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课程编号：21023061
《资本论》I
2024年春季
中国人民大学

授课教师: 陈伟凯

邮箱地址: weikaichen@ruc.edu.cn
上课信息： 星期一 11-12节，教一 1504
答疑时间： 周四下午 2:00-4:00

课程大纲

课程简介

《资本论》I为经济学专业核心课程，旨在指导学生阅读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资本论》的第一卷，要
求学生认真阅读原著，积极参与课堂研讨。

阅读材料

马克思. 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MARX K. Capital. London ;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92

参考读物

《<资本论>导读》编写组. 《资本论》导读[M].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0

戴维·麦克莱伦. 马克思传[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考核要求

一、平时成绩（60分）

1.课堂表现（30分）：包括课堂考勤和研讨交流等。

2.小组汇报（30分）

二、课程论文（40分）

https://weikaichen.gitlab.io
mailto:weikaichen@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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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进度安排

具体安排将根据上课进度适当调整，其中中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章节为必读材料，其它为参考材

料。

第一周

1. 介绍课程大纲、教学安排及考核要求等

2. 马克思的生平与历史背景

3.《资本论》的创作史和版本

4.《资本论》的结构体系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注释 1，第 891-894页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序言，第 7-44页

Marx, Capital. Vol. 1, pp. 89-120

第二周

1. 商品

2. 价值形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 1-3节，第 47-87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1, section 1-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卷）,第 419-445页，《政
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商品

第三周

1. 商品拜物教及其秘密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 4节，第 88-102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1, section 4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卷）,第 445-457页，《政
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一章商品附录 A关于商品分析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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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周

1. 交换过程

2. 货币或商品的流通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章，第 103-170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2-3

第五周

1. 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

2. 劳动力的买卖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 171-205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4-6

第六周

1. 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

2. 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3. 剩余价值率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五至七章，第 207-266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7-9

第七周

1. 工作日的界限

2.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3.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八至九章，第 267-361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10-11

第八周

1.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2. 协作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至十一章，第 363-389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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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周

1. 工场手工业

2. 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第 390-426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14

第十周

1. 机器（技术）

2. 工厂（组织）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第 427-580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15

第十一周

1.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2. 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3.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至十六章，第 581-611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16-18

第十二周

1. 工资的实质

2. 计时工资和计件工资

3. 工资的国民差异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七至二十章，第 613-649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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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周

1. 资本的积累过程导言

2. 简单再生产

3.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导言、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章，第 651-706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23-24

第十四周

1.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2.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例证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 707-819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25

第十五周

1. 原始积累

2. 现代殖民理论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第 820-887页

Marx, Capital. Vol. 1, Chapter 26-33

第十六周 总结

参考书目

[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
社, 2004.

[2] MARX K. Capital. London ;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92.

[3] 《<资本论>导读》编写组.《资本论》导读[M].第二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2020.

[4] 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传[M].第 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6.

[5]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卷）[M].第二版.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8.



课程编号：21023061
《资本论》I
2024年春季
中国人民大学

授课教师: 陈伟凯

邮箱地址: weikaichen@ruc.edu.cn
上课信息： 星期一 11-12节，教一 1504
答疑时间： 周四下午 2:00-4:00

小组汇报说明

具体要求

1. 每周安排一组同学进行汇报，每组 6名同学左右

2. 小组汇报占平时成绩的 50%（占总成绩 30%）

3. 汇报时间应控制在 15至 20分钟

4. 汇报形式不限（报告、辩论、讨论等均可，鼓励大家采用各种不同形式）

5. 请在汇报当天下午 4点前提交 PPT或其它相关材料，并在汇报结束后一周内提交一份不少于 800
字的报告，简要总结汇报的内容并说明小组分工情况

6. 汇报内容应与阅读材料相关，可以适当拓展，包括但不限于：

(a) 解读对你触动较大的文本，分享你的思考

(b) 深入讨论部分课后思考题

(c) 结合文本内容分析某一现实问题或现象

https://weikaichen.gitee.io
mailto:weikaichen@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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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I
2024年春季
中国人民大学

