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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运行的一般原理 产业资本循环经历的三个阶段和采取的三

种职能形式 [分析] 资本循环是指产业资本依次地经过三个阶

段，采取三种职能形式，执行三种职能，实现了价值的增殖

，并回到原来出发点的全部运动过程。产业资本运动依次经

过购买、生产、销售三个阶段，相应地采取货币资本、生产

资本、商品资本三种职能形式。货币资本的职能是购买生产

资料和劳动力，为剩余价值生产准备条件；生产资本的职能

是使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生产剩余价值；商品资本的职

能是通过商品的出售，收回预付资本价值和实现剩余价值。 

资本要保存和增殖自己的价值，必须连续不断地进行循环。

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中的每种职能形式上的资本，都要经

过循环的三个阶段而回到原来的出发点。因此，产业资本循

环就有货币资本循环、生产资本循环、商品资本循环三种不

同的循环形式。 产业资本循环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分析] 产

业资本实现连续不断的循环，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必须保

持产业资本三种职能形式在空间上并列存在；(2)必须保持产

业资本的每一种职能形式的依次转化，在时间上相继进行。

这两个条件是相互联系和互为条件的。因此，产业资本的三

种职能形式和三种循环形式的并列存在和相继运行，是产业

资本保持正常、连续循环运动的必要条件。 资本周转 [分析] 

资本周转是指不断重复、周而复始的资本循环过程。资本循

环和资本周转都是资本运动的形式。考察资本周转，主要是



揭示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本 [分析]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对生产领域中的生产资本

的不同构成部分的一种划分。它以生产资本不同部分在资本

运动中的价值周转方式的不同为划分根据。固定资本是指以

厂房、机器、设备等劳动资料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本部分，它

们的价值按每次生产使用过程中损耗的程度，一部分一部分

地逐渐转移到新产品中去，产品出售后又一部分一部分地收

回。经过多次转移才实现其价值的全部周转。流动资本是指

投在原料、燃料、辅助材料等劳动对象和投在劳动力上的生

产资本部分，它们的价值在周转方式上是一次性投人生产过

程，随着商品的销售一次性全部收回。应该指出，投在劳动

力上的资本与投在劳动对象上的资本，它们在价值形成和剩

余价值生产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这里仅就价值周转方式而言

是相似的。 技术进步和固定资本折旧 [分析] 固定资本的损耗

分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两种。固定资本在其有效使用期内，

由于生产技术进步而引起的价值上的损失，是固定资本的无

形损耗。当代科技进步的加快，竞争加剧，使无形损耗呈上

升趋势。固定资本折旧，是固定资本在使用过程中因损耗而

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的一种补偿方式。 资本的周转

时间和周转次数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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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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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周转次数，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

为一年)资本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次数。资本周转次数与资本

周转速度成正比关系。资本周转速度的快慢，关系产业资本



所能带来的剩余价值量的多少。产业资本家总是力求加快资

本的周转速度。 制约资本运动速度的因素 [分析] 资本周转速

度的快慢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主要有：周转时间的长短或资

本周转次数的多少；生产资本的构成，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

本的比例。生产资本中固定资本占的比重大，整个资本的周

转速度就慢；相反，流动资本占的比重大，整个资本的周转

速度就快。 资本周转速度对商品生产和价值增殖的影响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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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固定资本周转，一方面可以减

少和避免无形磨损带来的损失；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固定资本

的利用率，加速固定资本更新。这样，就有利于资本家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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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速流动资本周转，能节省预付流动资本的数量。

加速流动资本周转，其中可变资本部分周转加快，使实际发

挥作用的可变资本量增加，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可

以提高年剩余价值量和年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和

周转理论，对于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资

本运动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社会总资本运行的核心问题 [分

析] 考察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问题，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实物补偿（或替

换）和价值补偿问题。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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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社会

总资本运行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 [分析] 社会总产品在实物形

式上，按其最终用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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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适应，整个社会生产也可分为

两大部类：第一部类(I)即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第二部类(



Ⅱ)即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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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和社会总产品在价值上由c v m

构成，是研究社会总资本运行的两个基本理论前提。 简单再

生产。扩大再生产及其两种方式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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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单再生产是指生产规模不变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是指

生产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

出发点，是扩大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

特征是扩大再生产。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必须有资本积

累作为追加资本投入生产，追加的资本包括不变资本和可变

资本两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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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是

依靠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要素质量的改善，以及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来扩大原有生产的规模。外延的扩大再生产则是在

生产技术、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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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总资本简单再生产的实现条件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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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条件表明两大部类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

约的关系。从基本实现条件可以引申出另两个实现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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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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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个条件不能具备，

