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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产生

1.生产资料所有制

2.所有制与所有权的关系

3.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本质

经济意义上的所有制

法律意义上的所有制 所有权，是一种排他性权利，强制地规定了人们在经济生活中对占有物行使

权利的界限。

是指事实上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归谁支配，并凭借这种所有和支配实现生产

和获得剩余产品（利润或超额利润），生产资料所有制性质决定生产关系的

性质。

指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法律形态。法律意义上的所有制——就是所有权

所有制是所有权的基础。

所有制决定所有权，所有权是所有制的法律形态。

资本主义所有制是雇佣劳动赖以存在的基础，是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体现。

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在等价交换原则的掩盖下，雇佣工人从事劳动，无偿占有雇佣工

人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不同的剥削制度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不同：

在奴隶社会，奴隶主占有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并完全占有奴隶的人身及其劳动成果，奴隶

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以剥削者对被剥削者的完全人身占有为基础的。

在封建社会，封建主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即土地，而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封建主，封

建主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农民与土地的结合是以农民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为条件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经过资本原始积累过程，资本主义所有制得以确立。资本家拥有生产资料

的所有权，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为了维持生存，劳动者不得不通过将劳动力出卖给资

本家来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变成雇佣劳动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生

产资料和货币采取了资本的形式，资本家不但拥有生产资料的所有权，而且拥有对雇佣劳动

者的支配权，并凭借这种所有权和支配权实现对全部劳动产品的占有和支配，从而无偿占有

雇佣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资本主义所有制决定的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关

系，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与以往的剥削制度不同，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不

是完全占有，也不是人身依附，而是基于劳动者人身自由基础上的“平等”关系，剥削带有

一定的隐蔽性。

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决定社会性质/制度

生产资料归奴隶主所有——奴隶社会

生产资料归地主所有——封建社会

生产资料归资本家所有——资本主义社会

生产资料归人民群众所有——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中的最重要的构成——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可以区分社会性质/社会制度

（一）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演进和更替

（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三）资本的原始积累 （第一桶金）     ≠资本积累（正常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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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1.货币≠资本

2.资本总公式

与商品交换原

则的矛盾

资本首先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但货币本身并不就是资本。

形式上的区别

这个公式表明商品流通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

资本总公式——“G-W-G'”：W代表商品，G代表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货币，而是作

为资本的货币，G'代表的是价值增殖后的货币。（为卖而买）

这个公式表明资本运动的一般目的是价值增殖。

商品流通公式——“W-G-W”：W代表商品，G代表流通中的货币。（为买而卖）

问题描述：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交换遵循等价交换原则，交换领域不能创造新价值，但资本总公式却表明，资本

在流通中创造了新价值。如何理解这个矛盾呢？

（那些试图把商品流通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的人，大多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弄混了、混淆了。例如，孔

狄亚克）

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而不是商品流通

劳动成为商品=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来买卖=雇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就出现了

货币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手里的货币作为资本来进行投资——会实现价值增殖

“商品流通是资本的起点。商品生产和发达的商品流通，即贸易，是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

在 16 世纪揭开了资本的现代生活史”——《资本论》第一卷 P171 人民出版社

“资本在历史上起初到处是以货币形式，作为货币财产，作为商人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与地产相对立。”——

《资本论》第一卷 P171 人民出版社

货币是资本的最初的表现形式。

所以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个体劳动，此时只是完成商品流通，这个时候货币就是货

币，不是资本。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就发展到发达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时期，特征是生产资料私有制+雇佣劳动，这个

时候就不能只通过商品流通来解决基本矛盾，而是通过资本来实现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剥削，此时资本家手

里的货币不再是简单的货币，而变成了资本。

这个流通公式中：W-G(卖)；G-W(买)。举例子：第一个W是谷子，第二个W是衣服

在这一循环中，始极是一种商品，终极是另一种商品，后者退出流通，转入消费。因

此，这一循环的最终目的是消费，是满足需要，总之，是使用价值。

所以，在这个阶段，货币就是货币，而不是资本。

这个资本总公式中：G-W（买）；W-G'（卖）

G'= G+ΔG（原预付额+增殖额），这个增殖额就是剩余价值(surplus value)——可

见，原预付价值不仅在流通中保存下来，而且在流通中改变了自己的价值量，加上了

一个剩余价值，或者说增殖了。正是这种运动使货币转化为资本。

在这一循环中，是从货币一极出发，最后又返回同一极。因此，这一循环的动机和决

定目的是交换价值本身。

“作为货币的货币和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区别，首先只是在于它们具有不同的流通形

