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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资 本 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 二 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恩 格 斯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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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

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

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

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 稿）经

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

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

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

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

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

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

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

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

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

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

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

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

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

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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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十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

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

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

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

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

大的眼界。这个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

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四开纸１４７２页，共２３本，写

于１８６１年８月到１８６３年６月。这是１８５９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

版的第一册１的续篇。从第１—２２０页（第 — 本），然后再从第

１１５９—１４７２页（第 — 本），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卷中从

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直到卷末所研究的各个题目，是该书现有的最

早文稿。从第９７３—１１５８页（第 — 本），是论述资本和利

润、利润率、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即那些后来在第三卷手稿中阐

述的题目。但是，在第二卷论述的题目和后来在第三卷论述的许

多题目，都还没有专门加以整理。它们只是附带地，特别是在手稿

的主体部分，第２２０—９７２页（第 — 本），即《剩余价值理论》

里提了一下。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

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

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

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

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２这个

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并不

多。

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

４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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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Ｖｏｎ

ＫａｒｌＭａｒｘ

ＺｗｅｉｔｅｒＢａｎｄ．

Ｂｕｃｈ ：ＤｅｒＣｉｒｋ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ｄｅ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ｓ．

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

ＤａｓＲｅｃｈｔｄｅｒＵｅｂｅｒｓｅｔｚｕｎｇｉｓｔｖｏｒｂｅｈａｌｔｅｎ．

Ｈａｍｂｕｒｇ
ＶｅｒｌａｇｖｏｎＯｔｔｏＭｅｉｓｓｎｅｒ．

１８８５．

《资本论》第二卷德文第一版的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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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写于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

才着手整理１８６７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卷

手稿，以便付印。

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卷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卷用的一组对

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 — 的编号。其中第 稿

（１５０页），大概写于１８６５年或１８６７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

卷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修订稿。这个手

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 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

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卷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经过修订的

个别论点，特别是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

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卷范围的关于剩余价

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

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经过加工的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修订稿，大部

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 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

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

这个手稿虽然比第 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

可以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 稿的一些内

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

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７０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

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

础。”

１８７０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

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

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

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

７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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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内容。１８７７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

作了。１８７７年３月底，他从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笔记，并以

此作为重新修订第二卷的基础。这一卷的开头部分用的是第 稿

（对开纸５６页）。这部分手稿包括开头四章，还没有怎么加工。一

些要点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释中来阐述的。材料与其说经过精心

挑选，还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这份手稿是对第一篇的最

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根据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

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是第 稿（写于１８７７年１０月以后

和１８７８年７月以前）；只有四开纸１７页，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

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尝试，是“１８７８年７月２日”写成的第 稿，

它只有对开纸７页。

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

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使之达到自

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第 — 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

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 稿重新

作了修订；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

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

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因为第 稿在论述再生产时，起

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媒介的货币流通，后来考虑到这种货币

流通就要再论述一次。原来的部分应当去掉，全篇应当改写，以适

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这样就产生了第 稿，这是一个只有四

开纸７０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

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

这个篇幅中去。

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课题，是确定并

８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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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写于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

才着手整理１８６７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卷

手稿，以便付印。

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卷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卷用的一组对

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 — 的编号。其中第 稿

（１５０页），大概写于１８６５年或１８６７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

卷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修订稿。这个手

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 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

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卷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经过修订的

个别论点，特别是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

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卷范围的关于剩余价

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

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经过加工的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修订稿，大部

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 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

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

这个手稿虽然比第 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

可以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 稿的一些内

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

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１８７０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

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

础。”

１８７０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

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

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

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

７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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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阐述那些对第 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而对那些没有新东西

可说的论点，就不加考虑了。与第三篇多少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

章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又作了修改和发挥。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

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

但是，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

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

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

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

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

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而这

种困难也不小。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

本卷的引文，在用作事实例证的地方，或在每一个想探究问题

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亚·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数

我都翻译出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要直接批判

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

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码。

第三卷可用的材料，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的手稿，除

了第 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随首记入札记本的简短笔记，

只有上述１８６４年到１８６５年写的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经过和第

二卷的第 稿大致同样充分的加工，最后，还有一本１８７５年的手

稿，是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用

方程式）来说明的。第三卷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根据我

现在的判断，这一工作的困难主要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

重要的章节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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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要驳斥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

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

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３及其信徒，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

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另

一个地方说了急需说的话（１），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提出有决定意

义的证据。

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最初见于鲁·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

争》第４３页：

“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半期的

洛贝尔图斯的著作〉①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断言之所以全

部“可以证明”，是因为洛贝尔图斯曾经向迈耶尔先生保证有这么

一回事。——１８７９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５，他在写给约·泽

勒尔的信（１８７９年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第２１９页）

中，谈到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１８４２年）一书时

说：

“您将会发现，这一点｛指书中展开的思路｝②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

……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

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隐讳地重复了这

种说法（洛贝尔图斯《资本》１８８４年柏林版，导言第 页）。——

（１） 为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爱·伯恩施

坦和卡·考茨基译成德文，１８８５年斯图加特版）一书写的序言。４

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在尖括号〈 〉内的话或标点符号都是马克思或恩格斯加

的。——译者注

② １８９３年德文第二版中的四角括号，在本卷中一律改为花括号｛｝。——编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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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１８８１年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

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中，洛贝尔图斯直截了当地说：

“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６０

封信第１３４页）。

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斯的奢望表达得更明确：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

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第４８封

信第１１１页）

所有这些关于剽窃的指责，马克思从来都是一无所知。他手

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

是在他逝世以后才由我裁开的。杜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从来没有

见到过。给鲁·迈耶尔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说到“剽窃”的那

个地方，只是到１８８４年，由迈耶尔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

起我的注意。不过，第四十八封信马克思是知道的。迈耶尔先生曾

经好意地把原信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

贝尔图斯那里寻找秘密源泉这样一些离奇的谣言，当然也传到了

马克思的耳边。当时马克思把信给我看，并说，他在这里终于得到

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斯本人的奢望是什么。只要洛贝尔图

斯不再说些别的什么，他，马克思，尽可以不予理睬；如果洛贝尔图

斯认为他自己的叙述更简单、更明了，那就让他去享受这种乐趣。

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整个事情已经由洛贝尔图斯的这封信而了结

了。

马克思完全可以这样想，因为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直到

１８５９年前后，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

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

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１８４３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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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

和李斯特，而有这两个人，对他说来也就够了。马克思和我以前都

根本没有听说过洛贝尔图斯，直到１８４８年，当我们要在《新莱茵

报》６上批判洛贝尔图斯这位柏林议员的演说和他充任大臣的活

动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当时，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就去问

莱茵省的议员，这个突然当了大臣的洛贝尔图斯究竟是什么人。

然而那些议员也不能告诉我们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著作方面的任

何东西。可是，当时马克思在没有洛贝尔图斯的任何帮助下，不仅

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

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１８４７年的

《哲学的贫困》７和１８４７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１８４９年发表在《新

莱茵报》第２６４—２６９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８，可以得

到证明。１８５９年前后，马克思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还有洛贝尔图

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博物馆看到了洛贝尔图斯的

《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的内容

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斯说：

“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

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

因此，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不能说，洛贝尔图斯

还能从马克思那里把别的什么东西说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贝

尔图斯在这里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而马克思从他

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又怎样向我们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

呢？只不过是这样：被他看作地租和利润之和的“租”所以产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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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对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而是

“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换句话说，由于工资仅仅构成产品价值的

一部分”，

并且在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

“工资不需要等于劳动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以便后者还会留下一部分作为

资本的补偿〈！〉和租”９。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从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中没有留

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更确切些说，作为原料和工具磨损的

补偿，那这是什么样的产品“自然交换价值”。

幸而我们还能够证实，洛贝尔图斯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对马克

思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手稿第 册第４４５页及以下各

页中，我们发现了《插入部分。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

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的。

对于洛贝尔图斯的一般剩余价值理论，他是用讽刺的评注来驳倒

的：“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

的国家中是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谓

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现的

产品量。”１０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

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

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这种见解曾在重

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

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

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

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

３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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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中说：

“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

去劳动，向他们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出售中，或者

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加到那些原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 工人

加到原料上的价值，在这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

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原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１１

稍后，他又说：

“一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

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

取地租…… 工人……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所

有者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构成地租。“１２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在上述《批判》手稿第２５３页中作了如下

评注：“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物

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

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

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１３

其次，斯密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说：

“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工人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乎

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

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获以前很少有维持自己生活的资

金。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地

农场主不能从工人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得到

补偿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

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样的扣除，来支

付利润。在所有产业部门，大多数工人都需要雇主预付给他们原料以及工资

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雇主从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

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原料上的价值中得到一份，这一份也就是

４１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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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的利润。”１４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的评注是（手稿第２５６页）：“总之，亚·斯

密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粹是工人产品中

的扣除部分，或者说，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量相等的产品价

值中的扣除部分。但是，正如亚·斯密自己在前面证明过的，这个

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

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

分是由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１５

可见，亚·斯密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

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马克思在１８６１

年已经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而洛贝尔图斯和他的那伙在国家社

会主义的温暖的夏雨中象蘑菇一样繁殖起来的崇拜者，看来已经

把这一点忘得一干二净。

马克思接着说：“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

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

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

的。”１６——这个论点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洛贝尔图斯身上。他的

“租”只是地租＋利润之和；关于地租，他提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

论，关于利润，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而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

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

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这些规律将

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阐述。在那里将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

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

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

５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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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比亚·斯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

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在亚·斯

密那里虽然已见萌芽，但在应用时又几乎总是被他忘记，这种价值

理论成了以后一切经济科学的出发点。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

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伸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

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这里指

剩余价值）。他论证了：无论这两部分的比例怎样变动，商品的价值

总是不变，这个规律，他认为只有个别例外。他甚至确立了关于工

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

主要规律，尽管他的理解过于一般化（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

１５章Ａ
１７
），他还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超过利润的余

额。——在上述各点中，洛贝尔图斯没有任何一点超过李嘉图。

李嘉图理论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使李嘉图学派遭到破

产，——要末洛贝尔图斯毫无所知，要末只是导致他提出一些乌托

邦的要求（《认识》第１３０页），而不是寻求经济学上的解决。

然而李嘉图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用不着等到洛贝尔

图斯的《认识》出现，才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资本论》第一卷

第６０９页（第２版）１８上，从《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

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这一著作中引用了“剩

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这一说法。这一著作单凭“剩余产品或资

本”这个说法本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是马克思使这本４０页的

小册子没有被埋没。在这一著作中说：

“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他总是只能占

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第２３页）

但是，工人怎样生活，从而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能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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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极其相对的量。

“如果资本的价值不按照资本量增加的比例而减少，资本家就会超过工

人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从工人那里榨取每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资本

家最后可以对工人说：你不应当吃面包，因为吃甜菜和马铃薯也可以过活；我

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第２３、２４页）“如果工人能够做到用马铃薯代替面包

生活，那就毫无疑问，从他的劳动中可以榨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靠

面包生活，他要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必须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

劳动，如果靠马铃薯生活，他就只需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

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游离出来，以使国家或资本家得利。”（第２６

页）“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货币利息的形式，还

是采取企业利润的形式，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第２３页）

可见，在这里所说的完全是洛贝尔图斯的“租”，只是用“利息”

代替“租”罢了。

马克思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评注（《批判》手稿第８５２页）：“这

本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册子，是在‘不可思议的修鞋匠’麦克库洛

赫１９开始被人注意的时候出现的，它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

上的进步。它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李嘉图所说的‘利润’（常常也把

它叫做剩余产品），或这本小册子作者所说的利息，看作ｓｕｒｐｌｕｓ

ｌａｂｏｕｒ，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也就是工人除了补

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即生产他的工资的等价物的劳动量

以外而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

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亚·斯密

已经说过，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他们

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２０往下在手稿第

８５９页上还说：“可是，这位作者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就象李

嘉图由于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一

７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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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他也由于把剩余价值命名为资本利息而陷入同样的矛盾。诚

然，他在以下方面超过了李嘉图：首先，他把一切剩余价值都归结

为剩余劳动，其次，他虽然把剩余价值叫做资本利息，同时又强调

指出，他把‘资本利息’理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而与剩余劳动

的特殊形式，地租、货币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区别。但是，他还是把

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作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

以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手稿中用的是《ｓｌａｎｇ》）

中。”２１

最后这一段话，用在我们的洛贝尔图斯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他也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派

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这一名称成为一种极不

确定的东西。这两个错误的结果是：他再度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

行话中，他比李嘉图前进了一步，但是他没有批判地把这种进步继

续下去，反而使他的未完成的理论，在孵化出壳以前，就成为一种

乌托邦的基础，可是，就乌托邦而论，他也象往常一样，来得太迟

了。上述小册子于１８２１年问世，已经远远走在１８４２年洛贝尔图斯

的“租”的前头了。

在二十年代，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

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

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全部文献中，我们说到的这本小册子，

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前哨。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在进行经济学论

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但除了李嘉图还有许多著作家，马克

思１８４７年在反驳蒲鲁东时（《哲学的贫困》第４９页２２），只引用了其

中几个，如艾德门兹、汤普逊、霍吉斯金等等，而且“还可以写上四

页”。从这许许多多的著作中我只随便举出汤普逊的一本著作：

８１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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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５０年伦敦新版）。

该书写于１８２２年，１８２４年第一次出版。在这本书里也到处都指

出，非生产阶级所占有的财富，是对工人产品的扣除，而且措辞相

当激烈。

“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人总是力图通过欺骗或诱劝，通过威胁或强迫，

使生产工人从事劳动，但只使他得到自己劳动的产品中尽可能小的部分。”

（第２８页）“为什么工人不应该得到他的劳动的所有全部产品呢？”（第３２页）

“资本家以地租或利润的名义向生产工人索取的报酬，是以后者使用了土地

或其他物品为借口而要求取得的…… 既然除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一无所有

的生产工人，他的生产能力在其上实现或借以实现的一切物质资料，全都归同

他的利益相对立的其他人所有，他要进行活动先要取得这些人的同意，所以，

他从自己的劳动果实中能够得到多大的部分作为这个劳动的报酬，不是取决

于、而且必须取决于资本家的恩典吗？”（第１２５页）“……和扣除的产品的量

成比例，而不管这个产品量叫做租税，利润，还是叫做贼赃”（第１２６页）等等。

我承认，我写这几行时，不免感到有些惭愧。尽管马克思在

《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直接提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英国反资

本主义的文献，其中有些著作，如１８２１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莱文

斯顿、霍吉斯金等人的著作，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过，

可是在德国，人们对这些文献还是一无所知。这还可以容忍。但

是，不仅那位在绝望中揪住洛贝尔图斯的衣角而“确实不学无术

的”庸俗作家①
，而且那位身居要职、“自炫博学”的教授

②
，也把自

己的古典经济学忘记到这种程度，竟把那些在亚·斯密和李嘉图

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

那里窃取来的，——这个事实就证明，官方的经济学今天已经堕落

① 指鲁·迈耶尔。——编者注

② 指阿·瓦格纳。——编者注

９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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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何等地步。

那末，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

的剩余价值理论，好象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

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

么作用呢？

化学史上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

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

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

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

会。但到１７７４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

“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

污浊不堪”。

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

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

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

种气体为火气。

“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燃素与空气的一种成分相结合时｛即燃

烧时｝所产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过玻璃失散的火或热。”（２）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

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

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

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

（２） 罗斯科和肖莱马《化学教程大金》１８７７年不伦瑞克版第１卷第１３页和第１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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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

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

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

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

即使不是象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

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

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

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

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

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

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

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

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

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

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

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

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他认

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

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

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

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

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

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象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学

１２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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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

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

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

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

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

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

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

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

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

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

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

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

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

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

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

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卷又是一个

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

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

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

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

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

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

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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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洛贝尔图斯呢？他读了这一切之后，却在其中——象任何有

倾向的经济学家一样！——发现“对社会的入侵”２３，发现他自己

已经更简单得多、更明了得多地指出了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

最后，还发现这一切虽然适用于“今日的资本形式”，即适用于历史

地存在的资本，然而不适用于“资本概念”，即不适用于洛贝尔图斯

先生关于资本的乌托邦观念。这完全和至死坚持燃素，而不想对

氧气有所理解的老普利斯特列一样。只是普利斯特列确实是最早

析出氧气的人，而洛贝尔图斯在他的剩余价值中，或者更确切些

说，在他的“租”中，只是重新发现了一种陈词滥调。但马克思和拉

瓦锡的做法相反，他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是他最早发现

的。

洛贝尔图斯在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这个水平。他把

剩余价值搞成乌托邦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无意

中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一点还要说的话，我已经在该书的德文译本

的序言４中说到。他把商业危机的原因解释为工人阶级的消费不

足，这种说法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卷第四章中

已经可以看到。（３）只是西斯蒙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注意到世界市

场，而洛贝尔图斯的眼界却没有超出普鲁士的国界。洛贝尔图斯

关于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的那些思辨议论，属于经院

哲学的范围，并且已经在这个《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完全澄清

了。他的地租理论仍然是他的唯一的财产，在马克思批判这一理

论的手稿２４出版以前，还可以安睡一会。最后，他关于旧普鲁士的

（３） “可见，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越来越缩小，工业就越

来越需要到国外市场去寻找销路，但是在那里，它会受到更大的变革的威胁”（即下面

接着说到的１８１７年危机）。《新原理》１８１９年版第１卷第３３６页。

３２序  言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土地所有权应该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建议，又是彻头彻尾乌

托邦的；这些建议回避了这里谈到的唯一实际问题：旧普鲁士的容

克怎样能够做到每年收入比如说两万马克，支出比如说三万马克，

而仍然不负债？

１８３０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了。他们解

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的追随者，庸俗经济学，当然更不能解决。使

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有以下两点：

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活劳动在和资本进行交换

时，它的价值小于所交换的物化劳动。工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

值，总是小于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或体现同量活劳动

的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这样来理解，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它由

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

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

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

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的价值

就决定于它作为社会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就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

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因此，劳动力按照它的这种价值来

买卖，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

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

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

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

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末，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

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

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

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李嘉图

４２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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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

洛贝尔图斯也不能不看到这个矛盾，但是他不去解决它，却把它作

为他的乌托邦的出发点之一（《认识》第１３１页）。马克思在《批

判》２５手稿中，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按照《资本论》的计划，这个问

题要在第三卷２６来解决。第三卷的出版，还要过几个月。因此，那些

想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作

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表明，

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相

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

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末，我们就愿意同他们继续谈下

去。不过他们最好是快一点。这个第二卷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

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

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卷，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

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等到这个第三卷出版的

时候，洛贝尔图斯这个经济学家，就用不着再提了。

马克思多次对我说过，《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献给他的

夫人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１８８５年５月５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

５２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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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版 序 言］
①

这里印出的第二版，基本上是按第一版原样翻印的。印刷错

误改正了，若干文体上不讲究的地方纠正了，若干短的、内容重复

的段落删掉了。

第三卷虽然遇到完全料想不到的困难，但手稿现在也已大体

整理就绪。只要我还健康，今年秋天就可以开始付印。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３年７月１５日于伦敦

① 本卷中凡是四角括号［］内的话都是德文版编者加的。——译者注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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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便于查阅，这里把所有采自第 — 稿的地方，简单综合

如下：

第 一 篇

第３１—３２页采自第 稿。——第３２—４４页采自第 稿。

——第４４—４８页采自第 稿。——第４８—１３４页采自第 稿。

——第１３４—１３７页采自读书摘要中的一个注。——第１３８页到

本篇末采自第 稿；其中第１４６—１４８页有几处采自第 稿；第

１５１页和第１５８页的注采自第 稿。

第 二 篇

本篇开头第１７１—１８２页是第 稿的结尾。——从这里开始

到本篇末第３８８页全部采自第 稿。

第 三 篇

第十八章：（第３８９—３９７页）采自第 稿。

第十九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３９８—４３２页）采自第 稿。

第三节（第４３２—４３４页）采自第 稿。

第二十章：第一节（第４３５—４３８页）采自第 稿，仅最后一段

采自第 稿。

第二节（第４３８—４４２页）主要采自第 稿。

７２第 二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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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第四节、第五节（第４４２—４７０页）采自第

稿。

第六节、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第４７０—４８７页）

采自第 稿。

第十节、第十一节、第十二节（第４８８—５４０页）采

自第 稿。

第十三节（第５４０—５５０页）采自第 稿。

第二十一章：（第５５１—５９２页）采自第 稿。

８２ 第 二 版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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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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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 一 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资本的循环过程（１）经过三个阶段；根据第一卷的叙述，这些阶

段形成如下的序列：

第一阶段：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

货币转化为商品，或者说，完成Ｇ—Ｗ 这个流通行为。

第二阶段：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

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完成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

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

第三阶段：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

或者说，完成Ｗ—Ｇ这个流通行为。

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Ｇ—Ｗ…Ｐ…Ｗ′—Ｇ′。在这个

公式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Ｗ′和Ｇ′表示由剩余价值增大

了的Ｗ 和Ｇ。

（１） 采自第 稿。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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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卷中，我们只是在为理解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必

要的范围内，对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进行过研究。因此，资本在不

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

不同形式，在那里没有加以考虑。现在它们就成为我们研究的直

接对象了。

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

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

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

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

．第一阶段 Ｇ—Ｗ
（２）

Ｇ—Ｗ 表示一个货币额转化为一个商品额；对买者来说，是他

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卖者来说，则是他们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使

一般商品流通的这个行为同时成为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一个职

能上确定的阶段的，首先不是行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质内容，是

那些和货币换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这一方面是生产资料，

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商品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们的

特性，自然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如果我们用Ａ表示劳

动力，用Ｐｍ表示生产资料，那末所要购买的商品额Ｗ＝Ａ＋Ｐｍ，

或者简单地说，就是Ｗ＜
Ａ
Ｐｍ。因此，从内容来看，Ｇ—Ｗ 是表

现为Ｇ—Ｗ＜
Ａ
Ｐｍ；就是说，Ｇ—Ｗ 分成Ｇ—Ａ和Ｇ—Ｐｍ；货币额

（２） 以下是第 稿，是１８７８年７月２日开始写的。

２３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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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购买劳动力，另一部分购买生产资料。

这两个购买序列属于完全不同的市场，一个属于真正的商品市场，

另一个则属于劳动市场。

但是，Ｇ—Ｗ＜
Ａ
Ｐｍ，除了表示Ｇ所转化成的商品额有这种质的

分割之外，还表示一种最具有特征的量的关系。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以工资的形式，即作为一

个包含剩余劳动的劳动量的价格，支付给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

的劳动力所有者的；例如，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３马克，即５小

时劳动的产物，那末，这个金额就会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契约上，

表现为比方说１０小时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如果这种契约是和５０

个工人订的，那末，他们在一日中一共要对买者提供５００个劳动小

时，其中二分之一，即２５０个劳动小时＝２５个１０小时的工作日，

完全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要购买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必

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Ｇ—Ｗ＜
Ａ
Ｐｍ不仅表示一种质的关系：一定的货币额，比

如说４２２镑，转化为互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它还表示一种

量的关系，即用在劳动力Ａ上面的货币部分和用在生产资料Ｐｍ

上面的货币部分的量的关系。这种量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由一定数

量的工人所要耗费的超额劳动即剩余劳动的量决定的。

例如，一个纺纱厂５０个工人的周工资等于５０镑，如果由一周

３０００小时的劳动（其中１５００小时是剩余劳动）转化为纱的生产资

料的价值是３７２镑，那就必须在生产资料上耗费３７２镑。

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对追加劳动的利用，需要追加多少生产资

料形式的价值，是与这里的问题完全无关的。问题只是在于：耗费

在生产资料上的货币部分，也就是在Ｇ—Ｐｍ中购买的生产资料，

３３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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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充分的，因此，必须一开始就估计到这一

点，并按照适当的比例准备好。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

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

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对于这

种超额劳动的支配权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

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

Ｇ—Ｗ＜
Ａ
Ｐｍ一经完成，买者就不仅支配着生产一种有用物品

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支配着一种更大的劳动力的使用

权，或者说，支配着一个比补偿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劳动量更大的

劳动量；同时还支配着使这个劳动量实现或物化所必需的生产资

料。因此，他支配的各种因素所能生产的物品，比这种物品的生产

要素有更大的价值，或者说，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量。因

此，他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现在处在一种实物形式中，在这种

形式中，它能够作为会生出剩余价值（表现为商品）的价值来实现。

换句话说，它处在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的生产资本的

状态或形式中。这种形式的资本，称为Ｐ。

但是，Ｐ的价值＝Ａ＋Ｐｍ的价值＝转化为Ａ和Ｐｍ的Ｇ。Ｇ

和Ｐ是同一个资本价值，只是处在不同的存在方式上，就是说，Ｇ

是货币状态或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货币资本。

因此，Ｇ—Ｗ＜
Ａ
Ｐｍ或它的一般形式Ｇ—Ｗ，即商品购买的总

和，这个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作为资本的独立循环过程的阶段来

看，同时又是资本价值由货币形式到生产形式的转化，或者简单地

说，是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可见，在这里首先考察的循

环公式中，货币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第一个承担者，而货币资本也就

表现为资本预付的形式。

４３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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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货币资本，它处在能够执行货币职能的状态中。在当前

考察的场合，就是处在能够执行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支付手段的

职能的状态中。（说它是支付手段，是因为劳动力固然要先购买，但

要在发生作用之后才对它支付报酬。如果在市场上没有现成的生

产资料，需要先订购，那末货币在Ｇ—Ｐｍ中同样是支付手段。）

这种能力所以产生，不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由于货币资本

是货币。

另一方面，货币状态的资本价值也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不能

执行别的职能。这种货币职能所以会成为资本职能，是因为货币

职能在资本的运动中有一定的作用，从而也是因为执行货币职能

的阶段和资本循环的其他阶段是有联系的。例如，拿我们首先考

察的情况来说，货币转化为商品，这些商品的结合形成生产资本的

实物形式，因而已经潜在地，在可能性上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的结果。

在Ｇ—Ｗ＜
Ａ
Ｐｍ中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货币的一部分，会由于

这个流通本身的完成转而去执行一种职能，在这种职能上，它的资

本性质消失了，但它的货币性质保留下来。货币资本Ｇ的流通分

为Ｇ—Ｐｍ和Ｇ—Ａ，即购买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让我们单独

考察一下后一个过程。Ｇ—Ａ，从资本家方面看，是购买劳动力，从

工人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方面看，是出卖劳动力——这里可以说是

出卖劳动，因为是以工资形式为前提的。在这里，和任何一种购买

一样，对买者来说是Ｇ—Ｗ（＝Ｇ—Ａ），对卖者（工人）来说是Ａ—

Ｇ（＝Ｗ—Ｇ），是出卖他的劳动力。这是商品的第一流通阶段或第

一形态变化（第１卷第３章第２节ａ）；从劳动的卖者方面看，就是

他的商品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工人把他由此获得的货币，逐渐

５３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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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耗费在一个满足他的需要的商品额上，即耗费在消费品上。因

此，他的商品的总流通表现为Ａ—Ｇ—Ｗ，首先是Ａ—Ｇ（＝Ｗ—

Ｇ），然后是Ｇ—Ｗ，也就是表现为简单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Ｗ—

Ｇ—Ｗ。这里，货币只是充当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只是充当商品

和商品进行交换的媒介物。

Ｇ—Ａ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具有特征性质的因

素，因为它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得以实际转化为资本，转化为

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重要条件。Ｇ—Ｐｍ所以必要，只是为了实

现在Ｇ—Ａ中购买的劳动量。本书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

本》，已经从这个观点对Ｇ—Ａ作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还要

从另一个观点，即专门就货币资本是资本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加

以考察。

Ｇ—Ａ一般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绝不是

由于上述的原因，即由于劳动力的购买是这样一种购买契约，按照

这个契约，提供的劳动量，一定要大于补偿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所必

需的量，也就是，一定要提供剩余劳动，——这是预付价值资本化

或者说剩余价值生产的根本条件。相反，是由于它的形式，由于劳

动是以工资的形式用货币购买的，而这一点被认为是货币经济的

标志。

在这里，被当作特征的，也不是形式的不合理。相反，这种不

合理正好被忽视了。这种不合理在于：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劳动

本身不能具有价值，从而，一定量劳动也不能具有在它的价格上，

在它和一定量货币的等价上表现出来的价值。但是我们知道，工

资只是一个伪装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上，比方说，劳动力的一日的

价格，表现为这个劳动力在一日中付出的劳动的价格，以致这个劳

６３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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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在６小时劳动内生产的价值，表现为这个劳动力１２小时的工

作或劳动的价值。

Ｇ—Ａ被认为是所谓货币经济的特征或标志，是因为在这里

劳动是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因而货币是买者——就是说，是因为有

了这种货币关系（即人类活动的买卖）。但是，货币很早就已经作为

所谓服务的买者出现了，而Ｇ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货币资本，经济

的一般性质也没有因此发生变革。

货币究竟转化为哪一种商品，对货币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货币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一切商品都已经用它们的价格

表示出，它们在观念上代表一定的货币额，等待着向货币的转化，

并且只有通过同货币的换位，它们才取得一种形式，使自己可以转

化为自己的所有者的使用价值。因此，一旦劳动力作为它的所有

者的商品出现于市场，它的出卖采取劳动报酬的形式或工资的形

式，那末，它的买卖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买卖相比，就没有什么更引

人注目的了。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

劳动力成为商品。

既然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是由商品构成的，资本家就

得通过Ｇ—Ｗ＜
Ａ
Ｐｍ，通过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来完成这

两个因素的结合。如果货币是第一次转化为生产资本，或者对它

的所有者来说是第一次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他就必须在购买劳

动力之前，首先购买厂房、机器等等生产资料；因为劳动力一旦归

他支配，他就必须具备生产资料，以便能够把劳动力当作劳动力来

利用。

从资本家方面看，情况就是这样。

从工人方面看：他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

７３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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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时候，才可能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在出卖之前，劳动力是和

生产资料，和它的活动的物的条件相分离的。在这种分离状态中，

它既不能直接用来为它的所有者生产使用价值，也不能用来生产

商品，使它的所有者能够依靠这种商品的出售而维持生活。但是，

劳动力一经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它就同生产资料一样，成了

它的买者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因此，虽然在Ｇ—Ａ行为中，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仅仅

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仅仅作为货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

者互相对立，因而就这方面来说，他们互相之间只是处在单纯的货

币关系中，但是，买者一开始就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生产

资料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对自己劳动力实行生产耗费的物的条件。

换句话说，这种生产资料是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

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劳动的卖者是作为别人的劳动力而和它的

买者相对立的。这种劳动力只有归它的买者支配，和买者的资本

合并，才能使这种资本真正地作为生产资本来活动。因此，资本家

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当他们在Ｇ—Ａ（从工人方面看是Ａ—Ｇ）

行为中互相对立时，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作为前提肯定了。这是

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

是雇佣工人。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

——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

所有者相分离了。

我们这里不谈这种分离是怎样产生的。在Ｇ—Ａ进行的时

候，这种分离已经存在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Ｇ—Ａ表现为货币

资本的一种职能，或者说，货币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

决不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一种有用的人类活动或服务的支付

８３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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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就是说，决不是因为货币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能以这

样的形式支出，只是因为劳动力处在和它的生产资料（包括作为

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资料的生活资料）分离的状态中，而要消除这

种分离状态，就得把劳动力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也使劳

动力的使用权归属于买者。而使用这种劳动力的界限，和劳动力

本身价格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界限，又决不是一致的。资

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

中，在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

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

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

为资本职能。

对货币资本（我们对它的考察，暂时只限于它在我们这里所表

现的一定的职能的范围）的理解，通常有两种平行的或彼此交叉的

错误。第一，资本价值作为货币资本执行的各种职能，这些正是由

于它处于货币形式而能够执行的职能，被错误地认为是从它的资

本性质产生的。其实，这些职能只是来源于资本价值的货币状态，

来源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第二，正好相反，使货币职能同时成为

资本职能的这种货币职能的特殊内容，被认为是从货币的本性产

生的（因此，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了）。其实，货币要执行这种职

能，例如这里完成Ｇ—Ａ行为，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

条件在简单商品流通和相应的货币流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奴隶的买卖，按其形式来说，也是商品的买卖。但是，如果没

有奴隶制，货币就不能执行这种职能。有了奴隶制，货币才能用来

购买奴隶。相反，买者手中的货币无论怎样充足，也不会使奴隶制

成为可能。

９３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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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个人劳动力（表现为出卖个人劳动或表现为工资）要不成

为孤立的现象，而成为社会范围的商品生产的决定性前提，从而货

币资本要在社会范围内执行我们这里考察的职能Ｇ—Ｗ＜
Ａ
Ｐｍ，就

得先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把原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分开。

由于这些过程，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

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至于这种结合在分开以前采取什么形

式，是劳动者本身作为生产资料属于其他生产资料之列，还是他们

自己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和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完全无关的。

因此，问题的实质，在这里作为Ｇ—Ｗ＜
Ａ
Ｐｍ行为的基础的，是

分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

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

分离，处在另一方。

因此，在Ｇ—Ａ行为能成为一般社会行为以前，生产资料即生

产资本的物的部分，就必须已经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和工人

相对立。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２７，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

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且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

大，以至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

个方面。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

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

段；因为不是为了出售，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能作为

商品进入流通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

才表现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

俄国的地主，由于所谓农民解放，现在用雇佣工人代替从事强

制劳动的农奴来经营农业，他们抱怨两件事。第一，抱怨货币资本

０４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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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例如，他们说，在出售农产品以前，必须对雇佣工人支付较

大数量的金额，而这时缺少的正是现金这个首要的条件。要按照

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必须经常备有专供支付工资用的货币

形式的资本。不过，地主们尽可以放心。时候一到，玫瑰花自然可

以摘到，那时，产业资本家不仅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拥有别人的

货币。

但是，更典型的是第二种怨言，这就是：即使有了货币，还是不

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为俄国的农业劳动者由

于村社实行土地公有，还没有完全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

还不是完全的“自由雇佣工人”。但是，后者的社会规模的存在，却

是Ｇ—Ｗ 即货币转化为商品能够表现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

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不言而喻，只有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Ｇ—Ｗ…Ｐ…Ｗ′—Ｇ′，才是资本循环的当然

形式，因为它是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作为前提的。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生

产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直接

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因此，既然实现Ｇ—Ｗ…Ｐ…Ｗ′—Ｇ′这一过

程的首要前提是雇佣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所以，这个公式已经包

含生产资本形式的资本，从而也包含生产资本的循环的形式。

．第二阶段 生产资本的职能

这里考察的资本循环，是以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流通行为Ｇ—

１４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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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即购买开始的。因此，这个流通必须以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一相

反的形态变化Ｗ—Ｇ即出售来补充。但是，Ｇ—Ｗ＜
Ａ
Ｐｍ的直接结

果，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的流通的中断。由于货币资本

转化为生产资本，资本价值取得了一种实物形式，这种形式的资本

价值不能继续流通，而必须进入消费，即进入生产消费。劳动力的

使用，劳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资本家不能再把工人当作商

品出售，因为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并且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

一定时间内对他的劳动力的使用。另一方面，资本家只能这样来

使用劳动力，就是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

用。因此，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进入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阶段。

运动表现为Ｇ—Ｗ＜
Ａ
Ｐｍ…Ｐ，这里的虚线表示：资本流通被中

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

域。因此，第一阶段，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只是第二阶段即

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和先行阶段。

Ｇ—Ｗ＜
Ａ
Ｐｍ的前提是：完成这个行为的个人不仅在某一使用

形式上支配着价值，而且在货币形式上占有这些价值，他是货币所

有者。但是，这种行为正好是要付出货币，他只有在付出货币这一

行为本身包含着货币的回流时，才能够仍然是货币所有者。而货

币只有经过商品的出售，才会流回到他手里。因此，这种行为的前

提是：他必须是商品生产者。

Ｇ—Ａ。雇佣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过活。劳动力的维持，

即工人自身的维持，要求每天进行消费。因此，必须每隔一个较短

的时期付给他一次报酬，使他能够反复进行为维持自身所需的各

种购买，反复进行Ａ—Ｇ—Ｗ 或Ｗ—Ｇ—Ｗ 行为。因此，资本家必

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雇佣

２４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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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相对立。另一方面，要使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广大的雇佣工人

能完成Ａ—Ｇ—Ｗ 行为，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

即商品形式和他们相对立。因此，这种情况要求产品作为商品的

流通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从而商品生产也已经有了广泛的规模。

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

的普遍形式。商品生产普遍化了，它又使社会的分工不断增进，就

是说，一个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的产品越来越专门化，互相补充的

各个生产过程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生产过程。因此，Ｇ—Ａ发展到

什么程度，Ｇ—Ｐｍ也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会

按相同的规模，和那种用它们作生产资料的商品的生产相分离，于

是生产资料会作为商品，和每一个商品生产者自己相对立，他不生

产它们，但要为自己的特定的生产过程而购买它们。它们来自那

些完全和他的生产部门分离的独立经营的生产部门，作为商品进

入他的生产部门，因而是必须购买的。商品生产的物的条件，会以

越来越大的规模作为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产品，作为商品，和他相对

立。资本家也必须以相同的规模作为货币资本家出现，或者说，他

的资本必须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规模将会扩大。

另一方面，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

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

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

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

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

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

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

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

３４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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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

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

义的商品生产。（３）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

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

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

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

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

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

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

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

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

的生产过程。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在本书

第一卷作了详细的阐述。任何商品生产的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

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

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

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

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对价值的形成，从而也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起着不同的作用，所以它们作为预付资本价值

的存在形式，就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其次，作为生产资本

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还有以下的区别：生产资料在它为资本家

所有时，即使在生产过程之外，也仍然是他的资本，劳动力却只有

（３） 以上是第 稿。以下是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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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之内，才是单个资本的存在形式。如果说，劳动力只有

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末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

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生产

资料本身，只有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存在形式，能够和生

产资料相合并时，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物的形式或生产资本。因此，

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

本。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生产资料才取得这种独特的

社会性质，正如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贵金属才获得货币

的独特的社会性质，货币才获得货币资本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一样。

生产资本在执行职能时，消耗它自己的组成部分，使它们转化

为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量。因为劳动力仅仅作为生产资本的

一个器官发生作用，所以，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

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劳动力的剩余

劳动，是资本的无偿劳动，因而它为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一个无

需他花费任何等价物的价值。因此，产品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孕育

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它的价值＝Ｐ＋Ｍ，等于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

的生产资本的价值Ｐ，加上这个生产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Ｍ。假

定这宗商品是１００００磅纱，生产这些纱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是３７２镑，所消耗的劳动力的价值是５０镑。纺纱工人在纺纱过程

中把通过他们的劳动而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３７２镑转移到纱

上，同时又提供了一个相当于他们消耗的劳动的新价值，比如说，

１２８镑。因此，１００００磅纱是一个５００镑价值的承担者。

５４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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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 Ｗ′—Ｇ′

商品，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

的职能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资本。如果商品生产在它的整个社

会范围内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那末，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是商

品资本的要素，不论它们是生铁，还是布鲁塞尔的花边，是硫酸，还

是雪茄烟。至于商品队伍中，由于属性不同，哪一类应升为资本，

哪一类应列为普通商品，这个问题不过是烦琐经济学自己制造出

来的一个可笑的难题罢了。

资本在商品形式上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构成资本的物品，

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必须卖掉，转化为货币，因此要完成

Ｗ—Ｇ运动。

假定资本家的商品是１００００磅纱。既然在纺纱过程中耗费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是３７２镑，创造的新价值是１２８镑，那末，这些纱

就有５００镑的价值。这个价值表现在它的同名的价格上。这个价

格要通过出售Ｗ—Ｇ来实现。是什么使一切商品流通的这个简单

行为同时成为一种资本职能呢？在这个行为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商品的使用性质既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商品是作为使用物品转

到头者手中的，商品的价值也没有发生变化——因为这个价值没

有发生任何量的变化，仅仅发生了形式变换。这个价值先存在于

纱上，现在存在于货币上。因此，在第一阶段Ｇ—Ｗ 和最后阶段

Ｗ—Ｇ之间，出现了一种本质的区别。在前一个阶段上，预付的货

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借助于流通而转化为各种具有

６４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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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在后一个阶段上，商品能够执行资本的职

能，只是由于在它的流通开始以前，它已经现成地从生产过程中取

得了资本性质。在纺纱过程中，纺纱工人创造了１２８镑的纱价值。

比如说，其中５０镑，只是为资本家在劳动力上的耗费形成一个等

价物，７８镑（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１５６％）则形成剩余价值。因此，

１００００磅纱的价值，第一，包含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本Ｐ的价值，其

中不变部分＝３７２镑，可变部分＝５０镑，二者之和＝４２２镑，＝

８４４０磅纱。但生产资本Ｐ的价值等于Ｗ，等于它的形成要素的价

值，即在Ｇ—Ｗ 阶段和资本家对立的在卖者手中的商品的价

值。——第二，这些纱的价值，还包含７８镑的剩余价值＝１５６０磅

纱。因此，作为１００００磅纱的价值表现的Ｗ＝Ｗ＋ Ｗ，Ｗ 加上Ｗ

的增殖额（＝７８镑），我们把这个增殖额叫做ｗ，因为现在它和原

有价值Ｗ 处在同一个商品形式上。１００００磅纱的价值＝５００镑，也

就是＝Ｗ＋ｗ＝Ｗ′。使作为１００００磅纱的价值表现的Ｗ 变成Ｗ′

的，不是它的绝对价值量（５００镑），因为它的绝对价值量，和作为

任何另一个商品量的价值表现的任何另一个Ｗ 一样，都是由其中

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使这个Ｗ 变成Ｗ′的，是它的相对价值量，

是和生产它所消耗的资本Ｐ的价值相比较的它的价值量。Ｗ′这个

价值，等于生产它时保存的价值加上生产资本提供的剩余价值。它

的价值大于这个资本价值，多了这个剩余价值ｗ。１００００磅纱是已

经增殖，已经添进一个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之所以如

此，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Ｗ′表示一种价值关系，

表示商品产品的价值和生产它所消耗的资本的价值的关系，就是

说，表示它的价值是由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的。１００００磅纱是

商品资本，是Ｗ′，只是因为它是生产资本Ｐ的转化形式，因而处

７４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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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种联系中，这种联系本来只是存在于这个单个资本的循

环中，或者说，只是对那个已经用自己的资本生产了纱的资本家来

说才存在着。可以说，使１００００磅纱这个价值承担者成为商品资本

的，不是任何外部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内部的关系。它带着的资

本主义的胎痣，不是存在于它的价值的绝对量中，而是存在于它的

价值的相对量中，即存在于和它所包含的生产资本在转化为商品

以前原有的价值量相比较的它的价值量中。因此，如果这１００００磅

纱按照它的价值５００镑出售，那末，这个流通行为，就它本身考察，

等于Ｗ—Ｇ，只是一个同样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但

是，同一个行为，作为这个单个资本循环的特殊阶段，就是商品所

承担的资本价值４２２镑＋它所承担的剩余价值７８镑的实现，也就

是Ｗ′—Ｇ′，是商品资本由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
（４）

现在，Ｗ′的职能是一切商品产品的职能：转化为货币，卖掉，

完成流通阶段Ｗ—Ｇ。只要现在已经增殖的资本保留商品资本的

形式，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这个资本既不会作为产

品形成要素起作用，也不会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由于资本

抛弃它的商品形式和采取它的货币形式的速度不同，或者说，由于

卖的速度不同，同一个资本价值就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作为产品

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产的规模也会以极不相同

的程度扩大或者缩小。第一卷已经指出，一个一定量资本的作用

程度，是由生产过程的各种潜能规定的，而这些潜能在一定程度上

是和资本本身的价值量无关的。２８这里指出，流通过程推动了新

的潜能，它们影响资本的作用程度，影响资本的扩张和收缩，而和

（４） 以上是第 稿。以下是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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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价值量无关。

商品量Ｗ′，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的承担者，还必须全部完成

形态变化Ｗ′—Ｇ′。在这里，出售商品的数量，成为决定性的事情。

单个商品只是表现为总量的不可缺少的部分。５００镑的价值存在

于１００００磅纱中。如果资本家只能卖掉价值３７２镑的７４４０磅纱，

他就只补偿了他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即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如果卖掉８４４０磅纱，他就只补偿了全部预付资本的价值量。要实

现剩余价值，他就必须多卖一些；要实现全部剩余价值７８镑（＝

１５６０磅纱），他就必须把１００００磅纱全部卖掉。因此，他在５００镑

货币中获得的，只是和他所卖商品相等的价值；他在流通中所做的

交易，是简单的Ｗ—Ｇ。如果他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是５０镑，而是

６４镑，那末，他的剩余价值就不是７８镑，而只是６４镑，剥削程度

就不是１５６％，而只是１００％；但是，他的纱的价值仍旧不变，只是

纱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改变了。流通行为Ｗ—Ｇ，仍然是１００００

磅纱按照它的价值５００镑出售。

Ｗ′＝Ｗ＋ｗ（＝４２２镑＋７８镑）。——Ｗ 等于Ｐ的价值或生

产资本的价值，这又等于在购买生产要素的Ｇ—Ｗ 中预付的Ｇ的

价值；用我们的例子来说＝４２２镑。如果商品总量按照它的价值出

售，那末，Ｗ＝４２２镑，ｗ＝７８镑，即剩余产品１５６０磅纱的价值。如

果我们把用货币表现的ｗ叫做ｇ，那末，Ｗ′—Ｇ′＝（Ｗ＋ｗ）—（Ｇ

＋ｇ），因此，Ｇ—Ｗ…Ｐ…Ｗ′—Ｇ′这一循环，用详细的形式表示，就

是Ｇ—Ｗ＜
Ａ
Ｐｍ…ｐ…（Ｗ＋ｗ）—（Ｇ＋ｇ）。

在第一阶段，资本家从真正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取得了使

用物品；在第三阶段，他把商品投回，但只是投回到一个市场，即真

正的商品市场。而如果他通过他的商品从市场又取得了比他原来

９４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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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价值更多的价值，那末，这只是因为他投入的商品价值大于

他原来取得的商品价值。他投入价值Ｇ，取得相等的价值Ｗ；他投

入Ｗ＋ｗ，取得相等的价值Ｇ＋ｇ。——用我们的例子来说，Ｇ等

于８４４０磅纱的价值；但他在市场上投入了１００００磅纱，因此，他投

入市场的价值大于他从市场取得的价值。另一方面，他能够把这

个已经增大的价值投入市场，只是因为他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剥削

劳动力，生产了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一个部分，表现在剩余产品

中）。这个商品量，只有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才是商品资本，才是

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由于Ｗ′—Ｇ′的完成，预付资本价

值和剩余价值都得到了实现。二者的实现，是在商品总量的分批

出售或整批出售中同时进行的，表现为Ｗ′—Ｇ′。但是，这同一个

流通行为Ｗ′—Ｇ′，对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来说是不同的：它对二

者来说代表着它们各自流通的不同阶段，代表着它们在流通领域

所要经过的形态变化序列中的不同阶段。剩余价值ｗ只是在生产

过程中产生的。因此，它是第一次在商品市场上出现，并且是以商

品形式出现的；这是它的第一流通形式，因此，ｗ—ｇ行为，也是它

的第一流通行为或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因而还要由相反的流通行

为或相反的形态变化ｇ—ｗ来补充。
（５）

资本价值Ｗ 在同一个流通行为Ｗ′—Ｇ′中完成的流通，却不

是这样。这个流通行为，对资本价值来说，是流通行为Ｗ—Ｇ。这

里，Ｗ＝Ｐ，等于原来预付的Ｇ。资本价值作为Ｇ，作为货币资本，

开始它的第一流通行为，通过Ｗ—Ｇ行为回到相同的形式；因此，

（５） 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划分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所说的都是适用的。

１００００磅纱含有１５６０磅纱（＝７８镑）的剩余价值，１磅纱（＝１先令）则含有２４９６盎斯

（＝１８７２便士）的剩余价值。

０５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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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经经过两个互相对立的流通阶段：（１）Ｇ—Ｗ 和（２）Ｗ—Ｇ，而

又处在可以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过程的形式中。对剩余价值来

说，是商品形式第一次转化为货币形式，对资本价值来说，则是回

到或者再转化为它原来的货币形式。

货币资本通过Ｇ—Ｗ＜
Ａ
Ｐｍ，变为一个价值相等的商品额Ａ和

Ｐｍ。这些商品不再执行商品即可售物品的职能。现在，它们的价

值存在于买者即资本家手中，当作他的生产资本Ｐ的价值。而在Ｐ

的职能中，即生产消费中，它们转化为一种在物质上和生产资料不

同的商品，转化为纱，在这种商品中，它们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

增大了，由４２２镑增加到５００镑。由于这种现实的形态变化，那些

在第一阶段Ｇ—Ｗ 上从市场取得的商品，就由这种物质上和价值

上都不相同的商品代替了。这种商品现在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

必须转化为货币，必须卖掉。因此，生产过程只是表现为资本价

值的流通过程的中断，在这以前，资本价值只经过了第一阶段Ｇ—

Ｗ。在Ｗ 在物质上和价值上发生变化之后，资本价值才经过第二

阶段即终结阶段Ｗ—Ｇ。但是，就资本价值本身来考察，它在生

产过程中只是发生了使用形式的变化。它以前是作为４２２镑的价

值存在于Ａ和Ｐｍ中，现在是作为４２２镑的价值存在于８４４０磅纱

中。因此，如果我们把剩余价值撇开，只考察资本价值的流通过

程的两个阶段，那末资本价值所经过的，就是（１）Ｇ—Ｗ 和（２）

Ｗ—Ｇ，在这里，第二个Ｗ 虽然和第一个Ｗ 有不同的使用形式，

但有相同的价值，所以是Ｇ—Ｗ—Ｇ。这个流通形式，由于商品的

方向相反的两次换位，即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和由商品转化为货币，

就必然使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再转化为货

币。

１５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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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一个流通行为Ｗ′—Ｇ′，对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来

说，是第二形态变化即终结形态变化，是回到货币形式；而对同时

包含在商品资本中并通过商品资本转换成货币形式而一同实现的

剩余价值来说，却是第一形态变化，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

是Ｗ—Ｇ，是第一流通阶段。

因此，这里要指出两点。第一，资本价值最后再转化为它原来

的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的职能。第二，这种职能包含着剩余价值

由原来的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第一形式转化。因此，在这里，货

币形式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原来以货币预付的价值的复

归形式，就是说，回到过程开始时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

原来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的价值的第一转化形式。如果构成商品

资本的商品，象这里假定的那样，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末，

Ｗ＋ｗ就会转化为价值相等的Ｇ＋ｇ。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现在

以Ｇ＋ｇ（４２２镑＋７８镑＝５００镑）的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资本

价值和剩余价值现在都是作为货币存在的，因而都处在一般等价

物的形式中。

因此，资本价值在过程终结时，又处在它进入过程时的相同的

形式中，因而能够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并完成这个过程。正因

为这个过程的开始形式和终结形式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Ｇ），所

以，我们就把这个循环过程的形式叫做货币资本的循环。在终结

时发生变化的，不是预付价值的形式，而只是它的量。

Ｇ＋ｇ不外是一定量的货币额，用我们的例子来说，是５００镑。

但是，作为资本循环的结果，作为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这个货币

额包含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且它们已经不再象在纱里面那样

交织在一起，它们现在是并列着的。它们的实现，使它们二者各自

２５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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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独立的货币形式。这个货币额的
２１１
２５０
是４２２镑的资本价值，

３９
２５０

是７８镑的剩余价值。商品资本的实现所引起的这种分离，不仅有

形式上的意义（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它还会在资本的再

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要看ｇ是全部追加到，部分追加到，还

是根本不追加到Ｇ中去，就是说，要看它是否作为预付资本价值

的组成部分继续执行职能。ｇ和Ｇ所经过的流通也可以是完全不

同的。

在Ｇ′中，资本又回到它原来的形式Ｇ，即货币形式；但这是它

已经作为资本实现的形式。

首先，这里有一个数量上的差别，原来是Ｇ，是４２２镑；现在是

Ｇ′，是５００镑，这个差别表现在循环的数量不同的两极Ｇ…Ｇ′中，

循环运动本身只是用虚线…表示。Ｇ′＞Ｇ，Ｇ′－Ｇ＝Ｍ，即剩余价

值。——但是，作为Ｇ…Ｇ′循环的结果，现在只有Ｇ′存在；它是这

样一种产物，在这种产物中，它的形成过程已经消失。Ｇ′现在是独

立存在的，和产生它的运动无关。运动已经完结，代替它的是Ｇ′。

但是，Ｇ′作为Ｇ＋ｇ，５００镑作为预付资本４２２镑加上它的增

殖额７８镑，同时还表示一种质的关系，虽然这种质的关系本身只

是作为一个同名总额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即作为量的关系而存

在的。预付资本Ｇ现在又处于它原来的形式（４２２镑），但现在是

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而存在的。它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作为资

本实现了，因为它是作为资本和ｇ（７８镑）相区别的，对它来说，ｇ

是它的增长额，它的果实，是它自己所生出的增殖额。它作为资本

实现，是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已经生出价值的价值而实现的。Ｇ′是

作为资本关系存在的；Ｇ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明显地成了

货币资本，它表现为一个已经自行增殖的价值，因而也具有自行增

３５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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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即比原有价值生出更多价值的属性。Ｇ所以成为资本，是由它

对Ｇ′的另一个部分的关系决定的，后者是由它生出的，是它作为

原因引起的，是它作为基础产生的结果。因此，Ｇ′是一个内部分化

了的、自身在职能上（概念上）区别开来的、表现着资本关系的价值

额。

但是，这里表现出的只是结果，而没有表现出造成这个结果的

过程的媒介。

价值的各部分本身是没有质的区别的，除非它们表现为不同

物品即具体物的价值，就是说，表现在不同的使用形式上，因而表

现为不同商品体的价值——这种区别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作为单

纯的价值的各部分而产生的。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差别都消灭

了，因为货币正是一切商品的共同的等价形式。一个５００镑的货

币额，是由完全同名的要素１镑构成的。因为在这个货币额的简

单存在上，这个货币额借以产生的媒介已经消失，因为不同的资本

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差别的任何痕迹都已经消

失，所以差别仅仅存在于本金（英文叫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４２２镑预付资

本）和超额价值额（７８镑）的概念的形式上。例如，假定Ｇ′＝１１０

镑，其中１００镑＝本金Ｇ，１０镑＝剩余价值Ｍ。这个总额１１０镑的

两个组成部分是完全同种的，因而在概念上是没有区别的。任何

一个１０镑，不论是预付本金１００镑的
１
１０
，或者是超过这个本金的

余额１０镑，始终是总额１１０镑的
１
１１
。因此，本金和增长额，资本和

剩余额，都可以表现为总额的分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
１０
１１
是本金

或资本，
１
１１
是剩余额。因此，已经实现的资本在这里，在过程终结

时具有的货币表现，是资本关系的没有概念的表现。

当然，这也适用于Ｗ′（＝Ｗ＋ｗ）。但是，有这样一种区别：

４５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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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其中的Ｗ 和ｗ只是同一个同种商品总量的价值的相应部

分——表示出它的起源Ｐ，它是Ｐ的直接产物，而Ｇ′却是直接由

流通产生的形式，它和Ｐ的直接关系已经消失。

只要Ｇ′继续能动地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而不是相反地作

为已经增殖的产业资本的货币表现固定下来，那末，Ｇ′在代表Ｇ…

Ｇ′运动的结果时所包含的本金和增长额之间的这种没有概念的

区别就会立即消失。货币资本的循环决不能从Ｇ′开始（虽然Ｇ′现

在是作为Ｇ执行职能），而只能从Ｇ开始；就是说，决不能作为资

本关系的表现，而只能作为资本价值的预付形式。只要这５００镑

重新作为资本预付出去，以便重新增殖价值，它们就不是复归点，

而是出发点。现在预付的不是４２２镑的资本，而是５００镑的资本。

货币比以前多了，资本价值比以前大了，但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

系已经消失，就象原来就可以用５００镑的总额，而不是用４２２镑的

总额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一样。

表现为Ｇ′，不是货币资本的能动的职能；相反，货币资本本身

表现为Ｇ′，是Ｗ′的职能。就是在简单商品流通（１）Ｗ１—Ｇ和（２）

Ｇ—Ｗ２中，Ｇ也只是在第二个行为Ｇ—Ｗ２中才能动地执行职能；

它表现为Ｇ，只是第一个行为的结果，只是借助这个行为，它才作

为Ｗ１的转化形式出现。Ｇ′所包含的资本关系，即其中作为资本价

值的部分和其中作为它的价值增殖额的另一部分的关系，就下面

一点来说当然具有职能的意义：在Ｇ…Ｇ′循环不断反复时，Ｇ′分

成两个流通，资本流通和剩余价值流通，因而两个部分不仅在量上

执行不同的职能，而且在质上执行不同的职能，Ｇ执行的职能不同

于ｇ。但是，就本身考察，Ｇ…Ｇ′形式并不包含资本家的消费，而显

然只包含价值自行增殖和积累，因为积累首先表现为不断重新预

５５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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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的货币资本的周期增长。

Ｇ′＝Ｇ＋ｇ，虽然是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但只有它同时才

是已经实现的形式的货币资本，是已经生出货币的货币。但是，这

里要和第一阶段Ｇ—Ｗ＜
Ａ
Ｐｍ中的货币资本的职能相区别。在第一

阶段中，Ｇ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它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只是因

为它只有在货币状态中才能够执行货币的职能，才能够转化为作

为商品和它相对立的Ｐ的要素，即Ａ和Ｐｍ。在这个流通行为中，

它只是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但是因为这个行为是处于过程中的资

本价值的第一阶段，所以，由于所买商品Ａ和Ｐｍ的特殊的使用

形式，这个行为同时又是货币资本的职能。相反，由资本价值Ｇ和

它所产生的剩余价值ｇ构成的Ｇ′，却是表现已经增殖的资本价

值，资本总循环过程的目的和结果，资本总循环过程的职能。Ｇ′以

货币形式，作为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表现这个结果，并不是由于它

是资本的货币形式，是货币资本，相反地，是由于它是货币资本，是

货币形式的资本，是由于资本是以这种形式使过程开始的，是以货

币形式实行预付的。我们已经知道，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是商品资

本Ｗ′的职能，而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至于Ｇ′和Ｇ的差额，那

末，它（ｇ）只是ｗ即Ｗ 的增殖额的货币形式。Ｇ′＝Ｇ＋ｇ，仅仅因

为Ｗ′已经＝Ｗ＋ｗ。因此，这个差额以及资本价值和它生出的剩

余价值的关系，在二者转化为Ｇ′，转化为一个货币额以前，已经存

在并表现在Ｗ′中了，而在这个货币额中，两个价值部分独立地彼

此对立着，因此可以用来执行独立的互相区别的职能。

Ｇ′只是Ｗ′实现的结果。Ｗ′和Ｇ′二者只是已经增殖的资本，

价值的不同形式，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它们

都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二者都是已经实现的资本，因为在这

６５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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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资本价值本身是和那种与它不同的、由于它而取得的果实即剩

余价值一起存在的，虽然这种关系只是表现在一个货币额或一个

商品价值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上。但是，作

为一个和自己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互相关联而又互相区别的资本的

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已经增殖的价值的表现，Ｇ′和Ｗ′是同

一个东西，表现着同一个东西，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它们不是作为

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互相区别，而是作为货币和商品互相区别。

既然它们都代表已经增殖的价值，都代表发挥了资本作用的资本，

所以，它们都只是表现生产资本的职能的结果，只有在这种职能中

资本价值才能生出价值。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二者，货币资本和

商品资本，都是资本的存在方式。一个是货币形式的资本，另一个

是商品形式的资本。因此，使它们互相区别的特殊职能，只能是货

币职能和商品职能之间的区别。商品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的直接产物，使人想起它的这种起源，因而，它在这种形式上比

货币资本较为合理，不象货币资本那样没有概念，在货币资本中，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象在货币上商品的一

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因此，只有在Ｇ′本身执行商品资

本职能的地方，在它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这个产

物的转化形式的地方，就是说，在货币材料本身的生产上，它的奇

怪的形式才会消失。例如，金的生产的公式就是：Ｇ—Ｗ＜
Ａ
Ｐｍ…Ｐ

…Ｇ′（Ｇ＋ｇ），在这里，Ｇ′是商品产品，因为和在第一个Ｇ即货币

资本中为金的生产要素预付的金相比，Ｐ会提供更多的金。因此，

在这里，一个货币额的一部分成了同一货币额的另一部分的母体

这样一种Ｇ…Ｇ′（Ｇ＋ｇ）表现的不合理性就消失了。

９５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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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循 环

我们已经看到，流通过程在完成第一阶段Ｇ—Ｗ＜
Ａ
Ｐｍ后，为Ｐ

所中断，这时，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Ａ和Ｐｍ，作为生产资本的物

质组成部分和价值组成部分被消费；这种消费的产物是一个物质

上和价值上发生了变化的新商品Ｗ′。中断的流通过程Ｇ—Ｗ，必

须以Ｗ—Ｇ来补充。但是，作为流通的第二阶段即终结阶段的承

担者出现的，是一个物质上和价值上与第一个Ｗ 不同的商品Ｗ′。

因此，流通序列表现为（１）Ｇ—Ｗ１；（２）Ｗ′２—Ｇ′。在第二阶段上，第

一个商品Ｗ１在由Ｐ的职能引起的中断中，也就是在用Ｗ 的要素

即生产资本Ｐ的存在形式进行的Ｗ′的生产中，为另一个价值较

大和使用形式不同的Ｗ′２所代替。相反，资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

第一个表现形式（第１卷第４章第１节），Ｇ—Ｗ—Ｇ′（分解为（１）

Ｇ—Ｗ１；（２）Ｗ１—Ｇ′），两次都表示同一个商品。在第一阶段货币转

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商品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两个阶段的商品

是同一个商品。虽然有这种本质的差别，这两个流通却有共同点：

它们都是在第一阶段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由商品转化

为货币，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支出的货币会在第二阶段再流回来。

二者的共同点一方面是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另一方面是流回的

货币多于预付的货币。就这一点来说，Ｇ—Ｗ…Ｗ′—Ｇ′也已经包

含在总公式Ｇ—Ｗ—Ｇ′中了。

这里又可以看到：在Ｇ—Ｗ 和Ｗ′—Ｇ′这两个属于流通的形

态变化中，每一次都是同样大的、同时存在的价值互相对立，互相

０６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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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价值变化完全属于形态变化Ｐ即生产过程，因此，生产过程

和流通的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不同，表现为资本的现实的形态

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总运动Ｇ—Ｗ…Ｐ…Ｗ′—Ｇ′，或它的详细

形式Ｇ—Ｗ＜
Ａ
Ｐｍ…Ｐ…Ｗ′（Ｗ＋ｗ）—Ｇ′（Ｇ＋ｇ）。在这里，资本表

现为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

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

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

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价值都处在和不同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

同形态上。在这个运动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

它的量增加了。最后，在终结阶段，它回到总过程开始时它原有的

形式。因此，这个总过程是循环过程。

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

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

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

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

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

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

一些独立的资本，这些独立的资本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

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

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

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Ｇ—Ｗ 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

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

就会搁着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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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阶段Ｗ′—Ｇ′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

把流通的流阻塞。

另一方面，循环本身当然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

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限定在一

定的形式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只有在完

成一种和它的当前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

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我们的例子中

曾假定，生产阶段所生产的商品量的资本价值，和原来以货币形式

预付的价值的总额相等，换句话说，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全部资本价

值，一起由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知道（第１卷第６

章），不变资本的一部分，真正的劳动资料（例如机器），是在同一个

生产过程的次数多少不等的反复中不断地重新发挥作用的，因而，

它的价值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至于这种情

况会使资本的循环过程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

需要指出下面一点：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资本的价值（＝４２２

镑）只包含厂房、机器等等的平均损耗，因而只包含它们在１０６００

磅棉花转化为１００００磅纱时转移到后者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即转

移到一周６０小时纺纱过程的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在

３７２镑预付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中，厂房、机器等等劳动资

料，就好象只是按每周支付租金的办法在市场上租进的。但是，这

绝对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我们只要把一周生产的１００００磅纱，

同若干年内包含的周数相乘，就可以把所购买的并在这个期间消

耗掉的劳动资料的全部价值转移到纱上。因此很明显，预付货币

资本在能够作为生产资本Ｐ执行职能以前，必须先转化为这种资

料，因而必须经过第一阶段Ｇ—Ｗ。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同样很明

４６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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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在１００００磅纱纺成以前，在生产过程中并入纱中的４２２镑资本

价值额，不能作为１００００磅纱的价值组成部分进入流通阶段Ｗ′—

Ｇ′。纱在纺成以前是不能出售的。

在总公式中，Ｐ的产品被看作是一个和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

不同的物质的东西，是一个离开生产过程而独立存在的，并且具有

和生产要素的使用形式不同的使用形式的物品。只要生产过程的

结果是物品，即使产品的一部分又作为要素进入重新开始的生产，

情况也总是这样。例如，谷物作为种子用来生产谷物；但是，产品

只是谷物，因而具有和那些一起使用的要素——劳动力、工具、肥

料——不同的形态。但是，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

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

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

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

亚·楚普罗夫（６）关于这一点曾经说过：

“工厂主可以首先生产物品，然后寻找消费者。”

｛他的产品在作为成品离开生产过程之后，作为和生产过程分

离的商品转入流通。｝

“因此，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两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的行为。但是，

在不创造新产品而只载运旅客和货物的运输业中，这两种行为是合在一起

的；服务｛场所的变动｝必须在它被生产的同一瞬间被消费。因此，铁路能够

寻找顾客的范围，至多只是沿线两侧５０俄里〈５３公里〉的地方。”

不论是客运还是货运，结果都是场所的变动，例如，现在纱不

是在产地英国，而是在印度。

  （６） 亚·楚普罗夫《铁路业务》１８７５年莫斯科版第６９—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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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它产生的效

用，是和运输过程即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

旅客和货物是和运输工具一起运行的，而运输工具的运行，它的

场所变动，也就是它所进行的生产过程。这种效用只能在生产过

程中被消费；它不是一种和生产过程不同的，只有在生产出来之

后才作为交易品执行职能，作为商品来流通的使用物。但是，这

种效用的交换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都是由其

中消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运输工人的

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决定的。至于这种效用的消费，它也

是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样的。如果它是个人消费的，那末，它的价

值就和消费一起消失；如果它是生产消费的，从而它本身就是处

于运输中的商品的一个生产阶段，那末，它的价值就作为追加价

值转移到商品本身中去。因此，运输业的公式应该是Ｇ—Ｗ＜
Ａ
Ｐｍ

…Ｐ—Ｇ′，因为被支付的和被消费的，是生产过程本身，而不是能

和它分离的产品。因此，这个公式和贵金属生产的公式，在形式

上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这里，Ｇ′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用的

转化形式，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并离开生产过程的金或银

的实物形式。

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

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

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

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

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

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那几

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

６６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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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要和产业资本相适应来

改变它们的职能的机构，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

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在它

们以其职能作为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和产业资本并列出现时，

也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职能形式由

于社会分工而独立的和片面发展的存在形式。

一方面，Ｇ…Ｇ′循环和一般商品流通交织在一起，从那里出

来，又进入那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单个资本家来

说，这种循环又成为资本价值特有的独立的运动，这个运动一部分

发生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一部分发生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外，但始

终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为，第一，它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两个阶

段Ｇ—Ｗ 和Ｗ′—Ｇ′，作为资本运动的阶段，具有职能上确定的性

质；在Ｇ—Ｗ 中，Ｗ 在物质上被规定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

Ｗ′—Ｇ′中，资本价值＋剩余价值被实现了。第二，生产过程Ｐ包

含着生产消费。第三，货币回到它的起点，使Ｇ…Ｇ′运动成了一个

以自身作为终结的循环运动。

因此，一方面，任何单个资本在它的流通的两个阶段Ｇ—Ｗ

和Ｗ′—Ｇ′中，都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个能动的因素，它不是作为

货币就是作为商品在一般商品流通中执行职能，或者和一般商品

流通连在一起，这样，它本身就是商品世界的一般形态变化序列中

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它又在一般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独

立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生产领域形成一个过渡阶段，资本以自

己离开起点时的同一形式，回到它的起点。同时，资本还会在自己

特有的循环中，即在包含着它在生产过程内的现实形态变化的循

环中，变更它的价值量。它不仅是作为货币价值返回的，而且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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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已经增大、已经增长的货币价值返回的。

最后，如果我们把Ｇ—Ｗ…Ｐ…Ｗ′—Ｇ′作为和我们后面将要

分析的其他形式并列的一种资本循环过程的特殊形式加以考察，

它就有如下几个特征。

１．这种循环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循环，因为产业资本是以它的

货币形式即作为货币资本形成自己总过程的出发点和复归点的。

公式本身表明，货币在这里不是作为货币花掉，而只是预付，因而

只是资本的货币形式，只是货币资本。它还表明，运动的决定目的

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

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

的流通形式Ｇ…Ｇ′，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

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

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

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

２．在这个循环中，生产阶段，Ｐ的职能，形成了Ｇ—Ｗ…Ｗ′—

Ｇ′流通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中断，而这个中断又只是简单流通Ｇ—

Ｗ—Ｇ′的媒介。生产过程在循环过程形式本身中所表现的，在形

式上而且明显地就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情况：它只是预

付价值增殖的手段，也就是说，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

的。

３．因为这一系列阶段是以Ｇ—Ｗ 开始的，所以流通的第二环

节是Ｗ′—Ｇ′；因此，起点是Ｇ，即要增殖价值的货币资本，终点是

Ｇ′，即价值已经增殖的货币资本Ｇ＋ｇ。在这里，Ｇ连同它的分蘖ｇ

在一起表现为已经实现的资本。这就使Ｇ的循环，和其他两个循

环，即Ｐ和Ｗ′的循环区别开来，而且是从两方面来区别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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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是通过两极的货币形式；而货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存

在形式，是商品使用价值所有痕迹都已消失的独立的价值形式上

的产品价值。另一方面，Ｐ…Ｐ公式却不必变为Ｐ…Ｐ′（Ｐ＋ｐ）；在

Ｗ′…Ｗ′形式上，也完全看不出两极之间的价值差额。——因此，

Ｇ…Ｇ′公式的特征是：一方面，资本价值是它的出发点，已经增殖

的资本价值是它的复归点，因而资本价值的预付表现为整个行动

的手段，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则表现为整个行动的目的；另一方

面，这种关系是表现在货币形式即独立的价值形式上，因此，货币

资本也就表现为能够生出货币的货币了。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

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直截了当地表现在金光闪闪

的货币形式上。

４．因为Ｇ′，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作为Ｇ—Ｗ 的补充阶段和

终结阶段Ｗ′—Ｇ′的结果，是处于和它开始第一个循环时绝对相

同的形式，所以，它一从这个循环出来，就能够作为已经增大（已经

积累）的货币资本Ｇ′＝Ｇ＋ｇ，又开始同样的循环。在Ｇ—Ｇ′形式中

至少没有表现出，ｇ的流通在循环重复时会和Ｇ的流通分开。因

此，货币资本的循环，就它的一次形态，从形式上来考察，只是表现

出价值增殖过程和积累过程。在这里，消费只是通过Ｇ—Ｗ＜
Ａ
Ｐｍ

表现为生产消费，而只有这种消费才包含在单个资本的这个循环

中。Ｇ—Ａ，从工人方面看是Ａ—Ｇ或Ｗ—Ｇ，因而是作为工人个人

消费的媒介的流通Ａ—Ｇ—Ｗ（生活资料）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Ｇ—Ｗ 已不属于单个资本的循环，但它是由这个循环引起的，是这

个循环的前提，因为工人要不断作为可供资本家剥削的材料出现

在市场上，他首先就得活下去，就得通过个人的消费来维持自己。

但是，在这里，把这种消费本身作为前提，只是因为这是资本对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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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进行生产消费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工人通过他的个人

消费，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维持和再生产。而Ｐｍ，进入循环的真

正商品，只是生产消费的食物。Ａ—Ｇ行为是使工人得以进行个人

消费，使生活资料得以转化成他的血肉的媒介。当然，资本家为了

要起资本家的作用，他也要存在，就是说，也要生活和消费。为了

这个目的，他实际上只要象工人一样消费就够了。因此，在流通过

程的这个形式上，不需要什么更多的前提。但是，在形式上连这一

点也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公式是以Ｇ′，即以能立即再作为已经增

大的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这样一个结果作为终结的。

在Ｗ′—Ｇ′中直接包含着Ｗ′的出售。但是一方的卖，Ｗ′—Ｇ′，

就是另一方的买，Ｇ—Ｗ。人们购买商品，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它的

使用价值，以便使它进入消费过程（撇开转卖不说），——要末是个

人消费，要末是生产消费，这要看所购物品的性质。但是，这种消

费不会进入以Ｗ′为产品的单个资本的循环，这个产品正是作为待

售的商品，从这个循环中排出去的。这个Ｗ′显然是供别人消费

的。因此，我们在重商主义体系（这个体系以Ｇ—Ｗ…Ｐ…Ｗ′—Ｇ′

公式作为基础）的鼓吹者那里，发现了这样冗长的说教：资本家个

人只应该和工人一样消费，资本家国家应该把它们的商品让给其

他比较愚昧的国家去消费和进行消费过程，而相反地应该把生产

消费当作自己的终生事业。这种说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往往使人

想起教父们类似的禁欲诫条。

可见，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包含二者在内。

既然Ｇ—Ｗ 和Ｗ′—Ｇ′这两个阶段都是流通行为，所以资本流通

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部分。但是，既然这两个阶段是不仅属于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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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通领域而且属于生产领域的资本循环的职能上确定的阶段，所以

资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环的。一般商品流

通，在第一阶段，使资本取得能够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形态；在第

二阶段，使它抛弃不能重新进行循环的商品职能，同时为它创造一

种可能，使它自己特有的资本循环同由它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流通

分离开来。

因此，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

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

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因为第一阶段是

Ｇ—Ｗ，所以也表明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自商品市场，同样也表

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货币资本的循环不仅

是商品生产；这种循环本身只有通过流通才能进行，它是以流通

为前提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因为属于流通的形式Ｇ是预付资

本价值的最初的纯粹的形式，而在其他两种循环形式中则不是这

样。

只要货币资本的循环始终包含着预付价值的价值增殖，它就

始终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表现。在Ｐ…Ｐ中，资本的货币表现，只

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因而只是作为以计算货币表示的价值而

出现的，并且是以这种形式登记入账的。

只要新出现的资本开始是作为货币预付，然后以同一形式收

回，不论这是发生在产业资本由一个营业部门转移到其他营业部

门时，还是发生在产业资本退出营业时，Ｇ…Ｇ′都成为产业资本循

环的特殊形式。这也包括初次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剩余价值的资本

职能，在剩余价值不是在产生它的营业部门而是在别的营业部门

执行这种职能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了。Ｇ…Ｇ′可以是一个

１７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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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最初循环；它可以是最终循环；它可以看作是社会总资本的

形式；它是新投入的资本的形式，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新积累的资

本，还是为了由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生产部门而全部转化为

货币的旧资本。

货币资本作为一切循环始终包含的形式来完成这个循环，正

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即可变资本。预付工资的正常

形式是支付货币；这个过程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间就进行一次，

因为工人是挣一文吃一文的。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

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工人相对立。在这里，不

能象生产资料的购买或所生产商品的出售那样直接或间接地互相

抵账（如果这样，货币资本的较大的数量实际上只以商品的形式出

现，货币只以计算货币的形式出现，最后只是为了平衡差额，才以

现金出现）。另一方面，由可变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资

本家花费在私人消费上。这是属于零售商业的范围，不管怎样迂

回曲折，总是以现金，以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花费的。不管剩余价

值的这个部分多大，情况都是一样。可变资本不断地重新表现为

用在工资上的货币资本（Ｇ—Ａ），而ｇ则表现为满足资本家的私人

需要而花费的剩余价值。因此，作为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Ｇ和作

为它的增殖额的ｇ，都必须保持货币形式，以便以这个形式花费。

以Ｇ′＝Ｇ＋ｇ为结果的公式Ｇ—Ｗ…Ｐ…Ｗ′—Ｇ′，在形式上

具有欺骗性，带有一种虚幻的性质，这是由预付的价值和增殖的价

值都以货币这个等价形式存在而产生的。这个公式强调的不是价

值的增殖，而是这个过程的货币形式，强调的是最终从流通中取出

的货币形式的价值，大于原来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形式的价值，

也就是说，强调的是资本家所有的金银数量的增加。所谓货币主

２７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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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不过是Ｇ—Ｗ—Ｇ′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的表现，不过是这样一

个运动的表现，这个运动仅仅在流通中进行，因此只能这样来说明

这两个行为（１）Ｇ—Ｗ（２）Ｗ—Ｇ′：Ｗ 在第二个行为中是高于它的

价值出售的，因此，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在购买时投入流通

的货币。反之，把Ｇ—Ｗ…Ｐ…Ｗ′—Ｇ′肯定为唯一的形式，它就成

了更为发展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基础，因为在重商主义体系那里，不

仅商品流通，而且商品生产，也表现为必要的要素。

只要把Ｇ—Ｗ…Ｐ…Ｗ′—Ｇ′肯定是一次的而不是流动的，不

断更新的；从而只要把它不是当作循环形式的一种，而是当作唯一

的循环形式，它的虚幻的性质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虚幻的解释就会

存在。但是，它本身已经指出其他的形式。

第一，整个这一循环是以生产过程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为前

提的，因而是以这个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特殊的社会状态为

基础的。Ｇ—Ｗ＝Ｇ—Ｗ＜
Ａ
Ｐｍ；但Ｇ—Ａ必须有雇佣工人，因而还

必须有作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的生产资料，因而，必须有劳动过程

和价值增殖过程，即已经作为资本职能的生产过程。

第二，如果Ｇ…Ｇ′反复进行，那末货币形式的复归，就和第一

阶段的货币形式一样，是转瞬即逝的。Ｇ—Ｗ 消失，让位给Ｐ。货

币的不断反复预付，和这种预付作为货币不断复归一样，本身都表

现为只是循环中转瞬即逝的要素。

第三：

Ｇ—Ｗ…Ｐ…Ｗ′—Ｇ′．Ｇ—Ｗ…Ｐ…Ｗ′—Ｇ′．Ｇ—Ｗ…Ｐ…等等。
                                            

                                                    

                                     

当循环第二次进行时，在Ｇ的第二次循环完成以前，Ｐ…Ｗ′

—Ｇ′．Ｇ—Ｗ…Ｐ循环就已经出现；这样一来，此后的一切循环都

３７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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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作是以Ｐ…Ｗ′—Ｇ—Ｗ…Ｐ形式进行的，因而Ｇ—Ｗ 作为

第一次循环的第一阶段，只是生产资本不断反复的循环的转瞬即

逝的准备，在产业资本第一次以货币资本形式投入时，实际上情况

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在Ｐ的第二次循环完成以前，第一次Ｗ′—Ｇ′．Ｇ—

Ｗ…Ｐ…Ｗ′（简称Ｗ′…Ｗ′）循环，即商品资本的循环，已经完成

了。因此，第一个形式已经包含着其他两个形式；因而，货币形式

也就会消失，如果它不是单纯的价值表现，而是等价形式上即货币

上的价值表现。

最后：如果我们考察一个新出现的，第一次完成Ｇ—Ｗ…Ｐ…

Ｗ′—Ｇ′循环的单个资本，那末，Ｇ—Ｗ 就是这个单个资本所经过

的第一次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先行阶段。因此，Ｇ—Ｗ 这个阶段

并不是作为前提存在，相反地，却是生产过程所引起或决定的。但

是，这只适用于这个单个资本。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前

提存在，也就是说，处在由资本主义生产决定的社会状态中，那末，

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就是货币资本的循环。因此，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是早已作为前提存在的，如果这不是在新投入的产业资

本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循环内，那末，就是在这个循环以外。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的经常存在要以不断更新的Ｐ…Ｐ循环为前提。在第

一阶段Ｇ—Ｗ＜
Ａ
Ｐｍ，这个前提本身就已经出现，因为一方面它要

以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对生产资料的买者来说

的第一阶段Ｇ—Ｗ，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卖者来说的Ｗ′—Ｇ′，也就

是说，在Ｗ′中包含的前提是商品资本，从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

的结果的商品本身，从而也是生产资本的职能。

４７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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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Ｐ…Ｗ′—Ｇ′—Ｗ…Ｐ。这个循环表

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也就是表示再生产，或者说，表示资

本的生产过程是增殖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它不仅表示剩余价值的

生产，而且表示剩余价值的周期再生产；它表示，处在生产形式上

的产业资本不是执行一次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因此，

过程的重新开始，已由起点本身规定了。Ｗ′的一部分（在某些场

合，在产业资本的某些投资部门内）可以直接再作为生产资料，进

入把它当作商品生产出来的同一劳动过程；这样，它的价值就不用

转化为实在货币或货币符号，或者它只是取得计算货币这种独立

表现。这部分价值不进入流通。这样，有的价值不进入流通过程，

但进入生产过程。Ｗ′中被资本家作为剩余产品部分以实物形式消

耗的那一部分，也是这样。不过，这种情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

并不重要，最多在农业上值得注意。

在这个形式上，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在第一种形式Ｇ…Ｇ′中，生产过程，即Ｐ的职能，使货

币资本的流通中断，只是在Ｇ—Ｗ 和Ｗ′—Ｇ′这两个阶段之间充

当媒介；而在这里，产业资本的总流通过程，它在流通阶段的全部

运动，只是发生在作为始极使循环开始的生产资本，和作为终极以

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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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形式即以循环重新开始的形式使循环结束的生产资本这二者

之间，使二者中断，从而只是充当二者之间的媒介。真正的流通，

只是表现为周期更新的和通过更新而连续进行的再生产的媒介。

第二，总流通表现的形式和它在货币资本循环中具有的形式

相反。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撇开价值规定不说，总流通的形式是

Ｇ—Ｗ—Ｇ（Ｇ—Ｗ．Ｗ—Ｇ）；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同样撇开价值

规定不说，总流通的形式却是Ｗ—Ｇ—Ｗ（Ｗ—Ｇ．Ｇ—Ｗ），所以是

简单商品流通的形式。

．简单再生产

我们首先考察Ｐ…Ｐ二极之间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过程：

Ｗ′—Ｇ′—Ｗ。

这个流通的起点是商品资本Ｗ′＝Ｗ＋ｗ＝Ｐ＋ｗ。商品资本

的职能Ｗ′—Ｇ′（这就是实现商品资本中包含的资本价值＝Ｐ，在

这里就是商品组成部分Ｗ，以及实现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剩余价

值，在这里就是同一商品量中价值等于ｗ的那一组成部分），已经

在循环的第一种形式中考察过了。但是在那里，它形成被中断的

流通的第二阶段和整个循环的结束阶段。在这里，它形成循环的

第二阶段，但又形成流通的第一阶段。第一次循环以Ｇ′告终；因为

Ｇ′和原来的Ｇ一样，可以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第二次循环，所

以包含在Ｇ′中的Ｇ和ｇ（剩余价值）是继续在同一条轨道上运行，

还是走上不同的轨道，起初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假如我们

进一步探讨第一次循环怎样更新，那就有必要来研究这个问题了。

６７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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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这一点是必须确定的，因为它的第一次

循环的性质就要取决于这一点，而且在这个循环中，Ｗ′—Ｇ′表现

为流通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要由Ｇ—Ｗ 来补充。这个公式代表

简单再生产还是代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取决于这一点是怎样

确定的。因此，循环的性质随着这种确定而变化。

现在，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里，和在第

一章一样，假定一切条件不变，又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

的。根据这些假定，全部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商品资

本Ｗ′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总额中代表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就在

产业资本的循环中继续流通；另一部分，即已经转化为金的剩余价

值，则进入一般的商品流通，这是以资本家为起点的货币流通，不

过是在他的单个资本的流通之外进行的。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商品资本Ｗ′是１００００磅纱，价值５００镑。

其中４２２镑是生产资本的价值，它作为８４４０磅纱的货币形式，使

那个由Ｗ′开始的资本流通继续进行下去；７８镑的剩余价值，即商

品产品的超额部分１５６０磅纱的货币形式，则退出这个流通，而在

一般商品流通内走一条分离的轨道。

Ｗ′＋
 
Ｗ

 

ｗ

—Ｇ′
 
——

 

——

＋
 
Ｇ

 

ｇ

 
 
—Ｗ ＜

Ａ
Ｐｍ

 

—ｗ

ｇ—ｗ是一系列用货币进行的购买。资本家或是用这个货币

购买真正的商品，或是用来支付他自己的尊体或家庭的服务费用。

这种购买是分散的，是在不同期间进行的。因此，这种货币暂时采

取专供日常消费之用的货币储备或贮藏货币的形式，因为流通中

７７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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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货币就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上。这种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

——也包含货币暂时充当贮藏货币的形式——不进入货币形式Ｇ

上的资本的流通。这种货币不是预付的，而是花掉的。

我们曾经假定，预付的总资本总是全部由一个阶段转到另一

个阶段。在这里，我们也假定，Ｐ的商品产品代表生产资本Ｐ的总

价值４２２镑＋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７８镑。在我们的例子

中，我们考察的是一种可分离的商品产品，按照我们的例子，剩余

价值以１５６０磅纱的形式存在；以一磅纱作单位计算，就是以

２４９６盎斯纱的形式存在。相反，如果商品产品比如说是一台价值

５００镑并具有同样价值构成的机器，那末，虽然这台机器的价值的

一部分＝７８镑是剩余价值，但是这７８镑只存在于总机器中；它不

可能分成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除非把机器敲碎，而这样就连同它

的使用价值一起把它的价值也毁掉了。因此，价值的两个组成部

分只能观念地用商品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表示，而不象每一磅纱

都是１００００磅纱的可分离的独立的商品要素那样，表现为商品Ｗ′

的互相独立的要素。在这种场合，总商品，商品资本，机器必须全

部卖出，ｇ才能进入它的特殊流通。在相反的场合，只要资本家卖

出８４４０磅纱，其余１５６０磅纱的出售就以ｗ（１５６０磅纱）—ｇ（７８

镑）—ｗ（消费品）的形式，表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完全分离的流通。

但是产品１００００磅纱的每一部分的价值要素，可以象表现在总产

品上那样，表现在产品的各个部分上。１００００磅纱可以分为：不变

资本价值（ｃ），纱７４４０磅，价值３７２镑；可变资本价值（ｖ），纱１０００

磅，价值５０镑；剩余价值（ｍ），纱１５６０磅，价值７８镑。同样，每一

磅纱也可以分为：ｃ＝纱１１９０４盎斯，价值８９２８便士；ｖ＝纱

１６００盎斯，价值１２００便士；ｍ＝纱２４９６盎斯，价值１８７２便

８７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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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资本家也可以在１００００磅纱的逐次出售中，逐次消费包含在

逐个部分中的剩余价值要素，并由此逐次实现ｃ＋ｖ之和。但是，这

种做法的前提归根到底是要把１００００磅纱全部卖出，从而要由

８４４０磅纱的出售来补偿ｃ＋ｖ的价值（第１卷第７章第２节）。

不管怎样，Ｗ′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通过Ｗ′—Ｇ′总

会分开，分成不同的货币额；在这两种场合，Ｇ和ｇ实际都是价值

的转化形式，这个价值原来在Ｗ′中只是具有商品价格这种独特的

仅仅观念上的表现。

ｗ—ｇ—ｗ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它的第一阶段ｗ—ｇ包含在商

品资本的流通Ｗ′—Ｇ′中，从而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相反，它的

补充阶段ｇ—ｗ却在这个循环之外，成为同这一循环相分离的一

般商品流通的行为。Ｗ 和ｗ即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流通，在Ｗ′

转化为Ｇ′之后分开了。由此可见：

第一，当商品资本由Ｗ′—Ｇ′＝Ｗ′—（Ｇ＋ｇ）而实现时，在

Ｗ′—Ｇ′中还是共同进行并由同一商品量承担的资本价值和剩余

价值的运动，就变成可以分离的运动，因为现在二者都是货币额，

具有独立的形式。

第二，如果发生这种分离，就是说ｇ作为资本家的收入花掉，

而Ｇ作为资本价值的职能形式继续沿着它的由循环决定的轨道

运行，那末，第一个行为Ｗ′—Ｇ′和相继发生的行为Ｇ—Ｗ 和ｇ—

ｗ联系起来看，就可以表现为两个不同的流通：Ｗ—Ｇ—Ｗ 和ｗ—

ｇ—ｗ；就一般形式来说，这两个流通序列都属于普通商品流通。

此外，就不可分割的具有连续性的商品体来说，它的价值的各

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观念地分割开来的。以伦敦的建筑业为例，

这种营业大部分依靠信用经营，建筑业主依照房屋建造的各个阶

９７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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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取得垫款。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不是整座房屋，而只是将要建

成的房屋的一个现实存在的部分。因此，不管这个部分多么现实，

也只是整座房屋的一个观念上的部分。但是，作为取得追加垫款

的保证，它已经是足够现实的了。（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后面的第

１２章①。）

第三，如果在Ｗ 和Ｇ中还是共同进行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

值的运动，只是部分地分离（以致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是作为收入

花掉），或者根本不分离，那末，资本价值本身还在它的循环中，还

在它的循环完成以前就发生一种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

资本的价值等于４２２镑。假定这个资本以４８０镑或５００镑继续通

过Ｇ—Ｗ，它就作为一个比原来价值增长５８镑或７８镑的价值，通

过循环的后面各个阶段。这种变化同时还可能和资本价值构成的

变化结合在一起。——

Ｗ′—Ｇ′，在循环Ｉ（Ｇ…Ｇ′）中是流通的第二阶段和这个循环

的终结阶段；在现在这个循环中，却是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和商品

流通的第一阶段。因此，从流通来看，它必须用Ｇ′—Ｗ′补充。但

是，Ｗ′—Ｇ′不仅发生在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是Ｐ执行职能，是第

一阶段）之后，而且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商品产品Ｗ′也已经实

现。因此，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体现了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

商品产品的实现，都是以Ｗ′—Ｇ′结束的。

我们已经假定是简单再生产，也就是假定ｇ—ｗ和Ｇ—Ｗ 完

全分开。由于ｗ—ｇ—ｗ和Ｗ—Ｇ—Ｗ 这两个流通就一般形式来

说都属于商品流通的范围（因此，也没有表示出两极之间的价值差

０８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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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所以很容易象庸俗经济学那样，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看作

单纯的商品生产，看作用于某种消费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而资本家

生产这些商品，照庸俗经济学的错误论断，不过是为了用具有别种

使用价值的商品来代替或者交换这些商品。

Ｗ′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而全部过程的目的，

发财致富（价值增殖），决不排斥资本家的消费量随着剩余价值量

（从而也随着资本量）而增大，倒是正好包含这种增大。

实际上，在资本家的收入的流通中，生产出的商品ｗ（或商品

产品Ｗ′中在观念上相当于ｗ的部分）的作用不过是使收入先转

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一系列可供个人消费的其他商品。但

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忽略这件小事：ｗ是资本家没有付出任何代

价就得到的一个商品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化身，因此，它原来就是

作为商品资本Ｗ′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场的。所以，这个ｗ本身按它

的存在来说，就和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联结在一起。循

环一旦停顿或受到某种干扰，那时不仅ｗ的消费，而且一系列用

来代替ｗ的商品的销售，都会受到限制，甚至完全停止。当Ｗ′—

Ｇ′不能完成或者Ｗ′中只有一部分能卖出时，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讲过，ｗ—ｇ—ｗ，作为资本家的收入的流通，只有在ｗ是

Ｗ′这个处于商品资本职能形式的资本的一个价值部分的时候，才

进入资本的流通；但是，收入的流通一旦通过ｇ—ｗ，用完整的形式

来说就是通过ｗ—ｇ—ｗ而独立出来，就不会进入资本家所预付的

资本的运动，虽然它是从这种运动中出来的。它和这种运动联系

起来，只是由于资本的存在以资本家的存在为前提，而资本家的存

在又以他消费剩余价值为条件。

在一般流通中，Ｗ′（例如纱）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但是作为

１８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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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通的要素，它是执行商品资本——资本价值交替采取和抛

弃的一种形式——的职能。纱卖给商人以后，就离开把它生产出

来的那个资本的循环过程，尽管如此，它还是作为商品继续处在一

般流通的范围内。同一个商品量在继续流通，虽然这个流通不再

是纺纱厂主的资本的独立循环中的要素。因此，资本家投入流通

的商品量的现实的最终的形态变化，Ｗ—Ｇ，商品量的最后进入消

费，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同这个商品量作为资本家的商品资本执

行职能时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完全分离开来。在资本流通中完成的

同一个形态变化，还要在一般流通的领域内继续完成。

如果纱再进入另一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

一般的流通既包括社会资本各个不同独立部分的循环的互相交

错，即各个单个资本的总体，也包括那些不作为资本投入市场而进

入个人消费的价值的流通。

作为一般流通的一个部分的资本循环和作为一个独立循环的

环节的资本循环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考察Ｇ′或Ｇ＋ｇ的流通时，就

进一步表示出来。Ｇ，作为货币资本，使资本循环继续进行。ｇ，作为

收入花掉（ｇ—ｗ），则进入一般的流通，而退出资本循环。只有执行

追加货币资本职能的那一部分，才进入资本循环。在ｗ—ｇ—ｗ

中，货币只执行铸币的职能；这个流通的目的是资本家的个人消

费。庸俗经济学把不进入资本循环的流通，即价值产品中作为收

入消费的那个部分的流通，说成是资本特有的循环，这就典型地说

明他们是多么痴呆。

在第二阶段Ｇ—Ｗ 中，资本价值Ｇ＝Ｐ（即在这里开始了产业

资本循环的生产资本的价值）又出现了，不过已经和剩余价值分

离，因此，它的价值量也和它在货币资本循环第一阶段Ｇ—Ｗ 中

２８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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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大。尽管位置不同了，但现在由商品资本转化成的货币资本

的职能还是一样：转化为Ｐｍ和Ａ，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可见，资本价值在商品资本的职能Ｗ′—Ｇ，中，和ｗ—ｇ同时

经过Ｗ—Ｇ阶段，然后出现在补充的阶段Ｇ—Ｗ＜
Ａ
Ｐｍ中；因此，它

的总流通是Ｗ—Ｇ—Ｗ＜
Ａ
Ｐｍ。

第一，在形式Ｉ（Ｇ…Ｇ′循环）中，货币资本Ｇ以资本价值预付

时的原有形式出现；在这里，它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在第一流通

阶段Ｗ′—Ｇ′中转化成的货币额的一部分，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表

示，生产资本Ｐ已通过商品产品的出售转化成货币形式。在这里，

货币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资本价值的原有形式和结束形式而

存在，因为只有再抛弃货币形式，那个使Ｗ—Ｇ阶段结束的Ｇ—

Ｗ 阶段才能够完成。因此，Ｇ—Ｗ 中那个同时又是Ｇ—Ａ的部分，

现在也不再表现为购买劳动力时的单纯的货币预付，而是表现为

这样一种预付：把劳动力创造的商品价值中的一部分，价值５０镑

的１０００磅纱，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劳动力。这里预付给工人的货

币，只是工人自己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转化成的等价形式。

因此，Ｇ—Ｗ 行为，就它是Ｇ—Ａ行为来说，已经不仅是用使用形

式的商品代替货币形式的商品，而且包含其他一些与一般商品流

通本身无关的因素。

Ｇ′表现为Ｗ′的转化形式，Ｗ′本身又是Ｐ过去执行的职能即

生产过程的产物；因此，货币总额Ｇ′是过去劳动的货币表现。用我

们的例子来说，纺纱过程的产物１００００磅纱＝５００镑；其中７４４０

磅纱＝预付的不变资本ｃ＝３７２镑；１０００磅纱＝预付的可变资本ｖ

＝５０镑；１５６０磅纱＝剩余价值ｍ＝７８镑。假定Ｇ′中只有原有的

资本４２２镑重新预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末下周在Ｇ—

３８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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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中预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本周生产的１００００磅纱的一部分

（１０００磅纱的货币价值）。货币，作为Ｗ—Ｇ的结果，总是过去劳动

的表现。如果补充的行为Ｇ—Ｗ 立即在商品市场上完成，Ｇ和市

场上现存的商品相交换，那仍然是过去劳动由一种形式（货币）转

化为另一种形式（商品）。但是从时间上说，Ｇ—Ｗ 和Ｗ—Ｇ是不

同的。这两种行为，在例外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发生。例如，完成

Ｇ—Ｗ 的资本家和把这一行为作为Ｗ—Ｇ来完成的资本家，同时

互相交付商品，而Ｇ只是用来平衡差额时，情形就是这样。Ｗ—Ｇ

和Ｇ—Ｗ 的实现在时间上可以有相当显著的差异。虽然Ｇ作为

Ｗ—Ｇ行为的结果，是代表过去劳动，但是对于Ｇ—Ｗ 行为来说，

Ｇ可以代表在市场上还根本没有出现，将来才会出现的商品的转

化形式，因为Ｇ—Ｗ 要到Ｗ 重新生产出来以后才进行。Ｇ还可以

代表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和以Ｇ为货币表现的Ｗ 是同时生

产出来的。例如，在Ｇ—Ｗ 交换（购买生产资料）中，煤炭在开采出

来之前，就可以被买去。在ｇ不是作为收入花掉而是作为货币积

累时，它可以代表要在明年才生产出来的棉花。在资本家花费他

的收入即ｇ—ｗ时，也有这种情形。５０镑工资Ａ也是这样；这个货

币不仅是工人过去劳动的货币形式，同时还是取得正在实现的同

时劳动或将来实现的未来劳动的凭证。工人可以用这个货币购买

一件要到下周才制成的上衣。一生产出来要马上消费才不致坏掉

的大多数必要生活资料，特别是这样。因此，工人在作为工资付给

他的货币上得到的，是他自己的或其他工人的未来劳动的转化形

式。资本家用工人过去劳动的一部分，作为工人取得自己未来劳

动的凭证付给工人。工人自己的同时劳动或未来劳动，形成还不

存在的储备，对工人过去劳动就是用这种储备支付的。在这里，储

４８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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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形成的概念完全消失了。

第二，在Ｗ—Ｇ—Ｗ＜
Ａ
Ｐｍ流通中，同一个货币两次变换位置；

资本家先作为卖者得到货币，然后再作为买者付出货币；商品转化

为货币形式，只是为了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形式；因此，资本

的货币形式，它作为货币资本的存在，在这种运动中，只是一个转

瞬即逝的因素；或者说，只要运动是流畅的，货币资本充当购买手

段时就只表现为流通手段；在资本家互相购买，因而只须结清支付

差额时，它才表现为真正的支付手段。

第三，货币资本不论是充当单纯的流通手段，还是充当支付手

段，它的职能只是充当媒介，使Ａ和Ｐｍ来代替Ｗ，也就是使纱的

各种生产要素来代替纱，代替由生产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产品（除

掉用作收入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价值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

为这个商品的各种形成要素；因此，归根到底，货币资本的职能只

是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媒介。

循环要正常进行，Ｗ′就必须按它的价值全部卖掉。其次，Ｗ—

Ｇ—Ｗ 不仅是一种商品由另一种商品代替，而且是按同一价值比

例来代替。我们假定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生产资料的价值

实际上是会变动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变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

征，因此，价值比例的不断变动，正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现

象。关于生产要素的价值变动，我们以后①再论述，这里只是提一

下。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Ｐ转化为Ｗ′，是在生产领域进行

的，Ｗ′再转化为Ｐ，则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这种再转化是以简

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为媒介的。但它的内容是作为整体来看的再生

５８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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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的一个要素。Ｗ—Ｇ—Ｗ，作为资本的流通形式，包含一种

职能上确定的物质变换。其次，Ｗ—Ｇ—Ｗ 这样一个交换，要求

Ｗ 和商品量Ｗ′的各种生产要素相等，并要求这些生产要素互相

之间维持原有的价值比例；这就是假定，商品不仅按照它们的价

值购买，而且在循环中不发生价值变动；不然的话，过程就不能

正常进行。

在Ｇ…Ｇ′中，Ｇ是资本价值的原有形式，资本价值抛弃这种形

式，是为了再取得这种形式。在Ｐ…Ｗ′—Ｇ′—Ｗ…Ｐ中，Ｇ只是在

过程中取得的形式，还在过程中就又被抛弃。货币形式在这里只

表现为资本的转瞬即逝的独立的价值形式；作为Ｗ′的资本，渴望

取得这种形式，而作为Ｇ′的资本，一旦蛹化为这种形式，则渴望放

弃它，以便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资本只要停留在货币形式

上，就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从而不增殖价值；这个资本就闲置起来。

在这里，Ｇ是起流通手段的作用，但是，它是起资本的流通手段的

作用。①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在它的循环的第一种形式（货币资本

循环）中具有的独立性这种外观，在这第二种形式中消失了，因此，

这第二种形式就是对形式Ｉ的批判，并且把它归结为不过是一个

特殊的形式。如果第二形态变化Ｇ—Ｗ 遇到障碍（例如市场上缺

乏生产资料），循环，再生产过程的进行，就会中断，这和资本凝结

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情形一样。但有一个区别：资本在货币形式

上，比在易逝的商品形式上，能坚持较长的时间。资本如果不执行

货币资本的职能，它仍然可以是货币；但资本如果过久地停留在商

品资本的职能上，它就不再成为商品，甚至不再成为使用价值。其

６８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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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资本在货币形式上能够不采取它原有的生产资本的形式，而采

取另一种形式，但作为Ｗ′，则根本不能离开原位。

Ｗ′—Ｇ′—Ｗ 只是对Ｗ′来说，就它的形式来看，包含作为它

的再生产的要素的各种流通行为；但是，要完成Ｗ′—Ｇ′—Ｗ，就要

有Ｗ′所要转化成的Ｗ 的现实的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又要以Ｗ′

所代表的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之外进行的一些再生产过程为条

件。——

在形式Ｉ中，Ｇ—Ｗ＜
Ａ
Ｐｍ只是准备了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

的第一个转化；在形式 中，它准备了由商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再

转化；也就是说，只要产业资本的投资不变，就是准备了商品资本

到把它生产出来的各种相同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因此，它在这

里和在形式Ｉ中一样，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不过，它是表

现为生产过程的复归，生产过程的更新，从而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

先导，也就是反复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先导。

这里要再次指出，Ｇ—Ａ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购买可用

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商品Ａ，同样，Ｇ—Ｐｍ只是为实现这个目的在

物质上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续。

Ｇ—Ｗ＜
Ａ
Ｐｍ完成时，Ｇ再转化为生产资本Ｐ，循环又重新开始。

因此，Ｐ…Ｗ′—Ｇ′—Ｗ…Ｐ的详细形式是：

Ｐ…Ｗ′

｛

＋
 
Ｗ

 

ｗ

｝

 
 
—

 

—

｛

＋
 
Ｇ

 

ｇ

｝

 
 
—Ｗ ＜

Ａ
Ｐｍ…Ｐ

 

—ｗ

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为生产商品而购买商品。只

有消费是这种生产消费，它才进入资本本身的循环；而这种消费的

７８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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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是，通过这样消费掉的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这和以维持生

产者的生存为目的的生产，甚至商品生产，是很不相同的。这样一

种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决定的用商品代替商品，和本来的产品交

换（只是以货币为媒介）完全不同。可是，经济学家们竟以此证明

生产过剩是没有可能的。

除了转化为Ａ和Ｐｍ的Ｇ的生产消费，循环还包含第一个环

节Ｇ—Ａ。这个环节对于工人来说，就是Ａ—Ｇ＝Ｗ—Ｇ。在Ａ—

Ｇ—Ｗ 这一包含工人消费在内的工人的流通中，只有作为Ｇ—Ａ

结果的第一个环节进入资本的循环。第二个行为Ｇ—Ｗ 不进入单

个资本的流通，虽然它是从这个流通出来的。不过，对于资本家阶

级来说，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是必要的，因此，工人通过Ｇ—Ｗ 而

进行的消费，也是必要的。

要使资本价值的循环继续下去，要使资本家消费剩余价值，

Ｗ′—Ｇ′行为所要求的只是Ｗ′转化为货币，被卖掉。当然，Ｗ′被购

买，只是因为这种物品是一种使用价值，可供某种生产消费或个人

消费。但是如果Ｗ′继续流通，比如在购买纱的商人手中继续流

通，那对于把纱生产出来并卖给商人的单个资本的循环的继续进

行，起初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整个过程继续进行，与此同时，由此

决定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也继续进行。这一点在考察危机

时很重要。

Ｗ′一旦卖出，转化为货币，就可以再转化为劳动过程的从而

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Ｗ′是由最后的消费者购买，还

是由想转卖的商人购买，这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资本主义生

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

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

８８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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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了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

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

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

规模进行。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例

如，纱一旦卖出，不论卖出的纱起初变成什么，纱所代表的资本价

值的循环便可以重新开始。产品只要卖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

来，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如果

这种过程扩大了，——这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的扩大，——那

末随着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工人的个人消费（需求）也可能扩大，因

为这个过程是以生产消费为先导和媒介的。这样，剩余价值的生

产，从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

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

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

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

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

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

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

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

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

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

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

产过程的缩减上。——

Ｇ要完成它作为货币资本，作为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资本

价值的职能，就要转化为商品Ｐｍ和Ａ。如果这些商品要在不同的

时期购买或支付，因而Ｇ—Ｗ 是代表一系列相继进行的购买和支

９８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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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那末，当Ｇ的一部分完成Ｇ—Ｗ 行为时，它的另一个部分就停

留在货币状态中，要到由过程本身的条件所规定的时期，才在那些

同时进行或相继进行的Ｇ—Ｗ 行为中发生作用。Ｇ的这个部分暂

时从流通退出，只是为了到一定的时候发生作用，执行职能。在这

种情况下，它的贮存本身就是一种由它的流通并且为了流通而规

定的职能；它作为购买基金和支付基金的存在，它的运动的中止，

它的流通中断状态，就是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借以执行货币的一种

职能的状态。它是作为货币资本，因为这里暂时处于静止状态的

货币本身，就是货币资本Ｇ（Ｇ′—ｇ＝Ｇ）的一部分，是商品资本中

同作为循环起点的生产资本价值Ｐ相等的那部分价值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一切从流通退出的货币，都是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中。

因此，货币的贮藏形式在这里成了货币资本的职能，正如在Ｇ—Ｗ

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为货币资本的职能一

样，这是因为资本价值在这里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货币状态在这里

是由循环的联系所规定的、产业资本在它的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

状态。但在这里，同时再一次证明了，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

中，除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种货币职能

只是由于它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

的意义。

把Ｇ′表现为ｇ对Ｇ的关系，表现为资本关系，直接地说，不是

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商品资本Ｗ′的职能；商品资本Ｗ′本身，作

为ｗ和Ｗ 的关系，又只是表示生产过程的结果，只是表示资本价

值在生产过程中自行增殖的结果。

如果流通过程的继续进行遇到障碍，Ｇ由于市场状况等等这

类的外部情况而不得不中止它的Ｇ—Ｗ 职能，因而在一个或长或

０９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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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的期间停留在货币状态中，这时货币便又处于贮藏货币状态。

这种状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也会发生，如果由Ｗ—Ｇ到Ｇ—Ｗ 的

转变因外部情况而发生中断。这是非自愿的货币贮藏。因此在我

们考察的场合，货币具有闲置的、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过，

我们现在不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在两种场合，货币资本停留在货币状态中，都是运动中

断的结果，不管这种运动中断是合乎目的的还是违反目的的，是自

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是与职能相适应的还是与职能相违背的。

．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生产过程可能扩大的比例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技术上规定

的，因此，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

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必要的规模（也就是要积累到必要的规

模），这时它才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即进入处在过程中的

资本价值的循环。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凝结为贮藏货币，并在这一

形式上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所以是潜在的，因为

在它停留于货币形式时，不能作为资本发生作用。（６ａ）可见，在这

里，货币贮藏表现为一种包含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它发

（６ａ） 《ｌａｔｅｎｔ》〔“潜在”〕一词，是从潜热这个物理学概念借用来的。这个概念现在

差不多已为能量转化理论代替了。因此，马克思在第三篇（晚些时候的修订稿）中采用

了《ｐｏｔｅｎｔｉｅｌｌ》〔“可能的”〕这个从《ｐｏｔｅｎｔｉｅｌｌｅＥｎｅｒｇｉｅ》〔“位能”〕这一概念中借用来的名

词；或者仿效达兰贝尔的《ｖｉｒｔｕｅｌｌｅＧｅｓｃｈｗｉｎｄｉｇｋｅｉｔ》〔“虚速度”〕，称作《ｖｉｒｔｕｅｌｌｅｓＫａｐｉ

ｔａｌ》。——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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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但同时又和它有本质区别的要素。因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

成并不使再生产过程本身扩大。正好相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这

里形成，倒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者不能直接扩大他的生产的规模。

如果他把他的剩余产品卖给一个把新的金或银投入流通的金或银

的生产者，或者——结果是一样的——卖给一个用一部分本国剩

余产品从外国换进追加的金或银的商人，那末，他的潜在的货币资

本就在本国金或银的贮藏中形成一个增长额。在所有其他场合，

例如，原来在买者手中充当流通手段的７８镑，现在在资本家手中

则只是取得贮藏货币的形式；就是说，只是本国的金或银的贮藏在

分配上发生变化。

如果货币在我们这个资本家的交易中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

（其方式是商品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时期才由买者支付），那末，要资

本化的剩余产品就不转化为货币，而转化为债权，也就是对买者或

许已经到手或许可望到手的等价物的所有权。这个货币和投在有

息证券等等上面的货币一样，不进入循环的再生产过程，虽然它可

以进入其他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

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是由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决定的，

就是说，首先是由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其次（参看第

１卷第２２章）是由资本的生产，即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决定

的。积累或规模扩大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扩大，从而资本

家发财致富的手段，是资本家的个人目的，并且包含在资本主义生

产的一般趋势中，但是后来，如第一卷指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

的发展，它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都成为一种必要。他的资本的不

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不过以前已经说明的问题，我

们不再重复。

２９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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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是考察简单再生产，假定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

实际上，剩余价值在正常情况下总要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另一

部分则资本化，至于一定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否有时全部消

费掉，有时全部资本化，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从运动的平均情况

——总公式也只能代表这个平均情况——来看，这两种情形都会

发生。为了不使公式复杂化，最好还是假定剩余价值全部积累起

来。公式Ｐ…Ｗ′—Ｇ′—Ｗ′＜
Ａ
Ｐｍ…Ｐ′表示这样一个生产资本，它按

更大的规模，以更大的价值被再生产出来，并且又作为已经增大的

生产资本，开始它的第二次循环，或者说，更新它的第一次循环。

一旦这第二次循环开始，Ｐ就又成为起点；不过，这个Ｐ，和第一个

Ｐ相比，已经是一个更大的生产资本。正如在Ｇ…Ｇ′公式中当Ｇ′

开始第二次循环时，Ｇ′是作为Ｇ，作为一定量的预付货币资本执行

职能；它和用来开始第一次循环的货币资本相比，是一个更大的货

币资本，但是，一旦它作为预付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它由剩余价值

资本化而增大的一切关系便都消失了。这个起源在它用来开始循

环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中消失了。一旦Ｐ′作为一个新循环的起点执

行职能，情形也是这样。

我们拿Ｐ…Ｐ′和Ｇ…Ｇ′即第一种循环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

者的含义完全不同。Ｇ…Ｇ′作为一个孤立的循环来看，不过表示：

货币资本（即作为货币资本进行循环的产业资本）Ｇ是会生出货币

的货币，会生出价值的价值，它会生出剩余价值。而在Ｐ的循环

中，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在第一阶段即生产过程结束时已经完成，在

第二阶段（流通的第一阶段）Ｗ′—Ｇ′完成之后，资本价值＋剩余价

值就已经作为实现了的货币资本，作为Ｇ′存在了，而Ｇ′在第一种

循环中是作为终极出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前面考察的Ｐ…Ｐ

３９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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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参看第４７页的详细公式①）中，由ｗ—ｇ—ｗ表示出来，ｗ—

ｇ—ｗ的第二阶段不属于资本流通，而表示作为收入的剩余价值的

流通。因此，在全部运动由Ｐ…Ｐ表示，因而两极之间不存在价值

差额的这个形式中，预付价值的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和在

Ｇ…Ｇ′中一样被表示出来的；不过，Ｗ′—Ｇ′行为在Ｇ…Ｇ′中是表

现为最终阶段，在Ｐ…Ｐ中则表现为循环的第二阶段，流通的第一

阶段。

在Ｐ…Ｐ′中，Ｐ′所表示的，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出来，而是生产

出来的剩余价值已经资本化，就是说，资本已经积累，因此，Ｐ′和Ｐ

不同，它是由原有的资本价值加上在这个资本价值的运动中积累

起来的资本的价值构成的。

作为Ｇ…Ｇ′的单纯终结的Ｇ′，以及在这一切循环中出现的

Ｗ′，就其自身来看，不是表现运动，而是表现运动的结果，即以商

品形式或货币形式实现的资本价值的增殖，因而是把资本价值表

现为Ｇ＋ｇ或Ｗ＋ｗ，表现为资本价值和它的幼仔剩余价值的关

系。它们把这个结果表现为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不同的流通形

式。但是不论在Ｗ′形式上，还是在Ｇ′形式上，所发生的价值增殖

本身，既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也不是商品资本的职能。作为与产

业资本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的特殊形式或存在方式，货币资

本只能完成货币的职能，商品资本只能完成商品的职能，二者的区

别只是货币和商品的区别。同样，生产资本形式的产业资本，也和

任何别一种形成产品的劳动过程一样，只能由这样的要素构成：一

方面是物化的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生产地（有目的

４９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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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发挥作用的劳动力。产业资本在生产领域只能存在于和一般

生产过程，从而也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相适应的构成中，同

样，它在流通领域也只能存在于两种和流通领域相适应的形式，即

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中。但是，由于劳动力是别人的劳动力，资本

家要从劳动力所有者那里购买劳动力，就象要从其他商品所有者

那里购买生产资料完全一样，所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总和从一开始

就表现为生产资本，因而生产过程本身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生产

职能，同样，货币和商品也表现为同一产业资本的流通形式，因而，

它们的职能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流通职能，这些职能或者是生产

资本的职能的先导，或者是从生产资本的职能产生。在这里，货币

职能和商品职能所以同时又是货币资本的职能和商品资本的职

能，只是由于它们作为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不同阶段上所要完成

的职能的形式是互相联系的。因此，企图从货币和商品的资本性

质得出表明货币所以是货币，商品所以是商品的特征的那些属性

和职能，是错误的；反过来，企图从生产资本采取的生产资料这一

存在方式得出生产资本的属性，同样是错误的。

一旦Ｇ′或Ｗ′作为Ｇ＋ｇ或Ｗ＋ｗ固定下来，即作为资本价

值和它的分蘖剩余价值的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关系就会在两种形

式上表示出来，一次是在货币形式上，一次是在商品形式上，不过

这对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这种关系既不是来源于货币

本身所有的属性和职能，也不是来源于商品本身所有的属性和职

能。在这两个场合，表明资本特征的属性，即资本是生出价值的价

值，只表现为结果。Ｗ′始终是Ｐ的职能的产物，Ｇ′始终只是Ｗ′在

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转化形式。因此，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只要重

新开始执行它作为货币资本的特殊职能，就不再表现那种包含在

５９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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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Ｇ＋ｇ中的资本关系。当Ｇ…Ｇ′已经完成，Ｇ′重新开始循环

时，Ｇ′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即使全部资本化了，Ｇ′也不是作为Ｇ′，

而是作为Ｇ出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第一次循环是用４２２镑的

货币资本开始，第二次循环则用５００镑开始。开始第二次循环的

货币资本比从前增大７８镑；这种区别是在一次循环和另一次循环

相比较时才存在的；但是，这种比较在任何一次循环内部都是不存

在的。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５００镑，虽然其中有７８镑以前是剩余

价值，但是所起的作用同另外一个资本家用来开始第一次循环的

５００镑没有什么不同。生产资本的循环也是这样。已经增大的Ｐ′

在重新开始时是作为Ｐ出现，和简单再生产Ｐ…Ｐ中的Ｐ没有什

么两样。

在Ｇ′—Ｗ′＜
Ａ
Ｐｍ阶段上，已经增大的量只是由Ｗ′表示出来，

而不是由Ａ′和Ｐｍ′表示出来。因为Ｗ 是Ａ和Ｐｍ之和，所以Ｗ′

已经表示出，其中包含的Ａ和Ｐｍ之和大于原来的Ｐ。其次，如果

使用Ａ′和Ｐｍ′这样的符号，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增

大时，资本的价值构成也会发生变化，随着这种变化，Ｐｍ的价值

增大，Ａ的价值总是相对地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地减少。

．货 币 积 累

ｇ这个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能否立即再加入处在过程中的

资本价值，从而和资本Ｇ一起，形成Ｇ′量而进入循环过程，这要取

决于一些和ｇ的单纯存在无关的情况。如果ｇ作为货币资本投入

与第一个企业并存的另一个独立的企业，那很明显，它只有达到这

６９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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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企业所需要的最低限量时，才能用于这个企业。如果它是用来

扩大原有的企业，Ｐ的各种物质要素的比例和它们的价值比例，也

要求ｇ具有一定的最低限量。在这个企业中所使用的一切生产资

料，不仅互相间有质的关系，而且有一定的量的关系，一种比例量。

加入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的这些物质比例，以及它们所承担的价

值比例，规定了一个最低限量，ｇ必须达到这个最低限量，才能作

为生产资本的增长部分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者只

转化为前者。可见，纺纱厂主不同时购置相应数量的梳棉机和粗

纺机，就不能增加纱锭的数目，且不说企业的这种扩大还要求增加

棉花和工资的支出。因此，要实行企业的这种扩大，剩余价值必须

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额（通常是每新安装一个纱锭按一镑计算）。在

ｇ没有达到这种最低限量以前，资本的循环必须多次反复，直到由

资本逐次生产出的ｇ的总额能够和Ｇ合在一起执行职能，就是

说，在Ｇ′—Ｗ′＜
Ａ
Ｐｍ中执行职能。哪怕纺纱机发生细小的变化，只

要这种变化会提高机器的效率，就要增加纺纱材料的消耗，就要增

加粗纺机，等等。因此，ｇ就在这个间歇期间积累起来，这种积累，

不是ｇ本身的职能，而是Ｐ…Ｐ反复进行的结果。ｇ本身的职能是

停留在货币状态中，直到它由价值增殖的反复循环即由外部得到

充分的追加，达到它为了能动地执行职能而必须具有的最低限量。

ｇ只有达到这种最低限量，才能实际作为货币资本，在这里就是作

为正在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Ｇ的积累部分，同Ｇ一道执行职能。

在这个间歇期间，它积累着，只是存在于一个正在形成、正在增长

的贮藏货币的形式中。因此，货币积累，货币贮藏，在这里表现为

随着现实积累即产业资本作用规模的扩大而暂时发生的过程。这

个过程所以是暂时发生的，是因为贮藏货币只要停留在贮藏状态

７９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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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就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不参加价值增殖过程，它仍然是一个货

币额，这个货币额所以会增大，只是因为那种没有它的作用而存在

的货币被投到同一个钱柜中去。

贮藏货币形式只是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形式，这种货币的

流通中断了，因此就保存在货币形式上。至于货币贮藏的过程本

身，它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而只有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以

前的商品生产形式中，才为贮藏货币而贮藏货币。而在这里，贮藏

货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贮藏表现为随着资本积累暂时

发生的过程，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潜在的货币

资本；这是因为，货币贮藏，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的贮藏

状态，对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来说，是一个在资

本循环之外进行的、职能上确定的预备阶段。可见，它是潜在的货

币资本，就是由于它的这种使命；因而，它为了进入过程而必须达

到的数量，每一次都是由生产资本的价值构成决定的。但只要它

停留在贮藏状态中，它就还不是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闲置的

货币资本；不是象前面所说的那种职能中断的货币资本，而是还不

能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积累，是它的本来的实在的形式，是实际

的货币贮藏。货币积累也能存在于出售Ｗ′的资本家的单纯的贷

款即债权的形式上。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间歇期间还会以会

生出货币的货币的形式而存在，例如成为银行的有息存款，换成某

种票据或有价证券，不过这些形式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在货

币上实现的剩余价值，在那种场合下，是在产生这一剩余价值的产

业资本的循环之外，执行着某些特殊的资本职能；这些职能，首先

和这个循环本身无关，其次，是以一些和产业资本职能不同的、这

８９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里还没有阐述的资本职能为前提的。

．准 备 金

在以上考察的形式上作为剩余价值存在形式的贮藏货币，是

货币积累基金，是资本积累暂时具有的货币形式，并且就这一点来

说，它本身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不过，这种积累基金还可以完成特

殊的附带的职能，也就是可以进入资本的循环过程，而并没有使这

个过程具有Ｐ…Ｐ′的形式，即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扩大。

如果Ｗ′—Ｇ′过程超出了正常时间，商品资本不正常地停滞

在它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或者，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比如

说，货币资本必须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循环开始

时的水平，这种起着积累资金作用的贮藏货币，就可以用来代替货

币资本或它的一部分。这样，货币积累基金就充当准备金，来消除

循环中出现的干扰。

它作为这样的准备金，和我们在Ｐ…Ｐ循环中看到的购买手

段或支付手段的基金是不同的。这种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是执行

职能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因而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一部

分的存在形式），这个资本的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相继执行职

能。在生产过程连续进行中，准备货币资本不断形成，因为今天收

进货款，以后才需要再把它支出；今天卖出大量商品，以后才需要

再买进大量商品；因此，在这期间，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不断以货币

形式存在。相反，准备金不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确切地

说，不是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组成部分，而是处在积累的预备阶

９９第二章 生产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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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是还没有转化为能动资本的剩余价值的

组成部分。此外，不言而喻，资本家在急需的时候会不顾他手中的

货币的规定职能，而动用他拥有的一切，来保证他的资本的循环过

程照常进行。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Ｇ＝４２２镑，Ｇ′＝５００镑。

如果４２２镑资本中有一部分是作为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的基金，

作为货币储备而存在，那末，它是打算用来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

部加入循环，而为此它也足够用了。准备金却是７８镑剩余价值的

一部分；它只有在４２２镑资本的循环不是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

行时，才能进入这个循环过程；因为它是积累基金的一部分，而它

在这里的作用并没有使再生产的规模扩大。

货币积累基金已经是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存在；从而，已经是货

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

把简单再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总括在内的生产资本循环

的总公式是：

Ｐ…Ｗ′－Ｇ′

１

．Ｗ－Ｇ

２

＜
Ａ
Ｐｍ…Ｐ（Ｐ′）

如果Ｐ＝Ｐ，（２）项的Ｇ就＝Ｇ′—ｇ；如果Ｐ＝Ｐ′，（２）项的Ｇ就

大于Ｇ′—ｇ；这就是说，ｇ是全部或部分地转化为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的循环是古典经济学用来考察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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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Ｗ′—Ｇ′—Ｗ…Ｐ…Ｗ′。

Ｗ′不仅是前面两种循环的产物，而且是它们的前提，因为，只

要生产资料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另一些处在循环中的单个资本的

商品产品，一个资本的Ｇ—Ｗ 就已经包含另一个资本的Ｗ′—Ｇ′。

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煤炭、机器等等，就是采矿业主、资本主

义机器制造业主等等的商品资本。其次，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已

经指出，还在Ｇ…Ｇ′第一次反复时，还在货币资本第二个循环完成

之前，不仅Ｐ…Ｐ循环，而且Ｗ′…Ｗ′循环就已作为前提存在了。

如果再生产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终点的Ｗ′就大于起点的Ｗ′，

因此，终点的Ｗ′应当用Ｗ 来表示。

第三个形式和前两个形式的区别如下：第一，在这里，是以包

含两个对立阶段的总流通来开始循环，而在形式 中，流通为生产

过程所中断，在形式 中，包含两个互相补充阶段的总流通，只是

再生产过程的媒介，因此是Ｐ…Ｐ之间的媒介运动。在Ｇ…Ｇ′中，

流通形式是Ｇ—Ｗ…Ｗ′—Ｇ′＝Ｇ—Ｗ—Ｇ。在Ｐ…Ｐ中则相反，流

通形式却是Ｗ′—Ｇ′．Ｇ—Ｗ＝Ｗ—Ｇ—Ｗ。在Ｗ′…Ｗ′中，流通形

式与后一个形式相同。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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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循环 和 的反复中，即使终点的Ｇ′和Ｐ′是更新的

循环的起点，它们产生时的形式也会消失。Ｇ′＝Ｇ＋ｇ和Ｐ′＝Ｐ＋

ｐ重新作为Ｇ和Ｐ开始新的过程。但是在形式 中，即使循环以

相同的规模更新，起点Ｗ 也必须用Ｗ′来表示，而这是由于下面

的原因。在形式 中，只要Ｇ′本身开始新的循环，它就作为货币

资本Ｇ，作为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待增殖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预付

