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章  商品与货币

一、内容结构简介

本章重点阐述了商品的二因素、劳动二重性、货币的价值形式及货币的本质和

职能，这些内容论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这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

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提。

本章共两节。第一节“商品”，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第一，商品的二因素：

使用价值与价值。第二，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第三，商

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第四，商品生产包含着使

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私人劳动

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

本矛盾。

第二节“货币”，主要论述了四个问题：第一，商品的价值形式经历了四个阶段，

即从简单价值形式开始，经过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逐渐发展为货币形式。

第二，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

生产关系；货币具有五种职能。第三，货币最初采取贵金属的形式，后来发展为铸币、

纸币，最终转化为信用货币。第四，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取决于待实现的商品价

格总额和货币的流通速度，纸币流通规律以金属货币流通规律为基础。

二、重点和难点释义

（一）本章的知识重点

1．商品的二因素及其相互关系

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它体现了一

定的社会关系。使用价值就是物品的有用性或效用，即物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

的属性。并非一切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都是商品，有用物品要成为商品，还必须是

用来交换的物品，具有交换价值。交换价值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与另一种使用价值

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交换价值由价值决定，价值是交换价值的基础，而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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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则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价值指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在质上

是相同的，只有量上的差别。

使用价值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反映人和人之间的关

系，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因素的对立统一体。它们

的统一性表现在：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也不可能

具有价值，因而不会是商品。但是如果物品是劳动产品，也具有使用价值，但是没

有经过交换，也不是商品。所以，作为商品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

商品二因素的对立性表现在：商品的生产者只能占有使用价值或价值中一个因素。

因为商品生产者要占有价值，就必须让渡使用价值。而如果商品生产者自己消费了

使用价值，就无法实现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具有对立性的。

只有生产出来的商品能够交换出去，生产者实现了价值，购买者得到了使用价值，

商品的内在矛盾才能得到解决。

2．商品的价值量

各种商品的价值在质上是相同的，都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一般劳动，因而各

种商品的价值只有量的区别。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的平均的劳动熟练

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时间。在考察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时，

还必须注意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在同样的时间内，复杂劳动所创造的商品

的价值是几倍于简单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交换中，商品的价值量是以简单劳动作

为计算单位的，复杂劳动折合为简单劳动的比例是在长期的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形

成的。研究商品的价值量还必须考察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生产某种

使用价值的效率。它通常有两种表示方法：一是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二是

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在这里，要注意区分部门劳动生产率和个别企业

的劳动生产率。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变化会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个别企业的劳

动生产率的变化只影响个别劳动时间。

3．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商品生产包含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这些矛盾

的根源，在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以私有制

为基础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指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生产商品的劳动所

具有的私人性质和社会性质。劳动的私人性与社会性，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互

排斥的。体现在交换过程中，如果某种商品不能实现交换，那么私人劳动就不能得

到社会承认而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也就难以实现使用价值和价值，具体劳动也就

不能还原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的社会性也就无法实现。因此，私人劳动和社会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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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矛盾决定着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而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又是通

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表现出来的。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作为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存在于商品经济的一切

阶段。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阶段，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发展为生产社会化和

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这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它贯穿了资本主义产生、

发展和灭亡的全过程，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命运。

4．商品价值形式发展的四个阶段

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因此商品也就具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

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另一种是价值的表现形式。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就是商品的

自然形式，是人们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从单个商品本身是看不

见的，只有在它和别的商品相互交换时才能表现出来。

商品价值形式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简单或偶然的价值形式。在

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水平较低，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而是为了自身的

消费。用来交换的只是部落里剩余的少量物品，因此这种交换有很大的偶然性。第

二阶段是扩大的价值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公社之间以及公社内部的产品交换

变得比较频繁，一种商品已经不是偶然地和另一种商品相交换，而是与其他商品经

常交换。这样一来，价值的表现也就由简单价值形式发展到扩大的价值形式。在扩

大的价值形态中，由于一种商品的价值有无数的等价物，因而商品的价值及表现才

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扩大的价值形式与简单价值形式相比较，价

值的表现范围扩大了，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进步。但是，在这种价值形式中，

等价物无止境并且不被公认，常常使商品交换出现困难。第三阶段是一般价值形式。

当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进一步发展以后，就出现了一般等价物。商品的价值表现形

式也就从扩大价值形式过渡到一般价值形式。一般等价物的出现方便了交换，大大

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但是，由于一般等价物还没有固定在一种商品上，给交换

带来了新的困难。第四阶段是货币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商品的价值形式

从一般价值形式就发展到了货币形式。货币形式与一般价值形式相比，在于充当一

般等价物的商品固定在金银上。

因此，货币是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发产物，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必然结

