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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

资 本 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

第 三 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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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我终于把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的第三卷，理论部分的终结，交给

读者了。当１８８５年第二卷出版的时候，我曾以为，第三卷的困难大

概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实际上情况

也是这样；但我当时没有想到，正是全书这些最重要的章节会给我

造成这么多的困难，同样也没有想到，还有其他一些障碍会如此严

重地拖延本书的付排。

首先而且主要妨碍我的，是长期视力衰退，因此，我多年来不

得不把写作时间限制到最低限度，直到现在，我在灯光下写东西也

只是很偶尔的事情。此外，还有一些别的无法推卸的工作，如马克

思和我本人以前各种著作的重新出版和翻译，就是说要订正、作

序、增补等等，而这些工作没有新的研究是往往不可能进行的。首

先要提到的是第一卷英文版，我对这个版本的文字担负了最后审

核的责任，所以它占了我许多时间。谁要是稍为注意一下最近十年

国际社会主义文献的巨大增长，特别是马克思和我以前的著作的

译本的数量，他就会同意我下面的看法：我很庆幸自己只能在有限

的几种文字上对译者有所帮助，因而只能在有限的几种文字上不

容推卸校订的责任。但是文献的增加不过是国际工人运动本身相

应发展的一个象征。而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又赋予我新的责任。从

我们开始公开活动的那些日子起，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在本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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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行的运动之间的联络工作，大部分落到马克思和我身上；这项

工作随着整个运动的壮大而相应地增加了。但在马克思去世以前，

这方面的工作主要由马克思担负，在他去世以后，这种不断增加的

工作就落到我一个人身上了。不过在此期间，各国工人政党互相间

的直接交往已经成为常规，而且值得庆幸的是，情况越来越是这

样；虽然如此，从我的理论工作考虑，人们要求我给予的帮助还是

太多了。但是谁要是象我这样五十多年来一直在这个运动中从事

活动，他就会把由此产生的各项工作看作一种义不容辞的、必须立

即履行的义务。在我们这个动荡不定的时代，也象十六世纪一样，

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只是在反动派方面还有单纯的理论家，正因

为如此，这些先生们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论家，而只是反动派的辩

护士。

我住在伦敦，进行这种党的交往，在冬季主要是靠通信，在夏

季大部分是靠面谈。由于这个缘故，并且由于我必须注视着运动在

日益增多的国家中的发展以及增加得更快的机关报刊的情况，所

以，凡是不容中断的工作都只好到冬天，特别是一年的最初三个月

去完成。一个人过了七十岁，大脑中的迈内尔特联想纤维工作起来

迟钝得令人讨厌，要克服困难的理论工作上的中断造成的影响，再

也不象以前那样容易那样迅速了。因此，一个冬天的工作要是没有

完成，到下一个冬天很大部分只好重新做起。这种情况，特别发生

在困难最多的第五篇。

读者从下面的叙述将会知道，本卷的编辑工作根本不同于第

二卷。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每一篇的开端通常都

相当细心地撰写过，甚至文字多半也经过推敲。但是越往下，文稿

就越是带有草稿性质，越不完全，越是离开本题谈论那些在研究过

４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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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言                      5 

程中出现的、其最终位置尚待以后安排的枝节问题，句子也由于是

按照当时产生的思想写下来的，就越长，越复杂。在许多地方，笔

迹和叙述非常清楚地显露出，作者由于工作过度而得的病发作了，

并且逐渐加重；这种情况起先使他独自进行工作越来越困难，最后

竟时常使他的工作完全无法进行。这并不奇怪。在1863年和1867

年之间，马克思不仅已经为《资本论》后两卷写成了初稿，把第一

卷整理好准备付印，而且还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创立和扩大做了大量

的工作。但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病在1864年和1865年就显出

严重的症状，使他不能亲手完成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工作。

　　我的工作首先是按照原文把全部手稿口授一遍，弄出一个易读

的抄本；这个手稿的原文，甚至我也往往费很大劲才能辨认。这件

事就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抄完以后，才能开始真正的编辑工作。

我把这种编辑工作限制在最必要的范围之内。凡是意义明白的地方，

我总是尽可能保持初稿的性质。个别重复的地方，我也没有划去，

因为在那些地方，象马克思通常所做的那样，都是从不同的角度论

述同一问题，或至少是用不同的说法阐明同一问题。在我所作的改

动或增补已经超出单纯编辑的范围的地方，或在我必须利用马克思

提供的实际材料，哪怕尽可能按照马克思的精神而自行得出结论的

地方，我都用四角括号1括起来，并附上我的姓名的缩写。我加的

脚注有时没有用括号；但是，凡是注的末尾有我的姓名的缩写的地

方，这个注就全部由我负责。

　　在这个手稿里面有许多提示，表示这些地方留待以后阐述，可

是这些诺言并没有全部实现，这对一个初稿来说是不言而喻的。我

1 本卷用花括号{}——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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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中 出 现 的 、 其 最 终 位 置 尚 待 以 后 安 排 的 枝 节 问 题 ， 句 子 也 由 于 是 按 照 当 时 产 生 的 思 想 写 下 来 的 ， 就 越 长 ， 越 复 杂 。 在 许 多 地 方 ， 笔 迹 和 叙 述 非 常 清 楚 地 显 露 出 ， 作 者 由 于 工 作 过 度 而 得 的 病 发 作 了 ， 并 且 逐 渐 加 重 ； 这 种 情 况 起 先 使 他 独 自 进 行 工 作 越 来 越 困 难 ， 最 后 竟 时 常 使 他 的 工 作 完 全 无 法 进 行 。 这 并 不 奇 怪 。 在 １ ８ ６ ３ 年 和 １ ８ ６ ７ 年 之 间 ， 马 克 思 不 仅 已 经 为 《 资 本 论 》 后 两 卷 写 成 了 初 稿 ， 把 第 一 卷 整 理 好 准 备 付 印 ， 而 且 还 为 国 际 工 人 协 会 的 创 立 和 扩 大 做 了 大 量 的 工 作 。 但 是 ， 由 于 这 个 原 因 ， 他 的 病 在 １ ８ ６ ４ 年 和 １ ８ ６ ５ 年 就 显 露 出 严 重 的 症 状 ， 使 他 不 能 亲 手 完 成 第 二 卷 和 第 三 卷 的 工 作 。 我 的 工 作 首 先 是 按 照 原 文 把 全 部 手 稿 口 授 一 遍 ， 弄 出 一 个 易 读 的 抄 本 ； 这 个 手 稿 的 原 文 ， 甚 至 我 也 往 往 费 很 大 劲 才 能 辨 认 。 这 件 事 就 花 费 了 相 当 多 的 时 间 。 抄 完 以 后 ， 才 能 开 始 真 正 的 编 辑 工 作 。 我 把 这 种 编 辑 工 作 限 制 在 最 必 要 的 范 围 内 。 凡 是 意 义 明 白 的 地 方 ， 我 总 是 尽 可 能 保 存 初 稿 的 性 质 。 个 别 重 复 的 地 方 ， 我 也 没 有 划 去 ， 因 为 在 那 些 地 方 ， 象 马 克 思 通 常 所 做 的 那 样 ， 都 是 从 不 同 的 角 度 论 述 同 一 问 题 ， 或 至 少 是 用 不 同 的 说 法 阐 明 同 一 问 题 。 在 我 所 作 的 改 动 或 增 补 已 经 超 出 单 纯 编 辑 的 范 围 的 地 方 ， 或 在 我 必 须 利 用 马 克 思 提 供 的 实 际 材 料 ， 哪 怕 尽 可 能 按 照 马 克 思 的 精 神 而 自 行 得 出 结 论 的 地 方 ， 我 都 用 四 角 括 号 ① 括 起 来 ， 并 附 上 我 的 姓 名 的 缩 写 。 我 加 的 脚 注 有 时 没 有 用 括 号 ； 但 是 ， 凡 是 注 的 末 尾 有 我 的 姓 名 的 缩 写 的 地 方 ， 这 个 注 就 全 部 由 我 负 责 。 在 这 个 手 稿 里 面 有 许 多 提 示 ， 表 示 这 些 地 方 留 待 以 后 阐 述 ， 可 是 这 些 诺 言 并 没 有 全 都 实 现 ， 这 对 一 个 初 稿 来 说 是 不 言 而 喻 的 。 我 ７ 序       言 ① 本 卷 用 花 括 号 ｛ ｝ 。 — — 编 者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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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这些地方保持原样，因为它们可以表明作者打算将来进行加工

的意图。

现在谈一下详细情况。

对第一篇来说，主要的手稿只有大大压缩才能使用。这份手稿

一开始全是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数学计算（构成本

卷第３章），而我们这个第一章阐述的题目，却是到后来才附带说

到。这里有两个各有对开纸八页的修改稿的开头部分可供利用，但

不是始终都写得很连贯。现在的第一章就是由这两个部分编成的。

第二章采自主要的手稿。可用于第三章的有一系列未完成的数学

计算，此外还有一整本差不多已经完成的、在七十年代写成的笔

记，用方程式来说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把第一卷的大部

分译成英文的我的朋友赛米尔·穆尔，为我整理了这个笔记，他作

为剑桥的一位老数学家，担任这项工作是更合适得多的。然后我就

按照他的摘要，有时也利用主要的手稿，编成第三章。第四章只有

一个标题。但是，因为这一章研究的问题即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极

为重要，所以由我亲自执笔写成，因而全章的正文都放在括号内。

从这里我又发现，第三章的利润率公式实际上需要作一些修改才

能普遍适用。从第五章起，对本篇其余部分来说，主要的手稿是唯

一的来源，虽然在这里也还必须作很多的变动和补充。

以下三篇，除了文字上的修订，我几乎可以完全按照原来的手

稿进行编辑。少数几处，大多是关于周转的影响的地方，曾经过加

工，以便和我补写的第四章一致起来；这些地方也都放在括号内，

并且标上我的姓名的缩写。

主要的困难在第五篇。那里讨论的也是全卷最复杂的问题。正

当马克思写这一篇时，上面提到的重病又一次发作了。因此，这一

８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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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不但没有现成的草稿，甚至没有可以提供轮廓，以便加以充实的

纲要，只不过是开了一个头，不少地方只是一堆未经整理的笔记、

评述和摘录的资料。起初我曾试图象对第一篇在某种程度上已经

做过的那样来编辑这一篇，即把空白补足，对只有提示的片断进行

加工，使这一篇至少可以接近于作者原来打算写成的那个样子。我

至少这样试了三次，但每一次都失败了，由此丧失的时间就是出版

推迟的主要原因之一。最后，我看到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要这样做，

我就得涉猎这方面的全部浩瀚的文献，而最后搞成的东西，就不会

是马克思的著作了。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当机立断，尽可能限于

整理现有的材料，只作一些必不可少的补充。这样，我就在１８９３年

的春天完成了这一篇的主要工作。

在各章中，第二十一章至二十四章大体上已经完成。第二十五

章和第二十六章需要对引证的材料加以取舍，并且把从别处发现

的材料补充进去。第二十七章和第二十九章几乎完全可以照原稿

付印，第二十八章有些地方则必须重新组织。但真正的困难是从第

三十章开始。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要整理思路，

因为思路不时为插句、离题的论述等等所打断，然后再在别处展

开，而且往往是完全附带地展开的。因此，第三十章是经过挪动和

删节编成的，在别处也有这样的做法。第三十一章写得又比较连贯

了。但手稿中接着是题为《混乱》的一长篇东西，都是议会关于

１８４８年和１８５７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二十

三个企业主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特别是关于货币和资本、金的

流出、过度投机等等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

注。几乎所有当时流行的关于货币和资本的关系的见解，都在这里

用问答的方式表达出来了。马克思打算批判地讽刺地评论这里暴

９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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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来的关于货币市场上什么是货币，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上的

“混乱”。我经过多次尝试以后，相信要整理好这一章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衔接得上的地方，我还是利用了那些材料，特别是马克思

加了评注的那些材料。

接着是衔接得相当好的、由我收在第三十二章内的东西。但紧

接着这部分的，又是一批议会报告的摘录，谈到各种各样和这一篇

有关的问题，其中夹杂着作者或长或短的评语。在快要结束时，这

种摘录和评语越来越集中在货币金属和汇兑率的变动问题上，最

后又是关于各种各样问题的补充说明。相反地，《资本主义以前的

状态》一章（第３６章）却写得很完整。

我把所有这些从《混乱》起的材料，除了在前面使用过的以外，

编成了第三十三章至第三十五章。当然，我不得不插入很多话使之

衔接起来。在这些插入的话不只是具有形式的性质时，我都清楚地

标明是我加的。我用这个方法终于成功地把作者所有的同这个问

题多少有关的论述都收进本文了。删去的不过是摘录的一小部分，

它或者只是重复别处已经说过的事情，或者涉及到在手稿中没有

进一步阐述的地方。

论述地租的一篇写得完整得多，尽管也决没有完全整理好。这

从下面的事实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在第四十三章（在手稿中是地租

篇的最后一部分）发觉有必要把全篇提纲简略地重述一遍。这对编

辑来说是十分需要的，因为手稿是从第三十七章开始，接着是第四

十五章至第四十七章，然后才是第三十八章至第四十四章。最大量

的工作，是由于级差地租 的各个表以及发现在第四十三章中本

来应该研究的这种地租的第三种情形完全没有研究而引起的。

马克思为了写地租这一篇，在七十年代曾进行了全新的专门

０１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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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他对于俄国１８６１年“改革”以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的关于土地

所有权的统计资料及其他出版物，——这是他的俄国友人以十分

完整的形式提供给他的，——曾经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

且作了摘录１，打算在重新整理这一篇时使用。由于俄国的土地所

有制和对农业生产者的剥削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因此在地租这

一篇中，俄国应该起在第一卷研究工业雇佣劳动时英国所起的那

种作用。遗憾的是，马克思没有能够实现这个计划。

最后，第七篇的手稿是完整的：不过也只是初稿，必须先把无

限错综复杂的文句拆开，才能付印。最后一章只有一个开头。在这

一章，同地租、利润、工资这三个主要收入形式相适应的发达资本

主义社会的三大阶级，即土地所有者、资本家、雇佣工人，以及由他

们的存在所必然产生的阶级斗争，应该当作资本主义时期的实际

产物加以论述。这种结论性的总结，马克思通常总要留到快付印的

时候再作最后的校订，因为那时最新的历史事件会按照必然的规

律性为他的理论阐述提供最现实的例证。

本卷的引文和例证，和第二卷一样，比第一卷少得多。引自第

一卷的话都注明了第二版和第三版的页码。手稿中凡是引证以前

的经济学家的理论叙述的地方，大都只记下姓名，引文本身则要到

最后整理时补入。我当然只好让它保持原样。引用的议会报告只

有四个，但是每个都利用得相当多。这四个报告是：

１．（下院）《委员会报告》第八卷，《商业危机》第二卷第一部，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证词。——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

２．《上院秘密委员会关于１８４７年商业危机的报告。报告１８４８

年刊印。证词１８５７年刊印》（因为在１８４８年刊印被认为时机太不

成熟）。——引用时题为：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２

１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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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８５７年的银行法报告。——１８５８年的银行法报告。它们是

下院委员会关于１８４４年和１８４５年银行法的影响的报告，附证

词。——引用时题为：银行法（有时也题为：银行委员会），１８５７年

或１８５８年。３

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史
４
，只要有可能，我就着手去编。

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我不得不和那些自以为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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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大喊大叫的先生们约定，我让他们有

机会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我要他们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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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那些当时从主观原

因或客观原因出发，但照例决不是从科学原因出发，把这个善良的

洛贝尔图斯吹捧为经济学上的特大明星的先生们，毫无例外地没

有作出回答。相反地，另外一些人倒认为值得下点功夫来研究一下

这个问题。

威·勒克西斯教授在批评本书第二卷时（《康拉德年鉴》５第

１１卷１８８５年第４５２—４６５页）提出了这个问题，虽然他不想给予

直接解决。他说：

“如果我们对不同种类的商品单个地进行考察，如果它们的价值必须等

于它们的交换价值，而它们的交换价值必须等于它们的价格，或必须和它们

的价格成比例，那个矛盾〈即李嘉图—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和相等的平均利润

率之间的矛盾〉①就不可能解决。”

２１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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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他看来，那个矛盾只有在以下的场合才可能解决，那就是：

“放弃用劳动来计量各种商品价值的做法，而只考察商品生产的整体，只考察

它在整个资本家阶级和整个工人阶级之间的分配…… 工人阶级从总产品

中只获得一定的部分……落到资本家手里的另一部分，照马克思说来，形成

剩余产品，也就是……剩余价值。然后，资本家阶级的各个成员把这全部剩余

价值在他们自己中间进行分配，但不是按照他们所使用的工人的人数，而是

按照各人所投的资本的量进行分配；而且把土地也作为资本价值计算在内。”

马克思所说的由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单位决定的观念价值，和价格并不一

致，但可以“看作是一个移动的起点，由此达到实际价格。实际价格则以等量

资本要求等量利润为条件”。因此，有些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会得到高于

观念价值的价格，另一些资本家出售他们的商品时会得到低于观念价值的价

格。“但因为剩余价值的损益会在资本家阶级内部互相抵销，所以，剩余价值

的总量同一切价格都和商品的观念价值成比例时一样。”

我们看到，问题在这里远没有得到解决，尽管已经含糊地、肤

浅地，然而大体上正确地被提出来了。象作者这样沾沾自喜地以

“庸俗经济学家”自居的人能达到这一点，实际上已经出乎我们的

意料；如果同我们后面将要说到的那些庸俗经济学家的论述比较

一下，这简直令人惊奇。诚然，这位作者的庸俗经济学有点特别。他

说，按照马克思的方式当然可以得出资本的利润，但没有理由强迫

我们这样去理解。正好相反。庸俗经济学有一种至少是似乎更有

理的说明方法：

“资本主义的出售者、原料生产者、工厂主、批发商、零售商，由于每个人

都高于买价出售，因而都按一定的百分比提高商品本身的成本价格，都能从

他们的营业中获得利润。只有工人不可能实行类似的追加价值的办法。工人

在资本家面前所处的不利地位，使他只好按照等于劳动本身费用的那种价格

出卖劳动，也就是为了必要的生活资料而出卖劳动……因此，这种价格追加

对于那些作为买者的雇佣工人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使总产品的

一部分价值转移到资本家阶级手中。”

３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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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多动脑筋，就可以看出：这种对于资本利润所作的“庸俗

经济学的”说明，实际上会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得出相同的结

果；勒克西斯所说的工人所处的“不利地位”，完全和马克思所说的

一样；工人都是受欺诈的，因为每个非工人都可以高于价格出售，

而工人则不能；就象在英国这里人们曾经在杰文斯—门格尔的使

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６的基础上建立起庸俗社会主义一样，人们

也尽可以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至少同样似乎有理的庸俗社

会主义。我甚至推测，如果乔治·肖伯纳先生知道这个利润理论，

他就会双手抱住它，一脚踢开杰文斯和卡尔·门格尔，然后在这块

岩石上重新建立起他的未来的费边社教堂。

但是实际上，这个理论不过是对马克思的理论的一种改写。这

全部追加的价格来自什么地方呢？来自工人的“总产品”。而且是

因为“劳动”这种商品，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劳动力这种商品，

必须低于价格出售。因为，如果一切商品都有一种共同的属性，即

可以高于生产费用出售，如果唯独劳动是例外，总是只能按照生产

费用出售，那末，劳动也就正是低于这个庸俗经济学界作为常规的

价格出售。由此落到资本家或资本家阶级手中的额外利润就在于

下面这个事实，并且归根到底只能是来自下面这个事实：工人在

再生产他的劳动的价格的补偿物以后，还要生产他没有得到报酬

的产品——剩余产品，无酬劳动的产品，剩余价值。勒克西斯在

用语的选择上是非常慎重的人。他从来没有直截了当地说过，上

述见解就是他的见解。如果这是他的见解，那就很清楚，我们这

里碰到的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庸俗经济学家，即象他自己所说的，在

马克思的眼中“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毫无希望的白痴”的那种人；而

是一个伪装成庸俗经济学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至于这种伪装是有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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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那是一个我们在这里不感兴趣的心理学问

题。要弄清这个问题的人不妨研究一下，象勒克西斯这样一个无

疑很聪明伶俐的人，怎么竟然一时也会替复本位制这种荒谬的主

张辩护。７

第一个真正试图回答问题的人，是康拉德·施米特博士，见他

的著作《在马克思的价值规律基础上的平均利润率》（狄茨出版社

１８８９年斯图加特版）。施米特试图把形成市场价格的细节既同价

值规律又同平均利润率协调起来。产业资本家从他的产品中首先

得到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物 然后又得到他没有支付任何报酬的

剩余产品。但是，要得到这个剩余产品，他必须把他的资本预付到

生产中；也就是说，他必须使用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才能占有这个

剩余产品。因此，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这种预付资本就是他为了获

得这个剩余产品而付出的社会必要的物化劳动的量。这一点也适

用于其他每个产业资本家。因为按照价值规律，产品是按照生产产

品的社会必要劳动的比例来互相交换的，并且因为对资本家来说，

制造他的剩余产品的必要劳动，就是那种已经积累在他的资本中

的过去劳动，所以，剩余产品是按照生产它们所必需的资本的比例

来互相交换的，而不是按照实际体现在它们里面的劳动的比例来

互相交换的。这样，每个资本单位所应得的份额，就等于生产出来

的全部剩余价值的总和除以所使用的资本的总和。因此，相等的资

本在相等的期间内会提供相等的利润，而达到这一点的方法是，把

剩余产品的这样计算的成本价格即平均利润，加到那个有酬产品

的成本价格上，并按照这个已经提高的价格来出售这两个产品，即

有酬产品和无酬产品。这样，尽管施米特认为单个商品的平均价格

是按照价值规律决定的，但平均利润率还是形成了。

５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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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构思非常巧妙，完全是按照黑格尔的模式作出的，但是它

也和多数黑格尔式的构思一样，是不正确的。如果价值规律对平均

价格也直接适用，那末，剩余产品同有酬产品就没有区别，二者都

必须按照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已经消耗在它们上面的社会必要劳

动来出售。价值规律从一开始就同那种由资本主义思想方法产生

的见解相反。按照这种见解，构成资本的那种积累起来的过去劳

动，不仅是一定数额的现成的价值，而且因为它作为生产和利润形

成的因素，也形成价值，所以是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的源泉；价值

规律则确认，只有活劳动才具有这种属性。资本家期望按照自己资

本的量的比例来取得相等的利润，因而把他们预付的资本看作是

他们利润的一种成本价格，这是大家知道的。但是，如果施米特利

用这个想法，借此来把那个按平均利润率计算的价格同价值规律

协调起来，那末，他就把价值规律本身抛弃了，因为他把一种完全

同价值规律相矛盾的想法，作为共同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合并到这

个规律中去了。

或者是，积累的劳动和活的劳动一起形成价值。如果是这样，

价值规律就不适用了。

或者是，积累的劳动不形成价值。如果是这样，施米特的论证

就同价值规律不相容。

施米特在问题已经临近解决的时候走上了这条岔路，因为他

认为，他无论如何必须找到一个数学公式，来证明每一单个商品的

平均价格是符合价值规律的。不过，虽然他在这里，在已经接近达

到目的的地方，走上了歧途，他那本小册子的其余内容却表明，他

多少懂得从《资本论》的前两卷中得出各种进一步的结论。对于前

人一直未能说明的利润率的下降趋势，马克思在第三卷第三篇作

６１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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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正确的说明，而施米特独自发现了这种说明，这是属于他的荣

誉。他还说明了商业利润来源于产业剩余价值，并提出一系列关于

利息和地租的论述，从而预先说出了马克思在第三卷第四篇和第

五篇中所阐述的种种问题，这也是属于他的荣誉。

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新时代》１８９２—１８９３年第３期和第４

期），施米特试图用另一种方法来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可以归结为：

平均利润率是由于竞争形成的，因为竞争使资本由利润不足的生

产部门转移到有超额利润的生产部门。竞争是利润平均化的重大

原因这种看法，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是，施米特试图证明，利润的

这种平均化就是，生产过多的商品的出售价格归结为社会按价值

规律能为这种商品支付的那种价值尺度。为什么这样做也不能达

到目的，这从马克思在本卷所作的说明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继施米特之后，彼·法尔曼曾尝试解决这个问题（《康拉德年

鉴》第３辑第３卷第７９３页）。我不谈他对马克思的论述的其他方

面所作的评论。这是出自他的误解，即认为马克思进行阐述的地

方，就是马克思要下的定义，并认为人们可以到马克思的著作中去

找一些不变的、现成的、永远适用的定义。但是，不言而喻，在事物

及其互相关系不是被看作固定的东西，而是被看作可变的东西的

时候，它们在思想上的反映，概念，会同样发生变化和变形；我们不

能把它们限定在僵硬的定义中，而是要在它们的历史的或逻辑的

形成过程中来加以阐明。在此之后，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马克思

在第一卷的开头从他作为历史前提的简单商品生产出发，然后从

这个基础进到资本，——为什么他要从简单商品出发，而不是从一

个在概念上和历史上都是派生的形式，即已经在资本主义下变形

的商品出发。这一点，当然是法尔曼决不可能理解的。我们不妨把

７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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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还会引起种种异议的枝节问题撇在一边，立即

转入问题的核心。理论告诉这位作者，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剩余

价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数量成正比，而经验却告诉这位作者，在

平均利润率已定时，利润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量成正比。法尔曼对

这一点的解释是：利润只是一个习惯现象（他的意思是说，利润只

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态，并且和这种社会形态同生共死）；利润的

存在只同资本联结在一起；当资本强大到足以获得利润的时候，由

于竞争，它就只好为自己获得一个对一切资本来说都是相等的利

润率。没有相等的利润率，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在这种生

产形式的前提下，在利润率已定时，每一单个资本家获得的利润

量，只能取决于他的资本的量。另一方面，利润是由剩余价值即无

酬劳动构成的。在这里，在数量上取决于劳动剥削程度的剩余价

值，又怎样转化为在数量上取决于所需资本量的利润呢？

“这只是由于：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最大的一切生产部门，

商品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售，这也就是说，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即。ｃ

∶ｖ最小的那些生产部门，商品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售，只有在那些ｃ和ｖ的

比率代表一个平均数的生产部门，商品才按照它们的真正价值出售…… 各

个价格和它们各自的价值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是不是对价值原理的否定呢？

绝对不是。因为当一些商品的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时，另一些商品的价格就

按相同的程度降低到价值以下，所以价格的总额仍然和价值的总额相等……

‘归根到底’这种不一致就消失了。”这种不一致是一种“干扰”；“不过，在精确

的科学上，人们从来不把可以估计到的干扰看成是对一个规律的否定。”

我们把第九章的有关段落同这一段比较一下，就会发现，法尔

曼在这里实际上已经接触到了问题的关键。但是，他这篇如此重要

的论文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冷遇却证明，法尔曼甚至在这种发现以

后，仍然需要有许多中间环节，才能十分明确地解决这个问题。虽

８１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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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许多人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但是他们总是害怕碰钉子。可以说

明这一点的，不仅是法尔曼使他的发现处于不完善的形式，而且是

他对于马克思的叙述的理解和他自己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对这种

叙述提出的一般批评，具有不可否认的缺陷。

凡是有机会在难题面前出丑的时候，总是少不了苏黎世的尤

利乌斯·沃尔弗教授先生。他告诉我们说（《康拉德年鉴》第３辑第

２卷第３５２页及以下各页），整个问题要由相对剩余价值来解决。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以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相对增加为基础。

“不变资本的增加以工人的生产力的增加为前提。但因为生产力的这种

增加（由于使生活资料便宜）会引起剩余价值的增加，所以，在不断增加的剩

余价值和总资本中不断增加的不变资本部分之间就形成直接的关系。不变资

本的增加，表示着劳动生产力的增加。因此，在可变资本不变而不变资本增加

时，剩余价值必然增加，这和马克思所说的一致。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的

问题。”

尽管马克思在第一卷的上百个地方说了正好相反的话；尽管

这种断言，即硬说马克思认为在可变资本减少时相对剩余价值的

增加和不变资本的增加成正比，令人如此吃惊，以致无法用任何议

会辞令来形容；尽管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写下的每一行都证明，

无论是相对地说还是绝对地说，他既毫不理解绝对剩余价值，也毫

不理解相对剩余价值；尽管他自己也说：

“乍一看来，好象在这里我们真是处在一大堆的不合理现象中”，

顺便提一下，这是他整篇文章里唯一的一句老实话。但是，这一切

又有什么关系呢？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对自己的这种天才发现

感到如此骄傲，以致他不禁要为此而给马克思以死后的颂扬，并且

把他自己的毫无根据的这一派胡言说成是

９１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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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证据，证明他〈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体系，是多么深刻

多么有远见”！

但是，接着就更妙了，沃尔弗先生说：

“李嘉图也曾断言，相等的资本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利润），同样，

相等的劳动支出产生相等的剩余价值（按量计算）。问题是：一个怎样同另一

个协调一致呢？可是马克思不承认问题的这种提法。他无疑已经（在第３卷

中）证明，这第二个论断并不是价值规律的必然结果，它甚至同他的价值规律

相矛盾，因此……应该干脆推翻。”

于是他要研究，在我们两个人当中究竟是谁错了，是我还是马

克思。当然他不会想到，陷在错误当中的是他自己。

如果我对这番高论哪怕再多说一句话，那就是在侮辱我的读

者，就是没有完全看透这种可笑的场面。我只补充一点：他过去曾

经大胆地说，“马克思无疑已经在第三卷中证明了”什么，他现在又

同样大胆地乘机散布一种所谓教授中间的流言，说什么康拉德·

施米特的上述著作，是“在恩格斯的直接怂恿下”写的。尤利乌斯·

沃尔弗先生啊！大概在您生活和活动的那个世界里，公开向别人提

出一个问题，然后把答案私下告诉自己的朋友这种做法已经习以

为常。我也乐于相信，您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这一篇序

言可以向您证明，在我来往的世界里，人们是不需要干这种卑鄙的

勾当的。

马克思刚一去世，阿基尔·洛里亚先生就赶紧在《新文选》杂

志（１８８３年４月）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的文章８：首先是错误

百出的传记，接着是对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写作活动的批评。在

那里，他以这样一种自信态度伪造和歪曲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

史观，这种态度让人推测出他抱有巨大的目的。而这个目的达到

０２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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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１８８６年，同一个洛里亚先生出版了《关于政治制度的经济学

说》一书，在这本书中，他居然把他在１８８３年曾经如此完全并如此

有意地歪曲了的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宣布为自己的发现，而使同时

代人大为惊奇。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在那里已经被降低到十分庸俗

的水平；而且历史的证据和事例充满了连四年级小学生都不应当

犯的错误；但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用这本书证明，政治状态

和政治事件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在相应的经济状态中找到说明这

样一个发现，根本不是马克思在１８４５年作出的，而是洛里亚先生

在１８８６年作出的。至少，他曾经幸运地使他的本国人相信了这一

点，自从他那本书用法文出版以后，又幸运地使某些法国人相信了

这一点。直到他本国的社会主义者有朝一日从大名鼎鼎的洛里亚

身上把他偷来的孔雀羽毛拔光以前，他满可以在意大利大摇大摆

地自称是这个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的历史理论的创始人。

但是，这不过是洛里亚先生的手法的一个小小的标本。他还向

我们保证：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建立在自觉的诡辩上的；马克思即

使认识到谬误本身，也不会在这些谬误面前停下来，等等。他用一

系列类似的无耻谰言欺骗读者，要他们相信马克思也是象洛里亚

一样的野心家，也象这位帕多瓦的教授一样，为了获得一点小小的

舞台效果而玩弄同样小小的下流的骗人花招。在这样干了之后，他

现在可以向读者泄露一个重大的秘密了，同时，他也就使我们回到

利润率的问题上来。

洛里亚先生说：在马克思看来，一个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所生产

的剩余价值（洛里亚先生在这里把它和利润等同起来）的量，取决

于它所使用的可变资本，因为不变资本不提供任何利润。但是，这

是同事实相矛盾的。因为实际上利润不是取决于可变资本，而是取

１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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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于总资本。马克思自己也看到了这一点（第１卷第１１章
９
），并且

承认，从表面上看事实是同他的理论相矛盾的。但是马克思怎样解

决这个矛盾呢？他要自己的读者去看一个尚未出版的续卷。关于

这个续卷，洛里亚以前已经对他的读者说过，他认为马克思甚至没

有闪过写这个续卷的念头。现在他扬扬得意地喊道：

“可见，我过去的说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曾说过，马克思经常拿第二卷

来威胁自己的反对者，但这第二卷始终没有出版，这第二卷很可能是马克思

在拿不出科学论据时使用的一种诡计。”

这样说来，现在谁要是不相信马克思和大名鼎鼎的洛里亚一

样善于玩弄科学骗术，那他就真是不可救药了。

总之，我们已经知道，在洛里亚先生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

理论是同和润率普遍相等这个事实绝对不能相容的。现在第二卷

已经出版了，我在那里公开提出的问题正是同这一点有关的。１０假

如洛里亚先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谨慎的德国人，他大概会觉得有

些难为情吧。然而他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南方人，出生在气候炎热的

地方，他尽可以断言，在那里，不结冰①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然条件。

利润率的问题公开提出来了。洛里亚先生已经公开宣告这个问题

不能解决。正因为如此，所以他现在要超出自己的能力公开去解决

这个问题。

这个奇迹出现在《康拉德年鉴》（新辑第２０卷第２７２页及以下

各页）上登载的一篇评述施米特的上述著作的文章中。在他从施米

特那里知道了商业利润怎样形成之后，他就豁然开朗了。

“因为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件事会使那些以较大部分资本投在工资上

２２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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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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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资本家得到利益，所以，非生产〈应当说商业〉资本能够从这种受益的资

本家那里强行索取较高的利息〈应当说利润〉，因而在各个工业资本家中间造

成一种均等现象…… 比如说，如果工业资本家Ａ、Ｂ、Ｃ在生产中各使用

１００个工作日，而使用的不变资本分别是０、１００和２００，并且１００个工作日的

工资包含着５０个工作日，那末，每个资本家就得到５０个工作日的剩余价值，

利润率对Ａ来说是１００％，对Ｂ来说是３３．３％，对Ｃ来说是２０％。但是，如果

第四个资本家Ｄ积累了３００非生产资本，凭此向Ａ抽取４０个工作日的价

值，向Ｂ抽取２０个工作日的价值作为利息〈利润〉，资本家Ａ和Ｂ的利润率

就都会下降到２０％，和Ｃ的一样了。Ｄ有资本３００，获得利润６０，这就是说，

利润率也是２０％，和其他几个资本家一样。”

大名鼎鼎的洛里亚用这种惊人的手法，转瞬之间就把那个他

在十年前宣告为不能解决的问题解决了。可惜，他并没有把秘密泄

露给我们：这种“非生产资本”究竟从何处得到权力，使它不仅可以

从工业家手里抢走他们的超过这个平均利润率的额外利润，而且

还把这些额外利润塞进自己的腰包，就象土地所有者把租地农场

主的超额利润作为地租塞进自己的腰包完全一样。按照这种说法，

事实上是商人向工业家征收一种同地租完全类似的贡赋，并由此

形成平均利润率。当然，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商业资本是一个

极为重要的因素，这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但是，只有从内心深处瞧

不起全部经济学的写作冒险家，才敢于断言商业资本具有一种魔

力，能够在一般利润率尚未形成以前，就把超过一般利润率的全部

超额剩余价值吸取过来，并把它转化为自己的地租，而在这样做的

时候并不需要有任何土地所有权。同样令人惊奇的断言是：商业资

本能够发现那些拥有恰好只和平均利润率相等的剩余价值的工业

家，并且它引以为荣的是，不要任何代价，甚至不要任何手续费，就

替这些工业家销售产品，以使马克思价值规律的这些不幸牺牲者

３２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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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命运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究竟是什么样的魔术师才能想得

出马克思需要玩弄这样一种可怜的把戏！

但是，只有当我们把洛里亚同他的北方竞争者们，例如同那个

也不是昨天才出名的尤利乌斯·沃尔弗先生相比较的时候，我们

这位大名鼎鼎的洛里亚才放射出他的全部光辉。在这位意大利人

旁边，沃尔弗先生甚至在他的巨著《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社会制

度》中，也多么象一条汪汪叫的小狗啊！和这位高贵的厚颜无耻的

大师相比，沃尔弗先生是多么笨拙，我几乎想说是多么谦逊啊！这

位大师就是用这样的厚颜无耻断言：不言而喻，马克思不多也不

少，和一切其他的人一样，是一个恰好和他洛里亚先生自己一样的

自觉的诡辩家、谬论家、吹牛家和江湖骗子；并且马克思明明知道

不能也不打算写一个什么续卷，但每当陷入困境时，总是欺骗公

众，说要在一个续卷中完成他的理论！极端狂妄，混不下去时又象

鳗鱼一样滑掉；挨了别人的脚踢还充英雄好汉；抢占别人的研究成

果；死皮赖脸地大做广告；依靠同伙的吹捧捞取声誉——在这一切

方面，还有谁比得上洛里亚先生呢？

意大利是一个典型的国家。自从现代世界的曙光在那里升起

的那个伟大时代以来，它产生过许多伟大人物，从但丁到加里波

第，他们是无与伦比的完美的典型。但是，遭受屈辱和异族统治的

时期，也给它留下了若干典型的人物脸谱，其中有两个经过特别刻

画的类型：斯加纳列尔和杜尔卡马腊。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位大名

鼎鼎的洛里亚身上体现着这二者的典型的统一。

最后，我必须把我的读者引到大西洋的彼岸去。纽约的乔治·

斯蒂贝林医学博士先生，也发现了问题的答案，并且是一个极其简

单的答案。因为它是这样简单，所以在大洋两岸都没有人愿意予以

４２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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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认。对此他非常恼火，于是写了数不尽的小册子和报刊文章，在

大洋两岸极其痛苦地诉说不平。虽然有人已经在《新时代》１１上指

出他的全部答案是以一个计算上的错误为基础的，但他毫不在乎，

说什么马克思也曾有过计算上的错误，但是在许多事情上是正确

的。那末，就让我们看一下斯蒂贝林的答案吧。

“假定有两个工厂，用相同的资本进行相同时间的作业，但不变资本和可

变资本的比率不同。假定总资本（ｃ＋ｖ）＝ｙ，再用ｘ来表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比率上的差。对工厂 来说，ｙ＝ｃ＋ｖ，对工厂 来说，ｙ＝（ｃ－ｘ）＋（ｖ＋ｘ）。

因此，工厂 的剩余价值率＝ ｍ
ｖ，工厂 的剩余价值率＝ ｍ

ｖ＋ｘ。我把总资本ｙ

或ｃ＋ｖ在一定时间内所增殖的全部剩余价值（ｍ）叫作利润（ｐ），就是说ｐ＝

ｍ。这样，工厂 的利润率是＝ ｐ
ｙ或

ｍ
（ｃ－ｘ）＋（ｖ＋ｘ）；工厂 的利润率同样是＝

ｐ
ｙ或

ｍ
（ｃ－ｘ）＋（ｖ＋ｘ），即同样是

ｍ
ｃ＋ｖ。因此，这个……问题就这样得到了解决：在

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在资本相等，时间相等，但活劳动的量不等时，由于剩余

价值率的变动，会产生出一个相等的平均利润率。”（乔治·斯蒂贝林《价值规

律和利润率》纽约约翰·亨利希版）

尽管以上的计算很巧妙，很清楚，但我们还是不得不向斯蒂贝

林博士先生提出一个问题：他怎么知道工厂 生产的剩余价值总

量恰好等于工厂 生产的剩余价值总量？关于ｃ、ｖ、ｙ和ｘ，也就是

关于计算上的其他一切因素，他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它们对这两个

工厂来说都是相等的，但关于ｍ却只字不提。但是无论如何不能

因为他用代数符号ｍ来代表这里的两个剩余价值量，就得出它们

是相等的。相反地，因为斯蒂贝林先生直接把利润ｐ和剩余价值等

同起来，所以这一点正好是他应当加以证明的。这里只可能有两种

情况：或者是，这两个ｍ相等，每个工厂生产同样多的剩余价值，

因此在总资本相等时，也生产同样多的利润量，如果是这样，斯蒂

贝林先生就是从一开始把他应当证明的事情当作前提了；或者是，

５２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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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工厂比另一个工厂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如果是这样，他的

全，作出了堆积如山的计算，公之于众。我可以向他作出令人放心

的保证，几乎他的所有计算都是错误的，即使有例外，那它们所证

明的事情也完全不是他所要证明的事情。例如，他对１８７０年和

１８８０年美国的国情调查材料作了比较，确实证明了利润率的下

降，但他对于这个事实的说明却是完全错误的；他还认为，马克思

关于始终不变的固定的利润率的理论必须根据实践来加以修正。

但是，我们从这个第三卷的第三篇中可以看到，这里所说的马克思

的“固定的利润率”，纯粹是捏造出来的；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

因，也同斯蒂贝林博士所说的正好相反。斯蒂贝林博士先生的用意

显然是非常好的，但是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

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

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

全部研究的结果是：甚至在这个问题上，也只有马克思学派才

取得了一些成就。如果法尔曼和康拉德·施米特读到这个第三卷，

他们就会对于他们各自的那部分工作感到完全满意了。

弗·恩格斯

１８９４年１０月４日于伦敦

６２ 序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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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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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

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第 一 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在第一卷中，我们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作为直接

生产过程考察时呈现的各种现象，而撇开了这个过程以外的各种

情况引起的一切次要影响。但是，这个直接的生产过程并没有结束

资本的生活过程。在现实世界里，它还要由流通过程来补充，而流

通过程则是第二卷研究的对象。在第二卷中，特别是把流通过程作

为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媒介来考察的第三篇指出：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就整体来看，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至于这个第三卷

的内容，它不能是对于这个统一的一般的考察。相反地，这一卷要

揭示和说明资本运动过程作为整体考察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

式。资本在自己的现实运动中就是以这些具体形式互相对立的，对

这些具体形式来说，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和在流通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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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采取的形态，只是表现为特殊的要素。因此，我们在本卷中

将要阐明的资本的各种形式，同资本在社会表面上，在各种资本的

互相作用中，在竞争中，以及在生产当事人自己的通常意识中所表

现出来的形式，是一步一步地接近了。

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每一个商品Ｗ 的价值，用公式来表

示是Ｗ＝ｃ＋ｖ＋ｍ。如果我们从这个产品价值中减去剩余价值ｍ，

那末，在商品中剩下的，只是一个在生产要素上耗费的资本价值ｃ

＋ｖ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

例如，假定生产某一商品耗费５００镑资本：其中劳动资料的损

耗２０镑，生产材料３８０镑，劳动力１００镑；假定剩余价值率为

１００％，这样，产品价值就等于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６００镑。

减去１００镑剩余价值之后，还剩下５００镑的商品价值，而这

５００镑只是补偿已经耗费的资本５００镑。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即

补偿所消耗的生产资料价格和所使用的劳动力价格的部分，只是

补偿商品使资本家自身耗费的东西，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这就是商

品的成本价格。

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东西和商品的生产本身所耗费的东西，

无疑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量。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部分，不

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因为它耗费的只是工人的无酬劳动。但

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工人自己在进入生产过程之

后，就成为执行职能的并属于资本家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资本家是实际的商品生产者，所以，对资本家来说，商品

的成本价格必然表现为商品本身的实际费用。我们把成本价格叫

作ｋ，Ｗ＝ｃ＋ｖ＋ｍ这个公式就转化为Ｗ＝ｋ＋ｍ这个公式，或者

０３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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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剩余价值。

　　因此，把商品价值中那些只是补偿商品生产上耗费的资本价值

的部分归结为成本价格这个范畴的办法，一方面，表示出资本主义

生产的特殊性质。商品的资本主义费用是用资本的耗费来计量的，

而商品的实际费用则是用劳动的耗费来计量的。所以，商品的资本

主义的成本价格，在数量上是与商品的价值或商品的实际成本价格

不同的；它小于商品价值，因为，既然W=k+m，那末 k=W-m。另

一方面，商品的成本价格也决不是一个仅仅存在于资本家账簿上的

项目。这个价值部分的独立存在，在现实的商品生产中，会经常发

生实际的影响，因为这个价值部分会通过流通过程，由它的商品形

式不断地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因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不断

买回在商品生产上耗费的各种生产要素。

　　但是，成本价格这一范畴，同商品的价值形成或同资本的增殖

过程毫无关系。即使我们知道商品价值的 600镑的 5/6或 500镑，

只是所耗费的 500镑资本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因此只够买回这个

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我们由此还是不会知道，商品价值中形成商

品成本价格的这个 5/6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也不会知道商品价值中

形成剩余价值的最后 1/6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不过，我们通过研究

将会看到，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成本价格具有一种假象，似乎它是

价值生产本身的一个范畴。

　　我们再拿上面的例子来说。假定一个工人在一个社会平均工作

日内生产的价值，表现为一个 6先令=6马克的货币额，那末，500

镑预付资本=400c+100v，是 1666
2
3

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值产品，

其中 1333
1
3

个工作日结晶在生产资料的价值 400c中， 333
1
3

个工作日结晶在劳动力价值=100v中。因此，在已假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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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 商 品 价 值 ＝ 成 本 价 格 ＋ 剩 余 价 值 。 因 此 ， 把 商 品 价 值 中 那 些 只 是 补 偿 商 品 生 产 上 耗 费 的 资 本 价 值 的 部 分 归 结 为 成 本 价 格 这 个 范 畴 的 办 法 ， 一 方 面 ， 表 示 出 资 本 主 义 生 产 的 特 殊 性 质 。 商 品 的 资 本 主 义 费 用 是 用 资 本 的 耗 费 来 计 量 的 ， 而 商 品 的 实 际 费 用 则 是 用 劳 动 的 耗 费 来 计 量 的 。 所 以 ， 商 品 的 资 本 主 义 的 成 本 价 格 ， 在 数 量 上 是 与 商 品 的 价 值 或 商 品 的 实 际 成 本 价 格 不 同 的 ； 它 小 于 商 品 价 值 ， 因 为 ， 既 然 Ｗ ＝ ｋ ＋ ｍ ， 那 末 ｋ ＝ Ｗ － ｍ 。 另 一 方 面 ， 商 品 的 成 本 价 格 也 决 不 是 一 个 仅 仅 存 在 于 资 本 家 账 簿 上 的 项 目 。 这 个 价 值 部 分 的 独 立 存 在 ， 在 现 实 的 商 品 生 产 中 ， 会 经 常 发 生 实 际 的 影 响 ， 因 为 这 个 价 值 部 分 会 通 过 流 通 过 程 ， 由 它 的 商 品 形 式 不 断 地 再 转 化 为 生 产 资 本 的 形 式 ， 因 而 商 品 的 成 本 价 格 必 须 不 断 买 回 在 商 品 生 产 上 耗 费 的 各 种 生 产 要 素 。 但 是 ， 成 本 价 格 这 一 范 畴 ， 同 商 品 的 价 值 形 成 或 同 资 本 的 增 殖 过 程 毫 无 关 系 。 即 使 我 们 知 道 商 品 价 值 ６ ０ ０ 镑 的 ５ ６ 或 ５ ０ ０ 镑 ， 只 是 所 耗 费 的 ５ ０ ０ 镑 资 本 的 等 价 物 或 补 偿 价 值 ， 因 此 只 够 买 回 这 个 资 本 的 各 种 物 质 要 素 ， 我 们 由 此 还 是 不 会 知 道 ， 商 品 价 值 中 形 成 商 品 成 本 价 格 的 这 个 ５ ６ 是 怎 样 生 产 出 来 的 ， 也 不 会 知 道 商 品 价 值 中 形 成 剩 余 价 值 的 最 后 １ ６ 是 怎 样 生 产 出 来 的 。 不 过 ， 我 们 通 过 研 究 将 会 看 到 ， 在 资 本 主 义 经 济 中 ， 成 本 价 格 具 有 一 种 假 象 ， 似 乎 它 是 价 值 生 产 本 身 的 一 个 范 畴 。 我 们 再 拿 上 面 的 例 子 来 说 。 假 定 一 个 工 人 在 一 个 社 会 平 均 工 作 日 内 生 产 的 价 值 ， 表 现 为 一 个 ６ 先 令 ＝ ６ 马 克 的 货 币 额 ， 那 末 ， ５ ０ ０ 镑 预 付 资 本 ＝ ４ ０ ０ ｃ ＋ １ ０ ０ ｖ ， 是 １ ６ ６ ６ ２ ３ 个 十 小 时 工 作 日 的 价 值 产 品 ， 其 中 １ ３ ３ ３ １ ３ 个 工 作 日 结 晶 在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值 ＝ ４ ０ ０ ｃ 中 ， ３ ３ ３ １ ３ 个 工 作 日 结 晶 在 劳 动 力 的 价 值 ＝ １ ０ ０ ｖ 中 。 因 此 ， 在 已 假 定 的 ３ ３ 第 一 章   成 本 价 格 和 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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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的情况下，生产这个新形成的商品，需要耗费

的劳动力＝１００ｖ＋１００ｍ＝６６６２
３个十小时工作日。

其次，我们知道（见第１卷第７章第２０１１９３页１２），新形成的

产品的价值６００镑由两部分构成：１．在生产资料上耗费的４００镑

不变资本的再现价值；２．新生产的２００镑价值。商品的成本价格＝

５００镑，包含再现的４００ｃ和新生产的２００镑价值的一半（＝

１００ｖ），也就是包含两个来源完全不同的商品价值要素。

由于在６６６２
３个十小时工作日内耗费的劳动的有目的的性

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４００镑，就由这些生产资料转移到产

品中去了。所以，这个旧价值是作为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再现出来

的，而不是在这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它之所以作为商品价

值的组成部分存在，只是因为它以前已经作为预付资本的组成部

分存在了。因此，所耗费的不变资本，是用它本身加到商品价值上

的那部分商品价值来补偿的。可见，成本价格的这个要素具有双重

意义：一方面，它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是商品价值中那个

用来补偿所耗费的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形成商品价值的

一个组成部分，仅仅因为它是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或者说，因为

生产资料花了这么多的费用。

成本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的情况却完全相反。在商品生产

中耗费的６６６２
３日的劳动，形成一个２００镑的新价值。这个新价值

中的一部分，只补偿１００镑预付的可变资本，或者说，只补偿所使

用的劳动力的价格。但是，这个预付的资本价值决不会参加新价值

的形成。在预付资本中，劳动力是作为价值计算的，而在生产过

程中，它是作为价值形成的要素执行职能的。在预付资本中出现

的劳动力价值，在实际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本中，为形成价值的活

４３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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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力自身所代替。

　　商品价值中这些合起来形成成本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区别，

只要所消耗的不变资本部分，或者所耗费的可变资本部分发生价值量

的变化，就会显示出来。假定同样一些生产资料的价格或不变资本部

分由 400镑提高到 600镑，或者相反，由 400镑降低到 200镑。在前

一个场合，不仅商品的成本价格会由 500镑提高到 600c+100v=700镑，

而且商品价值本身也会由 600镑提高到 600c+100v+100m=800镑。而

后一个场合，不仅成本价格会由 500镑降低到 200c+100v=300镑，而

且商品价值本身也会由 600镑降低到 200c+100v+100m=400镑。因为

所耗费的不变资本会把它本身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所以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价值将会随着这个资本价值的绝对量的增减而

增减。反过来，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量劳动力的价格由

100镑增加到 150镑，或者相反，减少到 50镑。虽然在前一个场合，

成本价格会由 500镑提高到 400c+150v=550镑，而在后一场合，成本

价格会由 500镑降低到 400c+50v=450镑，但在这两个场合，商品价值

还是保持不变=600镑；在前一个场合=400c+150v+50m；在后一场合

=400c+50v+150m。预付的可变资本不会把它自身的价值加到产品中

去。相反地，在产品中代替可变资本出现的，是一个由劳动创造的新

价值。可变资本的绝对价值量的变化，只要仅仅表现劳动力价格的变

化，就丝毫不会改变商品价值的绝对量，因为它并不改变由活动的劳

动力创造的这个新价值的绝对量。相反地，这种变化只会影响新价值

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数量关系，其中，一个组成部分构成剩余价值，另

一个组成部分则补偿可变资本，从而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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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劳 动 力 自 身 所 代 替 。 商 品 价 值 中 这 些 合 起 来 形 成 成 本 价 格 的 不 同 组 成 部 分 之 间 的 区 别 ， 只 要 所 耗 费 的 不 变 资 本 部 分 ， 或 者 所 耗 费 的 可 变 资 本 部 分 发 生 价 值 量 的 变 化 ， 就 会 显 示 出 来 。 假 定 同 样 一 些 生 产 资 料 的 价 格 或 不 变 资 本 部 分 由 ４ ０ ０ 镑 提 高 到 ６ ０ ０ 镑 ， 或 者 相 反 ， 由 ４ ０ ０ 镑 降 低 到 ２ ０ ０ 镑 。 在 前 一 个 场 合 ， 不 仅 商 品 的 成 本 价 格 会 由 ５ ０ ０ 镑 提 高 到 ６ ０ ０ ｃ ＋ １ ０ ０ ｖ ＝ ７ ０ ０ 镑 ， 而 且 商 品 价 值 本 身 也 会 由 ６ ０ ０ 镑 提 高 到 ６ ０ ０ ｃ ＋ １ ０ ０ ｖ ＋ １ ０ ０ ｍ ＝ ８ ０ ０ 镑 。 在 后 一 个 场 合 ， 不 仅 成 本 价 格 会 由 ５ ０ ０ 镑 降 低 到 ２ ０ ０ ｃ ＋ １ ０ ０ ｖ ＝ ３ ０ ０ 镑 ， 而 且 商 品 价 值 本 身 也 会 由 ６ ０ ０ 镑 降 低 到 ２ ０ ０ ｃ ＋ １ ０ ０ ｖ ＋ １ ０ ０ ｍ ＝ ４ ０ ０ 镑 。 因 为 所 耗 费 的 不 变 资 本 会 把 它 本 身 的 价 值 转 移 到 产 品 中 去 ， 所 以 在 其 他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 产 品 价 值 将 会 随 着 这 个 资 本 价 值 的 绝 对 量 的 增 减 而 增 减 。 反 过 来 ， 假 定 在 其 他 条 件 不 变 的 情 况 下 ， 同 量 劳 动 力 的 价 格 由 １ ０ ０ 镑 增 加 到 １ ５ ０ 镑 ， 或 者 相 反 ， 减 少 到 ５ ０ 镑 。 虽 然 在 前 一 个 场 合 ， 成 本 价 格 会 由 ５ ０ ０ 镑 提 高 到 ４ ０ ０ ｃ ＋ １ ５ ０ ｖ ＝ ５ ５ ０ 镑 ， 而 在 后 一 个 场 合 ， 会 由 ５ ０ ０ 镑 降 低 到 ４ ０ ０ ｃ ＋ ５ ０ ｖ ＝ ４ ５ ０ 镑 ， 但 在 这 两 个 场 合 ， 商 品 价 值 还 是 保 持 不 变 ＝ ６ ０ ０ 镑 ； 在 前 一 个 场 合 ＝ ４ ０ ０ ｃ ＋ １ ５ ０ ｖ ＋ ５ ０ ｍ ； 在 后 一 个 场 合 ＝ ４ ０ ０ ｃ ＋ ５ ０ ｖ ＋ １ ５ ０ ｍ 。 预 付 的 可 变 资 本 不 会 把 它 自 身 的 价 值 加 到 产 品 中 去 。 相 反 地 ， 在 产 品 中 代 替 可 变 资 本 价 值 出 现 的 ， 是 一 个 由 劳 动 创 造 的 新 价 值 。 可 变 资 本 的 绝 对 价 值 量 的 变 化 ， 只 要 仅 仅 表 现 劳 动 力 价 格 的 变 化 ， 就 丝 毫 不 会 改 变 商 品 价 值 的 绝 对 量 ， 因 为 它 并 不 改 变 由 活 动 的 劳 动 力 创 造 的 这 个 新 价 值 的 绝 对 量 。 相 反 地 ， 这 种 变 化 只 会 影 响 新 价 值 的 两 个 组 成 部 分 的 数 量 关 系 ， 其 中 ，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构 成 剩 余 价 值 ， 另 一 个 组 成 部 分 则 补 偿 可 变 资 本 ， 从 而 加 入 商 品 的 成 本 价 格 。 ７ ３ 第 一 章   成 本 价 格 和 利 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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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价格的两部分，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就是４００ｃ＋１００ｖ，只

有一点是相同的：二者都是商品价值中补偿预付资本的部分。

但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这个实际的情况必然以颠

倒的形式表现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

地方，除了其他方面，还在于：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表现为劳动本

身的价值或价格，或者说，表现为工资（第１卷第１７章）。因此，预

付资本的可变价值部分，表现为在工资上耗费的资本，表现为一个

用来支付在生产上耗费的全部劳动的价值或价格的资本价值。例

如，假定一个十小时的社会平均工作日体现为一个６先令的货币

额，那末，１００镑预付可变资本就是一个在３３３１
３个十小时工作日

内生产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但是这个在预付资本中出现的所购买

的劳动力的价值，并不是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部分。在生产过程

中它为活的劳动力所代替。拿上述的例子来说，如果劳动力的剥削

程度为１００％，那末劳动力就会在６６６２
３个十小时工作日内耗费

掉，从而把一个２００镑的新价值加入产品。但在预付资本中，这

１００镑可变资本表现为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或者说，表现为６６６

２
３个十小时工作日内完成的劳动的价格。１００镑除以６６６

２
３，得３

先令，这就是一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价格，它是５小时劳动的价值产

品。

  如果把预付资本和商品价值二者比较一下，我们就会得到：

．预付资本５００镑＝在生产资料上耗费的资本４００镑（即生产资

料的价格）＋在劳动上耗费的资本１００镑（即６６６２
３个工作日

的价格或工资）。

．商品价值６００镑＝成本价格５００镑（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格

８３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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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镑＋耗费的６６６
２
３个工作日的价格１００镑）＋剩余价值

１００镑。

在这个公式中，在劳动上支出的资本部分和在生产资料（例如

棉花或煤炭）上支出的资本部分的区别，仅仅在于前者是用来支付

一种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而决不在于前者在商品的价值形成

过程中，从而在资本的增殖过程中，起着职能上不同的作用。生产

资料的价格，正象它在预付资本中已经出现的那样，会在商品的成

本价格中再现出来，这是因为这些生产资料已经有目的地用掉了。

同样，在商品的生产上耗费的６６６２
３个工作日的价格或工资，也象

它在预付资本中已经出现的那样，会在商品的成本价格中再现出

来，这也是因为这个数量的劳动已经以有目的的形式耗费了。我们

只看到完成的现有的价值，即加入产品价值形成中的预付资本的

各个价值部分，但看不到创造新价值的要素。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的区别也就消失了。全部５００镑的成本价格，现在取得了双重意

义：第一，它是６００镑商品价值中用来补偿商品的生产上耗费的

５００镑资本的组成部分；第二，商品价值的这个组成部分之所以存

在，只是因为它以前已经作为所使用的生产要素即生产资料和劳

动的成本价格存在了，也就是说，已经作为预付资本存在了。资本

价值之所以作为商品的成本价格再现出来，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

它已经作为资本价值耗费掉了。

预付资本的不同的价值组成部分已经消耗在物质上不同的生

产要素，即劳动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上，这一情况只是决定

了商品的成本价格必须再买回这些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相反

地，就成本价格本身的形成来说，只有一个区别会显现出来，即固

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用我们的例子来说，２０镑算作劳动资

９３第一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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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损耗（４００ｃ＝劳动资料的损耗２０镑＋生产材料３８０镑）。假定

这个劳动资料的价值在商品生产之前＝１２００镑，那末，在商品生

产之后，它就以两种形式存在：２０镑表现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

１２００－２０镑或１１８０镑表现为仍归资本家所有的劳动资料的余下

的价值，换句话说，不是表现为他的商品资本的价值要素，而是表

现为他的生产资本的价值要素。和劳动资料相反，生产材料和工资

却在商品的生产中全部消耗，因此，它们的价值也会全部加入所生

产的商品的价值。我们讲过，预付资本的这些不同组成部分，就周

转来说，采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

因此，预付资本＝１６８０镑：固定资本１２００镑＋流动资本４８０

镑（＝生产材料３８０镑＋工资１００镑）。

但是商品的成本价格只＝５００镑（固定资本的损耗２０镑，流

动资本４８０镑）。

商品成本价格和预付资本的这种差别只是证明：商品的成本

价格仅仅是由商品的生产上实际耗费的资本构成的。

在商品的生产上，所使用的劳动资料的价值是１２００镑，但这

个预付资本价值在生产上只丧失了２０镑。因此，所使用的固定资

本只有一部分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为它只有一部分在商品的

生产上消耗掉。所使用的流动资本则全部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因

为它在商品的生产上全部消耗掉了。而这无非是证明：所耗费的固

定资本部分和所耗费的流动资本部分，会按照它们各自价值量的

比例，同样加入商品的成本价格，商品价值的这个部分只是来源于

商品的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不能理解，为

什么预付的固定资本１２００镑只是把它在生产过程中丧失的２０

镑，而不是把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丧失的１１８０镑也加入产品价

０４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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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

因此，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这种差别，从成本价格的计算来

说，不过证明成本价格从表面上看是由耗费的资本价值形成的，或

者说，是由资本家自己在耗费的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在内）上付出

的价格形成的。另一方面，从价值形成来说，在劳动力上支出的可

变资本部分，在这里，在流动资本这个项目下，显然和不变资本（即

由生产材料构成的资本部分）等同起来。这样，资本的增殖过程的

神秘化也就完成了。（１）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商品价值的一个要素，即成本价格。现在我

们必须看看商品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

或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首先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

余额。但是，因为成本价格等于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并且不断地

再转化为所耗费的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所以，这个价值余额就是

商品的生产上耗费掉的并且会从商品流通中流回的资本的价值增

加额。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虽然剩余价值ｍ只是产生于可变资本ｖ

的价值变动，因而本来只是可变资本的一个增长额，但在生产过

程结束以后，它同样也成为所耗费的总资本ｃ＋ｖ的一个价值增加

额。ｃ＋（ｖ＋ｍ）这一公式——它表示，ｍ的生产是由于预付在劳

动力上的一定的资本价值ｖ转化为一个流动的量，即一个不变量

转化为一个可变量——也可以用（ｃ＋ｖ）＋ｍ来表现。在生产开始

以前，我们有一个５００镑的资本。在生产完成以后，我们就有了

（１） 这个事实在经济学家的头脑中能够引起什么样的混乱，我们已经在第１卷

第７章第３节第２１６２０６页及以下行各页１３，以纳·威·西尼耳为例，加以说明了。

１４第一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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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５００镑的资本加上一个１００镑的价值增加额。
（２）

但是，剩余价值不仅对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

说是一个增加额，而且对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预付资本部分来

说也是一个增加额；因而，不仅对用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补偿的所耗

费的资本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而且对生产中所使用的全部资

本来说也是一个价值增加额。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我们有一个

１６８０镑的资本价值，即在劳动资料上支出的１２００镑固定资本（其

中只有２０镑的损耗加入商品价值），加上在生产材料和工资上支

出的４８０镑流动资本。在生产过程完成以后，我们有了生产资本的

价值组成部分１１８０镑，加上一个商品资本６００镑。把这两个价值

额加在一起，这个资本家现在就占有了一个１７８０镑的价值。从这

个价值减去全部预付资本１６８０镑，就剩下一个１００镑的价值增加

额。因此，１００镑的剩余价值，对生产中所耗费的资本部分５００镑

来说，是一个价值增加额，对所使用的资本１６８０镑来说，也是一个

价值增加额。

现在对资本家来说很清楚，这个价值增加额来自用资本进行

的生产过程，也就是来自资本自身；因为它在生产过程完成以后才

存在，而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并不存在。首先就生产中所耗费的资

本来说，好象剩余价值同样来自所耗费的资本的不同价值要素，即

由生产资料构成的价值要素和由劳动构成的价值要素，因为这

（２） “实际上我们已经知道，剩余价值只是ｖ这个变为劳动力的资本部分发生价

值变动的结果，因此，ｖ＋ｍ＝ｖ＋ ｖ（ｖ加ｖ的增长额），但是现实的价值变化和价值变

化的比率却是被这样的事实掩盖了：由于资本可变部分的增加，全部预付资本也增加

了。全部预付资本以前是５００，现在变成了５９０。”（第１卷第７章第１节第２０３１９５

页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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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要素同样都加入成本价格的形成。它们同样都把自己的作为预

付资本存在的价值加入产品价值，而并不区分为不变的价值量和

可变的价值量。关于这一点，只要我们暂且设想一下，全部所耗费

的资本完全由工资构成，或者完全由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就很清

楚了。这时，在前一个场合，商品价值就不是４００ｃ＋１００ｖ＋１００ｍ，

而是５００ｖ＋１００ｍ。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５００镑，就是生产商品价

值６００镑所使用的全部劳动的价值，正因为如此，它形成全部产品

的成本价格。但是，这个成本价格的形成，即所耗费的资本价值作

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再现的过程，是我们在这个商品价值的形

成中所知道的唯一过程。至于这个商品价值中剩余价值组成部分

１００镑是怎样产生的，我们并不知道。在商品价值＝５００ｃ＋１００ｍ

的第二个场合，情况也完全一样。在这两个场合，我们都知道，剩余

价值是由一个既定的价值产生的，因为这个价值是以生产资本的

形式预付的，至于是以劳动的形式预付，还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预

付，那是没有关系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个预付的资本价值所以能

形成剩余价值，并不是由于它已经被消耗，从而形成了商品的成本

价格。因为，正是就它形成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说，它形成的不是剩

余价值，而只是所耗费的资本的等价物，或补偿价值。因而，就它形

成剩余价值来说，它不是靠它作为所耗费的资本的特有属性，而是

靠它作为预付资本，从而作为所使用的资本的特有属性，来形成剩

余价值的。因此，剩余价值既由预付资本中那个加入商品成本价格

的部分产生，也由预付资本中那个不加入商品成本价格的部分产

生；总之，同样由所使用的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产

生。总资本在物质上是产品的形成要素，不管它作为劳动资料，还

是作为生产材料和劳动，都是如此。总资本虽然只有一部分进入价

３４第一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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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增殖过程，但在物质上总是全部进入现实的劳动过程。或许正是

由于这个原因，它虽然只是部分地参加成本价格的形成，但会全部

参加剩余价值的形成。不管怎样，结论总是：剩余价值是同时由所

使用的资本的一切部分产生的。如果用马尔萨斯的粗浅的说法，这

个结论还可以更简短地表达为：

“资本家对于他所预付的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３）

剩余价值，作为全部预付资本的这样一种观念上的产物，取得

了利润这个转化形式。因此，一个价值额之所以成为资本，就因为

它是用来生产利润的（４），换句话说，利润之所以产生出来，就是因

为有一个价值额被当作资本来使用。如果我们把利润叫作ｐ，那

末，Ｗ＝ｃ＋ｖ＋ｍ＝ｋ＋ｍ这个公式，就变成Ｗ＝ｋ＋ｐ这个公式，

也就是商品价值＝成本价格＋利润。

因此，我们在这里最初看到的利润，和剩余价值是一回事，不

过它具有一个神秘化的形式，而这个神秘化的形式必然会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因为成本价格的形成具有一种假象，使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看不出来了，所以在生产过程中

发生的价值变化，必然变成不是由可变资本部分引起，而是由总资

本引起。因为在一极上，劳动力的价格表现为工资这个转化形式，

所以在另一极上，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这个转化形式。

我们知道，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它的价值。因为Ｗ＝ｋ＋ｍ，

所以ｋ＝Ｗ－ｍ。只有ｍ＝０，公式Ｗ＝ｋ＋ｍ才会归结为Ｗ＝ｋ，

即商品价值＝商品成本价格。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３）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６８页。

（４） “资本是用来取得利润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８６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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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决不会发生的，虽然在特殊的市场行情下，商品的出售价格可以

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甚至降低到商品的成本价格以下。

因此，如果商品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那末，利润就会被实

现，这个利润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也就是等于

商品价值中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然而，资本家即使低于商品的价

值出售商品，也可以得到利润。只要商品的出售价格高于商品的成

本价格，即使它低于商品的价值，也总会实现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

值的一部分，从而总会获得利润。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商品价值＝

６００镑，成本价格＝５００镑。假定商品按５１０镑、５２０镑、５３０镑、５６０

镑或５９０镑的价格出售，它就分别低于它的价值９０镑、８０镑、７０

镑、４０镑或１０镑出售，但从它的出售中仍然可以分别得到１０镑、

２０镑、３０镑、６０镑或９０镑的利润。在商品的价值和它的成本价格

之间，显然会有无数的出售价格。商品价值中由剩余价值构成的要

素越大，这些中间价格的实际活动余地也就越大。

这不仅可以说明日常的竞争现象，例如某些低价出售的情形，

某些产业部门的商品价格异常低廉的现象（５）等等。我们下面将会

看到，政治经济学迄今没有理解的关于资本主义竞争的基本规律，

即调节一般利润率和由它决定的所谓生产价格的规律，也是建立

在商品价值和商品成本价格之间的这种差别之上的，建立在由此

引起的商品低于价值出售也能获得利润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的。

商品出售价格的最低界限，是由商品的成本价格规定的。如

果商品低于它的成本价格出售，生产资本中已经消耗的组成部分，

就不能全部由出售价格得到补偿。如果这个过程继续下去，预付

（５） 参看第１卷第１８章第５７１５６１页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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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价值就会消失。从这个观点来说，资本家就乐于把成本价格看

作商品的真正的内在价值，因为单是为了保持他的资本，成本价格

已是必要的价格。况且，商品的成本价格还是资本家自己为了生产

商品而支付的购买价格，因而是一个由商品的生产过程本身决定

的购买价格。因此，在资本家看来，在商品出售时实现的价值余额

或剩余价值，似乎是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价值的余额，而不是

它的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因而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

好象不是通过商品的出售来实现，而是从商品的出售本身产生的。

关于这种错觉，我们在第一卷第四章第二节（《资本总公式的矛

盾》）已经作了详细的论述，现在，我们回头看一下托伦斯等人在把

这种错觉看成政治经济学超过李嘉图的一个进步时再次提出的那

种说法。

“自然价格由生产费用构成，或者换句话说，由生产或制造商品时的资本

支出构成，它不可能包含利润…… 一个租地农场主为耕种他的田地支出了

１００夸特谷物，而收回１２０夸特，这２０夸特就是产品超过支出的余额，就是

他的利润；但是把这个余额或利润叫作他的支出的一部分，却是荒谬的……

一个工厂主支出一定量的原料、工具和劳动所需的生活资料，而获得一定量

的成品。这个成品，同为了获得这个成品而预付的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相

比，必须有一个更大的交换价值。”

托伦斯由此得出结论说：出售价格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或利

润的产生是由于：消费者

“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付出的部分，大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

切组成部分”（６）。

实际上，超过一个定量的余额，不可能成为这个定量的一部

（６） 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１—５３、３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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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因而，利润，商品价值超过资本家的支出的余额，也不可能形成

这个支出的一部分。因此，如果除了资本家预付的价值，再没有任

何别的要素加入商品的价值形成，那末我们就不明白，怎样会从生

产中得出一个比加入生产中的价值更大的价值，或者说，怎样会从

无中生出有来。但是托伦斯只是用从商品生产领域转移到商品流

通领域的办法，来逃避这个无中生有的创造。托伦斯说，利润不可

能从生产中产生，否则，它就包含在生产费用中了，因而也就不是

超过这个费用的余额了。拉姆赛１６反驳说，如果利润不是在商品交

换以前就已经存在，它也就不能从商品的交换中产生出来。互相交

换的产品的价值总额，显然不会通过产品的交换而改变，因为这个

价值总额本来就是这些产品的价值总额。它在交换以后同它在交

换以前是一样的。这里应当指出，马尔萨斯直接以托伦斯的权威意

见作为根据（７），虽然他自己对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这个问题，

提出过不同的解释，或者不如说没有作过什么解释，因为所有这类

议论，实际上和当时流行的燃素有负重量的说法１７，完全是一路货

色。

在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内，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

也受资本主义观念的支配。以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而著名的

巴尔扎克，在他最后的一部小说《农民》里，切当地描写了一个小农

为了保持住一个高利贷者对自己的厚待，如何情愿白白地替高利

贷者干各种活，并且认为，他这样做，并没有向高利贷者献出什么

东西，因为他自己的劳动不需要花费他自己的现金。这样一来，高

利贷者却可以一箭双雕。他既节省了工资的现金支出，同时又使

（７）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５３年伦敦版第７０、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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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由于不在自有土地上劳动而日趋没落的农民，越来越深地陷

入高利贷的蜘蛛网中。

有一种糊涂观念以为，商品的成本价格构成商品的现实价值，

而剩余价值是由于商品高于价值出售产生的，因而，只要商品的出

售价格等于它的成本价格，也就是等于在它上面消耗的生产资料

的价格加上工资，商品就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售的。这种糊涂观念，

被那个惯于用科学招牌来招摇撞骗的蒲鲁东吹嘘为新发现的社会

主义秘密。把商品价值归结为商品成本价格，实际上就是他的人民

银行１８的基础。以前已经指出，产品的不同价值组成部分，可以表

现在产品本身的各个相应部分上。例如（第１卷第７章第２节第

２１１２０３页１９），假定２０磅棉纱的价值是３０先令，其中２４先令代

表生产资料，３先令代表劳动力，３先令代表剩余价值，那末这个剩

余价值就可以表现在产品的１
１０＝２磅棉纱上。如果这２０磅棉纱按

照它的成本价格即２７先令的价格出售，那末买者就可以白得２磅

棉纱，或者说，商品就是低于它的价值 １
１０出售的；但是工人仍然提

供了他的剩余劳动，不过不是为资本主义的棉纱生产者提供，而只

是为棉纱的购买者提供。认为只要一切商品都按各自的成本价格

出售，结果实际上就会和一切商品都高于各自的成本价格但按各

自的价值出售一样，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即使劳动力的价值、工

作日的长度和劳动的剥削程度到处相等，不同商品的价值中包含

的剩余价值量，也仍然会由于在生产这些商品时预付的资本的有

机构成不同而极不相等。（８）

（８） “在劳动力的价值已定和劳动力受剥削的程度相同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所

生产的价值量和剩余价值量，同这些资本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活劳动力的部分的量成

正比。”（《资本论》第１卷第９章第３１２３０３页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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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利 润 率

  资本的总公式是Ｇ—Ｗ—Ｇ ；这就是说，一个价值额投入流

通，是为了从流通中取出一个更大的价值额。这个更大价值额的产

生过程，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个更大价值额的实现过程，是资本

的流通。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不是为了商品的使

用价值或他的个人消费。资本家实际关心的产品，不是可以摸得着

的产品本身，而是产品的价值超过在产品上消费的资本的价值的

余额。资本家预付总资本时并没有考虑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剩余

价值的生产上所起的不同作用。他把这一切组成部分同样地预付

出去，不仅是为了再生产预付资本，而且是为了生产一个超过预付

资本的价值余额。他只有使他所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同活劳动

相交换，即对活劳动进行剥削，才能把这个价值转化为一个更大的

价值。但是，他只有同时预付实现这种劳动的条件，即劳动资料和

劳动对象，机器和原料，也就是说，他只有把他所占有的一个价值

额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形式，才能对这种劳动进行剥削；他所以是一

个资本家，能完成对劳动的剥削过程，也只是因为他作为劳动条件

的所有者同只是作为劳动力的占有者的工人相对立。还在前面第

一卷２１就已经指出，正是非劳动者对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劳动

者变成雇佣工人，使非劳动者变成资本家。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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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究竟是为了从可变资本取得利润才预付不变资本，还

是为了使不变资本增殖才预付可变资本；他究竟是为了使机器和

原料有更大的价值才把货币用在工资上，还是为了对劳动进行剥

削才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不管人们怎样看，对资本家来

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只有可变资本部分才能创造剩余价值，

但它只有在另一些部分，即劳动的生产条件也被预付的情况下，才

会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只有预付不变资本才能对劳动进

行剥削，因为他只有预付可变资本才能使不变资本增殖，所以在他

的心目中，这两种资本就完全混同在一起了。而且，因为他实际获

利的程度不是决定于利润和可变资本的比率，而是决定于利润和

总资本的比率，即不是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利润率，所

以情形就更是这样。我们将会看到，利润率可以不变，然而它可以

表示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产品中由资本家支付的一切价值组成部分，或者由他投入生

产的这些价值组成部分的等价物，都属于产品成本。单是使资本保

存下来，或者说，按原有的量再生产出来，就必须使这些成本得到

补偿。

商品包含的价值，等于制造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

的总和则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而对资本家来说，商品成本

只由他所支付的物化在商品中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商品包含的剩

余劳动不需要资本家耗费什么东西，虽然它同有酬劳动一样，需要

工人付出劳动，并且它同有酬劳动一样创造价值，作为价值形成要

素加入商品。资本家的利润是这样来的：他可以出售他没有支付分

文的某种东西。剩余价值或利润，恰恰就是商品价值超过商品成本

价格的余额，或者说，就是商品包含的劳动总额超过它包含的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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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额的余额。因此，不管剩余价值来自何处，它总是一个超过全

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因此，这个余额和总资本会保持一个比率，这

个比率可以用分数ｍ
Ｃ来表示，其中Ｃ表示总资本。这样，我们就得

到了一个与剩余价值率ｍ
ｖ不同的利润率

ｍ
Ｃ＝

ｍ
ｃ＋ｖ。

用可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剩余价值率；用总

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叫作利润率。这是同一个量的两种

不同的计算方法，由于计算的标准不同，它们表示同一个量的不同

的比率或关系。

应当从剩余价值率到利润率的转化引出剩余价值到利润的转

化，而不是相反。实际上，利润率从历史上说也是出发点。剩余价

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对地说是看不见的东西，是要通过研究加以揭

示的本质的东西。利润率，从而剩余价值的形式即利润，却会在现

象的表面上显示出来。

至于单个资本家，那末很清楚，他唯一关心的，是剩余价值即

他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所得到的价值余额和生产商品时所预付的总

资本的比率。而对这个余额和资本的各个特殊组成部分的特定关

系以及这个余额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不仅不关心，而且掩盖

这个特定关系和这种内在联系，正是他的利益所在。

虽然商品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

产生的，但它只是在流通过程中才得到实现。由于这个余额在现实

中、在竞争中、在现实市场上是否实现，实现到什么强度，都要取决

于市场的状况，因此这个余额更容易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它来自流

通过程。在这里没有必要说明，如果一个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

出售，那只是发生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分配；这种不同的分配，即在

不同个人之间分割剩余价值的比率的变更，既丝毫不会改变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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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大小，也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在实际流通过程

中，不仅发生着我们在第二卷已经考察过的各种转化，而且这些转

化还同现实的竞争，同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的买和卖结合在

一起，以致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他本人实现的剩余价值，既取决

于对劳动的直接剥削，也取决于互相诈骗的行为。

在流通过程中起作用的，除了劳动时间，还有流通时间，它也

限制着可以在一定时间内实现的剩余价值的量。此外，还有另一些

来自流通的要素，也会对直接生产过程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直接生

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二者不断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从而不断使它们

互相区别的特征分辨不清。以前已经说过，在流通过程中，剩余价

值的生产和一般价值的生产一样，会获得新的规定；资本会经历它

的各种转化的循环；最后，它还会从它的可以说内部的有机生命，进

入外部的生活关系，在这些关系中，互相对立的不是资本和劳动，而

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又是单纯作为买者和卖者的个人；

流通时间和劳动时间在它们的进程中会互相交错，好象二者同样

地决定着剩余价值；资本和雇佣劳动互相对立的最初形式，会由于

一些看来与此无关的关系的干扰而被掩盖起来；剩余价值本身也

好象不是占有劳动时间的产物，而是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商品的

成本价格的余额。成本价格因此也就容易表现为商品的固有价值，

结果利润就表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商品的内在价值的余额。

诚然，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性质会不断在资本家的

意识中出现；在我们考察剩余价值时谈到的资本家对别人劳动时

间的贪求等等，已经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但是，１．直接生产过程

本身也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会不断转化为流通过程，就象

流通过程会不断转化为生产过程一样，因此，关于生产过程中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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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利益的源泉，即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虽然在生产过程中已经

有了一点隐隐约约的感觉，但至多不过表现为一个和下述看法同

样合理的要素，按照这种看法，已实现的余额，好象来源于不以生

产过程为转移而由流通本身产生的运动，也就是属于资本而又不

以资本对劳动的关系为转移的运动。难怪连现代经济学家如拉姆

赛、马尔萨斯、西尼耳、托伦斯等人也直接用流通的这些现象来证

明：资本在它的单纯物质存在上，与它同劳动的社会关系（正是这

种关系使它成为资本）无关，是一个与劳动并列而且不以劳动为转

移的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２．在既包括工资，也包括原料价格、机

器磨损等等的成本项目下，无酬劳动的榨取，只是表现为成本中某

一项支付上的节约，只是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的支付上的减少；就

象由于买进的原料比较便宜或由于机器磨损减少而得到节约完全

一样。因此，剩余劳动的榨取，就失去了它的独特性质；它同剩余价

值的独特关系也被弄得模糊不清了；正如我们在第一卷第六篇２２

已经指出的，劳动力价值表现为工资形式这一点，又大大促进和助

长了上述这种情况。

由于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同样表现为超额价值（利润）的源泉，

资本关系也就神秘化了。

不过，剩余价值借助利润率而转化为利润形式的方式，只是生

产过程中已经发生的主体和客体的颠倒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已经

在生产过程中看到，劳动的全部主观生产力怎样表现为资本的生

产力。２３一方面，价值，即支配着活劳动的过去劳动，人格化为资本

家；另一方面，工人反而仅仅表现为物质劳动力，表现为商品。从这

种颠倒的关系出发，甚至在简单的生产关系内，也必然会产生出相

应的颠倒的观念，即歪曲的意识，这种意识由于真正流通过程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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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转化和变形而进一步发展了。

我们研究李嘉图学派就会知道，把利润率的规律直接表现为

剩余价值率的规律，或者相反，完全是一种荒谬的尝试。在资本家

的头脑中，这两个规律当然是没有区别的。在ｍ
Ｃ这个表现中，剩余

价值是按照为生产它而预付的总资本的价值计算的，总资本在这

个生产中一部分完全被消费掉，一部分只是被使用了。实际上，ｍＣ

这个比率表示全部预付资本的增殖程度；这就是说，按照剩余价值

的概念上的、内在的联系和性质来说，这个比率表示可变资本的变

动量和全部预付资本量之间的关系。

总资本的价值量本来同剩余价值量没有任何内在关系，至少

没有直接的内在关系。就总资本的物质要素来说，总资本减去可变

资本，也就是不变资本，是由实现劳动的物质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

动材料构成的。要使一定量劳动实现在商品中，从而形成价值，就

需要一定量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在劳动的量和需要追加这个

活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之间，按照追加劳动的特殊性质，存在着一

定的技术关系。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在剩余价值量或剩余劳动量

和生产资料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系。例如，假定生产工资的

必要劳动每天为６小时，那末工人为了提供６小时剩余劳动，为了

创造１００％的剩余价值，就必须劳动１２小时。他在１２小时内用掉

的生产资料比６小时内用掉的多一倍。但是，他在６小时内追加的

剩余价值，同６小时或者甚至１２小时内用去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并

没有任何直接关系。后者的价值在这里是完全没有意义的；重要的

只是技术上必要的量。原料或劳动资料不管贵贱都是完全没有关

系的；只要它们具有所要求的使用价值，并且和要被吸收的活劳动

保持一个技术上规定的比例就行了。如果我知道，１小时纺掉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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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磅，值ａ先令，我当然也就知道，１２小时纺掉棉花１２ｘ磅＝１２ａ

先令；这样，我就能够计算出剩余价值和１２小时内用去的棉花的

价值的比例，就象能够计算出剩余价值和６小时内用去的棉花的

价值的比例一样。但是，活劳动和生产资料价值的比例，只是在ａ

先令充当ｘ磅棉花的标志时，在这里才能成立；因为，一定量棉花

有一定的价格，因而反过来，只要棉花价格不变，一定的价格也能

够作为一定量棉花的指数。如果我知道，为了占有６小时剩余劳

动，我必须要别人劳动１２小时，也就是说，我必须为１２小时准备

好棉花，并且我又知道１２小时所需要的这个棉花量的价格，那末

在棉花价格（作为必需量的指数）和剩余价值之间就间接地存在着

一个比例。但是反过来，我却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原料的价格中推断

出比如说１小时（不是６小时）能够纺掉的原料的总量。因此，在不

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之间，从而在总资本价值（＝ｃ＋ｖ）和剩余

价值之间，没有任何内在的、必然的关系。

如果剩余价值率已知，剩余价值量也已知，那末利润率所表示

的，就只是它实际所指的东西，即剩余价值的另一种计算法，也就

是用总资本的价值计算，而不是用和劳动相交换的、直接产生出剩

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计算。但在现实中（也就是在现象世界

中），事情正好相反。剩余价值是已知的，然而是作为商品出售价格

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已知的；这个余额的来源依然是神秘的：

是来自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剥削，是来自流通过程中买者所受的

欺诈，还是同时来自这二者？其次，已知的，还有这个余额和总资本

价值的比率即利润率。用全部预付资本价值来计算出售价格超过

成本价格的余额，是很重要、很自然的，因为总资本增殖的比率，或

者说总资本的增殖程度，实际就是这样找到的。如果从这个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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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那末就根本不可能推论出这个余额和在工资上支出的资本

部分之间的任何特殊关系。我们在以后的一章中２４将会看到，马尔

萨斯在试图走这一条路来探寻剩余价值的秘密以及剩余价值和可

变资本部分之间的独特关系的秘密时，作了多么滑稽的表演。利润

率本身所表明的，不如说是这个余额对同样大小的各个资本部分

的同样的关系。从这一观点出发，资本就根本没有显示出任何内在

的区别，只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显示出来。而这个区别所

以能够显示出来，也只是因为余额的计算有两种方法。第一，作为

一个简单的量即超过成本价格的余额来计算。在余额的这第一个

形式上，全部流动资本会加入成本价格，而固定资本中却只有损耗

会加入成本价格。第二，作为这个价值余额和预付资本总价值的比

率来计算。在这里，全部固定资本的价值和流动资本的价值一样加

入计算。流动资本在这两个场合都以同一方式加入计算；而固定资

本在前一个场合，以一种和流动资本不同的方式加入计算，在后一

个场合，却以相同的方式加入计算。因此，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

区别在这里就不能不认为是唯一的区别了。

因此，当这个余额从利润率中，用黑格尔的语言来说，再反映

自身时，或者换句话说，当这个余额通过利润率进一步表示出自己

的特征时，它就表现为资本在每年或在一定流通期间内所创造的、

超过资本本身价值的一个余额。

因此，尽管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不同，而剩余价值和

利润实际上是一回事并且数量上也相等，但是利润是剩余价值的

一个转化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的起源和它存在的秘密被

掩盖了，被抹杀了。实际上，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只有通

过分析才能使剩余价值从利润中脱壳而出。在剩余价值中，资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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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关系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也就是

在资本和剩余价值——这时，剩余价值一方面表现为在流通过程

中实现的、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余额，另一方面表现为一个通过它

对总资本的关系获得进一步规定的余额——的关系中，资本表现

为一种对自身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作为原有的价值额，同

它自身创造的新价值相区别。至于说资本在它通过生产过程和流

通过程的运动中创造出这个新价值，这一点是人们意识到了的。但

是这种情况是怎样发生的，现在却神秘化了，好象它来自资本本身

固有的秘密性质。

我们越往后研究资本的增殖过程，资本关系就越神秘化，它的

内部组织的秘密就暴露得越少。

在这一篇中，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在数量上是不同的；相反

地，利润和剩余价值被看作是同一个数量，只是形式不同。在下一

篇我们会看到，外表化的过程将进一步发展，并且利润在数量上也

将表现为一个和剩余价值不同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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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正如在前一章的末尾指出的那样，我们在这里，和在这个第一

篇全篇一样，假定一定量的资本所取得的利润额，和这个资本在一

定流通期间产生的剩余价值总额相等。因此，我们暂时撇开以下的

事实：这个剩余价值一方面分成各种派生形式，即资本利息、地租、

赋税等等；另一方面，在多数场合，它和按照一般平均利润率占有

的利润是不一致的。关于一般平均利润率，我们将在第二篇加以讨

论。

当利润和剩余价值在数量上被看作相等时，利润的大小和利

润率的大小，就由在每个场合已定或可定的单纯的数量关系来决

定。因此，首先要在纯粹数学的范围内进行研究。

我们仍然沿用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各种符号。总资本Ｃ分为不

变资本ｃ和可变资本ｖ，生产一个剩余价值ｍ。我们把这个剩余价

值和预付可变资本的比率 ｍ
ｖ叫作剩余价值率，并且用ｍ 来表示。

这样，ｍｖ＝ｍ ，因而ｍ＝ｍｖ。这个剩余价值如果不是同可变资本

相对比，而是同总资本相对比，就叫作利润（ｐ），而剩余价值ｍ和

总资本Ｃ的比率ｍ
Ｃ，就叫作利润率ｐ。这样我们就得到：

ｐ＝
ｍ
Ｃ＝

ｍ
ｃ＋ｖ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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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ｍ的上述的值ｍｖ，代替ｍ，我们又得到：

ｐ＝ｍ
ｖ
Ｃ＝ｍ

ｖ
ｃ＋ｖ

这个方程式也可以用如下的比例来表示：

ｐ∶ｍ＝ｖ∶Ｃ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和总资本之比。

从这个比例可以看出，利润率ｐ总是小于剩余价值率ｍ ，因

为可变资本ｖ总是小于Ｃ，即ｖ＋ｃ之和，可变资本加上不变资本

之和；不过要把ｖ＝Ｃ这种唯一的、但是实际上不可能有的情形除

外，也就是要把资本家完全不预付不变资本，不预付生产资料，而

只预付工资的情形除外。

此外，在我们的研究中，还要考虑到一系列对ｃ、ｖ和ｍ的大

小有决定性影响的其他因素，因此要简略地提一下这些因素。

第一是货币的价值。我们可以假定，货币的价值到处都是不的

影响，我们要在以后的一章中专门进行考察。｛在这里，我们只是先

提出一点：公式ｐ＝ｍ
ｖ
Ｃ，严格地说，只是对可变资本的一个周

转期间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用年剩余价值率ｍｎ代替简

单的剩余价值率ｍ ，这个公式也适用于年周转；在这里，ｎ代表可

变资本一年内周转的次数（见第２卷第１６章第 节）。——弗·

恩·｝

第三，还要考虑到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对剩余价值率的影

响，已经在第一卷第四篇详细讨论过了。但它对利润率，至少对单

个资本的利润率，也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如果象我们在第一卷第十

章第３２３３１４页２５中说过的情形那样，这个单个资本用高于社会

平均生产率的生产率来进行工作，按低于同种商品的社会平均价

９５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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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价值来提供产品，因而会实现一个额外利润。但这个情形在这

里仍然不予考虑，因为在这一篇，我们还是假定各种商品是在社会

正常的条件下生产，并且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因此，我们在每

一个场合都假定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事实上，投在一个产业部门

的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就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一定比率，总是

表示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所以，一旦这个比率的变化不是由不

变资本的各个物质组成部分的单纯的价值变化或工资的变化引起

的，那也就表示，劳动生产率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常常可以

看到，ｃ、ｖ和ｍ这几个因素的变化同时也包含着劳动生产率的变

化。

其余三个因素，即工作日长度、劳动强度和工资的情况，同样

如此。它们对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我们已在第一卷２６

详细论述过了。因此，很清楚，虽然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总是假定这

三个因素保持不变，但是ｖ和ｍ的变化同样可以包含着它们的这

几个决定要素的量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只是简单地提一下，工资

对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影响，同工作日长度和劳动强度对

它们的影响是相反的；工资的增加会减少剩余价值，而工作日的延

长和劳动强度的提高则会增加剩余价值。

例如，假定有一个１００的资本，使用２０个工人，在他们每天劳

动１０小时，每周总工资为２０的条件下，生产一个２０的剩余价值。

这样，我们就得到：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ｍ＝１００％，ｐ＝２０％。

假定工作日延长到１５小时，但工资不增加。这样，２０个工人的总

价值产品，就由４０增加到６０（１０∶１５＝４０∶６０）；因为支付的工资ｖ

保持不变，所以剩余价值就由２０增加到４０。这样，我们就得到：

０６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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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ｃ＋２０ｖ＋４０ｍ；ｍ＝２００％，ｐ＝４０％。

另一方面，如果每天劳动仍旧是１０小时，而工资由２０下降到

１２，那末总价值产品仍旧是４０，但分配情况不同了；ｖ减少到１２，

余下的２８就是ｍ。这样，我们就得到：

８０ｃ＋１２ｖ＋２８ｍ；ｍ＝２３３
１
３％，ｐ＝

２８
９２＝３０

１０
２３％。

由此可见，工作日的延长（或劳动强度的相应提高）和工资的

降低，都会增加剩余价值量，从而会提高剩余价值率；相反，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工资的增加则会降低剩余价值率。所以，如果

ｖ因工资的增加而增加，这并不表示劳动量增加了，而只是表示劳

动量的报酬更高了；在这个场合，ｍ 和ｐ就不会提高，而会降低。

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工作日、劳动强度和工资的变化，一定会

使ｖ和ｍ以及它们的比率同时发生变化，从而也会使ｐ，即ｍ和

ｃ＋ｖ（总资本）的比率同时发生变化。同样很清楚，ｍ和ｖ的比率的

变化，也就意味着上述三个劳动条件中至少有一个条件已经发生

变化。

在这里正好可以看出，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的运动及其增殖之

间的特别的有机联系，以及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区别。就价值形

成而言，不变资本所以重要，只是在于它具有的价值。在这里，对价

值形成来说，１５００镑不变资本究竟是代表１５００吨铁（假定每吨１

镑）还是代表５００吨铁（每吨３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不变资本

的价值究竟体现为多少实际材料，对价值形成和利润率来说，是完

全没有关系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增减和这个资本所代表的物质使

用价值的量不管成什么比率，利润率同这个价值总是按相反的方

向变动。

可变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是这样。在这里重要的，首先不是在

１６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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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可变资本具有的价值，不是在于它所包含的物化劳动，而是在于

这个价值只是可变资本所推动的但没有在可变资本中体现的总劳

动的指数。这个总劳动和在可变资本本身中体现的劳动即有酬劳

动的差额，或者说，总劳动中形成剩余价值的部分，在可变资本本

身包含的劳动越小的时候，就越大。假定一个１０小时的工作日等

于１０先令＝１０马克。如果必要劳动即补偿工资或可变资本的劳

动＝５小时＝５先令，那末，剩余劳动就＝５小时，剩余价值就＝５

先令。如果必要劳动＝４小时＝４先令，那末，剩余劳动就＝６小

时，剩余价值就＝６先令。

因此，只要可变资本价值的大小不再是它所推动的劳动量的

指数，或者不如说，这个指数的尺度本身已经发生变化，那末，剩余

价值率就会按相反的方向和相反的比例发生变化。

现在我们把上述的利润率方程式ｐ＝ｍ
ｍ
Ｃ，应用到各种可

能的情况上来。我们依次变更ｍ ｍ
Ｃ中各个因素的值，并确定这些

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这样，我们就会得到一系列不同的情况。我

们可以把这些情况看作同一个资本的依次变化的作用条件，但也

可以看作同时并存于不同产业部门或不同国家、为了比较才列在

一起的不同的资本。因此，如果把我们所举的某些例子理解为同一

个资本在时间上先后出现的状态，这样显得勉强或实际上不可能，

那末，只要把它们理解为互相独立的资本在进行比较，这种指责也

就可以消除了。

因此，我们把ｍ
ｖ
Ｃ这个乘积分成两个因素，ｍ 和

ｖ
Ｃ；我们先

把ｍ 当作是不变的，研究
ｖ
Ｃ的各种可能变化的作用；然后把

ｖ
Ｃ这

个分数当作是不变的，使ｍ 发生各种可能的变化；最后，我们假定

一切因素都是可变的，并列举所有的情形，由此推出利润率的各种

２６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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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

．ｍ 不变，
ｖ
Ｃ可变

我们可以为这种情况——它又包含许多派生情况——提出一

个总公式。假定有两个资本Ｃ和Ｃ１，它们的可变组成部分分别为ｖ

和ｖ１，剩余价值率同为ｍ ，利润率分别为ｐ和ｐ１——这样：

ｐ＝ｍ
ｖ
Ｃ；ｐ１＝ｍ

ｖ１
Ｃ１

现在使Ｃ和Ｃ１相比，ｖ和ｖ１相比。例如，假定分数
Ｃ１
Ｃ之值＝

Ｅ，分数
ｖ１
ｖ之值＝ｅ，这样，Ｃ１＝ＥＣ，ｖ１＝ｅｖ。用所得之值，代替上述

ｐ１方程式中的Ｃ１和ｖ１，我们就得到：

ｐ１＝ｍ
ｅｖ
ＥＣ。

把上述两个方程式变成比例，我们就可以由这两个方程式引

出第二个公式：

ｐ∶ｐ１＝ｍ
ｖ
Ｃ∶ｍ

ｖ１
Ｃ１＝

ｖ
Ｃ＝

ｖ
Ｃ∶

ｖ１
Ｃ１

因为以同数乘除分子和分母，分数的值不变，所以我们可以把

ｖ
Ｃ和

ｖ１
Ｃ１化为百分比，也就是，使Ｃ和１各＝１００。这样，我们就得到

ｖ
Ｃ＝

ｖ
１００和

ｖ１
Ｃ１＝

ｖ１
１００，我们还可以把上述比例中的分母去掉，于是就

得到：

ｐ∶ｐ１＝ｖ∶ｖ１；也就是说，

３６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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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何两个以相同的剩余价值率发生作用的资本来说，利润率之

比，等于按各自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可变资本部分之比。

这两个公式，包含着ｖ
Ｃ的变化的一切情况。

在分别考察这些情况之前，还要指出一点。因为Ｃ是ｃ和ｖ即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和，因为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通常都用百

分比来表示，所以一般地说，假定ｃ＋ｖ之和也为１００，也就是用百

分比来表示ｃ和ｖ，是比较方便的。在我们不是要确定利润量，而

是要确定利润率时，不管是说一个１５０００的资本，其中不变资本

１２０００，可变资本３０００，生产一个３０００的剩余价值，还是把这个资

本化为百分比，结果都是一样：

１５０００Ｃ＝１２０００ｃ＋３０００ｖ（＋３０００ｍ）

 １００Ｃ＝  ８０ｃ＋ ２０ｖ（＋ ２０ｍ）。

  在这两个场合，剩余价值率ｍ 都是＝１００％，利润率都是＝

２０％。

当我们拿两个资本作比较时，情况也是如此，例如，我们拿上

面那个资本同另一个如下的资本作比较：

１２０００Ｃ＝１０８００ｃ＋１２００ｖ（＋１２００ｍ）

 １００Ｃ＝  ９０ｃ＋ １０ｖ（＋ １０ｍ），

在这两个场合，ｍ 都是＝１００％，ｐ都是＝１０％，而用百分比的形

式来同上面那个资本作比较，结果就清楚得多。

相反，在我们考察同一个资本的变化时，百分比形式就很少应

用，因为这个形式几乎总是把这些变化掩盖起来。如果一个资本由

百分比形式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

变为百分比形式

４６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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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ｃ＋１０ｖ＋１０ｍ，

那末，我们就看不出，这个变化了的百分比构成即９０ｃ＋１０ｖ，是由

ｖ的绝对减少引起的，还是由ｃ的绝对增加引起的，还是同时由二

者引起的。要看出这一点，我们必须有绝对的数字。而在研究下述

的各个变化情况时，整个问题恰恰在于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

８０ｃ＋２０ｖ变为９０ｃ＋１０ｖ，是由于不变资本增加、可变资本不变，如

１２０００ｃ＋３０００ｖ变为２７０００ｃ＋３０００ｖ（百分比形式是９０ｃ＋１０ｖ）；或

者由于不变资本不变、可变资本减少，如１２０００ｃ＋３０００ｖ变为

１２０００ｃ＋１３３３１
３ｖ（百分比形式也是９０ｃ＋１０ｖ）；或者由于二者都

发生变化，如１２０００ｃ＋３０００ｖ变为１３５００ｃ＋１５００ｖ（百分比形式还

是９０ｃ＋１０ｖ）。我们现在正要依次研究这些情况，因此，尽管百分

比的形式十分方便，我们只好放弃不用，或者只是把它当作次要的

形式来使用。

１．ｍ 和Ｃ不变，ｖ可变

如果ｖ的大小发生变化，那末Ｃ要保持不变，Ｃ的另一个组成

部分，即不变资本ｃ，就要和ｖ以同额但按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

假定Ｃ原来＝８０ｖ＋２０ｖ＝１００，现在ｖ减为１０，Ｃ就只有在ｃ增加

到９０的时候，才能仍旧＝１００；９０ｃ＋１０ｖ＝１００。一般说来，如果ｖ

变为ｖ±ｄ，即ｖ加上ｄ或减去ｄ，那末，ｃ就必须变为ｃ ｄ，即必须

以同额但按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样才能符合当前这种情况的

各种条件。

同样，当剩余价值率ｍ 不变，但可变资本ｖ变化时，剩余价值

量ｍ必然发生变化，因为ｍ＝ｍｖ，而ｍｖ的一个因素ｖ已有了

５６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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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同的值。

这个场合所假定的各种前提，使我们在原方程式

ｐ＝ｍ
ｖ
Ｃ

之外，又由ｖ的变化，得到了第二个方程式：

ｐ１＝ｍ
ｖ１
Ｃ

其中ｖ变为ｖ１，现在应当求出由此而引起变化的利润率ｐ１。

这个利润率可以由如下的比例求出：

ｐ∶ｐ１＝ｍ
ｖ
Ｃ∶ｍ

ｖ１
Ｃ＝ｖ∶ｖ１。

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率和总资本不变时，原利润率和由可变资本

的变化而产生的利润率之比，等于原可变资本和变化以后的可变

资本之比。

假定资本原来象上面所说的那样是： 

．１５０００Ｃ＝１２０００ｃ＋３０００ｖ（＋３０００ｍ）；现在是：

．１５０００Ｃ＝１３０００ｃ＋２０００ｖ（＋２０００ｍ）；在这两个场合，

Ｃ＝１５０００，ｍ＝１００％， 的利润率２０％和 的利润率１３１
３％

之比，等于 的可变资本３０００和 的可变资本２０００之比，

即２０％∶１３１
３％＝３０００∶２０００。

可变资本可以增加，也可以减少。我们先拿一个增加的例子来

说。假定一个资本原来的构成和发生作用的情况如下：

１．１００ｃ＋２０ｖ＋１０ｍ；Ｃ＝１２０，ｍ＝５０％，ｐ＝８
１
３。

现在，可变资本增加到３０；按照前提，要使总资本保持不变，

仍然＝１２０，不变资本必须由１００减少到９０。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在剩余价值率仍然是５０％的情况下，就必须增加到１５。因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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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

．９０ｃ＋３０ｖ＋１５ｍ；Ｃ＝１２０，ｍ＝５０％，ｐ＝１２１
２％。

我们首先假定工资不变。这时，剩余价值率的其他因素，工作

日和劳动强度，也必须保持不变。因此，ｖ的增加（由２０增加到

３０），只能表示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二分之一。这样，总的价值

产品也将增加二分之一，由３０增加到４５，分配的情况和以前完全

一样，２３作为工资，
１
３作为剩余价值。但在工人人数增加的同时，不

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却由１００减少到９０了。于是，我们就看

到了一种情况：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与不变资本同时减少联系在一

起；这种情况在经济上是可能的吗？

在农业和采掘工业中（在这两个部门，劳动生产率的降低，从

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是容易理解的），这个过程——在资

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内和在它的基础上——就不是和不变资本的减

少，而是和不变资本的增加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在ｃ的上述那种减

少只是由于价格的下降造成时，单个资本也只有在十分例外的情

形下才能完成由 到 的转变。但就投在不同国家或不同农业部

门或采掘工业部门的两个独立资本来说，一个场合比另一个场合

使用更多的工人（从而使用更大的可变资本）同时却使用价值更小

或数量更少的生产资料的情况，就不足为奇了。

但如果我们抛弃工资不变的假定，用工资提高二分之一来解

释可变资本由２０提高到３０，那末，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同数工人

——比如说２０个工人——用同量或不过略为减少的生产资料继

续工作。如果工作日不变，比如说仍旧是１０小时，总价值产品也就

不变；它仍旧＝３０。但这３０必须全部用来补偿预付的可变资本

３０；剩余价值就会消失。可是我们的前提是剩余价值率不变，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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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仍旧是５０％。这只有在工作日延长二分之一，即延长到１５小