的货币资本的量由于在第一个循环中实行的积累而增加，变得更

大了。但不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是４２２镑还是５００镑，都不会

改变这种情况：它是单纯的资本价值。Ｇ′不再作为已经增殖的即

包含剩余价值的资本，不再作为资本关系而存在。它要在过程中

才增殖价值。Ｐ…Ｐ′也是这样；Ｐ′总是要作为Ｐ，作为要生产剩余

价值的资本价值继续执行职能，使循环更新。——相反，商品资

本的循环不是以资本价值开始，而是以商品形式上增大了的资本

价值开始，因而它一开始就不仅包含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循环，

而且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因此，如果简单再生产以这种形式进

行，在终点就会出现一个和起点上一样大的Ｗ′。如果一部分剩余

价值进入资本循环，在终点出现的虽然不是Ｗ′，而是Ｗ ，一个

更大的Ｗ′，但下一个循环会再次以Ｗ′开始，不过和前一个循环

相比，那是一个更大的Ｗ′，它用更大的已经积累的资本价值，因

此也是用较大的新生产的剩余价值，开始它的新的循环。在所有

情况下，Ｗ′总是作为一个商品资本（＝资本价值＋剩余价值）来

开始循环。

在一个单个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中作为Ｗ 的Ｗ′，不是这个资

本的形式，而是另一个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资本的形式。第一个资

本的Ｇ—Ｗ（即Ｇ—Ｐｍ）行为，对这第二个资本来说，就是Ｗ′—

２０１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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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在流通行为Ｇ—Ｗ＜
Ａ
Ｐｍ中，Ａ和Ｐｍ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相同

的：它们都是卖者手中，即一方面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另一方面

是出卖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的商品。对于在这里把货

币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买者来说，只要他还没有购买它们，只

要它们还是作为别人所有的商品，和他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相对立，

它们就只执行商品的职能。在这里，Ｐｍ和Ａ只是就下面这一点来

说是互相区别的：如果Ｐｍ是卖者的资本的商品形式，Ｐｍ在它的

卖者手中就＝Ｗ′，就能成为资本；而Ａ对工人来说却始终只是商

品，要到买者手中，作为Ｐ的组成部分，才成为资本。

因此，Ｗ′决不能作为单纯的Ｗ，作为资本价值的单纯商品形

式来开始循环。作为商品资本，它总是一个二重物。从使用价值的

观点看，它是Ｐ执行职能的产物，在这里是纱，而作为商品来自流

通的Ｐ的要素，即Ａ和Ｐｍ，只是作为这种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发

生作用。第二，从价值的观点看，它是资本价值Ｐ加上Ｐ执行职能

时产生的剩余价值ｍ。

只有在Ｗ′本身的循环中，Ｗ（＝Ｐ＝资本价值）才能够并且必

须和Ｗ′中的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部分，即包含剩余价值的剩余产

品分离，而不管这两部分实际上是能够分离，如纱，还是不能够分

离，如机器。一旦Ｗ′转化为Ｇ′，它们就总是可以分离的。

如果全部商品产品，同例如我们的１００００磅纱一样，能够分割

为独立的、同类的部分产品，从而Ｗ′—Ｇ′行为能够表现为一系列

依次完成的售卖，那末，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就能够在剩余价值实

现之前，因而在Ｗ′全部实现之前，作为Ｗ 发挥作用，从Ｗ′中分离

出来。

在价值５００镑的１００００磅纱中，８４４０磅的价值＝４２２镑＝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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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分离的资本价值。如果资本家先卖掉价值４２２镑的８４４０

磅纱，这８４４０磅纱就代表Ｗ，即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Ｗ′中除此

以外包含的剩余产品１５６０磅纱＝７８镑剩余价值，可以在以后进

入流通；资本家能够在剩余产品的流通ｗ—ｇ—ｗ进行之前，完成

Ｗ—Ｇ—Ｗ＜
Ａ
Ｐｍ。

或者，如果他先卖掉价值３７２镑的７４４０磅纱，然后卖掉价值

５０镑的１０００磅纱，他就能够用Ｗ 的第一个部分补偿生产资料

（不变资本部分ｃ），用Ｗ 的第二个部分补偿可变资本部分ｖ即劳

动力，然后照上面一样进行。

但是，如果这样逐次出卖，循环的各种条件又允许这样做，资

本家就可以不把Ｗ′分为ｃ＋ｖ＋ｍ，而在Ｗ′的任何部分上进行这

种分割。

例如，作为Ｗ′（１００００磅纱＝５００镑）的一部分，代表不变资本

部分的７４４０磅纱＝３７２镑，本身可以再分为：价值２７６７６８镑的

５５３５３６０磅纱，这部分纱只补偿不变部分，即补偿７４４０磅纱中消

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价值３７２００镑的７４４磅纱，只补偿可变

资本；价值５８０３２镑的１１６０６４０磅纱则作为剩余产品，成为剩余

价值的承担者。因此，在卖出的７４４０磅中，他能够用按价格

３１３９６８镑卖出的６２７９３６０磅纱补偿其中的资本价值，而以剩余

产品１１６０６４０磅的价值＝５８０３２镑，作为收入花掉。

资本家还同样能够把１０００磅纱（＝５０镑＝可变资本价值）分

割开来，并按照同样的方法卖出去；价值３７２００镑的７４４磅纱代

表１０００磅纱中的不变资本价值；价值５０００镑的１００磅纱代表其

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因此，价值４２２００镑的８４４磅纱补偿１０００磅

纱中所包含的资本价值。最后，价值７８００镑的１５６磅纱，代表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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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包含的剩余产品，并可以作为剩余产品消费。

最后，他还能把余下的价值７８镑的１５６０磅纱，在卖出以后，

照如下方式分割开来：用卖出的价值５８０３２镑的１１６０６４０磅纱，

补偿１５６０磅纱中所包含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用卖出的价值７８００

镑的１５６磅纱，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合计１３１６６４０磅纱＝

６５８３２镑，补偿全部资本价值；最后，２４３３６０磅剩余产品＝

１２１６８镑留作收入花掉。

正如纱中存在的每一个要素ｃ，ｖ，ｍ都能再分割为相同的各

个组成部分一样，价值１先令＝１２便士的每一磅纱也可以分割为：

ｃ＝０７４４磅纱＝ ８９２８便士

ｖ＝０１００磅纱＝ １２００便士

ｍ＝０１５６磅纱＝ １８７２便士

ｃ＋ｖ＋ｍ＝１  磅纱＝１２  便士

把上述三部分出售的结果加起来，就和一次把１００００磅纱卖

掉的结果一样。

不变资本：

第一次卖： ５５３５３６０磅纱＝２７６７６８镑

第二次卖： ７４４０００磅纱＝ ３７２００镑

第三次卖： １１６０６４０磅纱＝ ５８０３２镑

 合 计  ７４４０  磅纱＝３７２  镑

可变资本：

第一次卖： ７４４０００磅纱＝ ３７２００镑

第二次卖： １０００００磅纱＝  ５０００镑

第三次卖： １５６０００磅纱＝  ７８００镑

 合 计  １０００  磅纱＝ ５０  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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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

第一次卖： １１６０６４０磅纱＝ ５８０３２镑

第二次卖： １５６０００磅纱＝ ７８００镑

第三次卖： ２４３３６０磅纱＝ １２１６８镑

 合 计  １５６０  磅纱＝ ７８  镑

总计：

不变资本： ７４４０  磅纱＝３７２  镑

可变资本： １０００  磅纱＝ ５０  镑

剩余价值： １５６０  磅纱＝ ７８  镑

 合 计 １００００  磅纱＝５００  镑

Ｗ′—Ｇ′本身不过是１００００磅纱的出售。这１００００磅纱和其他

一切纱一样是商品。买者关心的是每磅一先令或１００００磅５００镑

的价格。如果他在交易时注意价值的构成，那只是因为他怀着诡

谲的企图，想证明每磅可以按低于一先令的价格来卖，而且按那种

价格，卖者还是会做一笔好生意。但是他所买的量，是取决于他的

需要；例如，如果他是织布厂主，那就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在织布厂

内起作用的资本的构成，而不是取决于卖纱给他的纺纱厂主的资

本的构成。Ｗ′一方面要补偿制造它用掉的资本（或者这种资本的

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充当剩余产品，用于剩余价值的消费，

或者用于资本积累；二者的比例只存在于用１００００磅纱作为商品

形式的资本的循环中。这种比例与卖本身无关。此外，我们在这里

假定，Ｗ′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卖，因此，这里涉及的只是它由商品形

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对于Ｗ′来说，即对于在这个单个资本的循

环中生产资本必须由以补偿的职能形式来说，出卖时价格和价值

是否不一致并且在什么程度上不一致，当然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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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考察单纯形式区别时，这个问题与我们无关。

在形式 Ｇ…Ｇ′中，生产过程出现在资本流通的两个互相补

充又互相对立的阶段的中间；在终结阶段Ｗ′—Ｇ′出现以前，它已

经过去了。货币作为资本先是预付在各种生产要素上，由这些生

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这种商品产品再转化为货币。这是一个

完全的营业周期，其结果是可以用于一切东西的货币。因此，新的

开始只是有了可能。Ｇ…Ｐ…Ｇ′可以是在一个单个资本从营业退

出时，结束这个资本的职能的最后的循环，也可以是一个新执行职

能的资本的最初的循环。在这里，一般的运动是Ｇ…Ｇ′，即由货币

到更多的货币。

在形式 Ｐ…Ｗ′—Ｇ′—Ｗ…Ｐ（Ｐ′）中，总流通过程跟随在第一

个Ｐ的后面，发生在第二个Ｐ的前面；但它的顺序和形式 中相

反。第一个Ｐ是生产资本，它的职能是生产过程，即随之而来的流

通过程的先决条件。相反，结束的Ｐ不是生产过程，它不过是产业

资本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再存在。而且它是资本价值在最后流通

阶段转化为Ａ＋Ｐｍ，转化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结果，这两种

因素结合起来就是生产资本的存在形式。资本不论是Ｐ还是Ｐ′，

终结时会再次出现在必须重新执行生产资本职能，完成生产过程

的形式上。运动的一般形式Ｐ…Ｐ是再生产的形式，它与Ｇ…Ｇ′不

同，不表示价值增殖是过程的目的。因此，这个形式使古典经济学

更加容易忽视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把生产本身说

成是过程的目的，好象就是要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便宜地进行生产，

要使产品去交换尽可能多样的其他产品，一部分用于生产的更新

（Ｇ—Ｗ），一部分用于消费（ｇ—ｗ）。在这里，由于Ｇ和ｇ只是转瞬

即逝的流通手段，所以，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特性都可能被忽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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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过程也显得简单和自然，也就是说，具有浅薄的唯理论的自然

性。同样，在考察商品资本时，利润有时被忘记，在说到作为总体

的生产循环时，商品资本不过作为商品出现；而在说到价值的组成

部分时，商品资本则作为商品资本出现。当然，积累也是用和生产

一样的方式来表达的。

在形式 Ｗ′—Ｇ′—Ｗ…Ｐ…Ｗ′中，循环由流通过程的两个阶

段开始，并且和形式 Ｐ…Ｐ中的顺序相同；然后出现的是Ｐ，并且

它和形式 中一样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循环以生产过程的

结果Ｗ′结束。在形式 中，循环以生产资本单纯的再存在Ｐ结

束，同样，在这里，循环以商品资本的再存在Ｗ′结束；在形式 中，

资本在它的结束形式Ｐ上，必须使过程作为生产过程重新开始，

同样，在这里，在产业资本以商品资本形式再出现时，循环也必须

用流通阶段Ｗ′—Ｇ′重新开始。循环的这两个形式都没有完成，因

为它们都不是用Ｇ′即已经再转化为货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

来结束。所以，二者都必须继续进行，因而都包含着再生产。形式

的总循环是Ｗ′…Ｗ′。

第三种形式和前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只有在这种循环中，表

现为价值增殖的起点的，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原来的有

待增殖的资本价值。在这里，Ｗ′作为资本关系是起点，并且作为这

种关系，对整个循环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个循环还在自己的第

一阶段就既包含资本价值的循环，也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而剩余

价值，即使不是就每一个循环来说，而是就平均来说，必须有一部

分作为收入花掉，经过ｗ—ｇ—ｗ流通，有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的

要素发挥作用。

在Ｗ′…Ｗ′形式中，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本身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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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进行的条件。工人的个人消费和剩余产品中非积累部分的

个人消费，包括全部的个人消费。因此，全部消费——个人的消

费和生产的消费——作为Ｗ′的循环的条件进入这一循环。生

产消费（其实也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因为在一定界限之内，劳

动力是工人个人消费的不断的产物）是由每个单个资本自己进行

的。个人消费——除了资本家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只是

作为社会的行为，而决不是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行为包含在这个循

环中。    

在形式 和形式 中，总运动都表现为预付资本价值的运动。

在形式 中，表现为全部商品产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成为起点，并

具有运动着的资本即商品资本的形式。只是在这个商品资本转化

为货币以后，这个运动才分成资本的运动和收入的运动。在这个

形式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一方面分为个人消费基金，另一方面

分为再生产基金），同任何单个商品资本的产品的特殊分配一样，

已经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

在Ｇ—Ｇ′中，包含有循环扩大的可能，这要看ｇ中有多大的量

进入更新的循环而定。

在Ｐ…Ｐ中，Ｐ能够用相同的，也许更小的价值来开始新的循

环，但还是代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例如，各种商品要素由于劳动

生产率提高而变得便宜时就是这样。反之，价值增大的生产资本

也可以代表物质规模缩小的再生产，例如各种生产要素变得昂贵

时就是这样。这对Ｗ′…Ｗ′也是适用的。

在Ｗ′…Ｗ′中，商品形式的资本是生产的前提；在这个循环中

在第二个Ｗ 上，它重新表现为前提。如果这个Ｗ 还没有生产或再

生产出来，循环就被阻止；这个Ｗ 必须再生产出来，大部分必须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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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另一个产业资本的Ｗ′再生产出来。在这个循环中，Ｗ′是作为运

动的起点、经过点和终点，因此，它总是存在着。它是再生产过程

的经常性的条件。

Ｗ′…Ｗ′还由于另一个要素而同形式 和形式 相区别。这

三种循环的共同点是：资本开始循环过程的形式，就是它结束循环

过程的形式，因此它又处在开端的形式上，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

开端的形式Ｇ、Ｐ、Ｗ′，总是资本价值（在形式 中还包含它的增殖

部分，剩余价值）进行预付的形式，因而对循环来说是资本价值原

有的形式；结束的形式Ｇ′、Ｐ、Ｗ′，总是循环中的前一个与原有形

式不同的职能形式的转化形式。

因此， 的Ｇ′是Ｗ′的转化形式； 终点上的Ｐ是Ｇ的转化形

式（在 与 中，这种转化都是由商品流通的简单行为，由商品和

货币的形式换位引起的）； 的Ｗ′是生产资本Ｐ的转化形式。不

过在 中，第一，这种转化不仅关系到资本的职能形式，而且也关

系到它的价值量；第二，这种转化不是属于流通过程的单纯形式换

位的结果，而是生产资本各个商品组成部分的使用形式和价值在

生产过程中完成的现实转化的结果。

始极的形式Ｇ、Ｐ、Ｗ′，是各相应的循环 、 、 的前提；在终

极上复归的形式，是由循环本身的形态变化序列所引起的，因而是

受它制约的。Ｗ′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的终点，只是以该

产业资本的不属于流通的形式Ｐ为前提，而它就是这个Ｐ的产

品。Ｇ′，作为 的终点，作为Ｗ′的转化形式（Ｗ′—Ｇ′），以买者手中

的Ｇ为前提，Ｇ存在于Ｇ…Ｇ′循环之外，由Ｗ′的出售引入这个循

环，变成这个循环自己的结束形式。同样， 的终点Ｐ以Ａ和Ｐｍ

（Ｗ）为前提，Ａ和Ｐｍ存在于循环之外，通过Ｇ—Ｗ，作为结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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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并入这个循环。但是，撇开终极不说，单个货币资本的循环不

是以货币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单个生产资本的循环也不是以生产

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在形式 中，Ｇ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

一个货币资本，在形式 中，Ｐ也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

生产资本，但是形式

Ｗ′

｛

—Ｇ′
 

Ｗ—

 

ｗ—

｛

 
 
Ｇ—Ｗ ＜

Ａ
Ｐｍ…Ｐ…Ｗ′

 

ｇ—ｗ

以Ｗ 两次存在于循环之外为前提。一次是在Ｗ′—Ｇ′—Ｗ＜
Ａ
Ｐｍ循

环中。这个Ｗ，只要它由Ｐｍ构成，就是卖者手中的商品；只要它

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商品资本；即使不是，它

也在商人手中表现为商品资本。另一次是ｗ—ｇ—ｗ中的第二个

ｗ，它也必须作为商品存在，以便能被人购买。总之，Ａ和Ｐｍ不管

是不是商品资本，都和Ｗ′一样是商品，并且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

系。ｗ—ｇ—ｗ中的第二个ｗ，也是如此。因此，如果Ｗ′＝Ｗ（Ａ＋

Ｐｍ），它就有商品作为自己的形成要素，并且必须在流通中用同样

的商品来补偿；ｗ—ｇ—ｗ中的第二个ｗ，也必须在流通中用另一

些同样的商品来补偿。

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卖者手中的

一切商品都必然是商品资本。它们在商人手中仍旧是商品资本，

或者，如果原来不是商品资本，到商人手中也就变成商品资本。或

者，它们，例如输入品，必然是补偿原有商品资本的商品，因而只是

给了原有商品资本另一种存在形式。

构成生产资本Ｐ的商品要素Ａ和Ｐｍ，作为Ｐ的存在形式，具

有和它们在不同的商品市场上被搜集时不同的形态。它们现在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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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来了，在这种结合中，它们就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

只有在这个形式 中，Ｗ 才在循环自身之内表现为Ｗ 的前

提，因为起点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循环是由Ｗ′（只要它执行资

本价值的职能，那就不管它是否由于剩余价值的加入而增大）转化

为各种形成它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开始的。但这种转化包括全部

流通过程Ｗ—Ｇ—Ｗ（＝Ａ＋Ｐｍ），并且是它的结果。在这里，Ｗ 是

在两极上，但这个由外部从商品市场通过Ｇ—Ｗ 取得Ｗ 形式的

第二极，不是循环的终极，而只是它最初两个包含流通过程的阶段

的终极。它的结果是Ｐ，然后Ｐ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Ｗ′不

是作为流通过程的结果，而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才表现为循

环的终结，具有和始极Ｗ′相同的形式。相反，在Ｇ…Ｇ′和Ｐ…Ｐ

中，终极Ｇ′和Ｐ却是流通过程的直接结果。因此，这里的前提是，

只是在终结时一个场合的Ｇ′和另一个场合的Ｐ已经在别人手中。

既然循环是在两极之间进行，一个场合的Ｇ和另一个场合的

Ｐ——Ｇ作为别人所有的货币存在，Ｐ则作为别人的生产过程存在

——都不表现为循环的前提。而Ｗ′…Ｗ′却以Ｗ（＝Ａ＋Ｐｍ）是别

人所有的、别人手中的商品为前提，这些商品由作为先导的流通过

程引入循环，转化为生产资本，然后Ｗ′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

结果，再成为循环的结束形式。

但是，正因为Ｗ′…Ｗ′循环在进行中要以另一个在Ｗ（＝Ａ＋

Ｐｍ）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为前提（并且Ｐｍ还包括各种其他资本，用

我们的例子来说，包括机器、煤炭、润滑油等等），所以，这个循环本

身就要求我们不仅把它看作循环的一般形式，即能够用来考察每

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第一次投资的场合除外）的社会形式，因而不

仅看作一切单个产业资本共有的运动形式，而且同时看作各单个

２１１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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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

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

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例如，如果我们考察一个国家

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分析其中一部分补偿一切单个企业的生产资

本，另一部分进入不同阶级的个人消费的运动，那末，我们就把Ｗ′

…Ｗ′看作社会资本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运动形

式。社会资本＝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如果政府在采矿业、铁

路等等上面使用生产的雇佣劳动，起产业资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

国家资本）之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各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

和，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这个运动，作为一个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

动来看，和同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

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同

时，这个运动还会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考察一个单独的

单个资本的循环时必须事先已经解决，而不是要由这种考察去解

决。

Ｗ′…Ｗ′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原来预付

的资本价值只形成运动始极的一部分，因而运动一开始就表明是

产业资本的总和运动，既是补偿生产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运动，又

是形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产品（通常部分作为收入花掉，部分要用

作积累要素）的运动。只要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已包含在这个

循环中，个人的消费也就包含在这个循环中了。其次，个人的消费

包含在内，还由于起点的商品Ｗ，是作为某种使用物品存在着；而

每一种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物品，不论它的使用形式决定它要

用于生产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个人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二者，都是

商品资本。Ｇ…Ｇ′只表明价值方面，表明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是全

３１１第三章 商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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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过程的目的；Ｐ…Ｐ（Ｐ′）表明资本的生产过程是用相同的或增大

的生产资本（即积累）来进行的再生产过程；Ｗ′…Ｗ′既然在它的

始极上已经表明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所以一开始就把生

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包括在内；生产消费和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不

过表现为Ｗ′…Ｗ′运动的一个分枝。最后，因为Ｗ′可以在不能再

进入任何一个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上存在，所以，这一开始就已经

表明：Ｗ′的由产品部分表现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要看Ｗ′…Ｗ′

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的形式，还是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

独立运动，而必然占有不同的位置。这个循环的所有这些特征，都

表明这个循环已经超出它作为一个单纯单个资本的孤立循环的范

围。

在Ｗ′…Ｗ′公式上，商品资本即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总产

品的运动，既是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的前提，又受这种循环的制

约。因此，要把握住这个形式的特征，仅仅指出，Ｗ′—Ｇ′和Ｇ—Ｗ

这两个形态变化，一方面是资本形态变化中职能上确定的阶段，另

一方面又是一般商品流通的环节，就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弄清楚

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错综关

系，以及它同总产品中决定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的错综关系。因

此，在分析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时，我们主要是用前两个形式作为

基础。

Ｗ′…Ｗ′循环也表现为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形式，例如在

农业中就是这样，在那里，是从收成计算到收成。公式 是由播种

出发，公式 则是由收成出发，或如重农学派所说，前者是由“预

付”〔ａｖａｎｃｅｓ〕出发，后者是由“回收”〔ｒｅｐｒｉｓｅｓ〕出发。在形式 中，

资本价值的运动，一开始就只表现为总产品量的运动的一部分，而

４１１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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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形式 和 中，Ｗ′的运动却只是一个孤立资本的运动中的一个

因素。

在公式 中，市场上的商品是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经常

性的前提。因此，如果专门注意这个公式，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就

好象都是来自商品流通，只是由商品构成。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

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

因为在Ｗ′…Ｗ′中总产品（总价值）是起点，所以这里表明，撇

开对外贸易不说，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在剩余产品的待资

本化的部分已经包含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规模扩大的再

生产才能进行；因而也表明，既然一年的生产是下年的生产的前

提，或者说，既然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能够在一年之内和简单的再生

产过程同时进行，所以剩余产品就立即在那种能使它作为追加资

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提高了的生产率只能增加资本

物质，而不增大资本价值；但以此它也就为价值增殖形成追加的材

料。

Ｗ′…Ｗ′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用

Ｐ…Ｐ形式，来和Ｇ…Ｇ′（重商主义体系孤立地坚持的形式）相对

立，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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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如果用Ｃｋ代表总流通过程，这三个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 ）Ｇ—Ｗ…Ｐ…Ｗ′—Ｇ′  

（ ）Ｐ…Ｃｋ…Ｐ

（ ）Ｃｋ…Ｐ（Ｗ′）。

如果我们对这三个形式进行总的考察，那末，过程的所有前提

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

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

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反之亦然。

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

机。在形式 中，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表现出来了。形式 是以Ｐ

即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开始的。在形式 中，即使运动以同样规模

反复进行，循环也是以已经增殖的价值开始，而以重新增殖的价值

结束的。

就Ｗ—Ｇ从买者方面看是Ｇ—Ｗ，Ｇ—Ｗ 从卖者方面看是

Ｗ—Ｇ来说，资本的流通只是表示普通的商品形态变化，而我们在

考察这个形态变化时（第１卷第３章第２节）阐明的关于货币流通

量的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形

式方面，而是考察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实际联系，就是

６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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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我们把各单个资本的循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

的部分运动来实际地考察它们的联系，那末，这种联系就不能用货

币和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来说明了。

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

如果把这种回转中断，那就不是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复归点了。我

们已经知道，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

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

环的进行。因此，全部区别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区别，或者说，表

现为单纯主观上的、只对考察者才存在的区别。

如果把任何一种循环都看作不同的单个产业资本所处的特殊

的运动形式，那末，这种区别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

在。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

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

地并列进行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

一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但同时另一部分则离开生产过程，作为

新的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因此，Ｗ′…Ｗ′循环形式不断地进行着；

其他两个形式也是如此。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

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象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

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它的

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

我们的考察曾经假定，资本价值是按照它的价值总量全部作

为货币资本，或作为生产资本，或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例如，我

们假定４２２镑首先是全部作为货币资本，然后全部转化为生产资

本，最后又全部作为商品资本，即价值５００镑（其中有７８镑剩余价

值）的纱。在这里，各个不同阶段会分别形成中断。例如，当４２２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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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货币形式时，也就是说，在购买行为Ｇ—Ｗ（Ａ＋Ｐｍ）完成以

前，全部资本只是作为货币资本存在并执行职能。一旦它转化为

生产资本，它就既不作为货币资本，也不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

了。它的全部流通过程就会中断，另一方面，一旦它处在两个流通

阶段的一个阶段上，不论是作为Ｇ还是作为Ｗ′执行职能，它的全

部生产过程也同样就会中断。这样一来，Ｐ…Ｐ循环不仅表现为生

产资本的周期更新，而且在流通过程完成以前，同样表现为它的职

能即生产过程的中断；生产将不是连续地进行，而将发生间断，只

有经过一段由流通过程的这两个阶段完成得快慢所决定的长短不

定的时间，生产才能重新进行。例如，中国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

他只是为私人顾客劳动，如果没有新的订货，他的生产过程就会停

顿。

实际上，以上所说适用于处在运动中的资本的每一个部分，并

且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经过这种运动。假定１００００磅纱是一

个纺纱业主的一周的产品。这１００００磅纱要全部从生产领域转到

流通领域；其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必须全部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只

要资本价值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就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它

必须先进入流通，并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Ａ＋Ｐｍ。资本的

循环过程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

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

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

但是，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

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

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例如，在１００００磅纱作为商品

资本进入市场，并转化为货币（不论是支付手段，还是购买手段，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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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只是计算货币）时，新的棉花、煤炭等等则代替纱出现于生产过

程，也就是说，已经由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

形式，从而开始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在第一个１００００磅纱转化为

货币的同时，以前的１００００磅纱则已经进行它的流通的第二阶段，

由货币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资本的所有部分都依次经过

循环过程，而同时处在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上。这样，产业资本在

它的循环的连续进行中，就同时处在它的一切循环阶段以及和各

该阶段相适应的不同的职能形式上。对第一次由商品资本转化为

货币的部分来说，Ｗ′…Ｗ′循环才开始，而对作为运动中的整体的

产业资本来说，Ｗ′…Ｗ′循环则已经完成。货币是一手预付出去，

另一手收进来。Ｇ…Ｇ′循环在一点上的开始，同时就是它在另一点

上的复归。生产资本也是如此。

因此，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

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但是，它之所以

能够成为这种统一，只是由于资本的每个不同部分能够依次经过

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职

能形式转到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只是由于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

分的整体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中，从而同时经过所有

这三个循环。在这里，每一部分的相继进行，是由各部分的并列存

在即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因此，在实行分工的工厂体系内，产品

不断地处在它的形成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同时又不断地由一

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因为单个产业资本代表着一定

的量，而这个量又取决于资本家的资金，并且对每个产业部门来说

都有一定的最低限量，所以单个产业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

例数字进行。现有资本的量决定生产过程的规模，而生产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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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又决定同生产过程并列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

量。但是，决定生产连续性的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资本

的各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运动。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

进行的结果。例如，如果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Ｗ′—Ｇ′停滞了，商

品卖不出去，那末，这一部分的循环就会中断，它的生产资料的补

偿就不能进行；作为Ｗ′继续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各部分，在职能

变换中就会被它们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

间，生产就会受到限制，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相继进行一停滞，就

使并列存在陷于混乱。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

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

或大或小的停滞。

过程采取的下一个形式，是各个阶段相继进行的形式，因而，

资本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是由它离开另一个阶段所决定的。因此，

每一个特殊循环都有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复归

点。另一方面，总过程实际上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这三个循环是

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总循环对资本的每一种职能

形式来说，都表现为它的特殊的循环，并且每一个这种循环都决定

着总过程的连续性；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决定着另一种职能形式

的循环。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

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

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

同的阶段和职能形式。因此，每一种职能形式虽然其中表现出来

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但都和其他职能形式同时经过它自己

的循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

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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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

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

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而引起的。

因此，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

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

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

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

的形式，它们的同时并列，是由于它们的相继进行而引起的。每一

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因而，一个

资本部分回到一种形式，是由另一个部分回到另一种形式而决定

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断进行着它自己的循环，然而总是资本的另

一个部分处在这种形式中，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

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

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

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

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

就各个单个资本来说，再生产的连续性有时或多或少地会发

生中断。第一，价值总量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以不等的部分分配在

各个不同阶段和职能形式中。第二，这些部分可以按照所生产的

商品的性质，即按照资本投入的特殊的生产领域，进行不同的分

配。第三，在有季节性的生产部门，不论是由于自然条件（如农业、

捕鲱鱼等），还是由于习惯（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上），连续性可能

或多或少地发生中断。在工厂和矿山中，过程是最规则地、最划一

地进行的。但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这种差别，不会引起循环过程

的一般形式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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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

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

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

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

理解为静止物。那些把价值的独立性看作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

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

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

因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首先是单纯的运动形式，所以对资本价值

在它的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革命就不去考虑了；但是很明显，尽

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

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

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资本的

运动所以会表现为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

劳动的买者，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因而

通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

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

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

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

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

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

大的危险。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

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获得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

持和加强的独立性。

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这个形态变化序列，包含着在循环中变

化了的资本价值量和原有价值的不断比较。如果说价值对于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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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力量即劳动力的独立性是在Ｇ—Ａ行为（劳动力的购买）中

开始的，并在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的，那末，价值的这种

独立性就没有在这个循环中再表现出来，在这个循环中，货币、商

品和生产要素只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互相交替的形式，过

去的价值量是和现在的已经变化的资本价值量相比较的。

贝利否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价值独立性，而把它

看作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幻想，他说：

“价值是同时存在的各商品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

交换”２９。

他这样说，是为了反对对不同时期的商品价值进行比较，这种

比较，只要把每个时期的货币价值固定下来，就仅仅是在不同时期

为生产同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消耗的比较。他的这种看法是由

他的总的误解产生的。他认为，交换价值＝价值，价值形式就是价

值本身；因此，如果商品价值不是能动地作为交换价值执行职能，

从而在实际上不能互相交换，那末，它们就是不能互相比较的。这

样，他就丝毫没有觉察到，只有价值在自己循环的不同阶段（决不

是同时存在的，而是相继进行的）保持着它自身的同一性，并且和

它自身进行比较，它才作为资本价值或资本执行职能。

为了纯粹地考察循环公式，仅仅假定商品按照价值出售是不

够的，还必须假定这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以Ｐ…Ｐ

形式为例，我们把生产过程范围内会使某个资本家的生产资本贬

值的一切技术革命撇开不说；把生产资本的各种价值要素的变动

对现有商品资本价值所产生的一切反作用（如果有商品资本的储

备，它的价值会因此提高或降低）也撇开不说。假定Ｗ′，１００００磅

纱，按照它的价值５００镑出售了；８４４０磅＝４２２镑，补偿Ｗ′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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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价值。但是，如果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提高了（我们这里

把单纯的价格波动撇开不说），那末，要全部补偿生产资本的要素，

这４２２镑也许就不够了，而必须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就被

束缚起来。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跌落了，情况就会相反，货币资本

就被游离出来。只有在价值关系保持不变时，过程才能完全正常

地进行；只有各种干扰在循环反复中被排除，过程才能够在事实上

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

本，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

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

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

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

这里要附带指出：生产要素的价值一有变动，Ｇ…Ｇ′形式同Ｐ

…Ｐ和Ｗ′…Ｗ′形式之间就会显示出差别。

在Ｇ…Ｇ′这一最初作为货币资本出现的、新投入的资本的公

式中，如果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了，那末，开办

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需要花费的货币资本，就会比价值降低

以前少，因为生产过程的规模（在生产力的发展不变的情况下）取

决于一定量劳动力所能掌握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取

决于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是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

价值只会影响价值增殖的量）。反过来说，如果形成生产资本要素

的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提高了，那末，开办一个具有这样规模的

企业，就需要较多的货币资本。在这两个场合，受影响的只是新要

投入的货币资本的量；如果新的单个产业资本的增加在某一生产

部门是按照通常的方式进行的，在第一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过

剩，在第二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被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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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Ｐ和Ｗ′…Ｗ′循环，只有在Ｐ和Ｗ′的运动同时就是积累

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追加的货币ｇ转化为货币资本时，才表现为

Ｇ…Ｇ′。如果撇开这点不说，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动对上述两

个循环的影响，就会不同于对Ｇ…Ｇ′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再把这

种价值变动对于已经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反作用

撇开不说。在这里，受到直接影响的，不是原来花费的资本，而是

处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是处在第一次循环中的产业资本，因而是

Ｗ′…Ｗ＜
Ａ
Ｐｍ，即商品资本向它的由商品组成的生产要素的再转

化。在价值降低（或价格降低）时，可能有三种情况：再生产过程以

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这时，原有货币资本的一部分被游离出来，

从而发生了货币资本的积累，但没有发生现实的积累（规模扩大的

生产），即没有发生先于和伴随这种积累的由ｇ（剩余价值）到积累

基金的转化；或者是再生产过程以大于过去的规模扩大，如果技术

的比例允许这样做；或者是原料等等有较大的储备。

在补偿商品资本的要素的价值提高时，情况则相反。这时，再

生产就不能再以正常的规模进行（例如工作时间会缩短）；或者为

了维持原有的规模，就必须使用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的束

缚）；或者如果有积累的货币基金，那它就全部或部分地用来维持

原有规模的经营，而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这也是货币资本

的束缚，不过在这里，追加的货币资本不是来自外部，来自货币市

场，而是来自产业资本家自己的资金。

但是，在Ｐ…Ｐ和Ｗ′…Ｗ′中，可能发生会引起变化的情况。

例如，我们的棉纺业主存有大量棉花（就是说，他的生产资本的一

大部分是棉花储备），他的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就会因棉花价格跌落

而贬值，相反，在棉花价格上涨时，他的生产资本的这个部分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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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就会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他把大量资本固定在商品资本的形式

上，例如固定在棉纱上，那末在棉花跌价时，他的商品资本的一部

分，从而一般来说，他的处在循环中的资本的一部分就会贬值。在

棉花价格上涨时，情况则相反。最后，在Ｗ′—Ｇ—Ｗ＜
Ａ
Ｐｍ过程中会

发生如下的情况：如果Ｗ′—Ｇ即商品资本的实现发生在Ｗ 的要

素的价值变动之前，那末，资本就只会按照第一种情况中所考察的

方式受到影响，也就是在第二流通行为Ｇ—Ｗ＜
Ａ
Ｐｍ中受到影响；

但是，如果价值变动发生在Ｗ′—Ｇ完成之前，那末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棉花价格的跌落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相应的跌落，反

之，棉花价格的上涨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的上涨。投入同一生产部门

的不同的单个资本所处的情况不同，它们所受的影响也可以极不

相同。——货币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同样可以由流通过程持续时

间不同，也就是由流通速度不同引起。但是，这是在考察周转时所

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在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

动时Ｇ…Ｇ′和循环过程其他两个形式之间所显示的实际区别。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已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

Ｇ—Ｗ＜
Ａ
Ｐｍ，流通阶段中，构成生产资料Ｐｍ的商品的很大一部分

本身是别人的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因此，从卖者的观点来看，就

发生了Ｗ′—Ｇ′，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这并不是绝

对的。相反，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

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

环，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

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

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

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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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

产品等等，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

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

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

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

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

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

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

以上就外国商品而言的，也同样适用于外国货币。正象商品资本

对外国货币只是执行商品职能一样，外国货币对商品资本也只是

执行货币职能；在这里，货币是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Ｇ—Ｐｍ行为一旦完成，商品（Ｐｍ）就不再是商品了，而

成为产业资本在它作为生产资本Ｐ的职能形式上的存在方式之

一。但是，商品的来源因此也就消失了；它们只是作为产业资本的

存在形式而存在，并且合并到产业资本中去。不过，为了补偿它

们，就必须再生产它们，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

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是，它的趋势是尽可能

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

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

义的商品生产。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进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

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第二，进入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商品（也包括可变资本在付给

工人之后为了再生产劳动力而转化成的必要的生活资料），不管其

来源如何，不管生产它们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已经以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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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形式，以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的形式，出现在产业资本面

前；商业资本，按它的性质来说，包括一切生产方式的商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的生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大

规模的出售为前提；因此是以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出售给消费者个

人为前提。如果这种消费者自己就是生产消费者，是产业资本家，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生

产资料，那末，也会发生一个产业资本家（以订货等形式）直接出售

给其他许多产业资本家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每个产业资本家就是

直接的出售者，就是自己的商人；在出售给商人的时候，也是这样。

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且随

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在解释资本主义

流通过程的某些方面时，有时假定商业存在，但在对资本主义流通

过程作一般分析时，我们假定是直接出售，没有商人作中介，因为

商人的中介会把运动的各种因素隐蔽起来。

我们来看看西斯蒙第，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有些天真：

“商业动用的资本是相当可观的，但乍一看来似乎并不构成我们曾详细

论述其运动的资本的任何部分。在呢绒商栈房中堆积的呢绒的价值，初看起

来似乎和年生产中富者为使贫者劳动而付给贫者的工资部分无关。然而，这

种资本只是补偿我们前面讲的另一个资本。为了清楚地理解财富的发展，我

们已经从财富的创造一直谈到财富的消费。例如，生产呢绒所用的资本在我

们看来总是一样的；在和消费者的收入进行交换时，它只是分成两个部分：一

部分以利润的形式，成了工厂主的收入，另一部分则以工人生产新呢绒时的

工资的形式，成了工人的收入。

但是，我们立即发现，为了大家的利益，最好使这个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

可以互相补偿，假如１０万埃巨足以保证工厂主和消费者之间的全部流通，最

好把这１０万埃巨在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平分。工厂主只要拥有三

分之一的资本，就能进行他拥有全部资本时才能进行的活动，因为他现在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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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制造出来以后，可以比他寻找消费者时快得多地找到商人来购买。批发

商的资本也可以快得多地用零售商的资本来补偿…… 预付的工资总额和

最后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应成为资本的利润。自从工厂主、批发

商和零售商分别执行他们的职能以来，这种利润就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了，

而完成的工作是一样的，虽然需要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需要三个资本部

分，而不是一个资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１卷第１３９、１４０页）。——“一

切〈商人〉都是间接参加生产；因为，既然生产的目的是消费，那就只有在把产

品送到消费者手里之后，生产才能算完成”（同上，第１３７页）。

在考察循环的一般形式时，总的说来，在这整个第二卷中，我

们所说的货币，是指金属货币，不包括象征性的货币，单纯的价值

符号（只是某些国家所特有的东西）和尚未阐明的信用货币。第

一，这是历史的进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信用货币还不起作

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第二，这个进程的必然性，在理论上由以下

的事实得到了证明：图克等人过去对信用货币的流通所作的一切

批判性的说明，迫使他们不得不再三回过去考察在单纯金属流通

的基础上事情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金属货币既能执

行购买手段的职能，也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为了简便起见，我

们在这第二卷中一般只谈它的前一种职能形式。

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单个循环过程的一部分的产业资本的流通

过程，如果只代表一般商品流通范围内的一个行为序列，那它是由

以前（第１卷第３章）已经阐明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货币的流通

速度越大，也就是说，每个单个资本经过它的商品或货币的形态变

化序列越快，同一货币量（比如５００镑）就越是使更多的产业资本

（或商品资本形式的单个资本）相继进入流通。因此，货币越是作

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也就是说，例如，在一个商品资本由它的生

产资料补偿时越是只需要支付抵账后的差额，支付期（例如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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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期）越短，同量资本价值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越小。另

一方面，假定流通速度和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必须作为货币资本流

通的货币量，就由商品的价格总额（价格乘商品总量）决定，或者，

假定商品的总量和价值已定，就由货币本身的价值决定。

但是，一般商品流通的规律，只有在资本流通过程形成简单流

通行为的序列时，才是适用的，而在简单流通行为的序列形成单个

产业资本循环的职能上确定的阶段时，却是不适用的。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最好考察具有不间断联系的流

通过程，这样的流通过程表现为以下两个形式：

（ ）Ｐ…Ｗ′

｛

—Ｇ′
 

Ｗ—

 

ｗ—

｛

 
 
Ｇ—Ｗ ＜

Ａ
Ｐｍ…Ｐ（Ｐ′）

 

ｇ—ｗ

（ ） Ｗ′

｛

—Ｇ′
 

Ｗ—

 

ｗ—

｛

 
 
Ｇ—Ｗ ＜

Ａ
Ｐｍ…Ｐ…Ｗ′

 

ｇ—ｗ 

作为一般的流通行为的序列，流通过程（不论是Ｗ—Ｇ—Ｗ，

还是Ｇ—Ｗ—Ｇ）只是代表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序列，其中

每一个形态变化又包含着别人的商品或和商品相对立的别人的货

币方面的相反的形态变化。

商品所有者方面的Ｗ—Ｇ就是买者方面的Ｇ—Ｗ；商品在

Ｗ—Ｇ中的第一形态变化，就是表现为Ｇ的商品的第二形态变

化。在Ｇ—Ｗ 中则适得其反。因此，既然资本家执行商品的买者和

卖者的职能，从而他的资本对别人的商品来说执行货币的职能，或

者对别人的货币来说执行商品的职能，那末，关于一个商品在一个

阶段上的形态变化和另一个商品在另一个阶段上的形态变化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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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所作的说明，对于资本流通也是适用的。但是，这种交错并非同

时就是资本的形态变化交错的表现。

第一，我们知道，Ｇ—Ｗ（Ｐｍ）可以代表不同单个资本的形态

变化的交错。例如，棉纱业主的商品资本棉纱有一部分要由煤炭

来补偿。他的资本的一部分处于货币形式，要由货币形式转化为

商品形式，而生产煤炭的资本家的资本却处于商品形式，因而要转

化为货币形式；同一个流通行为在这里表示两个（属于不同生产部

门的）产业资本的相反的形态变化，也就是表示这两个资本的形态

变化序列的交错。但是，我们知道，Ｇ转化成的Ｐｍ，不必是绝对意

义上的商品资本，也就是说，不必是产业资本的职能形式，不必是

资本家生产出来的东西。这里总是一方面的Ｇ—Ｗ，另一方面的

Ｗ—Ｇ，但并不总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其次，Ｇ—Ａ，劳动力的

购买，决不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因为劳动力固然是工人的商

品，但只有卖给了资本家，才变为资本。另一方面，在Ｗ′—Ｇ′过程

中，Ｇ′不必是转化了的商品资本；它可以是商品劳动力转化成的

货币（工资），或者是独立劳动者、奴隶、农奴或公社所生产的产品

转化成的货币。

第二，即使我们假定世界市场的全部生产都是按资本主义方

式经营的，对于在一个单个资本流通过程内发生的任何形态变化

所起的职能上确定的作用来说，也决不要求这种形态变化在另一

个资本的循环上代表相应的相反形态变化。例如，在Ｐ…Ｐ循环

中，Ｗ′转化成的货币Ｇ′，从买者方面看，可以只是他的剩余价值

转化成的货币（如果商品是消费品）；或者在Ｇ′—Ｗ′＜
Ａ
Ｐｍ中（因

而，这里进入的是已积累的资本），对Ｐｍ的卖者来说，Ｇ′可以仅仅

作为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而进入他的资本流通，或者它可以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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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花掉而根本不再进入他的资本流通。

因此，社会总资本——单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只是独立执

行职能的组成部分——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怎样互

相补偿的问题（无论说的是资本还是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

的简单的形态变化的交错得到说明，这种交错是资本流通行为和

其他一切商品流通所共有的，这里需要用另一种研究方式。在这

个问题上，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是满足于使用一些空洞的词句，只

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词句不过是包含一些不确定的观念，这些观

念只是从一切商品流通所具有的形态变化交错中套用来的。

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

是：一方面，生产资本的形成要素必须来自商品市场，并且不断从

这个市场得到更新，作为商品买进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产品

则作为商品从劳动过程产生出来，并且必须不断作为商品重新卖

出去。例如，我们把苏格兰低地的现代租地农场主和欧洲大陆的

旧式小农比较一下。前者出售他的全部产品，因而必须在市场上

补偿它的全部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后者则是直接消费他的产品的

绝大部分，尽量少买少卖，只要有可能，就自己造工具、做衣服等

等。

据此，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

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

第一，这三个形式并不代表对等的发展阶段。所谓信用经济

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

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

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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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

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人们根据同样的理由，似乎也可以把

自然经济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作为对等的东西，和这两种经济

对立起来。

第二，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

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

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所以，在考察第

一个范畴时，似乎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似乎应该是交换经济，而

不是自然经济。象秘鲁印加国３０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就

不属于这些范畴中任何一个范畴了。

第三，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产品在各种各样的

社会生产机体中表现为商品。这样，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的，

似乎只是产品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从而，

产品本身的形成要素以怎样的规模必须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再

进入产生它的经济中去。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产，但

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中之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

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即他的劳动力的

职能，并且如我们所假定的，是按照由它的再生产费用决定的它的

价值出卖的。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

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

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

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

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

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此外，不是把生产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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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

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

经。（７）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小于他从流通中取出的

价值，这是因为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大于他以商品形式

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既然他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

产业资本家执行职能，他对商品价值的供给，总是大于他对商品价

值的需求。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

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转化为

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从劳动力取

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他

实际上必定是“贱买贵卖”，但是，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因

为他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所购买的价值较小因而较廉价

的商品，转化为价值较大因而较贵的商品。他之所以卖得贵，不是

因为他的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而是因为所卖商品的价值大于

它的生产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

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

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

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

供给超出他的需求。

就单个资本家来说是如此，就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如此。

就资本家仅仅是产业资本的人格化来说，他自己的需求就只

（７） 以上是第Ｖ稿。——以下至本章末，是１８７７年或１８７８年一个笔记本上的

读书摘要中的一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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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他对Ｐｍ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

小于他的预付资本；他所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小于他的资本的价

值，因而，比他所供给的商品资本的价值还要小得多。

至于他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是由可变资本对总资

本的比例，即＝ｖ∶Ｃ决定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按比例来

看，这种需求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增长得较少。他对Ｐｍ

的购买越来越大于对Ａ的购买。

既然工人把他的工资几乎全部转化为生活资料，并且最大部

分转化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间

接地也就是对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的需求。但是，这个

需求＝ｖ，丝毫也不会更多（如果工人把他的一部分工资储蓄起

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撇开一切信用关系，——那就是说，他把

一部分工资转化为贮藏货币，就这部分来说，他不作为需求者即买

者出现）。资本家需求的最大界限＝Ｃ＝ｃ＋ｖ，但他的供给＝ｃ＋ｖ

＋ｍ；因此，如果他的商品资本的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他的需

求就＝８０ｃ＋２０ｖ，因而从价值上看，比他的供给小１５。他所生产的

ｍ量的百分比（利润率）越大，他的需求同他的供给相比就越小。

虽然资本家对劳动力从而间接地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随着生

产的发展，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越来越小，但是另一方面不

要忘记，按每日计算，他对Ｐｍ的需求总比他的资本小。因此，他对

生产资料的需求，在价值上必然总是小于用等量资本在其他条件

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生产而供给他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产品。

至于供给他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不是一个资本家，而是许多资本家，

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假定他的资本是１０００镑，其中不变部

分＝８００镑，那末，他对所有这些资本家的需求＝８００镑；这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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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每１０００镑（不论他们每人各占多少，也不论他们每人所有的

量在他的总资本中占多大部分）总共提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利

润率不变时，总是１２００镑；因此，他的需求只是抵销他们的供给的

２
３，而他自己的总需求，从价值量来看，只是＝他自己的供给的

４
５。

现在，我们还必须附带提前考察一下资本的周转。假定资本

家的总资本为５０００镑，其中４０００镑为固定资本，１０００镑为流动

资本；按照上面的假定，这１０００镑＝８００ｃ＋２００ｖ。他的流动资本必

须每年周转五次，他的总资本才会每年周转一次；这时，他的商品

产品＝６０００镑，比预付资本大１０００镑，由此又得出了和上面一样

的剩余价值的比例：

５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ｍ＝１００（ｃ＋ｖ）∶２０ｍ。可见，这种周转不会改变

他的总需求对他的总供给的比例，前者仍然比后者小１５。

假定他的固定资本每十年要更新一次。因此，他每年要提出

１
１０＝４００镑作为折旧费。这样，经过一年，他还有３６００镑固定资本

＋４００镑货币的价值。如果需要修理，并且这种修理不超出平均程

度，那末，修理费用仅仅是他以后才进行的投资。我们可以这样来

看，好象他在确定他的进入年商品产品中的投资价值时已经预先

把这种修理费用计算在内，因而已经包含在１１０的折旧费中了。（如

果事实上修理需要在平均程度以下，那就会成为他的利益；如果在

平均程度以上，那就会成为他的损失。但是，这种得失对从事同一

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整个阶级来说，是会互相抵销的。）总之，虽

然在他的总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每年的需求仍然＝５０００镑，等

于他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但是，这种需求对流动资本部分来说是

增大了，对固定资本部分来说则是不断减少。

现在我们来谈再生产。假定资本家把剩余价值ｇ全部花掉，

６３１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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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把原来的资本量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时资本家的需求和供

给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从他的资本的运动来说，就不是如

此；作为资本家，他的需求只相当于他的供给的４５（按照价值量）；

１
５是他作为非资本家花掉的，不是花在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上，而

是花在他的个人需要或享受上。

因此，他的计算用百分比表示如下：

作为资本家，需求＝１００  供给＝１２０

作为享受者，需求＝ ２０  供给＝ —

合计需求＝１２０  供给＝１２０

这个假定等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从而假定产业资本

家本身不存在。因为只要假定动机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而是享受，

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

但是，这个假定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资本家不仅必须形

成一个准备资本，以应付价格的变动并等待买卖上最有利的行情；

他必须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并把技术的进步合并到他的生产机

体中去。

为了积累资本，他首先就要从流通中取出从流通中流到他手

里的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达到扩大旧企业或分设新

企业所需的金额以前，使它作为贮藏货币去增加。只要货币贮藏

继续进行，它就不会增加资本家的需求；货币停止流通；他为提供

的商品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了货币等价物，但并没有为这个货币等

价物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

这里撇开信用不说；例如，资本家随着货币的积累，把货币作

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银行，这就是属于信用范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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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流 通 时 间（８）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阶段的运动，

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

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

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

生产时间当然包括劳动过程期间，但劳动过程期间并不包括

全部生产时间。首先我们记得，一部分不变资本存在于机器、建筑

物等等劳动资料中。它们会在不断重新反复的同一劳动过程中起

作用，直到寿命终结为止。劳动过程的周期性中断，例如在夜间，

虽然会使这些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但劳动资料仍然留在生产场

所。劳动资料不仅在执行职能时属于生产场所，在它不执行职能

时也是属于生产场所。另一方面，资本家必须储备一定量的原料

和辅助材料，以便生产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按照预定的规模进

行，而不受每日市场供应的偶然情况的影响。原料等等的这种储

备，只是逐渐地在生产中消费掉。因此，在它的生产时间（９）和职

（８） 以下是第 稿。

（９） 生产时间这个名词在这里要在能动的意义上去理解。在这里，生产资料的生

产时间，不是指生产生产资料所需的时间，而是指生产资料参加一个商品产品的生产

过程的时间。——弗·恩·

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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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时间之间，就产生一种差别。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一般包

括：１．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起作

用的时间；２．生产过程中断，从而并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职能

中断的休止时间；３．生产资料作为过程的条件虽已准备好，即已经

代表生产资本，但尚未进入生产过程的时间。

以上所说的那种差别，都是指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领域内的

时间和它停留在生产过程内的时间之间的差别。但是，生产过程

本身也会使劳动过程从而使劳动时间发生中断，在这个间歇期间，

劳动对象听任物理过程对它发生作用，而没有人类劳动参加进去。

在这种场合，虽然劳动过程从而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资料的职能中

断了，但生产过程从而生产资料的职能却继续下去。例如，播在地

里的谷种，藏在窖中发酵的葡萄酒，许多制造厂（例如制革厂）中听

任化学过程发生作用的劳动材料，就是这样。在这里，生产时间比

劳动时间长。二者的差，就是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这个

超过部分总是由以下的事实产生的：生产资本潜在地处在生产领

域内，但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执行职能；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

能，但不处在劳动过程中。

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准备好的那部分潜在生产资本，

如纺纱厂的棉花、煤炭等等，既不起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也不起

价值形成要素的作用。它是闲置的资本，虽然它的闲置是使生产

过程连续不断进行的一个条件。为保存生产储备（潜在资本）而必

需的建筑物、装置等等，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从而也是预付生产资

本的组成部分。它们的职能，是在预备阶段保存生产的各个组成

部分。如果在这个阶段上劳动过程是必要的，它就使原料等等变

贵，但它是生产劳动，并且形成剩余价值，因为这种劳动同一切其

９３１第五章 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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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雇佣劳动一样，有一部分是没有报酬的。在整个生产过程的

正常中断期间，即生产资本不执行职能的间歇期间，既不生产价

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由此就产生了使工人在夜间也劳动的欲

望。（第１卷第８章第４节）——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必须

经历的劳动时间的间歇，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但它

促进产品的完成，成为产品生涯的一部分，是产品必须经过的一个

过程。装置等等的价值，按照它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转移到产

品中去；产品是由劳动本身安置在这个阶段中的，这些装置的使用

是生产的条件，正如一部分棉花变成棉屑，不加入产品，但仍把自

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是生产的条件一样。另一部分潜在资

本，如建筑物、机器等等，即那些只是由于生产过程有规则的休止

才中断自身职能的劳动资料，——由生产的缩减、危机等等引起的

不规则的中断，是纯粹的损失，——只加进价值，不加入产品的形

成；它加进产品的总价值，由它的平均寿命决定；它会丧失价值，因

为它在执行职能时和在不执行职能时都会丧失使用价值。

最后，即使劳动过程中断，但继续留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变资本

部分的价值，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再现。各种生产资料在这里

被劳动本身安置在某些条件下，让它们自己经过一定的自然过程，

其结果是产生某种有用的效果或改变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当

劳动把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实际有目的地消费时，总是把它们的价

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在这里，不论劳动必须借助劳动资料不断作

用于劳动对象，以产生这种效果，还是劳动只需给个推动力，把生

产资料安置在一定条件下，使生产资料由于自然过程的作用，无需

再加劳动，自己发生预想的变化，情况都是如此。

不管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各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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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只形成潜在的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处在现实生产过程的预

备阶段；或者是它们本身的职能在生产过程中因生产过程休止而

中断；最后，或者是生产过程本身造成劳动过程的中断，——无论

在哪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都不起劳动吸收器的作用。它们不吸

收劳动，也就不吸收剩余劳动。因此，当生产资本处在超过劳动时

间的那一部分生产时间时，即使价值增殖过程的完成和它的这种

休止是不可分离的，生产资本还是不会增殖。显然，生产时间和劳

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

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

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不过，资本的生产时间虽然可以和

它的劳动时间不一致，但前者总是包含后者，而且超过的部分本身

就是生产过程的条件。因此，生产时间总是指这样的时间，在这个

时间内，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并自行增殖，因而执行生产资本的职

能，尽管它也包含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是潜在的，或者

也进行生产但并不自行增殖。

在流通领域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存在的。资

本的两个流通过程是：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

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里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

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价值转化为，或再

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形式，这种情况丝毫也不影响如下的

事实：这些过程，作为流通过程，是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过程。

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

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如

果我们考察循环的最简单形式，也就是总资本价值每次都是一下

１４１第五章 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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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由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那就很清楚，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

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并且生产过

程的更新根据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而或快或慢。相反，如果资本

的不同部分是相继通过循环的，也就是总资本价值的循环是在资

本的不同部分的循环中依次完成的，那就很清楚，资本的各组成部

分在流通领域不断停留的时间越长，资本在生产领域不断执行职

能的部分就必定越小。因此，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

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

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资本在流通中

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

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

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

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

料，那末，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

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

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

短成比例。而这种持续时间的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以极不相同，

因而对资本的生产时间限制的程度也可以极不相同。但是政治经

济学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也就是流通时间对资本增殖过程的作

用。它把这种消极的作用理解为积极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的结

果是积极的。并且因为这种假象似乎证明了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

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

动的剥削无关，所以，政治经济学就更是抓住这个假象不放。我们

以后会看到，甚至科学的经济学也不免受这种假象迷惑。以后也

会表明，这种假象由于下述各种现象而根深蒂固：１．资本主义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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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计算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消极的原因被当作积极的原因，因为

对于那些处在只是流通时间不同的各种投资领域的资本来说，较

长的流通时间成了价格提高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成了利润平均

化的原因之一。２．流通时间只是周转时间的一个要素；而周转时

间包含生产时间或再生产时间。由周转时间引起的事情，好象是

由流通时间引起的。３．商品要转变为可变资本（工资），先要转化

为货币。这样，在资本积累上，商品转变为追加可变资本是在流通

领域内，在流通时间中发生的。因此，由此产生的积累，好象也是

由流通时间引起的。

资本在流通领域内，不管按这个序列还是那个序列，总是要通

过Ｗ—Ｇ和Ｇ—Ｗ 这两个对立的阶段。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也

分成两个部分，即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

品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在分析简单商品流通（第１卷第３章）时已

经知道，Ｗ—Ｇ即卖，是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因此，在通常

的情况下，也占流通时间较大的部分。作为货币，价值处在随时可

以转化的形式。作为商品，它必须先转化为货币，才取得这种可以

直接交换，从而随时可用的形式。可是，问题在于：在资本的流通

过程中，在它的Ｇ—Ｗ 阶段上，它要转化成在一定投资场所形成

生产资本的一定要素的商品。生产资料也许在市场上还没有，还

必须生产出来，或者要取自远方市场，或者它们的通常供给出现了

障碍，价格发生了变动等等，总之，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情

况在Ｇ—Ｗ 这个简单形式变换中看不出来，但会使流通阶段的这

个部分耗费的时间时而较长，时而较短。象Ｗ—Ｇ和Ｇ—Ｗ 可以

在时间上分离一样，Ｗ—Ｇ和Ｇ—Ｗ 也可以在空间上分离，购买

市场和销售市场可以是空间上不同的市场。例如就工厂来说，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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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者和推销者甚至往往是不同的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

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再生

产过程包含资本的两种职能，因而也包含这两种职能有人代表的

必要性，不管是由资本家自己代表，还是由雇佣工人，即由资本家

的代理人代表。然而，这并不是把流通当事人和生产当事人混淆

起来的理由，正如不是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职能同生产资本

的职能混淆起来的理由一样。流通当事人必须由生产当事人支付

报酬。不过，如果说互相买卖的资本家，通过这种行为，既不创造

产品，也不创造价值，那末，即使他们的营业规模使他们能够或必

须把这种职能委托给别人，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有

些营业中，采购者和推销者的报酬，是用利润分成的办法支付的。

他们的报酬是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消费者只

有作为生产当事人给自己生产了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或者要末凭

法律证书（例如作为生产当事人的股东等），要末靠个人服务，从生

产当事人那里占有了这种等价物，他才能支付这种报酬。

Ｗ—Ｇ和Ｇ—Ｗ 之间存在一种区别，这种区别与商品和货币

之间的形式区别无关，而是由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生的。不论

是Ｗ—Ｇ，还是Ｇ—Ｗ，就它们本身看，都只是一定价值由一种形

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但是，Ｗ′—Ｇ′同时是Ｗ′所包含的剩余价

值的实现。Ｇ—Ｗ 则不是这样。因此，卖比买更为重要。Ｇ—Ｗ，在

正常条件下，对于表现为Ｇ的价值的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行为，但

它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导论，而不是它的补

遗。

商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使商品资本

的流通Ｗ′—Ｇ′受到一定的限制。商品会自然消灭。因此，如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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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没有按照它们的用途，在一定时期内，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

费，换句话说，如果它们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卖掉，它们就会变坏，并

且在丧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就丧失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

的属性。商品中包含的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增长的剩余价值，都

将丧失。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不断再生产，也就是由同种或别

种新的使用价值来补偿，才是恒久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

者。而使用价值以完成的商品形式出售，从而由此进入生产消费

或个人消费，是它们的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它们必须在一定

时间内变换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以便在一种新的使用形式上继

续存在。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它的物体的这种不断更新才能够保

持。商品不同，使用价值变坏的快慢程度也就不同；因此，在使用

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经过的时间，可以长短不等；因此，它们能

够以长短不等的时间，作为商品资本停留在Ｗ—Ｇ流通阶段，作

为商品经受长短不等的流通时间，而不致消灭。由商品体本身的

易坏程度所决定的商品资本流通时间的界限，就是流通时间的这

一部分或商品资本作为商品资本能够经过的流通时间的绝对界

限。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生产出来越要赶快消费，赶快卖掉，它

能离开产地的距离就越小，它的空间流通领域就越狭窄，它的销售

市场就越带有地方性质。因此，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它的物理性

能对于它作为商品的流通时间的绝对限制越大，它就越不适于成

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这种商品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

随着产销地点的距离由于运输工具的发展而缩短时，才能成为资

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而一种物品的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人口

稠密的地点，甚至能够为这样一类产品，如大啤酒厂、牛奶厂生产

的产品，造成较大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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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流 通 费 用

．纯粹的流通费用

１．买 卖时 间

资本由商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的形式转化，同时就是资

本家的交易，即买卖行为。资本的这种形式转化进行的时间，从主

观上，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就是买卖时间，就是他在市场上执行

卖者和买者的职能的时间。正象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再生产时

间的一个必要部分一样，资本家进行买卖，在市场上奔走的时间，

也是他作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的一个必

要部分。这是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

｛因为我们假定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所以，这些行为只

是指同一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由商品形式转化

为货币形式和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只是指一种状态变化。

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价值量在买者和卖者手里都不发

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它的存在形式。如果商品不是按照它们

的价值出售，转化了的价值的总额仍旧不变；一方面的增加，就是

另一方面的减少。

６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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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形态变化Ｗ—Ｇ和Ｇ—Ｗ，是买者和卖者之间进行的

交易；达成交易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因为在这里进行着斗争，每

一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生意人碰在一起，就象“希腊人遇到希腊

人就发生激战”３１一样。状态的变化花费时间和劳动力，但不是为

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

这里，事情并不因双方都想借此机会占有超额的价值量而发生变

化。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正象花费

在诉讼程序上的劳动并不增加诉讼对象的价值量一样。这种劳动

对于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即对于包含着流通或被

包含在流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它

同比如说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一样。这种燃烧劳

动，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例如，要把

煤炭当作燃料来用，我就必须使它同氧气化合，为此，必须使它由

固体状态转化为气体状态（因为在燃烧的结果碳酸气中，煤炭处于

气体状态），也就是使煤炭的存在形式或状态发生物理变化。在进

行新的化合之前，结合为固体的碳分子必须分离，碳分子本身必须

分解为单个的原子。这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的消耗不

转化为热，而是热的一种扣除。因此，如果商品所有者不是资本

家，而是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那末，买卖所费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劳

动时间的一种扣除，因而，他们总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力图把这种

事情留到节日去做。

当然，资本家手里的商品交易具有的规模，不会使那种并不创

造价值而只是促成价值的形式变换的劳动，转化为创造价值的劳

动。即使职务转移了，就是说，产业资本家并不亲自从事那种“燃

烧劳动”，而把它变为由他们付酬的第三者的专业，也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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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体的奇迹。这些第三者当然不是因为爱上资本家的美丽的

眼睛而让他们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一个地主的收租人或一个银行

的差役的劳动不会使他们所收的租或成袋地运往另一银行的金币

增加分毫，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关系的。｝（１０）

对于使别人为自己劳动的资本家来说，买卖成了一种主要职

能。因为他按巨大的社会的规模占有许多人的产品，所以，他也得

按同样的规模出售这些产品，然后重新把货币转化为各种生产要

素。和以前一样，买卖时间并不创造价值。错觉是从商人资本的职

能产生的。但是，在这里，即使对这个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考察，事

情本来就很清楚：如果一种职能本身是非生产的，然而是再生产的

一个必要的因素，现在这种职能由于分工，由多数人的附带工作变

为少数人的专门工作，变为他们的特殊行业，那末，这种职能的性

质本身还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商人（在这里只是看作商品的形式

转化的当事人，只是看作买者和卖者）可以通过他的活动，为许多

生产者缩短买卖时间。因此，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器，它能减少

力的无益消耗，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１１）

（１０） 括号里的几段采自第 稿末尾的一个注。

（１１） “各种商业费用虽属必要，但应看作是一种繁重的负担。”（魁奈《经济表的

分析》，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第７１页）——在魁奈看来，商人

之间的竞争带来的“利润”，即竞争迫使他们“降低的他们的报酬或收入……严格地说，

不外就是直接出售者和消费购买者的损失的减少。但是，无论我们把商业本身简单地

看作是与运输费用无关的交换，还是把它看作是和运输费用结合在一起的交换，商业

费用损失的减少，并不是现实产品，或者并不是由商业引起的财富的增长”（第１４５、１４６

页）。“如果没有什么中介费用，商业费用总是由得到买者支付的全部价格的产品出售

者负担。”（第１６３页）“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者是工资的支付人，商人是工资的领取人。”

（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

部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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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简便起见（因为我们以后才把商人当作资本家和商人资

本来考察），我们假定，这种买卖的当事人是出卖自己劳动的人。

他在Ｗ—Ｇ和Ｇ—Ｗ 活动上，耗费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因

此，他以此为生，就象别人靠纺纱或制药丸为生一样。他执行一种

必要的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含非生产职能。他和别人一

样劳动，不过他的劳动的内容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他本

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他的作用，不是使一种非生产职能

转化为生产职能，或使非生产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如果这种转

化能够通过职能的这种转移来完成，那真是奇迹了。他的作用宁

可说是使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

非生产职能上。不仅如此。我们不妨假定，他只是一个雇佣工人，

他的报酬尽可比较优厚。不管他的报酬怎样，他作为一个雇佣工

人，总有一部分时间是无偿地劳动的。他也许每天干了十小时而

得到八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他从事的两小时剩余劳动，和他

的八小时必要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虽然由于这八小时必要劳动，

社会产品有一部分转移给他了。第一，和以前一样，从社会的观点

看，一个劳动力在十小时内耗费在这个单纯的流通职能上。它不

能用于别的目的，不能用于生产劳动。第二，社会对这两小时的剩

余劳动没有支付报酬，虽然这种剩余劳动已经由提供这种劳动的

这个人耗费了。社会并没有因此占有任何超额的产品或价值。但

是，这个人所代表的流通费用减少了五分之一，由十小时减为八小

时。社会对以他为当事人的这一现实的流通时间的五分之一，没

有支付等价物。但是，既然这个当事人是由资本家使用的，资本家

会由于未对这两小时支付报酬而减少他的资本的流通费用，而这

种费用是对他的收入的扣除。对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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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因为他的资本在价值增殖上所受的消极限制缩小了。当独立

的小商品生产者把他们的一部分时间耗费在买卖上的时候，这种

时间或者在他们的生产职能的间歇期间耗费的时间，或者是他们

的生产时间的损失。

无论如何，用在买卖上的时间，是一种不会增加转化了的价值

的流通费用。这种费用是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变为货币形式所必要

的。如果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是流通当事人，那末，他同直接的

商品生产者的区别只是在于，他的买卖规模较大，因而他作为流通

当事人执行职能的范围较大。一旦他的营业范围使他必须购买或

者能够购买（雇用）雇佣工人来充当他的流通当事人，事情的本质

也不会发生变化。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必须以某种程度耗费在流通

过程（就它只是形式转化来说）上。但是，现在这种耗费表现为追

加的资本支出；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必须用来购买这种仅仅在流通

中执行职能的劳动力。资本的这种预付，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

价值。它相应地缩小预付资本生产地执行职能的范围。这就好象

是把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一种机器，用来买卖产品的其余部分。

这种机器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虽然能够减少在流通中耗费的劳

动力等等，但不参加生产过程。它只是流通费用的一部分。

２．簿  记

劳动时间除了耗费在实际的买卖上外，还耗费在簿记上；此

外，簿记又耗费物化劳动，如钢笔、墨水、纸张、写字台、事务所费

用。因此，在这种职能上，一方面耗费劳动力，另一方面耗费劳动

资料。这里的情况和买卖时间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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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

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

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

中。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

定和控制的。这样，生产的运动，特别是价值增殖的运动，——在这

里，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只是这样一种物品的名字，这种物品的

观念的价值存在固定为计算货币，——获得了反映在观念中的象

征形象。在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例如农民；只有资本

主义农业，才产生使用簿记的租地农场主），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

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来的时候，很明显，他

的这种职能和他执行这种职能所消耗的劳动资料，如纸张等等，都

是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的追加消耗。这种消耗是必要的，但是既要

从他能用于生产的时间中扣除，又要从那种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执

行职能的、参加产品和价值的形成过程的劳动资料中扣除。（１２）不

论这种职能集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手中，不再是许多小商品

生产者的职能，而是一个资本家的职能，是一个大规模生产过程内

部的职能，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规模；还是这种职能不再是生产职能

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

当事人的独立的职能，——这种职能本身的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

（１２） 在中世纪，我们只在修道院中发现农业的账簿。但是，我们知道（第１卷第

３４３页３２），在远古的印度公社中，已经有一个农业记账员。在那里，簿记已经独立为一

个公社官员的专职。由于这种分工，节约了时间、劳力和开支，但是，生产和记载生产的

簿记，终究是两回事，就象给船装货和装货单是两回事一样。充当记账员的那一部分公

社劳动力，是从生产中抽出来的。他执行职能所需的各种费用，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来

补偿，而是由公社产品的扣除来补偿的。只要作些适当的修改，资本家的簿记人员的情

况，就和印度公社的记账员的情况相同。（采自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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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种职能就其本身来说，也就是在它独立出来以前，不形

成产品和价值，那末，分工，这种职能的独立，并不会使这种职能形

成产品和价值。如果一个资本家新投入资本，他就必须把一部分

资本投在雇用记账员等等和购置簿记用品上。如果他的资本已经

执行职能，处在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那末，他就必须使他的商品

产品的一部分，通过转化为货币，不断再转化为记账员、事务员等

等。这部分资本是从生产过程中抽出来的，它归入流通费用，归入

总收益的扣除部分。（专门用于这一职能的劳动力本身也包括在

内。）

但是，簿记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或劳动时间的非生产耗费，同

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毕竟有一定的区别。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

只是由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而产生，是由这个生产过程是

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产生。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

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

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

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但是，簿记的

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

用也就越少。

我们这里谈的，只是由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所产生的流通

费用的一般性质。这里用不着考察这些流通费用的各种详细形

式。但是，这些属于价值的纯粹的形式转化的范围，从而产生于生

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的流通费用形式，在单个商品生产者那里

只是转瞬即逝的、几乎觉察不到的要素，是同他的生产职能并行或

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些形式在表现为巨额的流通费用时，却可以令

人触目惊心，在单纯的货币收支上，一旦这种业务作为银行等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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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企业的出纳员的专门职能而独立和大规模集中，我们就看到

这一点。要牢记的是，这些流通费用不会因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其

性质。

３．货  币

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

式，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它的价

值观念地存在于价格中，这个价格丝毫不改变它的现实使用形式。

但是，某些商品，如金和银，执行货币的职能，并且作为货币专门留

在流通过程（也作为贮藏货币、准备金等等留在流通领域，虽然是

以潜在的形式），这纯粹是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即商品生产过

程的产物。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

形式，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从而必须取得货币形式，

因为商品总量，即社会财富中执行商品职能的部分不断增大，所

以，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准备金等等职能的金银量也不断增

大。这些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生产

消费。这是固定在充当单纯的流通机器的形式上的社会劳动。除

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束缚于这种非生产的形式之外，货币的磨

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或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形式的社会劳动，转

化为更多的金和银。这种补偿费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是很

可观的，因为一般说来被束缚在货币形式上的财富部分是巨大的。

金和银作为货币商品，对社会来说，是仅仅由生产的社会形式产生

的流通费用。这是商品生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随着商品生

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它是社会财富中必

３５１第六章 流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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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
（１３）

．保 管 费 用

由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

用，不加入商品价值。就资本家来考察，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

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我们现在考察的那

些流通费用的性质则不同。它们可以产生于生产过程，这种生产

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续进行，因此，它的生产性质只是被流通的形

式掩盖起来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观点看，它们又可以是单纯的

费用，是活劳动或物化劳动的非生产耗费，但是正因为这样，对单

个资本家来说，它们可以起创造价值的作用，成为他的商品出售价

格的一种加价。这种情况已经来源于以下事实：这些费用在不同

的生产领域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领域，对不同的单个资本来说，

有时也是不同的。这些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时，会按照各个资

本家分担这些费用的比例进行分配。但是，一切追加价值的劳动

也会追加剩余价值，并且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总要追加剩余价值，因

为劳动创造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本身的量，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则

取决于资本家付给劳动的报酬额。因此，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

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

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把这些

（１３） “一国内流通的货币，是该国资本的一定部分，这部分完全从生产用途中抽

出来，以便促进或提高其他部分的生产率；因此，为了使金充当流通手段，必须有一定

量的财富，这就好象为了制造一台机器，以促进任何另一种生产，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

一样。”（《经济学家》３３第５卷第５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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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这种加价，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所

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险公司把单

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

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

１．一般储备的形成

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或停留在市场上时，也就是，在产品

处在它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和它进入的消费过程之间的间隔时

间，产品形成商品储备。商品资本，作为市场上的商品，从而作为

储备形式的商品，在每个循环中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处在过程中

的、其循环正被考察的资本本身的商品产品；另一次相反是作为另

一个资本的商品产品，这种产品必须出现在市场上，以便被购买，

并转化为生产资本。当然，后面这种商品资本可能只是根据订货

生产的。如果这样，在它被生产出来以前，就会发生中断。然而，生

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产资料）不

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资本还包括对劳动力的购

买，在这里，货币形式只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形式，这种生活资料的

大部分，工人必须在市场上找到。我们在本节后面还要详细说明

这个问题。在这里，下面这一点已经清楚了。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

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这个资本价值已经转化为商品产品，现在

必须出售，再转化为货币，因而现在在市场上执行商品资本的职

能，那末，商品资本形成储备的状态，是市场上的一种违反目的的

非自愿的停滞状态。出售越迅速，再生产过程就越流畅。Ｗ′—Ｇ′

这一形式转化的停滞，会妨碍要在资本循环中进行的现实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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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换，妨碍资本进一步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对Ｇ—

Ｗ 来说，商品不断存在于市场，即商品储备，却是再生产过程不断

进行，新资本或追加资本得以使用的条件。

商品资本要作为商品储备停留在市场上，就要有建筑物，栈

房、储藏库、货栈，也就是要支出不变资本，还要对把商品搬进储藏

库的劳动力付给报酬。此外，商品会变坏，会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

影响。为了保护商品不受这些影响，要投入追加的资本，一部分投

在劳动资料上，即物的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劳动力上。（１４）

可见，资本在商品资本形式上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存在，产生

了费用，因为这些费用不属于生产领域，所以算作流通费用。这类

流通费用同第一节所说的流通费用的区别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

上加入商品价值，因此使商品变贵。在任何情况下，为保存和保管

这种商品储备而耗费的资本和劳动力，总是从直接的生产过程抽

出来的。另一方面，这里使用的资本，包括作为资本组成部分的劳

动力，必须从社会产品中得到补偿。因此，这些资本的支出所产生

的影响，就象劳动生产力降低一样，因而，要获得一定的有用效果，

就需要更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这是非生产费用。

如果形成商品储备所需要的流通费用，只是产生于现有价值

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间，就是说，只是产生于生产过程

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只是由于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因此必须转

（１４） 据柯贝特对１８４１年９个月期间小麦储存费用的计算，数量的损失占１２％，

小麦价格的利息占３％，仓库租金占２％，筛选和运输的费用占１％，卸货的费用占
１
２％，共计占７％，或者说，在每夸特小麦价格５０先令中占３先令６便士。（托·柯

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１４０页］）按照利物浦市商人

向铁道委员会提出的证词，１８６５年谷物储存的（纯）非生产费用，每月为每夸特２便士，

或每吨９—１０便士。（《皇家铁道委员会》１８６７年，证词第１９页第３３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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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货币），那末，这些流通费用和第一节所列举的流通费用的性

质就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商品价值在这里被保存或者增加，只是

因为使用价值，产品本身，被置于一定的、需要有资本支出的物质

条件下，并且必须经历那些有追加劳动作用于使用价值的操作。

相反，商品价值的计算，记载这一过程的簿记，买卖交易，却不会在

商品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上发生作用。这些事情只是同商品

价值的形式有关。因此，虽然在我们假定的场合，花费在储备（在

这里是非自愿的）上的非生产费用只是产生于形式转化的停滞和

必要性，但是，这些费用和第一节所说的非生产费用仍然不同，这

些费用的目的本身不是价值的形式转化，而是价值的保存，而价值

存在于作为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中，因而只有通过产品的保

存，使用价值本身的保存，价值才能得到保存。在这里，使用价值

既没有提高，也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但是，它的减少受到了限

制，它被保存下来。在这里，商品中存在的预付价值，也没有增加。

但是，加进了新的劳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现在要进一步研究，这种非生产费用在什么程度内，产生于一

般商品生产和普遍绝对形式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

有性质；另一方面，又在什么程度内，为一切社会生产所共有，而在

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是取得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特殊的

表现形式。

亚·斯密曾提出一种荒诞的见解，认为储备只是资本主义生

产所特有的现象。（１５）相反，现代经济学家，例如莱勒，则断言储备

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西斯蒙第甚至认为这是资本

（１５） 第２卷序论。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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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的一个缺陷。
３５

实际上，储备有三种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

形式，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虽然就绝对量来说，三种形式

的储备可以同时增加，但是一种形式的储备会在另一种形式的储

备增加时相对地减少。

不言而喻，在生产是直接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只有很小一部分

是为了交换或出售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社会产品全部不采取商品

形式，或者只有很小的部分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商品形式的储备

或商品储备只是财富的很小的、微小的部分。但是，消费基金，特

别是真正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基金，在这里相对地说却是很大的。

我们只要看一下古代的农民经济。在那里，产品的绝大部分正因

为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所以不形成商品储备，而直接转化为备用

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它不采取商品储备的形式，并且正因为

这样，亚·斯密就认为，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不存在储

备。亚·斯密把储备的形式同储备本身混淆起来了，并且以为，社

会历来就是干一天吃一天，或者等到明天去碰运气。（１６）这是一种

幼稚可笑的误解。

（１６） 储备的形成，并不是象亚当·斯密想象的那样，只是由于产品转化为商品，

消费品储备转化为商品储备而产生的，恰恰相反，这种形式变换，在自给自足的生产过

渡到商品生产的时期，引起了生产者的经济的非常剧烈的危机。例如，在印度，直到最

近，还保存着“大量储存丰年很贱的谷物的习惯”（《答复。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下院

１８６７年》第１部分第２３０、２３１页第７４号）。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对棉花、黄麻等等的

需求的突然增大，使印度许多地方稻田的面积大大缩小，米价上涨，生产者纷纷出售过

去的存米。加上１８６４年到１８６６年稻米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的空前输出。因

此，就产生了１８６６年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单是在奥里萨省就夺去一百万人的生命。（同

上，第１７４、１７５、２１３、２１４页，以及第３部分《关于比哈尔饥荒的文件》第３２、３３页，这个

报告强调过去的存米的外流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采自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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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资本形式的储备，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

资料或者已经处于生产过程，或者至少已经在生产者手中，也就是

已经潜在地处于生产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随着劳动生产

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

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

下子全部并入生产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生产过程

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

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

提，又是它的结果。这种形式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而且相对增加

的事实（参看第１卷第２３章第２节３６），最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特征。但是，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生产资料，不仅由这

种劳动资料构成，而且还由各加工阶段上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

构成。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劳动生产力由于协作、分工、机

器的应用等等而提高，逐日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

的量也会增加。这些要素必须预先在生产场所准备好。因此，这种

以生产资本形式存在的储备的规模是绝对增大的。要使生产过程

流畅地进行，——不管这种储备可以逐日更新，还是只能在一定时

期内更新，——就要在生产场所不断准备好更多的原料等等，比如

说要多于一天或一周的消耗量。过程的连续性，要求它的各种条

件的存在不致因为在逐日购买上可能遇到中断而受影响，也不致

因为商品产品逐日逐周出售，从而只能不规则地再转化为它的各

种生产要素而受影响。不过，生产资本显然可以以极不相同的规

模潜在地存在或形成储备。例如，纺纱厂主必须准备好够用三个

月的，还是只够用一个月的棉花或煤炭，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看

到，这种储备虽然绝对地增大了，但是可以相对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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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取决于各种条件，而这一切条件实质上不外就是，要使必

要数量的原料能够更迅速地、更有规则地、更有保证地不断得到供

应，而不致发生任何中断。这些条件越不具备，从而供应越没有保

证，越不规则，越缓慢，生产资本的潜在部分，即生产者手中等待加

工的原料等等的储备就必然越大。这些条件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

展水平，因而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反比。因此，这种

形式的储备也是这样。

这里表现为储备减少的现象（如莱勒所看到的），部分地说，只

是商品资本形式的储备即真正商品储备的减少；因此，只是同一个

储备的形式变换。例如，如果本国每天生产的煤炭量，从而煤炭生

产的规模和能力很大，纺纱厂主用不着储存大量煤炭，就可以保证

他的生产连续进行。煤炭的源源不断的有保证的供应，使这种储

备成为不必要。第二，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

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方

面，运费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例如，从矿山不断向纺纱厂运输煤

炭所需的费用，同利用较便宜的运输为较长时期供应较大量煤炭

所需的费用相比，也许是更贵的。以上考察的这两种情况，都发生

在生产过程本身。第三，信用制度的发展也有影响。纺纱厂主在棉

花、煤炭等等的储备的更新上越不依赖于纱的直接出售，——信用

制度越发展，这种直接依赖性就越小，——为保证既定规模的连续

的棉纱生产不受棉纱出售上偶然情况的影响而需要的这种储备的

相对量，就可以越小。第四，许多原料、半成品等等需要有较长的

生产时间，农业提供的一切原料，尤其是这样。因此，要使生产过

程不致中断，就要在新产品还不能补偿旧产品的整个时期，储备一

定量这样的原料、半成品。如果在产业资本家手中这种储备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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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不过表明，它在商人手中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增加了。例如，

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存放在港口的进口棉花可以迅速从利物浦运

到曼彻斯特，这样，工厂主就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对较小的规模更新

它的棉花储备。不过，这时作为商品储备存放在利物浦商人手中

的棉花的数量就要相应地增大。因此，这只是储备的形式变换，而

莱勒等人却看不到这一点。而就社会资本来考察，储备形式的产

品量，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必须为比如说

一年准备好的储备量，会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而减少。如果有大

批轮船、帆船往来于英美之间，英国的棉花储备更新的机会就会增

多，因而必须在英国国内存放的棉花平均储备量就会减少。世界

市场的发展，从而同种物品供应来源的增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物品会从不同国家和在不同时期一批一批地运来。

２．真正的商品储备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

般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是发展，情况就越是这

样。因此，不管和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相比，还是和发展水平较低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即使生产规模相同，产品中大得不可比

拟的部分是作为商品存在的。但是，任何商品，——从而任何商品

资本，它只是商品，不过是作为资本价值存在形式的商品，——只

要它不是从生产领域直接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因而在这个

间歇期间处在市场上，它就是商品储备的要素。因此，商品储备本

身（即产品的商品形式的独立和固定），即使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

况下，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同增大。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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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形式变换，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储备在商品形式上所以增

大，是因为在那一方面，它在直接的生产储备和消费储备形式上减

少了。这只是储备的社会形式的变化。如果商品储备同社会总产

品相比，不仅它的相对量增大，而且它的绝对量也同时增大，那末，

这是因为总产品的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同增大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

取决于对产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个资

本家支配的资本量，取决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产

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必要性。因此，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

中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或寻找销路的产品量，必然增大。在较

短或较长时期固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量也增大。因此，商

品储备也增大。

最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变为雇佣工人，他们靠挣一文吃一文

过活，他们的工资按周领取，逐日花掉，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作为储

备的生活资料。不管这种储备的单个要素的流动性有多大，其中

一部分总要不断地停留下来，以便整个储备可以始终处于流动状

态。

所有这些因素，都来源于生产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产品在流

通过程中所必须完成的形式转化。

不管产品储备的社会形式如何，保管这种储备，总是需要费

用：需要有贮存产品的建筑物、容器等等；还要根据产品的性质，耗

费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以便防止各种有害的影响。储备

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用相对地就越少。这些支出，总是构成物

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而，在资本主义形

式上，这些支出就是资本的支出，——它们不进入产品形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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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们作为社会财富的非生产费用是必要

的。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管费用，不管社会产品成为商品储备的

要素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所造成，也就是由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

形式转化所造成，也不管我们把商品储备只是看作产品储备的一

种特殊形式。产品储备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即使它不具有商品

储备形式这种属于流通过程的产品储备形式，情况也是如此。

现在要问，这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

如果资本家已经把他预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的资本转化

为产品，转化为一定量现成的待售商品，而这些商品还堆在仓库

里，没有卖出去，那末，在这个期间不仅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

会停滞，为保管这种储备而用于建筑物、追加劳动等方面的支出，

也会形成直接的损失。如果这个资本家说，我的商品存放了六个

月没有卖出去，在这六个月期间，为了保管这些商品，不仅使我的

这样多的资本闲置起来，而且使我花掉了ｘ量的非生产费用，那

末，最后的买者就会嘲笑他。买者会说，这算您倒霉！除了您以外，

还有另一个卖者，他的商品前天刚生产出来。您的商品是陈货，放

了那么久，不免多少有些损坏。因此，您应该比您的对手卖得便宜

些。——不管商品生产者是他的商品的实际生产者，还是商品的

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商品的实际生产者的代

表，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生存条件。他必须把他的物品转化为

货币。他由于把物品固定在商品形式上而支出了非生产费用，这

只是他个人的冒险行为，和商品的买者无关。买者不会对他的商

品的流通时间实行支付。在发生现实的或设想的价值革命的时

候，资本家会有意把他的商品从市场上抽回来，即使在这种情况

下，他能不能捞回那笔追加的非生产费用，要看这种价值革命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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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看他投机是否成功。但是，价值革命并不是他的非生产费用

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如果储备的形成就是流通的停滞，由此引起

的费用就不会把价值加到商品上。另一方面，没有流通领域内的

停滞，没有资本在商品形式上的或长或短的停留，就不会有储备；

也就是说，没有流通的停滞，就不会有储备，就象没有货币准备金，

就不会有货币流通一样。因此，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

如果这种必要性对资本家来说不是出现在Ｗ′—Ｇ′上，那对他来

说则是出现在Ｇ—Ｗ 上；不是出现在他的商品资本上，但出现在

另一些为他生产生产资料并为他的工人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

商品资本上。

不管储备的形成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也就是说，不管商品

生产者是有意保持储备，还是因为流通过程本身的状况阻碍商品

的出售，使他的商品形成储备，问题的实质好象不会有什么改变。

不过，弄清自愿储备和非自愿储备的区别，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是有

益的。非自愿储备是由流通停滞造成的，或者同它是一回事，而这

种停滞是商品生产者无法知道的，是违背他的意志的。自愿储备

的特征是什么呢？和以前一样，卖者力图尽快地使自己的商品脱

手。他不断把产品当作商品来兜售。如果他把产品留着不卖，这个

产品也只是商品储备的可能的而不是现实的要素。对他来说，商

品本身仍旧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并且只有抛弃商品形

式，取得货币形式，然后才能起这种承担者的作用。

商品储备必须有一定的量，才能在一定时期内满足需求量。

这里要把买者范围的不断扩大计算在内。为了满足比如一天的需

要，市场上的商品必须有一部分不断保持商品形式，另一部分则流

动着，转化为货币。在其他部分流动时停滞的部分，会和储备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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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减少一样不断减少，直至最后完全卖掉。因此，在这里，商品

停滞要看作是商品出售的必要条件。其次，储备量要大于平均出

售量或平均需求量。不然，超过这个平均量的需求就不能得到满

足。另一方面，储备因为不断消耗，所以要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归

根到底只能从生产中得到，只能从商品的供应中得到。这些商品

是否来自国外，是与问题无关的。更新以商品再生产所需要的时

间为转移。在这个期间，商品储备必须够用。至于储备不是留在原

来的生产者手中，而是经过了从大商人一直到零售商的各种各样

的储藏库，这仅仅改变了现象，而并不改变事情本身。从社会的观

点看，只要商品没有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本的一部分就仍

旧处于商品储备的形式。生产者本身为了使自己不直接依赖于生

产，为了保证自己有一批老顾客，总想保持一批与平均需求相适应

的存货。购买期限是适应于生产期间的，商品在它能够由同种新

商品替换以前，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形成储备。只是由于有

了这种储备，流通过程从而包含流通过程在内的再生产过程的不

断连续进行，才得到保证。

必须记住，对Ｗ 的生产者来说，Ｗ′—Ｇ′可以已经完成，虽然

Ｗ 仍然在市场上。如果生产者本人想把他自己的商品保存在仓库

内，直到把它卖给最后的消费者，他就必须使二重的资本发生运

动，一次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次是作为商人。对商品本身来

说，——无论是作为单个商品来看，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

来看，——储备的费用不管是由生产者自己负担还是由从Ａ到Ｚ

的一系列商人负担，事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既然商品储备不外就是储备的商品形式，这种储备在一定规

模的社会生产中，在它不是作为商品储备存在时，是作为生产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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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生产基金）或者作为消费基金（消费资料的储存）存在的，

所以，保管这种储备所需要的费用，也就是储备费用，即用于这方

面的物化劳动或活劳动，不过是社会生产基金或社会消费基金的

保管费用的一种变形。由此引起的商品价值的提高，只是把这种

费用按比例分配在不同商品上，因为这种费用对不同种商品来说

是不同的。储备费用仍然是社会财富的扣除，虽然它是社会财富

的存在条件之一。

只有在商品储备是商品流通的条件，甚至是商品流通中必然

产生的形式时，也就是，只有在这种表面上的停滞是流动本身的形

式，就象货币准备金是货币流通的条件一样时，这种停滞才是正常

的。相反，一旦留在流通蓄水池内的商品，不让位给后面涌来的生

产浪潮，致使蓄水池泛滥起来，商品储备就会因流通停滞而扩大，

就象在货币流通停滞时，贮藏货币会增加一样。在这里，不论这种

停滞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家的仓库内，还是发生在商人的栈房内，情

况都是一样的。这时，商品储备已经不是不断出售的条件，而是商

品卖不出去的结果。费用仍旧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现在完全是

由形式产生，也就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而产生，并且是由于

这种形态变化发生困难而产生，所以它不加入商品价值，而成为在

价值实现时的扣除，即价值损失。因为储备的正常形式和不正常

形式，从形式上是区分不出来的，而且二者都是流通的停滞，所以，

这些现象可以互相混同，加上对生产者来说，虽然他的已经转移到

商人手中的商品的流通过程发生了停滞，但他的资本的流通过程

仍然能够畅通，所以，这些现象更可以使生产当事人本身感到迷

惑。如果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

品储备的规模也会扩大。商品储备会同样迅速地被更新和被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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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但是它的规模更大。因此，商品储备的规模由于流通停滞而扩

大的现象，会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特别是在现实的

运动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变得神秘莫测时，更是这样。

储备费用包含：１．产品总量的数量减少（例如，储存面粉时就

是这样）；２．质量变坏；３．保管储备所需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运 输 费 用

在这里，我们不必考察流通费用的一切细目，如包装、分类等

等。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

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

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

（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

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

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象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

需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但是，运输费用起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在这里必须简短地加以考察。

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

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变换要求产品发生场所

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但是，没有

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

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Ａ卖给Ｂ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

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

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

７６１第六章 流通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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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
（１７）
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

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国３０，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

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表现为产生流通费

用的原因，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因运输而引起

的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

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

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

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

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

所运输的产品中去。后一种价值追加，就象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

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

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的位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

必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

间，煤炭由井下运到地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完成的产品作

为完成的商品从一个独立的生产场所转移到相隔很远的另一个生

产场所，只是在较大的规模上表示同样的现象。在产品从一个生

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从生产领

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是现成的消费品。

以前讲过，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创造的

价值成反比。这个规律，象适用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也适用于运

输业。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死劳动和活劳动量越小，

（１７） 施托尔希把这种流通称为虚假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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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力就越大；反之亦然。
（１８）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

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的距离成正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

的相对价值部分，和商品的体积和重量成正比。但是，引起变化的

情况是很多的。例如，根据物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的相对程度

不同，在运输上就需要采取程度不同的防护措施，因而需要耗费多

少不等的劳动和劳动资料。在这里，铁路大王们在幻想的物种形

成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例如，英国铁路

的货物分类卷帙浩繁，按其总的原则来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倾向

上的：把货物繁杂的自然属性，变为同样多种多样的运输上的困难

和理所当然的骗人借口。

“玻璃从前是每一克列特〈一定容积的包装箱〉值１１镑，现在由于产业进

步和玻璃税的废除，只值２镑，但是，运费还是和以前一样贵，如果由运河运

输，那就更贵了。铅细工使用的玻璃和玻璃商品在以北明翰为中心的５０哩

的地区内的运费，从前每吨是１０先令。现在，在玻璃有破碎危险的借口下，运

输价格提高了两倍。但是，玻璃真的弄破了，铁路公司并不赔偿。”（１９）

其次，运输费用追加到一个物品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该物

（１８） 李嘉图引用萨伊的话，萨伊认为商业由于运输费用而使产品变贵或提高价

值，是商业的一种天惠。萨伊说：“商业使我们能够在商品的产地取得商品，并把它运往

另一个消费地点；因此，它使我们能够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

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３７李嘉图对这段话评论说：“确实如此，但是这个追加价值是怎

样加到商品上去的呢？是在生产成本中首先加上运费，然后再加上商人预付的资本的

利润。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的增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

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已经耗费更多的劳动。这决不能算作是商业的一种好处。”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１９） 《皇家铁道委员会》第３１页第６３０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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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值成反比，这成了铁路大王们按照和物品价值成正比对物

品抽税的特别理由。产业家和商人对这一点的怨言，在上述报告

每一页的证词中可以反复看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由于运输积聚

（规模扩大），使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它使耗费在商品运输

上的那部分社会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增加，首先因为

把一切产品的绝大多数转化为商品，其次又因为远方的市场代替

了当地的市场。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

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

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

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

０７１ 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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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资 本 周 转

第 七 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一定资本的总流通时间，等于它的流通时间和

它的生产时间之和。这就是从资本价值以一定的形式预付时起，

到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同一形式时止的一段时间。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总是预付价值的增殖，不管这个预

付价值采取它的独立的形式，即货币形式，还是采取商品形式，因

而它的价值形式在预付商品的价格中具有仅仅观念上的独立性。

在这两个场合，这个资本价值在它循环时都要经过不同的存在形

式。这个资本价值自身的同一性，是在资本家的账簿上或在计算

货币的形式上得到证实的。

无论我们是考察Ｇ…Ｇ′形式，还是考察Ｐ…Ｐ形式，这两个形

式都包含：１．预付价值已经作为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并且已经增

殖；２．预付价值通过它的过程之后，又回到它开始过程时的形式。

预付价值Ｇ的增殖和与此同时资本之回到这个形式（货币形式），

１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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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Ｇ…Ｇ′形式中是一目了然的。但在第二个形式中情形也是这

样。因为Ｐ的起点是生产要素即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的存在。这

个形式包含这个价值的增殖（Ｗ′和Ｇ′）和回到原来的形式，因为

在第二个Ｐ中，预付价值重新取得了生产要素的形式，即它原来

预付时的形式。

以前我们已经知道，“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

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

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

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第１卷第２１章第５８８

页３８）

（ ）Ｇ…Ｇ′、（ ）Ｐ…Ｐ和（ ）Ｗ′…Ｗ′这三个形式有如下的

区别：在形式 （Ｐ…Ｐ）中，过程的更新，即再生产过程，表现为现

实的，而在形式 中，只表现为可能的。但是二者和形式 相区别

的是：预付的资本价值——无论它采取货币的形式，还是采取物质

的生产要素的形式——是出发点，因而也是复归点。在Ｇ…Ｇ′中，

复归点是Ｇ′＝Ｇ＋ｇ。如果过程以同一规模更新，Ｇ就重新成为出

发点，ｇ则不进入过程，而只是表示Ｇ作为资本已经自行增殖，已

经生产了一个剩余价值ｇ，但是把它抛开了。在Ｐ…Ｐ形式中，以生

产要素Ｐ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同样是出发点。这个形式同样包含

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如果进行简单再生产，同一资本价值就以

同一形式Ｐ重新开始它的过程。如果进行积累，Ｐ′（按价值量＝Ｇ′

＝Ｗ′）就作为已经增大的资本价值开始过程。但是，资本价值虽然

比以前大了，过程仍然以原来形式的预付资本价值开始。相反，在

形式 中，开始过程的资本价值不是预付的资本价值，而是已经增

殖的资本价值，是处在商品形式上的总财富，预付资本价值只是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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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部分。这最后一个形式对第三篇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

那里，各单个资本的运动要和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

察。但是在考察资本周转时，这个形式是不适用的，因为资本的周

转总是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预付开始，并且总是

使循环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它预付时的形式。至于循环 和循环

，那末，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剩余价值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应

该抓住前者；而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产品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就

应该抓住后者。

经济学家既不区分不同的循环形式，也不分别考察它们和资

本周转的关系。他们通常是考察Ｇ…Ｇ′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支配

着单个资本家，即使货币只是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成为出发点，这

个形式也对他的计算有用。另一些人则从生产要素形式上的支出

出发，一直考察到收回，但是对收回的形式是商品还是货币则闭口

不谈。例如：

“经济周期……即整个生产进程，是从支出时起，直到收回时为止。在农

业中，播种期是它的开端，收获是它的终结。”（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

理》安多佛和纽约版第８１页）

另一些人则从Ｗ′（形式 ）开始：

“生产交往的世界，可以看作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周期的循环中运转的，一

旦企业完成它相继进行的交易，又回到它的起点，每次的循环就完成了。起

点可以从资本家得到收入，从而收回资本的时候算起；从这时起，他重新着手

做以下的事情：招雇工人，并以工资的形式分给他们生活资料，或者确切地

说，分给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力；从他们那里取得他所经营的制成的物品；

把这种物品送到市场去，在那里把它们卖掉，在货款中收回全部投资，而结束

这一系列运动的循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３２年格拉斯哥第２版第

８５页）

３７１第七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单个资本家投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价值，在完成它

的运动的循环后，就重新处在它的原来的形式上，并且能够重复同

一过程。这个价值要作为资本价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须重复这

个过程。单个循环在资本的生活中只形成一个不断重复的段落，也

就是一个周期。在Ｇ…Ｇ′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处在货币资本

的形式上，这个货币资本重新通过包括资本再生产过程或价值增

殖过程在内的形式转化序列。在Ｐ…Ｐ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

处在生产要素的形式上，这些生产要素形成资本新的循环的前提。

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

做资本的周转。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

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资

本的周转时间，包含着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

周期的间隔时间，包含着资本生活过程的周期性，或者说，包含着

同一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或生产过程更新、重复的时间。

把可以加速或缩短单个资本的周转时间的个别冒险行为撇开

不说，资本的周转时间在不同的投资部门是不同的。

正如工作日是劳动力职能的自然计量单位一样，年是处在过

程中的资本的周转的自然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的自然基础

是，在温带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祖国，最重要的农产品都是一年收

获一次。

假定我们用Ｕ表示周转时间的计量单位——年，用ｕ表示一

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用ｎ表示资本的周转次数，那末ｎ＝
Ｕ
ｕ
。举例

来说，如果周转时间ｕ等于３个月，那末ｎ＝
１２
３
；资本在一年中完

成４次周转，或者说，周转４次。如果ｕ＝１８个月，那末ｎ＝
１２
１８
＝

２
３
，或者说，资本在一年内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

２
３
。如果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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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时间等于几年，那末，它就要用一年的倍数来计算。

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是他必须预付他的资

本，以便使它增殖并回到它原来形式的时间。

在进一步研究周转对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影响以前，

我们要考察两种新的形式，这两种新形式是资本由流通过程得到

的，并且会对资本周转的形式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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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形 式 区 别

我们在第一卷第六章３９已经看到，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它帮助

形成的产品相对立，保持着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一定的使用形式。

因此，它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

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例如厂房、机器等，总之，凡是称作

劳动资料的东西，都是这样。这部分不变资本，按照它在丧失使用

价值时丧失掉的交换价值的比例，把价值转给产品。这种生产资

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

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这个持

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

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时为止。

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真正的劳动资料——的特征是：

一部分资本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的。

生产资料在它保持着进入劳动过程时的独立使用形式的期间，作

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执行职能。完成的产品，从而已经转化为产品

的产品形成要素，就脱离生产过程，作为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

通领域。相反，劳动资料一进入生产领域，就不再离开。它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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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牢牢地限制在那里。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被固定在这个由

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上。劳动资料在执行

职能时，也就是在损耗时，把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

分则仍旧固定在劳动资料中，也就是仍旧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这

样固定的价值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资料不能再用；因此它的价

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

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但是，只要它还起劳动资料的作用，就是

说，只要它还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不变资本价值就总

是固定在它里面，而另一部分原来固定在它里面的价值则转移到

产品中，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组成部分进行流通。劳动资料越耐

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

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资料转移的价值总是和

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五

年磨损掉，另一台十年磨损掉，那末，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

值就是后者的两倍。

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这部分资本价值，和其他任何部分一样

要进行流通。我们曾经一般地说过，全部资本价值是处在不断流

通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资本都是流动资本。但这里考

察的这个资本部分的流通是独特的流通。首先，这个资本部分不

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这

种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和从它那里转移到作为商

品进行流通的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

内，它的价值总有一部分固定在它里面，和它帮助生产的商品相对

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由于这种特性，这部分不变资本取得了固

定资本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其他一切物质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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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则与此相反，形成流动资本。

一部分生产资料——即这样一些辅助材料，它们在劳动资料

执行职能时由劳动资料本身消费掉，例如煤炭由蒸汽机消费掉；或

者对过程只起协助作用，例如照明用的煤气等等——在物质上不

加入产品。只是它们的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产品在它本

身的流通中，也使这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流通。在这一点上，它们

和固定资本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所参加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

被全部消费掉，因此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来说，必须全部用同一

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它们在执行职能时不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使用

形式。因此，在它们执行职能时，资本价值没有任何部分固定在它

们的旧的使用形式即实物形式上。这部分辅助材料在物质上不加

入产品，只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加入产品的价值，成为产品价值的一

部分；因此，这种材料的职能被牢牢地限制在生产领域之内，——

这种情况曾经使象拉姆赛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混淆了固定

资本和不变资本）错误地把这部分生产资料列入固定资本的范

畴。４０

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即原料等等，由此部分

地取得了以后能够作为消费品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真正的劳动

资料，即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入个人

消费，因为它不加入它帮助形成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相反，它与产

品相对立，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运输工具则

例外。运输工具在它执行生产职能时，从而在它停留在生产领域

时产生的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

人消费。旅客使用运输工具就象使用其他消费资料一样，也要支

付报酬。我们说过，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原料和辅助材料彼此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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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的。
４１
劳动资料、辅助材料、原料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农业

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

入植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４—５年内发

挥作用。因此，其中一部分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同时也就把它的

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保持它原有的使用形式，把它的

价值固定在这种形式上。它继续作为生产资料存在，因而取得固

定资本的形式。牛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

是作为劳动资料，从而也不是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了。

决定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固定资本性质

的，只是这个价值的独特的流通方式。这种特别的流通方式，是由

劳动资料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在生产过程中充当

价值形成要素的特殊方式产生的。而这种方式本身，又是由劳动

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特殊方式产生的。

我们知道，同一个使用价值既作为产品从一个劳动过程出来，

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劳动过程。４２一种产品之所以变为固

定资本，只是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执行职能。而产品

本身刚从生产过程出来时，决不是固定资本。例如，一台机器，作为

机器制造业者的产品或商品，属于他的商品资本。它只有在它的买

者手里，即在生产上使用它的资本家手里，才成为固定资本。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资料固定性的程度随着

劳动资料的耐久性的增加而增加。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

和这个价值量中由劳动资料在反复劳动过程中转给产品的部分之

间的差额，就是由这种耐久性决定的。这种价值转移进行得越

慢，——而价值是在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每次反复中由劳动资料转

移出去的，——固定化的资本就越大，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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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这个差额一旦消失，

劳动资料的寿命就完结了，它的价值也就和它的使用价值一同丧

失。它不再是价值的承担者了。因为劳动资料和不变资本的其他

任何物质承担者一样，只是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价值的

程度，把它的价值转给产品，所以很清楚，它的使用价值丧失得越

慢，它在生产过程中越耐用，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期

间就越长。

有的生产资料，例如辅助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等，不是本来意

义上的劳动资料，但从价值转移来看，因而从价值的流通方式来

看，是和劳动资料一样的，因此，它们也是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

即存在形式。上面说过的土壤改良就是这样。这种改良把化学成

分加到土壤中去，它的作用会延续若干个生产期间或若干年。在

这里，价值中还有一部分在产品之外，继续以它的独立形式或固定

资本的形式存在，价值的另一部分则转给产品，因而和产品一起流

通。在这个场合，不仅固定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加入产品，而且这个

价值部分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即实体，也加入产品。

撇开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的范畴这一根本错误不说，经济学家们迄今为止在概念规定上

所以陷入混乱，首先是由于下述原因：

他们把劳动资料在物质上具有的某些属性，看成固定资本的

直接属性，例如象房屋具有的物理不动性。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证

明，其他一些本身也是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具有相反的属性，例如

象船舶具有的物理可动性。

或者，他们把那种由价值流通引起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和物

质的属性混同起来，好象那些就本身说根本不是资本，只是在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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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内才成为资本的东西，就它们本身说天生就可以是具有

一定形式的资本——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我们在第一卷第五章

说过４３，不管劳动过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每一个劳动过

程中的生产资料都分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二者只有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成为资本，成为前一篇所说的“生产资本”。

这样，这个以劳动过程性质为基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区别，

就以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再反映出来。只是

因为如此，那种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东西，才成为固定资本。如果

按照物质属性，它除了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之外，还能执行别的职

能，那末它是不是固定资本，就要根据它的职能的不同来决定。牲

畜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作为肥育的牲畜，则是原料，它最后会作

为产品进入流通，因此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

有的生产资料较长期地固定在反复进行、但是互相联系、连续

不断、因此形成一个生产期间——即制成一个产品所需的全部生

产时间——的劳动过程中，单是这种固定存在，就和固定资本一

样，要求资本家进行相当长期的预付，但是并不能使他的资本变成

固定资本。例如，种子不是固定资本，而只是原料，它差不多要有

一年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一切资本在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时，都

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因而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管它们的物质形

式、职能和价值流通方式如何，也都是如此。由于生产过程的种类

不同或预期的有用效果不同，资本的这种固定存在，在时间上是长

短不等的，但这并不造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２０）

（２０） 由于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下一个定义有困难，罗仑兹·施泰因先生就认

为，这样加以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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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分劳动资料，包括一般劳动条件在内，一旦作为劳动资料

进入生产过程，或准备执行生产职能，就固定在一定的地点，例如

机器；或者一开始就在这种不动的、同所在地点不能分开的形式上

被生产出来，例如土壤改良、厂房、高炉、运河、铁路等等。在这里，

劳动资料在它们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中的持续固定存在，同时也

为它们的可感觉的存在方式所决定。另一方面，一种劳动资料，也

可以在物体上不断变更位置，不断运动，然而却不断处在生产过程

中，例如机车、船舶、役畜等等。在前一场合，不动性不会使劳动资

料取得固定资本的性质，在后一场合，可动性也不会使它丧失这种

性质。不过，劳动资料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扎在地里这个事

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

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这种固定资

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地

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以股票

的形式。但是，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

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

化。（２１）

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固定资本因损耗

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

通。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

入流通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

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这部分价值也就在多大

（２１） 以上是第 稿。以下是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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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

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

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

这个形式。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的过程中，它以实物形式存在的

那部分价值不断减少，而它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部分价值则不断

增加，一直到它的寿命完结，它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尸体脱离，转化

为货币为止。在这里，生产资本的这个要素在周转上的特征显露

出来了。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是和作为它的价值承担者的商品

蛹化为货币同时进行的。但是，它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使用形式，

是和商品再转化为商品的其他生产要素分别进行的，确切地说，是

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期间决定的，即由劳动资料已经损耗掉，必须用

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的时间决定的。假定一台价值１００００镑的机

器执行职能的期间是１０年，原来预付在这台机器中的价值的周转

时间也就是１０年。在这１０年内，它不需要更新，而以它的实物形

式继续发生作用。在这个期间，它的价值一部分一部分地，作为用

它不断生产出的商品的一部分价值而流通，这样逐渐转化为货币，

最后直到１０年结束时，全部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一台

机器，也就是完成它的周转。在这个再生产时间到来之前，它的价

值先以货币准备金的形式逐渐积累起来。

生产资本其余的要素，一部分是由存在于辅助材料和原料上

的不变资本要素构成，一部分是由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构成。

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第１卷第５章）表明，这

些不同的组成部分，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

同的。由辅助材料和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和由

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完全一样，——是作为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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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转移的价值，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而劳动力则通过劳动过程，

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加进产品，或者说，实际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

出来。其次，一部分辅助材料，如充作燃料的煤炭、用于照明的煤气

等等，在劳动过程中消费掉，但不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而另一部

分辅助材料以物体加入产品，并成为产品实体的材料。不过，这一

切差异，对流通来说，从而对周转的方式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只

要辅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它们就把自己的全

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这个价值也全部通过产品而流通，

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它的周转不象

固定资本的周转那样被中断，而是不断地通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全

部循环，因此，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

至于生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组成部分，那末，劳动力

是按一定时间购买的。一旦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

过程，它就构成他的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资本的可变组成部

分。它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作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仅把它

一天的全部价值，而且还把一个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加到产品中

去；在这里，我们暂且把这个剩余价值撇开不说。在劳动力比如说

按一周购买并且发生作用之后，这种购买必须按习惯的期限不断

更新。劳动力在执行职能期间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加到产品中

去，这个等价物随着产品的流通转化为货币。要使连续生产的循

环不致中断，这个等价物就必须不断地由货币再转化为劳动力，或

者说，不断地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完全的循环，就是说，必须不断

地周转。

因此，预付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完全转移到

产品中去（我们在这里总是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同产品一起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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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领域的两个形态变化，并通过这种不断的更新，不断并入生产

过程。所以，不管劳动力和不变资本中非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就

价值的形成来说是多么不同，它的价值的这种周转方式却和这些

部分相同，而与固定资本相反。生产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

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部分和投在非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

部分——由于它们在周转上的这种共同性，而作为流动资本与固

定资本相对立。

我们以前讲过４４，资本家为使用劳动力而支付给工人的货币，

实际上只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一般等价形式。就这一点说，可

变资本在物质上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考察

周转时，问题却在于形式。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

而是工人的劳动力本身。形成他的资本的可变部分的，不是工人

的生活资料，而是工人的发挥作用的劳动力。资本家在劳动过程

中生产地消费的，是劳动力本身，而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是工人

自己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转化为生活资料，以便把生活资料

再转化为劳动力，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为

取得货币而出售商品的资本家，把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

化为他自己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购买他的商品的人是

用生活资料支付给他的。即使工人的一部分工资是用生活资料，

即用实物支付的，但在今天来说，这是第二步的交易。工人按一定

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并且双方约定，他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取得这个

价格的一部分。这只改变支付的形式，但不会改变他实际出卖的

是他的劳动力这个事实。这个第二步的交易不再是在工人和资本

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作为商品的买者的工人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

资本家之间进行；在第一步的交易中，工人是商品（他的劳动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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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者，资本家则是商品的买者。这种情况，和资本家用另一种商品

来替换他的商品，例如用铁来替换他卖给铸铁厂的机器完全一样。

因此，和固定资本相对立而取得流动资本的规定性的，不是工人的

生活资料，也不是工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资本投在劳动力上的那

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由于它的周转形式，取得了这种和不变资

本某些组成部分相同，但和它的另一些组成部分相反的性质。

投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流动资本的价值，只是为制成产

品所需要的时间而预付的，它要和由固定资本的大小所决定的生

产规模相适应。这个价值全部加入产品，因此通过产品的出售又

全部从流通中返回，并且能够重新预付。流动资本组成部分借以

存在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照形成和出售成品所需要的量，从流

通中取出，但它们必须不断地通过再购买，通过由货币形式到生产

要素的再转化，而实行替换和更新。和固定资本要素相比，它们一

次从市场被取出的量是比较小的，但必须更加频繁地再被取出，投

在它们上面的资本的预付是在较短期间内更新的。这种不断的更

新，是通过把它们的全部价值带入流通的产品的不断出售来进行

的。最后，它们不仅在它们的价值上，而且在它们的物质形式上，

不断地完成形态变化的全部循环；它们不断地由商品再转化为同

种商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在把它自己的价值加进产品的同时，还不断地把剩余

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化身，加到产品中去。因此，剩余价值也和成

品的其余价值要素一样，不断地被成品带入流通并转化为货币。

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资本价值的周转，而不是和它一

起同时周转的剩余价值的周转，所以，暂且撇开后者不说。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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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

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或生产资本有不同的周转。而

周转之所以不同，又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按照不同

的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而不是由于它们在产品

价值的生产中有不同的作用，或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有独特的

作用。最后，价值转给产品的方式——从而这个价值通过产品而

流通的方式和通过产品的形态变化而在原来的实物形式上更新的

方式——之所以有差别，又是由于生产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形式

有差别，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在形成单个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另一部

分只是逐渐消耗掉。因此，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相反，这种对立，对产业资本的其他两种存在方式来说，

也就是，不论对商品资本还是对货币资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

也不是这两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

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不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

怎样执行资本的职能，怎样顺利地流通，它们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本

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够变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但

是，因为资本的这两种形式存在于流通领域，所以，正如我们以后

会看到的，亚·斯密以来的经济学错误地把它们和生产资本的流

动部分一起列入流动资本这个范畴。实际上，它们是与生产资本

相对立的流通资本，但不是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２．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周转，从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时间，包括

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多次周转。在固定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内，

流动资本周转多次。生产资本的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它

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在产品制成并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的期间

未被全部消耗掉，才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规定。它的价值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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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必须仍旧束缚在继续保存下来的旧的使用形式上；另一部分则

被完成的产品带入流通，而完成的产品的流通，却同时会使流动资

本组成部分的全部价值流通。

３．投在固定资本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是为构成固定

资本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全部一次预付的。

因此，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固定资

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进商品的价值部分的实现，而一部分一部分

地、逐渐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另一方面，一部分生产资本借以固

定的生产资料本身，则一次从流通中取出，以便在执行职能的整个

期间并入生产过程，不过在同一时间之内，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

品替换，不需要再生产。它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继续参加

投入流通的商品的形成，但并不从流通中取出自身更新的要素。

因此，在这个时间内，它们也不要求资本家重新预付。最后，投在

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在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

间，不是在物质上，而只是在价值上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循环，并

且这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进行的。这就是说，它的价值

的一部分不断地作为商品的价值部分而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但不

由货币再转化为它原来的实物形式。这种由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实

物形式的再转化，要到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结束，即生产资料

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发生。

４．要使生产过程连续进行，流动资本的各种要素就要和固定

资本的各种要素一样，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不过这样固定

下来的流动资本要素，要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生产资料是通

过同一种新的物品，劳动力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购买）；而固定资本

的各种要素，在它们存在的整个期间内，本身既不更新，它们的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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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也不需要更新。原料和辅助材料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是

当旧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完成的产品的形成上用掉时，总是用同

一种新的物品来更新。劳动力也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这只

是由于劳动力的购买的不断更新，而且往往有人员的变动。相反

地，同一建筑物、机器等等，却在流动资本反复周转时，在反复进行

的相同的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

．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

补偿、修理和积累

  在同一个投资中，固定资本的各个要素有不同的寿命，从而也

有不同的周转时间。例如在铁路上，铁轨、枕木、土建结构物、车站

建筑物、桥梁、隧道、机车和车厢，各有不同的执行职能的期间和再

生产时间，从而其中预付的资本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建筑物、站

台、水塔、高架桥、隧道、地道和路基，总之，凡是在英国铁路上称为

技术工程的东西，多年都不需要更新。最易磨损的东西是轨道和

车辆。

最初修建现代铁路的时候，有一种看法很流行，并得到最优秀

的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的赞同。按照这种看法，一条铁路可以百

年不坏，铁轨的磨损极不明显，以致从财政和实用两方面都不必加

以注意；当时估计，好的铁轨的寿命为１００—１５０年。但不久表明，

铁轨的寿命平均不超过２０年，当然这要取决于机车的速度、列车

的重量和次数、铁轨本身的厚度以及其他许多次要因素。在某些

火车站，在大的交通中心，铁轨甚至每年都有磨损。大约在１８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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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开始采用钢轨，费用比铁轨约大一倍，而耐用时间却长一倍多。

枕木的寿命为１２—１５年。至于车辆，货车的磨损要比客车的磨损

大得多。机车的寿命，按１８６７年的计算，是１０—１２年。

磨损首先是由使用本身引起的。一般说来，铁轨的磨损和列

车的次数成正比（Ｒ．Ｃ．第１７６４５号）
（２２）
。速度增加时，磨损增加的

比例大于速度增加的平方；就是说，列车的速度增加到两倍时，磨

损则增加到四倍以上（Ｒ．Ｃ．第１７０４６号）。

其次，磨损是由于自然力的影响造成的。例如枕木不仅受到

实际的磨损，而且由于腐朽而损坏。

“铁路养路费的多少，主要不是取决于铁路交通引起的磨损，而是取决于

暴露在大气中的木、铁、砖、石等物的质量。严寒冬季一个月给铁路造成的损

害，比整整一年的铁路交通所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理·普·威廉斯《铁路

的保养》，在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报告，１８６７年秋。４５

最后，在这里和在大工业的各个部门一样，无形损耗也起着作

用。原来值４００００镑的车厢和机车，１０年之后，通常可以用３００００

镑买到。因此，即使使用价值没有减少，也必须把这些物资由市场

价格所引起的２５％的贬值计算在内。（拉德纳《铁路经济》［第１２０

页］）

“涵洞桥不会按它们现在的形式更新。”

（因为现在这种桥的形式已经改良。）

“对它们进行普通的修理，去掉和替换某些部分，是不适宜的。”（威·布

·亚当斯《公路和铁路》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１３６页］）

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

（２２） 凡引语标有Ｒ．Ｃ．字样的，都是摘自《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听取的证词

记录。提交议会两院》１８６７年伦敦版。——问答有编号。编号也附在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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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一方面，大量固定

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在这个形式上结束一定的平均

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

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

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

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

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

损耗（无形损耗除外）是固定资本通过消耗而逐渐转移到产品

中去的价值部分。这种转移是按照固定资本丧失使用价值的平均

程度进行的。

这种损耗部分地是这样的：固定资本有一定的平均寿命；它为

这段时间实行全部预付；过了这段时间，就要全部替换。就活的劳

动资料来说，例如马，再生产时间是由自然本身规定的。它们作为

劳动资料的平均寿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段时间一过，损耗

掉的头数就必须用新的来替换。一匹马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替

换，只能用另一匹马来替换。

固定资本的另一些要素，可以进行周期的或部分的更新。在这

里，必须把这种部分的或周期的补偿与营业的逐渐扩大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同一种组成部分构成的，但这种组成

部分耐用时间不一样，因而要在不同期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

例如，车站上的铁轨要比别处的铁轨替换得快些。枕木也是这样。

按照拉德纳的计算，在五十年代，比利时铁路上的枕木每年更新

８％，因而在１２年内全部更新了。４６因此，这里的情形是这样：一个

金额比如说是为１０年而预付在一定种类的固定资本上。投资是

一次完成的。但是，这个固定资本的一定部分，其价值加入了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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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并且和产品一起转化为货币，因而这一部分每年都要以实

物形式进行补偿，另一部分则继续保持原来的实物形式。投资是

一次进行的，实物形式上的再生产只是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

正是这一点使这种资本作为固定资本而与流动资本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的其他部分，是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它们在不

同期间内损耗掉，因而必须在不同期间内进行补偿。机器的情形

特别是这样。前面我们关于一个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

同的寿命所说的，在这里对于作为这个固定资本一部分的同一台

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寿命来说，也是适用的。

关于在局部更新中企业的逐渐扩大问题，我们要指出如下几

点。虽然固定资本，如上所述，继续以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

作用，但它的价值的一部分，根据平均损耗，已经和产品一起进入

流通，转化为货币，成为货币准备金的要素，以便在资本需要以实

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补偿资本。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

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

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要进行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

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

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这种规模扩

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

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

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一个企业能

够在什么程度上，以多大规模进行这种逐渐的追加，其次，必须积

累多大数量的准备金，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把它再投入企业，而要做

到这一点又需要多长时间，所有这些，当然都部分地取决于该企业

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现有机器的局部改良能够达到什么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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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取决于改良的性质和机器本身的构造。例如在铁路建筑上，

一开始就很注意这一点，这可以用亚当斯的话来证明：

“全部构造必须符合蜂房构造的原理，这就是要具有无限扩张的能力。

一切过于牢固的、本来就很匀称的结构都是不好的，在扩张时非拆毁不可”

（第１２３页）。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取决于可以利用的空间。有些建筑物可

以加高几层；有些建筑物必须侧面扩张，这就要有更多的地皮。在

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有许多资财被浪费掉，另一方面，在企业

逐渐扩大时，又有许多这种不适宜的侧面扩张（部分地说对劳动力

有害），因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的，而是取决于单个

资本家从事活动时的千差万别的情况、资财等等。由此就产生了

生产力的巨大浪费。

货币准备金（即再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样一部分

一部分地再投入企业，在农业中实行起来最容易。在这里，有一定

空间的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在进行自然

再生产的地方也是这样，例如畜牧业。

固定资本需要有各种特别的维持费用。固定资本的维持，部

分地是依靠劳动过程本身；固定资本不在劳动过程内执行职能，就

会损坏。（见第１卷第６章第１９６页和第１３章第４２３页４７：机器由

于不使用而引起的磨损。）因此，英国的法律把那种不按国内习

惯耕种租地的行为明确地看作破坏。（伍·阿·霍德兹沃思律师

《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１８５７年伦敦版第９６页）这种在劳动过

程中通过使用而得到的保存，是活劳动的无偿的自然恩惠。而且

劳动的保存力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保存劳动材料的价值，把这种

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它不把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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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去，但通过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动，通过保存劳动资料

的使用价值而保存其价值。

但是固定资本的维持，还要求有直接的劳动支出。机器必须

经常擦洗。这里说的是一种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追加劳动，机器就

会变得不能使用；这里说的是对那些和生产过程不可分开的有害

的自然影响的单纯预防，因此，这里说的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机

器保持在能够工作的状态中。不言而喻，我们计算固定资本的正

常寿命时，是以它在这个期间内正常执行职能的各种条件已经具

备为前提的，正象说人平均活３０年时已经把洗脸洗澡也考虑在内

一样。这里说的，也不是对机器所包含的劳动的补偿，而是为使用

机器所必需的不断的追加劳动。这里说的不是机器所做的劳动，

而是加于机器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机器不是生产的当事人，而

是原料。投在这种劳动上的资本，虽然不进入作为产品来源的真

正的劳动过程，但是属于流动资本。这种劳动在生产中必须不断

地耗费，因而它的价值也必须不断地由产品价值来补偿。投在这

种劳动上的资本，属于流动资本中要弥补一般非生产费用的部分，

这个部分要按年平均计算，分摊到价值产品中去。我们说过４８，在

真正的工业中，这种擦洗劳动，是工人利用休息时间无偿地完成

的，正因为这样，也往往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这就成了大多数

事故的根源。这种劳动不计算在产品的价格中。从这个意义上说，

消费者是无代价地得到了它。另一方面，资本家也由此节省了机

器的维持费用。这种费用是由工人用自己的身体来支付的，这是

资本自我维持的秘密之一。事实上，这些秘密构成工人对于机器

的法律要求权，甚至从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看，也使工人成为机器

的共有者。但是，在有些生产部门，机器必须离开生产过程才能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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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因此，擦洗不能是附带进行的工作，例如机车就是这样。在这