果，是价值形式不断发展的必然结果。

5．货币的本质和职能

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生

产关系。

货币的职能是指货币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它是货币本质的具体体现。在

发达商品经济中，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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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职能，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基本职能。

（二）本章的知识难点

1．劳动二重性及其意义

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劳动的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

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也叫有用劳动，是人们在一定的具体形式下所进行的劳动。

不同商品之所以具有不同的使用价值，除了由于它们的物质要素各有其特殊的自然

属性外，还因为生产它们的劳动各有其特殊的具体形式。总之，是具体劳动生产了

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是指撇开了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

抽象劳动的凝结形成了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

系。二者的统一性表现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

面，而不是两种劳动。不论时间上，还是空间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都是不可分

割的。商品生产者在进行具体劳动的同时，也就支出了抽象劳动。抽象劳动寓于具

体劳动之中；抽象劳动又是各种具体劳动彼此联系的表现，也是商品生产者借以相

互联系的桥梁。

劳动二重性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它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首先，劳动二重性学说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商品

的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科学地回答了什么劳动创造价值的问题，从而

使劳动价值理论建立在真正科学的基础之上，成为完全科学的理论。其次，劳动二

重性学说为剩余价值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运用劳动二重性学说，科学地论

证了雇用劳动者的具体劳动在生产出新的使用价值的同时，转移了生产资料的旧价

值，而抽象劳动则生成了新价值。在此基础上，区分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价值

增殖过程中的不同作用，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真正源泉，从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最后，劳动二重性学说还为其他一系列理论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从科学的劳动

价值论出发，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资本有机构成、资本积累、资本主

义再生产等理论。总之，马克思的全部经济理论都是建立在劳动二重性理论基础之

上的。

2．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效率。劳动生产率的高低通常有两

种表示方法：一是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二是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

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或者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

表明劳动生产率越高；反之，表明劳动生产率越低。

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

的数量，同一社会必要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总量相等。但是，从单位商

品的价值量来说，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数量就越多，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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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从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反之，

劳动生产率越低，则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高。因此，商品的价值量与体现在商品

中的劳动的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如表 1-1 所示。

表 1-1 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劳动生产率 单位劳动时间 产  品  数  量
单位商品耗费

的劳动量
单位商品价值量

全部商品的价

值总量

既定 8 小时 8 件上衣 1 小时 1 小时 8 小时

提高 1 倍 8 小时 16 件上衣 0.5 小时 0.5 小时 8 小时

降低 1 倍 8 小时 4 双袜子 2 小时 2 小时 8 小时

当然，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是指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而不是个别企业的劳动生

产率。

3．金属货币流通规律和纸币流通规律

金属货币流通规律是：流通中所需要的贵金属货币量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

成正比，与货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使

有些商品的交换采取了赊购的方式，不需要现金参加交易，因此，货币流通量中应

减去这一部分。另外，应加上到期支付的债务总额，减去互相抵消的支付总额。

纸币流通规律以金属货币流通规律为基础。纸币的发行只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

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数量。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

币量，则纸币贬值，发生通货膨胀；如果纸币的发行量不能满足商品流通中所需的

金属货币量，则纸币升值，发生通货紧缩。

应当注意的是，不能简单地把物价上涨或下跌和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等同起来，

因为现实中引发物价上涨或下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纸币发行量过多或过少之外，

还有其他因素（如成本、需求、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经济体制等）也会引起物价变化。

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指由于纸币发行量过多或过少而导致的物价在一段时期内

持续上涨或下跌。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一旦发生就会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危

害，扰乱价格体系，扭曲资源配置，使整个经济生活出现混乱。因此，遵循货币流

通规律，防范和消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对一个国家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思考与分析

（一）名词解释

1．商品 2．使用价值 3．价值 4．简单劳动 5．复杂劳动 6．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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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单项选择题

1．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总称是（  ）。

A．商品流通    B．产品流通

C．商品经济     D．产品经济

2．马克思说：“我们不能从小麦的滋味尝出种小麦的是俄国的农奴、 法国的

小农，还是英国的资本家。”这句话表明使用价值（  ）。

A．是商品和一切劳动产品共有的本质属性 
B．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不反映社会生产关系

