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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42/2021_2022__E8_80_83_E

7_A0_94_E6_94_BF_E6_c73_542944.htm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

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 1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1)绝对剩余价值的含义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指在必要劳动时间

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绝对延长工作日，从而绝对延长剩余劳

动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 (2)工作日长度的决定 2相对

剩余价值生产 (1)相对剩余价值的含义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指在

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延

长剩余劳动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 (2)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的条件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是整个社会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 3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关系 (1)从

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来看，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 (2)绝

对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剥削的一般基础，也是相对剩余

价值生产的起点。 (3)二者所要求的物质技术基础不同，在资

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理解提示

： 注意区分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和超额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 1资本积累的实质 资本积累即剩余价值的资本化，

其实质是资本家将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

资本，用来购买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扩大生产规模，

从而进一步无偿地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是资本积

累的惟一源泉，而资本积累则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源泉。 2

资本积累的客观必然性 (1)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贪欲和追求是其

内在动力。 (2)无情的资本主义竞争则是外在压力。 3影响资



本积累的因素 （1）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2）社会劳动生产

率的水平； （3）所用资本和所费资本之间的差额； （4）预

付资本的大小。百考试题编辑祝各位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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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