时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这时，２０个工人在１５小时内会生产一个

４５的总价值，一切条件都符合了：

．９０ｃ＋３０ｖ＋１５ｍ；Ｃ＝１２０，ｍ＝５０％，ｐ＝１２
１
２％。

在这个场合，和 相比，２０个工人不会使用更多的劳动资料，

即工具、机器等等；只是原料或辅助材料必须增加二分之一。因此，

在这些材料的价格下降时，按照我们的前提，由 转变到 ，从经

济上看，甚至对单个资本来说，也是能够做到的。资本家由于他的

不变资本贬值可能遭受的损失，至少会由较大的利润，得到某种程

度的补偿。

现在，我们假定可变资本不是增加，而是减少。这样，我们只需

要把上面的例子颠倒过来，把 当作原来的资本，由 转变为 。

．９０ｃ＋３０ｖ＋１５ｍ变为

．１００ｃ＋２０ｖ＋１０ｍ，很明显，这种颠倒不会使那些规定双方

利润率及其互相关系的条件发生任何变化。

如果在不变资本增加时，ｖ因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三分之

一而由３０减少到２０，那末，我们在这里就看到了现代工业的正常

情况：劳动生产率提高，人数较少的工人使用数量较大的生产资

料。这个运动必然和利润率的同时下降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一点我

们将在本卷第三篇加以论述。

但是，如果ｖ因同数工人按较低的工资被雇用而由３０减少到

２０，那末在工作日不变时，总价值产品会仍旧＝３０ｖ＋１５ｍ＝４５；既

然ｖ下降到２０，剩余价值就会增加到２５，剩余价值率就会由５０％

增加到１２５％，而这是和前提相违背的。为了符合我们所规定的条

件，按５０％的比率计算的剩余价值，相反地必须下降到１０，因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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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产品必须由４５减少到３０。这只有在工作日缩短三分之一的

情况下，才有可能。这样，我们得到的结果就和上面一样：

１００ｃ＋２０ｖ＋１０ｍ；ｍ＝５０％，ｐ＝８
１
３％。

不用说，在工资减少时劳动时间又这样缩短的情况，实际上也

许是不会发生的。但这没有什么关系。利润率是许多变数的函数，

如果我们要知道这些变数怎样对利润率发生影响，我们就必须依

次研究每个变数单独的影响，不管这种孤立的影响对同一资本来

说在经济上是不是容许发生。

２．ｍ 不变，ｖ可变，Ｃ因ｖ的变化而变化

这个场合和上述场合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在这个场合，ｃ不是

在ｖ增加时以同额减少，或在ｖ减少时以同额增加，而是保持不

变。但是，在大工业和农业的目前条件下，可变资本只是总资本的

一个比较小的部分，因此，在总资本的减少或增加由可变资本的变

化决定时，总资本的减少或增加也是比较小的。我们再从这样一个

资本出发：

．１００ｃ＋２０ｖ＋１０ｍ；Ｃ＝１２０，ｍ＝５０％，ｐ＝８
１
３％，

现在假定它变为：

．１００ｃ＋３０ｖ＋１５ｍ；Ｃ＝１３０，ｍ＝５０％，ｐ＝１１７
１３％。

与此相反的可变资本减少的情况，又可以由 再转变为 来加以

说明。

各种经济条件本质上和上述场合一样，因此，无须重述。由

到 的转变意味着：劳动生产率降低二分之一；对１００ｃ的利用，

式需要的劳动，比 式多二分之一。这种情况在农业中可能发

９６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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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

不过在上述场合，总资本因不变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或可变

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而保持不变；而在这里，在可变部分增加时

会有追加资本被束缚，在可变部分减少时会有原来使用的资本被

游离。

３．ｍ 和ｖ不变，ｃ可变，因而Ｃ也可变

在这个场合，方程式

ｐ＝ｍ
ｖ
Ｃ变为：ｐ１＝ｍ

ｖ
Ｃ１

把两边共有的因素去掉，就得到如下的比例：

ｐ１∶ｐ＝Ｃ∶Ｃ１

在剩余价值率相等，可变资本部分也相等时，利润率和总资本成反

比。

例如，假定有三个资本，或同一个资本有三种不同的情况：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Ｃ＝１００，ｍ＝１００％，ｐ＝２０％；

．１０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Ｃ＝１２０，ｍ＝１００％，ｐ＝ ２
３；

．６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Ｃ＝８０，ｍ＝１００％，ｐ＝２５％；

那末就会得到如下的比例：

２０％∶１６２
３＝１２０∶１００；２０％∶２５％＝８０∶１００。

（９）手稿中这里有一句话：“以后再来研究这种情况同地租有什么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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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ｍ 不变时
ｖ
Ｃ的各种变化，我们前面提出的总公式是：

ｐ＝ｍ
ｅｖ
ＥＣ；现在它变为：ｐ１＝ｍ

ｖ
ＥＣ

因为ｖ没有变化，所以因素
ｖ１
ｖ在这里变为＝１。

因为ｍｖ＝ｍ，即剩余价值量，又因为ｍ 和ｖ都保持不变，所

以ｍ不会因Ｃ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剩余价值量在变化以后，和在

变化以前一样。

假定ｃ减为零，ｐ就会＝ｍ ，利润率就会等于剩余价值率。

ｃ的变化，可能由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的单纯价值变化引起，

也可能由总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即由该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

变化引起。在后一种情况下，随着大工业和农业的发展而提高的

社会劳动生产率，用上面的例子来说，要求按照由 到 ，由

到 这样的顺序来转变。一个以２０为报酬但生产价值４０的劳动

量，最初使用了价值６０的劳动资料；当生产率提高但价值不变时，

所使用的劳动资料起初增加到８０，然后增加到１００。生产率下降，

则要求按照相反的顺序进行；同量劳动所能推动的生产资料就会

减少，生产就会受到限制，这种情况可能在农业、采矿业等部门

发生。

不变资本的节约，一方面会提高利润率，另一方面会使资本

游离，因此，对资本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一点以及不

变资本要素（特别是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我们以后①还要进行

详细的研究。

在这里又表明，不变资本的变化，不论是由ｃ的物质组成部分

１７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① 见本卷第９２—１５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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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加或减少引起，还是由ｃ的物质组成部分的单纯价值变化引

起，都同样会对利润率发生影响。

４．ｍ 不变，ｖ、ｃ和Ｃ都可变

在这个场合，上述利润率已经变化的总公式

ｐ＝ｍ
ｅｖ
ＥＣ

也是适用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从这个公式可以得出如下结

果：

（ａ）如果Ｅ大于ｅ，也就是说，如果不变资本的增加，使总资

本增加得比可变资本快，那末，利润率就会下降。如果一个８０ｃ＋

２０ｖ＋２０ｍ的资本变为１７０ｃ＋３０ｖ＋３０ｍ的构成，那末ｍ 仍旧＝

１００％，尽管ｖ和Ｃ都增加了，但ｖ
Ｃ会由

２０
１００降低到

３０
２００，利润率也就

会相应地由２０％降低到１５％。

（ｂ）只有ｅ＝Ｅ，也就是说，只有ｖ
Ｃ这个分数在表面上发生变

化，但其值不变，也就是说，只有分子和分母以同数乘除，利润率才

会保持不变。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和１６０ｃ＋４０ｖ＋４０ｍ二者的利润率

显然都是２０％，因为ｍ 仍然＝１００％，而ｖ
Ｃ＝

２０
１００＝

４０
２００在这两个例

子中，都代表相等的值。

（ｃ）如果ｅ大于Ｅ，也就是说，如果可变资本增加得比总资本

快，利润率就会提高。如果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变为１２０ｃ＋４０ｖ＋

４０ｍ，利润率就会由２０％增加到２５％，因为在ｍ 不变时，ｖＣ＝
２０
１００

已经提高到４０１６０，由
１
５提高到

１
４。

如果ｖ和Ｃ按相同的方向变化，我们就可以这样来看待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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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变化，好象二者在一定程度以内，按相同的比率变化，以致在

这个程度以内，ｖＣ保持不变。超过这一点，二者之中就只有一个发

生变化。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种较为复杂的情况化为上述一种较

为简单的情况。

例如，如果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变为１００ｃ＋３０ｖ＋３０ｍ，那末，只

要这种变化在１００ｃ＋２５ｖ＋２５ｍ的程度以内，ｖ和ｃ，从而ｖ和Ｃ

的比率，将会保持不变。因此在这个程度以内，利润率也会保持不

变。我们现在可以把１００ｃ＋２５ｖ＋２５ｍ当作出发点；我们使ｖ增加

５，即增加到３０ｖ，Ｃ也就由１２５增加到１３０，这样我们就得到上述

的第二种情况，即只有ｖ的变化以及由此引起的Ｃ的变化。利润

率原来是２０％，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由于增加了５ｖ，现在

就提高到２３１
１３％了。

甚至在ｖ和Ｃ按相反的方向在数量上发生变化时，我们同样

可以把它化为一个较为简单的情况。例如，我们再从８０ｃ＋２０ｖ＋

２０ｍ出发，使它变为１１０ｖ＋１０ｖ＋１０ｍ的形式，而当变化还在４０ｃ

＋１０ｖ＋１０ｍ以内的时候，利润率会仍旧是２０％。把７０ｃ加到这个

中间形式中去，利润率就会下降到８１
３％。这样，我们也就把这个

情况再化为只有一个变数ｃ变化的情况了。

因此，ｖ、ｃ和Ｃ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没有提出任何新的观

点。它最后总是化为只有一个因素可变的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ｖ和Ｃ在数字上还是和以前一样大，但

它们的物质要素发生了价值变化，因此ｖ所代表的，是被推动的劳

动的已经变化了的量，ｃ所代表的，是被推动的生产资料的已经变

化了的量。但甚至这个唯一剩下的情况，实际上也已经包括在上述

范围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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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中，２０ｖ原来代表２０个工人每天１０小

时劳动的工资。现在，假定每个人的工资由１增加到１１
４。这样，

２０ｖ已经不能支付２０个工人的报酬，而只能支付１６个工人的报

酬。但是，２０个工人在２００个劳动小时内会生产４０的价值，而１６

个工人在每天１０小时内，也就是在总共１６０个劳动小时内，将只

生产３２的价值。扣除２０ｖ作为工资，在３２的价值中，就只剩下１２

作为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就会由１００％降低到６０％。但是按照我

们的前提，剩余价值率必须保持不变，因此工作日必须延长 １
４，即

由１０小时延长到１２１
２小时；２０个工人在每天１０小时内，即在

２００个劳动小时内会生产４０的价值，１６个工人在每天１２１
２小时

内，即在２００小时内，也会生产相同的价值，８０ｃ＋２０ｖ的资本，现

在也和以前一样，会生产２０的剩余价值。

反过来，如果工资降低，２０ｖ可以支付３０个工人的工资，那

末，ｍ 要保持不变，工作日就要由１０小时缩短到６２
３小时。２０×

１０＝３０×６２
３＝２００个劳动小时。

至于在这些相反的假定下，ｃ究竟在什么程度以内可以在其

价值的货币表现上保持不变，但又能代表随着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了的生产资料量，我们实质上在前面已经解释过了。这种情况只有

在极其例外的场合，才可能以纯粹的形式出现。

至于ｃ的各种要素的价值变化会增加或减少这些要素的量，

但不会影响ｃ的价值额这种情况，那末，只要这种变化不会引起ｖ

的数量变化，它就既不会影响利润率，也不会影响剩余价值率。

至此，我们已经把我们方程式中ｖ、ｃ和Ｃ各种可能的变化情

况都列举出来了。我们看到，在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时，利润率可

以降低，不变，或提高，因为ｖ和ｃ或ｖ和Ｃ的比率稍微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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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足以使利润率发生变化。

其次，我们看到，ｖ的变化到处都有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一经

达到，ｍ 要保持不变，就会成为经济上不可能的事情。因为ｃ的每

一个单方面的变化，也必然会达到一个界限，这个界限一经达到，ｖ

就不能再保持不变，所以对ｖ
Ｃ一切可能的变化来说，都有一个界

限，超过这个界限，ｍ 也就必然会变为可变。在ｍ 变化时，我们方

程式中各个变数的这种互相作用，还会更清楚地显示出来。我们现

在就来研究ｍ 的各种变化。

．ｍ 可变

如果把方程式ｐ＝ｍ ｖ
Ｃ

变为另一个方程式ｐ＝ｍ
ｖ１
Ｃ１（其中，ｐ１、ｍ １、ｖ１和Ｃ１表示ｐ、

ｍ 、ｖ和Ｃ的变化了的值），那末，我们就为各种不同剩余价值率

下的利润率，求得一个总公式，而不管ｖ
Ｃ是不变的，或同样是可变

的。这样，我们就得到：

ｐ∶ｐ１＝ｍ
ｖ
Ｃ∶ｍ

ｖ１
Ｃ１，

由此得到：    ｐ１＝ｍ
ｍ１
ｍ ×

ｖ１
ｖ＝

Ｃ
Ｃ１×ｐ。

１．ｍ 可变，
ｖ
Ｃ不变

在这个场合，我们有两个方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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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ｍ
ｖ
Ｃ；ｐ１＝ｍ １

ｖ
Ｃ

在这两个方程式中，ｖＣ是等值的。因而可以得出如下比例：

ｐ∶ｐ１＝ｍ∶ｍ １。

具有相同构成的两个资本的利润率之比，等于它们的剩余价

值率之比。因为在ｖ
Ｃ这个分数中，重要的不是ｖ和Ｃ的绝对量，而

只是二者的比率，所以，这适用于具有相同构成的一切资本，而不

管它们的绝对量如何。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Ｃ＝１００，ｍ ＝１００％，ｐ ＝２０％

１６０ｃ＋４０ｖ＋２０ｍ；Ｃ＝２００，ｍ ＝５０％，ｐ ＝１０％

１００％∶５０％＝２０％∶１０％。

如果ｖ和Ｃ的绝对量在两个场合是相等的，利润率还和剩余

价值量成正比。

ｐ ∶ｐ１＝ｍ ｖ∶ｍ １ｖ＝ｍ∶ｍ１。

例如：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ｍ ＝１００％，ｐ ＝２０％

８０ｃ＋２０ｖ＋１０ｍ；ｍ ＝５０％，ｐ ＝１０％

２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５０×２０＝２０ｍ∶１０ｍ。

现在很清楚，就构成的绝对数或百分比相同的资本来说，剩

余价值率只有在工资或工作日长度或劳动强度不等的情况下，才

能是不等的。假定有三种情况：

．８０ｃ＋２０ｖ＋１０ｍ；ｍ ＝５０％，ｐ ＝１０％，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ｍ ＝１００％，ｐ ＝２０％，

．８０ｃ＋２０ｖ＋４０ｍ；ｍ ＝２００％，ｐ ＝４０％，

总价值产品在 式是３０（２０ｖ＋１０ｍ），在 式是４０，在 式是６０。

６７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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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形可以由三种方式引起。

第一，工资不等，因而２０ｖ在各个场合表示不同的工人人数。

假定在 式是按１１
３镑的工资雇用１５个工人劳动１０小时，生产

３０镑价值，其中２０镑补偿工资，１０镑是剩余价值。如果工资降

低到１镑，就可以雇用２０个工人劳动１０小时，因此生产４０镑的

价值，其中２０镑补偿工资，２０镑是剩余价值。如果工资再降低到

２
３镑，就可以雇用３０个工人劳动１０小时，生产６０镑的价值，其

中除去２０镑工资，还剩下４０镑剩余价值。

在这个场合，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变，工作日不变，劳动强

度不变，但剩余价值率因工资变化而变化了。只有这个唯一的场

合才符合李嘉图的如下假定：

“利润的高低恰好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政治经济学原理》，载于麦

克库洛赫编《李嘉图全集》１８５２年版第１章第３节第１８页）

第二，劳动强度不等。这时，比如说２０个工人用相同的劳动

资料，在每天１０个劳动小时内生产的某种商品，在 式是３０件，

在 式是４０件，在 式是６０件。每件商品除了耗费在其中的生

产资料的价值，都体现着１镑的新价值。因为在每个场合都要有

２０件商品＝２０镑来补偿工资，所以剩余价值在１式是１０件商品

＝１０镑，在 式是２０件商品＝２０镑，在 式是４０件商品＝４０

镑。

第三，工作日长度不等。如果２０个工人在劳动强度相同的情

况下，在 式每天劳动９小时，在 式每天劳动１２小时，在 式

每天劳动１８小时，那末，它们的总产品之比３０∶４０∶６０，就等于

９∶１２∶１８，而且，因为工资在每个场合都＝２０，所以剩余价值又

分别是１０，２０和４０。

７７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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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会以相反的方向，劳动强度的提高

或降低和工作日的延长或缩短会以相同的方向，影响剩余价值率，

从而在ｖ
Ｃ不变时，影响利润率。

２．ｍ 和ｖ可变，Ｃ不变

在这个场合，下面的比例也是适用的：

ｐ∶ｐ１＝ｍ
ｖ
Ｃ∶ｍ

ｖ１
Ｃ＝ｍｖ∶ｍ １ｖ１＝ｍ∶ｍ１。

利润率之比，等于相应的剩余价值量之比。

在可变资本不变时，剩余价值率的变化，意味着价值产品在数

量上和分配上发生了变化。ｖ和ｍ 同时变化，也总是包含价值产

品分配上的变化，但并不总是包含价值产品数量上的变化。这里可

能有三种情况：

（ａ）ｖ和ｍ 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以相等的数量发生变化；例

如：

   ８０ｃ＋２０ｖ＋１０ｍ；ｍ＝５０％，ｐ＝１０％

   ９０ｃ＋１０ｖ＋２０ｍ；ｍ＝２００％，ｐ＝２０％。

在这两个场合，价值产品是相等的，因而，提供的劳动量也是

相等的；２０ｖ＋１０ｍ＝１０ｖ＋２０ｍ＝３０。区别只是在于：在前一个场

合，２０作为工资支付，１０是剩余价值；而在后一场合，工资只有

１０，因而剩余价值是２０。这是当ｖ和ｍ 同时发生变化时，工人人

数、劳动强度和工作日长度都保持不变的唯一场合。

（ｂ）ｍ 和ｖ也按照相反的方向，但不是以相等的数量发生变

化。这时，或者是ｖ的变化占优势，或者是ｍ 的变化占优势。

８７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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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ｍ＝１００％，ｐ＝２０％

   ．７２ｃ＋２８ｖ＋２０ｍ；ｍ＝７１３
７％，ｐ＝２０％

   ．８４ｃ＋１６ｖ＋２０ｍ；ｍ＝１２５％，ｐ＝２０％。

在 的价值产品４０中，有２０ｖ支付工资；在 的价值产品４８

中，有２８ｖ支付工资；在 的价值产品３６中，有１６ｖ支付工资。价

值产品和工资都变化了；但是，价值产品的变化，意味着提供的劳

动量的变化，因而，或者是工人人数的变化，或者是劳动时间的变

化，或者是劳动强度的变化，或者是三项中一项以上的变化。

（ｃ）ｍ 和ｖ按照相同的方向发生变化；这时，一种变化会加强

另一种变化的作用。

   ９０ｃ＋１０ｖ＋１０ｍ；ｍ＝１００％，ｐ＝１０％

   ８０ｃ＋２０ｖ＋３０ｍ；ｍ＝１５０％，ｐ＝３０％

   ９２ｃ＋８ｖ＋６ｍ；ｍ＝７５％，ｐ＝６％。

在这里，三个价值产品也是不同的，即２０、５０和１４；而每个场

合的劳动量大小上的这种差别，又可以化为工人人数、劳动时间或

劳动强度的差别，或者化为一个以上的因素或所

３．ｍ、ｖ和Ｃ都可变

这个场合不会提供任何新的观点，可以用 即ｍ 可变这一节

中求得的总公式来解决。

可见，剩余价值率大小的变化对于利润率的影响，会产生下列

各种情形：

１．如果ｖ
Ｃ不变，那末ｐ和ｍ 会按照相同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９７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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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ｍ＝１００％，ｐ＝２０％

８０ｃ＋２０ｖ＋１０ｍ；ｍ＝５０％，ｐ＝１０％

１００％∶５０％＝２０％∶１０％。

２．如果ｖ
Ｃ和ｍ 按照相同的方向变化，即ｍ 提高，

ｖ
Ｃ也提高，

ｍ 降低，ｖＣ也降低，那末ｐ 会比ｍ 按照更大的比率提高或降

低。    

８０ｃ＋２０ｖ＋１０ｍ；ｍ＝５０％，ｐ＝１０％

７０ｃ＋３０ｖ＋２０ｍ；ｍ＝６６
２
３％，ｐ＝２０％

５０％∶６６２
３％＜１０％∶２０％。

３．如果ｖ
Ｃ和ｍ 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

ｖ
Ｃ比ｍ 按照更小的比

率变化，那末ｐ会比ｍ 按照更小的比率提高或降低。

８０ｃ＋２０ｖ＋１０ｍ；ｍ＝５０％，ｐ＝１０％

９０ｃ＋１０ｖ＋１５ｍ；ｍ＝１５０％，ｐ＝１５％

５０％∶１５０％＞１０％∶１５％。

４．如果ｖ
Ｃ和ｍ 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

ｖ
Ｃ比ｍ 按照更大的比

率变化，那末，尽管ｍ 降低，ｐ还是会提高，或者尽管ｍ 提高，ｐ

还是会降低。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ｍ＝１００％，ｐ＝２０％

９０ｃ＋１０ｖ＋１５ｍ；ｍ＝１５０％，ｐ＝１５％

ｍ 由１００％提高到１５０％；ｐ由２０％降低到１５％。

５．最后，如果ｖ
Ｃ和ｍ 按照相反的方向，但是恰好按照相同的

比率在大小上发生变化，那末，尽管ｍ 提高或降低，ｐ还是会保

持不变。

只有最后这个情况还需要作一些解释。前面在论述ｖ
Ｃ的变化

０８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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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们看到，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

而在这里我们看到，同一个利润率可以以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率

为基础。但是在ｍ 不变时，ｖ和Ｃ的比率上的任何一种变化，都

足以引起利润率的差别，而在ｍ 发生大小上的变化时，ｖ
Ｃ就必

须以恰好相应的程度，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大小上的变化，才能

使利润率保持不变。这种情形，就同一个资本或同一国家的两个

资本来说，只有在非常例外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例如，有一个

资本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Ｃ＝１００，ｍ＝１００％，ｐ＝２０％，

假定工资下降，只需要１６ｖ而不需要２０ｖ就可以雇到同数工人。

这时，就有４ｖ游离出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我们就得到：

８０ｖ＋１６ｖ＋２４ｍ；Ｃ＝９６，ｍ＝１５０％，ｐ＝２５％。

现在ｐ要和以前一样＝２０％，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１２０，从而

不变资本就必须增加到１０４：

１０４ｖ＋１６ｖ＋２４ｍ；Ｃ＝１２０，ｍ＝１５０％，ｐ＝２０％。

这种情形，只有在劳动生产率随着工资下降而同时发生变化，

因而要求资本构成发生这样一种变化的时候，或者在不来资本的

货币价值由８０增加到１０４的时候，总之，只有在各种条件仅仅在

例外的情况下偶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可能的。事实上，ｍ

发生变化，但不同时引起ｖ的变化，因而也不引起ｖ
Ｃ的变化，这

种情形只有在十分特定的情况下，即只有在那些仅仅使用固定资

本和劳动，而劳动对象则由自然界提供的产业部门，才是可以设

想的。

但是把两个国家的利润率作比较时，情况就不同了。在这个

场合，相同的利润率，实际上多半表现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１８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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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从所有以上五种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剩余价值率降低

或者提高，利润率可以提高；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

可以降低；剩余价值率提高或者降低，利润率可以不变。至于剩

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可以提高、降低或者不变，这一点我们在

第 节已经讲过了。

可见，利润率取决于两个主要因素：剩余价值率和资本的价值

构成。这两个因素的作用，可以概括如下。在这里，我们可以用百

分比来表示资本的构成，因为变化发生在两个资本部分中的哪一

个部分，是无关紧要的。

两个资本的利润率或同一个资本在两个连续的、不同的状态

下的利润率，

在下列情况下，是相等的：

１．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也相等。

２．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等，剩余价值率也不等，但是剩余价值

率和按百分比计算的可变资本部分（ｍ 和ｖ）的乘积相等，也就是

说，按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剩余价值量（ｍ＝ｍｖ）相等，换句话

说，在这两个场合ｍ 和ｖ两个因素互成反比。

在下列的情况下，是不等的：

１．资本的百分比构成相等，但是剩余价值率不等。这时，利润

率之比，等于剩余价值率之比。

２．剩余价值率相等，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不等。这时，利润率之

比，等于可变资本部分之比。

３．剩余价值率不等，资本的百分比构成也不等。这时，利润率

之比，等于ｍｖ的乘积即按总资本的百分比计算的剩余价值量之

２８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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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
（１０）

（１０）在手稿中，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差数（ｍ—ｐ），还可以看到各种极为

详细的计算。这种差数具有各式各样的有趣的特色，它的运动显示出这两个比率越来

越远或越来越近的各种情况。这些运动还可以用曲线来表示。我没有把这个资料编入，

因为它对本书的直接目的不怎么重要，对那些想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读者来说，简

单地指出这一点也就够了。——弗·恩·

３８第三章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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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周转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影响，已经在

第二卷作了说明。这种影响可以简述如下：因为周转需要持续一段

时间，所以，在生产中不能同时使用全部资本；一部分资本总是以

货币资本的形式，以储存的原料的形式，以已经制成但尚未售出的

商品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尚未到期的债权的形式闲置起来；在实际

生产剩余价值即创造和占有剩余价值中发生作用的资本，总是要

减去这个部分，而所创造和占有的剩余价值，也总是要按相同的比

例减少。所以，周转时间越短，同全部资本相比，这个闲置的资本部

分就越小，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也就越大。

第二卷已经详细说明，周转时间或它的两个部分（生产时间和

流通时间）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缩短，都会增加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量。２７但是，因为利润率表示的，不过是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和参

加剩余价值量生产的总资本的比率，所以，很清楚，每一次这样的

缩短，都会提高利润率。我们以前在第二卷第二篇对剩余价值的阐

述，同样适用于利润和利润率，没有必要在这里重复。不过，我们要

着重指出几个要点。

缩短生产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是人们通

常所说的工业进步。如果这不会同时由于添置昂贵的机器等等而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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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总投资的大大增加，从而不引起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的降

低，那末利润率就必然会提高。在冶金工业和化学工业上许多最新

的进步中，情况确实是这样。贝塞麦、西门子、吉耳克里斯特—托马

斯等人新发明的炼铁炼钢法，就以较少的费用，把以前需时很长的

过程缩短到最低限度。由煤焦油提炼茜素或茜红染料的方法，利用

现有的生产煤焦油染料的设备，已经可以在几周之内，得到以前需

要几年才能得到的结果。茜草生长需要一年，然后还需要让茜根长

几年，等茜根成熟，才能制成染料。

缩短流通时间的主要方法是改进交通。近五十年来，交通方面

已经发生了革命，只有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工业革命才能与这一革

命相比。在陆地上，碎石路已经被铁路排挤到次要地位，在海上，缓

慢的不定期的帆船已经被迅速的定期的轮船航线排挤到次要地

位。并且整个地球布满了电报线。苏伊士运河才真正开辟了通往

东亚和澳洲的轮船交通。１８４７年，运往东亚的商品的流通时间，至

少还需要十二个月（见第２卷第２３５页２８），现在已经减少到十二个

星期左右。１８２５年到１８５７年期间的两大危机策源地，美国和印

度，由于交通工具的这种变革，同欧洲的工业国家靠近了７０％到

９０％，因而失去了这两个危机策源地的爆发能力的大部分。全世界

商业的周转时间，都已经按相同的程度缩短，参加世界商业的资本

的活动能力，已经增加到两倍或三倍多。不用说，这不会不对利润

率发生影响。

要把总资本的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纯粹地表示出来，我们就

必须假定，互相比较的两个资本的其他一切条件是相等的。所以，

除了要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相等，还特别要假定资本的百分

比构成相等。假定资本Ａ的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１００Ｃ，剩余价值率

５８第四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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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００％，资本每年周转两次。这样，年产品就是：

１６０ｃ＋４０ｖ＋４０ｍ。但是在求利润率时，我们不是按周转的资

本价值２００来计算４０ｍ，而是按预付资本价值１００来计算。因此，

ｐ＝４０％。

让我们用这个资本和资本Ｂ＝１６０ｃ＋４０ｖ＝２００Ｃ比较一下。

资本Ｂ有同样的剩余价值率１００％，但每年只周转一次。这样，年

产品就和上述的年产品一样是：

１５０ｃ＋４０ｖ＋４０ｍ。但在这个场合，４０ｍ要按预付资本２００来

计算，利润率只有２０％，所以只有资本Ａ的利润率的一半。

由此可见：在资本百分比构成相等，剩余价值率相等，工作日

相等的时候，两个资本的利润率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反比。如果在

互相比较的两种情况中，资本构成不相等，或剩余价值率不相等，

或工作日不相等，或工资不相等，那当然会造成利润率的进一步的

差别，但这些事情同周转无关，所以也同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而

且这些事情已经在第三章研究过了。

周转时间的缩短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对利润的生产的直

接影响，在于使可变资本部分由此提高效率。这一点我们在第二卷

第十六章《可变资本的周转》中考察过了。那里指出，一个每年周转

十次的可变资本５００，和一个剩余价值率相等、工资相等、但每年

只周转一次的可变资本５０００，会在这个时间内占有同样多的剩余

价值。

我们假定资本 是由固定资本１００００（它每年损耗１０％＝

１０００）、流动不变资本５００和可变资本５００构成。剩余价值率

１００％，可变资本每年周转十次。为简便起见，我们在以下所有例子

中都假定，流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是在同一时间内进行周转，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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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情况大多也是这样的。因此，每个周转期间的产品将是：

  １００ｃ（损耗）＋５００ｃ＋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１６００

每年周转十次，全部年产品就是：

  １０００ｃ（损耗）＋５０００ｃ＋５０００ｖ＋５０００ｍ＝１６０００，

    Ｃ＝１１０００，ｍ＝５００，ｐ＝
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４５

５
１１％。

我们现在假定有资本 ：其中固定资本９０００，每年的损耗

１０００，流动不变资本１０００，可变资本１０００，剩余价值率１００％，可

变资本每年周转五次。因此，可变资本每个周转期间的产品将是：

  ２００（损耗）＋１０００ｃ＋１０００ｖ＋１０００ｍ＝３２００，

周转五次，全部年产品就是：

  １０００ｃ（损耗）＋５０００ｃ＋５０００ｖ＋５０００ｍ＝１６０００，

    Ｃ＝１１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ｐ＝
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４５

５
１１％。

我们再假定有资本 ，其中完全没有固定资本，只有流动不变

资本６０００和可变资本５０００。剩余价值率１００％，每年周转一次。因

此，一年的全部产品就是：

  ６０００ｃ＋５０００ｖ＋５０００ｍ＝１６０００，

    Ｃ＝１１０００，ｍ＝５０００，ｐ＝
５０００
１１０００＝４５

５
１１％。

因此，在以上三个场合，我们有相同的年剩余价值量＝５０００；

并且，因为以上三个场合的总资本相同，即＝１１０００，所以也有相同

的利润率４５５
１１％。

但是，如果上述资本 的可变部分不是每年周转十次，而是每

年只周转五次，情况就不同了。因此，周转一次得到的产品就是：

  ２００ｃ（损耗）＋５００ｃ＋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１７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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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年产品是：

  １０００ｃ（损耗）＋２５００ｃ＋２５００ｖ＋２５００ｍ＝８５００。

    Ｃ＝１１０００，ｍ＝２５００，ｐ＝ ２５００
１１０００＝２２

８
１１％。

利润率下降了一半，因为周转时间延长了一倍。

因此，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量，等于可变资本一个周转期间

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乘以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如果我们

把一年内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叫作Ｍ，一个周转期间所占有的

剩余价值叫作ｍ，一年内可变资本周转的次数叫作ｎ，那末，Ｍ＝

ｍｎ，年剩余价值率Ｍ ＝ｍｎ。这一点已经在第二卷第十六章第一

节说明过了。２９

不言而喻，利润率的公式ｐ＝ｍ
ｖ
Ｃ＝ｍ

ｖ
ｃ＋ｖ，只有在分子中的

ｖ和分母中的ｖ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才是正确的。在分母中，ｖ是

总资本中平均作为可变资本用于工资的整个部分。在分子中，ｖ首

先只是由下面的事实规定的：它曾经生产并占有一定量的剩余价

值ｍ；而剩余价值和ｖ的比率ｍ
ｖ，就是剩余价值率ｍ 。只是通过这

样的途径，ｐ＝
ｍ
ｃ＋ｖ这个方程式才转化为另一个方程式ｐ＝ｍ

ｖ
ｃ＋ｖ。现在，分子中的ｖ要进一步加以规定：它必须和分母中的ｖ，也

就是和资本Ｃ中的整个可变部分相等。换句话说，ｐ＝
ｍ
Ｃ这个方

程式，只有在ｍ是指可变资本的一个周转期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

值的时候，才能够没有错误地转化为另一个方程式ｐ＝ｍ
ｖ
ｃ＋ｖ。如

果ｍ只包括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那末ｍ＝ｍｖ固然还是正确

的，但这个ｖ在这里，就比Ｃ＝ｃ＋ｖ中的ｖ小，因为它比投在工资

上的全部可变资本小。但是，如果ｍ比ｖ周转一次得到的剩余价

值大，这个ｖ的一部分，甚至它的全部，就曾经两次发生作用，先是

８８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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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周转中，然后又在第二次周转中，以及后来的周转中发生

作用；所以，生产剩余价值并代表所付工资总额的ｖ，就比ｃ＋ｖ中

的ｖ大，因此计算也就不正确了。

要使年利润率的公式完全正确，我们必须用年剩余价值率代

替简单的剩余价值率，即用Ｍ 或ｍｎ代替ｍ 。换句话说，我们必

须让剩余价值率ｍ ——或者让Ｃ中所含的可变资本部分ｖ——

乘以这个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的次数ｎ，由此就得到ｐ＝ｍｎ

ｖ
Ｃ。这就是年利润率的计算公式。

但是，投在一个企业中的可变资本究竟有多大，在绝大多数场

合，连资本家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已经在第二卷第八章看到，并且

以后还会进一步看到，资本家认为他的资本中唯一的重大差别，是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如果资本家不把那个以货币形式留

在自己手里的流动资本部分存入银行，而是放在自己的钱柜中，他

就会从这个钱柜取出货币来支付工资，也会从这个钱柜取出货币

来购买原料和辅助材料，把这两项记在同一个现金账户内。即使他

为所支付的工资开立一个特别的账户，这个账户到年终时所记下

的也是支付的工资总额，是ｖｎ，而不是可变资本ｖ本身。要确定这

个ｖ，他必须进行一种特别的计算。关于这种计算，我们不妨举一

个例子。

我们仍用第一卷第２０９２０１页３０曾经说过的那个拥有１００００

个走锭精纺纱锭的纺纱厂为例，并且假定该厂１８７１年４月某一周

的统计数字适用于全年。包含在机器中的固定资本是１００００镑。流

动资本没有举出；我们假定它是２５００镑。这是一个相当高的估计，

但是这种估计是有理由的，因为在这里我们总是必须假定没有信

用业务，因而没有别人的资本可供长期的或暂时的利用。按价值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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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每周产品是由机器损耗２０镑，预付的流动不变资本３５８镑（租

金６镑，棉花３４２镑，煤炭、煤气、煤油１０镑），在工资上支出的可

变资本５２镑和剩余价值８０镑构成，因此：

２０ｃ（损耗）＋３５８ｃ＋５２ｖ＋８０ｍ＝５１０。

可见，每周预付的流动资本＝３５８ｃ＋５２ｖ＝４１０；它的百分比构

成＝８７．３ｃ＋１２．７ｖ。按全部流动资本２５００镑计算，就是２１８２镑不

变资本和３１８镑可变资本。因为一年的工资总支出等于５２镑的

５２倍，即２７０４镑，所以３１８镑可变资本在一年内几乎正好周转８

１
２次。剩余价值率为

８０
５２＝１５３

１１
１３。根据这些要素，把ｍ＝１５３

１１
１３，

ｎ＝８
１
２，ｖ３１８，Ｃ＝１２５００这几个数值代入ｐ＝ｍｎ

ｖ
Ｃ公式，我们

就可以算出利润率如下：

ｐ＝１５３１１１３×８
１
２×

３１８
１２５００＝３３．２７％。

我们用ｐ＝
ｍ
Ｃ这个简单的公式来验算一下。一年的全部剩余

价值或利润等于８０镑×５２＝４１６０镑，除以总资本１２５００镑，得

３３．２８％，同上面的结果几乎相等，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利润率，只有

用暂时特别有利的条件（棉花价格非常便宜，而棉纱价格又非常

高）才能说明，实际上，这样高的利润率当然不能在全年维持下去。

ｐ＝ｍｎ
ｖ
Ｃ公式中的ｍｎ，如上所述，就是第二卷所说的年

剩余价值率。３１在上述例子中，它等于１５３
１１
１３×８

１
２；用准确的数字

来说，就是１３０７９
１３％。因此，有一个叫作比德曼的人，看到第二卷

一个例子中提出的极高的年剩余价值率１０００％，感到十分惊奇，

但他在这里看到这个从曼彻斯特活生生的实践中举出的事实，一

个超过１３００％的年剩余价值率，也许就会平静下来了。在高度繁

荣的时期，—— 当然，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再经历这样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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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样的年剩余价值率，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顺便说一下，我们在这里有了一个关于现代大工业中资本的

实际构成的例子。总资本分为１２１８２镑不变资本和３１８镑可变资

本，合计１２５００镑。用百分比表示，就是９７１
２ｃ＋２

１
２ｖ＝１００Ｃ。总

资本只有四十分之一的部分用来支付工资，但这部分每年周转八

次以上。

因为只有少数资本家才想到要对自己的企业进行这样的计

算，所以，统计学家对于社会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

例，几乎完全闭口不谈。只有美国的国情调查，才提供了在现有条

件下能够提供的情况，即每个生产部门所支付工资的总数及其所

获利润的总数。尽管这种资料令人怀疑，因为它只是以工业家们自

己的未经核实的报告为根据，但它仍然极为宝贵，是我们掌握的关

于这个问题的唯一的资料。在欧洲，我们太温和了，没有要求我们

的大工业家也这样暴露事实。——弗·恩·｝

１９第四章 周转对利润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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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概  论

在可变资本不变，因而按相同的名义工资使用的工人人数不

变的条件下，绝对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剩余劳动从而工作日的延

长，——不管额外时间有没有报酬都一样，——会相对地降低不

变资本同总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价值，并由此提高利润率

（这里也是把剩余价值量的增加和剩余价值率的可能的提高撇开

不说）。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即工厂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管

用来工作１６小时，还是１２小时，都会仍旧不变。工作日的延长

并不要求在不变资本的这个最花钱的部分上有新的支出。此外，固

定资本的价值，由此会在一个较短的周转期间系列中再生产出来，

因而，这种资本为获得一定利润所必须预付的时间缩短了。因此，

甚至在额外时间支付报酬，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比正常劳动时

间支付较高报酬的情况下，工作日的延长都会提高利润。因此，现

代工业制度下不断增长的增加固定资本的必要性，也就成了唯利

是图的资本家延长工作日的一个主要动力。（１１）

（１１） “因为一切工厂都有极大量的固定资本投在建筑物和机器上，所以，这些

机器能够工作的时数越多，利润就越大。”（《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第

８页）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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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不变时，这种情形就不会发生。这时，要剥削一个较大的

劳动量（在这里我们把工资的减少或工资降低到正常水平以下的

情形撇开不说），就必须增加工人人数，同时还要按一定的比例增

加固定资本即建筑物、机器等等的数量。或者，在劳动强度增加，

或劳动生产力提高，总之，有较多相对剩余价值产生的时候，在

那些使用原料的生产部门中，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的量会增加，因

为在一定时间内会有更多的原料等等被加工；其次，同数工人开

动的机器会增加，因而不变资本的这个部分也会增加。因此，剩

余价值的增加，会引起不变资本的增加；对劳动的剥削的增加，会

引起用来剥削劳动的生产条件的费用的增加，从而会引起资本支

出的增加。这样，利润率从一方面说会由于这种原因而降低，虽

然从另一方面说会提高。

有整整一系列经常的非生产费用，不论工作日长短，都是几乎

一样或完全一样的。５００个工人在１８个劳动小时内所需的监督费

用，比７５０个工人在１２个劳动小时内所需的监督费用要少。

“一个工厂工作１０小时和工作１２小时的经营费用几乎是一样的。”（《工

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第３７页）

国税、地方税、火灾保险费、各种常雇人员的工资、机器的贬值

和工厂的其他各种非生产费用，都不会因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变化；

生产越是减少，同利润相比，这些费用就越是增加。（《工厂视察员

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第１９页）

把机器和固定资本其他组成部分的价值再生产出来的持续时

间，实际上不是由它们的单纯的存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们在其

中发挥作用和被使用的整个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如果工

人每天必须做苦工１８小时，而不是１２小时，那末，一周就会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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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一周就会变为一周半，两年就会变为三年。如果额外时间没

有报酬，工人就会在正常的剩余劳动时间之外，每两周再白送一

周，每两年再白送一年。这样，机器价值的再生产也会加快５０％，

并且只要乎常必要时间的三分之二就行了。

在研究这个问题以及研究原料价格的变动情况（第６章）时，

为了避免问题的不必要的复杂化，我们总是假定剩余价值量和剩

余价值率是已定的。

在论述协作、分工和机器时，我们已经指出３２，生产条件的节

约（这是大规模生产的特征）本质上是这样产生的：这些条件是作

为社会劳动的条件、社会结合的劳动的条件，因而作为劳动的社会

条件发生作用的。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由总体工人共同消费，而不是

由一批互相没有联系的，或最多只是在小范围内互相直接协作的

工人以分散的形式消费。在一个有一台或两台中央发动机的大工

厂内，发动机的费用，不会和发动机的马力，因而不会和它们的可

能的作用范围，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传动机的费用，不会和传动机

所带动的工作机的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工作机机身，也不会

和它用作自己的器官执行职能的工具的数目的增加，按比例变得

更贵，等等。其次，生产资料的集中，可以节省各种建筑物，这不仅

指真正的工场，而且也指仓库等等。燃料、照明等等的支出，也是这

样。其他生产条件，不管由多少人利用，会仍旧不变。

但是，这种由生产资料的集中及其大规模应用而产生的全部

节约，是以工人的聚集和共同工作，即劳动的社会结合这一重要条

件为前提的。因此，这种节约来源于劳动的社会性质，正如剩余价

值来源于单独地考察的每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一样。甚至在这里

可能进行和必须进行的不断改良，也完全是由大规模结合的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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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生产所提供的和所允许取得的社会的经验和观察产生的。

关于生产条件节约的另一个大类，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指的是

生产排泄物，即所谓的生产废料再转化为同一个产业部门或另一

个产业部门的新的生产要素；这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

这种所谓的排泄物就再回到生产从而消费（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

的循环中。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地探讨的这一类节约，也是大规

模社会劳动的结果。由于大规模社会劳动所产生的废料数量很大，

这些废料本身才重新成为商业的对象，从而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这

种废料，只有作为共同生产的废料，因而只有作为大规模生产的废

料，才对生产过程有这样重要的意义，才仍然是交换价值的承担

者。这种废料——撇开它作为新的生产要素所起的作用——会按

照它可以重新出售的程度降低原料的费用，因为正常范围内的废

料，即原料加工时平均必然损失的数量，总是要算在原料的费用

中。在可变资本的量已定，剩余价值率已定时，不变资本这一部分

的费用的减少，会相应地提高利润率。

如果剩余价值已定，利润率就只能由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不变

资本的价值的减少来提高。就不变资本加入商品的生产来说，唯一

要考虑的，不是它的交换价值，而是它的使用价值。如果劳动生产

率的程度已定，也就是说，如果技术发展的水平已定，亚麻在一个

纺纱厂内能够吸收多少劳动，就不是取决于亚麻的价值，而是取决

于亚麻的数量。同样，一台机器对例如三个工人提供的帮助，不是

取决于这台机器的价值，而是取决于它作为机器的使用价值。在技

术发展的一个阶段上，一台性能差的机器可能很贵，而在另一个阶

段上，一台性能好的机器可能很便宜。

资本家比如说因棉花和纺纱机变得便宜而得到更大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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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当然，不是纺纱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

的结果，而是机器制造业和植棉业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现

在，要使一定量的劳动物化，从而占有一定量的剩余劳动，在劳动

条件上只需要较少的支出了。占有这一定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

费用减少了。

我们已经说过总体工人——社会结合工人——在生产过程中

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造成的节约。下面我们将进一步考察由于流

通时间的缩短（在这里，交通工具的发展是重要的物质要素）在不

变资本的支出上产生的节约。但在这里，应该立即提到机器的不断

改良所引起的节约，也就是：１．机器的材料改良了，例如铁代替了

木材；２．由于机器制造的改良，机器便宜了；这样，不变资本固定部

分的价值虽然随着大规模劳动的发展而不断增加，但远不是按相

同的程度增加（１２）；３．那种使现有机器的使用更便宜和更有效的特

殊改良，例如蒸汽锅炉的改良等等，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比较详细

地讲到；４．由于机器的改良，废料减少了。

凡是使机器从而全部固定资本在一定生产期间内的损耗减少

的事情，不仅会使单个商品变得便宜（因为每个商品都在它的价格

中再现归它负担的损耗部分），而且会使这个期间内相应的资本支

出减少。修理劳动等等，凡是必要的，在计算时就要包括在机器原

来的费用之内。这种劳动会因机器更加坚固耐用而减少，这会相应

地降低机器的价格。

所有这一类节约，在大多数场合仍然只有在存在着结合工人

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并且往往要在较大规模的劳动下才能实现，因

（１２） 见尤尔论工厂建设的进步。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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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求工人直接在生产过程中还要有较大规模的结合。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

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

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

在一起，——在这里是另一些产业部门（例如纺织工业或农业）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从而它们的费用减少的条件。这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商品作为产品从一个产业部门生产出来后，会作为生产资料

再进入另一个产业部门。商品的便宜程度，取决于它作为产品生产

出来的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同时商品的便宜程度不仅是有它

作为生产资料参加生产的那种商品变得便宜的条件，而且也是有

它作为要素的那种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的条件，因此又是利润率

提高的条件。

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具有这样的

特征：在这里，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

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得到的好处，仍然是社会

劳动的产物，虽然并不是他自己直接剥削的工人的产物。生产力的

这种发展，归根到底总是来源于发挥着作用的劳动的社会性质，来

源于社会内部的分工，来源于智力劳动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在

这里，资本家利用的，是整个社会分工制度的优点。在这里，劳动生

产力在其他部门即为资本家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发展，相对地

降低资本家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提高利润率。

提高利润率的另一条途径，不是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的节约，

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工人的集中和他们的大规模协

作，从一方面来看会节省不变资本。同样一些建筑物、取暖设备和

照明设备等等用于大规模生产所花的费用，比用于小规模生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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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地说要少一些。动力机和工作机也是这样。它们的价值虽然绝

对地说是增加了，但是同不断扩大的生产相比，同可变资本的量或

者说同所推动的劳动力的量相比，相对地说却是减少了。一个资本

在本生产部门内实现的节约，首先是并且直接是劳动的节约，即本

部门内工人的有酬劳动的减少；而上面所说的那种节约，却是用最

经济的办法，也就是说，在一定的生产规模上，用最少的费用，来实

现对别人无酬劳动的这种最大限度的占有。这种节约的基础不是

上面已经提到的对用于不变资本生产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的利

用，而是不变资本本身使用上的节约，就这一点说，这种节约或者

是直接来源于这个生产部门本身内的协作和劳动的社会形式，或

者是来源于机器等的生产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以致机器等的

价值不是和它们的使用价值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在这里，要注意两点：如果ｃ的价值＝０，那末ｐ就＝ｍ ，利润

率就达到它的最高限度。但是第二，就对劳动本身的直接剥削来

说，重要的决不是所使用的剥削手段的价值，不管这些剥削手段是

固定资本，还是原料和辅助材料。就机器、建筑物、原料等充当劳动

吸收器，充当劳动从而剩余劳动在其中物化或借以物化的手段来

说，它们的交换价值多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这里，唯一重要的

是，一方面，它们的数量要适合在技术上和一定量的活劳动相结合

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们要合乎目的，因此不仅要有性能好的机器，

而且要有优质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原料的优

劣。优质材料留下的废料比较少；因此，为吸收同量劳动所需要的

原料数量也会减少。其次，工作机遇到的障碍也会减少。这甚至会

部分地影响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原料差，工人加工同量的原料

就需要更多的时间；在支付的工资不变时，这会减少剩余劳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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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会大大影响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我们在第一卷第６２７６１９

页３４及以下各页已经说过，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更多地取决于所

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而不是所使用的劳动量。

因此，资本家狂热地节约生产资料是可以理解的。要做到一点

也不损失，一点也不浪费，要做到生产资料只按生产本身的需要来

消耗，这部分地取决于工人的训练和教育，部分地取决于资本家强

加给结合工人的纪律。这种纪律在工人为自己的利益而劳动的社

会状态中是多余的，正如现在在实行计件工资的地方已经几乎完

全是多余的一样。另一方面，这种狂热也表现在生产要素的搀假

上。这种搀假是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降低的一

种主要手段，因而也是使利润率提高的一种主要手段；这里还要加

上这些生产要素以高于它们在产品中再现的价值出售这种情况，

这是欺骗行为的重要因素。这个因素特别在德国工业中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德国工业有一条基本原则：讨好顾客的办法是先送给他

好样品，然后给他次货。不过这些属于竞争的现象，和我们这里无

关。

必须指出，这种由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费用的减少而引起的

利润率的提高，同发生这种现象的产业部门是生产奢侈品，是生产

会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还是生产生产资料本身，都是完全没

有关系的。这种情况只有在谈到剩余价值率时才是重要的，因为剩

余价值率本质上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也就是取决于工人日常生

活资料的价值。但在这里，我们假定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是已定

的。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如何，——这个比率

决定利润率，——完全取决于不变资本的价值，而决不是取决于不

变资本的构成要素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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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料的相对便宜，当然并不排除它们的绝对价值额的增

加；因为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绝对数量，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

展，以及随之而来的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大大增加。无论从哪一方面

来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部分地只是生产资料作为结合工

人的共同生产资料起作用和被消费的结果，所以这种节约本身就

是直接生产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产物；但是部分地又是那些为资本

提供生产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发展的结果，所以，如果我们把

总劳动和总资本对立起来考察，而不仅是把资本家Ｘ所使用的工

人和这个资本家Ｘ对立起来考察，这种节约就再表现为社会劳动

生产力发展的产物，而区别不过是，资本家Ｘ不仅从他自己的工

场的劳动生产率中，而且也从其他工场的劳动生产率中得到利益。

然而对资本家来说，不变资本的节约表现为一个和工人相异化、和

工人绝对不相干的条件，工人和它完全无关；其实，资本家始终很

清楚地知道，他用同样多的货币能够买到多少劳动的问题，确实同

工人有点关系（因为在资本家的意识中，他和工人之间的交易就是

这样表现的）。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这种用最少的支出获

得一定结果的方法，同劳动所固有的其他力量相比，在更大得多的

程度上表现为资本的一种固有的力量，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所特有的并标志着它的特征的一种方法。

这种看法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事实的外观是和它相符的，因为

当资本关系使工人处于和他自己劳动的实现条件完全无关、相外

化和相异化的状况的时候，它实际上就把内在联系隐藏在这种状

况中了。

第一，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生产资料，只代表资本家的货币

（正如兰盖所说，罗马债务人的身体，代表债权人的货币一样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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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只和资本家有关，而工人在现实生产过程中和生产资料接触

时，只把它们当作生产上的使用价值，当作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

因此，这个价值是增加还是减少，和工人究竟是干铜活还是干铁活

一样，丝毫不涉及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当然，正如我们以后将会

指出的那样，当生产资料的价值增加，因而利润率降低时，资本家

就喜欢把事情说成另一个样子。

第二，只要这些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同时是劳动

的剥削手段，这些剥削手段的相对的贵或贱同工人无关，正如嚼口

和缰绳的贵或贱同马无关一样。

最后，我们以前３６已经说过，工人实际上把他的劳动的社会性

质，把他的劳动和别人的劳动为一个共同目的的结合，看成是一种

和自己相异化的权力；实现这种结合的条件，是和他相异化的财

产，如果他不是被迫节约这种财产，那末浪费一点，对他说来毫无

关系。而在属于工人自己的工厂，例如在罗契得尔的工厂中３７，情

况就完全两样。

因此，几乎用不着说，当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表现为另

一个生产部门的生产资料变得便宜和得到改良，从而提高了利润

率时，社会劳动的这种普遍联系，就表现为某种和工人完全相异化

的东西，事实上它也只和资本家有关，因为只有资本家才购买和占

有这些生产资料。至于他不过是用本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购买另

一个生产部门工人的产品，因此他只有无偿地占有了本部门工人

的产品，才能支配其他部门工人的产品，那末，这是一种被流通过

程等等幸运地掩盖起来的联系。

此外，因为大规模生产首先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上发展起来的，

所以，一方面是疯狂追求利润的欲望，另一方面是迫使人们尽可能

１０１第五章 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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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地生产商品的竞争，使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约表现为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从而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促进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另一

方面也促进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

但问题还不只是限于：在工人即活劳动的承担者，同他的劳动

条件的经济的，即合理而节约的使用之间，存在着异化和毫不相干

的现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它的矛盾的、对立的性质，还把浪

费工人的生命和健康，压低工人的生存条件本身，看作不变资本使

用上的节约，从而看作提高利润率的手段。

因为工人的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生产过程中度过的，所

以，生产过程的条件大部分也就是工人的能动生活过程的条件，是

工人的生活条件，这些生活条件的节约，是提高利润率的一种方

法；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３８，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

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一种方法。这种节

约的范围包括：使工人挤在一个狭窄的有害健康的场所，用资本家

的话来说，这叫作节约建筑物；把危险的机器塞进同一些场所而不

安装安全设备；对于那些按其性质来说有害健康的生产过程，或对

于象采矿业中那样有危险的生产过程，不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等

等。更不用说缺乏一切对工人来说能使生产过程合乎人性、舒适或

至少可以忍受的设备了。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会是一种完全

没有目的和没有意义的浪费。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尽管非常吝啬，

但对人身材料却非常浪费，正如另一方面，由于它的产品通过商业

进行分配的方法和它的竞争方式，它对物质资料也非常浪费一样；

资本主义生产一方面使社会失去的东西，就是另一方面使单个资

本家获得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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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它缩减为必要

劳动，并且利用劳动的各种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生产产品所必

要的劳动，因而尽量节约直接使用的活劳动，它还有一种趋势，要

在最经济的条件下使用这种已经缩减到必要程度的劳动，也就是

说，要把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如果商品

价值是由商品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不是由商品一般地包

含的劳动时间决定，那末，只有资本才能实现这种决定，同时不断

地缩短生产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一来，商品的价

格就会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的每一

个部分都缩减到它的最低限度了。

我们在考察不变资本使用上的节约时，必须注意如下的区别。

如果使用的资本的数量增加了，它的价值额也随之增加了，那末，

这首先只是表明更多的资本积聚在一个人手里。然而正是在一个

人手里使用的资本量的这种增大，——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此相适

应，被使用的劳动量绝对地增大，但相对地减少，——使不变资本

的节约成为可能。从单个资本家来看，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必要

支出的数量增大了；但就所加工的材料量和被剥削的劳动量来说，

这种支出的价值却是相对地减少了。

现在我们举几个例子来对这一点作简要的说明。我们从最后

一点，也就是从生产条件的节约说起，因为生产条件同时又是工人

的生存条件和生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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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牺牲工人而实现

 的劳动条件的节约

  煤矿。对最必要支出的忽视。

“在煤矿主之间……盛行竞争的情况下，除了为克服最明显的肉体上的

困难所必需的费用之外，不再花别的费用；在煤矿工人（他们的人数通常总是

过多）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

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的农业短工略高的工资，此外，还因为矿山劳动能使

他们的儿女找到挣钱的机会。这种双重竞争……使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

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

坑道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方

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１

号报告。１８２９年４月２１日》第１０２页）

１８６０年前后，在英国煤矿中平均每周有１５人死亡。根据《煤

矿事故》的报告（１８６２年２月６日），在１８５２—１８６１年的十年内

共死亡８４６６人。但是，正如报告本身所指出的，这个数字大大缩

小了，因为在刚开始设立视察员的最初几年，他们的管区太大，大

量不幸的和死亡的事故根本没有呈报。尽管死亡事故还是很多，视

察员的人数不够，他们的权力又太小，但是，自从视察制度建立

以来，事故的次数已经大大减少。正是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主

义剥削的自然趋势。——这种草菅人命的情况，绝大部分是由于

煤矿主的无耻贪婪造成的，例如，好些地方只开一个竖井，以致

不仅没有足够的空气流通，而且一旦这个竖井堵塞，连一个出口

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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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单独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把流通过程和过度竞争撇

开不说，资本主义生产对已经实现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

异常节约的。相反地，它对人，对活劳动的浪费，却大大超过任

何别的生产方式，它不仅浪费血和肉，而且也浪费神经和大脑。在

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

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

发展。因为这里所说的全部节约都是从劳动的社会性质产生的，所

以，工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浪费，实际上也正是由劳动的这种直接

社会性质造成的。就这方面说，工厂视察员罗·贝克提出的问题

是很有代表性的：

“怎样才能最好地防止这种由共同劳动造成的儿童生命的牺牲呢？这整

个问题是值得郑重考虑的。”（《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第１５７页）

工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真正的工厂也缺乏保障工人

安全、舒适和健康的一切措施。很大一部分关于产业大军伤亡人数

的战报（见工厂年度报告）就是从这里来的。同样，厂房拥挤，通风

很差，等等。

早在１８５５年１０月，莱昂纳德·霍纳就抱怨说，尽管横轴的危

险已经不断为事故，而且往往是为死亡事故所证明，而安全设备既

不用花许多钱，又丝毫不妨碍生产，但许多工厂主仍反对关于横轴

应有安全设备的法律规定。（《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５年１０月》第

６页）工厂主在反对这种法律规定和其他法律规定时，得到了那些

不拿报酬的治安法官的竭力支持。这些治安法官本人大多数都是

工厂主或是工厂主的朋友，而这类案件要由他们来判决。这些先生

们是怎样判决的呢？首席法官坎伯尔在谈到一件向他上诉的这类

判决案时说：“这不是解释议会法令，简直是废除议会法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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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１１页）——在同一个报告中，霍纳还谈到，许多工厂在开动

机器时没有预先向工人发出信号。因为在未开动的机器上总是有

些事要做，所以总是有手和手指同机器接触，这样，由于没有信号，

就不断发生事故。（同上，第４４页）当时工厂主为了反对工厂法，在

曼彻斯特组织了一个行业团体，名叫“争取修改工厂法全国协会”。

１８５５年３月，这个协会按每马力交会费２先令的办法，筹集了一

笔超过５万镑的基金，以便在工厂视察员提出控告时为协会会员

支付诉讼费用，并为协会出面进行的诉讼支付费用。目的是要证

明，如果为利润而杀人，那末，杀人并不就是杀人犯３９。苏格兰工厂

视察员约翰·金凯德爵士谈到，格拉斯哥一家公司利用自己工厂

的废铁，为它的全部机器装上安全设备，总共花９镑１先令。这个

公司使用１１０马力，如果它加入上述协会，就要交纳会费１１镑，比

全部安全设备的费用还多。但是，这个全国协会１８５４年显然是为

反对那条规定必须安装这类安全设备的法律而成立的。在１８４４—

１８５４年这整个时期，工厂主对这条法律丝毫未予注意。根据帕麦

斯顿的指令，工厂视察员现在通知工厂主说，这条法律今后必须切

实执行。工厂主立即成立了这个协会。该协会的许多非常著名的

会员本身就是治安法官，并以这种身分来执行法律。１８５５年４月

新任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表示政府愿意

满足于一些几乎只是徒有其名的安全设备，而全国协会甚至连这

一点也愤怒地加以拒绝了。在几次不同的诉讼中，著名工程师威廉

·费尔贝恩，用他的名誉作赌注，以专家身分来替资本的节约和资

本的受到侵犯的自由进行辩护。工厂视察长莱昂纳德·霍纳，受到

了工厂主各式各样的迫害和诽谤。

但是，工厂主在促使皇家法院４０作出判决以前一直不肯罢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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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皇家法院的解释，１８４４年的法律并未规定离地七呎以上的横

轴要有安全设备。他们终于在１８５６年依靠伪君子威尔逊－派顿

——一个用宗教装璜门面而随时准备为讨好钱袋骑士去干肮脏勾

当的虔诚者——通过了一项在当时情况下使他们感到满意的议会

法令。这个法令事实上剥夺了工人的一切特殊保护，它让工人在受

到机器的伤害时向普通法院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在英国诉讼费

用很高，这纯粹是一种嘲弄），而另一方面又对专家鉴定作了一种

非常巧妙的规定，使工厂主几乎不可能败诉。结果是事故急剧增

加。视察员贝克发现，在１８５８年５月到１０月的半年中，事故比前

一个半年，就增加了２１％。在他看来，全部事故的３６．７％是可以避

免的。诚然，１８５８年和１８５９年同１８４５年和１８４６年相比，事故的

次数显著减少了，即减少了２９％，而且是在受到工厂视察制度监

督的工业部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２０％的情况下减少的。原因何在

呢？现在（１８６５年），引起争论的问题解决了，这主要是由于采用了

新机器。这种新机器本身已经装了安全设备，由于它不要工厂主支

付额外费用，他们当然乐于采用。此外，有几个工人因失去手臂经

法院判决获得大笔赔偿费，并且这个判决还得到最高一级法院的

批准。（《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１年４月３０日》第３１页和《工厂视

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４月》第１７页）

以上说的是用以防止工人（其中包括许多儿童）因直接操作机

器而造成生命危险和四肢残废的那种保护设备的节约。

室内劳动。大家知道，空间的节约，从而建筑物的节约，使工人

拥挤在狭小地方的情况多么严重。此外，还有通风设备的节约。这

两件事，再加上劳动时间过长，使呼吸器官的疾病大量增加，从而

使死亡人数增加。以下的例证摘自《公共卫生。１８６３年第６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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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这个报告是本书第一卷中屡次谈到的约翰·西蒙医生编写

的。

工人的结合和协作，使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生产资料的集中、

生产资料使用上的节约成为可能，而共同劳动大规模地在室内进

行，并且在那种不是为工人健康着想，而是为便利生产着想的环境

下进行，也就是说，工人在同一个工场里大规模地集中，一方面是

资本家利润增长的源泉，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劳动时间的缩短和特

别的预防措施作为补偿，也是造成生命和健康浪费的原因。

西蒙医生提出了一条规律，并且用大量统计材料加以证明：

“一个地方靠室内共同劳动为生的人越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那

个地区由肺病引起的死亡率就越高。”（第２３页）原因是通风设备差。“不管什

么地区的死亡统计带有一种特色，即死于肺病的占绝对多数。这条规律也许

在整个英国都没有例外。”（第２３页）

１８６０年和１８６１年卫生局调查了在室内经营的产业部门，这

些部门的死亡统计表明：就同等数量的１５岁到５５岁的男子来说，

如果在英国农业地区因肺结核和其他肺病引起的死亡数为１００，

在以下几个地方的死亡数是：考文垂死于肺结核的为１６３，布莱克

本和斯基普顿１６７，康格尔顿和布莱得弗德１６８，莱斯特１７１，利克

１８２，麦克尔士菲尔德１８４，波尔顿１９０，诺定昂１９２，罗契得尔１９３，

得比１９８，索尔福和埃士顿－安得－莱因２０３，里子２１８，普雷斯顿

２２０，曼彻斯特２６３。（第２４页）下表提供了一个更明显的例子。这

个表按性别分别列出每１０万个１５岁到２５岁的人中死于肺病的

人数。表上所列举的地区，只有妇女在室内经营的产业中工作，而

男子却在各种劳动部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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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区 主 要 产 业

每１０万个１５岁到２５岁
的人中死于肺病的人数

男 女

伯 克 汉 普 斯 泰 特

莱  顿 巴  扎  德

纽 波 特 帕 格 奈 耳

陶   斯   特

尤   维   耳

利      克

康  格  尔  顿

麦 克 尔 士 菲 尔 德

有益健康的农村地区

草辫业（女工）

草辫业（女工）

花边业（女工）

花边业（女工）

手套业（主要是女工）

丝织业（主要是女工）

丝织业（主要是女工）

丝织业（主要是女工）

农业

２１９

３０９

３０１

２３９

２８０

４３７

５６６

５９３

３３１

５７８

５５４

６１７

５７７

４０９

８５６

７９０

８９０

３３３

  在男子参加工厂劳动较多的丝织业地区，男子的死亡率也较

高。男女两性中因肺结核等引起的死亡率，在这里揭露了报告中所

说的如下事实：

“我国丝织业大部分是在极不卫生的条件下经营的。”

但正是在这个丝织业中，工厂主却以他们的企业卫生条件特

别好为借口，要求１３岁以下的儿童劳动特别长的时间，并且这种

要求还部分地得到许可。（第１卷第８章第６节第２９６２８６页４１）

“到目前为止考察过的各种工业，也许没有一种比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

裁缝业的情况更坏的了…… 他说，各个工场的卫生状况是大不相同的；但

几乎所有的工场都十分拥挤，空气很不流通，对健康极其有害…… 这样的

房间必然很闷热；如果再点起煤气灯来，例如在雾天或冬季傍晚的时候，温度

就会上升到８０度甚至９０度〈华氏，＝摄氏２７度到３３度〉，使工人汗流浃背，

使水蒸气凝结在玻璃窗上，以致水珠不断往下流，或从天窗上滴下来，工人只

好打开一些窗户，尽管他们这样做不免要受凉。——关于伦敦西头最大的

１６家工场的情况，他作了如下的描述：在这些空气很不流通的房间内，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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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占有的空间最大是２７０立方呎，最小是１０５立方呎，平均每人只有１５６

立方呎。有一个工场，四围都是走廊，光线只能从上面进来，有９２人到１００多

人在干活，点着好多盏煤气灯；厕所就在工场旁边，而每人所占的空间不超过

１５０立方呎。另有一个工场，设在光线只能从上面照进来的小院里，象狗窝一

样，只有一个通气的小天窗，有五、六个人在里边工作，每人只占空间１１２立

方呎。”并且“在斯密斯医生所描写的这种条件非常恶劣的工场内，裁缝工人

通常每天要劳动１２—１３小时，有时要连续劳动１５—１６小时。”（第２５、２６、２８

页）

雇 工 人 数 产业部门和所在地
每１０万人中的死亡率

２５—３５岁 ３５—４５岁 ４５—５５岁

９５８２６５  

２２３０１男
１２３７７女

１３８０３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
 农业

伦敦的裁缝工人

伦敦的排字工人和
 印刷工人

７４３

９５８

８９４

８０５

１２６２

１７４７

１１４５

２０９３

２３６７

  （第３０页）必须指出，并且实际上已由卫生部门的主管人员、

报告的编写人约翰·西蒙指出，报告中列举的伦敦２５—３５岁的裁

缝工人、排字工人和印刷工人的死亡率的数字大大缩小了，因为在

这两个行业中，伦敦的业主从农村招收大批青年人（也许到３０岁

为止）当学徒和“见习生”，也就是让他们进一步学手艺。这些人使

计算伦敦产业人口死亡率所依据的雇工总人数增加了；可是他们

并没有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伦敦的死亡人数，因为他们留在伦敦不

过是暂时的；如果这个期间他们得了病，他们就回到农村的家里

去，如果死了，就在那里进行死亡登记。就年纪较轻的工人来说，情

况更是如此，这就使伦敦人口的这一年龄的死亡率根本不能成为

衡量产业不卫生状况的尺度。（第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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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字工人的情况同裁缝工人相似。对他们来说，除了缺少通风

设备，呼吸有毒的空气以外，还要加上做夜工。他们的劳动时间通

常是１２到１３小时，有时是１５到１６小时。

“煤气灯点着后，室内非常闷热…… 此外，往往还有铸字房的烟雾，机

器或下水道的恶臭，从楼下侵入，使楼上的空气更加污浊。下面房间的热气使

天花板发热，增加了楼上房间的温度。如果房间矮，煤气消耗量大，那就是很

大的祸害。而在楼下装有蒸汽锅炉、整个房屋闷热得难受的地方，情形就更坏

…… 一般说来，通风极差，完全不足以在日落之后把热气和煤气燃烧的产

物排除出去。很多工场，特别是原来作为住房的工场，情况尤为悲惨。”“有些

工场，特别是印刷周报的工场（这里也雇用１２岁到１６岁的少年），工人几乎

要接连不断地劳动两天一夜；而另一些承担‘急’件的排字房，星期日也不让

工人休息，他们每周的工作日是７天，而不是６天。”（第２６、２８页）

我们在第一卷第八章第三节第２４９２４１页
４２
曾经谈到女时装

工过度劳动的情形。她们的工作场所，在这个报告中，由奥德医生

作了描述。即使有时白天情况好一些，但是煤气点燃以后，这种工

场就变得又热又臭，很不卫生。在３４家较好的工场中，奥德医生发

现，每个女工平均占有的空间如下：

“４家在５００立方呎以上；４家是４００—５００立方呎；５［家是３００—４００立

方呎；５家是２５０—３００立方呎；７家］①是２００—２５０立方呎；４家是１５０—２００

立方呎；９家只有１００—１５０立方呎。即使在其中最好的几家，要持久地工作，

空气也不足，除非那里有完善的通风设备…… 即使通风良好的工场，天黑

以后，由于必须点燃很多盏煤气灯，也还是太闷热。”

下面是奥德医生关于他曾经访问过的一家由中间商人开设的

小工场的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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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１２８０立方呎的房间，上班的工人有１４名，每人所占的空间为９１．５

立方呎。这里的女工都显出疲劳憔悴的样子。她们的工资，除茶水外，每周

７—１５先令…… 劳动时间是上午８时到下午８时。这个小房间里挤着１４

个人，通风很差。只有两个可打开的窗户和一个已经堵塞的烟囱，此外没有任

何专门通风设备。”（第２７页）

这个报告在谈到女时装工的过度劳动时说：

“高级时装店青年女工的过度劳动，一年中大约只有４个月，但达到了可

怕的程度，这在很多场合一度引起公众的震惊和愤慨；在这几个月内，她们

在工场照例每天要干整整１４小时，在有大批紧急订货的时候，每天要干

１７—１８小时。在其他季节，也许要在工场干１０—１４小时；在家里劳动的，通

常要干１２或１３小时。在女大衣、披肩、衬衫等成衣业中，工人在共同的工

场内干活的时间，包括使用缝纫机的劳动在内，要少一些，大多不超过１０—

１２小时；但是奥德医生说，有几家有时用额外时间付给特殊报酬的办法，来

大大延长正常的劳动时间；另外几家在正常的劳动时间结束后，让工人把活

带回家里去完成。我们可以补充一句，这两种过度劳动，往往都是强制性的。”

（第２８页）

约翰·西蒙在这页的一个脚注中指出：

“传染病协会的秘书拉德克利夫先生，有特别多的机会考察第一流成衣

店女工的健康情况，他在每２０个自称‘完全健康’的女工中，发现只有一个是

健康的；其余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显得体力疲惫、神经衰弱以及各种各样由

此引起的机能失调。他所列举的原因，首先是劳动时间过长。他估计，甚至在

淡季，每天至少也劳动１２小时；第二是工场过分拥挤，通风很差，煤气灯使空

气变得污浊不堪，食物不够或太差，以及对住房是否舒适漠不关心。”

英国卫生局这个主管人员得出的结论是：

“工人要坚持他们在理论上的首要的健康权利，也就是说，要求雇主无论

叫他们干什么活时，都要在他的责任所及的范围内并由他出钱使这种共同劳

动避免一切不必要的、有害健康的情况，这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并且，当工人

事实上没有能力自己争得这个健康权利的时候，不管立法者设想的意图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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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他们也不能指望从那些实施卫生警察法的官员那里得到任何有效的援

助。”（第２９页）——“毫无疑问，要划一条准确的界限，确定雇主在这个界限

内应该服从的法规，会有一些小小的技术上的困难。但是……在原则上，保护

健康的要求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在千千万万个男女工人的生命，在只是由于

他们的职业而造成的无限的生理痛苦中，不必要地萎缩和缩短了。为了他们

的利益，我要大胆表示这样的希望：劳动的卫生条件应当普遍地置于适当的

法律保护之下，至少要保证在一切室内工作场所安装良好的通风设备，并且

在每一个按其性质来说本来就不卫生的劳动部门，要尽量地限制那种对于健

康特别有害的影响。”（第３１页）

．动力生产、动力传送

和建筑物的节约

  莱·霍纳在他的１８５２年１０月的报告中，引用了帕特里克罗

弗特的著名工程师、蒸汽锤的发明人詹姆斯·奈斯密斯的一封信，

其中谈到：

“关于我提到过的〈蒸汽机〉体系的那些改变和改良所引起的动力的巨大

增长，公众知道得很少。我们这个地区〈郎卡郡〉的机器动力，大约有四十年一

直处在怯懦的和充满偏见的传统的压迫下，现在我们幸运地得到了解放。近

十五年来，特别是近四年来〈从１８４８年起〉，冷凝式蒸汽机的操作方式已经有

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改变…… 结果是……同样的机器可以完成大得多的工

作量，而耗煤量却显著减少…… 这个地区的工厂采用蒸汽力以来，许多年

内，人们一直认为，冷凝式蒸汽机的速度，只能达到每分钟活塞冲程约２２０

呎，也就是说，一台活塞冲程５呎的机器，按规定每分钟只能旋转曲轴２２次。

人们认为，让机器转得更快，是不合适的；并且因为全部装置是和活塞运动的

这种每分钟２２０呎的速度相适应的，所以许多年来，这种缓慢的和受到无理

限制的速度，一直支配着整个生产。后来，由于碰巧有人不知道这种规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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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于一个大胆的革新者的倡议，试用了更大的速度，结果非常顺利，这个先

例就被人模仿起来；人们让机器——用当时的说法——摆脱缰绳，并且改换

了传动装置的主轮，使蒸汽机每分钟能完成３００呎以上的活塞冲程，而机器

装置保持原来的速度…… 这种加快蒸汽机速度的办法，现在几乎已经普遍

采用了，因为经验表明，这样做不仅可以由同一台机器得到较多的可供利用

的动力，而且因为飞轮的力矩更大了，运动也更有规律了。在汽压和冷凝器真

空度不变的情况下，单是加快活塞的运动，就得到了更多的动力。例如，如果

我们对一台在活塞冲程每分钟２００呎时有４０马力的蒸汽机，作适当的改变，

使之在汽压和真空度不变的情况下把活塞冲程增加到每分钟４００呎，那末，

我们就能得到恰好两倍的动力；并且因为汽压和真空度在两个场合都没有

变，所以机器各部分的紧张程度以及发生‘事故’的危险，在速度增大时都不

会显著增加。所不同的只是：蒸汽的消耗与活塞运动的加速成比例或者近似

成比例地增加。此外，轴承或摩擦部分的磨损略有增加，不过这几乎不值得一

提…… 但是，要用加速活塞运动的办法从同一台机器得到更多动力，就必

须在同一个蒸汽锅炉内烧掉更多的煤，或采用一种汽化能力较大的蒸汽锅

炉，总之，必须产生更多的蒸汽。这一点也做到了，就是在‘速度加快的’旧机

器上安装一个能产生更大量蒸汽的锅炉。这就使这些机器所作的功，在很多

场合增加１００％。大约在１８４２年，康瓦尔各矿山蒸汽机非常便宜地产生动力

的方法，开始引人注意；棉纺业的竞争，迫使工厂主在‘节约’方面寻找利润的

主要来源；康瓦尔蒸汽机每小时每马力耗煤量的显著差别，和伍尔夫双缸蒸

汽机的异常经济的效果，也使我们这个地区把节约燃料问题提到首要地位。

康瓦尔蒸汽机和双缸蒸汽机产生一马力，每小时耗煤 １
２磅到４磅，而棉纺织

业的机器一般每马力每小时耗煤８磅到１２磅。这种显著的差别，诱使我们这

个地区的工厂主和机器制造业主采用类似的方法，去达到象康瓦尔和法国所

获得的那种异常经济的成果。这种成果在康瓦尔和法国早就屡见不鲜，因为

那里煤炭价格高昂，工厂主不得不尽量限制他们企业中这项极高的费用。这

造成了非常重要的结果。首先，在以前利润很高的时候，很多锅炉的上半部

分露在外界的冷空气中，现在用厚毡，或用砖和泥灰等材料包盖起来，这样，

花那么多钱产生的热就不易散失了。汽管也用同样的方法保护起来，汽缸也

用毡条和木头包住。其次，采用了高汽压。以前，安全阀在它承受的压力达

到每平方时４磅、６磅或８磅时就开放；现在人们发现，把压力提高到１４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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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２０磅……就可以大大地节省煤炭；换句话说，工厂的工作可以用少得多的

耗煤量来完成…… 有资金和胆量这样做的人，都采用增加汽压、使之极度

‘膨胀’的办法，并使用构造适当的蒸汽锅炉，这种锅炉提供每平方时３０磅、

４０磅、６０磅或７０磅压力的蒸汽；这样高的压力，一定会把旧派工程师吓倒

的。但是，因为提高汽压的经济成果……很快就可以用镑、先令、便士这种

明显的形式表示出来，所以，在冷凝式蒸汽机上安装高压锅炉，几乎成了普

遍的现象。实行彻底改革的人，采用了伍尔夫蒸汽机，并且大多数最近制造

的机器，都采用了这种蒸汽机。这种蒸汽机有两个汽缸，从锅炉进入其中一

个汽缸的蒸汽，由于压力超过大气压力而产生动力，但这种蒸汽不会象以前

那样，在活塞的每一个冲程之后跑掉，而是转入另一个容积大约大三倍的低

压汽缸中，并且在那里完成进一步的膨胀之后，导入冷凝器中。人们在这种

机器上得到的经济效果是，提供一马力，每小时只耗煤 １
２磅或４磅，而旧式

机器要耗煤１２磅到１４磅。一个巧妙的装置，可以使伍尔夫双缸体系即高低

压联合机，应用到现有的旧机器上，从而提高机器的功能，并同时减少耗煤

量。最近８—１０年，人们把高压机和冷凝机结合起来，使高压机用过的蒸汽

转入冷凝机，来推动冷凝机，这样做取得了同样的结果。这个办法在许多场

合都很有用处。”

“要准确估计以前的那些蒸汽机在作了某些或全部这种新的改良之后所

增加的功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我确信：现在从一台重量与过去相等

的蒸汽机，至少平均可以多得５０％的效能或功；并且在很多场合，同一台在

每分钟速度限制为２２０呎时只提供５０马力的蒸汽机，现在可以提供１００马

力以上。冷凝机应用高压蒸汽所得的巨大的经济效果，以及为了扩大企业而

对旧蒸汽机提出的高得多的要求，最近三年来，促进了管状锅炉的采用，由

此蒸汽生产的费用再一次显著减少。”（《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２年１０月》第

２３—２７页）

以上关于发动机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传动装置和工作机。

“近几年来机器改良的迅速发展，使工厂主能够不增加动力而扩大生产。

由于工作日缩短，必须更节约地使用劳动。大多数经营得法的工厂，都在不

断考虑既能增加生产又能减少支出的办法。由于本地区一位开明人士的好

意，我对他的工厂所雇用的工人的人数和年龄，所使用的机器，从１８４０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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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所支付的工资，有所了解。１８４０年１０月，他的公司雇用６００个工人，其

中有２００个未满１３岁。１８５２年１０月，他只雇用３５０个工人，其中只有６０个

未满１３岁。但是在这两个年度里，运转的机器数相等（极少例外），并且支

付的工资额也相等。”（雷德格雷夫《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２年１０月》第５８、

５９页）

机器的这些改良，只有在它们被安装在适宜的新厂房中的时

候，才能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

“谈到机器的改良，我必须指出，首先在建造适于安装这种新机器的工厂

方面，已经有巨大的进步…… 我把最低的一层全部用来并纱，把２９０００个

并纱锭全部安装在这里。单在这个车间和库房，我至少节省了１０％的劳动。

这种节省，与其说是并纱方法本身改良的结果，不如说是机器集中管理的结

果；并且，我已经能够用一个传动轴来推动同样多的纱锭，所以，和别的公司

比较，我节省了６０％到８０％的传动装置。此外还可以大量节约机油、润滑油

等等…… 总之，有了完善的工厂设备和改良的机器，我少算些，也节省了

１０％的劳动，并且还大大节省了动力、煤炭、机油、油脂、传动轴、皮带等等。”

（一个纺纱厂主的证词，《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生产排泄物的利用

对生产排泄物和消费排泄物的利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发展而扩大。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工业和农业的废料；

消费排泄物则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陈代谢所产生的排泄物，部

分地指消费品消费以后残留下来的东西。因此，化学工业在小规

模生产时损失掉的副产品，制造机器时废弃的但又作为原料进入

铁的生产的铁屑等等，是生产排泄物。人的自然排泄物和破衣碎

布等等，是消费排泄物。消费排泄物对农业来说最为重要。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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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排泄物方面，资本主义经济浪费很大；例如，在伦敦，４５０

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来污染泰

晤士河。

原料的日益昂贵，自然成为废物利用的刺激。

总的说来，这种再利用的条件是：这种排泄物必须是大量的，

而这只有在大规模的劳动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机器的改良，使那

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

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

物的有用性质。当然，在小规模园艺式的农业中，例如在伦巴第，

在中国南部，在日本，也有过这种巨大的节约。不过总的说来，这

种制度下的农业生产率，以人类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为代价，而这

种劳动力则是从其他生产部门剥夺来的。

所谓的废料，几乎在每一种产业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例如

１８６３年１０月的工厂报告中提到的英格兰和爱尔兰许多地方的租

地农场主不愿种植亚麻和很少种植亚麻的一个主要理由是：

“靠水力推动的小型梳麻工厂，在加工亚麻的时候留下……很多废料

…… 在加工棉花时废料比较少，但在加工亚麻时废料却很多。用水渍法和

机械梳理法精细处理，可以使这种损失大大减少…… 在爱尔兰，亚麻通常

是用极粗糙的方法梳理，以致损失２８％到３０％。”

这种损失，用较好的机器就可以避免。因为留下来的麻屑这

样多，所以工厂视察员说：

“有人告诉我，爱尔兰一些梳麻工厂的工人，常常把那里的废麻拿回家去

当柴烧，可是这些废麻是很有价值的。”（同上，第１４０页）

关于废棉，我们在下面谈到原料价格变动的时候再讲。

毛纺织业比亚麻加工业经营得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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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废毛和破烂毛织物进行再加工，过去一向认为是不名誉的事情，但

是，对已成为约克郡毛纺织工业的一个重要部门的再生呢绒业来说，这种偏

见已经完全消除。毫无疑问，废棉加工业很快也会作为一个符合公认的需要

的生产部门，而占有同样的位置。三十年前，破烂毛织物即纯毛织物的碎片等

等，每吨平均约值４镑４先令；最近几年，每吨已值４４镑。同时，需求量已如

此增大，连棉毛混纺织物也被利用起来，因为有人发明一种能破坏棉花但不

损伤羊毛的方法；现在已经有数以千计的工人从事再生呢绒的制造，消费者

由此得到了巨大利益，因为他们现在能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平均质量较好的

毛织物。”（《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第１０７页）

这种再生羊毛，在１８６２年底，已占英国工业全部羊毛消费量

的三分之一。（《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第８１页）“消费

者”的“巨大利益”，不过是他的毛料衣服只穿到以前三分之一的时

间就会磨破，穿到以前六分之一的时间就会磨薄。

英国的丝织业所走的也是这样一条下坡路。从１８３９年到

１８６２年，真正生丝的消费略为减少，而废丝的消费却增加了一倍。

人们使用经过改良的机器，能够把这种本来几乎毫无价值的材料，

制成有多种用途的丝织品。

化学工业提供了废物利用的最显著的例子。它不仅发现新的

方法来利用本工业的废料，而且还利用其他工业的各种各样的废

料，例如，把以前几乎毫无用处的煤焦油，变为苯胺染料，茜红染料

（茜素），近来甚至把它变成药品。

应该把这种通过生产排泄物的再利用而造成的节约和由于废

料的减少而造成的节约区别开来，后一种节约是把生产排泄物减

少到最低限度和把一切进入生产中去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直接利

用提到最高限度。

废料的减少，部分地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器的质量。机器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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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得越精确，抛光越好，机油、肥皂等物就越节省。这是就辅助材

料而言的。但是部分地说，——而这一点是最重要的，——在生产

过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变为废料，这要取决于所使用的机

器和工具的质量。最后，还要取决于原料本身的质量。而原料的质

量又部分地取决于生产原料的采掘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即本来意

义上的文明的进步），部分地取决于原料在进入制造厂以前所经历

的过程的发达程度。

“帕尔曼蒂耶曾经证明，从一个不是很远的时期以来，例如从路易十四时

代以来，法国的磨谷技术大大改善了，同旧磨相比，新磨几乎能够从同量谷物

中多提供一半的面包。实际上，巴黎每个居民每年消费的谷物，原来是４瑟提

埃，后来是３瑟提埃，最后是２瑟提埃，而现在只是每人１ ５
８瑟提埃，约合

３４２磅…… 在我住过很久的佩舍，用花岗石和暗色岩石粗制的磨，已经按

照三十年来获得显著进步的力学的原理实行改造。现在，人们用拉费尔特的

优质磨石来制磨，把谷物磨两次，使粉筛成环状运动，于是同量谷物的面粉产

量便增加了 １
６。因此，我不难明白，为什么罗马人每天消费的谷物和我们每

天消费的谷物相差如此之多。全部原因只是在于磨粉方法和面包制造方法的

不完善。我看，普林尼在他的著作第十八卷第二十章第二节所叙述的一个值

得注意的事实，也必须根据这一点来说明…… 在罗马，一莫提面粉，按质量

不同，分别值４０、４８或９６阿司。面粉价格和当时的谷物价格相比这样高，其

原因是当时的磨还处在幼稚阶段，很不完善，因此磨粉费用相当大。”（杜罗·

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由于发明而产生的节约

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这种节省，如上所述，是劳动条件大规模使

用的结果，一句话，是劳动条件作为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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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或作为生产过程内直接协作的条件起作用的结果。一方面，

这是力学和化学上的各种发明得以应用而又不会使商品价格变得

昂贵的唯一条件，并且这总是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从共同

的生产消费中产生的节约，也只有在大规模生产中才有可能。但是

最后，只有结合工人的经验，才能发现并且指出，在什么地方节约

和怎样节约，怎样用最简便的方法来应用各种已有的发现，在理论

的应用即把它用于生产过程的时候，需要克服哪些实际障碍，等

等。

附带指出，应当把一般劳动和共同劳动区别开来。二者都在生

产过程中起作用，并互相转化，但它们也有区别。一般劳动是一切

科学工作，一切发现，一切发明。这种劳动部分地以今人的协作为

条件，部分地又以对前人劳动的利用为条件。共同劳动以个人之间

的直接协作为前提。

以上所述，从经常观察到的下列事实中得到新的证明：

１．一台新机器初次制造的费用和再生产的费用之间有很大的

差别。关于这点，可以参看尤尔和拜比吉的著作４３。

２．经营一个建立在新发明基础上的工厂所需要的费用，同后

来在它的废墟上，在它的遗骸上出现的工厂相比，要大得多。这种

现象如此普遍，以致最初的企业家大都遭到破产，而后来用比较便

宜的价格买到建筑物、机器等等的人才兴旺起来。因此，从人类精

神的一般劳动的一切新发展中，以及这种新发展通过结合劳动所

取得的社会应用中，获得最大利润的，大多都是最无用和最可鄙的

货币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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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原料价格的波动及其

 对利润率的直接影响

  在这里，也同前面一样，假定剩余价值率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为了研究纯粹状态下的情况，这个假定是必要的。不过，在剩余

价值率不变的情况下，资本仍然可能由于我们在这里要考察的原

料价格的波动而收缩或膨胀，以致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可能增加或

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价值量也会发生变

化。不过在这里也要把这个现象作为偶然情况排除在外。如果机

器的改良和原料价格的变动同时影响到一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人

数，或影响到工资的水平，那末，只要把１．不变资本的变化对利

润率的影响和２．工资的变化对利润率的影响综合在一起，结论就

自然可以得出。

但是总的说来，在这里也和以前一样，必须指出：如果由于

不变资本的节约或由于原料价格的波动而出现了变化，那末这些

变化即使完全不影响工资，因而完全不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

值量，也总会影响利润率。这些变化会改变ｍ
ｖ
Ｃ中Ｃ的大小，从

而改变整个分数的值。因此，在这里，和考察剩余价值时看到的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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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不同，这些变化发生在哪些生产部门，这些变化所影响的产

业部门是否生产工人的生活资料或者这种生活资料生产上所用的

不变资本，都是完全一样的。这里的阐述也同样适用于奢侈品生

产发生变化的场合，而这里所说的奢侈品生产，是指一切对劳动

力的再生产不是必需的那种生产。

在这里，原料也包括辅助材料，如蓝靛、煤炭、煤气等等。其次，

如果机器也被列入这个项目，那是因为机器本身的原料是由铁、木

材、皮革等等构成的。因此，机器本身的价格也会由于制造机器所

用的原料的价格波动而受到影响。如果构成机器的原料或机器运

转时消费的辅助材料发生价格波动，从而引起机器价格上涨，利润

率就会相应地下降。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我们在下面研究原料的价格波动时所说的原料，既不是指制

造作为劳动资料来执行职能的机器所用的原料，也不是指机器使

用时所用的辅助材料，而只是指加入商品的生产过程的原料。在这

里，只有一点必须指出：机器的制造和使用所必需的主要要素如

铁、煤炭、木材等的自然财富，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自然生产率，并

且是一个不以工资的高低为转移的决定利润率的要素。

因为利润率是 ｍ
Ｃ或＝

ｍ
ｃ＋ｖ，所以很清楚，一切使ｃ的大小，从而

使Ｃ的大小发生变化的东西，即使在ｍ和ｖ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比

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使利润率发生变化。但原料是不变资本

的一个主要部分。甚至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产业部门，也有原料作

为辅助材料或机器组成部分等等加入，这样，原料的价格波动也会

相应地影响利润率。如果原料的价格降低了，降低的数额＝ｄ，那

末，ｍＣ或
ｍ
ｃ＋ｖ就变为

ｍ
Ｃ－ｄ或

ｍ
（ｃ－ｄ）＋ｖ；因而利润率就提高。相反，如果原

料价格提高了，那末，ｍＣ或
ｍ
ｃ＋ｖ就变为

ｍ
Ｃ＋ｄ或

ｍ
（ｃ＋ｄ）＋ｖ或，因而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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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下降。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高低和原料价

格成反比。由此可以看出，即使在原料的价格波动时产品出售领域

完全没有发生变化，就是说，即使完全撇开供求关系，原料价格的

低廉对工业国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其次，还可以看出，即使撇开

对外贸易由于使必要生活资料便宜而对工资产生的任何影响，对

外贸易也会影响利润率。这就是说，它会影响工业或农业中所使用

的原料或辅助材料的价格。由于人们对利润率的性质和利润率同

剩余价值率的独特区别一直理解得很不完全，因此，一方面有些经

济学家强调由实际经验得出的、原料价格对利润率的显著影响，而

在理论上却作了完全错误的解释（托伦斯４４）；另一方面，又有一些

象李嘉图４５那样的经济学家，坚持一般原理，而不承认比如说世界

贸易对利润率的影响。

因此很清楚，废除或减轻原料关税，对工业具有很大的意义。

因此，让原料尽可能自由输入，已经成了合理地建立起来的保护

关税制度的重要原则。这一点和废除谷物关税４６一样，是英国自由

贸易派的主要目标，他们也特别关心废除棉花关税。

我们可以拿面粉在棉纺织业上的使用为例，来说明一种并非

真正的原料，而是一种辅助材料但同时又是主要食物的价格降低，

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１８３７年，罗·海·格莱格（１３）已经计算过，

当时大不列颠棉织业使用的１０００００台动力织机和２５００００台手工

织机，每年浆纱消费的面粉达４１００万磅。此外，漂白等工序所用

的面粉，又等于这个数量的三分之一。这样消费掉的面粉的总价

值，按照他的计算，在最近十年内，每年等于３４２０００镑。和大

（１３） 罗·海·格莱格《工厂问题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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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的面粉价格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谷物关税迫使工厂主多付

出的价钱，仅面粉一项，每年就有１７００００镑。根据格莱格估计，

１８３７年这样多支付的价钱至少有２０００００镑。他还说到一家公司，

每年为面粉多付的价钱就有１０００镑。因此，

“大工厂主、精打细算的实业家都说，谷物关税一旦废除，每天劳动１０小时就

足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８年１０月》第９８页）

谷物关税废除了，棉花和其他原料的关税也废除了。但是这个

目的刚一达到，工厂主们反对十小时工作日法案４７的劲头比以前

任何时候都更大了。此后不久，当十小时工厂劳动终于定为法律

时，由此产生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企图普遍降低工资。

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全部一次加入由于它们被消耗才生产

出来的产品的价值，而固定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只是按其损耗的程

度，因而只是逐渐加入产品。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利润率是

由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总额决定（不管其中有多少已被消费都一

样），但是原料的价格对产品价格的影响，比固定资本的价格对产

品价格的影响要大得多。然而很清楚，市场的扩大或缩小取决于

单个商品的价格，并和这个价格的涨落成反比，——虽然我们只

是顺便提到这一点，因为在这里我们仍然假定，商品是按照它的

价值出售的，由竞争引起的价格波动在这里仍与我们无关。因此，

在现实中也有这样的情形：成品价格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

例提高，也不是和原料价格按相同的比例下降。因此，同商品按

其价值出售的情况相比，利润率在前一场合会下降得更低，在后

一场合会上升得更高。

其次，所使用的机器的数量和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

而增加，但并不是和劳动生产力按相同的比例增加，也就是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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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这些机器提供的产品数量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因此，对使用

原料的产业部门来说，也就是对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过去劳动的

产品的产业部门来说，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正是表现为这样一个关

系，即吸收一定量的劳动需用更多的原料，也就是表现为，比如

说，一个劳动小时内转化成产品即加工成商品的原料量不断增加。

因此，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原料的价值会在商品产品的价值

中形成一个越来越大的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原料会全部加入商

品产品的价值，而且因为在总产品的每一部分中，由机器磨损形

成的部分和由新的追加劳动形成的部分会越来越小。由于这种下

降运动，另一个由原料形成的价值部分就相应地增长起来，除非

由于制造原料本身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的提高，使原料价值相

应减少，以致这种增长被抵销。

其次，因为原料和辅助材料完全同工资一样是流动资本的组

成部分，必须不断地从产品的每次出售中全部得到补偿，而机器只

有磨损部分才需要补偿，并且首先是以准备金的形式补偿，——每

次出售是否都为这个准备金提供它的一部分，事实上是无关紧要

的，我们只是假定全年的出售能够为这个准备金提供相当于一年

的份额，——所以在这里又可以看到，如果出售商品所得的价格不

够补偿商品的一切要素，或者不能使生产过程按照同它的技术基

础相适应的规模继续进行，以致只有一部分机器能够工作，或者全

部机器都不能按通常规定的全部时间工作，那末，原料价格的提高

就会缩小或是阻碍全部再生产过程。

最后，废料所引起的费用和原料价格的波动成正比：原料价格

提高，它就提高；原料价格下降，它就下降。但是这里也有一个界

限。１８５０年《工厂视察员报告》就已经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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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原料价格上涨造成的重大损失的一个根源，即废料造成的损失，除了

实际经营纺纱业的人以外，谁都不加以注意。有人告诉我说，棉花涨价时，纺

纱业者增加的费用，特别是生产次等纱增加的费用，比因涨价而多付出的费

用还要多。纺粗纱时产生的废棉达到１５％以上；因此，按照这样的百分率，

在棉花每磅值３ １
２便士时，每磅的损失是

１
２便士，当棉花的价格上涨到每磅

７便士时，每磅的损失就增加到１便士。”（《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０年４

月》第１７页）

但是，当美国南北战争使棉花的价格上涨到近一百年来闻所

未闻的高度时，报告的说法就完全不同了：

“现在废棉的价格和废棉在工厂里作为原料的重新使用，在某种程度上

补偿了用印棉代替美棉所造成的废棉的损失。这个差额大约是１２ １
２％。印

棉加工时的损失为２５％，因此，纺纱业者在这种棉花上付出的费用比他所付

出的价格实际上还要多四分之一。当美棉每磅值５便士或６便士时，废棉造

成的损失并不那么严重，因为每磅的损失不会超过 ３
４便士；但是，现在棉花

每磅值２先令，由废棉造成的损失每磅已达６便士，这种损失就非常严重

了。”（１４）（《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第１０６页）

．资本的增值和贬值、游离和束缚

我们在这一章中研究的各种现象要得到充分阐明，必须以信

用制度和世界市场上的竞争为前提，因为一般说来，世界市场是资

（１４） 报告的最后一句话有错误。废棉造成的损失不是６便士，而是３便士。这个

损失就印棉来说固然是２５％，但这里说的是美棉，其损失只有１２ １
２％到１５％，这个百

分率在前面美棉价格为５便士到６便士时已经准确计算出来了。不过，在美国南北战争

的最后几年，输入欧洲的美棉的废棉所占的百分率，也往往比以前大大提高了。——

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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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和生活条件。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比较

具体的形式，只有在理解了资本的一般性质以后，才能得到全面的

说明；不过这样的说明不在本书计划之内，而属于本书一个可能的

续篇的内容。尽管如此，标题中提到的几种现象，还是可以在这里

概括地考察一下。首先，它们互相之间有联系；其次，它们同利润率

和利润量有联系。它们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不仅利润率，而且利

润量（它实际上和剩余价值量是同一个东西）的增减都是不以剩余

价值量或剩余价值率的运动为转移的，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必须

对它们进行简略的考察。

能否一方面把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另一方面把资本的增值和

贬值当作不同的现象来考察呢？

首先要问：我们怎样理解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增值和贬值的意

思是不言自明的。它们不外就是指：现有资本由于某些共同的经济

情况（因为这里说的不是任何一个私人资本的特殊遭遇）在价值上

增加或减少了，也就是说，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撇开它所使用的

剩余劳动造成的增殖不说，在价值上提高或降低了。

我们把资本的束缚理解为：如果生产要按照原有的规模继续

进行，产品总价值中的一定部分就必须重新转化为不变资本或可

变资本的各种要素。我们把资本的游离理解为：虽然生产在原有规

模的限度内继续进行，但产品总价值中一个一直必须再转化为不

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部分，现在可以自由支配，成为多余的了。资

本的这种游离或束缚和收入的游离或束缚不同。假定一个资本Ｃ

的年剩余价值＝ｘ，由于资本家所消费的商品便宜了，现在用ｘ—ａ

就能获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享受品等等。因此，收入的一部分（＝ａ）

就会游离出来，它可以用来扩大消费，或者再转化为资本（即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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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反之，如果需要用ｘ＋ａ才能继续维持同样的生活方式，那就

必须或者对这种生活方式加以限制，或者把以前用作积累的收入

部分（＝ａ）现在当作收入来花掉。

增值和贬值，既可以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也可以发生在可变

资本上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当它们发生在不变资本上面

的时候，它们又可以发生在固定资本上面，或者发生在流动资本上

面，或者同时发生在二者上面。

被当作不变资本来考察的有：原料和辅助材料，包括半成品

（我们把以上这些通称为原料），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

以上我们考察了原料的价格或价值的变动及其对利润率的影

响，并且得出了一个普遍规律：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和原料

价值的高低成反比。这个规律对于新投入企业的资本来说，是无条

件正确的，在这种场合，投资，即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是第一次发

生。

但是，撇开这种新投入的资本不说，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中有

很大一部分是处在流通领域中，而另一个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

一部分在市场上作为商品存在，需要转化为货币；另一部分作为货

币（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存在，需要再转化为各种生产条件；最后，

第三部分则处在生产领域中，其中一部分具有生产资料的最初形

式，即原料、辅助材料、从市场上买来的半成品、机器以及其他固定

资本，另一部分是正在制造的产品。增值或贬值在这里怎样发生作

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组成部分的相互比例。为了简便起

见，我们先撇开全部固定资本不说，只考察由原料、辅助材料、半成

品、正在制造的商品和已经制成并投入市场的商品所构成的那部

分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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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原料例如棉花的价格提高了，用比较便宜的棉花制成的

棉制品——半成品（如棉纱）和成品（如棉布等等）——的价格也会

提高；同样，尚未加工的库存棉花和正在加工的棉花的价值也会提

高。由于反作用，这种棉花现在代表着更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加

在有它作为组成部分的产品上的价值，超过它本身原有的价值，也

超过资本家为它支付的价值。

因此，如果在原料价格提高时，市场上已有大量现成的商品

（不论已经完成到什么程度），这种商品的价值就会提高，现有资本

的价值也会随之提高。生产者手中储备的原料等等也是这样。这

种增值，可以补偿单个资本家，甚至资本的整个特殊生产部门由原

料价格提高引起的利润率下降而遭受的损失，甚至补偿之后还有

余。在这里，我们不去详细研究竞争的影响，但是为了完整起见，可

以指出：１．如果库存的储备原料相当多，就会对原料产地发生的价

格提高起相反的作用；２．如果市场上现有的半成品或成品严重积

压，就会阻碍这些成品和半成品的价格按照它们的原料价格的比

例上涨。

如果原料价格降低，就会出现相反的情况。在其他条件相同

时，这会使利润率提高。但市场上现有的商品、正在制造的物品和

储备的原料都会贬值，从而对同时发生的利润率的提高起相反的

作用。

当营业年度即将告终，原料必须重新得到大量供应的时候，就

农产品来说，也就是在收获之后，生产领域和市场上的储备越少，

原料价格变动的影响就越会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

我们的全部研究都是从下面这个前提出发的：价格的提高或

降低，是实际价值变动的表现。但是，因为这里研究的问题是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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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对利润率的影响，所以，这种波动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引

起，事实上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价格的涨落不是由于价值变动，

而是由于信用制度、竞争等等的影响造成时，这里的阐述也是同样

适用的。

因为利润率等于产品价值的余额和全部预付资本价值的比

率，所以，由预付资本贬值造成的利润率的提高，是和资本价值的

损失结合在一起的，同样，由预付资本增值造成的利润率的降低，

也可能和资本价值的增加结合在一起。

至于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那末，这

方面发生的增值，特别是和建筑物、土地等等有关的增值，离开地

租学说是无法阐明的，因而不是这里应当讨论的问题。但是，关于

贬值，以下所说却具有普遍的意义。

首先是不断实行的改良，这会相对地减低现有机器、工厂设备

等等的使用价值，从而减低它们的价值。这个过程，特别是在采用

新机器的初期，具有强烈的作用，那时机器尚未达到一定的成熟程

度，因而在它还没有来得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以前，就不断变

得陈旧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样的时期盛行无限延长劳动时间、日

夜换班工作的原因之一，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在较短期间内再生产

出机器的价值，而又不使机器的损耗算得过高。反之，如果机器的

短暂的作用期间（在可以预见的改良面前，机器的寿命总是短暂

的）不能用这种办法得到补偿，它就会把过大的价值部分作为无形

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这样它甚至连手工劳动也竞争不过。（１５）

（１５） 这方面的例子，还可以在拜比吉４８那里找到。资本家的惯用伎俩——降低工

资——在这种场合也会施展出来，所以这种不断贬值的作用，是和凯里先生的和谐一

致的头脑中梦想的情况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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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机器、建筑设备、一般固定资本达到一定成熟程度，至少它