C．不是商品的内在属性 
D．不是物成为商品必须具有的属性

3．不论财富的社会形式如何，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总是（  ）。

A．交换价值   B．使用价值

C．价值         D．货币

4．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是（  ）。

A．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       B．商品的交换价值 
C．商品的价值                D．商品的价格 
5．商品价值量的大小是由（  ）。 
A．商品的质量决定的

B．商品的供求状况决定的 
C．生产商品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D．生产商品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 
6．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是（  ）。 
A．剩余价值学说             B．商品二因素学说 
C．劳动二重性学说           D．资本积累学说 
7．关于金银成为货币的问题，下述说法正确的是（  ）。

A．金银天然是货币，货币天然也是金银

B．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不是金银

C．金银天然不是货币，货币天然是金银 
D．金银天然是货币，货币天然不是金银

8．能够自发调节货币流通量的货币职能是（  ）。

A．价值尺度     B．流通手段 
C．支付手段                D．贮藏手段 
9．马克思分析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指出一般价值形式（  ）。

A．是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发展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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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是从偶然的价值形式发展过来的 
C．是从扩大的价值形式发展过来的 
D．是从货币形式发展过来的 
10．商品的价格是（  ）。 
A．价值的基础              B．价值的货币表现 
C．价值的实体              D．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11．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  ）。 
A．供求规律                B．货币流通规律 
C．竞争规律                 D．价值规律 
12．商品流通公式的正确写法是（  ）。 
A．商品—商品            B．商品—货币—商品 
C．货币—货币            D．货币—商品—货币 
13．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只有通过（  ）。

A．商品生产才能解决         B．商品交换才能解决 
C．商品分配才能解决         D．商品消费才能解决 
14．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指（  ）。

A．不同劳动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 
B．同一劳动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两次劳动 
C．同一劳动过程中两个不同的方面 
D．不同劳动过程中相同的劳动形式 
15．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量体现的是商品的（  ）。

A．价值                      B．使用价值 
C．交换价值                 D．使用价值和价值 
16．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现有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

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需要的劳动时间。这种“社会正常的生产

条件”是（  ）。

A．全社会各部门的平均技术装备水平 
B．全社会大多数部门的技术装备水平 
C．某一生产部门内部的先进技术装备水平 
D．某一生产部门内部大多数商品生产已经达到的技术装备水平 
17．马克思在研究商品时，之所以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使用价值是（  ）。 
A．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  B．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条件 
C．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实体  D．商品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18．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其完备的外在表现形式是（  ）。

A．商品与商品的对立      B．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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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对立  D．商品与货币的对立 
19．一本书售价 18 元 5 角，这里的“元”“角”是（  ）。 
A．价格标准                 B．价值尺度 
C．观念货币                D．货币价值 
20．纸币流通规律应当是纸币的发行量（  ）。

A．等于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 
B．大于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 
C．小于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 
D．与流通中的金属货币量无关 
21．商品是（  ）。

A．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B．任何社会的劳动产品

C．任何具有使用价值的物品  D．不要求等价补偿的物品

22．商品的二因素是（  ）。

A．价值与价值量            B．使用价值与效用

C．价值与交换价值          D．使用价值与价值

23．商品的价值量是（  ）。

A．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大小决定

B．由商品生产者在生产中实际付出的劳动决定的

C．生产技术决定的

D．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24．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社会劳动生产率（  ）。

A．成正比     B．成反比 
C．反方向变动   D．同方向变动

25．形成商品二因素的原因是（  ）。

A．生产商品的劳动需要人和工具

B．生产商品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

C．生产商品的劳动同时是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D．生产商品的劳动包括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

26．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劳动的二重性是指（  ）。

A．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B．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C．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    D．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

27．劳动的二重性是（  ）。

A．两次劳动              B．两种劳动

C．两种具体形式的劳动    D．同一劳动的两个不同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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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私有制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是（  ）。

A．价值与使用价值之间的矛盾

B．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C．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矛盾

