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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ｈ）李嘉图

李嘉图和亚·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４９０ａ］

［ —５８０ｂ］［第 本目录］

（５）剩余价值理论

  （ｈ）李嘉图

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考察生活资料和原料的价值——以及机器的价

值——的变动对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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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５８０ｂ］

［ —６７０ａ］［第 本目录］

（５）剩余价值理论及其他

  （ｈ）李嘉图

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从资本的

基本形式得出危机）

李嘉图的其他方面。论李嘉图这一节的结尾（约翰·

巴顿）

  （ｉ）马尔萨斯［ —６７０ａ］

［ —７７１ａ］［第 本目录和《剩余价值理论》最后几章的

计划］

（５）剩余价值理论

  （ｉ）马尔萨斯

  （ｋ）李嘉图学派的解体（托伦斯、詹姆斯·穆勒、普雷沃、

几部论战著作、麦克库洛赫、威克菲尔德、斯特林、

约·斯·穆勒）

  （ｌ）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
５

    （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布雷）
６

  （ｍ）拉姆赛

  （ｎ）舍尔比利埃

  （ｏ）理查·琼斯。
７
（这第五部分结束）

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８［ —７７１ａ］

［ —８６２ａ］［第 本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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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剩余价值理论

  （１）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２）莱文斯顿。结尾９

（３）和（４）霍吉斯金
１０

（现存财富同生产运动的关系）

所谓积累不过是流通现象（储备等等是流通的蓄

水池）

（复利；根据复利说明利润率的下降）

庸俗政治经济学１１

    （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发展）

    （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的关系。更为古

    老的形式。派生的形式）

    （高利贷。路德等等）１２［ —８６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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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的 评 论］

［ —２２０］所有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

值的纯粹形式，不是就剩余价值本身，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

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由此必然会产生哪些理论谬误，这将在第

三章中得到更充分的揭示，那里要分析以利润形式出现的剩余价

值所采取的完全转化了的形式。１３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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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第一页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的开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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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区分“让渡利润”和财富的绝对增加］

在重农学派以前，剩余价值——即利润，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

——完全是用交换，用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来解释的。詹姆斯

·斯图亚特爵士，总的说来，并没有超出这种狭隘看法；甚至可以

更确切地说，正是斯图亚特科学地复制了这种看法。我说：“科学

地”复制。因为斯图亚特不同意这种幻想：单个资本家由于商品高

于它的价值出卖而获得的剩余价值，就是新财富的创造。因此，他

把绝对利润和相对利润区分开来：

“绝对利润对谁都不意味着亏损；它是劳动、勤勉或技能的增进的结果，

它能引起社会财富的扩大或增加…… 相对利润对有的人意味着亏损；它表

示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但并不意味着总基金的任何增加……

 混合利润很容易理解：这种利润……一部分是相对的，一部分是绝对的

…… 二者能够不可分割地存在于同一交易中。”（《政治经济学原理研

究》，由其子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的《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著作

集》（六卷集）第１卷，１８０５年伦敦版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绝对利润是由“劳动、勤勉和技能的增进”产生的。究竟它怎

样由这种增进产生，斯图亚特并没有想弄清楚。他所加的关于这

个利润能引起“社会财富”的扩大和增加的这句话，看来，可以使人

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图亚特所指的，仅仅是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造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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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使用价值量的增加，他完全离开总是以交换价值的增加为前

提的资本家的利润来考察这个绝对利润。这样的解释完全被他进

一步的叙述证实了。

他是这样说的：

“在商品的价格中，我认为有两个东西是实际存在而又彼此完全不同的：

商品的实际价值和让渡利润。”（第２４４页）

可见，商品的价格包含着两个彼此完全不同的要素：第一，商

品的实际价值；第二，“让渡利润”，即让出或卖出商品时实现的利

润。

［２２１］因此，这个“让渡利润”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

际价值而产生的，换句话说，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

的。这里，一方的赢利总是意味着另一方的亏损。不会造成“总基

金的增加”。利润——应该说是剩余价值——是相对的，并且归结

为“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斯图亚特自己舍弃可以

用这种办法来说明剩余价值的看法。他的关于“财富的天平在有

关双方之间的摆动”的理论，虽然丝毫没有触及剩余价值本身的性

质和起源问题，但是对于考察剩余价值在不同阶级之间按利润、利

息、地租这些不同项目进行的分配，有重要的意义。

从下面的引文中可以看出，斯图亚特认为，单个资本家的全部

利润只限于这种“相对利润”，“让渡利润”。

他说：“实际价值”决定于“该国一个劳动者平常……在一天、一周、一月

……平均能够完成的”劳动“量”。第二，决定于“劳动者用以满足他个人的需

要和……购置适合于他的职业的工具的生存资料和必要费用的价值；这些同

样也必须平均计算”…… 第三，决定于“材料的价值”。（第２４４—２４５页）“如

果这三项是已知的，产品的价格就确定了。它不能低于这三项的总和，即不

能低于实际价值。凡是超过实际价值的，就是厂主的利润。这个利润将始终

２１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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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需求成比例，因此它将随情况而变动。”（同上，第２４５页）“由此看来，为了

促进制造业的繁荣，必须有大规模的需求…… 工业家是按照他们有把握取

得的利润，来安排自己的开支和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同上，第２４６页）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厂主”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总是

“相对利润”，总是“让渡利润”，总是由于商品的价格高于商品的实

际价值，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产生的。因此，如果一切商

品都按它的价值出卖，那就不会有任何利润了。

关于这个问题，斯图亚特写了专门的一章，他详细地研究

“利润怎样同生产费用结成一体”。（同上，第３卷第１１页及以下各页）

一方面，斯图亚特抛弃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这样一

种看法，即认为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形成

剩余价值，造成财富的绝对增加；① 另一方面，他仍然维护它们的

这样一种观点，即单个资本家的利润无非是价格超过［２２２］价值的

这个余额——“让渡利润”，不过按照他的意见，这种利润只是相对

的，一方的赢利相当于另一方的亏损，因此，利润的运动归结为“财

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

可见，在这方面，斯图亚特是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的合理

的表达者。

在对资本的理解方面，他的功绩在于：他指出了生产条件作为

一定阶级的财产同劳动能力１４分离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斯图亚

特十分注意资本的这个产生过程；诚然，他还没有把这个过程直接

３１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

① 其实，连货币主义也认为，这个利润不是在国内产生，而只是在同其他国家的

交换中产生。重商主义体系只看到，这个价值表现为货币（金和银），因此剩余

价值表现为用货币结算的贸易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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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为资本的产生过程，但是，他仍然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大工业存

在的条件。斯图亚特特别在农业中考察了这个过程，并且正确地

认为，只是因为农业中发生了这个分离过程，真正的制造业才产生

出来。在亚·斯密的著作里，是以这个分离过程已经完成为前提

的。

（斯图亚特的书于１７６７年在伦敦［出版］，杜尔哥的书［写于］

１７６６年，亚当·斯密的书——１７７５年。）

４１ 第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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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重 农 学 派

［（１）把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从流通领域转到

生产领域。把地租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

重农学派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在资产阶级视野以内对资本

进行了分析。正是这个功绩，使他们成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真正

鼻祖。首先，他们分析了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存在并分解成的

各种物质组成部分。决不能责备重农学派，说他们和他们所有的

后继者一样，把资本存在的这些物质形式——工具、原料等等，当

作跟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出现时的社会条件脱离的资本来理

解，简言之，不管劳动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只从它们是一般劳动

过程的要素这个形式来理解；从而，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变成生

产的一种永恒的自然形式。对于他们来说，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

必然以生产的自然形式出现。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他们把这

些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

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这是物质规律；错误只在于，

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

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除了对资本在劳动过程中借以组成的物质要素进行这种分析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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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重农学派还研究了资本在流通中所采取的形式（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不过重农学派用的是别的术语），并且一般地确定了资

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之间的联系。这一点在论流通那一

章１５再谈。

在这两个要点上，亚·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他的功

绩，在这方面，不过是把抽象范畴固定下来，对重农学派所分析的

差别采用了更稳定的名称。

［２２３］我们已经看到１６，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础，一般说来，

是劳动能力这种属于工人的商品同劳动条件这种固着于资本形式

并脱离工人而独立存在的商品相对立。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它的

价值规定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个价值等于把再生产劳动能力所

必需的生活资料创造出来的劳动时间，或者说，等于工人作为工人

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劳动

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任何

别的商品都没有这个差额，因为任何别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它

的使用，都不能提高它的交换价值或提高从它得到的交换价值。

因此，从事分析资本主义生产的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是

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看作某种固定的东西，已知的量，而实际上它在

每一个特定的场合，也就是一个已知量。所以，最低限度的工资理

所当然地构成重农学派的学说的轴心。虽然他们还不了解价值本

身的性质，他们却能够确定最低限度的工资的概念，这是因为这个

劳动能力的价值表现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因而表现为一定使

用价值的总和。他们尽管没有弄清一般价值的性质，但仍然能够在

他们的研究所必需的范围内，把劳动能力的价值理解为一定的量。

其次，如果说，他们错误地把这个最低限度看作不变的量，在他们

６１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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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这个量完全决定于自然，而不决定于本身就是一个变量的历

史发展阶段，那末，这丝毫也不影响他们的结论的抽象正确性，因

为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同

我们假定劳动能力的价值是大是小毫无关系。

重农学派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

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

他们完全正确地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只有创造剩余价

值的劳动，即只有劳动产品中包含的价值超过生产该产品时消费

的价值总和的那种劳动，才是生产的。既然原料和材料的价值是已

知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又等于最低限度的工资，那末很明显，这个

剩余价值只能由工人向资本家提供的劳动超过工人以工资形式得

到的劳动量的余额构成。当然，在重农学派那里，剩余价值还不是

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因为他们还没有把一般价值归结为它的简单

实体：劳动量，或劳动时间。

［２２４］自然，重农学派的表述方式必然决定于他们对价值性质

的一般看法，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劳动）的一定的

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以及这个物质的

各种变态构成的。

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额，

也就是劳动能力使用者由于购买劳动能力而取得的剩余价值，无

论在哪个生产部门都不如在农业这个最初的生产部门表现得这样

显而易见，这样无可争辩。劳动者逐年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或者

说，他消费的物质总量，小于他所生产的生活资料总量。在工业

中，一般既不能直接看到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也不能直接看

到他还生产超过这个生活资料的余额。在这里，过程以买卖为中

９１重 农 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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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以各种流通行为为中介，而要理解这个过程，就必须分析价值。

在农业中，过程在生产出的使用价值超过劳动者消费的使用价值

的余额上直接表现出来，因此，不分析价值，不弄清价值的性质，也

能够理解这个过程。因此，在把价值归结为使用价值，又把使用价

值归结为一般物质的情况下，也能够理解这个过程。所以在重农

学派看来，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因为按照他们的意见，这

是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而地租是他们所知道的剩余价值的

唯一形式。他们认为，在工业中，工人并不增加物质的量：他只改

变物质的形式。材料——物质总量——是农业供给他的。他诚然

把价值加到物质上，但这不是靠他的劳动，而是靠他的劳动的生产

费用，也就是靠他在劳动期间所消费的、等于他从农业得到的最低

限度工资的生活资料总额。既然农业劳动被看成唯一的生产劳

动，那末，把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区别开来的剩余价值形式，即地

租，就被看成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

因此，在重农学派那里不存在资本的利润——真正的利润，而

地租本身只不过是这种利润的一个分枝。重农学派认为利润只是

一种较高的工资，这种工资由土地所有者支付，并且由资本家作为

收入来消费（因此，它完全象普通工人所得的最低限度的工资一

样，加入生产费用），它增大原料的价值，因为它加入资本家即工业

家在生产产品、变原料为新产品时的消费费用。

因此，某些重农主义者，例如老米拉波，把货币利息形式的剩

余价值——利润的另一分枝——称为违反自然的高利贷。相反，

杜尔哥认为货币利息是正当的，因为货币资本家本来可以购买土

地，即购买地租，所以他的货币资本应当使他得到他把这笔资本变

成地产时所能得到的那样多的剩余价值。由此可见，根据这种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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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连货币利息也不是新创造的价值，不是剩余价值；这里只是说

明土地所有者得到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为什么会以利息形式流到

货币资本家手里，正如用别的理由［２２５］说明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

分为什么会以利润形式流到工业资本家手里一样。按照重农学派

的意见，既然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是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

劳动，那末，把农业劳动同其他一切劳动部门区别开来的剩余价值

形式，即地租，就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工业利润和货币利息只

是地租依以进行分配的各个不同项目，地租按照这些项目以一定

的份额从土地所有者手里转到其他阶级手里。这同从亚当·斯密

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家所持的观点完全相反，因为这些政治

经济学家正确地把工业利润看成剩余价值最初为资本占有的形

式，从而看成剩余价值的最初的一般形式，而把利息和地租仅仅解

释为由工业资本家分配给剩余价值共同占有者各阶级的工业利润

的分枝。

除了上面所说的理由，即农业劳动是一种使剩余价值的创造

在物质上显而易见，并且可以不经过流通过程就表现出来的劳动，

重农学派还有一些别的理由说明他们的观点。

第一，在农业中，地租表现为第三要素，表现为一种在工业中

或者根本不存在，或者只是转瞬即逝的剩余价值形式。这是超过

剩余价值（超过利润）的剩余价值，因此是最显而易见和最引人注

目的剩余价值形式，是二次方的剩余价值。

粗俗的政治经济学家卡尔·阿伦德（《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１８４５年

哈瑙版第４６１—４６２页）说：“农业以地租形式创造一种在工业和商业中遇不

到的价值：一种在补偿全部支付了的工资和全部消耗了的资本利润之后剩下

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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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如果撇开对外贸易（重农学派为了抽象地考察资产阶级

社会，完全正确地这样做了，而且应当这样做），那末很明显，从事

加工工业等等而完全脱离农业的工人（斯图亚特称之为“自由人

手”）的数目，取决于农业劳动者所生产的超过自己消费的农产品

的数量。

“显然，不从事农业劳动而能生活的人的相对数，完全取决于土地耕种者

的劳动生产率。”（理查·琼斯《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可见，农业劳动不仅对于农业领域本身的剩余劳动来说是自

然基础（关于这一点见前面的一个稿本）１７，而且对于其他一切劳

动部门之变为独立劳动部门，从而对于这些部门中创造的剩余价

值来说，也是自然基础；因此很明显，只要价值实体被认为是一定

的具体劳动，而不是抽象劳动及其尺度即劳动时间，农业劳动就必

定被看作是剩余价值的创造者。

［２２６］第三，一切剩余价值，不仅相对剩余价值，而且绝对剩余

价值，都是以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如果劳动生产率只达

到这样的发展程度：一个人的劳动时间只够维持他本人的生活，只

够生产和再生产他本人的生活资料，那就没有任何剩余劳动和任

何剩余价值，就根本没有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这个劳动能力所创造

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了。因此，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的可能性要以

一定的劳动生产率为条件，这个生产率使劳动能力能够创造出超

过本身价值的新价值，能够生产比维持生活过程所必需的更多的

东西。而且，正象我们在第二点已经看到的，这个生产率，这个作

为出发前提的生产率阶段，必定首先存在于农业劳动中，因而表现

为自然的赐予，自然的生产力。在这里，在农业中，自然力的协助

——通过运用和开发自动发生作用的自然力来提高人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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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具有广大的规模。在工业中，自然力的这种大规模的

利用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出现的。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不管

是本国的还是外国的，是资本发展的基础。就这点来说，绝对剩余

价值同相对剩余价值是一致的。（连重农学派的大敌布坎南都用

这一点来反对亚·斯密，力图证明，甚至在现代城市工业产生之

前，已先有农业的发展。）

第四，因为重农学派的功绩和特征在于，它不是从流通中而是

从生产中引出价值和剩余价值，所以它同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

系相反，必然从这样的生产部门开始，这个生产部门一般可以同流

通、交换脱离开来单独考察，并且是不以人和人之间的交换为前

提，而只以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为前提的。

［（２）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这个体系的

封建主义外貌和它的资产阶级实质；

对剩余价值的解释中的二重性］

  从上述情况也就产生了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

实际上这是第一个对资本主义生产进行分析，并把资本在其

中被生产出来又在其中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当作生产的永恒自然

规律来表述的体系。但是另一方面，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

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而资本最先得到独立发

展的工业部门，在它看来却是“非生产的”劳动部门，只不过是农业

的附庸而已。资本发展的第一个条件，是土地所有权同劳动分离，

是土地——这个劳动的最初条件——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掌握

在特殊阶级手中的力量，开始同自由劳动者相对立。因此，在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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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的解释中，土地所有者表现为真正的资本家，即剩余劳动的占

有者。可见，在这里，封建主义是从资产阶级生产的角度来加以表

述和说明的，而农业则被解释成唯一进行资本主义生产即剩余价

值生产的生产部门。这样，封建主义就具有了资产阶级的性质，资

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封建主义的外观。

这个外观曾迷惑了魁奈医生的贵族出身的门徒们，例如守旧

的怪人老米拉波。在那些眼光比较远大的重农主义体系［２２７］代

表者那里，特别是在杜尔哥那里，这个外观完全消失了，重农主

义体系就成为在封建社会的框子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新的资本主

义社会的表现了。因而，这个体系是同刚从封建主义中孵化出来

的资产阶级社会相适应的。所以出发点是在法国这个以农业为主

的国家，而不是在英国这个以工业、商业和航海业为主的国家。在

英国，目光自然集中到流通过程，看到的是产品只有作为一般社

会劳动的表现，作为货币，才取得价值，变成商品。因此，只要

问题涉及的不是价值形式，而是价值量和价值增殖，那末在这里

首先看到的就是“让渡利润”，即斯图亚特所描述的相对利润。但

是，如果要证明剩余价值是在生产领域本身创造的，那末，首先

必须从剩余价值不依赖流通过程就能表现出来的劳动部门即农业

着手。因而这方面的首创精神，是在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中表

现出来的。在重农学派的前辈老作家中，已经可以零星地看到近

似重农学派的思想，例如在法国的布阿吉尔贝尔那里就可以部分

地看到。但是这些思想只有在重农学派那里，才成为标志着科学

新阶段的体系。

农业劳动者只能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即“最必需品”，而他们

再生产出来的东西却多于这个“最必需品”，这个余额就是地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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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劳动的基本条件——自然——的所有者占有的剩余价值。因

此，重农学派不是说：劳动者是超过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

劳动时间进行劳动的，所以他创造的价值高于他的劳动能力的价

值，换句话说，他付出的劳动大于他以工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但

是他们说：劳动者在生产时消费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小于他所生产

的使用价值的总和，因而剩下一个使用价值的余额。——如果他

只用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来进行劳动，那就没有

什么余额了。但是重农学派只抓住这样一点：土地的生产力使劳

动者能够在一个工作日（假定为已知量）生产出多于他维持生活所

必需消费的东西。这样一来，这个剩余价值就表现为自然的赐予，

在自然的协助下，一定量的有机物（种子、畜群）使劳动能够把更多

的无机物变为有机物。

另一方面，不言而喻，这里是假定土地所有者作为资本家同劳

动者相对立的。土地所有者向劳动者支付劳动能力的代价，——

这种劳动能力是劳动者当作商品提供给他的，——而作为补偿，他

不但得到一个等价物，而且占有这种劳动能力所创造的价值增殖

额。在这个交换中，必须以劳动的物质条件和劳动能力本身彼此

脱离为前提。出发点是封建土地所有者，但他表现为一个资本家，

表现为一个纯粹的商品所有者，他使他用来同劳动交换的商品的

价值增殖，并且不仅收回这些商品的等价物，还收回超过这个等价

物的余额，因为他把劳动能力只当作商品来支付代价。他作为商

品所有者而同自由工人相对立。换句话说，这个土地所有者实质

上是资本家。在这方面重农主义体系也是对的，因为劳动者同土

地和土地所有权的分离［２２８］是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的生产的基

本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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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一体系中就产生了以下矛盾：它最先试图用对于别

人劳动的占有来解释剩余价值，并且根据商品交换来解释这种占

有，但是在它看来，价值不是社会劳动的形式，剩余价值不是剩余

劳动；价值只是使用价值，只是物质，而剩余价值只是自然的赐

予，——自然还给劳动的不是既定量的有机物，而是较大量的有机

物。一方面，地租，即土地所有权的实际经济形式，脱去了土地所

有权的封建外壳，归结为超出工资之上的纯粹的剩余价值。另一

方面，这个剩余价值——又按封建主义的精神——是从自然而不

是从社会，是从对土地的关系而不是从社会关系引伸出来的。价

值本身只不过归结为使用价值，从而归结为物质。而在这个物质

中，重农学派所关心的只是量的方面，即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超过

消费掉的使用价值的余额，因而只是使用价值相互之间的量的关

系，只是它们的最终要归结为劳动时间的交换价值。

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的矛盾，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正

从封建社会内部挣脱出来，暂时还只能给这个封建社会本身以资

产阶级的解释，还没有找到它本身的形式；这正象哲学一样，哲学

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从而一方面它消灭宗教本身，另一

方面从它的积极内容说来，它自己还只在这个理想化的、化为思想

的宗教领域内活动。

因此，在重农学派本身得出的结论中，对土地所有权的表面上

的推崇，也就变成了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和对资本主义

生产的肯定。一方面，全部赋税都转到地租上，换句话说，土地所

有权部分地被没收了——而这正是法国革命制定的法律打算实施

的办法，也是李嘉图学派的充分发展的现代政治经济学１８的最终

结论。因为地租被认为是唯一的剩余价值，并且根据这一点，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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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都落到地租身上，所以对其他形式的收入课税，只不过是对土

地所有权采取间接的、因而在经济上有害的、妨碍生产的课税办

法。结果，赋税的负担，从而国家的各种干涉，都落不到工业身上，

工业也就摆脱了国家的任何干涉。这样做，表面上是有利于土地

所有权，不是为了工业的利益而是为了土地所有权的利益。

与此有关的是：自由放任１９，无拘无束的自由竞争，工业摆脱

国家的任何干涉，取消垄断等等。按照重农学派的意见，既然工业

什么也不创造，只是把农业提供给它的价值变成另一种形式；既然

它没有在这个价值上增加任何新价值，只是把提供给它的价值以

另一种形式作为等价物归还，那末，很自然，最好是这个转变过程

不受干扰地、最便宜地进行，而要达到这一点，只有通过自由竞争，

听任资本主义生产自行其是。这样一来，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建立

在封建社会废墟上的君主专制下解放出来，就只是为了［２２９］已经

变成资本家并一心一意想发财致富的封建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资

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资本家，正象进一步发展

了的政治经济学让资本家成为仅仅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的资本家

一样。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到，现代的经济学家，如出版了重农学派的

著作和自己论述重农学派的得奖论文的欧仁·德尔先生，认为重

农学派关于只有农业劳动才具有生产性、关于地租是剩余价值的

唯一形式、关于土地所有者在生产体系中占杰出地位这些独特的

论点，同重农学派的自由竞争的宣传、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原

则毫无联系，只是偶然地凑合在一起，——他们这种看法是多么不

了解重农学派。同时也就可以理解，这个体系的封建主义外观

——完全象启蒙时代的贵族腔调——必然会使不少的封建老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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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个实质上是宣告在封建废墟上建立资产阶级生产制度的体系

的狂热的拥护者和传播者。

［（３）魁奈论社会的三个阶级。杜尔哥

对重农主义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对

资本主义关系作更深入分析的因素］

  现在我们来考察几段引文，一方面为了阐明上述论点，一方面

为了给以证明。

在魁奈的《经济表的分析》一书中，国民由三个市民阶级组成：

“生产阶级〈农业劳动者〉、土地所有者阶级”和“不生产阶级〈“所有从事

农业以外的其他职务和其他工作的市民”〉”。①（《重农学派》，欧仁·德尔出

版，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第５８页）

只有农业劳动者才是生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的阶级，土地所

有者就不是。土地所有者阶级不是“不生产的”，因为它代表“剩余

价值”，这个阶级的重要并不是由于它创造这个剩余价值，而完全

是由于它占有这个剩余价值。

在杜尔哥那里，重农主义体系发展到最高峰。他的著作中某

些地方甚至把“纯粹的自然赐予”看作剩余劳动，另一方面，他用劳

动者脱离劳动条件、劳动条件作为拿这些条件做买卖的那个阶级

的财产同劳动者相对立这种情况，来说明工人提供的东西必须超

过维持生活的工资。

说明只有农业劳动是生产劳动的第一个理由是：农业劳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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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卷引文中凡是尖括号〈 〉和花括号｛ ｝内的话都是马克思加的。——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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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

“他的〈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在社会不同成员所分担的各种劳动中占着

首要地位……正象在社会分工以前，人为取得食物而必须进行的劳动，在他

为满足自己的各种需要而不得不进行的各种劳动中占着首要地位一样。这

不是在荣誉或尊严的意义上的首要地位；这是由生理的必然性决定的首要地

位…… 土地耕种者的劳动使土地生产出超过他本人需要的东西，这些东西

是社会其他一切成员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工资的唯一基金。当后者利用从

这种交换中得来的报酬再来购买土地耕种者的产品时，他们归还土地耕种者

的〈在物质形式上〉，恰好只是他们原来得到的。这就是这两种劳动之间的本

质［２３０］差别。”（《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１７６６年），载于德尔出版

的《杜尔哥全集》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９—１０页）

剩余价值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它不是从流通中产生的，但是

它在流通中实现。产品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卖的，不是高于自己的

价值出卖的。这里没有价格超过价值的余额。但是，因为产品按它

的价值出卖，卖者就实现了剩余价值。这种情况所以可能，只是因

为卖者本人对他所卖的价值没有全部支付过代价，换句话说，因为

产品中包含着卖者没有支付过代价的、没有用等价物补偿的价值

组成部分。农业劳动的情况正是这样。卖者出卖他没有买过的东

西。杜尔哥最初把这个没有买过的东西描绘成“纯粹的自然赐

予”。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这个“纯粹的自然赐予”在他那里，不知

不觉地变成土地所有者没有买过而以农产品形式出卖的土地耕种

者的剩余劳动。

“土地耕种者的劳动一旦生产出超过他的需要的东西，他就可以用这个

余额——自然给他的超过他的劳动报酬的纯粹的赐予——去购买社会其他

成员的劳动。后者向他出卖自己的劳动时所得到的只能维持生活；而土地耕

种者除了自己的生存资料以外，还得到一种独立的和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

这是他没有买却拿去卖的财富。因此，他是财富（财富通过自己的流通使社

９２重 农 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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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一切劳动活跃起来）的唯一源泉，因为他的劳动是唯一生产出超过劳动

报酬的东西的劳动。”（同上，第１１页）

在这第一个解释中，第一，掌握了剩余价值的本质，就是说，剩

余价值是卖者没有支付过等价物，即没有买过而拿去出卖时实现

的价值。它是没有支付过代价的价值。但是第二，这个超过“劳动

报酬”的余额被看成是“纯粹的自然赐予”，因为劳动者在他的工作

日中所能生产的东西，比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东西多，比

他的工资多，这种情况一般地说就是自然的赐予，是取决于自然的

生产率的。按照这第一个解释，全部产品还是归劳动者本人占有。

但它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形成劳动者的工资——他被看作是自

己的雇佣劳动者，他把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

的那部分产品支付给自己。除此以外的第二部分是自然的赐予，形

成剩余价值。但是，只要抛开“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这个前

提，而产品的两部分即工资和剩余价值分别属于不同的阶级，一部

分属于雇佣劳动者，另一部分属于土地所有者，那末，这个剩余价

值的性质，这个“纯粹的自然赐予”的性质，就更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不论工业还是农业本身，要形成雇佣劳动者阶级（最初，一切

从事工业的人只表现为“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的雇工，即雇

佣劳动者），劳动条件必须同劳动能力分离，而这种分离的基础是，

土地本身表现为社会上一部分人的私有财产，以致社会上另一部

分人失去了借以运用自己劳动的这个物质条件。

“在最初的时代，土地所有者同土地耕种者还没有区别…… 在那个最

初的时代，每一个勤劳的人要多少土地，就可以找到多少土地，［２３１］谁也不

会想到为别人劳动…… 但是，到了最后，每一块土地都有了主人，那些没有

得到土地的人最初没有别的出路，只好从事雇佣阶级的职业〈即手工业者阶

级，一句话，一切非农业劳动者阶级〉，用自己双手的劳动去换取土地耕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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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者的产品余额。”（第１２页）“土地耕种者－土地所有者”可以用

土地对其劳动所赐予的“相当多的余额支付别人，要别人为他耕种土地。对

于靠工资过活的人来说，无论从事哪种劳动来挣工资，都是一样。因此，土地

所有权必定要同农业劳动分离，而且不久也真的分离了…… 土地所有者开

始把耕种土地的劳动交给雇佣的土地耕种者去担负”。（同上，第１３页）

这样，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就在农业中出现了。只有当一

定数量的人丧失对劳动条件——首先是土地——的所有权，并且

除了自己的劳动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出卖的时候，这种关系才

会出现。

现在，对于已经不能生产任何商品而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

的雇佣工人来说，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必要生活资料的等价物，必

然成为他同劳动条件的所有者交换时的规律。

“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

一无所有…… 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于

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同上，第１０页）

而且，雇佣劳动一出现，

“土地产品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包括土地耕种者的生存资料和利润，这

是他的劳动的报酬，也是他耕种土地所有者的土地的条件；余下的就是那个

独立的可以自由支配的部分，这是土地作为纯粹的赐予交给耕种土地的人

的、超过他的预付和他的劳动报酬的部分；这是归土地所有者的份额，或者

说，是土地所有者赖以不劳动而生活并且可以任意花费的收入”。（同上，第

１４页）

但是，这个“纯粹的土地赐予”现在已经明确地表现为土地给

“耕种土地的人”的礼物，即土地给劳动的礼物，表现为用在土地上

的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劳动由于利用自然的生产力所具

有的，从而是劳动从土地中吸取的，是劳动只作为劳动从土地中吸

１３重 农 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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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的。因此，在土地所有者手中，余额已经不再表现为“自然的赐

予”，而表现为对于别人劳动的——不给等价物的——占有，后者

的劳动由于自然的生产率，能够生产出超过本身需要的生存资料，

但是它由于是雇佣劳动，在全部劳动产品中只能占有“维持他的生

活所必需的东西”。

“土地耕种者生产他自己的工资，此外还生产用来支付整个手工业者和

其他雇佣人员阶级的收入。土地所有者没有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就一无所有

〈可见不是靠“纯粹的自然赐予”〉；他从土地耕种者那里［２３２］得到他的生存

资料和用来支付其他雇佣人员劳动的东西…… 土地耕种者需要土地所有

者，却仅仅由于习俗和法律。”（同上，第１５页）

可见，在这里，剩余价值直接被描绘成土地所有者不给等价物

而占有的土地耕种者劳动的一部分，因而这部分劳动的产品是他

没有买过而拿去出卖的。但是，杜尔哥所指的不是交换价值本身，

不是劳动时间本身，而是土地耕种者的劳动超出他自己的工资之

上提供给土地所有者的产品余额；但这个产品余额，只不过是土地

耕种者在他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而劳动的时间以外，白白地为土

地所有者劳动的那一定量时间的体现。

因此，我们看到，重农学派在农业劳动范围内是正确地理解剩

余价值的，他们把剩余价值看成雇佣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虽然对于

这种劳动本身，他们又是从它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具体形式来考察

的。

顺便指出，杜尔哥认为，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土地

出租”是

“一切方式中最有利的方式，但是采用这种方式应以已经富庶的地区为

前提”。（同上，第２１页）

｛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必须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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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简单地从商品同商品的交换中，而是从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

工人之间在生产范围内进行的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而劳动条

件的所有者和工人又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彼此对立的，因此，这里决

不是以脱离交换的生产为前提。｝

｛在重农主义体系中，土地所有者是“雇主”，而其他一切生产

部门的工人和企业主是“工资所得者”，或者说，“雇佣人员”。由此

也就有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

杜尔哥这样分析劳动条件：

“在任何劳动部门，劳动者事先都要有劳动工具，都要有足够数量的材料

作为他的劳动对象；而且都要在他的成品出卖之前有可能维持生活。”（同

上，第３４页）

所有这些“预付”，这些使劳动有可能进行，因而成为劳动过程

的前提的条件，最初是由土地无偿提供的：

“在土地完全没有耕种以前，土地就提供了最初的预付基金”，如果实、

鱼、兽类等等，还有工具——例如树枝、石块、家畜，后者的数量由于繁殖而增

加起来，它们每年还提供“乳、毛、皮和其他材料，这些产品连同从森林里采伐

来的木材一起，成了工业生产的最初基金”。（同上，第３４页）

这些劳动条件，这些“预付”，一旦必须由第三者预付给工人，

就变成资本，而这种情况，从工人除了本身的劳动能力外一无所有

的时候起，就出现了。

“当社会上大部分成员只靠自己的双手谋生的时候，这些靠工资生活的

人，无论是为了取得加工的原料，还是为了在发工资之前维持生活，都必须事

先得到一些东西。”（同上，第３７—３８页）

［２３３］杜尔哥给“资本”下的定义是

“积累起来的流动的价值”。（同上，第３８页）最初，土地所有者或土地耕

种者每天直接把工资和材料付给，比如说，纺麻女工。随着工业的发展，必须

３３重 农 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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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较大量的“预付”，并保证这个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于是这件事就由

“资本所有者”担当起来。这些“资本所有者”必须在自己产品的价格中收回

他的全部“预付”，取得等于“假定他用货币购买一块〈土地〉而给他带来的东

西”的一笔利润，还要取得他的“工资”，“因为，毫无疑问，如果利润一样多，他

就宁可毫不费力地靠那笔资本能够买到的土地的收入来生活了”。（第３８—

３９页）

“工业雇佣阶级”又划分为

“企业资本家和普通工人”等等。（第３９页）

“租地农场企业主”的情形也和这些企业资本家的情形一样。

他们也象上述情况一样，必须收回全部“预付”，同时取得利润。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从土地产品的价格中事先扣除；余下的部分由土地

耕种者交给土地所有者，作为允许他利用后者的土地来建立企业的报酬。这

就是租金，就是土地所有者的收入，就是纯产品，因为土地生产出来补偿各种

预付和这些预付的提供者的利润的全部东西，不能看成收入，而只能看成土

地耕作费用的补偿；要知道，如果土地耕种者收不回这些费用，他就不会花费

自己的资金和劳动去耕种别人的土地。”（同上，第４０页）

最后：

“虽然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劳动者阶级的利润积蓄而成，但是，既然这些利

润总是来自土地（因为所有这些利润不是由收入来支付，便是由生产这种收

入的费用来支付），那末很明显，资本也完全象收入一样，来自土地；或者更确

切地说，资本不外是土地所生产的一部分价值的积累，这一部分价值是收入

的所有者或分享者可以每年储存起来，而不用来满足自己的需要的。”（第

６６页）

不言而喻，既然地租成为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那末唯有地租

才是资本积累的源泉。资本家在此以外积累的东西，是从他们的

“工资”中（从供他们消费的收入中，因为利润正是被看成这种收

入）积攒下来的。

因为利润和工资一样，算在土地耕作费用中，只有余下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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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成为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所以土地所有者尽管被摆在可敬的地

位，事实上，丝毫不分摊土地耕作费用，因而他不再是生产当事人

——这一点同李嘉图学派的看法完全一样。

重农主义的产生，既同反对柯尔培尔主义２０有关系，又特别是

同罗氏制度的破产２１有关系。

［（４）把价值同自然物质混淆起来（帕奥累蒂）］

［２３４］把价值同自然物质混淆起来，或者确切些说，把两者等

同起来的看法，以及这种看法同重农学派的整套见解的联系，在后

面这段引文中表现得很清楚。这段引文摘自斐迪南多·帕奥累蒂

的著作《谋求幸福社会的真正手段》（这部著作一部分是针对维里

的，维里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１７７１年）中曾经反对重农学

派）。（托斯卡纳的帕奥累蒂所写的这部著作，见库斯托第出版的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２０卷。）

象“土地产品”这样的“物质数量倍增的情况”，“在工业中无疑是没有的，

而且永远也不可能发生，因为工业只给物质以形式，仅仅使物质发生形态变

化；所以工业什么也不创造。但是，有人反驳我说，工业既给物质以形式，那

它就是生产的；因为它即使不是物质的生产，也还是形式的生产。好吧，我不

否认这一点；可是，这不是财富的创造，相反，这无非是一种支出…… 作为

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研究对象的，是物质的和实在的生产，而这种生产只能

在农业中发生，因为只有农业才使构成财富的物质和产品的数量倍增…… 

工业从农业购买原料，以便把它加工。工业劳动，前面已经说过，只给这个原

料以形式，但什么也不给它添加，不能使它倍增”。（第１９６—１９７页）“给厨师

一定数量的豌豆，要他用来准备午餐；他好好烹调之后，将烧好的豌豆端到你

桌上，但是数量同他拿去的一样；相反，把同量的豌豆交给种菜人，让他把豌

豆拜托给土地，到时候，他归还给你的至少比他领去的多３倍。这才是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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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的生产。”（第１９７页）“物由于人的需要才有价值。因此，商品的价

值，或这个价值的增加，不是工业劳动的结果，而是劳动者支出的结果。”

（第１９８页）“一种最新的工业品刚一出现，它很快就在国内外风行起来；可

是，其他工业家、商人的竞争会极快地把它的价格压低到它应有的水平，这个

水平……决定于原料和工人生存资料的价值。”（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５）亚当·斯密著作中重农主义理论的因素］

把自然力大规模地使用于生产过程，在农业中要比在其他一

切生产部门中早。自然力在工业中的使用，只是在工业发展到比

较高的阶段才明显。从后面的引文可以看出，亚·斯密在这里还

反映大工业的史前时期，因此他表达的是重农主义的观点，而李嘉

图则从现代工业的观点来回答他。

［２３５］亚·斯密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第二篇第五章中，谈到地租时说道：

“地租是扣除或补偿一切可以看作人工产物的东西之后所留下的自然的

产物。它很少少于总产品的四分之一，而常常多于总产品的三分之一。制造

业中使用的等量生产劳动，决不可能引起这样大的再生产。在制造业中，自

然什么也没有做，一切都是人做的；并且再生产必须始终和实行再生产的当

事人的力量成比例。”

对于这一点，李嘉图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１９

年第２版第６１—６２页上的注）中作了回答：

“在工业中，自然没有替人做什么吗？那些推动我们的机器和船只的风力

和水力，不算数吗？那些使我们能开动最惊人的机器的大气压力和蒸汽压力，

不是自然的赐予吗？至于在软化和溶化金属时热的作用以及在染色和发酵过

程中大气的作用，就更不用提了。在人们所能举出的任何一个工业部门中，

自然都给人以帮助，并且是慷慨而无代价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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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重农学派把利润只看成是地租的扣除部分：

“重农学派说，例如一幅花边的价格，它的一部分只补偿工人的消费，而

另一部分则由一个人｛也就是土地所有者｝的口袋转入另一个人的口袋。”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１８２１

年伦敦版第９６页）

重农学派认为利润（包括利息）只是用于资本家消费的收入，

从这种见解也产生了亚·斯密和追随他的经济学家的以下观点：

资本的积累应归功于资本家个人的节俭、节约和节欲。重农学派

所以作出这个论断，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地租才是真正的、经济

的、可以说是合法的积累源泉。

杜尔哥说：“它〈即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是唯一生产出超过劳动报酬的东

西的劳动。”（杜尔哥，同上第１１页）

可见，利润在这里完全包括在“劳动报酬”之中。

［２３６］“土地耕种者除了这个补偿〈补偿他自己的工资〉以外，还生产出土

地所有者的收入，而手工业者既不为自己也不为别人生产任何收入。”（同

上，第１６页）“土地生产出来补偿各种预付和这些预付的提供者的利润的全

部东西，不能看成收入，而只能看成土地耕作费用的补偿。”（同上，第４０

页）   

阿·布朗基在《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１８３９

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３９页）中，谈到重农学派时说道：

“他们认为，用于耕种土地的劳动，不仅生产出劳动者在整个劳动期间为

维持本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而且还生产出一个可以加到已有财富量上的价

值余额〈剩余价值〉，他们把这个余额称为纯产品。”

（因而他们是从剩余价值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形式来看剩

余价值的。）

“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纯产品必定属于土地所有者，并且成为他手中完全

可以由他支配的收入。那末什么是其他劳动部门的纯产品呢？……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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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商人、工人——他们都被看成是农业的伙计、雇佣劳动者，而农业是一切

财富的至高无上的创造者和分配者。根据经济学家２２的体系，所有这些人的

劳动产品只代表他们在劳动期间消费掉的东西的等价物，因此，在劳动完成

之后，除非工人或业主把他们有权消费的东西储存下来，也就是说
·
节
·
约
·
下
·
来，

财富的总量同以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只有用在土地上的劳动，才能生产

财富，而其他生产部门的劳动是
·
不
·
生
·
产
·
的，因为它不能使社会资本有任何增

加。”

｛总之，重农学派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在于剩余价值的

生产。他们应当解释的正是这种现象。在他们驳倒了重商主义的

“让渡利润”之后，问题也就在这里。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说：“要有货币，人就必须购买货币，在这种购买之

后，他并不比以前更富；他不过是把他以商品形式付出去的同一个价值，以货

币形式取回来。”（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２卷

第３３８页）

这一点适用于［２３７］买，也适用于卖，同样适用于商品的整个

形态变化的结果，即买卖的结果；适用于各种商品按其价值进行的

交换，即等价物的交换。但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

呢？也就是说，资本是从哪里来的呢？摆在重农学派面前的正是这

个问题。他们的错误在于，他们把那种由于植物自然生长和动物

自然繁殖而使农业和畜牧业有别于工业的物质增加，同交换价值

的增殖混淆起来了。在他们看来，使用价值是基础。而一切商品的

使用价值（如果用烦琐哲学家的术语来说，则归结为一般实质），在

他们看来，就是自然物质本身，而自然物质在其既定形式上的增

加，只有在农业中才会发生。｝

亚·斯密著作的翻译者热·加尔涅本人是一个重农主义者，

他正确地叙述了重农主义的节约论等。首先他告诉我们，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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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商学派认为是一切生产部门——只有靠“让渡利润”，靠

商品高于其价值出卖，才能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发生的只是已创

造的价值的新分配，而不是已创造的价值的新增加。

“手工业者和工业家的劳动不开辟财富的任何新源泉，它只有靠有利的

交换才能获得利润，并且只具有纯粹相对的价值，这种价值，如果靠交换获利

的机会不再出现，也就不会再有了。”（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加尔涅的译本，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５卷第２６６页）２３

或者说，他们的节约——除去开支以外给自己保留下来的价

值——必须依靠缩减自己的消费来实现。

“虽然除了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节约以外，手工业者和工业家的劳动不

可能把其他任何东西加到社会财富的总量上去，但是它依靠这种节约，能促

使社会富裕。”（同上，第２６６页）

下面一段话说得更详细：

“农业劳动者正是以自己的劳动产品使国家富裕；相反，工商业劳动者只

有节约自己的消费才能够使国家富裕。经济学家的这个论断是从他们对农

业劳动和工业劳动所作的区分得出的，并且同这种区分本身一样是无可争议

的。事实上，手工业者和工业家的劳动可以加到物质价值上去的，仅仅是他

们自己劳动的价值，也就是这种劳动根据国内当时通行的工资率［２３８］和利

润率必定带来的工资和利润的价值。这种工资，无论是高是低，都是劳动的

报酬；这是工人有权消费并且假定正在消费的东西；因为只有通过消费，他才

能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而这种享受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全部报酬。同样，利

润无论是高是低，也被看成资本家天天消费的东西，当然，假定资本家也是按

照资本带给他的收入的多少来安排自己的享受的。总之，如果工人不放弃他

按照适合于他的劳动的通行的工资率有权享受的一部分福利，如果资本家不

把资本带给他的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那末，工人和资本家在完成劳动时，也

就消费了这个劳动带来的全部价值。因此，在他们的劳动完成之后，社会财

富的总量依然和以前一样，除非他们把他们有权消费并且能够消费而不致被

指责为浪费的一部分东西节约下来；在后一场合，社会财富总量就增加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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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节约的全部价值。因此，完全可以说，从事工商业的人只有通过个人的节

俭才能增加社会现有的财富总量。”（同上，第２６３—２６４页）

加尔涅也完全正确地觉察到，亚·斯密关于通过节约进行积

累的理论，是建立在这个重农主义基础上的（亚·斯密深受重农主

义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对重农主义的批判上表现得最明显）。加

尔涅说：

‘“最后，如果经济学家曾经断言，工业和商业只有通过节俭才能增加国

民财富，那末，斯密同样说过，如果经济不通过本身的节约来增加资本，工业

就会白白经营，一国的资本也就永远不会增加（第２篇第３章）。由此可见，斯

密完全同意经济学家的意见”等等。（同上，第２７０页）

［（６）重农学派是资本主义大农业的拥护者］

［２３９］阿·布朗基在前面引用过的著作中指出，促使重农主义

传播、甚至促使它产生的一个直接历史情况是：

“在制度〈罗氏制度２１〉的狂热气氛中猛长起来的一切价值，除了毁灭、荒

芜、破产之外，毫无所留。唯独土地所有权在这次风暴中未受损伤。”

｛因此，蒲鲁东先生在《贫困的哲学》中，也让土地所有权跟在

信贷后面出现。｝

“它的地位甚至改善了，因为它——也许是从封建时代以来第一次——

转了手，并且被大规模地分割了。”（同上，第１３８页）

这就是说：

“在该制度的影响下发生的无数次转手，开始了土地所有权的分割……

土地所有权第一次摆脱了封建制度长期来使它所处的僵化状态。对农业来

说，这是土地所有权的真正的苏醒…… 它〈土地〉从死手制度转入了流通制

度。”（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０４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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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象魁奈和他的其他门徒一样，杜尔哥也主张农业中的资本

主义生产。例如，杜尔哥说：

“土地的出租…… 最后这种方式〈以现代租佃制为基础的大农业〉是一

切方式中最有利的方式，但是采用这种方式应以已经富庶的地区为前提。”

（见杜尔哥，同上第２１页）

魁奈在他的《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中说：

“用于种植谷物的土地应当尽可能地联合成由富裕的土地耕种者〈即资

本家〉经营的大农场，因为大农业企业与小农业企业相比，建筑物的维修费较

低，生产费用也相应地少得多，而纯产品多得多。”［《重农学派》，德尔出版，

第１部第９６—９７页］

同时，魁奈在上述地方承认：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成果，应

当归“纯收入”，因而首先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即剩余价值占有者

手里；剩余价值的相对增加不是由土地产生的，而是由提高劳动生

产率的社会措施和其他措施产生的。［２４０］他在上述地方说：

“可以利用动物、机器、水力等等进行的劳动，它的任何有利的｛对“纯产

品”有利的｝节约，都造福于居民［和国家，因为较大量的纯产品能保证从事其

他职业和工作的人有较多的工资］。”

同时，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同上，第２卷第４０７页）模糊地猜

到：剩余价值至少在工业中（前面已经指出，杜尔哥把这一点推广

到一切生产部门）同工业工人本身有某种关系。他在这个地方大

声疾呼：

“盲目崇拜工业的虚假产品的人们，请把你们的狂喜劲儿收敛一下吧！在

你们赞赏工业奇迹之前，睁开眼睛看看，那些有手艺把２０苏变为１０００埃巨

价值的工人是多么贫穷，至少是多么拮据！价值的这个巨大的增殖额落到谁

手里去呢？请看：亲手创造价值增殖额的人却过不了宽裕日子！请注意这个对

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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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重农学派政治观点中的矛盾。

重农学派和法国革命］

  经济学家的整个体系的矛盾。魁奈是君主专制的拥护者之一。

“政权应当是统一的…… 在政体上，保持各种相互对抗的力量的制度

是有害的，它只证明上层不和睦和下层受压迫。”（见前面引证的《农业国经

济管理的一般原则》［《重农学派》，德尔出版，第１部第８１页］）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写道：

“人注定要在社会内生活，单单这一点就注定他要在专制制度的统治下

生活。”（《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第１卷第２８１页）

这里还有“人民之友”２４米拉波侯爵，老米拉波！正是这个学派

以自己的自由放任１９口号推翻了柯尔培尔主义
２０
，并根本否定政府

对市民社会活动的任何干涉。它只让国家在这个社会的缝隙中生

活，就象伊壁鸠鲁让神在世界的缝隙中存在２５一样！对土地所有权

的颂扬，在实践中变成了把赋税全都转到地租上的要求，这就包含

着国家没收地产的可能性，——这一点完全同李嘉图学派的激进

分子１８一样。法国革命不顾勒代雷和其他人的反对，采纳了这种赋

税理论。

杜尔哥本人是给法国革命引路的激进资产阶级大臣。重农学

派虽然有它的假封建主义外貌，但他们同百科全书派２６齐心协力

地工作。［２４０］

［２４１］杜尔哥试图预先采取法国革命的措施。他以１７７６年二

月敕令废除了行会。（这个敕令在颁布三个月后就撤销了。）同样，

杜尔哥还使农民摆脱了筑路义务，并试图对地租实行单一税。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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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后面，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重农学派在分析资本方面的

巨大功绩。２８

这里暂时先指出一点。按照重农学派的意见，剩余价值的产

生有赖于特种劳动的生产率即农业的生产率。而这种特殊的生产

率的存在，总的说来，有赖于自然本身。

根据重商主义体系，剩余价值只是相对的：一人赢利就是他人

亏损。“让渡利润”，或者说“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

因此，从一国总资本来看，在这个国家内部，实际上并没有形成

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有在一个国家同另一些国家的关系中才能

形成。一国所实现的超过另一国的余额表现在货币上（贸易差

额），因为货币正是交换价值的直接的和独立的形式。与此相

反，——因为重商主义体系事实上否定绝对剩余价值的形成，——

重农主义愿意把绝对剩余价值解释为“纯产品”。因为重农学派把

注意力集中在使用价值上，所以他们认为农业是这种“纯产品”的

唯一创造者。

［（８）普鲁士反动分子施马尔茨把

重农主义学说庸俗化］

  我们看到，追查蛊惑者２９的老手，普鲁士王国枢密顾问施马尔

茨是重农主义的最幼稚的代表之一——他同杜尔哥相差不知多

远！例如，施马尔茨说：

“既然自然付给他〈土地所有者〉比合法货币利息多一倍的利息，那末，根

３４重 农 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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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什么明显的理由可以剥夺他的这种收入呢？”（《政治经济学》，昂利·茹弗

鲁瓦译自德文，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９０页）３０

关于最低限度的工资，重农学派是这样表述的：工人的消费

（或开支）等于他们所得的工资。或者象施马尔茨先生那样把这一

点一般地表述为：

“某一职业的平均工资，等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在他劳动期间的平均消

费额。”（同上，第１２０页）

［接着，我们在施马尔茨的书里读到：］

“地租是国民收入的唯一要素；［２４２］投资的利息和各种劳动的工资，都

不过是把这个地租的产品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个人的手里。”（同上，

第３０９—３１０页）

“国民财富仅仅在于土地每年生产地租的能力。”（同上，第３１０页）

“一切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如果要追究它们的价值的基础或原始

要素，那就必须承认，这个价值无非是纯粹的自然产品的价值。这就是说，虽

然劳动使这些东西具有新价值，因而增加了它们的价格，但这个新价值，或者

说，这个增加了的价格，仍然不过是为了使这些东西具有新形式，而由工人以

各种方式毁坏、消费或用掉的一切自然产品的价值的总和。”（同上，第３１３

页）

“这种劳动〈真正的农业〉是唯一有助于生产新
·
物
·
体的劳动，因而是唯一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为生产劳动的劳动。至于加工工业的劳动……它只赋

予自然所生产的物体以新的形式。”（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９）对重农学派在农业问题上的

偏见的最初批判（维里）］

  反对重农学派的偏见。

维里（彼得罗）《政治经济学研究》（１７７１年第一次刊印），见库

４４ 第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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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第出版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第十五卷。

“宇宙的一切现象，不论是由人手创造的，还是由物理学的一般规律引起

的，都不是真正的新创造，而只是物质的形态变化。结合和分离是人的智慧

在分析再生产的观念时一再发现的唯一要素；价值和财富的再生产，如土地、

空气和水在田地上变成谷物，或者昆虫的分泌物经过人的手变成丝绸，或者

一些金属片被装配成钟表，也是这样。”（第２１—２２页）

接着他写道：

重农学派把“工业劳动者阶级称为不生产阶级，因为按照他们的意见，工

业品的价值等于原料加上工业劳动者在加工这个原料时所消费的食品”。

（第２５页）

［２４３］相反，维里却注意到土地耕种者经常贫穷，而工业劳动

者日益富裕，然后他继续写道：

“这证明，工业家从他卖得的价格中不仅获得消费的补偿，而且在这个补

偿之外多得一部分，而这一部分就是一年生产中所创造的新的价值量。”

（第２６页）“新创造的价值，就是农产品或工业品的价格中超过物质和物质加

工时所必要的消费费用的原有价值的余额。在农业中必须扣除种子和土地

耕种者的消费；在工业中同样要扣除原料和劳动者的消费，而每年所创造的

新价值和扣除后的余额一样多。”（第２６—２７页）

５４重 农 学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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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亚 当·斯 密

［（１）斯密著作中两种不同的价值规定：

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

价值决定于用这个商品可以买到的活劳动量］

亚·斯密和一切值得一谈的经济学家一样，从重农学派那里

接受了平均工资的概念，他把平均工资叫做“工资的自然价格”：

“一个人总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他的工资至少要够维持他的生存。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的工资甚至应略高于这个水平，否则，工人就不可能养活

一家人，这些工人就不能传宗接代。”（［加尔涅的译本］第１卷第１篇第８章

第１３６页）

亚·斯密十分明确地断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对工人本身并

没有好处。例如我们在他的著作中读到（麦克库洛赫版，第１篇第

８章，１８２８年伦敦版）：

“劳动的产品构成劳动的自然报酬或工资。在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资本积

累之前的社会原始状态中，全部劳动产品都属于劳动者。既没有土地所有者，

也没有老板来同他分享。假如社会的这种状态保持下去，那末工资就会随着

分工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一切东西就会逐渐便宜起来。”

｛无论如何，在再生产时需要劳动量较少的一切东西，都是如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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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但是，它们不仅“会”便宜起来，实际上已经便宜了。｝

“它们将会由较少量的劳动生产出来；而因为在这种状态下同量劳动生

产的商品自然会相互交换，所以它们也就可以用劳动量较少的产品［２４４］来

购买…… 但是，这种由劳动者享有自己的全部劳动产品的社会原始状态，

在土地私有制产生和资本积累之后，不可能保持下去。因此，这种状态在劳

动生产力取得最重大发展之前早就不存在了，所以，进一步研究这种状态对

劳动报酬或工资可能发生什么影响，就没有用处了。”（第１卷第１０７—１０９

页）

亚·斯密在这里非常确切地指出，劳动生产力真正大规模的

发展，只是从劳动变为雇佣劳动，而劳动条件作为土地所有权和作

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刻才开始的。因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

是在劳动者自己再也不能占有这一发展成果的条件下才开始的。

因此，研究生产力的这种增长在假定劳动产品（或这个产品的价

值）属于劳动者本人的情况下对“工资”——在这里等于劳动产品

——会有（或应当有）什么影响，就完全没有用处了。

亚·斯密深受重农主义观点的影响，在他的著作中，往往夹杂

着许多属于重农学派而同他自己提出的观点完全矛盾的东西。例

如地租学说等等，就是如此。斯密著作的这些部分并不表现他的

特点，他在这些地方纯粹是一个重农主义者，３１从我们的研究目的

来说，这些部分可以完全不去注意。

我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分析商品时已经指出，３２亚·斯密

在两种不同的交换价值规定之间摇摆不定：一方面认为商品的价

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商品的价值

决定于可以买到商品的活劳动量，或者同样可以说，决定于可以买

到一定量活劳动的商品量；他时而把第一种规定同第二种规定混

淆起来，时而以后者顶替前者。在第二种规定中，斯密把劳动的交

７４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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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实际上就是把工资当作商品的价值尺度，因为工资等于用

一定量活劳动可以购得的商品量，或者说，等于用一定量商品可以

买到的劳动量。但是，劳动的价值，或者确切些说，劳动能力的价

值，也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变化的，它和其他商品的价

值没有什么特殊的区别。这里把价值本身当作价值标准和说明价

值存在的理由，因此成了循环论证。

但是，从后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到，斯密的这种摇摆不定以及把

完全不同的规定混为一谈，并不妨碍他对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

的探讨，因为斯密凡是在发挥他的论点的地方，实际上甚至不自觉

地坚持了商品交换价值的正确规定，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商

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２４４］

［ —２８３ａ］｛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亚·斯密在他的整部著

作中，凡是说明真正事实的地方，往往把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理解

为价值和决定价值的因素。这方面的材料，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引

用了一部分。３３斯密关于分工和机器改良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的全

部学说，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这里只引一个地方就够了。亚

·斯密在第一篇第十一章谈到，他那个时代同前几个世纪比较，有

许多工业品便宜了，关于前几个世纪，他指出：

“那时，为了制造这些商品供应市场，要花费多得多的［２８３ｂ］劳动量，因

此商品上市以后，在交换中必定买回或得到一个多得多的劳动量的价格。”

（［加尔涅的译本］第２卷第１５６页）｝［ —２８３ｂ］

［ —２４５］其次，亚·斯密著作中的上述矛盾以及他从一种解

释方法到另一种解释方法的转变，是有更深刻的基础的。（李嘉图

发现了斯密的矛盾，但没有觉察到这个更深刻的基础，没有对他所

发现的矛盾做出正确的评价，因此也没有解决这个矛盾。）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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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劳动者都是商品生产者，他们不仅生产自己的商品，而且出卖

这些商品。这些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

因此，如果商品按它们的价值出卖，那末劳动者用一个作为１２小

时劳动时间的产品的商品，仍然可以买到以另一个商品为形式的

１２小时劳动时间，即物化在另一个使用价值中的１２小时劳动时

间。由此看来，他的劳动的价值等于他的商品的价值，即等于１２

小时劳动时间的产品。卖和随之而来的买，总之，整个交换过程

——商品的形态变化——在这里没有引起任何改变。它所改变的

只是表现这１２小时劳动时间的使用价值的形态。因此，劳动的价

值等于劳动产品的价值。第一，以商品形式相交换的——只要商

品按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是等量物化劳动。而第二，一定量

活劳动同等量物化劳动相交换，因为一方面，活劳动物化在属于劳

动者的产品即商品中，另一方面，这个商品又同包含等量劳动的另

一个商品相交换。因而实际上是一定量活劳动同等量物化劳动相

交换。由此可见，不仅是商品同商品按照它们所代表的等量物化

劳动时间的比例相交换，而且是一定量活劳动与代表同量物化劳

动的商品相交换。

在这种前提下，劳动的价值（用一定量劳动可以买到的商品

量，或者说，用一定量商品可以买到的劳动量），就和商品中包含的

劳动量完全一样，可以看作商品的价值尺度。这是因为，劳动的价

值所表现的物化劳动量总是等于生产这个商品所必要的活劳动

量，换句话说，一定量的活劳动时间总是支配着代表同样多的物化

劳动时间的商品量。但是，在劳动的物质条件属于一个阶级（或几

个阶级），而只有劳动能力属于另一个阶级即工人阶级的一切生产

方式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情况正好相反。劳

９４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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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产品或劳动产品的价值不属于工人。一定量活劳动支配的不是

同它等量的物化劳动；换句话说，一定量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所支

配的活劳动量，大于该商品本身包含的活劳动量。

但是，因为亚·斯密完全正确地从商品以及商品交换出发，从

而生产者最初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商品的卖者和买者——相

互对立，所以，他发现（他以为），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交换、［２４６］

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交换中，一般规律立即失效了，商品（因为劳

动既然被买卖，那它也是商品）已经不按照它们所代表的劳动量来

交换了。由此他得出结论：一旦劳动条件以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的

形式同雇佣工人相对立，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

内在尺度了。正如李嘉图正确地评论他的那样，斯密倒是应当做

出相反的结论：“劳动的量”和“劳动的价值”这两个用语不再是等

同的了，因而，商品的相对价值，虽然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调

节，但已经不再由劳动的价值调节了，因为后一个用语只有在同前

一个用语等同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以后谈到马尔萨斯的时候，３４

将会证明，即使在劳动者占有自己的产品即自己产品的价值的情

况下，把这个价值或劳动的价值当作象劳动时间或劳动本身作为

价值尺度和创造价值的要素那种意义的价值尺度，这本身就是错

误的和荒谬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商品可以买到的劳动，也

不能当作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有同样意义的尺度，其中的一个

只不过是另一个的指数。

无论如何，亚·斯密感到，从决定商品交换的规律中很难引伸

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后者显然是建立在同这一规律完全对

立和矛盾的原则上的。只要资本直接同劳动相对立，而不是同劳

动能力相对立，这种矛盾就无法解释。亚·斯密知道得很清楚，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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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和维持劳动能力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与劳动能力本身所能提

供的劳动是大不相同的。关于这个问题，他甚至引证康替龙的著

作《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

斯密谈到康替龙时写道：“这位作者补充说，强壮奴隶的劳动据估计有两

倍于他的生活费用的价值，而一个最弱工人的劳动所具有的价值，在他看来，

也不会比强壮奴隶的劳动少。”（第１篇第８章第１３７页，加尔涅的译本，第

１卷）

另一方面，奇怪的是，亚·斯密竟不了解，他的疑问同调节商

品交换的规律没有什么关系。商品Ａ和商品Ｂ按它们所包含的劳

动时间的比例进行交换，这丝毫不会由于产品Ａ或产品Ｂ的生产

者相互之间分配产品Ａ和产品Ｂ（或者确切些说，分配它们的价

值）的比例而受到破坏。如果产品Ａ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第二

部分归资本家，第三部分归工人，那末，无论他们所得的份额是多

少，丝毫也不会改变Ａ本身是按其价值同Ｂ相交换的情况。Ａ和

Ｂ这两种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比例，完全不因Ａ或Ｂ所包含

的劳动时间如何由不同的人占有而受到影响。

“当呢绒和麻布进行交换的时候，呢绒的生产者就会在麻布上恰恰占有

他们以前在呢绒上所占有的那一份。”（《哲学的贫困》第２９页）３５

这也就是李嘉图学派后来完全正当地提出来反对［２４７］亚·

斯密的论据。马尔萨斯主义者约翰·卡泽诺夫同样写道：

“商品的交换和商品的分配应当分开来考察…… 对其中一个有影响的

情况并不总是对另一个也有影响。例如，某一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的减少，会

改变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比例；但不一定会改变这种商品本身的分配，或者

根本不会影响其他商品的分配。另一方面，对一切商品同样发生影响的价值

普遍下降，不会改变商品之间的比例。它可能影响——但也可能不影响——

它们的分配”等等。（约翰·卡泽诺夫《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写

的序言》１８５３年伦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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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因为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进行的产品价值的“分配”本

身，是以商品交换——商品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为基础的，

所以这就自然引起亚·斯密的混乱。亚·斯密还把劳动的价值或

某一商品（或货币）对劳动的购买力当作价值尺度，这就使他在阐

述价格理论、研究竞争对利润率的影响等等地方乱了思路，使他的

著作在总的方面失去了任何统一性，甚至使他把许多重大问题排

除在研究范围之外。然而，我们在后面马上就会看到，这并没有影

响他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思路，因为斯密在这里始终坚持了价值

决定于各种商品中包含的已耗费的劳动时间这一正确规定。

现在我们就来谈谈他对问题的阐述。

不过，还要先提到一个情况。亚·斯密把不同的东西混淆起

来了。首先，他在第一篇第五章中说：

“一个人是富是贫，要看他能取得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的程度如何。

但是，自从各个部门的分工确立之后，一个人依靠自己的劳动能够取得的只

是这些物品中的极小部分，极大部分必须仰给于他人的劳动；所以他是富是

贫，就要看他能够支配或买到的劳动量有多大。因此，任何一种商品，对于占

有这种商品而不打算自己使用或消费，却打算用它交换其他商品的人来说，

它的价值等于这个商品能够买到或支配的劳动量。由此看来，劳动是一切商

品的交换价值的真实的尺度。”（第１卷第５９—６０页）

接着，他说：

“它们〈商品〉包含着一定量劳动的价值，我们就用这一定量的劳动去同

假定［２４８］在当时包含着同量劳动的价值的东西相交换…… 世界上的一切

财富原先都不是用金或银，而只是用劳动购买的；这些财富的价值，对于占有

它们并想用它们交换什么新产品的人来说，恰好等于他能够买到或支配的劳

动量。”（第１篇第５章第６０—６１页）

最后，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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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布斯先生说，财富就是权力；但是，获得或继承了大宗财产的人，不一

定因此就得到民政的或军事的政治权力……财富直接提供给他的权力，无非

是购买的权力；这是一种支配当时市场上有的一切他人劳动
·
或
·
者
·
说他人劳动

的一切产品的权力。”（同上，第６１页）

我们看到，在所有这些地方，斯密都把“他人劳动”同“他人劳

动的产品”混淆起来了。自从分工确立之后，属于某一个人的商品

的交换价值，就表现为这个人所能买到的别人的商品，也就是表现

为这些商品中包含的别人劳动的量，即物化了的别人劳动的量。

而别人劳动的这个量等于他自己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斯密十

分明确地说：

“商品包含着一定量劳动的价值，我们就用这一定量的劳动去同假定在

当时包含着同量劳动的价值的东西相交换。”

这里的重点在于分工所引起的变化，它表现在：财富已经不再

由本人劳动的产品构成，而由这个产品支配的别人劳动的量构成，

也就是由它能够买到的并由它本身包含的劳动量决定的那个社会

劳动的量构成。其实，这里只包含着交换价值的概念——我的劳

动只有作为社会劳动才决定我的财富，因而我的财富是由使我能

够支配等量社会劳动的我的劳动产品决定的。我的商品包含着一

定量必要劳动时间，它使我能够支配任何其他具有相等价值的商

品，因而支配物化在其他使用价值中的等量的别人劳动。这里的

重点在于分工和交换价值引起的对我的劳动和别人劳动的同等看

待，换句话说，对社会劳动的同等看待（亚当忽略了一点：连我的劳

动，或者我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也已经被社会地规定，它已经根

本改变了自己的性质），而决不在于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的差别

和两者交换的特殊规律。事实上，亚·斯密在这里谈的仅仅是：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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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值决定于它们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商品所有者的财富由他

所支配的社会劳动量构成。

然而，把劳动和劳动的产品等同起来［２４９］，的确在这里已经

为混淆两种不同的价值规定——商品价值决定于它们所包含的劳

动量；商品价值决定于用这些商品可以买到的活劳动量，即商品价

值决定于劳动的价值——提供了最初的根据。既然亚·斯密说：

“一个人财富的多少同这个权力的大小恰成比例，也就是说，同他能够支

配的他人劳动量成比例，或者同样可以说〈这里就错误地等同起来！〉，同他能

够买到的他人劳动的产品成比例。”（同上，第６１页）

那末，他同样可以说：一个人的财富同他自己的商品即他的

“财富”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成比例。斯密也指出了这一点：

“它们〈商品〉包含着一定量劳动的价值，我们就用这一定量的劳动去同

假定在当时包含着同量劳动的价值的东西相交换。”（“价值”一词在这里是

多余的，没有意义的。）

错误的结论已经在这第五章中表现出来，例如他说：

“这样看来，劳动本身的价值决不改变，因而劳动是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

方都可以用来衡量和比较一切商品的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和最终的尺度。”

（同上，第６６页）

在这里，把适用于劳动本身，因而也适用于劳动尺度即劳动时

间的话——无论劳动价值如何变化，商品价值总是同物化在商品

中的劳动时间成比例——硬用于这个变化不定的劳动价值本身。

在这里，亚·斯密只是考察一般商品交换：交换价值、分工以

及货币的性质。交换者还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相对立。他们是以

购买商品的形式购买别人的劳动，就象他们本人的劳动也是以商

品的形式出现一样。因此，他们所支配的社会劳动量，等于他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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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用来购买东西的那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但是，亚·斯密在

以后几章谈到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资本家和工人之间

的交换，而且强调指出，现在商品的价值已经不再决定于商品本身

所包含的劳动量，而决定于这个商品可以支配即可以买到的、和商

品本身包含的劳动量不同的别人活劳动的量，实际上他这种说法

决不意味着，商品本身现在已经不按照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

进行交换。这只是意味着，发财致富，商品所包含的价值的增殖以

及这种增殖的程度，取决于物化劳动所推动的活劳动量的大小。

只有这样理解，这才是正确的，但斯密在这里仍然没有弄清楚。

［（２）斯密对剩余价值的一般见解。把利润、

地租和利息看成工人劳动产品的扣除部分］

  ［２５０］在第一篇第六章，亚·斯密从假定生产者只作为商品出

卖者和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关系，转到劳动条件所有者和单纯

的劳动能力所有者之间进行交换的关系。

“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之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中，为获得

各种交换对象所必要的劳动量，看来是能够提供交换准则的唯一根据……通

常需要两天或两小时劳动制造的产品，自然比通常需要一天或一小时劳动制

造的产品，有加倍的价值。”（加尔涅的译本，第１卷第１篇第６章第９４—９５

页）

因此，生产各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着商品相互交换

的比例，换句话说，决定着它们的交换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全部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通常为获得或生产某一商品

所耗费的劳动量，是决定用这个商品通常可以买到、支配或换得的那个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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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唯一条件。”（同上，第９６页）

由此可见，在这种前提下，劳动者是单纯的商品出卖者，一个

人只有在他用自己的商品购买别人的商品的时候，才能支配别人

的劳动。因此，他用自己的商品所支配的别人劳动的量，只有他自

己的商品中包含的那样多，因为他们两个人彼此交换的只是商品，

而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或劳动量决定的。

但是，亚当继续说道：

“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

去劳动，向他们提供材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出售中，
·
或
·
者

·
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加到那些加工材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同

上，第９６页）

在继续往下读以前，我们先在这里停一下。首先，既无生存资

料，又无劳动材料的“勤劳者”——失去了立足之地的人，究竟是从

哪里来的呢？如果把斯密说法中的天真形式去掉，它的含义就是：

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劳动条件归一个阶级所有，而另一个阶级仅仅

支配劳动能力的时刻开始的。劳动和劳动条件的这种分离成为资

本主义生产的前提。

但是，第二，亚·斯密说，“雇主”使用工人，“以便从他们的劳

动产品的出售中，
·
或
·
者
·
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２５１］加到那些加工

材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是不是

说：利润从出售中产生，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因此利润是斯图

亚特所说的“让渡利润”，它无非是“财富的天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

摆动”①？下面就是他自己的回答：

６５ 第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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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用成品同货币或劳动〈这里是新的错误的根源〉或其他商品交换时，

除了偿付材料价格和工人工资以外，还必须有一些东西，作为在这个事业上

冒风险投资的企业主的利润。”（同上）

至于这个“风险”，在后面谈到对利润的辩护论的解释那一章

（见第 本札记本第１７３页）３６再讲。“在用成品交换时作为企业主

的利润的一些东西”，是不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产生的

呢？它是不是斯图亚特的“让渡利润”呢？

亚当紧接着说：“因此，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这时〈从资本主义生产发

生的时候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

润，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的报酬。”（同上，第９６—９７页）

可见，斯密在这里说得十分明确：出售“成品”时所得的利润，

不是从出售本身产生的，不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而产生

的，它不是“让渡利润”。情况恰恰相反。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即

劳动量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或者说，已经用工人

得到的工资支付。工人交还的这一部分劳动量，只等于他们以工

资形式得到的劳动量。另一部分构成资本家的利润，它是资本家

没有支付过代价而拿去出售的一定量劳动。因此，如果资本家按

商品价值即按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出售商品，换句话说，如果

这一商品按价值规律同别的商品相交换，那末，资本家的利润就由

于资本家对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劳动没有支付过代价却拿去出售

而产生。这样一来，亚·斯密自己就驳倒了自己的这种想法，即认

为当工人的全部劳动产品已不再属于工人自己，他不得不同资本

所有者分享这种产品或产品价值的时候，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即

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量这一规律就会

失效。何况他自己就认为，正因为资本家对加到商品上的一部分

７５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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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没有支付过代价，所以产生了他在出售商品时得到的利润。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斯密后来更直接地从工人超出他用来支付（即

用等价物来补偿）自己工资的那个劳动量之上所完成的劳动，引伸

出利润。从而斯密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同时他还十分

明确地指出，剩余价值不是从［２５２］预付基金中产生的，无论预付

基金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如何有用，它的价值不过是在产品中再

现而已。剩余价值仅仅是在新的生产过程中从“工人加到材料上

的”新劳动中产生的，在这个新的生产过程中，预付基金表现为劳

动资料或劳动工具。

相反，“在用成品同货币或劳动或其他商品交换时”这句话，是

不对的（并且是由于前面提到的混淆产生的）。

在资本家用商品同货币或商品交换的时候，他的利润所以产

生，是因为他拿去出售的劳动量多于他支付过代价的劳动量，就是

说，资本家没有用等量的物化劳动去交换等量的活劳动。因此，亚

·斯密不该把成品“同货币或其他商品交换”和“成品同劳动交换”

相提并论。因为在前一类交换中，剩余价值所以产生，是由于商品

按它们的价值交换，按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交换，但是这个劳动时

间中有一部分是没有支付过代价的。这里的前提是：资本家不是

用等量的过去劳动交换等量的活劳动；他占有的活劳动量大于他

支付过代价的活劳动量。否则工人的工资就会等于他的产品的价

值了。因此，在用“成品”同货币或商品交换时，即在它们按它们的

价值交换时，利润所以产生，是因为“成品”同活劳动的交换服从于

另外的规律，这里不是等价物相交换。因而这两种情况不能混为

一谈。

可见，利润不是别的，正是工人加到劳动材料上的价值中的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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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部分。但工人加到材料上的无非是新的劳动量。所以，工人的劳

动时间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工人用来向资本家换得一个等价

物，即自己的工资；另一部分，由工人无偿地交给资本家，从而构成

利润。亚·斯密正确地强调指出，只有工人新加到材料上的那部

分劳动（价值）才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所以，新创造的剩余价值本

身，同花费在材料和工具上的那部分资本，是毫不相干的。

亚·斯密这样把利润归结为对无酬的别人劳动的占有之后，

接着说：

“可是，也许有人会说，资本的利润不过是特种劳动即监督和管理的劳动

的工资的别名。”（第９７页）

他也反驳了这种关于“监督和管理的劳动”的错误观点。我们

在后面另一章还要谈到这个问题。３７这里重要的只是指出，亚·斯

密清楚地看到并且坚决地强调，他的关于利润起源的观点是同这

种辩护论观点对立的。在强调这种对立之后，他继续说道：

［２５３］“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的全部劳动产品并不总是属于劳动者。在

大多数场合，他必须同雇用他的资本所有者一起分享劳动产品。在这种情况

下，通常为获得或生产某一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不再是决定用这个商品通

常可以买到、支配或换得的那个劳动量的唯一条件。显然，这里还应当有一

个劳动的追加量，价为预付工资和给工人提供材料的资本的利润。”（同上，

第９９页）

这完全正确。如果我们谈的是资本主义生产，那末表现为货

币或商品的物化劳动所买到的，除了它本身包含的劳动量之外，总

还有一个活劳动的“追加量”，“作为资本的利润”，但是，换句话说，

这不过意味着，物化劳动无偿地占有，不付代价地占有一部分活劳

动。斯密胜过李嘉图的地方是，他有力地强调指出，这个变化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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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现的。相反，斯密不如李嘉图的地方是，他总

不能摆脱掉被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驳倒了的那种观点，即认为由

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相交换时发生的这种新关系，商品（它们彼此

不过代表物化劳动，代表已知量的实现了的劳动）的相对价值规定

也就发生变化。

斯密把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利润形式，表述为工人超出他补

偿自己工资的那部分劳动之上所完成的劳动部分以后，对于剩余

价值的另一种形式——地租，也作了同样的表述。从劳动那里夺

走因而作为别人的财产同劳动相对立的劳动的一个物质条件是资

本；另一个物质条件是土地本身，是作为地产的土地。所以，亚·

斯密谈完了“资本所有者”之后接着说：

“一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

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

取地租…… 他〈劳动者〉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

所有者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构成地租……”（同上，

第９９—１００页）

因此，象真正的工业利润一样，地租只不过是工人加到材料上

的一部分劳动，也就是“他让给”土地所有者、无偿地给予土地所有

者的一部分劳动；因此它只不过是超出工人补偿自己工资（或为工

资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提供等价物）的那部分劳动时间之上所完成

的剩余劳动部分。

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物化

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

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２５４］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

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然而，他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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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

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

产生的。

剩余价值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资本利息，借贷利息（货币的利

息）。但这种

“货币的利息总是〈斯密在同一章说道〉一种派生的收入，如果它不从使

用这些货币所取得的利润中支付，那也一定是从他种收入源泉中支付

（因此，不是从地租中支付，就是从工资中支付；在后一种情况

下，假定平均工资是已知的，利息就不是从剩余价值中取得，而是

工资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不过是利润的另一种形式——在以后

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会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条件下，利

息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３８，

除非借债人是靠借新债来还旧债利息的浪费者。”（同上，第１０５—１０６

页）

可见，利息或者是用借来的资本赚得的利润的一部分；在这种

情况下，利息就是利润本身的派生形式，是它的一个分枝，因而只

是以利润形式占有的剩余价值在不同的人之间的进一步分配。利

息或者是从地租中支付，那末情况也是一样。最后，利息或者是由

借债人从自己的资本或别人的资本中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利息就

根本不是剩余价值，而只是已有财富的另一次分配，是“财富的天

平在有关双方之间的摆动”，就象“让渡利润”一样。除了利息根本

不是剩余价值的形式这最后一种情况之外（并且除了利息是工资

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它本身是利润的一种形式的情况之外；最

后这种情况，亚当根本没有谈到），利息只是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

只是利润或地租的一部分（这只同利润和地租的分配有关）；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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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也无非表现了无酬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

“放债人总是把借出生息的货币资金看成资本。他希望货币资金能按期

归还，而借债人在这个期间将为使用这笔货币资金，付给放债人一定的年金。

借债人可以把这笔资金当作资本来使用，也可以当作直接消费基金来使用。

如果他把这笔资金当作资本来使用，他就用它们来维持生产工人的生活，而

工人则再生产出它们的价值，并提供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转让和动用

任何其他的收入源泉，就可以归还资本，支付利息。如果他把这笔资金用于

直接消费，他就成了一个浪费者，把那些原来应该维持勤劳者生活的东西挥

霍在有闲者身上。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转让或动用别的收入源泉，如地产或

地租，就不能归还资本，也不能支付利息。”（麦克库洛赫版，第２卷第２篇第

４章第１２７页）

［２５５］因此，借进货币的人——从这里来看，是指借进资本的

人——或者他自己把货币用作资本，从中取得利润。在这种情况

下，他付给放债人的利息，不过是利润的一个具有特殊名称的部

分。或者他把借来的货币浪费掉，那末，他就会使放债人的财富增

加，而使自己的财富减少。这里发生的仅仅是财富的另一次分配，

财富从浪费者手里转到高利贷者手里，但在这里没有创造剩余价

值的过程。由此看来，只要利息一般代表剩余价值，它就不过是利

润的一部分，而利润本身又无非是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一定形

式。

最后，亚·斯密指出，连靠税收生活的人的一切收入，也是或

者由工资支付，即成为工资本身的扣除部分，或者来源于利润和地

租，因而只是意味着各个不同社会阶层分享利润和地租的权利，而

利润和地租本身只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

“一切税收和以税收为基础的一切收入——薪俸、津贴、各种年金——归

根到底都是从收入的这三个原始源泉中得来的，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工资、

资本的利润或者地租中支付的。”（加尔涅的译本，第１篇第６章第１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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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货币利息以及税收和由税收而来的收入，只要不是工资

本身的扣除部分，那就只是利润和地租的分成而已，而利润和地租

又归结为剩余价值，即无酬的劳动时间。

这就是亚·斯密的一般剩余价值理论。

亚·斯密又一次把自己的整个见解加以总括。这里看得特别

清楚，他并不打算哪怕是稍微证明一下：工人加到产品上的价值

（在扣除生产费用即原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之后），由于工人不是

全部占有这个价值，而是被迫同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分享这个价

值或产品，似乎已不再由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了。商品

的价值以什么方式在商品生产者之间分配，这当然丝毫不会改变

这个价值的性质，以及商品与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

“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劳动者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

乎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

生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获以前很少有维持自己生活的

资金。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

地农场主不能从劳动者的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

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２５６］对耕种土

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

样的扣除，来支付利润。在所有手工业和制造业中，大多数劳动者都需要雇

主预付给他们劳动材料以及工资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

雇主从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材料上

的价值中得到一份，这一份也就是雇主的利润。”（麦克库洛赫版，第１卷第

１篇第８章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总之，亚·斯密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

纯粹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

动量相等的产品价值中的扣除部分。但是，正如亚·斯密自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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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证明过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

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

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

分构成。（因此，顺便指出，利润和地租，或者说，资本和地产，决不

可能是“价值的源泉”。）

［（３）斯密把剩余价值的概念推广到

社会劳动的一切领域］

  我们看到，在对剩余价值的分析上，因而在对资本的分析上，

亚·斯密比重农学派前进了一大步。在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创造

剩余价值的，仅仅是一个特定种类的实在劳动——农业劳动。因

此，他们考察的是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劳动时间，不是作为价

值的唯一源泉的一般社会劳动。而在这特定种类的劳动中，实际

上创造剩余价值的又是自然，是土地，剩余价值被理解为物质（有

机物质）的量的增加，理解为生产出来的物质超过消费了的物质的

余额。他们还只是在十分狭隘的形式中考察问题，因而夹杂着空

想的观念。相反，在亚·斯密的著作中，创造价值的，是一般社会

劳动（不管它表现为哪一种使用价值），仅仅是必要劳动的量。剩

余价值，无论它表现为利润、地租的形式，还是表现为派生的利息

形式，都不过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所有者在同活劳动交换过程中

占有的这种必要劳动的一部分。因此，在重农学派看来，剩余价值

只表现为地租形式，而在亚·斯密看来，地租、利润和利息都不过

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

我把与预付资本总额相联系的剩余价值，称为资本的利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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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样称谓，是因为直接参与生产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剩余劳动，

不管他以后还要把这个剩余价值分成哪些项目，也不管是同土地

所有者分享，还是同资本的出借人分享。例如租地农场主直接向

土地所有者支付；例如工厂主从他占有的剩余价值中向工厂地基

所有者支付地租，向出借资本给他的资本家支付利息。

［２５７］｛现在还有以下几点要考察：（１）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和

利润混淆起来；（２）他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３）他如何把地租和利

润变为价值的源泉，他对商品的“自然价格”的分析如何错误，他认

为，在商品的“自然价格”中，原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不应离开三个

“收入源泉”的“价格”而存在，因而不应单独加以考察。｝

［（４）斯密不懂得价值规律在资本同

雇佣劳动的交换中的特殊作用］

  工资，或者说，资本家用来购买对劳动能力的暂时支配权的等

价物，不是直接形式的商品，而是经过了形态变化的商品，是货币，

即作为交换价值，作为社会劳动、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化身的独立

形式的商品。当然，工人和任何其他货币所有者一样，按照同样的

价格用这些货币购买商品｛关于那些细节，例如工人是在对他比较

不利的条件和情况下购买，等等，这里撇开不谈｝。工人象任何其

他货币所有者一样，作为买者同商品的卖者相对立。在商品流通

过程本身，工人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同商品极相对立的货币

极，作为随时可以交换的一般形式的商品的所有者出现。他的货

币又转化为给他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他在这个交换过程中，按市

场上出卖商品的价格，一般说来，按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他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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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只完成Ｇ—Ｗ 的行为，从其一般形式来看，这个行为表示的是

形式的改变，而决不是价值量的改变。但是，因为工人通过他自己

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不仅加进了包含在他获得的货币中的那

个劳动时间量，不仅支付了等价物，而且还无偿地提供了恰恰成为

利润源泉的剩余劳动，所以，实际上（从结果来看，包含在劳动能力

出卖中的中介运动不见了）工人提供的价值，高于作为他的工资的

那个货币额的价值。他用更多的劳动时间购得了作为工资流到他

手里的货币所体现的那个劳动量。因此可以说，工人购买由他挣

得的货币（这只是一定量社会劳动时间的独立表现）转化成的那一

切商品，间接地用了比这些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

虽然他和任何其他买者一样，或者说，和完成了第一转化的商品的

所有者一样，按照同样的价格购买商品。相反，资本家用来购买劳

动的货币包含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比工人生产的商品包含的劳

动量或劳动时间要少。除了作为工资的那个货币额所包含的劳动

量之外，资本家还买到一个他没有支付过代价的追加劳动量，即超

出他支付的货币所包含的劳动量的余额。这个追加劳动量也就构

成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但是，因为［２５８］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从结果来看，实际上是

购买劳动，虽然这里也是通过同劳动能力的交换作为中介，而不是

直接同劳动交换）的货币，无非是其他一切商品的转化形式，是其

他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所以也可以说，一切商品在

同活劳动相交换时买到的劳动多于这些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

这个追加量也就构成剩余价值。

亚·斯密的巨大功绩在于：他正是在第一篇的几章（第六、七、

八章）中，即在从简单商品交换及其固有的价值规律转到物化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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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转到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转到从一

般形式来考察利润和地租，总之，转到剩余价值的起源问题的那几

章中，就感觉到已经出现了缺口；他感觉到，——不管他所不理解

的中介环节是怎样的，——从结果来看，规律实际上是失效了：较

大量的劳动同较小量的劳动相交换（从工人方面说），较小量的劳

动同较大量的劳动相交换（从资本家方面说）。斯密的功绩在于，

他强调指出了下面这一点（而这一点也把他弄糊涂了）：随着资本

积累和土地所有权的产生，因而随着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劳动条

件的独立化，发生了一个转变，价值规律似乎变成了（从结果来看，

也确实变成了）它的对立面。如果说，亚·斯密的理论的长处在

于，他感觉到并强调了这个矛盾，那末，他的理论的短处在于，这个

矛盾甚至在他考察一般规律如何运用于简单商品交换的时候也把

他弄糊涂了；他不懂得，这个矛盾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劳动能力本

身成了商品，作为这种特殊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因而同它

的交换价值毫无关系）是一种创造交换价值的能力。李嘉图胜过

亚·斯密的地方是，这个似乎存在而从结果来看也确实存在的矛

盾，并没有把他弄糊涂。但是，他不如亚·斯密的地方是，他竟从

来没有料到这里有问题，因此价值规律随着资本的出现而发生的

特殊发展，丝毫没有引起他的不安，更没有促使他去研究。后面我

们将会看到，亚·斯密著作中的天才的东西，到马尔萨斯著作中怎

样变成了攻击李嘉图观点的反动的东西。３４

当然，正是这个观点，使亚·斯密摇摆不定、没有把握，它抽掉

了他脚下的坚实基础，使他和李嘉图相反，不能做到对资产阶级制

度的抽象的一般基础有一个连贯的理论见解。

［２５９］前面提到，亚·斯密说，商品买到的劳动多于商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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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劳动，或者说，工人为商品支付的价值大于商品所包含的

价值，这个论点在霍吉斯金的《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中是这样表

达的：

“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意味着自然为生产某一商品而要求于人的总劳

动量…… 在我们同自然的相互关系中，劳动是最初的并且永远是唯一的购

买手段。不管生产某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有多大，在现代社会状态下，工

人为了获得并占有这个商品所必须付出的劳动，总是比向自然直接购买时所

必需的劳动多得多。这样增加了（对工人来说）的自然价格，就是社会价格。

必须随时把这两种价格区别开来。”（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

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霍吉斯金的这种看法既反映了亚·斯密的见解中正确的东

西，又反映了使斯密本人糊涂也使别人糊涂的东西。

［（５）斯密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

斯密理论中的庸俗成分］

  我们已经看到，亚·斯密如何考察一般剩余价值，而地租和利

润只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和组成部分。按照他的解释，由

原料和生产资料构成的那部分资本，同剩余价值的创造没有任何

直接的关系。剩余价值完全是从工人提供的超出仅仅构成他的工

资等价物的那部分劳动之上的追加劳动量产生的。因而，剩余价

值只是直接由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产生的，因为这是资本

中唯一不仅再生产自己，而且生产一个“余额”的部分。相反，在利

润的形式上，剩余价值是按照预付资本总额计算的，而且，除了这

一个形态变化之外，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各个不同领域中利润的平

均化，还有一些新的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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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虽然实质上是考察剩余价值，但是他没有清楚地用一个

不同于剩余价值特殊形式的特定范畴来阐明剩余价值，因此，后来

他不通过任何中介环节，直接就把剩余价值同更发展的形式即利

润混淆起来了。这个错误，在李嘉图和以后的所有经济学家的著

作中，仍然存在。由此就产生了一系列不一贯的说法、没有解决的

矛盾和荒谬的东西（在李嘉图的著作中，这种情况更加突出，因为

他更加系统而一致地、始终如一地贯彻了价值的基本规律，所以不

一贯的说法和矛盾表现得更为突出），对于这一切，李嘉图学派企

图用烦琐论证的办法，靠玩弄词句来加以解决（我们在后面关于利

润那一篇中将会看到这一点）３９。粗俗的经验主义变成了虚伪的形

而上学，变成了烦琐哲学，它绞尽脑汁，想用简单的形式抽象，直接

从一般规律中得出不可否认的经验现象，或者巧妙地使经验现象

去迁就一般规律。在这里，在分析斯密的剩余价值观点的时候，我

们就举一个这方面的例子，因为斯密的混乱不是发生在他专门谈

论利润和地租这些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的地方，而是发生在他把

利润和地租仅仅当作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当作“工人加到材料上

的劳动中的扣除部分”的地方。

［２６０］亚·斯密在第一篇第六章中说：

“因此，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这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

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总额的

报酬。”［加尔涅的译本，第１卷第９６—９７页］

然后他接着说：

“如果他〈企业主〉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于补偿他的资本所

必需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个余额，他就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

同样，如果他的利润不同所使用的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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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同上，第９７页］

首先我们要注意下面一点：亚·斯密起初把剩余价值，即“企

业主”除了“用于补偿他的资本”所必需的价值量以外得到的那个

“余额”，归结为工人加到材料上的劳动中超出补偿他们工资的劳

动之上的部分；因而，斯密完全是从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中

得出这个余额的。但是，随后他马上就从利润的形式来考察这个

余额，也就是说，不把这个余额同它所由产生的那部分资本联系起

来看，而认为它是超出预付资本总价值，即超出“预付工资和加工

材料〈由于疏忽，这里遗漏了生产工具〉的资本总额”之上的余额。

因此，他是直接从利润的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的。从而立刻就产

生了困难。

亚·斯密说：如果资本家“从出卖工人生产的产品中，除了用

于补偿他的资本所必需的数额以外，不指望再多得一个余额，他就

不会有兴趣雇用这些工人了”。只要以资本主义关系为前提，那末

这句话是完全正确的。资本家不是为了用产品满足自己的需要而

生产，一般说来，消费并不是他生产的直接目的。他是为生产剩余

价值而生产。但是，亚·斯密不象他后来的许多无能的门徒，他并

不是用这个仅仅表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资本家是为了剩余价

值而生产的前提来说明剩余价值的。这就是说，他不是用资本家

的兴趣，资本家追求剩余价值的愿望，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存在。相

反，他已经从工人“加到材料上的、超出他为补偿所得工资而加的

价值之上”的那个价值，得出了剩余价值。但是，紧接着他又说：如

果资本家的利润不同预付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他就不会有兴

趣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这里，已经不是用剩余价

值的本质，而是用资本家的“兴趣”来说明利润了。这是庸俗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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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谬的。

亚·斯密没有感觉到，他这样直接地把剩余价值同利润，又把

利润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也就推翻了刚才由他提出的剩余价值

起源的规律。［２６１］如果剩余价值只是“工人所加的、超出他为补

偿自己工资而加到材料上的那个数额之上”的“那部分价值〈或劳

动量〉”，那末，为什么这部分价值会直接因为预付资本的价值在一

种场合下比在另一种场合下大，就一定增加呢？亚·斯密紧接着自

己举了一个例子，来驳斥那种说利润是所谓“监督的劳动”的工资

的意见，在这个例子中，上述的矛盾就更加明显了。

他是这样说的：

“但是，它〈资本利润〉与工资根本不同；它受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并且

同这种所谓监督和管理的劳动的数量和性质不成任何比例。它完全取决于

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它的大小同这一资本的多少成比例。例如，假定某地

工业中的资本利润每年通常为１０％，有两个不同的制造厂，各雇２０个工人，

每个工人每年工资１５镑，这样，每个制造厂每年支出的工资为３００镑。再假

定，其中一个制造厂加工低等材料，每年只花费７００镑，另一个制造厂加工比

较高等的材料，值７０００镑。在这种情况下，前一个制造厂每年所使用的资本

总共只有１０００镑，而后一个制造厂所使用的资本达７３００镑。按１０％的比

率，前一个厂主只能指望得到年利润约１００镑，后一个厂主则可指望得到年

利润约７３０镑。尽管他们的利润额相差这样大，但他们的监督和管理的劳动

却可能是一样的，或者几乎一样的。”［加尔涅的法译本，第１卷第９７—９８

页］

在这里，我们一下子就从一般形式的剩余价值转到同问题没

有直接关系的一般利润率上来了。我们且往前看！两个工厂都使

用２０个工人的劳动，两处工人的工资都是３００镑。可见，并不是其

中的一个厂比另一个厂用了更高级的劳动，以致一个厂的一小时

１７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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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也就是说一小时剩余劳动，等于另一个厂的几小时剩余劳

动。相反，两处都是假定用同样的平均劳动，这已由两个厂的工资

相等这一点表明了。可是，为什么一个厂的工人在他们的工资价

格之外加上的剩余劳动会比另一个厂高６倍呢？或者说，虽然两处

工人获得同样的工资，因而两处工人劳动了同样多的时间来［２６２］

再生产这笔工资，可是，为什么一个厂仅仅因为加工的材料比另一

个厂贵６倍，它的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就一定会多６倍呢？

可见，一个厂比另一个厂所得到的利润多６倍这一情况，或者

一般地说，利润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的规律，乍一看来同剩余价

值仅仅表明工人的无酬剩余劳动这个剩余价值规律，或者说利润

规律（因为亚·斯密直接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是矛盾的。

亚·斯密极其天真地、不加思索地说出了这一点，丝毫没有想到这

里产生的矛盾。所有后来的经济学家——由于他们当中没有一个

人离开剩余价值的特定形式而从一般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在

这方面都信守斯密的思想。前面已经指出，这一点在李嘉图的著

作中，只不过表现得更突出罢了。

因为亚·斯密不仅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而且归结为地

租，——这是剩余价值的两个特殊形式，它们的运动取决于完全不

同的规律，——所以仅仅这一点本来就应当使他意识到，决不能不

通过任何中介环节，而把一般的抽象形式同它的任何一个特殊形

式混淆起来。不论是斯密，还是后来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照

例都缺乏对于阐明经济关系的形式差别所必要的理论认识，——

他们都是粗略地抓住现成的经验材料，只对这些材料感兴趣。正

由于这个原因，在问题纯粹涉及在价值量不变的条件下交换价值

形式的各种变化的地方，他们也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货币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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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斯密把利润、地租和工资看成

价值源泉的错误观点］

  罗德戴尔在《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拉让蒂·德·拉瓦

伊斯译，１８０８年巴黎版）一书中，反对斯密对剩余价值的理

解，——他说斯密的理解同洛克早已提出的观点一致，——他指责

说：按照这种理解，资本就不象斯密所说的那样是财富的原始源

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关于这个问题，罗德戴尔说道：

“一百多年以前，洛克已经提出了〈同亚·斯密〉几乎一样的观点……洛

克说，货币是不结果实的，它不会生产任何东西；从货币中得到的全部好处，

就是它通过相互协议，把作为一个人的劳动报酬的利润转入另一个人的口

袋。”（罗德戴尔的著作第１１６页）“如果对资本利润的这种理解真正正确的

话，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利润不是收入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且，决

不能把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之一，因为资本带来的利润不过是收入从工人的

口袋转到资本家的口袋而已。”（同上，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从资本的价值再现在产品中这一点来说，不能把资本称为“财

富的源泉”。在这里，资本仅仅作为积累的劳动，作为一定量的物

化劳动，把自己的价值加到产品上。

资本只有作为一种关系，——从资本作为对雇佣劳动的强制

力量，迫使雇佣劳动提供剩余劳动，或者促使劳动生产力去创造相

对剩余价值这一点来说，——才生产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资本

都只是［２６３］作为劳动本身的物质条件所具有的从劳动异化的而

又支配劳动的力量，总之，只是作为雇佣劳动本身的一种形式，作

为雇佣劳动的条件，才生产价值。按照经济学家通常的理解，资本

是以货币和商品形式存在的积累的劳动，它象一切劳动条件（包括

３７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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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花钱的自然力在内）一样，在劳动过程中，在创造使用价值时，发

挥生产性的作用，但它永远不会成为价值的源泉。资本不创造任

何新价值，一般地说，它把交换价值加到产品上，只是由于它本身

具有交换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它本身可归结为物化劳动时间，因

而由于劳动是它的价值的源泉。

罗德戴尔说得对：亚·斯密在研究了剩余价值和价值的本质

之后，错误地把资本和土地说成是交换价值的独立源泉。资本和

土地，只有成为占有工人超过为补偿他的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而被迫完成的那一定量剩余劳动的根据，才是它们的所有者的收

入的源泉。例如，亚·斯密说：

“工资、利润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也是一切交换价值的

三个原始源泉。”（第１篇第６章）

说它们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这是对的；说它们“也

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原始源泉”，就不对了，因为商品的价值是

完全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亚·斯密刚说了地租和利

润纯粹是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或劳动中的“扣除部分”，怎么可

以随后又把它们称为“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呢？（只有在推动“原

始源泉”，即强迫工人完成剩余劳动这个意义上说，它们才能起这

种作用。）它们只有成为占有一部分价值即一部分物化在商品中

的劳动的根据（条件），才是它们的所有者的收入的源泉。但是价

值的分配，或者说，价值的占有，决不是被占有的价值的源泉。如

果没有这种占有，工人以工资形式得到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那

末，虽然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没有来分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

仍然同从前一样。

土地所有权和资本，对于它们的所有者来说，是收入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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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使它们的所有者有权占有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可

是它们并不因此就成为它们的所有者占有的价值的源泉。但是，

说工资构成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同样是不正确的，虽然工资，或

者确切些说，劳动能力的不断出卖，也构成工人的收入的源泉。创

造价值的是工人的劳动，而不是工人的工资。工资只不过是已经

存在的价值，或者从整个生产来看，只不过是工人创造的价值中由

工人自己占有的那一部分。但是这种占有并不创造价值。因此，工

人的工资可以增减，但并不影响他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２６３］

［２６５］｛对于上述内容，还要补充以下一段引文，以证明亚·斯

密把商品价值被占有时分成的不同项目说成这个价值的源泉。他

在驳斥了那种认为利润只是资本家的工资或“监督劳动的工资”的

别名的看法之后，得出结论说：

“因此，在商品价格中，基金即资本的利润是与工资根本不同的价值源

泉，它受完全不同的原则支配。”（第１篇第６章）

然而，斯密刚才还证明，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在工人和资本

家之间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分配；因此，劳动是唯一的价值源泉，

“工资价格”和“利润价格”都是从这个价值源泉产生出来的。但是

这些“价格”本身——无论工资还是利润——都不是价值源泉。｝

［２６５］

［（７）斯密对价值和收入的关系的看法的二重性。

斯密关于“自然价格”是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和

这一见解中的循环论证］

  ［２６３］在这里，我们想完全不谈亚·斯密在多大程度上把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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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这个问题在这里对我们的研究更是无

关紧要，因为斯密把地租看成和利润完全一样，纯粹是剩余价值的

一部分，即“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中的扣除部分”。从而，斯密

［２６４］实质上也把地租理解为“利润中的扣除部分”，因为全部无酬

剩余劳动是由同劳动对立的资本家直接占有，不管他以后还要同

生产条件所有者（无论土地所有者还是资本出借人）按哪些项目分

享这个剩余价值。所以，为简单起见，我们将只谈工资和利润，作

为新创造的价值分成的两个项目。

假定某一商品体现１２小时的劳动时间（消费在这个商品上的

原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撇开不谈）。这个商品的价值本身，我们只

能用货币来表现。再假定５先令也体现１２小时的劳动时间。在这

种情况下，商品价值就等于５先令。亚·斯密所理解的“商品的自

然价格”不是别的，正是以货币表现的商品价值。（商品的市场价

格当然高于或低于商品的价值。甚至商品的平均价格也总是不同

于商品的价值，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说明。４０但是亚·斯密在考察

“自然价格”时，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况且，如果没有对价值本

性的正确看法作基础，那就不能理解商品的市场价格，更不能理解

商品的平均价格的波动。）

如果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占商品总价值的２０％，或者同

样可以说，占商品中包含的必要劳动的２５％，那末，这５先令价

值，即商品的“自然价格”，就可以分为４先令工资和１先令剩余价

值（在这里我们仿效亚·斯密，也把剩余价值叫做利润）。说不依

赖于工资和利润而决定的商品价值量，或商品的“自然价格”，可以

分为４先令工资（“劳动价格”）和１先令利润（“利润价格”），这是

对的。但是，说商品价值由不受商品价值调节的工资价格和利润

６７ 第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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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相加或合计而成，那就错了。在后一情况下，就找不到任何理

