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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洛贝尔图斯先生。

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１

［（１）农业中的超额剩余价值。在资本主义

条件下，农业的发展比工业慢］

  ［ —４４５］洛贝尔图斯先生。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

的第三封信：驳李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１８５１

年柏林版。

事先应该作以下说明。如果我们说，必要工资等于１０小时，

那末，这句话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如果，平均地说，１０小时

劳动（也就是等于１０小时的货币额）使农业短工能够购买他所必

需的一切生活资料——农产品、工业品等等，那末，１０小时劳动

也就是非熟练劳动的平均工资。因而，这里所说的是工人一日产

品中必须归他的那一部分产品的价值。这个价值最初以他所生产

的商品形式，也就是作为这种商品的一定量存在，他可以用这个

量——在扣除了他自己消费的那一部分（如果他消费这个商品的

话）之后——换得他所需要的生活资料。因此，在这里，对于他

的必要“收入”说来，工业、农业等等也具有意义，而不只是他

自己生产的使用价值才具有意义。但是，商品的概念本身就包含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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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这一点。工人生产的是商品，不简单是产品。所以，关于这一

点就不用多说了。

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

的国家中是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

谓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

现的产品量。

首先要注意，洛贝尔图斯所指的只是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就

是说，只是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增长，而不是

由于工作日本身延长而产生的剩余价值的增长。自然，任何绝对剩

余价值，从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相对的。劳动必须有足够的生产

率，使工人不致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而用去全部时间。但是，区别

也就从这里开始了。并且，如果说，最初劳动生产率很低，那末，需

要也非常简单（如奴隶的情况），主人自己的生活比仆人的生活好

得不太多。一个食利的寄生者出现所必需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是很

低的。如果我们在劳动生产率还很低、机器和分工等等还没有采用

的地方，看到有高的利润率，那末，这只有用以下几种情况来解释：

或者，象在印度那样，工人的需要极低，而工人本人甚至还被压到

这个极低的需要水平以下，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低，也就是固定

资本对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比例小，换句话说，花费在劳

动上的那部分资本对总资本的比例大；或者，劳动时间极度延长。

后面这种情况，则发生在那些已经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但是

要同发达得多的国家竞争的国家（例如，奥地利等）。在这里，工资

可能很低——部分是因为工人的需要比较不发展，部分是因为农

产品按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卖，或者对于资本家同样可以说农产品

的货币价值比较小。在劳动生产率低的情况下，在例如１０小时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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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劳动时间中生产出来的、用于支付工人工资的产品量也是小的。

但是，如果工人不是工作１２小时而是工作１７小时，这就可以［为

资本家］弥补低的劳动生产率。总之，不应该因为在某个国家中劳

动的相对价值随该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下降，就认为在不同国

家中工资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情况恰恰相反。在世界市场上一

个国家同其他国家相比，生产率越高，它的工资也就越高。在英国，

不仅名义工资比大陆高，实际工资也比大陆高。工人吃较多的肉，

满足较多的需要。可是，这只适用于工业工人，不适用于农业工人。

不过，英国的工资高的程度，没有达到英国工人的生产率超过其他

国家工人的生产率的程度。

由于农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低于工业工人的平均工资，地租（也

就是说，土地所有权的现代形式）已经成为可能，这是撇开由土地

肥力不同引起的地租差别而单单就地租的存在本身说的。因为，在

这里，资本家起初按照传统（因为旧时代的租地农民变成资本家早

于资本家变成租地农场主），一开始就从他的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

交给土地所有者，所以他就把工资压到水平以下，来弥补自己的损

失。随着工人从农村外逃，工资必然上涨，实际上也上涨了。但是，

当这种压力几乎还没有感觉出来的时候，机器等等就被采用了，农

村中又形成了（相对的）人口过剩（请看英国）。尽管劳动时间没有

延长，劳动生产力也没有发展，剩余价值可以由于工资压到传统水

平以下而增加。凡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生产的地方，实际上

都是这种情况。在这一点不能靠机器做到的地方，就靠把耕地变为

牧羊场来做到。因此，这里已经有了地租的可能性，［４４６］因为实际

上农业工人的工资不等于平均工资。地租存在的这种可能性，完全

不取决于产品价格——假定它等于产品价值。

５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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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的第二种增加，即价格不变，地租由于产品增加而增加，

李嘉图也知道，但是没有加以考虑，因为他是按每夸特，而不是按

每英亩计算地租的。他不会因为每夸特２先令的２０夸特比每夸特

２先令的１０夸特多，或者比每夸特３先令的１０夸特多，就说地租

增加了（按这种方式，即使价格下降，地租也可以增加）。

此外，不论怎样解释地租本身，农业同工业比起来，仍然存在

着重大差别：超额剩余价值的产生，在工业中是由于产品的生产较

便宜，而在农业中是由于产品的生产较贵。如果１磅棉纱的平均价

格等于２先令，而我能够用１先令把它生产出来，那末，为了争取

销路，我一定会把它按１１
２先令，或者至少低于２先令出卖。这样

做甚至是绝对必需的。因为较便宜的生产是以较大规模的生产为

前提的。这样一来，我就使市场商品充斥（同以前相比）。我必须出

卖比以前多的东西。如果１磅棉纱只花费我１先令，那末，这是由

于我现在生产比如说１００００磅，而以前只生产８０００磅。其所以便

宜，只是因为固定资本分摊到１００００磅上去了。如果我只出卖

８０００磅，那末，机器的损耗就会使每１磅的价格提高 １
５，即２０％。

因此，我为了能够出卖１００００磅，就以低于２先令的价格［比如说，

按１１
２先令］出卖。这样我仍然得到

１
２先令的超额利润，也就是我

的产品价值１先令（已经包括普通利润在内）的５０％。无论如何，

这样一来，我迫使市场价格下降，结果消费者一般按较便宜的价格

得到产品。而在农业中，在类似的情况下，我按２先令出卖，因为，

假定我的肥沃土地够用了，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就不会去耕种。如果

肥沃土地的数量增加了，或者较坏土地的肥力提高了，使我能够满

足需求，那末，问题就不存在了。李嘉图不仅不否认这一点，并且十

分明确地强调这一点。

６ 第 八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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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我们承认，土地肥力的不同不能解释地租本身，而

只能解释地租的差别，下面这一规律仍然存在：在工业中，超额利

润的获得通常是由于产品变得便宜，在农业中，地租的相对量的产

生则不仅由于产品相对变贵（肥沃土地的产品的价格提到它的价

值之上），并且由于便宜产品按较贵产品的生产费用出卖。但是，我

曾经指出过（蒲鲁东）２，这仅仅是竞争的规律，它不是从“土地”产

生，而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产生的。

其次，李嘉图在另外一点上也是正确的，不过他按照经济学家

的习惯，把历史现象变成永恒的规律。这个历史现象就是工业（真

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比农业发展快。农业生产率提高了，但是

比不上工业生产率提高的程度。在工业生产率提高到１０倍的地

方，农业生产率或许提高到２倍。因此，农业生产率，尽管绝对地说

提高了，相对地说却降低了。这一点仅仅证明资产阶级生产的极其

古怪的发展和它所固有的矛盾，但是并不妨碍下述论点的正确性：

农业生产率在相对地降低，因而同工业品相比，农产品的价值以及

地租都在提高。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相

比生产率相对地降低，这只是意味着，农业生产率不是以同样速度

和同样程度发展。

假定生产部门Ａ与生产部门Ｂ之比是１∶１。最初，农业生产

率较高，因为在农业中，参加生产的不仅有自然力，而且有自然

本身创造的机器；单个劳动者一开始就用这种机器进行劳动。因

此，在古代和中世纪，农产品比工业品相对地说便宜得多，这一

点从两种产品在平均工资中所占比例已经可以看出来（见威德的

著作）３。

假定１∶１还表示两个生产部门的生产率。如果现在生产部门

７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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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１０，也就是说，它的生产率增大到１０倍，而生产部门Ｂ＝３，也

就是说，只增大到３倍，那末，两个生产部门之比，以前是１∶１，现

在是１０∶３或１∶ ３
１０。相对地说，生产部门Ｂ的生产率降低了

７
１０，

虽然绝对地说它增加到３倍。对于最高的地租来说，这——同工业

对比——就好比它由于最坏土地的肥力减低了７
１０而提高一样。

诚然，从这里决不能象李嘉图所想的那样得出结论说，利润率

下降是因为工资由于农产品相对变贵［４４７］而提高了，——要知

道，平均工资不决定于加入该工资的产品的相对价值，而决定于这

些产品的绝对价值。但是从这里确实可以得出结论说，利润率（其

实，是剩余价值率）不是按加工工业生产力提高的比例提高的，并

且这是由于农业（不是土地）的生产率比较低的缘故。这是无庸置

疑的。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同工业的进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这

从俄国等这样的国家竟能在农产品市场上打击英国这一点就表现

出来了。较富国家的货币价值较小（就是说，对于较富国家说来，货

币的生产费用相对地小），在这里不起任何作用。因为问题恰恰在

于，为什么这种情况在较富国家同较穷国家的竞争中，不影响它们

的工业品，而只影响它们的农产品。（可是，这并不证明穷国生产比

较便宜，它们的农业劳动生产率高。即使是美国，不久以前统计材

料证明，按既定价格出卖的小麦总量的确增加了，但这不是因为每

一英亩出产小麦多了，而是因为种小麦的亩数多了。有些国家拥有

大量土地，在大地段上进行粗放耕作，用同量劳动提供的产品，就

绝对量来说，大于比较发达的国家在小得多的地段上提供的产品，

但是，不能说，前者的土地的生产率高于后者。）

转而耕种生产率较低的土地，不一定证明农业生产率下降。相

反，它可以证明农业生产率提高；耕种贫瘠土地，不仅因为农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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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格已经提高到足以补偿投入土地的资本的程度，而且因为

生产资料的发展已经达到使不生产的土地变成“生产的”土地，使

它能够不仅支付普通利润，并且还支付地租的地步。对于生产力的

一定发展阶段说来是肥沃的土地，对于生产力的较低发展阶段说

来，就是贫瘠的土地。

在农业中，绝对延长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增加绝对剩余价值，

只有很小的可能。在农业中，劳动不能借瓦斯照明等等。当然，在

夏季和春季可以早起。但是，这一点，由于冬季昼短，一般干活较

少，就被抵销了。因此，就这方面说，工业中绝对剩余价值比较大，

除非法律上强制规定正常工作日。农业中创造的剩余价值量比较

小的第二个原因是，农产品长时间滞留在生产过程中而没有新的

劳动加在它上面。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除了如畜牧业、养羊业等

绝对排挤人口的一些农业部门以外，甚至在最先进的大农业中，使

用的人数对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比例，总是比工业，至少比主要工业

部门大得多。因此，从这一方面说，即使由于上述原因，农业中的剩

余价值量小于工业中使用相同人数时得到的剩余价值量（这种情

况又部分地由于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平均水平之下而被抵销），农

业的利润率仍可能大于工业的利润率。但是，如果说在农业中存在

着提高利润率（不是暂时提高，而是同工业相比，平均地提高）的某

些原因（上述这些，我们只是大略谈了一下），那末，单单土地所有

者的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使这种超额利润不是进入一般利润率

的平均化过程，而是固定下来，落到土地所有者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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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作为

农业中的不变资本要素的农业原料价值］

  考察洛贝尔图斯的理论时要回答的问题，总的说来，归结如

下。

预付资本的一般形式是：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机器 原料      劳动力

不变资本的两个要素，一般地说，就是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劳动对象不一定是商品，不一定是劳动产品。因此，劳动对象作为

劳动过程的要素虽然永远存在，但作为资本的要素可能不存在。土

地是土地耕种者的劳动对象４，煤矿是煤炭业者的劳动对象，水域

是渔夫的劳动对象，森林是猎人的劳动对象。但是，当上述劳动过

程三要素也作为资本三要素出现，就是说，它们三者都是商品，都

是一种具有交换价值并且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时候，资

本具有最完整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这三个要素也就都进入价值

形成过程，虽然机器不是按它进入劳动过程多少，而只是按它被劳

动过程消耗多少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缺少其中一个要素，能否使缺少这个要素的生

产部门的利润率（不是剩余价值率）提高呢？一般地说，这个问题可

由下面的公式本身来回答：

利润率等于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总额之比。

全部研究是在这种假定下进行的：剩余价值率不变，就是说，

产品价值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分配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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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８］剩余价值率＝
ｍ
ｖ；利润率＝

ｍ
ｃ＋ｖ。因为ｍ’即剩余价值率

是既定的，ｖ也就既定，而且 ｍ
ｖ被假定为常量。所以，

ｍ
ｃ＋ｖ的量只有

在ｃ＋ｖ变化时才变化，又因为ｖ是既定的，所以
ｍ
ｃ＋ｖ只有在ｃ减小

时增大，或者在ｃ增大时减小。并且，
ｍ
ｃ＋ｖ的增大或减小，不是同ｃ∶

ｖ成比例，而是同ｃ∶ｃ＋ｖ之和成比例。假设ｃ＝零，那末
ｍ
ｃ＋ｖ＝

ｍ
ｖ。

换句话说，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等于剩余价值率，而这就是利润

率不能超越的极限，因为任何计算方法都不能改变ｍ和ｖ的量。

如果ｖ＝１００，ｍ＝５０，那末 ｍ
ｖ＝

５０
１００＝

１
２＝５０％。现在如果加上不变

资本１００，那末利润率＝ ５０
１００＋１００＝

５０
２００＝

１
４＝２５％。利润率减了一

半。如果把１５０加到１００上，那末利润率＝ ５０
１５０＋１００＝

５０
２５０＝

１
５＝

２０％。在第一种情况下，总资本＝ｖ＝可变资本，因而利润率＝剩余

价值率。在第二种情况下，总资本＝２×ｖ，因而利润率只有剩余价

值率的一半。在第三种情况下，总资本＝２１
２×１００＝２

１
２×ｖ＝

５
２

×ｖ。在这里，ｖ只是总资本的
２
５。剩余价值＝ｖ的

１
２，１００的

１
２，因

此只是总资本的 ２
５的

１
２，也就是说，只是总资本的

２
１０。（

２５０
１０＝２５，而

２５０的 ２
１０＝５０。）而

２
１０就是２０％［也就是说，利润率是剩余价值率的

２
５］。

因此，这些是一开始就确定了的。如果ｖ和 ｍ
ｖ不变，那末ｃ这

个量究竟由哪些部分构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ｃ是一定量，

例如等于１００，那末，不论ｃ分成５０是原料和５０是机器，或者１０

是原料和９０是机器，或者０是原料和１００是机器，或者反过来，都

完全没有关系，因为决定利润率的是 ｍ
ｃ＋ｖ这个比例；构成ｃ的各个

生产要素，作为价值部分，同整个ｃ之比究竟如何，在这里是没有

关系的。例如，在煤的生产中，可以把原料（本身又用作辅助材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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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除外）看作零，而假定全部不变资本都是由机器（包括建筑物、劳

动工具在内）构成。另一方面，在缝纫业者那里，可以假定机器等于

零（就是说，在大缝纫业者还没有应用缝纫机的地方，另一方面，象

目前伦敦有一部分做法那样，甚至把建筑物都节省掉，让自己的工

人在家里劳动；这是件新鲜事：第二种分工又以第一种分工形式出

现５），于是，在这个缝纫业者那里，全部不变资本都归结为原料。如

果煤炭业者把１０００花费在机器上，把１０００花费在雇佣劳动上，缝

纫业者则把１０００花费在原料上，把１０００花费在雇佣劳动上，那

末，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这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也相等。我们假

定，剩余价值＝２０％，在这两种情况下，利润率就都＝１０％，即２００
２０００

＝ ２
２０＝

１
１０＝１０％。因此，如果说ｃ的组成部分即原料和机器之间的

比例，对利润率有影响，那只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才可能：第一，如

果ｃ的绝对量由于这个比例发生变化而有了变化；第二，如果ｖ的

量由于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这个比例而有了变化。这里，必定是生

产本身发生了有机变化，而不能归结为这样一个简单的同义反复：

如果ｃ的一定部分在总数中占较小的部分，那末ｃ的另一部分在

总数中一定占较大的部分。

在一个英国租地农场主的实际开支中，工资＝１６９０镑，肥料

＝６８６镑，种子＝１５０镑，牛饲料＝１００镑。因而用于“原料”的是

９３６镑，比工资的一半还多。（见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

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１６６页）

“在弗兰德〈比利时〉，这一带从荷兰进口肥料和干草〈用于种植亚麻等。

作为交换，这一带出口亚麻和亚麻籽等〉…… 荷兰各城市的垃圾成了交易

品，经常以高价卖给比利时…… 从安特卫普溯些耳德河而上约２０英里，就

可以看到从荷兰运来的肥料的堆栈。肥料贸易由一帮资本家用荷兰船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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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等等。①（班菲尔德的著作）
６

既然连普通粪便这样的肥料都成了交易品，骨粉、鸟粪、炭酸

钾等就更不用说了。这里，生产要素用货币来估价，不只是生产中

的形式上的变化。为了提高生产率，把新的物质送到地里，而把地

里旧的物质卖出去。这也不单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以前的

生产方式之间的形式上的差别。随着人们认识到换种的重要性，连

种子交易也越来越重要了。因此，就真正的农业来说，如果说没有

“原料”——并且是作为商品的原料——加入农业（不论是农业自

己把它再生产出来，还是把它作为商品买进、从外面取得，都一

样），那是可笑的。如果说机器制造业者［４４９］自己使用的机器不作

为价值要素加入他的资本，那是同样可笑的。

一个年年自己生产自己的生产要素（种子、肥料等等），并且自

己全家吃掉自己的一部分谷物的德国农民，只是为了购置少数农

具和支付工资才（为生产本身）支出货币。假定他的全部支出的价

值等于１００［其中５０用货币支付］。他以实物形式消费产品的一半

（［这里也包括实物形式的］生产费用）。他把另一半出卖，比如说得

到１００。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总的［货币］收入等于１００。如果他按

资本５０来计算［他的货币形式的纯收入］，那就是１００％［利润］。

如果现在［作为利润得到的］５０中有 １
３交地租，

１
３交税款（合计３３

１
３），他自己留下１６

２
３，按５０计算，就是３３

１
３％。但是，实际上他

只得到［所支出的１００的］１６２
３％。这个农民完全算错了，自己骗

了自己。在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那里是不会有这种错误计算的。

马蒂约·德·东巴尔《农业年鉴》１８２８年巴黎版第四分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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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按照对分制租佃契约（例如贝里省），

“土地所有者提供土地、建筑物，通常还提供全部或一部分牲畜和生产所

必需的农具；租地农民方面提供自己的劳动，此外不提供或几乎不提供什么。

土地的产品拿来对分。”（第３０１页）“对分制租地农民通常是贫困不堪的人。”

（第３０２页）“如果对分制租地农民预付１０００法郎，增加总产品１５００法郎〈即

总利润５００法郎〉，他必须同土地所有者对分，因而只得到７５０法郎，也就是

说，自己的预付资本损失２５０法郎。”（第３０４页）“在以前的耕作制下，生产支

出即生产费用几乎完全以实物形式从产品本身取得，以供饲养牲畜并供土地

耕种者和他的家庭消费；几乎完全没有现金支出。只有这种情况才会使人相

信，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民可以分享没有在生产中消费掉的全部收成；但是，

这种做法只适用于这种农业，即处于低水平的农业；人们一旦想要在农业中

实行某种改良，就会立即发觉，只有预先付出一笔款项才可能做到，而这笔款

项必须从总产品中扣出，供下年生产之用。因此，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民对总

产品的任何分成，对任何改良都是不可克服的障碍。”（第３０７页）

［（３）农业中的价值和平均价格７。绝对地租］

［（ａ）工业中利润率的平均化］

 洛贝尔图斯先生对于竞争调节正常利润，或平均利润，或一般

利润率，总的说来，似乎是这样想的：竞争使商品还原为它们的实

际价值，就是说，竞争调节商品价格之间的比例，使物化在各种商

品中的劳动时间的相当量，以货币或其他某种价值尺度表现出来。

当然，这种调节，不是使这种或者那种商品的价格在任何时候、任

何一定时刻都等于或都必定等于它的价值。［照洛贝尔图斯的想

法，这种调节是这样进行的。］例如，商品Ａ的价格提高到它的价

值以上，并且，这种价格在一定时间内保持这个高度或者甚至继续

提高。资本家Ａ的利润因而提高到平均利润以上，因为他不仅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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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自己的“无酬”劳动时间，而且占有其他资本家“生产”的无酬

劳动时间的一部分。与此相应——在其他商品的货币价格不变的

情况下——必然有这个或那个生产领域的利润下降。如果该商品

作为一般生活资料加入工人的消费，这就会使其他一切部门的利

润率下降；如果该商品成为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就会使那些以

该商品作为不变资本要素的生产部门的利润率下降。

最后，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即这种商品既不作为要素加入任何

不变资本，也不是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因为，工人随自己的意可

买可不买的那些商品，工人是作为一般消费者而不是作为工人去

消费的），而是消费品，一般个人消费品。如果这种商品作为消费品

加入工业资本家本人的消费，那末，它的价格提高决不影响剩余价

值量或剩余价值率。但是，如果资本家想要保持他原来的消费水

平，那末，利润（剩余价值）中被他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同被他用

于工业再生产的部分相比就会增加。这样，用于再生产的部分就会

减少。因此，由于Ａ的价格提高，或者说，Ａ的利润提高到平均利

润率以上，经过一定时期（这个时间也是由再生产决定的），Ｂ、Ｃ等

的利润量就会降低。如果商品Ａ完全加入非工业资本家的消费，

那末，同以前相比，这些非工业资本家消费商品Ａ多了，而消费商

品Ｂ、Ｃ等少了。对商品Ｂ、Ｃ等的需求会减少；它们的价格将下降，

而在这种情况下，Ａ的价格的提高，或者说，Ａ的利润提高到平均

利润率以上，会通过压低Ｂ、Ｃ等的货币价格，使Ｂ、Ｃ等的利润降

到平均利润率以下（这同前面所举的情况不同，在那里，Ｂ、Ｃ等的

货币价格是［４５０］保持不变的）。利润率降到普通水平以下的Ｂ、Ｃ

等领域的资本，将离开它们自己的生产领域，转入Ａ生产领域；在

市场上不断重新出现的一部分资本，尤其是这样，这种资本当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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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挤进更加有利可图的Ａ生产领域。由于这个原因，商品Ａ的

价格，在若干时间以后，将会降到它的价值以下，并且在或长或短

的一段时间内继续下降，直到相反的运动重新开始为止。在Ｂ、Ｃ

等领域中，将发生相反的现象，部分由于商品Ｂ、Ｃ等的供给因资

本流出而减少，就是说，由于这些领域本身发生了有机变化，部分

则由于Ａ领域中过去发生的变化现在以相反方向作用于Ｂ、Ｃ等

领域。

顺便指出：在刚才描述的运动中，虽然商品Ｂ、Ｃ等的货币价

格（假定货币的价值不变）提高到商品Ｂ、Ｃ等的价值以上，因而

Ｂ、Ｃ等的利润率也提高到一般利润率以上，但是，商品Ｂ、Ｃ等的

货币价格，有可能再也达不到它们原来的水平。改良、发明、生产资

料的更大节约等等，不是在价格提高到自己的平均水平以上的时

候运用，而是在价格降到这个水平以下、因而利润降到普通利润率

以下的时候运用。因此，在商品Ｂ、Ｃ等的价格下降的时期，它们的

实际价值可能下降，换句话说，为生产这些商品所需的最低限度的

劳动时间可能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当商品的价格超过它的价

值的程度，等于表现它的新价值的价格和表现它的较高的原有价

值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的时候，商品才能恢复它以前的货币价格。在

这种情况下，商品价格将会通过影响供给、影响生产费用来改变商

品的价值。

上述运动的结果就是这样：如果就商品价格在商品价值上下

波动的平均数来看，或者说，如果就上下波动平均化的时期——不

断反复出现的时期——来看，那末平均价格等于价值，因而一定生

产领域的平均利润也等于一般利润率；因为，在这个领域中，虽然

随着价格的涨落，或者，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生产费用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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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利润提高到原来的利润率以上或降到原来的利润率以下，但是

就一个时期平均起来，商品是按自己的价值出卖的，因而，赚到的

利润等于一般利润率。这就是亚·斯密的观点，尤其是李嘉图的观

点，因为后者更明确地坚持真正的价值概念。洛贝尔图斯先生也从

他们那里接受了这个观点。可是，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资本的竞争究竟产生什么结果呢？在任何一个平均化的时期

中，商品的平均价格是这样的：这种价格向每个领域的商品生产者

提供同样的利润率，譬如１０％。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每

种商品的价格，比这种商品使资本家花费的、资本家为生产它而支

出的生产费用，高出十分之一。一般说来，这不过是说，等量资本提

供等量利润，每种商品的价格，比在这种商品上预付、消费或者体

现的资本的价格，高出十分之一。但是，如果以为资本按照自己的

大小，在不同的领域中生产相同的剩余价值，那是完全错误的。｛这

里我们完全不考虑，一个资本家是否比另一个资本家强迫工人劳

动更长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假定，在一切领域中，绝对工作日是一

样的。绝对工作日的差别，一部分由不同长度的工作日的劳动强度

等抵销了，一部分不过表现为强求的超额利润、例外等。｝即使假定

绝对工作日在一切领域中是一样的，就是说，假定剩余价值率是既

定的，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

在资本量相等的情况下，——并且在上述假定的条件下，——

这些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依下述情况不同而不同：第一，资本

的有机组成部分即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第二，资本的

周转时间，因为这个时间取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

以及不同种类固定资本的不同的再生产期间；第三，和劳动时间本

身长度不同的、真正生产期间的长度，８这个长度也决定生产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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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流通期间的比例的重大差别。（上述第一个比例，即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本身，可以由非常不同的原因产生。例如，它

可以仅仅是形式上的，——当一个生产领域加工的原料比另一个

生产领域加工的原料贵的时候，就是这样，——或者，它可以由不

同的劳动生产率产生，等等。）

因此，如果商品按其价值出卖，或者说，如果商品的平均价格

等于其价值，那末，利润率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必定是完全不同

的；在一种情况下，它会是５０％，在其他情况下，它会是４０％、

３０％、２０％、１０％等。例如，拿Ａ领域一年的商品总量来看，它的价

值等于预付在它上面的资本加上它所包含的无酬劳动。在Ｂ、Ｃ领

域中也是一样。但是因为Ａ、Ｂ、Ｃ包含的无酬劳动量不同，例如，Ａ

包含的大于Ｂ包含的，Ｂ包含的大于Ｃ包含的，商品Ａ给自己的

生产者提供比方说３Ｍ（Ｍ 是剩余价值），商品Ｂ提供２Ｍ，商品Ｃ

提供Ｍ。因为利润率决定于剩余价值和预付资本之比，而预付资

本，根据假定，在Ａ、Ｂ、Ｃ等领域中是一样的，所以，［４５１］如果Ｃ

代表预付资本，那末，这些领域的不同的利润率就等于３ＭＣ、
２Ｍ
Ｃ、

Ｍ
Ｃ。

因此，资本的竞争要使利润率平均化，在上述例子中，只有使Ａ、

Ｂ、Ｃ领域的利润率等于
２Ｍ
Ｃ、
２Ｍ
Ｃ、
２Ｍ
Ｃ。这样，Ａ将会把它的商品卖得

比它的价值便宜１Ｍ，而Ｃ把它的商品卖得比它的价值贵１Ｍ。Ａ

领域的平均价格将低于商品Ａ的价值，Ｃ领域的平均价格将高于

商品Ｃ的价值。

Ｂ的情况说明，商品的平均价格同价值一致，确实可能发生。

这发生在Ｂ领域本身生产的剩余价值等于平均利润的时候，也就

是说，这时候，在这个领域中，资本的不同部分的相互比例，等于

（如果把资本的总额，资本家阶级的全部资本，当作一个量，按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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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计算全部剩余价值，不问这些剩余价值由总资本的哪个领域

生产出来）总资本不同部分的相互比例。在这个总资本中，周转时

间等等也平均化了；这整个资本按例如一年周转一次计算，等等。

于是，这个总资本的每个部分，实际上就会根据自己的大小，按比

例来瓜分全部剩余价值，各自取得全部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既然

每一单个资本被看作这个总资本的股东，那末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第一，单个资本的利润率同其他任何资本的利润率是一样的，等量

资本提供等量利润；第二，这是从第一点自然得出的，就是，利润量

取决于资本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家在这个总资本中拥有的股数。资

本的竞争力图把每个资本作为总资本的一部分来对待，并且根据

这一点来调节每个资本取得剩余价值的份额，也就是说，调节利

润。竞争通过它的平均化作用或多或少达到了这个目的。（竞争在

个别领域中遇到特殊障碍的原因不应在这里研究。）直截了当地

说，这无非是资本家们努力（而这种努力就是竞争）把他们从工人

阶级身上榨取的全部无酬劳动量（或这个劳动量的产品）在他们相

互之间进行分配，而且这种分配不是根据每一个特殊资本直接生

产多少剩余劳动，而是根据：第一，这个特殊资本在总资本中占多

大部分；第二，总资本本身生产的剩余劳动总量。资本家们既作为

同伙又作为敌手来瓜分赃物——他们所占有的别人劳动，于是他

们每个人占有的无酬劳动，平均说来，同其他任何一个资本家占有

的一样多。９

竞争是通过调节平均价格来实现这种平均化的。但是，这种平

均价格本身，使商品高于或低于它的价值，以致该商品不能比其他

任何商品提供较大的利润率。因此，认为资本竞争是通过使商品价

格等于价值来确立一般利润率的说法，是错误的。相反，竞争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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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下途径来确立一般利润率的：它把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平均

价格，在平均价格中，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到另一种商

品上，等等。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包含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

量。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商品包含的有酬劳动（物化劳动或活劳

动）量加无酬劳动的平均份额，这个平均份额不取决于它原来是否

如数包含在这种商品本身，换句话说，不取决于原来包含在该商品

的价值中的无酬劳动是大还是小。

［（ｂ）地租问题的提法］

可能，—— 这一点我留到以后研究，不属于本册１０研究范

围，——某些生产领域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的，这种环境阻碍它

们的价值转化为上述意义的平均价格，也就是说，不让竞争取得这

种胜利。如果，比如说，农业地租或矿山地租就是这种情况（有一些

租，完全只能用垄断来说明，例如伦巴第和亚洲某些地区的水租；

又如实际是地产租的房租），那末，从这里得出的结论是，当所有工

业资本的产品的价格提高或者降低到平均价格的水平的时候，农

产品的价格却始终等于自己的价值，而这个价值将高于平均价格。

这里是否存在着一种障碍，使这个生产领域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被

当作本领域财产来占有的部分，大于按照竞争规律应得的部分，大

于按照投在这个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份额应得的部分？

我们假定有这样一些工业资本，它们不是暂时地，而是由于它

们的生产领域的性质，［４５２］比其他生产领域中同量工业资本多生

产１０％，或２０％，或３０％的剩余价值。我说，如果这些资本能够在

竞争面前保住这种超额剩余价值，不让它参加决定一般利润率的

总计算（分配），那末，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些资本发挥作用的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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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领域中，就会有两个不同的获利者，一个取得一般利润率，另

一个取得该领域所独有的超额部分。每一个资本家，为了有可能把

他的资本投入该领域，就要对这个享受特权的人支付、交付这个超

额部分，而他自己同其他任何一个在相同条件下经营的资本家一

样，为自己保住一般利润率。既然农业中的情况是这样，那末，这

里，剩余价值分解为利润和地租，完全不是表明劳动本身在这里比

在加工工业中“具有更高的生产率”（从生产剩余价值的意义上来

说）；因此，把任何创造奇迹的力量归于土地是毫无理由的，并且，

这本身就是可笑的，因为价值等于劳动，从而，剩余价值决不能等

于土地。（诚然，相对剩余价值可能取决于土地的自然肥力，但是，

无论如何不能由此得出土地产品价格较高的结论。倒是恰恰相

反。）也不必找李嘉图的理论帮忙，这个理论本身令人讨厌地同马

尔萨斯废话联结在一起，得出可鄙的结论，特别是，这个理论同我

的相对剩余价值学说，即使在理论上不是对立的，在实践上也把它

的意义抹去了一大部分。

在李嘉图那里，问题的全部要点如下：

地租（例如在农业中）——照他的假定——在农业以资本主义

方式经营、有租地农场主存在的地方，只能是超过一般利润的余

额。土地所有者取得的地租是否真正是这种资产阶级经济学意义

上的地租，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可能纯粹是工资的扣除部分（参

看爱尔兰的情况），也可能部分地靠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被压到利润

的平均水平以下而得到。这一切可能的情况在这里是绝对无关紧

要的。地租之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成为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的、

具有特征的形式，只在于它是超过（一般）利润的余额。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商品小麦，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按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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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出卖，就是说，按照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同其他商品交换。｛这

是第一个错误的前提，它人为地使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了。商品按其

价值交换只是例外。商品的平均价格是按另外的方式决定的。见

上述。｝种植小麦的租地农场主同其他所有资本家一样，赚得同样

的利润。这证明，他同其他所有资本家一样，占有自己工人的无酬

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究竟还从哪里产生地租呢？地租无非代

表劳动时间。为什么剩余劳动在工业中只等于利润，而在农业中却

应该分解为利润和地租呢？如果农业中的利润等于其他各个生产

领域的利润，这怎么可能呢？｛李嘉图的不正确的利润观点，以及他

把利润和剩余价值直接混淆起来，在这里也是有害的。这些使他考

察问题更困难了。｝

李嘉图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是：假定困难在原则上是不存在

的。｛确实，这是在原则上解决困难的唯一方式。不过，这可以有两

种办法。或者证明，与一定原则矛盾的现象只是某种表面的东西，

只是从事物本身发展中产生出来的假象。或者象李嘉图所作的那

样，在某一点上抛开困难，然后把这一点作为出发点，从这里出发，

可以说明造成困难的现象在另一点上存在。｝

李嘉图假定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不论

是指个别农场的不付地租的那部分资本，或者是指农场的不付地

租的那部分土地；总之，这里是指投入农业而不付地租的资本｝同

其他任何一个资本家的资本一样，只提供利润。这个假定甚至是李

嘉图的出发点，它也可以这样表达：

最初，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只提供利润｛但是，这个伪历史形式

是无关重要的，它是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编造其他类似“规

律”时所共有的｝，这笔资本不支付地租。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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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产业资本没有区别。只因为对于谷物的需求增加了，结果，和

其他生产部门不同，不得不向“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找出路，这

才产生地租。由于生活资料涨价，租地农场主（假定的最初的租

地农场主）同其他任何产业资本家一样受损失，因为租地农场主

也不得不给自己的工人多支付报酬。但是，租地农场主由于自己

的商品的价格提高到它的价值以上，占了便宜。他所以占便宜，第

一，因为加入他的不变资本的其他商品，同他的商品比起来，相

对价值下降了，于是他按比较便宜的价格购买这些商品；第二，因

为他以较贵的商品形式占有他的剩余价值。这样一来，这个租地

农场主的利润就提高到已经降低的平均利润率以上。于是，另一

个资本家去经营较坏的 等地，这块土地，在这个利润率较低的

情况下，能够按 的产品的价格提供产品，甚至还稍便宜一些。不

管怎样，我们现在［４５３］在 等地上又有了使剩余价值仅仅归结

为利润的正常关系，然而因此我们已经把 的地租解释了，也就

是说，因为存在着两种生产价格，而 的生产价格同时就是 的

市场价格。这就完全象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工业品提

供暂时的超额利润一样。除利润外还包含地租的小麦价格，虽然

也是仅仅由物化劳动构成，虽然也等于小麦的价值，但是，它不

等于小麦本身包含的价值，而等于 上种植的小麦的价值。两种

市场价格并存是不可能的。｛李嘉图因为利润率下降而引进租地农

场主 ，斯特林则由于谷物价格使工资下降而不是提高，让租地

农场主 登场。这种下降的工资使租地农场主 能够以原来的利

润率经营 等地，虽然这块土地比较不肥沃。１１｝地租的存在既然

这样来解释，其余也就不难推论了。地租的差别同肥力的差别相

适应等等，自然还是正确的。但是，肥力的差别本身并不证明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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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去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

因此，李嘉图的理论就是这样。因为给租地农场主 提供超额

利润的上涨了的小麦价格，给租地农场主 提供的甚至不是原来

的利润率，而是较低的利润率，所以，很清楚， 的产品包含的价值

大于 的产品，或者说， 的产品是较多劳动时间的产品，它包含

较多的劳动量；因此，为了生产同样多的产品，例如一夸特小麦，就

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地租的增长，将同土地肥力的这种不断降

低的情况相适应，或者说，将同生产例如一夸特小麦所必需花费的

劳动量的增加相适应。当然，如果增加的只是支付地租的夸特数，

李嘉图是不会说地租“增长”的，在李嘉图看来，只有同样一夸特的

价格增长，例如从３０先令涨到６０先令，地租才是增长了。诚然，李

嘉图有时忘记了，地租的绝对量在地租率下降的情况下可能增长，

正如利润的绝对量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可能增长一样。

另外一些人（例如凯里）想绕过这个困难，他们干脆用另一种

方式否认这个困难的存在。据说，地租只是以前投入土地的资本的

利息。１２所以，地租也只是利润的一种形式。因此，这里，地租的存

在被否定了，从而地租实际上就被解释掉了。

另外一些人，例如布坎南，把地租看成纯粹是垄断的后果。再

看霍普金斯的著作。１３这里，地租完全归结为超过价值的附加部

分。

在奥普戴克先生那里，土地所有权或地租是“资本价值的合法

反映”１４，这是美国佬所特有的。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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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嘉图那里，由于两个错误的假定，增加了研究的困难。｛确

实，李嘉图不是地租理论的发明者。威斯特和马尔萨斯在李嘉图之

前已经出版了自己关于地租理论的著作。然而，来源是安德森。但

是，李嘉图的特点是他的地租理论和他的价值理论的相互联系（虽

然在威斯特的著作中也不是完全没有真实联系）。马尔萨斯后来同

李嘉图在地租问题上的论战证明，马尔萨斯甚至并不理解他从安

德森那里借用的理论。｝如果从商品价值决定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

劳动时间（以及价值无非是物化了的社会劳动时间）这个正确的原

则出发，那末，自然得出结论说，商品的平均价格决定于生产商品

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如果平均价格等于价值这一点得到证明，这个

结论就会是正确的。可是，我证明情况恰好相反：正因为商品价值

决定于劳动时间，商品平均价格决不能等于商品价值（只有一个情

况除外，就是某一个生产领域的所谓个别利润率，即由这个生产领

域本身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利润，等于总资本的平均利润

率），虽然平均价格这个规定只是从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引伸出

来的。

由此首先得出一个结论：即使有些商品的平均价格（如果撇开

不变资本的价值不说）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而工资和利润又处于

正常水平，是平均工资和平均利润，这种商品，也可能高于或者低

于它们自己的价值出卖。因此，一种商品的剩余价值只表现为正常

利润的项目这个情况并不足以证明，这种商品就是按它的价值出

卖，同样，商品除利润外［４５４］还提供地租这个情况也不足以证明，

这种商品是高于它的内在价值出卖的。既然确定，一种商品所实现

的资本的平均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可能低于商品自己的、由商品

中实际包含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利润率，那就可以由此得出结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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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个特殊生产领域的商品，除了提供这种平均利润率以外，还提

供第二个剩余价值量，这种剩余价值量具有特殊的名称，比如叫作

地租，那末，这并不使利润加地租，即利润与地租之和，一定要大于

这个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既然［资本家所得的］利润可能

小于该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小于该商品所包含的无酬

劳动量，那末，利润加地租也就不一定要大于商品的内在剩余价

值。

的确，剩下还要说明的是，为什么这类现象发生在一个不同于

其他生产领域的特殊生产领域。但是，解决这个问题已经非常容易

了。提供地租的这种商品和其他一切商品的不同之处在于一部分

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高于它们的内在价值，但其程度只是使它们

的利润率提到一般利润率水平；而另一部分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

低于它们的内在价值，但其程度只是使它们的利润率降到一般利

润率水平；最后，第三部分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它们的内在价

值，但这只是因为它们在按它们的内在价值出卖时提供一般利润

率。提供地租的商品同所有这三种情况都不相同。在任何情况下，

这种商品出卖的价格都是这样的：这种商品所提供的利润，大于由

资本的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平均利润。

现在产生的问题是：在这里，上述三种情况中哪一种情况或者

其中哪几种情况可能发生？提供地租的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剩余价

值在该商品的价格中是否得到实现？如果是这样，上述第三种情

况就被排除了，在第三种情况下，商品的全部剩余价值之所以在

它们的平均价格中得到实现，是因为它们只有这样才提供普通利

润。因此这种情况不属于考察的范围。同样，按照这个假定，第

一种情况，就是在商品的价格中实现的剩余价值高于它的内在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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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的情况，也不属于考察的范围。因为我们恰恰假定，在提

供地租的商品的价格中“实现了它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因此，这

种情况同第二种情况相类似，在第二种情况下，商品的内在剩余

价值高于在它们的平均价格中实现的剩余价值。同这第二种情况

下的商品一样，特殊生产领域的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以利润

的形式出现，并降低到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在这里形成所花

费的资本的利润。但是，和第二种情况下的商品不同，在我们所

考察的这些例外的商品的价格中，也实现了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

超过这个利润的余额，但是这个余额不是落到资本所有者手里，而

是落到别的所有者手里，就是说，落到土地、自然因素、矿山等

等的所有者手里。

也许这些商品的价格被哄抬到足以提供多于平均利润率的东

西吧？例如，在（真正的）垄断价格的情况下就是这样。这个假定

——对于每一个可以自由使用资本和劳动，而生产就使用的资本

量来说已经服从于一般规律的生产领域——不仅是ｐｅｔｉｔｉ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ｉ〔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并且是同科学和资本主义生产

（前者仅仅是后者的理论表现）的基础直接矛盾的。因为，这种假设

的前提恰恰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东西，即在一个特殊生产领域中，商

品的价格所提供的必然要比一般利润率，比平均利润多，为此，商

品必然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因而，它的前提是，农产品不受商品

价值和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规律影响。并且，所以以此为前提，是

因为初看起来，利润之外还特别存在地租，造成了这种假象。所以，

上述假设是荒谬的。

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假设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存在着特殊

的条件，存在着某种影响，使商品的价格实现了商品的［全部］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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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而不是象第二种情况下的商品，其价格只在一般利润率

所提供的利润的限度内实现其剩余价值。在所考察的特殊生产领

域中，商品的平均价格并没有降到商品的剩余价值以下，以致它们

只提供一般利润率，或者说，以致它们的平均利润不大于其他一切

使用资本的生产领域。

这样一来，问题已经大大简化了。问题已经不是要说明，一种

商品的价格，怎么除了提供利润之外还提供地租，——因而，它表

面上看来，违背了一般价值规律，并且通过把它的价格提到高于它

的内在剩余价值，而给一定量资本提供了大于一般利润率所能提

供的东西。相反，问题是要说明：这种商品在商品价格平均化而导

致平均价格的过程中，怎么不把它的内在剩余价值让一些给其他

商品，使它只留下平均利润；这种商品怎样把自己剩余价值中构成

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的那部分也加以实现。因此，问题在于一个在

该生产领域投资的租地农场主，他出卖商品的价格，怎么会使这种

商品除了给他提供普通利润外，同时还使他能够把实现的商品剩

余价值超过这个利润的余额，付给第三者即土地所有者。

［４５５］这样提出问题的提法本身，就已经包含问题的解答。

［（ｃ）土地私有权是绝对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

农业中剩余价值分解为利润和地租］

  十分简单：一定的人们对土地、矿山和水域等的私有权，使他

们能够攫取、拦截和扣留在这个特殊生产领域即这个特殊投资领

域的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超过利润（平均利润，由一般利润率决

定的利润）的余额，并且阻止这个余额进入形成一般利润率的总过

程。这部分剩余价值，甚至在一切工业企业中也被拦截，因为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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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地方，都要为使用地皮（工厂建筑物、作坊等所占的地皮）付地

租，因为即使在可以完全自由占用土地的地方，也只有在多少是人

口稠密和交通发达的地点才建立工厂。

如果在最坏的土地上得到的商品，属于平均价格等于价值的

第三类商品，就是说，属于这样一类商品，它们的全部内在剩余价

值在它们的价格中得到实现，因为它们只有这样才提供普通利

润，——那末，这块土地就不付任何地租，土地所有权在这里就只

是名义上的。假如这里付一笔租金，那末，这不过证明小资本家们

满足于赚取低于平均利润的利润，在英国有一部分就是这种情况

（见纽曼的著作）１５。当地租率大于商品的内在剩余价值和平均利

润的差额的时候，总是这种情况。甚至有的土地，耕种它至多只够

补偿工资，因为，虽然劳动者在这里用他的整个工作日为自己劳

动，但是他的劳动时间超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的劳动生产率低

于这个劳动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生产率，虽然他用１２小时为自己

劳动，他生产的产品几乎没有工人在比较有利的生产条件下用８

小时生产的多。这就好比与机器织机竞争的手工织工的情况一样。

这个手工织工的产品，的确包含１２劳动小时，但是它只等于８小

时或者还不到８小时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只有８个必要劳动小

时的价值。如果在类似情况下，一个茅舍贫农支付租金，那末这笔

租金纯粹是他的必要工资的扣除部分，不代表任何剩余价值，更不

代表任何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

假定在某一国家，例如美国，进行竞争的租地农场主的

人数还很少，土地占有还不过是形式，每一个人都可以找到空

闲的土地来投资耕种，而不必经过在他以前已经经营土地的所有

者或租地农场主的许可。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因位于人口稠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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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带而被垄断的土地以外，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租地农场主生

产的超过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在他的产品的价格中可能得不到

实现；他会被迫把他所得到的剩余价值与资本家同伙瓜分，这正

象有些商品的剩余价值一样，它们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如果在商

品的价格中得到实现，就会提供超额利润，也就是提供超过一般

利润率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利润率就会提高，因为小麦

等，将同其他工业品一样，低于它的价值出卖。这种低于价值出

卖的情况不会成为例外，相反，倒会阻止小麦成为其他同类商品

中的例外。

第二，假定某一国家的全部土地都是一种质量，但是属于这样

一种质量：如果商品包含的全部剩余价值都在商品的价格中得到

实现，商品就会给资本提供普通利润。在这种情况下，不支付任何

地租。地租的消失，丝毫不影响一般利润率，既不会使它提高也不

会使它降低，正如其他非农产品属于这一类并不影响利润率一样。

这些商品之所以属于这一类，正是因为它们的内在剩余价值等于

平均利润；因此，它们不能改变这种利润的高度，相反，它们适应于

这种利润而完全不影响这种利润，尽管这种利润影响它们。

第三，假定全国土地都是一类，而且这些土地如此贫瘠，投在

它上面的资本的生产率如此低，以致它的产品属于剩余价值低于

平均利润的一类商品。自然，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工资由于农业生

产率低而普遍提高），只有在绝对劳动时间可以延长，原料（如铁

等）不是农产品，或者原料（如棉花、丝等）是进口物和比较肥沃土

地的产品的地方，剩余价值才处于较高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农

业］商品的价格包含的剩余价值必须高于它们的内在剩余价值，才

能提供普通利润。一般利润率将因此降低，虽然地租并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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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我们假定在第二种情况下土地的生产率非常低。那末，

这种农产品的剩余价值等于平均利润，说明这里的平均利润本来

就低，因为在农业中，１２劳动小时里面，单单用来生产工资，或许

就要１１劳动小时，而剩余价值只有１小时或者更少。

［４５６］这几种不同的情况说明：

在第一种情况下，地租的消失或不存在，是同一个与地租已经

发展的其他国家相比提高了的利润率联系着、并存着的。

在第二种情况下，地租的消失或不存在丝毫不影响利润率。

在第三种情况下，地租的消失或不存在——与有地租存在的

其他国家相比——是同一个低的、较低的一般利润率联系着的，并

且是一般利润率水平低的标志。

由此可见，一个特殊的地租的发展，就其本身来说，同农业劳

动的生产率是绝对无关的，因为地租的不存在或者消失既可以同

一个提高的利润率联系着，也可以同一个保持不变的利润率联系

着，也可以同一个下降的利润率联系着。

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为什么在农业等部门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

润的余额被扣留下来；相反，问题倒在于：由于什么原因这里竟要

发生相反的现象？

剩余价值无非是无酬劳动；平均利润，或者说正常利润，无非

是假定由每一个一定量的资本实现的无酬劳动量。如果说平均利

润是１０％，那末这不过是说，一个１００单位的资本摊到１０单位无

酬劳动；或者说，等于１００的物化劳动支配相当于本身数额的 １
１０的

无酬劳动。因此，剩余价值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是指：商品中（商品

的价格中，或者说，由剩余价值构成的那部分商品价格中）包含的

无酬劳动量，大于形成平均利润的无酬劳动量，因而大于商品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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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格中构成商品价格超过商品生产费用的余额的无酬劳动量。

在单个商品中，生产费用代表预付资本，超过这个生产费用的余额

代表预付资本所支配的无酬劳动；因此，这个价格余额与生产费用

之比，代表用于商品生产过程的一定量资本支配无酬劳动的比率，

而不管该特殊生产领域的商品所包含的无酬劳动是否等于这个比

率。

那究竟是什么东西迫使单个资本家例如按照平均价格出卖他

的商品？（这个平均价格作为某种已经形成的东西强加于资本家，

这决不是他的自由行动。他是更愿意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的。）

究竟是什么东西迫使资本家按照这种只向他提供平均利润，使他

实现的无酬劳动小于他商品中实际包含的无酬劳动的价格出卖他

的商品呢？迫使他这样做的，是其他资本通过竞争所施加的压力。

如果Ａ生产部门的无酬劳动对预付资本（例如１００镑）之比大于

Ｂ、Ｃ等生产领域（Ｂ、Ｃ等生产领域的产品，完全同Ａ生产领域的

商品一样，以其使用价值满足某种社会需要），任何同量资本也就

会涌向Ａ生产部门。

因此，如果存在这样一些生产领域，那里的某些自然生产条

件，如耕地、煤层、铁矿、瀑布等，——没有这些条件，生产过程就无

从进行，这些领域的商品就不能生产，——不是掌握在物化劳动的

所有者或占有者资本家的手里，而是掌握在其他人的手里，那末这

第二类的生产条件所有者就对资本家说：

如果我让你使用这些生产条件，那你将赚你的平均利润，占

有正常的无酬劳动量。但是你的生产提供一个超过利润率的剩余

价值余额，即无酬劳动余额。这个余额，你不应象你们资本家们

通常做的那样，投进总库。这个余额我来占有，它是属于我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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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交易会使你完全满意，因为你的资本在这个生产领域给你提供

的，同在其他任何领域一样多，并且，这是一个十分稳定的生产

部门。你的资本在这里除了给你提供构成平均利润的那１０％的无

酬劳动以外，还给你提供２０％的超额无酬劳动。你要把这个付给

我，为了能够这样做，你要把这２０％的无酬劳动加在商品的价格

上，但是不要把它算入你和其他资本家的总账。你对一种劳动条

件——资本，物化劳动——的所有权，使你能够占有工人的一定

数量的无酬劳动，同样，我对另一种生产条件——土地等等——

的所有权，使我能够从你和整个资本家阶级那里扣下无酬劳动中

超过你的平均利润的那个余额。你们的规律要求在正常情况下等

量资本占有等量无酬劳动，你们资本家可以［４５７］通过竞争彼此

强制做到这一点。好吧！我正要把这个规律应用到你的身上。你

从你的工人的无酬劳动中占有的，不要多于你用同一笔资本在其

他任何生产领域所能占有的。但是，这个规律同你“生产”的那

个超过无酬劳动正常量的余额是毫无关系的。谁能阻止我占有这

个“余额”呢？我为什么要象你们那样，把它投入资本的大锅，供

资本家阶级内部分配，使每个人按他在总资本中拥有的股份取得

这个余额的一定部分呢？我不是资本家。我让你使用的生产条件

不是物化劳动，而是自然的赐予。你们能制造土地、水、矿山或

者煤层么？不能。因此，可以用到你身上、使你把你自己侵吞的

剩余劳动吐出一部分来的那种强制手段，对我来说是不存在的！所

以，拿来吧！你的资本家同伙能做的唯一事情，不是同我竞争，而

是同你竞争。如果你付给我的超额利润，小于你占有的剩余劳动

时间与依照资本的规律你应得的那份剩余劳动之间的差额，你的

资本家同伙就会出面，通过竞争，逼你把我能从你那里挤出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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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额老老实实支付给我。

现在本来应该研究：（１）从封建土地所有制到另一种由资本主

义生产调节的商业地租的过渡；或者，另一方面，从这种封建土地

所有制到自由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过渡；（２）在土地最初不是私有

财产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至少在形式上一开始就占统治地位的一

些国家，如美国，地租是怎样产生的；（３）仍然存在着的土地所有制

的亚洲形式。但是这一切都不是这里要谈的。

这样，按照我们所谈的理论，对于自然对象如土地、水、矿山等

的私有权，对于这些生产条件，对于自然所提供的这种或那种生产

条件的所有权，不是价值的源泉，因为价值只等于物化劳动时间；

这种所有权也不是超额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中超过利润所包含的

无酬劳动的余额的源泉。但是，这种所有权是收入的一个源泉。它

是一种权利，一种手段，使这一生产条件的所有者能够在他的所有

物作为生产条件加入的生产领域中占有被资本家榨取的无酬劳动

的一部分，否则这一部分会作为超过普通利润的余额被投进资本

总库中去。这种所有权是一种手段，它能阻止在其余资本主义生产

领域发生的上述过程发生，并且把这个特殊生产领域所生产的剩

余价值扣留在这个领域中，于是剩余价值现在就在资本家和土地

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土地所有权，就象资本一样，变成了支

取无酬劳动、无代价劳动的凭证。在资本上，工人的物化劳动表现

为统治工人的权力，同样，在土地所有权上，土地所有权使土地所

有者能从资本家那里扣下一部分无酬劳动的这种情况，表现为土

地所有权似乎是价值的一个源泉。

这就说明了现代地租，说明了它的存在。在投资相等的条件

下，地租量不等，只能用土地的肥力不同来说明。在肥力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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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下，地租量不等，只能用投资量不等来说明。在前一种情况

下，地租增加是因为地租对所投资本（也对土地面积）的比率提

高了。在后一种情况下，地租增加是因为在同一比率下，甚至在

不同比率下（如果第二笔投入土地的资本的生产率较低的话）地

租量增加。

按照这个理论，最坏的土地无论完全不提供地租，或者提供

地租，都不是必然的。其次，完全没有必要假定农业生产率减低，

虽然，生产率的差异，如果不是人为地加以排除（这是可能的），

在农业中比在同一工业生产领域内要大得多。我们谈生产率的高

低，指的总是同种产品。至于不同产品之间的关系，那是另外一

个问题。

按土地本身计算的地租是地租总额，地租量。地租率不提高，

地租也可能增加。如果货币价值不变，农产品的相对价值可能提

高，但不是因为农业生产率降低，而是因为农业生产率虽然提高，

但是提高的程度不如工业。相反，如果货币价值不变，农产品货

币价格的提高，只有在农产品价值本身提高的时候，也就是说，只

有在农业生产率降低的时候，才有可能（这里不谈需求对于供给

的暂时压力，象其他商品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

在棉纺织工业中，原料价格随着工业本身的发展不断下降；在

制铁、煤炭等工业中情况也是一样。这里，地租的增加只可能由

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地租率提高。

李嘉图认为：空气、光、电、蒸汽、水这些自然力是白白取

得的，土地就不是这样，因为土地是有限的。因此，照李嘉图看

来，仅仅由于这一点，农业的生产率已经不如其他生产部门。如

果土地象其他自然要素和自然力一样，属于大家而不被占有，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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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多少，那末，照李嘉图看来，生产率就会高得多。

［４５８］首先必须指出，假如土地作为自然要素供每个人自由

支配，那末，资本的形成就缺少一个主要要素。一个最重要的生

产条件，而且是——如果不算人本身和人的劳动——唯一原始的

生产条件就不能转让、占有，因而不能作为别人的财产同劳动者

对立并因此把他变成雇佣工人。这样一来，李嘉图意义上的即资

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无酬的别人劳动的“生产”，就不可

能了。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生产就根本完结了。

至于李嘉图列举的那些自然力，一部分的确可以白白取得，它

们不要资本家花费什么。煤使资本家花了费用，但是如果资本家

白白取得水，蒸汽就不要他花费什么。但是现在我们以蒸汽为例。

蒸汽的属性是永远存在的。生产上利用蒸汽，是一个已被资本家

据为己有的新的科学发现。由于这个发现，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从

而相对剩余价值也提高了。这就是说，资本家从一个工作日中占

有的无酬劳动量由于利用蒸汽而增加了。因此，蒸汽的生产力同

土地的生产力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前者给资本家带来无酬劳动，

后者则给土地所有者带来无酬劳动，这种无酬劳动，土地所有者

不是 ［直接］从工人手上而是从资本家手上取去的。因此，资本

家也就热中于“废除”这个自然要素的“所有权”。

李嘉图对问题的提法中只有下面一点是正确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不仅是一个必要的生产当事

人，而且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当事人。相反，土地所有者在这种

生产方式下却完全是多余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只是：土

地不是公共所有，土地作为不属于工人阶级的生产条件同工人阶

级对立。如果土地国有，因而国家收地租，这个目的就完全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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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土地所有者，在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是那么重要的生产当

事人，在工业世界中却是无用的赘疣。因此，激进的资产者在理

论上发展到否定土地私有权（而且还打算废止其他一切租税），想

把土地私有权以国有的形式变成资产阶级的、资本的公共所有。然

而，他们在实践上却缺乏勇气，因为对一种所有制形式——一种

劳动条件私有制形式——的攻击，对于另一种私有制形式也是十

分危险的。况且，资产者自己已经弄到土地了。

［（４）洛贝尔图斯关于农业中不存在

原料价值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谈谈洛贝尔图斯先生。

按照洛贝尔图斯的意见，在农业中是根本不计算原料的，因

为，洛贝尔图斯肯定说，德国农民不把种子、饲料等算作自己的

支出，不计算这些生产费用，也就是说，计算错误。这样说来，在

租地农场主进行正确计算已有１５０年以上的英国，就不应该存在

任何地租。因此，洛贝尔图斯从这里得出的不应该是这个结论：租

地农场主支付地租是因为他的利润率比工业中的利润率高；而应

该完全是另一个结论：租地农场主支付地租是因为他由于计算错

误而满足于较低的利润率。本人是租地农场主的儿子，并且十分

熟悉法国租佃关系的魁奈医生，是不会欣然同意洛贝尔图斯的。魁

奈在“预付”项目下，在“年预付”中，把租地农场主所使用的

“原料”价值计算为１０亿，尽管租地农场主会把这个原料以实物

形式再生产出来。

在一部分工业中几乎完全不存在固定资本，或者说，机器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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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而在另一部分工业中，在整个运输业中，即在（用马车、铁

