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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5_85_AC_c25_21325.htm 52.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但实践标准又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 53.先有了以交换为

目的的商品生产，才有商品交换。(×) 54.马克思阐明的关于

商品生产的一般原理并不适用于各种商品生产。(×) 55.作为

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在其流通形式上差异不大。(

×) 56.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57.

商品的社会属性和根本特征是劳动。(×) 58.商品包含的劳动

二重性是马克思首先批判地证明了的。(√) 59.在简单商品生

产中有一系列矛盾，其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基本

矛盾。(√) 60.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存在于一切商品经

济中。(×) 61.马克思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应该消灭商品货币

关系。(√) 62.价值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形成商品价值的源泉问

题。(√) 63.时间的节约既是一切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更是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生产的首要经济规律。(√) 64.马克思把

社会再生产分为简单再生产与扩大再生产。(√) 65.剩余价值

产生的关键是货币要变为资本，用资本去购买劳动力。(×)

66.商品生产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 67.马克思第一个发

现了劳动与商品价值之间的联系。(×) 68。商品的价格是以

商品的价值为基础的，价格与价值基本上是保持一致的。(

×) 69.由于商品的供求关系不可能保持绝对平衡，价格经常

与价值不一致。(√) 70.创造财富和商品价值的惟一源泉是劳

动。(×) 71.利润和地租的来源是不同的：利润是资本创造的

，地租是土地创造的。(×) 72.自从货币产生之日起，它的最



基本的职能就是支付和储藏。(×) 73.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惟一

源泉，这里的劳动包括一切生产劳动，是一切体力劳动和脑

力劳动的总和。(√) 74.剩余价值产生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

的剥削制度。(×) 75.剩余价值不能在流通过程中产生，但也

不能离开流通过程产生。(√) 76.社会化的生产是包括生产、

流通、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的社会再生产过程。(×) 77.生产

和消费的关系是互相依赖的关系。但不能说生产的直接就是

消费，消费的直接就是生产。(×) 78.社会化生产的基本要求

就是按比例协调发展。(√) 79.社会化再生产的基本特点是简

单再生产。(√) 80.劳动价值论是创立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

√) 81.商品的社会属性和根本特征是可以交换。(×) 82.劳动

的二重性即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虽然存在于同一劳动过程

，但却是两类独立存在的劳动。(×) 83.在马克思以前，资产

阶级的经济学家们已经证明了商品中包含劳动存在二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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