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行理财网
剩余价值率公式（剩余价值率反映的是( )(单选题)）

第一节 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

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即表现在货币形态上，但货币本身并不就是
资本，当做货币的货币和当做资本的货币有本质区别。

商品流通公式：商品——货币——商品

货币流通公式：货币——商品——货币

两个公式的区别：流通形式上不同，商品流通以卖开始，以买告终。资本流通以买
开始，以卖结束。

在资本流通中，商品起着流通媒介的作用。但两个公式最重要的区别在于其内容上
。

在W-G-W中，商品所有者是为买而卖，所以要卖出商品是为了能买到需要的另一
种商品，这种流通的目的是为了获得一定是使用价值。

在G-W-G中，是为了卖而买，其目的是为了获得货币，也就是交换价值本身，任何
货币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代表一定量的价值，但一个货币额同另一个货币额有量
的差别，G-W-G的过程中，货币会增多，会发生价值的增殖，因此G-W-G，应该
写成G-W-
G'，G'=G+△G，△G这个增殖额叫做剩余价值。资本就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

资本流通的目的是为了取得货币，因而便决定了这个运动是无止境的，货币只有当
它能带来剩余价值时，才能成为资本，也只有在不断运动中，它才能不断增殖自己
的价值，若运动停止了就会丧失增殖的能力，丧失资本特性，从而变成单纯货币。

资本家：人格化的资本，之所以成为资本家是因为它能自觉地经常地维持资本的运
动。

G-W-G'是资本的一般公式，从形式上看，资本的一般公式和商品交换的原则相矛
盾，因为按照等价交换原则
，交换结果只能使价值形式发生变化，而不能引起价值量增减，那么资本家取得的
剩余价值来自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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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或商品交换是不会创造价值的，在流通领域之外，不和其他商品所有者发生接
触，商品生产者不可能使价值增殖。

价值增殖职能发生在G-W这一阶段，资本家所购买的商品上，且是这种商品的使用
价值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具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这种商品就是劳动力。

劳动力：人的劳动能力，人体力和精神力的总合。

劳动力成为商品的条件：

1）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是法律上自由的人，同时这种出卖还必须是按照一定的时
间一次一次的出卖

2）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外
，没有其他谋生之道。

劳动力也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

劳动力的商品价值如何决定：

1）维持工人生存，要有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因此生产劳动力这一商品耗费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可以还原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2）工人为养活子女所需的那一部分生活资料

3）包括劳动者在训练和学习上所支出的费用

劳动力商品在使用价值上的一大特点：它的使用价值是价值的源泉，它在消费过程
中能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

第二节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资本家购买生
产资料劳动力后就离开了流
通过程，进入了生产过程，资本主义
的劳动过程同其他社会的劳动过程一样，也有三要素：人们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
对象、劳动资料，但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

1）劳动者为资本家进行劳动，他们的劳动属于资本家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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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者生产的产品归资本家所有，劳动者把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资本家使用
劳动力、消费它。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是强制性的。资本主义生产
是商品生产，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为了生产一种具有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商品，他之
所以需要生产一种使用价值，因为这种使用价值同时又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物质承
担者。

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
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的过程。

剩余价值生产过程：

假设雇佣纺纱工人一天，需要支付劳动力价值为5元，这5元价值，纺纱功能用6小
时劳动就能创造出来，工人6小时纺纱耗费10斤棉花，价值10元，还消耗1个纱锭
价值2元，工人经过6小时工作，10斤棉花变成10个棉纱。工人用其具体、有用的
劳动把棉花、纱锭的价值保存下来，并转移到棉纱上去。

因此，10斤棉花上保存的价值为10+2=12元。

资本家在购买劳动力上支付的价值，无法被转移到棉纱上，因为已被工人消费了，
当然工人又为资本家重新生产出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价值。因此，10个棉纱的价值
为12+5元=17元。

资本家不会让工人只干6小时，而是会把工作时间延长，假定工人工作12小时，这
时工人消耗20斤棉花，2个纱锭，总价值为24元，但资本家购买一天劳动力所支付
的价值仍然是5元，因此资本家在20斤棉纱上生产花费为29元，但工人在12小时内
创造的新价值已经是10元了，20斤棉纱包含34元价值。34-29=5元，这5元便是剩
余价值。

由此可见，只要资本家把雇佣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为补偿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
以上，就能榨取到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由雇佣工人所创造由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价值