些生产部门，这种维持劳动列入经常费用，成为流动资本的要素。

一台机车至多行驶三天就要回车库进行擦洗；锅炉必须冷却后再

进行擦洗，以免损坏（Ｒ．Ｃ．第１７８２３号）。

真正的修理或修补劳动，需要支出资本和劳动。这种支出不

包括在原来预付的资本内，因此，它不能或者至少不总是能通过固

定资本的逐渐的价值补偿而得到补偿和弥补。例如，假定固定资

本的价值＝１００００镑，它的全部寿命＝１０年，那末，１０年后全部转

化为货币的这１００００镑，只补偿原来投下的资本的价值，而并不补

偿这期间在修理上新追加的资本或劳动。这是追加的价值组成部

分，它也不是一次预付的，而是根据需要分别预付的，它的不同的

预付时间自然是偶然的。任何固定资本都需要事后在劳动资料和

劳动力上一点一滴地支出这种追加资本。

机器等等的个别部分所受的损伤，自然是偶然的，因而由此造

成的修理也是偶然的。但是从这中间可以分出两类修理劳动，它

们都多少具有固定的性质，并且是在固定资本寿命中不同的时期

进行的。这就是幼年期的病患和中年期以后更多得多的病患。例

如，一台机器的构造不管怎样完美无缺，但进入生产过程后，在实

际使用时就会出现一些缺陷，必须用补充劳动来纠正。另一方面，

机器越是超过它的中年期，因而正常的磨损越是增多，构成机器的

材料越是消耗和衰老，使它维持到平均寿命的末期所需要的修理

劳动就越频繁，越多。正象一个老年人，为了防止不到时候就死

去，必须比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支付更多的医药费。因此，修理劳动

虽然有偶然的性质，但仍然会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

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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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述和机器修理劳动的一般的偶然性质，可以得出

如下的结论：

一方面，用在修理上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实际支出，和造成

这种修理的必要性的情况本身一样，是偶然的；必要修理量不均衡

地分配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另一方面，在估计固定资本

的平均寿命时，必须肯定固定资本始终保持在工作状态中，这部分

地是由于擦洗（包括清扫场地），部分地是由于必要时进行的修理。

由固定资本损耗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按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计

算的，而确定这个平均寿命本身，又是以维修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

不断预付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通过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追加支出而追

加的价值，不能在实际支出的同时，加入到商品价格中去。例如，

一个纺纱业主不能因为这个星期坏了一个轮盘或断了一根皮带，

就在这个星期以高于上个星期的价格来出售纱。纺纱的一般费

用，不会因为一个工厂发生这种事故而起任何变化。在这里，和在

所有的价值决定上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平均数。经验会把投在

一定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在平均寿命期间遇到的这种事故和所需

要的维修劳动的平均量表示出来。这种平均支出被分配在平均寿

命期间，并以相应的部分加进产品的价格，从而通过产品的出售得

到补偿。

这样得到补偿的追加资本，虽然支出的方法不规则，但也属于

流动资本。因为立即排除机器的故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

每一个较大的工厂，除了真正的工厂工人，还雇有一批工程师、木

匠、机械师、钳工等等。他们的工资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他们的

劳动的价值分配在产品中。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上需要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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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按平均计算决定，并按照这个计算，不断形成产品的价值部分，

虽然这种支出实际上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预付的，从而也是在不

规则的期间内加入产品或固定资本中去的。这种投在真正修理上

的资本，从某些方面看，形成一种独特的资本，既不能列入流动资

本，也不能列入固定资本，但作为一种经常支出，算作流动资本较

为合适。

当然，簿记的方法改变不了账簿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但重

要的是指出，在许多生产部门，常常把修理费用和固定资本的实际

损耗按以下方法合在一起计算。假设预付的固定资本为１００００

镑，它的寿命为１５年；每年的损耗为６６６
２
３
镑。但现在损耗只按

１０年计算，就是说，每年有１０００镑，而不是６６６
２
３
镑，作为固定资

本的消耗加到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中去；这就是说，为修理劳动等

项保留了３３３
１
３
镑。（１０年和１５年都只是为举例而假定的。）因

此，要使固定资本经用１５年，就要在修理上平均支出这样多的金

额。这种计算方法，当然不会妨碍固定资本和投在修理上的追加

资本形成不同的范畴。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例如，人们曾假设，轮

船的维持和替换的最低预算费用每年为１５％，从而再生产时间＝

６
２
３
年。在六十年代，英国政府每年按１６％补偿“半岛东方公司”

这笔费用，与此相当的再生产时间是６
１
４
年。在铁路上，一台机车

的平均寿命为１０年，但加上修理费用，每年的磨损则规定为１２

１
２
％，寿命因此减为８年。客车和货车，每年的磨损按照９％计算，

因此寿命规定为１１
１
９
年。

在房屋及其他对所有者说来是固定资本并作为固定资本出租

的物品的租约中，法律都承认正常损耗和临时性修理的区别。前

者是由时间、自然影响和正常使用本身引起的，通常由所有者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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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后者是在房屋正常寿命和正常使用期间为了保持房屋完好而

不时需要的，通常由承租人负担。修理还分小修和大修。大修是固

定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局部更新，所以在租约没有明确的相反规

定时，也由所有主负担。例如按照英国法律：

“按年租赁房屋的承租人，在不用大修就能做到的限度内，只承担使建筑

物不透风雨的义务，一般说来，只负责可以称之为小修的修理。甚至在这方

面，也还要考虑到，开始租赁时建筑物有关部分的已使用的年限和一般的状

态，因为承租人没有义务用新的材料去替换旧的已经损耗的材料，也没有义

务赔偿那种由时间和正常使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贬值。”（霍德兹沃思《关于

地主和租户的法律》第９０—９１页）

对于由异常的自然现象，火灾、水灾等等引起的破坏所作的保

险，和损耗的补偿及维修劳动完全不同。保险必须由剩余价值补

偿，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或者，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必须

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必须按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

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进行，——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

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消除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

寻常的破坏。

事实上，为补偿所需要的资本，只有极小部分是货币准备金。

这个资本的最重要部分，是用于生产规模本身的扩大，这种扩大部

分地是现实的扩大，部分地是属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各生产部门的

正常范围。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在作安排时要考虑到，主顾的工

厂每年在扩大，而且一部分工厂不断地需要全部的或局部的再生

产。

按照社会平均数来决定损耗和修理费用时，必然会产生很大

的差别，甚至对那些属于同一个生产部门、数量相同而且所处的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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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条件也相同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机器等等在一个资

本家手里可以使用到平均时期以上，在另一个资本家手里却不能

使用这样长的时间。一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会高于平均数，另一

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会低于平均数，如此等等。但是，由损耗和修

理费用决定的商品加价，却是一样的，都是由平均数决定的。因

此，一个资本家由这种价格追加得到的，比他实际追加的要多，另

一个资本家则要少。这种情况，和其他一切造成同一生产部门的

不同资本家在劳动力剥削相等时获得不等利润的情况一样，使人

难于理解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

真正的修理和补偿之间、维持费用和更新费用之间的界限，带

有一定的伸缩性。因此，例如在铁路上，关于某些支出属于修理还

是属于补偿，应当算在经常性支出内还是算在基本投资内，总是争

论不休。把修理费用记入资本账户，不记入收入账户，是铁路公司

人为地提高股息的人所共知的手段。但在这方面，经验也已经提

供出非常重要的依据。例如，在铁路寿命初期追加的劳动，

“不算作修理，而必须看作是铁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应该记入资本账

户，因为这种追加劳动，不是由磨损或者运行的正常影响造成的，而是由铁路

建筑原来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引起的”（拉德纳《铁路经济》第４０页）。

“相反，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把那种为获得收入必然会产生的贬值记入每

年的收入账户，而不管这个数额实际上是否支出。”（凯利多尼亚铁路调查委

员菲兹莫里斯上校的论文，发表于１８６８年《货币市场评论》。）

在农业上，至少在还没有采用蒸汽作业时，要区分固定资本的

补偿和维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在现有器具〈各种必要的农具、其他工具和经营器具〉颇为完备但不是

特别多的地方，人们常常根据当时情况的差别，按原始资本１５—２５％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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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来大致平均地估计器具每年的磨损和维持。”（基尔霍夫《农业经营学手

册》１８５２年德骚版第１３７页）

拿铁路的车辆来说，修理和补偿是根本分不开的。

“我们保持着车辆的总数。不管有多少台机车，我们都保持这个数目。如

果有一台机车由于时间太久不能使用了，而新造一台比较有利，我们就动用

收入来制造一台新的。旧机器剩下的材料的价值，我们当然记入收入账户

…… 剩下的东西总是相当多的…… 车轮、车轴、锅炉等等，总之，旧机车

留下许多东西。”（丹·古奇，大西铁路公司董事长，Ｒ．Ｃ．第１７３２７、１７３２９

号）——“修理就是更新；对我来说，‘替换’这个名词是不存在的……一个铁

路公司既然买进一节车厢或一台机车，就应当把它修理成永远可以使用的东

西。”（第１７７８４号）“机车的费用，我们按每英里８
１
２
便士计算。我们用这８

１
２
便士就永远维持住机车。我们更新我们的机器。如果你们要购置一台新机

器，那末，你们花费的钱就比必须花费的要多…… 在旧机器上总会有几个

车轮，一个车轴，或别的可以利用的零件，使我们可以更便宜地制造出一台和

全新机器一样好的机器。”（第１７７９０号）“我现在每周生产一台新机车，就是

说，和新机车一样好的机车，因为它的锅炉、汽缸和车身都是新的。”（阿奇贝

尔德·斯特罗克，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Ｒ．Ｃ．１８６７年第１７８２３号）

客车也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有的机车和车厢不断地更新；有时安装一个新轮，

有时新添一个车身。运动着的、因而磨损得最厉害的部分，会逐渐地更新；这

样，机车和车厢可以进行一系列这样的修理，以致有些机车和车厢一点旧材

料的痕迹也没有留下来…… 甚至在旧车厢或机车完全不能再修理的时候，

也还有一些部分可以用在别的车厢或机车上，永远不会从铁路上完全消失。

因此，投在车辆上的资本是处在不断的再生产中；在整条铁路重新铺设时，对

路基来说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一次完成的事情，对车辆来说，却是年复一年地

逐渐完成的。车辆的存在是连续的，因为它处在不断的除旧布新之中。”（拉

德纳《铁路经济》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拉德纳在这里以铁路为例所说明的这个过程，对单个工厂说

００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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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适用的，但它可以形象地说明，在一个整个产业部门之内，或

者，从社会规模来看，甚至在整个生产之内，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是

怎样不断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和修理互相交错地进行的。

这里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狡猾的经理们为了获得股息，可以

在怎样广阔的界限之内玩弄修理和补偿这两个概念。按照以上引

证的理·普·威廉斯的报告，英国各个铁路公司多年以来按平均

计算，曾从收入账户扣除如下的金额，作为路基和建筑物的维修费

用（按每年每英里铁路计算）：

  伦敦—西北线……………………３７０镑

米德兰线…………………………２２５镑

伦敦—西南线……………………２５７镑

大北线……………………………３６０镑

郎卡郡—约克郡线………………３７７镑

东南线……………………………２６３镑

布莱顿线…………………………２６６镑

曼彻斯特—设菲尔德线…………２００镑

这些差异只有极小极小的部分产生于实际支出的差别；它们

几乎完全是由计算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有的把各项支出记在资本

账户，有的记在收入账户。威廉斯直截了当地指出：

“之所以记入较小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高股息；之所以

记入较大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已经有了较大的收入，能够负担这种开支。”

在若干场合，损耗，从而它的补偿，实际上是一个小到近于零

的量，所以，只有修理费用需要计算。下面引证的拉德纳关于铁路

上的技术工程的一段话，一般也适用于运河、船坞、铁桥和石桥等

一切这类坚固耐久的工程。——

１０２第八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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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坚固的工程经过时间的缓慢的影响也会引起损耗，但这种损耗在

较短时间内几乎是看不见的；然而，经过很长时间以后，例如数百年，甚至那

些最坚固的建筑物，也必须进行全部的或局部的更新。这种看不见的损耗和

铁路其他部分的较易察觉的损耗相比较，类似天体运动中的长期差和周期

差。时间对于桥梁、隧道、高架桥等等相当坚固的铁路建筑的影响，可以作为

长期损耗的例子。较快的和较为明显的、可以在较短期间内通过修理或替换

而恢复的损坏，则与周期差相似。即使相当耐久的建筑物的表面，有时也会

遭到偶然的损伤。对这种损伤进行的修补，也包括在常年的修理费用中。但

除开这种修理不说，这些建筑物也不会不受年龄的影响；总有一天，它们的状

况会使重建成为必要，尽管这个时间还很遥远。诚然，从财政和经济方面来

说，这个时间也许离得太远了，不必在实际上加以考虑。”（拉德纳《铁路经济》

第３８、３９页）

这里所说的，适用于所有这类非常耐久的工程，就这种工程

说，预付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不能按损耗逐渐地补偿，而只能把维修

的年平均费用转移到产品价格中去。

我们已经讲过，为补偿固定资本的损耗而流回的货币，大部分

都是每年，或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就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

尽管如此，对每个单个资本家来说，仍然必须为要经过若干年才一

下子到达它的再生产期间，从而要全部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设

置折旧基金。固定资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它们的性质，不可

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再生产。此外，在再生产一部分一部分地

进行，使已经损坏的部分在较短时间内换新的地方，在这种补偿能

够实行之前，必须根据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事先积累一笔或大或

小的货币。为了这个目的，不是随便一个货币额都行，必须有一个

一定数量的货币额。

如果我们只在简单货币流通的前提下考察这个问题，完全不

考虑以后才加以阐述的信用制度４９，那末，运动的机构就是这样

２０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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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卷（第３章第３节ａ）已经指出，社会现有的货币总有一部

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用，而另一部分则执行流通手段或直接流

通的货币的直接准备金的职能，但是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

通手段的比例却在不断地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那种必须作

为贮藏货币大量积累在一个大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在购入固定资

本时一次投入流通。这笔货币本身在社会上又分为流通手段和贮

藏货币。固定资本的价值，按照它的损耗的程度，以折旧基金的形

式流回到它的起点。通过这种折旧基金，流通货币的一部分，又在

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那个曾经为购置固定资本把贮藏货币

转化为流通手段并使它离开自己的资本家手中，形成贮藏货币。

这是社会现有贮藏货币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分配，它交替地充当流

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先是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然后又作为贮藏货

币离开流通货币的总量。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它的发展必

然是同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行的，——这种货币不再

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过不是在它的所有

者手中，而是在另一些使用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手中。

３０２第八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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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我们知道，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是按不

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期间周转的；我们又知道，同一企业的固定资

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根据它们的不同的寿命，从而不同的再生产时

间，又各有不同的周转期间。（关于同一企业的流动资本的不同组

成部分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见本章末的第６点。）

１．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是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平均周转；计算

方法见后。如果问题只是不同的期间，那末，计算它们的平均数当

然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

２．这里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

进入生产过程的流动资本，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

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间断地进行，它就必须通过产品的出售，不

断用实物来补偿。进入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只把它的一部分价值

（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尽管有损耗，但它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

职能；因此，固定资本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需要用实物

来补偿，但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象流动资本那样频繁。补偿的这种

必要性，再生产的期限，对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来说，不仅有

量的差别，而且如前所述，寿命较长、能使用多年的固定资本，有一

部分能一年或不到一年补偿一次，用实物加到旧的固定资本中去；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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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具有其他性能的固定资本，补偿只能在寿命终结时一次进行。

因此，必须把固定资本不同部分的特殊周转化为周转的同种

形式，使它们只有量的差别，即周转时间的差别。

如果我们用Ｐ…Ｐ即连续生产过程的形式作为起点，这种质

的同一性是不会发生的。因为Ｐ的某些要素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

偿，另一些要素则不必如此。但Ｇ…Ｇ′形式无疑会提供周转的这

种同一性。例如有一台价值１００００镑的机器，寿命为１０年，因而每

年有
１
１０
＝１０００镑再转化为货币。这１０００镑在一年之内，由货币资

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又由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

本。它象我们在这个形式下考察的流动资本一样，回到它原来的

货币形式，而这１０００镑货币资本，年终是否再转化为一台机器的

实物形式，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计算预付生产资本的总周转

时，我们把它的全部要素固定在货币形式上，这样，回到货币形式

就是周转的终结。我们总是把价值看作是以货币预付的，甚至在

价值的这种货币形式只是以计算货币出现的连续生产过程中，也

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数。

３．由此可见：即使预付生产资本的极大部分，是由再生产时间

从而周转时间包含一个持续多年的周期的固定资本构成，但是，由

于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反复周转，一年内周转的资本价值还是能够

大于预付资本的总价值。

假定固定资本＝８００００镑，它的再生产时间＝１０年，这样每年

有８０００镑回到货币形式，或者说，固定资本每年完成它的周转的
１
１０
。假定流动资本＝２００００镑，每年周转５次。这样，总资本＝

１０００００镑。周转的固定资本＝８０００镑；周转的流动资本＝５×

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镑。因此，一年内周转的资本＝１０８０００镑，比预付

５０２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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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大８０００镑。资本的１＋
２
２５
周转了。

４．因此，预付资本的价值周转，是和它的实际再生产时间，或

者说，和它的各种组成部分的现实周转时间相分离的。假定一个

４０００镑的资本每年周转５次。这样，周转的资本是５×４０００＝

２００００镑。但每次周转终结时回来而被重新预付的，是原来预付的

４０００镑资本。它的量，不会因为它重新执行资本职能的周转期间

的数目而改变。（把剩余价值撇开不说。）

因此，用第３点的例子来说，按照假定，年终回到资本家手中

的有：（ａ）一个２００００镑的价值额，它重新用作资本的流动组成部

分；（ｂ）一个８０００镑的价值额，它由于损耗从预付固定资本价值中

分出，同时，这个固定资本仍然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不过价值已经

不是８００００镑，而是减为７２０００镑了。生产过程还要继续九年，那

时，预付固定资本才结束自己的寿命，不能再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

价值形成要素执行职能，而必须替换。因此，预付资本价值必须完

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例如在上述场合，就是一个包含十个

年周转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

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转时间决定的。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

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十年。一

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

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

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

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

６０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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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

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

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

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

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

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

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

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

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２２ａ）

５．关于周转的计算方法，我们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是怎样说

的。５０

“在一些生产部门内，全部预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或流通多次；在另一些

生产部门内，预付资本一部分在一年内周转一次以上，另一部分则没有这么

频繁。资本家必须按照他的全部资本经过他的手或周转一次所需要的平均

期间，来计算他的利润。假定某人把资本投入某种营业时，一半投在建筑物

和机器上，十年更新一次；四分之一投在工具等等上，两年更新一次；其余四

分之一投在工资和原料上，一年周转两次。他的全部资本为５００００美元。在

这种情况下，他每年的支出如下：

  
５００００
２
＝２５０００美元（１０年）＝ ２５００美元（１年）

５００００
４
＝１２５００美元（２年）＝ ６２５０美元（１年）

５００００
４
＝１２５００美元（

１
２
年）＝２５０００美元（１年）

         
         １年＝３３７５０美元

（２２ａ） “城市的生产被束缚在日周转中，农村的生产则被束缚在年周转中。”（弥

勒《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林版第３册第１７８页）这就是浪漫主义者关于工业和农业

的天真的观念。

７０２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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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的全部资本周转一次的平均时间是１６个月５１…… 假设有另一种

情形：总资本５００００美元的四分之一是１０年流通一次，四分之一是一年流通

一次，其余二分之一是一年流通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的支出如下：

１２５００
１０
＝ １２５０美元 

１２５００＝１２５００美元 

２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０美元 

１年的周转额＝６３７５０美元。”

（斯克罗普。见阿朗佐·波特尔编《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１年纽约版第１４２、１４３

页）

６．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

同一个斯克罗普在同一处［第１４１页］还说：

“工厂主，农场主，或商人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流通得最快，因为如果他

对工人每周支付一次，这种资本就可能由于他每周的卖货或结账所得的进款

每周周转一次。投在原料和商品储备上的资本流通得没有这样快，它每年或

许周转两次或四次，这要看买进原料和卖出商品之间所需的时间而定，这里

假定资本家是以相等的信用期限进行买和卖的。投在工具和机器上的资本

流通得更慢，因为它平均也许要５年或１０年才周转一次，也就是才消费掉，

才被更新，虽然有不少工具经过一系列操作之后，就已经不能使用了。投在

例如工厂、店铺、栈房、谷仓等建筑物和投在道路、灌溉工程等上的资本，看来

几乎是根本不流通的。但实际上，这些设施完全和上述各项一样，会在它们

协助生产进行的时候消耗掉，并且必须再生产出来，以便生产者的活动能够

继续下去。差别只在于：它们比其他各项消费得更慢，也再生产得更慢……

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也许要２０年或５０年才周转一次。”

在这里，斯克罗普把那种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支付期限和信

用关系而在流动资本某些部分的流动中引起的差别，和那种由资

本性质引起的周转混为一谈。他说，工资必须每周用每周的卖货

或结账所得的进款来支付。首先这里要指出，就工资本身来说，也

８０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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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差别，因为支付期限有长有短，即工人不得不给予资本家的

信贷的时间有长有短，也就是工资的支付期限有一周的、一月的、

三个月的、半年的，等等。这里也适用我们以前已经阐明的规律：

“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也就是要一次预付的货币资本量），与支付期

限的长短成正比①。”（见第１卷第３章第３节ｂ第１２４页
５２
）

其次，加入每周产品的，不仅有在生产产品时由一周劳动加进

的新价值的总量，而且有在一周产品上所消耗的原料和辅助材料

的价值。产品中包含的这个价值，和产品一起流通。通过这个产品

的出售，它获得货币形式，并且必须重新转化为同一些生产要素。

这一点既适用于劳动力，也适用于原料和辅助材料。但我们已经

知道（第６章第 节１），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生产资料的储备，这

种储备在不同生产部门是不相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就流动资本

的这个要素的不同组成部分（例如煤炭和棉花）来说，也是不相同

的。因此，虽然这些材料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但是不需要不断

重新购买。重新购买的次数多少，要看现有储备量的大小，要看储

备可用多久。至于劳动力，这样的储备是没有的。投在劳动上的资

本部分和投在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资本部分，是一起再转化为货

币的。但是，货币一方面向劳动力和另一方面向原料的再转化，是

分开进行的，因为这两个组成部分的购买期限和支付期限是不同

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即生产储备，在较长的时期购买一次；另

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在较短的时期例如一周购买一次。另一方

面，资本家除了生产储备之外，还必须有成品的储备。撇开销售上

的困难等等不说，比如说，有一定量商品是要按订货生产的。在商

９０２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① 第１版和第２版中是：反比。——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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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最后一部分正在生产的时候，已经制成的部分则堆在仓库内，

直到订货全部制成。只要流动资本的某些要素必须在生产过程的

一个准备阶段（例如木材的干燥）上比其他要素停留得久些，就会

在流动资本的周转上产生其他的差别。

斯克罗普这里提到的信用制度，和商业资本一样，对单个资本

家来说，会使周转发生变化。按社会规模来说，信用制度只有在不

仅加速生产，而且也加速消费的情况下，才会使周转发生变化。

０１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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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在魁奈那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表现为“原预付”和

“年预付”。他正确地把这种区别说成是生产资本即并入直接生产

过程的资本内部的区别。因为在他看来，农业上使用的资本即租

地农场主的资本是唯一的实际的生产资本，所以，这种区别也只是

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因此，他也就认为，资本

一部分是每年周转一次，另一部分是多年（十年）周转一次。重农

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偶然把这种区别应用于其他种类的资本，

应用于一般产业资本。年预付和多年预付的区别对社会来说是如

此重要，以至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在斯密以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规

定上来。

这两种预付的区别，只有在预付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

时才产生。这种区别唯一地只是存在于生产资本中。所以，魁奈不

把货币算在原预付内，也不把它算在年预付内。作为生产预付，即

作为生产资本，这两种预付是同货币和市场上出现的商品相对立

的。其次，在魁奈那里，生产资本这两种要素的区别，正确地归结

为它们加入成品的价值的方式不同，从而归结为它们的价值随着

产品的价值一起流通的方式不同，并从而归结为它们的补偿或再

１１２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生产的方式不同，因为一种要素的价值是一年全部补偿的，而另一

种要素的价值是在较长时期内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的。（２３）

亚·斯密的唯一进步是上述范畴的普遍化。在他那里，这些

范畴已经不仅涉及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而

且涉及每一种形式的生产资本。因此，不言而喻：从农业中得出的

年周转和多年周转的区别，被周转时间的不同这个一般的区别所

代替，因而，固定资本的一次周转，总是包含流动资本一次以上的

周转，而不管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是一年，是一年以上，还是不到

一年。这样，在斯密那里，“年预付”就成为流动资本，“原预付”就

成为固定资本了。但是，他的进步只限于范畴的这种普遍化。他所

作的说明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

斯密一开始研究就采用的粗浅的经验主义方法，立即产生了

糊涂观念：

“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便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

利润。”（《国富论》１８４８年阿贝丁版第２篇第１章第１８９页）

那些使价值可以投入，以便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给它的所有者

提供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投资部门一样，是不相同的，而且是多种

（２３） 参看魁奈《经济表的分析》（德尔编《重农学派》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例

如，那里说：“年预付是由每年在耕作劳动上的支出构成的；这种预付必须和代表农业

创办基金的原预付相区别。”（第５９页）——晚一辈的重农学派已经时常直接把“预付”

叫做“资本”：“资本或预付”，见杜邦·德·奈穆尔《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

学原理概述》（德尔，第１部第３９１页）。其次，列特隆写道：“由于劳动产品的耐久程度

不同，一个国家就拥有不以每年再生产为转移的一个可观的财富储备，这个储备代表

长期以来积累的资本，它原来是用产品支付的，是不断保存和增加的。”（德尔，第２部

第９２８—９２９页）——杜尔哥已经更经常地用“资本”一词代替“预付”，更彻底地把“工

厂主”的“预付”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等同起来。（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

考察》１７６６年版）

２１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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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的。这是资本可以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问题。如果问题这样

提出，那就还会进一步引伸。它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价值即使不

作为生产资本投入，究竟怎样会对它的所有者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例如，作为生息资本，商人资本等等执行职能。因此，在这里，我们

已经离开分析的真正对象十万八千里了。这里的问题只是：把不

同的投资部门撇开不说，生产资本分割为不同的要素，对这些要素

的周转有什么影响。

亚·斯密紧接着说：

“第一，一个资本可以用于耕种，制造，或购买货物，再把它们卖掉而取得

利润。”

在这里，斯密只是告诉我们，资本可以用于农业、制造业和商

业。因而，他只是谈到不同的投资部门，并且谈到象商业这样的部

门，在这些部门，资本不并入直接生产过程，因而不作为生产资本

执行职能。这样，他就把重农学派在阐明生产资本的区别和它们

对周转的影响时所依据的那个基础抛弃了。他甚至立即以商人资

本作为例子，虽然这里的问题只是关于生产资本在产品形成过程

和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又引起资本的周转和再生

产中的区别。

他接着说：

“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

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这样使用的资本”！但是，斯密说的是投入农业，投入工业的

资本，并且他以后还告诉我们，这样投入的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因此，用这种方式投入资本，既不会使资本变为固定资本，

也不会使它变为流动资本。

３１２第十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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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他想说的是：用来生产商品并把这种商品卖掉而取得利

润的资本，在转化为商品之后必须卖掉，并且通过出售，第一，必须

由卖者所有转为买者所有，第二，必须由它作为商品的实物形式转

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因而，如果它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

——对他——保持原状，它就会对它的所有者毫无用处？但是，这

样一来，问题就不过是：同一资本价值，从前是以生产资本的形式，

以属于生产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现在却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

资本，以两个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因此，已经既不是固

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了。而以上所说，既适用于以原料和辅助

材料，即以流动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也适用于以劳动资料的消

耗，即以固定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因此，我们没有朝着阐明固定

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方面前进一步。

接着又说：

“商人的货物在没有卖掉而换得货币以前，不会给他提供收入或利润；而

货币在没有再换得货物以前，也是如此。他的资本不断地以一种状态离开

他，以另一种状态回到他那里，并且只有通过这样的流通或连续的交换，才能

给他提供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流动资本。”

亚·斯密在这里规定为流动资本的东西，就是我要称之为流

通资本的东西。这种资本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即处在属于

以交换（物质的变换和所有者的变换）为媒介的形式变换的形式，

因而是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是和属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形式即

生产资本的形式相对立的。这不是产业资本家用来划分他的资本

的两种特殊种类，而是同一预付资本价值在它的生活过程的循环

中不断重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不同形式。亚·斯密把这一点和这

样一些形式区别混为一谈，——这同重农学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

４１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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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这些形式区别，是在资本价值的流通中，在资本价值依

次经过各种形式的循环中，当资本价值处于生产资本形式时产生

的，并且正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按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形

成过程，按不同的方式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上而产生的。我们以后

将会看到，把生产资本和处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

本），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根本混同起来，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预付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和预付在流动资本上的资本价值

一样，都通过产品来流通，都通过商品资本的流通而转化为货币资

本。区别只是产生于这个事实：固定资本的价值是一部分一部分

地流通的，因此，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补偿，

以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亚·斯密在这里所说的流动资本不过是流通资本，是处在属

于流通过程的形式的资本价值（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由他非

常拙劣地选择的例子就证明了。他所用的例子是那种根本不属于

生产过程，而仅仅留在流通领域，仅仅由流通资本构成的资本，即

商人资本。

用一种根本不是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资本作为例子来开始，

是多么荒谬，这由他自己的话就立即说明了：

“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但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正象他以后告诉我们的，

是一种由生产资本本身内部的本质区别产生的区别。在亚·斯密

的头脑里，一方面是重农学派所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资本价值在

它的循环中所经过的形式的区别。这二者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

但是，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变换，价值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

的单纯转化，怎么会产生利润，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说明这一

５１２第十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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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这里是以仅仅在流通领域内运动

的商人资本开始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一点；我们先听他关于固定

资本是怎么说的：

“第二，它〈资本〉可以用来改良土地，用来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

或者用来购买这一类东西，这些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

提供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行业不同，

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同…… 每个手工

业主或工厂主的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他的劳动工具上。可是，这个部

分在一些行业中是很小的，在另一些行业中是很大的…… 但是，一切这样

的手工业主〈如裁缝业主，制鞋业主，织布业主〉的资本的更大得多的部分，或

者作为他们的工人的工资，或者作为他们的原料的价格来流通，而且由制成

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把他对利润的源泉所下的幼稚的定义撇开不说，弱点和混乱

立即从下面一点暴露出来：例如，对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主来说，机

器是产品，会作为商品资本来流通，因此，用亚·斯密的话来说是

“会卖掉，会更换所有者，会进一步流通”。

因此，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机器似乎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

资本了。这种混乱仍然产生于斯密把下面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一

种是由生产资本不同要素的不同流通方法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本的区别，另一种是由同一个资本在生产过程内作为生产资本

执行职能，在流通领域内却作为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

本）执行职能而产生的形式区别。因此，在亚·斯密看来，同样的

东西，按照它们在资本生活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既能够作为固定资

本（即劳动资料，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又能够作为“流动”资

本，商品资本（即离开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的产品）执行职能。

但是，亚·斯密一下子改变了他区分资本的全部基础，这是和

６１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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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前几行开始全部研究时所说的话相矛盾的，特别是和这样的论

点相矛盾的：

“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便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

利润”，

就是说，作为流动资本或作为固定资本。因此，按照这个说法，这

里是互相独立的不同资本的不同的使用方法，例如，资本可以或者

用于工业或者用于农业。——但是他又说：

“行业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

同。”

现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再是不同的独立的投资，而是同

一生产资本的不同部分，这些不同部分在不同投资部门形成这个

资本总价值的不同部分。因此，这种区别是由生产资本本身的适

当的分割产生的，因而也只适用于生产资本。但是，商业资本只是

作为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说法，又是和这一点相矛盾的，

因为亚·斯密自己说：

“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其实，这种资本是仅仅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并且作

为这样的资本总是同生产资本，即同并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相对立，

而正因为这样，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同生产资本的固

定部分相对立。

在斯密所举的例子中，把“劳动工具”规定为固定资本，把投在

工资和原料（包括辅助材料）上的资本部分规定为流动资本（由制

成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因此，他的出发点首先只是劳动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一方面

是劳动力（劳动）和原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工具。但是，它们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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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它们上面已经耗费了一个要作为资本执行职

能的价值额。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生产资本即在生产过程中执

行职能的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方式。为什么把一部分称作固定

的呢？因为

“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劳动工具上”。

但是，另一部分也会固定在工资和原料上。而机器和

“劳动工具……这一类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提供

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

以采矿业为例。采矿业是完全不用原料的，因为劳动对象，例

如铜，是一种自然产物，它是首先要通过劳动去占有的。这种首先

要去占有的铜，是过程的产品，只是在过程结束以后才作为商品或

商品资本流通，这种铜不是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价值的任

何部分都没有投在这种铜上。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其他要素，劳

动力和辅助材料（例如煤炭、水等等），也同样没有在物质上加入产

品。煤炭被完全消费掉，只有它的价值加入产品，正如机器等等的

一部分价值加入产品一样。最后，工人和机器一样，仍然独立于产

品铜之外。只有工人通过他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现在是铜价

值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例子中，生产资本的任何组成部分都

没有转手（“更换所有者”），或者都没有进一步流通，因为它们都没

有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因此，在这里，还有什么流动资本呢？按照

亚·斯密自己的定义，在采铜业上使用的全部资本只是由固定资

本构成的。

相反，我们以另一种产业为例。这种产业使用原料，原料形成

产品的实体，还使用辅助材料，它也在物体上加入产品，而不象燃

烧的煤炭那样只在价值上加入产品。构成产品例如棉纱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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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花，会和产品棉纱一起转手，并从生产过程进入消费过程。但

是，只要棉花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所有者就不会把它卖

掉，而是对它加工，把它纺成棉纱。他不会把棉花脱手。或者用斯

密的极其错误而又庸俗的话来说，他不会“通过卖掉，通过更换所

有者，或者通过流通”而获取任何利润。他不让他的材料流通，就

象不让他的机器流通一样。这些材料完全和纺纱机、厂房一样固

定在生产过程中。当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固定在煤

炭、棉花等形式上，就象固定在劳动资料的形式上一样。区别只是

在于：比如一周棉纱生产所需要的棉花、煤炭等，会不断地在一周

产品的生产中完全消费掉，因此必须由新的棉花、煤炭等来补偿；

就是说，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虽然总是同一种类的，但是要不断地

由同一种新的物品组成，而同一台纺纱机，同一座厂房，却会在许

多周的生产上继续发挥作用，无需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作

为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不断地固定在生产

过程中，因为没有它们，生产过程是不能进行的。而生产资本的一

切要素，无论是固定的或流动的，作为生产资本，都一样同流通资

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相对立。

劳动力也是这样。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固定在劳动力

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同样一些劳动力，和同一些机器一样，在较长

的时间内是由同一个资本家使用的。在这里，劳动力和机器的区

别，并不是在于机器一次全部买下（在分期付款时，情形就不是这

样），工人不是一次买下，而是在于工人耗费的劳动全部加入产品

价值，机器的价值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产品价值。

斯密在说明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把不同的规定

混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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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

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他把产品即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中通过的、以商品的转手为

媒介的纯粹形式上的商品形态变化，同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在生

产过程中通过的物体上的形态变化相提并论。在这里，他不分青

红皂白地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同生产

要素转化为产品混为一谈。他举的流动资本的例子，是商人资本。

商人资本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是属于商品流通

的形式变换Ｗ—Ｇ—Ｗ。但是，流通中的这种形式变换，对执行职

能的产业资本来说，具有这样的意义：货币再转化成的商品是生产

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力），因此，这种形式变换使产业资本的职能

具有连续性，使生产过程成为连续的生产过程，即再生产过程。整

个这种形式变换是在流通中进行的；正是这种形式变换使商品实

际上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相反，生产资本在它的生

产过程中通过的形态变化，却是属于劳动过程的形态变化，它是生

产要素转化为要生产的产品所必需的。亚·斯密停留在这个事实

上：一部分生产资料（真正的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用

他的错误说法：“给它们的所有者提供利润”），并不改变它们的实

物形态，只是逐渐损耗，而另一部分生产资料（材料）却发生变化，

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变化来完成它们作为生产资料的使命。但是，

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只是固定资本和

非固定资本的区别的起点，而不是这种区别本身，这一点从以下事

实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同作用同样存在于一切生产方式，无论是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和这种不

同物质作用相适应的，是向产品的价值转移，和这种价值转移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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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又是通过产品的出售进行的价值补偿；而只是这一点才形成

这里所说的区别。因此，资本成为固定资本，不是因为它固定在劳

动资料中，而是因为它投在劳动资料上的价值的一部分，在另一部

分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流通时，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中。

“如果它〈资本〉被用来获得未来的利润，那末，要获得这个利润，他〈所有

者〉就必须或者保留它，或者放弃它。在前一个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后一

个场合，它是流动资本。”（第１８９页）

在这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利润的粗浅的经验主义的观

念，这种观念是从普通资本家的看法中得出来的，是和亚·斯密自

己的较为深刻的内在的见解完全矛盾的。在产品的价格中，不仅

材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已经得到补偿，而且劳动工具因磨损

而转移到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也已经得到补偿。这种补偿无论如

何不会成为利润的源泉。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不管是通过

产品的出售全部一次补偿，还是通过产品的出售一部分一部分地

逐渐补偿，所改变的只能是补偿的方法和时间；但是，无论如何，都

不能把这两种情况的共同点——价值的补偿——转化为剩余价值

的创造。这里的基础是这种普通的看法：因为剩余价值只是通过

产品的出售，通过产品的流通而实现，所以它也只是通过出售，通

过流通而产生。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利润产生的不同方法，只是对

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也就是对它们

作为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最后，

这个区别不是从劳动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引出的，不是从生产资

本本身的职能引出的，而是被认为仅仅对单个资本家具有主观上

的意义，在单个资本家看来，资本的一部分是在这种形式上有用，

另一部分则是在那种形式上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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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魁奈却从再生产过程和它的必然性本身引出这些区别。

为了使过程连续进行，年预付的价值必须每年由年产品的价值全

部补偿，相反，基本投资的价值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必

须经过许多年，例如十年，才完全补偿，从而完全再生产出来（由同

一种新的物品补偿）。可见，亚·斯密是远远落在魁奈的后面。

因此，在亚·斯密的固定资本的定义中仅仅剩下一点：固定资

本是劳动资料，这种劳动资料同在它帮助下制造的产品相对立，不

会在生产过程中改变它的形态，而会继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一直

到不能使用为止。他忘记了，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断以它们的

实物形式（作为劳动资料，材料和劳动力）和产品相对立，和作为商

品流通的产品相对立。他也忘记了，由材料和劳动力构成的部分

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部分的区别仅仅在于：就劳动力来说，它必须

不断重新购买（不象劳动资料那样是按照它的全部使用时间购买

的）；就材料来说，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不是同一些东西，而

总是同一种新的物品。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假象，好象固定资本的

价值不会流通，虽然亚·斯密在前面已经说明，固定资本的损耗自

然是产品价格的一部分。

在谈到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他没有着重指出，这

种对立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流动资本是生产资本的这样一个组

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必须全部由产品价值补偿，因此，必须全部

参加产品的形态变化，而固定资本却不是这样。相反，他把流动资

本同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时所采取的形式即商品资本和

货币资本混为一谈。但是，这两种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

既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价值承担者，又是它的流动组成

部分的价值承担者。二者是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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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最后，由于那种完全错误的看法，认为固定资本保留在生产过

程中而产生利润，流动资本离开生产过程并进入流通而产生利润，

而且由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流动部分在周转中具有同一形式，

所以，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和剩余价值形成上的本质区别就被掩

盖起来，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就更加隐蔽了。在流动资

本这个共同的名称下，这个本质区别被抹杀了。以后的经济学走

得更远，它认定，作为本质的东西和唯一的区别的，不是可变资本

和不变资本的对立，而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

亚·斯密在刚刚说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两种特殊的投资

方式，按各自本身考察都会提供利润之后，又说：

“任何固定资本，没有流动资本的帮助，都不会提供收入。最有用的机器

和劳动工具，如果没有流动资本给它们提供加工的材料，给使用它们的工人

提供给养，那是什么东西也生产不了的”（第１８８页）。

由此可见，以上所说的“提供收入”，“取得利润”等等的意思就

是：资本的两个部分是产品的形成要素。

亚·斯密然后举了如下的例子：

“租地农场主投在农具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固定资本，投在他的雇工的工

资和给养上的那部分资本是流动资本。”

因此，在这里，他正确地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归

结为生产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的流通和周转。

“他从前一种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保留在自己手里；他从后一种

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卖掉。役畜的价格或价值，和农具的价格一样，

是固定资本”；

这里又是正确的，因为区别是同价值有关，而不是同物质要素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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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役畜〉的给养，和雇工的给养一样，是流动资本。租地农场主取得利

润的方法，是保留役畜，而卖掉它的给养。”

租地农场主保留牲畜的饲料，不把它卖掉。他把它用来饲养

牲畜，而把牲畜本身作为劳动工具来使用。区别仅仅在于：用来饲

养役畜的饲料会全部消费掉，必须不断通过从农产品或它的出售

取得新的牲畜饲料来补偿；牲畜本身却只是随着一头一头不能干

活而替换。

“不是为了役使，而是为了出售才买来肥育的牲畜的价格和给养，是流动

资本。租地农场主把它们卖掉而取得利润。”

任何商品生产者，从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都出售他的产

品，出售他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这个产品就既不是他的生产

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也不是他的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相

反，他的产品现在处于已经离开生产过程而必须执行商品资本职

能的形式。肥育的牲畜在生产过程中是执行原料的职能，不象役

畜那样是执行工具的职能。因此，它作为实体加入产品，而它的全

部价值也和辅助材料｛它的饲料｝的价值一样，加入产品。因此，它

是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但这并不是因为出售的产品，即已经肥育

的牲畜，在这里和它的原料，即尚未肥育的牲畜，有相同的自然形

式。这是偶然的事。同时，斯密本来应该从这个例子看到，使生产

要素中包含的价值规定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是生产要素

的物质形式，而是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

“种子的全部价值也是固定资本。虽然种子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

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流通。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不

是靠种子的出售，而是靠种子的繁殖。”

斯密所作的区分的荒谬，在这里暴露无遗了。按照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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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种子不“更换所有者”，就是说，如果种子直接从年产品中补

偿，从年产品中扣除，它就是固定资本。相反，如果把全部产品卖

掉，而用其中一部分价值来购买别人的谷种，它就是流动资本。在

一个场合，“更换所有者”；在另一个场合，没有“更换所有者”。在这

里，斯密又把流动资本和商品资本混同了。产品是商品资本的物

质承担者。但是，当然只有实际进入流通、而不直接再进入自己作

为产品出来的生产过程的那部分产品，才是这样。

不论种子直接作为产品的一部分扣除，还是把全部产品卖掉，

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换成向别人购买的种子，在这两种场合，都只是

补偿。通过这种补偿，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在后一种场合，种子，和

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在前一种场合，它只是

在簿记上当作预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它

总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它被完全消费掉，以便完成产品

的生产，并且它必须全部由产品补偿，以便再生产成为可能。

“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

所具有的独立形态。真正的劳动资料却不是这样。工具、机器、厂

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明天以同昨天一样的形

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

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样。

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仍旧是分

开的。”（第１卷第６章第１９２页５３）

生产资料在产品的形成上具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一种是生产

资料和产品相对保持独立的形态，另一种是生产资料改变或全部

丧失独立的形态。这个区别属于劳动过程本身，因此，对没有任何

交换，没有商品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例如，家长制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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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需要的劳动过程来说，也是存在的。这个区别被亚·斯密

歪曲了，这是因为：１．他塞进了和这里完全无关的关于利润的规

定，说什么一些生产资料在保持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

润，另一些生产资料在丧失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润；２．

他把一部分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和属于产品交换、商品

流通，同时包含流通中的商品的所有权变换的那种形式变换（买和

卖）混为一谈。

周转包含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

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

生产。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的一部分产品直接被他自己重新

用作生产资料，那末，他就好象是把这部分产品卖给自己的卖者

了，而在他的账簿上事情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因此，再生产的这

一部分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而是直接进行的。但是，这样重新用

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是补偿流动资本，而不是补偿固定资本，

只要１．它的价值全部加入产品；２．它本身在实物形式上全部由新

产品中同一种新的物品补偿。

亚·斯密接着告诉我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是由什么构成

的。他列举了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品即物质要素，好象

这种规定性是这些物品在物质上天然具有的，而不是由这些物品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一定职能产生的。然而，他在同一章（第

２篇第１章）中指出，虽然某种物品，例如，一所保留下来供直接消

费的住宅，

“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因此会对他执行资本的职能，但是决不会给公众

提供收入，不会对公众执行资本的职能。全体人民的收入决不会因此增加一

丝一毫”（第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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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里，亚·斯密说得很清楚，资本属性并不是物品本

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固有的，而是一种职能，物品是否承担这种职

能，要看情况而定。但对一般资本适用的，对它的部分也适用。

同样的物品是构成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还是构成固定资本

的组成部分，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什么职能。例如牲畜，作为

役畜（劳动资料），是租地农场主的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相

反，作为肥育的牲畜（原料），却是租地农场主的流动资本的组成部

分。另一方面，同一物品可以时而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时而

属于直接的消费基金。例如，一所房子，用作劳动场所，是生产资

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用作住宅，就根本不是资本的形式，而只是一

所住宅。在许多场合，同一些劳动资料，可以时而充当生产资料，

时而充当消费资料。

从斯密的见解产生的错误之一，是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

性质看作是物品固有的性质。劳动过程的分析（第１卷第５章５４）

已经指出，劳动资料，劳动材料或产品的规定，是随着同一物品在

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而改变的。而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规

定，也是建立在这些要素在劳动过程中，从而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所

起的一定作用的基础上的。

其次，斯密在列举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品时，清楚地

表明了他把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仅仅对生产资本（生产形式

的资本）才适用、才有意义的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

部分的区别，另一种是生产资本和资本在其流通过程中具有的形

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区别。在同一个地方（第１８８页），他

说：

“流动资本包括……处在各该商人手中的各种食品、材料、成品，以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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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流通和分配所必要的货币。”

事实上，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考察，就会看到，这里和以上所

述的相反，又把流动资本同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也就是同两种根

本不属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形式等同起来。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并不

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而是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

资本。因此，预付在材料（原料或半成品）上并且实际并入生产过

程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只是和这两种形式的资本并列在一起

发生作用。他说：

“社会总资本自然分成三个部分，第三部分即最后部分，是流动资本，它

的特征是，只有通过流通或更换所有者才提供收入。流动资本也由四个部分

构成：第一，是货币……”

但货币从来不是生产资本即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

形式，它始终只是资本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式之一。

“第二，是屠宰业主、畜牧业主、租地农场主……所拥有的食品储备，他们希望

通过出售这种食品而得到利润…… 第四即最后部分，是已经制成但还在商

人或工厂主手中的产品。”——“第三，是完全没有加工或多少加过工的服

装、家具和建筑物的材料。这些材料尚未加工成服装、家具和建筑物，还留在

农场主、工厂主、绸布商、木材商、木匠以及砖瓦制造业主等人的手中。”

第二项和第四项包括的，不外是那些作为产品已经离开生产

过程而必须卖掉的东西；总之，它们现在作为商品从而作为商品资

本执行职能，因此，按它们所具有的形式和在过程中所占有的位

置，它们都不形成生产资本的要素，而不管它们的最后用途如何，

就是说，不管它们按照它们的目的（使用价值）最后是进入个人消

费还是进入生产消费。第二项中的产品是食品；第四项中的产品

是其他一切成品，因此它们本身又只是由已经完成的劳动资料或

已经完成的消费品（不同于第二项中的食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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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在这里还说到商人，这又暴露出他的混乱。只要生产者

把他的产品卖给商人，这个产品就不再是他的资本的形式。当然，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尽管它在别人手中，而不在它的生产者手中，

它仍然是商品资本；但是，正因为它是商品资本，所以它既不是固

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

在任何不是为了直接满足生产者自身需要的生产中，产品都

必须作为商品来流通，就是说，必须卖掉，这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

只是为了使生产者能够生活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还

要加上一点：在商品出售时，也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产品

是作为商品从生产过程出来的，因此既不是生产过程的固定要素，

也不是它的流动要素。

此外，斯密在这里还自相矛盾。成品，不管它们的物质形态或

使用价值如何，不管它们的效用如何，在这里都是商品资本，都是

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的资本。处在这种形式的成品，并不是它们所

有者可能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但这决不妨碍它们在出售之后，

在买者手中，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或者是流动组成部分，或

者是固定组成部分。这里表明，一度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出现而

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同一些物品，在离开市场后，就可能执行或者

可能不执行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或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

棉纺业主的产品棉纱是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是他的商品资

本。它不能再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既不能作

为劳动材料，也不能作为劳动资料执行职能。不过，在购买棉纱的

织布业主手中，它并入他的生产资本，成为其中的流动组成部分之

一。而对纺纱业主来说，棉纱是他的一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的价值承担者（撇开剩余价值不说）。机器也是这样，作为机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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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厂主的产品，它是他的资本的商品形式，是他的商品资本；只要

它停留在这个形式上，它就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本。如果

把它卖给一个使用它的工厂主，它就成为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

分。即使有的产品按照它的使用形式，能够部分地重新作为生产

资料，进入把它生产出来的过程，例如煤炭用于煤炭的生产，但是，

用来出售的那部分产品煤炭，恰恰既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

本，而是商品资本。

另一方面，有的产品，按照它的使用形式，根本不能成为生产

资本的某种要素，既不能充当劳动材料，也不能充当劳动资料。例

如，某些生活资料就是这样。尽管如此，这些产品对它们的生产者

来说，还是商品资本，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承担者；至于

这些产品是哪一种资本的价值承担者，那要看在生产它们时使用

的资本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要看这种资

本的价值全部一次转移到产品中去，还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

产品中去。

在斯密的第三项中，原材料（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一方面

并不表现为已经并入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只表现为社会

产品由以构成的使用价值的特别种类，只表现为和第二项、第四项

所列举的其他各种物质组成部分、生活资料等等并列的商品的特

别种类。另一方面，这些原材料又确实是被当作并入生产资本的

材料，从而被当作生产者手中的生产资本的要素。这里的混乱在

于：这些原材料一方面被理解为在生产者（“农场主、工厂主”等人）

手中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又被理解为在商人（“绸布商、木材商”）手

中执行职能，而在商人手中，它们只是商品资本，不是生产资本的

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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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密在这里列举流动资本的要素时，实际上完全忘记了

只对生产资本适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相反，他把商

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即两种属于流通过程的资本形式同生产资本相

对立，不过，他也只是不自觉地这样做的。

最后，引人注目的是，亚·斯密在列举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时

忘记了劳动力。这是由两种原因造成的。

我们刚刚看到，撇开货币资本不说，在斯密那里，流动资本不

过是商品资本的另外一个名称。但只要劳动力在市场上流通，它

就不是资本，不是商品资本的形式。劳动力根本不是资本；工人不

是资本家，虽然他把一种商品即他自己的皮带到市场上去。只有

在劳动力已经出卖，并入生产过程之后，就是说，只有在它不再作

为商品流通之后，它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作为剩余价值的

源泉，它是可变资本，就投在它身上的资本价值的周转来说，它是

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因为斯密在这里把流动资本和商品资

本混同起来，所以他不可能把劳动力列入他的流动资本的项目内。

因此，在他那里，可变资本以工人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的商品即生活

资料的形式出现。在这种形式上，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价值才被

认为属于流动资本。但是，并入生产过程的，是劳动力，是工人本

身，而不是工人赖以维持的生活资料。诚然，我们讲过（第１卷第

２１章），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工人本身通过他的个人消费进行的再

生产，也属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这一点并不适用于我

们这里所考察的单个的孤立的生产过程。斯密列入固定资本项目

内的“获得的有用的才能”（第１８７页），相反地却是流动资本的组

成部分，因为它是雇佣工人的“才能”，而且雇佣工人已经把他的劳

动连同他的“才能”一起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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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一个大错误，是把全部社会财富分成１．直接消费基

金；２．固定资本；３．流动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就得分成１．消

费基金，它不构成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的部分，虽然它的某些部分

能够不断执行资本的职能；和２．资本。按照这种分法，财富的一部

分执行资本的职能，另一部分则执行非资本或消费基金的职能。

在这里，一切资本不是固定的，就是流动的，是一种绝对的必然性，

就象哺乳动物不是雄的，就是雌的，是一种自然的必然性一样。但

是我们已经知道，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只适用于生产资本

的要素；而在生产资本要素之外，还有相当大量的资本——商品资

本和货币资本，它们处在既不可能是固定资本，也不可能是流动资

本的形式。

因为除了由单个资本主义生产者本人不经过买卖，直接以实

物形式重新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以外，在资本主义的基础

上，社会生产的总量是作为商品资本在市场上流通的，所以，很清

楚，从商品资本中取出的，既有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和流动要素，

又有消费基金的一切要素。这实际上无非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

产的基础上，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首先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虽

然它们的使命是以后充当消费资料或生产资料；同样，劳动力本身

虽然不是作为商品资本，但也是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

亚·斯密不懂得这一点，因而产生了新的混乱。他说：

“在这四个部分中”，

——即“流动资本”的四个部分，实际上是两种属于流通过程的资

本形式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四个部分，由于斯密把商品资本的

组成部分又从物质上来区分，两部分就变成四部分了，——

“有三个部分——食品、材料和成品——或者一年，或者在比一年或长或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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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里，照例从流动资本转为固定资本，或者转为供直接消费的储备。任何

固定资本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并且需要不断靠流动资本来补充。一切有用的

机器和劳动工具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它们由以制成的材料和制造它们的工人

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它们也需要有流动资本用来对它们进行

经常的维修。”（第１８８页）

除了不断由生产者本人重新作为生产资料直接消费的那部分

产品以外，下面这个一般论点是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产品

都是作为商品来到市场，因此，对资本家来说，都是作为他的资本

的商品形式，作为商品资本来流通，而不管这些产品按照它们的实

物形式，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必须或者能够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

（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作为生产资料，从而作为生产资本的固定

要素或流动要素执行职能，还是只能充当个人消费而不是生产消

费的资料。一切产品都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所以一切生产资料和

消费资料，一切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的要素，都必须通过它们作为

商品的购买再从市场上取出。这个平常的道理当然是正确的。因

此，它既适用于生产资本的固定要素，也适用于生产资本的流动要

素，既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劳动资料，也适用于一切形式的劳动材

料。（斯密在这里又忘记了，生产资本的某些要素是天然存在的，不

是产品。）机器和棉花一样是在市场上购买的。但由此决不能得出

结论说，任何固定资本最初都来源于流动资本；斯密得出这个结

论，只是由于他把流通资本和流动资本即非固定资本混同起来。

此外，斯密也自相矛盾。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机器作为商品是流动

资本的第四部分。因此，说它们来源于流动资本，这只是意味着：

它们在执行机器的职能以前，执行过商品资本的职能，但是从物质

上说，它们是来源于它们自身；就象棉花作为纺纱业主的资本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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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要素，是来源于市场上的棉花一样。但是，如果说斯密在进一步

的叙述中，根据制造机器需要劳动和原料，就从流动资本得出固定

资本，那末，第一，制造机器也需要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第二，生

产原料同样需要机器等等固定资本，因为生产资本总是包括劳动

资料，但并不总是包括劳动材料。他自己接着说：

“土地、矿山和渔场在它们的经营中，既需要固定资本，又需要流动资本”，

——就是说，他承认，生产原料不仅要有流动资本，而且要有固定

资本，——

“并且〈这里他又犯了新的错误〉它们的产品不仅补偿这些资本并取得利润，

而且补偿社会上一切其他的资本并取得利润。”（第１８８页）

这是完全错误的。它们的产品为一切其他产业部门提供原

料、辅助材料等等。但是它们产品的价值并不补偿一切其他社会

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只补偿它们自己的资本价值（＋剩余价值）。

这里，在亚·斯密身上使人不禁又想起重农学派。

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下面这个说法是正确的：由只能充当劳动

资料的产品构成的那部分商品资本，迟早总会——如果不是生产

出来毫无用处，不是卖不出去——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就是说，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只要这些产品不再是商品，它们就必然

会象原来已经预定的那样，成为社会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的现实

要素。

这里出现了一个由产品的实物形式产生的区别。

例如，一台纺纱机，如果不是用来纺纱，不执行生产要素的职

能，就是说，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不执行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

部分的职能，那它就没有使用价值。不过，纺纱机是可以移动的。

它可以从出产国输出，在国外直接或间接地卖掉，换成原料等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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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香槟酒。这样，它在出产国只是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而决不

是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即使在它出卖之后也不是执行固定资本

的职能。

相反，那些和土地连在一起，固定在一个地方，只能在该地利

用的产品，例如厂房、铁路、桥梁、隧道、船坞等等，以及土地改良设

施等等，却不能把它们的物体原封不动地输出。它们是不能移动

的。它们或者没有用处，或者在卖掉以后，必须在生产它们的国家

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它们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为了搞投机而建造

工厂或改良土地，目的是要把它们卖掉，对他来说，这些物品是他

的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按照亚·斯密的说法，是流动资本的形

式。但是从社会的观点来看，这些物品要成为不是没有用处的东

西，归根到底就要在本国，在一个固定在它们本身所在地的生产过

程中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不过，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不能移

动的物品本身一概都是固定资本。它们，例如住宅等等，可以属于

消费基金，因而根本不属于社会资本，虽然它们是社会财富——资

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的要素。用斯密的话来说，这些物品的

生产者通过它们的出售而获得利润。因此，它们是流动资本！这些

物品的使用者，它们的最后买主，只有把它们用于生产过程，才能

够利用它们。因此，它们是固定资本！

所有权证书，例如铁路的所有权证书，每天都可以易手，它们

的所有者甚至可以在国外出售这种证书而获得利润，因此，铁路本

身虽然不能输出，所有权证书却是可以输出的。但不管怎样，这些

物品在它们所在的国家内，必须或者闲置不用，或者执行生产资本

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职能。同样，工厂主Ａ可以把工厂卖给工厂主Ｂ

而获得利润，但这并不妨碍工厂和以前一样执行固定资本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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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固定在一个地方、同土地不能分离的劳动资料，虽

然对它们的生产者来说，能够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不形成他的固

定资本的要素（对他来说，固定资本是由他用来建造房屋、铁路等

等的劳动资料构成的），但必然预期要在本国执行固定资本的职

能。可是，由此决不能反过来得出结论说，固定资本必然由不能移

动的物品构成。船舶和机车只有通过运动才能发挥作用；但是，它

们不是对它们的生产者，而是对它们的使用者来说，执行固定资本

的职能。另一方面，有些东西确实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从生到死都

在生产过程中，一经进入就永不离开，但它们却是生产资本的流动

组成部分。例如，用于生产过程中使机器运转的煤炭，用于厂房内

照明的煤气等等，就是这样。它们是流动资本，并不是因为它们在

物体上和产品一道离开生产过程，作为商品来流通，而是因为它们

的价值全部进入在它们帮助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从而必须全部

由商品的出售来补偿。

在最后引用的亚·斯密的那段话中，还应该注意下面这句话：

“制造它们〈机器等等〉的工人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

重农学派把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正确地列入和“原预付”

相对立的“年预付”。但另一方面，他们不是把劳动力本身，而是把

付给农业工人的生活资料（用斯密的话来说，就是“工人的给养”）

表现为租地农场主使用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这一点和他们独

特的理论有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看来，由劳动加到产品中去的那

部分价值（正象原料、劳动工具等不变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加到产

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完全一样），只是等于付给工人的为维持他们

作为劳动力的职能所必须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他们的理论本

身使他们不可能发现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如果劳动（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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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再生产它本身的价格外）生产剩余价值，那末，它在工业中也象

在农业中一样，生产剩余价值。但是，按照他们的体系，劳动只在

一个生产部门即农业中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剩余价值就不是由劳

动产生，而是由自然在这个部门的特殊活动（帮助）产生。仅仅由

于这个原因，在他们看来，农业劳动和其他种类的劳动不同，是生

产劳动。

亚·斯密把工人的生活资料规定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

资本：

１．因为他把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和那些属于流通

领域的资本形式即流通资本混同起来；这种混同被他以后的经济

学家不加批判地继承下来。因此，他就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

流动组成部分混同起来，不言而喻，在社会产品采取商品形式的地

方，工人的生活资料和非工人的生活资料一样，材料也和劳动资料

本身一样，必须由商品资本提供。

２．重农学派的见解混到斯密的分析中去了，虽然这种见解，是

同他的阐述的内在部分即真正科学的部分相矛盾的。

一般说来，预付资本会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会采取生产

要素的形式，而生产要素本身是过去劳动的产物。（劳动力包含在

内。）只有在这个形式上，预付资本才能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

如果现在我们用工人的生活资料代替资本的可变部分转化成的劳

动力本身，那就很清楚，就价值形成来说，这种生活资料本身，同生

产资本的其他要素，同原料和役畜的生活资料是没有区别的。斯

密以此为根据，效法重农学派，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中，把它们相

提并论。生活资料本身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或者说，不能把剩余

价值加到自己的价值上。生活资料的价值，和生产资本其他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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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一样，只能在产品的价值中再现。它加到产品中去的价值，

不可能多于它原有的价值。生活资料和原料、半成品等等一样，同

由劳动资料构成的固定资本的区别仅仅在于：生活资料（至少对支

付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来说）全部消耗在它参与制造的产品中，从而

它的价值必须全部一次补偿，而固定资本只是逐渐地、一部分一部

分地补偿。因此，预付在劳动力（或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那部分

生产资本，现在只是在物质方面，而不是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

程方面，同生产资本其他的物质要素相区别。这部分生产资本只

是由于它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一部分（斯密统称为“材料”）一

起归到流动资本的范畴，而同产品的客观形成要素的另一个归到

固定资本范畴的部分相区别。

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同生产

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反，和产品物质形成要素的一部分（原料等等）

一样具有流动性，这种情况和资本的可变部分在价值增殖过程中

所起的同不变部分相反的作用绝对无关。问题仅仅在于，这部分

预付资本价值必须用什么方式以流通为媒介，由产品的价值得到

补偿、更新、从而再生产出来。劳动力的购买和再购买，属于流通

过程。但是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才会由一个

已定的不变的量，转化为一个可变的量（不是为工人，而是为资本

家）；并且始终只是由于这一点，预付的价值才转化为资本价值，转

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如果象斯密那样，不是

把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而是把投在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价值，规

定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那就不可能理解可变资本和不变

资本的区别，因而也就不可能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这部

分资本是和投在产品物质形成要素上的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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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一定义，被掩埋在这样一个定义之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

资本就周转来说属于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这种掩埋由于不是把

劳动力，而是把工人的生活资料列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而最终完成。

至于劳动力的价值是用货币预付还是直接用生活资料预付，那是

没有关系的，虽然后一种情形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自然只能

是例外。（２４）

这样，由于亚·斯密所下的流动资本的定义，被确定为对于投

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这是重农学派

的定义，但没有重农学派的前提，——他就幸运地使他的后继者不

可能理解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可变资本部分。他本人在

别处作过的更深刻和正确的阐述并没有取胜，他的这个谬误占了

上风。以后的作者甚至走得更远。他们不仅认为，投在劳动力上的

那部分资本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定义在于，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

的流动资本，而且还认为，流动资本的本质的定义在于，它是投在

工人的生活资料上的资本。由此自然就得出了劳动基金的学说５５，

所谓由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劳动基金，是一个已定的量，这个量一

方面从物质上限制工人在社会产品中占有的份额，另一方面又必

定全部花费在购买劳动力上。

（２４） 亚·斯密怎样阻碍自己去理解劳动力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用他

象重农学派那样把工人的劳动和役畜的劳动相提并论的下面这句话来证明，他说：“不

仅他的〈租地农场主的〉雇工是生产工人，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工人”（第２篇第５章

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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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李 嘉 图

李嘉图提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价值

规律的例外，即工资率影响价格的各种情况。这个问题，我们要到

第三卷才谈。５６

但是，原来的糊涂观念一开始就表现为下面这种轻率的并列：

“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

多样性。”（２５）

试问，这两种资本是什么？回答是：

“维持劳动的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

也是多种多样的。”（２６）

因此，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流动资本＝投在劳动上的资本。

维持劳动的资本，是从亚·斯密那里抄袭来的陈词滥调。在这

（２５） 《Ｔｈｉｓ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ｄｅｇｒｅｅｏｆｄ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ｆｉｘｅｄｃａｐｔｉａｌ，ａｎｄｔｈｉｓｖａｒｉｅｔｙ

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ｔｗｏｓｏｒｔ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ｙｂｅｃｏｍｂｉｎｅｄ．》——《原理》第２５

页。

（２６） 《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ｔｏｏ，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ａｔｉｓ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ｔｈｅ

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ａｔｉｓｉｎｖｓｅｔｅｄｉｎｔｏｏｌ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ｍａｙｂｅｖａｒｉｏｕｓｌｙｃｏｍ

ｂｉｎｅｄ．》——同上。

０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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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一方面把流动资本同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生产资

本混为一谈。另一方面，由于对立不是从价值增殖过程——不是

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得出的，而是从流通过程得出的（斯密

的旧有的混乱），就出现了双重错误的规定。

第一，把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所

组成的资本构成的差别等量齐观。但是，后一种差别决定剩余价

值生产上的差别；相反，前一种差别，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时，只涉

及生产资料的一定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方式，而在考察流通过

程时，只涉及所投资本的更新期间，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考察，只涉

及资本预付的期间。如果我们不去洞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内部

机构，而是从已有的现象出发来考察，那末，这两种差别事实上就

合而为一了。当社会剩余价值在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中间进

行分配时，资本的不同预付期间的差别（例如固定资本的不同寿

命）和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从而也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不

同的流通），对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

都发生同等的作用。

第二，从流通过程来看，一方面是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另一

方面是劳动材料和工资，即流动资本。但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

过程来看，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即不变资本，

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可变资本。对资本的有机构成（第１卷第２３

章第２节第６４７页５７）来说，在同一价值量的不变资本中，是劳动资

料多，劳动材料少，还是劳动材料多，劳动资料少，这是毫无关系

的，一切都取决于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

的比例。反之，从流通过程来看，也就是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

区别来看，一定价值量的流动资本按什么比例分为劳动材料和工

１４２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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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同样是没有关系的。从一个观点看，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归在

同一范畴，而和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相对立。从另一个观点

看，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

归在一起，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本相对立。

因此，在李嘉图那里，投在劳动材料（原料和辅助材料）上的那

部分资本价值，不出现在任何一方。它完全消失了。这就是说，它不

适于放在固定资本方面，因为在流通方式上，它和投在劳动力上的

那部分资本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它也不应放在流动资本方面，因

为这样一来，从亚·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并不声不响地保留着的

那种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对立

等同起来的做法，就会站不住脚。李嘉图有丰富的逻辑本能，不会

不感觉到这一点，所以，这部分资本就在他那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这里必须指出，用政治经济学的话来说，资本家投在工资上的

资本是按不同的期限预付的，这要看他例如是每周，每月，还是每

三个月支付一次工资而定。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是工人按一周，一

个月，或三个月，把他的劳动预付给资本家的，这要看他是每周，每

月，还是每三个月得到一次工资而定。如果资本家是购买劳动力，

不是事后支付劳动力的报酬，也就是说，如果他是按每日，每周，每

月，或每三个月给工人预支工资，那才谈得上按这个期限进行了预

付。既然他是在劳动已经持续数日，数周，数月之后才支付，不是

购买劳动，不是按劳动要持续的期间支付，所以这一切不过是一种

资本主义的颠倒。工人以劳动形式对资本家的预付，竟然变为资

本家以货币形式对工人的预付。至于资本家只有经过一个或长或

短的时期，——根据制造产品所需的时间的长短，也根据产品流通

所需的时间的长短，——才能够实现产品本身或从流通中收回它

２４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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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加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那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的本

质。商品的买者想怎样处置商品，这和卖者毫无关系。资本家购买

机器时，不会因为他必须一次预付机器的全部价值，而这个价值只

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从流通中流回，就能用较便宜的价钱得

到这台机器。资本家购买棉花时，也不会因为它的价值会全部加

入由它制成的产品的价值，从而全部一次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

而对棉花支付较高的价钱。

让我们回过来谈李嘉图。

１．可变资本的特征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因此它本身是不

变的）资本部分，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假定等于劳动力的价值，虽然

在这里工资是等于、大于还是小于劳动力的价值，是没有关系的）

和一个会自行增殖、会创造价值的力即劳动力相交换，而劳动力不

仅再生产它自己的由资本家支付的价值，而且同时生产剩余价值，

即原来不存在的，没有用任何等价物买来的价值。投在工资上的

那部分资本的这个具有特征的属性，使这部分资本作为可变资本

而和不变资本完全不同。如果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只是从流

通过程来考察，这样它就作为流动资本而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固

定资本相对立，那末，这个属性就会消失。这一点已经由下面的事

实表示出来：这时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就会在流动资本项目

内和不变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材料上的部分合在一

起，而和不变资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部分相

对立。在这里，剩余价值，也就是那个使所投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

条件，就完全被忽视了。同样，下列事实也被忽视了：由投在工资

上的资本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是新生产的（从而也是实际再生

产的），而由原料加进产品的那部分价值却不是新生产的，不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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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际再生产的，而只是维持、保存在产品价值中的，因而只是作为产

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的。现在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

观点看，区别就仅仅在于：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只是

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由商

品的出售得到补偿，因此，一般地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

得到补偿。另一方面，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劳动对象（原料

等等）的价值却全部加入商品价值，从而也全部由商品的出售得到

补偿。就这一点来说，从流通过程看，资本的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

本，另一部分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在这两种情况下，问题都是一定

量预付价值向产品的转移，以及这个价值由产品的出售得到的再

补偿。现在的区别只是在于，价值转移，从而价值补偿，是一部分

一部分地逐渐地进行，还是一次进行。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和不变

资本之间的决定性的区别就被抹杀了，剩余价值形成和资本主义

生产的全部秘密，即一定的价值和体现这些价值的物品借以转化

为资本的条件也被抹杀了。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就只有流通方

式的区别（而商品流通当然只和已有的、既定的价值有关）；而共有

一种特别的流通方式的，是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半成

品、辅助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

本相对立。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本能地坚

持亚·斯密的这种做法，即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混同

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并且不加批判地在一个世纪中

一代一代沿用这种做法。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那里，投在工资

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投在原料上的那部分资本根本不加区别，而仅

仅在形式上——看它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还是全部一次地通过产

４４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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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流通——和不变资本区别开来。因此，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

现实运动的基础，从而理解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运动的基础，一下

子就被破坏了。问题就只是预付价值的再现了。

不加批判地接受斯密的这种混同，对李嘉图来说，不仅比对以

后的辩护论者更加令人烦恼（对他们来说，混淆概念并不是什么令

人烦恼的事），而且比对亚·斯密本人更加令人烦恼，因为李嘉图

和斯密相反，更合乎逻辑地、更鲜明地阐述了价值和剩余价值，实

际上是维护亚·斯密的内在部分，而反对亚·斯密的外在部分。

这种混同是重农学派所没有的。“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

只关系到资本（专指农业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再生产期间；

他们关于剩余价值生产所持的见解，则是他们理论中一个和这种

区分无关的部分，而且是他们作为自己理论的要点提出的。他们

不是从资本本身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而是认为只有在资本的

一定生产领域即农业中才形成剩余价值。

２．在可变资本的定义中，——从而对任何一个价值额转化为

资本来说，——本质的东西是：资本家用一个一定的、既定的（在这

个意义上是不变的）价值量同创造价值的力相交换；用一个价值量

同价值的生产，价值的自行增殖相交换。资本家无论是用货币还

是用生活资料付给工人，都不会影响这个本质的规定。这只是改

变资本家所预付的价值的存在方式。在一个场合，这个价值以货

币形式存在，由工人用这个货币自己到市场上购买生活资料；在另

一个场合，它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供工人直接消费。事实上，

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以用货币付给工人报酬为前提，就象它一般

地说以用流通过程作为媒介的生产过程为前提，从而以货币经济

为前提一样。但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从而预付价值额的资本化，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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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产生于工资的或投在购买劳动力上的资本的货币形式，也不

是产生于它的实物形式。剩余价值的创造是产生于价值同创造价

值的力的交换，是产生于一个不变量到一个可变量的转化。——

劳动资料固定程度的大小，取决于它的耐用程度，也就是取决

于一种物理属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资料损耗得快

还是慢，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长还是短，要根据它的耐用

程度而定。但是它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决不是仅仅由于这种

耐用的物理属性。金属工厂中的原料，和用来进行生产的机器一

样耐用，并且比这种机器上的某些由皮革、木头等等构成的部分更

为耐用。尽管如此，用作原料的金属还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而也

许用同一金属制成的执行职能的劳动资料则是固定资本的一部

分。因此，同一种金属在一个场合归入固定资本项目内，在另一个

场合归入流动资本项目内，并不是由于物质的物理性质，并不是由

于金属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相反，这种区别是由金属在生产过

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产生的，它在一个场合是劳动对象，在另一个

场合则是劳动资料。

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平均地说，要求劳动资料在或

长或短的期间内，不断重新地在反复的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因

此，它的物质较为耐用是由它的职能规定的。但是，它由以制成的

物质的耐用性本身，不会使它成为固定资本。同一种物质，如果是

原料，就成为流动资本；而在那些把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区别混

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的经济学家看来，同一种物质，同

一台机器，作为产品是流动资本，作为劳动资料是固定资本。

虽然使劳动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不是它由以制成的耐用的

物质，但是它作为劳动资料所起的作用，要求它由比较耐用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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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因此，材料的耐用性是它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一个条件，从

而也是使它成为固定资本的流通方式的物质基础。在其他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它的物质损坏的快慢程度不同，使它具有固定性的大

小程度也不同，因此和它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非常密切地联系在

一起。

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仅仅从流动资本的观点加

以考察，也就是和固定资本对立起来加以考察，因而，既然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那

末，就象劳动资料的物质现实性是它的固定资本性质的重要基础

一样，自然会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物质现实性，得出它的和固

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然后再由可变资本的物质现实

性规定流动资本。

投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现实物质，是劳动本身，是发挥作用的、

创造价值的劳动力，是活的劳动。资本家用死的、物化的劳动来和

它交换，把它并入他的资本，只有这样，他手中的价值才转化为一

个自行增殖的价值。但是，资本家并不出卖这种自行增殖的力。这

种力，和他的劳动资料一样，始终只是他的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但决不象他所出售的成品那样，是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在

生产过程中，劳动资料当作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不是作为固定资

本和劳动力相对立，同样，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也不是作为流动资

本和劳动力相一致；从劳动过程的观点看，这二者都是作为物的因

素和作为人的因素的劳动力相对立。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看，

二者都是作为不变资本和劳动力即可变资本相对立。或者，如果

这里指的是那种影响流通过程的物质差别，那末，这种差别只是：

从价值（它不外是已经物化的劳动）的性质和从发挥作用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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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外是正在物化的劳动）的性质中得出，劳动力在它执行职能

期间不断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劳动力方面表现为运动，表现为

创造价值的东西，在劳动力的产品方面，在静止的形式上，表现为

已经创造的价值。在劳动力发生作用之后，资本就不再是一方面

由劳动力和另一方面由生产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

值，现在是加到产品中的价值（＋剩余价值）。为了使过程反复进

行，产品必须出售，由此得到的货币要不断地重新购买劳动力，并

把它并入生产资本。于是，这就使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和

投在劳动材料等等上的那部分资本一样，取得了同仍然固定在劳

动资料上的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的性质。

相反地，如果把流动资本的这个次要的、为投在劳动力上的那

部分资本和一部分不变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所共有的规定，看

作是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本质规定，也就是说，看作后者

的本质规定的，是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全部转移到由于消费了劳

动力而生产出来的产品中去，而不象固定资本那样逐渐地一部分

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必须全部由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

那末，投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在物质上也就必然不是由发挥作

用的劳动力构成，而是由工人用工资购买的各种物质要素构成，也

就是由进入工人消费的那部分社会商品资本构成，即由生活资料

构成。这样，固定资本是由损坏得较慢，因而可以补偿得较慢的劳

动资料构成，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则是由必须补偿得较快的生活

资料构成。

然而，损坏快慢之间并没有清楚的界限。

“工人消费的食物和衣服，他在其中从事劳动的建筑物，他劳动时使用的

工具，都是会损坏的。但是，这些不同资本的耐用时间却大有差别：蒸汽机比

８４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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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耐久，船比工人的衣服耐久，工人的衣服又比他所消费的食物耐久。”（２７）

在这里，李嘉图忘记说到工人居住的房屋，他的家具，他的消

费工具如刀叉器皿等等，它们都具有和劳动资料同样的耐久性。

同一些物品，同一类物品，在这里表现为消费资料，在那里表现为

劳动资料。

按李嘉图的说法，区别就是：

“有的资本损耗得快，必须经常再生产，有的资本消费得慢，根据这种情

况，就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分”（２８）。

他还加了一个注解：

“这种区分不是本质的区分，其中不能划出明确的界线。”（２９）

这样一来，我们又幸运地到了重农学派那里。在他们看来，

“年预付”和“原预付”的区别就是消费时间上的区别，因而，也就是

所使用资本的再生产时间上的区别。不过，在他们那里成为社会

生产上的重要现象，并且在《经济表》中和流通过程相联系的事情，

在这里却成了一种主观上的区别，如李嘉图自己所说的，成了一种

（２７） 《Ｔｈｅｆｏｏｄａｎｄ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ｃｏｎｓｕｍｅｄｂｙ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ｔｈ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ｓ

ｉｎｗｈｉｃｈｈｅｗｏｒｋｓ，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ｗｈｉｃｈ ｈｉｓ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ｓ ａｓｓｉｓｔｅｄ，ａｒｅ

ａｌｌｏｆａｐｅｒｉｓｈａｂｌｅ ｎａｔｕｒｅ．Ｔｈｅｒｅｉ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ａｖａ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ｆｏｒ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ｓ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 ｗｉｌｌｅｎｄｕｒｅ：ａ ｓｔｅａｍｅｎｇｉｎｅ ｗｉｌｌｌａｓｔｌｏｎ

ｇｅｒｔｈａｎａｓｈｉｐ，ａ ｓｈｉｐ ｔｈａｎ ｔｈｅ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ａｎｄ ｔｈｅｃｌｏｔｈｉｎｇ

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ｌｏｎｇｅｒｔｈａｎｔｈｅｆｏｏｄｗｈｉｃｈｈ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ｓ．》—— 李嘉 图《原 理》

第２６页。   

（２８）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ａ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ｒａｐｉｄｌｙｐｅｒｉｓｈ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ｑｕｉｒｅｓｔｏｂｅ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ｒ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ｏｒｉｓｏｆｓｌｏｗ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ｃｌａｓｓｅｄ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ｈｅａｄ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ｏｒｆｉｘ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２９） 《Ａ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ｎｏｔ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ａｎｄ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ｌｉｎｅｏｆ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ｎｏｔｂｅａｃ

ｃｕｒａｔｅｌｙｄｒａｗｎ．》

９４２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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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余的区别。

既然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那部分资

本的区别，只在于它的再生产期间，从而只在于它的流通期间，既

然前一部分由生活资料构成，后一部分由劳动资料构成，前者区别

于后者的只是损坏得快，而且前者本身在损坏的快慢上也是不同

的，所以，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和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任何

独特的区别，就自然都被抹杀了。

这一点和李嘉图的价值学说是完全矛盾的，和他的实际上是

剩余价值理论的利润理论也是完全矛盾的。他考察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的区别，一般只是限于说明，同量资本投在不同生产部门时

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比例对价值规律会发生什么影

响，并且由这种情况引起的工资涨落对价格会发生多大影响。但

是，即使在这种有限的研究中，他也由于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混

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而犯了极大的错误，实际上，他的研究

是从完全错误的基础上出发的。这就是：１．既然投在劳动力上的

那部分资本价值可以列入流动资本项目内，所以，对流动资本本身

的规定，特别是对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之所以列入这个项目

内的条件，就作了错误的阐述。２．把投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是

可变资本这一规定，同它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那一规

定混同起来。

本来很清楚，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是流动资本这一规定，是一

种次要的规定，在这个规定中，它在生产过程中的独特的区别被抹

杀了；因为根据这个规定，一方面，投在劳动上的资本和投在原料

等等上的资本具有同等意义；使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而

为一的这个项目，完全忽视了那种同不变资本相对立的可变资本

０５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独特的区别。另一方面，投在劳动上和投在劳动资料上的这两

部分资本，虽然互相对立起来，但是这里所指的，并不是它们以完

全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的生产，而是它们仅仅在不同的时间内把

它们既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

在所有这些场合，问题都是在于，投入商品生产过程的既定的

价值，不管是工资、原料的价格，还是劳动资料的价格，怎样转移到

产品中去，从而怎样通过产品而流通，通过产品的出售而回到它的

起点，也就是得到补偿。这里唯一的区别就在于这个“怎样”，在于

这个价值的转移、从而流通的特殊方式。

预先由契约规定的劳动力价格，无论是用货币支付还是用生

活资料支付，不论在哪一个场合，它是一个一定的、既定的价格这

个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不过，在工资用货币支付时，显然，货币

本身不会以生产资料那样的方式进入生产过程，就是说，不会象生

产资料那样，不仅使价值，而且使物质都进入生产过程。而如果把

工人用工资购买的生活资料直接作为流动资本的物质形式和原料

等等一起列入一个项目内，并和劳动资料相对立，那末，这就使事

情具有另一种外观。一些物品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转

移到产品中去，而另一些物品即生活资料的价值则在把它们消费

掉的劳动力中再现，并通过劳动力的作用同样转移到产品中去。

在这两个场合，问题同样都是生产中预付的价值在产品中的单纯

再现。（重农学派信守这一点，因此否认工业劳动会创造剩余价

值。）例如，威兰德在我们曾经引用过的一段话５８中说道：

“资本以什么形式再现是无关紧要的……人们生存和安乐所必需的各种

食物、衣服和住房同样会发生变化。它们时时被消费掉，而它们的价值……

再现出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３１、３２页）

１５２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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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以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形式预付到生产中去的资

本价值，都同样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的生产

过程就幸运地变成一个神秘莫测的东西了，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

值的起源，也就完全被掩盖起来。

其次，资产阶级经济学特有的拜物教也就由此完成了。这种

拜物教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

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例如，劳动资料是固

定资本这个定义，是一个引起矛盾和混乱的经院式的定义。我们

在论述劳动过程时（第１卷第５章）已经指出，各种物质组成部分

究竟是充当劳动资料，充当劳动材料，还是充当产品，这完全取决

于它们当时在一定劳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取决于它们的职能。

同样，劳动资料也只有在下面两个条件下才是固定资本：第一，生

产过程一般地说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因而生产资料一般地说是

资本，具有资本的经济规定性即社会性；第二，劳动资料以一种特

殊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否则，它们仍然是劳动资

料，而不是固定资本。同样，肥料之类的辅助材料虽然不是劳动资

料，但是如果它按照和大部分劳动资料一样的特殊方式来转移价

值，那它也成为固定资本。这里的问题并不在于把各种物品加以

归类的定义。问题在于表现为一定范畴的一定职能。

如果认为生活资料本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具有成为投在工资上

的资本的属性，那末，“维持劳动”，《ｔ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ｌａｂｏｕｒ》｛李嘉图，第

２５页｝也就成为这种“流动”资本的性质了。于是，就以为生活资料

要不是“资本”，它就不能维持劳动力。其实，生活资料的资本性

质，恰恰使生活资料具有这样一种属性，即通过别人的劳动来维持

资本。

２５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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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活资料本身是流动资本，——在流动资本转化为工资

以后，——那就会进一步得出结论：工资的数量取决于工人的人数

和一定量流动资本的比例。而这正是经济学家爱用的论点，事实

上，工人从市场上取得的生活资料量和资本家占有的供自己消费

的生活资料量，取决于剩余价值和劳动价格的比例。

李嘉图和巴顿（２９ａ）一样，到处都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关

系，混同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关系。我们以后会看到，这种混

同怎样使他对利润率的研究走上歧途。６０

李嘉图还把在周转中由其他原因产生的区别同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的区别等同起来：

“还必须指出，流动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

相等。租地农场主买来作种子的小麦，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

是固定资本。前者把小麦播在地里，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收回；后者把小麦磨

成面粉，制成面包卖给顾客，一周之内就能自由地里他的资本重新开始同一

事业或开始任何别的事业。”（３０）

在这里，具有特征的是：小麦——虽然它作为谷种不是充当生

活资料，而是充当原料——第一，是流动资本，因为它本身是生活

资料，第二，是固定资本，因为它流回的时间要经过一年。然而，使

（２９ａ） 《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１８１７年伦敦版。有关的一段在第一

卷第６５５页注（７９）引用过５９。

（３０） 《Ｉｔｉｓａｌｓｏｔｏｂｅ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ｔｈａｔ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ａｐｉｔａｌｍａｙ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ｅ，ｏｒｂｅｒｅ

ｔｕｒｎｅｄｔｏｉｔｓｅｍｐｌｏｙｅｒ，ｉｎｖｅｒｙｕｎｅｑｕａｌｔｉｍｅｓ．Ｔｈｅｗｈｅａｔｂｏｕｇｈｔｂｙａｆａｒｍｅｒｔｏｓｏｗｉｓ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ｌｙａｆｉｘｅｄ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ｏｔｈｅｗｈｅａｔｐｕｒｃｈａｓｅｄｂｙａｂａｋｅｒｔｏｍａｋｅｉｎｔｏｌｏａｖｅｓ．

Ｔｈｅｏｎｅｌｅａｖｅｓｉｔｉｎ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ｇｃａｎｏｂｔａｉｎｎｏｒｅｔｕｒｎｆｏｒａｙｅａｒ；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ｃａｎｇｅｔｉｔ

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ｔｏｆｌｏｕｒ，ｓｅｌｌｉｔａｓｂｒｅａｄｔｏｈｉｓ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ａｎｄｈａｖｅｈｉｓ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ｒｅｅ，ｔｏｒｅｎｅｗ

ｔｈｅｓａｍｅ，ｏｒｃｏｍｍｅｎｃｅａｎｙｏｔｈｅｒ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ｉｎａｗｅｅｋ．》（第２６—２７页）

３５２第十一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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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生产资料成为固定资本的，并不只是流回的快慢，而且是价值

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一定的方式。

亚·斯密造成的混乱，引起了如下的结果：

１．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被混同于生产资本和商品资

本的区别。例如，同一台机器，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时，是流动资

本，并入生产过程时，则是固定资本。在这里根本不能理解为什么

一种资本会比另一种资本更为固定或更为流动。

２．一切流动资本，都和投在工资上的或要投在工资上的资本

等同起来。约翰·斯·穆勒６１等人就是这样。

３．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区别，在巴顿、李嘉图等人那里，已

经同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混同起来，最后完全归结为流动

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例如在拉姆赛那里６２就是这样。在拉姆赛

看来，一切生产资料，原料等等，和劳动资料一样，是固定资本，只

有投在工资上的资本才是流动资本。但是，正因为作了这样的归

结，所以就不可能理解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真正区别。

４．最近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特别是苏格兰经济学家，例如麦克

劳德６３、帕特森
６４
等人，他们用银行伙计的难以形容的偏见来看待

一切事物，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变成“随时可以提取的存

款”和“预先通知才可以提取的存款”的区别。

４５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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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劳 动 期 间

假定有两个生产部门，一个是棉纺业，一个是机车制造业，它

们的工作日一样长，比如说十小时的劳动过程。在一个部门，每

天、每周提供一定量的成品，棉纱；在另一个部门，劳动过程也许要

反复进行三个月，才能制成一件成品，一台机车。在一个场合，产

品具有可分离的性质，每天或每周都重新开始同样的劳动。在另

一个场合，劳动过程是连续的，包括好多个每天的劳动过程，它们

互相结合，连续操作，要经过较长时间才提供一件成品。尽管每天

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是一样的，但生产行为的持续时间，

即为提供一件成品，把它作为商品送到市场，从而使它由生产资本

转化为商品资本所必须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却具有

非常明显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和这里的问题无

关。即使两个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完全

相同，上述差别也还会存在。

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不仅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发生，而

且在同一个生产部门内也会发生，因为所要提供的产品的规模有

大有小。建筑一所普通住宅比建筑一个大工厂需要的时间少，因

而需要的连续劳动过程也少。制造一台机车需要三个月，制造一

艘装甲舰则需要一年或数年。谷物的生产需要将近一年，牛羊的

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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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需要几年，木材的生产可长达１２年到１００年。一条农村土路

也许几个月就可以修好，而一条铁路却要几年才能建成；织一条普

通地毯也许需要一周，而织一条戈比林壁毯则需要几年，等等。因

此，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是无穷无尽的。

显然，生产行为持续时间的差别，在资本支出一样多的时候，

必定引起周转速度的差别，从而引起既定资本的预付时间的差别。

假定机器纺纱厂和机车制造厂使用同量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的分割相同，资本的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分割也相同，最后，

工作日一样长，工作日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也一样。

其次，为了把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并且和当前问题无关的一切情况

撇开不说，我们假定，棉纱和机车二者都是按照订货生产的，而且

在成品交货的时候得到货款。一周以后，纺纱厂主交付棉纱，收回

他投入的流动资本和包含在棉纱价值中的固定资本的损耗（在这

里，我们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因此，他能够重新用同一个资本去

重复同一个循环。这个资本完成了自己的周转。机车制造厂主却

必须在三个月内，每周都把新的资本投在工资和原料上，并且只有

过了三个月，机车交货以后，在此期间为制造同一个商品而在同一

个生产行为中逐渐投入的流动资本，才再处于一种可以重新开始

自己的循环的形式；同样地，机器在这三个月内的磨损对他来说这

时才得到补偿。所以，一个是一周的投资；另一个是一周投资的十

二倍。假定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一个人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必须

是另一个人的十二倍。

每周预付资本相等，在这里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情。无论预

付资本的量有多少，这个资本在被重新用来经营，用来反复从事相

同的经营，或开始另一种经营以前，在一个场合，仅仅是预付一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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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个场合，则预付十二周。

周转速度的差别，或单个资本在同一个资本价值又能在一个

新的劳动过程或新的价值增殖过程中起作用以前所必须预付的时

间长短的差别，在这里，是由下列情况引起的：

假定制造一台机车或任何一台机器要花费１００个工作日。对

纺纱厂和机器制造厂所使用的工人来说，这１００个工作日同样是

一个非连续的（可分离的）量，按照假定，是由１００个依次进行的、

各自分开的十小时劳动过程构成。但对产品即对机器来说，这１００

个工作日却是一个连续的量，一个１０００个劳动小时的工作日，一

个单一的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这种由许多依次进行、互相联系

的工作日构成的工作日，我称为劳动期间。我们讲工作日，指的是

工人每天必须耗费劳动力，每天必须劳动的劳动时间的长短。而

我们讲劳动期间，指的是一定生产部门为提供一件成品所必需的

互相联系的工作日的数目。在这里，每个工作日的产品只是局部

产品，它每天继续被加工，到一个或长或短的劳动期间结束的时

候，才取得完成的形态，成为一个完成的使用价值。

因此，社会生产过程的中断、紊乱（例如发生危机），对于具有

可分离性质的劳动产品和那些在生产上需要有一个较长的互相联

系的劳动期间的劳动产品，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在一个场合，

今天的一定量棉纱、煤炭等等的生产，不必由明天的棉纱、煤炭等

等新的生产接续起来。但船舶、建筑物、铁路等等的情况就不是这

样。不仅劳动会中断，而且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也会中断。如果工

程不继续进行，已经在生产上消费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就会白白

地耗费。即使以后工程恢复了，它在这段间歇时间里也会不断损

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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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劳动期间，固定资本每天转移到产品上去的那部分价

值，层层堆积起来，直到产品完成。这里同时也显示了固定资本和

流动资本的区别的实际重要性。固定资本是为较长时间预付到生

产过程中去的，也许要经过许多年才有更新的必要。蒸汽机是每

天一部分一部分地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棉纱这种可分离的劳动过程

的产品中去，还是在三个月内把它的价值转移到机车这种连续生

产行为的产品中去，这对购买蒸汽机所必需的资本支出毫无影响。

在一个场合，它的价值是零星地，比如说，每周流回一次，在另一个

场合，却是比较大量地，比如说，每三个月流回一次。但在这两个

场合，蒸汽机也许要经过二十年才更新。蒸汽机的价值在每一个

劳动期间经过产品出售而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只要每个期间比

蒸汽机本身存在的期间短，同一台蒸汽机就会在若干劳动期间继

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

预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就不是这样。为这一周购买的劳动

力已经在这一周耗费掉，并且已经物化在产品中。它必须在周末

得到报酬。这种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支出，在三个月内必须每周

重复，但这部分资本在这一周的支出，并不能使资本家在下一周不

购买劳动。每周必须有新的追加资本来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如果

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即使资本家每周零星地支付工资，他仍

然需要有支付三个月工资的能力。流动资本的其他部分，即原料

和辅助材料，也是这样。劳动一层层堆积到产品中去。在劳动过程

中，不仅已经耗费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剩余价值也不断转移到产

品中去，不过，是转移到未完成的产品中去，这种产品还不具备完

成的商品的形态，所以还不能流通。由原料和辅助材料一层层转

移到产品中去的资本价值，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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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特殊性质或制造产品时所应达到的有用效果，使劳动

期间有长有短。根据这个期间的长短，必须不断追加流动资本（工

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这个流动资本中，没有任何部分处于可

以流通的形式，因此没有任何部分可以用来更新同一经营。相反

地，它的每一个部分都要相继作为正在形成的产品的组成部分固

定在生产领域内，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但是，周转时间等于

资本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因此，生产时间的延长，和流通

时间的延长一样，会减慢周转的速度。然而目前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延长。例如，第一周预付在劳

动、原料等等上面的资本，和固定资本转给产品的价值部分一样，

在整整三个月期间，束缚在生产领域，并入一个正在形成但尚未完

成的产品中去，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

第二，因为生产行为所必需的劳动期间要持续三个月，实际上

这个期间只形成一个互相联系的劳动过程，所以，必须不断地每周

都有一些新的流动资本加到以前投入的部分中去。因此，相继预

付的追加资本的量，随着劳动期间的延长而增加。

我们曾经假定，在纺纱业和机器制造业中投入同量的资本，它

们按相同的比例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也按相同的比例分为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工作日也一样长，总之，除劳动期间的持续

时间以外，其他一切条件都相同。第一周，二者的支出是一样的，

但是纺纱业主的产品已经可以出售，并且可以用所得的货款购买

新的劳动力和新的原料等等，总之，生产可以按相同的规模继续进

行。机器制造厂主却要在三个月以后，在他的产品制成以后，才能

把第一周用掉的流动资本再转化为货币，用它来重新开始经营。

这就是说，第一，所投资本量相同，但回流不同。第二，虽然纺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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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机器制造业在三个月内使用同量的生产资本，但对纺纱业主和

机器制造业主来说，资本支出的量完全不同，因为在一个场合，同

一资本很快就更新，因而能够重新反复相同的经营；在另一个场

合，资本的更新则比较缓慢，因而在更新期限到来以前，必须不断

地把新的资本量追加到旧资本量中去。因此，不仅资本一定部分

的更新时间或预付时间长短不一，根据劳动过程的长短来预付的

资本量也大小不等（虽然每天或每周使用的资本相同）。这种情况

之所以值得注意，因为和下一章所要考察的情况一样，预付时间可

以延长，而预付资本量不必因此按比例增加。资本必须为较长的

时间而预付，而且一个较大的资本量要束缚在生产资本的形式上。

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的阶段，那些需要很长劳动期间，因

而需要在较长时间内大量投资的企业，特别是只能大规模经营的

企业，例如筑路、开凿运河等等，或者完全不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

营，而由公共团体或国家出资兴办（至于劳动力，在较早的时期，多

半实行强制劳动）。或者那种需要较长劳动期间才能生产出来的

产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靠资本家自己的财产来生产的。例如，在

给私人建造房子时，私人要分期垫款给建筑业主。因此，事实上他

是按照房屋的生产过程的进度，一部分一部分地支付房屋的代价。

而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时期，一方面大量资本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

里，另一方面，除了单个资本家，又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

时信用制度也发展了，资本主义建筑业主只是在例外的情况下才

为个别私人定造房屋。他的职业是为市场建筑整排的房屋或市

区，就象单个资本家作为承包人从事铁路建筑一样。

资本主义生产怎样使伦敦的房屋建筑业发生变革，可以用

１８５７年一个建筑业主在银行法委员会所提出的证词来说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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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青年时代，房屋大都是定造的，建筑费用在建筑的某些阶段完

工时分期付给建筑业主。为投机而建筑的现象很少发生；建筑业

主这样做，主要只是为了使他们的工人经常有活干，而不致于散

伙。近四十年来，这一切都改变了。现在，定造房屋的现象是极少

有的。需要新房屋的人，可以在为投机而建成或正在建筑的房屋

中，挑选一栋。建筑业主不再是为顾客，而是为市场从事建筑；和

任何其他产业家完全一样，他必须在市场上有完成的商品。以前，

一个建筑业主为了投机，也许同时建筑三四栋房屋；现在，他却必

须购买（也就是大陆上所说的，通常以九十九年为期租用）大块地

皮，在上面建筑一二百栋房屋，因此他经营的企业，竟超出他本人

的财产二十倍到五十倍。这笔基金用抵押的办法借来；钱会按照

每栋房屋建筑的进度，付给建筑业主。一旦发生危机，分期垫款就

会停止支付，整个企业通常就会停顿；最好的情况，是房屋停建，等

情况好转再建；最坏的情况，就是半价拍卖了事。现在，任何一个

建筑业主不从事投机建筑，而且不大规模地从事这种建筑，就得不

到发展。建筑本身的利润是极小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

提高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用建筑地点而取得的。几乎整个贝尔

格雷维埃和泰伯尼厄以及伦敦郊区成千上万的别墅，都是用估计

有人需要房屋这种投机办法建筑起来的。（《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

报告》第１部分摘要，１８５７年证词第５４１３—５４１８、５４３５—５４３６号）

举办劳动期间相当长而规模又很大的事业，只有在资本积聚

已经十分显著，另一方面信用制度的发展又为资本家提供方便的

手段，使他可以不用自己的资本而用别人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的

时候，才完全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事情。但不言而喻，生产上的预

付资本是否属于它的使用者，这对周转速度和周转时间是没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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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

有些事情，例如协作、分工、机器的使用，可以增加一个工作日

的产品，同时可以在互相联系的生产行为中缩短劳动期间。例如，

机器缩短了房屋、桥梁等等的建筑时间；收割机、脱粒机等等缩短

了已经成熟的谷物转化为完成的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期间。造船技

术的改良，提高了船速，从而缩短了航运业投资的周转时间。但

是，这些缩短劳动期间，从而缩短流动资本预付时间的改良，通常

与固定资本支出的增加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在某些部门，可以

单纯通过协作的扩大而缩短劳动期间；动用大批工人，并在许多地

点同时施工，就可以缩短一条铁路建成的时间。在这里，周转时间

由于预付资本的增加而缩短了。在所有这些场合必须有更多的生

产资料和更多的劳动力在资本家的指挥下结合起来。

劳动期间的缩短通常和在较短时间内预付更大的资本联系在

一起，这样，预付资本的量就随着预付时间的缩短而增加。因此，

这里必须注意，撇开现有的社会资本量不说，问题在于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或对它们的支配权分散或集中在单个资本家手中已达到

什么程度，也就是，资本的积聚已达到什么程度。当信用引起、加

速和扩大资本在个人手中的积聚时，它就促使劳动期间从而周转

时间缩短。

在有些生产部门，劳动期间不管是连续的还是间断的，总是由

一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所以不能用上述方法来缩短。

“较快的周转这一用语，对谷物种植是不适用的，因为它一年只能周转一

次。至于牲畜，我们只要问：两年生和三年生的羊，四年生和五年生的牛的周

转是怎样加速的？”（威·瓦尔特·古德《政治、农业和商业上的各种谬论》

１８６６年伦敦版第３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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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必须预先准备现金（例如为了缴纳赋税、地租等固定费

用），就用下面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例如，在严重损害农业的情况

下出售和屠宰尚未达到经济标准年龄的牲畜；结果也就引起了肉

类价格的上涨。

“那些过去主要是饲养牲畜的人，在夏季供应中部各郡的牧场，在冬季供

应东部各郡的牲畜栏…… 这种人已经因谷物价格的波动和下跌而变得贫

困不堪，所以很高兴能够从黄油和干酪的高价中得到好处；他们每周把黄油

拿到市场去卖，以抵补日常开支，又用干酪从采购商（干酪一旦可以搬运，他

就把它运走，价格当然由他决定）那里取得垫款。由于这个原因，再加上农业

要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支配，所以，以前从制奶地区送到南方去饲养的小牛，

现在往往出世不过八天到十天，就在北明翰、曼彻斯特、利物浦及其他邻近的

各大城市的屠宰场被大批宰掉。如果麦芽不上税，那就不仅租地农场主可以

获得更多的利润，他们的幼畜可以养得大些和重些，而且没有养母牛的人，也

可以用麦芽代替牛奶来饲养小牛了；目前幼畜奇缺的情况，也就可以大大避

免了。现在，如果我们劝这些小租地农场主饲养小牛，他们就会说：我们很清

楚，用牛奶饲养小牛是合算的，但是第一，我们必须垫现钱，这我们办不到；第

二，我们要等很久，才能把钱收回，而制奶可以立即把钱收回。”（同上，第１１、

１２页）

如果资本周转的延长对英国的小租地农场主已经有这样大的

影响，那就不难理解，它在大陆的小农中间必然会引起多么大的混

乱。

随着劳动期间持续时间的增加，也就是随着制成可流通的商

品所必需的时间的增加，从固定资本层层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

部分就会堆积起来，并且这个价值部分的回流会延滞下来。但是，

这种延滞不会引起固定资本的新的支出。机器总是继续在生产过

程中发挥作用，而不管它的磨损的补偿以货币形式流回得慢还是

快。流动资本却不是这样。不仅资本必须按照劳动期间的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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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束缚在较长的时间内；而且新的资本必须不断预付在工资、原料

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延滞的回流对于这两种资本的影响也不同。

不管回流是慢是快，固定资本总是继续发挥作用。而流动资本则

相反，如果它束缚在未出售或未完成的即还不能出售的产品形式

上，同时又没有现成的追加资本，使它在实物形式上实行更新，那

末在回流延滞的时候，它会失去执行职能的能力。——

“当农民要饿死的时候，他的牲畜却正上膘。雨下得很多，牧草长得很茂

盛。印度农民在肥牛旁边快要饿死了。迷信的戒律对个人来说好象是残酷无

情的，但有保存社会的作用；役畜的保存，保证了农业的继续，这样也就保证

了未来生计和财富的源泉。在印度，人的补充比牛的补充容易，这听起来似

乎是残酷而悲惨的，但情况确是如此。”（《答复，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

的饥荒》第４号第４４页）

把这种情况和《摩拿法典》
６５
第十章第六十二节的一句话比较

一下。

“为保存一个僧侣或一头母牛而无代价地牺牲生命……可以保证这些出

身卑贱的种族得救。”

要在五年期满之前提供一个五年生的动物，自然是不可能的。

但在一定限度内，通过照料方法的改变，使牲畜在较短时间成长起

来供一定的用途，却是可能的。贝克韦尔正是在这方面作出了成

绩。以前，英国羊，象直到１８５５年法国羊一样，不满四年或五年是

不能宰的。按照贝克韦尔的一套方法，一年生的羊已经可以肥育，

无论如何，在满两年以前可以完全成熟。迭奚勒·格兰居的租地

农场主贝克韦尔，由于精心选种，使羊的骨胳缩小到它们生存所必

需的最低限度。他的这种羊叫做新莱斯特。

“饲养牲畜的人现在用以前养成一头羊的时间，可以养成三头来供应市

４６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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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而且这种羊长肉最多的部位发育得更宽大浑圆了。它们的全部重量几乎

纯粹是肉。”（拉维涅《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农村经济》１８５５年版第２０

页）

缩短劳动期间的方法，只能按极不相同的程度适用于不同的

产业部门，不会抵销不同劳动期间持续时间的差别。再用我们上

述的例子来说，由于采用新工具机，制成一台机车所必需的劳动期

间可以绝对地缩短。但是，如果由于纺纱过程的改良，每天或每周

提供的成品更迅速地增加了，那末，制造机器的劳动期间，同纺纱

的劳动期间相比较，还是相对地延长了。

５６２第十二章 劳动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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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生 产 时 间

劳动时间始终是生产时间，即资本束缚在生产领域的时间。

但是反过来，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是

劳动时间。

这里指的不是受劳动力本身的自然界限制约的劳动过程的中

断，虽然我们说过，只是固定资本即厂房、机器等等在劳动过程休

止时闲置不用这一情况，就已经成为超出自然界限来延长劳动过

程和实行日夜班劳动６６的动机之一。这里指的是与劳动过程长短

无关，但受产品的性质和制造产品的方式本身制约的那种中断。

在这个中断期间，劳动对象受时间长短不一的自然过程的支配，要

经历物理的、化学的、生理的变化；在这个期间，劳动过程全部停止

或者局部停止。

例如，榨出来的葡萄汁，先要有一个发酵时期，然后再存放一

个时期，酒味才醇。在许多产业部门，产品要经过一个干燥过程，

例如陶器业，或者，把产品置于一定条件下，使它的化学性质发生

变化，例如漂白业。冬季作物大概要九个月才成熟。在播种和收获

之间，劳动过程几乎完全中断。在造林方面，播种和必要的预备劳

动结束以后，也许要过１００年，种子才变为成品；在这全部时间内，

相对地说，是用不着花多少劳动的。

６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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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大部分生产时间内只是间或需要加入追

加劳动。前一章已经指出，必须有追加资本和劳动加入已经固定

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这种情况也会在这里发生，不过有时间长短

不一的中断。

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预付资本的生产时间由两个期间构

成：第一个期间，资本处在劳动过程中；第二个期间，资本的存在形

式——未完成的产品的形式——不是处在劳动过程中，而是受自

然过程的支配。这两个期间是否有时会互相交错和互相穿插，对

问题没有任何影响。劳动期间和生产期间在这里是不一致的。生

产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是，产品只有到生产期间结束以后，才能

完成、成熟，因而才能从生产资本的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形式。

所以，资本的周转期间，也要根据不是由劳动时间构成的那段生产

时间的长度来延长。如果超过劳动时间的生产时间，不是象谷物

的成熟，橡树的成长等等那样，由固定的自然规律决定，那末，资本

周转期间就往往可以通过生产时间的人为的缩短而或多或少地缩

短。例如，用化学漂白法代替草场漂白法，在干燥过程上采用更有

效的干燥机。又如制革业，旧的方法将鞣酸浸入皮内，需要六个月

到十八个月的时间，新的方法使用抽气机，只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

月。（让·古·库尔塞尔－塞纳伊《工商企业、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

践概论》１８５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４９页］）关于仅仅由自然过程占据

的生产时间可以人为地缩短问题，铁的生产史，特别是近百年来的

生铁炼钢史，提供了最好的例子。在这１００年间，炼钢法由１７８０年

前后发现的搅拌炼铁法，变为现代贝氏炼钢法和以后采用的各种

最新方法。生产时间大大缩短了，不过固定资本的投资也相应地

增加了。

７６２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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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美国的鞋楦制造提供了

一个独特的例子。在这里，相当大一部分非生产费用之所以耗费，

是由于木材要储存１８个月才能干燥。这样，制成的鞋楦以后才不

会收缩、走样。在这期间，木材不经过任何其他劳动过程。因此，所

投资本的周转期间不仅决定于鞋楦制造本身所需的时间，而且也

决定于木材放在那里等待干燥的时间。木材必须在生产过程中停

留１８个月，才能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这个例子同时还说明，由

于不是在流通领域内发生，而是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情况，全

部流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周转时间可以多么不同。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在农业上特别显著。在我们温

带气候条件下，土地每年长一次谷物。生产期间（冬季作物平均九

个月）的缩短或延长，还要看年景好坏变化而定，因此不象真正的

工业那样，可以预先准确地确定和控制。只有牛奶、干酪等副产

品，可以在较短的期间继续生产和出售。而劳动时间却象下面所

说的一样：

“考虑到气候和其他有影响的情况，德国各地的工作日数目可以分成三

个主要的劳动期间：春季期间从三月中或四月初到五月中，约５０到６０个工

作日；夏季期间从六月初到八月底，约６５到８０个工作日；秋季期间从九月初

到十月底，或到十一月中或十一月底，约５５到７５个工作日。至于冬季，要指

出的只是那些要在这个时期完成的各种劳动，例如运输肥料、木材、货物、建

筑材料，等等。”（弗·基尔霍夫《农业经营学手册》１８５２年德骚版第１６０页）

因此，气候越是不利，农业劳动期间，从而资本和劳动的支出，

就越是紧缩在短时期内。以俄国为例。在那里，北部一些地区，一

年只有１３０天到１５０天可以进行田间劳动。可以想象，假如俄国欧

洲地区的６５００万人口中，竟有５０００万人在必须停止一切田间劳

８６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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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冬季的六个月或八个月中无所事事，俄国将会遭受多么大的

损失。除了有２０万农民在俄国的１０５００家工厂劳动，农村到处都

发展了自己的家庭工业。有些村庄，那里所有的农民世世代代都

是织工、皮匠、鞋匠、锁匠、制刀匠等等；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卡

卢加、科斯特罗马、彼得堡等省份，情况更是这样。附带说一下，这

种家庭工业现在已经越来越被迫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了；例如，织

工使用的经纱和纬纱，由商人直接供给或者通过包买主得到。（《女

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

１８６５年第８号第８６、８７页节录）在这里可以看到，生产期间和劳

动期间的不一致（后者仅仅是前者的一部分）怎样成为农业和农村

副业相结合的自然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副业又怎样成为当初以商

人身分挤进去的资本家的据点。后来，当资本主义生产完成制造

业和农业的分离时，农业工人就越来越依赖纯粹带偶然性的副业，

因而他们的状况也就恶化了。我们以后会看到，对资本来说，周转

的一切差别都会互相抵销，而对工人来说，就不是这样。

在大部分真正的工业部门，采矿业、运输业等等，生产是均衡

地进行的，劳动时间年年相同，撇开价格波动、生产停滞等等反常

的中断现象不说，进入每天流通过程的资本的支出，是均衡地分配

的。同样，在市场关系的其他条件不变时，流动资本的回流或更

新，也是均衡地分配在一年的各个时期。但在劳动时间只是生产

时间的一部分的那些投资部门，流动资本的支出，在一年的各个不

同时期是极不均衡的，而回流只是按自然条件所规定的时间一次

完成。因此，如果生产规模相同，也就是说，预付流动资本的量相

同，和那些有连续劳动期间的生产部门相比，这些生产部门就必须

为更长的时间一次预付更大量的资本。在这里，固定资本的寿命

９６２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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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它在生产中实际执行职能的时间也显然不同。由于劳动时间和

生产时间有差别，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使用时间，当然也会在或长

或短的时间内不断发生中断，例如在农业方面，役畜、农具和机器

就是这样。如果这个固定资本由役畜构成，在饲料等等方面需要

的支出，不干活时和干活时需要的支出一样，或几乎一样。至于死

的劳动资料，它不使用也会造成某种贬值。因此，产品一般说来就

会变贵，因为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不是按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

时间，而是按固定资本丧失价值的时间计算的。在这些生产部门，

固定资本的闲置，不管是否同日常费用结合在一起，都是它的正常

使用的一个条件，如同纺纱业会损失一定量的棉花一样；在按正常

技术条件进行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非生产地、但又是不可避免地

要支出的劳动力，都和生产支出的劳动力一样计算。每一种改良，

只要会减少在劳动资料、原料和劳动力上的非生产支出，也就会降

低产品的价值。

在农业中，既有较长的劳动期间，又有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之

间的巨大差别。关于这一点，霍吉斯金说得对：

“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虽

然在这里他没有把劳动时间和生产时间区别开来｝，这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

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就把商品送到市场

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铁匠、马车制造匠以及其

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完成的各种产品。

由于这种自然的情况，并且由于其他劳动部门的财富的增长比农业快得多，

那些垄断了全国土地的土地所有者，尽管还垄断了立法权，但仍旧不能使他

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即租地农民摆脱成为国内依赖性最强的人的命运。”（托

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１４７页注）

在农业中，有些方法，一方面使工资和劳动资料的支出在一年

０７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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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比较均衡地分配，一方面使周转缩短，比如进行多种作物的生

产，从而能在全年获得多种收成的情况，就是如此。但这些方法都

要求增加预付在生产上的即投在工资、肥料、种子等等上的流动资

本。有休闲地的三圃制改为没有休闲地的轮作制的情况就是这

样。弗兰德的间作制也是这样。

“在间作时，人们栽种根茎植物；同一块地，先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栽种

谷物、亚麻、油菜；收获以后，再种饲养牲畜用的根茎植物。这种方法可以把

大牲畜一直养在圈内，可以大量积肥，因而成了轮作制的关键。砂土地带有

三分之一以上可耕地采用间作制；这样就好象使可耕地面积增加了三分之

一。”

除了根茎植物，在这方面还可以种植三叶草和其他饲料植物。

“农艺一旦达到转向园艺的程度，当然就要求有比较大量的投资。在英

国，一公顷土地的投资按２５０法郎计算。在弗兰德，我们的农民也许会认为，

一公顷投资５００法郎都太少了。”（艾米尔·德·拉弗勒《论比利时农村经济》

１８６３年布鲁塞尔版第５９、６０、６３页）

最后，我们以造林为例。——

“木材生产，同大多数其他生产的区别主要在于：木材生产靠自然力独自

发生作用，在天然更新的情况下，不需要人力和资本力。其次，即使是人工更

新，人力和资本力的支出，同自然力的作用相比，也是极小的。此外，在不长

庄稼或种庄稼实在不合算的土壤和地方，森林还是可以茂盛生长的。但是，

造林要成为一种正规化的经济，就比种庄稼需要更大的土地面积，因为面积

小，就不能合理地采伐森林，几乎不能利用副产品，森林保护就更加困难，等

等。但是，生产过程需要很长的时间，它超出私人经营的计划范围，有时甚至

超出人的寿命期限。为购买造林用地而投下的资本，”

｛在公社生产的情况下，不需要这种资本；问题只是在于公社从耕

地和牧场能抽出多少土地用于林业生产｝

“只有经过长时期以后，才会获得有益的成果，并且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周

１７２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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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对有些种类的树木来说，需要１５０年才能完全周转一次。此外，持久的木

材生产本身要求有一个活树储备，它应是年利用额的十倍到四十倍。因此，

没有别的收入、不拥有大片森林地带的人，就不能经营正规化的林业”（基尔

霍夫，第５８页）。

漫长的生产时间（只包括比较短的劳动时间），从而漫长的资

本周转期间，使造林不适合私人经营，因而也不适合资本主义经营。

资本主义经营本质上就是私人经营，即使由联合的资本家代替单

个资本家，也是如此。文明和产业的整个发展，对森林的破坏从来

就起很大的作用，对比之下，对森林的护养和生产，简直不起作用。

前面引用的基尔霍夫的那段话中，有一句特别值得注意：

“此外，持久的木材生产本身要求有一个活树储备，它应是年利用额的十

倍到四十倍。”

这就是说，一次周转需要十年到四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畜牧业也是这样。一部分牲畜群（牲畜储备）留在生产过程

中，另一部分则作为年产品出售。在这里，只有一部分资本每年周

转一次，如同固定资本——机器、役畜等等——的情况完全一样。

虽然这个资本是较长时间内固定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因此会延

长总资本的周转，但在范畴的意义上，它并不是固定资本。

这里所说的储备——一定量的活树或活畜——相对地说是处

在生产过程中（同时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按照它的再生产

的自然条件，在正常的经营中，必然有相当大一部分储备总是处在

这个形式上。

另一种储备也对周转发生类似的影响。它只形成可能的生产

资本，但是由于经营的性质，必须有或多或少的量积累着，因此必

须在较长的时间内为生产而预付，尽管它只是逐渐进入现实的生

２７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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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例如肥料，在运到地里以前，就是属于这一类的。谷物、干

草等等以及用在牲畜生产上的饲料储备，也属于这一类。

“相当大一部分经营资本，保存在农场储备中。但是，如果不是适当地采

取必要的防护措施，妥善保存这些储备，它们的价值就会多少受到损失。甚

至仅仅由于管理不善，农场的一部分产品储备会全部损失掉。由于这个缘

故，对粮仓、草料房和地窖的管理，要特别小心；储存室必须经常关好，还要保

持清洁和通风，等等。粮食以及其他保管着的收获物，要经常适当地翻一翻，

马铃薯和萝卜，要防止霜冻，防止水浸和腐烂。”（同上，第２９２页）“在计算农

场本身的需要，特别是饲养牲畜的需要时，必须按产品数量和用途进行分配，

因此，不仅要考虑到满足需要，而且要考虑到留有适当的储备，以防万一。一

旦发觉不能完全用自己的产品来满足需要，首先要想到，能否用别的产品（代

用品）或比较便宜的东西来弥补不足。例如，干草缺乏时可用根茎植物掺上

秸秆来弥补。总之，要始终注意各种产品的实际价值和市场价格，并且由此

确定消费。例如，如果燕麦比较贵，豌豆和黑麦比较便宜，就可用豌豆或黑麦

代替一部分燕麦来喂马，而把由此省下的燕麦卖掉，从中得利。”（同上，第

３００页）

以前在考察储备形成①的时候已经指出，必须有一定量的、或

大或小的可能的生产资本，也就是说，必须有一定量的要用在生产

上的生产资料处于或大或小的储备状态，以便逐渐进入生产过程。

同时还指出，对一定的企业或有一定规模的资本主义生产来说，这

种生产储备的大小，取决于它在更新时困难的大小，取决于供应市

场的相对距离，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等等。所有这些情况，

对于必须以生产储备的形式存在的资本的最低限额，从而对于资

本预付时间的长短，对于一次预付的资本量的大小，都会产生影

响。这个资本量因此也会影响周转，但它取决于流动资本只作为

３７２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① 见本卷第１５５—１６１页。——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可能的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储备形式上的时间的长短。另一方面，

既然这种停滞是由迅速补偿的可能性的大小，由市场情况等等决

定的，那末，它本身也就受流通时间，受流通领域内的情况的制约。

“其次，手工工具、筛、篮、绳、车油、钉之类的用具或附件，越是不容易在

近处马上买到，就越是要储存起来，以备随时替换。最后，每年冬季都应该仔

细检查全部用具，并立即进行必要的补充和修理。而这些用具的储备一般说

来应有多少，主要看当地情况而定。附近没有手工业者和商店的地方，比当

地或附近有手工业者和商店的地方，要有更多的储备。在其他条件相同时，

如果一次购置大量必需的储备品，只要选择了适当的时机，通常是能够由于

买得便宜而得到好处的；当然，流动的经营资本会由此而一下子被抽去一个

较大的金额，这在企业经营中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基尔霍夫，第３０１页）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可以有种种极不

相同的情形。有时，流动资本在进入真正的劳动过程以前，已经处

在生产时间内（鞋楦制造）；有时，流动资本在通过真正的劳动过程

以后，仍然处在生产时间内（葡萄酒、谷种）；有时，生产时间间或有

劳动时间插进来（农业、造林）；有时，能流通的产品的很小一部分

进入常年的流通，而大部分仍然处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造林和畜

牧业）；流动资本必须以可能的生产资本形式投入的时间的长短，

从而，这个资本一次投入的量的大小，部分地取决于生产过程的种

类（农业），部分地取决于市场远近等等，总之，取决于流通领域内

的情况。

我们以后（在第三卷）会看到，麦克库洛赫、詹姆斯·穆勒等人

企图把和劳动时间不一致的生产时间说成和劳动时间是一致的，

结果导致多么荒谬的理论。而这种企图本身又来源于对价值理论

的错误应用。

４７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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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考察的周转周期，是由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固定资

本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因为这个周期包括或长或短好几年，所以

它也包括固定资本的若干的年周转或一年内反复进行的周转。

在农业中，这样的周转周期起因于轮作制。

“租期的持续时间无论如何不能短于采用轮作制所需的周转时间，因此，

采用三圃制总是按３年、６年、９年等等计算的。在采用有全休耕地的三圃制

时，同一块地，在６年中，只耕作４次，在耕作年度内，轮种冬季作物和夏季作

物，而且，在土质所要求或许可的情况下，还轮种小麦和黑麦，大麦和燕麦。

不同种类的谷物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产量有多有少，各有不同的价值，并且按

不同的价格出售。因此，同一块地的产量在每一个耕作年度是不同的，周期

的前一半〈前３年〉也和后一半不同。甚至各个周期的平均产量也各不相同，

因为产量不仅取决于土质，而且还取决于当年的气候，价格也取决于各种不

同的情况。如果我们以整个周期为６年的平均收获和平均价格来计算一块

地的产量，我们就得到周期前一半和后一半的一年的总产量。但是，如果只

按周期的一半即３年来计算，情形就不是这样，因为这时总产量也会不同。

由此可见，在采用三圃制时，租期至少要定为６年。但是，租佃者和出租者总

是很希望把租期确定为租期的若干倍｛原文如此！｝，也就是说，在采用三圃制

时，不定为６年，而定为１２年、１８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在采用七圃制时，不

定为７年，而定为１４年、２８年。”（基尔霍夫，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在这里，手稿中写着：“英国的轮作制。这里要加注。”｝

５７２第十三章 生产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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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流 通 时 间

我们以前考察的一切情况，引起了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

资本的周转期间的差别，从而也引起了资本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的

差别。这些情况都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发生的，例如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的差别、劳动期间的差别等等。但是，资本的周转时间等于

它的生产时间和它的流通时间之和。因此，不言而喻，流通时间的

长短不一会造成周转时间，从而造成周转期间的长短不一。只要

拿两个不同的投资作比较，假定其他一切影响周转的条件都相同，

只是流通时间不同，或者，考察一定量资本，假定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本的构成已定，劳动期间已定等等，只是流通时间是可变的，那

末情况就显得清清楚楚了。

流通时间的一部分——相对地说最有决定意义的部分——是

由出售时间，即资本处在商品资本状态的期间构成的。流通时间，

从而整个周转期间，是按照这个时间的相对的长短而延长或缩短

的。由于保管费用等等，追加的资本支出也就成为必要的了。从一

开始就很清楚：出售成品所需的时间，对同一个生产部门的单个资

本家来说，可能是极不相同的；因此，它不仅对投入不同生产部门

的资本量来说，是极不相同的，而且对各个独立的资本即实际上只

是投入同一个生产领域的总资本的独立部分来说，也是极不相同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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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同一个单个资本的出售期间，随着

市场情况的一般变动或者随着特殊生产部门的市场情况的变动而

变动。关于这一点，在这里就不多讲了。我们只是说明一个简单的

事实：所有那些会使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期间产生差

别的情况，即使它们单个地发生作用（例如，假定一个资本家有机

会比他的竞争对手卖得更快，或者比另一个资本家采用更多的方

法来缩短劳动期间），同样会使处在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

资本的周转产生差别。

商品的销售市场和生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而使整

个周转时间产生差别的一个经常性的原因。在商品运往市场的全

部时间内，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的状态；如果商品按订货生产，就

要停留到交货的时候；如果不是按订货生产，那末，在商品运往市

场的时间上，还要加上商品在市场上等候出售的时间。交通运输

工具的改良，会绝对缩短商品的移动期间；但不同的商品资本或向

不同的市场移动的同一商品资本的不同部分，由于移动而在流通

时间上发生的相对差别，不会因此消失。例如，改良的帆船和轮

船，缩短了商品的移动时间，从而也就缩短了商品到达远近港口的

时间。相对的差别仍然存在，虽然往往是缩小了。不过，由于交通

运输工具的发展，这种相对差别会以一种与自然距离不相适应的

方式发生变化。例如，一条从生产地点通往内地一个人口聚集的

主要中心的铁路，可以使内地的一个不通铁路的较近地点，比这个

自然距离较远的地点，绝对地或相对地变远。同样，这种情况还会

使生产地点到较大的销售市场的相对距离发生变化，由此可以说

明，随着交通运输工具的变化，旧的生产中心衰落了，新的生产中

心兴起了。（此外还应指出，远距离运输比近距离运输相对地说要

７７２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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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宜得多。）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不仅空间运动的速度加快了，而

