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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 1.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 资本流通

形式与商品流通形式的区别 [分析] 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WGW；资本流通的公式是：GWG′。货币无论在历史上

还是在现实生活中，都是资本的最初表现形式。作为资本的

货币和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货币是有根本区别的。资本流通

形式和商品流通形式在流通形式、流通目的和流通内容上都

不相同。在资本流通中，货币在运动中能够带来剩余价值，

从而转化为资本，成为资本的存在形式。GWG′公式，概括

了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运动的共同特点，通常把

它叫做资本总公式。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重要条件 [分析] 劳动

力是任何社会生产的基本要素。劳动力大规模地作为商品买

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存在的现象。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具

备两个基本条件：(1)劳动者有人身自由，有权支配自己的劳

动；(2)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除了自己的

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有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这两个基本

条件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的。 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和

价值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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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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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品的

价值包括以下三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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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以培训出

适合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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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商

品的使用价值具有的重要特点是，它是价值的源泉，并且是

大于自身价值的价值源泉。劳动力的使用能为他的购买者创

造剩余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特征 [分析] 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另

一方面又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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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是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分析这个问题必须运用生产

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原理。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及其意

义 [分析]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两种生产要

素形式存在。马克思根据这两部分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中所

起的作用不同，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生产

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是转移自身的价值，

并不发生价值量的变化，叫做不变资本。以劳动力形式存在

的资本，它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不会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因

为，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时支付给工人的劳动力价值，由工人

购买生活资料用于个人消费了。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创造

出的新价值，它不仅再生产出劳动力的价值，而且生产出剩

余价值。这部分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

中发生了量的变化，即发生了价值增殖，叫做可变资本。区

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意义在于：第一，进一步揭露了剩

余价值的源泉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第二，为考察资本主

义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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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土地、

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是商品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它们和劳动结合生产出使用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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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本身不创造价值，

它们原有的价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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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 [分析] 剩余价值率是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即m

’=m／v。剩余价值率正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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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和增加可变资本总量。 资本主义工资的本

质 [分析] 劳动力是潜藏在人身体内的劳动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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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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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表现形式上工人给资本家做工获

得报酬，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本质上是劳

动力的价值或价格。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分析]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指在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

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工作日的绝对延长，从而剩余劳动时间

绝对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指在工

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相应

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是以

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条件的。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的两种基本方法，它们

都靠延长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来增



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两种方法常常是结合使用的。两种方法

的主要区别，在于物质技术基础不同，从而在资本主义发展

的不同阶段上所起的作用不同。 超额剩余价值 [分析] 超额剩

余价值是商品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个别企业改进技

术，提高劳动生产率，使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而得到更多的剩余价值。某个资本家获得超额

剩余价值具有暂时性。因为追求剩余价值的内在动力和竞争

的外在压力，迫使每个资本家都必须不断改进技术，提高劳

动生产率。当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到先进企业水平时，原来

的超额剩余价值就消失了，而相关部门生产的商品价值也下

降了，最终导致劳动力价值下降，从而生产出相对剩余价值

。由此可见，追求超额剩余价值是每个资本家改进生产技术

的直接动机；而各个资本家竞相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

使资本家普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资本积累 [分析] 资本家把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说，剩余价值资本化，叫做资本

积累。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的必然

趋势。资本积累不仅是剥削工人的结果，而且又是扩大对工

人剥削的手段。资本积累的实质是资本家用无偿占有的剩余

价值去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 资本有机构

成 [分析] 资本积累过程中，随着资本总额的不断增大，资本

的构成也发生变化。资本的构成可以从物质形式和价值形式

两方面考察，从而分为资本的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资本的

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马克思把由资本

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资本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的价值构成(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叫做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

主义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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