道、船舶等）使位置发生变化的工业中，则根本不使用原料而只

使用生产工具。这些工业部门除了利润之外是否还提供地租呢？这

种工业部门同例如采矿工业有什么区别呢？在这两种场合，都只

有机器设备和辅助材料，例如轮船、火车头和矿山所用的煤，马

的饲料等。为什么利润率的计算在一种生产部门中要不同于另一

种生产部门呢？假定农民用在生产上的实物形式的预付占他的全

部预付资本的１
５，另外，用于购买机器和支付工资的预付占

４
５，而

全部支出 ［按价值］等于１５０夸特。其次，如果农民得到１０％的

利润，那末利润就是１５夸特。因此，总产品等于１６５夸特。如果

农民从他的预付资本中扣除１
５，即３０夸特，而１５夸特只用１２０夸

特来除，他的利润就等于１２１
２％。

我们还可以这样来说明。农民的产品价值或他的产品等于

１６５夸特（３３０镑）。他把自己的预付计算为１２０夸特（２４０镑）。这

笔预付的１０％就是１２夸特（２４镑）。但是他的总产品等于１６５夸

特，因此，其中总共扣去１３２夸特 ［补偿货币支出和它的１０％的

利润］，余下３３夸特。但是在３３夸特中３０夸特是以实物形式支

出的。于是剩下３夸特（＝６镑）作为超额利润。这个农民的总利

润等于１５夸特（３０镑）而不是１２夸特（２４镑）。因此，他能够

支付３夸特或６镑的地租，并且可以认为同其他任何资本家一样

得到了１０％的利润。但是这个１０％只存在于想象中。实际上他预

付的不是１２０夸特，而是１５０夸特，它的１０％就是１５夸特或３０

镑。实际上他少得了３夸特，即他已经得到的１２夸特的 １
４，

［４５９］换句话说，他少得了他应该得到的全部利润的１
５，——这

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预付的１
５当作支出计算进去。因此，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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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学会按资本家的方法计算，他就会立刻停止支付地租，因为

地租正等于他的利润率同普通利润率之间的差额。

换句话说，包含在１６５夸特中的无酬劳动产品等于１５夸特，

或３０镑，或３０劳动周。如果这３０劳动周或１５夸特或３０镑用１５０

夸特的总预付来除，那末结果只是１０％；如果只用１２０夸特来除，

那就会得出较高的利润率。因为用１２０夸特除１２夸特的结果是

１０％，而用１２０夸特除１５夸特，则不是１０％，而是１２１
２％。这

就是说：虽然农民作了上述实物预付，但是因为他没有按照资本

家的方法把它们计算进去，所以他不是用自己的全部预付额来除

他所积攒的剩余劳动。这样一来，这个剩余劳动就会代表比其他

生产部门高的利润率，就能提供地租，因此，这个地租完全是基

于计算错误。如果农民知道，为了用货币来计算他的预付，并因

此把这种预付看作商品，他完全没有必要预先把它变成实在货币，

即把它出卖，那末整个故事也就完了。

没有这种计算错误（许多德国农民会犯这种错误，但是没有

一个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会犯这种错误），洛贝尔图斯的地租就不

可能存在。这种地租只有在原料加入生产费用的地方才有可能存

在，而在原料不加入生产费用的地方就不可能存在。它只有在原

料加入生产而不被生产者计算的地方才有可能存在。但是它在原

料不加入生产的地方就不可能存在，——尽管洛贝尔图斯先生不

是想从计算错误得出地租，而是想从预付中缺少一个实际项目得

出地租。

我们以采矿工业或渔业为例。原料在这里只是作为辅助材料

加入生产，但这一点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机器的采用也总是

（除了极少数例外）以辅助材料即机器的生活资料的消费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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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一般利润率为１０％。１００镑用在机器和工资上。为什么因为

这１００不是用在原料、机器和工资上 ［而仅仅用在机器和工资

上］，它的利润就要大于１０呢？或者说，为什么因为这１００仅仅

用在原料和工资上，它的利润就要大于１０呢？如果说这里存在某

种差别，那末引起这种差别的原因只能是：在不同情况下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之比一般是不同的。这种不同的比例即使在

剩余价值率假定不变的情况下也会提供不同的剩余价值。而不同

的剩余价值对等量资本之比，必然得出不同的利润。但是，从另

一方面说，一般利润率正是意味着把这些差别拉平，把资本的有

机组成部分抽象化，把剩余价值分配得使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

剩余价值量取决于所支出的资本量，这种情况——按照剩余

价值的一般规律——绝对不适用于不同生产领域的各个资本，而

适用于同一生产领域（在这里，假定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

比例是相同的）的各个不同资本。如果我举例说，假定在纺纱业

中，利润量同所支出的资本量相适应（此外还假定生产率不变，否

则这种说法也不完全正确），那末我实际上只是说，在对纺纱工人

的剥削率既定的情况下，剥削量取决于被剥削的纺纱工人的人数。

相反，如果我说，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量同所支出的资本量

相适应，那末，这就是说，各个一定量资本的利润率都相同，即

利润量只能随这个资本量的变化而变化，换句话说，这又意味着

利润率不取决于某一单个生产领域中资本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比

例，它完全不取决于这些单个生产领域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

采矿业一开始就应该属于工业，而不属于农业。是什么理由

呢？理由就是：没有一种矿产品以实物形式，即以从矿山开采出

来时的形式，作为生产要素重新加入矿山所使用的不变资本（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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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狩猎业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支出在更大程度上只限于

劳动资料，工资或者说劳动本身）。［４６０］换句话说，这是由于这

里的每一个生产要素，即使它的原料是从矿山开采出来的，在它

重新作为要素加入矿业生产之前，不仅先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

且要变成商品，即必须被买进来。唯一的例外是煤。但是煤作为

生产资料出现只是在这样一个发展阶段，那时矿业主已经成了训

练有素的资本家，他用复式簿记记帐，按照这种簿记，不仅他把

自己的预付记成对自己的负债，不仅他对自己的基金来说是债务

人，而且他的基金对于基金本身也成了债务人。由此可见，恰恰

在实际上没有原料加入支出的地方，必然一开始就普遍采用资本

主义会计，因而不可能犯农民会犯的错误。

我们现在来看加工工业本身，特别是其中这样一个部分，在

这里，劳动过程的一切要素同时作为价值形成过程的要素出现，因

此，一切生产要素同时作为支出，作为具有价值的使用价值，即

作为商品加入新商品的生产。这里，在生产最初的半成品的制造

业者同第二个以及所有以后的（按照生产阶段的序列）制造业者

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在后者那里，原料不仅作为商品加入生产，

而且已经是二次方的商品，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已经取得了不同

于最初商品即原产品的自然形式的形式，已经经历了生产过程的

第二阶段。以纺纱业者为例。他的原料是棉花，但棉花是已经作

为商品的原产品。而织布业者的原料是纺纱业者的产品棉纱，印

染业者的原料是织布业者的产品布，而所有这些在生产过程的下

一阶段重新作为原料出现的产品同时又是商品。１６［４６０］

［４６１］这里，我们显然又遇到了已经两次涉及的问题，一次

是在考察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的时候１７，后来一次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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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考察不变资本和收入的相互关系的时候①。这个问题一再出

现，就说明事情还有些棘手。这个问题本来属于论述利润的第三

章１８。不过在这里谈一谈比较好。

我们举一个例子：

４０００磅棉花＝１００镑；

４０００磅棉纱＝２００镑；

４０００码棉布＝４００镑。

根据这个假定，１磅棉花＝６便士，１磅棉纱＝１先令，１码棉

布＝２先令。

假定利润率等于１０％，那末，

１００镑（Ａ）中——支出＝９０
１０
１１，利润＝９

１
１１。

２００镑（Ｂ）中——支出＝１８１
９
１１，利润＝１８

２
１１。

４００镑（Ｃ）中——支出＝３６３７
１１，利润＝３６

４
１１。

Ａ是农民（ ）的产品棉花；Ｂ是纺纱业者（ ）的产品棉纱；

Ｃ是织布业者（ ）的产品布。

在这个假定中，产品Ａ的９０
１０
１１镑本身是否包含利润，这是完

全无关紧要的。如果这个９０１０１１镑是自行补偿的不变资本，它就不

包含利润。同样，［代表产品Ａ的价值的］１００镑是否包含利润，

对Ｂ来说也是无关紧要的。至于产品Ｂ，对Ｃ来说也是如此。

棉花种植业者（）、纺纱业者（）和织布业者（）的情况如下：

（ ）支出——９０１０１１， 利润—— ９１１１。总额——１００。 

（ ）支出——（１００（）＋８１９１１）， 利润——１８２１１。总额——２００。 

（ ）支出——（２００（）＋１６３７１１），利润——３６
４
１１。总额——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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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总额等于７００。

利润等于９１１１＋１８
２
１１＋３６

４
１１＝６３

７
１１。

三个部门的预付资本等于９０１０１１＋１８１
９
１１＋３６３

７
１１＝６３６

４
１１。

７００超过６３６４１１的余额等于６３
７
１１。而６３

７
１１∶６３６

４
１１＝１０∶１００。

我们继续分析这个荒唐的例子，就会得出：

（ ）支出——９０１０１１，      利润——９１１１。   总额——１００。

（ ）支出——（１００（ ）＋８１９１１），利润——（１０＋８
２
１１）。总额——２００。

（ ）支出——（２００（）＋１６３７１１），利润——（２０＋１６
４
１１）。总额——４００。

棉花种植业者（ ）对谁也不必支付利润，因为假定他的９０

１０
１１镑不变资本不包含利润，而只代表不变资本。棉花种植业者

（ ）的全部产品作为不变资本加入纺纱业者（ ）的支出。［

的产品中代表］１００镑不变资本的部分补偿给棉花种植业者９１
１１

镑利润。纺纱业者（ ）的等于２００镑的全部产品加入织布业者

（ ）的支出；因此，［织布业者的不变资本］补偿１８２
１１镑利润。

但是，这并不妨碍棉花种植业者的利润丝毫也不比纺纱业者和织

布业者的利润多，因为按同一比例，应该由棉花种植业者补偿的

资本小了，而利润是同资本量相适应的，同这个资本由哪些部分

组成完全没有关系。

现在假定织布业者（ ）自己生产这一切。这时从表面上看，

事情有了变化。［但是实际上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不变。］织布业

者的支出现在采取了如下形式：９０１０１１投入棉花生产，１８１
９
１１投入

棉纱生产，３６３７
１１投入棉布生产。他把这三个生产部门都买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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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他必须在每一个生产部门中都投入一定的不变资本。我们把

这几笔资本加起来的总额是：９０１０１１＋１８１
９
１１＋３６３

７
１１＝６３６

４
１１。这

个总额的１０％恰恰是６３７
１１，这同上面一样，——不过现在是全

部由一个人放进自己的腰包里，而以前这６３７
１１是在 、 和 之

间进行分配的。

［４６２］这种迷惑人的假象 ［似乎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发生了

变化］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呢？

但是，还有一点先要说一说。

如果我们从４００中扣除织布业者的利润３６４
１１，余下３６３

７
１１，

这是织布业者的支出。在这笔支出中，２００是支付棉纱的。这２００

中有１８２
１１是纺纱业者的利润。如果我们从３６３

７
１１的支出中扣除这

１８２
１１，余下３４５

５
１１。但是，除此以外，在补偿给纺纱业者的２００

中还包含棉花种植业者的利润９１
１１。如果我们从３４５

５
１１中扣除９

１
１１，余下３３６

４
１１。如果我们从布的总价值４００中扣除这３３６

４
１１，那

就可以看出，其中包含等于６３７
１１的利润。

但是，６３７
１１的利润除以３３６

４
１１，等于１８

３４
３７％。

以前，这６３７
１１是除以６３６

４
１１，利润为１０％。总价值７００超过

６３６４
１１的余额恰好是６３

７
１１。

这样，同一笔资本１００的利润，照我们新的计算是１８３４３７％，

而照以前的计算——只有１０％。

这两者怎么一致呢？

我们假定 、 、 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不是同时使用自己

的三笔资本（一笔用于种植棉花，另一笔用于纺纱，第三笔用于

织布），而是这样使用：他只是在完成棉花种植工作以后才开始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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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并且只是在完成纺纱以后才着手织布。

于是计算如下：

这个资本家支出９０１０１１镑用于种植棉花，得到４０００磅棉花。为

了把所有这些棉花纺成纱，他必须在机器、辅助材料和工资上再

支出８１９
１１镑。他用这些纺出４０００磅棉纱。最后，他把这些棉纱

变成４０００码布，这又需要他支出１６３７
１１镑。现在把他的全部支出

加起来，他的预付资本就是９０１０１１镑＋８１
９
１１镑＋１６３

７
１１镑即３３６

４
１１

镑。这笔总额的１０％是３３７
１１，因为３３６

４
１１∶３３

７
１１＝１００∶１０。但

是３３６４
１１镑＋３３

７
１１镑＝３７０镑。因而，他是按３７０镑而不是按４００

镑出卖４０００码布，便宜了３０镑，也就是说比以前便宜７１
２％。如

果布的价值的确等于４００镑，那末他能够按普通利润１０％出卖商

品，另外还能支付３０镑地租，因为他的利润率不等于３３７
１１对预

付３３６４
１１之比，而等于６３

７
１１对３３６

４
１１之比，——这就是说，同我

们上面看到的一样，利润率为１８３４３７％。

看来，这实际上就是洛贝尔图斯先生计算地租的方法。

错误究竟在哪里？首先可以看到，如果纺纱和织布互相结合

在一起，它们 ［照洛贝尔图斯的看法］就必然象纺纱和农业结合

在一起或者农业单独经营一样提供地租。

这里显然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第一，我们只用３３６４
１１镑的一笔资本来除６３

７
１１镑，而我们本

来应该用总价值６３６４
１１镑的三笔资本来除６３

７
１１镑。

第二，我们把最后一笔资本（ ）的支出算作３３６４
１１镑而不

是３６３７
１１镑。

这两点需要分别加以分析。

７４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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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如果一个资本家兼有棉花种植业者、纺纱业者和织布业

者的三种身分，他把所收获的全部产品棉花纺成纱，那末，他就绝

对没有把这种收获的任何一部分用于补偿自己的农业资本。他不

是［同时］把他的资本的一部分用于［４６３］种植棉花，——用于种植

棉花所需的各种费用，用于种子、工资、机器，——把另一部分用于

纺纱，而是先把他的资本的一部分投入种植棉花，以后把这部分加

上第二部分投入纺纱，然后把已经包含在棉纱中的前两部分再加

上第三部分投入织布。最后织成了４０００码布，这时他怎样补偿这

些布的生产要素呢？当他织布时他并不纺纱，并且也没有纺纱所必

需的材料，而当他纺纱时，他不种植棉花。因此，他的生产要素不可

能由他来补偿。如果我们自行解脱地说：是的，这个家伙把这４０００

码卖掉，然后从卖得的４００镑中拿出一部分来“购买”棉纱以及棉

花的要素。但是这样做会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我们实际

上承认有三笔资本，它们同时被使用，被投入经营，被预付到生产

上。要能买到棉纱就必须有棉纱，要能买到棉花也就必须有棉花，

而要使市场上有棉花和棉纱，因而能代替已经织掉的棉纱和纺掉

的棉花，生产它们的资本就必须和投入织布的资本同时投入经营，

必须在棉纱变成布的同时变成棉花和棉纱。

因此，无论是 把所有三个生产部门结合在一起，或者是这

三个生产部门由三个生产者分担，都必须有三笔资本同时存在。如

果一个资本家想以同一规模进行生产，他就不可能把他用来织布

的同一笔资本用来纺纱和种植棉花。这些资本中的每一笔资本都

已投入生产，而它们之间互相补偿这一点同我们要研究的问题毫

无关系。互相补偿的资本是不变资本，它们必须同时投入三个部

门中的每一个部门，并且同时发挥作用。如果说４００镑中包含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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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６３
７
１１镑，这只是因为 除了自己的利润３６４

１１镑以外还得到

——根据我们的计算——他应该付给生产者 和 的利润，而这

笔利润根据假定是在他的商品中实现的。但是， 和 不是从

的３６３７
１１镑得到利润，而是土地耕种者单独从自己的９０

１０
１１镑得到

利润，纺纱业者从自己的１８１９
１１镑得到利润。如果 拿到全部利

润，那末他仍然不是从他投入织布的３６３７
１１镑得到的，而是从这

笔资本加上他投入纺纱和种植棉花的另外两笔资本得到的。

第二，如果我们把 的支出算作３３６４
１１镑而不是３６３

７
１１镑，那

是由于：

我们把织布业者用于种植棉花的支出仅仅计算为９０１０１１

镑而不是１００镑。但是他需要棉花种植业的全部产品，这全

部产品是１００镑而不是９０１０１１镑。９
１
１１镑的利润已经包含在这全部

产品中了。否则，他就是使用了一笔９０１０１１镑没有给他提供任何利

润的资本。种植棉花就没有给他带来利润，而仅仅补偿９０１０１１镑的

支出。同样，纺纱也没有给他带来利润，纺纱的全部产品仅仅补

偿支出。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支出实际上是９０１０１１＋８１
９
１１＋１６３

７
１１＝

３３６４
１１。这就是他的预付资本。这笔资本的１０％是３３

７
１１镑。这时

产品价值就等于３７０镑。这个产品价值决不会更高，因为，根据

假定，前面两个部分 和 没有带来任何利润。因此，如果 不

插手 和 的部门而保持原来的生产方法，他的情况就会好得多。

因为现在 自己只有３３７
１１镑，而不是象以前那样由 、 、 共

同消费６３７
１１镑，以前他的同伙同他一起分享利润，他倒还得到３６

４
１１镑。他真的成了一个很不中用的生意人了。他在 部门里能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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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９
１
１１镑的支出，只是因为他在 部门里没有得到利润，他在

部门里能节约１８２
１１镑的支出，只是因为他在 部门里没有得到利

润。他种植棉花所得到的９０１０１１镑以及他纺纱所得到的８１
９
１１＋９０

１０
１１镑，都只会自己补偿自己。只有投入织布的第三笔资本９０

１０
１１＋

８１９
１１＋１６３

７
１１，才带来１０％的利润，但是在纺纱和种植棉花时不

提供丝毫利润。这对 来说，只要 或 不是自己而是别人，确

实是非常惬意的，但是当他打算把三个生产部门结合于他尊贵的

一身而把这点节约下来的宝贝利润占为己有时，那就一点也不惬

意了。因此，用于预付利润（或者说，一个部门的不变资本中

［４６４］对其他两个部门来说是利润的那个组成部分）的支出所以

会节约下来，是因为 和 两个部门的产品实际上不包含任何利

润，在这些部门中没有完成任何剩余劳动；这些部门仅仅把自己

看作雇佣工人，只给自己补偿自己的生产费用即不变资本和工资

的支出。但是在这些情况下——只要 和 不愿意例如为 劳动，

但是利润就会因此进入后者账内——所完成的劳动因此总是会减

少，而且 必须支付代价的劳动是光用在工资上还是用在工资和

利润上，对他来说是完全一样的。这对他来说是一回事，只要他

所购买和支付代价的是产品，是商品。

不变资本是全部还是部分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也就是说，不

变资本是否由把它作为不变资本的那种商品的生产者来补偿，是

完全无关紧要的。首先，任何不变资本最终都必须以实物形式得

到补偿：机器由机器补偿，原料由原料补偿，辅助材料由辅助材

料补偿。在农业中，不变资本也可以作为商品加入生产，也就是

可以直接通过买卖加入生产。当然，只要加入再生产的是有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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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就必须用本生产领域的产品来补偿。但是不一定要由这

个生产领域内的同一个生产者自己来补偿。农业越是发达，它的

一切要素也就越是不仅形式上，而且实际上作为商品加入农业，也

就是说，这些要素来自外部，是另外一些生产者的产品（种子、肥

料、牲畜、畜产品等）。在工业中，例如铁不断地转移到机器制造

厂，而机器不断地转移到铁矿，这种情形同小麦从谷仓转移到土

地又从土地转移到租地农场主的谷仓一样，是经常发生的。在农

业中，产品直接补偿自己。铁不能补偿机器。但是，同机器价值

相等的一定量铁 ［在制铁业者和机器制造业者进行交换时］给前

者补偿机器而给后者补偿铁，因为 ［机器制造业者卖给制铁业者

的］机器本身按价值来说由铁补偿。

根本不能想象，如果土地耕种者把他用在１００镑产品上的９０

１０
１１镑，比如说，这样来计算：２０镑用于种子等，２０镑用于机器等，

５０１０１１镑用于工资，那末利润率会有什么差别。因为他对这笔总额

要求１０％的利润。被他当作种子的２０镑产品不包含利润。但是，

它们是同包含例如１０％利润的以机器为形式的２０镑完全一样的

２０镑。诚然，这可能仅仅在形式上如此。以机器为形式的２０镑，

实际上可能同以种子为形式的２０镑一样，也不代表任何利润。例

如，当上述２０镑仅仅补偿机器制造业者的不变资本中那些取自比

如农业的组成部分的时候，情形就是这样。

认为一切机器都作为农业的不变资本加入农业，是错误的，同

样，认为一切原料都加入加工工业，也是错误的。相当大一部分

原料留在农业中，它仅仅是不变资本的再生产。另一部分作为生

活资料直接加入收入中，而且其中一部分如水果、鱼、牲畜等，不

通过任何“制造过程”。因此，要工业替农业所“制造”的全部原

１５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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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付款，是不正确的。当然，那些除了工资、机器之外还有原料

作为预付加入生产的加工工业部门，同提供这种作为预付加入生

产的原料的那些农业部门比起来，预付资本必然较大。也可以假

定，如果在这些加工工业部门中存在自己的（不同于一般利润率

的）利润率，那末在这里这种利润率就要小于农业中的利润率，其

原因正是由于在这里使用的劳动较少。因此，在剩余价值率相同

的情况下，较大的不变资本和较小的可变资本，必然提供较小的

利润率。但是，这一点也适用于加工工业的一定部门同加工工业

的另一些部门的关系，以及农业（在经济学的意义上）的一定部

门同农业的另一些部门的关系。至少在真正的农业中恰恰存在这

种情况，因为农业虽然为工业提供原料，但是在本身的领域中仍

然有原料、机器和工资作为自己的各项支出，而工业对于这种原

料，即农业从自身来补偿而不是通过同工业品交换来补偿的那部

分不变资本，是决不向农业支付代价的。

［（５）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的错误前提］

［４６５］现在把洛贝尔图斯先生的思路作一概括。

首先，他照自己的想象描写了（独立经营的）土地所有者既是

资本家又是奴隶主的情况。后来分离了。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那

部分“劳动产品”——“一种实物租”——现在分成“地租和资本利

润”。（第８１—８２页）（霍普金斯先生——见札记本１９——对这一

点的说明还要简单粗糙得多。）然后，洛贝尔图斯先生把“原产品”

和“工业品”（第８９页）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

一种ｐｅｔｉｔｉｏ 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ｉ〔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事实上是］一个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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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生产原产品，另一个资本家生产工业品。相反，土地所有者什

么也不生产，他甚至也不是“原产品的所有者”。［土地所有者就是

“原产品的所有者”］这个观念是洛贝尔图斯先生这种德国“地主”

所特有的。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工业和农业中同时开始的。

关于“资本盈利率”（利润率）形成的方法，洛贝尔图斯先生

只是用下面一点来说明：现在有了以货币为形式的“表示盈利对

资本之比”的盈利“标准”，从而“为资本盈利平均化提供了一个

适当的尺度”。（第９４页）洛贝尔图斯根本不知道，这种利润的均

等同每个生产部门中“租”和无酬劳动之间的相等，是矛盾的，因

此，商品的价值同它们的平均价格必然是不一致的。这个利润率

对农业也是一个正常标准，因为“财产的收入只能按资本计算”

（第９５页），在工业中“使用着国民资本的极大部分”。（第９５

页）他一点也没有提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农业本身不

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实质上也发生了变革；土地所有者成为纯粹的

钱袋，在生产中不再执行任何职能。在洛贝尔图斯看来：

“在工业中，还要把农业的全部产品的价值——作为材料——包括在资

本内，而在原产品生产中就不会有这种情况。”（第９５页）

说全部产品，那是错误的。

接着洛贝尔图斯问道，扣除了工业利润即资本利润之后，是

否还剩下“归原产品的租部分”，“如果有，那是由于什么原因”。

（第９６页）

洛贝尔图斯认为：

“原产品同工业品一样，是按耗费的劳动交换的，原产品的价值只等于它

所耗费的劳动。”（第９６页）

３５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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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确，正如洛贝尔图斯所说的，李嘉图也认为是这样。但是

这至少初看起来是错误的，因为商品不是按它们的价值，而是按

不同于这些价值的平均价格交换的，并且这是由商品价值决定于

“劳动时间”引起的，是由这个表面上看来同该现象相矛盾的规律

引起的。如果原产品除了提供平均利润之外还提供一个不同于平

均利润的地租，那末，这只有在原产品不是按照平均价格出卖的

时候才有可能，而为什么会这样，这正是需要说明的。但是，我

们来看看洛贝尔图斯是怎样推论的。

“我已经假定，租〈剩余价值，无酬劳动时间〉是按原产品和工业品的价值

分配的，而这个价值是由耗费的劳动〈劳动时间〉决定的。”（第９６—９７页）

我们首先来验证这第一个假定。这个假定的意思，换句话说，

不过是各商品包含的剩余价值之比等于这些商品的价值之比，再

换句话说，各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量之比等于这些商品中包含

的全部劳动量之比。如果商品Ａ和商品Ｂ包含的劳动量之比是３

∶１，那末它们包含的无酬劳动——剩余价值——之比也是３∶１。

这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假定，必要劳动时间既定，等于１０小时，

一个商品（Ａ）是３０个工人的产品，另一个商品（Ｂ）是１０个工

人的产品。如果３０个工人每天只劳动１２小时，那末，他们所创

造的剩余价值等于６０小时，或等于５天（５×１２），如果１０个工

人每天劳动１６小时，那末，他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是等于６０小

时。这样，商品Ａ的价值就等于３０×１２，即３６０劳动小时，或３０

个工作日｛１２小时＝１工作日｝，而商品Ｂ的价值等于１６０劳动小

时，或１３１
３工作日。商品Ａ和商品Ｂ的价值之比是３６０∶１６０，即

９∶４。两个商品包含的剩余价值之比是６０∶６０，即１∶１。在这种

情况下，虽然价值之比是９∶４，剩余价值却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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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６］因此，首先，在绝对剩余价值不同，也就是超出必要

劳动之外的劳动时间延长程度不同的时候，因而在剩余价值率不

同的时候，各商品的剩余价值之比不等于这些商品的价值之比。

第二，假定剩余价值率相同，剩余价值——且不谈与流通和

再生产过程有关的其他情况，——不取决于两个商品中包含的劳

动的相对量，而取决于资本中用于工资的部分对用于原料和机器

等不变资本的部分之比；而这个比例在价值相同的商品中可能完

全不同，不论这些商品是“农产品”还是“工业品”，——这同问

题根本没有关系，至少初看起来是如此。

因此，洛贝尔图斯先生的第一个假定，——如果商品价值决

定于劳动时间，那末，不同商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量（或它们的

剩余价值）就与价值成正比，——是根本错误的。从而下面的说

法也是错误的：

“租是按原产品和工业品的价值分配的”，如果“这个价值是由耗费的劳

动决定的”。（第９６—９７页）

“当然这也就是说，这些租部分的量，不决定于据以计算盈利的资本的

量，而决定于直接耗费的劳动——不论是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加上由于

工具和机器的损耗应当予以计算的劳动。”（第９７页）

这又错了。剩余价值量（这就是所谓“租部分”，因为洛贝尔

图斯把租理解为与利润和地租不同的一般东西）只取决于直接耗

费的劳动，不取决于固定资本的损耗，也不取决于原料的价值，总

之，不取决于不变资本的任何部分。

当然，这种损耗决定固定资本必须依什么比例进行再生产

（固定资本的生产同时取决于资本的新形成，资本的积累）。但是，

在固定资本的生产中实现的剩余劳动，同这个固定资本作为固定

５５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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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加入的生产领域是没有关系的，就象例如加入原料生产的剩

余劳动同上述这个生产领域没有关系一样。相反，在一切生产部

门中，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剩余价值就只决定于所使用的

劳动量；如果使用的劳动量是既定的，剩余价值就只决定于剩余

价值率，这对于一切生产部门——对于农业、机器制造业和加工

工业，都同样适用。洛贝尔图斯先生想把损耗“塞进来”，是为了

把“原料”推出去。

洛贝尔图斯先生认为，相反，“包含在材料价值中的那部分资本”决不能

对租部分的量有什么影响，因为“比如说，耗费在作为原产品的羊毛上的劳

动，不能加入纱或布这种特殊产品所耗费的劳动”。（第９７页）

纺或织所需的劳动时间，取决于生产机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

即机器的价值，同取决于原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完全一样，或者，

更确切地说，不取决于前者，同不取决于后者完全一样。机器和

原料两者都加入劳动过程，但两者都不加入价值增殖过程。

“相反，原产品的价值即材料价值仍然作为资本支出包括在资本总额中，

所有者就是按这个资本总额来计算作为盈利归工业品的租部分。而在农业资

本中没有这一部分资本。农业不需要先于它生产的产品作为材料，生产一般

是从农业开始的；在农业中同材料相似的财产部分可以说是土地本身，但土

地是假定不要任何费用的。”（第９７—９８页）

这是德国农民的观念。在农业中（除矿山、渔业、狩猎业以外，

但是畜牧业决不除外），种子、饲料、牲畜、矿肥等是［４６７］用来生产

产品的材料，而这种材料是劳动的产品。随着企业化农业的发展，

这些“支出”也发展了。任何生产——只要不是指单纯的攫取和占

有——都是再生产，因而都需要“先于它生产的产品作为材料”。在

生产中成为结果的一切同时也是前提。大规模农业越发达，它购买

“先于它生产的”产品和卖出自己的产品就越多。一旦租地农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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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依存于出卖自己的产品，各种农产品（如干草）的价格由于农

业中也有生产领域的划分而开始确定下来，这些支出也就以商品

的形式——通过计算货币转化为商品——加入农业。如果农民把

他出卖的一夸特小麦算作收入，却不把他下到地里的一夸特小麦

算作“支出”，那末，就连他也一定会弄得晕头转向。此外，让洛贝尔

图斯先生去试试在某一个没有“先于它生产的产品”的地方“开始

生产”比如说麻或丝吧。这完全是荒谬之谈。

因此，洛贝尔图斯进一步得出的全部结论也是荒谬的：

“因此，对决定租部分的量有影响的两部分资本，是农业和工业共有的；

但是，下面那部分资本不是它们共有的，这部分资本对决定租部分的量没有

影响，却同其他部分资本加在一起来计算由上述两部分资本决定的作为盈利

的租部分；这第三部分资本只有在工业资本中存在。我们曾经假定，无论原

产品的价值还是工业品的价值都决定于所耗费的劳动，而租是按照这个价值

在原产品和工业品的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因此，如果说在原产品和工业品

的生产中得到的租部分同有关的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成比例，那末，用在农

业和工业中的、把这些租部分当作盈利来分配时所依据的资本（在工业中完

全是依据资本，在农业中则依据工业中确定的盈利率）之间的比例，仍然不

同于上述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以及由上述劳动量决定的租部分之间的比例。相

反，在归原产品和工业品的租部分的量相等的情况下，工业资本大于农业资

本，所大之数相当于包含在工业资本中的材料价值的总额。因为这个材料价

值增大了把租部分作为盈利计算时所依据的工业资本，但是不增大盈利本

身，从而引起资本盈利率（它也调节农业盈利）的下降，所以，在农业的租

部分中，必然剩下一个依照这个盈利率计算盈利时所吸收不了的部分。”（第

９８—９９页）

第一个错误的前提：如果工业品和农产品按它们的价值（也

就是按照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交换，那末，它们就给自

己的所有者提供等量剩余价值，或者说，等量无酬劳动。两种剩

余价值之比不等于两种商品的价值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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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错误的前提：因为洛贝尔图斯已经以利润率（他把利润

率称为“资本盈利率”）作为前提，所以，他那个商品按
·
它
·
们
·
的
·
价
·
值

交换的前提是错误的。一个前提排斥另一个前提。为了使（一般）

利润率能够存在，商品的价值就必须已经发生形态变化而成为平

均价格，或者处于不断的形态变化过程中。在这个一般利润率中，

每个生产领域的由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之比决定的特殊利润率平

均化了。那末，为什么在农业中就不是这样呢？这正是问题所在。

但是洛贝尔图斯先生甚至对问题的提法也不对，因为他第一，假定

已经有一个一般利润率存在；第二，假定特殊利润率（以及它们之

间的差异）没有平均化，也就是说商品按它们的价值交换。

第三个错误的前提：原料的价值不加入农业。实际上，这里的

种子等等的预付是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租地农场主也是把它们

作为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计算的。随着农业变成一个纯粹的企

业部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在农村中确立，［４６８］随着农业为市场而

生产，生产商品，生产为出卖而不是为自己消费的物品，农业也就

计算它的支出，把支出的每个项目都看成商品，不管该物品是农业

从本身（即从自己生产中）购买的还是向第三者购买的。随着产品

变成商品，生产要素当然也变成商品，因为这些生产要素完完全全

就是这些产品。因此，既然小麦、干草、牲畜、各种种子等等作为商

品出卖，而且具有重要意义的正是出卖这些产品而不是用它们来

直接消费，那末，它们也就作为商品加入生产；租地农场主如果不

会把货币当作计算货币来用，他就是十足的傻瓜。最初，这只是计

算的形式方面。但是，以下的情况也同样发展起来：某个租地农场

主购买他在生产中支出的产品，即种子、别人的牲畜、肥料、矿物质

等，同时又出卖他的收入；因此对于单个租地农场主来说，这些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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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形式上也是作为预付加入生产的，因为

它们是买来的商品。（现在这些东西对于租地农场主来说已经始终

是商品，是他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而当租地农场主把它们以实物形

式重新投入生产的时候，他是把它们当作卖给自己这个生产者的

东西看待的。）并且，随着农业的发展，随着最后的产品越来越以工

厂的方式、按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产出来，情况也就越来越是这

样了。

因此，说这里有一部分资本加入工业而不加入农业，是错误

的。

可见，如果照洛贝尔图斯的（错误的）前提，农产品和工业品提

供的“租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份额）是同这些产品的价值成比例

的，换句话说，如果具有等量价值的工业品和农产品为它们的所有

者提供等量剩余价值，也就是包含等量无酬劳动，那末［即使在这

种前提下］，也绝对不会因为有一部分资本只加入工业（用于原料）

而不加入农业，就发生不成比例的情况，以致比如同一剩余价值在

工业中据说要按增加了这个组成部分的资本来计算，从而提供较

小的利润率。要知道资本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加入农业的。因

此，剩下要解决的问题只是：这个组成部分是否依同一比例加入农

业？但是，在这里，我们遇到的是纯粹量的差别，而洛贝尔图斯先生

想找的却是“质的”差别。这种量的差别在不同的工业生产领域也

存在。这些差别在一般利润率中被拉平了。为什么工业和农业之

间的差别（如果这种差别存在的话）不会被拉平呢？既然洛贝尔图

斯先生让农业参与获得一般利润率，为什么又不让它参与形成这

个一般利润率呢？当然，如果这样，他的全部理论就完了。

第四个错误的前提：洛贝尔图斯把机器等的损耗这一部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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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归入可变资本，即归入创造剩余价值、特别是决定剩余价值

率的那部分资本，却不把原料归入其中，这是一个任意作出的错误

前提。作出这个错误计算，是为了能够得到一开头就希望得到的计

算结果。

第五个错误的前提：如果洛贝尔图斯先生要区别农业和工业，

那末，就应当知道，由机器、工具，即由固定资本构成的资本要素是

完全属于工业的。只要这个资本要素作为要素加入某个资本，它总

是仅仅加入不变资本，丝毫不能提高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它作为

工业品，是一定生产领域的结果。因此，它的价格，或者说，它在全

部社会资本中所占的价值部分，同时代表一定量剩余价值（同原料

的情况完全一样）。这个要素诚然加入农产品，但是它是来自工业

的。洛贝尔图斯先生在计算中既然把原料看作从外面加入工业的

资本要素，那末他就应该把机器、工具、容器、建筑物等看作从外面

加入农业的资本要素。他就应该说，加入工业的只有工资和原料

（因为固定资本只要不是原料，就是工业品，是工业自己的产品）；

而加入农业的只有工资［４６９］和机器等固定资本，因为原料只要不

包含在工具等等之中，就是农产品。既然工业中少了一个生产费用

“项目”，就应当研究在工业中是怎样计算的。

第六：一点不错，在采矿工业、渔业、狩猎业、林业（只指自然生

长的林木）等部门，一句话，在采掘工业（对于不进行实物再生产的

原产品的采掘）中，除了辅助材料之外，没有原料加入生产。这一点

对于农业是不适用的。

但是，同样不错，在工业的一个很大部分即运输业中存在着同

样的情况。这里的支出只用于机器、辅助材料和工资。

最后，无庸置疑，在其他一些工业部门中，相对地说，只有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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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资加入生产，而没有机器即固定资本等加入生产，例如裁缝业

等就是这样。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利润量，即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之比，不

取决于预付资本——在扣除了可变资本即用于工资的资本部分以

后——是由机器构成还是由原料构成，还是由两者一起构成，而是

取决于这部分资本同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相比有多大。因此，在

不同的生产领域就必然存在着（撇开由流通引起的变化不说）不同

的利润率，这些不同的利润率的平均化，恰好形成一般利润率。

洛贝尔图斯先生模糊地猜到的，是剩余价值同它的特殊形式，

特别是同利润的区别。但是他不得要领，因为在他那里，问题一开

始就只是要说明一定的现象（地租），而不是要揭示普遍规律。

在所有生产部门中都有再生产；但是这种同生产联系的再生

产只有在农业中才是同自然的再生产一致的，在采掘工业中就不

是这样。因而，在采掘工业中，实物形式的产品不再成为它本身再

生产的要素｛以辅助材料形式出现的场合除外｝。

农业、畜牧业等和其他生产部门所不同的，第一，不是产品在

这里成为生产资料，因为一切不具有个人生活资料的最后形式的

工业品都是这样；即使具有这种最后形式的工业品也是这样，因为

它们是生产者本身的生产资料，生产者靠消费它们把自己再生产

出来，并保持自己的劳动能力。

第二，也不是农产品作为商品，即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加入生

产；它们是以从生产中出来的形式加入生产的：它们作为商品从生

产中出来，又作为商品再加入生产，——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

提，又是它的结果。

因此，剩下来只是第三，产品作为本身的生产资料加入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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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而这个生产过程的产物就是这些产品。在机器方面也有这种情

况。机器生产机器。煤帮助把煤提出矿井，煤运输煤等。在农业中，

这种情况表现为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人引导的，虽然它也

“略微”创造人本身。而在其他生产部门，这种情况直接表现为生产

的作用。

但是，如果洛贝尔图斯先生因此便认为，农产品由于作为

“使用价值”（在工艺上）加入再生产时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就不

能作为“商品”加入再生产，那末，他就完全走入歧途了，他显

然是根据对过去的回忆，那时，农业还不是资本主义企业，只有

超过生产者本身消费的农产品的余额才变成商品，而这些产品，只

要它们加入生产，对农业来说就不是商品。这是根本不了解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对整个生产过程产生的影响。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

一切具有价值——因而从可能性来说是商品——的产品，也都作

为商品来计算。

［（６）洛贝尔图斯不理解工业和农业中平均价格

和价值之间的关系。平均价格规律］

  假定在采矿工业中，仅仅由机器构成的不变资本等于５００镑，

用于工资的资本也等于５００镑，那末，如果剩余价值等于４０％，即

２００镑，利润就等于２０％。

因此，现在是：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机器）

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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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在有原料加入的加工工业部门（以及农业部门）支出同样

多的可变资本，并且，如果使用这笔可变资本（即使用这一定数目

的工人）需要机器等５００镑，那末，实际上这里就会加上作为第三

个要素的材料价值，假定这也是５００镑。于是，现在是：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机器……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原料……５００

共计……１０００

  这个２００镑剩余价值现在要以１５００镑来除，结果只等于１３

１
３％。如果在第一种情况下是运输业的话，上述例子还是适合的。

如果在第二种情况下，比例是：机器１００，原料４００，那末利润率仍

旧一样。

［４７０］因此，洛贝尔图斯先生所想象的是，如果在农业中在

工资上支出１００，加上在机器上支出１００，那末，在工业中就是在

机器上支出１００，在工资上支出１００，在原料上支出ｘ。列成图表

就是：

．农  业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利润率

（机器）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２００＝

１
４

．工  业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利润率

原料……ｘ

机器……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０
２００＋ｘ

共计ｘ＋１００

  因而，利润率无论如何小于１
４。由此在 中也就产生了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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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农业和加工工业之间的这种差别是想象出来的，并不存

在；因此，它对于那个决定其他一切地租形式的地租形式来说，是

没有任何意义的。

第二，洛贝尔图斯先生在任何两个工业部门的利润率之间都

可以找到这种差别；这种差别取决于不变资本量同可变资本量之

比，而这个比例本身，又是既可以决定于原料的加入，也可以不决

定于原料的加入。在既有原料又有机器加入的工业部门，原料的价

值，也就是原料在总资本中所占的相对量，自然，如我在前面指出

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２０这同地租毫无关系。

“只有在原产品的价值降到所耗费的劳动以下的时候，在农业中归原产

品的整个租部分才有可能被按资本计算的盈利吸收；因为那时，这个租部分

会大大减少，以至它和农业资本（虽然其中不包含材料价值）之间的百分比，

跟归工业品的租部分和工业资本（虽然其中包含材料价值）之间的百分比相

同；因此，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在农业中才有可能除了资本盈利以外不再剩下

任何地租。但是，既然实际交换照例至少趋向于价值等于耗费的劳动这个规

律，那末地租也照例存在；如果没有地租而只有资本盈利，那末，这不是象李

嘉图设想的原始状态，而只是一种反常现象。”（第１００页）

因此，如果仍旧用前面的例子，那末情况如下（为了更清楚起

见，我们只假定原料等于１００镑）：

．农  业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 产品价格 利  润

（机器）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２５０ ２３３１３ １６２３％

．工  业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产品价值 产品价格 利  润

原料……１００
机器……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３５０ ３５０ １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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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因为农产品比它的价值低１６
２
３镑出卖，所以农业中和

工业中的利润率相等，也就没有什么剩下作为地租。这个对农业来

说是错误的例子即使是正确的，那末，原产品的价值降到“所耗费

的劳动以下”这种情况，也只是完全符合于平均价格规律而已。其

实需要说明的倒是为什么“例外地”在农业中有一部分不是这样，

为什么在农业中全部剩余价值（或者至少是超过其他生产部门的

剩余价值额；超过平均利润率的余额）都留在这个特殊生产部门的

产品价格中，而不加入形成一般利润率的总结算。由此可见，洛贝

尔图斯不知道什么是（一般）利润率和什么是平均价格。

为了把这个平均价格规律说清楚，——这比分析洛贝尔图斯

的观点重要得多，——我们举五个例子。假定剩余价值率全都一

样。

完全没有必要拿具有等量价值的商品来比较；商品应当只按

照它们的价值来比较。为了简便起见，这里拿来比较的是等量资本

所生产的商品。

［４７１］

不 变 资 本

机器 原料

可 变 资 本

（工资）

剩余

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利润 利润率 产品 价 值

１００ ７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０％ １１００

５００ １００ ４００ ２００ ５０％ ２００ ２０％ １２００

５０ ３５０ ６００ ３００ ５０％ ３００ ３０％ １３００

７００  无 ３００ １５０ ５０％ １５０ １５％ １１５０

 无 ５００ ５００ ２５０ ５０％ ２５０ ２５％ １２５０

  这里，在 、 、 、 、 各类（这是五个不同的生产领域）中，

商品的价值分别是１１００、１２００、１３００、１１５０和１２５０镑。如果这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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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按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这些数目也就是它们交换时的货币价

格。在所有这些生产领域，预付资本量相同，都等于１０００镑。如果

这些商品按它们的价值交换，那末，利润率在 只有１０％，在 大

一倍，即２０％，在 是３０％，在 是１５％，在 是２５％。如果把各

种利润率加起来，那末它们的和等于１０％＋２０％＋３０％＋１５％＋

２５％＝１００％。

如果拿所有五个生产领域的全部预付资本来考察，那末，它的

一部分（ ）提供１０％，另一部分（ ）提供２０％，等等。全部资本平

均提供的利润等于这五部分提供的平均量。这就是：

１００（利润率的总和）  
 ５（不同的利润率的数目） ，

即２０％。实际上，我们看到五个生产领域预付的５０００镑资本

提供的利润等于１００＋２００＋３００＋１５０＋２５０＝１０００，也就是

１０００除以５０００等于１
５，即２０％。同样，如果我们计算总产品的

价值，它是６０００镑；超过５０００镑预付资本的余额是１０００镑，等

于预付资本的２０％，等于全部产品的１
６或１６

２
３％。（这又是另一

种计算法。）

因此，要使每一笔预付资本（ 、 、 等等），或者同样可以

说，等量资本，或者说，只按量的大小比例，也就是只按在预付总资

本中所占的比例来考察的资本，从归总资本的剩余价值中确实获

得自己的一份，那末，归每一笔资本的只能是２０％的利润，不过必

须归它的也正是这么多。［４７２］而要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不同领

域的产品就必须有时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卖，有时多少低于自己的

价值出卖。换句话说，全部剩余价值必须不是按各个生产领域生产

多少剩余价值的比例，而是按预付资本的大小的比例在它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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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分配。所有生产领域都要按１２００镑出卖自己的产品，以使产

品价值超过预付资本的余额等于预付资本的１
５，即等于２０％。

这种分配的结果如下：

产品价值 剩余价值 平均价格

平均价格

和价值之

间的关系

利润和剩

余价值

之百分比

计算利润

１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２００

平均价格

超过价值

１００

利润超过

剩余价值

１００％ ２００

１２００ ２００ １２００

价值＝价格

０ ０ ２００

１３００ ３００ １２００

平均价格

低于价值

１００

利润低于

剩余价值

３３ １
３％ ２００

１１５０ １５０ １２００

价格超过

价值  

５０

利润超过

剩余价值

３３ １
３％ ２００

１２５０ ２５０ １２００

价值超过

价格  

５０

剩余价值

超过利润

２５％

利润低于

剩余价值

２０％

２００

  这里我们看到，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平均价格等于商品的

价值，因为这里的剩余价值恰好等于正常平均利润２００。在所有其

７６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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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情况下，都是把剩余价值从一种商品上拿走而加到另一种商品

上去，有时多一点，有时少一点等等。

洛贝尔图斯先生本来应该加以说明的是，为什么在农业中不

是这种情况，为什么在农业中商品必定按它们的价值，而不是按平

均价格出卖。

竞争的作用是把利润平均化，也就是使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平

均价格。照马尔萨斯先生的说法，单个资本家希望从他的资本的每

一部分都得到同样大小的一份利润２１，——换句话说，这不过意

味着资本家把资本的每一部分（不论它的有机的职能如何）都看成

利润的独立源泉，资本的每一部分在他看来都是这样的源泉，——

同样，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每一个资本家都把自己的资本看成同

其他任何等量资本一样，是提供同量利润的源泉；就是说，把每笔

投在单个生产领域的资本，只看成预付在总生产上的总资本的一

部分；每笔资本，都按自己的量，自己的股份，按自己在总资本中所

占的份额，在总剩余价值中，在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产品总量中要

求自己的一份。这个假象使资本家（总之，对资本家来说，在竞争

中，一切都以颠倒的形式出现），不仅使资本家，并且使某些最忠实

于资本家的伪善者和文人确认，资本是一个与劳动无关的收入源

泉，因为实际上各个生产领域的资本的利润，决不是单独由它自己

“生产”的无酬劳动量决定的；这个利润落进盈利总额的大锅里，各

个资本家都从那里按他参加总资本的份额获得自己的一份。

可见，洛贝尔图斯的阐述是无稽之谈。附带还要指出，在某些

农业部门，例如在独立的畜牧业中，可变资本，即用于工资的资本

同资本的不变部分比起来是极小的。

［洛贝尔图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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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金就其本质来说总是地租。”（同上，第１１３页）

不对。租金总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如此而已。但是，如果象

实践中常有的情况那样，租金，部分地或者全部地，是正常利润或

者正常工资的扣除部分｛实际的剩余价值即利润加地租，决不是工

资的扣除部分，而是工人的劳动产品扣除了工资以后剩下来的部

分｝，那末这个租金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就不是地租，并且一旦

［４７３］竞争的条件恢复了正常工资和正常利润，这一点就立刻为实

践证明了。

竞争不断使商品的价值转化为平均价格，在平均价格中，除了

上表 的情况以外，一个生产领域的产品经常出现价值的追加部

分，而另一个生产领域的产品则经常出现价值的扣除部分，只有这

样才得出一般利润率。在可变资本对预付资本总额之比｛假定剩余

劳动率是既定的，相同的｝符合于社会资本的平均比例的生产领

域，商品的价值就等于平均价格；因此这里既没有价值的追加部

分，也没有价值的扣除部分。如果由于特殊条件（这些条件这里不

需要细说），在一定的生产领域，商品的价值——虽然超过平均价

格——没有任何扣除（不是暂时地而是平均地），那末，全部剩余价

值保持在某一个特殊生产领域，——虽然这种情况使商品的［实现

的］价值提高到平均价格以上，因而提供一个大于平均利润率的利

润率，——应看成是这些生产领域的特权。这里要作为特殊性、作

为例外来研究和说明的，不是商品的平均价格降到它们的价值以

下，——这是一般现象，是平均化的必要前提，——而是该商品为

什么不同于其他商品，恰恰按它们的高于平均价格的价值来出卖。

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商品中的预付资本，不论

是工资、原料、机器还是其他）加平均利润。因此，如果［平均利润率

９６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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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既定的］象在上述例子中那样，平均利润等于２０％，即
１
５，那末

每个商品的平均价格等于Ｃ（预付资本）＋
Ｐ
Ｃ（平均利润率）。如果

Ｃ＋
Ｐ
Ｃ等于这个商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生产领域生产出

来的剩余价值Ｍ＝Ｐ，那末，商品的价值就等于它的平均价格。如

果Ｃ＋Ｐ
Ｃ小于商品的价值，因而这个生产领域生产出来的剩余价

值Ｍ 大于Ｐ，那末，商品的［实现的］价值就降低到它的平均价格

水平，它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就加到其他商品的价值上去。最后，

如果Ｃ＋
Ｐ
Ｃ大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Ｍ 小于Ｐ，那末，商品的［实

现的］价值就提高到它的平均价格水平，其他生产领域生产出来的

剩余价值就加到这个商品的［内在］价值上来。

最后，如果有些商品，虽然它们的价值大于Ｃ＋
Ｐ
Ｃ，还是按它

们的价值出卖，或者它们的［实现的］价值至少没有降到它们的正

常平均价格Ｃ＋
Ｐ
Ｃ，那末这里一定有一些使这些商品成为例外的

特殊条件在发生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生产领域实现的利润就

高于一般利润率。如果资本家在这里得到一般利润率，那末土地所

有者就能够以地租形式取得超额利润。

［（７）洛贝尔图斯在决定利润率和

地租率的因素问题上的错误］

  我称为利润率、利率和地租率的，洛贝尔图斯称为“资本盈利

的高度和利息的高度”（第１１３页）［和“地租的高度”］。

“资本盈利的高度和利息的高度决定于它们对资本之比…… 一切文明

民族都把资本额１００作为计算单位，也作为计算高度的标准。因此，资本额

１００所得的盈利量或利息量的比例数越大，换句话说，资本提供的‘百分率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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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盈利和利息就越高。”（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地租和租金的高度决定于它们对一定地段之比。”（第１１４页）

这种说法不合适。地租率首先应当按资本计算，因而应当作为

商品价格超过商品生产费用和超过价格中构成利润的部分的余额

来计算。洛贝尔图斯先生按英亩和摩尔根①计算，这样计算，内部

联系就没有了，他抓住了［４７４］事物的表面形式，因为表面形式给

他说明某些现象。一英亩提供的地租是地租额，是地租的绝对量。

地租额在地租率不变甚至下降的情况下也可以增加。

“土地价值的高度决定于一定地段的地租的资本化。一定面积的地段的

地租的资本化所提供的资本额越大，土地价值就越高。”（第１１４页）

“高度”一词在这里是荒谬的。这个词实际上表示对什么的比

例呢？资本化在利率为１０％时比在２０％时提供的资本额大，这是

清楚的，但是这里的计算单位是１００。“土地价值的高度”这整个说

法，同商品价格的高或低一样，是一般化的说法。

洛贝尔图斯先生现在想研究：

“决定资本盈利的高度和地租的高度的是什么？”（第１１５页）

［（ａ）洛贝尔图斯的第一个论题］

首先他研究：决定“一般租的高度”的是什么，也就是说，决定

剩余价值率的是什么？

“（ ）就一定的产品价值，或者一定量劳动的产品来说，或者同样可以

说，就一定的国民产品来说，一般租的高度和工资的高度成反比，和一般劳动

生产率的高度成正比。工资越低，租就越高；一般劳动生产率越高，工资就越

低，租就越高。”（第１１５—１１６页）

１７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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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贝尔图斯说，租的“高度”——剩余价值率——取决于“这个剩下作为

租的部分的大小”，也就是说，取决于从总产品中扣除了工资之后剩下来的部

分的大小，在这里“产品价值中用于补偿资本的那一部分可以撇开不谈”。（第

１１７页）

这是对的（我指的是考察剩余价值时把资本的不变部分“撇开

不谈”）。

洛贝尔图斯的一个有些奇怪的观点：

“如果工资降低，也就是说，如果工资今后在全部产品价值中占较小的一

份，那末另一部分租｛即工业利润｝作为盈利计算时所依据的总资本也变小。

但是，规定盈利和地租的高度的，只是转化为资本盈利或地租的价值同这个

价值作为盈利或地租计算时所依据的资本或土地面积之比。因此，如果工资

留下一个较大的价值作为租，那末，就要依据变小了的资本和保持不变的土

地面积，来计算这个较大的作为资本盈利和地租的价值；由此得出的盈利和

地租的相对量就大，因此两者合在一起，或者说一般租，就较高…… 假定产

品价值不变…… 这只是因为，花费在劳动上的工资减少了，花费在产品上

的劳动还没有减少。”（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最后这句话是对的。但是，说可变资本即用于工资的资本减

少，不变资本就必定减少，那就错了；换句话，说利润率｛这里把剩

余价值同土地面积之比等等根本不恰当的提法撇开不谈｝由于剩

余价值率提高就必然提高，那就错了。工资降低，比方说，是由于劳

动生产率提高，而生产率的这种提高，在一切场合都表现为同一个

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加工更多的原料，——因此，这一部分不变资本

增加了，机器和机器的价值也是这样。因此，利润率在工资减少的

情况下也可能降低。利润率取决于剩余价值量，而剩余价值量不仅

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取决于被雇用的工人人数。

洛贝尔图斯正确地规定必要工资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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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必要生活费的总额，即对于一定国家和一定时期来说大致相同

的一定实际产品量”。（第１１８页）

［４７５］但是洛贝尔图斯先生把李嘉图提出来的利润和工资成

反比以及这个比例决定于劳动生产率的原理叙述得非常混乱，极

其笨拙。这种混乱一部分是由于他不把劳动时间作为尺度，却愚蠢

地把产品量作为尺度，并且荒唐地去区别“产品价值的高度”和“产

品价值的大小”。

这个好汉所谓的“产品价值的高度”，不过是指产品对劳动时

间之比。如果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许多产品，那末产品价值即每

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就低，在相反的场合，结果也相反。如果１工作

日以前提供１００磅棉纱，后来提供２００磅棉纱，那末棉纱的价值在

后一种情况下比前一种情况下小了一半。在前一种情况下，１磅棉

纱的价值等于 １
１００工作日；在后一种情况下，１磅棉纱的价值等于

１
２００

工作日。因为工人得到的是同量产品，不管产品的价值是高还是

低，也就是说，不管产品包含的是较多的劳动还是较少的劳动，所

以工资和利润成反比，并且工资根据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在总产

品中占较大的部分或者较小的部分。这一点洛贝尔图斯用混乱的

论点叙述如下：

“……如果工资作为工人的必要生活费是一定的实际产品量，那末工资

在产品价值高的情况下必然是一个大的价值，在产品价值低的情况下必然是

一个小的价值，因此，既然假定加入分配的是同一产品价值，工资在产品价值

高的情况下必然吸收产品价值的相当大的部分，而在产品价值低的情况下必

然吸收产品价值的小部分，其结果也必然把产品价值的一个相当大的份额或

一个小的份额留下作租。但是，如果产品价值等于产品所耗费的劳动量这个

定律有效，那末决定产品价值的高度的仍然只是劳动生产率，或者说，产品量

对生产这些产品所花费的劳动量之比…… 如果同量劳动生产的产品较多，

３７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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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句话说，如果生产率提高了，那末同量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就较少；反之，如

果同量劳动生产的产品较少，换句话说，如果生产率降低了，那末同量产品中

包含的劳动就较多。但是，劳动量决定产品的价值，而一定量产品的相对价值

决定产品价值的高度…… 因而一般劳动生产率越高，一般租就必然……越

高。”（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可是，这种说法只有在工人生产的产品属于作为生活资料