们的基本结构可以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时，由于这些固定资本

再生产方法上的改进，类似的贬值现象也会出现。这时，机器等等

的价值的降低，不是因为有更新的、生产效率更高的机器等等迅速

把它们排挤掉，或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贬值，而是因为现在能够用

比较便宜的方法把它们再生产出来。这就是为什么大企业往往要

到第一个所有者破产之后，在第二个所有者手里才繁荣起来的原

因之一。这第二个所有者因为用便宜的价钱把企业买过来，所以一

开头就用较少的投资来开始他的生产。

在农业中可以特别明显地看到，那些会提高或降低产品价格

的原因，也会提高或降低资本的价值，因为资本本身有很大一部分

就是由谷物、牲畜等这类产品构成的。（李嘉图４９）

现在还需要谈一下可变资本。

如果劳动力价值的的降低，是因为这种生活资料的价值降低

了，——而可变资本的增值和贬值不外就是这两种情形的表

现，——那末，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时，和这种增值相适应的是剩余

价值的减少，和这种贬值相适应的是剩余价值的增加。但是，和这

种现象同时联系在一起的还可能有别的情况——资本的游离和束

缚。这些情况，上面还没有研究，现在必须简略地谈一谈。

如果工资因劳动力价值降低（这种现象甚至可以和劳动的实

际价格的提高结合在一起）而降低了，那末以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

本，就会有一部分游离出来。这就是可变资本的游离。这种情况对

于新投入的资本产生的影响不过是，这个资本在执行职能时具有

的剩余价值率提高了。它可以用比过去少的货币，推动和以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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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劳动，这样，无酬劳动部分就靠牺牲有酬劳动部分而增加。但

是对于已经发挥作用的资本来说，不仅剩余价值率会提高，而且以

前投在工资上面的资本的一部分还会游离出来。这个部分过去被

束缚起来，形成一个经常的部分，如果企业要按原有规模经营，这

个部分就要从出售产品所得的货款中扣出，投在工资上面，作为可

变资本执行职能。现在，这个部分可以自由支配，因而可以当作新

的投资来利用，——或者用来扩大同一企业，或者用在另外一个生

产部门。

例如，我们假定每周雇用５００工人原来需要５００镑，现在只需

要４００镑。如果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的价值量都＝１０００镑，那末，在

前一种情况下，每周的剩余价值量就＝５００镑，剩余价值率５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但是，在工资降低之后，剩余价值量为１０００镑—４００镑＝

６００镑，剩余价值率６００４００＝１５０％。剩余价值率的这种提高，对于一个

用４００镑可变资本和相应的不变资本在同一生产部门开办新企业

的人来说，是唯一的结果。但是对一个已经经营的企业来说，在

这种情况下，由于可变资本的贬值，不仅剩余价值量由５００镑提

高到６００镑，剩余价值率由１００％提高到１５０％；而且还会有１００

镑可变资本游离出来，可以再用来对劳动进行剥削。因此，不仅

可以在更有利的条件下剥削同量劳动，而且由于有１００镑游离出

来，同一个５００镑可变资本可以比以前按更高的剩余价值率剥削

更多的工人。

现在，看看相反的情形。假定雇用的工人是５００，原来的产品

分配比例是：４００ｖ＋６００ｍ＝１０００，因而剩余价值率＝１５０％。工人

每周所得为 ４
５镑＝１６先令。如果由于可变资本的增值，现在５００

工人每周要花费５００镑，那末每个工人的周工资就＝１镑，而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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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就只能雇用４００工人。因此，如果雇用的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

多，我们就会得到５００ｖ＋５００ｍ—１０００；剩余价值率就会由１５０％

降低到１００％，即降低 １
３。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唯一的结果就

是剩余价值率降低了。在其他条件相同时，利润率也会相应降低，

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降低。例如，假定ｃ＝２０００，在前一种情况

下，我们就会得到２０００ｃ＋４００ｖ＋６００ｍ＝３０００。ｍ＝１５０％，ｐ＝

６００
２４００＝２５％。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就会得到２０００ｃ＋５００ｖ＋５００ｍ

＝３０００，ｍ＝１００％；ｐ：
５００
２５００＝２０％。反之，对于已经投入的资本来

说，就会产生双重结果。用４００镑可变资本，现在只能雇用４００工

人，而且提供的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因此，它产生的全部剩余价

值只有４００镑。其次，因为价值２０００镑的不变资本要有５００工人

来推动，所以４００工人只能推动价值１６００镑的不变资本。因此，要

使生产按原有规模进行，不让１
５的机器停下来，那就必须增加１００

镑可变资本才能和从前一样雇用５００工人。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

把原来可供支配的资本束缚起来。这就是说，本应用来扩大生产的

一部分积累，现在只好用来填补亏空，或者，原定作为收入来花费

的那个部分必须追加到原有的资本中去。结果，可变资本方面的投

资增加了１００镑，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减少了１００镑。为了雇用同

等数目的工人，需要有更多的资本，而每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

却减少了。

由可变资本的游离产生的利益和由可变资本的束缚造成的损

失，只有对已经投入的、因而是在一定关系下进行再生产的资本来

说，才是存在的。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利益和损失这两方面，只

是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或降低，以及利润率的相应的、但决不是按比

例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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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才研究的可变资本的游离和束缚，是可变资本各种要素即

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贬值和增值的结果。但是，如果由于生产力的

发展，在工资率不变时，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减少了，

那末可变资本也能游离出来。反之，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的降低，

推动同量不变资本所需要的工人增加了，那末也能发生追加可变

资本的束缚。另一方面，如果有一部分以前作为可变资本使用的资

本，现在作为不变资本使用了，因而只是同一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

之间的分配起了变化，那末，这固然也会影响剩余价值率和利润

率，但不属于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资本的束缚和游离的范围。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组成不变资本的各种要素的增值或贬值，

不变资本也可能被束缚或游离。撇开这一点不说，如果劳动生产力

增长了，同量劳动可以生产更多产品，因而可以推动更多不变资

本，那末，不变资本才有可能被束缚（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

资本的情形除外）。如果生产力降低了，那末，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发

生同样的现象，例如，在农业上，这时同量劳动要生产出同样多的

产品，就需要有更多的生产资料，例如更多的种子、肥料或排水设

备等等。如果由于各种改良、自然力的应用等等，一个价值较小的

不变资本能够发挥以前一个价值较大的不变资本那样的技术作

用，那末，即使没有贬值，不变资本也能游离。

我们在第二卷中已经看到５０，在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售之后，

这个货币的一定部分，必须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一定技术性质所

需要的比例，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各种物质要素。在这里，撇开工

资，也就是撇开可变资本不说，对一切部门来说，最重要的要素就

是原料，包括辅助材料在内，而在不使用真正原料的生产部门，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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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采矿业和一切采掘工业，辅助材料则特别重要。只要机器一般还

能工作，必须用来补偿机器磨损的那部分价格，不妨说是在观念上

加以计算的；这部分价格，不管是在今天或者明天，不管是在资本

周转时间的哪一个阶段上得到支付，即用货币来补偿，都是没有多

大关系的。原料却不是这样。如果原料的价格上涨了，那末，在扣

除工资以后，它就不可能从商品的价值中得到完全补偿。因此，剧

烈的价格波动，会在再生产过程中引起中断，巨大的冲突，甚至灾

难。特别是真正的农产品，即从有机自然界得到的原料，由于收成

的变化不定等等，——这里我们还是完全撇开信用制度不说，——

会发生这种价值变动。在这里，由于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年景的

好坏等等，同量劳动可以体现为极不相等的使用价值量，因此，一

定量的这种使用价值会有极不相同的价格。如果价值ｘ体现在

１００磅商品ａ中，那末一磅商品ａ的价格＝ ｘ
１００；如果价值ｘ体现在

１０００磅商品ａ中，那末一磅商品ａ的价格＝ ｘ
１０００，如此等等。这就是

原料价格波动的一个要素。第二个要素——在这里，我们仅仅为了

完整起见才提到它，因为竞争和信用制度还不属于我们这里考察

的范围——是：按照事物的性质，植物性物质和动物性物质不能以

象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煤炭、矿石等等那样的规模突然增加，因

为前二者的成长和生产必须服从一定的有机界规律，要经过一段

自然的时间间隔，而后面这些东西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国家，只要有

相应的自然条件，在最短时间内就能增长起来。因此，由固定资本

即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的生产和增加，可能会并且在发

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甚至不可避免地会比由有机原料组成的不变

资本部分快得多，结果对有机原料的需求会比它的供给增长得快，

因此，它的价格会提高。这种价格提高，实际上会导致如下的结果：

５３１第六章 价格变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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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这种原料会从较远的地区运来，因为提高的价格可以弥补较贵

的运费；２．这种原料的生产会增加，不过按照事物的性质，也许要

在一年以后，产量才能实际增加起来；３．以前没有使用过的各种代

用品会被利用起来，废料会更经济地利用。如果价格的提高开始非

常明显地影响生产的扩大和供给，这多半表明已经达到一个转折

点：由于原料和有原料作为要素加入的各种商品长期持续地涨价，

需求下降了，因此对原料价格产生一种反作用。撇开这种反作用由

于不同形式的资本的贬值所引起的动荡不说，还会出现一些别的

情况，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情况。

首先，从以上所说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越发达，因

而，由机器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突然增加和持续增加的手段越

多，积累越快（特别是在繁荣时期），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相对生

产过剩也就越严重，植物性原料和动物性原料的相对生产不足也

就越频繁，上面所说的原料价格上涨的现象以及随后产生的反作

用也就越显著。因此，由再生产过程的一个主要要素的这种剧烈的

价格波动引起的激变，也就越频繁。

但是，如果由于原料价格的提高一方面引起了原料需求的减

少，另一方面既引起了当地原料生产的扩大，又使人们从遥远的一

向很少利用或者根本不利用的生产地区去取得原料供给，而这两

方面加在一起又使原料的供给超过需求（而且是在原来的高价下

超过需求），以致这种高价现在突然跌落下来，那末，由此产生的结

果，要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原料价格的突然跌落，会阻碍原

料的再生产；因此，生产条件最有利的原出产国，会恢复它的垄断

地位；这也许是受到一定限制的恢复，但毕竟是恢复。当然，一旦受

到一定的刺激，原料的再生产会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特别是在对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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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生产或多或少占有垄断地位的国家。但是，在机器等增加以后生

产借以进行的基础，——这个基础在经过若干波动后，应当成为新

的正常的基础，新的起点，——也由于上一次周转周期中发生的过

程而显著扩大了。但是这样一来，在一部分次要的原料产地刚刚开

始增长的再生产，会再次遇到严重的障碍。例如，我们可以从出口

统计表看出，近三十年来（到１８６５年为止），当美棉生产减少时，

印棉生产就增加，但此后又突然地并且比较持久地减少下去。在

原料昂贵时期，产业资本家就联合起来，组成协会，来调节生产。

例如，１８４８年棉价提高以后的曼彻斯特就是这样。爱尔兰亚麻的

生产也有过类似的情形。但是，直接的刺激一旦过去，“在最便宜

的市场上购买”（而不是象那些协会那样，力图提高各原出产国的

生产能力，而不管这些国家当时能够提供产品的直接价格如何）这

个竞争的一般原则一旦重新取得统治地位，人们就会重新让“价

格”去调节供给。一切企图对原料生产进行共同的、果断的和有

预见的控制——这种控制整个说来是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根本

不相容的，因而始终只是一种善良的愿望，或者只是在面临巨大

危险和走投无路时例外采取的一种共同步骤——的想法，都要让

位给供求将会互相调节的信仰。（１６）在这方面，资本家的迷信已

（１６） 自从写了上面这段话以来（１８６５年），由于一切文明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德

国的工业的迅速发展，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大大加剧了。迅速而巨大地膨胀起来的现代

生产力，一天比一天厉害地超出了它们应当在其中运动的资本主义商品交换规律的范

围——这个事实，资本家本人今天也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特别表现在下述

两种征兆中。第一，普遍实行保护关税的新狂热。这种保护关税和旧的保护关税制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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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工厂视察员在他们的报告中也再三表示惊

讶不已。好年成代替坏年成，当然也会使原料便宜。这个情况除了

对需求的扩大产生直接影响以外，还会作为一种刺激对利润率发

生上面提到的那种影响。上面所说的机器等的生产逐渐超过原料

生产的过程，这时会按更大的规模重演。要真正改良原料，使它不

仅按需要的数量，而且按需要的质量来提供，例如，要由印度来供

给达到美棉那样质量的棉花，那就要求欧洲存在着持久的、不断增

加的和经常的需求（把印度生产者在他本国所处的经济条件完全

撇开不说）。但是，原料生产部门的发展不过是跳跃式的，有时突然

扩大，然后又急剧缩小。所有这一切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都

可以根据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棉荒５１来进行很好的研究，那个时期还

有一个特点，即再生产上最重要要素之一的原料有时根本没有。其

实，在供给充足时，如果这种供给是在比较困难的条件下实现的，

价格也可能提高。不然的话，就可能是原料真正缺乏。在棉业危机

中最初出现的，是后面这种情形。

因此，在生产史上，我们越是接近现代，就会越是经常地发现，

特别是在有决定意义的产业部门中，从有机自然界获得的原料，是

处在一种不断重演的变动中：先是相对的昂贵，然后是由此引起的

贬值。上面所说的情况可以用下面从工厂视察员报告中摘录的例

子加以说明。

区别特别表现在：它保护得最多的恰好是可供出口的物品。第二，整个大生产部门的工

厂主组成卡特尔（托拉斯），其目的是调节生产，从而调节价格和利润。不言而喻，这种

试验只有在经济气候比较有利的时候才能进行。风暴一到来，它们就会被抛弃，并且会

证明，虽然生产需要调节，但是负有这个使命的，肯定不是资本家阶级。在此其间，这种

卡特尔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小资本家比以前更快地被大资本家吃掉。——弗·恩·

８３１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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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的教训是（这个教训也可以从另一角度考察农业时得出）：资

本主义制度同合理的农业相矛盾，或者说，合理的农业同资本主义

制度不相容（虽然资本主义制度促进农业技术的发展），合理的农

业所需要的，要么是自食其力的小农的手，要么是联合起来的生产

者的控制。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刚刚提到的从英国工厂报告中摘录下来

的那些例证：

“营业情况好些了；但是随着机器的增加，旺季和淡季的周期缩短了。这

样一来，对原料的需求增加了，营业状况的波动也更为频繁了…… 目前，在

１８５７年恐慌之后，不仅信任恢复了，而且恐慌本身看来也几乎完全被人忘记

了。这种好转是否能持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原料的价格。据我看来，已

经有若干迹象，表明在某些场合已经达到最高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制造业就

会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直至最后完全不再提供利润。例如，我们考察一下精

梳毛纺织业利润较厚的年度１８４９年和１８５０年，就会看到，英国出产的精梳

羊毛的价格为每磅１３便士，澳大利亚出产的精梳羊毛的价格为每磅１４到

１７便士，１８４１—１８５０年的十年间，英国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

每磅１４便士以上，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的平均价格从来没有涨到每磅１７便

士以上。但是在不幸的１８５７年年初，澳大利亚出产的羊毛已经涨到每磅２３

便士；同年１２月，在恐慌发展到顶点的时候，跌到１８便士；但是在１８５８年又

涨到现在的价格２１便士。同样，英国出产的羊毛的价格在１８５７年年初为２０

便士，４月和９月涨到２１便士，１８５８年１月跌到１４便士，此后又涨到１７便

士，因此，它比上面提到的那十年的平均价格每磅贵３便士……据我看来，这

表明：或者近似的价格引起的１８５７年的破产已被人们忘记；或者出产的羊毛

刚好够现有的纱锭消耗；或者毛织品的价格将会持续上涨……但是，根据我

过去的经验，我看到，纱锭和织机在极短的时间内，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运

转速度上增加了好几倍；其次，我国羊毛对法国的输出也几乎按相同的比例

增加了，然而国内外饲养的羊的平均年龄却越来越短，因为人口在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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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者希望尽快把他们的家畜变成货币。因此，我常常感到忧虑的是，有些

人不了解这个情况，把他们的命运和他们的资本投入这样一些企业，而这些

企业的成败取决于那种只有按照一定的有机界规律才能增加的产品的供给

…… 一切原料的供求状况……似乎可以用来说明棉纺织业方面的许多变

动，以及１８５７年秋季英国羊毛市场的状况和跟着发生的商业危机。”（１７）（罗

·贝克《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８年１０月》第５６—６１页）

约克郡西莱丁区精梳毛纺织业的繁荣时期是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

那里，该行业雇用的工人，１８３８年为２９２４６人；１８４３年为３７０００

人；１８４５年为４８０９７人；１８５０年为７４８９１人。这个区使用的机械织

机，１８３８年为２７６８台；１８４１年为１１４５８台；１８４３年为１６８７０台；

１８４５年为１９１２１台；１８５０年为２９５３９台。（《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０

年［１０月］》第６０页）精梳毛纺织业的这种繁荣，在１８５０年１０月，

已开始出现凶兆。副视察员贝克在１８５１年４月的报告中，在谈到

里子和布莱得弗德的情况时说：

“近来营业状况很糟糕。精梳毛纺业主正迅速失去１８５０年的利润，大多

数织布业主的情况也不太妙。我相信，目前停工的毛纺织机比以前任何时候

都多。同时，亚麻纺绩业主也在解雇工人，让机器停下来。纺织工业的周期现

在实际上很不稳定；我想，我们不久就会认识到……在纱锭的生产能力、原料

的数量和人口的增加之间没有保持比例。”（第５２页）

棉纺织业的情形也是这样。刚刚引用的１８５８年１０月的报告

中说：

“自从工厂的劳动时间固定以来，一切纺织业的原料消费量、生产量、工

资量，已经归结为一个简单的比例计算法…… 我引用布莱克本市现任市长

（１７） 不言而喻，我们不能象贝克先生那样，用原料和成品之间的价格不平衡来

说明１８５７年的毛纺织业危机。这种不平衡本身不过是一种征兆，而危机却是普遍的。

——弗·恩·

０４１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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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恩斯先生最近关于棉纺织业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其精确地提出了该地区

的工业统计材料：

‘一实际马力可以推动４５０个自动纱锭及其预备装置，或推动２００个环

锭精纺纱锭，或推动１５台幅宽４０吋的织布机以及卷绕、整经和刷浆的机器。

一马力在纺纱时需要２ １
２个工人，在织布时需要１０个工人；他们的平均工资

为每人每周１０ １
２先令多一点…… 加工出来的平均支数，经纱为３０—３２

支，纬纱为３４—３６支；假定每周每个纱锭产纱１３盎斯，那末每周总共是

８２４７００磅，消费棉花９７００００磅，或２３００包，花费２８３００镑…… 我们这个地

区（布莱克本周围五英里以内）每周消耗的棉花为１５３００００磅，或３６５０包，花

费４４６２５镑。这等于联合王国全部棉纺业的 １
１８，全部机械棉织业的

１
６。’

因此，按照培恩斯先生的计算，联合王国棉纺业纱锭的总数为２８８０００００

个，要使这些纱锭充分开工，每年需要棉花１４３２０８００００磅。但是在１８５６年和

１８５７年，棉花的进口额减去出口额后只有１０２２５７６８３２磅；因此，必然会缺少

４０９５０３１６８磅。培恩斯先生好意地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我。他认为，根据布莱

克本地区的消费量计算的棉花常年消费量是偏高的，因为不仅纺纱的支数有

差别，而且机器也有优劣之分。他估计联合王国每年消费的棉花总量为１０亿

磅。但是，如果说他估计对了，确实有２２５０万磅的供给过剩，那末看来供求现

在已经接近平衡了；这还没有把培恩斯先生所说的正在他自己的地区安装

的、并且据此判断显然也会在其他地区安装的追加纱锭和织机考虑在内。”

（第５９、６０、６１页）

．一般的例证：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

 的棉业危机       

前史（１８４５—１８６０年）

１８４５年。棉纺织业的繁荣时期。棉花价格很低。关于这一点，

莱·霍纳曾经说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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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八年，我没有看到过象去年夏秋两季那样活跃的营业时期。特别是

棉纺业。整整半年，我每周都收到报告，说工厂有了新的投资：或者是建立了

新的工厂，或者是一些闲着的工厂找到了新的承租人，或者是正在生产的工

厂扩大了，安装了新式的马力更大的蒸汽机，增加了工作机的数量。”（《工厂

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５年１０月》第１３页）

１８４６年。怨言开始出现了。

“很久以来，我就从棉纺织厂主那里听到了对营业不振的十分普遍的怨

言……最近六周有些工厂开始缩短劳动时间，通常是每天劳动８小时而不是

１２小时；这种情况看来还在发展…… 棉花价格大大上涨……成品的价格

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比棉花涨价以前低了。最近四年间棉纺织工厂大量

增加，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对原料的需求急剧增加，另一方面市场上成品的

供给也急剧增加；在原料的供给和成品的需求保持不变的时候，这两个原因

合起来必然引起利润下降；但它们实际的影响还要大得多，因为一方面棉花

的供给近来已经不足，另一方面国内外市场对成品的需求又减少了。”（《工厂

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６年１０月》第１０页）

原料需求增加和市场商品充斥，二者自然是齐头并进

的。——附带说一下，当时产业的扩大和随之而来的停滞，并不限

于棉纺织业区。布莱得弗德梳毛区的工厂１８３６年只有３１８家，

１８４６年已有４９０家。这个数字远没有表示出生产的实际增加，因

为原有的工厂同时也显著扩大了。亚麻纺绩业的情况尤其如此。

“这一切在最近十年都多少助长了市场商品过剩，现在的营业停滞大部

分必须归咎于此…… 在工厂和机器如此急速增加之后，自然会出现营业不

振的状态。”（《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６年１０月》第３０页）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发生了货币危机。贴现率８％。在此以前，铁路

投机和东印度公司证券投机已经失败。但是：

“贝克先生提供了一些非常有趣的详细材料，说明最近几年来，对棉花、

羊毛、亚麻的需求由于有关工业的扩大而增加了。他认为，对这些原料需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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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特别是当这种情况出现在这些原料的供给远远低于平均数的时候，几

乎足以说明这些生产部门现在的营业不振，而无须再提货币市场的紊乱了。

我本人的观察以及我从内行人那里了解到的情况，都完全证实了这种看法。

在贴现还容易按５％或更低的百分率进行时，这些生产部门的营业都已经十

分不振。相反，生丝的供给是充足的，价格也公道，因此营业活跃到……最近

两三个星期，这时，货币危机毫无疑问地不仅影响到丝织业主本身，而且还更

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主要顾客，即时装制造业主。看一下官方发表的报告，就

知道棉纺织业最近三年几乎增加了２７％。结果，用整数来说，棉花由每磅４

便士上涨到６便士，而棉纱由于供给增加，只略高于原价。毛纺织业１８３６年

开始扩大；此后，它在约克郡增加了４０％，在苏格兰增加得更多。精梳毛纺织

业的增加更大。（１８）根据计算，它在同时期内增加了７４％以上。因此，羊毛原料

的消费很大。麻纺织业自１８３９年以来，在英格兰大约增加了２５％，在苏格兰

增加了２２％；在爱尔兰大约增加了９０％。（１９）由于这个缘故，同时亚麻又歉

收，原料每吨上涨了１０镑，但纱价却每绞下跌了６便士。”（《工厂视察员报

告。１８４７年１０月》第３０、３１页）

１８４９年。自１８４８年最后几个月起，营业好转了。

“亚麻价格很低，几乎在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有适当的

利润。这就促使工厂主把营业继续进行下去。毛纺织厂主年初一度非常繁忙

……但我担心，委托销售的毛纺织品往往代替实际的需求，虚假繁荣即充分

就业的时期并不总是真正需求的时期。几个月来，精梳毛纺织业的状况特别

好…… 在这个期间开始的时候，羊毛价格特别低；毛纺业主都是按照有利

的价格买进的，而且买进的数量也确实很大。当羊毛在春季拍卖中涨价时，

毛纺业主已经由此得到了利益，而且，因为对成品的需求很大、很迫切，

（１８） 在英国，毛纺织业和精梳毛纺织业是有严格区别的，前者用短羊毛纺成粗

纺毛纱和织成东西，主要中心是里子，后者用长羊毛纺成精梳毛纱和织成东西，主要中

心是约克郡的布莱得弗德。——弗·恩·

（１９） 麻纱机纺业在爱尔兰的迅速发展，当时对德国（西里西亚、劳西兹区和威斯

特伐里亚）用手纺麻纱织成的麻布的出口，给予了致命的打击。——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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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们又把这种利益保持住了。”（《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４月］》第４２

页）

“如果看一下这三四年各工厂区营业状况的变化，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承

认，在某个地方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扰乱生产的根源…… 但是，新添机器的

惊人的生产力，不是会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新的要素吗？”（《工厂视察员报告。

１８４９年４月》第４２、４３页）

１８４８年１１月，１８４９年５月和夏季，直到１０月，营业越来越兴

旺。

“集中在布莱得弗德和哈里法克斯的以精梳毛纱为原料的行业，尤其如

此；这个行业的扩展从来没有接近过现在的规模…… 在棉纺织业中，原料

的投机和原料供给的不可靠所引起的紊乱和波动，早就比任何其他生产部门

更大更经常。目前，这里正堆积着粗糙的棉织品的存货，这使小纺纱业主感到

不安，并且已经使他们受到损失，他们之中已有很多家缩减了劳动时间。”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４９年１０月》第６４、６５页）

１８５０年。４月。营业还很活跃。有一个例外是：

“棉纺织业中已有一部分由于粗纱和重磅棉织品的原料供给不足，大为

萧条…… 有人担心，精梳毛纺织业由于最近增添了很多机器，会引起类似

的反应。按照贝克先生的计算，单是１８４９年，这个生产部门的织机的产量，就

增加了４０％，纱锭产量增加了２５％到３０％。而且还在按相同的比例继续增

加。”（《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０年４月》第５４页）

１８５０年。１０月。

“棉花价格继续……使这个工业部门的营业显著不振，对那些生产费用

大部分由原料构成的商品来说，特别是这样。生丝价格的猛涨，也使这个工业

的许多部门营业不振。”（《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０年１０月》第１４页）

按照这里引用的爱尔兰皇家亚麻种植协会的报告，在其他农

产品价格低廉时，昂贵的亚麻价格，保证了第二年的亚麻生产显著

增加。（第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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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５３年。４月。大繁荣。

莱·霍纳说：“十七年来，我因职务关系，对郎卡郡工厂区的情况有所了

解，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象现在这样普遍繁荣的景象；一切部门都异常活跃。”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３年４月》第１９页）

１８５３年。１０月。棉纺织业萧条。“生产过剩”。（《工厂视察员

报告。１８５３年１０月》第１５页）

１８５４年。４月。

“毛纺织业虽然不活跃，但所有工厂都充分开工；棉纺织业也是这样。精

梳毛纺织业在过去整整半年情况完全不正常…… 麻纺织业由于克里木战

争的影响，从俄国得到的亚麻和大麻供给减少了，因而遇到了困难。”（《工厂

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４年［４月］》第３７页）

１８５９年。

“苏格兰麻纺织业的营业状况依然不振……因为原料少而且贵。我们的

主要供给来源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去年那里收成不好，这就给苏格兰地区

的营业带来有害的影响；相反，在制造许多粗麻织物上逐渐代替亚麻的黄麻，

价格既不特别贵，数量也不少……在丹第，约有一半的机器现在改纺黄麻。”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９年４月》第１９页）——“由于原料价格高，亚麻纺绩

业还远远谈不上有利，当其他一切工厂充分开工时，我们却看到好些加工亚

麻的机器停工的例子…… 黄麻纺绩业……情况比较令人满意，因为近来这

种材料的价格已经跌落到更为适当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９年１０

月》第２０页）

１８６１—１８６４年。美国南北战争。棉荒。生产

过程由于原料缺乏和昂贵而中断的明显例子

  １８６０年。４月。

“至于营业状况，我感到高兴的是能够告诉各位，虽然原料价格高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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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除做织业以外，一切纺织业最近半年情况一直很好…… 某些棉纺织业区

已经登广告招收工人，并且从诺福克及其他农业郡把工人招来了…… 每个

工业部门似乎都很缺乏原料…… 唯一使我们受到限制的就是缺乏原料。在

棉纺织业中，新建工厂的数目，现有工厂的扩建以及对工人的需求，也许是

前所未有的。到处都在寻找原料。”（《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４月》第５７

页］）

１８６０年。１０月。

“棉、毛、亚麻纺织业区的营业状况良好；据说，爱尔兰的营业状况一年

多来甚至非常好，如果原料价格不高，情况还会更好。亚麻纺绩业主似乎比

以往更迫切地希望修建铁路，来开发印度这个补充的原料产地，并使它的农

业得到相应的发展，以便最终……使亚麻的供给能适应他们的需要。”（《工

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０年１０月》第３７页）

１８６１年。４月。

“目前营业已经不振……少数棉纺织厂缩减了劳动时间，许多丝织厂只

是部分开工。原料昂贵。几乎在每一个纺织业部门，原料价格都超过了广大

消费者能够负担的程度。”（《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１年４月》第３３页）

现在很清楚，１８６０年棉纺织业已经生产过剩；由此产生的后

果在以后几年还可以感觉到。

“１８６０年生产的过剩商品，花了两三年时间才被世界市场吸收掉。”（《工

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第１２７页）“１８６０年初棉纺织品在东亚市场上

的不振状态，已经反过来对布莱克本的营业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在布莱克本

平均有三万台机械织机几乎专门为这个市场生产棉织品。因此，在棉花封锁

的影响可以感觉到以前好几个月，对劳动的需求在这里已经受到了限制……

这种情况使许多工厂主幸运地避免了破产。只要仓库有存货，存货的价值就

提高了。因此，在这样一次危机中本来不可避免的可怕的贬值现象得到了避

免。”（《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第２８、２９、３０页）

１８６１年。１０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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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时候以来，营业已经大为不振…… 很可能，许多工厂将在冬季几

个月大大缩减劳动时间。诚然，这是预料得到的……完全撇开那些曾经中断

我国通常的美棉进口和我国的出口贸易的原因不说，由于最近三年生产的急

剧增加和印度、中国市场的紊乱，在即将来临的冬天，劳动时间必然要缩减。”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１年１０月》第１９页）

废棉。东印度棉（苏拉特棉）。对工人工资的影响。

机器的改良。用淀粉和矿物代替棉花。淀粉浆纱

对工人的影响。细纱纺纱业主。工厂主的欺诈

  “有一个工厂主写信对我说：‘至于对每个纱锭的棉花消费量的估计，您

肯定没有充分考虑到如下的事实：在棉花昂贵时，每一个生产普通棉纱（比如

说４０支以下，主要是１２—３２支）的纺纱业主都尽量纺细纱，就是说，原来纺

１２支的，改纺１６支，原来纺１６支的，改纺２２支，等等；而用这种细纱织布的

织布业主，会上很多的浆料，来使他的棉布达到通常的重量。现在，工业上使

用这种办法简直达到卑鄙无耻的程度。我从可靠方面得知，８磅的布是由５
１
４磅棉花和２

３
４磅浆料制成的。另外一匹５

１
４磅的布里含有两磅浆料。这还

是供出口的普通的衬衫布。别种布里有时竟加了５０％的浆料，因此工厂主可

以吹嘘，而且确实也在吹嘘，说他们之所以发财致富，是因为他们的布卖得比

布在名义上包含的纱的价值还便宜。’”（《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４年４月》第

２７页）

“还有人对我说，织布工人认为他们患病日益增多的现象，要归咎于浆

料，这种用在东印度棉纺成的经纱上的浆料，不象从前那样完全是面粉做的。

可是，这种面粉代用品据说会带来很大的好处，它会显著地增加织物的重量，

使１５磅棉纱在织成布后重２０磅。”（《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第６３

页。这种代用品，是一种名叫中国瓷土的滑石粉，或名叫法国滑石的石

膏。）——“由于用面粉代用品浆纱，织布业者〈这里指工人〉的收入就大为减

少了。这种浆料使棉纱重量增加，但也使它变得硬而脆。每一根经纱在织机中

都要通过所谓的‘综框’，而综框内坚韧的综丝使经纱保持正确的位置；浆硬

了的经纱会不断地把综丝拉断。每断一次，织布工人都要花五分钟时间去修

理；现在，织布工人进行这种修理的次数，至少相当于以前的十倍；而织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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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时间内所织的布自然也就相应地减少了。”（同上，第４２、４３页）

“在埃士顿、斯泰里布雷芝、莫斯莱、奥尔丹等地，劳动时间整整缩减了三

分之一，而且每周还在继续缩减…… 在劳动时间缩减的同时，许多部门又

降低了工资。”（第１３页）

１８６１年初，郎卡郡某些地方的动力织机织工举行了罢工。有

些工厂主宣布要降低工资５％—７．５％；工人坚持工资率要保持不

变，但劳动时间可以缩减。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于是罢工就发生

了。一个月后，工人不得不让步。现在他们得到了两个结果：

“除了工人最后同意降低工资以外，许多工厂现在还缩减了劳动时间。”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１年４月》第２３页）

１８６２年。４月。

“从我上次提出报告以来，工人的痛苦大大加深了；但在产业史上工人从

来没有表现出这样的沉默退让和这样的容忍克制，来忍受如此突然如此深重

的痛苦。”（《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４月》第１０页）——“目前完全失业的

工人的比例数，看来并不比１８４８年大很多，那时笼罩着一种普通的恐慌，但

是已经足以促使惶惶不安的工厂主去编辑一种类似现在每周发行的关于棉

纺织业的统计资料…… １８４８年５月，曼彻斯特全部棉纺织业工人中有

１５％失业，１２％做短时工，７０％以上做全日工。１８６２年５月２８日，１５％失业，

３５％做短时工，４９％做全日工…… 在邻近地区，例如斯托克波尔特，半失业

和全失业工人的百分比更高，充分就业的百分比更低”，因为那里纺的纱比曼

彻斯特的更粗。（第１６页）

１８６２年。１０月。

“根据最近的一次官方统计［１８６１年］，联合王国有２８８７家棉纺织厂，其

中有２１０９家在我的管区（郎卡郡和柴郡）。我知道，在我的管区内的２１０９家

工厂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只雇用少数人的小厂。但当我发现这个数字是多么

大时，我吃了一惊。３９２家即１９％，使用的动力（蒸汽或水）在１０马力以下；

３４５家即１６％，使用的动力在１０到２０马力之间；１３７２家使用的动力是２０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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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或更大一些…… 很大一部分小工厂主——占总数三分之一以上——不

久以前自己还是工人；这是一些对资本没有支配权的人…… 所以，主要负

担落在其余三分之二的人身上。”（《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２年１０月》第１８、

１９页）

根据同一报告，在郎卡郡和柴郡的棉纺织业工人中，当时充分

就业的有４０１４６人，占１１．３％；半就业的有１３４７６７人，占３８％；失

业的有１７９７２１人，占５０．７％。如果在这里去掉有关曼彻斯特和波

尔顿的统计数字（那里主要纺细纱，这种部门受棉荒的影响较小），

那末情况就更不妙，就是说，充分就业的占８．５％，半就业的占

３８％，失业的占５３．５％。（第１９、２０页）

“加工好棉还是次棉，对工人来说是有重大区别的。本年头几个月，工厂

主使用了可以廉价买到手的一切棉花，企图以此来维持他们的工厂，这时，大

量次棉进入了以前通常使用好棉的工厂，工人工资的差额很大，引起了多次

罢工，因为现在按原来的计件工资，工人每天得到的工资已经不能勉强维持

生活了…… 在某些场合，由于使用次棉，工资差额甚至在做全日工时，才达

到总工资的一半。”（第２７页）

１８６３年。４月。

“今年，棉纺织业工人中能充分就业的将只稍多于二分之一。”（《工厂视

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４月》第１４页）

“现在，各工厂都不得不使用东印度棉，这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恶果，使机

器的速率必须大大减低。最近几年曾用一切办法来提高机器速率，以便同一

台机器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速率的减低既影响工厂主，也影响工人；因为多

数工人都是按计件工资领取报酬的：纺纱工人按纺成的棉纱的磅数领取报

酬，织布工人按织成的棉布的匹数领取报酬；甚至对另外一些按周领取报酬

的工人来说，工资也因生产减少而减少。根据我的调查……和我得到的有关

今年棉纺织业工人工资的统计材料……可以看出，同１８６１年的工资水平相

比，现在工资平均降低了２０％，有些地方降低了５０％。”（第１３页）——“工资

额取决于……加工材料的质量…… 就所得的工资数额来说，工人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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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３年１０月）的状况，已经比去年同时期好得多。机器已经改良，工人对原

料的性质更了解了，工人对他们在最初不得不努力克服的困难，也已经比较

容易对付了。去年春天，我去过普雷斯顿的一个缝纫学校〈为失业者设立的救

济机关〉；有两个少女前几天被送到一个织布厂去了，工厂主原答应她们每周

可以挣４先令，但她们请求再回学校，并且抱怨说她们在织布厂每周挣不到

１先令。我还接到了关于自动走锭精纺机的看管工的报告…… 看管两台走

锭精纺机的工人，做满１４天全工，得到８先令１１便士；从这个数中扣除房

租，而工厂主又把房租的一半作为礼物送还工人〈多么仁慈啊！〉。这样看管工

拿回家去的总共是６先令１１便士。１８６２年的最后几个月，好些地方，自动走

锭精纺机看管工的周工资是５—９先令，织布工人周工资是２—６先令…… 

现在情形好多了，虽然大多数地区的工资还是减少了很多…… 除了印棉纤

维较短，成分不纯，还有一些原因使工人的收入减少。例如，把大量废棉掺到

印棉中去，现在已成惯例，这自然会给纺纱工人增加更多困难。因为纤维短，

纱条从走锭精纺机牵伸出来并加拈成纱时容易断。走锭精纺机也不能那样正

常地运转…… 一个织布女工也由于要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纱线上，往往只

能看管一台织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看管两台以上…… 在许多场合，工人

的工资减少了５％，７．５％或１０％……在多数场合，工人都必须尽力对付原

料，争取能按普通工资率得到报酬…… 织布工人有时还必须克服另一种困

难，这就是要他用坏原料织出好布来。如果工作达不到要求，就要受到扣工资

的处分。”（《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年１０月》第４１—４３页）

甚至在做全日工的地方，工资也少得可怜。棉纺织业工人对任

何一种公共工程，例如挖沟、修路、碎石、铺砌街道，无论哪里需要

他们，都愿意干，为的是由此得到地方当局的救济（其实这是对工

厂主的救济，见第１卷第５９８５８９页５２）。整个资产阶级的眼睛都盯

着工人。如果对工人提出了微薄不堪的工资，而工人拒绝接受，救

济委员会就把他的名字从救济名单上勾销。这是工厂主老爷们的

黄金时代，因为工人要想不饿死，就只好按照对资产者最有利的任

何价格去做工。而救济委员会总是充当工厂主的看门狗。同时，工

０５１ 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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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主在政府的默契下，竭力阻止工人外迁，一方面是为了经常准备

好他们的存在于工人血肉中的资本，另一方面是为了保证得到从

工人身上榨取的房租。

“在这一点上，救济委员会卡得很严。一旦给了工人工作，他们的名字就

立即从救济名单上勾销，所以，他们只好接受给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拒绝工

作……那是因为他们的工资徒有其名，而工作却异常艰苦。”（同上，第９７页）

工人愿意从事任何一种根据公共工程法令安排的劳动。

“组织劳动就业的原则，各个城市极不相同。但是，即使在户外劳动不是

绝对当作试工的地方，这种劳动得到的报酬，要么只有普通的救济费那样多，

要么多一点也有限，结果这种劳动实际上还是一种试工。”（第６９页）“１８６３

年的公共工程法令试图消除这个弊病，使工人能够作为不依赖别人的短工取

得日工资。这项法律有三重目的：１．使地方当局〈在取得中央济贫局局长的同

意后〉能够从国库贷款委员会得到贷款；２．使各棉纺织工业区的城市的改善

比较容易进行；３．使失业工人获得工作和适当的报酬。”

到１８６３年１０月底为止，按这项法律批准的贷款，已达

８８３７００镑。（第７０页）实施的工程，主要是挖下水道，修筑道路，铺

砌街道，修建自来水厂的蓄水池等等。

布莱克本委员会主席汉德逊先生曾就这个问题写信给工厂视

察员雷德格雷夫说：

“在目前这个艰难困苦的时期，我所经历的一切事情中，再没有比本区失

业工人乐于接受布莱克本市政当局按公共工程法令给他们安排的工作这件

事，更使我感动和高兴的了。那些从前在工厂充当熟练工人的纺纱工人，现在

是在１４呎或１８呎深的地方充当挖排水沟的短工，很难想象出还有比这更为

鲜明的对比了。”

（他们做这种工作，根据家庭人口多少，每周可以挣４—１２先

令；这笔“巨款”，竟然往往要用来维持八口之家。市侩老爷们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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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了双重的利益：第一，他们以特别低廉的利息获得了资金，来

改善他们的乌烟瘴气的、无人过问的城市；第二，他们付给工人的

工资，比正常工资率低得多。）

“工人已经习惯于几乎是热带的气温，习惯于更需要技巧和准确性而不

需要体力的那种劳动，习惯于得到比现在多一倍，有时多两倍的工资。而这样

的工人现在愿意接受给他安排的工作，就表现了他们十分令人尊敬的自我克

制和深思熟虑。在布莱克本，人们几乎在每一种可能的户外劳动中受过考验；

挖掘很深的泥泞的粘土，排水，碎石，修路，挖掘１４呎、１６呎、有时２０呎深的

下水道。他们经常站在１０—１２时深的泥水里，而且总是要忍受潮湿寒冷的气

候，就潮湿寒冷的程度来说，这种气候比英国任何地方都有过之无不及。”（第

９１、９２页）——“工人的态度几乎是无可非议的……他们愿意接受这种户外

劳动并且努力去完成。”（第６９页）

１８６４年。４月。

“各地区都可以偶尔听到工人短缺的怨言，这主要是发生在象织布业这

样一些部门……但是这种怨言所以产生，固然是由于这个特殊部门的工人在

某种程度上确实不够，但也是由于工人所能得到的工资太低，而这又是由所

使用的棉纱质量太差造成的。上月，某些工厂主同他们的工人之间由于工资

问题发生了多次争议。我很遗憾，罢工发生得太经常了…… 工厂主感到公

共工程法令的作用是一种竞争，因此贝凯普地方委员会已经停止活动，因为

虽然工厂还没有全都开工，但工人已经不够了。”（《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４年

４月》第９页）

现在，该是工厂主先生们着急的时候了。由于公共工程法令的

实施，对工人的需求迅速增加，以致有些工厂工人现在可以在贝凯

普采石场每天挣得４—５先令。因此，公共工程只好逐渐停下来，它

是１８４８年国家工厂５３的新版，不过这一次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而举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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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价值体上作实验

“我虽然列举了〈做全日工的工人的〉已经大大降低的工资，即各工厂的

工人的实际收入，但是不能认为，他们每星期都能得到这个数目。由于工厂主

在同一工厂中把各种棉花和废棉按不同的比例掺在一起，不断地进行实验，

工人的状况极不稳定；人们称之为‘混合棉’的原料经常改变，工人的收入随

着混合棉的质量而增减。有时和过去相差１５％，而在一两个星期内下降到

５０％或６０％。”

写这个报告的工厂视察员雷德格雷夫，从实际调查中提出一

个工资统计材料。在这里，从中举出下面几个例子就够了。

Ａ，织布工人，全家六口人，每星期就业４天，得６先令８
１
２便

士；Ｂ，拈接工人，每星期就业４
１
２天，得６先令；Ｃ，织布工人，全家

四口人，每星期就业５天，得５先令１便士；Ｄ，粗纺工人，全家六

口人，每星期就业４天，得７先令１０便士；Ｅ，织布工人，全家七口

人，每星期就业３天，得５先令，等等。雷德格雷夫接着说：

“以上的统计材料值得注意，因为它证明，就业对有些家庭来说简直是一

种不幸，因为就业不仅减少了收入，而且把收入减低到如此程度，以致这种收

入只能满足一家的绝对需要的很小一部分，除非在一家的收入比完全失业时

所领的救济金还少时，发给它一笔追加的救济金。”（《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６３

年１０月》第５０—５３页）

“１８６３年６月５日以来，所有工人在一星期中的平均的全部就业时间，

从来没有超过２天７小时零若干分钟。”（同上，第１２１页）

从危机开始到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５日，济贫所、中央救济委员会、

伦敦市政厅发放的款项已近３００万镑。（第１３页）

“在一个纺上等细纱的地区……由于把海岛棉改为埃及棉，纺纱工人的

工资间接降低了１５％…… 在一个废棉大量地同印棉混合使用的广大地

区，纺纱工人的工资降低了５％，此外，由于加工苏拉特棉和废棉，工资又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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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２０—３０％。织布工人看管的织机由四台减为两台。１８６０年，看管一台织

机得到５先令７便士；１８６３年只得到３先令４便士…… 过去用美棉时，〈对

纺纱工人的〉罚款是３便士至６便士，现在增加到１先令至３先令６便士。”

在一个把埃及棉同东印度棉混合使用的地区：

“精纺工人的平均工资，１８６０年是１８—２５先令，现在是１０—１８先令。造

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仅是由于棉花的质量差，而且也是由于走锭精纺机的

速率减低了，这是为了把棉纱拈得更紧些，而在平时干这种活是要按工资表

付给额外报酬的。”（第４３、４４、４５—５０页）“虽然东印度棉的加工也许有时对

工厂主有利，但是我们看到（见第５３页的工资表），同１８６１年相比，工人还是

吃亏了。如果固定使用苏拉特棉，工人就会要求与１８６１年相同的工资；但是

这会严重地影响工厂主的利润，除非他可以从棉花或成品的价格中得到补

偿。”（第１０５页）

房租。

“如果工人所住的小屋归工厂主所有，那末，即使他是做短时工的，房租

也往往要从工资中扣除。可是，这种建筑物的价值已经下跌，小屋现在比从前

便宜２５—５０％；原来每星期租金为３先令６便士的小屋，现在只要２先令４

便士就可以租到，有时甚至还要便宜。”（第５７页）

外迁。工厂主们当然反对工人外迁，一方面，因为他们

“在等待棉纺织业情况好转的时机，希望把这种手段保留在手边，以便以最有

利的方式来经营他们的工厂”。另一方面，“许多工厂主就是他们所雇工人居

住的小屋的房主；至少有些工厂主无疑打算以后能够把积欠的一部分租金收

回来。”（第９６页）

贝尔纳·奥斯本先生１８６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在议会选举时向他

的选民发表的演说中说：郎卡郡的工人象古代哲学家（斯多葛派）

一样行事。不就是说象绵羊一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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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补 充 说 明

  在这一篇中，我们假定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占有的利润量，和投

入这个部门的总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总和相等。即使如此，资

产者也不会把利润和剩余价值即无酬的剩余劳动，看作是同一的

东西，其原因如下：

１．他们在流通过程中忘记了生产过程。在他们看来，商品价值

的实现，——包括商品中剩余价值的实现，——就是剩余价值的生

产。｛手稿中留有一个空白，表示马克思打算对这一点作进一步的

说明。——弗·恩·｝

２．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撇开信用

制度所引起的一切变化，撇开资本家互相间的各种欺骗和诈取，再

撇开对市场的任何一种有利的选择，利润率仍然可以有很大的差

别，这取决于原料的贵贱，购买原料的人的内行程度；取决于所使

用的机器的生产效率、适用程度和便宜程度；取决于生产过程各个

阶段的总安排的完善程度，即原料的浪费是否被杜绝，指挥和监督

是否简单而有效，等等。总之，如果一定量可变资本的剩余价值已

定，这个剩余价值会表现为多大的利润率，从而会提供多大的利润

量，在很大的程度上还要取决于资本家自己或他的经理和职员个

人的经营本领。假定同一个１０００镑剩余价值，作为１０００镑工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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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在企业Ａ中，要求有９０００镑不变资本，在企业３中，要求有

１１０００镑不变资本。在Ａ场合，利润率ｐ＝ 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１０％。在Ｂ场合，

ｐ＝
１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８

１
３％。总资本在Ａ产生的利润比在Ｂ相对地说要大，

这是因为前者的利润率比后者高，虽然预付可变资本在两个场合

都＝１０００镑，由此榨取的剩余价值也都＝１０００镑，也就是说在两

个场合，存在着对同数工人的同等程度的剥削。同一剩余价值量的

表现上的这种差别，或利润率从而利润本身的差别，在劳动的剥削

程度相等时，也可以由别的根源引起；但是它也可以只是来源于两

个企业的经营技巧上的差别。这一情况使资本家产生了错觉，使他

相信，他的利润不是来自对劳动的剥削，而是至少有一部分也来自

与此无关的另外一些事情，特别是来自他个人的活动。

根据本卷第一篇的论述，可以看出一种见解（洛贝尔图斯５４）

的错误，按照这种见解，资本的量的变化，不会影响利润和资本之

间的比率，即不会影响利润率，因为，如果利润量增大，计算利润时

作为基础的资本量也会增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和地租不

同，例如，地租增大时，土地面积保持不变）。

这种见解只有在以下两个场合才是正确的。第一个场合是：其

他一切条件不变，特别是剩余价值率不变，只有充当货币商品的那

种商品发生了价值变化。（在只是发生名义上的价值变化，即价值

符号提高或降低，而其他条件不变时，情况也是这样。）假定总资本

＝１００镑，利润＝２０镑，因而利润率＝２０％。如果金跌价或涨价

１００％，那末，在前一个场合，同一个资本原来值１００镑，现在则值

２００镑，利润将具有４０镑的价值，也就是说，从前用２０镑来表现

的利润，现在要用４０镑来表现；在后一个场合，资本的价值降低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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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镑，而利润则表现为价值１０镑的产品。但是在这两个场合，２００

∶４０＝５０∶１０＝１００∶２０＝２０％。可是，在所有这些场合，实际上资

本价值并没有发生量的变化，只是同一价值和同一剩余价值的货

币表现发生了量的变化。因此，ｍＣ即利润率不会受到影响。

另一个场合是：价值发生了实际的量的变化，但在发生这种量

的变化时，Ｖ和Ｃ的比率没有发生变化；也就是说，在剩余价值率

不变时，投在劳动力上的资本（作为所推动的劳动力的指数的可变

资本）和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之间的比率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

下，不管我们的资本是Ｃ、ｎＣ还是
Ｃ
ｎ，比如说，不管是１０００、２０００

还是５００，在利润率为２０％时，利润在第一个场合＝２００，在第二个

场合＝４００，在第三个场合＝１００；但是２００１０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２０％。这就

是说，利润率在这里保持不变，因为资本的构成没有发生变化，没

有受到资本的量的变动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利润量的增加或减

少，只表示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或减少。

可见，在第一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只是表面上发生了量的变

化；在第二个场合，所使用的资本实际上发生了量的变化，但是资

本的有机构成，即它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比率没有发生变化。

不过除了这两个场合以外，或者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变化，是资本的

一个组成部分先行发生了价值变化的结果，因而是（在可变资本变

化时剩余价值本身并未同时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它的各个组成部

分的相对量发生变化的结果，或者这种量的变化（例如在进行大规

模的劳动，采用新机器等等的时候），是资本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

的相对量发生变化的原因。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在其他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利润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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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率的提高总是这样发生的：剩余价值同它的生产费用即

同全部预付资本相比，相对地或绝对地增加了，或者说，利润率和

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差额缩小了。

不以资本有机组成部分的变化或资本绝对量为转移的利润率

波动，可以在下述情况下发生：预付资本——不管是以固定的形式

存在还是以流动的形式存在——的价值提高或降低，是由于预付

资本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增加或减少，而这种增加或减

少与现有的资本无关。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

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

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

如果在改变了的条件下再生产同一物质资本一般需要加倍的时

间，或者相反，只需要一半的时间，那末在货币价值不变时，以前值

１００镑的资本，现在则值２００镑或５０镑。如果这种增值或贬值以

同等程度影响资本的一切部分，利润也就会相应地表现为加倍的

或减半的货币额。但是，如果它包含着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就是

说，使可变资本部分对不变资本部分的比率提高或降低，那末，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就会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提高而

提高，随着可变资本的相对降低而降低。如果只是预付资本的货币

价值（由于货币的价值变动）提高或降低，那末，剩余价值的货币表

现就会按相同的比例提高或降低。利润率则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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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第 八 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

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在前一篇中，除了其他方面，还论证了，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的

情况下，利润率可以怎样变化，可以怎样提高或降低。在这一章中，

我们假定，劳动剥削程度，从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的长度，在一

个国家的社会劳动所分成的一切生产部门都一样大，一样高。关于

不同生产部门劳动剥削上的许多差别，亚当·斯密５５已经作了详

细的论证，说明它们会通过各种实际的或人们的偏见认可的补偿

理由而得到平衡，因而，它们作为只是表面的暂时的差别，在研究

一般关系时不应加以考虑。另一些差别，例如工资水平的差别，大

部分是以第一卷开头（第１９页５６）就提到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的差别为基础的。这些差别虽然会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工人的命运

很不一样，但决不会影响这些不同部门的劳动剥削程度。例如，如

９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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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金匠的劳动报酬高于短工的劳动报酬，那末，金匠的剩余劳动所

创造的剩余价值，也会按相同的比例大于短工的剩余劳动所创造

的剩余价值。即使工资和工作日，从而剩余价值率在不同生产部门

之间甚至在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投资之间的平均化，会因各种地

区性障碍而受到阻挠，可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随着一切经

济关系服从于这种生产方式，这种平均化会日益形成。不管关于这

些阻力的研究对于专门研究工资的著作来说多么重要，但在对资

本主义生产进行一般研究的时候，可以把这些阻力看作偶然的和

非本质的东西而搁在一边。在进行这种一般研究的时候，我们总是

假定，各种现实关系是同它们的概念相符合的，或者说，所描述的

各种现实关系只是表现它们自身的一般类型的。

不同国家的剩余价值率的差别，也就是说，各国劳动剥削程度

的差别，对于我们当前的研究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在这一篇中要说

明的恰恰是，一般利润率在一个国家内是通过什么方式形成的。但

是很清楚，在比较不同国家的利润率时，我们只要把前面说明过的

东西和这里要说明的东西加以对照就行了。首先我们应当考察各

国剩余价值率的差别，然后在这些已知的剩余价值率的基础上，比

较各国利润率的差别。如果各国利润率的差别不是由各国剩余价

值率的差别引起的，那末，这种差别一定是由这样一些情况造成

的，这些情况，就象在本章的研究中所作的那样，都是以剩余价值

相等、不变为前提的。

在前一章中已经指出，假定剩余价值率不变，一定资本提供的

利润率，仍然可以提高或降低，因为有些情况会提高或降低不变资

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价值，从而影响不变资本部分和可变

资本部分的比率。此外还指出，那些会延长或缩短资本的周转时间

０６１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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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也会对利润率产生同样的影响。因为利润量同剩余价值

量，同剩余价值本身是同一的，所以很清楚，利润量——和利润率

不同——不会受上述价值变动的影响。这些价值变动只会改变一

定量剩余价值从而一定量利润所借以表现的比率，也就是说，只会

改变利润的相对量，即它同预付资本量相比的量。诚然，当资本由

于这些价值变动发生束缚或游离时，不仅利润率，而且利润本身也

会通过这种间接的途径受到影响。但这始终只适用于已经投入的

资本，不适用于新的投资；此外，利润本身的增加或减少，总是取决

于同一个资本由于这些价值变动所能推动的劳动增加或减少的程

度，从而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所能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增加或减少

的程度。可见，这个表面上的例外，远不是和一般规律相矛盾，远不

是一般规律的一个例外，它实际上只是一般规律应用上的一个特

殊场合。

在前一篇中已经指出，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利润率会随

着不变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以及资本周转时间的变化而

变化。由此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不同生产部

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或者这些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

的价值比率不同，那末，同时并存的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不

同。我们以前当作同一个资本在时间上相继发生的变化来考察的

东西，现在要当作不同生产部门各个并存的投资之间同时存在的

差别来考察。

在这里，我们必须研究：１．资本有机构成上的差别；２．资本周

转时间上的差别。

不言而喻，这整个研究的前提是：当我们说到某一生产部门的

资本的构成或周转时，我们总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平

１６１第八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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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正常状况，一般说来，也就是指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平

均状况，而不是指投在这个部门的各个资本的偶然差别。

其次，因为假定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不变，并且因为这个假定

也包含着工资不变，所以，一定量的可变资本表示一定量的被推动

的劳动力，因此也表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这样，如果１００镑代表

１００个工人一周的工资，也就是实际上代表１００个劳动力，那末，ｎ

×１００镑就代表ｎ×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力，而１００镑ｎ 则代表
１００
ｎ个工人

的劳动力。这样一来，可变资本在这里（在工资已定时总是这样）成

了一定量的总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的指数；因而所使用的可变资

本的量的差别，也就成了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的差别的指数。如果

１００镑代表１００个工人的一周劳动，因而在每周劳动６０小时的时

候代表６０００个劳动小时，那末，２００镑就代表１２０００个劳动小时，

５０镑就只代表３０００个劳动小时。

正如在第一卷中已经说过的，我们把资本的构成理解为资本

的能动组成部分和它的被动组成部分的比率，理解为可变资本和

不变资本的比率。在这里，我们要考察两个比率，虽然它们在一定

情况下能够发生相同的作用，但它们并不具有同样的意义。

第一个比率是建立在技术基础上的，它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

阶段可以看作是已定的。例如，要在一天之内生产一定量的产品，

也就是说，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机器、原料等等，在生产中把它

们消费掉，就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所代表的一定量的劳动力。一

定量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与之相适应；也就是说，

一定量的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必须有一定量的活劳动

与之相适应。这个比率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是极不相同的，甚至在同

一个产业的不同部门，也往往是极不相同的，尽管在彼此相隔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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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部门，这个比率偶尔可能完全相同或大致相同。

这个比率形成资本的技术构成，并且是资本有机构成的真正

基础。

但是，就可变资本只是劳动力的指数，不变资本只是这个劳动

力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的指数来说，这个比率在不同产业部门也

可能是相同的。例如，就铜器业和铁器业中的某些劳动来说，可以

假定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量之间有相同的比率。但因铜比铁贵，所

以，在这两个场合，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比率就会不同，因

此二者的总资本的价值构成也就不同。在每一个产业部门，技术构

成和价值构成的差别都表现为：在技术构成不变时，资本的两个部

分的价值比率可以发生变化，在技术构成发生变化时，资本的两个

部分的价值比率可以保持不变；当然，后一种情况，只有在所使用

的生产资料量和劳动力的比率上的变化，为二者价值上的相反的

变化所抵销时，才会产生。

我们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这种技术构成的资本价

值构成，叫作资本的有机构成。（２０）

这样，就可变资本来说，我们假定它是一定量的劳动力或一定

数目的工人或一定量被推动的活劳动的指数。我们在前一篇中看

到，可变资本价值量的变化，可能只表示同量劳动的价格的增加或

减少，但是在这里，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都被看成是不变的，一定

劳动时间的工资也被看成是既定的，因此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另

一方面，虽然不变资本的量的差别，也可以是一定量劳动力所推动

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变化的指数；但是这种差别也可能来源于一个

（２０） 以上所说在第１卷第３版第６２８页，即第２３章开头５７已经作过简略的说

明。因为头两版没有包括这段话，所以在这里更有必要把它重述一遍。——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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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其他生产部门所推动的生产

资料的价值的差别。因此，这两个观点都必须在这里加以考察。

最后，必须指出下面这个重要事实：

假定１００镑是１００个工人一周的工资。假定每周劳动时间＝

６０小时。再假定剩余价值率＝１００％。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在６０

小时内，３０小时为自己劳动，３０小时白白地为资本家劳动。１００

镑工资，其实只体现着１００个工人的３０个劳动小时，或者总计

３０００个劳动小时；而他们劳动的其余３０００小时，则体现为被资本

家装入腰包的１００镑剩余价值或利润。因此，虽然１００镑工资不

是表现１００个工人一周的劳动物化而成的价值，但它仍然表明

（因为工作日的长度和剩余价值率已定），这个资本在总计６０００个

劳动小时内推动了１００个工人。１００镑资本会表明这一点，第一，

因为它表明了被雇用的工人的人数，１镑＝１个工人（一周），所

以１００镑＝１００个工人；第二，因为在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时，每

一个被雇用的工人所完成的劳动，都等于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

动的两倍，所以，他的１镑工资，只表现半周劳动，却推动着整

整一周的劳动，同样，１００镑虽然只包含５０周的劳动，却推动着

１００周的劳动。因此，对于投在工资上面的可变资本，必须指出一

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一方面，它的价值，即工资额，代表着一定

量物化劳动；另一方面，它的价值只是它所推动的活劳动量的指

数。它所推动的活劳动量，总是大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因此，也

总是表现为一个大于可变资本的价值的价值；这个价值一方面取

决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人数，另一方面取决于工人所完成

的剩余劳动量。

从对可变资本的这种考察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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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生产部门Ａ的一个投资中，总资本每７００中只有１００

用在可变资本上，６００用在不变资本上；而在生产部门Ｂ的一个投

资中，６００用在可变资本上，只有１００用在不变资本上，那末，Ａ

的总资本７００就只能推动１００劳动力，按照以前的假定，也就是

只能推动１００劳动周或６０００小时活劳动；而Ｂ的一个同样大的总

资本却能推动６００劳动周或３６０００小时活劳动。因此，Ａ的资本

只能占有５０劳动周或３０００小时剩余劳动；而Ｂ的一个同样大的

资本却能占有３００劳动周或１８０００小时剩余劳动。可变资本不仅

是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的指数；在剩余价值率已定时，它同时还

是超出这个限度所推动的超额劳动或剩余劳动的指数。在劳动剥

削程度相等时，在前一个场合，利润为１００７００＝
１
７＝１４

２
７；在后一个

场合＝６００
７００＝８５

５
７，是前者六倍的利润率。但是在这个场合，利润

本身实际上也是前者的六倍，对Ｂ来说是６００，对Ａ来说是１００，

因为用相等的资本，Ｂ所推动的活劳动为Ａ所推动的活劳动的六

倍，所以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生产了六倍的剩余价值，也就

是生产了六倍的利润。

如果投在Ａ中的资本不是７００镑，而是７０００镑，而投在Ｂ

中的资本只是７００镑，那末，当有机构成不变时，资本Ａ就会把

７０００镑中的１０００镑用作可变资本，也就是每周雇用１０００个工

人＝６００００小时活劳动，其中３００００小时为剩余劳动。但是Ａ的

每７００镑资本同Ｂ相比，仍旧和过去一样，只推动
１
６的活劳动，因

此，也只推动１
６的剩余劳动，因而也只生产

１
６的利润。如果考察

利润率，那末Ａ的利润率是
１０００
７０００＝

１００
７００＝１４

２
７％，Ｂ的利润率是

６００
７００＝

８５５
７％。即使资本额相等，利润率在这里也不等，因为在剩余价

值率相等时，由于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不等，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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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等，因而利润也就不等。

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技术条件和另一个部门相同，但前者所

使用的不变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大于或小于后者，实际上也会产生

相同的结果。我们假定两个生产部门都用１００镑作为可变资本，每

周都雇用１００个工人来推动同等数量的机器和原料，但是，Ｂ的机

器和原料比Ａ贵。在这种情况下，１００镑可变资本在Ａ推动的不

变资本，比如说，是２００镑，在Ｂ推动的是４００镑。在剩余价值率为

１００％时，二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都是１００镑；因而它们的利润也

都是１００镑。但在Ａ那里， １００
２００ｃ＋１００ｖ＝

１
３＝３３

１
３％；而在Ｂ那里，是

１００
４００ｃ＋１００ｖ＝

１
５＝２０％。事实上，如果我们在两个场合各从总资本中

取出一个部分来看，那末，在Ｂ那里，每１００镑只有２０镑或
１
５形成

可变资本，而在Ａ那里，每１００镑中却有３３
１
３镑或

１
３形成可变资

本。Ｂ每１００镑所生产的利润较少，因为同Ａ相比，它推动的活劳

动较少。这样，利润率的差别，在这里又归结为每１００投资所生产

的利润量的差别，而这又是因为剩余价值量有差别。

这第二个例子和前一个例子的差别仅仅在于：在第二个场合，

既然技术基础相同，所以Ａ和Ｂ之间的平均化，仅仅要求Ａ或Ｂ

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化；而在第一个场合，因为两个生产部门

的技术构成本身不同，要实现平均化，就必须改变技术构成。

因此，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同资本的绝对量无关。问题始终

只是：每１００中有多少可变资本，有多少不变资本。

可见，用百分比计算的不等量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在

这里是一样的，——在工作日相等、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会生产

出极不相同的利润量，因为它们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量；

而这又是因为在不同的生产部门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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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变部分也就不同，因而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量也就不同，它们

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即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实体的量，也就不

同。在不同生产部门，总资本各个相等的部分，包含着剩余价值的

大小不等的源泉，而剩余价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劳动。在劳动剥削程

度相等时，资本１００所推动的劳动量，从而它所占有的剩余劳动

量，取决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如果一个百分比构成为９０ｃ

＋１０ｖ的资本和一个１０ｃ＋９０ｖ的资本，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

会生产出同样多的剩余价值或利润，那就非常清楚，剩余价值，从

而价值本身的源泉必定不是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而这样一

来，政治经济学就会失去任何合理的基础了。如果我们仍旧假定一

镑等于一个工人一周６０个劳动小时的工资，剩余价值率＝１００％，

那末很清楚，一个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２镑；１０个

工人一周内能够提供的总价值产品不会多于２０镑；并且，因为这

２０镑中１０镑用来补偿工资，所以，１０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不会

多于１０镑；然而，９０个工人——他们的总产品＝１８０镑，他们的工

资＝９０镑——却会创造出９０镑剩余价值。因此，利润率在一个场

合是１０％，而在另一个场合是９０％。如果不是这样，价值和剩余价

值就必定不是物化劳动，而是别的什么东西了。可见，因为不同生

产部门按百分比考察的资本，——或者说，等量资本，——是按不

同比率分为不变要素和可变要素的，它们所推动的活劳动不等，因

而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也不等，所以，它们的利润率，即剩

余价值和总资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同。

但是，如果不同生产部门用百分比计算的资本，或者说，不同

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它们的有机构成不同，会生产出不等的

利润，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等资本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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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能和这些资本各自的大小成比例，也就是说，不同生产部门的

利润，不和各部门分别使用的资本量成比例。因为，如果利润的这

种增加和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比例，那就是假定，用百分比计算，利

润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尽管它们的有

机构成不同，仍会有相等的利润率。只有在资本的有机构成已定的

同一生产部门之内，或在资本的有机构成相等的不同生产部门之

间，利润量才会和所使用的资本量成正比。说不等量资本的利润和

它们的大小成比例，无非就是说，等量资本会提供等量利润，或者

说，一切资本不论大小和有机构成如何，它们的利润率都是相等的。

以上的论述是以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个假定为出发点

的。一个商品的价值，等于该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加上

该商品中再生产的可变资本的价值，加上这个可变资本的增长额，

即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剩余价值量显然取决

于可变资本量。资本１００的产品的价值，在一个场合是９０ｃ＋１０ｖ

＋１０ｍ＝１１０；在另一个场合是１０ｃ＋９０ｖ＋９０ｍ＝１９０。如果商品是

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末，第一种产品就卖１１０，其中１０代表

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第二种产品就卖１９０，其中９０代表剩余价

值或无酬劳动。

这一点在比较国与国之间的利润率时特别重要。假定在一个

欧洲国家，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这就是说，工人半天为自己劳动，

半天为雇主劳动；在一个亚洲国家，剩余价值率＝２５％，这就是说，

工人在一天中４
５的时间为自己劳动，

１
５为雇主劳动。假定在这个欧

洲国家，国民资本的构成是８４ｃ＋１６ｖ；在这个亚洲国家，国民资本

的构成是１６ｃ＋８４ｖ，因为在那里机器等等用得不多，并且在一定

时间内一定量劳动力在生产中消费掉的原料也比较少。这样，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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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得出以下计算：

在这个欧洲国家，产品价值＝８４ｃ＋１６ｖ＋１６ｍ＝１１６；利润率

＝ １６
１００＝１６％。

在这个亚洲国家，产品价值＝１６ｃ＋８４ｖ＋２１ｍ＝１２１；利润率

＝ ２１
１００＝２１％。

可见，这个亚洲国家的利润率比这个欧洲国家的利润率高

２５％以上，尽管前者的剩余价值率只有后者的四分之一。凯里、巴

师夏之流一定会得出正好相反的结论。

附带说一句，各国的不同的利润率，大都是以各国的不同的剩

余价值率为基础的；但在这一章，我们比较的，却是同一剩余价值

率所产生的不同的利润率。

除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以外，也就是说，除了等量资本在不

同生产部门会推动不等量劳动，从而在其他条件相同时会推动不

等量剩余劳动以外，利润率的不等还有另外一个源泉，即不同生产

部门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相

同，其他条件也相同时，利润率和周转时间成反比；我们还看到，如

果同一个可变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它生产的年剩余价值量就会

不等。所以，周转时间的差别，是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在相等

时间内生产出不等量利润的另一个原因，因而也是这些不同生产

部门利润率不等的另一个原因。

至于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资本构成的比率，就它本

身来说，是根本不会影响利润率的。它只有在两种场合才会影响利

润率：或者是这种不同的构成与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不同比率

相符合，因而利润率的差别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的差

别引起的，而不是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率的差别引起的；或

９６１第八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率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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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的不同比率引起了实现一定量

利润所需的周转时间的差别。如果各资本按不同的比率分为固定

部分和流动部分，这个情况当然总是会对这些资本的周转时间发

生影响，并引起周转时间上的差别；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

资本实现利润所需的周转时间是不同的。例如，Ａ必须经常把较

大部分的产品转化为原料等等，而Ｂ却要在较长时间内在耗费较

少原料的情况下使用同样多的机器等等，尽管如此，Ａ和Ｂ只要

都在从事生产，就总是要动用它们的一部分资本，一个是用于原

料，即用作流动资本，另一个是用于机器，即用作固定资本。Ａ不

断把它的一部分资本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再从货币形式

转化为原料的形式；Ｂ却把它的一部分资本在较长时间内当作劳

动工具来使用，而无须经过这样的变化。如果二者使用同样多的劳

动，那末，虽然它们在一年内出售的产品总量的价值不等，但两个

产品总量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会一样多，并且它们按全部预付资本

计算的利润率也会相同，尽管它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构成

不同，它们的周转时间也不同。两个资本虽然周转时间不同，但在

相等的时间内会实现相等的利润。（２１）周转时间的差别本身，只有

（２１） ｛从第四章可以看出，只有在资本Ａ和资本Ｂ有不同的价值构成，但它们的

用百分比计算的可变组成部分和它们的周转时间成正比，也就是和它们的周转次数成

反比的时候，以上所说才是正确的。假定资本Ａ的百分比构成为２０ｃ（固定的）＋７０ｃ（流

动的），因而是９０ｃ＋１０ｖ＝１００。在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时，周转一次，１０ｖ就会生产

１０ｍ，因此，周转一次的利润率＝１０％。再假定资本Ｂ＝６０ｃ（固定的）＋２０ｃ（流动的），因

而是８０ｃ＋２０ｖ＝１００。按照上述的剩余价值率，周转一次，２０ｖ就会生产２０ｍ，因此，周转

一次的利润率＝２０％，也就是等于Ａ的两倍。但是如果Ａ一年周转两次，Ｂ一年只周转

一次，那末，Ａ一年中同样会生产２×１０＝２０ｍ。它们二者的年利润率就会相等，都是

２０％。——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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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影响同一资本在一定时间内所能占有和实现的剩余劳动量的

时候，才有意义。因此，既然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构成上的不等，并

不一定包含着那种又会引起利润率不等的周转时间上的不等，那

就很清楚，如果出现了利润率不等的现象，这并不是由于流动资本

和固定资本的不同构成本身造成的，相反地，是因为在这里，这种

不同的构成只是表明了一种会对利润率发生影响的周转时间上的

不等。

可见，在不同产业部门中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不变

资本的不同构成本身，对利润率来说，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起决

定作用的，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并且不变资本的价值，因

而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量，同不变资本的各个组成部

分的固定性质或流动性质是完全无关的。然而可以看到这样的事

实，——这个事实往往导致错误的结论，——在固定资本显著发达

的地方，这种发达只不过表明，生产是大规模进行的，因此不变资

本大大超过可变资本，或者说，所使用的活劳动力同它所推动的生

产资料量相比是很小的。

这样，我们已经指出，在不同产业部门，与资本的不同的有机

构成相适应，并且在一定限度内与资本的不同的周转时间相适应，

不同的利润率占着统治地位；因此，即使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情况

下，利润和资本量成正比，从而等量资本在相等时间内提供等量利

润的规律（作为一般的趋势），——假定周转时间相等，——也只适

用于有机构成相等的资本。以上所述，和我们直到现在为止的全部

论述一样，是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即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

的。另一方面，毫无疑问，如果撇开那些非本质的、偶然的、互相抵

销的差别不说，对不同产业部门来说，平均利润率的差别实际上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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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除非把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个体系摧

毁。所以，在这里，价值理论好象同现实的运动不一致，同生产的实

际现象不一致，因此，理解这些现象的任何企图，也好象必须完全

放弃。

从本卷第一篇可以得出，不管资本的有机构成如何不同，只要

为生产产品所预付的资本额相等，不同生产部门的产品的成本价

格总是相等的。对资本家说来，在成本价格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

本的区别消失了。资本家为了生产一种商品，必须支出１００镑，不

管他的支出是９０ｃ＋１０ｖ还是１０ｃ＋９０ｖ，这种商品总是耗费一样

多。对他来说，商品总是要耗费１００镑，不多也不少。不管所生产

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多么不同，成本价格对投在不同部门的等量资

本来说总是一样的。成本价格的这种等同性，形成不同投资竞争的

基础，而平均利润就是通过这种竞争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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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章

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率）的形成

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

  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两种情况：第一，所

使用的劳动力和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的技术比率；第二，这些生

产资料的价格。我们以前讲过，资本的有机构成，必须按它的百

分比来考察。一个资本的４
５为不变资本，

１
５为可变资本，它的有

机构成，我们用８０ｃ＋２０ｖ这个公式来表示。其次，在比较时，假

定剩余价值率不变，并且可以任意假定这个比率，例如１００％。因

此，８０ｃ＋２０ｖ的资本产生２０ｍ的剩余价值，按总资本计算，利润

率为２０％。它的产品的实际价值有多大，现在要看不变资本的固

定部分有多大，并且要看固定部分中作为损耗加入产品的部分有

多大。但是，因为这种情况对于利润率，从而对于我们现在的研

究毫无意义，所以，为了简便起见，假定不变资本到处都是同样

地全部加入所考察的资本的年产品。其次还假定，不同生产部门

的资本，会和它们的可变部分的量成比例地每年实现同样多的剩

余价值，就是说，把周转时间的差别能在这方面引起的差别暂时

撇开不说。这一点以后再研究。

让我们拿五个不同的生产部门来说。投在这五个生产部门的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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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有机构成各不相同，例如：

资    本 剩余价值率 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 利 润 率

８０ｃ＋２０ｖ

７０ｃ＋３０ｖ

６０ｃ＋４０ｖ

８５ｃ＋１５ｖ

９５ｃ＋ ５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５

１２０

１３０

１４０

１１５

１０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５％

  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同的生产部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的

情况下，按照资本的不同有机构成，会有很不相同的利润率。

投在五个部门的资本的总额等于５００；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

的总额等于１１０；它们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等于６１０。如果我们把

这５００看作一个资本， — 不过是这个资本的不同部分（好象一

个棉纺织厂分成不同部分，如梳棉间、粗纺间、纺纱间和织布间，这

些部分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各不相同，而整个工厂的平

均比率只有通过计算才能得出），那末，首先这个资本５００的平均

构成是３９０ｃ＋１１０ｖ，用百分比表示，是７８ｃ＋２２ｖ。既然每个资本

１００都只是被看作总资本的五分之一，那末它的构成就是这个平

均构成７８ｃ＋２２ｖ；同样，每１００都有２２作为平均剩余价值；因此，

平均利润率＝２２％；最后，这５００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任何五分之一

的价格＝１２２。因此，全部预付资本的任何五分之一所生产的产品，

都必须按１２２的价格出售。

但是，为了避免得出完全错误的结论，必须认为不是所有成本

价格都＝１００。

在资本有机构成＝８０ｃ＋２０ｖ，剩余价值率＝１００％时，如果全

部不变资本都加入年产品，资本 ＝１００所生产的商品的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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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１２０。在一定条件下，这个结果可以在一定

生产部门内发生。但并不是在所有ｃ和ｖ的比率＝４∶１的地方，

都有这样的结果。因此，在谈到不同资本每１００所生产的商品的价

值时，必须考虑到，商品价值会由于ｃ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

部分之间的比率不同而不同，并且不同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又会

快慢不等地损耗，从而在相同的时间内把不等的价值量加入产品。

不过，这对利润率来说没有什么关系。不论８０ｃ是把价值８０，５０，

或５转移到年产品中去，从而也不论年产品是＝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

＝１２０，还是＝５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９０，或者＝５ｃ＋２０ｖ＋２０ｍ＝４５，在

所有这些场合，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都等于２０；

并且在所有这些场合，在确定利润率时，这２０都按资本１００计算；

因此，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Ｉ的利润率都＝２０％。为了把这一点

说得更清楚些，我们在为上述五个资本编制的下表中，假定不变资

本各以不同的部分加入产品的价值。

资    本 剩 余
价值率

剩余
价值

利润率
已经用
掉的ｃ

商 品
价 值

成本
价格

８０ｃ＋ ２０ｖ

．７０ｃ＋ ３０ｖ

．６０ｃ＋ ４０ｖ

．８５ｃ＋ １５ｖ

．９５ｃ＋ ５ｖ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５％

５０

５１

５１

４０

１０

９０

１１１

１３１

７０

２０

７０

８１

９１

５５

１５

合计 ３９０ｃ＋１１０ｖ — １１０ — — — —

平均 ７８ｃ＋ ２２ｖ — ２２ ２２％ — — —

  如果我们再把资本 — 看作一个总资本，那末就会看到，在

这个场合，这五个资本的总和的构成是５００＝３９０ｃ＋１１０ｖ，平均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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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７８ｃ＋２２ｖ，仍然和以前一样，平均剩余价值也是２２。把剩余价

值平均分配给 — ，就会得到如下的商品价格：

资    本 剩余
价值

商品
价值

商品成
本价格

商品
价格

利润率
价格同价
值的偏离

８０ｃ＋２０ｖ

７０ｃ＋３０ｖ

６０ｃ＋４０ｖ

８５ｃ＋１５ｖ

９５ｃ＋ ５ｖ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５

９０

１１１

１３１

７０

２０

７０

８１

９１

５５

１５

９２

１０３

１１３

７７

３７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２２％

＋ ２

－ ８

－１８

＋ ７

＋１７

  总起来说，这些商品比价值高２＋７＋１７＝２６出售，又比价值

低８＋１８＝２６出售，所以，价格的偏离，由于剩余价值的均衡分配，

或者说，由于每１００预付资本有平均利润２２分别加入 — 的各

种商品的成本价格，而互相抵销。一部分商品出售时比自己的价值

高多少，另一部分商品出售时就比自己的价值低多少。并且，只因

为它们是按照这样的价格出售， — 的利润率才同样是２２％，

虽然资本 — 的有机构成不同。求出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

率的平均数，把这个平均数加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成本价格上，由此

形成的价格，就是生产价格。生产价格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

提；而这个一般利润率，又以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已经分别

化为同样大的平均率为前提。这些特殊的利润率在每个生产部门

都＝ ｍ
Ｃ，并且象本卷第一篇所作的那样，它们要从商品的价值引伸

出来。没有这种引伸，一般利润率（从而商品的生产价格），就是一

个没有意义、没有内容的概念。因此，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

成本价格加上按一般利润率计算，按百分比应加到这个成本价格

上的利润，或者说，等于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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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投在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有不同的有机构成，也就是说，

由于等量资本按可变部分在一定量总资本中占有不同的百分比而

推动极不等量的劳动，等量资本也就占有极不等量的剩余劳动，或

者说，生产极不等量的剩余价值。根据这一点，不同生产部门中占

统治地位的利润率，本来是极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的利润率，通过

竞争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而一般利润率就是所有这些不同利

润率的平均数。按照这个一般利润率归于一定量资本（不管它的有

机构成如何）的利润，就是平均利润。一个商品的价格，如等于这个

商品的成本价格，加上生产这个商品所使用的资本（不只是生产它

所消费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中根据这个商品的周转条件归于它

的那部分，就是这个商品的生产价格。例如，我们拿一个５００的资

本来说，其中１００为固定资本，４００为流动资本，并且在流动资本

每一个周转期间内，固定资本的损耗为１０％。再假定这个周转期

间内的平均利润是１０％。这样，在这个周转期间内制造的产品的

成本价格就是：固定资本的损耗１０ｃ＋流动资本４００（ｃ＋ｖ）＝４１０，

它的生产价格则是成本价格４１０＋利润５０（５００的１０％）＝４６０。

因此，虽然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在出售自己的商品时收回

了生产这些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但是他们不是得到了本部门

生产这些商品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而只是得到了社会总

资本在所有生产部门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均

衡分配时归于总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的剩余价值或利润。每１００

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构成怎样，每年或在任何期间得到的利润，就

是作为总资本一个部分的１００在这个期间所得的利润。就利润来

说，不同的资本家在这里彼此只是作为一个股份公司的股东发生

关系，在这个公司中，按每１００资本均衡地分配一份利润。因此，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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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资本家来说，他们的利润之所以有差别，只是因为他们投在

总企业中的资本量不等，因为他们在总企业中的入股比例不等，因

为他们持有的股票数不等。因此，商品价格的一个部分，即用来补

偿生产商品所用掉的资本价值，从而必须用来买回这些用掉的资

本价值的部分，也就是说，成本价格，完全是由各生产部门的支出

决定的，而商品价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

利润，却不是由这个一定资本在这个一定生产部门于一定时间内

生产的利润量决定的，而是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

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

的。（２２）

因此，如果资本家按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他的商品，他就取回

与他在生产上所耗费的资本的价值量相一致的货币，并且取得与

他的只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的预付资本成比例的利润。

他的成本价格是特殊的。加在这个成本价格上的利润，不以他的特

殊生产部门为转移，而只是归于每１００预付资本的平均数。

我们假定上述例子中五个不同的投资 — 属于一个人。 —

中每个投资所使用的每１００资本在商品的生产上所消费的可变

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数量是已知的，而且 — 的商品的这个价值部

分自然会形成它们的价格的一部分，因为至少必须用这个价格来

补偿预付的并用掉的资本部分。因此，这些成本价格对 — 的每

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而且作为成本价格被所有者不同地确定下

来。至于 — 所生产的不同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资本家会很

（２２） 舍尔比利埃。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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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认为这是他所预付的总资本的利润，所以，每１００资本都能得

到一个相应的部分。因此， — 中每个投资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

价格各不相同，但在所有这些商品中，由每１００资本追加的利润形

成的那部分出售价格，都是相等的。这样， — 的商品的总价格

是同它们的总价值相等的，也就是说，是同 — 的成本价格的总

和加上 — 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总和相等的；因而，事实

上也就是 — 的商品所包含的过去劳动和新追加劳动的总量的

货币表现。同样，如果把社会当作一切生产部门的总体来看，社会

本身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的总和等于它们的价值的总和。

这个论点好象和下述事实相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

本的要素通常要在市场上购买，因此，它们的价格包含一个已经实

现的利润，这样，一个产业部门的生产价格，连同其中包含的利润

一起，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就是说，一个产业部门

的利润会加入另一个产业部门的成本价格。但是，如果我们把全国

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放在一方，把全国的利润或剩余价值的总

和放在另一方，那末很清楚，我们就会得到正确的计算。例如，我们

拿商品Ａ来说。Ａ的成本价格可以包含Ｂ、Ｃ、Ｄ等等的利润，Ａ的

利润也可以再加入Ｂ、Ｃ、Ｄ等等的成本价格。如果我们进行计算，

Ａ的利润就不会算到它自己的成本价格中，Ｂ、Ｃ、Ｄ等等的利润也

不会算到它们自己的成本价格中。谁也不会把自己的利润算到自

己的成本价格中。举例来说，如果有ｎ个生产部门，每个部门的利

润都等于ｐ，所有部门合起来计算，成本价格就＝ｋ—ｎｐ。从总的计

算来看，只要一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加入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成本价

格，这个利润就已经算在最终产品的总价格一方，而不能再算在利

润一方。如果这个利润算在利润一方，那只是因为这个商品本身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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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是最终产品，它的生产价格不加入另一种商品的成本价格。

如果有一个总额ｐ表示生产资料的生产者的利润，加入一个

商品的成本价格，又有一个利润ｐ１加到这个成本价格上，总利润

ｐ就＝ｐ＋ｐ１。商品的总成本价格，抽去一切代表利润的价格部分

以后，就是这个商品本身的不包括Ｐ在内的成本价格。把这个成

本价格称为ｋ，很清楚，ｋ＋Ｐ＝ｋ＋ｐ＋ｐ１。我们在第一卷第七章

第二节第２１１２０３页５９研究剩余价值时已经看到，每一个资本的

产品都可以这样看待，好象其中一部分只补偿资本，另一部分只

代表剩余价值。把这种计算方法应用到社会总产品上，必须作一

些修改，因为就整个社会来看，例如，亚麻价格中包含的利润不

能出现两次，不能既作为麻布价格的部分，同时又作为亚麻生产

者的利润的部分。

例如，Ａ的剩余价值加入Ｂ的不变资本，就这方面说，剩余价

值和利润二者之间没有区别。对商品的价值来说，商品中包含的劳

动由有酬劳动构成还是由无酬劳动构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不

过表示，Ａ的剩余价值由Ｂ支付。在总计算中，Ａ的剩余价值不能

计算两次。

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如下的区别。一个产品的价格，例如资本

Ｂ的产品的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是因为实现在Ｂ中的剩余价

值可以大于或小于加入Ｂ的产品价格的利润，除此之外，在形成

资本Ｂ的不变部分的商品上，以及在作为工人生活资料因而间接

形成资本Ｂ的可变部分的商品上，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先说不

变部分。不变部分本身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剩余价值，在这里等于成

本价格加上利润，并且这个利润又能够大于或小于它所代替的剩

余价值。再说可变资本。平均的日工资固然总是等于工人为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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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生活资料而必须劳动的小时数的价值产品；但这个小时数本

身，由于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的价值相偏离又不会原样

反映出来。不过这一切总是这样解决的：加入某种商品的剩余价值

多多少，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就少多少，因此，商品生产价

格中包含的偏离价值的情况会互相抵销。总的说来，在整个资本主

义生产中，一般规律作为一种占统治地位的趋势，始终只是以一种

极其错综复杂和近似的方式，作为从不断波动中得出的、但永远不

能确定的平均情况来发生作用。

因为一般利润率是由每１００预付资本在一定期间比如说一年

内的不同利润率的平均数形成的，所以，在一般利润率中，由不同

资本的周转时间的差别引起的差别，也就消失了。但这种差别，对

不同生产部门的不同利润率有决定作用，而这些不同的利润率的

平均数形成一般利润率。

在上述关于一般利润率形成的例解中，我们假定每个生产部

门每个资本都等于１００。这样做，是为了说明利润率的百分比差

别，从而说明各等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差别。但是不言而

喻，由于每个这样的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都是已定的，每个特殊生

产部门所生产的实际的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

不过，一个生产部门的特殊的利润率，不会由于所使用的资本是

１００，是ｍ×１００，还是ｘｍ×１００，而受到影响。不管总利润是１０∶

１００，还是１０００∶１００００，利润率总是１０％。

但是，因为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各不相同，——这又是由于

它们各自的可变资本和总资本的比率不同，因而所生产的剩余价

值量从而利润量差别很大，——所以很清楚，社会资本每１００的平

均利润，也就是平均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由于投在不同部门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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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量不等而差别很大。假定有四个资本Ａ、Ｂ、Ｃ、Ｄ。它们的剩余价

值率都等于１００％。再假定每１００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Ａ是２５，

Ｂ是４０，Ｃ是１５，Ｄ是１０。这时，每１００总资本所得的剩余价值或

利润，Ａ是２５，Ｂ是４０，Ｃ是１５，Ｄ是１０；合计＝９０。如果这四个资

本一样大，平均利润率就是９０４％＝２２
１
２％。

如果这几个总资本的量分别是：Ａ＝２００，Ｂ＝３００，Ｃ＝１０００，Ｄ

＝４０００，所生产的利润也就分别是５０、１２０、１５０和４００。资本５５００

的利润合计为７２０，平均利润率为１３１
１１％。

所生产的总价值的量，由于分别预付在Ａ、Ｂ、Ｃ、Ｄ上的各

个总资本的量的不同而不同。因此，在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上，不

仅要考虑到不同生产部门利润率的差别，求出它们的简单平均数，

而且还要考虑到不同利润率在平均数形成上所占的比重。而这取

决于投在每个特殊部门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取决于投在每个

特殊生产部门的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占多大的部分。总资本中究

竟是较大的部分或较小的部分提供较高的利润率或较低的利润

率，当然会有很大的差别。而这又取决于有多少资本投在可变资

本在总资本中所占比例较大的部门，有多少资本投在可变资本所

占比例较小的部门。这和高利贷者计算平均利息率的情况完全一

样。高利贷者按不同的利息率，如４％、５％、６％、７％等等，贷

出不同的资本。平均利息率完全要看他按各种利息率贷出的资本

各有多少而定。

可见，一般利润率取决于两个因素：

１．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从而各个部门的不同的

利润率；

２．社会总资本在这些不同部门之间的分配，即投在每个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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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因而有特殊利润率的资本的相对量；也就是，每个特殊生产

部门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吸收的相应份额。

我们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只是研究了商品的价值。现在，一方

面，成本价格作为这个价值的一部分而分离出来了，另一方面，商

品的生产价格作为价值的一个转化形式而发展起来了。

假定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年剩余价值率：ｍ＝

１００％。这样，一个１００的资本的年平均利润就＝２０，一般的年利润

率就＝２０％。不管一个１００的资本一年内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

ｋ如何，它的生产价格总是＝ｋ＋２０。在资本构成＝（８０－ｘ）ｃ＋（２０

＋ｘ）ｖ的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在这个部门内生产的

年利润＝２０＋ｘ，比２０大，所生产的商品价值＝ｋ＋２０＋ｘ，也比ｋ

＋２０大，也就是说，比它的生产价格大。在资本构成是（８０＋ｘ）ｃ＋

（２０－ｘ）ｖ的部门，每年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２０－ｘ，比２０小，

因此，商品价值ｋ＋２０－ｘ，也比生产价格ｋ＋２０小。撇开周转时间

上可能发生的差别不说，只有在资本构成偶然＝８０ｃ＋２０ｖ的部

门，商品的生产价格才等于商品的价值。

社会劳动生产力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特殊发展，在程度上

是不同的，有的高，有的低，这和一定量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量

成正比，或者说，和一定数目的工人在工作日已定的情况下所推动

的生产资料量成正比，也就是说，和推动一定量生产资料所必需的

劳动量成反比。因此，我们把那种同社会平均资本相比，不变资本

占的百分比高，从而可变资本占的百分比低的资本，叫作高构成的

资本。反之，把那种同社会平均资本相比，不变资本比重小，而可变

资本比重大的资本，叫作低构成的资本。最后，我们把那种和社会

平均资本有同样构成的资本，叫作平均构成的资本。如果社会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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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用百分比表示，由８０ｃ＋２０ｖ构成，那末一个由９０ｃ＋１０ｖ构

成的资本就高于社会平均数，一个由７０ｃ＋３０ｖ构成的资本，就低

于社会平均数。一般地说，在社会平均资本的构成＝ｍｃ＋ｎｖ，ｍ和

ｎ为不变量，并且ｍ＋９＝１００时，（ｍ＋ｘ）ｃ＋（ｎ－ｘ）ｖ就代表一个

资本或资本群的高构成，（ｍ－ｘ）ｃ＋（ｎ＋ｘ）ｖ则代表一个资本或

资本群的低构成。这些资本在平均利润率确定之后，在一年周转一

次的前提下，怎样执行职能，可由下表看出。在表内， 代表平均构

成，因此，平均利润率＝２０％。

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利润率＝２０％。

产品的价格＝１２０。价值＝１２０。

９０ｃ＋１０ｖ＋１０ｍ。利润率＝２０％。

产品的价格＝１２０。价值＝１１０。

７０ｃ＋３０ｖ＋３０ｍ。利润率＝２０％。

产品的价格＝１２０。价值＝１３０。

这样，就资本 生产的商品来说，价值小于生产价格，就资本 生

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小于价值。只有就资本构成偶然是社会平

均构成的生产部门的资本 来说，价值才等于生产价格。此外，我

们把这些符号应用到一定场合时，当然还要考虑到，ｃ和ｖ之比同

一般平均数的偏离，在多大程度上不是由技术构成的差别，而只是

由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变动引起的。

当然，以上所说，对商品成本价格的定义是一种修改。我们原

先假定，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等于该商品生产时所消费的各种商

品的价值。但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对它的买者来说，就是成本价

格，并且可以作为成本价格加入另一个商品的价格形成。因为生产

价格可以偏离商品的价值，所以，一个商品的包含另一个商品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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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生产价格在内的成本价格，可以高于或低于它的总价值中由加

到它里面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构成的部分。必须记住成本价格这个

修改了的意义，因此，必须记住，如果在一个特殊生产部门把商品

的成本价格看作和生产该商品时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相等，

那就总可能有误差。对我们现在的研究来说，这一点没有进一步考

察的必要。无论如何，商品的成本价格总是小于商品的价值这个论

点，在这里仍然是正确的。因为，无论商品的成本价格能够怎样偏

离商品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这个过去的误差对资本家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商品的成本价格是既定的，它是一个不以资本家的

生产为转移的前提，而资本家生产的结果则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

的商品，也就是一个包含超过商品成本价格的价值余额的商品。此

外，成本价格小于商品价值的论点，现在实际上变成了成本价格小

于生产价格的论点。对生产价格和价值相等的社会总资本来说，这

个论点同以前关于成本价格小于价值的论点是一致的。尽管这个

论点对特殊生产部门来说要加以修改，但其根据始终是如下的事

实：从社会总资本来看，它所生产的商品的成本价格小于价值，或

者在这里从所生产的商品总量来看，小于和这个价值相一致的生

产价格。商品的成本价格，只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的量；

价值，是涉及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总量；生产价

格，是涉及有酬劳动加上不以特殊生产部门本身为转移的一定量

无酬劳动之和。

商品的生产价格＝ｋ＋ｐ，即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这个公

式，现在由于ｐ＝ｋｐ（ｐ代表一般利润率）而得到了进一步的规

定，即生产价格＝ｋ＋ｋｐ。如果ｋ＝３００，ｐ＝１５％，生产价格ｋ＋

ｋｐ就＝３００＋３００×１５１００＝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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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生产价格，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都会在下述每个场合

发生量的变动：

１．商品价值不变（也就是说，加入商品生产的死劳动和活劳动

的量不变），但一般利润率发生了一种不以该部门为转移的变化。

２．一般利润率不变，但价值发生了变动，这或是由于该生产部

门本身的技术发生了变化，或是由于作为形成要素加入该部门不

变资本的商品的价值发生了变动。

３．上述两种情况共同发生作用。

尽管各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实际利润率不断发生巨大的变

动，——这一点以后我们会进一步看到，——一般利润率的实际变

化，在不是例外地由特殊的经济事件引起的时候，总是由一系列延

续很长时期的波动所造成的、很晚才出现的结果，这些波动需要有

许多时间才能固定成为和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的一个变化。因此，

在任何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把市场价格的波动完全撇开不说），生

产价格的变化显然总是要由商品的实际的价值变动来说明，也就

是说，要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的变动来说明。价值

不变，而只是它的货币表现发生变动的情形，在这里当然完全不予

考察。（２３）

另一方面，很清楚，从社会总资本来看，由这个总资本生产的

商品的价值总额（用货币表示，就是它们的价格）＝不变资本的价

值＋可变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那

末，在剩余价值量不变时，只有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或可变

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或二者都发生变动，以致Ｃ发生变化，从而

（２３） 柯贝特６０，第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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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Ｃ即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利润率才会发生变化。因此，在每一个

场合，一般利润率的变动，都以那些作为形成要素加入不变资本，

或加入可变资本，或加入二者的商品的价值变动为前提。

或者，如果商品价值不变，而劳动的剥削程度发生变动，那末，

一般利润率就会发生变动。

或者，如果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而由于劳动过程中的技术变

化，所使用的劳动的总额同不变资本相比发生相对变动，那末，一

般利润率就会发生变动。但这样的技术变化，必然总是表现在商品

的价值变动上，并且必然总是伴随有商品的价值变动，因为现在生

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比以前更多或者更少了。

我们在第一篇已经看到，从量的方面来看，剩余价值和利润是

同一的。但是，利润率一开始就和剩余价值率有区别，这首先只表

现为不同的计算方式；但因为利润率会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提高

或下降，或者反过来，并且因为利润率是资本家实际上唯一关心的

事情，所以，这种区别一开始就使剩余价值的真实起源完全模糊

了，并且神秘化了。然而，量的差别只存在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

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剩余价值和利润本身之间。因为在利润率中，

剩余价值是按总资本计算的，是以总资本为尺度的，所以剩余价值

本身也就好象从总资本产生，而且同样地从总资本的一切部分产

生，这样，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有机差别就在利润的概念中消失

了；因此，实际上，剩余价值本身在它的这个转化形式即利润上否

定了自己的起源，失去了自己的性质，成为不能认识的东西。但到

目前为止，利润和剩余价值的差别，只同质的变化，同形式变换有

关，而在转化的这个第一阶段上，实际的量的差别还只存在于利润

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而不是存在于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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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利润率，从而与不同生产部门所使用的一定量资本相适

应的平均利润一经形成，情况就不同了。

现在，如果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实际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同

商品出售价格中包含的利润相一致，那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现

在，不仅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而且利润和剩余价值，通常都是实

际不同的量。现在，在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一个特殊生产部门

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对社会资本的总平均利润，从而对整个资本家

阶级，比直接对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更重要。它对每个特殊生产

部门的资本家之所以重要（２４），只是由于他那个部门生产的剩余价

值量作为决定因素之一参与平均利润的调节。但这是一个在他背

后进行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他所看不见的，不理解的，实际上不关

心的。现在，在各特殊生产部门内，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不仅

是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实际的量的差别，把利润的真正

性质和起源完全掩盖起来，这不仅对存心要在这一点上自欺欺人

的资本家来说是这样，而且对工人来说也是这样。随着价值转化为

生产价格，价值规定的基础本身就被掩盖起来。最后，如果在剩余

价值单纯转化为利润时，形成利润的商品价值部分，与作为商品成

本价格的另一个价值部分相对立，以致对资本家来说，价值概念在

这里已经消失，——因为他看到的不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总劳动，

而只是总劳动的一部分，即他已经在活的或死的生产资料的形式

上支付的部分，——因而在他看来，利润是某种存在于商品的内

在价值以外的东西，那末，现在这种看法就完全得到确认，并且

固定和僵化起来，因为当我们考察特殊生产部门时，加在成本价格

（２４） 当然，这里把那种用压低工资，规定垄断价格等办法取得暂时额外利润的

可能性撇开不说。［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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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利润，的确不是由该部门的价值形成过程的界限决定，而是由

完全外在的条件确定的。

这个内在联系在这里还是第一次被揭示出来；我们在后面和

在第四卷中６１将会看到，以前的经济学，或者硬是抽掉剩余价值和

利润之间、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差别，以便能够保持作为基

础的价值规定，或者在放弃这个价值规定的同时，也放弃了对待问

题的科学态度的全部基础，以便保持那种在现象上引人注目的差

别，——理论家的这种混乱最好不过地表明，那些陷在竞争中，无

论如何不能透过竞争的现象来看问题的实际资本家，必然也不能

透过假象来认识这个过程的内在本质和内在结构。

第一篇所阐述的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的一切规律，实际上

都具有下述双重意义：

１．一方面，这些规律是一般利润率的规律。根据以上的阐述，

有多种多样的原因会使利润率提高或降低，这样，人们可能认为，

一般利润率必定每天都会变动。但是，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会抵

销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运动，各种影响交错在一起，并失去作用。我

们以后将要研究，这些波动最终趋向哪一方；然而这些波动是缓慢

的；个别生产部门的波动的突然性、多面性和时间的长短，使波动

部分地由于自己时间的先后而得到平衡，以致涨价后又跌价，或者

跌价后又涨价，因而波动依然是局部的，也就是限于特殊生产部

门；最后，不同的局部的波动还会互相中和。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

中都发生变动，都发生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但一方面，它们在一

定时间内互相抵销，因此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另一方面，它们不

会影响一般利润率，还因为它们为另一些同时发生的局部波动所

抵销。因为一般利润率不仅由每个部门的平均利润率决定，而且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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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总资本在不同特殊部门之间的分配决定；并且因为这种分配经

常在变动，所以这又是一般利润率变动的一个经常的原因，——但

是变动的这个原因，又由于这个运动的不间断性①和全面性，在很

大程度上使自己失去作用。

２．在每个生产部门中，本部门利润率的波动会持续或长或短

的时期，直到这种波动经过一系列提高或降低充分固定下来，能赢

得时间来影响一般利润率，从而取得超出局部的意义为止。因此，

在这样的空间和时间的界限内，本卷第一篇所阐明的关于利润率

的规律同样是适用的。

关于剩余价值最初转化为利润时的理论见解，即认为资本的

每个部分都同样地产生利润的见解（２５），表现了一个实际的事实。

不管一个产业资本的构成怎样，不管它推动的是四分之一死劳动，

四分之三活劳动，还是四分之三死劳动，四分之一活劳动，以致在

一个场合比在另一个场合吸收大两倍的剩余劳动，生产大两倍的

剩余价值，——假定劳动的剥削程度相等，并且把个别的、会自行

消失的差别撇开不说，因为在这两个场合，我们所指的只是整个生

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它在这两个场合都会提供相等的利润。目

光短浅的单个资本家（或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全体资本家）有

理由认为，他的利润不只是来自他所雇用的或他那个部门所雇用

的劳动。这对他的平均利润来说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利润究竟在

多大程度上由总资本，即由他的全体资本家同伙对劳动的总剥削

引起，——这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秘密，因为连资产阶级的理论

（２５） 马尔萨斯。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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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政治经济学家，直到现在也没有揭露这个秘密。节省劳动——

不仅指节省生产某种产品所必需的劳动，而且也指节省所雇用的

工人人数——和更多地使用死劳动（不变资本），都表现为经济上

完全合理的行为，看来一点也不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既

然生产上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减少，不仅不会表现为降低利润，而且

在某些条件下反而会表现为增加利润的直接源泉，至少对单个资

本家来说是这样，那末，活劳动又怎么能是利润的唯一源泉呢？

如果在一个生产部门，成本价格中代表不变资本价值的部分

增加了或减少了，那末，这个部分就会从流通中退出来，并且一开

始就以增大了的量或减少了的量进入商品的生产过程。另一方面，

如果所雇用的一定数目的工人在相同的时间内生产得更多了或更

少了，从而在工人人数不变时，生产一定量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发

生了变化，那末，成本价格中代表可变资本价值的部分可以仍旧不

变，也就是说，可以以相同的量加入总产品的成本价格。但就每个

商品（它们的总和形成总产品）来说，它包含的劳动（有酬劳动从而

无酬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因此，为这个劳动的支出也增多了或

减少了，工资部分也增多了或减少了。资本家支付的总工资仍旧不

变，但是按单个商品计算，工资已经不同了。因此在这里，商品成本

价格的这个部分也发生了变化。尽管单个商品的成本价格（或一定

量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总和的成本价格），由于商品本身或商品要

素的这种价值变化而提高了或降低了，但是，只要平均利润比如说

原来是１０％，现在就仍然是１０％；虽然就单个商品来看，由于这里

假定的价值变动而引起的单个商品成本价格的量的变动，１０％已

经代表完全不同的量了。（２６）

（２６） 柯贝特６０。［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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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到可变资本，——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可变资本是剩余价

值的源泉，并且因为一切把可变资本同资本家致富的关系掩盖起

来的东西，都使整个体系神秘化了，——事情变得粗糙了，或者说，

在资本家看来是这样：例如一个１００镑的可变资本，代表１００个工

人的周工资。如果这１００个工人，在工作日已定时，每周生产２００

件商品＝２００Ｗ，那末，既然１００镑＝２００Ｗ，撇开成本价格中由不

变资本加入的部分不说，１Ｗ 就＝１００镑
２００＝１０先令。现在假定劳动生

产力发生了变化；假如它提高了一倍，同样数目的工人在以前生产

２００Ｗ 的时间内生产的比２００Ｗ 多一倍。在这个场合（就成本价格

只由工资构成来说），因为现在１００镑＝４００Ｗ，所以１Ｗ＝
１００镑
４００＝５

先令。如果生产力降低一半，那末，同量劳动就只生产２００Ｗ２ ；并且因

为１００镑＝２００Ｗ
２ ，所以１Ｗ 现在就＝

２００镑
２００＝１镑。生产商品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的变化，从而商品价值的变动，现在就成本价格因而就

