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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下的一种社会生产关系 资本总是表现为一定的物，如货

币、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等。但这些物本身并不就是资

本。这些物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即为资本家所有、成为资本

家剥削工人的手段时，才成为资本。这里重要的是，要把物

的自然属性同物在一定条件下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开。马克思

说得好：“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

奴隶。纺纱机就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

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因此

，资本虽以物的形式存在，但其本质不是物，而是以物为媒

介的社会生产关系，即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经济关系。 2.相对

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的关系 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

值之间既有区别也有联系。 区别表现在：第一，超额剩余价

值是个别资本家率先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

社会价值的结果，相对剩余价值是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

提高的结果。第二，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资本家得到的，相

对剩余价值是所有资本家都能得到的。第三，超额剩余价值

是各个资本家直接追求的目的，相对剩余价值是各个资本家

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来源：www.examda.com 联系表现

在：第一，超额剩余价值属于相对剩余价值，是相对剩余价

值的特殊形式。第二，相对剩余价值是在各个资本家追求超

额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实现的。各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直接动机是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结果却使资本家普遍获得相



对剩余价值。 3.资本主义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但却

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在表面上看来，资本主义工资好

像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但从本质上说，工资是劳动力的价

值或价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因为劳动力是商品，

而劳动不是商品，根本没有价值或价格。之所以说劳动不是

商品，没有价值，是因为：第一，劳动如果是商品，那么它

在出卖之前就应当存在，并属于工人所有，但实际上，劳动

是在劳动者和资本家的交换关系发生之后才进行的，在交换

之前，劳动根本不存在。第二，劳动如果是商品，就应该有

价值。而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的。这就等于说，

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这是毫无意义的同义语的反复。第

三，劳动如果是商品，有价值，那么等价交换的原则，资本

家就应当付给工人全部劳动报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存

在了。 总之，劳动是劳动力的发挥，劳动不能独立存在，不

能作为商品来买卖。劳动力是人的劳动能力，它附在活着的

人体内，成为某种独立的存在物，可以成为商品，用来买卖

。因此，资本主义工资的实质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但在

资本主义条件下，工资却总是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资

本主义工资总是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因在于资本主

义生产关系本身。因为：第一，资本家与工人之间进行的劳

动力买卖同其他商品买卖一样，也是首先以直观的形式在人

们知觉上表现出来的，购买者给出卖者一定数量的货币，出

卖者给购买者一种与货币不同的商品。由于劳动能力是看不

见的，人们看到的只是工人为资本家劳动，这就必然造成一

种假相，似乎工人出卖的是他的劳动。第二，劳动是工人谋

生的手段，因此，雇佣工人很容易把工资看成是劳动换来的



。第三，资本家往往是在工人劳动之后支付工资的，这种工

资支付方式也使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第四，工资

的实际运动也造成资本家支付的工资是劳动价格的假相。如

工资往往随劳动长短、劳动效率的高低而发生变化，这种变

化也使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来源

：www.examda.com 4.怎样认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贫

困化问题 第一，随着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

必然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一极是资本主义财富的积累，另

一极是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 第二，无产阶级的贫困表现为

两种形式，即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和无产阶级的绝对贫困。

无产阶级的相对贫困是指在资本主义国家国民收入中，无产

阶级收入和资产阶级收入相比所占的比重相对下降。无产阶

级绝对贫困是指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有

时出现绝对恶化。无产阶级绝对贫困的主要表现是：其一，

失业和半失业人口的经常存在；其二，工人实际工资有时出

现下降；其三，大量工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100Test 下载频

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