由说明：为什么商品总价值不会随着人们假定工资等于５先令、利

润等于３先令等等情况而成为８先令、１０先令等等。

亚·斯密在研究工资的“自然率”或工资的“自然价格”时所遵

循的指导线索是什么呢？是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

自然价格。但是，他又用什么来决定这些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呢？

当他一般地决定这个价格时，他又回到正确的价值规定上来，也就

是说，回到价值决定于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要的劳动时间这个

规定上来。但是，只要斯密离开这条正确的道路，他就陷入循环论

证。决定工资自然价格的这些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他是用什么

来决定的呢？用“工资”、“利润”、“地租”的自然价格；这三者构成这

些生活资料的自然价格，也构成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如此反复，

以至无穷。关于供求规律的空谈，当然无助于摆脱这种循环论证。

因为“自然价格”，或者说，与商品价值相适应的价格，恰好发生在

供求彼此相符的时候，也就是在商品价格不因供求的波动而高于

或低于商品价值的时候，换句话说，在商品的费用价格４１（或卖者

供应的商品的价值）同时就是需求所支付的价格的时候。

［２６５］但是，前面已经说过，亚·斯密在研究工资的自然价格

时，他事实上——至少在一些地方——又回到商品的正确的价值

规定上来了。相反，在关于利润的自然率或利润的自然价格的那

一章，就本应解决的题目来说，他却在毫无意义的老生常谈和同义

反复之中迷失了方向。事实上，他原来是用商品价值来调节工资、

利润和地租的。但是后来，他反过来了（这更接近于经验的外观和

平常的印象），企图用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数来决

定商品的自然价格。李嘉图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消除了这种混

７７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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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以后我们讲到李嘉图的时候，还要简单地谈谈这一点。
４２

在这里我们还要指出的只是下面一点：作为支付工资和利润

的基金的商品价值的已知量，在工业家面前，从经验上看，表现为

这样的形式：不管工资有什么波动，商品的一定的市场价格在一个

时期内保持不变。

总之，应当注意亚·斯密书中的奇怪的思路：起先他研究商品

的价值，在一些地方正确地规定价值，而且正确到这样的程度，大

体上说，他找到了剩余价值及其特殊形式的源泉——他从商品价

值推出工资和利润。但是后来，他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又想倒过来

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格的相加数来推出商品价值（他已经

从商品价值推出了工资和利润）。正由于后面这种情况，斯密对于

工资、利润等等的波动给予商品价格的影响，没有一个地方做出了

正确的分析，因为他没有基础。［ —２６５］

        

［ —３６４］｛亚·斯密。价值及其组成部分。斯密违反他原来

的正确观点而发挥的错误看法（见前面），也表现在下面这段话

里：   

“地租成为……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但与利润和工资完全不同。利润

和工资的高低是谷物价格高低的原因，而地租的多少是这一价格的结果。”

（《国富论》第１篇第１１章）４３｝［ —３６４］

［（８）斯密的错误——把社会产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

收入。斯密关于总收入和纯收入的看法的矛盾］

  ［ —２６５］现在我们来谈谈同商品价格或商品价值（这里还假

８７ 第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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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它们两者是同一个东西）的分解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假定亚·

斯密正确地作了计算，也就是说，他以商品价值为出发点，把商品

价值分解成这个价值在不同的生产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各个组

成部分，而不想倒过来从这些组成部分的价格推出价值，——这一

点这里撇开不谈。我们也不谈他的片面看法，即把工资和利润只

当作分配的形式，因而在同等意义上把这两者描写成由它们的所

有者消费的收入。撇开这一切不谈，应当指出，亚·斯密自己［对

于把产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收入］曾提出某种疑问；这里他胜过李

嘉图的地方，仍然不是他正确地解决了他所提出的疑问，而是他一

般地提出了这种疑问。

［２６６］亚·斯密是这样说的：

“这三部分〈工资、利润、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

谷物的全部价格〈指一般商品的全部价格，亚·斯密在这里说谷物，是因为

在他看来，有许多商品的价格并不包括地租这一组成部分〉。也许有人以为

必须有第四个部分，用来补偿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或者说，补偿他的役畜和

其他农具的损耗。但是必须考虑到，任何一种农具的价格，例如一匹役马的

价格，本身又是由上述三个部分构成：养马用的土地的地租，养马的劳动，预

付这块土地的地租和这种劳动的工资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这里利润表现

为原始形式，也把地租包括在内。｝因此，谷物的价格虽然要补偿马的价格

和给养费用，但全部价格仍然直接地或最终地分解为这三个部分：地租、劳

动和利润。”（第１篇第６章）（在这里，斯密突然不说“工资”，而说“劳

动”，可是他又说“地租”和“利润”，而不说“土地所有权”和“资本”，这

是完全荒谬的。）     

但同样明显的是，这里要注意到下面的情况：正象租地农场主

把马和犁的价格包括在小麦的价格中一样，那些把马和犁卖给租

地农场主的养马人和制犁人，也会把生产工具的价格（例如养马人

可能把另一匹马的价格）和原料（饲料和铁）的价格包括在马和犁

９７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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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中，而养马人和制犁人用来支付工资和利润（和地租）的基

金，仅仅由他们在自己的生产领域中加到现有不变资本价值额上

的新劳动组成。因此，如果亚·斯密在谈到租地农场主的时候，承

认在他的谷物价格中，除了他支付给自己和别人的工资、利润和地

租以外，还包括一个不同于这些部分的第四个组成部分，即租地农

场主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例如马、农具等等的价值，那末，对于

养马人和农具制造人来说，这也是适用的，斯密把我们从本丢推给

彼拉多①完全是徒劳无益的。而且选用租地农场主的例子，把我们

推来推去，尤其不恰当，因为在这个例子中，不变资本项目中包括

了完全不必向别人购买的东西，即种子，难道价值的这一组成部分

会分解成谁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吗？

但是，我们且往前走，先看看斯密是否始终贯彻了自己的观

点：一切商品的价值都可以归结为某一收入源泉或全部收入源泉

——工资、利润、地租，也就是说，一切商品都可以作为供消费用的

产品来消费掉，或者说，无论如何都可以这样或那样地用于个人需

要（而不是用于生产消费）。不过［２６７］还要先说明一点。例如在采

集浆果等等的时候，浆果等等的价值可以只归结为工资，虽然在大

多数情况下也要有篮筐等等用具作为劳动资料。可是这里谈的是

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类的例子是根本不相干的。

最初他又重复第一篇第六章说过的观点。

０８ 第  三  章

① 此语出自福音书路加福音第２３章。本丢和彼拉多是罗马的一个犹太总督的

名和姓。据福音书记载，耶稣被解送到本丢那里受审，本丢知道耶稣是加利利

人，属希律所管，就把他送交给希律，希律拒绝审讯，又把他送回彼拉多。人们

沿用此语时省去希律，而说“从本丢推给彼拉多”，意思是推来推去，不解决问

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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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篇第二章（加尔涅的译本，第２卷第２１２—２１３页）中

说：

“我们说过……大部分商品的价格都分解为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支付工

资，第二部分支付资本利润，第三部分支付地租。”

按照这种说法，一切商品的全部价值都可分解为各种收入，并

且作为消费基金而归于依靠这种收入过活的这个或那个阶级。但

是，既然一国的总产量，例如年产量，只由已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

值总额构成，而这些商品中的单个商品的价值又分解为各种收入，

那末，商品的总额——劳动的年产品，即总收入，也就能够在一年

内以这种形式消费掉。可是斯密马上起来反驳自己：

“既然就每一个特殊商品分别来说是如此，那末，就形成每一个国家的土

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的一切商品整体来说也必然是如此。这个年产品的

全部价格
·
或交换价值，必须分解为同样三个部分，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进行

分配，或是作为他们的劳动的工资，或是作为他们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为他

们占有的土地的地租。”（同上，第２１３页）

这确实是必然的结论。适用于单个商品的必定适用于商品总

额。但是亚当说并非如此。他接着说：

“虽然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总价值这样在国内不同居民之间分

配，构成他们的收入，但是，就象我们把私人地产的收入区分为总收入和纯收

入一样，我们也可以对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收入作这样的区分。”（同上，第

２１３页）

（等一等！他在前面对我们说的恰好相反：在单个租地农场主

的产品中，例如在小麦中，我们还可以在这一产品价值分解成的各

部分中，分出第四个部分，就是只补偿已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部分；

这对于单个租地农场主直接地说是正确的，但如果我们再往前走，

就会看到，作为租地农场主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在更早的阶段

１８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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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人手里的时候，在成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以前，就分解为

工资、利润等等，一句话，分解为各种收入。因此，如果说商品从它

们在单个生产者手中来考察，包含一部分不构成收入的价值，是正

确的，那末从“一个大国全体居民”来说，在他看来就是不正确的

了，因为在一个人手中成为不变资本的东西之所以具有价值，是由

于它作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总价格来自别人手中。现在他说的

恰好相反。）

亚·斯密接着说：

［２６８］“私人地产的总收入包括租地农场主所支付的一切；纯收入则是扣

除管理、修理的开支以及其他一切必要费用之后，留归土地所有者的东西，换

句话说，是他不损及自己的财产而可以归入用于直接消费即吃喝等等的基金

的东西。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财富不同他的总收入成比例，而同他的纯收入成

比例。”

（第一，斯密在这里谈的是不相干的东西。租地农场主作为地

租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和他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毫无差别，都

同他自己的利润一样，是商品价值或价格中分解为各种收入的那

一部分。问题在于，商品是否还包括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分。他在

这里是承认这一点的，正象他在谈到租地农场主时曾经不得不承

认这一点一样，不过这种承认并没有妨碍他宣称，租地农场主生产

出来的谷物（即他的谷物的价格或交换价值）只分解为各种收入。

第二，我们要顺便指出下面一点。单个租地农场主作为租地农场

主能够支配的实际财富，取决于他的利润。但另一方面，他作为商

品所有者，可以把他的农场卖掉，或者说，如果土地不属于他，可以

把土地上的全部不变资本如役畜、农具等卖掉。他由此所能实现

的价值，从而，他所能支配的财富，就取决于他的不变资本的价值，

２８ 第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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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取决于这个不变资本的大小。但是他只能把这些东西再卖

给另一个租地农场主，而在后者手中，这些东西并不是可以自由支

配的财富，而是不变资本。因此，我们仍然没有前进一步。）

“一个大国全体居民的总收入，包括他们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

（前面我们听到，这全部产品——它的价值——都分解为工

资、利润和地租，也就是说，仅仅分解为各种形式的纯收入）；

纯收入是在先扣除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用，再扣除流动资本的维持费用之

后，余下供他们使用的部分

（可见，斯密现在把劳动工具和原料扣除了），

或者说，是他们可以列入直接消费基金……而不侵占资本的部分。”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商品总量的价格或交换价值，无论就单

个资本家来说，还是就全国来说，都还包含第四个部分，这部分对

任何人都不构成收入，既不能归结为工资、利润，也不能归结为地

租。）

“维持固定资本的全部费用，显然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无论是为

维持有用机器、生产工具、经营用的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材料，还是为使这些

材料转化为适当的形式所必需的劳动的产品，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纯收入

的一部分。这种劳动的价格，当然可以是社会纯收入的一部分，因为从事这

种劳动的工人，可以把［２６９］他们工资的全部价值用在他们的直接消费基金

上。但是，在其他各种劳动中，劳动的价格和劳动的产品二者都加入这个消

费基金；劳动的价格加入工人的消费基金，劳动的产品则加入另一些人的消

费基金，这些人靠这种工人的劳动来增加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

品。”（同上，第２１４—２１５页）①

这里，亚·斯密又避开了他应该回答的问题——关于商品全

３８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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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价格的第四个部分，即不归结为工资、利润、地租的那一部分的

问题。首先我们指出一个大错误。要知道，在机器厂主那里，也象

在其他所有工业资本家那里一样，把机器等等的原料变成适当形

式的劳动分解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不仅分解为工人的工

资，而且分解为资本家的利润。但原料的价值和工人把这些原料

变成适当形式时使用的工具的价值，既不归结为工资，也不归结为

利润。那些从性质来说不用于个人消费而用于生产消费的产品并

不加入直接消费基金，这一点，是与问题毫无关系的。例如种子

（播种用的那部分小麦），从性质来说也可以加入消费基金，但是从

经济上说必须加入生产基金。其次，说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的全

部价格同产品一起都加入消费基金，是完全错误的。例如麻布，如

果不是用来作帆或用于别的生产目的，它就作为产品全部加入消

费；但是对于麻布的价格却不能这样说，因为这个价格的一部分补

偿麻纱，另一部分补偿织机等等，麻布的价格只有一部分归结为这

种或那种收入。

亚当刚对我们说过，机器、经营用的建筑物等等所必需的材

料，也同由这些材料制造的机器等等一样，“从来都不可能成为纯

收入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它们加入总收入。但是就在这些话后

面不远，就在第二篇第二章第２２０页上，他却说出相反的话：

“机器和工具等等构成个人或社会的固定资本，它们既不构成个人或社

会的总收入的一部分，也不构成个人或社会的纯收入的一部分，货币也是一

样”等等。

亚当的混乱、矛盾、离题，证明他既然把工资、利润、地租当作

产品的交换价值或全部价格的组成部分，在这里就必然寸步难行、

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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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萨伊是斯密理论的庸俗化者。萨伊把社会

总产品和社会收入等同起来。施托尔希和

拉姆赛试图把这两者区别开来］

  萨伊把亚·斯密的不一贯的说法和错误的意见化为十分一般

的词句，来掩饰他自己的陈腐的浅薄见解。我们在他的著作中读

到：

“从整个国家来看，根本没有纯产品。因为产品的价值等于产品的生产

费用，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些费用扣除，也就把全部产品价值扣除…… 年收

入就是总收入。”（《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６９页）

年产品总额的价值等于物化在这些产品中的［２７０］劳动时间

量。如果从年产品中把这个总价值扣除，那末实际上——就价值

来说——就没有任何价值留下来了，因而无论纯收入还是总收入

统统都没有了。但是，萨伊认为，每年生产的价值，当年会消费掉。

所以，对整个国家来说，根本不存在纯产品，只存在总产品。第一，

说每年生产的价值，当年会消费掉，这是错误的。固定资本的大部

分就不是这种情况。一年内生产的价值大部分进入劳动过程，而

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这就是说，并不是这些东西的总价值全部在

一年内消费掉。第二，每年消费的价值中有一部分是由不加入消

费基金而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的那种价值构成的，这些生产资料

从生产过程出来，又以自身的实物形式或以等价物的形式，重新回

到生产过程中去。另一部分则由扣除上述第一部分之后能够加入

个人消费的那种价值构成；这部分价值就构成“纯产品”。

关于萨伊的这种胡言乱语，施托尔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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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

分中，每一部分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维持该国的

资本和更新它的消费基金。”（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第５卷：《论国民

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巴黎版第１３４—１３５页）“我们要问，靠自己的劳动来满

足自己的全部需要的家庭（我们在俄国可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其收

入是否等于这个家庭的土地、资本和劳动的总产品？难道一家人能够住自己

的粮仓和畜棚，吃自己的谷种和饲料，穿自己役畜的毛皮，用自己的农具当娱

乐品吗？按照萨伊先生的论点，对所有这些问题必须作肯定的回答。”（同

上，第１３５—１３６页）“萨伊把总产品看成社会的收入，并由此得出结论说，社

会可以把等于这个产品的价值消费掉。”（同上，第１４５页）“一国的纯收入，

不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消费了的价值总额的余额构成，就象萨伊所描

写的那样，而只是由已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为生产目的而消费了的价值的余

额构成。因此，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消费这全部余额，那末它就是消费自

己的全部纯收入。”（同上，第１４６页）“如果承认一个国家的收入等于该国的

总产品，就是说不必扣除任何资本，那末也必须承认，这个国家可以把年产品

的全部价值非生产地消费掉，而丝毫无损于该国的未来收入。”（同上，第

１４７页）“构成一个国家的〈不变〉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的。”（同上，第１５０

页）

拉姆赛（乔治）在《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中，对于

亚·斯密称为“全部价格的第四个组成部分”的东西，也就是我为

了同花在工资上的资本相区别而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提出如下

意见：

［２７１］他说：“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

有一部分补偿固定资本。”（第１７４页注）

拉姆赛理解的“固定资本”，不仅包括生产工具等等，而且包括

原料，总之，就是我在各生产领域内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当李嘉

图谈到产品分为利润和工资的时候，他总是假定，预付在生产上并

在生产中消费了的资本已经扣除。然而拉姆赛基本上是对的。李

嘉图对资本的不变部分没有作任何进一步的分析，忽视了它，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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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的错误，特别是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其次在研究利润

率的波动等等问题上也犯了错误。

现在我们听听拉姆赛本人是怎样说的：

“怎样才能把产品和花费在产品上的资本加以比较呢？…… 如果指整

个国家而言……那末很清楚，花费了的资本的各个不同要素应当在这个或那

个经济部门再生产出来，否则国家的生产就不能继续以原有的规模进行。工

业的原料，工业和农业中使用的工具，工业中无数复杂的机器，生产和贮存产

品所必需的建筑物，这一切都应当是一个国家总产品的组成部分，同时也应

当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全部预付的组成部分。因此，总产品的量可

以同全部预付的量相比较，因为每一项物品都可以看成是与同类的其他物品

并列的。”（同上，第１３７—１３９页）“至于单个资本家，由于他不是以实物来补

偿自己的支出，他的支出的大部分必须通过交换来取得，而交换就需要一定

份额的产品，由于这种情况，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主不得不把更大的注意力放

在自己产品的交换价值上，而不是放在产品的量上。”（同上，第１４５—１４６

页）“他的产品的价值愈高于预付资本的价值，他的利润就愈大。因此，资本

家计算利润时，是拿价值同价值相比，而不是拿量同量相比…… 利润的上

升或下降，同总产品或它的价值中用来补偿必要预付的那个份额的下降或上

升成比例…… 因此，利润率决定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全部产品中归工人

所得的那个份额；第二，为了以实物形式或通过交换来补偿固定资本而必须

储存的那个份额。”（同上，第１４６—１４８页）

｛拉姆赛在这里谈的关于利润率的意见，要放到第三章（关于

利润）去考察。１３重要的是，他正确地强调指出了这个要素。从一方

面来看，李嘉图说，构成不变资本（拉姆赛说的“固定资本”，就是指

这个）的那些商品的落价，总会使现有资本的一部分价值下降，这

是对的。这种说法特别适用于真正的固定资本——机器等等。同

全部资本相比剩余价值的增加，如果是由资本家的不变资本总价

值下降引起的（资本家在总价值下降之前就占有了这些不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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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毫无利益可言。不过这种说法仅仅在极

小的程度上适用于由原料或成品（不加入固定资本的成品）构成的

那部分资本。原料或成品的现有量可能发生价值下降，但这个现

有量同总产量相比，始终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量。在单个资本家

那里，这种说法仅仅在很小的程度上适用于他投入流动资本的那

部分资本。从另一方面来看，很清楚，因为利润等于剩余价值和总

预付资本之比，因为可以被吸收的劳动量不取决于价值，而取决于

原料的量和生产资料的效率，不取决于它们的交换价值，而取决于

它们的使用价值，所以，其产品［２７２］构成不变资本要素的那些部

门中的劳动的生产能力愈高，生产一定量剩余价值所必需的不变

资本的支出愈少，这个剩余价值和全部预付资本之比就愈大，从

而，在剩余价值量已知的情况下，利润率就愈高。｝

（被拉姆赛当作两个独立现象来考察的东西——在再生产过

程中，就全国而言，是以产品补偿产品，就单个资本家而言，是以价

值补偿价值——可归结为两个观点，这两个观点即使对于单个资

本来说，在分析资本的流通过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时，都是

应当加以考虑的。）

拉姆赛没有解决亚·斯密所研究的并使他陷入重重矛盾的实

际困难。为了直截了当地讲清楚这个困难，我们把它表述如下：整

个资本（作为价值）都归结为劳动，它无非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

但是，有酬劳动等于工人的工资，无酬劳动等于资本家的利润。因

此，整个资本都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归结为工资和利润。也许，什

么地方在完成这样一种劳动，它既不归结为工资，也不归结为利

润，它的目的只是为了补偿在生产过程中消费了的、同时又是作为

再生产条件的那种价值？但是谁来完成这种劳动呢？要知道，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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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切劳动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恢复他自身的生产能力，另

一部分构成资本利润。

［（１０）］研究年利润和年工资怎样才能购买一年内

生产的、除利润和工资外还包含不变资本的商品４４

［（ａ）靠消费品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不可能

补偿消费品生产者的不变资本］

  为了把各种虚假的搀杂的东西从问题中清除出去，首先还要

指出下面一点。当资本家把自己的利润即自己的收入的一部分转

化为资本，转化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时候，他是用工人为他无

偿地完成的那部分劳动来支付这两者的。这里有一个新的劳动

量，它构成一个新商品量的等价物，而这些商品按其使用价值来说

就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所以，这种情况属于资本积累的问题，

它本身不包含任何困难；这里我们碰到的，是不变资本超过它原有

界限的增长，或者说，超出已经存在的和待补偿的不变资本量之上

的新不变资本的形成。困难在于已经存在的不变资本的再生产，

而不在于超出有待再生产的不变资本量之上的新不变资本的形

成。新的不变资本显然来源于利润；它以收入的形式存在极短时

间，随后即转化为资本。这部分利润归结为剩余劳动时间，即使没

有资本存在，社会也必须不断地完成这个剩余劳动时间，以便能支

配一个所谓发展基金——仅仅人口的增长，就已使这个发展基金

成为必要的了。

｛在拉姆赛的著作第１６６页上，我们看到他对不变资本作了很

好的说明，不过他仅仅是从使用价值方面来谈的。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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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总产品〈例如租地农场主的总产品〉的数额是多少，其中用来补偿

在生产过程中以不同形式消费了的全部东西的那个量，不应当有任何变动。

只要生产以原有的规模进行，这个量就必须认为是不变的。”｝

所以，首先必须从以下事实出发：和已经存在的不变资本的再

生产不同，不变资本的新形成是以利润为源泉；这里假定：一方面，

工资只够用来再生产劳动能力，另一方面，全部剩余价值统统归入

“利润”范畴，因为直接占有全部剩余价值的不是别人，正是产业资

本家，不管他以后在什么地方还得把其中的一部分分给谁。

｛“资本主义企业主是财富的总分配者：他付给工人工资，付给资本家（货

币资本家）利息，付给土地所有者地租。”（拉姆赛的著作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我们把全部剩余价值称为利润，是把资本家看成这样一种人：

（１）他直接占有生产出来的全部剩余价值，（２）他拿这种剩余价值

在他自己、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

［ —２７３］然而，这个新的不变资本由利润产生，无非是说，新

的不变资本来源于工人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这好比野蛮人除了打

猎的时间以外，还必须花费一定的时间来制造弓箭，又好比农民在

宗法式农业条件下，除了耕地的时间以外，还要花费一定量的劳动

时间来制造他的大部分工具。

但是，这里问题在于：究竟由谁劳动，以补偿生产中已经耗费

的不变资本的等价？工人为自己完成的那部分劳动，补偿他的工

资，或者从整个生产来看，就是创造他的工资。相反，他的剩余劳

动，即构成利润的劳动，一部分成为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一部分转

化为追加资本。但是，资本家并不是用这个剩余劳动或利润，来补

偿他自己生产中已耗费的资本。｛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那末剩余

价值就不会成为形成新资本的基金，而变成保存旧资本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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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然而，形成工资的必要劳动和形成利润的剩余劳动，已经构成

了整个工作日，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劳动存在的余地了。（就算资本

家担任的“监督劳动”也归入工资之内。从这方面看，资本家是雇佣

工人，不过不是别的资本家的雇佣工人，而是他自己的资本的雇佣

工人。）那末，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个源泉，那个劳动，究竟从何而来呢？

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由新的生产来补偿（这里不谈剩余

劳动）。工人消费工资，但他耗费掉多少旧劳动，他就加进多少新劳

动。如果我们考察整个工人阶级，而不受分工的干扰，那末就会看

到，工人不仅会再生产出同一个价值，而且会再生产出同样的使用

价值。这样，根据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同一个价值，同一个劳

动量，会以较大量或较小量的同样的使用价值形式再生产出来。

拿社会来说，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有一定的不变资本

作为生产条件，以极不相同的比例，同时存在于一切生产领域，它

永远属于生产，并且必须归还给生产，就象种子要归还给土地一

样。这个不变部分的价值固然可能降低或提高，这取决于构成这

个不变部分的那些商品的再生产是更便宜，还是更贵。但是，这种

价值变动决不会影响下面这一点：作为生产条件进入生产过程的

资本不变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是一个事先已知的价值，它必须再现

在产品的价值中。因此，不变资本本身的价值变动，在这里可以不

加考虑。在一切场合，不变资本在这里都表现为一定量的过去的、

物化的劳动，这一定量的劳动要作为决定产品价值的因素之一转

移到产品价值中去。因此，为了更明确地说明问题，我们假定资本

不变部分的生产费用４５或价值也保持不变，始终一样。又如，不变

资本的价值在一年内不是全部都转移到产品中，而是（就固定资本

的价值而言）在许多年内才转移到这个时期所生产的产品总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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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也不会使问题发生任何变化。因为这里谈的仅仅是一年

内实际消费的，因而必须在当年得到补偿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十分明显，不变资本的再生产问题，要在关于资本再生产过程

或流通过程的那一篇里谈，但这并不妨碍在这里就把基本问题弄清楚。

［２７４］先谈工人的工资。工人为资本家一天劳动１２小时，得

到一定量的货币，假定这笔货币体现１０劳动小时。这笔工资转化

为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全都是商品。假定这些商品的价格同

它们的价值相等。但是，在这些商品的价值中，有一个组成部分，

是抵补商品中包含的原料和损耗了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的。但是，这

些商品的价值的所有组成部分合在一起，也象工人支出的工资一

样，只包含１０劳动小时。假定这些商品的价值的２
３由它们包含的

不变资本的价值构成， １
３由完成生产过程并把产品变为消费品的

劳动构成。这样，工人是用自己的１０小时活劳动补偿２
３的不变资

本和１
３ （当年加到对象上去的）活劳动。如果在生活资料中，即

在工人购买的商品中，根本不包含不变资本；如果这些商品的原

料不花费什么，并且生产这些商品时不需要任何劳动工具，那就

可能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之一。或者，商品象原先一样，还是包含

１０小时劳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是用１０小时活劳动补偿１０

小时活劳动。或者，由工人的工资转化成的、工人再生产其劳动

能力所必需的那个使用价值量，只值３１
３小时劳动（假定没有劳

动工具和那种本身就是劳动产品的原料）。在这种情况下，工人的

必要劳动就只是３１
３小时，他的工资事实上就会降低到３

１
３小时

物化劳动时间。

假定商品是麻布，１２码麻布（在这里，我们当然根本不必注意

实际价格如何）＝３６先令，或１镑１６先令。其中１
３为新加劳动，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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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原料（纱）和机器的损耗。假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１０小时；因

而剩余劳动就等于２小时。１劳动小时用货币来表现，等于１先

令。在这种情况下，１２劳动小时＝１２先令，工资＝１０先令，利润＝

２先令。假定工人和资本家购买麻布作为消费品时，花掉全部工资

和全部利润（共１２先令），换句话说，花掉加到原料和机器上的全

部价值，即在纱变为麻布的过程中物化的全部新的劳动时间量。

（可能以后购买自己生产的产品要花费一个工作日以上的时间。）１

码麻布值３先令。把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工人和资本家用１２先

令只能买到４码麻布。这４码麻布包含１２劳动小时，然而其中只

有４小时代表新加劳动，８小时则代表物化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

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用１２劳动小时只能买到自己总产品的 １
３，

因为这个总产品的２
３由不变资本构成。１２劳动小时分为４＋８，其

中４小时自己补偿自己，８小时补偿那个同织布过程中加进的劳

动无关的、以物化了的形式即纱和机器的形式加入织布过程的劳

动。

因此，谈到用工资和利润交换或购买来作为消费品（或者是为

了再生产本身的某种目的，因为购买商品的目的丝毫不会改变这

里的问题）的那部分产品或商品，那末很清楚，这种产品的价值中

相当于不变资本的部分，是由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新加劳动基金

支付的。有多少不变资本以及有多少在最后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劳

动是用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来购买的；在生产的最后阶段加进的

劳动按什么比例来支付，物化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按什么比例来

支付；——这一切都取决于它们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成品的最

初比例。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这个比例是：物化在不变资本中

的劳动为２
３，新加劳动为

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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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５］因此，有两点是清楚的：

第一，我们为麻布所假设的比例，也就是为工人和资本家把工

资和利润实现在自己生产的商品上，即他们买回自己产品的一部

分这种情况所假设的比例，——这个比例，即使工人和资本家把同

一个价值额花在其他产品上，也保持不变。根据上面的假设，每个

商品都包含２
３不变资本和

１
３新加劳动，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始终

只能购买产品的１
３。１２小时劳动＝４码麻布。如果这４码麻布转

化为货币，它就以１２先令的形式存在。如果这１２先令又转化为麻

布以外的其他商品，这笔货币购买的也是价值为１２劳动小时的商

品，其中４小时是新加劳动，８小时是物化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

因此，假设在其他商品中也象在麻布中一样，在生产的最后阶段加

进的劳动和物化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之间保持同样的最初比例，

这个比例就是普遍的。

第二，如果一天的新加劳动等于１２小时，那末在这１２小时

中，只有４小时自己补偿自己，即补偿活的、新加的劳动，而８小时

支付物化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但是，不由活劳动本身来补偿的

这８小时活劳动究竟由谁来支付呢？正是由包含在不变资本中并

同８小时活劳动相交换的那８小时物化劳动来支付。

因此，毫无疑问，用工资和利润总额（两者加在一起，只不过代

表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总量）购买的那部分成品，都以它的各

个要素的形式得到补偿。这部分成品所包含的新加劳动得到补

偿，不变资本所包含的劳动量也得到补偿。其次，毫无疑问，不变

资本所包含的劳动在这里从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活劳动基金中得

到了自己的等价。

但是，在这里就发生困难了。１２小时织布劳动的总产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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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品与织布劳动本身所生产的大不相同），等于１２码麻布，价值

为３６劳动小时或３６先令。但是，工资和利润合起来，或者说１２小

时总劳动时间，只能从这３６劳动小时中买回１２小时；换句话说，

只能从总产品中买回４码，多１码也不行。那末，其余８码又将怎

样呢？（福尔卡德、蒲鲁东。）４６

首先我们要指出，这８码代表的无非是已耗费的不变资本。

但这个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已经改变了。它是以新产品的

形式，不再以纱、织机等等的形式，而以麻布的形式存在了。这８

码麻布，也象用工资和利润购买的其余４码麻布一样，按价值来

说，１３由织布过程中加进的劳动构成，
２
３由过去的、物化在不变资

本中的劳动构成。而在前面那４码麻布的情况下，新加劳动的１
３

抵补了４码麻布中包含的织布劳动，也就是自己抵补了自己，织布

劳动其余的２
３抵补了４码麻布中包含的不变资本；而现在正相反，

８码麻布包含的不变资本由不变资本的 ２
３来抵补，它包含的新加

劳动由不变资本的１
３来抵补。

这８码麻布本身包含了、吸收了整个不变资本的价值，——这

个价值在１２小时的织布劳动期间，转移到产品中，加入到产品的

生产过程中，而现在以供直接的个人消费（不是生产消费）的产品

形式存在，——这８码麻布本身又将怎样呢？

这８码属于资本家。如果资本家想自己把这８码消费掉，就象

他把代表他的利润的 ２
３码消费掉一样，［２７６］那他就不能把加入

１２小时织布过程的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了；他也就根本不能——

就这里所谈的加入这１２小时过程的资本来说——继续执行资本

家的职能了。所以，他要卖掉８码麻布，把它们变成２４先令货币或

２４劳动小时。但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困难。他把这８码麻布卖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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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呢？他把这些麻布转化为谁的货币呢？我们很快将回过头来谈

这个问题，现在让我们先看看下一段过程。

资本家一旦把８码麻布，即他的产品中和他预付的不变资本

相等的那部分价值，转化为货币，把它们卖掉，使它们转为交换价

值形式，他就用这些货币重新购买和原先构成他的不变资本的那

些商品同类的（按使用价值来说是同类的）商品，他购买纱、织机等

等。他按照生产新麻布所必需的比例，把２４先令分别用来购买原

料和生产工具。

由此可见，按使用价值来说，他的不变资本原先由哪种劳动的

产品构成，现在就用那种劳动的新产品来补偿。资本家再生产了

不变资本。但这些新的纱、新的织机等等，同样（按照假定）也是２
３

由不变资本构成，１３由新加劳动构成。因而，如果说前４码麻布

（新加劳动和不变资本）完全由新加劳动来支付，那末这８码麻布

就由生产本身所必需的新生产出来的各个要素来补偿，而这些新

生产出来的要素也是一部分由新加劳动，一部分由不变资本构成

的。这样，看来至少有一部分不变资本要同另一种形式的不变资

本相交换。产品的补偿是实在的事情，因为在纱被加工为麻布的

同时，亚麻正被加工为纱，亚麻的种子正种成亚麻；同样，在织机受

到磨损的同时，新的织机正在制造出来，在制造新织机的时候，新

的木材和铁正在开采出来。某些要素在某一生产领域内被生产出

来的时候，在另一生产领域内正在对它们进行加工。在所有这些

同时进行的生产过程中，虽然每个过程都代表制造产品的一个更

高的阶段，但是不变资本却以各种不同的比例同时被消费。

总之，麻布这一成品的价值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重新购买

这个时期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各个要素，另一部分则用在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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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了简单起见，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一部分利润再转化为资本

的问题，也就是说，正象在这整个研究中一样，我们假定，工资加利

润，即加到不变资本上的全部劳动量，都作为收入被消费掉。

尚待回答的问题只是：有一部分总产品的价值被用来重新购

买这个时期新生产的不变资本各个要素，究竟由谁购买这部分总

产品？谁购买８码麻布？为了切断各种遁词的后路，我们假定，这

是一种专供个人消费的麻布，而不是供生产消费（如制帆）的麻布。

这里还必须把纯粹中间性的商业活动撇开，因为这些活动只起中

介作用。例如，８码麻布被卖给商人，并且不是经过一个商人的手，

而是经过整整二十个商人的手，经过二十次买而再卖；那末，在第

二十次，麻布终究还是要被商人卖给实际消费者，因此，实际消费

者事实上或者支付给生产者，或者支付给最后一个即第二十个商

人，而这个商人对消费者来说，是代表第一个商人即实际生产者。

这些中间交易只会把最终交易推迟，或者也可以说，只会为最终交

易起中介作用，但是不能说明最终交易。无论我们是问，谁从麻织

厂主手里购买这８码麻布，还是问，［２７７］谁从第二十个商人手里

（麻布经过一系列交换行为才落到他手里）购买这８码麻布——问

题仍然是一样的。

这８码麻布和前４码麻布完全一样，必定要转入消费基金。这

就是说，它们只能由工资和利润来支付，因为工资和利润是生产者

的收入的唯一源泉，而在这里只有这些生产者才以消费者的身分

出现。８码麻布包含２４劳动小时。我们假定（以１２劳动小时为通

行的正常工作日），其他两个部门的工人和资本家把自己的全部工

资和利润花在麻布上，就象织布业中的工人和资本家把自己的整

个工作日（工人把自己的１０小时，资本家把他靠工人赚得的，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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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１０小时赚得的２小时剩余价值）都花在麻布上一样。在这种情

况下，麻织厂主就会卖掉自己的８码麻布；这样，用于织造这１２码

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就会得到补偿，这个价值可以重新花在构成不

变资本的那些商品上，因为所有这些商品，如纱、织机等等，在市场

上都有，它们在纱和织机被加工为麻布的时候已经生产出来了。

纱和织机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过程，同它们作为产品加入（而不是

作为产品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同时进行，这种情况说明，为什么

麻布的价值中和被加工的材料、织机等等的价值相等的那部分，能

够重新转化为纱、织机等等。如果麻布的各个要素的生产和麻布

本身的生产不是同时进行，８码麻布即使卖掉了，即使转化为货

币，也不能从货币再转化为麻布的各个不变要素。①

但是，另一方面，尽管市场上有新的纱、新的织机等等，因而新

的纱、新的织机等等的生产是和已有的纱、已有的织机转化为麻布

同时进行的；尽管纱和织机是和麻布同时生产出来，但是，在这８

码麻布没有卖掉，没有转化为货币以前，它们也不能再转化为织布

生产的不变资本的这些物质要素。因此，在我们还没有弄清楚，购

买８码麻布，使它们重新具有货币形式即独立的交换价值形式所

必需的基金从哪里来以前，麻布各个要素的不断的现实的生产始

终和麻布本身的生产同时并进这个事实，还是不能向我们说明不

变资本的再生产。

为了解决这个最后的困难，我们假定有Ｂ和Ｃ（比方说，一个

是制鞋业者，一个是屠宰业者）把自己的工资和利润总额，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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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支配的２４小时劳动时间，全都花在麻布上。这样，关于麻布织

造业者Ａ，我们就摆脱了困难了。他的全部产品１２码麻布（其中

物化了３６小时劳动），完全由工资和利润来补偿了，也就是说，由

Ａ、Ｂ和Ｃ这三个生产领域中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全部劳动时间

来补偿了。麻布中包含的全部劳动时间，无论是原先就已体现在

它的不变资本中的，还是在织布过程中新加的，现在都同这样一个

劳动时间相交换了，这个劳动时间不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原先就

存在于某一个生产领域中的，而是在上述Ａ、Ｂ、Ｃ三个生产领域中

在生产的最后阶段同时加到不变资本上去的。

因此，如果说麻布的原有价值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还是错误

的，——因为它实际上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同工资和利润总额

相等的价值，即１２小时织布劳动，一部分是同织布过程无关的，包

含在纱、织机中的，总之，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２４劳动小时，——

那末，相反，说１２码麻布的等价物，即１２码麻布卖得的３６先令，

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也就是说，不仅织布劳动，而且包含在纱和

织机中的劳动，都完全由新加劳动来补偿，就是由Ａ的１２小时劳

动、Ｂ的１２小时劳动和Ｃ的１２小时劳动来补偿，却是正确的。

卖出的商品本身具有的价值，分解为［２７８］新加劳动（工资和

利润）和过去劳动（不变资本的价值）；这就是卖者的商品的价值

（这也是商品的实际价值）。相反，购买这个商品的价值，即买者给

予卖者的等价物，从我们的例子来看，只归结为新加劳动，归结为

工资和利润。但是，如果由于任何商品在卖出以前都是待卖的商

品，而它只有通过单纯的形式变化才转化为货币，就认为任何商品

作为出卖的商品时的价值组成部分不同于它作为购买的商品（作

为货币）时的价值组成部分，那是荒谬的。其次，认为社会例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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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完成的劳动不仅可以自己抵补自己，——这样，如果把全部

商品量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年劳动的一半就成为另一半的等

价，——而且年产品所包含的总劳动中由当年劳动构成的 １
３的劳

动，可以抵补３
３的劳动，也就是说，它的大小等于自己的３倍，那就

更加荒谬了。

在上述例子中，我们把困难推移了，从Ａ移到了Ｂ和Ｃ。但是

困难并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第一，我们在谈Ａ的时候，有一个

解决办法，就是４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恰好等于加在纱上的劳动

时间，也就是Ａ领域的利润和工资总额，这４码是以麻布的形式，

以自己劳动产品的形式消费的。Ｂ和Ｃ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因为

这两个领域是以Ａ领域的产品麻布的形式，而不是以Ｂ和Ｃ的产

品的形式，来消费它们加进的劳动时间总量，即工资和利润总额

的。因此，它们不仅要卖掉代表不变资本包含的２４劳动小时的那

部分产品，而且要卖掉代表新加到不变资本上的１２小时劳动时间

的那部分产品。Ｂ领域要卖掉３６劳动小时，而不是象Ａ领域那样

只卖掉２４劳动小时。Ｃ的情况也是这样。第二，为了把Ａ领域的

不变资本卖掉，推销出去，转化为货币，不仅需要Ｂ领域的全部新

加劳动，而且需要Ｃ领域的全部新加劳动。第三，Ｂ和Ｃ不能把自

己产品中的任何部分卖给Ａ领域，因为Ａ产品中归结为收入的部

分，已经由Ａ产品的生产者全部花在Ａ领域本身了。Ｂ和Ｃ也不

可能用自己产品中的任何部分来补偿Ａ的不变部分，因为根据假

定，他们的产品不是Ａ的生产要素，而是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每

前进一步，困难都在增加。

为了使Ａ产品包含的３６小时（就是说，不变资本包含的 ２
３即

２４小时，新加劳动包含的 １
３即１２小时）可以完全同加在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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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劳动相交换，就必须使Ａ的工资和利润，即Ａ领域中加进的

１２小时劳动，自己消费掉本领域的产品的１
３。总产品的其余

２
３，即

２４小时，代表不变资本包含的价值。这个价值已同Ｂ和Ｃ领域的

工资和利润总额，也就是同Ｂ和Ｃ领域的新加劳动相交换。但是，

为了使Ｂ和Ｃ能够用他们的产品包含的、归结为工资［和利润］的

２４小时来购买麻布，他们就要以他们自己的产品形式卖掉这２４

小时。此外，他们还要以他们自己生产的产品形式卖掉４８小时来

补偿不变资本。因此，他们就要卖掉共７２小时的Ｂ和Ｃ的产品，

来同其他生产领域Ｄ、Ｅ等等的利润和工资总额相交换；同时（假

定正常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为了购买Ｂ和Ｃ的产品，就必须花

１２×６＝７２小时，即其他６个生产领域中的新加劳动；［２７９］因而，

必须花费Ｄ、Ｅ、Ｆ、Ｇ、Ｈ、Ｉ这些领域的利润和工资，即这些领域中

加到各自不变资本上的全部劳动量。

在这种情况下，Ｂ＋Ｃ总产品的价值，就会完全由Ｄ、Ｅ、Ｆ、Ｇ、

Ｈ、Ｉ这６个生产领域的新加劳动，即工资和利润总额来支付。但这

６个领域的全部总产品也要卖掉（因为它们的产品的任何部分都

不是由它们的生产者自己消费，这些人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收入投

在Ｂ和Ｃ的产品上了），并且这个总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在这

些领域内部实现。因此，这里就牵涉到６×３６劳动小时＝２１６劳动

小时的产品，其中１４４劳动小时为不变资本，７２（即６×１２）劳动小

时为新加劳动。现在为了使Ｄ等等的产品也按同样的方式转化为

工资和利润，即转化为新加劳动，就必须使Ｋ
１
—Ｋ

１８
这１８个生产

领域的全部新加劳动，即这１８个领域的工资和利润总额，统统都

花在Ｄ、Ｅ、Ｆ、Ｇ、Ｈ、Ｉ这些领域的产品上。Ｋ
１
—Ｋ

１８
这１８个领域并

不消费自己产品的任何部分，相反，它们已经把自己的全部收入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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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Ｄ—Ｉ这６个领域中，所以它们又要卖掉１８×３６劳动小时＝６４８

劳动小时，其中１８×１２（２１６小时）代表新加劳动，４３２小时代表不

变资本包含的劳动。因此，为了把Ｋ
１
—Ｋ

１８
的这个总产品归结为其

他领域的新加劳动，换句话说，归结为工资和利润总额，就需要有

Ｌ
１
—Ｌ

５４
领域的新加劳动，也就是１２×５４＝６４８劳动小时。Ｌ

１
—Ｌ

５４

领域的总产品等于１９４４小时（其中６４８＝１２×５４为新加劳动，

１２９６劳动小时等于不变资本所包含的劳动），为了使这个总产品

同新加劳动相交换，这些领域就要吸收Ｍ
１
—Ｍ

１６２
领域的新加劳

动，因为１６２×１２＝１９４４，而Ｍ
１
—Ｍ

１６２
领域又要吸收Ｎ

１
—Ｎ

４８６
领域

的新加劳动，依此类推。

这是一个美妙的无止境的演进，如果我们认为，一切产品的价

值都归结为工资和利润，即归结为新加劳动，同时，不仅新加到商

品上的劳动，而且这个商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都必须由其他某个

生产领域的新加劳动来支付，那末，我们就会陷入这种境况。

为了把Ａ产品包含的劳动时间，即３６小时（
１
３为新加劳动，

２
３为不变资本），归结为新加劳动，也就是说，为了假定这个劳动时

间由工资和利润来支付，我们首先就假定，产品的 １
３（这

１
３的价值

等于工资和利润总额）由Ａ领域的生产者自己消费，或者同样可

以说，由他们自己购买。以后的进程如下４７：

（１）生产领域Ａ。产品＝３６劳动小时。２４劳动小时为不变资

本。１２小时为新加劳动。产品的１
３由参加这１２小时分配的双方

——工资和利润，即工人和资本家来消费。Ａ产品的
２
３，等于不变

资本包含的２４劳动小时，则有待卖出。

（２）生产领域Ｂ
１
—Ｂ

２
。产品＝７２劳动小时；其中２４为新加劳

动，４８为不变资本。这些领域用新加劳动购买Ａ产品的２
３即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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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但是，Ｂ
１
—Ｂ

２
领域共计要卖掉

构成它们总产品价值的７２劳动小时。

（３）生产领域Ｃ１—Ｃ
６
。产品＝２１６劳动小时，其中７２小时为新

加劳动（工资和利润）。它们用新加劳动购买Ｂ
１
—Ｂ

２
的全部产品。

但是，它们要卖掉２１６，其中１４４为不变资本。

［２８０］（４）生产领域Ｄ
１
—Ｄ

１８
。产品＝６４８劳动小时；２１６为新

加劳动，４３２为不变资本。它们用新加劳动购买生产领域Ｃ
１
—Ｃ

６

的总产品＝２１６。但是，它们要卖掉６４８。

（５）生产领域Ｅ１—Ｅ
５４
。产品＝１９４４劳动小时；６４８为新加劳

动，１２９６为不变资本。它们购买生产领域Ｄ
１
—Ｄ

１８
的总产品，但是

要卖掉１９４４。

（６）生产领域Ｆ
１
—Ｆ

１６２
。产品＝５８３２，其中１９４４为新加劳动，

３８８８为不变资本。它们用１９４４购买Ｅ
１
—Ｅ

５４
的产品。而它们要卖

掉５８３２。

（７）生产领域Ｇ
１
—Ｇ

４８６
。

为了简单起见，假定每一个生产领域每次都只有一个工作日

——１２小时——为资本家和工人所分享。增加这种工作日的数目

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毫无必要地使问题复杂化。

这样，为了使这个序列的规律能够看得更清楚，可以写成：

（１）Ａ。产品＝３６小时；不变资本＝２４小时。工资和利润总额，

或者说，新加劳动＝１２小时。后者以Ａ领域本身的产品形式由资

本和劳动消费掉。

Ａ的待卖产品＝它的不变资本＝２４小时。

（２）Ｂ
１
—Ｂ

２
。这里我们需要２工作日，因而需要２个生产领域，

以便支付Ａ领域的２４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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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２×３６＝７２小时，其中２４小时为新加劳动，４８小时为

不变资本。

Ｂ
１
—Ｂ

２
的待卖产品＝７２劳动小时；这一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

会在这些领域本身消费掉。

（６）Ｃ
１
—Ｃ

６
。这里我们需要６工作日，因为７２＝１２×６，Ｂ

１
—Ｂ

２

的全部产品必须由Ｃ
１
—Ｃ

６
加进的劳动消费掉。产品＝６×３６＝２１６

劳动小时，其中７２为新加劳动，１４４为不变资本。

（１８）Ｄ
１
—Ｄ

１８
。这里我们需要１８工作日，因为２１６＝１２×１８。

既然每个工作日应有２
３不变资本，所以总产品＝１８×３６＝６４８（４３２

为不变资本）。

依此类推。

每段开头的１、２等数字，是指工作日的数目或不同生产领域

的不同劳动种类的数目，因为我们假定每一个领域只有一个工作

日。

可见，（１）Ａ。产品为３６小时。新加劳动为１２小时。待卖产

品（不变资本）＝２４小时。

或者说：

（１）Ａ。待卖产品即不变资本＝２４小时。总产品为３６小时。新

加劳动为１２小时。后者在Ａ领域本身被消费掉。

（２）Ｂ
１
—Ｂ

２
。这些领域用新加劳动购买Ａ的２４小时。不变资

本为４８小时。总产品为７２小时。

（６）Ｃ
１
—Ｃ

６
。它们用新加劳动购买Ｂ

１
—Ｂ

２
的７２小时（＝１２×

６）。不变资本为１４４，总产品为２１６。依此类推。

［２８１］因此：

（１）Ａ。产品＝３工作日（３６小时）。１２小时为新加劳动。２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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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为不变资本。

（２）Ｂ
１－２
。产品＝２×３＝６工作日（７２小时）。新加劳动＝１２×

２＝２４小时。不变资本＝４８＝２×２４小时。

（６）Ｃ
１－６
。产品＝３×６工作日＝３×７２小时＝２１６劳动小时。

新加劳动＝６×１２劳动小时（＝７２劳动小时）。不变资本＝２×７２

＝１４４。

（１８）Ｄ
１－１８
。产品＝３×３×６工作日＝３×１８工作日＝５４工作

日＝６４８劳动小时。新加劳动＝１２×１８＝２１６。不变资本＝４３２劳

动小时。

（５４）Ｅ
１－５４
。产品＝３×５４工作日＝１６２工作日＝１９４４劳动小

时。新加劳动＝５４工作日＝６４８劳动小时；不变资本＝１２９６劳动

小时。

（１６２）Ｆ
１
—Ｆ

１６２
。产品＝３×１６２工作日＝４８６工作日＝５８３２劳

动小时，其中１６２工作日即１９４４劳动小时为新加劳动，３８８８劳动

小时为不变资本。

（４８６）Ｇ
１－４８６
。产品＝３×４８６工作日，其中４８６工作日即５８３２

劳动小时为新加劳动，１１６６４劳动小时为不变资本。

依此类推。

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数目，它由７２９个不同生

产领域的不同工作日１＋２＋６＋１８＋５４＋１６２＋４８６合计而成。这

已经是一个分工相当精细的社会了。

在Ａ领域中，加到不变资本２工作日上的，只有１２小时劳动

即１工作日，而工资和利润是消费它自己的产品；为了从Ａ领域

的总产品中仅仅卖掉不变资本２４小时，并且又只是同新加劳动即

工资和利润相交换，我们就需要：

５０１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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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
１
和Ｂ

２
的２工作日。但是这２工作日又应有不变资本４工

作日，这样，Ｂ
１－２
的总产品等于６工作日。这６工作日必须全部卖

掉，因为从这里起，就假定后一个领域都不消费自己的产品，而只

是把自己的利润和工资花在前一个领域的产品上。为了补偿Ｂ
１－２

产品所包含的这６工作日，就必需有６工作日，而这６工作日又要

有不变资本１２工作日。因此Ｃ
１－６
的总产品等于１８工作日。为了

用新加劳动来补偿它们，就必需有１８工作日（Ｄ
１－１８
），而这１８工

作日又要有不变资本３６工作日。因而产品等于５４工作日。为了

补偿这些工作日又需要Ｅ
１－５４
的５４工作日，而这５４工作日又要有

不变资本１０８工作日。产品就会等于１６２工作日。最后，为了补偿

这些工作日，就需有１６２工作日，而这１６２工作日又要有不变资本

３２４工作日；因而总产品就是４８６工作日。这也就是Ｆ
１
—Ｆ

１６２
的产

品。最后，为了补偿这Ｆ
１－１６２
的产品，就需有４８６工作日（Ｇ

１－４８６
），

而这４８６工作日又要有不变资本９７２工作日。因此，Ｇ
１－４８６
的总产

品＝９７２＋４８６＝１４５８工作日。

但现在假定，到Ｇ领域，我们已到了尽头，再也不能推移下去

了。［２８２］在任何一个社会，上述这种从一个领域到另一领域的推

移，也会很快达到尽头的。这时的情况怎样呢？我们有这样一种产

品，它包含１４５８工作日，其中４８６日为新加劳动，９７２日为物化在

不变资本中的劳动。新加劳动４８６日可以在前一个领域Ｆ
１－１６２
交

换。但是不变资本包含的９７２工作日用什么东西来购买呢？在Ｇ
４８６

领域以外再也没有任何新的生产领域，因而也就没有任何新的交

换领域了。在它前面的各个领域，除了Ｆ
１－１６２
以外，什么也交换不

到。而且Ｇ
１－４８６
领域本身又把它包含的工资和利润都花在Ｆ

１－１６２
领

域了。由此看来，物化在Ｇ
１－４８６
产品中、等于它包含的不变资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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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９７２工作日，是不可能卖出去了。可见，我们把我们碰到的困

难——Ａ领域中的８码麻布，或者说，这个领域的产品中代表不变

资本价值的２４劳动小时，即２工作日——推移到了将近８００个生

产部门，还是无济于事。

有人认为，如果Ａ领域不是把自己的全部利润和工资花在麻

布上，而是把其中一部分花在Ｂ和Ｃ的产品上，那计算就会不同

了。这种想法也是无济于事的。Ａ、Ｂ和Ｃ包含的新加劳动时间量

是支出的界限，因此，这些领域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支配同它们的

新加劳动相等的劳动时间量。它们多买这一种产品，便会少买那

一种产品。这只会把计算搅乱，丝毫也不会改变结果。

那末，我们怎么办呢？

在上述计算中，我们看到：

产 品
（工作日）

新加
劳动

不变
资本

（Ａ）＝ ３ １ ２

（Ｂ）＝ ６ ２ ４

（Ｃ）＝ １８ ６ １２

（Ｄ）＝ ５４ １８ ３６

（Ｅ）＝ １６２ ５４ １０８

（Ｆ）＝ ４８６ １６２ ３２４

总 计 ７２９ ２４３ ４８６

  （Ａ产品的
１
３是在本领域消费的）

如果在这个计算中，最后的３２４

工作日（Ｆ的不变资本）等于土地耕

种者自己补偿给自己的不变资本，他

把它从自己的产品中扣留下来，归还

给土地，因而不必用新劳动来支

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计算

就相符了。但只是由于一部分不变资

本自己补偿自己，这个谜才能解开。

总之，在我们的计算中，相当于新加劳动的２４３工作日事实上

是可以消费掉的。最后一种产品的价值等于４８６工作日，而Ａ—Ｆ

所包含的全部不变资本的价值也等于４８６工作日，两者正好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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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说明这些工作日，我们假定Ｇ有４８６日的新劳动。这样一来，

我们就不必再去分析４８６日的不变资本的问题，［２８３］可是现在，

我们还得说明Ｇ产品中包含的９７２工作日的不变资本，因为Ｇ产

品等于１４５８工作日（９７２不变资本＋４８６劳动）。如果我们想要摆

脱困难，假定Ｇ领域在劳动过程中不使用不变资本，因此产品仅

仅等于４８６日的新加劳动，那末，我们的计算当然也就算清了。但

是，产品中构成不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究竟由谁支付的问题所

以能解决，只是因为我们假定不变资本等于零，因而它不构成产品

的价值组成部分。

为了使Ａ的全部产品都能卖掉，同新加劳动相交换；为了有

可能把它归结为利润和工资；Ａ、Ｂ、Ｃ的全部新加劳动
４８
就必须以

Ａ领域的劳动产品的形式花掉。同样，为了使Ｂ＋Ｃ的全部产品能

够卖掉，就必须拿出Ｄ
１
—Ｄ

１８
的全部新加劳动来同它相交换。

４９
同

样，为了购买Ｄ
１
—Ｄ

１８
的全部产品，必须有Ｅ

１－５４
的全部新加劳动。

为了购买Ｅ
１－５４
的全部产品，必须有Ｆ

１－１６２
的全部新加劳动。最后，

为了购买Ｆ
１－１６２
的全部产品，就需要有Ｇ

１－４８６
的全部新加劳动时

间。归根到底，由Ｇ
１－４８６
领域代表的这４８６个生产领域中，全部新

加劳动时间等于１６２个Ｆ领域的全部产品，而Ｆ领域由劳动来补

偿的全部产品又等于Ａ、Ｂ
１－２
、Ｃ
１－６
、Ｄ
１－１８
、Ｅ
１－５４
、Ｆ
１－１６２
领域的不变

资本。但是，Ｇ领域的不变资本（它比Ａ—Ｆ
１６２
领域使用的不变资

本多１倍）仍然没有得到补偿，而且也不可能得到补偿。

事实上我们发现，因为根据我们的假定，在每一个生产领域，

新加劳动和过去劳动之比等于１∶２，所以，为了购买前面那些领

域的产品，每次都需要［比前面所有领域加在一起的数目］５０多１

倍的新领域拿出全部新加劳动来。为了购买Ａ的总产品，需要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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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Ｂ
１－２
的新加劳动，为了购买Ｃ

１－６
的产品，需要１８个Ｄ即Ｄ

１－１８

（即２×９）的新加劳动，依此类推。简单说，总是需要比产品本身包

含的新加劳动多１倍的新加劳动量，因此，对最后一个生产领域Ｇ

来说，情况就是：为了购买这个领域的全部产品，就需要比已有的

多１倍的新加劳动量。总之，在终点Ｇ上我们碰到的，恰恰是在起

点Ａ上已经存在的那种情况：新加劳动无论如何不可能从自己的

产品中购买一个比它本身大的量，它不可能购买不变资本中包含

的过去劳动。

因此，要用收入的价值抵补整个产品的价值是不可能的。因

为除了收入以外，没有任何基金可以用来支付生产者卖给（个人）

消费者的产品，所以，整个产品的价值减去收入的价值之后，根本

不可能被卖掉、被支付或被（个人）消费。但是，另一方面，任何产

品都必须卖掉，并按其价格得到支付（按照假定，这里价格等于价

值）。

此外，从一开始就可以预见到，把中间性交换行为即各种商品

或各个生产领域的产品的卖和买加进来，并不能使我们前进一步。

在考察Ａ领域即第一种商品麻布时，我们有
１
３或［２８３ａ］１２小时新

加劳动和２×１２（或２４）小时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过去劳动。工

资和利润只能从Ａ商品中，因而也只能从作为Ａ商品的等价物的

其他某种产品中买回等于１２劳动小时的商品。它们不可能买回

自己的２４小时的不变资本，因而也不可能买回其他某种商品形式

的这个不变资本的等价物。

在Ｂ商品中，新加劳动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可能不同。但

是，在各个生产领域中，不变资本和新加劳动之间的比例无论怎样

不同，我们总能算出这个比例的平均数。我们可以说，在整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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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整个资本家阶级的产品中，在资本的总产品中，新加劳动等于

ａ，作为不变资本存在的过去劳动等于ｂ；换句话说，我们对Ａ即麻

布所假定的比例１∶２，只不过是ａ∶ｂ的一种象征，只不过说明在

这两个要素之间，在本年内或任何一段时间内加进的活劳动和作

为不变资本存在的过去劳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无论如何是确定的

并且是可以确定的比例。如果加在纱上的１２小时不是全都用来购

买麻布，如果购买麻布例如只用４小时，那末其余８小时就可以用

来购买其他任何产品；但是购买的总数决不能超过１２小时。如果

８小时用来购买其他产品，那末Ａ就必须卖掉３２小时的麻布。因

此，Ａ的例子，对整个社会的总资本也是适用的，把不同商品的中

间性交换行为加进来，只会把问题搅乱，但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

我们假定Ａ是社会的总产品；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总产品的

１
３可以由生产者买来自己消费，生产者会用他们的等于新加劳动

量即总收入额的工资和利润总额来支付它。但是要支付、购买和消

费其余的２
３，他们就没有必要的基金了。因此，新加劳动即完全分

解为利润和工资的 １
３总劳动，用它自己的产品抵补自己，或者说，

只是把包含１
３总劳动即新加劳动或它的等价物的那部分产品价值

留下来，同样，属于过去劳动的那２
３也必须用这种过去劳动本身的

产品来抵补。换句话说，不变资本始终等于它自己，它由总产品中

代表它自己的那部分价值来补偿。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不同生

产领域之间的一系列买和卖的行为，只是从这样一种意义来说会

引起某种形式上的区别，即不同生产领域的不变资本都按照它们

原来在这些生产领域中保持的比例相互抵补。

现在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考察这一点。［２８３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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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靠消费品生产者和生产资料生产者之间的

交换不可能补偿全部社会不变资本］

  ［２８３ｂ］亚当·斯密在第二篇第二章考察货币流通和信用制

度时（后面将同图克的说法相对比）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即认为一

国的年产品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地租、利息等等包括在利润之中）。

在那里，他说：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认为是分成两个不同的领域：实业家

（ｄｅａｌｅｒｓ）〈这里注明：ｄｅａｌｅｒｓ是指“全体商人、制造业者、手工业者等等，一句

话，是指一国工商业的全体当事人”〉之间的流通，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流

通。即使同一些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通领域，时而

用于那个流通领域，但这两个流通过程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流通进

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实业家之间流通的商品

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论实业

家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第２卷第２篇第２章第２９２—２９３页）５１

这个问题，还有图克，以后再谈。
５２

现在回过来谈我们的例子。把麻纱变为麻布的Ａ领域，它的

日产品等于１２码，或３６先令，或３６劳动小时。在这３６小时中，１２

小时新加劳动分解为工资和利润，２４小时或２日等于不变资本的

价值。不过后者现在已经不是以原来的纱和织机的形式存在，而

是以麻布的形式存在，并且是以等于２４小时或２４先令的麻布量

存在。这个麻布量所包含的劳动量，同麻布现在所代替的纱和织

机包含的劳动量一样多。因此，用这个麻布量去交换，可以重新买

回同样数量的纱和织机（假定纱和织机的价值照旧，这些工业部门

的劳动生产率不变）。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必须把他们的全部产

品——年产品或日产品（在这里，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是无关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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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卖给织布业者，因为他们的商品只对织布业者才有使用

价值，织布业者是这种商品的唯一消费者。

如果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他每天消费的不变资本）等于２工

作日，那末织布业者的１工作日就需要有纺纱业者和机器厂主的

２工作日，这２工作日又按极不相同的比例分解为新加劳动和不

变资本。但纺纱业者和机器厂主两人加在一起的总的日产品（假

定机器厂主只生产织机），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和新加劳动合在一

起，不可能多于２工作日，而织布业者的日产品，由于他新加进１２

小时劳动，则是３工作日。纺纱业者和机器厂主消费的活劳动时

间，可能同织布业者消费的一样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不变资

本包含的劳动时间必定少些。无论如何，纺纱业者和机器厂主使

用的劳动量，即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量（总合起来），决不可能同织

布业者使用的一样多。织布业者使用的活劳动时间，可能比纺纱

业者少（例如，后者一定会比亚麻种植业者少）；在这种情况下，他

的不变资本就会超过资本的可变部分更多。

［２８４］于是，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就补偿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

的全部资本，不仅补偿后两者自己的不变资本，而且补偿纺纱过程

和机器生产过程中新加的劳动。这样一来，在这里新的不变资本

就完全补偿其他的不变资本，此外还补偿全部新加到不变资本上

的劳动。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由于把自己的商品卖给织布业者，

就不仅补偿了自己的不变资本，而且得到了自己新加劳动的报酬。

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补偿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自己的不变资本，

并实现他们的收入（工资和利润的总额）。既然织布业者的不变资

本只是补偿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自己的、以纱和织机形式交给织

布业者的不变资本，那末这只是一种形式的不变资本同另一种形

２１１ 第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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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的不变资本相交换。实际上不变资本的价值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我们再往回走。纺纱业者的产品也分解为两部分：一部

分是亚麻、纱锭、煤炭等等，一句话，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另一部

分是新加劳动。机器厂主的总产品也是这样。当纺纱业者补偿自

己的不变资本时，他不仅支付纱锭制造厂主等等的全部资本，而且

支付亚麻种植业者的全部资本。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支付这些人

的资本的不变部分加上新加劳动。至于亚麻种植业者，他的不变

资本，扣除农具等等之后，就归结为种子、肥料等等。我们假定，租

地农场主的这部分不变资本，构成他自己的产品中每年的扣除部

分（这种情况在农业中总是或多或少间接地发生），这一扣除部分

每年从租地农场主自己的产品中归还给土地，即归还给生产本身。

在这里，我们发现有一部分不变资本是自己补偿自己，从来不拿去

出卖，因而从来不被支付，也从来不被消费，不加入个人消费。种

子等东西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种子等等的价值加入总产品的

价值；但同一价值——因为这里指的是同一产品量（假定劳动生产

率不变）——又从总产品中留出，归还给生产，而不进入流通。

这里我们看到，至少有一部分不变资本，即可以看成农业原料

的东西，是自己补偿自己的。因此，这里我们有一个年生产的巨大

部门（按规模和投入的资本量来说是最巨大的部门），其中很大一

部分由原料（人造肥料等等除外）构成的不变资本，是自己补偿自

己，不加入流通的，也就是说，不是由任何形式的收入来补偿的。

因此，纺纱业者不必为了补偿（由亚麻种植业者自行补偿、自行支

付的）这一部分不变资本，而把它偿还给亚麻种植业者，同样，织布

业者也不必把它偿还给纺纱业者，麻布购买者也不必把它偿还给

织布业者。

３１１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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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假定，所有直接或间接参加生产１２码麻布（＝３６先令＝

３工作日，即３６劳动小时）的人，都以麻布本身的形式得到补偿。

首先很清楚，麻布各要素的生产者，即麻布的不变资本的生产者，

不可能消费他们自己的产品，因为这种产品是为了进一步生产而

生产出来的，不加入直接［２８５］消费。因此，这些生产者必须用自

己的工资和利润来购买麻布，购买最终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凡

是他们不以麻布的形式来消费的东西，他们必定要以麻布换来的

其他可消费的产品的形式来消费。因此，其他产品的生产者消费

的麻布，同麻布各要素的生产者不消费麻布而消费的其他消费品，

（按价值来说）正好一样多。结果就好比麻布各要素的生产者自己

以麻布的形式来消费，因为他们消费多少其他产品，其他产品的生

产者就消费多少麻布。因此，完全不问交换，只考察这１２码麻布

如何在所有生产者——参加麻布本身的生产或麻布各要素的生产

的人——之间分配，这整个谜就能解开。

在纱和织机中，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假定他同时又是纺机厂

主）的新加劳动占 １
３，他们的不变资本占

２
３。因此，在补偿他们全

部产品的８码麻布（即２４小时）或２４先令中，他们能够消费 ８
３码

麻布（２２
３），即８小时劳动或８先令。这样，剩下来要说明的是５

１
３码或１６劳动小时。

５１
３码麻布或１６劳动小时代表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的不变

资本。如果我们假定，在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中，原料（在这里是

亚麻）占 ２
３，那末亚麻种植业者就能够以麻布的形式完全消费这

２
３，因为他根本没有把自己的不变资本｛我们在这里假定，他的劳

动工具等等的损耗＝０｝投入流通，相反，他已经把自己的不变资本

从产品中扣除，并且为了再生产而保存起来。因此，他能够从５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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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麻布
５３
，或者说，从１６劳动小时中，购买

２
３；这部分等于３

５
９码或

１０２
３劳动小时。这样，剩下来要说明的就只是５

１
３码减３

５
９码，或

１６劳动小时减１０２
３小时，即１

７
９码或５

１
３劳动小时。这１

７
９码或

５１
３劳动小时又分解为两部分：织机厂主的不变资本和纺机厂主

的总产品，这里同时假定，织机厂主和纺机厂主是一个人。

［２８６］我们再说一遍：

织布业者

总 产 品

１２码 麻 布

 （３６先令）

（３６劳动小时）

不变资本

 ８ 码

（２４小时）

（２４先令）

新加的织布劳动

 １２小 时

消  费

１２小时

＝１２先令

＝４码

假定在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中，纱占 ３
４，

织机（一般说，生产工具）占 １
４。因此，织布

业者支付给纺纱业者６码或１８小时，支

付给机器制造业者等等２码或６小时。

纺  纱  业  者 机 器 制 造 业 者

总产品
不 变
资 本

新 加
劳 动

消 费 总产品
不 变
资 本

新 加
劳 动

消 费

６码

１８先令

１８小时

４码

１２先令

１２小时

２码 

６先令

６小时

２码 

６先令

２码 

６先令

６小时

４
３码

２
３码

２
３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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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见，在补偿织布业者不变资本的８码中，２码（＝６先令

＝６小时）由纺纱业者消费，２３码（２先令，２劳动小时）由制造织机

和其他生产工具的厂主消费。

这样，剩下来要说明的是８减２２
３，即５

１
３码（＝１６先令＝１６

劳动小时）。这剩下来的５１
３码（＝１６先令＝１６劳动小时）分配如

下。假定，在代表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也就是代表他的纱的各要

素的４码中，３４等于亚麻，
１
４等于纺机。纺机的各要素，［２８７］我们

在以后考察织机厂主的不变资本时再计算。纺机厂主和织机厂主

是一个人。

这样，在补偿纺纱业者不变资本的４码中，３４即３码是亚麻。

但是生产亚麻时使用的很大一部分不变资本无需补偿，因为它已

由亚麻种植业者本人以种子、肥料、饲料、牲畜等等形式归还给农

业生产。因此，在亚麻种植业者出卖的那部分产品中，我们在计算

时应当仅仅把他的劳动工具等等的损耗算作不变资本。这里我们

必须把新加劳动估计为至少等于 ２
３，待补偿的不变资本至多等于

１
３。

于是：

总 产 品 不 变 资 本
农 业 中 的
新 加 劳 动

可消费部分

亚麻 ３码   

９先令  

９劳动小时

１码   

３先令  

３劳动小时

２码   

６先令  

６劳动小时

２码   

６先令  

６劳动小时

  因此，剩下要我们计算的是：

１码（３先令，３劳动小时）＝亚麻种植业者的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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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３码（４先令，４劳动小时）＝织机的不变资本；

最后，１码（３先令，３劳动小时）应付给机器制造业者，以支付

他的包含在纺机中的总产品。

因此，首先应当扣除机器制造业者用他制造的纺机来交换的

可消费部分：

总 产 品 不 变 资 本
机器制造业中
的新加劳动

可消费部分

纺机 １码   

３先令  

３劳动小时

２
３码   

２先令  

２劳动小时

１
３码   

１先令  

１劳动小时

１
３码   

１先令  

１劳动小时

  其次，我们把农业机器的价值，亚麻种植业者的不变资本，分

为可消费部分和其他部分。

总 产 品 不 变 资 本
机器制造业中
的新加劳动

可消费部分

农业
机器

１码   

３先令  

３劳动小时

２
３码   

２先令  

２劳动小时

１
３码   

１先令  

１劳动小时

１
３码   

１先令  

１劳动小时

  我们把织布业者的总产品中属于机器的部分合在一起，就得

出：织机２码，纺机１码，农业机器１码，共４码（１２先令，１２劳动

小时，或全部产品１２码麻布的１
３）。在这４码中，织机厂主可以消

费 ２
３码，纺机厂主可以消费

１
３码，农业机器厂主也可以消费

１
３码，

共１１
３码。剩下２

２
３码，即：织机的不变资本

４
３码，纺机的不变资本

２
３码，农业机器的不变资本

２
３码，共

８
３＝２

２
３码（＝８先令＝８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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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剩下的这个数字就是机器制造业者的待补偿的不变资本。

这个不变资本又分解为哪些部分呢？一方面，分解为原料——铁、

木材、皮带等等。另一方面，分解为他生产机器时所必需的工作机

的损耗部分（假定这种工作机由机器制造业者自己制造）。我们假

定，原料占不变资本的２
３，机器制造机的损耗占

１
３（我们在后面再

考察这１
３）。用于木材和铁的

２
３，［２８８］是２

２
３码（２

２
３＝

８
３＝

２４
９）的

２
３。２

２
３的

１
３是

８
９。因此，

２
３是

１６
９码。

假定在这里［在木材和铁的生产中］，机器占１
３，新加劳动占

２
３

（因为这里原料不占份额）。在这种情况下，１６９码的
２
３补偿新加劳

动，１３补偿机器。因此，用来补偿机器的是
１６
２７码。木材生产者和铁

生产者（一句话，采掘工业）的不变资本不是由原料构成，而仅仅是

由我们在这里统称为机器的生产工具构成。

由此可见，８９码用来补偿机器制造机，
１６
２７码用来补偿铁生产者

和木材生产者使用的机器。这样，２４２７＋
１６
２７＝

４０
２７＝１

１３
２７码。这个麻布

量还应付给机器制造业者。

机器。２４２７码是对机器制造机的补偿。但机器制造机又分解为

原料（铁、木材等等）、生产机器制造机时机器设备的损耗部分以及

新加劳动。因而，假定这些要素各等于 １
３，那末

８
２７码就属于新加劳

动，而剩下的１６２７码，用来补偿机器制造机的不变资本，也就是说，
８
２７

码用于原料，８２７码补偿加工这种原料时机器损耗的那个价值组成

部分（共１６２７码）。

另一方面，用来补偿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的机器的那１６２７码，

也分解为原料、机器和新加劳动。如果新加劳动等于１
３，那末它就

等于 １６
２７×３＝

１６
８１码，而这部分机器的不变资本则表现为

３２
８１码，其中

１６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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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用于原料，
１６
８１码补偿机器的损耗。

由此可见，在机器制造业者手中，——为了补偿他的机器的损

耗，——仍剩下作为不变资本的８
２７码（他用这部分补偿他的机器制

造机的损耗）以及１６８１码（用于那些必须由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补

偿的机器的损耗）。

另一方面，机器制造业者必须从自己的不变资本中拿出 ８
２７码

来补偿机器制造机中包含的原料，拿出１６８１码来补偿铁生产者和木

材生产者的机器中包含的原料。在这个麻布量中，２３又归结为新

加劳动，１３归结为机器损耗。这样一来，在
２４
８１＋

１６
８１（＝

４０
８１）中，有

２
３

即
２６２
３
８１ 支付劳动。在这原料中［２８９］又剩下

１３１
３
８１ 码以补偿机器。因

此，这
１３１
３
８１ 码麻布是归还给机器制造业者的。

现在，机器制造业者手中又有：８２７码，用来补偿机器制造机的

损耗，１６８１码，用来补偿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使用的机器的损耗；

１３１
３
８１ 属于机器制造业者的原料（铁等等）中用来补偿机器的那个价

值组成部分。

我们可以这样无止境地计算下去，分数愈来愈小，但是我们这

１２码麻布永远也分不尽。

我们把以上的研究进程简略地概括一下。

起初我们说过，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新加劳动（它一部分补

偿花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一部分构成利润即无酬剩余劳动）同有

新加劳动加于其上的不变资本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比例。但是，我

们可以假定ａ（新加劳动）和ｂ（不变资本）之间的平均比例；例如，

９１１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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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假定后者和前者之比平均为２∶１＝
２
３∶

１
３。接着，我们还说

过，如果资本的每个生产领域中都是这样的比例，那末在某一个生

产领域中，新加劳动（工资和利润一起）始终只能购买自己产品的

１
３，因为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只构成物化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

的１
３。补偿资本家不变资本的那

２
３产品，当然也属于资本家。但是，

资本家要想继续进行生产，就必须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因而，必

须把自己２
３的产品再转化为不变资本。为此，他就必须卖掉这

２
３。

但是卖给谁呢？可以用利润和工资总额来购买的那１
３产品，已

经被我们扣除。如果这个总额代表１工作日或１２小时，那末价值

等于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就代表２工作日或２４小时。因此我

们假定，［第二个］１３产品由另一生产部门的利润和工资总额来购

买，最后的 １
３又由第三个生产部门的利润和工资总额来购买。但

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把产品 的不变资本完全同工资和利润

相交换，即同新加劳动相交换，办法是让产品 和 中包含的全部

新加劳动去消费产品 。而产品 和 包含的６工作日（不仅是

新加劳动，还有过去劳动）中，任何一个工作日都既没有用产品

包含的劳动来补偿或购买，也没有用产品 和 包含的劳动来补

偿或购买。因此，我们必须再假设，其他产品的生产者花费自己的

全部新加劳动来购买产品 和 ，依此类推。最后，我们必须停在

某种产品 上，它的新加劳动等于以前一切产品的不变资本的总

和；可是占这个产品２
３的不变资本仍然卖不出去。可见，对于解决

问题来说，仍然没有前进一步。在产品 上，就象在产品 上一

样，问题仍然是那一个：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卖给谁？难道

占产品１
３的新加劳动能补偿产品中包含的

１
３新劳动和

２
３过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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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难道
１
３＝

３
３吗？

由此可见，把困难从产品 推到产品 ，并依此类推下去，一

句话，把仅仅作为商品交换的中介环节引进来，是不能说明任何问

题的。

［２９０］我们不得不换个方式提出问题。

我们假定，１２码麻布（＝３６先令＝３６劳动小时）这个产品包

含织布业者的１２劳动小时，或者说，他的１工作日（必要劳动和剩

余劳动合在一起，即利润和工资总额），而２
３代表麻布中包含的不

变资本（纱和机器等）的价值。其次，为了切断各种遁词的后路并

避免把中间交易引进来，我们又假定，我们的这种麻布只用于个人

消费，因此不能再用作某种新产品的原料。从而我们也就假定，这

种产品必须由工资和利润来支付，必须同收入相交换。最后，为了

简单起见，我们假定，利润中没有一个部分再转化为资本，全部利

润都作为收入来花费。

至于前４码，即产品的第一个１
３（等于织布业者加进的１２劳

动小时），我们很快就把它的问题解决了。它分解为工资和利润；

它们的价值等于织布业者的利润和工资总额的价值。因而它由织

布企业主和他的工人自己消费。对于这４码来说，问题是彻底解

决了。事实上，如果利润和工资不是以麻布的形式，而是以其他

某种产品的形式消费掉，那末，这只是因为其他产品的生产者以

麻布的形式，而不是以自己产品的形式消费本来用于他自己消费

的那部分产品。例如，在４码麻布中，如果织布业者自己只消费

１码，而其余３码，他以肉、面包、呢绒的形式来消费，那末，４

码麻布的价值仍旧是被织布业者自己消费掉，只有一点不同，就

是织布业者是以其他商品的形式消费这一价值的３
４，而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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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者则以麻布的形式来消费那些可以作为工资和利润被他们

消费的肉、面包、呢绒。｛当然，在这里也象在全部研究中一样，

我们始终假定，商品能够卖出去，而且是按它的价值卖出去

的。｝    

现在我们接触到问题本身。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现在以８码

麻布（＝２４劳动小时＝２４先令）的形式存在。如果织布业者想要

继续进行生产，他就必须把这８码麻布转化为货币，转化为２４先

令，并用这２４先令购买市场上现有的、新生产出来的、构成他的不

变资本的那些商品。为使问题简单起见，我们假定，织布业者不是

过若干年后一下子补偿自己的机器，而是每天用他出卖自己产品

得到的货币，以实物形式补偿机器的一部分，即这些机器每天损耗

的那部分价值。等于生产过程中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产

品，织布业者必须用该不变资本的各个要素来补偿，也就是用织布

劳动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来补偿。另一方面，织布业者的产品

麻布，并不作为生产条件加入其他任何生产领域，它只加入个人消

费。因此，织布业者为了能够补偿他的产品中代表他的不变资本

的部分，只有一种办法，即把这一部分产品同收入相交换，也就是

同其他生产者的产品中归结为工资和利润，因而归结为新加劳动

的那部分价值相交换。这样问题就正确地提出来了。现在只是要

问：在什么条件下问题才能够解决。

我们第一次提出问题时发生的一个困难，现在已经部分地消

除了。虽然在每个生产领域中新加劳动都等于 １
３，而不变资本根

据假定等于２
３，但是这个由新加劳动构成的

１
３，或者说，收入（工资

和利润；前面已经说明，我们在这里不谈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利

润）的价值总额，只能以直接为个人消费而进行生产的那些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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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形式来消费。其余一切生产部门的产品只能作为资本来消

费，只能加入生产消费。

［２９１］８码（＝２４小时＝２４先令）所代表的不变资本，由纱（原

料）和机器构成，比方说，其中３
４为原料，

１
４为机器。（在这里，也可

以把全部辅助材料如机油、煤炭等等，都算在原料中，但为简单起

见，最好把它们完全撇开不谈。）在这种情况下，纱值１８先令或

１８劳动小时＝６码，而机器值６先令＝６劳动小时＝２码。

因此，如果织布业者用他的８码购买值６码的纱和值２码的

机器，他用自己的８码不变资本就不仅抵补了纺纱业者和织机厂

主的不变资本，而且抵补了他们的新加劳动。由此可见，在织布业

者那里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价值的一部分，在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

方面就表现为新加劳动，因此，这部分对他们来说，并不归结为资

本，而归结为收入。

在６码麻布中，纺纱业者可以自己消费１
３，即２码（＝新加

劳动，即利润和工资），而４码只是补偿他的亚麻和机器。比方说，

３码用于亚麻，１码用于机器。当他重新购买时，他又必须用这４

码来支付。在［得自织布业者的］２码中，机器制造业者可以自己

消费２
３码，其余

４
３码只是补偿他的铁和木材即原料，以及生产机

器时使用的机器设备。比方说，在４
３码中，１码用于原料，

１
３码用

于机器。

到现在为止，在１２码中：（１）４码被织布业者消费；（２）２码被

纺纱业者消费；（３）２３码被机器制造业者消费。总共６
２
３码。因而，

还剩下５１
３码。它们分配如下：

纺纱业者必须从４码的价值中拿出３码补偿亚麻，拿出１码

补偿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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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制造业者必须从
４
３码的价值中拿出１码补偿铁等等，拿

出１
３码补偿机器（他自己在制造机器时使用的那些机器）。

由此可见，纺纱业者购买亚麻，把３码支付给亚麻种植业者。

但是亚麻种植业者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即种

子、肥料等等，一句话，所有由亚麻种植业者再归还给土地的土地

产品）完全不加入流通，因而无需从他出卖的产品中扣除；他出卖

的产品（除了补偿机器、人造肥料等等的那部分以外）只代表新加

劳动，所以，这个产品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如果我们在这里也象

前面那样，假定新加劳动占总产品的１
３，那末３码中就有１码属于

新加劳动这一范畴。至于其余的２码，我们象以前一样假定，其中

１
４用于机器；它等于

２
４码。相反，其余的

６
４码仍然不得不归入新加

劳动，因为亚麻种植业者的这一部分产品不包含不变资本——这

种不变资本已经被他事先扣除了。因此，在亚麻种植业者那里，属

于工资和利润的是２２
４码，用来补偿机器的是

２
４码。｛这样，按照我

们的计算，在有待消费的５１
３码中，已经用掉２

２
４（５

４
１２－２

６
１２＝２

１０
１２

＝２５
６码）。｝因此，最后的这

２
４码，亚麻种植业者必定会用来购买机器。

机器制造业者的账目现在是这样：从用于织机的不变资本中，

他把１码花在铁等等上，把 １
３码花在生产织机过程中机器制造机

的损耗上。

但是，其次，纺纱业者会用１码向机器制造业者购买纺机，亚

麻种植业者会用２
４码向机器制造业者购买农具。在这

６
４码中，机

器制造业者要消费 １
３来补偿他的新加劳动，

２
３则用来补偿投入纺

机和农具的不变资本。而６
４＝

１８
１２。因此，机器制造业者［２９２］又要

消费６
１２码，而把

１２
１２即１码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样，在尚未消费的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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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６码麻布中，减去

１
２码；剩下

１４
６码，即２

２
６或２

１
２码。）

在机器制造业者手中剩下来补偿他的不变资本的１码麻布

中，机器制造业者必须把 ３
４花在原料即铁、木材等等上，把

１
４支付

给自己，以补偿机器制造机。

全部计算现在是这样：

 
机器制造业者

 的不变资本

织机部分：１码用于原料，１３码补偿他（机器制造业者）

自己的机器的损耗

纺机和农具部分：３４码用于原料，
１
４码补偿他自己的机

器的损耗

因此：１ ３
４码用于原料，

１
３＋

１
４码补偿他自己的机器的 

损耗。  

这样，１３
４码被用来向制铁业者和木材业者购买价值相等的

铁和木材。 ７
４＝

２１
１２。但是这里产生了新问题。在亚麻种植业者那

里，一部分不变资本（原料）并没有加入他所出卖的产品，因为事先

已经扣除了。而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这种场合，我们必须把全部

产品［铁、木材］分解为新加劳动和机器。即使假定这里新加劳动

占产品的 ２
３，机器占

１
３，应当消费掉的也只是

１４
１２码，还会剩下

７
１２码

作为不变资本，属于机器所占的部分；这 ７
１２码还要回到机器制造业

者手里。

因此，１２码的余数包括：机器制造业者必须支付给自己以补

偿他自己的机器损耗的 １
３＋

１
４码；以及制铁业者和木材业者为补

偿机器而归还给机器制造业者的 ７
１２码。于是，

１
３＋

１
４＝

４
１２＋

３
１２＝

７
１２；再加上制铁业者和木材业者归还的

７
１２（共计

１４
１２，也就是１

２
１２或

１１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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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织布业者、纺纱业者和亚麻种植业者完全一样，制铁业者和

木材业者也必须向机器制造业者购买机器和工具。假定在７
１２码中

１
３（

２
１２码）是新加劳动。因而这

２
１２码也能够被消费掉。剩下的

５
１２（其

实是 ４
１２和

２
３
１２，不过在这里不必这样准确）代表伐木者的斧头和制

铁业者的机器中包含的不变资本，而且 ３
４用于生铁、木材等等，

１
４

用来补偿机器的损耗。（从１４１２码中剩下
１２
１２码，或１码＝３劳动小时

＝３先令。）因而，在１码中，１４码用来补偿机器制造机，
３
４码用于

木材、铁等等。

这样，用来补偿机器制造机损耗的是 ７
１２码＋

１
４码＝

７
１２＋

３
１２＝

１０
１２码。另一方面，把木材和铁所占的

３
４码再分解为它的组成部分，

并把这些部分中的一部分重新还给机器制造业者，机器制造业者

又把这一部分中的一部分还给制铁业者［２９３］和木材业者，这是徒

劳无益的。始终会有一个余额，并且将无止境地演进下去。

［（ｃ）生产资料生产者中间资本同资本的交换。

一年生产的劳动产品和一年新加劳动的产品］

  我们就来考察一下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问题。

机器制造业者把１０１２（或
５
６）码的价值留给自己，来补偿机器的

损耗。 ３
４（或

９
１２）码代表木材和铁的相应价值。机器制造业者把它

交给制铁业者和木材业者，来补偿自己的原料。麻布的总余额［不

必再进一步分解为麻布的各组成部分］是１９１２（或１
７
１２）码。

机器制造业者为补偿自己机器的损耗而给自己留出的５
６码余

额，等于１５６先令＝
１５
６劳动小时，因而等于２

３
６＝２

１
２先令或２

１
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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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小时。这个价值不能以麻布的形式补偿给机器制造业者；因为

他必须再卖掉这些麻布，以便用这２１
２先令来补偿自己机器的损

耗，一句话，以便生产新的机器制造机。但是，这些麻布能够卖

给谁呢？卖给其他产品（铁和木材除外）的生产者吗？但是，这

些生产者能够以麻布的形式消费的一切，他们都已经以麻布的形

式消费了。只有构成织布业者的工资和利润的那４码，能够同其

他产品相交换（加入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的那些产品除外，或者

说，由这个不变资本分解成的那种劳动除外）。可是这４码，我们

已经计算过了。或者，机器制造业者也许会把这些麻布支付给工

人？但是由劳动加到产品上的一切，我们已经从他的产品中扣

除了，并且按照我们的假定，这一切都以麻布的形式消费掉

了。    

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说明问题：

织布业者补偿机器须用 ２ 码＝６ 先令＝６ 劳动小时………

纺纱业者 １ 码＝３ 先令＝３ 劳动小时………………………

亚麻种植业者 ２
４码＝１

１
２先令＝１

１
２劳动小时…………………

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 ７
１２码＝１

３
４先令＝

３
４劳动小时………

用在机器上的麻布总码数，即麻布

价值中代表机器价值的部分 ４ １
１２码＝１２

１
４先令＝１２

１
４劳动小时…

为了计算简单起见，假定：４码＝１２先令＝１２劳动小时，其中

劳动（利润和工资）占１
３，即

４
３码或１

１
３码。

剩下２２
３码为不变资本，其中

３
４用于原料，

１
４补偿机器的损

耗。２２
３＝

８
３＝

３２
１２。这个量的

１
４等于

８
１２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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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补偿机器损耗的这
８
１２码，就是机器制造业者手中剩下来的全

部，因为２４１２码（２码）他要支付给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以取得原

料。

［２９４］如果让铁生产者和木材生产者再次支付机器，那是错误

的，因为他们在机器上必须补偿的所有东西即７
１２码，已经列到机器

制造业者的项下了。他们生产铁和木材所必需的全部机器都已算

在这一项了，所以这些机器不能再次列入计算。这样，用来支付铁

和木材的最后２码（２８
１２的余额）就完全归结为劳动（因为这里没

有原料），因此能够以麻布的形式消费掉。

可见，剩下来的全部余额为８
１２码（

２
３码），它用于补偿机器制造

业者使用的机器的损耗。

整个问题有一部分是这样解决的：土地耕种者的既不归结为

新加劳动又不归结为机器的那部分不变资本，根本不加入流通，事

先就被扣除了；它在它自身的生产中自己补偿自己，因而，土地耕

种者全部加入流通的产品，扣除机器之后，都分解为工资和利润，

因此能够以麻布的形式消费掉。这是已经解决的一部分。

另一部分是这样解决的：在一个生产领域中表现为不变资本

的东西，在其他生产领域中表现为同年内加进的新劳动。在织布

业者手中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归结为纺纱业者、

机器制造业者、亚麻种植业者、制铁业者、木材业者（煤炭业者等

等；但是为使问题简单起见，我们不把后面这些计算在内）的收入。

（这是非常明显的，例如，同一个工厂主又纺又织，他的不变资本就

比织布业者的少，而他加进的劳动，即他的产品中归结为新加劳

动，归结为收入即利润和工资的那部分，则比织布业者的多。例如

织布业者的收入等于４码＝１２先令，不变资本等于８码＝２４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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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如果他同时又纺又织，他的收入就＝６码，他的不变资本也＝６

码；即２码用于织机，３码用于亚麻，１码用于纺机。）

第三，直到现在我们所找到的解决办法是：为生产最终加入个

人消费的产品提供原料和劳动工具的一切生产者，都不是以自己

产品的形式来消费自己的收入，即代表新加劳动的利润和工资。

他们只能以这里所说的可直接消费的产品形式，或者同样可以说，

以交换来的、具有同等价值的、其他生产者的可直接消费的产品形

式，来消费他们的产品中归结为收入的那部分价值。原料和劳动

工具的生产者的新加劳动，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最终产品，只有

以最终产品的形式才被消费掉，而从使用价值来看，这个新加劳动

则作为原料或消费了的机器包含在最终产品中。

因此，问题中有待解决的部分就归结为这样一点：用来补偿机

器制造业者的机器制造机损耗的那２
３码将会怎样呢？（这里所谈的

正是这种机器的损耗，而不是织布业者、纺纱业者、亚麻种植业者、

制铁业者、木材业者使用的工作机的损耗，因为这些工作机归结为

新劳动，也就是归结为这样一种新劳动，它使本身不再在原料上有

所花费的那种原料获得新机器的形式。）或者换句话说，机器制

造业者在什么条件下才能以麻布的形式消费这 ２
３码（等于２先令

或２劳动小时），同时又补偿自己的机器？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在。

这种情况确实是有的。它是必然要发生的。因而我们的任务是说

明这种现象。

［２９５］转化为新资本（无论流动资本还是固定资本；无论可变

资本还是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利润，我们在这里可以完全不去注

意。它和我们的问题毫无关系，因为在这种场合，新的可变资本和

新的不变资本一样，都是由新劳动（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创造和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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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的。

总之，如果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末加进的（例如一年内加进

的）新劳动的总额——等于利润和工资总额，即年收入总额——就

统统花在那些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如食物、衣服、燃料、住宅、家具

等等上面。

这些加入消费的产品总额，按其价值来说，等于一年新加劳动

的总额（收入的价值总额）。这个劳动量应当等于这些产品中包含

的新加劳动和过去劳动的总额。在购买这些产品时，必须不仅支

付其中包含的新加劳动，而且支付其中包含的不变资本。如上所

说，它们的价值等于利润和工资总额。当我们举麻布作例子时，麻

布对于我们来说，代表一年内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总额。这个麻

布不仅按其价值来说必须等于它的全部价值要素，而且它的全部

使用价值对各个分得麻布的生产者来说必定是可消费的。它的全

部价值必然分解为利润和工资，即分解为一年新加劳动的各个组

成部分，虽然这个麻布是由新加劳动和不变资本构成的。

如上所说，这个问题部分地可以这样来解释：

第一，生产麻布所必需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既不作为使用

价值，也不作为交换价值加入麻布。这就是归结为种子等等的那

部分亚麻；农产品的这一部分不变资本不进入流通，而是直接或

间接地归还给生产，归还给土地。这一部分自己补偿自己，因而

不需要用麻布偿还。｛农民可能把自己收获的谷物，比方说，１２０

夸特全部卖掉。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必须向别的农民购买种

子（例如１２夸特）。这样一来，别的农民需要从自己产品（１２０夸

特）中留作种子的就不是１２夸特，而是２４夸特，不是１
１０，而是

１
５了。因而，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在２４０夸特中，作为种子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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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土地的也是２４夸特。不过，这在流通领域中确实有差别。在前

一场合，每人留出１
１０，进入流通的是２１６夸特。在后一场合，进

入流通的是第一个农民的１２０夸特和第二个农民的１０８夸特，共

计２２８夸特。而实际消费者所占用的和原先一样，只有２１６夸特。

可见，在这里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例子，表明“实业家”和“实业

家”之间流通的价值总额可以大于“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

的价值总额。５４｝（其次，每当一部分利润转化为新资本时，都存在

着这样的差别；再其次，当“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易

持续多年时也是这样，等等。）

由此可见，生产麻布即生产可供个人消费的产品所必需的很

大一部分不变资本，无需用麻布来补偿。

第二，麻布即一年内生产出来的消费品所必需的很大一部分

不变资本，在一个阶段上表现为不变资本，在另一个阶段上则表现

为新加劳动，因而实际上分解为利润和工资，成为一些人的收入，

而同一价值额对另一些人来说则表现为资本。例如，［织布业者

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归结为纺纱业者的［新加］劳动，等等。

［２９６］第三，在生产可消费的产品所必需的一切中间生产阶

段，除原料和某些辅助材料之外，很大一部分产品从来不加入消

费品的使用价值，而只是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消费品；机器、煤

炭、机油、油脂、皮带等等就是如此。就这些中间生产阶段由于

社会分工而作为单独的部门出现来说，它们事实上都只是为下一

阶段生产不变资本，而每一中间生产阶段的产品都分解为两部分：

一部分代表新加劳动（这部分归结为利润和工资，并在前面指出

的限定的条件５５下，归结为收入），另一部分代表消费了的不变资

本的价值。因此很清楚，在每一个这样的生产领域，生产者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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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只能消费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的那部分产品，即扣除等于本领域

产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产品量之后剩下来的那部分产品。

但是这些生产者谁也不能消费上一阶段产品中的任何一部分，不

能消费事实上只为下一阶段生产不变资本的所有阶段的产品中的

任何一部分。

这样，虽然最终产品（麻布，在这里代表全部可消费的产品）由

新加劳动和不变资本构成，以致这种消费品的最后生产者只能消

费产品中归结为最后阶段上加进的劳动，即归结为工资和利润总

额，归结为他们的收入的那一部分，但是，一切不变资本的生产者

也都只是以可消费的产品形式来消费即实现自己的新加劳动。虽

然可消费的产品由新加劳动和不变资本构成，但是它的购买价格

（除等于最后阶段上新加的劳动量的那部分产品以外）体现着在这

个产品的不变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加进的劳动总量。不变资本的生

产者不是以自己产品的形式，而是以可消费的产品的形式，来实现

他们加进的全部劳动，所以，结果就好比这个可消费的产品仅仅由

工资和利润，由加进的劳动构成。

麻布生产者在自己的生产领域最后制成了消费品麻布，他们

从消费品麻布中自己留出一部分产品，这部分产品等于他们的收

入，等于最后生产阶段上加进的劳动，等于工资和利润总额（消费

品相互交换和商品事先转化为货币，对问题毫无影响）。而他们生

产的另一部分消费品，他们则用来支付直接供给他们不变资本的

生产者所应得的价值组成部分。因此，他们生产的这一部分消费

品，全都用来抵补直接供给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者的收入和不变

资本的价值。但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者又只留出价值等于他们的

收入的那部分可消费的产品。另一部分他们又用来支付他们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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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的生产者，而这个不变资本又等于收入加不变资本。但是，

只有当麻布这种可消费的产品的最后部分仅仅用来补偿收入，补

偿新加劳动，而不再补偿不变资本的时候，计算才能完结。因为按

照假定，麻布只加入消费，而不再构成其他生产阶段的不变资本。

对于一部分农产品来说，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明。

一般说来，只有作为原料加入最终产品的那些产品，才可以说

它们是作为产品被消费的。其他的产品则只是作为价值组成部分

加入可消费的产品。可消费的产品是用收入，也就是用工资和利

润来购买的。因而，它的价值总额必定全部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即

分解为在这种产品所经过的一切阶段上加进的不同的劳动量。现

在要问：除了由生产者本人归还给生产的那部分农产品［２９７］（种

子、牲畜、粪肥等等）以外，是否还有另一部分不变资本，不作为价

值组成部分加入可消费的产品，而在生产过程中以实物形式自己

补偿自己呢？

当然，这里可能指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只要这种固定资本的

价值本身加入生产，并在生产中被消费。

不仅在农业中（其中包括由人工进行再生产的畜牧业、养鱼

业、林业），——因而不仅在衣服和食品的各种原料以及很大一部

分加入工业固定资本的产品如帆、绳、皮带等等的生产中，——而

且在采矿业中，也有一部分不变资本以实物形式从自己生产的产

品中得到补偿。因此，这一部分不变资本就不应由进入流通的那

部分产品来补偿。例如在煤炭生产中，就有一部分煤炭用来发动

排水或提升煤炭用的蒸汽机。

由此看来，年产品的价值，有一部分等于采煤过程中消费的煤

炭所包含的过去劳动，另一部分等于当时新加的劳动量（机器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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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等等撇开不谈）。但是，本身由煤炭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会

直接从这个总产品中留出，归还给生产。谁也不应把这部分补偿

给生产者，因为生产者会自己补偿自己。如果劳动生产率既没有

提高也没有降低，这部分产品所代表的那部分价值就保持不变，它

等于产品中一部分作为过去劳动、一部分作为一年内新加劳动存

在的那个劳动量的某个相应部分。在采矿工业的其他部门中，不

变资本也有一部分是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的。

产品的废料，例如飞花等等，可当作肥料归还给土地，或者可

当作原料用于其他生产部门；例如破碎麻布可用来造纸。在前一种

情况下，一个生产部门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就可以直接同另一个生

产部门的不变资本相交换。例如棉花同用作肥料的飞花相交换。

一般说来，机器的制造和原料（煤炭、铁、木材）的生产，同其他

生产阶段之间有一个主要的差别。在其他生产阶段上不发生相互

作用。麻布不能成为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纱本身不能

成为亚麻种植业者或机器厂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但是，充当

机器的原料的，不仅有皮带、绳子等等取自农产原料的产品，而且

有木材、铁、煤炭；另一方面，机器又作为生产资料加入木材、铁、煤

炭等等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由此可见，这两个部门事实上是以实

物形式互相补偿自己的一部分不变资本。这里发生的是不变资本

同不变资本的交换。

这里不单单是计算的问题。铁生产者要把生产铁时使用的机

器的损耗算到机器制造业者的项下，而机器厂主要把他制造机器

时使用的机器的损耗算到铁生产者的项下。假定铁生产者和煤炭

生产者是一个人。第一，我们已经看到，他自己补偿自己的煤炭。

第二，他的总产品（铁和煤炭）的价值，等于新加劳动创造的价值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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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损耗部分所包含的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从这个总产品中扣

除补偿机器价值的铁量，剩下来的就是归结为新加劳动的铁量。

后面这部分构成机器厂主、工具生产者等等的原料。对于后面这

部分，机器厂主用麻布支付给铁生产者；而为了换取前一部分，机

器厂主供给他机器，以补偿他的设备的损耗。

另一方面，机器制造业者的不变资本中有一部分代表他的机

器制造机、工具等等的损耗，所以，这一部分既不能归结为原料（这

里我们不谈［生产煤炭和铁时］使用的机器［２９８］和自己补偿自己

的那部分煤炭），也不能归结为新加劳动，因而，既不能归结为工

资，也不能归结为利润；这种损耗实际上是靠机器制造业者从自己

的机器中给自己留下一部或几部机器当作机器制造机而得到补偿

的。对于他的这一部分产品来说，问题只是：为了制造这一部分产

品，要有一个原料的追加量。这一部分产品不代表新加劳动，因为

在劳动的总产品中，一定数量的机器等于新加劳动创造的价值，另

一数量的机器等于原料的价值，再一个数量的机器等于机器制造

机所包含的价值组成部分。诚然，最后这个组成部分事实上也包

含新加劳动。但是从价值方面来说，这种劳动等于零，因为在代表

新加劳动的那一部分机器中，没有计算原料和已损耗的机器所包

含的劳动；补偿原料的第二部分机器中，没有计算补偿新劳动和机

器的部分；因而，从价值方面来看，第三部分机器既不包含新加劳

动，也不包含原料；这一部分只代表机器的损耗。

机器厂主自己所需要的机器不出卖。它以实物形式得到补

偿，由机器制造业者从总产品中留出来。这样，机器厂主所出卖的

机器只代表原料（如果原料生产者的机器损耗已经算到机器厂主

的项下，这些原料就只归结为劳动）和新加劳动；因而这些机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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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对机器厂主自己，还是对原料生产者，都只归结为麻布。如果专

