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 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特征

第一章  商品

第二章  货币 

第三章  价值规律



  

第一章  商 品

第一节 商品的二因素

第二节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

第三节 商品的价值量

第四节 价值形式

第五节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

       经济的基本矛盾



  

第一节  商品的二因素

一、商品的使用价值

1.商品：

 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细胞形态。



  

2 ．使用价值

物品的有用性或它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

属性就是物品的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具有多样性，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

内容，反映人与自然的关系。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社会的使用价值，即对购

买者有用的使用价值。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二、交换价值和价值

1 ．交换价值：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相
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它由什么决定？ 

2 ．价值：

 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基
础，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价值反映商品生产者之间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具有历史的特征。



  

3．小结：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物。

 所谓对立，就是有矛盾，不可兼得。具体地讲，

你要占有使用价值，就不能占有价值，反之亦然

。

 所谓统一，就是使用价值与价值必须同时存在，

才能构成商品，缺少其中一个，就不是商品。



  

第二节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

一、具体劳动

 也称有用劳动，是指人们在一定具体形式下的劳

动。包括劳动目的、劳动对象、劳动工具、操作

方法、劳动结果五个要素。

 具体劳动创造了使用价值，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

。

 不以社会形式的变化为转移，具有永恒性。但种

类和规模却随社会形态变化而变化。

 具体劳动不是生产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它与自

然物质共同构成使用价值的源泉。 



  

二、抽象劳动

 抽象劳动是撇开劳动的特定性质和具体形式的一

般人类劳动。

 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反映商品生产者的社

会生产关系，是商品经济特有的范畴。

小结：

 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

，不是两种劳动。

 劳动二重性学说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枢纽。  



  

第三节 商品的价值量

一、商品价值量的决定

1．个别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个别劳动时间，而是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

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

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2 ．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

 简单劳动是不需经过特殊培养、正常人都能从

事的劳动；复杂劳动是必须经过特殊培养，具有一

定技能和专长的劳动者的劳动。

 商品价值量最终由简单劳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决定。

 复杂劳动自乘的或者多倍的简单劳动。



  

3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随劳动生产力变化而变化

劳动生产力的含义、表示方法及影响因素

劳动生产力是具体劳动的作用程度，影响使用价

值量的变化。

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

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 



  

二、市场价值的确定

1．个别价值平均化为市场价值是同一部门内部
竞争实现的。

2．市场价值的确定过程。

供求一致或较小程度不一致：三种情况

供求有较大程度不一致：两种情况



  

第四节 价值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与价值形式（价值的相对表现）

 价值形式的四个阶段：

一、简单价值形式

1.含义及公式：

 一种商品的价值偶然地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是

价值形式发展的起点和基础。

 等式： 1只绵羊 =2把斧子

 简单价值形式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二者既互相依存，又相互排斥。



  

2. 相对价值形式。绵羊价值（量）通过石斧的使

用价值（量）相对表现。

3.等价形式。三个特点：

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

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

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4. 特点。内部矛盾外部表现；价值属性的表现不

充分、不准确。



  

二、扩大价值形式

1．含义。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其他一系列商品

上的价值形式。等式：           = 2把斧子
1只羊     = 10 斤茶叶
          = 2盎司黄金
          = 1斗小麦

2 ．变化：形成价值的劳动清楚地表现为无差别人

类劳动；偶然关系消失，价值量真正成为交换比例

的调节者。

3．缺点 :商品价值表现无止境；价值表现未统一

，价值表现还受到特殊使用价值的限制



  

三、一般价值形式

1．含义。一般价值形式是指一切商品的价值都表

现在一种商品上。等式：

2．变化 :价值表现是简单的，又是统一的，因而是

一般的。价值同使用价值相区别，商品第一次作为

价值互相发生关系。

3. 局限：推动商品交换发展，但一般等价物还未固

定在某一种商品上，交换仍然存在困难。

            2把斧子 =
            1斗小麦 =      1只
羊                             
           10 斤茶叶 =
          2盎司黄金 =



  

四、货币形式

1．含义。指一切商品的价值固定地用一种特殊的

商品即贵金属来表现的价值形式。是价值形式发展

的最后阶段。等式： 

            20 斤粮食 = 
             2把斧头 =   
             1斗小麦 =       2盎司黄金
            10 斤茶叶 =
               1只羊 =



  

2. 货币的本质

 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一种特殊商品，体现商品

生产的经济关系。

 金银等贵金属之所以作为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

材料，因为它们具有商品属性和独特的自然属性。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第五节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
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一、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

 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是指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

经济中生产商品的劳动所具有的私人性质和社会

性质。

 私人劳动须取得两重的社会性质。必须是在社会

有用形式上的支出；必须具备社会均等性。

 二者的矛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

矛盾。决定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后者

又决定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 



  

二、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这一对矛盾决定着商品
生产者的命运。

 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阶段，矛盾发展为生产社
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
的基本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 



  

本章基本概念： 

商品、使用价值、价值、交换价值、具体劳动、

抽象劳动、私人劳动、社会劳动、个别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简单劳动、复杂劳动、

劳动生产率、市场价值、个别价值、价值形式、

简单价值形式、相对价值形式、等价形式、

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 



  

思考题

1. 为什么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统一？

2. 商品的二因素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有何关系？

3. 商品价值量是由什么决定的？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对价

值量有什么影响？

4. 为什么说价值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关系？ 

5. 相对价值形式与等价形式的关系是怎样的？

6. 货币是如何产生的？怎样理解 “金银天然不是货币

，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7. 为什么说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

的基本矛盾？简述其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