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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94/2021_2022__E3_80_80_E

5_90_8D_E5_B8_88_E6_c73_494574.htm 考研《大纲》把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划分为七章内容，第一章是导论，是

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学科总体介绍，主要介绍和

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研究对象、研

究任务等内容。第二章为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原

理，主要论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一般原理

，这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基本前

提，主要包括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社会经济的两种基本形

态、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三方面内容。第三章为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包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四章为资本的运行，包括资本运行的一般原理、垄断阶

段的资本运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向国际范围的扩展等内容

。这两者都属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原理，是对

资本主义经济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方式的揭示。第五章社会

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与经济制度(包括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

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个人收入

分配制度)和第六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运行(包括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体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保障体系)都揭示和反映的是社会主义

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的原理。第七章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

关系则以当今席卷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为主线，阐述了经济全



球化发展趋势的物质条件和现实基础、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两

种社会制度的并存与发展、以及面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我国

应有的态度等内容。 共分为81个知识点，现连载如下： 1.物

质资料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物质资料生产，是

指人们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改造自然，创造物质资料的过

程。物质资料生产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政治经济学

研究的出发点。 物质资料生产包括生产(直接生产过程)、分

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包含人与

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和人与人之间发生的相互关系的过程，

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 2.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有

一幅广告幽默画，画的是几个行人在看一家饭店外贴的告示

，上写：“快进来吃饭吧，否则你我都得挨饿。”这幅广告

画的寓意有 A.生产者和消费者是相互依存的B.生产和消费具

有直接的同一性 C.利己是人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D.商品交换

活动背后隐藏着人与人的关系 E.生产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

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ABDE】(2004年多选题第17题) 生产力的

基本构成要素是劳动力、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但科技的作用是通过生产力三要素为中介实现的。

任何社会生产关系总和中包括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

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生产

关系的性质。一个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该社会的经济基

础。 生产力是生产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的社会形式

。两者辩证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调整和变革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

用于生产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时，能够促进生

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时，能够阻碍



生产力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生

产关系，确切地说是生产关系总和。它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

系的相互作用和矛盾运动中来考察社会生产关系的。 政治经

济学研究生产关系包括研究作为生产关系本质的经济制度和

作为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经济体制。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的研究任务是揭示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内

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和发展趋势。经济规律具有客观

性。经济规律起作用是有一定经济条件的，只要经济条件具

备，经济规律必然起作用，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

一点与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是一样的。 经济规律分三类：一是

在一切社会都起作用的经济规律，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

关系的规律；二是在几个社会共同起作用的规律，如价值规

律；三是在某个社会特有的经济规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剩

余价值规律。 4.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 占统治地位的

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个社会形态的经济制度。经济制度的

基础是所有制关系。经济制度和所有制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

，生产力是它们的物质基础。当一个社会经济制度所能容纳

的生产力全部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而随

着生产力不断突破经济制度的限制又造成一切经济制度的历

史暂时性。这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经

济制度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原始社会经济制度、奴隶制、封

建制、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这种人类经济制度发

展的一般规律并不排斥国度的特殊性。 5.社会经济的两种基

本形态 自然经济是一种生产者自己生产满足自己需要的自给

自足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是一种通过交换为满足社会需要

而生产的经济形态。商品经济分为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



经济两个阶段。简单商品经济与个体小生产相联系，生产目

的是为了通过交换取得自己所需要的消费品和再生产所需要

的生产资料。发达的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发达社会分工和机器

大工业基础上的生产目的是为了追求价值增值。发达商品经

济又可分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达商

品经济条件下不仅劳动产品成了商品，而且劳动力也成为商

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推动了社会一切劳动产品都采取了商品

这一社会形式。 6.商品的二因素 使用价值是指物品的有用性

，即物的属性能够满足人的需要。使用价值构成社会财富的

物质内容，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价值是指凝结在商品中无

差别的人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是商品特有的本质属性，是

一个历史范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使用价值

与价值是商品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只能通过交换才能解决

。 7.交换价值与价值的关系 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

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内

容，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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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