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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9/2021_2022_2012_E5_B9_

B4_E8_80_83_c73_649981.htm 专题十九 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

余价值的源泉 【解题思路】 1.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自动化的

剩余价值的源泉. 2.剩余价值的含义. 3.资本的本质. 4.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的区分及其意义。 【答案要点】 1.二战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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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不论是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还是“无人工厂”，它们

本质上依然是物化劳动或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它们参加商

品生产时，只是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商品中去，而不创造新

价值，更不能创造剩余价值。在生产自动化条件下，直接从

事生产劳动的工人相对减少，而从事科研、设计、技术和管

理劳动的人员日益增加，“总体工人”中的脑力劳动的比重

不断增大，劳动的复杂程度和强度日益提高，从而成为生产

力特别高的劳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劳动会创

造更大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因此，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自

动化是资本家获取超额剩余价值的手段，而雇佣工人的剩余

劳动仍然是这种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 2.在价值增殖过程中

，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必要劳动，用于再

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另一部分是剩余劳动，用于无偿地为资本

家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所创造的并被

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部分价值，它是雇佣

工人剩余劳动的凝结，体现了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剥削与

被剥削的关系。 3资本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剩余价



值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

本总是通过各种物品表现出来的，但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

是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系。 4.根据资本在剩余价

值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同，资本可以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

资本。不变资本是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它通过工人

的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其价值量不会大于它原有的

价值量。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只转移

自己的物质形态而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不发生增殖，所以

马克思把这一部分资本叫做不变资本。可变资本是用来购买

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不‘是被转移到新产品

中去，而是由工人的劳动再生产出来。再生产过程中，工人

所创造的新价值，不仅包括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而且

还包括一定量的剩余价值。由于这部分资本价值不是不变的

，而是一个可变的量，所以，马克思把这部分资本叫做可变

资本。 把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进一步揭示了剩

余价值产生的源泉。它表明，雇佣劳动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

产生的唯一源泉。这种划分也为确定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的

剥削程度提供了科学依据。资本家刘工人的剥削程度，可以

用剩余价值率表示：m’一m/v。剩余价值率还可以表示为

：m’=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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