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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114905.htm 题目：分析价值规律作为商品经

济的基本规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其作用形成

的变化。 提示： 本题的内容涵盖了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

下作用的基本原理，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垄

断阶段作用形式的变化等内容，因此，对该问题的理解和解

答需要有较宽广的视野，要学会把资本主义发展两大阶段中

发生的变化结合起来思考。 相关材料：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

的基本规律 1.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商品的价值量由

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依据商品价值

实行等价交换。这表明价值规律的内容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

方面：一是价值决定的要求，即商品价值量不是由个别劳动

时间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

只承认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社会价值；二是价值实现

的要求，即商品交换要以价值量为依据，实行等价交换。可

见，价值规律既调节商品生产又调节商品交换，它是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 2.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价

值规律要求等价交换，但在现实的交换活动中价格与价值常

常不一致。商品的市场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围绕其价值上

下波动。市场价格的这种波动或与价值的偏离，并不是对价

值规律的否定，而恰好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这是因

为：第一，价格的偏离始终以价值为基础，即价格围绕价值

这个轴心上下波动，波动的幅度要受价值的制约。第二，从

较长时间来看，价格始终围绕价值这个中心波动，价格总额



与价值总额是相等的。因此，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并不是

对价值规律的否定，相反，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

。 3.价值规律的主要作用。 第一，自发地调节生产资料和劳

动在社会生产和再生产各部门之间的按比例分配，从而调节

社会资源的配置。任何社会形态，都存在着按比例合理分配

资源和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资源的配置

作用是通过价格波动和市场竞争实现的。价值规律通过供求

关系和市场竞争的强制力量，使商品生产者在利益驱使下开

展经济活动，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指挥着社会资源按比

例配置，客观上实现了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大体平衡。 第

二，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价值规律的这一作用是通过由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来实现的。为了在竞争中争取到

优势地位和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商品生产者必须千方百计

改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所有商品生产者都这样做的结

果，就会促进整个社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 第

三，引起和促进商品生产者的优胜劣汰，促进社会整体经济

效益提高。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不承认商品生产者

在生产条件、经营管理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别，要求以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为基础进行交换，从而引起

和促进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造成优胜劣汰的结果。 资本

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 1.资本主义经济是发达的商品经济

。商品经济经历了从简单商品经济到发达商品经济的不同发

展阶段。商品经济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经历了奴隶社会、

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漫长的历史发展过

程。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处于从属地位，处于



简单商品经济发展阶段。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商品经济占据了主导地位，商品经济发展到其发达阶段，

即市场经济阶段。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济（市场经济

）是商品经济的两个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经济是高度发达的

商品经济。这一阶段，市场发育程度高，不但有完善的市场

组织、设备齐全的市场设施、明确有效的市场秩序，市场的

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已经发育成包括商品市场和各类生产

要素市场在内完善的市场体系，并随着国际间分工与协作的

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开放的、竞争性的、世界性的市场

。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市场在整个社会经济

生活中占主导地位，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资本主义

经历了两大不同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的发展经历了自由竞

争和垄断两大发展阶段。在自由竞争阶段，资本家以市场价

格为信号进行生产和经营；在垄断阶段，出现了垄断价格以

后，资本集团进行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导向发生了变化。 价值

规律作用在资本主义发展不同阶段的表现形式 1.在资本主义

自由竞争阶段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生产价格形成后，

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生产价格形成前

，商品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生产价格形成后，商品价格

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生产价格与价值有一定程度的背离

，但这种背离以及商品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并不是对

价值规律的否定。相反，它是以价值规律为基础的，因为：

第一，从个别部门来看，资本家所获得的平均利润可能与工

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有量的差异，但从全社会来看，资本家阶

级所占有的全部平均利润之和等于全部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总额。第二，从个别部门来看，价值与生产价格存在着差



异，但从全社会来看，生产价格总额等于价值总量。第三，

生产价格的变动，最终取决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的变化。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商品的价值量

就会降低，生产价格也就会下降。 2.在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价

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

断阶段以后，自由市场经济也发展到现代市场经济，市场经

济运行和发展中的经济规律和经济机制也发生了变化，有了

新的特点。理解这一问题，必须着眼于在自由竞争条件下作

用的经济规律、经济机制，在垄断条件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 3.价值规律的变化。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经

济规律。价值规律存在和发挥作用的经济条件就是商品经济

的存在和发展。只要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价值规律就

必然存在并发挥作用。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价

值规律的实现形式就是价格围绕价值自发地上下波动。货币

产生以后，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价格来表现的；同样，价值规

律的作用也必然通过价格的运动来表现。在自由竞争资本主

义阶段，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就是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

下波动，这已经反映了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在垄断资

本主义阶段，垄断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出现了垄断价格。这

时，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就是价格围绕垄断价格上下波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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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