且空间距离在时间上也缩短了。不仅交通工具的数量增多了，比

如说，许多条船同时驶向同一个港口，好几辆列车在相同的两地之

间同时沿着不同的铁路线行驶，而且例如货船在一周内，按不同的

日期，依次由利物浦开往纽约，或者，货车在一天内按不同的钟点

由曼彻斯特开往伦敦。当然，在运输工具的效率已定时，绝对的速

度——因而流通时间的这个部分——并不会由于最后这种情况而

发生变化。但是，一批又一批的商品可以每隔一个较短的时间起

运，这样，它们可以连绵不断地到达市场，不需要在实际运出以前，

作为可能的商品资本大量堆积起来。因此，资本的回流也就每隔

一个比较短的期间发生，以致有一部分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而另

一部分则作为商品资本流通。由于回流在若干连续的期间之内发

生，总流通时间就缩短了，因而周转也缩短了。首先是运输工具的

运行次数增加，例如，一方面，一条铁路的列车次数，随着生产地点

生产的增加，随着它变为较大的生产中心而增加，而且这种增加，

是面向现有的销售市场，也就是面向大生产中心、人口中心、输出

港等等的。另一方面，这种交通特别便利的情况以及由此而加速

的资本周转（因为资本周转是由流通时间决定的），反过来既使生

产中心又使市场加速集中。随着大量人口和资本在一定的地点这

样加速集中，大量资本也就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同时，生产地点和

销售地点的位置还会移动和变迁，因为交通工具发生变化，二者的

相对位置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一个生产地点，由于处在大路或运

河旁边，一度享有特别的地理上的便利，现在却位于一条铁路支线

的旁边，这条支线要隔相当长的时间才通车一次。另一个生产地

点，原来和交通要道完全隔绝，现在却位于好几条铁路的交叉点。

８７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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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一个生产地点兴盛起来，前一个生产地点衰落了。因此，运输工

具的变化，在商品的流通时间，买和卖的机会等方面造成地点差

别，或者使已有的地点差别再发生变化。这种情况对资本周转的

重要性，可以从各地工商业代表和铁路公司的争吵中得到证明。

（例如，见前面①引用的铁道委员会的蓝皮书。）

因此，凡是按其产品性质来说主要靠在当地找销路的生产部

门，例如啤酒业，在人口聚集的主要中心会得到最大规模的发展。

在这里，由于资本周转更为迅速，一些生产条件（例如建筑用地等

等）的昂贵就部分地得到补偿。

如果从一方面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工具的

发展会缩短一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末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

由于交通运输工具发展而提供的可能性，又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

的市场，简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运输中的并且是运往远

地的商品会大大增长，因而，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处在商品资本阶

段、处在流通时间内的那部分社会资本，也会绝对地和相对地增

加。与此同时，不是直接用作生产资料，而是投在交通运输工具以

及为运用这些工具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上的那部分社会

财富，也会增加。

商品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运载过程的相对长度，不仅会

在流通时间的第一部分即出售时间上引起差别，而且也会在第二

部分即由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也就是购买时间上引起差

别。以运往印度的商品为例，运一次要历时四个月。假定出售时

间等于零，也就是说，假定运去的商品是订货，货物一交出，生

９７２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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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代理人就得到货款。送回货币（在这里，不论以什么形式送回

都一样）又要历时四个月。因此，同一个资本要重新作为生产资本

执行职能，重新开始相同的经营，共需历时八个月。由此引起的周

转的差别，是各种信用期限的物质基础之一，正如海外贸易，象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外贸易，一般说来也是真正的信用制度的源

泉之一。

“１８４７年的危机，使当时的银行业和商业能够把印度和中国的汇兑习惯

〈这两国和欧洲之间的汇兑期限〉由发票后十个月，减为见票后六个月；二十

年来，由于航运的加速和电报的设置，现在有必要再把见票后六个月减为发

票后四个月，或者作为第一步先减为见票后四个月。帆船从加尔各答经由好

望角到伦敦，平均不到９０天。见票后四个月的汇兑习惯，等于比如说１５０天

的时间。现在通行的见票后六个月的汇兑习惯，就等于比如说２１０天的时

间。”（１８６６年６月１６日《伦敦经济学家》）——

而另一方面：

“巴西的汇兑习惯，仍然是见票后两个月和三个月；安特卫普〈向伦敦〉发

出的票据，以发票后三个月为期，甚至曼彻斯特和布莱得弗德向伦敦发出的

票据，也要以三个月和更长的时间为期。由于一种默契，商人能得到充分的

机会，即使不能在为商品开的票据到期之前，也能在票据到期时实现他的商

品。因此，印度票据的汇兑习惯并不过分。印度货物在伦敦出售，通常定为三

个月。如果还把出售所需要的一些时间算进去，它的实现不能少于五个月，

而从印度买货直到在英国货栈交货，平均又要经过五个月。这样，就要有一

个十个月的期间，而为这种商品开的票据的期限，却不超过七个月。”（同上，

１８６６年６月３０日）“１８６６年７月２日，主要同印度和中国做生意的伦敦五家

大银行和巴黎贴现银行发出通告说，自１８６７年１月１日起，它们在东方的分

行和代办所只买卖见票后不超过四个月的票据。”（同上，１８６６年７月７日）

不过，这种缩减的办法失败了，不得不再取消。（从那时起，苏

伊士运河已经使这一切改观了。）

０８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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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商品流通时间的延长使销售市场上价格变动的风险

增加了，因为能够发生价格变动的时期延长了。

流通时间的差别，一方面个别地出现在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

同的单个资本之间，一方面也出现在由于不立即支付现款而有不

同支付习惯的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这种差别是由买和卖的支付期

限不同引起的。这一点，对信用制度来说很重要，但这里就不再谈

了。

周转时间的差别也是由供货契约的范围引起的。契约范围随

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和规模一同扩大。作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交

易的供货契约，是一种与市场即流通领域有关的业务。因此，由此

引起的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由流通领域引起的，不过这种差别又反

过来直接影响生产领域，而且把所有支付期限和信用关系撇开不

说，即使在现金支付的情况下也影响生产领域。例如，煤炭、棉花、

棉纱等等是可分离的产品。每天都有一定量的成品提供出来。但

是，如果纺纱厂主或者采矿业主接受一项供应一定量产品的契约，

这个产品量需要一个比如四周或六周连续进行的工作日的期间才

能生产出来，那末，对资本预付的时间来说，就完全象在这个劳动

过程中采用了一个四周或六周连续不断的劳动期间一样。当然，

这里要假定，全部订货必须一次交清，或者全部交清以后才能得到

货款。因此，单个地考察，每天都有一定量的成品提供出来。但是，

这种成品量毕竟只是契约规定的供应量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订货的已经完成的部分不再处于生产过程中，那末，它仍

然只是作为可能的资本存放在栈房里。

现在我们来考察流通时间的第二段时间：购买时间，或者说，

资本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时间。在这期间，资本

１８２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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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以或短成长的时间停留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因而，全部预付资

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地处在货币资本的状态，尽管这个部分是

由不断变化的要素构成的。例如，某一个企业的全部预付资本中，

必须有ｎ×１００镑处于货币资本的形式，这样，ｎ×１００镑的所有组

成部分要继续不断地转化为生产资本，而这个货币额却又不断地

从流通、从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的流入得到补充。因此，预付资本

的一定价值部分，不断地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即处于不是属于生

产领域，而是属于流通领域的形式。

我们说过，市场距离所造成的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

时间的延长，直接造成货币回流的延迟，因而也延迟了资本由货币

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

其次，关于商品的购买，我们说过（第６章），购买时间、原料主

要供应地距离的远近，怎样使人们必须为较长的期间买进原料，并

且使它们保持生产储备的形式，保持潜在的或可能的生产资本的

形式以供使用；因此，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必须一次预付的

资本量就会增加，资本必须预付的时间也会延长。

大批原料按或长或短的周期投入市场，会在不同的生产部门

发生类似的影响。例如，在伦敦，控制着羊毛市场的羊毛大拍卖，

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而棉花市场由一个收获期到下一个收获期，虽

然不总是均衡地，但大体上是连续不断地进行更新的。这类周期

决定这些原料的主要购买日期，并且特别会对于使资本按或长或

短的期间预付在生产要素上的投机性购买发生影响，就象所生产

商品的性质会对于有意地使产品在或长或短的期间保留可能的商

品资本形式的投机性行为发生影响完全一样。

“农民多少也得是个投机家，所以要按照当时的情况留下自己的产品不

２８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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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

接着说了一些一般的原则。

“但是产品的销售，主要还取决于人、产品本身以及地点。一个老练而走

运〈！〉并且有足够的经营资本的人，如果在价格非常便宜时，把他获得的收成

存放了一年，是不会受到责备的。反之，一个缺少经营资本或者根本〈！〉不会

投机的人，就只想得到通常的平均价格，因而一有机会，就非推销出去不可。

羊毛存放一年以上，几乎总是要带来损失，而谷物和油料作物的种子，保存几

年，也不会损害它们的特性和质量。象油料作物的种子、忽布花、起绒草这类

产品，通常会在短时期内大涨大落，所以，在价格远远低于生产价格的年份，

把它们保存起来是合乎情理的。但是，有些东西每天需要有维持费用，如肥

育的牲畜，或者，有些东西容易腐烂，如水果、马铃薯等等，那就千万不要耽误

出售。在有些地方，一种产品在一个季节的平均价格最低，而在另一个季节

的平均价格又最高。例如，有些地方，谷物的平均价格，在圣马丁节前后比在

圣诞节到复活节要低。还有一些产品，在某些地方，只是在一定的时候才行

销，例如有些地方的羊毛市场上的羊毛就是这样，在那里，过了时候，羊毛生

意通常是清淡的……”（基尔霍夫，第３０２页）

货币是在流通时间的后半段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的。在考

察这一段时，我们不仅是考察这种转化本身，不仅是考察由出售产

品的市场距离决定的货币回流的时间。最主要的，是要考察预付

资本有多大一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货币资本的状态。

撇开所有的投机不说，需要购买多少那些必须不断作为生产

储备来存放的商品，这取决于这种储备更新的时间，从而取决于那

些本身又受市场条件决定的、因而对不同的原料等等来说也是各

不相同的情况；因此，这里必须随时一次预付大量的货币。按照资

本周转的时间，货币流回有快有慢，但总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

其中一部分，即再转化为工资的部分，同样不断地经过较短的期间

再支出。但是，另一部分，即要再转化为原料等等的部分，必须在

３８２第十四章 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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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长的期间积累起来，作为准备金，或用于购买或用于支付。因

此，它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尽管它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数量是

变化不定的。

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另一些情况——不管它们发生在生产

过程还是流通过程——怎样使预付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以货币形

式存在。但是应该指出，经济学家总爱忘记，企业所需资本的一部

分不仅不断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

式，而且这一资本的各个部分不断地同时具有这三种形式，尽管这

些部分的相对量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学家爱忘记的，特别是不断

作为货币资本存在的部分，虽然正是这种情况对理解资产阶级的

经济十分必要，因而这种情况本身在实践中也是很重要的。

４８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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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在这一章和后面的第十六章，我们要考察周转时间对资本价

值增殖的影响。

假定有一个商品资本，比如说是一个９周劳动期间的产品。

我们暂且不谈由固定资本的平均损耗追加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

值和在生产过程中追加到产品中去的剩余价值，这样，这个产品的

价值就等于生产这个产品时预付的流动资本的价值，也就是等于

工资和生产这个产品时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假定这个

价值＝９００镑，这样，每周的支出是１００镑。在这里，周期的生产时

间同劳动期间一致，因此也是９周。不管我们假定的是一个具有

连续性的产品的劳动期间，还是一个可分离的产品的连续的劳动

期间，只要一次运到市场上去的可分离的产品的量要花费９周劳

动，情况都一样。再假定流通时间持续３周。那末，整个周转期间

就要持续１２周。在９周完了以后，预付生产资本转化成商品资本

了，但是它还有３周留在流通期间内。因此，新的生产期间要到第

１３周开始时才开始。生产要停顿３周，或者说，要停顿整个周转期

间的
１
４
。不管我们假定这３周期间是出售产品平均所需的时间，

还是假定这段时间要由市场的远近或由所出售的商品的支付期限

来决定，情况也都是一样。每３个月中，生产要停顿３周，也就是

５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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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年中要停顿４×３＝１２周＝３个月＝年周转期间的
１
４
。因此，

为了使生产连续进行，一周一周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只有两种办

法可行。

或者是缩小生产的规模，使９００镑足以在第一个周转的劳动

期间和流通时间内使劳动继续进行。这样，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结

束以前，第二个劳动期间，从而第二个周转期间，在第１０周就开始

了，因为周转期间是１２周，而劳动期间是９周。把９００镑分配在

１２周，每周是７５镑。第一，很清楚，一个这样缩小的企业规模，以

固定资本规模的变化，总之以企业设备的缩小为前提。第二，这种

缩小究竟有没有可能，也还成问题，因为按照不同企业中生产的发

展，投资有一个标准最低限额，达不到这个限额，一个企业就没有

竞争能力。这个标准最低限额本身，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

不断增长，因此不是固定的。但是，在每一次的标准最低限额和不

断扩大的标准最高限额之间，有许多中间阶段，形成一个允许有极

不相同的投资程度的中位。因此，在这个中位界限以内，也会发生

缩小的现象，缩小的界限就是每一次的标准最低限额本身。——

在生产遇到障碍，市场商品充斥，原料涨价等情况下，可以在固定

资本已有一定基础的时候，通过限制劳动时间的办法，比如说只劳

动半天，来限制流动资本的正常支出；同样，在繁荣时期，又可以在

固定资本已有一定基础的时候，一方面通过延长劳动时间，一方面

通过提高劳动强度，使流动资本异常扩大。对事先已经预计到这

些变动的企业来说，可以一方面采用上面的方法，一方面同时使用

大批工人，并且和动用后备固定资本例如铁路的后备机车等等结

合起来。但是，我们在这里是以正常的条件为前提的，这种异常的

变动就不予考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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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为了使生产连续进行，在这里，同一个流动资本的支出

必须分配在较长的时间内，不是分配在９周，而是分配在１２周。因

此，在每一段既定的时间里，都有一个已经减少了的生产资本执行

职能；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由１００减少到７５，即减少
１
４
。在９周的

劳动期间内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减少的总额＝９×２５＝２２５镑，即

９００镑的
１
４
。但是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仍然是

３
１２
＝
１
４
。由此得

出结论：如果要使生产在已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的流通

时间内不致中断，如果要使生产同时地、一周一周连续地进行，而

这样做又没有特别的流动资本可用，那就只有缩小生产规模，减少

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办到。这样为了使生

产在流通时间内继续进行而游离出来的流动资本部分和全部预付

流动资本之比，等于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前面已经指出，这

里说的只适用于这一类生产部门，在这些部门，劳动过程一周一周

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因而不象农业那样，要在不同劳动期间投入

不同的资本额。

反过来说，如果企业的性质排除了缩小生产规模的可能性，从

而也排除了减少每周要预付的流动资本的可能性，那末，只有追加

流动资本才能使生产连续进行。在上例是追加３００镑。在１２周的

周转期间内，要相继预付１２００镑，３００镑是其中的四分之一，就象

３周是１２周的四分之一一样。在９周的劳动期间结束以后，资本

价值９００镑就由生产资本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形式了。这个资本

价值的劳动期间已经结束，但是下一个劳动期间不能用同一个资

本来更新。当这个资本在这３周停留在流通领域，作为商品资本

执行职能时，它所处的情况，从生产过程来看，就好象它根本不存

在一样。在这里，我们把一切信用关系撇开不说，因此假定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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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用他个人的资本来经营。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在完

成了它的生产过程以后，要在流通过程停留３周，但这时有追加的

投资３００镑在执行职能，因此生产的连续进行不会中断。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下述各点：

第一，最初预付的资本９００镑的劳动期间，９周以后就结束

了，这个资本不再经过３周是不会流回的，即在第１３周开始的时

候才流回。但是，一个新的劳动期间会用追加的资本３００镑立刻

重新开始。正因为这样，生产过程才能连续进行。

第二，原有资本９００镑的职能和第一个９周劳动期间结束后

新追加的资本３００镑（它在第一个劳动期间结束后，就直接开始第

二个劳动期间）的职能，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是截然分开的，或者

至少能够这样分开，但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过程中就互相交叉起

来。

让我们把问题说得具体些：

第一个周转期间１２周。第一个劳动期间９周，其中预付资本

的周转，在第１３周开始时完成。最后３周有追加资本３００镑执行

职能，并且开始第二个９周的劳动期间。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１３周开始的时候，已经有９００镑流回，并

且能够开始一个新的周转。但是第二个劳动期间，由于追加３００

镑，在第１０周就已经开始了；在第１３周开始的时候，劳动期间由

于这３００镑而完成了三分之一，３００镑已经由生产资本转化为产

品。因为只要再有６周就结束第二个劳动期间，所以流回的９００镑

资本只有三分之二，即只有６００镑，能够加入第二个劳动期间的生

产过程。这样，原来的９００镑就有３００镑游离出来，和第一个劳动

期间的追加资本３００镑起相同的作用。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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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第二个劳动期间结束了。投在其中的资本９００镑在３周以后

流回，也就是在第二个１２周的周转期间的第９周末流回。在３周

流通时间内，有游离资本３００镑加入。资本９００镑的第三个劳动期

间，就是用这３００镑，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７周，或一年的第１９

周开始的。

第三个周转期间。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第９周末，有９００镑重

新流回。但是第三个劳动期间已经在前一个周转期间的第７周开

始了，并且已经通过了６周。这样，它只要再持续３周。因此，在流

回的９００镑中，只有３００镑加入生产过程。第四个劳动期间填满这

个周转期间的其余９周。这样，在一年的第３７周，就同时开始了第

四个周转期间和第五个劳动期间。

为了便于计算，我们假定：劳动期间为５周，流通期间为５周，

因而周转期间为１０周；一年按５０周计算，每周的资本支出是１００

镑。这样，劳动期间需要有流动资本５００镑，流通时间也需要追加

资本５００镑。劳动期间和周转时间如下：

劳 动 期 间 周 商 品（镑） 回 流 时 间

１

２

３

４

５

１— ５

６—１０

１１—１５

１６—２０

２１—２５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５００

第１０周末

第１５周末

第２０周末

第２５周末

第３０周末

依此类推

  如果流通时间＝０，因而周转期间等于劳动期间，那末一年内

周转的次数就等于劳动期间的次数。在劳动期间为５周时，一年

９８２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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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次数＝
５０
５
＝１０，周转资本的价值＝５００×１０＝５０００。表中假定

流通时间为５周，因此每年也生产价值５０００镑的商品，但其中的

１
１０
＝５００镑总是处在商品资本的状态，要经过５周才能流回。这

样，到年终，第十个劳动期间（即第４６—５０劳动周）的产品，只完成

它的周转时间的一半，因为它的流通时间要算在下一年的最初５

周。

让我们再举第三个例子：劳动期间为６周，流通时间为３周，

劳动过程中每周预付１００镑。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１—６周。在第６周末，有６００镑商品资

本，它在第９周末流回。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７—１２周。在第７—９周，预付了３００镑追

加资本。第９周末，有６００镑流回。其中３００镑，在第１０—１２周预

付。因此，在第１２周末，有现金３００镑；有商品资本６００镑，它在第

１５周末流回。

第三个劳动期间：第１３—１８周。在第１３—１５周，预付了上述

的３００镑，然后流回６００镑，其中３００镑是在第１６—１８周预付的。

在第１８周末，有现金３００镑；有商品资本６００镑，它在第２１周末

流回（有关这个情况的更详细的叙述，见本章后面第 节）。

因此，９个劳动期间（＝５４周）生产了商品６００×９＝５４００镑。

在第九个劳动期间结束时，资本家有现金３００镑，商品６００镑，但

这些商品还没有完成它们的流通时间。

比较一下这三个例子，我们就发觉，第一，只有在第二例中，

５００镑资本 和５００镑追加资本 会依次交替，因此这两个资本

部分的运动总是分别进行的。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在这里作了非常

０９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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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的假定，即假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形成周转期间的相等的

两半。在其他一切情况下，不管周转期间的这两个部分如何不相

同，这两个资本的运动，正象在第一例和第三例中那样，从第二个

周转期间起就互相交叉。追加资本 与资本 的一部分结合起

来，成为第二个周转期间内执行职能的资本，而资本 的余额游离

出来，执行资本 原来的职能。在商品资本流通时间内发生作用

的资本，在这里不是原来为这个目的而预付的资本 ，但它具有和

后者相同的价值，并且在全部预付资本中形成相同的部分。

第二，已经在劳动期间执行职能的资本，在流通时间闲置下

来。在第二例中，资本在５周劳动期间内执行职能，在５周流通时

间内闲置下来。因此，资本 在一年内全部闲置的时间是半年。于

是有追加资本 在这个时间内出现。拿当前的例子来说，资本

也会闲置半年。但是，必需用来保持流通时间内生产的连续性的

追加资本，不是由一年内流通时间的总量或总数决定的，而只是由

流通时间和周转期间之比决定的。（当然，这里假定全部周转是在

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的。）所以，在第二例中，所需的追加资本是５００

镑，不是２５００镑。简单地说，这是由于以下事实：追加资本和原来

预付的资本一样加入周转，因此，也完全和后者一样由它的周转次

数来补偿它的数量。

第三，如果生产时间比劳动时间长，也不会改变这里考察的情

况。当然，总周转期间会因此延长，但是劳动过程不会因为周转的

这种延长，需要有追加资本。追加资本只有这样一个目的，就是把

劳动过程中因流通时间而引起的空隙填补起来；因此，追加资本应

当保证生产不受流通时间引起的干扰的影响。那些由特殊的生产

条件引起的干扰，则用别的方法去排除，用不着在这里考察。但是

１９２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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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企业，只是断断续续地、靠订货来进行生产，因此，在各个劳动

期间之间可能发生中断。在这种情况下，追加资本的必要性也就

相应地消失了。另一方面，就大多数季节劳动的情况来看，回流时

间又有一定的界限。同一个劳动不能用同一个资本在下一年进行

更新，如果这个资本的流通时间在这个期间还没有结束的话。但

是流通时间也能比从一个生产期间到下一个生产期间的间隔期短

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就会闲置，除非它另有用途。

第四，为一个劳动期间而预付的资本，例如第三例的６００镑，

一部分投在原料和辅助材料上，投在这个劳动期间的生产储备上，

投在不变的流动资本上，一部分投在可变的流动资本上，投在劳动

本身的报酬上。投在不变的流动资本上的那一部分，可以不按相

同的时间以生产储备的形式存在；例如整个劳动期间用的原料可

以不必都准备好；煤炭可以每两周购买一次。但是——因为这里

还是把信用除外——这部分资本，不以生产储备的形式供人利用，

就要以货币形式供人利用，以便需要时转化为生产储备。它丝毫

不会影响这个为６周而预付的不变的流动资本的价值的大小。另

一方面，——把应付意外支出的货币储备和用来排除干扰的真正

准备金撇开不说，——工资要按较短的期间支付，通常是每周一

次。因此，除非资本家强迫工人按较长时间预付他的劳动，否则支

付工资所必需的资本就要以货币形式准备好。所以，资本流回时，

一部分必须保持货币形式，以便支付劳动报酬，而另一部分可以转

化为生产储备。

追加资本完全要象原有资本一样进行分配。但是这个资本和

资本 的区别（撇开信用关系不说）在于：它不参加资本 的第一

个劳动期间，但还在第一个劳动期间的整个期间内就必须预付，以

２９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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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在自己的劳动期间内供人利用。在这个时间内，这个资本至少

可以有一部分已经转化为不变的流动资本，为整个周转期间预付。

这个资本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取得这个不变的流动资本形式，或者

说，在这种转化成为必要以前，有多大一部分保持追加货币资本形

式，则部分地取决于一定生产部门的特殊生产条件，部分地取决于

当地的情况，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等等价格的波动。在考察社会总

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有相当大的部分长期处于货币资

本的状态。另一方面，至于资本 中要预付在工资上的那部分，它

总是按照各个较短劳动期间已经完成并支付报酬的程度，逐渐转

化为劳动力。所以，资本 的这一部分，要在整个劳动期间内处于

货币资本的形式，直到它由于转化为劳动力而参加执行生产资本

的职能的时候为止。

因此，为了把资本 的流通时间转变为生产时间而必需的追

加资本的加入，不仅会增加预付资本的量和总资本必须预付的时

间，而且特别会增加作为货币储备存在，因而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

并且具有可能的货币资本的形式的那一部分预付资本。

在资本由于流通时间而需要分割成两部分，即第一个劳动期

间所需的资本和流通时间所需的补充资本，而这种分割不是由于

投资的增加，而是由于生产规模的缩小所造成的场合，不论在以生

产储备形式预付方面，还是在以货币储备形式预付方面，都同样会

发生上段所说的情况。和生产规模相比，束缚在货币形式的资本，

在这种场合就增加得更多。

总的说来，资本这样分为原有生产资本和追加资本，其结果就

是：各个劳动期间有不间断的连续性，预付资本的一个等量部分作

为生产资本不断地执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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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是５００

镑。因为劳动期间＝５周，所以全年按５０周计算，就有１０个劳动

期间。因此，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产品是１０×５００＝５０００镑。从生

产过程内直接地、不间断地发生作用的资本——一个５００镑的资

本价值——的观点来看，流通时间好象完全消失了。周转期间和

劳动期间互相一致了；流通时间则＝０。

相反地，如果５００镑资本照例会因５周的流通时间而中断它

的生产活动，以致要在包括１０周的整个周转期间结束以后，才重

新具有生产能力，那末，在一年的５０周内，我们就只有５个１０周

的周转；其中有５个５周的生产期间，也就是说有２５个生产周，总

产品等于５×５００＝２５００镑；有５个５周的流通时间，也就是说总

流通时间也是２５周。在这里，如果我们说：５００镑资本一年周转５

次，那末，显而易见，这５００镑资本在每个周转期间的一半期间内，

完全不是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它总共只有半年在执行职能，而

另外半年根本不执行职能。

拿我们的例子来说，５００镑补充资本会在这５个流通时间内

加入，因而这个２５００镑的周转就增长为一个５０００镑的周转。但是

现在预付的资本不是５００镑，而是１０００镑。５０００除以１０００等于

５。因此，周转次数不是１０，而是５。实际上，也正是这样计算的。但

是，当说到１０００镑资本一年周转５次时，在资本家的空虚的头脑

中，流通时间就从记忆中消失了，于是形成一种混乱的观念，好象

这个资本在依次进行的５次周转中，不断地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

能。但是，我们说这１０００镑资本周转５次时，其中就包括着流通时

间和生产时间。事实上，如果１０００镑真的继续在生产过程中发生

作用，按照我们的假定，产品就应该是１００００镑，而不是５０００镑。

４９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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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使１０００镑继续处在生产过程中，也就必须预付２０００镑。对

于周转这个机构根本一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一要点：生

产要不间断地进行，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一部分实际上加入生

产过程。当一部分处在生产期间的时候，另一部分必须总是处在

流通期间。换句话说，资本的一部分，只有在另一部分脱离真正的

生产而处于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形式的条件下，才能作为生产资

本执行职能。忽视这一点，也就完全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

用。

我们现在应该研究，在周转期间的两部分即劳动期间和流通

期间相等时，或者，在劳动期间大于或小于流通期间时，在周转上

会产生什么样的差别；其次，应该研究，这对资本束缚在货币资本

形式上会发生什么影响。

我们假定，在一切场合，每周的预付资本是１００镑，周转期间

是９周，因此，为每个周转期间预付的资本＝９００镑。

．劳动期间等于流通期间

这种情况虽然实际上只是偶然的例外，但是必须作为研究的

出发点，因为在这里关系表现得最简单、最明了。

两个资本（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资本 ，和在资本 的流

通期间执行职能的追加资本 ）在它们的运动中会互相交替，而不

会互相交叉。因此，除了第一个期间以外，这两个资本各自只为自

己的周转期间而预付。假定周转期间和以下各例一样，都是９周，

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就各为４
１
２
周。于是我们得出如下的年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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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表

资 本 

周 转 期 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 通 期 间（周）

Ｉ．１－  ９  

ＩＩ．１０－ １８  

ＩＩＩ．１９－ ２７  

ＩＶ．２８－ ３６  

Ｖ．３７－ ４５  

ＶＩ．４６－ （５４）  

１－ ４
１

２

１０－１３
１

２

１９－２２
１

２

２８－３１
１

２

３７－４０
１

２

４６－４９
１

２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
１

２－  ９

 １３
１

２－ １８

 ２２
１

２－ ２７

 ３１
１

２－ ３６

 ４０
１

２－ ４５

 ４９
１

２－（５４）
（３１）

资 本 

周 转 期 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 通 期 间（周）

Ｉ．４
１

２－ １３
１

２  

ＩＩ．１３
１

２－ ２２
１

２  

ＩＩＩ．２２
１

２－ ３１
１

２  

ＩＶ．３１
１

２－ ４０
１

２  

Ｖ．４０
１

２－ ４９
１

２  

ＶＩ．４９
１

２－（５８
１

２）

 ４
１

２－  ９

 １３
１

２－ １８

 ２２
１

２－ ２７

 ３１
１

２－ ３６

 ４０
１

２－ ４５

 ４９
１

２－（５４）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４５０

  １０－１３
１

２

  １９－２２
１

２

  ２８－３１
１

２

  ３７－４０
１

２

  ４６－４９
１

２

 （５５－５８
１

２）

  在这里，我们假定一年为５１周。在５１周内，资本 通过了六

个完整的劳动期间，生产商品６×４５０＝２７００镑。资本 在五个完

整的劳动期间内，生产商品５×４５０＝２２５０镑。此外，资本 又在

一年最后的１
１
２
周（第５０周中间到第５１周末）生产商品１５０

镑。——５１周的总产品为５１００镑。就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来说，

因为只有在劳动期间生产剩余价值，所以总资本９００镑好象已经

（３１） 属于第二周转年度的各周，都放在括号里面。

６９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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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５
２
３
次（５

２
３
×９００＝５１００镑）。但是，既然我们考察实际的周

转，那末，资本 是周转了５
２
３
次，因为在第５１周末，它还要有３

周才能完成第六个周转期间；５
２
３
×４５０＝２５５０镑。而资本 只周

转了５
１
６
次，因为它才完成了第六个周转期间的１

１
２
周，也就是还

有７
１
２
周要列入第二年；５

１
６
×４５０＝２３２５镑。所以，实际的周转

总额＝４８７５镑。

让我们把资本 和资本 作为两个互相完全独立的资本来考

察。它们在自己的运动中是完全独立的；这两个运动互相补充，只

是因为它们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直接互相交替。它们可以看作

两个完全独立的、属于不同资本家的资本。

资本 已经通过五个完整的周转期间和第六个周转期间的三

分之二。到年终时，它处于商品资本的形式。商品资本的正常的实

现还需要３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能进入生产过程。它执行着商

品资本的职能：它流通着。它只通过了最后一个周转期间的
２
３
。这

个情况可以表达如下：它只周转了一次的
２
３
，它的总价值只有

２
３
通

过了一个完整的周转。我们说４５０镑在９周内周转一次，也就是说

３００镑在６周内周转一次。但是，这种表达方式忽略了周转时间的

两个特别不同的组成部分的有机关系。说预付资本４５０镑已经周

转５
２
３
次，这种表达方式的精确意思只在于：资本已经通过了五次

完整的周转，但第六个周转只通过了
２
３
。另一方面，周转资本＝预

付资本的５
２
３
倍，用上例来说，就是＝５

２
３
×４５０镑＝２５５０镑；这

种说法的正确就在于：如果这４５０镑资本没有另一个４５０镑资本

来补充，那末，它实际上必须有一部分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另一部

分处在流通过程中。如果周转时间要用周转资本的量来表达，那

它就总是只能用一个现有价值的量（实际上就是用一个成品的量）

７９２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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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达。不是全部预付资本处于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的状态，

这一情况表明：其中只有一部分处于能够从事生产的状态，或者

说，为了要处于连续生产的状态，资本必须按照生产期间和流通期

间的相互比例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不断处于生产期间，另一部分则

不断处于流通期间。在这里起作用的是同一个规律：不断执行职

能的生产资本的量由流通时间和周转时间之比决定。

在我们假定为年终的第５１周末，资本 有１５０镑预付在未完

成产品的生产上。另一部分则处于流动的不变资本——原料等等

——的形式，也就是说，处于能够作为生产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

职能的形式。还有第三部分是处于货币形式，这部分至少足以支

付这个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３周）的工资，不过这种工资要到每

周周末才支付。这部分资本，在新的一年开始时，也就是在一个新

的周转周期开始时，虽然不是处于生产资本的形式，而是处于货币

资本的形式，不能参加生产过程，但是在新的周转开始时，仍然有

流动的可变资本，即活的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这种现

象是由于：劳动力虽然在劳动期间（比如说每周）开始时购买并被

消耗掉，但是它的报酬要到周末才支付。在这里，货币起支付手段

的作用。因此，一方面，它作为货币仍然留在资本家手中，另一方

面，劳动力，货币要转化成的商品，已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

因此，同一个资本价值在这里是双重出现的。

如果我们仅仅考察劳动期间，那末

资本 生产 ６ ×４５０＝２７００镑

资本 生产 ５
１
３
×４５０＝２４００镑

 合 计  ５
２
３
×９００＝５１００镑

因此，全部预付资本９００镑，在一年内就有５
２
３
次作为生产资本执行

８９２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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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至于是４５０镑不断地处在生产过程，另外４５０镑不断地处在流

通过程这样互相交替，还是９００镑先有４
１
２
周在生产过程，再有４

１
２

周在流通过程执行职能，这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周转期间，那末，

    资本 的周转额是 ５
２
３
×４５０＝２５５０镑

    资本 的周转额是 ５
１
６
×４５０＝２３２５镑

          
 因此，总资本的周转额是 ５

５
１２
×９００＝４８７５镑。

因为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资本 和资本 的周转额之和除

以资本 和资本 之和。

应该指出，资本 和资本 ，即使它们彼此是独立的，也只是

预付在同一个生产领域的社会资本的不同的独立部分。因此，如

果这个生产领域内的社会资本只是由 和 构成，那末，对同一个

私人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 和 适用的计算，也同样适用于这个

领域的社会资本的周转。进一步说，社会总资本投在任何一个特

别生产领域内的每一部分，也可以这样计算。不过归根结底，社会

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不同生产领域内的周转资本额除以这些

生产领域内的预付资本额。

其次应该指出，正象同一个私人企业的资本 和资本 ，严格

地说在这里有不同的周转年度（因为资本 的周转周期比资本

的周转周期晚开始４
１
２
周，因而资本 的周转年度比资本 的周

转年度早完成４
１
２
周）一样，同一个生产领域内的各个不同的私人

资本，也是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开始它们的营业，从而也在一年的不

同时间完成它们的年周转。但是我们以上对资本 和 所使用的

平均计算法，在这里也足以把社会资本的不同的独立部分的周转

年度，还原成一个相同的周转年度。

９９２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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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资本 和资本 的劳动期间和周转期间会互相交叉，而不会

互相交替。同时这里还发生资本游离。这种情况是以上考察的场

合所没有的。

但是和以前一样，无论如何下述情况不变：１．全部预付资本的

劳动期间的数目，等于预付资本两个部分的年产品的价值之和除

以全部预付资本。２．总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两个周转额之和除

以两个预付资本之和。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这样考察这两部分资

本，就好象它们是在完成彼此完全独立的周转运动。

我们再假定每周要在劳动过程内预付１００镑。劳动期间持续

６周，每个劳动期间都需要预付６００镑（资本 ）。流通期间３周；

因此，周转期间和以前一样，是９周。在资本 的３周流通期间内，

资本 ３００镑加入。如果我们把二者看作是彼此独立的资本，那

末，年周转的图表如下：

第  表

资本  ６００镑

周转期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通期间（周）

Ｉ．１－  ９  

ＩＩ．１０－ １８  

ＩＩＩ．１９－ ２７  

ＩＶ．２８－ ３６  

Ｖ．３７－ ４５  

ＶＩ．４６－（５４） 

１－ ６

１０－１５

１９－２４

２８－３３

３７－４２

４６－５１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６００

７－９  

１６－１８  

２５－２７  

３４－３６  

４３－４５  

（５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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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资本  ３００镑

周 转 期 间（周） 劳动期间（周） 预付量（镑） 流 通 期 间（周）

Ｉ．７－１５ 

ＩＩ．１６－２４ 

ＩＩＩ．２５－３３ 

ＩＶ．３４－４２ 

Ｖ．４３－５１ 

７－９

１６－１８

２５－２７

３４－３６

４３－４５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１５

１９－２４

２８－３３

３７－４２

４６－５１

  生产过程全年不间断地按相同的规模进行。两个资本， 和

，完全分开。但是，为了要表明它们是分离的，就得把它们之

间的现实的交叉和交错的现象划分开来，因此也要变更周转次数。

按照上表，

资本 的周转额是 ５
２
３
×６００＝３４００镑

资本 的周转额是 ５  ×３００＝１５００镑

因此，总资本的周转额是 ５
４
９
×９００＝４９００镑。  

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将会看到，现实的生产期间和流通期间，

同上表中的各个期间不是绝对一致的。上表主要是为了表明，这

两个资本， 和 ，是彼此独立的。

事实上，资本 没有任何特别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可以同

资本 的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分离开来。劳动期间为６周，流通

期间为３周。既然资本 只有３００镑，它就只能填补一个劳动期间

的一部分。情况就是这样。在第６周末，有一个６００镑的产品价值

进入流通，并且在第９周末以货币形式流回。而资本 在第７周开

始时发生作用，满足下一个劳动期间第７—９周的需要。但是按照

１０３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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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假定，在第９周末，劳动期间只通过了一半。因此，在第１０

周开始时，刚刚流回的资本 ６００镑重新发生作用，以其中的３００

镑填补第１０—１２周所必需的预付。第二个劳动期间就此结束。有

一个６００镑的产品价值处在流通中，它在第１５周末流回；同时又

有３００镑原有资本 的资本额游离出来，可以在下一个劳动期间

的前一半即在第１３—１５周执行职能。在此以后，又有６００镑流回；

其中３００镑就足够用到这个劳动期间结束，另外３００镑游离出来，

用于下一个劳动期间。

因此，情况如下：

第一个周转期间：第１—９周。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１—６周。资本 ６００镑执行职能。

第一个流通期间：第７—９周。第９周末，有６００镑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７—１５周。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７—１２周。

  前一半：第７—９周。资本 ３００镑执行职能。第９周末，

有６００镑以货币形式流回（资本 ）。

  后一半：第１０—１２周。资本 有３００镑执行职能。资本

的另外３００镑游离出来。

第二个流通期间：第１３—１５周。

  第１５周末，有６００镑（半数由资本 ，半数由资本 构

成）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三个周转期间：第１３—２１周。

第三个劳动期间：第１３—１８周。

  前一半：第１３—１５周。游离出来的３００镑开始执行职能。

第１５周末，有６００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２０３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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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一半：第１６—１８周。流回的６００镑中，有３００镑执行

职能，另外３００镑再游离出来。

第三个流通期间：第１９—２１周。

  在第２１周末，又有６００镑以货币形式流回；在这６００镑

中，资本 和资本 现在是不可区分地融合在一起了。

按照这个方式，到第５１周末，一个６００镑的资本已通过八个

完整的周转期间（ ：第１—９周； ：第７—１５周； ：第１３—２１

周； ：第１９—２７周； ：第２５—３３周； ：第３１—３９周； ：第

３７—４５周； ：第４３—５１周）。但是因为第４９—５１周恰好是在第

八个流通期间，所以在这段时间，必须有３００镑游离资本加入，以

维持生产的进行。因此，在年终时，周转的情况如下：６００镑已经完

成了八个循环，周转额为４８００镑。此外，最后３周（第４９—５１周）

的产品，还只通过一个９周循环的三分之一，所以在周转额上只能

作为它的资本额的三分之一即１００镑计算。所以，当５１周的年产

品＝５１００镑时，周转资本仅仅是４８００＋１００＝４９００镑，全部预付

资本９００镑周转５
４
９
次，因此和第 节所讲的情况相比就稍微多

一些。

在当前这个例子中，我们假定劳动时间等于周转期间的
２
３
，流

通时间等于周转期间的
１
３
，因此，劳动时间是流通时间的简单倍

数。现在要问：如果情况不是这样，是否也会发生上面所说的那种

资本的游离。

我们假定劳动期间＝５周，流通时间＝４周，每周的资本预付

是１００镑。

第一个周转期间：第１—９周。

第一个劳动期间：第１—５周。资本 ＝５００镑执行职能。

３０３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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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流通期间：第６—９周。第９周末，有５００镑以货币形

式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６—１４周。

第二个劳动期间：第６—１０周。

  前一段：第６—９周。资本 ＝４００镑执行职能。第９周

末，资本 ＝５００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后一段：第１０周。在流回的５００镑中，有１００镑执行职

能。其余４００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

间。

第二个流通期间：第１１—１４周。第１４周末，有５００镑以货币

形式流回。

到第１４周末为止的一段期间（第１１—１４周），上述游离出来

的４００镑执行职能；于是从以后流回的５００镑中，只需要１００镑就

可以满足第三个劳动期间（第１１—１５周）的需要，以致还有４００镑

要游离出来用于第四个劳动期间。同样的现象会在每个劳动期间

反复发生；每个劳动期间开始时，都有４００镑出现，足够满足前４

周的需要。第４周末，会有５００镑以货币形式流回，其中只有１００

镑为最后一周所必需，其余４００镑则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

间。

我们再假定：劳动期间是７周，资本 为７００镑；流通期间是

２周，资本 为２００镑。

在这种场合，第一个周转期间是第１—９周，其中第一个劳动

期间是第１—７周，预付７００镑，第一个流通期间是第８—９周。第

９周末，７００镑以货币形式流回。

第二个周转期间，第８—１６周，其中包含第二个劳动期间，第

４０３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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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４周。其中第８周和第９周的需要，已经从资本 得到满足。

在第９周末，上述的７００镑流回；其中５００镑到这个劳动期间

（第１０—１４周）结束时被用完。２００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动期

间。第二个流通期间是第１５—１６周；第１６周末，又有７００镑流

回。从此以后，相同的现象会在每个劳动期间反复发生。前两周

的资本需要，从前一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游离出来的２００镑得到满

足；第２周米又有７００镑流回；但是劳动期间还只剩下５周，以

致只能再消费５００镑；因此，总有２００镑游离出来用于下一个劳

动期间。

由此可见，在假定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场合，无论如何，

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一个货币资本游离出来，它的量和

那个为流通期间而预付的资本 的量相同。就以我们举的三个例

子来说，资本 在第一例＝３００镑，在第二例＝４００镑，在第三例＝

２００镑；与此相适应，在劳动期间结束时游离出来的资本，分别为

３００、４００、２００镑。

．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

我们首先再假定一个９周的周转期间；其中劳动期间为３周，

可供支配的资本 ＝３００镑。流通期间为６周。这６周需要６００镑

追加资本，我们又把它分成两个资本，每个３００镑，各填补一个劳

动期间。这样，我们就有三个３００镑的资本，其中总有３００镑用于

生产，有６００镑处在流通中。

５０３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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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表

资 本 

周 转 期 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 通 期 间（周）

Ｉ．１－  ９  

ＩＩ．１０－ １８  

ＩＩＩ．１９－ ２７  

ＩＶ．２８－ ３６  

Ｖ．３７－ ４５  

ＶＩ．４６－（５４） 

１－ ３

１０－１２

１９－２１

２８－３０

３７－３９

４６－４８

４－  ９  

１３－ １８  

２２－ ２７  

３１－ ３６  

４０－ ４５  

４９－（５４） 

资 本 

周 转 期 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 通 期 间（周）

Ｉ．４－ １２  

ＩＩ．１３－ ２１  

ＩＩＩ．２２－ ３０  

ＩＶ．３１－ ３９  

Ｖ．４０－ ４８  

ＶＩ．４９－（５７） 

４－ ６

１３－１５

２２－２４

３１－３３

４０－４２

４９－５１

７－１２  

１６－２１  

２５－３０  

３４－３９  

４３－４８  

（５２－５７） 

资 本 

周 转 期 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 通 期 间（周）

Ｉ．７－１５

ＩＩ．１６－２４

ＩＩＩ．２５－３３

ＩＶ．３４－４２

Ｖ．４３－５１

７－ ９

１６－１８

２５－２７

３４－３６

４３－４５

１０－１５

１９－２４

２８－３３

３７－４２

４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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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的情形和第 节所讲的情形十分相似，区别只在于现在

不是两个资本而是三个资本互相交替。各个资本并不互相交叉或

交错；每一个资本都可以分别予以考察，直到年终。如同第 节所

讲的那样，在一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同样没有资本游离。资本 在

第３周末全部预付出去；在第９周末全部流回，而在第１０周开始

时重新执行职能。资本 和资本 也是这样。有规则的、完全的交

替排除着任何资本游离。

总周转的计算如下：

资本  ３００镑×５
２
３
＝１７００镑

资本  ３００镑×５
２
３
＝１６００镑

资本  ３００镑×５ ＝１５００镑

总资本 ９００镑×５
１
３
＝４８００镑

现在再举一个例子，流通期间不是劳动期间的准确的倍数；例

如，劳动期间为４周，流通期间为５周；相应的资本额：资本 ＝

４００镑，资本 ＝４００镑，资本 ＝１００镑。我们只列举前三个周

转。

第  表

资 本 

周 转 期 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 通 期 间（周）

Ｉ．１－ ９

ＩＩ．９－１７

ＩＩＩ．１７－２５

１－ ４

９、１０－１２

１７、１８－２０

５－ ９

１３－１７

２１－２５

７０３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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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周 转 期 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 通 期 间（周）

Ｉ．５－１３

ＩＩ．１３－２１

ＩＩＩ．２１－２９

５－ ８

１３、１４－１６

２１２２－２４

９－１３

１７－２１

２５－２９

资 本 

周 转 期 间（周） 劳动期间（周） 流 通 期 间（周）

Ｉ．９－１７

ＩＩ．１７－２５

ＩＩＩ．２５－３３

９

１７

２５

１０－１７

１８－２５

２６－３３

  在这里，资本 没有独立的劳动期间，因为它只够用一周，所

以当它的劳动期间和资本 的第一个劳动周互相一致时，就发生

资本交错的现象。不过，正因为这样，在资本 和资本 的劳动期

间结束时，都有一个与资本 相等的量１００镑游离出来。如果这

个资本 填补了资本 第二个劳动期间的和以后各个劳动期间的

最初一周，而且在这最初一周结束时，全部资本 ４００镑又流回，

那末资本 的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就只有３周时间，与此相应的

资本支出是３００镑。这样游离出来的１００镑，足够用于紧跟着的

资本 的劳动期间的第一周；在这一周末，全部资本 ４００镑流

回；但是，因为这个已经开始的劳动期间只能再吸收３００镑，所

以在这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又有１００镑游离出来；依此类推。因

８０３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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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要流通期间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每个劳动期间结束

时，总会有资本游离出来；并且这个游离资本正好和那个把流通

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

相等。

在所研究的一切情况中，我们都假定，在这里考察的任何一个

企业中，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全年不变。如果我们要确定流通时

间对周转和预付资本量的影响，这个假定是必要的。实际上这个

假定并不是无条件适用的，而且往往是完全不适用的，不过这对问

题不会有什么影响。

在整个这一节里，我们只考察流动资本的周转，没有考察固定

资本的周转。理由很简单，因为这里涉及的问题同固定资本无关。

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劳动资料等等，只要它们的使用时间比流动资

本的周转期间长，只要它们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继续发生作

用的时间比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长，因而等于流动资本周转期间

的ｎ倍，那末，就只形成固定资本。不管这个由流动资本周转期间

ｎ倍形成的总时间长短如何，为这个时间而预付在固定资本上的

这部分生产资本，都不会在这同一时间内重新预付。它继续以它

的旧的使用形式执行职能。区别只是在于：按照流动资本每个周

转期间的单个劳动期间的不同长短，固定资本把它的原价值的一

个或大或小的部分转移到这个劳动期间的产品中去；按照每一个

周转期间内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中的那部

分价值就或快或慢地以货币形式流回。我们在这一节论述的对象

即生产资本流动部分的周转的性质，是由这个资本部分本身的性

质引起的。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流动资本，在完成它的周转以前，

即在它转化为商品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再由货币资

９０３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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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前，是不能用于一个新的劳动期间的。因此，

为了使第一个劳动期间立即由第二个劳动期间继续下去，资本必

须重新预付和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要素，并且它的量要足够填

补为第一个劳动期间预付的流动资本的流通期间所形成的空隙。

正因为这样，流动资本的劳动期间的长短，对劳动过程的经营规

模，对预付资本的分配以及对新的资本部分的追加，都发生影响。

而这正是我们在这一节所要考察的。

．结  论

根据以上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Ａ．为了使资本的一部分能够在其他部分处在流通期间的时

候不断处在劳动期间，必须把资本分为不同的部分。这些不同的

部分，犹如不同的独立的私人资本，在下述两种情况下互相交替。

１．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即周转期间分为相同的两部分的

时候；２．在流通期间比劳动期间长，但同时又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

数，从而流通期间＝ｎ倍劳动期间，而ｎ又是整数的时候。在这些

情况下，依次预付的资本没有一个部分游离出来。

Ｂ．另一方面，在下述情况下，（１）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

但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的时候，（２）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

的时候，全部流动资本从第二个周转起，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

就有一部分不断地、周期地游离出来。并且这样游离出来的资本，

在劳动期间大于流通期间的时候，和总资本中为流通期间预付的

那部分资本相等；在流通期间大于劳动期间的时候，则和那个把流

０１３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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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期间超过劳动期间（或其倍数）的那段期间填补起来的资本部分

相等。

Ｃ．由此可见，对社会总资本来说，—— 就其流动部分而

言，——资本游离必然是通例，而在生产过程中依次执行职能的资

本部分的单纯交替的现象必然是例外。因为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

相等，或者流通期间同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相等，即周转期间的两

个组成部分之间这种均匀的比例性，和事物的性质完全无关，因

此，大体说来，也只能是例外的现象。

因此，一年周转多次的社会流动资本有相当大的部分，在年周

转周期中，周期地处于游离资本的形式。

其次很清楚，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这种游离资本的量和劳

动过程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一起增大，因而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

展一起增长。在Ｂ（２）的场合，这是因为全部预付资本增长了；在Ｂ

（１）的场合，这是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流通期间的长度

增加了，因此，在劳动期间小于流通期间，这两个期间没有均匀的

比例的场合，周转期间也会增长①。

在前一个场合，比如说我们每周必须投资１００镑。六周的劳

动期间就需要６００镑，三周的流通期间就需要３００镑，合计９００

镑。这里不断地有３００镑游离出来。另一方面，如果每周投资３００

镑，那就有１８００镑用于劳动期间，９００镑用于流通期间，因此，周

期地游离出来的，就不是３００镑，而是９００镑。

Ｄ．一个比如说９００镑的总资本必须分成两部分，如上所述，

６００镑用于劳动期间，３００镑用于流通期间。这样，实际投入劳动

１１３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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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那一部分，就减少了三分之一，由９００镑减为６００镑，从而，

生产规模也缩小了三分之一。另一方面，３００镑执行职能，只是为

了使劳动期间连续不断，以致全年的每一周都能有１００镑投入劳

动过程。

无论是６００镑在６×８＝４８周内起作用（产品＝４８００镑），还

是全部资本９００镑投入６周的劳动过程，然后在３周的流通期间

闲置不用，抽象地说，都是一样的。在后一个场合，它在４８周的

时间内，有５
１
３
×６＝３２周起作用（产品＝５

１
３
×９００＝４８００镑），

而在１６周内闲置不用。但是，固定资本在闲置１６周时损耗更大，

必须全年支付的劳动更昂贵，尽管它在一年中只有一部分起作用。

撇开这些不说，生产过程的这样一种有规则的中断，是和现代大

工业的经营根本不相容的。这种连续性本身就是一种劳动生产

力。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游离资本，即实际上暂歇的资本，就会

看到，这个资本的相当一部分必须不断具有货币资本的形式。我

们仍然用上述例子来说明：劳动期间为６周，流通期间３周，每周

投资１００镑。在第二个劳动期间的中期，即第９周末，有６００镑流

回，其中只有３００镑投入这个劳动期间的其余部分。因此，在第二

个劳动期间结束时，就有３００镑游离出来。这３００镑处于什么状态

呢？我们假定，
１
３
投在工资上，

２
３
投在原料和辅助材料上。因此，在

流回的６００镑中，有２００镑以货币形式用于工资，而有４００镑处于

生产储备的形式，处于不变的流动的生产资本要素的形式。但是，

因为第二个劳动期间的后一半，只需要这个生产储备的一半，所

以，另外一半在３周内就处于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即处于超出一

个劳动期间所需而多余的生产储备形式。不过资本家知道，在流

２１３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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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的这一部分资本（＝４００镑）中，他只需要把一半＝２００镑用于当

前的劳动期间。因此，他是立即再把这２００镑全部地或者只是部

分地转化为多余的生产储备，还是为了等待比较有利的市场情况

而使它们全部地或者部分地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这就要看市场

情况而定了。另一方面，不言而喻，投在工资上的那一部分＝２００

镑要保持货币形式。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以后，不能把它象原料

那样储存在仓库里。他必须把劳动力并入生产过程，并在周末支

付报酬。因此，在３００镑游离资本中，无论如何，这１００镑要具有游

离的即并非这个劳动期间所需的货币资本的形式。可见，以货币

资本形式游离出来的资本，至少要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部

分；它的最高限度可以包括全部游离资本。事实上，它是不断地在

这个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来回变动。

由单纯的周转运动这一机构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还有由固

定资本依次流回而形成的货币资本，以及在每个劳动过程中可变

资本所需的货币资本），只要信用制度发展起来，必然会起重要的

作用，同时也必然是信用制度的基础之一。

我们假定，在上述例子中，流通时间由３周缩短为２周，假定

这不是正常的现象，而是营业兴旺或支付期限缩短等等的结果。

在劳动期间投入的６００镑资本，就比原来必需的时间提前一周流

回，因此，在这一周内它是游离的。此外，和以前一样，在劳动期间

的中期有３００镑游离出来（６００镑的一部分），但不是游离３周，而

是游离４周，因此，在货币市场上，有一周有６００镑，有４周而不是

３周有３００镑。因为这种现象不仅和一个资本家有关，而且和许多

资本家有关，并且在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期间发生，所以市场上就

有更多的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出现。如果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

３１３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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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在条件许可的地方生产就会扩大；靠借贷资本来进行生产的资

本家对货币市场的需求将会减少，这就象供给增多一样，缓和了货

币市场，或者说，最后，对这个机构来说已经变成多余的金额，最终

也会投到货币市场上去。

因为流通时间由３周缩短到２周，从而周转期间由９周缩短

到８周，全部预付资本的
１
９
就成为多余的了；６周的劳动期间现在

用８００镑就可以象以前用９００镑那样继续不断地进行。商品资本

价值的一部分＝１００镑，一旦再转化为货币，就会停留在货币资本

状态，而不再作为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部分执行职能。当生

产在规模不变和其他条件（例如价格等等）不变的情况下继续进行

时，预付资本的价值额就由９００镑减为８００镑；原预付价值的１００

镑余额，就会以货币资本形式分离出来。它作为货币资本会进入

货币市场，并且成为在那里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追加部分。

由此可见，货币资本过剩是能够发生的，并且这不仅是指货币

资本的供给大于需求；这种过剩始终只是相对的过剩，例如在危机

结束后开始一个新周期的“忧郁时期”内发生的过剩，就是这样。

而且这是指：预付资本价值的一定部分对于经营全部社会再生产

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变得多余了，因而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

出来；这是一种在生产规模不变，价格也不变时单纯由于周转期间

缩短而造成的过剩。流通中现有的货币量——不论大小——都对

这点毫无影响。

相反地，假定流通期间延长了，例如由３周延长到５周。那末，

预付资本的流回，在进行下一个周转时，就会延迟２周。这个劳动

期间的生产过程的最后部分，由于预付资本的周转这个机构本身

而不能继续进行。只要这种状况持续时间较长，生产过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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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营规模——可能缩小，正象在上述场合生产过程可能扩大一

样。但是，要使这个过程按照同样规模继续进行，预付资本就必须

为流通期间的全部延长的时间增加
２
９
＝２００镑。这种追加资本只

能从货币市场取出。只要流通期间在一个或更多的大生产部门延

长，这就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力，除非这种影响为其他方面的反

作用所抵销。在这种场合，同样显而易见：这种压力和上述的过剩

一样，既和商品价格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也和现有流通手段的量

的变动丝毫没有关系。

｛在整理这一章准备付印时，碰到的困难不小。马克思虽然精

通代数，但他对数字计算，特别是对商业数字的计算，还不太熟练，

尽管他在留下的一大包练习本中，亲自用许多例题演算商业上的

各种计算方法。各种计算方法的知识，和商人日常的实际计算的

习惯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他又如此纠缠在周转的计算中，以致除了

有一些未完成的计算外，最后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确的和互相矛盾

的地方。在前面印的各个表格中，我只保存了最简单的和计算正

确的部分，这样做主要是由于以下的理由。

这种不厌其烦的计算造成的不确切的结果，使马克思把一件

在我看来实际上并不怎么重要的事情看得过于重要了。我指的是

他所说的货币资本的“游离”。在上述的假定下，实际情况是这样

的：

不管劳动期间和流通时间的比例如何，也就是不管资本 和

资本 的比例如何，在第一个周转结束以后，照例经过一段和劳动

期间的长短相等的间隔时间，就会有一个劳动期间所必需的资本

——也就是有一个同资本 相等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流回到

资本家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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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劳动期间＝５周，流通时间＝４周，资本 ＝５００镑，则在

第９、１４、１９、２４、２９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一个５００镑的货币

额流回。

如果劳动期间＝６周，流通时间＝３周，资本 ＝６００镑，则在

第９、１５、２１、２７、３３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６００镑流回。

最后，如果劳动期间＝４周，流通时间＝５周，资本 ＝４００

镑，则在第９、１３、１７、２１、２５周的周末（依此类推），各有４００镑流

回。

在流回的货币中，对于当前的劳动期间来说是否有或者有多

少是多余的部分，从而要游离出来，是没有关系的。假定生产按

照当前的规模不间断地进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有货币，也就

是要有货币流回，而不管它是否“游离”。如果生产中断，游离也

就停止。

换句话说：的确有货币游离出来，从而以货币形式形成一种潜

在的只是可能的资本；但是，这个结果，不仅在本文详细叙述的各

种特殊条件下发生，在一切情况下都会发生，规模也比本文所说的

要大。就流动资本 来说，产业资本家在每个周转结束时所处的

地位，完全和企业开始时一样：资本家手头一下子又会有全部流动

资本，可是只能逐渐地把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

本文的要点在于论证：一方面，产业资本的一个可观的部分必

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另一方面，一个更加可观的部分必须暂时取

得货币形式。这个论证，至多不过由于我加的这个注得到了加强。

——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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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变动的影响

以上我们一方面假定价格不变，生产规模不变，另一方面假定

流通时间缩短或延长。现在，我们反过来假定周转期间的长短不

变，生产的规模不变，但另一方面假定价格有变动，也就是说，假定

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的价格下跌或上涨，或者前两种要素的价格

下跌或上涨。假定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格，和工资一样，都下跌一

半。这样，在我们的例子中，每周的预付资本就不是１００镑，而是

５０镑，一个９周的周转期间需要的预付资本就不是９００镑，而是

４５０镑。首先，预付资本价值就有４５０镑作为货币资本分离出来，

但是生产过程按相同的规模和以相同的周转期间继续进行，周转

期间也和以前一样分成两部分。年产量也不变，不过它的价值减

少了一半。这种伴随着货币资本供求上的变动的变动，既不是由

于流通的加速，也不是由于流通货币量的变化。正好相反。生产资

本各种要素的价值或价格下跌一半这一情况，首先会引起这样的

结果：为这个仍旧按相同规模继续经营的企业Ｘ而预付的资本价

值减少了一半；既然企业Ｘ首先是把这个资本价值以货币形式也

就是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所以，该企业 投入市场的货币也只有

原来的一半。投入流通中的货币量将会减少，因为各种生产要素

的价格已经下跌。这是第一个结果。

第二，原预付资本价值９００镑的一半＝４５０镑，本来会（ａ）交

替地通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ｂ）一部分以货

币资本形式，一部分以生产资本形式，一部分以商品资本形式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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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并列存在，而现在将从企业Ｘ的循环中分离出来，因而作

为追加的货币资本出现在货币市场上，作为追加的组成部分在货

币市场上发生影响。这样游离出来的４５０镑货币所以会作为货币

资本发生作用，并不是因为它在企业Ｘ的经营上变成多余的货

币，而是因为它是原有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作为资本继

续发生作用，而不应该只是作为流通手段来使用。使它作为资本

发生作用的最直接的形式，就是把它作为货币资本投入货币市场。

另一方面，生产规模（把固定资本撇开不说）也可以扩大一倍。这

样，用同一个预付资本９００镑就可以经营一个规模扩大一倍的生

产过程。

另一方面，如果生产资本各种流动要素的价格上涨了一半，每

周需要的就不是１００镑，而是１５０镑，因此，每一个周转期间需要

的就不是９００镑，而是１３５０镑。要使企业按相同的规模继续经营

下去，就需要有４５０镑追加资本。按照货币市场的状况，这种情形

会相应地对货币市场产生或大或小的压力。如果人们都要求得到

货币市场上一切可供支配的资本，那就会为争夺可供支配的资本

而发生激烈的竞争。如果这种资本还有一部分闲置不用，它就会

相应地加入到活动中去。

也可以有第三种情况，即在生产规模已定，周转速度不变，流

动的生产资本各种要素的价格也不变时，企业Ｘ的产品价格下跌

或上涨了。如果企业Ｘ所提供的商品价格下跌了，该企业不断投

入流通的商品资本的价格，就会由６００镑减为比如说５００镑。因

此，预付资本价值的六分之一，不从流通过程流回（商品资本所包

含的剩余价值在这里不予考虑），却在流通过程中丧失了。但是因

为各种生产要素的价值或者价格不变，流回的５００镑就只够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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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在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６００镑的
５
６
。因此，要使生产按相

同的规模继续进行，就必须支出１００镑追加的货币资本。

相反，如果企业Ｘ的产品的价格上涨了，商品资本的价格，就

会由６００镑提高到比如说７００镑。它的价格的七分之一＝１００镑，

不是从生产过程产生，也不是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而是从流通过

程流出的。但各种生产要素的补偿只需要６００镑；因此，就有１００

镑游离出来。

在第一个场合，周转期间为什么会缩短或延长，在第二个场

合，原料和劳动的价格为什么会上涨或者下跌，在第三个场合，所

提供的产品的价格又为什么会上涨或者下跌，对这些原因的探讨，

不属于我们至今研究的范围。

但是，下述各种情况属于这个范围：

第一种情况：生产规模不变，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价格不变，流

通期间从而周转期间发生变动。

按照我们在举例时的假定，由于流通期间的缩短，需要的全部

预付资本减少了
１
９
，全部预付资本就由９００镑减为８００镑，有１００

镑货币资本分离出来。

企业Ｘ仍然在６周内同样地提供价值６００镑的产品；因为该

企业全年不间断地进行生产，在５１周内将会同样地提供价值

５１００镑的产品量。因此，就该企业投入流通的产品量和产品价格

来说，不会发生什么变化；就产品投入市场的期限来说，也不会发

生什么变化。但所以有１００镑分离出来，是由于流通期间缩短了，

现在只用８００镑预付资本就能够满足生产过程的需要，以前却要

用９００镑。这１００镑分离出来的资本以货币资本形式存在。但它

决不代表必须不断以货币资本形式执行职能的那部分预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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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在预付流动资本 ＝６００镑中，有
４
５
＝４８０镑要不断投在生产

材料上，
１
５
＝１２０镑要不断投在工资上。这就是说，每周有８０镑投

在生产材料上，２０镑投在工资上。资本 ＝３００镑也必然要同样

公割，以
４
５
＝２４０镑投在生产材料上，

１
５
＝６０镑投在工资上。投在

工资上的资本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预付。所以，价值６００镑的商

品产品一旦再转化为货币形式，即一旦售出时，其中就能够有４８０

镑转化为生产材料（生产储备），而１２０镑则保持货币形式，以便支

付６周的工资。在流回的６００镑资本中，至少有这１２０镑不断地以

货币资本的形式更新和补偿，因而必须不断地作为以货币形式执

行职能的那部分预付资本而存在。

现在，如果３００镑周期地游离３周，而且有２４０镑为生产储

备，６０镑为工资，由于流通时间缩短，其中又有１００镑以货币资本

形式分离出来并且完全离开周转这个机构，那末这１００镑货币资

本形式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数额只有
１
５
是由周转中周期

地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构成的。而其中
４
５
＝８０镑已经为具有同等

价值的追加的生产储备所代替。这种追加的生产储备以什么方式

转化为货币，实现这种转化所需的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流通时间的缩短一旦成为事实，上述６００镑中就不会有４８０

镑而只会有４００镑再转化为生产储备。其余８０镑则将保持货币形

式并和上述用于支付工资的２０镑合起来，形成一个１００镑分离出

来的资本。虽然这１００镑会因６００镑商品资本被人购买而从流通

中产生，并且，现在因为它不再投在工资和生产要素上而从流通中

取出，但是不要忘记，它处于货币形式，就是重新处于它最初投入

流通时的同一形式。开始时，有９００镑货币投在生产储备和工资

上。现在要使同样的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只需要８００镑。因此，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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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有１００镑以货币形式分离出来，形成一个新的、寻找投资场所

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虽然这１００镑

以前就周期地处于游离货币资本和追加生产资本的形式，但是，这

种潜在状态本身是生产过程得以进行的条件，因为它是生产过程

得以连续进行的条件。现在，为这个目的，已经不再需要这１００镑

了，因此它就形成新的货币资本，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

尽管它绝对不是社会现有的货币储备的追加要素（因为它在企业

开始时就存在，并且通过这种企业投入流通），也绝对不是新积累

起来的贮藏货币。

这１００镑既然不再是该企业使用的预付货币资本的一部分，

现在它就在事实上从流通中退出。但是这种退出之所以可能，只

是因为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再由这个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

Ｗ′—Ｇ—Ｗ，加快了一周，在这个过程内发生作用的货币的流通也

加快了。它会从流通中退出，是因为它不再为资本Ｘ的周转所必

需。

这里我们假定，预付资本为它的使用者所有。如果资本是借

来的，这也不会引起什么变化。流通时间缩短了，他只需要借入资

本８００镑，而不是９００镑。１００镑还给贷方，仍然会形成新的货币

资本１００镑，只不过是在Ｙ手里，而不是在Ｘ手里。其次，如果资

本家Ｘ通过赊购得到价值４８０镑的生产材料，以致他自己只用

１２０镑货币预付工资，那末，他现在赊购的生产材料，就可以减少

８０镑，这对提供信贷的资本家来说会形成多余的商品资本，而资

本家Ｘ方面还是会把２０镑货币分离出来。

追加的生产储备现在减少了
１
３
。以前，它在追加资本 ３００镑

中，占
４
５
＝２４０镑，现在，只＝１６０镑；也就是说，它是２周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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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３周的追加储备。它现在是每２周而不是每３周更新一次，但

也只是为２周而不是为３周储备。这样，购买，例如棉花市场上

的购买，就比较频繁地以比较小的量反复进行。因为产品的量不

变，所以从市场上取出的棉花的量也不变。不过这种取出在时间

的分配上是不同的，并且时间会长一些。例如假定一个场合是３

个月，一个场合是２个月；棉花的年消费量为１２００包。在前一个

场合：

１月１日出售３００包，库存９００包

４月１日出售３００包，库存６００包

７月１日出售３００包，库存３００包

１０月１日出售３００包，库存 ０包

在后一个场合：

１月１日出售２００包，库存１０００包

３月１日出售２００包，库存 ８００包

５月１日出售２００包，库存 ６００包

７月１日出售２００包，库存 ４００包

９月１日出售２００包，库存 ２００包

１１月１日出售２００包，库存 ０包

因此，投在棉花上的货币要晚一个月才全部流回，即不是在十月，

而是在十一月。如果预付资本的
１
９
＝１００镑，由于流通时间缩短，

从而也由于周转期间缩短而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分离出来，如果这

１００镑又是由支付周工资的货币资本中周期地多余出来的２０镑

和作为一周生产储备而周期地多余出来的８０镑组成，那末，就这

８０镑来说，工厂主方面多余的生产储备减少了，棉花商人的商品

储备就会相应增加。同一棉花，作为生产储备堆在工厂主仓库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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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短了，作为商品堆在棉花商人货栈里的时间就长了。

以上我们假定，企业Ｘ的流通时间的缩短，是由于Ｘ更迅速

地出售了他的商品或者更迅速地得到了货款，在赊卖的场合，是由

于支付期间的缩短。因此，这种缩短是由商品出售过程的缩短，由

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的转化，Ｗ′—Ｇ，即流通过程的前一段的缩短

造成的。这种缩短，也可以由流通过程的后一段Ｇ—Ｗ 造成，因而

由资本Ｙ，Ｚ等等——它们向资本家Ｘ提供流动资本的生产要素

——的劳动期间或者流通时间的同时变化造成。

例如，如果采用旧的运输方法，棉花、煤炭等等由生产地点或

存放地点运往资本家Ｘ的生产场所需要３周，那末，Ｘ的生产储

备的最低限度至少必须够用３周，直到新的储备到达。棉花、煤炭

在运载时不能作为生产资料来使用。相反地，它们这时是运输业

及其所使用的资本的劳动对象。它们对煤炭业主或棉花出售者来

说，还是处在流通中的商品资本。如果采用改良的运输方法，运载

时间缩短到２周，那末生产储备就可以由３周的储备变为２周的

储备。因此，预付在这上面的追加资本８０镑就会游离出来，为工

资而预付的追加资本２０镑也会游离出来，因为周转中的资本６００

镑会提前一周流回。

另一方面，如果提供原料的资本的劳动期间缩短了（前面几章

已有过这样的例子），因而原料有可能在较短的期间实行更新，那

末，生产储备就可以减少，由一个更新期间到另一个更新期间的间

隔也可以缩短。

反过来，如果流通时间从而周转期间延长了，那末，预付追加

资本就成为必要的了。这要资本家自己拿出钱来，如果他有这笔

追加资本的话。但是在这种场合，它还是要作为货币市场的一部

３２３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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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以某种形式被使用；为了使它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就必须去

掉它的原来的形式，例如，股票要出售，存款要提取，因此在这里也

会间接地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不然，就要借款。至于说支付工资

所需的那部分追加资本，在正常情况下，总是要以货币资本的形式

预付的，因此，资本家Ｘ就从他那方面直接施加压力于货币市场。

就投在生产材料上的部分来说，这种情况只有在必须支付现金时，

才是不可避免的。如果通过赊购得到，那就不会对货币市场发生

直接影响，因为在这种场合，追加资本是直接以生产储备的形式，

而不是一开始就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的。如果贷方把从Ｘ那里

得到的票据再直接投到货币市场，进行贴现，等等，这就会间接地，

经过第二者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但是，如果贷方利用这张票据

来偿付一笔比如说要以后才偿付的债务，那末，这个追加的预付资

本既不会直接地也不会间接地对货币市场发生影响。

第二种情况：生产材料的价格发生变动，其他条件不变。

以上我们假定，９００镑总资本要以
４
５
＝７２０镑投在生产材料

上，
１
５
＝１８０镑投在工资上。

如果生产材料的价格下跌一半，六周劳动期间所需的生产材

料就不是４８０镑，而仅仅是２４０镑。就追加资本 来说，不是２４０

镑，而仅仅是１２０镑。资本 就由６００镑减为２４０＋１２０＝３６０镑；

资本 由３００镑减为１２０＋６０＝１８０镑。总资本由９００镑减为３６０

＋１８０＝５４０镑。因此，有３６０镑分离出来。

这样分离出来而现在不用的，从而要在货币市场上寻找投资

场所的资本，即货币资本，无非是原来要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９００

镑资本的一部分。如果生产不扩大，而是按照原有规模继续进行，

这一部分就会由于它要周期地再转化成的生产要素的价格下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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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多余的。如果这种价格下跌不是由于偶然的情况（特大丰收

或供给过剩等等）造成，而是由于提供原料的部门的生产力的提高

造成的，那末，这个货币资本就会成为货币市场的一个绝对的追

加，成为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可供支配的资本的一个绝对的追加，因

为它不再是已经使用的资本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第三种情况：产品本身的市场价格发生变动。

在这种场合，如果产品价格下跌，资本会丧失一部分，从而

必须由货币资本的新的预付来补偿。卖者的这种损失可以使买者

得利。如果产品的市场价格只是由于偶然的行情变化而下跌，以

后又提高到它的正常的水平，那买者就会直接得利。如果价格变

动是由反应到旧的产品上的价值变动引起的，而且这个产品又作

为生产要素再进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并在那里相应地把资本游离

出来，那买者就会间接得利。在这两种场合，Ｘ损失的资本，——

为了补偿这笔资本，Ｘ对货币市场施加压力，——可以由他的营

业伙伴作为新的追加资本提供出来。这样一来，发生的只是资本

转移。

反过来，如果产品价格上涨，Ｘ就能从流通中占有一个不是他

所预付的资本部分。这部分资本不是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有

机部分，因此，如果生产不扩大，它就会成为可分离的货币资本。

因为这里假定，产品要素的价格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以

前已经确定，所以，在这里，一个现实的价值变动只要发生反作用，

比如说，使原料的价格随后上涨，它就会引起产品价格的上涨。在

这种场合，资本家Ｘ就会由于他的作为商品资本正在流通的产品

和他现有的生产储备而得到利益。这种利益会向他提供一个追加

资本。要按照生产要素的新的已经提高的价格继续经营他的企

５２３第十五章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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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他现在就必须有这种追加资本。

或者，价格上涨只是暂时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Ｘ的

产品是另一些生产部门的生产要素，他这一方所需要的作为追加

资本的东西，就会在另一方作为游离资本分离出来。一方之所失，

就是另一方之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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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年剩余价值率

假定有一个２５００镑的流动资本，其中４
５
＝２０００镑是不变资

本（生产材料），
４
５
＝５００镑是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

假定周转期间＝５周；劳动期间＝４周，流通期间＝１周。这

样，资本 ＝２０００镑是由１６００镑不变资本和４００镑可变资本构

成的；资本 ＝５００镑，其中４００镑是不变资本，１００镑是可变资

本。在每一个劳动周内投入５００镑资本。在一年５０周内，生产出

５０×５００＝２５０００镑的年产品。因此，不断地在一个劳动期间使用

的资本 ＝２０００镑，每年周转１２
１
２
次。１２

１
２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０镑。

在这２５０００镑中，有
４
５
＝２００００镑是投在生产资料上的不变资本，

有
４
５
＝５０００镑是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相反，总资本２５００镑则

周转
２５０００
２５００
＝１０次。

生产中耗费的可变流动资本，只有在它的价值借以再生产的

产品已经卖出，已经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可以重新用来支

付劳动力的报酬时，才能重新在流通过程中发生作用。投在生产

中的不变流动资本（生产材料）——它的价值是作为产品的价值部

分再现的——也是这样。这两部分——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

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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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部分——的共同点，以及它们同固定资本的区别，不在于它们转

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通过商品资本而流通，即通过作为商品的产

品的流通而流通。产品的一部分价值，从而作为商品来流通的产

品即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总是由固定资本的损耗构成的，即总

是由固定资本在生产中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构成的。但

是，区别在于：在流动资本（＝流动的不变资本＋流动的可变资本）

若干周转期间的一个或长或短的周期中，固定资本继续以它的旧

的使用形式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而每一次周转都要求补偿以

商品资本形式从生产领域进入流通领域的全部流动资本。流通的

第一阶段Ｗ′—Ｇ′，对于流动的不变资本和流动的可变资本是共

同的。在第二阶段上，它们分开了。商品再转化成的货币的一部分

转化为生产储备（流动的不变资本）。由于生产储备的各组成部分

具有不同的购买期限，这些货币的一部分转化为生产材料可以早

一些，另一部分则可以迟一些，但是，它们最终会全部转化为生产

材料。由出售商品得到的货币的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储备，以便

逐渐支付并入生产过程的劳动力的报酬。这部分货币构成流动的

可变资本。然而，这两部分中不论哪一部分，每次都要由资本的周

转，即资本转化为产品，产品转化为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的过

程而全部得到补偿。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前一章撇开固定资

本不说，而把不变流动资本和可变流动资本的周转分开和放在一

起加以考察。

对于我们现在要研究的问题来说，我们必须更进一步，把流动

资本的可变部分当作似乎是唯一的流动资本。这就是说，我们把

和它一起周转的不变流动资本也撇开不说。

预付的是２５００镑，年产品的价值＝２５０００镑。但是流动资本

８２３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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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变部分是５００镑；因而，这２５０００镑中包含的可变资本＝
２５０００
５
＝５０００镑。５０００除以５００，得出周转１０次，和总资本２５００镑

的周转次数完全一样。

年产品的价值不是除以不断地在一个劳动期间使用的那部分

预付资本的价值，而是除以预付资本的价值（在这里，不是除以

４００，而是除以５００，不是除以资本 ，而是除以资本 ＋资本 ），

这样一种平均计算法，在这里，在仅仅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场合

是绝对精确的。以后我们会知道，从另一个观点来看，这种计算法

并不是完全精确的，正如这种平均计算法一般来说并不是完全精

确的一样。这就是说，这种计算法对于资本家的实际目的来说已

经够精确了，但它还不能精确地或者适当地表现出周转的一切现

实情况。

到目前为止，我们把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也就是商品资本

中包含的、已经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并且已经并入产品的剩余

价值完全撇开不说。现在，我们却要把注意力放到这部分价值上

面来了。

假定每周投入的可变资本１００镑生产１００％的剩余价值＝

１００镑，那末，在５周的周转期间内投入的可变资本５００镑，就会

生产一个５００镑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一半是由剩余劳

动构成的。

如果可变资本５００镑产生５００镑剩余价值，那末，５０００镑就

生产１０×５００＝５０００镑的剩余价值。但是，预付的可变资本是

５００镑。我们把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

值额之比，称为年剩余价值率。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年剩余价值

率＝
５０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０％。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比率就会知道，年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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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率，等于预付可变资本在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率乘

以可变资本的周转次数（它和全部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是一致

的）。

在当前考察的场合，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５００镑；

在这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也＝５００镑。因此，一个周转期

间的剩余价值率＝
５００ｍ
５００ｖ
＝１００％。这个１００％乘以一年周转的次数

１０，得
５０００ｍ
５００ｖ

＝１０００％。

这里说的是年剩余价值率。至于一个已定的周转期间内取得

的剩余价值量，那末，这个量等于这个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

（这里＝５００镑）乘以剩余价值率，在这里是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１＝

５００镑。如果预付资本是１５００镑，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剩

余价值量就＝１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５００镑。

这个一年内周转１０次、一年内生产剩余价值５０００镑，从而年

剩余价值率＝１０００％办的可变资本５００镑，我们称为资本Ａ。

现在，再假定有另一个可变资本Ｂ，是５０００镑，它为全年（这

里就是为５０周）而预付，因此一年只周转一次。其次，我们假定在

年终时，产品会在它完成的那一天得到支付；就是说，产品要转化

成的货币资本，会在它完成的那一天流回。在这里，流通期间＝０，

周转期间＝劳动期间，即＝１年。和上述的情形一样，每周都有可

变资本１００镑处在劳动过程中，因而５０周会有可变资本５０００镑。

又假定剩余价值率同样＝１００％，也就是说，假定在工作日长度相

等时，有一半时间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如果我们考察５周，那

末，投入的可变资本＝５００镑，剩余价值率＝１００％，因此５周内生

产的剩余价值量＝５００镑。在这里，按照假定，被剥削的劳动力的

量和剥削程度，都恰好和上述资本Ａ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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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可变资本１００镑每周生产剩余价值１００镑，从而５０周

内，投入的资本５０×１００＝５０００镑，会生产剩余价值５０００镑。每年

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上述的场合一样是５０００镑，但是年剩余价

值率完全不同。在这里，年剩余价值率等于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

值除以预付的可变资本：
５０００ｍ
５０００ｖ

＝１００％，而在上述资本Ａ的场合

则＝１０００％。

资本Ａ和资本Ｂ每周都支出１００镑可变资本；价值增殖程度

或剩余价值率同样＝１００％；可变资本量也同样＝１００镑。被剥削

的劳动力的数量一样；剥削量和剥削程度在两个场合也一样；工作

日一样，并且以同一比例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一年内使用

的可变资本额一样大，都＝５０００镑，它们推动着同量的劳动，并且

从这两个等额资本推动的劳动力榨出同量的剩余价值５０００镑。

但是，Ａ的年剩余价值率和Ｂ的年剩余价值率的差额是９００％。

这个现象当然会产生这样的印象：似乎剩余价值率不仅取决

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和剥削程度，而且还取决于某些

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不可理解的影响；这个现象实际上也是被人

这样解释的，并且自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初期以来，——尽管不是

在它的这个纯粹的形式上，而是在它的更复杂更隐蔽的形式（年利

润率形式）上，——还使李嘉图学派陷入完全的混乱。

只要我们不仅在外表上，而且在实际上把资本Ａ和资本Ｂ放

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这个现象的奇异之处就会立即消失。而只

有可变资本Ｂ在和资本Ａ相同的时间内被全部用于支付劳动力

的报酬，这些相同的条件才会产生。

这时，资本Ｂ５０００镑就要在５周内投入，每周投入１０００镑，全

年就是投入５００００镑。按照我们的假定，剩余价值也就＝５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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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周转资本＝５００００镑，除以预付资本＝５０００镑，得出周转次数

＝１０。剩余价值率＝
５０００ｍ
５０００ｖ

＝１００％，乘以周转次数＝１０，得出年剩

余价值率＝
５００００ｍ
５０００ｖ

＝
１０
１
＝１０００％。因此，Ａ和Ｂ的年剩余价值率

现在一样都是１０００％，但Ｂ的剩余价值量为５００００镑，Ａ的剩余

价值量为５０００镑，所生产的两个剩余价值量之比现在也和两个预

付资本价值Ｂ和Ａ之比一样，都是５０００∶５００＝１０∶１。然而，资

本Ｂ也在同一时间内推动了１０倍于资本Ａ所推动的劳动力。

生产剩余价值的，只是劳动过程中实际使用的资本。一切有

关剩余价值的规律，包括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价值量由可变

资本相对量决定的规律，也只是适用于这种资本。６７

劳动过程本身是用时间计量的。在工作日的长度已定时（在

这里，我们为了清楚地说明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假定资本Ａ和

资本Ｂ的一切条件相等），一个劳动周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作日

构成的。或者，在一个工作日＝１０小时，一周＝６个工作日时，我

们还可以把一个劳动期间，比如说，这里是一个５周的劳动期间，

看成是一个３００小时的工作日。但是这个数字还必须乘以每天在

同一个劳动过程中一起雇用的工人人数。如果这个人数是１０，一

周就＝６０×１０＝６００小时，５周的劳动期间＝６００×５＝３０００小时。

因此，在剩余价值率相等和工作日的长度相等时，只要同一时间内

推动的劳动力的量（同等价格的一个劳动力乘以劳动力的人数）相

等，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量也相等。

我们回过来谈我们原来的例子。在Ａ和Ｂ两个场合，每周等

量的可变资本１００镑在全年的每周中被使用。因此，在劳动过程

中真正执行职能的所使用的可变资本是相等的，但是预付可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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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完全不等。对资本Ａ来说，每５周预付５００镑，每周使用其中的

１００镑。对资本Ｂ来说，在第一个５周的期间要预付５０００镑，但是

每周只使用其中的１００镑，因而５周只使用５００镑＝预付资本的
１
１０
。在第二个５周的期间，要预付４５００镑，但是只使用了５００镑，

依此类推。为一定期间而预付的可变资本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所

使用的可变资本，即实际执行职能和发挥作用的可变资本，只是看

它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参加那个期间内由劳动过程占有的阶段，也

就是只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在劳动过程中实际执行职能。在可变

资本的一部分被预付，只是为了在以后时间被使用的这段间隔时

间，这部分可变资本对劳动过程来说等于没有一样，因此，对价值

和剩余价值的形成也没有影响。例如，资本人Ａ５００镑。它是为５

周而预付的，但是每周只有１００镑相继加入劳动过程。在第一周，

使用了其中的
１
５
；
４
５
是预付的，但没有被使用，尽管它必须为以后

４周的劳动过程储备好，因而必须预付。

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那些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

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况，只有在它们使一定期间（例如１周、５

周等等）内实际能够使用的可变资本量发生变化时，才影响到剩余

价值的生产。预付可变资本，只是在它被实际使用时，在它被实际

使用的时间内，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而在它没有被使用，仅

仅被预付，充当储备的时间内，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但是，

一切会使预付的可变资本和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发生变化的情

况，总起来说，就是周转期间的差别（或者由劳动期间的差别决定，

或者由流通期间的差别决定，或者由二者的差别决定）。剩余价值

生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行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生

产等量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资本Ａ和资本Ｂ在相同的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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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相等的剩余价值率使用等量的可变资本，它们就一定会在相同

的期间内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而不管在一定期间内使用的可变

资本和在这同一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比例多么不同，也不管

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和使用的可变资本）

的比例多么不同。这种比例不同，不会和那些已经阐述的有关剩

余价值生产的规律相矛盾，反而会证实这些规律，并且是这些规律

的不可避免的结果。

我们考察一下资本Ｂ的第一个５周的生产阶段。在第５周

末，有５００镑被使用，被消耗了。价值产品＝１０００镑，因此剩余价

值率＝
５００ｍ
５００ｖ
＝１００％，和资本Ａ完全一样。至于资本Ａ的剩余价

值和预付资本一同实现，而资本Ｂ的剩余价值却不和预付资本一

同实现，这件事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因为我们这里的问题只是

剩余价值的生产以及剩余价值和在它的生产期间内预付的可变资

本的比率。但是，如果我们不是计算资本Ｂ的剩余价值和预付资

本５０００镑中在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中使用掉、因而消耗掉的部分

的比率，而是计算它和这个全部预付资本的本身的比率，那末，我

们就会得出
５００ｍ
５０００ｖ

＝
１
１０
＝１０％。因此，对资本Ｂ来说是１０％，而对

资本Ａ来说是１００％，为前者的十倍。在这里，如果有人说，等量

的资本推动着等量的劳动，劳动又以相同的比例分为有酬劳动和

无酬劳动，而在剩余价值率上却有这种差别，这是和剩余价值生产

的规律相矛盾的，那末，回答很简单，看一看实际的比率就可以得

出来：在Ａ那里，所表示的是实际的剩余价值率，即在５周内可变

资本５００镑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这个可变资本５００镑的比率；在

Ｂ那里则与此相反，所用的计算方法既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无关，也

和与此相适应的剩余价值率的规定无关，因为用可变资本５００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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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出的剩余价值５００镑，不是同这个剩余价值的生产中预付的

可变资本５００镑对比起来计算，而是同一个５０００镑的资本对比起

来计算，这５０００镑中的
９
１０
，即４５００镑，和这５００镑剩余价值的生

产完全无关，相反，只是要在以后的４５周内才逐渐执行职能，因

此，它对我们在这里仅仅考察的第一个５周内的生产来说，是根本

不存在的。因此，在这个场合，Ａ和Ｂ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根本不

成问题。

现在，我们比较一下资本Ｂ和资本Ａ的年剩余价值率。对资

本Ｂ来说，是
５０００ｍ
５０００ｖ

＝１００％；对资本Ａ来说，是
５０００ｍ
５００ｖ

＝１０００％。两

个剩余价值率之比还是和以前一样。原来是：

资本Ｂ的剩余价值率
资本Ａ的剩余价值率

＝
１０％
１００％

，现在是：

    
资本Ｂ的年剩余价值率
资本Ａ的年剩余价值率

＝
１００％
１０００％

，

１０％
１００％

＝
１００％
１０００％

，所以，比例还是和以前一样。

可是，问题现在倒过来了。资本Ｂ的年率
５０００ｍ
１０００％

＝１００％，和我

们已经知道的各种有关剩余价值生产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价值

率的规律，完全没有什么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在外表上也没有什么

不一致的地方。在一年之内预付并生产地消费的５００ｖ，生产了

５０００ｍ。所以，剩余价值率是上述的分数
５０００ｍ
５０００ｖ

＝１００％。年剩余价

值率和实际的剩余价值率是相一致的。因此，这一次和前面不同，

不是资本Ｂ，而是资本Ａ呈现出需要说明的变例。

在Ａ的场合，年剩余价值率是
５０００ｍ
５００ｖ

＝１０００％。在Ｂ的场合，

５００ｍ这个５周的产物按预付资本５０００镑计算，这５０００镑中有
９
１０

不是使用在它的生产上的；在Ａ的场合，５０００ｍ却按５００ｖ计算，

这５００ｖ仅仅是５０００ｍ的生产上实际使用的可变资本的
１
１０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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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ｍ是在５０周内生产地消费的５０００镑可变资本的产物，而不

是在５周内消费的５００镑资本的产物。在Ｂ的场合，５周内生产的

剩余价值按为５０周而预付的资本计算，这个资本是５周内消费的

资本的１０倍。在Ａ的场合，５０周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却按为５周

而预付的资本计算，所以，这个资本不过是５０周内消费的资本的

１
１０
。

５００镑的资本Ａ，从来不会超过为５周而预付。它会在５周末

流回，能够在一年的进程中通过１０次周转而１０次更新同一个过

程。由此得到如下两个结论：

第一，预付资本Ａ，只是不断在每周的生产过程中使用的那部

分资本的５倍。相反，资本Ｂ在５０周内只周转一次，因此必须为

５０周而预付，它是不断在每周使用的那部分资本的５０倍。因此，

周转改变了为一年的生产过程而预付的资本和能够不断在一定生

产期间例如一周内使用的资本之间的比例。因此，在Ｂ的场合，５

周的剩余价值不是按这５周内使用的资本计算，而是按５０周内使

用的、为前者１０倍的资本计算。

第二，资本Ａ的５周的周转期间，仅仅是一年的
１
１０
，因此一年

包含１０个这样的周转期间，在这些周转期间，５００镑的资本Ａ会

不断地被重新使用。在这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等于为５周而预

付的资本乘以一年周转期间的数目。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５００

×１０＝５０００镑。一年内预付的资本，就＝
５０００
１０
＝５００镑。事实上，

虽然５００镑不断被重新使用，但为任何一个５周而预付的资本，从

来都不过是同一个５００镑。另一方面，就资本Ｂ来说，５周内固然

只有５００镑被使用，为这５周而预付。但是，由于周转期间在这里

是５０周，所以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不是等于那个为５周而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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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而是等于那个为５０周而预付的资本。在剩余价值率已定

时，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决定于一年内所使用的资本，而不是

决定于一年内预付的资本。因此，每年周转一次的资本５０００镑的

剩余价值，不会大于每年周转１０次的资本５００镑的剩余价值。它

之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每年周转一次的资本本来就是每年周转１０

次的资本的１０倍。

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从而和这部分资本相等的年产

品部分或年支出部分，——就是一年内实际使用的、生产地消耗的

可变资本。由此得出结论：如果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Ａ和一年

内周转的可变资本Ｂ一样大，又在同一价值增殖条件下使用，二

者的剩余价值率相等，那末，二者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相

等；因而，——由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相等，——按年计算的剩余

价值率，用
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

表示，也必然相等。或者概括地

说：不管各周转的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如何，它们各自在一年内生产

的剩余价值的比率，总是由各该资本在各平均劳动期间（例如，平

均每周或每天）内提供的剩余价值率来决定的。

以上所述是根据生产剩余价值的规律和决定剩余价值率的规

律所得出的唯一的结论。

现在，我们进一步看看
一年内周转的资本

预付资本
（我们已经讲过，我们

在这里只是指可变资本）的比率所表示的是什么。这个分数表示

一年内预付的资本的周转次数。

就资本Ａ来说：
一年内周转的资本５０００镑

预付资本５００镑
；

就资本Ｂ来说：
一年内周转的资本５０００镑

预付资本５０００镑
。

在这两个比率上，分子都表示预付资本和周转次数的乘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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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为５００×１０；在Ｂ为５０００×１。或者说，预付资本和按年计算的

周转时间的倒数的乘积。对Ａ来说，周转时间为
１
１０
年，它的倒数为

１０
１
年，所以５００×

１０
１
＝５０００。对Ｂ来说，则是５０００×

１
１
＝５０００。分

母表示周转资本乘以周转次数的倒数；对Ａ来说是５０００×
１
１０
；对

Ｂ来说是５０００×
１
１
。

两个在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各自推动的劳动量（有酬劳动

和无酬劳动之和）在这里是相等的，因为周转资本本身是相等的，

它们的价值增殖率也是相等的。

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表示出：１．预

付资本和一定劳动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比率。假定象在资本

Ａ的场合那样，周转次数＝１０，每年５０周，周转时间就＝５周。可

变资本必须为这５周而预付；所以，为５周而预付的资本，必须是

一周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５倍。这就是说，在一周内，预付资本

（在这里是５００镑）只有
１
５
能被使用。但对资本Ｂ来说，周转次数

＝
１
１
，周转时间＝１年＝５０周，所以预付资本和每周所使用的资本

的比率是５０∶１。如果资本Ｂ要和资本Ａ处于同样的比率，它就必

须每周投入１０００镑，而不是１００镑。——２．因此，资本Ｂ要使用资本

Ａ的１０倍（５０００镑），才会推动等量的可变资本，也就是说，才会

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推动等量的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从

而也会在一年内生产等量的剩余价值。实际的剩余价值率，不外表

示一定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和同一期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比

率；或者说，表示这个期间使用的可变资本所推动的无酬劳动的

量。这个实际的剩余价值率，与已经预付但还没有使用的那部分可

变资本完全无关，因而也与一定期间内预付的资本部分和同一期

间内所使用的资本部分的比率完全无关，即与这种对不同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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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由于周转期间不同而发生变化和具有差别的比率完全无关。

相反，从以上的阐述中可以得出：年剩余价值率只有在这样一

个唯一的场合，才会和实际的表示劳动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相

一致。这个场合就是：预付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因此，预付资本

和一年内周转的资本相等，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一年内为

生产这个剩余价值量而使用的资本的比率，同一年内生产的剩余

价值量和一年内预付的资本的比率相一致，相符合。

Ａ．年剩余价值率等于
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预付可变资本
。但一年内生产

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实际剩余价值率乘以剩余价值生产上所使用

的可变资本。年剩余价值量生产上所使用的资本，等于预付资本

乘以它的周转次数。我们把周转次数称为ｎ。公式Ａ就转化为：

Ｂ．年剩余价值率等于
实际剩余价值率×预付可变资本×ｎ

预付可变资本
。例

如，资本Ｂ的年剩余价值率＝
 １００％×５０００×１ 

５０００
或１００％。只有

在ｎ＝１时，即在预付可变资本每年只周转一次，从而，和一年内

使用或周转的资本相等时，年剩余价值率才和实际的剩余价值率

相等。

我们称年剩余价值率为Ｍ′，实际剩余价值率为ｍ′，预付可变

资本为ｖ，周转次数为ｎ，则Ｍ′＝
ｍ′ｖｎ
ｖ
＝ｍ′ｎ；从而Ｍ′＝ｍ′ｎ，在ｎ

＝１时，Ｍ′只是＝ｍ′，即Ｍ′＝ｍ′×１＝ｍ′。

其次，可以得出：年剩余价值率总是＝ｍ′ｎ，也就是等于一个

周转期间内消耗的可变资本在这个周转期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的实际比率，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或乘以它的

以年为单位计算的周转时间的倒数。（假定可变资本每年周转１０

次，它的周转时间＝
１
１０
年，周转期间的倒数就＝

１０
１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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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可以得出：在ｎ＝１时，Ｍ′＝ｍ′。在ｎ大于１时，也就是

说，在预付资本一年周转一次以上，或周转资本大于预付资本时，

Ｍ′就大于ｍ′。

最后，在ｎ小于１时，也就是说，在一年内周转的资本只是预

付资本的一部分，周转期间超过一年时，Ｍ′就小于ｍ′。

让我们考察一下最后这个情况。

我们保持上例的所有前提，只是假定周转期间延长到５５周。

劳动过程每周需要有１００镑可变资本，因此一个周转期间需要有

５５００镑，每周生产１００ｍ；所以，ｍ′和以前一样是１００％。周转次数

ｎ在这里＝
５０
５５
＝
１０
１１
，周转时间为１＋

１
１０
年（假定一年为５０周）＝

１１
１０

年。

Ｍ′＝
 １００％×５５００×

１０
１１

 

５５０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１
＝

 １０００ 

１１
％＝９０

１０
１１
％，

即小于１００％。实际上，如果年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那末，５５００ｖ

就必须在一年内生产５５００ｍ，而为此需要
１１
１０
年的时间。５５００ｖ在

一年内只生产５０００ｍ；因此，年剩余价值率＝
 ５０００ｍ 

５５００ｖ
＝

 １０ 

１１
＝９０

１０
１１
％。

可见，年剩余价值率，或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可

变资本（和一年内周转的可变资本不同）的对比，决不仅仅是主观

的对比，这种对比是资本的现实运动本身所引起的。对资本Ａ的

所有者来说，年终流回了他预付的可变资本＝５００镑，此外，还得

到了剩余价值５０００镑。预付资本的量，不是用一年内所使用的资

本量来表示，而是用周期地流回到他手里的资本量来表示。不管

资本年终一部分是作为生产储备存在，一部分是作为商品资本或

货币资本存在，不管资本又用什么比例分为这些部分，都和我们当

０４３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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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问题无关。对资本Ｂ的所有者来说，流回了他的预付资本

５０００镑，并且加上５０００镑的剩余价值。对资本Ｃ（即最后考察的

５５００镑）的所有者来说，一年内生产５０００镑剩余价值（投资为

５０００镑，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但是，他的预付资本年终还没有流

回，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年终也还没有流回。

Ｍ′＝ｍ′ｎ表示，对在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适用

的剩余价值率，即
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一个周转期间内所使用的可变资本

，要乘以预付可变

资本的周转期间或再生产期间的数目，或者说，要乘以可变资本更

新它的循环的周期的数目。

我们先在第一卷第四章（货币转化为资本），后在第一卷第二

十一章（简单再生产）讲过，资本价值总是预付的，而不是花掉的，

因为这种价值通过它的循环的各个不同阶段以后，会再回到它的

出发点，而且由于剩余价值而增殖。这表明资本价值是预付的。从

它的出发点到它的复归点所经历的时间，就是它的预付时间。资

本价值经过的、用它从预付到流回的时间计算的整个循环，形成资

本价值的周转，而这个周转所经历的时间形成一个周转期间。如

果这个期间终止，循环结束，那末，同一个资本价值就能重新开始

相同的循环，因而也能重新增殖价值，即生产剩余价值。如果可变

资本，象资本Ａ一样，在一年内周转１０次，那末，同一个预付资本

在一年的进程中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是和一个周转期间相当的

剩余价值量的１０倍。

我们必须从资本主义社会的角度来说明这种预付的性质。

一年内周转１０次的资本Ａ，在一年内预付了１０次。它对每一

个新的周转期间来说，都是重新预付的。但是同时，资本Ａ在一年

内预付的从来不过是这同一个资本价值５００镑，在我们考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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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中，资本Ａ实际上支配的从来不过是这个５００镑。一旦这

５００镑完成了一个循环，Ａ就用它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就象资本

按照它的本性要保持资本特征，就只有不断地作为资本在反复的

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一样。它从来不过是为５周而预付。如果周

转延长了，资本就会不够。如果周转缩短了，一部分资本就会多

余。这并不是预付１０个５００镑的资本，而是一个５００镑的资本在

相继的一段一段期间内预付１０次。因此，年剩余价值率不是按一

个预付１０次的资本５００镑或５０００镑计算，而是按一个预付一次

的资本５００镑计算。这就好象一个塔勒流通了１０次，虽然它起了

１０个塔勒的作用，但它始终只是一个处在流通中的塔勒。它经过

每次转手，到人手里仍旧是一个塔勒的价值。

同样，资本Ａ每一次流回时，甚至年终流回时，也表示它的所

有者使用的始终只是同一个５００镑的资本价值。因而，每次流回

到他手里的，也只是５００镑。所以，它的预付资本从来不会多于

５００镑。因此，预付资本５００镑在表示年剩余价值率的分数中就成

了分母。以上我们得到的年剩余价值率的公式是：Ｍ′＝
ｍ′ｖｎ
ｖ
＝ｍ′

ｎ。因为实际剩余价值率ｍ′＝
ｍ
ｖ
，等于剩余价值量除以生产这个剩

余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以我们能够用
ｍ
ｖ
代替ｍ′ｎ中的ｍ′，而得

出另一个公式：Ｍ′＝
ｍｎ
ｖ
。

这个５００镑的资本，由于周转了１０次，并且它的预付已经更

新了１０次，所以已经起了一个相当于它的１０倍的资本５０００镑的

作用。这就好象一年流通１０次的５００个塔勒，和每年仅仅流通一

次的５０００个塔勒起着相同的作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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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可变资本的周转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

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 因此，每一个社会生

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 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资本的周期果实，

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第１卷第２１章第５８８、５８９

页６８）

在我们的例子中，资本Ａ有１０个５周的周转期间。在第一个

周转期间，预付５００镑可变资本；也就是说，每周有１００镑转化为

劳动力，所以在第一个周转期间结束时，就有５００镑耗费在劳动力

上面。这５００镑原来是全部预付资本的一部分，现在不再是资本

了。它们已经以工资形式付出。工人又把它们付出去，以购买生活

资料，从而消费了价值５００镑的生活资料。因此，这样一个价值额

的商品量消失了（工人例如以货币等形式节省下来的东西，也不是

资本）。这个商品量对工人来说，是非生产地消费的，不过它会把

劳动力，即资本家不可缺少的一个工具，保持在能够发挥作用的状

态中。——其次，这５００镑对资本家来说，已经转化为同一价值

（或价格）的劳动力。劳动力被他生产地消费在劳动过程中，而在５

周末就有了一个１０００镑的价值产品。其中一半（５００镑）是为支付

劳动力的报酬而耗费的可变资本的再生产价值。另一半（５００镑）

是新生产的剩余价值。但是５周的劳动力——资本的一部分由于

转化为劳动力而转化为可变资本——也耗费了，消费掉了，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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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地消费掉的。昨天发挥了作用的劳动并不是今天发挥作用的

劳动。它的价值，加上它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是作为一种和劳动

力本身不同的东西即产品的价值而存在的。但是，由于产品转化

为货币，其中和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相等的那部分价值就可以重新

转化为劳动力，因而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用那种

不仅是再生产出来的、而且是再转化为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是否

雇用同一些工人，即同一些劳动力的承担者，这种情况是无关紧要

的。资本家可能在第二个周转期间不雇用原先的工人，而雇用新

工人。

因此，事实上在１０个５周的周转期间内依次耗费在工资上的

资本，不是５００镑，而是５０００镑。这种工资再由工人耗费在生活资

料上。这样预付的资本５０００镑被消费了。它不再存在了。另一方

面，依次并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力，也不是价值５００镑，而是价值

５０００镑。它不仅再生产它本身的价值＝５０００镑，而且超额生产剩

余价值５０００镑。第二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５００镑和第一个

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５００镑，不是同一个５００镑的资本。第

一个周转期间预付的可变资本消费掉了，花费在工资上了。但是，

它由一个新的可变资本５００镑得到补偿，这个可变资本在第一个

周转期间内是以商品形式生产出来并且再转化为货币形式的。因

此，这个新的货币资本５００镑，是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新生产的

商品量的货币形式。资本家手中会再有一个相同的货币额５００

镑，也就是说，除了剩余价值以外，他手中的货币资本和他原来

预付的货币资本正好一样多，这种情况掩盖了他使用一个新生产

的资本的事实（至于商品资本中补偿不变资本部分的其他价值组

成部分，那末，它们的价值不是新生产的，而只是这个价值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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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再说第三个周转期间。显而易见，

第三次预付的资本５００镑，也不是旧的资本，而是一个新生产的

资本，因为它是在第二个周转期间内而不是在第一个周转期间内

生产的一个商品量的货币形式，即其价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

相等的那部分商品量的货币形式。第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商品

量已经出售。其中和预付资本可变价值部分相等的价值部分，已

经转化为第二个周转期间的新的劳动力，生产了一个新的商品量，

这个商品量再次出售，其中一部分价值形成第三个周转期间的预

付资本５００镑。

在１０个周转期间内，情况就是这样。在１０个周转期间内，每

５周都有一个新生产的商品量（其价值只要是补偿可变资本的，都

是新生产的，而不是象不变流动资本部分那样只是再现的）投入市

场，以便新的劳动力不断地并入生产过程。

因此，预付可变资本５００镑周转１０次达到的结果，不是这个

５００镑的资本可以生产地消费１０次，就是说，不是一个够５周使

用的可变资本可以在５０周内使用。相反，在这５０周内，使用了１０

×５００镑的可变资本，而５００镑的资本总是只够５周使用，在５周

结束以后，必须有一个新生产的资本５００镑来补偿。以上所述，对

资本Ａ和资本Ｂ是同样适用的。但是，区别就从这里开始。

在第一个５周期间结束时，Ｂ和Ａ都预付了并且耗费了可变

资本５００镑。Ｂ和Ａ都把这个可变资本的价值转化为劳动力，这

个价值从这个劳动力新生产的产品价值中得到一个和预付可变资

本价值５００镑相等的部分作为补偿。对Ｂ和对Ａ来说，劳动力不

仅以一个等额的新价值补偿了所耗费的可变资本５００镑的价值，

而且还加上了一个剩余价值，按照假定是一个数量同样大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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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但是，对Ｂ来说，补偿预付可变资本并把剩余价值加到它的

价值上的价值产品，不是处在能够重新作为生产资本或可变资本

来执行职能的形式上。对Ａ来说，却是处在这个形式上。Ｂ在第一

个５周内，随后又依次在每５周内耗费的可变资本，虽然由新生产

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得到了补偿，但是不到年终，不会具有能够重

新作为生产资本或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形式。它的价值确实以

一个新的价值补偿了，即更新了，但是，它的价值形式（在这里，是

指绝对的价值形式，它的货币形式）并没有更新。

因此，必须象为第一个期间一样也为第二个５周的期间（并且

一年内依次的每个５周的期间都是这样）准备好下一个５００镑。因

此，撇开信用关系不说，必须在年初就准备好５０００镑作为潜在的

预付货币资本，虽然这５０００镑实际上在一年内是逐渐耗费而转化

为劳动力的。

相反，对Ａ来说，因为预付资本的循环即周转已经完成，所以

补偿价值在第一个５周结束时，已经处于能够在５周内推动新的

劳动力的形式，即处于它原来的货币形式。

Ａ和Ｂ在第二个５周的期间都要消耗新的劳动力，并且都要

为支付这种劳动力的报酬而耗费一个新的资本５００镑。用第一个

５００镑支付的工人的生活资料已经用掉了，无论如何，它的价值因

此就从资本家手中消失了。现在是用第二个５００镑来购买新的劳

动力，来从市场上取出新的生活资料。总之，耗费的是一个新的资

本５００镑，而不是旧的５００镑。但是，对Ａ来说，这个新的资本５００

镑是以前耗费的５００镑所重新生产出来的补偿价值的货币形式。

对Ｂ来说，这个补偿价值却是处在不能作为可变资本来执行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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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上。这个补偿价值是存在的，但不是处在可变资本的形式

上。因此，要使下一个５周的生产过程继续进行，就必须有５００镑

追加资本处在这里必不可少的货币形式上，并且预付下去。所以，

Ａ和Ｂ在５０周内耗费了同样多的可变资本，支付了同样多的劳

动力的报酬，消耗了同样多的劳动力。但是，Ｂ必须用一个等于它

们的总价值的预付资本５０００镑来支付。Ａ却可以依次用每５周

内生产的补偿价值（为每５周而预付的资本５００镑的补偿价值）的

不断更新的货币形式来支付。因此，在这里预付的货币资本，决不

会大于为５周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也就是说，从来不会大于为最初

５周而预付的５００镑。这５００镑足够全年使用。因此，很清楚，在劳

动剥削程度相等，实际剩余价值率相等时，Ａ和Ｂ的年剩余价值

率必然和它们一年内为推动同量劳动力而必须预付的可变货币资

本的量成反比。Ａ是
５０００ｍ
５００ｖ

＝１０００％，Ｂ是
５０００ｍ
５０００ｖ

＝１００％。但是，

５００ｖ∶５０００ｖ＝１∶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

区别来自周转期间的差别，即补偿一定期间所使用的可变资

本的价值能重新作为资本，从而作为新的资本来执行职能的期间

的差别。对Ａ和Ｂ来说，所使用的可变资本会在同一期间补偿同

样的价值，也会在同一期间增殖同样的剩余价值。但是，对Ｂ来

说，虽然每５周补偿５００镑的价值，加上５００镑的剩余价值，然而

这种补偿价值尚未形成新的资本，因为它不是处在货币形式上。

对Ａ来说，旧资本价值不仅由新资本价值得到补偿，而且它还恢

复货币形式，因而在新的可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形式上得到补偿。

补偿价值转化为货币，从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预付形式的迟

早不同，显然是一件和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身完全无关的事情。剩

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的量和劳动剥削程度。

７４３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但是，这件事情会影响为在一年内推动一定量劳动力所必须预付

的货币资本的量，因而，会决定年剩余价值率。

．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

可变资本的周转

  我们从社会的观点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假定一个工人每周

需费一镑，工作日＝１０小时。Ａ和Ｂ一年内都雇用１００个工人

（１００个工人每周需费１００镑，５周就需费５００镑，５０周就需费

５０００镑），每一个工人在每周的６天中劳动６０小时。因此，１００个

工人每周劳动６０００小时，在５０周内劳动３０００００小时。这个劳动

力已经由Ａ和Ｂ一手占有，因此不能再由社会用在别的目的上。

因此，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Ａ和Ｂ的情况相同。其

次，Ａ和Ｂ的各１００个工人每年都得到工资５０００镑（２００个工人

合计得１００００镑），并且从社会取走相当于这笔金额的生活资料。

就这方面来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Ａ和Ｂ的情况又相同。由于工

人在两个场合都是每周得到报酬，所以他们都是每周从社会取走

生活资料，为此，他们在两个场合也都是每周把货币等价物投入流

通。但是，区别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第一，Ａ的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不象Ｂ的工人那样，只是他

的劳动力的价值的货币形式（实际上是对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

手段）；从企业开办后的第二个周转期间起，它已经是工人本身在

第一个周转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劳动力的价格加上剩余价值）

的货币形式，工人在第二个周转期间的劳动的报酬就是用这个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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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产品来支付的。而Ｂ却不是这样。从工人方面来说，在这里，货

币虽然是他的已经完成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但是这个已经完成的

劳动的报酬，不是用这个劳动本身的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

（这个劳动本身所生产的价值的货币形式）来支付。这种情况要到

第二年才会发生，那时，Ｂ的工人的报酬才用他自己前一年的已经

转化为货币的价值产品来支付。

资本的周转期间越短，——从而它的再生产期间在一年内更

新的间隔时间越短，——资本家原来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

部分就越迅速地转化为工人为补偿这个可变资本而创造的价值产

品（此外，还包括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资本家必须从他个人的基

金中预付货币的时间就越短，他预付的资本，和一定的生产规模相

比，就越少；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他在一年内榨取的剩余价值量

也就相应地越大，因为他可以越是多次地用工人自己创造的价值

产品的货币形式来不断重新购买工人，并且推动他的劳动。

在生产规模已定时，预付的可变货币资本（以及全部流动资

本）的绝对量，按照周转期间缩短的比例而减少，年剩余价值率则

按照这个比例而提高。在预付资本的量已定时，生产规模会随着

再生产期间的缩短所造成的年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扩大，因而，在

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一个周转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会

随着这种提高而增加。总的说来，根据以上的研究可以得出：由于

周转期间长短不同，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为了推动同量的生产

流动资本和同量的劳动而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量是极不相同的。

第二，——这和第一点区别有联系，——Ｂ的工人和Ａ的工

人一样，也是用那个在他手中变成流通手段的可变资本，来支付他

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费用的。例如，他不仅从市场上取走小麦，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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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也用一个货币形式的等价物来补偿小麦。但是，和Ａ的工人不

同，Ｂ的工人用来支付并从市场上取走生活资料的货币，不是他在

这一年内投入市场的价值产品的货币形式，因此，他虽然对生活资

料的卖者提供货币，但是，没有提供任何可供后者用得到的货币购

买的商品——不管是生产资料，还是生活资料，相反，Ａ的工人却

提供了商品。因此，在Ｂ的场合，从市场上取走了劳动力，取走了

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取走了Ｂ所使用的劳动资料形式的固定

资本以及生产材料，而把货币等价物作为它们的补偿投入市场；但

是，在一年内没有把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来补偿从市场上取走的生

产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如果我们设想一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

会，而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末首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而，货

币资本所引起的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

社会必须预先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用在这

样一些产业部门而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门，如铁路建设，在一

年或一年以上的较长时间内不提供任何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不

提供任何有用效果，但会从全年总生产中取走劳动、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才起作用，

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生巨大的紊乱。一方面，货币市场受

到压力，反过来，货币市场的缓和又造成大批这样的企业的产生，

也就是造成那些后来对货币市场产生压力的条件。货币市场受到

压力，是因为在这里不断需要大规模地长期预付货币资本。这里

完全撇开不说产业家和商人会把他们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资本

投入铁路投机事业等等，以致这种货币资本要靠向货币市场的借

贷来补偿。——另一方面，社会的可供支配的生产资本受到压

力。因为生产资本的要素不断地从市场上取走，而投入市场来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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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它们的只是货币等价物，所以，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将会增加，而

这种需求本身不会提供任何供给要素。因此，生活资料和生产材

料的价格都会上涨。此外，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行，资本会发

生大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人、工程师、律师等一伙人，会发财致

富。他们引起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工资也会提高。至于食

品，那末，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食品不能

在一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入，象一般外国食品（咖啡、砂

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入一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口业的这

个部分，就会发生输入过剩和投机的现象。另一方面，在那些生产

可以急剧增长的产业部门（真正的制造业、采矿业等等），由于价格

的提高，会发生突然的扩大，随即发生崩溃。这同样会影响到劳动

市场，以致把大量潜在的相对过剩人口，甚至已经就业的工人，吸

引到新的产业部门中去。一般说来，象铁路建设那样大规模的企

业，会从劳动市场上取走一定数量的劳动力，这种劳动力的来源仅

仅是某些只使用壮工的部门（如农业等等）。甚至在新企业已经成

为稳定的生产部门以后，从而，在它所需要的流动的工人阶级已经

形成以后，这种现象还会发生。例如，在铁路建设的规模突然比平

均规模大时，情况就是这样。一部分工人后备军被吸收了，这一后

备军的压力使工资保持很低的水平。现在工资普遍上涨，甚至劳

动市场上就业情况一直不错的部分也是这样。这个现象会持续一

段时间，直到不可避免的崩溃再把工人后备军游离出来，再把工资

压低到最低限度，甚至压低到这个限度以下。（３２）

（３２） 手稿上，这里插入了下面这个准备以后加以阐述的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

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还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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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它取决于真正的劳动期间，即完成可进入市场

的产品所必要的期间而言，是以不同投资的各自物质生产条件为

基础的。这些条件，在农业上，更多地具有生产的自然条件的性

质，在制造业和绝大部分采掘业上，是随着生产过程本身的社会发

展而变化的。

劳动期间的长短，就它以供应数量（产品作为商品通常投入市

场的数量的多少）作为基础而言，具有习惯的性质。但是习惯本身

也以生产规模作为物质基础，因此，只有在个别考察时才具有偶然

性。

最后，周转期间的长短，就它取决于流通期间的长短而言，部

分地要受到下列情况的限制：市场行情的不断变化，出售的难易程

度以及由此引起的把产品一部分投入较近或较远的市场的必要

性。撇开需求量本身不说，价格的运动在这里起着主要的作用，因

为在价格降低时，出售会有意识地受到限制，而生产会继续进行；

反之，在价格提高时，生产和出售可以齐步前进，或者出售可以抢

在前面。但是，由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实际距离，必须看作是真

正的物质基础。

例如，英国的棉纺织品或棉纱要卖给印度。假定出口商人把

钱付给英国棉纺织厂主。（出口商人要在货币市场情况良好时，才

愿意这样做。如果工厂主自己要靠贷款来补偿他的货币资本，情

况就已经不妙了。）出口商人后来在印度市场上出售他的棉纺织

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决不能

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

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

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

制。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属于下一篇的范围。”

２５３ 第二篇 资本周转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品，他的预付资本则从印度市场汇回。在流回之前，事情就同在劳

动期间延长的场合下，要使生产过程按已有规模继续进行，就需要

预付新的货币资本完全一样。工厂主用来付给他的工人的报酬的

以及更新他的流动资本的其他要素的货币资本，不是他所生产的

棉纱的货币形式。只有在这个棉纱的价值已经以货币或产品的形

式流回英国时，情况才能是这样。和劳动期间延长的场合一样，这

种货币是追加的货币资本。区别不过在于：预付这种追加货币资

本的，不是工厂主，而是商人，并且商人或许也是靠贷款得到这种

追加货币资本的。同样，在这个货币投入市场以前或与此同时，不

会有追加产品投入英国市场，可以让人们用这个货币去购买并进

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所以，如果这种状态持续时间较长，规模

较大，它就一定会和上述劳动期间的延长引起一样的结果。

其次，棉纱可能在印度再赊卖出去。以此在印度赊购产品，作

为回头货运回英国，或把一张金额相当的汇票汇回英国。只要这

种状态延续下去，就会对印度的货币市场造成一种压力。它的反

作用可能在英国引起一次危机。这种危机，即使在它伴随着向印

度输出贵金属的情况下，也会在印度引起一次新的危机，因为曾经

从印度的银行取得贷款的英国商行和它们的印度分行会陷于破

产。因此，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

生危机。这种现象还可以更加复杂化。例如，英国把银块送往印

度，但是，印度的英国债权人现在会在印度索债，于是印度随后不

久又要把它的银块送回英国。

向印度的出口贸易和从印度的进口贸易大致平衡是可能的，

虽然后者（除了棉花涨价这一类特殊情况）的规模是由前者决定

的，并受前者刺激的。英国和印度之间的贸易差额，可以看起来是

３５３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平衡的，或者只是显出偏向这方或那方的微小的摆动。但是，危机

一旦在英国爆发，就可以看到没有卖出去的棉纺织品堆积在印度

（就是商品资本没有转化为货币资本，从这方面说，也就是生产过

剩）；另一方面，在英国，不仅堆积着没有卖出去的印度产品的存

货，而且大部分已经卖出、已经消费的存货还丝毫没有得到货款。

因此，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生产

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失常。

第三，至于所使用的流动资本本身（可变流动资本和不变流动

资本），由劳动期间的长短引起的周转期间的长短，会产生这种区

别：在一年周转多次的场合，可变流动资本或不变流动资本的一个

要素可以由它本身的产品供给，例如煤炭生产，服装业等等。在不

是这样的场合，就不能这样，至少在一年内不能这样。

４５３ 第二篇 资本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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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以上我们知道，即使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周转期间

的差别也会引起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

但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积累，必然又会有差别，而且只要剩

余价值率不变，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会有差别。

我们首先要指出，资本Ａ（用前一章的例子）有一个经常的周

期的收入，因此，除了企业开始的那一个周转期间以外，它自己一

年内的消费，是靠它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偿付的，而不是由自己的

基金预付的。相反，在Ｂ的场合，却由自己的基金预付。虽然Ｂ

在同一期间生产的剩余价值和Ａ相等，但是，这个剩余价值还没

有实现，因此，既不能用于个人消费，也不能用于生产消费。就

个人消费来说，已预期到靠剩余价值来偿付。这方面的基金必须

预付。

不容易分类的那部分生产资本，即为固定资本的维修所必需

的追加资本，现在也可以得到新的说明。

对Ａ来说，这部分资本——全部或大部分——不是在生产开

始时预付的。它无需资本家拥有，甚至不存在也行。它通过剩余

价值直接转化为资本，即直接作为资本来使用，而由企业本身产

生。在一年之内不仅周期产生而且周期实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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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可以偿付维修等等必要的支出。因此，按原有规模经营企业

所必需的一部分资本，就在营业中，通过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资本

化，由企业本身产生出来。这对资本家Ｂ来说是不可能的。对他

来说，上述资本部分必须是原预付资本的一部分。在Ａ和Ｂ两个

场合，这部分资本在资本家的账簿上都作为预付资本出现。它确

实也是预付资本，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它本来是按一定规模经

营企业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但是，这部分资本究竟用什么

样的基金预付，会有巨大的区别。对Ｂ来说，它实际上是原预付

资本或者所支配的资本的一部分。而对Ａ来说，它却是作为资本

使用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后一种情况告诉我们，不仅积累的

资本，而且连一部分原预付资本，也可以仅仅是资本化的剩余价

值。

一旦信用发展起来，原预付资本和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关系

就更加复杂。例如，Ａ向银行家Ｃ借贷开办企业或者在一年内经

营企业所需要的一部分生产资本。他一开始就没有充足的资本来

经营企业。银行家Ｃ借给他一笔款子，这笔款子不过是产业家Ｄ、

Ｅ、Ｆ等等储蓄在他的银行里的剩余价值。从Ａ的观点看，这还不

是积累的资本。但对Ｄ、Ｅ、Ｆ等等来说，Ａ无非是一个把他们占有

的剩余价值资本化的代理人罢了。

我们已经在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看到，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

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而不论这种

扩大是从外延方面表现为在旧工厂之外添设新工厂，还是从内含

方面表现为扩充原有的生产规模。

生产规模的扩大可以小部分地进行，如使用一部分剩余价值

来从事改良，这种改良或者只是提高所使用劳动的生产力，或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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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更加强对劳动的剥削。或者，在工作日不受法律限制的地方，只

要追加支出流动资本（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面），就足以扩大生产

规模，而不需要增加固定资本；这样，固定资本每天使用的时间只

是延长了，而它的周转期间则相应地缩短了。或者，在市场行情好

的时候，有了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就可以在原料上进行投机，干各

种靠原预付资本所干不了的事情，等等。

但是很清楚，在周转期间的数目增加，引起剩余价值在一年内

更加频繁地实现的地方，就会出现这样的时期，这时既不能延长工

作日，也不能进行个别改良；另一方面，整个企业的按比例的扩大，

只有在一定的、相当有限的范围内才有可能，这部分地是由于需要

增加企业的整个设备，如建筑物，部分地是由于需要扩大耕地，如

农业；此外，还必须有大量的追加资本，而这种追加资本只有靠剩

余价值的多年积累才能取得。

因此，除了实际的积累或者剩余价值向生产资本的转化（以及

与此相适应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以外，还进行着货币积累，即把

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积攒起来，这部分货币资本

只有达到一定数量以后，才会作为追加的能动的资本执行职能。

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看来，情况就是如此。但是，随着资本主

义生产的发展，信用制度也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家还不能在自己

的企业中使用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人使用，而他从别人那里得到利

息。对他来说，这种货币资本是作为特殊意义上的货币资本，也就

是作为一种与生产资本不同的资本执行着职能。但是它在别人手

里却作为资本起作用。很明显，当剩余价值的实现更加频繁，剩余

价值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时，新的货币资本即作为资本的货币投

入货币市场的比例也会增加，其中至少有一大部分会重新被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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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扩大生产。