D．商品生产中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

29．货币的本质是（  ）。

A．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B．人们为方便交换而发明的一种工具

C．金银等贵金属 
D．国家发行并强制流通的价值符号

30．货币的五种职能中最基本的是（  ）。

A．世界货币和贮藏手段   B．贮藏手段和支付手段

C．价值尺度与流通手段   D．价值尺度与价格标准

31．决定商品流通中货币需要量的因素包括（  ）。

A．待实现的商品价值总额与货币流通速度 
B．流通中实际具有的货币量

C．纸币发行量 
D．社会贮藏的金属货币量

32．通货膨胀是（  ）。

A．任何形式的货币流通情况下都可能发生的现象

B．伴随商品生产一同出现的现象

C．金属货币流通条件下特有的现象

D．纸币发行数量超过了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而产生的现象

33．在简单价值形式中，处于相对价值形式上的商品是（  ）。

A．表现另一种商品价值的商品 
B．价值被表现的商品

C．充当特殊等价物的商品 
D．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

（三）多项选择题

1．商品是（  ）。

A．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B．为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劳动产品

C．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

D．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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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体现着一定的社会关系

2．使用价值是商品的一个基本属性，它的基本规定性有（  ）。

A．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B．商品的自然属性

C．由具体劳动创造的

D．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E．构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

3．价值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它是（  ）。

A．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

B．商品的社会属性

C．交换价值的基础

D．商品的本质属性

E．历史范畴

4．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  ）。

A．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正比

B．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C．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

D．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反比

E．商品价格始终成反比

5．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区别是（  ）。

A．具体劳动是劳动的具体形式，抽象劳动是一般人类劳动

B．不同的具体劳动质上不同，抽象劳动没有质上的区别

C．具体劳动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反映的是社会生产关系

D．具体劳动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抽象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

E．具体劳动是永恒范畴，抽象劳动是历史范畴

6．研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从分析商品开始是因为（  ）。

A．商品关系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完全是一样的

B．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的细胞

C．商品包含的矛盾隐藏着资本主义矛盾的萌芽

D．创造商品的劳动价值理论是资本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

E．任何一种商品都包含有剩余价值

7．在简单商品经济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决定着（  ）。

A．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

B．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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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

D．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矛盾

E．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

8．下面哪几种说法是正确的？（  ）

A．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衡量以简单劳动为尺度

B．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衡量以复杂劳动为尺度

C．一定量的复杂劳动可以换算为多倍的简单劳动

D．复杂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是在市场竞争中自发形成的

E．复杂程度不同的产品无法按比例交换

9．劳动生产率是（  ）。

A．生产使用价值的效率

B．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来表示

C．用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

D．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

E．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的比率

10．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产生的条件是（  ）。

A．社会分工  B．社会化大生产  C．自然经济

D．生产资料属于不同的所有者    E．经济危机

11．货币的起源是（  ）。

A．商品交换过程中自发产生的

B．人们主观创造的

C．商品交换和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结果

D．贵金属天然具有货币属性

E．商品使用价值与价值内在矛盾发展的结果

12．商品价值形式发展所经历的阶段是（  ）。

A．简单的、偶然的价值形式

B．扩大的、总和的价值形式

C．一般价值形式

D．货币价值形式

E．发达价值形式

13．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它的基本职能有（  ）。

A．价值尺度  B．流通手段   C．贮藏手段

D．支付手段  E．世界货币

14．一定时期内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取决于（  ）。

A．代售商品总量  B．商品价格水平  C．货币发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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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货币需求量  E．货币流通速度

15．在“1 只羊 = 2 把斧子”的简单价值形式中，处于等价形式的石斧具有（  ）

特征。

A．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

B．生产它的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

C．生产它的私人劳动成为社会劳动的表现形式

D．复杂劳动成为简单劳动的表现形式

E．它的价值成为使用价值的表现形式

（四）简答题

1．商品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是什么关系？ 
2．为什么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统一体？

3．劳动生产率和商品的价值量是什么关系？ 
4．为什么说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 
5．货币的起源、本质和职能是什么？

6．为什么商品是分析现代经济社会的逻辑起点？

7．商品价值量是如何决定的？它反映着商品生产者之间怎样的经济关系？

8．简述货币流通规律。

9．什么是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

（五）辨析题

1．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增加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数量和价值量。

2．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有价格的必有价值。

3．“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相同的商品只能卖相同的价钱。

4．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

5．由于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为社会进行的，它表现为直接的社会劳动。

6．各种商品的价值可以相互比较，是因为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

（六）论述题 

1．试述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容及其现实意义。

2．如何理解公式“1 只羊 = 2 把斧子”中的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七）计算题

1．在等价交换条件下，1 只羊 = 4 把斧子。

问题：

（1）如果其他条件不变，生产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1 倍，1 只羊换几把斧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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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果生产羊和斧子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 1 倍，1 只羊换几把斧子？

