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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考研政治基础精编教程》作为基础阶段视频课的配套讲义，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一
门课的内容。
帮助学生了解马原这门课的学科特点、章节框架、命题趋势，帮助考生梳理框架，构建知识体系，破
解难点，把握考点。
通过对基础知识进行深入仔细的精解，使考生透彻理解知识点，夯实基础。
特点：1.将知识点归纳总结出若干考点群。
重难点考点清晰明了。
2.
突出讲义应试的实用性：每一章每一节都有复习指导和要点提示；每个知识点都有详细的命题趋势和
复习技巧的指导；以编者按形式对知识点和视频教学进行补充引申；配以已考真题和经典习题，加深
对知识的理解，熟悉命题特点和答题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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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鑫，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博士、副教授，考研政治阅卷组专家，北京马克思主义学会资深专家，考
研政治辅导名师。
张老师善于将重点知识系统化、条理化、精练化。
讲课幽默风趣，切中要点，深要考生喜爱。
面授机构包括海天考研、学府考研、领航考研、领先考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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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概述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革命性的统一
第二章　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节　物质世界和实践
　第二节　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
　第三节　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
第三章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第一节　认识的本质及规律
　第二节　真理与价值
　第三节　认识与实践的统一
第四章　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第一节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
　第二节　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
　第三节　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第五章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其本质
　第一节　资本主义的形成及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矛盾
　第二节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第六章　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垄断资本主义
　第二节　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第三节　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第七章　社会主义社会及其发展
　第一节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第二节　社会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和完善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八章　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崇高的社会理想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
　第二节　共产主义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节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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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1.依据 根据资本在剩余价值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同将资本区分为不变资本与可变资
本。
 2.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含义 （1）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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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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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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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者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产生的唯一源泉。
剩余价值既不是由全部资本创造的，也不是由不变资本创造的，而是由可变资本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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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生产剩余价值的两种基本方法 资本家提高对工人的剥削程度的方法多种多样，最基本的方法
有两种，即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1.绝对剩余价值生产 （1）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延长工作日的长度
而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必要劳动时间既定的条件下，工作日越长，剩余劳动时间越长，剩余价值率越高。
 （2）除了延长劳动时间外，资本家还用提高劳动强度的方法来增加剩余价值。
提高劳动强度，是让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消耗更多的体力和脑力，这与延长工作日并没有本质区别。
 （3）适用条件：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于生产技术以手工劳动为基础，资本主义扩大生产主要靠
增加劳动量来实现，因此延长工作日就成为资本家提高剥削程度的基本方法。
 2.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1）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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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以实现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通过提高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实现的。
 （3）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的结果。
 （4）适用时期：资本主义发展后期。
 3.超额剩余价值 （1）含义 超额剩余价值是指企业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使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
价值的差额。
 （2）每个资本家的主观目的是追逐：超额剩余价值。
 （3）获得超额剩余价值的客观后果是资本家阶级普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条件下，每个资本家总是力图不断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提高劳动生产率
，使其生产的商品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从而获得超额剩余价值。
这个过程的客观后果则是整个社会各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导致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和
补偿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剩余劳动时间延长，整个资本家阶级普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
随着生产技术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工人阶级反抗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斗争力量的增强，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的作用日益突出了。
 （六）生产自动化条件下剩余价值的源泉 生产自动化条件： （1）属于物化劳动或不变资本。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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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自动化参加产品生产时，只是把原有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而不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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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价值，更不能创造剩余价值。
 （3）其应用使劳动复杂程度更高，从而复杂劳动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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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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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考研互动精品课程系列教程：考研政治基础精编教程》附赠高教网10小时无限畅听卡，良师、
益友、快乐考研。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考研政治基础精编教程>>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