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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 1.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 社会经济制度的

更替 [分析] 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经历了五种社会形态。原始社

会是人类发展中的第一个社会形态。金属工具的出现和人的

劳动技能的提高，使生产力有了较大的发展，与生产力状况

相适应的奴隶占有制生产关系代替了原始社会生产关系。奴

隶社会末期人类进入了铁器时代，封建生产关系代替了已经

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奴隶社会生产关系。铁制工具广泛应用，

科学文化取得重大成就，到封建社会末期，商品经济发展迅

速，既有的生产关系已经无法适应商品交换发展的需要。在

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发展的强力推动下，经过资本原始积累和

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代了封建生产关系。资

本主义生产关系终将被发展了的新生产力所突破，过渡到社

会主义社会，建立起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生产关

系。 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 [分析] 人类社会形态的发

展表现为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推动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最

根本的动力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生产力是决定

生产关系变化的根本原因，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

变自身的性质，是社会经济制度变革的一般规律。 2.社会经

济的两种基本形态， 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 [分析] 

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的两种基本经济形

态。自然经济是与较低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经济

形态。其特征是：自给自足的经济；封闭、保守型经济；以



简单再生产为特征的经济，劳动以自然分工为基础。商品经

济的产生和存在，是以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与产品属于不同

的物质利益主体所有为条件的，是与自然经济相对应的经济

形态。其特征是：本质上是交换经济；开放型、开拓进取型

经济；以扩大再生产为特征。 商品经济的两个发展阶段 （百

考试题） [分析] 商品经济经历了简单商品经济和发达商品经

济两个发展阶段。简单商品经济阶段交换范围小，以满足私

人利益、满足自身使用价值的需要为目的；发达商品经济阶

段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生产和交换的目的不仅为了

使用价值而主要是为了价值增殖。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包括资

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 3.商品经济的基本原

理 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 [分析] 商品是用

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使用价

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体现商品生

产者之间相互比较劳动和交换劳动的经济关系。商品是使用

价值和价值的统一体。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具

有二重性决定的。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方面是具体劳动，另

一方面是抽象劳动。劳动二重性理论是马克思的重大贡献，

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百考试题。 商品的价

值与价值量 [分析] 商品的价值是质与量的统一。价值的质是

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价值的量是凝结在

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商品的价值量只能决定

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百考试题祝天下有情人

忠诚眷属。 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 [分析] 商品的

价值量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商品的价值量与劳

动生产率之间最基本的关系是：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同生产该



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而与体现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成正比。应该懂得，商品价值量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取决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如

果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不变，只是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发生

变化，那么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则不变。 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

矛盾 [分析]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

本矛盾。因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内在各种

矛盾的根源，它决定着私有制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的全过

程，决定着简单商品生产者在激烈竞争中的地位和命运。 价

值形式的发展与货币的起源 [分析] 从商品交换发展的历史过

程看，商品的价值形式经历了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

形式，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

。货币形式是随着商品交换范围不断扩大、交换种类不断增

加，要求将一般等价物固定在一种商品上的情况下产生的。

因此，货币形式是价值形式发展的完成形式。 货币的本质和

职能 [分析] 货币是商品交换过程自发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货币是固定地充当一般

等价物的商品，体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这就

是货币的本质。货币的职能，是指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

作用，它由货币本质决定，又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货币

具有五种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

和世界货币。 货币流通规律 [分析] 货币作为商品流通媒介的

不断运动，叫做货币流通。货币流通规律，就是一定时期内

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币量的规律。一定时期内商品流通中所需

货币量与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同一单位货币的流通速度

成反比，这是金属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时的货币流通规律的内



容。在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产生后，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

的货币量会发生变化。 纸币和信用货币 [分析] 纸币是由国家

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它是金属货币的代表，自身没

有价值，只是代替金属货币主要执行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

职能。随着银行业的不断发展，在纸币广泛而大量流通的同

时，出现了信用货币。信用货币有银行券、支票、期票、汇

票等形式。起初银行券是银行向存入金银块或铸币者开出的

证据，持券人可随时按券面额兑取金银或铸币。以后，银行

券也可以流通，在商品交换中发挥货币的作用。信用货币体

现着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信用关系。 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

[分析] 纸币的发行量应以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

当纸币发行量超过商品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引起纸币

贬值、物价普遍上涨的现象，叫做通货膨胀。相反的现象，

即纸币的发行量不能满足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则会

导致纸币升值、物价普遍下跌的现象，叫做通货紧缩。通货

膨胀与通货紧缩都不利于经济的正常发展。 价值规律的基本

内容和要求 [分析] 价值规律是商品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它

的基本内容和要求是：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交换依据商品的价值实行等价交换。 

价值规律的表现形式 [分析] 商品交换以货币为媒介，商品的

价值通过商品的价格表现出来。现实的交换活动中，由于受

供求关系影响，商品价格会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价格围绕价

值上下波动，不仅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相反正是价值规

律作用的表现形式。 市场机制 [分析] 价格、竞争、供求等市

场要素的相互作用构成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市场机制是价

值规律的外在表现，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有效机制。 价值规律



的主要作用 [分析] 价值规律的主要作用有三个方面：第一，

自发调节资源配置；第二，自发刺激商品生产者改进技术、

管理，促进生产力发展；第三，会引起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

化。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时代性 [分析] 科学的理论本质上

是不断发展的理论。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经济

学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建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

论，运用这一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中诸多现象的本质。

列宁继承劳动价值论，分析了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今天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结合新情况运用劳动价值论

，作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新解释。 深化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

识 [分析] 这是深化对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的重点问题

之一。它包括：一是要拓展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种类的认识。

分工的发展、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高，使生产过程中价值的

创造，实际上已经突破只是由单个劳动者创造的状况，理应

认识为由“总体工人”共同创造价值。“总体工人”范围也

不断扩大，特别是科技劳动、管理劳动与直接生产劳动的分

离相对独立化，要求我们对创造价值的劳动种类的认识不断

拓展。不能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只局限在直接生产工人的劳动

上面。二是要拓展创造价值的领域。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

同时，精神财富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特别是科技劳动创造的

非物质形态的财富，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全面进步起着日益

重要的作用。这部分创造精神财富的劳动同创造物质财富的

劳动一样，都是创造价值的劳动。我们不能再把创造价值的

劳动仅局限于物质生产领域，要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从物质生

产领域向一些非物质生产领域拓展。 更多优质资料尽在百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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