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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6_B3_95_c80_644766.htm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

本原理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 （1）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最早是资产阶级

创立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已经逐渐成熟，

无产阶级作为新的生产力代表登上历史舞台并进行强大工人

运动的理论表现。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马克思

、恩格斯在批判继承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

义学说科学因素的基础上，突然对政治经济学进行根本变革

的产物。 （4）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受实践检验，并随

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 2、政治经济的研究对象是

什么？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在一定生

产力状况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 （2）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总过程中所

建立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方面的生产关系的总和，也

就是社会生产关系体系。 （3）政治经济学是通过对人类社

会各种不同性质的生产关系的研究，揭示各种生产关系产生

、发展、变化的规律性。因此，政治经济学既要研究每一个

社会经济制度所特有的规律，又要研究一切社会经济制度所

共有的经济规律。 3、为什么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1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发明

在生产过程中被应用，变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从而转化为现

实的直接的生产力。 （2）科学技术渗透到生产资料和劳动



力之中，引起它们的优化。劳动者掌握科学技术，可以提高

劳动者的素质和劳动技能；科学技术发展可以促进生产工具

不断改进；可以扩大劳动对象的范围，使劳动对象日益优化

；可以改进和变革工艺工程，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 （3）

当代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由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的，因此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4、怎样理解经济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

主观能动性？ （1）任何经济规律都具有客观性。因为：第

一，任何经济规律都是在一暄生产关系的客观经济条件基础

上产生的，并随客观经济条件变化而变化。第二，经济规律

发生作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人不能制定、改造和消

灭经济规律。 （2）经济规律能够被人们认识和利用。人发

挥主观能动性可以认识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内在的、本质

的和必然的联系。人们认识经济规律是为了更好地按经济规

律办事，能动地改造世界。 5、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生产、

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什么？ （1）

社会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所结成的相互关

系。它包括人们在特质资料生产总过程中的生产、分配、交

换、消费四环节，它们之间存在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2）

生产决定分配、交换和消费。这表现在：第一，生产决定着

分配、交换、消费的对象。第二，生产决定着分配、交换、

消费的社会性质。第三，生产决定分配、交换、消费的具体

方式。 （3）分配、交换、消费反作用于生产。这表现在：

第一，分配和直接生产者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适合生产发

展的分配形式，能够调动生产者的积极性，促进生产发展；

反之，则阻碍生产的发展。第二，交换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展]

能够推动生产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的发展。第三，消



费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最终得到实现，消费需求增长为生产发

展创造动力；反之，则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6、为什么商品

是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的有用的劳动产品？ 这是因为，一个物

品要成为商品：第一，要成为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有用物品。

第二，它必须是从前付出劳动的物品。第三，它还应该是满

足别人或社会消费的产品。第四，它还是通过有代价的交换

方式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 7、什么是商品二因素和生产商

品劳动的二重性？ （1）商品的二因素是使用价值和价值。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有用性，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凝结

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商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之间

是互相依存又彼此对立的辩证统一关系。 （2）商品的二因

素是由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性决定的。生产商品劳动的二重

性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是具有特殊性质、目的

和形式的劳动，它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无差别

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形成价值。具体劳

动和抽象劳动之间也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8、商品的价

值量是什么决定的？ （1）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

生产条件下，由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决定的。 

（2）商品的价值量，与包括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成正

比，而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9、货币是怎么

产生的？它的本质和职能是什么？ （1）货币是商品交换内

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产生经历了从偶然

价值形式、扩大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发展

过程。 （2）货币本质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体现

了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 （3）在发达的商品经



济中，货币的职能是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

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

职能，其他三种职能是随着商品生产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

。 10、价值规律的内容和形式是什么？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商

品经济中，它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哪些作有用？ （1）价值

规律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它的内容是：商品的价值由生

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为基础。 

（2）价值规律的作用形式是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因为商

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也受到市场上商品供求关系等因系的

影响，使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但从长时期看，价格上涨

和下降部分会互相抵消，一定时期内商品的平均价格与价值

相等。同时，商品价格总以价值为基础而变动。 （3）在私

有制商品经济中，价值规律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表现在三

个方面：第一，自发调节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社会各个生产

部门按比例分配，即配置社会资源。这种调节作用是通过竞

争和价格的波动，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供求关系而实现的。但

这种调节作用具有自发性、滞后性和诱发短期作为的局限性

，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第二，自发刺激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这种刺激作用主要是通过价值量差别，由个别必要劳动

时间决定下的个别价值与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下的社会

价值的差别，从物质利益上刺激生产者改进技术，提高劳动

生产率。但也存在引发技术保守的局限性。第三，引起和促

进小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这种小商品生产者的贫富分化

在封建社会末期，破产的小商品生产者成为雇佣工人，会导

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 11、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产关

系？ 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1）两者的



区别是：首先，两者的内涵不同。商品经济是直接以交换为

目的经济形式，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等价交换的经济形

式，与此相对的是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市场经济是市场对

社会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与它对应的是社会

资源配置的另一种方式计划经济。其次，两者发生的时间先

后不同。有商品经济不一定就有市场经济。只有当市场机制

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时，商品经济才能发展为市场经

济。 （2）两者的联系是：商品经济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生

作用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商品经济也就没有市场经济。原因

：第一，市场经济是以商品经济规律为内在根据的。第二，

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展到普遍化阶段的社会资源配置方式

。 12、什么是市场调节？ （1）市场调节就是市场机制的调

节。市场机制就是市场价格、供求、竞争等要素之间互相联

系、互相制约，既各自发挥功能又共同发挥功能的有机联系

。 （2）价格机制是通过市场价格变动与供求关系变动之间

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而发挥作用的机制。价格由价值决定，

又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供求关系变动引起价格波动，而价格

波动又会引起供求关系变动。此外，价格还受纸币发行量和

国家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能够比较真实地反映社会经济

运行的状况，并为生产者和经营者传达市场信息，调节生产

投资方向和规模，调节供求关系，调节消费需求方向和结构

，调节收入分配，调节技术进步和经营管理，从而成为推动

和引导社会经济发展的杠杆，是市场机制的核心。 同一个生

产部门的竞争，可以促进生产同类产品的生产者围绕商品质

量和价格进行比较和较量；不同生产部门的竞争，可以促进

各部门的商品生产者围绕资源配置的流向进行比较和较量。



此外，还有买者之间的竞争。竞争还会引起价格和供求关系

的变化，而价格和供求关系变动又引直竞争。竞争机制会促

进企业改进技术，加强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改善服务

态度，有利于促进商品和生产要素在各地区和各部门之间的

交流，有利于实行优且劣汰，增强经济活力，促进社会经济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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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