——根据传统或者由于必要——加入工人消费的那一类产品的时

候，才是正确的。如果工人生产的产品不属于这一类产品，那末工

人的劳动生产率对于工资和利润的相对高度，就象对于一般剩余

价值量一样，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在这种情况下］全部产品中作为

工资归工人所得的是同样大的价值部分，不管表现这个价值部分

的产品数或产品量是大还是小。在这种场合，不管劳动生产率发生

什么变化，产品价值的分配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ｂ）洛贝尔图斯的第二个论题］

“（ ）如果在产品价值既定的情况下一般租的高度既定，那末，地租的高

度和资本盈利的高度既互成反比，又分别与原产品生产和工业品生产中的劳

动生产率成反比。地租越高，资本盈利就越低；地租越低，资本盈利就越高；反

过来也是一样。原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越高，地租就越低，资本盈利就越

高；原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越低，地租越高，资本盈利就越低；工业品生产

的劳动生产率越高，资本盈利就越低，地租就越高；工业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

越低，资本盈利就越高，地租就越低。”（第１１６页）

一开始（在第一个论题中）我们已看到李嘉图关于工资和利润

成反比的规律。

现在我们看到李嘉图的第二个规律：利润和地租成反比；这个

规律被洛贝尔图斯用另一种方式发挥了，或者不如说，弄乱了。

十分清楚，如果一定的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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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前者所得越大，后者所得就越小，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洛

贝尔图斯先生在这里还加进了他自己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应该

比较详细地加以研究。

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把下述论点当作一个新的发现：一般剩

余价值｛“作为一般租供分配的劳动产品价值”｝，也就是由资本家

榨取的全部剩余价值，“是由原产品价值加工业品价值构成的”。

（第１２０页）

一开头，洛贝尔图斯先生又向我们重述了他关于在［４７６］农业

中不存在“材料价值”的“发现”。这次用的是以下的说法：

“归工业品的、决定资本盈利率的租部分，作为盈利计算，不仅要依据实

际用于制造这种产品的资本，也要依据作为材料价值列入工厂主企业基金的

全部原产品价值；但是，这种材料价值，对于归原产品的租部分——扣除了按

照工业中既定盈利率〈当然！按照既定盈利率〉计算的用于原产品生产的资本

的盈利，其余额就形成地租——来说，是不存在的。”（第１２１页）

我们再说一遍：不是不存在！

我们假定地租存在，因而原产品的剩余价值的一定部分归土

地所有者——这是洛贝尔图斯先生没有证明过的，按照他的思路

也是不能证明的。

其次假定：

“在产品价值既定的情况下，一般租的高度〈剩余价值率〉也是既定的。”

（第１２１页）

这就是说，例如，在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中，有一半，即５０镑，是

无酬劳动；因而，这一半形成一个用来支付剩余价值的一切项目

——地租、利润等——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十分明白，分享这

５０镑的人中，一个人得的越多，另一个人得的就越少，反过来也是

一样，或者说，利润和地租成反比。现在要问：剩余价值分为这两部

５７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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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是由什么决定的？

无论如何，下述一点仍然是正确的：企业主（不管他是农业主

还是工厂主）的收入等于他从出卖产品中取得的剩余价值（他从他

的生产领域的工人身上榨取了这个剩余价值），而地租（在它不象

卖给工业家的瀑布那样直接从工业品取得的地方；房租等的情况

则同瀑布的情况一样，因为住房不是原产品）则仅仅从包含在原产

品中、由租地农场主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超额利润（不加入一般利

润率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产生。

一点不错，如果原产品的价值提高［或降低］，在使用原料的工

业部门中，利润率将同原产品价值成反比地降低或提高。如果棉花

的价值增加了一倍，那末，在工资和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条件下，利

润率将下降，就象我在前面一个具体例子中指出的那样２２。但是，

这种情况在农业中也是存在的。如果收成不好，而生产要按原来的

规模继续进行（这里我们假定商品按它们的价值出卖），那末，总产

品，或者说，总产品价值中就有较大的一部分必须投回到土地中

去，而且，在工资不变的条件下，在扣除工资以后，租地农场主的剩

余价值将是产品的较小部分；因而剩下供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

者分配的将是较小量的价值。虽然单位产品的价值会比以前高，可

是，不仅余下的产品量，而且余下的价值部分都会比以前小。如果

产品由于需求［增加］而高于它的价值出卖，以致现在较小量产品

的价格比以前较大量产品的价格高，情况就不同了。但是，这同我

们假定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卖这一点是矛盾的。

假定情况相反：棉花收成加倍，直接投回到土地中去的部分

如肥料和种子的价值比以前小。在这种情况下，扣除工资后剩下

给棉花种植业者的那部分价值比以前大。在棉花种植业中，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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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棉纺织业中一样，利润率将提高。自然，一点不错，现在一码

棉布中，归原产品的价值部分将比以前小，归原料加工的价值部

分将比以前大。假定一码棉布包含的棉花价值等于１先令，一码

棉布值２先令。如果现在棉花价格从１先令降到６便士（在棉花

价值等于棉花价格的前提下，棉花价格之所以可能下降，只是因

为棉花种植业的生产率提高了），那末一码棉布的价值等于１８便

士。它降了１
４，即２５％。但是，在棉花种植业者以前按１先令的

价格卖出１００磅的地方，现在按６便士要卖出２００磅。以前全部

棉花的价值是１００先令，现在也是１００先令。虽然棉花以前占产

品价值的一个较大部分，棉花生产者以前用每磅按１先令计价的

１００先令棉花只换到５０码棉布；现在他（即使棉花种植业中的剩

余价值率同时降低了）用每磅棉花按６便士出卖的１００先令，却

换到６６２
３码棉布。

假定商品按它们的价值出卖，那末，说参与产品生产的生产者

的收入，必然取决于他们的产品在产品总价值中形成多大的价值

组成部分，［４７７］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假定在一切工业品中，包括机器在内，一个生产部门的总产品

价值是３００镑，另一个是９００镑，第三个是１８００镑。

如果说，全部产品价值分为原产品价值和工业品价值的那种

比例决定剩余价值——按洛贝尔图斯的说法是租——分为利润和

地租的比例这一点是正确的，那末，这一点对于有原料和工业品以

各种比例参加的各种生产领域的各种产品，也一定是正确的。

如果在９００镑价值中，工业品是３００镑，原产品是６００镑；如

果１镑等于１工作日；其次，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例如，在正

常工作日是１２小时的时候，是２小时比１０小时，那末，在３００镑

７７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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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品］中包含３００工作日，在６００镑［原产品］中则多一倍（２×

３００）。在前一种产品中剩余价值额等于６００小时，在后一种产品中

是１２００小时。这无非是说，在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时候，剩余价值量

取决于工人人数，即取决于同时使用的工人人数。其次，既然已经

假定（但不是已经证明）在加入农产品价值的剩余价值中，一部分

作为地租归土地所有者，那末，从这里必然进一步得出结论：地租

量实际上是按农产品价值增加（同“工业品”价值相比）的比例增加

的。

在上例中，农产品对工业品之比是２∶１，即６００∶３００。现在假

定，这个比是３００∶６００。既然地租取决于农产品中所包含的剩余

价值，显然，如果剩余价值在前一种情况下是１２００小时，而在后一

种情况下只有６００小时，那末地租既然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定部

分，在前一种情况下就必然比在后一种情况下大。换句话说：农产

品在全部产品价值中占的价值部分越大，全部产品的剩余价值中

归农产品的部分就越大，因为产品的每一价值部分都包含一定的

剩余价值；而全部产品的剩余价值中归农产品的部分越大，地租也

就越大，因为农产品剩余价值的一定比例部分表现为地租。

假定地租等于农业中生产的剩余价值的 １
１０，如果农产品价值

（在９００镑总价值中）占６００镑，地租就等于１２０小时，如果农产品

价值占３００镑，地租只等于６０小时。这样一来，地租量的确同农产

品价值量一起变化，因而也同农产品价值对工业品价值的相对量

一起变化。但是，地租和利润的“高度”，即它们的比率，与此绝对没

有关系。在前一种情况下，产品价值等于９００镑，其中３００镑是工

业品，６００镑是农产品。这个总数中，有６００小时剩余价值归工业

品，１２００小时归农产品。合计１８００小时。其中１２０小时归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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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０小时归利润。在后一种情况下，产品价值等于９００镑；其中

６００镑是工业品，３００镑是农产品。因而归工业的剩余价值是１２００

小时，归农业的是６００小时。合计１８００小时。这个总数中，归地租

的是６０小时；归利润的部分中，１２００小时归工业，５４０小时归农

业，合计１７４０小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品（按价值）两倍于农产

品，在前一种情况下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下地租等于６０小时，在前

一种情况下等于１２０小时。地租纯粹同农产品价值成比例地增加。

农产品价值量增加多少倍，地租量也增长多少倍。就全部剩余价值

（等于１８００小时）来看，地租在前一种情况下占 １
１５，在后一种情况

下占１
３０。

如果这里地租量随同归农产品的价值部分的量一起增加，而

地租在全部剩余价值中所占的比例部分也随同地租量一起增加；

因而，如果剩余价值归地租的部分同它归利润的部分比较起来也

有了增加，——那末，这只是因为洛贝尔图斯假定地租按
·
一
·
定
·
比
·
例

参与农产品剩余价值的分配。既然这个事实是既定的，或者说，是

已经假定的，情况也必然是这样。但是这个事实本身，决不能从洛

贝尔图斯再次给我们讲的、我在前面第４７６页一开头①就引过的

关于“材料价值”的废话中得出来。

至于地租的高度，那它也不会同地租所参与分配的产品［中包

含的剩余价值］成比例增加，因为这个比例仍然是１
１０。地租量增加，

是因为这个产品量增加了；既然在地租的“高度”没有增加的情况

下地租量还是增加了，那末，同［总］利润量相比，或者说，同这个利

润在总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４７８］相比，地租的“高度”也增加

９７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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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为假定，现在是总产品价值的一个较大的部分提供地租，剩

余价值的一个较大的部分能够转化为地租，所以，剩余价值中转化

为地租的部分自然就增加了。这一切同“材料价值”绝对没有关系。

而洛贝尔图斯却说：

“较多的地租”同时也表现为“较高的地租”，“因为这个地租据以计算的

土地面积或摩尔根数仍然不变，从而，每一摩尔根分摊到一个较大的价值

额”。（第１２２页）

这种说法是荒谬的。这是用一种回避问题本身困难的“尺度”

来衡量地租的“高度”。

我们应该把上面举的例子略为改变一下——因为，我们还不

知道什么是地租。如果我们使农产品的利润率同工业品的一样，只

是另加１
１０作地租，那末，情况就不同了，并且可以清楚地看出：［为

了解决问题，］本来就应该这样做，因为同一利润率的存在是作为

前提的。

工业品 农产品 ［剩余价值及其分配］

６００镑

［７２００小时］

３００镑

［３６００小时］

  １２００小时剩余价值归工

业，６００小时归农业，６０小时

归地租。合计１８６０小时，其中

１８００为利润。

３００镑

［３６００小时］

６００镑

［７２００小时］

  ６００小时剩余价值归工

业，１２００小时归农业，１２０小

时归地租。合计１９２０小时，其

中１８００为利润。

  在 的情况下，地租比在 的情况下大一倍，因为［总］产品价

值中被地租象虱子一样叮着的那一部分价值，即农产品价值，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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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比工业品大。利润量在两种情况下都是一样——１８００小时。在

的情况下，［地租］占全部剩余价值的 １
３１，在 的情况下占１

１６。

如果洛贝尔图斯无论如何要把“材料价值”单单算在工业上，

那末他首先就应该把由机器等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单单归到农

业上。这部分资本是作为工业提供给农业的产品，作为充当生产

“原产品”的生产资料的“工业品”加入农业的。

至于工业，机器中由“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价值，已经在“原料”

或者说“材料价值”的项下记入工业的借方，因为这里所谈的是两

家公司之间的结算。因此，这一部分是不能重复入账的。工业中使

用的机器的另一部分价值，是由加进去的“工业劳动”（过去的和现

在的）构成的，而这种劳动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有酬劳动和无酬劳

动）。因此，在这里预付的那部分资本（除了机器的原料所包含的以

外），［可以看出］仅仅由工资构成，因而，它不仅使预付资本量增

加，并且使应该依据这个预付资本来计算的剩余价值量增加，从而

使利润增加。

（在这样的计算中，错误始终在于［不理解］：例如，机器本身即

其价值中所包含的机器或工具的损耗，虽然归根到底也可以归结

为劳动，——不论是原料中包含的劳动，还是把原料变成机器等的

劳动，——可是，这个过去劳动既不再加入利润，也不再加入工资，

只要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不变，它只能作为已经生产出来的

生产条件发挥作用；不论这种生产条件在劳动过程中的使用价值

如何，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仅仅作为不变资本的价值出现。这一点

非常重要，我在研究不变资本和收入的交换问题时已经阐明①。但

是，除此以外，这一点还要在论资本积累那一节中较详细地加以阐

１８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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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

至于农业，即单纯的原产品生产或者所谓初级生产，相反，在

“初级生产”公司和“加工工业”公司之间相互结算时，加入农业

的代表机器、工具等的资本价值部分，即一部分不变资本，只能

看作是加入农业资本但不增加其剩余价值的项目，决不能作任何

别的理解。如果农业劳动由于使用机器等等而提高了生产率，那

末，机器等的价格越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越慢。使农业

劳动生产率以及任何其他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是机器的使用价值，

而不是机器的价值。此外，同样可以说，工业劳动生产率首先取

决于原料的存在和它的特性。但是，这里成为工业的生产条件的，

又是原料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它的价值。价值倒不如说是一个障

碍。因此，［４７９］对洛贝尔图斯先生在工业资本方面关于“材料

价值”所说的话，作一些相应的改动，就完全适用于 ［农业中使

用的］机器等等：

“比如说，花费在作为
·
机
·
器的

·
犁或

·
轧
·
棉
·
机上的劳动〈以及耗费在排水渠或

马厩上的劳动〉不能加入
·
小
·
麦或

·
棉
·
花这种特殊产品所耗费的劳动。”“相反，

·
机

·
器的价值，或者说

·
机
·
器
·
价
·
值，总是算在资本总额内，所有者就是根据这个资本

总额来计算作为盈利归
·
原
·
产
·
品的租部分的。”（参看洛贝尔图斯著作第９７

页）２３

换句话说：小麦和棉花的价值中代表磨损了的犁或轧棉机的

价值的那一部分，不是犁地劳动或轧棉劳动的结果，而是造犁劳动

或造轧棉机劳动的结果。这个价值组成部分加入农产品，尽管它不

是在农业中生产的。它仅仅经过农业之手，因为农业只是用它从机

器制造业者那里购买新犁或新轧棉机来补偿磨损了的犁和轧棉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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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用的这些机器、工具、建筑物和其他工业品由两个部分构

成：（１）这些工业品的原料［和（２）加在原料上的劳动］。

虽然这种原料是农产品，但是它是农产品中从来既不加入工

资也不加入利润的部分。即使农业中根本不存在资本家，土地耕种

者仍然不能把他的产品的这一部分作为工资记在他的账上。事实

上他必须把这一部分无代价地交给机器厂主，让机器厂主用来为

他制造机器，此外，他还必须对加在这种原料上的劳动支付报酬

（＝工资＋利润）。实际上情况也是这样。机器制造业者购买原料，

但是农业主在购买机器时必然把这种原料买回。因此，这就好比农

业主什么也没有卖给机器制造业者，而只是把原料借给他，让他赋

予原料以机器形式。因此，农业用的机器的价值中归结为原料的那

部分，虽然是农业劳动的产品，是农业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一部

分，却仍然属于生产，而不属于生产者，因而同种子一样算在生产

者的费用中。另一部分价值，即代表投入机器的工业劳动的价值，

是“工业品”，它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农业，同原料作为生产资料加入

加工工业完全一样。

因此，如果说“原产品生产”公司把“材料价值”提供给“加工工

业”公司，这个材料价值作为一个项目列入工厂主的资本总额，这

种说法是正确的，那末，下面的说法同样正确：“加工工业”公司把

机器价值提供给“原产品生产”公司，这个机器价值全部（包括由原

料组成的部分在内）加入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总额，尽管这个“价值

组成部分”并不给租地农场主提供剩余价值。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在英国人所谓的高级农业中，同原始农业比较，虽然剩余价值率较

高，利润率却显得较低。

同时，这里向洛贝尔图斯先生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证据，说明对

３８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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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本预付的本质来说，产品价值中投在不变资本的部分究竟是

用实物补偿，因而仅仅被作为商品——作为货币价值——计算，还

是确实被让渡，并经过买卖的过程，那是无关紧要的。例如，如果原

产品生产者把他购买的机器中所包含的铁、铜、木材等无代价地交

给机器制造业者，因而机器制造业者在向他出卖机器时只算加进

去的劳动和自己的机器的磨损这笔账，那末，所购买的机器要农业

主花的费用，就会恰好同它现在要他花的费用一样多，而且在他的

生产中作为不变资本、作为预付出现的，就会是同一个价值组成部

分；就象农民是把他的收获物全部卖掉，用收获物价值中代表种子

（原料）的那部分价值买进别人的种子，——比如说，为了进行有利

的品种更换，从而避免经常的同种繁殖引起的植物退化，——还是

直接从他的产品中扣出这个价值组成部分投回到土地中去，这完

全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洛贝尔图斯先生为了作出他的计算，把不变资本中由机

器构成的部分理解错了。

在分析洛贝尔图斯先生的第二个论题时应该考察的第二点

是：

洛贝尔图斯先生所说的构成收入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同构成

全部年产品的工业品和农产品，完全不是一回事。即使就全部年产

品来看，下述说法是正确的：在把农业资本中由机器等构成的整个

部分，［４８０］以及农产品中直接投回农业生产的部分扣除之后，剩

余价值在租地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分配（因而，归租地农场主的

剩余价值也在租地农场主自己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必然决

定于工业和农业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份额的量，——那末，当我们

说的是构成共同收入基金的产品时，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就大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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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收入（这里把再转化为新资本的部分除外）是由加入个人消费

的产品构成的，这里的问题是工业家、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从

这个大锅里究竟各取多少。取出的各部分，是不是由工业和原产品

生产在构成收入的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决定的？换句话说，是不

是由构成收入的全部产品的价值所分成的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

份额决定的？

前面我已经指出①，构成收入的产品量，不包括作为劳动工具

（机器）、辅助材料、半成品和半成品的原料加入生产并构成劳动年

产品的一部分的一切产品。它不仅不包括原产品生产中使用的不

变资本，而且不包括机器制造业者的不变资本，以及租地农场主和

［工业］资本家的虽然加入劳动过程但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全部

不变资本。其次，它不仅不包括不变资本，而且不包括那些不加入

个人消费的产品——这些产品代表其生产者的收入，并加入作为

收入来消费的那些产品的生产者的资本，以补偿用掉的不变资本。

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并且事实上无论按使用价值还是按交换

价值都代表财富中构成收入的部分的产品量，如我前面所指出

的②，可以看作仅仅由（一年内）新加劳动构成，因而也仅仅归结为

收入，即工资和利润（利润又分解为［留在资本家手里的］利润、地

租、税收等），其中既丝毫不包含加入生产的原料的价值，也丝毫不

包含加入生产的机器或者一般说劳动资料损耗的价值。因此，如果

我们考察这种收入（把收入的各种派生形式完全撇开不谈，因为这

些形式只是表示收入所有者把他在上述产品量中得到的份额转让

给别人，或者是为了支付服务报酬等等，或者是为了还债等等），并

５８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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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其中工资占
１
３，利润占

１
３，地租占

１
３，而产品按价值等于９０

镑，那末，每项收入的所得者都可以从总量中取得等于３０镑的产

品。

既然形成收入的产品量仅仅由新加（一年内加入的）劳动构

成，那末，看来似乎很简单：如果农业劳动在这个产品量中占２
３，工

业劳动占１
３，那末，工业家和农业主彼此就按照这个比例来分配价

值。上述产品量价值的三分之一归工业家，三分之二归农业主，而

且工业中和农业中实现的剩余价值的比例量（假定两个部门的剩

余价值率一样），将同工业和农业在总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相适

应；地租将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量成比例增长，因为地租是象虱子

一样叮着利润的。但是，这样来论述问题终究是错误的。问题在于，

由农业劳动［产品］构成的一部分价值，将形成那些生产固定资本

以补偿农业中损耗的固定资本的工厂主的收入。因此，形成收入的

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即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之间的比

例，决不表示形成收入的产品量的价值或这个产品量本身在工业

家和租地农场主之间分配的比例，也不表示工业和农业参与总生

产的比例。

洛贝尔图斯接着说：

“但是，原产品价值和工业品价值的相应高度，或者说，两者在全部产品

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又只是分别由原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业的劳动生

产率决定的。原产品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越低，原产品的价值越高，反过来也是

一样。同样，工业劳动的生产率越低，工业品的价值越高，反过来也是一样。因

此，如果一般租的高度是既定的，那末，由于高的原产品价值造成高的地租和

低的资本盈利，而高的工业品价值造成高的资本盈利和低的地租，——地租

的高度和资本盈利的高度不仅应当彼此成反比，而且应当同相应的劳动的生

产率，即原产品生产劳动和工业劳动的生产率成反比。”（第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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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两个不同生产领域的生产率拿来比较，这只能是相对的。就

是说，取任何一点，比如说，大麻的价值和麻布的价值即它们所包

含的劳动时间的相对量之比１∶３作为出发点。如果这个比例改变

了，那末，说这两种不同劳动的生产率有了改变，是正确的。但是，

如果因为生产一盎斯金［４８１］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等于３，生产一吨

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也等于３，就说金的“生产率低于”铁，那就错

了。

两种商品的价值比例，表示生产一种商品比生产另一种商品

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但是，不能因此就说，一个生产部门比另一

个“生产率高”。这样说，只有在两者都把劳动时间用于生产同一使

用价值的时候，才是正确的。

因此，如果原产品价值和工业品价值之比是３∶１，由此决不

能得出结论说，工业生产率三倍于农业。只有这个比例改变了，例

如变成４∶１或３∶２或２∶１等等，才可以说，两个部门的相对生

产率有了改变。因而，只有在生产率提高或降低的情况下才可以这

样说。

［（ｃ）洛贝尔图斯的第三个论题］

“（ ）资本盈利的高度，一般地说，仅仅决定于产品价值的高度，具体地

说，仅仅决定于原产品价值和工业品价值的高度，或者，一般地说，仅仅决定

于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具体地说，仅仅决定于原产品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业

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地租的高度，除此以外，还取决于产品价值的量，就是说，

取决于在既定的生产率程度下用于生产的劳动或生产力的量。”（第１１６—

１１７页）

换句话说：利润率仅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而剩余价值率仅仅

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可是，地租率还取决于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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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劳动量（工人的数量）。

在这个论断中，几乎每一句话都是错的。

第一，利润率决不是仅仅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关于这一点

我们马上就要谈到。但是，首先，说剩余价值率仅仅取决于劳动生

产率，是错误的。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下，剩余价值率随剩余劳动

时间的长短而变动。因此，剩余价值率不仅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也

取决于使用的劳动量，因为（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即使有酬劳

动量不增加，即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不增加，无酬劳动量也可

能增加。如果劳动没有起码达到这样程度的生产率，也就是在一个

工作日中，除了工人自己再生产所必需的时间以外，还剩下剩余劳

动时间，那末，无论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洛贝尔图斯

追随李嘉图，只知道有相对剩余价值），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既然

假定存在剩余劳动时间，那末，在既定的最低限度的生产率下，剩

余价值率就随剩余劳动时间的长短而变动。

因此，第一，说利润率，或者说，“资本盈利的高度”仅仅决定于

被资本剥削的劳动的生产率（因为据说剩余价值率也决定于它），

是错误的。第二，假定在既定的劳动生产率下随工作日的长短而变

动、在既定的正常工作日下随劳动生产率而变动的剩余价值率是

既定的。这样，剩余价值本身就随工人（他们的每一个工作日被榨

取一定量的剩余价值）的人数而不同，换句话说，随花费在工资上

的可变资本量而不同。但是，利润率取决于这个剩余价值对可变资

本加不变资本之比。在剩余价值率既定时，剩余价值量当然取决于

可变资本量，但是，利润的高度，即利润率，取决于这个剩余价值对

预付总资本之比。因此，这里利润率当然决定于原料的价格（如果

该工业部门使用原料的话）和具有一定效率的机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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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洛贝尔图斯的下面一段话是根本错误的：

“因此，据以计算盈利的资本价值总额，同资本盈利额——随产品价值增

加而增加——是按同一比例增加的，盈利和资本之间的原来比例不因资本盈

利的增加而有丝毫改变。”（第１２５页）

这句话如果说正确，除非它是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在利润率既

定时｛而利润率跟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本身是极不相同的｝，使

用的资本的大小之所以无关紧要，正是因为利润率假定不变。一般

说来，虽然劳动生产率不变，利润率还是可能提高，或者，虽然劳动

生产率提高，并且每个领域都提高，利润率还是可能下降。

接着，又出现了关于地租的笨拙的笑话（第１２５—１２６页），说

什么地租的单纯增加就可以使地租率提高，因为地租在每个国家

都是按“不变的摩尔根数”（第１２６页）计算的。既然（在利润率既定

时）利润量增加，那末提供利润的资本量也增加；可是，如果地租增

加，据说发生变化的只有一个因素，即地租本身，至于它的尺度“摩

尔根数”，仍然固定不变。

［４８２］“因此，地租的提高可以由于社会经济发展中到处发生的一个原

因，即由于生产中使用的劳动增加，换句话说，由于人口增加，而不必同时由

于原产品价值提高，因为从更多的原产品取得地租，就必然产生这样的结

果。”（第１２７页）

洛贝尔图斯在第１２８页上有一个奇怪的发现：即使地租由于

原产品的价格降到它的正常价值之下而完全消失，也不可能

“使资本盈利在什么时候会达到１００％〈即在商品按其价值出卖的情况

下〉；盈利不论多高，它始终要低得多”。（第１２８页）

为什么呢？

“因为它”〈资本盈利〉“仅仅是产品价值分配的结果。因此，它在任何时候

都只能是这个单位的一个分数。”（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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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贝尔图斯先生，这全看您是怎么计算的。

假定，预付不变资本等于１００，预付工资等于５０，而劳动的产

品超过这个５０的余额等于１５０，那末，我们就可以这样计算：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价值 生产费用 利润

  １００ ５０ １５０ ３００ １５０ １５０，即１００％

  要使这种情况出现，只须假定工人以３
４的工作日为他的老板

劳动，就是说，四分之一的劳动时间就够工人自身的再生产。当然，

如果洛贝尔图斯先生把等于３００的全部产品价值作为一个整体，

如果他不是从其中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来考察，而是说这种产品

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那末，资本家的份额的确只占这种产

品的一部分，哪怕这一部分等于全部产品的９９９
１０００。但是，这种计算

是错误的，至少几乎从各方面说都是无用的。如果有人花费１５０，

得到３００，那他通常不会说，用３００（而不是用１５０）来除１５０，他获

得５０％的利润。

在上面的例子中，假定工人劳动１２小时：３小时为自己，９小

时为资本家。现在假定他劳动１５小时，即３小时为自己，１２小时

为资本家。按照生产中［生产资料和活劳动量的］原来的比例，不变

资本应该追加２５（实际上没有这么多，因为机器的花费，不会和劳

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于是：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价值 生产费用 利润

１２５ ５０ ２００ ３７５ １７５ ２００，即１１４ ２
７％

  接着，洛贝尔图斯又向我们谈论“地租的无限”增长，因为第

一，他把地租量的单纯的增加理解为地租的提高，就是说，当相同

的地租率用较大的产品量来支付时，他也说是地租的提高。其次，

因为他计算地租，是把“摩尔根”当作尺度，——这是毫不相干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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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

            

下面各点可以简单提一下，因为它们同我的目的毫无关系。

“土地价值”是“资本化的地租”。因此，土地价值的这种货币表

现要看通行的利率高低而定。按４％资本化，地租应当乘以２５（因

为４％＝１００的１
２５）；按５％资本化，应当用２０去乘（因为５％＝１００

的 １
２０）。在土地价值上，这里的差额是２０％。（第１３１页）甚至由于

货币价值下降，地租，从而土地价值，也会在名义上提高，因为，这

里据说同资本的情况不一样。如果借贷利息或利润表现为较多的

货币，那末资本在其货币表现上也同时以同一程度增多。相反，表

现为较多货币的地租，据说应分配在“地段的不变的摩尔根数上。”

（第１３２页）

洛贝尔图斯先生把他的智慧应用到欧洲的经济发展时，作了

如下的概述：

（１）“……在欧洲各国，一般劳动——原产品生产劳动和工业劳动——的

生产率提高了……其结果，国民产品中归工资的份额减少了，剩下作为租的

份额增加了…… 因而一般租提高了。”（第１３８—１３９页）

（２）“……工业生产率增长的比例大于原产品生产的生产率…… 因此，

今天在同量国民产品价值中，归原产品的租的份额，大于归工业品的租的份

额；因此，尽管一般租提高了，可是提高的只有地租，资本盈利反而下降了。”

（第１３９页）

由此可见，洛贝尔图斯先生在这里完全同李嘉图一样，让地租

提高和利润率降低互相说明；一个降低等于另一个提高，而地租的

提高用农业生产率相对低［４８３］来说明。李嘉图在有的地方甚至明

确地说，问题不在于生产率绝对低，而在于生产率“相对”低。①但

１９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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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使他说到相反的情况，这也不是从他提出的原则得出的，因为

李嘉图观点的原作者安德森明确地讲过，任何土地都有改良的绝

对可能性。

如果一般“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提高了，全部租对不变资

本的比率不仅可能下降，而且一定下降，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

虽然使用的工人人数增加了，他们受剥削的程度增加了，可是花费

在工资上的资本，尽管绝对地说增加了，相对地说却下降了；因为

由这些工人推动的、作为过去劳动的预付产品、作为生产的前提加

入生产的［不变］资本，构成总资本中不断增长的部分。因此，利润

加地租的比率下降了，虽然不仅它们的数额（它们的绝对量）提高

了，而且对劳动的剥削率也提高了。这一点洛贝尔图斯先生是无法

看到的，因为在他看来，不变资本是工业的发明，而农业对此则毫

无所知。

至于利润和地租的相对量，那末，决不能因为农业生产率相对

地低于加工工业生产率，就得出结论说，利润率因此要绝对地下

降。如果说，利润对地租之比以前是２∶３，现在只是１∶３，那末，利

润以前是地租的 ２
３，现在只等于地租的

１
３；换句话说，如果以前利

润占总剩余价值的２
５（

８
２０），现在只占

１
４（

５
２０），那末，利润下降了

３
２０，

就是说，从４０％降到２５％。

假定，一磅棉花的价值以前是２先令。现在降到１先令。１００

工人以前一天纺１００磅棉花，现在纺３００磅。花费在３００磅棉花上

的资本，以前是６００先令，现在只有３００先令。再假定，在两种情况

下机器的价值都等于［第一种情况下花在棉花上的数额的］１１０，即

６０先令。最后，为了把３００磅棉花纺成棉纱，以前对３００工人支付

３００先令工资，现在只对１００工人支付１００先令。因为工人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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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增长了”，并且我们必须假定，这里是用工人自己劳动的产

品支付工人报酬的，所以假定剩余价值以前等于工资的２０％，现

在等于工资的４０％。

这样，３００磅棉纱值：

（ ）在第一种情况下——

原料６００，机器６０，工资３００，剩余价值６０，合计１０２０先令；

（ ）在第二种情况下——

原料３００，机器６０，工资１００，剩余价值４０，合计５００先令。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费用９６０先令，利润６０先令，利润率６

１
４％。

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费用４６０先令，利润４０先令，利润率８

１６
２３％。

假定地租是每磅棉花的１
３，那末，在第一种情况下等于２００先

令，或１０镑，在第二种情况下等于１００先令，或５镑。这里，地租下

降了，因为原产品便宜了５０％。但是整个产品便宜了５０％以上。新

加的工业劳动对原料价值之比，在第一种情况下是３６０∶６００，或６

∶１０，或１∶１２
３；在第二种情况下是１４０∶３００，或１∶２

１
７。工业劳动生

产率增长的比例大于农业劳动生产率；可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利润

率比第二种情况下低，地租比第二种情况下高。在两种情况下，地

租都是原料的１
３。

假定原料量在第二种情况下加了一倍，因而纺了６００磅棉花，

那末情况就变成：

（ ）６００磅棉花（原料）６００先令，机器１２０先令，工资２００先令，剩余价

值８０先令，合计生产费用９２０先令，利润８０先令，利润率８１６２３％。

同第一种情况对比，利润率提高了。地租却同第一种情况下一

样多。６００磅棉纱只值１０００先令，而以前却值２０４０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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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４］决不能从农产品的相对昂贵得出结论说，农产品提供地

租。但是，只要假定地租作为一定百分比加到农产品的每一个价值

部分上，——洛贝尔图斯是这样假定的，因为他的所谓证明是荒谬

的，——那当然就会得出结论说，地租随农产品的不断昂贵而提

高。

“……由于人口增加，国民产品的价值总额也极度增加了…… 因此，现

在国内得到更多的工资，更多的盈利，更多的地租…… 地租总额的这种增

加还引起地租水平的提高，可是工资和盈利的总额的增加却不会发生这种作

用。”（第１３９页）

［（８）洛贝尔图斯所歪曲的规律的真实含义］

现在让我们抛开洛贝尔图斯先生的一切谬论（更不用说我在

上面已经详细指出的那些有缺陷的见解了，例如，说剩余价值率

（“租的高度”）只有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时才能提高，——这就是不

懂得绝对剩余价值，等等）。

就是说，让我们抛开：

［第一个］谬论：在真正的农业中（在资本主义的农业中），“材

料价值”完全不加入预付；

第二个谬论：洛贝尔图斯不是把加入农业和工业的第二部分

不变资本（机器等）看作这样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它同“材料价

值”完全一样，不是它以机器形式加入的那个生产领域的劳动的结

果，因而在计算每个生产领域所取得的盈利时也要以它为依据，虽

然机器的价值同材料的“价值”一样，一点也没有加到这个盈利

中，——尽管两者都是生产资料，并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劳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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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谬论：洛贝尔图斯不把加入农业的“机器”等所构成的

整个“价值组成部分”作为预付，记在农业的账上，而且他不把这个

“价值组成部分”中不归结为原料的部分看作农业对工业的负债，

而为了偿付这笔债务，农业必须把一部分原料无代价地提供给工

业，因此，这一部分原料不属于作为整体的工业预付；

第四个谬论：他认为一切工业部门，除了有机器和机器所必需

的辅助材料加入外，还有“材料价值”加入，可是无论运输业或采掘

工业，都完全没有这种情况；

第五个谬论：他不懂得，在许多加工工业部门（它们越是提供

用于消费的成品，就越是如此），虽然除了可变资本之外还有“原

料”加入，但是不变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几乎完全消失，或者数量

极小，小得同大工业和农业无法比较；

第六个谬论：他把商品的平均价格同商品的价值混为一谈。

这一切谬论使洛贝尔图斯从租地农场主和他自己的错误计算

中得出他对地租的解释，以致地租应该随着租地农场主开始确实

计算他的支出而消失。如果把这一切谬论抛开，那末，作为隐藏在

这些谬论后面的核心剩下来的，只是下面的论断：

当原产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卖的时候，它们的价值高于其他

商品的平均价格，或者说，高于它们自己的平均价格，就是说，超过

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因而提供一个超额利润，这个超额利润形成

地租。这就是说，可变资本（假定剩余价值率相等）对不变资本之

比，在原产品生产中比工业各生产领域的平均数大（这并不妨碍可

变资本在某些工业部门比农业中高）。或者，更一般地说：农业同这

样一些工业生产领域属于一类，这些工业生产领域的可变资本对

不变资本之比，高于各工业生产领域的平均数。因此，农业中的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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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按它的生产费用计算，必然高于各工业生产领域的平均

数。这也就是说，农业中的特殊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即一般利润

率。这也就是说，如果剩余价值率相等，而剩余价值本身又是既定

的，那末各个生产领域的特殊利润率，取决于各个领域中可变资本

对不变资本之比。

由此可见，这只是把我从其一般形式上论述的规律①应用到

一个特殊生产部门而已。

［４８５］其次：

（１）要证明农业属于这样一些特殊的生产领域，它们的商品价

值高于它们的平均价格，因此，它们的利润，——如果它们把利润

据为己有，而不把它交出去参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就高于

平均利润，这样，在扣除平均利润之后，这些生产领域还剩下超额

利润。看来，这一点对于农业平均说来是正确的，因为在农业中，手

工劳动相对地说还占优势，而使工业的发展快于农业则是资产阶

级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不过，这是历史的差别，是会消失的。这也

造成了下面这种现象：工业供给农业的生产资料，总的说来，价值

下降，而农业供给工业的原料，总的说来，价值提高；因此，在很大

一部分加工工业中，不变资本的价值相对地高于农业。对于采掘工

业，这一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适用的。

（２）不能象洛贝尔图斯那样，说什么如果农产品按照一般规

律，平均按它的价值出卖，就一定提供超额利润，或者说，地

租，——好象商品按价值但高于平均价格出卖，成了资本主义生产

的一般规律。相反，应该证明，为什么在原产品生产中，例外地，与

价值也
·
高
·
于平均价格的那一类工业品不同，价值不降到平均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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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提供超额利润，或者说，地租。这一点只能用土地所有权的存

在来解释。平均化只有通过资本同资本互相作用才会发生，因为只

有互相起作用的各个资本才有力量实现资本的内在规律。就这一

点来说，那些用垄断来解释地租的人是正确的；正如唯有资本的垄

断使资本家能从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一样，土地所有权的垄断

也使土地所有者能从资本家那里榨取那部分能够形成经常的超额

利润的剩余劳动。那些用垄断来解释地租的人的错误，在于他们认

为垄断使土地所有者能够把商品价格抬得高于商品价值。相反，垄

断在这里的作用，是把商品价值保持在高于商品的平均价格的水

平，是使商品能够按照它的价值而不是高于它的价值出卖。

如果洛贝尔图斯的观点经过这样的修正，那对问题的理解就

正确了。这样一来，地租的存在也就得到了解释，而李嘉图只解释

了差别地租的存在，实际上否认土地所有权有任何经济影响。其

次，这样来理解问题，就排除了在李嘉图自己的著作中只是任意加

上的、对他的思路来说没有必要的加筑部分，即所谓农业生产率递

减的论断，而相反地，承认农业生产率的增长。问题仅仅在于，在资

产阶级的基础上，农业生产率相对地低于工业，换句话说，农业劳

动生产力的发展比工业慢。李嘉图不是从较高的生产率，而是从较

低的生产率得出农业中的“超额剩余价值”，这是正确的。

［（９）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关系。地租的

历史性。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方法问题］

  讲到地租的差别，在土地面积相同、投资额相等的情况下，它

是由自然肥力的差别造成的，特别是，首先是对于那些提供面包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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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主要食品的产品来说，是如此；在土地面积相同、肥力相等的情

况下，地租的差别是由投资额不等造成的。第一种差别，即自然的

差别，不仅引起地租量的差别，而且引起地租的高度，或者说，地租

率（同支出的资本相比）的差别；第二种差别，即工业的差别，则仅

仅引起地租与支出的资本量成比例的增加。在同一地段上连续投

资，也可能产生不同的结果。在肥力不同的地段上存在不同的超额

利润，或者说，存在差别地租，还不能使农业同工业区别开来。使农

业同工业区别开来的，是这些超额利润的固定化，因为在农业中，

这些超额利润是建立在自然所提供的基础上的（诚然，这个基础可

能或多或少地趋于平衡），而在工业中，在平均利润相同的情况下，

超额利润总是具有转瞬即逝的性质，超额利润的产生，总是仅仅因

为采用了生产率更高的机器和更有效的劳动组合。在工业中，由于

平均价格降低而得到的超额利润，总是由最后出现的、生产率最高

的资本提供的。在农业中，可能成为而且往往必然成为超额利润的

原因的，并不是较好地段的肥力的绝对增长，而是它的肥力的相对

增长，这种增长是由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投入耕种引起的。在工业

中，较高的相对生产率，超额利润（它很快消失），总是新投资本的

生产率比原有资本的生产率绝对增长的结果。在工业中，任何资本

（这里不谈需求的暂时增长）都不可能因生产率较低的资本新加入

该工业部门而提供超额利润。

［４８６］然而就是在农业中（正如李嘉图所设想的），比较肥沃

——或者天然比较肥沃，或者由于最新技术成就变得比原有技术

条件下的老地肥沃——的土地，也可能在较晚的阶段投入耕种，甚

至可能使一部分老地停止耕种（在采矿工业和殖民地产品生产中

就有这种情况），或者使老地进行另一种农业生产，提供另一种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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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地租（超额利润）的差别比较固定，这是农业和工业不同的地

方。然而，使平均生产条件决定市场价格，从而把低于这种平均水

平的产品价格提到高于该产品的价格，甚至高于它的价值的原因，

决不是土地，而是竞争，是资本主义生产；因此，这不是自然规律，

而是社会规律。

按照这个理论，最坏的土地无论支付地租，或者不支付任何地

租，都不是必然的。同样可能的是，在不提供地租、只提供普通利润

的地方，或者甚至连普通利润也没有的地方，仍然支付租金，也就

是说，土地所有者得到地租，虽然从经济学观点来看，这里没有任

何地租存在。

例如第一种情况：只有较好（比较肥沃）的土地支付地租（超额

利润）。“作为地租”的地租在这里并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超额

利润很少作为地租固定下来，正如工业中的超额利润并不固定下

来一样（例如北美合众国西部就是这样）２４。［４８６］

［４８６］这种情况常常发生在这样的地方：一方面，比较大量可

供自由使用的土地还没有变为私有，另一方面，自然肥力相当大，

虽然资本主义生产不太发达，因而，虽然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

例很大，农产品的价值还是等于（有时甚至低于）它们的平均价格。

如果价值高于平均价格，竞争会使它降低到这个水平。但是，象洛

贝尔图斯那样的说法则是荒谬的：国家让每一英亩缴纳一个微小

的、几乎是名义上的价格，比如说，一美元［就是地租］。①人们同样

可以引用国家让每一个工业部门缴纳“营业税”为理由［并得出结

论：工业提供“营业租”］。在我们考察的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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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较好的土地支付地租］的规律是有效的。这里，只有相对地说

更肥沃的土地才有地租，而且大部分还是不固定的，是流动的，象

工业中的超额利润一样。不支付地租的土地所以不支付地租，不是

因为它贫瘠，而是相反，因为它肥沃。较好的土地支付地租，是因为

它相对地更肥沃，它的肥力高于平均水平。

但是在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国家，同样的情况，即最后进入耕种

的土地不支付地租，可能是由于相反的原因［即由于这种土地相对

的贫瘠］。如果，比方说，谷物的价值很低（而这种低水平同支付地

租根本没有关系），以致最后进入耕种的土地所提供的这个价值仅

仅等于平均价格，那末，这种情况就会发生。这是由于这种土地相

对的贫瘠，因而在这种土地上虽然和在提供地租的土地上花费同

样多的劳动，但是，收获的夸特数量（按支出的资本计算）是这样

少，以致在实现谷物产品的平均价值时，只得到比方说小麦的平均

价格。

［４８７］举例来说，假定提供地租的最后的土地（提供最少地租

的土地提供纯地租，其他土地提供级差地租），支出１００镑资本，生

产１２０镑或３６０夸特小麦的产品，每夸特值１
３镑。在这种情况下，

３夸特小麦值１镑。假定１镑等于１周劳动，１００镑＝１００劳动周，

１２０镑＝１２０劳动周。那末，１夸特小麦等于１
３劳动周即２工作日。

假定在２日或２４小时中（如果正常工作日是１２小时），１５日即４

４
５小时是无酬劳动，也就是一夸特包含的剩余价值。１夸特＝

１
３镑

＝６２
３先令＝６

６
９先令。

如果平均利润等于１０％，３６０夸特的平均价格就等于１１０镑，

１夸特的平均价格＝６１
９先令。这样，如果一夸特小麦按它的价值

出卖，全部产品的价值就比平均价格高１０镑。因为平均利润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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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地租就等于剩余价值的一半，即１０镑或每夸特
５
９先令。等级

较高的土地，同样花费１２０劳动周（不过其中只有１００是有酬劳

动，不管是物化劳动还是活劳动），却能提供较多夸特，按每夸特６
６
９先令的价格，将提供较高的地租。而最坏的耕地花费１００镑资本

将提供１０镑地租，或者说，一夸特小麦提供５
９先令地租。

假定有一块新地投入耕种，花费１２０劳动周，只提供３３０夸

特。如果［以前］３夸特的价值等于１镑，３３０夸特就等于１１０镑。现

在一夸特等于２日２２
１１小时，以前只等于２日。以前一夸特的价值

是６６
９先令即６先令８便士，现在（因为一镑等于６日）是７先令３

便士１１
１１法寻。现在一夸特要按它的价值出卖，并在实现价值时也

提供５
９先令地租，它就必须比以前贵７便士１

１
１１法寻出卖。较好土

地上生产的小麦价值，在这里低于最坏土地上生产的小麦价值；如

果这种最坏土地按照略好一点的土地，即提供地租的土地所生产

的一夸特的价格出卖它的产品，那末它就低于产品的价值而按照

产品的平均价格，也就是按照最坏土地能提供１０％普通利润的那

种价格出卖产品。因此，这种土地可以耕种，并给资本家提供普通

平均利润。

在两种情况下，最坏土地在这里除了提供利润外，还会提供地

租。

第一，如果一夸特小麦的价值高于６６
９先令（由于需求增长，

一夸特的价格可能高于６６
９先令，即高于它的价值，但我们不研究

这种情况；６６
９先令，也就是早先最坏的耕地得以提供１０镑地租

的一夸特小麦价格，等于这块提供非级差地租的土地上生产的小

麦的价值），就是说，如果早先最坏的耕地和其他一切土地，为了提

供同一地租，相对地说比较不肥沃，以致它们的产品价值更加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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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的平均价格和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因此，新的最坏土地不提

供地租，不是由于它贫瘠，而是由于其他地段相对的肥沃。提供地

租的最坏的耕地，同投入新资本的新等级土地相比，则提供一般地

租，即非级差地租。从提供地租的最坏土地上得到的地租不高于它

现有的水平，正是因为这种提供地租的土地肥沃。

假定除了最后的提供地租的土地以外，还有三个等级的土地。

等级 （在 即最后的提供地租的土地之上）提供的地租比等级

多１
５，因为这种土地比等级 肥力大１

５，等级 提供的地租又比等

级 多 １
５，因为它比等级 肥力大 １

５；等级 也是这样，因为它比

等级 肥力大１
５。由于等级 的地租等于１０镑，等级 的地租就

等于１０＋１０的 １
５＝１２镑，等级 等于１２＋１２的 １

５＝１４
２
５镑，等

级 等于１４２
５＋１４

２
５的

１
５＝１７

７
２５镑。

２５

如果 的肥力减低，从 到 的地租就会［４８８］增多， 的地

租也会绝对增多（但它们之间的比例是否仍然不变？）。这一点可以

从两方面来理解。如果 比较肥沃了， 、 、 的地租就会相应减

少。另一方面， 对 、 对 、 对 的关系，同新加入的、不提供

地租的那一级土地对 的关系一样。新等级的土地不提供地租，是

因为 的小麦价值并不高于新土地产品的平均价格。如果 比较

不肥沃了， 的小麦价值就会高于新土地产品的平均价格。这时，

新土地也会提供地租。就 来说，情形也是这样。如果 比较肥沃

了， 就不提供地租或提供较少的地租； 对 的关系， 对 的

关系，也是这样。因此，归根到底，这里是一种相反的顺序： 的绝

对肥力决定 的地租；如果 还要肥沃一些， 、 、 就会提供较

少的地租，或完全不提供地租。由此可见， 提供的地租，即非级差

地租，是由 的肥力决定的，正如新地完全不提供地租，是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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肥力决定的一样。因此，在这里，施托尔希的规律是适用的：最肥沃

的土地的地租决定最后的、一般提供地租的土地的地租，２６就是

说，它也决定提供非级差地租的土地和完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之

间的差额。

因此，第五个等级即新耕地 ′（和 相区别）不提供地租，不

是由于它本身贫瘠，而是由于它同 比较相对的贫瘠，也就是说，

由于 比 ′相对的肥沃。

［第二，］提供地租的 、 、 、 级地的产品一夸特（为了更

符合实际，可以用蒲式耳代替夸特）的价值６６
９先令即６先令８便

士，等于 ′的平均价格而低于这一级本身的价值。但这里可能有

许多中间阶段。如果 ′花费１００镑资本提供的蒲式耳量，是在它

的实际收成３３０蒲式耳和 的收成３６０蒲式耳之间，例如３３３、

３４０、３５０直到（３６０—ｘ）蒲式耳，那末，一蒲式耳的价值，即６先令８

便士，就会高于 ′（一蒲式耳）的平均价格，这种最后的耕地也就

会提供地租。这种土地一般提供平均利润，是因为 ，也就是 —

相对的贫瘠。这种土地不提供地租，是因为 相对的肥沃和它本

身相对的贫瘠。如果一蒲式耳的价值高于６先令８便士，就是说，

如果 、 、 、 比较不肥沃了，最后的耕地 ′就能提供地租，因

为在这种情况下，小麦的价值提高了。但是，如果一蒲式耳的价值

等于６先令８便士，就是说， 、 、 、 的肥力照旧不变，而 ′

本身比较肥沃了，提供３３０蒲式耳以上，因而一蒲式耳６先令８便

士的价值高于 ′提供的一蒲式耳的平均价格，换句话说，如果它

的平均价格现在低于６先令８便士，即低于 、 、 、 种植的小

麦价值，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最后的耕地也能提供地租。既然价值

高于平均价格，就会有一个高于平均利润的超额利润，从而就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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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租。

由此可见：

在拿不同的生产领域（例如，工业和农业）作比较时，价值

超过平均价格这一事实，证明提供超额利润即价值超过平均价格

的余额的那个生产领域生产率较低。相反，在同一领域内，这一

事实却证明这个资本比同一生产领域的其他资本生产率高。在上

例中， 提供地租，一般说来，是因为农业中可变资本对不变资

本之比大于工业，也就是说，农业中必须有更多的新劳动加到物

化劳动上去，还因为土地所有权的存在使价值超过平均价格的余

额不因资本竞争而平均化。但是 ［具体说来］， 一般提供地租，

还因为一蒲式耳价值６先令８便士不低于这一级土地产品的平均

价格；就是说，因为这一级土地还不是那么贫瘠，以致它本身产

品的价值高于一蒲式耳６先令８便士，并且决定它的产品的价格

的，不是这一级土地本身产品的价值，而是 、 、 （或者更

确切地说，是 ）上种植的小麦价值。这个市场价格现在是仅仅

等于这一级土地本身产品的平均价格，还是高于这个平均价格，换

句话说， 的产品的价值是否高于它的平均价格，这取决于这一

级土地本身的生产率。

正因为如此，洛贝尔图斯所谓农业中任何提供平均利润的资

本，都必定提供地租的观点是错误的。这个错误的结论，洛贝尔图

斯是从［４８９］他的错误的理论基础得出的。洛贝尔图斯这样说：在

农业中资本提供，比方说，１０镑，但是，因为农业和工业不同，原料

不算在内，所以１０镑要用一个较小的总数来除，因而结果就大于

百分之十。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不是所谓农业中原料不加入生

产（相反，原料是加入本来意义的农业的；即使它不加入农业，也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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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系，如果农业中机器等等相对增加的话）以致农产品价值高于

平均价格（它们本身的平均价格和其他商品的平均价格），而是农

业中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之比高于工业（不是工业中某些特殊的

生产领域，而是全部工业的平均数）。这种总差别的大小决定 的

地租即绝对的、非级差的、因而是最小的地租的大小和存在。而完

全不提供地租的新耕地即 ′的小麦价格，不是由这一级土地本身

产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 的产品的价值，因而是由 、 、 、

所提供的小麦的平均市场价格决定的。

农业的特权（由土地所有权造成的）表现为：当农产品的价值

高于平均价格时，农业不是按平均价格，而是按产品价值出卖自己

的产品。这种特权，对于不同土地所生产的各种产品的相互关系，

对于同一生产领域内生产的各种价值不同的产品，是完全不适用

的。对于工业品来说，农产品只要求按自己的价值出卖。对于同一

领域的其他产品来说，农产品要由市场价格来决定；价值（在这里，

等于平均市场价格）是高还是低，即 的肥力是大还是小，以致 ′

在按照这个价值出卖它的产品时，在小麦价值和平均价格的总差

额中所占份额是多是少还是完全没有，这取决于 的肥力。但是，

既然洛贝尔图斯先生根本不去区分价值和平均价格，既然他认为

商品按它们的价值出卖是一切商品的普遍规律（他不理解，这是农

产品的特权），他就必然认为，最坏土地的产品也一定按它的个别

价值出卖。但是，最坏土地的产品在和同类产品竞争时，是会丧失

这种特权的。

但是， ′的产品的平均价格也可能高于 的产品的价值——

一蒲式耳６先令８便士。可以设想（虽然这不完全正确），要使 ′

级地一般能投入耕种，需求必须增长。因此， 的小麦价格一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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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到它的价值以上，即高于６先令８便士，并且这种提高是稳定

的。在这种情况下， ′级地会投入耕种。如果它在产品价格为６先

令８便士的情况下能够提供平均利润（虽然它的产品价值高于这

个价格），并且满足需求，那末小麦的价格就会回到６先令８便士，

因为现在需求又同供给相适应了；于是， 又必须按６先令８便士

出卖它的产品， 、 、 也是这样，从而 ′也是如此。但是，如果

′的产品的平均价格是７先令８便士，从而这一等级只有按照这

个价格（这个价格会大大低于它的个别价值）才能提供普通利润，

那末，在不可能用其他方法满足需求时，一蒲式耳的价值就会固定

在７先令８便士，而 的一蒲式耳符合于需求的价格就会提高到

它的［个别］价值以上。 、 、 的一蒲式耳的价格，已经高于它们

的个别价值。它们的价格还会更加提高。但是，如果预期会有谷物

输入，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容许一蒲式耳的价格固定在７先令

８便士，那末，如果有小租地农场主满足于平均利润以下的利润，

′仍然会投入耕种。这种情况，在农业中以及在工业中都经常发

生。在这种情况下，也象在 ′提供平均利润时一样，也可能支付地

租，不过这种地租只是租地农场主利润的扣除部分。假如连这一点

也做不到，土地所有者就会把土地租给茅舍贫农。茅舍贫农和手工

织工一样，关心的主要是怎样挣得自己的工资，而把剩下的或大

或小的余额以地租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象手工织工的情形一

样，这种余额甚至不只是劳动产品的扣除部分，而且是劳动报酬

的扣除部分。在所有这些情况下，都可能支付地租。在一种场合，

地租是资本家利润的扣除部分。在另一种场合，土地所有者把通

常由资本家占有的工人的剩余劳动据为己有。在最后一种场合，土

地所有者也象资本家常做的那样，靠削减工人的工资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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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在最后的耕地至少能提供平均利润的地方，就是说，只

有在 的产品的价值至少能给 ′保证平均价格的地方，大规模的

资本主义生产才是可能的。

我们在这里看到，价值和平均价格的区分使问题迎刃而解，并

且证明李嘉图和他的反对者都是正确的２７。

［ —４９０］如果提供绝对地租的 是唯一的一个等级的耕地，

那末它的一蒲式耳小麦就会按它的价值，也就是按６先令８便士

或６６
９先令出卖，而不会把它的价格降低到平均价格６

１
９先令或

６先令１１
３便士。如果需求增长了，如果国内全部土地属于同一等

级，如果耕地面积增加到十倍，那末，假定 花费１００镑提供１０镑

地租，虽然只有唯一的一个等级的土地，地租也会增加到１００镑。

然而，地租无论就其对预付资本还是对耕地面积的比率或者说高

度来看，并没有增加。耕种的英亩数大了十倍，预付资本大了十倍。

因此，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只是地租总额、地租量的增加，不是地租

高度的增长。利润率不会下降，因为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保持不

变。一个十倍的资本，当然能提供十倍的地租。另一方面，如果在

同一土地面积上使用十倍的资本并产生同样的结果，那末，同花费

的资本相比，地租率保持不变；同土地面积相比，地租率提高了，但

它也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任何变化。

但是，现在假定，耕地 所以变得比较肥沃，不是因为土质变

化了，而是因为花费的不变资本增加了，可变资本减少了，机器、马

匹、矿肥等形式的资本增加了，工资形式的资本减少了；这时，小麦

的价值就会接近于它的平均价格和工业品的平均价格，因为同不

变资本相比，可变资本份额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地租会下降，利

润率则保持不变。如果这里生产方式发生变动，以致可变资本对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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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的比例等于它们在工业中的平均比例，那末，小麦价值高于

小麦平均价格的余额就会消失，从而地租，即超额利润也就会消

失。 将不再支付地租，土地所有权将变得有名无实（假如生产方

式的变动没有引起对土地的追加投资，结果土地所有者在租佃期

满后就会从不是由他预付的资本得到利息；这正是土地所有者发

财致富的主要手段之一，而在爱尔兰，围绕租佃权进行的斗争也是

由此引起的）。如果除了 以外，还存在 、 、 ，这些土地也普遍

采用了这种新的生产方式，那末由于它们的自然肥力比 大，它们

还是会提供地租，并与这种较大的肥力成比例地提供地租。在这种

情况下， 不再提供地租， 、 、 的地租则相应下降，因为农业

中生产率的一般比例，已经和工业中生产率的一般比例相等了。

、 、 的地租是符合李嘉图的规律的；它只等于比较肥沃的土

地超过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所提供的超额利润，并且只是作为这种

超额利润存在，正如工业中也存在这种超额利润一样，不同的只

是：在工业中，这种超额利润没有自然赋予的固定化基础。

在完全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李嘉图的规律也同样起

支配作用。如果土地所有权被废除而资本主义生产保存下来，这种

由肥力不同引起的超额利润也不会消失。如果国家把土地所有权

据为己有，而资本主义生产继续存在， 、 、 的地租就会支付给

国家，但地租本身还是存在。如果土地所有权归人民所有，资本主

义生产的整个基础，使劳动条件变成一种独立于工人之外并同工

人相对立的力量的基础，就不再存在了。

以后在考察地租时要分析的一个问题是：在耕作比较集约化

的情况下，尽管地租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下降，地租怎么可能在价值

和总量上增加起来。这一点所以可能，显然只是因为预付资本量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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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如果地租是
１
５，后来变为

