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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第二章为“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本章

主要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一般原理，

把握这些基础理论和原理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

济的基本前提。全章共分为三节。第一节“社会经济制度的

变革”的内容围绕社会经济制度这一核心概念展开，主要揭

示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同时阐述经济制度与经济

体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第二节“社会经济的两种基本形态

”的内容则是围绕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核心概念展开，主要揭

示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两个发展阶段、商品经济与自然

经济的区别等。第三节“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是本章的主

体部分，同时也是本章的重点和难点。它阐述的是关于商品

经济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也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主要

内容。考生应该注重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等相关内容的

理解和掌握。在本章，万学。海文为考生归纳和解析了部分

知识点，供考生参考学习。 1.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区别与

联系。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

概念。 如上所述，商品经济就是直接以市场交换为目的的经

济形式。它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一个范畴。而市场经济则

是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一个范畴，指的是市场机制在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形式。商品经济说明的是社会各经

济主体之间的联系方式，市场经济则说明的是社会资源的配

置方式。 虽然说有商品经济就有市场，但是有商品经济和市



场并不等于就是市场经济。只有当市场机制对价格和生产者

的经营活动能直接起调节作用，从而市场机制在社会资源配

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时，商品经济才发展为市场经济。所以，

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则是商品经

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阶段。 2.复杂劳动创造的价值

量等于倍加的或自乘的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量。 生产商品的

劳动还有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分。简单劳动是指不需经

过专门训练和培养，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而复杂劳

动则是指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和培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

和技能的劳动者才能从事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里，复杂劳

动创造的价值量等于倍加或自乘的简单劳动创造的价值量。 

如上所述，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生产商品所需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以简单劳动为尺度的，复杂

程度不同的劳动所生产的不同种类商品价值量的确定，是通

过把一定量的复杂劳动转化为多倍的简单劳动来实现的。这

种转化不是商品生产者自觉完成的，而是在商品生产者背后

由自发的社会过程实现的。 当然，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的区

分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的复杂劳动，在另外条件下可能

就是简单劳动。 3. 纸币和信用货币的特点 纸币是指由国家发

行并强制流通的货币符号。纸币代替金属货币执行职能是从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由于纸币本身没有价值

，只是一种代表一定价值的货币符号，它只能代替金银货币

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而不能完全代替金属货币

执行价值尺度、储藏手段和世界货币的职能。 信用是指借贷

活动，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是从属于商



品货币关系的一个经济范畴。而信用货币则是指代替金属货

币充当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信用证券。在交易中流通的期

票、汇票、银行券和支票等，都属于信用货币。它体现着债

券与债务人之间的信用关系。由于信用制度的扩大，使货币

作为支付手段的职随之扩大，从而为信用货币的产生提供了

可能性。信用货币是从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中产生的，

它一方面作为金银的符号，另一方面，又体现债券人与债务

人之间的信用关系。 无论是纸币还是信用货币，都有使用价

值，但没有价值，因而也不是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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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