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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政治经济学》是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
，是我社组编的高师思政专业主干课教材，由7所院校合作编写而成。
全书主要由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两篇组成，系统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基础知识和
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联系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以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探索精神，在分析
方法上有所突破，既重视基本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本质的研究，也注重阐述市场机制、经济运行和经
济发展的规律，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论述注重
与现实发展动态结合；体系结构有所创新，每章设有“提示”、“小结”、“关键术语”和“需要继
续研究的主要问题”，便于教学和深入探讨。
《政治经济学》主要供高师思政专业教学使用，也可供成人进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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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政治经济学>>

章节摘录

　　五、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
　　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创造了更高级、更完善的机器设备，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特别是由电子计算机等组成的控制系统，把机器连结成自动化生产体系。
这样，机器代替了人的一部分体力和脑力劳动，以至在生产现场大量减少进行操作的劳动者，出现了
所谓“无人车间”、“无人工厂”，使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企业在雇佣工人大量减少、工作日缩短的
条件下，能获得更多的剩余价值。
于是，就提出了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的问题，即剩余价值是否仍然是雇佣工人的劳动创
造的问题。
　　在资本主义生产自动化的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仍然只能是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
这是因为：第一，机器是不变资本。
不论机器怎样先进，它是机器，而不是人。
它是由人设计创造的，在人的操纵下发挥作用，它同其他机器设备一样，只是由于工人的具体劳动才
能把自己原有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决不会使自身价值增殖，因而它不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第二，操纵、控制和使用自动化机器的生产者，是复杂劳动者，复杂程度较高的劳动比复杂程度较低
的劳动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第三，首先使用先进机器的个别资本家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因为先进机器被使用可以缩短必要劳动时间，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个别资本家获得超额剩
余价值。
如果先进机器普遍被使用，社会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资本家又会得到相对剩余价值。
总之，自动化机器的使用，只是为生产更多剩余价值提供了新的物质条件，而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才
是资本家获得剩余价值的惟一源泉。
“剩余价值不是来源于资本家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恰恰相反，是来源于资本家雇来使用机器的劳动
力。
”①在生产自动化高度发展的今天，马克思的这一科学论断并没有过时。
　　六、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在一个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规律体系中起主导
作用的经济规律，就是基本经济规律。
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剩余价值规律，它的内容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尽可能多
的剩余价值，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不断扩大和加强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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