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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8_88_E6_8C_87_E7_c73_246648.htm 一、问题：“实践作

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还有绝对性和相对性”，--这里的“绝

对性”和“相对性”分别是什么意思？ 答：实践标准的绝对

性和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对立统一的。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对立的。分别为：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是

指： 1、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2、 无限发展着的实

践对人们的一切认识都能作出确定的检验。 实践标准的相对

性是指： 1、实践有历史性、具体性，因而有局限性，不可

能对现有一切认识都作出确定的检验。 2、 在一定条件下，

一定的历史发展水平中，经实践检验证实的真理也只是近似

的正确，还要接受新的实践的检验。 实践标准的绝对性和实

践标准的相对性又是相联系的，表现为： 1、 两者相互依存

，互为存在的前提。 2、 两者相互渗透，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存在于实践标准的相对性之中，无数实践标准的相对性的总

和构成实践标准的绝对性。 3、 实践标准的相对性是向实践

标准的绝对性转化的过程 二、问题： 社会发展规律的特点

是( ) [A]从表现形式看，社会规律主要表现为统计学规律 [B]

从形成机制看，社会规律就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体之间

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 [C]从起作用的方式看，社会规律必不

可少的条件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识的社会活动 [D]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具有客观性 D错在哪？ 答：社会规律形成于

人的实践活动之中，没有人的创造性活动，就没有社会历史

及其发展。自然规律无论人类活动是否参与，都在起作用，



而社会规律存在于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所以不能说“是不

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 问题：什么是自然观，请老师

帮我解释一下什么是自然观还有历史观,辩证法,形而上学 答

：自然观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唯物

主义认为自然界是不依赖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世

界。唯心主义认为自然界是精神或上帝的产物。历史观历史

观又称“社会历史观”。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 观点、总的

看法，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世界观与历史观是相互影响、

相互制约的。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 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

系问题，这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 历史领域的延伸。由于对

历史观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

：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唯物主义历史观是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辩证

法关于对立统一、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指一种

逻辑论证的形式。现在用于包括思维、自然和历史三个领域

中的一种哲学进化的概念，也用来指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一

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关于辩证法，有三大规律，这是黑格尔

在《逻辑学》中首先阐述出来的，恩格斯则将它从《逻辑学

》中总结和提炼出来，从而使辩证法的规律变得更加清晰了

。但这说起来就比较复杂了。考研政治当中的辩证法主要讲

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源、灵魂

和根本理论基础。形而上学取自《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

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用最简单的语言来描述就是：

一是指用孤立、静止、片面、表面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二是

指研究单凭直觉(超经验)来判断事物的哲学。有时也指研究

哲学的本体论。 四、问:在复习当中马哲这部分应该注意什么



问题？ 答:马哲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整个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基础。它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运动、发展的

一般规律的科学，关于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马哲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互为前提，两者统一构成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一般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以辩证唯物主义

世界观为前提，以实践为基础，揭示人的认识的本质和产生

、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揭示人类

社会的本质和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观，即历史唯物论。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简言之，是以科学实践观为基础，包

括历史观在内的辩证唯物主义。 哲学的一般特点是高度的抽

象性和普遍性，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联系实际的范围

极其广泛，自然、社会、思维现象都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哲学

原理进行分折，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的重

大问题、社会热点、现代科技成果、特定社会背景中提出的

问题、哲学史上的名言名句、成语典故以及日常生活现象，

都可以从哲学角度进行分析，成为考研哲学命题的内容。哲

学上存在许多理论界限，总的来说，是要求划清唯物论和唯

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切旧哲学的

原则界限，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在理论上的重要要

求，也是考研哲学命题的重要内容。 五、问：商业利润的源

泉是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商业利润要靠商业雇员的劳

动来实现。我的问题是：商业雇员的劳动不创造剩余价值吗? 

答：商业雇员的劳动只是一种单纯的商品买卖活动，它是不

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所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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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理解:一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观点：创造财富的一定是物

质生产部门，简单说，一辆价值8000元的摩托车最终消费者

为其支付了20000元，在买卖过程当中，这辆摩托车并没有发

生新的价值增殖，商人多获得的12000元正是消费者所失去的

，社会总财富没有增加。 此外，要注意，商业属于流通领域

，在流通领域中，有一部分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是生产性流

通费用，比如：包装、保管、运输，这些是要计入产品的新

价值中去。 六、问：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与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本，这两对概念有什么区别？ 答：第一、划分的标准和依

据不同。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依据是生产资本的不同

部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

本的依据是生产资本的不同部分在价值转移和价值周转方式

上的不同。 清楚了划分标准，就容易判断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认为劳动力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所以剩余价值

