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知识

 政治经济学

 物质资料生产过程
 三要素：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

 四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

 商品及其基本属性
 价值  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

 使用价值  商品能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

 劳动二重性
 具体劳动  创造商品的使用价值

 抽象劳动  形成商品价值

 货币

 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

 起源
 偶然的或简单的价值形式——扩大的价值形式——一般

 的价值形式——货币形式

 职能：价值尺度、流通、支付、贮藏、世界货币

 流通规律
 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同商品价格总额成正比例，与货币

 流通速度成反比。

 价值规律
 基本内容

 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
 交换要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

 表现形式  商品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

 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运行

 资本与剩余价值

 不变资本

 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中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即不增值价值，因此叫不变资

 本（C）

 可变资本

 以劳动力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
 能创造出比劳动力自身价值更大的新价值，发生价值增

 殖，因此叫可变资本（V）

 剩余价值本质和来源：剩余劳动

 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

 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工
 作日的绝对延长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缩短
 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而生产的剩余价值。

 资本周转

 资本的周转时间是产业资本一个循环周期持续的时间，是
 生产时间与流通时间的总和。

 资本的周转次数是指一定时期内(通常为一年)资本所经历
 的周期循环的次数。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即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
 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生产过剩的危机。

 收入分配

 国民收入的分配
 初次分配——企业单位内部的分配

 再分配——政府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

 个人收入的分配
 按劳分配

 按生产要素分配

 微观经济

 现代企业制度

 以法人财产权为基础，以有限责任制度为条件，以法人治
 理结构为核心的企业制度。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

 特征：1.产权清晰；2.权责明确；3.政企分开；4.管理科
 学。

 市场机制

 需求

 影响需求的主要因素：①价格；②偏好；③收入；④相关
 商品价格；⑤消费者对未来商品的价格预期。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需求量与价格的变化成
 反向变动关系。

 需求价格弹性：一定时期内一种商品的需求量变动对于该
 商品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富有弹性：汽车、金银首饰

 缺乏弹性：米面油等生活必需品

 供给

 决定市场供给的因素：①产品成本；②商品的价格；③生
 产技术的变化；④相关商品的价格；⑤政府的租税或补贴

 政策。

 市场失灵 垄断、外部性、公共品、信息不对称

 竞争类型 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完全垄断

 宏观经济

 宏观调控

 原因：市场经济固有的缺陷，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

 作用：优化资源配置。

 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
 支平衡

 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

 失业与通货膨胀

 失业类型
 周期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技术性失业、季

 节性失业、隐蔽性失业

 通货膨胀

 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物价上涨，纸币持续贬值的
 一种经济现象。

 原因：（1）货币数量论；（2）需求拉动；（3）成本推
 动；（4）结构性通货膨胀

 失业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反方向变动

 通货紧缩

 货币供应量少于流通领域对货币的实际需求量而引起的货
 币升值，从而引起的商品和劳务的货币价格总水平的持续

 下跌现象。

 原因：（1）总需求不足；（2）供给绝对过剩

 危害：直接引起物价下跌，影响企业与投资的积极性，市
 场销售困难，影响经济的长远发展，失业率上升。

 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

 财政收入与支出
 财政收入：税费利债

 财政支出：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支付

 财政政策的手段和类型
 扩张性财政政策 增加政府支出、增加补贴；减少税收

 紧缩性财政政策 减少支出、减少补贴；增加税收

 货币政策的手段和类型

 扩张性货币政策
 三个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

 一个买进：有价证券

 紧缩性货币政策
 三个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利率

 一个出售：有价证券

 经济热词

 边际效用

 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在一定时间内，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
 保持不变时，随着消费者对某商品消费量的增加，消费者
 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所得到的效用增量即边

 际效用是递减的。

 机会成本与沉没成本

 机会成本：是指生产者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在其
 他生产用途中所可能得到的最高收入。

 沉没成本：是指由于过去的决策已经发生了的，而不能由
 现在或将来的任何决策改变的成本。

 规模经济
 又称内在经济，是指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而引起经济效益增

 加的现象。

 挤出效应

 由于政府支出（包括政府的公务性购买、政府投资和转移
 支付）的增加使利率水平上升，从而抑制（挤出）了部分

 社会（私人）投资的现象。

 刘易斯拐点 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

 IPO 首次公开募股

 CPI和P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生产者物价指数

 基尼系数与恩格尔系数

 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
 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
 衡量居民生活水平高低

 财产性收入 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利息、租金、专利收入等

 “黑天鹅”与“灰犀牛
 “黑天鹅”事件：小概率事件

 “灰犀牛”事件：大概率事件

 商业模式
 电子商务模式 B2B、B2C、C2C、O2O

 融资模式 BOT、PPP、P2P

 ①二者相互依存，共处于商品这个统一体中；
 ②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

 ③使用价值反映了商品的自然属性，而价值反映
 了人们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属性。因此，二者存

 在对立的一面，相互排斥。

 变相的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是指个
 别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率，使自己商品的个别价

 值低于社会价值而多得的那部分剩余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