这种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所能采取的最简单的形式，是货币

贮藏的形式。这种货币贮藏可以是在与贵金属出产国直接或间接

进行交换时得到的追加的金或银。只有用这种方法，一个国家的

货币贮藏才可以绝对地增加。另一方面，这种货币贮藏可能只是

——这是多数情况——从国内流通中取出的、在单个资本家手里

已取得货币贮藏形式的货币。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还可能只是价

值符号，——这里我们还是撇开信用货币不说，——或者只是由法

定证件确认的资本家对第三者的索取权（法律证书）。不管这种追

加货币资本以什么样的形式存在，在所有这些场合，只要它是未来

的资本，它就是资本家对社会未来的追加的年生产所持有的追加

的和备用的法律证书。

“实际积累的财富的总量，从它的数量来看……同它所属的社会的生产

力比较，不管这种社会的文明程度如何，是完全微不足道的；甚至只是同这个

社会的仅仅几年的实际消费来比较，也是如此，所以，立法者和政治经济学家

的主要注意力应该放在生产力以及它们未来的自由发展方面，而不应该象以

前那样，放在那种引人注目的单纯的积累的财富方面。在所谓的积累的财富

中，有很大一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如船舶、房屋、棉制品、土

壤改良设施，而只是法律证书，对社会未来的年生产力的索取权，即在不安全

的措施或制度下产生并且永久化的法律证书…… 这些东西〈物质东西的积

累或实际财富〉只是用作手段，让它们的所有者去占有那些要由社会未来的

生产力去创造的财富，但由于分配的自然规律的作用，不用任何暴力，就会使

他们逐渐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如果借助于合作劳动，那就会在几年内使他们

不能利用这种手段。”（威廉·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５０年伦敦版

第４５３页。——该书于１８２４年第一次出版。）

“社会的实际积累，同人类的生产力相比，甚至同一代人在仅仅几年内的

日常消费相比，无论就数量或作用来说，都占极小的比例。人们很少注意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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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大多数人甚至从来没有想到这一点。理由很清楚，但是影响极为有害。

每年耗费的财富，因使用而消失了；它只是暂时出现在我们眼前，只在人们享

受它或者消费它的时候，才给人留下印象。只是慢慢地耗费掉的那部分财

富，家具、机器、建筑物，却从我们的童年到我们的老年，一直出现在我们眼

前，好象是人类努力的永久纪念碑。由于占有了公共财富中这个固定的、耐

久的而只是慢慢地耗费的部分——土地和原料（人们在它上面劳动），工具

（人们用它来劳动），房屋（人们劳动时可以有所遮蔽），——这些物品的所有

者为了他们个人的利益，就控制了社会上所有实际参加生产的工人的年生产

力，尽管这些物品，和这个劳动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相比，是这样微不足道。

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有２０００万；男人、女人和儿童平均每人的消费额约为

２０镑。合计约有４亿镑的财富，这是每年消费的劳动产品。这些地方积累资

本的总额，估计不超过１２亿镑，或者不超过一年内劳动的产品的三倍；平均

分配，每人有资本６０镑。我们这里考察的，与其说是这些估计金额的相当准

确的绝对数字，倒不如说是比例。这个总资本的利息，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

大约足够维持全部人口一年中的两个月的生活；全部积累资本本身（如果能

够找到买主），在他们不从事劳动的情况下，能够维持他们整整三年的生活！

在三年结束时，他们就会没有房屋，没有衣服，没有食物，他们不得不饿死，否

则，就只有变成那些曾经在这三年内维持他们的生活的人的奴隶。就象三年

同健康的一代的寿命（比如四十年）相比一样，实际财富的数量和重要性，甚

至最富有的国家的积累资本，同它的生产力，同仅仅一代人的生产力相比，也

是如此。我们这里所说的，还不是他们在同等安全的合理的制度下，特别是

借助于合作劳动，可能生产出来的东西，而是他们靠这种有缺陷的、令人沮丧

的不安全的权宜之计实际会生产出来的东西！…… 为了使这个表面上巨大

的现有资本，或者确切地说，为了使借助于这个资本取得的对年劳动产品的

支配权和独占权，在强制分配的现状下保持下来，并使之永久化，这整个可怕

的机构、连同它的恶习罪行和不安全的痛苦，就都要永久化。不先满足必要

的需要，就不能有任何积累；而且人类愿望的巨流是追求享受；因此，在任何

时候，社会的实际财富的数量，相对地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这是生产和消费

的永久的循环。在这庞大的年生产和年消费中，一点点实际积累几乎算不了

什么；的确，人们的注意力主要不是放在巨大的生产力上，而是放在一点点积

累上。而这一点点积累已经为少数人所占有，转化为一种工具，以占有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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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劳动的每年不断反复生产的产品。因此，对这些少数人来说，这样一种

工具就变得非常重要…… 国民的劳动的年产品约有三分之一，现在是在公

共负担的名义下，从生产者手里夺走，被那些不给任何等价物（即不给任何对

生产者具有等价意义的东西）的人非生产地消费掉…… 人们总是用惊异的

目光盯在这个积累的财富上，特别是在它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的时候。但

是，每年生产的大量财富，却象大河中的永不停息的、无穷无尽的波涛一样滚

滚而来，并消失在被人遗忘的消费的汪洋大海中。然而，正是这种永恒的消

费，不仅是一切享受的条件，而且也是整个人类生存的条件。这个年产品的

数量和分配，应该首先成为研究的对象。实际积累只有非常次要的意义；并

且它具有这种意义，也几乎完全是由于它对年产品的分配的影响…… 这里

〈汤普逊的著作〉在考察实际积累和分配时，总是把它们和生产力联系起来，

放在从属于生产力的位置。但几乎所有其他的体系，在考察生产力时，都是

把生产力同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联系起来，把生产力放在从属于它

们的位置。和维持这个现有的分配方式相比，整个人类不断反复发生的贫困

或昌盛，被认为是不值一顾的。他们要永远维持强权、欺骗和冒险的结果，把

这叫做安全。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安全，人类的全部生产力就毫不怜惜地被

当作牺牲品了。”（同上，第４４０—４４３页）

把甚至阻碍再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的那些干扰撇开不说，再

生产只能有两种正常的情况：

或者是再生产按原有的规模进行；

或者是发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即积累。

．简单再生产

在简单再生产的场合，每年或者在一年的多次周转中周期地

生产的和实现的剩余价值，都由它的所有者资本家个人消费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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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非生产地消费掉。

产品的价值一部分由剩余价值构成，另一部分由产品中再生

产的可变资本加上产品中消耗的不变资本所形成的那部分价值构

成，这一情况绝对不会影响作为商品资本不断进入流通，而又不断

从流通中取出，以便作为生产资料或消费资料进入生产消费或个

人消费的总产品的数量，也绝对不会影响它的价值。撇开不变资

本不说，这种情况只会影响年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

甚至在简单再生产中，一部分剩余价值也必须经常以货币形

式存在，而不是以产品形式存在。否则，它就不可能为了消费而由

货币转化为产品。剩余价值由原来的商品形式到货币的转化，在

这里必须作进一步的研究。为了使事情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这个

问题的最简单的形式，就是说，假定进行流通的只是金属货币，即

作为实际等价物的货币。

按照以上已经阐明的简单商品流通的规律（第１卷第３章６９），

一个国家现有的金属货币量，不仅要够商品流通使用。它还必须

够应付货币流通的变动，这种变动部分地由流通速度的变化，部分

地由商品价格的变动，部分地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或作为真正流

通手段执行职能的比例的差别和变化而产生。现有货币量分为贮

藏货币和流通货币的比例是不断变化的，但货币总量总是等于作

为贮藏货币而存在的货币和作为流通货币而存在的货币之和。这

个货币量（贵金属量）是社会逐渐积累起来的货币贮藏。这个货币

贮藏因磨损而消耗掉的部分，必须象别的产品一样，每年重新补

偿。实际上，这是通过本国一部分年产品和金银出产国的产品之

间的直接交换或间接交换进行的。但是，这种交易的国际性质，把

它的简单过程掩盖起来了。因此，为了把问题表现得最简单、最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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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就必须假定金银的生产是在本国进行的，从而，金银的生产在

每一个国家都形成社会总生产的一部分。

把那种为制造奢侈品而生产的金银撇开不说，每年生产的金

银的最低限量必须等于因每年货币流通而磨损的货币金属。其

次，如果每年生产和流通的商品总量的价值额增大了，但流通商品

的已经增大的价值总额及其流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货币贮藏）所

需的货币总量，并没有因货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货币支付手段职

能的扩大（也就是更经常地不用实在货币，而由买卖双方实行抵

账）而被抵销，那末，每年的金银生产也就必须增加。

因此，一部分社会劳动力和一部分社会生产资料必须每年用

在金银的生产上。

因为这里假定的是简单再生产，所以从事金银生产的资本家

的生产规模只限于金银每年的平均磨损以及由此引起的金银每年

的平均消费的范围；他们的剩余价值，按照假定，每年都被他们消

费掉，其中没有任何部分转化为资本，他们把这一剩余价值直接以

货币形式投入流通。对他们来说，货币形式就是产品的实物形式，

不象其他生产部门那样，是产品的转化形式。

其次，说到工资，即预付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在这里，它也不

是由产品的出售即产品转化为货币来补偿的，而是由产品来补偿

的，因为这种产品的实物形式一开始就是货币形式。

最后，说到贵金属产品中与周期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相等的

部分，不论是与不变流动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还是与一年内消费

的不变固定资本价值相等的部分，情况都是如此。

我们首先在Ｇ—Ｗ…Ｐ…Ｇ′形式上来考察投入贵金属生产的

资本的循环或周转。既然Ｇ—Ｗ 中的Ｗ 不仅由劳动力和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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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构成，而且也由在Ｐ中只耗费一部分价值的固定资本构成，那

末，很明显，产品Ｇ′这个货币总额就等于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

加上投在生产资料上的流动不变资本，加上损耗的固定资本价值

部分，加上剩余价值。如果这个总额少于后者的总和，而金的一般

价值又不变，这种矿山投资就是没有成效的，或者，如果这已成为

普遍情况，金的价值和价值保持不变的商品相比，将来就会提高。

就是说，商品的价格将会下跌，因此，投在Ｇ—Ｗ 中的货币额将来

就会减少。

我们首先只考察预付在Ｇ上，即Ｇ—Ｗ…Ｐ…Ｇ′的起点上的

资本的流动部分。我们看到，一定额货币为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和

购买生产材料而预付，投入了流通。但是它不会通过这个资本的

循环再从流通中取出，以便重新投入流通。产品在实物形式上已

经是货币，不需要通过交换，通过流通过程，才转化为货币。它在

从生产过程进入流通领域时，不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要再转化为

货币资本，而是作为货币资本，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说，要重

新购买劳动力和生产材料。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消耗的流动资

本的货币形式，不是通过产品的出售，而是通过产品本身的实物形

式补偿的；因此，不是通过它的价值以货币形式再从流通中取出，

而是通过追加的新生产的货币补偿的。

假定这个流动资本＝５００镑，周转期间＝５周，劳动期间＝４

周，流通期间只＝１周。货币一开始就必须为５周一部分预付在生

产储备上，一部分准备好，以便逐渐支付工资。第６周开始时，流

回４００镑，游离出１００镑。这种情况会不断反复下去。这里，和以

前一样，在周转的一定时间内，１００镑不断处于游离的形式。但是，

这１００镑和其余４００镑完全一样，是由追加的新生产的货币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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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这里，每年周转１０次；年产品＝５０００镑的金。（在这里，流通

期间不是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所花费的时间构成的，而是由货币转

化为生产要素所花费的时间构成的。）

对任何另一个在相同条件下周转的５００镑资本来说，不断更

新的货币形式，都是所生产的商品资本的转化形式。这个商品资

本每４周投入流通一次，通过它的出售，也就是通过周期取出原来

加入过程的货币量，而不断重新再取得货币形式。相反，在这里，

在每一个周转期间，一个新追加的５００镑的货币量从生产过程本

身投入流通，以便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生产材料和劳动力。这个

投入流通的货币，不是通过这个资本的循环再从流通中取出的，而

是靠不断地新生产的金量增加的。

我们考察一下这个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并且和上面一样，假

定它＝１００镑。在普通的商品生产中，这１００镑在１０次周转中已

经足够不断地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在这里，在货币生产中，这个金

额也足够了。但是，在每５周内用来支付劳动力报酬的流回的１００

镑，不是这一劳动力的产品的转化形式，而是这个不断更新的产品

本身的一部分。金的生产者直接用他的工人自己生产的金的一部

分付给他的工人。因此，每年这样投在劳动力上并且由工人投入

流通的这１０００镑，不是经过流通回到它的起点的。

其次，说到固定资本，在企业开办时需要耗费较大量货币资

本，因而，这种货币资本投入了流通。和一切固定资本一样，这种

固定资本只是在若干年内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但是，它是作为

产品金的直接部分流回的，而不是通过产品的出售、通过产品变成

货币流回的。因此，它逐渐保持它的货币形式，不是由于从流通中

取出货币，而是由于积累了一个相应部分的产品。这样再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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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本，不是为了补偿原来为取得固定资本投入流通的货币额

而逐渐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额。它是一个追加的货币量。

最后，说到剩余价值，它同样等于新产品金的一部分，它在每

个新的周转期间投入流通，按照我们的假定，被非生产地花掉，用

以支付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费用。

但是，按照我们的假定，全年生产的金——它不断地从市场上

取出劳动力和生产材料，但没有从市场取出货币，而是不断地用追

加的货币供给市场——只是补偿一年内磨损的货币，也就是，只是

补足社会上始终以贮藏货币和流通货币这两种形式（虽然二者的

比例不断变动）存在的货币量。

按照商品流通的规律，货币量必须等于流通所需的货币量加

上处于贮藏形式的货币量，后者随着流通的缩小或扩大而增加或

减少，同时特别要为支付手段形成必要的准备金。在支付不能互

相抵销时，商品价值必须用货币支付。至于这个价值的一部分由

剩余价值构成，也就是说，无需商品的卖者花费什么，这绝对不会

改变事情的实质。假定生产者都是他们的生产资料的独立的所有

者，从而，流通发生在各个直接生产者本身中间。把他们的资本的

不变部分撇开不说，和资本主义状态相类比，他们的年剩余产品可

以分成两部分：一部分ａ只补偿他们的必要生活资料，另一部分ｂ

部分地花费在奢侈品上，部分地用于扩大生产。因此，ａ代表可变

资本，ｂ代表剩余价值。但是，这种分割对他们的总产品的流通所

需的货币量的大小不发生任何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流通的商品量的价值不变，因而，所需的货币量也不变。在周转期

间的分法相同时，生产者也必须拥有同样的货币准备金，也就是

说，必须总是在货币形式上拥有同样大的一部分资本，因为按照假

５６３第十七章 剩余价值的流通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定，他们的生产仍然是商品生产。可见，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由剩余

价值构成，这对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货币量绝对没有影响。

一个反对图克，坚持Ｂ—Ｗ—Ｇ′形式的人，质问图克：资本家

不断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多。显

然，这里的问题不是剩余价值的形成。剩余价值的形成这个唯一

的秘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所使用的价

值额不是靠剩余价值来增殖，那它就根本不是资本。既然按照假

定它是资本，所以剩余价值是不言而喻的。

因此，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而来，而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

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然而，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剩余价值的存在本来是不言而喻

的。因此，不仅假定剩余价值的存在；而且同时还假定投入流通的

一部分商品量是由剩余产品构成的，因而它代表的价值不是资本

家在把他的资本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的价值；因此，假定资本家在

把他的产品投入流通时一起投入了一个超过他的资本的余额，并

且从流通中再取出这个余额。

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比他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形式

上已经从流通中取出的生产资本，具有更大的价值（这个余额从何

而来，没有说明，或不能理解，但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看，这

是事实）。因此，在这个前提下，很明显，为什么不仅资本家Ａ，而

且资本家Ｂ、Ｃ、Ｄ等等都会通过商品交换，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比

他们原来预付和反复重新预付的资本价值更大的价值。Ａ、Ｂ、Ｃ、Ｄ

等等不断地以商品资本形式投入流通的，是一个比他们以生产资

本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商品价值更大的商品价值，——这种行为

和独立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是多方面的。因此，他们必须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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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们中间分配一个和他们各自预付的生产资本的价值额相等的

价值额（即各自从流通中取出生产资本）；同样，必须不断地在他们

中间分配这样一个价值额，这个价值额是他们从各方面以商品形

式并作为各自的超过生产要素价值而形成的商品价值余额投入流

通的。

但是，商品资本，在它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它所包含的剩余价

值被耗费以前，必须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从何而来？这个问题乍

一看来是很难的，不论是图克，还是别人，直到现在也没有作出回

答。

假定以货币资本形式预付的流动资本５００镑，不论它的周转

期间如何，都是社会即资本家阶级的全部流动资本。假定剩余价

值是１００镑。那末，整个资本家阶级怎么能在只是不断地投入５００

镑时，又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６００镑呢？

在货币资本５００镑转化为生产资本以后，这个生产资本会在

生产过程内转化为６００镑的商品价值，因此，处在流通中的，不仅

有一个与原预付货币资本相等的５００镑的商品价值，而且还有一

个新生产的１００镑剩余价值。

这个追加的１００镑剩余价值已经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这一

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通过这个行为，不会为这个追加的商品价

值的流通提供任何追加的货币。

不要用一些似是而非的遁辞来回避这个困难。

举例来说：至于不变流动资本，很明显，它不是全部同时投入

的。在资本家Ａ出售他的商品，从而他的预付资本取得货币形式

时，买者Ｂ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相反地取得Ａ所生产的生产资料

的形式。由于同一个行为，Ａ使他所生产的商品资本再取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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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Ｂ则使他的资本再取得生产形式，使它由货币形式转化为生

产资料和劳动力；同一个货币额，在这个两方面的过程中，和在任

何一个简单的购买Ｗ—Ｇ中一样执行职能。另一方面，Ａ在把他

的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时，向Ｃ购买，Ｃ又把这个货币付给Ｂ，

依此类推。这样，过程就好象说明了。但是：

我们阐明的关于商品流通中的流通货币量的所有规律（第１

卷第３章），决不会因为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而发生变化。

因此，如果说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社会的流动资本等于５００镑，

那末，已经考虑到：一方面，它是同时预付的金额，但另一方面，这

个金额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却多于５００镑，因为它交替充当不同生

产资本的货币基金。因此，这种说明方法，是以货币已存在为前提

的，但是应该说明的，正是这个货币何以存在。——

其次，有人会说，资本家Ａ所生产的物品，是由资本家Ｂ个人

消费的，即非生产地消费的。因此，Ｂ的货币使Ａ的商品资本货币

化，这样，同一个货币额既使Ｂ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又使Ａ的流动

不变资本货币化。但是，在这里还是直接以应当答复的问题已经

解决为前提的。这就是，Ｂ从哪里得到用来偿付他的收入的货币？

他自己怎样使他的产品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货币化？——

再次，有人会说，Ａ不断预付给他的工人的那部分流动可变资

本，是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回到他手里的；其中只有一部分，不断交

替地保留在他自己手里，以支付工资。而在支出和流回之间有一

段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在工资上付出的货币，除了其他用途以外，

还可以用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但是，我们知道，第一，这个

时间越长，资本家Ａ必须不断准备好的货币储备量也必然越大。

第二，工人会支出货币，用来购买商品，因此相应地会使商品中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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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剩余价值货币化。因此，同一个货币，既以可变资本形式预

付，又相应地用来使剩余价值货币化。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更深入

地研究这个问题，只要指出一点：整个资本家阶级以及依赖于他们

的非生产人员的消费，是和工人阶级的消费同时进行的；因此，在

工人把货币投入流通的同时，资本家为了花费作为收入的剩余价

值，也必然要把货币投入流通；因此，必须从流通中取出货币。刚

才所作的说明，只会减少而不会消除这个必要的货币量。——

最后，有人会说，在第一次投入固定资本时，总是把大量货币

投入流通，这些货币只能逐渐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在若干年内，由

投入的人再从流通中取出。难道这个金额不足以使剩余价值货币

化吗？——对于这种说法，必须回答说：也许在５００镑的金额（也

包括作为必要准备金的贮藏货币）中，已经包含着把这个金额作为

固定资本来使用，即使不是由投入这个金额的人使用，也会由另外

一个人使用。此外，已经假定，用来购置作为固定资本使用的产品

的金额，也已经对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进行了支付，而问题

恰好在于，这个货币从何而来？——

总的答复已经得出来了：当一个ｘ×１０００镑的商品量要流通

时，不论这个商品量的价值是否包含剩余价值，不论这个商品量是

否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这个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决不会因此有

所改变。可见，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不存在的。在货币的流通速度等

等其他条件已定的情况下，要使ｘ×１０００镑商品价值流通，总需要

有一定量的货币，而这个货币量同这个价值有多少归这个商品的

直接生产者所有的问题完全无关。如果这里存在什么问题，那末，

它和总的问题是一致的：一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从

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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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的确存在着一个独特问题

的假象。这就是：货币投入流通的起点在这里是资本家。工人为了

支付他的生活资料的费用而支出的货币，起初就是作为可变资本

的货币形式存在的，所以，原来就是作为劳动力的购买手段或支付

手段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并且，资本家把原来对他构成不变的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货币也投入流通；他是把这个

货币作为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支出的。不

过，除此以外，资本家就不再是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量的起点了。可

是，现在只有两个起点：资本家和工人。所有第三种人，或者是为

这两个阶级服务，从他们那里得到货币作为报酬，或者是不为他们

服务，而在地租、利息等形式上成为剩余价值的共有者。至于剩余

价值不是全部留在产业资本家的钱袋中，而是必须由他和别人共

分，这和我们当前的问题无关。问题在于他怎样使他的剩余价值

货币化，而不在于由此取得的货币以后怎样分配。在我们考察的

场合，仍然把资本家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唯一的所有者。至于工人，

我们已经说过，就工人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说，工人只是第二步的起

点，资本家才是第一步的起点。起初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当

工人为了支付生活资料的费用而支出时，已经在完成它的第二个

流通。

因此，资本家阶级是货币流通的唯一起点。如果他们为了支

付生产资料的费用需要４００镑，为了支付劳动力的报酬需要１００

镑，那末，他们就把５００镑投入流通。但是，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

价值，在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时，是一个等于１００镑的价值。如果

他们只是不断投入５００镑，又怎么能不断地从流通中取出６００镑

呢？无中不能生有。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从流通中取出他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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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没有投入流通的东西。

这里撇开下面一点不说，即在周转１０次的情况下，也许有

４００镑的货币额，就足以使价值４０００镑的生产资料和价值１０００

镑的劳动流通，而其余的１００镑也足以使１０００镑的剩余价值流

通。货币额和由此流通的商品价值的比例，同这里的问题无关。问

题仍然存在。如果不是同一个货币流通好几次，那就必须有５０００

镑作为资本投入流通，还需要有１０００镑，以便使剩余价值货币化。

不管后面这个货币是１０００镑还是１００镑，问题仍然是它从何而

来。无论如何，它是超过投入流通的货币资本的部分。

说资本家阶级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以便实现商品中包含的

剩余价值，乍看起来，确实好象是一种怪论。但是请注意，他们不

是把它作为预付货币即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他们只是把它作为

个人消费品的购买手段花费的。因此，这不是他们预付的，虽然他

们是这种流通的起点。

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比如说一个租地农场主，现在开办一个企

业。在最初一年内，他预付了货币资本，比如说５０００镑，用以支付

生产资料的费用（４０００镑）和劳动力的报酬（１０００镑）。假定剩余

价值率为１００％，他占有的剩余价值＝１０００镑。上述５０００镑已经

包括全部他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货币。但是人必须生活，而不到

年终，他一点钱也拿不到。假定他的消费额是１０００镑。这是他必

须有的。他固然会说，他必须在第一年内预付这１０００镑。但是，这

个预付——这里只有主观的意义——不过表示，在第一年，他必须

掏自己的钱袋，不能用工人的无酬的生产来偿付他的个人消费。

他不是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预付。他把它花掉，把它作为他所消

费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来支付。这个价值是他以货币的形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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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投入流通，而以商品价值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他已经耗费

了这些商品价值。因此，他已经不再和这些商品价值发生任何关

系。他用来支付这个价值的货币，作为流通货币的要素而存在。但

是他已经以产品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了这个货币的价值，于是这

个价值也和它借以存在的产品一起被消灭。它已经不再存在了。

但在年终，他会把６０００镑的商品价值投入流通，把它出售。因此，

流回到他手里的有：１．他预付的货币资本５０００镑；２．货币化的剩

余价值１０００镑。他曾经把５０００镑作为资本预付，投入流通，而现

在从流通中取出６０００镑，其中５０００镑作为他的资本，１０００镑作

为他的剩余价值。使后面这个１０００镑转化为货币的，不是他自己

作为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而是他作为消费者投入流通的货币，

这些货币不是预付的，而是花掉的。它们现在作为他所生产的剩

余价值的货币形式流回到他手里。这一行为以后会每年反复进

行。但从第二年起，他所花费的１０００镑，就始终是他所生产的剩

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即货币形式。他每年花掉这些货币，这些货币

每年又流回到他手里。

如果他的资本在一年内的周转次数增多，那也决不会使事情

发生变化，当然，时间的长短会发生变化，因而他为了个人消费必

须投入流通的超过预付货币资本的金额的大小也会发生变化。

资本家把这些货币不是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但是，资本家

之所以是资本家，也在于他能靠自己占有的资金生活到剩余价值

流回的时候。

在这个场合，我们假定，资本家到他的资本第一次流回为止，

为了偿付他个人消费而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恰好同他所生产的并

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相等。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显然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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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意的假定。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这个假定对整个资本

家阶级来说必然是正确的。它所表示的，不外就是简单再生产这

个前提所要说明的，即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有剩余价值被非生产

地消费掉，也就是说，原有资本的任何部分都没有被非生产地消费

掉。

我们以上假定，贵金属的全部生产（假定＝５００镑）只够补偿

货币的磨损。

生产金的资本家以金的形式占有他的全部产品，其中有补偿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也有构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因此，一

部分社会剩余价值，是由金构成的，而不是由在流通中才转化为金

的产品构成的。这部分本来就是金，它投入流通，以便从流通中取

出产品。在这里，无论工资即可变资本，还是预付不变资本的补

偿，都是如此。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投入流通的商

品价值，大于他们预付的货币资本（多了剩余价值），那末，另外一

部分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价值，大于他们为生产金而不断从流

通中取出的商品价值（也是多了剩余价值）。如果一部分资本家不

断地从流通中抽出比他们预付的更多的货币，那末，那部分生产金

的资本家，则不断地投入比他们以生产资料的形式从流通中取出

的更多的货币。

尽管这个５００镑产品金的一部分是金的生产者的剩余价值，

但是整个这个金额只是用来补偿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至于其

中有多少是用来使商品的剩余价值货币化，有多少是用来使商品

的其他价值部分货币化，在这里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把金的生产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其他国家，事情也决不会

发生变化。在Ａ国，社会的劳动力和社会的生产资料的一部分，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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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转化为产品，例如，价值５００镑的麻布，这个产品被运到Ｂ国，

以便在那里购买金。在Ａ国这样使用的生产资本，和它直接用于

金的生产时一样，不会把任何和货币不同的商品投入Ａ国的市

场。Ａ的这个产品由５００镑金来代表，仅仅作为货币进入Ａ国的

流通。这个产品所包含的那部分社会剩余价值直接以货币的形式

存在，对Ａ国来说，决不以货币以外的形式存在。虽然对生产金的

资本家来说，只有一部分产品代表剩余价值，而另一部分产品则补

偿资本，但是，除了流动的不变资本外，这个金有多少补偿可变资

本，有多少代表剩余价值，完全取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流通的商

品价值中各自所占的比例。构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在资本家阶级

的不同成员之间进行分配。虽然这个部分不断地被他们花费在个

人消费上，并且由于新产品的出售被他们重新取得，——一般说

来，正是这种买和卖，使剩余价值货币化所需要的货币得以在他们

自己中间流通，——但是社会剩余价值还是有一部分（虽然比例是

变动的）以货币形式放在资本家的钱袋中，和一部分工资至少在一

周的某几天以货币形式留在工人的钱袋中一样。而且这部分社会

剩余价值，并不限于原来构成生产金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那部

分金产品①，而如上所述，决定于上述５００镑产品一般说来按什么

比例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分配，决定于要流通的商品价值②

按什么比例由剩余价值和价值的其他组成部分构成。

但是，不是存在于其他商品中，而是存在于同其他商品并列的

货币中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只是在每年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为实现

剩余价值而进入流通的限度内，才是每年生产的金的一部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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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比例不断作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处在资本家阶级手中的

另一部分货币，却不是每年生产的金的要素，而是以前在国内积累

的货币量的要素。

按照我们的假定，每年生产的金５００镑，正好只够补偿每年磨

损的货币。因此，如果我们只看到这５００镑，而把每年生产的商品

总量中靠以前积累的货币进行流通的部分撇开不说，那末，以商品

形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之所以能在流通中找到自己货币化所需

要的货币，是因为另一方面剩余价值每年以金的形式生产出来。

这对于５００镑金产品的其余部分即补偿预付货币资本的部分来

说，也是适用的。

在这里应当指出两点。

第一，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不论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花掉的剩

余价值，还是他们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和其他生产资本，实

际上都是工人的产品，也就是从事金生产的工人的产品。这些工

人不仅把作为工资“预付”给他们的那部分金产品重新生产出来，

而且把直接表现为资本主义的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金产

品重新生产出来。最后，至于只补偿金生产上预付的不变资本价

值的那部分金产品，它也只是由于工人的每年的劳动，才能以金的

形式①（一般来说，以某一产品的形式）再现出来。在企业开办时，

它原来是资本家以货币形式付出去的。这个货币不是新生产的，

而是社会的流通货币量的一部分。但是，只要它由新的产品，由追

加的金补偿，它就是工人的年产品。资本家方面的预付，在这里也

只是表现为一种形式，因为工人既不是他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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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在生产时又不支配其他工人所生产的生活资料。

第二，至于同每年补偿５００镑无关的，部分地处于贮藏货币形

式，部分地处于流通货币形式的货币总额，那末，它的情形，即它原

来的情形，也必然和这５００镑每年出现的情形完全一样。在这一

节的末尾①，我们还要回过来谈这一点。我们先在这里谈其他几点

意见。

我们在考察周转时已经知道，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

周转期间的长短的变化，按同一规模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货币资本

量也会发生变化。因此，货币流通必须具有相当大的伸缩性，才能

适应周转期间延长和缩短的变化。

我们再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其中包括工作日的长度、强度和生

产率不变，只有价值产品在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

化，不论前者增加，后者减少，还是相反，前者减少，后者增加，这都

不会对流通货币量发生任何影响。即使流通货币量没有任何增加

或减少，这种分配的变化也是会发生的。让我们特别考察一下这

样的场合：工资普遍提高，因而——在假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

率普遍降低，此外，同样按照假定，流通商品量的价值没有发生任

何变化。在这种场合，必须作为可变资本预付的货币资本，即执行

这种职能的货币量，当然会增加。但是，可变资本执行职能所必需

的货币量增加多少，剩余价值就恰好会减少多少，因而，实现剩余

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量也会减少多少。实现商品价值所必需的货币

量，和这个商品价值本身一样，并不会因此受到影响。商品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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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提高了，但是商品的社会生产价格依然不

变。把不变价值部分撇开不说，改变的只是商品生产价格分为工

资和利润的比例。

但是有人会说，可变货币资本的支出增加（当然假定货币价值

不变），意味着工人手里的货币手段量增加。由此产生的结果是，

工人方面对商品的需求会增加。进一步产生的结果是，商品价格

会提高。——或者有人会说，如果工资提高，资本家就会提高他

们的商品价格。——在这两种场合，工资普遍提高，都会引起商

品价格的提高。因此，无论用哪一个方法去说明价格的提高，商品

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都必然会增加。

对第一种说法的回答是：由于工资提高，工人对需求，特别是

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会增加。他们在极小的程度上增加了对奢

侈品的需求，或者说，在极小的程度上产生了对原先不属于他们消

费范围的物品的需求。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的突然的大规模增

加，无疑会立刻使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结果是：在社会资本

中用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部分将增大，用来生产奢侈品的部分

将缩小，因为由于剩余价值的减少，由于资本家对奢侈品需求的减

少，奢侈品的价格将会跌落。反之，如果工人自己购买奢侈品，他

们工资的提高——在购买奢侈品的范围内——并不会使必要生活

资料的价格提高，只会使奢侈品的买者发生变换。奢侈品归工人

消费的数量比以前增加，而归资本家消费的数量则相应地减少。

如此而已。经过几次波动以后，就会有和以前价值相同的商品量

在流通。——至于各种暂时的波动，那末，它们造成的结果不外

是把原来在交易所干投机事业或在国外寻找用途的那种用不上的

货币资本投入国内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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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第二种说法的回答是：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可以随意提

高他们的商品价格，那末，即使在工资没有提高的情况下，他们也

能这样做，而且会这样做。在商品价格跌落的情况下，工资也就永

远不会提高。如果资本家阶级在任何情况下始终可以象他们现在

不过偶尔在一定的、特殊的、所谓局部的情况下所实际做的那样，

利用工资的任何提高作借口，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提高商品价格，

从而把更大的利润放进自己的腰包，那末，资本家阶级就永远不会

反对工联。

硬说因为对奢侈品的需求已经减少（这是由于资本家用于这

方面的购买手段减少，从而他们的需求减少），所以资本家可以提

高奢侈品的价格，这是供求规律的一个非常奇特的应用。如果发

生的不只是奢侈品购买者的变换，即工人代替资本家，——而如果

发生这种变换，工人的需求就不会引起必要生活资料价格的提高，

因为工人既然把增加的那部分工资花费在奢侈品上，就不能花费

在必要的生活资料上，——那末，奢侈品的价格就会因需求减少而

降低。结果是从奢侈品的生产中把资本抽走，直到奢侈品的供应

减少到和它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已经变化的地位相适应的程度为

止。随着它们生产的减少，在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它们的价格会再

提高到正常的水平。一旦这种收缩或这种均衡过程发生了，在生

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的情况下，就会不断地从奢侈品的生产部门中

抽出资本，把这些资本追加到生活资料的生产上，一直到需求满足

时为止。然后再出现平衡，而整个过程的结果是，社会资本，从而

货币资本，会按不同的比例在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

产之间进行分配。

全部非难都是资本家和向他们献媚的经济学家的恐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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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种恐吓提供借口的，是以下三个事实：

１．货币流通的一般规律是：如果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提

高，——不论价格总额的这种增加是发生在同一个商品量上，还是

发生在一个已经增大的商品量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流通货币的量就会增大。因此，结果和原因相混了。工资随着必要

生活资料价格的提高而提高（虽然按比例提高的现象是罕见的，仅

仅是例外）。工资提高是商品价格提高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

２．在工资部分提高或者说局部提高的情况下，即工资仅仅在

个别生产部门中提高的情况下，这些部门的产品的价格可以因此

发生局部的提高。但是，就连这一点也取决于许多情况：例如，在

这些部门，工资不是特别低，因而利润率也不是特别高；这些商品

的市场不会因价格上涨而缩小（因此，它们价格的提高，不需要它

们供给的预先缩减），等等。

３．在工资普遍提高时，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在可变资本占优

势的产业部门将会上涨，但在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占优势的产业

部门将会下跌。

简单商品流通的研究（第１卷第３章第２节）已经表明，虽然

在任何一定量的商品的流通中，这一定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转

瞬即逝的，但是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货币从一个人手中消失，必

然会在另一个人手中出现，因此，不仅商品首先到处互相交换或互

相代替，而且这种代替还以货币的到处沉淀作为媒介，和货币沉淀

同时发生。“一个商品由另一个商品代替，而货币商品留在第三人

手中。流通不断地把货币象汗一样渗出来。”（第１卷第９２页７０）在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这同一个事实是这样表现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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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存在，一部分剩余价值同样以货币

形式不断地处于它的所有者手中。

撇开这一点不说，货币的循环，即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作为

资本周转的要素，是一种和货币的流通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现

象。（３３）货币的流通表示货币经过一系列人的手而不断地离开起点

（第１卷第９４页７１）。不过，资本周转的加速本身就包含着货币流

通的加速。

首先，就可变资本来说：如果一个５００镑的货币资本以可变资

本的形式每年周转十次，那末，很明显，流通货币量的这个部分使

十倍于它的价值额＝５０００镑流通。它每年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流

通十次。流通货币量的这同一个部分在一年内十次付给工人，而

又十次被工人用来支付。如果在生产规模不变时这个可变资本每

年周转一次，那末，就仅仅进行一次５０００镑的流通。

其次，假定流动资本的不变部分＝１０００镑。如果这个资本每

年周转十次，那末，资本家在一年内就会把他的商品，从而把商品

价值的不变流动部分卖出十次。流通货币量的这个部分（＝１０００

（３３） 虽然重农学派仍然把这两种现象混为一谈，但还是他们最早强调指出，货

币流回到起点是资本流通的本质的形式，是促成再生产的流通的形式。“看一看《经济

表》，你们就会知道，其他阶级用来向生产阶级购买产品的货币，是生产阶级给予的；但

在其他阶级下一年再向生产阶级进行同样的购买时，他们会把这种货币还给生产阶级

…… 因此，在这里，你们看到的只是支出的循环：支出之后接着是再生产，再生产之

后又是支出。这个循环，是以那种计算支出和再生产的货币流通作为媒介进行的。”（魁

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第１部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资本的不断预付和不断流回，就是人们称之为货币流通的东西。这种有用的和有成效

的流通，赋予社会的一切劳动以生气，维持政治机体的运动和生命。人们完全有理由把

这种流通比作动物躯体内的血液循环。”（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德

尔编《全集》第１卷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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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在一年内就有十次从它的所有者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这就

是这个货币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的十次换位。其次，

资本家每年购买十次生产资料；这又使货币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

个人手里流通了十次。产业资本家用１０００镑货币卖出价值１００００

镑的商品，又买进价值１００００镑的商品。由于１０００镑货币的二十

次流通，就使２００００镑的商品储备得以流通。

最后，在周转加速时，实现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货币也会流通得

更快。

但是，反过来，货币流通的加快，不一定包含资本周转的加快，

因而不一定包含货币周转的加快，也就是说，不一定包含再生产过

程的缩短和它的更新的加速。

只要用同一货币量完成较大量的交易，货币流通就会加快。

在资本再生产期间相同的情况下，由于货币流通的技术设施的变

化，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其次，有货币流通但它不表现实际商品

交换的那种交易，例如交易所里的买空卖空等等，可以在数量上增

加。另一方面也可以完全不要货币流通。例如，在农场主自己就是

土地所有者时，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就不会有货币流通，

在产业资本家自己就是资本的所有者时，产业资本家和债主之间

也不会有货币流通。

至于贮藏货币最初如何在一个国家里形成，这种贮藏货币又

如何为少数人所占有，这个问题无需在这里进一步研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的基础是雇佣劳动，工人的报酬是

用货币支付的，并且实物报酬一般已转化为货币报酬——只有在

国内现有的货币量足以适应流通和由流通决定的货币贮藏（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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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等）的需要的地方，才能够得到较大规模的、比较深入和充分的

发展。这是历史的前提，虽然我们不能把这一点理解为，必须先有

充足的贮藏货币，然后才开始有资本主义生产。应当说，资本主义

生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一就是贵金属有足够

的供给。因此，十六世纪以来贵金属供给的增加，在资本主义生产

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问题涉及到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须进一步供给货币材料，那末，一方面以产

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没有该产品转化为货币所需

要的货币，另一方面以金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时，不需要

事先由产品转化为货币。

要转化为货币的追加商品会找到必要的货币量，因为另一方

面要转化为商品的追加的金（和银）可以不通过交换，而通过生产

本身投入流通。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如果积累以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形式发生，那末很明显，它对

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首先，就追加生产资本执行职能所需要的追加货币资本来说，

它是由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提供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是作

为货币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由资本家投入流通的。

货币已经在资本家手中。只是它的用法不同而已。

但是，现在由于有了追加的生产资本，就会有追加的商品量作

为这个资本的产品投入流通。与此同时，为实现这个追加商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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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需要的一部分追加货币也会投入流通，不过以这个商品量的价

值和生产它们所耗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相等为限。这个追加的货

币量是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预付的，所以会通过资本的周转流回

到资本家手里。因此，这里又出现了和上面一样的问题。用以实现

现在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追加剩余价值的追加货币从何而来？

总的答复还是一样。流通商品量的价格总额之所以增加，并

不是因为一定量商品的价格已经提高，而是因为现在流通的商品

量大于以前流通的商品量，而这个差额又没有为价格的降低所抵

销。要取得这个具有较大价值的较大的商品量所需要的追加货

币，就必须或者更多地节约流通货币量，——要末使支付等等互相

抵销，要末加速同一个货币的流通，——或者把货币由贮藏形式转

化为流通形式。后一点不仅包括闲置的货币资本转而执行购买手

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也不仅包括已经作为准备金执行职能的货

币资本在对它的所有者执行准备金的职能的同时，对社会来说实

际上是处在流通中（例如不断地贷出的银行存款），从而执行着双

重的职能；而且还包括节约停滞的铸币准备金。

“货币要作为铸币而不断地流动，铸币就必须不断地凝结为货

币。铸币的不断流通，以铸币的或多或少的一部分不断停顿下来

成为铸币准备金为条件，这种准备金在流通内部到处发生，同时成

为流通的条件，这个准备金的形成、分配、消失和恢复经常更替着，

它的存在不断消失，它的消失不断存在。关于铸币变货币、货币变

铸币的这种不息的转化，亚当·斯密这样说过：每一个商品所有者

除了他所出卖的特殊商品之外，必须经常准备一定数额用于购买

的一般商品。我们知道，在Ｗ—Ｇ—Ｗ 的流通中，第二个环节Ｇ—

Ｗ 分裂为许多次买，它们在时间上不是一下完成，而是先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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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Ｇ的一部分作为铸币而流通，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而停

留。货币在这里实际上不过是暂歇的铸币，流通中的铸币总量的

各个组成部分，总是时而以这种形式，时而以那种形式交替出现。

因此，流通手段变成货币的这个第一种转化，仅仅是货币流通本身

的一个技术因素。”（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版第

１０５、１０６页７２。——和货币相对立的“铸币”，在这里是指仅仅执行

流通手段职能，而不执行其他职能的货币。）

如果采用所有这些方法还不够，那就必须进行追加的金的生

产，或者——其结果一样——用一部分追加产品同贵金属出产国

的产品即金直接地或间接地进行交换。

每年耗费在金银这种流通工具的生产上的劳动力和社会生产

资料的总量，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任

何生产方式来说，是一项巨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非生产费用，会

相应地使一定量可能的追加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即一定量实际

财富，不能供社会利用。在生产规模不变或者生产扩大程度不变

时，只要这个昂贵的流通机器的费用减少，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就会

提高。所以，只要那些和信用制度一起发展的辅助工具发生这种

作用，它们就会直接增加资本主义的财富，这或者是因为大部分社

会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因此会在没有实在的货币的参与下完成，

或者是因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货币量的作用能力会提高。

这样也就解决了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即资本主义生产按它

现在的规模，没有信用制度（甚至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只有金属

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相反，它会受到贵金属生产的规

模的限制。另一方面，我们对于信用制度在它支配或使用货币资

本时所具有的生产力，也不应该有任何神秘的观念。对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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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进一步说明，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现在要考察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说，没有发生实际的积

累，即没有直接扩大生产规模，但一部分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会在

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作为货币准备金积累起来，以便以后转化为生

产资本。

只要这样积累起来的货币是追加货币，事情就是不言而喻的。

这种货币可以只是从金的出产国进口的多余的金的一部分。这里

应该指出，为进口金而用去的国民产品已经不再存在于国内了。

它为交换金而运往国外了。

反之，假定国内的货币量还是和以前一样，已经积累和正在积

累的货币就是从流通中流出来的；只是它的职能改变了。它从流

通的货币转化为逐渐形成的、潜在的货币资本了。

这里积累的货币，是已经出售的商品的货币形式，并且是对商

品所有者来说表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货币形式（假

定这里没有信用制度）。积累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是相应地卖而不

买。

如果只是把这个过程看作是局部现象，那就不需要作什么说

明了。一部分资本家把出售产品所得的一部分货币保留起来，不

用它从市场上取出产品。相反，另一部分资本家却把他的除了不

断返回的、为生产经营所必要的货币资本以外的货币全部转化为

产品。作为剩余价值的承担者投入市场的那部分产品，是由生产

资料或可变资本的现实要素（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因此，它可

以立即用来扩大生产。因为这里不是假定，一部分资本家积累货

币资本，另一部分资本家则把剩余价值全部花掉，而只是假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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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本家以货币形式进行积累，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另一部分

资本家则从事实际的积累，即扩大生产规模，实际扩大他们的生产

资本。即使一部分资本家积累货币、另一部分资本家扩大生产规

模是交替进行的，现有的货币量仍然足以满足流通的需要。此外，

单方面的货币积累，也可以不用现金，而只是用债权的积累来进

行。

但是，如果我们的前提不是资本家阶级的局部的货币资本积

累，而是它的普遍的货币资本积累，那末，困难就会发生了。按照

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唯一的统治，除了

资本家阶级外，只有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所购买的全部物品，等于

他们的工资的总和，等于整个资本家阶级预付的可变资本的总和。

通过资本家阶级把他们的产品卖给工人阶级，这些货币流回到资

本家阶级手里。因此，他们的可变资本再取得了货币形式。假定可

变资本的总和＝ｘ×１００镑，即等于一年内使用的（不是预付的）可

变资本的总和。这个可变资本价值根据周转速度在一年内要预付

多少货币，与现在考察的问题无关。资本家阶级用这个ｘ×１００镑

资本来购买一定量的劳动力，即对一定人数的工人支付工资，这是

第一次交易。工人用这个金额向资本家购买一定量商品，因此，同

一个ｘ×１００镑又流回到资本家手里，这是第二次交易。而这是不

断反复进行的。工人阶级无论如何不能用ｘ×１００镑购买代表不

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更不用说购买代表资本家阶级剩余价值的

那部分产品。工人用这ｘ×１００镑总是只能购买社会产品中的这

样一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和代表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价

值相等。

这种全面的货币积累只是表示追加的进口贵金属在各单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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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之间的分配，而不管分配的比例如何；撇开这个情况不说，整

个资本家阶级要怎样才能把货币积累起来呢？

他们全体都必须出售自己产品的一部分，而不再购买。至于

说他们全体都有一定的货币基金，作为他们购买消费品的流通手

段投入流通，其中又有一部分从流通中再回到他们每个人手里，那

是一点也不神秘的。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货币基金恰恰是作

为剩余价值货币化所造成的流通基金存在的，而决不是作为潜在

的货币资本存在的。

如果按实际情况进行考察，为了以后的使用而积累的潜在的

货币资本有以下几项：

１．银行存款。银行实际支配的，是一个较小的货币额。这里仅

仅在名义上积累了货币资本。实际积累的，是货币索取权，它们之

所以会转化为货币（在它们一旦转化为货币时），只是因为在提取

的货币和存入的货币之间出现平衡。在银行手中掌握的货币相对

地说只是一笔很小的金额。

２．公债券。这根本不是资本，而是对一国年产品的债权。

３．股票。如果没有欺诈，它们就是对一个股份公司拥有的实

际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和索取每年由此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凭证。

在所有这些场合，都没有货币的积累，而是一方面表现为货币

资本的积累，另一方面表现为不断的实际的货币支出。至于这个

货币究竟由它的所有者支出，还是由其他人，由他的债务人支出，

这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贮藏货币本身从来不是目的，而是

结果，或者是流通停滞的结果（这时会有比通常更多的货币量采取

贮藏货币的形式），或者是由资本周转决定的积累的结果；或者，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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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贮藏货币仅仅是暂时以潜在的形式形成的货币资本，用来执行

生产资本的职能。

因此，如果一方面从流通中取出了以货币形式实现的剩余价

值的一部分，把它作为贮藏货币积累起来，那末，同时会不断地把

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转化为生产资本。除了追加的贵金属在资本

家阶级之间的分配以外，从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发生货币形式

的积累。

对于年产品中以商品形式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所说的，也完

全适用于年产品的其他部分。后者的流通需要一定量的货币。这

个货币量，和每年生产的代表剩余价值的商品量一样，属于资本家

阶级。这个货币量最初是由资本家阶级自己投入流通的。它通过

流通本身不断地在他们中间重新分配。和一般铸币流通一样，这

个货币量的一部分会在这个或那个地方停滞下来，而另一部分则

不断流通。关于这种积累的一部分是否有意形成货币资本，这并

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

在这里把下面这种现象撇开不说：由于流通中的各种冒险行

为，一个资本家夺取了其他资本家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夺取了

他们的一部分资本，因此，在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上发生了片面的

积累和集中。例如，Ａ攫取的并作为货币资本积累的一部分剩余

价值，可以是Ｂ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这部分剩余价值不会流回到Ｂ

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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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第十八章（３４）

导   言

．研究的对象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资本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商品产品，它的决定性动机是生产剩余价值。

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也包括真正

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这个循环，作为

周期性的过程，即经过一定期间不断地重新反复的过程，形成资本

的周转。

无论我们考察的是Ｇ…Ｇ′形式的循环，还是Ｐ…Ｐ形式的循

环，直接生产过程Ｐ本身始终只是这个循环的一个环节。在前一

种形式中，它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在后一种形式中，流通过程

表现为它的媒介。它的不断更新，资本作为生产资本的不断再现，

（３４） 采自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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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两种场合，都以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转化为条件。另一方面，

不断更新的生产过程，是资本在流通领域不断地重新完成各种转

化的条件，是资本交替地表现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条件。

但是，正如每一单个资本家只是资本家阶级的一个分子一样，

每一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一个独立的、可以说赋有个体生

命的部分。社会资本的运动，由社会资本的各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的总和，即各个单个资本的周转的总和构成。正如单个商品的形

态变化是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序列——商品流通——的一个环节

一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它的周转，是社会资本循环中的一个

环节。

这个总过程，既包含生产消费（直接的生产过程）和作为其媒

介的形式转化（从物质方面考察，就是交换），也包含个人消费和作

为其媒介的形式转化或交换。一方面，它包含可变资本向劳动力

的转化，从而包含劳动力的并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这里，工人

是他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家是这种商品的买者。另一

方面，商品的出售，包含工人阶级对商品的购买，也就是说，包含工

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这里，工人阶级是买者，资本家是向工人出

售商品的卖者。

商品资本的流通，还包含剩余价值的流通，从而也包含对资本

家的个人消费，即对剩余价值的消费起媒介作用的买和卖。

因此，各个单个资本综合而成的社会资本的循环，也就是说，

就社会资本的总体来考察的循环，不仅包括资本的流通，而且也包

括一般的商品流通。后者本来只能由两部分构成：１．资本本身的

循环；２．进入个人消费的商品的循环，也就是工人用工资，资本家

用剩余价值（或其中的一部分）购买的那些商品的循环。当然，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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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循环也包括剩余价值的流通，因为剩余价值构成商品资本的

一部分，而且还包括可变资本向劳动力的转化，工资的支付。但

是，这个剩余价值和工资耗费在商品上，并不构成资本流通的环

节，虽然至少工资的耗费是这个流通所不可缺少的。

在本书第一卷，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既作为孤立过程，

又作为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我们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本

身的生产。资本在流通领域所经历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被假定

为前提，而没有进一步加以论述。我们假定，一方面，资本家按照

产品的价值出售产品；另一方面，他在流通领域找到使过程重新开

始或连续进行所必需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我们在那里需要考察

的流通领域中的唯一行为，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的劳

动力的买和卖。

在本卷的第一篇，我们考察了资本在它的循环中所采取的不

同的形式和这个循环本身的各种形式。除了第一卷所考察的劳动

时间，现在又加上了流通时间。

在第二篇，循环是作为周期的循环，也就是作为周转来考察

的。这里一方面指出了，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

本）怎样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完成各种形式的循环；另一方

面又研究了决定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长短不同的各种情况。我们

还指出了，循环期间及其组成部分的不同比例，对生产过程本身的

范围和年剩余价值率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第一篇主要是考察

资本在它的循环中不断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各种形式，而第二篇

研究的，是在各种形式的这种运动和相继更替中，一定量的资本怎

样同时（尽管按不同的比例）分成生产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

这些不同的形式，以致不仅这些形式互相交替，而且总资本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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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部分也不断地并存于这些不同的状态中，并执行职能。特别

是货币资本表示出一种在第一卷里没有讲过的特性。在这里揭示

了一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一定量资本的大小不等的组成部分，

必须按照周转的条件，不断地以货币资本的形式预付和更新，以便

使一个定量的生产资本能够不断地执行职能。

但是在第一篇和第二篇，我们考察的，始终只是单个资本，只

是社会资本中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但是，各个单个资本的循环是互相交错的，是互为前提、互为

条件的，而且正是在这种交错中形成社会总资本的运动。在简单

商品流通中，一个商品的总形态变化表现为商品世界形态变化系

列的一个环节，同样，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现在则表现为社会资本

形态变化系列的一个环节。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

本的流通，——因为它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

但如上所述，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

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

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形式），也就

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货币资本的作用

｛虽然下面阐述的内容属于本篇的后面部分，但我们还是想立

即在这里研究一下，就是说，把货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个组

成部分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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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单个资本的周转时，货币资本显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它是每个单个资本登上舞台，作为资本开始它的过程的

形式。因此，它表现为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

第二，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和周转期间两个组成部分

——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的比例不同，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

预付和更新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价值与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本即连续

进行的生产的规模之间的比例，也就不同。但不管这个比例如何，

能够不断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那部分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总

是受必须不断以货币形式与生产资本同时存在的那部分预付资本

价值的限制。这里说的只是正常的周转，一个抽象的平均数。为消

除流通的停滞而追加的货币资本是撇开不说的。

关于第一点。商品生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而商品流通又以

商品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这种

二重化，是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同样，资本主义的商品生

产，——无论是社会地考察还是个别地考察，——要求货币形式的

资本或货币资本作为每一个新开办的企业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

动力。特别是流动资本，要求货币资本作为动力经过一段短时间

不断地反复出现。全部预付资本价值，即资本的一切由商品构成

的部分——劳动力、劳动资料和生产材料，都必须不断地用货币一

再购买。在这里，就单个资本说是如此，就社会资本说也是如此，

后者不过是以许多单个资本的形式执行职能。但是正如第一卷已

经指出的，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执行职能的范围，生产的

规模——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其绝对的界限来说，是

由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大小决定的。

并入资本中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扩大，在一定的界限之内，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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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预付货币资本的量。在劳动力的报酬相同时，可以从外延

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劳动力的剥削。如果货币资本随着这种剥

削的加强而增加（即如果工资提高），那末，它也不是和这种剥削成

比例地增加的，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生产上利用的自然物质，如土地、海洋、矿山、森林等等，不是

资本的价值要素。只要提高原有劳动力的紧张程度，不增加预付

货币资本，就可以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这种自然物质的

利用。这样，生产资本的现实要素增加了，而无需追加货币资本。

如果由于追加辅助材料而必须追加货币资本，那末，资本价值借以

预付的货币资本，也不是和生产资本效能的扩大成比例地增加的，

因而，根本不是相应地增加的。

同一些劳动资料，也就是同一固定资本，可以用延长每天的使

用时间的办法，也可以用增加使用强度的办法，更有效地加以利

用，而无需为固定资本追加货币支出。这时，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

加快了，可是它的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也更迅速地提供出来。

撇开自然物质不说，各种不费分文的自然力，也可以作为要

素，以或大或小的效能并入生产过程。它们发挥效能的程度，取决

于各种方法和科学进步，这些也是不花费资本家分文的。

关于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和各个单个工人积累起

来的熟练程度，情况也是如此。凯里推算出，土地所有者从来没有

得到足够的报酬，因为支付给他的，并不是自古以来为使土地具有

现在这样的生产能力而投下的全部资本或劳动。（当然不提从土地

掠夺去的生产能力。）根据这种算法，对单个工人就必须按照整个

人类为把一个野蛮人造就成一个现代的机器工人所花费的劳动，

来支付报酬了。正好相反，我们倒是应该这样说：如果把投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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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一切没有报酬的、但已被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转化为货币的

劳动计算一下，那末，全部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已经一再以高额的利

息偿还了，土地所有权也早就一再被社会赎买回来了。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如果不包含资本价值的追加支出，当然首

先只是增加产品的量，而不是增加产品的价值，除非它能够用同量

的劳动把更多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从而把更多不变资本的价

值保存下来。但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形成新的资本材料，从

而形成资本积累扩大的基础。

社会劳动组织本身，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要求生产大

规模地进行，从而要求单个资本家预付大量货币资本。关于这一

点，如第一卷已经指出的７３，这部分地是通过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

集中实现的，而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量，从而表现这些价值的预

付货币资本的量，并不需要绝对地增大。单个资本的量可以通过

这些资本在少数人手中的集中来增大，而它们的社会总额并没有

增大。这只是改变各个单个资本的分配而已。

最后，上一篇已经指出，通过周转期间的缩短，能用较少的货

币资本推动同一的生产资本，或者能用同一的货币资本推动较多

的生产资本。

但是，这一切显然和真正的货币资本问题无关。这只是表明，

预付资本——一个既定的价值额，它在它的自由形式上，在它的价

值形式上，是由一定的货币额构成的——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后，

包含着生产的潜力，这些潜力的界限，不是由这个预付资本的价值

界限规定的，这些潜力能够在一定的活动范围之内，在外延方面或

内含方面按不同程度发挥作用。如果生产要素——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的价格是已定的，那末，购买一定数量的以商品形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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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些生产要素所必需的货币资本量，也是确定的。或者说，要预

付的资本的价值量是确定的。但这个资本作为价值形成要素和产

品形成要素的作用大小是可以伸缩，可以变化的。

关于第二点。社会劳动和生产资料每年都必须有一部分用来

生产或购买货币，以补偿磨损掉的铸币。不言而喻，这对社会生产

的规模相应地是一种削减。但是，至于那个部分地充当流通手段，

部分地充当贮藏货币的货币价值，那末，既然它已经存在，已经取

得，它就同劳动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和财富的自然源泉并存。

不能把这种货币价值看成是限制这些东西的。通过它转化为生产

要素，通过它和外国进行交换，生产规模就能扩大。但这以货币依

旧起世界货币的作用为前提。

由于周转期间的长短不同，推动生产资本所必要的货币资本

量也就有大有小。我们还知道，周转期间划分为劳动时间和流通

时间，就要求增加那种在货币形式上潜在的或暂歇的资本。

周转期间，就它由劳动期间的长度决定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

的情况下，由生产过程的物质性质所决定，因此，不是由这个生产

过程的特殊的社会性质所决定。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历时较长范围较广的事业，要求在较长时间内预付较大量的货币

资本。所以，这一类领域里的生产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拥有的货币

资本的界限。这个限制被信用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

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

顿，而这类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有些事业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

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而另一些生产部门不仅在一年间

不断地或者多次地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且也提供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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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资料。在社会公有的生产的基础上，必须确定前者按什么

规模进行，才不致有损于后者。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和在资本主

义的生产中一样，在劳动期间较短的生产部门，工人将照旧只在较

短时间内取走产品而不提供产品；在劳动期间长的生产部门，则在

提供产品之前，在较长时间内不断取走产品。因此，这种情况是由

各该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造成的，而不是由这个过程的社会形式

造成的。在社会公有的生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

力和生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生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凭

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走一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

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我们知道，如果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劳动期间的持续所引

起的，那末，这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第一，货币一般地说是每一单

个资本（撇开信贷不说）为了转化成生产资本所必须采取的形式；

这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由一般商品生产的性质引起

的。——第二，必要的预付货币量的产生，是由于在较长时间内不

断从社会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却不向社会提

供任何可以再转化为货币的产品。第一种情况，即要预付的资本必

须以货币形式预付，并不会由于这个货币本身的形式——不论是

金属货币、信用货币、价值符号或其他等等——而消除。第二种情

况也决不会由于通过哪一种货币媒介或通过哪一种生产形式取走

劳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却不把等价物投回流通，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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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３５）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重农学派

魁奈的《经济表》用几根粗线条表明，国民生产的具有一定价

值的年产品怎样通过流通进行分配，才能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使它的简单再生产即原有规模的再生产进行下去。上一年度

的收获，当然构成生产期间的起点。无数单个的流通行为，从一开

始就被综合成为它们的具有社会特征的大量运动，——几个巨大

的、职能上确定的、经济的社会阶级之间的流通。在这里，我们感

兴趣的是：总产品的一部分，——它和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一

样，作为使用物品，是过去一年劳动的新的结果，——同时只是以

同一实物形式再现的原有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不流通，而是留

在它的生产者租地农场主阶级手里，以便在那里重新充当资本。

魁奈还把一些无关的要素包括在年产品的这个不变资本部分中，

但是他把握住了问题的实质，这要归功于他的有限的眼界，即认为

农业是使用人类劳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领域，就是说，从资本

主义的观点看，是唯一的真正生产的领域。经济的再生产过程，不

（３５） 这里第 稿开始。

８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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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它的特殊的社会性质如何，在这个部门（农业）内，总是同一个自

然的再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后者的显而易见的条件，会阐明前

者的条件，并且会排除只是由流通幻影引起的思想混乱。

一种理论体系的标记不同于其他商品的标记的地方，也在于

它不仅欺骗买者，而且也往往欺骗卖者。魁奈本人和他的最亲近

的门生，都相信他们的封建招牌。直到现在，我们的学究们也还是

如此。然而在实际上，重农主义体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

系统的理解。产业资本的代表——租地农场主阶级——指导着全

部经济运动。农业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就是说，作为大规模的资

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企业经营；土地的直接耕作者是雇佣工人。

生产不仅创造使用物品，而且也创造它们的价值；而生产的动机是

获得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出生地是生产领域，不是流通领域。在

作为以流通为媒介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承担者的三个阶级中，“生

产”劳动的直接剥削者，剩余价值的生产者，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

主，和那些剩余价值的单纯占有者区别开来了。７４

还在重农主义体系的全盛时期，这种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就

已经一方面引起了兰盖和马布利的反对，另一方面引起了自由小

土地所有制的辩护者们的反对。

亚·斯密在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上的退步（３６）之所以更加明显，

是因为他在其他方面不仅对魁奈的正确分析作了进一步的加工，

例如把魁奈的“原预付”和“年预付”普遍化，说成是“固定”资本和

“流动”资本（３７），而且在某些地方，完全重犯了重农学派的错误。

（３６） 《资本论》第２版第１卷第６１２页注３２。７５

（３７） 在这一点上，也有几位重农主义者，首先是杜尔哥，曾经为他开路。杜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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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为了证明租地农场主比任何其他种类的资本家生产更大的

价值，他说：

“没有任何等量资本，比租地农场主的等量资本，能推动数量更大的生产

劳动。不仅他的雇工是生产工人，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工人。｛这对雇工是

一个多么好听的赞语啊！｝在农业中，自然也和人一起劳动；虽然自然的劳动

不需任何费用，但是它的产品，和费用最大的工人的产品一样，仍然具有它的

价值。农业中最重要的工作，看来与其说是为了增加自然的肥力，——虽然

它也这样做，——不如说是要使用自然的肥力来生产对人类最有用的植物。

杂草丛生的原野，往往可以提供和精心耕作的葡萄园或庄稼地同样多的植

物。栽培和耕作往往更多地是调节而不是促进自然的能动的肥力；并且在完

成这一切劳动之后，总会留下许多工作让自然去做。因此，农业中使用的工

人和役畜〈！〉，象制造业中的工人那样，不仅再生产一个等于他们自己消费的

价值，或等于使用他们的资本连同资本家的利润的价值；而且还再生产一个

更大得多的价值。除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和他的全部利润之外，他们还经常再

生产出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地租可以看作是土地所有者租给租地农场主使

用的各种自然力的产物。地租多少，要看设想的各种自然力的大小而定，换

句话说，要看设想的土地的自然肥力或人为肥力而定。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

切可以看作人工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产物。它很少少于总产品

的四分之一，而常常多于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制造业中使用的等量生产劳

动，决不可能引起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自然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

是人做的；并且再生产必须始终和实行再生产的当事人的力量成比例。因

此，投于农业的资本，与制造业中使用的任何一个等量资本相比，不仅推动数

量较大的生产劳动，而且按照它所使用的生产劳动的量，把一个更大得多的

价值，加到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去，加到该国居民的现实财富

和收入中去。”（第２篇第５章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已经比魁奈和其他重农主义者更经常地使用“资本”一词来代替“预付”；并且更加把制

造业主的预付或资本和租地农场主的预付或资本等同看待。例如：“和那些人〈制造业

主〉一样，他们〈租地农场主，即资本主义的租地农场主〉除了流回的资本，还必须得到

……”（《杜尔哥全集》，德尔编，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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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斯密在第二篇第一章中说：

“种子的全部价值，在本来的意义上，也是固定资本。”

因此在这里，资本＝资本价值；它以“固定”的形式存在。

“虽然种子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实际上并

没有进入流通。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不是靠种子的出售，而是靠种子的繁

殖。”（第１８６页）

在这里，局限性在于，斯密没有象魁奈已经看到的那样，看到

不变资本价值以更新的形式再现出来，因而看不到再生产过程的

一个重要因素，他只是为他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多提出

了一个例证，而且是一个错误的例证。——斯密把“原预付”和

“年预付”换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进步之处在于“资本”这

个名词，他使资本这个概念普遍化，摆脱了重农学派特别注意把它

应用于“农业”领域这种情况；退步之处在于把“固定”和“流动”理

解为决定性的区别，并且坚持不变。

．亚当·斯密

１．斯密的一般观点

亚·斯密在第一篇第六章第４２页上说：

“在每一个社会中，每一种商品的价格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工资、

利润、地租〉之一，或三者全体；并且在每一个进步的社会中，这三者都多少不

等地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去”（３８）；或者，象他接下去

（３８） 为了使读者对“绝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一语不致迷惑不解，可以用下面这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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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４３页上说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

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

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的”或“一切交换价值的组成部分”这

一学说，我们以后还要进一步研究。——他还说：

“既然就每一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那末，就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

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品的

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

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

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第２篇第２章第１９０页）

亚·斯密就是这样把一切个别考察的商品的价格和“每一个

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全部价格或交换价值”，分解为

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的三个源泉，即分解为工

资、利润和地租，在这之后，他还是不得不迂回曲折地把第四个要

素，即资本的要素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通过划分总收入和纯收

入的区别来达到的。

“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纯

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后，余

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或者说，是他们可以列入消费储备的部分，即用于生活

和享乐而不侵占资本的部分。他们的实际财富同样不是和他们的总收入，而

是和他们的纯收入成比例的。”（同上，第１９０页）

对此我们评述如下：

１．亚·斯密在这里显然只是考察简单再生产，而不是考察规

句话来说明亚·斯密本人是怎样解释的：例如，在海鱼的价格中，没有加入地租，而只

加入工资和利润；在苏格兰玛瑙的价格中，只加入工资。他说：“在苏格兰的一些地区，

贫民以在海滨捡拾各种色彩的通称苏格兰玛瑙的小石子为业。石雕业主付给他们的小

石子的价格，只由他们的工资构成，因为地租和利润都不形成这种价格的任何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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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他所说的只是为维持执行职能的资本的

支出。“纯”收入等于年产品——不管是社会的还是单个资本家的

年产品——中可以加入“消费基金”的部分，不过这个基金的数量

不能侵占执行职能的资本。因此，个人的产品和社会的产品，都有

一个价值部分既不分解为工资，也不分解为利润或地租，而是分解

为资本。

２．亚·斯密借助“总收入”和“纯收入”的区别这个名词游戏，

背弃了自己的理论。单个资本家，和整个资本家阶级或所谓的国

民一样，得到商品产品来代替生产中消费掉的资本。这个商品产

品的价值，——它可以表现为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比例部分，——

一方面补偿用掉的资本价值，因此形成收入，或按原来的用词，就

是形成《Ｒｅｖｅｎｕｅ》（《ｒｅｖｅｎｕ》是动词《ｒｅｖｅｎｉｒ》的分词，意思是“回

来”），但要注意，这是资本收入；另一方面，形成几个价值组成部

分，它们“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

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们占有的土地的地

租”——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收入。按照这种观点，全部产

品的价值，无论是单个资本家的还是全国的，都会形成某个人的收

入；不过一方面是资本收入，另一方面是与此不同的“收入”。因此，

在把商品价值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时除掉的东西，就又从后门

——通过“收入”这个名词的双重含义——引了进来。但是，只有

那些已经存在于产品中的价值组成部分，才能够被“收入”。资本要

作为收入拿回来，它就必须事先被用掉。

亚·斯密还说：

“最低的普通利润率，除了要足以补偿资本在各种使用中不时遇到的损

失以外，总还要有些剩余。只有这个余额才是纯利润或净利润。”

３０４第十九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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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个资本家把利润理解为必要的资本支出？｝

“人们所说的总利润，往往不仅包括这个余额，而且也包括为补偿这种意

外损失而保留的部分。”（第１篇第９章第７２页）

这不过是说，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总利润的一部分，必须形

成一个生产保险基金。这个保险基金是由一部分剩余劳动创造出

来的，就这一点说，剩余劳动直接生产资本，就是说，直接生产那种

要用在再生产上的基金。至于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等等（见以

上引文），那末，用新的固定资本补偿消费掉的固定资本，并不是什

么新的投资，而仅仅是旧资本价值以新的形式更新。至于固定资

本的修理，亚·斯密把它也算在维持费用之内，那末，这种费用也

应算在预付资本的价格中。资本家无需一次支出这种费用，他只

是根据资本执行职能期间的需要逐渐地支出，并且可以用已经赚

得的利润支出，这个事实并不改变这个利润的源泉。产生这个利

润的价值组成部分，只是证明，工人既为保险基金，也为修理基金

提供剩余劳动。

然后亚·斯密告诉我们说，要从纯收入即特殊意义上的收入

中，排除掉全部固定资本，也要排除掉维修和更新固定资本所必需

的全部流动资本，实际上就是要排除掉一切不是处于用作消费基

金的实物形式的资本。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

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所必需的原料，还是为使这些原料转化为适当

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这种

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种劳动的工人，可

以把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的消费储备上。但是，在其他各种

劳动中，价格｛即为这种劳动支付的工资｝和产品｛这种劳动体现在其中｝二者

都加入这个消费储备；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

４０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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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

品。”（第２篇第２章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亚·斯密在这里碰上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区别，即生产生产资

料的工人和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之间的区别。在前者的商品

产品的价值中，有一个组成部分和工资总额相等，即和为购买劳动

力所耗费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就它的物体形态

说，是作为这种工人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一定部分而存在的。他

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形成他们的收入，但是他们的劳动，既

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别人生产出可供消费的产品。因此，这些产

品本身并不形成用来提供社会消费基金（“纯收入”只能在其中实

现）的那部分年产品的任何要素。这里亚·斯密忘记加上一句：工

资是如此，生产资料价值中在利润和地租的范畴下作为剩余价值

（首先）成为产业资本家的收入的组成部分，同样也是如此。这些

价值组成部分也存在于生产资料中，存在于不能消费的物品中；它

们在转化为货币之后，才能在第二类工人所生产的消费资料中，取

出一个同它们的价格相当的数量，转入它们的所有者的个人消费

基金。但是，亚·斯密尤其应该知道，在每年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

值中，有一部分和在这个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用来

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也就是和这个生产领

域内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相等，这部分价值不仅由于它借以存

在的实物形式，而且也由于它的资本职能，绝对不可能成为任何形

成“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关于第二类工人，即直接生产消费资料的工人，亚·斯密的规

定是不十分确切的。他说，在这种劳动中，劳动的价格和产品，二

者都加入直接消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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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即作为工资得到的货币〉加入工人的消费储备，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

的消费储备，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

品”。

但是，工人不能用他的劳动的“价格”，即作为他的工资支付给

他的货币来过活；他要使这个货币得到实现，即用这个货币来购买

消费资料。这种消费资料，有一部分可能是由他自己生产的商品

构成。另一方面，他自己的产品，也可能是只供剥削劳动的人消费

的产品。

亚·斯密这样把固定资本从一个国家的“纯收入”中完全排除

掉之后，接着说道：

“虽然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这样必须从社会的纯收入中排除掉，但

维持流动资本的费用却不是这样。在流动资本由以构成的四部分即货币、生

活资料、原料和成品中，我们讲过，后面三部分有规则地从流动资本中取出，

或者转化为社会的固定资本，或者转化为用作直接消费的储备。不用来维持

前者｛固定资本｝的那部分可供消费的物品，则全部加入后者｛用作直接消费

的储备｝，成为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此，这三部分流动资本的维持从社会

纯收入中减去的数量，不外就是年产品中必须用来维持固定资本的部分。”

（第２篇第２章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不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那部分流动资本，加入消费资料的生

产，也就是加入用来形成社会消费基金的那部分年产品，这种说法

不过是同义反复而已。但重要的是接下去说的一段话：

“一个社会的流动资本，在这方面来说是和单个人的流动资本不同的。

单个人的流动资本完全要从他的纯收入中排除掉，决不能成为其中的一部

分；纯收入只能由他的利润构成。但是，每个单个人的流动资本虽然都是他

所属的那个社会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然而决不因此就必定要从社会的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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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排除掉，它可以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一个小商人店里的全部商品，虽然

完全不可能列入供他自己直接消费的储备，但可以是另一些人的消费基金。

这些人用他们由别的基金得到的收入，有规则地为他补偿这些商品的价值，

并且加上他的利润，既不致引起他的资本的减少，也不致引起他们的资本的

减少。”（同上）

这样，我们在这里听到的是：

１．任何单个资本家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流动资本，同固定资

本以及为再生产（他忘记了固定资本的职能）和维持固定资本所必

需的流动资本一样，也要从他的只能由他的利润构成的纯收入中

完全排除掉。因此，他的商品产品中补偿他的资本的部分，不能分

解为任何形成他的收入的价值组成部分。

２．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形成社会流动资本的一部

分，和任何单个固定资本都形成社会固定资本的一部分完全一样。

３．社会流动资本虽然只是各单个流动资本的总和，但具有一

种和任何单个资本家的流动资本都不相同的性质。任何单个资本

家的流动资本，都永远不能形成他的收入的一部分；但社会流动资

本的一部分（即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部分），可以同时形成社会收入

的一部分，或者象斯密前面说过的那样，没有必要因为有这部分资

本，就要从社会的纯收入中减去一部分年产品。亚·斯密这里叫

做流动资本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每年生产的、生产消费资料的资本

家每年投入流通的商品资本。他们的这种年商品产品，全部由可

供消费的物品构成，从而形成社会纯收入（包括工资）得以实现或

支出的基金。亚·斯密举例说明时，本应该选择堆放在产业资本

家仓库内的大量货物，而不是选择小商人店里的商品。

如果亚·斯密把他先前在考察他称之为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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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现在在考察他称之为流动资本的再生产时涌现出的一些思想片

断综合起来，他就会得出如下的结论：

．社会年产品是由两个部类构成的；第一部类包括生产资

料，第二部类包括消费资料。二者必须分别加以论述。

．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的总价值，分成下面几个

部分：第一个价值部分，只是生产这种生产资料时所消费的生产资

料的价值，因而只是以更新的形式再现的资本价值；第二个部分，

等于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的价值，或者说，等于该生产领域内资本

家付出的工资的总额。最后，第三个价值部分，形成这个部类产业

资本家的利润（包括地租）的源泉。

第一个组成部分，按亚·斯密的说法，就是在这个第一部类中

所使用的一切单个资本的再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部分，无论对单

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显然要从纯收入中排除掉，决不

可能成为纯收入的一部分”。它总是作为资本，而从不作为收入执

行职能。就这一点来说，任何单个资本家的“固定资本”都和社会

的固定资本没有区别。但社会年产品中由生产资料构成的其他价

值部分，——因而也是作为这个生产资料总量的相应部分而存在

的价值部分，——固然同时形成一切参与这种生产的当事人的收

入，即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和地租。但是对社会来说，它们

不是形成收入，而是形成资本，虽然社会的这个年产品只是由该社

会所属各单个资本家的产品的总和构成。这些产品，按照它们的

性质，大部分只能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即使那些在必要时可以

作为消费资料执行职能的部分，也是要作为新生产时的原料或辅

助材料来用的。它们作为这样的东西，即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不过

不是在它们的生产者手中，而是在它们的使用者手中，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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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部类资本家即消费资料的直接生产者手中。它们

为这些资本家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时用掉的资本（指的是不转化

为劳动力，从而不是由这个第二部类工人的工资总额构成的那部

分资本）；而这个用掉的资本，现在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处在那些生

产这种消费资料的资本家手中，从它这方面说，也就是从社会的观

点来看，又形成第一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借以实现其收入的消费

基金。

如果亚·斯密的分析达到了这一步，那末，离全部问题的解决

也就相差无几了。他已经接近问题的实质，因为他已经指出，社会

全部年产品由以构成的商品资本中的一种商品资本（生产资料）的

某些价值部分，虽然形成从事这种生产的单个工人和资本家的收

入，但并不形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另一种商品资本（消费资

料）的价值部分，虽然对它的单个所有者即在这个投资领域内活动

的资本家来说，形成资本价值，但只形成社会收入的一部分。

仅就以上所说已经可以得出：

第一，虽然社会资本只等于各单个资本的总和，社会的年商品

产品（或商品资本）等于这些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的总和；因而，虽

然商品价值之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适用于各单个商品资本，也必

定适用于并且结果也确实适用于整个社会的商品资本，但是，这些

组成部分在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却是不同的。

第二，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也不仅有工资（可变资本）

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有新的不变资本价值的直接生产；虽然工

作日只是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由工人用来补偿可变资本，事实上

就是为他的劳动力的购买生产一个等价物，而另一部分由工人用

来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等等）。就是说，每天在生产资料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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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上耗费的劳动，——其价值分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是实现在

新的生产资料上的，这些新的生产资料用来补偿在生产消费资料

时用掉的不变资本部分。

主要的困难——绝大部分已经由以上的说明解决了——不是

发生在对积累的考察上，而是发生在对简单再生产的考察上。因

此，亚·斯密（第２篇）和他以前的魁奈（《经济表》），每当研究社会

年产品的运动和它的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时，都是从简单再生

产出发的。

２．斯密把交换价值分解为ｖ＋ｍ

亚·斯密的教条是：每一个单个商品——从而合起来构成社

会年产品的一切商品（他到处都正确地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

提）——的价格或交换价值，都是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或者说分

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个教条可以还原为：商品价值＝ｖ＋ｍ，

即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而且我们确实也能够

把利润和地租还原为一个我们叫做ｍ的共同单位。这样做是亚·

斯密所明确许可的，这可以由以下的引文来证明。在这些引文中，

我们首先撇开一切次要之点，也就是撇开一切同这一教条——商

品价值完全是由我们用ｖ＋ｍ来表示的要素构成——似乎相背离

或实际相背离的东西。

在制造业中：

“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

部分支付他们的雇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材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

酬。”（第１篇第６章第４０、４１页）——“虽然制造业者｛制造业工人｝的工资是

０１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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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业主预付的，但实际上业主并不花费什么，因为这种工资的价值连同利

润，通常保留在有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物品的增大了的价值中。”（第２篇

第３章第２２１页）

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雇主｝执行资本的职能之后，

就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第２篇第３章第２２３页）。

亚·斯密在刚才引述的这一章中明确地说：

“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自然分成两部分。其中一

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大的部分，首先用来补偿资本，更新那些已经从资本中取

出的生活资料、原料和成品；另一部分则用来形成收入，——或是作为这个资

本的所有者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另一个人的土地的地租。”（第２２２页）

只有一部分资本，即为购买生产劳动所耗费的那部分资本，象

亚·斯密刚才所说的那样，同时又形成某人的收入。这部分资本

——可变资本——先是在雇主手中为他执行“资本的职能”，然后

又为生产工人自己“形成收入”。资本家把他的一部分资本价值转

化为劳动力，并且正是由此转化为可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转化，

不仅这部分资本，而且他的全部资本，才执行产业资本的职能。工

人，即劳动力的卖者，以工资的形式取得劳动力的价值。在工人手

里，劳动力仅仅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他就是靠出卖这种商品为生

的，因此，这种商品就是他的收入的唯一源泉。劳动力只有在它的

买者资本家手中，才执行可变资本的职能。资本家只是在表面上预

付劳动力的购买价格，因为它的价值已经事先由工人提供给他了。

亚·斯密告诉我们制造业中产品的价值＝ｖ＋ｍ（这里的ｍ＝

资本家的利润）后，又告诉我们说，在农业中，工人除了

“再生产一个等于他们自己的消费或雇用他们的｛可变｝资本以及资本家利润

的价值”以外，“通常还会超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和他的全部利润，再生产出

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第２篇第５章第２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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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这件事，和我们这里考察的问题毫

无关系。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之前，必然在租地农场主手里，

即在产业资本家手里。它在成为某个人的收入之前，必然是产品

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在亚·斯密那里，地租和利润只是剩

余价值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是由生产工人在不断再生产他自己

的工资即可变资本的价值的同时，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所以，地租

和利润是剩余价值ｍ的部分，因此，在亚·斯密那里，一切商品的

价格都分解为ｖ＋ｍ。

一切商品（从而年商品产品）的价格分解为工资加利润加地租

这个教条，在斯密著作中时常表露的内在的部分里，甚至采取了这

样的形式：每一个商品从而社会年商品产品的价值＝ｖ＋ｍ，＝投

在劳动力上的并由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价值加上由工人通

过他们的劳动追加的剩余价值。

亚·斯密得出的这个最后结果，同时向我们泄露了——见后

面——他对商品价值可以分解成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片面分析的来

源。但是，这些组成部分同时是在生产中执行职能的不同阶级的

不同的收入源泉这种情况，却和它们当中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量

的规定，以及它们的价值总和的界限，都没有关系。

亚·斯密说：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

三个原始源泉。任何其他一种收入，最终地都是从其中某一个派生出来的。”

（第１篇第６章第４３页）

他这样一说，就把各式各样的混乱堆积在一起了。

１．一切不直接参加再生产的社会成员，不管劳动与否，首先只

能从首先得到产品的那几个阶级，即生产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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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的手中，取得自己在年商品产品中的份额，即取得自己的消

费资料。就这一点说，他们的收入在物质上是由（生产工人的）工

资、利润和地租派生出来的，因此，和那些原始的收入相对而言，表

现为派生的收入。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个意义上的派生的收入的

承受人，是靠他们作为国王、牧师、教授、娼妓、士兵等等的社会职

能来取得这种收入的，因此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这种职能看作是他

们的收入的原始源泉。

２．正是在这里，亚·斯密的可笑错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首先正确地规定商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和体现在其中的价值

产品的总额，然后证明这些组成部分形成同样多的不同的收入源

泉之后（３９），在这样从价值引出收入之后，他又反过来，使收入由

“组成部分”变为“一切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而这在他那里

是占主导地位的见解，——这样一来，他就为庸俗经济学大开了方

便之门。（见我们的罗雪尔的著作７６。）

３．不变资本部分

现在让我们看看，亚·斯密企图用什么魔术，把资本的不变价

值部分从商品价值中驱逐出去。

“例如，在谷物的价格中，就有一部分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这个价值组成部分的起源，和这个部分付给土地所有者并以

地租形式形成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毫无关系，就象其他价值组成部

（３９） 这一句话，我是照手稿逐字抄录下来的，虽然就现在的联系来看，它好象和

上下文有矛盾。这个表面上的矛盾，将会在后面第四项《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

中得到解决。——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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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起源，和这些部分作为利润和工资形成收入的源泉毫无关系

一样。

“另一部分支付在谷物生产上使用的工人｛他还加上役畜！｝的工资或给

养，第三部分支付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三部分看来｛ｓｅｅｍ，确实是看来｝直

接地或最终地构成谷物的全部价格。”（４０）

这全部价格，即它的量的规定，和它在三种人中间进行的分配

绝对无关。

“也许有人以为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

说，补偿他的役畜和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

格，例如一匹役马的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

租，养马的劳动，预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

润。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

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动｛他指的是工资｝和利润。”（第１

篇第６章第４２页）

这些就是亚·斯密用来论证他那令人惊异的学说所说的一切

原话，他的证明不过是重复同一个论断而已。他在所举的例子中

承认，谷物的价格不仅由ｖ＋ｍ构成，而且也由生产谷物时所消耗

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即由一个不是被租地农场主花费在劳动力上

的资本价值构成。但是，他说，这一切生产资料本身的价格，和谷物

的价格一样，也分为ｖ＋ｍ；不过亚·斯密忘记加上一句：此外，还

分为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本身所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他引导我

们由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又由另一个生产部门到第

三个生产部门。商品的全部价格“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ｖ＋ｍ

（４０） 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说亚当在举例上的特别不幸。谷物价值之所以分解为

工资、利润和地租，只是因为役畜消费的饲料被看成是役畜的工资，役畜则被看成是雇

佣工人，因而雇佣工人也就被看成是役畜。（这个补注采自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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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断，不过是一个空洞的遁辞，否则他就得证明，价格直接分

解为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ｖ＋ｍ的商品产品，最后会由

这样一类商品产品来补偿，它们全部补偿“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但

它们本身相反地只需花费可变资本即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就能生

产出来。如果这样，后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就直接＝ｖ＋ｍ。因而

前一类商品产品的价格ｃ＋ｖ＋ｍ（ｃ代表不变资本部分），也就最

后可分解为ｖ＋ｍ。亚·斯密自己也不相信，他用苏格兰玛瑙采集

者①的例子已经提出了这样的证明。照他的说法，这种采集者１．不

提供剩余价值，而只生产他们自己的工资；２．不使用生产资料（但

是他们也使用篮子、口袋以及其他装运小石子的容器这类形式的

生产资料）。

我们从前面已经知道，亚·斯密自己后来也抛弃了他自己的

理论，但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矛盾。而这些矛盾的来源，恰好要到

他的科学的起点上去寻找。转化为劳动的资本所生产的价值，大

于这个资本本身的价值。这是怎样产生的呢？亚·斯密说，这是因

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把一个价值加到他们所加工的物品中去，这

个价值除了为他们自己的购买价格形成一个等价物之外，还形成

一个不归他们而归他们的雇主所得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但

是，这也就是他们所完成并且能够完成的一切。一天的产业劳动

是如此，整个资本家阶级在一年当中推动的劳动也是如此。因此，

年社会价值产品的总量，只能分解为ｖ＋ｍ，分解为一个等价物和

一个追加价值，前者工人用来补偿作为他们自己的购买价格而耗

费的资本价值，后者工人必须作为这个资本价值的超额部分提供

５１４第十九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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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们的雇主。但商品的这两个价值要素同时又形成参与再生产

的不同阶级的收入源泉：前者形成工资，即工人的收入；后者形成

剩余价值，其中一部分被产业资本家以利润形式保留在自己手里，

另一部分则被作为地租让出，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既然年价

值产品除ｖ＋ｍ之外不包含任何其他要素，那末，还有一个价值组

成部分又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在这里说的是简单再生产。既然

年劳动的总量分解为再生产花费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所需要的

劳动，和创造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劳动，那末，生产那个不是花费在

劳动力上的资本价值的劳动，究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情况有如下述：

１．亚·斯密是用雇佣工人加进（ａｄｄｓ）劳动对象中去的劳动量

来决定商品的价值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加进“材料”中去的劳

动量，因为他所考察的是那种本身就是加工劳动产品的制造业；但

这丝毫也不影响问题的实质。工人加进（这个《ａｄｄｓ》是亚当的用

语）一物中去的价值，和这个被加进价值的物在这种加进之前本身

是否具有价值的问题毫无关系。因此，工人以商品形式创造了价

值产品；按照亚·斯密的说法，这个价值产品一部分是他的工资的

等价物，因而这一部分由他的工资的价值量决定；工人必须根据这

个价值量的大小加进或多或少的劳动，以便生产或再生产一个和

他的工资价值相等的价值。但是另一方面，工人还要超出这样决

定的界限，加进更多的劳动，为雇用他的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这

个剩余价值无论是完全保留在资本家手中，还是有一部分由资本

家让给第三者，都绝对不会影响这个由雇佣工人加进的剩余价值

的质的规定（它毕竟是剩余价值）和量的规定（大小）。它是价值，

和产品价值的任何其他部分都一样，不过有一点不同：工人为此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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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得到而且以后也不会得到任何等价物，相反地，资本家不付等价

物就占有这个价值。商品的总价值是由工人在生产商品时耗费的

劳动量决定的；这个总价值的一部分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它等

于工资的价值，即它是工资的等价物。因此，第二部分，即剩余价

值，也必然是由下面这一点决定的：它等于产品总价值减去其中作

为工资等价物的价值部分，即等于生产商品时创造的价值产品超

过其中所包含的等于工资等价物的价值部分而形成的余额。

２．每一单个工人在一个单个产业企业内生产的商品是如此，

一切生产部门合在一起的年产品也是如此。一个单个生产工人一

天的劳动是如此，整个生产工人阶级所推动的年劳动也是如此。

这个年劳动把耗费的年劳动的量所决定的总价值“固定”（斯密的

用语）在年产品中，而这个总价值则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年劳

动中工人阶级用来为他们的年工资创造等价物，事实上就是创造

这个工资本身的部分决定的；另一部分是由年劳动中工人用来为

资本家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追加的部分决定的。因此，年产品中

包含的年价值产品只由两个要素构成：工人阶级取得的年工资的

等价物和为资本家阶级提供的年剩余价值。但年工资形成工人阶

级的收入，年剩余价值额则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收入；因而二者代表

年消费基金的两个相对的部分（这个观点在说明简单再生产时是

正确的），并且在年消费基金中得到实现。这样一来，就没有为不

变的资本价值，为那个以生产资料形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再生产，

留下任何地盘。但是亚·斯密在他著作的序论中明确地说，商品

价值中一切作为收入执行职能的部分，和用于社会消费基金的年

劳动产品是一致的：

“全体人民的收入是由什么构成的？或者说……供给他们年消费的基金

７１４第十九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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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性质是怎样的？说明这一点是本书前四篇的目的”（第１２页）。

并且，序论的开头第一句就是：

“每一个国家的年劳动，都是这样一个基金，它最初提供该国一年当中消

费的全部生活资料，而这些生活资料总是要末由这个劳动的直接产品构成，

要末由用这个产品从别国购进的物品构成。”（第１１页）

亚·斯密的第一个错误，是把年产品价值和年价值产品等同

起来。后者只是过去一年劳动的产品；前者除此以外，还包含在生

产年产品时消费掉的、然而是前一年生产的、一部分甚至是前几年

生产的一切价值要素——生产资料，它们的价值只是再现而已，就

它们的价值来说，它们既不是过去一年间耗费的劳动生产的，也不

是它再生产的。亚·斯密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从而赶

走了年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这种混淆本身建立在他的基本观

点的另一个错误上：他没有区分劳动本身的二重性，这就是，劳动，

作为劳动力的耗费，创造价值；作为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创造使用

物品（使用价值）。每年生产的商品的总额，即全部年产品，是过去

一年发生作用的有用劳动的产品；这一切商品所以存在，只是因为

社会地使用的劳动已经在各种有用劳动的一个枝杈繁多的系统中

耗费。只是因为如此，在生产它们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才得

以保留在它们的总价值中，而以新的实物形式再现出来。因此，全

部年产品是当年耗费的有用劳动的结果，但年产品价值只有一部

分是当年创造出来的；这一部分就是年价值产品，它体现了一年之

内所推动的劳动的总和。

因此，既然亚·斯密在上述的引语中说：

“每一个国家的年劳动，都是这样一个基金，它最初提供该国一年当中消

费的全部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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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就是片面地注意到单纯的有用劳动，诚然，这种劳动使这一切

生活资料取得可以消费的形式。但是，这里他忘记了，如果没有前

几年留下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帮助，这是不可能的，因而形成

价值的“年劳动”，无论如何也没有创造它所完成的产品的全部价

值；他忘记了，价值产品是小于产品价值的。

固然我们不能责备亚·斯密，说他在这种分析上并不比他所

有的后继者高明（虽然在重农学派那里已经可以看到正确解决问

题的苗头），但是，他却继续迷失在混乱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关于

商品价值，他的“内在的”见解不断和他的在广度上占优势的外在

的见解纠缠在一起，但他的科学本能还不时让内在的观点一再表

露出来。

４．亚·斯密所说的资本和收入

每一个商品（从而年产品）中只形成工资等价物的那部分价

值，等于资本家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即等于他预付的总资本中

的可变组成部分。资本家通过雇佣工人提供的商品中新生产的价

值组成部分，把预付资本价值的这个组成部分收回。不管这种可

变资本是不是在这种意义上预付的，即资本家在产品尚未完成以

供出售之前，或在产品虽已完成但还未被资本家卖掉之前，就用

货币支付了产品中属于工人的份额，不管他是不是用他通过出售

工人所提供的商品已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给工人，也不管他是不

是通过信贷已经预先得到这个货币，——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

家都要支出以货币形式流到工人手中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又

在他的商品的这样一个价值部分上占有这个资本价值的等价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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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价值部分上，工人重新生产出商品总价值中属于他自己的

部分，换句话说，生产出自己工资的价值。资本家不是用工人自己

生产的产品的实物形式，而是用货币把这个价值部分支付给工人。

因此，对资本家来说，他的预付资本价值的可变组成部分，现在已

处在商品形式中，而工人则以货币形式取得了他所出卖的劳动力

的等价物。

因此，当资本家所预付的资本中通过购买劳动力而转化为可

变资本的部分，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发挥作用的劳动力而执行职能，

并通过这种力的耗费，作为新的价值以商品形式重新生产即再生

产出来——也就是预付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即新生产！——的时

候，工人也就把他所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耗费在生活资料

上，耗费在再生产他的劳动力的各种资料上。一个和可变资本相

等的货币额，形成他的所得，他的收入，这种收入能持续多久，要看

他能够在多长时间内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

雇佣工人的商品——他的劳动力本身——在并入资本家的资

本，发挥资本作用时，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另一方面，资本家在购

买劳动力时以货币资本形式支出的资本，在劳动力的卖者即雇佣

工人手中，则起收入的作用。

在这里，几种不同的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交织在一起，亚·斯

密并没有加以区分。

第一，属于流通过程的几种行为：工人把他的商品即劳动力卖

给资本家；资本家购买这个商品所用的货币，对资本家来说，是为

增殖价值所使用的货币，也就是货币资本；它不是被花掉，而是被

预付。（这就是“预付”——重农学派所说的《ａｖａｎｃｅ》——的真正含

义，这和资本家从哪里弄到这笔货币完全无关。资本家为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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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支付的每一个价值，对他来说都是预付，而不管他是事前支付还

是事后支付；它是为生产过程本身预付的。）这里发生的情形，只不

过是任何商品出售时发生的情形：卖者交出一个使用价值（在这里

是劳动力），而以货币形式得到它的价值（实现它的价格）；买者交

出货币，而得到商品本身，——在这里就是劳动力。

第二，在生产过程中，所购买的劳动力现在形成执行职能的资

本的一部分；工人本身在这里只是作为这个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实

物形式，而和这个资本的处在生产资料实物形式上的要素相区别。

在生产过程中，工人通过耗费他的劳动力，把一个价值加进被他转

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中，这个价值等于他的劳动力的价值（撇开剩

余价值不说）；因此，他以商品形式为资本家再生产资本家以工资

形式预付或要预付给他的那部分资本；为资本家生产这部分资本

的等价物；也就是说，为资本家生产一个他在购买劳动力时能够重

新“预付”的资本。

第三，因此，在出售商品时，商品出售价格的一部分补偿资本

家预付的可变资本，从而既使资本家能够重新购买劳动力，也使工

人能够重新出卖劳动力。

在一切商品买卖中，如果只是考察这种交易本身，那末，卖者

用出售商品获得的货币干什么，买者用买到的使用物品干什么，这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此，如果只是考察流通过程，那末，资本家

购买的劳动力为他再生产资本价值，另一方面，作为劳动力的购买

价格获得的货币则形成工人的收入，这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工

人的交易品即他的劳动力的价值量，既不会因为它形成他的“收

入”而受到影响，也不会因为他的交易品在买者使用时为这个买者

再生产资本价值而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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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劳动力的价值——即这种商品的适当的出售价格——是

由再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量本身在这

里又是由生产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所需要的劳动量，也就是维持

工人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决定的，所以工资成了工人赖以生活的

收入。

亚·斯密所说的（第２２３页），是完全错误的：

“维持生产劳动所使用的资本部分……在为他｛资本家｝执行资本的职能

之后……就形成他们｛工人｝的收入。”

资本家用来支付他所购买的劳动力的货币，所以能“为他执行

资本的职能”，是因为他由此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

分，而只有这样，他的资本才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我们应当

分清：劳动力，在工人手中，是商品，不是资本。在工人能不断地反

复出卖它的时候，它构成工人的收入；在它卖掉之后，在资本家

手中，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它执行资本的职能。劳动力在这里起

双重作用：在工人手中，它是按价值出卖的商品；在购买它的资

本家手中，它是生产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力。但是，工人从资本家

那里得到的货币，是工人在把自己劳动力交给资本家使用之后，是

在劳动力已经在劳动产品的价值中实现之后，才得到的。资本家

在支付这个价值之前，已经取得了它。因此，不是货币执行双重

职能：首先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然后又作为工资。而是劳

动力执行了双重职能：首先是在劳动力的出卖时作为商品（在应

付的工资约定的情况下，货币只起观念的价值尺度的作用，这时

它根本不需要在资本家手中）；其次是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家手

中的资本，即作为创造使用价值和价值的要素执行职能。在资本

家以货币形式把那个应支付给工人的等价物支付给工人之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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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已经以商品形式把这个等价物提供出来了。因此，资本家用

来支付工人报酬的支付基金，是工人自己创造的。但这还不是事

情的全部。

工人把得到的货币又花掉，以便维持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

——就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整体来考察——给资本家维持一

种工具，只有靠这种工具，资本家才能够仍旧是资本家。

因此，一方面，劳动力的不断买和卖，使劳动力永远充当资本

的要素，由于这一点，资本就表现为商品的创造者，即具有价值的

使用物品的创造者，其次，由于这一点，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

就由劳动力自己制造的产品不断地生产出来，也就是工人自己不

断地创造出用来对他进行支付的资本基金。另一方面，劳动力的

不断出卖，成为工人维持生活的不断更新的源泉，于是，他的劳动

力就表现为他取得自己赖以生活的收入的能力。在这里，收入只

不过意味着通过不断地反复出卖一种商品（劳动力）而占有价值，

而这些价值本身仅仅是用来不断再生产出这种要出卖的商品。亚

·斯密说，对工人自己创造的产品中的一部分价值，资本家以工资

形式付给他一个等价物，这部分价值成为工人收入的源泉。就这

一点说，斯密是对的。但是，这并不改变商品的这部分价值的性质

或大小，就象生产资料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并不改变它本身的价

值，一条直线作为三角形底边或椭圆直径并不改变它本身的性质

和长短一样。劳动力的价值，正如那些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样，仍然

是不受上述情况的影响而决定的。商品的这部分价值，既不是由

作为一个构成这部分价值的独立因素的收入组成，也不分解为收

入。虽然这个由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新价值，形成工人收入的

源泉，但是他的收入并不反过来形成他所生产的新价值的组成部

３２４第十九章 前人对这个问题的阐述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分。在他所创造的新价值中支付给他的那部分的量，决定他的收

入的价值大小，而不是相反。这部分新价值形成他的收入这一点，

只是表明这部分价值变成什么，表明它的用途的性质，而和它的形

成无关，就象和任何其他价值的形成无关一样。假设我每周收入

十塔勒，这个每周的收入的情况，既不会改变这十塔勒的价值性

质，也不会改变它们的价值量。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

力的价值也是由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量决定的；而这个劳动

量是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等于再生产他的

生活条件本身所必要的劳动，——这个情况是这种商品（劳动力）

的特征，但并不比以下的事实具有更多的特征：役畜的价值是由维

持役畜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从而是由生产这种生活

资料所必要的人类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亚·斯密在这里遭遇的全部不幸，都是“收入”这个范畴

造成的。在他那里，不同种类的收入就是每年生产的、新形成的商

品价值的“组成部分”，而反过来，这个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分解

成的两部分，——他购买劳动时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的等

价物和另一个也属于他但不费他分文的价值部分即剩余价

值，——则是收入的源泉。可变资本的等价物重新预付在劳动力

上面，就这一点说，形成工人的工资形式的收入；另一部分，即剩余

价值，因为不必为资本家补偿任何预付资本，可以由资本家用在消

费资料（必需品和奢侈品）上，作为收入消费掉，而不形成任何种类

的资本价值。取得这种收入的前提是商品价值本身，而商品价值

的这两个组成部分的区别，对资本家来说，只在于其中一部分是为

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等价物，另一部分则是超过他

所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二者都不外是由在商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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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支出的、在劳动中推动的劳动力构成的。它们都是由支出

——劳动的支出——构成，而不是由收入构成。

把收入看成是商品价值的源泉，不把商品价值看成是收入的

源泉，这是一种颠倒。由于这种颠倒，商品价值好象是由不同种类

的收入“构成”的。这各种收入在斯密看来是互不影响地决定的，

而商品的总价值是由这些收入的价值量加在一起决定的。但是现

在要问，被认为是商品价值源泉的各种收入，它们各自的价值又是

怎样决定的呢？就工资说，它是可以决定的，因为工资是它的商品

即劳动力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可以

由再生产这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决定。但剩余价值，或者在亚·

斯密那里确切地说是它的两个形式，即利润和地租，又怎样才可以

决定呢？在这方面，亚·斯密只是说了一些空话。他时而把工资和

剩余价值（或工资和利润）说成是商品价值或价格由以构成的两个

组成部分，时而——并且往往几乎是在同一瞬间——又把它们说

成是商品价格“分解”成的两个部分。但这就是反过来说，商品价

值是事先既定的，这个既定价值的不同部分，以不同的收入形式，

归参与生产过程的不同的人所有。这个说法和价值由这三个“组

成部分”构成的说法，决不是一回事。如果我任意确定三条不同直

线的长短，然后用这三条线作为“组成部分”，构成同这三条直线之

和一样长的第四条直线；另一方面如果我取一条一定长度的直线，

为了某种目的把它分成也可以说“分解”成三个不同的部分，那末，

这两种情况决不是同一程序。在前一个场合，线的长短完全随构

成此线的那三条线的长短而变化；在后一个场合，线的三个部分的

长短一开始就由它们是一条一定长度的线的各个部分而受到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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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际上，如果我们抓住亚·斯密叙述中的正确部分，即包含

在社会的年商品产品中（象包含在任何一个单个商品中，或日产

品、周产品等等中一样）的、由年劳动新创造的价值，等于预付的可

变资本价值（也就是用来重新购买劳动力的那部分价值），加上资

本家能够——在简单再生产和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在他的

个人消费资料上实现的剩余价值；其次，如果我们又注意到，亚·

斯密把创造价值的劳动，即耗费劳动力的劳动，和创造使用价值的

劳动，即以有用的、合乎目的的形式耗费的劳动混为一谈，那末，全

部概念就归结为：每个商品的价值都是劳动的产物；从而年劳动产

品的价值或社会的年商品产品的价值，也是劳动的产物。但是，因

为一切劳动都分解为：１．必要劳动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工人只为

购买他的劳动力时预付的资本再生产一个等价物，２．剩余劳动，工

人通过这种劳动为资本家提供一个后者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的价

值，也就是为资本家提供剩余价值，所以，一切商品价值也就只能

分解为这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因而最终地作为工资形成工人阶

级的收入，作为剩余价值形成资本家阶级的收入。至于不变资本

价值，即在年产品生产中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那末，虽然亚·

斯密说不上（除了用一句空话，说资本家在出售他的商品时把这个

价值算到买者的账上）这个价值怎样加入新产品的价值，但是，既

然生产资料本身是劳动的产物，这部分价值本身最终地也只能由

可变资本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构成，由必要劳动的产物和剩余劳

动的产物构成。如果这些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它们的使用者手中执

行资本价值的职能，那末，这也并不妨碍它们“最初”（如果我们对

它们追根究底的话）在另一个人手中——虽然是在以前——是可

以分成这两个价值部分的，也就是可以分成两个不同的收入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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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这里包括一个正确的观点：事物在社会资本即单个资本的总

和的运动中的表现，和它从每个个别考察的资本来看的表现，也就

是从每一单个资本家角度来看时的表现，是不同的。对每一单个

资本家来说，商品价值分解为１．不变要素（斯密所说的第四要

素），２．工资和剩余价值之和，或工资、利润和地租之和。而从社会

的观点来看，斯密的第四要素即不变资本价值，就消失了。

５．总  结

工资、利润、地租这三种收入形成商品价值的三个“组成部分”

这个荒谬的公式，在亚·斯密那里，是来源于下面这个似乎较为可

信的公式：商品价值分解为这三个组成部分。但是后一种说法，即

使假设商品价值只能分成所消费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和劳动力所创

造的剩余价值，也是错误的。不过，错误在这里又是建立在更为深

刻而真实的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生产工人把自己

的劳动力作为商品卖给资本家，然后劳动力在资本家手中只作为

他的生产资本的一个要素来执行职能。这个属于流通的交易，即

劳动力的卖和买，不仅引出生产过程，而且也决定生产过程的独特

的性质。使用价值的生产，甚至商品的生产（因为这种生产也可以

由独立的生产工人进行），在这里只是为资本家生产绝对剩余价值

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我们在分析生产过程时已经知道，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怎样决定着１．每天劳动过

程的持续时间；２．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全部社会的和技术的形式。

正是在这个生产过程中，价值（不变资本价值）的单纯保存，预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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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劳动力的等价物）的现实再生产，和剩余价值（即资本家事先和

事后都没有为之预付任何等价物的价值）的生产三者互相区别开

来。

虽然剩余价值——超过资本家预付价值的等价物而形成的余

额——的占有，是由劳动力的买和卖引出的，但这种占有是在生产

过程中完成的一种行为，并且是生产过程的一个本质的要素。

先导的行为是流通行为：劳动力的买和卖。这种行为本身又

是建立在先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并作为其前提的生产要素的分配的

基础上的，也就是建立在作为工人的商品的劳动力和作为非工人

的财产的生产资料互相分离的基础上的。

但同时，剩余价值的这种占有，或价值生产分为预付价值的再

生产和不补偿任何等价物的新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丝毫也不

影响价值实体本身和价值生产的性质。价值实体不外是而且始终

不外是已经耗费的劳动力，——劳动，即和这种劳动的特殊的有用

性质无关的劳动，——而价值生产不外就是这种耗费的过程。例

如，一个农奴在六天当中耗费了劳动力，他劳动六天。这种耗费的

事实本身，不会因为他例如其中三天是在自己的田里为自己干活，

另外三天是在地主的田里为地主干活，而发生变化。他为自己干

的自愿劳动，和为地主干的强制劳动，同样都是劳动；如果我们对

他这六天的劳动从它所创造的价值或从它所创造的有用产品来考

察，那我们就看不出他这六天的劳动有什么差别。差别只涉及一

点：在六天劳动时间内，农奴的劳动力在一半时间内的耗费和在另

一半时间内的耗费是在不同的条件下进行的。雇佣工人的必要劳

动和剩余劳动的情形也是这样。

生产过程消失在商品中。在商品生产中耗费了劳动力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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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在表现为商品的物的属性，即商品具有价值的属性；这个价

值的量，是由所耗费的劳动的量来计量的；商品价值不分解为任何

别的东西，也不由任何别的东西构成。如果我画一条一定长度的

直线，那我首先是用那种按照某些不以我为转移的规则（规律）的

画法“生产”（当然只是象征性地“生产”，这一点我事先就知道）一

条直线。如果我把这条线分成三段（为的是再和我们当前的问题

相适应），这三段的每一段仍然是直线；由这三段线构成的整个这

条线，并不会因这种分割而变成和直线不同的东西，例如某种曲

线。同样，我在分割一条一定长度的线时，也不能使它的各段线之

和比未分割的原线长。因此，未分割的原线的长度，也不是由各段

线的随意决定的长度决定的。相反，各段线的相对量一开始就受

到由各段线构成的原线的长度的限制。

在这方面，资本家所生产的商品，和独立劳动者或劳动者公社

或奴隶所生产的商品，没有任何差别。但在我们这个场合，全部劳

动产品及其全部价值是属于资本家的。和任何其他生产者一样，

他先要把商品卖掉，使它转化为货币，才有可能完成进一步的行

为；他必须把商品转化成一般等价物的形式。——

我们考察一下转化为货币以前的商品产品。它全部属于资本

家。另一方面，作为有用的劳动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它完全是过

去的劳动过程的产物。它的价值却不是这样。这个价值的一部分，

只是生产商品时耗费掉的生产资料以新形式再现的价值；这部分

价值不是在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因为生产资料在这个

生产过程之前就具有这个价值，这是和这个生产过程无关的；生产

资料是作为这个价值的承担者进入这个过程的；进行更新和发生

变化的，只是这个价值的表现形式。这部分商品价值，对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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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形成他所预付的在生产商品时消费掉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价

值的等价物。它原先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现在则作为新生产

的商品的价值的组成部分存在。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一旦转化为货

币，这个现在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就必须重新转化为生产资

料，转化为它原来的、由生产过程和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决

定的形式。这个价值的资本职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价值性

质。——

商品价值的第二个部分，是雇佣工人卖给资本家的劳动力的

价值。它和生产资料的价值一样，是决定了的，是和劳动力所要进

入的生产过程无关的；在劳动力进入生产过程之前，它在流通行为

中，即在劳动力的买卖中已经固定下来。雇佣工人通过执行他的

职能——耗费他的劳动力——生产出一个与资本家为使用他的劳

动力应支付给他的价值相等的商品价值。工人以商品形式把这个

价值交给资本家，资本家则以货币形式把它支付给工人。这部分

商品价值，对资本家来说，只是他应预付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的等

价物，这一点丝毫不会改变如下的事实：这部分价值是生产过程中

新创造的商品价值，它和剩余价值一样，都是由劳动力的以往的耗

费构成的。同样，这个事实也不受下述情况的影响：资本家以工资

形式付给工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对工人来说，采取收入的形式；由

此不仅劳动力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且雇佣工人阶级本身，从而整

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也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但是，这两部分价值之和，并不构成全部商品价值。在二者之

外，还有一个余额：剩余价值。这个价值，和补偿预付在工资上的

可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一样，是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

——凝固的劳动。不过，它并不需要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即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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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分文。这种情况实际上使资本家能够把这个价值全部作为收

入消费掉，除非他要从中取出某些部分，转给另外的参与者，比如

作为地租转给土地所有者，这时，这些部分就形成这种第三者的收

入。这同一情况也就是我们的资本家所以要从事商品生产的动

机。但是，无论是他原来猎取剩余价值的善良意图，还是这种剩余

价值后来被他和其他人作为收入用掉，都不会影响到剩余价值本

身。它们改变不了剩余价值是凝固的无酬劳动这一事实，也改变

不了剩余价值的量，这个量是由完全不同的条件决定的。

但是，如果亚·斯密想要象他所做的那样，在考察商品价值的

时候，就研究商品价值的不同部分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那

很清楚，当某些部分执行收入的职能时，另外的部分同样不断地执

行资本的职能，因此，按照他的逻辑，这些部分也应该称为商品价

值的构成部分，或商品价值分解成的部分。

亚·斯密把一般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等同起来；生

产资料一开始就是“资本”，劳动一开始就是雇佣劳动，因此，

“有用的和生产的工人的人数到处……都和用来使他们就业的资本的量成比

例”（序论第１２页）。

总之，劳动过程的不同因素——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一

开始就是戴着资本主义生产时期的面具出现的。因此，对商品价

值的分析，也直接与这种考虑相一致：一方面这个价值在什么程度

之内只是所花费的资本的等价物；另一方面它在什么程度之内是

“免费的”、不补偿任何预付资本价值的价值，即剩余价值。从这个

观点加以互相比较的各部分商品价值，这样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

它的独立的“组成部分”，并且最终地转化为“一切价值的源泉”。进

一步的结论是，商品价值由不同种类的收入构成，或“分解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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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的收入，这样一来，不是收入由商品价值组成，而是商品价值

由“收入”组成。但是，正如商品价值或货币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

并不改变商品价值作为商品价值的性质或货币作为货币的性质一

样，商品价值后来执行这个人或那个人的收入的职能，也并不改变

商品价值的性质。亚·斯密所要研究的商品，一开始就是商品资

本（它除了包含生产商品时消耗的资本价值，还包含剩余价值），也

就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

因此，本应该先分析这个生产过程，从而分析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

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但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本身又是

商品流通，所以，在阐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就要撇开这个生产

过程，事先分析商品。亚·斯密有时“内在地”抓到了正确的东西，

即使在这种场合，他也只是在分析商品的时候，也就是在分析商品

资本的时候，才考虑价值的生产。

．以后的经济学家
（４１）

李嘉图几乎是逐字地重复亚·斯密的理论：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

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

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

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原理》第１６３页）

事实上，李嘉图完全接受了亚·斯密关于商品价格分解为工

（４１） 以下到本章结束这段增补，采自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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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和剩余价值（或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理论。他和斯密争论的

问题是，１．关于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李嘉图把地租排除在剩

余价值的必要的要素之外；２．李嘉图把商品价格分解为这些组成

部分。因此，价值量是前提。他假定各组成部分之和是一个定量，

并以它为出发点，而亚·斯密却相反，他常常背离自己固有的比较

深刻的见解，总是事后由各个组成部分相加得出商品的价值量。

拉姆赛反对李嘉图，他说：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

偿固定资本。”（《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７４页）

拉姆赛所说的固定资本，正是我所说的不变资本：

“固定资本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它虽然用来制造处在加工过程中的商

品，但不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第５９页）

亚·斯密把商品的价值，从而把社会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工

资和剩余价值，从而分解为单纯的收入，但是他反对从这种论断中

必然得出的结论：全部年产品都可以被消费掉。具有独创精神的

思想家从来不会作出荒谬的结论。他们把这件事留给萨伊和麦克

库洛赫之流去做。

萨伊实际上轻而易举地处理了这个问题。一个人的资本预付

就是或曾经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和纯产品；总产品和纯产品的区别

纯粹是主观上的，

“因此，一切产品的总价值，是作为收入在社会上进行分配的”（萨伊《论政治

经济学》１８１７年版第２卷第６４页）。“任何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

产的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勤劳者的利润｛工资在这里充当“勤劳者”的利润｝

相加而成的。因此，社会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等，而不象某派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所认为的那样，只和土地的纯产品相等。”（第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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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萨伊的这个发现也为蒲鲁东据为己有。

施托尔希在原则上也接受亚·斯密的学说，但发现萨伊对这

一学说的实际应用是站不住脚的。

“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资

本｛应该说是不变资本｝，那末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的全部价

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 构成一个国家的

｛不变｝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

巴黎版第１４７、１５０页）

但是，施托尔希忘记告诉我们，这个不变资本部分的存在，和

他所接受的斯密的价格分析，是怎样一致的，按照这种分析，商品

价值只包括工资和剩余价值，并不包括不变资本部分。只是通过

萨伊他才弄清楚，这种价格分析导致荒谬的结果。关于这个问题，

他自己的最后一句话是：

“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政治经济学教

程》１８１５年彼得堡版第２卷第１４１页）

西斯蒙第曾专门研究资本和收入的关系，但事实上把对这种

关系的特别说法当成他的《新原理》的特征。他没有说出一个科学

的字眼，对于问题的说明，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

巴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都试图超出斯密的解释。他们失

败了，因为他们不能把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之间的区别，

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截然分开，从而一开始提出问

题就是片面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以他惯有的妄自尊大，重复亚·斯密

传给他的后继者们的理论。

结果是：斯密的混乱思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他的教条成了政治

经济学的正统信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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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简 单 再 生 产

．问题的提出

如果（４２）我们考察社会资本，即总资本——各单个资本只形成

它的分数部分，这些部分的运动，既是它们的单个的运动，同时又

是总资本运动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在一年内执行职能的结果，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社会在一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那末，就

会清楚地看到：社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是怎样进行的，这个再生产

过程和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相比有哪些不同的特征，二者又有

哪些共同的特征。年产品既包括补偿资本的那部分社会产品，即

社会再生产，也包括归入消费基金的、由工人和资本家消费的那部

分社会产品，就是说，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这种消

费包括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即维持），因而也包括总

生产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再生产。

显然，我们应当分析的是Ｗ′—
Ｇ－Ｗ…Ｐ…Ｗ′
ｇ—ｗ 这个流通公式，

在这里，消费必然会起作用；因为起点Ｗ′＝Ｗ＋ｗ，即商品资本，

既包含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也包含剩余价值。所以，它

（４２） 采自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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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既包括生产消费，也包括个人消费。在Ｇ—Ｗ…Ｐ…Ｗ′—Ｇ′

循环和Ｐ…Ｗ′—Ｇ′—Ｗ…Ｐ循环中，资本的运动是起点和终点：这

一运动自然也包括消费，因为商品，即产品，必须出售。但是，只要

商品已经出售，这个商品以后变成什么，对单个资本的运动是没有

关系的。相反地，在Ｗ′…Ｗ′运动中，正是要通过说明总产品Ｗ′的

每一价值部分会变成什么，才能认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在这里，

总的再生产过程既包括资本本身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以流通为

媒介的消费过程。

为了我们当前的目的，再生产过程必须从Ｗ′的各个组成部分

的价值补偿和物质补偿的观点来加以考察。在分析单个资本的产

品价值时，我们假定，单个资本家通过出售他的商品产品，先把他

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转化为货币，然后，通过在商品市场上再购买各

种生产要素，把它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现在，我们已经不能再满

足于这个假定了。既然这些生产要素是物质的东西，那它们就同

用来和它们交换并由它们来补偿的单个成品一样，是社会资本的

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工人用工资和资本家用剩余价值所消费的

那部分社会商品产品的运动，不仅是总产品运动的一个不可缺少

的环节，而且同单个资本的运动交织在一起。因此，只是假定这个

过程发生，是不能说明这个过程的。

直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生产上消费掉的资本，就它的价

值来说，怎样由年产品得到补偿？这种补偿的运动怎样同资本家对

剩余价值的消费和工人对工资的消费交织在一起？因此，首先要研

究原有规模的再生产。其次，不仅要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交

换，而且还假定，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没有发生任何价值革命。如

果价格同价值发生偏离，这种情况对社会资本的运动并不会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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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影响。虽然单个资本家这时分到的价值份额将不再和他们各自

预付的资本成比例，不再和他们每人各自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成比

例，但总起来说，进行交换的仍然是同一产品量。至于价值革命，

那末，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发生的，就不会改变全部年产品的

价值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然而，只要它是局部地和不均衡地发

生的，就会成为干扰。第一，这种干扰只有在被看作是对保持不变

的价值比例的偏离时，才能被认为是干扰；但是，第二，关于年产品

价值以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以另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规律一

经证明，那末，价值革命，无论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上还是在可变资

本的价值上发生，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它所改变的，只是执行着

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价值部分的相对量，因为原有价值将被另外的

价值取而代之。

当我们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考察资本的价值生产和产品价值

时，商品产品的实物形式，对于分析是完全无关的，例如，不论它是

机器，是谷物，还是镜子都行。这始终只是举例而已，任何一个生产

部门都同样可以作为例证。我们必须考察的是直接的生产过程本

身。这种生产过程，在任何场合，都表现为一个单个资本的过程。说

到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只要假定，代表资本价值的那部分商品产

品，会在流通领域内找到机会再转化为它的生产要素，从而再转化

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同样，我们只要假定，工人和资本家会在

市场上找到他们用工资和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但是，当我们考察

社会总资本及其产品价值时，这种仅仅从形式上来说明的方法，就

不够用了。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另一部分进入资本

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这在表现出总资本执行职能的结

果的产品价值本身内形成一个运动。这个运动不仅是价值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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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是物质补偿，因而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

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

既然（４３）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没有任何积累或规模扩

大的再生产，是一种奇怪的假定，另一方面，生产条件在不同的年

份不是绝对不变的（而假定它们是不变的），那末，规模不变的简单

再生产就只是一个抽象。前提是：一定价值的社会资本，今年和去

年一样，再提供一样多的商品价值，满足一样多的需要，虽然商品

形式在再生产过程中可能改变。但是，只要有积累，简单再生产总

是积累的一部分，所以，可以就简单再生产本身进行考察，它是积

累的一个现实因素。年产品的价值可以减少，而使用价值量不变；

年产品的价值可以不变，而使用价值量减少；价值量和再生产的使

用价值量也可以同时减少。这一切就在于，再生产不是在比以前

更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就是在更困难的情况下进行。后者可能造

成的结果，是出现一个不完备的——有缺陷的——再生产。这一

切都只能涉及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量的方面，但不涉及它们作为

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或作为再生产出来的收入在总过程中所起的作

用。

．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４４）

社会的总产品，从而社会的总生产，分成两大部类：

．生产资料：具有必须进入或至少能够进入生产消费的形式

（４３） 这一段采自第 稿。

（４４） 主要采自第 稿。公式采自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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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

．消费资料：具有进入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的

形式的商品。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拥有的所有不同生产部门，总合起来

都形成一个单一的大的生产部门：一个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另

一个是消费资料的生产部门。两个生产部门各自使用的全部资

本，都形成社会资本的一个特殊的大部类。

每一部类的资本都分成两个组成部分：

１．可变资本。从价值方面看，这个资本等于该生产部门使用

的社会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力而支付的工

资总额。从物质方面看，这个资本是由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本身构

成的，即由这个资本价值所推动的活劳动构成的。

２．不变资本，即该部门在生产上使用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

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又分成固定资本：机器、工具、建筑物、役畜等

等，流动不变资本：生产材料，如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

这两个部类中，每一部类借助于这些资本而生产的全部年产

品的价值，都分成：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按其价值来说只是转移

到产品中去的不变资本ｃ的价值部分和由全部年劳动加入的价值

部分。后者又分成：补偿预付可变资本ｖ的部分和超过可变资本

而形成剩余价值ｍ的部分。因此，每一部类的全部年产品的价值，

和每个个别商品的价值一样，也分成ｃ＋ｖ＋ｍ。

代表生产上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ｃ，是和生产上

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不一致的。诚然，生产材料会全部消费掉，

从而它的价值全部转移到产品中去。但是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只有

一部分会完全消费掉，因而只有这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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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即机器、建筑物等等的其余部分继续存在，并且和以前一

样，继续执行职能，虽然它的价值由于逐年损耗而减少。在我们考

察产品价值时，继续执行职能的这部分固定资本，对我们来说是不

存在的。它是在这个新生产的商品价值之外而和这个商品价值并

存的一部分资本价值。这一点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已经

作了说明（第１卷第６章第１９２页７７）。但是，我们现在必须暂时撇

开那里使用过的考察方法。在考察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时，我们

讲过，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失去的价值，会转移到在损耗期间生产的

商品产品中去，不管这个固定资本在此期间是否有任何部分由于

这种价值转移而得到实物补偿。相反地，在这里，在考察社会总产

品及其价值时，我们不得不撇开，至少是暂时撇开固定资本在当年

因损耗而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因为这种固定资本不

会在当年重新得到实物补偿。在本章的后面有一节，我们将专门

论述这一点。

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要以下列公式为基础，其中ｃ＝不变资

本，ｖ＝可变资本，ｍ＝剩余价值，并且假定价值增殖率
ｍ
ｖ
＝１００％。

数字可以表示几百万马克，几百万法郎，或几百万镑。

．生产资料的生产：

资本………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０，

商品产品………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６０００，

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

．消费资料的生产：

资本………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２５００，

商品产品………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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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在。

概括起来说，全年总商品产品：

．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６０００生产资料；

．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３０００消费资料。

总价值＝９０００，按照假定，其中不包括继续以实物形式执行职

能的固定资本。

现在，如果我们研究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这里全部剩余价值都

是非生产地消费掉）的各种必要的交换，并且先不考察作为交换媒

介的货币流通，那末，我们一开始就会得出三大要点：

１．第 部类工人的工资５００ｖ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５００ｍ，必

须用于消费资料。但是，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价值１０００的消费资料

中，这种消费资料掌握在第 部类的资本家的手里，补偿预付的

５００ｖ，并代表５００ｍ。因此，第 部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将在第

部类内部同第 部类的产品交换。这样，就有（５００ｖ＋５００ｍ） ＝

１０００以消费资料形式从总产品中消失。

２．第 部类的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同样必须用于消费资料，即用

于第 部类的产品。因此，它们必须同第 部类产品的其余的、数

量与它们相等的不变资本部分２０００ｃ交换。为此，第 部类会得到

数额相等的生产资料，得到体现第 部类的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的价

值的第 部类产品。因此，就有２０００ ｃ和（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从

计算中消失。

３．还剩下４０００ ｃ。它们由生产资料构成，只能用于第 部

类，以便补偿该部类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要通过第 部类的

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互相交换来解决，就象（５００ｖ＋５００ｍ） 要通过

第 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或通过第 部类的各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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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之间的交换来解决一样。

暂时说到这里，这些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下的叙述。

．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

  （ｖ＋ｍ）和 ｃ的交换（４５）

  我们从两个部类之间的大宗交换开始。（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这些价值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于它们的生产者手中