生产中起关键作用的是可变资本，是它(劳动力)使得价值发

生增值。而流动资本是一次性投入生产，并且一次全部收回

其价值，比如原材料、劳动力、燃料等，而固定资本是逐渐

转移，逐渐收回的，比如机器、厂房、设备等。 第二、划分

的内容不同。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包括全部生产资料，可变

资本的实物形式是劳动力；而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只包括生

产资料中的劳动资料，流动资本的实物形式既包括生产资料

中的劳动对象，也包括劳动力。这就是说，固定资本是不变

资本的一部分，可变资本则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 第三、划

分的目的和意义不同。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

为了揭示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并据此进一步分析资本家对

工人的剥削程度；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则是为了揭



示它们对资本周转速度的影响，并进而揭示资本周转速度对

于预付资本量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七、问：全社会的劳

动生产率水平为每个工人生产10公斤棉纱，每公斤价格10元

，其中包括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60元，工人每天工资20元。

某资本家采用先进管理方法和较好的设备，使每个工人每天

能纺纱15公斤，则他所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是 (20元) 计算是

：平均剩余价值：10*10-60-20=20 资本家获得的剩余价值

：15*10-60*15/10-20=40 超额剩余价值：40-20=20 这里的资本

家获得的剩余价值的计算方法看不懂，请老师给解释解释。 

答：资本家的总收入为10*10＝100元，我们扣除C60元，V20

元，剩余价值为20元，这里我们可以计算出纺纱所用的棉花

每公斤是6元。当每个工人每天纺15公斤纱时，资本家总收入

为150元，扣除C90元，V20元，资本家所获得的剩余价值为40

元，超额剩余价值是个别资本家率先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

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的结果，我们所计算的是超出平均

水平下的剩余价值的部分，所以是40减去20元，20元是体现

他率先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结果。 八、问：社会资本扩大在生

产，除了前提条件还需那些条件。 答：资本家是否把剩余价

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是区分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

产和简单再生产的标准。 一、前提条件来判断是否能够进行

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①Ⅰ(v m)＞Ⅱc 第一部类的可变

资本价值与剩余价值之和，必须大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价

值。 二、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①第一部类原

有可变资本的价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本部类资本家用

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三者之和，等于第二部类原有的不变

资本价值与追加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用公式来表示：Ⅰ(v 



Δv mx)=Ⅱ(c Δc)。②第一部类全部产品的价值，等于两大

部类用来补偿不变资本价值和追加不变资本价值之和，用公

式表示为：Ⅰ(c v m)=Ⅰ(c Δc) Ⅱ(c Δc)。③第二部类全部产

品的价值，等于两大部类用来补偿已经消费掉的可变资本价

值、追加的可变资本价值和资本家用于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

之和，用公式表示为：Ⅱ(c v m)=Ⅰ(v Δv mx) Ⅱ(v Δv mx)。

在这三个实现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基本条件，它集中反映

了两大部类之间互为市场、互相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第

二和第三个条件则是由第一个条件派生而来的。(再次紧急提

醒：不可以只看纲要式的考研参考书，一定要结合课本去复

习，课本指以前作为公共课时 九、问：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与

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区别在于是否承认 A. 世界的可知性 B. 客观

事物是认识的对象 C. 认识起源于经验 D. 社会实践是认识的

基础 E. 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 答：BD。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

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反映论，它坚持认识论的唯物主义认

识路线，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客观事物是认识的

对象，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观念”(马克思

语)，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能动反映。唯心主义认识论则片面

抽象夸张了主体能动性，坚持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必

然认为认识对象不是客观事物，是主观感觉或者是客观精神

；同时它否认社会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否认实践在认识中决

定作用。因此，正确选项是B、D。 唯物主义都承认人的认识

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因此，唯物主义都承认世界的可知性

。比较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如黑格尔也是可知论者，因此选

项A把是否承认世界的可知性作为区分标志之一是不成立的

。 认识起源经验这一命题，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都可以接受



，但什么是经验，经验来自何方，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存在

着根本对立。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在实

践中首先产生的是感性经验。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认识起

源于经验。唯心主义则认为经验是主观自生的，是内心的经

验和感受，或是上帝赋予的，否认经验的客观来源。因此，

选项C不能成立。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一个

在实践基础上由不知到知、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又

由理性认识回到实践的辩证发展过程。有些唯心主义者如黑

格尔在唯心主义基础上也论述了思维运动的辩证过程。可见

二者的区别也不在于是否承认认识发展的辩证过程。E也不合

理。 十、问：资本主义轮班制能避免固定资本的无形磨损，

怎样避免？ 答：一、所谓无形磨损,也叫精神损耗,指固定资

本在有效使用期内同物质磨损无关的贬值,造成这种磨损的原

因有两个，一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同样的机器所

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间减少，使原有设备价值降低。二是技术

进步出现了效率更高的新机器，使原有的固定资本贬值。 二

、一台机器200万可以使用60000小时，每天10小时，用20年，

一年折旧费用是10万，但往往10年后就因为技术革新，不得

不淘汰，一年折旧费用实际是20万，如果轮班每天使用20小

时，其创造的价值多，弥补了其折旧，实际是弥补了其无形

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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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