１
１０，那末２０×

１
５＝４，而５０×

１
１０＝５。

这就是全部问题之所在。但是，如果在耕作比较集约化的情况下，

在农业中确立的各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例，就是工业中的平均比例，

而不只是接近于这个比例，那末，最贫瘠的土地的地租就会完全消

失，比较肥沃的土地的地租，也会纯粹归结为土地的级差。绝对地

租就会消失。

现在假定，由于需求增长，从 向 推移。 支付绝对地租，

支付级差地租，但小麦的价格｛对于 是价值，对于 是超额价值｝

保持不变。利润率也保持不变。如此类推一直到 。因而，如果我

们把用于 、 、 、 的全部资本加在一起计算，地租高度，地租

率就会增加。但是 、 、 的平均利润率仍然和 的利润率相等，

后者又和工业的利润率即一般利润率相等。可见，［４９１］在向比较

肥沃的土地推移时，虽然利润率和小麦价格保持不变，地租量和地

租率却可能增长。地租高度和地租量的增长，在这里是由 、 、

的资本生产率提高引起的，而不是由 的资本生产率减低引起的。

不过，提高了的生产率不象工业中那样必定使利润提高，并使商品

价格和工资降低。

但是，如果向相反的方向——从 向 、 、 推移，那末

一蒲式耳的价格就要提高到６先令８便士，按照这个价格， 的

小麦每１００镑［花费的资本］还会提供１０镑地租。也就是 的小

麦每１００镑 ［花费的资本］提供的地租是１７７
２５镑，不过，其中７

７
２５镑是 ［ 的全部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 的 ［全部］产品价值

的余额。 （在地租为１０镑、一蒲式耳的价值为６先令８便士

时）花费１００镑资本提供３６０蒲式耳小麦， 提供４３２蒲式耳，

提供５１８２
５蒲式耳， 提供６２２２

２５蒲式耳。但是，一蒲式耳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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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８便士的价格使 每花费１００镑提供７
７
２５镑超额地租， 的３

蒲式耳卖１镑，６２２２
５蒲式耳卖２０７

９
２５镑。但是 的产品的 ［个

别］价值和 一样，只有１２０镑；超过这个数字的，就是它的

［市场］价格超过它的［个别］价值的余额２８。 要是按３先令１０

８
２７便士出卖一蒲式耳小麦，那就是按价值出卖，按照这个价格，它

也是每１００镑［花费的资本］有１０镑地租。如果现在从 推移到

，从 推移到 ，从 推移到 ，那末，一蒲式耳的价格（以

及地租）就会提高，直到最后达到 的６先令８便士的水平，在

那里，这个价格现在提供的地租，和以前 提供的地租一样。随

着 ［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利润率却会下降，这部分地因为生活

资料和原料的价值会提高。从 向 的推移可能如下。由于需求

增长， 的价格提高到它的价值以上，因而这一等级不仅提供地

租，而且提供超额地租。结果， 投入耕种，它按照这个价格出

卖产品，在提供普通平均利润的情况下就不应提供任何地租。如

果由于 的产品价格提高，不是利润率下降，而是工资下降了，那

末， 将提供［以前的］平均利润。但是因为有 的追加供给，工

资势必又提高到正常水平；于是 的利润率就下降，等等。

因此，在这个下降运动中，利润率下降要有下列假设的前提：

按照 的价格不能提供地租；它所以能够耕种并提供以前的利

润率，只是因为工资暂时下降到自己的水平以下。

在这些前提下，李嘉图的规律又是可能的了。但即使按照李嘉

图的观点，这个规律也不是必然的。它只在各种条件的一定结合下

才是可能的。实际上各种运动是互相交错的。

          

综上所述，地租理论实质上已经讲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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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贝尔图斯先生由于他的“材料价值”观念，认为地租存在于

事物的永恒本性中，至少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永恒本性中。在我

们看来，地租是资本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的历史性差别造成的，这

种差别一部分会趋于平衡，甚至随着农业的发展会完全消失。诚

然，即使绝对地租消失了，仅仅由土地自然肥力不同而引起的差别

仍会存在。但是——把自然差别可能拉平这一点完全撇开——这

种级差地租是同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会随着

价格和资本主义生产一起消失。保持不变的只是这种情况：社会劳

动耕种肥力不同的土地，而且，尽管使用的劳动量不同，这种社会

劳动在各种土地上的生产率都会提高。但是较坏土地产品所耗费

的较大的劳动量，决不会产生资产阶级制度下的那种后果，也就是

对较好土地的产品也必须以较大的劳动量来支付。相反，在 上节

省下来的劳动，会用来改良 ，在 上节省下来的劳动，会用来改

良 ，在 上节省下来的劳动，会用来改良 ；因此，现在由土地所

有者吞食的全部资本，那时将被用来使不同土地上的劳动相等，并

使农业上花费的总劳动量减少。

          

［４９２］｛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①，亚·斯密起初对价值以及对

价值组成部分即利润、工资等的关系发表过正确的观点，后来走

上了相反的道路，把工资价格、利润价格、地租价格假定为某种

既定的东西，试图把它们规定为独立的量，并把它们加起来得出

商品的价格。这种向相反观点的转变意味着：斯密起初是从事物

的内部联系考察事物，后来却从它们在竞争中表现出来的颠倒了

的形式去考察事物。他天真地把这两种考察方法交织在一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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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没有觉察到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李嘉图有意识地把竞争形

式，把竞争造成的表面现象抽象化，以便考察规律本身。应该指

责李嘉图的是，一方面，他的抽象还不够深刻，不够完全，因而

当他，比如说，考察商品价值时，一开始就同样受到各种具体关

系的限制；另一方面是，他把表现形式理解为普遍规律的直接的、

真正的证实或表现；他根本没有揭示这种形式的发展。就第一点

来说，他的抽象是极不完全的，就第二点来说，他的抽象是形式

的，本身是虚假的。｝

［（１０）地租率和利润率。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上

农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的关系］

现在回过头来简略地分析一下洛贝尔图斯的其他观点。

“由国民产品价值的增加引起的工资、资本盈利和地租的增加，在国内既

不能提高工资，也不能提高资本盈利，因为现在更多的工资要在更多的工人

中分配，增加的盈利要分摊到按同一比例增加的资本上；而地租不管怎样一

定会提高，因为地租始终分摊到面积不变的地段上。因此，我所发挥的理论能

够令人满意地解释土地价值的巨大增长，——土地价值不外是按普通利息率

资本化的地租，——而不必求助于假定农业劳动生产率日益减退，这种假定，

同人类社会能够日益完善的思想，以及同一切农业的和统计的事实，是正相

矛盾的。”（第１６０—１６１页）

首先要指出，李嘉图［洛贝尔图斯的这个论断是针对他的］在

任何地方也没有力求解释“土地价值的巨大增长”。对他来说，这是

全然不成问题的。其次，李嘉图（见后面对李嘉图观点的分析）自己

明确地说，在谷物或［一般］农产品的价值不变时，在地租率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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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租可能增加。①这种增加对李嘉图来说，也是不成问题的。对

他来说，成问题的，不是地租总额在地租率保持不变时的增加，而

是地租率即地租对预付农业资本之比的提高；因此，问题也不是农

产品总量的价值的提高，而是同一数量的农产品例如一夸特小麦

价值的提高，——随着这种提高，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平均价格的余

额，从而超过利润率的地租余额，也会增加起来。洛贝尔图斯先生

在这里把李嘉图的问题抛开了（更不用说洛贝尔图斯的错误的“材

料价值”观念了）。

当然，尽管农业生产率越来越高，地租对预付资本的比率，也

就是说，农产品同工业品相比的相对价值，也能够提高。这种情况

之所以可能发生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拿上例来看，从 推移到 、 、 ，也就是推移到越来

越肥沃的土地（但是，比较肥沃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量，还没有大

到足以使 停止耕种，或者说，足以使价值和平均价格之间的差额

缩小到这种程度，以致 、 、 提供按比例减少的地租， 完全不

提供地租）。假如 提供１０镑地租， 提供２０镑， 提供３０镑，

提供４０镑，假如在这四级土地上各投下１００镑，那末， 的地租是

预付资本的 １
１０或１０％， 是 ２

１０或２０％， 是 ３
１０或３０％， 是 ４

１０或

４０％。总共是１００镑地租对４００镑预付资本，平均地租率是１００４＝

２５％。如果以投入农业的全部资本来看，现在地租是２５％。如果只

有 级地（最贫瘠的土地）继续耕种，地租是４０镑对４００镑，即仍

然是１０％，不会增加到２５％。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在 上花

费１００镑，生产３３０蒲式耳）只会生产１３２０蒲式耳，每蒲式耳价格

３１１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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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先令８便士；在第二种情况下（全部四级土地都耕种）却生产

１５００蒲式耳，而价格相同。在这两种情况下，预付资本是相同

的。２９

但是，在这里，地租高度的增加不过是表面上的。
３０
的确，如果

我们就产品来计算资本的支出，那就可以看到，在 上，要生产

３３０蒲式耳，必须花费１００镑，要生产１３２０蒲式耳，必须花费４００

镑。而现在要生产１３２０蒲式耳，只须花费１００＋９０＋８０＋７０，即总

共３４０镑。３１ 的９０镑和 的１００镑生产的同样多， 的８０镑和

的９０镑生产的同样多， 的７０镑和 的８０镑生产的同样多。

、 、 的地租率，同 比较是提高了。

如果就整个社会来考察，现在要生产同样多的产品，不是使用

４００镑资本，而是使用３４０镑，就是说，只使用［原来］资本的８５％。

［４９３］１３２０蒲式耳只是按不同于第一种情况的方式进行分

配。租地农场主现在花费９０镑［预付资本］必须交付的［地租］，和

以前花费１００镑交付的一样多，现在花费８０镑必须交付的，和以

前花费９０镑交付的一样多，现在花费７０镑必须交付的，和以前花

费８０镑交付的一样多。但是，现在花费资本９０镑、８０镑、７０镑给

他提供的产品，和以前花费１００镑提供的正好一样多。他交付的多

了，不是因为他为了获得同量产品必须花费的资本多了，而是因为

他花费的资本少了；不是因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率减低了，而是因为

这个资本的生产率提高了，但租地农场主照旧按 的产品价格出

卖他的产品，就好象他生产同量产品所需要的资本和以前一样多。

［第二，］除了地租率的这种提高（这种提高和各个工业部门中

超额利润按不同程度提高是一致的，虽然在工业中这种提高是不

固定的），只可能有第二种情况：虽然农产品价值保持不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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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虽然劳动生产率没有减低，地租率却可能提高。这种情况或者

是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农业生产率和以前一样，但工业生产率提高

了，并且这种提高表现在利润率下降；就是说，工业中可变资本对

不变资本之比降低了。或者发生在这样的时候：农业生产率也提

高，但提高的比例和工业不一样，比工业小。如果农业生产率按１

∶２提高，工业生产率按１∶４提高，那末，相对地说，这就同农业

生产率保持不变，而工业生产率提高一倍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可

变资本对不变资本之比降低，在工业中比在农业中快一倍。

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业的利润率都会下降，由于利润率下降，

地租率就会提高。在其他情况下，利润率下降不是绝对的（不如说

保持不变），它不过对地租来说下降了，这不是因为它本身下降了，

而是因为地租提高了，地租对预付资本的比率提高了。

李嘉图没有把上述这些情况加以区别。除开这些情况（即利润

率——虽然它是固定的——由于用在比较肥沃土地上的资本有级

差地租而相对下降，或者，由于工业生产率的增长，不变资本和可

变资本的一般比例发生变化，因而农产品价值超过其平均价格的

余额增加），地租率就只有在工业生产率不增长而利润率下降的条

件下才能提高。而这又只有在由于农业生产率减低，工资提高或原

料价值增加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的下降和地

租高度的增长，是由于同一个原因——农业生产率减低，农业中使

用的资本的生产率减低。这就是李嘉图的见解。在货币价值不变

时，这必然表现为原产品价格的提高。如果价格的提高，象前面考

察的那样，是相对的，那末货币价格的任何变动，都不会使农产品

的货币价格，与工业品相对而言，绝对地提高。在货币价值降低

５０％的情况下，值３镑的一夸特小麦就会值６镑，但是值１先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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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磅棉纱也会值２先令。因此，与工业品相对而言，农产品货币价

格的绝对提高，决不能用货币价值的变动来解释。

一般说来，应该承认，在原始的、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农

业生产率高于工业，因为自然在农业中是作为机器和有机体参与

人的劳动的，而在工业中，自然力几乎还完全由人力代替（例如手

工业等等）。在资本主义生产蓬勃发展的时期，同农业比较，工业生

产率发展很快，虽然工业的发展以农业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

比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为前提，就是说，以大批人从土地上被赶走为

前提。以后，生产率无论在工业中或农业中都增长起来，虽然速度

不同。但是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不平衡必定开始缩小，就是

说，农业生产率必定比工业生产率相对地增长得快。这里包括：

（１）懒惰的农场主被实业家，农业资本家所取代，土地耕种者变为

纯粹的雇佣工人，农业大规模经营，即以积聚的资本经营；（２）特别

是：大工业的真正科学的基础——力学，在十八世纪已经在一定程

度上臻于完善；那些更直接地（与工业相比）成为农业的专门基础

的科学［４９４］——化学、地质学和生理学，只是在十九世纪，特别是

在十九世纪的近几十年①，才发展起来。

根据对两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商品价值的简单比较，来谈两个

部门生产率的大小，是荒谬的。如果１８００年１磅棉花值２先令，１

磅棉纱值４先令，而１８３０年棉花的价值是２先令，或者比如说，是

１８便士，棉纱的价值是３先令或１先令８便士，那就可以比较这

两个部门生产率增长的比例。但是，所以可能这样做，只是因为拿

１８００年的水平作为出发点。可是，如果根据１磅棉花值２先令，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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磅棉纱值３先令，就是说，如果根据生产棉花的劳动比纺纱工人的

（新加）劳动多一倍，就得出结论说，一种劳动的生产率比另一种劳

动的生产率高一倍，这是荒谬的，——这就象因为织造画布比画家

在布上绘成的画便宜，就说画家的劳动比织造画布的劳动生产率

低一样荒谬。

这里，只有下面的说法才是正确的（如果“生产率”这个概念，

也是从资本主义意义即生产剩余价值这个意义上理解，同时考虑

到产品的相对量）：

如果平均说来，为了在棉纺织工业中使用１００个工人花费

１００镑，按照生产条件，必须在原料、机器等等｛价值既定｝上花费

５００镑，另一方面，如果为了在小麦生产中使用１００个工人，同样

花费１００镑，在原料和机器上必须花费１５０镑，那末，在前一种情

况下，可变资本占总资本６００镑的 １
６，占不变资本的

１
５；在后一种

情况下，可变资本占总资本２５０镑的 ２
５，占不变资本的

２
３。这样，投

入棉纺织工业的每１００镑，只能包含１６２
３镑可变资本，而必须包

含８３１
３镑不变资本；在后一种情况下，却包含４０镑可变资本和

６０镑不变资本。在前一种情况下，可变资本占总资本的 １
６即１６

２
３％，在后一种情况下占４０％。现在价格史方面的著作少得可怜，

这是很明显的。当理论还没有指明必须研究的究竟是什么时，这方

面的著作也不能不少得可怜。在剩余价值率既定，比方说，等于

２０％时，剩余价值在前一种情况下是３ １
３镑（因而，利润等于３

１
３％）；在后一种情况下是８镑（因而，利润等于８％）。棉纺织工业

中劳动的生产率不如谷物生产中劳动的生产率高，却正是因为棉

纺织工业中劳动的生产率较高（就是说，棉纺织工业中的劳动在生

产剩余价值的意义上生产率不那么高，是因为它在生产产品的意

７１１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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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上生产率较高）。顺便指出，很明显，例如在棉纺织工业中，［总资

本和可变资本之间］１∶ １
６这个比例只有在不变资本（取决于机器

等）花费比如说１００００镑，工资花费２０００镑，因而总资本是１２０００

镑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如果只花费６０００，其中工资是１０００，那末机

器的生产率就会比较低等等。如果只花费１００镑，那就根本不能经

营。另一方面，可能在花费２３０００镑的情况下，机器效率增大，其他

方面有节约等等，以致也许用不着把全部１９１６６２
３镑用于不变资

本，较多的原料和同量的劳动所需要的机器等等少了（按价值），而

且在这上面将节省１０００镑。于是，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之比又会

增大，但这不过是因为资本绝对增加了。这是阻碍利润率下降的一

个因素。两笔１２０００镑的资本，会和一笔２３０００镑的资本生产同量

的商品，但是，第一，商品会贵些，因为它们多花费了１０００镑；第

二，利润率会低一些，因为在２３０００镑资本中，可变资本占的份额

大于总资本的 １
６，因而大于两笔１２０００镑资本总额内可变资本所

占的份额。［４９４］

［４９４］（一方面，随着工业的进步，机器效率更高，也更便宜，因

而，如果农业中使用的机器和过去数量相同的话，农业中这部分不

变资本会减少；但是机器数量的增加快于它的价格的降低，因为机

器这个要素在农业中的发展还是薄弱的。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

率的增长，原料，比如说棉花，价格下降，因而，原料作为价值形成

过程的组成部分，和原料作为劳动过程的组成部分，不是按照同一

比例增加的。）３２

        

［４９４］配第已经说过，当时地主害怕农业改良，因为改良的结

果会使农产品价格和地租（就其高度来说）下降；由于同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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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害怕土地面积增加，并且害怕以前还没有利用的土地投入

耕种，因为这等于土地面积增加。（在荷兰，土地面积的增加应该从

更直接的意义上理解。）配第说：

“地主对排干沼泽、垦伐森林、圈围公有地、栽种驴喜豆和三叶草常出怨

言，因为这些做法引起食品价格的下降。”（《政治算术》１６９９年伦敦版第２３０

页）“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以及苏格兰低地，一年的地租约为９００万镑。”（同

上，第２３１页）

配第反对地主的这些观点，而戴韦南特进一步发挥［４９５］这样

一种主张：地租的高度可能降低，同时地租量即地租总额却可能增

加。戴韦南特说：

“地租可能在一些地区和一些郡内下降，但整个说来国内的土地〈他是指

土地的价值〉仍然可以不断改良；比方说，如果公园和森林被垦伐，公有地被

圈围，如果沼泽被排干，许多地段由于耕种和施肥而改良，那末，自然，这一定

会使那些过去已经充分改良、现在已无法再改良的土地的价值减低；虽然某

些私人的地租收入因此降低，但与此同时，王国的总地租却由于这些改良而

提高。”（戴韦南特《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１６９８年伦敦版第２部分第２６—

２７页）“１６６６年至１６８８年期间，私人地租下降了，但王国的地租总额，在这期

间比前几年有更大的增加，因为这段时间内土地的改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大，都普遍。”（同上，第２８页）

这里我们也看到，英国人说到地租的高度，总是指地租对资本

之比，而决不是指地租对王国土地总面积之比（或者笼统地对英亩

之比，象洛贝尔图斯先生所说的那样）。

９１１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插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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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章］

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对洛贝尔图斯的补充评论］（插入部分）

［（１）安德森发现级差地租规律。安德森

理论的剽窃者马尔萨斯为了土地所有者的

利益歪曲安德森的观点］

安德森是个实践的租地农场主。他的第一部顺便考察地租性

质的著作，出版于１７７７年。３３当时，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对于很

大一部分公众来说还是最有威望的经济学家，但同时，普遍的注意

力已经转向一年以前出版的《国富论》了３４。相反，这个苏格兰租地

农场主就当时争论的一个直接的实际问题而写的著作（作者在这

部著作中不是专门谈地租的，只是顺便说明了地租的性质），却没

有能够引起人们的注意。安德森在这部著作中只是偶然地而不是

专门地考察地租的。在他自己出版的三卷文集《论农业和农村事

务》（三卷集，１７７５—１７９６年爱丁堡版）中，有一两篇文章也顺便谈

到他的这个理论。１７９９—１８０２年伦敦出版的《关于农业、博物学、

技艺及其他各种问题的通俗讲座》（见英国博物馆３５）也是这样的

情形。所有这些都是直接为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家写的著作。如果

安德森意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性，并且把它作为《地租性质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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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单独地献给公众，或者，如果他有一点靠贩卖自己的思想为生

的才能，就象他的同乡麦克库洛赫靠贩卖别人的思想为生那样，那

情况就不同了。

安德森的理论的复制品出现于１８１５年，一开始就是作为单独

的对地租性质的理论研究出现的。这可以从威斯特和马尔萨斯的

有关著作的标题看出来：

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的研究》。

威斯特：《论资本用于土地》。

其次，马尔萨斯利用安德森的地租理论，为的是使自己的人口

规律第一次同时有政治经济学的和现实的（博物学的）论据，而他

从以前的著作家那里借用的关于几何级数和算术级数的荒谬说

法，则是一种纯粹空想的假设。马尔萨斯先生立即“抓住了”这个机

会。可是李嘉图，正象他自己在序言３６中说的那样，是把这个地租

学说当作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并且赋予它以

崭新的理论上的重要性，而在实践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李嘉图显然不知道安德森，因为他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中，

把威斯特和马尔萨斯叫做地租理论的创始人。从威斯特叙述这个

规律的独特方式判断，他大概也不知道安德森，就象图克不知道斯

图亚特一样。马尔萨斯先生的情况就不同了。把马尔萨斯的著作

同安德森的著作仔细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马尔萨斯知道安德森，

并且利用安德森。马尔萨斯本来就是一个职业剽窃者。［４９６］只要

把他论人口的著作第一版３７同我以前引用过的唐森牧师的著作
３８

对比一下，就会相信，马尔萨斯不是作为具有自由创作思想的人来

加工唐森的著作，而是作为盲从的剽窃者照抄和转述唐森的著作，

同时没有一个地方提到唐森，隐匿了唐森的存在。

１２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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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萨斯利用安德森的观点的方式，是很有特色的。安德森

维护鼓励谷物输出的出口奖励和限制谷物输入的进口税，决不是

从地主的利益出发，而是认为这样的立法会“降低谷物的平均价

格”，保证农业生产力的均衡发展。马尔萨斯采用安德森的这个实

际结论，则因为马尔萨斯作为英国国教会的真诚教徒，是土地贵

族的职业献媚者，他从经济学上替土地贵族的地租、领干薪、挥

霍、残忍等等辩护。只是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土地所有权的

利益，同贵族的利益一致时，马尔萨斯才拥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

益，即拥护他们反对人民群众，反对无产阶级；但是，凡是土地

贵族同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发生分歧并且互相敌对时，马尔萨斯

就站在贵族一边，反对资产阶级。因此，他为“非生产劳动者”、

消费过度等等辩护。

相反，安德森认为，支付地租的土地和不支付地租的土地之

间，或支付不同地租的土地之间所以会产生差别，是因为不提供地

租或提供较少地租的土地，同提供地租或提供较多地租的土地比

较起来，相对的不肥沃。但是他明确地说，不同等级土地的这种相

对的肥沃程度，从而较坏等级土地同较好等级土地比较起来相对

的不肥沃，同农业的绝对生产率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相反，他曾着

重指出，各种等级土地的绝对肥力不但能够不断提高，而且随着人

口的增长也必定会提高，他还进一步断言，不同等级土地的肥力的

不平衡，能够日益趋于平衡。他说，英国农业目前的发展程度，丝毫

不能说明它的可能的发展。因而他说，在一国可能是谷物价格高而

地租低，在另一国可能是谷物价格低而地租高；这是从他的基本原

理出发的，因为在这两个国家，地租的高低和地租本身的存在，决

定于肥沃土地和贫瘠土地之间的差别，但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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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决定于绝对肥力；其中每一个国家，地租只决定于现有各种等

级土地的肥沃程度的差别，其中任何一个国家，地租都不决定于各

种等级土地的平均肥力。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农业的绝对生产率同

地租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他后来声明——我们在后面会看

到①——他是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死敌，可是他没有料到他自己的

地租理论会成为这种奇谈怪论的根据。安德森说明，在英国，１７５０

至１８０１年的谷物价格高于１７００至１７５０年，决不是由于越来越不

肥沃的土地投入耕种，而是由于这两个时期立法对农业的影响。

马尔萨斯干了什么呢？

他利用安德森的理论，代替自己的（也是剽窃来的）几何级数

和算术级数的怪诞幻想——他把这种怪诞幻想当作“漂亮辞句”保

留着——来证明自己的人口论。在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符合地

主利益的限度内，他保留安德森理论的实际结论，——仅仅这一事

实就证明，马尔萨斯同安德森本人一样，不了解这个理论同资产阶

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体系的联系；——他不去考察这个理论的创

始人的反证，就利用这个理论去反对无产阶级。从这个理论出发，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向前迈进一步的使命就落到了李嘉图身上，这

就是：在理论上，作出商品的价值规定等等，并阐明土地所有权的

性质；在实践上，反对资产阶级生产基础上的土地私有权的必要

性，并且更直接地反对国家促进这种土地所有权发展的一切措施，

如谷物法。马尔萨斯得出的唯一的实际结论在于：为地主在１８１５

年要求的保护关税辩护——这是巴结贵族，——并且对财富生产

者的贫困进行新的辩解，为劳动剥削者进行新的辩护。从这一方面

３２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① 见本册第１５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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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是巴结工业资本家。

马尔萨斯的特点，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

卑鄙，［４９７］他把人间的贫困看作对罪恶的惩罚，而且在他看来，非

有一个“悲惨的尘世”不行，但是同时，他考虑到他所领取的牧师俸

禄，借助于关于命运的教义，认为使统治阶级在这个悲惨的尘世上

“愉快起来”，对他是极为有利的。这种思想的卑鄙还表现在马尔萨

斯的科学工作上。第一，表现在他无耻的熟练的剽窃手艺上；第二，

表现在他从科学的前提做出的那些看人眼色的而不是毫无顾忌的

结论上。

［（２）发展生产力的要求是李嘉图评价经济现象的

基本原则。马尔萨斯为统治阶级最反动的分子

辩护。达尔文实际上推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

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

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象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

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

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

这种目的本身。如果象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

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

到阻碍，因而，举例来说，就不能进行任何战争，因为战争无论如何

会造成个人的死亡。（西斯蒙第只是与那些掩盖这种对立、否认这

种对立的经济学家相比较而言，才是正确的。）这种议论，就是不理

解：“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

４２１ 第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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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

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

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

在人类，也象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

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

个体的利益相一致，这些特殊个体的力量，他们的优越性，也就在

这里。

由此可见，李嘉图的毫无顾忌不仅是科学上的诚实，而且从他

的立场来说也是科学上的必要。因此对李嘉图来说，生产力的进一

步发展究竟是毁灭土地所有权还是毁灭工人，这是无关紧要的。如

果这种进步使工业资产阶级的资本贬值，李嘉图也是欢迎的。如果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使现有的固定资本贬值一半，那将怎样

呢？——李嘉图说，——要知道人类劳动生产率却因此提高了一

倍。这就是科学上的诚实。如果说李嘉图的观点整个说来符合工

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只是因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符合生产的

利益，或者说，符合人类劳动生产率发展的利益，并且以此为限。凡

是资产阶级同这种发展发生矛盾的场合，李嘉图就毫无顾忌地反

对资产阶级，就象他在别的场合反对无产阶级和贵族一样。

而马尔萨斯呢！这个无赖，从已经由科学得出的（而且总是他

剽窃来的）前提，只做出对于贵族反对资产阶级以及对于贵族和资

产阶级两者反对无产阶级来说，是“合乎心意的”（有用的）结论。因

此，他不希望为生产而生产，他所希望的只是在维持或加强现有制

度并且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那种限度内的生产。

他的第一部著作３７，就已经是靠牺牲原著而剽窃成功的最明

显的写作例子之一。这部著作的实际目的，是为了英国现政府和土

５２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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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贵族的利益，“从经济学上”证明法国革命及其英国的支持者追

求改革的意图是空想。一句话，这是一本歌功颂德的小册子，它维

护现有制度，反对历史的发展；而且它还为反对革命法国的战争辩

护。

他１８１５年关于保护关税和地租的著作３９，部分地是要证明他

以前为生产者的贫困所作的辩解，但首先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土地

所有权，反对“开明的”、“自由的”和“进步的”资本，特别是要证明

英国立法当时为了保护贵族利益反对工业资产阶级而采取的倒退

措施是正确的。４０最后，［４９８］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反对李嘉

图的，这本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工业资本”及其生产率依以发

展的那些规律的绝对要求，纳入从土地贵族、国教会（马尔萨斯所

属的教会）、政府养老金领取者和食税者的现有利益看来是“有利

的”和“适宜的”“范围”。但是，一个人如果力求使科学去适应不是

从科学本身（不管这种科学如何错误），而是从外部引出的、与科学

无关的、由外在利益支配的观点，我就说这种人“卑鄙”。

从李嘉图来说，他把无产者看成同机器、驮畜或商品一样，却

没有任何卑鄙之处，因为无产者只有当作机器或驮畜，才促进“生

产”（从李嘉图的观点看），或者说，因为无产者在资产阶级生产中

实际上只是商品。这是斯多葛精神，这是客观的，这是科学的。只

要有可能不对他的科学犯罪，李嘉图总是一个博爱主义者，而且他

在实际生活中也确是一个博爱主义者。

马尔萨斯牧师就完全不同了。他［也］为了生产而把工人贬低

到驮畜的地位，甚至使工人陷于饿死和当光棍的境地。［但是］在同

样的生产的要求减少地主的“地租”时，在同样的生产的要求威胁

国教会的“什一税”或“食税者”的利益时，或者，在为了一部分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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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进步的工业资产阶级而去牺牲另一部分本身利益阻碍生产进

步的工业资产阶级时，——总之，在贵族的某种利益同资产阶级的

利益对立时，或者，在资产阶级中保守和停滞的阶层的某种利益同

进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对立时，——在所有这些场合，马尔萨斯

“牧师”都不是为了生产而牺牲特殊利益，而是竭尽全力企图为了

现有社会统治阶级或统治阶级集团的特殊利益而牺牲生产的要

求。为了这个目的，他在科学领域内伪造自己的结论。这就是他在

科学上的卑鄙，他对科学的犯罪，更不用说他那无耻的熟练的剽窃

手艺了。马尔萨斯在科学上的结论，是看着统治阶级特别是统治阶

级的反动分子的“眼色”捏造出来的；这就是说，马尔萨斯为了这些

阶级的利益而伪造科学。相反，对于被压迫阶级，他的结论却是毫

无顾忌的，残酷无情的。他不单单是残酷无情，而且宣扬他的残酷

无情，厚颜无耻地以此自夸，并且在用他的结论反对“无权者”时，

把他的结论夸大到极端，甚至超过了从他的观点看来还可以在科

学上说得过去的程度。①

因此，英国工人阶级憎恨马尔萨斯——科贝特粗鲁地称他为

“江湖牧师”（科贝特虽然是当代英国最大的政论家；但他缺少莱比

锡大学教授４１的教养，并且公开反对“学者的语言”），——对马尔

萨斯的这种憎恨是完全正当的；人民凭着真实的本能感觉到，在这

里反对他们的不是一个科学的人，而是一个被他们的敌人收买的

统治阶级的辩护士，是统治阶级的无耻的献媚者。

一个最初发现某种思想的人，可能由于善意的误解，把这种思

７２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① ［４９９］例如李嘉图（见前），当他的理论使他得出结论说，把工资提高到工资最

低限度以上并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时，他就直接说出这一点。而马尔萨斯坚

持工资保持低水平，目的是要资产者借此来发财。［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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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夸大到极端；而一个把这种思想夸大到极端的剽窃者，却总是把

这种夸大当作“有利可图的生意”。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部著作第一版没有包含一个新的科学

词汇；这本书只应看作卡普勤教士喋喋不休的说教，只应看作是用

阿伯拉罕·圣克拉４２文体对唐森、斯图亚特、华莱士、埃尔伯等人

的论断的改写。因为这本书实际上只是指望以它的大众化的形式

来引人注意，所以它理所当然地要引起大众的憎恨。

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界那些可怜的和谐论者比较起来，马

尔萨斯的唯一功绩，就是特别强调不和谐。的确，他决没有发现不

和谐，但他毕竟以牧师所固有的扬扬得意的厚颜无耻肯定、描绘并

宣扬了这种不和谐。

        

［４９９］查理·达尔文在他的著作《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争

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五次印刷，一千册）［第

４—５页］的绪论中说：

“下一章将考察全世界整个生物界中的生存斗争，那是依照几何级数高

度繁殖的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是马尔萨斯学说对于整个动物界和整个植物界

的应用。”

达尔文在他的卓越的著作中没有看到，他在动物界和植物界

发现了“几何”级数，就是把马尔萨斯的理论驳倒了。马尔萨斯

的理论正好建立在他用华莱士关于人类繁殖的几何级数同幻想的

动植物的“算术”级数相对立上面。在达尔文的著作中，例如在

谈到物种消灭的地方，也有在细节上（更不用说达尔文的基本原

则了）从博物学方面对马尔萨斯理论的反驳。而当马尔萨斯的理

论以安德森的地租理论为依据时，他的理论又被安德森本人驳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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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４３
［４９９］

［（３）罗雪尔歪曲地租观点的历史。李嘉图在

科学上公正的例子。投资于土地时的地租和利用

其他自然要素时的地租。竞争的双重作用］

  ［４９９］安德森顺便发挥了地租理论的第一部著作，是具有实际

意义的论战性著作，它谈的不是地租，而是保护关税政策。这部著

作出版于１７７７年，它的标题已经表明：第一，它追求实际的目的；

第二，它涉及当时一个直接的立法行为，在这个问题上工业家和地

主的利益是对立的。这部著作就是：《谷物法本质的研究；关于为苏

格兰提出的新谷物法案》（１７７７年爱丁堡版）。

１７７３年的法律（英格兰的法律；关于这个问题参看麦克库洛

赫的书目４４）在１７７７年（好象）应该在苏格兰施行（见英国博物

馆）。

安德森说：“１７７３年的法律是由一种公开宣布的意图引起的，这种意图

就是要为我国的工业家降低谷物价格，以便通过进口奖励，保证本国人民得

到更便宜的食物。”（《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１８０１年

伦敦版第５０页）

由此可见，安德森的著作是一部维护包括地主在内的农业主

利益（保护关税政策）、反对工业家利益的论战性著作。安德森是

把自己的书当作“公开”维护一定党派的利益的著作出版的。地

租理论在这里只是顺便谈到。而且在他后来一些总是或多或少涉

及上述利益斗争的著作中，他也只是顺便把地租理论重新提了一

两次，从来没有想到它的科学意义，或者说，甚至没有想到把它

９２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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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独立的论题。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判断显然不知

道安德森著作的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４５的下述意见是否正

确：

“值得惊奇的是，在１７７７年几乎无人注意的学说，到１８１５年以后却突然

引起人们极大的关心，一些人拥护，另一些人反驳，因为这个学说涉及货币所

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在这个时期如此尖锐起来的对立。”（《国民经济学原

理》１８５８年第３版第２９７—２９８页）

在这段话中，错误和字数一样多。第一，安德森并没有象威斯

特、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样，把自己的见解当作“学说”提出来。第

二，这个见解不是“几乎”而是“完全”无人注意。第三，这个见解最

初在一部著作中顺便被提到，这部著作专门
·
只以１７７７年在工业家

和地主之间大大发展起来的利益对立为中心，只“涉及”这个实际

的利益斗争，但根本“没有涉及”一般的［５００］国民经济学理论。第

四，在１８１５年，这个理论被它的复制者之一马尔萨斯大肆宣扬，完

全是为了维护谷物法，就象安德森所做的一样。同一个学说，它的

创始人和马尔萨斯都是用来维护土地所有权，而大卫·李嘉图却

用来反对土地所有权。因此，至多可以说，这个理论的一些拥护者

维护土地所有权的利益，而另一些拥护者反对这种利益，但是不能

说，在１８１５年拥护土地所有权的人反对这个理论（因为马尔萨斯

在李嘉图之前拥护这个理论），也不能说，反对土地所有权的人拥

护这个理论（因为大卫·李嘉图无须“拥护”这个理论去反对马尔

萨斯，因为他自己把马尔萨斯当作这个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并且把

马尔萨斯当作自己的先驱；他只是不得不“反驳”马尔萨斯从这个

理论得出的实际结论）。第五，威廉·修昔的底斯·罗雪尔所“涉

及”的“货币所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对立，直到现在同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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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的地租理论、同复制这个理论、同拥护这个理论、同反对这个理

论都绝对没有任何关系。威廉·修昔的底斯可以从约翰·斯图亚

特·穆勒的书（《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

伦敦版第１０９—１１０页）中知道：（１）英国人所说的“金融阶级”是指

货币贷放者；（２）这些货币贷放者或者一般是靠利息生活的人，或

者是职业的放债人，如银行家、票据经纪人等等。照穆勒所说，所有

这些人都以“金融阶级”的身分同“生产阶级”（穆勒所说的生产阶

级是指“工业资本家”，而把工人撇在一边）相对立，或者至少同生

产阶级有区别。因此，威廉·修昔的底斯应当看到，“生产阶级”即

工业家，工业资本家的利益，同金融阶级的利益是极不相同的两回

事；这些阶级也是不同的阶级。其次，威廉·修昔的底斯应当看到，

工业资本家和地主之间的斗争决不是“货币所有者”和“土地所有

者”之间的斗争。如果威廉·修昔的底斯了解１８１５年谷物法的历

史和围绕谷物法进行的斗争，他就会从科贝特的著作中知道，地主

（土地所有者）和放债人（货币所有者）曾经一道反对工业资本家。

不过科贝特是“粗鲁的”。最后，威廉·修昔的底斯从１８１５至１８４７

年的历史应当知道，大部分货币所有者，甚至一部分商人（例如在

利物浦），在围绕谷物法的斗争中，都成了土地所有者反对工业资

本家的同盟者。［５００］

［５０２］（可以使罗雪尔先生感到惊奇的至多是这件事：同一个

“学说”，在１７７７年用来维护“土地所有者”，而在１８１５年却成了反

对“土地所有者”的武器，并且只是到这时才开始引起人们的注

意４６。）［５０２］

［５００］如果我要把威廉·修昔的底斯在他的历史文献评介中

犯的所有这类粗暴歪曲历史的错误，都如此详细地加以说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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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得写一部象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一样厚的书，而这样的

书确实“不值得花费那么多纸张来写”。这么一个威廉·修昔的底

斯在学术上的无知，对于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者会造成多么有害

的影响，从阿·巴斯提安先生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巴斯提安在自

己的著作《历史上的人》１８６０年版第一卷第３７４页的注中，就引

用了威廉·修昔的底斯上述的这段话来证明一个“心理学的”原

理。顺便说一下，关于巴斯提安，不能说“技巧驾驭了材料”①。在

这里倒是技巧应付不了自己的原材料。而且，通过我所“知道”的

不多的几门科学，我发现，知道“一切”科学的巴斯提安先生经

常信赖威廉·修昔的底斯之流的权威，这对于“万能学者”一般

是不可避免的。

［５０１］我希望人们不要责备我对威廉·修昔的底斯“残酷无

情”。这个书呆子自己对待科学是多么“残酷无情”啊！既然他胆敢

以高傲自大的口气谈论李嘉图的“半真理”４７，那我无论如何也同

样可以谈他的“全无真理”。而且，威廉·修昔的底斯在列举书目方

面一点也不“公正”。在他看来，谁不“值得尊敬”，谁就在历史上不

存在；例如，在他看来，洛贝尔图斯作为地租理论家是不存在的，因

为洛贝尔图斯是“共产主义者”。而且，威廉·修昔的底斯对于“值

得尊敬的著作家”的看法也不准确。例如，在麦克库洛赫看来，贝利

是存在的，甚至被看作是划时代的人。在威廉·修昔的底斯看来，

贝利是不存在的。要在德国发展并普及政治经济科学［５０２］，本应

该由洛贝尔图斯这样一些人来创办一种杂志，向一切研究者开放

（但不向书呆子和庸俗化者开放），并且杂志的主要目的是揭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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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门科学本身及其历史方面的职业学者的不学无术。［５０２］

        

［５０１］安德森根本没有研究他的地租理论同政治经济学体系

的关系，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因为他的第一本书是在亚·斯密

《国富论》出版一年以后出版的，当时“政治经济学体系”一般说来

还刚刚在形成，因为斯图亚特的体系也只是在几年以前才出现。不

过，如果谈到安德森在他考察的特殊对象范围内所拥有的材料，那

末这种材料无疑比李嘉图的更广泛。正如李嘉图在他根据休谟的

理论复制而成的货币理论中主要只看到１７９７至１８０９年间的事件

一样，李嘉图在他根据安德森的理论复制而成的地租理论中只看

到１８００至１８１５年间谷物价格上涨的经济现象。

        

下面这几段话，很能说明李嘉图的特点：

“如果因考虑到某一个阶级的利益而使国家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受到阻

碍，我将感到非常遗憾。”（李嘉图《论谷物的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１８１５年

伦敦第２版第４９页）

在谷物自由输入的情况下，“土地停止耕种”。（同上，第４６

页）因此，土地所有权为发展生产而被牺牲。

可是，在谷物自由输入的同样情况下：

“不可否认会有一定数量的资本损失掉。但是，拥有资本或保持资本是目

的呢，还是手段？毫无疑问是手段。我们所需要的是商品的富足〈一般财富〉，

如果能证明，牺牲我们的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可以增加用于使我们享乐和

幸福的那些物品的年生产，那我们就不应当为我们的资本的一部分遭受损失

而发牢骚。”（《论农业的保护关税》１８２２年伦敦第４版第６０页）

李嘉图把不属于我们或他的、而是由资本家投入土地的资本，

３３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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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作“我们的资本”。但是这个我们是谁呢？是指国民的平均数。

“我们的”财富的增加就是社会财富的增加，这个社会财富本身就

是目的，而不管这个财富由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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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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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

理》第３版第４１６页）

在这里，“无产阶级”为财富而被牺牲。在无产阶级对于财富的

存在是无关紧要的时候，财富对于无产阶级的存在也是无关紧要

的。在这里群众本身——人类大众——是“不值什么的”。

这三个例子［５０２］表明了李嘉图科学上的公正。

        

｛土地（自然）等等，是农业中使用的资本借以投入的要素。因

此在这里，地租等于这个要素中所创造的劳动产品的价值超过这

个产品平均价格的余额。如果有一种属于个人私有财产的自然要

素（或物质）加入别一种生产，而又不构成这种生产的（物质）基础，

那末地租——如果这种地租只是由于该要素单纯加入生产而产生

的话——就不可能是这个产品的价值超过平均价格的余额，而只

是这个产品的一般平均价格超过它自身平均价格的余额。例如，瀑

布可以为工厂主代替蒸气机，并使工厂主能够节省煤炭。工厂主拥

有这个瀑布，比方说，就可以经常把纱卖得比它的［个别］平均价格

贵，并得到超额利润。如果这个瀑布为土地所有者所有，这种超额

利润就会以地租的形式归土地所有者所得。霍普金斯先生在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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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的书中也指出，在朗卡郡，瀑布不只提供地租，而且还因瀑

布落差的天然能量不同，而提供级差地租。４８这里的地租无非就是

产品的市场平均价格超过它的个别平均价格的余额。｝［５０２］

        

［５０２］｛在竞争中，应当区分两种平均化运动。在同一生产领域

内部，资本把这个领域内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平均化为同一市场

价格，而不管这些商品的［个别］价值同这个市场价格的关系怎样。

如果没有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平均化，平均市场价格就应当等于

商品的［市场］价值。这些不同领域之间的竞争，在资本的相互作用

不被第三种力量——土地所有权等等——阻碍、破坏的情况下，把

［市场］价值平均化为平均价格。｝

［（４）洛贝尔图斯关于产品变贵时价值

和剩余价值的关系问题的错误］

  洛贝尔图斯认为，如果一种商品比另一种商品贵（因而，如果

前者比后者物化的劳动时间多），那末，在不同领域的剩余价值率

相等，或者说工人受的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下，这种商品也必定会

因此包含更多的无酬劳动时间，即剩余劳动时间。他的这个观点是

完全错误的。

如果同一劳动在贫瘠土地上（或在歉收年）生产１夸特小麦，

而在肥沃土地上（或在丰收年）生产３夸特小麦；如果同一劳动在

很富的金矿生产１盎斯金，而在较贫的或已经枯竭的金矿只生产

１
３盎斯金；如果生产１磅羊毛需要的劳动时间同把３磅羊毛纺成

纱需要的劳动时间一样多，那末，首先，１夸特小麦和３夸特小麦

５３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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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１盎斯金和
１
３盎斯金的价值，１磅羊毛和３磅毛纱的价值

（扣除其中包含的羊毛价值）一样大。它们包含着同量的劳动时间，

因而，按照［剩余价值率相等］的假定，也包含着同量的剩余劳动时

间。当然，１夸特［贫瘠土地上长的小麦］包含的剩余劳动量［比肥

沃土地上长的１夸特小麦］多，然而，在前一场合我们只有１夸特

小麦，在后一场合却有３夸特小麦；或者，在前一场合我们有１磅

羊毛，而在后一场合有３磅纱（减去材料的价值）。因而，在两种场

合［剩余价值］量是相等的。如果拿一个单位商品同另一个单位商

品相比较，那末剩余价值的比例量也是相等的。按照假定，１夸特

［坏地上长的小麦］或１磅羊毛与３夸特［好地上长的小麦］或３磅

纱包含着同样多的劳动。因此，在两种场合，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

同剩余价值之比是相同的。１磅羊毛包含的劳动时间比１磅纱包

含的大两倍。如果剩余价值大两倍，那末与它有关的花费在工资上

的资本也大两倍。因而，它们二者之比仍然一样。

在这里，洛贝尔图斯的计算是完全错误的，他完全错误地把花

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同［５０３］物化着用工资换来的劳动的那个较多

或较少的商品量相比。只要象洛贝尔图斯假定的那样，工资（或剩

余价值率）是既定的，那末，这种计算就是完全错误的。同一劳动

量，例如１２小时，可以表现为ｘ商品或３ｘ商品。一种场合的１ｘ商

品和另一种场合的３ｘ商品包含着同样多的劳动和剩余劳动；但

是，不论在哪一种场合，所花费的都不多于一个工作日，而且不论

在哪一种场合，剩余价值率都不大于例如１
５。第一种场合１ｘ的

１
５

比ｘ，同第二种场合３ｘ的１
５比３ｘ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把三个ｘ分

别叫做ｘ′、ｘ、ｘ，那末ｘ′、ｘ、ｘ各包含
４
５的有酬劳动和

１
５的无酬

劳动。另一方面，如果在生产率较低的条件下要生产出同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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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条件下一样多的商品，那末商品中就会包含更多的劳动，因

而也包含更多的剩余劳动。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时就要相应

地花费更多的资本。为了生产３ｘ，就应当比生产１ｘ（在工资上）多

花费两倍的资本。

当然，毫无疑问，工业加工的原料不可能多于农业所提供的

原料，因而，例如，用来纺纱的羊毛磅数不可能超过生产出来的

羊毛磅数。所以，如果纺毛的生产率提高两倍，那末，在假定羊

毛生产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为生产羊毛花费的时间就要比过去增

加两倍，为生产羊毛使用的资本也要增加两倍，可是把这些数量

增加两倍的羊毛纺成纱，只需要和过去一样多的纺纱工人的劳动

时间。但是，［剩余价值］率不变。同量纺纱工人的劳动创造的价

值和过去一样多，包含的剩余价值也一样多。生产羊毛的劳动所

包含的剩余价值增加了两倍，但是与此相适应，包含在羊毛中的

全部劳动或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也增加了两倍。因而，增大了两

倍的剩余价值要按增大了两倍的资本来计算。所以不能根据这一

点说，纺纱生产中的剩余价值率比羊毛生产中的低。只能说后一

部门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比前一部门多两倍（因为这里假定，纺

纱和羊毛生产中的变化，都不是由于它们的不变资本的变化引起

的）。

这里必须把下述情况加以区别。同一劳动加不变资本提供的

产品，歉收年少于丰收年，贫瘠土地少于肥沃土地，较贫的金属矿

少于较富的金属矿。因而，前者的产品比较贵，也就是说，同量产品

在这里包含着较多的劳动和较多的剩余劳动；可是在第二种场合

产品的数量比较多。其次，两类产品的每一单位产品中有酬劳动和

无酬劳动之比，并不因此而发生任何变化；因为，如果单位产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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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较少的无酬劳动，那末根据假定，它也相应地包含较少的有酬

劳动。因为这里假定，资本各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即可变资本和

不变资本的比例，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已经假定，同数额的可变资

本和不变资本，在不同的条件下会提供不同的，即较多或较少的产

品量。

看来洛贝尔图斯先生经常把这些东西混淆起来，并且好象理

所当然地从产品的单纯变贵得出了关于剩余价值更多的结论。至

于剩余价值率，那末根据所作的假定，这种结论已经是不正确的

了，至于剩余价值量，那也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正确：在一种场合

比另一种场合预付更多的资本，也就是说，原来生产多少较便宜的

产品，现在也生产多少较贵的产品，或者（象上述纺纱的例子那

样），较便宜的产品数量的增加，先要有较贵的产品数量相应的增

加。

［（５）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他的

价值理论中的错误的后果］

  ［５０４］尽管地租率不变或者甚至下降，地租，从而土地价值，可

能增长，也就是说，农业生产率也增长，——这一点李嘉图有时忘

记，但他是知道的。无论如何安德森是知道这一点的，而且配第和

戴韦南特就已经知道了。问题不在这里。

李嘉图撇开了绝对地租问题，他为了理论而否认绝对地租，因

为他从错误的前提出发：如果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商品的

平均价格就必定等于商品的价值（因此他又做出一个与实际相矛

盾的结论：比较肥沃的土地的竞争必然使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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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种，即使后者过去是提供地租的）。如果商品的价值和它们的平

均价格等同，那末绝对地租——即最坏的耕地上的地租或最初的

耕地上的地租——在这两种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什么是商品的

平均价格？就是生产商品花费的全部资本（不变资本加可变资

本）加上包含在平均利润（例如１０％）中的劳动时间。因此，如

果资本在某种要素中——仅仅因为这是一种特殊的自然要素例如

土地，——生产出高于平均价格的价值，那末这种商品的价值就

会超过它的价值，而这个超额价值就同价值等于一定量劳动时间

的价值概念发生矛盾。结果就成了：一种自然要素，即某种不同

于社会劳动时间的东西，创造了价值。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投

在仅仅作为土地的土地上的资本不可能提供任何地租。最坏的土

地仅仅是土地。如果说较好土地提供地租，这只不过证明，社会

必要劳动和个别必要劳动之间的差别在农业中固定下来了，因为

这种差别在这里有一个自然基础，而这种差别在工业中却是不断

消失的。

因而，不应该有绝对地租存在，只可能有级差地租存在。因为

承认绝对地租存在，就是承认同量劳动（投入不变资本的物化劳动

和用工资购买的劳动）由于投入不同的要素，或加工不同的材料，

会创造不同的价值。但是如果承认，虽然在每一个生产领域的产品

中物化着同一劳动时间，却依然存在这种价值差别，那就是承认，

不是劳动时间决定价值，而是某种不同于劳动时间的东西决定价

值。这种价值量的差别会取消价值概念，推翻下述原理：价值实体

是社会劳动时间，因而价值的差别只能是量的差别，而这个量的差

别只能等于所耗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的差别。

由此可见，从这个观点出发，为了保持价值范畴——不仅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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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决定于不同的劳动时间量，而且价值实体决定于社会劳动，——

就要否认绝对地租。而否认绝对地租可以表现为两种说法。

第一，最坏的土地不能提供地租。较好等级土地的地租可以这

样来解释：比较肥沃的土地和比较不肥沃的土地的产品市场价格

是一样的。但是最坏的土地仅仅是土地，它本身没有等级差别。它

只是不同于工业投资的特殊投资领域。如果它提供地租，那末地租

的产生就是由于：同一劳动量用在不同的生产领域表现为不同的

价值，从而不是劳动量本身决定价值，包含等量劳动的产品［在价

值上］彼此也就不等。

［５０５］或者［第二］，最初的耕地不能提供地租。因为，什么是最

初的耕地呢？“最初的”耕地，既不是较好的土地，也不是较坏的土

地。这仅仅是土地，是没有等级差别的土地。最初，农业投资与工

业投资的区别仅仅在于资本所投入的领域不同。但是，既然等量劳

动表现为等量价值，那就绝对没有理由使投入土地的资本除了利

润之外还提供地租，除非投入这个领域的同一劳动量生产出一个

较大的价值，以致这个价值超过工业中生产的价值的余额构成等

于地租的超额利润。但是，这就意味着确认土地本身创造价值，也

就是意味着取消价值概念本身。

因此，最初的耕地最初不能提供任何地租，否则整个价值理论

就要被推翻。而且这一点很容易（虽然不一定，这可以从安德森那

里看到）同这样一种观点联系起来，即认为人们最初自然不是选择

最坏的土地，而是选择最好的土地耕种，因而，最初不提供地租的

土地，后来由于人们不得不进而耕种越来越坏的土地，也开始提供

地租了，这样，在向地狱下降的过程中，即向越来越坏的土地推移

的过程中，随着文明的进步和人口的增长，地租必然在最初耕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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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肥沃的土地上，而后逐步地在越来越坏的土地上产生，然而始终

代表仅仅是土地——特殊的投资领域——的最坏土地任何时候都

不提供地租。所有这些论点在逻辑上多少是互相联系的。

相反，如果知道，平均价格和价值并不是等同的，商品的平均

价格可能等于商品价值，也可能大于或小于商品价值，那末问题就

不存在了，问题本身不存在了，为解决问题而提出的假设也就不存

在了。剩下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农业中商品的价值（或者，

无论如何，它的价格）不是超过商品的价值，而是超过商品的平均

价格呢？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完全不涉及理论的基础即价值规定本

身了。

李嘉图当然知道，商品的“相对价值”随着加入商品生产的固

定资本和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之间的比例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是

这两种资本并不构成对立面；彼此对立的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流动资本不仅包括工资，而且包括原料和辅助材料。例如，在采矿

工业和渔业中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和固定资本之比，可能和裁缝

业中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和花费在原料上的资本之比相同。｝但李

嘉图同时知道，这些相对价值由于竞争而平均化。而且，他承认上

述变化只是为了在这些不同的投资中得出同一的平均利润。这就

是说，他所说的相对价值无非就是平均价格。他甚至没有想到过价

值和平均价格是不同的。他只以它们的等同作出发点。但是，因为

在资本各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同的情况下不存在这种等

同，他就把这种等同假定为还没有得到解释的、由竞争引起的事

实。因此他也没有想到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农产品的价值不平均

化为平均［５０６］价格？相反，他假定农产品的价值会平均化，而且他

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提出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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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不懂威廉·修昔的底斯①之流的好汉们为什么拥护李嘉图

的地租理论。从他们的观点看来，李嘉图的“半真理”——照修昔的

底斯的宽容的说法——丧失了它的全部价值。

在李嘉图看来，问题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价值是由劳动时间决

定的。在这些好汉们看来，就不是这么回事。照罗雪尔的看法，自

然本身就具有价值。关于这一点请参看后面。４９这就是说，罗雪尔

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价值。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能妨碍他让土地价

值从一开始就加入生产费用并形成地租，把土地价值即地租作为

解释地租的前提呢？

在这些好汉们那里，“生产费用”一词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从萨

伊那里看到这种情况。在他那里，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费用——

资本、土地、劳动，而这些费用又决定于供求。这就是说，根本不存

在什么价值规定。既然土地提供“生产性服务”，那末这些“服务”的

价格为什么不应该象劳动和资本提供的服务的价格那样决定于供

求呢？既然“土地的服务”为一定的卖主占有，那末为什么他们的商

品不应该有市场价格，从而，为什么地租不应该作为价格要素存在

呢？

我们看到，威廉·修昔的底斯是没有丝毫理由如此热心“拥

护”李嘉图的理论的。

［（６）李嘉图关于谷物价格不断上涨的论点。

１６４１—１８５９年谷物的年平均价格表］

  如果撇开绝对地租不谈，在李嘉图那里还有这样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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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加，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增加，因而农产品的价格上涨，

就象在类似条件下工业中发生的情况一样。但是，在工业中，一旦

需求起了作用，引起了商品供给的增加，这种价格上涨就停止了。

这时产品就降到它原来的价值，甚至降到原来的价值以下。但是，

在农业中，这种追加产品不是按原来的价格，也不是按更低的价格

投入市场。它的价值更大，从而引起市场价格不断上涨，同时也引

起地租提高。如果这不是由于不得不耕种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为

生产同样的产品需要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农业生产率越来越降

低，那又怎样解释呢？撇开货币贬值的影响不说，为什么在英国从

１７９７年到１８１５年农产品价格随着人口的迅速增加而上涨呢？农

产品价格后来又下降的事实不能证明什么。国外市场的供给被切

断也不能证明什么。恰恰相反。这只是创造了使地租规律能以纯

粹形式表现出来的适当条件。因为恰恰是同外国失去联系迫使国

内去耕种越来越不肥沃的土地。农产品价格上涨不能用地租的绝

对增加来解释，因为不仅地租总额增加了，而且地租率也提高了。

一夸特小麦等等的价格提高了。也不能用货币贬值来解释，因为货

币贬值只能解释为什么在工业生产率高度发展情况下工业品价格

跌落，也就是说农产品价格相对上涨。货币贬值不能解释为什么农

产品价格除了这种相对上涨之外，还不断地绝对上涨。

同样也不能认为这是利润率下降的后果。利润率下降决不能

说明价格的变动，而只能说明价值或价格在地主、工业家和工人之

间的分配的变动。

关于货币贬值，我们假定以前１镑等于现在２镑。一夸特小麦

以前值２镑，现在值４镑。假定工业品跌到１
１０，过去值２０先令，现

在值２先令。但是这２先令现在等于４先令。货币贬值——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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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收一样——在这里当然会有影响。

［５０７］但是，撇开这一切不谈，可以假定，就当时的农业（小麦）

情况来看，贫瘠土地投入了耕种。这种土地后来就变成肥沃的了，

因为级差地租（就地租率看）下降了，正如小麦价格这个最好的晴

雨表所表明的那样。

最高价格发生在１８００和１８０１年以及１８１１和１８１２年。其中

前两年是歉收年份，后两年是货币贬值最严重的年份。同样，１８１７

和１８１８年也是货币贬值的年份。但是，如果把这些年份除掉，那末

剩下的就应该看作是（请看后面）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的平均价

格。

在比较不同时期小麦等等的价格时，必须同时把产品生产量

和每夸特价格相对照，因为这样才看得出追加谷物的产量对价格

的影响。

小麦的年平均价格

年平均价格 最 高 价 格 最 低 价 格

１６４１—１６４９６０先令５２３便士７５先令６便士（１６４５）４２先令８便士（１６４６）

１６５０—１６５９４５先令８９１０便士６８先令１便士（１６５０）２３先令１便士（１６５１）

１６６０—１６６９４４先令９便士 ６５先令９便士（１６６２）３２先令０便士（１６６６和１６６７）

１６７０—１６７９４４先令８９１０便士６１先令０便士（１６７４）３３先令０便士（１６７６）

１６８０—１６８９３５先令７８１０便士４１先令５便士（１６８１）２２先令４便士（１６８７）

１６９０—１６９９５０先令４１０便士 ６３先令１便士（１６９５）３０先令２便士（１６９１）

  可见，从１６５０到１６９９年５０年的年平均价格是４４先令２１５便士。

从１６４１年到１６４９年（９年）期间，最高年平均价格是革命的一年即１６４５

年的７５先令６便士，其次是１６４９年的７１先令１便士，１６４７年的６５先令５

便士，最低价格是１６４６年的４２先令８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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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价格
最 高 价 格 低 最 价 格

