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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由周柯和王霄琼编著，遵循马克思《资本论》的体系，介绍了政
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具体包括商品、货币、资本与剩余价值、资本积累、资本循环和周转、社会总
资本再生产和实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垄断资本主义等内容。
本教材注重理论体系的完整性，逻辑的严密性，并尽量用简洁语言描述复杂的经济理论，整个体系更
为紧凑。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适合于高等院校经济与管理专业基础理论课教学使用，也可以作为自
考及研究生考试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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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在剩余价值分为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不变的条件下，资本积累的数量取决于剩
余价值的绝对量，从而一切能够决定剩余价值量的因素，都会影响资本积累的数量。
这些因素有以下几个。
第一，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剥削程度越高，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量越多，资本积累数量也就越多。
资本家提高对工人剥削程度的主要手段是：①把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资本家往往把工资压到劳动力价值以下，从而把工人一部分必要的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家的积累基金
。
②延长工作日和提高劳动强度，可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增大资本积累。
第二，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和科学技术进步。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科学技术进步，剩余价值会相应增加，资本积累会随之增大。
这是因为：①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增加积累。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定量的剩余价值所包含的产品量也会增大。
这样在剩余价值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只要其下降的程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剩余产品
量仍会增加，因而在剩余产品分割为消费部分和积累部分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
加，但积累并不减少。
如果资本家的消费水平不变或有所提高，但提高的程度低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则积累可以增加
。
②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条件下，当更新原有的生产资料时，可由效率更高和价格更便宜的生产资料代替
旧有的生产资料，从而资本家可以获得超额剩余价值或相对剩余价值。
③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时，由于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价值下降，同量资本便可以购买更多的劳动力和
生产资料，于是就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从而也就增加了资本积累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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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为现代远程教育系列规划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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