资本主义的生产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工人的劳动时间也分为两个部分：必要劳动
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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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的唯
一动机和直接目的就是获取更多的剩
余价值，剩余价值规律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

第三节 资本的本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商品、货币、生产资料等，它们本身不是资本，只有当它们被用来作为剥削雇佣工
人的手段时才是资本。从本质上说，资本也是人和人之间的生产关系。

资本不是任何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体
现在一个物品上，给这个物品一种独特的社会性质。

1、不变资本：厂房、机器、原材料等生产资料这部分资本价值知识转换自己存在
的物品形态，而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

PS：只有那些曾耗费过人类劳动的生产资料才能将自己价值转移到新产品

2、可变资本：工人所创造的新价值不仅包括劳动力价值的等价，还包括剩余价值
。

既然剩余价值是由可变资本带来的，因此确定对工人的剥削程度就应该拿剩余价值
与可变资本相比。

假定：资本500=410（不变）+90（可变），生产后商品价值590,590-500=90（
剩余价值）

剥削程度90/90=100%，也就是剩余价值率（剥削率）

由于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用来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或可变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力
则是生产剩余价值
的，因此剩余价值率=剩余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剩余价值=m，可变资本=v，
剩余价值量计算公式：m=（m/v）xv

第四节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无产阶级争取缩短劳动日的斗争

资本家提
高对工人剥削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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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办法，不外乎两种：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劳动日总是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假定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即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要用6小时生产出来，劳动日
为12小时，则剩余劳动时间为6小时。

剩余价值率=6/6=100%

若劳动日延长至15小时，则剩余劳动时间为9小时

剩余价值率=9/6=150%

在必要劳动时间为已知的条件下，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程度随劳动日绝对延长而提高
，这种由于劳动日的绝对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为绝对剩余价值。

提高劳动强度而生产的也是绝对剩余价值。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日无论如何也不会缩短到同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相等的程
度，否则就不会产生剩余价值，资本主义也就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但劳动日的延长是存在最高界限限制的，即会遇到工人生理因素和道德社会因素，
只不过这个界限存在伸缩性，且资本家不在乎。

第五节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相对剩余价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和相对地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产生的剩余价值。

如何缩短必要劳动时间
：提高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力——降低劳动力价值，最根本的是提高这
些部门的技术装备水平。

超额剩余价值
就是生产部门中的个别企业先提高技术，使得自己能生产出更多商品，获得更多的
剩余价值。

但超额剩余价值对于个别企业来说是暂时现象，其他企业也会逐步采用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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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内在冲动和竞争的外在压力，会促使企业采用新的生产技术，
使得劳动生产率提高。因此，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作为各个资本家追求超额利润
的结果而实现的。

两种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起着不同作用，不意味着技
术迅速进步下，生产绝对剩余价值就失去了意义，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
剥削的一般基础。

第六节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三个发展阶段

三个发展阶段：简单协作、手工制造业、机器大工业

协作：许多人同时在同一个生产过程中，或者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
有组织地共同地进行劳动。

简单协作：劳动者共同参加某一生产过程，但彼此间没有分工

复杂协作：劳动者在共同劳动时彼此间有固定的分工。

最初，资本家就是通过简单协作这种形式，把工人组织起来生产剩余价值。

简单协作比分散个体生产的优越性：

1、抵消各个劳动者在劳动能力上的差别，提供社会平均的劳动力

2、节省生产资料上的开支

3、许多人一起协同劳动，并不等于个人劳动的简单总合

4、提高劳动效率

5、相互配合相互帮助

手工制造业：在劳动过程中实行了分工。按两种方式生产：

1）把不同行业的手工业者组织在一个工场中，共同生产一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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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一行业手工业者组织在一个工场中，使他们在互相衔接的不同工序上分别进
行操作

手工制造业给工人带来的后果

1）生理上的损害

2）精神上的损害

3）劳动等级制度造成工人分化

4）工人只会进行一种局部操作，更加无法摆脱资本家奴役

一切发展了的机器，都是由三个本质上不同的部分组成的：

1）发动机 2）传动装置 3）工具机（工作机）

机器与手工工具最根本的区别：机器在使用上不受劳动者的技巧和生理器官的限制

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实际就是减少单位产品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消耗，在资本主
义企业里又表现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支出的节省

机器大工业实现了工人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变为实际上的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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