（每１０年 期 间）

１７００—１７０９３５先令 １
１０便士 ６９先令９便士（１７０９）２５先令４便士（１７０７）

１７１０—１７１９４３先令６７１０便士６９先令４便士（１７１０）３１先令１便士（１７１９）

１７２０—１７２９３７先令３７１０便士４８先令５便士（１７２８）３０先令１０便士（１７２３）

１７３０—１７３９３１先令５５１０便士５８先令２便士（１７３５）２３先令８便士（１７３２）

１７４０—１７４９３１先令７９１０便士４５先令１便士（１７４０）２２先令１便士（１７４３和１７４４）

从１７００到１７４９年５０年的年平均价格：３５先令９２９５０便士。

［５０８］             

年平均价格
最 高 价 格 低 最 价 格

（每１０年 期 间）

１７５０—１７５９３６先令４５１０便士５３先令４便士（１７５７） ２８先令１０便士（１７５０）

１７６０—１７６９４０先令４９１０便士５３先令９便士（１７６８） ２６先令９便士（１７６１）

１７７０—１７７９４５先令３２１０便士５２先令８便士（１７７４） ３３先令８便士（１７７９）

１７８０—１７８９４６先令９２１０便士５２先令８便士（１７８３） ３５先令８便士（１７８０）

１７９０—１７９９５７先令６５１０便士７８先令７便士（１７９６） ４３先令０便士（１７９２）

从１７５０到１７９９年５０年的年平均价格：４５先令３１３５０便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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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价格
最 高 价 格 低 最 价 格

（每１０年 期 间）

１８００—１８０９８４先令８５１０便士１１９先令６便士（１８０１）

１１３先令１０便士（１８００）
５８先令１０便士（１８０３）

１８１０—１８１９９１先令４８１０便士１２６先令６便士（１８１２）

１０９先令９便士（１８１３）

１０６先令５便士（１８１０）

６５先令７便士（１８１５）

７４先令４便士（１８１４）

７４先令６便士（１８１９）

１８２０—１８２９５８先令９７１０便士６８先令６便士（１８２５） ４４先令７便士（１８２２）

１８３０—１８３９５６先令８５１０便士６６先令４便士（１８３１） ３９先令４便士（１８３５）

１８４０—１８４９５５先令１１４１０便士６９先令５便士（１８４７） ４４先令６便士（１８４９）

１８５０—１８５９５３先令４７１０便士７４先令９便士（１８５５） ４０先令４便士（１８５０）

  从１８００到１８４９年５０年的年平均价格：６９先令６９５０便士。

从１８００到１８５９年６０年的年平均价格：６６先令９１４１５便士。

因此，年平均价格是：

时期 先令 便士

１６４１—１６４９ ６０ ５２３…………………………………………

１６５０—１６９９ ４４ ２１５…………………………………………

１７００—１７４９ ３５ ９２９５０…………………………………………

１７５０—１７９９ ４５ ３１３５０…………………………………………

１８００—１８４９ ６９ ６９５０…………………………………………

１８５０—１８５９ ５３ ４７１０…………………………………………

        

连威斯特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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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改良了的情况下，用在旧制度下最好土地上用的那样少的费用，

就能够在二等或三等质量的土地上进行生产。”（爱德华·威斯特爵士《谷物

价格和工资》１８２６年伦敦版第９８页）

［（７）霍普金斯关于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之间的

区别的猜测；用土地私有权解释地租］

  霍普金斯正确地捉摸到了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之间的区别：

“竞争原则使同一国家不可能有两种利润率；但是这一点决定相对地租，

而不决定地租的总平均数。”（托·霍普金斯《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和人口

的影响》１８２８年伦敦版第３０页）

［５０８ａ］霍普金斯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或者，照他的

说法，首要劳动和次要劳动——之间作了下述区别：

“如果所有劳动者都被用来达到象钻石匠和歌剧演员被用来达到的同一

目的，那末不要很久就将没有财富来养活这些人了，因为那时生产的财富中

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变成资本了。如果相当大一部分劳动者从事这类劳动，工

资就会低，因为生产出来的东西只有比较小的一部分用作资本；但是，如果只

有少数劳动者从事这类劳动，因而，几乎所有劳动者都是农夫、鞋匠、织工等

等，那末，就会生产出许多资本，工资也会相应地高。”（同上，第８４—８５页）

“所有为地主或食利者劳动并以工资形式得到他们的一部分收入的人，即所

有实际上把自己的劳动限于生产供地主和食利者享乐的东西，并以自己的劳

动换得地主的一部分地租或食利者的一部分收入的人，——所有这些人都必

须列入钻石匠和歌剧演员一类。这些人都是生产劳动者，但是，他们的全部劳

动都是为了把那种以地租和货币资本的收入形式存在的财富变为更能满足

地主和食利者需要的其他某种形式，因此，这些劳动者是次要生产者。其他一

切劳动者是首要生产者。”（同上，第８５页）

钻石和歌唱——这两者在这里被看作物化劳动——可以象一

切商品一样转化为货币，并作为货币转化为资本。但是，在货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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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这种转化中要区别两种情况。一切商品都可以转化为货币，

并作为货币转化为资本，因为在它们所采取的货币形式中，它们的

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特殊自然形式消失了。它们是具有社会形

式的物化劳动，在这种社会形式中，这一劳动本身可以同任何实在

劳动交换，因而可以转化为任何形式的实在劳动。相反，作为劳动

产品的商品本身是否能够重新作为要素进入生产资本，这要看它

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是否容许它们或者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生

产工具和材料），或者作为劳动的主观条件（工人的生活资料），也

就是作为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要素重新进入生产过程。

“在爱尔兰，照适中的计算和１８２１年人口调查，交给地主、政府和什一税

所得者的全部纯产品达２０７５万镑，而全部工资却只有１４１１４０００镑。”（霍普

金斯，同上第９４页）

在意大利，“土地耕种者在耕作水平不高、固定资本极少的情况下，一般

把产品的半数甚至半数以上作为地租交给地主。人口的较大部分是次要生产

者和土地所有者，而首要生产者一般地说是一个穷困的、受侮辱的阶级”。（第

１０１—１０２页）

“法国在路易十四［以及他的后继者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时代有同样

情况。照［阿瑟·］杨格的计算，地租、什一税和税收总计１４０９０５３０４镑。同时

农业处于悲惨的状况。法国人口当时是２６３６３０７４人。如果劳动人口就算有

６００万户——显然过高了，——那末每个劳动者家庭每年直接或间接必须交

给地主、教会和政府的纯财富平均约２３镑。根据杨格的资料，并考虑到其他

一切因素，一个劳动者家庭每年所得的产品合４２镑１０先令，其中２３镑交给

别人，１９镑１０先令留下维持自己的生活。”（同上，第１０２—１０４页）

  人口对资本的依赖：

“应当看到，马尔萨斯先生和他的信徒的错误在于假定工人人口的减少

不会引起资本的相应减少。”（同上，第１１８页）“马尔萨斯先生忘记了，［对工

人的］需求受到用作工资的资金的限制，这些资金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而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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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先由劳动创造的。”（同上，第１２２页）

这是关于资本积累的正确见解。但是，［霍普金斯没有看到］在

劳动量不以同一程度增加的情况下，劳动创造的资金是可以增加

的，也就是说，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的量是可以增加的。

“奇怪的是，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把纯财富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利的东西，

因为据说它提供就业机会。其实，很明显，［５０９］即使它能够提供就业机会，也

不是因为它是纯的，而是因为它是财富，是劳动创造的东西。而另一方面，又

把追加的工人人口说成是对工人阶级有害的东西，虽然这些工人生产的东西

比他们所消费的多两倍。”（同上，第１２６页）

“如果由于使用较好的机器可以把全部首要产品从２００增加到２５０或

３００，而纯财富和利润仍旧只有１４０，那末，显然，留作首要生产者的工资基金

的就不是６０，而是１１０或１６０。”（同上，第１２８页）

“工人状况的恶化，或者是由于他们的生产力被摧残，或者是由于他们生

产的东西被掠夺。”（第１２９页）

“不，马尔萨斯先生说，‘你们的贫困决不能用你们的负担沉重来解释；你

们的贫困完全是由有这种负担的人太多引起的’。”（同上，第１３４页）

“原始材料［土地、水、矿物］是不包括在生产费用调节一切商品的交换价

值这个一般原理之内的；但是这些原始材料的所有者要求［由于这些原始材

料被利用而得到］产品的权利，使地租加入价值。”（托·霍普金斯《关于调节

地租、利润、工资和货币价值的规律的经济研究》１８２２年伦敦版第１１页）

“地租，或者说，［土地］使用费，自然是从［土地］所有权产生的，或者说，

是从
·
财
·
产
·
权的确立产生的。”（同上，第１３页）

“凡具有以下特性的东西都能够提供地租：第一，它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

稀少的；第二，它必须在生产这种大事业中有协助劳动的能力。”（同上，第１４

页）“当然，不应该假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土地同投到土地上的劳动和资本

相比｛土地的多或少自然是相对的，是同可以使用的劳动和资本的量有关系

的｝，是如此之多，以致不可能提供地租形式的费用，因为土地并不稀少。”（第

２１页）

“在某些国家，土地所有者能榨取５０％，在另一些国家连１０％也榨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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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在东方富饶地区，一个人有了他投入土地的劳动的产品的 １
３就可以过

活；但是在瑞士和挪威的某些地区，征收１０％就可以使土地荒芜…… 除了

交租人的有限的支付能力之外，”（第３１页）以及“在有较坏土地存在的地方，

除了较坏土地同较好土地的竞争之外，”（第３３—３４页）“我们看不见可以榨

取的地租的任何其他自然界限”。（第３１页）

“在英国有许多荒地，它的自然肥力同相当大一部分现在的已耕地在未

耕种前一样；可是，把这种荒地变成耕地所需的费用太大，以致它不能为花费

在改良土地上的货币支付普通利息，更不能留下什么为土地的自然肥力支付

地租，尽管这里有一切便利条件，可以在巧妙使用的资本帮助下，在便宜的工

业品配合下，立即使用劳动，并且附近已经开辟了很好的道路等等。现在的土

地所有者可以被看作几百年来为使土地达到现有生产率状态而耗费的全部

积累劳动的所有者。”（同上，第３５页）

这一情况对于地租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特别是在人口突然大

大增加（就象１７８０—１８１５年由于工业发展而发生的情况），因而大

量过去没有耕种过的土地突然投入耕种的时候。新耕地的肥力可

能等于，甚至高于老地尚未经过几百年耕种以前的肥力。但是，要

使新耕地不是按较贵的价格出卖产品，就要求新地的肥力等于：第

一，已耕［５１０］地的自然肥力，加上第二，已耕地由于耕种而形成的

人工的、现已变成自然的肥力。因此，新耕地一定要比老地被耕种

之前肥沃得多。

但是有人会说：

已耕地的肥力，首先取决于它的自然肥力。因而，新耕地是否

具备这种由自然产生并受到自然因素制约的肥力，就取决于新耕

地的自然性质。在两种情况下，自然肥力都是什么也不花费的。已

耕地的肥力的另一部分则是依靠耕种、依靠投资的人工产物。但

是，这部分生产率是花费了生产费用的；这笔生产费用是以投入土

地的固定资本的利息的形式支付的。这部分地租只是同土地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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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起的固定资本的利息。因此它加入早先的已耕地的产品的生

产费用。由此可见，只要把同量资本投到新耕地上，它也将具有肥

力的这个第二部分；如同早先的已耕地的情况一样，为创造这种肥

力而使用的资本的利息将加入产品价格。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新

地——如果不是肥沃得多的土地——没有产品价格的提高就不能

投入耕种呢？如果自然肥力是相同的，那末差别就只是由投资造成

的，而在两种情况下，这笔资本的利息都是以同等程度加入生产费

用的。

可是，这种推理是错误的。一部分开垦等费用不用再支付了，

因为由此造成的肥力，正如李嘉图已经指出，部分地同土地的自然

性质长在一起了（例如挖树根、改良土壤、排水、平整、通过多次反

复的化学处理改变土壤化学成分等费用）。因此，新耕地为了能够

与最后的已耕地按照同一价格出卖产品，它的肥力就必须足以使

这个价格为它补偿那部分开垦费用，这部分费用加入它自己的生

产费用，但已不再加入早先的已耕地的生产费用，而且在这里已经

同土地的自然肥力长在一起了。

“位置有利的瀑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为那种变成私有的、可以设想为最

带独特性的自然赐予而支付地租的例子。这种情况在工业区域是大家都了解

的，在那里，对小瀑布，特别是对落差大的瀑布支付相当高的地租。从这样的

瀑布取得的力，等于大蒸汽机所供应的力；因此，利用这些瀑布即使要支付巨

额地租，也同花费大笔资金去建设和运转蒸汽机一样合算。瀑布有大有小。离

工业企业所在地近也是一个取得较高地租的有利条件。在约克郡和郎卡斯特

郡，最小瀑布和最大瀑布的地租之间的差额，大概比用作普通耕地的５０英亩

最贫瘠土地和５０英亩最肥沃土地的地租之间的差额还要大得多。”（霍普金

斯，同上第３７—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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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开垦费用。谷物价格上涨时期和谷物

价格下降时期（１６４１—１８５９年）］

  如果我们把前面引用的谷物年平均价格①拿来比较，并且，第

一，把受货币贬值影响的情况（１８０９—１８１３年）除外，第二，把特别

歉收的年份如１８００和１８０１年造成的情况除外，我们就会看到，一

定时候或一定时期耕种多少新地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这里，已耕

地上的价格上涨表明人口增长和由此引起的谷物价格超过［价

值］；另一方面，这种需求增长本身使新地投入耕种。如果新耕地数

量相对地说增加很多，那末，价格上涨，价格比前一时期高，只不过

证明有相当大一部分开垦费用加入了追加食物的价格。如果谷物

价格不涨，那就是生产没有增加。这种增加的后果即价格下降要到

以后才能表现出来，因为新近投资生产的食物的价格包含着生产

费用或价格的这样一个要素，这个要素在早先的土地投资中，或者

说在早先的那部分耕地上早已消失了。如果耕种新地的费用不是

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比过去时期已经大大降低，这个差额甚至还

要大。

［５１１］不论新地的肥力高于、等于或低于老地，为了把新地改

造成适于使用——象在已耕地上平均使用资本和劳动那样的条件

下使用——资本和劳动的状态（这种状态由现有已耕地上通行的

一般开垦标准来决定），必须支付变未耕地为耕地的费用。生产费

用的这个差额必须由新耕地补偿。如果这个差额不加入新耕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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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格，那末，这种结果只有在两种情况下可能出现。或者，新耕

地的产品不按它的实际价值出卖。它的价格低于它的价值，大部分

不提供地租的土地实际上就是这种情况，因为这种土地的产品价

格不是由自己的价值，而是由较肥沃土地的产品的价值决定的。或

者，新耕地必须相当肥沃，以致它的产品如果按自己的内在的价

值，按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出卖，其价格就会低于早先的已耕地

产品的价格。

如果由已耕地的产品价值调节的市场价格和新耕地产品的内

在价值之间的差额比方说是５％，另一方面，如果加入新耕地产品

的生产费用的、为使新地提高到老地通常具有的生产能力水平而

花费的资本的利息也等于５％，那末新耕地的产品按原来的市场

价格将能支付通常的工资、利润和地租。如果支付所花费的资本的

利息只需４％，而新地的肥力超过老地的肥力４％以上，那末市场

价格在扣除了为使新地变成“适于耕种的”状态而花费的资本的利

息４％之后，将有一个余额，或者说，产品可以卖得低于由最贫瘠

土地的产品
·
价
·
值调节的市场价格。结果，一切地租将同产品的市场

价格一起降低。

绝对地租是原产品价值超过平均价格的余额。级差地租是比

较肥沃的土地上生产的产品的市场价格超过这种比较肥沃的土地

自己产品的价值的余额。

因此，如果在一段时间内，人口增加所需要的追加食物有比较

大的一部分是初耕地生产的，同时原产品的价格上涨或者不变，这

还不能证明国内土地的肥力已经下降。这只是证明，土地的肥力还

没有提高到足以补偿生产费用的新要素的程度，这个新要素就是

为使未耕地提高到老地在当时发展阶段所具备的通常生产条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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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而花费的资本的利息。

由此可见，如果在不同时期新耕地的相对量不同，即使价格不

变或上涨，也不能证明新地贫瘠或提供的产品较少，而只是证明，

有一个费用要素加入它的产品价值，这个费用要素在早先的已耕

地上已经消失；只是证明，这个新的费用要素仍然在起作用，尽管

在新的生产条件下，开垦费用与过去为了把老地从肥力的原始的

自然状态改变成现在的状态所必需的费用比较起来，已经大大降

低。因此，要［５１２］查明不同时期圈围［公有地和开垦公有地］的相

对比例。５０

此外，从前面所引的表（第５０７—５０８页）可以看出：

如果把每十年作一个时期来考察，那末，１６４１—１６４９年时期

比１８６０年前的任何一个十年时期都高，只有１８００—１８０９年和

１８１０—１８１９年除外。

如果把每五十年作一个时期来考察，那末，１６５０—１６９８年时

期高于１７００—１７４９年，而１７５０—１７９９年时期高于１７００—１７４９

年，但低于１８００—１８４９年（或１８００—１８５９年）。

在１８１０—１８５９年期间，发生了有规律的价格下降，而在

１７５０—１７９９年期间，虽然这五十年平均价格较低，却是上升的运

动，这是有规律地上涨，就象１８１０—１８５９年期间有规律地下降一

样。

事实上，同１６４１—１６４９年时期比较起来，总的说来，十年的平

均价格不断下降，这种下降直到十八世纪上半叶最后两个十年达

到它的极限（最低点）为止。

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上涨，这次上涨以１７５０—１７５９年价格

（３６先令４５
１０便士）为出发点，这个价格低于十七世纪下半叶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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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格，几乎相当（略高）于１７００—１７４９年（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平

均价格３５先令９２５５０便士。这个上升运动在１８００—１８０９年和

１８１０—１８１９年两个十年时期一直在继续。在后一个十年达到它的

最高点。从这时又开始了有规律的下降运动。如果我们把１７５０—

１８１９年这个上涨时期平均一下，它的平均价格（每夸特５７先令

多）［几乎］等于１８２０年开始的下降时期的出发点（即１８２０—１８２９

年这个十年时期的５８先令多）；正如十八世纪下半叶的出发点［几

乎］等于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平均价格一样。

歉收、货币贬值等个别情况对平均数字能够发生多么大的影

响，可以任意举一个算术例子来说明。例如，３０＋２０＋５＋５＋５＝

６５。尽管这里最后三个数都只是５，平均数却等于１３。相反，１２＋

１１＋１０＋９＋８［＝５０］，平均数等于１０，尽管把第一式中例外的数

３０和２０划去时第二式中任何三年的平均数都要大些。

如果把付给资本——陆续用于开垦、在一定时期作为特殊项

目加入生产费用的资本——的差额费用除去，那末，１８２０—１８５９

年的价格或许比过去所有的价格都低。应该认为，那些用投入土地

的固定资本的利息来解释地租的糊涂人，也多少看到了这种情况。

［（９）安德森反对马尔萨斯。安德森对地租的

理解。安德森关于农业生产率提高

和它对级差地租的影响的论点］

  安德森在《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

（１８０１年伦敦版）中说：

“从１７００到１７５０年，小麦的价格不断下降，从每夸特２镑１８先令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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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降到１镑１２先令６便士；从１７５０到１８００年，小麦的价格不断上涨，从每

夸特１镑１２先令６便士涨到５镑１０先令。”（第１１页）

可见，安德森不象威斯特、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那样，只看到谷

物价格不断上涨（从１７５０到１８１３年）一个方面的现象，相反，他看

到两方面的现象：整个世纪，上半世纪谷物价格不断下降，下半世

纪谷物价格不断上涨。同时安德森明确指出：

“人口不论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同样都在增长。”（同上，第１２页）

安德森是人口论
５１
的死敌，他非常明确地强调指出，土地有不

断增长的持久的改良能力：

“通过化学作用和耕种，土地可以越来越得到改良。”（同上，第３８页）５２

［５１３］“在合理的经营制度下，土地的生产率可以无限期地逐年提高，最

后一直达到我们现在还难于设想的程度。”（第３５—３６页）

“可以有把握地说，现在的人口同这个岛能够供养的人口比较起来是很

少的，远没有达到引起严重忧虑的程度。”（第３７页）

“凡人口增加的地方，国家的生产也必定一起增加，除非人们允许某种精

神的影响破坏自然的经济。”（第４１页）

“人口论”是“最危险的偏见”。（第５４页）安德森力求用历史的

例子证明，“农业生产率”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提高，随着人口的减少

而下降。（第５５、５６、６０、６１页及以下各页）

如果对地租有正确的理解，自然首先会认识到，地租不是来自

土地，而是来自农产品，也就是来自劳动，来自劳动产品（例如小

麦）的价格，即来自农产品的价值，来自投入土地的劳动，而不是来

自土地本身。关于这一点，安德森正确地着重指出：

“不是地租决定土地产品的价格，而是土地产品的价格决定地租，虽然土

地产品的价格在地租最低的国家往往最高。”

｛因此，地租同农业的绝对生产率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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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似乎是一个奇论，需要解释一下。

每一个国家有各种土地，它们的肥力彼此大不相同。我们把这些土地分

成不同的等级，用Ａ、Ｂ、Ｃ、Ｄ、Ｅ、Ｆ等字母表示。等级Ａ包括肥力最大的土

地，以下字母表示不同等级的土地，它们的肥力依次递减。既然耕种最贫瘠的

土地的费用同耕种最肥沃的土地的费用一样大或者甚至更大，那末，由此必

然得出一个结论，如果等量谷物，不论它来自哪一个等级的土地，可以按照同

一价格出卖，耕种最肥沃的土地的利润一定比耕种其他土地的利润大得多

｛指［产品］价格超过费用，或者说，超过预付资本价格的余

额｝，

而且，由于肥力越低这种利润越少，最后必然达到这种情况，就是在某些

等级低的土地上，耕种费用同全部产品价值相等。”（第４５—４８页）

最后的土地不支付任何地租。（引文来自麦克库洛赫的《政治

经济学文献》１８４５年伦敦版。麦克库洛赫又引自《谷物法本质的研

究》或《关于农业、自然史、技艺及其他各种问题的通俗讲座》

１７９９—１８０２年伦敦版。这要到英国博物馆去核对。５３）

安德森在这里叫做“全部产品价值”的东西，在他的观念中显

然就是市场价格，不论较好或较坏土地出产的产品都要按照它出

卖。这个“价格”（价值）使比较肥沃的各个等级的土地有一个或大

或小的超过费用的余额。最后的产品没有这种余额。对于这种产

品，平均价格，即由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决定的价格，同产品的市

场价格一致，因此这里没有任何超额利润，按照安德森的见解，只

有超额利润能够形成地租。在安德森看来，地租等于产品的市场价

格超过产品的平均价格的余额。（价值理论还完全没有引起安德森

不安。）因此，如果由于土地特别贫瘠，这种土地的产品的平均价格

同产品的市场价格一致，那末，这个余额就没有了，就是说，形成地

租的基金就不存在了。安德森不说最后的耕地不可能提供任何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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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他只说，当费用（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大到使产品市场价格和

产品平均价格之间的差额消失时，地租也就消失，并且说，如果耕

种的土地的等级越来越低，这种情况必然发生。安德森明确地说，

在不同程度的有利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等量产品具有一定的、

同一的市场价格，是形成地租的前提。他说，“如果等量谷物，不论

它来自哪一个等级的土地，可以按照同一价格出卖”，因此，如果假

定有一个一般市场价格的话，那末，在较好等级土地上必然有超过

较坏等级土地的超额利润，或者说，利润余额。

［５１４］从前面引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安德森决不认为不同的肥

沃程度仅仅是自然的产物。相反，他认为：

“土地的无限多样性”部分地是因为这些“土地由于它们所经历的耕作方

式不同，由于肥料等等，可以从它们的原始状态改变成完全不同的状态”。

（《关于至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的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９年爱丁堡版第５页）

一方面，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使开垦新地比较容易；但是，

另一方面，耕种又使土地之间的差别扩大，因为已耕的Ａ地和未

耕的Ｂ地的原有肥力完全可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从Ａ地的肥力

中扣除对这块土地来说现在固然是自然的、但从前是人工赋予的

那一部分的话。因此，耕种本身使已耕地和未耕地的自然肥力之间

的差别扩大。

安德森明确地说，一块土地，如果它的产品的平均价格同市场

价格一致，就不能支付任何地租：

“有两块土地，它们的产量同上面说过的例子大致相符，就是说，一块收

１２蒲式耳，正够补偿费用，另一块收２０蒲式耳；如果这两块土地都不需要立

刻支出任何改良土壤的费用，那末租地农场主可以为后一块土地，比方说，支

付甚至６蒲式耳以上的地租，而不能为前一块土地支付任何地租。如果１２蒲

式耳刚够补偿耕种费用，那末仅仅生产１２蒲式耳的已耕地就不能提供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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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论农业和农村事务》１７７５—１７９６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３卷第１０７—

１０９页）

紧接着他又说：

“可是，如果租地农场主直接靠他花费的资本和他的努力得到较大量的

产品，那就不能指望他能够把产品中几乎同样大小的份额当作地租来支付；

但是，如果土地肥力在一定时间内稳定在同样高的水平上，尽管这块土地本

来是靠他自己的努力才提高了肥力，他将乐于支付上述数量的地租。”（同上，

第１０９—１１０页）

这样，举例来说，最好耕地的产品每英亩为２０蒲式耳；依照假

定，其中１２蒲式耳支付费用（预付资本加平均利润）。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有８蒲式耳支付地租。假定，一蒲式耳值５先令，那末，８

蒲式耳或１夸特值４０先令或２镑，２０蒲式耳（２１
２夸特）值５镑。

这５镑中，扣掉作为费用的１２蒲式耳或６０先令即３镑。那末就剩

下２镑或８蒲式耳支付地租。在３镑费用中，如果利润率等于

１０％，那末支出等于５４６
１１先令，利润等于５

５
１１先令（５４

６
１１：５

５
１１＝

１００：１０）。现在假定，租地农场主必须在一块肥力同生产２０蒲式耳

的土地的原有肥力一样的未耕地上进行各种改良，以便使它达到

相当于农业耕作一般水平的状态。这使他除了５４６
１１先令的支出

外，或者说，我们把利润也包括在费用内，除了６０先令外，还要支

出３６４
１１先令；这笔支出的１０％等于３

７
１１先令；如果租地农场主总

是按照每蒲式耳５先令的价格出卖２０蒲式耳，那就只有经过１０

年，只有在他的资本再生产出来之后，他才能够支付地租。从那个

时候起，人工的土地肥力就被算作原有肥力，它的利益将落到地主

手里。

虽然新耕地的肥力和最好的已耕地的原有肥力相同，可是，对

新耕地的产品来说，市场价格和平均价格现在是一致的，因为在平

１６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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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格中加入了一项费用，这项费用，在人工的和自然的肥力在一

定程度上溶合在一起的最好土地上，已经消失了。而在新耕地上，

人工的、由投资造成的那部分肥力，还与土地的自然肥力完全不

同。因此，新耕地虽然具有与最好的已耕地同样的原有肥力，却不

能支付任何地租。可是十年以后，它不仅能够一般地支付地租，而

且能够与早已耕种的最好的土地支付同样多的地租。

可见，安德森在这里看到了两种现象：

（１）地主得到的级差地租，一部分是租地农场主人工地赋予土

地肥力的结果；

（２）这种人工肥力经过一定期间开始表现为土地本身的原有

生产率，因为土地本身已被改造了，而实现这种改造的过程却消失

了，看不出来了。

［５１５］如果我今天建立一个棉纺厂，花费１０万镑，那末，我的

棉纺厂的生产率，比十年前我的前辈所建立的棉纺厂要高。对于今

天的机器制造业、一般建筑业等等的生产率和十年前的生产率之

间的差别，我是不付代价的。相反，这种差别却使我能支付较少代

价而得到具有同样生产率的工厂，或者仅仅支付同一代价就得到

生产率较高的工厂。农业中情况不是这样。土地的原有肥力之间

的差别由于增加一部分所谓土地自然肥力而扩大了，这部分肥力，

事实上是以前由人们创造的，现在却同土地本身有机地溶合在一

起，同土地的原有肥力已不能再区别开。由于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

展，为了使具有同样自然肥力的未耕地达到这种已增大的肥力水

平所必需的费用，已不象把已耕地的原有肥力提到它现在看来是

原有的肥力所需要的那样多了；但是为了达到这同一水平，现在还

是需要或多或少的费用。因此，新产品的平均价格高于老产品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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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价格，而市场价格和平均价格之间的差额会缩小，甚至可能完全

消失。但是，假定在上述情况下新耕地很肥沃，在花上４０先令追加

费用（包括利润）之后，它不是提供２０蒲式耳，而是提供２８蒲式

耳。在这种情况下，租地农场主就可以支付８蒲式耳或２镑的地

租。为什么呢？因为新耕地比老地多提供８蒲式耳，所以，尽管平

均价格较高，新耕地在同一市场价格下仍然提供同老地一样多的

价格余额。如果新耕地不需要任何追加费用的话，新耕地的肥力就

会两倍于老地。５４就因为有了这种费用，才可以说新耕地的肥力同

老地一样高。

［（１０）洛贝尔图斯对李嘉图地租理论的批判不能

成立。洛贝尔图斯不懂资本主义农业的特点］

  现在最后回过头来谈也是最后一次谈洛贝尔图斯。

“它〈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从劳动产品的分配出发来说明……工资、

地租等一切现象，而这种分配，只要具备两个先决条件即足够的劳动生产率

以及土地和资本的所有权，就必然要出现。它说明，只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才

造成这种分配的经济上的可能性，因为这种生产率赋予产品价值这么多实际

内容，以致其他不劳动的人也可以靠它生活；它也说明，只有土地和资本的所

有权才造成这种分配的法律上的现实性，强迫工人把自己的产品同不劳动的

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按照这样一种比例分配，以致他们工人从中分得的

刚够活命。”（洛贝尔图斯《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李

嘉图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１８５１年柏林版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亚·斯密对问题的解释是双重的。［第一个解释：］劳动产品的

分配，这里把劳动产品看成既定的，并且实际上说的是使用价值的

份额。洛贝尔图斯先生也是这个看法。在李嘉图著作中也可遇到

３６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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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法，而且李嘉图更应该因此受到责备，因为他对价值决定于

劳动时间这个规定不限于泛泛议论，而是认真对待。这个看法，加

以相应的修改之后，或多或少适用于使劳动者和劳动客观条件所

有者成为不同阶级的一切生产方式。

相反，斯密的第二个解释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因

此，只有它才是理论上有成果的公式。那就是，斯密在这里认为利

润和地租来源于剩余劳动，来源于工人除了用来仅仅再生产他自

己工资的那部分劳动以外加到劳动对象上的剩余劳动。在生产完

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地方，这是唯一正确的观点。这个观点奠定

了理解发展过程的基础，而在第一个解释里，劳动时间被假定为不

变的。

李嘉图所以有片面性，是因为他总想证明不同的经济范畴或

关系同价值理论并不矛盾，而不是相反地从这个基础出发，去阐明

这些范畴以及它们的表面上的矛盾，换句话说，去揭示这个基础本

身的发展。

［５１６］“您①知道，所有经济学家从亚·斯密那时候起已经把产品的价值

分解为工资、地租和资本盈利，因而，把各阶级的收入，特别是地租部分，建立

在产品的分配上这种观念，不是新的〈的确不是！〉。可是经济学家们立刻走入

歧途。所有的人，连李嘉图学派也不例外，首先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不是

把全部产品、完成的财富、全部国民产品看作工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参与

分配的一个整体，而是把原产品的分配看作一种有三者参与的特殊分配，把

工业品的分配看作又一种只有两者参与的特殊分配。这样，这些体系已经把

原产品本身和工业品本身分别当作一种构成收入的特殊财富看待了。”（第

１６２页）

４６１ 第  九 章

① 指冯·基尔希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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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亚·斯密把“产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工资、地租和资本

盈利”，从而忘掉了也构成价值一部分的不变资本；这样，他的确把

后来的所有经济学家，包括李嘉图，也包括洛贝尔图斯先生在内，

都引入了“歧途”。没有［劳动总产品和新加劳动产品之间的］这种

区分，要对问题做出任何科学的解释简直是不可能的，这一点在我

对这个问题的分析中已经证明了①。重农学派在这方面更接近于

真理。他们的“原预付和年预付”是作为年产品价值或年产品本身

的一部分区分出来的，这个部分无论对国家或个人都不再分解为

工资、利润或地租了。重农学派认为，农业主用原料补偿不生产阶

级的预付（把这种原料变成机器的事落到“不生产”阶级身上），另

一方面，农业主用自己的产品补偿自己的一部分预付（种子、种畜、

役畜、肥料等），而另一部分预付（机器等）则通过用原料同“不生

产”阶级交换得到补偿。

第二，洛贝尔图斯先生的错误是把价值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

等同起来。“构成收入的财富”同这种产品价值的分配没有任何直

接关系。比方说，棉纱生产者得到的并表现为一定金量的价值部

分在各种产品——农产品或工业品——中得到实现，对于这一点，

经济学家们同洛贝尔图斯一样，知道得很清楚。这一点是事先假

定的，因为这些生产者是生产商品，而不是生产供自己直接消费

的产品。既然供分配的价值，即一般说来归结为收入的那个价值

组成部分，是在各个生产领域内部，在不依赖其他领域的情况下

（虽然由于分工每个生产领域都以其他领域为前提）创造出来的，

所以，洛贝尔图斯不去考察这个价值创造的纯粹形式，而一开头

５６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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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把事情搞乱，提出这些价值组成部分能保证自己的所有者取得

一国现有总产品的什么份额的问题，那他就倒退了一步并且造成

了混乱。在他那里，产品价值的分配立即变成使用价值的分配。既

然他把这种混乱转嫁给其他经济学家，所以他提出的矫正方法，即

把工业品和原产品放在一起考察的方法，就成为必要了，而这种

考察方法同价值的创造无关，因此，如果用它来说明价值的创造，

是错误的。

工业品的价值，只要它归结为收入，只要工厂主不付地租（不

论为建筑物的地皮或者为瀑布等），就只有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参加

分配。农产品的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有三方面参加分配。这是洛

贝尔图斯先生也承认的。他对这种现象所作的解释丝毫不能改变

事实本身。但是，如果其他经济学家，特别是李嘉图，从资本家和雇

佣工人两者分配出发，到后来才把地租所得者作为一种特殊赘疣

引进来，那末，这是完全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实质的。物化劳动和

活劳动，这是两个［５１７］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正是建立在这两个因

素的对立之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是生产职能的唯一承担者和当

事人，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对立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

产生的。

资本家不得不把他所侵占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再同

不劳动的第三者分配的情况，只是后来才出现。扣除作为工资支付

出去的产品价值部分和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部分之后，全部剩余

价值直接从工人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这也是生产的事实。对于工

人来说，资本家是全部剩余价值的直接占有者，不管他后来怎样同

借贷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分配剩余价值。因此，正如詹姆斯·穆

勒指出的那样５５，如果地租所得者消失，由国家来代替他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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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可以继续进行而不受影响。他——土地私有者——决不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要的生产当事人，虽然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来说，必须使土地所有权属于什么人，只要不是属于工人，而是

例如属于国家。根据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封建、古代等生

产方式——的本质，把直接参与生产，因而也是直接参与分配所生

产的价值以及这个价值所借以实现的产品的阶级，归结为资本家

和雇佣工人，而把土地所有者排除在外（由于那种不是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生长出来，而是被这种生产方式继承下来的对自然力的

所有权关系，土地所有者只是事后才参加进来），这丝毫不是李嘉

图等人的错误，它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恰当的理论表现，表现

了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洛贝尔图斯先生还是一个十足的老普鲁

士式的“地主”，理解不了这一点。只有当资本家控制了农业，并且

到处象英国大多数地方那样，成为农业的领导者（完全同成为工业

的领导者一样），排斥土地所有者以任何形式直接参加生产过程的

时候，上述情况才变得可以理解和引人注意。因此，洛贝尔图斯先

生在这里认为是“歧途”的，恰好是他所不理解的正道；整个问题在

于，洛贝尔图斯还陷在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所产生的种种观点

之中。

“他〈李嘉图〉也不是让成品在有关参加者之间分配，而是象其他经济学

家一样，把农产品和工业品分别当作一种特殊的有待分配的产品。”（同上，第

１６７页）

洛贝尔图斯先生！李嘉图在这里考察的不是产品，而是产品的

价值，这是完全正确的。您的“成”品及其分配同这种价值分配毫无

共同之处。

“在他〈李嘉图〉看来，资本所有权是既定的，并且还早于土地所有权……

７６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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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不是从产品分配的根据，而是从产品分配的事实开始，而他的全部理

论限于研究那些决定和改变产品分配关系的原因……产品只分为工资和资

本盈利，在他看来，是最初的分配，而且是最初唯一的分配。”（第１６７页）

这个您又不懂了，洛贝尔图斯先生！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看

来，资本所有权的确是作为“最初的”所有权出现的，因为它是一种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并在这种生产制度中表现为生产的当

事人和生产职能的承担者（对土地所有权就不能这样说）的所有

权。土地所有权在这里表现为派生的东西，因为，现代土地所有权，

实际上是封建的，但是由于资本对它的作用，发生了形态变化，因

而它作为现代土地所有权所特有的形式是派生的，是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的结果。李嘉图把现代社会中存在和表现出来的这个事实

也看成历史上最初的东西（而您呢，洛贝尔图斯先生，不是去研究

现代形式，而是摆脱不了地主的回忆），这是一种误解，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们在考察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经济规律时都陷入这种误

解，在他们看来，这些规律是“自然规律”，因而也表现为历史上最

初的东西。

［５１８］但是，李嘉图在谈到不是产品的价值而是产品本身的地

方，是指全部“成”品的分配，洛贝尔图斯先生从李嘉图序言的头一

句话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土地产品——通过劳动、机器和资本联合运用而从地面上得到的一切

产品——在社会的三个阶级之间，也就是在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所必需的

基金或资本的所有者和以自己的劳动耕种土地的工人之间进行分配。”（《政

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序言，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

李嘉图紧接着说：

“但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这些阶级中的每一个阶级在地租、利润和工

资的名义下分到的全部土地产品的份额是极不相同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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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全部产品”的分配，而不是工业品或原产品的分

配。如果“全部产品”是既定的，“全部产品”的这些份额就完全决定

于每一生产领域内部每个参与分配者在自己产品的“价值”中拥有

的份额。这个“价值”可以转化并表现为“全部产品”的一定的相应

份额。李嘉图在这里的错误，只是他步亚·斯密的后尘，忘记了不

是“全部产品”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因为“全部产品”中有一部

分作为资本“分给”这三个阶级中的一个或几个阶级。

“可能您想断言，最初资本盈利均等规律必定压低原产品价格，直到地租

消失，后来由于价格上涨，地租又从比较肥沃和比较不肥沃的土地的收成的

差额中产生出来，同样，现在，除普通的资本盈利之外还取得地租这样一种

好处，也必定推动资本家把资本用于开垦新地和改良老地，直到由此引起的

市场商品充斥使价格又降低，以致在最不利的投资情况下地租消失。换句话

说，这等于断言：就原产品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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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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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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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
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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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
·
律取消了，可是，李嘉图在他的著作的第

一章中恰恰是用前一条规律来证明后一条规律的。”（洛贝尔图斯，同上，第

１７４页）

当然，洛贝尔图斯先生！“资本盈利均等”规律并不取消产品

“价值”决定于“所耗费的劳动”的规律；但是，它的确取消李嘉

图关于产品的平均价格等于产品“价值”这个前提。然而问题也

不是“原产品”的价值降低到平均价格。正好相反，原产品的特

点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它有这样一个特权，即它的价值

不降低到平均价格。如果它的价值真的降到商品的平均价格的水

平（这是可能的，尽管其中存在着您所说的“材料价值”），地租

也就消失了。有一些等级的土地，现在也许不提供任何地租，它

们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原产品的市场价格等于它们的产品本身的

平均价格，使它们因比较肥沃土地的竞争而失去按自己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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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出卖产品的特权。

“难道在人们还根本没有从事农业之前，就已经有获得盈利，并且按照盈

利均等规律投放资本的资本家存在了吗？〈多么愚蠢！〉……我认为，如果现

在从文明国家［５１９］派遣一个开发队到一个新的未开垦的国家去，较富的成

员带着已经发达的农业的储备和工具——即资本，较贫的成员也跟着一块

去，希望通过为较富的成员服务得到高的工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将把

支付工人工资之后剩下的余额看成自己的盈利，因为他们从宗主国带来了早

已存在的事物和概念。”（第１７４—１７５页）

这下子您说对了，洛贝尔图斯先生！李嘉图的全部观点只有在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前提下才有意义。至于他用什么

形式表达这个前提，他在这上面是否采用了ｈｙｓｔｅｒｏｎ ｐｒｏｔｅｒｏｎ

〔颠倒历史顺序的逆序法〕，这同问题的实质无关。必须有这个前

提，因此，不能象您做的那样，把那种不懂资本主义簿记的、因而不

把种子等等算进预付资本的农民经济引进来！“荒谬”的不是李嘉

图，而是洛贝尔图斯，他把资本家和工人存在于“土地耕种之前”这

一观点强加于李嘉图了。（第１７６页）

“照李嘉图的观点，只有在……社会中产生了资本，知道有资本盈利并支

付这种盈利的时候，土地的耕种才开始。”（第１７８页）

真是胡扯！只有当资本家以租地农场主的身分插在土地耕种

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时候（不论是以前的臣仆靠欺骗手法成了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还是工业家把他的资本不投于工业而投于

农业），才开始有——当然不是一般的“土地耕种”，而是——“资本

主义的”土地耕种，它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同以前的耕种方式大不

相同。

“在每一个国家，土地的大部分变成私有财产比土地被耕种早得多，无论

如何比工业中形成资本盈利率早得多。”（第１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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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贝尔图斯要在这个问题上懂得李嘉图的观点，他就必须是

一个英国人，而不是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地主，而且必须懂得圈围公

有地和荒地的历史。洛贝尔图斯先生举出美国作例子。这里，国家

把土地

“一小块一小块地卖给移民，的确，价格很便宜，可是这个价格无论如何

一定已经代表着地租”。（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绝对不是。这个价格并不构成地租，正象一般的营业税不能构

成营业租，或者一般的任何税不能构成任何“租”一样。

“我断定，ｂ点所说的地租提高的原因｛由于人口增加或使用的劳动量增

加｝构成地租对资本盈利的优越性。这个原因任何时候也不能提高资本盈利。

的确，在生产率不变但生产力增加（人口增加）的条件下，由于国民总产品价

值的增加，国民得到更多的资本盈利，但是这种增加了的资本盈利总是摊到

按同一比例增加了的资本身上，所以盈利率还是同过去一样高。”（第１８４—

１８５页）

这是错误的。如果剩余劳动时间例如不是２小时，而是３、４、５

小时，无酬剩余劳动量就会增加。预付资本量并不随着这个无酬剩

余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第一，因为对这个剩余劳动的新的余

额是不付报酬的，也就是说不引起任何资本支出；第二，因为用于

固定资本的支出不是同这里的固定资本的使用以同一比例增加

的。纱锭等的数量并不增加。当然，纱锭磨损加速，但不是与它们

的使用增加成同一比例。由此可见，在生产率不变的条件下，这里

利润是增加了，因为不仅剩余价值增加，剩余价值率也增加了。在

农业中，由于自然条件的关系，这是办不到的。另一方面，生产率随

着投资增加而迅速发生变化。撇开分工和机器不说，虽然支出的资

本绝对地说很大，但是由于生产条件的节约，相对地说就不是那么

大了。因此，即使剩余价值（不仅剩余价值率）不变，利润率也可能

１７１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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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

［５２０］洛贝尔图斯的下述论点是完全错误的，是带有波美拉尼

亚地主气味的：

“可能，在这三十年的过程中〈从１８００到１８３０年〉通过地产析分，甚至开

垦新地，出现了许多新的土地占有，因而增加了的地租也在更多的所有者之

间分配，但是地租在１８３０年并没有比１８００年分摊在更多的摩尔根上；那些

新划分或新耕种的地段的全部面积原先就包括在早已存在的地段中了，因

此，１８００年的较低的地租，象１８３０年的较高的地租一样，也是由这些地段分

摊，也影响英国整个地租的高度。”（第１８６页）

亲爱的波美拉尼亚人呀！为什么老是自以为是地把您的普鲁

士关系搬到英国去呢？英国人完全不认为，如果从１８００年到１８３０

年“圈围”了３００万到４００万英亩５６—— 这是事实（要核实一

下），——那末在１８３０年以前，在１８００年，地租也是分摊在这４００

万英亩上。相反，当时这４００万英亩都是荒地或公有地，是不提供

任何地租、也不属于任何人的。

如果洛贝尔图斯同凯里一样（不过方式不同）想向李嘉图证

明，由于自然原因和其他原因，“最肥沃的”土地大部分并非首先被

耕种，那末，这同李嘉图是毫无关系的。所谓“最肥沃的”土地，每一

次都是指一定生产条件下的“最肥沃的”土地。

洛贝尔图斯对李嘉图的反驳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他把“波美

拉尼亚”生产关系和“英国”生产关系天真地等同起来。李嘉图是以

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在象英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资

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是分离的。洛贝尔图斯引用的却

是本身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无关的关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

加筑在这些关系之上。例如，洛贝尔图斯先生关于经济中心在经济

复合体中的地位所说的话，完全适用于波美拉尼亚，却不适用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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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在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从十六世纪末叶以来越来越占优

势，它把一切条件同化，在各个不同时期把历史造成的各种前提

——村落、建筑物和人——一个一个地彻底铲除，以保证“最有效

的”投资。

洛贝尔图斯关于“投资”所说的话同样是错误的。

“李嘉图把地租限于为使用土地原有的、自然的和不可摧毁的力而支付

给土地所有者的数额。从而，他想把已耕地上应归于资本的一切从地租中扣

除。但是，很明白，李嘉图从一块土地上的收入中划归资本的决不能多于十足

的国内普通利息。因为不然的话，他就得假定在一国的经济发展中有两种不

同的盈利率，一种是农业的盈利率，它的盈利大于普通的工业盈利；一种是工

业的盈利率。可是这个假定就会推翻他的正是以盈利率的均等为基础的整个

体系。”（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这又是波美拉尼亚地主的观念，这种地主贷进资本，是为了使

自己的地产更加有利可图，因此，他出于理论的和实际的考虑，想

向贷出资本的人仅仅支付“国内普通利息”。可是在英国事情却不

是这样。那里用于改良土地的资本，是租地农场主即资本主义农场

主支出的。他对这种资本所要求的，完全同对他直接投入生产的资

本所要求的一样，不是国内普通利息，而是国内普通利润。他不会

把资本贷给地主，让地主对这种资本支付“国内普通”利息。他可能

自己贷进资本，或者使用他自己的追加资本，以便这种资本给他提

供“国内普通”工业利润，这种工业利润至少是国内普通利息的两

倍。

此外，安德森已经知道的，李嘉图也知道。而且，李嘉图还明确

地说过，［５２１］这样由资本造成的土地生产力，后来同土地的“自

然”生产力溶合在一起，从而提高了地租。洛贝尔图斯对这一点毫

无所知，因而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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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完全正确地说明过现代的土地所有权：

“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就是资产阶级状态的土地所有权，也就是从属于资

产阶级生产条件的封建所有权。”（《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年巴黎版第１５６页）５７

在那里我已经正确地指出：

“尽管李嘉图已经假定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地租存在的必要条件，但是他

仍然把他的地租概念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土地所有权。这就是把资产

阶级的生产关系当作永恒范畴的一切经济学家的通病。” （同上，第１６０

页）５８

我同样正确地指出，正如所有其他资本一样，“土地资本”是

可以增多的：

“正如所有其他生产工具一样，土地资本是可以增多的。我们不能在它的

物质成分上（用蒲鲁东先生的说法）添加任何东西，但是我们可以增加作为

生产工具的土地。人们只要对已经变成生产资料的土地进行新的投资，也就

是在不增加土地的物质即土地面积的情况下增加土地资本。”（同上，第１６５

页）５９

我那时着重指出的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差别仍然正确：

“首先，这里不能象工业生产中那样随意增加效率相同的生产工具的数

量，即肥沃程度相同的土地数量。其次，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人们就开始经营

劣等地，或者在原有土地上进行新的投资，这新的投资的生产率比最初投资

的生产率就相应地降低。”（同上，第１５７页）６０

洛贝尔图斯说：

“但是，我还要注意到使农业机器６１从坏变好的另一种情况，这种情况的

发生固然缓慢得多，但是要普遍得多。这就是对一块土地不断耕种，只要依照

合理的制度，即使没有一点额外投资，这种耕种本身也能改良土地。”（《给冯

·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第２２２页）

这一点安德森已经说过了。耕种会改良土地。

［洛贝尔图斯接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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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应当证明，从事农业的劳动人口，随着时间的推移，同食物的生产

比较起来，或者至少是同一国人口的其余部分比较起来，是以更大的比例增

长着。只有根据这一点才能得出驳不倒的结论：随着农业生产的扩大，必须

把越来越多的劳动用在农业上。但是统计恰恰在这一点上同您矛盾。”（第

２７４页）“是呵，您甚至可以确信，到处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条规则：一国

的人口越密，从事农业的人的比例越小……这种现象在同一个国家的人口增

长中也表现出来：不从事农业的那部分人口几乎到处都以较大的比例增长。”

（第２７５页）

但是，这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有更多的耕地变成放牧牛羊的

牧场，一部分是因为在较大规模的生产中——大农业中——劳动

的生产率提高了。但是也因为——洛贝尔图斯先生完全没有注意

到这个情况——非农业人口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从事为农业服

务的劳动，他们提供不变资本——这种不变资本随农业技术进步

而不断增长——如矿肥、外国种子、各种机器。

照洛贝尔图斯先生的说法，

“今天〈在波美拉尼亚〉农业主不把自己农场生产的耕畜饲料看成资本”。

（第７８页）

［５２２］“资本就其本身来说，或者从国民经济的意义上说，是进一步用于

生产的产品…… 但是，就它所提供的特殊盈利来说，或者，就现在的企业主

对资本所理解的意义来说，它要成为资本，就必须表现为‘支出’。”（第７７页）

不过，“支出”这个概念并不象洛贝尔图斯所认为的那样，要求

把产品作为商品买进来。如果某一部分产品不是作为商品卖出，而

是再加入生产，那末这部分产品就是作为商品加入生产。这部分产

品一开始就是作为“货币”来估价的，而这一点由于所有这些“支

出”——其中包括农业中的牲畜、饲料、肥料、谷种、各类种子——

同时也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就看得更加清楚了。但是，看

来在“波美拉尼亚”，人们是不把所有这些算到“支出”项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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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同劳动〈在工业和原产品生产中〉的特殊成果的价值，还不是它

们的所有者的收入本身，而只是计算这种收入的尺度。这种各自得到的收入

本身，都是社会收入的一部分，社会收入只有农业和工业的共同劳动才能创

造出来，因此，它的各部分也只有这种共同的劳动才能创造出来。”（第３６页）

这有什么相干呢？这个价值的实现只能是它在使用价值中的

实现。但是所谈的完全不是这一点。而且，必要工资这个概念已经

包含着：有多少价值表现为维持工人生活的必要生活资料（农产品

和工业品）。

到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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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章］

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６２理论

（批驳部分）

［Ａ．李嘉图的费用价格理论］

［（１）重农学派理论的破产和

地租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安德森关于“不是地租决定土地产品的价格，而是土地产品的

价格决定地租”①的论点（在亚·斯密那里部分地也有这种论点），

完全推翻了重农学派的学说。这样，地租的源泉就是农产品的价

格，而不是农产品本身，也不是土地。因此，认为地租是农业的特殊

生产率的产物，而这种生产率又是土地特殊肥力的产物的观点也

就站不住脚了。因为，如果同量劳动用在特别肥沃的要素中，因而

劳动本身的生产率也特别高，那末，结果只能是，这种劳动表现为

较大的产品量，因而单位产品的价格较低，而决不会相反，即这种

劳动的产品的价格高于物化了同量劳动的其他产品的价格，因而

它的价格和其他商品不同，除了利润和工资以外，还能提供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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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密在考察地租的时候，起先用他原来的关于地租是剩余劳

动的一部分的观点，反驳了，或者至少是否定了重农学派的观点，

后来，部分地又回到重农学派的观点上去。）

布坎南用下面的话概述了重农学派观点被摈弃的情况：

“有人认为农业提供产品并从而提供地租，是因为自然在耕种土地的过

程中和人类劳动一起发挥作用，这种观点纯粹是幻想。地租不是来源于产品，

而是来源于产品出卖的价格；而这个价格的获得，不是因为自然协助了生产，

而是因为这个价格能使消费适应于供给。”６３

重农学派的这个观点被摈弃了，——但是这个观点就其更深

刻的意义来说是完全合理的，因为重农学派把地租看作剩余价值

的唯一形式，而把资本家和工人一齐都只看作地主的雇佣劳动

者，——剩下可能存在的就只有下述几种观点：

［５２３］［第一，］认为地租来自农产品的垄断价格，而垄断价格

又来自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垄断。①按照这一观点，农产品的价格

总是高于其价值。这里有一个价格的附加额，商品的价值规律为土

地所有权的垄断所破坏。

按照这一观点，地租所以来自农产品的垄断价格，是因为农产

品的供给总是低于需求的水平，或者说，需求总是高于供给的水

平。可是，为什么供给不会提高到需求的水平呢？为什么追加的供

给不会使这种关系达到平衡，从而——按照这一理论——把一切

地租取消呢？为了解释这一点，马尔萨斯一方面求助于臆造，说什

么农产品直接为自己创造了消费者（关于这一点，以后评论他和李

嘉图的论战时再谈），另一方面又求助于安德森的理论，说什么因

８７１ 第 十 章

① 见本册第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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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追加的供给耗费更多的劳动，所以农业的生产率降低。因此，这

个观点就其不是根据纯粹臆造这一方面来说，是同李嘉图的理论

一致的。这里也是价格
·
高
·
于价值，有一个附加额。

［第二，］李嘉图的理论：没有绝对地租，只有级差地租。这里也

是提供地租的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其个别价值，只要有地租存在，那

就是由于有农产品的价格超过其价值的余额。不过在这里，这种价

格超过价值的余额和一般的价值理论并不矛盾（虽然事实还是事

实），因为在每一个生产领域内部，属于这个领域的商品的价值不

是决定于商品的个别价值，而是决定于商品在该领域一般生产条

件下所具有的价值。这里提供地租的产品的价格也是垄断价格，不

过这种垄断在一切生产领域都有，它只是在这个生产领域才固定

下来，因而采取了不同于超额利润的地租形式。这里，也是需求超

过供给，或者也可以说，在价格由于需求超过供给而上涨以前，追

加的需求不可能按原来供给状况下的价格，由追加的供给来满足。

这里，地租（级差地租）的产生也是由于有价格超过价值的余额，由

于较好土地的产品的价格上涨到高于其价值，从而引起追加的供

给。

［第三，］地租只不过是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①这种观点和

李嘉图的观点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否认绝对地租。在投入同

量资本的不同地段提供数量不等的地租的情况下，它不得不承认

级差地租。因此，实际上它可归结为李嘉图的观点，即某种土地

不提供地租，凡是提供本来意义的地租的地方，提供的都是级差

地租。但是这种观点绝对不能解释没有投入任何资本的土地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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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瀑布、矿山等的地租。实际上，这种观点不过是从资本主义

的立场出发，以利息为名，把地租从李嘉图的抨击下拯救出来的

一种尝试。

最后［第四］，李嘉图认为，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产品的价

格等于产品的价值，因为价值等于平均价格，即预付资本加平均利

润。所以，李嘉图错误地认为，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的平均价格。如

果这种错误的前提不能成立的话，那末绝对地租就是可能的，因为

农产品的价值，如同其他所有商品中的一大类商品的价值一样，是

高于它们的平均价格的，但是，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农产品的

价值不会象其他这些商品那样平均化为平均价格。所以，这种观点

同垄断论一起承认土地所有权本身和地租有直接的关系；它同李

嘉图一起承认有级差地租，最后，它认为绝对地租的存在绝不违反

价值规律。

［（２）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是李嘉图理论的基本

论点。作为经济科学发展的必然阶段的李嘉图

研究方法及其缺点。李嘉图著作的错误结构］

  李嘉图是从商品的相对价值（或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量”这

一论点出发的。（后面我们将要研究李嘉图使用“价值”一词的不同

含义。贝利对李嘉图理论的批评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同时，李嘉图

的价值论的缺点也就在这里。）决定价值的这种“劳动”的性质，李

嘉图并没有进一步研究。如果两种商品是等价物，或者说，它们在

一定的比例上是等价物，或者也可以说，如果它们的量按［５２４］它

们各自包含的“劳动”量来说是不相同的，那也很明显，在它们是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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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的情况下，它们按其实体来说是相同的。它们的实体是劳

动。所以它们是“价值”。根据它们各自包含的这种实体是多还是

少，它们的量是不相同的。而这种劳动的形式——作为创造交换价

值或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劳动的特殊规定，——这种劳动的性质，李

嘉图并没有研究。因此，李嘉图不了解这种劳动同货币的关系，也

就是说，不了解这种劳动必定要表现为货币。所以，他完全不了解

商品的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必然要发展到形成货币这

两者之间的联系。他的错误的货币理论就是由此而来的。他一开

始就只谈价值量，就是说，只谈各个商品价值量之比等于生产这些

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之比。李嘉图是从这一点出发的。他明确指

出，亚·斯密是他的出发点（第一章第一节）６４。

李嘉图的方法是这样的：李嘉图从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劳动

时间这个规定出发，然后研究其他经济关系（其他经济范畴）是否

同这个价值规定相矛盾，或者说，它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改变着这个

价值规定。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方法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政治

