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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8_80_83_c73_458486.htm 11、市场机制 ①价格、竞争、

供求等市场要素的相互作用构成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市场

机制核心是价格机制。 ②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的外在表现，

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 12、价值规律的主要作用 ①自

发调节资源配置；②自发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管理，

促进生产力发展； ③引起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 13、马克

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性 ①科学的理论本质上是不断发展的

理论。 ②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

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运用这

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诸多现象的本质。 ③列宁继承

劳动价值论，分析了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 ④在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结合新情况运用劳动价值论，做出符合

时代特征的新解释。 14、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 ①要

拓展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种类的认识②要拓展创造价值的领域

。 （1）分工的发展、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使生产过程

中，价值由“总体工人”共同创造价值。“总体工人”包括

直接生产工人，科技劳动者，和管理劳动者。 （2）创造精

神财富，特别是科技财富的劳动，也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PS1、资本总公式的矛盾：资本流通中等价交换与价值增殖的

矛盾；资本是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PS2、商品流通公

式W-G-W和资本流通公式G-W-G的不同：①买卖顺序不同②

起点终点不同③流通媒介不同④流通目的不同。 15、劳动力

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劳动力商品的最重要特征：它的使用



价值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源泉。 （1）劳动力是特殊商品，

它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点。 （2）劳

动力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商品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所决定的。 （3）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重要条件：①

人身自由②一无所有（货币转化成资本决定性条件：劳动力

成为商品） （4）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包括：由生产它所需要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①维持劳动者自身生存所必需的

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再生产他的劳动力 ②劳动者繁衍后代

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用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 ③劳动者

接受教育和训练所支出的费用，培训出适合资本主义再生产

所需要的劳动力。 （5）劳动力的价值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特

点是，它包含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6）劳动力商品的使

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源泉。（

特点） （7）劳动力的使用能为他的购买者创造剩余价值。

具体劳动的作用是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和转移生产资料价值。

16、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特征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生产资料私有制的雇佣劳动制度 （1）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具

有二重性：①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②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

增殖。 （2）资本主义的劳动过程对于工人来说，是一种经

济强制性的劳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17、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划分依据：在剩余价值中的不同作

用及其意义 （1）不变资本：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

在生产过程中转移自己价值不发生价值量的变化。 （2）可

变资本：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发生

了价值增殖。 （3）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意义：①揭

露了剩余价值的源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②为考察资本主



义剥削程度提供了依据。③为理解资本有机构成，平均利润

分配等理论奠定了基础。 18、土地、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要

素在商品生产中的作用与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 （1）土地、

设备、原材料等要素是商品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和

劳动结合生产出使用价值。 （2）在剩余价值生产中，它们

是工人的活劳动的吸收器，是给资本家带来剩余价值的必要

条件。 （3）本身不创造价值，借助于工人的具体劳动，转

移到新的劳动产品中去，劳动者的活劳动才是创造价值的源

泉。（剩余价值在生产中产生，但要以流通为条件）。（土

地不是劳动产品所以没有价值） 19、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率

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m‘=m/v，反映了资本家对工

人的剥削程度。资本家要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可以通过两

条途径：①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②增加可变资本总量。 20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首先要区分劳动和劳动力 工资是劳动

力价格的货币表现，是劳动力价值。 （1）劳动力是潜藏在

人身体内的劳动能力。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是劳动力成为

商品 （2）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必须以生产资料与劳动力

的结合为条件。劳动力价值为v；而劳动创造v m （3）劳动不

是商品，劳动力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可以成为商品。劳动力和

劳动不能混为一谈。 （4）资本家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的是

工人的劳动力，支付的是工资。 （5）工资表现为“劳动的

价值或价格”，掩盖了剥削。本质上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资本主义工资掩盖了劳动力买卖实质；掩盖了劳动和劳动

力的区别；掩盖了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划分；掩盖了剩余

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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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