授课教师: 陈伟凯

邮箱地址: weikaichen@ruc.edu.cn
上课信息： 星期一 11-12节，教一 1504
答疑时间： 周四下午 2:00-4:00

课程论文说明

具体要求

1. 提交截止时间：2024年 7月 7日 24点

2. 课程论文占总成绩的 40%，包括以下两部分：

(a) 大纲：要求说明论文的核心论点，并列出各个分论点和论据，不超过 800字

(b) 论文：参考《经济研究》的格式要求，字数在 6000字到 10000字之间

3. 论文主题必须与《资本论》第一卷相关，包括：

(a) 讨论《资本论》中的文本、理论或方法；

(b) 运用《资本论》中的理论或方法分析某一现实问题或现象；

(c) 讨论课程材料（如课件或思考题）中涉及的某一相关问题

4. 请务必注意学术诚信，遵守学术规范，如发现抄袭等学术不端行为，将按教务处相关规定严肃处
理

https://weikaichen.gitee.io
mailto:weikaichen@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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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授课教师: 陈伟凯

邮箱地址: weikaichen@ruc.edu.cn
上课信息： 星期一 11-12节，教一 1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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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一卷思考题

1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序言、跋，第 7-44页

思考题

1.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目的是什么？

2. 马克思所要揭示的经济运行规律是一种怎样的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吗？了解这种规律以后能做什
么？这是否是一种历史决定论 (historical determinism)？

3. 为什么马克思把当时的政治经济学称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4. 马克思是如何说明当时的德国读者应当关心以英国为典型写就的《资本论》的？我们今天为什么
要阅读《资本论》？

5. 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资本论》？

2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 1-3节，第 47-87页

高峰，2003：《论财富》，《政治经济学评论》

思考题

1. 什么是财富？请结合阅读材料中关于财富的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的文本谈谈你的思考。

2. 在第 49至 51页马克思是如何分析交换价值并引入价值的？你同意马克思的论证吗？为什么？

3. 请结合第 54页的文本用图示总结“耗费一定劳动”、“有用”，“用于交换”和“有价值”之间的关
系。

https://weikaichen.gitee.io
mailto:weikaichen@ruc.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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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请根据第 53页及 59至 60页的文本，试用数学式子总结马克思在此处提到的生产力、劳动时间、
使用价值和价值量之间的关系。

5. 在 56页马克思提出“劳动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据此有学者提出“生产要素价值论”，认为
其它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参见 2001年左右学术界围绕劳动价值理论的讨论），你觉得马克思会
怎么看这种观点？你怎么理解“劳动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但却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试以数

字要素为例加以讨论。

6. 在第 60页最后一段对第 2节做了总结，你同意马克思在这里的论断吗？从生理学意义上去理解抽
象劳动可能会有什么问题？

7. 第 3节中讨论的价值形式的发展、货币形式的起源，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如何看待历史与逻辑
的关系？

3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 4节，第 88-102页

Rubin，I. I.，1973：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trans. bySamardiija，M. and F. Perlman，Detroit
Mich.: Black & Red，275 pp.

思考题

1. 本节的核心问题是：“劳动产品一旦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89）
这里所说的神秘性质或谜一般的性质是指什么？

2. 什么是“商品拜物教”？更一般地，什么是“拜物教”？请简要概括。

3. 结合第 90页到 93页的文本，说明商品的这些谜一般的性质怎样在人们的头脑中呈现出来。商品
的拜物教性质是虚假的还是真实的？为什么？

4. 马克思在第 94页至 96页讨论了各种不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形式，目的是什么？

5. 根据前苏联学者 Rubin下述关于生产关系物化的论述，你认为生产关系物化与商品拜物教是什么
关系？在你的生活中还有什么“拜物教”的例子？

By the “materialization of production relations" among people, Marx understood the
process through which determined production relations among people (for example, be-
tween capitalists and workers) assign a determined social form, or social characteristics, to
the things by means of which people relate to one another (for instance, the social form of
capital). (Rubin 1973, p. 22)



《资本论》I思考题 3

人们为了取得某些物品或通过某些物品进入到任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特有的生产关

系中，该种生产关系就会让这些物品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这就导致生产关系的“物

化”或“结晶”。只有当这种出现在特定生产关系中、具有相应的社会形态的物品，即使

是在这一给定的具体的生产关系中断之后仍然保持着这种社会形态，生产关系才能被认

为是真正“物化了" 的，即“结晶”为物品的某种属性。这种属性好像属于物品本身而
与生产关系无关。因为这些物品总是以某种特定的社会形态出现，它们紧接着就开始影

响人们，形塑他们的动机，并使他们彼此建立具体的生产关系。 (译自 Rubin 1973, pp.
24-25.)