门就机器厂主和原料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来说，那末原料生产者为

了补偿自己机器的损耗部分，已经把相当于损耗部分的价值的铁

量留出。他用这个铁量同机器厂主相交换，这样他们两人就以实

物形式互相付清，这个过程同他们之间收入的分配也就毫无关系。

这个问题就是如此，我们在考察资本流通时还要回过来谈

谈。５６

不变资本实际上是这样得到补偿的：它不断地重新生产出来，

并且有一部分是自己再生产自己。但是，加入可消费的产品的那

部分不变资本，则由加入不可消费的产品的活劳动来支付。正因

为这种劳动不由它本身的产品支付，所以全部可消费的产品都可

以归结为收入。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作为年产品的一部分来考察，

只是外表上的不变资本。另一部分，虽然也加入总产品，但是它既

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也不作为使用价值加入可消费的产品，而是

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始终作为不可缺少的生产要素保留下来。

在这里，我们已经考察了全部可消费的产品如何分配，如何分

解为产品中包含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和生产条件。

但是，可消费的产品（就它分解为工资这一点说，它等于资

本的可变部分），可消费的产品的生产，以及生产可消费的产品所

必需的不变资本各部分的生产（不管这个不变资本是否加入可消

费的产品），它们总是同时并存的。因此，任何资本总是分为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资本同时由这两部分构成；而且，资本的不变

部分虽然象可变部分一样，不断由新产品来补偿，但是，只要生

产以同一方式继续下去，这个不变部分就会始终以同样的形式存

在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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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９］机器厂主和原料生产者（铁、木材等等的生产者）之

间的关系是，他们事实上各用自己的一部分不变资本来互相交换

（这种情况和一个人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变成另一个人的收入毫无

共同之处５７），并且在这两个互相联系的生产者当中，每一个人的

产品（虽然一个产品是另一个产品的前一阶段），都作为生产资料

互相加入对方的不变资本。铁、木材等等的生产者，为了换取他

们所需要的机器，把等于待补偿的机器价值的铁、木材等等交给

机器制造业者。机器制造业者的这一部分不变资本对于他自己来

说，就好比种子对于农民一样。这是他的年产品中由他自己以实

物形式补偿自己并且不构成他的收入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通

过这种交换，以原料形式给机器制造业者不仅补偿了铁生产者使

用的机器中包含的原料，而且补偿了这个机器中由新加劳动和机

器制造业者自己的机器损耗构成的那部分价值。因此，对于机器

制造业者来说，不仅补偿了相当于他自己的机器损耗的部分，而

且还补偿了可以（当作补偿）算做别的机器包含的一部分损耗的

部分。

诚然，卖给铁生产者的这种机器，也包含等于原料和新加劳动

的价值组成部分。但是在别的机器中会相应地少算补偿损耗的部

分。因此，铁生产者等等的这部分不变资本，即他们的年劳动产品

中只补偿不变资本中代表损耗的价值组成部分的这部分产品，不

加入机器制造业者卖给其他工业家的机器。至于这些别的机器的

损耗，当然是用前面说过的 ２
３码麻布（＝２劳动小时）补偿给机器

制造业者。机器制造业者用这些麻布购买同一价值额的生铁、木

材等等，并且以自己不变资本的另一种形式，即生铁的形式，来补

偿自己的损耗。由此可见，对于机器制造业者来说，他的一部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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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除补偿原料的价值之外，还补偿他的机器损耗的价值。而在生

铁生产者等等方面，这种原料只归结为新加劳动，因为这些原料

（铁、木材、煤炭等等）的生产者的机器在前面已经算过了。

由此可见，麻布的一切要素归结为一定量劳动的总额，它等于

新加劳动的总额，但决不等于不变资本中包含的、由于再生产而永

远保留下去的全部劳动的总额。

而且，说构成一年内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总额的那个劳动量

（一部分为活劳动，一部分为过去劳动），因而也就是作为收入被消

费的那个劳动量，不能超过一年内新加的劳动，这种论点是同义反

复。因为收入等于利润和工资总额，等于新加劳动的总额，等于包

含这个劳动量的商品总额。

铁生产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例子，只是个别的例子。在其他

以自己的产品互相提供生产资料的不同生产领域之间，也同样以

实物形式交换它们的不变资本（虽然这种交换被一系列货币交易

掩盖着）。只要有这种情况存在，加入消费的最终产品的消费者就

不应补偿这种不变资本，因为它已经得到了补偿。［２９９］

［３０４］｛例如在制造机车时，每天都有成车皮的铁屑剩下。把

铁屑收集起来，再卖给（或赊给）那个向机车制造厂主提供主要原

料的制铁厂主。制铁厂主把这些铁屑重新制成块状，在它们上面

加进新的劳动。他以这种形式把铁屑送回机车制造厂主手里，这

些铁屑便成为产品价值中补偿原料的部分。就这样这些铁屑往返

于这两个工厂之间，——当然，不会是同一些铁屑，但总是一定量

的铁屑。这个部分不断交替地成为两个工业部门的原料，并且，从

价值方面来看，始终只是从一个企业移到另一个企业。因此，它不

加入最终产品，而是不变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补偿。

８３１ 第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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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机器制造厂主供应的每一部机器，如果从它的价值来

考察，都分解为原料、新加劳动和机器的损耗。但是加入其他领域

生产的这些机器的总数，按其价值来说，只能等于机器的总价值减

去不断在机器制造厂主和制铁厂主之间来回转移的那部分不变资

本。

农民卖掉的任何一夸特小麦，同其他任何一夸特小麦值一样

多的钱。卖掉的一夸特小麦，丝毫也不比作为种子归还给土地的

那一夸特小麦便宜。然而，如果产品等于６夸特，每一夸特等于

３镑，而且每一夸特都包含新加劳动、原料和机器这几个价值组成

部分，如果农民必须用一夸特作种子，那末他就只卖给消费者５夸

特，由此得到１５镑。因而，消费者没有必要支付一夸特种子包含

的价值组成部分。但是被卖掉的产品的价值等于其中包含的全部

价值要素，即新加劳动和不变资本，消费者怎么能够不支付不变

资 本 而 又 把 这 个 产 品 买 去 呢？问 题 的 关 键 就 在 这

里。｝５８［３０４］    

［３００］｛对前一段话的补充。

下面这段引文表明，庸俗的萨伊对这个问题多么不了解：

“要完全了解这个关于收入的问题，就必须注意，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

各种人的收入，因为任何产品的总价值，都是由促成它的生产的土地所有者、

资本家和勤劳者的利润相加而成的。因此，社会的收入和生产的总价值相

等，而不象某派经济学家２２所认为的那样，只和土地的纯产品相等…… 如

果一个国家的收入只是生产出来的价值超过消费掉的价值的余额，那末从这

里就会得出一个完全荒谬的结论：如果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消费的价值等于它

生产出来的价值，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收入了。”（同上，第２卷第６３—６４

页）

实际上，这个国家在过去一年会有某些收入，但在下一年就没

９３１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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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任何收入了。说一年生产的劳动产品（当年新加劳动的产品只

构成其中的一部分）都归结为收入，这是不对的。相反，只有说加

入一年个人消费的那部分产品都归结为收入，才是对的。仅仅由

新加劳动构成的收入，能够支付这个一部分由新加劳动、一部分由

过去劳动构成的产品，换句话说，新加劳动在这些产品中不仅能够

自己支付自己，而且能够支付过去劳动，——这是因为同样由新加

劳动和过去劳动构成的另一部分产品，只补偿过去劳动，只补偿不

变资本。｝

［（１１）补充：斯密在价值尺度问题上的混乱；

斯密的矛盾的一般性质］

  ｛对于这里考察的亚当·斯密理论的各点，还应补充如下：他

在价值规定上的动摇，除了工资问题上的明显矛盾５９以外，还有一

条：混淆概念。他把作为内在尺度同时又构成价值实体的那个价

值尺度，同货币称为价值尺度那种意义上的价值尺度混淆起来。

由此就试图找到一个价值不变的商品作为后一种意义上的尺度，

把它当作衡量其他商品的不变尺度——这是一个化圆为方问

题①。关于货币意义上的价值尺度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价

值规定之间的关系，请看我的著作第一部分６０。这种混淆现象在李

嘉图的著作中，有些地方也可以碰到。｝［３００］

        

［２９９］亚·斯密的矛盾的重要意义在于：这些矛盾包含的问

０４１ 第  三  章

① 化圆为方问题，是古希腊的一个著名问题，即求作一正方形，使其面积等于一

已知圆的面积，一般指难以解决的问题。——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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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他固然没有解决，但是，他通过自相矛盾而提出了这些问题。

后来的经济学家们互相争论时，时而接受斯密的这一方面，时而接

受斯密的那一方面，这种情况最好不过地证明斯密在这方面的正

确本能。６１

１４１亚 当·斯 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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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章］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谈分析亚·斯密的观点时必须加以考察

的最后一个争论点，即［３００］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

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亚·斯密对一切问题的见解都具有

二重性，他在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时给生产劳动所下的定

义也是如此。我们发现，在他的著作中，他称为生产劳动的东西总

有两种定义混淆在一起。我们先来考察第一种正确的定义。

［（１）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

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意义上说，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雇佣劳动，

它同资本的可变部分（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相交换，不仅把

这部分资本（也就是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而且，除此

之外，还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仅仅由于这一点，商品或货币才

转化为资本，才作为资本生产出来。只有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才

是生产劳动。（这就是说，雇佣劳动把花在它身上的价值额以增大

了的数额再生产出来，换句话说，它归还的劳动大于它以工资形式

取得的劳动。因而，只有创造的价值大于本身价值的劳动能力才

是生产的。）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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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阶级的存在，从而资本的存在本身，是以劳动生产率为

基础的，但不是以绝对的劳动生产率为基础，而是以相对的劳动生

产率为基础。如果一个工作日只够维持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也就

是说，只够把他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３０１］那末，绝对地说，这

一劳动是生产的，因为它能够再生产即不断补偿它所消费的价值

（这个价值额等于它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但是，从资本主义

意义上来说，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的，因为它不生产任何剩余价

值。（它实际上不生产任何新价值，而只补偿原有价值；它以一种

形式消费价值，为的是以另一种形式把价值再生产出来。有人说，

一个劳动者，如果他的产品等于他自己的消费，他就是生产劳动

者，如果他消费的东西多于他再生产的东西，他就是非生产劳动

者，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这种生产率是以相对的生产率为基础的，即工人不仅补偿原

有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他在自己的产品中物化的劳动时间，比

维持他作为一个工人生存所需的产品中物化的劳动时间要多。这

种生产的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存在的基础。

｛但是，假定不存在任何资本，而工人自己占有自己的剩余劳

动，即他创造的价值超过他消费的价值的余额。只有在这种情况

下才可以说，这种工人的劳动是真正生产的，也就是说，它创造新

价值。｝

［（２）重农学派和重商学派对

生产劳动问题的提法］

  对生产劳动的这种观点，是从亚·斯密对剩余价值的起源的

３４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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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因而是从他对资本的实质的看法，自然而然地得出来的。只

要他对生产劳动持有这种观点，他就沿着重农学派甚至重商学派

走过的一个方向走，不过使这个方向摆脱了错误的表述方式，从而

揭示出它的内核。重农学派错误地认为，只有农业劳动才是生产

的，但是他们坚持了正确的见解，即从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只有创

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并且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生产条件所有者创造

剩余价值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只有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土地所有者

创造“纯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因为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时

间是物化在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的。（重农学派对“纯产品”又

理解错误。他们所以把它当作纯产品，是因为例如收获的小麦比

工人和租地农场主吃掉的要多；可是生产出来的呢绒也比呢绒生

产者即工人和企业主的衣着所需的要多。）他们对剩余价值本身

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对价值有不正确的看法，他们把价值归

结为劳动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归结为劳动时间，不是归结为没有质

的差别的社会劳动。不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有一个正确的定

义：雇佣劳动只有当它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它本身所花费的价值的

时候才是生产的。亚·斯密使这个定义摆脱了错误的表述方式，

而在重农学派那里，这个定义是同错误的表述方式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我们从重农学派追溯到重商学派，在重商学派那里也有

对生产劳动的同样见解的一面，尽管他们对这一点是无意识的。

重商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劳动只有在产品出口给国家带回的货币

多于这些产品所值的货币（或者多于为换得这些产品而必须出口

的货币）的那些生产部门，因而只有在使国家有可能在更大的程度

上分沾当时新开采的金银矿的产品的那些生产部门，才是生产的。

他们看到，在这些国家中已经出现了财富和中等阶级迅速增长的

４４１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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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金的这种影响事实上究竟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工资的

增长赶不上商品价格的上涨；因此工资下降了，从而相对剩余劳

动增加了，利润率提高了，但这不是因为工人的生产能力更大了，

而是因为绝对工资（即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总额）降低了，总之，

因为工人的状况恶化了。这样一来，在这些国家里，对使用劳动

的企业主来说，劳动的生产能力实际上更大了。这个事实和贵金

属的流入有关，这也就是促使重商学派把这种生产部门使用的劳

动称为唯一生产劳动的原因，虽然这个原因仅仅是隐约地被意识

到的。   

［３０２］“最近五、六十年以来，几乎在整个欧洲都发生了人口的惊人增加，

其主要原因也许是美洲矿山生产率的增长。贵金属的大大过剩〈这当然是它

们的实际价值下降的结果〉，使商品的价格比劳动的价格提高得更多；它使工

人的状况恶化，同时却使雇主的利润增加，因此雇主能使用更多的流动资本

来雇用工人，这就促进了人口的增加…… 马尔萨斯指出，美洲矿山的发现，

使谷物价格提高了两三倍，而使劳动的价格只提高了一倍…… 供国内消费

的商品的价格（例如谷物价格）不是马上跟着货币的流入就提高的；但由于农

业中的利润率同工业中的利润率相比下降了，资本就从农业转到工业。这

样，一切资本都开始获得比以前更高的利润，而利润的提高总是等于工资的

下降。”（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１８１７年伦敦版第

２９页及以下各页）

因此，第一，按巴顿的说法，十六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七世

纪曾推动重商主义体系的那个现象，在十八世纪下半叶重新出现

了。第二，因为只有出口的商品才按金银的已经降低的价值衡量，

而供国内消费的商品仍按金银的原有价值衡量（直到资本家之间

的竞争把这种用两个不同尺度衡量的现象消除为止），所以在为出

口服务的生产部门中，由于工资降到原有水平之下，劳动就表现为

直接生产的劳动，即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５４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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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见解的二重性。

对问题的第一种解释：把生产劳动

看成同资本交换的劳动］

  斯密对于生产劳动所阐述的第二种见解即错误的见解，同正

确的见解完全交错在一起，以致这两种见解在同一段文字中接连

交替出现。所以，为了说明第一种见解，我们不得不在有些地方把

引文分割成许多段。

“有一种劳动加到对象上，就能使这个对象的价值增加，另一种劳动则没

有这种作用。前一种劳动因为它生产价值，可以称为生产劳动，后一种劳动

可以称为非生产劳动。例如，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把自己的生活费的价

值和他的主人的利润，加到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不

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虽然主人也向制造业工人预付工资，但后者实际上并

没有使主人花费什么，因为由工人投入劳动的对象的价值增加了，通常通过

这个增加了的价值，就把工资的价值连同利润一起偿还给主人了。相反，家

仆的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一个人，要是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就会变富；

要是维持许多家仆，就会变穷。”（《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麦克库

洛赫版，第２卷第２篇第３章第９３和９４页）

在这段话中，——而在下面我们就要引用的紧接着的那段文

字里，相互矛盾的定义更加穿插在一起，——生产劳动主要是指这

样一种劳动，它除了再生产“自己的〈即雇佣工人的〉生活费”的价

值之外，还生产剩余价值——“他的主人的利润”。如果制造业工

人除了他自己的生活费的价值以外，不再创造剩余价值，工业家也

就不能由于“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而变富。

但是，第二，亚·斯密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一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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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劳动。我们暂且不谈这［３０３］后一种解释，先引证另外几

段话，那里斯密的第一种见解一部分被重复了，一部分表述得更鲜

明，并且主要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如果把非生产劳动者……消费的那个数量的食物和衣服，分配给生产

劳动者，后者就会把他们所消费的东西的全部价值连同利润一起再生产出

来。”（同上，第１０９页；第２篇第３章）

这里，生产劳动者十分明确是指这样的劳动者，他不仅把包含

在工资中的生活资料的全部价值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而且把这

个价值“连同利润一起”为资本家再生产出来。

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但是，商品或货币之所

以变为资本，是因为它们直接同劳动能力交换，而且这种交换的目

的，只是为了有一个比它们本身包含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来补

偿它们。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对资本家本身来说，不在于它

的实际使用价值，不在于某种具体劳动的效用，不在于这是纺纱者

的劳动、织布者的劳动等等，正如这种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本身并

不使资本家感到兴趣一样，因为产品在他看来是商品（并且是第一

形态变化之前的商品），而不是消费品。使资本家对商品感兴趣的

仅仅是：商品具有的交换价值大于资本家为商品支付的交换价值。

因此，劳动的使用价值在他看来就是：他收回的劳动时间量大于他

以工资形式支付的劳动时间量。自然，所有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参

加商品生产的人，从真正的工人到（有别于资本家的）经理、工程

师，都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围。正因为如此，最近的英国官方工厂

报告“十分明确地”把在工厂和工厂办事处就业的所有人员，除了

工厂主本人以外，全都列入雇佣劳动者的范畴（见这个臭报告结尾

部分以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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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给生产劳动下了定义，亚·斯密

在这里触及了问题的本质，抓住了要领。他的巨大科学功绩之一

（如马尔萨斯正确指出的６２，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

分，仍然是全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就在于，他下了生产

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样一个定义，也就是说，他根据这

样一种交换来给生产劳动下定义，只有通过这种交换，劳动的生产

条件和一般价值即货币或商品，才转化为资本（而劳动则转化为科

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

什么是非生产劳动，因此也绝对地确定下来了。那就是不同

资本交换，而直接同收入即工资或利润交换的劳动（当然也包括同

那些靠资本家的利润存在的不同项目，如利息和地租交换的劳

动）。凡是在劳动一部分还是自己支付自己（例如徭役农民的农业

劳动），一部分直接同收入交换（例如亚洲城市中的制造业劳动）的

地方，不存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和雇佣劳动。因

此，这些定义不是从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不是从劳动产品的性质，

不是从劳动作为具体劳动所固有的特性）得出来的，而是从一定的

社会形式，从这个劳动借以实现的社会生产关系得出来的。例如

一个演员，哪怕是丑角，只要他被资本家（剧院老板）雇用，他偿还

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他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劳动，那

末，他就是生产劳动者；而一个缝补工，他来到资本家家里，给资本

家缝补裤子，只为资本家创造使用价值，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前

者的劳动同资本交换，后者的劳动同收入交换。前一种劳动创造

剩余价值；后一种劳动消费收入。

这里，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始终是从货币所有者、资本家的

角度来区分的，不是从劳动者的角度来区分的，而加尼耳等人的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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谬论调正是从这里产生的，他们根本不懂问题的实质，竟然问道：

妓女、仆役等等的劳动，或服务，或职能，会不会带来货币？［３０３］

［３０４］作家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他生产出观念，而

是因为他使出版他的著作的书商发财，也就是说，只有在他作为某

一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候，他才是生产的。

体现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商品，其使用价值可能是最微不足道

的。劳动的这种物质规定性同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毫无关

系，相反，劳动作为生产劳动的特性只表现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

我们在这里指的劳动的这种规定性，不是从劳动的内容或劳动的

结果产生的，而是从劳动的一定的社会形式产生的。

另一方面，假定资本已掌握了全部生产，也就是说，商品（必须

把它同单纯的使用价值区别开来）已不再由拥有这个商品的生产

条件的劳动者来生产，因而只有资本家才是商品（只有一种商品

——劳动能力除外）的生产者，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收入必须或者

同完全由资本来生产和出卖的商品交换，或者同这样一种劳动交

换，购买它和购买那些商品一样，是为了消费，换句话说，仅仅是由

于这种劳动所固有的物质规定性，由于这种劳动的使用价值，由于

这种劳动以自己的物质规定性给自己的买者和消费者提供服务。

对于提供这些服务的生产者来说，服务就是商品。服务有一定的

使用价值（想象的或现实的）和一定的交换价值。但是对买者来

说，这些服务只是使用价值，只是［３０５］他借以消费自己收入的对

象。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并不是不付代价地从收入（工资和利润）中

取得自己的一份，从生产劳动创造的商品中取得自己的一份，他们

必须购买这一份，但是，他们同这些商品的生产毫无关系。

但在任何情况下，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花在资本所生产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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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收入（工资和利润）愈多，能用来购买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的

收入就愈少，反过来也是一样。

劳动的物质规定性，从而劳动产品的物质规定性本身，同生产

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这种区分毫无关系。例如，饭店里的厨

师和侍者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的劳动转化为饭店老板的资本。

这些人作为家仆，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我没有从他们的服务中

创造出资本，而是把自己的收入花在这些服务上。但是，事实上，

这些人，对我这个消费者来说，即使在饭店里也是非生产劳动者。

“无论在哪一个国家，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补偿资本的那部分，始终只

直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它只支付生产劳动的工资。而直接用来构

成收入（不管作为利润还是作为地租）的那部分，则既可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

者的生活，也可以用来维持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一个人无论把自己的哪一

部分基金用作资本，他总是希望这部分基金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因此，

他只用它来维持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这部分基金为资本家执行了资本的职能

之后，便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每当资本家用他的一部分基金来维持任何

一种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这部分基金便立即从他的资本中抽出，加入他用

于直接消费的基金。”（同上［麦克库洛赫版第２卷］，第９８页）

显然，随着资本日益掌握全部生产，从而随着家庭工业和小工

业——总之，为本身消费进行生产而产品不是商品的那种工业

——逐渐消失，非生产劳动者，即以服务直接同收入交换的劳动

者，绝大部分就只提供个人服务，他们中间只有极小部分（例如厨

师、女裁缝、缝补工等）生产物质的使用价值。他们不生产商品是

理所当然的。因为商品本身从来不是直接的消费对象，而是交换

价值的承担者。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达的条件下，这些非

生产劳动者只有极小部分能够直接参加物质生产。这一部分人只

有用自己的服务同收入交换，才参加物质生产。正如亚·斯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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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这不妨碍这些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的价值，是由并且可以

由决定生产劳动者的价值的同样方法（或类似方法）来决定。这就

是说，由维持他们的生活或者说把他们生产出来所必需的生产费

用来决定。这里还牵涉到别的一些不归这里考察的情况。

［３０６］生产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对他本人来说是商品。非生产

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也是这样。但是，生产劳动者为他的劳动能力的

买者生产商品。而非生产劳动者为买者生产的只是使用价值，想象

的或现实的使用价值，而决不是商品。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是，他

不为自己的买者生产商品，却从买者那里获得商品。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象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

…… 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

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品生活…… 应当列入这一类

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

等等。”（同上，第９４—９５页）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这种区分本身，正如前面已经说过

的，既同劳动独有的特殊性毫无关系，也同劳动的这种特殊性借以

体现的特殊使用价值毫无关系。在一种情况下劳动同资本交换，

在另一种情况下劳动同收入交换。在一种情况下，劳动转化为资

本，并为资本家创造利润；在另一种情况下，它是一种支出，是花费

收入的一个项目。例如，钢琴制造厂主的工人是生产劳动者。他的

劳动不仅补偿他所消费的工资，而且在他的产品钢琴中，在厂主出

售的商品中，除了工资的价值之外，还包含剩余价值。相反，假定

我买到制造钢琴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或者甚至假定工人自己就有

这种材料），我不是到商店去买钢琴，而是请工人到我家里来制造

钢琴。在这种情况下，钢琴匠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劳动直

接同我的收入相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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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斯密对问题的第二种解释：生产劳动

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

  然而，有一点是清楚的：随着资本掌握全部生产，——因而一

切商品的生产都是为了出卖，而不是为了直接消费，劳动生产率也

相应地增长，——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物质差别也

就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来，因为前一种人，除极少数以外，将仅仅

生产商品，而后一种人，也是除极少数以外，将仅仅从事个人服务。

因此，第一种人将生产直接的、物质的、由商品构成的财富，生产一

切不是由劳动能力本身构成的商品。这就是促使亚·斯密除了作

为基本定义的第一种特征以外，又加上另一些特征的理由之一。

这样，由于斯密的各种不同的想法交织在一起，就有了下面这

一段话：

“家仆的劳动〈与制造业工人的劳动不同〉……不能使价值有任何增加

…… 家仆的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一个人，要是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

就会变富；要是维持许多家仆，就会变穷。然而后者的劳动也同前者的劳动

一样，有它的价值，理应得到报酬。不过，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固定和物化在一

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这个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

还存在若干时候。可以说，这是在其物化过程中积累并储藏起来，准备必要

时在另一场合拿来利用的一定量劳动。这个对象，或者可以说，这个对象的

价格，后来到必要时，能够把一个同原先生产它所花费的劳动相等的劳动量

推动起来。相反，家仆的［３０７］劳动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

以出卖的商品中。他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

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象

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的对象或可

以出卖的商品中。”（同上，第９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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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看到，用来说明非生产劳动者的特点的有以下这

些定义，这些定义同时显露了亚·斯密内在思想进程的各个环节：

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不生产任何价值”，“不能使价值有任何

增加”，“〈非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费永远得不到偿还”，“它不固定或

不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相反，“他的服

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

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最后，“它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久

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

这里，“生产的”和“非生产的”这些术语是在和原来不同的意

义上说的。这里谈的已经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的生

产本身就意味着为已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一个等价。这里谈的

是：一个劳动者，只要他用自己的劳动把他的工资所包含的那样多

的价值量加到某种材料上，提供一个等价来代替已消费的价值，他

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这里就越出了和社会形式有关的那个定义

的范围，越出了用劳动者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来给生产劳动者

和非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从第四篇第九章（亚·斯密在这

里批判了重农学派的学说）可以看出，斯密走入这条歧途，是因为

他在阐述自己的见解时一方面反对重农学派，另一方面又受到重

农学派的影响。如果工人在一年内只补偿自己工资的等价，那末，

他对资本家来说就不是生产劳动者。固然，他会给资本家补偿自

己的工资即自己劳动的购买价格。但是这笔交易就好比资本家购

买这个劳动者所生产的商品一样。资本家支付了用来生产这个商

品的不变资本和工资所包含的劳动。他现在以商品形式占有的劳

动和以前以货币形式占有的劳动是同一个量。他的货币没有因此

而转化为资本。这种情况，就好比工人本人是自己的生产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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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者一样。他每年必须从自己年产品的价值中留出生产条件的

价值，以便补偿它们。他一年内消费的，或者说，可以消费的，是他

的产品中等于他当年加在自己不变资本上的新劳动的那部分价

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了。

亚·斯密把这种劳动称为“生产的”，第一个理由是因为重农

学派把它称为“不生产的”和“不结果实的”。

斯密在这一章里对我们说：

“第一，［重农学派］承认，这个阶级〈即不从事农业的那些工业阶级〉每年

再生产出自己的年消费价值，
·
并
·
且
·
至
·
少
·
保
·
持
·
使
·
他
·
们
·
能
·
够
·
就
·
业和生存的

·
基
·
金
·
或

·
资
·
本…… 诚然，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除了使他们能够就业和生存的资

本以外，每年还再生产出一个纯产品，即土地所有者的纯地租…… 租地农

场主和农业工人的劳动，无疑要比商人、手工业者和制造业者的劳动具有更

大的生产能力。但是，一个阶级的产品超过另一个阶级的产品，并不能使另一

个阶级成为不生产的和不结果实的。”（同上，第３卷第５３０页［加尔涅的法译本］）

可见，亚·斯密在这里回到重农学派的［３０８］观点上去了。农

业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因而也是生产“纯产品”的真正的“生产劳

动”。斯密放弃了自己的剩余价值观点，接受了重农学派的观点。

同时他又反对重农学派，提出制造业劳动（他认为还有商业劳动）

也还是生产的，尽管不是就这个词的最高意义来说的。因此，斯密

越出了和社会形式有关的那个定义的范围，越出了从资本主义生

产的观点来给“生产劳动者”下定义的范围；他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来反对重农学派：不从事农业的阶级，工业阶级，会把自己的工资

再生产出来，因而还是会把一个等于他的消费的价值生产出来，从

而“至少保持使他们能够就业的基金或资本”。这样，在重农学派

的影响下，同时在反对重农学派的情况下，便产生了他对“生产劳

动”的第二个定义。

４５１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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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斯密说：“第二，因此，象看待家仆那样来看待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

商人，是根本不正确的。家仆的劳动不能保持使他能够就业和生存的基金。

家仆完全是靠他主人的开支来就业和维持生活的，他所完成的劳动不是那种

能补偿这些开支的劳动。这种劳动是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它不固

定和不物化在一个能够补偿他们的生活费和工资的价值的可以出卖的商品

中。相反，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却自然地固定和物化在可以出

卖或交换的对象中。正因为如此，我在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一章中，

把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算作生产的劳动者，而把家仆算作不生产的和

不结果实的劳动者。”（同上，第５３１页）

一旦资本掌握了全部生产，收入只要同劳动交换，它便不是直

接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交换，而是同单纯的服务交换。收入的一部

分同充当使用价值的商品交换，一部分同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的

服务本身交换。

商品和劳动能力本身不同，它是以物质形式同人对立着的物，

它对人有一定的效用，在它身上固定了、物化了一定量的劳

动。   

这样，我们就得出一个实质上已经包含在第一点中的定义：用

自己的劳动生产商品的工人是生产的，并且这个工人消费的商品

不多于他生产的东西，不多于他的劳动所值。他的劳动固定和物

化在“可以出卖或交换的对象中”，“一个能够补偿他们〈即生产这

些商品的工人〉的生活费和工资的价值的可以出卖的商品中”。生

产工人生产商品，从而把他以工资形式不断消费的可变资本不断

再生产出来。他把支付给他的“使他能够就业和生存的”基金不断

生产出来。

第一，亚·斯密自然把直接耗费在物质生产中的各类脑力劳

动，算作“固定和物化在可以出卖或交换的商品中”的劳动。斯密

在这里不仅指直接的手工工人或机器工人的劳动，而且指监工、工

５５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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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经理、伙计等等的劳动，总之，指在一定物质生产领域内为生

产某一商品所需要的一切人员的劳动，这些人员的共同劳动（协

作）是制造商品所必需的。的确，他们把自己的全部劳动加到不变

资本上，并使产品的价值提高这么多。（这在多大的程度上适用于

银行家６３等人呢？）

［３０９］第二，亚·斯密说，非生产劳动者的劳动通常不是这样。

亚·斯密非常清楚地知道，即使资本掌握了物质生产，因而家庭工

业基本上消失了，直接到消费者家里为他创造使用价值的小手工

业者的劳动消失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叫到家里来缝制衬

衣的女裁缝，或修理家具的工人，或清扫、收拾房子等等的仆人，或

烹调肉食等等的女厨师，他们也完全和在工厂做工的女裁缝、修理

机器的机械师、洗刷机器的工人以及作为资本家的雇佣工人在饭

店干活的女厨师一样，把自己的劳动固定在某种物上，并且确实使

这些物的价值提高了。他们所生产的使用价值，从可能性来讲，也

是商品：衬衣可能拿到当铺去当掉，房子可能卖掉，家具可能拍卖

等等。因此，上述人员从可能性来讲，也生产了商品，把价值加到

了自己的劳动对象上。但他们是非生产劳动者中极少的一部分

人，那些适用于他们的说法，对广大家仆、牧师、政府官吏、士兵、音

乐家等等则是不适用的。

然而，不管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人数有多少，有一点无论如何

是清楚的（斯密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了一句有限制的话：“这些服务

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那就是：使劳动成为“生产的”或“非生

产的”劳动的，既不一定是劳动的这种或那种特殊形式，也不是劳

动产品的这种或那种表现形式。同一劳动可以是生产的，只要我

作为资本家、作为生产者来购买它，为的是用它来为我增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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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也可以是非生产的，只要我作为消费者来购买它，只要我花费收

入是为了消费它的（劳动的）使用价值，不管这个使用价值是随着

劳动能力本身活动的停止而消失，还是物化、固定在某个物中。

对于一个以资本家身分购买女厨师的劳动的人来说，即对于

一个饭店老板来说，女厨师在饭店里是生产商品。羊肉饼的消费

者应当对她的劳动付钱，而这个劳动为饭店老板补偿（撇开利润不

谈）他用以继续支付女厨师的基金。相反，如果女厨师为我烹调肉

食等等，我购买女厨师的劳动，不是为了把这个劳动当作一般劳动

来获取剩余价值，而是为了把它当作这种特定的具体劳动来使用；

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虽然这种劳动也固

定在物质产品中，而且同样可能成为（从结果来看）可以出卖的商

品，就象它对饭店老板来说确实是商品一样。可是，这里仍然有重

大的差别（实质上的差别）：女厨师并不补偿我（私人）用以支付她

的基金。因为我购买她的劳动，不是把它作为构成价值的要素，而

完全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她的劳动不补偿我用以支付她的基

金，即不补偿我给她的工资，这就好比我在饭店里吃的一顿午餐本

身，不能使我再购买和吃一顿相同的午餐一样。但这种差别在商

品中间也是存在的。资本家为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而购买的商品

（例如棉布，假如他有一个棉布印花工厂的话），会以印花布形式为

资本家补偿它的价值。相反，如果资本家购买这个商品是为了把

印花布本身消费掉，那末，这个商品就不会补偿他的开支。

其实，社会上人数最多的一部分人——工人阶级——都必须

为自己进行这种非生产劳动；但是，他们只有先进行了“生产的”劳

动，才能从事这种非生产劳动。工人只有生产了可以支付肉价的

工资，才能给自己煮肉；他只有生产了家具、房租、靴子的价值，才

７５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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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自己的家具和住房收拾干净，把自己的靴子擦干净。因此，从

这个生产工人阶级本身来说，他们为自己进行的劳动就是“非生产

劳动”。如果他们不先进行生产劳动，这种非生产劳动是决不能使

他们［３１０］重新进行同样的非生产劳动的。

第三，另一方面，剧院、歌舞场、妓院等等的老板，购买对演员、

音乐家、妓女等等的劳动能力的暂时支配权（事实上通过了曲折的

途径，这个途径只有从经济形式的观点来看才有意义，它不影响过

程的结果）；他们购买这种所谓“非生产劳动”，它的“服务一经提供

随即消失”，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一个“耐久的〈换句话说，“特殊的”〉

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在这些服务本身以外）。把这些服务

出卖给公众，就为老板补偿工资并提供利润。他这样买到的这些

服务，使他能够重新去购买它们，也就是说，这些服务会自行更新

用以支付它们的基金。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例如律师事务所的书

记的劳动，所不同的只是，书记的服务大部分还体现在十分庞大的

“特殊对象”上，即大堆的文件这个形式上。

不错，对老板本身来说，这些服务是由公众的收入支付的。但

同样不错的是，一切产品，只要它们用于个人消费，情况也完全是

这样。固然，国家不能出口这些服务本身；但它能出口提供这些服

务的人。例如，法国出口舞蹈教员、厨师等等，德国出口学校教师。

当然，随着舞蹈教员和学校教师的出口，也出口了他们的收入，可

是舞鞋和书本的出口，却给国家提供了一笔补偿它们的价值。

因此，从一方面说，所谓非生产劳动有一部分体现在物质的使

用价值中，这些使用价值同样可能成为商品（“可以出卖的商品”），

从另一方面说，一部分纯粹的服务（它不采取实物的形式，不作为

物而离开服务者独立存在，不作为价值组成部分加入某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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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由直接购买劳动的人）用资本来购买，能够补偿自己的工资

并提供利润。总之，这些服务的生产有一部分从属于资本，就象体

现在有用物品中的劳动有一部分直接用收入来购买，不从属于资

本主义生产一样。

第四，整个“商品”世界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劳动能力；第

二，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有一些服务是训练、保持劳动能

力，使劳动能力改变形态等等的，总之，是使劳动能力具有专门性，

或者仅仅使劳动能力保持下去的，例如学校教师的服务（只要他是

“产业上必要的”或有用的）、医生的服务（只要他能保护健康，保持

一切价值的源泉即劳动能力本身）——购买这些服务，也就是购买

提供“可以出卖的商品等等”，即提供劳动能力本身来代替自己的

服务，这些服务应加入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不过，

亚·斯密知道，“教育”费在工人群众的生产费用中是微不足道的。

在任何情况下，医生的服务都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①。可以把

它算入劳动能力的修理费。假定工资和利润由于某种原因同时下

降，从总价值来看下降了（例如由于民族变懒），从使用价值来看也

下降了（由于歉收等等，劳动的生产能力降低）；总之，假定由于上

一年新加劳动减少和新加劳动的生产能力降低，产品中价值等于

收入的那一部分减少了。这时，如果资本家和工人还想以物质产

品的形式消费原先那样大的价值量，他们就要少购买医生、教师等

等的服务。如果他们对医生和教师必须继续花费以前那样大的开

支，他们就要减少对其他物品的消费。因此，很明显，医生和教师

的劳动不直接创造用来支付他们报酬的基金，尽管他们的劳动加

９５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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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般说来是创造一切价值的那个基金的生产费用，即加入劳动

能力的生产费用。

［３１１］亚·斯密继续写道：

“第三，说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的劳动不增加社会的实际收入，从

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不对的。例如，即使我们象这里考察的理论所假定的那样

假定，这个阶级每日、每月、每年消费的价值，恰好等于它当日、当月、当年生

产的价值，也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的劳动丝毫没有增加社会的实际

收入，没有增加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的实际价值。例如，一个手工业

者在收获后６个月内完成了价值１０镑的劳动，即使他在这段时间也消费了

价值１０镑的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他事实上也已给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

产品增加了１０镑价值。他把价值１０镑的半年收入消费在谷物和其他生存资

料上，同时又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了一个相等的价值，用这个价值可以为他本

人或任何别人购买同样多的半年收入。因此，这６个月内所消费和生产的价

值不等于１０镑，而等于２０镑。当然，完全可能，在任何时候现有的这个价值

都不超过１０镑。但是，如果手工业者消费的这价值１０镑的谷物和其他生存

资料，由士兵或家仆来消费，那末，到６个月末存在的这部分年产品的价值，

就会比由于有手工业者的劳动而实际存在的少１０镑。可见，即使假定手工

业者生产的价值从来没有超过他消费的价值，但在任何时候市场上现有的商

品的总价值，都会由于有他的劳动而比没有他的劳动时要大。”（同上，第４

篇第９章第５３１—５３３页［加尔涅的法译本第３卷］）

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现有的商品的［总］价值，不是由于有“非

生产劳动”而比没有这种劳动时要大吗？难道任何时候市场上除了

小麦、肉类等等之外，不是还有妓女、律师、布道、歌舞场、剧院、士

兵、政治家等等吗？这帮人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或享乐并不是

无代价的。为了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给或强加

给别人，这些服务本身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

换价值。任何时候，在消费品中，除了以商品形式存在的消费品以

外，还包括一定量的以服务形式存在的消费品。因此，消费品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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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任何时候都比没有可消费的服务存在时要大。其次，价值也大

了，因为它等于维持这些服务的商品的价值和这些服务本身的价

值。要知道，在这里就象每次商品和商品相交换一样，是等价物换

等价物，因而同一价值具有二重的形式：一次在买者一方，另一次

在卖者一方。

｛亚·斯密关于重农学派继续写道：

“当这一体系的拥护者断言，手工业者、制造业者和商人的消费等于他们

所生产的东西的价值时，他们大概仅仅是指这一情况：这些劳动者的收入，或

者说，供他们消费的基金，等于这个价值〈即他们所生产的东西的价值〉。”

（同上，第５３３页）

如果把工人和企业主放在一起来看，重农学派在这一点上是

对的；企业主的利润包括地租，地租只是企业主利润的一个特殊项

目。｝

［３１２］｛亚·斯密在同一个场合，即在批判重农学派的场合

——第四篇第九章［加尔涅的译本第３卷］——指出：

“一个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只能用两种办法增加：第一，改善当

时在这个社会发生作用的有用劳动的生产能力；或者第二，增加这种劳动的

量。要使有用劳动的生产能力有所改善或增长，就必需改进工人的技能或改

进他用来劳动的机器…… 当时在社会上使用的有用劳动的量的增加，完全

取决于把这种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的增加，而这种资本的增加，又必定恰好

等于管理这一资本的人或把资本借给他们的另一些人从自己的收入中节约

下来的数额。”（第５３４—５３５页）

这里是双重的循环论证。第一，年产品的增加是由于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切手段（只要这种提高不是

由自然的偶然情况，如特别有利的天气等等引起的）都要求增加资

本。但是，要增加资本，又必需增加劳动的年产品。这是第一个循

１６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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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论证。第二，年产品可以通过增加所使用的劳动量来增加。但

是，只有先增加“把这种劳动推动起来”的资本，才能增加所使用的

劳动量。这是第二个循环论证。斯密试图靠“节约”来摆脱这两个

循环论证。节约一词，他指的是收入转化为资本。

把全部利润看成资本家的“收入”，这种看法本身就是错误的。

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要求把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即无酬劳

动的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当单个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即作为资本职

能的执行者行动的时候，利润转化为资本，当然，在他本人看来

可能象是一种节约，但即使对他本人来说，这种转化也是以必需

有准备金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然而劳动量的增加不仅取决于工人

人数，而且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因而，即使转化为工资的那部

分资本不增加，劳动的量也可能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也不需增加

机器等等的数量（虽然机器磨损得快一些，但并不会使这里的问

题有所改变）。唯一必需增加的，是用作种子等等的那部分原料。

同时，这一点仍然是对的：在一个国家里（如果把对外贸易撇开

不谈），剩余劳动首先必须在农业中出现，然后才有可能在从农业

取得原料的那些工业部门中出现。一部分原料——煤、铁、木材、

鱼（例如，作为肥料）等等，一切非动物性的肥料，可以用单纯

增加劳动（工人的人数不变）的办法取得。因此，这些原料是不

会缺乏的。另一方面，前面已经指出，生产率的提高最初总是只

以资本的积聚为前提，而不是以资本的积累为前提。６４但以后这两

个过程是相互补充的。｝

｛斯密在下面一段话里正确地指出了促使重农学派宣传自由

放任１９，即自由竞争的原因：

“两个不同的居民集团〈城市和乡村〉之间的贸易，归根到底，是一定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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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品同一定量的制造业产品交换。因此，后者愈贵，前者愈贱，凡是在一个

国家里能提高制造业产品价格的东西，都会降低土地的原产品的价格，从而

使农业发展缓慢。”但是，加在制造业和对外贸易上的一切约束和限制，都

会使制造业产品等等变贵。因此，等等。（斯密，同上［加尔涅的法译本第３

卷］，第５５４—５５６页）｝

        

［３１３］这样，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见解

（更确切地说，同上述他的另一种见解交错在一起的见解）可归结

如下：生产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不生产“任

何商品”的劳动。斯密不否认，这两种劳动都是商品。请看前面讲

的①：“后者的劳动也同前者的劳动一样，有它的价值，理应得到报

酬”（就是说，从经济学来看；无论对这种劳动还是那种劳动，都谈

不上从道德等等观点来看）。商品的概念本身包含着劳动体现、物

化和实现在自己的产品中的意思。劳动本身，在它的直接存在上，

在它的活生生的存在上，不能直接看作商品，只有劳动能力才能看

作商品，劳动本身是劳动能力的暂时表现。只有这种观点才能使

我们既弄清楚真正的雇佣劳动的概念，又弄清楚“非生产劳动”的

概念，而亚·斯密到处都用生产“非生产劳动者”所必需的生产费

用来给非生产劳动下定义。由此可见，商品必须看作一种和劳动

本身不同的存在。这样，商品世界就分为两大类：

一方面是劳动能力。

另一方面是商品本身。

但是，对劳动的物化等等，不应当象亚·斯密那样按苏格兰方

式去理解。如果我们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来看，说商品是劳动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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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那仅仅是指商品的一个想象的即纯粹社会的存在形式，这种存

在形式和商品的物体实在性毫无关系；商品代表一定量的社会劳

动或货币。使商品产生出来的那种具体劳动，在商品上可能不留

任何痕迹。从制造业商品来说，这个痕迹保留在原料所取得的外

形上。而在农业等等部门，例如小麦、公牛等等商品所取得的形

式，虽然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而且是一代一代传下来、一代一代

补充的劳动的产品，但这一点在产品上是看不出来的。还有这样

的产业劳动部门，在那里，劳动的目的决不是改变物的形式，而仅

仅是改变物的位置。例如，把商品从中国运到英国等等，在物本身

谁也看不出运输时花费的劳动所留下的痕迹（除非有人想起这种

东西不是英国货）。因此，决不能象上面所说的那样去理解劳动在

商品中的物化。（这里所以产生迷误，是因为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

形式。）

虽然如此，商品表现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个说法还是对

的，因而，如果它不表现为物的形式，它就只能表现为劳动能力本

身的形式，但永远不能直接表现为活劳动本身（只有通过某种曲折

的途径，才能表现为活劳动本身，这种途径在实践上似乎是无关紧

要的，但在确定各种不同的工资的时候，则不然）。由此可见，斯密

本应承认，生产劳动或者是生产商品的劳动，或者是直接把劳动能

力本身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亚·斯密把后

一种劳动从他的生产劳动项目中除去了；他是任意这样做的，但他

受某种正确的本能支配，意识到，如果他在这里把后一种劳动包括

进去，那他就为各种冒充生产劳动的谬论敞开了大门。

因此，如果我们把劳动能力本身撇开不谈，生产劳动就可以归

结为生产商品、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而商品、物质产品的生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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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一定量的劳动或劳动时间。一切艺术和科学的产品，书籍、绘

画、雕塑等等，只要它们表现为物，就都包括在这些物质产品中。

但是，其次，劳动产品必须是这种意义上的商品：它是“可以出卖的

商品”，也就是还需要通过形态变化的第一种形式的商品。（假定

一个工厂主买不到一部现成的机器，他可以自己制造一部机器，不

是为了出卖，而是为了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来利用。但是，在这种情

况下，他把机器当作自己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来使用，因而他是通

过由机器协助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形式一部分一部分地把机器出卖

的。）

［３１４］可见，虽然家仆的某些劳动完全可能表现为商品（从可

能性来讲），从物质方面来看，甚至可能表现为同样的使用价值，但

这不是生产劳动，因为实际上他们生产的不是“商品”，而是直接

“使用价值”。而有些劳动，对它们的买者或雇主来说是生产的，例

如演员的劳动对剧院老板来说是生产的，但这些劳动看起来象是

非生产劳动，因为它们的买者不能以商品的形式，而只能以活动本

身的形式把它们卖给观众。

如果把这一点撇开不谈，那末［按照斯密的第二个定义］，生产

劳动就是生产商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就是生产个人服务的劳动。

前一种劳动表现为某种可以出卖的物品；后一种劳动在它进行的

时候就要被消费掉。前一种劳动（创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除外）

包括一切以物的形式存在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既包括肉，也包

括书籍；后一种劳动包括一切满足个人某种想象的或实际的需要

的劳动，甚至违背个人意志而强加给个人的劳动。

商品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最基本的元素形式。因此，把“生产劳

动”解释为生产“商品”的劳动，比起把生产劳动解释为生产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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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来，符合更基本得多的观点。

亚·斯密的反对者无视他的第一种解释即符合问题本质的解

释，而抓住第二种解释，并强调这里不可避免的矛盾和不一贯的地

方。而且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劳动的物质内容，特别是集中在劳

动必须固定在一个比较耐久的产品中那个定义，用这个办法为自

己的论战制造方便。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这场特别激烈的论战，究

竟是由什么引起的。

还要先指出一点。亚·斯密认为，提出下面这个论点，是重农

主义体系的巨大功绩：

“各国的财富不在于不可消费的金和银，而在于每年由社会劳动再生产

出来的可消费的货物。”（［加尔涅的法译本］第３卷第４篇第９章第５３８页）

这里，我们看到了斯密关于生产劳动的第二个定义的来源。

如何给剩余价值下定义，自然取决于所理解的价值本身具有什么

形式。因此，剩余价值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中，表现为货

币；在重农学派那里，表现为土地的产品，农产品；最后，在亚·斯

密那里，表现为一般商品。重农学派只要接触到价值实体，就把价

值仅仅归结为使用价值（物质、实物），正如重商学派把价值仅仅归

结为价值形式，归结为产品借以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的那种形式

即货币一样。在亚·斯密那里，商品的两个条件，使用价值和交换

价值，合并在一起，所以在他看来，凡是表现在一种使用价值即有

用产品中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表现在有用产品中的劳动就是生

产劳动这一观点，就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这个产品同时等于一

定量的一般社会劳动。亚·斯密同重农学派相反，重新提出产品

的价值是构成资产阶级财富的实质的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使价

值摆脱了纯粹幻想的形式——金银的形式，即在重商学派看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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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借以表现的形式。任何商品从可能性来说就是货币。不可否认，

亚·斯密在这里同时又或多或少地回到重商学派关于这些或那些

劳动产品的“耐久性”（实际上是“非直接消费性”）的观点上去。这

里使人想起配第的一段话（见我的第１分册第１０９页６５，那里引用

了配第《政治算术》中的一段话），在这段话里，财富是按照它不会

毁坏的程度、耐久的程度来估价的，归根结蒂，金银被当作“长久的

财富”而放在高于一切的地位。

阿·布朗基说：“斯密把财富的范围仅仅限于固定在物质实体中的那些

价值，这样就把无限多的非物质价值，文明国家的精神资本之女，全都从生产

的账本中勾销了”，等等。（《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代到现代的历史》１８３９年布

鲁塞尔版第１５２页）

［（５）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生产劳动

问题上的庸俗化过程］

  反对亚·斯密提出的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论

战，主要是由二流人物（其中施托尔希还算是最出名的人物）进行

的；我们在任何一个重要的经济学家那里，［３１５］在任何一个可以

说在政治经济学上有所发现的人那里，都没有看到这种论战；然而

这种论战对于第二流人物，特别是对于充满学究气的编书家和纲

要编写者，以及对于在这方面舞文弄墨的业余爱好者和庸俗化者

来说，却是一种嗜好。反对亚·斯密的这场论战，主要是由以下几

种情况引起的。

有一大批所谓“高级”劳动者，如国家官吏、军人、艺术家、医

生、牧师、法官、律师等等，他们的劳动有一部分不仅不是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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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实质上是破坏性的，但他们善于依靠出卖自己的“非物质”商

品或把这些商品强加于人，而占有很大部分的“物质”财富。对于

这一批人来说，在经济学上被列入丑角、家仆一类，被说成靠真正

的生产者（更确切地说，靠生产当事人）养活的食客、寄生者，决不

是一件愉快的事。这对于那些向来显出灵光、备受膜拜的职务，恰

恰是一种非同寻常的亵渎。政治经济学在其古典时期，就象资产

阶级本身在其发家时期一样，曾以严格的批判态度对待国家机器

等等。后来它理解到——这在它的实践中也表现出来——并且根

据经验认识到，这种继承下来的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完全非生

产的阶级的社会结合的必要性，就是由资产阶级自己的组织中产

生出来的。

如果上述“非生产劳动者”不生产享受，因此对他们的服务的

需求不完全取决于生产当事人想如何花掉自己的工资或利润；相

反，如果他们成为必要，或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部分地是因为存

在肉体上的疾病（如医生）或精神上的虚弱（如牧师），部分地是因

为个人利益的冲突和民族利益的冲突（如政治家、一切法学家、警

察、士兵）；如果这样，那末，在亚·斯密看来，就象在产业资本家本

身和工人阶级看来一样，他们就表现为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因此

必须尽可能地把这种非生产费用缩减到最低限度，尽可能地使它

便宜。资产阶级社会把它曾经反对过的一切具有封建形式或专制

形式的东西，以它自己所特有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因此，对这个社

会阿谀奉承的人，尤其是对这个社会的上层阶级阿谀奉承的人，他

们的首要业务就是，在理论上甚至为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中纯粹

寄生的部分恢复地位，或者为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的过分要求提

供根据。事实上这就宣告了意识形态阶级等等是依附于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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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但是，第二，有一部分生产当事人（物质生产本身的当事人），

时而被这一些经济学家，时而被那一些经济学家称为“非生产的”。

例如，代表工业资本利益的那部分经济学家（李嘉图）把土地所有

者称为“非生产的”。另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凯里）把本来意义的商

人称为“非生产的”劳动者。后来甚至又有一些人把“资本家”本人

也称为非生产的，或者至少企图把资本家对物质财富的要求归结

为“工资”，即归结为一个“生产劳动者”所取得的报酬。脑力劳动

者中间的许多人，看来都倾向于对资本家的生产性持这种怀疑观

点。因此，已经是作出妥协并且承认不直接包括在物质生产当事

人范围内的一切阶级都具有“生产性”的时候了。大家互相帮忙，

并且，象《蜜蜂的寓言》６６中那样，必须证明，即使根据“生产的”、经

济学的观点，资产阶级世界连同它的所有“非生产劳动者”一起，也

是所有世界中最美好的世界；何况一些“非生产劳动者”从自己方

面已经对那些根本是“为享受果实而生的”①阶级的生产性，或者

对那些如土地所有者那样无所事事的生产当事人等等作出了批判

的考察。无所事事的人也好，他们的寄生者也好，都必须在这个最

美好的世界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第三，随着资本的统治的发展，随着那些和创造物质财富没有

直接关系的生产领域实际上也日益依附于资本，——尤其是在实

证科学（自然科学）被用来为物质生产服务的时候，——［３１６］政治

经济学上的阿谀奉承的侍臣们便认为，对任何一个活动领域都必

须加以推崇并给以辩护，说它是同物质财富的生产“联系着”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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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生产物质财富的手段；他们对每一个人都表示敬意，说他是

“第一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即为资本服务的、在这一或那一方

面对资本家发财致富有用的劳动者，等等。

这里，应当首先提出的是马尔萨斯之流，他们直接为“非生产

劳动者”和明显的寄生者辩护，说这些人是必要的和有用的。

［（６）斯密关于生产劳动问题的见解的

拥护者。有关这个问题的历史］

［（ａ）第一种解释的拥护者：李嘉图、西斯蒙第］

  不值得花时间来详细考察热·加尔涅（斯密著作的译者）、罗

德戴尔伯爵、布鲁姆、萨伊、施托尔希以及后来的西尼耳、罗西等人

关于这一点的庸俗见解。只要引用一些典型的话就够了。

我们还要先举出李嘉图的一段话，他在其中证明，剩余价值

（利润，地租）的所有者把剩余价值消费在“非生产劳动者”（例如家

仆）身上，比他们把剩余价值花在“生产工人”所创造的奢侈品上，

对于“生产工人”要有益得多。

｛西斯蒙第在《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１卷第１４８页）中，接受

了斯密进行区分时的正确解释（这在李嘉图的著作中也是不言而

喻的）：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的实际区别在于，

“前者总是以自己的劳动同国民资本交换，后者总是以自己的劳动同一

部分国民收入交换”。

西斯蒙第也是按照亚·斯密的见解来看剩余价值的：

“虽然工人通过自己每天的劳动所生产的东西，远远超过他每天的支出，

但是在他同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进行分配以后，除了维持生活最必需的东西

０７１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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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很少有剩余。”（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１卷第８７页）｝

李嘉图说：

“如果土地所有者或资本家象古代贵族那样，把自己的收入用来供养很

多的侍从或家仆，而不把它花费在华丽的衣服或昂贵的家具、马车、马或其他

奢侈品上，那末他雇用的劳动人数就会多得多。在这两种情况下，纯收入是

相同的，总收入也是相同的，但是纯收入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如果我的收

入是１万镑，那末，无论这１万镑是实现在华丽的衣服、昂贵的家具等等上，

还是实现在同一价值的一定量食物和一般衣着上，所使用的生产劳动的数量

差不多相等。但是，如果我把收入实现在前一类商品上，那以后就不会有对

劳动的新的需求了：我将享用我的家具和衣服，事情就到这里为止。相反，如

果我把收入实现在食物和一般衣着上，而且希望雇用家仆，那末，除了原有对

工人的需求之外，还会加上对我用１万镑收入（或以这笔收入购买到的食物

和一般衣着）所能雇用的所有那些人的需求。而需求的这种增加，只是因为

我选择了第二种花费我的收入的方式。工人都关心对劳动的需求，所以他们

当然希望把用在购买奢侈品方面的收入尽量转用来维持家仆。”（李嘉图

《原理》１８２１年第３版第４７５—４７６页）

［（ｂ）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

最初尝试（戴韦南特、配第）］

  戴韦南特引用了一位老统计学家格雷哥里·金的一个图表，

题为《１６８８年英格兰不同家庭的收支表》。大学者金在表中把全体

人民分成两个主要阶级：一个是“增加王国财富”的阶级，共计

２６７５５２０人，一个是“减少王国财富”的阶级，共计２８２５０００人；因

此，前一个阶级是“生产的”，后一个阶级是“非生产的”。“生产的”

阶级包括：勋爵、从男爵、骑士、乡绅、贵族、大小官吏、从事海上贸

易的商人、法律家、教士、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自由职业者、大

小商人、手工业者、海陆军军官。相反，“非生产的”阶级包括：水

１７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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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农业工人和制造业短工、农民（在戴韦南特时代还占英格兰全

部人口的 １
５）、［３１７］士兵、赤贫者、茨冈人、盗贼、乞丐和一般流浪

者。戴韦南特这样来解释大学者金的这个等级表：

“他的意思是说，前一个阶级的人靠土地、手艺和勤劳来养活自己，并且

每年都给国民资本增加一些东西，此外，每年还从自己的剩余中分出一定数

额来养活别人。在后一个阶级中，有一部分人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而其

余的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要靠别人来养活；这是社会的负担，因为不然的

话，他们每年消费的东西就可加到国民总资本中去。”（戴韦南特《论使一国

人民在贸易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方法》１６９９年伦敦版第２３和５０页）

此外，戴韦南特的下面这段话，最能说明重商学派对剩余价值

的看法的特点：

“出口我们本国的产品，必定会使英国富裕；为了有贸易顺差，我们必须

出口本国的产品，用它们去购买本国消费所必需的外国出产的物品，这里我

们会有一个余额，它或者采取贵金属的形式，或者采取我们可以用来卖给其

他国家的商品的形式；这个余额就是一国从贸易中取得的利润。它的大小决

定于出口国人民的自然节约〈荷兰人而不是英国人所特有的那种节约——同

上，第４６和４７页〉，还决定于他们的劳动和制造业产品的低廉价格，这种低

廉价格，使他们能在国外市场上比所有的竞争者都便宜地出售这些产品。”

（戴韦南特，同上第４５—４６页）

｛“在国内消费产品时，一个人的赢利不过是另一个人的亏损，整个国家

丝毫不会变富；但在国外消费的一切东西，却是明显的和可靠的利润。”

（《论东印度贸易》１６９７年伦敦版［第３１页］）｝

｛这本书是以戴韦南特的另一著作
６７
（它是为了给这本书辩护

而写的）的附录形式刊印的，并不是麦克库洛赫引用过的那本《论

东印度贸易》（１７０１年版）。｝

可是，不应当象后来的庸俗自由贸易论者那样，把这些重商主

义者说得那么愚蠢。戴韦南特在他的《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第

二卷（１６９８年伦敦版）中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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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和银实际上是贸易的尺度，但各国人民贸易的源泉和起源，却是一国

自然的产物或人工的产物，即一国的土地或该国人民的劳动和勤勉所生产的

东西。的确，一个民族由于某种情况可能完全丧失各种货币，但是只要它人

口众多，热爱劳动，精于贸易，擅长航海，有良好的港湾，有生产各种产品的土

地，它就仍然能够进行贸易，并且在短时间内拥有大量金银。所以，一国真正

的实际的财富是它本国的产物。”（第１５页）“金和银远不是能够称为一国的

财宝或财富的唯一物品，因而货币实际上不过是人们在交易上习惯使用的计

算筹码。”（第１６页）“我们所说的财富，是指能使君主及其人民富裕、幸福、

安全的东西；同样，财宝是指为了人们的需要用金银换来转化成建筑物和土

壤改良的东西；还指可以换成这些金属的其他物品，如土地的果实和工业的

产物，或外国的商品和商船…… 甚至那些不耐久的物品也能看成是国家的

财富，只要它们能够换成金银——哪怕它们还没有进行交换；并且我们认为，

它们不仅在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是财富，而且在一国和别国之间的关系

上也是财富。”（第６０—６１页）“平民①是国家身体中的胃。在西班牙，这个胃

没有恰当地消受货币，［３１８］没有消化货币…… 工商业是能够保障消化和

分配金银的唯一手段，而这将供给国家身体以必要的营养物。”（第６２—６３

页）

其实，配第也已经有了生产劳动者的概念（不过他把士兵也包

括在内）：

“土地耕种者、海员、士兵、手工业者和商人，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真正的支

柱。所有其他的大职业都是由于这些人的孱弱和过失而产生的；海员身兼上

述四者中的三者〈航海者、商人和士兵〉。”（《政治算术》１６９９年伦敦版第１７７

页）“海员的劳动和船只的运费，按其性质来说，始终是一种出口商品，出口超

过进口的余额就给本国带回货币等等。”（同上，第１７９页）

在这一点上，配第又证明分工的好处：

“在海上贸易中占支配地位的人们，即使在运费较低廉的情况下，也能比

别人在较高〈运费较贵〉的情况下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是因为，就象做衣服一

样，如果一个人完成一道工序，另一个人完成另一道工序，等等，衣服的价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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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比较便宜，在海上贸易中占支配地位的人们也是这样，他们可以建造各种

不同用途的船只：海船、江船、商船、战船等等，这是荷兰人所以能够以低于他

们邻国人的价格来运货的一个主要原因，因为他们能够为每个特定贸易部门

提供特定种类的船只。”（同上，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此外，从配第的下面这些话里可以听到完全是斯密的调子：

“如果向工业家等人收税，以便把货币供给那些按其职业来说一般不生

产物质品即对社会有实际效用和价值的物品的人们，那末社会的财富就会减

少。至于使精神得到消遣和恢复的活动，则又当别论，这些活动只要利用得

当，就会使人能够并愿意去做本身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事情。”（同上，第１９８

页）“当计算好需要多少人从事生产劳动之后，剩下来的人就可以安全地、对

社会无害地被用来从事娱乐和装饰方面的技艺和工作，而其中最重大的，就

是增进自然知识。”（同上，第１９９页）“工业的收益比农业多，而商业的收益

又比工业多。”（第１７２页）“一个海员相当于三个农民。”（第１７８页）

        

［ —３４６］配第。剩余价值。从配第著作的一段话中，可以看

到对剩余价值的性质的猜测，尽管他只是从地租的形式来考察剩

余价值的。尤其是把这段话同下面几段话作一对比，就更清楚了。

在下面几段话里，他用花费同样多劳动时间生产的银和谷物的相

对量，来决定银和谷物的相对价值：

“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得１盎斯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他

生产１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末，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定

现在由于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２盎斯银象以前获得１盎斯银花费一样多，

那末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１蒲式耳谷物值１０先令的价格，就和它

以前值５先令的价格一样便宜。”

“假定让１００个人在１０年内生产谷物，又让同样数目的人在同一时间内

开采银；我认为，银的纯产量将是谷物全部纯收获量的价格，前者的同样部分

就是后者的同样部分的价格。”“１００个土地耕种者所能做的工作，如果由

２００个土地耕种者来做，谷物就会贵１倍。”（《赋税论》１６６２年版）（１６７９年

版第３２、２４、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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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面指的［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如果商业和工艺发展了，那末，农业将要衰落，或者土地耕种者工资必

将提高，因而地租就会下降…… 如果英格兰的商业和工业发展了，也就是

说，如果从事工商业的人口比过去多了，而且现在谷物的价格不比以前有较

多的人从事农业而较少的人从事工商业的时候高，那末仅仅由于这一个原因

……地租就必定会下跌。例如，假定１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为５先令或６０便

士；如果生长小麦的土地的地租为三分之一捆〈即收成的三分之一〉，那末在

６０便士中，就要有２０便士归土地，４０便士归土地耕种者；但是，如果后者的

工资提高 １
８，也就是从每天８便士提高到９便士，那末，在１蒲式耳小麦中，

土地耕种者分得的份额就会由４０便士增加到４５便士，结果地租就要由２０

便士下降到１５便士，因为我们假定小麦价格仍然不变；更何况我们不能够把

小麦价格提高，因为如果我们试图把小麦价格提高，谷物就会从农业状况没

有发生变化的外国输入我国［３４７］（就象输入荷兰那样）。”（《政治算术》１６９９

年伦敦版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３４７］

        

［ —３６４］｛配第。应当把上面引证的配第的一段话同下面这

段话对比一下，在下面这段话里，地租表现为一般剩余价值，即表

现为“纯产品”：

“假定一个人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土地上种植谷物，耕地、播种、耙地、收

割、搬运、脱粒，总之，干了农业上所需要的一切。我认为，这个人从他的收成

中扣除自己的种子，并扣除自己食用的部分以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

给别人的部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当年真正的地租；而７年的平均数，或者

更确切地说，形成歉收和丰收循环周期的若干年的平均数，就是种植谷物的

这块土地的通常的地租。但是，这里可能发生一个尽管是附带的、但需要进

一步解决的问题：这种谷物或这种地租值多少货币呢？我的回答是，值多少货

币，要看另一个把自己的全部时间花在下述活动的人手中剩下多少货币：前

往产银地区，在那里开采这种金属，把它提炼、铸成硬币，并把它运到第一个

人播种和收获自己谷物的地方来。第二个人扣除他的全部费用之后手中剩

下的货币量，将同土地耕种者手中剩下的那些谷物在价值上完全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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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论》６８第２３页）｝［ —３６４］

 ［（ｃ）斯密对生产劳动的第二种解释的

拥护者——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 —３１８］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

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一书中，也苦心研究生产

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但事实上他除了断言把劳动能力本身

生产出来的那种劳动也是生产的以外，对斯密的（第二种）解释没

有增添什么东西。

“享受的源泉可以积累和积蓄，享受本身却不能这样。一国的财富由该

国拥有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耐久的享受源泉的总和构成。用来增加或保存

这些耐久的源泉的劳动或开支，都应称为生产的。”（同上，第８２页）“机械师

或纺纱者在学习手艺时所消费的东西，是用于生产消费，换句话说，他们消费

的目的，不是减少而是增加国内耐久的享受源泉，因为他们新创造的享受源

泉，在数量上超过消费掉的数额。”（同上，第８３页）

        

现在，我们简略地考察一下反对亚·斯密的那些关于生产劳

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胡说八道。

［（７）］热尔门·加尔涅［把斯密和

重农学派的理论庸俗化］

  ［３１９］在热尔门·加尔涅翻译的斯密《国富论》第五卷（１８０２

年巴黎版）中，载有译者的注释。

关于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问题，加尔涅是同意重农学派

的观点的，只不过把这种观点略为缓和了。他反对斯密下面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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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物化在某种对象中，把自己活动的痕迹留下

来，它的产品能够出卖或交换。”（同上，第５卷第１６９页）６９［ —３１９］

［（ａ）把同资本交换的劳动和同收入交换的

劳动混淆起来。关于全部资本由消费者的

收入补偿的错误见解］

  ［ —３４７］加尔涅提出了反对亚·斯密的各种理由（其中一部

分为后来的著作家们一再重复）。

第一，

“这种区分是错误的，因为它所根据的是不存在的差别。从作者所理解

的生产劳动来看，任何一种劳动都是生产劳动。从劳动对支付其代价的人提

供某种享受、某种方便或某种效用来看，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一样，都是生

产劳动。否则任何劳动都不会有报酬了。”

｛可见，劳动所以是生产的，是因为它生产某种使用价值，它可

以出卖，它具有交换价值，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商品。｝

但是，在发挥这个意思时，加尔涅举了许多例子来说明，在这

些例子中，“非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者”一样，做同样的事情，

生产同样的或同类的使用价值。例如：

“服侍我的仆役，为我生火，为我卷发，为我洗衣服和整理家具，为我做饭

等等。这个仆役和下面这些人提供的是完全同类的服务：如洗衣女工或缝纫

女工为顾客洗濯和修补衬衣……如小饭馆主人或小酒馆主人为愿意光临的

顾客烹调食物；如理发师、美容师等等

（但在亚·斯密看来，这种人大部分象家仆一样，都不属于生

产劳动者的范畴）

提供直接的服务；最后，如泥瓦匠、屋顶匠、木匠、玻璃匠、火炉匠等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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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人请去修缮房屋的大量建筑工人，后者从简单的修缮劳动中获得的年收

入，同从新建房屋的劳动中获得的一样多。”

（亚·斯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修理劳动不能象生产新物品

的劳动那样固定在比较耐久的物品上。）

“这种劳动与其说是生产物品，不如说是保存物品；它的目的与其说是增

加它所加工的物品的价值，不如说是防止这些物品的损坏。所有这些劳动

者，包括家仆在内，都能使付给他们报酬的人节约维护自己财物的劳动。”

（因此，可以把他们看成是保存价值的机器，或者确切些说，保

存使用价值的机器。这种“节约”劳动的观点被德斯杜特·德·特

拉西进一步发挥了。这一点以后再谈。一个人的非生产劳动，决不

能由于使另一个人省去非生产劳动而变成生产劳动。这种非生产

劳动总得由其中的一个人来完成。斯密所说的非生产劳动，有一

部分由于分工而成为必要，这只是指消费物品时绝对必要的并且

可以说是属于消费费用的那一部分，而且它只有在使生产劳动者

节约这部分时间的时候，才成为必要的。不过，亚·斯密并不否认

这种“分工”。如果每个人本来不得不既完成生产劳动，又完成非

生产劳动，而由于两个人之间实行这种分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

动都能完成得更好，那末，按照斯密的说法，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一

种劳动是生产劳动，而另一种劳动是非生产劳动这个事实。）

“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是由于这一点，并且仅仅是由于这一点而被雇

用的

（为使一个人节约自己服侍自己的劳动，必须有１０个人来服

侍他，这真是一种奇特的“节约”劳动的方法；而且，这种“非生产劳

动”大部分又恰恰是由那些无所事事的人来使用的）；

因此，或者他们都是生产的，或者他们都不是生产的。”（同上，第１７１—

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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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４８］第二，法国人不会忘掉“桥梁和公路”①。他说：

为什么“一个私人工商业企业的监督人或经理的劳动”，应当称为生产

的，“而一个负责维持公路、运河、港口、货币制度和其他活跃商业的重要机构

的秩序，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监督契约的执行等等，并完全有权被认为是大

社会工厂监督人的政府官吏的劳动，就应当称为非生产的呢？这完全是同类

的劳动，只不过规模更大罢了”。（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只要这个小伙子参加物质品的生产（或保存和再生产），并且

这些物质品不是掌握在国家手里而是可以出卖的，斯密就会把他

的劳动称为“生产的”。“大社会工厂监督人”——这纯粹是法国的

创造。

第三，在这里，加尔涅热衷于“道德”。为什么“诱惑我的嗅觉

的香水制造者”应当认为是生产劳动者，而“陶醉我的听觉”的音乐

家应当是非生产劳动者呢？（第１７３页）斯密会回答说，因为一个提

供物质产品，另一个不提供物质产品。道德和这两个人的“功绩”

一样，同这里的区分毫无关系。

第四，认为“提琴制造者、风琴制造者、乐器商人、布景师等等”

是生产的，而以他们的劳动为“准备阶段”的那些职业则是非生产

的，难道这不是矛盾吗？

“这两种人劳动的最终目的是提供同一种消费。如果一种人劳动的最终

结果不应当算作社会劳动的产品，那末，为什么偏要对不过是达到这种结果

的手段另眼看待呢？”（同上，第１７３页）

如果这样来谈问题，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吃粮食的人和生产粮

食的人一样，也是生产的。因为，为什么生产粮食呢？就是为了吃。

因此，如果吃粮食是非生产劳动，那末，为什么种粮食这种不过是

９７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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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却是生产的呢？而且，吃粮食的人会生产脑

子、肌肉等等，难道这不是象大麦或小麦一样贵重的产品吗？——

某位被激怒的人类之友，也许会这样质问亚·斯密。

第一，亚·斯密并不否认非生产劳动者会生产某种产品。否

则，他根本就不是劳动者了。第二，开药方的医生不是生产劳动

者，而配药的药剂师却是生产劳动者，这看起来好象是奇怪的。同

样，制造提琴的乐器制造者是生产劳动者，而演奏提琴的提琴师却

不是。这只能证明，某些“生产劳动者”提供的产品，其唯一的目的

是充当非生产劳动者的生产资料。但这并不比这样的事实更奇

怪：归根到底，一切生产劳动者，第一，提供支付非生产劳动者的资

金，第二，提供产品，让不从事任何劳动的人消费。

在这些批评意见中，第二点完全符合怎么也忘不了“桥梁和公

路”的法国人的精神；第三点归结为道德；第四点，或者是包含一种

胡说，即认为消费和生产一样是生产的（这对于资产阶级社会来说

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个社会里，一种人生产而另一种人消费），或者

是说明，生产劳动的一部分只为非生产劳动提供材料，而这一点，

亚·斯密从来没有否认过。只有第一点包含着正确的意思，即亚

·斯密在他的第二个定义中，把同一种劳动既称为生产劳动又称

为非生产劳动，［３４９］或者确切些说，按照他自己的定义，他本来应

该 把他的“非生产”劳动中的某一个较小的部分称为生产

的。——可见，这并不是反对区分本身，而是反对这种区分包括

的范围，或者说，反对这种区分适用的范围。

提了所有这些批评意见之后，大学者加尔涅终于谈到本题：

“看来在斯密所想象出来的两个阶级之间，能够找到的唯一的总的区别

就是：就他所谓的生产阶级来说，物品制造者和物品消费者之间有或者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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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中介人存在；而就他所谓的非生产阶级来说，不会有任何中介人存在，

这里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必然是直接的、没有中介的。很明显，那些

享受医生的经验、外科医师的手术、律师的知识、音乐家或演员的天才以及家

仆的服务的人，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劳动者从事这种劳动时，必然同他们发生

一种直接的没有中介的关系；相反，在另一个阶级的职业中，供消费的物品是

物质的、可以感觉的，因此，在它们从制造者手里转到消费者手里之前，就能

够成为一系列中间性交换行为的对象。”（第１７４页）

加尔涅无意中用后面几句话表明，在斯密的第一种区分（同资

本交换的劳动和同收入交换的劳动）和第二种区分（固定在物质的

可以出卖的商品上的劳动和不固定在这种商品上的劳动）之间，存

在着多么隐蔽的思想联系。不固定在商品上的种种劳动，按其性

质来说，大多数不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其他各种劳动，则

可能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更不用说，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

础上，大部分物质商品，即“物质的、可以感觉的物品”，是在资本的

支配下由雇佣工人生产的，那些［非生产］劳动（或服务，无论是妓

女的服务，还是罗马教皇的服务），只能由生产工人的工资或他们

的雇主（和分享利润的人）的利润来支付；也不必谈这样一个事实，

即这些生产工人创造着养活非生产劳动者，因而使他们得以生存

的物质基础。但这条饶舌的法国狗有一个特点，他自认为是政治

经济学家，即资本主义生产的研究者，却把那种使生产成为资本主

义生产的东西（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相交换，而不是收入同雇佣劳动

直接交换，或劳动者自己直接把收入支付给自己）看成是非本质的

东西。因此，在加尔涅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是一种非本质的形

式，而不是一种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并使劳动变为社会劳动的必

然形式，尽管只是历史的也就是暂时的必然形式。

“此外，还应当从他的生产阶级中除掉所有这样的工人，他们的劳动只是

１８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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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刷、保存或修理成品，而不是使任何新产品进入流通。”（第１７５页）

（斯密从来没有认为，劳动或劳动产品必须加入流动资本。劳

动能够直接加入固定资本，例如在工厂中修理机器的机械师的劳

动就是如此。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劳动的价值会加入产品即商

品的流通。如果从事修理等等的劳动者是在主顾家里干活，那他

们［３５０］的劳动就不是同资本交换，而是同收入交换。）

“正是由于这种区别，非生产阶级，象斯密所指出的，只是靠收入而生存。

事实上，因为对于这个阶级来说，在他们和他们产品的消费者即他们劳动的

享受者之间，不可能有中介人存在，所以这个阶级直接由消费者支付；而这种

消费者只能用自己的收入来支付。相反，生产阶级的劳动者通常由中介人支

付，中介人的目的是从他们的劳动中吸取利润；因此，他们大多由资本支付。

但是，这个资本归根到底总要由消费者的收入来补偿；否则它就不能流通，因

而也就不能给它的所有者带来利润。”［第１７５页］

最后这个“但是”十分幼稚。第一，资本的一部分就由资本补

偿，而不是由收入补偿——不管资本的这一部分进入流通还是不

进入流通（例如种子的补偿就是后一种情况）。

［（ｂ）在资本同资本交换的过程中

不变资本的补偿问题］

  如果煤矿向制铁厂供应煤炭，并从制铁厂得到铁，铁作为生产

资料加入煤矿的生产过程，那末煤炭就按照铁的价值额同资本交

换，反过来说，铁也按照自己的价值额作为资本同煤炭交换。煤炭

和铁（作为使用价值）都是新劳动的产品，虽然这种新劳动是用已

有的生产资料来进行的。但是，年劳动产品的价值，并不就是这一

年新加劳动的产品。它还要补偿已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

动的价值。因而，总产品中和过去劳动的价值相等的那一部分，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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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当年劳动产品的一部分，而是过去劳动的再生产。

我们举煤矿、制铁厂、木材厂和机器制造厂的日劳动产品为

例。假设这些企业的不变资本都等于产品价值所有组成部分的

１
３，即过去劳动和活劳动之比等于１∶２。假定这些企业的日产品

是ｘ、ｘ′、ｘ、ｘ。这些产品是一定量的煤炭、铁、木材和机器。作为

这样的产品，它们都是日劳动的产品（但同样是协助当日生产而在

一日内消费的原料、燃料、机器设备等等的产品）。假定它们的价

值是ｚ、ｚ′、ｚ、ｚ。这些价值并不是当日劳动的产品，因为 ｚ
３、

ｚ′
３、

ｚ
３、

ｚ
３只不过等于ｚ、ｚ′、ｚ、ｚ的不变要素在加入当日劳动过程以前

具有的价值。所以 ｘ
３、

ｘ′
３、

ｘ
３、

ｘ
３，即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

１
３，也

只是代表过去劳动的价值，并且不断补偿这个价值。｛这里发生的

过去劳动和活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按其性质来说，完全不同于劳

动能力和作为资本存在的劳动条件之间的交换。｝

ｘ＝ｚ；但是这个ｚ是整个ｘ的价值，
７０
而
１
３ｚ是整个ｘ中包含

的原料等等的价值。因此，ｘ３是劳动的日产品的一部分｛但决不是

日劳动的产品，而是和日劳动相结合的往日劳动的产品，总之，是

过去劳动的产品），和日劳动相结合的过去劳动，就在这一部分中

得到再现和补偿。不过，只表示实在产品（铁、煤炭等等）的量的这

个ｘ，它的任何一部分按其价值来说都是
１
３代表过去劳动，

２
３代表

当日完成和加进的劳动。过去劳动和当日劳动以什么比例加入产

品总额，也就以什么比例加入作为总额组成部分的每一个产品。但

如果我把全部产品分成两部分，一边是 １
３，另一边是

２
３，那就等于

说，前１
３只代表过去劳动，其余的

２
３只代表当日劳动。事实上，前

１
３

代表加入总产品的全部过去劳动，即代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全

部价值。因而，扣除这１
３之后，剩下的

２
３就可以只代表日劳动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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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它们事实上也代表一日内加到生产资料上的全部劳动量。

因此，后 ２
３等于生产者的收入（工资和利润）。生产者可以消

费它们，即把它们花在个人消费品上。假设一日内采掘的这 ２
３煤

炭由消费者或者说由买者购买，不是用货币来购买，而是用商品来

交换，他们为了购买煤炭，预先把这些商限品转化为货币。在这 ２
３

中，有一部分煤炭加入煤炭生产者本人的个人消费，用于家庭取暖

等等，因而这一部分不进入流通，即使它已经进入流通，［３５１］也会

被它的生产者从流通中取回来。从２
３煤炭中扣除煤炭生产者本人

消费的这部分之后，其余所有的量（如果生产者想把它消费掉）必

须拿去同个人消费品交换。

在进行这种交换时，煤炭生产者根本不问消费品的卖者究竟

用什么来同煤炭交换，用他们的资本还是用他们的收入；换句话

说，根本不问：例如，是毛织厂主为了自己的住宅取暖而用自己的

呢绒来同煤炭交换（在这种情况下，煤炭对于他也是消费品，他用

他的收入，用代表利润的一定量的呢绒，来支付煤炭），还是毛织厂

主的仆役詹姆斯，用他作为工资得到的呢绒来同煤炭交换（在这种

情况下，煤炭也是消费品，并且是同毛织厂主的收入交换，不过毛

织厂主已经把自己的收入同仆役的非生产劳动交换过了），还是毛

织厂主为了补偿它的工厂所必需的、已经消费掉的煤炭，而用呢绒

来同煤炭交换。（在最后这种情况下，毛织厂主用来交换的呢绒，

对他来说代表不变资本，代表他的一种生产资料的价值；煤炭对他

来说不只是价值，而且是一定的、实物形式的生产资料。而呢绒对

于煤炭业者来说是消费品，呢绒和煤炭对他来说都代表收入：煤炭

是他的未实现形式的收入，呢绒是他的已实现形式的收入。）

至于最后的 １
３煤炭，煤炭业者不能把它花在他的个人消费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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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不能把它当作收入来花费。它属于生产过程（或再生产过程），

它必须转化为铁、木材、机器，转化为构成他的不变资本各组成部

分的那些物品，没有这些物品，煤炭的生产就不能更新或继续下

去。当然，他也可以用这 １
３同消费品交换（或者同样可以说，同这

些消费品的生产者的货币交换），但这只是为了再用这些消费品去

换回铁、木材、机器，这样它们既不加入他本人的消费，也不加入他

的收入的支出，而是加入木材、铁、机器生产者的收入的消费和支

出，而所有这些木材、铁等等的生产者自己又处于这样的情况：他

们不能把他们产品的１
３花在个人消费品上。

现在假设，煤炭加入铁生产者、木材生产者、机器制造业者的

不变资本。另一方面，铁、木材、机器加入煤炭业者的不变资本。这

样一来，既然他们的这些产品以相同的价值额彼此加入［他们的不

变资本］，那它们就是以实物形式互相补偿，交易的一方只须将买

进的东西超过卖出的东西的差额支付给对方就行了。实际上，货

币在这里的实践中（通过期票等等）也只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而

不是作为铸币，不是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它们只是用来支付差额。

煤炭生产者需要用这 １
３煤炭中的某一部分来进行他自己的再生

产，正象他在２
３中留下某一部分来供他自己消费一样。

通过不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交换，即通过一种实物形式的不

变资本同另一种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的交换来互相补偿的这全部

数量的煤炭、铁、木材和机器，既与收入同不变资本的交换毫无

关系，也与收入同收入的交换毫无关系。这一部分产品所起的作

用，完全象农业中的种子或畜牧业中的种畜所起的作用一样。这

是劳动的年产品（不是当年新加劳动的产品，而是新加劳动和过

去劳动的产品）的一部分，是（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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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生产资料，作为不变资本来自我补偿的那一部分。它除了加

入一些“实业家”和另一些“实业家”之间的流通以外，不加入

任何别的流通，也不影响加入“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

的那部分产品的价值。①

假定这全部 １
３煤炭按上述方式以实物形式同自己的生产要素

即铁、木材、机器相交换。｛也可能是这样：例如它直接只同机器交

换，但机器制造业者又把它作为不变资本，不仅同自己的不变资本

交换，而且同铁生产者和木材业者的不变资本交换。｝在这种情

况下，煤炭业者［３５２］用来同消费品交换的，即作为收入去交换的

那２
３产品中的每担煤炭，固然也象全部产品一样，按其价值来说由

两部分组成：１３担等于生产１担煤炭时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２
３

担等于煤炭生产者新加到这 １
３上的劳动。但是，如果煤炭业者的

全部产品，比如说，是３万担，那末他只把２万担作为收入去交换，

其余１万担，根据假定，由铁、木材、机器等等补偿；一句话，３万担

中包含的生产资料的全部价值，由同样种类和同等价值的生产资

料以实物形式补偿。

这样，２万担的买者事实上对于２万担中包含的过去劳动的

价值没有支付一文钱；因为２万担只代表总产品价值中体现新加

劳动的那２
３。同样可以说，这２万担只代表（例如一年的）新加劳

动，完全不代表过去劳动。这样，买者虽然支付每担的全部价值，

即过去劳动加新加劳动，但他又是只支付新加劳动；这正是因为他

只购买２万担，即只购买全部产品中等于全部新加劳动价值的那

一部分。这就好比买者除了支付他吃的小麦以外，不支付土地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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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者的种子一样。铁、木材、机器等等的生产者互相补偿了这一部

分产品，所以不必再由买者补偿它。生产者用自己产品的一部分

补偿了它，这一部分固然是他们劳动的年产品，但决不是他们当年

新加劳动的产品，而是他们的年产品中代表过去劳动的那一部分。

没有新劳动就不会有产品；但是没有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也

不会有产品。如果它只是新劳动的产品，那末它的价值就会比现

在小，而产品的任何一部分就不需要归还给生产了。但是，如果另

一种劳动方式［即以使用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劳动方式］没有更大的

生产能力，不会提供更多的产品，——虽然一部分产品必须归还给

生产，——那就没有人会采用它了。

虽然这１
３煤炭中没有一个价值组成部分会加入当作收入来出

卖的２万担煤炭，但是这 １
３即１万担所代表的不变资本的任何价

值变动，都会引起当作收入来出卖的其余 ２
３的价值变动。假定铁、

木材、机器等等的生产，一句话，上述 １
３产品所分解成的那些生产

要素的生产变贵了。而开采煤炭的劳动生产率仍然不变。花费同

量的铁、木材、煤炭、机器和劳动，仍然生产出３万担煤炭。但是因

为铁、木材和机器贵了，要比以前花更多的劳动时间，所以为换取

它们就必须付出比以前更多的煤炭。

［３５３］假定产品仍然是３万担煤炭。煤矿的劳动生产率保持

不变。用同量的活劳动和同量的木材、铁、机器等等，仍然生产

出３万担煤炭。活劳动仍然表现为同一个价值，例如２万镑（用

货币表现）。相反，木材、铁等等，一句话，不变资本，现在值１６０００

镑，而不是１万镑，就是说，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增加了 ６
１０或

６０％。    

这样，全部产品的价值现在等于３６０００镑，而不是以前的３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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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了；因而价值增加了
１
５或２０％。因此，产品的每一个部分现在

也比以前多值１
５或２０％。以前每１担煤炭值１镑，现在每１担值

１镑＋１
５镑＝１镑４先令。以前总产品中

１
３或

３
９等于不变资本，

２
３

等于新加劳动。现在不变资本和总产品价值之比等于１６０００∶

３６０００＝ ４
９。因此，现在不变资本比以前多占了 ［总产品价值的］

１
９。等于新加劳动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以前占产品的

２
３或

６
９，现

在占５
９。    

这样，我们就有：

   不 变 资 本 新 加 劳 动

价值＝３６０００镑 １６０００镑（占产品的 ４
９）镑 ２００００镑（价值和以前一样；

 占产品的 ５
９）

产品＝３００００担   １３３３３ １
３担    １６６６６ ２

３担

  采煤工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并没有降低，但是花在采煤上的总

劳动（采煤工人的劳动加过去劳动）的生产能力却降低了；就是说，

为了补偿［３５４］不变资本所占的价值组成部分，现在需要比以前多

１
９的总产品，而新加劳动的价值在产品中则少占了

１
９。铁、木材等

等的生产者现在也象以前一样只支付１万担煤炭。这个数量的煤

炭，以前要花他们１万镑，现在要花他们１２０００镑。这样，由于他们

必须按照提高了的价格支付他们用铁等等来交换的那部分煤炭，

不变资本费用的一部分也就会得到补偿。但是，煤炭生产者必须

向他们购买１６０００镑的原料等等。因而煤炭生产者必须支付４０００

镑的差额，即３３３３１
３担煤炭。这样，他仍然向消费者提供１６６６６

２
３

＋３３３３１
３＝２００００担煤炭，即

２
３产品；但消费者现在为这２万担必

须支付２４０００镑，而不是２万镑。消费者用这个数额为煤炭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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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补偿新加劳动，而且还补偿不变资本的一部分。

对于消费者来说，问题很简单。如果他们要想消费以前那样

多的煤炭量，他们就必须多支付 １
５，因此，在每一个生产部门的生

产费用都照旧不变的前提下，他们就必须在自己的收入中少用 １
５

购买别的产品。困难只是在于：如果铁、木材等等的生产者不再需

要煤炭，那末煤炭生产者怎样才能支付这４０００镑的铁、木材等等

呢？他把他的等于这４０００镑的３３３３１
３担煤炭卖给了煤炭消费者，

并由此取得各种各样的商品。但是这些商品既不能加入他个人的

消费，也不能加入他的工人的消费，而必须由铁、木材等等的生产

者消费，因为他必须以这些物品的形式来补偿他的３３３３１
３担煤炭

的价值。人们会说：问题很简单。现在所有的煤炭消费者必须少消

费１
５的所有其他商品，或者说，必须从每个人自己的商品中多拿出

１
５来支付煤炭。正是这

１
５用来增加木材、铁等等生产者的消费。但

是，制铁厂、机器制造业、木材业等等生产率的减低，究竟怎样使

铁、机器、木材的生产者能够消费比以前更大的收入，这一点乍看

起来是不明白的；因为我们假设，他们产品的价格等于产品的价

值，因而产品价格的提高，只同他们劳动生产率的减低成比例。

我们曾假设，铁、木材、机器的价值提高了 ３
５即６０％。这只能

由两个原因引起。或者，铁、木材等等的生产部门的生产能力减低

是由于这些生产部门中使用的活劳动的生产能力减低，以致生产

同一产品必须使用更多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铁、木材、机器的

生产者必须比以前多使用３
５劳动。因为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只是暂

时涉及个别的产品，所以工资率保持不变。因而，剩余价值率也保

持不变。生产者以前需要１５个工作日的地方，现在需要２４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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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但是在这２４个工作日中，他照旧每天只支付工人１０劳动小

时，照旧迫使工人每天无偿地劳动２小时。这样，以前１５个工人为

自己劳动１５０小时，为企业主劳动３０小时，而现在２４个工人则为

自己劳动２４０小时，为企业主劳动４８小时。（在这里我们不问利润

率如何。）只有当工资花在铁、木材、机器设备等等上面的时候，

工资才会降低，而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没有的。现在２４个工人会比

以前１５个工人多消费３
５。因而煤炭生产者现在能够把３３３３

１
３担

的相应加大的那部分价值销售给这些工人（也就是说，销售给向他

们支付工资的老板）。

或者，制铁业、木材业等等生产率的减低是由于它们的一部分

不变资本即生产资料变贵了。这时［其他生产部门］又会面临同样

的抉择，而归根到底，生产率的减低必定会造成使用的活劳动量的

增加，因而也会造成工资的增加，煤炭消费者会以上述４０００镑的

形式，把这些工资部分地支付给煤炭业者。

在那些使用追加劳动量的生产部门中，由于雇用的工人人数

增加，剩余价值量也会增加。另一方面，随着这些部门本身的产品

加入这些部门不变资本的各个要素（不管这些部门自己是把本身

的一部分产品当作生产资料使用，还是象煤炭的情形那样，把自己

的产品传为生产资料加入这些部门本身的生产资料中）［的价值的

增加］，利润率会相应地降低。但是，如果它们花在工资上的流动

资本比需要补偿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增加得更多，那末它们的利润

率也会提高，它们［３５５］也会参加上述４０００镑某些部分的消费。

不变资本价值的提高（由供应这种不变资本的劳动部门生产

率的减低引起），会使包含这种不变资本的产品的价值提高，会使

补偿新加劳动的那部分产品（在实物形式上）减少，因而就会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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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劳动的生产能力降低，如果这种劳动是用它本身的产品来表示

的话。对于以实物形式自行交换的那部分不变资本来说，一切照

旧不变。照旧是同量的铁、木材、煤炭以实物形式自行交换，以补

偿用掉的铁、木材、煤炭；价格的上涨在这里会互相抵销。但是，现

在形成煤炭业者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并且不加入这种实物交换的那

一煤炭余额，照旧要同收入交换（在上面谈到的情况下，它的一部

分不仅同工资交换，而且同利润交换），区别只是在于，这种收入已

经不属于以前的消费者，而属于那些在使用更多劳动量，也就是工

人人数增加了的生产领域中工作的生产者。

如果某个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只加入个人消费，既不作为生

产资料加入任何别的生产部门（在这里生产资料始终是指不变资

本），也不加入自己的再生产（例如在农业、畜牧业、煤炭业中就有

这种情形，在煤炭业中，煤炭本身作为辅助材料加入生产），那末这

个部门的年产品｛超过年产品的可能的余额对这里的问题没有意

义｝就始终要由收入支付，即由工资或利润支付。

我们拿前面举过的麻布的例子①来看。在３码麻布中，
２
３是不

变资本，１３是新加劳动。因而１码麻布代表新加劳动。如果剩余价

值等于２５％，那末１码的１
５就代表利润。其余的

４
５码代表再生产

出来的工资。 １
５由工厂主本人消费，或者由其他人消费，——这些

人把它的价值支付给工厂主，工厂主又以这些人的商品或其他商

品的形式来消费这个价值，——结果是一样的。｛为简单起见，这

里不正确地把全部利润看作收入。｝其余的 ４
５码由工厂主再以工

资的形式支付出去；他的工人把这些当作自己的收入来消费——

１９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① 见本册第９２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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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或者直接消费，或者交换其他消费品，而这些消费品的所有者则消

费麻布。

这两部分加在一起，就是３码麻布中生产者自己能当作收入

来消费的全部份额——１码麻布。其余的２码代表工厂主的不变

资本；它们必须再转化为麻布的生产条件——纱、机器等等。从工

厂主的角度来看，２码麻布的交换是不变资本的交换，但是他可以

把这些麻布只同别人的收入交换。例如，他用２码的 ４
５，即

８
５码，

支付纱，用 ２
５码支付机器。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又可以在这

些麻布量中各自消费 １
３，就是说，一个人可以在

８
５码中消费

８
１５码，

另一个人可以在 ２
５码中消费

２
１５码。共计

１０
１５或

２
３码。其余的

２０
１５或

４
３

码必须补偿他们的原料——亚麻、铁、煤炭等等，而这些物品中的

每一种，又都分解为代表收入（新加劳动）的部分和代表不变资本

（原料和固定资本等等）的部分。

但是，这最后的４
３码麻布可以只当作收入来消费。因而，那种

最终以纱和机器的形式表现为不变资本并由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

业者用来补偿亚麻、铁、煤炭等等的东西（我们把机器制造业者用

机器补偿的那部分铁、煤炭等等撇开不谈），可以只代表形成亚麻、

铁、煤炭生产者的收入，因而不需补偿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亚麻、铁、

煤炭；换句话说，以纱和机器的形式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必须

属于亚麻、铁、煤炭等等生产者的产品中如上面所说的不包含任何

不变资本份额的那一部分。但是，铁、煤炭等等的生产者会把他们

的表现为铁、煤炭、亚麻等等的收入，以麻布的形式或其他消费品

的形式来消费，因为他们自己的产品本身完全不加入或只有极小

部分加入他们的个人消费。这样，铁、亚麻等等的一部分就可以同

只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麻布——交换，而由于同这种产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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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对纺纱业者来说，全部补偿了他们的不变资本，对机器制造业

者来说，部分地补偿了他们的不变资本，同时，纺纱业者和机器制

造业者又是拿出代表他们收入的那部分纱和机器换取麻布来消费

的，从而就补偿了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

这样，实际上全部麻布都归结为织布业者、纺纱业者、机器制

造业者、亚麻种植业者、煤炭生产者和铁生产者的利润和工资；同

时他们又给麻织厂主和纺纱业者补偿全部不变资本。如果后面这

些原料生产者必须通过同麻布交换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那末

计算就完结不了，因为麻布是个人消费品，不能作为生产资料、作

为［３５６］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加入任何生产领域。计算所以会完

结，是因为亚麻种植业者、煤炭业者、制铁业者、机器制造业者等等

用他们的产品购买的麻布，只补偿他们的产品中对于他们是收入

而对于他们的买者是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这种情况所以可能，

只是因为他们的产品中不归结为收入、因而不能同消费品交换的

那一部分，由他们以实物形式补偿，也就是通过不变资本同不变资

本相交换来补偿。

在前面举的例子中，曾假设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保持

不变，但用这个部门本身的产品来表示该部门所使用的活劳动的

生产率时，劳动生产率却降低了；这个假设可能使人感到奇怪。但

是事情解释起来却很简单。

假设纺纱业者的劳动产品是５磅棉纱。假定纺纱业者为了生

产这些产品只需要５磅棉花（就是说没有一点飞花）；假定１磅棉

纱值１先令（我们不谈机器设备，也就是说，假设它的价值没有下

降，也没有上涨，因而它对于我们考察的情况来说等于零）。１磅棉

花值８便士。在表示５磅棉纱价值的５先令当中，棉花占４０便士

３９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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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便士）或３先令４便士，新加劳动占５×４便士，即２０便士

或１先令８便士。因而在全部产品中，３１
３磅棉纱（价值为３先令４

便士）是不变资本所占的部分，１２
３磅棉纱是劳动所占的部分。所

以，５磅棉纱的２
３补偿不变资本，５磅棉纱的

１
３，即１

２
３磅，是支付

劳动的那部分产品。

现在假定１磅棉花的价格上涨了５０％，从８便士上涨到１２

便士，即上涨到１先令。那末５磅棉纱就值：５磅棉花所值的５先

令和新加劳动所值的１先令８便士（新加劳动的量，因而用货币表

现的价值，保持不变）。这样，５磅棉纱现在值５先令＋１先令８便

士＝６先令８便士。在这６先令８便士中，现在原料占５先令，劳

动占１先令８便士。

６先令８便士＝８０便士，其中６０便士为原料，２０便士为劳

动。在５磅棉纱的总价值（８０便士）中劳动现在只占２０便士，或１
４

即２５％；而以前是占３３１
３％。另一方面，原料占６０便士，即

３
４或

７５％，而以前只占６６２
３％。因为５磅棉纱现在值８０便士，所以１

磅值８０５即１６便士。这样，在５磅棉纱中，代表［新加］劳动创造的价

值的２０便士占１１
４磅棉纱；其余的３

３
４磅棉纱是原料所占的部

分。以前［新加］劳动（利润和工资）占１２
３磅，不变资本占３

１
３磅。

因而，用劳动本身的产品来估计，劳动的生产能力降低了，虽然劳

动生产率没有变，而只是原料涨价了。劳动仍然保持自己原来的

生产率，因为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内把５磅棉花变成５磅棉纱，因

为这种劳动的真正产品（从使用价值来看），只不过是棉花所获得

的棉纱形式。５磅棉花象以前一样由于同一劳动而获得棉纱形式。

但是构成实在产品的不只是这种棉纱形式，而且还有棉花，即获得

这种形式的物质，这种物质的价值现在和赋予这种形式的劳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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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在总产品中占了更大的部分。因此，纺纱工人的同量劳动现在

是由较少量的棉纱来支付了，换句话说，补偿这种劳动的那部分产

品减少了。

这个问题就是如此。

［（ｃ）加尔涅反驳斯密时的庸俗前提。加尔涅

回到重农学派的见解。比重农学派后退一步：

把非生产劳动者的消费看成生产的源泉］

  因此，第一，加尔涅断言全部资本归根到底总要由消费者的收

入来补偿，是错误的；因为资本的一部分只能由资本补偿，不能由

收入补偿。第二，这种说法本身也是荒谬的，因为收入本身，只要

不是工资（或由工资支付的工资，即由工资派生的收入），就是资本

的利润（或由资本的利润派生的收入）。最后，加尔涅断言①那一部

分不流通（意即不由消费者的收入补偿）的资本，“不能给它的所有

者带来利润”，也是荒谬的。这一部分——在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事实上不带来利润（确切些说，不带来剩余价值）。但是没

有这一部分，资本就根本不可能生产自己的利润。

［３５７］“从这种区别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了雇用生产劳动者，不仅

需要享用他们劳动的人的收入，而且还需要给中介人带来利润的资本；而为

了雇用非生产劳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要有支付他们报到的人的收入就够

了。”（同上，第１７５页）

单单这一段话就已经是一派胡言乱语，从中可以看出，亚·斯

密著作的译者加尔涅，实质上对亚·斯密是一无所知，甚至一点也

没有看出《国富论》中最本质的东西，那就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

５９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① 见本册第１８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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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式是最生产的（同以前的那些形式比较起来，它无疑是这样的）。