（3）如果生产羊的劳动生产率降低 1 倍，生产斧子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1 倍，1
只羊换几把斧子？

2．在供求关系平衡的条件下，生产 1 匹布和生产 8 克黄金同样要耗费 100 小

时劳动。

问题：

（1）原来 1 匹布的价格是多少？

（2）在生产黄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或降低 1 倍的条件下，1 匹布的价格是

多少？

（3）上述变化说明了什么？

3．某年商品价格总额为 2 000 亿元，赊销商品价格总额为 500 亿元，到期支付

商品价格总额为 400 亿元，甲方购买乙方商品价格总额为 800 亿元，乙方购买甲方

商品价格总额为 600 亿元，单位货币每年周转 4 次，当年发行纸币 200 亿元。

问题：

（1）相互抵消的商品价格总额是多少？

（2）当年商品流通中所需货币量是多少？

（3）纸币是升值还是贬值？每元值多少？

（八）分析题

16 世纪，随着欧洲人征服美洲，在美洲印第安人的印加国发现了储量丰富的贵

金属矿藏。当时整个欧洲都被美洲发现黄金白银矿藏的好消息所鼓舞，由此掀起了

一股金矿银矿的开采热潮。随着黄金白银的开采并被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人们发

现欧洲市场上的物价反而比以前更贵了，人们必须为食品支付比以前更高的价格，

1570—1640 年的大约 70 年时间，谷物的售价从每夸特 2 盎司（1 盎司 = 28.349 5 克）

白银上涨到每夸特 6 ～ 8 盎司白银。许多人的实际购买力反而下降了，除了经营黄

金白银的人赚到了钱，大多数人并没有从中得到好处。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并没有

使社会财富增加，也没有使社会的经济状况改善。
资料来源：周又红 . 政治经济学案例 [M]．2 版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5.

问题：为什么美洲金银矿的发现没有使财富增加，反而使物价上升？

四、思考与分析答案

（一）名词解释答案

1．商品：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 3 版）学习指导书 28 

2．使用价值：能满足人们需要的某种属性，即物品和服务的有用性。

3．价值：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

4．简单劳动：不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的一般劳动者都能胜任的劳动。

5．复杂劳动：需要经过专门训练和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知识和技能的劳动者

才能从事的劳动。

6．交换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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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比例。

（二）单项选择题答案

1．C 2．B 3．B 4．C 5．C 6．C 7．C 8．D 9．C 10．B

11．D 12．B 13．B 14．C 15．A 16．D 17．D 18．D 19．A 20．A

21．A 22．D 23．D 24．B 25．C 26．B 27．D 28．D 29．A 30．C

31．A 32．D 33．B

（三）多项选择题答案

1．ACD 2．ABCDE 3．ABCDE 4．BC 5．ABCDE 6．CDE

7．ACE 8．ACD 9．ABCE 10．AD 11．ACE 12．ABCD

13．AB 14．ABE 15．ABC

（四）简答题答案

1．答：商品二因素是指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其中，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

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劳动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

和抽象劳动不是两种劳动，也不是两次劳动，而是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商品

二因素和劳动二重性的关系是：商品二因素是由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具体劳动创造

商品的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

2．答：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价值这两个因素的对立统一体。它们的统一性表现在：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没有使用价值的物品，也不可能具有价值，因而不

会是商品。但是如果物品是劳动产品，也具有使用价值，但是没有经过交换，也不

是商品。所以，作为商品必须同时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商品二因素的对立

性表现在：商品的生产者只能占有使用价值或价值一个因素。因为商品生产者要占

有价值，就必须让渡使用价值。而如果商品生产者自己消费了使用价值，就无法实

现商品的价值。可见，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是具有对立性的。只有生产出来的商

品能够交换出去，生产者实现了价值，购买者得到了使用价值，商品的内在矛盾才

能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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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答：劳动生产率和商品价值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

必要劳动的数量，同一社会必要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的价值总量相等。但是，

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来说，劳动生产率越高，单位时间内所生产的商品数量就越多，

则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越少，从而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小；

反之，劳动生产率越低，则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就越高。

4．答：在简单商品经济中存在着一系列矛盾，如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

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

都根源于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简单商品经济中，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

盾决定着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如果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都符合社会需要，所生产

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都等于或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那么通过交换商品的使用价