6. 马克思为什么在第一章的分析中排除土地等“商品”？试从生产关系的物化的角度说明的原因。

7. 如果让你重写《资本论》的第一章，考虑到今天读者的知识结构和当下的时代背景，你会怎么安
排？

4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三章，第 103-170页

思考题

1. 请结合以赛亚·伯林 (2018)下面的这段话，讨论以下问题。

马克思指责现有的秩序，不是通过理想，而是通过历史的角度：一般而言，他并非

因为它不公平，或不成功，或因为人类的邪恶或愚蠢而加以指责，而是因为社会发展规

律的结果，这规律必然导致到某个特定历史发展阶段，一个阶级用不同程度的理性去追

求自己的利益时，要剥削、压迫另一个阶级，并因而导致对人们的压迫和伤害。压迫者

们受到了威胁，但威胁的内容不是受害者们蓄意的报复，而是历史为之准备的即将发生

的必然崩溃（以基于某个敌对社会群体利益的行动为其表现方式），因为一个完成了自

己社会任务的阶级注定要退出人类历史舞台。(以赛亚·伯林，2018,第 8页)

(a) 怎么理解“经济关系的人格化”（104）？请结合第 10页第二段的文本进行讨论。

(b) 请谈谈你对第 103页到 104页注（38）的看法。

2. 在第 107页马克思说“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手段同时产生”，在《政治经济学批评》序言中马克思还说
“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见

下）怎么理解他的这些观点，你同意吗？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

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

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

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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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
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

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

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

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
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

意识到这个冲秀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

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

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 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
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

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

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

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

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
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

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

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 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
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

种社会形态而告终。（31:412-413）

3. 请结合第 109页到 113页的文本说明货币拜物教是如何产生的。

4. 在第 119页到 124页马克思重点考察了价格形式，价格形式的发展如何使货币进一步神秘化？

5. 请结合第 152 面到 153 页的文本，说明第 3 节中讨论的货币职能与前两节讨论的职能有何不同，
这种不同有何影响？

6. 请以比特币为例讨论加密货币的特点，它是不是货币？具有哪些货币职能？

5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第 171-205页

思考题

1. 什么是资本的总公式？资本的流通与商品流通有何区别？

2. 请结合 183至 190页的文本，梳理马克思的论证思路：他是如何说明流通领域不允许发生价值增
殖的？

3. 结合第 193页注（37）谈谈马克思对价值与价格关系的认识，在第一卷中他为什么要假定商品按
价值出售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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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第 3节中马克思是如何解决第 2节提出来的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的？

5. 有人认为马克思持“工资铁律”（或“生存工资”）的观点，即工人只能拿到最低限度的工资。根
据第 198页至 201页的文本你觉得马克思真的是这样认为的吗？

6. 请结合 201页最后一段，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所谓“人力资本”进行批判。

7. 第 3节不是已经解决资本总公式矛盾了吗，为什么还要在第 204页至 205页马克思还要邀请大家
一起进入生产场所呢？

6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五至七章，第 207-266页，重点阅读第五章（特别是第 1节劳动过程）

思考题

1. 请根据第 210页的文本概括马克思眼中劳动资料的重要意义。

2. 试用图示表示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原料、中间成品、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

3. 在第 216至 217页马克思是如何说明劳动产品成为资本家的所有物的？

4. 第 223至 225页马克思批判了哪几种为资本辩护的学说？试加以概括。

5. 试说明劳动过程、价值形成过程、价值增殖过程与商品生产、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关系。

6.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如果由技术变化导致生产资料的价值发生变化，会怎样
影响商品的价值？