式。”——《资本论》第一卷 p172 人民出版社

剩余价值不能在流通领域产生，但也不能离开流通领域。

第一，剩余价值不能在流通领域产生。在资本总公式货币—商品—货币（G—W—G'）中，剩余价值表现为流

通的结果，但是，剩余价值是不可能从流通领域产生的。在商品流通中，无论是等价交换还是不等价交换，都

不能产生剩余价值。如果是等价交换，一定量的价值体现在不同的商品上，但价值量是既定的，没有发生变

化；如果是不等价交换，即低于价值购买或高于价值出卖，似乎可以得到更多的价值。但是，由于商品生产者

不断变换买者和卖者的身份，他作为买者时多得的，在作为卖者时又会损失掉。即使某些商品生产者在交换过

程中始终能够贱买贵卖，从流通中获得更多的价值，这也不能说明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这是因为，他多得到

的，正是别人失去的，流通中的价值总量没有增加。因此，流通领域不创造价值，更不产生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不能在流通领域产生，只能在生产领域产生，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在流通中，通过贱买贵

卖所赚的钱，就是另一个资本家损失的钱。

第二，剩余价值也不能离开流通领域。如果离开流通过程，即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贮藏起来，不同其他商品所有

者发生联系，那么价值和剩余价值既无从产生，也无法实现。由此可见，剩余价值不能在流通领域产生，但也

不能离开流通领域，资本家必须以流通过程为媒介，购买到劳动力这种特殊的商品，才能产生剩余价值。——

《政治经济学》第13版 宋涛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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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基本条件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一种剥削制度。

1.资本主义经济制

度产生的前提条件

2.劳动力与劳动

3.劳动力成为商品，

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

4.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意义

劳动力成为商品=买卖劳动力=雇佣=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产生的前提条件

劳动力：是指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脑力和体力的总和。

劳动：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

劳动者在法律上是自由人，能够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来支配；=法律上是自由人

劳动者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生活资料来源，因而不得不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自由得一无所有

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简单商品生产发展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新阶段。

在这一阶段，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形式上是“自由”“平等”的买卖关系，而实质上是资本家支

配和剥削工人的雇佣劳动关系。

原著支撑：马克思说：“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

里。”——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当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商品越多，工人越贫穷：工人越内卷越凄惨

工人为资本家创造的商品越多——资本家越有钱——资本家就更新机器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赚更多的钱

——造成工人失业——劳动力的供给超过需求——工资降低——工人越贫穷

二、劳动力成为商品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1.货币≠资本

2.资本总公式与商品交换原则的矛盾

资本家给工人的工资，到底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还是劳动呢？——答案是劳动力

例子：资本家a开了一家馒头店，雇佣一名工人b蒸馒头，规定b每天工作8小时，每天给工人 100 元工资。

     必要劳动  ＋   剩余劳动

       2 小时    ＋     6 小时

       100元     +     300元=400元

资本家a给了b100 元，b却生产了400 元，价值增殖了300元=剩余价值，全部由工人b的剩余劳动创造出来

所以资本家a给工人的工资，购买的是工人的劳动力，而不是工人的全部劳动

这个例子也就说明了马克思《手稿》异化劳动：

1、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生产的所有产品都异化给了资本家——造成劳动者的痛苦——劳动

带来的不是自由和快乐

2、劳动者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者每天工作的过程（8 小时）都异化给了资本家——造成劳动者全部劳

动过程受资本家监督——劳动带来的不是自由和快乐

3、劳动者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在以上两个异化的基础之上，劳动对于劳动者来说，仅仅是获得生存的手

段，（这样就把人降低到与动物相同的水平上），而人的类本质，不是简单的生存，而是生活

4、人与人的异化

（二）劳动力商品的特点与货币转化为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