生产价格来说，都表现为相同工资在更多的或更少的商品上的不

同分配，这要看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用相同的工资所生产的商品

更多或更少而定。资本家从而政治经济学家看到，分摊到每个商品

上的有酬劳动部分，因而每件商品的价值，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

化而变化；但是他没有看到，每件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情况也

是这样。因为平均利润事实上只是偶然地由他本生产部门吸收的

无酬劳动决定，所以，他更加看不到这一点。商品价值由其中包含

的劳动决定这一事实，现在只是在这种粗糙而没有概念的形式中

表现出来。

２９１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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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

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一部分生产部门具有资本的中等构成或平均构成，也就是说，

这部分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构成完全是或接近于社会平均资本的构

成。

在这些部门中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同这些商品的用货

币来表现的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如果没有别的方法可以

达到数学上的极限，那末，用这样的方法就会达到。竞争会把社会

资本这样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以致每个部门的生产价格，

都按照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生产价格来形成，也就是说，它们＝ｋ

＋ｋｐ（成本价格加上成本价格乘以平均利润率所得之积）。但是

这种平均利润率，不外就是这些中等构成部门的用百分比计算的

利润，在这些部门中利润是同剩余价值一致的。因此，利润率在一

切生产部门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同资本的平均构成占统治地

位的中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的。因此，一切不同生产部门的利

润的总和，必然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社会总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

和，必然等于它的价值的总和。但是很清楚，具有不同构成的各生

产部门之间的平均化，总是力求使这些部门同那些具有中等构成

的部门相等，而不管后者是同社会的平均数恰好一致，还是仅仅接

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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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一致。在那些或多或少接近平均数的部门中间，又可以看到这样

一种平均化的趋势，它力求达到理想的即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中等

水平，也就是说，以这种理想的中等水平为中心来进行调整。于是，

这样一种趋势必然会起支配作用，它使生产价格成为价值的单纯

转化形式，或者使利润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单纯部分，不过这些部分

不是按照每个特殊生产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按照每个生

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量来分配的，因此，只要资本的量相等，那就

不管资本的构成如何，它们都会从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总剩余价

值中分到相等的份额（部分）。

因此，对中等构成或接近中等构成的资本来说，生产价格是同

价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利润是同这些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

值完全一致或接近一致的。一切其他资本，不管它们的构成如何，

在竞争的压力下，都力求和中等构成的资本拉平。但是，因为中等

构成的资本是同社会平均资本相等或接近相等的，所以一切资本，

不管它们本身生产多少剩余价值，都力求通过它们的商品的价格

来实现平均利润，而不是实现这个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力求实现

生产价格。

另一方面，可以说，凡是在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已经形

成的地方，不管这个结果是怎么达到的，这个平均利润只能是社会

平均资本的利润，它的总和等于剩余价值的总和，并且由于这个平

均利润加入成本价格而形成的价格，只能是转化为生产价格的价

值。即使某些生产部门的资本，由于某些原因没有参与平均化过

程，事情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平均利润就按参加

平均化过程的那一部分社会资本来计算。很清楚，平均利润只能是

按照每个生产部门的资本量的比例分配在这些资本量上的剩余价

４９１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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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总量。这是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的总和，而这个总量同有酬的死

劳动和活劳动一样，体现在资本家所占有的商品和货币的总量中。

在这里，真正困难的问题是：利润到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

是怎样进行的，因为这种平均化显然是结果，而不可能是起点。

首先很清楚，对商品价值的估计，例如，用货币来估计，只能是

商品交换的结果；因此，如果我们把这种估计作为前提，我们就必

须把这种估计看作是商品价值同商品价值实际交换的结果。但是，

这种按照实际价值进行的商品交换，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我们先假定，不同生产部门的一切商品都按照它们的实际价

值出售。这样一来会怎么样呢？如前所述，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占统

治地位的就会是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

售（即按照它们包含的价值的比例，按照与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价

格来交换），还是按照那种使它们的出售能为生产它们所预付的等

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的价格来出售，这显然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情。

推动不等量活劳动的资本会生产出不等量剩余价值这件事，

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劳动剥削程度或剩余价值率相等为前提，

或以这方面存在的差别会通过某些实际的或想象的（习惯的）补偿

理由而拉平为前提。而这又以工人之间的竞争，并以工人不断地由

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而达到平衡为前提。这样一

个一般的剩余价值率，——象一切经济规律一样，要当作一种趋势

来看，——是我们为了理论上的简便而假定的；但是实际上，它也

确实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尽管它由于实际的阻力会多少

受到阻碍，因而会引起一些相当显著的地方差别，例如，定居法６３

对于英国的农业短工来说就是如此。但是我们在理论上假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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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以纯粹的形式展开的。实际上始终只存在

着近似的情况；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发展，它同以前的经

济状态的残余混杂不清的情况越是被消除，这种近似的程度也就

越大。

全部困难是由这样一个事实产生的：商品不只是当作商品来

交换，而是当作资本的产品来交换。这些资本要求从剩余价值的总

量中，分到和它们各自的量成比例的一份，或者在它们的量相等

时，要求分到相等的一份。一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生产的商品的总

价格，应该满足这种要求。但是，这些商品的总价格，只是这个资本

所生产的各个商品的价格的总和。

如果把问题看成是工人各自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且互相

交换他们的商品，那末，问题的关键就非常清楚地显示出来了。这

时，这种商品就不会是资本的产品了。不同劳动部门所使用的劳动

资料和劳动材料的价值，就会由于不同部门的劳动的技术性质而

有所不同；同样，撇开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具有不等的价值这一点不

说，一定量的劳动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的量，就会由于一种商品一小

时就能制成，而另一种商品一天才能制成等等，而有所不同。其次，

假定这些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相等，并且把由劳动强度不同等等

而产生的平均化考虑在内。这时，第一，两个工人会从商品中，即从

他们一天劳动的产品中，补偿他们的支出，即已经消耗掉的生产资

料的成本价格。这种支出由于各个劳动部门的技术性质而有所不

同。第二，他们两人会创造出等量的新价值，即追加到生产资料中

去的那个工作日。这个新价值包含他们的工资加上剩余价值，后者

也就是超过他们的必要的需要的剩余劳动，而且这种剩余劳动的

结果属于他们自己。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他们两人得到相等的工

６９１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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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加上相等的利润，即得到比如体现在一个十小时工作日的产品

中的价值。但是第一，他们的商品的价值会不相同。例如，商品

中已经用掉的生产资料所占的价值部分，可能比商品 中的要大，

并且，为了把各种可能的差别立即估计在内，假定商品 吸收的活

劳动比商品 多，因而在制造商品时比商品 需要更长的劳动时

间。这样，商品 和商品 的价值会大不相同。同样，商品价值的

总和，即工人 和工人 在一定时间内所完成的劳动的产物，也是

如此。如果在这里我们把剩余价值和投入的生产资料的总价值的

比率叫作利润率，那末，对 和 来说，利润率也会大不相同。在这

里， 和 在生产期间每天消费的并且代表着工资的生活资料，形

成预付生产资料中通常被我们叫作可变资本的部分。但是， 和

在相等的劳动时间内会有相等的剩余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

和 各自得到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的价值，所以，在扣除预付的

“不变”要素的价值以后，他们各自会得到相等的价值，其中一部分

可以看作是生产上消费掉的生活资料的补偿，另一部分可以看作

是除此以外的剩余价值。如果 的支出较多，那末，这些支出会由

他的商品中一个较大的、补偿这个“不变”部分的价值部分来补偿，

因而他也必须把他的产品总价值中一个较大的部分再转化为这个

不变部分的物质要素。而如果 在这方面收回的较少，那末，他必

须再转化的价值也就较少。因此，在这种假定下，利润率的差别是

一件无所谓的事情，正象在今天，从雇佣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

量表现为什么样的利润率，对雇佣工人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

一样；也正象在国际贸易上，不同国家的利润率的差别，对各国的

商品交换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一样。

因此，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或接近于它们的价值进行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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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那种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所要求的发展阶段要低

得多。而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的交换，则需要资本主义的发展

达到一定的高度。

不同商品的价格不管最初用什么方式来互相确定或调节，它

们的变动总是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如果

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价格就会降低；如果增加了，

价格就会提高。

因此，撇开价格和价格变动受价值规律支配不说，把商品价值

看作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历史上先于生产价格，是完全恰当的。

这适用于生产资料归劳动者所有的那种状态；这种状态，无论在古

代世界还是近代世界，都可以在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看到。这也

符合我们以前所说的见解（２７），即产品发展成为商品，是由不同共

同体之间的交换，而不是由同一共同体各个成员之间的交换引起

的。６５这一点，正象它适用于这种原始状态一样，也适用于后来以

奴隶制和农奴制为基础的状态，同时也适用于手工业行会组织，那

时固定在每个生产部门中的生产资料很不容易从一个部门转移到

另一个部门，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互相关系在一定限度内就好象

不同的国家或不同的共产主义共同体一样。

要使商品互相交换的价格接近于符合它们的价值，只需要：１．

不同商品的交换，不再是纯粹偶然的或仅仅临时的现象；２．就直接

的商品交换来说，这些商品是双方按照大体符合彼此需要的数量

来生产的，这一点是由交换双方在销售时取得的经验来确定的，因

此是从连续不断的交换行为中自然产生的结果；３．就出售来说，没

（２７） 那时，即１８６５年，这还只是马克思的“见解”。今天，自从毛勒到摩尔根６４等

人对原始公社作了广泛的研究以来，这已经成了不容争辩的事实了。——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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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自然的或人为的垄断能使立约双方的一方高于价值出售，

或迫使一方低于价值抛售。我们把偶然的垄断看成是那种对买者

或卖者来说由偶然的供求状况所造成的垄断。

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出售这个假定，当然

只是意味着：它们的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

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此外，必须始终把市场

价值——下面我们就要谈到它——与不同生产者所生产的个别商

品的个别价值区别开来。在这些商品中，有些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

市场价值（也就是说，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少于市场价

值所表示的劳动时间），另外一些商品的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是一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

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

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只有在特殊的组合下，

那些在最坏条件下或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才会调节市场价

值，而这种市场价值又成为市场价格波动的中心，不过市场价格对

同类商品来说是相同的。如果满足通常的需求的，是按平均价值，

也就是按两端之间的大量商品的中等价值来供给的商品，那末，个

别价值低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就会实现一个额外剩余价值或超额

利润，而个别价值高于市场价值的商品，却不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说什么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能够出售，就证明这样的商

品是满足需求所必需的，这种说法是无济于事的。在上述假定的情

况下，如果价格高于中等的市场价值，需求就会减少①。在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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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下，一种商品只能在市场上占有一定的地盘；在价格发生变化

时，这个地盘只有在价格的提高同商品量的减少相一致，价格的降

低同商品量的增加相一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不变。另一方面，如

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

调节时也不降低，那末，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

价值。这种情况，只有在需求超过通常的需求，或者供给低于通常

的供给时才可能发生。最后，如果所生产的商品的量大于这种商品

按中等的市场价值可以找到销路的量，那末，那种在最好条件下生

产的商品就调节市场价值。例如，这种商品能够完全按照或者大致

按照它们的个别价值来出售，这时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些在最

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许连它们的成本价格都不能实现，而那些

按中等平均条件生产的商品，也只能实现它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

的一部分。这里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也适用于生产价格，只要把

市场价值换成生产价格就行了。生产价格是在每个部门中调节的，

并且是按照特殊的情况调节的。不过它本身又是一个中心，日常的

市场价格就是围绕着这个中心来变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围绕这

个中心来拉平的。（见李嘉图关于生产价格由在最坏条件下经营的

企业决定的论述。６６）

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

１．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

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李嘉图

（他当然感到了，他的生产价格是同商品价值偏离的）说，他

“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这个研究，涉及的是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

而不是商品绝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６７。

２．决定生产价格的平均利润，必定总是同一定资本作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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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所分到的剩余价值量接近相等。假定一般

利润率，从而平均利润，表现为一个货币价值，这个价值高于按

货币价值计算的实际平均剩余价值。就资本家来说，他们互相计

算的利润是１０％还是１５％，是没有什么关系的。一个百分率并不

比另一个百分率代表更多的实际商品价值，因为货币表现上的过

度是相互的。至于就工人（在这里，假定他们得到的是正常工资，

因而平均利润的提高并不是表示工资的实际扣除，也就是说，并

不是表示与资本家的正常剩余价值完全不同的什么东西）来说，那

末，可变资本的货币表现的提高，必然同平均利润的提高所引起

的商品价格的提高相一致。事实上，利润率和平均利润这样普遍

地在名义上提高到超过实际的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

不能不引起工资的提高，以及引起形成不变资本的那些商品价格

的提高。如果降低，情况就会相反。既然商品的总价值调节总剩

余价值，而总剩余价值又调节平均利润从而一般利润率的水

平，——这是一般的规律，也就是支配各种变动的规律，——那

末，价值规律就调节生产价格。

竞争首先在一个部门内实现的，是使商品的各种不同的个别

价值形成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但只有不同部门的资

本的竞争，才能形成那种使不同部门之间的利润率平均化的生产

价格。这后一过程同前一过程相比，要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

到更高的水平。

要使生产部门相同、种类相同、质量也接近相同的商品按照

它们的价值出售，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不同的个别价值，必须平均化为一个社会价值，即上

述市场价值，为此就需要在同种商品的生产者之间有一种竞争，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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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需要有一个可供他们共同出售自己商品的市场。为了使种类相

同，但各自在不同的带有个别色彩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市场价

格，同市场价值相一致，而不是同市场价值相偏离，即既不高于

也不低于市场价值，这就要求各个卖者互相施加足够大的压力，以

便把社会需要所要求的商品量，也就是社会能够按市场价值支付

的商品量提供到市场上来。如果产品量超过这种需要，商品就必

然会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反之，如果产品量不够大，就是

说，如果卖者之间的竞争压力没有大到足以迫使他们把这个商品

量带到市场上来，商品就必然会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

市场价值发生了变化，总商品量得以出售的条件也就会发生变化。

如果市场价值降低了，社会需要（在这里总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

要）平均说来就会扩大，并且在一定限度内能够吸收较大量的商

品。如果市场价值提高了，商品的社会需要就会缩减，就只能吸

收较小的商品量。因此，如果供求调节着市场价格，或者确切地

说，调节着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那末另一方面，市场价

值调节着供求关系，或者说，调节着一个中心，供求的变动使市

场价格围绕着这个中心发生波动。

如果作进一步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适用于单个商品的价

值的条件，在这里会作为决定这种商品总额的价值的条件再现出

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一开始就是大量生产，而且，甚至其

他不太发达的生产方式，——至少就主要商品来说，——），而在

市场上大量地集中在相对说来比较少的商人手中，由他们作为整

个一个生产部门或其中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的共同产品堆积在一

起并加以出售的。

在这里顺便指出，“社会需要”，也就是说，调节需求原则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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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本质上是由不同阶级的互相关系和它们各自的经济地位决定

的，因而也就是，第一是由全部剩余价值和工资的比率决定的，第

二是由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不同部分（利润、利息、地租、赋税等等）

的比率决定的。这里再一次表明，在供求关系借以发生作用的基础

得到说明以前，供求关系绝对不能说明什么问题。

虽然商品和货币这二者都是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但

我们已经看到（第１卷第１章第３节），在买和卖的行为上，这两个

规定分别处在两端，商品（卖者）代表使用价值，货币（买者）代表交

换价值。商品要有使用价值，因而要满足社会需要，这是卖的一个

前提。另一个前提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要代表社会必要的劳

动，因而，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里的前提下，也就是出售价格）要

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２８）

让我们把这一点应用到市场上现有的、构成某一整个部门的

产品的商品总量上来。

如果我们把商品总量，首先是把一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当

作一个商品，并且把许多同种商品的价格总额，当作一个总价格，

那末问题就很容易说明了。这样一来，关于单个商品所说的话就完

全适用于市场上现有的一定生产部门的商品总量。商品的个别价

值应同它的社会价值相一致这一点，现在在下面这一点上得到了

实现或进一步的规定：这个商品总量包含着为生产它所必需的社

会劳动，并且这个总量的价值＝它的市场价值。

现在假定这些商品的很大数量是在大致相同的正常社会条件

（２８）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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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生产出来的，因而社会价值同时就是这个很大数量的商品由以

构成的各个商品的个别价值。这时，如果这些商品中有一个较小的

部分的生产条件低于这些条件，而另一个较小的部分的生产条件

高于这些条件，因而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大于大部分商品的中等价

值，另一部分的个别价值小于这种中等价值，如果这两端互相平

衡，从而使属于这两端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同属于中间的大量商品

的价值相等，那末，市场价值就会由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

来决定。（２９）商品总量的价值，也就同所有单个商品合在一起——

既包括那些在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也包括那些在高于或低于

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实际总和相等。在这种情况

下，商品总量的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即其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时

间，就由中间的大量商品的价值来决定。

另一方面，假定投到市场上的该商品的总量仍旧不变，然而

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不能由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

的价值来平衡，以致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无论同中

间的商品相比，还是同另一端的商品相比，都构成一个相当大的

量，那末，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就由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大量商

品来调节。

最后，假定在高于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大大超过在较坏

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甚至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也构

成一个相当大的量；那末，市场价值就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

分商品来调节。这里撇开市场商品过剩的情况不说，因为在那种情

况下，市场价格总是由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那部分商品来调节

（２９）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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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并不是和市场价值不同的市场价格，而

是市场价值本身不同的规定。（３０）

事实上，严格地说（当然，实际上只是接近如此，而且还会有千

变万化），在第一种情况下，由中等价值调节的商品总量的市场价

值，等于它们的个别价值的总和；尽管这个价值，对两端生产的商

品来说，表现为一种强加于它们的平均价值。这样，在最坏的一端

生产的人，必然低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在最好的一端生产

的人，必然高于个别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

在第二种情况下，在两端生产的两个个别价值量是不平衡的，

而且在较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起了决定作用。严格地说，每一单

个商品或商品总量的每一相应部分的平均价格或市场价值，在这

里是由那些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相加而成的这个总量

的总价值，以及每一单个商品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

定的。这样得到的市场价值，不仅会高于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

的个别价值，而且会高于属于中等部分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它仍

（３０） 因此，施托尔希和李嘉图在地租问题上的争论（就事情本身说是一场争论，

实际上他们彼此谁也没有注意对方），即市场价值（在他们那里，不如说是市场价格或

生产价格）是由最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李嘉图），还是由最有利条件下生产

的商品来调节（施托尔希）６９，这个争论要这样来解决：他们两人都有对的地方和不对的

地方，不过他们两人同样都完全忽略了中等情况。参看柯贝特关于价格由最好条件下

生产的商品来调节的那些情况７０。——“这并不是说，他〈李嘉图〉主张，如果两类不同

商品中分别取出的两件商品，例如，一顶帽子和一双鞋，是由等量劳动生产的，那末，这

两件商品就能互相交换。这里所说的‘商品’，应该理解为‘一类商品’，而不是单独一顶

帽子，一双鞋等等。英国生产所有帽子的全部劳动，为此必须看作是分配在所有帽子上

面的。在我看来，这一点从一开始以及在这个学说的一般阐述中都没有表示出来。”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３、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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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会低于不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的个别价值。至于它和后一种个

别价值接近到什么程度，或最后是否和它相一致，这完全要看不

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在该商品部门中具有多大规模。只要需求

稍占优势，那末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个别

价值来调节。

最后，假定和第三种情况一样，在有利的一端生产的商品量，

不仅同另一端相比，而且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量相比，都占

优势，那末，市场价值就会降低到中等价值以下。于是，由两端

和中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额合计得到的平均价值，就会低

于中等价值；它究竟是接近还是远离这个中等价值，这要看有利

的一端所占的相对地盘而定。如果需求小于供给，那末在有利条

件下生产的那部分不管多大，都会把它的价格缩减到它的个别价

值的水平，以便强行占据一个地盘。但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

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地超

过了需求。

以上抽象地叙述的市场价值的确定，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

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在实际市场上是通过

买者之间的竞争来实现的。在这里，我们就谈到另外一点了。

第二，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它能满足某种社会需

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

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

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

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

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

会需要的量。

６０２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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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关于市场价值的各个规定中，我们假定，所生产的商品

的量是不变的，是已定的，只是这个总量的在不同条件下生产的各

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因此，同样数量的商品的市场价值

要按不同的方法来调节。假定这个总量就是普通的供给量，并且我

们撇开所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会暂时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不说。如

果对这个总量的需求仍旧是普通的需求，这个商品就会按照它的

市场价值出售，而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按以上研究过的三种情况

中的哪一种情况来调节。这个商品量不仅满足了一种需要，而且满

足了社会范围内的需要。与此相反，如果这个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

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

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

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

场价值是由两端中的一端来规定的，尽管单纯就不同条件下生产

的各个量的比例来看，必然会得到另外的结果。如果需求和生产量

之间的差额更大，市场价格也就会偏离市场价值更远，或更高于

市场价值或更低于市场价值。但是所生产的商品量和按市场价值

出售的商品量之间的差额，可以由双重原因产生。或者是这个量

本身发生了变化，变得过小或过大了，从而再生产必须按照与调

节现有市场价值的规模不同的另一种规模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

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

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或者是再生产即供给保持不变，但

需求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而增加或减少了。在这里，尽管供给的

绝对量不变，但它的相对量，也就是同需要相比较或按需要来计

量的量，还是发生了变化。结果是和第一种情形一样，不过方向

相反。最后：如果两方面都发生了变化，但方向相反，或者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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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但程度不同，总之，如果双方都发生了变化，而且改变了

它们之间的以前的比例，那末，最后结果就必然总是归结为上述

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要给需求和供给这两个概念下一般的定义，真正的困难在于，

它们好象只是同义反复。让我们首先考察供给，这就是处在市场上

的产品，或者能提供给市场的产品。为了不涉及在这里完全无用的

细节，我们在这里只考虑每个产业部门的年再生产总量，而把不同

商品有多少能够从市场取走，储存起来，以备比如说下一年消费这

一点撇开不说。这个年再生产首先表现为一定的量，是多大量还是

多少个，要看这个商品量是作为可分离的量还是作为不可分离的

量来计量而定。它们不仅是满足人类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且这种使

用价值还以一定的量出现在市场上。其次，这个商品量还有一定的

市场价值，这个市场价值可以表现为单位商品的或单位商品量的

市场价值的倍数。因此，市场上现有商品的数量和它们的市场价值

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例如，有些商品的价值特别高，另一些商品

的价值特别低，因而一定的价值额可以表现为一种商品的很大的

量，也可以表现为另一种商品的很小的量。在市场上现有的物品量

和这些物品的市场价值之间只有这样一种联系：在一定的劳动生

产率的基础上，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制造一定量的物品，都需要一定

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尽管这个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是完全不同的，

并且同这些物品的用途或它们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没有任何内

在联系。在其他条件完全相同的情况下，如果ａ量的某种商品花费

劳动时间ｂ，ｎａ量的商品就花费劳动时间ｎｂ。其次，既然社会要满

足需要，并为此目的而生产某种物品，它就必须为这种物品进行支

付。事实上，因为商品生产是以分工为前提的，所以，社会购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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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的方法，就是把它所能利用的劳动时间的一部分用来生产这

些物品，也就是说，用该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时间的一定量来购买

这些物品。社会的一部分人，由于分工的缘故，要把他们的劳动用

来生产这种既定的物品；这部分人，当然也要从体现在各种满足他

们需要的物品上的社会劳动中得到一个等价物。但是，一方面，耗

费在一种社会物品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即总劳动力中社会用来

生产这种物品的部分，也就是这种物品的生产在总生产中所占的

数量，和另一方面，社会要求用这种物品来满足的需要的规模之

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而只有偶然的联系。尽管每一物品或每

一定量某种商品都只包含生产它所必需的社会劳动，并且从这方

面来看，所有这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也只代表必要劳动，但是，如果

某种商品的产量超过了当时社会的需要，社会劳动时间的一部分

就浪费掉了，这时，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代表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

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

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

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

系。）因此，这些商品必然要低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

甚至会根本卖不出去。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

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结果

就会相反。但是，如果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的数量，和要

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适应，从而产量也和需求不变时再生产

的通常规模相适应，那末这种商品就会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

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是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

自然规律。应当从这个规律出发来说明偏离，而不是反过来，从偏

离出发来说明规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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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考察另一个方面：需求。

商品被买来当作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以便进入生产消费或

个人消费，——即使有些商品能达到这两个目的，也不会引起任何

变化。因此，生产者（这里指的是资本家，因为假定生产资料已经转

化为资本）和消费者都对商品有需求。看来，这首先要假定：在需求

方面有一定量的社会需要，而在供给方面则有不同生产部门的一

定量的社会生产与之相适应。如果棉纺织业每年按一定规模进行

再生产，那就要有往年那样数量的棉花；如果考虑到再生产因资本

积累每年在扩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还要有棉花的追加

量。生活资料也是这样。工人阶级要维持通常的中等水平的生活，

至少必须再得到同样数量的必要生活资料，虽然商品品种可能会

有或多或少的变化；如果考虑到人口每年在增长，那就还要有必要

生活资料的追加量。这里所说的情况，经过或多或少的修改，也适

用于其他阶级。

因此，在需求方面，看来存在着某种数量的一定社会需要，要

满足这种需要，就要求市场上有一定量的某种物品。但是，从量的

规定性来说，这种需要具有很大伸缩性和变动性。它的固定性是一

种假象。如果生活资料便宜了或者货币工资提高了，工人就会购买

更多的生活资料，对这些商品就会产生更大的“社会需要”。这里还

完全撇开需要救济的贫民等等不说，这种人的“需求”甚至低于他

们的身体需要的最低限度。另一方面，比如说，如果棉花便宜了，资

本家对棉花的需求就会增长，投入棉纺织业中的追加资本就会增

加，等等。这里决不要忘记，根据我们的前提，生产消费的需求是资

本家的需求，他的真正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因此，只是为了这个

目的，他才生产某种商品。另一方面，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资本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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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例如棉花的买者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代表着对棉花的需

要；就象棉花的买者把棉花变成衬衣料子，还是变成火棉，还是想

用它来堵塞自己和世人的耳朵，都与棉花的卖者无关一样。可是，

这种情况对于资本家是什么样的买者当然会有很大的影响。他对

棉花的需要会由于下述情况而发生本质的改变：这种需要实际上

只是掩盖他榨取利润的需要。市场上出现的对商品的需要，即需

求，和实际的社会需要之间存在着数量上的差别，这种差别的界

限，对不同的商品说来当然是极不相同的；我说的是下面二者之间

的差额：一方面是实际需要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是商品的货币价格

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或者说，买者的货币条件或生活条件

发生变化时所需要的商品量。

要理解供求之间的不平衡，以及由此引起的市场价格同市场

价值的偏离，是再容易不过的了。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致

究竟是指什么。

如果供求之间处于这样的比例，以致某个生产部门的商品总

量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既不高，也不低，供求就是一致

的。这是我们听到的第一点。

第二点是：如果商品都能够按照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供求就

是一致的。

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

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

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销，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

种条件下发生的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

的作用来解释。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

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完全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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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而不表现为另外一个货币额。资本主

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完

全撇开对这两种社会动力的更深刻的分析不说，在这里不需要作

出这种分析），因为这种规律只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也就是

互相一致时，才纯粹地实现。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如果它们

达到一致，那也只是偶然现象，所以在科学上等于零，可以看作没

有发生过的事情。可是，在政治经济学上必须假定供求是一致的。

为什么呢？这是为了对各种现象要在它们的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

的概念的形态上来进行考察；也就是说，要撇开由供求变动引起的

假象来进行考察。另一方面，为了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就要

在一定程度上把这种趋势确定下来。因为各式各样的不平衡具有

互相对立的性质，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

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

衡。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它们的

不平衡会这样接连发生，——而且偏离到一个方向的结果，会引起

另一个方向相反的偏离，——以致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

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

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由此，各种同市

场价值相偏离的市场价格，按平均数来看，就会平均化为市场价

值，因为这种和市场价值的偏离会作为正负数互相抵销。这个平均

数决不是只有理论意义，而且对资本来说还有实际意义；因为投资

要把或长或短的一定时期内的变动和平均化计算在内。

因此，供求关系一方面只是说明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的偏离，

另一方面是说明抵销这种偏离的趋势，也就是抵销供求关系的影

响的趋势。（那种有价格而没有价值的商品是一种例外，在这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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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考察。）供求可以在极不相同的形式上消除由供求不平衡所产生

的影响。例如，如果需求减少，因而市场价格降低，结果，资本

就会被抽走，这样，供给就会减少。但这也可能导致这样的结果：

由于某种发明缩短了必要劳动时间，市场价值本身降低了，因而

与市场价格平衡。反之，如果需求增加，因而市场价格高于市场

价值，结果，流入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就会过多，生产就会增加

到如此程度，甚至使市场价格降低到市场价值以下；或者另一方

面，这也可以引起价格上涨，以致需求本身减少。这还可以在这

个或者那个生产部门，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引起市场价值本

身的提高，因为所需要的一部分产品在这个期间内必须在较坏的

条件下生产出来。

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末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

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说到需求，那是很清楚的，因

为需求按照和价格相反的方向变动，如果价格跌落，需求就增加，

相反，价格提高，需求就减少。不过供给也是这样。因为加到所供

给的商品中去的生产资料的价格，决定对这种生产资料的需求，因

而也决定这样一些商品的供给，这些商品的供给本身包括对这种

生产资料的需求。棉花的价格对棉布的供给具有决定意义。

除了价格由供求决定而同时供求又由价格决定这种混乱观点

之外，还要加上：需求决定供给，反过来供给决定需求，生产决定市

场，市场决定生产。（３１）

（３１） 下述“高见”荒谬透顶：“在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工资额、资本额和土地

额，同以前相比，已经发生变化的时候，那种被亚当·斯密叫作该商品的自然价格的东

西也会发生变化，并且那种以前曾经是它的自然价格的价格，也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

为它的市场价格，虽然供给和需求量可能没有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供给和需求都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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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一个普通的经济学家（见脚注）都懂得，即使没有由外界

情况引起的供给或需要的变化，供求关系仍然可以由于商品市场

价值的变化而变化。甚至他也不得不承认，不论市场价值如何，供

求必须平衡，以便实现市场价值。这就是说，供求关系并不说明市

场价值，而是相反，市场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动。《评用语的争论》的

作者在说了脚注中引用的这段话之后，接着说道：

“但是〈供求之间的〉这个比例——如果‘需求’和‘自然价格’这两个词的

意义，正好和我们引用亚当·斯密时所说的意义一样的话——必然总是相等

的，因为只有在供给同实际需求，也就是同不多不少正好会支付自然价格的

那种需求相等的时候，自然价格才会在实际上被支付；结果是，同一商品在不

同时期可以有两个极不相同的自然价格，但供求比例在两个场合能够是一样

的，即相等的。”

这就是承认，当同一商品在不同时期有两个不同的“自然价

格”时，供求在每个场合都能够互相一致，并且必须互相一致，以便

生变化，这正是因为，市场价值或亚·斯密所说的生产价格会因价值变化而变化〉，然

而，这种供给，并不是恰好同那些能够支付并且愿意支付现在代表生产费用的价格的

人的需求相一致，而是要么更大，要么更小，因此，供给和那种就新生产费用来说代表

有效需求的需求之间的比例，也会和以前不同。所以，只要中途没有什么阻碍，供给就

会发生变化，最后使商品具有新的自然价格。因此，有些人会认为下述说法是好的：因

为商品是通过它的供给的变化而恢复它的自然价格的，所以，自然价格取决于一种供

求关系，正象市场价格取决于另一种供求关系一样；可见，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同样依

存于供求关系。（“供给和需求的重大原理的运用，是为了确定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

格和他所说的市场价格。”——马尔萨斯７１）”（《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千用语的争论》１８２１

年伦敦版第６０、６１页）这个聪明人不理解：在这里所说的情况下，正好是生产费用的变

化，因而正好是价值的变化，引起需求的变化，从而引起供求关系的变化，并且需求的

这种变化，也能够引起供给的变化；这正好会证明我们这位思想家想要证明的事情的

反面；就是说，这会证明，生产费用的变化，无论如何不是由供求关系来调节的，而是相

反，生产费用的变化调节着供求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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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在两个场合都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售。既然在这两个场

合，供求关系没有差别，而“自然价格”本身的量有差别，那就

很明显，“自然价格”的决定同供求无关，因此也极少可能由供求

来决定。

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也就是说，按照它

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

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

能力的社会需要的量相适应。竞争，同供求关系的变动相适应的

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

化为这个标准。

在商品的供求关系上再现了下列关系：第一，使用价值和交换

价值的关系，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第二，生产者

和消费者的关系，尽管二者可以由第三者即商人来代表。在考察买

者和卖者时，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把他们单个地对立起来就

行了。要把商品的完整的形态变化，从而把买和卖的全部过程表示

出来，有三个人也就够了。Ａ把商品卖给Ｂ时，把自己的商品转化

为Ｂ的货币；他用货币向Ｃ购买时，又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商品；

整个过程就是在这三个人中间进行的。其次，在考察货币时，我们

曾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因为，既然问题只在于商

品在它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时所经历的形式变化，那

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考察那种同价值相偏离的价格。只要商品已经

售出，并且用所得的货币又购买了新的商品，全部形态变化就摆在

我们面前了，而商品价格究竟是低于还是高于它的价值，对这种形

态变化本身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商品价值作为基础仍然是重要的，

因为货币只有从这个基础出发才能在概念上得到说明，而价格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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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般概念来说，首先也只是货币形式上的价值。当然，当我们把

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考察时，假定所发生的不只是一个商品的一个

形态变化。相反，我们考察的是这种形态变化的社会交错的现象。

只有这样，我们才谈到货币的流通，谈到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

的发展。但是，虽然这个联系对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以及由此引起

的货币的形式变化来说，如此重要，但它对买者和卖者个人之间的

交易来说，却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说到供给和需求，那末供给等于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

者的总和，需求等于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包括个人消费

和生产消费）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是作为两个统一体，两个集

合力量来互相发生作用的。个人在这里不过是作为社会力量的一

部分，作为总体的一个原子来发生作用，并且也就是在这个形式

上，竞争显示出生产和消费的社会性质。

在竞争中一时处于劣势的一方，同时就是这样一方，在这一方

中，个人不顾自己那群竞争者，而且常常直接反对这群竞争者而行

动，并且正因为如此，使人可以感觉出一个竞争者对其他竞争者的

依赖，而处于优势的一方，则或多或少地始终作为一个团结的统一

体来同对方相抗衡。如果对这种商品来说，需求超过了供给，那末，

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买者就会比另一个买者出更高的价钱，这样就

使这种商品对全体买者来说都昂贵起来，提高到市场价值以上；另

一方面，卖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按照高昂的市场价格来出售。相

反，如果供给超过了需求，那末，一个人开始廉价抛售，其他的人不

得不跟着干，而买者却会共同努力，力图把市场价格压到尽量低于

市场价值。只有各方通过共同行动比没有共同行动可以得到更多

好处，他们才会关心共同行动。只要自己这一方变成劣势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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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每个人都力图找到最好的出路，共同行动就会停止。其次，只要

一个人用较便宜的费用进行生产，用低于现有市场价格或市场价

值出售商品的办法，能售出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夺取一个更大的

地盘，他就会这样去做，并且开始起这样的作用，即逐渐迫使别人

也采用更便宜的生产方法，把社会必要劳动减少到新的更低的标

准。如果一方占了优势，每一个属于这一方的人就都会得到好处；

好象他们实现了一种共同的垄断一样。如果一方处于劣势，每个

人就企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取得优势（例如用更少的生产费用来

进行生产），或者至少也要尽量摆脱这种劣势；这时，他就根本不

顾他周围的人了，尽管他的做法，不仅影响他自己，而且也影响

到他所有的同伙。（３２）

供求以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为前提；当供求是在资本主义基

础上发生的时候，当商品是资本的产品的时候，供求以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为前提，因而是和单纯的商品买卖完全不同的复杂化了的

关系。这里问题已经不是由商品的价值到价格的形式上的转化，即

不是单纯的形式变化，而是市场价格同市场价值，进一步说，同生

产价格的一定的量的偏离。在简单的买和卖上，只要有商品生产者

自身互相对立就行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分析，供求还以不同的阶

级和阶层的存在为前提，这些阶级和阶层在自己中间分配社会的

总收入，把它当作收入来消费，因此形成那种由收入形成的需

（３２） “如果一个集团中的每个人从来不能在总的收益和财产中取得多于一定部

分或相应部分的东西，他就愿意联合起来去提高这个收益〈只要供求关系许可，他就这

样做〉：这就是垄断。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认为自己能够用某种方法增加自己这一份的

绝对数额，即使这样做会使总额减少，他也常常会这样做：这就是竞争。”（《关于需求的

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１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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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另一方面，为了理解那种由生产者自身互相形成的供求，就需

要弄清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貌。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问题不仅在于，要为那个以商品形式投入

流通的价值额，取出另一种形式（货币形式或其他商品形式）的等

量的价值额，而且在于，要为那个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取出和任

何另一个同量资本同样多的或者与资本的大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

或利润，而不管预付资本是用在哪个生产部门；因此，问题在于，最

低限度要按照那个会提供平均利润的价格，即生产价格来出售商

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就意识到自己是一种社会权力；每个资本

家都按照他在社会总资本中占有的份额而分享这种权力。

第一，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并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

样的使用价值，不关心它所生产的商品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性质。在

每个生产部门中，它所关心的只是生产剩余价值，在劳动产品中占

有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同样，从属于资本的雇佣劳动，按它的性质

来说，也不关心它的劳动的特殊性质，它必须按照资本的需要变来

变去，让人们把它从一个生产部门抛到另一个生产部门。

第二，事实上，一个生产部门和另一个生产部门一样好或一样

坏。每个生产部门都提供同样的利润，而且，如果它所生产的商品

不去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它就是无用的。

但是，如果商品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象已经说过的那

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

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

润率较高的其他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

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

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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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的社会内越是

发展，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条件越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

本就越能实现这种平均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的各种条

件也发展了，它使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全部社会前提从属于它的

特殊性质和它的内在规律。

那种在不断的不平衡中不断实现的平均化，在下述两个条件

下会进行得更快：１．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也就是说，更容易从

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２．劳动力

能够更迅速地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从一个生产地点转

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第一个条件的前提是：社会内部已有完全

的商业自由，消除了自然垄断以外的一切垄断，即消除了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本身造成的垄断；其次，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

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而不再留在各个资本家手

里；最后，不同的生产部门都受资本家支配。最后这一点，在我

们假定一切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

格时，已经包括在我们的前提中了；但是，如果有数量众多的非

资本主义经营的生产部门（例如小农经营的农业）插在资本主义

企业中间并与之交织在一起，这种平均化本身就会遇到更大的障

碍。最后还必须有很高的人口密度。——第二个条件的前提是：废

除了一切妨碍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

从一个生产地点转移到另一个生产地点的法律；工人对于自己劳

动的内容是无所谓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劳动都已最大限度地化为

简单劳动；工人抛弃了一切职业的偏见；最后，特别是工人受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关于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说明，属于专门

研究竞争的范围。

９１２第十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超额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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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结论，每一单个资本家，同每一个特殊

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总体一样，参与总资本对全体工人阶级的

剥削，并参与决定这个剥削的程度，这不只是出于一般的阶级同

情，而且也是出于直接的经济利害关系，因为在其他一切条件（包

括全部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已定的前提下，平均利润率取决于总

资本对总劳动的剥削程度。

平均利润和每１００资本所生产的平均剩余价值相一致；就剩

余价值来说，以上所述是不言而喻的。就平均利润来说，不过要把

预付资本价值作为利润率的一个决定因素加进来。事实上，一个资

本家或一定生产部门的资本，在对他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上特

别关心的只是：或者通过例外的过度劳动，或者通过把工资降低到

平均工资以下的办法，或者通过所使用的劳动的额外生产率，可以

获得一种额外利润，即超出平均利润的利润。撇开这一点不说，一

个在本生产部门内完全不使用可变资本，因而完全不使用工人的

资本家（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的假定），会象一个只使用可变资本，

因而把全部资本都投到工资上面的资本家（又是一个极端的假定）

一样地关心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并且会象后者一样地从无酬

的剩余劳动获取他的利润。但劳动的剥削程度，在工作日已定时，

取决于劳动的平均强度，而在劳动强度已定时，则取决于工作日的

长度。剩余价值率的高低，因而，在可变资本的总额已定时，剩余价

值量，从而利润量，取决于劳动的剥削程度。与总资本不同的一个

部门的资本对该部门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会表现出特别关心，

与整个部门不同的单个资本家对他个人直接雇用的工人的剥削会

表现出同样的特别关心。

另一方面，资本的每一个特殊部门和每一个资本家，都同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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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总资本所使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因为有两件事取决于这种

生产率：第一是平均利润借以表示的使用价值量；这一点有双重的

重要性，因为这个平均利润既可以充当新资本的积累基金，又可以

充当供享受的收入基金。第二是全部预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价值的大小；在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已定

时，利润率或一定量资本的利润取决于这个价值的大小。在一个特

殊的生产部门或这个部门的特殊的单个企业内出现的特殊的劳动

生产率，只有当它使单个部门同总资本相比，或者使单个资本家同

他所属的部门相比能够获得一笔额外利润的时候，才会使那些直

接有关的资本家关心。

因此，我们在这里得到了一个象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

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

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

生产价格包含着平均利润。我们把它叫作生产价格，——实际

上这就是亚·斯密所说的“自然价格”，李嘉图所说的“生产价格”、

“生产费用”，重农学派所说的“必要价格”，不过他们谁也没有说明

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区别，——因为从长期来看生产价格是供给的

条件，是每个特殊生产部门商品再生产的条件。（３３）我们也理解了，

为什么那些反对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

决定的经济学家，总是把生产价格说成是市场价格围绕着发生波

动的中心。他们所以会这样做，因为生产价格是商品价值的一个

已经完全表面化的、而且乍看起来是没有概念的形式，是在竞争

中表现的形式，因而是存在于庸俗资本家的意识中，也就是存在

（３３） 马尔萨斯。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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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庸俗经济学家的意识中的形式。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出，市场价值（关于市场价值所说的一

切，加上必要的限定，全都适用于生产价格）包含着每个特殊生产

部门中在最好条件下生产的人所获得的超额利润。把危机和生产

过剩的情况完全除外，这一点也适用于所有的市场价格，而不管市

场价格同市场价值或市场生产价格有多大的偏离。就是说，市场价

格包含这样的意思：对同种商品支付相同的价格，虽然这些商品可

以在极不相同的个别条件下生产出来，因而会有极不相同的成本

价格。（这里我们不说那种普通意义上的垄断——人为垄断或自然

垄断——所产生的超额利润。）

此外，超额利润还能在下列情况下产生出来：某些生产部门可

以不把它们的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不把它们的利润化

为平均利润。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我们将研究超额利润这两种形

式的更进一步的变形。

２２２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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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假定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利润是２０％。在这种

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就是１００％。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资的

一般提高就是剩余价值率的降低。对平均资本来说，利润和剩余价

值是一致的。假定工资提高２５％。以前花费２０来推动的劳动量，

现在就要花费２５。因此，一次周转的价值以前是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ｐ，

现在是８０ｃ＋２５ｖ＋１５ｐ。可变资本推动的劳动和以前一样，生产一

个４０的价值额。现在ｖ由２０增加到２５，所以余额ｍ或ｐ只＝１５。

利润１５，按１０５计算，等于１４２
７％，这是新的平均利润率。因为平

均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是和它们的价值一致的，所以这种

商品的生产价格不变；因此，工资的提高，虽然引起利润的降低，但

不会引起商品价值和价格的变动。

以前，当平均利润＝２０％时，一个周转期间所生产的商品的生

产价格，等于它们的成本价格加上按这个成本价格计算的２０％的

利润，也就是＝ｋ＋ｋｐ＝ｋ＋
２０ｋ
１００。在这里，ｋ是一个可变量，随着加

入商品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同而不同，并且随着生产商品所使用

的固定资本转移到产品中去的损耗量不同而不同。现在，生产价格

是ｋ＋
１４２
７

１００。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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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资本，它的构成低于社会平均资本原来

的构成。８０ｃ＋２０ｖ（现在变为７６４
２１ｃ＋２３

１７
２１ｖ）；例如５０ｃ＋５０ｖ。在

这里，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全部固定资本都作为损耗加入年产

品，并假定周转时间与 相同，那末，在工资提高之前，年产品的生

产价格就是５０ｃ＋５０ｖ＋２０ｐ＝１２０。工资提高２５％，推动同量劳动

的可变资本就由５０提高到６２１
２。如果年产品还是按照以前的生

产价格１２０出售，结果就是５０ｃ＋６２１
２ｖ＋７

１
２ｐ，因而利润率是６

２
３％。但新的平均利润率是１４

２
７％，并且因为我们假定其他一切

条件相同，所以，这个５０ｃ＋６２
１
２ｖ的资本也应该赚到这个利润。

一个１１２１
２的资本，按照１４

２
７的利润率计算，赚到１６

１
１４的利润。

因此，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现在就是５０ｃ＋６２１
２ｖ

＋１６１
１４ｐ＝１２８

８
１４。在这里，由于工资提高２５％，同量该种商品的

生产价格就是由１２０提高到１２８８
１４，也就是说，提高７％以上。

反过来，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生产部门，它的构成高于平均资

本，例如９２ｃ＋８ｖ。原来的平均利润在这里也是＝２０；我们再假定

全部固定资本加入年产品，周转时间也与 和 相同，商品的生产

价格在这里也就＝１２０。

由于工资提高２５％，推动等量劳动的可变资本就由８增加到

１０，因而商品的成本价格就由１００增加到１０２，而平均利润率已经

由２０％下降到１４４
７％。但是，１００∶１４

２
７＝１０２∶１４

４
７。这样，现

在１０２应有的利润是１４４
７，因而总产品要按ｋ＋ｋｐ＝１０２＋１４

４
７

＝１１６４
７来出售。这就是说，生产价格由１２０下降到１１６

４
７，即下

降３３
７％。

可见，由于工资提高２５％：

１．对于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

４２２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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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对于较低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提高了，虽然不

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提高；

３．对于较高构成的资本来说，商品的生产价格降低了，虽然也

不是按照利润降低的比例而降低。

因为平均资本的商品的生产价格保持不变，和产品的价值相

等，所以一切资本的产品的生产价格的总额也保持不变，和总资本

所生产的价值的总额相等；一方面的提高，和另一方面的降低，对

总资本来说，会平均化为社会平均资本的水平。

商品的生产价格在例 中提高了，在例 中降低了，这种由

剩余价值率降低即由工资一般提高引起的相反的结果，已经表明：

在这里谈不到工资的提高由价格来补偿，因为 中生产价格的降

低当然不能补偿资本家的利润的降低， 中价格的提高也不能防

止利润的降低。相反，在价格提高和价格降低这两个场合，利润

都和价格保持不变的平均资本的利润相同。对 和对 来说，利

润都同样是那个已经下降５５
７，即下降略多于２５％的平均利润。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如果 的价格不提高， 的价格不降低，

就要低于新的已经下降的平均利润出售， 就要高于它出售。不

言而喻，根据每１００资本中投在劳动上的是１０，２５，还是５０的不

同情况，工资的提高，必然对以资本的 １
１０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家和

以资本的１
４或

１
２投在工资上的资本家，产生极不相同的影响。根

据资本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构成的不同情况，生产价格一方面会

提高，另一方面会降低，这只是由于利润平均化为新的已经下降

的平均利润。

工资的一般降低和与之相适应的利润率的一般提高，从而平

均利润的一般提高，会怎样影响各个按相反方向同社会平均构成

５２２第十一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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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生产价格呢？我们只要把以上的说明

反过来，就可以得到结果（这一点李嘉图没有研究过）。

．平均资本＝８０ｃ＋２０ｖ＝１００；剩余价值率＝１００％；生产价

格＝商品价值＝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ｐ＝１２０；利润率＝２０％。假定工资降

低１
４，同一不变资本就由１５ｖ来推动，而不是由２０ｖ来推动。因此，

商品价值就是８０ｃ＋１５ｖ＋２５ｐ＝１２０。ｖ所推动的劳动量仍旧不变，

不过由此创造的新价值会按不同的比例分配在资本家和工人之

间。剩余价值由２０增加到２５，剩余价值率由２０２０增加到
２５
１５，也就是

由１００％增加到１６６２
３％。按资本９５计算的利润现在＝２５，所以

按１００计算的利润率＝２６６
１９。用百分比表示的新的资本构成现在

是８４４
１９ｃ＋１５

１５
１９ｖ＝１００。

，原来是５０ｃ＋５０ｖ。工资降低１
４，ｖ就减少到３７

１
２，全部预付

资本就减少到５０ｃ＋３７
１
２＝８７

１
２。把新的利润率２６

６
１９％应用到

这个资本上，就得到１００∶２６６
１９＝８７

１
２∶２３

１
３８。同一个商品量以

前值１２０，现在值８７１
２＋２３

１
３８＝１１０

１０
１９。价格几乎降低１０。

．高构成。原来是９２ｃ＋８ｖ＝１００。工资降低 １
４，８ｖ就减少到

６ｖ，总资本就减少到９８。因此，１００∶２６
６
１９＝９８∶２５

１５
１９。商品的生

产价格，以前是１００＋２０＝１２０，现在，在工资降低以后，是９８＋２５
１５
１９＝１２３

１５
１９，几乎提高４。

这样，我们看到，只要按相反的方向重述以上的说明并加上必

要的修改就行了；工资一般降低的结果，是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

的一般提高，并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还有利润率的一般提

高，虽然比例不同；对低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

会降低，对高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生产价格会提高。这

和工资一般提高时的结果恰好相反。（３４）在这两个场合，——工资

６２２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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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的场合和工资降低的场合，——我们都假定工作日不变，一

切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也不变。因此，在这里，工资只有在它原

来就高于劳动正常价格的情况下，或在被压低到这个价格以下的

情况下，才可能降低。如果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是由通常进入工人

消费的商品的价值从而生产价格的变动引起的，事情会发生什么

样的变化，这将部分地在论述地租的那一篇进一步研究。但在这

里，我们要断然指出：

如果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是由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动引起

的，那末以上所说，只有在那些因自己的价格变动而使可变资本增

加或减少的商品，也作为构成要素进入不变资本，因而不只是影响

工资的情况下，才需要加以修改。如果它们只是影响工资，那末以

上所说就已经包含所要说的一切了。

在整个这一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平均利润的形成，从而价

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都假定为既定的事实。问题只是，工资的一

般提高或降低怎样影响被假设为既定的商品生产价格。同本篇考

察的其他重要论点相比，这是一个很次要的问题。但在这里提到的

问题中，只有这个问题是李嘉图研究过的，并且我们将会看到７５，

他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也是片面的和有缺陷的。

（３４） 非常奇怪的是：李嘉图７３（他当然按照和这里不同的方法来论述，因为他不

理解价值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从来没有想到这种情况，只是考察了第一种情况，

即工资的提高和它对商品生产价格的影响。一群只会模仿的奴仆７４甚至没有想到作出

这个非常明显的、事实上只是同义反复的应用。

７２２第十一章 工资的一般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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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补 充 说 明

．引起生产价格变化的原因

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发生变化，只能由于两个原因：

第一，一般利润率发生变化。它之所以能够发生变化，只是

由于平均剩余价值率本身发生变化，或者，平均剩余价值率不变，

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发生了

变化。

如果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不是基于工资被压低到它的正常水平

以下或提高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上，——这种运动只能看成是暂时

的波动，——那末，一般利润率的变化只能是这样发生：或者由于

劳动力的价值降低或提高；如果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的生产率不

发生变化，从而，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的价值不发生变动，这种降

低和提高是不可能的。

或者由于所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和预付社会总资本的比率

发生变化。在这里，因为变化不是由剩余价值率引起，所以必然是

由总资本，而且是由总资本的不变部分引起。这个不变部分的量，

从技术上看，与可变资本所购买的劳动力成比例地增减，并且它的

价值量随着它本身的量的增减而增减；因此，这个价值量也与可变

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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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价值量成比例地增减。如果同量劳动推动较多的不变资本，

劳动就有了较高的生产效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可见，如果

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某些商品的价值就一定发生变动。

因此，对这两种情况来说，下述规律都是适用的：如果一个商

品的生产价格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变动而发生变动，它本身的价值

可以保持不变，但一定有另一些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动。

第二，一般利润率保持不变。这时，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能够

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价值已经变动，只是因为它本身的再生产

所需要的劳动增多了或减少了，这或是由于生产最终形式的商品

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或是由于生产那些进入该商品生

产中的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动。棉纱生产价格的下降，可以

是因为原棉的生产变得便宜，也可以是因为纺纱劳动由于机器的

改良而提高了生产效率。

以前已经说过，生产价格＝ｋ＋ｐ，等于成本价格加上利润。但

这又等于ｋ＋ｋｐ，ｋ代表成本价格，它是一个未定量，对不同生产

部门来说是不同的，并且到处都是等于生产商品时所用掉的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ｐ则代表按百分比计算的平均利润率。

如果ｋ＝２００，ｐ＝２０％，生产价格ｋ＋ｋｐ就＝２００＋２００×
２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４０＝２４０。很清楚，即使商品的价值发生变化，这个生产价格可以

仍旧不变。

商品生产价格的一切变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价值的变动，但

并不是商品价值的一切变动都要表现为生产价格的变动，因为生

产价格不只是由特殊商品的价值决定，而且还由一切商品的总价

值决定。因此，商品Ａ的变动可以由商品Ｂ的相反的变动来抵销，

以致一般关系仍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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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构成的商品的生产价格

我们已经看到，生产价格同价值的偏离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

１．加在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上的，不是该商品中包含的剩余

价值，而是平均利润；

２．一个商品的这样同价值偏离的生产价格，会作为要素加入

另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因此，撇开对商品本身由于平均利润和剩

余价值的差额而产生的偏离不说，一个商品的成本价格，已经能够

包含同该商品中所消费的生产资料价值的偏离。

因此，即使就中等构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来说，成本价格也

可能同生产价格的这个组成部分所由以构成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总

额发生偏离。假定中等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对具有这种构成的现实

资本来说，８０ｃ也可能大于或小于不变资本ｃ的价值，因为这个ｃ

可以是由生产价格同价值相偏离的商品构成。同样，如果工资耗费

在生产价格同价值不一致的商品上，２０ｖ也可以同它的价值相偏

离；因此，与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价格同它们的价值相一致的时候

比较，工人要买回这些商品（补偿这些商品），就必须劳动更多或更

少的时间，也就是完成更多或更少的必要劳动。

不过，这种可能性根本不影响关于中等构成的商品所提出的

原理的正确性。归于这些商品的利润量，等于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

量。例如，就上述那个按８０ｃ＋２０ｖ构成的资本来说，在剩余价值的

决定上重要的不是这些数字是否表示实际的价值，而是它们互相

之间形成什么比例；这就是，ｖ＝ １
５总资本，ｃ＝

４
５总资本。只要情况

０３２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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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那就正如上面所假设的，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平均利

润。另一方面，因为它等于平均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成本价格＋

利润＝ｋ＋ｐ＝ｋ＋ｍ，实际上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在这种情

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正如它不会使商品的价值变动一样，也

不会使ｋ＋ｐ变动，而只会引起利润率的相应的、方向相反的运

动，即降低或提高。也就是说，如果在这里商品价格由于工资的提

高或降低而发生变动，这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的利润率就会高

于或低于其他部门的利润率水平。只有价格保持不变时，具有中

等构成的部门才保持和其他部门相同的利润水平。这样，实际上

就好象是这些具有中等构成的部门是按照实际价值出售它们的产

品的。也就是说，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实际价值出售，那就很清

楚，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会引起利润的

相应的降低或提高，但不会引起商品的价值变动，并且在一切情

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决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而总是只会影

响剩余价值的量。

．资本家的补偿理由

我们已经说过，竞争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

利润率，并由此使这些不同部门的产品的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而

这是通过资本从一个部门不断地转移到利润暂时高于平均利润的

另一个部门来实现的；可是，这里还要考虑到一定产业部门在一定

时期内同歉年和丰年的更替结合在一起的利润波动。资本在不同

生产部门之间这样不断地流出和流入，引起利润率上升和下降的

１３２第十二章 补充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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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这种运动会或多或少地互相平衡，因此有一种使利润率到处

都化为一个共同的和一般的水平的趋势。

资本的这种运动首先总是由市场价格的状况引起的，市场价

格在这里把利润提高到一般的平均水平以上，在那里又把它压低

到这个水平以下。我们暂且不谈在这里还同我们无关的商人资本；

正如突然爆发的对某些热门货的投机所表明的，商人资本能够非

常迅速地把大量资本从一个营业部门抽走，并且同样迅速地把它

投入另一个营业部门。但在每一个真正从事生产的部门，——工

业、农业、矿业等等，——资本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却有

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因为存在着固定资本。此外，经验还表明，一个

产业部门，例如棉纺织业，如果在一个时期利润特别高，那末在另

一个时期利润就会特别低，甚至会亏损，因此，在一个若干年的周

期中，它的平均利润会和其他部门大致相同。而资本很快就懂得了

要考虑到这个经验。

但是，竞争所没有表明的，是支配着生产运动的价值规定，是

在生产价格背后的、归根到底决定生产价格的价值。相反，竞争所

表明的却是：１．平均利润，它不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

为转移，因而不以一定资本在一定剥削部门占有的活劳动量为转

移；２．因工资水平的变动而引起的生产价格的涨落，这是一种乍看

起来和商品的价值关系完全矛盾的现象；３．市场价格的波动，它使

一定时期内商品平均市场价格不是归结为市场价值，而是归结为

一种和这个市场价值相偏离、而且和它差别极大的市场生产价格。

所有这些现象，似乎都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相矛盾，也和剩余价

值由无酬的剩余劳动形成的性质相矛盾。因此，在竞争中一切都颠

倒地表现出来。经济关系的完成形态，那种在表面上、在这种关系

２３２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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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存在中，从而在这种关系的承担者和代理人试图说明这种

关系时所持有的观念中出现的完成形态，是和这种关系的内在的、

本质的、但是隐蔽着的基本内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大不相同

的，并且事实上是颠倒的和相反的。

其次，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各个部门的不同

利润率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也就决不只是通过市场价格对资本

的吸引作用和排斥作用来实现了。在平均价格和与之相适应的市

场价格在一定时期确立之后，各个资本家就意识到，在这种平均化

中某些差别会互相抵销，因此，他们会立即把这些差别包括在他们

的互相计算中。这些差别存在于资本家的观念中，并被他们作为补

偿理由加入计算。

在这里，基本观念是平均利润本身，是等量资本必须在相同时

间内提供等量利润。而这又以下述观念为基础：每个生产部门的资

本，都应按照各自大小的比例来分享社会总资本从工人那里榨取

来的总剩余价值；或者说，每个特殊资本都只作为总资本的一部

分，每个资本家事实上都作为总企业的一个股东，按照各自资本股

份的大小比例来分享总利润。

在这个观念的基础上然后建立起资本家的计算。例如，有一个

资本，由于商品在生产过程中停留的时间较久，或者由于商品必须

在很远的市场上出售，因而周转较慢，那末它总会把由此失去的利

润捞回，因此，它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或者，那些要冒较大

风险的投资，例如航运业的投资，也会用加价的办法来得到补偿。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和与之相连的保险事业发展起来，风险对一切

生产部门来说实际上都一样了（见柯贝特的著作７６）；风险较大的

部门要支付较高的保险费，但会从它们的商品的价格中得到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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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在实际上可以归结为：每一种可以使某一投资获利较少而

使另一投资获利较多的情况，——在一定限度内所有投资都被看

作是同样必要的，——都会被作为一个永远有效的补偿理由加入

计算，用不着每次都重新需要竞争活动来证明这个动机或计算因

素是正当的。资本家只是忘记了，——或者不如说没有看到，因为

竞争没有向他表明这一点，——他们在互相计算不同生产部门的

商品价格时彼此提出的这一切补偿理由，只是基于这样一点：所有

资本家都按照他们资本的比例，对共同的掠夺物即全部剩余价值，

拥有同样的权益。相反，因为他们收进的利润和他们榨取的剩余价

值不相等，所以他们以为，这些补偿理由似乎并不是使全部剩余价

值的分配平均化，而是创造利润本身，因为利润似乎只是根据这种

或那种理由对商品成本价格实行加价而产生的。

此外，我们在第七章第１１６页①论述资本家对剩余价值源泉

的看法时所说的一切，也适用于平均利润。在这里，只是在商品的

市场价格已定和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而成本价格的节约取决于

个人的熟练、精心等等时，问题的提法才有所不同。

４３２ 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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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第十三章

规 律 本 身

在工资和工作日已定时，一个可变资本，例如１００，代表着一

定数目的被推动的工人；它就是这个人数的指数。例如，假定１００

镑是１００个工人一周的工资。如果这１００个工人所完成的必要劳

动和剩余劳动一样多，也就是说，如果他们每天为自己劳动的时

间，即再生产他们的工资的时间，和他们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即

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一样多，那末，他们的总价值产品就＝２００

镑，他们生产的剩余价值则是１００镑。剩余价值率ｍ
ｖ就＝１００％。但

是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剩余价值率由于不变资本ｃ的大小不等，从

而由于总资本Ｃ的大小不等，会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

利润率＝ ｍ
Ｃ。假定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

  如果ｃ＝５０，ｖ＝１００，那末ｐ＝１００
１５０＝６６

２
３％；

５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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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ｃ＝１００，ｖ＝１００，那末ｐ＝
１００
２００＝５０％；

如果ｃ＝２００，ｖ＝１００，那末ｐ＝１００
３００＝３３

１
３％；

如果ｃ＝３００，ｖ＝１００，那末ｐ＝１００
４００＝２５％；

如果ｃ＝４００，ｖ＝１００，那末ｐ＝
１
５００＝２０％。

因此，在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时，同一个剩余价值率会表现为

不断下降的利润率，因为随着不变资本的物质量的增加，不变资本

从而总资本的价值量也会增加，虽然不是按相同的比例增加。

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资本构成的这种逐渐变化，不仅发生在

个别生产部门，而且或多或少地发生在一切生产部门，或者至少发

生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因而这种变化就包含着某一个社

会的总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变化，那末，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

比的这种逐渐增加，就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或

资本对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的情况下，一般利润率会逐渐下降。但

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从

而同被推动的总资本相比，会相对减少，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规律。这只是说，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内部所特有的生产方法的日益

发展，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本所能支配的同数工人或同量劳动力，

会在同一时间内推动、加工、生产地消费掉数量不断增加的劳动资

料，机器和各种固定资本，原料和辅助材料，——也就是价值量不

断增加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总资本相比的这

种不断的相对减少，和社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同

一的。这也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另一种表现，而这种

６３２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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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正好表现在：由于更多地使用机器和一般固定资本，同数工人

在同一时间内可以把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转化为产品，也就是

说，可以用较少的劳动把它们转化为产品。不变资本价值量的这种

增加，——虽然它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在物质上构成不变资

本的各种使用价值的实际数量的增加，——会使产品相应地日益

便宜。每一个产品就其本身来看，同较低的生产阶段相比，都只包

含一个更小的劳动量，因为在较低的生产阶段上，投在劳动上的资

本比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大得多。因此，本章开头假定的序列，

表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趋势。资本主义生产，随着可变资本同

不变资本相比的日益相对减少，使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由

此产生的直接结果是：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剩余价值

率会表现为一个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以后我们将会看到①，

为什么这种下降不是以这个绝对的形式而是以不断下降的趋势表

现出来。）因此，一般利润率日益下降的趋势，只是劳动的社会生产

力日益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所特有的表现。这并不是说利

润率不能由于别的原因而暂时下降，而是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

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

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

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

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

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

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

７３２第十三章 规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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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个规律经过上述说明显得如此简单，但是我们在以后

的一篇７７中将会看到，以往的一切经济学都没有能把它揭示出来。

经济学看到了这种现象，并且在各种自相矛盾的尝试中绞尽脑汁

地去解释它。由于这个规律对资本主义生产极其重要，因此可以

说，它是一个秘密，亚当·斯密以来的全部政治经济学一直围绕着

这个秘密的解决兜圈子，而且亚·斯密以来的各种学派之间的区

别，也就在于解决这个秘密的不同的尝试。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

虑到：以往的一切政治经济学虽然摸索过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

区别，但从来不懂得把它明确地表述出来；它们从来没有把剩余价

值和利润区别开来，没有在纯粹的形式上说明过利润本身，把它和

它的彼此独立的各个组成部分——产业利润、商业利润、利息、地

租——区别开来；它们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

因而从来没有彻底分析过一般利润率的形成，——那末，它们从来

不能解决这个谜这一点，就不再是什么谜了。

在说明利润分割为互相独立的不同范畴以前，我们有意识地

先说明这个规律。这个说明同利润分割为归各类人所有的各个部

分这一点无关，这一事实一开始就证明，这个规律，就其一般性来

说，同这种分割无关，同这种分割所产生的各种利润范畴的相互关

系无关。我们这里所说的利润，只是剩余价值本身的另一个名称；

不过在这里，剩余价值是对总资本而言，不是对产生它的可变资本

而言。所以，利润率的下降表示剩余价值本身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

率的下降，因而同这个剩余价值在各个范畴之间的任何一种分配

无关。

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构成ｃ∶ｖ＝５０∶１００的资本主义发展阶

段上，剩余价值率１００％表现为利润率６６２３％；在资本构成ｃ∶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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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１００的较高的阶段上，同一个剩余价值率却仅仅表现为利润

率２０％。一个国家中各个相继发展的阶段的情况是这样，不同国

家中同时并存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前一种资本构

成作为平均构成的不发达国家，一般利润率＝６６２
３％，而在后一

种资本构成作为平均构成的高度发达的国家，一般利润率＝２０％。

两个国家的利润率的差别，可以由于下述情况而消失，甚至颠

倒过来：在比较不发达的国家里，劳动的生产效率比较低，因而较

大量的劳动表现为较小量的同种商品，较大的交换价值表现为较

小的使用价值，就是说，工人必须用他的大部分时间来再生产他自

己的生活资料或它的价值，而用小部分时间来生产剩余价值，提供

较少的剩余劳动，结果剩余价值率也比较低。假定在一个比较不发

达的国家里，工人以工作日的２
３为自己劳动，以

１
３为资本家劳动，

那末，按照上述例子的假定，同一个劳动力得到的报酬是１３３１
３，

而提供的余额只有６６２
３。假定同１３３

１
３这个可变资本相适应的不

变资本是５０。这样，剩余价值率就等于６６２
３∶１３３

１
３＝５０％，利润

率则等于６６２
３∶１８３

１
３，约３６

１
２％。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研究利润分割成的各个组成部

分，因而它们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仅仅为了避免

误解，才预先指出下面这一点：把发展阶段不同的各个国家加以比

较时，即把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同工人虽然在实际上受资本

家剥削但劳动在形式上还不从属于资本的国家（例如在印度，莱特

就是作为独立的农民从事经营，他的生产本身还不从属于资本，虽

然高利贷者以利息的形式不仅榨取他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且按照

资本主义的说法，甚至还榨取他的一部分工资）加以比较时，如果

我们用一个国家的利息率水平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利润率水平，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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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常错误的。在劳动在形式上还不从属于资本的国家，利息包含

全部利润，甚至比利润更多，不象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它

只代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这里主要决

定利息率的各种情况（高利贷者对显贵们即地租所有者的贷款），

同利润完全无关，相反，它们只是说明高利贷按什么比率占有地

租。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阶段不同、因而资本有机构成也不同的

两个国家中，正常工作日较短的国家的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是决

定利润率的一个因素），可以高于正常工作日较长的国家。第一，如

果英国的１０小时工作日由于劳动强度较高，而和奥地利的１４小

时工作日相等，那末，在工作日同样分割时，英国５小时剩余劳动，

在世界市场上可以比奥地利７小时剩余劳动代表更高的价值。第

二，同奥地利相比，英国的工作日可以有较大的部分形成剩余劳

动。

一个同样的甚至不断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表现为不断下降的利

润率，这个规律换句话说就是：一定量的社会平均资本（例如资本

１００）表现为劳动资料的部分越来越大，表现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

越小。这样，因为追加在生产资料上的活劳动的总量，同这种生产

资料的价值相比，是减少了，所以，无酬劳动和体现无酬劳动的价

值部分，同预付总资本的价值相比，也减少了。或者说，所投总资本

中转化为活劳动的部分越来越小，因而这个总资本所吸收的剩余

劳动，同它自己的量相比，也越来越小，虽然所使用的劳动的无酬

部分和有酬部分的比率可以同时增大。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和不

变资本的相对增加（尽管这两个部分都已经绝对增加），如上所说，

只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另一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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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资本１００由８０ｃ＋２０ｖ构成，后者＝２０个工人；剩余价值

率为１００％，就是说，工人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再

假定在一个比较不发达的国家，资本＝２０ｃ＋８０ｖ，后者＝８０个工

人。但是，这些工人需要用工作日的２
３为自己劳动，只用

１
３为资本

家劳动。如果其他一切条件相同，工人在前一场合生产价值４０，在

后一场合生产价值１２０。前一个资本生产８０ｃ＋２０ｖ＋２０ｍ＝１２０；

利润率＝２０％；后一个资本生产２０ｃ＋８０ｖ＋４０ｍ＝１４０；利润率＝

４０％。所以，尽管剩余价值率在前一场合＝１００％，在后一场合只＝

５０％，前者二倍于后者，利润率在后一场合还是二倍于前一场合。

但是另一方面，一个同样大小的资本在前一场合只占有２０个工人

的剩余劳动，在后一场合却占有８０个工人的剩余劳动。

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规律，或者说，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同活劳动

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相对减少的规律，决不排斥这样的情

况：社会资本所推动和所剥削的劳动的绝对量在增大，因而社会资

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也在增大；同样也决不排斥这样的

情况：单个资本家所支配的资本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劳动量，从而支

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甚至在它们所支配的工人人数并不

增加的时候，也支配着日益增加的剩余劳动量。

假定工人人口已定，例如２００万，再假定平均工作日的长度、

强度以及工资也已定，因而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率也已定，那

末，这２００万工人的总劳动，以及他们的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剩余劳

动，就总是生产出同样大小的价值量。但是，随着这个劳动所推动

的不变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量不断增加，这个价值量和

这个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和资本的量一起增加，虽然不是按相同

的比例增加）的比率会下降。因此，这个比率从而利润率会下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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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资本所支配的活劳动的量和它吸收的剩余劳动的量同以前一

样。这个比率所以会发生变化，并不是因为活劳动的量减少了，而

是因为活劳动所推动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量增加了。这种减少是

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实际上同所推动的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绝对

量毫无关系。利润率的下降，不是由于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

绝对减少，而只是由于它的相对减少，由于它同不变组成部分相

比的减少。

关于劳动量和剩余劳动量已定的情况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工人

人数增加的情况，从而，在上述前提下，也适用于所支配的劳动量增

加的情况，特别是适用于这个劳动的无酬部分即剩余劳动的量增

加的情况。如果工人人口由２００万增加到３００万，以工资形式付给工

人人口的可变资本现在也由以前的２００万增加到３００万，而不变资本

由４００万增加到１５００万，那末，在上述前提下（工作日和剩余价值

率不变），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就增加一半，即５０％，由２００

万增加到３００万。但是，尽管剩余劳动的绝对量，因而剩余价值的

绝对量增加了５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率还是会由２∶４

下降到３∶１５，而剩余价值和总资本的比率如下（以百万为单位）：

  ．４ｃ＋２ｖ＋２ｍ；Ｃ＝６，ｐ＝３３１
３％；

  ．１５ｃ＋３ｖ＋３ｍ；Ｃ＝１８，ｐ＝１６２
３％。

剩余价值量增加了一半，而利润率则比以前下降了一半。但是，利

润只是按社会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因而就社会范围来说，利润

量，利润的绝对量，同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相等。因此，尽管这个利润

量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率大大下降了，即一般利润率大大下降了，

利润的绝对量，它的总量，还是增加了５０％。所以，尽管利润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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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下降，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即它所推动的劳动的绝对量，从

而它所吸收的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从而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

而它所生产的利润的绝对量，仍然能够增加，并且不断增加。事情

还不只是能够如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撇开那些暂时的波

动，事情也必然如此。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实质上同时就是积累过程。我们已经指出，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中，那个只是必须再生产和保存的价值量，

甚至在所使用的劳动力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而增加。但是，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所生产的使用价

值——生产资料是其中的一个部分——的总量，还会增加得更多。

而追加劳动——通过对它的占有，这种追加财富能够再转化为资

本——并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包括生活资料）的价值，而是

取决于它的量，因为工人在劳动过程中不是同生产资料的价值发

生关系，而是同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然而，资本的积累

本身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聚，本身就是提高生产力的一个物质

手段。但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增加已经包含工人人口的增加，包含

同剩余资本相适应、甚至大体说来总是超过这个资本的需要的工

人人口的创造，即过剩工人人口的创造。剩余资本暂时超过它所支

配的工人人口，这会发生双重的作用。一方面，这会提高工资，从而

缓和那些使工人后代减少和绝灭的影响，使结婚变得容易，由此使

工人人口逐渐增加。另一方面，这会使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方法

（机器的采用和改良）得到采用，由此更迅速得多地创造出人为的

相对过剩人口；而这种相对过剩人口又成为使人口实际上迅速增

加的温室，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贫困会产生人口。因此，从资本

主义积累过程——它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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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来看，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用来转化为资本的已经增加了的

生产资料的量，总会随时找到相应地增加了的、甚至过剩的可供剥

削的工人人口。所以，在生产过程和积累过程的发展中，可以被占

有和已经被占有的剩余劳动的量，从而社会资本所占有的利润的

绝对量，都必然会增加。但是，同样一些生产规律和积累规律，会在

不变资本的量增加时，使不变资本的价值同转化为活劳动的可变

资本部分的价值相比，越来越迅速地增加起来。因此，同样一些规

律，会使社会资本的绝对利润量日益增加，而使它的利润率日益下

降。

这里完全撇开了下述情况：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与之相适

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生产部门以及产品的多样化，同

一个价值量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和奢侈品的量会不断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要求劳动过程的规模及其范围

日益扩大，要求每一个企业的预付资本相应地日益增加。因此，日

益增长的资本积聚（与此同时，资本家人数也会增加，只是增加的

程度较小），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物质条件之一，又是二者

本身产生的结果之一。与此同时进行并互相影响的，是或多或少直

接从事生产的人日益被剥夺。因此，对资本家个人来说，不言而喻

的是：他们支配的劳动军越来越大（尽管对他们来说，可变资本同

不变资本相比已经减少）；他们占有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会

随着利润率的下降并且不顾这种下降而同时增长起来。那些使大

批劳动军集中在资本家个人支配下的原因，又正好使所使用的固

定资本和原料、辅助材料的量同所使用的活劳动量相比以越来越

大的比例增加起来。

在这里还需要提一下，在工人人口已定时，如果剩余价值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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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不管这是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或强化，还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

发展而引起的工资价值下降，那末，剩余价值量，从而绝对利润量，

就必然会增加，尽管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是相对地减少了。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即表现为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相

对减少和积累由此加速的那些规律，——而另一方面，积累又反过

来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可变资本进一步相对减少的起

点，——就是这种发展，撇开一切暂时的波动，还会表现为所使用

的总劳动力越来越增加，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从而利润的绝对量越

来越增加。

利润率的下降和绝对利润量的同时增加产生于同一些原因的

这个二重性的规律，必然会在什么形式上表现出来呢？也就是说，

这样一个规律，——这个规律建立在下面这个事实上，即在一定条

件下，所占有的剩余劳动量，从而所占有的剩余价值量，将会增加，

而从总资本来看，或者从单个资本只是作为总资本的一个部分来

看，利润和剩余价值是相同的量，——必然会在什么形式上表现出

来呢？

假定我们拿资本的一部分，例如１００，来计算利润率。这１００

代表总资本的平均构成，比如说８０ｃ＋２０ｖ。我们在本卷第二篇已

经看到，不同生产部门的平均利润率，不是由每一个部门特殊的资

本构成决定，而是由资本的社会平均构成决定。随着可变部分同不

变部分相比，从而同总资本１００相比的相对减少，利润率在劳动剥

削程度不变甚至提高时会下降，剩余价值的相对量，即剩余价值和

全部预付资本１００的价值的比率也会下降。但是不仅这个相对量

会下降。总资本１００所吸收的剩余价值量或利润量，也会绝对地下

降。在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时，资本６０ｃ＋４０ｖ生产剩余价值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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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量４０；资本７０ｃ＋３０ｖ生产利润量３０；在资本为８０ｃ＋２０ｖ时，

利润就下降到２０。这种下降同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有关，它产

生于：因为总资本１００只推动较少的活劳动，所以在剥削程度不变

时，也只推动较少的剩余劳动，因而只生产较少的剩余价值。如果

我们拿社会资本即有社会平均构成的资本的任何一部分作为计量

剩余价值的尺度，——在计算利润时总是这样做的，——那末，剩

余价值的相对下降和它的绝对下降总是一致的。在上面所举的例

子中，利润率由４０％下降到３０％，再下降到２０％，因为同一个资

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利润量，实际上已经绝对地由４０下降

到３０，再下降到２０。因为用来计量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量已定，即

＝１００，所以，剩余价值和这个不变量的比率下降，就只能是剩余价

值的绝对量和利润的绝对量减少的另一种表现。事实上这是一个

同义反复。但是，这种减少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发展的性质，

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了。

但是另一方面，使一定资本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绝对减少，因

而使按百分比计算的利润率绝对下降的同样一些原因，又会引起

社会资本（即资本家全体）所占有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绝对量的

增加。这种情况是怎样表现的呢？只能怎样表现呢？或者说，这个

表面上的矛盾包含着哪些条件呢？

如果社会资本任何一个＝１００的部分，从而任何一个具有社

会平均构成的资本１００是一个已定量，因而对这个已定量来说，利

润率的下降和利润绝对量的减少是一致的，这正是因为在这里用

来计量这个绝对量的资本是一个不变量，那末，与此相反，社会总

资本的量以及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量，是一个可变量，而且为了

符合上面所假定的条件，这个可变量的变化必须和它的可变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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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减少成反比。

在前面的例子中，当百分比构成为６０ｃ＋４０ｖ时，剩余价值或

利润为４０，因而利润率为４０％。假定在构成的这个阶段上总资本

为１００万，那末，总剩余价值，从而总利润，就是４０万。当构成后来

变为８０ｃ＋２０ｖ时，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劳动剥削程度不变时，每

１００就＝２０。但是，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指出，尽管利润率下降了，资

本每１００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减少了，剩余价值或利润，就其绝对量

来说，还是增加了，比如说由４０万增加到４４万，所以，这种情况之

可能发生，只是由于和这种新的构成同时形成的总资本已经增加

到２２０万。被推动的总资本的量增加到２２０％，而利润率下降了

５０％。如果资本只增加一倍，它在利润率为２０％时所能生产的剩

余价值量和利润量，和原有资本１００万在利润率为４０％时所生产

的正好相等。如果资本增加不到一倍，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

润，就比原有资本１００万所生产的要少，而这个资本在其构成和以

前一样的时候，为了使它的剩余价值由４０万增加到４４万，只要由

１００万增加到１１０万就行了。

这里又出现了以前已经阐述过的规律７８：随着可变资本的相

对减少，就是说，随着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推动同量的

劳动力和吸收同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总资本量越来越大。因

此，工人人口相对过剩的可能性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同样

地发展起来，这并不是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降低了，而是因为社

会劳动的生产力提高了；就是说，不是由于劳动和生活资料或生产

这种生活资料的资料之间的绝对的不协调，而是由于对劳动的资

本主义剥削所引起的不协调，即资本的不断增加和它对不断增加

的人口的需要的相对减少之间的不协调。

７４２第十三章 规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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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率下降５０％，也就是下降一半。因此，要使利润量保持不

变，资本就必须增加一倍。要使利润量在利润率下降时保持不变，

表示总资本增加的乘数，就必须和表示利润率下降的除数相等。如

果利润率由４０下降到２０，要使结果保持不变，总资本就必须反过

来按２０∶４０的比例增加。如果利润率由４０下降到８，资本就必须

按８∶４０的比例增加，即增加到五倍。资本１００万在利润率为

４０％时生产４０万，资本５００万在利润率为８％时也生产４０万。必

须如此，结果才会保持不变。但是要使结果增加，资本增加的比例

就必须大于利润率下降的比例。换句话说，要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

部分不仅绝对地保持不变，而且绝对地增加（尽管它作为总资本的

一个部分所占的百分比已经下降），总资本增加的比例必须大于可

变资本所占百分比下降的比例。总资本必须这样增加：它在新的构

成上，不仅需要有原来的可变资本部分，而且需要有比这更大的部

分来购买劳动力。如果资本１００的可变大的可变资本。

甚至在被剥削的工人人口的总数不变，只是工作日的长度和

强度增加时，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也必须增加，因为在资本构成变化

时，即使要按旧的剥削关系使用同量劳动，资本量也必须增加。

因此，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同一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发展中，一方面表现为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趋势，另一方面表现为所

占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绝对量的不断增加；结果，可变资本和利

润的相对减少总的说来是同二者的绝对增加相适应的。我们讲过，

这种双重的作用，只是在总资本的增加比利润率的下降更为迅速

的时候才能表现出来。要在构成较高或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较多

的情况下使用一个绝对增加了的可变资本，总资本不仅要和较高

的构成成比例地增加，而且要增加得更迅速。由此可见，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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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越是发展，要使用同量劳动力，就需要越来越大的资本

量；如果要使用更多的劳动力，那就更是如此。因此，在资本主义的

基础上，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必然会产生永久性的显而易见的工人

人口过剩。如果可变资本以前占总资本的 １
２，现在只占

１
６，那末，要

使用同量劳动力，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三倍；如果所用的劳动力要

增加一倍，总资本就必须增加到六倍。

以往的经济学一直不知道怎样说明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它把

利润量的增加，单个资本家或者社会资本的利润绝对量的增加，当

作一种安慰的理由，但这种理由也只是以一些陈词滥调和可能性

为根据的。

说利润量决定于两个因素，一是利润率，二是按这个利润率所

使用的资本的量，这只是同义反复。因此，说利润量有可能不管利

润率下降而同时增加，这也只是这个同义反复的另一种表现，无助

于我们前进一步，因为资本增加而利润量不增加，甚至资本增加而

利润量减少的情况，都同样是可能的。１００按２５％算，得２５，而４００

按５％算，只得２０。（３５）但是，如果使利润率下降的同一些原因，也

（３５） “我们也可以预计到，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的

提高而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为１０万镑，而

利润率从２０％下降到１９％，１８％，１７％，就是说利润率不断下降，那末，我们可以预计

到，先后相继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２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

会大于资本为１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３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还会更大些，依此类

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资本的每次增加而增加。但是这样

的级数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如，２０万镑的１９％大于１０万镑的２０％，３０万镑的

１８％又大于２０万镑的１９％；但是当资本积累到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率又下降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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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促进积累，即促进追加资本的形成，如果每个追加资本都会推动

追加劳动，并且生产追加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如果单是利润率的

下降就包含不变资本从而全部旧资本已经增加这一事实，那末，这

整个过程就不再是神秘的了。我们以后将会看到，为了抹杀利润量

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同时增加的可能性，曾怎样求助于在计算时

有意伪造数字的办法。７７

我们已经指出，造成一般利润率趋向下降的同一些原因，又会

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从而引起资本所占有的剩余劳动（剩余价

值、利润）绝对量或总量的增加。在竞争中，从而在竞争当事人的意

识中，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个规律——我指的是两个

表面上互相矛盾的事物之间的这种内在的和必然的联系——也同

样如此。很明显，在上面列举的比例中，一个拥有巨额资本的资本

家所赚得的利润量，大于一个表面上赚得高额利润的小资本家所

赚得的利润量。其次，对竞争的最肤浅的考察表明，在某种情况下，

例如在危机时期，当大资本家要在市场上夺取地盘，排挤小资本家

时，他在实际上就是利用这个办法，即有意识地压低自己的利润

率，以便把小资本家排挤出去。特别是以后要详细说到的商人资

本，会显示出各种现象，似乎利润的下降是营业扩大和资本扩大的

结果。对于这种错误见解，我们将在以后提出真正科学的说明。

候，进一步的积累就会使利润总额减少。例如，假定积累达到１００万镑，利润率为７％，

利润总额就是７万镑。如果现在１００万镑再加上１０万镑资本，而利润率降到６％，那

末，虽然资本总额从１００万镑增加到１１０万镑，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将只是６６０００镑，或

者说，少了４０００镑。”（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７章，载于麦克库洛赫编《李

嘉图全集》，１８５２年版第６８、６９页）实际上这里所假定的是资本由１００万镑增加到１１０

万镑，即增加１０％，而利润率由７下降到６，即下降１４ ２
７％。原来这就是痛哭流涕的原

因！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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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肤浅见解，是由于比较各个特殊营业部门在自由竞争的统

治下还是在垄断的统治下所得到的利润率而产生的。这种存在于

竞争当事人头脑中的非常浅薄的观念，在我们的罗雪尔身上就可

以找到：利润率这样下降，是“比较明智和比较人道的”８０。在这

里，利润率的下降好象是资本增加的结果，好象是资本家由于资

本增加而考虑到利润率较低时会赚得较大的利润量的结果。这一

切（除了以后８１要说到的亚·斯密）都是由于完全不理解一般利润

率究竟是怎么回事，并且也是由于这样一种粗浅的观念：价格实

际上是通过把一个多少带有任意性的利润量加到商品的实际价值

上来决定的。这些观念无论多么粗浅，但它们是必然会产生的，这

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在竞争中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出

来的。

利润率因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同时利润量却会增加，这个规

律也表现为：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下降，同时商品所包含的并

通过商品出售所实现的利润量却会相对增加。

因为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较高的资本构成，会使

数量越来越小的劳动，推动数量越来越大的生产资料，所以，总产

品中任何一个部分，任何一个商品，或者说，生产的全部商品中任

何一定量商品，都只吸收较少的活劳动，而且也只包含较少的物化

劳动，即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损耗以及所消费的原料和辅助材料

中所体现的物化劳动。因此，任何一个商品都只包含一个较小的、

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生产中新追加的劳动的总和。这样，单

个商品的价格就下降了。尽管如此，单个商品中包含的利润量，在

绝对剩余价值率或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时仍能增加。它包含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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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追加劳动，但是这种劳动的无酬部分同有酬部分相比却增加

了。不过，只有在一定范围内情况才是这样。当单个商品中包含的

新追加的活劳动的总和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大大地绝对减少时，其

中包含的无酬劳动的量也会绝对地减少，不管它同有酬部分相比

相对地增加了多少。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了，每个商品中的利润量

却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大大减少；而这种减少和利润率的

下降完全一样，只是由于不变资本要素的日益便宜，由于本卷第一

篇所指出的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时使利润率提高的其他情

况而延缓下来。

加在一起构成资本总产品的各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只是意

味着一定量劳动实现在一个较大的商品量中，因而每个商品所包

含的劳动比以前少。甚至在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如原料等等的价格

提高时，情况也是这样。除了个别情况（例如在劳动生产力同样地

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一切要素便宜的时候），利润率会不管剩

余价值率提高而下降，１．因为一个较小的新追加劳动的总量中即

使有一个较大的无酬部分，这个部分同从前一个较大的总量中的

一个较小的无酬部分相比，仍然是比较小的；２．因为在单个商品

中，较高的资本构成表现为：单个商品中代表新追加劳动的价值部

分，同其中代表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资本损耗的价值部分相比已

经减少。单个商品的价格的不同组成部分的比例上的这种变化，即

代表新追加的活劳动的价格部分的减少和代表过去的物化劳动的

价格部分的增加——是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减少这个事

实在单个商品价格中表现出来的形式。这种减少对一定量资本例

如１００来说是绝对的，同样，它对作为再生产的资本的一个部分的

每个商品来说，也是绝对的。不过，利润率如果只按单个商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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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要素计算，它就会表现得和实际的利润率不同。理由如下：

｛利润率是按所使用的总资本计算的，但是按一定的时间，实

际是按一年计算的。一年内获得和实现的剩余价值或利润对总资

本的以百分比计算的比率，就是利润率。所以，它和那种不以年而

以这个资本的周转期间为计算基础的利润率，不必是相等的。只有

在这个资本恰好一年周转一次时，二者才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一年内获得的利润，只是这一年内生产和出售的商

品的利润的总和。如果我们现在按商品的成本价格来计算利润，我

们就会得到一个利润率＝ ｐ
ｋ，其中ｐ是一年内实现的利润，ｋ是同

时期内生产和出售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显然，这个利润率

ｐ
ｋ，和实际的利润率

ｐ
Ｃ，即利润量除以总资本，只有在ｋ＝Ｃ，即在

资本恰好一年周转一次时，才能互相一致。

我们以一个产业资本的三种不同的状态为例：

１．资本８０００镑每年生产并出售５０００件商品，每件３０先令，

因此它的年周转额为７５００镑。它从每件商品得利润１０先令，一年

＝２５００镑。所以每件商品都包含２０先令预付资本和１０先令利

润，因而每件商品的利润率为１０２０＝５０％。周转额７５００镑包含预付

资本５０００镑和利润２５００镑。按周转计算的利润率ｐ
ｋ也＝５０％。但

是，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ｐ
Ｃ，则＝

２５００
８０００＝３１

１
４％。

．假定资本增加到１００００镑。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它每

年可以生产商品１００００件，每件的成本价格为２０先令。它出售每

件商品得利润４先令，因而每件按２４先令出售。这时年产品的价

格＝１２０００镑，其中１００００镑为预付资本，２０００镑为利润。 ｐ
ｋ按每

件计算＝ ４
２０，按年周转额计算＝

２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因此都＝２０％，而因为总资

本等于成本价格的总和，即１００００镑，所以实际利润率ｐ
Ｃ这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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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假定资本由于劳动生产力不断提高而增加到１５０００镑，现

在每年生产商品３００００件，每件成本价格１３先令，利润２先令，也

就是每件按１５先令出售。因此，年周转额＝３００００×１５先令＝

２２５００镑，其中１９５００镑为预付资本，３０００镑为利润。所以，ｐｋ＝
２
１３

＝ ３０００
１９５００＝１５

５
１３％。但是，

ｐ
Ｃ＝

３０００
１５０００＝２０％。

由此我们看到，只有在第 个场合，即周转的资本价值等于总

资本时，按每件商品计算的利润率或按周转额计算的利润率，才等

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利润率。在第 个场合，即周转额小于总资本

时，按商品成本价格计算的利润率高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实际利润

率；在第 个场合，即总资本小于周转额时，按商品成本价格计

算的利润率低于按总资本计算的实际利润率。以上所述是普遍适

用的。

在商业实践中，周转通常是计算得不准确的。只要所实现的商

品价格的总和达到所使用的总资本的总和，人们就认为资本已经

周转一次。但是，只有在所实现的商品的成本价格的总和等于总资

本的总和时，资本才能完成整个周转。——弗·恩·｝

这里又一次表明下述一点是多么重要：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不

能把单个商品或某一时期内生产的商品产品作为单纯的商品孤立

地就它本身来进行考察，而要把它作为预付资本的产物，就这个商

品和生产它的总资本的关系来进行考察。

虽然在计算利润率时，所生产和所实现的剩余价值量，不只是

要按在商品中再现出来的已经消费掉的资本部分来计算，而且要

按这个部分加上没有被消费掉、但已被使用并且在生产中继续被

使用的资本部分来计算，但是利润量仍然只能和商品本身包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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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由商品的出售实现的利润量或剩余价值量相等。

如果产业的生产率提高了，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会降低。商品中

包含的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都更少了。假定同量劳动生产的

产品比如说增加到三倍；这时，单个产品所包含的劳动就减少三分

之二。因为利润只能形成单个商品所包含的这个劳动量的一部分，

所以单个商品的利润量必然减少，并且在一定限度内，甚至在剩余

价值率提高时，情况也是这样。但是，只要资本在剥削程度不变的

情况下使用的工人人数同以前一样多，总产品的利润量在任何情

况下都不会下降到原利润量以下。（如果在剥削程度提高的情况下

使用较少的工人，情况也会是这样。）因为单个产品的利润量减少

的比例和产品的数量增加的比例相同。利润量保持不变，只是按另

一种方式分配在商品总量上；新追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在工人

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也不会因此发生任何变化。利润量只有在使

用的劳动量相同而无酬的剩余劳动增加时才能增加，或者只有在

劳动的剥削程度不变而工人人数增加时才能增加。或者只有在这

两种情况共同发生作用时才能增加。在所有这些场合，——但是按

照假定，这些场合以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已经增加和所使用

的总资本的量已经增加为前提，——单个商品包含的利润量较少，

利润率甚至按单个商品计算也下降；一定量追加劳动表现为较大

量的商品；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抽象地考察，在单个商品的价格

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下降的时候，从而在这些比较便宜的商品的数

量同时增加的时候，利润率可以保持不变；例如，生产力的提高同

时对商品的一切组成部分发生同等程度的影响，以致商品总价格

下降的比例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比例相同，而商品价格的不同组

成部分的相互比例保持不变，这时，情况就是这样。如果随着剩余

５５２第十三章 规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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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率的提高，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的价值显著

减少，那末，利润率甚至可以提高。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实际上利

润率从长远来说会下降。在任何场合，都不能只由单个商品价格的

下降而得出有关利润率的结论。一切取决于参加商品生产的资本

的总额有多大。例如，一码布的价格由３先令下降到１２
３先令；如

果我们知道，在价格跌落以前，其中１２
３先令是不变资本如棉纱等

等，２３先令是工资，
２
３先令是利润，而在价格跌落以后，其中１先令

是不变资本，１３先令是工资，
１
３先令是利润，那末，我们还是不知

道，利润率是否保持不变。这取决于全部预付资本是否增加，增加

多少，以及在一定时间内多生产了多少码。

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单个商品或一定量商品的价格下降，商

品数量增加，单个商品的利润量和商品总额的利润率下降，而商品

总额的利润量却增加，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产生的现

象，这种现象在表面上只表现为：单个商品的利润量下降，它的价

格也下降，社会总资本或单个资本家所生产的已经增加了的商品

总量的利润量则增加。于是有人这样理解这个现象，似乎资本家心

甘情愿地从单个商品取得较少的利润，然而会从他所生产的商品

数量的增加而得到补偿。这种看法的基础是让渡利润８２的观念，而

这个观念又是从商人资本的看法引伸出来的。

我们以前在第一卷第四篇和第七篇已经看到，同劳动生产力

一起增加的商品量和单个商品本身的变得便宜（只要这些商品对

劳动力的价格不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尽管价格下降，也不会影响

单个商品内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

因为在竞争中一切都以假象出现，也就是以颠倒的形式表现

出来，所以单个资本家会以为：１．他用降低商品价格的办法来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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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单个商品的利润，但是由于他所出售的商品的量较大，因此仍

然赚到较大的利润；２．他是先确定单个商品的价格，然后用乘法决

定总产品的价格，可是本来的过程是除法的过程（见第１卷第１０

章第３１４３２３页８３），而且乘法只是作为第二步即以这种除法为前

提才是正确的。庸俗经济学家所做的实际上只是把那些为竞争所

束缚的资本家的奇特观念，翻译成表面上更理论化、更一般化的语

言，并且煞费苦心地论证这些观念是正确的。

商品价格下降，而数量已经增加的变得便宜的商品的利润量

增加，这种情况实际上只是利润率下降，而利润量同时增加这个规

律的另一种表现。

研究下降的利润率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和上涨的价格相一致，

这和以前在第一卷第３１４３２３页８３论述相对剩余价值时说到的那

个论点一样，也不屑于这里讨论的范围。一个采用经过改良的但尚

未普遍推广的生产方法的资本家，可以低于市场价格，但高于他个

人的生产价格出售产品；因此，他的利润率会提高，直到竞争使它

平均化为止；在这个平均化期间会出现另一个必要的条件，即所投

资本增加；根据资本增加的程度，资本家现在能够在新的条件下，

使用他从前雇用的工人的一部分，也许是全部，或者更多，因而能

够生产出同样大或者更大的利润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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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

  如果我们考虑到，同以往的一切时期相比，仅仅最近三十年间

社会劳动生产力有了巨大的发展；特别是，如果我们考虑到，除了

真正的机器，又有大量的固定资本加入社会生产过程的总体，那

末，一向使经济学家感到麻烦的困难，即说明利润率下降，就会让

位给相反的困难，即说明这种下降为什么不更大、更快。必然有某

些起反作用的影响在发生作用，来阻挠和抵销这个一般规律的作

用，使它只有趋势的性质，因此，我们也就把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叫

作趋向下降。下面就是这些原因中最普遍的原因：

．劳动剥削程度的提高

劳动的剥削程度，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占有，特别会由于工

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而提高。这两点在第一卷论述绝对剩余

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详细说明过了。使劳动强化的

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增加，因而也

包括利润率的下降，例如在一个工人必须看管更多机器的时候，情

况就是这样。在这里，——也象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使用的大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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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样，——引起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同一些原因，都包含着按所

使用的总资本的一定量来考察的剩余价值量的减少。但是，还有使

劳动强化的另一些因素，例如提高机器速度，这些因素固然会在同

一时间内消费更多的原料，而就固定资本来说，固然会加速机器的

磨损，但是丝毫不会影响机器价值和使机器运转的劳动的价格的

比率。而特别是延长工作日这一现代工业的发明，会增加所占有的

剩余劳动的量，但是不会使所使用的劳动力和它所推动的不变资

本的比率发生实质上的变化，实际上反而会使不变资本相对减少。

此外，我们已经指出，——这是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真正秘密，——

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办法总的说来可以归结为：一方面，使一定量

劳动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同预付资本相比，又

尽可能少地使用劳动；所以，使人们可以提高劳动剥削程度的同一

些原因，都使人们不能用同一总资本去剥削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

这是两个相反的趋势，它们使剩余价值率提高，同时又使一定量资

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减少，从而使利润率下降。这里也要提到大

规模使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因为即使付给他们全家的工资总

额增加了（并不都是如此），他们全家也必然会对资本提供数量比

以前更大的剩余劳动。——在所使用的资本的量不变时仅仅通过

改良方法来促进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一切办法，都有这样的作用，

例如在农业中就是这样。虽然在这里，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同被我们

看作所使用的劳动力的指数的可变资本相比并没有增加，但是产

品量同所使用的劳动力相比却增加了。如果劳动（不管它的产品是

进入工人消费，还是成为不变资本的要素）的生产力从交通方面的

各种障碍下，从各种任意的或逐渐会起干扰作用的限制下，总之，

从各种枷锁下解放出来，不致直接由此影响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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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率，那末，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

有人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阻碍利润率下降但归根到底总

是使这种下降加速的原因中，是否包含这样的事实，即对那些利用

了还没有被普遍采用的发明等等的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将会暂

时地，但不断反复地，时而在这个生产部门，时而在那个生产部门

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对这个问题必须予以肯定的答复。

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是两个因数的乘积，即剩余

价值率乘以按该剩余价值率使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它在剩余价值

率已定时，取决于工人人数，在工人人数已定时，取决于剩余价值

率，总之，取决于可变资本绝对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复比。我们已经

指出，平均地说，使相对剩余价值率提高的同一些原因，都会使所

使用的劳动力的总量减少。但是很清楚，这里的增加或减少，取决

于这个相反的运动进行的一定比例；并且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特别

会由于工作日的延长所产生的绝对剩余价值率的提高而减弱。

我们在研究利润率时总的说来已经发现，同利润率由于所使

用的总资本的量增加而下降相适应的，是利润量的增加。就社会的

全部可变资本来看，它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它生产的利润。剩余价

值的绝对量增加，剩余价值率也同时提高；前者增加，是因为社会

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已经增加；后者提高，是因为这个劳动的剥削

程度已经提高。但就一定量资本例如１００来说，剩余价值率可以在

剩余价值的平均量降低时提高；因为剩余价值率取决于可变资本

部分增殖的比例，而剩余价值量则取决于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

占的比例部分。

剩余价值率的提高是决定剩余价值量从而决定利润率的一个

因素。这特别是因为这种提高，如上所述，在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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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完全没有增加或不按比例增加的情况下也会发生。这个因素

不会取消一般的规律。但是，它不如说会使一般的规律作为一种趋

势来发生作用，即成为这样一种规律，它的绝对的实现被起反作用

的各种情况所阻碍、延缓和减弱。但是，因为使剩余价值率提高（甚

至延长劳动时间也是大工业的一个结果）的同一些原因，趋向于使

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力减少，所以同一些原因趋向于使利润

率降低，同时又使这种降低的运动延缓下来。如果一个工人被迫完

成按理要两个工人才能完成的劳动，而如果这是在这个工人能代

替三个工人的条件下发生的，那末，他所提供的剩余劳动就和以前

两个工人提供的一样多，这样，剩余价值率就提高了。但是一个工

人提供的剩余劳动不会和以前三个工人提供的一样多，因此剩余

价值量减少了。但是它的减少会由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得到补偿或

受到限制。如果全部人口都按照已经提高的剩余价值率被使用，剩

余价值量就会增加，虽然人口保持不变。在人口增加时就更加是这

样；虽然这种情况是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与总资本量相比的相对

减少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减少仍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而得到缓和或受到阻碍。

在我们转到下面一点之前，还要再一次强调指出，在资本量已

定时，剩余价值率可以提高，虽然剩余价值量会降低，反过来也是

一样。剩余价值量等于剩余价值率乘以工人人数；但是剩余价值率

从来不按总资本计算，而只按可变资本计算，实际上只按一个工作

日计算。相反，在资本价值量已定时，剩余价值量不增加或减少，利

润率也就不可能提高或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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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被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

在这里，这种情况只是作为经验的事实提出，因为它和其他许

多似乎应该在这里提到的情况一样，实际上同资本的一般分析无

关，而属于不是本书所要考察的竞争的研究范围。但它是阻碍利润

率下降趋势的最显著的原因之一。

．不变资本各要素变得便宜

本卷第一篇关于利润率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提高或不以剩余

价值率为转移而提高的各种原因所说的一切，都属于这里研究的

范围。因此，特别要说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总资本来看，不变资本的

价值并不和它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例如，一个欧洲纺纱工人

在一个现代工厂中加工的棉花量，同一个欧洲纺纱业者从前用纺

车加工的棉花量相比，是极大地增加了。但是加工的棉花的价值，

并不和它的量按同一比例增加。机器和其他固定资本的情况也是

这样。总之，使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的同一发展，

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使不变资本各要素的价值减少，从而使

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和它的物质量，就是说，不和同量劳动力所推动

的生产资料的物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会不

断增加。在个别情况下，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量，甚至会在不变资本

的价值保持不变或甚至下降的时候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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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述情况有关的，是现有资本（即它的物质要素）随着工业

发展而发生的贬值。它也是阻碍利润率下降的不断发生作用的原

因之一，虽然它在某些情况下会使提供利润的资本的量减少，从而

使利润量减少。这里再一次表明，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一些原

因，也会阻碍这种趋势的实现。

．相对过剩人口

相对过剩人口的产生，是和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劳动生产力

的发展分不开的，并且由于这种发展而加速。一个国家的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越发展，这个国家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表现得越明显。一方

面，相对过剩人口又是造成下述情况的原因：许多生产部门中劳动

或多或少不完全从属于资本的现象继续存在，而且，即使这种现象

初看起来和一般发展水平已不相适应，这种现象仍会继续存在；它

也是下述情况造成的结果：可供支配的或失业的雇佣工人价格低

廉和数量众多，一些生产部门出于其本性而更加强烈地反对由手

工劳动转化为机器劳动。另一方面，出现了新的生产部门，特别是

生产奢侈品的部门，这些生产部门把其他生产部门中常常由于不

变资本占优势而失业的上述相对过剩人口作为基础，而这些生产

部门本身则建立在活劳动要素占优势的基础之上，以后才逐渐地

走其他生产部门所走过的路。在这两个场合，可变资本在总资本中

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工资则低于平均水平，结果这些生产部门的剩

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都非常高。因为一般利润率是由各特殊生

产部门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形成的，所以，造成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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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原因，在这里又会产生一种和这种趋势相反的对抗力量，或多

或少地抵销这种趋势的作用。

．对 外 贸 易

对外贸易一方面使不变资本的要素变得便宜，一方面使可变

资本转化成的必要生活资料变得便宜，它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

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使不变资本价值降低。一般说来，它在

这方面起作用，是因为它可以使生产规模扩大。因此，它一方面加

速积累，但是另一方面也加速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

少，从而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同样，对外贸易的扩大，虽然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幼年时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但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发展中，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必然性，由于这种生产