7. 价值产品与产品价值是什么区别？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理论错在什么地方？

7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八至九章，第 267-361页

思考题

1. 工作日长度由什么决定？《资本论》中相关的讨论对于理解当下 996等现象有何启示？

2. 请结合第 271页和 312页的内容，说明马克思对资本家的态度。

3. 请结合关于工作日和工厂立法的讨论，讨论上层建筑会如何随着物质生产方式与社会关系的改变
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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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第九章中马克思讨论的三个“规律”分别是什么？

5. 在第 356页到 358页马克思讨论了可以转化为资本的最低限额，请问在当前这个门槛上升了还是
下降了？这种变化在现实中有什么影响？

6. 请结合第 358页至 361页的文本对第五篇做一个总结。

8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二章，第 390-426页

思考题

1. 请结合第 421页第二段至 422页第一段的文本，总结本章的主要内容和写作脉络。

2. 第一节讨论了哪两种方式的分工？这与第三节中讨论的工场手工业的两种基本形式是什么关系？

3. 第二节从哪两个方面讨论了工场手工业与独立的手工业相比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

4. 对工场手工业全貌的描述可以分为哪两个部分？这些思路对于讨论当前的生产过程的新特点有什
么借鉴意义？

5. 第四节讨论了两种分工的关系，试总结二者的相似处（407-408）、联系（409P2）和区别（410P2）。

6. 第五节讨论了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试与第十一章中讨论资本主义协作的部分进行比较，
对该节做一个总结。

7. 根据第 425至 426页的文本，试说明“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倾向的充分实现”遇到了哪些方面的
障碍？在数字经济时代，有没有类似的障碍？是否也同样存在“狭隘的技术基础”？

9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第 1至 4节，第 427-492页

思考题

1. 在第一节中马克思讨论了劳动资料如何从工具转化为机器，试简要总结这一过程。

2. 试解读第 443页第 2段的文本，并说明第一节和第二节的关系。

3. 请联系第二节的内容，分析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在生产和价值创造中所起的作用。

4. 运用机器的一般界限和机器的资本主义运用的界限有何不同，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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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三节从几个方面讨论了机器对工人的直接影响？为什么马克思把这几个方面的影响叫做“直接
影响”？它们属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吗？试联系第十章的最后几句话（第 373页）加以说明。

6. 请重点阅读第四节：

(a) 工厂使分工发生了哪些变化？

(b) 联系第 487页中关于生产过程智力同体劳动相分离的讨论，谈谈你对高科技产业、知识产权
垄断、“卡脖子”等现象的认识。

(c) 查阅近几年矿难的新闻报告等资料，结合第 490页至 492页有关工厂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文本
进行讨论。

10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第 5-10节，第 492-580页

思考题

1. 试解读第 576页最后一段的内容，并结合第五和第九节的主要内容讨论数字经济条件下上层建筑
正在经历的调整。

2. 请根据第六节和第七节的内容，总结机器和大工业对就业的影响，并讨论产业数字化可能会如何
影响工人和就业。

3. 试总结第 8节的主要内容（重点阅读 541P1、544P2、546P2），并讨论一种生产方式如何取代另
一种生产方式。

4. 第 10节包含了大量的信息，也为后续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如“代谢断裂”学派等）提供了很多
启示，请细读文本并谈谈你的感想。

5. 前苏联著名学者卢森贝高度重视本章的内容，他说：

谁要是不想把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仅仅变成一堆抽象的公式和图表的话，谁就不应该

吝惜时间和精力来好好研究本章，因为它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真正经典性的一章。

(卢森贝，1963, p. 249)

相比政治经济学原理课上的学习，你在读完本章以后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有哪些新的认识？请谈

谈你的阅读感受。

11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四至十六章，第 581-6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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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题

1. 根据 581页至 582页的文本，结合第五章第 211页最后一段及注释（7），谈谈生产劳动概念在资
本主义条件下的变化。

2. 根据第 583页至 585页的文本，说明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联系与区别。

3. 请根据第 585页第二段至 589页的文本总结马克思对剩余产生条件的论述。如何理解“剩余的产
生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这一观点？

4. 第十五章分析了工作日、劳动强度、劳动生产率三者变动对剩余价值量的影响，试用形式化的方
式（数学表达式）总结本章的核心观点。

5. 请结合第十五章和以下引文，讨论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是不是零和博弈？

Where Marx erred is with regard to the structure of conflict between workers and cap-
italists, which he saw as zero-sum: wages and profits “stand in inverse ratio to each other.
Capital’s share, profit, rises in the same proportion as labour’s share, wages, falls and vice
versa”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35). This is obviously true at the margin, but then Marx
makes a fatal leap:

