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考研思想政治理论基础复》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2012年考研思想政治理论基础复习》

13位ISBN编号：9787040320893

10位ISBN编号：7040320894

出版时间：2011-3

出版社：高等教育

作者：高浩峰 编

页数：33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以及在线试读，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111.com

Page 1



《2012年考研思想政治理论基础复》

内容概要

《2012年考研思想政治理论基础复习》内容简介：简明扼要、重点突出、注释准确。近些年，思想政
治理论试题的考查方向更加侧重学生对基础知识的理解和应用，不再有偏、难、怪题的现象。因此，
本书根据近年来考试出题的特点和方向，将学员必须掌握的知识点给予明确标注，有助于学生打牢基
础，短时间内迅速掌握政治科主干知识，为强化冲刺做好准备。   点击链接进入新版 ：
 考研思想政治理论基础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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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5）相对过剩人口。相对过剩人口就是劳动力供给超过了资本对它的需要。在生产的技术水平
不断提高的条件下，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和资本总额的扩大，在自然形式上，每个劳动力所推动的生
产资料的数量大幅度增加；在价值形式上，不变资本部分日益增多，可变资本在资本总额中所占的比
重日益下降，从而资本有机构成得以不断提高。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由于可变资本的相对
量的减少，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日益相对地减少，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造成大批工人失业，形成相
对过剩人口。这种过剩人口之所以是相对的，是因为它并不是社会生产发展所绝对不需要的，而是由
于他们不为资本价值增殖所需要，使他们成为“过剩”的或“多余”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
主义积累会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
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相对过剩人口基本上有三种形式：第一
种形式是流动的过剩人口，第二种是潜伏的过剩人口，第三种是停滞的过剩人口。　　随着资本积累
而产生的失业是由资本追逐剩余价值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导致的。　　3.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
趋势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胜利。　　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一方面，资
本主义生产愈来愈具有社会性；另一方面，资本愈来愈集中于少数资本家手中。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
主义的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这是资本主义被新的、更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社
会形态所取代的根本原因。　　（五）资本的循环周转　　资本不仅在生产过程内运动，而且也在流
通过程内运动，要深刻认识资本价值增殖的秘密，还必须考察资本的流通。马克思首先分析了个别资
本的运动即资本的循环和周转过程，以揭示资本循环周转规律。　　1.资本循环。【2002文.19】　　
（1）资本循环是资本从一种形式出发，经过一系列形式的变化，又回到原来出发点的运动。　　（2
）资本循环的阶段及职能。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中要经历三个不同的阶段，与此相联系的是资本依次
执行三种不同的职能。　　第一个阶段是购买阶段，即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的购买阶段。它属于商品的
流通过程。此阶段，产业资本执行的是货币资本的职能。　　第二个阶段是生产阶段，即生产资料与
劳动力按比例结合在一起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阶段，此阶段，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相结合生产物质财富
并使生产资本得以增殖，产业资本执行的是生产资本的职能。　　第三个阶段是售卖阶段，即商品资
本向货币资本的转化阶段。此阶段，产业资本所执行的是商品资本的职能，通过商品买卖实现商品的
价值，满足人们的需要。　　（3）产业资本循环基本前提条件。①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必须在
空间上同时并存，即产业资本必须按照一定比例同时并存于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三种形式
中。②产业资本的三种职能形式必须在时间上继起，即产业资本循环的三种职能形式必须保持时间上
的依次连续性。三种形式的循环在空间上的并存性与在时间上的继起性表明，产业资本的连续循环，
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也是它的所有三种循环形式的统一。　　2.资本周转。【2005.32】　
　（1）资本周转是指周而复始、不断反复着的资本循环过程。资本是在运动中增殖的，资本必须不
断地、周而复始地循环，才能不断地带来剩余价值。如果每次资本周转带来的剩余价值一定，则资本
周转越快，在一定时期内带来的剩余价值就越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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