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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_E7_A0_94_c73_114698.htm 第二章 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

行的一般原理 一、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一般考选择题） （

一）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１。经济制度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

关系总和， 经济体制则是对其各个阶段矛盾本质的规定；经

济体制是经济制度的具体形式。 ２。经济体制体现着经济制

度，经济制度存在于经济体制之中。 （二）政治经济学研究

生产关系既要研究反映生产关系本质的经济制度，又要研究

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经济体制。 因为同样的经济体制可以反

映不同的经济制度，而同样的经济制度也可以采用不相同的

经济体制。 二、社会经济的两种基本形态（一般考选择题） 

（一）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１。自然经济：与较

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形式，是以自给自足

为特征的经济形式。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本身的需要，而不是

为了交换。 ２。商品经济产生的条件：社会分工、生产资料

和产品归不同的所有者所有。 （二）商品经济和两个发展阶

段１。 简单商品经济： 即小商品经济， 是以生产资料个体私

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经济。 ２。发达商品经济：即

市场经济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商品经济。 ３。商品经

济和市场经济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三、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

（一般考选择题） （一）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

二重性１。商品的二因素（１）使用价值：物品的有用性，

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 （２）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

类劳动，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反映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



的社会关系。 （３）价值的本质：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换劳动

的关系。 （４）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 （５）使用价值与

价值的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使用价值与价值是商品的内在

矛盾，这一矛盾只能通过交换才能解决；通过交换，其内在

矛盾就外化为商品与货币的矛盾。 （６）商品是使用价值和

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２。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１）交换

价值：商品是用来交换的，不仅具有使用价值，而且具有交

换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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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

：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容，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３

。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１）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

是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具体劳动具有质

的差别。具体劳动虽然创造使用价值，但不是使用价值的惟

一源泉。具体劳动与自然物质共同构成使用价值的源泉。 （

２）抽象劳动创造商品的价值，它是商品生产社会中特有的

范畴。抽象劳动作为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没有质的差别

，只有量的差别。 （３）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关系。 ①生

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不是指两种劳动， 也不是指两次劳动

，而是指同一劳动的两个不同方面。 ②生产商品的劳动既是

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过程，又是抽象劳动形成价值的过

程。 ③具体劳动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 是劳动的一般属性；

抽象劳动反映的是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是劳动的社会属

性。 ④各种具体劳动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在量上是无法比较

的， 抽象劳动在性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在量上可以相互比较

。 （４）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与商品二因素的关系。 ①生

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了商品具有二因素。 ②具体劳动生



产商品使用价值，抽象劳动生产商品价值。 ③劳动二重性学

说是马克思创立的，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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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