方式要求不断扩大市场，它成为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产物。在这

里，我们再一次看见了同样的二重作用。（李嘉图完全忽视了对外

贸易的这个方面。８４）

另一个问题——由于它的特殊性，本来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

围——是：一般利润率会不会由于投在对外贸易、特别是殖民地贸

易上的资本具有较高的利润率而提高呢？

投在对外贸易上的资本能提供较高的利润率，首先因为这里

是和生产条件较为不利的其他国家所生产的商品进行竞争，所以，

比较发达的国家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虽然比它的竞

争国卖得便宜。只要比较发达的国家的劳动在这里作为比重较高

的劳动来实现，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这种劳动没有被作为质量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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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劳动来支付报酬，却被作为质量较高的劳动来出售。对有商品

输入和输出的国家来说，同样的情况也都可能发生；就是说，这种

国家所付出的实物形式的物化劳动多于它所得到的，但是它由此

得到的商品比它自己所能生产的更便宜。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

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

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

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

润。另一方面，至于投在殖民地等处的资本，它们能提供较高的利

润率，是因为在那里，由于发展程度较低，利润率一般较高，由于使

用奴隶和苦力等等，劳动的剥削程度也较高。为什么投在某些部门

的资本以这种方式提供的并且送回本国的较高的利润率，在没有

垄断的妨碍时，不应当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因而不应当相应

地提高一般利润率呢，这是不能理解的。（３６）特别是在那些投资部

门受自由竞争规律支配的情况下，这就更不能理解。相反地，李

嘉图所想象的情况是：用在国外按较高的价格出售所得的货币，在

那里购买商品，并且送回本国；这些商品在国内出售，因此，这

至多只会使这些处在有利条件下的生产部门比别的生产部门得到

一种暂时的额外利益。只要撇开货币形式，这种假象就会消失。处

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虽

然这种差额，这种余额，同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交换时通常发生的

情况一样，总是会被某一个阶级装进腰包。所以，只要利润率较高

是因为它在殖民地国家一般比较高，在这个殖民地国家的有利的

（３６） 就这一点说，亚·斯密是对的，李嘉图是错了。李嘉图说：“他们断言，利润

的均等是由利润的普遍提高造成的；而我却认为，特别有利的部门的利润会迅速下降

到一般水平。”（《李嘉图全集》，麦克库洛赫编，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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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条件下，较高的利润率就可以和较低的商品价格同时存在。平

均化是会发生的，但不是象李嘉图认为的那样，平均化到原来的

水平。

但是，同一对外贸易会使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到发展，

从而使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减少，另一方面，对国外来

说，它引起生产过剩，因而以后又会起反作用。

因此，一般说来，我们已经看到，引起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同一

些原因，又会产生反作用，阻碍、延缓并且部分地抵销这种下降。这

些原因不会取消这个规律，但是会减弱它的作用。否则，不能理解

的就不是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反而是这种下降的相对缓慢了。所

以，这个规律只是作为一种趋势发生作用；它的作用，只有在一定

情况下，并且经过一个长的时期，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

在作进一步的研究以前，为了避免误解，我们还要重述一下已

经多次说明过的两个论点。

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进程中使商品变得便宜的

同一过程，也会使生产商品所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变

化，并由此使利润率下降。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单个商品的相对费

用的减少以及这个费用中代表机器磨损部分的减少，和不变资本

价值同可变资本价值相比的相对增加，混为一谈，虽然反过来，在

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量不变或增加时，不变资本的相对费用的

每一次减少，都具有提高利润率的作用，就是说，它会使不变资本

的价值同按日益下降的比例使用的可变资本相比相应地减少。

第二，加在一起构成资本产品的各单个商品中所包含的追加

的活劳动，同其中包含的劳动材料和其中消费的劳动资料相比，会

日益减少，就是说，物化在单个商品中的追加的活劳动会日益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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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因为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减

少，——这种情况同商品中包含的活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

动的比例无关。情况正好相反，虽然商品中包含的追加的活劳动的

总量减少了，但是由于有酬部分绝对的或相对的缩小，无酬部分同

有酬部分相比却会增加，因为使商品中追加的活劳动的总量减少

的同一生产方法，也会引起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增加。

利润率趋向下降，和剩余价值率趋向提高，从而和劳动剥削程度趋

向提高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最荒谬的莫过于用工资率的提高来

说明利润率的降低了，虽然这种情况在例外的场合也是存在的。只

有理解了形成利润率的各种关系，才有可能根据统计对不同时期、

不同国家的工资率进行实际的分析。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的

生产效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剩余价值率提

高和利润率降低，这二者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资本主义下借

以表现的特殊形式。

．股份资本的增加

除上述五点外，还可以补充下面一点，不过关于这一点，我们

暂时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在和加速的积累同时并进的资本主义

生产的发展中，资本的一部分只作为生息资本来计算和使用。这里

所说的生息资本并不是指：每个贷出资本的资本家会满足于利息，

而产业资本家则取得企业主收入。这同一般利润率的水平无关，因

为对一般利润率来说，利润＝利息＋各种利润＋地租；利润在这些

特殊范畴中的分配，同一般利润率无关。这里所说的生息资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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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这些资本虽然投在大的生产企业上，但在扣除一切费用之后，

只会提供或大或小的利息，即所谓股息。例如，投在铁路上的资本

就是这样。因此，这些资本不会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过程，因

为它们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如果它们参加进来，平均利

润率就会下降得更厉害。从理论上说，我们可以把它们计算进去，

这样得到的利润率小于表面上存在的并且实际上对资本家起决定

作用的利润率，因为恰好在这些企业内，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

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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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

．概  论

我们在本卷第一篇已经看到，用利润率来表现剩余价值率总

是比剩余价值率本身低。现在我们看到，甚至提高的剩余价值率也

具有表现为下降的利润率的趋势。只有ｃ＝０，就是说，只有全部资

本都投在工资上，利润率才等于剩余价值率。只有不变资本的价值

和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或者这种劳动力的

量同不变资本的价值相比已经增加，下降的利润率才表现下降的

剩余价值率。

李嘉图自以为考察了利润率，实际上只是考察了剩余价值率，

而且只是考察了在工作日的内含和外延都是不变量这个前提下的

剩余价值率。

利润率的下降和积累的加速，就二者都表示生产力的发展来

说，只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表现。积累既然引起劳动的大规模集

中，从而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所以又加速利润率的下降。另

一方面，利润率的下降又加速资本的积聚，并且通过对小资本家的

剥夺，通过对那些还有一点东西可供剥夺的直接生产者的最后残

余的剥夺，来加速资本的集中。所以，虽然积累率随着利润率的下

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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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而下降，但是积累在量的方面还是会加速进行。

另一方面，总资本的增殖率，即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刺

激（因为资本的增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就这一点来说，

利润率的下降会延缓新的独立资本的形成，从而表现为对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发展的威胁；利润率的下降在促进人口过剩的同时，还

促进生产过剩、投机、危机和资本过剩。所以，象李嘉图那样把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经济学家，在这里也感觉到，这

种生产方式为它自己造成了一种限制，因此，他们不是把这种限制

归咎于生产，而是把它归咎于自然（在地租学说中就是这样）。但是

在他们对利润率的下降所感到的恐惧中，重要的是这样一种感觉：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力的发展中遇到一种同财富生产本身无

关的限制；而这种特有的限制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局限性

和它的仅仅历史的、过渡的性质；证明了它不是财富生产的绝对的

生产方式，反而在一定阶段上同财富的进一步发展发生冲突。

诚然，李嘉图及其学派只考察了包括利息在内的产业利润。但

是地租率也有下降趋势，虽然它的绝对量在增加，它同产业利润相

比也可以相对地增加。（见爱·威斯特的著作８５，他在李嘉图之前

阐述了地租的规律。）如果我们考察社会总资本Ｃ，用ｐ１表示扣除

利息和地租以后剩下的产业利润，ｚ表示利息，ｒ表示地租，那末，

ｍ
Ｃ＝

ｐ
Ｃ＝

ｐ１＋ｚ＋ｒ
Ｃ ＝ ｐ１

Ｃ＋
ｚ
Ｃ＋

ｒ
Ｃ。我们已经知道，虽然在资本主义生

产发展的进程中，剩余价值总额ｍ不断增加，但是 ｍ
Ｃ仍然不断下

降，因为Ｃ比ｍ会增加得更快。所以，在
ｍ
Ｃ＝

ｐ
Ｃ以及

ｐ１
Ｃ、

ｚ
Ｃ、

ｒ
Ｃ各自

变得越来越小时，ｐ１、ｚ和ｒ都能各自变得越来越大；或者，ｐ１同ｚ

相比，或ｒ同ｐ１相比，或ｒ同ｐ１和ｚ相比会相对地增大，这完全没

有什么矛盾。在全部剩余价值或利润ｍ＝ｐ增加而利润率ｍ
Ｃ
ｐ
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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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降时，由ｍ＝ｐ所分成的各部分ｐ１、ｚ和ｒ之间的量的比例，可

以在总量ｍ的界限以内任意变动，而ｍ或
ｍ
Ｃ的大小不致由此受到

影响。

ｐ１、ｚ和ｒ互相之间的变化，只是ｍ在不同项目之间的不同分

配。因此，虽然一般利润率ｍ
Ｃ下降了，但是，个别产业利润率、利息

率和地租对总资本的比率，即ｐ１Ｃ、
ｚ
Ｃ和

ｒ
Ｃ，一个同另一个相比可以

提高；唯一的条件是三者之和＝ ｍ
Ｃ。如果资本构成在剩余价值率＝

１００％时由５０ｃ＋５０ｖ变为７５ｃ＋２５ｖ，利润率由５０％下降到２５％，

那末，在前一场合，资本１０００提供利润５００，在后一场合，资本

４０００提供利润１０００。ｍ或ｐ增加一倍，但是ｐ下降一半。如果以

前在５０％中有２０是利润，１０是利息，２０是地租，那末，ｐ１Ｃ＝２０％，

ｚ
Ｃ＝１０％，

ｒ
Ｃ＝２０％。如果在变为２５％时这些比率仍旧不变，那

末，ｐ１Ｃ＝１０％，
ｚ
Ｃ＝５％，

ｒ
Ｃ＝１０％。但是，如果

ｐ１
Ｃ下降到８％，

ｚ
Ｃ下

降到４％，那末，ｒＣ就提高到１３％。ｒ同ｐ１和ｚ相比已经相对增大，

但是ｐ仍旧不变。在这两种假定下，ｐ１、ｚ和ｒ之和增加了，因为生

产它的资本已经增加了三倍。此外，李嘉图关于产业利润（加上利

息）包含全部剩余价值这个假定，从历史上和概念上来说都是错误

的。其实，只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使１．的余额。在这个资本

主义的基础上，地租以后还会增加，它是利润（即看作总资本的产

物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但不是这个产物中被资本家装进腰包的

那个特殊部分。

假定已经有必要的生产资料，即充足的资本积累，那末，在剩

余价值率从而劳动的剥削程度已定时，剩余价值的创造就只会遇

到工人人口的限制，在工人人口已定时，就只会遇到劳动剥削程度

的限制。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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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体现为剩余产品或体现为所生产的商品中由无酬劳动物化

成的相应部分。决不应当忘记，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

的一部分再转化为资本，或积累，也是这种剩余价值生产的不可缺

少的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性动机。因此，决

不能把这种生产描写成它本来不是的那个东西，就是说，不能把它

描写成以享受或者以替资本家生产享受品为直接目的的生产。如

果这样，就完全看不到这种生产在其整个内在本质上表现出来的

特有性质。

这个剩余价值的取得，形成直接的生产过程，而这个生产过

程，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除了上面所说的那些限制，再没有别的

限制。一旦可以榨出的剩余劳动量物化在商品中，剩余价值就生产

出来了。但是，这样生产出剩余价值，只是结束了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的第一个行为，即直接的生产过程。资本已经吸收了一定量无酬

劳动。随着表现为利润率下降的过程的发展，这样生产出来的剩余

价值的总量会惊人地膨胀起来。现在开始了过程的第二个行为。总

商品量，即总产品，无论是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部分，还是

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都必须卖掉。如果卖不掉，或者只卖掉一部

分，或者卖掉时价格低于生产价格，那末，工人固然被剥削了，但是

对资本家来说，这种剥削没有原样实现，这时，榨取的剩余价值就

完全不能实现，或者只是部分地实现，甚至资本也会部分或全部地

损失掉。直接剥削的条件和实现这种剥削的条件，不是一回事。二

者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而且在概念上也是分开的。前者

只受社会生产力的限制，后者受不同生产部门的比例和社会消费

力的限制。但是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

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

２７２ 第三篇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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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

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

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

制。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它是由生产方法本身的不断革命，

由不断和这种革命联系在一起的现有资本的贬值，由普遍的竞争

斗争以及仅仅为了保存自身和避免灭亡而改进生产和扩大生产规

模的必要性决定的。因此，市场必须不断扩大，以致市场的联系和

调节这种联系的条件，越来越采取一种不以生产者为转移的自然

规律的形式，越来越无法控制。这个内部矛盾力图用扩大生产的外

部范围的办法求得解决。但是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

狭隘基础发生冲突。在这个充满矛盾的基础上，资本过剩和日益增

加的人口过剩结合在一起是完全不矛盾的；因为在二者结合在一

起的时候，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会增加，但是生产剩余价值

的条件和实现这个剩余价值的条件之间的矛盾，正好因此而日益

增长。

如果利润率已定，利润量就总是取决于预付资本的量。而在这

种情况下，积累取决于这个利润量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部分。但因为

这个部分等于利润减去资本家所消费的收入，所以它不仅仅取决

于这个利润量的价值，而且也取决于资本家能够用这个利润量来

购买的各种商品的便宜程度；这些商品一部分为他所消费，成为他

的收入，一部分成为他的不变资本。（这里假定工资已定。）

由工人推动的、其价值通过工人的劳动保存下来并再现在产

品中的资本量，是和工人追加的价值完全不同的。如果资本量＝

１０００，追加劳动＝１００，那末，再生产出来的资本＝１１００。如果资本

量＝１００，追加劳动＝２０，那末再生产出来的资本＝１２０。利润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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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场合＝１０％，在后一场合＝２０％。从１００中可以用于积累的总

是比从２０中可以用于积累的多。因此，资本的源流，或者说资本的

积累，将比例于资本已有的量而不是比例于利润率的高度而滚滚

向前（撇开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发生的贬值）。如果工作日很

长，即使劳动的生产效率不高，高的利润率也是可能的，只要它以

高的剩余价值率为基础；高的利润率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劳动的生

产效率虽然不高，但是工人的需要很小，平均工资因此也很低。与

工资低相适应的将是工人的精力缺乏。因此，尽管利润率高，资本

的积累还是很慢。人口停滞，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很多，虽

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很少。

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少了，而是因为所使用的

劳动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少了。

如果象前面指出的那样，利润率的下降和利润量的增加同时

发生，那末，在劳动的年产品中，一个较大的部分就会在资本范畴

下为资本家所占有（作为已经耗费的资本的补偿），一个较小的部

分就会在利润范畴下为资本家所占有。这样就产生了查默斯牧师

的幻想８６：年产品中资本家用作资本的量越小，他们吞掉的利润就

越大；于是，国教会就来帮助他们，要他们把很大一部分的剩余产

品用于消费，而不要把它资本化。这位牧师把原因和结果混淆了。

此外，利润量甚至在利润率较低时也会随着所投资本量的增加而

增加。但是，这同时需要有资本的积聚，因为这时各种生产条件都

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这同样需要有资本的集中，即小资本家为大资

本家所吞并，小资本家失去资本。这不过又是劳动条件和生产者的

再一次的分离，这些小资本家还算是生产者，因为对他们来说，本

人的劳动还起着作用；总的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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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就是说，和他成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正是劳动条件和生产

者之间的这种分离，形成资本的概念；这种分离从原始积累（第１

卷第２４章）开始，然后在资本的积累和积聚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

最后表现为现有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现在

剥夺正向这方面变化）。如果没有相反的趋势不断与向心力一起又

起离心作用，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产崩溃。

．生产扩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冲突

劳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两方面：第一，表现在已经生产

出来的生产力的量上，表现在新的生产借以进行的生产条件的价

值量和数量上，表现在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本的绝对量上。第

二，表现在投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微小上，即

表现在为一定量资本的再生产和增殖、为进行大量生产所必需的

活劳动的相对微小上。这同时也要以资本的积聚为前提。

就所使用的劳动力来说，生产力的发展也表现在两方面：第

一，表现在剩余劳动的增加上，即表现在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必

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上。第二，表现在推动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劳动

力的数量（即工人人数）的减少上。

这两种运动不仅同时并进，而且互为条件，是表现同一个规律

的两种现象。但是，它们对利润率起着相反的影响。利润总量等于

剩余价值总量，利润率＝ ｍ
Ｃ＝

剩余价值
全部预付资本。但是，剩余价值作为一个

总量，一方面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另一方面取决于按这个比率同时

使用的劳动量，即取决于可变资本量。一方面，前一个因素即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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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率提高；另一方面，后一个因素即工人人数（相对地或绝对地）

减少。只要生产力的发展使所使用劳动的有酬部分减少，它就使剩

余价值增加，因为它使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但是，只要它使一定量

资本所使用的劳动的总量减少，它就使人数这个在求剩余价值量

时和剩余价值率相乘的因素减少。两个每天劳动１２小时的工人，

即使可以只靠空气生活，根本不必为自己劳动，他们所提供的剩余

价值量也不能和２４个每天只劳动２小时的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

值量相等。就这方面来说，靠提高劳动剥削程度来补偿工人人数的

减少，有某些不可逾越的界限；因此，这种补偿能够阻碍利润率下

降，但是不能制止它下降。

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利润率会下降，而利润

量会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利润率已定的情况下，

资本增加的绝对量，就取决于现有的资本量。另一方面，在现有的

资本量已定的情况下，它增加的比率，即它的增长率，就取决于利

润率。只有生产力的提高（前面已经提到，它总是和现有资本的贬

值同时并进的）通过利润率的提高使年产品中再转化为资本的价

值部分增加时，它才能直接增加资本的价值量。如果我们考察的是

劳动生产力，那末，只有相对剩余价值由此提高，或不变资本的价

值由此减少，就是说，只有加入劳动力再生产或不变资本要素的那

些商品由此变得便宜，这种情况才能发生（因为这个生产力同现有

资本的价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二者都包含现有资本的贬值，二

者都和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同时并进。二者都引

起利润率的下降，二者都延缓这种下降。其次，只要利润率的提高

引起对劳动需求的增加，它就会使工人人口增加，从而使可供剥削

的材料增加；而正是这种可供剥削的材料，使资本成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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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间接促使现有资本价值增加，因为它

增加了使用价值的数量和种类，而这些使用价值体现同一交换价

值，并形成资本的物质实体，物质要素，即那些直接构成不变资本

和至少间接构成可变资本的物品。用同一资本和同一劳动会创造

出更多的可以转化为资本的物品，而不管它们的交换价值如何。这

些物品可以用来吸收追加劳动，从而也可以用来吸收追加的剩余

劳动，由此形成追加资本。资本所能支配的劳动量，不是取决于资

本的价值，而是取决于构成资本的原料和辅助材料、机器和固定资

本要素以及生活资料的数量，而不管这些物品的价值如何。只要所

使用的劳动的量由此增加了，因而剩余劳动的量也由此增加了，再

生产出来的资本的价值和新加入资本的剩余价值也就增加了。

但是，我们不能象李嘉图那样，只在静止的并存状态中考察这

两个包含在积累过程中的要素；它们包含着一个矛盾，后者表现为

互相矛盾的趋势和现象。互相对抗的要素同时发生互相对抗的作

用。

社会总产品中作为资本起作用的部分的增加，刺激工人人口

的实际增加，同时，创造仅仅相对的过剩人口的一些要素也在起作

用。

利润率下降，同时，资本量增加，与此并进的是现有资本的贬

值，这种贬值阻碍利润率的下降，刺激资本价值的加速积累。

生产力发展，同时，资本构成越来越高，可变部分同不变部分

相比越来越相对减少。

这些不同的影响，时而主要是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作用，时而

主要是在时间上相继地发生作用；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

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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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

爆发。

总的说来，矛盾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着绝对发展生产

力的趋势，而不管价值及其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如何，也不管资本主

义生产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如何；而另一方面，它的目的是保存现

有资本价值和最大限度地增殖资本价值（也就是使这个价值越来

越迅速地增加）。它的独特性质是把现有的资本价值用作最大可能

地增殖这个价值的手段。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包含着：降低

利润率，使现有资本贬值，靠牺牲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来发展劳

动生产力。

现有资本的周期贬值，这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阻

碍利润率下降并通过新资本的形成来加速资本价值的积累的手

段，会扰乱资本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借以进行的现有关系，从而

引起生产过程的突然停滞和危机。

与生产力发展并进的、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

刺激工人人口的增加，同时又不断地创造出人为的过剩人口。资本

的积累，从价值方面看，由于利润率下降而延缓下来，但更加速了

使用价值的积累，而使用价值的积累又使积累在价值方面加速进

行。

资本主义生产总是竭力克服它所固有的这些限制，但是它用

来克服这些限制的手段，只是使这些限制以更大的规模重新出现

在它面前。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

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

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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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

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

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

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

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

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因此，如果说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是发展物质生产力并且创造同这种生产力相适应的世界市场

的历史手段，那末，它同时也是它的这个历史任务和同它相适应的

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经常的矛盾。

．人口过剩时的资本过剩

单个资本家手中为了生产地使用劳动所必需的资本最低限

额，随着利润率的下降而增加；这个最低限额所以是必需的，既是

为了剥削劳动，也是为了使所用劳动时间成为生产商品的必要劳

动时间，使它不超过生产商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积聚

会同时增长，因为超过一定的界限，利润率低的大资本比利润率高

的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日益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程度时，

又引起利润率重新下降。因此，大量分散的小资本被迫走上冒险的

道路：投机、信用欺诈、股票投机、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实质上总

是指那种利润率的下降不会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的资本——

新形成的资本嫩芽总是这样——的过剩，或者是指那种自己不能

独立行动而以信用形式交给大产业部门的指挥人去支配的资本的

过剩。资本的这种过剩是由引起相对过剩人口的同一些情况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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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而是相对过剩人口的补充现象，虽然二者处在对立的两极

上：一方面是失业的资本，另一方面是失业的工人人口。

因此，资本的生产过剩，——不是个别商品的生产过剩，虽

然资本的生产过剩总是包含着商品的生产过剩，——仅仅是资本

的积累过剩。要了解这种积累过剩究竟是怎么回事（以后还要详

细地研究），必须假定它只是绝对的。资本的生产过剩在什么时候

是绝对的呢？而且生产过剩在什么时候不仅扩展到这个或那个或

两三个重要的生产部门，而且在范围上成为绝对的，即包括一切

生产部门呢？

只要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目的而需要的追加资本＝０，那就会有

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资本增殖，就

是说，是占有剩余劳动，生产剩余价值，利润。因此，只要资本同工

人人口相比已经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既不能延长这些人口所提

供的绝对劳动时间，也不能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后一点在对劳

动的需求相当强烈从而工资有上涨趋势时，本来是不能实现的）；

就是说，只要增加以后的资本同增加以前的资本相比，只生产一样

多甚至更少的剩余价值量，那就会发生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这就

是说，增加以后的资本Ｃ＋ Ｃ同增加 Ｃ以前的资本Ｃ相比，生

产的利润不是更多，甚至更少了。在这两个场合，一般利润率也都

会急剧地和突然地下降，但是这一回是由资本构成的这样一种变

化引起的，这种变化的原因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可变资本货币

价值的提高（由于工资已经提高），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剩余劳动同

必要劳动相比的相对减少。

实际上事情可能是这样：一部分资本全部或部分地闲置下来

（因为它要自行增殖就得先把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排挤出去），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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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资本由于受到失业或半失业的资本的压迫以较低的利润率

来增殖。一部分追加资本是否代替旧资本，而旧资本是否因此算到

追加资本中去，在这里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总是一方面有旧资本

额，另一方面有追加资本额。这一回，利润率的下降会引起利润量

的绝对减少，因为在我们的前提下，所使用的劳动力的量不能增

加，剩余价值率不能提高，因而剩余价值量也不能增加，而且，减少

了的利润量却要按增大了的总资本来计算。——但是，即使就业

的资本继续按原来的利润率来增殖，因而利润量不变，那末，这个

利润量仍然要按增加了的总资本来计算，这也包含着利润率的下

降。如果总资本１０００提供利润１００，在增加到１５００之后同样只提

供１００，那末，在后一场合，１０００就只提供６６２
３。旧资本的增殖已

经绝对减少。在新的条件下，资本１０００所提供的利润并不比以前

资本６６６２
３提供的多。

但是很清楚，不经过斗争，就不可能发生旧资本这种实际上的

贬值，不经过斗争，追加资本 Ｃ也不可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利

润率不是由于资本的生产过剩所引起的竞争而下降。而是相反，因

为利润率的下降和资本的生产过剩产生于同一些情况，所以现在

才会发生竞争斗争。原来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会把他们手中的 Ｃ

部分或多或少地闲置下来，以便使他们的原资本不致贬值，使它在

生产领域中占有的地位不致缩小，或者，他们会使用 Ｃ，以便即

使自己遭受暂时的损失，也能把追加资本的闲置转嫁给新的侵入

者，转嫁给他们的竞争者。

新资本家手中的 Ｃ部分，力图排挤旧资本来取得自己的地

位，而且只要它使一部分旧资本闲置下来，强迫旧资本把旧位置让

给它，使旧资本处于部分就业或完全失业的追加资本的地位，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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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获得了成功。

在任何情况下，一部分旧资本必然会闲置下来，必然会把它必

须执行资本职能并自行增殖的那种资本属性闲置下来。究竟是哪

部分会这样闲置下来，这取决于竞争斗争。在一切都顺利的时候，

正如我们在研究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时已经指出的那样，竞争实

际上表现为资本家阶级的兄弟情谊，使他们按照各自的投资比例，

共同分配共同的赃物。但是，一旦问题不再是分配利润，而是分配

损失，每一个人就力图尽量缩小自己的损失量，而把它推给别人。

对整个阶级来说，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每个资本家要分担多

少，要分担到什么程度，这就取决于力量的大小和狡猾的程度了，

在这种情况下，竞争也就变为敌对的兄弟之间的斗争了。这时，每

个资本家的利益和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之间的对立就显示出来了，

正如以前这两种利益的一致性通过竞争在实际上得到实现一样。

这种冲突怎样再得到解决，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健康的”运动

相适应的关系又怎样再建立起来呢？解决的方法已经包含在这里

所说的要加以解决的那个冲突的表现本身中。这个方法就是：把在

价值上与全部追加资本 Ｃ或其一部分相等的资本闲置下来，甚

至使它部分地毁灭。虽然，正如我们在说明这种冲突时已经指出的

一样，这种损失决不是均衡地分配给各个特殊资本，而是这种损失

的分配决定于竞争斗争：在竞争斗争中，损失将按照特殊的优势或

既得的地位，极不平均地、以极不相同的形式进行分配，结果，一个

资本闲置下来，另一个资本被毁灭，第三个资本只受到相对的损

失，或者只是暂时地贬值，等等。

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平衡都是由于一个或大或小的资本被闲

置下来，甚至被毁灭而得到恢复。这会部分地影响到资本的物质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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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就是说，一部分生产资料即一部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将不执

行资本的职能，不起资本的作用；已经开始生产的一部分企业将会

停工。虽然就这方面来说，时间会对一切生产资料（土地例外）起侵

蚀和毁坏作用，但是在这里，由于职能停滞，生产资料所受到的实

际破坏要大得多。然而这方面的主要影响是：这些生产资料不再起

生产资料的作用；它们作为生产资料的职能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

期内遭到破坏。

遭受主要的并且最严重的破坏的，是具有价值属性的资本，即

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仅仅表现为未来参与剩余价值即利润分配

的凭证的那部分，实际上就是不同形式的对生产的债券，当它预计

的收入减少时，将会立即贬值。现有的一部分金银闲置下来，不再

执行资本的职能。市场上的一部分商品，只有通过它的价格的极大

的下降，即通过它所代表的资本的贬值，才能完成它的流通过程和

再生产过程。同样，固定资本的要素也会或多或少地贬值。此外，

一定的、预定的价格关系是再生产过程的条件，所以，由于价格的

普遍下降，再生产过程就陷入停滞和混乱。这种混乱和停滞，会削

弱货币的那种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并以这些预定的价格关系为基

础的支付手段职能，会在许多地方破坏一定期限内的支付债务的

锁链，而在和资本一同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由此崩溃时，会更加严

重起来，由此引起强烈的严重危机，突然的强制贬值，以及再生产

过程的实际的停滞和混乱，从而引起再生产的实际的缩小。

同时，另一些要素也会起作用。生产的停滞会使工人阶级的一

部分闲置下来，由此使就业的部分处于这样一种境地：他们只好让

工资下降，甚至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这种情况对资本所发生的影

响，就好象在工资保持平均水平而相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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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提高时一样。繁荣时期会使更多的工人结婚，并会减少他们子

女的死亡；这种情形——不管它使人口实际增加多少——并没有

使实际劳动的人口增加，但是会对工人和资本的关系发生这样的

影响，好象实际从事劳动的工人人数已经增加了。另一方面，价格

下降和竞争斗争也会刺激每个资本家采用新的机器、新的改良的

劳动方法、新的结合，来使他的总产品的个别价值下降到它的一般

价值以下，就是说，提高一定量劳动的生产力，降低可变资本和不

变资本的比率，从而把工人游离出来，总之，就是造成人为的过剩

人口。其次，不变资本要素的贬值，本身就是一个会使利润率提高

的要素。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量同可变资本相比相对增加，但是这

个量的价值可能下降。已经发生的生产停滞，为生产在资本主义界

限内以后的扩大准备好了条件。

这样，周期将重新通过。由于职能停滞而贬值的一部分资本，

将重新获得它原有的价值。而且，在生产条件扩大，市场扩大以及

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同样的恶性循环将再次发生。

但是，即使在最极端的假定下，资本的绝对生产过剩，也不是

一般的绝对生产过剩，不是生产资料的绝对生产过剩。它只是在下

面这个意义上说的生产资料的生产过剩，就是说，生产资料应当作

为资本执行职能，从而应当同随着自己的量的增加而增加的价值

成比例地增殖这个价值，生产追加价值。

但是，这终究是生产过剩，因为资本已经不能按照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的“健康的、正常的”发展所需要的剥削程度来剥削劳动，而

这种发展所需要的剥削程度至少要使利润量随着所使用的资本量

的增加而增加，从而使利润率不会在资本增加时按同一程度下降，

更不会比资本的增加更为迅速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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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产过剩，仅仅是指可以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可以用

来按一定剥削程度剥削劳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

——的生产过剩；而这个剥削程度下降到一定点以下，就会引起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混乱和停滞、危机、资本的破坏。资本的这种生

产过剩伴随有相当可观的相对人口过剩，这并不矛盾。使劳动生产

力提高、商品产量增加、市场扩大、资本在量和价值方面加速积累

和利润率降低的同一些情况，也会产生并且不断地产生相对的过

剩人口，即过剩的工人人口，这些人口不能为过剩的资本所使用，

因为他们只能按照很低的劳动剥削程度来使用，或者至少是因为

他们按照一定的剥削程度所提供的利润率已经很低。

如果资本输往国外，那末，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并不是因为

它在国内已经绝对不能使用。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它在国

外能够按更高的利润率来使用。但是，这种资本对就业的工人人口

和这整个国家来说，都是绝对的过剩资本。它是作为绝对的过剩资

本和相对的过剩人口并存的；这是二者同时并存和互为条件的一

个例子。

另一方面，和积累结合在一起的利润率的下降也必然引起竞

争斗争。利润率的下降由利润量的增加得到补偿，这只适用于社会

总资本和地位已经巩固的大资本家。新的、独立执行职能的追加资

本不具备这种补偿条件，它必须争得这种条件，因而是利润率的下

降引起资本之间的竞争斗争，而不是相反。诚然，这种竞争斗争会

引起工资的暂时提高和由此产生的利润率进一步暂时下降。这种

情况也表现为商品的生产过剩和市场商品充斥。因为资本的目的

不是满足需要，而是生产利润，因为资本达到这个目的所用的方

法，是按照生产的规模来决定生产量，而不是相反，所以，在立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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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

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而且，资本是由商品构

成的，因而资本的生产过剩包含商品的生产过剩。由此产生了这样

一种奇怪的现象：否认商品生产过剩的那些经济学家，却承认资本

的生产过剩。如果说，发生的不是一般的生产过剩，而是不同生产

部门之间的不平衡，那末，这仅仅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各个

生产部门之间的平衡表现为由不平衡形成的一个不断的过程，因

为在这里，全部生产的联系是作为盲目的规律强加于生产当事人，

而不是作为由他们的集体的理性所把握、从而受他们支配的规律

来使生产过程服从于他们的共同的控制。其次，这又要求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不发达的国家，按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相适应

的程度来进行消费和生产。如果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

正确的；但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是相对的生产方式，它的

限制不是绝对的，然而对这种生产方式来说，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

础上，则是绝对的。否则，人民群众缺乏的那些商品，怎么会没有需

求呢；为了在国内能支付工人平均程度的必要生活资料，必须到国

外、到远方市场去寻找这种需求，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发生呢？因

为只是在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关系中，剩余产品才具有这样一

种形式：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只有在这种产品对他来说再转化为资

本的时候，才能让这种产品由消费去支配。最后，如果说资本家只

需要在他们之间互相交换和消费商品，那末，这就忘记了资本主义

生产的全部性质，忘记了这里的问题是资本的增殖，而不是资本的

消费。总之，所有否认显而易见的生产过剩现象的意见（它们并不

能阻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以归结为：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不是

一般生产的限制，因而也不是这种独特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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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但是，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

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

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

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

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象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

少了。

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

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首先是在人口中生产出了一个过大

的部分，他们实际上不会劳动，他们由于自己的条件可以靠剥削别

人的劳动来生活，或者靠这样一种劳动来生活，这种劳动只有在可

鄙的生产方式下才能称为劳动。其次，要使全部有劳动能力的人口

在生产效率最大的情况下劳动，就是说，要使他们的绝对劳动时间

能够由于劳动时间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数量和效率而得到缩

短，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很不够。

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

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要

使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所决定的分

配条件和消费关系下实现并再转化为新的资本，就是说，要使这

个过程能够进行下去，不致于不断地发生爆炸，商品就生产得太

多了。

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性的形式上的

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限制表现在：

１．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利润率的下降成为一个规律，这个规

律在某一点上和劳动生产力本身的发展发生最强烈的对抗，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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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不断地通过危机来克服。

２．生产的扩大或缩小，不是取决于生产和社会需要即社会地

发展了的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而是取决于无酬劳动的占有以及

这个无酬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或者按照资本主义的说法，取决于

利润以及这个利润和所使用的资本之比，即一定水平的利润率。因

此，当生产的扩大程度在另一个前提下还远为不足的时候，对资本

主义生产的限制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不是在需要的满足要

求停顿时停顿，而是在利润的生产和实现要求停顿时停顿。

如果利润率下降，那末一方面，资本就紧张起来，个别资本家

就用更好的方法等等，把他的单个商品的个别价值压低到它的社

会平均价值以下，因而在市场价格已定时赚得额外利润；另一方

面，就出现了欺诈，而普遍促进这种欺诈的是狂热地追求新的生产

方法、新的投资、新的冒险，以便取得某种不以一般平均水平为转

移并且高于一般平均水平的额外利润。

利润率即资本的相对增长率，对一切新的独立形成的资本嫩

芽来说，是特别重要的。只要资本的形成仅仅发生在某些可以用利

润量来弥补利润率的极少数现成的大资本手中，使生产活跃的火

焰就会熄灭。生产就会进入睡眠状态。利润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

推动力；那种而且只有那种生产出来能够提供利润的东西才会被

生产出来。英国经济学家对利润率下降的担忧就是由此产生的。单

是这种可能性就使李嘉图感到不安，这正好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生

产条件的深刻理解。有人责难他，说他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不注

意“人”，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牺牲了多少人和资

本价值。这正好是他的学说中出色的地方。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

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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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使李嘉图感到不安的是：利润率，

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积累的条件和动力，会受到生产本身发展的

威胁。而且在这里，数量关系就是一切。实际上，成为基础的还有

某种更为深刻的东西，他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以

纯粹经济学的方式，就是说，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在资本主义理

解力的界限以内，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立场出发，表现出资本主

义生产的限制，它的相对性，即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绝对的生

产方式，而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

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补 充 说 明

因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不同的产业部门极不相等，不仅程

度上不相等，而且方向也往往相反，所以，平均利润（＝剩余价值）

的量必然会大大低于按最进步的产业部门中生产力的发展程度来

推算的水平。不同产业部门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比例极不相同，而且

方向也往往相反，这不仅仅是由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和资产阶级生

产方式的特性产生的。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

这些自然条件所能提供的东西往往随着由社会条件决定的生产率

的提高而相应地减少。因此，在这些不同的部门中就发生了相反的

运动，有的进步了，有的倒退了。例如，我们只要想一想决定大部分

原料数量的季节的影响，森林、煤矿、铁矿的枯竭等等，就明白了。

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即原料等等，就数量来说，和劳动生产力

的提高成比例地不断增加，而固定资本即厂房、机器、照明设备、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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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设备等等却不是这样。虽然机器随着它的体积的增大绝对地变

得更贵了，但它相对地却变得更便宜了。当五个工人生产的商品为

以前的十倍时，固定资本的支出并不因此为以前的十倍；虽然不变

资本中这个部分的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但它远不是按

同一比例增加。关于在利润率的下降上表现出来的不变资本和可

变资本的比率和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在单个商品及其价格上表

现出来的同一比率之间的差别，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过了。

（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加入商品的总劳动时间，即过去劳动的

时间和活劳动的时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劳动的份额

减少，过去劳动的份额增加，但结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减

少；因而，所减少的活劳动要大于所增加的过去劳动。体现在商品

价值中的过去劳动，——不变资本部分，——一部分由固定不变资

本的损耗构成，一部分由全部加入商品的流动不变资本——原料

和辅助材料——构成。来自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部分，必然随着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因为就这些材料来说，这种生产率正

好表现在：它们的价值已经下降。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特

征正好是：不变资本的固定部分大大增加，因而其中由于损耗而转

移到商品中的价值部分也大大增加。一种新的生产方法要证明自

己实际上提高了生产率，就必须使固定资本由于损耗而转移到单

个商品中的追加价值部分小于因活劳动的减少而节约下来的价值

部分，总之，它必须减少商品的价值。即使象个别情况下所发生的

那样，除了固定资本的追加损耗部分以外，还有一个由于原料或辅

助材料的增加或更贵而追加的价值部分加入商品价值的形成中

去，它也不言而喻地必须减少商品的价值。由于活劳动的减少而减

少的价值部分必须抵销一切增加的价值部分而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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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入商品的劳动总量的这种减少，好象是劳动生产力提

高的主要标志，无论在什么社会条件下进行生产都一样。在生产者

按照预定计划调节生产的社会中，甚至在简单的商品生产中，劳动

生产率也无条件地要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

情况又怎样呢？

假定某个资本主义生产部门在下述条件下生产它的商品的标

准件：固定资本的损耗每件为１
２先令或马克；加入每一件的原料和

辅助材料为１７１
２先令；工资为２先令，在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时，

剩余价值为２先令。总价值＝２２先令或马克。为了简便起见，我们

假定，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构成是社会资本的平均构成，从而商品

的生产价格和它的价值是一致的，资本家的利润和所生产的剩余

价值是一致的。这样，商品的成本价格＝ １
２＋１７

１
２＋２＝２０先令，

平均利润率 ２
２０＝１０％，一件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它的价值＝２２先

令或马克。

我们假定发明了一种机器，它使每件商品所需要的活劳动减

少一半，但是由固定资本的损耗所构成的价值部分因此增加了两

倍。于是，情况就变为：损耗＝１１
２先令，原料和辅助材料同以前一

样为１７１
２先令，工资１先令，剩余价值１先令，总计２１先令或马

克。现在商品价值下降１先令；新机器确实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但

是对资本家来说，情况却变为：他的成本价格现在是：损耗１１
２先

令，原料和辅助材料１７１
２先令，工资１先令，总计２０先令，同以前

一样。因为利润率不会由于新机器的采用而立即发生变化，所以，

他一定会在成本价格以上得到１０％，赚得２先令；因此，生产价格

不变＝２２先令，但高于价值１先令。对于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进行

生产的社会来说，商品并没有便宜，新机器也不是什么改良。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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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对采用新机器并没有什么兴趣。并且，因为采用新机器会使

他原有的还没有用坏的机器变得一钱不值，变成一堆废铁，从而使

他受到直接的损失，所以他十分小心谨慎，不做这种对他来说纯属

空想的蠢事。

因此，对资本来说，劳动生产力提高的规律不是无条件适用

的。对资本来说，不是在活劳动一般地得到节约的时候，而是只有

在活劳动中节约下来的有酬部分大于过去劳动的追加部分的时

候，这种生产力才提高了，这一点在本书第一卷第十三章第二节第

４０９３９８页８７已经简略地说明过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这里陷入

了新的矛盾。它的历史使命是无所顾虑地按照几何级数推动人类

劳动的生产率的发展。如果它象这里所说的那样，阻碍生产率的发

展，它就背叛了这个使命。它由此只是再一次证明，它正在衰老，越

来越过时了。｝（３７）

一个独立的工业企业为进行有效的生产所必需的资本的最低

限额，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这种情况在竞争中表现为：只要

新的较贵的生产设备普遍得到采用，较小的资本在将来就会被排

除在这种生产之外。只是在各生产部门机器发明的初期，较小的

资本才能在这些部门独立执行职能。另一方面，象铁路之类的规

模极大的企业，不变资本占的比例异常巨大，它们不提供平均利润

率，只提供它的一部分，即利息。否则，一般利润率就会降得更低。

但是，资本在股份形式上的巨大的结合，在这里也找到了直接的活

（３７） 这几段话放在括号内，因为它们虽然是由手稿的一个注释改写成的，但是

某些说明已经超出了手稿中包含的材料的范围。——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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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场所。

资本的增长，即资本的积累，只是在资本的各个有机组成部分

的比例随着这种增长发生上述变化的时候，才包含着利润率的下

降。但是，尽管生产方式不断地每天发生变革，总资本中这个或那

个或大或小的部分，在一定时期内，会在那些组成部分保持某个既

定的平均比例的基础上继续积累，结果在它们增长的同时，并没有

发生任何有机的变化，因而也没有产生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旧的生

产方法在新方法已经被采用的同时仍然会安然存在，资本在旧生

产方法基础上的这种不断的增大，从而生产在这个基础上的扩大，

又是使利润率下降的程度和社会总资本增长的程度不一致的一个

原因。

尽管投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相对减少，工人的绝对人数仍然

会增加，这并不是在一切生产部门都发生，也不是在一切生产部门

按同等程度发生。在农业中，活劳动要素的减少可以是绝对的。

此外，雇佣工人的人数尽管相对减少，但仍然会绝对增加，这

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需要。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只要不

再需要每天使用劳动力１２—１５小时，劳动力就已经过剩了。只要

生产力的发展，会使工人的绝对人数减少，就是说，只要它实际上

会使整个国家能在较少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全部生产，它就会引

起革命，因为它会断绝大多数人口的活路。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

的特有限制又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财

富的绝对形式，它反而会在一定点上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这种冲

突部分地出现在周期性危机中，这种危机是由于工人人口中这个

或那个部分在他们原来的就业方式上成为过剩所引起的。资本主

义生产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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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无关。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

级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

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

动的。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积累的增长包含着资本积聚的增长。因

此，资本的权力在增长，社会生产条件与实际生产者分离而在资本

家身上人格化的独立过程也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

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它和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

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资本表现为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权

力，这种权力作为物，作为资本家通过这种物取得的权力，与社会

相对立。由资本形成的一般的社会权力和资本家个人对这些社会

生产条件拥有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发展得越来越尖锐，并且包

含着这种关系的解体，因为它同时包含着生产条件向一般的、共同

的、社会的生产条件的转化。这种转化是由生产力在资本主义生产

条件下的发展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方式所决定的。

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不管它的生产效率有多高，或者它使剩余

价值率提高多少，只要它会降低利润率，就没有一个资本家愿意采

用。但每一种这样的新生产方法，都会使商品便宜。因此，资本家最初

会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也许还会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

商品。他会得到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和按照较高的生产费用生产

出来的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他能够这样做，是因为生

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劳动时间大于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时

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他的生产方法比平均水平的社会生产方法优

越。但是竞争会使他的生产方法普遍化，使它服从普遍的规律。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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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利润率就下降，——也许首先就是在这个生产部门下降，然后

与别的生产部门相平衡，——这丝毫不以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

关于这一点，还应当指出，有些生产部门的产品既不直接也不

间接加入工人的消费或加入工人的生活资料的生产条件；因而，有

些生产部门的商品的变得便宜，既不能增加相对剩余价值，也不能

使劳动力便宜，对这些生产部门来说，这同一规律也起支配作用。

（当然，在所有这些部门，不变资本的变得便宜，在对工人的剥削不

变时，会提高利润率。）只要新的生产方法开始推广，因而在实际上

证明这些商品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出来，在旧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工

作的资本家，就必须低于产品的充分的生产价格来出售他们的产

品，因为这种商品的价值已经下降，他们生产这种商品所需要的劳

动时间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总之，——这是竞争的结果，——

他们也必须采用使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已经相对减少的新的

生产方法。

机器的使用会使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便宜，所有造成这种

结果的情况总是会减少单个商品所吸收的劳动量；其次，还会减少

把自己的价值加入单个商品的机器磨损部分。机器磨损得越慢，它

的磨损就越是分配在更多的商品上，机器在它的再生产期限到来

以前所代替的活劳动就越多。在这两种情况下，同可变资本相比，

固定不变资本的量和价值都增加了。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从它的利润中进行积蓄的能

力，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能力在利润率高时就大，在利润率低时就

小；但是在利润率下降时，其他一切条件就不会保持不变…… 在利润率低

时，积累的速度通常会比人口增加的速度快，例如在英国……在利润率高时，

积累的速度通常会比人口增加的速度慢。”例如：波兰、俄国、印度等等。（理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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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政治经济学绪论》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５０—５１页）

琼斯正确地指出：尽管利润率下降，积累的欲望和能力仍然会

增加。第一，由于相对过剩人口增加。第二，由于随着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同一个交换价值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即资本的物质要素

的量会增加。第三，由于生产部门会多样化。第四，由于信用制度、

股份公司等等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结果，即自己不成为产业资

本家，也很容易把货币转化为资本。第五，由于需要和致富欲望的

增长。第六，由于固定资本的巨额投资不断增长，如此等等。

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主要事实：

１．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

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

家的私有财产。这些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社会的受托人，但是他们会

把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装进私囊。

２．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

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取消

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它们取消的。

３．世界市场的形成。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的、与人口相比显得惊人巨大的

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

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

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

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

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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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

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

和货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

第十六章

商品经营资本

商人资本或商业资本分为两个形式或亚种，即商品经营资本

和货币经营资本。现在，我们要在分析资本的核心构造所必需的范

围内，较详细地说明这两种资本的特征。由于现代经济学，甚至它

的最优秀的代表，都直接把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实际上

完全看不到商业资本的特性，我们就更有必要这样做了。

商品资本的运动在第二卷８８已经分析过了。就社会总资本来

说，它的一部分总是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货币，虽然

这部分不断由别的要素构成，甚至数量也在变化；另一部分以货币

７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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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处在市场上，以便转化为商品。社会总资本总是处在这种转化

即这种形态变化的运动中。只要处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这种职

能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特殊职能，并且固定下来，成为

一种由分工给予特殊种类资本家的职能，商品资本就成为商品经

营资本或商业资本。

我们（在第２卷第６章《流通费用》第 和 节中）已经说明，

运输业以及处于可以分配的形式中的商品的保管和分配，应当在

多大程度上看作是流通过程中继续进行的生产过程。商品资本流

通中的这些附带的事项，部分地同商人资本或商品经营资本的独

特的职能混淆在一起；部分地同这种资本的独特的专门职能实际

结合在一起，虽然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商人资本的职能也会以纯

粹的形式出现，也就是说，同上述这些实际的职能相分离而独立存

在。我们的目的是确定这种特殊形态的资本的特征，因此，我们必

须撇开上述这些职能。只要仅仅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特

别是商品经营资本，部分地把上述这些职能同自己的职能结合在

一起，它就还不是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把这些职能排除和

抛掉，我们才会得到这种资本的纯粹形式。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和它作为商品资本

在流通领域内，在市场上所经历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变化分

解为买和卖，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

资本，——形成产业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因而形成产业资

本总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同时我们也知道，资本在它执行流通

资本的这种职能时，同它作为生产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这是同一

资本的两种特殊的、互相区别的存在形式。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不

断地在这一存在形式上作为流通资本处在市场上，不断地处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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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态变化过程中，虽然对任何单个资本来说，它作为商品资本的

存在和它作为商品资本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只是它的连续不断的

生产过程的一个不断消失和不断更新的经过点，一个过渡阶段；虽

然处在市场上的商品资本的各种要素会不断变化，因为它们会不

断地从商品市场上被取走，同样又会不断地作为生产过程的新产

品被投回商品市场。

商品经营资本只是这个不断处在市场上、处在形态变化过程

中并总是局限在流通领域内的流通资本的一部分的转化形式。我

们说一部分，是因为商品的买和卖有一部分是不断地在产业资本

家自身中间直接进行的。在我们的研究中要把这个部分完全撇开，

因为它对于规定商人资本的概念，对于理解商人资本的特殊性质

毫无帮助，另一方面，在第二卷中，我们已经对这个部分作了为我

们的目的所需要作的详尽说明。

商品经营者，作为一般资本家，首先是作为某个货币额的代表

出现在市场上；他作为资本家预付这个货币额，也就是说，他要把

这个货币额从ｘ（这个货币额的原有价值）转化为ｘ＋ｘ ，（这个货

币额加上它的利润）。但是，对他这个不仅是一般资本家，而且特别

是商品经营者来说，不言而喻的是，他的资本最初必须以货币资本

的形式出现在市场上，因为他不生产商品，而只是经营商品，对商

品的运动起中介作用，而要经营商品，他就必须首先购买商品，因

此必须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

假定一个商品经营者有３０００镑，把它当作经营资本来增殖。

他用这３０００镑从麻布厂主那里购买比如说３００００码麻布，每码２

先令。他再把这３００００码麻布卖掉。如果年平均利润率＝１０％，他

在扣除一切杂费之后赚到１０％的年利润，那末，他在年终时就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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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３０００镑转化为３３００镑了。他怎样赚得这笔利润，那是我们以后

才要研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首先要考察的只是他的资本的运动

的形式。他不断地用这３０００镑购买麻布，并且不断地把这些麻布

卖掉；他不断地重复为卖而买这一行为，Ｇ—Ｗ—Ｇ 。这是完全局

限在流通过程中的资本的简单形式，不会因处在这一资本的自身

运动和职能范围以外的生产过程所造成的间歇而中断。

这种商品经营资本同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单纯存在形式的商

品资本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至于麻布厂主，他靠商人的货币实现

了他的麻布的价值，完成了他的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

把他的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

能够把这个货币再转化为麻纱、煤炭、工资等等，另一方面，也转化

为生活资料等等，以花掉他的收入；因此，如果撇开收入的花费不

说，他现在就能够继续进行再生产过程了。

但是，麻布到货币的形态变化，麻布的出售，对他这个麻布生

产者来说，虽然已经发生，然而，对麻布本身来说，还没有发生。麻

布仍旧作为商品资本处在市场上，有待于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

即卖掉。对这批麻布来说，不过是它的所有者改变了。按它本身的

性质来说，按它在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来说，它仍旧是商品资本，是

要出售的商品；只是它现在是在商人手中，而不象以前那样是在生

产者手中。把麻布卖掉的职能，即对麻布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起中

介作用的职能，由商人从生产者手里接过来了，成为商人的特殊业

务了，而以前，这种职能是生产者在完成生产麻布的职能以后要由

自己去完成的。

假定在麻布生产者把另一批价值３０００镑的麻布３００００码投

入市场之前的这段间歇期间里，商人未能把这３００００码麻布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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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不能重新购买麻布，因为在他的仓库里还有３００００码麻布没

有卖出去，这些麻布对他来说还没有再转化为货币资本。于是，停

滞发生了，再生产中断了。当然，麻布生产者可能拥有追加的货币

资本，尽管这３００００码麻布没有卖掉，他也能够把这笔追加的货币

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使生产过程继续进行。但是这个假定丝毫没

有改变问题的实质。只要我们考察的是预付在３００００码麻布上的

资本，那末，这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毕竟是中断了。因此，这里实际

上已经非常清楚地说明，商人的活动只是为了把生产者的商品资

本转化为货币所必须完成的活动，只是对商品资本在流通过程和

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起中介作用的活动。如果专门从事这种卖出

和买进活动的，不是独立的商人，而只是生产者的代理人，那末这

种联系就会立即暴露出来。

因此，商品经营资本无非是生产者的商品资本，这种商品资本

必须经历它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必须在市场上完成它作为商品资

本的职能；不过这种职能已经不是生产者的附带活动，而是一类特

殊资本家即商品经营者的专门活动，它已经作为一种特殊投资的

业务而独立起来。

此外，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商品经营资本的特有流通形式上。商

人购买商品，然后把它卖掉：Ｇ—Ｗ—Ｇ 。在简单的商品流通中，甚

至在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的商品流通Ｗ —Ｇ—Ｗ 中，流

通都是以一个货币两次转手为媒介的。麻布生产者出售他的商品

麻布，把它转化为货币；买者的货币转到了他的手中。他用这个货

币购买麻纱、煤炭、劳动等等，即再一次支出这个货币，以便把麻布

的价值再转化为构成麻布生产要素的商品。他购买的商品和他出

售的商品，不是同一个商品，不是同一种商品。他卖出产品，买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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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但是，商人资本的运动却不是这样。麻布商人用３０００镑

买进３００００码麻布；他把这３００００码麻布卖掉，以便从流通中取回

货币资本（３０００镑加上利润）。因此，这里两次换位的不是同一货

币，而是同一商品；这个商品从卖者手中转到买者手中，又从现在

已经成为卖者的买者手中转到另一个买者手中。这个商品卖了两

次，如果还有一系列商人插在中间，它还可以卖许多次；而且，正是

由于这种反复出售，正是由于同一商品的两次换位，第一个买者才

取回购买商品时预付的货币，这些货币才流回到他手中。在一个场

合Ｗ —Ｇ—Ｗ，同一货币两次换位，使商品在一种形态上被让渡，

而在另一种形态上被占有。在另一个场合Ｇ—Ｗ—Ｇ ，同一商品

两次换位，把预付货币重新从流通中取回。这正好表明，当商品由

生产者手中转到商人手中时，它还没有被最后卖掉；商人只是在继

续进行出售活动，或者说，作为媒介使商品资本继续执行职能。但

是这同时也表明，同一件事情，对生产资本家来说是Ｗ—Ｇ，即他

的资本在商品资本这个暂时形态上的简单职能，对商人来说却是

Ｇ—Ｗ—Ｇ ，即他所预付的货币资本的特殊增殖过程。商品形态变

化的一个阶段，在这里，对商人来说，表现为Ｇ—Ｗ—Ｇ ，因而表

现为一种独特的资本的演化。

商人最终会把商品即麻布卖给消费者，不管是生产消费者（例

如漂白业者），还是把麻布用于私人消费的个人消费者。这样一来，

预付资本（加上利润）就回到商人手中，他就能重新开始活动。如果

在购买麻布时货币只是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商人要在进货后六

个星期才支付，而如果他在到期以前已经把麻布卖掉，那末，他自

己用不着预付货币资本，就能够对麻布生产者实行支付了。如果麻

布没有卖掉，他就必须在到期的时候预付３０００镑，但不是在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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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货的时候立即预付；而且，如果由于市场价格下降，他只好低于

购买价格出售麻布，那末，他就必须用他自己的资本来补偿亏损的

部分。

既然商品经营资本在自行销售的生产者手中显然只是他的资

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上，即停留在流通领域的时候

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形式，那末，是什么情况使商品经营资本具有一

个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性质呢？

第一，是下面这个情况：商品资本是在一个和它的生产者不同

的当事人手中完成它最终转化为货币的过程，即完成它的第一形

态变化，完成它在市场上作为商品资本所固有的职能的；商品资本

的这种职能，是以商人的活动，即商人的买卖行为为媒介的，于是

这种活动就形成一种特别的、与产业资本的其他职能分离的、因而

是独立存在的业务。这是社会分工的一种特殊形式，结果是，一部

分本来要在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里就是流通阶

段）中完这一点，这种特殊业务还决不会表现为一种和处于再生产

过程的产业资本不同的、独立于产业资本之外的特殊资本的职能；

例如，在商品经营只是由产业资本家的推销员或其他直接代理人

进行的地方，它实际上还没有表现为这种职能。因此，还必须有第

二个因素。

第二，这是由于独立的流通当事人即商人在他所处的这个地

位上要预付货币资本（他自有的或借入的）。那个对于处在再生产

过程中的产业资本来说只表现为Ｗ—Ｇ，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

资本或单纯的卖的行为，对商人来说却表现为Ｇ—Ｗ—Ｇ ，即同

一商品的买和卖，因而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回流，这个货币资本在商

人进行购买时离开了他，通过出售又回到他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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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人预付资本向生产者购买商品时对商人来说表现为Ｇ—

Ｗ—Ｇ的行为，总是Ｗ—Ｇ，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总是商

品资本的第一形态变化，虽然对生产者或处于再生产过程的产业

资本来说，这同一个行为可以表现为Ｇ—Ｗ，即货币再转化为商品

（生产资料），或形态变化的第二阶段。对麻布生产者来说，Ｗ—Ｇ

是第一形态变化，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个行为对商人来

说则表现为Ｇ—Ｗ，即他的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资本。如果他现在

把麻布卖给漂白业者，那末，这对漂白业者来说就是Ｇ—Ｗ，即货

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或他的商品资本的第二形态变化；但是对

商人来说，则是Ｗ—Ｇ，出售他所购买的麻布。实际上，麻布厂主生

产的商品资本只是这时才最终卖掉，或者说，商人的这个Ｇ—Ｗ—

Ｇ，对两个生产者之间的Ｗ—Ｇ来说，只是中介过程。或者，我们假

定麻布厂主用卖掉的麻布的一部分价值向麻纱商人购买麻纱，那

末，这对麻布厂主来说是Ｇ—Ｗ。但是对出售麻纱的商人来说，这

是Ｗ—Ｇ，是麻纱的再出售；而对作为商品资本的麻纱本身来说，

这只是它的最终的出售，它由此从流通领域转入消费领域；是

Ｗ—Ｇ，即它的第一形态变化的最终完成。因此，不管商人是向产

业资本家购买东西，还是把东西卖给产业资本家，他的Ｇ—Ｗ—

Ｇ，即商人资本的循环所表示的，对商品资本本身来说，对这个处

在再生产过程的产业资本的过渡形式来说，始终只是Ｗ—Ｇ，只是

它的第一形态变化的完成。商人资本的Ｇ—Ｗ，只有对产业资本家

来说，才同时是Ｗ—Ｇ，但对他所生产的商品资本来说却不是这

样：这只是商品资本从产业家手中转到流通当事人手中；只有商人

资本的Ｗ—Ｇ才是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的最终的Ｗ—Ｇ。Ｇ—

Ｗ—Ｇ只是同一商品资本的两个Ｗ—Ｇ，两次相继的出售，它们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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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这一商品资本的最终的出售起中介作用。

因此，商品资本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形式上取得一种独立资本

的形态，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商人预付货币资本，这种资本之

所以能作为资本自行增殖，能执行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只从事

一种活动，即作为媒介实现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实现它的商品

资本职能，即实现它向货币的转化，而这一点它是通过商品的不

断的买和卖来办到的。这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唯一活动；对产业资

本流通过程起中介作用的这种活动，就是商人使用的货币资本的

唯一职能。通过这种职能，商人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把

他的Ｇ表现为Ｇ—Ｗ—Ｇ ；并且通过同一过程，他把商品资本转

化为商品经营资本。

商品经营资本，只要它以商品资本的形式存在，从社会总资本

的再生产过程来看，显然不过是还处在市场上、处在自己的形态变

化过程中的那部分产业资本，这部分产业资本现在作为商品资本

存在和执行职能。因此，就资本的总再生产过程来说，现在要考察

的只是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是专门用于买卖商品

的，因而只采取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而从来不采取生产资

本的形式，并且总是处在资本的流通领域中。

只要生产者即麻布厂主把他的３００００码麻布卖给商人，得到

了３０００镑，他就会用由此得到的货币购买必要的生产资料，他的

资本就会再进入生产过程；他的生产过程就会继续不断地进行下

去。对他来说，他的商品已经转化为货币。但是我们知道，对麻布

本身来说，这种转化还没有发生。它还没有最终再转化为货币，还

没有作为使用价值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同一商品资本原来

在市场上是由麻布生产者代表的，现在则由麻布商人来代表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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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布生产者来说，形态变化的过程缩短了，但只是要在商人手中继

续进行下去。

如果麻布生产者必须等到他的麻布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商品，

已经转入最后的买者，即生产消费者或个人消费者手中的时候，那

末，他的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或者，为了使再生产过程不致中断，

他就必须限制他的活动，把他的较小部分的麻布转化为麻纱、煤

炭、劳动等等，总之，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而把他的较大部

分的麻布作为货币准备金保存起来，以便在他的资本的一部分作

为商品处在市场上的时候，另一部分能够使生产过程继续进行下

去，因而，在这一部分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时候，那一部分则

以货币形式流回。他的资本的这种分割，不会由于商人的介入而消

除。但是，如果没有商人的介入，流通资本中以货币准备金形式存

在的部分，同以生产资本形式使用的部分相比，必然会不断增大，

与此相适应，再生产的规模就会受到限制。而现在，生产者能够把

他的资本中较大的部分不断地用于真正的生产过程，而把较小的

部分用作货币准备金。

但是这样一来，社会资本的另一个部分，现在就以商人资本的

形式不断地处在流通领域中。这个部分始终只是用来买卖商品。因

此，好象只是握有这种资本的人改变了。

如果商人不是把３０００镑用来购买麻布，以便把它再卖出去，

而是自己把这３０００镑用于生产，那末，社会的生产资本就会增大。

在这种情况下，麻布生产者当然就必须把他的相当大一部分资本

作为货币准备金保存起来；现在已经成为产业资本家的商人也必

须这样做。反之，如果商人仍然是商人，那末，生产者就可以把出售

商品的时间节省下来用于监督生产过程，而商人则必须把他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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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时间用于出售商品。

如果商人资本没有超过它的必要的比例，那就必须承认：

１．由于分工，专门用于买卖的资本（在这里，除了购买商品

的货币以外，还包括在经营商业所必要的劳动方面和在商人的不

变资本即仓库、运输等等方面必须支出的货币），小于产业资本

家在必须亲自从事他的企业的全部商业活动时所需要的这种资

本。

２．因为商人专门从事这种业务，所以，不仅生产者可以把他的

商品较早地转化为货币，而且商品资本本身也会比它处在生产者

手中的时候更快地完成它的形态变化。

３．就全部商人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来看，商人资本的一次

周转，不仅可以代表一个生产部门许多资本的周转，而且可以代

表不同生产部门若干资本的周转。前一种情况是，在例如麻布商

人用他的３０００镑购买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以后，在这

个生产者再把同量商品投入市场以前，他又去购买另一个或几个

麻布生产者的产品并再把它卖掉，这样也就对同一生产部门中的

不同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后一种情况是，在商人例如把麻布

卖掉之后，现在买进生丝，从而对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周转

起中介作用。

总的来说必须指出：产业资本的周转，不仅受流通时间的限

制，而且也受生产时间的限制。只经营某一种商品的商人资本的

周转，不是受一个产业资本的周转的限制，而是受同一生产部门

的一切产业资本的周转的限制。在商人购买一个生产者的麻布并

把它卖掉以后，他可以在这个生产者再把商品投入市场以前，购

买另一个生产者的麻布，并把它卖掉。因此，同一商人资本，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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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依次对投入一个生产部门的各个资本的不同周转起中介作用；

所以，它的周转和单个产业资本的周转不是一回事，因而它不只是

代替这一单个产业资本家必须保存在手边的货币准备金。一个生

产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自然要受这个生产部门的总生产的限

制。但是，它不受该部门的单个资本的生产范围的限制，或单个资

本由生产时间决定的周转时间的限制。假定Ａ提供一种商品，它

需要三个月才能生产出来。当商人比如说在一个月内买进这个商

品并且把它卖出以后，他可以向另一个生产者购买同一种产品并

把它卖掉。或者，比如说在他卖掉一个租地农场主的谷物以后，他

可以用同一货币购买第二个租地农场主的谷物并把它卖掉，等等。

他的资本的周转受他在一定时间内，比如说一年内，能够依次买进

和卖出的谷物总量的限制，而租地农场主资本的周转，撇开流通时

间不说，则要受为期一年的生产时间的限制。

同一商人资本的周转，还可以同样有效地对不同生产部门的

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用。

只要同一商人资本，在不同的周转中用来使各个不同的商品

资本相继转化为货币，即依次把它们买进和卖出，它作为货币资本

对商品资本完成的职能，就和货币通过它在一定时期内的多次流

通对商品完成的职能相同。

商人资本的周转，与一个同样大小的产业资本的周转或一次

再生产，是不同的；相反地，它同若干个这种资本的周转的总和相

等，而不管这种资本是属于同一生产部门还是属于不同生产部门。

商人资本周转得越快，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小；

商人资本周转得越慢，总货币资本中充当商人资本的部分就越大。

生产越不发达，商人资本的总额，同投入流通的商品的总额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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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大；但是绝对地说，或者同比较发达的状态相比，就越小。反过

来，情况也就相反。因此，在这种不发达的状态下，真正的货币资本

大部分掌握在商人手中，这样一来，商人的财产在其他人的财产面

前形成货币财产。

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流通速度取决于：１．生产过程更新的

速度和不同生产过程互相衔接的速度；２．消费的速度。

商人资本仅仅为了完成上述周转，不需要按自己的全部价值

量先买进商品，然后再把它卖掉。商人可以同时完成这两种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商品资本构成，另

一部分由货币资本构成。他在这里买东西，从而把他的货币转化为

商品。他在那里卖东西，从而把另一部分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一

方面，他的资本会作为货币资本流回他手中，另一方面，商品资本

流到他手中。以一种形式存在的部分越大，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的部

分就越小。二者互相交替，互相平衡。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应

用和由此发展起来的信用制度，同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应用结合

在一起，那末，商人资本的货币资本部分同这个商人资本完成的交

易额相比，就会更加减少。如果我购买了价值１０００镑的葡萄酒，支

付期是三个月，在三个月期满以前，我已经按现金交易把葡萄酒卖

掉了，那末，进行这笔交易就一文钱也没有预付。在这个场合也非

常清楚，在这里充当商人资本的货币资本，无非是以货币资本的形

式存在、以货币的形式处在流回过程中的产业资本本身。（至于以

三个月为支付期出售价值１０００镑的商品的生产者，可以把票据即

债券拿到银行家那里去贴现，这不会使问题有任何变化，并且同商

品经营者的资本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商品的市场价格在这个期间

比如说下降１
１０，商人就不仅得不到利润，而且只能收回２７００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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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３０００镑。为了支付，他必须添进３００镑。这３００镑只是执行

准备金的职能，用来平衡价格差额。但是，这种情况也适用于生

产者。如果生产者自己按降低了的价格出售产品，那末，他同样

会损失３００镑，在没有准备资本的情况下，他就不能按原有规模

重新开始生产。

麻布商人用３０００镑向工厂主购买麻布；工厂主从这３０００镑

中比如说拿出２０００镑购买麻纱；他是向麻纱商人购买这些麻纱

的。工厂主付给麻纱商人的货币不是麻布商人的货币；因为麻布

商人已经用这些货币得到了等额价值的商品。这是工厂主自己的

资本的货币形式。这２０００镑在麻纱商人手中现在表现为流回的货

币资本；但是这２０００镑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流回的货币资本，在

多大程度上同作为麻布所抛弃的货币形式和麻纱所取得的货币形

式的那２０００镑相区别呢？如果麻纱商人是赊购的，并在支付期满

以前按现金交易把商品卖掉，那末，在这２０００镑中就丝毫没有包

含同产业资本本身在它的循环过程中采取的货币形式相区别的商

人资本。如果商品经营资本不是以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的形态处

在商人手中的产业资本的单纯形式，那它就无非是属于商人自己

的并且在商品的买卖中流转的那部分货币资本。这部分货币资本

以缩小的规模代表着为生产而预付的资本中必须作为货币准备金

和购买手段不断处在产业家手中，并且不断作为他们的货币资本

来流通的部分。这个部分现在以缩小的规模处在商业资本家手中，

并且本身不断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如果撇开作为收入来花费

的部分不说，它是总资本中那个必须不断作为购买手段在市场上

流通，以便再生产过程继续进行的部分。而再生产过程进行得越迅

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越发展，也就是说，信用制度越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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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部分同总资本相比就越小。
（３８）

商人资本不外是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流通过程是

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不生产任何价值，

因而也不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只是同一价值量发

生了形式变化。事实上不过是发生了商品的形态变化，这种形态

变化本身同价值创造或价值变化毫无关系。如果生产的商品在出

售时实现了剩余价值，那是因为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于该商品中；因

此，在第二个行为，即货币资本同商品（各种生产要素）的再交换

中，买者也不会实现任何剩余价值，只是在这里通过货币同生产资

料和劳动力的交换，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了准备。相反地，既然这

（３８） 为了能把商人资本归入生产资本，拉姆赛把它和运输业混为一谈了，并把

商业叫作“商品从一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的运输”。（《论财富的分配》第１９页）在维里

（《政治经济学研究》第４节［第３２页］）和萨伊（《论政治经济学》第１卷第１４、１５页）那

里，已经有同样的混淆。——赛·菲·纽曼在《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安多佛和纽

约版）中说：“在社会的现有经济制度中，居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商人的真正业务，

是把资本预付给前者，并得到产品作为报酬，然后把这个产品交给后者，由此把资本收

回。这种交易既便利了社会的经济过程，也会把价值加入它所经营的产品。”（第１７４

页）这样，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因为商人的介入而节省了金钱和时间。这种服务需要预付

资本和劳动，并且必须给予报酬，“因为它把价值加入产品；因为同一些产品在消费者

手中比在生产者手中有更多的价值。”因此，他完全和萨伊先生一样，认为商业“严格地

说是一种生产行为”（第１７５页）。纽曼的这种见解是根本错误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在

消费者手中比在生产者手中大，是因为它只有在消费者手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商品的

使用价值，只有在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以后，才能实现，才能发挥作用。它在生产者手中

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但是，谁也不会为一个商品支付两次：先支付它的交换价值，

然后又额外地支付它的使用价值。只要我支付了它的交换价值，我就占有了它的使用

价值。至于商品是从生产者手里还是从中间商人手里转移到消费者手里去的，这个情

况丝毫也不会增加商品的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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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形态变化要花费流通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根本不生产

东西，因而也不生产剩余价值，——这个时间就会限制价值的创

造，表现为利润率的剩余价值会正好和流通时间的长短成反比。因

此，商人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说，它不直接

创造它们。但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它就能间接地有助

于产业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既然它有助于市场的扩

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使资本能够按更大的

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就会提高产业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产业

资本的积累。既然它会缩短流通时间，它就会提高剩余价值和预

付资本的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既然它会把资本的一个较小

部分作为货币资本束缚在流通领域中，它就会扩大直接用于生产

的那部分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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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商 业 利 润

  我们已经在第二卷８９看到，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纯粹职

能，——产业资本家首先为了实现他的商品的价值，其次为了把这

个价值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所必须进行的活动，对商品资本

的形态变化Ｗ —Ｇ—Ｗ 起中介作用的活动，也就是卖和买的行

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相反，那里已经说明，

为此所需要的时间，客观上对商品来说，主观上对资本家来说，都

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形成界限。关于商品资本自身的形态变

化所说的话，当然不会因为商品资本的一部分取得商品经营资本

的形态而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因为对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起中

介作用的活动表现为特殊种类资本家的特殊业务，或表现为一部

分货币资本的专门职能，而发生任何变化。如果商品的卖和

买，—— 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Ｗ —Ｇ—Ｗ 总是归结为这种行

为，——是由产业资本家自己进行的、不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的活

动，那末它们也不可能因为由别的人而不是由产业资本家来完成，

就成为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活动。其次，如果社会总资本的一部

分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可供支配，以便再生产过程不致为流通

过程所中断，能继续进行，而这部分货币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

不创造剩余价值，那末，即使它不是由产业资本家，而是由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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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资本家为完成同样的职能不断投入流通中去，它也不能由此获

得这种属性。至于商人资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起间接生产的作用，

这个问题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以后还要作进一步的说明。

可见，商品经营资本，——撇开各种各样可能与此有关的职

能，如保管、运送、运输、分类、散装等，只说它的真正的为卖

而买的职能，——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它只是对

它们的实现起中介作用，因而同时也对商品的实际交换，对商品

从一个人手里到另一个人手里的转让，对社会的物质变换起中介

作用。但是，因为产业资本的流通阶段，和生产一样，形成再生

产过程的一个阶段，所以在流通过程中独立地执行职能的资本，也

必须和在不同生产部门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一样，提供年平均利润。

如果商人资本比产业资本提供百分比更高的平均利润，那末，一

部分产业资本就会转化为商人资本。如果商人资本提供更低的平

均利润，那末就会发生相反的过程。一部分商人资本就会转化为

产业资本。没有哪一种资本比商人资本更容易改变自己的用途，更

容易改变自己的职能了。

因为商人资本本身不生产剩余价值，所以很清楚，以平均利润

的形式归商人资本所有的剩余价值，只是总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剩

余价值的一部分。但是现在问题在于：商人资本怎样从生产资本所

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中获得归它所有的那一部分呢？

认为商业利润是单纯的加价，是商品价格在名义上高于它的

价值的结果，这不过是一种假象。

很清楚，商人只能从他所出售的商品的价格中获得他的利润，

更清楚的是，他出售商品时赚到的这个利润，必然等于商品的购买

价格和它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必然等于后者超过前者的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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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在买进以后卖出以前可能会有追加费用（流通费用）加入

商品，同样也可能没有这种费用加入商品。如果有这种费用加入，

那就很清楚，出售价格超过购买价格的余额，就不只是代表利润

了。为了使我们的研究简便起见，我们先假定，没有任何这种费

用加入。

就产业资本家来说，他的商品的出售价格和购买价格之间的

差额，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和它的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或者，就

社会总资本来看，那就等于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使资本家耗费的成

本价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差额又归结为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总量

超过物化在商品中的有酬劳动量的差额。产业资本家购买的各种

商品，在重新作为可以出售的商品再投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生

产过程。商品价格中后来作为利润实现的组成部分，只是在生产

过程中才生产出来的。商品经营者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只有当商

品处在它的流通过程中的时候，它才在商品经营者手里。他只是

继续进行已经由生产资本家开始的商品的出售，即商品价格的实

现，因此，不会让商品经历任何能够重新吸收剩余价值的中间过

程。产业资本家只是在流通中实现在此之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剩余

价值或利润，相反地，商人不仅要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来实现他

的利润，而且要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才获得他的利润。这一点看

来只有按下述方式才能做到：商人把产业资本家按商品生产价格，

或者就全部商品资本来看，按商品价值卖给他的商品，高于它的生

产价格出售，即对商品价格实行名义上的加价，因而，就全部商品

资本来看，也就是高于它的价值出售，并且把商品的名义价值超过

它的实际价值的这个余额攫为己有；一句话，就是商品卖得比它的

原价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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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加价的形式是很容易理解的。例如，１码麻布值２先令。

如果我要从再出售中获得１０％的利润，我就必须加价 １
１０，也就是，

按每码２先令２２
５便士出售。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实际生产价格和

它的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２２
５便士。这就是２先令的１０％的利

润。这样，我卖给买者１码麻布的价格，实际上是１１
１０码麻布的价

格。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我按２先令卖给买者的麻布只有１０１１

码，而把１
１１码为自己留下来了。事实上，如果每码麻布的价格按２

先令２２
５便士计算，我可以用２

２
５便士买回

１
１１码麻布。因此，这不

过是一条迂回的道路，目的在于通过商品价格的名义上的提高，来

分享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

这就是从现象上最初表现出来的情形：商业利润通过商品加

价而实现。其实，认为利润来自商品价格的名义上的提高或商品高

于它的价值出售这整个看法，是由对商业资本的观察产生的。

但是，只要仔细考察一下，马上就可以看出，这不过是假象。假

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商业利润就不是

以这个方式实现的。（在这里，我们谈的始终只是平均的情况，而不

是个别的情况。）为什么我们假定，商品经营者只有高于商品生产

价格比如说１０％出售商品，才能在他的商品上实现１０％的利润

呢？因为我们已经假定，这种商品的生产者，产业资本家（作为产业

资本的人格化，对外界来说，他总是作为“生产者”出现）是按商

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人的。如果商品经营者支付的商品购

买价格等于它的生产价格，归根到底，也就是等于它的价值，以

致商品的生产价格，归根到底，也就是商品的价值，对商人来说

代表成本价格，那末，商人的出售价格超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余

额，——只有这个差额才是他的利润的源泉，——事实上就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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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商品的商业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因此，归根到底，商

人是高于商品价值出售一切商品的。但是，为什么假定产业资本

家是按商品的生产价格把商品卖给商人的呢？或者不如说，这个

假定是以什么为前提的呢？这就是：商业资本（在这里，我们还

只是把它看作商品经营资本）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在阐明

一般利润率时，我们必须从这个前提出发，第一，因为商业资本

本身，那时对我们来说还不存在；第二，因为平均利润，从而一

般利润率，首先必须作为不同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实际生产的利

润或剩余价值的平均化来说明。但是，说到商人资本，我们考察

的却是一种不参加利润生产而只分享利润的资本。所以，现在必

须对以前的说明进行补充。

假定一年中预付的总产业资本＝７２０ｃ＋１８０ｖ＝９００（比如说以

百万镑为单位），ｍ＝１００％。因而产品＝７２０ｃ＋１８０ｖ＋１８０ｍ。然

后我们把这个产品或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叫作Ｗ，它的价值或生

产价格（因为就全部商品来说，二者是一致的）就＝１０８０，总资本

９００的利润率＝２０％。按照前面的阐述，这个２０％是平均利润率，

因为在这里剩余价值不是根据这个或那个具有特殊构成的资本计

算的，而是根据具有平均构成的总产业资本计算的。因而Ｗ＝

１０８０，利润率＝２０％。现在我们假定，在这９００镑产业资本之外，还

有１００镑商人资本加入，它要按照自己大小的比例从利润中分得

和产业资本相同的份额。按照假定，它是总资本１０００中的１
１０。因

此，它从全部剩余价值１８０中分得 １
１０；也就是按１８％的比率获得

一笔利润。因此，留下来要在其余９
１０的总资本中进行分配的利润

实际上只有１６２，对资本９００来说也是１８％。因此，产业资本９００

的所有者把Ｗ 卖给商品经营者的价格＝７２０ｃ＋１８０ｖ＋１６２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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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２。因此，如果商人对他的资本１００加上１８％的平均利润，他就

是按照１０６２＋１８＝１０８０，也就是按照商品的生产价格来出售商

品，或者就全部商品资本来看，也就是按照商品的价值来出售商

品，虽然他的利润只是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才获得的，只是由于

他的出售价格超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余额才获得的。不过，他还是没

有高于商品的价值或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而正是因为

他是低于商品的价值或低于商品的生产价格从产业资本家那里购

买商品的。

因此，商人资本会按照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参加决定一

般利润率。拿上述例子来说，平均利润率＝１８％，所以，如果不是总

资本中有１
１０是商人资本，由此使一般利润率降低了

１
１０，那末一般利

润率就会＝２０％。这样一来，关于生产价格也就出现一个更确切的

有限制的规定。我们仍然要把生产价格理解为商品的价格，即＝商

品的成本（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的价值）＋平均利

润。但是，这个平均利润现在是由另外的方法决定的。它是由总生

产资本所生产的总利润决定的；但不是按这个总生产资本来计算

的，而是按总生产资本＋商业资本来计算的。在前一个场合，如果

总生产资本如上所述＝９００，利润＝１８０，平均利润率就会＝１８０
９００＝

２０％；在后一个场合，如果生产资本为９００，商业资本为１００，平均

利润率就＝ １８０
１０００＝１８％。因此，生产价格＝ｋ（成本）＋１８，而不是＝ｋ

＋２０。在平均利润率中，总利润中归商业资本所有的部分已经计算

在内了。因此，全部商品资本的实际价值或实际生产价格＝ｋ＋ｐ

＋ｈ（在这里，ｈ代表商业利润）。所以，生产价格，或者说产业资本

家本人出售商品的价格，小于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或者，就全部

商品来看，产业资本家阶级出售全部商品的价格，小于这全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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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这样，拿上述例子来说，９００（成本）＋９００的１８％，即９００

＋１６２＝１０６２。现在商人把他只耗费１００的商品，按１１８出售，他当

然增加了１８％的加价；但是，因为他用１００买来的商品本来值

１１８，所以他并没有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售。我们以后要在这个刚刚

阐明的更确切的意义上使用生产价格这个名词。很清楚，产业资本

家的利润等于商品的生产价格超过它的成本价格的余额，和这种

产业利润不同，商业利润等于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

的余额；这个生产价格对商人来说就是商品的购买价格；但是，商

品的实际价格＝商品的生产价格＋商业利润。正象产业资本之所

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利润作为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的价

值中一样，商业资本之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产业资本在商品

的价格中实现的并非全部的剩余价值或利润。（３９）因此，商人的出

售价格之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出售价格高于总价值，而

是因为购买价格低于总价值。

可见，商人资本虽然不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但参加剩余价

值到平均利润的平均化。因此，一般利润率已经意味着从剩余价

值中扣除了属于商人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对产业资本的利润

作了一种扣除。

根据以上所说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１．同产业资本相比，商人资本越大，产业利润率就越小。反过

来，情况也就相反。

２．如果象第一篇已经说明的那样，利润率总是表现为一个小

于实际剩余价值率的比率，也就是说，总是把劳动的剥削程度表现

（３９） 约翰·贝勒斯。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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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太小，如以上述７２０ｃ＋１８０ｖ＋１８０ｍ的情况为例，一个１００％的

剩余价值率仅仅表现为一个２０％的利润率，那末，既然平均利润

率本身在商人资本应得的份额计算进来时表现得更小，在这里，是

１８％，而不是２０％，这个比率就相差得更大。因此，直接从事剥削

的资本家的平均利润率所表现的利润率小于实际的利润率。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商人资本的相对量，是和它的周转速

度成反比的，因此，也是和再生产过程本身的活力成反比的（但在

这里，零售商人的资本作为一种杂种，是一个例外）。在科学分析的

进程中，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是从产业资本和它们之间的竞争出发

的，后来由于商人资本的介入才得到校正、补充和改变。在历史发

展的进程中，情况却正好相反。使商品价格最先或多或少由商品的

价值决定的，是商业资本，而一般利润率最先形成的领域，是对再

生产过程起中介作用的流通领域。起初商业利润决定产业利润。只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生产者自己变成商人之后，商业利润

才被归结为全部剩余价值中属于商业资本——它是社会再生产过

程中使用的总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的一部分。

在由于商人资本参加进来而得到补充的利润的平均化中，我

们已经看到，商人预付的货币资本没有在商品的价值中加入任何

追加的要素；商人借以获得利润的加价，只等于商品价值中没有被

生产资本计算到商品的生产价格中去的部分，即它放弃的部分。这

个货币资本的情况，和产业资本家的固定资本的情况相同，既然它

没有被消耗，因此它的价值也就不会成为商品的价值要素。就是

说，商人按照商品资本的购买价格，用货币来补偿商品资本的生产

价格，＝Ｇ。他出售的价格，如上所说，＝Ｇ＋ Ｇ。 Ｇ表示由一般

利润率决定的商品价格增加额。因此，如果他把商品卖掉了，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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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回到他手中的，除了 Ｇ之外，还有他购买商品时预付的原有的

货币资本。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他的货币资本无非是产业资本家

的转化为货币资本的商品资本。如果这个商品资本不是卖给商人，

而是直接卖给最后消费者，那也不会影响这个商品资本的价值量。

事实上，商人的货币资本不过是把最后消费者的支付提前了。但是

这里所说的，只有在我们以前假定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商人不花

任何费用，或者说，他除了向生产者购买商品而必须预付货币资本

以外，无须在商品的形态变化过程中，在买卖的过程中，预付任何

别的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可是正如我们在考察流通费用时（第２

卷第６章）看到的，事实并不是这样。这些流通费用，一部分是商人

要从别的流通当事人那里收回的费用，一部分则是直接从他的特

有业务中产生的费用。

不管这些流通费用属于什么种类，不管它们是从纯粹的商人

业务本身中产生的，因而属于商人的特有的流通费用，还是代表那

种因为在流通过程中有生产过程（如运送、运输、保管等等）补充进

来而产生的费用，它们总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前提：商人除了为购买

商品而预付的货币资本以外，总是还要预付一个追加的资本，用来

购买和支付这种流通手段。如果这个成本要素是由流动资本构成

的，它就全部作为追加要素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如果这个成本要

素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它就按照自己损耗的程度，作为追加要素

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不过，这样一个要素，即使它和纯粹的商业

流通费用一样，不会形成商品价值的实际追加，也会形成一个名义

上的价值。但是，这整个追加资本不管是流动的还是固定的，都会

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形成。

纯粹的商业流通费用（因而运送、运输、保管等费用除外），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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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实现商品的价值、使之由商品转化为货币或由货币转化为商

品、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所必需的费用。在这里，我们把那些会

在流通行为中继续进行的并且可以和商人业务完全分开的生产过

程撇开不说。正象例如真正的运输业和运送业事实上可以是而且

是和商业完全不同的产业部门一样，待买和待卖的商品也可以堆

在码头或别的公共场所，由此引起的费用，如果必须由商人预付，

会由第三者记在商人账上。这一切都会在真正的批发商业中发生。

在批发商业中，商人资本以最纯粹的形式出现，最少同其他职能交

织在一起。运输业者、铁路经营者、船主，都不是“商人”。我们在这

里考察的费用，是指买卖方面的费用。以前已经指出，这种费用归

结为计算、簿记、市场、通讯等方面的开支。为此必需的不变资本包

括事务所、纸张、邮资等。另外一些费用则归结为可变资本，这是为

雇用商业上的雇佣工人而预付的。（运送费用和运输费用，关税的

预付等等，部分地可以这样看待：它们好象是商人在购买商品时预

付的，因此，对商人说来，它们会加入购买价格。）

所有这些费用都不是在生产商品的使用价值时花费的，而是

在实现商品的价值时花费的；它们是纯粹的流通费用。它们不加

入直接的生产过程，但是加入流通过程，因而加入再生产的总过

程。

在这些费用中，我们在这里唯一感兴趣的部分，是花费在可变

资本上的那部分。（此外，还应当研究：第一，只有必要劳动才加入

商品价值这个规律，怎样适用于流通过程；第二，积累在商人资本

上是怎样表现的；第三，商人资本在实际的社会总再生产过程中是

怎样执行职能的。）

这些费用是从产品作为商品的经济形式中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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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产业资本家自己互相直接出售商品时损失的劳动时

间，——从客观上说，也就是商品的流通时间，——根本不会给这

些商品加进任何价值，那末，很清楚，这种劳动时间决不会因为由

商人来花费而不是由产业资本家来花费，就获得另一种性质。由商

品（产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生产资料）的转化，是产业资本

的必要职能，因而是资本家——他事实上只是人格化的具有自己

的意识和意志的资本——的必要活动。但是这种职能既不会增加

价值，也不会创造剩余价值。当商人进行这些活动时，或者说，当商

人在生产资本家不再执行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职能以后，继续执

行这种职能时，他只是代替了产业资本家。这些活动所花费的劳动

时间，是用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活动上的，但它不会加进任

何价值。如果商人不去完成这些活动（因而也不花费这些活动所需

要的劳动时间），他就不会作为产业资本的流通代理人来使用他的

资本，也不会继续执行产业资本家的已经中断的职能，因此也就

不会作为资本家，按照他所预付的资本的比例，分享产业资本家

阶级所生产的利润量。商业资本家为了分享剩余价值量，使自己

预付的货币作为资本增殖，无须使用雇佣工人。如果他的业务和

资本都很小，他自己也许就是他所使用的唯一工人。他得到的报

酬，就是由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产

生的那部分利润。

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商人预付的资本量很小，他实现的利润

可能丝毫不比一个报酬比较优厚的熟练雇佣工人的工资多，甚至

可能比这种工人的工资少。事实上，同商人一起执行职能的，还

有产业资本家的直接商业代理人，如采购员、推销员、跑街，他

们的收入同商人一样多，或者比商人还多，收入的形式或者是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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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或者是对每次出售所获得的利润的分红（佣金，分成）。在第

一个场合，商人作为独立的资本家，获得商业利润；在第二个场合，

一部分利润，作为工资，或者作为产业资本家的利润中相应的份

额，支付给办事员，即产业资本家的雇佣工人，他的直接代理人，而

雇主自己在这个场合既把产业利润也把商业利润装入腰包。但是，

尽管流通代理人自己的收入可能表现为纯粹的工资，即他所完成

的劳动的报酬，尽管在这种收入不是以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地方，

他的利润量可能只相当于报酬比较优厚的工人的工资，在所有这

些场合，他的收入都只是来源于商业利润。这是因为，他的劳动不

是创造价值的劳动。

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流通行为的延长意味着：１．他的个人时间

会受到损失，因为这会妨碍他作为生产过程本身的管理者去执行

自己的职能；２．他的产品会更久地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停留在

流通过程中，在这个过程中，产品的价值不会增殖，并且直接的生

产过程会中断。要使直接的生产过程不被中断，或者就必须限制生

产，或者就要预付追加的货币资本，以便生产过程不断按同一规模

继续进行。这在每一次都会造成如下的结果，或者使原来的资本只

取得较少的利润，或者必须预付追加的货币资本，以便取得原来的

利润。即使商人代替了产业资本家，这一切仍然不变。这时，不

是产业资本家把追加的时间花在流通过程中，而是商人把追加的

时间花在流通过程中；不是产业资本家为流通预付追加的资本，而

是商人预付追加的资本。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不是产业资

本的一个相当大的部分不断在流通过程中流转，而是商人的资本

完全束缚在流通过程中；不是产业资本家生产的利润少了，而是

他必须把他的利润的一部分完全让给商人。只要商人资本限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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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限度以内，差别就只是在于：由于资本职能的这种划分，专门

用在流通过程上的时间减少了，为流通过程预付的追加资本减少

了，而且总利润中以商业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损失也比在没有

这种划分的情况下减少了。拿我们上述７２０ｃ＋１８０ｖ＋１８０ｍ的例

子来说，如果在存在一个商人资本１００的时候，给产业资本家带来

的利润是１６２或１８％，因此利润减少了１８，那末，在没有这种独立

的商人资本的时候，必要的追加资本也许会是２００，因此，产业资

本家的预付总额不是９００，而是１１００了，这样，按剩余价值１８０计

算，利润率只是１６４
１１％。

如果产业资本家同时又是自己的商人，他除了预付追加资本，

以便在他的处在流通中的产品再转化为货币以前购买新的商品，

还要预付资本（事务所费用和商业工人的工资），以便实现他的商

品资本的价值，也就是为流通过程预付资本，那末，这些支出固然

会形成追加资本，但不会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它们必须从商品的价

值中得到补偿；这些商品的一部分价值必须再转化为这种流通费

用；但由此不会形成任何追加的剩余价值。就社会总资本来看，这

事实上无非就是说，总资本的一部分是那些不加入价值增殖过程

的次要活动所需要的，并且社会资本的这个部分，必须为这些目的

而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对单个资本家和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来说，

利润率会因此减少。这个结果，在每一次需要加进追加资本，以便

推动同量可变资本的时候都会出现。

如果这种和流通业务本身有关的追加费用由商业资本家替产

业资本家担负起来，利润率的这种减少也会发生，不过程度较小

了，方法也不同了。现在，情况是这样：同没有这种费用时需要预付

的资本相比，商人要预付更多的资本；这种追加资本的利润，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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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商业利润总额，因此，会有更多的商人资本同产业资本一起参加

平均利润率的平均化，也就是说，平均利润会下降。拿我们上述的

例子来说，如果在商人资本１００之外，还要为所说的各种费用预付

追加资本５０，那末，全部剩余价值１８０现在就要按照生产资本９００

加上商人资本１５０，总共是１０５０来分配了。因此平均利润率会下

降到１７１
７％。产业资本家按照９００＋１５４

２
７＝１０５４

２
７的价格把商

品卖给商人，商人再按照１１３０的价格（即１０８０＋５０的费用，这

是他必须再收回的）把商品卖掉。此外，必须承认，随着商人资

本和产业资本的划分，会同时出现商业费用的集中，从而商业费

用的减少。

现在要问：商业资本家即这里所说的商品经营者所雇用的商

业雇佣工人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从一方面说，一个这样的商业工人，和别的工人一样，是雇

佣工人。第一，因为这种劳动是用商人的可变资本，而不是用作为

收入来花费的货币购买的；因此，购买这种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

替私人服务，而是为了使预付在这上面的资本自行增殖。第二，因

为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从而他的工资，也和一切其他雇佣工人的情

况一样，是由他那种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和再生产费用决定的，而不

是由他的劳动的产物决定的。

但是，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之间，从而产业资本家和商人之间

的差别，必然会在商业工人和产业资本直接雇用的工人之间发生。

因为商人作为单纯的流通当事人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

值（因为他由自己的费用加到商品上的追加价值，不过是原先已有

的价值的追加，尽管这里还有一个问题：他究竟怎样保持和保存他

的不变资本的这个价值？），所以，他雇用的执行同样职能的商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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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流通过程上的时间减少了，为流通过程预付的追加资本减少

了，而且总利润中以商业利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损失也比在没有

这种划分的情况下减少了。拿我们上述７２０ｃ＋１８０ｖ＋１８０ｍ的例

子来说，如果在存在一个商人资本１００的时候，给产业资本家带来

的利润是１６２或１８％，因此利润减少了１８，那末，在没有这种独立

的商人资本的时候，必要的追加资本也许会是２００，因此，产业资

本家的预付总额不是９００，而是１１００了，这样，按剩余价值１８０计

算，利润率只是１６４
１１％。

如果产业资本家同时又是自己的商人，他除了预付追加资本，

以便在他的处在流通中的产品再转化为货币以前购买新的商品，

还要预付资本（事务所费用和商业工人的工资），以便实现他的商

品资本的价值，也就是为流通过程预付资本，那末，这些支出固然

会形成追加资本，但不会生产任何剩余价值。它们必须从商品的价

值中得到补偿；这些商品的一部分价值必须再转化为这种流通费

用；但由此不会形成任何追加的剩余价值。就社会总资本来看，这

事实上无非就是说，总资本的一部分是那些不加入价值增殖过程

的次要活动所需要的，并且社会资本的这个部分，必须为这些目的

而不断地再生产出来。对单个资本家和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来说，

利润率会因此减少。这个结果，在每一次需要加进追加资本，以便

推动同量可变资本的时候都会出现。

如果这种和流通业务本身有关的追加费用由商业资本家替产

业资本家担负起来，利润率的这种减少也会发生，不过程度较小

了，方法也不同了。现在，情况是这样：同没有这种费用时需要预付

的资本相比，商人要预付更多的资本；这种追加资本的利润，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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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也不可能直接为他创造剩余价值。在这里，也象在生产工人的

场合一样，我们假定工资是由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因此，商人不

是靠克扣工资的办法来发财致富，也就是，他不是把他仅仅部分地

支付了的对劳动的预付，加进他的成本计算中去，换句话说，他不

是靠欺骗他的办事员等等的办法来发财致富。

就商业雇佣工人来说，困难根本不在于说明，他们怎样直接为

他们的雇主生产利润，尽管他们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利润不过是

它的转化形式）。这个问题通过对商业利润的一般分析实际上已经

解决了。产业资本所以能获得利润，是因为它把包含在并实现在商

品中的、但它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的劳动拿来出卖，同样，商业资

本所以能获得利润，是因为它没有把包含在商品中的无酬劳动（这

是投在这种商品生产上的资本作为总产业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来

执行职能时包含在商品中的）全部支付给生产资本，相反地，在出

售商品时却让人把这个仍然包含在商品中的、它没有支付报酬的

部分支付给自己。商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同于产业资本和

剩余价值的关系。产业资本通过直接占有别人的无酬劳动来生产

剩余价值。而商人资本使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产业资本手里

转移到自己手里，从而占有这部分剩余价值。

商业资本只是由于它的实现价值的职能，才在再生产过程中

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才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从总资本所生产

的剩余价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对单个商人来说，他的利润量取决

于他能够用在这个过程中的资本量，而他的办事员的无酬劳动越

大，他能够用在买卖上的资本量就越多。商业资本家会把他的货币

借以成为资本的职能本身，大部分交给他的工人去担任。这些办事

员的无酬劳动，虽然不会创造剩余价值，但会为他创造占有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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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条件；这对这个资本来说，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因此，这种劳动

对这个资本来说是利润的源泉。否则，商业就不可能大规模地经

营，就不可能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了。

正如工人的无酬劳动为生产资本直接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

业雇佣工人的无酬劳动，也为商业资本在那个剩余价值中创造出

一个份额。

困难在于：既然商人本身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不是创造价值的

劳动（尽管这种劳动为他在已经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创造出一个份

额），他用来购买商业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

个可变资本是否应当作为成本支出，列入预付的商人资本中呢？如

果不应当，那末，这看来是和利润率平均化的规律相矛盾的；当一

个资本家只能把１００算作预付资本时，哪一个资本家会预付１５０

呢？如果有人会这样做，那末，这看来是和商业资本的本质相矛盾

的，因为这一类资本所以能执行资本的职能，并不是由于它象产业

资本一样推动了别人的劳动，而是由于它自己从事劳动，也就是

说，执行买和卖的职能，并且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和通过这个途径，

才把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移到自己手里。

（因此，应当研究下述各点：商人的可变资本；流通领域中的

必要劳动的规律；商人劳动怎样保持他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商人

资本在总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最后，一方面，向商品资本和货

币资本的二重化，另一方面，向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

二重化。）

如果每个商人所拥有的资本，只够他本人用自己的劳动来周

转，那就会发生商人资本的无限分散；随着生产资本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进展中以日益扩大的规模来进行生产，以日益增大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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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进行活动，这种分散必然会日益加剧。因此，商人资本和生产资

本之间的不平衡会日益加剧。资本在生产领域内越集中，它在流通

领域内就越分散。产业资本家的纯粹商业业务，从而他的纯粹商业

支出，因此会无限制地扩大，因为现在他要和１０００个商人打交道，

而不是和１００个商人打交道了。这样，商业资本独立地进行活动的

利益，就会大部分丧失掉。除了纯粹的商业费用，别的流通费用，如

分类、运送等等的费用也会增加。这是产业资本的情况。现在我们

来考察商人资本。首先看看纯粹的商业劳动。计算大额数字并不

比计算小额数字多花费时间。十次１００镑的购买所花费的时间，等

于一次１０００镑的购买所花费的时间的十倍。和十个小商人通信时

信件、纸张和邮费方面的支出，等于和一个大商人通信时的支出的

十倍。商业工场内的严格规定的分工，一个人管簿记，另一个人管

出纳，第三个人管文书，这个人管买，那个人管卖，另一个人管推销

等等，会节省大量劳动时间，所以，批发商业所使用的商业工人的

人数，和营业的相对量是完全不成比例的。这是因为，在商业中比

在产业中会更多地出现这样的现象：同一职能，不管是大规模地完

成还是小规模地完成，都要花费同样多的劳动时间。因此，从历史

上来看，集中的现象在商人业务中比在产业工场中出现得早。其

次，看看不变资本方面的支出。１００个小事务所的费用比一个大事

务所的费用多得无法比拟。１００个小货栈的费用比一个大货栈的

费用也多得无法比拟，等等。那种至少要作为预付费用加入商人业

务中去的运输费用，也会因分散而增加。

这样，产业资本家就必须在他的业务的商业部分上花费更多

的劳动和流通费用。同一商人资本，如果分给许多小商人，由于这

种分散就需要多得多的工人来完成它的职能；此外，为了使同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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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资本周转，也需要有更大量的商人资本。

如果我们用Ｂ表示直接投在商品买卖上的全部商人资本，用

ｂ表示用来支付商业辅助工人的报酬的相应的可变资本，那末，Ｂ

＋ｂ会小于在每个商人都自己经营，没有助手，因而也没有任何部

分投在ｂ上面时所需要的全部商人资本Ｂ。不过，我们还是没有解

决困难。

商品的出售价格必须：１．足以支付Ｂ＋ｂ的平均利润。这一

点，已经从下述事实中得到了说明，即Ｂ＋ｂ一般说来是原来的Ｂ

的一种减少，它所代表的商人资本小于没有ｂ的时候所必需的商

人资本。但是，这个出售价格还必须：２．除了补偿ｂ的现在追加出

现的利润之外，足以补偿所支付的工资，即商人的可变资本ｂ本

身。造成困难的就是这后者。ｂ是价格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呢，还

是仅仅是用Ｂ＋ｂ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即只对商业工人来说表

现为工资，而对商人自己来说表现为他的可变资本的单纯补偿呢？

如果是后一种情形，商人从他预付的资本Ｂ＋ｂ中获得的利润，就

会只等于按照一般利润率应归Ｂ所有的利润，加上他以工资形式

支付的但本身不会提供任何利润的ｂ。

事实上，问题在于发现ｂ的（数学意义上的）界限。我们首先要

把困难准确地确定下来。我们把直接投在商品买卖上的资本叫作

Ｂ，把在执行这个职能时消耗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营费用）叫

作Ｋ，把商人投入的可变资本叫作ｂ。

Ｂ的补偿不会造成任何困难。对商人说来，它只是已经实现的

购买价格，对工厂主说来，它只是生产价格。商人支付这个价格，但

在再出售时会把Ｂ作为他的出售价格的一部分收回；在这个Ｂ之

外，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样，他还会得到Ｂ的利润。例如，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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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值１００镑。利润假定是１０％。那末，商品就要卖１１０镑。这个商

品原来就已经值１００镑；商人资本１００只是给它加进了１０。

再说Ｋ。它至多和生产者在买进和卖出上所消耗的那部分不

变资本一样大，但事实上总是比后者小；然而这部分不变资本会形

成生产者在生产上直接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一种追加。但无论如何，

这个部分总是必须不断由商品的价格得到补偿，或者说，必须有一

个相应部分的商品不断以这个形式支出，就社会总资本来看，也就

是必须不断以这个形式再生产出来。这部分预付不变资本，和直接

投在生产上的全部不变资本一样，会对利润率发生限制作用。只要

产业资本家把他的业务的商业部分转交给商人，他就无须预付这

部分资本。商人会代替他预付这部分资本。但这只是名义上的预

付；商人既不生产也不再生产他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物质上的经

营费用）。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是某些产业资本家的专门业务，或

者至少是他们的业务的一部分。这些产业资本家所起的作用，是

和那些为生活资料的生产者提供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所起的作用一

样的。商人首先要得到这种不变资本的补偿；其次要取得这种不

变资本的利润。二者都会使产业资本家的利润减少。不过，由于

与分工相连的集中和节约，利润的减少，比在资本家必须亲自预

付这种资本的情况下要小。利润率的减少比较小，因为这样预付

的资本比较小。

因此，到现在为止，出售价格是由Ｂ＋Ｋ＋（Ｂ＋Ｋ的利润）构

成的。出售价格的这个部分，根据以上所说，不会造成任何困难。但

是，现在出现了ｂ，即商人预付的可变资本。

＋（ｂ的利润）。

Ｂ只是补偿购买价格，它除了把Ｂ的利润加入这个价格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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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不会加进任何部分。Ｋ不仅会把Ｋ的利润，而且会把Ｋ本身加