值和价值也就得到了实现，具体劳动也就还原为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也就转化为社

会劳动，它在竞争中就会处于有利地位，发财致富。反之，上述一系列的矛盾无法

解决，生产者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甚至破产。

5．答：货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是价值形式长期发展的结果。商品的价值形式经历了四个阶段，即从简单价值形式

开始，经过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价值形式，逐渐发展为货币形式。从本质上看，

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它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

在发达的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有五种职能，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

支付手段和世界货币。其中，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两种最基本的职能。价

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一产生就具有的职能，其他职能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

逐渐产生的。

6．答：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最基本、最简单、最普遍的形式，商品关系

是资本主义社会最普遍的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乃至现代市场经济中社会

财富有多种形式，如货币、资本、证券、地产等，但从这些形式追溯下去，都要追

溯到对商品的分析。商品所包含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胚芽，不了解商品所

包含的矛盾，就不能全面了解呈现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各种矛盾形式及其原因。

因此，从对商品的分析开始，乃是政治经济学解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及市场经济的

科学合理的逻辑起点。

7．答：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时间，但不是由生产商品的个别

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

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

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同类商品的生产者之间竞争自发形

成的，它反映着商品生产者之间地位平等的经济利益关系和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

8．答：流通中所需要的贵金属货币量与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与货

币的流通速度成反比；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使有些商品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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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采取了赊购的方式，不需要现金参加交易，因此货币流通量中应减去这一部分。

另外，应加上到期支付的债务总额，减去互相抵消的支付总额。

9．答：纸币的发行量只局限于它所象征地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数量。

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商品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则纸币贬值，发生通货膨

胀；如果纸币的发行量不能满足商品流通中所需的金属货币量，则纸币升值，发生

通货紧缩。

（五）辨析题答案

1．答：错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可以增加单位时间内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数量，

但不能增加单位时间内生产的商品价值量，因为在同一社会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价值

总量相等。

2．答：错误。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价值是价格的基础，

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在商品经济条件下，某些并非商品、也不具有价值的

东西却取得了商品的形式，可以买卖并具有价格。所以，尽管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但有价格的东西并不一定具有价值。

3．答：不完全正确。首先，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决定的，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交换应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因此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其次，不同商品生产者生产同类商品所使用的劳动时间

不同，个别劳动时间较低的商品生产者可能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商品。此外，供求关

系影响价格，不同的时间和地点，市场供求关系各有不同。因此，商品的价格也不

尽相同。所以，“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的观点是对的，但笼统地认为相同的商品

卖相同的价钱是片面的。

4．答：正确。因为金和银是自然界早已存在的，而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产物，是商品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所以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由于

金银体积小、价值大、质地均匀、易分割、耐磨损、携带方便、抗腐蚀、易保存等

自然属性，使它们天然适合充当货币材料，所以货币天然是金银。

5．答：错误。尽管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为社会进行的，但是它不表现为直接

的社会劳动，因为商品生产者的产品在没有完成交换以前，仍然属于私人的劳动产

品，那么他生产该产品时所付出的劳动也为私人劳动，不可能属于直接的社会劳动。

6．答：错误。各种商品的价值之所以能够相互比较，不是因为有了货币，而

是它们本身都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具有相同的质，所以它们本身可以相互比较。

但是，因为货币担负着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职能，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才统一用

货币来表现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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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论述题答案  

1．答：马克思认为商品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

个因素。使用价值就是物品的有用性或效用，即物品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是由物品的物理、化学、生物等属性所决定的，它构

成社会财富的物质内容，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劳动凝结在商品

中就形成了商品的价值，价值在质上是相同的，不同商品所包含的价值只有量上的

差别。因此，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前者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后者反

映人和人的关系，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商品就是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立统一体。商

品二因素的统一性表现在：任何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缺失其中一个

因素则不可能成为商品。商品二因素的对立性表现在：商品的二因素是相互排斥的，

无论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都不可能同时拥有二因素。

商品的二因素是由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决定的。劳动的二重性是指具体劳动

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也叫有用劳动，是人们在一定的具体形式下所进行的劳动。

具体劳动生产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具体劳动与生产资料共同构成使用价值的源泉。

抽象劳动是指撇开具体形式的无差别的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的凝结形

成了商品的价值。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同一劳动过程的两个方面。

价值源于劳动的思想，在马克思之前就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来了。但是他

们都不清楚究竟是什么劳动形成商品的价值，而马克思第一次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

动具有二重性，把形成价值的劳动明确地归结为抽象人类劳动，并把它同创造使用

价值的具体劳动严格区分开来，才使劳动价值论奠定在科学的、牢固的基础上，为

解决政治经济学的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提供了一把钥匙。所以，马克思的劳动二重

性学说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2．答：在这种价值形式中，等式两端的商品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不同。其中，

