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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思想政治课通用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编写从高等职业教育
的实际情况出发，突出通俗易懂的编写风格，力争用准确、简洁的语言，表达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和基本原理，使同学易于学习和掌握。
而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际应用，则着重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变化的新材料
，给予新的理论分析，使同学学习后收到“管用”的效果。
各章后的附录部分是《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思想政治课通用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一
个新的亮点和变化，它分别从各章不同的角度介绍了资本主义新的变化及理论界新的研究成果。
使《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思想政治课通用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在编写过程中真正做到
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以及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21世纪高等职业教育思想政治课通用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
：　　第一部分包括第一、二章，是抽象理论的分析。
着重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产生、研究对象、研究任务，以及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的马
克思主义科学的劳动价值论，为学习政治经济学打下既与中学所学知识相衔接又富有更深入理论分析
的基础。
同时，附录（一）重点介绍了我国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新认识，以及西方经济学对马克
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识的新变化，具有拓展理论视野的作用。
　　第二部分包括第三章至第六章，是在前两章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及其经济运动规律的分析。
　　第三、四章主要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流通、分配的生产关系各个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
本质是剩余价值生产，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就是建立在对雇佣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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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
任何一种商品都具有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的属性即有用性，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比如，面包可以充饥，衣服可以保暖等。
不同物品的使用价值可以不同，同一物品也可以有多种使用价值。
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生产出各种各样的使用价值来满足自身的需要，因此使用价值是构成财富
的物质内容。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由物品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属性决定，它与特定的社会形态无关，不
反映社会生产关系。
马克思说“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内容，而这个内容最初同这种形式无
关，我们从小麦的滋味中尝不出种植小麦的人是俄国的农奴，法国的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
使用价值虽然是社会需要的对象，因而处在社会联系中，但是并不反映任何社会生产关系。
”　　凡是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但是有使用价值的并不一定都是商品。
有用的物品要成为商品还必须用来交换。
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一旦进入市场就有了交换价值。
如10斤大米换2尺布，2尺布就是10斤大米的交换价值，可见，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与另
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和比例。
这种关系和比例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是大致相同的。
那么这种交换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有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是由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决定的。
但是，不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无法从量上进行比较，就像粮食和衣服的效用在本质上不同，无法
进行比较一样。
只有相同的东西才能进行比较。
因而要知道是什么决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必须抛开商品的使用价值，去寻找它们当中一般的、共
同的质。
这种共同的质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在生产它们的时候都消耗了人的体力和脑力，这种劳动消耗在
质上是相同的，所以在量上就可以比较。
我们把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称之为商品的价值。
　　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数量比例是根据生产时所耗费的劳动量即价值的大小来决定的。
因此，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价值是看不见、摸不着的，通过交换才能体现出来，交换价值是价值
的表现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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