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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专业系列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
理（第2版）》根据教材使用的情况和同行、读者的建议，对原书进行了认真的修订：一是在第2章增
设了“商品经济及其特征”一节，把自己对《资本论》研究得出的关于商品经济的提法、商品经济的
基本特征等一些观点补充到教材中；二是将原书第10章“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第11章“
垄断资本主义在当代的发展”两章的内容删改合并为一章，章名为“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三是
对书中个别叙述不十分准确的地方及少量印刷上的错误进行了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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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商品的产生和发展 　　商品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在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
段之后，伴随着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出现而产生的，并随着这些经济条件的发展而发展。
 　　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低，人们的全部劳动成果只能维持本身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
几乎没有任何剩余，因而没有交换，也没有商品生产。
在原始社会末期，劳动工具有了较大的改进，在农业中，原来使用尖棒和石制工具，后来出现了金属
工具。
金属工具的出现，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提高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出现了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另一方面，引起
了社会分工。
起初是畜牧业与农业的分离，这是第一次社会性大分工；后来是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这是第二次社
会大分工。
随着剩余产品的增加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产品交换产生了，并逐渐成为经常的经济活动。
产品交换开始是在氏族之间以集体为单位进行的，例如，从事畜牧业生产的氏族用剩余的肉、乳、牲
畜同别的氏族的农产品或手工业品相交换。
不同氏族之间的交换，开始是以它们的首领为代表进行的，交换的东西是公共的财产。
但是在交换过程中，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逐渐地把公共的财产当作自己的财产来支配，产生了私有
制。
后来，交换渗入到氏族内部，氏族的各个成员也把自己的产品用来进行交换。
这时，商品产生了。
 　　可见，商品是社会生产力长期发展的产物。
它的产生决定于两个条件：一是社会分工；二是私有制。
社会分工使各个生产者专门从事某种产品的生产，但人们在生产和生活上的需要又是多方面的，这就
使得生产者之间在生产和生活上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彼此需要对方的产品，从而使商品交换具有必
要性。
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产生的前提条件，但决定性的条件还是私有制。
由于私有制的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分别属于不同的所有者，各自有其独立的经济利益，彼此都
不愿把产品无偿交给别人。
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这就使对等交换具有必然性。
 　　商品生产从原始社会末期产生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虽
然处于从属地位，但它始终没有止步不前。
在人类历史上，商品生产的发展经历了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个体劳动为基础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商
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几种形态。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就由从属地位上升为统治地位，成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形式。
 　　商品生产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
商品生产不断开辟市场，冲破地区界限建立全国统一市场，越出国界由国内贸易发展到国际贸易，进
入国际市场。
随着国际分工、国际市场的形成，商品生产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普遍采用的最有效的经济形式。
 　　二、商品的两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几乎每天都要与商品打交道，但
许多人对商品的性质并不清楚。
那么，到底什么是商品呢？
谈起商品，人们自然会想起商店里那些待售的食品、衣帽、家用电器、日用百货以及各种各样的生产
工具，这些供售卖的东西，哪样不是商品呢？
所谓商品，就是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
作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产品。
自然界里的阳光、空气等非劳动产品尽管是人类生存须臾不可缺少的，但由于没有人类劳动耗费在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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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人们无须购买就可以随意享用，因此不能算做商品。
其次，劳动产品要成为商品，必须通过交换。
商品是劳动的产品，但并不是一切劳动产品都是商品。
像农民种的粮食，用于自己消费或上交地租的那部分就不能叫商品。
只有当农民把剩余的粮食拿到市场上去卖钱，或者用来同别人换取其他物品的时候，这一部分粮食才
是商品。
 　　凡是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
 　　使用价值是指物的有用性或效用，即物的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例如衣服司以御寒，面包可以食用，自行车可以用做交通工具，等等。
商品的使用价值是由商品体的物理、化学等自然属性决定的，不同的商品，由于商品体的自然属性不
同，使用价值也不l司，有的可以满足人们物质生产、生活的需要，有的可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同一种商品由于具有多种自然属性，也会具有多方面的使用价值，如煤炭既能作为燃料，又能作为
化工原料等。
商品的多方面的使用价值，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劳动者生产和生活经验的丰富而逐步被发现的。
 　　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一般物品的使用价值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
作为商品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与任何一般物品的使用价值一样，总是构成一定经济制度下社会财富
的物质内容，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使用价值本身并不反映社会生产关系，从小麦的滋味中我
们不能品尝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出来的，还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出来的。
正是由于它本身不反映社会生产关系，所以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
但是，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一般物品的使用价值又有区别，它不仅是劳动产品，而且它不是直接
供生产者自身消费的使用价值，它必须通过交换，转移到需要它的人手里，才能成为使用价值，因此
，它是社会的使用价值。
这样，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成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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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专业系列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
理（第2版）》是为本、专科学生学习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而编写的。
由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作了最系统、最深刻的科学分析，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
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对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的经济特征作了清晰的描绘，因而，在内容和体系
上，《江西省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教材·高等学校经济与管理专业系列教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
理（第2版）》主要依据以上经典著作，力图忠实地展现马克思和列宁所阐述的基本原理，并对当代
资本主义经济特征的新变化作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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