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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5_8B_E6_80_9D_E4_c67_649028.htm 一、单项选择： 1、

商品是：( B) A.用于满足人们需要的劳动产品； B.用于交换

的劳动产品； C.一切物品； D.一切有用的物品； 2.生产商品

的劳动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其中具体劳动的作用是(D )

A.创造新价值 B.创造剩余价值 C.创造必要价值 D.创造使用价

值 3. 一件衣服能与30斤大米交换是因为（ D ） A.它们都有交

换价值 B.它们的价值相等 C.它们有不同的使用价值 D.它们凝

结的具体劳动相等 3、商品的二因素是由(C ) A.劳动生产率决

定的； B.劳动时间的二重性决定的； C.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

性决定的； D.劳动的复杂程度决定的； 4、简单商品经济的

基本矛盾是( C ) A.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 B.具体劳动和抽

象劳动的矛盾； C.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D.个别劳动时

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 5、商品生产者劳动的社会

性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D ） A.通过私人劳动表现出来 B.通过

抽象劳动表现出来 C.通过具体劳动表现出来 D.通过商品交换

表现出来 6.货币之所以能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是因为(B ) A.它

能衡量其它商品价值的大小 B.它是社会劳动的产物，本身具

有价值 C.它具有计量单位 D.它可以是观念上的货币 7.商品经

济是通过商品货币关系实行等价交换的经济形式，它的基本

规律是( A ) A.价值规律 B.剩余价值规律 C.竞争规律 D.货币流

通规律 8.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 D ) A.必要劳动时间； B.剩余

劳动时间； C.个别劳动时间； D.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9.货币

转化为资本的前提条件是( A ) A.不等价交换； B.劳动成为商



品； C.劳动力成为商品； D.货币所有者把货币投入生产领域

； 10.劳动力成为商品是( C ) A.一切社会共同存在的现象； B.

私有制社会共同存在的现象； C.商品经济社会共同存在的现

象； D.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 11.剩余价值来源于( C ) A.

不等价交换； B.工人工资的扣除； C.工人的剩余劳动； D.劳

动力的价值； 12.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 C ) A.劳动过程和使用

价值生产过程的统一 B.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 C.劳

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 D.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的

统一 13.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依据是资本的不同部分( A

) A.在生产中位置是否移动； B.在运动中职能是否变化； C.

在价值增殖中的作用不同； D.根据价值周转方式不同； 14.能

准确反映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程度的因素是( D ) A.工人工资的

高低； B.工人劳动时间的长短； C.工人劳动强度的大小； D.

剩余价值率的高低； 15.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是( D ) A.生产与需

要的矛盾； B.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C.生产力和上层

建筑的矛盾； D.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

有的矛盾； 16．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 C ) A.生产过剩

的经济危机； B.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 C.生产相对过剩的经

济危机； D.生产严重短缺的经济危机； 17、资本主义经济危

机的根源在于( C ) A.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 B.货币的支付手

段职能； C.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D.人口过剩与资本过剩的矛

盾； 18.产业资本在其循环运动中所采取的三种职能形式是(

D ) A.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币资本； B.不变资本、可变资

本、商品资本； C.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借贷资本； D.货币

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19.货币资本的职能是( C ) A.生

产剩余价值； B.实现剩余价值； C.为剩余价值生产准备条件



； D.生产和实现剩余价值； 20.资本周转是从资本运动的( A )

A.连续性方面研究资本的运动； B.速度方面研究资本的运动

； C.实现条件方面研究资本的运动； D.矛盾性方面研究资本

的运动； 21.资本的周转时间包括( C ) A.劳动时间和产品的销

售时间； B.产品的购买时间和生产时间； C.生产时间和流通

时间； D.劳动时间和购买时间； 22.资本的周转速度和( B ) A.

周转时间成正比，周转次数成反比； B.周转时间成反比，周

转次数成正比； C.周转时间成正比，周转次数成正比； D.周

转时间成反比，周转次数成反比； 23.把生产资料区分为固定

资本和流动资本，其依据是( A ) A.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的价值

周转方式； B.在生产过程中不同的物质存在形态； C.不同部

分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不同作用； D.不同部分的不同运动速

度； 24.下列选项中属于不变资本又属于固定资本的是( D ) A.

原料； B.燃料； C.辅助材料； D.机器、设备； 25.研究社会

资本再生产的核心问题是( B ) A.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B.社

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 C.社会总产值的构成问题； D.国民收

入的分配问题； 26.利润本质上是(D ) A.成本价格的产物； B.

所费资本的产物； C.全部预付资本的产物； D.剩余价值；

27.反映资本家全部预付资本增值程度的是( B ) A.剩余价值率

； B.利润率； C.平均利润率； D.年剩余价值率； 28.利润率

是( D ) A.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的比率； B.剩余价值与不变资

本的比率； C.剩余价值与所费资本的比率； D.剩余价值与预

付总资本的比率； 29.平均利润率的形成是( A ) A.不同部门的

资本家之间竞争的结果； B.同一部门内部的资本家之间竞争

的结果； C.同一部门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的结果； D.资本有

机构成提高的结果； 30.把剩余价值看成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产



物，剩余价值就转化为( C ) A.成本价格； B.生产价格； C.利

润； D.利息； 31、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实质是（ D ） A.允许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B.允许马克思主义政党

独立执政 C.不受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制约 D.资

产阶级选择自己的国家管理者，实现其内部利益平衡的政治

机制 3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 C ） A.文学、艺术和

宗教 B.道德和伦理 C.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 D.哲学和历史 33、

资本积累的源泉是（ B ） A.资本家节俭 B.剩余价值 C.扩大再

生产后获得的新价值 D.劳动力成为商品 .34、区分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的依据是资本的不同部分( C ) A.在生产中位置是否

移动； B.在运动中职能是否变化； C.在价值增殖中的作用不

同； D.根据价值周转方式不同； 35、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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