——要和２０００ ｃ，即以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价值交换。通

过这种交换，第 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不变资本＝２０００从消费

资料形式再转化为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不变

资本可以重新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并且对于价值增殖来说作为

不变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另一方面，通过这种交换，第 部类的

劳动力的等价物（１０００ ｖ）和第 部类的资本家的剩余价值（１０００

ｍ），在消费资料中实现；二者都由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

一种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

但这种互相交换是通过货币流通来完成的。货币流通成为交

换的媒介，同时也使这种交换难于理解，然而它却具有决定性的重

要意义，因为可变资本部分必须一再表现为货币形式，即表现为由

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在整个社会范围内同时进行

经营的一切生产部门，不论它们属于第 部类还是第 部类，可变

资本都必须以货币形式来预付。资本家购买劳动力，是在劳动力进

（４５） 以下又是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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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生产过程之前，但是支付劳动力的报酬，却是在约定的期限，在

劳动力已经在使用价值的生产上消耗掉之后。就象产品价值的其

余部分一样，产品价值中仅仅作为在劳动力报酬上支出的货币的

等价物的那部分价值，即产品价值中代表可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

价值，也是属于资本家的。在这部分价值中，工人已经把他的工资

的等价物提供给资本家了。但是，只有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即把商

品卖出去，资本家的可变资本才能重新成为他的货币资本，可以为

购买劳动力而重新预付。

因此，第 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已经支付给工人１０００镑（我说

“镑”，只是为了表示它是货币形式的价值）＝１０００ｖ，以偿付第 部

类产品中即工人所生产的生产资料中已经作为ｖ部分存在的价值

部分。工人用这１０００镑向第 部类的资本家购买同等价值的消

费资料，这就把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半转化为货币；第 部类

的资本家再用这１０００镑向第 部类的资本家购买价值１０００的生

产资料；因此，第 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价值＝１０００ｖ，由原来

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货币，现在可

以在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重新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货

币资本会再转化为劳动力，即转化为生产资本中最重要的要素。

这样，由于第 部类的资本家的一部分商品资本的实现，他们的可

变资本就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

至于第 部类的商品资本的ｍ部分和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

的另一半交换时所需要的货币，它可以按不同的方式预付。实际

上，这种流通包括两个部类的各单个资本家之间的无数个别的买

和卖，而这种货币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来自这些资本家，因为由工

人投入流通的货币量，我们已经计算过了。或者是，第 部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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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资本家可以用他的和生产资本并存的货币资本，向第 部类的

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或者是相反，第 部类的一个资本家把用于

个人支出而非资本支出的货币基金，向第 部类的资本家购买消

费资料。正如前面第一篇和第二篇中已经指出的，前提是：在任何

情况下，资本家手中除生产资本外，必须要有一定的货币储备——

或者作为资本预付，或者作为收入花掉。我们假定，——比例如

何，对我们这里的目的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货币的一半由第

部类的资本家预付来购买生产资料，以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另一

半则由第 部类的资本家为消费而支出。这样，第 部类预付５００

镑，向第 部类购买生产资料，从而（连同上述来自第 部类的工

人的１０００镑）用实物补偿它的不变资本的
３
４
；然后第 部类拿由

此得到的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消费资料，从而使第 部类由ｍ

构成的那部分商品资本的一半，完成ｗ—ｇ—ｗ流通，这就使第

部类的这部分产品实现为消费基金。通过这第二个过程，５００镑也

就作为货币资本回到第 部类资本家手中，而同他的生产资本并

存。另一方面，第 部类预期到它的商品资本中还作为库存产品

的ｍ部分的一半要出售，因而，在此以前，就支出货币５００镑，来

购买第 部类的消费资料。第 部类又用这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

买生产资料，从而用实物补偿了自己的全部不变资本（１０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２０００），而第 部类则使自己的全部剩余价值在消费资料

中实现。总计起来，价值４０００镑的商品的交换，通过２０００镑的货

币流通来进行。其所以是２０００镑，只是因为按照我们的叙述，全

部年产品是作为几大部分一次进行交换的。在这里，重要的只是

这一情况：第 部类不仅已经把它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

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形式，而且，除此以外，还使它为购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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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而预付到流通中去的５００镑也回到它那里；同样，第 部类

不仅再一次以货币形式得到它以生产资料形式再生产的可变资

本，即可以再直接转化为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而且，除此以外，第

部类预期到它的资本中的剩余价值部分会出售而先用来购买消费

资料的５００镑也流回到它那里。但是，这５００镑流回到它那里，不

是由于已经用掉，而是由于它的商品产品中承担着一半剩余价值

的那一部分以后会出售。

在这两个场合，不仅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由产品形式再转化

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即它唯一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同

样，不仅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部分转化为货币形式，第 部类的生

产资料的剩余价值部分转化为可以消费的形式，即可以作为收入

来消费的形式。而且，除此以外，第 部类为购买生产资料而预付

的５００镑货币资本，——它是在相应的、补偿这５００镑的不变资本

价值部分（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出售以前预付的，——也流回到

第 部类那里；其次，第 部类为购买消费资料而预先用掉的５００

镑也流回到它那里。如果第 部类因预计到它的商品产品中的不

变部分要出售而预付的货币以及第 部类因预计到它的商品产品

中的剩余价值部分要出售而预付的货币，会分别流回到它们那里，

那末，这只是因为一个部类的资本家除了把以第 部类的商品形

式存在的不变资本投入流通以外，另一部类的资本家除了把以第

部类的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投入流通以外，各以５００镑货币投

入了流通。最后，他们通过各自的商品等价物的交换，彼此付清了

各自的款项。他们在自己商品的价值额以外作为这种商品交换的

手段投入流通的货币，按照他们各自投入流通的货币数量的比例，

从流通中回到他们手里。他们并不因此增加分文。第 部类原来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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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消费资料２０００＋货币５００；它现在和以前一样，有生产资

料２０００和货币５００。同样，第 部类也和以前一样，有剩余价值

１０００（以前由商品，生产资料构成，现在已转化为消费基金）＋货币

５００。——总的结论是：产业资本家为了促成他们自己的商品流通

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无论是记在商品的不变价值部分的账上，还是

记在存在于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在它作为收入花掉的时候）的账

上，总是按照各个资本家为货币流通而预付的数额回到他们手中。

至于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形式问题，那末，对第

部类的资本家来说，在他们把可变资本用在工资上以后，可变资

本首先以工人向他们提供的商品的形式存在。资本家已经以货币

形式把可变资本作为工人劳动力的价格支付给工人。就这一点来

说，资本家对他们商品产品中等于以货币形式支出的可变资本的

价值组成部分，已经支付了报酬。因此，他们也是这部分商品产品

的所有者。但是，他们使用的那部分工人阶级，不是那部分工人阶

级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买者；那部分工人阶级是第 部类所

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买者。因此，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以货币形式

预付的可变资本，不是直接回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它要通

过工人的购买，转到工人所必需的而又买得起的商品的资本主义

生产者手中，即转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只有当第 部类的

资本家用这种货币来购买生产资料的时候，它才通过迂回的道路

回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

由此得出结论：在简单再生产中，第 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ｖ

＋ｍ价值额（也就是第 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与此相应的比例部

分），必须等于不变资本 ｃ，也就是第 部类的总商品产品中分出

来的与此相应的部分；或者说，（ｖ＋ｍ）＝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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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部类内部的交换。

  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在第 部类商品产品的价值中，ｖ＋ｍ这一组成部分还要加

以研究。考察这个组成部分，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

无关。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每个单个资本主义商品产品的价值分

为ｃ＋ｖ＋ｍ的这种分割，即使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媒介，在什

么程度内同样也适用于全部年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一方面通

过 （ｖ＋ｍ）和 ｃ的交换来解决，另一方面通过我们以后对第

部类年商品产品中 ｃ的再生产的研究来解决。既然 （ｖ＋ｍ）以

消费品的实物形式存在，既然第 部类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

给工人的可变资本，总的来说要由工人用于消费资料，既然在简单

再生产的前提下，商品价值的ｍ部分实际上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

料，那末，显而易见，第 部类的工人用他们从第 部类的资本家

那里得到的工资，买回他们自己产品中与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

货币价值的数量相当的一部分。因此，第 部类的资本家就把他

们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的货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这完

全好象他们付给工人的只不过是一种价值符号。一旦工人通过购

买他们自己生产的、但属于资本家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来实现这

种价值符号，这种价值符号就会回到资本家手中，不过，这种符号

在这里不仅代表价值，而且也在它自己的金身或银身中具有这种

价值。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是通过工人阶级作为买者和

资本家阶级作为卖者出现的过程而流回的，关于这种回流，我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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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要更详细地研究。这里要考察的，是另外一点，这在涉及可变

资本怎样流回到它的起点时，必须加以说明。

年商品生产的第 部类是由种类繁多的产业部门构成的，但

是，按它们的产品来说，可分成两大分部类：

（ａ）消费资料。它们进入工人阶级的消费，但因为它们是必要

生活资料，所以也构成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的一部分，虽然就其质量

和价值来说，往往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不同。为了这里研究的

目的，我们可以把这整个分部类概括为必要消费资料这个项目。

至于象烟草这一类产品，从生理学观点来看，是不是必要消费资

料，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只要习惯上认为它是必要消费资料

就行了。

（ｂ）奢侈消费资料。它们只进入资本家阶级的消费，所以只能

和花费的剩余价值交换，而剩余价值是绝对到不了工人手中的。

就前一个项目来说，很明显，为了生产该项目的种种商品而预付的

可变资本，一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流回到第 部类中生产这些必要

生活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家（即 ａ的资本家）手中。他们按照支付

工人工资的可变资本的数额，把必要生活资料卖给他们自己的工

人。尽管各有关产业部门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易是很频繁的，并且

通过这种交易流回的可变资本是按比例分配的，但对第 部类资

本家的整个分部类ａ来说，这种回流是直接进行的。这是靠工人

支出的货币直接提供流通手段的流通过程。而分部类 ｂ的情况

却不同。我们这里考察的价值产品的整个部分，即 ｂ（ｖ＋ｍ），是

以奢侈品的实物形式存在的，就是说，这种奢侈品，同以生产资料

形式存在的商品价值 ｖ一样，工人阶级是无法购买的，尽管这种

奢侈品和那种生产资料都是这些工人的产品。因此，这一分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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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

  在第 部类商品产品的价值中，ｖ＋ｍ这一组成部分还要加

以研究。考察这个组成部分，同我们在这里研究的最重要的问题

无关。我们研究的问题是：每个单个资本主义商品产品的价值分

为ｃ＋ｖ＋ｍ的这种分割，即使以不同的表现形式作为媒介，在什

么程度内同样也适用于全部年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一方面通

过 （ｖ＋ｍ）和 ｃ的交换来解决，另一方面通过我们以后对第

部类年商品产品中 ｃ的再生产的研究来解决。既然 （ｖ＋ｍ）以

消费品的实物形式存在，既然第 部类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

给工人的可变资本，总的来说要由工人用于消费资料，既然在简单

再生产的前提下，商品价值的ｍ部分实际上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

料，那末，显而易见，第 部类的工人用他们从第 部类的资本家

那里得到的工资，买回他们自己产品中与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

货币价值的数量相当的一部分。因此，第 部类的资本家就把他

们为支付劳动力报酬而预付的货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形式；这完

全好象他们付给工人的只不过是一种价值符号。一旦工人通过购

买他们自己生产的、但属于资本家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来实现这

种价值符号，这种价值符号就会回到资本家手中，不过，这种符号

在这里不仅代表价值，而且也在它自己的金身或银身中具有这种

价值。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是通过工人阶级作为买者和

资本家阶级作为卖者出现的过程而流回的，关于这种回流，我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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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的可变资本以它的货币形式再回到资本主义生产者手中的那

种回流，不能直接进行，而是象 ｖ一样，必须间接进行。

例如，就象前面我们对整个第 部类所作的假定那样，假定：ｖ

＝５００，ｍ＝５００；但可变资本和与之相应的剩余价值的分配如下：

分部类ａ：必要生活资料：ｖ＝４００，ｍ＝４００；这样，一个由必要

消费资料构成的商品量的价值是４００ｖ＋４００＝８００，或者是

ａ（４００ｖ＋４００ｍ）。

分部类ｂ：奢侈品，它的价值是１００ｖ＋１００ｖ＝２００，或者是 ｂ

（１００ｖ＋１００ｍ）。

ｂ的工人得到了他们劳动力的报酬１００货币，比如说，１００

镑。他们用这些货币向 ａ的资本家购买数额１００的消费资料。

ａ的资本家再用这些货币，向 ｂ购买商品１００。从而， ｂ的资本

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流回到他们手中。

在 ａ，通过资本家和他们自己的工人的交换，已经有４００ｖ又

以货币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此外，他们的产品中代表剩余价值

的部分有四分之一转到了 ｂ的工人手中，以此换取了以奢侈品

形式存在的 ｂ（１００ｖ）。

现在，如果我们假定， ａ的资本家和 ｂ的资本家，把他们的

收入按相同的比例，分别用于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假定二

者各以收入的
３
５
用于必要生活资料，

２
５
用于奢侈品，那末，分部类

ａ的资本家以其剩余价值收入４００ｍ的
３
５
，就是说２４０，用于他

们自己的产品即必要生活资料；以
２
５
＝１６０用于奢侈品。分部类

ｂ的资本家也按同样的比例，来分配他们的剩余价值＝１００ｍ，以
３
５
＝６０用于必要生活资料，以

２
５
＝４０用于奢侈品。后者是在他们

自己的分部类内部生产和交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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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ａ）ｍ得到的奢侈品１６０是这样流到 ａ的资本家手中

的：我们上面已经看到，在（ ａ）４００ｍ中，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

在的１００，和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等额的（ ｂ）ｖ相交换，此外，以

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６０，和以奢侈品形式存在的（ ｂ）６０ｍ

相交换。总计如下：

ａ：４００ｖ＋４００ｍ； ｂ：１００ｖ＋１００ｍ。

１．４００ｖ（ａ）由 ａ的工人消费掉，它们就是 ａ工人的产品（必

要生活资料）的一部分；工人从他们自己那个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

者那里购买这些产品。因此，货币４００镑，即资本主义生产者作为

工资付给自己的工人的可变资本价值４００，回到他们手中。他们可

以用这些货币重新购买劳动力。

２．４００ｍ（ａ）中与１００ｖ（ｂ）相等的部分，即剩余价值（ａ）的
１
４
，是

这样在奢侈品中实现的：（ｂ）的工人从他们那个部类（ｂ）的资本家

那里得到工资１００镑，他们用这１００镑购买ｍ（ａ）的
１
４
，即购买由

必要生活资料构成的商品；ａ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购买同等价值

额的奢侈品＝１００ｖ（ｂ），即所生产的全部奢侈品的一半。这样，ｂ的

资本家的可变资本就以货币形式回到这些资本家手中。他们可以

重新购买劳动力，并由此重新开始他们的再生产，因为整个第 部

类的全部不变资本已经通过 （ｖ＋ｍ）和 ｃ的交换而得到了补

偿。生产奢侈品的工人的劳动力所以能够重新出卖，只是因为他

们作为自己工资的等价物创造出来的那部分产品，会被 ａ的资

本家取走，列入自己的消费基金，也就是变成了货币。（这同样适用

于第 部类劳动力的出卖；因为和 （ｖ＋ｍ）交换的 ｃ，既由必要

生活资料构成，也由奢侈品构成；通过 （ｖ＋ｍ）而更新的东西，既

包括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也包括奢侈品的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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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我们现在来谈ａ和ｂ之间的交换，这里只是指两个分部类

资本家之间的交换。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已经解决了ａ的可变

资本（４００ｖ）和一部分剩余价值（１００ｍ），以及ｂ的可变资本（１００ｖ）

的问题。我们进一步假定，这两个分部类资本家在花费他们的收

入时的平均比例，是
２
５
用于奢侈品，

３
５
用于必要的生活必需品。因

此，除了已经用于奢侈品的１００，整个分部类ａ还有６０要用于奢

侈品，按照同一比例，ｂ也有４０要用于奢侈品。

因此，（ ａ）ｍ是这样分配的：２４０用于生活资料和１６０用于

奢侈品＝２４０＋１６０＝４００ｍ（ ａ）。

（ ｂ）ｍ是这样分配的：６０用于生活资料和４０用于奢侈品：

６０＋４０＝１００ｍ（ ｂ）。后面的４０，是这个分部类的资本家从他们

自己的产品（他们的剩余价值的
２
５
）中拿出来消费的；用于生活资

料的６０，是这个分部类的资本家把他们的剩余产品６０和６０ｍ（ａ）

相交换而得到的。

因此，我们可以为第 部类的全体资本家列出以下公式（其中

分部类ａ的ｖ＋ｍ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分部类ｂ的ｖ＋ｍ以

奢侈品形式存在）：

ａ（４００ｖ＋４００ｍ）＋ ｂ（１００ｖ＋１００ｍ）＝１０００；通过运动，按

下列公式实现：５００ｖ（ａ＋ｂ）｛在４００ｖ（ａ）和１００ｍ（ａ）中实现｝＋

５００ｍ（ａ＋ｂ）｛在３００ｍ（ａ）＋１００ｖ（ｂ）＋１００ｍ（ｂ）中实现｝＝１０００。

我们对ａ和ｂ的实现，分别进行考察，就会得出：

（ａ）
ｖ

４００ｖ（ａ）
＋

ｍ
２４０ｍ（ａ）＋１００ｖ（ｂ）＋６０ｍ（ｂ）

＝８００

（ｂ）
ｖ

１００ｍ（ａ）
＋

ｍ
６０ｍ（ａ）＋４０ｍ（ｂ）

……………＝ ２００

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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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简单起见，假定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相同（顺便

提一下，这并不是必要的）。这样，在ｖ（ａ）＝４００时，不变资本

＝１６００，在ｖ（ｂ）＝１００时，不变资本＝４００。因此，关于第 部

类的两个分部类ａ和ｂ，我们会得出下列公式：

（ ａ）１６００ｃ＋４００ｖ＋４００ｍ＝２４００

（ ｂ）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 ６００

总计：

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３０００。 

与此相适应，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要和２０００ （ｖ＋ｍ）交

换的２０００ ｃ。其中有１６００用来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

有４００用来交换奢侈品的生产资料。

因此，２０００ （ｖ＋ｍ）本身也会这样分割：（８００ｖ＋８００ｍ） 作

为ａ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料＝１６００；（２００ｖ＋２００ｍ） 作为ｂ

的奢侈品的生产资料＝４００。

不仅真正的劳动资料，而且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在两个分部

类中，有很大部分是相同的。至于 （ｖ＋ｍ）全部产品的不同价值

部分的交换，那末，这种划分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无论是上述８００

ｖ还是２００ ｖ，都由于工资用在消费资料１０００ ｃ上而实现。因

此，为支付工资而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流回时，也会在第 部类各资

本主义生产者之间均衡地分配，即按照相应的比例再以货币形式

补偿他们各自预付的可变资本。另一方面，至于１０００ ｍ的实现，

那末，在这里，资本家也会均衡地（按照他们的ｍ的大小比例）从

ｃ的整个后一半＝１０００取出具有消费资料形式的６００ ａ和

４００ ｂ；因此，为 ａ补偿不变资本的资本家，

从６００ｃ（ ａ）取出４８０（
３
５
）并从４００ｃ（ ｂ）取出３２０（

２
５
）＝８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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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ｂ补偿不变资本的资本家，

从６００ｃ（ ａ）取出１２０（
３
５
）并从４００ｃ（ ｂ）取出８０（

２
５
）＝２００。

总计＝１０００。

在这里，无论对于第 部类还是第 部类，可变资本和不变资

本的比例，都是随便假定的。这个比例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以

及它们的分部类之间相同，也是随便假定的。只是为了简单起见，

这里假定比例相同。即使假定比例不同，对问题的条件和它的解

决方法，也绝不会有任何影响。但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必

然会得出以下结论：

１．年劳动以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创造的新价值产品（分成ｖ

＋ｍ），等于年劳动的另一部分生产的产品价值所包含的以消费资

料形式再生产的不变资本价值ｃ。假如前者小于 ｃ，第 部类的

不变资本就不能全部得到补偿；假如前者大于 ｃ，余额就不能利

用。在这两个场合，简单再生产这个前提都会被违反。

２．在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生产的年产品中，以货币形式预付的

可变资本ｖ，在它的获得者是生产奢侈品的工人时，只能在一开始

体现着 ａ资本主义生产者的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必要生活资料中

实现。因此，投入奢侈品生产的ｖ，必须等于以必要生活资料形式

生产的、ｍ中和它的价值量相适应的部分，因而就必然小于这整

个ｍ，即小于（ ａ）ｍ。只是由于这个ｖ在这一部分ｍ中实现，奢

侈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所预付的可变资本才能以货币形式回到他

们手中。这个现象和 （ｖ＋ｍ）在 ｃ中的实现是完全类似的；只

是在这里，（ ｂ）ｖ是在和它价值量相等的那一部分（ ａ）ｍ中实

现的。既然全年总产品实际进入以流通为媒介的年再生产过程，

所以这些比例关系在全年总产品的每一次分配中，都具有质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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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意义。 （ｖ＋ｍ）只能在 ｃ中实现， ｃ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

才能更新它作为生产资本组成部分的职能；同样，（ ｂ），只能在

（ ａ）ｍ的一部分中实现，而（ ｂ）ｖ也只有通过这种实现，才能再

转化为它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言而喻，只有在这一切实际上都

是再生产过程本身的结果时，也就是说，只有在例如 ｂ的资本家

不是靠信用从别处取得用于ｖ的货币资本时，上述情况才适用。

相反地，从量的方面说，年产品各部分之间的交换，只有在生产规

模和价值关系保持静止状态，并且这些严格的比例关系不会由于

对外贸易而有所改变的情况下，才能按上述比例进行。

如果有人按照亚·斯密的说法，说什么 （ｖ＋ｍ）分解为 ｃ，

而 ｃ分解为 （ｖ－ｍ），或者用他的更常见也更荒谬的说法，说什

么 （ｖ＋ｍ）形成 ｃ的价格（或价值，他称为“交换价值”）的组成

部分，而 ｃ形成 （ｖ＋ｍ）价值的整个组成部分，那末，同样也可

以说并且必须说，（ ｂ）ｖ分解为（ ａ）ｍ，或者（ ａ）ｍ分解为（

ｂ）ｖ，或者说（ ｂ）ｖ形成 ａ剩余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反过来也

是一样：剩余价值分解为工资，即可变资本，而可变资本形成剩余

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谬论确实可以在亚·斯密那里看到，

因为在他看来，工资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种商品

价值又是由它所包含的工资（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决定

的。他专心注意资本主义基础上一个工作日的价值产品所分成的

部分，即ｖ＋ｍ，以致完全忘记了，以不同实物形式存在的等价物，

无论由有酬劳动还是由无酬劳动构成，对于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说，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两种场合，为生产它们而花费的劳动

是一样多的；他还忘记了，尽管Ａ的商品是一种生产资料，Ｂ的商

品是一种消费资料，尽管这些商品出售以后，一个是作为资本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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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执行职能，而另一个则进入消费基金，按照亚当·斯密的说

法，即作为收入来消费，但这对简单的商品交换来说，同样是没有

关系的。单个买者如何使用他的商品，这不是商品交换的问题，不

是流通领域的问题，也不涉及商品的价值。在分析全年社会总产

品的流通时，必须研究该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确定用途，即消费因

素，但这绝不会影响上述问题。

在上面所考察的（ ｂ）ｖ和（ ａ）ｍ的一个等价部分的交换

中，以及（ ａ）ｍ和（ ｂ）ｍ之间的进一步的交换中，完全不必假

定，资本家——不管他们是 ａ和 ｂ的单个资本家，还是作为各

分部类的资本家整体——是按同一比例在必要消费品和奢侈品之

间分配他们的剩余价值。一个可以在这种消费上多用一些，另一

个可以在那种消费上多用一些。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前提只

是：一个和全部剩余价值相等的价值额在消费基金中实现。因此，

界限是已定的。在每一部类之内，有的人在ａ上多用一些，有的人

在ｂ上多用一些；但是他们可以互相补偿，以致ａ和ｂ这两个分部

类的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按同一比例参加这两类物品的消费。

价值关系——ａ和ｂ这两类生产者在第 部类的产品总价值中各

自所占的比例部分，从而提供上述产品的各生产部门间一定的量

的关系——在每一具体场合，都必须是已定的。只有为举例而规

定的比例，才是一种假定的比例。如果作另一种假定，也不会使各

种质的因素发生变化，只有量的规定会改变。但如果由于某种情

况，ａ和ｂ的比例量发生了现实变化，那末，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也

会相应地改变。

从（ ｂ）ｖ在（ ａ）ｍ的一个等价部分中实现这一点可以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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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结论：年产品中的奢侈品部分越是增大，从而奢侈品生产中吸

收的劳动力的数量越是增加，预付在（ ｂ）ｖ上的可变资本要再转

化为可以重新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

因而在 ｂ中就业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要生存和再生产，——他们

的必要消费资料的供给，——也就越是要取决于资本家阶级的挥

霍，越是要取决于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很大一部分转化为奢侈品。

每一次危机都会暂时减少奢侈品的消费。危机使（ ｂ）ｖ到货

币资本的再转化延缓和停滞，使这种再转化只能部分地进行，从而

有一部分生产奢侈品的工人被解雇；另一方面，必要消费资料的出

售也会因此停滞和减少。这里完全撇开不说那些同时被解雇的非

生产工人，他们由于为资本家服务而得到资本家奢侈支出的一部

分（这些工人本身相应地也是奢侈品），特别是在必要生活资料等

等的消费方面也占了很大一部分。在繁荣时期，特别是在欺诈盛

行期间，情况正好相反。在这个时期，货币的表现在商品中的相对

价值已由于其他原因（并不是由于现实的价值革命）而降低，所以，

商品的价格不依商品本身的价值为转移而提高。不仅是必要生活

资料的消费增加了；工人阶级（他们的全部后备军现在都积极参加

进来）也暂时参加了他们通常买不起的各种奢侈品的消费，此外，

他们还会参加这类必要消费品的消费，其中绝大部分通常只对资

本家阶级来说才是“必要”消费资料；而这些又会引起价格的提高。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

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

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

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

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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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

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

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末，我

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

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

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

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因此，看起

来，资本主义生产包含着各种和善意或恶意无关的条件，这些条件

只不过让工人阶级暂时享受一下相对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往往只

是危机风暴的预兆。（４６）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必要消费资料的生产和奢侈品的生产

之间的比例关系，是以 （ｖ＋ｍ）在 ａ和 ｂ之间的分割为条件

的，从而也是以 ｃ在（ ａ）ｃ和（ ｂ）ｃ之间的分割为条件的。因

此，这种分割从根本上影响着生产的性质和数量关系，对生产的总

形态来说，是一个本质的决定性的因素。

简单再生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虽然攫取剩余价值是

单个资本家的动机；但是，剩余价值——不管它的比例量如何——

在这里最终只是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既然简单再生产是每个规模扩大的年再生产的一部分，并且

还是它最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这种个人消费的动机总是和发财致

富的动机本身相伴而生，同时又和它相对立。实际上，问题表现得

更复杂，因为掠夺物——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会作为

独立于资本家以外的消费者出现。

（４６） 供可能出现的洛贝尔图斯危机学说的信徒们参考。——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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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流通在交换中的媒介作用

根据上面的阐述，不同部类的生产者之间的流通，按下列公式

进行：

１．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

  ．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  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５００ｍ。

ｃ＝２０００的流通已经完成，它已经和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相

交换。

暂且把４０００ ｃ撇开不说，这样，在第 部类内部还有ｖ＋ｍ

的流通。现在， （ｖ＋ｍ）在 ａ和 ｂ两个分部类之间的分割如

下：

２．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ａ（４００ｖ＋４００ｍ）＋ｂ（１００ｖ＋１００ｍ）。

４００ｖ（ａ）的流通在它自己的分部类内部进行；由此得到报酬的

工人，用这些报酬向他们的雇主即 ａ的资本家，购买他们自己所

生产的必要生活资料。

因为两个分部类的资本家都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
３
５
用于 ａ

的产品（必要生活资料），
２
５
用于 ｂ的产品（奢侈品），所以，ａ

的剩余价值的
３
５
，即２４０，在分部类 ａ内部消费；同样，ｂ的剩

余价值的
２
５
（以奢侈品形式生产和存在），也在分部类 ｂ内部消

费。

因此，在 ａ和 ｂ之间有待交换的是：

在 ａ方面：１６０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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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ｂ方面：１００ｖ＋６０ｍ。它们正好彼此相抵。 ｂ的工人，用他们

得到的货币工资１００向 ａ购买数额１００的必要生活资料。 ｂ的

资本家，也用他们的剩余价值的
３
５
＝６０，向 ａ购买他们的必要生

活资料。 ａ的资本家因此也得到了必要的货币，以便象上面假定

的那样，把他们的剩余价值的
２
５
＝１６０ｍ，用于 ｂ所生产的奢侈

品（１００ｖ和６０ｍ；１００ｖ是作为补偿所付工资的产品留在 ｂ的资

本家手中的）。其公式如下：

３．ａ．（４００ｖ）＋（２４０ｍ） ＋１６０ｍ
          
  ｂ．……………………１００ｖ＋６０ｍ＋（４０ｍ），

括号内的数额，只在各分部类内部流通和消费。

预付在可变资本上的货币资本，只有对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

ａ的资本家来说，才是直接流回的，这种情况不过是前面提到的

那个一般规律由某些特殊条件而引起变化的一种表现，按照这个

规律，商品生产者预付在流通中的货币，在商品流通正常进行的情

况下，会回到他自己手里。由此顺便可以得出：如果站在商品生产

者背后的是一个货币资本家，这个货币资本家又把货币资本（这个

字最精确的含意就是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预付给产业资本家，那

末，这种货币的真正复归点就是这个货币资本家的钱袋。这样，虽

然货币在流通中或多或少地要经过各种人之手，但大量的流通货

币却属于以银行等形式组织和积聚的货币资本部门。这个部门预

付资本的方法，规定资本要不断以货币形式最后流回到它那里，虽

然这种回流还要以产业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作为媒介。

对商品流通来说，有两样东西始终是必要的：投入流通的商品

和投入流通的货币。“与直接的产品交换不同，流通过程在使用价

值换位和转手之后并没有结束。货币并不因为它最终从一个商品

９５４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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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态变化系列中退出来而消失。它不断地沉淀在商品空出来的

流通位置上。”（第１卷第３章第９２页７８）

例如，在 ｃ和 （ｖ＋ｍ）之间的流通中，我们假定，第 部类

为这个流通预付了５００镑货币。大的社会的生产者群之间的流

通，分解为无数的流通过程，其中，时而这群生产者，时而那群生产

者，首先作为买者出现，从而把货币投入流通。把个别情况完全撇

开不说，这已经由生产期间的差别，从而由不同商品资本的周转的

差别决定了。现在，第 部类用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同等价值

额的生产资料，第 部类再向第 部类购买５００镑消费资料；这些

货币因此又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后者绝不会因为这种回流而更

富有。它首先把５００镑货币投入流通，并从流通中取出同等价值

额的商品，然后又出售５００镑商品，并从流通中取出同等价值额的

货币；这样，５００镑又流回来。事实上，第 部类投入流通的是５００

镑货币和５００镑商品＝１０００镑；它也从流通中取出了５００镑商品

和５００镑货币。为了使５００镑商品（１）和５００镑商品（ ）相交换，

流通所需要的只是５００镑货币。这样，谁预付货币来购买别人的

商品，谁就会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重新得到货币。所以，假如第

部类首先向第 部类购买５００镑商品，然后再向第 部类出售

５００镑商品，那末这５００镑将回到第 部类那里，而不是回到第

部类那里。

第 部类投在工资上的货币，即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

不是直接地返回的，而是间接地、通过迂回的道路以这个形式返回

的。而第 部类的５００镑工资，却直接从工人那里回到资本家手

中，就象在同一些人彼此交替地作为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不断对立，

反复进行买和卖时货币总是直接返回一样。第 部类的资本家以

０６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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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支付劳动力的报酬；这样，他就把劳动力并入他的资本，只是

由于这种流通行为，即对资本家来说仅仅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

资本的流通行为，资本家才能作为产业资本家，而和作为他的雇佣

工人的工人相对立。但是，起先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售者出

现的工人，后来会作为买者，作为货币所有者，而和作为商品的卖

者的资本家相对立；因此，投在工资上的货币，也流回到资本家手

中。只要商品的出售不包含欺诈等等，而是商品和货币进行等价

交换，那末，这就不会是资本家借以发财致富的过程。资本家并不

是支付给工人两次：先用货币，后用商品；一旦工人把货币换成资

本家的商品，资本家的货币就回到自己手中。

然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资本，即预付在工资上的货币，

在货币流通本身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工人阶级不得不挣

一文吃一文，不能给产业资本家提供任何长期的信贷，这样，各个产

业部门的资本周转期间尽管有差别，可变资本却要在某一短期内，

例如一周，即在比较迅速地反复的期限内，同时在社会的无数不同

地点，以货币形式预付（这个期限越短，通过这个渠道一次投入流

通的货币总额相对地说也就越小）。在每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

家，这样预付的货币资本，在总流通中都占有一个在比例上有决定

意义的部分；而由于同一个货币在流回起点之前，要流过各种渠

道，作为无数其他的营业的流通手段来执行职能，所以更是这样。

现在，我们从另一个观点来考察 （ｖ＋ｍ）和 ｃ之间的流通。

第 部类的资本家预付１０００镑来支付工资，工人就用这

１０００镑向第 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第 部类的资本家用

同一些货币再向第 部类的资本家购买生产资料。于是第 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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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回到他们手中；同时，第 部类的

资本家把他们的不变资本的一半，由商品资本的形式再转化为生

产资本的形式。第 部类的资本家再预付５００镑货币，以便在第

部类的资本家那里取得生产资料；第 部类的资本家把这些货

币用于第 部类的消费资料；从而这５００镑流回到第 部类的资

本家手中；第 部类的资本家重新把这些货币预付，以便使他的已

经转化为商品的不变资本的最后四分之一，再转化为它的生产的

实物形式。这些货币再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并重新用来向第

部类取得同等数额的消费资料；５００镑因此又流回到第 部类那

里。现在，第 部类的资本家和以前一样，拥有５００镑货币和２０００

镑不变资本，但是，后者已经由商品资本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

形式。５０００镑商品量的流通是用１５００镑货币来完成的；就是说，

１．第 部类付给工人１０００镑，购买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２．工人

用这１０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生活资料；３．第 部类再用这同一些

货币向第 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因此，第 部类又重新得到１０００

镑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４．第 部类用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生

产资料；５．第 部类用这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消费资料；６．第

部类用这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生产资料；７．第 部类用这５００

镑向第 部类购买生活资料。因此，５００镑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

这５００镑是第 部类在商品形式的２０００镑以外另行投入流通的，

而它没有为这５００镑从流通中取出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４７）

（４７） 这里的叙述，和前面（第３７４页①）的叙述，略有不同。前面，第 部类也把

一个独立的数额５００镑投入流通。在这里，却只有第 部类为流通提供追加货币材料。

但是，这并不改变最后的结论。——弗·恩·

２６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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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交换是这样进行的：

１．第 部类支付１０００镑货币购买劳动力，即购买商品＝１０００

镑。

２．工人用他们的货币额１０００镑的工资，向第 部类购买消费

资料，即商品＝１０００镑。

３．第 部类用它从工人那里得到的１０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

同等价值的生产资料，即商品＝１０００镑。

因此，１０００镑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到第 部

类那里。

４．第 部类用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即商品＝５００

镑。

５．第 部类用这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

５００镑。

６．第 部类用这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生产资料，即商品＝

５００镑。

７．第 部类用这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消费资料，即商品＝

５００镑。

所交换的商品价值总额＝５０００镑。

第 部类在购买时预付的５００镑，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

结果是：

１．第 部类的资本家拥有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１０００镑，这是

他最初预付到流通中去的；此外，他还为他个人的消费，以他自己

的商品产品的形式支出了１０００镑；就是说，他所支出的是由于出

售价值额１０００镑的生产资料而得到的货币。

另一方面，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所必须转化的实物形式，即劳

３６４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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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通过消费得到了维持，进行了再生产，并再作为它的所有者

唯一的商品而存在，如果他想活下去，他就必须出卖这种商品。因

此，也就再生产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

２．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得到了实物补偿；同一个第 部类预

付在流通中的５００镑，也回到它那里。

对第 部类的工人来说，流通是简单流通Ｗ—Ｇ—Ｗ：Ｗ

１

（劳

动力）—Ｇ

２

（１０００镑，第 部类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Ｗ

３

（价值

１０００镑的必要生活资料）；这１０００镑把以商品形式，即以生活资

料形式存在的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货

币。

对第 部类的资本家来说，过程是Ｗ—Ｇ，是他的一部分商品

产品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即再转化为他们所必需的一部分生产资料。

当第 部类的资本家为购买其他部分生产资料而预付Ｇ（５００

镑）时，他们已经预期到在 ｃ中还以商品（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

那一部分将转化为货币形式；在第 部类用Ｇ购买、Ｗ 被第 部

类出售这样一个Ｇ—Ｗ 行为中，货币（ ）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部

分，Ｗ（ ）通过Ｗ—Ｇ行为，转化为货币。但是，这些货币并不代

表第 部类的资本价值的任何组成部分，而只不过是用在消费资

料上的货币化的剩余价值。

在流通Ｇ—Ｗ…Ｐ…Ｗ′—Ｇ′中，一个资本家的第一个行为Ｇ

—Ｗ，是另一个资本家的最后一个行为Ｗ′—Ｇ′（或其中一部分）。

使Ｇ借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Ｗ，对Ｗ 的卖者（他要把这个Ｗ 转

化为货币）来说，究竟是代表不变资本组成部分，还是代表可变资

４６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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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成部分，还是代表剩余价值，是和商品流通本身完全无关的。

至于第 部类商品产品的组成部分ｖ＋ｍ，那末，第 部类从

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它投入的货币。第一，它的１０００镑可变资

本回到它那里；第二，它出售价值５００镑的生产资料（见上述第４

项交换），从而它的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为货币；然后（第６项交

换）再出售价值５００镑的生产资料，即它的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从

而把剩余价值全部以货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因此，相继进行的

是：１．可变资本再转化为货币＝１０００镑；２．剩余价值的一半转化

为货币＝５００镑；３．剩余价值的另一半转化为货币＝５００镑；所以

总计有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转化为货币＝２０００镑。尽管第 部类（我

们以后还要考察的作为 ｃ的再生产媒介的各种交换除外）只把

１０００镑投入流通，它从流通中却取出了多一倍的货币。当然，货币

化的（即转化为Ｇ的）ｍ一旦用在消费资料上，就立即再转入别人

（ ）手中。第 部类的资本家以货币形式取出的价值，只等于他

以商品形式投入的价值；这个价值是剩余价值，就是说，资本家没

有为它付出分文，这一点绝不会使这种商品价值本身有任何改变；

因此，只要我们说的是商品流通中的价值交换，那末，这一点就是

毫无意义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形式，当然和预付资本在它

的转化过程中所通过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是会消失的。它所持

续的时间，仅仅是第 部类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和接着发生的第

部类的货币转化为第 部类的商品这二者之间的间歇时间。

假定周转期较短，或者，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投入流

通的货币流通较快，为了使交换的商品价值流通，只要有较少的货

币就够了。如果相继进行的交换的次数已定，这个货币额总是由

流通商品的价格总额或价值总额决定。这个价值总额由剩余价值

５６４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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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价值构成的比例如何，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假如第 部类的工资每年支付四次，就是

４×２５０＝１０００。因此，有２５０镑货币，就足以完成 ｖ－
１
２ ｃ之间

的流通，以及可变资本 ｖ和第 部类的劳动力之间的流通。同

样，假如 ｍ和 ｃ之间的流通用四次周转来完成，那也就只需要

２５０镑；所以，总起来说，要完成价值５０００镑的商品的流通，只需

要一个５００镑的货币额或货币资本。这时，剩余价值不是分两次，

每次有一半转化为货币，而是分四次，每次有
１
４
转化为货币。

假如在第４项交换中，不是第 部类，而是第 部类作为买者

出现，把５００镑货币用于同等价值量的消费资料，那末，以后是第

部类在第５项交换中用这５００镑购买生产资料；第 部类在第

６项交换中则用这５００镑购买消费资料；第 部类在第７项交换

中再用这５００镑购买生产资料；最后，这５００镑回到第 部类那

里，就和在前一种情况下回到第 部类那里一样。在这里，剩余价

值的货币化是通过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在私人消费上支出的

货币而实现的。这个货币代表了预期的收入，即预期从待售的商

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中得到的收入。这个剩余价值的货币化，不

是由于这５００镑流回而实现的；因为，除了具有 ｖ商品形式的

１０００镑以外，在第４项交换结束时，第 部类还把５００镑货币投

入流通。我们知道，这是追加的货币，不是出售商品所得的货款。

如果这个货币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那末，第 部类只不过因此再

得到它的追加货币，并没有把它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第 部

类的剩余价值的货币化，只是通过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 ｍ的出

售而实现的，而这个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形式每次持续的时间

有多长，要看出售商品所得的货币经过多久才被重新用于消费资

６６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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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第 部类用追加的货币（５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消费资料；

这个货币被第 部类用掉了，为此它得到了第 部类的商品形式

的等价物；这个货币因第 部类向第 部类购买５００镑商品而第

一次流回；因此，这个货币是作为第 部类所出售的商品的等价

物流回的，但是，第 部类没有为这种商品付出分文，它构成了

第 部类的剩余价值，这样，该部类自己投入流通的货币，使它

自己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同样，第 部类第二次（第６项交

换）购买时，得到了第 部类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假如第 部

类（在第７项交换中）不向第 部类购买生产资料，那第 部类

实际上就是为消费资料支出了１０００镑，——把它的全部剩余价

值作为收入消费掉了，——也就是５００镑以第 部类的商品（生

产资料）形式，５００镑以货币形式消费掉；不过，它还有以第 部

类的商品（生产资料）形式库存的５００镑，而另一方面花掉了货

币形式的５００镑。

反过来，第 部类把它的不变资本的四分之三由商品资本形

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形式；其余四分之一则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

（５００镑），事实上就是转化为闲置的货币，或职能中断的和待用的

货币。如果这种状态长期持续下去，第 部类就必须把再生产的

规模缩小四分之一。——但是，成为第 部类的负担的生产资料

形式的５００，并不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它是代替５００镑

预付货币留在那里的，这５００镑货币是第 部类在它的１０００镑商

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之外所占有的。作为货币，它们处于随时可以

实现的形式；作为商品，它们却一时卖不出去。由此可见，在这里，

简单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生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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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每一个要素都必须得到补偿——只有在第 部类最初放走的

５００只金鸟飞回的时候，才是可能的。

当一个资本家（在这里，我们指的仍然只是产业资本家，他们

同时是其他所有资本家的代表）把货币用于消费资料时，对他来

说，这些货币已经完结，已经走尽了尘世的道路。如果它再流回到

他手中，这仅仅是因为他借助于商品，即靠他的商品资本，从流通

中取出了货币。全部年产品的每一个要素的价值，即每个单个商

品的价值，对他来说，和他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对他来说＝商品资

本）的价值一样，都可以分成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

价值。因此，每个单个商品（形成全部商品产品的各个要素）的货

币化，同时也就是全部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一定部分的

货币化。所以，在这个场合，说资本家自己把那些使他的剩余价值

转化为货币即得到实现的货币投入流通（在他把货币用于消费资

料的时候），这是完全正确的。当然，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些货

币，而是一定的现金额，这个金额和资本家为了满足个人需要而投

入流通的货币额（或其相等部分）相等。

实际上，这是以两种方式进行的：如果企业是在当年开办的，

资本家就必须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要几个月，

才能从自己的企业收入中取得货币供他个人消费。但他不会因此

而使他的消费停止片刻。他预期到剩余价值会到手而自己预付货

币（不管这些货币是从他自己的钱袋，还是通过贷款从别人的钱袋

取得的，在这里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他因此也就为以后将实

现的剩余价值的实现，预付了流通手段。相反地，如果营业早已正

常进行，那末支出和收入就会分配在一年的不同期间。但是，有一

点，即资本家的消费，是不间断地进行的。这种消费是因预期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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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到手而进行的，而消费量也要按照通常的或估计的收入的一

定比例来计算。商品每出售一部分，当年生产的剩余价值也就实

现一部分。如果在全年内，所生产商品的销售量只够补偿其中包

含的不变资本价值和可变资本价值，或者，如果价格下跌，以致在

出售全部年商品产品时，只能实现其中包含的预付资本的价值，那

末就会明显地暴露出，上述货币是因预期到未来的剩余价值会到

手而用掉的。如果我们的资本家破产了，他的债权人和法庭就会

调查他因预期到收入会到手而进行的私人支出，是否和他的企业

规模，是否和这种企业一般的或正常的剩余价值收入保持适当的

比例。

但是，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为了使他们的剩余价值实现

（同时也为了使他们的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流通）就必须自

己把货币投入流通这样一种说法，不仅不是奇谈怪论，而且还是整

个机构的必要条件，因为在这里只有两个阶级：只能支配自己劳动

力的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资料和货币拥有垄断权的资本家阶级。

如果说，为实现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而必需的货币，首先要工人

阶级自己出资预付，那才是奇谈怪论。但是，单个资本家总是以下

列形式实行这种预付：起买者的作用，支出货币来购买消费资料，

或者预付货币来购买他的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或者是劳动

力，或者是生产资料。他付出货币，总只是为了换取一个等价物。

他把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只不过是采取和预付商品一样的方法。

在这两个场合，他都是起流通的起点的作用。

现实的过程被两种情况所掩盖：

１．商业资本（它最初的形式总是货币，因为商人本身不生产任

何“产品”或“商品”）和货币资本，会在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中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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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类型的资本家的经营对象出现。

２．剩余价值——必然总是首先在产业资本家手中——分成不

同的范畴。作为这些范畴的承担者出现的，除产业资本家以外，还

有土地所有者（就地租而言）、高利贷者（就利息而言）等等，同时还

有政府和它的官吏，食利者等等。这些家伙，对产业资本家来说，

是作为买者出现的，因为他们使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他们各自

也把“货币”投入流通，产业资本家则从他们手中得到这些货币。

这时，人们总是忘记，他们最初得到并不断地重新得到的货币的来

源是什么。

．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
（４８）

现在留下还要研究的是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４０００ ｃ。这

个价值等于第 部类的商品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即在这个商品量

的生产上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再现的价值并不是在第

部类的生产过程中生产的，而是当年以前作为不变的价值，作为

生产资料既定的价值，进入这个生产过程的。它现在存在于第

部类的整个那部分没有被第 部类吸收的商品量中。因而，仍然

保留在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这个商品量的价值＝他们的全部

年商品产品价值的
２
３
。关于生产一种特殊生产资料的单个资本

家，我们可以说：他出售他的商品产品，把它转化为货币。当他把

商品产品转化为货币时，他也就把他产品中的不变价值部分再转

（４８） 以下采自第 稿。

０７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化为货币了。然后，他用这个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价值部分，再向别

的商品的卖者购买自己的生产资料，或是把他的产品的不变价值

部分转化为一种可以重新作为不变生产资本来执行职能的实物形

式。而现在，这样假定就不行了。第 部类的资本家包括生产生产

资料的全体资本家。此外，留在他们手中的商品产品４０００，是社会

产品的一部分；这部分社会产品不能和任何别的部分交换，因为年

产品中已经不存在可以和它交换的任何别的部分。除了这４０００

以外，年产品的其余部分已经全部作了安排；一部分为社会的消费

基金所吸收，另一部分用来补偿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第 部类

所有能够用来和第 部类交换的东西已经全部交换完毕。

只要我们注意到，第 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

说，是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本身的物质要素构成的，困难就很容

易解决。这里出现的现象和上述第 部类出现的现象相同，只是

方面有所不同。在第 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消费资料构成，因

此，其中由这种商品产品所包含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来计量的部分，

可以由它本部类的生产者消费。在第 部类，全部商品产品由生

产资料，即由建筑物、机器、容器、原料和辅助材料等等构成。因

此，其中用来补偿这个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能够以

它的实物形式立即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执行职能。如果

它进入流通，那也是在第 部类内部流通。在第 部类，一部分实

物形式的商品产品由该部类的生产者个人消费掉，而在第 部类，

一部分实物形式的商品产品却由它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在生产上消

费掉。

第 部类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是在第 部类的一部分商品

产品＝４０００ｃ中再现的，而且是以实物形式再现的，这种形式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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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产品能立即再作为不变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在第 部类，３０００

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１０００），直接

进入第 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另一方面，这个商品产

品的不变资本价值（＝２０００），不能再进入第 部类的资本家的生

产消费，而要通过和第 部类的交换来进行补偿。

相反地，第 部类的６０００商品产品中价值等于工资和剩余价

值的那一部分（＝２０００），不会进入而且按它的实物形式来说也不

能进入它的生产者的个人消费。它倒是必须首先和第 部类交

换。另一方面，这个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４０００，却处在这样一种

实物形式上，这种形式的不变价值部分——如果把第 部类的资

本家看作整体——能够直接再作为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执行职

能。换句话说，第 部类的全部产品是由这样一些使用价值构成

的，这种使用价值按照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下，——只能作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发生作用。因此，在这个价

值６０００的产品中，
１
３
（２０００）补偿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其余

２
３
则

补偿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

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由大量的不同的资本群构成。它们被

分别投入不同的生产资料生产部门，有若干被投入铸铁厂，有若干

被投入煤矿，等等。每个这种资本群或每个这种社会的群资本，又

由许多大小不等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构成。首先，社会资

本，比如说７５００（可以用百万等等来表示），分成不同的资本群；价

值７５００的社会资本分成各个特殊的部分，其中每个部分都被分别

投入一个特殊的生产部门；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分社会

资本价值，按照它的实物形式，部分地由各特殊生产部门的生产资

料构成，部分地由它们的经营所必需的、具有相应的熟练程度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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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构成，这种劳动力由于分工，并按照它在每个个别生产部门承

担的劳动的特殊性，而各不相同。投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那部

分社会资本，又由投入该生产部门的独立执行职能的单个资本的

总和构成。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的，既适用于第 部类，也适用于

第 部类。

至于说第 部类中以它的商品产品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

值，那末，它有一部分作为生产资料再进入把它当作产品生产出来

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者，甚至就是它那一个企业）。例如，谷物进入

谷物的生产，煤炭进入煤炭的生产，铁以机器形式进入铁的生产，

等等。

当构成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产品不再直接进入自

己的特殊生产部门或自己那个生产部门的时候，这些产品只是变

换了位置。它们以实物形式进入第 部类的另一个生产部门，而

第 部类其他生产部门的产品则对它们进行实物补偿。这只不过

是这些产品的换位。它们全部作为补偿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因

素再进入第 部类，但不是进入第 部类的这个部门，而是另一个

部门。在这里，只要交换是在第 部类的各个资本家之间进行的，

这种交换就是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

资本的交换，就是一种生产资料和另一种生产资料的交换。这是

第 部类的不同的单个不变资本部分的互相交换。只要产品不是

直接在本生产部门作为生产资料使用，这些产品就离开它们自己

的生产场所，进入另一个生产场所，因而，互相得到补偿。换句话

说（和第 部类剩余价值的情况相似），第 部类的每个资本家按

照他作为这４０００不变资本的共有者所占的比例，从这个商品总量

中取出他所需要的相应的生产资料。如果生产是社会公有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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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资本主义的，那末很明显，为了进行再生产，第 部类的这些

产品同样会不断地再作为生产资料在这个部类的各个生产部门之

间进行分配，一部分直接留在这些产品的生产部门，另一部分则转

入其他生产场所，因此，在这个部类的不同生产场所之间发生一种

不断往返的运动。

．两个部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当年再生产的第 部类

的可变资本价值和新生产的第 部类的剩余价值（即等于第 部

类当年生产的价值），加上当年再生产的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

和新生产的第 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加上第 部类当年生产

的价值）。

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每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

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生产的全部价值。其

所以必然如此，因为在简单再生产中，这全部价值将被消费掉。

整个社会工作日分为两部分：１．必要劳动；它在一年中创造

１５００ｖ的价值；２．剩余劳动；它创造１５００ｍ的追加价值或剩余价

值。这两个价值之和＝３０００，等于这一年生产的３０００消费资料的

价值。因此，一年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社会总工作日在

当年生产的总价值，等于社会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社会剩余价值，

等于当年的全部新产品。

但是我们知道，虽然这两个价值量是一致的，第 部类的商品

即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绝不因此就是在社会生产的这个部类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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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来的。这两个价值量一致，是因为在第 部类再现的不变资

本价值等于第 部类新生产的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

值）；因此， （ｖ＋ｍ）能够购买对第 部类的产品生产者来说代

表着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这就表明，为什么尽管对第

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产品价值分成ｃ＋ｖ＋ｍ，但是从社会

的角度来考察，这些产品的价值却可以分成ｖ＋ｍ。其所以如此，

只是因为 ｃ在这里等于 （ｖ＋ｍ），社会产品的这两个组成部分

通过交换来互相交换它们的实物形式。在这样交换以后， ｃ就再

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而 （ｖ＋ｍ）则再以消费资料的形式存

在。

正是这种情况，使亚·斯密断言，年产品的价值分解为ｖ＋ｍ。

这种看法，第一，只适用于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年产品；第二，

其所以适用，并不是指这全部价值都是第 部类生产的，因而它的

产品价值等于第 部类预付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第 部类生产的

剩余价值，而只是指：（ｃ＋ｖ＋ｍ）＝ （ｖ＋ｍ）＋ （ｖ＋ｍ），或者

说，因为 ｃ＝ （ｖ＋ｍ）。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

虽然社会工作日（即整个工人阶级全年耗费的劳动）和每个单

个工作日一样，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分成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因而，虽然这种工作日所生产的价值同样也只分成两部分，也就是

分成可变资本价值即工人用来购买他自身再生产的资料的那部分

价值，和剩余价值即资本家可以用于他自己的个人消费的那部分

价值，但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社会工作日的一部分是专门用来

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也就是用来生产那种专门供在劳动过程中

作为生产资料，从而在伴随而来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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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职能的产品的。按照我们的假定，整个社会工作日表现为一

个３０００的货币价值，其中只有
１
３
＝１０００是第 部类生产的，这个

部类生产消费资料，即生产那些最终实现社会全部可变资本价值

和全部剩余价值的商品。因此，按照这个假定，社会工作日的
２
３

是用来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的。虽然，从第 部类的单个资本家和

工人的观点来看，社会工作日的这
２
３
，完全象社会工作日的其余

的
１
３
在第 部类那样，仅仅用来生产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但

是，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从产品的使用价值来考察也一

样，——社会工作日的这
２
３
，只是生产那种正处于生产消费过程

中的或已经耗费掉的不变资本的补偿物。个别地进行考察，虽然

工作日的这
２
３
生产的总价值对它的生产者来说只等于可变资本价

值加上剩余价值，但工作日的这
２
３
不生产可以使工资或剩余价值

花费掉的那种使用价值；它生产的产品是生产资料。

首先必须指出，无论在第 部类还是在第 部类，社会工

作日没有任何部分是用来生产这两大生产部门所使用的并在

其中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它生产的只是追加的价值

２０００ （ｖ＋ｍ）＋１０００ （ｖ＋ｍ），这个价值是追加到不变资本

价值＝４０００ ｃ＋２０００ ｃ中去的。以生产资料形式生产的新价

值，还不是不变资本。它不过要在将来作为这种不变资本执行职

能。

第 部类的全部产品，即消费资料，就它的使用价值来考察，

具体地说，就它的实物形式来考察，是第 部类所耗费的三分之一

社会工作日的产品。它是这个部类所使用的具体形式的劳动，如

织布劳动、烤面包劳动等等的产品，也就是这种劳动作为劳动过程

的主观因素执行职能时所生产的产品。相反，第 部类的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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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价值部分，只是再现在新的使用价值上，再现在新的实物形式

即消费资料的形式上，而以前它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它

的价值通过劳动过程，从它的旧的实物形式转移到它的新的实物

形式上。但是，产品价值的这
２
３
的价值＝２０００，并不是在第 部类

当年的价值增殖过程中产生的。

从劳动过程的观点来看，第 部类的产品是新执行职能的活

劳动和现有的、作为这种劳动的前提的生产资料（劳动把它们作为

自己的物化条件而在其中实现）的结果。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

来看也完全一样，第 部类的产品价值＝３０００，是由社会工作日新

追加的
１
３
所生产的新价值（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１００）和一个不变的价值

构成的。在这个不变的价值中，物化着一个已经过去的、在我们所

考察的第 部类的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完结的社会工作日的

２
３
。第 部类的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在这个产品的一部分中表现

出来。它存在于一定量的消费资料中，其价值为２０００＝
２
３
社会工

作日。消费资料是这部分价值借以再现的新的使用形式。消费资

料的一部分＝２０００ ｃ，同第 部类的生产资料＝ （１０００ｖ＋

１０００ｍ）相交换，事实上也就是并不形成当年劳动的任何部分而在

本年以前已经完结的
２
３
总工作日，同本年新追加的

２
３
工作日相交

换。当年社会工作日的
２
３
，不能既用于不变资本的生产，同时又为

它们自己的生产者形成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除非把它们

同每年消费的消费资料中一个包含着本年以前而不是本年耗费和

实现的工作日的
２
３
的那部分价值相交换。这是当年的

２
３
工作日同

在本年以前耗费的
２
３
的工作日的交换，是当年的劳动时间同本年

以前的劳动时间的交换。这样，下面这个谜就可以得到解释：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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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社会工作日的
２
３
不是用来生产那些实现可变资本或剩余价值

的物品，而相反地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以补偿当年所消费的资

本，但为什么整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产品却可以分解为可变资本

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简单说来就是：第 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借

以实现他们所生产的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第 部类产品

价值的
２
３
（构成全部年产品价值的

２
９
），从价值方面考察，是本年以

前已经过去的一个社会工作日的
２
３
的产物。

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社会产品之和，即生产资料和消费资

料，就它们的使用价值来考察，具体地说，就它们的实物形式来考

察，固然是当年劳动的产物，但是，只有当这种劳动本身被看作有

效的、具体的劳动，而不是被看作劳动力的耗费，不是被看作形成

价值的劳动时，才是这样。前面讲的一点，也只能从这个意义上去

理解：生产资料只有通过加到它上面的、用它来进行操作的活劳

动，才能转化为新的产品，转化为当年的产品。但是，反过来，如果

当年的劳动没有那种在它之外独立存在的生产资料，没有劳动资

料和生产材料，它也不可能转化为产品。

．两个部类的不变资本

就总产品价值９０００和它分成的各个范畴来说，对它们的分析

不会比对一个单个资本产品价值的分析遇到更多的困难，不如说

困难是一样的。

在这里，全部社会年产品包含三个以一年为期的社会工作日。

每一个这种工作日的价值表现都＝３０００；因此，总产品的价值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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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００＝９０００。

其次，在一年的生产过程（我们分析的就是这个过程的产品）

开始以前，在整个这个劳动时间中已经结束的：在第 部类，有
４
３

工作日（价值产品４０００），在第 部类，有
２
３
工作日（价值产品

２０００）。总计是两个社会工作日，其价值产品＝６０００。因此，４０００

ｃ＋２０００ ｃ＝６０００是表示在全部社会产品价值中再现的生产资

料的价值或不变资本价值。

再次，第 部类新追加的社会年工作日的
１
３
，是必要劳动，或

者说，是这样一种劳动，它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１０００ ｖ，并支付

第 部类使用的劳动的价格。同样，第 部类的社会工作日的
１
６

是价值额为５００的必要劳动。所以，１０００ ｖ＋５００ ｖ＝１５００ｖ，半

个社会工作日的价值表现，是当年追加的总工作日的前一半即由

必要劳动构成的那一半的价值表现。

最后，在第 部类，总工作日的
１
３
（价值产品＝１０００）是剩余劳

动；在第 部类，工作日的
１
６
（价值产品＝５００）是剩余劳动。二者

合起来构成追加的总工作日的另一半。因而，所生产的全部剩余

价值为１０００ ｍ＋５００ ｍ＝１５００ｍ。

因此：

社会产品价值的不变资本部分（ｃ）：

生产过程开始以前耗费的两个工作日，价值表现＝６０００。

当年耗费的必要劳动（ｖ）：

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一半，价值表现＝１５００。

当年耗费的剩余劳动（ｍ）：

年生产所耗费的工作日的一半，价值表现＝１５００。

年劳动的价值产品（ｖ＋ｍ）＝３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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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品价值（ｃ＋ｖ＋ｍ）＝９０００。

所以，困难不在于社会产品价值本身的分析。困难是在于把

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和它的物质组成部分作比较时产生的。

不变的、仅仅再现的那部分价值，等于由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

分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当年的新的价值产品即ｖ＋ｍ，等于由消费资料构成的那部分

产品的价值，并在这部分产品中体现出来。

但是，除了一些在这里没有意义的例外，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是完全不同的两类商品，是具有完全不同的实物形式或使用形式

的产品，从而也是完全不同种类的具体劳动的产品。使用机器生

产生活资料的劳动，是和制造机器的劳动完全不同的。年总工作

日（其价值表现＝３０００）似乎全部耗费在消费资料＝３０００的生产

上，其中没有任何不变的价值部分再现出来，因为这３０００＝１５００ｖ

＋１５００ｍ，只分解为可变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不变资

本价值＝６０００则以一种和消费资料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以生产

资料形式再现出来，社会工作日似乎没有任何部分耗费在这种新

产品的生产上；相反，这整个工作日似乎只是由以消费资料而不是

以生产资料作为结果的劳动方式构成。秘密已经揭穿。年劳动的

价值产品，等于第 部类的产品价值，等于新生产的消费资料的总

价值。但是，这个产品价值，比耗费在消费资料生产（第 部类）上

的那部分年劳动大
２
３
。年劳动只有

１
３
耗费在消费资料的生产上。

这个年劳动的
２
３
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也就是耗费在第 部

类。第 部类在这期间生产的价值产品，等于第 部类所生产的

可变资本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等于第 部类以消费资料形式再现

的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它们可以互相交换和互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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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物补偿。因而，第 部类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也等于第 部类

＋第 部类的新价值产品之和，或者 （ｃ＋ｖ＋ｍ）＝ （ｖ＋ｍ）＋

（ｖ＋ｍ），所以等于年劳动以ｖ＋ｍ形式生产的新价值之和。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 ）的总价值，等于以生产资料（ ）形式

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同以预费资料（ ）形式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

之和，所以，等于在社会总产品中再现的不变资本价值之和。这个

总价值，等于第 部类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已经过去的工作日的
４
３

和第 部类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已经过去的工作日的
２
３
的价值表

现，也就是总共等于两个总工作日的价值表现。

因此，就社会年产品来说，困难在于：加到不变价值部分中去

的新价值ｖ＋ｍ是以消费资料形式来表现的，而这个不变价值部

分却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产品形式——生产资料——来表现。因

此，就价值方面来考察，就出现了一种假象，好象所消费的产品量

的
２
３
，会以新的形式，作为新的产品重新出现，而不需要有任何社

会劳动耗费在它们的生产上。就单个资本来说，这种情况是不会

发生的。每个单个资本家都使用一定种类的具体劳动，这种劳动

把它特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例如，某个资本家是机器制造

业主，他在当年耗费的不变资本＝６０００ｃ，可变资本＝１５００ｖ，剩余

价值＝１５００ｍ；产品＝９０００，比如说，这个产品是１８台机器，每台

＝５００。在这里，全部产品是由相同的形式，由机器构成。（如果是

生产多种产品，那就要分别计算。）全部商品产品，是当年在机器制

造上耗费的劳动的产物，是同一种具体劳动和同一些生产资料相

结合的产物。因此，产品价值的不同部分表现为相同的实物形式：

１２台机器包含６０００ｃ，３台机器包含１５００ｖ，３台机器包含１５００ｍ。

这里很明显，１２台机器的价值＝６０００ｃ，并不是因为这１２台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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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体现那种在机器制造开始以前已经耗费掉的劳动，而不体现在

机器制造中耗费的劳动。为生产１８台机器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

价值，不会自行转化为１２台机器；但是，这１２台机器的价值（它本

身由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构成），等于１８台机器包含的不变资

本价值的总价值。因此，机器制造业主必须从１８台机器中出售１２

台，以便补偿他已经耗费的不变资本，这些资本是再生产１８台新

机器所必需的。相反地，虽然所使用的劳动只是用来制造机器，但

劳动的结果却说成是：一方面有６台机器＝１５００ｖ＋１５００ｍ，另一

方面有价值额６０００ｃ的铁、铜、螺旋、皮带等等，即机器的实物形式

的生产资料，而这些东西，大家知道，制造机器的单个资本家本人

是不生产的，他要通过流通过程来进行补偿。如果这样说，问题就

说不清楚了。但是初看起来，社会年产品的再生产好象就是按照

这种不合理的方式进行的。

单个资本——即社会资本中独立执行职能、赋有自己生命的

任何一个部分——的产品，可以有任何一种实物形式。唯一的条

件是，这个产品必须实际具有一种使用形式，一种使用价值，使它

有资格在商品世界成为可以流通的一环。它是否作为生产资料再

进入把它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个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它的产品

中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那部分价值，是否具有那种使它可以实际

再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实物形式，这是一件毫无关系的偶然

的事情。如果不是这样，产品的这部分价值就会通过买和卖，再转

化为它的物质生产要素的形式，不变资本就由此以它的能够执行

职能的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却不是这样。再生产的一切物质要素，都

必须以它们的实物形式形成这个产品本身的各个部分。已经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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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变资本部分，只有当全部再现的不变资本部分以能够实际作

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在产品中再现的时

候，才能由总生产来进行补偿。因此，在简单再生产的前提下，由

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必须等于社会资本的不变价

值部分。

其次，个别地考察，资本家通过新追加的劳动，只是生产他的

产品价值中的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而不变价值部分是由于新

追加劳动的具体性质转移到产品中去的。

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也就

是说，既把新价值加到生产资料中去，又把在它们的生产上所消费

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生产资料中去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外

是生产新的不变资本，用来补偿第 部类和第 部类以旧生产资

料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它只生产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所以，这

个产品的全部价值是这样的价值，这种价值能够重新作为不变资

本执行职能，只能够买回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因而，从社会的角

度来考察，它既不分解为可变资本，也不分解为剩余价值。——

另一方面，生产消费资料的社会工作日部分，不生产社会的补偿资

本的任何部分。它只生产这样的产品，这些产品按其实物形式来

说，要用来实现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

当我们讲到社会的考察方法，也就是考察既包括社会资本的

再生产也包括个人消费的社会总产品的时候，绝不可陷入蒲鲁东

从资产阶级经济学那里抄袭来的方法，而把问题看成是，好象一个

具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只要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

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正好相反，在这里，我们要研

究总体资本家。总资本表现为所有单个资本家的股份资本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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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这个股份公司和其他许多股份公司有一个共同点：每个人都

知道自己投入什么，但是不知道自己取出什么。

．对于亚·斯密、施托尔希

和拉姆赛的回顾

  社会产品的总价值等于９０００＝６０００ｃ＋１５００ｖ＋１５００ｍ；换句

话说，６０００再生产出生产资料的价值，３０００再生产出消费资料的

价值。所以，社会收入（ｖ＋ｍ）的价值，只是总产品价值的
１
３
，全体

消费者即工人和资本家能够从社会总产品中取出和并入他们的消

费基金的，也只是具有这
１
３
的价值额的商品，产品。另一方面，

６０００＝
２
３
产品价值，却是必须用实物来补偿的不变资本的价值。

因此，这个数额的生产资料必须再并入生产基金。施托尔希看到

了这一点的必要性，但是不能够证明它：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

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

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

（施托尔希《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巴黎版第１３４、１３５、１５０页）

但是，亚·斯密在提出这种直到现在还有人信以为真的荒谬

教条时，不仅采用了前面已经说过的形式，似乎全部社会产品的价

值分解为收入，分解为工资加剩余价值，或者按他的说法，分解为

工资加利润（利息）加地租。他还采用了一种更通俗的形式：消费

者“最终地”必须把全部产品价值支付给生产者。直到现在，这还

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所谓科学的一种公认的常识，甚至是一个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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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这个教条是按照下面这样一个似乎言之有理的方式说明

的。随便举一种商品为例，如亚麻衬衫。首先，亚麻纺纱业主必须

向亚麻种植业主支付亚麻的全部价值：亚麻籽、肥料、役畜饲料等

等的价值，加上由亚麻种植业主的固定资本（如建筑物、农具等等）

转移到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加上在亚麻生产上支付的工资，再

加上亚麻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地租），最后还加上亚麻由产地

运往纺纱厂的运输费用。然后，织布业主不仅要把亚麻的这个价

格偿还亚麻纺纱业主，而且要把由机器、建筑物等等，总之，由固定

资本转移到亚麻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以及在纺纱过程中消费的一

切辅助材料、纺纱工人的工资、剩余价值等等，偿还给亚麻纺纱业

主；其次，漂白业主也是这样，他还要加上织成的麻布的运费；最

后，衬衫厂主，要把全部价格支付给所有那些以前只向他提供原料

的生产者。而在衬衫厂主那里，又继续追加价值：一部分是在衬衫

缝制过程中以劳动资料、辅助材料等形式消费的不变资本的价值，

一部分是其中耗费的劳动加进的衬衫缝制工的工资的价值和衬衫

厂主的剩余价值。现在，假定这全部产品，衬衫，最后值１００镑，并

且假定这是社会在全部年产品价值中在衬衫上耗费的部分。衬衫

的消费者支付这１００镑，也就是支付衬衫中包含的一切生产资料

的价值和亚麻种植业主、纺纱业主、织布业主、漂白业主、衬衫厂主

以及全部运输业主的工资和剩余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实际上

这是每个儿童都懂得的道理。但是往下又说：一切其他商品的价

值都是如此。应当说：一切消费资料的价值，即进入消费基金的那

部分社会产品的价值，也就是可以作为收入花费的那部分社会产

品的价值，都是如此。所有这些商品的价值额，确实等于在商品中

消费的全部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变资本部分）加上最后追加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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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造的价值（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全体消费者能够支付这个价

值额的全部，因为尽管每个单个商品的价值是由ｃ＋ｖ＋ｍ构成

的，但是，一切进入消费基金的商品的价值总额，最大限度也只能

等于分解为ｖ＋ｍ的那部分社会产品价值，也就是等于由当年耗

费的劳动加到原有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价值——中去的价值。

但是，说到不变资本价值，那末，我们看到，它是按照两种方式由社

会产品量来补偿的。第一，是通过生产消费资料的第 部类的资

本家和生产生产资料的第 部类的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由此就产

生了一种说法，似乎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

入。但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以价值２０００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的

２０００ ｃ，对第 部类的资本家来说，形成不变资本价值。因此，虽

然这种产品，按照它的实物形式来说，是要用于消费的，但是，第

部类的资本家自己却不能消费它。另一方面，２０００ （ｖ＋ｍ）是第

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所生产的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它们以生产

资料的实物形式存在，这些物品本身的价值是不能消费的。因此，

在这里，我们有一个４０００的价值额，而在交换之后和在交换之前

一样，其中的一半只补偿不变资本，另一半只形成收入。——第

二，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用实物来补偿，一部分是通过第 部类的

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一部分是通过每个单个企业中的实物补偿。

关于全部年产品价值最终必须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只有把

消费者理解为两种完全不同的消费者即个人消费者和生产消费

者，才是正确的。但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必须生产地消费，那无非

是说，这一部分必须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

如果我们把总产品的价值９０００分为６０００ｃ＋１５００ｖ＋１５００ｍ，

并把３０００（ｖ＋ｍ）只作为收入来考察，那相反就会觉得，似乎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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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消失了，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似乎资本只是由不变资本构成

的了。这是因为，原来表现为１５００ｖ的东西，现在已经分解为社会

收入的一部分，分解为工资即工人阶级的收入，它的资本性质因此

也就消失了。实际上，拉姆赛曾经得出这个结论。在他看来，资本，

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只由固定资本构成，但是，他所说的固定资

本是指不变资本，是指一个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量，而不论这些

生产资料是劳动资料，还是劳动材料如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等

等。他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

“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活

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 严格地说，只有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才

是国民财富的源泉…… 流动资本不是在生产上直接起作用的，对于生产也

毫无重要意义，它只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要的一个条件……

 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只有固定资本才是生产费用的要素。”（拉姆赛，同上，

散见第２３—２６页）

拉姆赛还对固定资本（他是指不变资本）进一步说明如下：

“这种劳动〈即生产任何一种商品所使用的劳动〉的产品的任何一部分作

为固定资本存在的持续时间，也就是以一种虽然有助于未来商品的生产，但

不能维持工人生活的形式存在的持续时间。”（第５９页）

在这里，我们再次看见了亚·斯密种下的祸根。在他那里，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区别淹没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中

了。拉姆赛所说的不变资本是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他所说的流动

资本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二者都是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其中一个

和另一个一样，都不能生产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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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
（４９）

全部年再生产，当年的全部产品，是这一年有用劳动的产品。

但是，这个总产品的价值大于这个总产品中年劳动即当年耗费的

劳动力借以体现的那部分价值。当年的价值产品，即当年以商品

形式新创造的价值，小于产品价值即全年形成的商品量的总价值。

如果从年产品总价值中减去当年劳动所追加的价值，我们得到的

差额不是实际再生产的价值，而只是以新的存在形式再现的价值；

这个价值是由在它以前就已经存在的价值转移到年产品中去的，

由于在当年社会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不变资本组成部分的持续

时间有长有短，这个价值形成的日期可以有早有晚，它可以来源于

去年生产出来的或前几年就已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无论

如何，它是由本年以前生产的生产资料转移到当年产品中去的价

值。

如果用我们的公式来说明，那末，前面所考察的各种要素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以及在第 部类内部进行交换以后，就得

出：

．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后面这２０００在消费资料 ｃ中实

现）＝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ｃ（通过和 （ｖ＋ｍ）的交换而再生产）＋５００ｖ＋５００ｍ

＝３０００。

（４９） 以下是第 稿。

８８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价值额＝９０００。

当年新生产的价值仅仅包含在ｖ和ｍ之中。所以，当年价值

产品之和等于ｖ＋ｍ之和＝２０００ （ｖ＋ｍ）＋１０００ （ｖ＋ｍ）＝

３０００。当年产品价值中其余的一切价值部分都只是转移的价值，

是从年生产所消费掉的原有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来的。除了这

３０００价值，当年劳动没有生产任何其他价值；这３０００就是当年劳

动的全部年价值产品。

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２０００ （ｖ＋ｍ）将以生产资料的实

物形式为第 部类补偿２０００ ｃ。在第 部类耗费的那三分之二

年劳动，就重新生产出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重新生产出这个不变

资本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实物形式。因此，从社会的角度来考察，当

年耗费的劳动的三分之二，创造了在和第 部类相适应的实物形

式上实现的新的不变资本价值。所以，社会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

生产新的不变资本（以生产资料形式存在的资本价值），以便补偿

在生产消费资料上所花费的不变资本价值。在这里，资本主义社

会和野蛮人的区别，并不象西尼耳（５０）所认为的那样，仿佛野蛮人

的特权和特性是有时随便耗费自己的劳动，而不能使他获得任何

可以分解为（转化为）收入即消费资料的果实。区别在于：

（ａ）资本主义社会把它所支配的年劳动大部分用来生产生产

资料（即不变资本），而生产资料既不能以工资形式也不能以剩余

价值形式分解为收入，而只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ｂ）野蛮人在制作弓、箭、石槌、斧子、筐子等等的时候，非常

（５０） “野蛮人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

本原理》，阿里瓦本译，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３４２—３４３页）——“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

欲。”（同上，第３４２页）——参看《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２章第３节第６１９页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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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地知道，他所花的时间不是用来生产消费资料的，也就是说，

是用来满足他对生产资料的需要的，仅此而已。此外，野蛮人由于

对时间的浪费漠不关心，还犯了一个严重的经济上的罪行。例如，

象泰罗（５１）所说的，他往往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来制造一支箭。

一部分政治经济学家为了摆脱理论上的困难，即对现实联系

的理解，求助于这种流行的看法：对一个人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

个人就是收入；反过来说也一样。这种看法，只有部分是正确的，

如果使它具有普遍意义，那就是完全错误的。（所以，这种看法包括

对在年再生产中进行的全部交换过程的根本误解，也就是对这种

部分正确的东西的事实根据的误解。）

现在我们把这种看法的部分正确的东西所依据的实际关系概

述一下。这样，我们同时也就揭示了对这些关系的错误解释。

１．可变资本在资本家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在雇佣工人手

中则作为收入执行职能。

可变资本首先作为货币资本存在于资本家手中；当资本家用

它来购买劳动力时，它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只要它以货币形

式保留在资本家手中，它就只能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既定价值，所

以它是一个不变量，而不是一个可变量。它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

——这正是因为它可能转化为劳动力。它在抛弃货币形式以后，

在转化为劳动力，并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在资本主义过程中

执行职能以后，才成为现实的可变资本。

在资本家那里最初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货

币，现在在工人手中作为他的工资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工人

（５１） 爱·伯·泰罗《人类原始历史》，亨·弥勒译，莱比锡版（无出版日期）第２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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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把工资转化为生活资料；所以，这些货币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

执行职能的。这种收入是工人靠不断反复出卖他的劳动力得到

的。

这里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一简单事实：买者（这里指资本家）的

货币从买者手中转到卖者（这里指劳动力的卖者，即工人）手中。

这并不是可变资本执行双重职能，既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又作为工

人的收入；而是同一个货币先在资本家手中作为他的可变资本的

货币形式，从而作为可能的可变资本；当资本家把它转化为劳动力

时，它就在工人手中充当所出卖的劳动力的等价物。同一个货币

在买者手中有一种用途，在卖者手中有另一种用途，这是一切商品

买卖都有的现象。

经济学辩护士们把这个问题歪曲了。如果我们仅仅注意流通

行为Ｇ—Ａ（＝Ｇ—Ｗ），即从买者资本家方面把货币转化为劳动

力，仅仅注意Ａ—Ｇ（＝Ｗ—Ｇ），即从卖者工人方面把商品劳动力

转化为货币，而暂时不考虑以后发生的事情，这一点就会很明显地

暴露出来。他们说：同一个货币在这里实现了两个资本；买者即资

本家把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活的劳动力，并把这个劳动力并入他

的生产资本；另一方面，卖者即工人把他的商品——劳动力——转

化为货币，并把货币作为收入来花费，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够不断

地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以便维持他的劳动力；因此，他的劳动力

也就是他的商品形式的资本，并且是他的收入的经常来源。其实，

劳动力只是劳动者的财产（它将不断自行更新，自行再生产），而不

是他的资本。劳动力是他为了生存而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

卖的唯一商品，它只有到了买者即资本家手中，才作为资本（可变

资本）起作用。在那些经济学家看来，一个人经常被迫不断重新再

１９４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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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也就是把自己出卖给第三者，这就证明他是一

个资本家，因为他不断出卖“商品”（出卖自己）。从这个意义上说，

尽管奴隶由第三者把他作为商品一次永远地卖出去，但奴隶也是

资本家，因为这种商品——劳动奴隶——的性质是，它的买者不仅

每天迫使它重新劳动，而且每天还要给它生活资料，使它能够不断

地重新再劳动。（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西斯蒙第和萨伊给马尔萨

斯的信８０。）

２．这样，在１０００ ｖ＋１０００ ｍ和２０００ ｃ的交换中，对一方

是不变资本的东西（２０００ ｃ），对另一方就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

值，从而就是收入；对一方是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２０００ （ｖ＋

ｍ）），从而也就是收入的东西，对另一方就是不变资本。

我们首先来考察 ｖ和 ｃ的交换，并首先从工人的角度加以

考察。

第 部类的总体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卖给第 部类的总体资

本家，价值１０００；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以工资形式用货币支付给

工人的。他用这些货币向第 部类购买具有同等价值额的消费资

料。第 部类的资本家对工人来说仅仅是商品的卖者，而不是别

的什么人，即使工人是向本部类资本家购买，例如在上述（第３８０

页①）５００ ｖ的交换中，情形也是这样。他的商品即劳动力所完成

的流通形式，是单纯以满足需要、以消费为目的的简单的商品流

通：Ｗ（劳动力）—Ｇ—Ｗ（消费资料，第 部类的商品）。这个流通

过程的结果是：工人把自己作为供第 部类的资本家使用的劳动

力来维持，并且为了继续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维持，他必须不断地

２９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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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反复这一过程Ａ（Ｗ）—Ｇ—Ｗ。他的工资在消费资料中实现，

会作为收入花掉；并且对全体工人阶级来说，它会不断再作为收入

花掉。

现在，我们再从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 ｖ和 ｃ这同一个交

换。第 部类的全部商品产品是由消费资料构成的，因而是由那

些供每年消费的物品构成的，也就是由那些用来实现某些人（在当

前考察的场合，就是第 部类的总体工人）的收入的物品构成的。

但是，对第 部类的总体资本家来说，他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

２０００），现在是他的生产资本的不变资本价值所转化的商品形式，

这个生产资本必须从这个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以便能够

重新作为生产资本的不变部分来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第 部

类的资本家所完成的是，他把以商品形式（消费资料）再生产的不

变资本价值的一半（＝１０００）卖给第 部类的工人，从而使它再转

化为货币形式。所以，转化为不变资本价值 ｃ的前一半的，不是

可变资本 ｖ，而是货币，这个货币在和劳动力交换时，对第 部类

来说是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它落到劳动力的卖者手中，对

后者来说它不是资本，而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也就是要作为消费资

料的购买手段花费掉。另一方面，从第 部类的工人手中流入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货币＝１０００，也不能作为第 部类的生产

资本的不变要素执行职能。它仍然只是第 部类的商品资本的货

币形式，它还要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或流动组成部分。

因此，第 部类用它从第 部类的工人，即它的商品的买者那里得

到的货币，向第 部类购买１０００生产资料。这样，第 部类的不

变资本价值的总额有一半以实物形式更新，这种形式的不变资本

价值可以再作为第 部类的生产资本要素来执行职能。在这里，

３９４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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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形式是Ｗ—Ｇ—Ｗ：价值１０００的消费资料—货币１０００—价值

１０００的生产资料。

但是，Ｗ—Ｇ—Ｗ 在这里是资本的运动。Ｗ 卖给工人，就转化

为Ｇ，这个Ｇ转化为生产资料；这是从商品再转化为这个商品的

物质形成要素。另一方面，就象第 部类的资本家对第 部类的

资本家来说仅仅充当商品的买者一样，在这里，第 部类的资本家

对第 部类的资本家来说也仅仅充当商品的卖者。第 部类最初

是用要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能的１０００货币去购买价值１０００的劳

动力；因此，他得到了他以货币形式付出的１０００ｖ的等价物；这个

货币现在属于工人，工人用它向第 部类购买消费品；第 部类要

能够把这样流入第 部类的钱柜的货币收回，就只有通过出售具

有同等价值额的商品，再把这个货币捞回来。

最初第 部类有一个货币额＝１０００，要作为可变资本部分执

行职能；这个货币额由于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执行可

变资本部分的职能。但是，工人为第 部类提供的，是作为生产过

程结果的价值６０００的商品量（生产资料），其中
１
６
或１０００（按价值

来说），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可变资本部分的等价物。和以前在货

币形式上一样，现在在商品形式上，可变资本价值也不是执行可变

资本的职能；它只有在后来转化为活的劳动力之后，并且只有当这

个劳动力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才能执行这种职能。作为货币，

可变资本价值只是可能的可变资本。但是，它是处于一种可以直

接转化为劳动力的形式。作为商品，这同一个可变资本价值也只

是可能的货币价值；只有通过商品出售，而在这里，也就是通过第

部类向第 部类购买价值１０００的商品，它才能再恢复原来的货

币形式。在这里，流通运动是：１０００ｖ（货币）—价值１０００的劳动力

４９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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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１０００的商品（可变资本的等价物）—１０００ｖ（货币）；即Ｇ—

Ｗ…Ｗ—Ｇ（＝Ｇ—Ａ…Ｗ—Ｇ）。插入Ｗ…Ｗ 中间的生产过程本身

不属于流通领域。它不会在年再生产的不同要素的互相交换中出

现，虽然这种交换包含着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的再生产，既包含着

不变要素的再生产，也包含着可变要素即劳动力的再生产。这种

交换的一切当事人都只作为买者或卖者出现，或者既作为买者又

作为卖者出现；在这种交换中，工人只是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资

本家则交替地作为买者和卖者出现，而在一定界限内，只作为商品

的买者一方，或作为商品的卖者一方出现。

结果是：第 部类再以货币形式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

分，这个价值部分只有从这个形式才可以直接转化为劳动力，也就

是说，第 部类再在唯一可以实际作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可变要素

来预付的形式上，拥有它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另一方面，工人

为了能够再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他现在必须先再作为商品的卖

者，即作为自己劳动力的卖者出现。

说到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５００ ｖ），那末，只要我们把该生产

部类的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流通过程，看作是在第 部类的总体

资本家和第 部类的总体工人之间进行的流通过程，这个流通过

程就是直接进行的。

第 部类的总体资本家预付５００ｖ来购买具有同等价值额的

劳动力；在这里，总体资本家是买者，总体工人是卖者。然后，工人

用他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作为买者去购买他自己所生产的商品

的一部分。因此，资本家在这里是卖者。工人用所生产的第 部类

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即商品形式的５００ｖ为资本家补偿了他在购

买工人劳动力时付给工人的货币。现在，资本家以商品形式拥有

５９４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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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原来在转化为劳动力之前以货币形式拥有的同一个ｖ。另一方

面，工人在货币上实现了他的劳动力的价值，现在，当他为了自己

的消费而把这些货币作为收入来购买自己生产的消费资料的一部

分时，他就再把这些货币实现了。这是工人的货币形式的收入同

工人自己以商品形式再生产的资本家的商品组成部分５００ｖ的交

换。因此，这些货币作为第 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

式，回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在这里，等价的货币形式的收入

价值，补偿了商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

资本家不会因为他把等价的商品量卖给工人以重新取走他在

购买劳动力时付给工人的货币而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在购买劳

动力时先付给工人５００，此外又把他迫使工人生产的价值５００的

商品量无代价地付给工人，那他实际上是支付给工人两次。反过

来说，如果工人只为资本家生产价值５００的商品，作为他的劳动力

价格５００的等价物，那末，资本家在这种交易之后所处的情况，就

完全和在这种交易之前一样。但是，工人再生产了一个价值３０００

的产品；由于他把在生产上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化为新的产

品，他保存了产品的不变价值部分，即保存了在生产上消费的生产

资料的价值＝２０００；此外，他又把１０００（ｖ＋ｍ）的价值加到这个既

定价值中去。（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阐述了这样一种看法，似乎

资本家发财致富，是指他由于５００货币的回流而取得了剩余价值。

本章第 节将进一步论述这种看法。）

由于第 部类的工人购买了价值５００的消费资料，因此，刚才

还为第 部类的资本家以商品形式拥有的价值５００ ｖ，就再以货

币形式，即原来预付的形式回到 的资本家手中。这种交易的直

接结果，同任何其他商品的出售一样，都是既定价值由商品形式转

６９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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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货币形式。货币通过这种交易流回到它的起点，也并不是什

么特殊现象。如果第 部类的资本家用这５００货币向第 部类的

资本家购买商品，然后又以价值５００的商品卖给第 部类，那末，

同样也会有５００货币流回到他手中。这５００货币只不过是用来交

换价值１０００的商品量，并且根据前面说过的一般规律，它将流回

到为交换这个商品量而把货币投入流通的人的手中。

但是，流回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的５００货币，同时也是已

经更新的货币形式的可能的可变资本。为什么是这样呢？货币从

而货币资本之所以是可能的可变资本，只是因为它可以转化为劳

动力；而且只有在它可以转化为劳动力的限度内，才是可能的可变

资本。５００镑货币回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与此同时，第 部

类的劳动力也回到市场。二者各自回到对极，——从而５００货币

不仅作为货币，而且作为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再现，——是受同一

过程制约的。货币＝５００流回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是因为资

本家把价值５００的消费资料卖给了第 部类的工人，也就是，因为

工人用他的工资维持了他本人和他的家属的生活，从而维持了他

的劳动力。工人为了能够继续生存和继续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

必须重新出卖他的劳动力。因此，这５００货币流回到第 部类的

资本家手中，同时也就是劳动力作为可以用这５００货币购买的商

品流回来或者保留下来，从而也就是这５００货币作为可能的可变

资本流回来。

说到生产奢侈品的部类 ｂ，它的ｖ即（ ｂ）ｖ的情况是和 ｖ

的情况相同的。为 ｂ的资本家更新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的货币，

经过 ａ的资本家之手，迂回地流回到 ｂ的资本家手中。但是，

工人是直接向购买他们的劳动力的资本主义生产者购买生活资

７９４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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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还是向另一类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以致货币要经过后一类资

本家之手，才迂回地流回到前一类资本家手中，这毕竟是有区别

的。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他们在能买的时候才买。而

资本家，例如在１０００ ｃ和１０００ ｖ的交换中，就不是这样。资本

家不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最大限度地增殖他的资本就是他的动

机。因此，如果出现某些情况，使第 部类的资本家感到更为有利

的，不是立即更新他的不变资本，而是在较长的时间内至少能部分

地把他的不变资本保持在货币形式上，那末，１０００ ｃ（货币形式）

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的时间就会延迟；因此，１０００ ｖ恢复货币形

式的时间也会延迟，而第 部类的资本家只有当他还拥有准备货

币的时候，才能够按原有规模继续经营，正如一般地说，要使营业

能够继续不断地进行，不管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价值流回得快还

是慢，货币形式的准备资本都是必需的。

如果要研究当年再生产的各种要素之间的交换，那末，也要研

究已经过去的年劳动的结果，即已经结束的那一年的劳动的结果。

以这个年产品作为结果的生产过程已经完成，已经过去，已经化为

它的产品，因此，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进行的或同时进行的流通过

程，可能的可变资本到现实的可变资本的转化，即劳动力的买和

卖，就更是这样了。劳动市场已经不是我们看到的商品市场的一

部分。在这里，工人已经不仅出卖了他的劳动力，而且在剩余价值

以外，还以商品形式提供了他的劳动力价格的等价物；此外，他也

把他的工资装进了钱袋，并且在交换中，他只是作为商品（消费资

料）的买者出现。但是，另一方面，年产品必须包含再生产的一切

要素，必须再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特别是它的最重要的要素

即可变资本。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就可变资本来说，这个交换的

８９４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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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通过花费他的工资和消费他购买的

商品，来维持和再生产他不得不出卖的唯一商品——他的劳动力；

就象资本家为购买这个劳动力而预付的货币回到资本家手中一

样，劳动力作为可以和货币交换的商品也回到劳动市场上来。在

这里，特别就１０００ ｖ来说，我们得到的结果是：在第 部类的资

本家方面有货币形式的１０００ｖ，相反地，在第 部类的工人方面则

有价值１０００的劳动力，这样，第 部类的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重

新开始。这就是交换过程的一个结果。

另一方面，第 部类的工人花费掉工资，从第 部类那里取得

价值１０００ｃ的消费资料，从而这１０００ｃ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

式；第 部类向第 部类购买商品＝１０００ｖ，使这１０００ｃ从货币形

式再转化为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因此，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

价值以货币形式再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

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经过了三次转化。这些转化在年产品的

交换中，或者根本不表现出来，或者只是隐约地表现出来。

１．第一个形式，是转化为具有同等价值额的劳动力的货币形

式１０００ ｖ。这种转化本身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的商品交

换中并不表现出来，但是，它的结果却在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出来：

第 部类的持有１０００货币的工人，和第 部类的商品的卖者相对

立，就象第 部类的持有５００货币的工人，和处在商品形式上的价

值５００ ｖ的商品的卖者相对立完全一样。

２．第二个形式，是可变资本实际发生变化，作为可变资本执行

职能的唯一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创造价值的力代替了和它交换的

既定价值，这个形式完全属于已经完成的生产过程。

３．第三个形式，即可变资本通过生产过程的结果证实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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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可变资本的形式，是年价值产品，所以，在第 部类那里＝１０００ｖ

＋１０００ｍ＝２０００ （ｖ＋ｍ）。它原来的价值＝１０００货币，现在代替

它的是一个两倍于它的价值＝２０００商品。因此，商品形式的可变

资本价值＝１０００，也只是可变资本作为生产资本要素所创造的价

值产品的一半。商品形式的１０００ ｖ，正好是第 部类原来预付

的、用作总资本的可变部分的货币形式的１０００ｖ的等价物。但是，

它们以商品形式存在时，只是可能的货币（只有通过出售才变为现

实的货币），所以，它们还不是直接的可变的货币资本。它们最后

会通过商品１０００ ｖ卖给 ｃ，并且通过劳动力作为可购买的商

品、作为货币１０００ｖ可以转化的物质立即再现，而成为这样的可变

资本。

在这一切转化中，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始终持有可变资本。

１．开始是作为货币资本；２．然后是作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要素；３．再

后是作为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部分，也就是以商品价值的形式存

在；４．最后是再以货币形式存在，这些货币所要交换的劳动力再同

这些货币相对立。在劳动过程中，资本家手中的可变资本是发挥

作用的、创造价值的劳动力，而不是既定量的价值；但是，因为资本

家总是在工人的劳动力已经在或长或短的一定时间发挥作用之后

才把报酬支付给工人，所以在他支付报酬以前，他在自己手中已经

有了劳动力所创造的它本身的补偿价值加上剩余价值。

因为可变资本总是以某种形式保留在资本家手中，所以无论

如何也不能说，它会转化为某人的收入。相反地，商品形式的１０００

ｖ，在卖给第 部类的时候会转化为货币，同时也就用实物补偿

了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的一半。

分解为收入的东西，不是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不是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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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０００ｖ。这种货币一经转化为劳动力，就不再作为第 部类的可

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这和任何另一个商品出售者的货币

一样，这种货币一经转化为某一个出售者的商品，就不再代表任何

一种属于他的东西。工人阶级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在他们手中

进行的交换，不是可变资本的交换，而是转化成货币的劳动力价值

的交换，这完全如同工人所创造的价值产品（２０００Ｉ（ｖ＋ｍ））的交

换只是属于资本家所有的商品的交换和工人无关一样。但是，资

本家——特别是他的理论解释者，即政治经济学家——却难以摆

脱这一幻想：已经支付给工人的货币仍然是他的即资本家的货币。

如果资本家是金的生产者，那末，可变价值部分——即补偿他购买

的劳动的价格的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本身直接以货币形式出

现，所以，不需要通过迂回的道路流回，就可以重新作为可变的货

币资本执行职能。但是，说到第 部类的工人，——如果我们把生

产奢侈品的工人撇开不说，——那末，５００ｖ本身是以那种供工人

消费的商品形式存在的，这种商品是由工人——作为总体工人来

看——直接向购买他们劳动力的总体资本家再购买的。第 部类

的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按它的实物形式来说，是由绝大部分供工

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构成的。但是，工人以这种形式花费掉的，

不是可变资本，而是工资，是工人的货币，这些货币正是由于在这

种消费资料中实现而使可变资本５００ ｖ再以货币形式回到资本

家手中。可变资本 ｖ和不变资本２０００ ｃ一样，是以消费资料形

式再生产出来的，二者同样不会分解为收入。在这两个场合，分解

为收入的都是工资。

但是，由于工资作为收入花掉，所以一方面是１０００ ｃ，而通

过这种迂回道路还有１０００ ｖ，另一方面是５００ ｖ，恢复了货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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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形式，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后者来说，部分是直接

流回，部分是间接流回）恢复了货币资本形式，这在年产品的交换

中是一个重要的事实。

．固定资本的补偿

在阐述年再生产的各种交换时，遇到如下的巨大困难。如果

我们以问题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来说明，就会得到：

（ ）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 ）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 ５００ｖ＝９０００，

最后分解为：

４０００ ｃ＋２０００ ｃ＋１０００ ｖ＋５００ ｖ＋１０００ ｍ＋５００ ｍ＝

６０００ｃ＋１５００ｖ＋１５００ｍ＝９０００。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只要是由真

正的劳动资料（生产资料的一个特殊种类）构成的，就由劳动资料

转移到劳动产品（商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继续作为生产资本的

要素执行职能，而且是以它的旧的实物形式继续执行职能。只是

劳动资料的损耗，即它们在一定期间持续执行职能时逐渐损失的

价值，才作为借助于劳动资料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要素再现，才

由劳动工具转移到劳动产品中去。因此，就年再生产来说，在这里

我们从一开始要考察的只是固定资本中那些寿命在一年以上的组

成部分。如果它们在一年之内就不能使用了，它们就要全部由年

再生产来补偿和更新；因而这里研究的问题从一开始也就和它们

无关了。至于机器以及其他具有比较耐久形式的固定资本，则会

发生而且会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尽管整个建筑物或机器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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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命很长，但是，其中有一些部分器官却必须在这一年内全部进行

补偿。这些部分器官，与那些必须在一年内补偿的固定资本要素

属于同一个范畴。

商品的这个价值要素绝不能和各种修理费用混为一谈。如果

商品出售了，这个价值要素就会和别的要素一样货币化，即转化为

货币；但是，在转化为货币以后，它和其他价值要素的区别就出现

了。为了开始商品的再生产（总之，就是为了使商品生产过程成为

持续的过程），在商品生产上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必须用实物

来补偿；在商品生产上消耗的劳动力，同样也必须用新的劳动力来

补偿。因此，通过出售商品得到的货币，必须不断再转化为生产资

本的这些要素，不断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即使比如说在

一定期限内购买较大数量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形成了生产储备，以

致在一定期间不需要重新购买这些生产资料，因而，在这种储备用

完以前，出售商品所得到的、用于上述目的的货币可以积累起来，

这部分不变资本会暂时成为已经停止执行能动职能的货币资本，

那这种情况也不会使问题发生任何变化。这不是收入资本；这是

停留在货币形式上的生产资本。生产资料必须不断更新，虽然这

种更新的形式，就流通来说，可以是各种各样的。重新购买，即

生产资料借以更新、补偿的流通行为，可以在较长的期限内进行，

这时是一次投入大量货币，而且由相应的生产储备来补偿；或者

这种流通行为可以在一个又一个的短期内进行，这时是迅速地连

续地支出少量货币，而生产储备也较少。这一切都不会使事情本

身发生任何变化。劳动力也是这样。凡是生产在一年内以相同规

模连续进行的地方，已经消耗的劳动力就要不断由新的劳动力补

偿；凡是劳动带有季节性或在不同期间需要不同劳动量的地方，例

３０５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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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在农业中，那就要相应地有时购买大量劳动力，有时购买少量

劳动力。相反地，出售商品所得到的货币，当它使等于固定资本

损耗的那部分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时，是不会再转化为生产资本

的组成部分的，虽然它是补偿这种生产资本的价值损失的。它在

生产资本旁边沉淀下来，保留它的货币形式。这种货币沉淀反复

发生，直到年数不等的再生产时期结束为止，在这个再生产时期，

不变资本的固定要素以它的旧的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

职能。一旦这种固定要素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寿命已经完结，不

能再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它的价值就在它旁边存在着，全部

由货币来补偿，即由货币沉淀的总和，由固定资本逐渐转移到它

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已经通过商品出售而转化为货币形式的

价值的总和来补偿。接着，这些货币就用来对固定资本（或固定

资本的要素，因为固定资本的不同要素有不同的寿命）进行实物

补偿，从而对生产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进行实际更新。可见，这

些货币是不变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即固定部分的货币形式。因此，

这种货币贮藏本身是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是在固定

资本的寿命还没有完结，从而还没有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所生

产的商品中去，还不必用实物进行补偿之前，固定资本价值或它

的个别要素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再生产和贮存。只有在这种货

币再转化为固定资本的新的要素，以便补偿它的寿命已经完结的

要素的时候，它才失去货币贮藏的形式，从而再能动地进入以流通

为媒介的资本再生产过程。

就象简单的商品流通不是单纯的产品交换一样，年商品产品

的交换也不能分解为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单纯的、直接的互相交

换。货币在其中起一种独特的作用，这种作用尤其会在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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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再生产的方式上表现出来。（假如生产是公有的生产，不具有

商品生产的形式，情况又会有哪些不同，这是以后研究的问题。）

现在，我们再回到基本公式。第 部类是：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

５００ｍ。在这里，一年内所生产的全部消费资料等于价值３０００；在

构成这个商品总额的不同商品要素中，就价值而言，任何一个要素

都分解为
２
３ｃ＋

１
６ｖ＋

１
６ｍ；或者用百分率表示，分解为６６

２
３ｃ＋１６

２
３ｖ＋１６

２
３ｍ。第 部类的各种不同商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可以

有不同的比例；在这些商品中，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也可以有所不

同；固定资本部分的寿命，从而它逐年的损耗，或者说，由它按比例

地转移到它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也可以是不同的。

但是，这些都是和这里的问题无关的。说到社会的再生产过程，我

们只是指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的交换。在这里，第 部类和

第 部类只是在它们的社会的、大量的关系中互相对立。因此，如

果对第 部类的一切生产部门进行综合考察，第 部类的商品产

品中ｃ这一部分价值的比例量（这对我们现在考察的问题是唯一

有决定意义的）就是平均比例。

构成总价值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５００ｍ的各种商品中的每一种商

品（它们大部分是同一商品种类），其价值都是＝６６
２
３
％ｃ＋１６

２
３
％ｖ＋１６

２
３
％ｍ。这里所说的，适用于每１００单位的商品，无论

它是属于ｃ，还是ｖ，还是ｍ。

２０００ｃ借以体现的商品，其价值可以再分为：

１．１３３３
１
３ｃ＋３３３

１
３ｖ＋３３３

１
３ｍ＝２０００ｃ，

同样，５００ｖ可以再分为：

２．３３３
１
３ｃ＋８３

１
３ｖ＋８３

１
３ｍ＝５００ｖ，

最后，５００ｍ可以再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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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
１
３ｃ＋８３

１
３ｖ＋８３

１
３ｍ＝５００ｍ。

把１、２、３的ｃ相加，就会得到１３３３
１
３
ｃ＋３３３

１
３
ｃ＋３３３

１
３
ｃ

＝２０００。同样，３３３
１
３
ｖ＋８３

１
３
ｖ＋８３

１
３
ｖ＝５００，把ｍ相加，

也是这样。全部相加，就会和上面所说的一样，得到３０００总价

值。   

因此，第 部类的价值３０００的商品量所包含的全部不变资本

价值，都包含在２０００ｃ中；而５００ｖ和５００ｍ却连它的一个原子都

不包含。这对于ｖ和ｍ来说也是同样适用的。

换句话说，第 部类的商品量中整个代表不变资本价值，从而

能够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或它的货币形式的那一部分，都存在

于２０００ｃ中。因此，一切和第 部类的商品的不变价值的交换有关

的事情，都不超出２０００ ｃ运动的范围；并且这种交换只能在它和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之间进行。

同样，对第 部类来说，一切和它们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交换有

关的事情，也不超出对４０００ ｃ的考察范围。

１．损耗的价值部分在货币形式上的补偿

如果我们现在从下列公式开始：

  ．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２０００ｃ  ＋５００ｖ＋５００ｍ，

那末，商品２０００ ｃ和同等价值的商品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交换的

前提是：２０００ ｃ全部以实物形式再转化为第 部类所生产的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组成部分；但是，后者借以存在的商品价

值２０００包含着补偿固定资本的价值损失的要素，这个要素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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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即用实物来补偿，而要转化为货币，这个货币逐渐积累成一个总

额，直到固定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更新的时候为止。每一年都是

固定资本的终年，固定资本时而需要在这个或那个单个企业，时而

需要在这个或那个产业部门进行补偿；对同一个单个资本来说，总

会有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固定资本需要补偿（因为固定资本各部

分的寿命不同）。如果我们考察年再生产，——即使是原有规模的

年再生产，也就是说，把一切积累撇开不说，——我们也不是从头

开始。我们考察的是许多年中的一年，而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刚诞

生的一年。因此，投入第 部类的各种各样的生产部门的不同资

本也会有不同的年龄。就象在这些生产部门从事生产的人每年都

有死亡一样，每年也有许多固定资本在当年到达寿命的终点，必须

用积累的货币基金实行实物更新。所以，在２０００ ｃ和２０００ （ｖ

＋ｍ）的交换中就包含着２０００ ｃ由它的商品形式（消费资料）到

它的实物要素的转化，这些实物要素不仅由原料和辅助材料构成，

而且也由固定资本的实物要素，如机器、工具、建筑物等等构成。

因此，２０００ ｃ的价值中要用货币来补偿的损耗和正在执行职能

的固定资本的数量，是完全不适应的，因为固定资本每年都有一部

分必须用实物来补偿，但有一个前提，即在前几年，第 部类资本

家手中已经积累了这种转化所必需的货币。不过，这一个前提既

适用于前几年，同样也适用于当年。

在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和２０００ ｃ的交换中，首先要指出，价

值额 （ｖ＋ｍ）不包含任何不变的价值要素，因而也不包含任何用

以补偿损耗的价值要素，即不包含由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转

移到ｖ＋ｍ借以存在的实物形式的商品中去的价值的要素。相反

地，这种要素却存在于 ｃ中，并且正是这种因固定资本而存在的

７０５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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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要素的一部分，不需要立即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实物形式，而是

首先要保留在货币形式上。因此，当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和２０００

ｃ交换时，立即遇到了困难：第 部类的２０００（ｖ＋ｍ）借以存在的

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用它的全部价值额２０００要和以第 部类的

消费资料存在的等价物进行交换，而另一方面，消费资料２０００ ｃ

却不能以它的全部价值额来和生产资料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交换，

因为它的价值的一部分——等于固定资本中有待补偿的损耗或价

值损失——必须首先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而在我们仅仅考察的

当年再生产期间，不再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但是，使商品价值

２０００ ｃ所包含的损耗要素借以货币化的货币，只能从第 部类

取得，因为第 部类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支付报酬，而是要通过出售

自己的商品才能得到报酬；因为按照前提，（ｖ＋ｍ）要购买２０００

ｃ的全部商品额；所以第 部类必须通过这种购买，使第 部类

的那个损耗部分转化为货币。但是，按照以前阐明的规律，预付到

流通中去的货币，将回到后来把等量商品投入流通的资本主义生

产者手中。第 部类在购买 ｃ时，显然不会既把商品２０００付给

第 部类，此外又把一个额外的货币额一次永久地（不再通过交换

的行为回到自己手中）付给第 部类。否则，对商品量 ｃ的购买

就会高于它的价值。如果第 部类在用它的２０００ｃ交换时，实际得

到了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那末，它对第 部类也就不再有所要求，

而在这个交换中流通的货币将回到第 部类那里还是第 部类那

里，要看二者当中是谁把货币投入流通的，也就是说，是谁首先作

为买者出现的。同时，在这个场合，第 部类就要把它的商品资

本按其全部价值额再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而我们的前提

是，商品出售以后，这个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不会在当年的再生产

８０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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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由货币再转化为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实物

形式。因此，如果第 部类把价值２０００的商品卖给第 部类，而

向第 部类购买的商品却不到２０００，比如说，只有１８００，第 部

类就会得到一个货币差额。这样，第 部类只好用货币２００来补

足这个差额，这些货币不会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它已经不能用

那种把商品＝２００投入流通的办法，再取出它预付到流通中去的

货币。在这种情况下，在第 部类方面有一个用来补偿它的固定

资本损耗的货币基金；在另一方面，即在第 部类方面，却有价值

２００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这样，公式的全部基础，即以不同生

产体系之间保持完全的比例平衡为前提的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

就遭到彻底破坏。这样，一个困难只是为另一个更麻烦得多的困

难所代替。

因为这个问题提出了特殊困难，而且直到现在还没有为政治

经济学家研究过，所以我们要逐个考察一切可能的（至少看起来是

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更确切地说，一切可能的提出问题的办

法。

我们首先象前面一样，假定 把２０００卖给第 部类，但是，只

向第 部类购买商品１８００。在商品价值２０００ ｃ中，包含着为补

偿损耗而以货币形式贮藏的２００。所以，２０００ ｃ的价值分成两部

分：１８００要和第 部类的生产资料相交换，２００为了补偿损耗而要

（在２０００ｃ卖给第 部类之后）保持货币形式。或者，按其价值来

说，２０００ ｃ＝１８００ｃ＋２００ｃ（ｄ）。在这里，ｄ＝ｄéｃｈｒｔ｛损耗｝。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考察下列的交换：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  １８００ｃ＋２００ｃ（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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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第 部类用为支付工人劳动力报酬而以工资形式付给工人的

１０００镑购买消费资料１０００ ｃ；第 部类用同一个１０００镑购买生

产资料１０００ ｖ。因此，第 部类的资本家的可变资本以货币形式

流回到他们手中；他们可以用这个货币在下一年购买同等价值额

的劳动力，即用实物补偿他们的生产资本的可变部分。——其

次，第 部类用预付的４００镑购买生产资料Ｉｍ；Ｉｍ用同一个４００

镑购买消费资料 ｃ。这样，第 部类预付在流通中的４００镑回到

了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但只是作为已售商品的等价物回到他

们手中。第 部类预付４００镑来购买消费资料；第 部类再向第

部类购买４００镑的生产资料，从而这４００镑流回第 部类那里。

到此为止，计算如下：

第 部类把１０００ｖ＋８００ｍ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此外，它以

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是：作为工资的１０００镑以及用来和 交换的

４００镑。交换完成以后，第 部类有：货币形式的１０００ｖ，８００ｍ转

化为８００ ｃ（消费资料），还有４００镑货币。

第 部类把商品（消费资料）１８００ｃ和货币４００镑投入流通；

交换完成以后，它有：第 部类的商品（生产资料）１８００和货币４００

镑。

现在，我们在第 部类方面还有２００ｍ（以生产资料形式存

在），在第 部类方面有２００ｃ（ｄ）（以消费资料形式存在）。

按照假定，第 部类用２００镑购买价值２００的消费资料ｃ

（ｄ）；但是第 部类把这２００镑抓住不放，因为２００ｃ（ｄ）代表损耗，

所以不必立即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因此，就有２００ ｍ不能出售；

第 部类的有待补偿的剩余价值，就有
１
５
不能实现，不能由它的生

产资料的实物形式转化为消费资料的实物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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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仅和原有规模的再生产的前提相矛盾；这本身就不是一

种可以说明２００ｃ（ｄ）怎样转化为货币的假设；相反地，这表示这种

转化是无法说明的。由于无法论证２００ｃ（ｄ）怎样转化为货币，所以

假定，正是因为第 部类不能把自己剩下的２００ｍ转化为货币，第

部类才切望把它转化为货币。如果把这一点理解为交换这一机

构的正常活动，那就等于假定，为了使２００ｃ（ｄ）按时转化为货币，

每年都要有２００镑从天上掉下来。

如果Ｉｍ不象在这里那样，以它原来的存在方式出现，即不是

作为生产资料的价值组成部分出现，从而不是作为它的资本主义

生产者必须通过出售才能在货币上实现的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出

现，而是在同资本家一起分享剩余价值的人手中，例如，在土地所

有者手中作为地租或在货币贷放者手中作为利息出现，这种假设

的荒谬性就不那么明显了。但是如果产业资本家不得不作为地租

或利息转让给剩余价值的其他共有者的那部分商品剩余价值，长

期不能通过商品本身的出售而实现，那末，地租或利息的支付也就

终止。因此，土地所有者或食利者也就不能作为机器神８１，用自己

的花费来使年再生产的一定部分任意转化为货币了。全体所谓非

生产劳动者，如官吏、医生、律师等等的支出，以及其他以“公众”的

身分为政治经济学家“服务”，以便说明他们所不能说明的问题的

那些人的支出，也具有同样的情况。

如果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在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的

两大部类之间，不是直接进行交换，而是有商人做中间人，靠商人

的“货币”去克服一切困难，那也是无济于事的。例如，在当前的场

合，２００Ｉｍ归根结底要卖给第 部类的产业资本家。它可以通过

一系列商人之手，但是最后一个商人，就其和第 部类的关系来

１１５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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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的处境——按照假设——是和第 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最初的处境相同的，也就是说，商人同样不能把２００Ｉｍ卖给第

部类；而这个购买额的停滞，使第 部类不能更新同样的过程。

由此可见，即使撇开我们真正的目的不说，也完全有必要考察

再生产过程的基本形式（排除一切插在中间使事情模糊不清的障

碍），以便摆脱各种虚伪的遁辞，因为当我们直接把社会再生产过

程的复杂具体的形式作为分析对象时，这些虚伪的遁辞就会造成

一种似乎它们是“科学的”说明的假象。

当再生产（无论是简单的，还是规模扩大的）正常进行时，由资

本主义生产者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必须流回到它的起点（无论

这些货币是他们自己的，还是借来的）。这是一个规律，它永远排

除了关于２００ ｃ（ｄ）是靠第 部类预付的货币来实现货币化的这

一假设。

２．固定资本的实物补偿

上面考察的假设否定以后，就只剩下这样的可能性：除了用货

币补偿损耗部分以外，还用实物补偿寿命全部完结的固定资本。

我们在前面已经假定：

（ａ）第 部类用来支付工资的１０００镑，被工人花费在同等价

值额的 ｃ上，即用来购买消费资料。

至于在这里１０００镑是第 部类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这只是说

明有这个事实。有关的资本主义生产者必须用货币支付工资；然

后这些货币被工人花费在生活资料上，而对生活资料的卖者来说，

当他们的不变资本由商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时，这些货币又当

２１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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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流通手段来使用。当然，这些货币可以经过许多渠道（小商人、

房主、收税人以及工人本身所需要的医生等等非生产劳动者），因

此只有一部分直接从第 部类的工人手中流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

手中。这种流动可能或多或少发生停滞，所以资本家方面必须有

新的货币准备。在研究基本形式时，这一切将不予考察。

（ｂ）前面假定，在一个场合第 部类还预付４００镑货币，向第

部类购买物品，这些货币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在另一个场合第

部类又预付４００镑，向第 部类购买物品，这些货币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这样假定是必要的，否则，假定第 部类的资本家或第

部类的资本家都只是单方面地把商品交换所需的货币预付到流

通中去，那就未免专断了。因为前一小节已经指出，必须抛弃这样

一种荒谬的假设，即第 部类会把追加货币投入流通，使２００ ｃ

（ｄ）转化为货币，所以，显然只剩下一个看起来更荒谬的假设：第

部类自己把货币投入流通，以便商品中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价值

组成部分得以转化为货币。例如Ｘ先生的纺纱机在生产中失去的

价值部分将作为棉线的价值部分再现；他的纺纱机一方面在价值

或损耗中失去的东西，应该在另一方面作为货币在他手中积累起

来。现在假定，Ｘ向Ｙ购买比如说价值２００镑的棉花，这样就把

２００镑货币预付到流通中去，Ｙ用同一个２００镑向Ｘ购买棉纱，这

２００镑在Ｘ手中则成为补偿纺纱机的磨损的基金。这无非是说，

不管Ｘ的生产情况如何，不管生产的产品和产品的出售情况如

何，他还要有２００镑留在身边，以便自己偿付纺纱机的价值损失，

也就是说，除了他的纺纱机损失的２００镑价值以外，他每年还必须

另外从自己钱袋中拿出２００镑货币加进去，以便最后能够购买一

台新的纺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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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但是，这种假设的荒谬性仅仅是表面的。第 部类是由许多

资本家构成的，他们的固定资本处在再生产的完全不同的期限中。

对一些资本家来说，固定资本已经到了必须全部用实物更新的期

限。对另一些资本家来说，它和这个阶段多少还有些距离。对后一

类资本家的全体成员来说，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的固定资本不需

要实际再生产，即不需要用实物来更新，或者说，不需要用同一种

新的物品来补偿，而它的价值要相继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前一

类资本家则完全处于企业开办时的那种情况（或部分地处于那种

情况，这一点和这里的问题无关）。那时，他们带着货币资本来到

市场，一方面要把它转化为（固定的和流动的）不变资本，另一方面

则要把它转化为劳动力，即可变资本。他们现在也和当初一样，要

把货币资本再预付到流通中去，因此，既要预付流动资本和可变资

本的价值，也要预付不变的固定资本的价值。

因此，假定第 部类的资本家为了和第 部类进行交换而投

入流通的４００镑有一半是来自第 部类的这样一部分资本家，他

们不仅必须用自己的商品来更新他们的属于流动资本范围的生产

资料，而且必须用他们的货币以实物来更新他们的固定资本，而第

部类的另一半资本家却只要用他们的货币以实物来补偿自己的

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无须以实物来更新他们的固定资本。那末，

认为流回的４００镑（只要第 部类用它来购买消费资料，它就会流

回）在第 部类的这两部分资本家之间有不同的分配，是完全没有

什么矛盾的。这４００镑流回到第 部类，但不是流回到原来那些

资本家手中，而是在该部类内部进行不同的分配，即由该部类的一

部分人手中转入该部类的另一部分人手中。

第 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除了最后用他们的商品来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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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生产资料外，还把２００镑货币转化为实物形式的新的固定

资本要素。他们这样花掉的货币，就象企业开办时一样，只是要在

许多年内才作为这个固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中相当于损耗的价值

组成部分，相继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里。

而第 部类的另一部分资本家，并没有用２００镑从第 部类

取走任何商品，第 部类却把第 部类的第一部分资本家为购买

固定资本要素所用的货币支付给他们。第 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

在已经更新的实物形式上再拥有他们的固定资本价值，另一部分

资本家则还要在货币形式上积累固定资本价值，以便将来用实物

来补偿他们的固定资本。

在前面的各种交换完成以后，要作为我们研究的出发点的，就

是有待双方互相交换的商品余额了：在第 部类那里是４００ｍ，在

第 部类那里是４００ｃ。
（５２）
我们假定，第 部类预付４００货币来交

换这个价值８００的商品。４００的一半（＝２００），无论如何必须由曾

经把２００货币作为损耗价值积累起来，而现在要把它再转化为它

的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的那一部分 ｃ支出。

正如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价值所分解的不变资

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可以用第 部类或第 部类的

商品本身的特殊的比例部分来表现完全一样，不变资本价值中还

无须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实物形式，而暂时还要以货币形式逐渐积

攒起来的那部分价值，也可以这样表现。在这里，第 部类的一定

量商品（在我们的例子中就是余额的一半＝２００），只是通过交换而

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的这个损耗价值的承担者。（第 部类的第

（５２） 这里的数字又和前面假定的不一致。但这不要紧，因为这里只涉及比例关

系。——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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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资本家，即用实物来更新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家，可能已

经用商品量——这里只表现为它的余额——中代表损耗的部分来

实现它的损耗价值的一部分；但是对他们来说，仍然有２００货币要

实现。）

至于在这个余额的交换中由第 部类投入流通的４００镑的另

一半（＝２００），则用来向第 部类购买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

这２００镑的一部分可能由第 部类的这两部分资本家投入流通，

也可能只由那部分无须用实物更新固定价值组成部分的资本家投

入流通。

因此，用这４００镑从第 部类取走：１．仅仅由固定资本要素构

成的价值２００镑的商品；２．仅仅补偿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流动部

分的实物要素的价值２００镑的商品。就第 部类应卖给第 部类

的商品来说，第 部类卖掉了它的全部年商品产品。但是，其中五

分之一的价值，即４００镑，现在是以货币形式留在第 部类那里。

而这个货币是货币化的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必须作为收入用

于消费资料。因此，第 部类用这４００购买第 部类的全部商品

价值＝４００。从而这个货币在它取出第 部类的商品时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

现在，我们假定有三种情况。我们把第 部类中需要用实物

补偿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家叫做“第 部分”；把第 部类中以

货币形式贮存固定资本损耗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家叫做“第２部

分”。这三种情况分述如下：（ａ）仍然作为余额以第 部类的商品形

式存在的４００，有一个份额为第１部分和第２部分（假定各占
１
２
）

补偿不变资本的一定量的流动部分；（ｂ）第１部分已经把他的全部

商品出售，所以，第２部分还有４００要出售；（ｃ）除了承担损耗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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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２００外，第２部分已经把全部商品出售。

这样，我们就会得出以下几种分配情况：

（ａ）第 部类还有商品价值＝４００ｃ在手中，第１部分有１００，

第２部分有３００；而在这３００中有２００代表损耗。在这个场合，第

部类为了取出第 部类的商品而现在送回第 部类那里的４００

镑货币中，就有第１部分原来投入的３００，也就是说，其中２００货

币用来从第 部类取得实物形式的固定资本要素，１００货币作为

它和第 部类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而第２部分在这４００中只预

付
１
４
即１００，这同样是作为它和第 部类进行商品交换的媒介。

因此，在这４００货币中，第１部分预付了３００，第２部分预付

了１００。

但是，这４００是这样流回的：

流回到第１部分的，是１００，即只等于它预付货币的
１
３
。但它

获得了价值２００的更新了的固定资本来代替其余的
２
３
。为了购买

这个价值２００的固定资本要素，它已经把货币付给了第 部类，但

是以后没有出售任何商品。就这个货币来说，第１部分和第 部

类相对立，是仅仅作为买者，以后没有再作为卖者。因此，这个货

币不能流回到第１部分；不然，它得到的固定资本要素就是第 部

类赠送的了。——就它预付的货币的最后
１
３
来说，第１部分是先

作为买者来购买它的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第 部类再用这

同一个货币向它购买它的价值１００的商品余额。所以，这个货币

流回到它（第 部类的第１部分）手中，因为它作为商品的买者

出现以后，立即又作为卖者出现。如果这个货币不流回来，那第

部类（第１部分）要得到价值１００的商品，就得先把１００货币，

然后又把１００商品付给第 部类，也就是把它的商品赠送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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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类了。

而流回到投入１００货币的第２部分的，是３００货币。１００流回

来，是因为它先作为买者把１００货币投入流通，现在又作为卖者把

这些货币收回；２００流回来，是因为它只作为价值２００的商品的卖

者执行职能，而没有作为买者执行职能。就是说，这个货币不能流

回到第 部类那里。所以，固定资本的损耗是用第 部类（第１部

分）购买固定资本要素时投入流通的货币来补偿的；但是，这个货

币不是作为第１部分的货币，而是作为属于第 部类的货币来到

第２部分手中的。

（ｂ）按照这一假定， ｃ的余额是这样分配的：第１部分拥有

２００货币，第２部分拥有４００商品。

第１部分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商品出售，但是２００货币是它的

不变资本中必须用实物更新的固定组成部分的转化形式。所以，

在这里它只作为买者出现；它所得到的不是自己的货币，而是第

部类的具有固定资本实物要素形式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第２部

分最大限度（如果第 部类没有为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的商

品交换预付任何货币）只需要把２００镑投入流通，因为就它的商品

价值的一半来说，它只作为卖者向第 部类出售，而不是作为买者

向第 部类购买。

４００镑从流通回到第２部分手里；其中２００回到它手里，是因

为它作为买者预付了２００，当它作为２００商品的卖者时，又把这２００

镑收回。还有２００回到它手里，是因为它曾经把价值２００的商品卖

给第 部类，但没有因此再从第 部类取得商品等价物。——

（ｃ）第１部分有２００货币和２００ｃ商品；第２部分有２００ｃ（ｄ）商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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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这一假定，第２部分无须预付任何货币，因为和第 部类

相对立，它不是作为买者执行职能，而是仅仅作为卖者执行职能，

从而它必须等待人家向它购买。

第１部分预付４００镑货币，其中２００是为了和第 部类互相

交换商品，其余２００则作为单纯购买手段向第 部类购买。它用

后面这２００镑货币购买固定资本要素。

第 部类用２００镑货币向第１部分购买２００商品；第１部分

为这个商品交换而预付的２００镑货币因此就流回到它那里；第

部类再用另外２００镑（也是从第１部分得到的）向第２部分购买

２００商品；第２部分的固定资本损耗因此就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

假定在（ｃ）这个场合，为交换现有商品所必需的２００货币，不

是由第 部类（第１部分）预付，而是由第 部类预付，那也不会使

事情有任何变化。如果是第 部类先向第 部类的第２部分购买

２００商品，——假定后者也只有这个商品余额要出售，——这２００

镑就不会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因为第 部类的第２部分不再作

为买者出现。但是，在这里，第 部类的第１部分有２００镑货币要

用来购买，此外还有２００商品要用来交换，所以总计有４００要用来

和第 部类进行交换。于是，有２００镑货币从第 部类的第１部分

回到第 部类。如果第 部类再用这个货币向第 部类的第１部

分购买２００商品，那末当第 部类的第１部分向第 部类购买

４００商品的后一半时，这个货币就回到第 部类。第１部分（ ）只

是作为固定资本要素的买者花了２００镑货币；因此，这个货币不再

回到它那里，而是用来使第 部类的第２部分的商品余额２００ｃ转

化为货币；第 部类用于商品交换的２００镑货币，并不是通过第

部类的第２部分，而是通过第 部类的第１部分流回到第 部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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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回到第 部类那里的有代替它的４００商品的价值４００的商

