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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流通以及分配，揭示了剩

余价值的运动规律及其作用，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

值论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阐明了资产

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指出了无产阶级

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基

石，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剥削本质

的锐利武器。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的发现，社会主义由

空想变为科学。 马克思在分析剩余价值的生产、积累、流通

以及分配过程，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特殊规律的同时，也揭示

了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生产的一般规律，例如资本循环周转规

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积累规律等。这些规律，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制约，具有了特殊的表现

形式。如果抛开制度因素，则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具

有重大指导意义。 一、社会再生产理论 (分析，2000年理第33

题)运用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有关原理，分析我国

经济生活中存在的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过于求对社会

再生产的影响及采取的对策。 马克思认为，社会总资本再生

产的核心问题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即社会总产品在价

值上得到补偿，在实物上得到替换。部分产品供过于求表明

这部分产品没有通过市场交换实现价值上的补偿和实物上的

替换，影响社会总产品的实现。 (2)马克思把社会生产划分为

生产资料生产和消费者资料生产两大部类，认为两大部类之



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要求按比例协调发展，生产资料的

供给与需求之间，消费资料的供给与需求之间应保持平衡。

部分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过于求，影响两大部类内部和两

大部类之间的比例均衡，影响整个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

(3)按照马克思关于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原理，应坚持按市场

需求组织生产，应对我国的现行产业结构进行合理调整，使

社会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的供给与需求基本平衡，实现社会

再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 二、资本制度下工人工资的实质 资

本主义工资表现为劳动的价值或价格，但它本质上是劳动力

的价值或价格。要认识资本主义工资的本质就要科学地区分

劳动和劳动力。 (1)劳动力是劳动的能力，它在一定情况下可

以成为商品。 (2)劳动是劳动力的使用，它不是商品，没有价

值或价格。 (3)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的价值是两个不同的

量，其差额是剩余价值。 (4)资本主义的工资形式掩盖了资本

主义的剥削关系，使工人的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偿劳动。 三

、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新增考点) 二战以后，

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自动化程度加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

自动化只是意味着剩余价值生产所使用的生产工具更加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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