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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发展和理论基础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形成的历史背景 ① 资本主义基本生产关系确立； ② 无产

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2、马克思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① 资本主义古典经济学（主要是指英

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② 空想社会主义学说。3、

马克思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现实的两大发现 ① 历史唯物主

义； ② 剩余价值理论。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

础 ① 辩证唯物主义； ② 历史唯物主义。5、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物质资料生产，因为物质资料生产是

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6、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生产关

系 研究生产关系必须研究生产力，或者说是在研究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只有这样

才能正确认识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原因和依据，才能正确判

断某种生产关系是否优越，才能科学地揭示经济发展的规律

性。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 是揭示客观经济规律

。 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一样，具有客观性： ① 经济规律是在

一定的客观经济条件基础上产生的，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

转移的； ② 经济规律的作用是客观的，无论人们对它认识或

不认识，它都会按照自己的要求发挥作用。 人们在经济规律

面前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 ① 人们可以认识和利用经济规

律，按经济规律的要求办事； ② 人们可以研究各种经济条件

下经济规律的作用，结合现存的经济条件，选择和利用经济



规律对自己有利的实现形式。 经济规律也有不同于自然规律

的特点： ① 绝大多数经济规律只在一定的社会历史阶段发生

作用，而自然规律大多是长久不变的； ② 经济规律发生作用

，离不开人们的社会经济活动，而自然规律可以离开人们的

活动而独立存在和发生作用； ③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表

现为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人们认识和利用经济规律都

有阶级背景，总会直接和一定阶级、社会集团的利益相联系

。第二章 商品和货币一、商品 1、商品的二因素及其相互关

系 商品的二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商品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

统一体： ①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就

没有价值； ② 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不成其为商品。 商品

二因素的矛盾性：对于一个商品生产者或购买者来说，他不

可能同时占有商品的使用价值，又实现商品的价值，两者只

能占其一。这种矛盾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解决。 2、生产商品

的劳动二重性 ① 具体劳动同自然物质相结合而成为使用价值

的源泉； ② 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唯一源泉。 3、马克思的

商品价值理论 ① 价值量的决定（指同种商品的价值量）：内

在尺度是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② 价值量的变化（价值量和劳动生产率

的关系）：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

反比，而同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比； ③ 价值

量的比较（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关系）：复杂劳动是倍加

的简单劳动； ④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

劳动的矛盾。二、货币 1、价值形式（价值的表现形式）发

展的四阶段：简单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

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 2、等价形式的商品用使用价



值表现价值，抽象劳动表现具体劳动，私人劳动表现社会劳

动。 3、尊重和利用价值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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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