左边的商品处于主动地位，要求把自己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因此叫

作相对价值形式。而右边的商品则处于被动地位，它是等价物，起着表现左边商品

价值的作用，因此叫作等价形式。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对立统一关系。二者的统一表现在，二者相互依存；

二者的对立表现在，在同一价值关系表现中，等式两边的商品都只能处于相对价值

形式或是等价形式中的一种。

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价值，相对地表现在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的使用价值

上。从量的方面来考察，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的商品的价值量相对地表现在处于等价

形式商品的使用价值量上；商品的相对价值量取决于相交换的两种商品的社会必要

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关系。

等价形式就是某种商品充当价值的代表，它具有三个特点：第一，使用价值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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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价值的表现形式，即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使它的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

第二，具体劳动成为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斧子本是具体劳动的产品，当它处于等

价形式时，就作为抽象劳动的化身出现了。第三，私人劳动取得了社会劳动的形式。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生产各种商品的劳动都是私人劳动。当这种

商品处于等价形式时，能够直接和其他商品相交换，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社会性就

获得了社会的承认，也就具有直接的社会劳动的形式。

（七）计算题答案

1．答：主要考察“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这一前提条件。

（1）生产羊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1 倍，商品价值量减少 1 倍，因此 1 只羊 = 2
把斧子。

（2）生产羊和斧子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 1 倍，商品价值量不变，因此 1 只

羊 = 4 把斧子。

（3）生产羊的劳动生产率降低 1 倍，商品价值量增加 1 倍，1 只羊 =8 把斧子；

同时，生产斧子的劳动生产率都提高 1 倍，商品价值量减少 1 倍，因此，1 只

羊 = 16 把斧子。

2．答：（1）1 匹布 =8 克黄金 =100 小时劳动。

（2）生产黄金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1 倍，商品价值量减少 1 倍，因此 1 匹布 =16
克黄金；生产黄金的劳动生产率降低 1 倍，商品价值量增加 1 倍，因此 1 匹布 =4
克黄金。

（3）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价格

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

3．答：（1）甲方购买乙方商品价格 800 亿元，乙方购买甲方商品价格 600 亿元，

这样乙方不必付钱，甲方付给乙方 200 亿元即可，甲乙相互抵消 600+600=1 200（亿元）。

（2）根据公式计算当年货币流通量 =(2 000-500+400-1 200)/4=175（亿元）。

（3）商品流通所需货币量是 175 亿元，而实际发行的纸币是 200 亿元，所以

纸币贬值了。1 元纸币 =175/200=0.875。

（八）分析题答案

答：对于该材料的分析，可以从两个角度展开。

第一，亚当·斯密的观点。当时许多经济学家都把欧洲物价上涨的原因归结为

美洲贵金属矿藏的发现和金银往欧洲的输入，欧洲市场金银价格的下降也就是欧洲

市场商品价格的上升。亚当·斯密如何解释这一问题呢？他虽然承认劳动创造价值，

但他的劳动创造价值理论只针对普通商品，而对于黄金白银的价格决定他却抛开了

劳动价值论，认为金银等贵金属的特殊性在于其价值更多地取决于它的“效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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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和稀少”“贵金属或宝石最丰富的矿山，对于世界财富，不能有多大的增加，因

为这类产品的价值，主要来自其稀少”“把金的稀缺性增加到一定程度，那么最小

一块金可能变得比金刚钻还昂贵，并可能换得更大数量的其他货物”。这样，金银

的真实价格就取决于贵金属的稀缺性了。

根据这个理论，亚当·斯密进而认为，金银的稀缺性乃至金银的价格是由金银

的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在需求方面，欧洲由于富裕，对金银饰品的需

求就大，而美洲由于贫穷，对金银饰品的需求就小，其结果是在富裕的欧洲金银价

格高，在贫穷的美洲金银价格低。在供给方面，他以秘鲁为例，认为由于金银等贵

金属矿藏的发现以及秘鲁政府对开采金银矿藏的奖励政策，使得国际市场的金银大

量增加，金银必然要由价格低的美洲流向价格高的欧洲，金银向欧洲的流入使得欧

洲金银供给增加，但同期欧洲对金银的需求增加又是有限的，故导致金银供过于求，

欧洲的金银价格也就下跌了，金银的价格下降致使欧洲市场商品的物价上升。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16 世纪美洲金银矿的发现所引起的欧洲物