到这个价格中去；不过Ｋ＋Ｋ的利润，即以不变资本形式预付的那

一部分流通费用＋相应的平均利润，在产业资本家手里，会比在商

业资本家手里大。平均利润的减少，是这样表现出来的：按照预付

产业资本（不包括Ｂ＋Ｋ）计算出充分的平均利润，但是，从这个平

均利润中把Ｂ＋Ｋ的平均利润扣除出来并支付给商人，于是这个

扣除部分就表现为一种特殊资本即商人资本的利润。

但是，当我们说到ｂ＋ｂ的利润，在假定利润率＝１０％的上述

场合，也就是说到ｂ＋ １
１０ｂ时，情形却不是这样。而真正的困难也

就在这里。

按照假定，商人用ｂ购买的，只是商业劳动，即只是对资本的

流通职能即对Ｗ—Ｇ和Ｇ—Ｗ 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但商业

劳动是使一个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并对商品到货币和货

币到商品的转化起中介作用所必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实现价值，但

不创造价值。并且，只是由于一个资本完成了这些职能，也就是说，

一个资本家用他的资本使这些活动，这些劳动完成了，这个资本才

作为商人资本执行职能，才参加一般利润率的调整，也就是说，才

从总利润中取得它的份额。不过在ｂ＋ｂ的利润中，看来要支付的

是：第一，劳动的报酬（不管产业资本家是为商人自己的劳动支付

报酬，还是为商人所雇用的办事员的劳动支付报酬都一样）；第二，

对这种劳动——本来应由商人自己完成的劳动——所支付的报酬

的利润。商人资本第一会得到ｂ的补偿物，第二会得到ｂ的利润；

因此，这是这样产生的：第一，它要让人对那种使它作为商人资本

执行职能的劳动付给它报酬；第二，它要让人付给它利润，因为

它作为资本执行了职能，也就是说，因为它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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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一种应得到利润作为报酬的劳动。因此，这就是我们要解

决的问题。

我们假定Ｂ＝１００，ｂ＝１０，利润率＝１０％。我们还假定

Ｋ＝０，以便使购买价格中这个与此无关并且已经得到说明的要

素不再不必要地重新加入计算中去。这样，出售价格＝Ｂ＋ｐ＋

ｂ＋ｐ（＝Ｂ＋Ｂｐ＋ｂ＋ｂｐ，ｐ在这里代表利润率）＝１００＋１０＋１０

＋１＝１２１。   

但是，如果商人不是把ｂ投在工资上面，——因为ｂ只是用来

支付商业劳动的报酬，而这种劳动是实现由产业资本投入市场的

商品资本的价值所必需的，——情形就会变成这样：商人只好把自

己的时间用于购买或出售与Ｂ（＝１００）相当的物品；我们假定，这

是他能够支配的唯一时间。如果这个用ｂ或１０来代表的商业劳动

不是从工资而是从利润中得到报酬，那就要假定另外还有一个商

人资本＝１００，因为它按１０％计算＝ｂ＝１０。这第二个Ｂ（＝１００）不

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但是这个１０％却会追加到商品价格中

去。因此，两个１００完成了职能，加起来＝２００，这样，商品要按２００

＋２０＝２２０来购买。

因为商人资本决不是别的东西，而只是一部分在流通过程中

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的独立化的形式，所以，一切和它有关的问

题，都必须这样来解决：问题首先要在这个形式上提出，即商人资

本所特有的各种现象还没有独立地表现出来，还和产业资本直接

联系在一起，作为产业资本的一个部门的现象表现出来。商业资本

要作为不同于工场的事务所，不断地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所

以，现在成为问题的ｂ，首先也要在这里，在产业资本家本人的事

务所里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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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务所，同产业工场相比，一开始就是小到极点。此外，很

清楚，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为了产业资本的流通而必须不断进行

的商业活动将会增加；这些活动的目的，既是为了出售处在商品资

本形式上的产品，也是为了把由此得到的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

并对这一切进行计算。价格计算、簿记、出纳、通讯，都属于这类活

动。生产规模越扩展，产业资本的商业活动，从而，为实现价值和剩

余价值而需要的劳动及其他流通费用也就越增加，虽然决不是按

比例增加。因此，使用商业雇佣工人就成为必要了，他们组成真正

的事务所。为雇用商业雇佣工人的支出，虽然表现为工资，但不同

于购买生产劳动时耗费的可变资本。它增加了产业资本家的支出，

增加了必须预付的资本的量，但不会直接增加剩余价值。因为它是

用来支付那种只是实现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的劳动的支出。象任

何别的这类支出一样，这种支出也会降低利润率，因为预付资本增

加了，但剩余价值却没有增加。如果剩余价值ｍ仍旧不变，但预付

资本Ｃ增加到Ｃ＋ Ｃ，利润率ｍ
Ｃ就会变为较小的利润率

ｍ
Ｃ＋ Ｃ。因

此，产业资本家力图把这种流通费用减少到最低限度，就象力图把

他在不变资本上的支出减少到最低限度一样。因此，产业资本与自

己的商业雇佣工人的关系，和它与自己的生产雇佣工人的关系是

不一样的。在其他一切条件都不变时，它使用的生产雇佣工人越

多，生产的规模就越大，剩余价值或利润也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

就相反。生产的规模越大，待实现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越大，从而所

生产的商品资本越大，事务所费用绝对地（虽然不是相对地）也就

越增大，并且越会引起一种分工。利润在多大程度上是这种支出的

前提，除了别的方面，还表现在如下事实上：当商业人员的薪金增

加时，这种薪金的一部分往往用分红的办法来支付。就问题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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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来说，一种只是起中介作用的劳动，——这种中介作用部分地

同价值的计算，部分地同价值的实现，部分地同已经实现的货币

到生产资料的再转化有关，因此，它的范围取决于已经生产的、待

实现的价值的量，——这种劳动不是象直接的生产劳动那样，作

为这些价值的大小的原因起作用，而是作为这些价值的大小的结

果起作用。其他各种流通费用有类似的情形。要多量、多秤、多

包装、多运输，就必须有很多东西；包装劳动和运输劳动等等的

量，以商品的量为转移，即以这些劳动的活动对象为转移，而不

是相反。

商业工人不直接生产剩余价值。但是，他的劳动的价格是由

他的劳动力的价值决定的，也就是由他的劳动力的生产费用决定

的，而这个劳动力的应用，作为力的一种发挥，一种表现，一种

消耗，却和任何别的雇佣工人的情况一样，是不受他的劳动力的

价值的限制的。因此，他的工资和他帮助资本家实现的利润量之

间，不保持任何必要的比例。资本家为他支出的费用，和他带给资

本家的利益，是不同的量。他给资本家带来利益，不是因为他直接

创造了剩余价值，而是因为他在完成一部分无酬劳动的时候，帮助

资本家减少了实现剩余价值的费用。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

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

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

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这部分地是由于事务所内部的分工；因此，劳

动能力只需要得到片面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的生产费用部分地

说不需要资本家耗费分文：工人的熟练程度会通过职能本身发展

起来，而且分工越使它片面发展，它就发展得越迅速。其次，这是由

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是使教学方法等等面向实践，随着科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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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教育的进步，预备教育、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

越迅速地、容易地获得，越来越普及，越来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由

于国民教育的普及，就可以从那些以前没有可能干这一行并且习

惯于较差的生活方式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这种普及增加了这

种工人的供给，因而加强了竞争。因此，除了少数例外，随着资本主

义生产的进展，这种人的劳动力会贬值。他们的劳动能力提高了，

但是他们的工资下降了。只要有更多的价值和利润需要实现，资本

家就会增加这种工人的人数。这种劳动的增加，始终是剩余价值增

加的结果，而决不是剩余价值增加的原因。（３９ａ）

可见，发生了二重化。一方面，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

（因而进一步就是作为商业资本）的职能，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形

式规定性。另一方面，特殊的资本，因而特殊种类的资本家，专门执

行这些职能；这些职能因此也就变成了资本增殖的特殊部门。

商业职能和流通费用，只有就商业资本来说才是独立化的东

西。产业资本的流通的方面，不仅存在于它不断作为商品资本和货

币资本的存在中，而且也存在于与工场并列的事务所中。但就商

业资本来说，这个方面已经独立化了。对它来说，事务所就是它

的唯一工场。以流通费用形式使用的那部分资本，在批发商人那

（３９ａ） 这个在１８６５年作出的关于商业无产阶级命运的预言，怎样为以后的事实

所证实，关于这一点，成百上千的德国办事员都能说得出来。他们熟悉一切商业业务，

精通三四种语言，但在伦敦西蒂区却找不到一个每周挣２５先令工资（远远低于熟练的

机器制造工人的工资）的工作。——手稿在此留下两页空白，表示对这一点还要作进

一步的说明。此外，可以参看第二卷第六章（《流通费用》）第１０５—１１３页９１，在那里，各

种与此有关的问题都涉及到了。——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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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比在产业家那里大得多，因为，除了各个产业工场本身附设的商

业事务所以外，整个产业资本家阶级必须这样使用的那部分资本，

都已集中在各个商人手中。这些商人保证流通职能的连续执行，担

负由此产生的流通费用。

对产业资本来说，流通费用看来是并且确实是非生产费用。对

商人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他的利润的源泉，在一般利润率的前提

下，他的利润和这种流通费用的大小成比例。因此，投在这种流通

费用上的支出，对商业资本来说，是一种生产投资。所以，它所购买

的商业劳动，对它来说，也是一种直接的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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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产业资本的周转，是它的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因此包

括整个生产过程。与此相反，商人资本的周转，因为事实上只是商

品资本的独立化的运动，所以只是代表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

Ｗ—Ｇ，即一种特殊资本流回起点的运动；从商人的观点来看，Ｇ—

Ｗ，Ｗ—Ｇ才是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人先是买，把他的货币转化为

商品，然后是卖，把同一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并且这样反复不断地

进行下去。在流通中，产业资本的形态变化总是表现为Ｗ１—Ｇ—

Ｗ２；从出售所生产的商品Ｗ１得到的货币，用来购买新的生产资

料Ｗ２；这实际上是Ｗ１和Ｗ２相交换，因此，同一货币两次转手。

货币的运动对两种不同商品Ｗ１和Ｗ２的交换起中介作用。相反

地，在商人那里，在Ｇ—Ｗ—Ｇ 中两次转手的，却是同一商品；它

只是对货币流回到商人手中起中介作用。

例如，有一个商人资本１００镑，商人用这１００镑购买商品，然

后按１１０镑把这个商品卖掉，他的这个资本１００就完成了一次周

转，而一年中周转的次数则取决于Ｇ—Ｗ—Ｇ 这个运动在一年中

反复进行的次数。

在这里，我们把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中可能包含

的费用完全撇开不说，因为这些费用丝毫不会改变我们这里首先

８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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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考察的形式。

因此，一定量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在这里和货币作为单纯流

通手段的流通的反复，十分相似。正象同一个塔勒流通十次就是买

了十次价值１塔勒的商品一样，商人手中的同一货币资本，例如

１００，周转十次就是买了十次价值１００的商品，或者说，实现了价值

十倍的总商品资本＝１０００。但是有一个区别：在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进行流通时，同一货币要经过不同人的手，就是说，反复完成同一

职能，因此流通货币量由流通速度来弥补。但是，在商人那里，却是

同一货币资本（不管它是由什么样的货币单位构成），同一货币价

值，按其价值额反复买卖商品资本，因而作为Ｇ＋ Ｇ反复流回同

一个人手里，也就是作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流回它的起点。这就是

它的周转作为资本的周转所具有的特征。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总

是比投入流通的货币多。当然，不言而喻，随着商人资本周转的加

速（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了货币的主

要职能），同一货币量的流通也会加快。

但是，商品经营资本的反复周转，始终只是表示买和卖的反

复；而产业资本的反复周转，则表示总再生产过程（其中包括消费

过程）的周期性和更新。但这一点对商人资本来说，只表现为外部

条件。产业资本必须不断把商品投入市场，并从市场再取走商品，

商人资本才能保持迅速周转。如果再生产过程是缓慢的，商人资本

的周转也就是缓慢的。当然，商人资本对生产资本的周转起中介作

用，但这只是指它会缩短生产资本的流通时间。它不会直接影响生

产时间，而生产时间也是对产业资本周转时间的一个限制。这对商

人资本的周转来说是第一个界限。第二，把再生产消费所造成的限

制撇开不说，商人资本的周转最终要受全部个人消费的速度和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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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的限制，因为商品资本中加入消费基金的整个部分，取决于这种

速度和规模。

但是（把商业界内部的周转撇开不说，在那里，一个商人总是

把同一商品卖给另一个商人，在投机时期，这种流通会显得非常繁

荣），第一，商人资本会缩短生产资本的Ｗ—Ｇ阶段。第二，在现代

信用制度下，商人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

因此，它在已买物品最终卖掉以前可以再进行购买。在这里，无论

是我们这个商人直接把商品卖给最后的消费者，还是在这二者之

间另有十二个商人，都与问题无关。在再生产过程有巨大的伸缩

性，能够不断突破每一次遇到的限制时，它在生产本身中不会发现

任何限制，或者只会发现有很大伸缩性的限制。因此，除了由于商

品性质造成的Ｗ—Ｇ和Ｇ—Ｗ 的分离以外，这里将会产生一种虚

假的需求。尽管商人资本的运动已经独立化了，它始终只是产业

资本在流通领域内的运动。但是，由于商人资本的独立化，它的

运动在一定界限内就不受再生产过程的限制，因此，甚至还会驱

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内部的依赖性和外部的独立性

会使商人资本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内部联系要通过暴力即通过

一次危机来恢复。

因此，在危机中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

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

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

的确，工厂主可以把产品卖给出口商人，出口商人可以再把它

卖给他的外国主顾；进口商人可以把他的原料卖给工厂主，工厂主

可以把他的产品卖给批发商人，等等。但是，在某一个看不见的点

上，商品堆起来卖不出去了；或者是一切生产者和中间商人的存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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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变得过多了。消费通常正好是在这个时候兴旺到了极点，这部

分地是因为一个产业资本家推动了一系列其他的产业资本家，部

分地是因为他们雇用的工人由于充分就业，能比平时多支出。资本

家的支出也会随着他们的收入增加而增加。此外，正如我们以前已

经说过的（第２卷第３篇９２），不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会发生不断

的流通（甚至把加速的积累撇开不说也是这样）。这种流通就它从

来不会加入个人的消费来说，首先不以个人消费为转移，但是它最

终要受个人消费的限制，因为不变资本的生产，从来不是为了不变

资本本身而进行的，而只是因为那些生产个人消费品的生产部门

需要更多的不变资本。由于所期望的需求的刺激，这种生产在一段

时间内能够安稳地进行下去，因此，在这些部门，商人和产业家的

营业非常活跃。一旦那些把货物运销远处（或存货在国内堆积起

来）的商人的资本回流如此缓慢，数量如此之少，以致银行催收贷

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

危机就会发生。这时，强制拍卖，为支付而进行的出售开始了。于

是崩溃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然而，商人资本周转的表面性和无概念性还会更大，因为同一

个商人资本的周转能够同时或依次对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本的周转

起中介作用。

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不仅能够对不同产业资本的周转，而

且还能够对商品资本形态变化的相反的阶段起中介作用。例如，商

人向工厂主买麻布，并把它卖给漂白业者。在这里，同一个商人资

本的周转，——事实上是同一个Ｗ—Ｇ，即麻布的实现，——代表

两个不同的产业资本的两个相反的阶段。只要商人是为生产消费

而卖，他的Ｗ—Ｇ总是代表着一个产业资本的Ｇ—Ｗ，他的Ｇ—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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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是代表着另一个产业资本的Ｗ—Ｇ。

如果我们象在本章中所作的那样，把流通费用Ｋ撇开不说，

也就是把商人在购买商品时支出的金额以外预付的那部分资本撇

开不说，那末，商人用这个追加资本获得的追加利润 Ｋ当然也就

抛在一边了。在考察商人资本的利润和周转对价格的影响时，这才

是严格合乎逻辑的、数学上正确的考察方法。

如果１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为１镑，商人用１００镑就能买到

１００磅砂糖。如果这是他在一年内买卖的数量，如果年平均利润率

为１５％，他就会在１００镑上加进１５镑，即在１磅的生产价格１镑

上加进３先令。这样，他会按１镑３先令的价格出售１磅砂糖。现

在，如果１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下降到１先令，商人用１００镑就能买

到２０００磅砂糖，并且会按每磅１先令１４
５便士的价格来出售。投

在砂糖营业上的１００镑资本的年利润仍旧＝１５镑。不过在一个场

合，他只要卖１００磅，在另一个场合，他却要卖２０００磅。生产价格

的高低，对利润率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每磅砂糖的出售价格中

构成商业利润的部分的大小，也就是说，对商人在一定量商品（产

品）上的加价的多少，却有很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商品的

生产价格很小，商人预付在该商品的购买价格上的金额，即为一定

量该商品预付的金额也就很小，因此，在利润率已定时，他从这个

一定量廉价商品上获得的利润额也就很小。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

样：商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用一定量资本，例如１００镑，买到大量这

种便宜的商品，他从这１００镑上获得的总利润１５，会分成很小的

份额，分配到这个商品量的每个单位上去。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这完全取决于把商人所经营的商品生产出来的那个产业资本的生

产率的大小。如果把商人是垄断者并且同时垄断着生产的情况，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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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荷兰东印度公司
９３
当时的情况撇开不说，那末，再也没有什么东

西比下面这种流行的看法更为荒唐的了，按照这种看法，就单个

商品来说，是薄利多销，还是厚利少销，完全取决于商人自己。他

的出售价格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是不由他

做主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润率，这也是不由他做主的。他能够

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经营昂贵的商品还是经营便宜

的商品；但即使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支配的资本量和其他一些

情况，也起着一定的作用。因此，商人怎么干，完全取决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商人的愿望。只有象旧

荷兰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垄断着生产的纯粹商业公司才能想象，在

情况完全改变以后还可以继续采用至多只和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相

适应的方法。（４０）

这种流行的偏见和一切关于利润等等的错误看法一样，是由

仅仅对商业的观察和商人的偏见产生的，它之所以能够保持下来，

除了别的方面，还由于下列情况：

第一：竞争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只涉及商业利润在各个商

人即全部商人资本的股份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例如，在一个商人为

了击败他的对手而廉价出售商品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象罗雪尔教授这类经济学家，居然还能在莱比锡认为，

（４０） “根据一般原理，不论价格有多高，利润总是一样；它象一个在涨落的浪潮

中飘浮的物体一样，保持着一定的位置。因此，在价格上涨时，商人就会提高价格，在价

格下跌时，商人就会降低价格。”（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１８４１年伦敦

版第２０页）——这里和本书其他各处所说的，只是普通商业，而不是投机。投机以及一

切与商业资本的分割有关的问题，都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商业利润是一个加到

资本中去的、不以价格为转移的价值；后者〈投机利润〉却是以资本价值或价格本身的

变动为基础的。”（同上，第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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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价格的变化，是由“明智和人道”引起的，而不是生产方式本身

发生变革的结果８０。

第三：如果生产价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因而出售

价格也降低，那末，需求往往会比供给增加得更快，市场价格也会

随着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以致出售价格会提供大于平均利润的利

润。

第四：某个商人可以压低出售价格（这不外就是压低他加到价

格中去的普通利润），以便在他的营业中有较大的资本更迅速地周

转。所有这一切都只和商人本身之间的竞争有关。

我们在第一卷９４已经指出，商品价格的高低，既不决定一定量

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不决定剩余价值率；虽然单个商品的

价格的大小，从而这个价格中的剩余价值部分的大小，要看一定量

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相对量而定。任何一个商品量的价格，只要它

和价值相一致，都是由物化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的总量决定的。如

果少量劳动物化在大量商品中，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低，包含的剩余

价值就少。体现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怎样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

动，从而这个价格中有多大的量代表剩余价值，这个问题同这个劳

动总量无关，因此也同商品的价格无关。但是，剩余价值率不是取

决于单个商品价格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是取决于它的

相对量，取决于它和该商品中包含的工资的比率。因此，虽然每一

单个商品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很小，但剩余价值率却可以很大。单

个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其次才取

决于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分割。

对商业的出售价格来说，生产价格现在只是一个既定的外部

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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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商品的商业价格高，是由于：１．生产价格高，也就是说，劳

动生产率低；２．缺少一般利润率，商人资本从剩余价值中占有的份

额，比它在资本可以普遍移动时应该得到的份额大得多。因此，从

两方面来看，这种状况的消除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

在不同的商业部门，商人资本的周转有长有短，它在一年间

周转的次数也就有多有少。在同一个商业部门，在经济周期的不

同阶段，周转也有快有慢。但是，根据经验可以找出平均的周转

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的周转不同于产业资本的周转。这是

由事物的性质造成的；产业资本周转的一个阶段，表现为一个独立

商人资本或者至少是其中一个部分的完全的周转。商人资本的周

转也同利润的决定和价格的决定处于另一种关系。

就产业资本来说，一方面，周转表示再生产的周期性，因此它

决定着一定时期内投入市场的商品量。另一方面，流通时间形成一

个界限，虽然是一个有伸缩性的界限，它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形成

或多或少起着限制的作用，因为它对生产过程的规模发生着影响。

因此，周转不是作为积极的因素，而是作为起限制作用的因素，对

一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从而对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起决定作

用。相反地，对商人资本来说，平均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量。商人

资本不直接参与利润或剩余价值的创造；它按照自己在总资本中

所占的部分，从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只是

在这个意义上，它才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

一个产业资本在第二卷第二篇所说明的各种条件下周转的次

数越多，它所形成的利润量也就越大。固然，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形

成，总利润在不同资本之间不是按照它们直接参加总利润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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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分配的，而是按照它们各自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也就是

说，按照它们大小的比例分配的。但这种情况丝毫也不会改变事情

的本质。总产业资本的周转次数越多，利润量或一年内生产的剩余

价值量也就越大，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利润率也就越高。商人

资本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对商人资本来说，利润率是一个已定的

量，一方面由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利润量决定，另一方面由总商业资

本的相对量决定，即由总商业资本同预付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

中的资本总额的数量关系决定。它的周转次数，当然会对它和总资

本的比率，对流通所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相对量起决定作用，因为很

清楚，必要的商人资本的绝对量和它的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其他

一切条件不变，它的相对量，即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就由它

的绝对量决定。如果总资本是１００００，那末，在商人资本等于总资

本的１
１０时，就＝１０００；如果总资本是１０００，

１
１０就＝１００。就这种情况

来说，尽管商人资本的相对量仍旧不变，它的绝对量却不同了，按

照总资本的量而不同了。在这里，我们假定它的相对量已定，比如

说是总资本的１
１０。但是，这个相对量本身又由周转决定。在周转快

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一个场合比如说＝１０００，在第二个场合＝

１００，因此，它的相对量＝ １
１０。在周转较慢的时候，它的绝对量在第

一个场合比如说＝２０００，在第二个场合＝２００。因此，它的相对量就

由总资本的１
１０，增加到总资本的

１
５。各种会缩短商人资本平均周转

的情况，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都会相应地减少商人资本的绝对

量，从而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同以前的状

况相比，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对商人资本产生双重影响：同

量商品可以借助一个数量较小的实际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来周

转；由于商人资本周转的加速和再生产过程速度的加快（前者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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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为基础），商人资本和产业资本的比率将会缩小。另一方面，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切生产都会变成商品生产，因而一切

产品都会落到流通当事人手中。这里要补充一点，在以前那种小规

模进行生产的生产方式下，撇开生产者自己直接以实物形式消费

的大量产品和以实物形式缴纳的大量贡赋不说，很大一部分生产

者把他们的商品直接卖给消费者，或者为消费者的私人订货而生

产。因此，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商业资本尽管同它所周转的商品

资本相比来说较大，但是：

１．绝对地说却较小，因为总产品中只有一个非常小的部分，是

作为商品生产出来的，必须作为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并且落到商人

手中；它较小，因为商品资本较小。但是，相对地说，它同时又较大，

这不仅是由于它的周转较慢，不仅是同它所周转的商品量相比较

大。它较大，还因为这个商品量的价格，从而预付在这个商品量上

的商人资本，由于劳动生产率较低，比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大，

因而同一价值体现为较小的商品量。

２．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不仅会生产出较大量的商

品（在这里要考虑到这个商品量的价值的减少）；而且同量产品，

例如谷物，会形成一个较大的商品量，也就是说，其中会有越来

越多的部分进入商业。结果，不仅商人资本的量会增加；而且投

在流通中的一切资本，例如投在航运、铁路、电报等等上面的资

本都会增加。

３．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进展，随着商人资本越来越

容易挤进零售商业，随着投机的发展，随着游离资本的过剩，不执

行职能或半执行职能的商人资本会增加。——这是一个要在“资

本竞争”的范围内论述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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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假定商人资本同总资本相比的相对量是已定的，不同商

业部门中周转的差别，就不会影响归商人资本所有的总利润量，也

不会影响一般利润率。商人的利润，不是由他所周转的商品资本的

量决定的，而是由他为了对这种周转起中介作用而预付的货币资

本的量决定的。如果一般年利润率为１５％，商人预付１００镑，那

末，在他的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就会按１１５的价格出售他的商

品。如果他的资本一年周转五次，他就会在一年中五次按１０３的价

格出售他按购买价格１００买来的商品资本，因而在全年内就是按

５１５的价格出售５００的商品资本。但是和前一场合一样，他的预付

资本１００所得到的年利润仍旧是１５。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商人资

本就会随着它的周转次数的增加，比产业资本提供高得多的利润，

而这是和一般利润率的规律相矛盾的。

因此，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人资本的周转次数，会直接影响商品

的商业价格。商业加价的多少，一定资本的商业利润中加到单个商

品的生产价格上的部分的大小，和不同营业部门的商业资本的周

转次数或周转速度成反比。如果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周转五次，而另

一个商人资本一年只能周转一次，那末，前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

本的加价，就只有后者对同一价值的商品资本的加价的１
５。

资本在不同商业部门的平均周转时间对出售价格的影响，可

以归结为这样一点：同一个利润量（在商人资本的量已定时，这个

利润量是由一般年利润率决定的，也就是说，不以这个资本的商业

活动的特殊性质为转移），会根据这种周转速度的快慢以不同的方

式分配在同一价值的商品量上；例如，在一年周转五次的情况下，

对商品价格的加价是１５５％＝３％，而在一年周转一次的情况下，对

商品价格的加价是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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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同商业部门的商业利润的同一百分率，会按照这些部

门周转时间的长短，以完全不同的就商品价值计算的百分率，提高

该商品的出售价格。

相反地，对产业资本来说，周转时间决不会影响所生产的单

个商品的价值量，虽然它会影响一定量资本在一定时间内所生产

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量，因为它会影响被剥削的劳动的量。当然，

一旦我们只注意生产价格，这种情况就被掩盖起来，并且表现为

另一个样子，但这只是因为不同商品的生产价格按照以前已经说

明的规律偏离了它们的价值。如果我们考察总生产过程，考察全

部产业资本所生产的商品量，我们就会立即发现这个一般的规律

得到了证实。

因此，就产业资本来说，如果我们更精确地考察一下周转时

间对价值形成的影响，我们就会回到商品价值由商品中包含的劳

动时间决定这个一般规律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来，但是，商人

资本的周转对商业价格的影响却会呈现出各种现象，如果不详细

地分析许多中间环节，这些现象似乎表示价格完全是任意决定的，

也就是说，似乎表示价格只是由于资本突然决定要在一年内获得

一定量的利润而决定的。特别是由于周转的这种影响，似乎流通

过程本身会在一定范围内不以生产过程为转移而独立地决定商品

的价格。一切关于再生产总过程的表面的和颠倒的见解，都来自

对商人资本的考察，来自商人资本特有的运动在流通当事人头脑

中引起的观念。

既然象读者已经遗憾地认识到的那样，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的现实的内部联系的分析，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是一项极其

细致的工作；既然把可以看见的、仅仅是表面的运动归结为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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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实的运动是一种科学工作，那末，不言而喻，在资本主义生

产当事人和流通当事人的头脑中，关于生产规律形成的观念，必

然会完全偏离这些规律，必然只是表面运动在意识中的表现。商

人、证券投机家、银行家的观念，必然是完全颠倒的。工厂主的

观念由于他们的资本所经历的流通行为，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

化而被歪曲了。（４１）在这些人的头脑中，竞争也必然起一种完全颠

倒的作用。如果已知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界限，那就不难理解，资

本的竞争如何把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并且进一步转化为商业价

格，如何把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但是，如果没有这些界限，

那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竞争会把一般利润率限制为这个界限，

而不是那个界限，限制为１５％，而不是１５００％。竞争至多只能把

利润率限制为一个水平。但是，竞争中绝对没有可以决定这个水

平本身的任何要素。

因此，从商人资本的观点来看，周转本身好象决定价格。另一

方面，虽然产业资本的周转速度，由于它会影响一定量资本所剥削

的劳动的多少，所以会对利润量、从而会对一般利润率起决定和限

制的作用，但对商业资本来说，利润率是外部既定的，利润率和剩

余价值的形成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完全消失。如果在其他一切条

件不变，特别是有机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同一产业资本一年内不是

周转两次，而是周转四次，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就会增

加一倍；并且，只要这个资本对那种会加速它的周转的改良生产方

（４１） 下面这段话是一种非常天真而又非常正确的意见：“因此，同一商品可以从

不同的卖者那里按根本不同的价格买到这种情况，当然往往是以不正确的计算为基础

的。”（费勒和奥德曼《商业算术大全》１８５９年第７版［第４５１页］）这表明，价格的决定如

何成了纯粹理论的即抽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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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拥有垄断权，这一点就会清楚地表现出来。相反地，不同商业部

门的不同周转时间，却是表现在这样一点上：一定量商品资本周转

一次获得的利润，同实现这个商品资本的周转所需的货币资本的

周转次数成反比。利润小周转快，特别对零售商人来说是他原则上

遵循的一个原则。

此外，不言而喻，商人资本周转的这个规律在每个商业部门

中，——即使把互相抵销的、较快的周转和较慢的周转交替出现的

情况撇开不说，——也只适用于投入该部门的全部商人资本的平

均周转。和资本Ｂ投在同一个部门内的资本Ａ的周转次数，可能

多于或少于平均周转次数。在这种情况下，其他资本的周转次数就

会少于或多于平均周转次数。这丝毫也不会改变投在该部门的商

人资本总量的周转。但是，这对单个商人或零售商人来说却有决定

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他会象在比平均条件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生

产的产业资本家那样，赚到超额利润。如果为竞争所迫，他可以卖

得比他的伙伴便宜一些，但不会使他的利润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如

果那些使他能加速资本周转的条件本身是可以买卖的，例如店铺

的位置，那末，他就要为此付出额外的租金，也就是说，把他的一部

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

１５３第十八章 商人资本的周转。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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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货币经营资本

  货币在产业资本和现在我们可以补充进来的商品经营资本的

流通过程中（因为商品经营资本承担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流通运

动，并把它当作自己的特有的运动）所完成的各种纯粹技术性的运

动，当它们独立起来，成为一种特殊资本的职能，而这种资本把它

们并且只把它们当作自己特有的活动来完成的时候，就把这种资

本转化为货币经营资本了。产业资本的一部分，确切些说，还有商

品经营资本的一部分，不仅要作为一般货币资本，而且要作为正在

执行这些技术职能的货币资本，不断处于货币形式。现在，一定的

部分从总资本中分离出来，并在这样一种货币资本的形式上独立

起来，这种货币资本的资本主义职能，是专门替整个产业资本家和

商业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活动。就象在商品经营资本的场合一样，

这里也是在流通过程中以货币资本形态存在的一部分产业资本分

离出来，替其余的全部资本完成再生产过程中的这些活动。所以，

这种货币资本的运动，仍然不过是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产

业资本的一个独立部分的运动。

只有而且只是在资本新投入的时候，——在积累的场合，情况

也是这样，——货币形式的资本才表现为运动的起点和终点。但对

每一个已经处在过程中的资本来说，起点和终点都只表现为经过

２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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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既然产业资本从离开生产领域到再进入生产领域必须通过形

态变化Ｗ —Ｇ—Ｗ，那正象我们在考察简单商品流通时已经指出

的那样，Ｇ实际上就是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的最终结果，目的是为

了成为一个相反的、作为前一阶段的补充的阶段的起点。虽然产业

资本的Ｗ—Ｇ对商业资本来说总是表现为Ｇ—Ｗ—Ｇ，但是对一

个已经发生作用的商业资本来说，现实的过程总是Ｗ—Ｇ—Ｗ。不

过，商业资本要同时完成Ｗ—Ｇ和Ｇ—Ｗ 这两种行为。也就是说，

不仅一个资本处在Ｗ—Ｇ阶段，而另一个资本处在Ｇ—Ｗ 阶段，

而且同一资本由于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同时不断地买和不断地卖；

它总是同时不断地处在这两个阶段上。当这个资本的一部分转化

为货币，以便随后再转化为商品时，它的另一个部分同时转化为商

品，以便再转化为货币。

货币在这里是作为流通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这

取决于商品交换的形式。在这两个场合，资本家都要不断地把货币

支付给许多人，并且不断地得到许多人支付给他的货币。这种纯粹

技术性的收付货币业务，本身形成一种劳动，它在货币执行支付手

段职能的时候，使结算和平衡的工作成为必要。这种劳动是一种流

通费用，是一种不创造价值的劳动。由于这种劳动由一类特殊的代

理人或资本家替其余的整个资本家阶级担负起来，这种劳动就缩

短了。

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不断作为贮藏货币，作为可能的货币资

本存在，这就是：购买手段的准备金，支付手段的准备金，一种在货

币形式上等待使用的闲置的资本；而且资本的一部分不断以这种

形式流回。除了收付货币和记账以外，这又使贮藏货币的保管成为

必要，而这又是一种特殊的业务。因此，这种业务实际上就是使贮

３５３第十九章 货币经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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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货币不断分解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又使出售得到的货币

和到期的进款形成贮藏货币；这种在货币形式上存在的资本部分

的、与资本职能本身相分离的不断运动，这种纯粹技术性的业务，

会引起特殊的劳动和费用——流通费用。

分工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些由资本的职能决定的技术性业务，

尽可能由一类代理人或资本家当作专门的职能替整个资本家阶级

来完成，或者集中在这些人手中。在这里，正象在商人资本的场合

一样，我们看到了双重意义的分工。一种特殊的营业出现了，并且

因为它作为这种特殊的营业是替整个阶级的货币机构服务的，所

以它会集中起来，大规模地进行；在这种特殊的营业内部又实行了

分工，分成不同的互相独立的部门，在这些部门内部形成了专门机

构（庞大的事务所，人数众多的会计员和出纳员，细密的分工）。货

币的收付、差额的平衡、往来账的登记、货币的保管等等，已经同使

这些技术性的业务成为必要的那些行为分开，从而使预付在这些

职能上的资本成为货币经营资本。

这些不同的业务，——由于它们独立出来而成为特殊的营业，

就产生了货币经营业，——是从货币本身的各种规定性中，从货币

的各种职能，从而也是资本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必须执行的各种职

能中产生的。

我以前已经指出，货币制度总的说来最初是在不同共同体之

间的产品交换中发展起来的。（４２）

因此，货币经营业，即经营货币商品的商业，首先是从国际交

易中发展起来的。自从各国有不同的铸币以来，在外国购买货物

（４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２７页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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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人，就得把本国铸币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换成本国铸

币；或者把不同的铸币同作为世界货币的、未铸币的纯银或纯金

相交换。由此就产生了兑换业，它应被看成是近代货币经营业的

自然基础之一。（４３）汇兑银行就是从兑换业发展而来的。在汇兑银

行中，银（或金）与通用的铸币不同，是作为世界货币——而现

在是作为银行货币或商业货币——执行职能的。如果汇兑业只是

指一国的一个汇兑业者通知另一国的一个汇兑业者付款给旅行

者，那末，它早在罗马和希腊就已从真正的兑换业者的业务中发

展起来了。

以金银作为商品（制造奢侈品的原料）的贸易，是金银贸易或

促使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执行职能的那种贸易的自然基础。以前已

（４３） “单是由于许多君主和城市拥有铸币权，他们的铸币在重量、成色方面，以

及在花纹方面都极不相同，而在商业必须用一种铸币进行结算的情况下，就到处产生

了使用当地铸币的必要性。为了用现金支付，商人在国外市场旅行时，要携带未铸币的

纯银或纯金。同样，在启程回国时，要把他们收进的当地铸币换成未铸币的银或金。因

此，兑换业，即把贵金属兑换成当地铸币和把当地铸币兑换成贵金属，就成了一种十分

普遍的、有利可图的事业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１８２６—１８２９年波恩版第１集第

４３７、４３８页）——“汇兑银行所以得名……不是因为它发行汇票，开办信汇，而是因为它

兑换各种货币。在１６０９年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创立以前很久，在尼德兰各商业城市已

经可以看到兑换业者，兑换所，甚至汇兑银行……这些兑换业者的业务，是把外国商人

带入国内的各种各样的铸币，换成当地法定通用的铸币。他们的业务范围后来逐渐扩

大……他们变成了那时候的出纳业者和银行业者。但是，阿姆斯特丹政府认为，出纳业

和兑换业结合在一起是一种危险。为了应付这种危险，它决定建立一个赋有公开的全

权兼营出纳业和兑换业的大机构。这就是著名的１６０９年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由于

不断需要兑换各种货币，威尼斯、热那亚、斯德哥尔摩、汉堡等地也设立了汇兑银行，所

有这些汇兑银行中，只有汉堡银行今天还存在，因为这个没有自己的造币制度的商业

城市，仍然需要有这样一个机构。”（西·菲塞林《实用国民经济手册》１８６０年阿姆斯特

丹版第１部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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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讲过（第１卷第３章第３节ｃ），这些职能是双重的：使货币往返

于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以平衡国际支付，以及输出资本以取

得利息；此外，使货币从贵金属产地流到世界市场和把贵金属的供

给在不同国家的流通领域之间进行分配。在英国十七世纪的大部

分时间内，金匠还执行银行家的职能。在这里，我们完全抛开国际

支付的平衡如何进一步发展为汇票买卖等等以及一切和有价证券

营业有关的事情；总之，完全抛开信用制度的一切特殊形式，因为

信用制度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

作为世界货币，一国的货币就失去它的地方性；一国的货币可

以用另一国的货币来表现，因此，所有的货币都可以归结为它们的

金或银的含量；同时，金和银作为世界货币流通的两种商品，又可

以归结为它们互相之间的不断变动的价值比率。货币经营者把这

种媒介变成自己的特殊业务。所以，兑换业和金银贸易是货币经营

业的最原始的形式，并且产生于货币的双重职能：作为一国铸币的

职能和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

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甚至从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下

的一般贸易中，都会产生如下结果：

第一，把货币作为贮藏货币，在现在也就是作为必须不断以货

币形式充当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的准备金而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积

攒起来。这是货币贮藏的第一个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货

币贮藏会以这个形式再现出来，并且通常会在商业资本的发展过

程中至少为这种资本而形成起来。这两种情况既适用于国内流通，

也适用于国际流通。这种贮藏货币不断地流动着，它不断地进入

流通并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回。货币贮藏的第二个形式是在货币形

式上闲置的、暂时不用的资本，包括新积累的尚未投入的货币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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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种货币贮藏本身所需要的职能，首先是货币的保管、记账

等等。

第二，与此密切相联的还有购买时的支出货币，出售时的收入

货币，付款和收款，支付的平衡等等。所有这一切最初都是由货币

经营者作为单纯的出纳业者替商人和产业资本家完成的。（４４）

一旦借贷的职能和信用贸易同货币经营业的其他职能结合在

一起，货币经营业就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而这种情况即使在货币经

营业的最初时期也总会发生。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篇论述生息

资本时再谈。

（４４） “出纳业者的制度，也许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象在尼德兰的商业城市中那样

纯粹地保存着它最初的独立性质。（关于阿姆斯特丹出纳业的起源，可以参看埃·卢扎

克《荷兰财富》第３卷）他们的职能部分地与古老的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的职能相一

致。出纳业者从那些利用他的服务的商人那里收到一笔货币，并在他的账簿中为商人

开立‘贷方’的户头；商人还把他们的债权送交给他，由他替他们去收款，并把收到的钱

也记在贷方栏内。另一方面，他要对这些商人所出的票据实行支付，并把支付的钱数记

在商人的往来账上。他对这些收款和付款索取小额手续费，这是仅仅由于他在双方之

间完成的周转额而得到的一个与他的劳动相当的报酬。如果和同一个出纳业者打交道

的两个商人需要抵销他们的支付，那末，这样的支付通过对账就很容易了结，因为出纳

业者逐日把他们互相间的债权进行抵销。因此，出纳业者的真正业务，就是这样给支付

作媒介；所以，这种业务不包括各种产业企业活动、投机和空头信用；因为这里必须遵

守这样一个原则：出纳业者为在他那里开立账户的商人支付的货币决不超过商人的存

款额。”（菲塞林《实用国民经济手册》第２４３、２４４页）——关于威尼斯的金库联合会，休

耳曼说过这样的话：“由于威尼斯的需要和地理位置，——在那里，现金的运送比在任

何地方都更不方便，——这个城市的批发商人，在妥善的保护、监督和管理的情况下，

组织了金库联合会。如果某个这种联合会的会员存入一定数额的款项，那末凭这笔存

款，他们可以对他们的债权人开发票据，然后在为此开设的账簿中把根据票据支付的

金额从债务人的账页上注销，并把它转入账簿中债权人的存款栏。这就是所谓汇划银

行的萌芽。这种联合会是很古老的。但是，如果说它起源于十二世纪，那就把它和１１７１

年设立的国债机关混同起来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第４５３、４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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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贸易本身，即把金或银从一国运到另一国，只是商品贸易的结

果，而这种结果是由表示国际支付状态和不同市场利息率状态的

汇兑率决定的。从事金银贸易的商人，只是这种结果的媒介。

在考察货币，考察它的运动和形式规定怎样从简单商品流通

中发展起来时，我们已经看到（第１卷第３章），作为购买手段和支

付手段来流通的货币的量的运动，是由商品形态变化，由商品形态

变化的范围和速度决定的；现在我们又知道，这种商品形态变化本

身只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至于如何从产地取得货币材料

金和银，那末，这归根到底是通过直接的商品交换，也就是通过金

和银作为商品同其他商品的交换，因此，就象取得铁或其他金属一

样，是商品交换的一个要素。至于贵金属在世界市场上的运动（只

要这种运动是由借贷造成的资本转移，也是以商品资本的形式进

行的转移，我们在这里就不考察了），那末，它完全是由国际商品交

换决定的，正象作为国内的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是

由国内商品交换决定的一样。贵金属从一国的流通领域到另一国

的流通领域的流出和流入，如果只是由于一国铸币贬值或复本位

制引起的，就与货币流通本身无关，而只是对国家任意造成的误

差的纠正。最后，关于货币贮藏的形成，如果它是用于国内贸易

或对外贸易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准备金，同样，如果它是暂

时闲置的资本的单纯形式，那末，它在这两个场合都只是流通过

程的一种必然的沉淀物。

如果整个货币流通就它的范围、它的形式和它的运动来说，只

是商品流通的结果，而从资本主义的观点来看，商品流通本身只表

示资本的流通过程（在这里，就收入花费在零售商业中来说，既包

括资本对收入的交换，又包括收入对收入的交换），那末，不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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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货币经营业就不只是对商品流通的这个单纯结果和表现方式，

即对货币流通起中介作用。这个货币流通本身，作为商品流通的一

个要素，对货币经营业来说是既定的。货币经营业作为媒介，担任

货币流通的各种技术性业务，使之集中、缩短和简化。货币经营业

不形成货币贮藏，而是提供技术手段，使自愿进行的这个货币贮藏

（因而，既不是闲置资本的表现，也不是再生产过程紊乱的表现）减

少到它的经济上的最低限度，因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准备金，

在对它的管理是为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场合，不需要象在它由每

个资本家各自管理的场合那样大。货币经营业不购买贵金属，只是

在商品经营业买了贵金属以后对它的分配起中介作用。在货币执

行支付手段的职能时，货币经营业会使差额的平衡易于进行，并且

会通过各种人为的结算机构减少平衡差额所需要的货币量；但它

既不决定各种互相支付的联系，也不决定它们的规模。例如，在银

行和票据交换所内互相交换的汇票和支票，就代表完全独立的营

业，是已经完成的各种活动的结果，问题只在于使这些结果的平衡

在技术上更完善。只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而流通，买卖的范围和次

数就完全不以货币经营业为转移。货币经营业只能缩短买卖引起

的各种技术活动，并由此减少这种周转所必需的货币现金量。

可见，我们在这里考察的纯粹形式的货币经营业，即与信用制

度相分离的货币经营业，只与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即与货币流通

的技术和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货币职能有关。

这是货币经营业在本质上区别于商品经营业的地方。商品经

营业对商品的形态变化和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或者，甚至使商品

资本的这个过程表现为一个由产业资本分离出来的资本的过程。

因此，如果说商品经营资本表示出一个独特的流通形式Ｇ—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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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在其中，商品两次换位，货币由此流回（这和Ｗ—Ｇ—Ｗ 相反，

在其中，货币两次转手，由此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那末，在货

币经营资本那里看不出这样的特殊形式。

只要对货币流通起这种技术上的中介作用的货币资本，——

这个资本以缩小的规模代表商人和产业资本家自己在另一种情况

下也必须为这个目的预付的追加资本，——是由一类特殊资本家

预付的，资本的一般形式Ｇ—Ｇ 也就会在这里出现。由于Ｇ的预

付，就会有Ｇ＋ Ｇ为预付者而生产出来。但是，在Ｇ—Ｇ 中作为

媒介的东西，在这里与形态变化的物质要素无关，而只与它的技术

要素有关。

显然，货币经营者所使用的货币资本的总量，就是商人和产业

家的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货币经营者所完成的各种活动，只是

他们为之服务的商人和产业家的活动。

同样很清楚，货币经营者的利润不过是从剩余价值中所作的

一种扣除，因为他们的活动只与已经实现（即使只是在债权形式上

实现）的价值有关。

象在商品经营业那里一样，在这里也出现了职能的二重化。因

为，同货币流通结合在一起的技术业务，有一部分必须由商品经营

者和商品生产者自己去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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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货币积累的特殊形式，我们

要在下一篇才考察。

从以上的说明自然可以得出结论说，最荒唐的看法莫过于把

商人资本——不管它以商品经营资本的形式或货币经营资本的形

式出现——看作是产业资本的一个特殊种类，就象采矿业、农业、

畜牧业、制造业、运输业等等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产业资本的分支

部门从而特殊投资领域一样。只要简单地看一看这样一个事实，即

每个产业资本，当它处在自己的再生产过程的流通阶段时，作为商

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所完成的职能，恰好就表现为商人资本在它的

两个形式上的专门职能，——只要看一看这个事实，就必然会使这

种粗陋的见解站不住脚。相反地，作为生产资本的产业资本和处在

流通领域中的同一资本之间的区别，所以会在商品经营资本和货

币经营资本上取得独立的形式，是因为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暂时采

取的一定的形式和职能表现为资本的一个分离出来的部分的独立

形式和职能，并且完全同资本的这个部分结合在一起。产业资本的

转化形式，和不同生产部门各生产资本之间由于不同产业部门的

性质不同而造成的物质区别，是有天壤之别的。

除了一般经济学家考察形式区别（事实上只有这种区别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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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方面使他感兴趣）时表现出的那种粗鲁态度以外，在庸俗经济

学家那里这种混淆还有以下两件事作为基础。第一，他没有能力

就商业利润的特性来说明商业利润；第二，他力图进行辩护，要

把那些首先以商品流通、从而以货币流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的特有形式所产生的商品资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从而商

品经营资本形式和货币经营资本形式，说成是生产过程本身必然

产生的形式。

如果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同谷物栽培业的区别，不

过象谷物栽培业同畜牧业和制造业的区别一样，那就很清楚，生

产生产消费还是用于个人消费），永远必须有商人和银行家作媒

介，就象要吃肉必须有畜牧业，要穿衣必须有服装业一样。（４５）

由于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人考察的是资本的基

本形式，是作为产业资本的资本，而流通资本（货币资本和商品资

本）事实上只是在它本身是每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的

（４５） 聪明的罗雪尔９６挖空心思地想出，既然有些人把商业说成是生产者和消费

者之间的“媒介”，“人们”也同样能够把生产本身说成是消费的“媒介”（在谁与谁之

间？）。由此自然会得出结论：商业资本象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一样，是生产资本的一部

分。因此，既然我们可以说，人只有以生产作媒介才能保证自己的消费（一个人即使没

有在莱比锡受过教育，也必须这样做），或者说，为了占有自然就必需劳动（人们可以把

这叫作“媒介”），由此自然会得出结论：由生产的一个特殊社会形式所产生的社会“媒

介”——因为是媒介——具有同样的必然性的绝对性，具有同样的地位。媒介这个名词

决定一切。此外，商人也并不是生产者和消费者（我们暂时把那种有别于生产者的消费

者，即不进行生产的消费者撇开不说）之间的媒介，而是这些生产者互相进行产品交换

的媒介，只是一种交换的中间人，在成千成万的场合，这种交换没有这种中间人也在

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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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才加以考察，因此，他们遇到商业资本这种特殊种类的资本，

就陷入了困境。考察产业资本时直接得出的关于价值形成、利润等

等的原理，并不直接适用于商人资本。因此，他们事实上把商人资

本完全搁在一边了，在提到它时，只是把它当作产业资本的一种。

在他们特别论述商人资本的地方，例如在李嘉图论述对外贸易的

时候，他们总是力图证明，它不创造价值（因而也不创造剩余价

值）。但是，关于对外贸易的论述，也适用于国内贸易。

以上我们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并且在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界限内，来考察商人资本的。但是，不仅商业，而且商业资

本也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得早，实际上它是资本在历史上更

为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货币经营业和预付在它上面的资本只需

要批发商业的存在，进一步说，只需要商品经营资本的存在，就可

以发展起来，所以，我们要在这里考察的，也只是商品经营资本。

因为商业资本离不开流通领域，而它的职能是专门对商品交

换起中介作用，所以，它的存在——撇开由直接的物物交换所产生

的各种不发达的形式不说——所需要的条件，就是简单的商品流

通和货币流通所需要的条件。或者不如说，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

流通就是它的存在条件。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产品，不论是在什么

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不论是在原始共同体的基础

上，还是在奴隶生产的基础上，还是在小农民和小市民的生产的基

础上，还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出来的，——都不会改变

自己的作为商品的性质；作为商品，它们都要经历交换过程和随之

发生的形态变化。有商人资本在中间作媒介的两极，对商人资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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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已经存在的条件，就象它们对货币和对货币的运动来说是已

经存在的条件一样。唯一必要的事情是这两极作为商品已经存在，

而不管生产完全是商品生产，还是投入市场的只是独立经营的生

产者靠自己的生产满足自己的直接需要以后余下的部分。商人资

本只是对这两极的运动，即对它来说已经作为前提存在的商品的

运动，起中介作用。

产品进入商业、通过商人之手的规模，取决于生产方式，而

在资本主义生产充分发展时，即在产品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

为直接的生活资料来生产时，这个规模达到自己的最大限度。另

一方面，在任何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商业都会促进那些为了

增加生产者（这里是指产品所有者）的享受或贮藏货币而要进入

交换的剩余产品的生产；因此，商业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为交换价

值而生产的性质。

商品的形态变化，它们的运动，１．在物质上由不同商品的互相

交换构成；２．在形式上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

和买构成。而商人资本的职能就是归结为这些职能，即通过买和卖

来交换商品。因此，它只是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不过这种交换

从一开始就不能单纯理解为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在奴隶

关系、农奴关系、贡赋关系（指原始共同体时的贡赋关系）下，只有

奴隶主、封建主、接受贡物的国家，才是产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产

品的出售者。商人为许多人而进行买卖。买和卖都集中在他手中；因

此，买和卖就不再与购买者（作为商人）的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了。

但是，不论以商人为媒介进行商品交换的各生产部门的社会

组织如何，商人的财产总是作为货币财产而存在，他的货币也总是

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资本的形式总是Ｇ—Ｗ—Ｇ ；货币，交换

４６３  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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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的独立形式，是出发点，而增加交换价值是独立的目的。商品

交换本身和对商品交换起中介作用的各种活动，——这些活动和

生产相分离，并且由非生产者来完成，——只是不仅增加财富，而

且增加一般社会形式的财富即作为交换价值的财富的手段。动机

和决定目的是把Ｇ转化为Ｇ＋ Ｇ；对Ｇ—Ｇ 行为起中介作用的

Ｇ—Ｗ 和Ｗ—Ｇ 行为，只表现为由Ｇ到Ｇ＋ Ｇ这个转化的过渡

要素。这个Ｇ—Ｗ—Ｇ ，作为商人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不同于

Ｗ—Ｇ—Ｗ，即生产者本身之间的商品贸易，因为后者的最终目的

是交换使用价值。

因此，生产越不发达，货币财产就越集中在商人手中，或表现

为商人财产的独特形式。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也就是说，一旦资本支配生产本

身并赋予生产一个完全改变了的独特形式，——商人资本只是表

现为执行一种特殊职能的资本。在以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商人资

本表现为资本的真正职能，而生产越是为生产者本人直接生产生

活资料，情形就越是如此。

因此，要理解商人资本为什么在资本支配生产本身以前很久

就表现为资本的历史形式，这丝毫也不困难。商人资本的存在和发

展到一定的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１．

因为这种存在和发展是货币财产集中的先决条件；２．因为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前提是为贸易而生产，是大规模的销售，而不是面向

个别顾客的销售，因而需要有这样的商人，他不是为满足他个人需

要而购买，而是把许多人的购买行为集中到他的购买行为上。另一

方面，商人资本的任何一种发展，会促使生产越来越具有以交换价

值为目的的性质，促使产品越来越转化为商品。但是象我们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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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上就要进一步叙述的那样，商人资本的发展就它本身来说，还不

足以促成和说明一个生产方式到另一个生产方式的过渡。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人资本从它原来的独立存在，下降为一

般投资的一个特殊要素，而利润的平均化，又把它的利润率化为一

般的平均水平。它只是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在这里，随

着商人资本的发展而形成的特殊社会状态，不再具有决定的作用；

相反地，在商人资本占优势的地方，过时的状态占着统治地位。这

一点甚至适用于同一个国家，在那里，比如说，纯粹的商业城市比

工业城市有更多类似过去的状态。（４６）

资本作为商人资本而具有独立的、优先的发展，意味着生产还

没有从属于资本，就是说，资本还是在一个和资本格格不入的、不

以它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基础上发展。因此，商人资本的独立

发展，是与社会的一般经济发展成反比例的。

独立的商人财产作为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形式，意味着流通过

程离开它的两极而独立，而这两极就是进行交换的生产者自己。这

两极对流通过程来说仍然是独立的，而流通过程对这两极来说也

是独立的。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变成商品的。在这里，正是商业

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

成商业。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在这里首先是在流通过程中出现

（４６） 威·基塞耳巴赫先生（《中世纪世界贸易史和欧洲社会生活的发展》１８６０年

版）的头脑里实际上仍然充满着以商人资本为一般资本形式的那个世界的观念。他对

资本的现代意义一无所知，就象在《罗马史》中谈论“资本”和资本统治的蒙森先生一

样。在英国近代史上，真正的商业阶层和商业城市在政治上也是反动的，它们同土地贵

族和金融贵族结成联盟来反对工业资本。例如，我们可以把利物浦的政治作用和曼彻

斯特、北明翰的政治作用比较一下。工业资本的完全统治，只是在废除谷物关税４６等等

以后，才为英国的商人资本和金融贵族所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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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流通过程中，货币发展成为资本。在流通中，产品首先发展

成为交换价值，发展成为商品和货币。资本在学会统治流通过程的

两极，即以流通为媒介的不同生产部门以前，能够而且必须在流通

过程中形成。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能够对组织极不相同、按其内部

结构主要仍然是从事使用价值生产的那些生产部门起中介作用。

流通过程使各生产部门通过一个第三者而互相结合起来，流通过

程的这种独立化表明两个情况。一方面，流通还没有支配生产，而

是把生产当作已经存在的前提。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还没有把流通

作为单纯的要素吸收进来。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两方面

的情况都已经具备。生产过程已经完全建立在流通的基础上，流通

也已经成为生产的一个单纯要素，一个过渡阶段，只是作为商品来

生产的产品的实现，和作为商品来生产的各种产品生产要素的补

偿。在这里，直接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资本形式，——商业资

本，——只表现为资本在它的再生产运动中的一种形式。

商人资本的独立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成反比例这

个规律，在例如威尼斯人、热那亚人、荷兰人等经营的转运贸易

（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ｔｒａｄｅ）的历史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在这种贸易上，主要利润

的获取不是靠输出本国产品，而是靠对商业和一般经济都不发达

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靠对两个生产国家进行剥削。（４７）

在这个场合，商人资本是纯粹的商业资本，同两极即以它作为媒介

（４７） “商业城市的居民从一些较富有的国家运进精制的工业品和昂贵的奢侈

品，因而助长了大地主们的虚荣心，这些大地主贪婪地购买这种东西，并且用大量的本

国原料来支付。因此，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商业，都是一个国家用自己的原料去交换

一个工业比较进步的国家的工业品……一旦这种嗜好普遍流行，以致引起大量需求，

商人为了节省运费，就开始在他们本国建立类似的制造业。”（亚·斯密［《国富论》阿伯

丁发行，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３章［第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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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个生产部门分离了。这就是商人资本形成的一个主要源泉。但

是，转运贸易的这种垄断权，从而这种贸易本身，是随着这样一些

民族的经济发展而衰落下去的，这些民族从两方面受这种垄断的

剥削，其不发达状况成了这种垄断的存在基础。就转运贸易来说，

这种衰落不仅表现为一个特殊商业部门的衰落，而且也表现为纯

粹商业民族的优势的衰落和这些民族的以这种转运贸易为基础的

商业财富的衰落。这只是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进程中

从属于产业资本这一事实借以表现的一种特殊形式。商人资本在

它直接支配生产的地方是怎样干的，关于这一点，不仅一般的殖民

地经济（即所谓殖民制度），而且特别是旧荷兰东印度公司９３的经

济，提供了鲜明的例证。

因为商人资本的运动是Ｇ—Ｗ—Ｇ ，所以商人的利润，第一，

是通过只在流通过程中完成的行为获得的，也就是说，是通过买和

卖这两个行为获得的；第二，它是在后一种行为即卖中实现的。因

此，这是让渡利润，ｐｒｏｆｉｔｕｐｏ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
８２
。乍一看来，只要产品按

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纯粹的独立的商业利润好象就是不可能的。贱

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因此，这不是等价物的交换。这种交换中

所包含的价值概念只是指，不同商品都是价值，因而都是货币；从

质的方面来说，它们同样是社会劳动的表现。但它们不是相等的价

值量。产品进行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它们之所以

取得商品形式，是因为它们是可以交换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同一

个第三者的表现。继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

再生产，日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这首先不是为了生产者和消

费者，而是为了二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把货币价格加以比较并把差

额装入腰包的商人。商人是通过他的运动本身来确立等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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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起初只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并非由它创造的

两个前提之间的中介运动。

正象货币不仅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且作为商品的、从

而财富的绝对形式，作为贮藏货币，从商品流通的简单形式Ｗ—

Ｇ—Ｗ 中产生出来，货币在货币形式上的保存和增加则成为目的本

身一样，货币，贮藏货币，也会作为某种通过简单让渡而自行保存和

增加的东西，从商人资本的简单流通形式Ｇ—Ｗ—Ｇ 中产生出来。

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

的空隙中９７，或者不如说，象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

样。最初的独立的、颇为发达的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商业，是作

为纯粹的转运贸易建立在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的基础上的，这些

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对这些生产民族起着中介人的作用。

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

里，情况正好相反。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

说，会或多或少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

因为它会使享受和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是依赖于产品的直

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它增进了货币流通。它已经不

再是仅仅攫取生产的余额，而且是逐渐地侵蚀生产本身，使整个生

产部门依附于它。不过，这种解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从事

生产的共同体的性质。

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的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

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

中产生的。撇开商业资本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就

这方面来说，它对拉平和确定商品价值发生影响）不说，那些生产

方式也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

９６３第二十章 关于商人资本的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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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部分地是因为它是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媒介，这些共同体基本上

还是生产使用价值，对于它们的经济组织来说，进入流通的那部分

产品的出售，一般说来，也就是产品按照其价值的出售，还是次要

的；部分地是因为在以往那些生产方式中，商人与之做生意的剩余

产品的主要占有者，即奴隶主，封建地主，国家（例如东方专制君

主）代表供人享受的财富，对于这些财富，商人会设下圈套，这一点

亚·斯密在上述有关封建时期的引语中已经正确地嗅出来了。因

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４８），

它在古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

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在迦太基、罗马，后

来在威尼斯人、葡萄牙人、荷兰人等等那里，情形都是这样。

（４８） “现在，商人对贵族或盗匪非常埋怨，因为他们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他

们会遭到绑架、殴打、敲诈和抢劫。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末他们当

然就成了圣人了……但既然商人对全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干下了这样多的不

义行为和非基督教的盗窃抢劫行为，那末，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财重新失去或者被

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又有什么奇怪呢？……国君应当对这

种不义的交易给予应有的严惩，并保护他们的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无耻的掠夺。

因为国君没有这么办，所以上帝就利用骑士和强盗，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

他们应当成为上帝的魔鬼，就象上帝曾经用魔鬼来折磨或者用敌人来摧毁埃及和全世

界一样。所以，他是用一个坏蛋来打击另一个坏蛋，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让人懂

得，骑士是比商人小的强盗，因为一个骑士一年内只抢劫一两次，或者只抢劫一两个

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以赛亚的预言正在应验：你的国君与盗贼作

伴。因为他们把一个偷了一个古尔登或半个古尔登的人绞死，但是和那些掠夺全世界

并比所有其他的人都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的人串通一气。大盗绞死小偷这句谚语仍

然是适用的。罗马元老卡托说得好：小偷坐监牢，戴镣铐，大盗戴金银，衣绸缎。但是对

此上帝最后会说什么呢？他会象他通过以西结的口所说的那样去做，把国君和商人，一

个盗贼和另一个盗贼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铅和铜熔化在一起，就象一个城市被焚毁时

出现的情形那样，既不留下国君，也不留下商人。”（马丁·路德《论商业与高利贷》１５２７

年版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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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到处都使生产朝着交换价值的方向发展，

使生产的规模扩大，使它多样化并具有世界主义的性质，使货币发

展成为世界货币。因此，商业对各种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产

使用价值的生产组织，都或多或少地起着解体的作用。但是它对旧

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

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

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

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古代世界，商业的影响

和商人资本的发展，总是以奴隶经济为其结果；不过由于出发点不

同，有时只是使家长制的、以生产直接生活资料为目的的奴隶制

度，转化为以生产剩余价值为目的的奴隶制度。但在现代世界，它

会导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这些结果本身，除

了取决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外，还取决于完全另外一些情况。

城市工业本身一旦和农业分离，它的产品一开始就是商品，因

而它的产品的出售就需要有商业作为媒介，这是理所当然的。因

此，商业依赖于城市的发展，而城市的发展也要以商业为条件，这

是不言而喻的。但工业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与此齐头并进，在这

里，却完全取决于另外一些情况。在古罗马，还在共和制的后期，商

人资本已发展到古代世界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在工业发展上没有

显出任何进步；在科林斯和欧洲、小亚细亚的其他希腊城市，商业

的发展却伴随有工业的高度发展。另一方面，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

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

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

毫无疑问，——并且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

点，——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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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并迅速促进了商人资本发展的大革命
９９
，是促使封建生产方

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世界市场的突然扩

大，流通商品种类的增多，欧洲各国竭力想占有亚洲产品和美洲富

源的竞争热，殖民制度，——所有这一切对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起

了重大的作用。但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

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

方，才得到了发展。例如，我们可以拿荷兰同葡萄牙进行比较。（４９）

如果在十六世纪，部分地说直到十七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

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

产生过非常重大的影响，那末，相反地，这种情况是在已经形成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世界市场本身形成这个生产

方式的基础。另一方面，这个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

模进行生产的必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所以，在这里不

是商业使工业发生革命，而是工业不断使商业发生革命。商业的

统治权现在也是和大工业的各种条件的或大或小的优势结合在一

起的。例如，我们可以拿英国和荷兰来比较一下。荷兰作为一个

占统治地位的商业国家走向衰落的历史，就是一部商业资本从属

于工业资本的历史。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

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了多大的障碍，这

（４９） 撇开其他情况不说，由渔业、工场手工业和农业打下的基础，对荷兰的发展

起了多么重大的作用，这已经由十八世纪的著作家说明了。我们可以参看例如马西的

著作。１００——前人总是低估亚洲的、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商业的规模和意义；与此相反，

对它们异乎寻常地予以过高的估计，现在已经成了一种时髦。纠正这种看法的最好办

法，是考察一下十八世纪初英国的进出口，并把它们同今天的进出口相比较。不过就在

当时，英国的进出口也比任何一个过去的商业民族大得不可比拟。（见安德森《商业史》

［第２６１页和以下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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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英国人同印度和中国的通商上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在印度和中

国，小农业和家庭工业的统一形成了生产方式的广阔基础。此外，

在印度还有建立在土地公有制基础上的村社的形式，这种村社在

中国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国人曾经作为统治者和地租所得

者，同时使用他们的直接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以便摧毁这种小

规模的经济公社。（５０）如果说他们的商业在那里对生产方式发生了

革命的影响，那只是指他们通过他们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消灭了纺

织业，——工农业生产的这种统一的一个自古不可分割的部分，这

样一来也就破坏了公社。但是，就是在这里，对他们来说，这种解体

工作也是进行得极其缓慢的。在中国，那就更缓慢了，因为在这里

直接的政治权力没有给予帮助。因农业和手工制造业的直接结合

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在这里对大工业产品进行了

最顽强的抵抗；因为在大工业产品的价格中，会加进大工业产品到

处都要经历的流通过程的各种非生产费用。同英国的商业相反，俄

国的商业则没有触动亚洲生产的经济基础。（５１）

从封建生产方式开始的过渡有两条途径。生产者变成商人和

资本家，而与农业的自然经济和中世纪城市工业的受行会束缚的

手工业相对立。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或者是商人直接支配生

产。虽然后一条途径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过渡作用，——例如十

（５０） 如果有哪一个民族的历史可以看作失败的和真正荒唐的（在实践上是无耻

的）经济实验的历史，那就是英国人在印度经营的历史了。在孟加拉，他们创作了一幅

英国大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印度东南部，他们创作了一幅小块土地所有制的漫画；在

西北部，他们又做了他们能做的一切，把实行土地公有制的印度经济公社，变成了它本

身的一幅漫画。

（５１） 自从俄国竭力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而这种资本主义生产完全依靠国

内市场和邻近的亚洲市场以来，这种情况也开始发生变化。——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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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世纪英国的呢绒商人曾经把那些仍然是独立的织工置于自己的

控制之下，把羊毛卖给他们，而向他们购买呢绒，——但就它本身

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

方式，把它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例如，直到本世纪中叶，法国

的丝织业以及英国的织袜业和花边业的工厂主，大部分仍然只是

名义上的工厂主，实际上只是商人，他让织工按照他们原来的分散

的方式继续劳动，而他只是作为商人实行统治，织工实际上是为这

种商人劳动。（５２）这个方法到处都成了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障碍，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消灭。它不变革生产方

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

无产者，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支配的人所处的条

件还要坏，并且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同样

的情况在伦敦一部分手工家具制造业上也可以看到，不过略有变

化。这种制造业，特别在哈姆雷特塔区１０１，经营的规模非常大。整个

生产分成许多互相独立的营业部门。一个部门只做椅子，另一个部

门只做桌子，第三个部门只做柜子等等。这些部门本身或多或少都

是按手工业方式由一个小老板带领几个帮工经营的。不过，如果

是直接为了私人劳动，生产规模就未免太大了。它们的购买者是

家具店主。每星期六老板都上他们那里去，并把产品卖给他们；

这时进行讨价还价，就象在当铺内对这件或那件东西该当多少钱

进行讨价还价一样。这些老板单是为了在下一周能够重新购买原

料并支付工资，就需要逐周出售自己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他

（５２） 莱因地区的绦带编织业，丝辫编织业和丝织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克雷费尔

德附近甚至还专门铺设一条铁路来沟通这些农村手工织工和城市“工厂主”之间的交

易。但是后来机械棉织业使这一条铁路和手工织工一起失业了。——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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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实质上只是商人和他们自己的工人之间的媒介。商人是真正的

资本家，他把剩余价值的最大部分装进了自己的腰包。（５３）在那些

过去用手工业方法经营，或者作为农村副业经营的部门向工场手

工业过渡时，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随着这种独立的小本经营的技

术发展，——这种小本经营本身已经使用手工操作的机器，——也

会发生向大工业的过渡；机器将改用蒸汽推动而不是用手推动；例

如，最近英国织袜业中出现的情况就是这样。

可见，这里发生了三重过渡：第一，是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在

各种以商业为基础的行业，特别是奢侈品工业中情形就是这样；这

种工业连同原料和工人一起都是由商人从外国输入的，例如在十

五世纪，从君士坦丁堡向意大利输入。第二，是商人把小老板变成

自己的中间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

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第三，是产业家成为

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

波佩说得对，在中世纪，商人不过是行会手工业者或农民所生

产的商品的“包买商”。１０２商人成了工业家，或者不如说，他让那些

手工业性质的小工业，特别是农村小工业为他劳动。另一方面，生

产者成了商人。例如，呢绒织造业老板现在已经不是逐渐地一小批

一小批地从商人那里获得羊毛，然后同帮工一起为商人劳动，而

是自己购买羊毛或毛纱，并把他的呢绒出售给商人。各种生产要

素，都作为他自己买来的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呢绒织造业者现在

已经不是为个别商人或某些顾客生产，而是为商业界生产了。生

产者自己就是商人。商业资本还要完成的只是流通过程。起初，

（５３） 从１８６５年以来，这个制度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详细情况可以参看《上院

血汗制特别委员会第１号报告》１８８８年伦敦版。——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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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是行会手工业、农村家庭手工业和封建农业转化为资本主义

经营的前提。它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为产品创

造了市场，部分地是因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价物，为生产提供了

新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并由此开创了一些生产部门，它们一开始就

以商业为基础：既以替市场和世界市场生产为基础，也以世界市场

造成的生产条件为基础。一旦工场手工业（尤其是大工业）相当

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造市场，并用自己的商品来夺取市场。这

时，商业就成了工业生产的奴仆，而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

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不断扩大的大量生产，会使现有市场

商品充斥，因此，它不断扩大这个市场，突破它的界限。限制这

个大量生产的，不是商业（就它仅仅反映现有需求而言），而是执

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业资本家总是面

对着世界市场，并且把他自己的成本价格不仅同国内的市场价格

相比较，而且同全世界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必须经常这样做。

以前，这种比较几乎完全是商人的事，这样就保证了商业资本对

产业资本的统治。

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探讨——重商主义——必然从

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

只是抓住了假象。这部分地是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早的

自由存在方式；部分地是因为它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

现代生产的发生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真正的现代经济

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诚

然，生息资本也是资本的古老形式。但为什么重商主义不从生息

资本出发，反而对生息资本采取攻击的态度，这一点，我们以后

就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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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生息资本

第二十一章

生 息 资 本

在最初考察一般利润率或平均利润率时（本卷第２篇），这个

利润率还不是在它的完成形态上出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平均化还

只表现为投在不同部门的产业资本之间的平均化。这种情况已经

在上一篇得到补充。在那里，我们说明了商业资本如何参加这个平

均化，并且说明了商业利润。这样，一般利润率和平均利润就表现

在比以前狭窄的范围内了。在阐述的过程中，以后凡是说到一般利

润率或平均利润的地方，要注意我们总是就后一种意义而言，即只

是就平均利润率的完成形态而言。因为这种利润率现在对产业资

本和商业资本来说是相同的，所以，在只考察这个平均利润的时

候，就不再需要区分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了。不管资本是作为产业

资本投在生产领域内，还是作为商业资本投在流通领域内，它都会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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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它的数量比例，提供相同的年平均利润。

货币——在这里它被看作一个价值额的独立表现，而不管这

个价值额实际上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存在——在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础上能转化为资本，并通过这种转化，由一个一定的价值

变为一个自行增殖、自行增加的价值。它会生产利润，也就是说，使

资本家能够从工人那里榨出一定量的无酬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

价值，并把它据为己有。这样，货币除了作为货币具有的使用价值

以外，又取得了一种追加的使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的使

用价值。在这里，它的使用价值正在于它转化为资本而生产的利

润。就它作为可能的资本，作为生产利润的手段的这种属性来说，

它变成了商品，不过是一种特别的商品。或者换一种说法，资本作

为资本，变成了商品。（５４）

假定年平均利润率是２０％。这时，一台价值１００镑的机器，

在平均条件以及平均的智力水平和合乎目的的活动下当作资本使

用，会提供２０镑的利润。因此，一个拥有１００镑的人，手中就有

使１００镑变成１２０镑，或生产２０镑利润的权力。他手中有１００镑

可能的资本。如果这个人把这１００镑交给另一个人一年，让后者

把这１００镑实际当作资本来使用，他也就给了后者生产２０镑利润

即剩余价值的权力。这个剩余价值对后者来说什么也不花费，他没

有为它支付任何等价物。如果后者在年终把比如说５镑，即把所生

产的利润的一部分付给这１００镑的所有者，他就是用这５镑来支

付这１００镑的使用价值，来支付这１００镑的资本职能即生产２０

（５４） 在这里，可以引用几段话，来说明经济学家正是这样考虑问题的。——“您

〈英格兰银行〉是经营资本商品的大商人吗？”这个问题是对该行的一位董事提出的，见

《银行法报告》（下院１８５７年［第１０４页］）的证人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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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利润的职能的使用价值。他支付给所有者的那一部分利润，叫作

利息。因此，利息不外是一部分利润的特别名称，特别项目；执行职

能的资本不能把这部分利润装进自己的腰包，而必须把它支付给

资本的所有者。

很清楚，１００镑的所有权，使其所有者有权把利息，把他的资

本生产的利润的一定部分，据为己有。如果他不把这１００镑交给另

一个人，后者就不能生产利润，也就根本不能用这１００镑来执行资

本家的职能。（５５）

在这里，同吉尔巴特一起（见注）说什么自然正义，这是荒谬

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正义性在于：这种交易是从生产

关系中作为自然结果产生出来的。这种经济交易作为当事人的意

志行为，作为他们的共同意志的表示，作为可以由国家强加给立约

双方的契约，表现在法律形式上，这些法律形式作为单纯的形式，

是不能决定这个内容本身的。这些形式只是表示这个内容。这个

内容，只要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相一致，就是正义的；只要与生产方

式相矛盾，就是非正义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奴隶制

是非正义的；在商品质量上弄虚作假也是非正义的。

这１００镑作为资本（不管是作为产业资本还是作为商业资本）

执行职能，因而生产２０镑的利润。但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必要

条件是，把这１００镑作为资本支出，也就是说，把货币支付出去购

买生产资料（如果是产业资本）或购买商品（如果是商业资本）。但

是，这１００镑要被支出，就必须已经存在。如果这１００镑的所有

（５５） “一个借钱为了获取利润的人，应该把利润的一部分给予贷出者，这是一个

不言而喻的合乎自然正义的原则。”（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１８３４年伦敦版第

１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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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Ａ把这１００镑用在自己的私人消费上，或者把它们作为贮藏货

币保存起来，它们就不能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Ｂ作为资本支出

了。资本家Ｂ不是支出自己的资本，而是支出Ａ的资本；但不得Ａ

的同意，他就不能支出Ａ的资本。因此，把这１００镑最初作为资本

支出的实际上是Ａ，虽然他作为资本家执行的全部职能只限于把

这１００镑作为资本支出。在我们考察这１００镑时，Ｂ所以会作为资

本家执行职能，只是因为Ａ把这１００镑交给了他，从而把这１００

镑作为资本支出了。

我们先来考察生息资本的特别的流通。然后第二步再来研究

它作为商品出售的特别的方式，即它是贷放，而不是永远出让。

起点是Ａ贷给Ｂ的货币。Ａ把货币贷给Ｂ，可以有担保，也可

以没有担保；前一种形式是比较古老的，不过用商品或用象汇票、

股票等等的债券做担保的贷款除外。这些特殊形式和我们这里无

关。在这里，我们只是考察普通形式上的生息资本。

货币在Ｂ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完成Ｇ—Ｗ—Ｇ 运动，然后

作为Ｇ ，作为Ｇ＋ Ｇ回到Ａ手中，在这里， Ｇ代表利息。为简

便起见，我们在这里暂且把资本长期留在Ｂ手中并按期支付利息

的情况撇开不说。

这样，运动就是：

Ｇ—Ｇ—Ｗ—Ｇ —Ｇ 。

在这里，出现两次的是，１．货币作为资本的支出；２．货币作为

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Ｇ 或Ｇ＋ Ｇ的流回。

在商业资本的运动Ｇ—Ｗ—Ｇ 中，同一商品转手两次，如果

是商人卖给商人，那就要转手多次；但同一商品每次这样的换位，

都表示一个形态变化，表示商品的买或卖，而不管这个过程在商品

０８３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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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进入消费以前要反复进行多少次。

另一方面在Ｗ—Ｇ—Ｗ 中，同一货币换位两次，表示商品的

一个完全的形态变化，先是商品转化为货币，然后再由货币转化为

另一种商品。

相反，在生息资本的场合，Ｇ的第一次换位，既不是商品形态

变化的要素，也不是资本再生产的要素。它在第二次支出时，在用

它来经营商业或把它转化为生产资本的那个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

中，才变成这样的要素。在这里，Ｇ的第一次换位，无非表示它已经

由Ａ转移到或转交到Ｂ手中；这种转移通常在一定的法律形式和

条件下进行。

与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双重支出——其中第一次支出只是由

Ａ转移到Ｂ——相适应的，是它的双重回流。它作为Ｇ 或Ｇ＋

Ｇ，从运动中流回到执行职能的资本家Ｂ手中。然后，执行职能的

资本家Ｂ让它带着一部分利润，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Ｇ＋

Ｇ再转给Ａ。在这里， Ｇ不等于利润的全部，而只是利润的一部

分，即利息。它流回到Ｂ手中，只是作为Ｂ曾经支出的东西，作为

执行职能的资本，但它属于Ａ所有。因此，要使它的回流完全起

来，Ｂ就要把它再转给Ａ。但除了资本额，Ｂ还要把他用这个资本

额赚得的一部分利润，作为利息转交给Ａ，因为Ａ只是把这个货

币作为资本，即作为不仅在运动中保存自己，而且为它的所有者创

造剩余价值的价值交给Ｂ的。它只有在它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时

候，才留在Ｂ手中。并且，只要资本到期流回，它就不再作为资本

执行职能。而作为不再执行职能的资本，它就必须再转移到Ａ手

中，因为Ａ一直是它的法律上的所有者。

在这里，资本是作为商品出现的，或者说，货币作为资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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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商品。根据这个规定，已经可以得出这种商品即作为商品的

资本所特有的、不过在其他交易中代替出售形式也会出现的贷放

形式。

这里我们必须作如下的区别。

我们已经说过（第２卷第１章），并且在这里还可以简单地回

顾一下，流通过程中的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

能的。但是，在这两种形式上，资本不是作为资本变成商品的。

生产资本一旦转化为商品资本，它就必须投到市场上去，作

为商品来出售。在这里，它是单纯地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资本

家在这里只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就象买者作为商品的买者出现

一样。作为商品，产品必须在流通过程中，通过它的出售来实现

它的价值，取得货币这一转化形式。因此，这个商品是由一个消

费者作为生活资料来购买，还是由一个资本家作为生产资料，作

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购买，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在流通行为中，

商品资本只是作为商品，而不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它是和简单

商品不同的商品资本，因为：１．它已经怀有剩余价值，因此，它的价

值的实现同时就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但是，这个事实并不影响它单

纯地作为商品，作为有一定价格的产品而存在；２．它作为商品所执

行的职能，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因而它

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由于只是它所进行的过程的部分运动，同

时就是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但它作为商品所进行的运动成

为它作为资本所进行的运动，并不是由于卖的行为本身，而只是

由于这个行为同这个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资本所进行的总运动的联

系。

同样，作为货币资本，它实际上也只是单纯地作为货币，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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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作为商品（生产要素）的购买手段来发生作用。这种货币在这里

同时是货币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形式，也并不是由于购买的行为，

不是由于它在这里实际上执行的货币的职能，而是由于这个行为

同资本总运动的联系，因为它作为货币所完成的这个行为，是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导。

但是，在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实际执行职能，在过程中实际发

生作用时，商品资本仅仅起商品的作用，货币资本仅仅起货币的作

用。在形态变化的无论哪一个要素上，就其本身来看，资本家都不

是把商品作为资本出售给买者（虽然这种商品对他来说代表资

本），他也不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让渡给卖者。在这两个场合，他把

商品单纯作为商品来让渡，把货币单纯作为货币，作为购买商品

的手段来让渡。

资本在流通过程中，只有在同整个过程发生联系的情况下，在

出发点同时就是复归点的时候，在Ｇ—Ｇ 或Ｗ—Ｗ 中，才作为资

本出现（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出现，则是由于工人从属于资本

家，由于生产剩余价值）。但在这种回流的时候，中介过程已经消

失。这里存在的，是Ｇ 或Ｇ＋ Ｇ（不管这个增加了 Ｇ的价值额

现在以货币的形式，以商品的形式，还是以生产要素的形式存在），

是一个等于原预付货币额加上一个余额即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

货币额。正是在这个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作为已经增殖的价

值而存在的复归点上，在这样的形式上，——这个复归点想象地或

者现实地作为静止点固定下来，——资本从来不进入流通，而是相

反地表现为整个过程的结果，从流通中退出来。如果它再被支出，

它也决不是作为资本让渡给第三者，而是作为单纯的商品卖给他，

或者作为单纯的货币，为购买商品而支付给他。它在自己的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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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从不表现为资本，而只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在这里，这

就是它对别人来说的唯一的存在形式。商品和货币在这里成为资

本，并不是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商品，并不是由于

它们对买者或对卖者的现实的关系，而只是由于它们的观念上的

关系，无论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主观地说），或者作为再生产过程

的要素来说（客观地说）都是如此。在现实的运动中，资本并不

是在流通过程中，而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在剥削劳动力的过程中，

才作为资本存在。

生息资本却不是这样。它的独特性质也正在于此。要把自己

的货币作为生息资本来增殖的货币所有者，把货币让渡给第三者，

把它投入流通，使它成为一种作为资本的商品；不仅对他自己来说

是作为资本，而且对别人来说也是作为资本；它不仅对把它让渡出

去的人来说是资本，而且它一开始就是作为资本交给第三者的，这

就是说，是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具有创造剩余价值、创造

利润的使用价值；它在运动中保存自己，并在执行职能以后，流回

到原来的支出者手中，在这里，也就是流回到货币所有者手中；因

此，它不过暂时离开他，不过暂时由它的所有者占有变为执行职能

的资本家占有，这就是说，它既不是被付出，也不是被卖出，而只是

被贷出；它不过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被转让：第一，它过一定时期流

回到它的起点；第二，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流回，流回时，已经实

现它的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那种使用价值。

作为资本贷放的商品，按照它的性质，或是作为固定资本贷

放，或是作为流动资本贷放。货币可以在这两种形式上贷放。例如，

如果它是在终身年金的形式上偿还，让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带着

利息流回，它就是作为固定资本贷放。有些商品，例如房屋、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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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等等，按照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始终只能作为固定资本贷

放。不过，一切借贷资本，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也不管它们的偿还

会怎样受它们的使用价值性质的影响，都永远只是货币资本的一

个特殊形式。因为这里贷放的，总是一定的货币额，并且利息也是

按这个金额计算的。如果贷出的既不是货币，也不是流动资本，它

就会按照固定资本流回的方式来偿还。贷出者定期得到利息，并得

到固定资本自身的一部分已经消耗的价值，即周期损耗的等价物。

贷出的固定资本中尚未消耗的部分，到期也以实物形式还回来。如

果借贷资本是流动资本，它也就会按照流动资本流回的方式回到

贷出者手中。

因此，流回的方式总是由自身得到再生产的资本及其特殊种

类的现实循环运动决定的。但是，借贷资本的回流采取偿还的形

式，因为它的预付、它的让渡，具有贷放的形式。

在这一章中，我们只研究本来意义的货币资本，借贷资本的其

他形式都是由此派生出来的。

贷出的资本的回流是双重的；在再生产过程中，它流回到执行

职能的资本家手中，然后回流再进行一次，转移到贷出者即货币资

本家手中，偿还给它的真正的所有者，它的法律上的起点。

在现实的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只表现为商品或货币，并且它

的运动总是分解为一系列的买和卖。总之，流通过程分解为商品的

形态变化。如果我们考察整个再生产过程，情形就不同了。如果我

们从货币出发（从商品出发也是一样，因为那时我们还是要从商品

的价值出发，这样商品本身要从货币的角度来考察），那就会看到，

有一个货币额被支出，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一个增长额流回

来。预付的货币额得到补偿，并且加上了剩余价值。它经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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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运动后，保存下来了，并且增长了。但是现在，作为资本贷放的

货币，也正是作为这样一个会自行保存、自行增长的货币额贷出

的，它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带着附加额流回来，并且可以不断地

重新通过相同的过程。它既不是作为货币，也不是作为商品支出

的，也就是说，它作为货币预付时，不是去交换商品，它作为商

品预付时，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它是作为资本支出的。这种

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关系，——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看作整

体和统一体时，资本就表现为这样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上，资

本表现为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在这里，不借助起中介作用的

中间运动，已经单纯地作为资本的性质，作为资本的规定性，同

资本融合在一起。而当它作为货币资本贷放时，它就是在这种规

定性上让渡的。

蒲鲁东关于货币资本的作用所持的见解颇为奇特（《无息信

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在蒲

鲁东看来，贷放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不是出售。取息的贷放

“是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

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第９页）１０３。

货币、房屋之类的物品，不会变更所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

一样。不过蒲鲁东没有看到，当货币以生息资本的形式放出时，并

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作为报酬。当然，在每一次买和卖的行为上，

既然有交换过程发生，就一定有物品被让出去。所售物品的所有权

总是要被放弃。但人们不会放弃它的价值。在卖的场合，商品被放

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以货币的形式或以债券或支付凭

证的形式被收回来，在这里，债券或支付凭证不过是货币的另一种

形式罢了。在买的场合，货币被放弃了，但它的价值没有被放弃，它

６８３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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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商品的形式得到补偿。在整个再生产过程中，产业资本家都保持

同一价值（撇开剩余价值不说），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在交换即物品交换发生时，不会发生价值变化。同一资本家总

是握有同一价值。而在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时，不会发生交换；当

交换发生时，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了。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

个交换行为，而是考察资本的总循环Ｇ—Ｗ—Ｇ ，那末，在这里总

是要不断预付一定的价值额，并且不断从流通中取回这个价值额

加上剩余价值或利润。当然，这个过程的中介作用在单纯的交换行

为中是看不见的。而贷出货币的资本家的利息，正是以作为资本的

Ｇ的这个过程为基础，并产生于这个过程。蒲鲁东说：

“实际上，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

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

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第６９页）

制帽业主在这里代表生产资本家，而同借贷资本家相对立。蒲

鲁东显然没有弄清楚这个秘密：生产资本家怎么能够按照商品的

价值出售商品（如何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在这里，从他的见

解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并由此除了取得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资

本，还能取得利润。假定１００顶帽子的生产价格＝１１５镑，并且这

个生产价格恰好和帽子的价值相等，就是说，生产帽子的资本恰好

具有社会平均构成。如果利润＝１５％，制帽业主在他按照这些商品

的价值１１５镑出售这些商品时，就会实现１５镑的利润。他生产这

些商品只花费１００镑。如果他是用他自己的资本进行生产，他就会

把这１５镑余额全部装进腰包；如果他是用借入的资本进行生产，

他也许就要拿出５镑作为利息。这样做决不改变帽子的价值，而只

改变已经包含在这个价值中的剩余价值在不同个人之间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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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帽子的价值不受支付利息的影响，蒲鲁东下面的这些话就毫

无意义了：

“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

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自食其力的原则，在利

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第１０５页）（５６）

在下面这句话里，蒲鲁东把一般资本的运动说成是生息资本

特有的运动，这说明蒲鲁东多么不理解资本的性质。他说：

“货币资本从交换到交换，通过利息的积累，不断流回到它的起点，由此

可以得出结论，不断由同一个人反复进行的贷放，会不断为同一个人带回利

润。”［第１５４页］

那末，在生息资本特有的运动中，什么东西对他来说还是不能

解决的谜呢？是这几个范畴：购买、价格、物品出让以及剩余价值在

这里借以表现的没有媒介的形式；总之，是这样一种现象：在这里，

资本作为资本已经变成商品，因而出售已经变成贷放，价格已经变

成利润的一部分。

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一般地说，是资本在它的总循环中的具

有特征的运动。这决不只是生息资本的特征。作为生息资本的特

征的，是它的表面的、已经和作为媒介的循环相分离的流回形式。

借贷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放出去，把它转给产业资本家时，没有得到

任何等价物。放出资本根本不是资本现实循环过程中的行为，而

（５６） 因此，照蒲鲁东说来，“房屋”、“货币”等等就不应当作为“资本”来贷放，而

应当作为“商品……按照成本价格”（第４３、４４页）来让渡。路德比蒲鲁东高明一些。他

已经知道，牟利与贷放或购买的形式无关：“从购买当中也能获得高利。但是现在要一

口吃掉，那就太多了。现在必须先谈一种，即先谈放债的高利贷。等我们搞掉这个以后

（在末日审判以后），我们再来谴责购买上的高利贷。”（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

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１５４０年维登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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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为这个要由产业资本家去完成的循环作了准备。在这里，货币

的第一次换位，不表示形态变化的任何行为，既不表示买，也不表

示卖。所有权没有被出让，因为没有发生交换，也没有得到任何等

价物。货币由产业资本家手中流回到借贷资本家手中，不过是对放

出资本的第一个行为的补充。这个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通过循

环过程，又以货币形式回到产业资本家手中。但因为资本支出时不

是归他所有，所以流回时也不能归他所有。通过再生产过程这一情

况，并不会使这个资本变为产业资本家的所有物。因此，产业资本

家必须把它归还给贷出者。第一次支出，使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到

借入者手中，这是一个法律上的交易，它与资本的现实的再生产过

程无关，只是为这个再生产过程作了准备。资本的偿还，使流回的

资本再由借入者手中转到贷出者手中，这是第二个法律上的交易，

是第一个交易的补充。一个是为现实过程作了准备，另一个则是发

生在现实过程之后的补充行为。因此，借贷资本的出发点和复归

点，它的放出和收回，都表现为任意的、以法律上的交易为媒介的

运动，它们发生在资本现实运动的前面和后面，同这个现实运动本

身无关。即使资本本来就归产业资本家所有，因而作为他的所有物

只流回到他那里，那末，对这个现实运动来说，这也不会有什么不

同。

在第一个作为先导的行为中，贷出者把他的资本交给借入者。

在第二个作为补充的结束行为中，借入者把资本还给贷出者。如果

我们只考察二者之间的交易，——暂时撇开利息不说，——也就是

说，如果我们只考察贷出的资本本身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运

动，这两种行为（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把它们分开，资本的现实

再生产运动就是在这个时间内进行）就已经包括这个运动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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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运动——以偿还为条件的付出——一般地说就是贷和借的运

动，即货币或商品的只是有条件的让渡的这种独特形式的运动。

一般资本的具有特征的运动，即货币流回到资本家手中，资本

流回到它的起点，在生息资本的场合，取得了一个完全表面的、和

现实运动相分离的形态，尽管这个形态是现实运动的形式。Ａ把

他的货币不是作为货币，而是作为资本放出去。在这里，资本没有

发生任何变化。它不过转手而已。它只是在Ｂ手中才实际转化为

资本。但对Ａ来说，单是把它交给Ｂ，它就成了资本。资本从生产

过程和流通过程实际流回的现象，只有对Ｂ来说才发生。而对Ａ

来说，流回是在和让渡相同的形式上进行的。资本由Ｂ手中再回

到Ａ手中。把货币放出即贷出一定时期，然后把它连同利息（剩余

价值）一起收回，是生息资本本身所具有的运动的全部形式。贷出

的货币作为资本所进行的现实运动，是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交

易以外的事情。在双方进行的交易中，中介过程消失了，看不见了，

不直接包含在内了。作为独特的商品，资本也具有它的独特的让渡

方式。因此在这里，回流也不是表现为一定系列的经济行为的归宿

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特别的法律契约的结果。流

回的时间取决于再生产的过程；而就生息资本来说，它作为资本的

回流，好象只取决于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协议。因此，就这种交

易来说，资本的回流不再表现为由生产过程决定的结果，而是表现

为：好象贷出的资本从来就没有丧失货币形式。当然，这种交易实

际上是由现实的回流决定的。但这一点不会在交易本身中表现出

来。实际的情形也并不总是这样。如果现实的回流没有按时进行，

借入者就必须寻求别的办法来履行他对贷出者的义务。资本的单

纯形式——货币，它以Ａ额支出，经过一定时间，除了这种时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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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间隔，不借助于任何别的媒介，再以Ａ＋
１
ｘＡ额流回——不过是

现实资本运动的没有概念的形式。

在资本的现实运动中，回流是流通过程的一个要素。货币先转

化为生产资料；生产过程把它转化为商品；通过商品出售，它再转

化为货币，并在这个形式上流回到那个最初以货币形式预付资本

的资本家手中。但就生息资本来说，回流和放出一样，只是资本所

有者和另一个人之间进行的法律交易的结果。我们看见的只是放

出和偿还。中间发生的一切都消失了。

但是，因为作为资本预付的货币具有一种属性，要流回到那个

把它预付出去即把它作为资本支出的人那里，因为Ｇ—Ｗ—Ｇ 是

资本运动的固有形式，所以，货币所有者能够把货币作为资本来贷

放，作为这样一种东西来贷放，这种东西具有一种属性，即要流回

到它的起点，并且要在它所通过的运动中作为价值来保存和增殖。

他把它作为资本放出，因为它在作为资本被使用之后，会流回到它

的起点，也就是说，经过一定时间，能够由借入者偿还，而这又因为

它已经流回到借入者自身那里。

因此，货币作为资本贷放——以在一定时期以后流回为条件

的放出货币——要有一个前提：货币实际上会当作资本使用，实际

上会流回到它的起点。因此，货币作为资本进行的现实的循环运

动，就是借入者必须把货币偿还给贷出者的那种法律上的交易的

前提。如果借入者不把这个货币作为资本支出，那是他的事情。贷

出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的，而作为资本，它必须执行资本的职

能，包括货币资本的循环，直到它以货币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

有一定的价值额作为货币或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行为Ｇ—Ｗ

和Ｗ—Ｇ ，只是中介过程，只是这个价值额的总运动中的各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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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作为资本，这个价值额通过总运动Ｇ—Ｇ 。它作为货币或某

种形式的价值额预付出去，又作为价值额流回。货币贷出者不把货

币用来购买商品，在这个价值额以商品形式存在时，也不把它卖出

去换取货币，而是把它作为资本，作为Ｇ—Ｇ ，作为经过一定时期

又会流回到它的起点的价值预付出去。他不买也不卖，而是贷放。

因此，这种贷放就是把价值作为资本而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来让

渡的相应形式。但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贷放不可能又是那些和

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无关的交易的形式。

以上我们只考察了借贷资本在它的所有者和产业资本家之间

的运动。现在我们来研究利息。

贷出者把他的货币作为资本放出去；他让渡给另一个人的价

值额是资本，因此，这个价值额会流回到他那里。但单是流回到他

那里，还不是作为资本贷出的价值额的回流，而只是一个贷出的价

值额的回流。预付的价值额要作为资本流回，就必须在运动中不仅

保存自己，而且增殖自己，增大自己的价值量，也就是必须带着一

个剩余价值，作为Ｇ＋ Ｇ流回。在这里，这个 Ｇ是利息，即平均

利润中不是留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而是落到货币资本家手

中的部分。

货币资本家把货币作为资本让渡，这就是说，货币必须作为Ｇ

＋ Ｇ回到他那里。我们以后还要特别考察一种形式，按照这种形

式，在贷出期内，利息按期流回，但资本不流回，它要等到一个较长

的时期结束时才偿还。

货币资本家给予借入者即产业资本家的是什么呢？前者实际

上让渡给后者的是什么呢？只是这种让渡的行为，才使货币的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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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成为作为资本的货币的让渡，也就是说，成为作为商品的资本

的让渡。

只是由于这种让渡的行为，资本才由货币贷出者作为商品交

给另一个人，或者说，他所支配的商品才作为资本交给另一个人。

就通常的出售来说，让渡的是什么呢？那不是所出售的商品的

价值，因为这个价值只是改变了形式。这个价值在它以货币形式实

际地转到卖者手中以前，已经作为价格观念地存在于商品之中。在

这里，同一价值，同一价值量，不过改变形式而已。在一个场合，它

们以商品形式存在；在另一个场合，它们以货币形式存在。卖者实

际让渡的，从而进入买者的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是商品的使用

价值，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

货币资本家在借出期内让渡并出让给生产资本家即债务人的

使用价值又是什么呢？是货币由于下面这一点而取得的使用价值：

它能够转化为资本，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因而在它的运动中，

它除了保存自己原有的价值量，还会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生产平

均利润（在这里，高于或低于平均利润都是偶然的现象）。就其余的

商品来说，使用价值最终会被消费掉，因而商品的实体和它的价值

会一道消失。相反，资本商品有一种属性：由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消

费，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不仅会保存下来，而且会增加。

货币资本家在把借贷资本的支配权移交给产业资本家的时间

内，就把货币作为资本的这种使用价值——生产平均利润的能力

——让渡给产业资本家。

在这个意义上，这样贷出的货币，同那种与产业资本家发生关

系的劳动力，有某种类似的地方。不过，产业资本家对劳动力的价

值是支付，而他对借贷资本的价值只是偿还。对产业资本家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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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当劳动力被使用的时候，它会比它本身

具有的价值，比它所费的价值，生产更多的价值（利润）。这个价

值余额，对产业资本家来说，就是劳动力的使用价值。与此相同，

借贷货币资本的使用价值，也表现为这种资本生产价值和增加价

值的能力。

货币资本家事实上让渡了一种使用价值，因此，他所让出的东

西，是作为商品让出的。从这方面来说，它完全类似商品本身。第

一，它是由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的价值。就简单的商品即

商品本身来说，在买者和卖者手中保留着相同的价值，只是形式不

同；双方在交易前和交易后拥有和他们让渡的价值相同的价值，不

过一个以商品形式存在，一个以货币形式存在。区别在于：在贷放

上，只有货币资本家在这种交易中让出价值；但他会由未来的偿还

而保持住这个价值。在贷放上，只有一方得到价值，因为只有一方

让出价值。第二，一方让渡现实的使用价值，另一方得到并且使用

这个使用价值。但这个使用价值与普通商品不同，它本身就是价

值，也就是由于货币作为资本使用而产生的那个价值量超过货币

原有的价值量所形成的余额。利润就是这个使用价值。

贷出的货币的使用价值是：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并且作为

资本在中等条件下生产平均利润。（５７）

那末，产业资本家支付的是什么呢，借贷资本的价格又是什么

呢？在马西看来：

（５７） “取息的合理性，不是取决于借入者是否赚到利润，而是取决于它〈所借的

东西〉在适当使用时能够生产利润。”（《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

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４９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

是约·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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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为了使用他们所借的东西而作为利息支付的，是所借的东西能够生产

的利润的一部分。”（５８）

一个普通商品的买者所购买的，是这个商品的使用价值；他支

付的，是这个商品的价值。与此相同，借款人所购买的，是货币

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但他支付的是什么呢？那当然不是象在购

买别的商品时那样，是它的价格或价值。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

不象在买者和卖者之间那样，会发生价值的形式变化，以致这个

价值在一个时候以货币形式存在，在另一个时候以商品形式存在。

放出的价值和收回的价值的同一性，在这里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

表现出来的。价值额，货币，在没有任何等价物的情况下付出去，

经过一定时间以后交回来。贷出者总是同一价值的所有者，即使

在这个价值已经从他手中转到借入者手中，也是这样。在简单商

品交换中，货币总是在买者方面；但在贷放中，货币却是在卖者

方面。他把货币放出去一定时期，资本的买者则把资本作为商品

接受下来。但是，只有当货币能够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从而被预付

时，这才是可能的。借入者是把货币作为资本，作为会自行增殖的

价值借来的。不过，和任何处在起点上，处在预付那一瞬间的资本

一样，这个货币还不过是可能的资本。它要通过使用才自行增殖，

才作为资本来实现。但借入者必须把它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即作

为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利息）来偿还；而利息只能是他所实现的利

润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因为对于借入者来说，借贷

（５８） “富人不亲自使用自己的货币……而是把它贷给别人，让别人用这些货币

去牟取利润，并且把由此获得的利润的一部分为原主保留下来。”（《论决定自然利息率

的原因。对威廉·配第爵士和洛克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见解的考察》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

２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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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它会替他生产利润。不然的话，贷出者就

没有让渡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利润也不能全部归借入者。不然的

话，他对于这种使用价值的让渡就是什么也不支付了，他把贷款还

给贷出者时，就只是把它作为单纯的货币，而不是把它作为资本，

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来偿还了，因为它只有作为Ｇ＋ Ｇ，才是已

经实现的资本。

贷出者和借入者双方都是把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支出的。但

它只有在后者手中才执行资本的职能。同一货币额作为资本对两

个人来说取得了双重的存在，这并不会使利润增加一倍。它所以能

对双方都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只是由于利润的分割。其中归贷出者

的部分叫作利息。

按照假定，这全部交易发生在两类资本家之间，即货币资本家

和产业资本家或商业资本家之间。

决不要忘记，在这里，资本作为资本是商品，或者说，我们这里

所说的商品是资本。因此，这里出现的一切关系，从简单商品的观

点来看，或者从那种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

本的观点来看，都是不合理的。贷和借（不是卖和买）的区别，在这

里是由商品——资本——的独特性质产生的。同样不要忘记，这里

支付的，是利息，而不是商品价格。如果我们把利息叫作货币资本

的价格，那就是价格的不合理的形式，与商品价格的概念完全相

矛盾。（５９）在这里，价格已经归结为它的纯粹抽象的和没有内容的

（５９） “价值（ｖａｌｕｅ）这个用语用在通货上有三种意义……２．指手中现有的通货，

不同于在以后的某一天收进的同等数额的通货。这时，通货的价值要由利息率来计量，

利息率则由借贷资本的总额和对它的需要的比率来决定。”（罗·托伦斯上校《论１８４４

年银行法的实施对商业信贷的影响》１８４７年伦敦第２版［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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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它不过是对某个按某种方式执行使用价值职能的东西所支

付的一定货币额；而按照价格的概念，价格是这个使用价值的以货

币表现的价值。

利息是资本的价格这种说法，从一开始就是完全不合理的。在

这里，商品有了双重价值，先是有价值，然后又有和这个价值不同

的价格，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货币资本首先不外是一个货币

额，或者是作为一个货币额固定下来的一定量商品的价值。如果商

品作为资本来货放，这个商品就只是一个货币额的伪装形式。因为

作为资本贷放的，并不是若干磅棉花，而是在棉花形式上作为棉花

价值存在的若干货币。所以，资本的价格，即使不象托伦斯先生所

说的那样（见注５９），和作为通货的资本有关，也和作为货币额的

资本有关。一个价值额怎么能够在它本身的价格之外，在那个要用

它本身的货币形式来表示的价格之外，还有一个价格呢？价格是和

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商品的价值（市场价格也是这样，它和价

值的区别，不是质的区别，而只是量的区别，只与价值量有关）。和

价值有质的区别的价格，是荒谬的矛盾。（６０）

资本通过自己的增殖来表明自己是资本；它的增殖程度，表示

它作为资本实现的量的程度。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或利润，——

其比率或水平，——只有通过它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才可

以计量。因此，生息资本的增殖的大小，也只有通过利息额，即总利

润中归生息资本的部分，和预付资本的价值作比较，才可以计量。

（６０） “货币或流通手段的价值这个用语，不加区别地既用来表示商品的交换价

值，又用来表示资本的使用价值。由此产生的双重含义，是引起混乱的经常性根源。”

（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第７７页）——但是，图克没有看到主要混乱（它包含在

事情本身之中）；价值本身（利息）变成了资本的使用价值。

７９３第二十一章 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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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如果价格表示商品的价值，那末，利息表示货币资本的增殖，

因而表现为一个为货币资本而支付给贷款人的价格。由此可见，象

蒲鲁东那样，把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即买和卖的简单关系直接运

用到这里来，从一开始就是荒诞无稽的。根本的前提恰好是，货币

是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因而可以作为资本自身，作为可能的资

本，转给第三者。

但是在这里，资本本身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资本被提供到

市场上来，并且货币的使用价值实际上作为资本来让渡。但它的使

用价值是：生产利润。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

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所有

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资本的产品是利润。在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础上，货币是作为货币支出，还是作为资本预付，只是货