首先，为反驳斯密所说的直接由收入支付的劳动是非生产劳

动这一点，而提出什么“为了雇用非生产劳动者，在大多数情况下

只要有支付他们报酬的人的收入就够了”，这是愚蠢到了极点。其

次，还有相对的命题：“为了雇用生产劳动者，不仅需要享用他们劳

动的人的收入，而且还需要给中介人带来利润的资本”！（那末，加

尔涅先生的农业劳动该具有多么大的生产能力，对这种劳动来说，

除了消费土地产品的人的收入之外，还需要一个不仅给中介人带

来利润，而且给土地所有者带来地租的资本！）

说“为了雇用生产劳动者”，需有第一，使用他们的资本，第二，

消费他们的劳动的收入，这是不对的；为此，只需有创造收入来消

费他们的劳动成果的资本就够了。如果我以缝纫业资本家的身分

把１００镑花在工资上，这１００镑会给我带来譬如说１２０镑。它为我

创造出２０镑的收入。只要我愿意，我现在也可以用这２０镑来消费

把衣料做成“上衣”的裁缝的劳动。如果相反，我用２０镑买一件衣

服穿，那就十分明显，并不是这件衣服为我创造了用来购买它的

２０镑。如果我把一个裁缝叫到家里，要他为我缝一件价值２０镑的

衣服，情形也是一样。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会比原有的多得２０镑，

在第二种情况下，我在交易后会比交易前少２０镑。而且，我还会

很快发现，直接用我的收入支付给裁缝来做上衣，不如我从“中介

人”那里购买上衣便宜。

加尔涅以为，利润是由消费者支付的。消费者支付商品的“价

值”；虽然商品中也包含资本家的利润，但是这种商品对于消费者

来说，比起他直接花费自己的收入去购买劳动，让受雇的劳动者小

规模地生产物品，以满足雇主的个人需要，是便宜的。这里显然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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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出加尔涅对什么是资本一窍不通。

他接着说：

“其次，不是有许多非生产劳动者，例如演员、音乐家等等，在大多数情况

下通过经理来取得自己的工资吗？而这些经理是从投入这类企业的资本中吸

取利润的。”（同上，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这个意见是对的。但这不过表明，有一部分劳动者，即亚·斯

密按照他的第二个定义称为非生产劳动者的，按照他的第一个定

义却应当是生产劳动者。

“由此应当承认，在生产阶级人数众多的社会里，中介人或企业主手里有

大量的资本积累。”（同上，第１７６页）

的确，雇佣劳动的大量存在，只是资本的大量存在的另一种表

现。

“因此，并不是象斯密所认为的那样，资本量和收入量之间的比例决定生

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之间的比例。后面这种比例看来在极大程度上取决于

国民的风俗习惯，取决于该国工业发展水平的高低。”（第１７７页）

如果生产劳动者是由资本支付的劳动者，非生产劳动者是由

收入支付的劳动者，那末十分明显，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之比等

于资本和收入之比。但是这两个阶级的比例的增加，不仅仅取决

于资本量和收入量之间的现有比例。它还取决于增长着的收入

（利润）以怎样的比例转化为资本，并以怎样的比例当作收入来花

费。虽然资产阶级起初很节约，但是随着资本的生产率即劳动者

的生产率的增长，它就开始仿效［３５８］封建主豢养大批侍从。根据

最近的（１８６１或１８６２年）工厂报告，联合王国真正在工厂工作的

总人数（包括管理人员）只有７７５５３４人①，而女仆单是英格兰一处

７９１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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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１００万。让工厂女工每天在工厂流汗１２小时，以便工厂主可

以拿她的无酬劳动的一部分雇她的姊妹当佣人，雇她的兄弟当马

夫，雇她的堂兄弟当士兵或警察，来为他个人服务，这真是一种绝

妙的安排！

加尔涅最后加的一句话是庸俗的同义反复。他说生产阶级和

非生产阶级之间的比例不取决于资本和收入之间的比例，或者更

确切地说，不取决于以资本形式支出的现有商品量和以收入形式

支出的商品量之间的比例，而（！？）取决于国民的风俗习惯，取决于

该国的工业发展水平。事实上，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工业发展的

一定阶段才出现。

加尔涅作为波拿巴的参议员，当然热衷于有侍从和一般仆人。

“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没有一个阶级象家仆那样促使来自收入的金额

转化为资本。”（第１８１页）

事实上，没有一个阶级会给小资产阶级提供更为卑贱的分子。

加尔涅不懂，斯密这个“具有如此洞察力的人”，怎么不能较高地评

价

“这种依附于富人、捡拾被富人挥霍浪费的收入的残余的中介人”等等。

（同上，第１８３页）

但是，加尔涅自己在这里也说，中介人只是“捡拾”“收入”的残

余。这种收入由什么构成呢？由生产工人的无酬劳动构成。

加尔涅在对斯密作了所有这些毫无用处的反驳之后，就滚回

到重农主义去了，他宣布农业劳动是唯一的生产劳动！为什么呢？

因为它

“还创造一个新价值，这个价值在这种劳动开始活动时在社会上并不存

在，甚至作为等价物也不存在，正是这个价值为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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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第１８４页）

那末，什么是生产劳动呢？就是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即除了

它以工资形式取得的等价之外还创造新价值的劳动。资本同劳动

相交换，只不过是具有和一定量劳动相等的一定价值的商品同比

这个商品本身包含的更大的劳动量相交换，因此“创造一个新价

值，这个价值在这种劳动开始活动时在社会上并不存在，甚至作为

等价物也不存在”。如果加尔涅不了解这一点，那末，这并不是斯

密的过错。［ —３５８］

        

［ —４００］热·加尔涅先生于１７９６年在巴黎出版了《政治经

济学原理概论》。书中除了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这种重农主义

观点以外，我们还看到另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很能说明他对亚·斯

密的反驳），那就是，认为消费（由“非生产劳动者”出色地代表的消

费）是生产的源泉，生产的大小由消费的大小来衡量。非生产劳动

者满足“人为的需要”并消费物质产品，所以据说他们在各方面都

是有用的。因此，加尔涅也反驳节省（节约）。在他的序言第 页

上可以读到这样的话：

“个人的财富由于节约而增加，相反，社会的财富则由于消费增加而增

长。”

在第２４０页，论国债这一章中，加尔涅说：

“农业的改进和扩大，因而工商业的进步，除了人为的需要扩大之外，没

有别的原因。”

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国债是好事情，因为它会使这种需要增

加。７１［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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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２１］施马尔茨。这个德国的重农主义余孽，批评斯密

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说（他的书德文版在１８１８年出

版）：    

“我只指出……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所作的区分，不应当看成

是重要的和十分准确的，如果考虑到别人的劳动始终只是使我们节省时间，

而这种时间的节省就是构成劳动价值和劳动价格的一切。”

｛这里他搞乱了。事情并不是由分工引起的时间的节省决定

物的价值和价格，而是我用同一价值得到更多的使用价值，劳动的

生产能力更大了，因为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但是，作

为重农学派的余波，他当然不能在劳动时间本身找到价值。｝

“例如，为我做桌子的木匠，和把我的信送到邮局、给我洗衣服和张罗我

所需要的物品的仆人，他们两者对我的服务在性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他们既

节约我亲自干这些事情所必须花费的时间，又节约我为获得做这些事情的技

能和本领所必须花费的时间。”（施马尔茨《政治经济学》，昂利·茹弗鲁瓦

译自德文，１８２６年版第１卷第３０４页）

在这个粗制滥造者施马尔茨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下面这种

意见对于了解加尔涅——例如他的消费主义（以及浪费的经济效

用）——同重农主义之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

“这个主义〈魁奈主义〉认为，手工业者，甚至纯粹消费的人，消费有功，理

由是他们的消费可以促进（虽然是间接地促进）国民收入的增加，因为没有这

种消费，被消费的物品就不会由土地生产出来，也不能加到土地所有者的收

入中去。”（同上，第３２１页）７２［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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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沙尔·加尼耳［关于交换和交换价值的

重商主义观点。把一切得到报酬的

劳动都纳入生产劳动的概念］

  ［ —３５８］沙·加尼耳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是一

本很糟糕、很肤浅的拙劣作品。第一版于１８０９年在巴黎出版；第

二版于１８２１年出版（我引用的是第二版）。他的胡诌是同他所反

驳的加尔涅直接衔接的。

｛卡纳尔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下定义说：“财富是多余劳动

的积累。”７３如果他说，财富是超过工人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活而

多余下来的劳动，那末这个定义就对了。｝

加尼耳先生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基本的论点：商品是资产阶

级财富的元素，也就是说，为了生产财富，劳动必须生产商品，必须

出卖它自己或自己的产品。加尼耳说：

“在现代文明状态下，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为我们认识。”（同上，第１

卷第７９页）“没有交换，劳动就不能生产任何财富。”（第８１页）

加尼耳先生从这里一下子就跳到重商主义体系上去了。因为

没有交换，劳动就不会创造资产阶级财富，所以“财富完全是来源

于商业”（第８４页）。或者象他在后面所说的：

“只有交换或商业才使物具有价值。”（第９８页）这个“价值和财富等同

的原则……是关于一般劳动的生产性的学说的基础”。（同上，第９３页）

加尼耳自己解释说：

［３５９］“商业主义”——他把它叫做货币主义的纯粹“变态”——“从劳动

的交换价值中引出私人的和公共的财富，不管这种价值是否固定在耐久的和

１０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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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的物质对象上。”（第９５页）

由此可见，就象加尔涅回到重农主义体系的见解上去一样，加

尼耳回到重商主义体系的见解上去了。因此，他的毫无用处的废

话，对于说明重商主义体系及其“剩余价值”观点的特征，却是非常

有用的，特别是因为他提出这些观点来反对斯密、李嘉图等等。

财富是交换价值；因此，凡是生产交换价值或本身具有交换价

值的劳动，都生产财富。表明加尼耳看问题比别的重商主义者略

深一些的唯一的说法，就是“一般劳动”这个术语。个人的劳动，或

者更确切地说，个人劳动的产品，必须采取一般劳动的形式。只有

这样，劳动的产品才变成交换价值，变成货币。实际上，加尼耳回

到财富就是货币这个观点上去了；不过在加尼耳看来，财富不仅是

金银，而且是商品本身，因为商品就是货币。加尼耳说：

“商业主义，或者说，一般劳动的价值的交换。”（第９８页）

后一说法是荒谬的。产品所以是价值，因为它是一般劳动的

存在，是这种劳动的化身，而不是“一般劳动的价值”，否则就等于

说价值的价值了。但是假定商品已经被确认为价值，如果愿意，还

可以假定它甚至已经具有货币形式，已经完成自己的形态变化。

现在商品是交换价值。但是这个商品的价值量有多大呢？一切商

品都是交换价值，它们在这方面彼此没有区别。但是什么东西决

定这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呢？这里加尼耳停留在最表面的现象上。

商品Ａ如果同大量的商品Ｂ、Ｃ、Ｄ等等相交换，它就是大的交换

价值。

加尼耳反对李嘉图和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时说，虽然他们的

体系和一切资产阶级的体系一样，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可是他们在

考察劳动时，却把交换置之不顾；这个意见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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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以这样做，唯一的原因在于，他们认为产品的商品形式是不言

而喻的事情，因此他们只考察价值量。在交换中，个人的产品所以

表现为一般劳动的产品，仅仅是因为它们表现为货币。而这种相对

性的根源已经在于：它们必须表现为一般劳动的存在，并且只有作

为相对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社会劳动的表现，才能归结为这种存

在。不过，交换本身不会使它们具有价值量。在交换中，它们表现

为一般社会劳动，而它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这样表现，要看它们

本身能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社会劳动，也就是说，要看它们能够交

换的商品的数量，因而要看市场的规模、贸易的规模，要看它们借

以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系列。例如，如果只有四个不同的生产部

门，那末，这四个生产者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有很大一部分产品是为

自己生产。如果有几千个生产部门，那末，每一个人就可以把他的

全部产品都当作商品来生产。他的全部产品都可以加入交换。

但是，加尼耳同重商学派一道认为，价值量本身是交换的产

物，其实，产品通过交换得到的只不过是价值形式或商品形式。

“交换使物具有价值；没有交换，物就没有价值。”（第１０２页）

如果这是说，物，使用价值，只有作为社会劳动的相对表现，才

变成价值，才获得这种形式，那是同义反复。如果这是说，它们通过

交换，比没有交换前取得更大的价值，那显然是胡说，因为交换要

提高商品Ａ的价值量，就只有降低商品Ｂ的价值量。它使商品Ａ

的价值比交换前增加多少，它也就使商品Ｂ的价值减少多少。因

此，Ａ＋Ｂ无论在交换前还是在交换后都具有同样的价值。

“最有用的产品可能没有价值，如果交换不使它们具有价值……”

（首先，如果这些物是“产品”，那末它们一开始就是劳动的产

品，而不象空气等等那样是一般的自然赐予。如果它们是“最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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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末它们就是最高意义上的使用价值，是所有的人都需要的

使用价值。如果交换不使它们具有价值，那末，这只有在每个人都

为自己生产这些东西的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但这同［３６０］它们是为

交换而生产出来的这个前提相矛盾；因此，整个前提就是荒谬的。）

……“而最无用的产品可能有很大的价值，如果交换对它们有利。”（第

１０４页）

在加尼耳先生看来，“交换”是一个神秘人物。如果“最无用的

产品”没有一点用处，如果它们没有任何使用价值，谁还会购买它

们呢？可见，对于买者来说，它们无论如何必须有某种“有用性”，哪

怕只是想象的“有用性”。如果买者不是傻子，他又何必要为它们

支付较高的价钱呢？可见，造成它们昂贵的原因，无论如何不会是

它们的“无用性”。也许是它们的“稀有性”吧？可是加尼耳把它们

叫做“最无用的产品”。既然它们是产品，那末，为什么它们有大的

“交换价值”，人们却不以更大的规模生产它们呢？如果说前面那个

用许多货币去购买对他本人既没有实际的使用价值，又没有想象

的使用价值的东西的买者，是傻子；那末这里，生产交换价值小的

有用品，而不生产交换价值大的无用品的卖者，也是傻子。由此看

来，如果它们的使用价值很小（假定使用价值由人们的自然需要决

定），但交换价值很大，那末，这必定不是由交换先生的情况造成

的，而是由产品本身的情况造成的。可见，产品的高的交换价值并

不是交换的产物，它不过是在交换中表现出来而已。

“物的已交换价值［Ｖａｌｅｕｒéｃｈａｎｇéｅ］，而不是物的可交换价值［Ｖａｌｅｕｒ

é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构成真正价值，即和财富等同的那种真正价值。”（同上，第

１０４页）

但是，可交换价值是一种物同它所能交换的另一种物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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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有正确的一点作为基础：商品之所以不得不转化为货币，是

由于商品必须作为可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进入交换，而商品之

所以是交换价值，只是交换的结果。｝相反，Ａ的已交换价值是一

定量的产品Ｂ、Ｃ、Ｄ等等。因此，这已经不是价值（按照加尼耳先

生的说法），而是“没有交换的物”。Ｂ、Ｃ、Ｄ等等在同Ａ交换以前

都不是“价值”。Ａ变成价值是由于这些非价值取代了它的位置

（作为已交换价值）。于是，由于单纯的换位，这些“物”突然变成价

值，而在换位以后，它们就退出交换，处于和以前一样的状况。

“可见，既不是物的实际效用，也不是物的内在价值，使物成为财富；是交

换确定和决定它们的价值，就是这种价值使它们成为和财富等同的东西。”

（同上，第１０５页）

交换先生确定和决定的或者是某种已经存在的东西，或者是

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如果是交换首先创造物的价值，那末，交换本

身一停止，这个价值，这个交换的产物，也就会消失。因此，它创造

什么，它也就消灭什么。我用Ａ同Ｂ＋Ｃ＋Ｄ相交换。Ａ就在这个

交换行为中得到价值。这个行为一结束，Ｂ＋Ｃ＋Ｄ就站在Ａ方

面，Ａ则站在Ｂ＋Ｃ＋Ｄ方面。它们各站一方，都站在交换（只不过

换位）先生的范围以外。Ｂ＋Ｃ＋Ｄ现在是“物”，但不是价值。Ａ也

是这样。或者，交换就是名副其实地“确定和决定”，就象测力计确

定和决定我们的肌肉力，而不是创造我们的肌肉力一样。但如果

是这样，价值就不是由交换创造的了。

“对于个人和对于各国人民来说，事实上只有在下面的情况下才会有财

富：每人为大家劳动

（就是说，每人的劳动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如果不这样解

释，这句话就是荒谬的；因为要是撇开这种一般社会劳动形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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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应该说，制铁业者不是为大家劳动，而只是为铁的消费者劳动），

大家为每人劳动”

（如果这里谈的是使用价值，那又是荒谬的；因为大家的产品

全都是特殊的产品，每人需要的也只是某种特殊的产品；因此，这

里的意思又只能是：每种特殊的产品都采取为每人而存在的形式，

而它以这样的形式存在，并不是由于它作为特殊的产品和“每人”

的产品不同，而只是由于它和这些产品等同；我们在这里看到的，

又是在商品生产基础上表现出来的那种社会劳动形式）。（同上，

第１０８页）

［３６１］加尼耳从这个规定——交换价值是孤立的个人的劳动

作为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又滚到最粗俗的看法上去了：交换价值

是商品Ａ同商品Ｂ、Ｃ、Ｄ等等相交换的比例，如果用许多Ｂ、Ｃ、Ｄ

来交换Ａ，那末商品Ａ的交换价值就大；但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

用少量的Ａ来交换Ｂ、Ｃ、Ｄ。财富由交换价值构成。交换价值是产

品相互交换的比例。这样，全部产品的总和也就没有任何交换价

值了，因为这个总和不同任何东西交换。因此，财富由交换价值构

成的社会，也就没有任何财富了。由此不仅可以得出加尼耳本人

所做的结论：“由劳动的交换价值构成的国民财富”（第１０８页）按

其交换价值来说，永远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因此，也就没有任何

剩余价值）；而且还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财富根本没有交换

价值，从而不是财富，因为财富只由交换价值构成。

“如果谷物极为丰裕，因而谷物价值下降，那末土地耕种者的财富就会减

少，因为现在他们只有较少的交换价值可以用来获取生活上必需的、有用的

或喜爱的物品；不过，土地耕种者亏损多少，谷物消费者就恰好得利多少；一

些人的亏损为另一些人的得利所补偿，总财富不会有任何变化。”（第１０８—

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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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谷物消费者消费的是谷物，而不是谷物的交换价值。

他们是在食物上，而不是在交换价值上变得更富了。他们用自己少

量的产品交换谷物，而这些产品，由于同它们所交换的谷物比起来

数量较少，所以具有高的交换价值。土地耕种者现在得到了高的交

换价值，而消费者得到了具有较低交换价值的许多谷物，因而现在

消费者是穷人，土地耕种者是富人。

其次，总和（交换价值的社会总和）愈变为交换价值的总和，就

愈丧失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Ａ、Ｂ、Ｃ、Ｄ、Ｅ、Ｆ只有互相交换，才

有交换价值。一旦它们已经交换，它们对于它们的消费者，买者来

说，就都是产品了。它们经过转手，就不再是交换价值了。这样一

来，“由交换价值构成的”社会财富也就消失了。商品Ａ的价值是

相对的；这个价值是Ａ对Ｂ、Ｃ等等的交换比例。Ａ＋Ｂ具有较少

的交换价值，因为它们的交换价值只不过是它们对Ｃ、Ｄ、Ｅ、Ｆ的

比例。而Ａ、Ｂ、Ｃ、Ｄ、Ｅ、Ｆ的总和根本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为这个

总和不表示任何比例。商品的总和不同别的商品交换。因此，由交

换价值构成的社会财富没有任何交换价值，因而也不是财富。

“由此可见，一国要靠国内贸易来致富是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进行

对外贸易的各国人民的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同上，第１０９页）

这是老重商主义。据说价值就在于，我得到的不单单是等价，

而是多于等价。可是加尼耳同时又认为根本没有等价，因为等价

的前提是：商品Ａ的价值和商品Ｂ的价值，不是由Ａ对Ｂ的比例

或Ｂ对Ａ的比例决定，而是由一个第三者决定，在这个第三者身

上，Ａ和Ｂ是等同的。如果没有等价，也就没有超过等价的余额。

我用铁换得的金比用金换得的铁少。现在我有较多的铁，我又用

这些铁换得较少的金。因而，如果说起初由于较少的金等于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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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铁，我得利了，那末，现在因为较多的铁等于较少的金，我同样亏

损了。

        

“任何劳动，不管其性质如何，只要它具有交换价值，就是生产劳动，就是

生产财富的劳动。”（同上，第１１９页）“交换既不考虑产品的量，也不考虑产

品的物质性，也不考虑产品的耐久性。”（同上，第１２１页）“所有的〈劳动〉从

它们生产出它们本身已经与之交换的总额这一点来说，同样都是生产的。”

（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起先，说这些劳动同样都是生产的，是从它们补偿上述总额，

即补偿支付它们的价格（它们工资的价值）这一点来说的。但是，加

尼耳马上又进一步。他宣称，非物质劳动生产出它本身与之交换的

物质产品，以致看起来象是物质劳动生产出非物质劳动的产品。

［３６２］“一个是制造柜子的工人，用这个柜子换得１舍费耳谷物，另一个

是流浪音乐家，用他的劳动也换得１舍费耳谷物；这两个人的劳动没有任何

区别。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生产出了１舍费耳谷物，在一种情况下，生产出１

舍费耳谷物是为了支付柜子，在另一种情况下，生产出１舍费耳谷物是为了

支付流浪音乐家提供的娱乐。诚然，木匠把１舍费耳谷物消费以后，留下一

个柜子，而音乐家把１舍费耳谷物消费以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可是，有多少

被认为是生产劳动的劳动都是这样的情况啊！……判断一种劳动是生产的还

是不生产的，不能根据消费以后究竟留下什么，而应当根据交换或根据这种

劳动所引起的生产。因为音乐家的劳动同木匠的劳动一样，都是生产１舍费

耳谷物的原因，所以他们两人劳动的生产性同样由１舍费耳谷物来衡量，虽

然一个人的劳动在干完以后不固定、不物化在某种耐久的对象上，而另一个

人的劳动则固定、物化在某种耐久的对象上。”（同上，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亚·斯密想减少从事无用劳动的劳动者人数，以便增加从事有用劳动

的劳动者人数；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没有看到，如果这种愿望能够实现，那就

不可能有任何财富了，因为生产者将会缺乏消费者，而没有消费掉的剩余物

也就不会再生产出来。生产阶级把自己劳动的产品供给那些不创造物质产

品的阶级并不是无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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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在这里他自己还是把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和不生产物

质产品的劳动区分开来了。）

“生产阶级把自己的产品供给他们，从他们那里换得方便、娱乐、享受，而

为了能够把自己的产品供给他们，生产阶级就不得不生产这些产品。如果劳

动的物质产品不用来支付那些不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那它们就找不到消费

者，它们的再生产就要停止。因此，生产娱乐的劳动，也象那种被认为是最生

产的劳动一样有效地参加生产。”（同上，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他们〈各国人民〉所追求的方便、娱乐或享受，几乎总是跟在必须用来支

付它们的产品后面，而不是走在这些产品前面。”（同上，第１２５页）

（可见，它们看来与其说是“必须用来支付它们的”那些产品的

原因，不如说是那些产品的结果。）

“如果生产阶级不需要为娱乐、奢侈或豪华服务的劳动〈可见，在这里加

尼耳本人也做了这样的区分〉，而又不得不支付这种劳动，并把自己的需求削

减相应的数额，那末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被迫支付就不会

引起产品量的增加。”（第１２５页）“除了这种情况之外……任何劳动都必然

是生产的，并在不同程度上有助于整个财富的形成和增长，因为任何劳动都

必然会引起用以支付它的那些产品的生产。”（同上，第１２６页）

｛可见，按照这种说法，“各种非生产劳动”所以是生产的，既不

是因为它们有所值，就是说，不是由于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不是因

为它们生产某种娱乐，就是说，不是由于它们的使用价值；而是因

为它们生产生产劳动。｝

｛如果按照亚·斯密的说法，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是生产

的，那末，同劳动交换的资本，除了它的形式之外，它的物质组成部

分也应加以考虑。这个资本归结为必要的生存资料，因而大部分

归结为商品，归结为物质品。工人不得不从这种工资中支付给国

家和教会的东西，则是为支付那强加于他的服务而作的一种扣除；

９０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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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支出在教育上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凡是工人有这种支出的

时候，这种支出都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工人在医

生、律师、牧师的服务上支出，算是他倒霉；还有一些别的非生产劳

动或服务也花费工人的工资，不过那是很少的，特别是因为同消费

有关的工作（做饭，打扫房屋，甚至在大部分情况下各种各样的修

理工作）都是工人自己干的。｝

加尼耳的下面这段话是最典型的：

“如果交换使仆人的劳动具有１０００法郎的价值，而使土地耕种者或工业

工人的劳动只具有５００法郎的价值，那末由此就应该得出结论说，仆人的劳

动对于财富生产的贡献，比土地耕种者或工业工人的劳动大一倍；只要仆人

的劳动得到的物质产品报酬比土地耕种者或工业工人的劳动得到的大一倍，

就不可能是另外的情况。怎么能够说财富是来源于交换价值最少、因而得到

的报酬最低的劳动呢！”（同上，第２９３—２９４页）

［３６３］如果工业工人或农业工人的工资等于５００法郎，他所创

造的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等于４０％，那末这种工人的“纯产品”

就等于２００法郎，必须有５个这种工人的劳动才能生产出仆人的

１０００法郎工资。如果交换先生一年中不愿购买仆人，而愿意用１

万法郎去购买一个姘妇，那就需要５０个这种生产工人的“纯产品”

了。既然姘妇的非生产劳动给她带来的交换价值即报酬，比生产

工人的工资大１９倍，那末，按照加尼耳的看法，这个女人对于“财

富生产”的贡献就大１９倍，而且一国向仆人和姘妇支付的东西愈

多，它生产的财富也就愈多。加尼耳先生忘记了，只有工业劳动和

农业劳动的生产性，总之，只有生产工人创造的、但没有被支付过

代价的那个余额，才提供支付非生产劳动者的基金。但加尼耳是

这样计算的：１０００法郎工资加上它的以仆人或姘妇的劳动形式存

在的等价，一共是２０００法郎。而实际上，仆人和姘妇的价值，即他

０１２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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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的生产费用，完全取决于生产工人的“纯产品”。甚至仆人和姘

妇作为特殊的一类人存在本身，也取决于这种“纯产品”。他们的

价格和他们的价值之间极少共同之处。

即使假定，仆人的价值（生产费用）比生产工人的价值或生产

费用大一倍。那也应当看到，工人的生产率（象机器的生产率一

样）和他的价值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它们两者甚至是成反比的。机

器所费的价值，对于它的生产率始终是一个负数。

“有人徒劳地反驳说：如果仆人的劳动，也象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和工业工

人的劳动一样，是生产的，那我们就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一国的一般积蓄拿

来养活仆人，这样不但不会把这些积蓄浪费掉，而且还会不断地增加它们的

价值。这种反驳之所以看来好象是正确的，只不过因为它假设任何劳动的生

产性都是它参与物质品生产的结果，物质生产创造财富，生产和财富完全是

等同的东西。他们忘记了，任何产品的生产都只是由于这些产品被消费，才

成为财富，① 并且是交换决定生产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有助于财富的形成。如

果我们记住：在任何国家，各种劳动都直接或间接有助于整个生产；交换既然

确定每种劳动的价值，也就决定每种劳动参加生产的份额；产品的消费实现

着交换使它具有的价值；生产同消费相比出现的剩余或不足，决定着各国人

民富裕或贫穷的程度；——那末，我们就会明白，孤立地看每种劳动，根据它

参加物质生产的程度来衡量它的效果性和生产性，而不考虑［３６４］这种劳动

的消费，该是多么不彻底。只有消费才使劳动具有价值，没有这种价值，财富

就不能存在。”（同上，第２９４—２９５页）

这个家伙，一方面认为财富取决于生产超过消费的余额，另一

１１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① ｛因此，这个家伙在下一页上说：“任何劳动生产财富，都同自己的由供求决

定的交换价值成比例〈这样一来，劳动生产财富，不是同它生产多少交换价

值成比例，而是同它本身的交换价值是多少成比例，也就是说，不是同它生

产多少成比例，而是同它值多少成比例〉，而且只有把劳动的价值使劳动有权

从产品总额中取得的那些产品节约下来不消费，劳动的价值才会有助于资本

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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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又认为只有消费才使劳动具有价值。而且，根据这种看法，一

个消费１０００法郎的仆人对于创造价值的贡献，比消费５００法郎的

农民大一倍。

加尼耳一方面承认这种非生产劳动不直接参加物质财富的形

成，而斯密的主张也无非是这样；另一方面，他又力图证明，这些非

生产劳动，同他自己承认的不创造物质财富相反，是创造物质财富

的。

在所有这些反驳亚·斯密的人那里，我们一方面看到他们对

物质生产采取高傲态度，另一方面又看到他们力图为非物质生产

——甚至根本不是生产，如象仆役的劳动——辩护，把它冒充物质

生产。无论“纯收入”的所有者把这种收入花在仆役身上，花在姘

妇身上，还是花在油炸馅饼上，那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但是认为为

了不使产品的价值去见鬼，余额就必须由仆人来消费，而不能由生

产工人本人来消费，这种想法是可笑的。马尔萨斯也就是这样宣

扬非生产的消费者存在的必要——一旦余额掌握在“有闲者”手

里，实际上也就有这种必要。［３６４］

［（９）加尼耳和李嘉图论“纯收入”。

加尼耳主张减少生产人口；李嘉图

主张资本积累和提高生产力］

  ［３６４］加尼耳断言，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我不知

道这本书）中提出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在他之后被李嘉图复制

了。７４这个理论就是：财富不取决于总产品，而取决于纯产品，即取

决于利润和地租的高低。（这决不是加尼耳的发现；但他表述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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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的方式确实有独特之处。）

剩余价值表现在（实际存在于）剩余产品中，表现在产品超过

仅仅补偿产品原有要素、因而加入产品生产费用的那部分产品（如

果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合起来计算，这部分产品就等于预付在

生产中的资本）的余额中。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剩余价值，而不

是产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以及产品中用来支付这个时间

的等价物——只有在提供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否则，

这个时间对于资本家就是非生产的。

剩余价值等于剩余价值率ｍ
ｖ乘同时使用的工作日数或所使用

的工人人数ｎ。因而，Ｍ＝
ｍ
ｖ×ｎ。这样，就有两种方法可以使这

个剩余价值增加或减少。例如，ｍ
ｖ
２
×ｎ等于

２ｍ
ｖ×ｎ，即２Ｍ。这里

Ｍ 增加了［３６５］１倍，因为剩余价值率增加了１倍，
ｍ
ｖ
２
就是２ｍｖ，而

这比ｍ
ｖ大１倍。另一方面，

ｍ
ｖ×２ｎ也同样等于

２ｍｎ
ｖ ，因而也是２Ｍ。

可变资本Ｖ等于１工作日的价格乘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如果雇用

８００工人，每个工人花费１镑，那末，Ｖ＝８００镑，即１镑×８００，

这里ｎ＝８００。如果剩余价值是１６０，那末，剩余价值率＝ １６０
１镑×８００

＝１６０
８００＝

１６
８０＝

１
５＝２０％。但剩余价值本身是

１６０
１镑×８００×８００，即

Ｍ 镑
１镑×ｎ×

ｎ。

如果工作日的长度已定，这个剩余价值就只有靠提高生产率

才能增加；如果生产率已定，这个剩余价值就只有靠延长劳动时间

才能增加。

但是，这里重要的是：２Ｍ＝ ｍ
ｖ
２
×ｎ，和２Ｍ＝ ｍ

ｖ×２ｎ。如果工人

人数减少一半（不是２ｎ而是ｎ），而工人每日的剩余劳动比以前增

３１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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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一倍，剩余价值（它的总额）就仍然不变。在这样的假设下，有两

个东西不变：第一，生产出来的产品总量不变；第二，剩余产品或

“纯产品”的总量不变。但发生变化的是：第一，可变资本额或花在

工资上的那部分流动资本减少了一半。由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

资本也不变，因为虽然工人人数少了一半，但加工的原料数量照

旧。相反，由固定资本构成的那部分增加了。

如果原来花在工资上的资本为３００镑（１个工人１镑），那末

现在是１５０镑。原来花在原料上的资本是３１０镑，现在仍然是３１０

镑。假定机器的价值比资本的其余部分大３倍，那末现在，它就是

１６００镑。７５这样，如果机器在１０年内磨损完，那末，每年加入产品

的机器价值就是１６０镑。假定原来每年花在生产工具上的资本是

４０镑，即只是现在的１
４。

在这种条件下，得出如下的计算：

 旧资本  新资本

  机器 ………………………………   ４０   １６０

  原料 ………………………………   ３１０   ３１０

  工资 ………………………………   ３００   １５０

  共计 ………………………………   ６５０   ６２０

  剩余价值 ………………………… １５０，即５０％ １５０，即１００％

  利润率 ……………………………  ２３ １
１３％  ２４ ６

３１％

  全部产品 …………………………   ８００   ７７０

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提高了，因为总资本减少了：花在工资

上的资本减少了１５０，而固定资本价值额只增加了１２０，即总共比

原来少花了３０镑。

如果把剩下的３０镑也按照同样的方式花掉，即把这个数额的

３１
６２（或

１
２）花在原料上，

１６
６２花在机器上，

１５
６２花在工资上，那就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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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 ……………………………… ７镑１４先令６便士

原料 ……………………………… １５镑

工资 ……………………………… ７镑５先令６便士

剩余价值 ………………………… ７镑５先令６便士

  因而，合计起来是：

新 资 本：

机器 …………………………… １６７镑１４先令６便士

原料 …………………………… ３２５镑

工资 …………………………… １５７镑５先令６便士

剩余价值 ……………………… １５７镑５先令６便士

利润率 ………………………… ２４６３１％

  所花费的资本总额是６５０镑，和以前一样。全部产品是８０７镑

５先令６便士。

产品的总价值增加了，所花费的资本总价值仍然不变；这里，

不仅全部产品的价值增加了，而且全部产品的数量也增加了，因为

比原来多１５镑的原料转化成了产品。

［３６６］在加尼耳的书中我们读到：

“当一国没有机器的帮助，它的劳动只靠手的力量进行时，劳动阶级几乎

把自己的全部产品都消费掉。随着工业取得成就，随着工业由于分工、工人

熟练和机器的发明而日臻完善，生产费用就减少，换句话说，需要较少的工人

就获得较多的产品。”（同上［《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１８２１年第２版］，

第１卷第２１１—２１２页）

这就是说，随着劳动的生产能力愈来愈大，用于工资的生产费

用就减少。同产品相比，工人人数就减少；因而在该产品中他们吃

掉的部分就更小。

如果没有机器，一个工人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需要１０小时，

而有了机器只需要６小时；那末，在前一种场合，他（在工作日为

５１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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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小时的情况下）为自己劳动１０小时，为资本家劳动２小时，资

本家从１２小时劳动的全部产品中获得 １
６。在前一种场合，１０个工

人为自己劳动１００小时（为１０个工人生产产品），为资本家劳动

２０小时。资本家从１２０单位的价值中获得１
６，即２０单位。在后一

种场合，５个工人为自己劳动３０小时（为５个工人生产产品），为

资本家劳动３０小时。现在资本家从６０小时中获得３０小时即 １
２，

比以前多２倍。剩余价值量也增加了，从２０增加到３０，即增加 １
３。

６０日（我在其中占有 １
２）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比１２０日（我在其中

占有１
６）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多

１
３。

其次，资本家获得的总产品的一半，在数量上也比他以前获得

的多了。因为现在６小时提供的产品同以前１０小时提供的一样

多；就是说，１小时提供以前的１０６，或１
４
６＝１

２
３。因此，现在３０剩

余小时所表现的产品量，就是以前３０（１＋ ２
３）＝３０＋

６０
３＝５０小时

所表现的产品量。６小时提供的产品同以前１０小时提供的一样

多；因此，３０（或５×６）小时提供的产品，同以前５×１０小时提供的

一样多。

因此，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增加了，他的剩余产品（如果他自己

以实物形式消费这种产品，或者就他以实物形式消费的那部分产

品来说）也增加了。即使总产品量不增加，剩余价值也可能增加。

事实上，剩余价值的增加意味着：工人能在比以前少的时间内，生

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工人所消费的商品的价值就减少，就代

表较少的劳动时间；这样，一定的价值，例如等于６小时，就代表比

以前多的使用价值。工人得到的产品量同以前一样，但这个量是

总产品的较小部分，这个量的价值则表现工作日产品的较小部分。

在产品既不直接加入也不间接加入工人消费品生产的那些生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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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由于生产率的增减不会改变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的比例，生产

力的任何增长都不能产生这样的结果，——尽管如此，对这些生产

部门来说，结果也会是一样的，不过这种结果不是由它们本身的生

产率的变化引起。它们产品的相对价值的提高（如果它们的生产

率保持不变）同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的降低恰成同一比例；因此，

这些产品的相应的较小部分，或者说，物化在这些产品中的、工人

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的较小部分，就会给工人提供同以前一样多的

生活资料。就是说，在这些部门剩余价值的提高，也会完全象在其

他部门一样。

但５个被解雇的工人将怎样呢？人们会说，有一笔资本也游离

出来了，这就是原先用来支付那５个被解雇工人的资本（被解雇的

工人每天劳动１２小时，各自得到１０小时报酬），即游离出来了５０

小时的资本；用这笔资本以前能够支付５个工人，而现在工资降低

到６小时，就可以支付５０６即８
１
３工作日。这样看来，用游离出来的

５０劳动小时的资本，现在能够雇用的工人人数，多于被解雇的工

人人数。

但是，并不是全部５０劳动小时的资本都游离出来。因为，即

使假定材料也是按它现在在同一劳动时间内多加工多少而便宜多

少，就是说，即使假定这个生产部门的生产力有了同样的增长，毕

竟还要留下一笔费用来购买新机器。假定新机器正好值５０劳动

小时；那末，生产新机器所能使用的人数，决不会同被解雇的人数

一样多。这５０劳动小时原来是完全花在工资上的，是用来雇５个

工人的。而等于５０劳动小时的机器价值中，则包括利润和工资，

包括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此外，机器的价值中还包括

不变资本。而且，被雇来制造新机器的那些机器制造工人（人数比

７１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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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雇的工人少），也并不就是那些被解雇的［３６７］工人。机器制

造业对工人的需求的增加，最多只能影响到后来一批工人的分配，

即让刚开始劳动的那一代工人比上一代工人更大量地进到这个部

门中来。这对被解雇的工人不会发生影响。除此之外，对机器制造

工人的年需求的增加，也决不会和投在机器上的新资本相等。例

如，机器可以使用１０年。这就是说，由机器造成的经常需求，每年

只等于机器中包含的工资的 １
１０，。除这

１
１０之外，还要加上１０年内

的修理劳动和煤炭、机油、各种辅助材料的日常消费；这一切加在

一起，也许又占２
１０。

｛如果游离出来的资本等于６０小时，那末，这６０小时现在就

代表１０小时剩余劳动和仅仅５０小时的必要劳动。因此，这６０小

时以前都花在工资上，用来雇６个工人，而现在就只雇５个工人

了。｝

｛在某一单个生产部门，由于采用机器等等使生产力增长从而

引起劳动和资本的转移，总是在以后才能发生。这就是说，增加的

人数，即新涌现的一批工人，将以另外的方式分配；这批人也许是

被抛上街头的工人的子女，但不是他们自己。他们自己长时期靠

旧职业糊口，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干活，因为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大

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们或者成为赤贫者，或者在使用比较低级

的劳动的部门中找到工作。｝

｛赤贫者也象资本家（食利者）一样，靠国家的收入过活，不加

入产品的生产费用。因此，照加尼耳先生看来，这种人和监狱中养

活的犯人完全一样，是交换价值的代表。有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

动者”——领干薪的挂名官员等等，不过是高贵的赤贫者。｝

｛假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以前是 ２
３人口直接参加物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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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现在只要
１
３人口参加就行了。以前是

２
３人口为

３
３人口提供生

活资料；现在是１
３人口为

３
３人口提供生活资料。以前“纯收入”（和

劳动者的收入不同）是１
３；现在是

２
３。现在国民——撇开［阶级］对

立不谈——应该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不再是以前的 ２
３，而是

１
３。如果平均分配，所有的人就都会有更多的（即

２
３的）非生产劳

动时间和余暇。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一切看来都是对抗

的，而事实上也是这样。我们的假定并不意味着人口始终是停滞

的。因为３
３在增长，

１
３也会增长，所以按照数量来说，从事生产劳

动的人数可能不断增加。但是相对地，按照同总人口的比例来说，

他们还是比以前少５０％。现在２
３的人口中一部分是利润和地租的

所有者，一部分是非生产劳动者（由于竞争，非生产劳动者的报酬

也差了），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帮助前者把收入吃掉，并且把服务作

为等价提供给前者或者（例如政治的非生产劳动者）强加给前者。

我们可以设想：除了家仆、士兵、水手、警察、下级官吏等等、姘妇、

马夫、小丑和丑角之外，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一般会有比以前高的教

育程度；并且，特别是报酬菲薄的艺术家、音乐家、律师、医生、学

者、教师、发明家等等的人数将会增加。

而在生产阶级本身，商业中介人的人数会增加，特别是在机器

制造业、铁路修建业、采矿工业中就业的人数会增加；其次，在农业

中从事畜牧业，制造化肥、矿肥等等的工人人数会增加。再其次，

生产工业原料的土地耕种者同生产食物的土地耕种者相比会增

加；为家畜生产饲料的人数同为人生产粮食的人数相比会增加。

不变资本不断增加，从事不变资本再生产的总劳动的相对量也就

不断增加。直接生产生活资料的那部分工人，虽然人数减少了，可

是现在生产出来［３６８］的产品比以前多。他们的劳动的生产能力

９１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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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了。在个别资本中，同资本不变部分相比资本可变部分的减

少，直接表现为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减少，同样，从资本的

总量来说，——在资本再生产时，——可变资本所占份额的减少，

必定表现为所使用的工人总数中相对地有更大的部分从事生产资

料的再生产，也就是说，从事机器设备（包括交通运输工具，以及建

筑物）、辅助材料（煤炭、煤气、机油、传动皮带等）和充当工业品原

料的植物的再生产，而不从事产品本身的再生产。农业工人的人

数同工业工人的人数相比会减少。最后，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

人数会增加，因为收入已经提高，现在会消费更多的奢侈品。｝

        

｛可变资本转化为收入：第一，转化为工资；第二，转化为利润。

因此，如果把资本同收入对立起来理解，不变资本就表现为本来意

义上的资本，表现为总产品中属于生产并加入生产费用，而不被任

何个人消费的部分（役畜例外）。即使在个别场合这一部分完全是

从利润和工资产生的。归根到底，这一部分决不可能只从这个源

泉产生；它是劳动的产品，但它是这样一种劳动的产品，这种劳动

把生产工具本身当作收入，就象野蛮人把自己的弓当作收入一样。

但是，产品的这一部分一经转化为不变资本，就不再归结为工资和

利润，虽然它的再生产也会提供工资和利润。产品中有一定份额

属于这一部分。任何后来的产品都是这种过去劳动和现在劳动的

产品。现在劳动只有把总产品的某一部分归还给生产，才能继续

下去。它必须以实物形式补偿不变资本。如果劳动的生产能力变

大了，那末它所补偿的就是相应的产品，而不是产品的价值，因为

产品的价值已因此减少。如果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小了，那末产品

的价值就会提高。在前一种情况下，总产品中需要用来补偿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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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那个相应部分就减少，在后一种情况下，这个部分就增加。

在前一种情况下，活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大了，在后一种情况下，活

劳动的生产能力变小了。｝

｛原料的改进，也是使不变资本费用降低的一个条件。例如，

在同一时间内，用好棉纺纱和用次棉纺纱，纺出的数量就不可能一

样，更不用说飞花等等的相对量了。种子等等的质量也具有同样

的意义。｝

｛联合化的例子，即工厂主自己把他原先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

生产出来，或者他自己使原先作为不变资本从他的生产领域转到

别的生产领域去的那些原产品具有进一步的形式（前面已经指

出①，这一切始终只归结为利润的积聚）。前者的例子是纺和织的

联合。后者的例子是北明翰市郊的矿主，他们自己承担生产铁的全

部过程，而在以前这是由不同的企业主和所有者分别承担的。｝

        

加尼耳接着说：

“当分工还没有在一切部门中实行时，当构成劳动的、有手艺的人口的一

切阶级还没有达到充分发展时，某些工业部门中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只会使

那些被机器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工人流向能够利用它们的其他劳动部门。但

是十分明显，当一切劳动部门都拥有它们所必需的资本和工人时，能够缩短

劳动的任何进一步的改良，任何新的机器，都必定会使劳动人口减少；而因为

劳动人口的减少决不会使生产缩减，所以在此之后，社会仍然拥有的那部分

产品，就会或者使资本的利润增加，或者使地租增加；因此，采用机器所造成

的自然的和必然的结果，就是靠总产品过活的那些雇佣阶级人数减少，靠纯

产品过活的那些阶级人数增加。”（同上，第２１２页）

１２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① 见本册第１２８—１２９页，以及本卷第３册第２０章第７节（马克思手稿第３３２—

３３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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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３６９］“由工业进步必然引起的一国人口成分的变化，是现代各国人民繁

荣、强大和文明的真正原因。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数愈减少，社会就愈不必为

这些不幸阶级的贫困、无知、轻信和迷信所不断造成的危险担心；上层阶级的

人数愈多，国家所能支配的臣民的人数也就愈多，国家也就愈强盛，开化、理

智和文明也就愈能遍于整个人口。”（同上，第２１３页）

｛萨伊以下述方式把产品的总价值归结为收入。萨伊在他给

李嘉图的《原理》（康斯坦西奥的法译本）第二十六章所加的一个注

释中这样说：

“私人的纯收入，是由他参加生产的……那个产品的价值减去他的费用

构成的。但因为他的全部费用是他支付给另一些人的收入的各个部分，所以

产品的总价值是用来支付各项收入的。一国的总收入是由一国的总产品构

成的，也就是由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的一国全部产品的总价值构成的。”７６

后面这个论点如果这样表述就对了：一国的总收入是由一国

的总产品中作为收入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的那一部分构成的，

也就是由全部产品中作为收入在各个生产者之间分配的那一部分

的总价值构成的，换句话说，它等于扣除了全部产品中补偿每个生

产部门的生产资料的那一部分之外的总产品。但是，如果这样表

述，萨伊的论点也就自己把自己推翻了。

萨伊接着说：

“这个价值经过一系列的交换行为之后，可能在它产生的一年内就被完

全消费掉，但它仍然是一国的收入，就象一个私人拥有年收入２万法郎，即使

他在一年内把这些收入全部吃掉，他也仍然拥有２万法郎的年收入一样。他

的收入不是单单由他的节约构成的。”

他的收入从来不由他的节约构成，虽然这种节约始终由他的

收入构成。为了证明一个国家在一年内既可以吃掉自己的资本，

又可以吃掉自己的收入，萨伊就拿一个国家和一个不动用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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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而在一年内只消费自己收入的私人作比较。如果这个私人在

一年内既吃掉自己的资本２０万法郎，又吃掉自己的收入２万法

郎，那末，下一年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吃了。如果一国的全部资

本，从而一国产品的全部总价值，都分解为各项收入，那末萨伊就

对了。私人吃掉自己的２万法郎收入。他所没有吃掉的他的２０万

法郎资本，由其他私人的收入构成，其中每人都吃掉自己的部分，

结果到年终这全部资本就会被吃光。萨伊也许会反驳说：难道这

个资本不会在它被消费的同时再生产出来，这样不是就得到补偿

了吗？但是，这个私人所以每年能够再生产出自己的２万法郎收

入，正是因为他不吃掉自己的２０万法郎资本。如果别人把这笔资

本消费掉，他们也就没有资本来再生产收入了。｝

加尼耳说：“只有纯产品和消费纯产品的人，才构成它的〈国家的〉财富和

力量，对它的繁荣、荣誉和强大做出贡献。”（同上，第２１８页）

接着，加尼耳引证萨伊给李嘉图《原理》（康斯坦西奥的译本）

第二十六章所加的注释。李嘉图在这里说，如果一国有１２００万居

民，那末，５００万生产工人为１２００万人劳动，比７００万生产工人为

１２００万人劳动，对一国的财富更为有利。在前一种情况下，“纯产

品”由７００万非生产人口赖以生活的剩余产品构成，在后一种情况

下，“纯产品”由５００万人赖以生活的剩余产品构成。关于这一点，

萨伊指出：

“这使我们清楚地想起十八世纪经济学家２２的学说，他们认为，制造业对

于国家的财富毫无贡献，因为雇佣阶级生产多少价值，就消费［３７０］多少价

值，不会为他们的〈经济学家的〉著名的纯产品增添任何东西。”

关于这一点，加尼耳指出（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经济学家认为，工业阶级生产多少价值就消费多少价值，李嘉图先生认

３２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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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工人的工资不能计算在国家的收入中，很难发现经济学家的看法和李嘉

图的理论之间的联系。”

加尼耳在这里也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经济学家的错误在

于，他们把工业劳动者只看作“雇佣阶级”。这是他们和李嘉图不

同之处。其次，他们的错误是，认为“雇佣阶级”所生产的只是他们

所消费的。和他们相反，李嘉图正确地指出，“纯产品”正是由雇佣

工人生产的，而所以会生产纯产品，恰恰是因为他们的消费（即他

们的工资）不等于他们的全部劳动时间，只等于他们为生产自己的

工资所花的劳动时间；换句话说，因为他们从自己的产品中得到

的，只是和他们的必要消费相等的部分，即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

到的，只是他们本身的必要消费的等价。经济学家认为，整个工业

阶级（业主和工人）都处于他们所说的这种情况。在他们看来，只

有地租才是生产出来的产品超过工资的余额。因此他们认为，地

租是唯一的财富。而李嘉图说，利润和地租构成这个余额，因而也

构成唯一的财富，因此，他尽管同重农学派有分歧，但仍赞同他们

的这种见解：只有“纯产品”，即体现剩余价值的那个产品，才构成

一国的财富（虽然李嘉图比重农学派更清楚地理解这种剩余价值

的性质）。而且他还认为，只有作为超过工资的余额的那部分收入

才是财富。他和经济学家不同之处，不是对“纯产品”的解释，而是

对工资的解释，经济学家错误地把利润也归入工资的范畴。

萨伊接着反驳李嘉图说：

“７００万完全就业的工人比５００万人会有更大的节约。”

针对这一点，加尼耳正确地指出：

“这就是认为，从工资中节约比通过停止支付工资来节约可取”……“说

什么给不生产任何纯产品的工人支付４亿法郎工资，只是为了使他们得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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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工资中节约的机会和手段，这真是太荒谬了。”（同上，第２２１页）

“随着文明的每一进步，劳动变得比较不繁重，而它的生产能力变大了；

注定要从事生产和消费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减少，而管理劳动，安抚（！）、宽慰

（！）和开导全体居民的各阶级的人数在增加，而且愈来愈多，
·
他
·
们
·
占
·
有
·
因
·
劳
·
动

·
费
·
用
·
减
·
少、商品丰富和消费品价格低廉而

·
产
·
生
·
的
·
全
·
部
·
利
·
益。人类沿着这个方

向正在升入……由于社会下层阶级的人数不断减少和上层阶级的人数不断

增加的这种趋势……市民社会会变得更幸福、更强大”等等。（同上，第２２４

页）“如果……在业工人人数是７００万，那末他们的工资就是１４亿法郎；但如

果这１４亿法郎……不能比５００万工人得到的１０亿法郎提供更多的纯产品，

那末真正的节约，就在于停止向那些不提供任何纯产品的２００万工人支付４

亿法郎工资，而决不在于这２００万工人能够从自己的４亿法郎工资中节

约。”（第２２１页）

李嘉图在第二十六章中指出：

“亚当·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中得到的利益，而不是从

大量纯收入中得到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无论使用多少劳动量，它的纯地

租和纯利润加在一起始终是那么多，那末，使用大量生产劳动对于该国又有

什么好处呢？……一个国家无论是使用５００万还是７００万生产工人［３７１］来

生产其余５００万人赖以生活的纯收入……纯收入仍然是５００万人的食物和

衣着。使用更多的人既不能使我们的陆海军增加一名士兵，也不能使赋税多

收一个基尼。”（同上，第２１５页）７７

这使我们想起了古日耳曼人，他们轮换着由一部分居民去打

仗，另一部分居民种地。需要留下来种地的人愈少，能够去打仗的

人就愈多。如果以前种地曾要５００人，现在需要１０００人，那末，人

口即使增加１
３，例如从１０００人增加到１５００人，对这些日耳曼人也

毫无好处。他们所能拥有的军队人数仍然只有５００人。相反，如果

他们的劳动生产力增长了，耕地只需要２５０人就够了，那末，在

１０００人中就有７５０人可以去打仗，而在劳动生产率减低时，１５００

人中也只有５００人可以去打仗。

５２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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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首先应当指出，李嘉图所说的“纯收入”或“纯产品”，并不

是指全部产品中超过必须作为生产资料（原料或工具）归还给生产

的那一部分的余额。相反，他赞同把总产品归结为总收入的这种

错误见解。他所说的“纯产品”或“纯收入”，是指剩余价值，指总收

入中超过由工资即由工人收入构成的那一部分的余额。而这种工

人收入等于可变资本，等于流动资本中由工人不断消费和不断再

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即工人的产品中由工人本身消费的部分。

既然李嘉图并不认为资本家是完全无用的人，就是说，既然他

把资本家本人也看作生产当事人，因而把他们的一部分利润归结

为工资，那末，他必定把他们的一部分收入从“纯收入”中扣除，并

且宣布，所有这些人，只有当他们的工资在他们的利润中构成尽量

小的部分时，才会促进财富的增加。但无论如何，这些人作为生产

当事人，他们的时间至少有一部分是生产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他们的时间属于生产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被用于社会或国家

的其他目的。他们除了从事生产领导者的业务以外剩下的空闲时

间愈多，他们的利润就愈不取决于他们的工资。和他们相反，那些

只靠利息过活的资本家，还有那些靠地租过活的人，却完全可能被

用于社会和国家的目的，而且他们的收入除了用来再生产他们贵

体的那一部分之外，任何一部分也不加入生产费用。这样看来，为

了国家的利益，李嘉图必定也希望靠减少利润来增加地租（最纯粹

的“纯收入”）了；但李嘉图的观点决不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这

有害于资本的积累，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因为这是靠损害

生产劳动者的利益来增加非生产劳动者。

李嘉图完全赞同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下面这种区

分，即生产劳动直接同资本交换，而［非生产劳动］直接同收入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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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但李嘉图已经没有斯密那种对生产工人的温情和幻想了。成

为生产工人，这是一种不幸。生产工人是生产别人的财富的工人。

只有在他充当生产别人财富的生产工具时，他的生存才有意义。

因此，如果同量的别人财富能够由较少的生产工人创造出来，那末

把多余的生产工人解雇，是完全恰当的。你们，不是为了你们。７８不

过，李嘉图对这种解雇的理解，并不象加尼耳那样；他并不认为单

是解雇这些工人就可以增加收入，就可以把以前当作可变资本（即

以工资的形式）消费的东西当作收入来消费。随着生产工人人数

的减少，这些被排挤的工人本身所消费的和本身所生产的产品量

也会消失，这些工人的等价也会消失。李嘉图并不象加尼耳那样

认为仍然会有同量的产品生产出来。不过“纯产品”的量会依然不

变。如果工人消费２００，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产品是１００，那末总产品

就是３００，而剩余产品等于总产品的１
３。如果工人消费１００，他们所

生产的剩余产品照旧等于１００，那末总产品就是２００，而剩余产品

就等于总产品的１
２。这样，总产品就会减少

１
３，即１００个被解雇的

工人过去所消费的那个产品量，而“纯［３７２］产品”仍然不变，因为

２００
２等于

３００
３。因此，李嘉图对于总产品的量是漠不关心的，只要总产

品中构成“纯产品”的那部分保持不变或者增加了，至少不减少就

行。

他这样说：７９

“对于一个拥有２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２０００镑的人来说，只要他的

利润不低于２０００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１００个工人还是雇１０００个工人，不

管生产的商品是卖１万镑还是卖２万镑，都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

不也是这样吗？”８０［ —３７２］

        

７２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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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３７７］前面从李嘉图的《原理》第二十六章引证的一段话

是：

“亚当·斯密经常夸大一个国家从大量总收入中得到的利益，而不是从

大量纯收入中得到的利益〈因为亚当说：“资本所推动的生产劳动量就愈大”〉

……如果一个国家无论使用多少劳动量，它的纯地租和纯利润加在一起始终

是那么多，那末，使用大量生产劳动对于该国又有什么好处呢？”……

｛可见，这只不过是说，较大量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和较少

量劳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一样多。这又只不过是说，在剩余价值

率较小时使用大量工人，或者在剩余价值率较大时使用较少量工

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一样的。ｎ×１
２等于２ｎ×

１
４，这里ｎ表示

工人人数，１２和
１
４表示剩余劳动。“生产工人”本身只不过是创造

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只要结果一样，这种“生产工人”较多就只会

是一个累赘。｝

……“对于一个拥有２万镑资本，每年获得利润２０００镑的人来说，只要

他的利润不低于２０００镑，不管他的资本是雇１００个工人还是雇１０００个工

人，不管生产的商品是卖１万镑还是卖２万镑，都是一样的。”

｛这句话同下面一段话所表明的一样，具有十分庸俗的意味。

例如，一个酒商投资２万镑，每年把价值１２０００镑的酒放在酒窖

里，把价值８０００镑的酒拿去卖得１万镑，这个酒商使用少量的人

而得到１０％的利润。如此等等。还有银行家呢！｝

“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不也是这样吗？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它的

地租和利润不变，这个国家的人口有１０００万还是有１２００万，都是无关紧要

的。一国维持海陆军以及各种非生产劳动的能力

（这段话表明，李嘉图赞同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

动的见解，尽管他已经不赞同后者对生产工人的那种基于幻想的

温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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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同它的纯收入成比例，而不同它的总收入成比例。如果５００万人能

够生产１０００万人所必需的食物和衣着，那末５００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便是纯

收入。假如生产同量的纯收入需要７００万人，也就是说，要用７００万人来生产

足够１２００万人用的食物和衣着，那对于国家又有什么好处呢？纯收入仍然是

５００万人的食物和衣着。使用更多的人既不能使我们的陆海军增加一名士

兵，也不能使赋税多收一个基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

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１５—４１７页）

同总产品相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对于

单个资本家来说也完全是这样，为了生产同量的剩余价值，他必须

使用的工人愈少愈好。在产品量相同的情况下，同非生产人口相

比，一个国家的生产人口愈少，国家就愈富。因为生产人口相对的

少，不过是劳动生产率相对的高的另一种表现。

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把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因而也

就是把同产品量相比的生产人口的人数，减到愈来愈小的最低限

度。另一方面则相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积累，把利润转

化为资本，尽量占有更多的别人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力求降低

必要劳动的比率，但在这个比率已定时，就要尽量使用更多的生产

劳动。在这方面，产品同人口之比是无关紧要的。谷物和棉花可以

同酒、钻石等等相交换，［３７８］或者，工人可以被使用来进行不直接

往消费品上添加任何东西的那种生产劳动（例如修建铁路等等）。

如果由于某项发明，资本家向自己企业投资可以不是原来的

２万镑，而只是１万镑（因为有这１万镑已经足够了），如果这１万

镑提供的利润不是以前的１０％，而是２０％，也就是说，和以前２万

镑提供的利润一样多；那末，这并不能使资本家因此就把１万镑当

作收入来花费，而不象以前那样把它当作资本来使用。（只有讲到

国债，才谈得上资本直接转化为收入。）他会把它投入别的企业；

９２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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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还会把自己的一部分利润化为资本。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从某方面说，李嘉图也包括在内）的著作

中，我们看到了现实本身存在的二律背反。机器排挤劳动和增加

“纯收入”（特别是，它们始终会增加李嘉图在这里称为“纯收入”的

东西，即收入借以被消费的那些产品的量）；机器减少工人人数和

增加产品量（这些产品现在一部分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一部分在

国外交换等等）。这种情况似乎是合乎心愿了。然而，不。应当证

明，它们，这些机器，不会使工人找不到饭吃。怎样证明这一点呢？

这样证明：机器经过某种动荡之后（对于这种动荡，恰受其害的那

个阶层的居民也许无力反抗），又会比采用机器前使用更多的人，

结果“生产工人”的数量又增加起来，以前的不合比例的现象重新

出现。

实际上也有这样的情况。因此，尽管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工

人人口还是会不断增加，这不是同产品相比来说的增加（产品是和

人口一道增加的，而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而是同全部人口相比

来说的增加，例如，如果同时发生资本积聚，从而生产阶级原来的

一些组成部分沦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一小部分上升为中等阶

级。但是非生产阶级所注意的是不使无产阶级得到过多的生存资

料。利润的不断再转化为资本，会在愈来愈广泛的基础上使同样

的循环不断再现。

但在李嘉图那里，对积累的关心，比对纯利润的关心更多，他

热心地把纯利润称颂为积累的手段。由此也就产生了一面告诫工

人，一面又安慰工人的矛盾现象。说什么资本积累对工人的利害

关系最大，因为对工人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积累。如果对工人的需

求增加了，劳动的价格也就会提高。因而，他们自己应当愿意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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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以便从他们那里夺去的剩余价值，经过资本过滤，再被用来

购买他们的新劳动，并提高他们的工资。不过，提高工资是有害

的，因为这会阻碍积累。一方面，工人们不应当生育子女。这样，劳

动的供给就会减少，也就是说，劳动的价格会提高。但是，劳动价

格的提高又会减低积累率，从而减少对工人的需求，并降低劳动的

价格。随着劳动的供给的减少，资本［积累］会更迅速地减少。如果

工人生育子女，那末他们就会使劳动的供给增加，并使劳动的价格

降低，结果利润率就提高，资本积累也随之增加。但工人人口应当

和资本积累步调一致；也就是说，必须使工人人口正好同资本家所

要求的一样多，——实际上本来也就是这样的。

加尼耳先生在崇拜“纯产品”方面，并不是始终一贯的。他引

用萨伊的话：

“我毫不怀疑，在奴隶劳动的条件下，产品超过消费的余额，比在自由人

劳动的条件下更大……奴隶的劳动除了奴隶的体力耗尽之外，没有别的界限

……奴隶〈自由工人也是一样〉为满足无限的需要即主人的贪欲而劳动。”

（萨伊的著作第１版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３７９］关于这一点，加尼耳指出：

“自由工人不可能比奴隶花费多，而生产少……任何一项费用都必须有

一个为支付这项费用而生产出来的等价。如果自由工人比奴隶花费多，那

末，他的劳动产品也一定会比奴隶的劳动产品多。”（加尼耳的著作第１卷第

２３４页）

仿佛工资的大小只取决于劳动者的生产率，而不取决于一定

的生产率条件下产品在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分配。

加尼耳接着说：“我知道，人们有某些理由可以说，主人在奴隶的费用方

面实行节约〈可见，这里仍是“在奴隶的报酬方面的节约”〉，可以增加他个人

的费用”等等。……“但是对总财富来说，社会的一切阶级普遍富裕，比少数

１３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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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人拥有过多的财富更有利。”（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这种话怎么能同“纯产品”协调起来呢？而且，加尼耳先生马上

就收回了他的自由主义言论（同上，第２３６—２３７页）。他赞同殖民

地的黑奴制度。他持自由主义见解，就只限于不主张在欧洲恢复

奴隶制度，因为他已经明白，这里的自由工人就是奴隶，他们之所

以存在，只是为了给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和他们的仆人生产“纯产

品”。

“他〈魁奈〉坚决反驳雇佣阶级的节约能够增加资本这一点；他的理由是，

这些阶级不会有节约的可能，如果他们有了剩余，有了余额，那也只能是由社

会经济中的错误或紊乱造成的。”（同上，第２７４页）

为了证实这一点，加尼耳从魁奈那里引用了下面一段话：

“如果不生产阶级为了增加自己的现金而实行节约……那末，他们的劳

动和他们的报酬就会按同一比例减少，这个阶级就会没落下去。”（《重农主

义》第３２１页）

蠢驴！他不懂魁奈的意思。

加尼耳先生用下面这句话作为结尾：

“它〈工资〉愈多，社会的收入就愈少

（雇佣工人是“社会”立足的基础，但他们本身竟不包括在“社

会”之中），

政府的全部艺术都应当用来减少工资的数额……我们所生活的文明世

纪应该担负的……一项任务。”（同上，第２卷第２４页）

        

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还要简略地考察一下罗

德戴尔（在这之后，布鲁姆平淡无味的玩笑就不值得考察了）、（费

里埃？）、托克维尔、施托尔希、西尼耳和罗西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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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收入和资本的交换［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年产品

总量的补偿：（ａ）收入同收入的交换；（ｂ）收入同

资本的交换；（ｃ）资本同资本的交换］

  ｛应当区分：（１）转化为新资本的那部分收入；也就是重新资本

化的那部分利润。这一部分我们在这里完全不去考虑。这是论积

累那一篇要谈的问题。（２）同生产中消费了的资本相交换的收入；

通过这种交换，不会形成新资本，只会补偿旧资本，一句话，保存旧

资本。因此，在这里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把转化为新资本的那部分

收入看作等于零，情况就好比所有的收入不是抵补了收入，就是抵

补了已消费的资本。

这样，年产品总量就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作为收入被消费，另

一部分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费的不变资本。

收入同收入交换，例如，麻布生产者从代表他们的利润和工

资，即代表他们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麻布中，拿出一部分来同代表

土地耕种者的一部分利润和［３８０］工资的谷物交换。因此，这里是

麻布同谷物的交换，是加入个人消费的两种商品的交换，是麻布形

式的收入同谷物形式的收入的交换。这里没有任何困难。只要可

供个人消费的产品按照符合需要的比例生产出来，因而，只要生产

这些产品所必需的社会劳动的相应量也按比例分配｛当然，决不会

丝毫不差地按比例；总会有偏离，有不合比例的情况，这种情况本

身会得到平衡；但不断的平衡运动本身是以不断的不合比例现象

为前提的｝，那末收入，比如说以麻布形式存在的数量，恰好就是它

作为消费品所需要的数量，也就是说，恰好就是它被其他生产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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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所补偿的数量。麻布生产者以谷物等等形式消费的东西，

由农民等等以麻布形式消费掉。因此，他用来换取其他商品（消费

品）的、代表他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被其他商品的生产者作为消

费品换去。他以其他产品形式消费的东西，由别人以他的产品形

式消费掉。

顺便指出：在一个单位产品上花费的劳动时间不超过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即不超过生产这个商品平均所需要的时间，这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结果，资本主义生产甚至不断降低必要劳动时间的最

低额。但为此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

如果１码麻布的价值只等于１小时，并且这就是社会为满足

自己对１码麻布的需要所必须花费的必要劳动时间，那末，由此还

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如果生产１２００万码麻布，从而花费１２００万劳

动小时，或者同样可以说，花费１００万工作日，使用１００万工人来

织麻布，那末，社会“必须”花费在麻布织造业上的，就正好是社会

劳动时间的这样一个部分。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已知，就是说，一日

内所能生产的麻布量已知，那还要问，究竟有多少这样的日数必须

花费在麻布生产上。例如一年内花费在一定产品总量上的劳动时

间等于：这种使用价值的一定量，例如１码麻布（假定这个量＝１

工作日），乘所花费的总工作日数。虽然产品每一部分包含的只是

生产这一部分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或者说，虽然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的每一部分都是创造总产品的相应部分所必要的，但是，一定生产

部门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总量对社会所拥有的全部劳动时间的百分

比，仍然可能低于或高于应有的比例。

从这个观点来看，必要劳动时间就有了另外的意义。现在要

问：必要劳动时间究竟按怎样的量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分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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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调节这种分配，正象它不断地打乱这种分配一样。如果某

个部门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过大，那末，就只能按照应该花费

的社会劳动时间量来支付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品——

即总产品的价值——就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

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按比例应

当花费的劳动时间。但是，这个领域总产品的价格比它的价值降

低多少，总产品的每一部分的价格也降低多少。如果原来生产

４０００码麻布，现在生产６０００码，而６０００码的价值是１２０００先令，

那末它们还会按８０００先令出卖。每码的价格将是１１
３先令，而不

是２先令，即比价值低１
３。可见，这就好比在每码的生产上比必

须花费的劳动时间多花费了１
３。因此，在商品的使用价值已定时，

商品价格降低到商品价值以下的事实证明，虽然花费在产品的每

一部分上的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里假定生产条件不变｝，但

花费在整个这一生产部门中的社会劳动总量过多了，超过必要量

了。

由生产条件的变化［３８１］引起的商品相对价值的降低，完全是

另外一回事。已经在市场上的这块麻布，过去值２先令，假定等于

１工作日。但是现在，每天能用１先令把它再生产出来。因为价值

决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不决定于个别生产者要用的劳动时

间，所以，生产者生产１码要用的１日，只等于１个社会规定日的

一半。他的１码麻布的价格从２先令降低到１先令，即１码麻布的

价格降低到他在这块麻布上花费的价值以下，这不过表明生产条

件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表明必要劳动时间本身发生了变化。另一

方面，如果麻布的生产费用不变，而所有其他物品，除了金即货币

材料以外，生产费用都提高了，或者，只有某些物品如小麦、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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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一句话，不加入麻布组成部分的物品的生产费用提高了，那末

１码麻布就仍然会等于２先令。它的价格不会降低，但是它以小

麦、铜等等表示的相对价值降低了。

        

某一生产部门（生产可供个人消费的商品的生产部门）的一部

分收入以另一生产部门的收入的形式被消费，关于这一部分收入，

可以说，需求同它本身的供给相等（在生产按照应有的比例进行的

情况下）。这就好比这些生产部门各自消费了自己的这一部分收

入。这里只有形式上的商品形态变化：Ｗ—Ｇ—Ｗ′。麻布—货币—

小麦。

这里互相交换的两种商品，只代表一年内新加劳动的一部分。

但是，第一，很明显，这种交换——两个生产者各自以对方的商品

形式消费自己产品中代表收入的那一部分——只能在生产消费

品，即生产直接加入个人消费因而收入能够借以作为收入来花费

的物品的那些生产部门中发生。第二，同样很明显，只有就这一部

分产品交换来说，生产者的供给等于他对他想要消费的其他产品

的需求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这里涉及的实际上不过是简单商

品交换。生产者不是为自己生产生活资料，而是为别人生产生活

资料，而别人又为他生产生活资料。这里不包括收入同资本的任

何关系。一种消费品形式的收入同另一种消费品形式的收入交

换，事实上也就是消费品同消费品交换。它们的交换过程不决定

于它们两者都是收入，而决定于它们两者都是消费品。从形式来

说它们都是收入，这种情况在这里是毫无关系的。诚然，这种情况

在相互交换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在它们两者都加入个人消费这

一点上会显露出来，但这也无非是说明，一部分消费品同另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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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品交换。

收入的形式只有在资本的形式同它对立的地方，才能表现出

来或显露出来。但即使在我们所考察的情况下，萨伊８１和其他庸俗

经济学家们的主张也是错误的。他们断言，如果Ａ不能把自己的

麻布即他自己想要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麻布卖掉，或者说，如

果他只能低于麻布的价格把麻布卖掉，那末，这是由于Ｂ、Ｃ等等

生产的小麦、肉等等太少。这可能是由于他们生产的这些东西数

量不够。但这也可能是由于Ａ生产的麻布太多；因为即使假定Ｂ、

Ｃ等等有足够的小麦等等可以用来购买Ａ的全部麻布，他们也还

是不会把全部麻布买来，因为他们消费的仅仅是一定量的麻布。

或者，这还可能是由于Ａ生产的麻布在数量上比他们的收入中一

般说来能够用在衣料上的那部分还多，因而总的说来是由于每个

人都只能把自己的一定量的产品作为收入来花费，而Ａ的麻布生

产却以一个比实有额大的收入为前提。但可笑的是，在只牵涉到

收入同收入交换的地方，就假定需求的对象不是产品的使用价值，

而是这个使用价值的量，也就是说，又忘记了在这种交换中涉及的

只是需要的满足，而不象在谈交换价值时那样涉及的是量。

然而每个人有某种产品都宁愿多些，而不愿少些！如果这种说

法能够解决困难，那［３８２］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麻布生产者不

是采取更简单的过程，以多余的麻布形式消费自己的一部分收入，

而是用他的麻布交换其他消费品，并把这些东西大量堆积起来。

为什么他总是把自己的收入由麻布形式转化为其他形式呢？因为

他除了需要麻布以外，还有别的需要必须满足。为什么他自己只

是消费一定部分的麻布呢？因为只有一定数量的麻布对他有使用

价值。不过，这种说法也适用于Ｂ、Ｃ等等。如果Ｂ卖酒，Ｃ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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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卖镜子，那末他们每一个人也许都宁愿以自己的产品形式，即以

酒、书、镜子的形式，而不以麻布形式消费自己多余的收入。所以

不能说，如果Ａ完全不能（或不能按照价值）把自己的由麻布构成

的收入转化为酒、书、镜子，那末这就绝对必然地意味着酒、书、镜

子生产得太少。然而更加可笑的是，把这种收入同收入的交换

——只是商品交换的一部分——说成是全部的商品交换。

这样，我们就已经把产品的一部分处理了。消费品的一部分

在这些消费品的生产者本身之间转手。这些生产者每人都不以自

己的产品形式，而以别人的产品形式消费自己收入（利润和工资）

的一部分。他所以能够这样做，只是因为别人也不消费自己的产

品，而消费他人的可消费的产品。这就好比每个人都把自己的可

消费的产品中代表自己收入的那部分消费掉一样。

至于说到产品的所有其余部分，却出现了更为复杂的关系，只

有在这里，互相交换的商品才作为收入同资本彼此对立，因而不只

是作为收入彼此对立。

首先必须作如下的区分。在一切生产部门中，总产品的一部

分代表收入，即（一年内的）新加劳动：利润和工资。｛地租、利息等

等都是利润的一部分；混蛋官吏的收入是利润和工资的一部分；其

他非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是他们用自己的非生产劳动购买的利润

和工资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收入不增加以利润和工资的形式存在

的产品，它只决定这种产品中有多大一部分由这些非生产劳动者

消费，有多大一部分由工人和资本家自己消费。｝但是，只有在某

些生产领域，代表收入的那部分产品才能够直接以实物形式成为

收入的组成部分，就是说，才能够按其使用价值作为收入来消费。

所有只代表生产资料的产品都不能以实物形式，以直接的形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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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收入来消费，而只能按其价值作为收入来消费。但是这个价值

必须在那些生产直接消费品的生产部门中消费。有一部分生产资

料，根据用途可以充当这种或那种直接消费品，例如马、大车等等。

有一部分直接消费品可以充当生产资料，例如用来酿酒的谷物、用

作种子的小麦等等。几乎所有消费品本身都可以作为消费的废料

重新加入生产过程，例如，用坏了的破烂麻布可以用来造纸。但

是，无论谁生产麻布，也不是为了把它作为破布充当造纸的原料。

它只有在麻布织造业的产品本身已经加入消费之后，才取得这种

形式。它只有作为这个消费的废料，作为消费过程的残余和产品，

才能作为生产资料重新加入其他生产领域。因此，这种情况不是

这里要讨论的问题。

总之，有一些产品，它们的生产者只能按其价值而不能按其使

用价值消费其中代表收入的部分。因而这些生产者为了消费他们

的代表工资和利润的那部分产品，例如机器，就必须把这些产品卖

掉，因为他们不能用这些机器本身来直接满足任何的个人需要。

同样，这些产品也不能由其他产品的生产者消费，不能加入他们的

个人消费，从而不能属于他们借以花费自己收入的那些产品之列，

因为这同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相矛盾，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按其

性质来说是排斥个人消费的。所以，这些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的

生产者只能消费产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先把产品转

化为货币，然后把货币再转化为可直接消费的商品。但他们应当

［３８３］把这些产品卖给谁呢？卖给其他非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

吗？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过是得到一种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来代

替另一种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而已。然而我们曾假定，这部分产

品构成他们的收入，他们卖掉这些产品，是为了以消费品的形式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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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这些产品的价值。因而他们只能把这些产品卖给可供个人消费

的产品的生产者。

这一部分商品交换代表一个人的资本同另一个人的收入的交

换，或一个人的收入同另一个人的资本的交换。消费品生产者的

总产品中，只有一部分代表收入；另一部分代表不变资本。后面这

一部分，他既不能自己消费，也不能用来同其他生产者的可直接消

费的产品交换。他既不能以实物形式消费自己这部分产品的使用

价值，也不能把这部分产品换成其他消费品而消费其价值。相反，

他必须把这部分产品再转化为他的不变资本的实物要素。他必须

把自己的这部分产品用于生产消费，即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但

是他的产品按其使用价值来说只能加入个人消费；因此这种产品

的生产者不能以实物形式把它再转化为他自己的生产要素。这种

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排斥生产消费。因此，这种产品的生产者

只能把自己产品的价值用于生产消费，办法是把这种产品卖给它

的上述各生产要素的生产者。他不能以实物形式消费自己的这部

分产品；他也不能通过同其他个人消费品的交换，来消费这部分产

品的价值。他的这部分产品不能加入他自己的收入，同样不能由

其他个人消费品的生产者的收入来补偿，因为要能进行这种补偿，

只有他用自己的产品去同这些生产者的产品交换，就是说，只有他

把自己产品的价值吃掉，而按照假定，这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但是，因为他的这部分产品象他的另一部分作为收入消费的产品

一样，按其使用价值来说只能作为收入来消费，必须加入个人消

费，而不能补偿不变资本，所以，这部分产品必须加入不可直接消

费的产品的生产者的收入，必须用来同这些生产者的产品中能够

由他们消费产品价值的或代表他们收入的那一部分相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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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交换双方分别来考察这种交换，那末，对Ａ这个消费

品生产者来说，这种交换表现从资本到资本的转化。通过这种交

换，生产者Ａ把他的总产品中等于它所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

一部分，再转化为能够执行不变资本的职能的实物形式。无论在

交换以前，还是在交换以后，这部分产品按其价值来说都只代表不

变资本。相反，对Ｂ这个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来说，这种

交换只表现收入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在这里，生产

者Ｂ首先把他的总产品中构成他的收入的那一部分，即总产品中

代表这个生产领域的新加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那一部

分，转化为能够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实物形式。无论在交换以前，还

是在交换以后，这部分产品按其价值来说都只代表他的收入。

如果从交换双方同时来考察这种关系，那就是Ａ用他的不变

资本去交换Ｂ的收入，而Ｂ用他的收入去交换Ａ的不变资本。Ｂ

的收入补偿Ａ的不变资本，而Ａ的不变资本补偿Ｂ的收入。

在这种交换中｛交换双方所追求的目的撇开不谈｝，相互对立

的只是商品，发生的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这些商品只是作为商品彼

此发生关系，对于它们来说，“收入”和“资本”的标志是无关紧要

的。只有这些商品的使用价值的不同性质表明，一些商品只能用

于和加入生产消费，另一些商品只能用于和加入个人消费。但是，

各种商品的各种使用价值在用途上的不同，是属于消费范围内的

问题，同它们作为商品进行的交换过程毫无关系。当资本家的资

本转化为工资，而劳动转化为资本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里商

品不是作为简单的商品相互对立，而是资本作为资本出现。在刚

才考察的交换中，卖者和买者只是作为卖者和买者，只是作为简单

的商品所有者相互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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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很明显：凡是只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或者说，凡是加入

个人消费的产品，在它加入这种消费的范围内，都只能同收入交

换。它不能用于生产消费，这一点正好说明，它只能作为收入来消

费，即只能用于个人消费。｛前面已经指出，我们在这里撇开利润

转化为资本的情况不谈。｝

假定Ａ是某种只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他的收入等

于他的总产品的 １
３，他的不变资本等于总产品的

２
３。按照假定，前

１
３由他自己消费，不管他［３８４］是全部还是部分以实物形式消费

它，还是完全不以实物形式消费它，而以其他消费品形式消费它的

价值；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其他消费品的卖者就是以Ａ的产品形

式消费自己的收入。由此可见，各种消费品中代表自己的生产者

的收入的那一部分，或者直接地由生产者消费，或者间接地，通过

生产者所需要的消费品的相互交换，由生产者消费。所以，就这一

部分来说，发生的是收入同收入的交换。这里的情形就好比Ａ代

表所有消费品的生产者一样。这些产品总量的 １
３，即代表他的收

入的那部分，由他自己消费。但是，这一部分正好代表Ａ部类在一

年内加到自己的不变资本上的劳动量，而这个量等于Ａ部类在一

年内生产的工资和利润的总额。

Ａ部类总产品的其余 ２
３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因而它们必须

由Ｂ部类的年劳动产品来补偿，Ｂ部类提供的是非个人消费的、只

加入生产消费、作为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程的产品。但是，因为Ａ

的总产品的这 ２
３，象前面那

１
３一样，必须加入个人消费，所以它们

要由Ｂ部类的生产者用代表他们收入的那部分产品来交换。这

样，Ａ部类就用自己总产品的不变部分换得具有这个不变部分的

原来实物形式的产品，即把这个不变部分再转化为Ｂ部类新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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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而Ｂ部类用来支付的，只是代表它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

但它自己又只能以Ａ部类的产品形式消费这一部分产品。因而，Ｂ

部类事实上用来支付的是它的新加劳动，这种新加劳动全部表现

为Ｂ用来同产品Ａ的后
２
３交换的那部分产品。这样，全部产品Ａ

就同收入交换，或者说，全部加入个人消费。另一方面（因为按照

假定，对于收入转化为资本在这里不加考察，可以把它看作等于

零），社会的全部收入都花费在Ａ的产品上；因为Ａ的生产者以产

品Ａ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Ｂ部类的生产者也以产品Ａ形式消费

自己的收入。而除了这两个部类之外，再也没有别的部类了。

Ａ的产品全部被消费，虽然这种产品的
２
３包含不变资本，不能

由Ａ的生产者消费，而必须再转化为这种产品的各生产要素的实

物形式。Ａ的总产品等于社会的总收入。而社会的总收入代表社

会在一年内加到现有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时间的总和。这样，虽然Ａ

的总产品只有 １
３由新加劳动构成，

２
３则由过去的待补偿的劳动构

成，但它仍然能够全部用新加劳动来购买，因为这全部年劳动的 ２
３

不能以它本身的产品形式来消费，必须以产品Ａ形式来消费。用

来补偿产品Ａ的新加劳动，比产品Ａ本身包含的新加劳动多 ２
３，

因为这 ２
３是Ｂ的新加劳动，而Ｂ只能把这

２
３用于个人消费，即以

产品Ａ形式消费，正如Ａ只能把这
２
３用于生产消费，即以产品Ｂ

形式消费一样。可见，第一，Ａ的总产品能够全部作为收入消费

掉，同时，它的不变资本也能够得到补偿。或者更确切地说，Ａ的总产品

所以能够全部作为收入来消费，只是因为它的 ２
３由不变资本的生产者补

偿，这些生产者不能以实物形式消费他们那部分代表他们收入的产品，而

必须以产品Ａ形式，就是说，通过同Ａ的
２
３交换来消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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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我们就把Ａ的后
２
３处理了。

很明显，如果有第三部类Ｃ，它的产品既能用于生产消费，又

能用于个人消费，例如谷物可以充当人的食物或牲畜的饲料，也可

以用来做种子或烤面包，又如大车、马、牲畜等等；那末，这丝毫也

不会使问题有所改变。就这些产品加入个人消费的那部分来说，

它们必须由它们自己的生产者，或者由它们所包含的那部分不变

资本的（直接或间接的）生产者，作为收入直接或间接地消费掉。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属于Ａ部类。就这些产品不加入个人消

费的那部分来说，它们属于Ｂ部类。

在这第二种交换过程中，不是收入同收入交换，而是资本同收

入交换；在这里，全部不变资本归根到底必须归结为收入，因而归

结为新加劳动。这种交换过程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假定Ａ的产品

是麻布。和Ａ的不变资本相等的２
３麻布（或这些麻布的价值）用来

支付纱、机器、辅助材料。但纺纱厂主和机器厂主［３８５］只能消费

这一产品中代表他们自己收入的那一部分。麻织厂主用自己的 ２
３

产品支付纱和机器的全部价格。这样他就补偿了纺纱业者和机器

制造业者作为不变资本加入麻布的全部产品。但纺纱业者和机器

制造业者的这个总产品本身，又等于不变资本和收入，等于这样两

部分的总和：一部分是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新加劳动，另一

部分代表他们自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从纺纱业者来说是亚麻、

机油、机器、煤炭等等的价值，从机器制造业者来说是煤炭、铁、机

器等等的价值。这样，和Ａ的不变资本相等的
２
３麻布，就补偿了纺

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总产品，补偿了他们的不变资本加他们

的新加劳动，他们的资本加他们的收入。但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

业者只能以产品Ａ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他们从Ａ的 ２
３中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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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他们的收入的那部分之后，便用余额来支付自己的原料和机

器。但是按照假定，这些原料和机器的生产者已经不必再补偿任

何不变资本了。他们的产品中能够加入产品Ａ的数量，即加入充

当Ａ的生产资料的产品的数量，只是同Ａ所能支付的数量一样

多。但是，Ａ用自己产品的
２
３能够支付的数量，只是同Ｂ用自己的

收入能够购买的数量一样多，也就是说，同Ｂ换来的产品所代表

的收入，所代表的新加劳动一样多。如果Ａ的最后一些生产要素

的生产者必须卖给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那个产品数量，

还代表着他们自己的一部分不变资本，即代表着比他们加到自己

的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更多的东西，那末，他们就不能以产品Ａ形

式得到支付，因为这一部分产品是他们不能消费的。因而这里发

生的是相反的情况。

现在我们按反过来的顺序来看一看。假定全部麻布等于１２

日。亚麻种植业者、制铁业者等等的产品等于４日；这个产品卖给

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他们又给这个产品加上４日；然后他们

把产品卖给织布业者，织布业者又加上４日。麻布织造业者可以

自己消费自己产品的 １
３；８日用来补偿他的不变资本，支付纺纱业

者和机器制造业者的产品；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在８日中可

以消费４日，把其余的４日支付给亚麻种植业者等等，以此来补偿

自己的不变资本；亚麻种植业者、制铁业者等等应当用物化在麻布

中的最后４日只补偿自己的劳动。

虽然收入在这三种场合假定都是一样的（等于４日），但它在

参与生产产品Ａ的三类生产者的产品中，却占不同的比例。在织

布业者那里，它占产品的 １
３（１２的

１
３），在纺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

者那里，它占产品的 １
２（８的

１
２），在亚麻种植业者那里，它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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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等，等于４日。对总产品来说，所有这些生产者的收入都是完全

一样的：都等于１２的１
３，即４日。但是在织布业者那里，纺纱业者、

机器制造业者和亚麻种植业者的新加劳动表现为不变资本；在纺

纱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那里，他们自己的和亚麻种植业者的新加

劳动表现为总产品，而亚麻种植业者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不变资本。

在亚麻种植业者那里，不变资本的现象就不存在了。因此，例如纺

纱业者，能够同织布业者按一样的比例使用机器，使用不变资本。

例如，比例都是１
３∶

２
３。但是第一，纺纱业使用的资本量（总额）必

定比织布业使用的资本量小，因为纺纱业的全部产品都作为不变

资本加入织布业。第二，如果在纺纱业者那里，比例正好也是 １
３∶

２
３，那末，他的不变资本就将等于

１６
３，他的新加劳动将等于

８
３；不变

资本将等于５１
３工作日，新加劳动将等于２

２
３工作日。这样，向他

提供亚麻等等的那个部门就将包含相对地更多的工作日。因此，

在这里他就要用５１
３日，而不是用４日来支付新加劳动时间了。

不言而喻，Ａ部类的不变资本中，只有在Ａ那里加入价值形

成过程的那部分，即在这个Ａ的劳动过程中被消费的那部分，才

必须由新劳动来补偿。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资本的损耗全部加

入价值形成过程。固定资本的其余部分不加入这个过程，因此不

需要补偿。

可见，现有不变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其大小决定于固定资本同

总资本之比），不需要每年由新劳动补偿。因此，虽然［每年被补偿

的固定资本价值］量可能很大（绝对数字），但同总产品（年产品）相

比，仍然是不大的。Ａ部类和Ｂ部类中不变资本的上述整个部分

（在剩余价值已知时）都参加决定利润率，但不参加决定固定资本

的实际再生产。同总资本相比，这个部分愈大，即在生产中使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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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已存在的固定资本的规模愈大，则用来补偿损耗的固定资本

的再生产的实际
·
量也就愈大；但同总资本相比，这种再生产的量可

能相对地愈小。

假设各种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间（平均）等于１０年。［３８６］假

定各种固定资本周转一次各需２０、１７、１５、１２、１１、１０、８、６、４、３、２、

１、４６和
２
６年（共１４种），那末，固定资本就平均１０年

８２
周转一次。

因此，固定资本平均应当在１０年内得到补偿。如果全部固定

资本占总资本的 １
１０，每年要补偿的

１
１０固定资本，就只占总资本的

１
１００。

如果固定资本占总资本的１
３，每年就要补偿总资本的

１
３０。

但我们现在拿再生产时期不同的两个固定资本加以比较，例

如一个固定资本的再生产需要２０年，另一个资本需要１
３年。

那个在２０年内再生产出来的固定资本，每年只要补偿１
２０。因

此，如果它占总资本的 １
２，每年就只要补偿总资本的

１
４０，即使它占

总资本的 ４
５，每年要补偿的也只是总资本的

４
１００，即

１
２５。相反，那个

需要 ２
６年再生产出来即一年周转三次的固定资本，如果只占资本

的１
１０，那末固定资本每年就要补偿三次；因而每年就要补偿总资本

的３
１０，即几乎是

１
３。平均说来，同总资本相比，固定资本愈大，它的

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再生产时间就愈长，固定资本愈小，它的相对

的再生产时间就愈短。在手工生产条件下工具占资本的部分，比

在机器生产条件下机器占资本的部分小得多。但是手工业工具的

损耗，比机器的损耗快得多。

虽然随着固定资本的绝对量的增加，它的再生产的绝对量或

它的损耗也会增加，但是它的再生产的相对量在大多数情况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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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因为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它的存在时间，在大多数情况下

会同它的规模成比例地增加。这也就证明，再生产机器即固定资

本的劳动量，决不会同原先生产这些机器的劳动量（在生产条件不

变的情况下）成比例，因为需要补偿的只是每年的损耗。如果象这

个部门常常发生的那样，劳动生产率增长了，那末，再生产这部分

不变资本所必需的劳动量就减少得更多。诚然，这里还应当算上

充当机器每日消费资料的那些东西（不过这些东西同机器制造本

身所花费的劳动毫无直接关系）。但机器只消费煤炭和少量的机

油或油脂，它的维持费比工人——不但比它所代替的工人，而且比

把它本身制造出来的工人——的生活费不知要低多少。

        

这样，我们就把整个Ａ部类的产品和Ｂ部类的一部分产品处

理了。产品Ａ全部被消费：
１
３由它自己的生产者消费；

２
３由Ｂ的生

产者消费，Ｂ的生产者不能以自己的产品形式消费自己的收入。Ｂ

的生产者以 ２
３的产品Ａ形式消费自己产品中代表收入的那部分

价值，这 ２
３同时以实物形式补偿Ａ的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即为他

们提供用于生产消费的那些商品。但是，随着产品Ａ全部被吃掉

以及Ａ的
２
３由产品Ｂ作为不变资本补偿，全部年产品中代表一年

内新加劳动的那一部分，也就全部处理了。因而这个劳动不能购

买总产品的任何其他部分了。事实上，一年内全部新加劳动（撇开

利润的资本化不谈）就等于Ａ包含的劳动。因为Ａ的
１
３，即由它

自己的生产者消费的部分，代表他们在一年内加到Ａ的
２
３上，即

加到构成Ａ部类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上的新加劳动。除了他们

以自己的产品形式消费的这种劳动以外，他们没有进行任何其他

的劳动。Ａ的其余２
３，即由Ｂ部类的产品补偿并由产品Ｂ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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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消费的部分，代表Ｂ的生产者加到自己的不变资本上的全部劳

动时间。他们没有加入任何更多的劳动，他们也没有更多的东西

可消费。［３８７］

产品Ａ按其使用价值来说，代表全部年产品中每年加入个人

消费的整个部分。按其交换价值来说，它代表生产者在一年内新

加的劳动总量。

但是除了这一切之外，我们还剩下作为余额的总产品的第三

部分，它的组成部分在交换时既不能代表收入同收入的交换，也不

能代表资本同收入或收入同资本的交换。这就是产品Ｂ中代表Ｂ

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这部分不加入Ｂ的收入；所以它不能由

产品Ａ补偿，或者说，不能同产品Ａ交换，因而也不能作为组成部

分加入Ａ的不变资本。既然这一部分在Ｂ部类中不但加入劳动过

程，而且加入价值形成过程，那末这一部分也要被消费掉，被用于

生产消费。因此，这一部分也完全象总产品的所有其他部分一样，

必须按照它形成总产品组成部分的比例得到补偿，而且必须由同

类的新产品以实物形式补偿。另一方面，它又不是由任何新劳动

补偿。因为新加劳动的总量等于产品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并且

这种劳动时间所以全部得到补偿，只是因为Ｂ以
２
３的产品Ａ形式

消费自己的收入，并在交换过程中给Ａ提供生产资料，来代替Ａ

领域中消费了的、待补偿的一切东西。而产品Ａ的前１
３，即由它自

己的生产者消费的部分，按其交换价值来说，只由他们本身的新加

劳动构成，不包含任何不变资本。

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余额。

它由以下不变资本构成：第一，加入原料的不变资本；第二，加

入固定资本形成过程的不变资本，第三，加入辅助材料的不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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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第一，原料。首先，花费在原料生产上的不变资本，归结为固

定资本，如机器、工具、建筑物，以及作为机器的消费资料的那些辅

助材料。对于可直接消费的那部分原料（如牲畜、谷物、葡萄等等）

来说，不会发生上述困难。从这方面来说，它们属于Ａ类。它们所

包含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加入Ａ的
２
３即不变部分，这个部分作为资

本同不可直接消费的产品Ｂ交换，或者说，Ｂ以这个部分的形式消

费自己的收入。一些不管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多少中间阶段，都以

实物形式加入消费品的不可直接消费的原料，一般也是这样的情

况。先转化为纱、然后转化为麻布的那部分亚麻，就全部加入消费

品。

但是一部分这样的有机原料，如木材、亚麻、大麻、皮革等，它

们一部分直接加入固定资本的构成要素，一部分加入固定资本的

辅助材料。例如以机油、油脂等等形式。

其次，种子也属于花费在原料生产上的不变资本。植物性的

物质和动物性的物质自己再生产自己：植物蕃殖和动物生殖。种

子应当是指本来意义上的种子，其次是指作为厩肥再投到土地中

去的牲畜饲料，以及种畜等等。年产品中——或年产品的不变部

分中——这很大的一部分，直接充当再生自己的材料，它们自己再

生产自己。

无机原料——金属、石头等等。这种原料的价值只由两部分

构成，因为这里没有在农业中代表原料的种子。无机原料的价值，

只由新加的劳动和消费掉的机器（包括机器的消费资料）构成。因

此，除了代表新加劳动、因而加入Ｂ和
２
３Ａ之间的交换的那部分

产品之外，需要补偿的只是固定资本的损耗和固定资本的消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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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煤炭、机油等等）。但是这种无机原料构成不变资本的主要

组成部分——固定资本（机器、劳动工具、建筑物等等）。所以，无

机原料通过［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不变资

本。

［３８８］第二，固定资本（机器、建筑物、劳动工具、各种器皿）。

它们的不变资本由以下各部分构成：（１）它们的原料，金属、

石头、有机原料（如木材、皮带、绳索等等）。它们的这些原料形

成它们（机器、工具、建筑物等等）的原料，而它们自己又作为

劳动工具加入这种原料的采制过程。因此，它们以实物形式彼此

补偿。制铁业者必须补偿机器，机器制造业者必须补偿铁。在采

石场中有机器的损耗，而在工厂建筑物中有建筑石材的损耗，等

等。（２）机器制造机的损耗。这些机器制造机必须在一定时期内

由同种新产品补偿。同种产品自然可以自己补偿自己。（３）机器

的消费资料（辅助材料）。机器消费煤炭，但煤炭也消费机器，等

等。各种机器以器皿、管筒、软管等等形式加入机器的消费资料

的生产，例如加入油脂、肥皂、煤气｛用于照明｝的生产。可见，

甚至在这里，这些领域的产品也都彼此加入对方的不变资本，因

而以实物形式互相补偿。

如果把役畜也算作机器，那末，对役畜就需要补偿饲料，并且

在一定条件下需要补偿厩舍（建筑物）。但是，饲料加入牲畜的生

产，牲畜也加入饲料的生产。

第三，辅助材料。其中一部分，如机油、肥皂、油脂、煤气等等

需要原料。另一方面，它们一部分会以肥料等等形式重新加入这

种原料的形成过程。制造煤气需要煤炭，而生产煤炭又使用煤气

照明，等等。另一些辅助材料只由新加劳动和固定资本（机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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皿等等）构成。煤炭必须补偿生产煤炭时使用的蒸汽机的损耗。但

蒸汽机也消费煤炭。煤炭本身加入煤炭的生产资料。因此，在这里

煤炭以实物形式自己补偿自己。煤炭的铁路运输加入煤炭的生产

费用，但煤炭又加入机车的生产费用。

以后关于化学工厂还要专门补充一下，所有这些工厂在不同

程度上制造辅助材料、器皿的原料（例如玻璃、瓷），以及直接加入

消费的物品。

一切染料都是辅助材料。但它们不仅按其价值来说会加入产

品，例如象工厂中消费的煤炭加入棉布那样，而且会在产品取得的

形式上（产品的色彩上）再现出来。

辅助材料可以是机器的消费资料，——在这里，它们或者充当

发动机的燃料，或者用作减轻工作机摩擦的手段等等，如油脂、肥

皂、机油等等，——它们也可以是建筑用的辅助材料，如水泥等等，

最后，它们还可以是实现生产过程一般所必需的辅助材料，如照

明、取暖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是工人本身为了能够劳动所

必需的辅助材料）。

或者，这是一些加入原料形成过程的辅助材料，如各种肥料以

及原料所消费的一切化学产品。

或者，这是一些加入成品的辅助材料，如颜料、漆等等。

        

因而，结果是：

通过同非个人消费的产品Ｂ中代表Ｂ的收入的那部分相交

换，即通过同Ｂ部类一年内的新加劳动相交换，Ａ补偿了自己的

不变资本，即产品的２
３。但是Ａ不补偿Ｂ的不变资本。Ｂ部类必须

用同类新产品以实物形式自己补偿这个不变资本。但Ｂ部类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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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劳动时间来补偿它们了。因为Ｂ部类的全部新加劳动时

间构成它的收入，因而已经由产品Ｂ中作为不变资本加入Ａ的那

一部分来代表了。那末，Ｂ的不变资本怎样补偿呢？

Ｂ的不变资本部分地通过本身的（植物性的或动物性的）再生

产来补偿，农业和畜牧业的所有部门的情形，就是如此；部分地通

过一种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同另一种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实物形式

交换来补偿，这里，一个领域的产品作为原料或生产资料加入另一

个领域，反过来也是如此。可见，这里不同生产领域的产品，［３８９］

不同种类的不变资本，彼此作为生产条件以实物形式加入对方。

非个人消费品的生产者为个人消费品的生产者生产不变资

本。但同时，他们的产品还相互充当彼此的不变资本的要素或因

素。这就是说，他们相互把彼此的产品用于生产消费。

产品Ａ全部由个人消费。因而其中包含的全部不变资本也都

由个人消费。 １
３Ａ由Ａ的生产者消费，

２
３Ａ由非个人消费的产品

Ｂ的生产者消费。Ａ的不变资本由构成Ｂ的收入的Ｂ的产品来补

偿。事实上，这是不变资本中由新加劳动来补偿的唯一部分，这一

部分所以由这种劳动来补偿，是因为代表Ｂ部类新加劳动的Ｂ的

那个产品量，不由Ｂ部类消费，相反地由Ａ部类用于生产消费，而

Ｂ部类则把
２
３Ａ用于个人消费。

如果Ａ等于３工作日；那末，按照假定，它的不变资本等于２

工作日。Ｂ补偿产品Ａ的２
３，也就是提供等于２工作日的非个人

消费品。现在３工作日已经被吃掉，还剩下２工作日。换句话说，

Ａ的过去的２工作日由Ｂ的新加的２工作日补偿，但这只是因为，

Ｂ的新加的２工作日按价值来说是以产品Ａ的形式，而不是以产

品Ｂ本身的形式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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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部类的不变资本，由于它加入Ｂ的总产品，也必须由同类的

新产品，也就是由Ｂ部类的生产消费所必需的产品以实物形式补

偿。它虽然也是由一年内新花费的劳动时间的产品补偿，但不是

由新的劳动时间补偿。

假定在Ｂ的总产品中，全部不变资本占２
３。那末，如果新加劳

动（等于工资和利润的总额）等于１，则充当其劳动材料和劳动资

料的过去劳动就等于２。这个２是怎样补偿的呢？在Ｂ部类的不同

生产领域中，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之比，可能是极不相同的。但是

按照假定，平均比例等于 １
３∶

２
３，或１∶２。Ｂ部类的每个生产者都

有２
３的产品——如煤炭、铁、亚麻、机器、牲畜、小麦（指不加入个人

消费的那部分牲畜和小麦）等等——需要补偿它们的生产要素，或

者说，这２
３的产品必须再转化为自己生产要素的实物形式。但所

有这些产品本身都重新加入生产消费。小麦（作为种子）同时又成

了它自己的原料，养大的一部分牲畜补偿消费掉的牲畜，也就是自

己补偿自己。这样，在Ｂ部类的这些生产领域（农业和畜牧业）中，

它们的一部分产品就是以自己的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

可见，这种产品的一部分不进入流通（至少它不一定要进入流通，

它可能只是在形式上进入流通）。这些产品中的其他产品，如亚

麻、大麻等等，煤炭、铁、木材、机器，都部分地作为生产资料加入自

己的生产。就象农业中的种子一样，煤炭加入煤炭的生产，机器加

入机器的生产。可见，由机器和煤炭构成的产品的一部分，并且是

这一产品中代表它的不变资本的那个份额中的一部分，是自己补

偿自己的，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改变自己的位置。它不再是产品，

而变成了自己的生产资料。

这些和那些产品的其余部分，则彼此作为生产要素相互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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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机器加入铁和木材，木材和铁加入机器；机油加入机器，机器

