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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

3.超额剩余价值

4.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

是指企业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差额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自动化是资本家获取高额剩余价值的手段，而雇佣工人的剩余劳

动仍然是这种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因为生产自动化是机器——是不变资本，不能带来价值增殖，所以生产自动化并不是剩

余价值的源泉。

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仍旧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例子：全社会生产一瓶矿泉水需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2小时，假定矿泉水的社会价值=2元

企业a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使该企业生产矿泉水的时间缩短为1小时，那么矿泉水的个别价值=1 元，仍旧

按照2元的社会价值卖矿泉水，所以a企业每卖一瓶矿泉水，就会比其他企业多赚1元，多赚的差额就是超额剩

余价值

每一个企业都希望自己获得超额剩余价值。那么，每一个企业都会想尽办法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接下来，

社会劳动生产率就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全

社会将普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因此，得出：超额剩余价值是原因，相对剩余价值时结果

（三）资本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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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就是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两极分化的原因

揭示了资本主义失业现象的本质

深刻地阐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

原著支撑：“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

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

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后，如果将其全部用于消费，则生产就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重复进行，这叫资本

主义简单再生产。

资本主义简单再生产是物质资料再生产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第2天让工人继续蒸馒头和=芝士小蛋糕再雇佣工人 b，给其 100 元工资。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点是扩大再生产。资本家将获得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使生产在扩大的

规模上重复进行，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大再生产。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因为谁去劳动呢？……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

他们拥有任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产起来的那种环境，那

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

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

困是明智的，但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垂头丧气，或者

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做慢不逊，好逸恶劳……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

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资本论》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马克思引用贝·曼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 年伦敦。

资本积果的源泉：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使资本家越来越富有，穷人越来越贫穷

资本积累使资本家富有——资本家富有后，希望更加富有，赚得超额剩余价值——用金钱来更新机器，提

高个别劳动生产率-造成工人失业——劳动力供过于求——劳动力工资下跌——工人越来越贫穷

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

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

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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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不断利用无偿占有的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来扩大自己的资本规模，进一步扩大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

和统治。资本家利用从工人身上赚得的剩余价值来加大对工人的剥削

剩余价值

对工人的剥削程度 劳动生产率的高低

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 资本家垫付资本的大小

资本技术构成：资本家投入到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从自然形式上看，总是由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构成的。这种由生产的技术水平所决定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叫作资本的技术构成。

资本技术构成与技术革新有关，是生产资料的量 : 劳动力的量
1

资本价值构成：从价值形式上看，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这两部分资本价值之间的比例，叫作资

本的价值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与技术革新无关，是购买生产资料的钱（不变资本）:购买劳动力的钱（可变资本）
2

资本有机构成：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作资本有机构成（c：v）。

资本有机构成与技术革新有关，是购买生产资料的钱 : 购买劳动力的钱=c : v

资本有机构成的结果——呈现提高的趋势
3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相对量减少，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地减少，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

批工人失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因为技术革新-购买了新的机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新的机器应用就造成不再需要原来

那么多的劳动力——造成工人失业——造成可变资本减少——形成相对过剩人口

定义

形式 流动的过剩人口 潜在的过剩人口 停滞的过剩人口

经常性的庞大失业人口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痼疾。

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胜利。

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性，其表现是：

1）生产资料的使用社会化，生产过程成为许多人协同进行的社会化的大生产；=无产阶级都需要

生产劳动获取生存来源=生产社会化

2）各个企业、各个部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强；

3）社会分工不断扩大，生产的范围从一个企业扩展到一个国家，甚至扩展到全球，整个社会的经

济活动密切地联结成一个整体。

资本越来越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生产资料却越来越集中到越来越少的资本家手中

1）生产完全服从于资本家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按照资本家个人的意愿来进行；

2）生产出来的产品完全由资本家所占有，并按照他们的私利来进行交换和分配。

这样，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便产生了深刻的矛盾。随着资本积累的不

断增长，这种矛盾日益加剧，资本主义最终会被新的、更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会形态所

取代。

劳动力供给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求形成的过剩人口。

资本积累造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只能通过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方式推翻资本主义制

度，进入到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所以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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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本的循环周转与再生产 ——从这个主题开始，由生产领域过渡到流通领域

资本作为一种能够增殖的价值，不仅在生产过程内运动，而且也在流通过程内运动，要深刻认识资本价值增殖的秘密，还必须考察资

本的流通。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流通过程中，首先详尽地分析了个别资本的运动，即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过程，揭示了资本循环周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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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资本循环的阶段与职能

2.产业资本运动，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条件

3.资本周转及其速度

4.影响资本周转快慢的关键因素

5.社会再生产的核心问题

6.社会总产品的内涵

7.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的条件

购买阶段：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购买阶段。它属于商品的流通过程。（产业资本执行的是货币

资本的职能）

生产阶段：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按比例结合在一起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生

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生产物质财富并使生产资本得以增殖。（产业资本执行的是生产资本的职

能）

售卖阶段：即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阶段。（产业资本执行的是商品资本的职能，通过商品

售卖不仅要实现商品的价值，还要实现剩余价值。）

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必须在空间上同时并存，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必须

按照一定比例同时存在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中。

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必须在时间上继起，也就是说，产业资本循环中三

种职能形式的转化必须保持时间上的依次连续性。

资本是在运动中增殖的，资本周而复始、不断反复地循环，就叫资本的周转。

资本周转时间

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

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是社会总产品卖出去的问题)

在价值形态上

在物质形态上划分
第Ⅰ部类：由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构成，其产品进入生产领域。

第Ⅱ部类：由生产消费资料的部门构成，其产品进入生活消费领域。

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要求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同时还要求实际生产

过程中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得到实物的替换，否则社会再生产就会停顿，人类社会

的生存和发展就会受到威胁。所以，使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得到补偿，在实物上得到替换，

以使社会再生产顺利进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社会总产品在实物上得到替换，在价值上实现补偿，客观上就要求两大部类内部各个产业部

门之间和两大部类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既要保证简

单再生产的实现，更要保证扩大再生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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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保证两大部类扩大生

产规模后对追加生产资料的需求。

消费资料的生产则既要满足两大部类劳动者的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也要满足扩大生产规模

后对追加消费资料的需求。

上述比例不只是总量上的比例，还是结构上的比例。只有两大部类的生产不仅在规模上而且

在结构上保持一定的比例，社会总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替换才能正常实现，社会再生产才

能顺利进行。

社会总价值W=c+v+m

c（包括在产品中的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

v（凝结在产品中的由工人必要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

m（凝结在产品中的由工人在剩余劳动时间里创造的价值）

社会总产品的实现，要先实现价值补偿，再实现实物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