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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8B_E6_80_9D_E4_c73_114800.htm I、选择题 1、劳动过

程三要素： (1)劳动者的劳动。 (2)劳动对象。 (3)劳动资料 上

述三要素中，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总和叫做生产资料。 2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的四个环节及其相互关系：人类社会的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通常包括四个环节，即生产(直接的生产过

程)、分配、交换、消费。 四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

互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概括为以下两个方面： (1)生产

决定分配、交换、消费。(2)分配、交换、消费对生产有反作

用。 3、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关系。它要在生产力

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对立统一中来研究

生产关系。研究生产关系包括研究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 4、

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 经济制度是一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

关系的总和。 经济体制则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特定的生产

关系的具体形式和运行方式。 5、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研究任务：揭示客观经济规律。 6、关于经济规律： 经济规

律是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体

现着经济过程的必然趋势。 任何经济规律都是客观的。经济

规律的这种客观性是由两方面因素决定的： (1)任何经济规律

，其产生、发挥作用、发生变化所依赖的条件都是客观的。

(2)任何经济规律，都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经济规律都

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但是面对经济规

律，人们在尊重经济规律客观性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充分发

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这种主观能动作用表现在人们可以发



现和认识经济规律、自觉地利用经济规律。在阶级社会里，

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都是有阶级背景的。 根据经济规律作用

的经济条件不同，经济规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在所有

社会形态 下都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规律、在某些社会形态下共

同存在和发挥作用的规律、某一个社会形态所独有的规律。

7、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自然经济与商品

经济。 8、商品经济的产生必须具备两个重要条件。第一个

条件是社会分工。另外一个条件或称决定性的一个条件是生

产资料和产品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9、商品经济的两个发展

阶段 ：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 10、市场机制：是指以价

格、供求、竞争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为基础的经济运

行和调节系统。 11.资本总公式：GWG’。 12.资本流通与一

般商品流通的区别： 一般商品流通的形式是W(商品)G(货

币)W(商品)；而资本流通的形式是G(货币)W(商品)G’(更多

的货币)。这两个流通公式在买和卖的顺序、流通的媒介、流

通的起点和终点、流通的目的等方面都有本质的区别，它们

体现的生产关系也完全不同。 13.资本总公式的矛盾：从形式

上看，资本总公式是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按照价值规律等

价交换的要求，流通中不可能增殖价值。但资本在运动中却

发生了价值增殖，带来剩余价值。等价交换和价值增殖就是

资本总公式的矛盾。 14、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的条件：剩余

价值不能从流通中产生，而又不能离开流通产生。 15、货币

转化资本的前提条件或关键：劳动力成为商品。 16、劳动力

成为商品的重要条件： 1.人身自由。 2.一无所有。 17、劳动

力商品的特点 ： 1.劳动力商品价值上的特点 (1)劳动力商品的

价值可以转化为劳动者本人及其家属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的价



值，以及劳动者需要的教育和训练费用。 (2)劳动力价值的决

定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2.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上的特

点 劳动力商品使用价值上的特点就在于它是价值的源泉，而

且是能够创造出比它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的源泉。 18、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具有二重性：从一方面来看，它是生产使用价

值的劳动过程；从另一方面来看，它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

增殖。 19、资本的本质：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在物的外壳掩盖下的一种社会生产

关系；资本是一种运动。 20、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及

其意义 不变资本是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可变资本是

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资本。 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意义

：(1)进一步揭露了剩余价值的来源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

(2)为准确计算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根据。 (3)

为理解资本有机构成、平均利润等理论奠定了基础。 21、剩

余价值率：剩余价值率(用m’表示)即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

比率，用公式表示就是m’=m/v。它直接反映了资本家对工

人的剥削程度。剩余价值率也可以用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

动时间的比率来表示。 22、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劳动力的

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23、商

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1)商业资本的运 动公式是GWG’。 (2)商

业资本的职能是商品资本的职能，即通过商品的销售，实现

剩余价值。 (3)商业资本的作用：有利于缩短流通时间，节约

流通费用，减少流通中资本的数量，增加直接用于生产的资

本数量，从而有助于增加剩余价值生产，提高利润率。 (4)商

业利润商业利润是商业资本家从事商品买卖所获得的利润。

它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5)商业利润的来源和水平 商业利



润的真正来源，是产业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的一部分。商业利润的数量相当于平均利润。 24、借贷资本

和利息 （1）借贷资本的特点：①借贷资本是一种作为商品

的资本，或者说是一种资本商品。②借贷资本是和职能资本

相对立的所有权资本，即财产资本。它的存在，使资本的所

有权和使用权发生了分离。 (2)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G-G’

。 25、影响利息率的因素： ①利息率的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润

率。②利息率的最低界限是零。③利息率的高低变化取决于

资本市场上借贷关系。供大于求，利息率下降；反之，利息

率就上涨。 ④社会习惯和法律规定等因素对利息率也有一定

的影响。 26、银行的职能：一是充当借贷中介；二是充当支

付中介。 27、银行利润：银行资本家投资办银行，目的也是

为了取得利润，而且相对于自有资本来讲，也要取得平均利

润。银行利润由贷款利息(高)和存款利息(低)的差额减去银行

业务费用构成。银行利润来源于借款的工商业资本家的利息

，所以也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28、股票价格：股票价格

是股息收入的资本化。股票价格=预期股息收入/银行利息率

。在现实生活中，股票价格往往还要受到国际国内经济、政

治、军事、社会、心理、人为投机等因素的影响。因而股票

价格是不断上下波动的。 29、土地价格：土地价格是地租收

入的资本化。土地价格的计算公式是：土地价格= 地租/利息

率。 30、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和垄

断资本主义。 31、垄断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和实质：垄断

。 32.垄断的形成过程：垄断的形成经历了两个步骤，第一步

是自由竞争导致生产和资本集中，第二步是生产和资本集中

发展到一定程度导致了垄断的产生。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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