加入机油；煤炭加入铁，铁（作为铁轨等等）加入煤炭，等等。这样，

Ｂ部类的这些产品的，就其不是自己补偿自己，即不以自己的实物

形式再加入自己的生产这部分（因此，产品Ｂ的一部分由自己的

生产者直接用于生产消费，就象产品Ａ的一部分由自己的生产者

直接用于个人消费一样）来说，Ｂ部类各生产者的产品是彼此作为

生产资料相互补偿的。生产者ａ的产品加入生产者ｂ的生产消费，

而生产者ｂ的产品加入生产者ａ的生产消费，或者通过间接的方

式：生产者ａ的产品加入生产者ｂ的生产消费，生产者ｂ的产品加

入生产者ｃ的生产消费，而生产者ｃ的产品加入生产者ａ的生产

消费。这样，在Ｂ部类的一个生产领域中作为不变资本消费的东

西，就在另一个生产领域中重新生产出来，而在后一个生产领域中

消费的东西，又在前一个生产领域中生产出来。在一个领域中从

机器和煤炭的形式变为铁的形式的东西，在另一个领域中则从铁

和煤炭的形式变为机器的形式，等等。

［３９０］必须使Ｂ部类的不变资本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如果

考察一下Ｂ部类的总产品，那末它正好代表各种实物形式的全部

不变资本。当Ｂ部类的某个特殊领域的产品不能以实物形式补偿

自己的不变资本时，买和卖，相互转手，在这里会使一切重新就序。

总之，这里发生的是不变资本由不变资本补偿；只要这种补偿

不是直接的，不是不经过交换的，那就是资本同资本相交换，按使

用价值来说就是产品同产品相交换，这些产品彼此加入对方相应

的生产过程，因而每个这样的产品都由相应的其他产品的生产者

用于生产消费。

这部分资本既不归结为利润，也不归结为工资。它不包含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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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新加劳动。它不同收入交换。它既不直接也不间接由消费者支

付。资本的这种相互补偿不论有没有商人（即商人资本）作中介，

都丝毫不会使问题有所改变。

但是，既然这些产品（彼此相互补偿的机器、铁、煤炭、木材等

等）是新的产品，既然它们是当年劳动的产品，例如用作种子的小

麦，完全象加入个人消费的小麦一样，是新劳动的产品，等等，那又

怎么能够说，这些产品中不包含任何新加劳动呢？此外，它们的形

式不是十分令人信服地表明情况恰好相反吗？如果说在小麦或牲

畜身上还看不出这一点，那末机器，机器的形式，却直接证明了把

它从铁等等变成机器的那种劳动。如此等等。

这个问题在前面已经解决了。①这里不需要回过头去再谈了。

｛可见，亚·斯密认为“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贸易规模同

“实业家”和消费者（消费者是指直接消费者，不是指生产消费者，

因为斯密本人把生产消费者列入“实业家”的范畴）之间的贸易规

模相等，这个命题是错误的。这个命题建立在他的一个错误的论

点上，按照这个论点，全部产品都归结为收入，而事实上这不过是

说，由资本和收入的交换构成的那部分商品交换，等于全部商品交

换。因此，图克根据这个命题对于货币流通（特别是对于“实业家”

之间流通的货币量同“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货币量之比）

所做出的实际结论，和这个命题一样，也是错误的。

如果我们把购买产品Ａ的商人当作同消费者对立的最后一

个“实业家”，那末，这些产品在他手里，就会由生产者Ａ的收入

（等于１
３Ａ）和生产者Ｂ的收入（等于

２
３Ａ）买去。这些收入补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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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人资本。这些收入的总和必定抵补他的资本。（这个家伙赚到

的利润必定是这样得来的：他把一部分Ａ留给自己，把较小量的

Ａ按照全部Ａ的价值来出卖。无论是把这个家伙看作必要的生产

当事人，还是把他看作寄生的中间人，都完全不会使问题有所改

变。）经营产品Ａ的“实业家”和产品Ａ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换，按

其价值来说，则抵补经营产品Ａ的人和所有参加产品Ａ生产的人

之间的交换，因而抵补这些生产者相互之间的全部交易。

商人购买麻布。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最后一次交

易。麻布织造业者购买纱、机器、煤炭等等。这是“实业家”和“实业

家”之间的倒数第二次交易。纺纱业者购买亚麻、机器、煤炭等等。

这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倒数第三次交易。亚麻种植业者

和机器制造业者购买机器、铁等等，依此类推。但是亚麻、机器、

铁、煤炭的生产者之间为补偿他们的不变资本而进行的交易以及

这些交易的价值，都不加入产品Ａ所经过的那些交易（不管这是

收入和收入之间的交换，还是收入和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这些

交易，——不是Ｂ的生产者和Ａ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易，而只是Ｂ

的生产者们相互之间的交易，——就象产品Ｂ的这一部分的价值

完全不加入产品Ａ的价值一样，完全不需要由产品Ａ的买者对产

品Ａ的卖者进行补偿。这些交易也需要货币，也要以商人为中介。

但专门属于这个领域的那部分货币流通同“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

的货币流通是完全分开的。｝

［３９１］剩下要解决的还有两个问题：

（１）在以上的论述中，我们把工资看作收入，没有把它同利润

区分开来。现在要问，工资同时表现为资本家的流动资本的一部

分这种情况，在这里会有多大的意义？

７５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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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直到现在我们假定，全部收入都作为收入花掉。因此，应

当考察收入即利润的一部分化为资本时发生的变化。这事实上同

对积累过程的考察——但不是从它的形式上考察——是一致的。

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一部分再转化为工资，一部分再转化

为不变资本，这是很简单的。但这里必须研究，这种情况怎样影响

前面所分析的各个项目的商品交换，——在这些项目下，商品交换

可以从它的承担者方面来考察，——即：收入同收入的交换，收入

同资本的交换，以及资本同资本的交换。｝

｛这样，这一幕间曲就必须穿插在这个历史批判部分，一直演

奏到结束。８３｝

［（１１）］费里埃［费里埃对斯密的生产劳动

和资本积累理论的反驳的保护关税性质。

斯密在积累问题上的混乱。斯密关于

“生产劳动者”的见解中的庸俗成分］

  弗·路·奥·费里埃（海关副督察）著有《论政府和贸易的相

互关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一书。（这本书是弗·李斯特论据的主要

来源。）此人是波拿巴王室的禁止性关税制度等等的赞颂者。实

际上，他认为政府（因而国家官吏这些非生产劳动者）具有重要意

义，说政府是直接干预生产的领导者。所以，这个海关官吏对亚·

斯密把国家官吏叫做非生产劳动者这一点非常恼火。

“斯密确定的国家节约的原则，是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分

为根据的……”

｛这正是因为斯密希望，将产品中尽可能大的部分当作资本花

８５２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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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即用来同生产劳动交换，而将尽可能小的部分当作收入花费，

用来同非生产劳动交换。｝

“这一区分实质上是错误的。根本就没有非生产劳动。”（第１４１页）“因

此，国家有节约和浪费之别；但国家是浪费还是节约，只能从该国同他国的关

系来看，问题也正是必须这样来看。”（同上，第１４３页）

现在我们把费里埃所憎恨的亚·斯密的论断拿来与此对照一

下。

费里埃说：“国家的节约是有的，但跟斯密所说的完全不同。国家的节约

在于，购买外国产品的数量不超过能用本国产品支付的限度。有时这种节约

在于完全不要外国产品。”（同上，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亚·斯密在第一篇第六章（加尔涅的译本，第１卷第１０８—

１０９页）《论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的结尾说：

“因为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只有极少数商品的交换价值仅由劳动产生，绝

大多数商品的交换价值中有大量地租和利润加入，所以，这个国家的劳动的

年产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这个产品的制造、加工和运到市场所必

须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得多。如果社会每年使用了它每年所能购买的全部

劳动，那末，由于这个劳动量逐年会有很大的增加，每一年的产品就会比上一

年的产品具有大得多的价值。但是，没有一个国家会把全部年产品都用于工

人的生活费。在任何地方，产品很大一部分都是归有闲者消费的。年产品的

一般的或平均的价值，究竟是增加，减少还是年年不变，就必然要看这个产品

按怎样的比例在这两个不同的阶级之间分配。”

在斯密实际上想解开积累之谜的这段话里，各式各样的混乱

看法是不少的。

首先，我们在这里又看到那个错误的前提：劳动的年产品的

“交换价值”，也就是“劳动的年产品”，全部分解为工资和利润（地

租也包括在内）。我们不想回过头来谈这个荒谬的观点。我们只想

９５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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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下面一点。年产品总量——或构成劳动的年产品的商品总

额、商品储备，——按其实物形式来说，很大一部分［３９２］是由只能

作为不变资本的要素｛各种原料、种子、机器等等｝加入不变资本

的，即只能用于生产消费的商品构成的。关于这些商品（而这是加

入不变资本的大部分商品），它们的使用价值本身就已经表明，它

们不能用于个人消费，因而收入——无论是工资，利润还是地租

——不能花在它们身上。固然，一部分原料（只要不是这些原料本

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或者不是作为辅助材料或作为直接组成部

分加入固定资本的）在以后会取得可消费的形式，但这只是由于加

上了当年劳动。作为去年劳动的产品，甚至这些原料也不能成为

收入的任何一部分。只有产品的可消费部分才能被消费，才能加

入个人消费，从而才能构成收入；但是，甚至可消费的产品也有某

一部分不能被消费，否则就会使再生产成为不可能。因此，就连商

品的可消费部分中，也要拿出一部分来，这一部分必须用于生产消

费，即必须成为劳动材料、种子等等，不能成为生活资料——不管

是工人的还是资本家的生活资料。因而这部分产品一开始就必须

从亚·斯密的计算中扣除，或者更确切地说，必须加入这个计算。

只要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产品中不分解为收入的那个部分也每

年不变，也就是说，只要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花费在生产上的劳

动时间量也和以前一样。

如果假定每年使用比以前更大的劳动量，那就必须考察在这

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状况。有一点是无疑的：为了能够使用更大

的劳动量，单单支配更大的劳动量并支付这个更大的量，即把更多

的资金用在工资上，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可以吸收这个更大劳动

量的劳动资料（原料和固定资本）。因此，在阐明亚·斯密考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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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点之后，还必须把这一点分析一下。

这样，让我们再一次看看他的第一句话：

“因为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只有极少数商品的交换价值仅由劳动产生，绝

大多数商品的交换价值中有大量地租和利润加入，所以，这个国家的劳动的

年产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这个产品的制造、加工和运到市场〈换句

话说，产品的生产〉所必须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得多。”

这里，显然是把各种不同的东西混杂在一起了。加入全部年

产品的交换价值的不仅有活劳动，即当年耗费的活劳动，而且还有

过去劳动，即往年劳动的产品。不仅有活的形式的劳动，而且有物

化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等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总

和，其中一部分由活劳动构成，一部分由物化劳动构成。

假定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比是１
３∶

２
３，即１∶２。那末，全部产

品的价值就等于３，其中２是物化劳动时间，１是活劳动时间。因

此，如果只从物化劳动和活劳动作为等价物相互交换，一定量的物

化劳动只能支配等量的活劳动这个前提出发，那末，全部产品的价

值所能购买的活劳动，就比它本身包含的活劳动多。因为产品等

于３工作日，而它包含的活劳动时间等于１工作日。为了生产产品

（实际上不过是为了使产品的要素具有最终形式），只要１日的活

劳动就够了。但是，产品中包含３工作日。可见，如果把这个产品

全部用来同活劳动时间交换，如果只把它用来“购买和支配”活劳

动量，那末它就能支配、购买３工作日。

然而亚·斯密指的显然不是这个意思；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完

全无用的前提。他想说的是：产品的交换价值有很大一部分不分

解为工资，而分解为利润和地租，或者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可以说

分解为利润（斯密不用“分解”这个词，他用的是另一种错误的说

１６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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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这是由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过的概念的混淆①造成的）。换句

话说：产品中和当年加进的劳动量相等的那部分价值——实际上

就是真正由当年劳动生产的那部分产品——第一，支付工人，第

二，加入资本家的收入，加入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总产品的这部分

全部由劳动产生，并且仅仅由劳动产生；但它包括有酬劳动和无酬

劳动。工资等于有酬劳动的总和，利润［３９３］等于无酬劳动的总

和。因此，如果把这全部产品都花在工资上，它所能推动的劳动

量，自然就会比生产这个产品的劳动量大；而且，产品所能推动的

更大的劳动时间量和产品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量的比例，恰好决

定于工作日分为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比例。

假定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的比例是：工人在６小时

即半个工作日内生产或再生产自己的工资。其余６小时即半个工

作日，形成剩余时间。因此，有一个产品例如包含１００工作日［新

加劳动］，这１００工作日等于５０镑（如果１工作日等于１０先令，那

末１００工作日就等于１０００先令，即５０镑）。其中２５镑为工资，２５

镑为利润（地租）。用这笔等于５０工作日的２５镑，可以支付１００工

人，这１００工人有一半劳动时间是进行无代价的劳动，换句话说，

就是为自己的老板劳动。因此，如果把这全部产品（１００工作日）都

花在工资上，那末５０镑就能推动２００工人，他们每一个人都象以

前一样，得到工资５先令，即自己劳动产品的一半。这些工人的产

品是１００镑（也就是说，２００工作日等于２０００先令，即１００镑），用

这１００镑又能推动４００工人（每个工人得到５先令，４００工人得到

２０００先令），他们的产品等于２００镑，依此类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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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密说“劳动的年产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产

品的生产所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得多”，就是指这个意思。（如果

把工人劳动的全部产品都支付给工人，也就是说，如果是１００工作

日，就支付给他５０镑，那末这５０镑也就只能推动１００工作日。）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亚·斯密接着说：

“如果社会每年使用了它每年所能购买的全部劳动，那末，由于这个劳动

量逐年会有很大的增加，每一年的产品就会比上一年的产品具有大得多的价

值。”

但是，这个产品的一部分被利润和地租的所有者吃掉，另一部

分被他们的食客吃掉。因此，能够重新用在劳动（生产劳动）上的那

部分产品究竟有多少，就取决于产品中没有被资本家、租金所得者

和他们的食客（同时也是非生产劳动者）吃掉的那部分究竟有多少。

然而，这样一来，这里总还有一笔新的基金（新的工资基金），

以便用去年劳动的产品在本年推动更多的工人。因为年产品的价

值决定于所花费的劳动时间量，所以年产品的价值将会逐年增长。

不言而喻，如果市场上没有更大量的劳动，即使有一笔基金，

它能够“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去年“大得多”，也是没有用处的。

即使我有更多的货币可以购买某种商品，如果市场上没有更多的

这种商品，对我也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假定从５０镑中拿出一个数

目，这个数目不是推动２００工人以代替原先的１００工人（他们得到

２５镑），而是只推动１５０工人，这时，资本家自己吃掉的是１２１
２

镑，而不是２５镑。在这种情况下，１５０工人（他们得到３７１
２镑）就

会提供１５０工作日，即等于１５００先令或７５镑。但是，如果可使用

的工人人数照旧只有１００人，那末，这１００人现在得到的工资就会

是３７１
２镑，而不是原先的２５镑，可是他们的产品仍然只有５０镑。

３６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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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资本家的收入就会从２５镑降到１２
１
２镑，因为工资增加

了５０％。但是亚·斯密知道，要增加的劳动量是会有的。一方面是

由于人口每年增长（诚然，按照斯密的意见，原有的工资总额是这

种增长的前提）。另一方面是由于存在着失业的赤贫者、半失业的

工人等等。其次，大量非生产劳动者中间有一部分人因剩余产品

使用上的改变而能够变成生产工人。最后，同样数量的工人可以

提供更大的劳动量。因为我雇用１２５工人来代替１００工人，或者让

１００工人每天劳动１５小时而不是劳动１２小时，是完全一样的。

此外，说随着生产资本的增加，——或者说随着用于再生产的

那部分年产品的增加，——所使用的劳动（活劳动，花费在工资上

的那部分资本）也会按同样的比例增加，这是亚·斯密的错误，这

个错误同他认为全部产品分解为各种收入的观点有着最密切的联

系。

［３９４］总之，斯密首先肯定说，有可供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基

金，这个基金在本年内能够“购买和支配”的劳动量比去年大。有

更多的劳动，同时又有供这个劳动用的更多的生活资料。现在应

当考察一下，这个追加的劳动量如何实现。｝

如果亚·斯密完全自觉地、始终一贯地坚持他实质上已有的

那种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即认为剩余价值只有在资本同雇佣劳动

的交换中才会创造出来，那末，他就会发现，只有同资本交换的劳

动才是生产劳动，而同收入本身交换的劳动决不是生产劳动。为

了同生产劳动交换，收入必须先转化为资本。

但斯密同时又从片面的传统观点出发，认为生产劳动就是一

般直接生产物质财富的劳动；并且把自己的区分（根据资本同劳动

交换还是收入同劳动交换作出的区分）同这种观点结合起来，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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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下面这样的定义是可能的：同资本交换的那种劳动始终

是生产劳动（始终创造物质财富等等）；而同收入交换的那种劳动

既可能是生产劳动，也可能是非生产劳动，但是，花费自己收入的

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宁愿使用某种直接的非生产劳动，而不愿

使用生产劳动。这里可以看出，亚·斯密由于把自己的两种区分

混在一起，就把主要的区分大大削弱并冲淡了。

下面这段引文表明，亚·斯密并没有把劳动的固定化完全归

结为纯粹的表面的固定化；在这段引文中，有他列举的固定资本各

个组成部分中的一条：

“（４）居民或社会成员所获得的有用才能。要获得这种才能，总得支出一

笔实在的费用，供获得才能的人在他受教育、实习或学习期间维持生活，而这

笔费用可以说就是固定和物化在他个人身上的资本。这种才能是他的财产

的一部分，也是他所在的那个社会的财产的一部分。可以把工人的提高了的

技能，同减轻和缩短劳动的机器或工具一样看待，在这些东西上虽然要支出

一笔费用，但它们会偿还这笔费用，并提供利润。”（加尔涅的译本，第２卷第

２０４—２０５页）

奇怪的积累来源和积累的必要性：

“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中，没有任何分工，几乎不发生交换，每一个人都用

自己的手去谋得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在这种状态中，没有必要为了维持社

会经济生活而把资财预先积累或储存起来”

（其实这里一开始就假定不存在任何社会）。

“每一个人都努力以自己的活动来获得满足自身随时产生的需要的手

段。他饿了，便到森林去打猎”等等。（同上，第２卷第１９１—１９２页）（第２篇

序论）“但是，一旦分工普遍实行，一个人用他个人的劳动就只能满足他当时

产生的需要的极小部分。他的需要的绝大部分都要靠别人劳动的产品来满

足，他用自己劳动的产品，或者说用自己产品的价格去购买别人劳动的产品。

但是，在实行这种购买之前，他必须有时间不仅完全制成并且还要卖掉他的

５６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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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产品。”

（即使在前一种场合，他不先打到兔子，也吃不到兔肉，而他不

先制成古“弓”或类似的东西，就不可能打到兔子。所以在后一种

场合，唯一的新条件并不是必须有什么“储存”，而是必须“有时间

……卖掉他的劳动产品”。）

“因此，至少在他能够完成这两件事以前，必须在某个地方预先储存各种

物品，以维持他的生活，并供给他劳动所必需的原料和工具。一个织布业者，

在他把麻布织成并且卖掉以前，如果在他手里或别人手里没有预先储存的物

品，以维持他的生活，并供给他劳动所需的工具和材料，他是不能全力从事自

己的专业的。十分明显，在他能够从事这项工作并把它完成以前，必须有积

累……按照事物的本性，
·
资
·
本的积累是分工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同上，第

１９２—１９３页）

（另一方面，按照斯密在序论中的第一句话，好象在分工以前

没有任何资本积累，而现在他却完全相反，断言在资本积累以前没

有任何分工。）

斯密继续说道：

“只有预先积累的资本愈来愈多，分工才会愈来愈细。分工愈细，同样数

目的人所能加工的原料数量就会大大增加；因为这时每一个工人的操作愈来

愈简单，所以减轻和［３９５］缩短劳动的新机器就大量发明出来。因此，随着分

工的发展，为了经常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就必须预先积累同样多的生活资

料，以及比分工不发达时更多的原料和劳动工具。”（同上，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非有预先的资本积累不可，同样，资本的积累也自

然会引起劳动生产力的大大提高。凡是使用自己的资本来雇用工人的人当

然希望，他这样做会使工人完成尽可能多的工作。因此，他力求在自己的工

人中间最恰当地进行分工，并把他所能发明或购买的最好的机器供给工人使

用。他在这两方面成功的可能性如何，通常要看他有多少资本，或者说，要看

这个资本能够雇用多少工人。因此，在一个国家里，不仅劳动量随着推动劳

动的资本的扩大而增加，而且同一劳动量所生产的产品，也由于资本的扩大

６６２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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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大大增加。”（同上，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亚·斯密完全象他论述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样，论述已

经加入消费基金的物品。例如，他说：

“住房不会给居住者带来任何收入；虽然这所住房无疑对他说来是非常

有用的，但这不过是象他的衣服和家具一样，衣服和家具对他说来也是十分

有用的，但这不过是他的开支的一部分，不是收入的一部分。”（同上，第２卷

第２０１—２０２页）相反，属于固定资本的有“一切有用的建筑物，它们不仅对收

取租金的建筑物所有者来说，是获得收入的手段，甚至对支付租金的建筑物

承租人来说，也是获得收入的手段；例如店铺、仓库、工场以及有各种必要的

设备、厩舍、粮仓等等的租地农场，就是如此。这种建筑物和纯粹的住房大不

相同；它们是一种生产工具”。（同上，第２０３—２０４页）（第２篇第１章）

“一切技术成就，使得同一数量的工人能够用比以前更简单、更便宜的机

器来完成同样的工作量，这始终被认为是对社会很有利的。以前用来维持较

复杂、较昂贵的机器的一定数量的原料和一定数量的工人，现在就可以用来

增大工作量，而这些或那些机器是为了进行这种工作而制造出来的。”（同

上，第２卷第２１６—２１７页）（第２篇第２章）

“固定资本的维持费……要从社会纯收入中排除掉。”（同上，第２卷第

２１８页）“不减低劳动生产力的固定资本的维持费的任何节约，就必定会增加

推动企业的基金，因而必定会增加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增加每个社会的实

际收入。”（同上，第２卷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被银行券（一般说，纸币）排挤到国外的金银币，——如果花在“购买供国

内消费的外国货”上，——或者用来购买奢侈品，如外国葡萄酒、丝织品等等，

一句话，购买“供什么也不生产的……有闲者消费的商品……或者……用来

购买追加的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以维持和雇用追加的勤劳者，这些勤

劳者会把他们每年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笔利润”。（同上，第２卷

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斯密说，前一种使用货币的方法增加浪费，“增加开支和消费，丝毫不会

增加生产，也不会创造抵补这些开支的固定基金，所以从各方面来讲，对社会

都是有害的”。（同上，第２卷第２３２页）相反，“用后一种方法支出的货币，就

相应地扩大生产规模，尽管它也增加社会的消费，但是它开辟了维持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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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来源，因为消费这一生活资料的追加量的人会把他们每年消费的全部价

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笔利润”。（第２卷第２３２页）

“一笔资本能推动多少生产劳动，显然要看它能给多少工人提供符合他

们劳动性质的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同上，第２卷第２３５页）（第２

篇第２章）

［３９６］我们在第二篇第三章（同上，第２卷第３１４页及以下各

页）读到：

“生产劳动者、非生产劳动者以及那些根本不劳动的人，同样都是靠该国

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维持生活。这种产品……必然是有限的。因此，根据一

年内用来维持非生产劳动者的那部分产品是较少或者较多的不同情况，为生

产劳动者留下的产品就会是较多或者较少，与此相适应，下一年的产品也会

增加或减少……

虽然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全部年产品……归根到底都是供国内

居民消费，并给他们带来收入，但是，当产品从土地或从生产工人手中生产出

来的时候，它就自然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大的部分，首先

用来补偿资本，更新那些已经从资本中取出的
·
生
·
活
·
资
·
料、原料和成品；另一部

分则用来形成收入，——或是作为这个资本的所有者的资本的利润，或是作

为另一个人的土地的地租……

每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品中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决不能直接

用来维持生产工人以外的其他任何雇佣人员；这一部分只能给生产劳动支付

工资。直接形成收入的那部分产品……既可以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也可以

用来维持非生产劳动者……

非生产劳动者和那些根本不劳动的人，都靠收入维持生活；或者，第一，

靠年产品中一开始就形成某些人的收入（不是作为地租，便是作为资本利润）

的那一部分；或者第二，靠年产品中的另一部分，这一部分虽然是供补偿资本

和仅仅维持生产工人用的，但一到生产工人手里，除了维持他们的生活所必

需的部分之外，其余部分就能用来既维持生产人员，也维持非生产人员。例

如，一个普通工人，如果他的工资高，他就能……雇个仆人，或者有时去看看

喜剧或木偶戏，这样，他就用自己的一部分收入来帮助维持一类非生产劳动

者；或者最后，他能交纳一些税，从而帮助维持另一类……同样是非生产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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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但是，一开始就供补偿资本用的那部分年产品，在它没有把与它相应

的生产劳动量全部推动之前，是决不能用来维持非生产劳动者的…… 工人

必须先做工，挣得了工资，然后才能把哪怕是极小的一部分收入，支出在非生

产劳动上…… 地租和资本利润……在任何地方，都是非生产劳动者赖以取

得生活费的主要源泉…… 这两种收入，既可以维持生产劳动者，也可以维

持非生产劳动者；但是，这些收入的所有者，看来总是更喜欢把它们用在后者

身上……

总之，年产品从土地或从生产工人手中生产出来以后，一部分供补偿资

本用，另一部分形成收入（作为地租或利润）。在每一个国家里，生产劳动者

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主要决定于年产品的这两部分之间的比例，而

这个比例在富国和贫国是极不相同的。”

斯密接着把情况作了对比：

“在欧洲各富国”，今天“土地产品的很大一部分，而且往往是最大的部

分，都用来补偿富有的独立的租地农场主的资本”；过去的情况则相反，“在封

建制度统治时期，产品的极小部分就足以补偿耕地使用的资本”。商业和工

业中的情形也是这样。现在商业和工业中使用大资本；而以前，资本是极小

的，但它们带来的利润很大。“利息在任何地方都不低于１０％，要支付如此高

的利息，资本利润必定非常大。目前在欧洲比较发达的国家，利息在任何地

方都不超过６％，而在最富的国家，利息则等于４％、３％、２％。居民由利润得

来的那部分收入，在富国总是比在贫国大得多，这是因为富国的资本大得多；

但利润同资本相比，富国的利润通常又低得多。

由此可见，年产品从土地或从生产工人手中生产出来以后，供补偿［３９７］

资本用的那部分，在富国不仅比在贫国大得多，而且同直接形成收入（作为地

租或利润）的那部分相比，也大得多。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在富国不仅

比在贫国大得多，而且同那种既能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又能用来维持非生

产劳动者，但通常主要是用来维持后者的基金相比，也大得多。”

（斯密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把生产资本的量同用来维持生产劳

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量等同起来。但这同他所了解的大工业实

际上还只处在萌芽状态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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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两种不同基金之间的比例，在每一个国家，必然会决定该国居民的一

般性格是勤劳，还是懒惰。”斯密说，例如，“在英国和荷兰的工业城市里，人

民的下层阶级主要依靠所使用的资本过活，他们一般来说都是勤劳的、刻苦

的和节俭的。相反，在宫廷所在地的都城等等，人民的下层阶级依靠上层阶

级挥霍收入来生活，他们一般来说都是懒惰的、放荡的和贫困的；例如，罗马、

凡尔赛等地就是这样……”

“由此看来，资本总额和收入总额之间的比例，在任何地方都决定勤劳和

懒散之间的比例：在资本占优势的地方，多勤劳；在收入占优势的地方，多懒

散。因此，资本量的每一增减，自然会引起生产活动量、生产工人人数的实际

的增减，从而引起该国土地和劳动年产品的交换价值、该国全体居民的财富

和实际收入的增减……

一年内节约下来的东西，象一年内支出的东西一样，照例是会被消费的，

而且几乎在同时被消费；不过，它是被另一类人消费的。一年内支出的那部

分收入，由家仆、无用的食客等等消费，这些人决不会留下任何一点东西来补

偿他们的消费。而一年内节约下来的那部分收入，由工人消费，这些工人会

把自己一年消费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笔利润…… 消费是一样的，

但消费者不一样……”

以下就开始了斯密关于节约的人的说教（同一章，下面第

３２８、３２９页及以下各页），他说这种人靠自己每年的节约，可以为

追加的生产工人建立一个公共工场，

“设立一种永久的基金来维持相应数量的生产工人”，而“浪费者却使维

持生产劳动的基金总数减少…… 如果把非生产人员这样〈由于浪费者挥

霍〉消费的食物和衣服，分配给生产工人，这些生产工人就会把他们所消费的

全部价值再生产出来，并提供一笔利润……”

斯密的这种说教的结语是：这（节约和浪费）会在私人中间相

抵，并且实际上“理智”占上风。大国

“从来不会因私人的浪费和妄为而变穷，虽然有时会因政府的浪费和妄

为而变穷。在大多数国家，国民收入全部或几乎全部用来维持非生产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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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包括宫廷人员、教会人士、海军、陆军，他们在平时什么也不生产，在战

时也不能获得任何东西，来抵偿他们即使只是在战争期间的生活费用。这种

人自己什么也不生产，全靠别人的劳动产品来养活。因此，如果他们人数的

增加超过了必要的数量，他们在一年内就能消费很大一部分产品，以致剩下

来的产品不足以维持必须在下一年把产品再生产出来的生产工人……”［同

上，第２卷第３１４—３３６页］

斯密在第二篇第四章写道：

“因为用来维持生产劳动的基金逐日增加，所以对生产劳动的需求也与

日俱增：工人［３９８］容易找到工作，而资本所有者却难以找到他们能够雇用的

工人。资本家的竞争使工资提高，利润下降。”（同上，第２卷第３５９页）

斯密在第二篇第五章《论资本的各种用途》中，根据各种资本

所雇用的生产劳动量的大小，从而按照它们所增加的年产品“交换

价值”的多少，对资本进行了分类。斯密放在第一位的是农业，其

次是制造业，然后是商业，最后是零售商业。这就是斯密根据资本

所推动的生产劳动量排列的资本用途的顺序。这里我们又得到一

个关于“生产劳动者”的全新的定义：

“凡是把资本用于这四种用途之一的人，自己就是生产劳动者。他们的

劳动，如果使用得当，会固定和物化在它所加工的物品或商品上，通常至少也

会把他们维持自己生活和个人消费的价值加在商品的价格上。”（同上，第２

卷第３７４页）

（总之，斯密把他们的生产性归结为他们推动生产劳动这一

点。）

关于租地农场主，他说：

“没有一个同量的资本能比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推动更大量的生产劳动。

不仅他的雇工是生产劳动者，而且他的役畜也是生产劳动者。”［同上，第２

卷第３７６页］

可见，最后连牛也成了生产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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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罗德戴尔伯爵［把统治阶级看成各种

最重要生产劳动的代表的辩护论观点］

  罗德戴尔（伯爵）《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１８０４年伦敦版

（法译本：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ｅｔｃ．，１８０８年巴黎版）。

罗德戴尔提出的为利润辩护的理由，要放到后面第三篇１３去

考察。按照这种辩护论观点，利润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因为资本

“代替”劳动。资本之所以得到报酬，是因为它做了人没有它就得

自己去做的事，或者做了人不借助于它就根本做不到的事。

“现在很明白，资本利润的取得，总是或者因为资本代替了人必须用自己

的手去完成的劳动；或者因为资本完成了人的个人力量不能胜任和人自己不

能完成的劳动。”（法译本第１１９页）

“伯爵”先生极力反对斯密关于积累和节约的学说。他也极力

反对斯密提出的对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区分；但是，按照

他的意见，斯密叫做“劳动生产力”的东西只不过是“资本生产力”。

他直接否认斯密提出的对剩余价值的解释，理由是：

“如果对资本利润的这种理解真正正确的话，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利润不

是收入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且，决不能把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之

一，因为资本带来的利润不过是收入从工人的口袋转到资本家的口袋而

已。”（同上，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显然，在这种前提下，罗德戴尔在同斯密的论战中，抓住的也

是最肤浅的东西。例如，他说：

“由此可见，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的，也可以是非生产的，这要看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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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加工的那个物品以后的用途如何。例如，如果我的厨师制成一个大蛋糕，

我马上把它吃掉，那末，他就是非生产劳动者，他干的活就是不生产的劳动，

因为他的服务一经提供随即消失。但如果这种劳动是在糕点店里完成的，那

末它就成了生产劳动。”（同上，第１１０页）

（这里加尔涅应享有专利权，因为他出版的那本附有他的注释

的斯密著作，是在１８０２年，即比罗德戴尔的书早两年问世的。）

“这种新奇的区分，仅仅以所提供的服务的耐久性为根据，它把那些在社

会上担任最重要职务的人，都归到非生产劳动者里面去。君主、一切神职人

员、司法人员、国家保卫者以及一切用自己的技能……保护国民健康或使国

民受到教育的人，都被视为非生产劳动者。”（同上，第１１０—１１１页）（或者象

亚·斯密排列的一个很好的次序：“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员、丑角、

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①）

“如果承认交换价值是财富的基础，那末，就没有必要用冗长的议论来证

明这个学说的错误。最能［３９９］证明这个学说错误的是，如果根据这些服务

所取得的报酬来判断，人们对这些服务是尊敬的。”（罗德戴尔，同上第１１１

页）

其次：

“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固定和物化在某种可以出卖的商品上…… 仆人的

劳动也好，由流动资本节约的劳动也好｛罗德戴尔在这里所说的“流动资本”

是指货币｝，当然都不能形成积累，不能形成以一定价值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

一个人手里的基金。它们所提供的利益，同样都是由于它们节约主人或所有

者的劳动造成的。既然它们产生如此相同的结果，那末，把其中一个称为非

生产劳动，也就必然要把另一个称为非生产劳动。”｛他接着引了斯密在第

二篇第二章中说的一段话８４｝（罗德戴尔，同上第１４４—１４５页）

        

因此，可以排一个队：费里埃、加尔涅、罗德戴尔、加尼耳。托

３７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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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维尔特别爱用最后那句关于“节约劳动”的话。

［（１３）萨伊对“非物质产品”的见解。

为非生产劳动的不可遏止的增长辩护］

  在加尔涅之后，出版了庸俗的让·巴·萨伊的《论政治经济

学》一书。萨伊非难斯密，说他

“不把医生、音乐家、演员等人这类活动的结果叫做产品。他把这些人从

事的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第３版第１卷第１１７页）

斯密完全不否认“这类活动”会产生某种“结果”，某种“产品”。

他甚至直接提到：

“国家的安全、安定和保卫”是〈“国家公务人员”〉“年劳动的结果”。（斯

密的著作第２篇第３章；加尔涅的译本，第２卷第３１３页）

萨伊也坚持斯密的补充定义：这些“服务”以及它们的产品“通

常一经提供，一经生产，随即消失”。（斯密，同一章）萨伊先生把这

样消费掉的“服务”或它的产品，它的结果，一句话，它的使用价值，

称为“非物质产品或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的价值”。他不把提供

这种服务的人叫做“非生产劳动者”，而叫做“生产非物质产品的

人”。他用了另一个名称。但是他在下面又说：

“他们不是用来增加国民资本的。”（第１卷第１１９页）“一个国家有许多

音乐家、教士、官吏，可能有很好的娱乐，精通宗教教义，并且治理得井井有

条；但不过如此而已。国家的资本不会由于这些人的劳动而有任何直接的增

加，因为他们的产品一生产出来就被消费掉。”（同上，第１１９页）

由此可见，萨伊先生只是从斯密的定义的最有限的意义上把

这类劳动称为非生产劳动。但同时他又想把加尔涅的“进步”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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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有。所以他给各种非生产劳动发明了一个新名称。这就是他的

独创性、生产性和发现方式。可是，他又以他惯有的逻辑把自己推

翻了。他说：

“不能同意加尔涅先生的意见，他根据医生、律师等等的劳动是生产劳动

这一点，就得出结论说，增加这种劳动和增加其他任何劳动一样，对国家有

利。”（同上，第１２０页）

但是，既然一种劳动和另一种劳动一样是生产劳动，既然生产

劳动的增加一般都“对国家有利”，为什么不能同意这种意见呢？为

什么增加这种劳动，不象增加其他任何劳动那样有利呢？萨伊用他

特有的深奥想法回答说，因为增加任何一种生产劳动，如果超过了

人们对这种劳动的需要，一般都是不利的。如此说来，加尔涅倒是

对了。如此说来，增加这种劳动象增加其他劳动一样，超过了一定

的限度，就一样有利——也就是一样不利了。

萨伊继续说道：“这种情况就好比人们花费在产品上的体力劳动，超出了

制造该产品所必要的劳动。”

（做一张桌子所花费的木匠劳动，不应超出生产桌子所必要的

劳动。同样，修补病体所花费的劳动，也不应超出治好病体所必要

的劳动。因此，律师和医生应当花费的只是制成自己的“非物质产

品”所必要的劳动。）

“生产非物质产品的劳动，也象其他任何劳动一样，只有在增加产品的效

用从而增加产品的价值〈即增加产品的使用价值，但萨伊把效用同交换价值

混为一谈〉的时候，才是生产劳动；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它就成为纯粹的非生

产劳动了。”（同上，第１２０页）

可见，萨伊的逻辑是这样的：

增加“非物质产品生产者”的人数，并不象增加物质产品生产

者的人数那样对国家有用。论据：无论哪种产品（物质产品或非物

５７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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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产品）生产者人数的增加超过了需要，都是绝对无用的。所以，

增加无用的物质产品生产者的人数，比增加无用的非物质产品生

产者的人数更有用。在这两种场合，都不能得出结论说：增加所有

这些生产者的人数是无用的。只能得出结论说：增加某一部门内

某种产品生产者的人数是无用的。

按照萨伊的意见，物质产品［４００］决不会生产过多，非物质产

品也是一样。但是，多样化使人愉快。所以这两个部门必须生产各

式各样的产品。此外，萨伊先生教导说：

“某些产品的滞销，是由另一些产品太少引起的。”［同上，第１卷第４３８

页］

这就是说，桌子决不会生产过多，至多也许是可以放在桌子上

的如碗之类的东西太少了。如果医生人数增加太多，那末错误不

在于他们提供的服务过多，而大概在于其他“非物质产品”生产者，

例如妓女，提供的服务太少（同上，第１２３页，那里，搬运工人、妓女

等等的劳动被归成一类，萨伊还大胆断言，妓女的“训练时间等于

零”）。

归根到底，在萨伊的书中，优势是在“非生产劳动者”方面。在

一定的生产条件下，人们能准确地知道，做一张桌子，需要多少工

人，制成某种产品，需要某种劳动量应多大。许多“非物质产品”的

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里，达到某种结果所需要的某种劳动量多大，

和结果本身一样，要靠猜测。二十个教士在一起对犯罪者的感化，

也许是一个教士做不到的；六个医生会诊，能找到的有效药方，也

许是一个医生找不到的。一个审判团，也许比一个无人监督的审

判官能做出更为公正的裁判。保卫国家需要多少士兵，维持国内

秩序需要多少警察，治理好国家需要多少官吏，等等，所有这些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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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可研究的问题，例如在英国议会中，这些问题就经常引起争

论，虽然在英国，人们都很准确地知道，生产１０００磅纱所必需的纺

工劳动量有多大。至于另一些这类“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概念本

身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们产生的效用，恰好只取决于他们的人

数，只在于他们的人数本身。例如仆役就是这样，他们是他们主人

有钱有势的证据。他们人数越多，他们“生产”的效果就越大。因

此，萨伊先生始终认为：“非生产劳动者”的人数决不会增加到充分

的程度。［４００］

［（１４）］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关于

利润起源的庸俗见解。宣称“产业资本家”

是唯一的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

  ［４００］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思想的要素》，第四、五部

分《论意志及其作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一版１８１５年出版）。

“任何有用劳动都是真正的生产劳动，社会上的任何劳动阶级都同样应

当称为生产阶级。”（第８７页）

但是在这种生产阶级中，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又分出一个

“直接生产我们的一切财富的劳动阶级”（第８８页），

这也就是斯密所谓的生产工人。

相反，不生产阶级包括消费自己的土地的租金或货币的租金

的富人，这是“有闲阶级”。

“真正的不生产阶级是有闲者阶级，他们无所事事，专靠在他们以前业已

完成的劳动的产品，过着所谓养尊处优的生活，而这些产品或者是物化在一

些地产中，由他们把这些地产出租即租借给某个劳动者；或者是一些货币或

７７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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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由他们借出去，取得一定的报酬，这也是租借。这种人是蜂房里真正的

雄蜂（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①）。”（第８７页）这些有闲者“只能花费自己的

收入。如果他们花费［４０１］自己的资本，那末资本就将无法补偿，而他们的消

费，在短期间内过度增加之后，就会完全停止”。（第２３７页）

“这种收入不外是……劳动市民的活动的产品的扣除部分。”（第２３６

页）

这些“有闲者”直接使用的劳动者情况又怎样呢？从有闲者消

费商品这一点来说，他们不是直接消费劳动，而是消费生产工人的

劳动产品。因而这里谈的劳动者，是指那些由有闲者直接花费收

入来购买其劳动的劳动者；所以，是指那些直接从收入而不是从资

本取得自己工资的劳动者。

“因为占有它〈收入〉的那些人是有闲者，所以很明显，他们不管理任何生

产劳动。一切由他们支付报酬的劳动者唯一的用处是为他们提供享受。享受

当然是各种各样的…… 整个有闲阶级的开支……用于维持大批人口的生

活，这批人的生活由此得到保证，但他们的劳动是完全不生产的…… 这种

开支的某些部分也许多少有点用处，例如建筑房屋，改良土地。但这是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有闲者会暂时成为生产劳动的领导者。撇开这些微不足道的

例外情况，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这类资本家的全部消费在一切方面都是一

种纯损失，是已生产出来的财富的相应扣除部分。”（第２３６页）

｛具有真正斯密精神的政治经济学把资本家只看成人格化的

资本，看成Ｇ—Ｗ—Ｇ，看成生产当事人。但究竟谁来消费产品呢？

工人吗？不，不是工人。资本家自己吗？那他就成了大消费者、“有

闲者”，而不是资本家了。土地租金和货币租金的所有者吗？但他

们不会把他们消费的东西再生产出来，因而只会损害财富。不过，

在这种把资本家只看做现实的货币贮藏者，而不是看做象真正货

币贮藏者那样的幻想的货币贮藏者的矛盾看法中，有两点是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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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１）资本（从而也就是资本家，资本的人格化）只被看做促使生

产力和生产发展的当事人；（２）这里表现了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的

观点，对这种社会具有意义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不是

享受，而是财富。当上升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还没有学会把剥削

和消费结合起来，还没有使享用的财富从属于自己时，享用的财富

对它来说，是一种过度的奢侈。｝

“要发现这种收入〈有闲者赖以生活的收入〉怎样形成，始终必须追溯到

产业资本家。”（第２３７页注）“产业资本家〈第二种资本家〉包括所有经济部

门的一切企业主，即一切拥有资本的人……他们把自己的才能和劳动用于自

己利用资本，而不是把资本借给别人。因此，这种人不是靠工资过活，也不是

靠收入过活，而是靠利润过活。”（第２３７页）

在德斯杜特的著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正象在亚·斯密的著

作中已经明显地看出那样，表面上是在赞美生产工人，实际上不过

是赞美那些与土地所有者和单靠自己的收入过活的货币资本家相

对立的“产业资本家”。

“产业资本家……几乎把社会的全部财富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些人

在一年中，不仅支出这些财富的租金，而且支出资本本身；有时，如果事业的

进展相当迅速，他们还有可能在一年内作几次这样的支出。因为他们作为实

业家，支出只是为了使支出带着利润回到他们手里，所以，他们在这种条件下

能够支出愈多，他们的利润就愈大。”（第２３７—２３８页）

至于他们的个人消费，那末，这种消费是同有闲资本家的个人

消费一样的。不过，他们的个人消费

“一般说来是适度的，因为实业家通常是简朴的”。（第２３８页）他们的生

产消费就不一样了。“这种消费决不是最后的消费，它会带着利润回到他们

手里。”（同上）他们的利润必定是相当大的，不仅足以供他们“个人消费，而

且还”足以支付“从有闲资本家那里租借来的土地和货币的租金”。（第２３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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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斯杜特在这一点上是对的。土地的和货币的租金只不过是

产业利润中的“扣除部分”，是产业资本家从自己的总利润中交给

土地所有者和货币资本家的那一部分产业利润。

“有闲的富人的收入，只不过是从生产中取得的租金；只有生产才创造这

种收入。”（第２４８页）产业资本家“花费租金，租借他们〈有闲资本家〉的土

地、房屋和货币，并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由此取得超出租金之上的利润”，

［第２３７页］就是说，他们支付给有闲者的这种租金，只是利润的一部分。他们

这样支付给有闲资本家的这种租金，是“这些有闲者的唯一收入，是他们常年

支出的唯一基金”。（第２３８页）

直到现在为止，谈的都很好。但“雇佣工人”（即产业资本家使

用的生产工人）情况又怎样呢？

“他们除了自己日常的劳动之外，没有任何别的贮藏。这种劳动为他们

提供工资…… 但工资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明显，是从购买雇佣工人出卖的

劳动的［４０２］那些人的财产中来的，也就是从事先掌握在雇主手中、不外是积

累起来的以前劳动的产品的那种基金中来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虽然由

这种财富支付的消费，从它维持雇佣工人生活这个意义上来说，就是雇佣工

人的消费，但实质上支付消费的并不是雇佣工人，或者至少可以说，雇佣工人

只是用事先掌握在他们雇主手中的那种基金来支付消费。因此，必须把他们

的消费看作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雇佣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

那只手还回去…… 不仅应当把他们〈雇佣工人〉所支出的一切，而且应当把

他们所取得的一切，看成购买他们的劳动的人的实际支出和这些人本身的消

费。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要确定这种消费究竟是对现有财富会造成或多或

少的损失，还是相反地会促使现有财富增加……就必须知道资本家如何使用

他们所购买的劳动，因为一切都取决于这一点。”（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好极了。但是企业主能够用来给自己和有闲资本家等等支付

收入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

“有人问我，这些产业主怎么能赚取这样大的利润，他们能够从谁手里取

得这样大的利润。我回答说：那是因为他们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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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一切产品。”（第２３９页）

但是他们把这一切卖得比成本贵，是卖给谁呢？

“（１）他们彼此出售用来满足他们需要的全部消费品；他们用自己的一部

分利润来支付这些消费品；

（２）他们把产品卖给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劳动者。

通过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劳动者那里收回劳动者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劳

动者的少量积蓄除外；

（３）他们把产品卖给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

用的雇佣劳动者的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的全

部租金，就是通过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他们手里的。”（同上，第２３９页）

现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里划分的三项售卖。

（１）产业资本家自己吃掉自己产品（或利润）的一部分。他们

决不能因互相欺骗、互相把自己的产品卖得比所花费的成本贵而

发财致富。而且谁也不能用这种办法欺骗别人。如果Ａ把自己的

由产业资本家Ｂ吃掉的产品卖得过贵，那末Ｂ也会把自己的由产

业资本家Ａ吃掉的产品卖得过贵。这就好比Ａ和Ｂ都按照实际

价值互相出卖产品一样。这第一项告诉我们，资本家如何支出自

己的一部分利润；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家从哪里取得这部分利

润。无论如何，他们“彼此”“按高于生产成本的价格出卖他们生产

的一切产品”，并不能获得任何利润。

（２）同样，从他们按照超过生产费用的价格卖给自己工人的那

部分产品中，他们也不能取得任何利润。根据假定，工人的全部消

费实际上都是“购买他们的劳动的人本身的消费”。此外，德斯杜

特还补充说，资本家把自己的产品卖给雇佣劳动者（他自己的劳动

者和有闲资本家的劳动者）时，只是“收回劳动者的全部工资”。甚

至不是全部，而是工人的积蓄除外。资本家把产品究竟是贱卖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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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贵卖给工人，都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资本家始终只是收回他们给

工人的东西，正如前面所说的，雇佣工人“只不过是这只手拿进来，

那只手还回去”。资本家先把货币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然后他把自

己的产品“过贵”卖给工人，从而收回货币。但是，因为工人还给资

本家的货币，不能多于他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货币，所以，资本家

把自己的产品卖给工人，也决不能贵于他支付工人劳动的代价。

他在出卖自己的产品时从工人那里所能收回的货币，始终只和他

给工人劳动支付的货币一样多。一文钱也多不了。资本家的货币

量，怎么能由于这种“流通”而增加呢？

［４０３］此外，德斯杜特还有一个荒谬看法。资本家Ｃ把周工资

１镑支付给工人Ａ，然后卖给工人价值１镑的商品，从而取回这１

镑。特拉西认为，通过这种办法，资本家就取回了全部工资。但是，

他先给工人１镑货币，然后又给工人价值１镑的商品。可见，他事

实上给工人的是２镑：１镑商品和１镑货币。在这２镑当中，他以

货币形式取回了１镑。因此，他事实上没有从１镑工资中取回一文

钱。如果他要通过这样“取回”工资的办法（而不是通过工人用劳

动把资本家以商品预付给工人的东西还给资本家的办法）来发财

致富，那他很快就会碰壁。

这里，高贵的德斯杜特把货币流通和实际的商品流通混为一

谈了。因为资本家不是直接给工人价值１镑的商品，而是给工人１

镑货币，使工人现在能够自己决定购买什么商品，又因为工人在获

得他应得的那份商品之后，会以货币形式把资本家拨给他的商品

归还给资本家，所以德斯杜特就以为，当同一货币流回到资本家手

里时，资本家就把工资“取回”了。就在同一页上，德斯杜特先生还

说，流通现象“没有被很好地理解”（第２３９页）。的确，他自己就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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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没有理解这种现象。如果德斯杜特不是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来说

明“取回全部工资”，那末，这种荒谬看法，象我们马上就要提到的

那样，至少还是可以想象的。

（但是，在这以前还要举下面这个例子来说明他的绝顶聪明。

如果我走进一家店铺，店铺老板给我１镑，我用这１镑在他的店里

购买价值１镑的商品，那末，他就取回了这１镑。谁也不会硬说店

铺老板由于这桩买卖就变富了。他以前有１镑货币和价值１镑的

商品，现在只有１镑货币。即使他的商品的价值只是１０先令，而他

按１镑的价钱卖给我，他也仍然比出卖商品前少了１０先令，虽然

他把他拿出的１镑全部取回了。）

如果资本家Ｃ给工人１镑工资，然后又把价值１０先令的商品

按１镑的价钱卖给工人，那末，他当然会得到１０先令的利润，因为

他卖给工人的商品贵１０先令。但是从德斯杜特先生的观点来看，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还是不能理解资本家的利润怎么会必然由

此产生。（据说利润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是降低了

的工资，资本家在同工人的劳动交换时，事实上付给工人的那部分

产品比名义上付给工人的少。）如果他给工人１０先令，再把自己

的商品按１０先令的价钱卖给工人，那他就象给工人１镑，再把自

己的价值１０先令的商品按１镑的价钱卖给工人时一样富。而且德

斯杜特的推论是从必要工资的前提出发的。在这里，对利润的全

部说明，顶多也只能归结为工资上的诈骗勾当。

总之，这第二种情况表明，德斯杜特完全忘记了什么是生产工

人，他对利润的源泉一窍不通。最多也只能说，在资本家不是把产

品卖给自己的雇佣工人，而是卖给有闲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时

候，他用高于产品价值出卖产品的办法来创造利润。但因为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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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劳动者的消费，事实上只是有闲资本家的消费的一部分，所以我

们现在要考察第三种情况。

（３）第三，产业资本家把自己的产品高于产品价值过“贵”卖给

“有闲资本家。这种资本家把还没有付给自己直接雇用的雇佣劳动者的

那一部分收入支付给他们。他们每年付给这种资本家的全部租金，就是通过

这种或那种途径，再流回他们手里的”。

这里谈的租金回流等等，就象前面谈的取回全部工资一样，又

是一种幼稚的看法。例如，假定Ｃ把１００镑土地的或货币的租金

支付给Ｏ（有闲资本家）。这１００镑对于Ｃ来说，是支付手段。对于

Ｏ来说，是购买手段。Ｏ用这些货币从Ｃ的仓库里取得价值１００

镑的商品。这样，这１００镑就作为Ｃ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回到他手

里。但是他现在比以前少了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他没有直接把商

品给Ｏ，而是把１００镑货币给了Ｏ，Ｏ用这些货币向他购买价值

１００镑的商品。但Ｏ是用Ｃ的货币，不是用自己的基金来购买价

值１００镑的这些商品。而特拉西以为，通过这种办法，Ｃ支付给Ｏ

的租金会回到Ｃ手里。多么愚蠢！这是第一个荒谬之处。

第二，德斯杜特自己对我们说过，土地的和货币的租金只不过

是产业资本家利润中的扣除部分，因而只不过是这种利润中交给

有闲资本家的部分。如果现在假定，Ｃ用某种诡计把这部分全部收

回来［４０４］（不过，靠特拉西所说的两种办法中的任何一种，都是绝

对收不回来的），换句话说，如果假定资本家Ｃ既不向土地所有

者，也不向货币资本家支付任何租金，他把自己的全部利润都留给

自己，那末，正好需要说明的是，他究竟从哪里得到利润，他怎样创

造利润，利润是如何产生的。如果说他没有把利润的一部分交给土

地所有者和货币资本家，因而拥有利润或把利润留给了自己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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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不能说明这个问题，那末，同样，他以某种方法把以前在某种名

义下交给有闲资本家的那部分利润，全部或部分地从有闲资本家

口袋里取回来的说法也不能说明这个问题。这是第二个荒谬之处。

但是我们且把这些荒谬之处撇开不谈。Ｃ由于向Ｏ（有闲资本

家）租借土地或货币，必须付给Ｏ１００镑的租金。他从自己的利润

中支付这１００镑（而利润是从哪里产生的，我们还是不知道）。然

后他把自己的产品卖给Ｏ，这些产品或是直接由Ｏ自己吃掉，或

是由他的食客（非生产的雇佣劳动者）吃掉；Ｃ把这些产品过贵卖

给他，例如比价值高２５％。他把价值８０镑的产品按１００镑卖给

Ｏ。在这种情况下，Ｃ无疑赚得２０镑利润。Ｃ给了Ｏ一张价值１００

镑商品的票据。可是当Ｏ拿这张票据去兑现时，Ｃ付给他的只是

价值８０镑的商品，因为他把自己商品的名义价格比价值提高了

２５％。即使Ｏ满足于这种状况，即消费价值８０镑的商品而支付

１００镑，Ｃ的利润也决不会超过２５％。这种价格，这种欺骗，会逐年

继续下去。但是Ｏ想吃掉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如果他是土地所有

者，他会怎么办呢？他会把一块土地按２５镑抵押给资本家Ｃ，Ｃ为

此供给他价值２０镑的商品，因为Ｃ是按高于商品价值２５％（
１
４）

的价格出卖商品。如果Ｏ是货币贷放者，他就会从自己的资本中

给资本家Ｃ２５镑，资本家Ｃ为此供给他价值２０镑的商品。

假定资本（或土地价值）按５％的利息借出。那时资本是２０００

镑。现在资本只有１９７５镑。这个Ｏ的租金现在等于９８３
４镑。这

种情形会继续下去：Ｏ始终消费１００镑实际的商品价值，他的租金

则不断减少，因为要获得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他就始终必须吃掉自

己资本的愈来愈大的部分。这样，Ｃ就会逐渐把Ｏ的全部资本拿

到自己手里，并且把他的租金，即把他用借来的资本获得的利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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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先交给有闲资本家Ｏ的那部分，连同资本一道据为己有。显然，

德斯杜特先生也想到了这个过程，因为他接着说：

“但是，有人会说，如果情形是这样，如果产业主确实每年收获的比播种

的多，那末，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就一定会占有全部社会财富，在国内很快

就会只剩下没有财产的雇佣劳动者和资本主义企业主了。这是对的。只要企

业主或他们的继承人在发财之后不是放弃经营，因而不是不断地补充有闲资

本家阶级的队伍，情形的确会如此；尽管常有这种变迁，我们仍然可以看到，

当一国的生产在一段时间内有所发展而没有发生太大的震动时，企业主的资

本总是会不断增加，这种增加不仅同总财产的增加成比例，而且还大大超过

…… 还可以补充一句，如果没有历届政府每年以赋税形式加给产业阶级的

庞大负担，这种结果还会显著得多。”（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德斯杜特先生的话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完全对的，不过他想要

说明的那种东西根本不是这样。在中世纪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上

升的时期，“产业资本家”迅速致富，其中一部分原因，就是他们直

接欺骗土地所有者。由于美洲的发现，货币价值降低了，租地农场

主名义上而不是实际上继续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原来的租金，而工

业家却不仅按照提高了的货币价值，而且甚至高于商品的价值，把

商品卖给这些土地所有者。同样，在国家的主要收入以地租形式

掌握在土地所有者、君主等等手里的所有那些国家里，例如在亚洲

国家，人数不多因而不受竞争影响的工业家，按照垄断价格把自己

的商品卖给土地所有者、君主等等，从而把这些人的一部分收入据

为己有，［４０５］他们不仅由于把“无酬”劳动卖给这些人，而且由于

按照比商品中包含的更大的劳动量出卖商品而发财致富。不过，

德斯杜特先生认为出借货币的资本家也同样受到欺骗，这就又不

对了。相反，这些资本家取得高额利息，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分享这

种高额利润，参加这种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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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这段话表明，德斯杜特先生脑中也浮现过这种现象：

“我们只要看一看这样的事实：三、四百年前，在整个欧洲，同各种有权势

的人物的庞大财富相比，他们〈产业资本家〉是弱小的，可是今天，他们的人数

增加了，力量增强了，而那些人的财富却减少了。”（同上，第２４１页）

德斯杜特先生想给我们说明产业资本的利润，而且是高额利

润。他对这个问题做了双重的说明。第一，这些资本家以工资和租

金形式支付的货币，会流回他们手里，因为这些工资和租金会被用

来购买他们的产品。而事实上，这只不过说明了，为什么他们不是

双重地支付工资和租金——先是以货币形式支付，然后再以同一

货币额的商品形式支付。第二个说明是，他们高于商品价格过贵

出卖自己的商品：第一，贵卖给自己，也就是欺骗自己和互相欺骗；

第二，贵卖给工人，这又是欺骗自己，因为德斯杜特先生对我们说

过，“必须把”雇佣工人的消费“看作是雇用他们的那些人的消费”

（第２３５页）；最后，第三，贵卖给租金所得者，也就是欺骗这些人；

这确实能说明，为什么产业资本家会把自己利润的愈来愈大的部

分留给自己，而不把它交给有闲资本家。这能表明，为什么总利润

在产业资本家和非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会愈来愈牺牲后者而

有利于前者。但这丝毫不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总利润是从哪里来

的。即使假定产业资本家占有了全部利润，也仍然有这一个问题：

利润是从哪里来的？

可见，德斯杜特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只不过暴露了，他把货币

的回流看作商品本身的回流。这种货币的回流仅仅表示，资本家

起初不是用商品而是用货币支付工资和租金；然后这些货币被用

来购买他们的商品，这样，他们也就是以间接的方式用商品来支付

了。因此，这些货币不断地流回他们手中，但只有在同一货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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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的商品最终地从他们手里取走，而加入雇佣工人和租金所得者

的消费的条件下，才会流回他们手中。

德斯杜特先生（纯粹按法国方式，我们在蒲鲁东那里也看到这

种自我惊叹）完全是在叹赏

“对我们财富的消费的这种考察……把社会整个运动解释得多么清晰。

这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真理。这使人想起了

镜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的正确

比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歪曲

的”。（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下面，德斯杜特先生完全是附带地想起了亚·斯密书中所谈

的事物的实际状态，但实质上他只是用一些词句复述这种事物的

实际状态，并不了解其真正含意；不然的话，这位法国研究院８５的

院士就决不会放射出上述的“光流”来。德斯杜特写道（第２４６页）：

“这些有闲者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来自租金吗？而租金是由那些

使有闲者的资本发挥作用的人，也就是由那些用有闲者的基金雇用劳动，从

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的人，一句话，由产业家从自己的利

润中支付给有闲者的。”

｛啊哈！这就是说，产业资本家由于向有闲资本家借用基金而

支付给后者的租金（以及他们自己的利润）是这样得到的：他们用

这种基金雇用劳动，从而“生产出比劳动本身的费用更多的产品”，

也就是说，这种劳动的产品比完成这种劳动的工人所得到的代价

具有更大的价值；可见，利润来自雇佣工人所生产的、超过维持自

己生活的费用的东西，即来自剩余产品。产业资本家占有这种剩余

产品，只把其中的某一部分交给土地租金和货币租金的所得者。｝

但德斯杜特先生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不应追溯到这些生产工

人，而应追溯到使用这些生产工人的资本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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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正是他们养活有闲者所雇用的雇佣劳动者。”（第２４６页）

这是不言而喻的。既然他们直接剥削劳动，而有闲资本家只

是通过他们作中介来剥削劳动。在这个意义上，把产业资本看作

财富的源泉是正确的。

［４０６］“所以，要寻找一切财富的源泉，总是要追溯到这种人〈产业资本

家〉。”（第２４６页）

“久而久之，财富就积累到相当的数量，因为以前劳动的成果不会一生产

出来就都消费掉。在这些财富的所有者当中，有一部分人满足于从财富取得

租金并消费这些租金。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有闲资本家。另一部分比较积极的

人，把自己的和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基金运用起来。他们用这些基金来支付劳

动的报酬，而劳动把这些基金再生产出来，同时带来利润。”

｛可见，这里不仅是把这些基金再生产出来，而且把构成利润

的那个余额也生产出来了。｝

“他们用这种利润支付他们自己的消费和支付别人的消费。由于这种消

费〈他们自己以及有闲资本家的消费吗？这又是以前那种荒谬说法〉，他们的

基金回到他们手中，并有所增加，然后他们再从头开始。这也就是流通。”

（第２４６—２４７页）

关于“生产工人”的研究及其结果——只有被产业资本家购买

的工人，只有用劳动为劳动的直接购买者生产利润的工人，才是生

产工人——使德斯杜特先生得出这样的结论：产业资本家实际上

是唯一的最高意义上的生产劳动者。他说：

“靠利润生活的人〈产业资本家〉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

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情况必定是这样，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

的源泉，因为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从而给现时的劳动

指出有用的方向。”（第２４２页）

说他们“给现时的劳动指出有用的方向”，事实上只不过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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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雇用有用劳动，雇用会生产出使用价值的劳动。但是，说他们

“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如果这不应当还是指上面那个意思，即

他们使用积累的财富来从事生产，来生产使用价值，那就是指他们

“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来购买比它们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现时

的劳动。在刚刚引用的这句话中，德斯杜特天真地概括了构成资

本主义生产实质的矛盾。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资本

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并且日益增长的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不是从事

劳动的人，而是从别人的劳动中取得利润的人。劳动的生产力就

是资本的生产力。

“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我们的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而

任何一种受到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第２４３页）

从这里，按照德斯杜特的看法，当然可以得出结论说：产业资

本家“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共财富，创造全部享

受资料”。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所以劳动能力不是

财富。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这就是说，劳动为自己以外的其他

一切人生产财富，而它本身不是财富，只有它的产品才是财富。任

何一种受到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

劳动，任何一种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都是受到良好管理的。

德斯杜特下面一些话不是就消费者的不同阶级说的，而是就

消费品的不同性质说的，这些话很好地转述了亚·斯密的看法。

亚·斯密在第二篇第三章末尾研究了哪一种（非生产）支出，即哪

一种个人消费，收入的消费比较有利，哪一种支出比较不利。他在

研究开始时用了这样的话（加尔涅的译本，第２卷第３４５页）：

“如果说节约增加资本总量，浪费减少资本总量，那末，收支相抵的人的

行为，既不积累也不损及自己的基金，既不增加也不减少资本总量。不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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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花费收入的方法，看来比别的方法更能促进普遍福利的增长。”

德斯杜特这样概括斯密的论述：

“消费因消费者的性质不同而大不相同，消费还因消费品的性质不同而

有所变化。的确，一切物品都代表劳动，但是，劳动的价值固定在一种物品上

的时间，比固定在另一种物品上的时间更持久。制造焰火可能与开采和琢磨

钻石花费同样多的辛劳，因而前者可能和后者具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当我

把这两者买来，付了价钱并加以使用时，焰火过半小时就无影无踪了，而钻石

过一百年还可能成为我的子孙的财富源泉……［４０７］有人〈即萨伊先生〉称为

非物质产品的东西也是如此。某种发现具有永久的效用。某种文学作品，某

一幅画，也具有相当长久的效用，而一个舞会、一个音乐会、一出戏剧的效用

则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关于医生、律师、士兵、家仆以及所有一般称为雇

员的人的个人服务，也可以这样说。他们的效用只在需要他们的瞬间才存在

…… 最快的消费是最有破坏性的消费，因为它会在同样的时间内消灭最大

量的劳动，或者在最短的时间内消灭同量的劳动；和这种消费相比，任何一种

较慢的消费都是一种贮藏，因为它使我们有可能把今天放弃使用的部分留待

将来享用…… 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价格相同，买一件可以穿三年的衣服，比

买一件只能穿三个月的衣服，要经济得多。”（第２４３—２４４页）

［（１５）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

区分的反驳的一般特点。把非生产消费

看成对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辩护论观点］

  大多数反驳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著作

家，都把消费看作对生产的必要刺激。因此，在他们看来，那些靠

收入来生活的雇佣劳动者，即非生产劳动者（对他们的雇用并不生

产财富，而雇用本身却是财富的新的消费），甚至从创造物质财富

的意义来说，也和生产工人一样是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扩大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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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范围，从而扩大生产的范围。可见，这种看法大部分是从资

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出发，一方面为有闲的富人和提供服务给富人

消费的“非生产劳动者”辩护，另一方面为开支庞大的“强大政府”

辩护，为国债的增加，为占有教会和国家的肥缺的人、各种领干薪

的人等等辩护。因为所有这些非生产劳动者——他们的服务体现

为有闲的富人的一部分支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生产

“非物质产品”，但消费“物质产品”即生产工人的劳动产品。

另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例如马尔萨斯，虽然承认生产劳动者和

非生产劳动者有区别，但是又向“产业资本家”证明，甚至就生产物

质财富来说，非生产劳动者也象生产劳动者一样对他是必要的。

在这里，说生产和消费是等同的，或者说消费是一切生产的目

的或生产是一切消费的前提，都毫无用处。撇开上述倾向不谈，作

为全部争论的基础的，倒是下面这些：

工人的消费，平均起来只等于他的生产费用，而不等于他的产

品。因此，全部余额都是工人为别人生产的，所以工人的这部分产

品全是为别人而生产。其次，“产业资本家”迫使工人进行这种剩

余生产（即超过工人本身生活需要的生产），并且运用一切手段来

尽量增加这种同必要生产相对立的相对剩余生产，直接把剩余产

品据为己有。但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是为生产而生产，想为

发财而发财。既然他是资本职能的单纯执行者，即资本主义生产

的承担者，他所关心的就是交换价值和它的增加，而不是使用价值

和它的数量的增加。他只关心抽象财富的增加，对别人劳动的愈

来愈多的占有。他象货币贮藏者一样，完全受发财的绝对欲望支

配，所不同的只是，他并不以形成金银财宝的幻想形式来满足这种

欲望，而是以形成资本的形式即实际生产的形式来满足这种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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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剩余生产是为别人而生产，正常的资本家，即“产业资本家”

的生产则是为生产而生产。当然，他的财富愈增加，他也就愈背弃

这种理想而成为挥霍者，哪怕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财富也好。

不过，他始终是昧着良心、怀着精打细算的念头去享用财富。“产

业资本家”无论怎样挥霍，他实质上仍然和货币贮藏者一样吝啬。

西斯蒙第说，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工人有可能得到愈来愈多

的享受，但这些享受如果给了工人，就使他（作为雇佣工人）不适宜

于劳动了。①如果是这样，那末，同样可以正确地说，“产业资本家”

一旦成为享用财富的代表，一旦开始追求享受的积累，而不是积累

的享受，他就或多或少不能执行自己的职能了。

可见，“产业资本家”也是剩余生产即为别人而生产的生产者。

一方面有这种剩余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有剩余消费，一

方面是为生产而生产，与此相对，另一方面必定是为消费而消费。

“产业资本家”必须交给地租所有者、国家、国债债权人、教会等等

只消费收入的人的东西［４０８］，固然绝对减少他的财富，但是使他

发财的贪欲旺盛不衰，从而保存他的资本主义灵魂。如果土地租

金和货币租金的所得者等等也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生产劳动上，

而不花费在非生产劳动上，目的就不会达到。他们自己就会成为

“产业资本家”，而不再代表消费的职能。以后我们还会知道，一个

李嘉图主义者和一个马尔萨斯主义者之间，曾就这个问题展开过

一场极为滑稽的争论。８６

生产和消费是内在地［ａｎｓｉｃｈ］不可分离的。由此可以得出结

３９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① 西斯蒙第说：“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远远超过他
自己所必需消费的。但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这种财富如果供他自己
消费，就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新原理》第１卷第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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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因为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内实际上是分离的，所以它们的

统一要通过它们的对立来恢复，就是说，如果Ａ必须为Ｂ生产，Ｂ

就必须为Ａ消费。正如每个资本家从他这方面说，都希望分享他

的收入的人有所浪费一样，整个老重商主义体系也是以这样的观

念为根据：一个国家从自己这方面必须节俭，但是必须为别的沉湎

于享受的国家生产奢侈品。这里始终是这样的观念：一方是为生

产而生产，因此另一方就是消费别国的产品。这种重商主义体系

的观念在佩利博士的《道德哲学》一书第二卷第十一章中也表现出

来：

“节俭而勤劳的民族，用自己的活动去满足沉湎于奢侈的富有国家的需

要。”８７

        

德斯杜特说：“他们〈“我们的政治家”，即加尔涅等人〉提出这样的总原

则：消费是生产的原因，因而消费愈多愈好。他们硬说，正是这一点造成社会

经济和私人经济之间的巨大差别。”（同上，第２４９—２５０页）

下面这句话也很好：

“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同上，第２３１页）

［（１６）］昂利·施托尔希［对物质生产和

精神生产相互关系问题的反历史态度。

关于统治阶级的“非物质劳动”的见解］

  昂利·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让·巴·萨伊出版，１８２３

年巴黎版（这是为尼古拉大公讲授的讲义，完成于１８１５年。）第

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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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加尔涅之后，施托尔希事实上是第一个试图以新的论据来

反驳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人。

他把“内在财富即文明要素”同物质生产的组成部分——物质

财富区别开来，“文明论”应该研究文明要素的生产规律（同上，第

３卷第２１７页）。（在第一卷第１３６页上，我们读到：

“显然，人在没有内在财富之前，即在尚未发展其体力、智力和道德力之

前，是决不会生产财富的，而要发展这些能力，必须先有手段，如各种社会设

施等等。因此，一国人民愈文明，该国国民财富就愈能增加。”反过来也一

样。）

他反对斯密说：

“斯密……把一切不直接参加财富生产的人排除在生产劳动之外；不过

他所指的只是国民财富…… 他的错误在于，他没有对非物质价值和财富作

出应有的区分。”（第３卷第２１８页）

事情其实就此完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对于斯

密所考察的东西——物质财富的生产，而且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

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精神生产中，

表现为生产劳动的是另一种劳动，但斯密没有考察它。最后，两种

生产的相互作用和内在联系，也不在斯密的考察范围之内；而且，

物质生产只有从它本身的角度来考察，才不致流于空谈。如果说

斯密曾谈到并非直接生产的劳动者，那只是因为这些人直接参加

物质财富的消费，而不是参加物质财富的生产。

从施托尔希的著作本身来看，他的“文明论”虽然有一些机智

的见解，例如说物质分工是精神分工的前提，但是依然脱不掉陈词

滥调。仅仅由一个情况就可以看出，施托尔希的著作必然会如此，

他甚至连表述这个问题都还远远没有做到，更不用说解决这个问

５９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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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了。要研究精神生产［４０９］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

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

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

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

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

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从而也就不能超出

庸俗的见解。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的空话而说的。

其次，从物质生产的一定形式产生：第一，一定的社会结构；第

二，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人们的国家制度和人们的精神方式由

这两者决定，因而人们的精神生产的性质也由这两者决定。

最后，施托尔希所理解的精神生产，还包括统治阶级中专门执

行社会职能的各个阶层的职业活动。这些阶层的存在以及他们的

职能，只有根据他们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结构才能够理解。

因为施托尔希不是历史地考察物质生产本身，他把物质生产

当作一般的物质财富的生产来考察，而不是当作这种生产的一定

的、历史地发展的和特殊的形式来考察，所以他就失去了理解的基

础，而只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既理解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组成

部分，也理解一定社会形态下自由的精神生产。他没有能够超出

泛泛的毫无内容的空谈。而且，这种关系本身也完全不象他原先

设想的那样简单。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

术和诗歌相敌对。不考虑这些，就会坠入莱辛巧妙地嘲笑过的十

八世纪法国人的幻想。８８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

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作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

《亨利亚特》８９来代替《伊利亚特》。

但是，施托尔希在专门反对加尔涅这个最早对斯密进行这种

６９２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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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驳的人的时候，所强调指出的东西则是正确的。那就是：他强调

指出反对斯密的人把问题完全弄错了。

“批评斯密的人做些什么呢？他们完全没有弄清这种区分〈“非物质价值”

和“财富”之间的区分〉，他们把这两种显然不同的价值完全混淆起来。〈他们

硬说，精神产品的生产或服务的生产就是物质生产。〉他们把非物质劳动看

做生产劳动，认为这种劳动生产〈即直接生产〉财富，即物质的、可交换的价

值；其实，这种劳动只生产非物质的、直接的价值；批评斯密的人则根据这样

的假定，即非物质劳动的产品也象物质劳动的产品一样，受同一规律支配；其

实，支配前者的原则和支配后者的原则并不相同。”（第３卷第２１８页）

我们要指出施托尔希的下面这些常被后来的著作家抄引的论

点：

“因为内在财富有一部分是服务的产品，所以人们便断言，内在财富不比

服务本身更耐久，它们必然是随生产随消费。”（第３卷第２３４页）“原始的内

在财富决不会因为它们被使用而消灭，它们会由于不断运用而增加并扩大起

来，所以，它们的消费本身会增加它们的价值。”（同上，第２３６页）“内在财富

也象一般财富一样，可以积累起来，能够形成资本，而这种资本可以用来进行

再生产”等等。（同上，第２３６页）“在人们能够开始考虑非物质劳动的分工以

前，必须先有物质劳动的分工和物质劳动产品的积累。”（第２４１页）

这一切只不过是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之间的最一般的表面的

类比和对照。例如他的下面那种说法也是如此，他说，不发达的国

家从外国吸取自己的精神资本，就象物质上不发达的国家从外国

吸取自己的物质资本一样（同上，第３０６页）；他还说，非物质劳动

的分工决定于对这种劳动的需求，一句话，决定于市场，等等（第

２４６页）。

下面这些话是直接抄来的：

［４１０］“内在财富的生产决不会因为它所需要的物质产品的消费而使国

７９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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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财富减少，相反，它是促进国民财富增加的有力手段”，反过来也是一样，

“财富的生产也是增进文明的有力手段”。（同上，第５１７页）“国民福利因这两

种生产的平衡而不断增长。”（第５２１页）

施托尔希认为，医生生产健康（但他也生产疾病），教授和作家

生产文化（但他们也生产蒙昧），诗人、画家等等生产趣味（但他们

也生产乏味），道德家等等生产道德，传教士生产宗教，君主的劳动

生产安全，等等（第３４７—３５０页）。但是同样完全可以说，疾病生

产医生，愚昧生产教授和作家，乏味生产诗人和画家，不道德生产

道德家，迷信生产传教士，普遍的不安全生产君主。这种说法事实

上是说，所有这些活动，这些“服务”，都生产现实的或想象的使用

价值；后来的著作家不断重复这种说法，用以证明上述这些人都是

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也就是说，他们直接生产的不是特殊种类

的产品，而是物质劳动的产品，所以他们直接生产财富。在施托尔

希的书中还没有这种荒谬说法。其实这种荒谬说法完全可以由下

面各点来说明：

（１）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各种职能是互为前提的；

（２）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

上层建筑成为必要，这些阶层的活动不管是好是坏，因为是必要

的，所以总是好的；

（３）一切职能都是为资本家服务，为资本家谋“福利”；

（４）连最高的精神生产，也只是由于被描绘为、被错误地解释

为物质财富的直接生产者，才得到承认，在资产者眼中才成为可以

原谅的。

８９２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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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纳骚·西尼耳［宣称对资产阶级

有用的一切职能都是生产的。对资产

阶级和资产阶级国家阿谀奉承］

  威·纳骚·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让·阿里瓦本译，

１８３６年巴黎版。

纳骚·西尼耳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说：

“照斯密看来，犹太人的立法者是非生产劳动者。”（同上，第１９８页）

这是指埃及的摩西，还是指摩西·门德尔森？摩西将会因自己

被称为斯密所谓的“生产劳动者”，而十分感谢西尼耳先生吧。这

些人如此拘守于自己的资产阶级固定观念，以致认为，如果把亚里

士多德或尤利乌斯·凯撒称为“非生产劳动者”，那就是侮辱他们。

其实，单是“劳动者”这个名称，就会使亚里士多德和凯撒感到侮辱

了。

“一个医生开药方把病孩治好，从而使他的生命延续好多年，这个医生难

道不是生产持久的结果吗？”（同上）

胡说八道！如果孩子死了，结果同样是持久的。如果孩子的病

没有治好，医生的服务还是要得到报酬的。照纳骚看来，医生只有

把病治好，律师只有把官司打赢，士兵只有把仗打胜，才能得到报

酬了。

但是他现在变得真正崇高起来了，他说：

“起来反抗西班牙人的暴政的荷兰人，或者起义反对有可能变得更可怕

的暴政的英国人，难道只生产了短暂的结果吗？”（同上，第１９８页）

真是美文学式的废话！荷兰人和英国人举行起义是靠自己负

９９２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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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费用。谁也没有为了他们“在革命中”劳动而给他们支付代价。

在关于生产劳动者或非生产劳动者的问题上涉及的始终是劳动的

买者和卖者。多么愚蠢！

这些家伙在对斯密的反驳中发表的庸俗的美文学，不过表明

他们是“有教养的资本家”的代表，而斯密则是露骨粗鲁的资产者

暴发户的解释者。有教养的资产者及其代言人非常愚蠢，竟用对

钱袋的［４１１］影响来衡量每一种活动的意义。另一方面，他们又很

有教养，连那些同财富的生产毫不相干的职能和活动，也加以承

认，而且他们之所以加以承认，是因为这些活动会“间接地”使他们

的财富增加等等，总之会执行一种对财富“有用的”职能。

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的其他各种

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生产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

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从而也会改变人

作为物质财富、商品的创造者所执行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

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们以什么形

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

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

“有些国家，没有士兵的守卫便根本不可能耕种土地。可是，按照斯密的

分类法，收成并不是扶犁的人和手执武器守卫在他旁边的人共同劳动的产

品；照斯密的说法，只有土地耕种者才是生产劳动者，士兵的活动则是非生产

的。”（同上，第２０２页）

第一，这是错误的。斯密会说，士兵的活动生产保卫，但不生

产谷物。如果国内建立了秩序，那末土地耕种者就会象以前一样

继续生产谷物，但不必另行生产士兵的给养，从而不必生产士兵的

生命。士兵象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一样，属于生产上的非生

００３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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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费用①，这些非生产劳动者，无论在精神生产领域还是在物质生

产领域，都什么也不生产，他们只是由于社会结构的缺陷，才成为

有用的和必要的，他们的存在，只能归因于社会的弊端。

但纳骚会说，如果发明一种机器，使２０个工人中有１９个人成

为多余的，那末这１９个人也就成了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了。但

是，尽管生产的物质条件、耕作本身的条件保持不变，士兵也可能

成为多余的。而１９个工人却只有在剩下的那１个工人的劳动的生

产能力提高到２０倍之后，因而只有在生产的现有物质条件发生革

命之后，才能成为多余的。而且布坎南已经指出：

“比方说，如果士兵由于他的劳动有助于生产，便应当被称为生产劳动

者，那末生产工人就有同样的权利要求得到军人的荣誉了，因为毫无疑问，没

有生产工人的协助，任何军队也不能上战场去打仗并取得胜利。”（大·布

坎南《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１８１４年爱丁堡

版第１３２页）

“一个国家的财富不取决于生产服务的人和生产价值的人之间的人数比

例，而取决于这两种人之间最能使每种人的劳动具有最大生产能力的那种比

例。”（西尼耳，同上第２０４页）

斯密从来没有否认这一点，因为他想使国家官吏、律师、教士

等等这些“必要的”非生产劳动者，减少到非有他们的服务不可的

限度。无论如何，这也就是他们能使生产工人的劳动具有最大的

生产能力的那种“比例”。至于其他的“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们

的劳动是每一个人为了享用他们的服务而随意购买的，也就是说，

是每一个人把它作为随便挑选的消费品来购买的，所以，就可能出

现各种不同的情况。这些靠收入过活的劳动者的人数，同“生产”

１０３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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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人数相比可能很多，第一，是因为财富一般说来并不很多或

者带有片面性，例如，中世纪的贵族及其仆从的情形就是这样。他

们和他们的仆从不是消费相当数量的工业品，而是吃掉自己的农

产品。当他们不是这样而开始消费工业品的时候，他们的仆从就

不得不从事劳动了。靠收入过活的人所以这样多，只是因为有很

大一部分年产品不是为了再生产而消费。但是，人口的总数并不

很多。第二，靠收入过活的人数可能很多，是因为生产工人的生产

率高，即他们生产的用来养活仆从的剩余产品多。在这种情况下，

不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仆从，生产工人的劳动才是生产的，相反，是

因为生产工人的劳动具有这样大的生产能力，所以才有这么多的

仆从。

如果两个国家人口相等，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同，那就始

终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同亚·斯密一起说：两国的财富应由生产劳

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比例来衡量。因为这不过表明，在生

产工人人数较多的国家里，有较大量的年收入是为了再生产而消

费，因而每年会生产较大量的价值。可见，西尼耳先生只不过是复

述［４１２］亚当的论点，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来同亚当相对立。后

来，他自己在这里也区分了“服务的生产者”和“价值的生产者”，这

样一来，他也就和大多数反对斯密的区分的人们一样：他们接受并

且自己也采用了他们所反驳的那种区分。

值得注意的是：一切在自己的专业方面毫无创造的“非生产

的”经济学家，都反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但是，对于

资产者来说，“非生产的”经济学家们的这种立场，一方面表示阿谀

奉承，力图把一切职能都说成是为资产者生产财富服务的职能；另

一方面表示力图证明资产阶级世界是最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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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切都是有用的，而资产者本人又是如此有教养，以致能理解这

一点。

对于工人来说，这种看法是要人们确信，非生产人员消费大量

产品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非生产消费者象工人一样能促进财

富的生产，不过是以自己特殊的方式罢了。

但是，纳骚终于说漏了嘴，表明他对斯密所做的本质区分一窍

不通。他说：

“看来，实际上在这种场合，斯密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大土地所有者的状

况方面。他关于非生产阶级的意见一般只适用于这一种人。否则，我就无法

解释他的这种论断：资本只用来维持生产劳动者，而非生产劳动者则靠收入

过活。在他突出地称为非生产劳动者的人们当中，最大一部分人，象教师、治

理国家的人，都是靠资本维持，即靠预付在再生产中的资金维持。”（同上，

第２０４—２０５页）

这里，确实使人惊讶得目瞪口呆。纳骚先生关于国家和学校

教师靠资本生活，而不是靠收入生活的发现，无须作进一步的注

解。如果西尼耳先生想用这些话告诉我们，他们是靠资本的利润

生活，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靠资本生活，那末，他只是忘记了，资

本的收入并不是资本本身，这个收入，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

并不预付在再生产中，相反，它本身倒是再生产的结果。或者，西

尼耳这样想是因为有一些税收加入某些商品的生产费用，因而加

入某些生产的开支？那他应该知道，这只是对收入课税的一种形

式。   

关于施托尔希，纳骚·西尼耳这个自作聪明的家伙还指出：

“施托尔希先生断言，这些结果〈健康、趣味等等〉象其他有价值的物品一

样，是拥有这些结果的人的收入的一部分，并且同样可以交换〈就是说，可以

从它们的生产者手里购买〉；他无疑是错了。如果是这样，如果趣味、道德、宗

３０３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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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确实是可以购买的物品，那末，财富的意义就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完

全不同了。我们购买的决不是健康、知识和虔诚。医生、牧师、教师……只能

生产那种用以多少可靠地和完善地把这些进一步的结果生产出来的手段

…… 既然在每一种情况下，为了取得成就，都要使用最合适的手段，那末，

即使没有取得成就，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这些手段的生产者也有权得到报

酬。一旦提出了劝告或授了课，因此得到了报酬，交换也就完成了。”（同上，

第２８８—２８９页）

最后，伟大的纳骚自己又接受了斯密的区分。就是说，他以

“生产消费和非生产消费”的区分（第２０６页）来代替生产劳动和非

生产劳动的区分。而消费品要么是商品，——但这里不是谈商

品，——要么直接是劳动。

根据西尼耳的说法，生产消费，是指使用这样一种劳动的消

费，这种劳动或者再生产劳动能力本身（例如教师或医生的劳动），

或者再生产用来购买这种劳动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非生产消费，

则是指既不生产前者也不生产后者的那种劳动的消费。而斯密

说：只能用于生产的（即产业的）消费的劳动，我称为生产劳动，能

够用于非生产的消费的劳动（这种劳动的消费按其性质来说不是

生产消费），我称为非生产劳动。可见，西尼耳先生在这里是靠事

物的新名称来证明自己的才智。

总的说来，纳骚是抄袭施托尔希的著作。

［（１８）］佩·罗西［对经济现象的社会形式的忽视。

关于非生产劳动者“节约劳动”的庸俗见解］

  ［４１３］佩·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讲授）１８４２

年布鲁塞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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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就在这里！

“间接的〈生产〉手段包括一切能促进生产，有助于消除障碍，使生产更有

效、更迅速、更简便的东西。〈在此之前，他在第２６８页上说：“有直接的生产手

段和间接的生产手段。也就是说，有些生产手段是取得我们所关心的结果的

必要条件，是完成这种生产的力量；另一些生产手段有助于生产，但不是进行

生产。前者甚至能够单独起作用，后者只能在生产过程中帮助前者。”〉……

任何一种政府劳动都是间接的生产手段…… 制造这顶帽子的人必须承认，

在街上巡逻的宪兵、坐在法庭上的法官、关押犯人的狱吏、守卫国境防止敌人

侵犯的军队，所有这些人都促进生产。”（第２７２页）

制造帽子的人意识判，为了使他能够生产和出卖这顶帽子，全

世界都动了起来，他是多么高兴！罗西让这个狱吏等等间接地——

不是直接地——促进物质生产，事实上就是作了和亚当同样的区

分（见第十二讲）。

罗西在下一讲即第十三讲里专门攻击斯密——其实罗西同他

的先辈们几乎一样。

他说，对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的错误区分，是由三个原

因造成的。

（１）“在买者当中，一部分人购买产品或劳动，是为了个人直接消费它们；

另一部分人购买它们，只是为了把他们用购得的产品和买到的劳动制造的新

产品出卖。对于前一种人来说，有决定意义的是使用价值，对于后一种人来

说，有决定意义的是交换价值。”当人们只注意交换价值时，就会犯斯密的

错误。“我的仆人的劳动对我来说是非生产的，——暂且承认这一点；但是，

难道这种劳动对他自己来说也是非生产的吗？”（同上，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既然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是：直接购买劳动，以便在生产

过程中不经购买而占有所使用的劳动的一部分，然后又以产品形

式把这一部分卖掉；既然这是资本存在的基础，是资本的实质，那

末，生产资本的劳动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二者之间的区分，不就是

５０３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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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吗？斯密并不否认，仆人的劳动对他

自己来说是生产的。每种服务对它的卖者来说都是生产的。假誓

约对那个靠假誓约获得现金的人来说是生产的。伪造文件对那个

靠伪造文件赚钱的人来说是生产的。杀人对那个因杀人而得到报

酬的人来说是生产的。诬陷者、告密者、食客、寄生者、谄媚者，只

要他们的这种“服务”不是无酬的，他们的这些勾当对他们来说就

都是生产的。按照罗西的看法，所有这些人都是“生产劳动者”，不

仅是财富的生产者，而且是资本的生产者。自己给自己支付报酬

的骗子手，——同法官和国家所做的完全一样，——也是“按照一

定的方式，使用一种力量，生产一种满足人的需要的结果”［同上，

第２７５页］，就是说，满足盗贼的需要，也许还满足他的妻子儿女的

需要。这样说来，如果全部问题只在于生产一种满足“需要”的“结

果”，或者说，如果一个人只要出卖自己的“服务”就可以把这种服

务算作“生产的”，就象上述情况那样，那末，这个骗子手就是生产

劳动者了。

（２）“第二个错误是没有区分直接生产和间接生产。因此，在亚·斯密看

来，官吏是非生产的。如果〈没有官吏的劳动〉生产就几乎不可能进行，那就

很清楚，这种劳动对于生产是有帮助的，即使没有直接的物质的帮助，至少还

有不应忽视的间接的作用。”（同上，第２７６页）

这种间接参加生产的劳动（它不过是非生产劳动的一部分），

我们也称为非生产劳动。否则就必须说，因为官吏没有农民就绝

对不能生活，所以农民是司法等等的“间接生产者”。真是胡说八

道！还有一个同分工问题有关的观点，等以后再谈。

［（３）］“没有仔细区分生产现象的三个基本事实：力量即生产手段，这种

力量的使用，结果。”我们向钟表业者买一只表；这时我们关心的只是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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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或者我们向裁缝买一件上衣；情况也是一样。但是“还有一种老古板

的人，他们不是这样对待事物。他们叫一个工人到家里来，供给他材料和一

切必需的东西，要他做一件衣服。这些老古板的人所购买的是什么呢？他们

购买的是力量｛但还有“这种力量的使用”｝，是冒风险生产某种结果的手段

…… 契约的对象是对力量的购买”。

（然而问题正是在于，这些“老古板的人”所使用的生产方式同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毫无共同之处，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不可能有

资本主义生产所带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全部发展。值得注意的是，

这种特殊区别在罗西之流看来是非本质的区别。）

“在雇用一个仆人的场合，我是购买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利用来完

成多种多样的服务，这种力量活动的结果取决于我如何使用它。”（第２７６页）

这一切都同问题毫无关系。

［４１４］

“可以购买或雇用……对某种力量的一定使用权…… 在这种情况下，

您购买的就不是产品，不是您心目中的结果了。”律师的辩护词也许能，也许

不能使我打赢官司。“无论如何，您和您的律师之间的交易，都是他为取得一

定价值而在某日某地替您说话，为您的利益而运用他的智力。”（第２７６页）

｛对此罗西还有一点意见。他在第十二讲（第２７３页）中说：

“我决不认为只有靠生产棉布或制作靴子生活的人才是生产者。无论哪

种劳动我都尊重……但这种尊重不应成为体力劳动者独占的特权。”

亚·斯密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从事写作、绘画、作曲、雕塑

的人是第二种意义的“生产劳动者”，虽然即兴诗人、演说家、音乐

家等等不是这样的劳动者。而“服务”只要是直接加入生产的，亚

·斯密就把它看作是物化在产品中的，不管这是体力劳动者的劳

动，还是经理、店员、工程师的劳动，甚至学者的劳动（只要这个学

者是个发明家，是在工场内或在工场外劳动的工场劳动者）。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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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分工的时候，曾说明这些业务如何在各种人员之间分配，并

指出产品、商品是他们共同劳动的结果，不是其中某一个人劳动的

结果。不过，象罗西这样的“精神的”劳动者所关心的，是如何为他

们从物质生产中取得的那个巨大的份额辩护。｝

发了这段议论之后，罗西接着说：

“这样，在交换行为中，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生产的三个基本事实的某一

个上面。但是这些不同的交换形式是否能使某些产品失去财富的性质，使某

一生产者阶级的努力失去生产劳动的性质呢？显然，在这些观念之间并没有

任何可以证实这种结论的联系。难道因为我不是购买某种结果，而是购买生

产这种结果所必要的力量，这个力量的活动就不会是生产的，产品就不会是

财富了吗？我们再以裁缝为例。无论是向裁缝买一件现成的衣服，还是把材

料和工钱给裁缝工人，要他缝一件衣服，这两种情况从结果来看始终是一样

的。谁也不会说第一种劳动是生产劳动，第二种劳动是非生产劳动；区别只

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想要得到衣服的人是他自己的雇主。但是，从生产力方

面来看，您叫到家里来的裁缝工人和您的仆人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任

何区别。”（同上，第２７７页）

这位妄自尊大的空谈家，他的全部假聪明的精华就在这里！如

果亚·斯密根据他的第二个比较浅薄的见解，即根据劳动是否直

接物化在劳动的买者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这一点，来区分生产劳动

和非生产劳动，那末，他就会把这两种情况下的裁缝都叫做生产劳

动者。但是按照他的较为深刻的见解来看，上述第二种情况下的

裁缝就是“非生产劳动者”。罗西只不过表明，他“显然”不懂亚·

斯密的意思。

罗西以为“交换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就好比生理学家说，一定

的生命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们都只是有机物的形式。但当

问题是要了解某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特殊性质时，恰好只有这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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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才是重要的。上衣就是上衣。但如果它是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下

生产出来的，那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如果它是

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下生产出来的，那就是某种甚至和亚洲关系或

中世纪关系等等相适应的手工劳动形式。所以，这些形式对于物

质财富本身是有决定作用的。

上衣就是上衣，罗西的绝顶聪明就表现在这一点上。但是，在

第一种情况下，裁缝工人不只生产上衣，他生产资本，就是说，也生

产利润；他把自己的雇主作为资本家生产出来，也把自己作为雇佣

工人生产出来。如果我把裁缝工人叫到家里来为我个人缝上衣，

我决不因为这一点而成为自己的企业主（从一定经济范畴的意义

上说），就象缝纫企业主决不是因为［４１５］他把他的工人缝的上衣

拿来自己穿和自己消费而成为企业主一样。在一种情况下，裁缝

劳动的买者和裁缝工人是作为单纯的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个支

付货币，另一个供给商品，我的货币就转化为这个商品的使用价

值。这种情形和我从商店里买一件上衣毫无区别。卖者和买者在

这里，是单纯作为卖者和买者相对立。相反，在另一种情况下，他

们则是作为资本和雇佣劳动相对立。至于仆人，他同第二种情况

下的裁缝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购买他的劳动是为了它的使用价

值）有共同之处，那就是他们两者具有同样的社会形式。两者都是

单纯的买者和卖者。区别只在于，这里由于在利用所购买的使用

价值上的特殊方式，还发生一种宗法制的关系，主人和奴仆的关

系，这就使这种单纯买卖的关系在内容上——即使不是在经济形

式上——发生形态变化，成为令人厌恶的事情。

此外，罗西不过是用另一种说法重复加尔涅的意见。

“我们坦率地说，当斯密断言仆人的劳动不会留下任何痕迹时，他犯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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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人所不应当犯的大错误。假定有一个工厂主，他自己管理一个需要严

加监督的大工厂…… 这个人不容许在自己的身边有非生产劳动者，不雇用

家仆。因而，他不得不自己服侍自己…… 当他必须从事这种所谓非生产劳

动的时候，他将怎样进行他的生产劳动呢？您的仆人所完成的工作使您能够

从事更适合于您的能力的劳动，这难道还不明白吗？因此，怎么能够说仆人的

服务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呢？您所做的，以及没有仆人替您服侍贵体和收拾家

务您就不可能做到的，这一切都会留下来的。”（同上，第２７７页）

这又是加尔涅、罗德戴尔和加尼耳已经说过的节约劳动。按

照这种看法，非生产劳动只要在如下的情况下就是生产的：它们节

约劳动，并且使“产业资本家”或者生产工人有更多的时间从事自

己的劳动，由于别人代替他们去完成价值较小的劳动，他们就能完

成价值较大的劳动。即使这样，仍然有很大一部分非生产劳动者

不能包括在内，例如只当作奢侈品的那些家仆，以及所有这样的非

生产劳动者：他们只生产享受，并且只有在我为享用他们的劳动而

花费的时间同这种劳动的卖者为生产这种劳动（完成这种劳动）而

花费的时间一样多的时候，我才能享用他们的劳动。在这两种情

况下，都谈不到“节约”劳动。最后，甚至真正节约劳动的个人服

务，也只有在它们的消费者是生产劳动者的情况下，才是生产的。

如果它们的消费者是个有闲资本家，那末它们节约他的劳动，不过

意味着让他可以什么事都不干。例如，猪一样脏的懒女人自己不

动手，而叫别人替她梳头、剪指甲；乡绅自己不照管马匹，而雇用一

个马夫；一个专讲吃喝的人自己不做饭，而雇用一个厨师。

施托尔希（在前面引用的著作中）所说的那些生产“余暇”，因

而使人有空闲时间来享乐、从事脑力劳动等等的人们，也属于这类

劳动者。警察节约我为自己当宪兵的时间，士兵节约我自卫的时

间，政府官吏节约我管理自己的时间，擦皮靴的人节约我自己擦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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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时间，教士节约思考的时间，等等。

在这个问题上正确的一点是分工的思想。每个人除了自己从

事生产劳动或对生产劳动进行剥削之外，还必须执行大量非生产

的并且部分地加入消费费用的职能。（真正的生产工人必须自己负

担这些消费费用，自己替自己完成非生产劳动。）如果这种“服务”

是令人愉快的，主人就往往代替奴仆去做，例如初夜权或者早就由

主人担任的管理劳动等等，都证明了这一点。但这决没有消除生产

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相反，这种区分本身表现为分工的结

果，从而促进一般劳动生产率的发展，因为分工使非生产劳动变成

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使生产劳动变成另一部分人的专门职能。

但是罗西断言，就连专门用来使主人摆阔、满足主人虚荣心的

那些家仆的“劳动”，也“不是非生产劳动”。为什么呢？因为它生产

某种东西：满足虚荣心，使主人能够吹嘘、摆阔（同上，第２７７页）。

这里我们又看到了那种胡说八道，好象每种服务都生产某种东西：

妓女生产淫欲，杀人犯生产杀人行为等等。而且，据说斯密说过，

这些污秽的东西每一种都有自己的价值。就差［４１６］说这些“服

务”是无酬的了。问题并不在这里。但是，即使这些服务是无酬的，

它们也不会使财富（物质财富）增加一文钱。

然后又是一段美文学式的胡言乱语：

“有人硬说，歌手唱完歌，不给我们留下什么东西。不，他留下回忆！〈妙

极了！〉你喝完香槟酒留下了什么呢？…… 消费是否紧紧跟随生产，消费进

行得快还是慢，固然会使经济结果有所不同，但消费这个事实本身无论怎样

也不会使产品丧失财富的性质。某些非物质产品比某些物质产品存在更长

久。一座宫殿会长期存在，但《伊利亚特》是更长久的享受来源。”（第２７７—

２７８页）

多么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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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里罗西所理解的财富的意义，即从使用价值的意义来说，

情况甚至是这样的：只有消费才使产品成为财富，而不管这种消费

是快还是慢（消费的快慢决定于消费本身的性质和消费品的性

质）。使用价值只对消费有意义，而且对消费来说，使用价值的存

在，只是作为一种消费品的存在，只是使用价值在消费中的存在。

喝香槟酒虽然生产“头昏”，但不是生产的消费，同样，听音乐虽然

留下“回忆”，但也不是生产的消费。如果音乐很好，听者也懂音

乐，那末消费音乐就比消费香槟酒高尚，虽然香槟酒的生产是“生

产劳动”，而音乐的生产是非生产劳动。

        

把反对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的所有胡说八

道总括一下，可以说，加尔涅，也许还有罗德戴尔和加尼耳（但后者

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已经把这种反驳的全部内容都表达出来

了。后来的著作家（施托尔希没有成功的尝试除外）只不过发一些

美文学式的议论，讲一些有教养的空话而已。加尔涅是督政府和

执政时代的经济学家，费里埃和加尼耳是帝国的经济学家。另一

方面，罗德戴尔是伯爵大人，他尤其愿意把消费者当作“非生产劳

动”的生产者加以辩护。对奴仆、仆役的颂扬，对征税人、寄生虫的

赞美，贯穿在所有这些畜生的作品中。和这些相比，古典政治经济

学粗率嘲笑的性质，倒显得是对现有制度的批判。

［（１９）马尔萨斯主义者查默斯

为富人浪费辩护的论点］

  托·查默斯牧师是最狂热的马尔萨斯主义者之一，他是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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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著有《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一