币的不同的用途。货币或商品，就其自身来说，在可能性上是资本，

正象劳动力在可能性上是资本一样。因为１．货币可以转化为各种

生产要素，只是而且实际上也只是各种生产要素的抽象表现，是它

们作为价值的存在；２．财富的各种物质要素具有在可能性上已经

是资本的属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存在着补充这些物

质要素的对立面，使这些要素变为资本的东西——雇佣劳动。

物质财富的对立的社会性质，——物质财富和作为雇佣劳动

的劳动之间的对立，——离开生产过程，已经表现为资本所有权本

身。这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产生的结果，并且作为这样

的结果又是它的不断需要的前提；这个因素离开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本身，现在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货币，商品也一样，就其自身来

说，潜在地，在可能性上是资本，它们能够作为资本出售，并且以这

个形式支配别人的劳动，提出占有别人劳动的要求，因而是自行增

８９３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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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的价值。这里也清楚地表明了：占有别人劳动的根据和手段，是

这种关系，而不是资本家方面提供的任何作为对等价值的劳动。

其次，资本所以表现为商品，是因为利润如何分割为利息和本

来意义的利润是由供求，从而由竞争来调节的，这完全和商品的市

场价格是由它们来调节的一样。但是在这里，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

一样地明显。如果供求平衡，商品的市场价格就和它的生产价格相

一致，也就是说，这时它的价格就表现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内部规

律来调节，而不是以竞争为转移，因为供求的变动只是说明市场价

格同生产价格的偏离。这种偏离会互相抵销，所以从某个较长的时

期来看，平均市场价格等于生产价格。一旦供求平衡，这些力量就

不再起作用，互相抵销；决定价格的一般规律这时也就会适用于这

些个别的场合；市场价格这时在它的直接存在上，就已经和那个由

生产方式本身的内在规律调节的生产价格相一致，而不只是作为

市场价格的运动的平均才是这样。工资也是这样。如果供求平衡，

供求的作用就会互相抵销，工资就等于劳动力的价值。但货币资本

的利息却不是这样。在这里，竞争并不决定对规律的偏离，而是相

反，除了由竞争决定的分割规律之外，没有别的分割规律，因为我

们以后会看到，并不存在“自然”利息率。相反，我们把自然利息率

理解为由自由竞争决定的比率。利息率没有“自然”界限。在竞争

不只是决定偏离和波动的场合，因而，在互相起反作用的各种力量

达到均衡时任何决定都停止的场合，那种需要决定的东西本身就

是某种没有规律的、任意的东西。在下一章，我们要进一步讨论这

一点。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一切都表现为表面的东西：把资本预付出

去，不过表现为资本由贷出者手中转移到借入者手中；已经实现的

９９３第二十一章 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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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回来，不过表现为借入者把资本连同利息归还或偿还给贷

出者。同样的话也适用于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这样一

种性质，即利润率不仅由一次周转所获得的利润和预付资本价值

的比率决定，而且也由这个周转时间本身的长短决定，也就是说，

它是作为产业资本在一定期间内提供的利润来决定的。这个事实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也表现为完全表面的东西，好象一定数额的利

息是为一定的期间而支付给贷出者的。

浪漫主义的亚当·弥勒，以他观察事物内部联系的日常见解

说道：

“决定物品价格时，无须考虑时间；决定利息时，主要的是考虑时间。”

（《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林版［第３册］第１３８页）

他没有看到，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怎样参加商品价格的决定，

资本在一定周转时间内的利润率怎样也正好是这样决定的，而利

息正好由一定时期的利润的决定来决定。在这里也和通常一样，他

的深刻洞察力就在于，看到表面上的尘埃，就狂妄地把这种尘埃说

成是神秘莫测的重要的东西。

００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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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

“自然”利息率

  这一章研究的对象，和所有要在以后说明的信用现象一样，不

能在这里详细探讨。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以及货币市场上

由此造成的短暂变动，都不属于我们考察的范围。要说明利息率在

产业周期中通过的循环，必须先说明产业周期本身，但这种说明同

样不能在这里进行。世界市场上利息率或大或小的、近似的平均

化，也不能在这里说明。我们要在这里研究的，只是生息资本的独

立形态和利息从利润中独立出来的过程。

因为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按照我们以上的假定，这个部分

要由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货币资本家，所以，利润本身就成为利息的

最高界限，达到这个最高界限，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会＝

０。撇开利息事实上大于利润，因而不能用利润支付的个别情况不

说，我们也许还可以把全部利润减去其中可以归结为监督工资的

部分（这部分我们以后加以说明）的余额，看作是利息的最高界限。

利息的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它可以下降到任何程度。不过

这时候，总会出现起反作用的情况，使它提高到这个相对的最低限

度以上。

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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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金额和这个资本本身之间的比率，表示利息率，这

是用货币来计量的。”——“利息率取决于：１．利润率；２．总利润在贷款人和借

款人之间进行分割的比率。”（《经济学家》１０４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２日）“因为人们

为了使用他们所借的东西而作为利息支付的，是所借的东西能够生产的利润

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利息总是由利润调节。”（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

因》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４９页）

首先让我们假定，总利润和其中要作为利息支付给货币资本

家的部分之间的比率是固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利息会随着

总利润而提高或降低，而总利润则由一般利润率和一般利润率的

变动决定。例如，如果平均利润率＝２０％，利息等于利润的１
４，利息

率就＝５％；如果平均利润率＝１６％，利息率就＝４％。在利润率为

２０％时，利息尽可以提高到８％，而产业资本家获得的利润，还是

和利润率＝１６％，利息率＝４％的时候一样，即１２％。如果利息只

提高到６％或７％，产业资本家还会把较大部分的利润保留下来。

如果利息等于平均利润的一个不变的部分，结果就是：一般利润率

越高，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绝对差额就越大，因而总利润中归执行

职能的资本家的部分就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假定利息等

于平均利润的１
５。１０的

１
５是２；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８。２０

的１
５＝４；差额＝２０－４＝１６。２５的

１
５＝５；差额＝２５－５＝２０。３０的

１
５＝６；差额＝３０－６＝２４。３５的

２
３＝７；差额＝３５－７＝２８。在这里，

４％、５％、６％、７％这几个不同的利息率，都只代表总利润的 １
５或

２０％。因此，在利润率不同时，不同的利息率可以代表总利润中同

一个部分，或总利润中同一个百分比部分。在利息有这样的不变的

比率时，一般利润率越高，产业利润（总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就

越大；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

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也就是说，假定利息和总利润之间的

２０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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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率或多或少是不变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就能够并且也愿意与

利润率的高低成正比地支付较高或较低的利息。（６１）因为我们已经

知道，利润率的高低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成反比，所以由此可以

得出结论，如果利息率的差别实际上表示利润率的差别，一个国家

利息率的高低就同样会和产业发展的水平成反比。我们以后会知

道，情形并不总是这样。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利息是由利润

调节的，确切些说，是由一般利润率调节的。并且，这种调节利息的

方法，甚至也适用于利息的平均水平。

不管怎样，必须把平均利润率看成是利息的有最后决定作用

的最高界限。

我们现在就来较详细地考察一下利息和平均利润有关这个情

况。当要在两个人之间分割一个已定的总量，例如利润的时候，当

然首先要看这个有待分割的总量有多大，而这个总量，即利润的

量，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假定一般利润率是已定的，也就是说，

假定一定数量的资本比如说１００的利润量是已定的，显然，利息的

变动就和用借入的资本营业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所留下的那

部分利润的变动成反比。而那些决定有待分割的利润的量即无酬

劳动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事情，和那些决定利润在这两类资本家

之间的分割的事情，是极不相同的，并且往往按完全相反的方向发

生作用。（６２）

（６１） “自然利息率，由个人营业的利润调节。”（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

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５１页）

（６２） 这里在手稿上有一个注：“在阐述这一章的过程中发现，比较好的做法是，

在研究利润如何进行分割的规律以前，先阐述一下量的分割怎么会变成质的分割。为

了由前一章过渡到这一点，只需要先假定利息是利润的一个尚未精确规定的部分。”

３０４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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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沉

寂状态、逐渐活跃、繁荣、生产过剩、崩溃、停滞、沉寂状态等

等，对这种周期作进一步分析，则不属于我们的考察范围，——

我们就会发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

适应，利息的提高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

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６３）从１８４３年夏

季起，出现了明显的繁荣；在１８４２年春季仍然是４１
２％的利息率，

到１８４３年春季和夏季，已经降低到２％（６４），９月甚至降低到１
１
２％（吉尔巴特 ［《银行实用业务概论》１８４９年伦敦第５版］第

１卷第１６６页）；后来在１８４７年的危机期间，它提高到８％和８％

以上。

当然，另一方面，低的利息可能和停滞结合在一起，稳步提高

的利息可能和逐渐活跃结合在一起。

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

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同时，由于有价证券价格的降低

和利息的提高相适应，这对那些拥有可供支配的货币资本的人来

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按异常低廉的价格，把这种有息证券

抢到手，而这种有息证券，在正常的情况下，只要利息率重新下降，

（６３） “在第一个时期，也就是紧接在营业不振时期后面的那个时期，货币充裕，

但是没有投机；在第二个时期，货币充裕，投机盛行；在第三个时期，投机开始减弱，人

们寻求货币；在第四个时期，货币奇缺，营业不振开始。”（吉尔巴特《银行实用业务概

论》１８４９年伦敦第５版第１卷第１４９页）

（６４） 图克“用剩余资本的积累这一往年资本缺乏有利用途时的必然陪伴物，用

贮藏货币的出笼，用对营业发展恢复了信心”，来解释这种现象。（《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的价

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５４页）

４０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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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然会至少回升到它们的平均价格。
（６５）

不过，利息率也可以完全不以利润率的变动为转移而具有下

降的趋势。这主要有两个原因：

．“即使我们假定，借入资本除了用于生产之外，决不用于其他目的，那

末，在总利润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利息率仍然可能变化。因为随着一个民

族的财富不断增长，有一类人产生出来并不断增加，他们靠自己祖先的劳动

占有一笔只凭利息就足以维持生活的基金。还有许多人，他们在青壮年时期

积极经营，晚年退出，靠蓄积的钱的利息过安逸的生活。随着国家财富的增

长，这两类人都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那些在开始时已有相当资本的人，比

那些开始时只有少数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独立的财产。因此，在老的富有的

国家，不愿亲自使用资本的人所占有的国民资本部分，在社会全部生产资本

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垦殖的贫穷的国家大。在英国，食利者阶级的人数是多么

多啊！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因为他们是同一

些人。”（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信用制度发展了，以银行家为媒介，产业家和商人对社会

各阶级一切货币储蓄的支配能力也跟着不断增大，并且这些储蓄

也不断集中起来，达到能够起货币资本作用的数量，这些事实，都

必然会起压低利息率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还要详细说

明。

关于利息率的决定，拉姆赛说，利息率

“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ｐｒｏｆ

ｉｔｓｏｆ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的比例。这个比例取决于资本的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

（６５） “当一个老主顾以价值２０万镑的有价证券作抵押，向一个银行家请求借款

时，这个银行家拒绝了他；当这个老主顾准备离开，打算去宣布停止支付时，这个银行

家告诉他，不一定非采取这个步骤不可，这个银行家表示愿意用１５万镑来购买这些证

券。”（［亨·罗伊］《兑换理论。１８４４年银行法》１８６４年伦敦版第８０页）

５０４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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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这种竞争受预期的总利润率的影响，但不是完全由它调节。（６６）竞争所

以不是完全由它调节，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人借钱并不打算用在生产上；另

一方面又因为全部借贷资本的量随着国家的财富而变化，不以总利润的任何

变化为转移。”（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要找出平均利息率，就必须：１．算出利息率在大工业周期中发

生变动的平均数；２．算出那些资本贷出时间较长的投资部门中的

利息率。

一个国家中占统治地位的平均利息率，——不同于不断变动

的市场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在这个领域中，象经济

学家所说的自然利润率和自然工资率那样的自然利息率，是没有

的。关于这一点，马西就已经完全正确地说过：

“在这里唯一会产生的疑问是，在这个利润中多大部分归借入者，多大部

分归贷出者，才算合理；一般地说，这只能由所有的借入者和贷出者的意见来

决定；因为，在这一点上，合理还是不合理，只是双方同意的结果。”（马西《论

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４９页）

供求平衡——假定平均利润率已定——在这里没有任何意

义。当我们在其他地方求助于供求平衡这个公式（在那些地方这种

做法实际上也是正确的）时，它的用处是为了发现不以竞争为转

移、而是相反地决定竞争的那个基本规律（起调节作用的界限或

作为界限的量）；特别是为了让那些为竞争的实际、为竞争的现象

及由此产生的各种观念所俘虏的人，对于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

（６６） 因为总的来说利息率由平均利润率决定，所以，异乎寻常的欺诈行为往往

和低利息率结合在一起。例如１８４４年夏季的铁路欺诈就是这样。英格兰银行的利息

率，只是到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才提高到３％。

６０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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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关系的内部联系，得到一个哪怕是很肤浅的观念。这种方法

的目的，是要从伴随着竞争的各种变动中求得这些变动的界限。但

对平均利息率来说却不是这样。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

中等的竞争条件，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均衡，会使贷出者得到他

的资本的３％、４％、５％等等的利息率，或得到总利润的一定的百

分比部分，例如２０％或５０％。当竞争本身在这里起决定作用时，

这种决定本身就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只有自命博学或想入非

非的人，才会试图把这种偶然性说成必然的东西。（６７）在１８５７年和

１８５８年关于银行立法和商业危机的议会报告中，载有英格兰银行

董事、伦敦银行家、各地银行家和职业理论家关于“实际产生的

利息率”〔《ｒｅａｌ ｒａｔ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的各种议论。再没有比听他

们的高谈阔论更有趣的事了。他们说来说去无非是老一套，例如：

“付给借贷资本的价格，应随着这种资本的供给的变化而变化”，

“高利息率和低利润率不能长期并存”，以及诸如此类的陈词滥

（６７） 例如，乔·奥普戴克在《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约版）一书中，就完全徒

劳地试图从永恒的规律来说明５％利息率的普遍性。卡·阿伦德先生在《与垄断精神及

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１８４５年哈瑙版）一书中，说得无比天真。在

那里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在财物生产的自然进程中，只有一个现象，在已经充分开发

的国家，看来在一定程度内负有调节利息率的使命；那就是欧洲森林的树木总量由于

树木的逐年增长而增加的比库。这种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说树木的

增长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这是多么滑稽啊！〉，而按每一百棵增加三棵到四棵

的比率来进行。因此〈也就是因为，树木的交换价值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树木的

增长，但树木的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不能指望它〈利息率〉会下降到

最富有的国家的现有水平以下。”（第１２４、１２５页）这种利息率应当称为“原始的森林利

息率”。这种利息率的发现者在这同一著作中，还曾作为“犬税哲学家”１０５对“我们的科

学”作出贡献［第４２０、４２１页］。

７０４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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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
（６８）
在中等利息率不仅作为平均数，而且作为现实的量存在时，

习惯和法律传统等等都和竞争本身一样，对它的决定发生作用。在

许多法律诉讼中，当需要计算利息时，就必须把中等利息率作为合

法的利息率。如果有人进一步问，为什么中等利息率的界限不能从

一般规律得出来，那末答复很简单：由于利息的性质。利息不过是

平均利润的一部分。同一资本在这里有双重规定：在贷出者手中，

它是作为借贷资本；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手中，它是作为产业或商

业资本。但它只执行一次职能，也只生产一次利润。在生产过程本

身中，资本作为借贷资本的性质不起任何作用。这两种有权要求享

有利润的人将怎样分割这种利润，是和一个股份公司的共同利润

在不同股东之间按百分比分配一样，纯粹是经验的、属于偶然性王

国的事情。在本质上成为决定利润率的基础的剩余价值和工资的

分割上，劳动力和资本这两个完全不同的要素起着决定的作用；那

是两个独立的互相限制的可变数的函数；从它们的质的区别中产

生了所生产的价值的量的分割。我们以后会知道，在剩余价值分割

为地租和利润时，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但在利息上，却不会发生类

似的情况。我们立即就会看到，在这里，质的区别相反地是从同一

剩余价值部分的纯粹量的分割中产生的。

根据以上所述可以得出结论，并没有什么“自然”利息率。但

是，如果从一方面来说，那种和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不同的中等

利息率或平均利息率，与一般利润率相反，不能由任何一般的规律

（６８） 英格兰银行按照金的流入和流出来提高或降低它的贴现率，虽然它这样做

时，自然也总是考虑到公开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贴现率。“因此，由于预料到银行贴现

率即将变动而进行的汇票贴现的投机，现在已经成为货币中心〈即伦敦货币市场〉巨头

们的一半业务了。”（［亨·罗伊］《兑换理论》第１１３页）

８０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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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确定其界限，因为这里涉及的只是总利润在两个资本所有者之

间以不同的名义进行的分配；那末，反过来说，利息率，不管是中等

利息率还是各个特殊场合的市场利息率，都与一般利润率的情况

完全不同，表现为一致的、确定的、明确的量。（６９）

利息率对利润率的关系，同商品市场价格对商品价值的关系

相类似。就利息率由利润率决定来说，利息率总是由一般利润率决

定，而不是由可能在某个特殊产业部门内占统治地位的特殊利润

率决定，更不是由某个资本家可能在某个特殊营业部门内获得的

额外利润决定。（７０）因此，一般利润率事实上会作为经验的、既定的

事实，再表现在平均利息率上，虽然后者并不是前者的纯粹的或可

靠的表现。

不错，利息率本身随着借款人提供的担保品种类不同，随着借

款时间的长短不同，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动；但对每一种类来说，利

息率在一定瞬间是一致的。因此，这种差别不会损害利息率的固

（６９） “商品的价格不断变动；商品各有不同的用途；货币则可以用于任何目的。

商品，甚至同类商品，性质也各不相同；现金却总是有相同的价值或应当有相同的价值。因

此，我们用利息这个词来表示的货币价格，比任何其他物品的价格具有较大的固定性

和一致性。”（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法译本１７８９年版第４篇第２７页）

（７０） “不过，利润分割的这个规则，并非对每个贷出者和借入者都适用，而是一

般地说对贷出者和借入者适用…… 特别大的或特别小的利润，是熟练或缺乏营业知

识的报酬，同贷出者根本没有关系，因为他们既不会由于一种情况而受到损害，也不会

由于另一种情况而得到利益。我们就同一营业中单个人所说的情况，也适用于各种不

同的营业：如果某一个营业部门的商人和制造业者可以用他们借来的货币，获得比本

国其他的商人和制造业者所获得的普通利润更多的利润，那末，这种额外利润就属于

他们自己，尽管这种额外利润的获得，只需要有普通的熟练和营业知识；这种额外利润

不属于贷给他们货币的贷出者……因为贷出者把货币贷给某个营业部门时，是不会同

意利息低于一般利息率的条件的，所以，不管用他们的货币获得多大的利益，他们都不

应该得到更多的利息。”（马西《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５０、５１页）

９０４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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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一致的性质。
（７１）

中等利息率在每个国家在较长期间内都会表现为不变的量，

因为一般利润率——尽管特殊的利润率在不断变动，但一个部门

的变动会被另一个部门的相反的变动所抵销——只有在较长的期

间内才会发生变动。并且一般利润率的相对的不变性，正是表现在

中等利息率的这种或大或小的不变性上。

至于不断变动的市场利息率，那末，它和商品的市场价格一

样，在每一瞬间都是作为固定的量出现的，因为在货币市场上，一

切借贷资本总是作为一个总额和执行职能的资本相对立，从而，借

贷资本的供给和信贷资本的需求之间的关系，决定着当时市场的

利息状况。信用制度的发展和由此引起的信用制度的集中，越是

赋予借贷资本以一般的社会的性质，并使它一下子同时投到货币

市场上来，情形就越是这样。与此相反，一般利润率只是不断地作

为一种趋势，作为一种使各种特殊利润率平均化的运动而存在。

（７１） 银行贴现率 ５％………………………………………………………………

以六十天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 ３ ５
８％…………………………………

以三个月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 ３ １
２％…………………………………

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的市场贴现率 ３ ５
１６％…………………………………

以一天为期的对汇票经纪人的贷款 １—２％…………………………………

以一周为期的对汇票经纪人的贷款 ３％……………………………………

以十四天为期的对证券经纪人贷款的最近通行的利息率 ４３
４—５％……

存款利息（银行） ３ １
２％………………………………………………………

存款利息（贴现公司） ３—３ １
４％……………………………………………

上述伦敦货币市场１８８９年１２月９日的利息率表可以证明，在同一天内，这种差别

可以有多大。这个表是摘自１２月１０日《每日新闻》１０６的本市新闻。下限是１％，上限是

５％。［弗·恩·］

０１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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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本身就是这种平均化的

运动——就在于，他们逐渐把资本从利润长期低于平均水平的部

门取出，并逐渐把资本投入利润高于平均水平的部门；或是逐渐按

不同的比例把追加资本分配在这些部门当中。对这些不同的部门

来说，这是资本的投入和取出的不断变动，从来不象决定利息率时

那样，是全部资本的量同时发生作用。

我们已经知道，生息资本虽然是和商品绝对不同的范畴，但却

变成特种商品，因而利息就变成了它的价格，这种价格，就象普通

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任何时候都由供求决定。因此，市场利息率

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在每一既定的瞬间，都象商品在每个时候的市

场价格一样，不断表现为固定的和一致的。货币资本家供给这种商

品，职能资本家则购买这种商品，形成对它的需求。这种情况在利

润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时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一个部门的商品价

格低于或高于生产价格（在这里要撇开每种营业所特有的、与工业

周期的不同阶段联系在一起的变动不说），那末，平均化就会通过

生产的扩大或缩小来达到，也就是说，通过产业资本投到市场上来

的商品量的扩大或缩小来达到，而这种扩大或缩小又通过资本在

各特殊生产部门的流入和流出来实现。由于商品的平均市场价格

通过这个办法而平均化为生产价格，特殊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或

平均利润率的偏离，会得到纠正。这个过程从来没有也从来不能具

有这样的表现：产业资本或商业资本本身，象生息资本那样，对买

者来说是商品。就这个过程的表现来说，它不过表现为商品市场价

格的波动和商品市场价格到生产价格的平均化，而不是表现为平

均利润的直接确定。拿实上，决定一般利润率的是：１．总资本所生

产的剩余价值；２．剩余价值和总资本价值的比率；３．竞争，不过这

１１４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利息率。“自然”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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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所说的竞争，是指这样的一种运动，通过这种运动，投在各特殊

生产部门的资本，力图按照各自相对量的比例，从这个剩余价值中

取得相等的一份。因此，一般利润率的决定和市场利息率的决定不

同，市场利息率是由供求关系直接地、不通过任何媒介决定的，一

般利润率事实上是由完全不同的更复杂得多的原因决定的，因而

也不象利息率那样是明确的和既定的事实。不同生产部门的特殊

利润率本身或多或少是不确定的；但是，就它们的表现来说，所表

现的并不是它们的一致性，而是它们的差别性。而一般利润率本身

又不过表现为利润的最低界限，而不是表现为实际利润率的经验

的直接可见的形态。

在我们着重指出利息率和利润率的这种区别时，我们还撇开

了有利于利息率固定化的以下两种情况：１．在历史上是先有生息

资本，并且有一般利息率留传下来；２．不以一个国家的生产条件为

转移的世界市场，对确定利息率的直接影响，比它对利润率的影响

大得多。

平均利润不表现为直接既定的事实，而是表现为通过研究才

能确定的各种相反变动的平均化的最后结果。利息率却不是这样。

它是普遍适用的，至少在某一地区是普遍适用的，它是每天确定的

事实，这个事实对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来说，甚至是它们从事活动

时计算上的前提和项目。生出２％、３％、４％或５％，成了每１００镑

货币额普遍具有的能力。同记载气压和温度状况的气象报告相比，

这种不是为这个或那个资本编制，而是为货币市场上现有的资本

即整个借贷资本编制的记载利息率状况的证券交易报告，其准确

性毫不逊色。

在货币市场上，只有贷出者和借入者互相对立。商品具有同一

２１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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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货币。资本因投在特殊生产部门或流通部门而具有的一

切特殊形态，在这里都消失了。在这里，资本是存在于独立的价值

即货币的没有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上。特殊部门之间的竞争在

这里停止了；它们全体一起作为借款人出现，资本则以这样一个形

式与它们全体相对立，在这个形式上，按怎样的方式使用的问题对

资本来说还是无关紧要的事。如果说产业资本只是在特殊部门之

间的运动和竞争中把自己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那末，资本

在这里现实地有力地在资本的供求中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

本。另一方面，货币市场上的货币资本也实际具有这样一个形态，

在这个形态上，它是作为共同的要素，而不问它的特殊使用方式如

何，根据每个特殊部门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部门之间，被分

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并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

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

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越来越

表现为一个集中的有组织的量，这个量和实际的生产完全不同，是

受那些代表社会资本的银行家控制的。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

和借贷资本相对立的是整个阶级的力量；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本

身整个地表现为借贷资本。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利润率同确定的利息率相比，表现为模糊

不清的景象的一些理由。利息面前总是表现为固定的、既定的量。

象货币的价值虽然发生变动，但并不妨碍它对一切商品来说都具

有相同的价值一样；象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每天发生波动，但并不

妨碍它逐日被记录在行情表中一样，利息率的变动也不妨碍它作

为“货币的价格”有规则地被记录下来。这是因为资本本身在这里

是在货币形式上作为商品提供的；因此，它的价格的确定，和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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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商品的情形一样，就是它的市场价格的确定；因此，利息率总

是表现为一般利息率，表现为这样多的货币取得这样多的利息，表

现为一个确定的量。相反地，利润率甚至在同一个部门内，在商品

市场价格相等的情况下，也能够由于各单个资本生产相同的商品

时的条件不同而不同；因为单个资本的利润率不是由商品的市场

价格决定的，而是由市场价格和成本价格之间的差额决定的。这些

不同的利润率，只是通过不断的变动，才能够先是在同一部门内，

然后在不同部门之间达到平均化。

（为以后整理而作的备注。）信用的一个特殊形式：我们知道，

在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不是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时，商品被让

渡了，但它的价值要到以后才实现。如果支付要在商品重新卖出以

后才进行，那末，这次卖就不是表现为买的结果，而是相反地，买通

过卖而实现。或者说，卖成了买的手段。——第二，债权证书，票据

等等，成了债权人的支付手段。——第三，债权证书的互相抵销代

替了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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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我们在上两章已经看到，利息最初表现为、最初是、并且实际

上始终不外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部分是执行职能的资

本家，即产业家或商人，在他不是使用自有的资本而是使用借入的

资本时，必须支付给这个资本的所有者和贷出者的。如果他只使用

自有的资本，利润的这种分割就不会发生；利润就会全部归他所

有。事实上，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亲自把资本用于再生产过程，他们

也就不会参与决定利息率的竞争。这一点已经可以说明，利息的

范畴（没有利息率的决定，就不可能有这个范畴）同产业资本本

身的运动无关。

“利息率的定义可以表述为：它是贷出者同意接受的、并且是借入者为在

一年内或任何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使用一定数额货币资本而支付的比例

金额…… 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亲自把资本用于再生产，他就不能算在这样一

种资本家里面，这种资本家和借入者人数之间的比例决定利息率。”（托·图

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１８３８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３５５、３５６页）

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

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

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创造出利息率。

只要资本还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甚至假定它为产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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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资本家自己所有，因而无须偿还给贷出者，——资本家以私人资

格支配的，就不是资本本身，而只是他可以作为收入来花费的利

润。只要他的资本还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个资本就属于再生产过

程，就固定在这个过程中。他虽然是它的所有者，但只要他把它用

作资本来剥削劳动，这种所有权就使他不能按别种方式去支配它。

货币资本家的情形也是这样。只要他的资本已经贷出去，从而作

为货币资本发生作用，它就会为他带来利息，即利润的一部分，但

他不能支配本金。例如，当他以一年或数年为期贷出资本，并按

一定期间得到利息，但不收回资本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即使

他收回资本，事情也不会有什么改变。如果他把资本收回，他也

必须不断地重新把它贷出去，才能使资本对他发挥资本的作用，在

这里也就是发挥货币资本的作用。当资本仍然留在他手中时，它

就不会生出利息，并且不会作为资本起作用；当它生出利息，并

且作为资本起作用时，它就不会留在他手中。资本永久贷出的可

能性就是这样产生的。因此，图克反对博赞克特时所作的如下评

注是完全错误的。他引用博赞克特的话（《硬币、纸币和信用货

币》第７３页）：

“如果利息率压低到１％，借入的资本就会和自有的资本几乎处于同等

地位。”

图克对这句话批评说：

“按这样的利息率或更低的利息率借入的资本，会和自有的资本几乎处

于同等地位，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主张，如果不是出自一个如此智慧的并如

此熟悉问题的各个细节的著作家之口，简直不值得我们认真加以注意。难道

他忽视了偿还是借贷资本的前提，或把这一点看成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事？”

（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第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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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如果资本的所有者亲自把资本用于再生产，他就不能算在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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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只有资本家分为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才使一部

分利润转化为利息，一般地说，才创造出利息的范畴；并且，只有这

两类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才创造出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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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利息＝０，用借入资本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就会和用自有资

本经营的资本家处于同等地位。二者将取得相同的平均利润；资

本，不管是借入的还是自有的，只有在它生产利润的时候，才发挥

资本的作用。资本必须偿还，这个条件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引起任何

变化。利息率越是接近于零，例如降低到１％，借入的资本就越是

和自有的资本接近处于同等地位。货币资本要作为货币资本存在，

它就必须不断地再被贷出，并且要按现行的利息率，比如说１％，

不断地再被贷给同一个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阶级。只要产业

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执行资本家的职能，用借入资本经营的资本

家和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不过是一个需要支

付利息，另一个不需要支付利息；一个把利润ｐ全部装进腰包，另

一个只得到ｐ—ｚ，即利润减去利息；ｚ越是接近于零，ｐ—ｚ就越是

接近于ｐ，这两种资本就越是接近处于同等地位。一个必须偿还资

本，并重新借入资本；而另一个，只要他的资本要执行职能，就同样

必须不断地重新把资本预付到生产过程中去，而不能在这个过程

之外支配这个资本。此外，唯一剩下的不言而喻的区别是：一个是

自己资本的所有者，另一个则不是。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利润分为纯利润和利息这种纯粹量的分

割，怎么会转变为质的分割？换句话说，只使用自有资本，不使用借

入资本的资本家，怎么也要把他的总利润的一部分，归入利息这个

特殊的范畴，要特别把它作为利息来计算？从而进一步说，怎么一

切资本，不管是不是借入的，都要作为生息的资本，和作为生出纯

利润的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

我们知道，并不是利润的每一个偶然的量的分割，都会照这样

转变为质的分割。例如，一些产业资本家合股经营企业，然后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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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中间按照合法的契约来分配利润；另一些资本家则不是合股，而

是各自经营自己的企业。后者就用不着按两个范畴计算他们的利

润，把其中一部分当作个人的利润，把另一部分当作并不存在的股

东的利润。因此在这里，量的分割不会转变为质的分割。在所有者

偶然地是由若干法人组成的场合，才会发生这种分割，否则是不会

发生这种分割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谈一下利息形成的实

际起点；也就是从这样的前提出发：货币资本家和生产资本家实际

上互相对立，不仅在法律上有不同的身分，而且在再生产过程中起

着完全不同的作用，或者说，在他们手中，同一资本实际上要通过

双重的完全不同的运动。一个只是把资本贷出去，另一个则把资本

用在生产上。

对那种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生产资本家来说，总利润会

分成两部分：利息和超过利息的余额。他必须把前者支付给贷出

者，而后者则形成他自己所占的利润部分。如果一般利润率已定，

这后一部分就由利息率决定；如果利息率已定，这后一部分就由一

般利润率决定。其次，无论总利润即总利润的实际价值量，在每个

具体场合可以怎样同平均利润发生偏离，其中属于执行职能的资

本家的部分仍然要由利息决定，因为利息是由一般利息率（撇开特

殊的合法协议不说）确定的，并且在生产过程开始以前，也就是在

它的结果即总利润取得以前，已经当作预先确定的量了。我们已经

知道，资本的真正的特有产物是剩余价值，进一步说，是利润。但对

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来说，那就不是利润，而是利润减

去利息，是支付利息以后留给自己的那部分利润。因此，这部分利

润，对他来说必然表现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产物；这对他来说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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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这样，因为他所代表的资本只是执行职能的资本。他在资本执

行职能的时候，才是资本的人格化，而资本在它投在产业或商业中

带来利润，并由它的使用者用来从事本营业部门要求的各种活动

的时候，才执行职能。因此，同他必须从总利润中付给贷出者的利

息相反，剩下归他的那部分利润必然采取产业利润或商业利润的

形式，或者用一个把二者包括在内的德语名词来表达，就是采取

Ｕｎｔｅｒｎｅｈｍｅｒｇｅｗｉｎｎ〔企业主收入〕的形态。如果总利润等于平均

利润，这个企业主收入的大小就只由利息率决定。如果总利润同平

均利润相偏离，总利润和平均利润（在二者都扣除利息以后）的差

额，就由一切会引起暂时偏离——不管这种偏离是一个特殊生产

部门的利润率同一般利润率的偏离，还是某个资本家在一定生产

部门获得的利润同这个特殊部门的平均利润的偏离——的市场行

情决定。但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利润率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不仅

取决于剩余价值，而且取决于许多其他情况：生产资料的购买价

格，效率高于平均水平的生产方法，不变资本的节约，等等。并且撇

开生产价格不说，资本家是否高于或低于并且按什么程度高于或

低于生产价格购买或出售，因而在流通过程中占有总剩余价值的

一个较大的或较小的部分，取决于一些特殊的市场行情，而就每

一笔交易来说，取决于资本家的狡猾程度和钻营能力。但是不管

怎样，总利润的量的分割在这里都会转变为质的分割，由于这种

量的分割本身还取决于供分割的东西是什么，取决于能动资本家

怎样用资本来经营，取决于这个资本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就

是说，资本家作为能动资本家执行职能，使他获得怎样的总利润，

情况就更是如此。在这里，职能资本家被假定为资本的非所有者。

对他来说，代表资本所有权的是贷出者即货币资本家。因此，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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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给贷出者的利息，表现为总利润中属于资本所有权本身的部

分。与此相反，属于能动资本家的那部分利润，现在则表现为企

业主收入，这一收入好象完全是从他用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完

成的活动或职能产生出来的，特别是从他作为产业或商业企业主

所执行的职能产生出来的。因此，利息对他来说只是表现为资本

所有权的果实，表现为抽掉了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资本自身的果实，

即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对他

来说则只是表现为他用资本所执行的职能的果实，表现为资本的

运动和过程的果实，这种过程对他来说现在表现为他自己的活动，

而与货币资本家的不活动，不参加生产过程形成对照。总利润这

两部分之间的这种质的区分，即利息是资本自身的果实，是与生

产过程无关的资本所有权的果实，而企业主收入则是处在过程中

的、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资本的果实，因而是资本使用者在

再生产过程中所起的能动作用的果实，——这种质的区分决不仅

仅是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的主观见解。这种区分以客观事实

为基础，因为利息归货币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单纯所有者，也

就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和生产过程之外单纯代表资本所有权的贷出

者所有；企业主收入则归单纯的职能资本家所有，归资本的非所

有者所有。

对于用借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产业资本家和不亲自使用自己

的资本的货币资本家来说，总利润在两种不同的人，即在两种对同

一资本，从而对由它产生的利润，享有不同合法权的人之间的单纯

量的分割，都会因此变为质的分割。利润的一部分现在表现为一种

规定上的资本应得的果实，表现为利息；利润的另一部分则表现为

相反规定上的资本的特有的果实，表现为企业主收入。一个单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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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资本所有权的果实，另一个则表现为用资本单纯执行职能的

果实，表现为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果实，或能动资本家所执行的职

能的果实。总利润的这两部分硬化并且互相独立化了，好象它们是

出自两个本质上不同的源泉。这种硬化和互相独立化，对全体资本

家阶级和全部资本来说，现在必然会固定下来。而且，不管能动资

本家所使用的资本是不是借入的，也不管属于货币资本家的资本

是不是由他自己使用，情况都是一样。每个资本的利润，从而以资

本互相平均化为基础的平均利润，都分成或被割裂成两个不同质

的、互相独立的、互不依赖的部分，即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二者都由

特殊的规律来决定。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同用借入的

资本从事经营的资本家一样，把他的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

入。利息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资本的所有者，是把资本贷给自己的

贷出者，企业主收入也归他所有，因为他是能动的、执行职能的资

本家。因此，对于这种质的分割来说，资本家实际上是否应和另一

个资本家共分，是没有意义的。资本的使用者，即使是用自有的资

本从事经营，也具有双重身分，即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

者；他的资本本身，就其提供的利润范畴来说，也分成资本所有权，

即处在生产过程以外的、本身提供利息的资本，和处在生产过程以

内的、由于在过程中活动而提供企业主收入的资本。

因此，利息这样固定下来，以致现在它不是表现为总利润的一

种同生产无关的、仅仅在产业家用别人的资本从事经营时才偶然

发生的分割。即使产业家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他的利润也会分

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因此，单纯量的分割变为质的分割；这种分

割的发生，与产业家是不是自己的资本的所有者这个偶然情况无

关。这不仅是利润被分配给不同人的不同部分，而且还是利润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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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范畴。它们和资本有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说，和资本的不同

规定性有关。

为什么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种分割，一旦转变为

质的分割，就会对整个资本和整个资本家阶级保持这个质的分割

的性质，现在原因变得很清楚了。

第一，这是由于下面这种简单的由经验提供的情况：大多数产

业资本家都按照不同的比例兼用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来从事经

营，并且自有资本和借入资本之间的比例在不同的时期会发生变

动。

第二，总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形式，就会使它的另一部分

转化为企业主收入。一旦利息作为独特的范畴存在，企业主收入事

实上就只是总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对立形式。对总利润

怎样分化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全部研究，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对

总利润的一部分怎样一般地硬化为并且独立化为利息的研究。不

过，从历史上说，生息资本是作为一种现成的、遗留下来的形式存

在的，因而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资本观念和利

润观念存在以前很久，利息就作为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现成

的派生形式存在了。因此，在一般人的观念中，货币资本，生息资

本，至今仍被看作是资本本身，看作是真正的资本。因此，另一方面

就产生了直到马西那个时候仍然占统治地位的看法，即认为货币

本身是用利息支付报酬的东西。借贷资本不管是否实际作为资本

使用，甚至在它只为消费而借的时候都会提供利息这个事实，使这

个资本形式具有独立性这种看法固定下来。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初期，利息对利润来说是独立的，生息资本对产业资本来说是独

立的，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利息只是总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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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才（被马西，在他之后又被休谟
１０７
）发现，而且

竟然需要有这样一种发现。

第三，不管产业资本家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入的资本从

事经营，都不会改变这样的情况，即货币资本家阶级是作为一种特

殊的资本家，货币资本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资本，利息是作为一个与

这种特别资本相适应的独立的剩余价值形式，来同产业资本家相

对立的。

从质的方面来看，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

值，是资本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虽然资本的所有者一直处在再生

产过程之外；因此，是资本在和自己的过程相分离的情况下提供的

剩余价值。

从量的方面来看，形成利息的那部分利润，表现为不是同产业

资本和商业资本本身有关，而是同货币资本有关，并且剩余价值的

这一部分的比率，即利息率，又把这种关系固定下来。因为第一，利

息率——尽管它取决于一般利润率——是独立地决定的；第二，利

息率象商品的市场价格一样，同不可捉摸的利润率相反，表现为在

任何变动中都是固定的、一致的、明白的、总是既定的比率。如果全

部资本都处在产业资本家手中，那就不会有利息和利息率。总利润

的量的分割所采取的独立形式，产生了质的分割。如果产业资本家

同货币资本家进行比较，那末，使前者区别于后者的只是企业主收

入，即总利润超过平均利息而形成的余额，而平均利息则由于利息

率而表现为经验上既定的量。另一方面，如果这个产业资本家同用

自有资本而不是用借入资本来经营的产业资本家进行比较，那末，

后者和前者的区别只在于：后者是把利息装进自己腰包而不必支

付出去的货币资本家。在这两个场合，对他来说，总利润中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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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不同的那一部分都表现为企业主收入，利息本身则表现为资本

自身提供的剩余价值，因而表现为资本不在生产中使用也会提供

的剩余价值。

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种看法实际上是正确的。不管他的资本

在起点上已经作为货币资本存在，还是先要转化为货币资本，他总

可以进行如下的选择：或是把他的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出去，或是

把他的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来亲自使它增殖。但如果象某些庸俗经

济学家那样，把货币资本看作普遍现象，也就是说，把它应用于全

部社会资本，甚至把它当作利润的原因，那当然是荒谬的。全部资

本都转化为货币资本，而没有人购买和使用生产资料即全部资本

（除了其中以货币形式存在的相对小的部分以外）借以存在的形式

来增殖价值，这当然是荒唐的。说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

上，资本不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即不创造剩余价值（利息不过

是其中的一部分），也会提供利息；说什么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也会照样进行下去，那就更加荒唐了。假如大部分的

资本家愿意把他们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那末，结果就会是货币

资本大大贬值和利息率惊人下降；许多人马上就会不可能靠利息

来生活，因而会被迫再变为产业资本家。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

的，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是事实。因此，甚至在他是用自有资本经

营的场合，他也必然把他的平均利润中与平均利息相等的部分，看

成是他的资本本身在生产过程之外生出的果实；同这个独立化为

利息的部分相反，他把总利润超过这个利息而形成的余额，看成是

单纯的企业主收入。

第四，｛手稿这里是空白。｝

上面已经指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必须对借入资本的单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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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支付的那部分利润，转化成一部分利润的独立形式，这部分利

润是由全部资本本身，不管是借入的还是非借入的，在利息的名称

下提供的。这个部分的大小，取决于平均利息率的高低。它的起源

只是在下面这一点上还表示出来：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在他是自己

资本的所有者时，不会参加——至少不会积极地参加——决定利

息率的竞争。利润在两种对它有不同合法权的人中间进行的纯粹

的量的分割，已经转变为质的分割，这种质的分割好象是从资本和

利润本身的性质产生的。因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只要利润的

一部分一般采取利息的形式，平均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或利润

超过利息的部分，就会转化为一种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即企业主

收入的形式。利息和企业主收入这两个形式，只存在于它们的对立

之中。因此，它们二者不是与剩余价值发生关系，它们只是剩余价

值固定在不同范畴，不同项目或名称下的部分；相反，它们是互相

发生关系。因为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利息，所以它的另一部分表现

为企业主收入。

我们这里所说的利润，始终是指平均利润，因为个别利润的偏

离或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的偏离，——即平均利润或剩余价值分

配上随竞争和其他情况而发生的忽上忽下的变动，——在这里完

全与我们无关。这一点，总的说来适用于我们当前的全部研究。

用拉姆赛的话来说，利息就是资本所有权本身提供的纯利润，

不管它是提供给处在再生产过程之外的单纯贷出者，还是提供给

亲自把自己的资本用于生产的所有者。它所以也为后者提供纯利

润，并不是因为后者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而是因为他是货币资本

家，他把自有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贷给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的他

自己。就象货币或一般地说价值转化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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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产生的结果一样，它作为资本而存在，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不断需要的前提。由于它有转化为生产资料的能力，它就不断支配

着无酬劳动，并因而把商品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转化为为它的

所有者进行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因此，利息不过是这样一个事实的

表现：一般价值，——一般社会形式上的物化劳动，——在现实生

产过程中采取生产资料形态的价值，会作为独立的权力与活的劳

动力相对立，并且是占有无酬劳动的手段；它所以是这样一种权

力，因为它是作为别人的财产与工人相对立。但是另一方面，在利

息的形式上，这种与雇佣劳动的对立却消失了；因为生息资本就它

本身来说，不是以雇佣劳动为自己的对立面，而是以执行职能的资

本为自己的对立面；借贷资本家就他本身来说，直接与在再生产过

程中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相对立，而不是与正是在资本主义生

产基础上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雇佣工人相对立。生息资本是作为

所有权的资本与作为职能的资本相对立的。但是，资本在它不执行

职能的时候，不剥削工人，也不是同劳动处于对立之中。

另一方面，企业主收入也不与雇佣劳动形成对立，而只与利息

形成对立。

第一，假定平均利润已定，企业主收入率就不是由工资决定，

而是由利息率决定。企业主收入率的高低与利息率成反比。（７２）

第二，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不是从他对资本的所有权中，而是从

资本同它只是作为无所作为的所有权而存在的规定性相对立的职

能中，得出他对企业主收入的要求权，从而得出企业主收入本身。

一旦他用借入的资本来经营，因而利息和企业主收入归两种不同

（７２） “企业主收入取决于资本的纯利润，而不是后者取决于前者。”（拉姆赛《论

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２１４页。在拉姆赛的著作中，纯利润总是＝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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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所得，这种情形就会表现为直接存在的对立。企业主收入来自

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也就是说，是由于执行职能的资本家

执行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这些职能而从事活动或行动得来的。

但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代表，就不象生息资本的代表那样领干

薪。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资本家指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

对生产劳动的剥削也要花费气力，不管是他自己花费气力，还是让

别人替他花费气力。因此，在他看来，与利息相反，他的企业主收入

是某种同资本的所有权无关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作为非所有者，作

为劳动者执行职能的结果。

因此，在资本家的脑袋里必然产生这样的观念：他的企业主收

入远不是同雇佣劳动形成某种对立，不仅不是别人的无酬劳动，相

反，它本身就是一种工资，是监督工资，ｗａｇｅｓｏｆｓｕｐｅｒｉｎｔ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ｌａｂｏｕｒ，是高于普通雇佣工人工资的工资，１．因为这是较复杂的

劳动，２．因为资本家支付给自己工资。利息归资本家所有，即使他

不执行资本家的任何职能，而只是资本的所有者；相反，企业主收

入归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所有，即使他不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

的所有者。由于这种对立，人们完全忘记了：资本家作为资本家，他

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

行这种生产。由于利润即剩余价值所分成的两个部分的对立形式，

人们忘记了，二者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部分，并且它的分割丝毫

不能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它的起源和它的存在条件。

在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作为别人所有的资本的

代表，同雇佣工人相对立；货币资本家则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来代

表，参与对劳动的剥削。由于在再生产过程中的资本职能同在再生

产过程外的资本的单纯所有权的对立，人们忘记了：能动资本家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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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为生产资料的代表同工人相对立，才能执行职能，才能使工人

为他的利益而劳动，或者说，使生产资料发挥资本的作用。

事实上，利润即剩余价值的这两个部分作为利息和企业主收

入所采取的形式，并不表示对劳动的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只存在于

劳动和作为这两个部分的总和、整体、统一体的利润，或更确切些

说，剩余价值之间。利润分割的比率和作为根据来实行这种分割的

不同的合法权，都以利润是现成的，以利润已经存在为前提。因此，

如果资本家就是他用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所有者，他就会把全部

利润或剩余价值装进自己的腰包；对工人来说，资本家把全部利润

装进自己的腰包，还是把利润的一部分付给某个第三者，即法律上

的所有者，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事情。因此，利润要在两种资本家中

间实行分割的理由，就不知不觉地变成有待分割的利润即剩余价

值——不管以后如何分割，资本本身总会从再生产过程中把这个

剩余价值取出来——存在的理由了。既然利息同企业主收入相对

立，企业主收入同利息相对立，二者互相对立，而不是同劳动相对

立，由此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即利润，进一步

说也就是剩余价值，是以什么为基础呢？是以这两个部分的互相对

立的形式为基础！但是，在利润进行这种分割以前，在能够谈得上

这种分割以前，利润已经生产出来了。

生息资本只有在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

（利息是其中的一部分）时，才成为生息资本。但这一点并不能排

除：生息这种属性，不管有没有生产过程，都同生息资本长在一起。

劳动力也只有当它在劳动过程中被使用，被实现的时候，才表明它

有创造价值的能力；但这一点并不能排除：劳动力自身，在可能性

上，作为一种能力，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并且作为这样的活动，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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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过程中才产生的，而相反地是过程的前提。它是作为创造价值

的能力被人购买的。购买它的人也可以不让它去从事生产劳动，例

如，把它用于纯粹私人的目的，用于服务等等。资本也是这样。借

入者是不是把它作为资本来用，也就是说，是不是实际上使它所固

有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属性发挥作用，那是借入者自己的事情。在这

两种场合，他为之支付的，是那个就自身来说，在可能性上已经包

含在资本商品中的剩余价值。

现在，我们来更详细地考察企业主收入。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独特的社会规定性的因

素——具有支配别人劳动的属性的资本所有权——已经固定下

来，利息又因此表现为资本在这种条件下生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

分，所以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企业主收入——就必然表现为：

它并不是由资本本身生出的，而是由同它的、已经以资本利息这

个名称取得特殊存在方式的独特社会规定性相分离的生产过程生

出的。但是，生产过程同资本相分离，就是一般的劳动过程。因

此，同资本所有者相区别的产业资本家，就不是表现为执行职

能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甚至与资本无关的管理人员，表现为一般

劳动过程的简单承担者，表现为劳动者，而且是表现为雇佣劳动

者。   

利息本身正好表现出，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

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私人权

力。利息把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表现为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手段。但

是，它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之外属于资本

的东西，而不是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资本主义规定

９２４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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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的结果。它不是把资本的这种性质表现为同劳动直接对立，而是

相反地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

系，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

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因此，在利息上，在利润的这个特殊形态

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独立的表现，但是表现成这样：这

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完全抽掉。利息是两个资本家之间的

关系，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个利息形式又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企业主收

入，以至监督工资这种质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要完成的、

恰好使他同工人相区别、相对立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的劳动

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是因

为除了他作为资本家的性质之外，他也进行劳动。因此，剩余价值

的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一种和剩余价值相反的东

西，是所完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

对立，转移到现实剥削过程之外，即转移到生息资本上，所以这个

剥削过程本身也就表现为单纯的劳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

能的资本家与工人相比，不过是在进行另一种劳动。因此，剥削的

劳动和被剥削的劳动，二者作为劳动成了同一的东西。剥削的劳

动，象被剥削的劳动一样，是劳动。利息成了资本的社会形式，不过

表现在一种中立的、没有差别的形式上；企业主收入成了资本的经

济职能，不过这个职能的一定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被抽掉了。

在资本家的意识中，这里所说的情况是和本卷第二篇论述利

润平均化为平均利润时指出的各种补偿理由一样的。这些在剩

余价值分配上有决定作用的补偿理由，在资本家的观念中，已

被歪曲成为利润本身产生的理由和为利润本身辩护的（主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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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   

企业主收入是劳动的监督工资这种看法，是从企业主收入同

利息的对立中产生的，并由于下面这个事实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利

润的一部分事实上能够作为工资分离出来，并且确实也作为工资

分离出来，或者不如反过来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一

部分工资表现为利润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如亚·斯密已经

正确地发现的那样，在那些生产规模等等允许有充分的分工，以致

可以对一个经理支付特别工资的营业部门中，这个利润部分会以

经理的薪水的形式纯粹地表现出来，一方面同利润（利息和企业主

收入的总和），另一方面同扣除利息以后作为所谓企业主收入留下

的那部分利润相独立并且完全分离出来。

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

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

动。（７３）不过它具有二重性。

一方面，凡是有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

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

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象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

一样。这是一种生产劳动，是每一种结合的生产方式中必须进行

的劳动。

另一方面，——完全撇开商业部门不说，——凡是建立在作为

直接生产者的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的对立上的生产方式

中，都必然会产生这种监督劳动。这种对立越严重，这种监督劳动

所起的作用也就越大。因此，它在奴隶制度下所起的作用达到了

（７３） “在这里〈在农民是土地所有者的地方〉，监督是完全不必要的。”（约·埃·

凯尔恩斯《奴隶劳力》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４８、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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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
（７４）
但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

在这里，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这完全同在

专制国家中一样，在那里，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方

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各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

政府同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各种特殊职能。

在那些生活在奴隶制度下的古代著作家的著作中，象在那些

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绝对生产方式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

一样，监督劳动的这两个方面在理论上是和在实践上一样不可分

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我马上就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现代

奴隶制度的辩护士也懂得怎样把监督劳动用作替奴隶制度辩护的

理由，就象其他一些经济学家懂得怎样把这种监督劳动用作替雇

佣劳动制度辩护的理由一样。

关于卡托时代的斐力卡斯①：

“庄园管事（ｖｉｌｌｉｃｕｓ ｖｏｎ ｖｉｌｌａ）居于庄园奴隶（ｆａｍｉｌｉａ ｒｕｓｔｉｃａ）之首，

他掌管收支、买卖，执行主人的命令，当主人不在的时候，还发布命令，执行惩

罚…… 管事自然比别的奴隶较为自由；马贡农书１０８建议允许管事结婚，

生育子女，有自己的钱财；卡托也建议让男管事和女管事结婚。也只有这种管

事可以指望在品行端正的情况下，从主人那里获得自由。除此以外，他们的地

位与奴隶一样…… 每一个奴隶，包括管事本身在内，每隔一段时间，按照规

定的标准，从主人那里取得自己赖以维持生活的必需品…… 所得的数量以

劳动为准，例如，管事的劳动比奴隶的劳动轻，所得的数量也比奴隶少。”

（７４） “如果劳动的性质要求劳动者〈即奴隶〉在一个广阔的地面上分散劳动，监

工的人数以及这种监督所需的劳动的费用就会相应地增加。”（凯尔恩斯《奴隶劳力》

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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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森《罗马史》１８５６年第２版第１卷第８０９、８１０页）

亚里士多德：

“因为主人〈资本家〉不是通过获得奴隶〈通过使他有权购买劳动的资本

所有权〉，而是通过使用奴隶〈通过在生产过程中使用劳动者，在今天是使用

雇佣工人〉，来证明他自己是主人。这种学问并没有什么博大高深的地方；那

不过是，凡是奴隶必须会做的事情，主人应当会命令。在主人不必自己操心的

地方，这种荣誉就由管家来承受，而主人自己则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亚里

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１册第７章）

亚里士多德直率地说，在经济领域内和在政治领域内，统治权

把各种统治的职能加在掌权者身上，这就是说，在经济领域内，他

们必须善于消费劳动力。他还说，这种监督劳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地方，因此，主人一旦有了足够的财富，他就会把干这种操心事的

“荣誉”交给一个管家。

指挥和监督的劳动，只要它不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

质引起的特殊职能，而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

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不管这种劳动力是象奴隶制度

下那样同劳动者本身一道被人买去，还是由工人自己出卖劳动力，

以致生产过程同时表现为资本消费工人劳动的过程，——这种由

奴役直接生产者而产生的职能，经常地被人们用作替这种关系本

身进行辩护的理由，而对别人的无酬劳动的剥削即占有，也同样经

常地被人们说成是资本所有者应得的工资。但最妙不过的，是美国

奴隶制度的一个维护者奥康瑙尔律师，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１９日在纽约

的一次集会上，打着“为南方说几句公道话”的旗号所发表的高论。

他在热烈的掌声中说道：

“是呀，各位先生，自然本身已经决定黑人要处于这种奴隶状态。他身体

强壮，干活有劲，但是，给他以这种强壮身体的自然，却既没有给他以统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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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也没有给他以劳动的意志。（鼓掌）这两样东西他都没有！而没有给他以

劳动意志的同一个自然，却给了他一个主人，把这个意志强加于他，使他在适

合于他生存的那种气候条件下，成为一个既对他自己又对统治他的主人有用

的仆人。我认为，使黑人处于自然安排他所处的那种状态，给他一个主人来统

治他，这并没有什么不公平。如果人们强迫黑人再去劳动，并为他的主人提供

正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社会有

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这并没有剥夺他的任何权利。”１０９

现在，雇佣工人也和奴隶一样，必须有一个主人叫他去劳动，

并且统治他。既然这种统治和奴役的关系成为前提，那末，雇佣工

人被迫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并且在这个工资之外再生产监督工资，

作为对统治和监督他而花费的劳动的补偿，“并为他的主人提供正

当的报酬，来报答他的主人为统治他，为使他成为一个对自己和对

社会有用的人而花费的劳动和才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监督和指挥的劳动，只要由对立的性质，由资本对劳动的统治

产生，因而为一切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所共有，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劳动也是直接地和不

可分离地同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交给单个人作为特殊劳动去完

成的生产职能，结合在一起的。一个Ｅｐｉｔｒｏｐｏｓ〔古希腊的监督人〕

或封建法国所称的ｒéｇｉｓｓｅｕｒ〔管家〕的工资，只要企业达到相当大

的规模，足以为这样一个经理（ｍａｎａｇｅｒ）支付报酬，就会完全同利

润分离而采取熟练劳动的工资的形式，虽然我们的产业资本家远

没有因此去“从事政务或研究哲学”。

尤尔先生早已指出，“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不是产业资本

家，而是产业经理。（７５）关于企业的商业部分，我们已经在上一篇中

（７５） 安·尤尔《工厂哲学》，法译本，１８３６年版第１卷第６７、６８页。在这本书中，

工厂主的这位品得同时还证明，大多数工厂主对于他们所使用的机器一窍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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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我们必须说的一切。①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分离的指挥

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指挥劳动就无须资本家亲自担任了。一

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如何处理其他演

奏者的“工资”问题，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内的事情。

合作工厂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本家作为生产上的管理人员已

经成为多余的了，就象资本家本人发展到最高阶段，认为大地主是

多余的一样。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单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的那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

行消失；只要这种劳动不只限于剥削别人劳动这个职能；从而，只

要这种劳动是由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形式引起，由许多人为达

到共同结果而形成的结合和协作引起，它就同资本完全无关，就象

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炸毁，就同资本完全无关一

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的职能是必要

的，这无非就是说，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各种在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内部发展起来的形式，能够离开并且摆脱它们的对立的、资

本主义的性质。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产业资本家是劳动者，不

过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对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

他为这种劳动所要求和所取得的工资，恰好等于他所占有的别人

劳动的量，并且当他为进行剥削而亲自花费必要气力的时候，还

直接取决于对这种劳动的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他进行这种剥

削所作出的并且在他支付适当的报酬时可以让一个经理去作出的

那种努力的程度。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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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

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自己从

前所有的工厂。（７６）

商业经理和产业经理的管理工资，在工人的合作工厂和资本

主义的股份企业中，都是完全同企业主收入分开的。在其他场合偶

然出现的管理工资同企业主收入的分离，在这里则是经常的现象。

在合作工厂中，监督劳动的对立性质消失了，因为经理由工人支付

报酬，他不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

份企业，一般地说也有一种趋势，就是使这种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

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这完全象司法

职能和行政职能随着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同土地所有权相分离

一样，而在封建时代，这些职能却是土地所有权的属性。但是一方

面，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同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即货币资本家相

对立，并且随着信用的发展，这种货币资本本身取得了一种社会的

性质，集中于银行，并且由银行贷出而不再是由它的直接所有者贷

出；另一方面，又因为那些不能在任何名义下，即不能用借贷也不

能用别的方式占有资本的单纯的经理，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

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

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

根据英国各合作工厂公布的账目（７７），我们可以看到，在扣除

（７６） 我知道这样一件事，在１８６８年危机以后，有一个破产的工厂主，变成了他

自己以前的工人的领取工资的雇佣劳动者。也就是说，在破产以后，工厂已经改组成工

人的合作工厂，而由以前的工厂主担任经理。——弗·恩·

（７７） 这里引用的账目最多是到１８６４年为止，因为上文是１８６５年写成的。——

弗·恩·

６３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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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的工资——这种工资形成所投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同其他工

人的工资完全一样——以后，利润大于平均利润，虽然这些工厂有

时比私营工厂主支付更高得多的利息。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高的

原因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使用更为节约。但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是：

在这里，平均利润（＝利息＋企业主收入）实际地并且明显地表现

为一个同管理工资完全无关的量。因为在这里利润大于平均利润，

所以企业主收入也大于通常的企业主收入。

在某些资本主义股份企业如股份银行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

情况。１８６３年伦敦韦斯明斯特银行支付３０％的常年股息，伦敦联

合银行等等支付１５％的常年股息。在这里，从总利润中除了扣除

经理的薪水以外，还扣除了对存款支付的利息。这里的高额利润

是由于实收资本同存款相比只占很小的比例。例如，１８６３年伦敦

韦斯明斯特银行实收资本为１００００００镑，存款为１４５４０２７５镑。

１８６３年伦敦联合银行实收资本为６０００００镑，存款为１２３８４１７３

镑。

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监督工资或管理工资，最初是由于利润超

过利息的余额所采取的同利息相对立的形式造成的。由于一种辩

护的意图，即不把利润解释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而把它解释为

资本家自己所做的劳动取得的工资，这种混淆就进一步发展了。针

对这种情况，从社会主义者方面提出了要求：要把利润实际地缩减

为它在理论上伪装成的那种东西，即单纯的监督工资。不过，一方

面，这种监督工资象所有其他工资一样，会随着一个人数众多的产

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的形成，越来越具有确定的水平和确定的

市场价格（７８），另一方面，这种工资又象所有熟练劳动的工资一样，

会随着使特种熟练劳动力的生产费用下降的一般发展，越来越降

７３４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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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７９）
，这样一来，上述这个要求就越来越不为理论上的粉饰所欢

迎。随着工人方面的合作事业和资产阶级方面的股份企业的发展，

混淆企业主收入和管理工资的最后口实再也站不住脚了，利润在

实践上也就表现为它在理论上无可辩驳的那种东西，即表现为单

纯的剩余价值，没有支付等价物的价值，已经实现的无酬劳动；因

此，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实际上是在剥削劳动，并且在他是用借入

资本从事经营的时候，他的剥削的结果就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即利润超过利息的余额。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一种关于管理工资的新的欺诈勾

当在股份企业中发展起来，这就是：在实际的经理之外并在他们之

上，出现了一批董事和监事。对这些董事和监事来说，管理和监督

实际上不过是掠夺股东、发财致富的一个借口而已。关于这一点，

我们可以在《西蒂区，或伦敦营业生理学；附交易所和咖啡馆概述》

（１８４５年伦敦版）一书中，看到极为有趣的详细记载。

“从下面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银行家和商人参加八个或九个不同公

司董事会得到了什么：蒂莫西·亚伯拉罕·柯蒂斯先生在他破产后提交破产

法庭的私人账目表明，他在董事项目下每年的收入为８００—９００镑。因为柯

（７８） “师傅和他们的帮工一样是工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帮工的利

益完全相同。但除此以外，他们还是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这方面，他们的利

益和工人的利益则截然相反。”（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

２７页）“这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的教育已广为普及，这就使得几乎所有师傅和老板的劳动

和技艺的价值日益降低，因为教育的广为普及，使拥有这种专门知识的人数增加了。”

（同上，第３０页）

（７９） “习惯限制的普遍削弱和受教育机会的增加，不是使不熟练工人的工资趋

于提高，而是使熟练工人的工资趋于降低。”（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９年

伦敦第２版第１卷第４７９页）

８３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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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斯先生曾经是英格兰银行和东印度公司的董事，所以每个股份公司都以能

够争取他担任董事为荣。”（第８１、８２页）

这一类公司的董事每周出席一次会议，至少可得一个基尼（２１

马克）的报酬。破产法庭进行的审理表明，这种监督工资照例和这

种挂名董事实际担任的监督成反比。

９３４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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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

形式上的外表化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最表面、最富有拜物教性质

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Ｇ—Ｇ′，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

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在商人资

本Ｇ—Ｗ—Ｇ′上，至少还存在着资本主义运动的一般形式，虽然

这种运动只处在流通领域内，因而利润只表现为让渡利润；但不

管怎样，利润仍然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不是表现为单

纯的物的产物。商人资本的形式，仍然表现一个过程，表现两个

相反阶段的统一，表现一种分为两个相反行为即商品的买和卖的

运动。在Ｇ—Ｇ′这个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运动就消失不见了。

例如，资本家贷出１０００镑，利息率为５％，作为资本的这１０００

镑的价值在一年内＝Ｃ十Ｃｚ′；在这里，Ｃ代表资本，ｚ′代表利息

率，因而这５％＝ ５
１００＝

１
２０，１０００＋１０００×

１
２０＝１０５０镑。作为资

本的１０００镑的价值＝１０５０镑，就是说，资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量。

它是一个数量关系，是作为一定价值的本金同作为自行增殖的价

值的自身，同作为已经生产剩余价值的本金的关系。我们已经说

过，对一切能动资本家来说，不管他们是用自有的资本还是用借

入的资本执行职能，资本本身总是表现为这种会直接自行增殖的

０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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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

Ｇ—Ｇ′。在这里，我们看到资本的最初起点，Ｇ—Ｗ—Ｇ′公式

中的货币，这个公式已归结为两极Ｇ—Ｇ′（Ｇ′＝Ｇ十 Ｇ），即创造

更多货币的货币。这是被缩简成了没有意义的简化式的资本最初

的一般公式。这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资本，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

统一，因而是一个在一定期间内提供一定剩余价值的资本。但在生

息资本的形式上，这种性质是直接地表现出来的，没有任何生产过

程或流通过程作媒介。资本表现为利息的即资本自身增殖的神秘

的、自行创造的源泉。现在，物（货币、商品、价值）作为单纯的物已

经是资本，资本也表现为单纯的物；总再生产过程的结果表现为物

自身具有的属性；究竟是把货币作为货币支出，还是把货币作为资

本贷出，取决于货币所有者，即处在随时可以进行交换的形式上的

商品的所有者。因此，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拜物教，即自行增

殖的价值，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就纯粹地表现出来了，并且在这个

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一

种物即货币同它自身的关系。这里显示的，不是货币实际转化为资

本，而只是这种转化的没有内容的形式。象在劳动力的场合一样，

在这里，货币的使用价值是创造价值，创造一个比它本身所包含的

价值更大的价值。货币本身在可能性上已经是会自行增殖的价值，

并且作为这样的价值被贷放，而贷放就是这种独特商品的出售形

式。创造价值，提供利息，成了货币的属性，就象梨树的属性是结梨

一样。贷款人也是把他的货币作为这种可以生息的东西来出售的。

但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们说过，甚至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也会

这样表现，好象它并不是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而是作为资本自

身，作为货币资本而提供利息。

１４４第二十四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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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一点也是颠倒的：尽管利息只是利润即执行职能的资

本家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现在它却反过来表现

为资本的真正果实，表现为某种本原的东西，而现在转化为企业

主收入形式的利润，却表现为只是在再生产过程中附加进来、增

添进来的东西。在这里，资本的拜物教形态和资本拜物教的观念

已经完成。在Ｇ—Ｇ 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

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生息的形态，资本的简单

形态，在这种形态中资本是它本身再生产过程的前提；货币或商品

独立于再生产之外而具有增殖本身价值的能力，——资本的神秘

化取得了最明显的形式。

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

学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它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的源

泉再也看不出来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

取得了独立的存在。

资本只有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才变成这样一种商品，这种商

品的自行增殖的性质有一个固定的价格，这个价格在每一具体场

合都表示在利息率上。

作为生息资本，而且正是在它作为生息货币资本的直接形式

上（生息资本的其他形式同我们这里无关，这些其他形式也是由这

个形式派生出来的，并以这个形式为前提），资本取得了它的纯粹

的拜物教形式：Ｇ—Ｇ′被看成主体，被看成可出售的物。第一，这是

由于资本作为货币的不断存在；在这样的形式上，资本的一切规定

性都已经消失，它的现实要素也看不出来。货币正好是这样的一个

形式，在这个形式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别消失了，因而由这

些商品和它们的生产条件构成的各种产业资本的差别也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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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形式上，价值——在这里也就是资本——是作为独立的交

换价值而存在的。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形式只是一个转瞬

即逝的要素，一个单纯的经过点。相反地，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总是

以这个形式存在。第二，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在这里又是在货

币形式上）表现为资本本身应得的东西。象生长表现为树木固有的

属性一样，生出货币（ ó 〔利息〕）似乎是资本在这种货币资本形

式上固有的属性。

在生息资本的场合，资本的运动被简化了；中介过程被省略

了。因此，一个１０００的资本已确定为这样一种物，这种物本身＝

１０００，经过一定时期变成１１００，好象窖内的葡萄酒，经过一定时期

会改善它的使用价值一样。资本现在是物，而作为物它是资本。货

币现在“害了相思病”１１０。只要它被贷放出去，或者投到再生产过程

中去（这时，它会为自己拥有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除提供企业主收

入外还提供利息），那就无论它是睡着，还是醒着，是在家里，还是

在旅途中，利息都会日夜长到它身上来。这样，生货币资本的表

现）实现了货币贮藏者的虔诚愿望。

利息长在货币资本上就象长在一个物上一样（资本生产剩余

价值的事实在这里就是这样表现的），这就是路德在他反对高利贷

的天真的狂吼中十分注意的事情。路德作了如下的说明：当资本不

能按规定期限偿还给贷出者，以致贷出者不能支付，因而受到损失

时，或者当贷出者本来可以通过购买例如一座花园来获得利润，但

由于资本不能按规定期限偿还给他而丧失获得这种利润的机会

时，都可以要求利息。然后他接着说道：

“这样，我把它们（１００古尔登）贷放给你，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

能支付，那里我不能购买，也就是我在两方面都不得不受到损失，这就叫作双

３４４第二十四章 资本关系在生息资本形式上的外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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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损失：既遭受招失，又丧失利益……他们听说汉斯贷放１００古尔登受了损

失，并要求适当的赔偿，就急忙趁此机会对每１００古尔登都索取这双重损失

的赔偿，即为不能支付的损失和失去购买花园的机会所受的损失要求赔偿，

好象每１００古尔登都自然会生出这样双重的损失一样。因此，只要他们有

１００古尔登，他们就会贷放出去，并按照他们实际上没有受到的这样双重的

损失来要求赔偿…… 既然谁也没有使你受损失，并且你既不能证明，也不

能计算这种损失，你却从邻人手里取得货币来赔偿你虚构的损失，因此，你就

是高利贷者。法学家把这种损失不是叫作实际的损失，而是叫作幻想的损失。

这是各个人为自己而想象出来的损失……因此，说我可能会受损失，因为我

可能既不能支付也不能购买，是不行的。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就是从偶

然生出必然，就是无中生有，就是从未必会有的东西生出确实会有的东西。这

种高利贷，要不了几年，不就会把整个世界吞掉了吗？……贷出者必须得到赔

偿，这种情况是一种偶然的不幸，是不以他本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在这种交

易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正好相反，人们总是费尽心机编造损失，让贫苦的

邻人来赔偿，企图以此为生和发财致富，靠别人的劳动、忧患、危险和损失而

使自己过着骄奢淫逸和荣华富贵的生活。我坐在火炉旁边，让我的１００古尔

登在国内为我搜集钱财。因为这是贷放出去的货币，所以终归要保存在我的

钱袋里，没有任何危险，一点也不用担忧。朋友啊，谁不乐意这样做呢？”（马·

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１５４０年维登堡版）

关于资本是一种会自行再生产、会在再生产中自行增殖的价

值，它由于天生的属性，——也就是经院哲学家所说的隐藏的

质，——是一种永远保持、永远增长的价值，这种观念，曾经使普莱

斯博士生出许多荒诞无稽的幻想。它们已经远远超过炼金术士的

幻想。对于这些幻想，皮特深信不疑，并且，他在制订还债基金１１１的

条例时，把这些幻想当作他的财政政策的基础。

“生复利的钱，起初增长得很慢，以后就不断加快，过了一段时期之后，其

速度就超出任何想象。一个便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５％的复利放出，到现

在会增长成一个比１５０００万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可是如果以单利放

出，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它至多只能变成７先令４１２便士。直到现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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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府宁可用后一种方法而不用前一种方法来理财。”
（８０）

在《评继承支付》（１７７２年伦敦版）中，普莱斯更是想入非非：

“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６％的复利放出〈大概是投放在耶路撒

冷的圣殿〉，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阳系——假设它变成一个直径同土星轨

道的直径相等的圆球——所能容纳的还要大的数目。”——“因此，一个国家

总是能摆脱困难的；因为它只要有一小笔积蓄就能在它的利益所要求的短期

限内清偿大笔的债务。”（第 、 页）

这对英国国债来说，是一个多么美妙的理论指导啊！

普莱斯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因为他完全不顾

再生产和劳动的条件，把资本看作自行运动的自动机，看作一种纯

粹的、自行增长的数字（完全象马尔萨斯把人类看作按几何级数增

长一样１１２），所以他竟然以为，他已经在下述公式中发现了资本增

长的规律：ｓ＝ｃ（１＋ｚ）
ｎ
。在这个公式中，ｓ＝资本＋复利的总和，

（８０） 理查·普莱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１７７２年伦敦版［第１９页］。他说得

天真可笑：“我们必须用单利来借钱，以便用复利来使它增殖。”（见罗·汉密尔顿《关于

大不列颠国债的产生和发展的研究》１８１４年爱丁堡增订第２版［第１３３页］）按照这种

说法，借钱对私人来说也成了致富的最可靠的手段。但是，如果我按５％的年息借到比

如说１００镑，我就必须在年终支付５镑，假定这个借款继续一万万年，那我在这个期间

每年总是只有１００镑可以贷放出去，并且每年同样要支付５镑。这样一来，我永远不可

俄借入１００镑，再贷出１０５镑。我靠什么来支付这５％的利息呢？只有靠新的借入；如果

说的是国家，那就是靠课税。如果是产业资本家借钱，他就能够在例如１５％的利润中，

把５％支付利息，把５％用在消费上（虽然他的胃口会同他的收入一同增大），把５％变

成资本。这就是说，必须以１５％的利润为前提，才能不断支付５％的利息。如果这个过

程继续下去，根据前面已经阐明的理由，利润率还会由比如说１５％降低到１０％。普莱斯

完全忘记了５％的利息是以１５％的利润率为前提的，并且假定这个利润率会随着资本

积累而继续下去。他完全不考虑现实的积累过程，只考虑把货币贷放出去，以便使它带

着复利流回来。至于这是怎么来的，对他来说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因为那正是生息资

本天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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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预付资本，ｚ＝利息率（表示在１００的相应部分上），ｎ代表过程

进行的年数。

皮特十分认真地看待普莱斯博士的这种欺人之谈。１７８６年下

院通过决议，为了公共利益举债１００万镑。按照皮特所相信的普莱

斯的说法，为了“积累”这个借到的金额，当然最好是向人民征税，

并且用复利的神秘法术来驱除国债。在下院通过这个决议后不久，

接着就颁布了皮特提出的一项法律，规定积累２５万镑，

“直至包括到期的终身年金在内的基金增长到一年４００万镑为止”（乔治三世

二十六年第３１号法令１１３）。

皮特在他１７９２年提议增加还债基金金额的演说中，认为机器

和信用等等也是使英国商业占优势的原因，但是，

“积累是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原因。这个原理在斯密这位天才的著作中已经得

到完全的发挥和充分的说明……资本的这种积累得以实现，是因为人们至少

把年利润的一部分再投回去以增加本金，而本金在次年按同样的方法被使

用，连续地提供利润”。

这样，靠普莱斯博士的帮助，皮特就把斯密的积累理论变成一

国人民通过债务积累而致富的理论，并且进入一个无限借债——

为还债而借债——的愉快过程。

在柴尔德这个现代银行业之父的著作中，我们已经发现这样

的话：

“１００镑按１０％的利息率以复利计算，经过七十年，就会生出１０２４００

镑。”（柴尔德《论商业》１７５４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第１１５页，１６６９年写成）

普莱斯博士的见解怎样不知不觉地混入了现代经济学中，可

以由《经济学家》上的一段话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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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在积蓄资本的每个部分都按复利积累时，会无所不吞，以致人们

由以取得收入的世界全部财富早已变成资本的利息……所有的地租现在也

是对以前已经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支付的利息。”（《经济学家》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９

日）

资本作为生息资本，占有所能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而资本迄

今已经获得的一切，不过是对资本的无所不吞的食欲的分期偿付。

按照资本的天生固有的规律，凡是人类所能提供的一切剩余劳动

都属于它。这个摩洛赫！

最后，还有“浪漫主义的”弥勒的如下胡说：

“普莱斯博士所说的复利的惊人增长，或人的自行加速的力量的惊人增

长，如果要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就要以许多世纪不分割的或不中断的划一

的秩序为前提。资本一旦分割开来，分成许多单个的自行生长的幼芽，力量积

累的全部过程就重新开始。自然赋予每个工人〈！〉增长力量的期间平均是二

十年到二十五年。过了这个期间，工人就离开人生道路，就要把那由劳动按复

利积累起来的资本，转交给新的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给许多工人或儿

童。这些工人和儿童在能由他们得到的资本取得真正的复利以前，必须先学

会怎样去推动和运用这些资本。其次，市民社会所获得的巨额资本，即使在最

活跃的共同体内也要经过多年才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且不是用来直接扩大劳

动，而是相反地，一旦聚积成相当数额，就以贷放的名义，转移给另一个人，一

个工人，一个银行或一个国家。然后接受的人在实际运用资本时从中收取复

利，从而能够容易地向贷出者提出支付单利的保证。最后，如果只有生产或节

约的规律发生作用，人的力量及其产物固然会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消费、贪

婪和浪费的规律会对这种增长起反作用。”（亚·弥勒《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

年柏林版第３册第１４７—１４９页）

在少数几行内再也不能拼凑比这更多的令人恶心的胡言乱语

了。且不说他可笑地把工人和资本家，劳动力的价值和资本的利息

等等混为一谈，他还根据资本贷放出去是为了取得复利的事实来

说明复利的减少。我们这位弥勒所用的方法，具有各行各业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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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的特征。它的内容是由日常的偏见构成的，是从事物最表面的

假象取来的。然后，这种错误的平庸的内容被用神秘的表达方法

“提高”和诗化了。

只有当利润（剩余价值）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即被用来

吮吸新的剩余劳动的那部分，可以叫作利息的时候，资本的积累过

程才可以看作是复利的积累。但是：

１．撇开一切偶然的干扰不说，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

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

产商品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

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

断减少。因此，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

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说

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８１）

２．本卷第三篇已经证明，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和与

之相适应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

提高，正好表现为可变资本部分同不变资本部分相比越来越相对

减少。当一个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增加为十倍时，要产生相同的

利润率，剩余劳动时间也必须增加为十倍。这样，即使全部劳动时

间，甚至一日２４小时都被资本占有，也不够用。但利润率不会降低

的观念，是普莱斯所说的级数的基础，并且总的说来，也是“复利资

本无所不吞”这样一种说法的根据。（８２）

（８１） 见穆勒和凯里的著作，以及罗雪尔按其错误理解对此所作的注释。１１４

（８２） “很清楚，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才智，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

压倒一切的要求。但一切积蓄都是从资本家的收入中来的，因此，这些要求实际上不断

地提出，而劳动生产力同样不断地拒绝满足它们。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

（《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２３页——霍吉斯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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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为资本的积累提供了一个质的界限：

这个界限取决于总工作日、生产力和人口（可以同时剥削的工作日

数目由人口限定）在各个时期的发展水平。相反地，如果剩余价值

在利息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上来理解，那末，界限就只是量的界

限，资本的积累就会超出任何想象。

但是，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按照

这个观念，积累的劳动产品，而且是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劳动产

品，由于它天生的秘密性质，作为纯粹的自动体，具有按几何级数

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以致象《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这种积累

的劳动产品，早已对自古以来世界所有的财富进行了贴现，依法据

为己有。过去的劳动的产品，过去的劳动，在这里本身就孕育着现

在的或未来的活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不过我们知道，过去劳动的

产品的价值保存下来，也就是说再生产出来，这实际上只是它们同

活劳动接触的结果；其次，过去劳动的产品对于活的剩余劳动的支

配权，恰好只是在存在着资本关系——一定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

会关系中，过去劳动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并支配着活劳动——

的时期内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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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

  我们不打算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

用货币等等）。我们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因此，在这里，我们只研究商业信用和银

行信用。这种信用的发展和公共信用的发展之间的联系，不属于我

们考察的范围。

我以前已经指出（第１卷第３章第３节ｂ），货币充当支付手

段的职能，从而商品生产者和商品经营者之间债权人和债务人的

关系，是怎样由简单商品流通而形成的。随着商业和只是着眼于流

通而进行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信用制度的这个自然

基础也在扩大、普遍化和发展。大体说来，货币在这里只是充当支

付手段，也就是说，商品不是为取得货币而卖，而是为取得定期支

付的凭据而卖。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可以把这种支付凭据概括为汇

票这个总的范畴。这种汇票直到它们期满，支付日到来之前，本身

又会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它们形成真正的商业货币。就这种汇票

由于债权和债务的平衡而最后互相抵销来说，它们是绝对地作为

货币来执行职能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已无须最后转化为货

币了。就象生产者和商人的这种互相预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础一

样，这种预付所用的流通工具，汇票，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货币如银

０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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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券等等的基础。真正的信用货币不是以货币流通（不管是金属货

币还是国家纸币）为基础，而是以汇票流通为基础。

威·里瑟姆（约克郡的银行家）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

（１８４０年伦敦增订第２版）中说：

“我认为，１８３９年全年汇票的总额是５２８４９３８４２镑〈他认为外国的汇票

约占总额的七分之一），该年同时流通的汇票额是１３２１２３４６０镑。”（第５５、５６

页）——“汇票是通货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数额比其余一切部分加在一起的数

额还要大。”（第３、４页）——“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

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在事情演变当中这个基础变得过分窄

小，这个上层建筑的坚固性，甚至它的存在，就会处于危险境地。”（第８

页）——“如果估计一下全部通货｛他是指银行券｝和所有银行必须立即支付

的债务额，那末我认为，可以依法要求兑换为金的总额是１５３００万镑，而用来

满足这种要求的金只有１４００万镑。”（第１１页）——“汇票没有别的办法加以

控制，除非防止出现货币过剩，防止出现低利息率或低贴现率，这样可以避免

产生一部分汇票，并不致使汇票过度膨胀。要判断汇票有多少是来自实际的

营业，例如实际的买和卖，有多少是人为地制造的，只由空头汇票构成，这是

不可能的。空头汇票，是指人们在一张流通的汇票到期以前又开出另一张代

替它的汇票，这样，通过单纯流通手段的制造，就制造出虚拟资本。在货币过

剩和便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办法被人使用到惊人的程度。”（第４３、４４页）

詹·惠·博赞克特在《硬币、纸币和信用货币》（１８４２年伦敦

版）中说：

“每个营业日在票据交换所｛伦敦银行家互相交换他们所收的支票和到

期的汇票的地方｝结清的平均支付额在３００万镑以上，但每天为这个目的需

用的货币额只略多于２０万镑。”（第８６页）｛１８８９年，票据交换所的周转总额

为７６１８７５万镑，在大约３００个营业日中，平均每天为２５５０万镑。——弗·

恩·｝“如果汇票通过背书把所有权由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它就毫无疑问

是不以货币为转移的流通手段（ｃｕｒｒｅｎｃｙ）。”（第９２、９３页）“平均地说，可以假

定每张流通的汇票都有两次背书，因而每一张汇票在到期以前都结清过两次

支付。因此，单由背书一项，在１８３９年，通过汇票转移的所有权的价值就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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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８００万镑的两倍或１０５６００万镑，每天在３００万镑以上。因此，没有疑问，汇

票和存款加在一起，没有货币的帮助，单通过所有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

个人手里，每天至少完成１８００万镑货币的职能。”（第９３页）

关于一般信用，图克说过如下的话：

“信用，在它的最简单的表现上，是一种适当的或不适当的信任，它使一

个人把一定的资本额，以货币形式或以估计为一定货币价值的商品形式，委

托给另一个人，这个资本额到期后一定要偿还。如果资本是用货币贷放的，也

就是用银行券，或用现金信用，或用一种对顾客开出的支取凭证贷放的，那

末，就会在还款额上加上百分之几，作为使用资本的报酬。如果资本是用商品

贷放的，而商品的货币价值已经在当事人之间确定，商品的转移形成出售，那

末，要偿付的总额就会包含一个赔偿金额，作为对资本的使用和对偿还以前

所冒的危险的报酬。这种信用通常立有文据，记载着确定的支付日期。这种可

以转移的债券或凭据成了一种手段，借助这种手段，当贷款人在他们持有的

汇票到期以前，发现有机会可以在货币形式上或在商品形式上利用他们的资

本时，他们多半可以按较低的条件借到货币或较便宜地买到商品，因为他们

自己的信用由于有了第二个人在汇票上签字而得到加强。”（《对货币流通规

律的研究》第８７页）

沙·科凯兰在《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见《两大陆评论》

１１５１８４２年第３１卷［第７９７页］中说：

“在任何一个国家，多数信用交易都是在产业关系本身范围内进行的

……原料生产者把原料预付给加工制造的工厂主，从他那里得到一种定期支

付的凭据。这个工厂主完成他那一部分工作以后，又以类似的条件把他的产

品预付给另一个要进一步对产品进行加工的工厂主。信用就是这样一步步展

开，由一个人到另一个人，一直到消费者。批发商人把商品预付给零售商人，

他自己则向工厂主或代理商人赊购商品。每一个人都是一只手借入，另一只

手贷出。借入和贷出的东西有时是货币，但更经常的是产品。这样，在产业关

系之内，借和贷不断交替发生，它们互相结合，错综复杂地交叉在一起。正是

这种互相借贷的增加和发展，构成信用的发展；这是信用的威力的真正根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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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制度的另一方面与货币经营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而在

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营业的发展又自然会和商品经营业的发

展齐头并进。我们在前一篇（第１９章）已经看到，实业家的准备金

的保管，货币出纳、国际支付和金银贸易的技术性业务，怎样集中

在货币经营者的手中。由于这种货币经营业，信用制度的另一方

面，生息资本或货币资本的管理，就作为货币经营者的特殊职能发

展起来。货币的借入和贷出成了他们的特殊业务。他们以货币资

本的实际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中介人的身分出现。一般地说，银

行业各的这个方面就是：银行家把借贷货币资本大量集中在自己

手中，以致与产业资本家和商业资本家相对立的，不是单个的贷出

者，而是作为所有贷出者的代表的银行家。银行家成了货币资本的

总管理人。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为整个商业界而借款，他们也把借

入者集中起来，与所有贷出者相对立。银行一方面代表货币资本的

集中，贷出者的集中，另一方面代表借入者的集中。银行的利润一

般地说在于：它们借入时的利息率低于贷出时的利息率。

银行拥有的借贷资本，是通过多种途径流到银行那里的。首

先，因为银行是产业资本家的出纳业者，每个生产者和商人作为准

备金保存的或在支付中得到的货币资本，都会集中到银行手中。这

样，这种基金就转化为借贷货币资本。商业界的准备金，由于作为

共同的准备金集中起来，就可以限制到必要的最低限度，而本来要

作为准备金闲置起来的一部分货币资本也就会贷放出去，作为生

息资本执行职能。第二，银行的借贷资本还包括可由银行贷放的货

币资本家的存款。此外，随着银行制度的发展，特别是自从银行对

存款支付利息以来，一切阶级的货币积蓄和暂时不用的货币，都会

存入银行。小的金额是不能单独作为货币资本发挥作用的，但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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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成为巨额，就形成一个货币力量。这种收集小金额的活动是银

行制度的特殊作用，应当把这种作用同银行在真正货币资本家和

借款人之间的中介作用区别开来。最后，各种只是逐渐花费的收入

也会存入银行。

贷放（这里我们只考察真正的商业信用）是通过汇票的贴现

——使汇票在到期以前转化成货币——来进行的，是通过不同形

式的贷款，即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直接贷款，以有息证券、国家

证券、各种股票作抵押的贷款，特别是以提单、栈单及其他各种

证明商品所有权的单据作抵押的贷款来进行的，是通过存款透支

等等来进行的。

银行家提供的信用，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例如：向其他银行

开出汇票、支票，开立同样的信用账户，最后，对拥有钞票发行权的

银行来说，是发行本行的银行券。银行券无非是向银行家开出的、

持票人随时可以兑现的、由银行家用来代替私人汇票的一种汇票。

最后这一种信用形式在外行人看来特别令人注目和重要，首先因

为这种信用货币会由单纯的商业流通进入一般的流通，并在那里

作为货币执行职能；还因为在大多数国家里，发行银行券的主要银

行，作为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之间的奇特的混合物，事实上有国家

的信用作为后盾，它们的银行券在不同程度上是合法的支付手段；

因为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到的是，银行家经营的是信用本身，而银行

券不过是流通的信用符号。但银行家也经营一切其他形式的信用，

甚至贷放存在他那里的货币现金。实际上，银行券只形成批发商业

的铸币，而对银行来说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始终是存款。苏格兰的银

行提供了最好的证明。

对我们的目的来说，我们不需要更详细地考察各种特殊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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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机构和银行本身的各种特殊形式。

“银行家的业务……可以分成两部分…… １．从那些不能直接运用资本

的人那里收集资本，把它分配给或转移给能够运用它的人。２．从顾客的收入

接受存款，并在顾客需要把它用于消费的时候，如数付给他们。前者是资本的

流通，后者是货币（ｃｕｒｒｅｎｃｙ）的流通。”——“前者是一方面集中资本，另一方

面分配资本；后者是为周围地区的地方需要而调节流通。”——图克《对货币

流通规律的研究》第３６、３７页。

在第二十八章，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这一段话。

《委员会报告》第八卷，《商业危机》第二册第一部分，１８４７—

１８４８年，附证词。——（以下题为：《商业危机》，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

１１６）。四十年代，在伦敦进行汇票贴现时，通常不是用银行券，而是

用一个银行向另一个银行开出的以二十一天为期的汇票（地方银

行家约·皮斯的证词，第４６３６号和４６４５号）。同一个报告中说，在

货币短缺时，银行家总是习惯于用这种汇票付给他的顾客。如果受

款人想要银行券，他就只好把这种汇票再拿去贴现。对银行来说，

这等于取得了造币的特权。琼斯·劳埃德公司“长期以来”，每当货

币短缺，利息率达到５％以上的时候，就用这个方法来支付。顾客

也高兴接受这种银行家的汇票，因为琼斯·劳埃德公司的汇票比

自己的汇票更容易贴现。此外，这种汇票往往经过了二十个人到三

十个人的手。（同上，第９０１—９０５、９９２号）

这一切形式的作用，都在于使支付要求权可以转移。

“几乎每种信用形式都不时地执行货币的职能；不管这种形式是银行券，

是汇票，还是支票，过程本质上都是一样的，结果本质上也是一样的。”——富

拉顿《论通货的调整》１８４５年伦敦增订第２版第３８页。——“银行券是信用

的零钱。”（第５１页）

以下的话，引自詹·威·吉尔巴特《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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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４年伦敦版）：

“银行的资本包括两部分：投资（ｉｎｖｅｓ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和借入的银行资本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ｃａｐｉｔａｌ）。”（第１１７页）“银行资本或借入资本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

取得的：１．接受存款；２．发行本行的银行券；３．开出汇票。如果有一个人贷给

我１００镑而不要任何报酬，我又把这１００镑按４％的利息贷给另一个人，那

我就会在一年中由这笔交易赚到４镑。同样，如果别人愿意接受我的支付凭

据〈Ｉ ｐｒｏｍｉｓｅ ｔｏ ｐａｙ〔我保证支付〕是英国银行券的普通公式〉，到年终时

把它付还给我，再为此付给我４％的利息，象我真的曾经贷给他１００镑一样，

那我也会由这笔交易赚到４镑；又如果一个地方城市的某人交给我１００镑，

条件是二十一天以后我把这笔钱付给伦敦的某个第三者，那我在这个期间内

能够由这笔钱赚到的利息都是我的利润。以上就是关于银行的经营和通过存

款、银行券和汇票而建立银行资本的方法的一个概述。”（第１１７页）“一个银

行家的利润，一般地说与他的借入资本或银行资本的数额成比例。要确定银

行的实际利润，就必须从总利润中扣除投资的利息。余额就是银行利润。”（第

１１８页）“银行家是把别人的货币贷给他的顾客。”（第１４６页）“正是那些不发

行银行券的银行家，用汇票贴现的方法来建立银行资本。他们借助贴现业务

来增加自己的存款。伦敦的银行家只为自己的存户贴现。”（第１１９页）“那种

向银行办理了汇票贴现并按汇票全部金额支付了利息的商行，至少要把这个

金额的一部分留在银行手里而不取任何利息。用这个办法，银行家贷出货币

的利息率比通行的利息率要高，并且靠这个留在自己手里的余额建立银行资

本。”（第１２０页）

关于准备金、存款和支票的节约，他说：

“存款银行用转账的办法，节约了流通手段的使用，用小额实际货币来结

清大额交易。这样腾出来的货币，再用贴现等办法，由银行家贷给他的顾客。

因此，转账增进了存款制度的效果。”（第１２３页）“两个互相交易的顾客是与

同一个银行家往来，还是与不同的银行家往来，是没有关系的。这是因为银行

家会在票据交换所彼此交换他们的支票。这样，靠转账的办法，存款制度能够

达到完全不使用金属货币的程度。如果每个人都在银行开户存款，并用支票

来进行一切支付，这种支票就会成为唯一的流通手段。不过在这个场合，必须

假定银行家手里有货币，否则，这种支票就会没有任何价值。”（第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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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交易集中在银行手中，是通过：１．支行。地方银行在本地

区各小城市内设有支行；伦敦的银行也在伦敦各区设有支行。２．代

办处。

“每一个地方银行都在伦敦设有代办处，以便在伦敦兑付本行的银行券

或汇票，并接受伦敦居民为了供地方居民使用而存入的各种款项。”（第１２７

页）“每个银行家都收兑别家的银行券，但不再发行出去。在每个较大的城市

中，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或两次，交换各人的银行券。差额就用在伦敦兑付的

汇票来付清。”（第１３４页）“银行的目的在于便利营业。但一切便利营业的事

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

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 在有银行的地方，都可以较容易和

较便宜地获得资本。资本便宜会助长投机，就象牛肉和啤酒便宜会鼓励人们

贪食嗜酒一样。”（第１３７、１３８页）“因为发行本行银行券的银行总是用这种银

行券来支付，所以他们的贴现业务好象完全是用这个办法创造出来的资本进

行的，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一个银行家用本行的银行券来兑付一切他所贴

现的汇票，然而他所有汇票的十分之九仍然可能代表实际资本。因为，他自己

虽然只用本行的纸币来兑付这种汇票，但这种纸币不必在流通中停留到汇票

到期的时候。汇票也许要三个月才到期，而银行券可能三天内就流回来了。”

（第１７２页）“存户透支是一项正常业务；实际上，发放现金贷款也就是为了这

个目的…… 发放现金贷款不仅有个人担保，而且也有有价证券的存入作为

保证。”（第１７４、１７５页）“以商品作担保而贷给资本，和以汇票贴现形式贷给

资本所起的作用相同。如果某人用他的商品作担保借进１００镑，那和他把这

宗商品出售而取得１００镑汇票，并把这张汇票在银行家那里贴现是一样的。

有了这种贷款，他就能使商品保存到市场状况较好的时候，并能避免为了取

得急需的货币而不得不遭受的那种牺牲。”（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通货论》（第６２、６３页）：

“无可争辩的事实是，我今天存在Ａ处的１０００镑，明天会被支付出来，

形成Ｂ处的存款。后天它又可能由Ｂ处再支付出来，形成Ｃ处的存款，依此

类推，以至无穷。因此，这１０００镑货币，通过一系列的转移，可以成倍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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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绝对无法确定的存款总额。因此很可能，英国全部存款的十分之九，除

存在于银行家各自的账面上外，根本就不存在…… 例如在苏格兰，流通的

货币｛而且几乎完全是纸币！｝从来没有超过３００万镑，而银行存款却有２７００

万镑。只要没有普遍的突然提取存款的要求，这１０００镑来回提存，就可以同

样容易地抵销一个同样无法确定的金额。因为我今天用来抵销我欠某商人债

务的同一个１０００镑，明天又可以被用来抵销他欠另一个商人的债务，后天又

可以被这个商人用来抵销他欠银行的债务，依此类推，以至无穷；所以，这同

一个１０００镑可以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从一家银行转到另一家

银行，抵销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存款额。”

｛我们已经看到，吉尔巴特在１８３４年就已知道：

“一切便利营业的事情，都会便利投机。营业和投机在很多情况下紧密地

结合在一起，很难说营业在哪一点终止，投机从哪一点开始。”

用未售的商品作担保得到贷款越是容易，这样的贷款就越是

增加，仅仅为了获得贷款而制造商品或把制成的商品投到远方市

场去的尝试，也就越是增加。至于一个国家的整个商业界会怎

样充满这种欺诈，最后结果又会如何，１８４５—１８４７年的英国商业

史为我们提供了明显的例子。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信用

能够干些什么。为了阐明下面的几个例子，我们先作一些简短的

说明。

１８４２年底，从１８３７年以来几乎不间断地压在英国工业身上

的压力开始减弱。在其后的两年中，外国对英国工业品的需求增

加得更多；１８４５—１８４６年是高度繁荣的时期。１８４３年的鸦片战争，

为英国商业打开了中国的门户。新开辟的市场，给予当时已经存

在的蓬勃发展，特别是棉纺织业的发展以新的推动。“我们怎么会

有生产过多的时候呢？我们要为三亿人提供衣服。”——当时曼彻

斯特一位工厂主就是这样对笔者说的。但是，一切新建的厂房、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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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机、纺织机，都不足以吸收从郎卡郡大量涌来的剩余价值。人们

怀着扩充生产时具有的那种热情，投身于铁路的建筑；在这里，工

厂主和商人的投机欲望第一次得到满足，并且从１８４４年夏季以来

已经如此。人们尽可能多地认股，这就是说，只要有钱足够应付第

一次缴款，就把股份认下来；至于以后各期股款的缴付，总会有法

可想！当以后付款的期限来到时，——按照《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

年第１０５９号的记载，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投在铁路上的资本，约等于

７５００万镑，——人们不得不求助于信用，商行的基本营业多半也

只好为此而蒙受损失。

并且，这种基本营业在大多数场合也已经负担过重。诱人的高

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

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加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银

行贴现率低：１８４４年是１３
４－２

３
４；１８４５年直到１０月，是在３％以

下，后来有一个短时间（１８４６年２月）上升到５％，然后１８４６年１２

月，又下降到３１
４％。英格兰银行地库中的金储备达到了空前的规

模。国内一切证券交易的行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因此，为什么

要放过这种大好机会呢？为什么不大干一番呢？为什么不把我们

所能制造的一切商品运往迫切需要英国工业品的外国市场上去

呢？为什么工厂主自己不应该在远东出售纱和布、在英国出售换回

的货物来获取双重利益呢？

于是就产生了为换取贷款而对印度和中国实行大量委托销

售１１７的制度。这种制度，象我们在以下的说明中将详细描述的那

样，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

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

这次崩溃随着１８４６年农作物歉收而爆发了。英格兰，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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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需要大量进口生活资料，特别是谷物和马铃薯。但供给这

些物品的国家，只能接受极少量的英国工业品作为对这些物品的

支付；必须付给贵金属；至少有９００万镑的金流到国外去了。其中

足有７５０万镑的金取自英格兰银行的库存现金，这就使英格兰银

行在货币市场上的活动自由受到了严重限制；其他那些把准备金

存于英格兰银行、事实上和英格兰银行是同一准备金的银行，也同

样必须紧缩它们的货币信贷；迅速而流畅地集中到银行进行的支

付现在陷于停滞。停滞起初是局部的，后来成了普遍现象。银行贴

现率在１８４７年１月还只有３－３１
２，在恐慌最初爆发的４月已上

升到７％，然后在夏季再一次出现暂时的微小的缓和（６１
２，６％），

但当农作物再一次歉收时，恐慌就重新更加激烈地爆发了。英格兰

银行官方规定的最低贴现率１０月已经上升到７％，１１月又上升到

１０％，这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汇票只有支付惊人的高利贷利息才能

得到贴现，或根本不能贴现；支付普遍停滞使一系列第一流商行和

许许多多中小商行倒闭；英格兰银行本身也由于狡猾的１８４４年银

行法１１８加给它的种种限制而濒于破产。政府迫于普遍的要求，于

１０月２５日宣布暂停执行银行法，从而解除了那些加给英格兰银

行的荒谬的法律限制。这样，该行就能不受阻碍地把库存的银行券

投到流通中去；因为这种银行券的信用事实上得到国家信用的保

证，不会发生动摇，所以货币紧迫的情况立即得到了决定性的缓

和；当然，不少陷入绝境的大小商行还是破产了，但危机的顶点过

去了，银行贴现率１２月又下降到５％，并且还在１８４８年期间一个

新的营业活跃就已准备就绪，它破坏了１８４９年大陆上革命运动的

进一步高涨，并在五十年代先是导致了前所未有的工业繁荣，然后

又引起了１８５７年的崩溃。——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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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国债券和股票在１８４７年危机中大为贬值的情况，上

院在１８４８年发表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提出说明。按照这种说明，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３日与同年２月相比，价值降低的总额如下：

  英国国债券………………………９３８２４２１７镑

  船坞和运河股票………………… １３５８２８８镑

  铁路股票…………………………１９５７９８２０镑
               
             合计：１１４７６２３２５镑

．在东印度贸易上，人们已经不再是因为购买了商品而开出

汇票，而是为了能够开出可以贴现、可以换成现钱的汇票而购买商

品。关于这种贸易上的欺诈，《曼彻斯特卫报》１１９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２４

日有如下的记载：

伦敦的Ａ托Ｂ向曼彻斯特工厂主Ｃ购买货物，准备运往东印

度Ｄ那里去。Ｂ凭Ｇ向Ｂ开出的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向Ｇ支付。

Ｂ也用向Ａ开出的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使自己得到补偿。货物一

经起运，Ａ又凭提单向Ｄ开出以六个月为期的汇票。

“购货人和发货人二者都在货物实际得到支付的几个月以前已经有了资

金；并且这种汇票在到期时通常总是会再更新一次，借口是在这种‘长期贸

易’中回流需要有一段时间。但遗憾的是，这样一种营业上的损失，并没有导

致营业的收缩，而是恰恰导致营业的扩大。当事人越穷，就越需要购买，因为

他们要通过购买得到新的贷款，以便补偿他们在以前投机中已经损失的资

本。现在，购买已经不是由供求来调节，而是成了一个陷于困境的商行进行金

融活动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在本国工业品输出

上发生的现象，也在外国农产品购买和运输上发生了。印度的那些有足够信

用可以拿汇票去贴现的商行所以购买砂糖、蓝靛、丝、棉花，并不是因为购买

价格和伦敦最近的价格相比有利可图，而是因为从前向伦敦某商行开出的汇

票快要到期，必须设法弥补。还有什么比购买一批砂糖，用向伦敦某商行开出

以十个月为期的汇票进行支付，并把提单邮寄伦敦的办法更为简单的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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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两个月，这批刚刚寄出的货物的提单，连同这批货物本身，就抵押到伦巴特

街１２０的银行去了，而伦敦的商行也在为这批货物开出的汇票到期以前八个

月，就得到了货币。只要贴现公司还有充裕的货币可以凭提单和栈单提供贷

款，并为印度商行向明辛街１２１的‘著名’商行开出的汇票进行漫无限制的贴

现，这一切就都会顺利进行，不会遇到阻碍和困难。”

｛在来往印度的商品必须绕过好望角用帆船运送的时候，这个

欺诈办法一直流行着。但自从商品通过苏伊士运河并用汽船运送

以来，这种制造虚拟资本的方法就丧失了基础：漫长的商品运输时

间。而自从英国商人对印度市场的状况，印度商人对英国市场的状

况能够在当日由电报得知以来，这个办法就完全行不通了。——

弗·恩·｝

．下面是我们已经引用过的《商业危机》报告（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年）中的一段话：

“１８４７年４月最后一个星期，英格兰银行通知利物浦皇家银行说，从现

在起，该行对皇家银行的贴现业务将减少一半。这个通知起了很坏的作用，因

为近来在利物浦用汇票支付比用现金支付的情况多得多；并且因为通常要带

许多现金到银行去兑付本人承兑汇票的商人，近来可以只带他们出售棉花及

其他产品所得的汇票。这种现象迅速扩大，营业困难也同时增加了。银行必须

为商人支付的承兑汇票，多半是国外开出的，以前多半要用产品所得的进款

来偿付。商人现在所携带的用来代替以前的现金的汇票，有不同的期限和不

同的种类，相当大一部分是以三个月为期的银行汇票，大多数是为棉花开出

的汇票。这种汇票，如果是银行汇票，总是由伦敦的银行家承兑，如果不是，就

由在巴西、美国、加拿大、西印度等地的各行各业的商人承兑…… 商人不互

相开出汇票，但在利物浦购买货物的国内顾客，会用对伦敦的银行，或对伦敦

其他的商行，或对任何一个人开出的汇票来偿付。英格兰银行的通知，使那种

为已出售的外国产品开出的汇票缩短了期限，以前这种汇票的期限往往在三

个月以上。”（第２６、２７页）

如上所述，英国从１８４４年到１８４７年的繁荣时期，是和第一次

２６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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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规模的铁路欺诈活动结合在一起的。关于这次欺诈活动对一般