经济学史上的科学必然性，同时也可以看出它在科学上的不完备

性，这种不完备性不仅表现在叙述的方式上（形式方面），而且导致

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方法跳过必要的中介环节，企图直接证明各

种经济范畴相互一致。

这种研究方法从历史上看是合理的和必然的。在亚·斯密那

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

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

书里。在斯密和李嘉图之间的这段时期，仅仅对生产劳动和非生

产劳动、货币、人口论、土地所有权以及税收等个别问题作了一

些研究。斯密本人非常天真地活动于不断的矛盾之中。一方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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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各种经济范畴的内在联系，或者说，资产阶级经济制度的隐

蔽结构。另一方面，他同时又按照联系在竞争现象中表面上所表

现的那个样子，也就是按照它在非科学的观察者眼中，同样在那

些被实际卷入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并同这一过程有实际利害关系的

人们眼中所表现的那个样子，把联系提出来。这是两种理解方法，

一种是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深入研究资

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另一种则只是把生活过程中外部表现出来

的东西，按照它表现出来的样子加以描写、分类、叙述并归入简

单概括的概念规定之中。这两种理解方法在斯密的著作中不仅安

然并存，而且相互交错，不断自相矛盾。在斯密那里，这样做是

有理由的（个别的专门的研究，如关于货币的研究除外），因为他

的任务实际上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试图深入研究资产阶级社会

的内部生理学，另一方面，他试图既要部分地第一次描写这个社

会外部表现出来的生活形式，描述它外部表现出来的联系，又要

部分地为这些现象寻找术语和相应的理性概念，也就是说，部分

地第一次在语言和思维过程中把它们再现出来。前一任务，同后

一任务一样使他感到兴趣，因为两个任务是各自独立进行的，所

以这里就出现了完全矛盾的表述方法：一种方法或多或少正确地

表达了内在联系，另一种方法同样合理地，并且缺乏任何内在关

系地，——和前一种理解方法没有任何联系地——表达了外部表

现出来的联系。

斯密的后继者们，只要他们的观点不是从比较陈旧的、已被推

翻的理解方法出发对斯密的反动，都能够在自己的专门研究和考

察中毫无阻挡地前进，而且始终把亚·斯密作为自己的基础，不管

他们是和斯密著作中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连结在一起，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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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总是把这两部分混在一起。但是，李嘉图终于在这些人中间出

现了，他向科学大喝一声：“站住！”资产阶级制度的生理学——对

这个制度的内在有机联系和生活过程的理解——的基础、出发点，

是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李嘉图从这一点出发，迫使科学

抛弃原来的陈规旧套，要科学讲清楚：它所阐明和提出的其余范畴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同这个基础、这个出发点适合或矛

盾到什么程度；一般说来，只是反映、再现过程的表现形式的科学

以及这些表现本身，同资产阶级社会的内在联系即现实生理学所

依据的，或者说成为它的出发点的那个基础适合到什么程度；一般

说来，这个制度的表面运动和它的实际运动之间的矛盾是怎么回

事。李嘉图在科学上的巨大［５２５］历史意义也就在这里，因此，被李

嘉图抽掉了立足点的庸俗的萨伊怒气冲冲地说：

“有人借口扩充它〈科学〉，把它推到真空里去了。”６５

同这个科学功绩紧密联系着的是，李嘉图揭示并说明了阶级

之间的经济对立——正如内在联系所表明的那样，——这样一来，

在政治经济学中，历史斗争和历史发展过程的根源被抓住了，并且

被揭示出来了。所以，凯里——参看后面有关段落——给李嘉图加

上了共产主义之父的罪名：

“李嘉图先生的体系是一个制造纷争的体系…… 整个体系具有挑动阶

级之间和民族之间的仇恨的倾向…… 他的著作是那些企图用平分土地、战

争和掠夺的手段来攫取政权的蛊惑者们的真正手册。”（亨·凯里《过去、现在

和将来》１８４８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７４—７５页）

可见，李嘉图的研究方法，一方面具有科学的合理性和巨大的

历史价值，另一方面，它在科学上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这一点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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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面详细说明。

李嘉图著作的非常奇特的、必然谬误的结构，也是由此而来。

全书（第三版）共分三十二章。其中有十四章论述赋税，因而只是理

论原则的运用。６６第二十章《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无非是研

究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因而是第一章《论价值》的补充。第

二十四章《亚·斯密的地租学说》，以及第二十八章《论……黄金、

谷物和劳动的比较价值》和第三十二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

点》，不过是李嘉图地租理论的补充，部分地是对这个理论的辩护，

因而仅仅是论述地租的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附录。第三十章《论需求

和供给对价格的影响》不过是第四章《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

附录。而第十九章《论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则是这一章的第二个

附录。第三十一章《论机器》不过是第五章《论工资》和第六章《论利

润》的附录。第七章《论对外贸易》和第二十五章《论殖民地贸易》，

同论赋税各章一样，仅仅是前面提出的原则的运用。第二十一章

《积累对于利润和利息的影响》是论地租、利润和工资各章的附录。

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和纯收入》是论工资、利润和地租各章的附

录。最后，第二十七章《论货币流通和银行》在这本书中完全是孤立

的，它只是李嘉图在他较早的论货币的著作中提出的观点的进一

步发挥，部分地是这些观点的变态。

可见，李嘉图的理论完全包括在他这部著作的前六章中。我说

的这部著作的错误结构，就是指这一部分。另一部分（论货币的那

部分除外）是实际运用、解释和补充，按其内容的性质来说是杂乱

地放在那里的，根本不要求有什么结构。但是理论部分（前六章）的

错误结构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由李嘉图的研究方法本身和他给自

己的研究提出的特定任务决定的。这种结构表现了这种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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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在科学上的缺陷。

第一章是《论价值》。它又分为七节。第一节研究的其实是：工

资是否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相矛

盾？第三节是要证明：我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加入商品价值，是和

价值规定不矛盾的，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同样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

第四节研究的是：在机器和其他固定的、耐久的资本在不同生产领

域以不同的比例加入总资本的情况下，它们的运用能在多大程度

上改变交换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第五节研究的是：如果

不同生产领域所使用的资本的耐久程度不等、周转时间不同，工资

的提高或降低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

定。由此可见，在这第一章里不仅假定了商品的存在，——而在考

察价值本身的时候是不应该作进一步的假定的，——而且假定了

工资、资本、利润，甚至，如我们将会看到的，还假定了一般利润率、

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的各种形式，以及“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的区别，这种区别在后面两章（《论地租》和《论矿山地租》）中甚至

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第二章（《论地租》），［５２６］——第三章（《论矿山地租》）只是第

二章的补充，——完全依照李嘉图的研究进程，一开始又提出这样

的问题：土地所有权和地租是否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

规定相矛盾？

李嘉图在第二章（《论地租》）一开头就说：“但尚待考察的是，对土地的占

有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租的产生，是否会引起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而不管生产

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如何。”（《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

第５３页）

李嘉图为了进行这一研究，不仅顺便把“市场价格”和“实际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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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关系引进来，而且把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以

及他对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全部见解作为前提。因此，第四章

（《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第五章（《论工资》）和第六章（《论利

润》）所谈的东西，在头两章（《论价值》和《论地租》）以及作为第二

章附录的第三章中不仅已经作了假定，而且有了充分的发挥。在后

面三章中，就它们所提出的理论上的新东西来说，只是在这里或那

里堵塞漏洞，补充一些更确切的规定，其中大部分按理在第一章、

第二章中本来就应当谈到。

可见，李嘉图的全部著作已经包括在它头两章里了。在这两章

中，把发展了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因而也把被阐明的政治经济学

范畴，同它们的原则即价值规定对质，查清它们同这个原则直接适

合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查清它们给商品的价值关系造成的表面偏

差究竟是什么情况。李嘉图著作的这两章包含着他对以往政治经

济学的全部批判，他在这里同亚·斯密的贯串其全部著作的内在

观察法和外在观察法之间的矛盾断然决裂，而且通过这种批判得

出了一些崭新的惊人结果。因此，这头两章给人以高度的理论享

受，因为它们简明扼要地批判了那些连篇累牍、把人引入歧途的老

观念，从分散的各种各样的现象中吸取并集中了最本质的东西，使

整个资产阶级经济体系都从属于一个基本规律。这头两章由于其

独创性、基本观点一致、简单、集中、深刻、新颖和洗炼而给人以理

论上的满足，但是再往下读这本著作时这种理论上的满足就必然

会消失。在那里，有的地方也会有个别独到的见解吸引住我们。但

总的说来令人感到疲倦和乏味。进一步的阐述已经不再是思想的

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阐述不是单调地、形式地把同一些原则运用于

各种各样凭外表拿来的材料或者为这些原则进行辩护，就是单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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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重复或者补充；最多是在该书的最后部分有些地方作出某种引

人注意的结论。

我们在批判李嘉图的时候，应该把他自己没有加以区别的东

西区别开来。［第一，］是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个理论在他那里当

然是存在的，虽然他没有把剩余价值确定下来，使之有别于它的特

殊形式利润、地租、利息。第二是他的利润理论。我们将从分析李

嘉图的利润理论开始，虽然它不属于这一篇，而属于第三篇１８的历

史附录。

［（３）李嘉图在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问题上的

混乱。他不懂价值形式］

  首先还要稍微说明一下，李嘉图怎样把各种［不同的］“价值”

规定混淆起来了。贝利反驳李嘉图，就是根据这一点。不过，这一

点对我们来说也是重要的。

李嘉图起先把价值称为“交换价值”，他和亚·斯密一起把价

值规定为“购买其他货物的能力”。（《原理》第１页）这是作为最初

的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但是，接着他就谈到真正的价值规定：

“各种商品的现在的或过去的相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所生产的各种商品

的相对量”。（同上，第９页）

这里所说的“相对价值”无非是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

但是相对价值也可能有另一种意义，就是说，我用另一种商品的使

用价值来表现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比如说，用咖啡的使用价值来

表现糖的交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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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动，我们想知道是哪一种发生了变动。”（同

上，第９页）

什么样的变动？这种“相对价值”李嘉图在后面也称为“比较价

值”。（同上，第４８８页及以下各页）我们想知道是哪一种商品发生

了“变动”，就是说，我们想确定前面称为相对价值的那种“价值”的

变动。例如，１磅糖＝２磅咖啡。后来１磅糖＝４磅咖啡。我们想知

道的“变动”在于：是糖的“必要劳动时间”变了呢，还是咖啡的“必

要劳动时间”变了，是糖耗费的劳动时间比过去多一倍呢，还是咖

啡耗费的劳动时间比过去少一半，生产这两种商品各自所必要的

劳动时间的这两种“变动”中，是哪一种变动引起了它们的交换比

例的变动。可见，糖或咖啡的这种“相对价值，或者说，比较价

值”——它们交换的比例——不同于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在第

一种意义上，糖的相对价值决定于［５２７］一定劳动时间内能够生产

出来的糖的量。在第二种场合，糖［和咖啡］的相对价值表示它们相

互交换的比例，而这个比例的变动可能是咖啡或者糖的第一种意

义的“相对价值”变动的结果。虽然它们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

值”发生了变动，它们相互交换的比例可能不变。虽然生产糖和咖

啡的劳动时间增加了一倍，或者减少了一半，１磅糖可能仍旧等于

２磅咖啡。它们的比较价值（就是说，糖的交换价值用咖啡来表现，

咖啡的交换价值用糖来表现）的变动，只有在它们的第一种意义

的相对价值，即由劳动量决定的价值，按不同的程度变动，因而

它们的比例发生了变动的时候，才表现出来。绝对变动如果不改

变原来的比例，就是说，如果变动的幅度一样，方向一致，就不

会引起这些商品的比较价值的任何变动，也不会引起它们的货币

价格的任何变动，因为货币的价值即使发生变动，对它们两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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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按相同的程度变动的。因此，不论两种商品中每一种的价值我

是用其中另一种的使用价值来表现，还是用它们的货币价格来表

现，即这两者的价值用第三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表示，这些相对

价值，或者说，比较价值，或者说，价格，仍旧不变，应该把这

种相对价值的变动同商品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区别开

来，因为后者所表示的仅仅是生产商品本身所必需的，即物化在

商品本身中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因此，同第二种意义的相对价

值（即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用另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或者用货币

来实际表现）相比，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就表现为“绝对价

值”。所以，在李嘉图的著作里，也可以看到用“绝对价值”这一

术语来表示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

如果在上述例子中１磅糖耗费的劳动时间仍然和过去一样

多，那末它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就没有变动。如果咖啡耗费

的劳动量减少一半，那末用咖啡来表现的糖的价值就发生变动，因

为咖啡的第一种意义的“相对价值”变动了。可见，糖和咖啡的相对

价值与它们的“绝对价值”是表现得不同的，而这种差别所以会表

现出来，是因为比如说糖的比较价值同那些绝对价值保持不变的

商品相比并没有变动。

“我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这个研究，涉及的是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的影

响，而不是商品绝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同上，第１５页）

这种“绝对”价值，李嘉图在其他场合也称为“实际价值”，或直

接称为“价值”。（例如第１６页）

请看贝利在下面这本书中对李嘉图的反驳：《对价值的本质、

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徒的著作》，

《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书的作者著，１８２５年伦敦版（并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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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所著：《为〈韦斯明斯特评论〉杂志上一篇关于价值的论文

给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的信》１８２６年伦敦版）。贝利的整个反驳部分

地是围绕价值概念规定中这些不同方面的，这些不同方面在李嘉

图的著作中并没有发挥，只是实际存在着，彼此交错着，而在其

中贝利看到的只是“矛盾”。第二，他的反驳是针对不同于比较价

值（即第二种意义的相对价值）的“绝对价值”，或者说，“实际

价值”的。

贝利在上述第一部著作中说：“他们〈李嘉图及其信徒〉不是把价值看成

两个物之间的比例，而是把价值看成由一定量劳动生产出来的有用的成果。”

（第３０页）他们认为，“价值是某种内在的和绝对的东西”。（同上，第８页）

最后这个指责是由李嘉图说明问题的缺陷引起的，因为他完

全不是从形式方面，从劳动作为价值实体所采取的一定形式方面

来研究价值，而只是研究价值量，就是说，研究造成商品价值量

差别的这种抽象

一般的、并在这种形式上是社会的劳动的量。否则贝利就会

看到，决不因为一切商品就它们是交换价值来说都只是社会劳动、

社会劳动时间的相对表现，价值概念的相对性就取消了；贝利也

就会明白，商品的相对性决不仅仅在于商品彼此交换的比例，而

且在于一切交换价值同作为它们的实体的这种社会劳动的比例。

相反，后面我们将会看到，应该责备李嘉图的，倒是他经常

忘记了这种“实际价值”，或者说，“绝对价值”，而只是念念不忘

“相对价值”，或者说，“比较价值”。

［５２８］因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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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李嘉图对利润、利润率和平均价格等的解释

［（ａ）李嘉图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可变资本

同流动资本混淆起来。关于“相对价值”的

变动及其因素问题的错误提法］

  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李嘉图阐述了下面这种思想：如果我们

说，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那末，这既包括最后的劳动过程

中直接花费在这种商品上的劳动，也包括花费在为生产这种商品

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上的劳动时间；因此，不仅包括新加的、

用工资支付的、买进的劳动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并且包括我称为

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李嘉图对这个问题的

解释的缺点在这第一章第三节的标题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这个

标题是：

“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

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第１６页）

这里漏掉了原料，而花费在原料上的劳动，象花费在劳动资

料“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一样，是不同于“直接花费

在商品上的劳动”的。但是李嘉图头脑里考虑的已经是下一节了。

在第三节，他假定用掉的劳动资料以同样的价值组成部分加入不

同商品的生产。而在下一节，考察的是由于固定资本以不同的比

例加入生产而产生的差别。因此，李嘉图没有得出不变资本的概

念，不变资本一部分由固定资本组成，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

料则由流动资本组成，正如流动资本不仅包括可变资本，而且包

括原料等以及一切加入一般消费（不只是加入工人的消费）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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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资料
６７
。

不变资本加入商品的比例，并不影响商品的价值，并不影响

商品包含的相对劳动量，但是，这种比例直接影响包含等量劳动

时间的商品所包含的不同的剩余价值量，或者说，剩余劳动量。因

此，这种不同的比例就造成不同于价值的平均价格。

关于第一章第四、五两节，首先要指出，李嘉图不去研究不同

生产领域中同一资本量的组成部分由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构成的

比例这种极为重要的、影响剩余价值直接生产的差别，却专门去研

究资本形式的差别和同量资本采取这些不同形式的不同比例，研

究从资本的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差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

定程度较大或较小的资本（即具有不同耐久程度的固定资本）和资

本的不等的流通速度或周转速度。并且，李嘉图研究的方法是这样

的：他为等量的各种投资，或者说，为使用等量资本的不同生产领

域，假定一个一般利润率，或者说，一个等量的平均利润，或者也可

以说，他先假定利润和不同生产领域使用的资本的量成比例。其

实，李嘉图不应该先假定这种一般利润率，相反，他倒是应该研究

一般利润率的存在究竟同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符合到什

么程度，这样，他就会发现，一般利润率同这一规定不是符合的，乍

看起来倒是矛盾的，所以一般利润率的存在还须要通过许多中介

环节来阐明，而这样做与简单地把它归到价值规律下是大不相同

的。这样，李嘉图就会得到一个关于利润本质的完全不同的概念，

而不会把利润直接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

李嘉图先作了这个假定，接着就给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固

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不同的比例加入生产，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

“相对价值”会发生什么影响？或者确切些说，他自以为正是这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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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问题的。其实，他根本不是这样考察问题的。他考察问题的方

法是：他问自己，在几笔资本的流通时间不同、其中包含的不同资

本形式所占的比例也不同的情况下，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这些资

本各自的利润将发生什么影响？这里，他自然发现，根据加入的固

定资本等等的多少不同，根据资本中由可变资本即由直接花在工

资上的资本组成的部分的大小不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资本的

影响必然大不相同。因此，为了使不同［５２９］生产领域的利润重新

平均化，换句话说，为了恢复一般利润率，商品的价格——不同于

商品的价值——就必须按另外的方式来决定。就是说，——他接着

得出结论说，——在工资提高或降低的情况下，这些差别会影响

“相对价值”。他本应反过来说：这些差别虽然同价值本身毫无关

系，但是由于它们对不同生产领域的利润发生不同影响，就造成不

同于价值本身的平均价格，即我们后面所说的费用价格，这种费用

价格不直接决定于商品的价值，而决定于预付在这些商品上的资

本加平均利润。因此，李嘉图本应说：这种平均的费用价格不同于

商品的价值。可他不是这样，却得出结论说，它们是等同的，并且带

着这个错误的前提去考察地租。

李嘉图认为，只是由于他所研究的三种情况，他才考虑到同商

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无关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就是说，实际上才

考虑到商品的费用价格和价值的差别，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他已

经假定了这个差别，因为他假定有一个一般利润率，就是说，假定

尽管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不同，资本提供的利润总是同资

本的量成比例，可是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却完全决定于资本所

吸收的无酬劳动时间的量，这个量，在工资既定时，完全取决于花

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量，而不取决于资本的绝对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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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们在李嘉图那里看到的是：他先假定有不同于商品

价值的费用价格，——既然假定有一般利润率，也就假定了这个差

别，——再研究这些费用价格（为了换个花样，现在叫做“相对价

值”）本身又怎样由于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以及在资本的有机组成部

分的比例不同的情况下，在相互之间，彼此相对地发生变动。如果

把问题钻得更深一些，李嘉图就会发现，在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不

同（这种不同最初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表现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的差别，后来由于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差别而进一步扩大）的情况

下，即使假定工资不变，单单一般利润率的存在，就已经决定了有

一种不同于价值的费用价格。换句话说，李嘉图就会发现，单单一

般利润率的存在，就决定了有一个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完全无关

的差别和新的形式规定。李嘉图也会看到，理解这个差别，同他对

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所引起的商品费用价格变动的分析相比，对于

整个理论具有无比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他所满足的结论（而满

足于这个结论是符合他的整个研究方法的）是：如果承认并考虑到

商品费用价格（或者照他的说法，“相对价值”）的变动，只要这种变

动是在投入不同领域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的条件下由工资的变

动，由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引起的，那末，规律仍然是正确的，这种情

况同商品“相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并不矛盾，因为商品

费用价格的其他一切不只是短暂的变动，都只能用生产这些商品

各自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来解释。

相反，李嘉图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与不同的资本周

转时间相对比，并从不同的流通时间，实际上也就是从资本的流通

时间或再生产时间引出这一切差别，却应该看成是一个重大的功

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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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考察一下李嘉图最初在（第一章）第四节中所叙述的

这些差别本身，然后考察在李嘉图的叙述中这些差别以什么方式

影响或引起“相对价值”的变动。

（１）“在每一种社会状态中，不同行业所使用的工具、器具、建筑物和机器

的耐久程度可能彼此不同，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也可能各不相同”。（同

上，第２５页）

谈到“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量各不相同”，它的意思可能是

指：——看来李嘉图在这里指的只是这一点，——耐久性较差的工

具，部分地为了它们的修理，部分地为了它们的再生产，需要较多

的劳动（重新进行的直接劳动）；也可能是指：耐久程度相同的机器

等可能有贵有贱，可能是较多劳动或较少劳动的产品。后面这个观

点对于理解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很重要，但它同李嘉图所

考察的问题毫无关系，因此，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它当作一

个独立的观点。

［５３０］（２）“维持劳动的资本〈可变资本〉和投在工具、机器和建筑物上的

资本〈固定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也是多种多样的。”这样，我们就有了“固定

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多样性”。

（第２５页）

一眼就可以看出，李嘉图为什么对作为原料存在的那部分不

变资本不感兴趣。这部分不变资本属于流动资本。如果工资提高，

由机器组成的、无需更换而继续存在的那部分资本并不因此增加

支出，可是由原料组成的那部分资本却因此增加支出，因为原料要

不断补充，也就是说，要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工人消费的食物和衣服，他在其中从事劳动的建筑物，他劳动时使用的

工具，都是会损坏的。但是，这些不同资本的耐用时间却大有差别……有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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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损耗得快，必须经常再生产，有的资本消费得慢，根据这种情况，就有流动

资本和固定资本之分。”（第２６页）

可见，这里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归结为再生产时间

（同流通时间一致的再生产时间）的差别。

（３）“还必须指出，流动资本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

不相等。租地农场主买来作种子的小麦①，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

比，是固定资本。前者把小麦播在地里，要等一年以后才能收回；后者把小麦

磨成面粉，制成面包卖给顾客，一周之内就能自由地用他的资本重新开始同

一事业或开始任何别的事业。”（第２６—２７页）

为什么会产生不同流动资本的流通时间的这种差别呢？因为

同一资本在一种情况下停留在本来意义的生产领域内的时间较

长，虽然在这段时间内劳动过程并没有继续。葡萄酒放在窖里变

陈，以及制革、染色等化学过程，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两种行业可能使用同量的资本，但其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的划分

却大不相同。”（第２７页）

（４）“此外，两个工厂主可能使用同量的固定资本和同量的流动资本，但

是他们的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因而它们的再生产时间〉可能大不相同。一个

可能有价值１００００镑的蒸汽机，另一个则有价值相等的船舶。”（第２７—２８

页）

“……资本的耐久程度不同，或者也可以说……一批商品在能够进入市

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不同”。（第３０页）

（５）“无需说，花费了同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如果不能在同样长的时

间内进入市场，它们的交换价值就会不相等。”（第３４页）

这样，我们就有：（１）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的差别；（２）

生产过程继续进行时由于劳动过程中断而引起的流动资本周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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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３）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４）商品在能够进入本来意义

的流通过程以前经受劳动过程的时间（不算劳动时间的中断，不算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６８）的差别。关于最后一点，李嘉图做

了这样的描述：

“假定我花１０００镑雇用２０个工人在一年内生产一种商品，年终，再花

１０００镑雇用２０个工人在下一年内完成或改进这种商品，在两年末了，我把

商品运到市场上去。如果利润为１０％，我的商品就必须卖２３１０镑，因为我在

第一年用了１０００镑资本，第二年用了２１００镑资本。另一个人使用完全相同

的劳动量，但是全部用在第一年；他花２０００镑雇用４０个工人，在第一年末，

就把他的商品按１０％的利润出卖，也就是卖２２００镑。于是，这里就有两种商

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完全相同，其中一种卖２３１０镑，另一种卖２２００镑。”（第

３４页）

［５３１］但是，这种差别——不论是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差别，

还是流动资本流通时间的差别，或者是两种资本结合比例的差别，

最后，或者是花费了同量劳动生产出来的不同商品［在进入市场以

前］所需要的时间的差别，——究竟怎样引起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

的变动呢？李嘉图起初说，这是因为：

“……这种差别，和……比例的这种多样性，在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

增减之外，又给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提供了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劳动

价值的提高或降低。”（第２５—２６页）

怎样证明这一点呢？

“工资的提高，对于在如此不同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不产生不

同的影响”，（第２７页）

这里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在不同行业中使用同样大小的

资本，一笔资本主要由固定资本组成，只有很小一部分由“用于维

持劳动的”资本组成，而另一笔资本情况恰好相反。首先，说对“商

品”产生影响是荒谬的。李嘉图指的是商品的价值。但是，价值在

７９１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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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大程度上受这种情况的影响呢？根本不受影响。在两种情况下，

受影响的是利润。例如，一个人只把１
５的资本用作可变资本，在

工资相等和剩余劳动率相等的条件下，如果剩余价值率等于

２０％，用１００只能生产剩余价值４；而另一个人把４
５的资本用作可

变资本，就会生产剩余价值１６。因为在第一种场合，花在工资上

的资本等于１００５，也就是２０，２０的
１
５（或２０％）等于４。在第二种

场合，花在工资上的资本等于４
５×１００，也就是８０，８０的

１
５ （或

２０％）等于１６。在第一种场合利润等于４，在第二种场合利润等

于１６。两笔资本的平均利润是１６＋４２ ，即
２０
２，也就是１０％。李嘉图

所说的那种情况其实就是这样。所以，如果两个企业主都按费用

价格出卖商品，——李嘉图就是这样假定的，——他们每人的商

品就都卖１１０。现在假定，工资比以前提高比方说２０％。以前一

个工人花费１镑，现在花费１镑４先令，或２４先令。第一个企业

主和以前一样把８０镑用作不变资本（因为李嘉图在这里把劳动材

料撇开，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对于他所使用的２０个工人，除

２０镑以外，他还要多付８０先令即４镑。因此，他的资本现在应为

１０４镑。在１１０镑中留给他的利润只有６镑，因为工人提供的剩余

价值不是多了，而是少了。６镑比１０４，得５１０１３％。相反，另一个

企业主使用８０个工人，就要多付３２０先令即１６镑。因此他必须

花费１１６镑。如果他不得不按１１０镑出卖商品，他就不但得不到

盈利，反而要亏损６镑。但是，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只是因为

平均利润已经改变了这个企业主花在劳动上的费用和他自己的企

业所提供的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

这样一来，李嘉图没有去研究重要问题，就是究竟发生了什么

变动，才使得一个把１００镑中的８０镑花在工资上的企业主没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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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倍于另一个把１００镑中的２０镑花在工资上的企业主的利润；

他却去研究一个次要问题，即下述情况是怎样产生的：在这个大差

别拉平之后，也就是说在利润率既定时，这种利润率的任何变动，

比如由于工资的提高，对于用１００镑资本使用许多工人的企业主

的影响，比对于用１００镑资本使用很少工人的企业主的影响要大

得多，因此，——在利润率相等的条件下，——前者的商品价格或

费用价格必须上涨，后者的商品价格或费用价格必须下降，才能使

利润率继续保持相等。

虽然李嘉图最初就告诉我们，“相对价值”的全部变动必定起

因于“劳动价值的提高”，但是他提出的第一个例证，却同这个原因

绝对没有关系。这个例证如下：

“假定有两个人各自雇用１００个工人在一年内制造两台机器，另外有一

个人雇用同样数目的工人种植谷物，年终，每台机器的价值将和谷物的价值

相等，因为所有这三种商品都是由同量劳动生产出来的。假定一台机器的所

有者在下一年雇１００个工人用这台机器织造呢绒；另一台机器的所有者也雇

１００个工人用他的机器织造棉布，而租地农场主和以前一样继续雇用１００个

工人种植谷物。第二年他们都使用同量劳动

｛就是说，他们在工资上花费同量资本，但决不是使用同量劳

动｝，

但是，毛织厂主的产品加上他的机器［５３２］和棉织厂主的产品加上他的

机器，同样都是２００个工人劳动一年的结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１００个工人

劳动两年的结果，而谷物则是１００个工人劳动一年的结果。所以，如果谷物的

价值是５００镑，那末，毛织厂主的机器和呢绒加在一起的价值就应该是１０００

镑，棉织厂主的机器和棉布的价值也应该是谷物价值的两倍。但是，它们的价

值将不止是谷物价值的两倍，因为毛织厂主和棉织厂主的资本已经加上了这

些资本在第一年的利润，而租地农场主却把利润花费和享受掉了。因此，由于

他们的资本的耐久程度不同，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一批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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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不同，这些商品的价值同花费在它们上面的劳动量不会

恰好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价值的比例不是２：１，而是稍大一些，以便

补偿价值较大的一种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较长时间。假定为

了购买每个工人的劳动每年付出５０镑，或者说，使用资本５０００镑，利润是

１０％，那末，在第一年末，每台机器的价值同谷物的价值一样都是５５００镑。第

二年，工厂主和租地农场主各自再花５０００镑来维持劳动，因而他们的产品将

仍然卖５５００镑。但是，使用机器的两个工厂主要与租地农场主处于平等地

位，就不仅必须为花费在劳动上的等量资本５０００镑取得５５００镑，而且必须

取得一个追加额５５０镑作为他们投在机器上的５５００镑的利润，因此〈就是因

为相等的１０％的年利润率已经被假定为一种必然和规律〉，他们的产品必须

卖６０５０镑。”

｛这样一来，由于平均利润——由于李嘉图预先假定的一般利

润率，——就产生了不同于商品价值的平均价格，或者说，费用价

格。｝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们每年正好使用同量的劳动来生产他

们的商品，但是，由于他们各自使用的固定资本，或者说，积累劳动的量不同，

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

｛不是由于这一点，而是由于这两个无赖都有一个固定观念，

认为他们两个由于“维持了劳动”都应该获得同量的赃物，或者说，

不管他们的商品各自具有多少价值，都必须按照平均价格出卖，使

他们每个人都得到同样的利润率。｝

“呢绒和棉布具有相同的价值，因为它们是同量劳动和同量固定资本的

产品。但是谷物和这些商品不具有相同的价值｛应该说：费用价格｝，因为就固

定资本来说，谷物是在不同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第２９—３１页）

李嘉图举出这个极其笨拙而难懂的例子来说明极其简单的事

情，就是不想简单地说：因为等量的资本，不管其有机部分的比例

如何，或者不管其流通时间如何，都提供等量的利润，——如果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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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按其价值出卖，就不可能如此，——所以，有一种不同于这些价

值的商品费用价格存在。而且这一点已经包含在一般利润率的概

念中了。

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复杂的例子，并且把它还原为它本来

的毫不“复杂”的样子。为了这个目的，让我们从结尾开始，同时为

了把问题理解得更清楚，让我们事先指出，根据李嘉图的“假定”，

租地农场主和经营棉布业的家伙并不为原料花费什么，其次，租地

农场主在劳动工具上也不花费任何资本，最后，经营棉布业的畜生

投入的固定资本的任何部分都不作为损耗加入他的产品。所有这

些假定虽然是荒谬的，但是它们本身丝毫无损于这个例证。

在所有这些假定之下，李嘉图的例子如果从结尾开始，就是这

样：租地农场主在工资上花费５０００镑；经营棉布业的坏蛋在工资

上花费５０００镑，在机器上花费５５００镑。所以前者花费５０００镑，而

后者花费１０５００镑，也就是［５３３］比前者多一倍。假定两人都要赚

１０％的利润，那末，租地农场主的商品就必须卖５５００镑，经营棉布

业的家伙的商品就必须卖６０５０镑（因为已经假定，投在机器上的

５５００镑中任何部分都不作为机器的损耗构成产品价值的组成部

分）。这只能说明，商品的费用价格只要决定于商品所包含的预付

的价值加上同一个年利润率，它就不同于商品的价值，而这个差别

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按照给预付资本提供同一利润率的价格出卖；

简单地说，费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这个差别，同一般利润率是一回

事。除此以外，李嘉图究竟还要说明什么，实在无法理解。连他这

里硬加进来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在这个例子里也纯粹

是胡扯。因为，比如说，如果棉织厂主多花的５５００镑由原料组成，

而租地农场主则不需要种子等等，得出来的结果还是完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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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例子也没有证明李嘉图所说的：

“由于他们〈棉织厂主和租地农场主〉各自使用的固定资本，或者说，积累

劳动的量不同，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第３１页）

因为根据李嘉图的假定，棉织厂主的固定资本等于５５００镑，

租地农场主的固定资本等于零；前者使用固定资本，后者不使用固

定资本。因此，决不是他们使用的固定资本的“量不同”，正如一个

人吃肉，一个人不吃肉，我们不能说他们吃的肉的“量不同”一样。

相反，说棉织厂主和租地农场主使用的“积累劳动”即物化劳动的

“量不同”，就是说，前者使用１０５００镑，后者只使用５０００镑，倒是

正确的（虽然用一个“或者说”把“积累劳动”一词偷偷塞进来是完

全错误的）。但是，说他们使用的“积累劳动的量不同”，无非是说：

他们投入自己企业的“资本的量不同”；利润量取决于他们所使用

的资本量的差别，因为已经假定利润率是相同的；最后，和资本量

成比例的利润量的这种差别，表现在商品各自的费用价格上。

但是，李嘉图例证的笨拙是从哪里来的呢？

“因此，这里我们看到，虽然资本家们每年正好使用同量的劳动来生产他

们的商品，但是……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第３０—３１

页）

就是说，他们不是一般地使用同量的劳动——直接劳动和积

累劳动加在一起，而是使用同量的可变资本，花费在工资上的资

本，使用同量的活劳动。而且，因为货币同积累劳动也就是同以机

器等形式存在的商品只能按照商品交换的规律相交换，因为剩余

价值只是由于一部分被使用的活劳动被无偿占有才会产生，所以，

很明显（因为根据假定，机器的任何部分都不作为损耗加入商品），

只有在利润和剩余价值是等同的时候，两个资本家才能获得同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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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棉织厂主虽然花费两倍以上的资本，但是他必须同租地农

场主一样，按５５００镑出卖他的商品。即使机器全部加入商品价值，

他的商品也只能卖１１０００镑，就是说，他获得的利润还不到５％，

而租地农场主获得的却是１０％。但是，假定租地农场主获得的

１０％代表他的商品中包含的实际无酬劳动，那末，尽管租地农场主

和工厂主获得的利润不等，他们的商品倒是按其价值出卖的。这就

是说，如果他们出卖商品获得同量利润，那末，就是下述情况二者

必居其一：或者是工厂主随意在他的商品上附加了５％，在这种情

况下，工厂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商品总起来看就是高于其价值出卖；

或者是租地农场主赚得的实际剩余价值大约为１５％，他们两人用

自己的商品获得１０％的平均利润。在这后一种情况下，虽然他们

各自的商品的费用价格每一次不是高于商品的价值就是低于商品

的价值，但商品总额则按其价值出卖，而利润的平均化本身决定于

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总额。这里，上面所引的李嘉图那句话，如

果适当地修改一下，就包含下面这个正确的思想：在花费同量资本

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不同，生产出来的商品就必

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因而必然提供不同的利润；因此，这些利润的

平均化必然产生不同于商品价值的费用价格。“因此，这里我们看

到，虽然资本家们每年正好使用同量的〈直接的、活的〉劳动来生产

他们的商品，但是，由于他们各自使用的……积累劳动的量不同，

他们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是各不相同的〈这就是说，商品具有不

同于其价值的费用价格〉。”但是这种猜想在李嘉图那里是没有说

出来的。它只不过说明他举的这个例证是自相矛盾和显然错误的，

这个例证直到现在同“资本家使用的固定资本的量不同”毫无关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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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继续往下分析。工厂主第一年雇用１００个工人制造

一台机器，在这个时间内租地农场主也雇用１００个工人生产谷物。

第二年工厂主用机器来织布，为此又雇用１００个工人。而租地农

场主又雇用１００个工人来种植谷物。李嘉图说，假定谷物的价值

每年为５００镑。我们假定，其中无酬劳动为有酬劳动的２５％，也

就是每４００单位有酬劳动提供１００单位无酬劳动。那末，机器在

第一年末的价值也是５００镑，其中４００镑为有酬劳动，１００镑为无

酬劳动。我们还要假定，［５３４］机器在第二年末全部损耗完，加

入棉布的价值。实际上李嘉图就是这样假定的，因为在第二年末

他拿来同“谷物的价值”比较的不只是棉布的价值，而是“棉布

和机器的价值”。

好极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二年末棉布的价值必定等于１０００

镑，也就是５００镑为机器的价值，５００镑为劳动新加的价值。相反，

谷物的价值等于５００镑，也就是４００镑为工资，１００镑为无酬劳

动。到此为止，这个例子中还没有什么同价值规律矛盾的东西。棉

织厂主同谷物种植业者完全一样，赚得２５％的利润，但是前者的

商品等于１０００镑，后者的商品等于５００镑，因为前者的商品包含

２００个工人的劳动，而后者的商品每年只包含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

其次，棉织厂主第一年由于制造机器（机器无偿地吸收了制造机器

的工人的１
５的劳动时间）而赚得的１００镑利润（剩余价值），要到第

二年才得以实现，因为只有到那时他才在棉布的价值中同时实现

机器的价值。但是难题也就发生在这里。棉织厂主出卖商品，价格

高于１０００镑，也就是高于他的商品所包含的价值，而租地农场主

按５００镑出卖谷物，也就是根据假定按谷物的价值出卖。因此，如

果只有这两个人进行交换，工厂主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换得谷物，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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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农场主从工厂主那里换得棉布，那就好比租地农场主低于商品

的价值出卖商品，赚得的利润少于２５％，工厂主则高于棉布的价

值出卖棉布。让我们把李嘉图多余地塞进他的例子的两个资本家

（毛织厂主和棉织厂主）撇开不谈，把他的例子改变一下，只讲棉织

厂主。对我们所考察的例证来说，到现在为止这种双重计算是毫无

用处的。所以：

“但是，它们〈棉布〉的价值将不止是谷物价值的两倍，因为……棉织厂主

的资本已经加上了这个资本在第一年的利润，而租地农场主却把利润花费和

享受掉了。”

（最后这一句资产阶级的粉饰话这里在理论上是毫无意义的。

道德方面的考虑同这里所考察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

“因此，由于他们的资本的耐久程度不同，
·
或
·
者也可以说，由于一批商品

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不同，这些商品的价值同花费在它们上

面的劳动量不会恰好成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商品价值的比例不是２∶１，而

是稍大一些，以便补偿价值较大的一种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

较长时间。”（第３０页）

如果工厂主按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他就会把它卖１０００镑，

比谷物贵一倍，因为这个商品包含的劳动多一倍：５００镑是机器形

式的积累劳动（其中有１００镑工厂主没有支付过代价），另外５００

镑是织布劳动，其中又有１００镑工厂主没有支付过代价。但工厂主

是这样计算的：第一年我花费４００镑，从而通过剥削工人，我制成

了一台价值５００镑的机器。因此，我赚得了２５％的利润。第二年我

花费９００镑，即５００镑为上述机器，又有４００镑为劳动。为了再赚

得２５％的利润，我就必须按１１２５镑出卖棉布，也就是高于它的价

值１２５镑。因为这１２５镑并不代表棉布中包含的劳动，既不代表第

一年的积累劳动，也不代表第二年的新加劳动。棉布中包含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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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量只等于１０００镑。另一方面，假定他们两人互相交换自己的

商品，或者说，资本家中有半数处于棉织厂主的地位，另有半数处

于租地农场主的地位。前一半资本家从哪里获得必须支付给他们

的这１２５镑呢？从什么基金呢？显然，只有从后一半资本家那里获

得。但是这样一来，后一半资本家显然就会得不到２５％的利润。因

而，前一半资本家以一般利润率为借口欺骗了后一半资本家，而实

际上，工厂主的利润率是２５％，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率却低于２５％。

所以，发生的必定是另一种情况。

为了使这个例证更加正确和更加明显起见，我们假定租地农

场主在第二年花费９００镑。这样，在利润率为２５％的情况下，他在

第一年从他所花费的４００镑赚得１００镑利润，第二年赚得２２５镑，

合计３２５镑。相反，工厂主在第一年从４００镑赚得２５％的利润，但

在第二年从９００镑只赚得１００镑（因为投在机器上的５００镑是不

提供剩余价值的，只有花在工资上的那４００镑才提供剩余价值），

只占１１１
９％。或者，让租地农场主再花费４００镑；这样他在第一年

和第二年都赚得２５％；两年合计，从花费的８００镑赚得２００镑，就

是说，也是２５％。相反，工厂主在第一年赚得２５％，第二年赚得１１

１
９％，两年合计，从花费的１３００镑赚得２００镑，也就是１５

５
１３％。所

以，在利润平均化的时候，工厂主将赚得利润２０５
２６％，租地农场主

赚得的也将这么多。６９这就是平均利润。这样一来，［在第二年］租

地农场主的商品的费用价格就会低于５００镑，而工厂主的商品的

费用价格却高于１０００镑。

［５３５］无论如何，工厂主在这里第一年花费４００镑，第二年花

费９００镑，而租地农场主每次都只花费４００镑。假如工厂主不是生

产棉布而是建造房屋（如果他是个建筑业者），那末，第一年末在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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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的房子中包含５００镑，他还要在劳动上再花４００镑，才能把房

子建成。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一年周转一次，他可以从１００镑利润中

提取一部分，比如说，５０镑，再作为资本，重新花在劳动上，这一点

工厂主在上述假定的情况下是做不到的。为了使利润率在两种情

况下都一样，一个人的商品就必须高于其价值出卖，而另一个人的

商品则必须低于其价值出卖。因为竞争力求把价值平均化为费用

价格，所以，实际上发生的也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李嘉图说，相对价值在这里所以发生变动，是“由于资本

的耐久程度不同”，或者说，“由于一批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

须经历的时间不同”，那是错误的。相反，正是预先假定的一般利润

率，不顾流通过程所决定的价值差别，造成相等的、和这些仅仅由

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不同的费用价格。

李嘉图的例证分为两个例子。在后一个例子中，资本的耐久程

度，或者说，资本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完全没有包括进来。谈的只

是几笔资本大小不等，但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量相等，花费的可变

资本相等，而利润应该相等，虽然剩余价值和价值必然不等。

在第一个例子中，资本的耐久程度也没有包括进来。谈的是较

长的劳动过程，是商品在能够进入流通之前，直到它制成为止，有

较长时间停留在生产领域。这里，在李嘉图那里，工厂主第二年使

用的资本也比租地农场主使用的大，虽然他在两年内花费的可变

资本和租地农场主一样。但是，租地农场主由于他的商品停留在劳

动过程中的时间较短，由于商品转化为货币较早，第二年可以使用

较大的可变资本。此外，利润中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部分，在租地农

场主那里，第一年末就可以消费，在工厂主那里，要到第二年末才

可以消费。因此，工厂主必须支出额外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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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预付生活费用。其实，这里这一切都取决于在一年内周转的

资本在多大程度上把自己的利润再资本化，因而，取决于生产出来

的利润的实际量，以便第二种情况可以得到弥补，利润可以平均

化。在什么都没有的地方，也就没有什么可以平均化。这里，各个

资本生产的价值，因而它们生产的剩余价值，因而它们生产的利

润，又不是同资本量成比例的。要使它们成比例，就必须有不同于

价值的费用价格存在。

李嘉图还提出了第三个例证，但这个例证同第一个例证中的

第一个例子完全一致，连一个新鲜的字都没有。

“假定我花１０００镑雇用２０个工人在一年内生产一种商品，年终，再花

１０００镑雇用２０个工人在下一年内完成或改进这种商品，在两年末了，我把

商品运到市场上去。如果利润为１０％，我的商品就必须卖２３１０镑，因为我在

第一年用了１０００镑资本，第二年用了２１００镑资本。另一个人使用完全相同

的劳动量，但是全部用在第一年；他花２０００镑雇用４０个工人，在第一年末，

就把他的商品按１０％的利润出卖，也就是卖２２００镑。于是，这里就有两种商

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完全相同，其中一种卖２３１０镑，另一种卖２２００镑。这个

例子表面上和前一个不同，但实际上是相同的。”（第３４—３５页）

这个例子和前一个不仅“实际上”相同，而且“表面上”也相同，

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在前一个例子中，商品叫做“机器”，在这里，直

接就叫“商品”。在第一个例子中，工厂主第一年花费４００镑，第二

年花费９００镑，这一次，第一年花费１０００镑，第二年花费２１００镑。

在前一个例子中，租地农场主第一年花费４００镑，第二年也花费

４００镑。这一次，第二个企业主第一年花费２０００镑，第二年什么也

不花费。这就是全部差别。但是两个例子的《ｆａｂｕｌａｄｏｃｅｔ》①都在

８０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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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企业主中有一个人第二年花费了第一年的全部产品（包括剩余

价值在内）加上一个追加额。

这些例子的笨拙，表明李嘉图正在攻一个难关，这个难关，他

自己不清楚，更说不上把它攻破了。笨拙之处在于：第一个例证的

第一个例子应该把资本的耐久程度包括进来；但结果完全不是这

样；李嘉图自己使这样做成为不可能，因为他不让固定资本的任何

部分作为损耗加入商品的价值，也就是恰恰漏掉了表现固定资本

所特有的流通方式的因素。李嘉图表明的只是，由于劳动过程经历

的时间较长，同劳动过程经历的时间较短的地方相比，要使用更大

的资本。第三个例子应该说明与此不同的情况，但是实际上说明的

是一回事。第一个［５３６］例证的第二个例子应该表明，由于固定资

本的比例不同会造成什么样的差别。它不是这样，而是仅仅表明，

大小不等但花在工资上的部分相等的两笔资本会有什么样的差

别。并且在这里，工厂主没有棉花和棉纱，租地农场主没有种子和

工具就能进行活动！这个例证之所以必然站不住脚，甚至荒诞无

稽，就是因为它内在地是含糊不清的。

［（ｂ）李嘉图把费用价格同价值混淆起来，由此

产生了他的价值理论中的矛盾。他不懂利润率

平均化和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的过程］

  最后，李嘉图说出了所有这些例证的实际结论：

“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的差额都是由于利润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而造成

的，这个差额只不过是对利润被扣留的那段时间的一种公正的补偿〈好象这

里的问题在于公正〉。”（第３５页）

这无非是说，一笔资本，不管它的特殊流通时间如何，也完全

９０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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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等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由于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

不同（撇开流通过程不说）必然生产出不同的剩余价值，在一定的

流通时间内，比如说在一年内，必定提供１０％。

李嘉图本应从自己的例证中作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价值不等，从而提供的剩余价值

或利润也不等，因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而一笔资本所实现的劳

动时间量，不取决于资本的绝对量，而取决于可变资本量即花费在

工资上的资本量。第二，即使假定等量资本生产的价值相等（虽然

在大多数情况下，生产领域中的不等是同流通领域中的不等相一

致的），等量资本占有同量无酬劳动并把它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那

段时间，也还是由于资本的流通过程不同而有所不同。这就使等量

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中在一定时间内必须提供的价值、剩余价值

和利润产生了第二个差别。

因此，如果利润按其比如说在一年内对资本的百分率计算必

须相等，从而等量资本在同一时间内提供的利润必须相等，那末，

商品的价格必然不同于商品的价值。一切商品的这些费用价格加

在一起，其总和将等于这一切商品的价值。同样，总利润将等于这

些资本加在一起比如说在一年内提供的总剩余价值。如果我们不

以价值规定为基础，那末，平均利润，从而费用价格，就都成了纯粹

想象的、没有依据的东西。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剩余价值的平均化

丝毫不改变这个总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它所改变的只是剩余价值

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分配。但是，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规定，只有

来自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没有这一规定，平均利润就是

无中生有的平均，就是纯粹的幻想。那样的话，平均利润就既可以

是１０％，也可以是１０００％。

０１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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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的一切例证只有一个用处，就是帮助他偷偷地把一般

利润率作为前提引进来。这在第一章（《论价值》）就发生了，而表面

上，李嘉图是在第五章才考察工资，在第六章才考察利润。怎样单

纯从商品的“价值”规定得出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利润、甚至一

般利润率，——这一点对李嘉图来说仍然是一个秘密。他在上述例

证中实际证明的唯一东西是：商品的价格只要决定于一般利润率，

它就根本不同于商品的价值。他所以会看出这个差别，是因为他预

先就把利润率当作规律来假定。我们看到，如果说人们责备李嘉图

过于抽象，那末相反的责备倒是公正的，这就是：他缺乏抽象力，他

在考察商品价值时无法忘掉利润这个从竞争领域来到他面前的事

实。

因为李嘉图不是从价值规定本身出发来阐述费用价格和价值的

差别，而是承认那些与劳动时间无关的影响决定“价值”本身（这里

他如果坚持“绝对价值”，或者说，“实际价值”，或者直接说，“价值”

这样的概念，倒是合适的）并且有时使价值规律失效，所以他的反

对者如马尔萨斯之流就抓住这一点来攻击他的全部［５３７］价值理

论。在这里马尔萨斯正确地指出，不同部门中资本有机组成部分之

间的差别和资本周转时间的差别是随着生产的进步而发展的，结

果就必然要得出亚·斯密的观点，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

规定不再适用于“文明”时代了。（并见托伦斯。）另一方面，李嘉图

的门徒为了使这些现象符合于基本原则，就求助于最可怜的烦琐

哲学的臆造（见［詹姆斯·］穆勒和可怜的饶舌家麦克库洛赫）７０。

李嘉图不去研究从他自己的例证中得出的结论，——就是完

全不管工资提高还是降低，假定工资不变，商品的费用价格如果由

同一个利润百分率决定，就必然不同于商品的价值，——却在这一

１１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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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里转而考察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那已经由价值平均化而成的费

用价格所产生的影响。

问题的实质本身是非常简单的。

租地农场主花费５０００镑，获得利润１０％，他的商品的货币价

格为５５００镑。如果由于工资提高并引起利润下降，利润下降１％，

即从１０％下降到９％，那末，租地农场主仍然会按５５００镑出卖自

己的商品（因为假定他已把自己的全部资本花在工资上）。但是，在

这５５００镑中，他的利润已经不是５００，而只是４５４１４１０９。工厂主的资

本包括用于机器的５５００镑和用于劳动的５０００镑。后面这５０００镑

仍旧表现为５５００镑，不过他现在花费的不是５０００镑，而是５０４５

９５
１０９镑，他和租地农场主一样，从这笔资本只赚得利润４５４

１４
１０９镑。而

且这５５００镑固定资本，他不能再按１０％来计算利润，即５５０镑，

只能按９％来计算利润，即４９５镑。因此，他的商品将不是卖６０５０

镑，而是卖５９９５镑。这样一来，工资提高的结果，租地农场主的商

品的货币价格仍旧不变，而工厂主的商品的货币价格却下跌了；因

此，同工厂主的商品价值相比，租地农场主的商品价值提高了。全

部关键在于：如果工厂主按以前的价值出卖自己的商品，他赚得的

利润就会高于平均利润，因为工资的提高只是直接影响到花在工

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在这个例证中，已经预先假定了由１０％的平

均利润调节的、不同于商品价值的费用价格。李嘉图的问题是：利

润的提高或降低如何根据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全部资本中的不

同比例来影响费用价格。这个例证（李嘉图的著作第３１—３２页）同

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这一根本问题毫无关系。但这个例证还是不

错的，因为李嘉图在这里一般指出了：在资本构成相同的条件下，

工资的提高只会引起利润的降低，不会影响商品的价值（这和庸

２１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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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观点相反），在资本构成不同的条件下，它只会引起某些商品价

格的下跌，而不象庸俗见解所认为的那样，会引起一切商品价格

的上涨。在李嘉图的例子中，商品价格的下跌是利润率降低的结

果，或者 ［在李嘉图看来］也可以说，是工资提高的结果。在工

厂主的例子中，商品的费用价格的很大一部分决定于他按固定资

本计算的平均利润。因此，如果由于工资的提高或降低，这种利

润率会降低或提高，那末，这些商品的价格就会相应地（同那部

分由于按固定资本计算的利润而产生的价格相应地）下跌或上涨。

这一点也适用于“要经过较长时期才流回的流动资本以及相反的

情况”。（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３００

页］如果使用较少可变资本的资本家继续按原来的利润率把自己

的固定资本计算到商品的价格中去，那末他们的利润率就会提高，

而且，同那些有较大部分资本由可变资本构成的资本家相比，他

们使用的固定资本越多，他们的利润率就提得越高。竞争会把这

种情况拉平。

饶舌家麦克说：“李嘉图是第一个研究在生产商品所使用的资本具有不

同耐久程度时工资的波动对商品价值的影响的人。李嘉图不仅指出，工资的

提高不可能使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上涨，而且指出，在许多情况下，工资的提高

必然引起价格的下跌，而工资的降低必然引起价格的上涨。”（麦克库洛赫《政

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２９８—２９９页）

李嘉图证明其论点的办法是，第一，假定有一种由一般利润率

调节的费用价格。

第二，指出：“劳动的价值提高，利润就不能不降低。”（第３１页）

可见，在第一章（《论价值》）中已经假定了第五章（《论工资》）

和第六章（《论利润》）中应该从《论价值》那一章引伸出来的那些规

３１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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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律。顺便指出，［５３８］李嘉图作出了完全错误的结论，他说，因为“劳

动的价值提高，利润就不能不降低”，所以，利润提高，劳动的价值

就不能不降低。第一个规律与剩余价值有关。但是，因为利润是剩

余价值同全部预付资本之比，所以，在劳动价值不变的条件下，如

果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利润就可能上涨。李嘉图根本混淆了剩余

价值和利润。由此他就得出了关于利润和利润率的错误规律。

最后这个例证的一般结论是这样的：

“由劳动价值的提高或降低〈或者也可以说，由利润率的降低或提高〉引

起的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的幅度，将取决于固定资本在已花费的全部资本中

所占的比例。一切用很贵的机器或在很贵的建筑物里生产的，或者在能够进

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商品的相对价值会降低，而一切主要由劳动生

产的，或能迅速进入市场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则会提高。”（第３２页）

李嘉图又回到这一研究中真正唯一使他关心的问题上来了。

他说，由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引起的商品费用价格的这些变动，同由

商品价值的变动｛李嘉图远远不会用这些恰当的术语来表达这一

事实真相｝即由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变动引起的商品费用

价格的变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他说，完全可以把这一点

“撇开不谈”，这样，价值规律就是在实际上也仍然是正确的。（李嘉

图本应补充一句：没有决定于劳动时间的价值，费用价格本身就仍

然是无法解释的。）这就是李嘉图的研究的真正进程。事实上，很明

显，尽管商品的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既然我们已经假定费用

价格存在——｛应当把这种费用价格同市场价格区别开来；费用价

格是不同部门的商品的平均市场价格。因为同一生产领域的商品

的市场价格决定于这一领域中等的、平均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

的商品的价格，所以市场价格本身就包含着一个平均数。市场价格

４１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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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是象李嘉图在考察地租时假定的那样，决定于最坏条件下生

产出来的商品的价格。因为平均需求取决于一定的价格，甚至在谷

物上也是这样。因此，进入市场的一定量商品不会高于这个价格出

卖。否则需求就会下降。所以，不是在平均条件下而是在低于平均

条件的情况下生产商品的人，往往只得不仅低于商品的价值，而且

低于商品的费用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只要费用价格的变动不是

由利润率的持续降低或提高，不是由经过多年才能确定的利润率

的持续变动引起，这种变动就只能仅仅归因于这些商品的价值的

变动，归因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量的变动。

“但是，读者应当注意，商品的变动〈即商品费用价格的变动，或者照李嘉

图的说法，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的这一原因所产生的影响是比较小的……

商品价值变动的另一重要原因，即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增减，情况却

不是这样…… 持久的利润率的任何大变动，都是经过多年才发生影响的那

些原因所造成的结果，而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的变动却是天天都发生

的。在机器、工具、建筑物以及开采或种植原料方面的每一改良都可以节省劳

动，使我们在利用这种改良来生产商品时，能够更加容易地把商品生产出来，

结果商品的价值就会发生变动。可见，在研究商品价值变动的原因时，虽然完

全不考虑劳动价值的提高或降低所产生的影响是错误的，但认为这种影响具

有很大意义也是不正确的。”（第３２—３３页）

所以，李嘉图就把劳动价值的变动撇开不谈。

第一章《论价值》第四节全节都非常混乱，因此，虽然李嘉图在

开头一段就声称，他要考察由于资本构成不同工资的提高或降低

引起的商品价值变动的影响，其实他只是顺便举例证明这一点，相

反，第四节的主要部分实际上是罗列了许多例证来证明：完全不管

工资提高或降低——在他自己假定的工资不变的条件下——而且

甚至不管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既然假定［５３９］一般利

５１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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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率存在，就必然得出不同于商品价值的费用价格。他在这一节的

结尾又把这一点忘记了。

他在第四节用这样的话预告他要研究的问题：

“固定资本耐久程度的这种差别，和这两种资本可能结合的比例的这种

多样性，在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增减之外，又给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提