书（１８３２年伦敦第２版）。按照查默斯的意见，要消除一切社会弊

端，没有别的手段，只有对工人阶级进行宗教教育（他指的是通过

基督教的粉饰和教士的感化来灌输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同时，他

竭力为各种浪费、国家的无谓开支、教士的巨额俸禄、富人的极度

挥霍辩护。他对（第２６０页及以下各页）“时代精神”和“严酷的忍

饥挨饿的节约”感到痛心；他要求实行重税，让那些“高级的”非生

产劳动者，教士等等可以大吃大喝（同上）；当然，他对斯密的区分

是极为反对的。他用整整一章（第十一章）的篇幅来谈这个区分，

不过其中除了断言节约等等对“生产劳动者”只有害处以外，没有

任何新的东西。下面这些话可以概括说明这一章的倾向：

“这种区分是荒谬的，而且应用起来是有害的。”（同上，第３４４页）

害处在哪里呢？

“我们所以要这样详细地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认为，今日的政治经济

学对教会过于严厉、过于敌视了，我们不怀疑，斯密的有害的区分大大促进了

这一点。”（第３４６页）

这位牧师所说的“教会”是指他自己的教会，作为“法定”教会

的英国国教会。而且，他还是把这个“教会”推行到爱尔兰的那帮

家伙中的一个。至少，这个牧师是很坦率的。

［（２０）关于亚当·斯密及其对生产劳动和

非生产劳动的看法的总结性评论］

  ［４１７］在结束关于亚当·斯密的部分之前，我们还要引用他书

中的两段话：在第一段话中，他发泄了自己对非生产的政府的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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恨；在第二段话中，他力图证明，为什么工业等等的进步要以自由

劳动为前提。关于斯密对牧师的憎恨！９０

第一段话说：

“因此，国王和大臣们要求监督私人的节约，并以反奢侈法令或禁止外国

奢侈品进口的办法来限制私人开支，这是他们最无耻、最专横的行为。他们

自己始终是并且毫无例外地是社会上最大的浪费者。他们还是好好地注意

他们自己的开支吧，私人的开支尽可以让私人自己去管。如果他们自己的浪

费不会使国家破产，那末，他们臣民的浪费也决不会使国家破产。”（第２篇

第３章，麦克库洛赫版，第２卷第１２２页）

再引下面这段话①：

“某些最受尊敬的社会阶层的劳动，象家仆的劳动一样，不生产任何价值

｛它有价值，因而值一个等价，但不生产任何价值｝，不固定或不物化在任何耐

久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 例如，君主和他的全部文武官员、全体

陆海军，都是非生产劳动者。他们是社会的公仆，靠别人劳动的一部分年产

品生活…… 应当列入这一类的，还有……教士、律师、医生、各种文人；演

员、丑角、音乐家、歌唱家、舞蹈家等等。”（同上，第９４—９５页）

这是还具有革命性的资产阶级说的话，那时它还没有把整个

社会、国家等等置于自己支配之下。所有这些卓越的历来受人尊

敬的职业——君主、法官、军官、教士等等，所有由这些职业产生的

各个旧的意识形态阶层，所有属于这些阶层的学者、学士、教士

……在经济学上被放在与他们自己的、由资产阶级以及有闲财富

的代表（土地贵族和有闲资本家）豢养的大批仆从和丑角同样的地

位。他们不过是社会的仆人，就象别人是他们的仆人一样。他们靠

别人劳动的产品生活。因此，他们的人数必须减到必不可少的最

低限度。国家、教会等等，只有在它们是管理和处理生产的资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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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利益的委员会这个情况下，才是正当的；这些机构的费用必

须缩减到必要的最低限度，因为这些费用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

产费用①。这种观点具有历史的意义，一方面，它同古代的见解形

成尖锐的对立，在古代，物质生产劳动带有奴隶制的烙印，这种劳

动被看作仅仅是有闲的市民的立足基石；另一方面，它又同由于中

世纪瓦解而产生的专制君主国或贵族君主立宪国的见解形成尖锐

的对立，就连孟德斯鸠自己都还拘泥于这种见解，他天真不过地把

它表达如下（《论法的精神》第７篇第４章）：

“富人不多花费，穷人就要饿死。”

相反，一旦资产阶级占领了地盘，一方面自己掌握国家，一方

面又同以前掌握国家的人妥协；一旦资产阶级把意识形态阶层看

作自己的亲骨肉，到处按照自己的本性把他们改造成为自己的伙

计；一旦资产阶级自己不再作为生产劳动的代表来同这些人对立，

而真正的生产工人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并且同样说它是靠别人劳

动生活的；一旦资产阶级有了足够的教养，不是一心一意从事生

产，而是也想从事“有教养的”消费；一旦连精神劳动本身也愈来愈

为资产阶级服务，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一旦发生了这些情

况，事情就反过来了。这时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力求“在

经济学上”证明它从前批判过的东西是合理的。加尔涅等人就是

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代言人和良心安慰者。此外，这些经济学家

（他们本人就是教士、教授等等）也热衷于证明自己“在生产上的”

有用性，“在经济学上”证明自己的薪金的合理性。

［４１８］第二段话讲到奴隶制，他说：

５１３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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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类职业〈手工业者和制造业劳动者的职业，在许多古代国家〉被看作

只适宜于奴隶，而市民则不准从事这类职业。就连没有这种禁令的国家如雅

典和罗马，事实上人民也不从事今天城市居民的下层阶级通常所从事的各种

职业。在罗马和雅典，富人的奴隶从事这些职业，而且他们是为了主人的利

益从事这些职业的。富人有钱有势，并且得到保护，这就使贫穷的自由民在

自己的制品和富人奴隶的制品竞争时，几乎不可能为自己的制品找到销路。

但是奴隶很少有发明；工业上一切减轻劳动和缩短劳动的最重要的改良，无

论是机器还是更好的劳动组织和分工，都是自由民发明的。即使有的奴隶想

出了并且提议实行这类改良，他的主人也会认为这是懒惰的表现，是奴隶企

图牺牲主人的利益来减轻自己的劳动。可怜的奴隶不但不能由此得到报酬，

还多半会遭到辱骂，甚至惩罚。因此，同使用自由民劳动的企业相比，使用奴

隶劳动的企业，为了完成同量的工作，通常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因此，后一类

企业的制品通常总要比前一类企业的制品贵。孟德斯鸠指出，匈牙利矿山虽

然不比邻近的土耳其矿山富，但是开采起来始终费用较小，因而利润较大。

土耳其矿山靠奴隶开采，奴隶的双手是土耳其人想到使用的唯一机器。匈牙

利矿山是靠自由民开采的，他们为了减轻和缩短自己的劳动使用了大量的机

器。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希腊和罗马时代工业品价格的不多的资料，精制

的工业品看来是非常贵的。”（同上，第４篇第９章；加尔涅的译本，第３卷第

５４９—５５１页）

        

亚·斯密自己在第四篇第一章中９１写道：

“洛克先生曾指出货币和其他各种动产的区别。他说，其他一切动产按

其性质来说是这样容易消耗，以致由这些动产构成的财富是极不可靠的……

 相反，货币却是一个可靠的朋友”等等。（同上，第３卷第５页）

接着在同一章第２４—２５页上说：

“有人说，消费品很快就消灭了，而金和银按其性质来说比较耐久，只要

不把这些金属不断输出国外，这些金属就可以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积累起

来，使一国的实际财富得到难以置信的增加。”

货币主义者醉心于金银，因为金银是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独立

６１３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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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存在，是交换价值的可感觉的存在，而且只要不让它们成为流通

手段这种不过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它们就是不会

毁坏的、永久的存在。因此，积累金银，积蓄金银，贮藏货币，成了

货币主义所宣扬的致富之道。正象我引用配第的话所指出的那

样，９２连其他商品在这里也只是根据它们的耐久程度，即根据它们

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多久来估价的。

现在，第一，亚·斯密是在重复他在一个地方曾说过的关于商

品耐久程度相对大小的意见，在那里他曾说，消费对于财富的形成

究竟是较有利还是较不利，要看消费品存在的时间是较长还是较

短。９３因而，这里可以看出他的货币主义观点，而这也是必然的，因

为即使在直接消费时，拥有商品的人也始终盘算着使［４１９］消费品

继续是财富，是商品，因而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而这又

取决于使用价值的耐久程度，因而取决于消费是否只是逐渐地、缓

慢地使这个使用价值失去作为商品或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可能

性。

第二，斯密在他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第二种区分上，

完全回到——在更广泛的形式上——货币主义的区分上去了。

生产劳动“固定和物化在一个特定的对象或可以出卖的商品中，而这个

对象或商品在劳动结束后，至少还存在若干时候。可以说，这是在其物化过

程中积累并储藏起来，准备必要时在另一场合拿来利用的一定量劳动”。相

反，非生产劳动的结果或非生产劳动的服务“通常一经提供随即消失，很少留

下某种痕迹或某种以后能够用来取得同量服务的价值”。（第２篇第３章，麦

克库洛赫版，第２卷第９４页）

可见，斯密区分商品和服务，就象货币主义区分金银和其他一

切商品一样。斯密也是从积累的角度来区分的，不过积累已经不

再被看作货币贮藏的形式，而是被看作再生产的实际形式了。商

７１３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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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消费中消灭，但同时它会重新生出具有更高价值的商品来，或

者，如果不这样使用，商品本身就是可以用来购买其他商品的价

值。劳动产品本身的属性是：它作为一个或多或少耐久的、因而可

以再让渡出去的使用价值存在，它作为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存在，即

它是可以出卖的有用品，是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是商品，或者说，实

质上是货币。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不会再变成货币。我对律师、医

生、教士、音乐家等等、国家活动家、士兵等等的服务支付了报酬，

但是，我既不能用这些服务来还债，也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商品，也

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些服务完全象容易消

失的消费品一样消失了。

可见，斯密所说的实质上同货币主义所说的一样。货币主义

认为，只有生产货币，生产金银的劳动，才是生产的。在斯密看来，

只有为自己的买者生产货币的劳动才是生产的。所不同的只是，

斯密在一切商品中都看出了它们具有的货币性质，不管这种性质

在商品中怎样隐蔽，而货币主义则只有在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存

在的商品中才看出这种性质。

这种区分是以资产阶级生产实质本身为基础的，因为财富不

等于使用价值，只有商品，只有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作为货币的

使用价值，才是财富。货币主义不懂得，这些货币的创造和增加，

是靠商品的消费，而不是靠商品变为金银，商品以金银的形式结晶

为独立的交换价值，但是，商品在金银的形式上不仅丧失了它们的

使用价值，而且没有改变它们的价值量。

８１３ 第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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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章］

奈  克  尔

［试图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对立

描绘成贫富之间的对立］

前面已经引过的兰盖的一些话表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性

质是清楚的。９４然而这里在谈完奈克尔之后，还可以再提一下兰

盖。９５

奈克尔在他的《论立法和谷物贸易》（１７７５年初版）和《论法

国财政的管理》这两部著作中，指出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不过使

工人用较少的时间再生产自己的工资，从而用较多的时间无代价

地为自己的雇主劳动。同时奈克尔正确地用平均工资，用最低限

度的工资作基础。但是，实际上他关心的不是劳动本身转化为资

本，也不是资本通过这个过程得到积累，而宁可说是贫富之间、贫

困和奢侈之间对立的一般发展。这种发展的基础是：随着生产必

要生活资料所需的劳动量愈来愈少，有愈来愈大的一部分劳动成

为剩余的，因而可以用来生产者侈品，可以用在别的生产领域。这

种奢侈品的一部分是能够保存的；这样，奢侈品就在支配剩余劳

动的人手里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积累起来，上述对立因此也就愈

来愈严重。

重要的是，奈克尔一般认为非劳动阶层的财富［４２０］——利润

９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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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租——来源于剩余劳动。在考察剩余价值时，他注意到相对

剩余价值，即不是从延长整个工作日而是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得

出的剩余价值。劳动生产力变成劳动条件所有者的生产力。而这

种生产力本身则表现为得到一定结果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

主要的几段话如下：

第一，《论法国财政的管理》（《奈克尔著作集》１７８９年洛桑和

巴黎版第２卷）：

“我看到社会上的一个阶级，它的收入几乎始终不变；我注意到另一个阶

级，它的财富必然增长。这样，由对比和比较而来的奢侈现象，必然随着这种

不平衡的发展而发展起来，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显著……”（同上，第

２８５—２８６页）

（这里已经很好地指出了两个阶级之间的阶级对立。）

“社会的一个阶级的命运好象已经由社会的法律固定了，所有属于这个

阶级的人都靠自己双手劳动过活，被迫服从所有者〈生产条件所有者〉的法

律，不得不以领取相当于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的工资为满足；他们之间的竞争

和贫困的压迫，使他们处于从属地位；而且这种状况是不能改变的。”（同

上，第２８６页）

“使一切机械工艺简单化的新工具不断发明，因而增加了所有者的财富

和财产；其中一部分工具减少了土地耕作费用，使土地所有者所能支配的收

入增加了；人类天才的另一部分发明大大地减轻了工业中的劳动，以致在生

存资料的分配者〈即资本家〉手下劳动的人们，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拿同样

的工资，生产出更多的各种制品。”（同上，第２８７页）“假设在上一世纪，必须

有１０万工人才能完成今天８万工人就能完成的工作；那末，现在剩下来的２

万人为了取得工资，就不得不投身于别的职业；由此创造出来的新的手工制

品，就会增加富人的享受和奢侈。”（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奈克尔接着说：“因为不应当忽视，一切不需要特殊技艺的劳动的报酬，

总是同每个工人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价格成比例的；所以，知识一旦普及，制

作速度的加快就丝毫不会有利于劳动者，而只会增加用以满足拥有土地产品

０２３ 第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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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们的趣味和虚荣心的手段。”（同上，第２８８页）“靠人的技艺成型和改变

形态的种种自然财物中，有许多按其耐久程度来说是大大超过人的通常寿命

的，因此每一代都继承前几代劳动创造物的一部分

｛奈克尔这里所考察的，只是亚·斯密称为消费基金的那种东

西的积累｝，

并且在各个国家都有愈来愈多的工艺制品逐渐积累起来；因为这一切制

品总是在所有者中间分配，所以这些人的享受和人数众多的市民阶级的享受

之间的不平衡，必然愈来愈大，愈来愈明显。”（第２８９页）

所以：

“能增加大地上奢侈品和装饰品的工业劳动速度的加快，这些奢侈品和

装饰品能够积累起来的时期的延续，以及使这些财物只集中在一个社会阶级

手中的财产法……奢侈的这许多源泉，不管流通中的货币量有多少，都是始

终存在的。”（第２９１页）

（最后一句话，是反驳那些认为奢侈来源于货币量日益增加的

人的。）

第二，《论立法和谷物贸易》（《奈克尔著作集》第４卷）说：

“手工业者或土地耕种者一旦丧失储备，他们就无能为力了；他们必须今

天劳动，才不致明天饿死；在所有者和工人之间的［４２１］这种利益斗争中，一

方用自己的生命和全家的生命作赌注，另一方只不过延缓一下自己奢侈的发

展而已。”（同上，第６３页）

这种不劳动的富和为生活而劳动的贫之间的对立，又造成了

知识的对立。知识和劳动彼此分离，于是知识作为资本或富人的

奢侈品同劳动相对立：

“认识和理解的能力是一般天赋，但这种能力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发展；如

果财产是平等分配的，那末每个人就会适度地劳动

１２３奈  克  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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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起决定作用的又是劳动时间的量），

并且，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知识，因为每个人都剩下一定量的时间〈空闲的

时间〉来学习和思考；但是在社会制度所造成的财产不平等的情况下，所有那

些生下来就没有财产的人，根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为一切生存资料都掌

握在占有货币或土地的那部分国民手里。因为谁也不会白给东西，所以生下

来除了自己的力气之外便没有别的储备的人，不得不在刚有点力气的时候，

就用来为所有者服务，并且要一天又一天地干一辈子，每天从日出一直干到

筋疲力尽，干到为了恢复精力必需睡眠时为止。”（第１１２页）“最后，为了维

持所有那些造成知识不平等的社会的不平等，这种知识的不平等已经成了必

要的了，这一点难道不是无可怀疑的吗？”（同上，第１１３页；参看第１１８、１１９

页）

奈克尔嘲笑经济概念的混淆。重农学派对于土地就有这种混

淆，后来的所有经济学家对于资本的各物质要素也有这种混淆。

有了这种混淆，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就受到赞扬，因为生产条件（但

决不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本人）对于劳动过程和财富的生产是必

要的。奈克尔说：

“人们一开始就把土地所有者（一个非常容易执行的职能）的意义同土地

的意义混淆起来。”（同上，第１２６页）［ —４２１］

２２３ 第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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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魁 奈 的 经 济 表

（插入部分）

［（１）魁奈表述总资本的再生产和

流通的过程的尝试］

［ —４２２］魁奈的经济表９６

一年总产品５０亿（图尔利弗尔）

  租地农场主以

原预付和年预

付形式支出

土地所有者

以地租形式

 取得

不生产阶级

所支配的

基金数额

  

（ａ）２０亿

（ｂ）１０亿

（ｂ）１０亿

（ｄ）１０亿

（ａ）２０亿 （ａ）１０亿

（ｃ）１０亿

（ｂ）１０亿

    ５０亿   ２０亿，其中

半数留作不生产

阶级的基金

３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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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使这个表更加清楚起见，凡是魁奈认为是流通的出发点

的地方，我就标上ａ、ａ′、ａ，这个流通的下一环节则标上ｂ、ｃ、ｄ以

及相应的ｂ′、ｂ。９７

这个表上首先值得注意并且不能不使同时代人留下深刻印象

的，是这样一个方式：货币流通在这里表现为完全是由商品流通和

商品再生产决定的，实际上是由资本的流通过程决定的。

［（２）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流通。

货币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不表现再生产］

  租地农场主首先把２０亿货币支付给土地所有者。后者用其

中１０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食物。因此，１０亿货币流回租地农

场主手里，同时总产品的１
５得到实现，最终由流通领域转入消费领

域。

然后，土地所有者用１０亿货币购买价值１０亿的工业品，非农

产品。从而又有 １
５的产品（以已经加工的形式）从流通领域转入消

费领域。这１０亿货币现在落到不生产阶级手里，这个阶级用它向

租地农场主购买食物。于是，租地农场主以地租形式付给土地所

有者的第二个１０亿，又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另一方面，租地农

场主的产品中另一个１
５归不生产阶级，由流通领域转入消费领域。

因而，到这第一个运动结束时，这２０亿货币又在租地农场主手里。

这２０亿货币完成了四个不同的流通过程。

第一，它们用作支付地租的支付手段。在执行这个职能时，它

们并不使年产品的任何一部分流通，它们只是用来支取总产品中

等于地租的那一部分的流通支票。

４２３ 第  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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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一页，

上面有魁奈《经济表》的图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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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土地所有者用２０亿的半数１０亿向租地农场主购买食

物；因而土地所有者把自己的１０亿实现为食物。租地农场主得到

这１０亿货币，实际上只是收回了他开给土地所有者用来支取他的

产品２
５的那张支票的半数。在这种情况下，这１０亿由于用作购买

手段，就使同额商品进入流通，这批商品最终转入消费。在这里，

这１０亿对于土地所有者来说，只是购买手段：土地所有者把货币

再转化为使用价值（转化为商品，然而这是最终转入消费、作为使

用价值被购买的商品）。

如果我们只考察这个单独的行为，那末，这里的货币对租地农

场主来说，只是起了它作为购买手段对卖者始终所起的作用，也就

是成为卖者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土地所有者把他的１０亿货币转

化为谷物，而租地农场主把价格为１０亿的谷物转化为货币，实现

了谷物的价格。但是，我们把这个行为同前面的流通行为联系起

来看，货币在这里，就不是表现为租地农场主的商品的单纯形态变

化，不是表现为他的商品的金等价物。这１０亿货币本来只是租地

农场主［４２３］以地租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２０亿货币的半数。

诚然，租地农场主以１０亿商品的代价取得了１０亿货币，但实际上

他这样只是赎回他用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的货币；换句话说，

土地所有者用他从租地农场主那里得来的１０亿，向租地农场主购

买价值１０亿的商品。土地所有者用他不给等价物而从租地农场

主那里取得的货币，付给租地农场主。

货币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的这种回流，首先使这里的货币（同

第一个行为联系起来看）对租地农场主来说，并不是简单的流通手

段。其次，这种回流同表现再生产过程的货币流回出发点的运动

有本质的区别。

７２３魁奈的经济表（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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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一个资本家，或者，为了完全撇开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

征，就说一个生产者，为了取得他在全部劳动时间所必需的原料、

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支出１００镑。假定他加到生产资料上的劳

动，不比他花费在生活资料即他支付给自己的工资上的劳动多。

如果原料等等，等于８０镑，而新加劳动等于２０镑（他消费了的生

活资料也等于２０镑），那末产品就等于１００镑。如果生产者再把产

品卖掉，那末１００镑货币又流回到他的手里——如此周而复始。

货币流回到它的出发点的这种回流在这里不是表现别的，正是表

现不断的再生产。这里是单纯的形态变化Ｇ—Ｗ—Ｇ，货币转化为

商品，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商品和货币的这种单纯的形式变换，在

这里同时又表现再生产过程。货币转化为商品——生产资料和生

活资料；然后，这些商品作为要素进入劳动过程，又作为产品从劳

动过程出来；这样，从完成的产品再进入流通过程，因而再作为商

品同货币相对立的时候起，商品又是过程的结果；最后，商品再转

化为货币，因为完成的商品只有在它先转化为货币之后，才能重新

同它的生产要素交换。

货币不断流回它的出发点，在这里，不仅表现从货币到商品和

从商品到货币的形式上的转化，象它在简单流通过程或简单商品

交换中所表现的那样，同时也表现同一个生产者进行的商品的不

断再生产。交换价值（货币）转化为商品，而这些商品进入消费，作

为使用价值被利用，但它们是进入再生产消费或生产消费，从而恢

复了原有价值，因此又转化为同一个货币额（在上述例子中，生产

者只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这里，公式Ｇ—Ｗ—Ｇ表明，Ｇ不

仅是形式上转化为Ｗ，而且Ｗ 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从流

通领域转入消费领域，但这是生产消费，所以商品的价值在消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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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着，并且再生产出来，因此，Ｇ在过程的终点又出现了，它在

Ｇ—Ｗ—Ｇ的运动中保存了自己。

相反，在上述的货币从土地所有者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的那

种回流中，没有发生任何再生产过程。这就好比租地农场主给土

地所有者开了１０亿产品的凭证或者票券。一旦土地所有者把这

些票券付兑，票券便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后者又予以承兑。如果

土地所有者同意一半地租直接以实物支付，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就

不会发生任何货币流通。整个流通就会限于简单的转手，即产品

从租地农场主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但是，起先租地农场主

付给土地所有者的不是商品而是货币，然后，土地所有者又把货币

付还给租地农场主，以取得商品本身。货币对租地农场主来说，作

为支付手段付给土地所有者；货币对土地所有者来说，作为购买手

段付给租地农场主。在执行第一种职能时，货币从租地农场主那

里离开，在执行第二种职能时，货币又回到租地农场主手里。

凡是在生产者不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而把这种产品的价值用

货币支付给他的债权人的时候，都必定会发生货币流回生产者手

里的这种回流；这里，凡是共同占有他的剩余产品的人都表现为债

权人。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一切税收都是由生产者用货币支付

的。这里，货币对生产者来说，作为支付手段付给国家。国家用这

些货币向生产者购买商品。在国家手里，货币成为购买手段，这样

就流回生产者手里，有多少商品从生产者那里出去，就有多少货币

流回生产者手里。

货币回流这个环节——这种特殊的、不由再生产决定的货币

回流——每当收入同资本交换时，都一定要发生。这里，引起货币

回流的不是再生产，而是消费。收入用货币支付，但是收入只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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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形式消费。因而，从生产者那里作为收入所取得的货币必须

付还给生产者，才能从生产者那里取得同等价值的商品，也就是

说，才有可能消费收入。用来支付收入的货币，例如租金、利息或

税收，都具有支付手段的一般形式。［４２４］｛产业资本家自己用产

品来支付自己的收入，或者在产品出卖后，把产品换得的、构成他

的收入的那部分货币支付给自己。｝这里假定支付收入的人事先

从自己的债权人那里得到自己产品的一部分，譬如说，租地农场主

事先得到产品的２
５（按魁奈的说法，这

２
５产品构成地租）。租地农

场主仅仅是这２
５产品的名义所有者，或者说，ｄｅｆａｃｔｏ

①的掌握者。

因此，租地农场主用来支付地租的那一部分产品，为了在租地

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流通，只需要一个和产品价值相等的货

币额，虽然这个价值流通两次。首先，租地农场主用货币支付地

租，然后土地所有者用同一笔货币购买产品。第一种情况是货币

的简单的转移，因为这里货币只起支付手段的作用；因而这里是假

定用货币支付的那个商品已经为货币支付者占有，而货币对他来

说不是购买手段，他没有用货币换得等价物，倒是这个等价物早已

在他的手中。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货币执行购买手段、商品流

通手段的职能。这好比租地农场主用他支付地租的货币，从土地

所有者那里赎回产品中属于土地所有者的一份。土地所有者用从

租地农场主那里得到的同一笔货币（但实际上这笔货币是租地农

场主在没有得到等价物的情况下交出的），向租地农场主买回产

品。

因此，生产者以支付手段形式向收入所有者支付的同一个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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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额，对收入所有者来说，是向生产者购买商品的购买手段。这

样，货币从生产者手里到达收入所有者手里以及从收入所有者手

里回到生产者手里这两次位置变换，仅仅表现了商品的一次位置

变换，即商品从生产者手里到达收入所有者手里。因为假定生产

者——就他的一部分产品来说——是收入所有者的债务人，所以

生产者向收入所有者支付货币地租，实际上只是事后支付他（生产

者）已经占有的商品的价值。商品在他的手里，但商品不属于他。

因而，生产者用他以收入形式支付的货币把该商品购进，归自己所

有。所以商品没有转手。货币的转手只不过表明商品所有权的变

换，商品仍然在生产者手里。由此发生了商品仅一次转手而货币

却两次变换位置的情况。货币流通两次，是为了使商品流通一次。

但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购买手段）也只流通一次，另外一次它是

作为支付手段流通的；在后面这种流通中，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

的，不发生商品和货币同时变换位置的情况。

事实上，如果租地农场主没有货币，只有产品，那末他只有在

先出卖自己的商品之后，才能支付自己的产品；因而，在租地农场

主能够以货币向土地所有者支付自己的商品之前，这个商品就必

须已经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的

位置变换还是多于商品。首先是Ｗ—Ｇ：
２
５商品被卖掉，变成了货

币。这里商品和货币同时变换位置。但是，后来同一笔货币从租地

农场主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商品却没有变换位置。这里有

货币的位置变换，而没有商品的位置变换。这好比租地农场主有

一个合伙人。租地农场主卖得了货币，但必须同他的合伙人分货

币。更确切些说，从这２
５来看，就好比租地农场主的伙计卖得了货

币。这个伙计必须把货币交给租地农场主，他无权把货币留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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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口袋里。这里，货币的转手不表现商品的任何形态变化，而只

是货币从它的直接掌握者手里转到它的所有者手里。可见，如果

第一个收款人只是一个替自己雇主收款的代理人，情况就会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货币甚至不是支付手段；货币仅仅是简单地从收款

人（货币不属于他）手里转到货币所有者手里。

货币的这种位置变换，就象一种货币简单地兑换成另一种货

币时所发生的位置变换一样，同商品的形态变化绝对无关。但是，

当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时候，总是假定支付人先取得了商

品，以后才进行支付。至于租地农场主等等，他不是取得了这种商

品：这种商品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以前，就在租地农场主手里，而

且是他的产品的一部分。然而，从法律上来说，租地农场主只有在

他把用商品换得的货币交给土地所有者的时候，才成为这种商品

的所有者。他对商品的权利发生了变化；商品本身仍然在他的手

里。但是，以前商品在他手里是作为他掌握的东西，商品的所有者

是土地所有者。而现在商品在他手里是作为归他自己所有的东

西。仍然保留在同一个人手里的商品所发生的法律形式的变化，

自然不会引起商品本身的转手。

［（３）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货币流通问题］

［（ａ）把工资看成资本家对工人的预付的荒谬见解。

把利润看成风险费的资产阶级观点］

  ［４２５］｛由上面所说的还可以看出，用所谓资本家在把他的商

品变为货币之前就已向工人预付货币这一点来“解释”资本家的利

润，是多么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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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我购买商品供自己消费，那末我是买者，而商品

所有者是“卖者”，我的商品具有货币形式，他的商品还有待于变

为货币，我决不会因此而取得任何“利润”。资本家只是在他消费

了劳动之后，才对劳动支付代价，而其他商品则在被消费之前就

得到支付。这个情况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家购买的商品具有特殊的

性质，这种商品实际上只是在被消费之后，才完全转到买者手里。

货币在这里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的。资本家把“劳动”这个商品

占为己有，总是在对它支付代价之前。他购买劳动，只是为了从

出卖劳动产品中获得利润，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他获得这笔利润的

理由。这只是一个动机。而且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是说：资本家购

买雇佣劳动之所以获得利润，是因为他想从出卖这个劳动产品中

获得利润。

第二，但是，有人会说，资本家毕竟把作为工资归工人的那一

部分产品以货币形式预付给了工人，这样就使工人不必为了亲自

把作为工资归他所有的那部分商品变为货币而备受辛苦、承担风

险和花费时间。对于这种辛苦、风险和时间，工人难道不该向资本

家支付一笔报酬吗？因而，工人得到的产品份额难道不该比在其他

情况下应得到的产品份额少一些吗？

如果这样提问题，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全部关系就被抹杀了，从

经济学上对剩余价值的解释也就勾销了。诚然，过程的结果是，资

本家用来支付雇佣工人的基金实际上只是后者自己的产品，因此

资本家和工人事实上是按一定的比例分享产品。但这个事实上的

结果，同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易（由商品交换本身的规律得出

的从经济学上对剩余价值的论证，是以这种交易为基础的），是绝

对没有关系的。资本家购买的是对劳动能力的暂时支配权，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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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在劳动能力发挥了作用、物化在产品中以后，才对这种支配

权进行支付。就象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起作用的一切地方一样，这

里买和卖也是发生在货币实际脱离买者之前。但是，从这个在真

正的生产过程开始前就已完成的交易以后，劳动已经属于资本家。

作为产品从这个过程出来的商品也完全属于资本家。资本家用属

于他的生产资料以及他所购买的（虽然还没有支付过代价）因而也

属于他的劳动，生产了这个商品。这就好比他根本没有消费他人

的劳动来生产商品一样。

资本家获得的利润，他实现的剩余价值，正是这样来的：工人

作为商品卖给他的，不是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而是自己的劳动能

力本身。如果工人作为第一种形式的商品所有者９８同资本家相对

立，那末，资本家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利润，不可能实现任何剩余价

值，因为按照价值规律，是等价物同等价物相交换，等量劳动同等

量劳动相交换。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正是这样来的：他向工人购买

的不是商品，而是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而劳动能力所具有的价值

比它的产品所具有的价值小，或者同样可以说，劳动能力所实现的

物化劳动量比实现在劳动能力自身的物化劳动量大。但是，现在

为了替利润辩护，利润的源泉本身被掩盖起来了，利润借以产生的

整个交易也被抛开了。因为实际上（只要过程是连续不断的）资本

家只是用工人自己的产品支付工人，工人支取的只是工人自己的

产品的一部分，因而预付纯粹是假象，所以现在有人说：在产品变

为货币之前，工人已把产品中归自己所有的那一份卖给资本家了。

（或许甚至是在产品有可能变为货币之前，因为工人的劳动虽然已

物化在某一产品中，但在当时也许只造出了可出卖的商品的一部

分，例如，房屋的一部分。）如果这样看问题，资本家就不成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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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所有者了，他借以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整个过程也就消失

了。这样一来，互相对立的就都是商品所有者。资本家手里有货

币，而工人卖给资本家的不是他的劳动能力，而是商品，即他自己

的劳动借以物化的那部分产品。

这样，工人就会对资本家说：“在这５磅产品（譬如说纱）中，３５

代表不变资本，属于你。２５即２磅代表我的新加劳动。因此你应当

支付我２磅纱。现在就请付给我这两磅的价值吧。”在这种情况

下，工人装进口袋的就不仅是工资，而且还有利润，简单说，就是和

他以２磅纱的形式新加的物化劳动量相等的全部货币额。

资本家说：“难道我没有预付不变资本吗？”

工人回答说：“对呀，正因为这样，你才拿走３磅，只付给我２

磅。”

资本家坚持说：“但是，如果没有我的棉花和我的纱锭，你就不

可能使你的劳动物化，不可能纺纱。所以，你应当另外付一笔报

酬。”

工人回答说：“得了！如果我不用你的棉花和纱锭纺纱，棉花就

会烂掉，纱锭就会生锈。［４２６］不错，你给自己扣下的３磅纱，只代

表在５磅纱生产过程中耗费的，因而包含在这５磅纱内的你的棉

花和纱锭的价值。但是，只有我的劳动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

资料来消费之后，才保存了棉花和纱锭的价值。我并没有由于我

的劳动有保存价值的能力而向你索取分文，因为除了纺纱（由于纺

纱我得到２磅）之外，这种能力并没有花费我什么额外的劳动时

间。这是我的劳动的一种自然赐予，它并不花费我什么，却保存了

不变资本的价值。既然我并不因此向你索取分文，那末，你也不能

因为我没有纱锭和棉花不能纺纱这一点而向我索取报酬。如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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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纺纱，你的纱锭和棉花就一钱不值。”

资本家无可奈何，就说：“２磅纱，的确值２先令，这正代表了

你的劳动时间的数量。但是，我在把这两磅纱卖掉之前，就得付给

你这两磅的钱。也许我根本卖不掉。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我可

能卖得比它的价格低。这是第二个风险。还有第三，无论如何，为

了把它卖掉，必须花费时间。难道我就应当无代价地为你承担这

两个风险，再加时间的损失吗？天下绝没有无代价的事。”

工人回答说：“等一等，我们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作为商品

所有者相对立的，你是买者，我们是卖者，因为你想买产品中我们

的一份即２磅，而这２磅中所包含的，实际上只是我们自己的物化

劳动时间。现在你说，我们必须把自己的商品低于它的价值卖给

你，使你因此得到的商品形式的价值比你现在拥有的货币形式的

价值多。我们的商品的价值等于２先令。你想只给１先令，这样一

来，——因为１先令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和１磅纱所包含的一样

多，——你换进的价值就比你换出的价值多１倍。相反，我们得到

的不是等价，而是等价的一半，不是２磅纱的等价，而只是１磅纱

的等价。你凭什么提出这个违反价值规律、违反商品按价值交换

的规律的要求？凭什么？凭你是买者，我们是卖者，凭我们的价值

是以纱的形式、商品的形式存在，而你的价值是以货币的形式存

在，凭纱形式的一定价值与货币形式的同一价值相对立。但是，老

兄！这不过是形式的变换，这种变换和价值的表现有关，但并不使

价值量发生变化。或者你有一种幼稚的看法，认为任何商品在货

币形式上都具有较大的价值，所以任何商品都必须低于它的价格

——就是说，低于代表它的价值的货币额——出卖？但是，不对，老

兄，商品在货币形式上并不具有较大的价值；它的价值量并没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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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它不过纯粹表现为交换价值而已。

想想看，老兄，你使自己处于多么尴尬的境地！你的主张是：

卖者始终必须把商品低于它的价值卖给买者。从前，当我们卖给

你的还不是我们制造的商品，而是我们的劳动能力本身的时候，在

你那里，情况确实是这样。那时，你购买劳动能力固然按照它的

价值，但是你购买我们的劳动本身却低于它所体现的价值。不过，

我们抛开这种不愉快的回忆吧。谢天谢地，自从你自己作出决定，

要我们不再把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卖给你，而把商品本身即我们劳

动的产品卖给你以来，我们就不再处于这种地位了。我们回过来

谈谈你所处的那种尴尬境地吧。按照你提出的新规律，卖者为了

把他的商品变为货币，不是简单地付出他的商品，不是简单地用

他的商品来同货币交换，而是把商品低于它的价格出卖。按照这

个规律，买者总是欺骗和诈取卖者，而这个规律应该对任何买者

和卖者都是同样有效的。假定我们同意你的建议，但有一个条件，

你自己也要服从你臆想出来的规律，即买者替卖者把商品变为货

币，卖者必须把自己的商品的一部分无代价地送给买者。例如，你

买我们的２磅纱，价值２先令，只付给１先令，于是你赚了１先

令即１００％。但是，现在，你从我们这儿买了属于我们的２磅纱之

后，你手里就有５磅纱，价值５先令。当然，你打算做一桩有利

可图的买卖。５磅纱只花了你４先令，而你想按５先令把它卖出

去。你的买者说：‘且慢！你的５磅纱是商品，你是卖者。我有同

一价值的货币，我是买者。因此，按照你承认的规律，同你进行

的交易应当给我带来１００％的利润。所以你必须把这５磅纱低于

它的价值５０％，即按２１
２先令，卖给我。我给你２

１
２先令，换你

价值５先令的商品，这样一来，就从你那里赚了１００％，因为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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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人人适用。’

［工人继续说道：］老兄，你自己看看，你的新规律会得出什么

结果；你只会落得自己欺骗自己，虽然你一时是买者，但过后又成

了卖者。在这种情况下，你作为卖者所损失的，会比你作为买者所

得到的更多。你好好想想吧！你现在想从我们手上买去２磅纱，但

是在这２磅纱生产出来之前，难道你没有买过东西吗？如果没有

买，就根本不会有这５磅纱。［４２６ａ］难道你没有预先购买现在由３

磅纱代表的棉花和纱锭吗？在购买这些东西时，利物浦的棉花批发

商和奥尔丹的纺机厂主作为卖者同你对立，而你作为买者同他们

对立；他们是商品的代表，而你是货币的代表，这同现时我们有幸

或不幸地相互对立着的关系是完全一样的。如果你根据你替他们

把商品变为货币，而他们替你把货币变为商品，他们是卖者，你是

买者这一点理由，就要求他们把一部分棉花和纱锭无代价地让给

你，或者同样可以说，要求他们把这些商品低于它们的价格（和它

们的价值）卖给你，那末，那个狡猾的棉花商人和你的爱逗乐的奥

尔丹同行不会嘲笑你吗？他们可没有冒什么风险嘛，他们得到了现

金，得到了纯粹独立形式的交换价值。而你这方面要担多少风险

呀！首先，要用纱锭和棉花制成纱，经历生产过程的一切风险；然后

把纱卖出，再变为货币，也要担风险。纱能否按它的价值卖出，是

高于还是低于价值卖出，这是一个风险。也许它根本卖不出去，根

本不能再变为货币，这又是一个风险。至于纱本身，你一点也不感

兴趣。你不能拿纱来吃、来喝，除了把它卖出去以外，没有任何用

处。而且无论如何，为了把纱再变为货币（这里还包括把纱锭和棉

花再变为货币），还要有时间的损失！你的同行将反驳你说：老兄！

别装傻了！别说废话了！你想怎样利用我们的棉花和纱锭，你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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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做什么，这关我们屁事！把它们烧掉、扔掉，随你的便，只要把

它们的价钱付了！想得倒好！你当上了棉纺厂主，我们就得把我们

的商品白白送给你，看来你感到这一行不很顺手，你把这一行的风

险和危险太夸大啦！那就别经营棉纺业啦，不然就别抱着这些荒唐

的想法到市场上来！”

听了工人这番话，资本家带着轻蔑的微笑回答说：“可见，你们

这些家伙只听钟声响，不知钟声哪里来。你们谈的是你们根本不

懂的事情。你们以为我把现金付给利物浦坏蛋和奥尔丹小子吗？

决不是！我付给他们的是期票，而在期票到期之前，利物浦坏蛋的

棉花实际上已经加工成纱，并且卖出去了。你们的情况却完全不

同。你们是要拿现金的。”

工人说：“好极了，但是利物浦坏蛋和奥尔丹小子把你的期票

拿去干什么啦？”

资本家喊道：“他们拿去干什么？！问得多蠢！他们拿去找银行

家贴现呗！”

“他们付给银行家多少？”

“多少？货币现在十分便宜。我想他们大约付３％的贴现利息，

就是说，不是付期票金额的３％，而是根据距期票到期的时间，按

年利３％计算。”

工人说：“那就更好啦，付给我们２先令，这是我们商品的价

值。或者付给我们１２先令吧，因为我们想按周计算，不按天计算。

所以，就依年利３％从这个金额中扣除１４天的利息吧。”

资本家说：“但这张期票太小，没有一个银行家肯贴现的。”

工人回答说：“好吧，我们是１００人。这也就是说，你应当付给

我们１２００先令。给我们开一张期票吧。合６０镑，拿去贴现，不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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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小的数目了。而且，是你自己给它贴现，这个数目对你来说，一

定不会太小，因为你想从我们身上赚得的利润，也正是这个数目。

扣除的是微不足道的数目。既然这样一来我们能够把我们产品的

大部分完全拿到手，那我们很快也就不再需要你贴现了。自然，我

们给你的信贷，不会比交易所经纪人给你的多——总共只有１４

天。”

如果认为工资的来源（在完全歪曲真实关系的情况下），是对

总产品中属于工人的那部分价值的贴现，即资本家提前用货币把

这部分支付给工人，那末资本家势必开给他们期限很短的期票，就

象他开给做棉花生意的商人等等的那种短期期票一样。工人就会

得到自己产品的大部分，而资本家很快就会不成其为资本家了。

对于工人来说，资本家就会从产品的所有者变成单纯的银行家。

此外，如果说资本家有商品低于其［４２７］价值出卖的风险，那

他也有商品高于其价值出卖的机会。而如果产品卖不出去，工人

就会被抛到街头。如果产品价格长期低于市场价格，工人的工资

就要下降到平均水平之下，工厂就开工不足。所以，工人承担的风

险最大。

第三，租地农场主用货币支付地租，工业资本家用货币支付利

息，他们为了有可能实行这些支付，必须事先把自己的产品变为货

币，可是谁也不会想到，仅仅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就可以从地租或

利息中扣下一部分。｝

［（ｂ）工人向资本家购买商品。

不表现再生产的货币回流］

  工业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流通的那部分资本（即构成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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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部分流动资本），也发生货币流回它的出发点的现象。资本家

以货币支付工人的工资；工人用这笔货币向资本家购买商品，于是

货币流回资本家手里。（在实践中，是回到资本家的银行家手里。

但是，事实上，银行家对单个资本家来说是总资本的代表，因为总

资本表现为货币。）这种货币回流按其本身来说根本不表现再生

产。资本家用货币向工人购买劳动，工人用这笔货币向资本家购

买商品。同一笔货币，最初表现为购买劳动的手段，后来表现为购

买商品的手段。这笔货币之所以流回资本家手里，是因为资本家

对同样一些人来说，起先作为买者出现，后来又作为卖者出现。他

作为买者，货币从他那里出去，他作为卖者，货币又回到他手里。

相反，工人起先作为卖者出现，后来又作为买者出现，他起先收进

货币，后来支出货币，而资本家与工人相反，起先支出货币，后来收

回货币。

在资本家方面，这里发生了Ｇ—Ｗ—Ｇ运动。他用货币购买

商品（劳动能力）。他用这种劳动能力的产品（商品）购买货币，

或者说，他把这个产品卖回给从前作为卖者同他相对立的工人。

相反，工人代表Ｗ—Ｇ—Ｗ 流通。他卖出自己的商品（劳动能

力），并用卖得的货币买回自己的产品（他生产的商品）的一部分。

当然，有人会说：工人卖出商品（劳动能力）换得货币，用这笔

货币购买商品，然后又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所以，从工人方面

说，也出现Ｇ—Ｗ—Ｇ过程；并且，因为货币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

间不断来回流通的，所以要看从哪一方面来考察这个过程，同样

可以说，工人也象资本家那样代表Ｇ—Ｗ—Ｇ运动。然而，资本

家是买者。过程是从资本家而不是从工人重新开始的；货币必然

流回资本家手里，是因为工人必须购买生活资料。这里，正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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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的流通形式是Ｇ—Ｗ—Ｇ，另一方的流通形式是Ｗ—Ｇ—Ｗ

的一切过程中一样，可以看出，交换过程的目的，对一方来说，是

交换价值，货币，因而也就是价值的增殖；对另一方来说，则是

使用价值，是消费。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上面提到的第一种场合的

货币回流上。在那种场合，租地农场主一方实现Ｇ—Ｗ—Ｇ过程，

而土地所有者一方实现Ｗ—Ｇ—Ｗ；这是很明显的，只要我们注意

到，土地所有者用来向租地农场主购买商品的Ｇ是地租的货币形

式，因而已经是Ｗ—Ｇ的结果，是以实物形式实际属于土地所有

者的那部分产品的转化形式。

这种Ｇ—Ｗ—Ｇ过程在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中，只是资本家

用来支付工资的那笔货币流回资本家手里的表现，它本身不表现

再生产过程，只表现买者对同样一些人来说又是卖者这一情况。

它也不表现作为资本的货币，就是说，不表现Ｇ—Ｗ—Ｇ′过程，在

那里，第二个Ｇ′是比第一个Ｇ大的货币额，因而Ｇ是自行增殖的

价值（资本）。相反，这只是表示同一货币额（往往还少一些）在形

式上流回出发点。（这里所说的资本家，当然是指资本家阶级。）

因此，我在第一部分９９中说Ｇ—Ｗ—Ｇ的形式必定是Ｇ—Ｗ—Ｇ′，

是不对的。这种形式可以只表现货币回流的形式，我在同一个地

方用买者同时又成为卖者的情况来说明货币流回同一出发点的循

环运动时，已暗示了这一点。１００

但资本家不是靠这种货币回流发财的。例如，他付出了１０先

令工资。工人用这１０先令向他购买商品。资本家给工人１０先令

商品，换取他的劳动能力。如果资本家用实物形式给工人以价格

１０先令的生活资料，这里就根本不发生货币流通，因而也就不发

生货币回流。可见，这种货币回流现象同资本家发财无关。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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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发财，是因为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占有的劳动，比他以工资形

式支出的劳动多，因此他的产品大于这个产品的生产费用，可是，

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货币也决不可能少于工人用来向资本家购买

商品的货币。这里，这种形式上的货币回流同发财毫无关系，因而

并没有表现［４２８］作为资本的Ｇ，正如当用来支付地租、利息和税

收的货币流回支付地租、利息和税收的人手里的时候，这种回流本

身不包含价值的增殖或者［哪怕是］价值的补偿一样。

只要Ｇ—Ｗ—Ｇ表示货币流回资本家手里的形式上的回流，

那末它只是表明，资本家开出的货币形式的支票由他自己的商品

来兑现。

对这种货币回流（即货币回到它的出发点）作错误解释的例

子，见前面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一节１０１。作为第二个例子

——特别适用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货币流通——后面要引用布

雷的一段话１０２。最后关于贷放货币的资本家，要引用蒲鲁东
１０３
。

Ｇ—Ｗ—Ｇ这种回流形式，凡是在买者又成为卖者的地方都

存在；因而它在整个商业资本中都存在。在商业资本中，一切商人

彼此之间都是为卖而买和为买而卖。可能，买者——Ｇ——不能把

商品（例如米）卖得比买来时贵；他可能甚至不得不低于它的价格

把它出卖。在这种情况下，就只发生简单的货币回流，因为这里买

变为卖并没有使货币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即资本。

例如，在不变资本交换时，也发生这种情况。机器制造业者向

铁生产者买铁，又把机器卖给铁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流回

机器制造业者手里。货币作为买铁的购买手段被付出。后来，它成

为铁生产者买机器的购买手段，因此流回机器制造业者手里。机

器制造业者付出货币换进铁，又收进货币付出了机器。这里，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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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货币可以使两倍的价值流通。例如，机器制造业者用１０００

镑买铁；铁生产者用这１０００镑买机器。铁和机器的价值加在一起

等于２０００镑。但是，这样一来，就必须有３０００镑在运动：１０００镑

货币，１０００镑机器和１０００镑铁。如果资本家进行实物交换，商品

转手就不必有一个法寻流通。

如果资本家彼此实行结算，货币对他们起支付手段的作用，那

末情况也是如此。如果流通的是纸币或信用货币（银行券），那末，

情况有一点变化。在这时，还有１０００镑银行券，但它没有“内在价

值”。不管怎样，这里也有３０００镑：１０００镑铁，１０００镑机器和１０００

镑银行券。但这３０００镑之所以存在，如同第一种情况一样，只是

因为机器制造业者手里有２０００镑：１０００镑机器和１０００镑货币

（金银或银行券）。在这两种情况下，铁生产者还给机器制造业者

的，都只是后者（即货币），而铁生产者之所以得到货币，只是因为

作为买者的机器制造业者并不直接又是卖者，他不是用商品而是

用货币来支付第一种商品铁。当他用商品来支付，即把自己的商

品卖给铁生产者的时候，后者就把货币还给他。因为支付并不是

双重的——一次用货币，再一次用商品。

在这两种情况下，金或银行券都代表由机器制造业者买去的

商品的转化形式，或者代表后来由别人买去的商品的转化形式；或

者代表虽然没有被购买但已转化为货币的那种商品，就象土地所

有者（他的祖先等等）１０４获得收入时的情况那样。因而这里货币的

回流只是表示：原来为换得商品而把货币付出即投入流通的人，由

于卖出他投入流通的另一种商品，又把货币从流通中抽回来。

刚才谈的这１０００镑，在资本家之间流通，可以在一天之内经

过四五十只手，这只不过是资本的转手而已。机器转到铁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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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铁转到农民手里，谷物转到淀粉厂主或酒精厂主手里，等

等。最后，这１０００镑可能又落到机器制造业者手里，再经过后者

转到铁生产者手里等等。由此可见，用这１０００镑就可以使４００００

镑以上的资本流通，而且货币可能不断回到第一个把它投入流通

的人手里。用这４００００镑赚得的利润，有一部分会转化为利息，由

各个资本家支付，例如机器制造业者向贷给他１０００镑的人付利

息，铁生产者向借给他１０００镑（这笔钱他早已用在煤炭等等或工

资等等上面了）的人付利息，等等。蒲鲁东先生由此得出结论说，

这１０００镑带来了由４００００镑赚得的全部利息。这样一来，如果利

率等于５％，利息就等于２０００镑。根据这一假设，他正确地算出

１０００镑生出２００％的利息。这位鼎鼎大名的政治经济学批评家原

来如此！①

但是，虽然Ｇ—Ｗ—Ｇ过程在代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货币

流通时本身不表现任何再生产行为，这个过程的经常重复，货币

５４３魁奈的经济表（插入部分）

① ［４３７］上面提到的蒲鲁东的那段话，是这样说的：

“抵押债务总额，据最了解情况的作者说，达到１２０亿，据其他一些人说，

达１６０亿；期票债务总额至少有６０亿，股票大约２０亿，国债８０亿；总计２８０

亿。必须指出，所有这些债务，是按４％、５％、６％、８％、１２％，甚至１５％的利息

借来的或视同借来的货币。我假定前三类债务的平均利息是６％；２００亿就有

利息１２亿。此外还加上国债利息约４亿，总计：１０亿资本的年息为１６亿。”

（第１５２页）因而是１６０％。因为“在法国，现金总额，——我不想说一般存在

的，我说的是在流通中的货币总额，包括银行的库存现金在内，——按照最流

行的估计，不超过１０亿”。（第１５１页）“当交换结束时，货币又空出来了，因而

又可以重新贷出…… 货币资本从一次交换到另一次交换，总是不断回到它

的出发点。由此可见，每次由同一个人的手重新把这些货币贷出，总能给同一

个人带来利润。”（第１５３—１５４页）（《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

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１０５）［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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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回流却表示再生产。任何一个买者，如果不把他卖出的商

品再生产出来，他就根本不可能经常作为卖者出现。诚然，所有

不靠地租、利息或税收生活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就一部分人来说，

在过程结束时总发生货币的回流Ｇ—Ｗ—Ｇ，例如在资本家对工

人，或对土地所有者，或对食利者的关系上就是如此（从后两者

来说是单纯的货币回流）。就另一部分人来说，过程结束则购得了

商品，即发生Ｗ—Ｇ—Ｗ 过程，例如在工人方面就是这样。工人

使这个过程不断周而复始。工人总是作为卖者，而不是作为买者

开始行动。［４２９］仅仅表明花费收入的整个货币流通，也是这种

情况。例如，资本家自己每年就消费一定数量的产品。他把自己

的商品变为货币，以便用这些货币来购买他要想最终消费的商品。

这里是Ｗ—Ｇ—Ｗ，并不发生货币流回资本家手里的现象，但是货

币流回卖者（例如店主）手里，而卖者的资本靠资本家花费其收

入来补偿。

但是，我们还看到收入同收入交换，即收入之间的流通。屠宰

业者向面包业者买面包，面包业者向屠宰业者买肉；他们两者都消

费自己的收入。屠宰业者自己吃肉是不付钱的，同样，面包业者自

己吃面包也不付钱。他们都是以实物形式消费收入的这一部分。

但可能有这种情况：面包业者向屠宰业者买的肉，对屠宰业者来说

不是补偿资本，而是补偿收入，即补偿他出卖的肉中不是纯粹代表

他的利润，而是代表他的利润中他自己想当作收入消费掉的那一

部分。屠宰业者向面包业者买面包，对屠宰业者来说，也是花费他

的收入。双方结算的时候，只要有一个人支付差额就行了。他们相

互买卖彼此抵销的部分不加入货币流通。但是，假定面包业者要

支付差额，而且这个差额对屠宰业者来说代表收入。那末屠宰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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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就要用面包业者的货币去买其他消费品。假定这是１０镑，他支

付给裁缝。如果这１０镑对裁缝来说代表收入，那末裁缝也以类似

的方式花费这１０镑。他又用这１０镑去买面包等等。这样，货币就

流回面包业者手里，但对面包业者来说，这笔货币所补偿的已经不

是收入，而是资本了。

还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由资本家进行的、代表自行增殖

的价值的Ｇ—Ｗ—Ｇ过程中，资本家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比他投

入流通的货币多。（这曾经是货币贮藏者的真正愿望，但没有实

现。因为他以金银形式从流通领域抽出的价值，并不比他以商品

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多。他现在有更多的货币形式的价值，而过

去他有更多的商品形式的价值。）假定资本家的商品的全部生产

费用等于１０００镑。他按１２００镑把自己的商品卖出去，因为现在他

的商品中包含２０％即１
５的无酬劳动，这种劳动是资本家虽然没有

支付过代价却拿去出卖的。全体资本家即工业资本家阶级不断从

流通中抽出的货币，怎么可能比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多呢？从另一

方面可以说，资本家不断投入流通的东西比他从流通中抽出的东

西多。他要支付他的固定资本。但是，他出卖固定资本是随着固定

资本消费的程度，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的。固定资本虽然完全进

入商品的生产过程，但它始终是以小得多的部分加到商品的价值

中去。假定固定资本的流通期间为１０年，那末每年加到商品中去

的只是它的１
１０，而其余

９
１０不加入货币流通，因为这

９
１０根本没有以商

品形式进入流通。这是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来考察，１０６现在回过头来谈魁奈。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先得说一说。银行券流回到办理期票贴

现和用银行券贷款的银行，是同上面考察的货币回流完全不同的

７４３魁奈的经济表（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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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转化为货币是预先实现的。商品取得货

币形式还在它出卖以前，甚至在它生产出来以前。但也有可能，它

已经卖出了（凭期票）。无论如何，它还没有被支付，还没有再转化

为货币。因此，这种向货币的转化，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是预

先实现的。一旦商品被卖掉（或被认为已卖掉），货币就流回银行：

或者以本银行的银行券的形式流回，于是这种银行券便退出流通；

或者以别家银行的银行券的形式流回，这种银行券便同本银行的

银行券相交换（在银行家之间），这样一来，两种银行券都退出流

通，回到它们的出发点；或者以金银的形式流回。如果这些金银被

用来兑换第三者手中的银行券，那末银行券就回到银行。如果银

行券不要求兑换，那末流通中的金银就会减少，减少的正是代替银

行券存放在银行库里的金银的数目。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过程是这样的：

货币的现有存在（商品向货币转化）已经预先实现。当商品真

正转化为货币时，它是第二次向货币转化。但商品的这种第二次

货币存在会回到出发点，抵偿、替代商品的第一次货币存在，离开

流通，回到银行。很可能，表现商品的这种第二次货币存在的，就

是表现过商品的第一次货币存在的同一批银行券。例如，给纺纱

厂主贴现了一张期票。这张期票是他从织布业者那里得到的。纺

纱厂主用贴现得来的１０００镑支付煤炭、棉花等等。这些银行券被

用来支付商品，经过各种不同的人的手，最后被用于购买麻布，于

是银行券落到织布业者手里。期票到期，织布业者就把这些银行

券付给纺纱业者，后者则把它们归还银行。在商品预先实现向货

币转化之后发生的第二次的（后遗的）向货币转化，除了第一次的

货币以外，［４３０］完全不需要另外的货币。这样，似乎纺纱业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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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因为开始他借了银行券，而在过程结束时，

他收回银行券，把它们归还银行。但是，实际上，同一批银行券在

这个时期内起了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的作用，而纺纱业者把其中

一部分用来偿付债务，一部分用来购买再生产纱所必需的商品，从

而也实现了通过剥削工人而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他现在可以把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付给银行。而且也是用货币，因为流回他手里

的货币要比他支出的、预付的和花费的货币多。怎么发生的呢？这

又属于我们留到后面再考察的那个问题。１０６

［（４）《经济表》上租地农场主和

工业家之间的流通］

  现在我们回过来讲魁奈。我们要考察第三和第四个流通行

为。

Ｐ（土地所有者）向Ｓ
１０７
（从事工业的“不生产”阶级）购买１０亿

工业品（在表上是ａ—ｃ线
９７
）。这里，１０亿货币使同额商品进入流

通。｛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是一次交换。如果Ｐ是分次向Ｓ购

买商品，而Ｐ同样是分次从Ｆ（租地农场主）那里收到地租，那末，

这１０亿工业品就可能，比方说，用１亿购买。因为Ｐ向Ｓ购买１亿

工业品，Ｓ向Ｆ购买１亿食物，Ｆ向Ｐ支付１亿地租；如果这样重

复１０次，那末就有１０×１亿的商品从Ｓ转到Ｐ和从Ｆ转到Ｓ，而

有１０×１亿的地租从Ｆ转到Ｐ。于是，整个流通用１亿就完成了。

但是，如果Ｆ一次支付全部地租，那末，Ｓ手里的１０亿和流回到Ｆ

手里的１０亿，就可能有一部分存放着，一部分在流通。｝现在有

１０亿商品从Ｓ转到Ｐ，相反，有１０亿货币从Ｐ转到Ｓ。这是简单流

９４３魁奈的经济表（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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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币和商品只是按相反方向转手。但是，除了租地农场主已经

卖给Ｐ因而进入消费的１０亿食物以外，还有１０亿工业品由Ｓ卖

给Ｐ而进入消费。必须指出，这些商品在新的收获以前就存在了

（否则，Ｐ就不能用新收获的产品购买它们）。

Ｓ再用１０亿向Ｆ购买食物。于是总产品的第二个
１
５离开流

通，进入消费。在Ｓ和Ｆ之间，这１０亿执行了流通手段的职能。但

同时，这里发生了两种现象，这两种现象是在Ｓ和Ｐ之间的过程

中没有发生的。在后面这个过程中，Ｓ把他的产品的一部分，即１０

亿工业品，再转化为货币。但是，在同Ｆ交换中，他把货币再转化

为食物（在魁奈那里，就是转化为工资），从而补偿他投在工资上

的、已消费的资本。１０亿变为生活资料的这种再转化，在Ｐ那里表

示单纯的消费，而在Ｓ那里则表示生产的消费，表示再生产，因为

Ｓ把他的商品的一部分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之一，即生活资

料。因此，商品的这一形态变化，它从货币到商品的再转化，在这

里同时表示商品的实际的（而不仅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的开始，

表示商品的再生产的开始，商品变为它自己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

的开始。这里同时也发生资本的形态变化。相反，从Ｐ这方面来

说，只是收入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这只是表示消费。

第二，当Ｓ向Ｆ购买１０亿食物的时候，Ｆ作为货币地租付给

Ｐ的第二个１０亿，就回到Ｆ手里。不过，它们之所以回到Ｆ手里，

只是因为Ｆ用价值１０亿的商品等价物把它们从流通中再抽回，

赎回。这就好比土地所有者向他（除了第一个１０亿以外）买了１０

亿食物一样，就是说，好比土地所有者以商品形式从租地农场主那

里获得了他的货币地租的第二部分，然后又用这些商品换了Ｓ的

商品一样。Ｓ不过是代替Ｐ以商品形式提取Ｆ已经用货币付给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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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２０亿的第二部分。如果用实物支付，那就是Ｆ给Ｐ２０亿食

物，Ｐ自己消费其中１０亿，用另外１０亿向Ｓ交换工业品。在这种

情况下，只会是：（１）２０亿食物从Ｆ转到Ｐ；（２）Ｐ和Ｓ之间进行物

物交换，前者用１０亿食物去换１０亿工业品，后者则相反。

实际上不是这样，而是发生了四个行为：［４３１］（１）２０亿货币

从Ｆ转到Ｐ；（２）Ｐ向Ｆ购买１０亿食物；货币流回Ｆ手里，执行流

通手段的职能；（３）Ｐ用１０亿货币向Ｓ购买工业品；货币执行流通

手段的职能，按与商品运动相反的方向转手；（４）Ｓ用这１０亿货币

向Ｆ购买食物；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对于Ｓ来说，货币同时

作为资本流通。它流回Ｆ手里，因为现在那第二个１０亿的食物

——土地所有者从Ｆ那里得到过这１０亿支票——被提取了。但

是，货币不是直接从土地所有者那里流回Ｆ手里的，货币先在Ｐ

和Ｓ之间起了流通手段的作用，货币在提取１０亿食物之前，中途

先提取了１０亿工业品，并把它们从工业家手里转给土地所有者，

在这以后，货币才流回Ｆ手里。由工业家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在同

土地所有者交换中），和接着而来的由货币转化为食物（在同租地

农场主交换中），在Ｓ方面，都是他的资本的形态变化，先是变成货

币的形式，然后变成资本再生产所必需的构成要素的形式。

因此，以上四个流通行为的结果是：土地所有者花完了他的收

入，一半花在食物上，一半花在工业品上。这样一来，他以货币地

租形式得到的２０亿就花完了。其中一半从他那里直接流回租地

农场主手里，另一半通过Ｓ间接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而Ｓ把他

的成品的一部分脱了手，用食物，也就是用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来补

偿。通过这些过程，结束了有土地所有者出现的流通。离开流通进

入消费（一部分是非生产消费，一部分是生产消费，因为土地所有

１５３魁奈的经济表（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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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已经用他的收入部分地补偿了Ｓ的资本）的是：（１）１０亿食物

（新收获的产品）；（２）１０亿工业品（上年收获的产品）；（３）１０亿食

物，这个１０亿是加入再生产的，就是用来生产Ｓ在次年拿去同土

地所有者的一半地租相交换的那些商品的。

２０亿货币又在租地农场主手里了。租地农场主现在为了补偿

他的“年预付和原预付”（因为它们一部分由劳动工具等构成，一部

分由生产中所消费的其他工业品构成），向Ｓ购买１０亿商品。这

是简单的流通过程。于是１０亿转到Ｓ手里，而Ｓ的以商品形式存

在的产品的第二部分转化为货币。双方都发生资本的形态变化。

租地农场主的１０亿再转化为再生产过程所必需的生产要素。Ｓ的

成品再转化为货币，完成了从商品到货币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没

有这种形态变化，资本就不能再转化为自己的生产要素，因而也就

不能进行再生产。这是第五个流通过程。有１０亿工业品（上年收

获的产品）离开流通，进入再生产消费（ａ′—ｂ′）
９７
。

最后，Ｓ把这１０亿货币——他的一半商品现在以这１０亿货

币的形式存在——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条件的另一半，即原料等

等（ａ—ｂ）。这是简单流通。这对Ｓ来说，同时也是他的资本变为

适于再生产的形式的形态变化，而对Ｆ来说，是他的产品变为货

币的再转化，现在，“总产品”的最后１
５离开流通，进入消费。

总之：１５加入租地农场主的再生产过程，不进入流通，
１
５被土

地所有者消费掉；合计２
５；

２
５由Ｓ取得；共计

４
５。
１０８

在这里，这笔账显然有缺陷。看来，魁奈是这样计算的：Ｆ给

Ｐ１０亿食物（ａ—ｂ线）。Ｆ用１０亿原料补偿Ｓ的资本（ａ—ｂ）。１０

亿食物构成Ｓ的工资，这笔工资的价值就是Ｓ加在商品上并在加

的过程中耗费在食物上的价值（ｃ—ｄ）。１０亿留在再生产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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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不进入流通。最后，１０亿产品补偿“预付”（ａ′—ｂ′）。可是，魁

奈没有看到：Ｓ既不是用这价值１０亿的工业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

食物，也不是用它向租地农场主购买原料；Ｓ在同租地农场主的货

币结算中，倒是用租地农场主自己的货币偿还租地农场主。要知

道，魁奈一开始就是从下面这个假设出发的，即租地农场主除了他

的总产品以外还有２０亿货币，这２０亿，总的说来，是一个基金，流

通的货币是从这里汲取的。

此外，魁奈忘记了，除了这５０亿总产品以外，还有２０亿总产

品，即在新收获前就已制造出来了的工业品。因为５０亿只代表租

地农场主的全部年产品，［４３２］租地农场主得到的全部收成，而决

不代表要由这个收成补偿自己再生产要素的工业总产品。

因此，现有：（１）租地农场主方面——２０亿货币；（２）５０亿土地

总产品；（３）价值２０亿的工业品。就是说，有２０亿货币和７０亿产

品（农产品和工业品）。流通过程可以概括如下（Ｆ——租地农场

主，Ｐ——土地所有者，Ｓ——工业家，不生产阶级）：

Ｆ付给Ｐ２０亿货币地租，Ｐ向Ｆ购买１０亿食物。这样就实现

了租地农场主的总产品的１
５。同时有１０亿货币流回他的手里。其

次，Ｐ向Ｓ购买１０亿商品。这样就实现了Ｓ的总产品的１
２。Ｓ卖

得１０亿货币。他用这笔货币向Ｆ购买价值１０亿的食物。从而Ｓ

补偿了他的资本的再生产要素的１
２。这样就实现了租地农场主的

总产品的又一个 １
５。同时，租地农场主又有了２０亿货币，这是他

卖给Ｐ和Ｓ的２０亿食物的价格。然后，Ｆ向Ｓ购买１０亿商品，以

补偿自己的“预付”的一半。这样就实现了工业家的总产品的另一

半。最后，Ｓ用最后这１０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原料。这样就

实现了租地农场主的总产品的第三个 １
５，Ｓ的资本的再生产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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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另一半得到补偿，而１０亿又流回租地农场主手里。租地农场主

又有了２０亿，这是合乎情理的，因为魁奈把租地农场主看作资本

家，在同租地农场主的关系上，Ｐ只是收入所得者，Ｓ只是工资所

得者。如果租地农场主直接用他的产品支付Ｐ和Ｓ，他就不付出任

何货币。但是，因为他支付了货币，Ｐ和Ｓ就用这些货币来买他的

产品，货币就流回他手里。这是这样一种形式上的货币回流，即货

币流回到以买者资格开始全部业务并将它完成的工业资本家手

里。其次，租地农场主的总产品中补偿他的“预付”的那 １
５属于再

生产。还剩下１
５食物要实现，这是完全不进入流通的。

［（５）《经济表》上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货币流回出发点的各种情况］

  Ｓ向租地农场主购买１０亿食物和１０亿原料，相反，Ｆ只向Ｓ

购买１０亿商品以补偿他的“预付”。因此，Ｓ要支付１０亿的差额，

而这个差额最终要用Ｓ从Ｐ那里得到的１０亿来支付。看来，魁奈

把向Ｆ支付这１０亿，同向Ｆ购买１０亿产品混淆起来了。至于魁

奈怎样考虑这一点，应该参阅勃多的解说１０９。

实际上（按我们的计算），２０亿只起下列作用：（１）以货币支付

２０亿的地租；（２）使租地农场主的３０亿总产品流通（其中１０亿食

物给Ｐ，２０亿食物和原料给Ｓ），并使Ｓ的２０亿总产品流通（其中

１０亿给Ｐ用于消费，１０亿给Ｆ用于再生产的消费）。

最后一次购买（ａ—ｂ）是Ｓ向Ｆ购买原料，Ｓ以货币支付Ｆ。

［４３３］再说一次吧：

Ｓ从Ｐ那里取得了１０亿货币。他用这１０亿货币向Ｆ购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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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１０亿的食物。Ｆ用这１０亿货币向Ｓ购买商品。Ｓ又用这１０亿

货币向Ｆ购买原料。

或者：Ｓ向Ｆ购买１０亿货币的原料和１０亿货币的食物。Ｆ向

Ｓ购买１０亿货币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１０亿流回Ｓ手里，但是，

所以如此，只是因为假定Ｓ除了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取得的１０亿货

币和他需要出卖的１０亿商品之外，还有他自己投入流通的１０亿

货币。按照这个假定，为了使商品在Ｓ和租地农场主之间流通，就

需要２０亿货币，而不是１０亿货币。结果有１０亿回到Ｓ手里。这

是因为Ｓ用２０亿货币向租地农场主购买。而租地农场主向Ｓ购

买１０亿，把从Ｓ那里得到的货币的半数付还给Ｓ。

在第一种情况下，Ｓ分两次购买。第一次他付出１０亿；这１０

亿从Ｆ流回他的手里；然后他再次把这１０亿最后付给Ｆ，这样就

不再流回了。

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Ｓ一次就购买２０亿，当Ｆ再向Ｓ购买

１０亿的时候，这１０亿就留在Ｓ手里。在这种情况下，流通就需要

２０亿，而不是１０亿。在第一种情况下，１０亿货币经过两次流通，

实现了２０亿商品。在第二种情况下，２０亿货币经过一次流通，也

实现了２０亿商品。当租地农场主现在支付１０亿给工业家Ｓ时，Ｓ

由此得到的货币并不比第一种情况下多。因为Ｓ除了把１０亿商

品投入流通之外，还从他自己的在流通过程开始前就存在的基金

中，拿出１０亿货币投入流通。他为流通投放了货币，因而货币流

回他手里。

在第一种情况下：Ｓ用１０亿货币向Ｆ购买１０亿商品。Ｆ用１０

亿货币向Ｓ购买１０亿商品。Ｓ又用１０亿货币向Ｆ购买１０亿商

品，于是１０亿货币留在Ｆ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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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种情况下：Ｓ用２０亿货币向Ｆ购买２０亿商品。Ｆ用１０

亿货币向Ｓ购买１０亿商品。同第一种情况一样，租地农场主手里

留下１０亿货币。但Ｓ收回１０亿，这１０亿是以前从他这方面预付

到流通中的资本，现在从流通中回到他手里。Ｓ向Ｆ购买２０亿商

品。Ｆ向Ｓ购买１０亿商品。因此，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支付１０亿

差额，但是不会更多。既然Ｓ由于这种流通方式的特点，为上述差

额付给了Ｆ２０亿，那末Ｆ就付还给Ｓ１０亿，而在第一种情况下，Ｆ

则不付还给Ｓ任何货币。

就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Ｓ向Ｆ购买２０亿，Ｆ向Ｓ购买１０

亿。因此，差额仍然是应付给Ｆ１０亿。但是，这个差额是这样支

付给Ｆ的，就是Ｆ自己的货币又流回Ｆ手里，因为Ｓ先向Ｆ购买

１０亿，然后Ｆ向Ｓ购买１０亿，最后Ｓ向Ｆ购买１０亿。１０亿在这

里使３０亿流通。但是总的说来，流通中存在过的价值（如果货币

是实在货币）等于４０亿：３０亿是商品，１０亿是货币。流通的和

最初（支付给租地农场主）投入流通的货币额，从来不超过１０亿，

就是说，不超过Ｓ应付给Ｆ的差额。由于在Ｓ第二次向Ｆ购买１０

亿以前，Ｆ已向Ｓ购买１０亿，Ｓ就可以用这１０亿支付他应付的差

额。

在第二种情况下，Ｓ把２０亿投入流通。诚然，Ｓ用这２０亿向Ｆ

购买了价值２０亿的商品。这２０亿在这里用作流通手段，它被支出

是要换得商品形式的等价物。但是，Ｆ又向Ｓ购买１０亿。这样就

有１０亿回到Ｓ手里，因为Ｓ应付给Ｆ的差额只是１０亿，而不是

２０亿。Ｓ现在已经用商品给Ｆ补偿了１０亿，因此Ｆ必须付还给

Ｓ１０亿，这１０亿现在看来是Ｓ以货币形式多付给Ｆ的。这个情况

很值得注意，要稍微费点时间谈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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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假定的３０亿商品（其中２０亿是食物［和原料］，１０亿

是工业品）的流通，可以有几种不同情况；但是，这里要注意：第一，

按照魁奈的假定，当Ｓ和Ｆ之间的流通过程开始的时候，有１０亿

货币在Ｓ手里，１０亿货币在Ｆ手里；第二，为了举例说明，我们假

定Ｓ除了从Ｐ那里得到１０亿以外，在钱柜里还有１０亿货币。

［４３４］（ ）第一，情况就象魁奈假设的那样。Ｓ用１０亿货币向

Ｆ购买１０亿商品；Ｆ用从Ｓ那里得来的１０亿货币，向Ｓ购买１０

亿商品；最后，Ｓ用这样收回的１０亿货币，向Ｆ购买１０亿商品。因

此，有１０亿货币留在Ｆ手里，这笔货币对Ｆ说来，代表资本（实际

上，这１０亿货币同Ｆ从Ｐ那里收回的另外１０亿货币一起，形成

他下年度用来重新支付货币地租的收入，即２０亿货币）。在这里，

１０亿货币流通三次（从Ｓ到Ｆ，从Ｆ到Ｓ，再从Ｓ到Ｆ），每次偿付

１０亿商品，因而总共偿付３０亿商品。如果货币本身具有价值，在

流通中就有４０亿价值。货币在这里只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但是

对于Ｆ（货币最后留在他的手里）说来，却转化为货币，而且可能转

化为资本。

（ ）第二，货币只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在这种情况下，Ｓ向

Ｆ购买２０亿商品，Ｆ向Ｓ购买１０亿商品，他们彼此进行结算。在

交易结束时，Ｓ要用货币支付１０亿差额。同前面情况一样，１０亿

货币落入Ｆ的钱柜，但它一直没有起过流通手段的作用。这笔货

币对Ｆ说来是资本的转移，因为它只给Ｆ补偿一笔１０亿商品的

资本。这样一来，同第一种情况一样，有４０亿价值加入流通。但

是，１０亿货币只发生一次运动，而不是三次运动，货币只支付同额

的商品价值。而在第一种情况下，货币则支付了三倍于它本身的

价值。同第一种情况相比，省去了两次多余的流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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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Ｆ首先作为买者出现，用１０亿货币（他从Ｐ那里得

来）向Ｓ购买１０亿商品。这１０亿货币不是当作贮藏货币闲放在Ｆ

身边到下年度支付地租，而是现在就进入流通。于是，Ｓ有了２０亿

货币（１０亿货币从Ｐ那里得来，１０亿货币从Ｆ那里得来）。他用这

２０亿货币向Ｆ购买了价值２０亿的商品。现在流通中有５０亿价值

（３０亿商品和２０亿货币）。发生了１０亿货币和１０亿商品的流通

以及２０亿货币和２０亿商品的流通。在这２０亿货币中，来自Ｆ的

１０亿流通两次，来自Ｓ的１０亿只流通一次。现在２０亿货币回到

Ｆ手里，但是其中只有１０亿货币是向他结算差额的，另外１０亿货

币，即他从前因首先作为买者出现而投入流通的那１０亿，则通过

流通过程流回他的手里。

（ ）第四，Ｓ用２０亿货币（１０亿货币从Ｐ那里得来，１０亿从

他自己的钱柜中取出投入流通）一次就向Ｆ购买价值２０亿的商

品。Ｆ又向Ｓ购买１０亿商品，因而把１０亿货币还给Ｓ，同前面情

况一样，Ｆ还有１０亿货币留在手上，用来结算他同Ｓ之间的差额。

这里投入流通的有５０亿价值。流通行为是两次。

在 的情况下，在Ｓ还给Ｆ的２０亿货币中，１０亿代表Ｆ自己

投入流通的货币，只有１０亿代表Ｓ投入流通的货币。这里回到Ｆ

手里的是２０亿货币，而不是１０亿货币，但实际上他得到的只是

１０亿，因为另外１０亿是他自己投入流通的。在 的情况下，有１０

亿货币回到Ｓ手里，但是这１０亿货币，是他自己从钱柜中取出投

入流通的，而不是向租地农场主出卖自己的商品得来的。

如果说，在 的情况下和在 的情况下，流通中的货币都是从

来不超过１０亿，可是在 的情况下货币流通三次，转手三次，而在

的情况下只流通一次，转手一次，那末，这不过是由于在 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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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假定有发达的信用，因此节约了支付的次数，而在 的情况下

则发生急速的运动，货币每次都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因此价值每一

次都要以二重形式在两极出现，一极以货币形式，一极以商品形

式。如果说，在 、 的情况下有２０亿货币流通，不象在 、 的

情况下是１０亿货币流通，那末，这是因为在 、 的情况下，都有

２０亿的商品价值一次就进入流通过程（在 的情况下是Ｓ作为买

者结束流通过程，在 的情况下是Ｓ作为买者开始流通过程）；总

之，２０亿商品一次就进入流通，并且假定它们立即被购买，而不是

结算后才支付。

但不管怎样，在这个运动中最有意思的是，在 的情况下１０

亿货币留在租地农场主手里，而在 的情况下１０亿货币则留在工

业家手里，虽然在两种情况下１０亿货币的差额都是付给租地农场

主，而租地农场主在 的情况下没有多得分文，在 的情况下也没

有少得分文。自然，这里总是等价物交换，如果我们谈到差额，它

所指的不过是用货币而不是用商品支付的价值等价物。

在 的情况下，Ｆ把１０亿货币投入流通，从Ｓ那里换得商品

等价物，即得到１０亿商品。但是，后来Ｓ用２０亿货币向Ｆ购买商

品。这样，Ｆ投入流通的第一个１０亿货币回到Ｆ手里，然而有１０

亿商品离开Ｆ。这１０亿商品是用Ｆ以前支出的货币付给Ｆ的。从

对第二个１０亿商品的支付中Ｆ得到第二个１０亿货币。这一货币

差额由Ｆ收进，因为Ｆ总共只买进１０亿货币的商品，而从Ｆ那里

买去的却是价值２０亿的商品。

［４３５］在 的情况下，Ｓ把２０亿货币一次投入流通，从Ｆ那里

换得２０亿商品。Ｆ又用Ｓ自己支出的这笔货币向Ｓ购买１０亿商

品，于是１０亿货币回到Ｓ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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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的情况下：Ｓ实际上以商品形式给Ｆ１０亿商品（等于１０

亿货币），以货币形式给Ｆ２０亿货币，因此，总共是３０亿货币。Ｓ从

Ｆ那里得到的只是２０亿商品。因此，Ｆ应还给Ｓ１０亿货币。

在 的情况下：Ｆ以商品形式给Ｓ２０亿商品（等于２０亿货

币），以货币形式给Ｓ１０亿货币，因此，总共是３０亿货币，而Ｆ从Ｓ

那里得到的，只是１０亿商品，等于１０亿货币。因此，Ｓ应还给Ｆ２０

亿货币，其中１０亿，Ｓ用Ｆ自己投入流通的货币来付还，另外１０

亿是Ｓ自己投入流通。Ｆ留下１０亿货币的差额，但不可能留下２０

亿货币。

在这两种情况下，Ｓ都是得到２０亿商品，Ｆ都是得到１０亿商

品加１０亿货币即货币差额。如果说在 的情况下，另外还有１０亿

货币流到Ｆ手里，那末，这只不过是他投入流通的超过他因出卖商

品而从流通中抽出的数额的货币。在 的情况下，Ｓ的情况也是一样。

在这两种情况下，Ｓ都要用货币支付１０亿货币的差额，因为

他从流通中抽出２０亿商品，而投入流通的只有１０亿商品。在这两

种情况下，Ｆ都要以货币形式收进１０亿货币的差额，因为他把２０

亿商品投入流通，而从流通中只抽出１０亿商品，因此，对第二个

１０亿商品，必须用货币向他结算。在这两种情况下，最后能够转手

的只有这１０亿货币。但是，因为流通中有２０亿货币，所以这１０亿

货币就不得不流回原来把它投入流通的人手里，不管他是Ｆ（他从

流通中收进１０亿货币的差额，此外还把另外１０亿货币投进了流

通）还是Ｓ（他应支付的只有１０亿货币的差额，此外还把１０亿货

币投进了流通）。

在 的情况下，进入流通的货币，比其他情况下使这个商品量

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量多１０亿，因为Ｆ首先作为买者出现，不管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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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算情况如何，他都必须把货币投入流通。在 的情况下，同样

有２０亿货币进入流通，不象在 的情况下只有１０亿，因为在 的

情况下，第一，一开始Ｓ就作为买者出现；第二，他一次就买进２０

亿商品。在 、 的情况下，买者和卖者之间流通的货币，最后只

能等于其中一方应付的差额。因为Ｓ或Ｆ付出的超过这个数额的

货币，都要付还给Ｓ或Ｆ本人。

假定Ｆ向Ｓ购买２０亿商品。那末，情况就会变成这样，Ｆ给

Ｓ１０亿货币以交换商品。Ｓ向Ｆ购买２０亿货币的商品，因此，第一

个１０亿货币就回到Ｆ手里，还外加１０亿货币。Ｆ再用１０亿货币

向Ｓ购买商品，于是这笔货币又回到Ｓ手里。在过程结束时，Ｆ有

２０亿货币的商品和流通过程开始之前他原来就有的１０亿货币；

而Ｓ有２０亿商品和他同样是原来就有的１０亿货币。Ｆ的１０亿货

币和Ｓ的１０亿货币只起了流通手段的作用，后来则作为货币或者

在这种情况下也作为资本，流回到把它们投入流通的双方手里。

如果双方都把货币用作支付手段的话，他们进行结算，就是２０亿

商品对２０亿商品；他们彼此销账；双方之间连一分钱也不流通。

因此，在互为买者和卖者两次对立的双方之间作为流通手段

流通的货币，都是流回的；这些货币的流通可能有三种情况。

［第一，］投入流通的商品价值彼此相等。在这种情况下，货币

流回那个把它预付到流通过程中去，并且这样以自己资本开支流

通费用的人手里。例如，如果Ｆ和Ｓ各向对方购买２０亿商品，Ｓ先

开头，那末，Ｓ就一次向Ｆ购买２０亿货币的商品。然后，Ｆ向Ｓ购

买２０亿商品，把这２０亿货币还给Ｓ。这样，Ｓ在交易前和交易后，

都有２０亿商品和２０亿货币。或者，如果象前面提到的情况那样，

双方都预付等量流通手段，那末，双方预付到流通过程中的流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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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都回到各自的手里；就象前面１０亿货币回到Ｆ手里，１０亿货币

回到Ｓ手里那样。

第二，双方交换的商品价值不等。出现一个要用货币支付的

差额。如果商品流通象前面 的情况那样，进入流通的货币量没

有超过为支付这个差额所必需的货币额，——因为始终只有这个

货币额在双方之间来回，——那末，这笔货币最终落入收进这个差

额的最后卖者手里。

第三，双方交换的商品价值不等；有一个差额要支付；但是，商

品流通进行时，流通的货币多于为支付这个差额所必需的货币；在

这种情况下，超出这个差额的货币流回预付货币的一方。在 的

情况下，流回收进差额的人手里，在 的情况下，流回应付差额的

人手里。

在上面“第二”所说的情况下，只有当收进差额的人是第一个

买者的时候，象在工人和资本家的例子中那样，货币才流回收进差

额的人手里。如果象在 的情况下那样，另一方首先作为买者出

现，那末，货币就离开他而到他的对方手里去了。

［４３６］｛自然，这一切只限于这样的假设：一定的商品量在同一

些人之间买卖，其中每一个人交替地在对方面前作为买者和卖者

出现。相反，我们假定，有３０００商品平分给商品所有者－卖者Ａ、

Ａ′、Ａ，同他们相对立的是买者Ｂ、Ｂ′、Ｂ。如果这里三次购买行为

同时发生，因而在空间上并行地发生，那末，就要有３０００货币流

通，才能使每一个Ａ都有１０００货币，而每一个Ｂ都有１０００商品。

如果几次购买行为一个接着一个，在时间上连续发生，那末，只有

商品形态变化串连在一起，也就是说，只有一些人既作为买者，又

作为卖者出现，虽然不是象上面说的那样，对同一些人既作为买者

２６３ 第  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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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作为卖者出现，而是对一些人作为买者出现，对另一些人又作为

卖者出现，只有这样，同一个１０００货币的流通才能完成这几次购

买行为。例如：（１）Ａ卖给Ｂ１０００货币的商品；（２）Ａ用这１０００货

币向Ｂ′购买；（３）Ｂ′用这１０００货币向Ａ′购买；（４）Ａ′用这１０００货

币向Ｂ购买；（５）Ｂ用这１０００货币向Ａ购买。货币在６个人之间

转手５次，但是也使５０００货币的商品得以流通。如果只使价值

３０００货币的商品流通，那就是：（１）Ａ用１０００货币向Ｂ购买；（２）Ｂ

用１０００货币向Ａ′购买；（３）Ａ′用１０００货币向Ｂ′购买。在４个人之

间转手３次。这是Ｇ—Ｗ 过程。｝

上面阐明的各种情况，并不违背以前所阐明的规律，即：

“已知货币流通速度，已知商品价格总额，流通手段量就已决定。”（第１

分册第８５页）１１０

在前面 的情况的例子中，１０００货币
１１１
流通了３次，使３０００

货币的商品进入运动。因此，流通的货币量

＝
３０００（价格总额）
３（流通速度）

或
３０００（价格总额）
３次流通

＝１０００货币

在 或 的情况下，流通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固然是同一数额

（３０００货币），但流通速度不同。２０００货币流通１次，即１０００货币

加１０００货币。但是，这２０００货币中有１０００再流通了１次。２０００

货币使价值３０００的商品的 ２
３流通，而２０００货币的半数使价值

１０００的商品即余下的 １
３流通；一个１０００货币流通２次，但另一个

１０００货币仅仅流通１次。１０００货币的２次流通实现了等于２０００

货币的商品价格，１０００货币的１次流通实现了等于１０００货币的

商品价格，加在一起等于３０００商品。那末，同这些商品——货币

使之流通的商品——有关的货币流通速度怎样呢？这２０００货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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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１
１
２次（这就是说首先全额流通１次，然后其中半数又流通１

次），等于３
２次。实际是：

３０００（价格总额）
３
２
次流通

＝２０００货币

但是，这里货币流通的不同速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不论 或 的情况，它们与 的情况的不同是这样引起的。

在 的情况下，每次流通的商品的价格总额，始终不大于也不小于

一般进入流通的商品总量的价格总额的 １
３。始终只有价值１０００

货币的商品在流通。在 和 的情况下则相反，一次是２０００货币

的商品流通，一次是１０００货币的商品流通；因此，一次是现有商品

总量的２
３流通，一次是它的

１
３流通。由于同一个理由，批发商业中

流通的铸币，必定大于零售商业中流通的铸币。

我已经指出过（第１分册，《货币的流通》），货币的回流首先表

明，买者又变成了卖者，１１２至于他是否卖给他曾经向之买过东西的

人，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可是，如果事情发生在同一些人之间，

那就会出现一些现象，这些现象曾经引起许多混乱（德斯杜特·德

·特拉西）１０１。买者变成卖者表明，要出卖的是新的商品。商品流

通的继续，就是商品流通的不断更新（第１分册第７８页）１１３，——

因而，这里有一个再生产过程。买者可以再变成卖者（如厂主对工

人）而不表示任何再生产行为。只有这种货币回流的继续、重复，

才表示再生产过程。

当货币的回流代表资本再转化为资本的货币形式的时候，如

果资本继续作为资本运动，这种货币回流必然表示一个周转的结

束和再生产过程的重新开始。在这里，同在其他一切场合一样，资

本家是卖者，Ｗ—Ｇ，然后变成买者，Ｇ—Ｗ，但是，他的资本只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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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Ｇ，才重新具有能够同它的再生产要素相交换的形式，而Ｗ 在

这里代表这些再生产要素。Ｇ—Ｗ 在这里代表货币资本转化为生

产资本，或产业资本。

其次，我们说过，货币流回它的出发点的这种回流可能表示，

在一系列的买卖之后，货币差额由首先开始这一系列过程的买者

收进。Ｆ向Ｓ购买１０００货币的商品。Ｓ向Ｆ购买２０００货币的商

品。这里，有１０００货币流回Ｆ手里。至于另一个１０００，那不过是

货币在Ｓ和Ｆ之间简单变换位置。

［４３７］最后，货币流回出发点的回流可能不表示支付差额，这

在下述两种场合都可能发生：（１）双方支付平衡，因此没有任何差

额要用货币支付，（２）双方支付不平衡，因此需要支付一个货币差

额。请参看上面分析的各种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譬如说，同

Ｆ相对的Ｓ是不是同一个人，那是无关紧要的；这里，Ｓ对于Ｆ和

Ｆ对于Ｓ，都是代表向他出卖和向他购买的人的总数（完全象在货

币回流表现支付差额的例子中一样）。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货币都

流回到把货币可以说预付到流通过程中去的人手里。货币同银行

券一样，在流通中完事之后，就回到把它投入流通的人手里。在这

里货币只是流通手段。最后出现的资本家彼此支付，这样，货币就

回到首先把它投入流通的人手里。

还有一个问题，即资本家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多于他投入流

通的货币的问题，留待以后解决。１０６

［（６）《经济表》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

现在回过头来讲魁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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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密带着几分讽刺意味引用了米拉波侯爵的夸张说法：

“自从世界形成以来，有三大发明…… 第一是文字的发明…… 第二

是货币的发明〈！〉…… 第三是《经济表》，这个表是前两者的结果和完

成。”（加尔涅的译本，第３卷第４篇第９章第５４０页）

但是，实际上，这是一种尝试：把资本的整个生产过程表现为

再生产过程，把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这个再生产过程的形式；把货币

流通表现为仅仅是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同时，把收入的起源、资

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再生产消费对最终消费的关系都包括到这

个再生产过程中，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实际上是资本和收入之

间）的流通包括到资本流通中；最后，把生产劳动的两大部门——

原料生产和工业——之间的流通表现为这个再生产过程的要素，

而且把这一切总结在一张《表》上，这张表实际上只有五条线，连结

着六个出发点或归宿点。这个尝试是在十八世纪三十至六十年代

政治经济学幼年时期做出的，这是一个极有天才的思想，毫无疑问

是政治经济学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

至于资本流通、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资本在这个再生产过程中

采取的各种不同的形式、资本流通同一般流通的联系，也就是说，

不仅资本同资本的交换，而且资本同收入的交换，那末，斯密实际

上只是接受了重农学派的遗产，对财产目录的各个项目作了更严

格的分类和更详细的描述，但是对于过程的整体未必叙述和说明

得象《经济表》大体上描绘的那样正确，尽管魁奈的前提是错误的。

此外，斯密评论重农学派说：

“他们的著作肯定对他们的国家有些贡献。”（同上，第５３８页）

这样的评价，对于一个比如象杜尔哥（法国革命的直接先导之

一）这样的人所起的作用来说，未免失之过稳罢。［４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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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兰   盖

［对关于工人“自由”的资产阶级

自由主义观点的最初批判］

［４３８］兰盖《民法论》１７６７年伦敦版。

按照我的写作计划，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著作家都不包

括在历史的评论之内。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政

治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自行批判，另一方面，政治经济学规律

最先以怎样的历史路标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因

此，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我把布里索、葛德文等等这样的十八世纪

著作家，以及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放在一边

了。至于我在这个评论中以后要说到的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著作

家１１４，他们不是本身站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立场上，便是从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去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作斗争。

然而兰盖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反对他同时代的启蒙运动者

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理想，反对资产阶级刚刚开始的统治，他的抨

击半是认真半是嘲弄地采取反动的外观。他维护亚洲的专制主义，

反对文明的欧洲形式的专制主义，他捍卫奴隶制，反对雇佣劳动。

第一卷。他的一句反对孟德斯鸠的话：

７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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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精神就是所有权”１１５

就表明了他的见解的深刻。

兰盖碰到的和他对立的唯一的一批政治经济学家，是重农学

派。

兰盖证明，富人占有一切生产条件；这是生产条件的异化，而

最简单形式的生产条件是自然要素本身。

“在我们的各个文明国家里，一切自然要素都成了奴隶。”（第１８８页）

要取得这些被富人占有的财宝的一部分，必须用增加富人财

富的繁重劳动来购买这一部分。

“这样，整个被俘虏的自然，就不再向自己的儿女提供容易得到的维持生

命的源泉了。自然的恩赐必须以辛苦的努力为代价，自然的赐予必须以顽强

的劳动来取得。”

（这里，在“自然的赐予”这个词上，露出了重农学派的见

解。）

“独占这些财宝的富人，只有取得这种代价，才同意把财宝的极小部分还

给大家使用。为了得到分享他的财宝的许可，必须努力劳动来增加财宝。”

（第１８９页）“这样，就必须放弃自由的幻想。”（第１９０页）法律的存在是为了

“批准〈对私有财产〉最初的夺取”，并“防止以后的夺取”。（第１９２页）“法律可

以说是一种反对人类最大多数〈即无产者〉的阴谋。”（同上［第１９５页］）“是

社会创造了法律，而不是法律创造了社会。”（第２３０页）“所有权先于法

律。”（第２３６页）

“社会”本身——人生活在社会中，而不是作为独立自主的个

人——是所有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上的法律以及由所有权必然

产生的奴隶制的根源。

一方面是土地耕种者和牧人过着和平的、孤立的生活。另一方面，还有

“猎人，他们习惯于靠屠杀取得生活资料，习惯于成群结队，以便于围猎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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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的野兽和瓜分猎物”。（第２７９页）“正是在猎人当中出现了最初的社会标

志。”（第２７８页）“真正的社会是牺牲牧人和土地耕种者的利益而形成的，是

以”联合起来的一伙猎人“对他们进行奴役为基础的”。（第２８９页）社会上的

一切义务可归结为命令和服从。“人类一部分的地位降低，先是产生了社会，

然后再产生法律。”（第２９４页）

贫困迫使丧失生产条件的工人为生活而劳动，去增加别人的

财富。

“只是因为没有别的活路，我们的短工才不得不耕种土地而自己享受不

到它的果实，我们的石匠才不得不修建房屋而自己不能居住。贫穷把他们赶

到市场上，等待主人开恩购买他们。贫穷迫使他们跪在富人面前，央求富人

准许他们使他发财。”（第２７４页）

“可见，奴役是产生社会的第一个原因，暴力是社会的第一个纽带。”

（第３０２页）“他们〈人们〉关心的第一件事，无疑是获得自己的食物…… 关

心的第二件事，就是想方设法不劳动而获得自己的食物。”（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他们只有占有别人劳动的果实，才能做到这一点。”（第３０８页）“最初的征

服者们，只是为了不受惩罚地过游手好闲的生活，才实行统治；他们成为国

王，只是为了拥有生存资料。这就使统治的观念……大大缩小和简化了。”

（第３０９页）“社会由暴力产生，所有权由夺取产生。”（第３４７页）“主人和奴

隶一出现，社会就形成了。”（第３４３页）“市民社会一开始就有两个［４３９］柱

石，一方面是大部分男子的奴隶地位，另一方面是全部女子的奴隶地位……

 社会靠四分之三的人口来保证少数有产者的幸福、财产、闲暇，社会关心的

只是这少数人。”（第３６５页）

第二卷。

“因此，问题不是要弄清奴隶制是否同自然本身有矛盾，而是要弄清奴隶

制是否同社会的本性有矛盾…… 奴隶制是同社会的存在分不开的。”（第

２５６页）“社会和市民的受奴役同时产生。”（第２５７页）“终身奴隶制是社会

的不可毁灭的基础。”（第３４７页）

“被迫靠某个人的施舍才获得生存资料的人们，只是在这个人由于从他

们手里夺得财物而大大富裕起来，以致有可能把其中的一小部分归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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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才出现的。此人虚伪的慷慨，不过是把他占有的别人劳动果实的一部

分归还给别人而已。”（第２４２页）“人们被迫耕种而自己得不到收获物，为了

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幸福，被迫进行无希望的劳动，这不就是奴隶制吗？

人们被迫在鞭打下劳动，而回到畜栏只得到一点燕麦，奴隶制的真正历史不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吗？只有在发达的社会中，生存资料对饥饿的贫民来

说才是他们的自由的充分等价物；在发展初期的社会里，这样不平等的交换，

在自由人看来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只有对战俘才能这样做。只有剥夺了他们

享有任何财产的权利之后，才能使这样的交换对他们说来是必然的。”（第

２４４—２４５页）

“社会的本质……就是使富人免除劳动，使富人获得新的器官、获得不会

疲倦的肢体来担负一切繁重劳动，而劳动果实则由富人据为己有。这就是奴

隶制使富人轻而易举地达到的目的。他购买了那些必须为他服务的人们。”

（第４６１页）“奴隶制废除了，但人们决不会废弃财富和财富的好处…… 因

此，除了名称改变以外，一切都必须照旧。最大多数人总是必须靠工资生活，

依赖于把全部财物据为己有的极少数人。这样，奴隶制就在世上永存下来，

不过名称更加动听。它现在以仆人的美名出现于我们中间。”（第４６２页）

兰盖说，这里所说的“仆人”不是指仆役等等。

“城市和乡村住满了另一种仆人，他们人数更多、更有用、更勤劳，他们被

称为《ｊｏｕｒｎａｌｉｅｒｓ》（短工），‘手工工人’等等。他们没有用奢侈的虚饰来玷污

自己；他们穿着令人厌恶的破烂衣衫，穿着这种贫穷的制服在呻吟。在他们

的劳动所创造的丰裕财富中，他们从来分不到一丝一毫。当财富竟肯接受他

们赠送的礼物时，财富就象是对他们开恩一样。他们还必须为他们能够向财

富服务表示感激。当他们抱着财富的双膝，请求允许他们对财富做点有用的

事时，财富用最侮辱人的轻蔑态度对待他们。财富迫使人们去央求得到这种

允许，并且在真慷慨同假恩惠之间进行的这种独特的交换中，受惠者方面是

傲慢的和轻蔑的，给予者方面则是驯服的、焦虑的和勤恳的。事实上正是这

样的仆人在我们这里取代了奴隶。”（第４６３—４６４页）

“必须弄清奴隶制的废除实际上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利益。我要沉痛而直

率地说：这全部利益就是他们永远经受着饿死的恐怖，这种不幸，至少他们的

处在人类社会这一底层的先辈是没有遭受到的。”（第４６４页）“你们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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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是自由的。唉！他的不幸也正是在这里。他同任何人无关，任何人也

同他无关。当需要他的时候，人们就用最低的价钱雇用他。人们答应给他的

微不足道的工资，只够他交换出去的一个工作日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价格。

人们叫监工督促他尽快劳动；人们催他，赶他，唯恐他想出一种偷懒的法子来

少花一半力气，人们生怕他想要拉长劳动时间就会使他的手变得不灵巧，会

把他的工具弄钝。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他，只要他稍一中断工作，

就大加叱责。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工作一完，他就被解雇，

人们解雇他时，象雇用他时一样冷淡，丝毫也不考虑，［４４０］如果他明天找不

到工作，他劳苦了一天所得到的２０或３０苏够不够维持生活。”（第４６６—

４６７页）

“他是自由了！正因为如此，我才怜惜他。正因为如此，人们雇用他来干

活时才极端不爱惜他。正因为如此，人们才更加肆无忌惮地浪费他的生命。

奴隶对于自己的主人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东西，因为主人为他花了钱。而工

人并没有使雇用他的富裕的享乐者花费什么。在奴隶制时期，人的血是有一

定价格的。人的价值至少等于他们在市场上被卖的那个数额。自从停止贩卖

人口以来，人实际上也就没有任何内在价值了。在军队中，对工兵的估价，比

对辎重马的估价低得多，因为马的价钱很贵，而工兵不用花钱就能弄来。奴

隶制的废除，使这样的估价方法从军队生活被搬用到市民生活中来；从此以

后，没有一个富裕的市民不是象威武的勇士那样来评价人了。”（第４６７页）

“短工为了替财富服务而出生、成长、受教育，这就象财富在自己的领地

内打死的野兽一样，不用花财富分文。好象财富真的掌握了倒霉的庞培瞎吹

嘘的那个秘密似的。只要财富往地上一跺脚，就会从地里钻出一大群勤劳的

人，争先恐后地要为他服务。在这一大群为他造房子或管花园的雇佣者当

中，如果少了一个人，空缺是看不出来的，它会马上被填补起来，不用任何人

过问。大河里失掉一滴水是没有什么可惜的，因为新水流不断流进来。工人

的情形也是这样；要找代替的人很容易，所以富人对待他们是冷酷无情

的。”

（这是兰盖的说法，他提的还不是资本家）（第４６８页）

“人们说，他们没有主人…… 但这是明显的滥用词句。他们没有主人，

是什么意思呢？他们有一个主人，而且是一切主人中最可怕、最专制的主人，

这就是贫困。贫困使他们陷入最残酷的奴隶地位。他们不是听命于某一个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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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的人，而是听命于所有一切人。他们非去讨好和巴结不可的，不只是某一