价的上升可用马克思的货币理论、价格理论来解释。

马克思认为，金银和其他普通商品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两样，它们都具有使用

价值和价值，它们的价值是在生产它们的过程中消费了的一般人类劳动。金银和其

他普通商品所不同的地方在于，当货币产生以后，金银作为货币固定地充当一般等

价物，因而具有了普通商品所不具有的货币职能。金银即使已经作为货币了，也不

能改变它的价值决定特性，它的价值是由生产它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在了解了金银的价值以后，再来看商品价格与货币价值的关系。马克思认为，

在本质上商品的价格与货币的稀缺性没有关系，商品的价格只是与价值存在着本质

关联，商品价格是由商品的价值和货币的价值共同决定的，其中货币的价值显然就

是金银的价值。商品的价格与商品的价值量成正比，随着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的减少，商品的价值量在下降，商品的价格也在下降；而商品的价格与货币的

价值量成反比，随着生产金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货币的价值量在下降，

同样价值量的商品现在比过去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才能表现其价值，商品的价格也就

上升了，因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由于商品价值不属本材料的研究内容，在以

下的分析中将不予考虑，重点考察货币价值与商品价格的关系。

在本材料中，最初，在美洲金银矿发现以前，欧洲贵金属市场是一个封闭的地

区市场，欧洲市场的商品价格是由当时市场的商品价值和欧洲市场的货币价值共同

决定的。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大，尤其是美洲金银矿的发现和世界黄金市场的扩大，

参加欧洲市场商品价格决定的不再是欧洲市场金银的地区价值，而是扩展为由世界

市场金银的世界价值，或者可以说欧洲市场商品的价格不再由欧洲生产金银的地区

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世界市场生产金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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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洲生产的金银在金银的世界价值形成中的作用与美洲金银在世界金银交易中

的地位有关。最初世界金银市场刚刚扩展时，金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主要是以欧

洲的金银开采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为主，随着美洲金银矿开采的扩大和美洲生

产的金银在世界金银市场交易中所占份额的逐渐提高，美洲生产金银的劳动时间在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形成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当美洲生产的金银在世界金银交易量

中占主导地位时，美洲的金银对世界价值的形成则起决定性作用。

由于美洲的金银矿藏丰富，开采条件比较容易，因而美洲的金银开采比欧洲具

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说美洲生产的金银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比重日益增大

的时候，世界市场的金银价值也随之不断下降，这就是欧洲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的根

本原因。

亚当·斯密把欧洲市场商品价格的上涨归因于美洲金银向欧洲的大量涌入所引

起的欧洲金银供给的增加。亚当·斯密的观点表面上看起来很有道理，其实不然。

虽然商品价格上涨的直接起因是金银供给的增加，但是金银供给之所以能够源源不

断地增加，是由于欧美两地金银开采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可以用反证法来证明，

假定欧洲市场的商品价格最初是由欧洲的金银开采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即由欧洲生

产金银的价值决定，再假设欧洲和美洲金银开采的劳动生产率是一样的，还假设不

考虑途中的各种消耗和补偿，这时美洲、欧洲的金银的地区价值和世界市场的金银

价值是一样的。当美洲的金银运入欧洲时，欧洲金银供给的增加会引起欧洲市场商

品价格的上涨，商品价格哪怕是微小的上涨也表明金银生产商在这场交换中不能换

回从前那么多东西，即金银供给的增加使得金银的价格已经低于它的价值，显然接

下来，低于价值的金银的生产会减少，金银从美洲的流入也会停止。欧洲市场商品

价格刚开始略微上扬便停止了。

只有当美洲金银开采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欧洲，从而美洲金银的价值大大低

于欧洲时，美洲的金银才能长期源源不断地输往欧洲，欧洲市场的商品价格才能经

历一个持续上涨的过程，直至一定数量的金银与一定数量的商品相交换时它们的价

值相等，商品价格的持续上涨才算结束。

由此可见，在本材料中欧洲市场金银供给的增加只是商品价格上涨的表面原因，

隐藏在背后的是欧美两地金银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不同，即两地金银地区价值的不同，

这种不同是欧洲市场价格上涨的根本原因，也是欧洲金银供给持续增长的内在原因。

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的是现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重视的是隐含在现象背后的   
本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