Even the most favourable situation for the working class, the most rapid possible
growth of capital, however much it may improve the material existence of the
worker, does not remove the antagonism between his interests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bourgeoisie. Profit and wages remain as before in inverse proportions. (Wage
Labour and Capital, 37)

If the bourgeoisie invests and the economy grows, there are joint gains to exploit: both
profits and wages can increase. (Przeworski，2020, p. 440)

12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七至二十章，第 613-649页

思考题

1. 马克思如何论证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这一概念的不合理性？

2. 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是怎样表现为工资的？

3. 为什么说“工资的形式消灭了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一切
痕迹”（619）？这产生了什么假象？

4. 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表现为工资的“必然性”和存在的理由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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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请结合第十七章中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和关于工资这一表现形式的讨论，从方法论的角度
谈谈你对表现形式和本质关系的理解。

6. 马克思在第十八章中讨论劳动价值与劳动时间之间的相互影响？这些讨论对我们理解当前的 996
现象有何启示？

7. 计件工资有何特点？为什么说“计件工资是最适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工资形式”的？

8. 如果让你接着马克思的未竟事业完成第三册《雇佣劳动》，阐述工资的不同形式，你可能会如何进
行？

9. 请查阅当前各国工资差异的情况，了解劳动经济学家对此的解释，思考马克思在第二十章中的讨
论对我们理解工资的国民差异有什么启示？

13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导言、第二十一至二十二章，第 651-706页

思考题

1. 马克思在第七篇导言中对《资本论》三卷的内容做了怎样的说明？

2. 在本篇中他做了哪些假定？马克思是如何说明这些假定的合理性的？试从方法论的角度做进一步
的思考：理论假定与现实是何关系？

3. 马克思说从再生产的角度看消除了生产过程“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654），具体
是指哪些特征？

4. 马克思所说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化资本主义占有规律”指的是什么？请结合第 677页最
后一段的文本谈谈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

5. 请重点阅读第二十二章第 3节，特别是第 683至 685页的文本，思考以下问题：

(a) 资本的历史价值是什么？这对当下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有何启示？

(b) 资本为什么要不断地积累？

(c) 剩余价值积累与消费之间是什么关系？如何理解“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685）？这种
现象在现实中存在吗？

6. 请结合第二十二章第 4节的内容总结影响积累量的因素。

7.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所谓的“经济增长”（growth）究竟是什么？与资本积累是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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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第 707-819页

思考题

1. 第二十三章要研究什么问题？马克思得出了什么结论？

2. 在第 1节中工资率与资本积累是什么关系？这与第四章和第六篇中关于工资和劳动力价值（或价
格）的决定理论矛盾吗？

3. 为什么工资的提高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有什么机制使资本积累自动保持资本主
义生产的性质和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关系？

4.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与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是什么关系？

5. 在第 2节中马克思讨论了资本积累与生产力发展的相互促进的过程，请简单概括。

6. 马克思为什么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是否存在社会主义的人口规律？这
对理解当下我国面临的人口问题有何启示？

7. 相对过剩人口理论和“劳动供求规律”是什么关系？

8. 相对过剩人口都有哪些形式？如何认识 2023年 4月份全国 16-24岁人口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20.4%
这一现象？

15

阅读材料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至二十五章，第 820-887页

思考题

1. 请重点阅读第 1节，总结马克思对原始积累的理论概括，并思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
关系的创造过程是怎么样的？

2. 请结合第 4节第一段（第 851页至 852页）的文本总结 2-3节的主要内容。

3. 请重点阅读第 7节（第 872页至 874页），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做出了什么样的判
断？这些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在多大程度上应验了？

4. 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积累与马克思在第 7节中所总结的趋势相同吗？实际上有哪些相
同与差异？理论上应当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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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马克思在第 874页第三、四段中提到了后资本主义的情形，这对我们理解社会主义有什么启示？

6. 第二十五章的目的是什么？殖民地的情形如何佐证“资本不是物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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