个统治他们的暴君，否则他们的奴隶地位就有一定的界限了，也比较好忍受

了。他们成了每一个有钱人的仆人，因此，他们的奴隶地位就是没有界限的，

极端严酷的了。有人说：如果他们在一个主人那里过得不好，那末他们至少

有一点是可以告慰的，那就是可以向主人申述，并且另找一个主人；而奴隶就

不能这样。可见奴隶是更不幸的。什么样的诡辩啊！请想一想，迫使别人劳

动的人是很少很少的，而劳动者很多。”（第４７０—４７１页）“你们授予他们的

那个虚幻的自由，对他们会有什么结果呢？他们只能靠出租自己的双手来生

活。可见，他们必须找到一个雇用他们的人，要不就饿死。难道这就是自由了

吗？”（第４７２页）

“最可怕的是，他们工资的菲薄竟成了工资进一步下降的原因。短工愈

穷，他就愈便宜地出卖自己。他穷得愈厉害，他的劳动的报酬就愈低。当他含

泪哀求他面前象暴君一样的人接受他的服务时，这些人一点也不脸红，好象

在摸摸他的脉搏，判断他剩下的力气还有多少。他们根据他衰弱的程度，来

确定给他多少价钱。在他们看来，他愈是虚弱得濒于死亡，他们就愈是削减

还能救他命的那些东西。这些野蛮人给他的东西，与其说用来延长他的生

命，不如说用来推迟他的死期。”（第４８２—４８３页）“〈短工的〉独立……是我

们时代的精巧性所造成的最有害的灾祸之一。这种独立使富人愈富，穷人愈

穷。富人所积蓄的，都是穷人为维持生活所花费的；穷人不是从剩余中节省，

而是不得不从最需要的东西中节省。”（第４８３页）

“今天，竟如此容易维持庞大的军队，这些军队连同奢侈一起导致人类的

毁灭。这只能归功于奴隶制的废除…… 自从不再有奴隶以来，放荡和赤贫

才造成一日得５苏的勇士。”（第４８４—４８５页）

“我认为，它〈亚洲的奴隶制〉对于被迫用每天的劳动去谋生的人们来说，

要比所有别的生存方式强百倍。”（第４９６页）

“他们〈奴隶和雇佣工人〉的锁链是用同样的材料制成的，只不过颜色不

同。一种人的锁链是黑色的，看起来比较重；另一种人的锁链不那么黑，看

起来比较轻；但是如果不偏不倚地把它们衡量一下，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没有

丝毫差别，两者都同样是由贫困制成的。它们的重量完全一样，而且，如果

说有一种更重一些，那恰好就是从表面看起来比较轻的那一种。”（第５１０

页）

２７３ 第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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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兰盖就工人问题向法国启蒙运动者们大声疾呼：

“难道你们没有看见，这一大群羊的驯服，直率地说，绝对顺从，创造了牧

人的财富吗？…… 请相信我，为了他〈牧人〉的利益，为了你们的利益，甚至

为了它们〈羊〉自己的利益，还是让它们抱定它们历来的信念：相信一只向它

们吠叫的狗要比所有的羊加在一起都强大吧。让它们一看见狗的影子就不

知所以地逃跑吧。大家都可以由此得到好处…… 你们可以更容易地把它

们赶去剪毛。它们可以更容易地避免被狼吃掉的危险。［４４１］诚然，它们避免

这种危险，只是为了给人当食物。但是，自从它们一进入畜栏，它们的命运就

已注定如此了。在谈论把它们从畜栏引出去以前，你们应当先把畜栏即社会

砸毁。”（第５１２—５１３页）［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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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论劳动，论价值，

论科学的经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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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霍布斯论劳动，论价值，

论科学的经济作用］

  ［ —１２９１ａ］霍布斯认为技艺之母是科学，而不是实行者的

劳动：

“对社会有意义的技艺，如修筑要塞、制造兵器和其他战争工具，是一种

力量，因为它们有助于防卫和胜利；虽然它们的真正母亲是科学，即数学，但

由于它们是在工匠手里产生出来的，它们就被看成是工匠的产物，就象老百

姓把助产婆叫做母亲一样。”（《利维坦》，载于《托马斯·霍布斯英文著作

选》，摩耳斯沃思出版，１８３９—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３卷第７５页）

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是比它的价值低

得多，因为再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

定理。

劳动能力：

“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

的能力的使用所付的报酬。”（同上，第７６页）“人的劳动〈因而人的劳动力的

使用〉也是商品，人们可以有利地交换它，就象交换其他任何物品一样。”

（同上，第２３３页）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人仅仅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是不够的。他还应当在必要时为保

卫自己的劳动而战斗。人们或者必须象犹太人被俘归来后重建神殿那样，一

手建设，一手拿剑；或者要雇用别人来为他们战斗。”（同上，第３３３页）［

—１２９１ａ］

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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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历史方面：配第

［对于非生产职业的否定态度。劳动价值论的

萌芽。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工资、地租、

土地价格和利息的尝试］

［ —１３４６］配第《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

我们的朋友配第１１６的“人口论”，同马尔萨斯的完全不同。按

照配第的意见，应该制止牧师的“繁殖”能力，让他们恢复独身生

活。

这一切属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那一节１１７。

（ａ）牧师：

“由于在英国男人比女人多……所以让牧师恢复独身生活，换句话说，不

让结了婚的人当牧师，是有好处的…… 这样一来，我们的不结婚的牧师就

能够以他们现有俸禄的一半，来维持他们现在用全部俸禄所过的生活。”

（第７—８页）

（ｂ）批发商和零售商：

“这些人很大一部分也可以削减。他们本来就不配从社会得到什么，因

为他们不过是一种互相［１３４７］以贫民劳动为赌注的赌徒，他们自己什么也不

生产，只是象静脉和动脉那样，把社会机体的血液和营养液，即工农业产品，

分配到各方。”（第１０页）

（ｃ）律师、医生、官吏等等：

“如果将有关行政、司法和教会方面的许多职务和费用削减，并且将那些

为社会工作极少而所得报酬极高的牧师、律师、医生、批发商、零售商的人数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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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减，那末公共经费就会很容易地得到抵补。”（第１１页）

（ｄ）贫民：“多余的人”［ｓｕｐｅｒｎｕｍｅｒａｒｉｅｓ］：

“谁来供养这些人呢？我的回答是：每一个人…… 在我看来，很明白，既

不应该让他们饿死，也不应该将他们绞死，也不应该把他们送出国外”等等。

（第１２页）必须把“多余的东西”给他们，如果没有多余的东西，“如果没有剩

余……则可把别人的丰美食物在数量或质量上缩减一点”。（第１２—１３页）什

么劳动都可以让这些“多余的人”担负，只要这种劳动“无需耗用外国的商

品”。主要的是，“使他们的精神养成守纪律和服从的习惯，使他们的肉体在

必要时担当得了更加有利的劳动”。（第１３页）“最好利用他们去筑路、架桥和

开矿等等。”（第１２页）

人口——财富：

“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有８００万人口的国家，要比领土面积相同而只有

４００万人口的国家富裕１倍以上。”（第１６页）

关于上述（ａ）（牧师）方面。配第对牧师进行了巧妙的讽刺：

“牧师最守苦行的时候，宗教最繁荣，正如律师最清闲的时候……法律

……最昌明一样。”（第５７页）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劝告牧师“不要生出多于现

有牧师俸禄所能吸收的牧师”。例如，假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１２０００份牧师

俸禄。那末“生出２４０００个牧师，是不明智的”。因为，这样一来，１２０００个无以

为生的人就会同受俸牧师竞争，“他们要做到这一点，最容易的方法就是，向

人们游说：那１２０００个受俸牧师在毒害人们的灵魂，使这些灵魂饿死〈这是暗

指英国宗教战争〉，把他们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升入天国”。（第５７页）

剩余价值的起源和计算。这个问题的叙述有些杂乱无章，但

是，在苦苦思索寻求适当表达的过程中，分散在各处的中肯的见解

就构成某种有联系的整体。

配第区分了“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和“真正的市场价格”。

（第６７页）他所说的“自然价格”实际上是指价值，这是我们在这里

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因为［１３４８］剩余价值的规定取决于价值规定。

９７３（２）历史方面：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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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第在这本著作中，实际上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比较量来

确定商品的价值。

“但是在我们详细地论述各种租金之前，我们试图一方面联系货币（它的

租金叫做利息），另一方面联系土地和房屋的租金，来说明租金的神秘性

质。”（第２３页）

首先要问，什么是商品的价值，具体地说，什么是谷物的价值？

（α）“假定有人从秘鲁地下获得１盎斯银并带到伦敦来，他所用的时间和

他生产１蒲式耳谷物所需要的时间相等，那末，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假

定现在由于开采更富的新矿，获得２盎斯银象以前获得１盎斯银花费一样

多，那末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现在１蒲式耳谷物值１０先令的价格，就

和它以前值５先令的价格一样便宜。”（第３１页）“假定生产１蒲式耳谷物和

生产１盎斯银要用相等的劳动。”（第６６页）这首先是“计算商品价格的真实

的而不是想象的方法”。（第６６页）

（β）现在要研究的第二点是劳动的价值。

“法律……应该使工人得到仅仅最必要的生活资料，因为，如果给工人双

倍的生活资料，那末，工人做的工作，将只有他本来能做的并且在工资不加倍

时实际所做的一半。这对社会说来，就损失了同量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第

６４页）

可见，劳动的价值是由必要的生活资料决定的。工人之所以

注定要生产剩余产品，提供剩余劳动，不过是因为人们强迫他用尽

他全部可以利用的劳动力，以使他本人得到仅仅最必要的生活资

料。因此，他的劳动的贵贱决定于两种情况：自然肥力和因气候影

响而造成的费用（需要）大小：

“自然的贵贱取决于需要用多少人手来满足自然需要（所以，谷物在１个

人能为１０个人生产的地方，比１个人只能为６个人生产的地方便宜）；此外

还取决于气候，因为它使人们或者多花费一些，或者少花费一些。”（第６７

页）

０８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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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在配第看来，剩余价值只有两种形式：土地的租金和货币

的租金（利息）。他是从前者推出后者的。前者，在他看来，正如后

来在重农学派看来一样，是剩余价值的真正的形式。（可是配第同

时声明，谷物应该指

“一切生活必需品，就象主祷文中的‘面包’一词那样”。）

他在叙述中不仅把租金（剩余价值）说成是雇主抽取的超过必

要劳动时间的余额，并且把它说成是生产者本人超出他的工资和

他自己的资本的补偿额之上的剩余劳动的余额。

“假定一个人用自己的双手在一块土地上种植谷物，就是说，他干了耕种

这块土地所要干的活，如翻地或犁田、耙地、除草、收割、搬运回家、脱粒、簸扬

等等，并且假定他有播种这块土地所需的种子。我认为，这个人从他的收成

中扣除自己的种子〈就是说，第一，从产品中扣除了不变资本的等价物〉，

［１３４９］并扣除自己食用的部分以及为换取衣服和其他必需品而给别人的部

分之后，剩下的谷物就是当年自然的和真正的地租；而７年的平均数，或者更

确切地说，形成歉收和丰收循环周期的若干年的平均数，就是用谷物表示的

这块土地的通常的地租。”（第２３—２４页）

可见，在配第看来，因为谷物的价值决定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

间，而地租等于总产品减去工资和种子，所以地租等于剩余劳动借

以体现的剩余产品。这里，地租包括利润；利润还没有同地租分

开。

接着，配第又以同样机智的方式问道：

“但是，这里可能发生一个尽管是附带的、但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这

种谷物或这种地租值多少英国货币呢？我的回答是：值多少货币，要看另一个

在同一时间内完全从事货币生产的人，除去自己全部费用之外还能剩下多少

货币。也就是说，假定这个人前往产银地区，在那里采掘和提炼银，然后把它

运到第一个人种植谷物的地方铸成银币，等等；并且假定这个人在他生产银

１８３（２）历史方面：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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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部时间内，同时也谋得生活所必需的食物和衣服等等。这样，我认为一

个人的银和另一个人的谷物在价值上必定相等。假定银是２０盎斯，谷物是

２０蒲式耳，那末，１盎斯银就是１蒲式耳谷物的价格。”（第２４页）

此外，配第明确地指出，劳动种类的差别在这里是毫无意义的

——一切只取决于劳动时间。

“即使生产银比生产谷物可能需要更多的技术和冒更大的风险，但是结

局总是一样的。假定让１００个人在１０年内生产谷物，又让同样数目的人在同

一时间内开采银；我认为，银的纯产量将是谷物全部纯收获量的价格，前者的

同样部分就是后者的同样部分的价格。”（第２４页）

配第在这样确定了地租（这里等于包括利润在内的全部剩余

价值）和找到了地租的货币表现之后，就着手确定土地的货币价

值，这又是很有天才的。

“因此，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的自然价值，即使这种发

现不见得比我们发现上述ｕｓｕｓｆｒｕｃｔｕｓ①的价值好多少，我们也会觉得欣慰

…… 在我们发现了地租或一年ｕｓｕｓｆｒｕｃｔｕｓ的价值之后，产生了一个问题：

一块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的自然价值等于（用我们平常的说法）多少年的年

租？如果我们说年数无限，那就是说１英亩土地的价值等于１０００英亩同样土

地的价值（因为１的无限等于１０００的无限），这是荒谬的。因此，我们必须选

定一个有限的年数。我认为这个年数就是一个５０岁的人、一个２８岁的人、一

个７岁的人可以同时生活的年数，也就是祖、父、子三代可以同时生活的年

数。因为很少有人会为再下一代的子孙操心…… 所以我认为，构成任何一

块土地的自然价值的年租的年数，等于这三代人通常［１３５０］可以同时生活的

年数。我们估计在英国这三代人可以同时生活２１年，因而土地的价值也大

约等于２１年的年租。”（第２５—２６页）

配第把地租归结为剩余劳动，因而归结为剩余价值之后说道，

２８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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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不过是资本化的地租，即一定年数的年租，或者说，一定年数

的地租总额。

实际上，地租是这样资本化的，或者说，是这样作为土地的价

值计算的：

假定１英亩土地每年带来１０镑地租。如果利率等于５％，１０

镑就代表２００镑资本的利息，又因为利率是５％时利息在２０年内

就补偿了资本，所以，１英亩土地的价值等于２００镑（２０×１０镑）。

可见，地租的资本化取决于利率的高低。如果利率等于１０％，１０

镑就代表１００镑资本或者说１０年收入总额的利息。

但是，因为配第是从作为包括利润在内的剩余价值一般形式

的地租出发的，所以他不能把资本的利息作为既定的东西，反而必

须把利息当作地租的特殊形式从地租中推出来（杜尔哥也是这样

做的，这从他的观点来看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但是，这里如何确

定形成土地的价值的年数即年租的年数呢？一个人［配第推论说］

有兴趣购买的年租的年数，只是他要为自己和自己最近的后代“操

心”的年数，就是说，只是一个平均人——祖、父、子三代——生活

的年数。这个年数按“英国的”估计是２１年。因此，２１年《ｕｓｕｓ－

ｆｒｕｃｔｕｓ》以外的东西，对他毫无价值。因此他支付２１年《ｕｓｕｓ－

ｆｒｕｃｔｕｓ》的代价，而这也就形成土地的价值。

配第用这种巧妙的方式使自己摆脱了困难；但是，这里重要的

是：

第一，地租，作为全部农业剩余价值的表现，不是从土地，而是

从劳动中引出来的，并且被说成劳动所创造的、超过劳动者维持生

活所必需的东西的余额；

第二，土地的价值不外是预购的一定年数的地租，是地租本身

３８３（２）历史方面：配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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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化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若干年（例如２１年）的剩余价值（或剩

余劳动）表现为土地的价值；总之，土地的价值无非是资本化的地

租。

配第如此深刻地看到问题的实质。因此，从地租购买者（即土

地购买者）的观点来看，地租只表现为他用来购买地租的他的资本

的利息，而在这种形式中，地租已经变得完全无法辨认，并且表现

为资本利息了。

配第这样确定了土地的价值和年租的价值之后，就能够把“货

币的租金”即利息当作派生的形式引出来了。

“至于利息，在保证没有问题的地方，它至少要同贷出的货币所能买到的

那么多土地的租金相等。”（第２８页）

这里，利息由地租的价格决定，而实际上相反，地租的价格即

土地的购买价值是由利息决定的。但这样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因为配第把地租说成是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所以必然把货币的

利息当作派生的形式从地租引出来。

级差地租。在配第的著作中，我们也看到关于级差地租的最

初概念。他不是从同样大小地段的不同肥力引出级差地租，而是

从同等肥力的地段的不同位置、从它们对市场的不同距离引出级

差地租，大家知道，后者是级差地租的一个要素。他说：

［１３５１］“正如对货币的需求大就会提高货币行市一样，对谷物的需求大

也会提高谷物的价格，从而提高种植谷物的土地的租金

（可见，这里直接说出了谷物的价格决定地租，正如在前面的

阐述中已经包含着地租不决定谷物价值的意思一样），

最后还提高土地本身的价格。例如，如果供应伦敦或某一支军队的谷物

必须从４０英里远的地方运来，那末，在离伦敦或这支军队驻地只有１英里的

４８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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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种植的谷物，它的自然价格还要加上把谷物运输３９英里的费用…… 

由此产生的结果是，在靠近需要由广大地区供应粮食的人口稠密地方的土

地，由于这个原因，比距离远而土质相同的土地，不仅提供更多的地租，并且

所值的年租总额也更多”等等。（第２９页）

配第也提到级差地租的第二个原因，即土地的不同肥力，以及

由此而来的同等面积的土地上劳动的不同生产率：

“土地的好坏，或土地的价值，取决于人们为利用土地而支付的产品的或

大或小的部分对
·
生
·
产
·
上
·
述
·
产
·
品
·
所
·
花
·
费
·
的
·
简
·
单
·
劳
·
动
·
的
·
比
·
例。”（第６７页）

由此可见，配第比亚当·斯密更好地阐明了级差地租。［

—１３５１）

        

［ —１３９７］《赋税论》（１６６７年版）补录。

（１）关于一国所必需的流通货币量，第１６—１７页。

配第对于总生产的看法，可以从下面的话里看出来：

“如果某地有１０００人，其中１００人能够生产全体１０００人所必需的食物

和衣服；另外２００人生产的商品和别国用来交换的商品或货币一样多，另外

４００人为全体居民的装饰、娱乐和华丽服务，如果还有２００人是行政官吏、牧

师、法官、医生、批发商和零售商，共计９００人，那末就有一个问题”等等，接着

讲了关于贫民（“多余的人”）的事。（第１２页）

配第在阐述地租和地租的货币表现时——这里他以“相等的

劳动”①（相等的劳动量）为基础，——说道：

“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

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第２５页）

［１３９８］（２）配第十分注意“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

５８３（２）历史方面：配第

① 见本册第３８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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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我们的银币和金币有各种不同的名称，例如，在英国叫做镑、先令和便

士；所有这些铸币都可以用这三种名称中的任何一种来称呼，来理解。但是，

关于这个问题，我要指出的是：一切东西都应由两个自然单位——土地和劳

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我们应该说：一条船或者一件衣服的价值等于若干土

地的价值加上若干数量的劳动，因为船和衣服都是土地和人类劳动的产物。

既然这样，我们就很想找出土地和劳动之间的自然的等同关系，使我们单用

土地或单用劳动来表现价值能够和同时用二者来表现价值一样好（甚至更

好），而且能够象把便士折合为镑那样容易和可靠地将一个单位折合成另一

个单位。”

因此，配第在找到地租的货币表现之后，又去找“可以自由买

卖的土地的自然价值”（第２５页）。

在配第那里有三种规定混在一起：

（ａ）由等量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量，在这里，劳动被看作价值

的源泉。

（ｂ）作为社会劳动的形式的价值。因此，货币表现为价值的真

正形式，虽然配第在其他地方抛弃了货币主义的一切幻想。所以

在他的著作里形成定义。

（ｃ）把作为交换价值的源泉的劳动和作为以自然物质（土地）

为前提的使用价值的源泉的劳动混为一谈。实际上，当他建立劳

动和土地之间的“等同关系”的时候，他把可以自由买卖的土地说

成是资本化的地租，因而这里他谈的，不是作为同实在劳动有关的

自然物质的土地。

（３）关于利率，配第说：

“我在别处已经说到，制定违反自然法〈就是由资产阶级生产本性产生的

法律〉的成文民法是徒劳无益的。”（第２９页）

６８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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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关于地租：由于劳动生产率较高而产生的剩余价值：

“如果上述那些郡，用比现在更多的劳动（如用翻地代替犁田，用点种代

替散播，用选种代替任意取种，用浸种代替事先不作准备，用盐类代替腐草施

肥等等）能够获得更大的丰产，那末，增加的收入超过增加的劳动越多，地租

也上涨得越多。”（第３２页）

（这里说的增加的劳动是指上涨了的“劳动价格”或工资。）

（５）由国家提高货币的价值（第１４章）。

（６）前面引过的①一句话“如果给工人双倍的生活资料，那末，

工人做的工作，将只有……一半”，应该这样理解：如果工人劳动６

小时，得到他在这６小时内创造的价值，那他就得到他现在所得的

二倍，——现在，他劳动１２小时，只得到他在６小时内创造的价

值。这样一来，他就会只劳动６小时了，“这对社会说来，就损失

了”等等。

        

配第《论人类的增殖》（１６８２年）。《分工》（第３５—３６页）。

        

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和《献给英明人士》（１６９１年

伦敦版）。

（１）“这使我遇到政治经济学上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建立土地

和劳动之间的等同关系和等式，以便用这两个因素之一来表示任何东西的价

值。”（第６３—６４页）

实际上，作为提出这一问题的基础的只是把土地本身的价值

归结为劳动。

７８３（２）历史方面：配第

① 见本册第３８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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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９９］（２）这部著作比前面考察过的著作
１１８
写得晚。

“价值的一般尺度，是平均一个成年男人的一天食物，而不是他的一天劳

动；这个尺度同纯银的价值一样有规则，一样稳定…… 因此，我认为一所爱

尔兰茅屋的价值，是用建筑茅屋的人在建筑时消费了多少天的食物来确定

的。”（第６５页）

最后这一段，完全是重农主义的调子。

“有些人吃得比别人多，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所说的一天食物，是

指１００个各种各样的、体格不同的人为生活、劳动和繁殖所吃的食物的

１％。”（第６４页）

但是，这里配第在爱尔兰统计中所找的，不是价值的“一般尺

度”，而是货币是价值尺度这个意义上的价值尺度。

（３）货币数量和国家财富（《献给英明人士》第１３页）。

（４）资本：

“我们称为一个国家的财富、资本或储备并且是以前或过去劳动的成果

的东西，不应看成同现在发挥作用的力量有区别的东西。”（第９页）

（５）劳动的生产力：

“我们说过，人口的一半，花费不多的劳动就可以使王国大大富足……这

些人应该把劳动用于生产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的一般回答是：由少数人

为全国居民生产食物和必需品；或者靠更紧张的劳动，或者靠采用节省和减

轻劳动的手段；这样得到的结果，和人们徒然希望从一夫多妻制得到的结果

相同。因为一个人能做五个人的工作，得到的结果就好比他生了四个成年劳

动者。”（第２２页）“当生产食物使用的人手比任何别的地方都少的时候……

食物将最便宜。”（第２３页）

（６）人的目的和目标（第２４页）。

（７）关于货币，也可参考《货币略论》（１６８２年）。［ —

１３９９］

８８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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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配第、达德利·诺思爵士、洛克

［ —１３９７］把诺思和洛克的著作同配第的《货币略论》

（１６８２年）、《赋税论》（１６６２年）以及《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

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１）关于利率降低的问题，（２）关于国家

提高和降低货币价值的问题，（３）诺思的把利息称为“货币的租金”

等等问题上，诺思和洛克两人都是追随配第的。

诺思和洛克就同一个问题即利率降低和国家提高货币价值的

问题，同时写了他们的著作１１９。但是他们阐明的观点是完全对立

的。洛克认为缺乏货币是高利率的原因，一般说来是货物不能按

它们的实际价格出卖并带来应有的收入的原因。相反，诺思指出，

原因不是流通中缺乏货币，而是缺乏资本或收入。在他的著作中，

第一次出现关于ｓｔｏｃｋ①即资本的明确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关

于不作为流通手段只作为资本的形式的货币的明确概念。在达德

利·诺思爵士那里，我们看见同洛克的观点对立的关于利息的第

一个正确的概念。［ —１３９７］

９８３

① 储备、基金、资金。——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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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洛  克

［从资产阶级自然法理论观点来解释地租和利息］

  ［ —１２９１ａ］如果我们把洛克关于劳动的一般观点同他关

于利息和地租的起源的观点（因为在洛克那里，剩余价值只表现为

利息和地租这两种特定形式）对照一下，那末，剩余价值无非是土

地和资本这些劳动条件使它们的所有者能够去占有的别人劳动，

剩余劳动。在洛克看来，如果劳动条件的数量大于一个人用自己

的劳动所能利用的数量，那末，对这些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就是一

种同私有制的自然法基础相矛盾的［１２９２ａ］政治发明。

｛在霍布斯那里，除了处于直接可供消费状态的自然赐予之

外，劳动也是一切财富的唯一源泉。上帝（自然）

“或者把必要的东西无代价地赐给人类，或者要劳动作交换卖给人类”。

（《利维坦》［第２３２页］）

但是，在霍布斯那里，土地所有权由君主随意分配。｝

下面是洛克著作中与此有关的几段话：

“虽然土地和一切低等生物是一切人所共有的，但是每一个人仍然有一

个所有物，就是他自己的人身，对于这个所有物，除了他自己以外，别人是没

有任何权利的。他的身体的劳动和他的双手的创作，我们可以说，是理应属

于他的。他把他从自然创造并提供给他的东西中取得的一切，同自己的劳动

溶合起来，同一种属于他的东西溶合起来；他以这种方式使这一切成为自己

所有。”（《论政府的两篇论文》第２篇第５章；《约翰·洛克著作集》１７６８年

第７版第２卷第２２９页）

０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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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切在自然手里，都是公共所有，都一视同仁地属于自然的全体子

女；人的劳动把这一切从自然手里拿过来，从而把它们据为己有。”（同上，

第２３０页）

“以这种方式给予我们所有权的这一自然法，同时也限制了这个所有权

的范围…… 一个人在对他的生活有某种用处的东西损坏之前能够使用它

多少，他用自己的劳动可以使它变为自己所有的也就多少；超出这个限度的，

就是超过他的份额而属于别人的东西。”（同上）

“但是，现在所有权的主要对象不是土地的果实等等，而是土地本身……

一个人能够耕作、播种、施肥和种植多大的土地，能够享用多大土地的产品，

多大的土地就是他的所有物。人就好比是用自己的劳动把它从公共财产中

圈出来。”（同上）

“我们看到，开垦或耕作土地和占有土地，是互相连结在一起的。前者为

后者提供了权利。”（同上，第２３１页）

“自然已经按照人的劳动以及人的生活方便所能达到的程度，正确地确

定了所有权的尺度：谁都不可能用自己的劳动征服或占有一切；谁都不可能

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消费比这一小部分更多的东西；因此谁都不可能用这

种形式侵犯别人的权利，或者为自己取得所有权而损害邻人的利益…… 早

先，这个尺度使每个人的占有限于非常小的一份，限于他自己能够占有而不

损害别人利益的范围…… 就是现在，尽管全世界似乎挤满了人，仍然可以

承认同一尺度而不损害任何人的利益。”（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劳动几乎提供了一切东西的全部价值（在洛克那里，价值等于

使用价值，劳动是指具体劳动，不是指劳动的量；但是，交换价值以

劳动为尺度，实际上是以劳动者创造使用价值为基础的｝。不能归

结为劳动的使用价值余额，在洛克看来，是自然的赐予，因而，就它

本身来说是公共所有物。因此，洛克想要证明的，不是除劳动之外

还可以通过其他办法获得所有权这个同他原来的观点相矛盾的论

题，而是怎样才能通过个人劳动创造个人所有权，尽管自然是公共

所有物。

１９３（４）洛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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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正是劳动决定一切东西的价值的差别…… 对人的生活有用的

土地产品……有９９％完全要记在劳动的账上。”（第２３４页）

“因此，劳动决定土地价值的最大部分。”（第２３５页）

“虽然自然的一切东西是给予一切人共同所有的，可是，人是他自己的主

人，是他自身及其活动或劳动的占有者，作为这样的一个人，他本身已经包含

着所有权的重大基础。”（第２３５页）

所以，所有权的一个界限是个人劳动的界限；另一个界限是，

一个人储存的东西不多于他能够使用的东西。后一个界限由于把

容易损坏的产品同货币交换（撇开别种交换不说）而扩大了：

“这种耐久的东西，一个人愿意储存多少，就可以储存多少；所谓超出他

的正当所有权的界限｛撇开他个人劳动的界限不谈｝，不是指他有很多东西，

而是指其中一部分东西损坏了，对他没有用了。于是货币这种耐久的东西就

被采用，人们可以把它储存起来而不致于损坏，并根据相互协议，把它用于

［１２９３ａ］交换真正有用但容易损坏的生存资料。”（第２３６页）

这样就产生了个人所有权的不均等，但是个人劳动这一尺度

仍然有效。

“人们之所以可能超过社会确定的界限，不经协议，把财物分成不均等的

私人财产，只是因为他们使金银具有了价值，默认货币的使用。”（第２３７

页）    

应该把这段话同洛克关于利息的著作１２０中的下面一段话加以

对比，不要忘记，照他看来，自然法使个人劳动成为所有权的界

限：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货币怎么会具有同土地一样的性质，提供我们

称作利钱或利息的一定年收入。因为土地自然地生产某种新的、有用的和对

人类有价值的东西；相反，货币是不结果实的，它不会生产任何东西，但是，它

通过相互协议，把作为一个人的劳动报酬的利润转入另一个人的口袋。这种

情况是由货币分配的不均等引起的；这种不均等对土地产生的影响，同它对

货币产生的影响一样…… 土地分配的这种不均等（你的土地多于你能够耕

２９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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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愿意耕种的，而另一个人的土地却少于他能够耕种或愿意耕种的）会为

你招来一个租种你的土地的佃户；而货币分配的这种不均等……会为我招来

一个借用我的货币的债户；这样一来，我的货币靠债务人的勤劳，能够在他的

营业中为他带来多于６％的收入，正如你的土地靠佃户的劳动能够生产一个

大于他的地租的收益。”（《约翰·洛克著作集》１７４０年对开本版第２卷［第

１９页］）１２１

在洛克的这段话里，部分含有论战的意思，他想向土地所有者

指出，他们的地租同高利贷者所取得的利息完全没有区别。地租

和利息都由于生产条件的不均等的分配而“把作为一个人的劳动

报酬的利润转入另一个人的口袋”。

因为洛克是同封建社会相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观念的

经典表达者；此外，洛克哲学成了以后整个英国政治经济学的一切

观念的基础，所以他的观点就更加重要。［ —１２９３ａ］

３９３（４）洛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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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诺  思

［作为资本的货币。商业的发展是利率下降的原因］

  ［ —１４１８］达德利·诺思爵士《贸易论》１６９１年伦

敦版（补充本Ｃ）
１２２
。

这部著作同洛克的经济学著作完全一样，也和配第的著作直

接有关，并直接以配第的著作为依据。

诺思的著作主要是研究商业资本，就这点来说，和这里要讨论

的东西无关。诺思在他所研究的问题的范围内，表现了行家的谙

练。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从查理二世复辟时期到十八世纪中叶，地

主对地租下降不断发出怨言（因为小麦价格特别从？年１２３起，不断

下降）。虽然（从卡耳佩珀和约瑟亚·柴尔德爵士以来）工业资本

家阶级积极参与强制压低利率，但是这个措施的真正鼓吹者是土

地所有者。“土地的价值”和“提高这个价值的方法”作为国民利益

被提到首位。（正如，相反的，大约从１７６０年起，地租、土地价值、

谷物和其他食物的价格的上涨以及工业资本家对此发出的怨言，

成为经济学上对这个对象进行研究的基础一样。）

从１６５０年到１７５０年的整个世纪，除了少数例外，不断发生货

币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斗争，因为生活阔绰的贵族，看到高

利贷者把他们抓在手里，又看到自从十七世纪末建立了现代信用

制度和国债制度以后，高利贷者在立法等方面占了他们的上风，心

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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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十分不快。

配第已经谈到地主对地租下降发出怨言和他们反对农业改良

的事情（参看有关的段落）。１２４他维护高利贷者而反对地主，他把货

币的租金同土地的租金相提并论。

洛克把这两者都归结为对劳动的剥削。他同配第站在同一立

场。他们两人都反对对利息作强制性的调整。土地所有者注意到，

如果利息下降，土地的价值就上升。在地租量已定时，地租的资本

化的表现即土地的价值，其升降就同利率的高低成反比。

达德利·诺思爵士在上述著作中是配第路线的第三个代表。

这是资本起来反抗土地所有权的最初形式。因为实际上，高

利贷，即土地所有者的一部分收入转入高利贷者手中，是资本积累

的主要手段之一。但是，工业资本和商业资本或多或少同土地所

有者携手共同反对资本的这种古旧的形式。

“正如土地所有者出租他的土地一样，这些人（他们有资本［ｓｔｏｃｋ］可用

于商业，可是由于没有必要的才干或由于怕辛苦而没有用于商业）就出借他

们的资本。他们从中得到的东西叫做利息，但是，利息不过是资本的租金

｛在这里如同在配第那里一样，我们看到，对于刚从中世纪走

出来的人，租金［１４１９］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原始形式｝，

就象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是土地的租金一样。在几种语言中，借货币和租

土地是通用的说法：英国有几个郡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当一个地主［ｌａｎｄ

ｌｏｒｄ］或当一个财主［ｓｔｏｃｋｌｏｒｄ］是一回事；地主有利的地方，只在于他的佃户

不能把土地带走，而资本的债户却很容易把资本带走；因此，土地提供的利润

应当比冒更大风险借出的资本提供的利润少。”（第４页）

利息。诺思看来是第一个正确理解利息的人，因为，从后面引

用的几段话可以看到，ｓｔｏｃｋ这个词他不仅指货币，并且指资本（同

５９３（５）诺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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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配第也把ｓｔｏｃｋ和货币区别开来。在洛克那里，利息完全决定

于流通中的货币量，在配第那里也是这样。参看马西关于这个问

题的论述）。

“如果放债人多于借债人，利息将下降…… 不是低利息使商业活跃，而

是在商业发展时国民资本使利息下降。”（第４页）

“金、银和用金银铸造的货币无非是重量和尺度，有它们比没有它们更便

于进行交易；此外，它们又是适于存放多余资本的基金。”（第１６页）

价格和货币。因为价格无非是用货币表示并且由货币实现的

（在我们说的是卖的情况下）商品的等价物，也就是说，因为商品先

在价格中表现为交换价值，以便以后再转化为使用价值，所以，在

经济思想方面迈出的最初的步伐之一，就是认为金银在这里只作

为商品本身的交换价值的存在形式，作为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因

素出现，而不作为金银本身出现。就诺思那个时代来说，诺思把这

一点说得很巧妙：

“因为货币……是买和卖的普遍的尺度，所以每一个要卖东西而找不到

买者的人，总以为他的商品卖不出去是因为国内缺乏货币；因此到处都叫嚷

缺乏货币。然而这是一个大错误……

那些叫嚷缺乏货币的人究竟要什么呢？我从乞丐说起…… 他要的不是

货币，而是面包和其他生活必需品…… 租地农民抱怨缺乏货币…… 他以

为，如果国内有较多的货币，他的货物就可以卖到好价钱。看来，他要的不是

货币，而是他想卖但又卖不出去的谷物和牲畜的好价钱…… 为什么他卖不

到好价钱呢？…… （１）或者是因为国内谷物和牲畜太多，到市场上来的人大

多数都象他那样要卖，但只有少数人要买。（２）或者是因为通常的出口停滞，

例如在战时，贸易不安全或不准进行。（３）或者是因为消费缩减，例如，人们

由于贫困，不能再花费过去那样多的生活费用。可见，有助于租地农民出售

货物的，不是增加货币，而是消除这三个真正造成市场缩减的原因中的任何

一个原因。

６９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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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商和零售商也同样要货币，就是说，因为市场停滞，他们要把他们经

营的货物销售出去。”（第１１—１２页）１２５

其次，资本是自行增殖的价值，而货币贮藏却以交换价值的结

晶形式本身为目的。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最早的发现之一，是它

认识了货币贮藏和货币自行增殖之间的对立，也就是说，它论述了

作为资本的货币。

“谁也不会因为用货币、金银器等形式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在身边而变

富，相反，倒会因此而变穷。只有财产正在增长的人才是最富的人，不管他的

财产是租出去的土地，还是放出去生息的货币，还是投入商业的货物。”（第

１１页）

｛约翰·贝勒斯在他所著《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和道德

堕落》一书（１６９９年伦敦版）中谈到这个问题时说道：

“货币只有放出去才能增殖，才有用处；正如一个私人除非用货币去换取

某种更有价值的东西，否则货币对他就无利可图，同样，超过国内贸易绝对需

要的全部货币量，对于一个王国或一个民族来说，是死资本，它不会给让货币

停滞不动的国家带来任何利润。”（第１３页）｝

“虽然每一个人都愿意有它〈货币〉，可是没有一个人或者只有很少的人

愿意把它保存起来，大家都力求把它立刻花出去；因为大家都知道，从一切放

着不用的货币中，不能得到任何利润，只会受到损失。”（诺思，同上第２１

页）    

［１４２０］作为世界货币的货币。

“从商业来说，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无论哪一方面都同一个城市在

一个王国中的地位，或者一个家庭在一个城市中的地位一样。”（第１４页）

“在这种商业交往中，金银同其他商品毫无区别，人们从金银过多的人手里把

金银拿来，转交给缺少金银或需要金银的人。”（第１３页）

能够流通的货币量决定于商品交换。

“不论从国外带进多少货币，或者在国内铸造多少货币，凡是超过一国商

业的需要的，都只是金银条块，并且只有拿它当作金银条块对待；而且铸造的

７９３（５）诺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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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就象旧金银器一样，只有按它所包含的金属成色出卖。”（第１７—１８页）

货币变成金银条块和相反的情况（第１８页）（补充本Ｃ，第１３

页）。货币的估价和衡量。上下波动（补充本Ｃ，第１４页）
１２６
。

高利贷、土地所有者和商业：

“在我国，取息的货币，放给商人去经营业务的还不到 １
１０；大部分是借给

这样一些人去维持奢侈生活和其他开销的，这些人虽然是大地产的所有者，

但是，他们花费收入比他们的地产带来收入快，他们不愿出卖自己的财产，宁

愿拿财产去抵押。”（诺思，同上第６—７页）［ —１４２０］

８９３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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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贝克莱论勤劳是财富的源泉］

［ —６７０ａ］“难道认为土地本身就是财富不是错误的吗？难道我

们不应当首先把人民的勤劳看成这样一种东西，它形成财富，甚至使那些除

了作为勤劳的手段和刺激以外便毫无价值的土地和白银变成财富？”（乔·贝

克莱博士《提问者》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３８个问题）［ —６７０ａ］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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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休谟和马西

［（ａ）马西和休谟著作中的利息问题］

  ［ —１２９３ａ］马西的匿名著作《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因》

于１７５０年出版；休谟的《论丛》第二卷，其中有《论利息》，于１７５２

年出版，比前书迟了两年。因此马西在先。休谟反对洛克，而马西

反对配第和洛克，配第和洛克两人还抱着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利息

率的高低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量，认为真正被拿来贷放的东西实

际上是货币（而不是资本）。

马西比休谟更坚决地宣称，利息只不过是利润的一部分。休

谟主要证明货币的价值对利息率的高低没有意义，因为在利息和

货币资本之间的比率已知（譬如说６％）的情况下，６镑的价值同

１００镑（也可以说１镑）的价值一起升降，但并不影响用６这个数

字表示的比率。

［（ｂ）休谟。由于商业和工业增长而

引起的利润和利息的降低］

  我们从休谟谈起。

“世上一切都是用劳动购买的。”（《论丛》第１卷第２部分，１７６４年伦敦

版［《论商业》］第２８９页）

在休谟看来，利息率的高低取决于借债人的需求和放债人的

供给，即取决于供求。但是后来，它本质上取决于

０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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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商业中产生出来的利润”的高低。（同上［《论利息》］，第３２９页）“劳动

储备和商品储备的多少，对于利息必定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出利息借货币，

借的实际上就是劳动和商品。”（同上，第３３７页）“在可以得到高利息的地

方，没有人会以低利润为满足，而在可以得到高利润的地方，也没有人会以低

利息为满足。”（同上，第３３５页）

高利息和高利润这两者是

“商业和工业不够发达”的表现，“而不是缺乏金银”的表现，“低利息则表

明相反的情况”。（同上，第３２９页）

［１２９４ａ］“因此，在一个只有土地所有者〈或者象休谟后来说的，“地主和

农民”〉的国家，借债人必定多，利息必定高”（第３３０页），

因为代表只供享用的财富的人出于无聊，追求享乐，而另一方

面，除了农业以外，生产非常有限。一旦商业发展起来，情况就相

反。商人完全被获利的欲望支配。他

“除了看到他的财产一天天增加以外，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大的享乐”。

（在这里，对交换价值、对抽象财富的追求大大超过对使用价

值的追求。）

“这就是为什么商业扩大节约，为什么在商人中守财奴大大超过挥霍者，

而在土地所有者中情况则相反的原因。”（第３３３页）

｛非生产劳动：

“律师和医生不产生任何生产活动；而且他们的财富是靠牺牲别人得来

的；这样，他们使自己的财富增加多少，就一定使某些同胞的财富减少多

少。”（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因而，商业的增长造成放债人数目的增加，因此引起利息率的降低。”

（第３３４页）

“低利息和商业中的低利润，是彼此互相促进的两件事，两者都来源于商

业的扩展，商业的扩展产生富商，使货币所有者增加。商人有了大笔的资本，

不管这些资本是由少量的铸币还是由大量的铸币代表，都必然要常常发生这

１０４（７）休谟和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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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当他们倦于经商，或者他们的后代不喜欢或没有才干经商的时候，有

很大一部分资本就自然地寻求一个常年的可靠的收入。供应多了就使价格

降低，使放债人接受低利息。这种考虑迫使许多人宁愿把他们的资本留在商

业中，满足于低利润，而不愿把他们的货币按更低的利息贷放出去。另一方

面，当商业有了很大的扩展并且运用大量资本的时候，必然产生商人之间的

竞争，这种竞争使商业利润减少，同时也使商业本身规模扩大。商业中的利

润降低，使商人宁肯在离开商业，开始过清闲日子时接受低利息。因此，研究

低利息和低利润这两种情况中，究竟哪一个是原因，哪一个是结果，是没有用

处的。两者都是从大大扩展了的商业中产生的，并且彼此促进…… 大大扩

展了的商业产生大量资本，因此，它既降低利息又降低利润；每当它降低利息

的时候，总有利润的相应降低来促进它，反之也是一样。我可以补充说一句，

正如商业和工业的增长引起低利润一样，低利润反过来又促使商业进一步增

长，因为低利润使商品便宜，鼓励消费，促进工业的发展。由此可见……利息

是国家状况的真正的晴雨表，低利息率是人民兴旺的几乎屡试不爽的标

志。”（同上，第３３４—３３６页）

［（ｃ）马西。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

用利润率说明利息的高低］

  ［约·马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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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些引文１２７中可以看到，洛克先生认为，自然利息率一方面决定于一

国货币量同一国居民相互间的债务之比，另一方面决定于一国货币量同一国

商业之比，威廉·配第爵士则认为，自然利息率只决定于一国货币量，因此，

他们只在债务这一点上有不同意见。” （第１４—１５页） ［ —１２９４

ａ］    

［ —１３００］富人“不是自己使用自己的货币，而是把自己的货币借给

别人去营利，让别人把这样得来的利润拿出一部分交给货币所有者。但是，

如果一国的财富平均分配给许多人，以致国内很少有人能够靠把货币投入商

业的办法来供养两个家庭，那末，就只能有很少的货币借贷了：如果２０００镑

属于一个人，它就会被贷出，因为它带来的利息足以供养一个家庭；如果

２０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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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镑属于１０个人，它就不会被贷出，因为它的利息不能供养１０个家庭”。

（第２３—２４页）

“根据政府为所借货币支付的利息率来推断自然利息率的任何尝试，都

是必然要失败的。经验表明，这两种利息率彼此既不一致，又不保持一定的

关系；理性告诉我们，它们决不可能是这样，因为自然利息率是以利润为基

础，而国债的利息率是以需要为基础，利润有界限，而需要没有界限。借货币

去改良自己土地的贵族，借货币去经营企业的商人或工业家，都有他们不能

超越的一定界限：如果他们用借来的货币能赚得１０％的利润，他们可以为所

借货币付给放债人５％；但是他们不会付给１０％；相反，如果谁由于有迫切需

要而借债，那就一切只取决于他的需要的程度，而需要是不承认任何戒律

的。”（第３１—３２页）

“收取利息的合理性，不取决于借债人是否赚得利润，而取决于这些货币

如果正确地加以使用，能够带来利润。”（第４９页）“既然借债人为所借货币

支付的利息，是
·
所
·
借
·
货
·
币
·
能
·
够
·
带
·
来
·
的
·
利
·
润
·
的
·
一
·
部
·
分，那末，这个利息总是要由

这个利润决定。”（第４９页）

“在这个利润中，多大一部分归借债人，多大一部分归放债人才算合理

呢？这一般地只有根据借贷双方的意见来决定。因为在这方面合理不合理，

仅仅是大家同意的结果。”（第４９页）

“可是，这一条利润分配规则，并不是对每一个放债人和借债人都适用，

而只是对放债人和借债人总的来说适用…… 特大的利润和特小的利润是

对业务熟练和业务不熟练的报酬，这是同放债人绝无关系的；因为他们既不

会因业务不熟练而吃亏，也不会因业务熟练而得利。在这里，适用于同一工

商业部门各个人的话，也适用于各个不同的工商业部门。” （第５０

页）    

“自然利息率是由工商业企业的利润决定的。”（第５１页）

为什么英国现在的利息率是４％，而过去是８％？因为那时候

英国商人

“赚得的利润比现在多一倍”。

为什么利息率在荷兰是３％，在法国、德国和葡萄牙是５—

６％，在西印度和东印度是９％，在土耳其是１２％？

３０４（７）休谟和马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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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所有这些情况，只要总的答复一下就够了，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商

业利润和我国的商业利润不同，并且如此不同，以致产生了上述各种不同的

利息率。”（第５１页）

但是，为什么利润会下降呢？那是由于国外和国内的竞争：

“由于对外贸易〈因国外竞争〉减少，或者由于商人彼此竞相压低自己商

品的价格……因为他们有必要把东西卖掉，或者因为他们利欲熏心想尽量多

卖一些”。（第５２—５３页）

“商业利润一般决定于商人数目同商业规模之比。”（第５５页）在荷兰，

“从事商业的人数在人口总数中占的比例最大……利息最低”；在土耳其，这

种比例最小，利息最高。（第５５—５６页）

［１３０１］“商业规模同商人数目之比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第５７页）“由商

业的动机决定”：由自然的必要性、自由、私人权利的保护、社会安全来决定。

（第５８页）

“没有两个国家能够以等量的劳动耗费，同样丰富地提供数目相等的必

要生活资料。人的需要的增减取决于人生活在其中的气候的严寒或温暖；所

以不同国家的居民必须经营的商业的规模不能不有所差别，只有根据冷热的

程度才能知道这种差别的程度。由此可以得出一个一般的结论：维持一定人

口生活所需要的劳动量，在气候寒冷的地方最大，在气候炎热的地方最小，因

为在寒冷的地方，不仅人需要较多的衣服，而且土地也必须耕作得更好。”

（第５９页）“荷兰具有发展商业的特殊必要性…… 这种必要性是由国内人

口过剩引起的；这种情况，再加上必须花费很多劳动去筑堤和排水，就使荷兰

经营商业的必要性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可以居住的地方都大。”（第６０页）

［（ｄ）结束语］

马西比休谟更加明确地说明利息只不过是利润的一部分；他

们两人都用资本积累（马西特别讲到竞争）和由此产生的利润下

降，来说明利息的下降。两人同样很少谈到“商业利润”本身的源

泉问题。［ —１３０１］

４０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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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对论重农学派的各章的补充］

［（ａ）对《经济表》的补充意见。魁奈的错误前提］

  ［ —１４３３］

 生产阶级 土地所有者阶级 不生产阶级

   ２０亿 ２０亿 １０亿

  １０亿

  １０亿

  １０亿

每年的预付２０亿

１０亿

 

１０亿

总   计５０亿 总 计２０亿

这是《经济表》的最简单的形式。１２８

（１）货币流通（假定每年只支付一次）。货币流通的出发点是

花钱的阶级，即土地所有者阶级，他们没有任何商品要卖，他们只

买不卖。

土地所有者用１０亿向生产阶级购买，把生产阶级用来付地租

的１０亿货币还给生产阶级。（从而实现了农产品的 １
５。）他们用

１０亿向不生产阶级购买，于是１０亿货币流到不生产阶级手里。

（同时实现了工业品的 １
２。）不生产阶级用这１０亿向生产阶级购

买食物，于是又有１０亿货币流回生产阶级手里。（从而实现了农

产品的另一个 １
５。）生产阶级用这同一个１０亿货币购买价值１０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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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的工业品，以此补偿他们的“预付”的半数。（同时实现了工业品

的另一个１
２。）不生产阶级［１４３４］用同一个１０亿货币购买原料。

（从而实现了农产品的又一个１
５。）这样一来，２０亿货币流回生产

阶级手里。

因而还剩下农产品的２
５。

１
５以实物形式消费，但是第二个

１
５

以什么形式积累起来呢？这个问题到后面再研究。１０８

（２）即使从魁奈本人的观点出发（按照他的观点，整个不生产

阶级实际上只不过是雇佣劳动者），也已经可以看出，《经济表》的

前提是错误的。

这里假定在生产阶级那里，“原预付”（固定资本）是“年预付”

数额的５倍。在不生产阶级那里，这一项根本没有提及，这当然并

不妨碍它的存在。

此外，说再生产等于５０亿，是错误的。从《经济表》本身来看，

再生产等于７０亿：生产阶级方面５０亿，不生产阶级方面２０亿。

［（ｂ）个别重农主义者局部地回到重商主义的观点。

重农主义者要求竞争自由］

  不生产阶级的产品等于２０亿。这个产品是由１０亿原料（这些

原料一部分加入产品，一部分补偿加入产品价值的机器的损耗）和

在原料加工期间被消费了的１０亿食物组成的。

不生产阶级把这全部产品卖给土地所有者阶级和生产阶级，

以便第一，补偿“预付”（以原料形式），第二，取得农产生活资料。这

样，不生产阶级就丝毫没有留下一点工业品供他们自己消费，更不

用说利息和利润了。勃多（或列特隆）看到了这一点，他这样来解

释：不生产阶级高于产品的价值出卖他们的产品，因而他们卖２０

亿的东西等于２０亿减去ｘ。因此，利润，甚至这个阶级本身所消

６０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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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的、属于它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工业品，按照上面的解释，就只

被归结为这个阶级把自己商品的价格抬得高于它们的价值１２９。可

见，重农学派在这里必然回到重商主义体系，回到“让渡利润”的概

念。

因此，他们也认为，工业家之间的自由竞争是完全必要的，这

样可以使工业家不致过分欺骗生产阶级即农业家。另一方面，这

种自由竞争之所以必要，是因为这样就可以使农产品卖得一个

“好价钱”，就是说，通过输出国外把农产品的价格抬得高于它原

来的本国价格，因为这里假定的是一个出口小麦等等的国

家。    

［（ｃ）关于价值不可能在交换中增殖的最初提法］

  “每次买都是卖，每次卖都是买。”（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

问答》，德尔出版，１３０第１７０页）“买就是卖，卖就是买。”（魁奈，见杜邦·德·

奈穆尔《论近代科学的起源和进步》第３９２页）１３１

“价格总是先于买卖。如果卖者和买者的竞争没有引起任何变化，价格

就仍然是由同商业无关的其他原因所确定的那个价格。”（第１４８页）１３２

“始终可以假定，它〈交换〉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利的，因为双方都保

证自己有可能享受他们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得到的财富。但是这里所讲的，始

终只是具有一定价值的财富同具有同一价值的另一财富交换，因而，不可能

有财富的任何实际的增加〈应该说：不可能有价值的任何实际的增加〉。”

（同上，第１９７页）１３３

明确地把“预付”和“资本”等同起来。把资本积累作为主要条

件。

“因此，增加资本是增加劳动的主要手段，这会给社会带来最大的好处”

等等。（魁奈，见杜邦·德·奈穆尔，同上第３９１页）１３４［ —１４３４］

７０４（８）对论重农学派的各章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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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重农学派的追随者毕阿伯爵

对土地贵族的赞美］

  ［ 一１３９９］毕阿（伯爵）《政治要素，或社会经济真正

原则的研究》（六卷集）１７７３年伦敦版。

这个低能的废话连篇的著作家，把重农主义的外观看成重农

主义的实质，竭力赞扬土地贵族，事实上，只有当重农主义符合这

个目的时，他才接受重农主义。要不是他的著作中有象后来李嘉

图的著作中那样露骨地表现出来的粗俗的资产阶级性质，根本就

不会提到他。认为“纯产品”只限于地租的错误看法，不会使问题

有丝毫改变。

毕阿伯爵所说的东西，就是李嘉图后来对一般“纯产品”所重

复提到的东西１３５。工人属于非生产费用①，他们之所以存在，只是

为了使“纯产品”所有者得以“组成社会”（见有关的地方）１３６。自由

工人的地位被他看成只不过是奴隶制的改变了的形式，然而在他

看来，这种改变了的形式对于上层组成“社会”来说是必要的。｛连

阿瑟·杨格也把“纯产品”，即剩余价值，说成生产的目的。１３７｝

［１４００］由此可以使人想起李嘉图同斯密争论的一段话，１３５他

不同意斯密把使用工人最多的资本看成生产能力最大的资本。参

看毕阿的著作第６卷第５１—５２、６８—７０页；其次，关于工人阶级和

８０４

① 见第１５９页脚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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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隶制，参看第２卷第２８８、２９７、３０９页；第３卷第７４、９５—９６、１０３

页；第６卷第４３、５１页；关于这些工人被迫进行剩余劳动，以及什

么叫做“最必要的生存资料”，参看第６卷第５２—５３页。

我们在这里只引一段话，因为这段话对于所谓资本家总是冒

风险的空谈，作了很好的反驳：

“据说他们〈商人〉为了多赚钱而冒很多风险。不过，他们或者拿人去冒

险，或者拿商品和货币去冒险。如果他们为了发财而让别人陷于明显的危险

境地，那他们就是干了极坏的事情。至于谈到商品，一个人把商品生产出来，

是有功绩的；但是，为了一个人的发财致富而拿这些商品去冒险，就不可能是

什么功绩了”等等。（第２卷第２９７页）［ —１４００］

９０４（９）重农学派的追随者毕阿伯爵对土地贵族的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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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从重农学派的观点出发反驳土地贵族

（英国的一个匿名作者）１３８］

  ［ —１４４９］《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驳亚当·

斯密博士等人的某些错误论点》１７９７年伦敦版。

这本书的作者知道安德森的著作，因为他在该书的附录中，转

载了安德森关于阿贝丁郡的农业报告的片段。

这是英国的一本可直接算在重农主义学说内的唯一重要著

作。威廉·斯宾斯的《不列颠不依靠商业》一书（１８０７年版）只不过

是一幅讽刺画。这个斯宾斯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间，是土地所有者的

最狂热的维护者之一，他根据主张……贸易自由的重农主义学说

来维护土地所有者的利益。不要把这个家伙同土地私有制的死敌

托马斯·斯宾斯混淆起来。

《基本原理》一书首先包含着对重农主义学说的卓越而简洁的

概括。

作者正确地指出重农主义的观点来源于洛克和范德林特的观

点。他把重农学派说成是这样的著作家，他们

“虽不是完全正确地但很有系统地阐明了”自己的学说。（第４页）这点还

可参看第６页（摘录在稿本Ｈ第３２—３３页
１３９
）。

从匿名作者对重农主义学说的概括中，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

被后来的辩护论者——斯密就已经部分地这样做了——当作资本

形成的基础的节欲论，是直接从重农学派的这样一个见解产生的：

０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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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等等不创造任何剩余价值。

“用于使用和维持手工业者、制造业者１４０和商人的费用，结果只能保持支

出的数额的价值，因而是非生产的〈因为它不生产剩余价值〉。除非手工业

者、制造业者和商人从本来供他们维持每日生活的东西中节约和积累下来一

部分，否则社会的财富靠他们不可能得到丝毫增加。可见，他们只有通过节

欲和节约〈西尼耳的节欲论和亚当·斯密的节约论〉才能使总资本有所增加。

相反，土地耕种者能够消费自己的全部收入，同时又使国家致富；因为他们的

活动会提供叫做地租的剩余产品。”（第６页）

“有一个阶级，他们的劳动虽然也生产一些东西，但所生产的并不比维持

他们的劳动所花费的多，理所当然可以把他们叫做非生产阶级。”（第１０页）

应当把剩余价值的生产同剩余价值的“转手”严格区分开来。

“收入的增加〈即积累〉只间接地是经济学家２２的研究对象…… 他们的

研究对象是收入的生产和再生产。”（第１８页）

这正是重农主义的巨大功绩。重农学派给自己提出的问题

是，剩余价值（匿名作者把剩余价值叫做“收入”）是怎样生产和再

生产出来的。关于剩余价值怎样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即剩

余价值怎样增加的问题，只是属于第二位的问题。首先必须揭示

剩余价值的范畴，［１４５０］揭示剩余价值生产的秘密。

剩余价值和商业资本：

“在谈到收入的生产时，用收入的转手这个问题来替换，是完全不合逻辑

的，只有一切商业交易才归结为收入的转手。”（第２２页）“商业这个词的意

思不过是指商品的交换…… 有时，这种交换对一方比对另一方更有利；但

一个人的赢利，总是另一个人的亏损，所以他们之间的商业交易实际上不会

造成财富的任何增加。”（第２３页）“如果一个犹太人把１克朗卖了１０先令，

或者把安女王时代的１法寻卖了１基尼，１４１那他毫无疑问会增加自己的收

入，但他并不会因此而增加现有的贵金属量；而且，无论喜爱古玩的买者是同

旧币的卖者住在一条街上，还是住在法国或中国，这种商业交易的性质始终

是一样的。”（第２３页）

１１４（１０）从重农学派的观点出发反驳土地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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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重农学派的著作中，工业利润被看成“让渡利润”（即按重商

主义来解释）。因此，这个英国人作出正确的结论说，只有当工业

品在国外出卖时，这种利润才是真正的利润。他从重商主义的前

提出发作出正确的重商主义的结论。

“任何一个制造业者，如果他的商品是在国内出售和消费，那末，无论他

自己获得多少赢利，也不会使国民收入增加分毫；因为买者的亏损……同制

造业者的赢利正好一样多…… 这里是卖者和买者之间的交换，而不是财富

的增加。”（第２６页）“为了弥补盈余的缺乏……企业主从自己支付的工资中

提取５０％的利润，或者说，从他们支付给制造业工人的每１先令中提取６便

士…… 如果商品在国外出卖”，那末这就是若干数量的“手艺人”所提供的

“国民利润”。（第２７页）

作者很好地说明了荷兰财富的原因。渔业（还应当指出畜牧

业）。对东方香料的垄断。海运业。向外国人贷款（补充本Ｈ第

３６—３７页）１４２。

这位作者写道，制造业者“是一个必要的阶级”，但他们不是“生产阶级”。

（同上，第３５页）他们“只是使土地耕种者早已取得的收入替换或转手，而他

们采取的办法是，使这种收入在一种新形式上具有耐久性”。（第３８页）

只有四个必要的阶级：（１）生产阶级或土地耕种者；（２）制造业

者；（３）国家保卫者；（４）“教师阶级”，他用教师来代替重农学派所

说的“什一税所得者”即牧师。

“因为任何市民社会都需要吃饭、穿衣、保卫和教育。”（第５０—５１页）

“经济学家”的错误在于，“他们把作为单纯的租金所得者的地租所得者

看成社会的生产阶级…… 他们暗示，教会和国王必定要靠土地所有者获得

的地租来维持生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改正了自己的错误。斯密博士……让

它〈“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贯穿他的全部著作〈这是对的〉，他的批判正好针

对着经济学家体系的正确部分”。（第８页）

［１４５１］土地所有者本身不仅不是生产阶级，甚至不是社会的

２１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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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阶级：

“土地所有者作为单纯的地租所得者，并不是社会的必要阶级…… 只

要地租脱离宪法所规定的目的——为保卫国家服务，这种地租的所得者就不

再是必要阶级，而成为社会上最不需要的、最麻烦的阶级之一。”（第５１页）

关于这一点的进一步内容，见补充本Ｈ第３８—３９页
１４３
。

所有这些都很好，这种从重农学派观点出发对地租所得者的

反驳，作为重农学派学说的完成是很重要的。

作者指出，真正的土地税是土耳其人所特有的。（同上，第５９

页）

土地所有者不仅对现有的“土地改良”收税，而且往往对“推测

中的将来的改良”也收税。（第６３—６４页）地租税。（第６５页）

在税收方面，重农主义理论在英格兰、爱尔兰、封建的欧洲、莫

卧儿帝国早就实现了。（第９３—９４页）

土地所有者是收税人。（第１１８页）

重农主义的局限性表现在下述看法上（对分工缺乏理解）：

假设一个钟表业者或棉布厂主不能把他的钟表或棉布卖掉；他就陷入困

难的境地。这表明，“制造业者只有成为卖者才能发财致富

（实际上，这只是表明，他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生产出来），

一旦他不再成为卖者，他的利润也就立即终止

（而本身不是卖者的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因为这些利润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利润。土地耕种者……不出卖任

何东西就能生存、兴旺和增加自己的财富”（第３８—３９页）

（但在这种场合，他必须同时又是制造业者）。

为什么作者只谈钟表业者或棉布厂主呢？同样，也可以假设煤

炭、铁、亚麻、靛蓝等等的生产者不能把这些产品卖掉，或者连小麦

３１４（１０）从重农学派的观点出发反驳土地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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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者也不能把自己的小麦卖掉。关于这一点，前面提到过的

贝阿尔岱·德·拉贝伊讲得很好。１４４匿名作者不得不提出以直接

消费为目的的生产来反对商品生产，这是同下面的情况非常矛盾

的：对于重农学派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倒是交换价值。然而后面这

点也贯穿在我们所说的这个人的著作中，这是囿于资产阶级前的

思考方式的一种对事物的资产阶级见解。１４５

这位匿名作者反对阿瑟·杨格认为高价格对农业繁荣很重要

的看法；但是这样反对杨格同时也就是反驳重农主义。（同上，第

６５—７８页和第１１８页）

由卖者在名义上提高价格不能得出剩余价值：

“靠提高产品的名义价值……卖者不会致富……因为他们作为卖者所得

的利益，在他们作为买者时又如数付出。”（第６６页）

下面这段话是按范德林特的精神写的：

“只要能为每个失业者找到一块可耕的土地，任何一个失业者就都不会

没有土地了。劳动的房屋是好东西；但劳动的田地更好得多。”（第４７页）

匿名作者反对一切租佃制，不过他认为长期租佃比短期租佃

好，因为如果实行短期租佃，土地所有权只会妨碍生产和阻碍土地

改良。（第１１８—１２３页）（爱尔兰的租佃权。）１４６［ —

１４５１］

４１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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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

辩护论见解］

  ［ —１８２］哲学家生产观念，诗人生产诗，牧师生产说教，教授

生产讲授提纲，等等。罪犯生产罪行。如果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最后

这个生产部门同整个社会的联系，那就可以摆脱许多偏见。罪犯

不仅生产罪行，而且还生产刑法，因而还生产讲授刑法的教授，以

及这个教授用来把自己的讲课作为“商品”投到一般商品市场上去

的必不可少的讲授提纲。据说这就会使国民财富增加，更不用说

象权威证人罗雪尔教授先生所说的，这种讲授提纲的手稿给作者

本人带来的个人快乐了。

其次，罪犯生产全体警察和全部刑事司法、侦探、法官、刽子

手、陪审官等等，而在所有这些不同职业中，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

分工中的一定部门，这些不同职业发展着不同的人类精神能力，创

造新的需要和满足新需要的新方式。单是刑讯一项就推动了最巧

妙的机械的发明，并保证使大量从事刑具生产的可敬的手工业者

有工可做。

罪犯生产印象，有时是道德上有教益的印象，有时是悲惨的印

象，看情况而定；而且在唤起公众的道德感和审美感这个意义上说

也提供一种“服务”。他不仅生产刑法讲授提纲，不仅生产刑法典，

因而不仅生产这方面的立法者，而且还生产艺术、文艺——小说，

甚至悲剧；不仅缪尔纳的《罪》和席勒的《强盗》，而且《奥狄浦斯王》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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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查三世》都证明了这一点。罪犯打破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单调

和日常的太平景况。这样，他就防止了资产阶级生活的停滞，造成

了令人不安的紧张和动荡，而没有这些东西，连竞争的刺激都会减

弱。因此，他就推动了生产力。一方面，犯罪使劳动市场去掉了一

部分过剩人口，从而减少了工人之间的竞争，在一定程度上阻止工

资降到某种最低额以下；另一方面，反对犯罪的斗争又会吸收另一

部分过剩人口。这样一来，罪犯成了一种自然“平衡器”，它可以建

立适当的水平并为一系列“有用”职业开辟场所。

罪犯对生产力的发展的影响，可以研究得很细致。如果没有

小偷，锁是否能达到今天的完善程度？如果没有［１８３］伪造钞票的

人，银行券的印制是否能象现在这样完善？如果商业中没有欺骗，

显微镜是否会应用于通常的商业领域（见拜比吉的书）？应用化学

不是也应当把自己取得的成就，象归功于诚实生产者的热情那样，

归功于商品的伪造和为发现这种伪造所作的努力吗？犯罪使侵夺

财产的手段不断翻新，从而也使保护财产的手段日益更新，这就象

罢工推动机器的发明一样，促进了生产。而且，离开私人犯罪的领

域来说，如果没有国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世界市场？如果没有国

家的犯罪，能不能产生民族本身？难道从亚当的时候起，罪恶树不

同时就是知善恶树吗？

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１７０５年版）中，已经证明任何

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等等，在他的书中，已经可以看到这全部议

论的一般倾向：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称之为恶的东西，不论道德上的恶，还是身体上的

恶，都是使我们成为社会生物的伟大原则，是毫无例外的一切职业和事业的

牢固基础、生命力和支柱；我们应当在这里寻找一切艺术和科学的真正源泉；

６１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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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不再有恶，社会即使不完全毁灭，也一定要衰落。”１４７

当然，只有孟德维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

护论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 —１８３］

７１４（１１）关于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辩护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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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

和非生产劳动

［（ａ）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

资本主义表现］

  ［ —１３１７］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

看到了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资本作为一种发生了本质

变化的关系，是怎样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

的。１４８一方面，资本改变着生产方式的形态，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

这种被改变了的形态和物质生产力的这种特殊发展阶段，是资本

本身的基础和条件，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前提。

因为活劳动——由于资本同工人之间的交换——被并入资

本，从劳动过程一开始就作为属于资本的活动出现，所以社会劳动

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就和劳动的一般社会形式

在货币上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的情况完全一样。同样，现在社会

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形

式，即物化劳动的，劳动的物的条件（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素，人

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这里，我们又

遇到关系的颠倒，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倒的表现

称为拜物教。１４９

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在意大利

式簿记中，他作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这一作用，总是同他

８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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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单纯的个人相对立，而他作为单纯的个人就是仅仅作为私人

消费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的债务人出现。）

资本的生产性（即使仅仅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

首先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这

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但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更加有利于生产的方式实行并采用这种强

迫的。

即使考察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较不

发达阶段和较为发达阶段所共有的一般形式，生产资料，劳动的物

的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是从属

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

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是资本。“资本使用劳动。”对工人

来说，它们不是生产产品的手段，不论这些产品采取直接生存资料

的形式，还是采取交换手段，商品的形式。相反，工人对它们来说

倒是一个手段，它们依靠这个手段，一方面保存自己的价值，另方

面使自己的价值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吸收剩余劳动，使自己的

价值增殖。

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

化和人的物化；因为这个形式和以前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

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对

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

但是，这种关系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显得更加神秘，是因为随

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这些直接物质的东西｛它

们都是劳动产品；从使用价值来看，它们是劳动产品，又是劳动的

９１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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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条件；从交换价值来看，它们是物化的一般劳动时间或货币｝

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就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

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

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

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

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

同种劳动的统一，分工中异种劳动的结合，机器工业中自然力、科

学和劳动产品的用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

东西，纯粹作为不依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

式，同单个工人相对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

等简单可见的形式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

同单个工人相对立一样。

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１３１８］社会

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从属

于资本，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成并不属于工

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为不同于每个

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

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下述情况的发展越来越

具有实在的形式。这些情况是：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

上述社会形式而发生了形态变化，以致它在独立存在时，也就是

说，处在这种资本主义联系之外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的独立的

生产能力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动条件在

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迫劳动，

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

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

０２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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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

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

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

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科学及其应

用，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

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

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

必懂得机器（见尤尔的著作）。１５０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

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

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

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

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

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

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

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

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因为资本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资本本身具有二重性：

（１）交换价值（货币）；但是，它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因为

它是价值——创造价值、作为价值而增殖、取得一个增殖额的价

值。这种价值增殖归结为一定量物化劳动同较大量活劳动的交

换。

（２）使用价值；这里，资本是按照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一

定关系出现的。但是，正是在这里，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

把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

合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

１２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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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并入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

的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

开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

说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

这一切使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存在。［１３１８］１５１

        

［１３２０］因此，资本（１）作为强迫进行剩余劳动的力量，（２）作为

吸收和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力量

（作为这些生产力的人格化），它是生产的。

试问：既然劳动的生产力已经转给了资本，而同一生产力不能

计算两次，一次作为劳动的生产力，另一次作为资本的生产力，那

末，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怎样或者说为什么表现为生产的，表现

为生产劳动呢？｛劳动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而劳动能力所

以是生产的，是由于它的价值和它创造的价值之间有差别。｝

［（ｂ）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生产劳动］

  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作

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

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

或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

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

只有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使可变资本成

为可变的量，因而使整个资本Ｃ等于Ｃ＋
１５２
的劳动，才是生产的。

假定可变资本在同劳动交换之前等于ｘ，这样，我们得到等式ｙ＝

ｘ，那末，把ｘ变为ｘ＋ｈ、把等式ｙ＝ｘ变为等式ｙ′＝ｘ＋ｈ的那种

２２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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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是生产劳动。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一点。这里谈的是创造剩

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作为使资本能够形成剩余价值，因而

能够表现为资本，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因素来为资本服务的

劳动。    

第二，劳动的社会的和一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是

这种生产力只同劳动过程有关，或者说，只涉及使用价值。它表现

为作为物的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

接涉及交换价值。无论是１００个工人一起劳动，还是他们各自单

独劳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都等于１００个工作日，不管这些

工作日表现为许多产品或很少产品；换句话说，这些产品的价值不

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１３２１］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只在一个方面涉及交换价值。

举例来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在某一个生产部门有了发展，例如

用机器织机代替手工织机来生产布，已经不是例外的情况，用机器

织机织１码布所需的劳动时间，只是用手工织机织１码布所需的

劳动时间的一半，那末，一个手工织工的１２小时就不再表现为１２

小时的价值，而只是表现为６小时的价值，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现在

缩短为６小时了。手工织工虽然同以前一样劳动１２小时，但他的

１２小时现在只等于６小时的社会劳动时间。

但是，这里谈的不是这一点。相反，如果我们拿另一个生产部

门例如排字来看，在这里还没有使用机器，那末这个部门中的１２

小时创造的价值，同机器等等最发达的生产部门中的１２小时创造

的价值完全一样多。因此，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劳动总是单个工人

的劳动，不过表现为一般劳动。因此，生产劳动，作为生产价值的

劳动，总是作为单个劳动能力的劳动、单个工人的劳动同资本相对

３２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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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不管这些工人在生产过程中参加什么样的社会结合。所以，

同工人相对立的资本，代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而同资本相对立的

工人的生产劳动，始终只代表单个工人的劳动。

第三，如果说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占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

看来是资本的自然属性，因而看来是从资本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

属性，那末，反过来说，把劳动自己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

产力，把劳动生产的剩余产品表现为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的

自行增殖，看来就是劳动的自然属性。

这三点现在要详细探讨一下，并从中得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

劳动的差别。

关于第一点。资本的生产性在于资本同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

相对立，而劳动的生产性在于劳动同作为资本的劳动资料相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是说，一定的交换价值转

化为自行增殖的交换价值，转化为价值加剩余价值，是由于这个交

换价值有一部分转化为在劳动过程中用作劳动资料（原料、工具，

总之，劳动的物的条件）的商品，而另一部分则用于购买劳动能力。

但是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不是货币和劳动能力的最初交换，不是

购买劳动能力这一事实本身。这种购买把被使用的劳动能力在一

定时间内并入资本；换句话说，使一定量的活劳动成为资本本身的

存在形式之一，可以说，成为资本本身的隐德来希①。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活劳动转化为资本，是由于活劳动一方面

把工资再生产出来，也就是把可变资本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另一方

４２４ 附  录

① 希腊文 ια的音译，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用语；他认为每一事物
所要完成或达到的目的即其潜能的实现，就是隐德来希。在这里有活动、现
实、效能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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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又创造一个剩余价值；由于这个转化过程，整个［预付的］货币额

就都转化为资本，虽然这个货币额中直接发生变化的部分，只是用

于工资的那一部分。如果原先价值等于ｃ＋ｖ，它现在就等于ｃ＋（ｖ

＋ｘ），或者同样可以说，（ｃ＋ｖ）＋ｘ
１５３
；换句话说，原来的货币额，原

来的价值量，在劳动过程中已经增殖，表现为既保存自己同时又增

大自己的价值。

｛必须指出：只有资本的可变部分才创造资本的增殖额，这种

情况丝毫也不改变以下事实，即通过这个过程，全部原有价值增大

了，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量；因此，仍然是全部原有的货币额都转

化为资本。因为原有价值等于ｃ＋ｖ（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上

述过程中，这个价值转化为ｃ＋（ｖ＋ｘ）；ｖ＋ｘ是再生产出来的部

分，是通过活劳动转化为物化劳动产生的，而这个转化是由ｖ同劳

动能力的交换，由可变资本转化为工资所决定和引起的。但是，ｃ

＋（ｖ＋ｘ）＝（ｃ＋ｖ）（原有资本）＋ｘ。此外，ｖ所以能转化为ｖ＋ｘ，

也就是说，（ｃ＋ｖ）所以能转化为（ｃ＋ｖ）＋ｘ，只是由于货币的一部

分已转化为ｃ。一部分货币所以能转化为可变资本，只是由于另一

部分货币转化为不变资本。｝

劳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实际上转化为资本，但是，这个转化是

由货币同劳动能力的最初交换决定的。只是由于劳动直接转化为

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的物化劳动，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就连已

经取得生产资料即劳动条件的形式的那一部分货币也是这样。在

此以前，货币不论以它本身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那种在实物形式上

可以充当生产新商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商品（产品）的形式存

在，都只不过从可能性来说是资本。

［１３２２］只有这种对劳动的一定关系才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

５２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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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只有由于自己对生产条件的上述关系（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有一

定的关系同这个关系相适应）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的劳动，才

是生产劳动；换句话说，只有使那种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化

了的物化劳动的价值保存并增殖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生产劳

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

系和方式的简称。但是，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动区分开来

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

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

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所以，这是把自己

的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

因此，我们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社会地规定了的劳动，这种

劳动包含着劳动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个十分确定的关系。

虽然劳动能力的买者手中的货币或商品（生产资料和工人的

生活资料），只有经过上述过程，只有在上述过程中才转化为资本

（这些东西在进入过程之前并不是资本，而只是必将变成资本），但

是，它们从可能性来说是资本。它们所以是资本，是由于它们作为

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劳动能力相对立，而劳动能力也作为某种独立

的东西同它们相对立，在这里有一种关系，它决定着并保证着它们

同劳动能力的交换以及随后发生的劳动实际上转化为资本的过

程。在这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它们同工人的关系中，从一开

始就具有一种社会规定性，这种社会规定性使它们变成资本，给它

们以支配劳动的权力。因此，它们在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情

况下，是劳动的前提。

６２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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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生产劳动可以说是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的劳动，

或者说，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不过是前一说法的简化），也

就是直接同这样的货币交换的劳动，这种货币从可能性来说就是

资本，预定要执行资本的职能，换句话说，作为资本同劳动能力相

对立。“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劳动同作为

资本的货币交换，并使这些货币在实际上转化为资本。从“直接”

一词产生什么后果，现在就要作更详细的说明。

因此，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为工人仅仅再生产出事先已

经确定了的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可是同时，它作为创造价值的活

动却增大资本的价值，换句话说，它把它所创造的价值作为资本同

工人本身相对立。

［（ｃ）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环节］

  我们在考察生产过程时１５４已经看到，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

应该区别两个互相制约但本质上不同的环节。

第一，劳动同资本的最初交换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其中资本

作为货币出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现。在这第一个过程中，劳动

能力的出卖是观念上或法律上的出卖，尽管劳动要等到完成之后，

也就是要在一日、一周等等末了才支付报酬。这种情况对于出卖

劳动能力的交易并无影响。这里直接被出卖的，不是包含已经物

化了的劳动的商品，而是劳动能力本身的使用，因此，实际上是劳

动本身，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表现在它的动作——劳动上。也就

是说，这里不是通过商品同商品的交换而完成的劳动同劳动的交

换。如果Ａ把靴子卖给Ｂ，那末他们两人交换的是劳动，一个换出

的是物化在靴子中的劳动，另一个换出的是物化在货币中的劳动。

７２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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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拿来交换的，在一方，是一般社会形式的，即作为货币的物

化劳动，另一方，是还只作为劳动能力存在着的劳动；在这里，虽然

被出卖的商品的价值不是劳动的价值（一个不合理的用语），而是

劳动能力的价值，但是，被买卖的对象却是这个劳动能力的使用，

即劳动本身。因此，这里发生的是物化劳动同实际上化为活劳动

的劳动能力的直接交换，也就是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交换。因此，

工资——劳动能力的价值——如前所说，就表现为劳动的价格，１５５

表现为劳动的直接的购买价格。

在这第一个环节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是商品的卖者和买

者的关系。资本家支付劳动能力的价值，即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价

值。

但是，同时，劳动能力所以被购买，只是因为这个劳动能力能

够完成和有义务完成的劳动量比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量

大；因此，这个劳动能力所完成的劳动，表现为一个比劳动能力的

价值大的价值。

［１３２３］第二，资本同劳动的交换的第二个环节，实际上同第一

个环节毫无关系，严格地说，这个环节根本不是交换。

第一个环节的特点是货币同商品的交换——等价物的交换；

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仅仅作为商品所有者彼此对立。交换的是

等价物（就是说，交换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实现，并不会使这个关系

有丝毫变化；劳动的价格究竟高于或低于劳动能力的价值，还是等

于后者的价值，并不会使这个交易的性质有丝毫变化。因此，这个

交易可以按照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来进行）。

第二个环节的特点是根本不发生任何交换。货币所有者不再

是商品的买者，而工人也不再是商品的卖者。货币所有者现在执

８２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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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资本家的职能。他消费他所购买的商品；工人则提供这个商品，

因为他的劳动能力的使用就是他的劳动本身。通过前一个交易，

劳动本身变成了物质财富的一部分。工人完成这个劳动，但是他

的这个劳动是属于资本的，从此以后，只是资本的一种职能而已。

因此，这个劳动是在资本的直接监督和管理之下完成的；而这个劳

动借以物化的产品，是资本借以表现的新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

是资本实际上借以实现为资本的新形式。因此，劳动通过第一个

交易已经在形式上被并入资本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就直接物化为

资本，直接转化为资本。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的劳动量，比以前用

于购买劳动能力的资本量大。在这个过程中，一定量的无酬劳动

被占有了，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货币才转化为资本。

虽然这里事实上没有发生交换，可是，如果撇开中介不谈，我

们看到，结果是，在这个过程中——把两个环节结合在一起——一

定量的物化劳动同较大量的活劳动相交换。整个过程的结果表现

为：物化在自己产品中的劳动，大于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因

而大于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物化劳动；换句话说：过程的实际结

果在于，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而且得到

了一个完全是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劳动同资本的直接交换在这

里的意思是：（１）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变成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

这个转化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２）一定量的物化劳动与等量活

劳动加一个不经过交换而占有的活劳动的追加量相交换。

“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个说法，包括上述所

有环节，它不过是从下面这个论点派生出来的提法：生产劳动是这

样的劳动，它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它同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相交

换；因而，它也决不是简单地作为不带特殊社会规定性的劳动同这

９２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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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生产条件——在这里不是简单地只作为生产条件出现——发生

关系。

这包括：（１）货币和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彼此对立的关系，货

币所有者和劳动能力所有者之间的买和卖；（２）劳动直接隶属于

资本；（３）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或者同样可以说，

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这里发生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双重的交

换。第一种交换只表示对劳动能力的购买，所以，从实际结果来

看，就是对劳动的购买，因而也是对劳动产品的购买。第二种交

换是活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或者说，作为资本的实现的活劳动

的物化。

［（ｄ）生产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

不是商品，即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它的结果，它的产

品，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而，是货币或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

而在生产过程之前，货币或商品仅仅从自己的目的来说，从可能性

来说，从自己的使命来说，才是资本。生产过程吸收的劳动量，比

购买的劳动量大。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对别人无酬劳动的吸

收、［１３２４］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目的；因为资本本身

（因而资本家本身）的任务，既不是生产直接供自己消费的使用价

值，也不是生产用来转化为货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商品。资本

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是价值的增大，因而

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只有在同劳动交换（这种

劳动因而被称为生产劳动）之后，才能得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

生产出来的这种特殊的产品。

０３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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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必须生产某种使用价

值，必须表现为某种使用价值。所以，只有表现为商品、也就是表

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才是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是不言而喻的

前提。但是，不是劳动的这种具体性质，不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本

身，因而，不是由于劳动是例如裁缝的劳动、鞋匠的劳动、纺工的劳

动、织工的劳动等等——不是这一点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

价值，不是这一点使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打上生产劳动的

印记。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的，不是劳动的一定的有

用性质，也不是劳动借以物化的产品的特殊有用性质。劳动对资

本的使用价值，是由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因素的性质决

定的，是由这种劳动固有的抽象劳动的性质决定的；但是，问题不

在于劳动一般地代表着这种一般劳动的一定量，而在于劳动代表

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大的抽

象劳动量。

对资本来说，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劳动能力提供的劳动

量超过物化在劳动能力本身因而为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

量的余额。劳动当然是以它作为特殊的有用劳动（如纺纱劳动、织

布劳动等等）所固有的一定形式被提供的。但是，劳动的这种使自

己能表现为商品的具体性质，不是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

对资本来说，劳动的这种特殊使用价值，在于劳动作为一般劳动所

提供的劳动量，并且在于所完成的劳动量超过构成劳动报酬的劳

动量的余额。

一定的货币额ｘ变成资本，是由于它在它的产品中表现为ｘ

＋ｈ，也就是由于作为产品的货币额所包含的劳动量，大于这个货

币额原来包含的劳动量。而这是货币同生产劳动相交换的结果，

１３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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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只有那种在同物化劳动交换时能使物化劳动表现为一

个增大了的物化劳动量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单纯是商品生产。它是一个吸

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是一个使生产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变为吸

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生产劳动”是对劳动所下的同劳动的

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

绝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定义。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５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

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出于

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

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５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籍（例如

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劳动者，因

为他的产品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本的价值才

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同一个歌

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生产劳

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

［（ｅ）非生产劳动是提供服务的劳动。资本主义

条件下对服务的购买。把资本和劳动的

关系看成服务的交换的庸俗观点］

  ［１３２５］这里产生了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我买一条现成的裤子呢，还是买布请一个裁缝到家里来做一

条裤子，我对他的服务（即他的缝纫劳动）支付报酬，——这对

２３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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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裤子本身。我不

请裁缝到家里来，而是到服装商人那里去买裤子，是因为前一种

方式花费大，而缝纫业资本家生产的裤子，比裁缝在我家做的裤

子，花费的劳动少，也就便宜。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是

把我用来买裤子的货币变成资本，而是变成裤子；在这两种情况

下，对我来说，都是把货币单纯用作流通手段，即把货币转化为

一定的使用价值。因此，虽然在一种情况下，货币同商品交换，在

另一种情况下，货币购买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但是，货币在这

里都不是执行资本的职能。它只是执行货币的职能，确切些说，执

行流通手段的职能。

另一方面，那个在我家里劳动的裁缝不是生产劳动者，虽然他

的劳动给我提供产品——裤子，而给他自己提供他的劳动的价格

——货币。可能，这个裁缝提供的劳动量，大于他从我这里得到的

报酬中包含的劳动量；这甚至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的劳动的价

格，是由作为生产劳动者的裁缝所取得的价格决定的。但是，这对

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价格一经确定之后，他劳动８小时还是劳

动１０小时，对我都一样。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只是使用价值——

裤子，并且，不论我用前一种方式或后一种方式购买裤子，我所关

心的当然是尽量少支付；在第一种情况下和第二种情况下，我同样

关心的是：我支付的价格在两种情况下，都不应该超过正常价格。

这是用于我的消费的一笔支出，这不是我的货币的增加，倒是我的

货币的减少。这决不是发财致富的手段，正如用于我个人消费的

任何一笔货币支出，都不是发财致富的手段一样。

保尔·德·科克小说中的一位“学者”会对我说，如果没有这

种购买，就象不购买面包一样，我就不能生活，因而也就不能发财

３３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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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了；因此，这种购买是我发财致富的一个间接手段，或者说，至

少是一个条件。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我的血液循环、我的呼

吸过程也是我发财致富的条件。但是，无论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

的呼吸过程，就其本身而论，都决不能使我发财致富，相反，两者都

是以代价昂贵的新陈代谢为前提的，如果完全不需要这种新陈代

谢，世界上也就没有穷人了。因此，货币和劳动之间的单纯的、直

接的交换，既不会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也不会使劳动转化为生产劳

动。

什么是这种交换的最大特点呢？这种交换与货币和生产劳动

之间的交换有什么不同呢？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这里货币是作

为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支出的，这个交换价值应该转化

为某种使用价值，生活资料，个人消费品。在这里，货币不变成资

本，相反，为了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它不再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

另一方面，在这里，劳动只是作为使用价值，作为把布做成裤子的

服务，作为依靠它的一定有用性质给我提供的服务，才使我感到兴

趣。

相反，同一个裁缝向雇用他的缝纫业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决不

在于他把布做成裤子，而在于物化在裤子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等于

１２小时，而裁缝所得的工资只等于６小时。因此，裁缝向资本家提

供的服务，在于他无偿地劳动了６小时。这件事以缝制裤子的形

式出现，只是掩盖了实际的关系。因此，缝纫业资本家一有可能就

设法把裤子再转化为货币，就是说，转化为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

形式中，缝纫劳动的一定性质完全消失，而已经提供的服务就不是

表现为［１３２６］由一定货币额代表的６小时劳动时间，而是表现为

由加倍的货币额代表的１２小时劳动时间。

４３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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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购买缝纫劳动，是为了取得它作为缝纫劳动所提供的服务，

来满足我穿衣的需要，也就是为我的一种需要服务。缝纫业资本

家购买缝纫劳动，是把它当作使一个塔勒变成两个塔勒的手段。

我购买缝纫劳动，是因为它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提供一定的服

务。资本家购买缝纫劳动，是因为它提供的交换价值额大于花在

它上面的费用，也就是说，是因为它对资本家说来，纯粹是一个用

较少劳动交换较多劳动的手段。

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

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被购买的。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

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

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在

这里取得了“服务”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

为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

表）有什么区别。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

给为了你给，１５６在这里是同一关系的、意义完全相同的几种形式，

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给为了你做这个形式所表示的，是被付出

的具有物的形式的价值同被占有的活的活动之间的极为特殊的关

系。因此，既然对服务的购买中完全不包含劳动和资本的特殊关

系（在这里，这个关系或者完全消失了，或者根本不存在），那末，对

服务的购买，自然成为萨伊和巴师夏之流最喜欢用来表现资本和

劳动之间的关系的形式。

这些服务的价值如何确定，这个价值本身如何由工资规律决

定，这是同我们这里研究的关系完全无关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在工

资那一章考察。

由此可见，单是货币同劳动的交换，还不能使劳动转化为生产

５３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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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另一方面，这种劳动的内容最初是无关紧要的。

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他

的工资花在这些服务上，同他的工资花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

没有什么不同的。他购买的服务，可以是相当必要的，也可以是不

太必要的：例如，他可以购买医生的服务，也可以购买牧师的服务，

就象他可以购买面包，也可以购买烧酒一样。工人作为买者，即作

为同商品对立的货币的代表，同仅仅作为买者出现，即仅仅把货币

换成商品形式的资本家，完全属于同一个范畴。这些服务的价格

怎样决定，这种价格同真正的工资有什么关系，它在什么程度上受

工资规律的调节，在什么程度上不受工资规律的调节，这些问题，

应当在研究工资时加以考察，同当前的研究完全无关。

可见，如果说单是货币同劳动的交换还不能使劳动转化为生

产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还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那末，劳动的

内容、它的具体性质、它的特殊效用，看来最初也是无关紧要的：我

们前面已经看到，同一个裁缝的同样的劳动，在一种情况下表现为

生产劳动，在另一种情况下却表现为非生产劳动。

某些服务，或者说，作为某些活动或劳动的结果的使用价值，

体现为商品，相反，其他一些服务却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

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或者说，其他一些服务的结果不

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例如，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

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

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

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这些服务本身，同我买的商

品一样，可以是确实必要的，或者仅仅看来是必要的，例如士兵、医

生和律师的服务，——或者它们可以是给我提供享受的服务。但

６３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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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丝毫不改变它们的经济性质。如果我身体健康，用不着医

生，或者我有幸不必去打官司，那我就会象避开瘟疫一样，避免把

货币花在医生或律师的服务上。

［１３２８］１５７有些服务也可以是强加于人的，例如官吏的服务等

等。

如果我自己购买，或者别人为我购买一个教师的服务，其目的

不是发展我的才智，而是让我学会赚钱的本领，而我又真的学到了

一些东西（这件事就它本身来说，完全同对于教师的服务支付报酬

无关），那末，这笔学费同我的生活费完全一样，应归入我的劳动能

力的生产费用。但是，这种服务的特殊效用丝毫不改变现有的经

济关系；在这里，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换句话说，我对这个提供服

务的人即教师来说，并没有成为资本家，没有成为他的主人。因

此，医生是否把我的病治好了，教师的教导是否有成效，律师是否

使我打赢了官司，对于这种关系的经济性质来说，也完全是无关紧

要的。在这里，被支付报酬的是服务本身，而就服务的性质来说，

其结果是不能由提供服务的人保证的。很大一部分服务的报酬，

属于同商品的消费有关的费用，如女厨师、女佣人等等的服务。

一切非生产劳动的特点是，支配多少非生产劳动——象购买

其他一切供消费的商品的情况一样——是同剥削多少生产工人成

比例的。因此，生产工人支配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的可能性，比一

切人都要少，虽然他们对强加于他们的服务（国家、赋税）支付报酬

最多。相反，我使用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可能性，同我使用非生产劳

动者的劳动决不是成比例地增长；相反，这里是成反比例。

对我来说，甚至生产工人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者。例如，如果

我请人来把我的房子裱糊一下，而这些裱糊工人是完成我的这项

７３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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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货的老板的雇佣工人，那末，这个情况，对我来说，就好比是我买

了一所裱糊好的房子，也就是说，好比是我把货币花费在一个供我

消费的商品上。可是，对于叫这些工人来裱糊的那位老板来说，他

们是生产工人，因为他们为他生产剩余价值。［１３２８］

        

［１３３３］如果一个工人虽然生产了可以出卖的商品，但是，他生

产的数额仅仅相当于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因而没有为资本

生产出剩余价值，那末，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看来，这种工人不

是生产的，这一点，从李嘉图的话里已经可以看出来，他说，这种人

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累赘。１３５这就是资本的理论和实践：

“关于资本的理论，以及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

生产利润的那个点上的实践，看来，都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２３８页）［１３３３］

        

［１３３６］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商品的生产

过程，而且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剩余劳动的吸收，因而是资

本的生产过程。货币和劳动之间或者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最初

的、形式上的交换行为，仅仅从可能性来说是通过物化劳动对别人

的活劳动的占有。实际的占有过程只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才完

成的，对这个生产过程说来，资本家和工人单纯作为商品所有者相

互对立、作为买者和卖者彼此发生关系的那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

易，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因此，一切庸俗经济学家，例如巴师夏，

都只停留在这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上，其目的正是要用欺骗手

法摆脱特殊的资本主义关系。在货币同非生产劳动的交换中，这

个区别就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里，货币和劳动只作为商品

８３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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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交换。因此，这种交换不形成资本，这种交换是收入的支出。

［１３３６］

［（ｆ）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

  ［１３２８］那些不雇用工人因而不是作为资本家来进行生产的独

立的手工业者或农民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这是农民的典型

情况｛但是，比方说，我在家里雇用的园丁却不是这样｝——可以是

商品生产者，而我向他们购买商品，至于手工业者按定货供应商

品，农民按自己资金的多少供应商品，这些情况并不会使问题有丝

毫改变。在这种场合，他们是作为商品的卖者，而不是作为劳动的

卖者同我发生一定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

换毫无共同之处，因此，在这里也就用不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的区分——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

换，还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

是商品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劳动者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

动者的范畴。但是，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商品生产者。

可能，这些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者，不仅再生产

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并且，他们的地位容许

他们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因为其余部分以

税收等形式从他们那里拿走了）。这里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社

会所具有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一定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但是

还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切生产关系都从属于它。例如，在封建社会

中，连那些同封建主义的实质相距很远的关系，也具有封建的外貌

（这一点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封建制度是现成地从诺

９３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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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底移进英国的，而它的形式给英国固有的、许多方面都和它不同

的社会制度打上了印记）。例如，同领主和陪臣相互间的亲身服务

毫无关系的单纯货币关系，也具有了封建的外貌。关于小农凭封

地权占有自己土地的虚构，也是一个例证。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情况也完全一样。独立农民或手工业

者分裂为两重身分。①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

劳动者，他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因此，他作为资本家，自己给自己

支付工资，从自己的资本中取得利润，就是说，剥削他自己这个雇

佣工人，他以剩余价值的形式向自己支付那应由劳动向资本交付

的贡物。同样，也许他还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自己支付第三个部分

（地租），就象我们后面要看到的１５８工业资本家那样，工业资本家在

自己企业中使用自己的［１３２９］资本，向自己支付利息，并且把这种利

息看成他不是作为工业资本家而是单纯作为资本家所应得的东西。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资料（它们表现一定的生产关系）所

具有的社会规定性同生产资料本身的物质存在是这样地结合在一

起，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观念中，这种社会规定性同这种物质存在

是这样地不可分离，以致这种社会规定性（即范畴的规定性）甚至

也被用到同它直接矛盾的那些关系上去了。生产资料只有当它独

立化，作为独立的力量来反对劳动的时候，才成为资本。而在我们

所考察的场合，生产者——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

者、所有者。因此，这些生产资料不是资本，而劳动者也不是作为雇

佣工人同这些生产资料相对立。然而，这些生产资料被看作资本，

０４４ 附  录

① “在小企业中……企业主常常是他自己的工人。”（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

程》］彼得堡版第１卷第２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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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劳动者自己分裂为两重身分，结果就是他作为资本家来雇用他

自己这个工人。

这种表现方式，初看起来虽然很不合理，可是从下述意义来

看，实际上还是表现了某种正确的东西。在我们考察的场合，生产

者的确创造他自己的剩余价值｛假定生产者按商品的价值出卖他

的商品｝，或者说，物化在他的全部产品中的，只是他自己的劳动。

但是，他能够自己占有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他的产品价值超过

他的譬如一天劳动的平均价格的余额没有被第三者即老板占有，

这并不是靠他的劳动（就这方面来说，他同其他工人毫无区别），而

是仅仅靠他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仅仅由于他是生产资料所有者，

他自己的剩余劳动才归他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为他自己的

资本家同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发生关系。

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分离表现为正常的关系。因此，在实际上

没有分离的地方，也假定有分离，并且象刚才已经指出的，这在一

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和例如古罗马、挪威以及美国西北部的

社会关系不同）在这里，结合表现为某种偶然的东西，而分离却表

现为某种正常的东西，因此，即使在各种不同的职能结合在一个人

身上的地方，分离还是被作为一定的关系来坚持。这里表现得非

常明显：资本家本身不过是资本的职能，工人本身不过是劳动能力

的职能。并且这是一条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职能分配在

不同的人身上，而且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

民，不是逐渐变成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本家，就是丧失自己的生产

资料｛最常见的是后一种情况，即使他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名义上的

所有者，例如农民在抵押借款的时候就是这样｝，变成雇佣工人。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发展趋势。

１４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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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关于生产劳动的补充定义：生产劳动

是物化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

  因此，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因为资

本主义生产越来越接近这个情况；因为这是过程的基本方向，而且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才达到最高峰｝，整个商品

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富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

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假定表示上述过程的极限，

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情况的正确表述。按照这个假定，一切从

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在所有物质生产领

域中，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生产

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点，是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商品中，物化

在物质财富中。这样一来，生产劳动，除了它那个与劳动内容完全

无关、不以劳动内容为转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之外，又得到了

与这个特征不同的第二个定义，补充的定义。

［（ｈ）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现］

  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纯

粹生产商品的时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

（１）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和

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因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存

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以及

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在这里，资

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例如，一个作家在编一

部集体著作百科全书时，把其他许多作家当作助手来剥削。

２４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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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０］这里的大多数情况，都还只局限于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

形式，就是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行家，为书

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在这些过渡形式中，恰恰

对劳动的剥削最厉害，但这一点并不改变事情的本质。

（２）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演

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只

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能够应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能在某些

领域中应用。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

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

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生产工人。

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

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

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说来，是生产工人。

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同整个生产比起来

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ｉ）从物质生产总过程的角度看生产劳动问题］

  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许多工人共同生产同一个商

品；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些或那些工人的劳动同生产对象

之间直接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前面提到过的那

些工厂小工１５９，同原料的加工毫无直接关系；监督直接进行原料加

工的工人的那些监工，就更远一步；工程师又有另一种关系，他主

要只是从事脑力劳动，如此等等。但是，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

劳动能力（虽然使用的劳动量大致是在同一水平上）的劳动者的总

３４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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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

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所有这些劳动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

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就象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他们

用自己的劳动同资本交换，把资本家的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

就是说，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自行增大的价值再生产出来。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

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

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

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

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

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

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

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

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

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

动组成的。

［（ｋ）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

运输业中的生产劳动］

  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

产领域，这个领域在自己的发展中，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生产阶

段：手工业生产阶段、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机器生产阶段。这就

是运输业，不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在这里，生产劳动对资本家的

关系，也就是说，雇佣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同其他物质生产领域

是完全一样的。其次，在这里，劳动对象发生某种物质变化——空

４４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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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位置的变化。至于客运，这种位置变化只不过是企业主向乘

客提供的服务。但是，这种服务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象纱的卖

者和买者的关系一样，同生产工人对资本的关系是毫无共同之处

的。

如果我们就商品来考察这个过程，那末［１３３１］这里在劳动过

程中，劳动对象，商品，确实发生了某种变化。它的位置改变了，从

而它的使用价值也起了变化，因为这个使用价值的位置改变了。

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加了，增加的数量等于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发生

这种变化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一部分决定于不变资本

的消耗，即加入商品的物化劳动量，另一部分决定于活劳动量，这

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情况是一样的。

商品一到达目的地，它的使用价值所发生的这个变化也就消

失，这个变化只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提高了，商品变贵了。虽然

在这里，实在劳动在使用价值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是这个劳动

已经实现在这个物质产品的交换价值中。可见，凡是适用于其他

一切物质生产领域的，同样适用于运输业：在这个领域里，劳动也

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不留下任何可见的

痕迹。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还只是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只是用于直接

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后面我们还要谈到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只有

到后面研究资本作为商业资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时，才能答复这

样的问题：商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在什么范围内是生产的，在什么

范围内是非生产的。１６０［ —１３３１］

５４４（１２）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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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资本论》第一部分和

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１６１］

［（ａ）《资本论》第一部分或第一篇的计划］

  ［ —１１４０］第一篇１６２——《资本的生产过程》——分为：

（１）导言：商品，货币。

（２）货币转化为资本。

（３）绝对剩余价值：（ａ）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ｂ）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ｃ）绝对剩余价值；（ｄ）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ｅ）

同一时间的工作日（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剩余价值额和剩余价

值率（大小和高低？）。

（４）相对剩余价值：（ａ）简单协作；（ｂ）分工；（ｃ）机器等等。

（５）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雇佣劳动和剩余

价值的比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资本

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学

说。

（７）生产过程的结果。

（占有规律的表现中的变革可以在第６点或第７点中考察。）

（８）剩余价值理论。

（９）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１１４０］

６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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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资本论》第三部分或第三篇的计划］

