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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的周转时间是产业资本从预付一定形式的资本开始

，经过资本的循环运动，实现了价值的增殖，然后重新回到

原来的资本形式为止所经历的时间，包括资本的生产时间和

流通时间。资本的周转时间和资本的周转速度成反比关系。

生产时间的长短取决于技术水平和生产组织管理。 （2）资

本周转次数：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资本所经历的周

期循环的次数n=U年/u。 资本周转次数与资本周转速度成正

比关系。流通时间取决于生产地点离市场远近，交通和市场

供求、通讯 47、影响资本运动速度的因素：★★★ ①周转时

间的长短或资本周转次数的多少；②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

比例。固比率大速慢，流大速快。 48、资本周转速度对商品

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影响★★ （1）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关

系到一定数量的产业资本所能带来的剩余价值量的多少 （2

）加速固定资本周转：加快资本周转的结果：提高年剩余价

值率（年剩余价值率表示预付流动资本增殖程度） ①可以减

少无形磨损带来的损失；②可以提高固定资本的利用率，加

速固定资本更新。 ③有利于资本家及时采用新技术和新工艺

，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取更多的超额剩余价值。 （3）加速

流动资本周转：年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取决于预付资本的总周

转速度。 ①能节省预付流动资本的数量②使实际发挥作用的

可变资本量增加（增强预付资本增殖程度） ③提高年剩余价

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根本是因为实际发挥作用的可变资本



增加了。 49、社会总资本运行 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问题 （1）社会总产品的实物补偿（或替换）和价值补偿是

社会总资本正常运行的基础和保证。 （2）社会总产品在实

物形式上，可分为用于生产消费的生产资料和用于个人消费

的消费资料。 （3）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理论前提） 

①第一部类（I）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②第二部类（Ⅱ）

即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 （4）社会总产品在价值形式上，

由三部分构成：不变资本的价值（c），可变资本的价值（v

），剩余价值（m）。任何社会再生产的内容都是：物质资

料再生产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统一。 50、简单再生产。扩大

再生产及其两种方式 （1）社会再生产按照它的规模是否发

生变化来划分，可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①简单再

生产：生产规模不变的再生产；②扩大再生产是指生产规模

扩大的再生产。 （2）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

。从其实现的方式看，有内涵的扩大再生产和外延的扩大再

生产两种方式 ①内涵的：依靠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要素质

量的改善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扩大原生产规模。 ②外延的

：依靠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数量、扩大生产场所的手段来

扩大原有的生产规模。 51、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

生产的前提条件、实现条件及其意义★ （1）社会总资本简

单再生产所应具备的基本实现条件是：第一部类的可变资本

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和必须等于第二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即I

（v m）=Ⅱc可以引申出： ①一是第一部类生产的全部产品

在价值上必须等于两大部类所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的总和，

即I（c v m）=Ic Ⅱc.这个条件表明整个社会的生产资料生产与

两大部类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 



②二是第二部类的全部产品在价值上必须等于两大部类的可

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和，即Ⅱ（c v m）=I（v m）十Ⅱ

（v m）。这个条件表明整个社会的消费资料生产与两大部类

的工人和资本家对消费资料的需求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

关系。 （2）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有两个前提条件：物质

条件是追加生产资料和追加消费资料。 ①I（c v m）>Ic Ⅱc

或I（v m）>Ⅱc. ②Ⅱ（c v m）>I（v m/x） Ⅱ（v m/x）或Ⅱ

（c m-m/x）>I（v m/x） （3）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必须

使两大部类相互交换的产品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关系。 

①I（v ？v m/x）=II（c ？c）必须到外部交换才可以实现的是

：I？v、Im/x、和II？v ②I（c v m）=I（c ？c） II（c ？c）

；II（c v m）=I（v ？v=m/x） II（v ？v=m/x）。 （4）扩大

再生产的前提和实现表明：两大部类之间相互依存、互为条

件，积累的规模相互制约。 （5）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

，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规律：两大部类按比例发展才能顺利实

现扩大再生产。任何社会再生产的内容都包含物质资料的再

生产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52、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

源和周期性。垄断阶段的资本运行。 （1）实质：生产相对

过剩，是生产相对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过剩。物质基

础是固定资本更新 （2）经济危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

盾，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 （3）

资本主义国有制及国有企业产生发展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基

本矛盾发展要求国家干预、调节经济的产物。它①通过国家

收购私人垄断企业而国有化；②通过直接投资兴办国有企业

；③通过国有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合资的方式来形成。 （4

）国有垄断资本与私人垄断资本在企业范围的结合，其组织



形式是国私合营的股份公司。 （5）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活

动的调节和干预，方式主要有：①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

调节；②经济计划③财政政策④货币政策⑤社会福利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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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