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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和研究对象 1.考生在学习时应重点把

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来源、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

系、经济规律及其客观性等问题，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

生产资料、生产方式、经济规律等一些基本概念。并注意区

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古典政治经济学）和

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物质资料的生产过程）和研究对象

（社会生产关系）。 2.难点在于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政治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这里要注意三点：第一，要

准确理解生产关系的内涵和层次性；第二，要从生产力和生

产关系的辩证统一中研究生产关系；第三，生产关系本质上

是人们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这就决定了政治经济学是一门

具有阶级性的学科。 另一个问题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根本任

务是揭示经济规律。这里也要注意三点：第一，要正确理解

经济规律的含义及其客观性质；第二，要了解经济规律区别

于自然规律的特殊性；第三，要了解经济规律的类型。这两

个问题贯穿于以下各章的学习过程中。 第二章 商品和货币 1.

考查的知识点主要集中在：商品及商品经济的产生，商品的

二因素，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价值量的决定及其与劳动

生产率的关系，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货币的起源和本

质，价值规律的内容、表现形式及其作用，商品经济与市场



经济的相互关系。 2.本章的难点是如何理解与把握价值这一

核心概念及由这一概念展开的一系列相关内容。综观本章可

以发现，其所有内容都是紧紧围绕价值这一概念展开的：第

一节分析了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价值的量是如何决定和衡量

的？而商品价值无论是其质还是其量，都隐藏在商品内部，

必须借助于某种外在的东西将其间接地表现出来，这就是价

值的表现形式价值形式的发展问题，而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

也就是货币的产生过程，于是第二节阐述了货币的起源、本

质和职能等内容。第三节则对价值规律的内容、表现形式、

作用等进行了阐述。所以，第二章的基本内容可以简要概括

为价值的质、价值的量、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规律四个部

分，而贯穿第二章始终的核心概念就是价值。 此外，商品价

值量的决定也是学习中的一个难点，考生也要注意对这一问

题的理解。在考察商品价值量时，不仅要区分个别劳动时间

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必须区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商

品价值量的变化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和劳动生产率

成反比。 3.本章可以联系实际的原理比较多，比如货币的职

能、货币流通规律、价值规律的基本内容和作用等。应该指

出，商品、货币的一般原理和规律性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

是完全适用的。因此，考生在学习这一章时，应学会运用这

些基本原理去分析和认识我国目前经济建设领域出现的实际

问题。比如如何认识货币流通规律、价值规律等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作用及其具体体现等等。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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