外在矛盾：商品与货币的矛盾

当贵金属金银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时候，货币就出现

纸币：国家发行的，强制使用的价值符号

货币≠纸币【货币：是商品，有价值。纸币：不是商品，没

有价值】

流通手段；货币用来购买商品的交换的职能。例子：商场里结账。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是一手交钱一手

交货的，是没有时间上的延迟的。货币在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时，应用的是现实中的货币，而不是观念上的货

币。但可以是不足值的货币。是货币两大基本职能的第二个。

贮藏手段；货币用来贮藏在金库中以应对风险等职能。货币在执行贮藏手段职能时必须时现实中的货币，而且

必须时足值货币。

支付手段；货币用来支付的职能。货币在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一般有时间的延迟。例子：还钱、还贷款、交

房租、开工资。应用的是现实中的货币。

世界货币。全世界都通行的货币的职能。主要指金银，某些纸币也可以充当世界货币。例如：美元/欧元。

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为了简化商品交换，减少交换的困难——就出现了统一的固定充

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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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商品经济产生的历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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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值规律及其作用

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规律。

1.价值规律的主要内容和客观要求
价值规律贯穿于商品经济的全部过程，它既支配商品生产，又支配商品流通。（规律的内容

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只能认识和利用规律，不能改变创造和消灭规律。）

2.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3.价值规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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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价值规律的消极后果
阻碍技术的进步 导致收入两极分化

5.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如何看待价值规律

的作用

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价值规律的局限性，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更加稳健地运行，更好地服

务于提升综合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坚决防止出现两极分化。

这是因为我国在新时代中特建设时期，社会主要矛盾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以坚决防止出现两极分

化。而是要尽可能快速的实现共同富裕。

6.原著支撑

马克思说：“价格和价值量之间的量的不一致的可能性，或者价格偏离价值量的可能性，已经包含在价格形式本身中。但这并不是

这种形式的缺点，相反地，却使这种形式成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适当形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

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1.价

值尺度】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商品的价格围绕价值自发波动。（从较长时间来看，价格高于价值

的部分和价格低于价值的部分能够相抵，商品的平均价格和价值是

相一致的）

价值规律在市场配置资源过程中的作用表现在：

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价值规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①公有制为主体           私有制为主体。

②按劳分配为主体        按生产要素分配为主体

③宏观调控为人民        宏观调控为资本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要遵循价值规律，当然也要利用好价值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让市场在资源

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建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政府简政放权。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表

现就是绝对的遵循价值规律——优胜劣汰——才能更好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指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比例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然规律强

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就像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强制地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价值量由劳动时间决定是一个隐藏在

商品相对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价值规律的内容之一是商品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资本论》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一篇《商品和货币》第一章《商品》【4.商品的拜物教

性质及其秘密】

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按照等价交换的原则进行。

三、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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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既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劳动，又是具有私人性质的私人劳动。

1.私人劳动

2.社会劳动

3.以私有制为

基础的商品经

济的基本矛盾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商品经济的本质及发展过程（交换是解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的唯

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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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

4.商品拜物教

5.商品拜物教产生的必然性

6.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按照自己的利益和要求进行的，是具有私人性质的私人劳动，由生产资料

私有制决定。

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是具有社会性质的社会劳动，由社会分工决定。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构成私有制基础上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贯穿商品经济发展过程的始终，

决定着商品经济的各种内在矛盾及其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