供了另一个原因，这个原因就是劳动价值的提高或降低。”（第２５—２６页）

实际上，他用自己的例证首先证明的是：只有一般利润率才能

使两种资本（即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不同结合产生这种使商品

价格不同于商品价值的影响；因此，这些变动的原因，正是一般利

润率，而不是劳动价值，劳动价值在这里假定是不变的。然后，第二

步，他才假定有一种因一般利润率的存在而已经不同于价值的费

用价格，并研究劳动价值的变动怎样影响费用价格。第一个主要问

题，他不研究，他忘得一干二净，他在这一节结尾说的还是这一节

开头所说的话：

“本节已经证明，在劳动量没有任何变动的条件下，单是劳动价值提高，

就会使那些在生产时使用固定资本的商品的交换价值降低；固定资本量越

大，降低的幅度也越大。”（第３５页）

在下一节即第五节（第一章），他继续沿着这条线走下去，就是

说，他仅仅研究：如果在两个不同生产部门中有两笔等量资本，不

是它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而是“固定资本耐久程

度不同”，或者说，“资本流回所有者手里的速度不同”，那末，由于

劳动价值或者说工资的变动，商品的费用价格会发生什么变动。在

第四节，对于由于一般利润率而产生的费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

别，还有一点正确的猜想，在第五节，却再也看不到了。考察的只是

关于费用价格本身的变动的次要问题。因此，这一节除了偶然触及

的从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形式差别的问题以外，实际上几乎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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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什么理论兴趣。

“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越低，它在性质上就越接近于流动资本。它将在较

短时间内被消费掉，它的价值也将在较短时间内被再生产出来，以便保持工

厂主的资本。”（第３６页）

可见，李嘉图把资本的较低耐久程度以及一般说来固定资本

和流动资本的差别都归结为再生产时间的差别。这无疑是一个极

为重要的规定，但决不是唯一的规定。固定资本全部加入劳动过

程，但只是陆续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价值形成过程。这是固定

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流通形式的另一个主要差别。其次，固定资本必

然只以其交换价值加入流通过程，而它的使用价值则在劳动过程

中消费掉，从来不离开劳动过程。这是流通形式的又一个重要差

别。流通形式的这两个差别也同流通时间有关，但它们与［资本的

耐久］程度和流通时间的差别决不是等同的。

耐久程度较低的资本需要较多的经常劳动，

“以保持其原来的有效状态，但这样使用的劳动可以看作是实际花费在

成品上的劳动，因此，这种成品必然具有同这种劳动成比例的价值”。（第

３６—３７页）“如果机器的损耗大，为维持其有效状态所需要的劳动量为每年

５０个工人，那末，我就要求为我的商品提供追加价格，其数额等于雇用５０个

工人来生产其他商品而完全不使用机器的其他任何工厂主所得的价格。但

是，工资的提高，对于用损耗得快的机器生产的商品和用损耗得慢的机器生

产的商品，影响是不同的。在生产前一种商品时，有大量劳动会不断转移到所

生产的商品上去

｛但是，李嘉图以他的一般利润率为前提，看不到同时也有相

对大量的剩余劳动会不断转移到商品上去｝，

而在生产后一种商品时，这样转移的劳动却很少

｛因此，剩余劳动也很少，就是说，如果商品按其价值交换，［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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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会少得多｝。

因此，只要工资有所提高，或者也可以说，［５４０］只要利润有所降低，那些

用耐久程度较高的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就会降低，而那些用损耗较快

的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则会相应地提高。工资下降的作用则恰好相反。”

（第３７—３８页）

换句话说，同使用耐久程度较高的资本的工厂主相比，使用耐

久程度较低的固定资本的工厂主，使用的固定资本较少，而花在工

资上的资本较多。因此，这个例子同前面所说的那个例子是一致

的，前面说的是，如果一笔资本比另一笔资本使用的固定资本相对

地即在比例上较多，工资的变动对这两笔资本会发生什么影响。这

里没有什么新东西。

李嘉图还谈到机器（第３８—４０页），关于这个问题，到考察第

三十一章（《论机器》）时再作评论①。

值得注意的是，李嘉图在第五节结尾已接近于对事物的正确

看法，几乎找到了有关的字句，可是马上就离开了正确的道路，他

在接近于正确观点（我们就要引述这方面的话）之后，又回到支配

着他的观念上去，即回到劳动价值的变动对费用价格的影响上去，

并以对这个次要问题的结论结束了他的研究。

有关段落是这样说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还没有大量使用机器或耐久资本的社会发展早

期阶段，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会具有几乎相等的价值；只是由于生产它们

所必需的劳动有了增减，这些商品彼此相对地说才会提高或降低

｛后面半句话说得不好；并且它不说价值，而说商品，这里除非

是指商品的价格，否则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说价值和劳动时间成

比例地降低，就等于说价值随着自己的提高或降低而提高或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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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但是，在采用了这些昂贵而耐久的工具之后，使用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

就会具有极不相等的价值，虽然由于生产它们所必需的劳动的增减，它们的

价值彼此相对地说仍然会提高或降低，可是由于工资和利润的提高或降低，

它们还会发生另一种变动，虽然是较小的变动。因为卖５０００镑的商品所用的

资本量可能等于生产其他卖１００００镑的商品所用的资本量，所以生产这两种

商品所赚得的利润也会相等；但是，如果商品的价格不是随着利润率的提高

或降低而变动，这些利润就会不相等。”（第４０—４１页）

实际上李嘉图在这里是说：

如果等量资本的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相同，如果它们花费在

工资和劳动条件上的份额相同，它们就会生产价值相等的商品。在

这种情况下，它们所生产的商品中体现着等量的劳动，也就是相等

的价值｛流通过程可能带来的差别撇开不谈｝。相反，如果等量资本

的有机构成不同，尤其是如果它们的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那一部

分同花费在工资上的那一部分的比例大不相同，它们就会生产价

值大不相等的商品。第一，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作为价值组成部分

加入商品，因此，根据生产商品时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多少不同，价

值量就已经大不相同。第二，［在固定资本多的情况下］花费在工资

上的那一部分——按其在等量资本中所占的百分比计算，——就

会少得多，因而体现在商品中的全部［新加］劳动也少得多，形成剩

余价值的剩余劳动也少得多｛已知工作日长度相同｝。所以，既然这

些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具有不等的价值，在这些不等的价值中包

含不等的剩余价值，因而也包含不等的利润，如果这些资本由于数

量相等而提供的利润也必定相等，那末，商品的价格（既然这种价

格决定于一定费用的一般利润率）就必然和商品的价值大不相同。

由此得出的结论不是价值改变了它的本性，而是费用价格不同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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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李嘉图没有得出这个结论，这是令人奇怪的，特别是因为他

的确看到了，即使在假定存在费用价格（它决定于一般利润率）的

条件下，利润率（或工资率）的变动也一定要引起这种费用价格的

变动，这样才能使［５４１］各个生产部门中的利润率保持一致。因此，

一般利润率的确立，必然会使不等的价值发生更大的变动，因为这

种一般利润率无非是等量资本生产的各种不同商品所包含的不同

的剩余价值率的平均化。

李嘉图对于商品的费用和价值之间、商品的费用价格和价值

之间的差别虽然没有阐述，没有理解，但是无论如何，他自己实际

上已经确认了这种差别，在这之后，他结束他的论断说：

“马尔萨斯先生似乎认为，把某物的费用和价值等同起来，是我的学说的

一部分。如果他说的费用是指包括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就是指支出加由

一般利润率决定的利润〉，那确是如此。”（第４６页注）

后来，李嘉图就带着他自己驳倒了的这种把费用价格和价值

混淆起来的错误观点去考察地租。

李嘉图在第一章第六节谈到劳动价值的变动对金的费用价格

的影响时说：

“难道我们不能把金看成这样一种商品，它在生产时所用的两种资本的

比例同大多数商品生产时所用的两种资本的平均比例最接近吗？难道我们不

能把这种比例看成同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固定资本用得少，另一个极端是

劳动用得少）保持相等距离而成为两者之间的中数吗？”（第４４页）

李嘉图的这些话，不如说适用于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的价

值中各个不同有机组成部分的比例是平均比例，而且这些商品的

流通时间和再生产时间也是平均时间。对这些商品来说，费用价格

和价值是一致的，因为这些商品的平均利润和它们的实际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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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是一致的，但是只有这些商品才是这种情况。

第一章第四、五节，关于劳动价值的变动对“相对价值”的影响

这个问题——这同价值因平均利润率而转化为费用价格的问题相

比，（在理论上）是一个次要问题——的考察尽管有很大缺陷，但李

嘉图由此却得出了十分重要的结论，推翻了自亚·斯密以来一直

流传下来的主要错误之一，即认为工资的提高不是使利润降低，而

是使商品的价格上涨。诚然，这一点已经包含在价值概念本身了，

并且决不会由于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而有所改变，因为后者仅仅

涉及总资本所赚得的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之间或在不同生产领域

的各个资本之间的分配。但是，李嘉图强调指出了这个问题，并且

证明情况甚至相反，这仍然是有重要意义的。因此，他在第一章第

六节公正地说：

“在结束这个题目之前，指出一点可能是适当的，就是亚当·斯密和一切

追随他的著作家，据我所知，无一例外地都认为，劳动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引

起一切商品价格的上涨。”

｛这是和斯密的第二种价值规定相适应的，按照这个规定，价

值等于一个商品能够买到的劳动量。｝

“我希望，我已成功地证明了这种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当工资提高时，只

有比用来计算价格的中介物使用固定资本少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才会上涨〈这

里，“相对价值”等于价值的货币表现〉，而一切使用固定资本较多的商品的价

格都必定下跌。反之，当工资降低时，只有比用来计算价格的中介物使用固定

资本少的那些商品的价格才会下跌；而一切使用固定资本较多的商品的价格

都必定上涨。”（第４５页）

这对于货币价格，看来是错误的。如果金的价值由于随便什么

原因提高或降低了，那末这种［提高或］降低会同样地涉及用金计

价的一切商品。因此，金尽管本身具有可变性，却表现为商品之间

１２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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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对不变的中介物。既然如此，那就绝对不能理解，同商品相比，

在生产金时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任何相对结合，能引起什么差

别。但是在这里，李嘉图的错误前提也就出现了，他认为，货币只要

用作流通手段，就是作为商品来同商品交换。商品在货币使它们流

通以前，就以货币来计价了。我们假定中介物不是金，而是小麦。如

果，比如说，按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来说，加入小麦这种商

品的可变资本超过平均水平，因此，由于工资提高，小麦的生产价

格相对地上涨，那末，一切商品就都按具有较高“相对价值”的小麦

来计价。那些有较多固定资本加入的商品，就会表现为比以前少的

小麦，这不是因为这些商品的特殊价格同小麦相比下跌了，而是因

为价格普遍下跌了。如果一个商品包含的同积累劳动相对立的

［活］劳动，恰好和小麦包含的一样多，那末这一商品价格的上涨就

会这样显示出来：它［５４２］与一个同小麦相比价格已经下跌的商品

比较起来，表现为较多的小麦。如果引起小麦价格上涨的那些原

因，也引起比如说衣服的价格上涨，那末，虽然衣服不会表现为比

以前多的小麦，但是，同小麦相比价格已经下跌的那些商品，比如

说棉布，就会表现为较少的小麦。棉布和衣服的价格差额，就会在

小麦这个中介物上表现出来。

但是，李嘉图的意思不是这样。他的意思是：由于工资提高，同

棉布相比，而不是同衣服相比，小麦的价格会上涨；因此，衣服就会

按小麦原有的价格同小麦交换，而棉布则按小麦上涨了的价格同

小麦交换。说什么英国工资价格的变动会促使工资没有提高的地

方，比如说加利福尼亚的金的费用价格发生变动，这种假定本身就

是极端荒谬的。价值通过劳动时间来平均化，尤其是费用价格通过

一般利润率来平均化，在不同国家之间不是以这种直接的形式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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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但就拿小麦这种国内产品来说吧。假如一夸特小麦的价格

由４０先令上涨到５０先令，即上涨２５％。如果衣服的价格也上涨

２５％，那末一件衣服仍旧值１夸特小麦。如果棉布的价格下降

２５％，那末过去值１夸特小麦的同样数量的棉布，现在只值６蒲式

耳小麦７１。这种用小麦表现出来的数字，准确地代表了棉布价格和

衣服价格之比，因为棉布和衣服是用同一个尺度１夸特小麦来计

量的。

此外，李嘉图的观点还有更荒谬的一面。用作价值尺度因而用

作货币的商品的价格是根本不存在的；因为不然的话，我除了用作

货币的商品之外还必须有第二种用作货币的商品——双重的价值

尺度。货币的相对价值是以一切商品的无数价格表现出来的；因

为，在商品交换价值借以表现为货币的这许多价格的每一个价格

中，货币的交换价值都表现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因此，谈不上货币

价格上涨或下跌的问题。我可以说：货币的小麦价格或货币的衣服

价格保持不变，而货币的棉布价格上涨了，这等于说棉布的货币价

格下跌了。但我不能说，货币的价格上涨或下跌了。可是，李嘉图

实际上认为，比如说，货币的棉布价格所以上涨，或者说，棉布的货

币价格所以下跌，正是因为同棉布相比，货币的相对价值提高了，

而同衣服或小麦相比，货币却保持其原有价值。这样一来，这两种

价值就是用不同的尺度来计量了。

这第六节（《论不变的价值尺度》）论述的是“价值尺度”，但其

中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对价值，价值的内在尺度——劳动时间

——同商品价值的外在尺度的必要性之间的联系，根本不了解，甚

至没有把它当作问题提出来。

第六节一开头就表现了肤浅的论述方法：

３２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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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变动时，最好有一个方法能确定，哪种商品的实

际价值降低了，哪种商品的实际价值提高了。要做到这一点，只有把它们逐一

同某种不变的、本身不会发生其他商品所发生的变动的标准尺度相比较。”但

是“没有一种商品本身不发生……同样的变动，就是说，没有一种商品在生产

时所需要的劳动能够不有所增减”。（第４１—４２页）

但是，即使有这样一种商品，工资提高或降低的影响，以及固

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结合、固定资本的不同耐久程度、商品在

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不同等等的影响，也都会部分

地妨碍它

“成为我们能够用来准确地确定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变动的一种完美的

价值尺度”。“对于在和它本身完全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一切物品来说，

它是完美的价值尺度，但对其他物品来说就不是了。”（第４３页）

换句话说，在这两类“其他物品”中前一类的价格发生变动时，

我们可以（如果货币的价值不提高或降低的话）说，这种变动是因

为“它们的价值”有了提高或降低，即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有了增减。至于其他物品，我们就无法知道，它们的货币价格发生

“变动”是否由于其他原因等等。后面（以后考察货币理论时）还要

回过头来谈这些很不恰当的论断。

第一章第七节。除了关于“相对”工资、利润和地租的重要

学说（这方面后面还要回过头来谈①）以外，这一节只包含这样一

个论点：在货币价值降低或提高时，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应的

提高或降低，决不会改变它们之间的比例，而只会改变它们的货

币表现。如果同一商品的价值表现为两倍的镑数，那末，转化为

４２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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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工资或地租的那一部分价值也增加一倍。但是，这三个部

分互相之间的比例和它们所代表的实际价值仍然不变。同样，如

果利润表现为两倍的镑数，那末１００镑现在也就表现为２００镑；因

此，利润和资本之间的比例，即利润率也仍然不变。货币表现的

变动同时影响利润和资本，就象它同时影响利润、工资和地租一

样。这对于地租也是适用的，只要地租不是按英亩计算，而是按

预付在耕种土地等等上面的资本计算。总之，在这种场合，变动

不是发生在商品上，等等：

“由这种原因造成的工资提高，当然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商品价格的同时

上涨；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发现，劳动和一切商品之间的比例没有变

动，变动的只是货币。”（第４７页）

［（５）］平均价格或费用价格和市场价格

  ［（ａ）引言：个别价值和市场价值；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

［５４３］李嘉图为了阐明级差地租理论，在第二章（《论地租》）提

出以下论点：

“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始终

不决定于在只是享有特殊生产便利的人才具备的最有利条件下足以把它们

生产出来的较小量劳动，而决定于没有这样的便利，也就是在最不利条件下

继续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花在它们生产上的较大量劳动；这里说的最不利条

件，是指为了把需要的产品量生产出来而必须继续进行生产的那种最不利的

条件。”（第６０—６１页）

最后一句话不完全正确。“需要的产品量”不是一个固定的量。

应当说：一定价格界限内需要的一定产品量。如果价格上涨超过了

５２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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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界限，“需要的量”就会同需求一起减少。

上述论点可以一般表达如下：商品（它是某个特殊生产领域

的产品）的价值，决定于为生产这个生产领域的全部商品量即商

品总额所需要的劳动，而不决定于这个生产领域内部单个资本家

或企业主所需要的特殊劳动时间。这个特殊生产领域，比如说棉

纺织工业的一般生产条件和一般劳动生产率，是这个领域即棉纺

织工业的平均生产条件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因此，决定比如一码

棉布价值的劳动量，并不是这码棉布中包含的、这个棉织厂主花

费在它上面的劳动量，而是出现在市场上的全体棉织厂主生产一

码棉布所花费的平均量。单个资本家，比如棉纺织工业的资本家，

进行生产的特殊条件必然分为三类。有一类人是在中等条件下进

行生产；这就是说，他们进行生产的个别生产条件同这个领域的

一般生产条件一致。平均比例就是他们的实际比例。他们的劳动

生产率处于平均水平。他们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同这些商品的一般

价值一致。如果他们比如把棉布按２先令一码即按它的平均价值

出卖，那末，他们就是按照他们生产的棉布在实物形式上所代表

的价值出卖棉布。第二类企业主进行生产的条件比平均条件好。他

们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同种商品的一般价值。如果他们按这种

一般价值出卖自己的商品，他们就是把自己的商品卖得高于它们

的个别价值。最后，第三类企业主是在低于平均条件的生产条件

下进行生产。

前面已经说过，这个特殊生产领域的“需要的产品量”不是一

个固定的量。如果商品价值超过平均价值的一定界限，“需要的产

品量”就会减少，或者说，这个量只有按照某种价格或者至少是在

一定价格的界限内才是需要的。因此，最后一类企业主也有可能不

６２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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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不低于自己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卖商品，正如条件最好的那一类

企业主总是高于自己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卖商品一样。这几类中究

竟由哪一类最后确定平均价值，正是取决于这几类的数量或数量

的比例关系７２。如果中等的一类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那就由它确

定平均价值。如果这一类数量少，而生产条件低于平均条件的那一

类数量大，占了优势，那就由这后一类确定这个领域的产品的一般

价值，虽然这还决不是说，甚至很少可能，恰好由这一类中条件最

不利的个别资本家决定问题（见柯贝特的著作）７３。

但是我们把这一点撇开不谈。一般的结果是：这种产品具有的

一般价值，对所有这种产品都是相同的，不管它对每一个别商品的

个别价值的比例如何。这种一般价值，就是这些商品的市场价值，

就是它们进入市场时具有的价值。这种市场价值用货币表现出来

就是市场价格，正如价值用货币表现出来就是价格一样。实际的市

场价格，有时高于这种市场价值，有时低于这种市场价值，只是偶

然同市场价值一致。但是在一定时期内，波动会互相抵销，因此可

以说，实际市场价格的平均数，就是表现市场价值的市场价格。不

管实际市场价格在当时按其大小来说，从数量来说是否同这种市

场价值一致，市场价格总是同市场价值有一个共同的质的规定，即

同一生产领域的所有在市场上的商品（自然假定它们的质是相同

的）都具有同一价格，或者说，它们实际上代表这个领域的商品的

一般价值。

［５４４］因此，李嘉图为他的地租理论提出的上述论点，他的门

徒作了这样的表述：在一个市场上不可能同时存在两种不同的市

场价格，或者说，同时出现在市场上的同一种产品具有同一价格，

或者说，——因为这里我们可以把这种价格的偶然性撇开不

７２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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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具有同一市场价值。

于是，竞争——部分地是资本家之间的竞争，部分地是商品的

买者同资本家的竞争以及商品的买者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就导

致这样的结果：某一特殊生产领域的每一个别商品的价值决定于

这一特殊社会生产领域的商品总量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总量，

而不决定于个别商品的个别价值，换句话说，不决定于个别商品的

特殊生产者和卖者为这一个别商品花费的劳动时间。

但是，从这里自然就会得出结论：属于第一类的、生产条件比

平均生产条件有利的资本家，在所有情况下都会赚得一种超额利

润，就是说，他们的利润会超过这个领域的一般利润率。因此，竞争

并不是通过把一个生产领域内部的各种利润平均化的办法来确立

市场价值或市场价格。（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之间的差别对这里的

研究没有意义，因为不管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的比例如何，生产条

件的差别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利润率，对同一领域的各个资本家

来说是始终存在的。）相反，竞争在这里正是通过容许有个别利润

之间的差别，即各个资本家的利润之间的差别，通过容许有个别利

润对该领域平均利润率的偏离，把不同的个别价值平均化为同一

的、相等的、没有差别的市场价值。竞争甚至通过为那些在有利程

度不同的生产条件下，因而在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条件下生产出来，

因此代表个别的、不等量的劳动时间的商品确立同一的市场价值，

来造成这种偏离。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同在比较

不利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相比，包含的劳动时间较少，可是却

按同一价格出卖，具有同一价值，就好比它包含了它实际上并不包

含的同一劳动时间。

８２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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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李嘉图把同一生产领域内的市场价值形成过程

同不同生产领域的费用价格形成过程混淆起来］

  李嘉图为了建立他的地租理论，需要两个论点，这两个论点表

达的不仅不是竞争的同一种作用，而且恰恰是竞争的相反的作用。

第一个论点是，同一领域的产品按同一市场价值出卖，因而竞争以

强制的方式造成不同的利润率，即造成对一般利润率的偏离。第二

个论点是，对一切投资来说，利润率都必须是相同的，或者说，竞争

造成一般利润率。第一个规律适用于投入同一生产领域的不同的

独立资本。第二个规律适用于投入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竞争通

过它的第一种作用造成市场价值，即为同一生产领域的商品造成

同一价值，虽然这同一价值必然要产生不同的利润；因此，竞争不

顾不同的利润率，或者不如说，利用不同的利润率，通过它的第一

种作用造成同一价值。竞争通过它的第二种作用（不过，第二种作

用是以另一种方式实现的；这是不同领域的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它

使资本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而前面所说的那种竞争，只

要不是在买者之间进行，则是发生在同一领域的资本之间），造成

费用价格，即造成不同生产领域的同一利润率，虽然这同一利润率

与价值不等的情况相矛盾，因而只有通过不同于价值的价格才能

造成。

既然李嘉图本人为了建立他的地租理论需要这两者，既需要

在利润率不等的情况下的相等价值或价格，又需要在价值不等的

情况下的相等利润率，那末非常令人奇怪的是，他竟没有觉察到这

个双重的规定，甚至在他专门论述市场价格的那一部分即第四章

（《论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也完全没有论述市场价格或市场价

９２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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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尽管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话①中，他还是把后者作为基础，来说

明级差地租就是结晶为地租的超额利润。［５４５］相反，在第四章，他

只是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价格归结为费用价格或者说平均价格，

也就是说，只是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市场价值的相互关系，却没有

说明每个特殊领域的市场价值的形成过程，而没有这个形成过程，

就根本不存在什么市场价值。

每个特殊生产领域的市场价值，因而，每个特殊领域的市场价

格（如果市场价格符合“自然价格”，就是说，它只是用货币把价值

表现出来），都会提供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因为不同生产领域的等

量资本（这些资本的不同流通过程产生的差别完全撇开不谈）使用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极不相同，所以它们提供的剩余价值，

从而它们提供的利润，也就极不相等。因此，不同市场价值平均化

的结果是，在不同领域确立相同的利润率，使等量资本提供相等的

平均利润，而不同市场价值的这种平均化，只有通过市场价值转化

为不同于实际价值的费用价格才有可能。②

竞争在同一生产领域所起的作用是：使这一领域生产的商品

的价值决定于这个领域中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确立市场价

值。竞争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所起的作用是：把不同的市场价值平

均化为代表不同于实际市场价值的费用价格的市场价格，从而在

不同领域确立同一的一般利润率。因此，在这第二种情况下，竞争

决不是力求使商品价格去适应商品价值，而是相反，力求使商品价

值化为不同于商品价值的费用价格，取消商品价值同费用价格之

０３２ 第 十 章

①

② 剩余价值率在不同生产领域中可能并不平均化（例如由于劳动时间的长度不

等）。并不因为剩余价值本身会平均化，剩余价值率就必然要平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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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差别。

李嘉图在第四章考察的只是后面这种运动，而且他十分奇怪

地把它看成是商品价格——通过竞争——还原为商品价值的运

动，看成是“市场价格”（不同于价值的价格）还原为“自然价格”（用

货币表现出来的价值）的运动。其实，这个谬误，是由在第一章（《论

价值》）已经犯下的把费用价格和价值等同起来的错误①造成的，

而后面这个错误的产生，又是因为李嘉图在他只需要阐明“价值”

的地方，就是说，在他面前还只有“商品”的地方，就把一般利润率

以及由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一切前提全都拉扯上

了。

因此，李嘉图在第四章所遵循的全部思路也是极其肤浅的。他

的出发点是由变动的供求关系引起的商品“价格的偶然和暂时的

变动”（第８０页）。

“随着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利润就提高到它的一般水平之上或下降到它

的一般水平之下，于是资本或者被鼓励转入那个发生这种变动的个别投资部

门，或者被警告要退出这一部门。”（第８０页）

这里已经假定有一个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个别投资部门”

之间的“利润的一般水平”。然而首先应当考察的是，同一投资部门

中价格的一般水平和不同投资部门之间利润的一般水平是如何确

立的。这样，李嘉图就会看到，后一种活动已经以资本的不断来回

交叉游动为前提，或者说，以由竞争决定的、全部社会资本在不同

投资领域之间的分配为前提。既然已经假定，在不同领域中市场价

值或者说平均市场价格化为提供同一平均利润率的费用价格｛但

１３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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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只是在没有土地所有权干预的生产领域才会发生，在有

土地所有权干预的领域，这些领域内部的竞争会使价格化为价值，

使价值化为市场价值，但不会使后者降到费用价格｝，既然已经假

定了这一点，那末某些特殊领域中发生的市场价格对费用价格的

经常偏离，即经常高于或低于费用价格的情况，就会引起社会资本

的新的转移和新的分配。第一种转移的发生是为了确立不同于价

值的费用价格；第二种转移是为了在市场价格高于或低于费用价

格的时候使实际市场价格同费用价格趋于一致。第一种转移是价

值转化为费用价格。第二种转移是不同领域中实际的［５４６］偶然的

市场价格围绕费用价格旋转，费用价格现在表现为“自然价格”，虽

然它不同于价值，它只是社会活动的结果。

李嘉图考察的正是后面这种比较表面的运动，他有时不自觉

地把这种运动同另一种运动混淆起来。这两种运动自然是由“同一

个原则”引起的，这个原则就是：

“每一个人都可以随意把自己的资本投在他所喜欢的地方……他自然要

为自己的资本找一个最有利的行业；如果把资本转移一下能够得到１５％的

利润，他自然不会满足于１０％的利润。一切资本家都想放弃利润较低的行业

而转入利润较高的行业的这种不会止息的愿望，产生一种强烈的趋势，就是

使大家的利润率平均化，或者把大家的利润固定在当事人看来可以抵销一方

所享有的或看来享有的超过另一方的利益的那种比例上。”（第８１页）

这种趋势促使社会劳动时间总量按社会需要在不同生产领域

之间进行分配。同时，不同领域的价值由此转化为费用价格，另一

方面，各特殊领域的实际价格对费用价格的偏离也被拉平了。

这一切都来自亚·斯密。李嘉图自己说：

“如果一个投资部门生产的商品不能用自己的价格抵补把它们生产出来

并运到市场的全部费用（包括普通利润在内）〈也就是不能补偿费用价格〉，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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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有离开这个部门的趋势，关于这一点，再没有一个著作家比斯密博士说

得更令人满意、更精辟的了。”（第３４２页注）

李嘉图的错误，一般说来，是由于他在这里不加批判地对待亚

·斯密而产生的，而他的功绩则在于更确切地说明了资本从一个

领域到另一个领域的这种转移，或者不如说，更确切地说明了这种

转移的方式本身。但是，他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信用制度在他

那个时代比在斯密时代更加发达罢了。李嘉图说：

“要追溯这种变化借以实现的步骤或许是非常困难的；它可能通过一个

工厂主并不完全改变他的行业，而只是减少他在自己企业中的投资的方式来

实现。在一切富裕的国家中，都有一定数目的人，形成所谓货币所有者阶

级①；这些人不从事任何行业，而把他们的货币用于期票贴现或者借给社会

上更有企业精神的人，他们就靠这种货币的利息生活。银行家也把大量资本

用于同样的目的。这样使用的资本形成巨额的流动资本，全国各行业或多或

少地都使用它。一个工厂主不论怎样富有，大概也不会把他的营业限制在仅

仅他自己的资金所容许的范围以内，他会经常使用这种流动资本的一部分，

这部分资本的增减取决于对他的商品的需求的强弱。当对丝绸的需求增加而

对呢绒的需求减少的时候，毛织厂主并不会把他的资本转到丝纺织业中去，

而是解雇一部分工人，不再向银行家和货币所有者借款；丝织厂主的情况则

相反，他会借更多的货币，于是资本就从一个行业转到另一个行业，而工厂主

不必中断他通常经营的行业。如果我们观察一个大城市的市场，看到在所有

由于嗜好改变或人口数量变动而需求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市场上国内外商品

都能按需要的数量有规则地得到供应，既不是常常因供给过多而发生市场商

品充斥现象，也不是常常因供不应求而造成物价腾贵，我们就必须承认，在一

切行业之间恰好按其需要的数量分配资本的原则所起的作用，比一般设想的

还大。”（第８１—８２页）

由此可见，正是信用促使每个生产领域不是按照这个领域的

３３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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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阶级”和“社会上有企业精神的人”在这里是完全对立的。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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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自有资本的数额，而是按照他们生产的需要，去支配整个

资本家阶级的资本，——而在竞争中单个资本对于别的资本来说

是独立地出现的。这种信用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又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条件，这样就从资本的竞争巧妙地过渡到作为信用的

资本。

［（ｃ）李嘉图著作中关于“自然价格”的两种不同的

规定。费用价格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变动］

  李嘉图在第四章开头说，他所谓的“自然价格”，是指商品的

“价值”，也就是指由商品的相对劳动时间决定的价格，而他所谓的

“市场价格”，是指对这种等于“价值”的“自然价格”的偶然和暂时

的偏离。［５４７］但是，在这一章的以后的全部行文中——甚至说得

很明确——他所谓的“自然价格”，是指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说，

指不同于价值的费用价格。因此，他不去说明竞争怎样使价值转化

为费用价格，从而造成对价值的经常偏离，却按照亚·斯密那样说

明，竞争怎样使不同行业的市场价格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化为费

用价格。

第四章开头这样说：

“如果我们把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基础，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

量作为确定商品相互交换时各自必须付出的相应商品量的尺度，不要以为我

们否定商品的实际价格或者说市场价格对商品的这种原始自然价格的偶然

和暂时的偏离。”（第８０页）

可见，在这里“自然价格”等于价值，而市场价格无非是实际价

格对价值的偏离。

相反：

４３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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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一切商品都按其自然价格出卖，因而资本的利润率在所有行

业完全相同，或者只有这样一点差别，这种差别在当事人看来是与他们所享

有或放弃的任何现实的或想象的利益一致的。”（第８３页）

可见，在这里“自然价格”等于费用价格，也就是等于这样的价

格，在其中，利润对商品所包含的支出的比率是同一比率，尽管不

同行业的资本生产的商品的等量价值包含极不相等的剩余价值，

因而包含不相等的利润。因此，价格要提供同一利润，就必须不同

于商品的价值。另一方面，由于加入商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大小不

同，等量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也是极不相等的。但是关于这一

点，到考察资本流通时再谈。

所以，李嘉图所谓的竞争的平均化作用，不过是指实际价格，

或者说，实际市场价格围绕费用价格，或者说，不同于价值的“自然

价格”而波动，是指不同行业中的市场价格平均化为一般费用价

格，也就是恰恰平均化为不同于某一行业的实际价值的价格：

“所以，正是每一个资本家都想把资金从利润较低的行业转移到利润较

高的行业的这种愿望，使商品的市场价格不致长期大大高于或大大低于商品

的自然价格。正是这种竞争会这样调节商品的交换价值｛也调节不同的实际

价值｝，以致在支付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工资和其他一切为维持所使用

的资本的原有效率所需要的费用之后剩下来的价值即价值余额，在每个行业

中都同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成比例。”（第８４页）

情况确实如此。竞争会这样调节不同行业的价格，以致剩下来

的价值即价值余额，也就是利润，同使用的资本的价值相一致，而

不是同商品的实际价值相一致，不是同商品在扣除费用以后所包

含的实际的价值余额相一致。要实现这种调节，一种商品的价格就

必须上涨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上，而另一种商品的价格则必须下降

到它的实际价值以下。竞争迫使不同行业的市场价格不是围绕商

５３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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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价值旋转，而是围绕商品的费用价格，也就是围绕商品中包含

的费用加一般利润率旋转。

李嘉图继续说道：

“在《国富论》第七章对于同这个问题有关的一切都作了极为出色的论

述。”（第８４页）

的确如此。正是由于不加批判地相信斯密的传统，李嘉图在这

里走上了歧途。

李嘉图跟平常一样在结束这一章时说，在以后的研究中他将

“完全不考虑”（第８５页）市场价格对费用价格的偶然偏离，但是他

忽略了一点，就是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市场价格在同费用价格相一

致的条件下对商品的实际价值的经常偏离，并且用费用价格代替

了价值。

第三十章《论需求和供给对价格的影响》。

李嘉图在这里维护这样一个论点：持久的价格决定于费用价

格，而不决定于需求和供给，因此，只是由于商品价值决定费用价

格，持久的价格才决定于商品价值。假定商品的价格经过调节，都

提供１０％的利润，那末，它们的任何持久的变动都将决定于商品

价值的变动，决定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正如这种

价值继续决定一般利润率一样，它的变动也继续决定费用价格的

变动，自然，这并不会取消这种费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额。取消

的只是超出这一差额的东西，因为价值和实际价格之间的差额不

应［５４８］大于一般利润率造成的费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额。随着

商品的价值的变动，商品的费用价格也发生变动。于是便形成“新

的自然价格”（第４６０页）。例如，一个工人过去生产１０顶帽子，现

在用同样的时间能够生产２０顶，如果工资占帽子的生产费用的一

６３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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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那末，２０顶帽子的费用即生产费用，就其由工资组成的部分来

看，是降低了一半。因为现在为生产２０顶帽子支付的工资，同过去

为生产１０顶帽子支付的一样多。因此，每一顶帽子中现在只包含

以前工资费用的一半。如果制帽厂主按以前的价格出卖帽子，他的

帽子就会卖得高于费用价格。如果过去利润是１０％（假定制造一

定数量的帽子所必需的支出中，原来有５０用于原料等等，５０用于

劳动），那末现在利润就是４６２
３％。现在支出中有５０用于原料等

等，２５用于工资。如果商品按以前的价格出卖，那末现在利润就是

３５
７５，即４６

２
３％。因此，由于价值降低，新的“自然价格”就会下跌，直

到价格只提供１０％的利润为止。价值降低，或者说，生产商品所必

需的劳动时间减少，表现为同量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减少，也就

是耗费的有酬劳动时间减少，花费的工资减少，因而费用，为生产

每一单位商品按比例支付的工资（按绝对量来说；这并不以工资率

的下降为前提），也就下降。

当价值变动发生在制帽过程本身时，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

价值变动发生在原料或劳动工具的生产上，这种变动在这些领域

中同样表现为生产一定量产品所必需的工资费用减少，而对制帽

厂主来说，则表现为他在不变资本上花费的钱减少。

费用价格，或者说，“自然价格”（它同“自然”毫无关系）由于商

品价值变动——这里是降低——可能发生双重的变动：

第一，如果生产一定量商品所支付的工资由于生产该一定量

商品所花费的劳动（包括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整个绝对量减少

而减少；

第二，如果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或降低（两种情况都可能发

生：一种是在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的时候；另一种是在工

７３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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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由于生活资料涨价而提高的时候），剩余价值和商品价值的比

例，或者说，剩余价值和商品中包含的［新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的

比例发生变动，因而利润率提高或降低，整个［新加］劳动量分为有

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那种比例发生变动。

在后一种场合，生产价格即费用价格只能根据劳动价值的变

动对它们发生影响的程度来变动。在前一种场合，劳动价值保持不

变。在后一种场合，变动的不是商品的价值，而只是［必要］劳动和

剩余劳动之间的分配。可是在这种场合，［劳动］生产率，因而每一

单位商品的价值，仍然会发生变动。同一资本在一种场合生产的商

品将比从前多，在另一种场合生产的商品将比从前少。资本借以表

现的商品总量仍然具有同样的价值，但是单位商品的价值却和以

前不同。虽然工资的价值并不决定商品的价值，但是（加入工人消

费的）商品的价值却决定工资的价值。

既然不同行业商品的费用价格是既定的，这些费用价格就随

着商品价值的变动而彼此相对地上涨或下跌。如果劳动生产率提

高，就是说，生产一定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因而商品的价

值降低——不管生产率的这一变动是发生在最后阶段使用的劳动

上，还是发生在为生产该商品所必需的不变资本包含的劳动

上，——这种商品的费用价格就必然要相应地下跌。用于这种商品

的绝对劳动量减少了，因而这种商品包含的有酬劳动量也减少了，

花费在这种商品上的工资量也减少了，即使工资率保持不变。如果

商品按其原来的费用价格出卖，它提供的利润就会高于一般利润

率，因为以前按较大的支出计算，这个利润是１０％。所以现在按减

少了的支出计算，利润就会大于１０％。相反，如果劳动生产率降

低，商品的实际价值就提高。如果利润率是既定的，或者同样可以

８３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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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如果费用价格是既定的，那末，费用价格的相对提高或降低，就

取决于商品实际价值的提高或降低，取决于商品实际价值的变动。

由于这种变动，新的费用价格，或者象李嘉图仿照斯密所说的“新

的自然价格”，就代替旧的价格。

在刚才引用过的第三十章里，李嘉图甚至在名称上也把“自然

价格”即费用价格和“自然价值”即决定于劳动时间的价值等同起

来了：

“它们的价格〈垄断商品的价格〉同它们的自然价值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但是，受竞争影响……的商品的价格最后都……取决于它们的生产费用。”

（第４６５页）

可见，这里把费用价格，或者说，“自然价格”和“自然价值”即

“价值”直接［５４９］等同起来了。

这种混乱说明了为什么李嘉图以后的一批家伙，和萨伊本人

一样，能把“生产费用”当作价格的最后调节者，而对价值决定于劳

动时间这一规定却毫无所知，甚至在坚持“生产费用”的同时直接

否定这一规定。

李嘉图的这整个错误和由此而来的对地租等的错误论述，以

及关于利润率等的错误规律，都是由于他没有区分剩余价值和利

润而造成的，总之，是由于他象其余的政治经济学家那样粗暴地、

缺乏理解地对待形式规定而造成的。李嘉图怎样被斯密俘虏，从下

文就可以看出。［５４９］

        

［ —６３６］（对前面讲过的还要补充一点意见：

李嘉图不知道价值和自然价格有其他的差别，只知道：自然价

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因此，在商品本身的价值没有变动的情况

９３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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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由于贵金属的价值发生变动，自然价格也会变动。但是自然价

格的这种变动只关系到价值的货币计量或货币表现。例如，李嘉图

说：

“它〈对外贸易〉只能通过改变自然价格，但不是改变各国能据以生产商

品的自然价值来调节，而这是通过改变贵金属的分配来实现的。”（同上，第

４０９页））［ —６３６］

［Ｂ．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

［（１）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的错误前提。

李嘉图由于保留了斯密把价值和费用价

格等同起来的观点而表现出前后矛盾］

  ［ —５４９］关于亚·斯密，首先应当指出，他也认为：

“总是有……一些商品，它们的价格只分解为两部分，即工资和资本的利

润。”（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法文版］第１卷第１

篇第６章第１０３页）

因此，对于斯密和李嘉图在这个问题上的区别在这里可以完

全不去注意。

斯密起先阐述了一个观点，认为交换价值归结为一定量的劳

动，交换价值中包含的价值，在扣除原料等之后，分解为付给工人

报酬的劳动和不付给工人报酬的劳动，而后面这种不付给报酬的

部分又分解为利润和地租（利润又可以分解为利润和利息），——

在此以后，他突然来了一个大转变，不是把交换价值分解为工资、

利润和地租，而是相反，把工资、利润和地租说成是构成交换价值

０４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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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素，硬把它们当作独立的交换价值来构成产品的交换价值，认

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不依赖于它而独立决定的工资价值、利润

价值和地租价值构成的。价值不是它们的源泉，它们倒成了价值的

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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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０５页）

斯密在阐述了他所研究的对象的内在联系之后，突然又被表

面现象所迷惑，被竞争中表现出来的事物联系所迷惑，而在竞争中

一切总是表现为颠倒的、头足倒置的。

斯密正是从这个颠倒了的出发点来阐明“商品的自然价格”同

商品的“市场价格”之间的区别的。李嘉图接受了斯密的这个观

点，但是他忘记了，按照斯密的前提，斯密的“自然价格”只不

过是由竞争而产生的费用价格，而在斯密本人的著作中，只有当

斯密忘记了他自己的比较深刻的观点，仍然保持从表面的外观中

得出来的，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是由独立决定的工资价值、利润

价值和地租价值相加而成的错误观点的时候，费用价格才和商品

的价值等同。李嘉图处处都反对这一观点，但是他又接受了亚·

斯密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产生的，把交换价值同费用价格或“自

然价格”混淆起来，或者说，等同起来的看法。这种混淆在斯密

那里还可以说得过去，因为他对“自然价格”的全部研究是从他

对价值的第二个观点即错误的观点出发的。而在李嘉图那里就毫

无道理了，因为他在任何地方也没有接受斯密的这一错误观点，相

反，他认为它前后矛盾而专门加以驳斥。但是，斯密又用“自然

价格”把李嘉图引入了迷途。

斯密用不依赖于商品价值而独立决定的工资价值、利润价值

１４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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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租价值构成商品价值之后，接着就给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

些作为要素的价值又是怎样决定的？这里斯密是从竞争中呈现出

来的现象出发的。

第一篇第七章《论商品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

“在任何社会或任何地方，工资、利润、地租都有一种普通率，或者说，平

均率。”这种“平均率对于它所通行的时间和地方来说可以称为工资、利润和

地租的自然率”。“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恰好足够按自然率支付地租、工资和

利润，这种商品就是按照它的自然价格出卖。”（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这样一来，这种自然价格就是商品的费用价格，而费用价格就

和商品的价值等同起来了，因为已经假定，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价

值、利润价值和地租价值构成的。

“商品［５５０］在这种情况下恰好是按其所值出卖〈这时商品是按其价值出

卖〉，或者说〈或者说！〉，按照使该商品进入市场的人的实际花费出卖〈对使商

品进入市场的人来说，是按商品的
·
价
·
值，或者说，

·
费
·
用
·
价
·
格出卖〉，因为，虽然

照普通的说法，在谈到商品的生产费用时，其中不包括出卖自己生产的商品

的人的利润，但是，如果他按照不能给他提供当地普通利润的价格出卖自己

的商品，他的营业显然就要受到损失，因为他如果以其他某种方式使用自己

的资本，是能够获得这一利润的。”（第１１１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自然价格”产生的全部历史以及同它完

全相适应的语言和逻辑。因为在斯密看来，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

利润和地租的价格构成的，而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真正价值也是以

同样方式构成的，所以很明显，在它们处于自己的自然水平的情况

下，商品的价值和商品的费用价格是等同的，而商品的费用价格又

是和商品的“自然价格”等同的。利润水平即和润率，以及工资率，

都被假定为事先既定的。对于费用价格的形成来说，它们确实是既

定的。它们是费用价格的前提。因此，它们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也表

２４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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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既定的。至于它们怎样产生，在什么地方产生和为什么产生，

资本家是不关心的。斯密在这里是站到确定自己商品的费用价格

的单个资本家即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立场上去了。工资等等花

费多少，一般利润率是多少。因此…… 在这个资本家看来，确定

商品费用价格的程序，或者，在他进一步看来，确定商品价值的程

序就是这样，因为他也知道，市场价格有时高于这种费用价格，有

时低于这种费用价格；所以在资本家看来，这种费用价格就是商品

的理想价格，就是不同于商品价格波动的商品的绝对价格，一句

话，就是商品的价值，如果资本家有时间去思考这类事情的话。由

于斯密置身于竞争的中心，他立即就开始按照受这个领域局限的

资本家所特有的逻辑发议论。他反驳说，在日常生活中，费用不是

指卖者所赚得（并且必然是超过他的支出的余额）的利润；你为什

么把利润算在费用价格之内呢？亚·斯密同被提出这一问题的深

思熟虑的资本家一起，作了如下的回答：

利润一般必须加入费用价格，因为，即使加入费用价格的利润

总共只有９％而不是１０％７５，我也是受骗了。

斯密天真地一方面用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眼光来看待事

物，完全按照这种当事人所看到和所设想的样子，按照事物决定这

种当事人的实践活动的情况，按照事物实际上呈现出来的样子，来

描绘事物，另一方面，在有些地方也揭示了现象的更为深刻的联

系，——斯密的这种天真使他的著作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这里也可以看出，为什么斯密——尽管在这一问题上内心有

很大的犹豫——把商品的价值只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而略去

了不变资本，尽管他自然也承认“单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因为不

然的话，他就必须说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地租以及不由工

３４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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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利润、地租构成的那个商品价值部分构成的了。这样一来，就必

须离开工资、利润和地租来确定价值了。

如果除了补偿平均工资等等的支出以外，商品的价格还提供

平均利润，而在支出数包括地租的情况下，还提供平均地租，那末，

商品就是按其“自然价格”，或者说，费用价格出卖，而且商品的费

用价格就等于商品的价值，因为在斯密看来，商品的价值无非是工

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价值的总和。

［５５１］此外，斯密既然已经站在竞争的立场上，并且假定了利

润率等是既定的，他也就正确地阐述了“自然价格”，或者说，费用

价格，也就是不同于市场价格的那种费用价格。

“自然价格，
·
或
·
者
·
说，使它〈商品〉进入市场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利润和工

资的全部价值”。

商品的这种费用价格是和它的“实际价格”，或者说，“市场价格”不同的。

（第１１２页）后者取决于需求和供给。

商品的生产费用，或者说，商品的费用价格，恰好是“使这一商

品进入市场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如果供

求相互适应，“市场价格”就等于“自然价格”。

“如果进入市场的数量恰好足够满足实际需求而不超出这一限度，那末，

市场价格当然就会和自然价格完全一致……”（第１１４页）“因此，自然价格可

以说是一个中心点，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不断趋向这个中心点。各种偶然的情

况有时会使商品的价格在某一时期内高于自然价格，而有时又会使它略低于

自然价格。”（第１１６页）

于是斯密由此得出结论说，总的说来

“为了使某种商品进入市场而在一年内使用的勤劳总量”，将同社会的需

要，或者说，“实际的需求”相适应。（第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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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所谓的总资本在各行业之间的分配，在这里还是以生

产“某种特定商品”所必需的“勤劳”这一比较素朴的形式出现的。

同一种商品的卖者之间的价格平均化为市场价格，以及各种不同

商品的市场价格平均化为费用价格，这两种情况在这里还是杂乱

地相互交错在一起的。

在这里，斯密只是完全偶然地谈到商品实际价值的变动对“自

然价格”，或者说，费用价格的影响。

他是这样说的：

在农业中“同量劳动在不同的年份会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商品量，而在另

一些行业中，同量劳动总是会生产出同量或差不多同量的商品。在农业中，同

一数量的工人在不同的年份会生产出数量极不相同的谷物、酒、植物油、啤酒

花等等。但是同一数目的纺纱工人和织布工人每年会生产出同量或差不多同

量的麻布或呢绒…… 在其他行业〈非农业〉中同量劳动的产品总是相同的

或者差不多相同的〈就是说，只要生产条件相同〉，产品能更加准确地适应实

际的需求”。（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在这里，斯密看到了，“同量劳动”的生产率的单纯变动，从

而，商品的实际价值的变动，会使费用价格发生变动。可是，他

由于把整个问题归结为供求关系，又把这一点庸俗化了。根据他

自己的论断，他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在农

业中“同量劳动”由于气候等条件而提供不同量的产品，那末，斯

密自己就已经说明，由于机器、分工等等，在工业等部门中“同

量劳动”提供的产品量也是极不相同的。可见，农业和其他行业

之间的区别并不在这一点上。这种区别在于，在一种场合，“生产

力”是“在事先决定了的程度上”被使用，而在另一种场合，生

产力却取决于自然界的偶然性。但结果仍然是：商品的价值，或

者说，根据劳动生产率必须花费在某种商品上的劳动量，会使商

５４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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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费用价格发生变动。

在后面所引的亚·斯密的论点中已经包含这样一种思想，就

是资本由一个行业向另一个行业转移，会确立不同行业的费用价

格。不过，对于这一点，斯密说得不象李嘉图那样明白，因为如

果 ［５５２］商品的价格降到其“自然价格”以下，那末，根据斯密

的说法，这是由这种价格的要素之一降到自然水平即自然率以下

造成的。因此，［要消除商品价格的这种下降，］不是靠单单把资

本抽出或转移，而是靠把劳动、资本或者土地从一个部门转到另

一个部门。在这里，斯密的观点比李嘉图的观点彻底，不过这种

观点是错误的。

“不管这种价格〈自然价格〉的哪一部分是低于其自然率支付的，那些利

益受影响的人，很快就会感到受了损失，并立即把若干土地，或若干劳动，或

若干资本从这种行业中抽出，从而使这种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很快只够满足

实际的需求。因此，这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很快就会提高到它的自然价格的水

平；至少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是这样。”（第１２５页）

在这里，斯密和李嘉图对于同“自然价格”趋于一致这一点

的理解存在着根本的区别。斯密的理解是以他的错误的前提为基

础的，即认为上述三个要素独立地决定商品的价值，而李嘉图的

理解是以正确的前提为基础的，即只有平均利润率（在工资既定

的情况下）才能确立费用价格。

［（２）斯密关于工资、利润和地租的

“自然率”的理论］

  “自然价格本身随着它的每一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率的

变动而变动。”（第１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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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试图在第一篇第八、九、十章和第十一章确定这些“价

格的构成部分”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自然率”，以及这种自然

率的变动。

第八章《论工资》。

在论工资这一章一开头，斯密就抛开虚幻的竞争观点，首先

分析剩余价值的真正的本质，把利润和地租看作只是剩余价值的

形式。

在考察工资的时候，斯密有一个确定工资的“自然率”的牢

固的出发点，即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必要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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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６页）

不过，斯密的这一论点从另一方面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

他从来没有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也就

是说，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因为斯密离开了他的基本

观点，所以他在这里不得不说：工资的价格是由生活资料的价格

决定的，而生活资料的价格是由工资的价格决定的。他先假定工

资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接着又准确地描绘了工资价值在竞争中

表现出来的波动，以及造成这种波动的那些情况。这属于 ［斯密

观点的］外在部分，在这里和我们没有关系。

｛斯密特别描绘了资本的“增长”（积累）［对工资］的影响，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们，资本的增长是由什么决定的。因为这种

“增长”只有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才能迅速进行：或者是工资率比较

低，而劳动生产率高（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提高始终只是整个

前一段时间工资水平低的结果）；或者是积累率低［即利润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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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劳动生产率高。在第一种情况下，斯密从他的观点出发，本应

从利润率（即从工资率）得出工资率，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则从

利润量得出工资率。但是，这又有必要去研究商品价值。｝

斯密想从作为商品价值的构成要素之一的劳动价值得出商品

价值。另一方面，他又从以下事实得出工资的高度。

“……工资并不随着食物价格的波动而波动”（第１４９页），“各地工资的

变动比食物价格的变动大”。（第１５０页）

事实上，整个这一章除了最低限度的工资，换句话说，劳动能

力的价值这一规定以外，有关的问题一点也没有谈到。在这里，斯

密本能地重新提到了他的比较深刻的观点，但是接着又把它抛弃，

以致上述规定在他那里并没有产生任何结果。实际上，必要生活资

料的价值，也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是由什么决定的呢？部分地由

“劳动的自然价格”决定。而劳动的自然价格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由生活资料的价值，或者说，商品的价值决定。这是可怜地在没有

出路的圈子里打转转。此外，这一章没有一个字谈到本题，没有一

个字谈到“劳动的自然价格”，［５５３］只是研究了工资怎样提高到

“自然率”的水平以上，也就是说，工资的提高同资本积累的速度，

同资本的日益增长的积累成比例。然后研究了产生这种情况的各

种社会状况，最后，斯密给了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工资，而工资的价

值决定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这种规定以直接的打击，证明英国

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因为工资不仅决定于维持现有人口的生活

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且决定于现有人口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

资料，所以这里包含有一些类似马尔萨斯人口论的东西。

这就是，亚·斯密试图证明工资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在英国

已经提高之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应当把这看作“对社会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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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不利”（第１５９页）。谈到这里，他又顺便回到他的比较深刻

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利润和地租都只是工人劳动产品的一部

分。他说，工人

“首先占社会的绝大部分。难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认为，这个整体的大部

分的命运得到改善，是对这个整体不利的吗？如果社会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

贫困的和不幸的，毫无疑问，不能认为这个社会是幸福的和繁荣的。此外，单

是从公道出发，也要求使那些供给整个国家吃穿住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劳动

产品中享有这样一个份额，这一份额至少足够使他们自己获得可以过得去的

食物、衣服和住房”。（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谈到这里，斯密又涉及人口论：

“虽然贫困无疑会使人不愿结婚，但它并不总是使人不能结婚；贫困似乎

还会促进繁殖…… 在上层社会的妇女中如此常见的不妊症，在地位低下的

妇女中是极少见的…… 不过，贫困虽然不妨碍生孩子，但是会给抚养儿女

造成极大的困难。柔弱的植物出世了，但是出生在那样寒冷的土壤里和那样

严酷的气候里，它很快就会枯萎和死亡…… 各种动物都自然地适应它现有

的生存资料的数量而繁殖，没有一种动物的繁殖能够超过这个界限。但是在

文明社会，只有在人民的下层阶级中，生存资料的缺乏才能限制人类进一步

的繁殖…… 正象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对人的需求必然会调节人的生产；当

人的生产过慢的时候，这种需求会使之加速，而当人的生产过快的时候，这

种需求就使之缓慢……”（第１６０—１６３页）

最低限度的工资和不同社会状况的关系是这样的：

“付给各种短工和仆人的工资，必须足以使他们的繁殖总的来说能够同

社会〈社会，也就是资本〉对他们的需求的增加、减少或保持不变相适应。”

（第１６４页）

斯密接着指出，奴隶比自由工人“贵”，因为后者的“损耗”是由

他本人照管，而前者的“损耗”却由“不大经心的主人或玩忽职守的

监工”监督。（第１６３页及以下各页）补偿“损耗”的基金，自由工人

使用得很“节约”，而在奴隶那里却由于管理混乱而被浪费：

９４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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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补偿和抵补奴隶劳力因长年服务而造成的可以说是损耗的基金，

一般都由不大经心的主人或玩忽职守的监工管理。相反，在自由工人那里，用

于同一目的的基金，却由工人自己管理得很节约。富人经营管理中常有的混

乱，自然在前一种基金的管理上表现出来；穷人的极度节俭和精打细算，同样

自然地表现在后一种基金的管理上。”（第１６４页）

在最低限度的工资，或者说，“劳动的自然价格”的规定中，还

包括自由雇佣工人的“劳动的自然价格”比奴隶的低这样一点。斯

密透露了这个思想：

“自由人的劳动归根到底比奴隶的劳动便宜。”（第１６５页）“如果说优厚

的劳动报酬是国民财富增长的结果，那末它也是人口增长的原因。抱怨劳动

报酬优厚，［５５４］就是对最大的公共福利的结果和原因不满。”（第１６５页）

接着，斯密为高工资辩护说：

高工资“不仅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而且会“增进普通人民的勤劳。工资是

对勤劳的奖励，而勤劳，也和人的其他各种特性一样，越是受到奖励就越发

展。丰富的食物会增强工人的体力，而改善自己状况……的向往会激励他极

端卖力。因此我们看到，工资高的地方的工人总是比工资水平低的地方的工

人更积极、更勤勉和更敏捷”。（第１６６页）

但是，高工资也会使工人过度劳累，过早地毁坏自己的劳动能

力：

“领取高额计件工资的工人，很容易进行过度劳动，在不几年内就把自己

的健康和劳力毁掉。”（第１６６—１６７页）“如果雇主始终听从理性和人道的支

配，他倒是常常有理由去节制而不是去鼓励他的许多工人的勤奋。”（第１６８

页）接着，斯密驳斥了“增加福利会使工人懒惰”的说法。（第１６９页）

然后，斯密研究了工人在丰年比在荒年懒惰的说法是否正确

的问题，并且说明了工资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一般是怎样的情

况。这里他又表现出前后矛盾。

“劳动的货币价格必然决定于两种情况：对劳动的需求以及必需品和舒

０５２ 第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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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品的价格…… 劳动的货币价格决定于购买一定量的物品〈必需品和舒适

品〉所需要的货币额。”（第１７５页）

接着，斯密研究了为什么——由于对劳动的需求——在丰年

工资会提高，而在荒年工资会降低。（第１７６页及以下各页）

在好年景和坏年景，［工资提高和降低的］原因会互相抵销：

“物价高涨年份的贫乏，由于减少对劳动的需求，有降低劳动价格的趋

势，而食物价格的昂贵又有提高劳动价格的趋势。相反，物价低廉年份的丰

裕，由于增加对劳动的需求，有提高劳动价格的趋势，而食物价格的低廉，又

有降低劳动价格的趋势。在食物价格发生一般波动的情况下，这两种对立的

原因看来会互相抵销；这一点也许部分地说明了，为什么工资到处都比食物

价格稳定得多。”（第１７７页）

最后，在作了所有这些反复曲折的论证之后，斯密又用他原来

比较深刻的观点，即商品价值由劳动量决定的观点，来同工资是商

品价值的源泉这一观点相对立；如果说在丰年或资本增长的时候

工人得到较多的商品，那末他也生产出多得多的商品，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单位商品包含的劳动量少了。因此，工人可能得到数

量较大而价值较小的商品，由此产生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

尽管绝对工资提高，利润还可能增加。

“工资的提高，由于使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的部分扩大，必然会使许多

商品的价格提高，并且相应地使这些商品在国内外的消费有缩减的趋势。但

是，引起工资提高的原因，即资本的增长，又有提高劳动生产能力的趋势，使

较小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 分工，使用机器，发明等等

…… “由于这一切改良，现在有许多商品已经能够用比以前少得多的劳动

来生产了。结果，这种劳动价格的提高，会由于劳动量的减少得到补偿而有

余。”（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劳动得到较好的报酬，但单位商品包含的劳动少了，也就是