品等价物；回到第 部类那里的还有为交换８００商品而由它预付

的２００镑货币。这样，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  ２０００ｃ ，这种交换所遇到的困难，可归结为如下的

余额交换所遇到的困难：

．………４００ｍ

．（１）２００货币＋２００ｃ商品＋（２）２００ｃ商品，说得更清楚些，

这种余额交换就是：

．２００ｍ＋２００ｍ。

．（１）２００货币＋２００ｃ商品＋（２）２００ｃ商品。

因为第 部类第１部分的商品２００ｃ和２００ ｍ（商品）交换，

并且因为当４００商品交换时流通于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的一

切货币都流回到预付者（第 部类或第 部类）手中，所以，这个货

币作为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的交换要素，实际上并不是我们

这里所研究的问题的要素。或者换一种说法：假定在２００ ｍ（商

品）和２００ ｃ（第 部类第１部分的商品）的交换中，货币只是作

为支付手段，而不是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因此它也不是作为狭

义的“流通手段”执行职能，那末很清楚，因为商品２００ ｍ和商品

２００ ｃ（第１部分）价值额相等，价值２００的生产资料就和价值

２００的消费资料相交换，货币在这里只是观念地执行职能，任何一

方都无须为支付差额而实际把货币投入流通。因此，只有当我们

把商品２００ ｍ和它的等价物即商品２００ ｃ（第１部分）从第 部

类和第 部类双方去掉时，问题才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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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这两个彼此相抵的具有同等价值的

商品额去掉后，就只需要交换一个余额了。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就

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即：

  ．２００ｍ商品。

  ．（１）２００ｃ货币＋（２）２００ｃ商品。

这里很清楚：第 部类的第１部分用２００货币购买它的固定

资本组成部分２００ ｍ；因此，第 部类的第１部分的固定资本得到

实物更新，第 部类的２００剩余价值也由商品形式（由生产资料，即

固定资本的要素）转化为货币形式。第 部类用这些货币向第 部

类的第２部分购买消费资料；对第 部类来说，结果是：第１部分

用实物更新了他的不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第２部分则有另一

个组成部分（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组成部分）以货币形式沉淀下

来；每年都这样继续下去，直到这个组成部分也得到实物更新。

在这里先决条件显然是：第 部类不变资本的这个固定组成

部分，即按自己的全部价值再转化为货币，因而每年要用实物更新

的固定组成部分（第１部分），应该等于第 部类不变资本中另一

个固定组成部分的年损耗，也就是等于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执行

职能，而其损耗（即转移到所参与生产的商品中去的价值损失）先

要用货币来补偿的那个固定组成部分的年损耗。因此，这样一种

平衡，好象就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的规律了；换句话说，因为生产

生产资料的第 部类一方面要提供第 部类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

部分，另一方面要提供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所以，劳动在第 部类

的分配比例必须保持不变。

我们在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以前，要先考察一下，当 ｃ（１）的

余额和 ｃ（２）的余额不相等时，情况会怎样。可以是前者大于后

１２５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者，也可以是前者小于后者。让我们依次考察这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２００ｍ。

  ．（１）２２０ｃ（货币形式）＋（２）２００ｃ（商品形式）。

在这里， ｃ（１）用２００镑货币购买商品２００ ｍ；第 部类用

同一些货币购买２００ ｃ（２），即必须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的固定

资本组成部分；这个固定资本组成部分因此转化为货币。但是，货

币形式的２０ ｃ（１）不能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资本。

只要我们不是把 ｍ的余额定为２００，而是定为２２０，从而以

前从２０００ 中不是取出１８００，而只是取出１７８０来进行交换，看来

这种弊端就可以消除。这样，我们就得到：

  ．２２０ｍ。

  ．（１）２２０ｃ（货币形式）＋（２）２００ｃ（商品形式）。

ｃ第 部分用２２０镑货币购买２２０ ｍ，然后第 部类用

２００镑购买２００ ｃ（２）商品。但是这时在第 部类方面就剩下了

２０镑货币，即只能保持货币形式，而不能用于消费资料的那部分

剩余价值。这样一来，只是使困难由 ｃ（第１部分）转到了 ｍ。

另一方面，我们假定 ｃ第１部分小于 ｃ（第２部分）；这样，

我们就得到：

第二种情况：

  ．２００ｍ（商品形式）。

  ．（１）１８０ｃ（货币形式）＋（２）２００ｃ（商品形式）。

第 部类（第１部分）用１８０镑货币购买商品１８０ ｍ；第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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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用这些货币向第 部类（第２部分）购买同等价值的商品，即

１８０ ｃ（２）；因此，一方面，有２０ ｍ不能出售，另一方面也有２０

ｃ（２）不能出售；总计有价值４０的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

假定第 部类的余额＝１８０，也无济于事；这样，第 部类固然

没有剩下余额，但 ｃ（第２部分）却仍然有余额２０不能出售，不能

转化为货币。

在第一种情况下， ｃ（１）大于 ｃ（２），从而 ｃ（１）方面

有一个货币余额不能再转化为固定资本；如果假定 ｍ的余额＝

ｃ（１），在 ｍ方面就会有同等数量的货币余额不能转化为消费

资料。

在第二种情况下， ｃ（１）小于 ｃ（２），从而在２００ ｍ和

ｃ（２）两方面都出现货币不足，都出现同样的商品过剩；如果假

定 ｍ的余额＝ ｃ（１），在 ｃ（２）方面就会出现货币不足和商

品过剩。

我们假定 ｍ的余额总是等于 ｃ（１）——因为生产是由订货

决定的，并且再生产也不会因为第 部类今年多生产一些第 部

类的①不变资本固定组成部分，明年又多生产一些它的不变资本

流动组成部分，而有所改变，——那末，在第一种情况下，只有

当第 部类用 ｍ来购买第 部类的一部分剩余价值时， ｍ才

能再转化为消费资料；所以，第 部类的这部分剩余价值不是被

消费掉，而是由第 部类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在第二种情况下，

就只有靠第 部类自己付出货币来解决，但这个假定已经被我们

抛弃了。

① 第１版和第２版中是：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

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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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 ｃ（１）大于 ｃ（２），那末，为了使 ｍ中的货币余额实

现，那就要有外国商品输入。如果 ｃ（１）小于 ｃ（２），那相反地就

要把第 部类的商品（消费资料）输出，以便 ｃ的损耗部分在生

产资料中实现。因此，在这两个场合，都必须进行对外贸易。

在考察规模不变的再生产时，虽然假定一切产业部门的生产

率，从而，这些部门商品产品价值的比例关系都保持不变，但是，刚

刚讲到的这两种情况，即 ｃ（１）大于 ｃ（２）或者小于 ｃ（２），对规

模扩大的生产来说，总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在规模扩大的生产的条

件下这两种情况毫无疑问都会出现。

３．结  论

关于固定资本的补偿，一般应当指出：

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前提下，也就是说，在不仅生产规模

不变，而且特别是劳动生产率也不变的前提下，如果 ｃ的固定要

素比去年有更大一部分已经寿命完结，从而有更大一部分要用实

物更新，那末，还在死亡途中的、在死亡期到来以前暂时要以货

币形式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必然会按照同一比例减少，因为

按照这个前提，在第 部类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部分之和（以及

价值额）是保持不变的。但是，这会引起下列情况。第一，如果

第 部类的商品资本中的较大部分由 ｃ的固定资本要素构成，

那末它的相应的较小部分就由 ｃ的流动组成部分构成，因为第

部类为 ｃ生产的总额保持不变。如果其中一部分增加了，另一

部分就减少；反过来也是一样。而另一方面，第 部类的生产总

额也保持不变。但是，在第 部类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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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的流动要素）减少时，这又怎么可能呢？第

二，恢复货币形式的固定资本 ｃ中有较大一部分流到第 部类，

以便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所以，除去单纯为了第 部

类和第 部类之间的商品交换而投入流通的货币，还会有更多的

货币流到第 部类；这些货币，不成为相互间的商品交换的媒介，

而只是单方面地执行购买手段的职能。但同时 ｃ中承担补偿损

耗价值的商品量将会按比例减少，从而第 部类中无须和第 部

类的商品交换而只须和第 部类的货币交换的商品量也会按比例

减少。所以，会有更多的货币作为单纯购买手段从第 部类流到

第 部类；而对第 部类来说，第 部类单纯作为买者向它购买

的商品则较少。因此， ｍ——因为 ｖ已经和第 部类的商品交

换——会有较大的部分不能转化为第 部类的商品，而是要保留

在货币形式上。

有了以上的阐述，对于相反的情况，即对于一年内第 部类的

固定资本中寿命完结而要再生产的部分较小，损耗部分较大的情

况，就无须再进一步考察了。

因此，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但危机——生产危机——还

是会发生。

一句话：在简单再生产和各种条件不变，特别是劳动生产力、

劳动总量、劳动强度不变的情况下，假定在寿命完结的（有待更新

的）固定资本和以旧的实物形式继续起作用的（只是为了补偿其损

耗而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的）固定资本之间的比例不是不变，那

末，在一个场合，尽管需要再生产的流动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变，

但需要再生产的固定组成部分的量也会增加；因此，第 部类的生

产总额必须增加，不然，即使把货币关系撇开不说，也会出现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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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不足的现象。

在另一个场合，如果需要用实物来再生产的第 部类的固定

资本的比例量减少，从而只须用货币进行补偿的第 部类的固定

资本组成部分会按同一比例增加，那末，尽管需要由第 部类再生

产的第 部类不变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的量保持不变，需要再生

产的固定组成部分的量却会减少。因此，或者是第 部类的生产

总额减少，或者是出现过剩（就象前面出现不足一样），而且是不能

转化成货币的过剩。

诚然，在前一个场合，同一劳动可以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延长

劳动时间或增加劳动强度提供更多的产品，这样就可以弥补第一

个场合的不足；但是发生这种变化的时候，总不免会有劳动和资本

从第 部类的某个生产部门移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并且，每一次

这样的移动，都会引起暂时的紊乱。其次，第 部类（由于劳动时

间和劳动强度增加）不得不用较多的价值来交换第 部类的较少

的价值，因而第 部类的产品就要跌价。

在第二个场合则相反，第 部类必须压缩自己的生产，这对该

部类的工人和资本家来说，意味着危机；或者第 部类提供的产品

过剩，这对他们来说，又是危机。这种过剩本身并不是什么祸害，

而是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下，它却是祸害。

在两个场合，对外贸易都能起补救作用；在第一个场合，是使

第 部类保留货币形式的商品转化为消费资料；在第二个场合，是

把过剩的商品销售掉。但是，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

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矛盾推入更广的范围，为这些

矛盾开辟更广阔的活动场所。

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一旦废除，问题就归结如下：寿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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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结因而要用实物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里是指在消费资料

生产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的数量大小，是逐年不同的。如果在

某一年数量很大（象人一样，超过平均死亡率），那在下一年就一定

会很小。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资料年生产所需的原料、半成品

和辅助材料的数量不会因此减少；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总额在一

个场合必须增加，在另一个场合必须减少。这种情况，只有用不断

的相对的生产过剩来补救；一方面要生产出超过直接需要的一定

量固定资本；另一方面，特别是原料等等的储备也要超过每年的直

接需要（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生活资料）。这种生产过剩等于社会对

它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物质资料的控制。但是，在资本主

义社会内部，这种生产过剩却是无政府状态的一个要素。

这个关于固定资本的例子，在再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是很

能说明问题的。固定资本生产和流动资本生产的不平衡，是经济

学家在说明危机时惯用的根据之一。但是，如果说在固定资本仅

仅维持原状的情况下，在理想的正常生产的前提下，在已经执行职

能的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这种不平衡也能够发生，并

且必然会发生，那在他们看来倒是有点新奇的。

．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到目前为止，有一个要素我们完全没有考虑，那就是金和银的

年再生产。金和银如果仅仅作为制造奢侈品或镀金等等的材料，

那也和任何其他产品一样，不必在这里专门提起。但是，它们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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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材料，从而作为可能的货币，是起重要作用的。为了简单起

见，我们在这里只是把金当作货币材料。

根据较早的统计资料，每年金的总产量等于８０万—９０万磅，

价值约１１００００万到１２５０００万马克。而根据泽特贝尔的统计（５３），

从１８７１年到１８７５年，每年平均只生产金１７０６７５公斤，价值约

４７６００万马克。其中澳大利亚约提供１６７００万马克，美国提供

１６６００万马克，俄国提供９３００万马克。余额则分别由不同国家

提供，其中每个国家提供的数额都在１０００万马克以下。同时期，

银的年产量将近２００万公斤，价值３５４５０万马克。其中墨西哥

约提供１０８００万，美国１０２００万，南美６７００万，德国２６００万，等

等。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只有美国是金和银的生

产者。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几乎所有的金以及绝大部分银都是从

澳大利亚、美国、墨西哥、南美和俄国得到的。

但是，我们要把这些金矿移到我们现在要分析年再生产的这

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如下：

资本主义生产离开对外贸易是根本不行的。但是，假定正常

的年再生产规模已定，那也就是假定，对外贸易仅仅是以使用形

式或实物形式不同的物品来替换本国的物品，而不影响价值关系，

也就是不影响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这两个部类互相交换的价值关

系，同样也不影响每一部类的产品价值所能分解成的不变资本、可

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因而，在分析年再生产的产品价值时，

把对外贸易引进来，只能把问题搅乱，而对问题本身和问题的解决

（５３） 阿·泽特贝尔《贵金属的生产》１８７９年哥达版［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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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会提供任何新的因素。因此，我们把它完全撇开，也就是在这里

要把金看作年再生产的直接要素，而不是看作通过交换从外国输

入的商品要素。

金的生产和一般金属生产一样，属于第 部类，属于包括生产

资料生产的部类。我们假定，每年生产的金＝３０（这是为了简便起

见；和我们公式中的数字比较，这个数字实际是过高了）；这个价值

可分解为２０ｃ＋５ｖ＋５ｍ。２０ｃ要和 ｃ的其他要素交换（这一点以

后再考察①）；但是，５ｖ＋５ｍ（ ）则要和 ｃ的要素即消费资料交

换。

至于５ｖ，每一个生产金的企业，首先都要从购买劳动力开始；

但不是用自己生产的金来购买，而是用国内的一部分储备货币来

购买。工人用这５ｖ从第 部类那里取得消费资料；然后第 部类

用这些货币向第 部类购买生产资料。比如说，第 部类向第

部类购买价值２的金作为商品材料等等（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的

组成部分），因此，２ｖ以早已属于流通的货币的形式流回到第 部

类的金生产者那里。如果第 部类不再向第 部类购买材料，那

末第 部类就把它的金作为货币投入流通，来向第 部类购买商

品，因为金可以购买任何一种商品。差别仅仅是，第 部类在这里

不作为卖者，而只作为买者出现。第 部类的金开采者总是能够

把他们的商品卖掉的；他们的商品总是处于可以直接交换的形式。

假定一个纺纱业主把５ｖ支付给他的工人，为此，这些工人除

了向他提供剩余价值，还向他提供产品纱＝５。这些工人向 ｃ购

买价值５的商品； ｃ用货币形式的５向第 部类购买纱，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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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ｖ以货币形式流回到纺纱业主手中。相反，在前面假定的场合，

ｇ（我们用它表示金生产者）用早已属于流通的货币把５ｖ，预付给

他的工人；后者把这些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而在这个５中，只有２

从第 部类回到 ｇ手中。但是， ｇ还是象纺纱业主一样，能够

重新开始再生产过程；因为他的工人已经向他提供了价值５的金，

他把其中的２卖掉，把３仍然保留金的形式，所以只要把它铸成铸

币（５４）或把它换成银行券，他的全部可变资本不用进一步以第 部

类作为媒介，就可以直接再以货币形式在他手中出现。

但是，就在年再生产的这个最初的过程中，实际属于或者可能

属于流通的货币量，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曾经假定， ｃ。购买２ｖ

（ ｇ）作为材料；３则由 ｇ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又在第 部

类的范围内支出。所以，新的金生产①所提供的货币量中，３留在

第 部类那里，没有流回到第 部类那里。按照假定，第 部类对

金这种材料的需要已经满足。３是作为金的贮藏而保留在第 部

类资本家手中的。因为３不能构成它的不变资本的要素，因为第

部类早已有足够的货币资本购买劳动力，还因为这个追加的、和

ｃ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３ｇ，除了作为补偿损耗的要素外，在 ｃ

之内不执行任何职能（它只能在 ｃ（１）偶尔小于 ｃ（２）的时候，按

它们之间相差的程度，补偿损耗的要素），另一方面，商品产品 。

也是除了补偿损耗的要素外，全部要和生产资料 （ｖ＋ｍ）交

换，——所以，这些货币无论是以必要生活资料的形式存在，还是

以奢侈品的形式存在，必须全部由 ｃ转移到 ｍ。否则，就要有

（５４） “大量的金块……由金开采者直接送到旧金山的铸币厂。”——《女王陛下

驻外使馆秘书的报告》１８７９年版第３部分第３３７页。

① 第１版和第２版中是：货币生产；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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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商品价值由 ｍ转移到 ｃ。结果是：一部分剩余价值要作

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

如果每年生产的金按同一比例继续作为材料使用，在第二再

生产年度，就会再有２流回到Ｉｇ那里，再有３用实物进行补偿，即

再在第 部类作为贮藏货币游离出来，如此等等。

说到可变资本，则资本家Ｉｇ和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要不断

预付货币形式的可变资本，以便购买劳动。就这个ｖ来说，要向第

部类购买商品的，不是资本家Ｉｇ，而是他的工人；因此，绝不会

发生这种情况：资本家Ｉｇ会作为买者出现，即没有第 部类的主

动就把金投入第 部类。但是，当第 部类向他购买材料，并且必

须把它的不变资本 ｃ转化为金这种材料时，（Ｉｇ）ｖ的一部分，就

按流回到第 部类的其他资本家手中的同一方式，由第 部类流

回到Ｉｇ手中。如果情况不是这样，他就会直接用他的产品，也就是

用金来补偿他的ｖ。但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ｖ有多大部分没有从

第 部类流回到他那里，已在流通的货币（即从第 部类流到第

部类但不再流回第 部类的货币）就会有多大部分在第 部类那

里转化为贮藏货币，为此，第 部类的剩余价值也就会有多大部分

没有用于消费资料。因为不断在开发新的金矿或重新开采旧的金

矿，所以，Ｉｇ以ｖ形式投入的货币中总有一定比例是新的金生产

以前已有的货币量的一部分，Ｉｇ通过自己的工人把这些货币投入

第 部类，而且，只要这些货币没有从第 部类流回到Ｉｇ那里，它

们就会在第 部类那里形成贮藏货币的要素。

但是，说到（Ｉｇ）ｍ，那末，Ｉｇ在这里却能够不断作为买者出现；

他把自己的ｍ以金的形式投入流通，为此从流通中取出消费资料

ｃ。在第 部类那里，有一部分金用作材料，因此它是作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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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类的生产资本的不变组成部分Ｃ的现实要素执行职能的；如果

情况不是这样，它就作为保留货币形式的那部分 ｍ，再形成货币

贮藏的要素。由此可见，——这里把以后将要考察的 ｃ撇开不

说（５５）——简单再生产虽然不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积累，即规模扩大

的再生产，但是还必须包括货币贮存或货币贮藏。并且因为这种

现象每年不断重复，所以，我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作为出发点的

前提也就得到了说明：再生产开始时，就有一个在数量上和商品交

换相适应的货币资料存在于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

即使扣除了由于流通货币的磨损而损失的金，这样的贮存也还是

会发生的。

不言而喻，资本主义生产的年代越久，所有资本家积累的货币

总量也就越大，从而每年新生产的金加进这个总量中去的比例也

就越小，虽然按它的绝对量来说，这种增加可能是很大的。现在我

们再一次回过来概括地讲一下对于图克的责难①：既然归根结底

必须把资本家阶级本身看作是投入流通的全部货币的源泉，每个

资本家怎么能够从年产品中取出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

他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怎么能够比他投入的货币多呢？

我们把前面的阐述（第１７章）归纳一下，作为对这个问题的答

复：

１．这里唯一必要的前提是：总要有足够的货币使年再生产量

的不同要素进行交换。这个前提不会因为一部分商品价值由剩

余价值构成而受影响。假如全部生产归工人自己所有，从而他们

（５５） 手稿中没有关于新生产的金如何在第 部类不变资本范围内进行交换的

研究。——弗·恩·

① 见本卷第３６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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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劳动只是为自己的而不是为资本家的剩余劳动，那末，流通

的商品价值量也会保持不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

商品价值量的流通所需的货币量也保持不变。所以，在这两个场

合，问题只是：这全部商品价值借以进行交换的货币从何而

来？——而绝不是：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而来？

我们再一次回过来说一下，当然，每个单个商品都是由ｃ＋ｖ

＋ｍ构成的，所以，对于全部商品量的流通来说，一方面需要有一

定的货币额使资本ｃ＋ｖ流通，另一方面需要有另一个货币额使资

本家的收入即剩余价值ｍ流通。无论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对

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他们的作为资本来预付的货币，和他们的作

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是不同的。后一货币是从哪里来的呢？简单

地说就是，资本家阶级手中现有的货币量中，从而总的来说，社会

现有的货币总量中，有一部分货币是为了使资本家的收入流通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每一个开办新企业的资本家，在营业开始以

后，都能把他为维持生活而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再捞回来，作为使

他的剩余价值货币化的货币。但是一般说来，全部困难有下面两

个来源：

第一，如果我们只考察资本的流通和周转，从而把资本家也

只是看作资本的人格化，不是看作资本主义的消费者和享受者，那

末，我们固然看见他不断把剩余价值作为他的商品资本的组成部

分投入流通，但从来看不见有货币作为收入的形式存在于他的手

中，从来看不见他为了剩余价值的消费而把货币投入流通。

第二，如果资本家阶级以收入的形式把一定货币额投入流通，

那就好象他们为全部年产品的这一部分支付了一个等价物，因此，

这一部分就好象不再代表剩余价值了。但是，代表剩余价值的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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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产品，不需要资本家阶级花费分文。作为一个阶级，他们白白地

占有和享受了这些剩余产品，而货币流通也不能使问题有所改变。

由货币流通引起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每个资本家都不是消费他

的实物形式的剩余产品（这在多数场合是不可能的），而是从每年

的社会剩余产品总额中取出相当于他占有的剩余价值额的各种商

品，并把它们据为己有。但是，流通的机构已经表明：当资本家阶

级把作为收入来花费的货币投入流通的时候，他们也会从流通中

再把这个货币取出，从而能够不断重新开始同一过程；因此，作为

资本家阶级来看，他们始终占有为剩余价值的货币化所必需的这

个货币额。因此，如果资本家不仅从商品市场取出商品形式的剩

余价值作为他的消费基金，而且他用来购买这些商品的货币也同

时流回到他手里，那就很明显，他从流通中取出这些商品时没有付

出等价物。虽然他为这些商品支付了货币，但这些商品并不需要

他花费分文。如果我用一镑购买商品，商品的卖者为了取得不需

要我花费分文的剩余产品，又把这一镑还给我，那就很明显，我

就是白白地取得了这个商品。这种交易的不断反复，也改变不了

下列事实：我不断取出商品，并且不断占有这一镑，虽然为了取

得商品，我会暂时和这一镑分手。资本家不断把这些货币作为不

需要他花费分文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来收回。

我们已经讲过，按照亚·斯密的说法，社会总产品价值分解为

收入，分解为ｖ＋ｍ，就是说，不变资本价值等于零。由此必然得出

结论，年收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全部年产品流通；因此，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价值３０００的消费资料的流通所需要的货

币，也足以使价值９０００的全部年产品流通。实际上这是亚·斯密

的见解，而由托·图克加以重复。对于收入的货币化所需要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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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量和全部社会产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之间的关系抱这种错误

的看法，是对全部年产品的不同物质要素和价值要素进行再生产

的方法和每年进行补偿的方法不理解或者不加思考的必然结果。

所以，它已经被驳倒了。

让我们听一听斯密和图克自己是怎样说的。

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说：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商人之间的流通，商人和消费

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些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

通，时而用于那个流通，但这两个流通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流通进

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商人之间流通的商品的

价值，绝不能超过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商人购买

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由于商人之间的流通都是成批进行的，一般

地说，每笔交易都需要数额相当大的货币。而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多

半是零星进行的，往往只需要很小的货币额，常常一先令甚至半便士就够了。

但小额流通比大额流通快得多…… 因此，虽然全体消费者每年的购买至少

｛这个“至少”真妙！｝和全体商人每年的购买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照例可

以用一个小得多的货币量来解决”，如此等等。

对亚当的这一段话，托·图克评论说（散见《对货币流通规律

的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３４—３６页）：

“毫无疑问，这里描述的这种区别实质上是正确的…… 商人和消费者

之间的交换也包括工资的支付，而工资是消费者的主要收入…… 商人和商

人之间的一切交换，也就是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起，通过加工制造等中间过程

的各个阶段，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为止的一切出售，都可以归结为资本转移

的运动。资本的转移不必有这样的前提，而实际上也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在大多数交换中，在转移的时候，要有银行券或铸币的实际转让——我指的

是物质的而不是虚拟的转让…… 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换总额，归根结底必

须由商人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额决定，并受它的限制。”

如果孤立地来看最后一句话，可能会认为，图克只是断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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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和商人的交换与商人和消费者的交换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

换句话说，在每年总收入的价值和用来生产这个收入的资本的价

值之间存在着比例关系。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他明确宣称接

受亚·斯密的观点。因此，对他的流通理论专门进行批判，就是

多余的了。

２．每一个产业资本在开始的时候，都把用来购买全部固定资

本组成部分的货币一次投入流通，但只是在若干年内逐渐通过出

售其年产品再把它收回。所以，它最初投入流通的货币多于它从

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资本每一次要用实物更新时，这种现象都

重复发生；对要用实物更新自己的固定资本的一定数量的企业来

说，这种现象每年都重复发生；每当固定资本进行维修或者部分更

新时，这种现象则部分地重复发生。可见，一方面是从流通中取出

的货币多于投入的货币，另一方面则相反。

在生产期间（和劳动期间不同）较长的一切产业部门，资本主

义生产者在生产期间不断把货币投入流通，这些货币一部分用来

支付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报酬，一部分用来购买要消费的生产资料；

所以，生产资料是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消费资料是一部分由花

费自己工资的工人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一部分由一刻也不停止

消费的资本家自己直接从商品市场取走的，而同时这些资本家起

初并没有把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投入市场。在这期间，他们投入

流通的货币就会使商品价值（包括其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转化为

货币。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当股份公司等等进行为期很长的

工程事业时，如铺设铁路、开凿运河、建筑船坞、大的城市建设、建

造铁船、大规模农田排水工程等等，这个要素将是十分重要的。

３．当其他资本家（撇开固定资本的支出不说）从流通中取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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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多于他们为购买劳动力和流动要素而投入流通的货币时，生

产金银的资本家（撇开作为原料使用的贵金属不说），也只是把货

币投入流通，而只从流通中取出商品。不变资本（损耗部分除外）、

大部分可变资本和全部剩余价值（资本家自己手中积累的贮藏货

币除外），都作为货币投入了流通。

４．一方面，固然有不是在当年生产的各种东西如地皮、房屋等

等，其次，还有生产期间不止一年的各种产品如牲畜、木材、葡萄酒

等等，都作为商品来流通。对于这种现象和其他现象，重要的是掌

握住一点：除了直接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额外，总有一定量货币处于

潜在的、不执行职能的状态，一旦遇到某种推动就可以执行职能。

这类产品的价值，往往也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流通的，如同房屋

的价值是在若干年内以租金的形式来流通的一样。

另一方面，并不是再生产过程的一切运动都以货币流通作为

媒介的。总生产过程的要素一旦购齐，总生产过程就会脱离流通。

其次，生产者本人直接再消费的一切产品，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

产消费，也是如此。农业工人的实物报酬，也属于这一类。

可见，年产品借以流通的货币量，是社会原有的，是逐渐积累

起来的。这个货币量不是当年的价值产品，但是，用来补偿已经磨

损的铸币的金是例外。

虽然在单纯金属流通的基础上，货币也能作为支付手段执行

职能，而且历史地看，它实际也是这样执行职能的，虽然在这个基

础上信用制度及其机构的某些方面得到了发展，但是，我们在阐述

时假定只有贵金属货币的流通，假定在这个流通中又只有现金买

卖这一最简单的形式。

这样假定，不单单是出于方法上的考虑，尽管这种考虑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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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已经表现在：图克及其学派以及他们的反对派，就银行券流通问

题进行论战时，不断被迫再回到单纯金属流通这一假定上来。他

们不得不事后这样去做，而且做得很肤浅，这是必然的，因为这样

一来这个出发点在分析中就成了次要点了。

但是，对于这种以自然形式表现的货币流通——它在这里是

年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因素——的最简单的考察，就已经表明：

（ａ）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前提下，从而在雇佣劳动制度占统

治地位的前提下，货币资本显然起着主要的作用，因为它是可变资

本借以预付的形式。雇佣劳动制度越发展，一切产品就越要转化

为商品，因此，除了几个重要的例外，产品全都必须经过转化为货

币这样一个产品运动的阶段。流通货币量必须足以使商品转化为

货币；并且，这个货币量的大部分是以工资形式提供的，是以这样

一种货币形式提供的，这种货币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由产业

资本家为支付劳动力报酬来预付，而在工人手中多半只是作为流

通手段（购买手段）执行职能。这和自然经济完全相反，自然经济

在任何一种依附农制（包括农奴制）的基础上，都占优势，在带有或

多或少原始性的公社（不管是否掺杂着依附农制关系或奴隶制关

系）的基础上，更是占优势。

在奴隶制度下，用于购买劳动力的货币资本，起着固定资本的

货币形式的作用，它只是随着奴隶一生的能动期间的消逝，逐渐得

到补偿。所以，在雅典人那里，奴隶主通过在产业上使用他的奴隶

而直接取得的利益，或者通过把奴隶租给别人在产业上使用（例如

开矿）而间接取得的利益，只是被看作预付货币资本的利息（和折

旧费），这同资本主义生产中产业资本家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和固定

资本的损耗看作他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和补偿完全一样。对出租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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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资本（房屋、机器等等）的资本家来说，通常也是这样。单纯的家

庭奴隶，不管是从事必要的劳役，还是仅仅用于显示排场，这里我

们都不予以考察，他们相当于现在的仆役阶级。但是奴隶制度，只

要它在农业、制造业、航运业等等方面是生产劳动的统治形式（就

象在希腊各发达国家和罗马那样），也保存着一个自然经济的要

素。奴隶市场本身是靠战争、海上掠夺等等才不断得到劳动力这

一商品的，而这种掠夺又不是以流通过程作为媒介，而是要通过直

接的肉体强制，对别人的劳动力实行实物占有。甚至在美国，在实

行雇佣劳动制的北部各州和实行奴隶劳动制的南部各州之间的中

间地带已经变成替南部各州豢养奴隶的地带，因而在那里投入奴

隶市场的奴隶本身成为年再生产的要素以后，时间一长就感到这

不能满足需要，还要把非洲的奴隶贸易尽可能长期地维持下来，以

便充实市场。

（ｂ）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在年产品交换中自发地

流出和流回；固定资本按其全部价值量一次预付，它们的价值在多

年期间相继从流通中取出，因而它们通过每年的货币贮藏（这种货

币贮藏在本质上完全不同于和它并行的、以每年新的金生产为基

础的货币贮藏）而逐渐地再以货币形式构成；由于商品的生产期间

有长有短，货币预付的时间也长短不等，因而在货币可以通过商品

出售而从流通中取出以前，必须事先不断地重新把货币贮藏起来；

仅仅由于生产地点到销售市场的距离不同，预付时间也会长短不

等；同样，按照各个企业以及同一生产部门的各单个资本家的生产

储备的状况或相对量，流回的数量和期间各不相同，从而不变资本

要素的购买期限也各不相同——在再生产年度发生的所有这些现

象，自发运动中所有这些不同的要素，只有通过经验才会被人察

９３５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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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引人注意，以便有计划地既用来采取信用制度的各种机械性的

辅助手段，又用来实际捞取现有的可贷资本。

此外，还要加上在其他条件正常的情况下按原有规模继续进

行生产的企业和在一年的不同期间使用数量不等的劳动力的企业

（如农业）之间的区别。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

的再生产理论（５６）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在考察社会再生产时那种思想混乱而又狂

妄到不加思索的特点，我们可以用大逻辑学家德斯杜特·德·特

拉西为例来说明（参看第１卷第１４７页注３０８２）。这个人，甚至李

嘉图也要认真对待，称他是“一位非常卓越的作家”（《原理》第

３３３页）。

这位卓越的作家关于社会总再生产过程和总流通过程作了如

下说明：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

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

生产的一切产品。

１．他们彼此出售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分

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

２．他们把产品卖给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

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

（５６） 采自第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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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积蓄除外。

３．他们把产品卖给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

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的全

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德斯杜特·德·

特拉西《论意志及其作用》１８２８年巴黎版第２３９页）

这就是说，资本家所以发财致富，第一，是因为他们在交换供

他们私人消费的或者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时，互相

欺诈。所以，如果他们的这部分剩余价值或者利润＝４００镑，那末，

只要每一个分享这４００镑的人把自己那一部分卖给别人时贵

２５％，这４００镑或许就会变成５００镑了。但是，由于他们人人都这

样做，所以结果就和互相按实际价值出售一样。他们不过是用５００

镑的货币量来使４００镑的商品价值流通。这种方法与其说是致富

的方法，不如说是变穷的方法，因为他们必须使总财产的一大部分

非生产地保持无效的流通手段的形式。全部问题归结为：资本家

阶级虽然把商品的价格在名义上全都提高了，但是仍然只有价值

４００镑的商品在他们之间分配，供他们私人消费；不过他们彼此都

情愿借助于价值５００镑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使价值４００镑

的商品流通。

我们把下面这一点完全撇开不说：假定这里已经有“他们的一

部分利润”，从而一般来说，假定已经有代表利润的商品储备。但

德斯杜特恰恰要向我们说明，这个利润是从哪里来的。为了使这

个利润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是一个非常次要的问题。在他看来，

这个代表利润的商品量之所以产生，似乎是因为资本家不仅彼此

出售这个商品量（这已经够美妙、够深刻的了），而且还因为彼此以

过高的价格出售给对方。这样，我们现在就知道了资本家发财致

１４５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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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的一个源泉。它不外就是“检察官布雷济希”
８３
的秘密——大贫

穷的原因就是大ｐａｕｖｒｅｔé〔贫乏〕。

２．这些资本家还把商品卖给

“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

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积蓄除外”。

按照德斯杜特先生的说法，货币资本——资本家以这种形式

把工资预付给工人——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就成了这些资本家发

财致富的第二个源泉。

因此，如果资本家阶级把比如说１００镑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

后这些工人向同一个资本家阶级购买具有同等价值的１００镑的商

品，从而，当资本家把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卖给自己的工人时，他们

作为劳动力的买者所预付的１００镑货币额，流回到他们手里，那

末，他们就是这样发财致富的。但是从普通常识的观点来看，资本

家显然是通过这个程序，再占有他在此以前已经拥有的１００镑。

在这个程序开始时，他们有１００镑货币，他们用这１００镑购买劳动

力。他们所购买的劳动，为这１００镑货币生产了我们迄今所知道

的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资本家通过把这１００镑商品卖给工人，收回

了１００镑货币。因此，资本家再占有１００镑货币，而工人则占有他

们自己生产的１００镑商品。这里看不出资本家怎么会因此发财致

富。如果这１００镑货币不流回到他们手中，那末，他们首先就要为

工人的劳动把１００镑货币支付给工人，其次就要把这个劳动的产

物，即价值１００镑的消费资料，无代价地给予工人。因此，这些货

币流回，最多只能说明为什么资本家不会由于这种交易变得更穷，

但是绝不能说明为什么他们会由此变得更富。

当然，资本家是怎样占有这１００镑货币的，工人为什么不自己

２４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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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钱生产商品，而被迫用他们的劳动力来换取这１００镑，这是另外

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对于象德斯杜特那样的有才华的思想

家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德斯杜特自己也不完全满意这样的解答。无论如何，他没有

告诉我们，一个人怎么会由于先支出１００镑货币额，然后再收进这

１００镑货币额而致富，也就是说，怎么会由于这１００镑货币的回流

而致富。这个回流，只是说明为什么这１００镑货币没有丢失。他告

诉我们，资本家发财致富，

“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的一切产品”。

因此，资本家在他们和工人的交易中也一定会由于他们按过

高的价格把产品卖给工人而致富。妙极了！

“他们支付工资……而这一切会通过所有这些人的支出而流回到他们手

中。这些人｛为购买产品｝支付给他们的比他们｛资本家｝为生产这些产品在

工资上所花费的要多。”（第２４０页）

这样一来，是资本家把１００镑工资支付给工人，然后他们按

１２０镑的价格把工人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以致流回他们手中的

不仅是１００镑，而且还有赚得的２０镑？这是不可能的。工人只能

用他们以工资形式得到的货币来支付。如果他们从资本家那里得

到１００镑工资，那末，他们就只能用１００镑购买，而不能用１２０镑

购买。这就是说，情况不是这样的。但是，还有另外的途径。工人

用１００镑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而实际只得到价值８０镑的商品。因

此，他们无疑被骗去了２０镑。资本家也无疑增加了２０镑财富，因

为实际上他支付的劳动力报酬比它的价值低２０％，或者说，是迂

回地从名义工资中扣除了２０％。

如果资本家阶级最初只付给工人８０镑工资，然后，为交换这

３４５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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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镑货币，实际向他们提供了价值８０镑的商品，资本家阶级也会

达到同样的目的。就整个阶级来说，这似乎是正常的途径，因为德

斯杜特先生自己也说，工人阶级必须得到“足够的工资”（第２１９

页），因为这个工资至少要足够维持他们的生存和劳动能力，要足

够“维持最节俭的生活”（第１８０页）。如果工人不能得到足够的工

资，用同一个德斯杜特的话来说，这就是“产业的死亡”（第２０８

页），所以，看来这不象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但是，不管资本

家阶级支付给工人阶级的工资是多是少，它总有一定的价值，比如

说，８０镑。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８０镑，他们为交换这８０镑，

就要向工人提供价值８０镑的商品。所以这８０镑的回流并不能使

资本家发财致富。如果资本家阶级付给工人１００镑货币，但是为

交换这１００镑，却将价值８０镑的商品卖给工人，那末，他们支付给

工人的货币比工人的正常工资要多２５％，但为交换这些货币而向

工人提供的商品却少２５％。

换句话说，资本家阶级从中取得自己的利润的基金，好象就是

由于扣除正常工资，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的价值而

形成的，也就是说，由于所支付的劳动力的报酬低于它作为雇佣工

人的正常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形成的。因此，只要

支付正常工资（照德斯杜特看来，应该这样），那末，无论对产业资

本家来说，还是对有闲资本家来说，就都不存在什么利润基金了。

这样，德斯杜特先生就必然把资本家阶级怎样发财致富的全

部秘密归结为：由于扣除工资。在这种情况下，他在第一项和第三

项说到的剩余价值的其他基金，也就不存在了。

因此，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把工人的货币工资降低到他们作为

一个阶级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的价值，那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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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从而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的生活基金，

也就不存在资本家阶级了。而在德斯杜特看来，一切文化悠久而

富裕发达的国家，情形正是这样，因为在这里，

“在我们的根深蒂固的古老的社会内，用来支付工资的基金……几乎是一个

常数”（第２０２页）。

即使在工资削减的情况下，资本家的发财致富，也不是由于他

们先付给工人１００镑货币，然后为交换这１００镑货币而向工人提

供８０镑的商品，——这实际上是多用２５％的货币额即用１００镑

使８０镑的商品流通，——而是由于资本家除了从工人的产品中攫

取剩余价值即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外，还攫取了工人应当

以工资形式得到的那部分产品的２５％。按照德斯杜特设想的这种

荒谬的方法，资本家阶级是绝对得不到任何利益的。他们支付１００

镑作为工资，然后为交换这１００镑，从工人自己的产品中，还给工

人８０镑的商品价值。但是，在下一个交易中资本家阶级必须为同

一程序再预付１００镑。因此，他们只是做无益的游戏，即预付１００

镑货币，为交换这１００镑却提供８０镑的商品，而不是预付８０镑货

币，并为交换这８０镑提供８０镑的商品。这就是说，他们为了使自

己的可变资本流通，不断地、无益地多预付２５％的货币资本。这是

一种非常独特的发财致富的方法。

３．最后，资本家阶级把产品卖给

“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的那一部

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有闲者〉的全部租金，就是通

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到他们手里的”。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产业资本家

“用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来支付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

５４５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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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假定他们的利润＝２００镑。他们把比如说１００镑用于他

们的个人消费。但是其余的一半＝１００镑，不属于他们，而属于有

闲资本家，即地租所得者和放债取息的资本家。因此，他们必须把

１００镑货币支付给这一伙人。我们现在假定，这一伙人从这一笔钱

中要用８０镑供他们个人消费，用２０镑来购买仆役等等。他们用这

８０镑向产业资本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当产业资本家有价值８０

镑的产品脱手时，这８０镑货币，或他们以地租、利息等名义支付给

有闲资本家的１００镑的
４
５
，流回到他们手中。其次，仆役阶级，即

有闲资本家直接雇用的雇佣工人，从他们的主人那里得到２０镑。

他们也用这些货币向产业资本家购买２０镑的消费资料。因此，当

产业资本家有价值２０镑的产品脱手时，就有２０镑货币，或他们作

为地租、利息等等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１００镑货币的最后五分之

一，流回到他们手中。

交易结束时，产业资本家为了支付地租、利息等等而转让给有

闲资本家的１００镑货币，流回到他们手中；而他们的剩余产品的一

半＝１００镑，却从他们手中转移到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中去。

因此，设法把如何在有闲资本家和他们直接使用的雇佣工人

之间分配这１００镑的问题引进来，对于我们这里讨论的问题，显然

是完全多余的。事情很简单：他们的地租和利息，总之，剩余价值

＝２００镑中归他们所有的部分，是由产业资本家以１００镑货币的

形式支付给他们的。他们用这１００镑直接地或间接地向产业资本

家购买消费资料。因此，他们就把１００镑货币还给产业资本家，并

从产业资本家那里取走１００镑的消费资料。

这样，产业资本家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１００镑货币，就又流回

来。这种货币回流，真的象德斯杜特幻想的那样，是产业资本家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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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致富的手段吗？在交易之前，他们有价值额２００镑；其中１００镑

是货币形式，１００镑是消费资料形式。在交易之后，他们只有原价

值额的一半。他们又有了１００镑货币，但却失去了１００镑消费资

料，这些消费资料已经转移到有闲资本家手中。所以，他们是失掉

了１００镑财富，而不是增加了１００镑财富。如果他们不是迂回地先

付出１００镑货币，然后再把这１００镑货币作为１００镑消费资料的

代价收回来，而是直接以他们产品的实物形式来支付地租、利息等

等，那末，就不会有１００镑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他们手中，因为他

们没有把１００镑货币投入流通。如果是用实物支付，事情就简单

地表现为：在价值２００镑的剩余产品中，他们自己保留一半，其余

一半则毫无代价地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甚至德斯杜特恐怕也不想

把这说成是发财致富的手段。

产业资本家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土地和资本，为此要把一部分

剩余价值以地租、利息等形式支付给他们。这样借的土地和资本，

对产业资本家自然是有利可图的，因为这是一般产品的生产条件

之一，也是构成剩余产品或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的生产条

件之一。这种利润所以产生，是由于对所借土地和资本的使用，而

不是由于为使用而支付的价格。相反地，这种价格会使利润减少。

否则，就必须断言，如果产业资本家能够把剩余价值的另一半为自

己保留下来，不给别人，他们将不是变富了，而是变穷了。但是，如

果把流通现象，如货币的回流，同仅仅以这种流通现象为媒介的产

品分配混为一谈，那就会造成这样的混乱。

但是，同一个德斯杜特曾狡黠地指出：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

使有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劳动，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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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

润中支付给有闲者的。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

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工人。”（第２４６页）

所以，租金等等的支付，现在是对产业家利润的削减。而在前

面，这却是产业家发财致富的手段。

但是，我们的德斯杜特总算还得到一种安慰。这些勇敢的产

业家对待那些有闲产业家，也和他们彼此相待或对待工人一样。

他们卖给有闲资本家的一切商品，都要贵比如说２０％。在这里，有

两种可能。有闲者除了每年从产业家那里得到的１００镑，或者还

有别的货币资金，或者没有。在前一个场合，产业家就会按比如说

１２０镑的价格，把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出售给他们。所以，当出售商

品时，流回到产业家那里的，不仅有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１００镑，

而且还有对他们来说实际上是新价值的２０镑。这时，又怎样计算

呢？他们白白付出１００镑的商品，因为作为商品的一部分代价而支

付给他们的１００镑货币，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的货币。所以，他们自

己的商品，是用他们自己的货币来支付的。这样，１００镑是损失。但

是，由于价格高于价值，他们此外多得了２０镑。这２０镑是收益。

在１００镑的损失中，除去这２０镑收益，仍然有８０镑的损失，所以

绝不是盈余，而总是亏损。对有闲者的欺骗减少了产业家的损失，

但是并不能因此而使他们财富的损失变为他们发财致富的手段。

而这个方法也不能长期使用，因为当有闲者每年只收入１００镑货

币时，他们不可能每年都付出１２０镑货币。

还有另外一种方法：产业家出售价值８０镑的商品，来换取他

们支付给有闲者的１００镑。在这个场合，他们象以前一样，仍然要

以地租、利息等形式白白付出８０镑。他们采取这种欺骗的方法，

８４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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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轻了对有闲者的贡赋，但是贡赋依然存在。并且，按照价格取决

于卖者的善良愿望这一理论，有闲者将来能为他们的土地和资本

要求１２０镑的地租、利息等等，而不是象到目前为止那样只要求

１００镑。

这个光辉的阐述和这位深刻的思想家是十分相称的。他一方

面抄袭亚·斯密，说：

“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第２４２页），

说产业资本家

“用他们的资本来支付劳动的报酬，而劳动把他们的资本再生产出来，同时带

来利润”（第２４６页），

而另一方面，又得出结论说，这些产业资本家

“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

（第２４２页），

不是工人养活资本家，而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这是由于下面这个

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支付给工人的货币，没有留在工人手中，而是

当工人对自己所生产的商品进行支付时，不断回到资本家手中。

“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那只手还回去。因此，必须把他们的消费

看作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第２３５页）

德斯杜特对货币流通怎样成为社会再生产和消费的媒介这个

问题作了这样详细的叙述以后，接着又说：

“这就是财富这个永动机所完成的事情。虽然人们对这种运动很不理解

｛ｍａｌｃｏｎｎｕ—确实如此！｝，但是把它称为流通是恰当的；因为它实际上是一

种循环，并且总是回到它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进行生产的地方。”（第２３９、

２４０页）

德斯杜特，这位“非常卓越的作家”，法国研究院
８４
院士，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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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尔菲亚哲学协会会员，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庸俗经济学家

的一颗明星，最后要求读者赞赏他在说明社会过程的进程时那种

惊人的清晰，赞赏他在这个问题上倾注的光辉。他甚至还这样谦

虚地告诉读者，这全部光辉是从哪里来的。这就必须读一读他的

原文：

《Ｏｎ ｒｅｍａｒｑｕｅｒａ，ｊ’ｅｓｐèｒｅ，ｃｏｍｂｉｅｎ ｃｅｔｔｅ ｍａｎｉèｒｅ ｄｅ

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ｅｒｌａｃｏｎｓｏｍｍａｔｉｏｎｄｅｎｏ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ｅｓｔ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ｎｔｅａｖｅｃ

ｔｏｕｔｃｅｑｕｅｎｏｕｓａｖｏｎｓｄｉｔàｐｒｏｐｏｓｄｅｌｅｕ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ｌｅｕ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ｅｔｅｎｍｅｍｅｔｅｍｐｓｑｕｅｌｌｅｃｌａｒｔéｅｌｌｅｒéｐａｎｄｓｕｒｔｏｕｔｅ

ｌａｍａｒｃｈｅｄｅ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Ｄ’ｏùｖｉｅｎｎｅｎｔｃｅｔａｃｃｏｒｄｅｔｃｅｔｔｅｌｕｃｉｄｉｔｅ
′
？

Ｄｅｃｅｑｕｅｎｏｕｓａｖｏｎｓｒｅｎｃｏｎｔｒéｌａｖéｒｉｔé．Ｃｅｌａｒａｐｐｅｌｌｅｌ’ｅｆｆｅｔｄｅ

ｃｅｓｍｉｒｏｉｒｓｏùｌｅｓｏｂｊｅｔｓｓｅｐｅｉｇｎｅｎｔｎｅｔｔｅｍｅｎｔｅｔｄａｎｓｌｅｕｒｓ

ｊｕｓｔｅｓ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ｓ，ｑｕａｎｄｏｎｅｓｔｐｌａｃéｄａｎｓｌｅｕｒｖｒａｉｐｏｉｎｔｄｅ

ｖｕｅ，ｅｔｏùｔｏｕｔｔｏｕｔｐａｒａｌｔｃｏｎｆｕｓｅｔｄéｓｕｎｉ，ｑｕａｎｄｏｎｅｎｅｓｔｔｒｏｐ

ｐｒèｓｏｕｔｒｏｐｌｏｉｎ．》①（ｐ．２４２，２４３）

资产阶级的呆痴，在这里暴露得淋漓尽致了！

０５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① “我希望，人们注意到，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和我们关于财富生产和

分配所说的是多么一致；同时，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晰。这

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起了镜

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正确比

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曲的。”

——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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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５７）

第一卷已经指出，单个资本家的积累是怎样进行的。由于商

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也转化为货币。资

本家把这样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他的生产资本的追

加的实物要素。这个增大的资本，在生产的下一个循环内，会提供

更多的产品。但是，在单个资本上发生的情况，也必然会在全年的

总再生产上出现，正象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我们已经看到，在单个

资本的再生产中，单个资本的已经损耗的固定组成部分相继沉淀

为贮藏货币的现象，也会在社会的年再生产上表现出来。

假定一个单个资本＝４００ｃ＋１００ｖ，年剩余价值＝１００，那末，

商品产品＝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这６００转化为货币。在这个货

币中，４００ｃ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１００ｖ重新转化为劳

动力，此外——假定全部剩余价值都积累——１００ｍ通过和生产

资本的实物要素相交换，转化为追加的不变资本。这里要假定：１．

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这个货币额或者足以增加正在执行职能的

不变资本，或者足以开办一个新的工业企业。但是，情况也可能是

这样：在开始这个过程以前，即进行实际积累和扩大生产以前，剩

（５７） 从这里到本卷末，采自第 稿。

１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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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向货币的转化和这个货币的贮藏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２．

假定事实上生产在以前已经按扩大的规模进行；因为要使货币（即

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这些要

素必须是在市场上可以买到的商品；即使这些要素不是作为成品

来买，而是按订货制造，在这里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只有在它们存

在以后，并且无论如何只有在对它们实际进行了规模扩大的再生

产以后，也就是说，在它们原来正常的生产已经扩大以后，才会对

它们进行支付。它们必须是可能存在的，也就是在它们的要素中

存在的，因为，只要有订货的刺激，即在商品存在以前预先购买，预

先出售，它们的生产就可以实际进行。于是，一方面的货币就能引

起另一方面的扩大再生产，这是由于再生产扩大的可能性在没有

货币的情况下就已经存在；因为货币本身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

例如，资本家Ａ在一年内或多年内把他相继生产的那些商品

产品卖掉时，就把作为剩余价值承担者的那部分商品产品即剩余

产品相继转化为货币，也把他以商品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本身相

继转化为货币，这种货币逐渐贮存起来，就形成一种可能的新的货

币资本。其所以是可能的，是因为它可以并且要用来转化为生产

资本的要素。但是，事实上他只是进行了简单的货币贮藏，这种货

币贮藏并不是实际再生产的要素。所以，他的活动起先只是从流

通中相继取出流通的货币。当然，这并不排除这种情况：他这样妥

善保藏起来的流通货币本身，在进入流通之前，曾经是另一个货币

贮藏的一部分。资本家Ａ的货币贮藏，即可能的新的货币资本，如

同花费在消费资料上的货币一样，不是追加的社会财富。但是，从

流通中取出的、因而以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可以是以前的贮藏货

币的组成部分，或者可以是工资的货币形式，它可以曾经使生产资

２５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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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其他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曾经使某一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

部分或收入进行流通。这些货币同样不是新的财富，就象从简单

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货币不会因为它每天周转十次，实现十个不

同的商品价值，就不只是它原有的价值的承担者，而是它的十倍价

值的承担者一样。没有货币，这些商品还是存在，并且，无论货币

周转一次或周转十次，货币总是货币（或者还由于磨损而减少）。

只有在金的生产中，在金产品包含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的承担者

的时候，新的财富（可能的货币）才会被创造出来；并且，只有全部

新的金产品①进入流通，它才会增加新的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货币

材料。

虽然这个以货币形式贮藏的剩余价值不代表追加的新的社会

财富，但是由于它贮存后所要执行的职能，它还是代表着新的可能

的货币资本。（以后我们会知道，除了由于剩余价值的逐渐货币化

外，新的货币资本还可以由其他方法产生。）

货币所以会从流通中取出，并且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是因

为商品在出售以后，没有接着进行购买。因此，如果把这种做法看

成是普遍进行的，那就似乎难于看出，买者应该从哪儿来，因为在

这个过程中，——这个过程必须看成是普遍的，因为每一个单个资

本都能够处于积累过程，——每一个人都想为贮藏货币而卖，但是

没有人要买。

假定年再生产的各个不同部分之间的流通过程是直线进行

的，——这是不对的，因为除了少数例外，这个流通过程总是由许

多互相对流的运动构成的，——那末，就必须从只买不卖的金（或

３５５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① 第１版和第２版中是：货币产品；按恩格斯的校样改正。——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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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生产者开始，并且假定所有其他的人都卖给他。这样，全年的

社会总剩余产品（全部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就会转到他手中，而所

有其他的资本家则在自己中间按比例地分配他那种天然以货币形

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即他的剩余价值的天然的金的化身；因为金生

产者的产品中要用来补偿他的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那部分已经被束

缚了，已经被使用了。在这种场合，金生产者以金的形式生产的剩

余价值，就是唯一的基金，所有其余的资本家都要从中取出他们的

年剩余产品借以转化为货币的材料。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就价值

量而言，必须和先要蛹化为货币贮藏形式的全部社会年剩余价值

相等。这种假定如此荒谬，最多有助于说明普遍同时形成货币贮

藏的可能性，但是对于说明再生产本身——金生产者方面的再生

产除外——并不能前进一步。

我们在解决这个表面的困难以前，要把第 部类（生产资料的

生产）的积累和第 部类（消费资料的生产）的积累区别开来。我

们从第 部类开始。

．第 部类的积累

１．货币贮藏

显然，投在构成第 部类的许多产业部门的资本，和投在每一

个这样的产业部门内的不同的单个资本，都会由于它们的年龄不

同，也就是由于已经经历的执行职能的时间不同，——完全撇开它

们的规模、技术条件、市场关系等等不说，——处于剩余价值相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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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可能的货币资本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而无论这种货币资

本是要用来扩充它们的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还是要用来创立新

的工业企业（这是扩大生产的两种形式）。因此，一部分资本家不

断地把他们的已经增加到相应数量的可能的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

资本，也就是用通过剩余价值的货币化而贮藏起来的货币来购买

生产资料，即追加的不变资本要素；而另一部分资本家则仍然从事

可能的货币资本的贮藏。因此，这两类资本家是互相对立的：一方

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并且每一方在这两种作用中都只起一

种作用。

例如，Ａ 卖给Ｂ（可以代表一个以上的买者）６００（＝４００ｃ＋

１００ｖ＋１００ｍ）。他已经卖掉商品６００，换成货币６００，其中１００代表

剩余价值，他把这１００从流通中取出，以货币形式贮藏起来；但是

这１００货币不过是剩余产品即价值１００的承担者的货币形式。货

币贮藏根本不是生产，因此一开始也不是生产的增长。资本家的

活动，在这里，不过是把出售剩余产品１００所得的货币从流通中取

出，抓住它，把它扣留下来。这种做法不仅在Ａ方面发生，而且在

流通领域的许多点上，还有其他资本家Ａ′、Ａ、Ａ ，都同样热中于

这种货币贮藏。因此，在这许多点上，货币被从流通中取出，并

积累成无数单个的贮藏货币或可能的货币资本。这许多点也就象

是流通的许多障碍，因为它们使货币的运动停止，使货币在一个

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失去流通能力。但是必须注意，远在商品流通

建立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基础上以前，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已

经产生了货币贮藏；社会现有的货币量，总是大于它处于实际流

通中的部分，虽然这一部分会由于情况的变化而增加或减少。我

们在这里又遇到了同样的贮藏货币和同样的货币贮藏，不过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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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因素。

在信用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行等

等的手中，而成为可供支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本，而

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音乐８５，而是能动的，生利的

东西（在这里，生利的〔ｗｕｃｈｅｒｎｄ〕意思就是增长），这样我们就

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此感到心满意足。

但是，Ａ所以能进行这种货币贮藏，仅仅是因为就他的剩余

产品来说，他只作为卖者，而不接着作为买者出现。所以，他的

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的连续生

产，就是这种货币贮藏的前提。在只考察第 部类内部的流通这

种场合，作为总产品的一部分的剩余产品的实物形式，和总产品

的实物形式一样，是第 部类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的实物形式，也

就是说，属于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范畴。我们马上就会知道，在

Ｂ、Ｂ′、Ｂ等等买者手中，它将会变成什么，将会执行什么样的职能。

在这里，首先要记住一点：尽管Ａ从流通中取出相当于他的

剩余价值的货币，把它贮藏起来，但另一方面，他也把商品投入流

通，而没有以此从流通中取出其他商品，因此，Ｂ、Ｂ′、Ｂ等等就能够

把货币投入流通而只取出商品。在这个场合，这种商品，按照它的

实物形式和它的用途来说，是要加入到Ｂ、Ｂ′等的不变资本的固定

要素或流动要素中去的。关于这一点，等我们涉及剩余产品的买

者Ｂ、Ｂ′等时再谈。

我们在这里附带指出：和以前考察简单再生产时一样，我们在

这里又看到，年产品的不同组成部分的交换，也就是这些组成部分

之间的流通（这种流通必须同时包括资本的再生产，以及资本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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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它的不同形式：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货

币资本、商品资本），其前提决不是接着以卖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

的买，或者接着以买为补充的商品的单纯的卖，以致事实上，象政

治经济学，尤其是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贸易学派所

假定的那样，只有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我们知道，固定资本一经

投入，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就不用更新，而是以它的原有形

式继续发挥作用，它的价值则逐渐地以货币形式沉淀下来。我们

又已经知道， ｃ的固定资本（ ｃ的全部资本价值转化为在价值

上与 （ｖ＋ｍ）相等的要素）的周期更新的前提，一方面是 ｃ中要

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实物形式的固定部分的单纯的买，与此相适

应的是 ｍ的单纯的卖；另一方面是 ｃ中要沉淀为货币的固定

（损耗）价值部分的单纯的卖，与此相适应的是 ｍ的单纯的买。

在这里，交换正常进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 ｃ的单纯的买，按价

值量来说，和 ｃ的单纯的卖相等；同样， ｍ对 ｃ第１部分的单

纯的卖，也和 ｃ第２部分的单纯的买相等（第４４０页①）。不然，简

单再生产就会遭到破坏。一方面的单纯的卖，必须由另一方面的

单纯的买来抵销。同样，这里必须具有的前提是， ｍ中Ａ、Ａ′、Ａ

的货币贮藏的部分的单纯的卖，和 ｍ中Ｂ、Ｂ′、Ｂ要把贮藏货币

转化为追加生产资本要素的部分的单纯的买保持平衡。

既然平衡的形成是由于买者后来作为出售同等价值额的卖者

出现，卖者后来作为购买同等价值额的买者出现，所以，货币会流

回到在购买时预付货币的、在重新购买之前先已出售的那一方。

但是就商品交换本身、就年产品的不同部分的交换而言，实际平衡

７５５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① 见本卷第５２０—５２１页。——编者注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要取决于互相交换的商品具有同等的价值额。

但是，既然发生的只是单方面的交易，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

买，另一方面是大量的单纯的卖，——并且我们知道，在资本主义

基础上，年产品的正常交易决定了这种单方面的形态变化，——所

以，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方面的买的价值额

要和单方面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销。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

一般形式这个事实，已经包含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不仅起流

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货币资本的作用，同时又会产生这种生产

方式所特有的、使交换从而也使再生产（或者是简单再生产，或者

是扩大再生产）得以正常进行的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转变为同样

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条件，转变为同样多的危机的可能性；因为在

这种生产的自发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种偶然现象。

我们还知道，在 ｖ和 ｃ的相应价值额交换时，正是对 ｃ

来说，第 部类的商品最后由第 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所补

偿，所以在第 部类的总体资本家方面，他的商品的出售是事后以

第 部类的同等价值额的商品的购买作为补充的。这种补偿是会

发生的；但是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资本家在他们的商品转化中

并不是互相交换商品。 ｃ把他的商品出售给第 部类的工人；第

部类的工人是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 ｃ相对立，而 ｃ则是

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 部类的工人相对立； ｃ用他这样

得到的货币，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 部类的总体资本家相

对立，而第 部类的总体资本家则用 ｖ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

的卖者和 ｃ相对立。只是由于出售这种商品，第 部类最后以货

币资本的形式重新再生产出它的可变资本。如果第 部类的资本

用 ｖ的数额单方面作为商品的卖者和第 部类的资本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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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它在劳动力的购买上就作为商品的买者和第 部类的工人

相对立。如果第 部类的工人单方面作为商品的买者（即生活资料

的买者）和第 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那末，他们就单方面作为商

品的卖者，即他们的劳动力的卖者，和第 部类的资本家相对立。

第 部类的工人要不断地提供劳动力，第 部类的商品资本

有一部分要再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第 部类的商品资本

有一部分要用不变资本 ｃ的实物要素来补偿——这一切必要的

前提是互为条件的，但是，它们是用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作为媒介

的。这个过程，包括三个彼此独立进行但又互相交错在一起的流

通过程。过程本身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

因。

２．追加的不变资本

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对于它的占有者，第 部类的

资本家，是不费分文的。他们用不着按任何方式预付货币或商品，

就可以得到它。预付（ａｖａｎｃｅ），在重农学派看来，就已经是在生产

资本的要素上实现的价值的一般形式。因此，第 部类资本家预

付的，不外是他们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工人不仅通过自己的

劳动，为他们保存了不变资本；不仅用一个新创造的具有商品形式

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为他们补偿了可变资本价值；而且，工人还用

自己的剩余劳动，向他们提供了一个以剩余产品形式存在的剩余

价值。他们通过相继出售这种剩余产品，形成了货币贮藏，形成了

追加的可能的货币资本。在这里考察的场合，这个剩余产品从一

开始就是由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构成的。这个剩余产品，只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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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Ｂ′、Ｂ等等（ ）的手中，才执行追加的不变资本的职能。但是，

它在出售以前，在货币贮藏者Ａ、Ａ′、Ａ（ ）的手中已经是潜在的

追加的不变资本了。如果我们只考察第 部类方面的再生产的价

值量，那末，我们就仍然处在简单再生产的范围内，因为没有使用

追加资本来创造这个潜在的追加的不变资本（剩余产品），也没有

使用比在简单再生产基础上耗费的更多的剩余劳动。在这里，区

别只在于所使用的剩余劳动的形式，只在于它的特殊的有用方式

的具体性质。它是用来生产 ｃ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 ｃ

的生产资料的，是用来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而不是用来生产

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前提是第 部

类的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即用在第 部类的商品上；所

以，它只不过是由那种以自己的实物形式重新补偿不变资本 ｃ

的生产资料构成的。因此，为了从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

第 部类的生产要能够少为第 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而相

应地多为第 部类制造不变资本的要素。完成这种过渡往往不是

没有困难的，但是，由于第 部类的有些产品可以作为生产资料在

两个部类起作用这一事实，完成这种过渡就容易些。

由此得出结论：如果只考察价值量，扩大再生产的物质基础是

在简单再生产内部生产出来的。简单说来，这种物质基础就是，直

接用在第 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上的、用在第 部类潜在的追加

资本的创造上的第 部类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Ａ、Ａ′、Ａ（ ）

方面潜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通过相继出售他们的不需

要任何资本主义货币支出而创造的剩余产品，——在这里也就只

是追加地生产出来的第 部类的生产资料的货币形式。

潜在的追加资本的生产，在当前的场合（因为我们将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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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追加资本还可以按完全不同的方法形成），不外是表示生产过

程本身的现象，即生产资本的要素在一定形式上进行的生产。

因此，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流通领域许多点上的大规模生

产，不外是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的多方面的生产的结果和表现，这

种生产资本的形成本身并不是以产业资本家方面的任何追加货币

支出为前提的。

Ａ、Ａ′、Ａ 等等（ ）方面的这个潜在的追加生产资本向潜在的

货币资本（贮藏货币）的相继转化，是由他们的剩余产品的相继出

售引起的，因而是由没有购买作为补充的反复进行的单方面的商

品出售引起的，这种转化是靠反复从流通中取出货币以及形成与

此相应的货币贮藏来完成的。这种货币贮藏，——金生产者是买

者的场合除外，——决不包含贵金属财富的增加，而只包含到目前

为止处于流通中的货币的职能的改变。以前，它作为流通手段执

行职能，现在则作为贮藏手段，作为正在形成的、潜在的新货币资

本执行职能。因此，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和一个国家现有贵金属

的数量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由此还可以得出结论：已经在一个国家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

（包括并入生产资本的劳动力，即剩余产品的创造者）越多，劳动的

生产力，从而生产资料生产迅速扩大的技术手段越发展，因而，剩

余产品的量无论在价值方面或在价值借以体现的使用价值量方面

越大，那末，下列二者也就越大：

１．Ａ、Ａ′、Ａ 等等手中的剩余产品形式的潜在的追加生产资

本，和

２．Ａ、Ａ′、Ａ 手中的要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产品的量，即潜在的

追加货币资本的量。因此，如果说，象富拉顿这样的人，不想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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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意义上的生产过剩，而只知道资本即货币资本的生产过剩，那

就再一次证明，甚至最优秀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根本不了解他

们的制度的机构。

如果由资本家Ａ、Ａ′、Ａ（ ）直接生产和占有的剩余产品是

资本积累即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基础，——虽然它要到Ｂ、Ｂ′、Ｂ等

等（ ）手中，才实际以这种资格执行职能，——那末，当它还处于

蛹化成的货币的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只是逐渐形成的潜在货

币资本时，它是绝对非生产的，它在这个形式上虽然和生产过程平

行进行，但却处在生产过程之外。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死荷

重（ｄｅａｄｗｅｉｇｈｔ）。渴望利用这种作为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起来的剩

余价值来取得利润和收入的企图，在信用制度和有价证券上找到

了努力的目标。货币资本由此又以另一个形式对资本主义生产体

系的进程和巨大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剩余产品就是由于它执行职能而产生）

的总额越大，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的剩余产品的量也就越大。但

是，当每年再生产的潜在货币资本的量绝对增大时，这种资本的分

裂也就会更容易，因此，这种资本可以更迅速地被投入一个特殊的

企业，不论这个企业是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还是在另一些人（例

如参加遗产分配的家庭成员，等等）手中。在这里，货币资本的分

裂是指：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入一个新

的独立的企业。

剩余产品的卖者Ａ、Ａ′、Ａ等等（ ）取得的剩余产品是生产

过程的直接结果，这个生产过程除了在简单再生产上也需要预付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以外，并不以进一步的流通行为作为前提，其

次，他们因此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提供了现实基础，并实际生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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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追加资本，相反地，Ｂ、Ｂ′、Ｂ等等（ ）的情况却不同。１．Ａ、

Ａ′、Ａ 等等的剩余产品，只有在Ｂ、Ｂ′、Ｂ等等手中才实际作为追加

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我们暂且把生产资本的另一个要素，追加的

劳动力，即追加的可变资本撇开不说）；２．这种剩余产品要到达Ｂ、

Ｂ、Ｂ等等手中，还需要一种流通行为，即他们必须购买这种剩余

产品。

关于第一点，这里应当指出，大部分剩余产品（潜在的追加不

变资本）虽然是由Ａ、Ａ′、Ａ（ ）在当年生产的，但是要到下一年，

甚至更晚的时候，才能够实际在Ｂ、Ｂ′、Ｂ（ ）手中作为产业资本

执行职能；关于第二点，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流通过程所必需的

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既然Ｂ、Ｂ′、Ｂ等等（ ）生产的产品本身重新以实物形式进入

同一个生产过程，不言而喻，他们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就会相

应地直接（没有流通作为媒介）转化为他们的生产资本，并且作为

不变资本的追加要素进入这个过程。但是，与此相适应，他们也没

有把Ａ、Ａ′等等（ ）的剩余产品转化为货币。撇开这些不说，那末

货币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和Ａ、Ａ′等等一样，通

过出售各自的剩余产品，形成了他们的货币贮藏，而现在他们已经

达到了目标：现在他们以贮藏货币积累的、还仅仅是潜在的货币资

本，应当实际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来执行职能。但是这样一来，我

们就只是在这里兜圈子了。问题仍然是：Ｂ等等（ ）以前从流通中

取出并积累的货币是从哪里来的？

然而，我们从考察简单再生产中已经知道，第 部类和第 部

类的资本家手中必须有一定量货币，以便交换他们的剩余产品。

在简单再生产中，仅仅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料的货币，会按照各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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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为交换各自商品所预付的货币的多少，回到各该资本家手

中；在扩大再生产中，同样的货币会再出现，但是它们的职能改变

了。Ａ等等和Ｂ等等（ ）将交替地提供货币，以便使剩余产品转

化为追加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并且交替地把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作

为购买手段再投入流通。

这里唯一的前提是：国内现有的货币量（假定流通速度等等不

变），既要足以适应能动的流通的需要，也要足以适应贮藏货币的

储备的需要。因此，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前提在简单的商品流

通中也是必须具备的。不过贮藏货币的职能在这里是不同的。现

有的货币量也必须更大，１．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切产品（新

生产的贵金属和生产者自己消费的少量产品除外）都是作为商品

生产的，所以必须通过蛹化为货币的阶段；２．因为在资本主义基础

上，商品资本的量及其价值量，不仅绝对地增大，而且无比迅速地

增大；３．因为日益增大的可变资本必须不断转化为货币资本；４．因

为新货币资本的形成和生产的扩大同时并进，因而它们的货币贮

藏的材料必须是现成的。——以上所述，如果对于资本主义生产

的最初阶段，即金属流通占主要地位，而兼有信用制度的阶段，是

完全适用的，那末，对于仍然以金属流通为基础的信用制度的最发

达阶段，也是适用的。一方面，贵金属的追加生产，只要时而增加、

时而减少，就会不仅在比较长的时期内，而且在极短的时期内扰乱

商品价格。另一方面，整个信用机构不断地忙于用各种操作、方法

和技术设施，把现实的金属流通限制在一个相对地日益缩小的最

小限度，这样，整个机构的人为性质以及扰乱正常的进程的机会也

会相应地增加。

把潜在的新的货币资本用作能动资本的Ｂ、Ｂ′、Ｂ等等（ ），

４６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可能彼此购买和出售他们的产品（他们的部分剩余产品）。在正常

的情况下，为剩余产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按照Ｂ等等为他们

各自的商品的流通而预付的货币的同一比例流回到他们各自手

中。如果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那末，在这里只是当买和卖

彼此不能相抵时才支付差额。但是重要的是，各处都象这里一样，

首先要假定最简单最原始形式的金属流通，因为，这样一来，流出

和流回，差额的抵销，总之，在信用制度内表现为有意识的调节过

程的一切因素，才会表现为独立于信用制度之外而存在的东西，事

物才会以自然形式，而不是以后来所反映的形式表现出来。

３．追加的可变资本

因为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追加的不变资本，所以现在要转入考

察追加的可变资本。

在第一卷，我们已经详细地论述过，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上，劳动力总是准备好的；在必要时，不用增加所雇用工人的人数，

即不用增加劳动力的量，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因此，这里暂时

没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论述，而只要假定，新形成的货币资本中可以

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在应该转化时总会找到劳动力。我们在

第一卷还论述过，一定量的资本，没有积累，还是能够在一定界限

之内扩大它的生产规模。但是，这里要讲的是特定意义上的资本

积累，因此，生产的扩大，要取决于剩余价值到追加资本的转化，也

就是要取决于作为生产基础的资本的扩大。

金生产者能够把他的一部分金剩余价值，作为潜在的货币资

本来积累；只要达到必要的数量，他就能够把它直接转化为新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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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而不必为此先出售他的剩余产品；同样地，他能够直接把

它转化为不变资本的要素。但是在后一种场合，他就必须找到不

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或者象以上说明的那样，假定每个生产者

都是为存货而生产，然后把他的成品送往市场，或者假定每个生产

者都是为订货而生产。在这两个场合，都是以生产的实际扩大为

前提的，也就是以剩余产品为前提的；在前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

实际存在的，在后一个场合，剩余产品是潜在地存在的，是能够供

应的。

．第 部类的积累

以上我们假定，Ａ、Ａ′、Ａ（ ）是把他们的剩余产品卖给也是

属于第 部类的Ｂ、Ｂ′、Ｂ等等。现在我们假定，Ａ（ ）把他的剩余

产品转化为货币，是由于把剩余产品卖给第 部类的Ｂ。这种情况

所以能够发生，只是因为Ａ（ ）把生产资料卖给Ｂ（ ）以后，不接

着购买消费资料，也就是说，只是因为他这方面进行的是单方面的

卖。 ｃ所以能够由商品资本的形式转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实物

形式，只是因为不仅 ｖ，而且至少 ｍ的一部分，和以消费资料

形式存在的 ｃ的一部分相交换；而现在，Ａ把他的 ｍ转化为货

币，是由于这种交换没有进行，相反地，Ａ把通过出售他的 ｍ而

从第 部类得到的货币从流通中取出，不用它来购买消费资料

ｃ。因此，在Ａ（ ）方面虽然形成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但是另

一方面，Ｂ（ ）却有同等价值量的一部分不变资本，被凝结在商

品资本的形式上，不能够转化为不变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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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Ｂ（ ）的一部分商品卖不出去，而且首先是他的这样一部

分商品卖不出去，由于这部分商品卖不出去，他就不能把他的不

变资本全部再转化为生产形式；因此，就这部分商品来说，发生

了生产过剩，这种过剩阻碍着这部分商品的再生产，甚至是规模

不变的再生产。

因此，在这个场合，Ａ（ ）方面的追加的潜在货币资本，虽然

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的转化成货币的形式，但是，就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本身来看，它在这里是简单再生产的现象，还不是规模

扩大的再生产的现象。 （ｖ＋ｍ）——无论如何，ｍ的一部分——

最终必须和 ｃ交换，以便 ｃ的再生产能够按不变的规模进行。

Ａ（ ）把他的剩余产品卖给Ｂ（ ）时，虽然已经以实物形式向Ｂ

（ ）提供了不变资本的相应的价值部分，但是同时，由于他从流通

中取出了货币，没有接着以买补充他的卖，他就使Ｂ（ ）的具有同

等价值的商品部分卖不出去。因此，如果我们考虑的是整个社会

再生产，——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资本家都同样包括在内，——

那末，Ａ（ ）把剩余产品转化为潜在货币资本，就是表示，Ｂ（ ）的

具有同等价值量的商品资本不能再转化为生产（不变）资本；这不

是表示潜在的规模扩大的生产，而是表示简单再生产受到阻碍，也

就是简单再生产不足。因为Ａ（ ）的剩余产品的形成和出售本来

是简单再生产的正常现象，所以就是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我们

在这里也看到了下述各种互为条件的现象：第 部类形成潜在的

追加货币资本（所以从第 部类的观点来看，就是消费不足）；第

部类的商品储备搁置起来，不能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所以对第 部

类来说，就是相对的生产过剩）；第 部类的货币资本过剩，第 部

类的再生产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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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不必多谈。我们只要指出，在说明简单再生产的

时候，我们的前提是，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全部剩余价值是作为

收入花掉的。但是，事实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另

一部分则转化为资本。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实际的积累。积累

是靠牺牲消费来进行的这种一般的说法，不过是和资本主义生产

的本质相矛盾的一种幻想，因为这种幻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目

的和动机是消费，而不是剩余价值的攫取和资本化，即积累。

现在，我们要比较详细地考察一下第 部类的积累。

ｃ方面的第一个困难，即怎样由第 部类的商品资本的一

个组成部分转化为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是与简单再

生产有关的。让我们采用以前的公式：

（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和

２０００ ｃ交换。

假如第 部类的剩余产品的一半，即
１０００
２ ｍ或５００ ｍ，再作

为不变资本并入第 部类，留在第 部类的这部分剩余产品，就不

能补偿 ｃ的任何部分。它不转化为消费资料（在转化为消费资料

的场合，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的这部分流通中发生的，是实

际的互相的交换，也就是双方的商品换位，这不同于以第 部类的

工人作为媒介的１０００ ｃ由１０００ ｖ进行的补偿），而要在第 部

类本身内作为追加的生产资料来用。它不能同时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完成这个职能。资本家不能既把他的剩余产品的价值花费

在消费资料上，同时又对这个剩余产品本身进行生产消费，即把它

并入他的生产资本。因此，和２０００ ｃ交换的，已不是２０００ （ｖ＋

ｍ），而只是１５００，即（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ｍ） 。这样，５００ ｃ就不能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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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第 部类的生产（不变）资本。于是第 部类

就会发生生产过剩，过剩的程度恰好与第 部类生产已经扩大的

程度相适应。第 部类的生产过剩也许会这样严重地反应到第

部类上，以致第 部类的工人用在第 部类消费资料上的１０００，

也仅仅是部分地流回，因而这１０００也不是以可变的货币资本的形

式回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第 部类的资本家将会发觉，仅

仅因为他们有扩大再生产的企图，就连规模不变的再生产也会受

到阻碍。这里还要注意，第 部类事实上只有简单再生产，公式中

列举的要素只不过为将来的扩大，比如说下一年的扩大，进行不同

的组合罢了。

有人可能企图回避这个困难，认为放在资本家仓库中、不能直

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５００ ｃ，远远不是生产过剩，相反地，它代表

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要素，这个要素一直被我们忽视了。我们已

经知道，货币储备必须在许多点上积累起来，因此，必须从流通中

取出，这部分地是为了有可能形成第 部类的新货币资本，部分地

是为了使逐渐消耗的固定资本的价值暂时保留在货币形式上。但

是，因为在公式的表述中假定，一切货币和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只

是处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不存在商人、货币经营

者、银行家，也不存在只消费而不直接参加商品生产的阶级，所以，

在这里，必须在各该生产者本人手中不断形成商品库存，以便使再

生产这个机器继续运转。因此，第 部类的资本家仓库中的５００

ｃ代表的，是消费资料的商品储备，有了这种商品储备，就能使再

生产中包含的消费过程连续进行，在这里也就是从一年过渡到下

一年。在这里，还处在卖者同时也是生产者手中的消费基金，不能

在今年用光，以致明年从零开始；即使是从今天到明天，这样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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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的商品库存——虽然它的数量会有变动

——必须不断地重新形成，所以我们第 部类的资本主义生产者

必须拥有货币准备资本，使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他们的生产过程，

尽管他们的生产资本一部分暂时要凝结在商品形式上。按照假

定，他们是把全部商人业务和生产业务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他们

也必须拥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这种资本在再生产过程的各项职能

由各种资本家独立执行时是处在商人手中的。

我们对于上面这种说法的反驳是：１．这样的商品储备及其必

要性，对第 部类和第 部类所有的资本家来说，都是适用的。把

他们作为单纯的商品卖者来看，他们的区别只是在于，他们卖的是

不同种类的商品。第 部类的商品的储备，是以第 部类的商品

先有储备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忽视了一方面的这种储备，也就必

定忽视另一方面的储备。但是，如果我们把两方面都考虑到，问题

就不会发生任何变化。——２．如果在第 部类方面，今年结束时

给下一年留下了商品储备，那末，同样在第 部类方面，今年开始

时也从上一年得到了商品储备。因此，在分析年再生产时，即把再

生产还原为它的最抽象的表现时，我们必须把这二者都扣除。我

们既然把全部生产列入今年的生产，那也就把今年转到下一年的

商品储备包括在内，但是，也就在另一方面把今年从去年得到的商

品储备扣除，因此事实上是以一个平均年度的总产品作为我们分

析的对象。——３．我们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并没有碰到这里所

要回避的困难，这一简单事实就证明，我们在这里涉及的是一种特

殊的现象，这种现象之所以发生，只是由于第 部类的各要素之间

（就再生产来说）有了不同的组合，没有这种组合的变化，就根本不

可能发生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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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公式来说明积累

现在我们按照下列公式来考察再生产：

公式（ａ）
．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６０００

．１５００ｃ＋３７６ｖ＋３７６ｍ＝２２５２
合计＝８２５２。

首先要指出，年社会产品的总额８２５２，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

９０００。我们尽可以假定一个大得多的总额，比如说，一个增大十

倍的总额。但这里选择一个小于第一个公式的总额，正是为了要

清楚地说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在这里，这种再生产只是指用

较大的投资来进行的生产）与产品的绝对量无关，也正是为了要

清楚地说明，对一定量商品来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前

提是，既定产品的各种要素已经有了不同的组合，或不同的职能

规定，因此，按价值量来说，这种再生产首先只是简单再生产。所

改变的，不是简单再生产的各种既定要素的数量，而是它们的质

的规定，并且这种改变是以后随着发生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

质前提。（５８）

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同时，我们对公式的表

述可以不同，例如：

（５８） 这一点永远结束了詹姆斯·穆勒和赛·贝利之间关于资本积累的争论，这

个争论在第一卷（第２２章第５节第６３４页注（６５）８６）已经从另一个观点加以论述，这就

是在产业资本量不变的情况下产业资本的作用有无扩大的可能。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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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式（ｂ）
．４０００ｃ＋８７５ｖ＋８７５ｍ＝５７５０

．１７５０ｃ＋３７６ｖ＋３７６ｍ＝２５０２
合计＝８２５２。

这样，这个公式似乎是为简单再生产而列出的，以致于剩余价值全

部都作为收入花掉，而没有积累起来。在（ａ）和（ｂ）这两个场合，年

产品的价值量是相同的，只是在（ｂ）的场合，它的各种要素在职能

上有这样的组合，使再生产必须按照相同的规模再开始，而在（ａ）

的场合，却已经有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物质基础。在（ｂ）的场

合，（８７５ｖ＋８７５ｍ） ＝１７５０ （ｖ＋ｍ）和１７５０ ｃ交换时，没有余

额，而在（ａ）的场合，（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 ＝２０００ （ｖ＋ｍ）和１５００

ｃ交换时，却留下一个余额５００ ｍ，供第 部类进行积累。

现在让我们更仔细地分析公式（ａ）。假定第 部类和第 部

类都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积累起来，即把它转化为追加资本的要素，

而不是作为收入花掉。因为１０００ ｍ的一半＝５００要以这种或那

种形式积累起来，作为追加的货币资本投入，也就是说，要转化为

追加的生产资本，所以，只有（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ｍ） 作为收入花掉。因

此， ｃ的正常的量在这里也只有１５００。对１５００ （ｖ＋ｍ）和１５００

ｃ之间的交换，无须再研究，因为它作为简单再生产的过程已经

阐明了；对４０００ ｃ，也无须再考察，因为４０００ ｃ为重新开始的再

生产（这一次要按扩大的规模进行）而进行的再组合，同样也作为

简单再生产的过程阐明了。

在这里唯一要研究的，是５００ ｍ和（３７６ｖ＋３７６ｍ） 。一方

面要考察第 部类和第 部类各自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要考察

两个部类之间的运动。因为我们假定第 部类的剩余价值也有一

半要积累，所以在这里应该有１８８转化为资本，其中有
１
４
＝４７要

转化为可变资本，以整数计，可以说有４８要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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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１４０要转化为不变资本。

我们在这里碰上了一个新问题，这个问题的存在本身，对通常

的见解来说，必然显得奇怪，因为按照通常的见解，一种商品总是

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或者说，商品总是要和货币交换，而这个货

币又总是要和另一种商品交换。１４０ ｍ能够转化为生产资本，只

是因为它们用商品 ｍ中具有同等价值额的部分来补偿。不言而

喻， ｍ要同 ｍ交换的部分，必须由生产资料构成，这种生产资

料或者既进入第 部类的生产，也进入第 部类的生产，或者只进

入第 部类的生产。这种补偿之所以能够进行，只是由于第 部

类方面的单方面的买，因为全部有待我们考察的剩余产品５００

ｍ，都要用在第 部类的积累上，因此，不能用来同第 部类的商

品交换；换句话说，第 部类的这些剩余产品不能同时既用来积

累，又用来消费。因此，第 部类必须用现金购买１４０ ｍ，但是这

样用掉的货币，不会因为以后第 部类把它的商品卖给第 部类

而流回到它那里。并且，在每年的新生产中，只要这种生产是规模

扩大的再生产，这种过程就是不断反复发生的。对第 部类来说，

为这个目的所需要的货币源泉，是从哪里来的呢？

但是，第 部类对于新货币资本的形成——这种形成伴随着

实际的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实际积累的条件，实际上首先表

现为简单的货币贮藏——好象是一块不毛之地。

首先，我们有３７６ ｖ；这个预付在劳动力上的货币资本３７６，

会由于第 部类的商品被人购买而不断地作为货币形式的可变资

本回到第 部类的资本家手中。不过，这样不断反复离开起点又

回到起点（资本家的钱袋）的现象，无论如何不会增加在这个循环

里面流转的货币。因此，这不是货币积累的源泉；这个货币也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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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流通中取出，以便形成贮藏起来的、潜在的新的货币资本。

但是且慢！这里就没有什么利润可图吗？

我们不要忘记，和第 部类相比，第 部类具有这样一个优

点：第 部类所使用的工人，必须再向第 部类购买他们自己所生

产的商品。第 部类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向自己所使用的

劳动力的所有者出售商品的卖者。因此，第 部类资本家能够：

１．简单地把工资压低到它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这是他们

与第 部类资本家的共同之处。因此，作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来执行职能的货币，就有一部分游离出来，并在同一个过程的不断

反复中成为第 部类的货币贮藏的一个正常的源泉，从而形成潜

在的追加货币资本的一个正常的源泉。偶然靠欺诈取得的利润，

当然和我们这里考察的正常的资本形成的问题无关。但不要忘

记，实际支付的正常工资（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决定可变资

本的量），根本不是由于资本家的好心肠才支付的，而是在一定关

系下不得不支付的。因此，这种说明方法就被排除了。如果我们假

定３７６ｖ是第 部类所耗费的可变资本，我们就不应该为了说明一

个新碰到的问题，而突然偷偷地改变我们的假设，说他们只预付

３５０ｖ，而不是３７６ｖ。

２．另一方面，第 部类作为总体来看，如上所述，比第 部类

还有一个优点：它是劳动力的买者，同时又是再向自己的工人出售

商品的卖者。每一个工业国家都提供了十分明显的实例，证明可

以怎样利用这个优点，可以怎样在名义上支付正常的工资，事实上

却一部分用实物工资制，一部分用伪造通货的办法（也许还不受法

律的处罚），把其中的一部分在不付相应的商品等价物的情况下再

夺回来，换句话说，再偷回来。例如，在英国和美国就是这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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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一点，要列举若干恰当的例子来加以说明。）但是，这种做

法，正好是第１点所讲的同样的做法，只不过伪装了一下，而且是

迂回曲折地进行的。因此，这种做法要和前一种做法一样被排除。

这里讲的，是实际上支付的而不是名义上支付的工资。

我们知道，在对资本主义机构进行客观分析时，不能利用这个

机构所具有的某些特别的污点作为借口，来排除理论上的困难。

但奇怪的是，攻击我的大多数资产阶级批评家竟大喊大叫，似乎我

比如说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假定资本家支付劳动力的实际价值

（他们大都不是这样做的），这就冤枉了这些资本家！（在这里不妨

用赐给我的宽宏大量引一段谢夫莱的话。）

因此，要达到上述目的，用３７６ ｖ是不行的。

但是，用３７６ ｍ，似乎更不行。在这里，只有同一部类的资本

家互相对立。他们彼此出售和彼此购买他们所生产的消费资料。

这种交换所必需的货币，只是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在正常的进

程中，这种货币必须按照各有关当事人预付到流通中的数量，流回

到他们各人手里，这样才能始终不断地重新通过同一轨道。

要从流通中取出这种货币以形成潜在的追加的货币资本，看

来只可能通过两种途径。或者是，第 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欺骗

另一部分资本家，用这种方法夺取他们手中的货币。我们知道，新

货币资本的形成，不需要先增加通货，而只需要把某些方面的货币

从流通中取出，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即使可以把货币偷来，以

致第 部类的一部分资本家的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可以和另一

部分资本家的直接的货币损失结合在一起，那也不会改变事情的

本质。不过第 部类中受骗的那一部分资本家会生活得差一些，

如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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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必要生活资料所代表的 ｍ的一部分，直接在第

部类转化为新的可变资本。这又是怎样发生的，我们将在本章的

结尾（第 节）加以研究。

１．第 一 例

（Ａ）简单再生产的公式

 
．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６０００

．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３０００
总额＝９０００

（Ｂ）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开端公式

 
．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６０００

．１５００ｃ＋７５０ｖ＋７５０ｍ＝３０００
总额＝９０００

假定在公式（Ｂ）中，第 部类的剩余价值的一半即５００被积

累。因此，首先，（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ｍ） 或１５００ （ｖ＋ｍ）要由１５００ ｃ

补偿；这样，第 部类留下的是４０００ｃ＋５００ｍ，后者要用于积累。

（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ｍ） 由１５００ ｃ来补偿，是简单再生产的一个过程，

这在考察简单再生产时已经阐明了。

我们假定，５００ ｍ中有４００要转化为不变资本，１００要转化

为可变资本。要在第 部类内部资本化的４００ｍ的交换已经阐明

了；它们能够直接并入 ｃ；这样，第 部类是：

４４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ｍ（最后一项要转化为１００ｖ）。

第 部类方面为了积累的目的，要向第 部类购买１００ ｍ

（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后者形成第 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而

第 部类为这个目的而支付的１００货币，就转化为第 部类的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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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这样，第 部类的资本是４４００ｃ＋１１００ｖ

（后者以货币形式存在）＝５５００。

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现在是１６００ｃ；第 部类要运用这个资

本，就必须再投入５０ｖ的货币来购买新的劳动力，从而使他的可变

资本由７５０增加到８００。第 部类这样增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共计１５０，要由该部类的剩余价值来偿付；因此，在７５０ ｍ中，

只剩下６００ｍ作为第 部类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他们的年产品现

在划分如下：

  ．１６００ｃ＋８００ｖ＋６００ｍ（消费基金）＝３０００。

在消费资料上生产的１５０ｍ，在这里已经转化为（１００ｃ＋５０ｖ） 。

它将以它的实物形式，全部进入工人的消费：如上所述，１００为第

部类的工人（１００ ｖ）所消费，５０为第 部类的工人（５０ ｖ）所

消费。事实上，因为第 部类的总产品要以积累所必需的形式制

造出来，所以增大了１００的剩余价值部分要以必要消费资料的形

式再生产出来。如果再生产实际是按扩大的规模开始的，第 部

类的可变货币资本１００，就会通过他们的工人的手，流回到第 部

类；第 部类则把商品储备中的１００ｍ转给第 部类，同时又把商

品储备中的５０转给本部类的工人。

为积累的目的而改变的组合，现在表述如下：

．４４００ｃ＋１１００ｖ＋５００消费基金＝６０００

．１６００ｃ＋８００ｖ＋６００消费基金＝３０００
          
          总计同上＝９０００。

其中，资本是：

  
．４４００ｃ＋１１００ｖ（货币）＝５５００

．１６００ｃ＋８００ｖ（货币）＝２４００
＝７９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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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生产时则是：

  
．４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０

．１５００ｃ＋７５０ｖ＝２２５０
＝７２５０。

如果实际积累现在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这就是说，如果用

这个已经增加的资本实际进行生产，在第二年结束时，我们就得

出：

．４４００ｃ＋１１００ｖ＋１１００ｍ＝６６００

．１６００ｃ＋８００ｖ＋８００ｍ＝３２００
＝９８００。

假定第 部类继续按同一比例进行积累，５５０ｍ作为收入花

掉，５５０ｍ积累起来。这样，首先１１００ ｖ要由１１００ ｃ补偿，其次，

５５０ ｍ也要实现为同等数额的第 部类的商品，合计是１６５０

（ｖ＋ｍ）。但是，第 部类需要补偿的不变资本只＝１６００；因此，其

余的５０，必须从８００ ｍ中补充。如果我们在这里首先撇开货币

不说，那末，这个交易的结果如下：

．４４００ｃ＋５５０ｍ（要资本化的剩余价值）；此外还有资本家和

工人的消费基金１６５０（ｖ＋ｍ），在商品 ｃ上实现。

．１６５０ｃ（如上所述，其中的５０是从 ｍ中取出来追加的）＋

８００ｖ＋７５０ｍ（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但是，如果第 部类的ｖ和ｃ保持原有的比例，那末，投入

５０ｃ，就还要投入２５ｖ；这又必须从７５０ｍ中取出。因此，我们得出：

．１６５０ｃ＋８２５ｖ＋７２５ｍ。

第 部类的５５０ｍ要资本化；如果保持以前的比例，其中４４０

就形成不变资本，１１０就形成可变资本。这１１０势必要从７２５ ｍ

中取出，就是说，价值１１０的消费资料将由第 部类的工人消费，

而不是由第 部类的资本家消费，因此，后者也只好把他们不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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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１１０ｍ转化为资本。因此，７２５ ｍ就只剩下６１５ ｍ。但是，

第 部类把１１０这样转化为追加不变资本时，他们还需要有追加

的可变资本５５；这就必须再从他们的剩余价值中取出；从６１５ ｍ

中减去这个数额，就只剩下５６０，供第 部类的资本家消费。所以，

在完成一切现实的和可能的转移以后，现在的资本价值是：

．（４４００ｃ＋４４０ｃ）＋（１１００ｖ＋１１０ｖ）

＝４８４０ｃ＋１２１０ｖ＝６０５０

．（１６００ｃ＋５０ｃ＋１１０ｃ）＋（８００ｖ＋２５ｖ＋５５ｖ）

＝１７６０ｃ＋８８０ｖ＝２６４０

８６９０。

如果要使事情正常地进行，第 部类就必须比第 部类积累

得快，因为如果不是这样，（ｖ＋ｍ）中要与商品 ｃ交换的部分，

就会比它唯一能与之交换的 ｃ增加得快。

如果再生产是在这个基础上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继

续进行，下一年结束时，我们就得出：

．４８４０ｃ＋１２１０ｖ＋１２１０ｍ＝７２６０

．１７６０ｃ＋８８０ｖ＋８８０ｍ＝３５２０
＝１０７８０。

如果剩余价值划分率不变，第 部类首先就会把１２１０ｖ和剩

余价值的一半＝６０５，合计＝１８１５，作为收入花掉。这个消费基金，

又比 ｃ大５５。这５５要从８８０ｍ中取出，这样就剩下８２５。５５ ｍ

转化为 ｃ时，又要从 ｍ中扣除相应的可变资本＝２７
１
２
。留下

消费的是７９７
１
２ ｍ。

第 部类中现在要资本化的是６０５ｍ，其中４８４转化为不变资

本，１２１转化为可变资本，后者要从 ｍ中扣除， ｍ现在是＝７９７
１
２
，

扣除后剩下的是６７６
１
２
。因此，第 部类会把１２１再转化为不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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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此，还需要有可变资本６０
１
２
；这同样要从６７６

１
２
中扣除，剩

下用于消费的只是６１６。

这时的资本是：

  ．不变资本４８４０＋４８４＝５３２４。

可变资本１２１０＋１２１＝１３３１。

  ．不变资本１７６０＋５５ ＋１２１ ＝１９３６。

可变资本 ８８０＋２７
１
２
＋６０

１
２
＝ ９６８。

 合计：
．５３２４ｃ＋１３３１ｖ＝６６５５

．１９３６ｃ＋９６８ｖ＝２９０４
＝９５５９，

年终时的产品是：

．５３２４ｃ＋１３３１ｖ＋１３３１ｍ＝７９８６

．１９３６ｃ＋９６８ｖ＋９６８ｍ＝３８７２
＝１１８５８。

我们重复这种计算，把分数去掉，就得出下一年结束时的产

品：

．５８５６ｃ＋１４６４ｖ＋１４６４ｍ＝８７８４

．２１２９ｃ＋１０６５ｖ＋１０６５ｍ＝４２５９
＝１３０４３。

再下一年结束时的产品是：

．６４４２ｃ＋１６１０ｖ＋１６１０ｍ＝９６６２

．２３４２ｃ＋１１７２ｖ＋１１７２ｍ＝４６８６
＝１４３４８。

在五年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期间，第 部类和第 部类的总资

本，已经由５５００ｃ＋１７５０ｖ＝７２５０，增加到８７８４ｃ＋２７８２ｖ＝１１５６６，

也就是按１００∶１６０之比增加了。总剩余价值原来是１７５０，现在是

２７８２。已经消费的剩余价值，原来在第 部类是５００，在第 部类

是６００，合计＝１１００；但是在最后一年，在第 部类是７３２，在第

部类是７４５，合计＝１４７７，因此，是按１００：１３４之比增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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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第 二 例

现在假定有年产品９０００，这个年产品完全是处在产业资本家

阶级手中的商品资本，其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般平均比例

是１∶５。这种情况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

与此相应，社会劳动的生产力也已经有了显著的发展；生产规模在

此以前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最后，在工人阶级中造成相对人口过

剩的所有条件也已经有了发展。这时，把分数改成整数，年产品就

会划分如下：

．５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７０００

．１４３０ｃ＋２８５ｖ＋２８５ｍ＝２０００
＝９０００。

现在假定，第 部类的资本家只消费剩余价值的一半＝５００，

而把其余一半积累起来。这样，（１０００ｖ＋５００ｍ） ＝１５００要转化

为１５００ ｃ。但是因为在这里 ｃ只＝１４３０，所以要从剩余价值那

里补进７０。２８５ ｍ减去这个数额，还留下２１５ ｍ。于是我们得

出：

．５０００ｃ＋５００ｍ（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资本家和工人的

消费基金１５００（ｖ＋ｍ）。

．１４３０ｃ＋７０ｍ（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２８５ｖ＋２１５ｍ。

因为在这里７０ ｍ直接并入 ｃ，所以，为了推动这个追加的

不变资本，就要有一个可变资本
７０
５
＝１４。这１４也要从２１５ ｍ中

扣除；剩下的是２０１ ｍ，因此我们得出：

  ．（１４３０ｃ＋７０ｃ）＋（２８５ｖ＋１４ｖ）＋２０１ｍ。

１５００ （ｖ＋
１
２ｍ）和１５００ ｃ的交换，是简单再生产的过程，

１８５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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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点已经讲过了。不过，在这里还必须指出某些特征，这些

特征所以会发生，是由于在有积累的再生产中， （ｖ＋
１
２ｍ）不是

单单由 ｃ来补偿，而是由 ｃ加 ｍ的一部分来补偿。

不言而喻，既然把积累作为前提，（ｖ＋ｍ）就大于 ｃ，而不

象简单再生产那样，和 ｃ相等；因为１．第 部类已经把它的一部

分剩余产品并入自己的生产资本，并把其中的
５
６
转化为不变资本，

所以，它不能同时又用第 部类的消费资料来补偿这
５
６
；２．第 部

类要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 部类进行积累时所必需的不变资本

提供材料，就象第 部类必须为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提供材料完

全一样，这个可变资本应当推动由第 部类自己用作追加不变资

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我们知道，实际的可变资本是由劳动力构

成的，因此，追加的可变资本也是由劳动力构成的。第 部类的资

本家不必象奴隶主那样，为了他们将要使用的追加劳动力，向第

部类购买必要生活资料的储备，或积累这种必要生活资料。工人

自己会和第 部类进行交易。但是，不妨说，从资本家的观点看

来，追加劳动力的消费资料只是他们势必要有的追加劳动力的生

产资料和维持手段，因而是他们的可变资本的实物形式。他们（这

里指第 部类资本家）自己的直接活动，只是贮存为购买追加劳动

力所必需的新的货币资本。一旦他们把这个劳动力并入他们的资

本，货币对这种劳动力来说，就成为第 部类商品的购买手段，因

此这种劳动力必须找到现成的消费资料。

附带说一下，资本家先生和他们的报刊，对劳动力花费货币的

方式，对劳动力借以实现这种货币的第 部类商品，总是感到不

满意。于是，他们来推敲哲理、谈论文化和侈谈博爱，例如，英

国驻华盛顿公使馆秘书德鲁蒙德先生就是这样做的。据他说，《民

２８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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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一种刊物｝在１８７９年十月底发表了一篇很有意思的文章，其

中写道：

“工人在文化方面跟不上发明的进步。许多物品他们已经买得起，可是

他们不知道怎样使用它们，所以他们没有为这些物品创造任何市场。｛每个

资本家当然都愿意工人购买他的商品。｝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为什么工人不

应该象那些赚钱同他一样多的牧师、律师和医师一样，希望得到同样多的舒

适品。｛这种律师、牧师和医师确实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得到许多舒适品！｝

可是工人不这样做。问题始终在于，怎样用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来提高

他们作为消费者的地位。这不是容易的问题，因为他的全部奢望没有超出缩

短劳动时间的范围。蛊惑者总是煽动他去争取这种事情，而不诱导他借助自

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

们驻在国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１８７９年伦敦版第４０４页）

延长劳动时间，好象就是使工人借助自己智力和德性的完善

来提高自己的地位并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的那种合理的、有益健

康的方法的秘密。为了要成为资本家商品的一个合理的消费者，

工人首先——但是蛊惑者阻止他这样做！——就要让他的资本家

用不合理的、有损健康的方法消费他的劳动力。不过，资本家又是

怎样理解合理的消费呢？这表现在他不惜降低身价，在消费品贸易

上直接和他的工人打交道，实行“实物工资制”，而且在各式各样的

实物工资中还包括供给工人住房。这样一来，资本家同时又是工

人的房主了。

正是这位热中于通过种种资本主义尝试来提高工人阶级地位

的心地善良的德鲁蒙德，在同一个报告中还谈到洛厄尔—劳伦斯

公司的模范棉纺织厂。工厂女工的供膳宿舍和宿舍，属于拥有工

厂的股份公司所有；这些宿舍的女管理员是为该股份公司服务的。

股份公司制定了女工管理规则，任何女工均须在晚上十点以前回

３８５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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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但是这个制度的精华是：公司所设的特别警察在附近巡逻，

以防有人违反宿舍规则。晚上十点以后，任何女工都不准出入宿

舍。任何女工都不准在股份公司所属地区以外的地方住宿。地区

内的每一所房屋，每周给公司带来十美元左右的租金。现在，我们

就来看一看这种合理消费者是何等幸福：

“在许多设备最好的女工宿舍里，都备有钢琴。在织机上连续劳动十小

时的女工，与其说需要真正的休息，不如说需要调剂单调的生活，因此，至少

在她们中间，音乐、唱歌和舞蹈起着重要的作用。”（第４１２页）

但是，使工人成为一个合理消费者的主要秘密，还在下面这一

点。德鲁蒙德先生曾经访问过特纳·福尔斯（康涅狄格河畔）的制

刀工厂。股份公司的主任会计欧克曼先生告诉他，美国的餐刀制

品已在质量上胜过英国制品，接着又告诉他：

“在价格上，我们也要胜过英国；现在我们已经在质量上领先了，这是公

认的；但是我们必须有较低的价格；只要我们的钢的价格便宜了，我们的劳动

也便宜了，我们就会有较低的价格！”（第４２７页）

降低工资和延长劳动时间，这就是提高工人地位，使他成为合

理的消费者的那种合理的、有益健康的方法的实质，只有这样，工

人才可以为一批由于文化和发明的进步而使他买得起的物品创造

一个市场。

因此，就象第 部类必须用它的剩余产品为第 部类提供追

加的不变资本一样，第 部类也要在这个意义上为第 部类提供

追加的可变资本。就可变资本来说，当第 部类以必要消费资料

的形式再生产它的总产品的大部分，特别是它的剩余产品的大部

分时，它就既为第 部类又为它自己进行积累了。

４８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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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资本的增加为基础的生产中， （ｖ＋ｍ）必须＝ ｃ加上

再并入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加上第 部类扩大生产所必需的

不变资本的追加部分；而第 部类扩大生产的最低限度，就是第

部类本身进行实际积累，即实际扩大生产所不可缺少的最低限

度。

我们回过来讲刚才考察的情况，这种情况有这样一个特点：

ｃ小于 （ｖ＋
１
２ｍ），即小于第 部类产品中作为收入用于消费资

料的部分，因此，在和１５００ （ｖ＋ｍ）交换时，第 部类的一部

分剩余产品＝７０，会立即由此实现。至于１４３０ ｃ，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它总是要由同等价值额的 （ｖ＋ｍ）来补偿，这样，

第 部类的简单再生产才有可能进行，关于这一点，我们不需要

在这里进行考察。但是补充的７０ ｍ就不是这样。那种对第 部

类来说仅仅是以消费资料补偿收入，仅仅是为消费而进行商品交

换的事情，对第 部类来说，就不象在简单再生产中那样，仅仅

是它的不变资本由商品资本形式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而是直

接的积累过程，是它的一部分剩余产品由消费资料的形式转化为

不变资本的形式。如果第 部类用７０镑货币（为了剩余价值的转

化而保留的货币准备金）来购买７０ ｍ，如果第 部类不用这个货

币购买７０ ｍ，而把这７０镑作为货币资本积累起来，那末，这７０

镑虽然不是任何再进入生产的产品的表现，但总是追加产品的表

现（正是第 部类的剩余产品的表现，追加产品是这个剩余产品的

一部分）。但是，这样一来，第 部类方面的这种货币积累，同时就

是生产资料形式的卖不出去的７０ ｍ的表现了。因此，第 部类

会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这是同第 部类方面的再生产不同时扩

大相适应的。

５８５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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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把上面这点撇开不说。在从第 部类出来的货币

７０，还没有通过第 部类方面购买７０ ｍ，而回到或者只是部分地

回到第 部类时，货币７０会在第 部类全部地或者部分地充当追

加的潜在货币资本。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商品的互相补偿

使货币再流回到它的起点以前，这对双方的任何交换来说，都是适

用的。但是，在事情正常进行的情况下，货币在这里所起的作用只

是暂时的。在一切暂时游离的追加货币必须立即能动地作为追加

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信用制度下，这种仅仅暂时游离的货币资本

可以束缚起来，例如，可以用在第 部类的新的企业上，而它本来

应该实现停滞在第 部类的其他企业中的追加产品。其次，应该

指出：７０ ｍ并入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同时要求第 部类的可

变资本增加１４。这种增加——象第 部类剩余产品 ｍ直接并入

资本 ｃ一样——是以第 部类的再生产已经具有进一步资本化

的趋势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第 部类再生产包含着由必要生

活资料构成的那部分剩余产品的增加为前提的。

我们说过，在第二例中，如果５００ ｍ要资本化，９０００产品为

了再生产的目的，必须按照下面的方法来划分。我们在这里只考

察商品，而把货币流通撇开不管。

．５０００ｃ＋５００ｍ（待资本化的剩余价值）＋１５００（ｖ＋ｍ）消费

基金＝７０００商品。

．１５００ｃ＋２９９ｖ＋２０１ｍ＝２０００商品。总额为９０００商品产

品。

资本化的过程如下：

第 部类中要资本化的５００ｍ，分成
５
６
＝４１７ｃ＋

１
６
＝８３ｖ。这

６８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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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８３ｖ会从 ｍ中取出一个同等数额，用来购买不变资本的要素，

并且加到 ｃ中去。 ｃ增加８３，就要求 ｖ也增加８３的
１
５
＝１７。

因此，在交换之后我们得出：

．（５０００ｃ＋４１７ｍ）ｃ＋（１０００ｖ＋８３ｍ）ｖ

＝５４１７ｃ＋１０８３ｖ＝６５００

．（１５００ｃ＋８３ｍ）ｃ＋（２９９ｖ＋１７ｍ）ｖ

＝１５８３ｃ＋ ３１６ｖ＝１８９９

合计：８３９９。

第 部类的资本已经由６０００增加到６５００，即增加
１
１２
。第 部

类的资本已经由１７１５增加到１８９９，即增加近
１
９
。

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年的再生产在年终得到的资本是：

．（５４１７ｃ＋４５２ｍ）ｃ＋（１０８３ｖ＋９０ｍ）ｖ

＝５８６９ｃ＋１１７３ｖ＝７０４２。

．（１５８３ｃ＋４２ｍ＋９０ｍ）ｃ＋（３１６ｖ＋８ｍ＋１８ｍ）ｖ

＝１７１５ｃ＋３４２ｖ＝２０５７

第三年结束时得到的产品是：

     ．５８６９ｃ＋１１７３ｖ＋１１７３ｍ。

     ．１７１５ｃ＋３４２ｖ＋３４２ｍ。

如果第 部类和以前一样，把剩余价值的一半积累起来，那

末， （ｖ＋
１
２ｍ）＝１１７３ｖ＋５８７（

１
２ｍ）＝１７６０，大于１７１５ ｃ的总

数，多了４５。因此，这个差额必须通过同额的生产资料转给 ｃ来

抵销。这样， ｃ就会增加４５，从而也要求 ｖ增加
１
５
＝９。其次，资

本化的５８７ ｍ，也是分为
５
６
和
１
６
，即分为４８９ｃ和９８ｖ；这９８要求

第 部类的不变资本再增加９８，这又要求第 部类的可变资本再

增加
１
５
＝２０。因此，我们得出：

７８５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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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６９ｃ＋４８９ｍ）ｃ＋（１１７３ｖ＋９８ｍ）ｖ

＝６３５８ｃ＋１２７１ｖ＝７６２９

．（１７１５ｃ＋４５ｍ＋９８ｍ）ｃ＋（３４２ｖ＋９ｍ＋２０ｍ）ｖ

＝１８５８ｃ＋３７１ｖ＝２２２９

总资本＝９８５８。

因此，三年的扩大再生产，使第 部类的总资本由６０００增加

到７６２９，第 部类的总资本由１７１５增加到２２２９，社会的总资本则

由７７１５增加到９８５８。

３．积累时 ｃ的交换

可见，在 （ｖ＋ｍ）和 ｃ的交换上有不同的情况。

在简单再生产时，二者必须相等，必须互相补偿；因为如果不

是这样，正象前面说过的，简单再生产就不可能不受到干扰。

在积累时，首先要考察的是积累率。在以上各个场合，我们都

假定第 部类的积累率＝
１
２ｍ ，并且每年保持不变。我们只是假

定这个积累资本分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会发生变化。这

里有三种情形：

１．（ｖ＋
１
２ｍ）＝ ｃ。因此， ｃ小于 （ｖ＋ｍ）。必须总是这

样，否则第 部类就无法积累了。

２．（ｖ＋
１
２ｍ）大于 ｃ。在这个场合，要完成这一补偿，就要

把 ｍ的一个相应部分加进 ｃ，使 ｃ的总额＝ （ｖ＋
１
２ｍ）。这

里的交换，对第 部类来说，不是它的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而

已经是积累，即它的不变资本已经增加了用以交换第 部类的生

产资料的那部分剩余产品。这种增加同时包括第 部类还从它本

８８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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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剩余产品中取出一部分相应地增加它的可变资本。

３．（ｖ＋
１
２
ｍ）小于 ｃ。在这个场合，第 部类没有通过这种

交换全部再生产它的不变资本，所以必须通过向第 部类购买，才

能补偿这种不足。但是，这种情况并不需要第 部类可变资本的

进一步积累，因为它的不变资本只是通过这种购买在原有数量上

全部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第 部类中仅仅积累追加货币资本

的那一部分资本家，却已经通过这种交换完成了这种积累的一部

分。

简单再生产的前提是 （ｖ＋ｍ）＝ ｃ。这个前提同资本主义

生产是不相容的，虽然这并不排斥在１０—１１年的产业周期中某一

年的生产总额往往小于前一年的生产总额，以致和前一年比较，连

简单再生产也没有。不仅如此，在人口每年自然增殖的情况下，只

有在人数相应地增加的不从事生产的仆役参与代表全部剩余价值

的１５００的消费时，简单再生产才会发生。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

能有资本的积累，即实际的资本主义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积累的

事实排斥了 ｃ＝ （ｖ＋ｍ）这一可能性。不过，甚至在资本主义积

累中，仍然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由于过去的一系列生产期间进行

积累的结果， ｃ不仅与 （ｖ＋ｍ）相等，而且甚至大于 （ｖ＋ｍ）。

这就是说，第 部类的生产过剩了，而这只有通过一次大崩溃才能

恢复平衡，其结果是资本由第 部类转移到第 部类。——如果

第 部类自己再生产一部分不变资本，例如在农业中使用自己生

产的种子，那也不会改变 （ｖ＋ｍ）和 ｃ的关系。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的交换中， ｃ的这个部分和 ｃ一样，无需加以考察。

如果第 部类的产品有一部分可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第 部类，

那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这部分产品就会和第 部类提供的一

９８５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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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生产资料互相抵销，如果我们愿意对社会生产的两大部类（生

产资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资料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进行纯粹的、不

受干扰的考察，那末应该从一开始就把这个部分从双方都扣除。

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ｖ＋ｍ）不能与 ｃ相等；或者说，

二者不能在交换时互相抵销。如果
ｍ
ｘ
是 ｍ中作为第 部类资本

家的收入花掉的部分，那末，（ｖ＋
ｍ
ｘ
）就可以等于、大于或小于

ｃ；但是，（ｖ＋
ｍ
ｘ
）必须总是小于 （ｃ＋ｍ），其差额就是第 部类

的资本家在 ｍ中无论如何必须由自己消费的部分。

应该指出，在关于积累的这个阐述中，就不变资本是在它参与

下生产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价值来说，不变资本的价值没有得到

精确的说明。新积累的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只是逐渐地、周期

地、按照这些固定要素的不同性质而以不同的程度加入商品资本

的；因此，在原料和半成品等等大量进入商品生产时，商品资本的

很大一部分是由流动的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资本这二者的补偿构

成的。（鉴于流动组成部分的周转，象以上这样阐述是可以的；因

此，可以假定，在一年之内，流动部分以及由固定资本转给它的那

部分价值周转十分频繁，以致所提供的商品的总额，在价值上和进

入年生产的总资本相等。）但在机器生产上只用辅助材料而不用原

料的地方，劳动要素ｖ就必然会作为商品资本的较大的组成部分

再现。在计算利润率时，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与固定组成

部分周期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的多少无关。但是，对周期地

生产的每个商品资本的价值来说，只是按照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

由于消耗而把价值平均转移到产品本身中去的程度，把不变资本

的固定部分计算在内。

０９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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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充 说 明

对第 部类来说，原始的货币源泉是第 部类金生产者用来

和 ｃ的一部分进行交换的ｖ＋ｍ。只有在金生产者积累剩余价值

或把它转化为第 部类的生产资料，从而扩大他的生产时，他的ｖ

＋ｍ才不会进入第 部类。另一方面，只有金生产者自己这方面

的货币积累最终导致扩大再生产，金生产中不是用作收入而是用

作金生产者的追加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才进入第 部类，

在那里形成新的贮藏货币，或提供新的手段，使它能向第 部类购

买，而不需要直接再向第 部类出售。从来源于金生产的 （ｖ＋

ｍ）的货币中，要扣除一部分金，用作第 部类的某些生产部门所

需要的原料等等，总之，用作它们的不变资本的补偿要素。为了将

来扩大再生产，在第 部类和第 部类之间的交换中，会在以下场

合出现暂时形成的货币贮藏的要素：对第 部类来说，是在这种场

合，即 ｍ的一部分单方面地、没有相应的购买而卖给第 部类，

并且在那里作为第 部类的追加不变资本发挥作用；对第 部类

来说，是在这种场合，即第 部类方面为了取得追加的可变资本，

也这样做；其次，是在这种场合，即第 部类作为收入花掉的那部

分剩余价值不能和 ｃ互相抵销，以致 ｍ有一部分被人买去，转

化为货币。如果 （ｖ＋
ｍ
ｘ
）大于 ｃ， ｃ为了它的简单再生产，就

不需要再用第 部类的商品，来补偿 ｍ中已经被第 部类消费

的部分。问题在于，在第 部类各个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中，——这

种交换只能是 ｍ的互相交换，——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货币

１９５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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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藏？我们知道，第 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的积累，是由于 ｍ

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可变资本（正如第 部类内部之所以有直接

的积累，是由于 ｍ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只要指出，

第 部类的不同生产部门内部的积累，以及每个单个生产部门中

的每个单个资本家的积累，都是处于不同的阶段，这个问题就已经

可以得到说明了，如果作相应的变动，这也完全适用于第 部类。

一方面还处在货币贮藏、只卖不买的阶段，另一方面却已经处在实

际扩大再生产、只买不卖的阶段。诚然，追加的可变货币资本首先

是投在追加的劳动力上；但是这种劳动力向那些从事货币贮藏，持

有追加的、供工人消费的消费资料的人购买生活资料。同这些人

的货币贮藏相适应，货币不会从他们手里回到它的起点，他们会把

货币积累起来。

２９５ 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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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指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书于１８５９年６月在柏林出版（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１７７页）。——第４页。

２ 恩格斯本来打算把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

但没有能够实现。１９０５—１９１０年卡·考茨基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

论》，他对马克思的手稿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１９５４—１９６１年出版了《剩

余价值理论》俄文新版本。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年出版了该书德文新版本。——

第４页。

３ 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产生的德国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流派。讲坛社会主义者（古斯达夫·施穆勒、路约

·布伦坦诺、阿道夫·瓦格纳、卡尔·毕歇尔、威纳尔·桑巴特等人）是

马克思主义的死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他们鼓吹资产阶级和

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和平，企图削弱阶级斗争，提出一些社会改良，以便

排除革命的社会民主派的影响，并使工人同反动的普鲁士国家和解。他

们把普鲁士政府实施的铁路国有化和由俾斯麦策划而实行的国家对烟

草和烧酒的垄断叫做“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讲坛社会主义

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并揭露了它的反动的和反科学的性质。——

第１０页。

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１卷第２０５—２２０页。——第１０、２３页。

５ 恩格斯指的是洛贝尔图斯１８７５年３月１４日给约·泽勒尔的信，该信

１８７９年第一次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上发表。

《一般政治学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ｆüｒ ｄｉｅ ｇｅｓａｍｍｔｅ 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

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自由派的政治经济评论，１８４４—１９４３年在杜宾根断续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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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出版。—— 第１０页。

６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 Ｒｈｅｉｎｉｓｃｈｅ 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

ｄｅｒ 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从１８４８年６月１日至１８４９年５月１９日每日在

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

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

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

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１８４８—

１８４９年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

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

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

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

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１８４８年１１—１２月的普鲁士反革命政变以

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

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１８４９年５月，在反革

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境。由于马

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１８４９

年５月１９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３０１号。报纸

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

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新莱茵报》刊登的对洛贝尔图斯的讲演和活动的批判，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５卷第１１６、１１７、１８６、１８７、３１８、４６２、４６８、４６９页；

第６卷第６页。——第１２页。

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第１２页。

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４７３—５０６页。——第１２页。

９ 约·卡·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

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１８５１年柏林版第８７页

６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Ｊ．Ｋ．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ＳｏｃｉａｌｅＢｒｉｅｆｅａｎｖｏｎ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ＤｒｉｔｔｅｒＢｒｉｅｆ：

Ｗｉｄ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ｒ Ｒｉｃａｒｄｏ’ｓｃｈｅｎ Ｌｅｈｒｅｖｏｎ ｄｅｒ Ｇｒｕｎｄｒｅｎｔｅｕｎｄ

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ｅｉｎｅｒｎｅｕｅｎＲｅｎｔ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１，Ｓ．８７）。—— 第

１３页。

１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８章第１节。——第１３页。

１１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

１卷第１３１—１３２页（Ａ．Ｓｍｉｔｈ．《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ｏｕｒ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ｖｏｌ． ，ｐ．１３１，１３２）。——第１４页。

１２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

１卷第１３４页。——第１４页。

１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６０页。——第１４页。

１４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

１卷第１７２—１７３页。——第１５页。

１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６３—６４页。——第１５

页。

１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６０—６１页。——第１５

页。

１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６８—５７２页。——第１６页。

１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４５页。——第１６页。

１９ “不可思议的修鞋匠”——《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

干说明》（１８２６年爱丁堡版）（《Ｓｏｍ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Ｍｒ．Ｍ’Ｃｕｌｌｏｃｈ’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２６）这一小册子的作者对

麦克库洛赫的称呼。这本小册子以莫·马利昂的笔名出版；它的作者是

约·威尔逊。——第１７页。

２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１章第１节。——第１７页。

２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１章第１节。——第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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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１０页。——第１８页。

２３ 约·卡·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鲁道夫·迈

耶尔博士出版，［１８８１年］柏林版第１卷第１１１页（Ｊ．Ｋ．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

ｚｏｗ．《Ｂｒｉｅｆｅｕ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Ａｕｆｓａｔｚｅ》．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ｖｏｎＤｒ．Ｒ．

Ｍｅｙ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８１］Ｂｄ． ，Ｓ．１１１）。——第２３页。

２４ 指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

册第８章）。——第２３页。

２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８章第３（ａ）、６节，第１０章第Ａ

（４—５）、Ｂ节，第１６章。——第２５页。

２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１篇和第２篇。——第２５页。

２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篇。——第４０页。

２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１—６６２页。——第４８页。

２９ 见［贝利，赛米尔］《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

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７２页（［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Ａ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Ｖａｌｕｅ；

ｃｈｉｅｆｌｙ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ａｎｄｈｉ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

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ｐ．７２）。——第１２３页。

３０ 印加国是保存着很多原始社会残余的奴隶占有制国家。社会组织和经

济组织的基础是共同占有土地和牲畜的氏族公社或村社（Ａｙｌｌａ）。印加

国的繁盛时期，是从十五世纪末一直到十六世纪三十年代被西班牙占领

和完全消灭为止。当时它曾扩展到今日的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和

智利北部。——第１３３、１６８页。

３１ “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 （《ｗｈｅｎＧｒｅｅｋｍｅｅｔｓＧｒｅｅｋｔｈｅｎ

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ｔｕｇｏｆｗａｒ》）——套用了纳撒内尔·李《王后的情敌》中的

话。载于《戏剧著作集》１７３４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２６６页。——第１４７

页。

３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９６页。——第１５１页。

８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３３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经济、政治方面的周刊，１８４３年

起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１５４页。

３４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新四卷集，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

２卷第２４９—２５２页。——第１５７页。

３５ 约·莱勒《货币和道德：献给时代的一本书》１８５２年伦敦版第４３、４４页

（Ｊ．Ｌａｌｏｒ．《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ｓ：ａＢｏｏｋ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ｐ．

４３，４４）。

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

塞尔版第１卷第４９页及其他各页（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Ｅ

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７，ｐ．４９

ｅｔｃ．）。——第１５８页。

３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８２—６８９页。——第１５９页。

３７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４３页（Ｊ．Ｂ．

Ｓａｙ．《Ｔｒａｉｔé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ｔｏｍｅ

，ｐ．４３３）。——第１６９页。

３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２１页。——第１７２页。

３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２９页。——第１７６页。

４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２章第１节。——第１７８页。

４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０６页。——第１７９页。

４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０５页。——第１７９页。

４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０１—２０６页。——第１８１页。

４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８９—２００页。——第１８５页。

４５ 马克思在这里和下面第２０１页引用了在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２日《货币市场评

论》（《ＭｏｎｅｙＭａｒｋｅｔＲｅｖｉｅｗ》）上发表的理·普·威廉斯的报告。——

第１９０页。

４６ 在拉德纳《铁路经济：论交通运输的新形式》（《Ｒａｉｌｗａ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ｔｒ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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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ａｒ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中是：大约８％。如果整整８％，在正

文中就应当是１２
１
２
。——第１９１页。

４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３３、４４３页。——第１９３页。

４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６７页注（１９０ａ）。——第１９４

页。

４９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阐述了资本主义信用制度（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２０２页。