营业所产生的影响，上述报告有如下的记载：

“１８４７年４月，几乎所有商行都由于它们的一部分商业资本投在铁路上

而开始程度不等地缩小自己的营业。”（第４１、４２页）——“有人凭铁路股票按

高利息率如８％向私人、银行家、保险公司借款。”（第６６、６７页）——“这些商

行给予铁路这么多投资，这使他们自己不得不再用汇票贴现的办法，向银行

过多地借入资本来继续进行他们本身的业务。”（第６７页）——（问：）“您是

说，铁路股票的缴款大大加强了｛１８４７年｝４月和１０月｛货币市场上｝已经存

在的压力吗？”（答：）“我认为，那对４月份的压力未必会有什么影响。据我看，

铁路股票的缴款，一直到４月，也许一直到夏季，不是削弱了而是巩固了银行

家的地位。因为货币的实际使用，完全不象货币的缴付那样迅速；因此，在该

年初，大多数银行手里都有数额相当可观的铁路基金。｛这一点已经由银行家

在《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中的许多证词所证实。｝这个铁路基金在夏季

已逐渐消失，到１２月３１日已大为减少。１０月份形成压力的原因之一，就是

银行手里铁路基金的逐渐减少；在４月２２日和１２月３１日之间，我们手里的

铁路基金余额已减少三分之一。铁路缴款在整个英国都有这种影响；它使银

行存款渐渐枯竭。”（第４３、４４页）

赛米尔·葛尼（臭名昭著的奥维伦—葛尼公司的经理）也说：

“１８４６年，铁路所需要的资本数额特别大，但利息率并没有提高。小额资

本聚集成大额资本，而这种大额资本是在我们的市场上用掉的；因此，大体说

来结果是，投在西蒂货币市场上的货币多于从西蒂货币市场上取走的货币。”

［第１５９页］

利物浦股份银行的董事，亚·霍奇森曾经指出，汇票可以在多

大程度上成为银行家的准备金，他说：

“我们的习惯是，至少把我们的全部存款的十分之九和我们从别人手里

得到的全部货币，以一天天到期的汇票的形式保存在我们的票据箱内……所

以在危机期间，每天到期的汇票额几乎和每天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付款的金额

相等。”（第５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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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汇票。

（第５０９２号）“这种汇票〈为所出售的棉花开出的汇票〉主要由什么人承

兑呢？｛罗·加德纳，本书多次提到的一个棉纺织厂主：｝由商品经纪人承兑；

一个商人买了棉花，把它交给一个经纪人，向这个经纪人开出汇票，并拿汇票

去贴现。”——（第５０９４号）“这种汇票是交到利物浦银行，并在那里贴现

吗？”——“是的，但也在别处…… 如果没有这种主要由利物浦银行办理的

信贷，依我看，去年的棉花每磅就会便宜１１２便士或２便士。”——（第６００

号）“您说过，大量流通的汇票是由投机家向利物浦的棉花经纪人开出的；除

棉花以外，对于贵行为其他殖民地产品的汇票的付款，您的这种说法也是适

用的吗？——｛亚·霍奇森，利物浦的银行家：｝一切种类的殖民地产品都是

这样，棉花特别是这样。”——（第６０１号）“您作为一个银行家，要设法拒收这

种汇票吗？”——“不；我们认为，这种汇票，只要适量就是完全合法的…… 

这种汇票往往要延期。”

１８４７年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上的欺诈。——查理·特纳

（利物浦一家从事东印度贸易的第一流商行的经理）：

“我们大家都知道毛里求斯商业上和类似的商业上发生的事情。经纪人

习惯于不仅在商品抵埠以后，以这种商品作为抵押（这是完全合法的），和以

提单作为抵押，取得贷款，来偿付凭这批商品开出的汇票……而且在产品起

运以前，有些时候甚至在产品制造以前，就以产品作为抵押来取得贷款。例如

有一次，我在加尔各答买了６０００—７０００镑汇票；出售汇票所得的钱被送往毛

里求斯，以便资助那里的甘蔗种植；汇票被送到英国时，其中半数以上被人拒

收；在本应用来兑付这种汇票的砂糖终于运到时，却发现这些砂糖在起运以

前，实际上几乎还在熬制以前，已经抵押给第三者了。”（第７８页）“现在必须

为运往东印度市场的商品向工厂主支付现金；但这没有多大关系，因为只要

购买者在伦敦有一点信用用这个方法得到的货币付给工厂主……向印度运

送商品的人，至少要十二个月，才能从那里收回货款……一个拥有１００００镑

或１５０００镑的经营印度贸易的人，会在伦敦一家商行那里得到巨额的信用；

他给该商行１％的手续费，按如下的条件对它开出汇票：送往印度的商品所

得的货款，将交到这家伦敦商行；双方默契，这家伦敦商行不必实际预付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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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这就是说，汇票会延期，直到货款流回为止。这种汇票在利物浦、曼彻斯

特、伦敦贴现，其中有不少保留在苏格兰的银行手里。”（第７９页）——（第

７８６号）“有一家商行最近在伦敦倒闭了。人们在检查账簿时发现了如下的情

况：在曼彻斯特有一家商行，在加尔各答另有一家商行；它们在这家伦敦商行

开有２０万镑信用的账户，这就是说，从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运商品去委托加

尔各答那家商行销售的曼彻斯特商行的营业伙伴，有权向该伦敦商行开出总

额２０万镑的汇票；同时还商定，该加尔各答商行也向该伦敦商行开出２０万

镑的汇票；这种汇票在加尔各答出售，卖得的钱则被用来购买别的汇票寄给

伦敦那家商行，让它能够兑付最初由格拉斯哥或曼彻斯特所开出的汇票。这

样，通过这种交易，就产生６０万镑汇票。”——（第９７１号）“现在，如果加

尔各答某商行｛为英国｝购买一船货物，用该行向伦敦代理商开出的汇票来

支付，并把提单送往伦敦，那末，这种提单就会立即被他们拿到伦巴特街去

获取贷款；因此，在他们的代理商必须兑付汇票以前，他们有八个月的时间

可以利用这宗货币。”

．１８４８年，上院一个秘密委员会开会研究１８４７年危机的原

因。但是，为这个委员会提供的证词，到１８５７年才公布（本书引用

时题为：商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１２２）。在那里，利物浦联合银行董

事李斯特尔先生作证时说：

（第２４４４号）“１８４７年春，信用过度膨胀……因为实业家已经把他们的

资本由他们的营业转移到铁路方面去，但还是想维持原有的营业规模。每个

人当初也许都认为，他可以出售铁路股票获得利润，由此弥补营业上需用的

货币。也许他已经发觉这是不可能的，因此，以前在营业上用现金支付的地

方，现在要改用信用。这样一来，信用就膨胀了。”

（第２５００号）“这种使承兑银行蒙受损失的汇票，主要是为谷物或棉花开

出的吗？…… 这是为各种产品，如谷物、棉花、砂糖和其他各种产品开出的

汇票。当时几乎没有一种产品不跌价，也许只有油是例外。”——（第２５０６号）

“只要没有充分的保证，包括对作为担保品的商品跌价的补偿，承兑汇票的经

纪人就不会承兑它。”

（第２５１２号）“为产品而开出的汇票有两种。属于第一种的，是国外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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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商人开出的原汇票…… 这种为产品开出的汇票，往往在产品抵埠以前已

经到期。因此，在商品抵埠的时候，如果这个商人没有足够的资本，他就必须

把商品送到经纪人那里去押款，直到他能把商品售出时为止。然后马上会由

利物浦的商人用那宗商品作担保，向经纪人开出另一种汇票……因此，要弄

清经纪人那里是否有这宗商品，以及他为这宗商品提供了多少贷款，就成了

银行家要做的事情。银行家必须弄清楚，经纪人是否有财产能够在蒙受损失

时用来补偿损失。”

（第２５１６号）“我们也接受来自外国的汇票…… 某人在国外购买那种

在英国兑付的汇票，并把它送到英国的一个商行。从这种汇票我们看不出它

是开得适当还是不适当，是代表产品还是只代表风。”

（第２５３３号）“您说，几乎每一种外国产品售出时都要蒙受巨大的损失。

您认为，这是由于在这类产品上进行了不当的投机造成的吗？——这是由于

这类产品进口很多，但没有相应的消费可以吸收它们。无论从哪一点看，消

费都非常显著地下降了。”——（第２５３４号）“十月间……产品几乎完全卖不

出去。”

关于在崩溃最严重的时刻人们怎样普遍地只顾自己，一位第

一流的行家，可敬的狡猾的战栗教徒，奥维伦—葛尼公司的赛米

尔·葛尼，在同一个报告中说：

（第１２６２号）“在恐慌笼罩着的时候，一个实业家不会自问，他把自己的

银行券投放出去能获得多少，也不会问，他在出售国库券或利息率为３％的

债券时会受１％的损失还是２％的损失。只要他一旦处于恐怖的影响之下，他

就不再关心是赢利还是损失；他只求自身的安全，至于其他人会怎样，他一

概不管。”

．关于两个市场互相造成商品充斥的问题，一个从事东印度

贸易的商人亚历山大先生，曾向１８５７年银行法下院委员会（本书

引用时题为：银行委员会，１８５７年）作证说：

（第４３３０号）“目前，如果我在曼彻斯特投下６先令，我将在印度收回５

先令；如果我在印度投下６先令，我也将在伦敦收回５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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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印度市场为英国商品所充斥，英国市场也同样为印度商

品所充斥。而且，这是在１８５７年夏天发生的情况，和１８４７年的惨

痛经验相距还不到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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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

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在英国，正在发生追加财富的不断积累，其趋势是最终采取货币形式。

但是，在获得货币的愿望之后，最迫切的愿望是，按照某种会带来利息或利润

的投资方法，再把货币投放出去；因为，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什么也生不出来

的。因此，如果在过剩资本不断涌来的同时，投资范围得不到逐渐的充分的扩

大，那末，寻找用途的货币就必然会周期地，在不同情况下多少不等地积累起

来。多年来，国债一直是英国过剩财富的一个大吸收器。自从国债在１８１６年

达到最高限度，不再起吸收器的作用以来，每年至少有２７００万在寻找别的投

资场所。此外，还有各种的资本偿还…… 在经营上需要巨额资本并不时地

吸引多余的闲置资本的各种企业……至少在我国是绝对必要的，以便为在普

通投资部门找不到地盘的社会过剩财富的周期积累开辟出路。”（《通货论》

１８４５年伦敦版第３２—３４页）

关于１８４５年，该书说：

“在很短的时期内，物价已经由萧条时期的最低点急剧回升……利息率

３％的国债券几乎照票面价值买卖了……英格兰银行地库的黄金总额超过了

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的储备额。各种股票的价格都高到几乎前所未闻的程度，

而利息率却降到几乎只剩一个名义了…… 这一切都证明：在英国，又一次

出现了闲置财富的沉重积累；不要多久，我们将又一次面临投机的狂热时

期。”（同上，第３６页）

“虽然金的输入不是对外贸易获利的可靠标志，但在没有另外一种说明

方法的情况下，这种金的输入的一部分，显然代表着这样一种利润。”（约·盖

８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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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伯德《通货和国家》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４０、４１页）“假定在营业一直兴旺、

价格有利、通货充足的时期，由于农作物歉收，需要输出５００万镑金以输入同

额价值的谷物。通货｛下面马上就可以看到，这不是指流通手段，而是指闲置

的货币资本。——弗·恩·｝会按同额减少。私人手中掌握的流通手段也许

还和以前一样多，但是，商人在他们的银行里的存款，银行在它们的货币经纪

人手里的余款以及银行库存的准备金都会减少，而闲置资本额的这种减少的

直接结果，将是利息率的提高，例如由４％提高到６％。因为营业状况良好，所

以信任没有动摇，但是信用会更贵。”（同上，第４２页）“如果商品价格普遍下

降，多余的货币就会以增加存款的形式流回银行，闲置资本的过剩就会使利

息率下降到最低限度，并且这种情况将继续下去，直到较高的物价或比较活

跃的营业使这种闲置的货币得到使用，或者，直到这种货币被用来购买外国

有价证券或外国商品而被吸收掉。”（第６８页）

以下摘录又是引自议会关于《商业危机》的报告（１８４７—１８４８

年）。——由于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的歉收和饥荒，必须大量进口粮食。

“因此，进口大大超过了出口…… 因此，货币大量从银行流出，那些有

汇票需要贴现的人越来越多地拥向贴现经纪人，经纪人开始仔细审查汇票。

以前承诺的信贷受到了非常严格的限制；基础薄弱的商行倒闭了。完全依赖

信用的人开始破产。这种情况更增加了以前已经感到的不安；银行家等人发

现，他们不再象以前那样有把握地可以把他们的汇票和其他有价证券换成银

行券，以偿还他们的债务；他们对信贷采取了更大的限制并且往往干脆加以

拒绝；他们在许多场合把他们的银行券储藏起来，以便将来偿付债务；他们宁

愿根本不发出银行券。不安和混乱与日俱增。如果没有约·罗素勋爵那封信，

全面的破产恐怕已经发生了。”（第７４、７５页）

罗素的信，使银行法暂停执行。——前面提到的那位查·特

纳作证说：

“有些商行有巨额的资金，但这些资金不能流动。他们的全部资本都固定

在毛里求斯的地产或蓝靛厂、制糖厂上了。当他们的债务达到５０—６０万镑

时，他们已经没有流动资金来支付开出的汇票了；最后，他们只有靠他们的信

用，而且必须是足够的信用，才能支付他们的汇票。”（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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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提到的那位赛·葛尼说：

［第１６６４号］“现在〈１８４８年〉到处都出现了交易缩减和货币大大过剩的

现象。”——（第１７６３号）“我不认为，利息率提得这样高是由于缺少资本；这

是由于惊慌，由于获得银行券的困难。”

１８４７年，英国为进口粮食至少向外国支付了９００万镑金。其

中，７５０万镑来自英格兰银行，１５０万镑来自别的地方（第３０１

页）。——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说：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２３日，国债券、运河股票、铁路股票已经贬值１１４７５２２２５

镑。”（第３１２页）

同一个莫利斯在答复乔·本廷克勋爵时说：

［第３８４６号］“难道您不知道，投在各种证券和产品上的一切资本都同样

贬值了吗，原料、原棉、生丝和原毛都以同样的抛售价格运往大陆了吗，砂糖、

咖啡和茶叶都拍卖了吗？——为了对付由于大量进口粮食而引起的金的流

出，国家必须忍受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您是不是认为，与其忍

受这种牺牲使金流回，还不如动用银行库存的８００万镑呢？——我不认为是

这样。”

下面是对这种英雄主义所作的注释。迪斯累里向英格兰银行

的董事和前任总裁威·柯顿先生问道：

“１８４４年英格兰银行的股东得到多少股息？——那一年是７％。——１８４７

年的股息是多少？——９％。——今年英格兰银行要替它的股东交所得税

吗？——是的。——１８４４年也是这样吗？——不是。（８３）——这样看来，这个

银行法〈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对股东非常有利了…… 结果是，从新银行法实

施以来，股东的股息已由７％增加到９％，此外，股东在以前必须交纳的所得

税，现在由银行交纳了，是不是呢？——确实是这样。”（第４３５６—４３６１号）

（８３） 这就是说，以前是先定股息，然后在付给各个股东时扣去所得税；１８４４年以

后，是先从银行总利润中交纳税款，然后在分配股息时“免扣所得税”。因此，名义上相

等的百分率，在后一个场合，就多了这个所得税的数额，——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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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１８４７年危机期间银行的货币贮藏，地方银行家皮斯先生

说：

（第４６０５号）“因为银行不得不越来越提高它的利息率，人们普遍产生了

忧虑；地方银行都增加了自己手中的货币额和银行券额；我们当中的许多人，

平时也许只保留几百镑金或银行券，现在都立刻在钱柜和账桌抽屉里贮存了

数千镑，因为大家对于贴现和汇票在市场上的流通力都感到极不可靠；结果

普遍都贮藏货币。”

委员会的一个委员指出：

（第４６９１号）“所以，不管过去十二年内原因是什么，结果总是更有利于

犹太人和货币经营者，而不是更有利于一般的生产阶级。”

至于货币经营者曾经多么厉害地利用危机时期，图克说：

“瓦瑞克郡和斯泰福郡的金属制品业，１８４７年拒绝了许多订货单，因为

工厂主拿汇票去贴现时必须支付的利息率，把他的全部利润吞掉还嫌不够。”

（第５４５１号）

我们现在再引用一个以前已经引用过的议会报告：《银行法特

别委员会１８５７年由下院向上院提出的报告》（以下题为：银行委员

会，１８５７年）。在这个报告中，“通货原理”１２３派的巨星，英格兰银行

董事诺曼先生，受到了如下的质问：

（第３６３５号）“您说，您认为利息率不是取决于银行券的数量，而是取决

于资本的供求。您是否可以谈一谈，您所说的资本，除了银行券和硬币而外，

还指什么？——我认为，资本的普通定义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或服务。”

——（第３６３６号）“当您谈到利息率时，是否把一切商品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

了？——生产上使用的一切商品都包括在内了。”——（第３６３７号）“当您谈

到利息率时，您把这一切都包括在资本一词中了？——是的。假定有一个棉

纺织厂主，他的工厂需要棉花。他大概会用这样的办法弄到棉花：他先从他的

银行家那里获得一笔贷款，带着这样得到的银行券到利物浦去购买。他真正

需要的是棉花，他需买银行券或金，只是当作获得棉花的手段。或者，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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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是为了给他的工人支付报酬；这样，他又要借银行券，用来支付工人的

工资，而工人又需要食物和住所；货币就是对这些需要实行支付的手

段。”——（第３６３８号）“但是对货币要支付利息吗？——当然，首先要支付利

息；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假定他赊购棉花，没有从银行取得任何贷款；这

时，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息的尺度。即使根

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

这种洋洋得意的胡言乱语，只有“通货原理”派的这个台柱才

说得出口。首先是天才地发现了，银行券或金是购买某种物品的手

段；人们借银行券或金，不是为了它们本身。由此要问，利息率是由

什么东西调节的？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而我们以前只知道商品

的市场价格是由商品的供求调节的。但是，完全不同的利息率，是

和不变的商品市场价格并行不悖的。——然后又是如下的狡辩。

“但是对货币要支付利息”这个正确的提法，当然包括如下的问题：

根本不经营商品的银行家所得的利息，同这些商品又有什么关系

呢？难道那些把货币投在各个完全不同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也就

是那些把货币投在受生产上使用的各种商品的完全不同的供求关

系支配的市场上的工厂主们，不是要按同一利息率得到货币

吗？——对于这个问题，这位可敬的天才的回答是：如果工厂主赊

购棉花，“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付款时出现的差额，就是利

息的尺度”。刚好相反。现有的利息率——天才诺曼应当说明的正

是这种利息率是如何调节的——才是现金价格和赊购价格在到期

付款时出现的差额的尺度。首先，棉花是按照它的现金价格出售

的，这个价格由市场价格决定，而市场价格本身由供求的状况调

节。例如价格＝１０００镑。就买卖而言，工厂主和棉花经纪人之间的

交易由此就结束了。但是，还有第二种交易。这就是贷出者和借入

者之间的交易。１０００镑的价值是以棉花贷给工厂主的；他必须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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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三个月内用货币偿还。这时，１０００镑在三个月内按市场利

息率得到的利息，就是高于现金价格的加价。棉花的价格是由供求

决定的。但是１０００镑棉花价值在三个月内贷出的价格，是由利息

率决定的。棉花本身以这种方式转化为货币资本这一事实，在诺曼

先生看来，就是证明：即使根本没有货币，利息还是存在。如果根本

没有货币，那也就决不会有一般利息率了。

首先，资本是“生产上使用的商品”这种见解是一种庸俗的见

解。在这些商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时，它们作为资本的价值，不同

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价值，表现在由它们的生产用途或商业用途产

生的利润中。并且，利润率虽然在任何情况下总是同所购买商品的

市场价格和它们的供求有某种关系，但它仍然由完全不同的事情

决定。并且，毫无疑问，利息率一般说来是以利润率为它的界限的。

但诺曼先生正是应当告诉我们，这个界限是如何决定的。它是由不

同于其他资本形式的货币资本的供求决定的。现在，可以进一步

问：货币资本的供求又是怎样决定的呢？毫无疑问，在物质资本的

供给和货币资本的供给之间，有一种看不见的联系；同样毫无疑

问，产业资本家对货币资本的需求，是由实际生产情况决定的。诺

曼不向我们说清楚这一点，却向我们兜售这样一个哲言：对货币资

本的需求和对货币本身的需求不是一回事；并且只是兜售这个哲

言，因为他、奥维尔斯顿及其他“通货原理”的先知们暗中总是不安

好心，他们力图通过人为的立法的干涉，从流通手段本身造出资

本，并且提高利息率。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奥维尔斯顿勋爵，亦即赛米尔·琼斯·劳

埃德，看他是怎样不得不说明：为什么他在国内“资本”如此缺少的

情况下为他的“货币”取得１０％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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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６５３号）“利息率的波动，是由于下述两个原因之一：或者是由于资

本价值的变动”，

（妙极了！一般地说，资本的价值，正好就是利息率！所以在这

里，利息率的变动就是由于利息率的变动。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资

本的价值”在理论上从来没有别的理解。但是，或者奥维尔斯顿先

生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了。如果是这样，这位深刻的思想家

就回到利息率由利润率调节这一点上来了！）

“或者是由于国内现有货币额的变动。利息率所发生的一切巨大的波动，

不管波动时间有多久或者波动范围有多广，都可以明确无误地归结为资本的

价值的变动。１８４７年和最近两年〈１８５５—１８５６年〉利息率的提高，是这一事实

的最显著的实际例证；现有货币额的变化所产生的较小的利息率变动，影响

范围小，持续时间短。这些变动是经常发生的；并且变动越频繁，就越能达到

它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使奥维尔斯顿之流的银行家发财致富。可爱的

赛米尔·葛尼曾经非常天真地在上院委员会面前说到这一点（商

业危机，１８４８［—１８５７年］）。

（第１３２４号）“您认为，去年发生的利息率的大波动是否有利于银行家和

货币经营者呢？——我认为它有利于货币经营者。营业上的一切波动对熟悉

内情的人都是有利的。”——（第１８２５号）“在利息率很高的情况下，银行家会

不会由于他的最好的顾客陷于贫困而最终受到损失呢？——不会，我不认为

这种影响已经达到值得注意的程度。”

所要说的就是这一套。

关于现有货币额对利息率的影响，我们以后还会谈到。但是我

们现在就必须指出，奥维尔斯顿在这里又犯了一个混淆概念的错

误。１８４７年，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十月以前，人们对货币短缺的现

象，对奥维尔斯顿在前面指货币资本而言的“现有货币量”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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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任何忧虑），由于下列原因而增加了：谷物昂贵，棉价上涨，砂

糖因生产过剩而卖不出去，铁路投机和破产，国外市场棉纺织品充

斥，以及前面已经说到的旨在进行汇票投机而对印度的强制输出

和从印度的强制输入。所有这些情况，工业生产过剩和农业生产不

足，因而是完全不同的原因，引起了对货币资本需求的增加，即对

信用和货币的需求的增加。货币资本需求的这种增加，可以在生产

过程本身的进行中找到原因。但是，不管原因是什么，正是对货币

资本的需求提高了利息率，即货币资本的价值。如果奥维尔斯顿想

说，货币资本的价值提高了，是因为它提高了，这是同义反复。但

是，如果他在这里把“资本的价值”理解为利润率的提高，把利润率

的提高看作利息率提高的原因，我们就立即可以看到他的错误。尽

管利润减少，但货币资本的需求，因而“资本的价值”还是可以提

高；一旦货币资本的相对供给减少了，它的“价值”就会提高。奥维

尔斯顿想要证明：１８４７年的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高利息率，同“现

有货币量”无关，也就是说，同他所鼓吹的１８４４年的银行法１１８的

规定无关；虽然事实上它同这些规定是有关的，因为对银行准备金

枯竭——奥维尔斯顿的一个创造——的恐惧，使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的

危机增加了货币恐慌。但是现在问题不在这里。由于营业范围同

现有资金相比过度扩大，货币资本荒已经存在；由于农作物歉收、

铁路投资过多、生产过剩特别是棉纺织品的生产过剩、在印度和中

国的营业欺诈、投机、砂糖输入过多等等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混

乱，导致了货币资本荒的爆发。对于那些按每夸特１２０先令的价格

购买了谷物的人来说，在谷物价格跌到６０先令时所缺少的，就是

他们多支付的６０先令，以及以谷物为抵押的同额贷款的信用。妨

碍他们按原价１２０先令把谷物转化成货币的，根本不是由于缺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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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券。对于那些过多地输入砂糖以致几乎卖不出去的人来说，情

形也是这样。对于那些把流动资本固定在铁路上，因而要依靠信用

来补充“正当”经营所需要的流动资本的先生们来说，情形也是这

样。但在奥维尔斯顿看来，这一切都好象是“对他的货币的已经提

高的价值的道义上的承认”。但是，在货币资本的价值的这种提高

的同时，另一方面正好是现实资本（商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货币

价值的下降。资本的价值在一种形式上提高了，是因为资本的价值

在另一种形式上下降了。而奥维尔斯顿却企图把不同种类的资本

的这两种价值等同起来，把它们看作一般资本的唯一价值；他的手

法是使二者都同流通手段即现有货币缺乏的现象对立起来。但是，

同额货币资本可以用极不相等的流通手段量贷放出去。

现在，我们拿他所说的１８４７年的例子来看。官方的银行利息

率：１月３—３１
２％。２月４—４

１
２％。３月大部分是４％。４月（恐

慌）４—７１
２％。５月５—５

１
２％。６月大体上说是５％。７月５％。８

月５—５１
２％。９月５％，但略有变动，５

１
４％，５

１
２％或６％。１０月

５％，５１
２％，７％。１１月７—１０％。１２月７—５％。——在这个场合，

利息增加是因为利润减少和商品的货币价值大幅度下降。所以，如

果奥维尔斯顿在这里说，利息率在１８４７年提高了，是因为资本的

价值提高了，那末，他所理解的资本的价值就只能是货币资本的价

值，而货币资本的价值又正好是利息率。但后来露出了狐狸尾巴，

原来他把资本的价值和利润率等同起来了。

至于１８５６年人们所付的高利息率，奥维尔斯顿事实上不知

道，这种高利息率部分地说正是一个征兆，表明那种不是用利润而

是用别人的资本来支付利息的信用骑士出现了；他在离１８５７年危

机只有几个月前还断言，“营业情况非常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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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说：

（第３７２２号）“认为企业利润会由于利息率的提高而被消灭的看法是极

端错误的。第一，利息率的提高很少持续很长时间；第二，如果它持续很长时

间并且幅度很大，那末按照事物的本质，它就是资本的价值的提高；而资本的

价值为什么会提高呢？因为利润率提高了。”

在这里，我们终于弄清楚了“资本的价值”的含义是什么。不

过，利润率可以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仍旧很高，但企业主收入下

降而利息率提高，结果是利息吞掉了利润的大部分。

（第３７２４号）“利息率的提高是我国营业巨大发展和利润率大大提高的

结果；如果有人抱怨说，提高了的利息率破坏了作为它自己的原因的上述两

件事情，那是不合逻辑的说法，对此我们不知道应当说些什么。”

这种说法合乎逻辑，正象下面这样的说法合乎逻辑一样：利润

率的提高是商品价格由于投机而提高的结果，如果有人抱怨说，价

格的提高破坏了它自己的原因，即投机，那是不合逻辑的说法，等

等。一物最终能破坏该物自身的原因这种说法，只有对那些热中于

高利息率的高利贷者来说，才是不合逻辑的说法。罗马人的强大是

他们进行征服的原因，但这种征服破坏了他们的强大。财富是奢侈

的原因，但奢侈对财富起着破坏的作用。好一个狡猾的家伙！这个

暴发户、百万富翁的“逻辑”竟博得了整个英国的尊敬，这是对当今

资产阶级世界的愚蠢的最好写照。此外，虽然高利润率和营业扩大

可以是高利息率的原因，但高利息率决不因此就是高额利润的原

因。而问题正好是：在高利润率早已消失之后，这种高利息率（这是

危机中实际发生的情况）是不是还继续下去，或者说，是不是才达

到了它的顶点。

（第３７１８号）“至于贴现率的显著提高，那末，这个情况完全是资本的价

７７４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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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增加的结果，而资本的价值这种增加的原因，我认为任何一个人都能十分

清楚地指出来。我已经提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这个银行法生效的十三年内，

英国的贸易由４５００万镑增长到了１２０００万镑。想一想这个简单的数字材料

所包含的一切事情，想一想商业如此巨大的增长所引起的对资本的巨大需

求，同时再想一想对这种巨大需求提供供给的自然源泉，即国家逐年的积蓄，

在过去三四年内被用于无利可图的战争支出上了。我承认，我感到惊讶的是，

利息率怎么没有涨得更高；换句话说，我感到惊讶的是，由于这些巨大的影

响，资本紧迫现象怎么没有比您已经看到的现象更严重得多。”

我们这位高利贷逻辑学家的用语混乱多么令人吃惊啊！在这

里，他再一次谈到了他所说的资本的价值的提高！他似乎认为，一

方面发生了再生产过程的巨大的扩展，也就是现实资本的积累，另

一方面又存在着一个“资本”，对这个资本产生了“巨大需求”，以便

实现商业的这种如此巨大增长！生产的这种巨大增长不就是资本

的增长吗？如果它造成了需求，它不同时也就造成了供给，并且同

时也就造成了货币资本供给的增加吗？如果利息率提得很高，那只

是因为货币资本的需求比它的供给增长得更快，或者换句话说，因

为工业生产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经营随着工业生产的扩大而扩大

了。换句话说，实际的产业扩大，造成了对“信贷”需求的增加。后

面这种需求，显然就是我们这位银行家所说的“对资本的巨大需

求”。出口贸易之所以由４５００万镑增加到１２０００万镑，当然不只是

由于资本需求的扩大。其次，当奥维尔斯顿说，克里木战争所消耗

的国家的逐年积蓄，就是对这种巨大需求提供供给的自然源泉时，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第一，在１７９２—１８１５年战争期间（这是一场同

小小的克里木战争完全不同的战争），英国是用什么进行积累的

呢？第二，如果自然源泉已经枯竭，资本是从什么源泉流出来的呢？

大家知道，英国没有向外国借债。如果在自然源泉之外还有人为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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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那末，把自然源泉用于战争而把人为源泉用于营业，对一个国

家来说是最好的办法。但是，如果只有原有的货币资本，它能靠高

利息率把它的作用提高一倍吗？奥维尔斯顿先生显然认为，国家逐

年的积蓄（但在这个场合据说已经被消耗掉了），只转化为货币资

本。但是，如果没有实际的积累，也就是说，没有生产的增加和生产

资料的增长，那末，债权在货币形式上的积累，对这种生产有什么

好处呢？

奥维尔斯顿把由高利润率引起的“资本的价值”的提高和由货

币资本需求的增长而引起的提高混为一谈。这种需求的增长可以

由那些和利润率完全无关的原因引起。他自己就举过一个例子：

１８４７年这种需求的增长是由现实资本的贬值引起的。他根据自己

的方便，把资本的价值一会儿说成是属于现实资本的，一会儿说成

是属于货币资本的。

下面这段话进一步暴露了我们这位银行勋爵的不老实态度和

他以教训的口吻强调的银行家的狭隘观点：

（第３７２８号。问：）“您说，在您看来，贴现率对于商人没有重要意义。您是

否可以告诉我，您认为普通利润率是什么？”

奥维尔斯顿先生声称，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答复是“不可能”的。

（第３７２９号）“假定平均利润率为７—１０％；这时，如果贴现率由２％变到

７％或８％，就一定会对利润率发生重大影响，是不是？”

（这个问题本身把企业主收入率和利润率混为一谈，忽视了利

润率是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的共同源泉。利息率可以不影响利润率，

但不能不影响企业主收入。奥维尔斯顿回答说：）

“第一，实业家不会支付那种会吞掉大部分利润的贴现率；他们宁愿停止

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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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会这样，如果他们这样做而不致于破产。在他们的利润

高的时候，他们要求贴现，因为他们愿意这样做；在利润低的时候，

他们要求贴现，因为他们必须这样做。）

“贴现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一个人要拿汇票去贴现呢？…… 因为他希望

得到一个更大的资本”；

（且慢！那是因为他希望提前实现他的长期投资的货币回流，

并避免他的营业的中止。因为他必须偿付到期的欠款。他只是在

营业顺利，或者即使营业不顺利但用别人的资本进行投机的情况

下，才要求增加资本。贴现决不仅仅是扩大营业的手段。）

“他为什么要得到对一个更大的资本的支配权呢？因为他要使用那个资

本。他又为什么要使用那个资本呢？因为这样做对他有好处；但是，如果贴现

会把他的利润吞掉，这对他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这位洋洋自得的逻辑学家以为，汇票贴现只是为了扩大营业，

而扩大营业是因为有好处。第一个假定是错误的。一个普通实业

家去贴现是为了提前实现他的资本的货币形式，由此使再生产过

程继续进行；不是为了扩大营业或获得追加资本，而是为了要用他

得到的信用来平衡他所提供的信用。如果他要靠信用来扩大他的

营业，那末，汇票贴现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因为那只是已经处

在他手中的货币资本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他宁可借一

笔比较长期的固定贷款。当然，信用骑士为了扩大他的营业，为了

用一种骗人的营业来掩盖另一种骗人的营业，会把他的空头汇票

拿去贴现；但这不是为了赚得利润，而是为了占有别人的资本。

奥维尔斯顿先生这样把贴现同借入追加资本等同起来（不是

同代表资本的汇票转化为现金等同起来）以后，一碰到难题，就立

即退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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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７３０号。问：）“已经开始营业的商人，不是要在一定时间内不顾利

息率的暂时提高而继续进行他们的业务吗？”——（奥维尔斯顿回答：）“毫无

疑问，在任何一个交易中，如果一个人能够用低利息率而不是用高利息率获

得对资本的支配权，从这个有限的观点来看，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

情。”

奥维尔斯顿先生突然把“资本”仅仅理解为他的银行家资本，

因而，把到他那里贴现汇票的人看作一个没有资本的人，因为这个

人的资本是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或者，他的资本的货币形式是一张

汇票，要由奥维尔斯顿先生把它转化为其他的货币形式，但这时，

他的观点却是无限的了。

（第３７３２号）“关于１８４４年银行法，您能告诉我们利息率和银行的金准

备之间的大概关系吗？有人说在银行金准备为９００万镑或１０００万镑时，利息

率为６％或７％，在银行金准备为１６００万镑时，利息率大约为３％到４％，对

吗？”

（提问人的意图，是要追使他用受资本的价值影响的利息率来

解释受银行存金量影响的利息率。）

“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但是，如果情况是这样，那末，我认为，我们就

必须采取比１８４４年法令更严厉的措施；因为，如果真是存金量越大，利息率

就越低，那末，我们就必须按照这种观点来办事，把存金量增加到无限额，这

时，我们就会把利息率降低到零。”

提问人凯利对这种拙劣的机智无动于衷，继续问道：

（第３７３３号）“如果事情是这样，假定有５００万镑金流回银行，因此银行

的存金量在以后六个月内达到约１６００万镑，再假定利息率因此下降到３％

到４％，我们怎么能断定，利息率的下降是由营业的巨大收缩造成的

呢？——我是说，近来利息率的大提高，而不是利息率的下降，和营业的大发

展有密切联系。”

但是，凯利说的是：如果和存金量的减少一起发生的利息率的

１８４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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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是营业扩大的标志，那末，和存金量的增加一起发生的利息

率的下降，也就一定是营业缩小的标志。对于这一点，奥维尔斯顿

没有回答。

（第３７３６号。｛问｝）“我要指出，您〈原文总是说勋爵阁下〉说过，货币是获

得资本的工具。”

（把货币理解为工具，真是荒谬已极；它是资本的形式。）

“当｛英格兰银行的｝存金量减少时，严重的困难不正好相反，是资本家不

能获得货币吗？——｛奥维尔斯顿答：｝不；想要获得货币的，不是资本家，而

是非资本家。他们为什么想要获得货币呢？…… 因为有了货币，他们就可以

对资本家的资本获得支配权，以便进行不是资本家的人的营业。”

在这里，他直截了当地宣布，工厂主和商人不是资本家，资本

家的资本只是货币资本。

（第３７３７号）“难道开出汇票的人不是资本家吗？——开出汇票的人可

能是资本家，也可能不是资本家。”

在这里，他再也不能前进了。

现在，他应当回答一个问题：商人的汇票是不是代表他们已经

卖掉或已经运出的商品。他否认这种汇票完全象银行券代表金一

样，代表商品的价值。（第３７４０、３７４１号）这真是有点厚颜无耻。

（第３７４２号）“商人的目的不是获得货币吗？——不是；获得货币不是开

出汇票的目的；获得货币是汇票贴现的目的。”

开出汇票是把商品转化为一种形式的信用货币，而汇票贴现

只是把这种信用货币转化为另一种信用货币即银行券。无论如何，

奥维尔斯顿先生在这里承认贴现的目的是获得货币。以前他却说，

贴现不是为了使资本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而是为了获

得追加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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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７４３号）“在您的证词中提到的１８２５年、１８３７年和１８３９年发生的

恐慌的压迫下，实业界最希望获得什么呢？他们想获得资本呢，还是想获得

合法的支付货币呢？——他们想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以便继续进行他们的

营业。”

他们的目的是想在信用缺少的情况下获得支付手段，来偿付

那种要由他们偿付的到期的汇票，以免被迫低于价格出售他们的

商品。如果他们自己根本没有资本，他们自然就在得到支付手段

的同时也得到资本，因为他们没有付出等价物就得到了价值。对

货币本身的渴求，始终只是这样一种愿望：把价值由商品或债权的

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因此，即使把危机撇开不说，借入资本和贴

现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贴现只是促成货币索取权由一种形

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或转化为现实的货币。

｛我——编者——在这里插进几段话。

在诺曼和劳埃德－奥维尔斯顿看来，银行家总是“贷放票去找

银行家贴现，是“因为他希望获得资本”（第３７２９号），如果他“能够

用低利息率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这对他来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第３７３０号）。“货币是获得资本的工具”（第３７３６号），在恐慌时，

实业界最希望获得“对资本的支配权”（第３７４３号）。不管劳埃德－

奥维尔斯顿对什么是资本这个问题的看法如何混乱，但有一点是

非常清楚的：他把银行家给予顾客的东西称为资本，即这个顾客原

来没有的、作为对他原有资本的一种追加而贷给他的资本。

银行家已经如此习惯于通过贷放来充当货币形式上的可供支

配的社会资本的分配人，以致他每执行一次付出货币的职能，对他

来说都表现为贷放。他付出的一切货币，在他看来都是贷款。如果

货币直接用于贷放，那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如果货币用于汇票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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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那末，在汇票到期以前，这对他自己来说实际上是贷款。因此，

他的头脑里就形成了固定的看法，似乎他的一切支付都是贷款。而

且，不仅仅是这个意义上的贷款，即每次为赚取利息或利润而投下

的货币，在经济学上都被看作该货币所有者作为私人向作为企业

主的他自己提供的一种贷款。而且是下述确定意义上的贷款：银行

家用贷放的方式把一笔钱交给他的顾客，使后者已有的资本中增

加了这笔钱。

这种由银行办公室传到政治经济学上来的观念，引起了混乱

的争论：银行家以现金形式交给他的顾客支配的东西，究竟是资本

呢还是只是货币，流通手段，通货呢？为了解决这个本来非常简单

的争论，我们必须站在银行顾客的立场上。问题在于：这个银行顾

客要求什么，并且得到什么。

如果银行同意只凭顾客的个人信用给予他一笔贷款，而不需

要顾客提供担保品，那末，事情是很清楚的。顾客无条件地获得了

一定量价值的贷款，这是他原来已经使用的资本的追加。他是在货

币形式上得到这笔贷款的，因此，他得到的不仅是货币，而且是货

币资本。

如果他以有价证券等等为抵押得到这笔贷款，那末，这就是

下面这种意义上的贷款，即货币是在偿还的条件下交给他的。但

这不是资本的贷放。因为，有价证券也代表资本，并且代表着比

贷款更大的金额。因此，受款人得到的资本价值小于他拿去抵押

的资本价值；这对他来说根本不是获得追加资本。他做这种交易

不是因为他需要资本，——他在自己的有价证券上已经有了这个

资本，——而是因为他需要货币。因此，这里是货币的贷放，而

不是资本的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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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贷款采取汇票贴现的形式，那就连贷款的形式也消失了。

这是一种纯粹的买卖。汇票通过背书转为银行所有，货币则转为顾

客所有；顾客方面已没有偿还的问题。如果顾客用一张汇票或类似

的信用工具来购买现款，那末，这就象他用他的其他商品如棉花、

铁、谷物来购买现款一样，不是贷款。在这里，更加谈不上什么资本

的贷放。商人和商人间的每一次买卖，都是资本的转移。但是，只

有在资本不是互相转移，而是单方面的并且是有期限的转移，的时

候，才发生贷放。因此，只有在汇票是一种空头汇票，根本不代表任

何已经卖掉的商品的时候，对这种汇票的贴现才是资本的贷放；一

旦银行家识破了它，他就决不会要它。因此，在正常的贴现业务中，

银行顾客得到的决不是贷款，既不是资本贷款也不是货币贷款，他

得到的是由卖掉的商品换来的货币。

因此，一种情况是顾客向银行要求资本并获得资本，另一种情

况是他仅仅获得贷给他的货币或向银行购买货币，这两种情况是

显然不同的。既然劳埃德－奥维尔斯顿先生通常只是在极少的情

况下才不要担保而贷出他的基金（他曾经是我在曼彻斯特的公

司１２４的银行家），那末很清楚，他所说的关于宽宏大量的银行家把

大量资本贷给缺少资本的工厂主的漂亮话，是纯粹的吹牛。

马克思在第三十二章①中也谈到了基本上相同的情况：“只要

商人和生产者能够提供可靠的担保品，对支付手段的需求，就只是

对转化为货币的可能性的需求；如果不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支付

手段的贷放不仅给他们提供货币形式，而且也把他们所缺少的任

何一种形式的用来支付的等价物提供给他们，那末，对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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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那末，在汇票到期以前，这对他自己来说实际上是贷款。因此，

他的头脑里就形成了固定的看法，似乎他的一切支付都是贷款。而

且，不仅仅是这个意义上的贷款，即每次为赚取利息或利润而投下

的货币，在经济学上都被看作该货币所有者作为私人向作为企业

主的他自己提供的一种贷款。而且是下述确定意义上的贷款：银行

家用贷放的方式把一笔钱交给他的顾客，使后者已有的资本中增

加了这笔钱。

这种由银行办公室传到政治经济学上来的观念，引起了混乱

的争论：银行家以现金形式交给他的顾客支配的东西，究竟是资本

呢还是只是货币，流通手段，通货呢？为了解决这个本来非常简单

的争论，我们必须站在银行顾客的立场上。问题在于：这个银行顾

客要求什么，并且得到什么。

如果银行同意只凭顾客的个人信用给予他一笔贷款，而不需

要顾客提供担保品，那末，事情是很清楚的。顾客无条件地获得了

一定量价值的贷款，这是他原来已经使用的资本的追加。他是在货

币形式上得到这笔贷款的，因此，他得到的不仅是货币，而且是货

币资本。

如果他以有价证券等等为抵押得到这笔贷款，那末，这就是

下面这种意义上的贷款，即货币是在偿还的条件下交给他的。但

这不是资本的贷放。因为，有价证券也代表资本，并且代表着比

贷款更大的金额。因此，受款人得到的资本价值小于他拿去抵押

的资本价值；这对他来说根本不是获得追加资本。他做这种交易

不是因为他需要资本，——他在自己的有价证券上已经有了这个

资本，——而是因为他需要货币。因此，这里是货币的贷放，而

不是资本的贷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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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就是对货币资本的需求。”——在第三十三章①又说：“在发

达的信用制度下，货币集中在银行手中，银行至少在名义上贷放

货币。这种贷放只与流通中的货币有关。这是通货的贷放，不是

借助这些通货而流通的资本的贷放。”——应该知道这种情况的查

普曼先生，也证实了上述的有关贴现业务的见解（银行委员会，

１８５７年）：

“银行家有了汇票，银行家已经购买了汇票。”（证词第５１３９号。）

我们还要在第二十八章②中再讨论这个问题。——弗·恩·｝

（第３７４４号）“您是否愿意谈一谈您把资本这个词实际理解为什么

吗？——｛奥维尔斯顿答：｝资本是由营业借以进行的各种商品构成的；有固

定资本，有流动资本。你们的船舶，你们的码头，你们的造船厂是固定资本；你

们的粮食，你们的衣服等等是流动资本。”

（第３７４５号）“金流出国外会给英国造成有害的后果吗？——不会，只要

赋予这个词以合理的含义。”

（接着是李嘉图的那套旧的货币学说。）

“在事物的自然状态下，世界的货币在世界各国之间按某些比例进行分

配；这些比例是这样的，以致在｛货币｝这样分配时，任何一个国家和世界其他

国家之间的交易，都是一种单纯的物物交换；但时而会有各种影响货币分配

的干扰；在发生这种干扰的时候，某个国家的一部分货币就会流入别的国

家。”——（第３７４６号）“您现在用了货币这个名词。如果我以前对您的话理解

得正确的话，您曾把这叫作资本的损失。——我曾把什么叫作资本的损

失？”——（第３７４７号）“金的流出。——不，我没有这样说。如果您把金当作

资本，那末，这无疑是资本的损失；那是构成世界货币的贵金属的一定部分的

放弃。”——（第３７４８号）“您以前不是说，贴现率的变动只是资本的价值的变

６８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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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一个标志吗？——是的。”——（第３７４９号）“贴现率一般说来不是和莫

格兰银行的金准备一起变动吗？——是的；但我已经说过，由一个国家内货

币量〈因而，他在这里把货币量理解为实在的金的量〉的变化引起的利息率的

变动，是微不足道的……”

（第３７５０号）“因此，您是不是想说，当贴现率在较长时间内、但仍然只是

暂时地提高到普通贴现率以上的时候，资本就减少了？——在这个词的某种

意义上来说是减少了。资本和对资本的需求之间的比例已经发生变动；但是，

这种变动可能是由于对资本的需求的增加引起的，而不是由于资本量的减少

引起的。”

（但是，他刚才还说资本＝货币或金，更早一些，他还用由营业

或资本的扩大，不是由它们的收缩所引起的高利润率来说明利息

率的提高。）

（第３７５１号）“您在这里特别指哪一种资本呢？——这完全要看各人需

要什么资本而定。这是一个国家为了继续从事它的营业所必须支配的资本；

如果营业扩大一倍，对继续从事营业所需要的资本的需求，就必然大大增

加。”    

（这位狡猾的银行家先让营业扩大一倍，然后说对营业扩大一

倍所需要的资本的需求。他的眼中始终只有那种向劳埃德先生要

求更多的资本以便把自己的营业扩大一倍的顾客。）

“资本是和任何别的商品一样的〈但是，根据劳埃德先生的说法，资本不

外是商品的总体〉；它根据供求的情况变动自己的价格。”

（因此，商品会两次变动价格，一次作为商品，另一次作为资

本。）

（第３７５２号）“贴现率的变动，一般说来同英格兰银行金库的存金额的变

动有联系。这就是您所说的资本吗？——不是。”——（第３７５３号）“您能不能

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在英格兰银行积累了大量的资本储备的同时，贴现率

也很高？——英格兰银行积累的，不是资本，而是货币。”——（第３７５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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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过，利息率取决于资本量；您是否愿意谈一谈您指的资本是什么？您能

举出一个英格兰银行的金的储备额很大而同时利息率又很高的例子

吗？——英格兰银行的金的积累和低利息率同时发生，是很可能的〈啊哈！〉，

因为对资本〈指货币资本〉的需求减少的时期〈这里指繁荣时期１８４４年和

１８４５年〉，是人们借以支配资本的手段或工具能够自然而然地积累起来的时

期。”——（第３７５５号）“那末，您认为贴现率和英格兰银行金库的存金量之间

没有联系吗？——可能有联系；但不是原则上的联系〈但是，他的１８４４年银

行法给英格兰银行规定的原则正好是：按照它所拥有的金量来规定利息率〉；

这些现象可以同时发生。”——（第３７５８号）“您的意思是说：我国商人在货币

短缺时期，由于贴现率提高而碰到的困难，在于获得资本，而不是在于获得货

币吗？——您把两个东西混在一起了。我可没有在这个形式上把它们摆在一

起。困难在于获得资本，困难也同样在于获得货币…… 获得货币的困难和

获得资本的困难，是从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来看的同一个困难。”

在这里，鱼再一次落网了。第一个困难是进行汇票贴现，或者

用商品作抵押来获得贷款。困难在于把资本或资本价值的商业符

号转化为货币。这种困难，除了别的方面，还表现在高利息率上。但

是，货币一经获得，那时第二个困难是什么呢？如果问题只是支付，

难道有人在付出货币时会遇到困难吗？如果问题是要购买，难道有

人在危机时期会遇到买进东西的困难吗？再假定这里说的只涉及

谷物、棉花等昂贵的特殊情况，那末，这种困难不会表现在货币资

本的价值即利息率上，而只能表现在商品的价格上；而这个困难由

于我们的当事人现在已经有钱可以购买商品而得到了克服。

（第３７６０号）“但是，较高的贴现率不是增加了获得货币的困难吗？——

它增加了获得货币的困难，但问题不在于获得货币；这只是一种形式〈正是这

种形式把利润装进了银行家的腰包〉，它表明在文明状态的复杂关系中获得

资本的困难增加了。”

（第３７６３号）｛奥维尔斯顿回答说：｝“银行家是中介人，他一方面接受存

款，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存款，在资本形式上把它们委托于别人，而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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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终于明白了他所理解的资本是什么。当他把货币

“委托”于人的时候，更不客气地说，就是当他把货币贷出去生息的

时候，他就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了。

奥维尔斯顿先生以前说过，贴现率的变动同英格兰银行的金

的储备额或同现有货币额的变动没有本质上的联系，而至多只是

在时间上是一致的，然后，他重复说：

（第３８０５号）“如果国内的货币由于流出而减少，它的价值就会提高。英

格兰银行必须适应货币价值的这种变化。”

（因此，必须适应作为资本的货币的价值的变化，换句话说，必

须适应利息率的变化，因为同商品比较，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仍旧

不变。）

“用术语来说就是，英格兰银行会提高利息率。”

（第３８１９号）“我从来我有把二者混在一起。”

指货币和资本，理由很简单，因为他从来没有把它们区别开来。

（第３８３４号）“为供应国家的必要生活资料〈１８４７年为购买谷物〉所必须

付出的巨款，事实上就是资本。”

（第３８４１号）“贴现率的波动无疑同｛英格兰银行的｝金储备状况有密切

的关系；因为金储备状况是国内现有货币量增加或减少的标志；货币的价值

会按照国内货币的增加或减少的比例而下降或提高。银行贴现率会适应这种

情况。”

这样，他在这里承认了他在第３７５５号中曾经断然否定的情

况。

（第３８４２号）“二者之间有密切联系。”

这就是说，在发行部的存金量和银行部的银行券准备金之间

９８４第二十六章 货币资本的积累，它对利息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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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密切联系。他在这里用货币量的变动来说明利息率的变动。但

是他的话是错误的。准备金可以因国内流通货币的增加而减少。在

公众取走更多的银行券而金属储备不减少时，情形就是这样。但这

时，利息率会提高，因为这时英格兰银行的银行资本要受１８４４年

银行法１１８的限制。然而，他不敢说出这种情况，因为按照这个法令，

银行的这两个部是完全分开的。

（第３８５９号）“高利润率总是会造成对资本的巨大需求；对资本的巨大需

求会提高资本的价值。”

因此，我们在这里终于看到了奥维尔斯顿所想象的高利润率

和资本需求之间的联系。例如在１８４４—１８４５年间，棉纺织业的利

润率普遍很高，因为在对棉纺织品有强烈需求的时候，原棉却很便

宜，并且一直很便宜。资本（在前面所引的一段话中，奥维尔斯顿把

每个人营业上所需用的东西都叫作资本）的价值，因而，在这里是

原棉的价值，对工厂主来说并没有提高。尽管高利润率诱使某些工

厂主设法弄到钱来扩大自己的营业，但由此增加的是他对货币资

本的需求，而不是对其他东西的需求。

（第３８８９号）“金可以是货币，也可以不是货币，正象纸可以是银行券，也

可以不是银行券一样。”

（第３８９６号）“您在１８４０年曾经主张，英格兰银行的流通银行券的变动，

应该根据存金量的变动来调整。如果我对您理解得正确的话，您已经放弃了

这个论点，是不是？——根据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我们还必须把留在英格

兰银行的银行准备金中的银行券加到流通银行券中去，就这一点来说，我是

把这个论点放弃了。”

好极了。英格兰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相当于它的金库拥有的

金外加１４００万镑，这个任意的规定，当然要求银行券的发行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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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备的变动而变动。但是，因为“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已经清楚地

指出，英格兰银行按规定能够制造的银行券数额（即由发行部交给

银行部的银行券数额），这种在英格兰银行的两个部之间进行的并

且随金储备的变动而变动的流通，并不决定英格兰银行以外的银

行券流通的变动，所以，后一种流通，即现实的流通，现在也就与英

格兰银行的管理无关了；只有英格兰银行的两个部之间的流通（它

和现实的流通的区别会在准备金上反映出来）才具有决定性的意

义。但对外界来说，这种流通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准备金会表明，

英格兰银行离银行券的法定发行最高限额还相差多少，该银行的

顾客还能从银行部得到多少银行券。

关于奥维尔斯顿的不老实态度，有一个鲜明的例子：

（第４２４３号）“您是否认为，资本量的逐月变动已经达到这样的程度，以

致它的价值也由此发生了这样的变动，就象最近数年我们在贴现率的变动上

看到的情形那样？——资本的供求之间的关系甚至在短时期内无疑也会发

生变动…… 如果法国明天宣布，它想得到一笔巨额贷款，这无疑会立即在

英国引起货币的价值即资本的价值的巨大变动。”

（第４２４５号）“如果法国宣布，为了某种目的，它突然需要价值３０００万的

商品，那末，用比较科学和简洁的语言来说，这就产生了对资本的巨大需求。”

（第４２４６号）“法国愿意用它的借款来购买的资本是一回事，法国用来购

买这个资本的货币是另外一回事；是什么改变了自己的价值，是货币

吗？——我们又回到老问题上来了。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学者的研究室里研

究比在委员会的会议厅里研究更合适一些。”

说完这句话，他就走了，但并不是走到研究室里去。（８４）

（８４） 关于奥维尔斯顿在资本问题上的概念混乱，我们将在第三十二章的末尾作

进一步的叙述。——［弗·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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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到现在为止，我们关于信用制度所作的一般评述，可归结为以

下几点：

．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

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的基

础上的。

．流通费用的减少。

１．主要流通费用之一是具有价值的货币本身。通过信用，货币

以三种方式得到节约。

Ａ．相当大的一部分交易完全用不着货币。

Ｂ．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了。
（８５）
这一点，和第２点中要说的，有

（８５） “法兰西银行银行券的平均流通额，１８１２年为１０６５３８０００法郎；１８１８年为

１０１２０５０００法郎；而货币流通，即所有收支总额，１８１２年为２８３７７１２０００法郎；１８１８年为

９６６５０３００００法郎。所以，法国１８１８年的货币流通同１８１２年的货币流通相比为３∶１。通

货速度的巨大调节器是信用…… 由此可以说明，为什么货币市场所受到的沉重压

力，通常是和通货充足的现象同时发生的。”（《通货论》第６５页）——“１８３３年９月和

１８４３年９月之间，在大不列颠开办了将近３００家发行自己的银行券的银行；结果银行

券的流通减少了２５０万镑；１８３３年９月底是３６０３５２４４镑，１８４３年９月底是３３５１８５４４

镑。”（同上，第５３页）——“苏格兰的流通惊人地活跃，以致在那里用１００镑可以结清在

英格兰需要用４２０镑才能结清的货币业务。”（同上，第５５页。最后一点，只涉及业务的

技术方面。）

２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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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共同之处。一方面，这种加速是技术性的；也就是说，在现实

的、对消费起中介作用的商品流转额保持不变时，较小量的货币或

货币符号，可以完成同样的服务。这是同银行业务的技术联系在一

起的。另一方面，信用又会加速商品形态变化的速度，从而加速货

币流通的速度。

Ｇ．金币为纸币所代替。

２．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

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也加快了。（另一方

面，信用又使买和卖的行为可以互相分离较长的时间，因而成为投

机的基础。）准备金缩小了，这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流通

手段减少了；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缩

减了。（８６）

．股份公司的成立。由此：

１．生产规模惊人地扩大了，个别资本不可能建立的企业出现

了。同时，这种以前由政府经营的企业，成了公司的企业。

２．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

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

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

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

３．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单纯的经理，即别人的资本

的管理人，而资本所有者则转化为单纯的所有者，即单纯的货币资

本家。因此，即使后者所得的股息包括利息和企业主收入，也就是

（８６） “在银行设立以前，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所需要的资本额，任何时候都比实

际的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数额大。”（《经济学家》１８４５年第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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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全部利润（因为经理的薪金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

的工资，这种劳动的价格，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是在劳动

市场上调节的），这全部利润仍然只是在利息的形式上，即作为资

本所有权的报酬获得的。而这个资本所有权这样一来现在就同现

实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完全分离，正象这种职能在经理身上同资

本所有权完全分离一样。因此，利润（不再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即从

借入者获得的利润中理所当然地引出来的利息）表现为对别人的

剩余劳动的单纯占有，这种占有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生产资料已经

转化为资本，也就是生产资料已经和实际的生产者相分离，生产资

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与一切在生产中实际进行活动的个人

（从经理一直到最后一个短工）相对立。在股份公司内，职能已经同

资本所有权相分离，因而劳动也已经完全同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和

剩余劳动的所有权相分离。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

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的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不过这种财产不再

是各个互相分离的生产者的私有财产，而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的

财产，即直接的社会财产。另一方面，这是所有那些直到今天还和

资本所有权结合在一起的再生产过程中的职能转化为联合起来的

生产者的单纯职能，转化为社会职能的过渡点。

在我们作进一步阐述以前，我们还要指出一个经济上重要的

事实：因为利润在这里纯粹采取利息的形式，所以那些仅仅提供利

息的企业仍然可以存在；这是阻止一般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之一，因

为这些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庞大得多的企业，不一定参加一般利

润率的平均化。

（自马克思写了上面这些话以来，大家知道，一些新的工业企

业的形式发展起来了。这些形式代表着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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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在大工业的一切领域内，生产现在能以日益增长的速度增加，

与此相反，这些增产的产品的市场的扩大却日益变慢。大工业在几

个月中生产的东西，市场在几年内未必吸收得了。此外，那种使每

个工业国家同其他工业国家，特别是同英国隔绝的保护关税政策，

又人为地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结果是全面的经常的生产过剩，

价格下跌，利润下降甚至完全消失；总之，历来受人称赞的自由竞

争已经日暮途穷，必然要自行宣告明显的可耻破产。这种破产表现

在：在每个国家里，一定部门的大工业家会联合成一个卡特尔，以

便调节生产。一个委员会确定每个企业的产量，并最后分配接到的

订货。在个别场合，甚至有时会成立国际卡特尔，例如英国和德国

在铁的生产方面成立的卡特尔。但是生产社会化的这个形式还嫌

不足。各个公司的利益的对立，过于频繁地破坏了它，并恢复了竞

争。因此，在有些部门，只要生产发展的程度允许的话，就把该工业

部门的全部生产，集中成为一个大股份公司，实行统一领导。在美

国，这个办法已经多次实行；在欧洲，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实例

是联合制碱托拉斯。这个托拉斯把英国的全部碱的生产集中到唯

一的一家公司手里。单个工厂——超过三十家——原来的所有者，

以股票的形式取得他们的全部投资的估定价值，共约５００万镑，代

表该托拉斯的固定资本。技术方面的管理，仍然留在原来的人手

中，但是营业方面的领导则已集中在总管理处手中。约１００万镑的

流动资本是向公众筹集的。所以，总资本共有６００万镑。因此，在

英国，在这个构成整个化学工业的基础的部门，竞争已经为垄断所

代替，并且已经最令人鼓舞地为将来由整个社会即全民族来实行

剥夺做好了准备。——弗·恩·｝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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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

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

出来。它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因而要求国家的干涉。它再生

产出了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

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

再生产出了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

的私人生产。

．把股份制度——它是在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基础上对资

本主义的私人产业的扬弃；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

它就越会消灭私人产业——撇开不说，信用为单个资本家或被当

作资本家的人，提供在一定界限内绝对支配别人的资本，别人的财

产，从而别人的劳动的权利。（８７）对社会资本而不是对自己资本的

支配权，使他取得了对社会劳动的支配权。因此，一个人实际拥

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

的基础。以上所述特别适用于绝大部分社会产品要经过的批发商

业。在这里，一切尺度，一切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多少还可以站

得住脚的辩护理由都消失了。进行投机的批发商人是拿社会的财

（８７） 例如，我别可以在《泰晤士报》１２５上看到１８５７年这样一个危机年的破产表，

并且把破产者自己的财产和他们的负债额比较一下。——“真的，那些有资本和信用

的人的购买力，远非一个对投机市场毫无实际知识的人所能想象。”（图克《对货币流通

规律的研究》第７９页）“一个人，只要他有这种名声，即被公认为拥有充足的资本可以

经营他的经常的营业，并且在同业中又享有良好的信用，如果他对他所经营的货物的

行情看涨持有乐观的估计，而在投机开始和进行时又一切顺利，那末，他就可以按照一

个比他的资本大得多的规模来购买。”（同上，第１３６页）——“工厂主、商人等等，都大

大超过他们的资本来进行交易…… 现在，资本与其说是任何一种商业交易的界限，

不如说是用来建立良好信用的基础。”（《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第１３３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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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来进行冒险的。资本起源于节约的说法，

也是荒唐的，因为那种人正是要求别人为他而节约。｛如不久前整

个法国为巴拿马运河的骗子总共节约了１５亿法郎。巴拿马运河的

全部骗局１２６在它发生整整二十年之前，就已经在这里多么准确地

描绘出来了。——弗·恩·｝他的奢侈——奢侈本身现在也成为

获得信用的手段——正好给了另一种关于禁欲的说法一记耳光。

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很发达的阶段还有某种意义的各种观念，在这

里变得完全没有意义了。在这里，成功和失败同时导致资本的集

中，从而导致最大规模的剥夺。在这里，剥夺已经从直接生产者扩

展到中小资本家自身。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发点；实

行这种剥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目的，而且最后是要剥夺一切

个人的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已不再是私

人生产的资料和私人生产的产品，它们只有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

手中还能是生产资料，因而还能是他们的社会财产，正如它们是他

们的社会产品一样。但是，这种剥夺在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内，以对

立的形态表现出来，即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而信用使这少数

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

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

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在股

份制度内，已经存在着社会生产资料借以表现为个人财产的旧形

式的对立面；但是，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

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

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

了这种对立。

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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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口，虽然它在自己的实际组织中，当然到处都再生产出并且必然

会再生产出现存制度的一切缺点。但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在

这种工厂内已经被扬弃，虽然起初只是在下述形式上被扬弃，即工

人作为联合体是他们自己的资本家，也就是说，他们利用生产资料

来使他们自己的劳动增殖。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

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的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

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没有从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工厂制度，合作工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同

样，没有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信用制度，合作工厂也不可

能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

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同样，它又是按或大或小的国家规模逐

渐扩大合作企业的手段。资本主义的股份企业，也和合作工厂一

样，应当被看作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的生产方式的

过渡形式，只不过在前者那里，对立是消极地扬弃的，而在后者那

里，对立是积极地扬弃的。

以上，我们主要是和产业资本相联系来考察信用制度的发展

以及在这一制度中包含的资本所有权的潜在的扬弃。以下几章，我

们将要和生息资本本身相联系来考察信用，考察信用对这种资本

的影响和信用在这里所采取的形式；同时，我们还要提出一些专门

属于经济学方面的意见。

在此之前，先谈谈下面这点：

如果说信用制度表现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

杆，那只是因为按性质来说可以伸缩的再生产过程，在这里被强化

到了极限。它所以会被强化，是因为很大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

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这种人办起事来和那种亲自执行职能、小心

８９４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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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慎地权衡其私人资本的界限的所有者完全不同。这不过表明：建

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性质基础上的资本增殖，只容许现实的

自由的发展达到一定的限度，因而，它事实上为生产造成了一种内

在的但不断被信用制度打破的束缚和限制。（８８）因此，信用制度加

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

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

加强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种要素。

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是：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

——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

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

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一种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正是这种

二重性质，使信用的主要宣扬者，从约翰·罗到伊萨克·贝列拉，

都具有这样一种有趣的混合性质：既是骗子又是预言家。

（８８） 托马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３２年格拉斯哥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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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

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图克（８９）、威尔逊等人指出的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他

们在指出这种区别时，把作为货币的流通手段，作为一般货币资

本的流通手段和作为生息资本（英语是ｍｏｎｅｙｅ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的流通

手段之间的区别，杂乱无章地混淆在一起，——可以归结为如下

两点。

（８９） 这里，我们把第３９０①页上曾经用德文摘引过的图克的话的原文抄录如

下：“Ｔｈｅ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ｏｆｂａｎｄｅｒｓ，ｓｅｔｔｉｎｇａｓｉｄｅ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ｏｆｐｒｏｍｉｓｓｏｒｙｎｏｔｅｓ

ｐａｙａｂｌｅｏｎｄｅｍａｎｄ，ｍａｙｂｅｄｉｖｉｄｅｄｉｎｔｏｔｗｏｂｒａｎｃｈｅｓ，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ｅｄ ｏｕｔｂｙ Ｄｒ ．（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 ｏｆ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ａｌｅｒｓａｎｄ ｄｅａｌｅｒｓ ，ａｎｄ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ｄｅａｌｅｒ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Ｏｎｅ

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ｅｒｍ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ｉｓｔｏｃｏｌｌｅｃｔｃａｐｉｔａｌｆｒｏｍ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ｈａｖｅ

ｎｏｔ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ｅｍｐｌｙｍｅｎｔｆｏｒｉｔ，ａｎｄｔ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ｏｒ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ｉｔｔｏ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ｈａｖｅ ．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ｂｒａｎｃｈｉｓｔｏｒｅｃｅｉｖ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ｏｍｅｓｏｆｔｈｅｉｒ

ｃｕｓｔｏｍｅｒｓ，ａｎｄｔｏｐａｙｏｕｔｔｈｅａｍｏｕｎｔ，ａｓｉｔｉｓｗａｎｔｅｄｆｏｒ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ｏｂｊｅｃｔｓ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ａ ｉｃｒ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ｃｙ．”〔“银行家的业务，除了发行凭票即付的银

行券以外，可以分成两部分，这同（亚当·）斯密博士指出的商人与商人之间的交易

和商人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二者的区别是一致的。银行家的业务，一部分是从那些不

能直接运用资本的人那里收集资本，把它分配给或转移给能够运用它的人。另一部分

００５

① 见本卷第４５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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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流通手段，在它对收入的花费，对个人消费者和零

售商人之间的交易起中介作用时，是作为铸币（货币）流通的。零

售商人这个范畴，包括一切向消费者——与生产消费者或生产者

相区别的个人消费者——出售商品的商人。在这里，货币是以铸

币的职能进行流通的，虽然它不断地补偿资本。一个国家的货币的

一定部分会不断执行这种职能，虽然这个部分是由不断变换的一

枚一枚的铸币构成的。另一方面，在货币对资本的转移起中介作用

时，不管它是充当购买手段（流通手段）还是充当支付手段，它都是

资本。所以，使它和铸币区别开来的，既不是它作为购买手段的职

能，也不是它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即使在商人和商人之间，

它也可以作为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只要他们彼此用现金进行购买；

同时它也可以在商人和消费者之间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只要提

供信贷，从而收入可以先被消费，后被支付。因此，区别在于：在第

二个场合，这个货币不仅为一方即卖者补偿资本，而且被另一方即

买者作为资本来支出，来预付。因此，区别事实上是收入的货币形

是从顾客的收入接受存款，并在顾客需要把它用于消费的时候，如数付给他们…… 

前者是资本的流通，后者是货币的流通。”〕（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第３６页）前

者是“一方面集中资本，另一方面分配资本”，后者是“为周围地区的地方需要而调节流

通”（同上，第３７页）。——金尼尔的下面这段话，更接近于正确的理解：“货币是用来

完成两种本质上不同的行为的。作为商人和商人之间的交换手段，它是使资本转移的

工具；也就是使一定量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同等量的商品形式的资本相交换。但是，为支

付工资而支出的货币和商人与消费者之间买卖上支出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这

是社会收入中用于日常开支的部分。这种货币在经常的日常开支上流通；只有这种货

币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叫作流通手段（ｃｕｒｒｅｎｃｙ）。资本的贷放，完全取决于银行或其他

资本所有者的意志，——因为借款人随时可以找到；但流通手段的总量，取决于社会需

要。货币就是在社会需要的范围内为日常开支的目的而流通”。（约·金尼尔《危机和通

货》１８４７年伦敦版［第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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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和资本的货币形式之间的区别，而不是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

因为货币的一定量部分，会作为媒介在商人之间流通，同样也会作

为媒介在消费者和商人之间流通，所以在两种职能上，它都同样是

通货。但是，在图克的见解中，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混乱，这是由于：

１．混淆了职能上的规定；

２．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合计需要多少流通货币量的问

题；

３．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从而在再生产过程的两个领域

内流通的流通手段量互相保持相对比例的问题。

关于第１点：混淆职能上的规定，即分不清货币在一种形式上

是通货（ｃｕｒｒｅｎｃｙ），在另一种形式上是资本。只要货币在这种或那

种职能上发挥作用，不管是实现收入还是转移资本，它都是在买卖

中或在支付中，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执行职能，在更广泛的意

义上说，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货币在它的支出者或接受者的计

算中具有的进一步规定，即货币对他来说代表资本还是代表收入

这个规定，绝对不会对这点有任何改变；并且这件事也从两方面表

示出来了。虽然在两个领域内流通的货币属于不同的种类，但同一

货币，例如一张５镑的银行券，会由一个领域转到另一个领域，交

替完成两种职能；单是因为零售商人只能在他从自己的买者那里

得到的铸币的形式上赋予他的资本以货币形式，这个现象就是不

可避免的。我们可以假定，真正的辅币主要是在零售商业领域内流

通；零售商人要不断用它来找零钱，并在他的顾客付款时不断把它

收回。但他也接受货币，即接受充当价值尺度的金属的铸币，在英

国就是接受金镑甚至银行券，例如５镑和１０镑的小额银行券。这

种金币和银行券，再加上一些剩余的辅币，会每日或每周由他存入

２０５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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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银行，然后根据他在银行里的存款开出支票来偿付他所购买

的东西。可是这同一些金币和银行券，又会不断被作为消费者的全

体公众，直接地或者间接地（例如工厂主在支付工资时使用的零

钱）作为他们的收入的货币形式再从银行那里取走，并且不断流回

到零售商人那里，从而使这些零售商人重新实现他们的资本的一

部分，但同时也使他们重新实现他们的收入的一部分。这后一种情

况是重要的，可是完全被图克忽视了。只有当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来

使用时，在再生产过程的开始阶段（第２卷第１篇１２７），资本价值才

纯粹作为资本价值而存在。这是因为在生产出来的商品中不仅包

含资本，而且已经包含剩余价值；这些商品不仅是可能的资本，而

且是已经实现的资本，包含收入源泉的资本。因此，零售商人为了

货币到他那里的回流而出售的东西，即他的商品，对他来说，是资

本加上利润，资本加上收入。

其次，当流通的货币流回到零售商人那里时，它会重新成为他

的资本的货币形式。

因此，把流通作为收入的流通和作为资本的流通之间的区别

变成通货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是完全错误的。图克所以会有这种说

法，是因为他单纯站在发行自己的银行券的银行家的立场上。银行

家的不断处在公众手中并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的银行券数额

（虽然这个数额不断由不同的银行券构成），除了纸张和印刷以外，

无须他花费分文。这是对他自己签发的流通债券（汇票），但它们会

为他带来货币，因而会成为一种使他的资本增殖的手段。然而它们

和他的资本有区别，不管是自有的资本还是借入的资本。因此，对

他来说，在通货和资本之间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区别；不过，这种区

别同概念规定本身毫无关系，至少和图克所提出的那些概念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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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关系。

这种不同的规定性——货币是作为收入的货币形式，还是作

为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首先不会改变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的性质；不管货币在完成这个职能还是在完成那个职能，它都会

保持这个性质。诚然，当货币以收入的货币形式出现时，它更多

地是作为真正的流通手段（铸币、购买手段）执行职能，因为这

些买卖活动是分散的，并且因为大多数的收入花费者，工人，相

对地说很少能够进行赊购；而在流通手段是资本的货币形式的那

种商业界交易中，部分地由于集中，部分地由于信用制度起支配

作用，货币主要是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

和作为购买手段（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的区别，是一种属于货

币本身的区别；不是货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因为在零售商业中

流通的，多数是铜币和银币，在批发商业中流通的，多数是金币，

所以银币和铜币为一方和金币为另一方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通货

和资本的区别。

关于第２点：混进了关于在两种职能上合计需要多少流通货

币量的问题。只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流通，——无论它

在两个领域中的哪一个领域内流通，也不管它的职能是实现收入

还是实现资本，——对于它的流通总量来说，我们以前在第一卷第

三章第二节ｂ中考察简单商品流通时所阐明的各个规律都是适用

的。通货速度，也就是同一货币在一定时间内反复完成同一个购买

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次数，同时进行的买卖或支付的总量，流

通商品的价格总和，最后，必须在同一时间内结清的支付差额，在

两个场合，都决定流通货币即通货的总量。这样执行职能的货币对

支付者或接受者来说，究竟是代表资本还是代表收入，这是没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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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决不会使情况有任何变化。货币的总量是简单地由它作为购

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职能决定的。

关于第３点：关于在两种职能上，从而在再生产过程的两个领

域内流通着的流通手段量的相对比例的问题。两个流通领域具有

一种内在联系，因为一方面，待花费的收入的量表示消费的规模，

另一方面，生产和商业上流通的资本量的大小，表示再生产过程的

规模和速度。尽管如此，同一些情况，对两种职能上或两个领域内

流通的货币量，或英国人的银行用语所说的通货量，还是会发生不

同的甚至相反的作用。这又为图克对通货和资本作出庸俗的划分，

提供了新的根据。“通货学派”１２３先生们混淆了两种不同的东西这

一事实，决不是可以把它们表述为不同概念的理由。

在繁荣时期，在再生产过程大大扩张、加速并且加紧进行的时

期，工人会充分就业。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也会提高，这在某种程

度上会使商业周期的其他时期工资下降到平均水平以下的情形得

到些补偿。同时，资本家的收入也会显著增加。消费会普遍提高。

商品价格通常也会提高，至少在各个起决定作用的营业部门会提

高。因此，流通货币量会增加，至少在一定限度内会增加；之所以是

一定限度，是由于较快的流通速度又会限制流通手段量的增加。因

为由工资构成的那部分社会收入，本来是由产业资本家以可变资

本的形式并且总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所以这部分社会收入的流

通在繁荣时期需要有更多的货币。但是我们不应把它计算两次：一

次当作可变资本的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另一次当作工人收入的流

通所必需的货币。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的货币，会在零售交易中被支

出，并且在较小的循环中对各式各样的中间交易起中介作用之后，

差不多每周都会作为零售商人的存款回到银行。在繁荣时期，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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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回流对产业资本家来说是流畅的，因此，他们对贷款的需要，并

不会因为他们必须支付更多的工资，需要更多的货币来使他们的

可变资本流通，就增加起来。

加。

至于资本转移所需要的通货，即资本家自身之间必需的通货，

那末，这个营业兴旺时期同时也就是信用最伸缩自如和最易获得

的时期。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的流通的速度，直接由信用调节，

因而，支付结算、甚至现金购买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会相应地

减少。绝对地说，它可以增加；但相对地说，和再生产过程的扩

大相比来说，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减少了。一方面，较大的巨额支

付，无须货币介入就可以了结；另一方面，在再生产过程非常活

跃的时候，同量货币无论作为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都会

以较快的速度运动。同量货币会对更多单个资本的回流起中介作

用。

总的说来，在这样的时期，货币流通显得很充足，尽管第二

部分（资本的转移）至少会相对缩小，而第一部分（收入的花

费）会绝对扩大。

货币的回流表示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Ｇ—Ｗ—Ｇ’，这是我

们在第二卷第一篇考察再生产过程时已经看到的。信用使货币形

式上的回流不以实际回流的时间为转移，这无论对产业资本家来

说还是对商人来说都是如此。二者都会赊卖；因此，他们的商品，

是在这些商品对他们来说再转化为货币之前，也就是以货币形式

流回到他们那里之前让渡的。另一方面，他们也会赊购；这样，他

们的商品的价值，在实际转化为货币以前，在商品价格到期支付

以前，对他们来说，已经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或商品资本。在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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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繁荣时期，回流是容易而流畅的。零售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

给批发商人，批发商人会准确无误地付款给工厂主，工厂主会准

确无误地付款给原料进口商人，等等。回流迅速而可靠这种假象，

在回流实际上已经消失以后，总是会由于已经发生作用的信用，而

在较长时间内保持下去，因为信用的回流会代替实际的回流。但

只要银行的顾客付给银行的汇票多于货币，银行就会开始感到危

险。关于这一点，可以参看前面引证的利物浦银行董事所说的那

几段话，见第３９８页①。

在这里，还要插入一段我以前讲过的话：“当信用活跃的时期，

货币流通的速度比商品价格增加得快，而在信用紧缩的时期，商

品价格比流通速度降低得慢。”（《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第８３、

８４页１２８）

在危机时期，情形正好相反。第一种流通缩小，物价下降，工

资也下降；就业工人的人数减少，交易的总额减少。另一方面，在

第二种流通上，随着信用的紧缩，对贷款的需要增加了。这一点，

我们马上就要更详细地论述。

毫无疑问，在同再生产过程的停滞结合在一起的信用紧缩的

情况下，第一种流通即收入的花费所需要的通货量就会减少，而

第二种流通即资本的转移所需要的通货量则会增加。但是必须研

究一下，这个原理在多大程度上和富拉顿等人提出的下述原理相

一致：

“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也

不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９０）

７０５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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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很清楚，在上述两个场合的第一个场合，即流通手段量

必须增加的繁荣时期，对流通手段的需求增加了。但是，同样清楚

的是，如果一个工厂主因为要在货币形式上支出更多的资本，从他

的银行存款中提取更多的金或银行券，那末，由此他对资本的需

求并未增加，而只是他对支出自己资本的那个特殊形式的需求增

加了。这种需求只涉及他把自己的资本投入流通的技术形式。这

正象例如在信用制度发展程度不等的情况下，同一可变资本或同

量工资，在一个国家比在另一个国家需要更大的流通手段量一样；

例如，在英格兰比在苏格兰大，在德国比在英格兰大。同样，在农业

方面，在再生产过程中活动的同一资本，也会因季节不同而需要有

（９０）“Ａ 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ｎｌｏａｎａｎｄａ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ｒ－

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ｑｕｉｔ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ｔｈｉｎｇｓ，ａｎｄｎｏｔｏｆｔｅｎｆｏｕｎ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富拉顿《论通货

的调整》１８４５年伦敦版第８２页，第五章的标题。）——“认为对信贷的需求（即对资本的

借贷的需求）和对追加流通手段的需求是一回事，或者甚至认为这二者是常常结合在

一起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这每一种需求，都是在它特有的与别的需求极

不相同的情况下产生的。在一切看起来都很繁荣的时候，在工资高，物价上涨，工厂

繁忙的时候，通常都需要有流通手段的追加供给，以便完成各种同扩大和增加支付的

必要性分不开的追加职能。而利息上涨，要求银行贷放资本的压力，主要是出现在商

业周期的较晚的阶段，那时困难开始显露出来，市场商品充斥，回流延滞。当然，银

行通常除了发行银行券以外没有别的办法来贷放资本，因此，拒绝发行银行券就是拒

绝提供信贷。但是信贷一经提供，一切就都会和市场的需要相适应了；贷款会保留下

来，流通手段如不需要，就会流回到发行者那里。所以只要粗略地翻一下议会报告，任

何人都会相信，英格兰银行持有的有价证券的数额，通常是同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按

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而不是按相同的方向变动的；并且相信，这个大银行的例子，不会

是地方银行家们如此重视的原则的例外。这个原则是：如果流通的银行券数额已经适

应于银行券流通的通常目的，任何一个银行也不能扩大它的流通银行券的数额，如果

银行要超过这个界限增发贷款，它就必须使用自己的资本，必须出售一些作为准备的

有价证券，或者停止把进款再投在有价证券上。我前面曾经提到的议会报告关于１８３３

８０５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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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货币量来完成它的职能。

但是，富拉顿提出的那种对立，是不正确的。使停滞时期同繁

荣时期区别开来的，并不是象他所说的那样，是对贷款的强烈需

求，而是在繁荣时期，这种需求容易得到满足，在停滞发生之后，这

种需求难以得到满足。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

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

在繁荣时期的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因此，

作为两个时期的特征的，并不是贷款需求的数量差别。

正象以前已经指出的那样，使两个时期互相区别的，首先是下

述情况：在繁荣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消费者和商人之间的流通

手段的需求，在停滞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对资本家之间的流通手

年到１８４０年这个期间编制的表，不断提供例子来证明这个真理。但其中有两个例

子非常突出，因此，我完全没有必要再举其他的例子。１８３７年１月３日，英格兰银行的

资金，为了维持信用和应付货币市场上的困难而紧张到了极点，这时我们发现，该行用

于贷款和贴现的金额异常惊人，达到１７０２２０００镑。这是战争以来很少见过的巨额，几

乎等于发行的银行券的全部。那时，银行券的发行额不变地固定在１７０７６０００镑这样一

个低标准上。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在１８３３年６月４日，银行券的流通额等于

１８８９２０００镑，但银行持有的私人有价证券没有超过９７２０００镑，即使不是过去五十年间

最低的记录，也几乎是最低的记录。”（富拉顿，同上，第９７、９８页）——我们从英格兰银

行总裁魏格林先生的下述证词中可以看出，信贷的需求根本不必与金（威尔逊、图克

等人把它叫作资本）的需求相一致。他说，“汇票的贴现到这个程度为止〈接连三天，

每天１００万镑〉是不会使准备金〈银行券的准备金〉减少的，除非公众要求得到更大

量的通货。在汇票贴现时发出的银行券，会通过银行的中介作用，通过存款而流回。因

此，如果这种交易不是以金的输出为目的，如果国内没有笼罩着那样一种恐慌，以致公

众不愿把银行券存入银行，而宁愿把它留在身边，银行的准备金就不会受到这种巨额

交易的影响。”——“英格兰银行可以每天贴现１５０万镑，并且照这样继续做下去，而丝

毫不会影响它的准备金。银行券会作为存款流回，所发生的唯一的变化是，它们由一个

账户转入另一个账户。”（《１８５７年银行法报告》第２４１、５００号证词）因此，在这个场合，

银行券只是充当信用转移的手段。

９０５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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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的需求。在营业停滞时期，前一种需求会减少，后一种需求会

增加。

富拉顿等人认为有决定意义的是这种现象：当英格兰银行手

中握有的有价证券——贷款抵押品和汇票——增加时，它的银行

券的流通就会减少；反过来，情形也就相反。但是，有价证券的多少

所表示的是贷款的规模，已贴现的汇票和以可流通的有价证券为

抵押的贷款的规模。因此，富拉顿在前面第４３６页注（９０）①所引用

的那一段话中说：英格兰银行拥有的有价证券，通常是同该行银行

券的流通额按相反的方向变动的，这种现象证实了私人银行久已

遵循的一条原则：任何一个银行都不能使它的银行券的发行额超

过它的顾客的需要所决定的一定数额；如果它要超过这个数额发

放贷款，它就必须用自己的资本来这样做，也就是说，或者使有

价证券流通，或者是把本来打算投在有价证券上面的进款改用于

这个目的。

但是，这里也表明了富拉顿把资本理解成什么。在这里，资本

是指什么呢？是指银行不再能用自己发行的银行券，不再能用那种

当然不花费它什么的支付凭据来发放贷款。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它

用什么来发放贷款呢？用出售作为准备的有价证券，即国债券、股

票和其他有息的有价证券所得到的进款来发放贷款。但是它出售

这类证券是为了获得什么呢？是为了获得货币，即获得金或能充当

合法的支付手段的银行券，如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因此，银行贷

出的东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货币。不过这种货币现在构成银行的

资本的一部分。如果银行贷出的是金，这个情形是一目了然的。如

０１５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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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它贷出的是银行券，这些银行券现在就代表资本，因为银行为了

获得银行券，让渡了一个实际的价值，即有息的有价证券。就私

人银行来说，由于出售有价证券而流回到它们那里的银行券，大

部分可能只是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或它们自己发行的银行券，因

为别的银行券用来支付有价证券时很难被接受。如果英格兰银行

本身这样做，那末，它由此收回的本行银行券，需要它耗费资本，

即有息的有价证券。此外，它由此会把本行的银行券从流通中取

出。如果它重新发行这些银行券，或发行同额新券作为代替，它

们现在就代表资本。而且，在它们被借给资本家的情况下，在以

后它们因对这类贷款的需求减少而被重新投入有价证券的情况

下，它们都代表资本。在所有这些场合，资本这个词都只是在银

行家的观点上使用的，即表示银行家被迫发放的贷款超过了他的

单纯信用。

大家知道，英格兰银行是用自己的银行券发放它的一切贷款

的。然而，如果该行银行券的流通额照例随着该行手里的贴现汇

票和贷款抵押品的增加，从而随着该行所发放的贷款的增加而减

少，那末，投入流通的银行券会怎么样呢？它们怎样流回英格兰

银行呢？

首先，如果贷款的需求是由国家的支付逆差引起的，并由此造

成金的流出，事情就非常简单。汇票会用银行券来贴现。银行券会

在英格兰银行发行部兑换成金，而金被输出。这和英格兰银行在汇

票贴现时直接支付金，而不用银行券作为媒介是一样的。一个如此

增大的需求，——在某些场合，竟达到７００万镑至１０００万镑，——

当然不会把任何一张５镑的银行券加到国内的流通中去。如果我

们说，在这个场合英格兰银行贷出的是资本，而不是流通手段，那

１１５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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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这句话有双重意义。第一，它贷出的不是信用，而是实际的价

值，即它自己的资本的一部分或存在它那里的资本的一部分。第

二，它不是为国内流通，而是为国际流通贷出货币，它贷出的是世

界货币；为了这个目的，货币必须总是以贮藏货币的形式存在，以

它的金属形体存在；在这个形式上，货币不仅是价值的形式，而且

本身就等于以它为货币形式的价值。虽然这种金现在对英格兰银

行来说，对输出金的商人来说，代表资本，代表银行家资本或商人

资本，但是对金的需求并不是作为对资本的需求，而是作为对货币

资本的绝对形式的需求产生的。这种需求正是在外国市场充满不

能实现的英国商品资本的时候产生的。所以，人们要求的东西，不

是作为资本的资本，而是作为货币的资本，是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资

本，在这种形式上，货币是世界市场的一般商品，并且这就是它作

为贵金属的原来形式。所以，金的流出，并不象富拉顿、图克等人所

说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资本问题”，而是“一个货币问题”，虽然

在这里货币是处在一个特别的职能上。它固然不象“通货学派”的

代表所主张的那样，是国内流通的问题，但这根本不能证明，它象

富拉顿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资本问题”。这是货币充

当国际支付手段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货币问题”。

“这个资本〈指因国内谷物歉收而向国外购买的数百万夸特的小麦的价

格〉是以商品形式转移出去还是以现金形式转移出去，根本不影响营业的性

质。”（富拉顿，同上，第１３１页）

但它对金是否流出的问题有极其重大的影响。资本是以贵金

属的形式输出的，因为它在商品形式上输出，或者根本不可能，或

者会受到极大的损失。现代银行主义对金的流出感到的恐惧，超过

了认为贵金属是唯一的真正的财富的货币主义所梦想的一切。例

２１５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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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们可以看看英格兰银行总裁莫利斯在议会委员会面前关于

１８４７—１８４８年危机所提出的下述证词：

（第３８４６号。问：）“当我说储备品（ｃｔｏｃｋｓ）和固定资本贬值时，难道您不

知道，投在各种储备品和产品上的一切资本都同样贬值了吗，原棉、生丝、原

毛都以同样的抛售价格运往大陆了吗，砂糖、咖啡和茶叶都象在拍卖时那样

亏本出售了吗？——为了对付由于大量进口粮食而引起的金的流出，国家必

须忍受巨大的牺牲，这是不可避免的。”——（第３８４８号）“您是不是认为，与

其忍受这种牺牲使金流回，还不如动用银行库存的８００万镑呢？——不，我

不认为是这样。”

在这里，金被当作唯一的真正的财富。

富拉顿引用过图克的如下发现：

“除了一两个可以得到令人满意的说明的例外，在过去半世纪，每一次伴

随有金的流出的汇兑率的显著下降，总是和流通手段相对低的水平结合在一

起的；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富拉顿，第１２１页）

这个发现证明，这种金的流出现象，多半是在活跃和投机的时期过

去以后发生的，是

“崩溃已经开始的信号……表示市场商品充斥，外国对我国产品的需求停止，

回流迟滞，而这一切的必然结果是，商业丧失信用，工厂关门，工人挨饿，工业

和企业事业普遍停滞”。（第１２９页）

同时，这个发现当然最好不过地驳斥了“通货学派”的下述

论断：

“通货充足会驱逐金，通货缺少会吸引金。”

相反，尽管英格兰银行在繁荣时期多半都有强大的金准备，但

是，这个货币贮藏总是在继风暴之后的冷落停滞时期形成的。

可见，有关金的流出的全部高见，可以归结为：对国际流通手

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与对国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需求不同

３１５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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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又自然得出结论：“金的流出，不一定包含对国内流通手段需

求的减少”，这是富拉顿在第１１２页上所说的）；把贵金属从国内输

出并投入国际流通，与把银行券或铸币投入国内流通，不是一回

事。此外，我以前已经指出，作为国际支付准备金而集中的贮藏货

币的运动，就它本身来说，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运动无关。１２９

我曾经根据货币的性质阐明了贮藏货币的各种职能：它作为支付

手段（国内已经到期的支付）的准备金的职能；作为流通手段的准

备金的职能；最后，作为世界货币的准备金的职能。当然，当所有这

些职能都由唯一的一个准备金承担时，问题就复杂起来；由此也可

以得出结论说，在某些情况下，英格兰银行的金向国内流出的现象

和它向国外流出的现象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但是，使问题进一步

复杂化的，还有那种任意加在这个贮藏货币上的新的职能，即在信

用制度和信用货币发达的国家充当银行券自由兑换的保证金的职

能。除此之外，最后还有，１．国家准备金集中在唯一的一家大银行

手中；２．这个准备金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象。因此，富拉顿

抱怨说（第１４３页）：

“在英国，只要英格兰银行的金贮藏好象快要完全枯竭，便会发生激烈的

不安和惊慌。而在大陆各国，汇兑率的变动通常都是十分平静而轻易地发生

的。当我们看到这种现象时，不能不对金属通货在这方面具有的巨大好处感

到惊奇。”

现在，我们且把金的流出撇开不说，一个发行银行券的银行，

例如英格兰银行，如果不增加它的银行券的发行又怎么能够增加

它所提供的贷款呢？

一切留在银行外面的银行券，无论它们是在流通中还是堆在

私人贮藏库中，对银行本身来说，都是处在流通中，也就是说，都是

４１５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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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银行的占有之外。因此，如果银行扩大它的贴现和抵押业务，

即增加有价证券为抵押的贷款，那末它为此目的发行的银行券必

须再流回到它那里，因为如果不这样，这些银行券就会使流通手段

的总额增加，这正好是不应发生的情形。这种回流能够按照两个方

法进行。

第一：银行把银行券支付给Ａ，取得有价证券；Ａ把这些银行

券支付给Ｂ，以偿付到期的汇票；Ｂ再把这些银行券存入银行。这

些银行券的流通到此就结束了，但是贷款依然存在。

（“贷款依然存在，而通货，如果不需要，就回到发行者那里。”富拉顿，第

９７页）

银行贷给Ａ的银行券，现在回到银行那里；不过银行成了Ａ

的债权人，或成了Ａ拿来贴现的那张汇票的出票人的债权人，而

就这些银行券所表示的价值额来说，银行又成了Ｂ的债务人，因

此，Ｂ就取得了对银行资本的一个相应部分的支配权。

第二：Ａ支付给Ｂ，Ｂ自己或从Ｂ那里得到这种银行券的Ｃ，

再用这种银行券直接地或间接地向银行偿付到期的汇票。在这个

场合，付给银行的是它自己的银行券。这时交易由此就完成了（不

过Ａ还要向银行偿还贷款）。

那末，银行向Ａ发放的贷款在什么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资本的

贷款，在什么程度上只可以看作是支付手段的贷款呢？（９１）

（９１） 原稿由此往下的文句和上下文联系起来无法理解。花括号内的文句是编者

重新改写过的。这一点，在和别的问题联系上，在第二十六章中①已经谈到了。——弗

·恩·

５１５第二十八章 流通手段和资本。图克和富拉顿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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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取决于贷款本身的性质。在这里，需要研究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Ａ凭他个人的信用，从银行获得贷款，而没有

为这种贷款提供任何担保品。在这个场合，他获得的贷款不仅是支

付手段，而且必定也是一笔新资本。这笔资本在归还银行之前，他

可以作为追加资本用在他的营业上，并使之增殖。

第二种情形——Ａ把有价证券、国债券或股票向银行抵押，从

而比如按时价三分之二获得现金贷款。在这个场合，他获得的是他

所需要的支付手段，而不是追加资本，因为他已经把一个比他从银

行得到的价值更大的资本价值交给银行了。但是一方面，这个更大

的资本价值已经不能用来满足他当前的需要，即充当支付手段，因

为它已经为了获得利息而在一定形式上投下；另一方面，Ａ也有理

由不用出售的办法把这个资本价值直接转化为支付手段。他的有

价证券本来还要用作准备资本；他现在就是让它执行准备资本的

职能。所以，在Ａ和银行之间，发生了一个暂时的互相的资本转

移，Ａ没有得到任何追加资本（正好相反！），但他得到了所需要的

支付手段。相反地，对银行来说，这种营业是暂时把货币资本固定

在一种贷款的形式上，是使货币资本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

式，而这种转化正是银行业务的重要职能。

第三种情形——Ａ拿一张汇票向银行贴现，并在扣除贴水之

后得到一笔现金。在这个场合，他是把一个非流动形式的货币资本

卖给银行，而换成了一个流动形式的价值额；也就是把尚未到期的

汇票卖掉而换成了现金。现在，这张汇票成了银行的财产。这一点

不会因汇票无人偿付时最后一个背书人Ａ要对银行负偿付责任

而发生任何变化；Ａ会同其他背书人和出票人一起分担这个责任，

他可以及时向他们提出偿还的要求。所以，在这里，根本不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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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而只是通常的买卖。因此Ａ也不需要向银行偿还什么东西；

汇票到期时，银行就会通过汇票兑现而得到补偿。在这个场合，在

Ａ和银行之间也发生了互相的资本转移，而且同任何其他商品的

买卖完全一样，正因为如此，Ａ并没有获得任何追加资本。他所需

要的和所得到的，是支付手段；他得到这种支付手段，是因为银行

已经为他把他的货币资本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由汇

票转化为货币了。

可见，只有在第一种情形下，才谈得上真正的资本贷放。在第

二种情形和第三种情形下，至多只是在每次投资时都“预付资本”

的意义上，才能说是资本贷放。在这个意义上，银行把货币资本贷

放给Ａ了；但对Ａ来说，货币资本至多在它是Ａ所有的资本的一

部分这个意义上，是货币资本。他需要它，使用它，并不是专门把它

当作资本，而是专门把它当作支付手段。不然的话，每一次可以使

人们获得支付手段的通常的商品出售，也都可以被看作是接受了

一次资本贷放。——弗·恩·｝

对于发行银行券的私人银行来说，区别在于：如果它的银行券

既不留在地方上的流通中，也不以存款的形式或支付到期汇票的

形式流回到它那里，那末，这种银行券就会落到那些要求私人银行

用金或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来兑换它的人手中。因此在这个场合，

私人银行的银行券的贷放，事实上代表英格兰银行的银行券的贷

放，或者，——这对私人银行来说也是一样，——代表金的贷放，因

而代表它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当英格兰银行本身，或任何一个别

的受发行银行券的法定最高限额约束的银行，必须出售有价证券，

以便从流通领域中收回它们自己的银行券，然后再把它们作为贷

款发放出去的时候，以上所说同样适用；在这个场合，它们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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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券代表它们的可以动用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

即使通货纯粹是金属，也可能同时发生这样的情形：１．金的流

出（这里所说的金的流出显然是指，至少有一部分金流到国外

去。——弗·恩·｝使金库空虚；２．因为银行要求金，主要是为了

结算支付差额（即结清旧的交易），所以银行以有价证券为担保发

放的贷款会大大增加，不过它们又会以存款的形式或偿付到期汇

票的形式流回银行；于是一方面，在银行手中掌握的有价证券增多

时，银行的存金总额却会减少；另一方面，银行从前作为所有人持

有的同一金额，现在由银行作为自己存款人的债务人持有；最后，

流通手段的总量会减少。

以上我们都是假定贷款是用银行券发放的，因此，银行券的发

行量至少会暂时增加，虽然这种增加又会立即消失。但是，事情并

不是必须如此。银行可以不发行纸币，而为Ａ开立一个信用账户，

从而使银行的债务人Ａ变成它的想象的存款人。Ａ用向银行开出

的支票来支付给他的债权人，受票人再把支票付给他自己的银行

家，这个银行家用这种支票再在票据交换所交换那种要由他兑付

的支票。在这个场合，没有任何银行券介入；全部交易只是：银

行用一张向它本身开出的支票来结清它必须履行的债务，而它实

际得到的补偿则是它对Ａ所持有的信用债权。在这种情况下，银

行是把它的银行资本的一部分贷给Ａ了，因为贷给Ａ的是银行自

己的债权。

如果说这种对贷款的需求就是对资本的需求，那也不过是对

货币资本的需求；从银行家的观点来看，是对资本的需求，也就是

对金的需求——在金向国外流出的场合——或者对国家银行的银

行券的需求；私人银行要获得这种银行券必须用等价物去购买，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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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它对私人银行来说代表资本。或者，最后，那些为了获得金或银

行券而必须被卖掉的是有息的有价证券、国债券、股票等等。但是，

如果这是国债券，那就只是对它的买者来说是资本；它代表着买者

支付的购买价格，代表着他投在国债券上的资本；它本身不是资

本，而只是债权。如果这是不动产抵押单，那它就只是有权获得未

来地租的证据。如果这是股票，那它就只是有权取得未来剩余价值

的所有权证书。所有这些东西，都不是实际的资本，也都不是资本

的组成部分，并且本身也不是价值。通过这一类交易，原来属于

银行的货币也可以转化为存款，以致就这个货币来说，银行由所

有人变成债务人，不过会在别的名义下把这个货币保持在手中。虽

然这一点对银行本身来说非常重要，但它丝毫不会改变国内储备

的资本甚至货币资本的量。因此在这里，资本只是充当货币资本；

如果它不是以实际的货币形式存在，那就作为单纯的资本所有权

证书存在。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银行资本的缺乏和对它的迫切

需求，同实际资本的减少混在一起，而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好相

反，以生产资料和产品形式存在的实际资本却过多了，并给市场

以压力。

可见，要说明在流通手段的总量不变或减少时，银行作为担保

品得到的有价证券的量怎样增加的问题，因而要说明银行怎样能

够满足对贷款的扩大了的需求的问题，是很简单的。在这样的货币

紧迫的时期，流通手段的总量的确会受到下述双重限制：１．由于金

的流出；２．由于需要有货币作为单纯的支付手段，这时，已发行的

银行券会立即流回，或者通过账簿的信用，用不着发行任何银行券

就可以结清交易；因而，只需要一个信用交易来作为支付的媒介，

这个信用交易的唯一目的就是结清各种支付。货币的特征是，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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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被用来结清各种支付的时候（而在危机期间，接受贷款是为了

支付，而不是为了购买，是为了结束旧的交易，而不是为了开始新

的交易），它的流通量，甚至在结算不是通过单纯的信用业务，不是

没有货币介入的地方，也是非常小的；因此，当人们对贷款迫切需

求时，大量的这种交易在不扩大流通手段的情况下也能够进行。但

是，在英格兰银行发放的贷款大量增加的同时，该行银行券的流通

保持不变甚至减少这个简单的事实，显然决不能证明富拉顿、图克

等人的看法：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的货币（银行券）的流通不会

增加和扩大（富拉顿、图克等人错误地认为，贷款同接受借贷资本，

接受追加资本是一回事）。因为作为购买手段的银行券的流通，在

迫切需要贷款的营业停滞时期会减少，所以，尽管作为支付手段的

银行券的流通能够增加，通货的总额，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执

行职能的银行券的总额，还是能够保持不变甚至减少。作为支付手

段并且会立即流回发行银行的银行券的流通，在这些经济学家看

来，根本不是流通。

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流通增加的程度，超过了它作为购

买手段的流通减少的程度，流通总额就会增加，虽然作为购买手段

执行职能的货币的总量已大大减少。这种情形在危机的某些时刻，

即在信用已经完全崩溃的时候，确实会发生，这时，不仅商品和有

价证券卖不出去，而且汇票也不能贴现，除了支付现金，或者象商

人所说的支付现款以外，什么也不行。因为富拉顿之流不了解，作

为支付手段的银行券的流通，正是这种货币荒时期的特征，所以他

们把这种现象看作偶然的现象。

“为获得银行券而拚命竞争，是恐慌时期的特征。这种竞争有时，例如

１８２５年底，导致发行额突然增大，虽然这只是暂时的增大，甚至当金还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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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流出时也是如此。我认为，不应当把这样的例子看作是低汇兑率的自然的

或必然的伴随现象；在这种情况下的需求并不是对通货〈应当说：作为购买手

段的通货〉的需求，而是对贮藏货币的需求。这是吓坏了的银行家和资本家的

需求，这种需求一般是在金的长期流出之后，在危机的最后一幕中产生的〈因

而是对作为支付手段的准备金的需求），并且是危机即将结束的预兆。”（富拉

顿，第１３０页）

在考察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时（第１卷第３章第３节ｂ），我

们已经说明，在支付锁链被激烈破坏时，货币对商品说来，由价值

的单纯观念的形式变成价值的实物的同时又是绝对的形式。关于

这一点，我们还在该章注（１００）和注（１０１）中提供了一些例子。这种

破坏部分地是信用动摇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情况，如市场商品过

剩、商品贬值、生产中断等等的结果，部分地又是它们的原因。

但是很清楚，富拉顿把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和作为支付手段

的货币之间的区别，变成通货和资本之间的虚假的区别了。在这

里，作为基础的仍旧是银行家关于流通的狭隘观念。——

还可以问一下：在这样的紧迫时期，人们缺少的究竟是资本还

是要作为支付手段来用的货币？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争论问题。

首先，如果紧迫情况表现在金的流出上，那末很清楚，人们需

要的东西是国际支付手段。但是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来用的货币，

是金属实体的金，是本身已是价值的实体，是价值量。它同时也是

资本，但不是作为商品资本的资本，而是作为货币资本的资本，不

是商品形式的资本，而是货币形式的资本（并且这里所说的货币，

是那种崇高意义上的货币，即作为世界市场的一般商品而存在的

货币）。在这里不存在对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需求和对资本的需

求之间的对立。对立存在于货币形式的资本和商品形式的资本之

间。而这里所需要的形式，唯一能够执行职能的形式，是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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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形式。

把这种对金（或银）的需求撇开不说，我们不能说，在这样

的危机时期，会感到资本的任何缺少。在谷物昂贵、棉花奇缺等

非常情况下，这种情形是可能发生的；但是，这些情况决不是这

样的时期必然会有或照例会有的伴随物。因此，不能因为出现对

贷款的迫切需求，一开始就得出结论说，资本的这种缺少已经存

在。恰好相反。市场已经商品过剩，已经有过多的商品资本。因

此，紧迫无论如何不是由商品资本的缺少引起的。以后我们还要

回头来讨论这个问题。

２２５ 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生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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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