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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 价值 

内容 
商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关系） 

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人与人间的社会关系） 

与交换

价值 
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交换价值的基础 

具体劳动 抽象劳动 

内容 生产一定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的劳动 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 

商品 形成商品的使用价值 形成商品的价值 

属性 劳动的自然属性 劳动的社会属性 

私人劳动 社会劳动 

关系 构成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必要劳动 剩余劳动 

内容 用于再生产劳动力的价值 用于无偿地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 

孔昱力23考研政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政治经济学专题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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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内容 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资本 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资本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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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是可变的，在生产过程中，由工人

的劳动再生产出来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 

内容 以劳动资料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本 以劳动对象及其劳动力形式存在的生产资本 

特点 逐渐转移到新产品中 物质形式上只在一次生产中发挥作用 

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内容 

必要劳动实践不变的条件下，延长工

作日的长度和提高劳动强度而生产

的剩余价值 

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缩短必要劳动

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生产的剩余

价值 

方法 
延长劳动时间 

   提高工人劳动强度 

提高全社会生产率 

原因 追求超额剩余价值 

简单再生产 扩大再生产 

内容 

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后，全部用于消

费，在原有规模的基础上重复进行 

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后，一部分用于个人

消费，一部分转化为资本，扩大规模进行生

产 



打卡带背平台：微信公众号&哔哩哔哩&喜马拉雅：考研政治孔昱力  内部讲义，严禁外传 

29 

资本技术构成 资本价值构成 

内容 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比例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 

关系 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资本的价值构成，技术构成的变化会引起价值构成的变化。 

有机构

成 

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的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

成。 

结果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可变资本相对量变少，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减少，造成

大批工人失业，形成相对过剩人口。 

资本积聚 生产集中 资本集中 

内

容 

个别资本通过剩余价值

的资本化来增大资本总

量（资本积累为基础） 

生产资料、劳动力和商品的

生产日益集中于少数大企业

的过程 

大资本吞并小资本 

   小资本合并称为大资本 

金融资本 金融寡头 

内容 工业垄断资本和银行垄断资本融合

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垄断资本 

操纵国民经济命脉，并在实际上控制国家

政权的少数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 

形成 

   途径 

金融联系、资本参与、人事参与 经济：“参与制”、 

   政治：“个人联合” 

   文化（上层建筑）：政策咨询机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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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考研政治经济学计算题公式 

1.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劳动力价值=剩余价值/可变资本

=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利润/工资）*100% 

2.成本=不变资本 c+可变资本 v

3.价值=不变资本 c+可变资本 v+剩余价值 m

4.生产价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平均利润

5.垄断价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平均利润+垄断利润

6.利润率=利润/成本=m/（c+v）*100%

练习：【2017.3】某企业投资汽车生产，生产一辆汽车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为 15 万元、支付给工

人的工资为 5 万元，假定市场的平均利润率为 10%，那么，在自由竞争条件下，该汽车的生产价格

是 

A．20 万元    B．20.5 万元    C．21.5 万元    D．2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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