５０ 这里引用的是阿·波特尔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用和原理。

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说明》１８４１年纽约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ｏｐｌ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４１）。从导言可以看出，该

书的大部分基本上是１８３３年在英国发表的乔·斯克罗普《政治经济学

原理》（《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一书前十章的翻版（阿·波特

尔作了一些修改）。——第２０７页。

５１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这种计算资本周转时间的方法是错误的。引文中

的周转的平均时间（十六个月）是把全部资本５００００美元的７
１
２
％的利

润计算在内的。如果不算利润，这些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是十八个

月。——第２０８页。

５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６２页。——第２０９页。

５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２９页。——第２２５页。

５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０１—２１０页。——第２２７页。

５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８—６７１页。——第２３９页。

５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１１章。——第２４０页。

５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７２页。——第２４１页。

５８ 马克思指《资本论》第一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

２３４页注（２５）。——第２５１页。

５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９２—６９３页。——第２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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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５卷第１—３章。——第２５３页。

６１ 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

第１６４页（Ｊ．Ｓｔ．Ｍｉｌｌ．《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ｏｍｅ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ｐ．１６４）。——第２５４页。

６２ 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２１—２４页（Ｇ．Ｒａｍｓａｙ．

《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３６，ｐｐ．２１—

２４）。——第２５４页。

６３ 亨·丹·麦克劳德《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伦敦版第７６—８０页（Ｈ．

Ｄ．Ｍａｃｌｅｏｄ．《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８，ｐｐ．

７６—８０）。——第２５４页。

６４ 罗·霍·帕特森《财政学。实用教程》１８６８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１２９—

１４４页（Ｒ．Ｈ．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８，ｐ．１２９—１４４）。——第２５４

页。

６５ 《摩拿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关于宗教、法律和礼仪的戒律的集成，

这些戒律按照婆罗门教义规定了每个印度人的义务。据印度传说，这部

法典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拿之手。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马纳瓦·德哈马·萨斯特拉，或根据库卢

克的解释称摩拿法典，记述印度的关税、宗教和民政制度》１８６３年马德

拉斯第３版第２８１页（《ＭａｎａｖａＤｈａｒｍａＳａｓｔｒａ，ｏｒ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ｏｆ

Ｍａｎｕ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ｇｌｏｓｓｏｆＫｕｌｌｕｋａ，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ｄｕｔｉ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ｄｒａｓ，１８６３，ｐ．

２８１）。——第２６４页。

６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８６—２９３页。——第２６６页。

６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３６—３４５页。——第３３２页。

６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２１、６２２页。——第３４３页。

６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５９—１６２页。——第３６１页。

１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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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３２页。——第３７９页。

７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３４页。——第３８０页。

７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６页。——第３８４页。

７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８５—６８９、８３１页。—— 第

３９５页。

７４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分析了魁奈《经济表》（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中文版第１册第３２３—３６６页）。——第３９９页。

７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４８页。——第３９９页。

７６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学体系》，第１卷《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

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３版（Ｗ．Ｒｏｓｃｈｅｒ．《Ｓｙｓｔｅｍ ｄｅｒ 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

ｓｃｈａｆｔ．Ｂａｎｄ Ｉ：Ｄｉｅ 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

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ｕｎｄ 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ｕｎｄ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

１８５８）。——第４１３页。

７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２９—２３０页。——第４４０页。

７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３２页。——第４６０页。

７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５４—６５５页。——第４８９页。

８０ 让·巴·萨伊《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

原因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１８２０年巴黎版（Ｊ．Ｂ．Ｓａｙ．《ＬｅｔｔｒｅｓａＭ．

Ｍａｌｔｈｕｓ，ｓｕｒ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ｓｓｕｊｅｔ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ｎｏｔａｍｍｅｎｔｓｕｒｌｅｓ

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０）。——第

４９２页。

８１ 机器神（ｄｅｉｅｘｍａｃｈｉｎａ）——在古代的戏院里，扮演神的演员由特殊的

机械装置送上舞台；转义是：突然出现以挽救危局的人。——第５１１页。

８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８６页。——第５４０页。

８３ “检察官布雷济希”（《ＥｎｔｓｐｅｋｔｏｒＢｒａｓｉｇ》）——德国幽默作家弗·罗伊

特（１８１０—１８７４年）一些作品中的人物。——第５４２页。

２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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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４ 法国研究院——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部分即若干学院组成。德

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第５４９页。

８５ “未来的音乐”一语是从１８５０年发表的德国作曲家理查·瓦格纳《未来

的艺术作品》一书而来的；反对理·瓦格纳的音乐创作观点的人们赋予

这个用语以讽刺的含义。——第５５６页。

８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７０页注（６４）。——第５７１页。

３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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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里瓦本伯爵，让（卓万尼）（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

Ｊｅａｎ（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８７—１８８１）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布鲁

塞尔经济会议的发起人；翻译家，曾把

一些经济著作译成法文。——第４８９。

艾德门兹，托马斯·娄（Ｅｄｍｏｎｄｓ，Ｔｈｏ

ｍａｓＲｏｗｅ１８０３—１８８９）——英国经济

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利用李嘉图

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第

１８页。

Ｂ

巴顿，约翰（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十八世纪末至十

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

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

２５３、２５４、４３４页。

贝克韦尔，罗伯特（Ｂａｋｅｗｅｌ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２５

—１７９５）——英国农业家，畜牧家和育

种家。——第２６４页。

贝利，赛米尔（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９１—

１８７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

嘉图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

了李嘉图的经济观点中的一些矛盾。

——第１２３、５７１页。

贝塞麦，亨利（Ｂｅｓｓｅｍｅｒ，Ｈｅｎｒｙ１８１３—

１８９８）——英国工程师和化学家，发明

了更节约的炼钢方法。——第２６７页。

波特尔，阿朗佐（Ｐｏｔｔｅｒ，Ａｌｏｎｚｏ１８００—

１８６５）——美国主教，在一些学校教授

神学，出版过斯克罗普的政治经济学著

作。——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伯恩施坦，爱德华（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Ｅｄｕａｒｄ１８５０

—１９３２）——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

民主党人报》编辑；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

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

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第１０页。

Ｃ

查默斯，托马斯（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８０

—１８４７）——英国基督教神学家和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

——第１７３页。

楚普罗夫，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 ， ）——俄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铁路运

输经济专家；自由主义社会活动家和政

论家。——第６５页。

Ｄ

达兰贝尔，让·巴蒂斯特·列·龙德（Ｄ’

Ａｌｅｍｂｅｒｔ，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ＬｅＲｏｎｄ

１７１７—１７８３）——法国哲学家和数学

４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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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杰出

代表人物之一。——第９１页。

德鲁蒙德，维克多·阿瑟·威灵顿（Ｄｒｕｍ

ｍｏｎｄ，ＶｉｃｔｏｒＡｒｔｈｕｒＷｅｌｌｉｎｇｔｏｎ１８３３

—１９０７）——英国外交家。——第５８２、

５８３页。

德尔，欧仁（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７９８—１８４７）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

学著作的出版者。—— 第１４８、２１２、

３８０、４００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都昂·路

易·克劳德（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ｏｕｉｓ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５４—

１８３６）——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

哲学家；君主立宪的拥护者。—— 第

４９６、５４０—５５０页。

杜邦·德·奈穆尔，比埃尔·赛米尔

（ＤｕｐｏｎｔｄｅＮｅｍｏｕｒｓ，ＰｉｅｒｒｅＳａｍｕｅｌ

１７３９—１８１７）——法国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和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第

２１２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

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２７—１７８１）——

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

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财政总稽核

（１７７４—１７７６）。——第２１２、３８０、４００

页。

Ｅ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第３、７、９—１２、１９、

２３、２５、２６、３１５—３１６页。

Ｆ

富拉顿，约翰（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７８０—

１８４９）——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货

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５６１页。

Ｇ

古德，威廉·瓦尔特（Ｇｏｏｄ，ＷｉｌｌｉａｍＷａｌ

ｔｅｒ）——英国农业家，经济学家，自由贸

易的反对者，写有一些农业经济方面的

著作。——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古奇，丹尼尔（Ｇｏｏｃｈ，Ｄａｎｉｅｌ）——英国大

西铁路公司董事长。——第２００页。

Ｈ

霍德兹沃思，伍·阿·（Ｈｏｌｄｓｗｏｒｔｈ，Ｗ．

Ａ．）—— 英国律师。—— 第１９３、１９８

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

论家；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

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他利用李

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

——第１８、１９、２７０页。

Ｊ

基尔霍夫，弗里德里希（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ｒｉｅｄ

ｒｉｃｈ）——十九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第２００、２６８、２７２—２７５、２８２

—２８３页。

Ｋ

凯里，亨利·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

益调合论的创始人。——第３９４页。

考茨基，卡尔（Ｋａｕｔｓｋｙ，Ｋａｒｌ１８５４—

１９３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时

代》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

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第１０

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ｍａｓ）——十

５０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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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１５６页。

科扎克，泰奥菲尔（Ｋｏｚａｋ，Ｔｈｅｏｐｈｉｌ）——

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第１０

页。

库尔塞尔－塞纳伊，让·古斯达夫（Ｃｏｕｒ

ｃｅｌｌｅＳｅｎｅｕｉｌ，Ｊｅａｎ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１３ —

１８９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一些工业企业经济方面和信贷、银行

问题的著作。——第２６７页。

魁奈，弗朗斯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６９４

—１７７４）——法国最大的经济学家，重

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第

１１５、１４８、２１１、２１２、２２２、３８０、３９８—

４００、４１０页。

Ｌ

拉德纳，迪奥尼修斯（Ｌａｒｄｎｅｒ，Ｄｉｏｎｙｓｉｕｓ

１７９３—１８５９）——英国学者，在自然科

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写了大量通

俗读物。—— 第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９—２０２

页。

拉弗勒，艾米尔·路易·维克多·德

（Ｌａｖｅｌｅｙｅ，ＥｍｉｌｅＬｏｕｉｓＶｉｃｔｏｒｄｅ１８２２

—１８９２）——比利时资产阶级历史学家

和经济学家。——第２７１页。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

——第１７８、２５４、４３３、４３４、４８４、４８７页。

拉萨尔，斐迪南（Ｌａｓｓａｌｌｅ，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１８２５

—１８６４）——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

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

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

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第１２

页。

拉瓦锡，安都昂·罗朗（Ｌａｖｏｉｓｉｅｒ，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ａｕｒｅｎｔ１７４３—１７９４）——杰出

的法国化学家，推翻了关于燃素存在的

假说，同时也从事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

的研究。——第２１、２３页。

拉维涅，路易·加布里埃尔·莱昂斯·吉

洛 · 德（Ｌａｖｅｒｇｎｅ，Ｌｏｕｉ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ｅ

ＬèｏｎｃｅＧｕｉｌｈａｕｄｄｅ１８０９—１８８０）——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写有一些农业经济方面的著作。——第

２６５页。

莱勒，约翰（Ｌａｌｏｒ，Ｊｏｈｎ１８１４—１８５６）——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经济学家。——

第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１页。

莱文斯顿，皮尔西（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ｉｅｒｃｙ死

于１８３０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

的追随者，维护小资产阶级利益，反对

马尔萨斯主义。——第１９页。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Ｌｉｎｇｕｅｔ，Ｓｉ

ｍｏｎＮｉｃｏｌａｓＨｅｎｒｉ１７３６—１７９４）——

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

家，从封建专制制度的立场抨击重农学

派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然而对资产阶

级的自由和所有制也进行了一些深刻

的批判。——第３９９页。

劳，卡尔·亨利希（Ｒａｕ，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２—１８７０）——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

图的观点。——第１２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第１５—１９、２２、２４、１６９、２４０、２４２、

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４、３３１、

４３２、４３３、５４０页。

李，纳撒内尔（Ｌｅｅ，Ｎａｔｈａｎａｅｌ１６５３—

１６９２）——英国剧作家。——第１４７页。

李斯特，邦里德里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８９

—１８４６）——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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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策。——第

１２页。

列特隆，吉约姆·弗朗斯瓦（ＬｅＴｒｏｓｎ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７２８—１７８０）——

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第２１２

页。

罗斯科，亨利·恩菲耳德（Ｒｏｓｃｏｅ，Ｈｅｎｒｙ

 Ｅｎｆｉｅｌｄ １８３３—１９１５）——英国化学

家，写过一些化学教程。——第２０页。

罗素，约翰（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１７９２—１８７８）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首

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外交

大臣（１８５２—１８５３和１８５９—１８６５）。

——第１６页。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ｅｏ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派的创始

人。——第４１３页。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约翰·卡尔

（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 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

（地主）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

义”反动思想的鼓吹者。——第１０—

１３、１５—２０、２２—２５、４５７页。

Ｍ

马布利，加布里埃尔（Ｍａｂｌｙ，Ｇｘ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０９—１７８５）——卓越的法国社会学

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

——３９９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４９２

页。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ＭａｒｘＡｖｅｌｉｎｇ，

Ｅｌｅａｎｏｒ１８５５—１８９８）——英国和国际

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马克思的小女

儿；１８８４年起为爱·艾威林的妻子。

——第９、１１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第３、４、７—２５、９１、３１５、３８４页。

马克思，燕妮， （Ｍａｒｘ，Ｊｅｎｎｙ１８１４—

１８８１）（父姓冯·威斯特华伦ｇｅｂ．ｖｏｎ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ｅｎ）——马克思的妻子，他的

忠实朋友和助手。——第２５页。

迈耶尔，鲁道夫·海尔曼（Ｍｅｙｅｒ，Ｒｕｄｏｌｆ

Ｈｅｒｍａｎｎ１８３９—１８９９）——德国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洛贝尔图斯传

记的作者。——第１０、１１、１９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

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士。

——第１７、２７４、４３３页。

麦克劳德，亨利·丹宁（Ｍａｃｌｅｏｄ，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ｎｉｎｇ１８２１—１９０２）——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谓信贷创造

资本的理论。——第２５４页。

弥勒，亚当·亨利希（Ｍüｌｌｅｒ，Ａｄａｍ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２９）——德国政论家和经

济学家，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浪漫

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经济学说的

反对者。——第２０７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论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

的摹仿者。——第２５４、４３４页。

穆勒，詹姆斯 （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

１８３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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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第

２７４、５７１页。

Ｎ

纽曼，赛米尔·菲力浦斯（Ｎｅｗｍａｎ，

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ｉｌｉｐｓ１７９７—１８４２）——美国

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第

１７３页。

Ｏ

欧克曼（Ｏａｋｍａｎ）——特纳·福尔斯（美

国）的一家股份公司的主任会计。——

第５８４页。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１８页。

Ｐ

帕特森，罗伯特·霍加德（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

ＲｏｂｅｒｔＨｏｇａｒｄ１８２１—１８８６）——英国

政论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第２５４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

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第１０、１８、４３４、４８３页。

普利斯特列，约瑟夫（Ｐｒｉｅｓｔｌｅｙ，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３３—１８０４）——著名的英国化学家，

唯物主义哲学家和进步的社会活动家，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

思想家；１７４４年发现氧气。——第２０

—２１、２３页。

Ｓ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生产三

要素”辩护理论。——第１６９、４３３、４３４、

４９２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

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同李嘉图学说的基

本原理结合在一起。——第４３４页。

舍勒，查理·威廉（Ｓｃｈｅｅｌｅ，Ｋａｒｌ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４２—１７８６）——瑞典化学家。——第

２０、２１页。

施泰因，罗仑兹（Ｓｔｅｉｎ，Ｌｏｒｅｎｚ１８１５—

１８９０）——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

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第１８１页。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

卡尔洛维奇（ ， （ ，

）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俄

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

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摹仿者。——第１６８、４３４、４８４

页。

斯克罗普，乔治·尤利乌斯·波利特

（Ｓｃｒｏｐｅ，ＧｅｏｒｇｅＪｕｌｉｕｓＰｏｕｌｅｔｔ１７９７—

１８７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

尔萨斯主义的反对者；地质学家，议员。

——第２０８、２１０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７、９、１４—１６、１７、１９、１５７、１５８、１８７、

２１１—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４、３８３、３９９

—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４、４５４—４５５、４７５、４８４、

４８７、５３４—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９、５５７页。

斯特罗克，阿奇贝尔德（Ｓｔｕｒｒｏｃｋ，Ａｒｃｈｉ

ｂａｌｄ）——英国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

任。——第２００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Ｓｔｅｗ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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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

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１３

页。

Ｔ

泰罗，爱德华·伯纳特（Ｔｙｌｏｒ，Ｅｄｗａｒｄ

Ｂｕｒｎｅｔｔ１８３２—１９１７）——著名的英国

民族志学家，文化史和民族志学进化论

学派的创始人。——第４９０页。

汤普逊，威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约１７８５

—１８３３）——爱尔兰经济学家，空想社

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他利用李

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

第１８、３５８—３６０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李嘉图货币理论

的批评者。——第８６、１２９、３６６、３６７、

５３２、５３４、５３５、５３８页。

Ｗ

瓦格纳，阿道夫（Ｗａｇｎｅｒ，Ａｄｏｌｐｈ１８３５—

１９１７）——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

家，政治经济学中所谓社会法律学派的

代表和讲坛社会主义者。——第１９页。

威兰德，弗兰西斯（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１７９６

—１８６５）——伦理学、政治经济学和其

他科学通俗教科书的著者；美国普罗维

登斯城的大学校长，教士。——第２５１

页。

威廉斯，理查·普赖斯（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ｉｃｈ

ａｒｄＰｒｉｃｅ）——英国工程师，铁路运输

经济专家。——第１９０、２０１页。

Ｘ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

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

辩护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４８９

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

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第２３、１２８、１５７、４３４、４９２页。

肖莱马，卡尔（Ｓｃｈｏｒｌｅｍｍｅｒ，Ｃａｒｌ１８３４—

１８９２）——著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曼

彻斯特的教授；辩证唯物主义者；德国

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

友。——第２０页。

谢夫莱，阿尔伯特·艾伯哈特·弗里德里

希（Ｓｃｈａｆｆｌｅ，ＡｌｂｅｒｔＥｂｅｒｈａｒ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３１—１９０３）——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针对马克思的《资

本论》第一卷的出版，鼓吹在资产阶级

与无产阶级之间建立阶级和平和“合

作”。——第１１、５７５页。

Ｙ

亚当斯，威廉·布里奇斯（Ａｄａｍｓ，Ｗｉｌ

ｌｉ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ｓ１７９７—１８７２）——英国工

程师，写了一些有关铁路建筑的著作。

——第１９０、１９３页。

Ｚ

泽勒尔，约·（Ｚｅｌｌｅｒ，Ｊ．）——德国经济学

家。——第１０页。

泽特贝尔，格奥尔格·阿道夫（Ｓｏｅｔｂｅｅｒ，

ＧｅｏｒｇＡｄｏｌｆ１８１４—１８９２）——德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第

５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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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Ｂ

巴顿，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

的环境》１８１７年伦敦版（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７）。——

第２５３页。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

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

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

表》一书的作者著，１８２５年伦敦版

（［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ｖａｌｕｅ；ｃｈｉｅｆｌｙ 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 ｏｆ 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 ａｎｄ

ｈｉ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

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

第１２３页。

波特尔，阿·《政治经济学：它的对象、应

用和原理。以美国人的生活状况来加以

说明》１８４１年纽约版（Ｐｏｔｔｅｒ，Ａ．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ｔｓｏｂｊｅｃｔｓ，ｕｓｅｓ，ａｎｄ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ｅｏｐｌ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４１）。——第２０７—２０８页。

Ｃ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

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１８３２年格拉

斯哥第２版（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ｎ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

ｅｔｙ．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１８３２）。

——第１７３页。

楚普罗夫，亚·《铁路业务》，第１卷《它

的经济特点及它和国家利益的关系》

１８７５年莫斯科版（ ｎ ， ．

．

． ，

１８７５）。——第６５页。

《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

 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

素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ｉｅｓ，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ＬｏｒｄＪｏｈ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１６—

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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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

《思想的要素》，第４、５部分《论意志及

其作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

Ｔｒａｃｙ，Ａ．Ｌ．Ｃ．Ｅｌéｍｅｎｓｄ’ｉｄéｏｌｏｇｉｅ．

－ｅｅｔ －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

ｖｏｌｏｎｔéｅｔｄｅｓｅｓｅｆｆｅｔ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

——第５４０—５５０页。

杜邦·德·奈穆尔，比·赛·《魁奈医生

的学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

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

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Ｄｕｐｏｎｔｄｅ

Ｎｅｍｏｕｒｓ，Ｐ．Ｓ．Ｍａｘｉｍｅｓｄｕｄｏｃｔｅｕｒ

Ｑｕｅｓｎａｙ，ｏｕＲéｓｕｍéｄｅｓ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

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

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ｔｉ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２１２页。

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

载于欧·德尔新编《杜尔哥全集》１８４４

年巴黎版第１卷（Ｔｕｒｇｏｔ．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ｓｕｒ

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ｔｌ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ｄｅＴｕｒｇｏｔ．Ｎｏｕ

ｖｅｌｌ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Ｔｏｍｅ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第２１２、３８０、４００页。

Ｇ

古德，威·瓦·《政治、农业和商业上的

各种谬论，或二十年“自由贸易”后国

家的前途》［１８６６年］伦敦版（Ｇｏｏｄ，Ｗ．

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ｆａｌｌａｃｉｅｓ；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ｆｔｅｒｔｗｅｎｔｙｙｅａｒｓ’《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６］）。——第２６２—２６３页。

Ｈ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

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１８２７年伦敦

版（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Ｆｏｕ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７）。——第１９、２７０页。

霍德兹沃思，伍·阿·《关于地主和租户

的法律。附大量的实例》１８５７年伦敦版

（Ｈｏｌｄｓｗｏｒｔｈ，Ｗ．Ａ．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ｌａｎｄ

ｌｏｒｄａｎｄｔｅｎａｎｔ，ｗｉｔｈａｃｏｐｉｏｕｓｃｏｌｌｅｃ

ｔｉｏｎｏｆｕｓｅｆｕｌｆｏｒｍ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７）。

——第１９３、１９８页。

Ｊ

基尔霍夫，弗·《农业经营学手册。实际

农业家合理组织和管理庄园指南》１８５２

年德骚—德勒斯顿版（Ｋｉｒｃｈｈｏｆ，Ｆ．

Ｈａｎｄｂｕｃｈ ｄｅｒ ｌａｎｄｗｉｒｔｓｃｈａｆｔｌｉｃｈｅｎ

Ｂｅｔｒｉｅｂｓｌｅｈｒｅ．ＥｉｎＬｅｉｔｆａｄｅｎｆüｒｐｒａｋ

ｔｉｓｃｈｅＬａｎｄｗｉｒｔｈｅｚｕｒｚｗｅｃｋｍａｉｇｅｎ

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 ｕｎｄ Ｖｅｒｗａｌｔｕｎｇ ｄｅｒ

Ｌａｎｄｇüｔｅｒ．Ｄｅｓｓａｕ－Ｄｒｅｓｄｅｎ，１８５２）。

——第１９９—２００、２６８、２７１—２７５、２８２

—２８３页。

Ｋ

柯贝特，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

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１８４１

年伦敦版（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ｒ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１）。——第１５６页。

库尔塞尔－塞纳伊，让·古·《工商企业、

１１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农业企业的理论和实践概论，或业务手

册》１８５７年巴黎第２版（Ｃｏｕｒｃｅｌｌｅ

Ｓｅｎｅｕｉｌ，Ｊ．Ｇ．Ｔｒａｉｔéｔｈéｏｒｉｑｕｅｅｔｐｒａ

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ｉｓｅ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ｓｅｔ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ｏｕＭａｎｕｅｌ

ｄｅｓａｆｆａｉｒｅｓ．Ｄｅｕｘ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

１８５７）。——第２６７页。

魁奈，弗·《经济表的分析》，载于《重农学

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

巴黎版第１部（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Ａｎａｌｙｓｅｄｕ

Ｔａｂｌｅａｕ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

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

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ｔｉ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１４８、２１２页。

魁奈，弗·《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

问答》，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

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

（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ｓｕｒｌｅｃｏｍ

ｍｅｒｃ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ｓｔｒａｖａｕｘｄｅｓａｒｔｉｓａｎｓ．

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

ｔｉ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第１４８、３８０

页。

Ｌ

拉德纳，迪·《铁路经济：论交通运输的

新形式，它的经营、前途及其与商业、财

政、社会的关系》１８５０年伦敦版（Ｌａｒｄ

ｎｅｒ，Ｄ．Ｒａｉｌｗａｙ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

ｔｈｅｎｅｗ ａｒｔｏｆｔｒａｎｓｐｏｒｔ，ｉｔｓ ｍａｎ

ａｇ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第１９０、１９９、２００

—２０２页。

拉弗勒，艾·德，《伦比利时农村经济》

１８６３年巴黎—布鲁塞尔—莱比锡第２

版 （Ｌａｖｅｌｅｙｅ，Ｅ，ｄｅ．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ｒｕｒａｌｅ ｄｅ ｌａ Ｂｅｌｇｉｑｕｅ．

Ｄｅｕｘｉ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３）。——第２７１页。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

丁堡版（Ｒａｍｓａｙ，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３６）。——第２５４、４３３、４８７页。

拉维涅，莱·德·《英格兰、苏格兰和爱

尔兰的农村经济》，译自法文，１８５５年

爱丁堡和伦敦版（Ｌａｖｅｒｇｎｅ，Ｌ．ｄｅ．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Ｉｒｅｌ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５）。

——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莱勒，约·《货币和道德：献给时代的一

本书》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Ｌａｌｏｒ，Ｊ．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ｓ：ａｂｏｏｋ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ｍ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第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１页。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

１８２４ 年 伦 敦 版 （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第１９

页。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Ｏｎ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

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１６９、２４０、２４９、２５２、２５３、４３２、

５４０页。

列特隆，吉·弗·《就价值、流通、工业、

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载于《重农学

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

年巴黎版第２部（ＬｅＴｒｏｓｎｅ，Ｇ．Ｆ．Ｄｅ

ｌ’ｉｎｔéｒｅｔ ｓｏｃｉａｌ ｐａｒ ｒａｐｐｏｒｔ ａｌａ

ｖａｌｅｕｒ，ａｌ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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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ｅｕｒ．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 ｕｎ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ｔｉ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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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科，亨·恩·和肖莱马，卡·《化学

教程大全》，第１卷《非金属》１８７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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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加特

和奥格斯堡增订第３版（Ｒｏｓｃｈｅｒ，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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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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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１］）。——第１１、２３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卡·《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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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卡·］《雇佣劳动与资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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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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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ｅ．Ａｎｔｗｏｒｔａｕｆ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ｄｅｓＥｌｅｎｄ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ｖｏｎＥ．Ｂｅｒｎ

ｓｔｅｉｎｕｎｄＫ．Ｋａｕｔｓｋｙ．ＭｉｔＶｏｒｗｏｒｔｕｎｄ

Ｎｏｔｅｎｖｏ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Ｅｎｇｅｌｓ．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

１８８５）。——第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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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７）。——第１２１８、１９、２３

页。

马克思，卡·《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

柏林版第１分册（Ｍａｒｘ，Ｋ．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ｓ

Ｈｅ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第４、３８４页。

马克思，卡·《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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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宗教和民政制度》１８６３年马德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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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ｌｏｓｓｏｆＫｕｌｌｕｋａ，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ｄｕｔｉｅ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

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Ｍａｄｒａｓ，１８６３）。——第

２６４页。

麦克劳德，亨·丹·《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５８年伦敦版（Ｍａｃｌｅｏｄ，Ｈ．Ｄ．ＴｈｅＥｌ

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８）。——第２５４页。

迈耶尔，鲁·《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１８７４

年柏林版（Ｍｅｙｅｒ，Ｒ．ＤｅｒＥｍａｎｃｉｐａ

ｔｉｏｎｓｋａｍｐｆｄｅｓｖｉｅｒｔｅｎＳｔａｎｄｅｓ．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７４）。——第１０、１１页。

弥勒，亚·亨·《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

林版第３册（Ｍüｌｌｅｒ，Ａ．Ｈ．Ｄｉ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ｅ ｄｅｒ Ｓｔａａｔｓｋｕｎｓｔ．Ｔｈｅｉｌ ．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０９）。——第２０７页。

穆勒，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

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Ｍｉｌｌ，

Ｊ．Ｓ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ｏｍｅ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４）。——第２５４页。

Ｎ

纽曼，赛·菲·《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

年安多佛和纽约版（Ｎｅｗｍａｎ，Ｓ．Ｐ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ｏｖｅｒ

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３５）。——第１７３页。

Ｐ

帕特森，罗·霍·《财政学。实用教程》

１８６８年爱丁堡和伦敦版（Ｐａｔｔｅｒｓｏｎ，Ｒ．

Ｈ．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ｆｉｎａｎｃｅ．Ａ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８）。——第２５４页。

Ｓ

萨伊，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

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

马尔萨斯先生的信》１８２０年巴黎版

（Ｓａｙ，Ｊ．Ｂ．ＬｅｔｔｒｅｓａＭ．Ｍａｌｔｈｕｓ，ｓｕ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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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２０）。——第４９２页。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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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ｌａ ｍａｎｉèｒｅ ｄｏｎｔ ｓｅ

ｆｏｒｍｅｎｔ，ｓ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ｅｎｔｅｔｓｅｃｏｎｓ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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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ｍ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第１６９、

４３３页。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

年巴黎版（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

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ｅｖｅｎ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４）。——第４３４、４８４页。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

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１８１５年圣彼得

堡版第２卷（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

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ｍｅ ． Ｓｔ．

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１５）。——第４３４页。

斯克罗普，乔·《政治经济学原理》

（Ｓｃｒｏｐｅ，Ｇ．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见波特尔《政治经济学》

（Ｐｏｔｔ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爱·吉·威克菲尔德发行，新四卷

集，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ＳｍｉｔＬ，

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

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Ｅ．Ｇ．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Ａ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ｕｒｖｏｌ

ｕｍｅｓ．Ｖｏｌ．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３）。——第１４、１５７、２１２—２１８、２２０、

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８、２３１—２３４、２３６、２３９、

４００—４０７、４１０—４１４、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２、

４３１、５３５页。

Ｔ

泰罗，爱·伯·《人类原始历史和文明的

产生的研究》，亨·弥勒译自英文，莱比

锡版（Ｔｙｌｅｒ［Ｔｙｌｏｒ］，Ｅ．Ｂ．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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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ｄｄｉｅＥｎｔｗｉｃｋｅｌｕｎｇｄｅｒ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ＡｕｓｄｅｍＥｎｇｌｉｓｃｈｅｎｖｏｎＨ．Ｍüｌｌｅｒ．

Ｌｅｉｐｚｉｇ）。——第４９０页。

汤普逊，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

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５０年伦敦新版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ｍｏｓ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ｈｕｍａｎ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Ａ

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第

１９、３５８—３６０页。

图克，托·《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货

币流通同价格的关系；纸币发行同银行

业务分离的合理性》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

（Ｔｏｏｋｅ，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ｄｉｅｎ

ｃｙｏｆ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ｓｕｅｆｒｏｍｂａｎｋ

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

——第５３５页。

Ｗ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

波士顿版（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４３）。

——第２５１页。

威廉斯，理· 普·《铁路 的 保养》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Ｒ．Ｐ．Ｏｎ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

ｏｆ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ｗａｙ）。在土木工程师协会

的报告。１８６７年版。——第１９０、２０１

页。

Ｘ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让·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威·

西尼尔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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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６年巴黎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ｄｅｌ’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ｔｉｒéｓｄｅｌｅ汅ｏｎｓéｄｉｔｅｓｅｔｉｎéｄｉｔｅｓ

ｄｅＭｒ．Ｎ．Ｗ．ＳｅｎｉｏｒｐａｒｌｅｃｔｅＪｅａｎ

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第４８９

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

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尔版第１

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

Ｅｔｕｄｅｓ ｓｕｒ ｌ’ é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Ｔｏｍｅ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７）。——第１５８

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

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

系》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

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ｐｒｉｎ

ｃｉｐｅ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

ｌ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

ｌ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

——第２３、１２８—１２９页。

Ｙ

亚当斯，威·布·《公路和铁路及其有形

磨损和无形磨损》１８６２年伦敦版

（Ａｄａｍｓ，Ｗ．Ｂ． Ｒｏａｄｓ ａｎｄ ｒａｉｌ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１９０、１９３

页。    

Ｚ

泽特贝尔，阿·《从发现美洲到现在的贵

金属的生产和金银比值》１８７９年哥

达版（Ｓｏｅｔｂｅｅｒ，Ａ．ＥｄｅｌｍｅｔａｌｌＰｒｏ

ｄｕｋｔｉｏｎｕｎｄＷｅｒｔｈｖｅｒｈａｌｔｎｉｓｓ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ＧｏｌｄｕｎｄＳｉｌｂｅｒｓｅｉｔｄｅｒＥｎｔｄｅｃｋｕｎｇ

Ａｍｅｒｉｋａ’ｓｂｉｓｚｕｒＧｅｇｅｎｗａｒｔ．Ｇｏｔｈａ，

１８７９）。——第５２８页。

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

Ｄ

《东印度（马德拉斯和奥里萨的饥荒）。

 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７年７月４日的质

 问》，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６７年７月３０日

刊印（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ＭａｄｒａｓａｎｄＯｒｉｓｓａ

ｆａｍｉｎｅ）．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

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

ｄａｔｅｄ４Ｊｕｌｙ１８６７．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３０

Ｊｕｌｙ１８６７）。——第２６４页。

《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

 比哈尔饥荒的文件，包括弗·尔·科克

 雷尔先生的报告。第３部分》，根据下院

决定于１８６７年５月３１日刊印（ＥａｓｔＩｎ

ｄｉａ（ＢｅｎｇａｌａｎｄＯｒｉｓｓａｆａｍｉｎｅ）．Ｐａｐｅｒ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ｆａｍｉｎｅｉｎＢｅｈａｒ，ｉｎｃｌｕｄ

ｉｎｇＭｒ．Ｆ．Ｒ．Ｃｏｃｋｅｒｅｌｌ’ｓｒｅｐｏｒｔ．Ｐａｒｔ

．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

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３１Ｍａｙ１８６７）。——第

１５８页。

《东印度（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关于

 孟加拉和奥里萨饥荒的文件和通讯，包

 括救灾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孟加拉副省

长和印度总督的备忘录》，根据下院决

定于１８６７年５月３１日刊印（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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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ｎｇａｌａｎｄＯｒｉｓｓａｆａｍｉｎｅ）．Ｐａｐｅｒｓ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ｆａｍｉｎｅｉｎ

ＢｅｎｇａｌａｎｄＯｒｉｓｓａ，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ｐｏｒｔ

ｏｆｔｈｅＦａｍｉｎ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ｉｎ

ｕ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ｏｆＢｅｎ

ｇ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ｏｒＣｅｎｅｒａｌｏｆＩｎｄｉａ．

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

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３１Ｍａｙ１８６７）。——第１５８

页。

Ｈ

《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听取的证词记

 录（１８６５年３月至１８６６年５月）。奉女

 王陛下令提交议会两院》１８６７年伦敦版

（Ｒｏｙ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ｒａｉｌｗａｙｓ．Ｍｉｎ

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ｔａｋｅｎ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ｍ

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Ｍａｒｃｈ１８６５ｔｏＭａｙ１８６６．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ｏｆｂｏｔｈ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ｂｙｃｏｍｍａｎｄｏｆ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７）。——第１５６、１６９、１９０、１９５、２００、

２７９页。

Ｎ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

 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１８６５年伦敦版

 第８号（Ｒｅｐｏｒｔｓｂｙ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ｉｅｓｏｆｅｍｂａｓｓ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ｆ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ｒｅｓｉｄｅ．Ｎｏ．８．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５）。——第２６９页。

《女王陛下驻外使馆秘书关于他们驻在国

 的工商业等情况的报告》１８７９年伦敦版

 第３部分（Ｒｅｐｏｒｔｓｂｙ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ｉｅｓｏｆｅｍｂａｓｓｙａｎｄｌｅｇａｔｉｏｎｏｎ

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ｃ．，ｏｆ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ｙｒｅｓｉｄｅ．Ｐａｒ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９）。——第５３０、５８３、

５８４页。

Ｙ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

 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第１部分。报

 告和证词》，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５７年７

月３０日刊印（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ｂａｎｋａｃｔ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

ｔｈｅｐｒｏｃｓ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ｉｎ

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ａｎｄｉｎｄｅｘ．

Ｐａｒｔ ．Ｒｅｐｏｒｔ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Ｏｒｄｅｒｅｄ，

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

ｅｄ，３０Ｊｕｌｙ１８５７）。——第２６０、２６１页。

期  刊

Ｈ

《货币市场评论》（《Ｍｏｎｅｙ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

 ｖｉｅｗ》），伦敦出版

 —１８６７年１２月２日。——第１９０页。

—１８６８年１月２５日。——第１９９页。

Ｊ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出

 版   

 —１８４７年５月８日第５卷第１册。——

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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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６年６月１６日、６月３０日、７月７

日第２４卷。——第２８０页。

Ｘ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ＮｅｕｅＲｈｅｉ

 ｎｉｓｃｈｅＺｅｉｔｕｎｇ．ＯｒｇａｎｄｅｒＤｅｍｏｋｒａｔｉｅ》），

 科伦出版，１８４８年６月２４日第２４号；

１８４８年７月４日第３４号；１８４８年７

月２６日第５６号；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０日第

９９号；１８４８年９月１２日第１００号；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９日第１３８号。——第１２

页。   

—１８４９年４月５—８日、１１日第２６４—

２６７号和第２６９号。——第１２页。

Ｙ

《一般政治学杂志》（《Ｚ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ｆüｒｄｉｅ

 ｇｅｓａｍｍｔｅＳｔａａｔｓ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杜宾

 根出版，１８７９年第３５卷。——第１０、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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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目 索 引

Ａ

阿拉伯人——第４３页。

澳大利亚——第１５８、５２８页。

Ｂ

巴西——第２８０页。

拜物教（商品的）——第１４２—１４３、２２６、

２２７、２５２页。

半成品——第１６０、２２８、２３０、２４４、４３９、

４８７、５２４、５２７、５９０页。

保险公司——第１５５页。

本质和现象——第１４２—１４３、１６５页。

比利时——第１９１、２７１页。

必然性和偶然性——第５５７—５５８页。

必要劳动——第２４、１４９、２３６、２５６、４２１

—４２２、４２８、４７５、４７８—４７９页。

不变资本——第２２页。

——定义——第４４、１７６、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１、

２４７—２４８、４３９页。

——不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

——第１３８—１４０、１５８—１６０、１７６—

１８１、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８

页。

——不变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第６４、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３—１８４、３２７

—３２８、４３９—４４０页。

——不变资本不同部分的价值向产品的

转移——第６４、１３８—１４０、４３９—

４４０、５５９—５６２、５９０页。

——不变资本的社会规模的再生产——

第３９５、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４—４４６、４５２—

４５３、４７０—４７４、４７８—４８４、４８８—

４８９、５０４—５０６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个别论点的批

判——第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１、２３７—２５４、

４０１、４１３—４１９、４３２—４３４、４８４—４８７

页。

簿记——第７１、１７１、１９７、２２５、２２６、３１５、

３５６页。

——簿记的实质和必要性——第７１、１５１

—１５２页。

——簿记费用的性质——第１５０—１５２、

１５７页。

——公有生产下的簿记——第１５２页。

——簿记的发展史——第１５１、１５２页。

Ｃ

财富（社会的）

——财富的源泉——第３９４—３９６页。

——财富的物质形式—— 第１５３、１５８、

１５９、１７２、１８２、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５、２７９、

３８４、３９６、５５２—５５３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增长——第

１５３、２７９、３５８—３６０、５５２—５５３页。

——财富的简单再生产的条件——第１９８

页。

——财富和流通费用——第１５３、１６３、１６５

９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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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６、２７９、３８４页。

—— 亚·斯密对社会财富的错误划分

——第２３２页。

采矿业——第１１３、１２１、１６０、２１８、２３４、

２６９、３５１、３９４、４７２、５３８页。

差额——见支付差额，贸易差额。

产业资本——第６６—６７、７０—７１、７５、９４

—９５、１００、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２、１２６—１２７、

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２、２２０、３１６、４１１、５３６

页。

抽象

——作为研究方法——第３１—３２、９３、

１０６—１０７、１２２、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７、１４６、

１５１、２０２、２８５、３０９、３１７、３２８—３２９、

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７、３８６、４３６—

４４０、４５３、５０５、５０９、５１２、５２３—５２４、

５２７—５２８、５５３—５５４、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５、

５６８、５７１、５７４—５７６、５８８—５９０页。

抽象劳动——第４１８、４７８页。

储备——见生产资本，生产储备，商品储

备，个人消费基金。

Ｄ

大工业——第１９０、２０３、２０７、３１２页。

德国——第２６８、５２８页。

抵押——第２６１页。

地租——第１２—１９、２３、１４７—１４８、２６１、

２６３、３７０、３９４—３９５、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５、

４１０—４１３、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７、４８１、４３３、

４７０、５１１、５４７、５４８页。

订货（供货合同）——第８４、１１８、１２８、１４２、

１５５、２０９—２１０、２６０、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２、

２９１—２９２、５５２、５６６页。

动物学——第１６９页。

对立——第２２、６６、１８７、２１４、２２２—２２３、

２３２、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４、２５０、

２５１、４５８页。

对外贸易

——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第

１２７、５２４、５２６、５２８—５２９页。

——对外贸易和资本主义的矛盾——第

３５１、３５２—３５３、５２４、５２６页。

——用贵金属进行的对外贸易——第９２、

３５３、３５８、３６１、３７３、３７４、３８２、３８４、

３８５、３９６、５２８页。

——对外贸易和信用——第２８０、３５２—

３５３页。

——对外贸易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

——第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３—３７５、３８１—

３８２、３８５、５２４页。

——对外贸易和一国的商品储备量——

第１６１、１６５页。

Ｅ

俄国——第７、４０—４１、１２６、２６８—２６９页。

Ｆ

非洲——第５３９页。

分工

——工厂中的分工——第１１９页。

—— 社会分工—— 第４３、６７、１４８、１５１、

１５９、２６２、４７２—４７３、５２１—５２２页。

分配

——剩余价值的分配——第１４—１６、２４

—２５、２４１、３７０、３８８、４１２—４１３、４３１、

４７０页。

——生产的物质因素的分配——第４０、

１０９、４２８页。

辅助材料——第１３８、１５９、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３

—１８４、１８９、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０、

２３４、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２、２５８—

２５９、２６４、２８５、２９２、３１７、３９４、４０８、

４３９、４５２、５０３、５２４、５９０页。

副业——第２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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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第３６０、５１３页。

Ｇ

高利贷资本——第４７０、５５６页。

个人消费——见消费，个人消费基金。

个人消费基金——第１０９、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５

—１６６、２２７、２３２、２３５、４０３、４０４—

４０５、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７—４１８、４３５、４３９、

４５５、４８５—４８６、５６９页。

个人消费品

——必要生活资料—— 第３５—３６、４３、

７０、８４、１２７、１３５、１８５—１８６、２２７、２５０、

３６５、３７７—３７９、４０７—４０９、４２１—

４２２、４２４、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３—４５４、４５５

—４５７页。

——奢侈品——第３５１、３６２、３６５、３７７—

３７８、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３、４５５—４５７、５２７页。

  并见生活资料，个人消费基金。

个人依赖性——第５３８—５３９页。

  并见农奴制，奴隶制。

工厂

——一般评述——第１２１、１９６、１９８页。

——工厂中的分工——第１１９页。

工场手工业——第２６９页。

工联——第３７８页。

工人后备军——见相对人口过剩。

工人阶级——第３８６页。

——工人阶级产生和生存的条件——第

３８—４４、１２７、１６２、４６９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再生产

——第４０—４４、８８、１３３、１８４—１８６、

１８８—１８９、２３１、２３７—２３９、３５１、４１７、

４１９—４２５、４３０、４３５、４５５—４５７、４６０

—４６４、４７５、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５—４９９、

５０３、５６５、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１页。

——工人阶级的收入——第３８６、３９０、４０４

—４０５、４１１、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０—

４２３、４２９—４３０、４４１—４４２、４９０—４９３、

４９６、５００—５０１页。

——工人阶级和经济危机——第３５０—

３５１、４５６—４５７页。

  并见工资，雇佣劳动，剩余价值，劳动

力，农业工人。

工人阶级的斗争

——工人阶级的斗争和工资——第３７７

—３７９、４５６—４５７、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２—

５８４页。

工人阶级贫困化——见工资，相对人口过

剩，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工业周期

——定义和一般评述——第２０６—２０７、

２７４—２７５、３１４、５８９页。

——周期阶段的更替和劳动者的状况—

第４５６—４５７页。

工资

——恩格斯对马克思工资理论的评述

——第２２页。

——是劳动力价值（价格）的转化形式

——第２４、３３、３５、３６—３７、８４—８５、

１３１、１３３、１５５、２４３、２５１、４１１、４１５—

４１７、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４、４２５、４３０、４９２—

４９３、４９８、５７４—５７５页。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第３５１、５４２

—５４５、５７３—５７５页。

——工资提高或降低的原因——第３４９

—３５１、３７６—３７９、３９４、４５６—４５７、５４２

—５４５、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４页。

——工资的支付形式和支付期限——第

４０—４１、４２、７２、１６２、１８４—１８６、２０８

—２０９、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５—

２４６、２５１—２５２、２９２、２９８、３８１、４１９—

４２０、４４２—４４３、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５

页。

—— 工人工资的消费—— 第１３５、１５５、

１６２、１６７、１８５—１８６、２３１、２３６、２４５—

２４６、３４３、３４８—３５０、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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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４、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６、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５

—４０６、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２—

４２３、４３６、４３７、４４１、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５—

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４、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６—４９８、

５１２—５１３、５３６页。

——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不同部分的交换

（和再生产）中的意义——第４３６—

４３８、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７—４５８、４８８—５０１、

５０９—５１３、５７３—５７６、５８２—５８３、５８８

—５９１页。

——作为工人收入的形式——第３５—

３６、４０２—４０６、４０８—４０９、４１１—４１３、

４１５—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６、４３０、４８４

—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７、５００、５０１页。

——工资和货币流通——第２２、３５—４０、

４１—４２、７２、１２９—１３０、２９８、３２８、３４１

—３４２、３５１、３６２—３６４、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３

—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７、４２２—

４２３、４６５—４６６、４６９、４９０—５０２、５１０

—５１３、５２８—５３２、５３６—５３８、５７４—

５７５页。

——工资和劳动的强化——第２８６、３５７、

３９４、５９１页。

——工资和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第

３５、８３—８４、２０８—２０９、２３６—２３８、

２４２—２４３、２９２、３５８—３６０、４２２—４２３、

４４２—４４３、４６１、４９６、５００—５０１页。

——工资和资本积累——第９７、１３５、３４９

—３５１、３８６—３８７、３９３—３９４、５７３—

５７５、５８４—５９２页。

——工资和流动资本——第２０８—２０９、

２１９—２３１、２３７—２５４、２５６—２６４、

２７１、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５、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８、

３１０—３１３、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３—

３２４、３２７—３２８、３４８—３５１、３５７、３６２、

３６８—３６９、４６５—４６６、５０３页。

——工资和可变资本——第４０—４１、７２、

１３５、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６、１８４—１８６、

１９４、１９６、２０８—２０９、２３１、２３７—２４８、

２４９—２５４、２９２、３１２—３１３、３２７—

３４７、３６１、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６、４０８—

４０９、４１１、４１４、４１９—４２２、４３０、４３９、

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３—４６２、４７４

—４７８、４８８—５０９、５３８、５８２—５８３页。

——工资和剩余价值——第１６、４９、２５１、

３２７—３４３、３４７、３４９、３７６—３７８、４１５

—４１７、４２４—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１、４５５—

４５９、４６５—４６６、４６９、５０３页。

——工资和利润——第３７６—３７８、４０２、

４４１—４４２、５４２—５４５、５７３—５７５页。

——工资和工业周期——第３４９—３５１、

４５６—４５７页。

——工资和工联——第３７８页。

——工资和工作日——第５８２—５８４页。

——工资和工人的储蓄——第１３５、３４３

页。

——工资和商品价格——第３４９—３５１、

３７６—３８０、４３６—４３７、５４２—５４５、５７３

—５７５页。

——工资和伪造货币——第５７４—５７５

页。

——对资产阶级工资理论的批判——第

１２—１６、２３—２５、２３７—２５４、４００—

４０１、４３２—４３４、４８４—４９２、４９９—５０１、

５４０—５４５、５４９—５５０、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２

—５８４页。

工作日

—— 定义和一般评述—— 第１７４、２５７、

３３２、４７６、４７８—４７９页。

——缩短的工作日——第２８６页。

——工作日和劳动的强化——第２８６、

３５７、３９４页。

公社——第１３１、４２９页。

——印度的公社——第１５１页。

——印度尼西亚的公社——第１２６页。

——俄国的公社——第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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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公社——第５３８页。

公债券——第３８７页。

共产主义（科学的）

——关于社会公有生产的个别原理——

第１５２、１５７、２７１、３５０、３６５、３９７、４２９、

４７３—４７４、５０４—５０５、５２４—５２７页。

股份公司——第１４４、１５５、１９９、２０１、２６０、

２７２、３８７、３９６、４８３—４８４、５３６、５８３—

５８４页。

股份资本——第１１３、４８３—４８４、５６２页。

股票——第１８２、２３５、３２４、３８７、５６２页。

固定资本

—— 定义——第１７６—１８４、１８７—１８９、

２０４—２０５、２２１、２２７、２３２、２３５—２３６、

２４１、２４６—２４８、２５２、３０９页。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第

１７７—１８１、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４

—２０５、２２２、２２３、２３２、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１

—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９、２５４、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３

—２６４、２７１—２７２、２８６、３０９、３１０、３２７

—３２８、５２７页。

——固定资本周转的特点——第１８２—

１８３、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４—２０５、

２２０—２２１、２４４、２５８、３０９、３２７—３２８、

３６４—３６５、４３９—４４０、５０３—５０４、５１３

—５１６、５９０页。

——固定资本作为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

——第６４、１７６、１７７、５９０页。

——固定资本的有形损耗——第１９０—

１９１、２８５、４３９—４４０、５０２、５０６—５０７、

５１３—５１４、５２４—５２５、５９０页。

——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第１９０页。

——固定资本的维修——第１３６、１９３—

２０２、２７０、３５５、３５６、４０４、５０２—５０３、

５３６页。

——固定资本的更新和积累——第１９１

—１９３、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４—２０５、５５７页。

——固定资本的社会规模的再生产——

第１９０—１９１、５０２—５２７、５３６—５３７、

５８８—５９０页。

——固定资本的平均生命周期和经济危

机的周期性——第２０６—２０７、２７４—

２７５页。

——固定资本和货币流通——第１８７—

１８８、１９２、２０２、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５、２４３、

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９、３９４、５０３—５０４、５３６

—５３７、５３９、５５７页。

—— 固定资本和对工人的剥削—— 第

１９４、２８６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固定资本定

义的批判—— 第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１、

１８７、２１５—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１

—２３５、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７、２４９

—２５４、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６—４０９、４８６—

４８７、５２７页。

  并见固定资本的折旧。

固定资本的折旧

—— 实质——第１３６、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２—

１８４、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１—２０３、

２５８页。

——计算方法和折旧率——第１３６、１７６、

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３—２０２、２０４—２０５、２６９

—２７０、５９０页。

——折旧基金的形成——第１７６、１８２—

１８４、１９３—１９５、２０２—２０５、２５７—２５８、

５０２—５０４页。

——固定资本的折旧和修理费用——第

１３６、１９３—２０２、２７０、４０４、５０２—５０３、

５３６页。

——固定资本的折旧和资本家对实际利

润的隐瞒——第１９９、２０１页。

雇佣劳动——第３８、４０—４３、１１３、１３３、

１４０、１４９、１６２、２５２—２５３、３８１、４３０、

４６１、５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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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金属—— 第４５、６６、１５３、３５８、３６１—

３６３、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８、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７、

５６１、５６４页。

  并见金（和银）。

国家（剥削社会的）——第１３３、１６７、１９７、

４７０、５１１、５３８—５３９页。

——国家作为劳动的剥削者——第１１３、

１１７、２６０页。

—— 国家和货币—— 第１２９、５７４—５７５

页。

“国家社会主义”（德国）——第１５页。

Ｈ

海盗行为——第５３９页。

行情（商品市场的）——第１３７、２６９、２８６、

３１４、３２５—３２６、３５２、３５７页。

荷兰——第１２６、２８０页。

化学——第２０—２２、１３９、１４７、１７８、２６６、

２６７页。

货币

——恩格斯对马克思货币理论的评述

——第２２页。

——金属货币——第１２９、３６１、３８４、３９７、

５３７—５３８、５６４页。

——信用货币——第１２９、３５８、３９７页。

——计算货币——第７１、７２、７５、１１８—

１１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７１、１７３、２０５页。

——世界货币——第１２７、３９６页。

——作为一般等价物——第３７、５２、５４、

１８５、３６１、４２９页。

——作为价值尺度——第３７、３４６页。

——作为购买手段——第３５、８５、９０、９９、

１１８、１２９、２８３—２８４、３７０、３７１、３８３、

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５页。

——作为流通手段——第３５—３６、７７—

７８、８５、８６、９２、１５３、２０２、３６５、３８４、

３８７、４６２、５１９—５２０、５５８、５６４—５６５、

５７５页。

——作为贮藏手段——第７７—７８、９０—

９２、９７—９９、１３７、１５３、２０２、３５８、３６１—

３６２、３６５、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７—３８８、

５３１、５３９、５５１、５５５、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４、

５７３—５７６、５９１—５９２页。

——作为支付手段——第３５、３８—３９、８５、

９０、９２、９９、１１８、１２９、１５３、２０９、２８３—

２８４、２９８、３４８—３４９、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

３７０、３８３、５１９—５２０、５３７、５６５页。

——货币流通规律——第１１６、２０９、３６１、

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９、４５９、５１２—５１３页。

——流通货币量——第１１６、１２９—１３０、

１５３、２０９、３１７、３４２、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

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１、３７６—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０—

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４、４６５—４６６、５３１—５３５、

５３８、５５５、５６４页。

——货币的磨损和货币材料的再生产

——第１５３、３６２、３６５、３８４、３９６、５２７—

５４０页。

——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第２２、３４—

４１、４４—４５、５９、６８—７２、２０３、４９０—

４９１页。

——伪造货币——第５７４页。

——对资产阶级货币理论和货币流通理

论的批判——第３６—３７、３９、８６、１３２

—１３４、３６６—３７１、３７７—３７９、３８４、

４２２、５０１、５３２—５３６页。

  并见金（和银）。

货币流通规律——第１１６、１２９—１３０、２０９、

３６１、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９、４５９、５１２页。

货币市场——第１２５、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７—

３１８、３２３—３２５、３５０、３９６页。

货币资本

——货币资本的定义和特点——第３４—

３６、３９、４５、５３—５９、６７—７０、７１—７２、

８３、８５—８７、９０、９３—９６、９８、１０１、１０７

—１０９、１１４、１７１、２１４、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３、

４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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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７—２２８、３９２—３９７、４２０、４５９、４９０、

５３７—５３８页。

——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和阶段——第

３１—３２、３４—３７、４１、４２、５０—５９、６０—

６４、６８—７４、７６—７７、８３、９３—９６、１０１、

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９、１２５、１７１—

１７５、４３６页。

——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第

３２—４４、５１、６４、６９、８２—８３、８６、８７、

９０、９６—９８、１１７—１１８、１３７、３６３、３８７、

３９６—３９７、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４、５５５、５６１

页。

——潜在的货币资本——第９０—９２、９６—

１００、１２５、１３７、２９３、３１０—３１６、３５７—

３５８、３６５、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８、３９６、

５５１—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２、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５

页。

——后备的货币资本——第９１、９９—１００、

１２５、１３７、２９１—２９３、３２５—３２６、３５３、

３５５、３６５、３８３—３８６、３９３页。

——货币资本在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

的作用——第３８—３９、４３、３９２—３９７、

４６１、５５１—５５６、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５页。

——货币资本和货币流通——第３４—３７、

４２、４４—４５、７７、８５、８６、９０—９５、１１６、

１２７、１２９、３４１—３４２、３７６、３７９—３８１、

３９６—３９７、４４２—４４６、４５８—４７０、５３３

—５４０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的批判

——第３６—４０、８２、８７—８８、９５、１０７—

１０８、１１５、１３２—１３４、１７３、２８３—２８４、

２９５、４８９—４９２、５００—５０１、５６１—５６２

页。

  并见银行，信贷，借贷资本。

货币资本的循环

——定义——第５２、６８页。

——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第３１、４１、

４９、６３、６８、６９、７２—７４、７６、９３、９４、１１６

页。

——货币资本循环的第一阶段——第３２

—４５、４９、５１、５６、６９、７１—７４、８７—８８、

９６、１０３、１３３—１３５页。

——货币资本循环的第二阶段——第４１

—４５、４９—５０、５６—６０、６７—７０、７３—

７４、９２—９４、１０７页。

——货币资本循环的第三阶段——第４４

—５２、５５—５９、６３—６６、７０、７３—７４、

７９、８１—８５、８８—９０、９４—９６、１０１、１０３

—１０６、１３４—１３７页。

——循环的目的和结果——第５２—５９、６０

—６４、６８—７１、９２—９４、１１６、１２２—

１２３、１３４—１３７、１７１、１７４页。

——作为产业资本循环的特殊形式——第

６３、６７、７１、７３—７４、９０、９３、１１７—１１９、

１２２页。

——作为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

——第６０—６４、７０、１１６—１１７页。

——作为货币资本再生产的形式——第

１１６页。

——采金业和运输业中货币资本循环的

特点——第５９、６５—６６页。

——对资产阶级的货币理论和货币资本

理论的批判——第３６—３７、３９、７２—

７３、８６一８８、９５、１０７—１０８、１２２—

１２３、１３２—１３４、１７３、２８３—２８４页。

  并见货币资本。

货币主义——第７２—７３页。

Ｊ

机器

——作为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的组成部

分——第６４、１３８、１４０、１５８—１５９、１７６

—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６、２００—

２０１、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４、２６３、

２６６、４３９—４４０、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７、５１３、

５２６名 目 索 引

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５３９、５９０页。

——作为商品或商品资本——第７７、１０１、

１７９、１８６、２１６、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３、４８１—

４８２页。

——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第

１５８—１５９、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５页。

——机器价值向产品转移的特点——第

６４、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２—１８４、１９２—１９４、

１９６、２０３、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５、２５６—２５８、

２６３—２６４、４３９—４４０、５０２、５０４、５１３、

５９０页。

——机器的再生产和更新——第１７６、１８２

—１８４、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８—２０１、２５８、

５０２、５１３页。

——机器的维修——第１９４—１９６、１９８—

１９９页。

——机器的改良——第１９２、１９５、２６５页。

——机器的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第

６４、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２—１８４、１９０、１９２、

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８—１９９、５０２、５０４、５１３页。

——机器和资本积累——第１９８页。

——机器和经济危机——第１９１页。

——机器和对工人的剥削——第１９４—

１９５、２６６页。

——对资产阶级关于机器的观点的批判

——第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３—

２３５、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６、２５４、４０４页。

  并见固定资本，不变资本，劳动资料。

机器制造业——第１９８、２３４、２４６、２５５—

２５７、２５９—２６０、４８１—４８２页。

技术

——资本主义制度下技术的意义和发展

——第４４、６６、９１、１１８、１２３—１２４、

１３７、１９０—１９１、４２７、５６１页。

家庭

——家长制家庭——第２２５—２２６页。

——工人家庭——第４９７页。

——资本家家庭——第７７、５６２页。

家庭工业——第２６９页。

价格

——一般原理——第３７、４６、７９、１２５、１４３、

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４、１７１、１９６、１９９、２２１、

２８１、３２５—３２６、３５２、３７６—３７９、３８３、

４３６—４３７、４５６、４６９、５６４页。

——价格变动对资本周转的影响——第

１２５、３１７—３２６、３５１—３５２页。

——价格和工资——第３５１、３７６—３７９、

４５６—４５７页。

  并见价值。

价值

——价值定义和价值表现——第１５、２１—

２５、３６—３７、４７、６８—６９、１０６、１２２、

１２３、１２５、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

１６９、１８６、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６、３６３、４２８—

４２９、５３２页。

——劳动力的价值——第２２—２４、３３、３５

—３７、８４—８５、１３１、１３３、１５５、１８４—

１８６、２４３、２５１、４１１、４１５—４１７、４２１—

４２５、４３０、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８、５４３—５４４、

５７４页。

——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第４０８—４０９、

４３９—４４０、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１—４８４、４８６

—４８７页。

——资本作为价值的运动——第４１—４２、

４８、１２３—１２４、１７３—１７４、３１７—３１９、

３４１、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５—４３６页。

——货币价值——第４５６页。

——价值变动和价值革命——第１２２、

１２５、１６３—１６４、３２５—３２６、４５６页。

——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第１５—

１６、１７—１８、２４—２５、１２３、４１０—４１９、

４２４—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４、４８４—４８７页。

  并见交换价值，剩余价值，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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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律——第２４—２５、１２９—１３０、１６８—

１６９、２４０、２５０、３６１、３９３页。

间断性和非间断性（资本运动的）——第

６３—６４、１００、１１８—１２１、３２０—３２１页。

简单再生产（社会规模的）——第３５９—

３６０、４０７—４１０、４３５—４３８、４５７、４７４、

５２５—５２６、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７—５６８、５８９

页。

——简单再生产公式——第４４０—４４１、

４５８、５７１—５７２页。

——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第４３８—

４４６、４５８—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５、

４７７—４７８、４８２—４８３、４８６—４８７、４８８

—４８９、４９２—５０２、５０４—５２７页。

——第一部类内部的交换——第４４１—

４４２、４７０—４７４页。

——第二部类内部的交换——第４４１、４４７

—４４８页。

——货币和货币流通的作用——第４４２—

４４６、４５８—４７０、４９０—５０４、５０８、５１３—

５２０、５２４—５２５、５３２—５４０页。

——工人消费工资的意义——第３９０—

３９１、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７—４５８、

４６５—４６６、４８８—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３页。

——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第３６０—

３８２、３９０—３９１、４４８、４５３—４５７、４６６—

４６７、５３２—５３５页。

——可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第４４２—

４４３、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３—４５７、４７４—４７８、

４８８—５０９、５３７—５３８页。

——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第４０９—

４１０、４１６—４１８、４３８—４４６、４５２—４５３、

４７０—４７４、４７８—４８４、４８８—４８９、５０２

—５０６页。

——固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第２００—

２０１、４３９—４４０、５０２—５２７、５３６页。

——货币材料的简单再生产——第３６５、

３７３—３７５、３８２、３８４、３９６、５２７—５２８

页。

——阶级关系的简单再生产——第３８６、

３９０、４１９—４２４、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５、

４６３—４６４、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５、４９５、４９７—

４９９页。

——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比例——第

４４６、４５３—４５７、４６７—４６８、４７４—４７５、

４８２—４８３、５０９—５１０、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４

—５２７、５５６—５５９、５８８—５９０页。

——简单再生产的矛盾——第４３７—４３８、

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８—４６９、４８９—４９０、５２４

—５２７、５５６—５５８、５８９页。

——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第３９８—

４１９、４２４—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４、４５４—４５８、

４６９、４７４—４７５、４８４—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２、

４９６、５０１、５０７、５１２、５２７、５３２—５３６、

５４０—５５０、５５６—５５８页。

  并见再生产。

建筑业（住宅）——第７９—８０、２６０—２６１

页。

交换

——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第１３２—

１３４页。

——交换是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必要条件

——第４０、１５８页。

——交换和货币的产生——第２２、３９３页。

——产品交换和简单商品流通的区别

——第５０４、５６２—５６４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的特点

——第２２、３１—４５、４８—５２、５６—５９、

６０、８７—９０、１１１—１１４、１２６—１３４、１４６

—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３—１５７、１６１—１６７、

１７０、２１４、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４、

２３５、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６、２７９、

３９０—３９３、４２７—４３１、４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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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循环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

的物质交换——第７９、８６、１３０—１３２、

１５５、１６７、２１４、３９０、３９１页。

——社会生产两个部类之间的交换——第

４３８—４４６、４５８—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７

—４７８、４８２—４８３、４８６—４８７、４８８—

４８９、４９２—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９—５３５、５５６—

５５９、５７２—５７３、５７６—５８３、５８４—５９２

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判

——第２２—２５、４０—４１、４６、７０、７２—

７３、８１、８６—８８、９５、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５、

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４、１４２

—１４３、１４４、１６８—１６９、２１３—２１６、２２１

—２２３、２２６、４８９—４９２、５１１、５３２—

５３６、５３８、５４０—５５０、５５７—５５８页。

交换价值——第６６、１２３、１４５、１６４、１７６页。

交通运输工具——第６５、２７７—２７９页。

交易所——第３７７、３８１页。

阶级——见资本家阶级，农民，工人阶级。

借贷——第３５０页。

  并见信用，借贷资本。

借贷资本——第２０３、３１４、３５６—３５８、３８３、

４５９、５１１、５５６页。

  并见银行，信贷。

金（和银）

——金价值的变化和商品价格——第

３６３、５６４页。

——作为货币——第５９、６６、７２、９２、１２９、

１５３、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４、３７３—３７６、３８２、

３８４、３８５、３９６、５２７—５３３、５３７、５３９、

５５３—５５４、５６５、５９１页。

——作为原料——第３６２、５２７、５２９、５３０、

５９１页。

——金和潜在货币资本的积累——第９１

—９２、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３８２、３８４—

３８６、３８８、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７、５３９、５５３、

５５４、５６１、５６５、５９１页。

金的生产——第５９、６６、３６１—３６５、３７３—

３７５、３８２、３８４、３９６、５２８—５３３、５３７、

５３９、５５３—５５４、５６１、５６４、５６５、５９１页。

经济规律——见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

律，剩余价值规律。

经济危机

——一般评述——第８８—９１、１４０、１９１、

２０６—２０７、２５７、２６１、３１４、３５１—３５４、

５２４—５２７、５５７—５５９、５８９页。

——经济危机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

——第３５０—３５１、４５６—４５７页。

——经济危机和货币市场——第８９—９０、

３５４页。

——个别例子——第２３、２８０页。

——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第８８、

５６１—５６２页。

竞争——第８９、９２、１４６—１４８、１６３、１９１、

２７７、２８６、３１８、５８４页。

具体劳动——第４１８、４２８、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１、

４８３、５６０页。

Ｋ

科学

——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第１３９—

１４０、２６７—２６８页。

——科学成果的资本主义占有——第３９４

页。

可变资本——第２２页。

——定义——第４４、７２、１８４—１８５、２３８—

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８、３２８、３３２、

４１１、４１９、４３９、４９０页。

——作为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第１８４

—１８９、２２２—２２３、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３—

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８—２５９、

２９２、３２７—３２８、３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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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资本的预付形式——第７２、１８４

—１８５、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５—

２４６、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８—２５９、２９２、２９３、

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８，３４９—３５１、３６２、３８５、

４１１、４１９—４２３、４４２—４４３、４５３、４５９、

４６０—４６１、４６９、４９０、４９９—５０１、５３１、

５３７—５３８页。

——预付的可变资本和实际使用的可变

资本的区别——第３３２—３３４页。

——单个企业中可变资本的周转——第

３４３—３４８页。

——从社会的角度考察的可变资本的周

转——第３４８—３５４页。

——可变资本和工人收入——第４０４—

４０５、４１１、４１５、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３—

４２４、４４１—４４２、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５—４９６、

５００—５０１页。

——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率——第３２７—

３４２、３４９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个别论点的批

判——第２２—２３、２３１、２３７—２５４、３７７

—３７９、４１０—４１３、４１９—４２６、４８４—

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２、４９９—５０１、５４０—５４５、

５７４—５７５页。

可能性和现实性——第１０７、１０９、１６４、

４３８、５８９页。

空间和时间——第６９—７０、８２、１２１、１４３、

１４５、２７８页。

空想社会主义——第１８、１９、２１页。

扩大再生产（社会规模的）——第９２—９４、

１１５、１９２、１９８、３５６—３５７、３８２、３９３—

３９７、４０２—４０３页。

——简单再生产是扩大再生产的现实因

素——第９３、４３７—４３８、４５７、５５６—

５６０、５７１—５７２、５７６、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８—

５８９页。

——货币资本的积累——第５５１—５５６、

５５９、５６２—５６８、５７３—５７６、５９１—５９２

页。

——信用制度的意义——第５５６、５６２、５６４

—５６５、５８６页。

——追加的不变资本的来源——第５５１—

５５２、５５４—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５页。

——追加的可变资本的来源——第３８２—

３８８、５６５页。

——相对人口过剩是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第５６５、５８１页。

——用公式来说明扩大再生产——第５７１

—５７２页。

——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比例——第５８８—

５９０页。

——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和危机——第８８

—９１、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５—２０７、４５６—

４５７、５２２—５２４、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２、５６４—

５６５、５６７—５７０、５７４—５７６、５８０—５８１、

５８２—５８６、５８９—５９０页。

——扩大再生产和消费——第５６７—５６８、

５６９页。

——扩大再生产和积累率——第５８８页。

——扩大再生产和资本有机构成——第

９６、１３４—１３５、５７８、５８０—５８１页。

——扩大再生产和劳动生产率——第

５６１、５８１页。

——扩大再生产和对工人的剥削——第

１９３—１９４、３４９、３５６—３５７、３９４、５６５、

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４页。

  并见再生产。

Ｌ

劳动——第４２、４４、９４—９５、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６

—１４８、１６８、１９３—１９４、２４７、３１２、４１０、

４７６—４７７、５０３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过程的二重性

——第７３、１９３—１９４、２３６—２３７、３８９、

９２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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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６—４１７、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８—４２９、４７８、

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１—４８４页。

——作为价值实体——第２１—２４、３６、４７、

１９３—１９４、２３６—２３７、４１６、４１８—４１９、

４２６、４２８—４３１、４５４、４７４—４８２页。

——必要劳动——第２４、１４９、２３６、２５６、

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８、４７４—４７５、４７９页。

——剩余劳动——第１４—１８、２１、３３、３６、

４５、６６、８１、１４９、２３６—２３７、２５６、３３０、

４０３—４０４、４２６、４２８、４７４—４７５、４７９、

５５９—５６０页。

  并见劳动的强化，劳动生产率，劳动

力。

劳动材料——第１５９、１９３、２２７、２３０、２３３、

２３４、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２、２７２、

４１６、４８７页。

  并见劳动对象。

劳动的强化——第１４０、１９４—１９５、２６６、

２８６、３５７、３９４、５２６、５６５页。

劳动对象——第１３９—１４０、１６８、１８１、２１８、

２４４、２６６、３２３、４１６、４１９页。

  并见劳动材料。

劳动工具——第６５、２２１、２２４、２３６、５０７

页。

“劳动基金”——第２３９页。

劳动力

——作为商品——第２２—２４、３２—３３、３４

—４０、４２、４４—４５、６９—７０、８７、９５、

１０３、１２３、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５、１８５—１８６、

２２２、２３１、２３２、２４２—２４３、２５８、３５０、

３６３、３８６、４１１、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７、４２８—

４２９、４４２—４４３、４６０—４６１、４６４、４９０—

４９３、５１４、５３７页。

——劳动力的价值（价格）——第２２—２４、

３３、３５—３７、８４—８５、１３１、１３３、１５５、

１８４—１８６、２４３、２５１、４１１、４１５—４１７、

４２２—４２５、４３０、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８、５４３—

５４４、５７４页。

——劳动力的消费过程——第３７—３８、

３９、４２、４３、４５、６９—７０、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１、

１８４—１８５、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７—２４８、

２９８、３２８、３４３、３９４、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２—

４２３、４２８—４３０、４４２—４４３、４６０—４６１

页。

——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第３４、

４４—４５、１５５—１５６、１７４、１８３—１８４、

２１９、２３１、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７页。

——劳动力和可变资本——第１８３—１８５、

２３１、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８—２５９、３４３—

３５２、３６３、３９０—３９１、４１１、４１９—４２１、

４３９、４６４、４９０—５０２页。

——劳动力和剩余价值——第１５４、１８４—

１８５、１８６、２２３、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３、２４５—

２４６、２９８—２９９、３３０—３３２、３４９、３６３、

３８６、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３页。

——劳动力的再生产——第２４、３９、４１—

４３、６９—７０、１０９、１２７、１３３、１８４—１８６、

１８８—１８９、２３１、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３、３４３、

３５１、３８６、４１９—４２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５６、

４６０—４６４、４７５、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５—４９９、

５０３、５６５、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１页。

劳动期间——第２５５—２６５、２６７、２６８—

２７０、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５、３０５、３０８—３１２、

３３２、３５２、３５４、３９３、３９６—３９７、５３６页。

劳动生产率——第８５、９７、１０９、１１５、１２４、

１５６、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８、１９２、２７０、

３１２、３５７、３８４、３９４—３９５、５６１、５８１页。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法——第９７、

１５８—１５９、２６２、２７０、３５７、３９５页。

劳动市场——第３１、３３、３７、４９、６０、６９、

１１１、１１２、１３４—１３５、３５１—３５２、４９８页。

劳动资料

——一般评述——第６４、１３８—１４０、１７６—

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３、１９０—１９１、２２０—２２２、

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４—２３６、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６

—２４７、２５２、５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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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的实物形

式——第６４、１３８—１４０、１５８—１５９、

１７６—１８１、１８３、２２７、２４１、２４６—２４７、

３０９页。

——劳动资料的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第１７７、１８９—１９１、５０１—５０４页。

  并见机器，劳动工具，固定资本。

立法——第４０、１９３、１９７—１９８、２７０、３５９、

５７４页。

历史的和逻辑的——第１２８、５３７页。

利润——第１５—１６、１４３、１９９、３７８、４１０—

４１１页。

——利润率——第９、２４—２５、１３５—１３６、

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２５３、３７７—３７９、４０４、

４０８、５９０页。

——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第２４—２５、

２４１、３７９页。

——亚·斯密和大·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第１３—１８、２４—２５、２１２—２２１、

２２３—２２６、２３５—２３６、２５０、３３１、４０２—

４１２页。

——对资产阶级庸俗利润理论的批判

——第１２—１３、１０７—１０８、１４２—１４３、

２２１、２２２、４９６、５４０—５５０页。

利息——第１７—１８、１３７、３５７、５１１页。

林业——第２５６、２６６—２６７、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４

—２７５、５３７页。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森林的毁灭

——第２７２页。

——公社生产下的林业——第２７１页。

流动资本

——定义——第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１、１８４—

１８７、１８８—１８９、２０４、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５、

２２７、２３６、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４、２４６—

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１、３０９—３１０页。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第

１７７—１８１、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４

—２０５、２２２、２２３、２３２、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１

—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９、２５４、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３

—２６４、２７１—２７２、２８６、３０９、３１０、３２７

—３２８、５２７页。

——流动资本周转的特点——第１３６、１８７

—１８９、２０４、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０、２４３—

２４４、２６８、２７１、２８６、３０９—３１２、３２７—

３２８、２７７—２７８页。

——可变资本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

——第１８４—１８９、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３—

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８—２５９、

２９２、３２７—３２８、３８０页。

——流动资本和不变资本——第２４３—

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８、２９２—２９３、３２７—３２８、

３８０、４３９页。

——流动资本和修理费用——第１９６—

１９７、５９０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流动资本定

义的批判——第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７、２０７

—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０—２５４、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６

—４０９、４８６—４８７页。

流通费用

——对流通费用的一般评述——第１４４、

１４６—１５２、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７—１６８页。

——商品购销费用——第１４６—１５０、２７６

—２８４页。

——簿记费用——第１５０—１５２页。

——同货币流通有关的费用——第１５３、

３８４—３９６页。

——储备的形成和保管方面的费用——第

１５４—１６７、２７６、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１—２８４、

５０３页。

——运输费用——第６６、１６７—１７０、２７７—

２８０、４８５页。

流通时间

——定义——第１３８、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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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时间是流通时间的一部分——

第８４、１１７—１１８、１４１—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５

—１５７、２７６—２８２、３５１—３５４页。

——购买时间是流通时间的一部分——第

８４、８９、９０—９１、１１７—１１８、１４３—１４５、

１４６—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６、２７９—２８４

页。

——流通时间是整个周转时间的一部分

——第１３８、１４３、１７１、１７４、２５９、２７６、

３５１—３５４、３９１、３９３、３９６页。

——流通时间对预付资本的周转和预付

资本量的影响——第２８５—２９９、３０９

—３１１、３１２—３１６、３１９—３２４、３９１—

３９６页。

——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第１３８、１４１

—１４３、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５、３０９—

３１６、３９１—３９３、３９６—３９７页。

——流通时间和流通费用——第１４６—

１５８、１６１—１７０页。

流通资本——第１８７—１８８、２１４、２１７、２１９、

２２３、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１页。

垄断

——银行垄断的产生——第１２４

页。

——资本家阶级对社会生产资

料和货币的垄断——第４６９

页。

罗马（古代）——第５３９页

Ｍ

马达加斯加——第１５８页。

矛盾——第１７—１８、２４—２５、３５１、４１５、４５６

—４５７页。

贸易差额——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美国——第１５８、５２８、５３９、５８２—５８４页。

美洲——见美国，南美洲。

名义工资——见工资。

墨西哥——第５２８页。

Ｎ

南美洲——第５２８页。

农民——第４０—４１、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８、２６３、

２６９、３５１、４２８页。

——俄国农民——第４０—４１、２６９页。

农奴制——第４０、１２６、４２８、５３８—５３９页。

农业——第６５、７５、１１４、１２１、１３９、１５１、

１５６、１６０、１７３、１７４、１８０、１８２、１９３、

１９９、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７、２２４、２３６—２３７、

２４５、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８—２７１、２７４—２７５、

２８７、３５２、３９８—４０１、４１１、５０３—５０４、

５３９、５４０、５８９页。

  并见土地肥力。

农业工人——第１３３、２３６、３５１、３９９页。

奴隶贸易——第５３８—５３９页。

奴隶制——第４０、１２６、４２９、４９２、５３８—

５３９、５８２页。

Ｐ

票据——第９８、２８０、３２４、３５３页。

平均利润——第２４—２５、２４１页。

Ｑ

企业（资本主义的）

——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劳动力数量的

必要对比关系——第３２—３４、１２３—

１２４页。

——最低投资限额及其变化——第９１、

９２、９６—９７、１２４、１３７、２８６—２８７、３９５

—

  ３９７、５５１—５５２页。

——企业按比例扩大的条件——第９１、

１３７、１９２—１９４、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２、３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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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７页。

——建立新企业的必要条件——第３６４—

３６５、５３６、５６２页。

——企业的破产——第８９、１２２、２６１、３５３

—３５４、４６９页。

——企业和对工人的剥削——第４４、１９４

—１９５、２８６、４６９页。

  并见股份公司，银行。

Ｒ

热那亚——第２８０页。

人口过剩——见相对人口过剩。

人类的原始状态——第４８９—４９０页。

Ｓ

森林（作为免费的自然物质）——第３９４

  页。

商品

——一般原理——第２２—２３、４６、５１、５９、

７０、７８、９５、１１１、１３３、１４３—１４５、１５３、

１６０—１６２、２３３、２９７、４１９、４２８—４２９、

４３６、５５３页。

——商品的二重性——第１４５、１５３、３９３

页。

——商品价值——第１６、２１—２２、２４、３６、

４６—４８、１２３、１５３、２８５、３４３—３４４、４１６

—４１８、４２８—４３１、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４—

４５５、４６８、４７４—４８２页。

——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条件——第４３、

４６、１４３—１４４、１６４—１６５、２２５、３９３页。

——商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条件——第

４６、４７、５０、１１１、１１４、４３２页。

——劳动力成为商品——第２２—２４、３３、

３４—４０、４２、４４—４５、６９、８７、９５、１０３、

１２３、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５、１８５—１８６、２２２、

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２、２５８、３５０、

３６３、３８６、３９０、４１１、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７、

４２８、４４２—４４３、４６１、４６４、４９０—４９３、

５１４、５３６—５３７页。

商品储备

——定义和一般评述——第１５５—１５６、

１５７—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７、２０９、

３２０—３２３、３５４、５６９页。

——商品储备减少或增加的条件——第

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７、３２３

页。

——商品储备的形成和保管方面的费用

——第１５５—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５—

１６７页。

——对资产阶级的商品储备概念的批判

——第１５７—１６１页。

商品流通——第７０—７１页。

——简单商品流通——第５５、６０—６３、７６、

７９、８８、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０、１６７

—１６８、２２０、３６０—３６１、３９０—３９３、４５９

—４６０、５０４、５５５、５６４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流通——第

３４、３９、４０、６０—６３、６７、７０—７１、７９、

８２、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３、１５０、１６１—

１６２、２２０、３９０—３９３、４２７—４３１、４５９—

４６０、４８２—４８３、５５５、５６４—５６５页。

——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第２２０、

３６５、３７９—３８０、４５８—４６２、４６５—４６６、

５３２—５４０、５５５页。

商品生产

——简单商品生产——第３５—３６、４０、４３

—４４、８０—８１、８８、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３—

１４４、１５０、３９３、４３１页。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第３１、３２—

３３、３６—３８、４０—４５、７１、７３—７４、７９—

８１、８７—８８、１２６—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３—

１３４、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０、１５７、３８６、３８９、

３９３、３９６—３９７、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１、４３５—

４３８、５５５、５５８、５６４—５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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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市场——第３１、３３、４９—５０、７１、８４、

１１１—１１２、１３２、１３７、１４３、１５５、１６１—

１６２、２２９、２３２、２８２、３２２、４９８、５３６页。

  并见销售市场。

商品资本

——定义和一般评述——第４６、４７—５０、

５２、５５—５９、６３、７４、７６、８１—８２、８８、

９０、９４、１０３、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２、１４３—

１４４、１４５、１５５—１５６、１６１—１６２、２１４、

２２９、２３０、３９０—３９２、４０９、４３５—４３６、

４４７—４４８、５９０页。

——商品资本循环的公式和特点——第

７３—７４、７６、７７、１０１—１１５、１２３—１２６、

１３０—１３１、１７２—１７３、４３５—４３６页。

——商品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实现——第

５０—５３、７６、７７、７９、８１、８３、１０３、１０４、

３６６—３６７、３８８、４６７—４６８页。

——商品资本和流通费用——第１４６—

１５８、１６６—１６７、２７６—２８４页。

——商品资本在社会资本再生产过程中

的作用——第８７、１１７、２２８—２２９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判

——第４６、７０、８７—８８、１０７—１０８、

１７３、２１７、２８３—２８４、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６—

４１９、４２４—４３４、４５４—４５５、４８４—４８７

页。

商品资本的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公式——第７３—７４、

１０１、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１、４３５—４３６页。

——商品资本的循环同其他循环形式的

区别——第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８—１１５、１２４

—１２６、１７２—１７３、４３５—４３６页。

——商品资本的循环和再生产规模——第

４８页。

——商品资本的循环和社会资本——第

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０、４３５—４３８页。

——商品资本的循环和全部消费——第

８１—８２、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４、４３５—４３６页。

——商品资本的循环和社会产品的分配

——第１０９页。

——商品资本的循环和扩大再生产——第

１０１、１１４—１１５、１２４—１２５页。

——商品资本的循环和经济危机——第

８７—８９页。

——作为产业资本的循环的形式——第

６３、６７、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７—１２１、１２６

—１２７页。

——对资产阶级的商品资本概念的批判

——第４６、８７—８８、１７３页。

  并见商品资本。

商人资本——第８２、８８、８９、９２、１１１、１２８、

１４８、１６１、１６６、２１３、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７、

２２０、２２９、３５３、４６９、５１１、５６９—５７０页。

  并见商业资本。

商业

——一般原理——第４０、４３、７１、１２７—

１２８、５７０页。

——商业和产业资本——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商业和商人资本——第１２７—１２８、

１４８、２１３、２７６—２８４、３５２—３５３页。

——商业和流通费用——第１４６—１５０页。

——零售商业——第７２、１６４—１６５、４０７、

５１３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判

——第１２８—１２９、１６８—１６９页。

商业资本——第６７、８８、１２７—１２８、２１３、

２１４、２１７、４６９页。

  并见商人资本。

社会财富——见财富（社会的）。

社会分工——见分工。

社会经济形态——第４４、６６—６７、４８３页。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

农奴制、奴隶制。

社会（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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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价值划分——第１６２—１６３、２３４、

４０８—４０９、４３５—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０、４６８、

４７８、５７１、５７７、５８１页。

——按实物形式划分——第４０８—４０９、

４３５—４３８、４４０—４４１、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８

页。

社会生产力

——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产力的浪费

——第１９３页。

社会主义（科学的）——见共产主义（科学

的）。

社会资本（一般评述）——第１１３、１２１、

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１、１７３、２３１—２３６、２９３、

２９９、３１１、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３、４０８、４０９、

４２６、４３５—４３８、４７２—４７３、４８２—４８３、

５７７、５８６—５８８页。

生产

——一般评述——第４３—４４、６５、６８、１３２

—１３４、１３７—１４１、１５３、１５８、１５９—

１６０、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２、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４、

２２５—２２７、２４１、２５２、２５５—２５８、２６６—

２７０、２７６—２７９页。

——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第４０８—

４０９、４３８—４３９、４７０—４７４、５２８—５２９

页。

  并见再生产，生产时间，具体劳动，劳

动力，劳动。

生产保险基金——第１９８、４０３—４０４页。

生产储备——第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６—１４０、１５８

—１６１、２０９—２１０、２７３、２８２—２８４、

２９２、３１２—３１３、３２０—３２３、３２８、５０３

页。

生产方式——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社会

经济形态。

生产费用

——生产费用和固定资本的维修费用

——第１３６、１９３—２０２、２７０、３５５—

３５６、４０４、５０２—５０３、５３６页。

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

３８—４４、１２７、１３３—１３４、３８６、３９０、４２１

—４２４、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５、４６３—

４６４、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５—４７６、４９５、４９８—

４９９、５８９页。

生产过剩的危机——见经济危机。

生产价格——第２４１、３７７页。

生产事故

——资本主义制度下造成事故的原因之

一——第１９４页。

生产时间

——定义——第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１、２６６、２６７

页。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第１３８—

１４１、２６６—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５、２８５—

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２页。

——生产时间和劳动期间——第２５５—

２５９、２６７、２８５—２８７、３５２、５３６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缩短生产时间的条

件和方法——第１４１、２６２—２６７、２７０

—２７２页。

——生产时间是周转时间的组成部分

——第１３８、１４３、１７１、１７４、２５９、２７６、

２８５—２８６、３９３、３９６—３９７页。

——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第１３８、１４１

—１４３、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５、３０９—

３１６、３９１—３９３、３９６—３９７页。

——生产时间和预付资本量——第１３８、

２５６—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４、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０

—２９５、３０９—３１２、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７页。

——生产时间和对工人的剥削——第

１４０、２６６页。

  并见可变资本，剩余价值。

生产资本

——定义和一般评述——第３４、３５、３７—

５３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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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１—４５、６３、８７、９５、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１

—１１２、１３４、１３９—１４１、１８０—１８８、

２０５、２１１—２１４、２１７—２２２、２２７—２３０、

２３２—２３９、２４７—２４８、２７３、２９３、２９８、

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５、５０３页。

——作为产业资本的形式——第６３页。

——储备形式的生产资本——第１５７—

１６０页。

  并见生产资本的循环。

生产资本的循环

——定义——第７５—７６、３８９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的公式——第７３—

７４、７５、８７、９３—９４、１００、１０７、４３６页。

——循环时间——第１３８页。

——生产资本的职能——第４１—４５、６８、

７５、８７—８８、９２—９３、９５、１０７、１３８—

１４１、１７１—１７２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的决定目的——第

９２、１１６、１７１—１７２页。

——商品资本的实现——第４６—５９、７０、

７６、１０３—１０６、１２５—１２６、１３４—１３５、

１４４—１４５页。

——资本价值的运动和剩余价值的运动

的分离——第７６—８２、９３、９４、９６—

９８、１０３—１０６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正常进行的条件

——第８１、８５—８６、８８—９１、９９—１００、

１２２—１２６页。

——价值和价格的变化的影响——第８５

—８６、１０６、１０９、１２２—１２６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和个人消费——第

４２—４３、６９—７２、８８—９０、１０９、１３７、

１４５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和资本家的收入

——第７７—８３、１３７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和货币积累基金的

形成——第９１—９２、９６—９８、１３７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和扩大再生产——第

９１—９２、９６—９７、１０９、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７

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和货币准备金——第

９９—１００、１３７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和经济危机——第

８８—９０页。

——生产资本的循环是生产过程和流通

过程的统一——第７０、７５—７６、１１６—

１２２页。

——作为产业资本的运动——第６３、６７、

７５—７６、９４—９５、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６—

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１、１３２页。

——作为再生产的过程和形式——７５—

７７、８５—９３、１００、１０７、１１７—１２１、１２６

—１２７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判

——第８１、８２、８７—９０、９５、１００、１０７—

１０８、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２—１３４、１４２—１４３、

１７３页。

  并见资本周转，生产资本。

生产资料

——一般评述——第３２—３４、３７—３９、４１

—４５、１３８—１４１、１５８—１５９、１７６—

１８１、２２５—２２６、２４１、４３８—４３９、４８９、

５５９—５６１页。

——作为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的物质形

式——第４４—４５、１３８—１４０、１５８—

１５９、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３、２４１、２５４、４３８—

４３９、４７０—４７４页。

——生产资料和价值创造过程——第１４０

—１４１、１７６—１８０、２４１页。

——生产资料生产的部类——第４０４—

４０５、４０８、４３８—４３９、４７０—４７４、５２８—

５２９页。

  并见不变资本。

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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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评述——第４３、７０、８４、１２７、１３５、

１８５—１８６、２２７、３６５、３７７—３７９、４２２、

４２４、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３、４５５—４５７、５８２、

５８４、５８５页。

——生活资料和工资的实物形式——第

１８５—１８６、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１、３５４、５７４—

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４页。

——生活资料和可变资本——第８４—８５、

１２７、１３５、１８５—１８６、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６—

２３９、２４４—２５３、３４３—３４４、３４６、３４８、

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４、３７０、３７７—３７９、４２１—

４２４、４５３—４５６、４５８—４５９、４９０—４９２、

５０１、５１２—５１３页。

——生活资料和个人消费的社会基金——

第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５—１６６、２２７、２３２、

２３５、４０５、４０８—４０９、４３５、４３９、５６９页。

——生活资料和劳动力价值——第４２１—

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４、５４３—５４４页。

——生活资料和“劳动基金”学说——第

２３９页。

——生活资料和重农学派的理论——第

２３６—２３７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的原因——第３５０—３５１、３７７—３７９、

４５６—４５７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对生活资料进行有

计划的生产和消费的必要性——第

３５０页。

  并见个人消费品。

生物学——第２３２页。

剩余产品——第５０、６６、７５、８１、９２、１１３、

１１５、１６７、５３４、５５４、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２、

５６６、５８５、５８６页。

剩余价值

——卡·马克思制定科学的剩余价值理

论的历史及其意义——第１２—１８、２０

—２５页。

——定义——第１３—１６、２１—２２、４５、５０、

１８６、２４３、２４４、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８、４３０—

４３１、５３３页。

——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第２２、４２７

—４２８页。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的决定目

的——第６８—７１、９１—９２、１０７、１１４、

１１６、１２２、１３４—１３７、１７１—１７５、３４１、

３８９、３９９、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１、４５７、４９８、

５６８页。

——年剩余价值率——第３２７—３４２、３４７

—３４９、３５５、３９１页。

——剩余价值量——第３３０—３３２、３３９、

３４７—３４９、３５５页。

——剩余价值的实现——第５０—５３、７６、

７７、７９、８１、８３、１０３、１０４、１３４、１４１、

１４４、３５２、３５５、３５７、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６—

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４、３７６—３７７、３８７、３８８、

４４８、４５３—４５４、４５７、４６６—４６７、５３３—

５３４、５６３、５７６页。

——剩余价值的分配——第１４—１６、２４１、

３７０、３８８、４１２—４１３、４３１、４４０—４４１

页。

——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第９１—９４、

１１５、３５５—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０、５５１、５７６—

５８２、５８６—５８８页。

——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而消费——第８５、

１１３、３４３、３５５、４１７、４２４、４２６、４４８、４５５

—４５６、４６６—４６７、４７５—４７６、５３２—

５３５页。

——剩余价值和工资——第１６、２２、４９、

２５１、３２７—３４３、３４７、３４９、３７６—３７８、

４１５—４１７、４２４—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１、４３３、

４５５—４５９、４６５—４６６、４６９、５０３页。

——剩余价值和流通费用——第１５４、１６７

页。

——剩余价值和固定资本修理费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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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１９３—２０２、２７０、４０４、５０２—５０３、

５３６页。

——剩余价值和保险——第１５４、１９８页。

——对资产阶级的剩余价值起源理论的

批判——第１２—１８、２２—２５、１４２—

１４３、２２１、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９—２５２、３３９、

３６６、４９６、５４０—５５０页。

剩余价值规律——第１５—１６、３３２—３３４

页。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率的总的定义——第３２９—

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０、３４７页。

——年剩余价值率——第３２７—３４２、３４７

—３４９、３５５、３９１页。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第３３０

—３３２、３３９、３４７—３４８、３４９、３５５页。

——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第９、２４—

２５、２４１、３７７—３７９、５９０页。

——剩余价值率和资本周转——第９、２４

—２５、３４９页。

剩余劳动——第１４—１８、３３、３６、４５、８１、

１４９、３２９—３３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７４、４７９、

５５９—５６０页。

失业——见相对人口过剩。

食利者——第４７０页。

使用价值——第３６—３８、７０、８８、１４４—

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８、１８０、２２８、

２３４、４１８、４２９、４８２页。

——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第１０３、

１４０、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０、１９０、２５７页。

——使用价值和交通运输工具的效用

——第６５—６６页。

——使用价值和储备的形成与保管方面

的费用——第１５４—１６７、２７３—２７４、

２７６、２８１—２８４、５０３页。

——使用价值和商品及商品资本的流通

时间——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使用价值和价值——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世界市场——第２３、１２７、１３１、１６１、１８２、

２７９页。

  并见对外贸易。

收入

——单个工人的收入和工人阶级的收入

——第４０４—４０５、４１１、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０、

４２１—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４、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６、

５００—５０１页。

——单个资本家的收入和资本家阶级的

收入——第７９、８１、８４、９３、１０８—１０９、

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１—１３２、２０１、３４３、４１５—

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４—４２５、４３０—４３１、４４１—

４４２、４６８—４６９、５６２、５６８页。

——其他居民阶层的收入——第３６９、

３７０、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５—４１６、４３１、

４７０页。

——对资产阶级收入概念的批判——第

２３—２４、８２、４０１—４１５、４１７—４１８、

４２２、４２４—４２６、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４、４５４—

４５５、４８４—４８７、４９０—４９２、４９６、５００—

５０１、５４０—５５０、５６８页。

手工业生产——第１１８页。

输出——见对外贸易。

输入——见对外贸易。

数量和质量——第３２—３４、５３—５５、９７、

２０４—２０６、４１６、４５４、４５５、４５７、５７１页。

数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数学的研究和

运用）——第７、９、３１５页。

苏格兰——第１３２、２５４、４０２页。

所有制（资本主义的）——第３８、２２６、２３５、

４２８、４２９、４６９—４７０页。

  并见土地所有权。

Ｔ

铁路——第６５、１１３、１６９、１８２、１８９—１９３、

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２、２３５、２５７、２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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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６、３５０—３５１、５３６页。

  并见运输业。

统一

——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第

１１６页。

——资本循环三种形式的统一——第

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３、１５０—１５１、２８３—２８４

页。

投机——第６８、１２２、１６７、２３５、２６０—２６１、

３５１、３５７、３７７、４５６页。

土地——第２３４、３９４—３９５、５３７、５４７页。

——财富的自然源泉——第３９４、３９６页。

土地肥力

——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土地肥力的掠夺

——第３９４页。

——提高土地肥力的方法——第１７９页。

土地所有权——第１３—１５、２３—２４、４１、

２６１、３８１、３９４—３９９、４０２、４１２—４１３、

４３１、５１１、５４７页。

Ｗ

威尼斯——第２８０页。

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般原理和个别例子）

——第１３、２１—２２、３８—３９、４０、４３—４４、６６

—６７、１０７—１０８、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６—

１２８、１３２—１３４、１５３、１５８—１５９、２０６—

２０７、２６０、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７—２８０、３５０—

３５３、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４、３９３—３９７、３９８—

３９９、４１２—４１３、４８３、４９１—４９２、５３７、

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５页。

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

物理学——第９１、２６６页。

Ｘ

希腊（古代）——第５３９页。

相对人口过剩——第３５１、５６５、５８１页。

——相对人口过剩和工业周期的阶段

——第４５６—４５７页。

消费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

矛盾——第３５２、４５６—４５８页。

——作为资本循环和再生产过程的要素

——第６８—６９、８１、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４、

３９０—３９１、４３５—４３６、５６７—５６８、５６９

页。

——生产消费——第３２—３３、５１、６９—７０、

８７—８９、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４、１７８、２２５、３９０

页。

——个人消费——第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４、１７８、

３９０、４３９页。

——工人和工人阶级的消费——第３５—

３６、６９—７０、８８、８９、１０９、１６２、２３１、

３６９、３７７、３９０、４０５—４０６、４２４、４５６、

４６９、４９８、５３６、５８２—５８５页。

——资本家和资本家阶级的消费——第

６９—７０、７２、７７、８２、８９、１０９、３５５、３６８

—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３、３７７、３８７、３９０、４０５

—４０６、４２４、４５５—４５７、４６９、５３６、５６８

页。

——消费和信用——第２１０页。

——资本对劳动力的消费——第３７—３８、

３９、４２、４３、６９—７０、１２３、１３１、１８４—

１８５、２３１、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７—２４８、

３２８、３４３、３９４、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８—４３０、

４４２—４４３页。

销售市场——第４６、４８、５１、８９、１３４、１４５、

１７０、２５５、２６１、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１—２８４、

３５２—３５４、５３９页。

  并见世界市场。

协作——第１５９、２６２、３９４页。

信贷（信用）

——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第１３２—１３３、

２０３、２６１、２８０、３１３、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６—

３５８、３８４、４１９、４５９、４６９、５３７、５４０、５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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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６、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５、５８６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信用的意义——第

７９—８０、１３２—１３３、１６０、１６７、２０３、２０８

—２１０、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２、２８１、

２８７、２９２、３１４、３２３—３２５、３４６、３５２—

３５３、３５６—３５８、３８４、３８５、３９６、４１９、

４５４、４５９、４６９、５１１、５４０、５５６、５６２、５６４

—５６５、５８６页。

——信用货币——第１２９、３５８、３９７页。

——工人给资本家以信贷——第３５、８３—

８４、２０８—２０９、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２—２４３、

２９２、３５８—３６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４２—４４３、

４６１、４９６、５００、５０１页。

——对资产阶级关于信用的观点的批判

——第１３２—１３３、１６６、２０８—２１０页。

  并见银行，货币资本，货币市场，借贷

资本。

形式和内容——第３２、４０页。

修理

——小修和大修——第１３６、１９７—１９８页。

——修理费用——第１３６、１９３—２０２、２７０、

３５５—３５６、４０４、５０２—５０３、５３６页。

——修理费用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第

１３６、１９６—２００页。

——修理费用和对工人的剥削——第１９４

—１９５页。

  并见固定资本的折旧，机器，固定资

本。

需求和供给

——一般原理——第８９、１３４—１３７、１６２、

１６４—１６５、３１７、３５１、３７７—３７８页。

——供求规律——第３７８页。

畜牧业——第１９３、２７２—２７３页。

Ｙ

雅典（古代）——第５３８页。

研究方法（马克思《资本论》中的）

——逻辑连贯性和研究方法——第３２、３５

—３６、７７、９３、１１２—１１４、１２２—１２４、

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５—１５８、１７１—１７５、２０５

—２０６、２５９—２６０、２７６、２８５—２８６、

２９５、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９—３１２、３１５—３１６、

３１９、３２７—３３２、３６０、３７０、３７６、３８４、

３８８、３９１—３９２、４３５—４４２、４８１—４８４、

４９８、５０４—５０５、５１２、５１９—５２４、５２８、

５３７—５３８、５５１—５５４、５６５、５６８、５７４、

５８８—５９０页。

——对空想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的方法论的批判——第１２—２５、３９、

４６、７３、８１、８２、１０７—１０８、１３２—１３４、

１４２—１４３、１５７—１５８、１７３、１８０—１８１、

２０８—２５４、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５、３３１、３６６、

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４、３９９—４１６、４１７—４１９、

４２２—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４、４８４—４８７、４８９

—４９２、５１２、５２７、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３—

５３６、５４０—５５０、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８、５７３—

５７５页。

徭役——见农奴制。

夜间劳动——第１４０、２６６页。

一般等价物——见货币，金（和银）。

役畜——第１７９、１９１、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７、２３９、

２７０、２７２、４１４、４２４、４３９、４８５页。

银——见金（和银）。

银行——第７、９８、１３７、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３、

２８０、３５３、３８３、３８７、４５９、５５６页。

  并见信贷（信用），借贷资本。

银行券——第５３０、５３８页。

印度——第４３、６５、１２６、１５８、２６４、２７９—

２８０、３５３页。

印度尼西亚——第１２６页。

英国——第１９、７９—８０、８８—９０、１３２、１５６、

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９、１９３、１９８、２０１、２６０—

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４、２７５、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２、

３５３、３５９—３６０、４０２、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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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工联——第３７８页。

有价证券——第９２、９８、５６２页。

——公债券——第３８７页。

  并见股票。

有用劳动——见具体劳动。

原料——第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３

—１８４、１８９、２１８、２２５、２３０、２４４—２４５、

２４６—２４７、２８２、３２３、４０８、４３９、４５２、

４８７、５０３、５２７页。

原因和结果（个别原理）——第５４、１４２—

１４３、３７８—３７９页。

运河——第１６９、１８２、２０１、２６０、２７８页。

——苏伊士运河——第２８０页。

运输工具

——资本主义制度下运输工具的意义和

发展——第１４５、１６０—１６１、１７８、２７７

—２７９页。

  并见运输业。

运输业

——运输业中生产过程和劳动过程的特

点——第６５—６６、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８页。

——运输工具的发展对生产和人口的分

布以及对资本积聚的影响——第

１４５、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８—１６９、２７７—２７９、

３２３页。

——运输费用——第１６７—１７０、２７７—

２８０、４８５页。

——运输业中资本循环的公式——第６６

页。

——运输工具的发展对资本周转的影响

——第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２页。

——运输业和储备的形成——第１６０—

１６１页。

Ｚ

再生产

——马克思制定再生产理论的历史和这

一理论的意义——第７—２５、３１—３２、

１３１—１３２、１７２、３４３、３５６、３９１—３９２、

４３７—４３８、５１２、５５１页。

——定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的基

本特点——第４１、７５—７７、８７、９１—

９３、１１６—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１、１３７、１４４、

１４５、１４８—１４９、１７２—１７５、２０４—２０７、

２２６、３６０、３６１、３８４、３８９—３９５、４３５—

４３８、４５５—４５９、４７４—４７６、４８３、４８８—

４９０、５０２—５０５、５０７、５１２、５２１—５２２、

５２５—５２６、５３７、５５１—５５４、５５６—５６０、

５６７—５６８、５６９—５７０、５８４—５８５、５８８

—５９０页。

——自然的再生产——第１９３、３９８—３９９

页。

——单个产业资本的再生产——第７５—

７７、８０—８１、８５—９０、９２—９３、９６—

１０３、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４—１１７、１１９—１２３、

１２５、１３７、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２、１７２、１７４、

１８８、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４—２０６、２２６、３９０—

３９３、３９５、４３５—４３８、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１—

４８２、５５１—５５２、５５４—５５５、５６２页。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第１０９、１１３

—１１７、１２０、１６６、１７２—１７３、１９８、２３１、

３６０—３６２、３７３—３７４、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３、

４３５—４４２、４５３—４５５、４７４—４７６、４８１

—４８４、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５、５０２—５０７、５２１

—５２２、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９、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０

—５６５、５６７—５６８、５７１—５７２、５８４—

５８５、５８８—５９０页。

——作为货币材料的金银的再生产——第

１５３、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３７３—３７５、３８２、

３８４、３９６、５２７—５３３、５３７、５５３—５５４

页。

——社会财富的再生产——第１９８、４０３—

４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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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

３８—４４、１２７、１３３—１３４、３８６、３９０、４２１

—４２４、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５、４６３—

４６４、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５、４９５、４９８—４９９、

５８９页。

——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第

２２、３８—３９、４０—４４、６９—７０、８８、１０９、

１２７、１３３、１８４—１８６、１８８—１８９、２３１、

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３、３４３、３５１、３８６、３９０、

４１９—４２５、４３０、４３５、４５５—４５７、４６０—

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４、４７５、４９０—４９３、４９５—

４９９、５０３、５６５、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１页。

——重农学派论再生产——第１１４—１１５、

２１２、２２２、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５、２４９、３８０、

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４１０、４１９、５５９页。

——对资产阶级的再生产理论和资本流

通理论的批判——第２２—２５、４６、８１、

８２、８７—８８、１００、１０７—１０８、１２２—

１２３、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４、１４２—１４３、

１５７—１５８、１７３、２２２、２３２、２４３—２４５、

２４９—２５３、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５、３３１、３５８—

３６０、３６６—３７０、３７７—３７８、３９９—４１９、

４２４—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４、４５４—４５８、４６９、

４７４—４７５、４８４—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２、４９６、

５０１、５０９、５１２、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５—５３６、

５４０—５５０、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８、

５８２—５８４页。

  并见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

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第１５８页。

——作为掠夺奴隶的手段——第５３９页。

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历史——第１３—２５、

３３１页。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般评述

——第８１、１４２—１４３、２４２—２４４、３６６

页。

——卡·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实现的

变革——第１４—１５、２０—２５页。

  并见《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资

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重商主义，

重农学派，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

学。

支付差额——第８５、３５３—３５４、５６５页。

植物学——第１６９页。

中国——第４３、１１８、１２６、２８０页。

中世纪——第１４７页。

重农学派——第１１４、２１１—２１５、２２２、２３４、

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５、２４９—２５１、３８０、３９８—

４０１、４１０、４１９、４２０、４３３、５５７、５５９页。

重商主义——第１３、７０、７３、１１５页。

周期——见工业周期。

周转期间——见周转时间。

周转时间

——定义——第１３８、１４３、１７１、１７４、２０４—

２０８、２７６、３４１页。

——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第１３６、

２１２、２４６、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６—

２７４、３０９—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６、３２７—３３２、

３４１—３４４、３６３—３６４、３６８、３９１、３９３

页。

——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第１３６、１８２

—１８４、２０４—２０８、２１１、２１２、２４６—

２４７、２５８、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６—２７４、３０９、

３２８、３５７、３９１、３９４、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６—

５０７、５３９、５５７、５９０页。

——预付总资本的周转时间——第２０４—

２０８、２７４—２７５、３４１、３７１—３７２页。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第

２８５—３０２、３０３—３２６、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６

页。

——周转时间的持续上产生差别的原因

——第１４２—１４３、２０８—２１０、２５３、２８６

—２８７、３０９—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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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４、３３３、３５２、３９３、３９６页。

——周转时间和剩余价值率及剩余价值

量——第３２７—３４９、３５５、３５７、３９１

页。

铸币——第８２、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８、３９６、５３０、

５３７页。

资本

——资本的一般定义——第３４、３５、４０、４４

—４５、４８、５３—５９、６０—６３、６６—７２、

９２、１２２—１２３、１７１—１７５、２１２—２１３、

２４３—２４４页。

——剥削劳动力是资本生存的基本条件

——第３２—４５、５０、６９—７０、８７、８８、

１３３、１５４页。

——价值增殖是资本运动的目的——第

３４、４５、６８—７１、７２、８１、８７—８８、９２、

１０７、１１６、１２２—１３４、１７２—１７５、２４７、

３６６页。

——生产领域中的资本形式——第２１—

２２、３１—３４、３７—３８、４１—４５、５１、５９—

６４、６５—６７、６９、７１—７３、７５—７６、８７—

８８、９２—９５、１０７—１１４、１１７—１２１、１３８

—１４１、１５８—１６０、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０—

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９页。

——流通领域中的资本形式——第３１—

４１、４６—５９、６０—６３、６４—７４、７９、８１—

８２、８３、８５—８７、９０—９１、９４—９６、９８、

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６—１１５、１１７—１２１、１４１

—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０

—１６６、１８７—１８８、２１４—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２

—２２３、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１页。

——资本循环的三种形式的统一——第

６３、９４—９５、１１６—１２２、１５０—１５１、２８３

—２８４页。

——资本循环过程的条件和矛盾——第

３１、３３—３４、３７—４５、４８—４９、６３—６４、

６６—８１、８４、１００、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２—

１２８、１４３、１５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１、１６３—

１６４页。

——对资产阶级关于资本的定义的批判

——第３９、４６、８２、８７—８８、９５、１２２—

１２３、１２８—１２９、１４２—１４３、１８０—１８１、

１８７、２１２—２１５、２４０—２５４、４０１—４１０、

４３１—４３４、４５４—４５５、４８４—４８７、４８９

—４９２、５００—５０１页。

资本的预付

——实质和目的——第５３—５４、６０—６３、

６８—７０、７２、１７１—１７５、３４１—３４２、

３４９、３９２—３９７、４２０、４２９—４３１页。

——资本的预付的不同形式——第３４、５１

—５２、５５、６３、６４—６５、６８、７２—７３、８３、

１５０、１６２—１６３、１７１—１７３、１８０—１８１、

２１４、２３６—２３８、２５１—２５２、２８１—２８２、

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２、２９３、３５５—３５６、３７５—

３７６、３９２、３９３、３９７、４４２—４４３、４９９页。

——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额——第９１—９２、

９６—９８、１２４、１３７、２８６、３９５—３９７、５５１

—５５２页。

——可变资本预付的特点——第３７—３８、

７２、８３—８５、１８４—１８５、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２

—２４３、２４５、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８—２５９、

２９２、２９３、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８、３４１—３４２、

３４５、３４８—３５１、３６２、４１１、４１９—４２３、

４４２—４４３、４５３、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２、４６３—

４６４、４６９、４９０—４９１、４９９—５００、５３１、

５３７—５３８页。

——固定资本预付的特点——第６４—６５、

１７６—１７８、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２、１９４

—１９７、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５、２４２—２４３、

２５８、２７４—２７５、３６４—３６５、３６９、３９４、

５０６—５０７、５３６、５３９、５５７页。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第

２８５—３１６、３４９、３９３、３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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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资本的总周转——第２０４—２０８

页。

——资本的预付和信用——第１２４—１２７、

２０８—２１０、２６０、２６１、３２１、３９６、４６９页。

——资本的预付和劳动期间的持续——第

２５６—２５７、２５９—２６４、２７１页。

——重农学派论资本的预付——第１１４—

１１５、２１１、２２２、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５、２４９、

３８０、３９９—４０１、４２０、５５９页。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第４４、５０、１２３、

１３４、１４０、１９３—１９４、２４４—２４５、２６６、

２８６、３４９、３９９、５６５、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２—

５８４页。

——资本剥削劳动力程度的表现——第

４９、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８—３３９页。

——资本从内含方面和外延方面加强对

劳动力的剥削——第３５６—３５７、３９４

页。

  并见劳动的强化，劳动力，工人阶级。

资本积骤——第２６０—２６２页。

资本积累

——作为保存资本的目的和条件——第

９２、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７、１７１—

１７５、５６８、５８９页。

——作为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第９３—

９４、３５５—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０、３９４、５５１、

５７６—５８２、５８６—５８８页。

——潜在货币资本（贮藏货币）形式上的

资本积累——第９０—９２、９７—１００、

１２５、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１９８、２０２、２８３—

２８４、３５７—３５８、３８５—３８８、５３７、５５１—

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６、５７５、５８６、５９１—５９２

页。

——债权、银行存款、有价证券形式上的

资本积累——第９２、９８、１３７、３５７—

３５８、３８７、５５６、５６２、５８５—５８６页。

——固定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积累——第

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８—２０７、２６２、５３６—５３７

页。

——作为扩大再生产——第９２—９４、１０９、

１１５、１１６、１９２、１９８、３５６—３５７、３８２、

３９３—３９７、４０２—４０３、５５４—５９０页。

——简单再生产是资本积累的现实因素

——第４３７—４３８、４５７、５５６—５６０、５７１

—５７２、５７６、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８—５８９页。

——简单再生产过渡到扩大再生产的条

件——第５６０、５６５、５６７—５７０、５７４—

５７６、５８８—５９０页。

——扩大再生产公式——第５７１—５９０页。

——资本积累和积累率——第５８８页。

——资本积累和资本家个人消费的增长

——第８１、５６８、５８１页。

——资本积累和劳动生产率——第５６１、

５８１页。

——资本积累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第９６、１３５、５８１页。

——资本积累和经济危机——第８８—９１、

１９１、２０６—２０７、４５６—４５７、５５７—５５９、

５８９页。

——资本积累和对工人的剥削——第１９３

—１９４、３４９、３５７、３９４、５６５、５７４—５７５、

５８２—５８４页。

——对资产阶级理论的批判——第１０７—

１０８、１４２—１４３、３８４、４８９—４９０、５４０—

５５０、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８、５７４—５７５页。

  并见资本积聚，资本集中。

资本集中——第３８８、３９５页。

资本家

——对资本家的一般评述——第３１、３２、

３８、４２、４３、４９—５０、７０、７２、８４、８５、８９、

９０、１００、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６、１１９、１２２、

１２４、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８、１４４、

１４６、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５、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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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１８６、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４、２２４、２２６、

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３、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８、

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９、２７７、３５５—３５８、３６６、

３７０—３７３、３７７—３７８、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４、

３９６、４０３、４１６—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４、

４２９—４３１、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２—４４３、４６０—

４６１、４６８—４６９、４８３、５３６—５３７、５３８—

５３９、５５１—５５３、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５页。

——资本家是资本的人格化——第１３４、

１４６、５３３页。

——资本家活动的决定目的——第９２、

１３４、１３７、１６２、１６３、１７４、２４５—２４８、

２５１、３６６、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１、４５７、

４９８页。

——资本家的收入和个人消费——第６９

—７０、７７、７９、８１—８２、８４、８９、１３７、３５２、

３５５、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３、３９０、４０３、４０５—

４０９、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４—４２６、４３０—４３１、

４３５—４３６、４５７、４６７—４６８、５３６页。

——资本家和对工人的剥削——第１８４—

１８６、１９４、２０８—２０９、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５—

２４８、２５８—２５９、３４３—３５１、３７５—３７８、

３９０、４１１、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７—

４２８、４４２—４４３、４９０—４９２、５７４—５７５、

５８２—５８５页。

——资本家和破产——第８８、１２２、２６１、

３５３、４６９页。

资本家阶级

——资本家阶级产生和生存的基本条件

——第３２—４５、６６—６７、４１７、４３５、５３４

页。

——产业资本家是资本家阶级的主要代

表——第６６—６７、１２４、１３３—１３７、１４７

—１４８、３７０、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０、４１２—４１３、

４５９、４６８、４７０、５１１、５３２—５３４、５６８—

５６９页。

《资本论》（卡尔·马克思著）

——写作经过——第３—１２、２１—２２、２５

页。

——第一卷的研究对象和个别原理——第

４、１６、１９—２２、３１—３２、３５—３６、４０、

４４、６０、６４、７９、９２、１１６、１２９、１４０、１４３、

１５９、１６９、１７２、１７６、１８１、１８３、１９３、

２０２、２０９、２２５、２２７、２３１、２３９、２４１、

２５２、２６６、３３２、３３４、３４１、３４３、３５６、３６１

—３６２、３６８、３７９—３８０、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３

—３９５、４２７—４２８、４４０、４５９—４６０、

４８９、５５１、５６５、５７１、５７５页。

——第二卷的研究对象——第８—９、２２、

２５、３２、４８—４９、１２９—１３２、１７１—１７５、

２７６—２７７、２８５、３４９、３５５、３６１、３６９、

３７６、３８３、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７、４３５—４３８、

５５１—５５４、５７１—５７６、５８８—５９０页。

——第三卷的内容的说明——第４—７、９、

１５、２２、２５、２０２、２４０、２５３页。

——第四卷的内容的说明和个别原理

——第４—７、１２—１５、１７—１８、２３、２５、

１７８、３９９页。

——马克思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理论的意

义——第１５—１６、２０—２５、２６—２７页。

——弗·恩格斯为《资本论》第二、三卷的

出版所做的工作——第３—１０、２５页。

资本有机构成——第９６、１３５、２４１、５７８、

５８１页。

资本周转

——定义和一般评述——第１２１、１７１—

１７５、２０４—２０７、３４１、３８９—３９３、３９５—

３９６页。

——预付资本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第

１７１—１７５、２０４—２０８、２９９、３４１、３４９、

３５２—３５４页。

——周转周期——第２０５—２０７、２７４—

２７５、３１４、３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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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不同部分周转的区别——第

１３６、１７８—１８１、１８７—１８９、２０８—２２０

页。

——单个资本总周转的计算方法——第

２０４—２０８页。

——流动资本周转的特点——第１３６、１７７

—１７８、１８３—１８９、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８—

２１０、２３６、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６、２５８—２５９、

２７１、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６、３０９—３１２、３２７—

３２８、３６２—３６４、５９０页。

——固定资本周转的特点——第１３６、１７６

—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４、１８７—２０７、２３５—

２３６、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７、２５８、３０９、

４３９—４４０、５９０页。

——可变资本的周转——第１８４—１８７、

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０

—２５１、３２７—３５２页。

——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第１４２

—１４３、２０８—２２０、２５３、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２

—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５、２７６—

２８４、３０９—３１２、３２３、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７页。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第

２８５—３１６、３２１、３４９、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６、

４６５—４６６页。

——价格变化的影响——第３１７—３２６页。

——资本周转和货币流通——第２８３—

２８４、３７６、３７９—３８１、４６５—４６６页。

——资本周转和剩余价值率与剩余价值

量——第３２７—３３３、３４７—３４９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个别论点的批

判——第１７３、１８０—１８１、２０８—２１０、

２５２—２５４、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５页。

  并见周转时间。

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第７３、３８１—

３８２、３９３、４３０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第６８、８７

—９０、１１８—１２０、１２２—１２４、１４３、１４６

—１４７、１６６、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７、２５７、２７９、

２８６、３５０—３５４、３５６、３７７—３７９、３９０、

３９２、４３６—４３７、４５６—４５７、５２６、５３９、

５５７—５５９、５６４—５６５页。

  并见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一般评述——第３８—４５、５９、６３、６６—

７１、７３—７５、８５、８７—９０、９２、１１１、１２２

—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７、１５０—

１５３、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２、

１７４—１７５、１８０—１８１、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６—

２０８、２２９、２３２—２３４、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２、

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９、２７２、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６、

３４３、３４９—３５２、３５８—３６０、３７５、３７９—

３８０、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６—３９６、４２７—

４２８、４３５—４３８、４５５—４５８、４６０—４６２、

５２４—５２８、５３２、５３３—５３４、５３６—５４０、

５５８、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５、５６８、５７４—

５７５、５８１、５８９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决定目的——第

６８—７１、９１、１０７、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２、１７１—

１７５、３８９、３９９、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１、４５７、

４９８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第４２

—４４、７３、３８１—３８４、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

５３７—５３８页。

——生产、分配和流通的规律——第１５—

１６、２１—２５、１１６、１２９—１３０、１４６、１６７

—１６８、２０９、２４１、２５０、２９７—２９８、３３２

—３３５、３３８、３４９、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３６８、

３７６—３７９、３９１—３９６、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６

—４３７、４４６、４５３—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８—

４６９、４８２—４８４、５０８—５０９、５１２—５１３、

５１９—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７、５５６—５５９、５８８

—５９０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和趋

势——第２１—２２、３８—４５、６６—６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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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９２、１１１、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２—

１３５、１４１、１４５、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３、１５８—

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２、１７０、１７４—１７５、１８１、

１９１、２０３、２０６—２０８、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７—

２６８、２７２、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６、３４９—３５２、

３５８—３６０、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８、

３９２—３９６、４５６—４５７、４８９—４９０、５２７

—５２８、５３６—５４０、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４—

５６５、５７４—５７５、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４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危机——第

２３、６３—６４、８８—９０、１２０、１２２、１４０、

１９１、２０６—２０７、２４３—２５３、２５７、２６１、

２８０、３１４、３５０—３５４、４５６——４５７、５２４

—５２７、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４—５６８、５８９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的暂时

性——第６７页。

——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的批判

——第３６—３８、４６、８１、８７—８８、９５、

１０７—１０８、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２

—１３４、１４２—１４４、１５７—１６０、１７３、１８０

—１８１、２３６—２３９、４１２—４１３、４８３、４８９

—４９２、５２７、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１—５６２、

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４页。

——向社会管理生产过渡的必然性——第

２７１、３５０、３９７、４７３—４７４、５２４—５２７

页。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再

生产，国家，资本，资本家，竞争，工人

阶级，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资产阶级——见资本家，资本家阶级。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一般评述——第１１—１９、２１—２５、４６、

１００、１０７—１０８、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２—１３３、

１４２—１４３、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７、２４３—２４５、

２５２—２５３、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５、３３１、３６６、

３９９—４０１、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８—４１９、４３１

—４３３、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９、４８３、４８４—

４８５、４８７、５０９、５１２、５２７、５５７、５６１—

５６２页。

——对亚·斯密理论的评价和批判——第

７、１３—１８、２１１—２３９、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４、

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９—４３２、４５４—４５５、４７５、

４８４—４８７、５３５—５３６页。

——对大·李嘉图理论的评价和批判

——第１５—１８、２４—２５、２４０—２５４、

３３１、４３２—４３３页。

——李嘉图学派的破产——第２４—２５、

３３１页。

——从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到庸俗

政治经济学的过渡——第１９—２０、２３

—２４、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４、３３１、

３９９—４０１、４１０—４１３、４１９、４２４—４２５、

４３１—４３４、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５、４８９—４９２、

５４０—５５０页。

——空想主义者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批判

资本主义——第１６—１９、２１、２７０—

２７１、３５８—３６０页。

——马克思的理论同他的前人的理论的

根本区别——第２０—２５页。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对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一般

评述——第１９—２０、２３—２５、８２、１４２、

１８１、２５１—２５２、３６６、４１３、４３３—４３４、

４９１、５４９—５５０、５７５、５８２—５８４页。

——对它的个别论点和理论的批判——第

４６、８１、８２、８７—８８、９５、１３２—１３４、１６８

—１６９、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４、４１３、４３３—

４３４、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９、４８３、４８８—４９２、

４９６、５１２、５２７、５４０—５５０、５６８、５８２—

５８４页。

自然

——资本对自然物质的利用——第１１４—

１１５、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７、１６８、２１８、２３３、

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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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自然力的利用——第２１０、

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８、３９４页。

——因自然条件而造成的生产过程的中

断——第１２１、１３６—１４１、１７４、１９３—

１９４、１９５、２６６—２７１页。

——自然的再生产——第１９３、３９８—３９９

页。

——自然灾害保险——第１９８页。

——自然和固定资本的损耗——第１８９—

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７、２０１—２０２、２２５、２５８、

２６９页。

——自然和商品保管费用——第１４４—

１４５、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２、１６８—１６９页。

自然经济

——对自然经济的一般评述——第１３２—

１３３、１５８、２２５—２２６、５３８页。

——秘鲁印加国的自然经济——第１３３、

１６７—１６８页。

自由贸易学派——第５５７页。

宗教——第７０页。

总产品——见社会产品。

租地农场主——第１３２、１５１、２１１、２６３、

３９９、４１２、４１４页。

租金——第６４、１９３、１９７—１９８、５３７—５３８、

５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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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单位和货币名称表

重  量

１吨（Ｔｏｎ） ＝２０ １０１６．０５０公斤

１磅（Ｐｏｕｎｄ） ＝１６盎斯 ４５３．５９２ 克

１盎斯（Ｏｕｎｃｅ） ２８．３４９ 克

长  度

１哩（Ｍｉｌｅ） ＝５２８０呎 １６０９．３２９ 米

１俄里（Ｂｅｐｃａ） １０６６．７８０ 米

货  币

１镑（英国金币） ＝２０先令

１先令（英国银币） ＝１２便士

１便士（英国铜币） ＝４法寻

１法寻（英国铜币） ＝１４便士

１美元 ＝１００分

１法朗（法国铸币） ＝１００生丁

１塔勒（德国银币） ＝３马克

埃巨（法国银币）

９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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