社会总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 社会总资本扩大

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实现条件及其意义 [分析] 社会总资本扩

大再生产有两个前提条件：第一，为了获得扩大再生产所需

要的追加的生产资料，第一部类一年中所生产的全部生产资

料，除了维持两大部类简单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资料以外，

还必须有一个余额，用以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生

产资料的需要。用公式表示为：I(c v m)gt.Ⅱc。第二，第二部

类一年中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除了满足两大部类进行简

单再生产过程中工人和资本家所需要的消费资料以外，也必

须有一余额用以满足两大部类扩大再生产对追加消费资料的

需要。如用m/x表示剩余价值中供资本家个人消费的部分，那

么m-m/x就表示剩余价值中供积累用的部分。用公式表示为

：Ⅱ(c v m)gt. I(v m/x) 扩大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同样必须使两

大部类相互交换的产品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平衡关系。基本

的实现条件是第一部类原有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追加的可

变资本价值(#8710. c)之和。即 I(v #8710.c)。由此可以引申出

另外两个实现条件，用公式表示为：I(c v m)=I(c #8710.c).II(c

v m)=I(v #8710.v m/x) 社会总资本扩大再生产的前提条件、实

现条件表明：两大部类之间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积累的规

模相互制约。只有两大部类按比例发展才能顺利实现扩大再

生产，这是一切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共

同规律。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根源和周期性 [分析] 经



济危机的主要表现有：危机期间，商品大量积压或被人为毁

弃，大批工厂减产、停工或倒闭，生产急剧下降，工人大批

失业，金融企业倒闭，信用关系崩溃，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一

片混乱。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相对过剩，是生产

相对于社会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而过剩。经济危机的根源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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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是指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每

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周期性地反复出现。它与资本主义再

生产周期紧密联系，一般说一个再生产周期包括危机、萧条

、复苏和高涨（繁荣）四个阶段。经济危机周期性的原因，

也只能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自身运动中去寻找。 2.垄断阶

段的资本运行 资本主义国有制的产生和发展 [分析] 资本主义

国有制及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重要形式之

一。它产生发展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发展要求国家

干预、调节经济的产物。它通过国家收购私人垄断企业而国

有化；通过直接投资兴办国有企业；通过国有资本与私人垄

断资本合资的方式来形成。 国有垄断资本和私人垄断资本在

企业范围的结合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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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公司

以国有资本的股份为参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国家掌握股票

控制权的企业；另一类是国家不掌握股票控制权的企业。 国

家对经济活动的调节和干预 [分析] 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

和调节，是指资产阶级国家从经济运行的长远目标。和全局

出发，对总体经济活动进行的调节和控制。国家干预和调节

经济的主要内容：一是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规范市场

的经济活动；二是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协调资产阶级各集团



间的经济利益；三是调节宏观经济的运行，实现经济资源的

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国家对经济调节和干预的方式主要有

：运用法律和行政手段进行调节；经济计划(通过判定各种短

期或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计划来干预、调节经济的一种方式)

；财政政策(主要通过变动政府购买、改变转移支付、变动税

率和调整公债等实现对政府收入与支出的调整)；货币政策(

主要通过调控利率实现对经济的调节，中央银行运用公开市

场业务、改变再贴现率、变动法定准备金率等政策工具进行

调节)；社会福利政策(主要包括社会保障、福利补贴和社会

救济)。 3.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向国际范围的扩展 国际分工和生

产国际化 （百考试题祝天下有情人忠诚眷属） [分析] 国际分

工是指社会分工超越国界形成的国与国之间的分工。第二次

世界大战后，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新产业革命的发展，国际

分工达到一个新阶段。国际分工的发展过程，同时就是资本

主义社会生产向国际化方向发展的过程。 生产的国际化，是

指生产过程本身超出一国范围，在国际范围形成各国生产相

互依赖、相互补充的格局，它是生产的社会化超越国界向国

际发展的表现。国际分工是生产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生产

和资本国际化又推动着国际分工的不断深入。 垄断资本主义

向国际范围扩展的主要形式和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 [分析] 

商品输出、资本输出、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是垄断资本主

义经济向国际范围扩展的主要形式。这种扩展，使世界经济

形成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最突出的是在生产和资本国

际化基础上，经济走向全球化。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在经

济发展中的矛盾和合作 [分析] 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

，各国垄断资本及其国家的实力对比不断发生变化，他们争



夺世界市场的矛盾必然加剧，他们要按实力的变化重新瓜分

世界，贸易战、投资战连绵不断。由于生产国际化，他们相

互之间的依存性增大，因此在矛盾加深的同时，国际调节和

合作也在发展。矛盾与合作并存，而合作只是暂时的、不稳

定的，矛盾和斗争是长期的、绝对的。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

家之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和协调 [分析] 绝大多数发展

中国家仍处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在经济上对发达国

家存在依附性，发达国家要维护其既得利益和支配地位，仍

变换手法控制掠夺发展中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一方面作

为独立主权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联系，不存在直

接的从属关系；但另一方面，在旧的国际分工格局中发展中

国家的不平等地位并未改变。当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

经济、社会发展的差距仍在扩大，迫切要求改变国际经济旧

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中国家之间要加强协调合

作，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

试题论坛 百考试题在线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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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