  ［ —１１３９］第三篇——《资本和利润》——分为：

（１）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不同于剩余价值率的利润率。

（２）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价值转化为生

产价格。

（３）亚·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利润和生产价格的理论。

（４）地租（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

（５）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历史。

（６）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亚·斯密、李嘉图、凯里。

（７）利润理论。

（问题：是不是还应该把西斯蒙第和马尔萨斯包括在《剩余价

值理论》里？）

（８）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９）收入及其源泉。这里也包括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之间的

关系问题。

（１０）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

（１１）庸俗政治经济学。

（１２）结论。资本和雇佣劳动。［ —１１３９］

［（ｃ）《资本论》第三部分第二章
１６３
的计划］

  ［ —１１００］研究《资本和利润》的第三部分第二章论述一般

利润率的形成。这里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１）资本的不同的有机构成。它部分是由可变资本和不变资

本之间的［比例的］差别决定的，因为这个差别是从一定的生产发

７４４（１３）《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计划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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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阶段产生的，是从机器和原料同推动它们的劳动量之间的绝对

的数量上的比例产生的。这些差别同劳动过程有关。同样，在这里

还必须考察从流通过程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考察

它们如何使一定时期内不同领域中的资本的价值增殖发生变化。

（２）不同资本的组成部分的价值比例的差别，这些差别不是由

不同资本的有机构成产生的。这主要是由原料价值的差别产生

的，即使假定在两个不同的领域中，原料吸收的劳动量相等。

（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领域中，由于上述差别而产生的利

润率的差异。不同领域中的利润率相等，以及利润量同所使用的

资本量成正比，这只有对同一构成的资本来说才是正确的。

（４）第一章论述的一切，适用于总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

每一个资本都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作为它的某个份额出现。一

般利润率的形成（竞争）。

（５）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价值、成本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

差别。

（６）为了还要包括对李嘉图关于这个论题的观点的分析，补充

以下一点：工资的一般变动对一般利润率的影响，从而对生产价格

的影响。［ —１１０９］

８４４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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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的第四卷。马克思把

《资本论》的前三卷称为理论部分，把第四卷称为历史部分、历史批判部

分或历史文献部分。在这一卷中，马克思围绕着剩余价值理论这个政

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对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进行了系统的、

历史的分析批判，同时以论战的形式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

许多重要方面。

  马克思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就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并计划写一

部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巨著。经过长期系统研究，

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写了一部经济学手稿，在这个手稿的基础上于１８５９

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从１８６１年８月到１８６３年７

月，又写了一部篇幅很大的手稿。这部手稿的大部分，也是整理得最细

致的部分，构成《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其余部分，即理论部分，后来

经马克思重新修改和补充，形成了《资本论》前三卷的内容，而《剩余价

值理论》这一历史部分没有重新加工，仍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马克思生前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他逝世后，恩格斯整理出版了

《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但是没有来得及整理出版《资本论》第四卷

即《剩余价值理论》。

  １９０５—１９１０年卡尔·考茨基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他对马

克思的手稿做了许多删改和变动。１９５４—１９６１年按马克思的手稿次序

编辑出版了《剩余价值理论》俄文新版本；１９５６—１９６２年出版了该书德

文新版本；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则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二

十六卷（共三册）出版。

  《剩余价值理论》的章节标题大部分是由俄文版编者拟定的。编者

加的标题和文字，用方括号［ ］标出。马克思手稿中使用的方括号则

１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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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用花括号｛ ｝。马克思手稿的稿本编号和页码，一律用方括号标出，

括号中的罗马数字表示稿本编号，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第１页。

２ 《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的这一目录是马克思写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 各稿本的封面上的。其中有几本的目录比正文先写，这从后

来写完相应稿本的正文时对目录所作的修改和删节中可以看出。第

本封面上的目录并不符合稿本的实际内容：这一目录是第 、

和 本中所完成的计划。——第３页。

３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这一标题之前写了阿拉伯数字“５”。这表示

关于资本的研究的第一章第五节，即最后一节；马克思打算把这一研究

作为论述商品和货币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直接继续来发

表。在这第五节之前，在手稿第 — 本中有三节概述：（１）货币转化

为资本，（２）绝对剩余价值，（３）相对剩余价值。在第 本第１８４页，马克

思指出：“在相对剩余价值之后，应当考察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

值两者的结合。”这一考察本应构成第四节，但当时并未写成。马克思

还没有写完第三节就马上转写第五节，即《剩余价值理论》。——第３

页。

４ 实际上这并不是论斯密这一节的“结尾”，而只是“续篇”。这一节的结

尾部分在下一本即手稿第 本中。——第３页。

５ 关于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一章在手稿第 本中仅仅是开始。这一

章的续篇在第 本前半部分。——第５页。

６ 布雷《劳动中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一书的摘录和马克思所加的

为数不多的评语包含在手稿第 本中。——第５页。

７ 论拉姆赛、舍尔比利埃和理·琼斯的几章包含在手稿第 本

中。——第５页。

８ 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后半部分论述了收入及其源泉，在这方面揭示

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这个“补充部分”马克思

后来决定放在《资本论》第三部分，这从他在１８６３年１月拟定的这一部

分的计划可以看出；按照这一计划，第九章的标题应该是《收入及其源

泉》（见本册第４４７页）。——第５页。

２５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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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论莱文斯顿一节是在前一本（手稿第 本）第８６１页开始的。第

本中在这一节之前有标以数码“１”的一节，即论匿名小册子《根据

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第

６页。   

１０ 论霍吉斯金一节的结尾包含在手稿第 本中（第１０８４—１０８６

页）。——第６页。

１１ 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中研究收入及其源泉的问题时，对庸俗政治经

济学进行了分析。他在这一本第９３５页注明参看“论庸俗经济学家一

节”，即他的著作中尚未完成的一章，说他在这一章里“将回过头来谈”

顺便涉及的蒲鲁东和巴师夏之间的论战。这一提示表明马克思打算专

门写一章来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但是没有写成。手稿第 本中，马

克思在结束对霍吉斯金观点的分析并提到后者对资产阶级辩护士的理

论的反驳时，注明：“要在论庸俗经济学家一章中谈这一点”（第１０８６

页）。这句话也证明马克思打算以后专门写一章来论述庸俗政治经济

学。在１８６３年１月拟定的《资本论》第三部分的计划中，倒数第二章即

第十一章的标题是《庸俗政治经济学》（见本册第４４７页）。——第６

页。

１２ 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封面上写下了这一本的目录，目录中的某些标

题是写在旁边或上面的。在本卷发表的目录中，这些标题是按照符合

稿本实际内容的次序排列的。——第６页。

１３ 马克思这里说的“第三章”是指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三部分。这

一章的标题应为：《资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或资本和利

润》。以后（例如，见第 本第３９８页和第 本第５２６页）马克思不用“第

三章”而用“第三篇”（《ｄｒｉｔｔｅｒＡｂｓｃｈｎｉｔｔ》）。后来他就把这第三章称作

“第三册”（例如，在１８６５年７月３１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关于“资本一

般”的研究的“第三章”马克思是在第 本开始的。

  从这“第三章”或“第三篇”的计划草稿（见本册第４４７页）中可以看

出，马克思打算在那里写两篇专门关于利润理论的历史补充部分。但

是马克思在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就已在自己的这一历史批

判研究的范围内，详细地批判分析了各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利润的

３５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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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因此，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特别是在这一著作的第二册

和第三册中，就已进一步更充分地揭示了由于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

起来而产生的理论谬误。——第７、８７、２７２页。

１４ 原文是：《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ｏｇｅｎ》（“劳动能力”）。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

稿中在绝大多数场合都用《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ｏｇｅｎ》（“劳动能力”）这个术语，

而没有用《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劳动力”）这个术语。在《资本论》第一卷中，

马克思把这两个术语当作同一概念使用：“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

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

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４章第３

节）——第１３页。

１５ 指关于“资本一般”的研究的第二章，这一章最后发展成为《资本论》第

二卷。《资本论》第二卷第十章（《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重

农学派和亚当·斯密》）包含对重农学派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观

点的分析。在《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一篇的第十九章《前人对

这个问题的阐述》中有专门论重农学派的一节。——第１６页。

１６ 马克思指他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１１本第５８—６０页（《货币转化为

资本》一节，《转化过程的两个组成部分》一小节）。——第１６页。

１７ 马克思指他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第１０５—１０６页，在那里他也

顺便提到了重农学派（《绝对剩余价值》一节，《剩余劳动的性质》一小

节）。——第２２页。

１８ 马克思指激进的李嘉图学派。这个学派从李嘉图的理论中得出了反对

土地私有制存在的实际结论，建议把这一制度（全部或部分）转变为资

产阶级国家所有制。属于这个激进的李嘉图学派的有詹姆斯·穆勒、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希尔迪奇，在一定程度上也有舍尔比利埃。关

于这一点见本卷第二册，马克思手稿第４５８页；第三册，马克思手稿第

７９１、１１２０和１１３９页；并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４卷第１８７页）和马克思１８８１年６月２０日给左尔格的信（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５卷第１９０—１９４页）。——第２６、４２

页。    

４５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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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自由放任（原文是：ｌａｉｓｓｅｚｆａｉｒｅ，ｌａｉｓｓｅｚａｌｌｅｒ，亦译听之任之）是重农学

派的口号。重农学派认为，经济生活是受自然规律调节的，国家不得对

经济事务进行干涉和监督；国家用各种规章进行干涉，不仅无益，而且

有害；他们要求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第２７、４２、１６２页。

２０ 指法国路易十四时期柯尔培尔的重商主义经济政策。柯尔培尔当时任

财政总稽核，他采取的财政经济政策是为了巩固专制国家的。例如，改

革税收制度，建立垄断性的对外贸易公司，通过统一关税率来促进国内

贸易，建立国家工场手工业，以及修建道路和港口。柯尔培尔主义客观

上促进了新兴的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发展。它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

一个工具。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强大，国家的这些强制性

措施就由于日益阻碍经济发展而失去作用。——第３５、４２页。

２１ 英国银行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罗于１７１６年在巴黎创办一家私人银行，

该银行于１７１８年改组为国家银行。罗力图依靠这家银行来实现他的荒

唐主张，即国家通过发行不可兑的银行券来增加国内财富。罗氏银行

无限制地发行纸币，同时回收金属货币。结果，交易所买空卖空和投机

倒把活动空前盛行。到１７２０年，国家银行倒闭，罗氏“制度”也就彻底破

产。罗逃往国外。——第３５、４０页。

２２“经济学家”是十八世纪下半叶和十九世纪上半叶在法国对重农学派的

称呼。——第３８、１３９、２２３、４１１页。

２３ 热尔门·加尔涅翻译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法译本（１８０２年版）第

五卷中包含有《译者的注释》，即热尔门·加尔涅的注释。——第３９

页。

２４ 老米拉波活着的时候，人们根据他的一本著作的标题称他为《Ｌ’Ａｍｉ

ｄｅｓｈｏｍｍｅｓ》（“人民之友”、“人类之友”）。——第４２页。

２５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神存在于世界与世界之间的空隙、间隙

中，它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４２页。

２６ 指法国《百科全书或科学、艺术和工艺详解辞典》（１７５１至１７７２年出

版，共２８卷）的作者。百科全书是十八世纪最著名的法国启蒙运动者的

著作。主编是狄德罗。参加编篡工作的还有：达兰贝尔、霍尔巴赫、爱尔

５５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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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和拉美特利等。孟德斯鸠、伏尔泰和毕丰参与撰写自然科学的条

目，孔狄亚克参与撰写哲学的条目。魁奈和杜尔哥在他们撰写的政治经

济学条目中阐述了重农主义体系。百科全书派是由具有不同政治观点

的人组成的。这部著作为法国革命的思想准备作出了贡献。——第４２页。

２７ 手稿中这一段是在下面三段之后（仍在第２４１页）。它被用横线同上下

文隔开，同前后两段都没有直接联系。因此本版把这一段移至第２４０页

末，就其内容来说，它直接同这一页有关。——第４２页。

２８ 参看前面第１５—１６页和那里的注１５。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

手稿第 本中又回过头来谈重农学派，那里有题为《魁奈的经济表》的

长篇“插入部分”（见本册第３２３—３６６页）。——第４３页。

２９ 蛊惑者是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德国对本国知识分子中间反政府运动的

参加者的称呼。这个词是在１８１９年８月举行的德意志各邦大臣卡尔斯

巴德联席会议通过了一项对付“蛊惑者的阴谋”的专门决议之后流行开

来的。——第４３页。

３０ 施马尔茨的著作德文原本于１８１８年在柏林出版，题为《政治经济学。致

德意志某王储书柬》第一册和第二册。——第４４页。

３１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手稿第６２８—６３２页，《亚·斯密的地

租理论》一章）中对斯密的地租观点中的重农主义因素作了批判的分

析。参看前面《重农学派》一章，第３６—４０页。——第４７页。

３２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３卷第４９—５０页。——第４７页。

３３ 指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一篇第一章。——第４８页。

３４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托·罗·马尔萨斯》一章（手稿第７５３—７８１

页）中，马克思对马尔萨斯的价值观点和剩余价值观点作了详细的批判

（手稿第７５３—７６７页）。——第５０、６７页。

３５ 马克思引用的是他的著作《哲学的贫困》法文第一版（１８４７年巴黎—布

鲁塞尔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９５—９６页。——

第５１页。

６５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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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马克思引用的是他摘录所读过的著作的“札记本”之一。在第 本札记

本第１７３页（根据第 本这一部分的报纸摘录来判断，第１７３页写于

１８６０年１月），马克思引用了斯密的《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中的话，并

加了批语，指出企图从“企业主的风险”中得出利润是荒谬的。至于“对

利润的辩护论的解释那一章”，马克思原来是打算为他的关于“资本一

般”的研究的第三部分写的。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手稿第７７７页）

中，马克思在同一意义上提到要写的《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辩护

论的解释》一节。

  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中分析魁奈的《经济表》时，对

于把利润看成“风险费”的资产阶级观点也进行了批判（见本册第

３３２—３４０页）。——第５７页。

３７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论拉姆赛的一章和补充部分《收入

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中，对于把企业主的收入看成资本家因

进行“监督和管理的劳动”而取得的工资这种辩护论观点进行了批判。

并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１章和第３卷第２３章。——第５９

页。    

３８ 马克思在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中考察了资本的

“洪水期前的形式”这一问题（手稿第８９９—９０１页）。并见《资本论》第３

卷第３６章《资本主义以前的状态》。——第６１页。

３９ 见注１３。马克思在继续写作《剩余价值理论》的过程中，也对李嘉图学

派的利润观点进行了批判。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李嘉图学派的

解体》一章中，马克思专门谈到李嘉图主义者詹姆斯·穆勒想用烦琐论

证的方法来解决李嘉图的利润理论的矛盾，谈到约翰·斯图亚特·穆

勒徒劳无益地试图直接从价值理论中得出李嘉图关于利润率和工资额

成反比的论点。——第６９页。

４０“平均价格”（《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ｅｉｓ》）这一术语，马克思这里是指“生

产价格”，就是指生产费用（ｃ＋ｖ）加平均利润。马克思在《剩余价值

理论》第二册——论洛贝尔图斯一章和《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

格理论》一章中，考察了商品价值和商品的“平均价格”之间的相互关

系问题。“平均价格”这一术语本身说明，这里所指的，正如马克思在

７５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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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第６０５页（《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一章）所解释的那样，是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平均市场价格，或者市场价格所趋向的中

心”。——第７６页。

４１“费用价格”（《Ｋｏｓｔｅｎｐｒｅｉｓ》或《Ｋｏｓｔｐｒｅｉｓ》，《ｃｏｓｔｐｒｉｃｅ》）这一术语，马克

思用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１）资本家的生产费用（ｃ＋ｖ），（２）同商品的

价值一致的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ｃ＋ｖ＋ｍ），（３）生产价格（ｃ＋ｖ＋

平均利润）。这里，这一术语是用在第二种意义上，也就是指内在的生

产费用。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费用价格”这一术语马克思是

用在第三种意义上，即生产价格，或“平均价格”。在那里马克思直接把

这些术语等同了起来。例如，在手稿第５２９页，马克思写道：“……不同

于价值本身的平均价格，即我们后面所说的费用价格，这个费用价格不

直接决定于商品价值，而决定于预付在这些商品上的资本加平均利

润。”在第６２４页，马克思指出：“价格是提供商品的必要条件，是使商

品生产出来并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必要条件，它当然是商品的生

产价格或费用价格。”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中，《Ｋｏｓｔｅｎｐｒｅｉｓ》这一术语马克思有时用

在生产价格的意义上，有时用在资本家的生产费用的意义上，也就是指

ｃ＋ｖ。

  《Ｋｏｓｔｅｎｐｒｅｉｓ》这一术语所以有三种用法，是由于《Ｋｏｓｔｅｎ》（“费用”、

“生产费用”）这个词在经济科学中被用在三种意思上，正如马克思在

《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７８８—７９０页和第９２８

页）特别指出的，这三种意思是：（１）资本家预付的东西，（２）预付资本的

价格加平均利润，（３）商品本身的实在的（或内在的）生产费用。

  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使用的这三种意思以外，“生产

费用”这一术语还有第四种庸俗的意思，即让·巴·萨伊给“生产费用”

下的定义：“生产费用是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生产性服务支付的东

西。”（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４年巴黎第２版第２卷第４５３

页）马克思坚决否定了对“生产费用”的这种庸俗的理解（例如见《剩余

价值理论》第２册手稿第５０６页和第６９３—６９４页）。——第７７页。

４２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篇幅巨大的论李嘉图的那一节是在马克

８５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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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手稿第 、 和 本，其中有一章《李嘉图和亚·斯密的费用价格

理论（批驳部分）》，马克思在那里又回过头来分析斯密的“自然价格”观

点（手稿第５４９—５６０页）。——第７８页。

４３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亚·斯密的地租理论》一章（手稿第

６２０—６２５页）中，对斯密关于地租以不同于利润和工资的方式加入产

品价格的论点作了批判的分析。斯密《国富论》的这段引文，马克思引

自加尼耳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一书（１８２１年巴黎版第２卷第

３页）。——第７８页。

４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九章对这里所提出的问题作了如下的

表述：“怎样才能使工人用他的工资、资本家用他的利润、土地所有者用

他的地租买到各自不是只包含这三个组成部分之一，而是包含所有这

三个组成部分的商品？怎样才能使工资、利润、地租，即收入的三个源泉

加在一起的价值总额买到构成这些收入所得者的全部消费的商品（这

些商品除了价值的这三个组成部分之外，还包含价值的另一个组成部

分，也就是不变资本）？他们怎样才能用三部分的价值买到四部分的价

值？”

  接着马克思写道：“我们已经在第二卷第三篇作了分析。”这是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一篇（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２卷第３

篇）。——第８９页。

４５“生产费用”（《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ｏｓｔｅｎ》）这一术语这里是用在“内在的生产

费用”的意义上，即指ｃ＋ｖ＋ｍ。参看注４１。——第９１页。

４６“（福尔卡德、蒲鲁东）”这两个名字是马克思在手稿上用铅笔加上的。

马克思这里指的是他在第 本札记本中从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庸

俗经济学家福尔卡德发表在１８４８年《两大陆评论》杂志（第２４卷第

９９８—９９９页）上的文章《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摘录的一段话。福

尔卡德在这段话中批判了蒲鲁东的“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其

中包含加入产品成本的利息”这一论点（见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１８４０

年巴黎版第４章第５节）。福尔卡德概括了蒲鲁东以极其狭隘的形式提

出的困难，并指出商品价格包含着一个不仅超过工资而且超过利润的

余额，因为它还包含原料等等的价值。福尔卡德企图以这种概括的形

９５４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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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来解决问题，他以“国民资本的不断增长”为理由，似乎就能解释上述

“买回”。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九章注５３指出了福尔卡德这样以

资本增长为理由是荒谬的，并痛斥这种说法是“资产阶级无知的乐观主义”。

  《两大陆评论》是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和政论双周刊，从１８２９年起在

巴黎出版。——第９５页。

４７ 后面，马克思在保留前面引用的数字材料的同时，改换了生产领域的字

母符号（Ａ除外）。马克思用Ｂ
１
—Ｂ

２
（或Ｂ

１－２
）代替Ｂ和Ｃ；用Ｃ

１
—Ｃ

６
（或

Ｃ
１－６
）代替Ｄ、Ｅ、Ｆ、Ｇ、Ｈ、Ｉ；用Ｄ

１
—Ｄ

１８
（或Ｄ

１－１８
）代替Ｋ

１
—Ｋ

１８
；用Ｅ

１
—

Ｅ
５４
（或Ｅ

１－５４
）代替Ｌ

１
—Ｌ

５４
；用Ｆ

１
—Ｆ

１６２
（或Ｆ

１－１６２
）代替Ｍ

１
—Ｍ

１６２
；用

Ｇ
１
—Ｇ

４８６
（或Ｇ

１－４８６
）代替Ｎ

１
—Ｎ

４８６
。——第１０２页。

４８ 符号Ｂ和Ｃ，马克思这里是在第１０２页以前使用的意义上使用的（见注

４７）。马克思这里是指两个生产领域，其中每一个领域的新加劳动都是

一个工作日。Ａ、Ｂ和Ｃ三个领域的新加劳动总额等于三个工作日，即

等于物化在Ａ领域的产品中的劳动。——第１０８页。

４９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字母符号Ｂ和Ｃ已经不是指两个生产领域，因为

两个生产领域的产品总共只有６工作日，而马克思这里说的是１８工作

日。但是马克思用这些符号也不是指Ｂ
１
—Ｂ

２
和Ｃ

１
—Ｃ

６
（马克思用Ｂ

１
—

Ｂ
２
表示由两个生产领域组成的一组，用Ｃ

１
—Ｃ

６
表示由６个生产领域组

成的一组；这８个领域的总产品是２４工作日）。马克思在这里是指由６

个生产领域组成的一组。它们的总产品为１８工作日，因而可以同Ｄ
１
—

Ｄ
１８
的也等于１８工作日的新加劳动相交换。——第１０８页。

５０ 方括号中的话是根据马克思的整个思想进程加的。按照马克思的计

算，在每下一组生产领域中，生产领域的数目都比前面所有领域的总数

大１倍。例如，在有１８个生产领域的Ｄ
１－１８
这一组中，生产领域的数目

比前面所有各组的领域的数目加在一起大１倍（Ａ——１个领域，

Ｂ
１－２
——２个领域，Ｃ

１－６
——６个领域；共计９个领域）。因此，马克思在

Ｄ
１－１８
符号后面，在括号内写着２×９。——第１０８页。

５１ 马克思这里引的是斯密著作的加尔涅译本。马克思在尖括号内提到的

关于《ｄｅａｌｅｒｓ》这一术语的说明是加尔涅加的。——第１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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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对斯密和图克的这一错误论点，马克思在后面第１３０—１３１和２５６—

２５７页分别作了评论。

  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章中，马克思指出，斯密和图克的“年收入

流通所需要的货币，也足以使全部年产品流通”的观点，同斯密把社会

产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收入的教条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思《资本论》第

２卷第２０章第１２节）。并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４９章。——第

１１１页。

５３ 根据前面的计算，５ １
３码麻布代表纺纱业者和织机厂主的全部不变资

本。因此，为了确定亚麻种植业者的份额，就不应当以５１３码，而应当

以更少的麻布量为初量。后来马克思纠正了这个不确切的地方，假定

只有４码麻布代表纺纱业者的不变资本。——第１１５页。

５４ 马克思这里批评的是斯密的（为图克接受的）论点：“各种实业家之间流

通的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

值。”见前面第１１１页。——第１３１页。

５５ 马克思是指他在第１２９—１３０页上所作的说明，他说他在这里把“转化

为新资本的那部分利润”撇开不谈。——第１３１页。

５６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２卷第２０章第６节。——第１３６页。

５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批判了下面这种资产阶级观点：“对一个人

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收入；反过来说也一样。”（见马克思

《资本论》第２卷第２０章第１０节）参看《资本论》第２卷第１９章第２节

第４小节、第３节和第３卷第４９章。——第１３７页。

５８ 花括号内的这几段话是在手稿第３０４页，属于第四章。我们把这几段移

至第三章是根据马克思在这些话开头所加的注：“接第３００页”。手稿第

３００页有几段关于萨伊的话，开头写着：“对前一段话的补充”。把这两

处加以对照，引人注意的是以下这一情况，即第３０４页的那几段话结尾

提出一个问题：“消费者怎么能够……把这个产品买去呢”等等。而在

关于萨伊的那几段的结尾，对这个问题做了回答：“仅仅由新加劳动构

成的收入，能够支付这个……产品”等等。根据这一点，我们把手稿第

３０４页的那几段话放到作为第三章第十节全节结尾部分关于萨伊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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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段之前。——第１３９页。

５９ 马克思是指他在前面谈过的斯密关于“工资的自然价格”这一见解中的

循环论证（见第７７页）。——第１４０页。

６０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

第５４—６６页。——第１４０页。

６１ 说明斯密矛盾的一般性质的这一段话，在本版作为结束语放在第三章

结尾。这是同这段话在马克思手稿中所占的位置一致的，因为手稿上

紧接这一段之后便是下一章的开始。——第１４１页。

６２ 马克思指马尔萨斯的这两句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亚

当·斯密著作的基石，是他的论述的主要思路的基础（马尔萨斯《政治

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４４页）。——第１４８页。

６３ 关于银行家和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寄生作用，见马克思《资本论》

第３卷第３０、３２和３３章。——第１５６页。

６４ 关于资本的积聚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初条件，马克思是在他的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第１７１—１７２页（《相对剩余价值》一节，《分

工》一小节中）谈到的。——第１６２页。

６５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马克思提到的配第著作的引

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９页。——第１６７

页。    

６６ 指英国作家孟德维尔的讽刺作品《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

益》。该书于１７０５年出第一版，１７２８年出第五版。——第１６９页。

６７ 指戴韦南特匿名出版的著作《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１６９８年伦敦版

第二部分，其中载有戴韦南特一年前写的著作《论东印度贸易》。

  正文中引用的这段话的译文，同马克思在他的札记本中关于戴韦南

特所说的话是一致的，马克思在正文中所用的戴韦南特著作的全部引

文，都取自札记本（这一札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注明：“曼彻斯特。１８４５

年７月”）。——第１７２页。

６８ 威廉·配第《赋税论》中的这段话，马克思在这里引自沙尔·加尼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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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一书第二卷第３６—３７页（１８２１年巴黎版），这

段话在这本书中已由加尼耳译成法文。这一段的法译文同马克思在手

稿 第 本中引用的英文原文有些不同（见本册第３８１—３８２

页）。——第１７６页。

６９ 手稿在加尔涅的这段引文之后，是篇幅很长的关于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的插入部分（手稿第３１９—３４５页）、一段不长的关于马尔萨斯的评

论（第３４５—３４６页）和篇幅不大的关于配第的补充部分（第３４６—３４７

页）。关于约·斯·穆勒的插入部分开头这样说：“在分析加尔涅的观

点之前，我们要在这里附带地［即以补充部分的形式］就前面引证过的

小穆勒说几句话。这里我们要说的话本来应放到后面论李嘉图剩余价

值理论的地方去谈，而不在这里谈，这里我们还是考察亚当·斯密。”

在手稿第 本目录中（见本册第５页）以及在这个稿本的正文中，论

约·斯·穆勒一节是在《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内。根据所有这些

理由，本版将关于约·斯·穆勒的补充部分移至《剩余价值理论》第三

册《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关于马尔萨斯的评论移至论马尔萨斯

一章，关于配第的补充部分放在前面第１７４—１７６页。在所有这些插入

部分之后，手稿上（第 本第３４７页）写道：“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生

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加尔涅。见手稿第 本第３１９页。”接

着便是对加尔涅观点的分析，现刊印在第１７６—１９９页上。——第１７７

页。

７０ 在这之前马克思一直用字母ｘ代表作为使用价值来考察的产品，用字

母ｚ代表产品价值。从这里起马克思改换了字母符号：用ｘ代表价值，

用ｚ代表使用价值。本版各处都采取马克思最初使用的字母符

号。——第１８３页。

７１ 这几段话是论热尔门·加尔涅那一小节的补充，取自手稿第 本，在论

萨伊那一小节和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一小节之间。加尔涅《政

治经济学原理概论》一书中的话，马克思引自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

著作《思想的要素》第四、五部分，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第１９９页。

７２ 以“施马尔茨”为总标题的这几段话是手稿第 本结尾部分的附笔。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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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内容来说，它们是该稿本第４００页（见本册第１９９页）关于加尔涅的

补充评论的补充。——第２００页。

７３ 卡纳尔给财富所下的定义，马克思引自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

系》一书（第２版第１卷第７５页）。这个定义在卡纳尔的著作第４页。

——第２０１页。

７４ 加尼耳的这一说法，在他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１８２１年

巴黎第２版）第一卷第２１３页。

  加尼耳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一书于１８１５年出版，比李嘉图的《政

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一版早两年。——第２１２页。

７５ 严格地说，假设机器的价值比资本的其余部分即４６０镑（１５０＋３１０）大

３倍，机器的价值就应当是１８４０镑。但这个数目会使计算大大复杂化。

因此，马克思为了使计算简便起见，就假定机器价值等于１６００

镑。——第２１４页。

７６ 萨伊给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加的注释，马克思

引自加尼耳的著作（第１卷第２１６页）。——第２２２页。

７７ 马克思指加尼耳著作第一卷的一页。马克思这里从该页摘引了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的若干片断（康斯坦西奥的法译

文）。后来在他的手稿第３７７页又引证了李嘉图《原理》中的这些话，但

已经是英文（引自英文第３版），而且引得更完全（见本册第２２８—２２９

页）。——第２２５页。

７８ 你们，不是为了你们（Ｖｏｓ，ｎｏｎｖｏｂｉｓ），出自味吉尔的《警言诗》：

“你们，鸟儿们，作巢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绵羊们，蓄毛不是为

了你们自己；你们，蜜蜂们，酿蜜不是为了你们自己；你们，犍牛们，

拉犁不是为了你们自己。”——第２２７页。

７９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的

话，起先用康斯坦西奥的法译文（引自加尼耳的著作第１卷第２１４页），

后来用英文原文（引自第３版第４１６页）。——第２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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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 接着，手稿上用铅笔划去了四页半（第３７２—３７６页），在这几页马克思

详细分析了李嘉图所举的“一个拥有２万镑资本的人”的例子中包含的

数字材料。马克思指出，这些数字材料是不合情理的。在一种情况下，

２万镑资本的所有者使用１００工人和按１万镑出卖生产出来的商品。

在另一种情况下，他使用１０００工人和按２万镑出卖生产出来的商品。

李嘉图断言，在这两种情况下２万镑资本的利润会是相等的，即都是

２０００镑。马克思作了仔细的计算，这些计算表明在上述前提下这种结

果是不可能的。因此，马克思提出了以下这个一般的原理：“例解中的

前提不得自相矛盾。提出的前提必须是现实的前提，现实的假设，而

不是预先作出的荒谬之谈，也不是假设的非现实性和不可能性。”（第

３７３页）李嘉图著作所举的例子所以不能令人满意，还在于这个例子仅

仅指明使用的工人人数，而没有指明在两种情况下所生产的总产品的

数量。马克思在手稿这个划去的地方的结尾（第３７６页）写道：“这一

计算必须停止。没有理由把时间浪费在摆弄李嘉图的这些废话

上。”——第２２７页。

８１ 马克思指萨伊的下述论断（在他的《给马尔萨斯的信》１８２０年巴黎版

第１５页）：例如，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末，原因就在于能

够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些论断在匿名著

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

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１５页）中引证过，在马克思的第 本札记本第

１２页对这部著作所作的摘录中也有这些论断。并参看马克思在本册第

２７６页分析的萨伊的这一论点：“某些产品的滞销，是由另一些产品太

少引起的。”——第２３７页。

８２ 马克思用整数１０，为的是不使以后的计算复杂化。如果按照正文中采

用的数字（１４种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总数为１１０年），对固定资本的平

均周转时间进行准确的计算（假定所有１４种固定资本的数目一样多），

那末得出的就不是１０年，而只是７．８６年。——第２４７页。

８３ 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第 本中，由于分析魁奈的《经济表》，又回过头来

分析了这“幕间曲”中涉及的某些问题（见本册第６章）。而对前面所

提出的两个问题，在《资本论》第二卷（特别是在第二十章第十节《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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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收入：可变资本和工资》，以及第二十一章《积累和扩大再生产》）

作了详细和系统的回答。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论李嘉图的积累理论一章中，又

回过头来分析了这一“幕间曲”中所分析的问题。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

反对派》一章（批判分析匿名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

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和论舍尔比利埃一章（论述作为扩大

再生产的积累问题），又回过头来分析了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问

题。——第２５８页。

８４ 指下面这段话：“在一国内流通的金币和银币，作为本国土地和劳动的

年产品在适当的消费者之间流通和分配的手段，就象个别商人的现金

一样，是死资本。这是一国资本的极有价值的部分，但不为本国生产

任何东西。”——第２７３页。

８５ 法国研究院——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它由几个分院即学院组成；１７９５

年成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第

２８８页。

８６ 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第 本（这一稿本收入本卷第三册）中，分析了马

尔萨斯的观点之后，谈到两本匿名著作，其中一本从李嘉图的立场出发

反对马尔萨斯，另一本维护马尔萨斯的观点，反对李嘉图学派。第一

本题为《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

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者可以导

致财富的增长》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二本题为《政治经济学大纲》１８３２

年伦敦版。——第２９３页。

８７ 威廉·佩利《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一书（１７８５年伦敦版）的这

段话，马克思引自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法文本，比埃尔·普

雷沃和吉约姆·普雷沃译自英文第五版，１８３６年巴黎和日内瓦法文第

三版第四卷第１０９页。——第２９４页。

８８ 马克思指莱辛在他的《汉堡戏剧论》（１７６７—１７６８年）中同伏尔泰的论

战。——第２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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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 《亨利亚特》是伏尔泰写的关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的长诗，于１７２３年

第一次出版。——第２９６页。

９０ 关于亚当·斯密对牧师的敌对态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３

章注７５。——第３１４页。

９１ 斯密在这一章中考察了重商主义的一般理论观点。——第３１６页。

９２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货币贮藏》那一小节，那里他

引了配第《政治算术》中的话。马克思在前面第１６７页也引了同样的话，

在这一页他指出斯密部分地回到了重商学派的观点。——第３１７页。

９３ 马克思指斯密《国富论》第二篇第三章最后六段，斯密在那里研究：收

入以何种方式支出对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作用比较大，以何种方式支

出则作用比较小。斯密认为这取决于消费品的不同性质，取决于它们

的耐久程度。马克思在前面论德斯杜特·德·特拉西那一小节（第

２９０—２９１页）提到过斯密的这个观点。——第３１７页。

９４ 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第１８１页（第一章第三节《相对剩余价值》，《分

工》一小节）引了兰盖的下面一段话：

  “贪婪的吝啬鬼不放心地监视着他〈短工〉，只要他稍一中断工作，

就大加叱责。只要他休息一下，就硬说是偷窃了他。”（［兰盖］《民

法论》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４６６页）

  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第４３９页论兰盖一章中引了这些话（见本册第

３７１页）。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作为第八章注３９引了这些话，但有删

节。——第３１９页。

９５ 尽管兰盖的著作《民法论》（１７６７年）发表在马克思这里所考察的奈克

尔的《论立法和谷物贸易》（１７７５年）和《论法国财政的管理》（１７８４

年）这两本著作之前，马克思却把论兰盖一章放在论奈克尔一章之后。

马克思把材料作这样的编排，是因为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来说，

兰盖的著作超过奈克尔的上述两本著作。——第３１９页。

９６ 马克思在这里利用了施马尔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昂利·茹弗鲁瓦

译自德文，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３２９页）中所用的《经济表》图解。

  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第２４１—２４２页对施马尔茨的观点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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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本册第４３—４４页）。

  在手稿第 本末尾第４２１页，有对施马尔茨的补充评论和他的著作

的引文（见本册第２００页）。在手稿下一页（第 本第４２２页），马克思

转为写分析魁奈的《经济表》的“插入部分”，这里的《经济表》，马克

思是从施马尔茨的书上照录的。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整个“插入部分”（手稿第４２２—４３７页）中，

几乎没有引过他提到的一些作者的著作。只有在“插入部分”的最后

一页（第４３７页）引用了斯密的话和摘录了蒲鲁东的著作，并指出这部

分摘录同手稿（第４２８页）论蒲鲁东的地方有关（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提

示，我们把摘录蒲鲁东著作的部分放在本册第３４５页）。从这一切可以

判断，当马克思写“插入部分”的时候，他手头没有魁奈和这里所提到

的其他作者的著作。差不多整个“插入部分”（直到第４３７页的斯密和

蒲鲁东的引文）很可能是马克思于１８６２年４月住在曼彻斯特恩格斯家

里时写的。

  在手稿第 本第１４３３—１４３４页对重农学派所作的补充评论

中，马克思引用了魁奈在其著作《经济表的分析》中所用的那种《经济

表》图式（见本册第４０５页）。马克思在１８６３年７月６日给恩格斯的信

中用的也是这种图式的《经济表》。——第３２３页。

９７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的字母符号（和标记）使《经济表》一目了然，无论

在施马尔茨的著作中还是在魁奈的著作中都没有这样清楚。

  用两个字母（ａ—ｂ，ａ—ｃ，ｃ—ｄ等等）来标明每一条线，使人能确

定线的方向，即这条线是从哪个阶级到哪个阶级（方向按字母表上字母

的顺序确定，ａ—ｂ，ａ—ｃ，ｃ—ｄ等等）。例如，ａ—ｂ线表示土地所有者

阶级和生产阶级（租地农场主）之间的流通以土地所有者阶级为出发点

（后者向租地农场主购买食物）。

  用两个字母来标明每一条线，同时表明了货币的运动和商品的运

动。例如，ａ—ｂ线表示货币的运动（土地所有者阶级向生产阶级支付

１０亿货币）；但是这条线从相反的方向（ｂ—ａ）来看，就表明商品的运

动（生产阶级交给土地所有者阶级１０亿食物）。

  虚线ａ—ｂ—ｃ—ｄ由以下几个环节组成：（１）ａ—ｂ段表示土地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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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和生产阶级之间的流通（土地所有者向租地农场主购买１０亿食物）；

（２）ａ—ｃ段表示土地所有者和不生产阶级——工业家之间的流通（土

地所有者向工业家购买１０亿工业品）；（３）ｃ—ｄ段表示不生产阶级和

生产阶级之间的流通（工业家向租地农场主购买１０亿食物）。

  ａ′—ｂ′线表示生产阶级和不生产阶级之间的流通（租地农场主向工

业家购买１０亿工业品）。

  ａ—ｂ线表示不生产阶级和生产阶级之间的最后的流通（工业家向

租地农场主购买工业生产所必需的１０亿原料）。——第３２４、３４９、３５２

页。

９８ 马克思把以自己的劳动力为自己唯一商品的工人同“第一种形式的商

品所有者”，即拥有供出卖的“不同于劳动能力本身的商品”的商品所

有者对立起来。（参看前面第１５９和１１１—１１３页）。——第３３４页。

９９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第三节《货币》的头两段（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２—１１３页）。——第３４２页。

１００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下面这段话：“他们 ［商品所

有者］作为买者付出的货币，一到他们重新作为商品的卖者出现时，又

回到他们手里。因此，商品流通的不断更新就反映成：货币不仅在资

产阶级社会的整个表面上不断地转手，而且同时画出许多不同的小循

环，从无数不同地点出发，又回到这些地点，以便重新再作同样的运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９０页）——第３４２页。

１０１见本册第２７７—２９１页。并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２卷第２０章第１３节：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再生产理论》。——第３４３、３６４页。

１０２论布雷一节在手稿第 本第４４１—４４４页。这一节没有写完，也没有接

触到布雷对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货币流通问题的观点。

  关于布雷对货币的本质和作用的观点，见马克思１８４７年手稿《工

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４１页）；《政治经济学批

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德文版第５５、６９０、７５４页；马克思１８５８年４月

２日给恩格斯的信；《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３卷第７６页）。——第３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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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后面，在手稿第 本第４２８和４３７页，马克思对蒲鲁东在这个问题上的

观点作了简短的说明（见本册第３４４—３４５页）。——第３４３页。

１０４括号里的话是马克思打算以后加以发挥的思想。马克思很可能指魁奈

在土地私有制问题上的辩护论观点。按照这种观点，土地所有者所以

对土地持有权利，是因为他们的祖先使处女地变成了适于耕种的土地。

在马克思写的《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中，对重农学派的这一观点作

了如下说明：“魁奈认为，……按照‘自然法’说来，土地所有者的真

正职能正是在于‘关心良好的管理和关心维持他们世袭财产所必需的

费用’，或者……在于ａｖａｎｃｅｓｆｏｎｃｉèｒｅｓ，即用来准备土地并供给农场以

一切必需东西的费用，这些费用，使租地农场主可以把其全部资本只用

在真正的耕种事业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２７４

页）——第３４４页。

１０５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

治经济学》（手稿第９３５—９３７页）中，批判了蒲鲁东在《无息信贷》一

书中发挥的关于货币资本的作用和利息本质的庸俗观点。并见马克思

《资本论》第３卷第２１章。——第３４５页。

１０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七章、第二十章第五节和第十二节、第

二十一章（特别是第一节中的第一小节《贮藏货币的形成》）中全面考

察了这个问题。——第３４７、３４９、３６５页。

１０７ 马克思在这里用如下符号代表魁奈著作中出现的三个阶级：Ｐ——

ｃｌａｓｓｅｄｅｓＰｒｏｐｒｉéｔａｉｒｅｓ（土地所有者阶级），Ｓ——ｃｌａｓｓｅＳｔéｒｉｌｅ（不生

产阶级——工业家），Ｆ——Ｆｅｒｍｉｅｒｓ，ｃｌａｓｓ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租地农场主，

生产阶级）。——第３４９页。

１０８马克思在这里和在后面都采用魁奈的说法：只有 １
５的农业总产品不进

入流通，而由生产阶级以实物形式享用。

  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第１４３３—１４３４页（见本册第４０５—４０６

页）和他写的《反杜林论》第二编第十章中又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他

在这一章中对魁奈关于农业中流动资本的补偿的观点作了如下详细说

明：“价值五十亿的全部总产品因而掌握在生产阶级的手中，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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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掌握在租地农场主的手中，这些租地农场主每年花费二十亿经

营资本（与一百亿基本投资相适应）来生产全部总产品。为了补偿经

营资本，因而也为了维持一切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所需要的农产品、生活

资料、原料等等，是以实物形式从总收成中拿出来的，并且花费在新的

农业生产上。因为，正如前面所说，是以一次规定了的标准的固定价

格和简单再生产为前提，所以总产品中预先拿出去的部分的货币价值，

等于二十亿利弗尔。因此，这一部分没有进入一般的流通，因为正如

已经指出的，任何发生于每一个别阶级的范围之内而不是发生于各阶

级相互之间的流通，都没有列入表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０卷第２７０—２７１页）

  因此，按照魁奈的说法，应当说租地农场主以实物形式补偿他们的

流动资本的那部分产品，占他们的全部总产品的 ２
５。——第３５２、４０６

页。

１０９马克思指勃多的注释：《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派》，附欧·德尔

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部第８２２—８６７页）。——第３５４

页。

１１０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３卷第９６页。——第３６３页。

１１１在魁奈的《经济表》中是１０００个百万（即１０亿）图尔利弗尔，马克思

在这里用１０００货币单位来代替，这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本质。——第

３６３页。

１１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８９—９０页。——第３６４页。

１１３马克思引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８８—８９页）。参看注１００。——第３６４页。

１１４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手稿第 本和 本，第８５２—８９０

页）有一章：《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

派》。第 本（第４４１—４４４页）中未完成的论布雷一节和第 本（第

１０８４—１０８６页）中论霍吉斯金一节的结尾部分也属于这一章。——第

３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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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兰盖，尼］《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３６

页。——第３６８页。

１１６关于配第的某些观点，马克思已经在前面《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的理论》一章中，即在该章论及区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最初尝试

的那部分谈到过（见本册第１７３—１７６页）。——第３７８页。

１１７指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第１１４０页起草的计划所拟定的《资本论》第

一部分最后一节即第九节（见本册第４４６页《资本论》第一部分的计

划）。——第３７８页。

１１８指１６６２年第一次发表的《赋税论》。——第３８８页。

１１９指诺思的《贸易论》和洛克的《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这

两本著作都写于１６９１年，在伦敦出版：前者于１６９１年出版，后者于

１６９２年出版。——第３８９页。

１２０这一著作是《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１６９１年）。——第

３９２页。

１２１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洛克的话，取自马西的著作《论决定自然利息率的原

因》第１０—１１页的引文。在１７６８年出版的洛克著作集中，这段话在第

２卷第２４页。——第３９３页。

１２２马克思指他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补充本”（Ｂｅｉｈｅｆｔｅ）之一，他在

１８６３年５月２９日曾写信给恩格斯说，１８６３年春他在这些补充本中“摘

录了同我已写好的部分有关的政治经济学史方面的各种材料”。现在

有补充本Ａ、Ｂ、Ｃ、Ｄ、Ｅ、Ｆ、Ｇ、Ｈ。诺思著作的摘要在补充本Ｃ第

１２—１４页。——第３９４页。

１２３手稿这里本来写了“从１６８８年起”，但后来１６８８这个数字被勾掉，而

代之以问号。马克思在他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第５０７—５０８页

引用了１６４１年起小麦价格变动的资料。１６４１—１６４９年小麦的平均价

格是每夸特６０先令５ ２
３便士，十七世纪下半叶平均价格降到每夸特

４４先令２ １
５ 便士，十八世纪上半叶降到每夸特３５先令９

２９
５０便

士。——第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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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马克思显然是指他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论洛贝尔图斯一章（手稿

第４９４页）所引用的配第《政治算术》（１６７６年）第四章的一段话。参看

《资本论》第３卷第３９章：“在配第和戴韦南特时期，农民和土地所有者

对改良和开发发出怨言；较好土地的地租下降……”——第３９５页。

１２５这段引文（从“我从乞丐说起”开始），据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第１４１９页注明，系取自补充本Ｃ第１２—１３页。——第３９７页。

１２６在补充本Ｃ第１４页有诺思著作的摘录，诺思谈到一国货币流通中的

“涨落”。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注９５中引用了其中一部分

摘要。——第３９８页。

１２７在这段话前面，马西引用了配第的《政治算术》和洛克的《论降低利息

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两书的摘要。——第４０２页。

１２８马克思在这虽引用（并略加简化）的《经济表》是魁奈在《经济表的分

析》（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第１部第６５页）中用的那种《经济表》

图式。——第４０５页。

１２９重农主义者勃多在他的《经济表说明》第三章第十二节（德尔出版的

《重农学派》第２部第８５２—８５４页）发挥了这一观点。——第４０７页。

１３０德尔出版的《重农学派》第一部在这个标题下把魁奈的两篇问答《关于

商业。Ｈ先生和Ｎ先生的第一次问答》和《关于手工业者劳动。第二

次问答》合在一起。马克思的引文取自第一次问答。——第４０７页。

１３１马克思所引的这句话不在杜邦·德·奈穆尔的著作《论近代科学的起

源和进步》本文内，而在内容同该著作衔接的《魁奈医生的学说，或他

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一文内。——第４０７页。

１３２引文取自魁奈的《关于商业的问答》。——第４０７页。

１３３取自《关于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第４０７页。

１３４取自《魁奈医生的学说》。——第４０７页。

１３５马克思指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

与纯收入》）。——第４０８、４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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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马克思指他在补充本Ａ（见注１２２）第２７—３２页所作的毕阿伯爵著作

摘录。在后面正文所用的引文中，马克思注明的不是补充本的页码，而

是毕阿伯爵著作的页码。——第４０８页。

１３７关于“剩余产品的狂热的崇拜者”杨格，见《资本论》第１卷第７章注

３４。——第４０８页。

１３８后来查明，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匿名著作的作者是一个叫约翰·格雷

（ＪｏｈｎＧｒａｙ）的人，此人生卒年月不详。１８０２年这位作者在伦敦还发

表了一部关于所得税的著作。——第４１０页。

１３９马克思指他的补充本Ｈ（见注１２２）。后面正文引用的是补充本Ｈ第

３２—３３页上对匿名著作第６页所作的几乎全部摘录。——第４１０页。

１４０这位英国匿名作者所说的“制造业者”是指制造业工人（他有时把他们

叫做“劳动的制造业者”）和工业家－企业主（有时他称他们为“企业

老板”）。而“手工业者”一词，这位作者是指雇佣工人和本来意义上的

手工业者。——第４１１页。

１４１１克朗是５先令的铸币，１法寻是 １
４便士，１基尼等于２１先令。——

第４１１页。

１４２ 在补充本 Ｈ 第３６—３７页是对匿名著作第３１—３３页所作的摘

录。——第４１２页。

１４３在补充本Ｈ第３８—３９页是对匿名著作第５１—５４页所作的摘录。在后

面正文所用的引文中，马克思注明的不是补充本Ｈ的页码，而是匿名

著作的页码。——第４１３页。

１４４马克思在他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１４４６页（第 本）提到了贝阿

尔岱·德·拉贝伊的旨在反对重农学派的著作《关于取消税收办法的

研究》１７７０年阿姆斯特丹版。这一著作的摘录在补充本Ｈ第１０—１１

页。 马克思指的贝阿尔岱·德·拉贝伊的那段话在该书第４３

页。——第４１４页。

１４５在最后几段论述匿名作者的“重农主义局限性”的俄译文中，对马克思

在引用所分析的著作的文字（引自该著作第３８—３９页）中加入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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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话在编排上略加改动。马克思对引文作了删节。本版按原作恢复了

删去的文字。——第４１４页。

１４６关于“爱尔兰的租佃权”，见马克思发表在１８５３年７月１１日《纽约每

日论坛报》上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９卷第１７７—１８３

页）。——第４１４页。

１４７ ［贝·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行即公共利益》１７２８年伦敦

第５版第４２８页。该书第一版于１７０５年出版。——第４１７页。

１４８马克思指同《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一节紧接的

前一节《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际上的隶属。过渡形式》（手

稿第 本，第１３０６—１３１６页）。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和实

际上的隶属的问题，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４章和第２４章第３

节。——第４１８页。

１４９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１８５９年）中就已指出，在资

产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的神秘化在货币上表现得特别显著，财富结晶

为贵金属形式的拜物教是资产阶级生产所固有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７—３９和１４４—１４６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

论》第三册补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手稿第８９１—

８９９和９１０—９１９页）中对资产阶级关系的拜物教化过程作了分

析。——第４１８页。

１５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十三章注１０８中写道：“科学不费资本家

‘分文’，但这丝毫不妨碍他们去利用科学。资本象吞并别人的劳动一

样，吞并‘别人的’科学。但是，科学或物质财富的‘资本主义的’占

有和‘个人的’占有，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尤尔博士本人曾哀叹他

的亲爱的、使用机器的工厂主对力学一窍不通……”——第４２１页。

１５１马克思把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１３１８页（除了最后９行）从第 本剪

下来贴到《资本论》第一卷倒数第二稿第４９０页（这个倒数第二稿的第

六章载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１９３３年版第２（７）卷）。后面第１３１８

页、第１３１９页和第１３２０页前半页的正文，马克思在手稿页边（第１３１８

页末尾和第１３２０页开头）曾两次注上“利润”字样，显然打算把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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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利润的一节。——第４２２页。

１５２马克思在这里用数学上表示增量的希腊字母 代表剩余价值。马克思

在后面正文中用拉丁字母ｈ表示同一意义。——第４２２页。

１５３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在后面用拉丁字母ｘ代表剩余价值。——第４２５页。

１５４马克思指《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劳动过程。价值增殖过程》一节

（手稿第 本第１５—５３页），其中有一小节：《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的统一（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第４９—５３页）。——第４２７页。

１５５ 指以下两小节：《劳动能力的价值。最低限度的工资，或平均工资》

（手稿第 本第２１—２５页）和《货币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同上，第

２５—３４页）。马克思在第 本第１３１２—１３１４页又回过头来谈“劳动

的价格”问题。——第４２８页。

１５６这是罗马法上的契约关系的四种公式。原文是：Ｄｏｕｔｆａｃｉａｓ，ｆａｃｉｏｕｔ

ｆａｃｉａｓ，ｆａｃｉｏｕｔｄｅｓ，ｄｏｕｔｄｅｓ。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１７章。

——第４３５页。

１５７这里马克思把手稿页码“１３２７”误写为“１３２８”。——第４３７页。

１５８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２３章。——第４４０页。

１５９ 马克思在同一稿本（第 本）第１３０８页写了关于工厂小工的劳

动。——第４４３页。

１６０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２卷第６章和第３卷第１７章。——第４４５页。

１６１这些计划草稿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３年１月。它们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论舍尔比利埃和理查·琼斯两章的正文之间（手稿上用粗体的

方括号把它们同这两章的正文隔开）。——第４４６页。

１６２马克思把《资本论》的三个理论部分最初称为“章”，然后称为“篇”，

最后称为“册”。参看注１３。——第４４６页。

１６３ 到写这个计划的时候，《资本论》第三部分第一章草稿已经在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中写成，第三部分第一章的标题在第 本中已

定为《剩余价值和利润》。——第４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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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里瓦本，让（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Ｊｅａｎ１７８７—

１８８１）——意大利政治流亡者，经济学

家；西尼耳著作法译本译者。—— 第

２９９页。

阿 伦 德，卡 尔（Ａｒｎｄ，Ｋａｒｌ１７８８—

１８７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

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第２１页。

安（Ａｎｎｅ１６６５—１７１４）—— 英 国 女 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４１１页。

安德森，詹姆斯（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７３９—

１８０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

研究了 级差地租 理论 的基 本特

征。——第４１０页。

Ｂ

巴顿，约翰（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

阶级古 典政治经 济学 的代 表人

物。——第５、１４５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鼓吹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

论。——第４３５、４３８页。

拜比吉，查理（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２—

１８７１）——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４１６页。

贝阿尔岱·德·拉贝伊（Ｂéａｒｄéｄｅｌ’Ａｂ

ｂａｙｅ１７０４—１７７１）—— 法国经济学家

和农学家。——第４１４页。

贝克莱，乔治（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６８５—

１７５３）——英国的反动哲学家，主观唯

心主义的著名代表，主教；在政治经济

学上他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他认为劳

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他是货币名目论

的代表。——第３９９页。

贝 勒 斯，约 翰（Ｂｅｌｌｅｒｓ，Ｊｏｈｎ１６５４—

１７２５）——英国经济学家，他强调劳动

在创造财富上的意义，他拟定过很多空

想的社会改革方案。——第３９７页。

彼拉多，本丢（Ｐｉｌａｔｕｓ，Ｐｏｎｔｉｕｓ约死于公

元３７年）——罗马的犹太总督（２６—

３６）。——第８０页。

毕阿－南塞伯爵，路易·加布里埃尔（Ｂｕ

ａｔ－Ｎａｎｃａｙ，Ｌｏｕｉ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ｃｏｍｔｅｄｕ

１７３１—１７８７）——法国历史学家和经济

学家，重农学派的追随者。——第４０８

页。

勃多，尼古拉（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３０—

１７９２）——法国神甫，经济学家，重农学

派的代表。——第３５４、４０６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６—１７１４）—— 法国经济学

家，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

始人，重农学派的先驱。——第２４页。

布坎南，大卫（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９—

１８４８）——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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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亚·斯密的信徒和注释者。——

第２３、３０１页。

布朗基，日罗姆·阿道夫（Ｂｌａｎｑｕｉ，Ｊé－ｒｏ

ｍｅ－Ａｄｏｌｐｈ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４）——法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经济学说史家，庸俗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 第３７、４０、

１６７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他发

展了“劳动货币”论。——第４、５、３４３

页。

布里索，雅克·让·比埃尔（Ｂｒｉｓｓｏｔ，Ｊａｃ－

ｑｕｅｓ－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

活动家，革命初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会

员，后为吉伦特派的领袖和理论

家。——第３６７页。

布鲁姆，亨利·彼得（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

Ｐｅｔｅｒ１７７８—１８６８）——男爵，英国法学

家和作家，在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

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大法官（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第１７０、２３２页。

Ｃ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３０—１６８５）——英

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第３９４页。

查 默 斯，托 马 斯（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０—１８４７）——英国基督教神学家和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

者。——第３１２、３１３页。

柴尔德，约瑟亚（Ｃｈｉｌｄ，Ｊｏｓｉａｈ１６３０—

１６９９）——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

银行家和商人。——第３９４页。

Ｄ

戴 韦 南 特，查 理（Ｄａｖｅｎａｎ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５６—１７１４）——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重商主义者。——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德 尔，欧 仁（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９８—

１８４７）——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

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第２７—

２９、４１、４２、４０７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都昂·路

易·克劳德（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ｎ－

ｔｏｉｎｅ－ Ｌｏｕｉｓ－ 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ｍｔｅｄｅ

１７５４—１８３６）——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感觉论哲学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

者。——第１７８、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１—

２８４、２８６—２９１、２９４、３４３、３６４页。

杜邦·德·奈穆尔，比埃尔·赛米尔

（ＤｕｐｏｎｔｄｅＮｅｍｏｕｒｓ，Ｐｉｅｒｒｅ－Ｓａｍｕｅｌ

１７３９—１８１７）——法国政治活动家和重

农学派经济学家。——第４０７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２７—１７８１）——

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

的最著名的代表；财政总稽核（１７７４—

１７７６）。——第１４、２０、２４、２８、２９、３２、

３３、３７、４１—４２、３６６、３８３页。

Ｆ

范德林特，杰科布（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ｔ，Ｊａｃｏｂ死于

１７４０年）——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

的先驱，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之

一。——第４１０、４１４页。

费里埃，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Ｆｅｒ

－ｒｉｅｒ，Ｆｒａｎ ｏｉｓ－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６１）——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者。——第

２３２、２５８、２５９、２７３、３１２页。

福尔卡德，欧仁（Ｆｏｒｃａｄ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２０—

１８６９）——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庸俗

经济学家。——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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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

 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１６９４—１７７８）（真姓阿鲁

埃Ａｒｏｕｅｔ）——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的著名代表，反对专制政体和天主

教。——第２９６页。

Ｇ

葛德文，威廉（Ｇｏｄｗ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５６—

１８３６）——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

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３６７页。

Ｈ

荷马（Ｈｏｍｅｒ）——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

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

者。——第２９６、３１１页。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Ｑｕｉｎ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 元 前

６５—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１６９、２７８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

１６７９）——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主义的代表；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明

显的反民主的倾向。——第５３、３７７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阶

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他利用李嘉

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

第６、６８、４３８页。

Ｊ

加尔涅，热尔门（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ｅｒｍａｉｎ１７５４—

１８２１）——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追随者，亚

·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

第３８—４０、１７０、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０—

１８１、１９５—２０２、２７３—２７５、２９４—２９５、

２９６、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２、３１５页。

加尼耳，沙尔（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５８—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

者。—— 第１４８、２０１—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８、

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７、２３１—２３２、２７３、

３１０、３１２页。

金，格雷哥里（Ｋｉｎｇ，Ｇｒｅｇｏｒｙ１６４８—

１７１２）——英国统计学家。——第１７１页。

Ｋ

卡耳佩珀，托马斯（Ｃｕｌｐｅ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７８—１６６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 第３９４

页。

卡纳尔，尼古拉·弗朗斯瓦（Ｃａｎａｒｄ，Ｎｉｃｏ

ｌａｓ－Ｆｒａｎ ｏｉｓ１７５０—１８３３）——法国

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第２０１页。

卡泽诺夫，约翰（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ｏｈｎ十九世

纪）——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信徒。——第５１页。

凯里，亨利·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

调和论的倡导者。——第１６９、４４７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 ｓａｒ约公元前１００—４４）——

著名的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第２９９页。

康斯坦西奥，弗朗西斯科·索拉诺（Ｃｏｎ－

ｓｔａｎｃｉｏ，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ｏｌａｎｏ １７７２—

１８４６）——葡萄牙医生，外交家和作家；

曾把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译成法

文。——第２２２、２２３页。

康替龙，理查（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６８０—

９７４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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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３４）——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

先驱。——第５１页。

柯尔培尔，让·巴蒂斯特（Ｃｏｌｂｅｒｔ，Ｊｅａｎ－

Ｂａｐｔｉｓｔｅ１６１９—１６８３）——法国国家活

动家，财政总稽核，他实行有利于巩固

君主专制政体的重商主义政策。——

第３５、４２页。

科克，保尔·德（Ｋｏｃｋ，Ｐａｕｌｄｅ１７９４左右

—１８７１）——法国资产阶级作家，著有

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第４３３页。

库斯托第，彼得罗（Ｃｕｓｔｏｄ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７１—

１８４２）——意大利经济学家，十六世纪

末至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著作

的出版者。——第３５、４４—４５页。

魁奈，弗朗斯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他的职业是医

生。——第４、２４、２８、４１、４２、２００、２３２、

３２３、３２４、３３０、３４７、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２—

３５４、３５７、３６５、３６６、４０５—４０７页。

Ｌ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

一。——第５、８５—９０页。

拉让蒂·德·拉瓦伊斯（Ｌａｇｅｎｔｉｅｄｅ

Ｌａｖａｉｓｓｅ）—— 罗德戴尔著作法译本

（１８０８）的译者。——第７３页。

莱文斯顿，皮尔西（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ｉｅｒｃｙ死

于１８３０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

主义者，他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

尔萨斯主义。——第６页。

莱辛，哥特霍尔德·埃夫拉伊姆（Ｌｅｓｓｉｎｇ，

ＧｏｔｔｈｏｌｄＥｐｈｒａｉｍ１７２９—１７８１）——伟

大的德国作家、批评家和哲学家，十八

世纪著名的启蒙运动者之一。——第

２９６页。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Ｌｉｎｇｕｅｔ，Ｓｉ

ｍｏｎ － Ｎｉｃｏｌａｓ－ Ｈｅｎｒｉ １７３６—

１７９４）——法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

和经济学家；从封建专制制度的立场批

评了重农学派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然

而对资产阶级自由和所有制也进行了

一些深刻的批判。——第４、３１９、３６７、

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３页。

勒代雷伯爵，比埃尔·路易（Ｒ ｄｅｒｅｒ，

Ｐｉｅｒｒｅ － Ｌｏｕｉｓ， ｃｏｍｔｅ １７５４—

１８３５）—— 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

家。——第４２页。

李嘉 图，大 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 学最著 名的 代表 人

物。—— 第４—５、３６、４８、５０、５９—６０、

６１、６７、６９、７２、７７—７９、８６、８７、１４０、

１６９—１７１、２０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２３—２３０、

４０８、４３８、４４７、４４８页。

李斯特，弗里 德里 希（Ｌｉｓｔ，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８９—１８４６）——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宣传极端的保护关税政

策。——第２５８页。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保尔·比埃尔

（Ｍｅｒｃｉｅｒｄｅ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Ｐａｕｌ－Ｐｉｅｒ

ｒｅ１７２０—１７９３）——法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重农主义者。——第３８、４１、４２

页。

列特隆，吉约姆·弗朗斯瓦（ＬｅＴｒｏｓｎ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Ｆｒａｎ  ｏｉｓ １７２８—

１７８０）——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农主义者。——第４０６页。

路 德，马 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德

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

级的思想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期，

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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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第６页。

罗，约翰（Ｌａｗ，Ｊｏｈｎ１６７１—１７２９）——英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金融家，曾任法

国财政大臣（１７１９—１７２０），以发行纸币

的投 机活动最后 彻底 破产 而 闻

名。——第３５、４０。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

Ｊａｍｅｓ，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５９—１８３９）—— 英国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他从

庸俗政治经济学立场出发批评了斯密

的理论。——第７３、７４、１７０、２３２、２７２、

２７３、３１０、３１２页。

罗西，佩勒格里诺·鲁伊治（Ｒｏｓｓｉ，Ｐｅｌ－

ｌｅｇｒｉｎｏＬｕｉｇｉ１７８７—１８４８）——意大利

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

活动家；他长期住在法国。—— 第

１７０、２３２、３０４—３１２页。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历

史学派的创始人。——第４１５页。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约翰·卡尔

（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

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

思想的鼓吹者。——第４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杰出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货币名目论

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７３、３１６、

３８９—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２、４１０页。

Ｍ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 第５、

３７、５０、５１、６７、１４５、１４８、１７０、２１２、２９２、

３１２—３１３、３７８、４４７页。

马西，约瑟夫（Ｍａｓｓｉｅ，Ｊｏｓｅｐｈ死于１７８４

年）——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第３９６、

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４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

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

士。——第５、１７２页。

门德尔森，莫泽斯（摩西）（Ｍｅｎｄｅｌｓｓｏｈｎ，

Ｍｏｓｅｓ１７２９—１７８６）——德国反动的资

产阶级哲学家，自然神论者。——第

２９９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货币数

量论的拥护者。——第３１５、３１６、３６７

页。

孟德维尔，贝尔纳德（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Ｂｅｒ－

ｎａｒｄ１６７０—１７３３）——英国作家和经

济学家。——第１６９、４１６，４１７页。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Ｖｉｃｔｏｒ Ｒｉｑｕｅｔｉ，ｍａｒｑｕｉｓｄｅ １７１５—

１７８９）——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

活动家奥诺莱·加布里埃尔·米拉波

的父亲。——第２０、２４、４２、３６６页。

密 尔 顿，约 翰（Ｍｉｌｔｏｎ，Ｊｏｈｎ １６０８—

１６７４）——伟大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

者。——第４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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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尔纳，阿道夫（Ｍüｌｌｎｅｒ，Ａｄｏｌｆ１７７４—

１８２９）——德国作家和评论家。——第

４１５页。

摩耳斯沃思，威廉（Ｍｏｌｅｓｗｏｒｔｈ，Ｗｉｌ－

ｌｉａｍ１８１０—１８５５）——英国政治活动

家，霍布斯的著作的出版者。—— 第

３７７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论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

的追随者，詹姆斯·穆勒的儿子。——

第５、１７６页。

穆 勒，詹 姆 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

１８３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同时也

从李嘉图理论中得出某些激进的结

论。——第５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ｌéｏｎ

， Ｎａｐｏｌé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

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第２５８页。

奈克尔，雅克（Ｎｅｃｋｅｒ，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３２—

１８０４）——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

家，在十八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曾不止

一次被任命为财政总管，在资产阶级革

命前夕企图实现某些改革。——第３、

３１９—３２２页。

尼 古 拉 一 世（ １７９６—

１８５５）—— 俄 国 皇 帝 （１８２５—

１８５５）。——第２９４页。

诺 思，达德 利（Ｎｏｒｔｈ，Ｄｕｄｌｅｙ１６４１—

１６９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初期代表人物之

一。——第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８页。

Ｐ

帕奥累蒂，斐迪南多（Ｐａｏｌｅｔｔｉ，Ｆｅｒｄｉ－

ｎａｎｄｏ１７１７—１８０１）——意大利牧师，

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第３５页。

庞培（格奈尤斯·庞培·马格努斯）

（ＧｎａｅｕｓＰｏｍｐｅｉｕｓＭａｇｎｕｓ公 元 前

１０６—４８）—— 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

家。——第３７１页。

配 第，威 廉（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７）——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始 祖。—— 第 １６７、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５、

３１７、３７８—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２页。

佩 利，威 廉（Ｐａ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４３—

１８０５）——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第２９４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

政论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

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４０、９５、２８８、３４３、３４５页。

普雷 沃，吉 约 姆（Ｐｒéｖｏｓｔ，Ｇｕｉｌｌｅａｕｍｅ

１７９９—１８８３）——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第５

页。

Ｑ

琼 斯，理 查（Ｊｏｎ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９０—

１８５５）——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

一。——第５、２２页。

Ｒ

茹弗鲁瓦，昂利（Ｊｏｕｆｆｒｏｙ，Ｈｅｎｒｉ）——普

鲁士枢密顾问，原系法国人，写有和翻

译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方面的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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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十九世纪二十至四十年代）。——

第４４、２００页。

Ｓ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 ８５、８６、１３９、１７０、２２２—２２４、２３１、

２３７、２７４—２７７、２９１、４３５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４１６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西

斯蒙第的理论同李嘉图理论的某些原理结

合在一起。——第５页。

施马尔茨，泰奥多尔·安东·亨利希

（Ｓｃｈｍａｌｚ，ＴｈｅｏｄｏｒＡｎｔｏｎ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６０—１８３１）——德国法学家和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追随者，极端的反动分

子。——第４３、４４、２００页。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卡

尔 洛 维 奇（ ，Ａ （Ａ ，

）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 俄

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

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追随者。—— 第８５、８６、１６７、

１７０、２３２、２９４—２９８、３０３、３０４、３１０、３１２、

４４０页。

斯宾斯，托马斯（Ｓｐｅｎｃ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５０—

１８１４）——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

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建立农业社会主

义。——第４１０页。

斯宾斯，威廉（Ｓｐｅｎｃｅ，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８３—

１８６０）——英国昆虫学家，同时也研究

经济问题。——第４１０页。

斯 密，亚 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

一。——第３、４、１４、１６、２１、２３、３６、３７、

３８—３９、４０、４６—４８、５０—８６、８８、１１１、

１４０—１４４、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６、１５９—

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６—１８２、１９５—２００、２０２、

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２、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８、２５６、

２５８—２６１、２６３—２７４、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８、

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５—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２、３０４—

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８、３２１、

３６６、３８５、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２、４４７页。

斯特林，帕特里克·詹姆斯（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９—１８９１）——英国庸

俗经济学家。——第５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第

３、１１—１４、２２、２４、５６—５７页。

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约公元前４９７—

４０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剧的作者。——第４１５页。

Ｔ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李嘉图的货币论

的 批 评者，写 有多 卷 本 的《价 格

史》。——第１１１、２５６页。

托克维尔，阿列克西斯（Ｔｏｃｑｕｅｖｉｌｌｅ，Ａｌｅｘ

ｉｓ１８０５—１８５９）——法国资产阶级历史

学家和政治活动家，正统主义者和君主

立宪制的拥护者。——第２３２、２７３—

２７４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

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

３８４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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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

件。——第５页。

Ｗ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

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

级的殖民理论。——第５、４４６页。

维 里，彼 得 罗（Ｖｅｒｒ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２８—

１７９７）——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农 学派学说的 初期 批评 者 之

一。——第３５、４４、４５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２２７

页。

Ｘ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反对缩短工作日。—— 第１７０、

２３２、２９９—３０４、４１１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

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

物。——第１７０、２９３、４４７页。

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４１５页。

休 谟，大 卫 （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 １７１１—

１７７６）——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

者，不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

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第

４００、４０１、４０４页。

Ｙ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

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

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

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

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第２９２页。

杨 格，阿 瑟（Ｙ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ｒ １７４１—

１８２０）——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第４０８、４１４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约公元前３４１—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４２页。

尤 尔，安 得 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写有许多工业经济方面的著

作。——第４２１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Ｍ

摩西（埃及的）——据圣经传说，摩西是把

古犹太人从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救出

来的先知。——第２９９页。

Ｙ

亚当——据圣经传说，亚当是上帝用泥土

造的第一个人，后来犯了罪。—— 第

４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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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Ａ

阿伦德，卡·《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

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附与本

书有关的资料的评述》１８４５年哈瑙版

（Ａｒｎｄ，Ｋ．ＤｉｅｎａｔｕｒｇｅｍａｓｓｅＶｏｌｋｓ－

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ｍ Ｍｏｎｏ－

ｐｏｌｉ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ｕｎｄｄｅ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

ｍｉｔｅｉｎｅｍＲüｃｋｂｌｉｃｋｅａｕｆｄｉｅｅｉｎｓｃｈｌａ

ｇｅｎｄ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Ｈａｎａｕ，１８４５）。——第

２１页。

Ｂ

巴顿，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

的环境》１８１７年伦敦版（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７）。——第１４５页。

巴师夏，弗·《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

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Ｐｒｏｕｄ

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第３４５页。

贝阿尔岱·德·拉贝伊《关于取消税收办

法的研究》１７７０年阿姆斯特丹版（Ｂéａｒ

－ｄéｄｅｌ’Ａｂｂａｙｅ．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ｓ

ｍｏｙｅｎｓｄｅｓｕｐｐｒｉｍｅｒｌｅｓｉｍｐｏｔｓ．Ａｍｓ

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７０）。——第４１４页。

贝克莱，乔·《提问者。几个提交公众讨论

的问题》１７５０年伦敦版（Ｂｅｒｋｌｅｙ，Ｇ．

Ｔｈｅ Ｑｕｅｒｉｓｔ，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ｑｕｅｒｉ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０）。第１

版１７３５—１７３７年在都柏林出版。——

第３９９页。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

和道德堕落》１６９９年伦敦版（Ｂｅｌｌｅｒｓ，Ｊ．

Ｅｓｓａｙ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ｏｏｒ，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ｓ，ｔｒａｄｅ，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第３９７页。

［毕阿伯爵］《政治要素，或社会经济真正

原则的研究》１７７３年伦敦版第１—６卷

（［Ｂｕａｔ，ｃｏｍｔｅｄｕ］Ｅｌéｍｅｎｔｓｄｅｌａ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ｄｅｓｖｒａｉ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Ｔｏｍｅｓ — ．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７３）。——第４０８、４０９页。

勃多，尼·《经济表说明》（１７６７年），载于

《重农学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利用的著作的版本，本索引只注出该著作的第一版。

放在方括号［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５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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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部（Ｂａｕｄｅａｕ，Ｎ．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Ｔａｂｌｅａｕ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

（１７６７）．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Ｅ．

Ｄａｉｒｅ． Ｄｅｕｘｉèｍｅ ｐａｒｔｉ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３５４、４０７页。

布坎南，大·《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１８１４年爱

丁堡版（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

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ｏｆｉｎＤｒ．Ｓｍｉｔｈ’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１４）。——第３０１页。

布朗基，日·阿·《欧洲政治经济学从古

代到现代的历史》，载于《政治经济学教

程》１８３９年布鲁塞尔版（Ｂｌａｎｑｕｉ，Ｊ．Ａ．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ｎＥｕ

ｒｏｐｅｄｅｐｕｉｓｌｅｓａｎｃｉｅｎｓｊｕｓ－ｑｕ’àｎｏｓ

ｊｏｕｒｓ．Ｉｎ：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 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９）。布朗基的这本

书的第１版１８３７年在巴黎出版。——

第３７—３８、４０、１６７页。

Ｃ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

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１８３２年格拉

斯哥、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第２版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ｉｎ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Ｄｕｂｌｉｎ

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１版也是１８３２

年在上述各地出版的。——第３１２—

３１３页。

Ｄ

《答可尊敬的下院１８６１年４月２４日的质

问》，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６２年２月１１日

刊印（Ｒｅｔｕｒｎｔｏａ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ｎ

ｏｕｒａｂｌｅ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ｄａｔ

ｅｄ２４Ａｐｒｉｌ１８６１．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１１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６２）。——第１９７页。

［戴韦南特，查·］《论东印度贸易》（１６９７

年），载于《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

１６９８年伦敦版第２部分（［Ｄａｖｅｎａｎｔ，

Ｃｈ．］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ｔｒａｄｅ

（１６９７）．Ｉｎ：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ｋ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ａｒ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８）。—— 第１７２

页。

［戴韦南特，查·］《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

易》１６９８年伦敦版第１和第２部分

（［Ｄａｖｅｎａｎｔ，Ｃｈ．］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ｋ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Ｐａｒｔ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９８）。——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戴韦南特，查·］《论使一国人民在贸易

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方法》１６９９

年伦敦版（［Ｄａｖｅｎａｎｔ，Ｃｈ．］Ａ

ｎＥｓｓａｙｕｐ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

ｓ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ａｐｅｏｐｌｅｇａｉｎ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

）。——第１７２页。   

德尔，欧《重农学派学说的绪论》，载于

《重农学派》，附欧 德尔的绪论和评注，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Ｄａｉｒｅ，Ｅ．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ａ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ｄｅｓ ｐｈｙｓ

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２８页。

德斯杜特 德 特拉西，安 路 克《思想的

６８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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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第４、５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

１８２６年巴黎版（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Ｌ．

Ｃ．Ｅｌéｍｅｎｔｓｄ’ｉｄéｏｌｏｇｉｅ．－ｅｅｔ －ｅ

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ｖｏ－ｌｏｎｔéｅｔｄｅｓｅｓ

ｅｆｆｅｔ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第１版１８１５年在巴

黎出版。《思想的要素》第４部分１８２３年

在巴黎以单行本出版，书名是《政治经

济学概论》（《Ｔｒａｉｔé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 第２７７—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４、

２８６—２９１、２９４页。

杜邦 德 奈穆尔，比 赛《魁奈医生的学

说，或他的社会经济学原理概述》，载于

《重农学派》，附欧 德尔的绪论和评注，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ＤｕｐｏｎｔｄｅＮｅｍ

ｃｕｒｓ，Ｐ．Ｓ．Ｍａｘｉｍｅｓｄｕｄｏｃ－ｔｅｕｒＱｕｅｓ

ｎａｙ，ｏｕＲéｓｕｍé ｄｅｓ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

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Ｐｒｅｍｉèｒｅ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４０７页。

杜邦 德 奈穆尔，比 赛《论近代科学的

起源和进步》（１７６７年），载于《重农学

派》，附欧 德尔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

巴黎版第１部（ＤｕｐｏｎｔｄｅＮｅ－ｍｏｕｒｓ，

Ｐ．Ｓ．Ｄｅ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ｅｔｄｅｓｐｒｏｇ－ｒèｓｄ’

ｕｎ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１７６７）．Ｉｎ：Ｐｈｙｓ

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４０７页。

杜尔哥，安 罗 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

配的考察》（１７６６年），载于欧 德尔新出

版的《杜尔哥全集》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卷

（Ｔｕｒｇｏｔ，Ａ．Ｒ．Ｊ．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ｅｔ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

（１７６６）．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ｄｅＴｕｒｇｏｔ．Ｎｏｕ

ｖｅｌｌ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Ｔｏｍｅｐｒｅ

ｍｉｅｒ．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 第１４、２９—３４、

３７、４１页。

Ｆ

费里埃，弗 路 奥《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

关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Ｆｅｒｒｉｅｒ，Ｆ．Ｌ．Ａ．

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ｉｄéｒé ｄａｎｓｓｅ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ａｖｅｃ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０５）。——第２５８、２５９页。

福尔卡德，欧《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

文章：《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

载于《两大陆评论》新集第２４卷，１８４８年

巴黎版（Ｆｏｒｃａｄｅ，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ｅｄｕｓｏ

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ｅ．Ｉｎ：《Ｒｅｖｕｅ

ｄｅｓ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éｒｉｅ，

ｔｏｍ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８）。——第９５

页。

Ｇ

《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驳亚当 斯密

博士等人的某些错误论点》１７９７年伦敦

版（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ｎｏｐ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ｔｏｓｏｍｅｆａｌｓｅ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ｏｆＤｒ．

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９７）。——第４１０—４１４页。

Ｈ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

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１６５１年），载

于《托马斯 霍布斯英文著作选》，摩耳

斯沃思第一次收集和出版，１８３９年伦敦

版第３卷（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Ｌｅｖｉａｔｈａｎ，ｏｒｔｈｅ

Ｍａｔｔ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ｏｆａｃｏｍｍｏｎ

ｗｅａｌｔｈ，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１６５１）．

７８４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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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 ｗｏｒｋｓｏｆＴｈｏｍａｓ

Ｈｏｂｂｅｓ；ｎｏｗｆｉｒｓ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Ｍｏ－ｌｅｓｗｏｒｔｈ．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９）。——第３７７、３９０页。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

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１８２７年伦敦版

（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Ｆｏｕ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７）。——第６８、４３８页。

Ｊ

加尔涅，热《译者的注释》，载于《亚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尔

门 加尔涅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

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５卷（Ｇａｒｎｉｅｒ，Ｇ．

Ｎｏｔｅｓｄｕｔｒａｄｕｃｔｅｕｒ．Ｉｎ：Ｓｍｉｔｈ，Ａ．

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

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

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ｔｏｂｓｅｒｖａ

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ＧｅｒｍａｉｎＧａｒ－ｎｉｅｒ．Ｔｏｍｅ

ｃｉｎｑｕｉèｍ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第３９、４０、

１７６—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２、１９５—１９９、

２７３页。

［加尔涅，热 ］《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

１７９６ 年 巴 黎 版 （［Ｇａｒｎｉｅｒ，Ｇ．］

Ａｂｒéｇééｌé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ｌ’

éｃｏ － 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７９６）。——第１９９页。

加尼耳，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

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

财富增长的学说》１８２１年巴黎第２版第

１—２卷（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Ｄｅｓｓｙｓｔèｍｅ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ｖａｌｅｕｒｃｏｍｐａｒ

ａｔｉｖｅｄｅｌｅｕｒ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ｅｔｄｅｃｅｌｌｅｑｕｉ

ｐａｒａｉｔｌａｐｌｕ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ａｕｘｐｒｏｇｒèｓｄｅ

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ｅｃ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第１版１８０９年在巴黎出

版。—— 第１７６、２０１—２１１、２１５、２２１—

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１、２３２页。

加尼耳，沙《政治经济学理论》１８１５年巴

黎版第１—２卷（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５）。——第２１２页。

Ｋ

卡纳尔，尼 弗《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０１年

巴黎版（Ｃａｎａｒｄ，Ｎ．Ｆ．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１）。——

第２０１页。

卡泽诺夫，约《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

学定义〉新版所写的序言、注释和补充

评论》（Ｃａｚｃｎｏｖｅ，Ｊ．Ｐｒｅｆａｃｅ，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ｓｔｏａ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Ｍａｌｔｈｕ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见马尔萨斯，托 罗《政

治经济学定义》。

［卡泽诺夫，约 ］《政治经济学大纲。略论

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１８３２

年伦敦版（［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ｉｎｇａｐｌａｉｎａｎｄ

ｓｈｏｒｔ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

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 第

２９３页。

［康替龙，理 ］《试论一般商业的性质》

１７５５年伦敦版（［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Ｒ．］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ｎｇé－

ｎéｒａｌ．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５５）。——第５１页。

魁奈，弗《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

答》（１７６６年），《关于商业。Ｈ先生和Ｎ

先生的第一次问答》，《关于手工业者劳

８８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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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第二次问答》，载于《重农学派》，附

欧 德尔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

第１部（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ｓｓｕｒｌ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ｓｔｒａｖａｕｘｄｅｓａｒｔｉ

ｓａｎｓ（１７６６）．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ｅｎｔｒｅＭ．Ｈ．ｅｔＭ．Ｎ．Ｓｕｒｌｅｓ

ｔｒａｖａｕｘｄｅｓ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Ｓｅｃｏｎｄｄｉａｌｏｇｕｅ．

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

Ｐｒｅｍｉèｒｅ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第

４０７页。

魁奈，弗《经济表的分析》（１７６６年），载于

《重农学派》，附欧 德尔的绪论和评注，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Ａｎａｌ

ｙｓｅｄｕＴａｂｌｅａｕ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１７６６）．Ｉｎ：

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

Ｐｒｅｍｉèｒｅ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第

２８、４０５页。

魁奈，弗《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

（１７５８年），载于《重农学派》，附欧 德尔

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

（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Ｍａｘｉｍｅｓｇéｎéｒａｌｅｓｄｕ

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ｄ’ｕｎｒｏｙ

ａｕｍｅ 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１７５８）．Ｉｎ：Ｐｈｙ－

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４１、４２页。

Ｌ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

堡版（Ｒａｍｓａｙ，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３６）。——第８６、８７、８９、９０页。

［兰盖，尼 ］《民法论，或社会的基本原理》

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２卷（［Ｌｉｎｇｕｅｔ，Ｎ．］

Ｔｈéｏｒｉｅｄｅｓｌｏｉｘｃｉｖｉｌｅｓ，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 ｄｅｌａｓｏｃｉéｔé．Ｔｏ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６７）。—— 第３６７—

３７３页。

李嘉图，大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１８１９年伦敦第２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Ｏｎ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

ａｔｉｏｎ．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９）。第

１版１８１７年在伦敦出版。—— 第３６

页。   

李嘉图，大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Ｏｎ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

ａｔｉｏｎ．３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１７０、１７１、２２８—２２９、４０８页。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康

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让 巴 萨伊的注

释和评述，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Ｒｉ

ｃａｒｄｏ，Ｄ．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ｌ’ｉｍｐｏｔ．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

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ｉｏ，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

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Ｊ．Ｂ．Ｓａｙ．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 第

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７页。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保 比 ］《政治社

会天然固有的秩序》１７６７年伦敦和巴黎

版第１—２卷（［Ｍｅｒｃｉｅｒｄｅ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Ｐ．

Ｐ．］Ｌ’ｏｒｄｒｅｎａｔｕｒｅｌｅｔｅｓｓｅｎｔｉｅｌｄｅｓ

ｓｏｃｉéｔéｓ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ｓ．Ｔｏｍｅｓ — ．Ｌｏｎ

ｄｒｅｓｅｔＰａｒｉｓ，１７６７）。—— 第３８、４１、４２

页。

《论东印度贸易》（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ｔｒａｄｅ）——见［戴韦南特，查 ］《论

东印度贸易》。

《论东印度贸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ｔｒａｄｅ）——见［诺思，达 ］

９８４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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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东印度贸易》。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

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

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

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１８２１年伦

敦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ｏｓ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ｌｙａｄｖｏ

ｃａｔｅｄｂｙＭｒ．Ｍａｌｔｈｕｓ，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

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ａｔ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

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ｃａｎ

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３７、２９３页。

罗德戴尔，詹《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

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１８０４年爱丁堡

和伦敦版（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

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ｉｔ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０４）。——第２７２页。

罗德戴尔，詹《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

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Ｅ 拉让蒂 德

拉瓦伊斯译自英文，１８０８年巴黎版

（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

ｔｕｒｅ ｅｔｌ’ｏｒｉｇｉｎｅ ｄｅ 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ｓｍｏｙｅｎｓ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

ｑｕｉｃｏｎｃｏｕｒｅｎｔ à ｓｏｎａｃｃｒｏｉｓｓ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Ｅ．Ｌａｇｅｎｔｉｅｄｅ

Ｌａｖａｉｓｓ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８）。—— 第７３、２７２、

２７３页。

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３６—１８３７

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内容）》，载

于《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４３年布鲁塞尔

版（Ｒｏｓｓｉ，Ｐ．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Ａｎｎéｅ１８３６—１８３７（Ｃｏｎｔｅｎａｎｔｌｅｓ

ｄｅｕｘｖｏｌｕｍｅｓｄｅｌ’é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ｉｓ）．

Ｉｎ：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Ｂｒｕｘ

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３）。罗西著作的第１版１８４０—

１８４１年在巴黎分两卷出版。—— 第

３０４—３１１页。

洛克，约《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

后果》（１６９１年），载于《约翰 洛克著作

集》１７４０年对开本版第２卷（Ｌｏｃｋｅ，Ｊ．

Ｓｏｍ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ａｎｄ

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ｏｎｅｙ（１６９１）．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Ｆｏｌｉｏｅｄｉ

ｔｉｏｎ，１７４０．Ｖｏｌ． ）。—— 第３８９、３９２、

３９３页。

洛克，约 《论政府的两篇论文》（１６９０

年），载于《约翰 洛克著作集》，四卷集，

１７６８年伦敦第７版第２卷（Ｌｏｃｋｅ，Ｊ．Ｔｗｏ

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１６９０）．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ｏｆ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ｉｎｆｏｕｒｖｏｌｕｍｅｓ．

Ｔｈｅ７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６８）。——第３９０—３９２页。   

Ｍ

马克思，卡 《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

的〈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７年巴黎—布鲁塞

尔版（Ｍａｒｘ，Ｋ ．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à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７）。——

第５１页。    

马克思，卡 《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

林版第１分册（Ｍａｒｘ，Ｋ．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ｓＨｅｆｔ．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第４７、１４０、１６７、３１７、

３４２、３６３、３６４、４１８页。

马尔萨斯，托 罗 《人口原理》，比埃尔和

吉约姆 普雷沃译自英文第５版，１８３６年

０９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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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日内瓦法文第３版第１—４卷

（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ｄ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ｓｕｒ

ｌａ５－ 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Ｇｕｉｌ

ｌａｕｍｅＰｒéｖｏｓｔ．３－ 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ｆｒａｎ

ｃａｉｓｅ．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ｅｔＧｅｎèｖｅ，

１８３６）。——第２９４页。

马尔萨斯，托 罗 《政治经济学定义》。新

版，附约翰 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

充评论，１８５３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

Ｒ．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

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ｆ－ａｃｅ，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ＪｏｈｎＣａｚｅｎ

ｏｖｅ．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３）。—— 第 ５１

页。    

马尔萨斯，托 罗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

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杂记作了

大量补充，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Ｍａｌ－

ｔｈｕｓ，Ｔｈ．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

ｏｍ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ｔｏ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

ｓｏｗｎ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ｄ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ｍ

ｏｉ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 第 １４８

页。   

［马西，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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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ａｓｓｉｅ，Ｊ．］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ｇｏｖ－

ｅｒｎｉｎｇ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ｒａｔｅｏｆ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ｗｈｅｒｅｉｎｔｈｅ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ｓｏｆＳｉｒ

ＷｉｌｌｉａｍＰｅｔｔｙａｎｄＭｒ．Ｌｏｃｋｅ，ｏｎｔｈａｔ

ｈｅａｄ，ａｒｅ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５０）。——第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４页。

［孟德斯鸠，沙 ］《论法的精神》１７４８年日

内瓦版（［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Ｄｅｌ’ｅｓｐｒｉｔ

ｄｅｓｌｏｉｘ，Ｇｅｎèｖｅ，１７４８）。—— 第３１５

页。    

［孟德维尔，贝 ］《蜜蜂的寓言，或个人劣

行即公共利益》１７２８年伦敦第５版

（［Ｍａｎｄｅｖｉｌｌｅ，Ｂ．］ＴｈｅＦａｂｌｅｏｆｔｈｅ

ｂｅｅｓ，ｏｒＰｒｉｖａｔｅｖｉｃ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ｋｂｅｎ－ｅ

ｆｉｔｓ．５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２８）。第１版

１７０５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６９、４１６、

４１７页。

穆勒，约 斯 《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

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Ｍｉｌｌ，Ｊ．

Ｓ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ｏｍｅ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４）。——第１７６页。

Ｎ

奈克尔，雅 《论法国财政的管理》（１７８４

年），载于《奈克尔著作集》１７８９年洛桑

和巴黎版第２卷（Ｎｅｃｋｅｒ，Ｊ．Ｄｅｌ’ａｄ－

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ｄｅｌａＦｒａｎｃｅ

（１７８４）．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ｄｅＮｅｃｋｅｒ．Ｔｏｍｅ

ｄｅｕｘｉèｍｅ．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 ｅｔ Ｐａｒｉｓ，

１７８９）。——第３１９—３２１页。

奈克尔，雅 《论立法和谷物贸易》（１７７５

年），载于《奈克尔著作集》１７８６年洛桑

版第４卷（Ｎｅｃｋｅｒ，Ｊ．Ｓｕｒｌａ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ｅｔ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ｄｅｓｇｒａｉｎｓ（１７７５）．Ｉｎ：

ＯｅｕｖｒｅｓｄｅＮｅｃｋｅｒ．Ｔｏｍｅｑｕａｔｒｉèｍｅ．

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１７８６）。——第３１９、３２１、３２２

页。

［诺思，达 ］《论东印度贸易》１７０１年伦敦

版（［Ｎｏｒｔｈ，Ｄ．］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ｔｒａｄｅ．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０１）。——第１７２页。

［诺思，达］《贸易论》１６９１年伦敦版（［Ｎｏｒｔｈ，

Ｄ．］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ｕｐｏｎｔｒａｄ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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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８页。

Ｐ

帕奥累蒂，斐《谋求幸福社会的真正手

段》（１７７２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

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

２０卷（Ｐａｏｌｅｔｔｉ，Ｆ．Ｉｖｅｒｉｍｅｚｚｉｄｉｒｅｎｄｅｒ

ｆｅｌｉｃｉｌｅｓｏｃｉｅｔà（１７７２）．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

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ｏ ．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４）。——第３５、３６页。

配第，威《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附

〈献给英明人士〉》１６９１年伦敦版（Ｐｅｔｔｙ，

Ｗ．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Ｉｒｅｌａｎｄ

（１６７２）．Ｔｏ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ｄｄｅｄＶｅｒｂｕｍ

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 第３８７—

３８９页。

［配第，威 ］《赋税论》１６６２年伦敦版（［Ｐｅｔ

ｔｙ，Ｗ．］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ｔａｘ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６２）。—— 第１７５—

１７６、３８８、３８９页。

［配第，威 ］《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Ｐｅｔ

ｔｙ，Ｗ．］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ｔａｘ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６７）。—— 第３７８—

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７页。

［配第，威 ］《赋税论》１６７９年伦敦版（［Ｐｅｔ

ｔｙ，Ｗ．］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ｆｔａｘｅ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ｉ

ｂｕｔ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７９）。——第１７４页。

配第，威《货币略论》（１６８２年），１６９５年伦

敦版（Ｐｅｔｔｙ，Ｗ．Ｑｕａｎｔｕｌｕｍｃｕｎｑｕｅｃｏｎ

ｃｅｒｎｉｎｇｍｏｎｅｙ，１６８２．Ｌｏｎｄｏｎ，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

ｔｈｅｙｅａｒ１６９５）。——第３８８、３８９页。

配第，威《论人类的增殖》（１６８２年），载于

威 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１６９９年伦敦

版（Ｐｅｔｔｙ，Ｗ．ＡｎＥｓｓａｙ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ｎ－ ｋｉｎｄ

（１６８２）．Ｉｎ：Ｐｅｔｔｙ，Ｗ．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９９）。——第３８７页。

配第，威《献给英明人士》（１６６５年），载于

威 配第《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９１年伦敦

版（Ｐｅｔｔｙ，Ｗ．Ｖｅｒｂｕｍ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１６６５）．

Ｉｎ：Ｐｅｔｔｙ，Ｗ．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第３８７、３８８

页。

配第，威《政治算术》（１６７６年），载于威

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１６９９年伦敦版

（Ｐｅｔｔｙ， Ｗ．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

（１６７６）．Ｉｎ：Ｐｅｔｔｙ，Ｗ．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９９）。——第１６７、１７３—１７５页。

佩利，威 《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

１７８５年伦敦版（Ｐａｌｅｙ，Ｗ．Ｔｈｅ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８５）。——第２９４页。

蒲鲁东，比 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

的 哲 学》１８４６年 巴 黎 版第１—２卷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ｏ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４０页。

蒲鲁东，比 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

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０年巴黎版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ｕ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ｄｕ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０）。——第９５页。

蒲鲁东，比 约《无息信贷》（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

Ｊ．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见巴师夏，弗

《无息信贷。弗 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

先生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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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

琼斯，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

第１部分：《地租》，１８３１年伦敦版（Ｊｏｎｅｓ，

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Ｐａｒｔ ：Ｒ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第２２

页。

Ｓ

萨伊，让 巴 《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的

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马

尔萨斯先生的信》１８２０年巴黎—伦敦版

（Ｓａｙ，Ｊ．Ｂ．ＬｅｔｔｒｅｓàＭ．Ｍａｌｔｈｕｓ，ｓｕｒ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ｓｓｕｊｅｔ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ｎｏｔａｍｍｅｎｔｓｕｒ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ｓｔａｇｎａ

ｔｉｏｎｇéｎéｒａｌｅ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ａｒｉｓ—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２０）。——第２３７页。   

萨伊，让 巴《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０３年巴黎

版 第１—２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３）。——第２３１、２７４页。

萨伊，让 巴《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

第３版第１—２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ｏｉ－ 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７）。——第８５、１３９、２７４—２７６页。

施马尔茨，泰 安 亨《政治经济学》，昂利

茹弗鲁瓦译自德文，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

１—２卷（Ｓｃｈｍａｌｚ，Ｔｈ．Ａ．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ｖｒａｇｅ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ｌｌｅｍａｎｄ

ｐａｒ ＨｅｎｒｉＪｏｕｆｆｒｏｙ．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德文版１８１８年在柏林出

版。——第４３—４４、２００页。

施托尔希，昂《论国民收入的性质》（《政

治经济学教程》第５卷）１８２４年巴黎版

（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

ｄｕｒｅｖｅｎ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ｍｅ ｄｕ《Ｃｏｕｒｓ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４）。——第８６页。

施托尔希，昂《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

定人民幸福的原理》１８１５年圣彼得堡版

第１—６卷（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

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

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ｓ — ．Ｓｔ－

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１５）。——第４４０页。

施托尔希，昂《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

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 巴 萨伊的注

释和评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４卷

（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

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

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Ｊ．Ｂ．Ｓａｙ．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第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７、２９８

页。

斯宾斯，威《不列颠不依靠商业》１８０７年

伦敦版（Ｓｐｅｎｃｅ，Ｗ．Ｂｒｉｔａｉｎｉｎｄｅ－ｐｅｎ

ｄｅｎｔ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７）。——

第４１０页。

斯密，亚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两卷集，１７７６年伦敦版（Ｓｍｉｔｈ，Ａ．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６）。——第１４、３６、

６６、７８、１９５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热尔门 加尔涅新译本，附译者的

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４卷

（Ｓｍｉｔｈ，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

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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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 Ｇｅｒｍａｉ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第４６、

４８、５１—５７、５９—６２、６９—７１、７４、７５、

７９—８４、１１１、１５４、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６、

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３、２６５—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４、

２９０—２９１、３１６、３６６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附麦克库洛赫写的作者传记、序

言、注释和补充论述，四卷集，１８２８年爱

丁堡和伦敦版（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

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Ｉｎｆｏｕｒｖｏｌｕｍ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８）。—— 第４６、４７、６２、６３、１４６、

１４７、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３１４、３１７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两

卷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ｎＩｎ

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６７）。——第１４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载

于《詹姆斯 斯图亚特爵士著作集》，由

其子詹姆斯 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

六卷集，１８０５年伦敦版第１卷（Ｓｔｅｕａｒｔ，

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Ｓｉｒ

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ｕａｒ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ｉｒ

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ｕａｒｔ，ｈｉｓｓｏｎ，ｉｎｓｉｘｖｏｌｕｍｅｓ．

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５）。——第１１—１３

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载

于《詹姆斯 斯图亚特爵士著作集》，由

其子詹姆斯 斯图亚特爵士将军汇编，

六卷集，１８０５年伦敦版第３卷（Ｓｔｅｕａｒｔ，

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Ｓｉｒ

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ｕａｒｔ，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ｂ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Ｓｉｒ

ＪａｍｅｓＳｔｅｕａｒｔ，ｈｉｓｓｏｎ，ｉｎｓｉｘｖｏｌｕｍｅｓ．

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５）。—— 第１３

页。    

Ｗ

维里，彼《政治经济学研究》（１７７１年），载

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

部分，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１５卷（Ｖｅｒｒｉ，Ｐ．

Ｍｅｄｉｔａｚｉｏｎｉｓｕｌｌ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１７７１）．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ｏ

．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４）。——第３５、４４、４５

页。

Ｘ

西尼耳，纳 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

让 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 威 西尼耳先

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１８３６年巴黎

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

ｔａｕｘ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ｉｒéｓｄｅ

ｌｅ ｏｎｓéｄｉｔｅｓｅｔｉｎéｄｉｔｅｓｄｅＭｒ．Ｎ．

Ｗ．Ｓｅｎｉｏｒｐａｒｌｅｃ－ｔｅＪｅａｎ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 第２９９—３０１、３０３—

３０４页。

西斯蒙第，让 沙 列 西蒙 德《政治经济

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

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７）。第１版１８１９年在巴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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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１７０—１７１、２９３页。

休谟，大《论利息》（１７５２年），载于大 休

谟《若干问题论丛》，两卷集，第１卷包括

道德、政治和文学概论，１７６４年伦敦新

版（Ｈｕｍｅ，Ｄ．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１７５２）．Ｉｎ：

Ｈｕｍｅ，Ｄ．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ｏｎｓｅｖｅｒ

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 ，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ｓｓａｙｓ，ｍｏ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 ｎｅｗ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６４）。——第４００—４０２页。

休谟，大《论商业》（１７５２年），载于大 休

谟《若干问题论丛》，两卷集，第１卷包括

道德、政治和文学概论，１７６４年伦敦新

版（Ｈｕｍｅ，Ｄ．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１７５２）．Ｉｎ：

Ｈｕｍｅ，Ｄ．Ｅｓｓａｙ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ｏｎｓｅｖｅｒ

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 ，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Ｅｓｓａｙｓ，ｍｏｒ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６４）。——第４００页。

《政治经济学大纲》（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见［卡泽诺夫，约 ］《政治

经济学大纲》。

《重农学派》，附欧 德尔的绪论和评注，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ｄｅ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见勃多

《经济表说明》，德尔《重农学派学说的

绪论》，杜邦 德 奈穆尔《论近代科学的

起源和进步》，杜邦 德 奈穆尔《魁奈医

生的学说》，魁奈《经济表的分析》，魁

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

魁奈《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般原

则》。    

《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

然体系》，［魁奈著作］文集，杜邦发行，

１７６７年来顿和巴黎版（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ｉｅ，ｏｕ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ｎａｔｕｒｅｌｌｅ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

ｍｅｎｔｌｅｐｌｕｓａｖａｎｔａｇｅｕｘａｕｇｅｎｒｅｈｕ

ｍａｉｎ．Ｒｅｃｕｅｉｌ［ｄ’ ｕｖｒｅｓｄｅＱｕｅｓｎａｙ］

ｐｕｂｌｉé ｐａｒＤｕＰｏｎｔ．ＬｅｙｄｅｅｔＰａｒｉｓ，

１７６７）。——第２３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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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 大 陆 评 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

Ｍｏｎｄｅｓ》）——新集第２４卷，１８４８年巴黎

版。——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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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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