说，必须支付报酬的劳动量少了。这样，斯密就抛弃了他的错误理

１５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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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或者更确切地说，斯密在这里用他的正确理论抵销了、补救了

错误的理论；按照他的错误理论，工资作为构成价值的一个要素，

决定商品的价值，而按照他的正确理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中包

含的劳动量决定的。

［５５５］第九章《论资本利润》。

因此，这里应当确定那种决定并构成商品的“自然价格”，或者

说，商品的价值的第二个要素的“自然率”。斯密关于利润率下降的

原因所说的话（第１７９、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３、１９６、１９７等页）以后再考

察。①

这里，斯密陷入了极其困难的境地。他说，工资的“平均率”这

一规定只能归结为：这是“普通的工资水平”（第１７９页），即实际上

既定的工资水平。

“但是对资本利润来说，就连这一点也未必能做到。”（第１７９页）除了企业

主的成功或失败，“这种利润还取决于商品价格的每一次变动”。（第１８０页）

然而，我们正是应当通过作为构成“价值”的要素之一的利润

的“自然率”，来决定这些商品的“自然价格”。在单个行业，对单个

资本家来说，要确定平均利润率已经很困难了。

“要确定一个大的王国内所有行业的平均利润，必然更加困难。”（第１８０

页）

但是，关于“资本的平均利润”，可以“根据货币利息的高低”得

出一个概念：

“可以确定这样一个原则：凡是从投资中能获得大量利润的地方，通常为

使用货币而付出的报酬就多，而在只能获得少量利润的地方，通常为使用货

币而付出的报酬就少。”（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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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不是说，利息率决定利润率。他所说的显然是相反的意

思。但是关于不同时期的利息率等等，我们已有记载，而利润率则

没有这种记载。因此，利息率是个征兆，根据它可以大体判断利润

率的情况。但任务不是去比较既有的各种利润率，而是要确定“利

润的自然率”。斯密避开这个任务而去对不同时期的利息率的水平

进行无关紧要的研究，这和他所提出的问题毫不相干。他粗略地描

绘了英格兰不同时期的情况，然后拿英格兰同苏格兰、法国、荷兰

相比较，发现除美洲殖民地外，

“高工资和高利润，自然是很少同时出现的东西，只是在某种新殖民地的

特定情况下才会同时出现”。（第１８７页）

这里，亚·斯密已经试图几乎象李嘉图那样（但在某种程度上

更成功）说明高利润：

“新殖民地拥有的资本和领土范围的比例，以及人口和资本量的比例，有

一个时期总是要比其他大多数国家小。殖民者所拥有的土地多，而用来开发

土地的资本量少；所以，他们所拥有的资本只是用来耕种最肥沃和位置最好

的土地，也就是沿海和通航河流两岸的地区。而且购买这种土地的价格，往往

低于其自然生长的产品的价值。〈可见，实际上这种土地毫无所值。〉用来购买

和改良这种土地的资本，必然会提供很高的利润，因而使用资本也有可能付

出很高的利息。在这样有利可图的企业中，这种资本的迅速积累，使种植场主

有可能迅速增加自己的工人人数，以致在新的居留地无法找到这样多的工

人。因此，他所能找到的工人就会得到优厚的报酬。随着殖民地的不断扩大，

资本利润也逐渐下降。当最肥沃和位置最好的土地已全被占有的时候，耕种

比较不肥沃和位置比较差的土地，只能提供较少的利润，因而对所使用的资

本也只能支付较少的利息。正因为如此……利息率，在本世纪中，在我们的大

部分殖民地，都大大降低了。”（第１８７—１８９页）

虽然论证的方法不同，但是这成了李嘉图说明利润下降的基

础之一。总之，斯密在这里是用资本的竞争来说明一切，资本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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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利润就下降，资本一减少，利润就提高，而工资则相反，在前一

种场合，工资会提高，在后一种场合，工资会降低。

［５５６］“社会的资本，或者说，用于生产的基金减少，一方面使工人的工资

降低，另方面使资本利润提高，从而也使利息率提高。由于工资降低，社会上

剩下的资本的所有者就能以比从前少的费用使自己的商品进入市场；由于现

在是以较少量的资本实现商品对市场的供应，资本家就能够把自己的商品卖

得贵些。”（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其次，斯密谈到尽可能高的和尽可能低的利润率。

“最高的利润率”是这样的利润率，“它从大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吞并了所

有应当归入地租份内的部分，而留下的部分仅仅足够支付生产商品并把商品

运到市场所需的劳动的报酬，并且是按照某地最低的工资率支付的，就是说，

按照只够维持工人生存的工资率支付的”。（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最低的普通利润率，总是除了足够补偿任何投资都可能遇到的意外损

失外，还须略有剩余。只有这个余额才是纯利润。”（第１９６页）

实际上，斯密自己对他关于“利润的自然率”的看法作了如下

说明：

“在英国，人们认为，商人称之为正当的、适度的、合理的利润的，就是双

倍的利息；我认为，这些说法的意思无非就是通常的、普通的利润。”（第１９８页）

确实，斯密并没有把“通常的、普通的利润”叫作适度的或正当

的，但他还是把它称为“利润的自然率”；不过他根本没有告诉我

们，这是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这种利润率是怎样确定的，不过按

照斯密的说法，我们就应当利用这种“利润的自然率”来决定商品

的“自然价格”。

“在财富迅速增加的国家里，在许多商品的价格中，高工资可以用低利润

率来弥补，这样，这些国家就能够象它的繁荣程度较低、工资也低的邻国那样

便宜地出卖自己的商品。”（第１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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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利润和高工资，在这里并不是作为互相影响的东西而彼此

对立，二者都是由同一个原因，即资本的迅速增长，或者说，迅速积

累造成的。利润和工资都加入价格，构成价格。因此，如果一个高

而另一个低，价格就保持不变，等等。

在这里，斯密把利润看作纯粹是［价格的］附加额，因为他在这

一章的结尾说：

“实际上，高利润比高工资能在大得多的程度上促使产品价格提高。”（第

１９９页）例如，如果在麻织厂工作的所有工人的工资一天各增加２便士，那

末，“一匹麻布”的价格将要上涨的数额，只是等于生产这匹麻布所用的工人

人数乘２便士，再“乘以工人生产麻布所用的日数。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工资的

部分，由于工资的增加，在生产商品的每一个阶段只按工资增加的算术级数

增加。但是，如果所有雇用这些工人的各种企业主的利润都增加５％，那末，

商品价格中分解为利润的部分，由于利润率的增加，从一个生产阶段到另一

个生产阶段将按利润率增加的几何级数增加…… 工资提高对商品价格的

提高所起的作用，就象单利对债务额的增加所起的作用一样。利润提高所起

的作用却象复利”。（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在这一章的结尾，斯密还告诉我们，他这全部观点，即商品的

价格，或者说，商品的价值由工资和利润的价值构成，是从哪里来

的；那是从“商业之友”①，从实际的竞争信奉者那里来的。

“我国商人和工业家，对于高工资使商品价格提高，从而减少商品在国内

外销路的有害作用，常出怨言；但对高利润的有害作用却默不作声；他们对自

己的收入所产生的致命后果保持沉默。［５５７］他们只是对别人的收入愤愤不

平。”（第２０１页）

第十章《论劳动和资本的不同使用部门的工资和利润》。它只

涉及细节，所以是论述竞争的一章，并且独具特色。它具有完全外

５５２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费用价格理论（批驳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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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性质。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法律职业的彩票，是十分不公平的；这一行，象其他大多数自由的、荣誉

的职业一样，从金钱收入来说，所得的报偿显然太低了。”（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他同样谈到士兵：

“他们的薪饷比普通短工的工资低，而他们在服役期间的劳累程度却大

得多。”（第２２３页）

关于水兵：

“虽然他们的职业所要求的技能和熟练程度，几乎比其他一切行业都高

得多，虽然他们的全部生涯充满着无穷无尽的辛苦和危险……他们的工资却

不比海港普通工人的工资高，海港普通工人的工资调节着海员的工资率。”

（第２２４页）

他讽刺地说：

“拿副牧师或礼拜堂牧师同短工比较无疑是不礼貌的。但是，我们完全可

以认为，副牧师或礼拜堂牧师的薪俸和短工的工资具有同样的性质。”（第

２７１页）

至于“文人”，斯密明确地认为，他们由于人数太多而报酬过低，而

且他提醒说，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大学生和乞丐”（第２７６—２７７

页）是一个意思，看来斯密认为，这在一定意义上也适用于文人。｝

这一章充满着锐敏的观察和重要的评论。

“在同一社会或同一地区，不同投资部门的平均的、普通的利润率，和不

同种类劳动的货币工资相比，大大接近于同一水平。”（第２２８页）

“市场广阔，由于容许使用较多的资本，会使表面利润减少；但是由于要

求从更远的地方运来商品，又会使成本增加。这种利润的减少和成本的增加，

在许多场合，似乎是接近于互相抵销〈指面包、肉类等商品的价格〉。”（第２３２

页）

“在小城市和乡村，由于市场狭小，商业并不能总是随着资本的增长而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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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因此，在这些地方，虽然个人的利润率可能很高，但是利润的总额或总量

决不可能很大，从而他的年积累总额也不可能大。相反，在大城市，营业可能

随着资本的增长而扩大，一个勤俭而又交财运的人的信用会比他的资本增长

得更快。他的营业会随着二者的增长而日益扩大。”（第２３３页）

关于工资水平的一些错误统计材料（例如十六、十七世纪等

的），斯密很正确地指出，这里的工资只是例如茅舍贫农的工资。这

种茅舍贫农不在自己的小屋里干活或者不为自己的主人劳动的时

候（他们的主人给他们“一座小屋，一小块菜地，一块够饲养一头母

牛的草地，也许还有一两英亩坏的耕地”，主人叫他们干活的时候，

也只付给他们很低的工资），他们

“情愿向愿意雇用他们的人提供自己的空闲时间，并且挣比其他工人低

的工资”。（第２４１页）“可是有许多收集关于以前各个时代的劳动价格和食品

价格的资料的著作家，非常喜欢把这两种价格说得格外低廉，他们把这种偶

然的额外收入看成这些工人的全部工资。”（第２４２页）

前面，斯密还作了正确的一般性评论：

“劳动和资本在不同部门使用的有利与不利在总体上的平衡，只有在那

些被人们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职业来从事的部门中才可能发生。”（第２４０

页）

不过，这一思想，特别是关于“人们开始珍惜时间”
７６
以来的农

业的工资问题，斯图亚特已经很好地阐明了。

［５５８］关于中世纪城市资本的积累，斯密在这一章中很正确地

指出，它主要来源于（商人和手工业者）对农村的剥削。（还有高利

贷者，以及金融贵族，一句话，货币经营者。）

“城市工商业居民的每一个集团〈在实行行会制度的城市内〉由于实行这

种规约，当然不得不付出略高于没有规约时的价格，向城市其他集团的商人

和手工业者购买他们需要的商品。但是，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也可以按同样

较高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结果是正如一般所说，贵买贵卖，横竖一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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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内各个集团之间进行交易时，他们都不会因这种规约而蒙受任何损失。

但在与农村进行交易时，他们却都会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城市赖以维持和富

裕起来的商业，也就是后面这种交易。每一个城市都从农村取得它的全部粮

食和全部工业原料。对这些东西，它主要用以下两种办法来支付：第一，把这

种原料的一部分加工以后运回农村，在这种场合，原料的价格中增加了工人

的工资和他们的主人或者说直接雇用者的利润；第二，从城市把外国进口或

由本国遥远地区运来的原产品或工业品运往农村，在这种场合，这些商品的

原来价格中同样要增加水陆运输工人的工资和雇用他们的商人的利润。由第

一类商业赚到的钱，构成城市从工业得到的全部利益。由第二类商业赚到的

钱，构成城市从国内外贸易得到的全部利益。工人的工资和雇主的利润，构成

从这两个部门赚到的钱的全部。因此，目的是要把这些工资和利润提高到它

们的自然水平以上的一切规约，其作用就是使城市能够以自己较小量的劳动

购买农村较大量劳动的产品。”

｛可见，在最后一句话中，斯密又回到正确的价值规定上来了。

这句话在第２５９页。价值由劳动量决定。在考察斯密对剩余价值

的解释时应把这作为一个例子举出来。如果城市和农村相互交换

的商品的价格是代表等量劳动，那末商品的价格就等于商品的价

值。因此，不论哪一方面的利润和工资都不能决定这些价值，倒是

这些价值的分配决定利润和工资。因此，斯密也发现，以较小量劳

动交换农村较大量劳动的城市，在同农村的交往中会取得超额利

润和超额工资。如果城市不是把自己的商品高于其价值卖给农村，

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那样的话，“利润和工资”就不会提高到“它

们的自然水平以上”。所以，如果利润和工资处于“它们的自然水

平”，那就不是由它们决定商品价值，而是它们自己由商品价值决

定。那时，利润和工资就只能从既定的、作为它们前提的商品价值

的分配中产生；但是这个价值不能由利润和工资决定，不能从作为

价值本身的前提的利润和工资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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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规约，造成了城市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对农村的土地所有者、租地农

场主和农业工人的优势地位，并且破坏了城乡贸易中没有这种规约时存在的

自然平衡。现有社会的全年劳动总产品，每年都是在这两部分不同的居民之

间分配的。由于有这种〈城市的〉规约，城市居民就会得到比没有这种规约时

较大的一部分产品，农村居民则得到较小的一部分。城市每年为输入的粮食

和原料实际支付的价格，也就是城市每年输出的工业品和其他商品的量。后

者卖得越贵，前者就买得越便宜。因此，城市的实业活动就变得比较有利，农

村的实业活动则变得比较不利。”（第２５８—２６０页）

这样，按照斯密本人对问题的解释，如果城市和农村的商品都

按这些商品各自包含的劳动量出卖，那它们就是按照自己的价值

出卖，因而，两方面的利润和工资都不能决定这些价值，倒是利润

和工资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关于因资本有机构成不同而有所不同

的利润的平均化，在这里和我们无关；因为它不仅不会造成利润的

差别，反而会使利润趋于同一水平。

［５５９］“城市的居民，由于集中在一个地方，彼此间容易交往和达成协议。

因此，城市中甚至最无关紧要的行业，也几乎到处都组成了行会……”（第

２６１页）“农村的居民，由于居住分散，彼此距离较远，就不那么容易结合起

来。他们不仅从来没有组织过行会，甚至连行会精神也从来没有在他们中间

盛行过。人们从未认为，为了使人能够从事农业这种农村的主要行业，有必要

建立学徒制度。”（第２６２页）

在这里，斯密还谈到了“分工”的不利方面。农民的劳动，比受

分工支配的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具有更大程度的脑力性质：

“从事那种必需随着气候的每一变化和其他许多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的工

作，比从事那种同一的或者差不多同一的操作，要求更高得多的判断力和预

见性。”（第２６３页）

分工使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者说，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获得发

展，但这是靠牺牲工人的一般生产能力来实现的。所以，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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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提高不是作为工人的劳动的生产力的提高，而是作为支配工

人的权力即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城市工

人比农村工人发展，这只是由于他的劳动方式使他生活在社会之

中，而土地耕种者的劳动方式则使他直接和自然打交道。

“在欧洲，城市实业活动到处都对农村实业活动占优势，这并不完全是由

于行会和行会规约。这种优势还依靠许多其他的规定：对外国工业品和外国

商人运来的一切商品课以高额关税，也是为了同样的目的。”（第２６５页）“这

些规定保护着它们〈城市〉不受外国人的竞争。”（同上）

这已经不是个别城市的资产阶级的行动，而是作为民族的主

要部分，或者甚至作为国会的第三等级，或者作为下院，在全国范

围内实行立法的那个资产阶级的行动了。城市资产阶级为了反对

农村而实行的特别措施，就是消费税和入城税，一般说来，是间接

税，这种间接税起源于城市（见休耳曼的著作）７７，直接税则起源于

农村。看起来，例如，消费税只是城市间接课在自己身上的税。农

村居民据说必须预先缴纳这种税，但他让别人在产品的价格内把

它交回来。不过在中世纪，情况并不是这样。对于农村居民劳动产

品的需求，——在农村居民要把自己的产品变为商品和货币的情

况下，——在多数场合，都被强制地局限于城市范围，所以农村没

有可能把城市税总额加到自己产品的价格上去。

“在英国，城市实业活动对农村实业活动的优势，过去似乎比现在更大。

与上世纪〈十七世纪〉和本世纪〈十八世纪〉初期相比，现在农村工人的工资和

工业工人的工资更加接近了，而农业资本的利润也和工商业资本的利润更加

接近了。这种变化，可以看作是城市实业活动得到特别鼓励的必然结果，尽管

这种结果出现得相当晚。城市积累起来的资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如此之

大，以致把它投入城市固有的实业中去，已经不可能获得以前的利润了。城市

固有的实业，和其他一切实业一样，都有自己的界限，而资本的增长，由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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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加剧，必然会降低利润。城市中利润的降低，促使资本流入农村，这就造

成对农业劳动的新的需求，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的报酬。那时资本就可以说是

遍布全国，并在农业中找到用途，于是原来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农村积累起来

的城市资本又部分地回到了农村。”（第２６６—２６７页）

在第十一章，斯密试图确定构成商品价值的第三个要素即“地

租的自然率”。我们准备再回过头去谈一谈李嘉图，然后就考察这

一点。

由上所述，很清楚：亚·斯密把商品的“自然价格”，或者说，费

用价格和商品的价值等同起来，是由于他事先抛弃了他对价值的

正确的观点，而代之以由竞争现象所引起的、来源于竞争现象的观

点。在竞争中，并不是价值，而是费用价格作为市场价格的调节者，

可以说，作为内在价格——商品的价值出现。而这种费用价格本身

在竞争中又作为由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既定平均率决定的某种既

定的东西出现。因此，斯密也就试图离开商品的价值而独立地确定

工资、利润和地租，更确切地说，把它们作为“自然价格”的要素来

考察。李嘉图的主要任务是推翻斯密的［５６０］这种谬误说法，可是

他也接受了这种说法的必然的，而如果他前后一贯的话，对他说来

是不可能有的后果——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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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章］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１）安德森和李嘉图发展地租理论的历史条件］

主要的方面在考察洛贝尔图斯的理论时已经阐明了。这里不

过再作一些补充。

首先要谈的是历史环境：

李嘉图所考察的时期首先是他差不多完全亲身经历过的

１７７０—１８１５年，这是小麦价格不断上涨的时期；安德森所考察的

时期是十八世纪，他是在这个世纪的末叶写作的。从这个世纪初叶

到中叶，小麦价格下降，从中叶到末叶，小麦价格上涨。因此，在安

德森看来，他所发现的规律同农业生产率的降低或产品正常的｛安

德森认为是不自然的｝涨价毫无联系。而在李嘉图看来，却肯定是

有联系的。安德森认为，谷物法（当时是出口奖励）的废除，是引起

十八世纪下半叶价格上涨的原因。李嘉图知道，谷物法（１８１５年）

的实行是为了制止价格下降，并且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价格

下降。因此，李嘉图着重指出，自由发生作用的地租规律必定会

——在一定疆诚之内——使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投入耕种，从而使

农产品价格上涨，使地租靠损害工业和广大居民的利益而上涨。李

嘉图在这里无论从实际方面或历史方面来说都是对的。相反，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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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则认为，谷物法（他也赞成进口税）必然会在一定疆域内促进农

业的均衡发展；农业的均衡发展需要加以保证；因此，这种前进的

发展过程本身，由于安德森所发现的地租规律的作用，必然会引起

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引起农产品平均价格的下降。

但是他们两人都是从一种在大陆上看来非常奇怪的观点出发

的，这就是：（１）根本不存在妨碍对土地进行任意投资的土地所有

权；（２）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在李嘉图看来，如果把由

于科学和工业的反作用造成的中断除外，这一点是绝对的；在安德

森看来，较坏的土地又会变成较好的土地，所以，这一点是相对

的）；（３）始终都有资本，都有足够数量的资本用于农业。

说到（１）、（２）两点，大陆上的人们一定会感到非常奇怪：在这

样一个他们看来最顽固地保存了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国家里，经济

学家们——安德森也好，李嘉图也好——却从不存在土地所有权

的观点出发。这种情况可用以下两点来解释：

第一，英国的“公有地圈围法”有它的特点，同大陆上的瓜分公

有地毫无共同之处；

第二，从亨利七世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曾

这样无情地处置过传统的农业关系，都没有创造出如此适合自己

的条件，并使这些条件如此服从自己支配。在这一方面，英国是世

界上最革命的国家。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切关系，不仅村落的位

置，而且村落本身，不仅农业人口的住所，而且农业人口本身，不仅

原来的经济中心，而且这种经济本身，凡是同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

条件相矛盾或不相适应的，都被毫不怜惜地一扫而光。举例来说，

在德国人那里，经济关系是由各种土地占有的传统关系、经济中心

的位置和居民的一定集中点决定的。在英国人那里，农业的历史条

３６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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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则是从十五世纪末以来由资本逐渐创造出来的。联合王国的常

用术语“清扫领地”，在任何一个大陆国家都是听不到的。但是什么

叫做“清扫领地”呢？就是毫不考虑定居在那里的居民，把他们赶

走，毫不考虑原有的村落，把它们夷平，毫不考虑经济建筑物，把它

们拆毁，毫不考虑原来农业的类别，把它们一下子改变，例如把耕

地变成牧场，总而言之，一切生产条件都不是按照它们传统的样子

接受下来，而是按照它们在每一场合怎样最有利于投资历史地创

造出来。因此，就这一点来说，不存在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权让资

本——租地农场主——自由经营，因为土地所有权关心的只是货

币收入。一个波美拉尼亚的地主①，脑袋里只有祖传的土地占有、

经济中心和农业公会等等，因而对李嘉图关于农业关系发展的“非

历史”观点［５６１］就会大惊小怪。而这只说明他天真地混淆了波美

拉尼亚关系和英国关系。可是决不能说，这里从英国关系出发的李

嘉图会同那个思想局限于波美拉尼亚关系的波美拉尼亚地主一样

眼光短浅。因为英国关系是使现代土地所有权——被资本主义生

产改变了形式的土地所有权——得到合适发展的唯一关系。在这

里，英国的观点对于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来说具有古典

意义。相反，波美拉尼亚的观点却是按照历史上处于较低阶段的、

还不合适的形式来评论已经发展了的关系。

不仅如此，大陆上批评李嘉图的人中，大多数甚至是从这样一

种关系出发的，在这种关系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论合适的或

不合适的，根本还不存在。这就好比一个行会师傅想要把亚·斯密

的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规律完完全全地应用到他的行会经济上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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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这个前提，对于劳动生产力

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象安德森所认为的那样是相对的，而不是

象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绝对的；这个前提只有在象英国这样一

个国家才能产生，在那里，资本在一个相对来说很小的疆域内如此

残酷无情地实行统治，几百年来毫不怜惜地极力使一切传统的农

业关系完全适合于自己。因此，只有在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不是象

大陆那样从昨天才开始的地方，只有在它已经不用同旧传统作斗

争的地方，这个前提才能产生。

第二个情况是，英国人有一种从他们的殖民地得来的观点。我

们已经看到①，李嘉图整个观点的基础在斯密的著作中——在直

接论述殖民地的地方——已经有了。在这些殖民地——特别是在

专门生产交易品如烟草、棉花、糖等而不生产普通食物的殖民地，

在那里，殖民者一开头就不是谋生，而是建立商业企业，——具有

决定意义的，在位置既定的条件下自然是肥力，在肥力既定的条件

下自然是土地的位置。殖民者的做法不象日耳曼人，日耳曼人在德

国住下来，是为了在那里定居，殖民者则象这样一种人，他们按照

资产阶级生产的动机行事，他们想要生产商品，他们的出发点从一

开头就不是决定于产品，而是决定于出卖产品。李嘉图和其他英国

著作家把这种从殖民地得来的观点，也就是从本身已经是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产物的人们那里得来的观点，移到了世界历史的整

个进程中来，他们象他们的殖民者一样，一般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看作农业的先决条件，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他们在这些殖民

５６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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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般说来，只是在更加鲜明的形式上，在没有同传统关系斗争

的情况下，因而在没有被弄模糊的形式上，发现了在他们本国到处

可以看到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的同样现象。因此，

如果一个德国教授或地主（他的国家和其他国家不同之点就是根

本没有殖民地）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那是完全可以理解

的。

最后，资本不断从一个生产部门流入另一个生产部门这个前

提，这个李嘉图的基本前提，无非就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

地位这样一个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的统治还没有建立的地方，这

个前提就不存在。例如，一个波美拉尼亚地主，对于李嘉图和其他

英国著作家居然没有想到农业会缺乏资本，一定感到奇怪。英国人

当然会抱怨土地同资本相比显得缺乏，但是从来不抱怨资本同土

地相比显得缺乏。威克菲尔德、查默斯等人想用前一种情况来说明

利润率下降。没有一个英国著作家提到后一种情况，在英国，就象

柯贝特当作不言而喻的事实指出的那样，资本在所有部门中始终

都是绰绰有余的。如果设想一下德国的情况，设想一下土地所有者

借钱时的困难，——因为他多半是自己经营农业，而不是由一个完

全独立于他的资本家阶级经营农业，——那就可以理解，例如洛贝

尔图斯先生为什么会对“李嘉图的虚构——资本储备适应于对投

资的渴望”（《给冯·基尔希曼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１８５１年

柏林版第２１１页）表示惊讶。如果说英国人有什么感到不足，那就

是“活动场所”，就是供现有资本储备投放的场所。但是，在英国，对

于要投资的唯一阶级即资本家阶级来说，对用于“投放”的“资本的

渴望”是不存在的。

［５６２］这种“对资本的渴望”是波美拉尼亚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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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著作家们拿来反驳李嘉图的，不是资本没有足够的储备

以供各种特殊投资之用，而是资本从农业流出会遇到特殊的技术

等等方面的困难。

因此，上述用大陆的批判眼光对李嘉图吹毛求疵，只是证明那

些“聪明人”是从生产条件较低的阶段出发的。

［（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他对

费用价格的解释的联系］

  现在来谈问题本身。

首先，为了在纯粹的形式上理解问题，我们必须把李嘉图那里

唯一存在的级差地租完全撇开。我所说的级差地租，是指由于不同

等级土地的肥力不同而产生的地租量的差别——较多的或较少的

地租。（如果肥力一样，级差地租只能由于投资量不同而产生。就

我们研究的问题来说，这种情况不存在，与问题无关。）这种级差地

租完全相当于超额利润，就是在每一工业部门，例如在棉纺业中，

在市场价格既定时，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市场价值既定时，生产条

件比这个生产部门的平均条件好的那个资本家赚得的超额利润，

因为一定生产领域的商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单个商品所耗费的劳

动量，而是决定于在该领域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那个商品所耗费

的劳动量。这里，工业和农业不同之处只是：在工业中超额利润落

进资本家自己的腰包，而在农业中落进土地所有者的腰包；其次，

超额利润在工业中是
·
流
·
动
·
的、不稳定的，时而由这个资本家赚去，

时而由那个资本家赚去，并且又不断地消失，而超额利润在农业

中，却由于有土地差别这种稳定的（至少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自

７６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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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基础而固定下来。

总之，我们要把这种级差地租撇开，但是要指出，不论是从

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还是从较坏的土地向较好的土地

推移，级差地租同样是可能的。在两种情况下只假定，为了满足

追加需求，新耕地是必要的，但是它只要够满足追加需求就行了。

假如新耕种的较好的土地能够满足的需求大于这个追加需求，那

末，按照追加需求的大小，必将有部分或全部坏地停止耕种，至

少在这些土地上不再种植成为农业地租的基础的产品，也就是说，

在英国不再种植小麦，在印度不再种植水稻。因此，级差地租并

不以农业的不断恶化为前提，它也可以从农业的不断改良产生。即

使在级差地租以向较坏土地推移为前提的地方，第一，这种按下

降序列推移可能是由于农业生产力的改良，因为，在需求所容许

的价格之下，只有较高的生产力才使耕种较坏的土地成为可能。第

二，较坏的土地可以改良，不过差别仍然会存在，尽管这个差别

在很大程度上被抵销了，结果，发生的只是生产率的相对的、比

较的降低，可是绝对的生产率提高了。这甚至是第一个提出李嘉

图规律的安德森的前提。

其次，这里应当考察的仅仅是真正的农业地租，就是提供主要

植物性食物的土地的地租。斯密已经说明，提供其他产品（例如畜

产品等等）的土地的地租，是由上述地租决定的，因而已经是派生

的地租，它们由地租规律决定，而不是决定地租规律；所以就其本

身来考察，它们是不能提供任何材料来理解最初的、纯粹的条件下

的地租规律的。其中没有什么第一性的东西。

上述这些解决了之后，问题就归结为：是否存在绝对地

租？就是说，是否存在由资本投入农业而不是投入工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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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投入较好土地的资本所提供的级差地租即超额利润完全无

关的地租？

很清楚，李嘉图既然从商品价值和商品平均价格等同这个错

误前提出发，他理所当然地要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答复。如果接

受这个前提，那末，下面的说法便是同义反复：如果［５６３］农产

品的固定价格除了提供平均利润外还提供地租，提供一个超过这

个平均利润的经常余额，那末农产品的价格就高于它们的费用价

格，因为这个费用价格等于预付加平均利润，再无其他。如果农

产品的价格高于它们的费用价格，必然提供一个超额利润，那末，

按照上述前提，农产品的价格也就会高于它们的价值。这除了承

认农产品经常高于它们的价值出卖以外，就再没有别的了，但是

这也就等于假定其他一切产品都是低于它们的价值出卖，或者说，

一般说来价值同从理论上对它的必然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同量劳动（直接劳动和积累劳动）——把各个资本之间由于它们

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差别而发生的一切平均化现象都考虑进去

——在农业中生产的价值会比在工业中生产的价值高。因而商品

的价值就不是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来决定了。这样一来，政治

经济学的整个基础就被推翻了。因此，李嘉图理所当然地得出结

论说，不存在绝对地租。只可能有级差地租；换句话说，最坏土

地所生产的农产品的价值，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等于产

品的费用价格。投在最坏土地上的资本，是一种仅仅在投资方式

上，仅仅作为特种投资，与投在工业中的资本不同的资本。因此

这里表现出价值规律的普遍适用性。级差地租——而这是较好土

地上的唯一地租——不过是生产条件比平均条件好的资本由于在

每一个生产领域有一个相同的市场价值而提供的超额利润。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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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额利润，由于农业的自然基础，只有在农业中才固定下来；而

且，因为这个自然基础的代表是土地所有者，所以这种超额利润

不是落入资本家的腰包，而是落入土地所有者的腰包。

李嘉图的费用价格等于价值这个前提不成立，他的所有这些

论证也就不成立。那种迫使他否定绝对地租的理论兴趣也就丧失。

如果商品的价值不同于商品的费用价格，如果所有商品必然分成

三类：一类商品的费用价格等于它们的价值，另一类商品的价值

低于它们的费用价格，第三类商品的价值高于它们的费用价格，那

末，农产品价格提供地租这种情况，只不过证明农产品属于价值

高于费用价格的一类商品。唯一有待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农产

品跟其他那些价值同样高于费用价格的商品不同，它们的价值不

因资本的竞争而降低到它们的费用价格的水平？答案已经包含在

问题里了。因为，按照假定，这种情况只有在资本的竞争能够实

现这种平均化的时候才发生，而实现平均化又只有在一切生产条

件由资本本身创造出来，或者作为自然要素同样受资本支配的时

候才有可能。对土地来说不发生这种情况，因为存在着土地所有

权，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下开始的，而土地

所有权不是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它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前就

已经存在。因此，单单土地所有权的存在本身就给问题作了答复。

资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使农业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但是，

资本主义生产不能剥夺土地所有权占有一部分农产品的可能性，

这部分农产品资本要据为己有，就不是靠它自己的活动，而只有

靠没有土地所有权存在这个前提。在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条件下，资

本就不得不把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让给土地所有者。但是，这

个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本身，仅仅是从资本有机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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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不同产生出来的。因此，凡是按照这种有机构成价值高于

费用价格的商品都表明，同价值等于费用价格的商品相比，生产

它们的劳动生产率相对地说比较低，而同价值低于费用价格的商

品相比，劳动生产率则更低；这是因为，它们需要较大量的直接

劳动（同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过去劳动相比），需要有较多的劳动

去推动一定量资本。这个差别是历史性的，因此是会消失的。正

是那个证明绝对地租可能存在的论据也证明，绝对地租的现实性、

绝对地租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历史事实，是农业的一定发展阶段所

特有的、到了更高阶段就会消失的历史事实。

李嘉图用农业生产率的绝对降低来说明级差地租，而这种降

低完全不是级差地租的前提，安德森也没有把它当作前提。李嘉

图否定绝对地租，这是因为他［５６４］以工业和农业的资本有机构

成相同为前提，从而他也就否定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同工业相比处

于只是历史地存在的较低发展阶段。因此他犯了双重历史错误：一

方面，把农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看成绝对相等，因而否定它

们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仅仅是历史性的差别，另一方面，认为农

业生产率绝对降低，并把这种降低说成是农业的发展规律。他这

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把较坏土地的费用价格同价值等同起来；另一

方面是为了说明较好土地的产品的 ［费用］价格同价值之间存在

差额。全部错误的产生都是由于混淆了费用价格和价值。

这样，李嘉图的理论也就被排除了。其他方面，我们在前面

考察洛贝尔图斯的理论时已经说过了。

１７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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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李嘉图的地租定义不能令人满意］

我已经指出①，李嘉图在论地租的那一章一开头就说，应当研

究“对土地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地租的产生”（《政治经济学和

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５３页）是否同价值决定于劳动时

间这一规定相矛盾。接着他又说：

“亚当·斯密认为，调节商品交换价值的基本尺度，即生产商品所用的相

对劳动量，会由于土地的占有和地租的支付而完全改变，这个看法不能说是

正确的。”（第６７页）

李嘉图把地租理论同价值规定直接地、有意识地联系起来，这

是他的理论贡献。在其他方面，第二章《论地租》可以说比威斯

特的论述还要差。这里有许多值得怀疑的东西，有ｐｅｔｉｔｉｏｐｒｉｎｃｉｐｉｉ

〔本身尚待证明的论据〕以及对待问题的不公正态度。

就真正的农业地租——这里，李嘉图把这种地租正确地看作

是真正意义上的地租——来说，地租是为了获得许可在土地这个

生产要素上投资，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而支付的东西。土地

在这里是生产要素。至于例如建筑物、瀑布等的地租，情况就不

同了。这里，为了加以使用而支付地租的自然力，是作为生产条

件参加生产的，不论是作为生产力或者是作为不可缺少的条件，但

是它们不是这一特定生产领域本身的要素。其次，说到矿山、煤

矿等的地租，土地则是可从其中挖掘使用价值的储藏库。这里为

土地支付地租，并不是因为土地象在农业中那样作为可以在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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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生产的要素，也不是因为土地象瀑布和建筑地段那样作为生

产条件之一加入生产过程，而是因为土地作为储藏库蕴藏着有待

通过生产活动来取得的使用价值。

李嘉图的定义：

“地租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而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那一部

分土地产品。”（第５３页）

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第一，土地并没有“不可摧毁的力”。

（关于这一点在本章末尾要作个注。）第二，土地也不具有“原有

的”力，因为土地根本就不是什么“原有的”东西，而是自然历

史过程的产物。但是，我们且不管这个。所谓土地的“原有的”力，

在这里应该理解为土地不依赖于人的生产活动而具有的力，虽然

从另一方面说，通过人的生产活动给它的力，完全同自然过程赋

予它的力一样要变成它的原有的力。除此以外，下面这一点还是

对的，即地租是为“使用”自然物而支付的，完全不管这里所说

的是使用土地的“原有的力”，还是瀑布落差的能量，或者是建筑

地段，或者是水中或地下蕴藏的有待利用的宝藏。

为区别于真正的农业地租，亚·斯密（李嘉图指出）谈到为

原始森林的木材支付的地租，谈到为煤矿和采石场支付的地租。李

嘉图排除这种地租的方法是相当奇怪的。

李嘉图开头说不应该把资本的利息和利润同地租混淆起来

（第５３页），这种资本是指

“原先用于改良土壤以及建造为储存和保管产品所必需的建筑物而支付

的资本”。（第５４页）

李嘉图从这里立刻转到上面提到的亚·斯密所举的例子。关

于原始森林，李嘉图说：

３７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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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支付他〈斯密〉所谓的地租的人，是为了当时已经长在地上的有

价值的商品而支付这个地租的，而且通过出卖木材实际上已收回自己所付的

钱并获得利润，这不是很明显的吗？”（第５４页）

关于采石场和煤矿的情况也是一样：

“为［５６５］煤矿或采石场支付的报酬，是为了可以从那里开采的煤或石

料的价值而支付的，它和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没有任何关系。这种区

别在地租和利润的研究中极为重要；因为很清楚，决定地租发展的规律同决

定利润发展的规律是大不相同的，并且也很少朝着相同的方向发生作用。”

（第５４—５５页）

这是非常奇怪的逻辑。李嘉图说，要把为使用“土地原有的

和不可摧毁的力”而付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同那为了他在改良

土地等方面的投资而付给他的利息和利润区别开来。为了取得

“采伐”木材的权利而付给自然森林所有者的“报酬”，或为了取

得 “开采”石料和煤的权利而付给采石场和煤矿所有者的“报

酬”，不是地租，因为它不是为“使用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

力”而支付的。很好！可是李嘉图在他的议论中却把这种“报

酬”说成好象同那为改良土地而进行的投资的利润和利息是一回

事！而这是完全错误的！原始森林所有者向“原始森林”投过

“资本”让它生产“木材”吗？或者，采石场和煤矿的所有者向采

石场和煤矿投过“资本”让它们蕴藏“石料”和“煤”吗？那末

他得到的“报酬”来自何处呢！这种报酬在任何场合都不象李嘉

图想偷换的那样是资本的利润或利息。因此，它是“地租”，而不

是别的，尽管它不是李嘉图的地租定义所指的那种地租。但是，这

不过表明李嘉图的地租定义排除了某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中，“报

酬”是为了不体现任何人的劳动的单纯自然物而支付的，并且是

支付给这些自然物的所有者，而且仅仅因为他是个“所有者”，是

４７２ 第 十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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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者，不管这块土地是耕地、森林、鱼塘、瀑布、建筑地

段等等。但是，李嘉图说，为了取得在原始森林中伐木的权利而

支付的人，支付“是为了当时已经长在地上的有价值的商品，而

且通过出卖木材实际上已收回自己所付的钱并获得利润。”且慢！

如果李嘉图这里把原始森林中“长在地上的”树木称作“有价值

的商品”，这不过是说，它就可能性来说是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

值在这里用“有价值的”一词表达出来。但是它不是“商品”。因

为要成为商品，它就必须同时是交换价值，就是说，它必须是耗

费在它上面的一定量劳动的体现。只是由于把它从原始森林分离

开来、伐倒、搬动、运走，由树干变成木材，它才变成商品。或

者说，它变成商品，仅仅因为被出卖吗？这样的话，耕地岂不是

也可以仅仅因为出卖的行为就变成商品了吗？

因而，我们就应该说：地租是为了取得使用自然力或者（通过

使用劳动）占有单纯自然产品的权利而付给这些自然力或单纯自

然产品的所有者的价格。实际上，这也就是所有地租最初表现的形

式。但是这样一来，就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没有价值的东西怎么

会有价格，这又怎么同一般价值理论一致。至于为取得在生长树木

的土地上采伐木材的权利而支付“报酬”的人抱什么目的，这个问

题同实际的问题毫无关系。问题是：他是用什么基金支付的？李嘉

图说，“通过出卖木材”，也就是说用木材的价格。而且这个价格，照

李嘉图说，使这个人“实际上已收回自己所付的钱并获得利润”。因

此，现在我们知道问题究竟在哪里了。木材的价格至少必须等于代

表伐木、搬动、运输和把木材送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的货币额。

那末，这个人在“收回自己所付的钱”时获得的利润，是不是这个价

值的附加额，这个只是现在由耗费在木材上的劳动赋予木材的交

５７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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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的附加额呢？如果李嘉图这样说的话，他就退到低于他自己

的学说水平的最粗俗的观念上去了。决不是的。假定这个人是一

个资本家，利润就是他在“木材”生产上使用的劳动中他没有付酬

的部分，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人把同量劳动用在棉纺工厂中，他

会赚到同量利润。（如果这个人不是资本家，那末利润等于他超出

补偿其工资之外的那部分劳动量，这部分劳动量，如果有一个资本

家雇用他的话，就会成为资本家的利润，而现在却成为他自己的利

润，因为他既是他自己的雇佣工人，又是他自己的资本家，一身兼

而有之。）但是这里用了荒谬的说法，说这个木材业者“实际上已收

回自己所付的钱并获得利润”。这就使整个事情具有十分平庸的性

质，同这个经营木材的资本家自己对他的利润来源所能持有的粗

俗观念相吻合。他首先为树木的使用价值向原始森林的所有者支

付报酬，但是树木是没有“价值”（交换价值）的，并且，只要它还“长

在地上”，它就连使用价值都没有。假定他向原始森林所有者每吨

支付５镑。然后他按６镑（他的其他费用不计在内）把这些木材卖

给别人，这样实际上收回５镑并获得２０％的利润。“实际上已收回

自己所付的钱并获得利润。”如果原始森林所有者只要２镑（４０先

令）“报酬”，木材业者就会按每吨２镑８先令而不是按６镑卖出

去。［５６６］因为他总是按同一利润率来加价的，所以这里木材价格

的高低取决于地租的高低。地租是作为构成要素加入价格，而决不

是价格的结果。不论支付“地租”（“报酬”）给土地所有者是为了使

用土地的“力”，还是为了“使用”土地的“自然产品”，都丝毫不改变

经济关系，不改变它是为过去没有花费过人的劳动的“自然物”（土

地的力或产品）支付的。这样，李嘉图在他《论地租》一章的第二页

上，为了回避困难，就推翻了他的整个理论。看来，亚·斯密在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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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上的见解要透彻得多。

关于采石场和煤矿，情况也是一样。

“为煤矿或采石场支付的报酬，是为了可以从那里开采的煤或石料的价

值而支付的，它和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没有任何关系。”（第５４—５５

页）

没有任何关系！但是这种报酬和“土地原有的和可以摧毁的产

品”有很重要的关系。这里的“价值”一词同前面的“已收回自己所

付的钱并获得利润”同样荒谬。

李嘉图从来不用价值这个词来表示效用或有用性或“使用价

值”。因此，他是不是想说，把“报酬”付给采石场和煤矿所有者，是

为了煤和石料在它们从采石场和煤矿开采出来以前即在它们的原

始状态就有的“价值”呢？如果是这样，李嘉图就推翻了他的整个价

值学说。或者，就象本来应当说的那样，价值在这里是指煤和石料

的可能的使用价值，因此也就是它们的预期的交换价值呢？如果是

这样，这就不过是说，把地租付给煤和石料的所有者是为了获得许

可使用“土地的原有成分”来开采煤和石料。可是，为什么这不应当

象为了获得许可使用土地的“力”来生产小麦时一样也叫作“地租”

呢，这就完全不能理解了。不然的话，我们又会看到象前面在木材

的例子上分析过的那种推翻整个地租理论的情况了。按照正确的

理论，问题完全没有困难。用在“生产”｛不是再生产｝木材、煤和石

料上的劳动（这种劳动的确没有创造这些自然产品，但是它把这些

自然产品从它们同土地的原始联系中分离开来，因而把它们作为

可用的木材、煤和石料“生产”出来）或资本显然属于这样的生产领

域，在这些生产领域中，资本中用于工资的部分大于用于不变资本

的部分，直接劳动大于“过去”劳动——其成果用作生产资料。因

７７２李嘉图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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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如果商品在这里按照它的价值出卖，这个价值就高于它的费用

价格，就是说高于工具的磨损、工资和平均利润。所以，余额可以作

为地租付给森林、采石场或煤矿的所有者。

但是，为什么李嘉图要耍这些拙劣的手法，错误地使用“价值”

这个词等等呢？为什么他死抓住这样的地租定义即地租是为使用

“土地原有的和不可摧毁的力”而支付的呢？我们在后面也许会找

到答案。无论如何，李嘉图是想把真正的农业地租区分出来，强调

它的特点，同时指出，这些原有的力只有当它们达到不同的发展程

度时才能得到报酬，借此为级差地租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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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章］

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１）地租量和地租率的变动］

对于前面所说的还要补充如下：

假定发现了比较富饶的或位置较好的煤矿和采石场，它们在

使用同量劳动的情况下比老的煤矿和采石场能提供更多的产品，

并且产量足以满足全部需求。这时，煤炭、石料和木材的价格就会

下降，因为它们的价值会下降。老的煤矿和采石场必然因此停闭。

它们将不能提供利润，不能提供工资，也不能提供地租。然而新的

煤矿和采石场必然会象以前老的那样提供地租，尽管提供的（从地

租率上看）比较少些。因为，劳动生产率每提高一步，花费在工资上

的资本同不变资本（这里是指用在生产工具上的资本）对比起来就

减少。这种说法对吗？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变动不是生产方式本身

的变动引起，而是煤矿或采石场的自然富饶程度或它们的位置引

起，这种说法对吗？在这里我们唯一能够说的就是，同量资本在这

里提供吨数更多的煤炭或石料，因此，在每一吨中包含较少的劳

动，但是，所有吨数加在一起就包含同样多的或者甚至更多的劳

动，——如果新的煤矿或采石场除了满足以前由老的煤矿或采石

场满足的原有需求以外，还能满足一个追加的需求，即比新老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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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富饶程度的差额还要大的需求。可是使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并

不因此改变。的确，在一吨的价格中，在单独的一吨的价格中，将包

含较少的地租，但这只是因为一般说来在其中包含较少的劳动，也

就是包含较少的工资和较少的利润。可是，地租率对利润之比并不

因此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只能［５６７］说：

如果需求不变，也就是说，如果要生产同以前一样多的煤炭和

石料，那末，为了生产同一商品量，现在在新的比较富饶的煤矿和

采石场中使用的资本，就比以前在老的矿、场中使用的少。于是商

品总量的总价值就下降，地租、利润、工资和使用的不变资本的总

量也因此减少。但是地租和利润之间的比例，就象利润和工资之间

的比例或利润和投资之间的比例一样不会改变，因为在使用的资

本中没有发生任何有机的变动。改变了的只是使用的资本的量，不

是使用的资本的构成，因而也不是生产方式。

如果有追加需求要满足，但是这个追加需求等于新老矿、场富

饶程度的差额，那就使用和以前同样大小的资本。每一吨的价值减

少了。但是总吨数仍有和以前同样的价值。就每一吨来看，随着其

中包含的价值的减少，价值中转化为利润和地租的那部分的量也

减少。但是，因为资本的量以及它的产品的总价值没有变，资本构

成中也没有发生有机的变动，所以地租和利润的绝对量不变。

如果追加需求很大，在投资照旧的条件下，新老矿、场富饶程

度的差额不能满足这一需求，那末在新矿中必须使用追加资本。在

这种情况下，——如果在分工和机器使用方面没有随着总投资的

增加而发生变动，也就是说，如果资本有机构成没有任何变

动，——地租和利润的量就增加，因为总产品的价值、总吨数的价

值增加了，尽管每一吨的价值减少了，就是说每一吨价值中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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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和利润的那一部分也减少了。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地租率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动，因为使用的

资本的有机构成没有变动（不论资本的量如何变动）。相反，如果变

动是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是由于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同花

费在机器等方面的资本相比有所减少，——因而生产方式本身也

发生变动——那末地租率就会下降，因为商品价值和费用价格之

间的差额缩小了。在上面考察的三种情况中，这个差额并没有缩

小。因为，如果价值下降，那末，由于在单位商品上耗费的劳动（有

酬劳动和无酬劳动）较少，单位商品的费用价格则同样下降。

由此可见，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或者说，生产出来的一定

量商品的价值减少——仅仅是由自然要素的富饶程度的变动引起

的，是由土地、矿山、采石场等的自然富饶程度不同引起的，那末，

地租量可以由于在改变了的条件下使用的资本量减少而减少；地

租量可以由于有追加需求而保持不变；地租量可以由于追加需求

大于原来使用的自然因素和现在使用的自然因素的富饶程度之间

的差额而增长。但是，地租率只有在使用的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变

动的情况下才能增长。

因此，当放弃较坏的土地、较次的采石场、较次的煤矿等的时

候，地租量不一定下降。而且，如果这种放弃只是它们的自然富饶

程度较低的结果，地租率甚至永远不会下降。

在这种场合，说地租量在一定的需求情况下可能下降，就是

说，地租量的变动取决于使用的资本量是减少、不变还是增加，这

是正确的看法。但是，说地租率一定下降，那是根本错误的看法，在

这种前提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假定，资本有机构成没有发

生任何变动，也就是说，没有发生足以使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比

１８２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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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受到影响的变动，而这个比例是决定［绝对］地租率的唯一比例。

李嘉图十分荒谬地把正确的看法同根本错误的看法混在一起了。

［（２）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的各种组合。

Ａ、Ｂ、Ｃ、Ｄ、Ｅ表］

  但是，在上述场合，级差地租是什么情况呢？

假定，开采的煤矿有 、 、 三个等级，其中 提供绝对地

租， 提供的地租两倍于 ， 提供的地租两倍于 ，或四倍于 。

在这种场合， 提供绝对地租Ｒ， 提供地租２Ｒ， 提供地租４Ｒ。

假定现在开采 ，它比 、 、 更富饶，按其规模来说，可以容纳

与投入 的资本同样大小的资本。在这种场合，如果需求不变，以

前投入 的资本就投入 。于是 将停闭。投入 的资本有一部

分必然抽出。 足以代替 并代替 的一部分，但是，如果 的一

部分不继续开采， 和 就不能满足全部需求。为了用具体例子说

明这一切，我们假定， 使用的资本同以前投入 的资本一样多，

它能提供 的全部产量和 的一半产量。因此，如果对 投入原来

资本的一半，对 投入原来的资本，加上投在 上的新资本，就足

以供给整个市场。

［５６８］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变化是什么呢，或者说，这些变化

对地租总额，对 、 、 、 的地租有什么影响呢？

从 得到的绝对地租的量和率，同以前从 得到的完全相同；

实际上，以前在 、 、 中，绝对地租的量和率本来就是相同的，

如果我们始终假定这些不同的等级使用的是同量资本。 的产品

的价值和以前 的产品的价值完全相等，因为它是大小相同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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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成相同的资本的产品。因此，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必定

相同；因而地租率也必定相同。此外，地租量也必定相同，因为——

在地租率既定的情况下——使用的是同样大小的资本。但是，因为

煤的［市场］价值不决定于 所生产的煤的［个别］价值，所以 就

提供超额地租，或者说，提供超过它的绝对地租的余额；这种地租，

不是来自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而是来自 的产品的市场

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间的差额。

如果我们说，在投入 、 、 、 的资本量相同，因而在地租

率既定时地租量也相同的条件下，它们的绝对地租，或者说，价值

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是相同的，那末这句话应当理解为：煤的

（个别）价值， 高于 ， 高于 ，因为在 的一吨煤中比 的一

吨煤中包含较多的劳动，在 的一吨煤中比 的一吨煤中包含较

多的劳动。但是，既然资本的有机构成在三种场合都是一样，这个

差别就不影响 、 、 提供的个别绝对地租。因为， 的一吨的价

值较大，它的费用价格也较大；大的程度，只是同 生产一吨所用

的具有同样有机构成的资本大于 的程度、 大于 的程度成比

例。因此，它们的价值的这个差别恰恰等于它们之间的费用价格的

差别，就是说，等于在 、 、 中为生产一吨煤所花费的相对资本

的差别。因此，三个等级的价值量的差别不影响这些不同等级的价

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如果价值较大，费用价格也相应地较

大，因为价值的增大，只是同资本或劳动耗费的增大成比例；因此

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比例仍然不变，也就是说绝对地租仍然不

变。

但是，我们进一步看看级差地租是什么情况。

首先，在 、 、 的煤的全部生产上现在用了较少的资本。因

３８２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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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的资本同 的资本一样大，而用在 上的资本抽出一半；因

此， 的地租量无论如何减少一半。在投资方面只有 发生了变

化，因为 的投资同以前 的投资一样大。此外，我们曾经假定，对

、 、 投入的是等量资本，例如，都是１００镑，合计是３００镑；因

而现在 、 、 总共只有２５０镑，换句话说，有六分之一的资本已

经从煤的生产中抽出。

其次，煤的市场价值下降了。我们前面看到， 提供Ｒ， 提供

２Ｒ， 提供４Ｒ。假定， 花费１００镑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等于１２０

镑，其中１０镑是地租，１０镑是利润，那末， 的市场价值是１３０镑

（１０镑利润和２０镑地租）， 的市场价值是１５０镑（１０镑利润和

４０镑地租）。如果 的产品等于６０吨（每吨等于２镑），那末， 的

产品等于６５吨， 的产品等于７５吨，总产量等于６０＋６５＋７５＝

２００吨。现在，因为 的１００镑生产出来的产品等于 的产品的全

部和 的产品的一半，就是６０＋３２１
２＝９２

１
２吨，那末，这９２

１
２吨

照原来的市场价值就值１８５镑，因为利润等于１０镑，所以提供的

地租是７５镑；因为绝对地租等于１０镑，所以 的地租量就等于７

１
２Ｒ。

同以前一样， 、 、 生产的还是２００吨煤，因为３２１
２＋７５

＋９２１
２＝２００吨。但是，现在市场价值和级差地租又是什么情况呢？

要答复这个问题，我们就要看看 的绝对个别地租量多大。我

们假定，在这个生产领域中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绝对差额等于

１０镑，就是说，等于原来最次矿提供的地租，——虽然情况不一定

是这样，除非 的价值绝对地决定市场价值。［５６９］如果实际上发

生这种情况，那末 的地租（在 的煤按其价值出卖的情况下）一

般说来就代表这个生产领域的价值超过它［ 的煤］自己的费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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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和商品的一般费用价格的余额。因此，如果 把它的６５吨卖

１２０镑，也就是每吨卖３２１
２镑， 就是按照产品的价值出卖自己

的产品。过去它的一吨所以不卖１１１１３镑，而卖２镑，那只是因为存

在一个由 决定的市场价值超过它［ 的煤］的个别价值的余额，

存在它［ 的煤］的市场价值（而不是它的价值）超过它的费用价格

的余额。

其次，根据假定， 现在出卖的不是６５吨，而只是３２１
２吨，因

为投入煤矿的资本不是１００镑，而只是５０镑。

因此， 现在出卖１
２吨得到的是６０镑。１０镑对５０镑［预付资

本］之比是２０％。６０镑中有５镑是利润，５镑是地租。

这样， 的情况是：每吨产品价值１１１１３镑；吨数３２
１
２吨；总产

品价值６０镑；地租５镑。地租从２０镑降到５镑。如果还是用同量

资本，地租就只降到１０镑。因而地租率只降了一半。换句话说，地

租减少的数目，等于由 决定的市场价值超过 的煤的自身价值

的全部差额，或者说，等于 的煤的自身价值和它的费用价格之间

的差额之上的余额。它的级差地租以前等于１０镑；现在它的全部

地租等于１０镑，也就是等于它的绝对地租。因此，在 中，随着市

场价值降到（ 的煤的）价值，级差地租消失了，从而，由于这种级

差地租的存在而膨胀和加倍了的地租率也消失了。地租率从２０降

到１０。其次，地租从１０降到５，因为在地租率既定时，投入 的资

本减少了一半。

既然市场价值现在决定于 的煤的价值，即每吨１１１１３镑，那

末， 所生产的７５吨的市场价值现在就等于１３８６
１３镑，其中地租

是２８６
１３镑。以前地租是４０镑；因此，地租减少了１１

７
１３镑。以前地

租超过绝对地租３０镑，现在只超过１８６
１３镑（因为１８

６
１３＋１０＝２８

５８２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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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１３）。以前地租等于４Ｒ，现在只等于２Ｒ＋８

６
１３镑。因为投入 的资

本量没有变，所以地租的这种下降完全是由于级差地租率的下降，

也就是由于 的煤的市场价值超过它的个别价值的余额的减少。

以前， 的地租总额等于较高的市场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现

在它只等于较低的市场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７８因此这个差

额接近于 的绝对地租。 用１００镑资本生产７５吨煤，其［个别］

价值等于１２０镑；因而一吨等于１３
５镑。可是 过去是按以前的市

场价格出卖，一吨卖２镑，即贵２
５镑。７５吨总共贵

２
５×７５＝３０镑，

这实际上就是 的地租总额中的级差地租；因为它的地租等于４０

镑（１０镑绝对地租，３０镑级差地租）。现在 按新的市场价值一吨

只卖１１１１３镑。 的一吨煤的这个价格超过它的［个别］价值多少呢？

３
５＝

３９
６５，

１１
１３＝

５５
６５。因此， 的每吨煤卖得比它的［个别］价值贵１６６５

镑。７９７５吨总共贵１８
６
１３镑，这个数目恰好是现在的级差地租，因

此，级差地租总是等于吨数与每吨市场价值超过每吨［个别］价值

的余额的乘积。现在还要计算地租怎么减少了１１７
１３镑。市场价值

超过 的煤的价值的余额，从每吨 ２
５镑（当时每吨按２镑出卖）降

到每吨１６６５镑（现在每吨按１
１１
１３镑出卖），也就是从

２６
６５降到

１６
６５，即降低

了１０６５镑。７５吨总共降低了
７５０
６５＝

１５０
１３＝１１

７
１３镑，这个数目恰好是 的

地租减少的数目。

［５７０］ 的９２１
２吨按１

１１
１３镑的价格计算共值１７０

１０
１３镑。这里，

地租是６０１０１３，而级差地租５０
１０
１３是镑。如果９２

１
２吨按自己的价值

出卖，即按１２０镑出卖，则每吨值１１１３７镑。可是现在它按１
１１
１３出

卖。而１１１３＝
４０７
４８１，

１１
３７＝

１４３
４８１。这里得出 的煤的市场价值超过它的价

值的余额是２６４４８１镑。９２
１
２吨的余额恰恰是５０

１０
１３镑，即 的级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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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

我们现在用Ａ表和Ｂ表把这两种情况作一对比：

Ａ

等  级
资 本

绝 对
地 租 吨 数

每吨市
场价值

每吨个
别价值

总 产 品
市场价值

级 差
地 租

（镑） （镑） （镑） （镑） （镑） （镑）

１００ １０ ６０ ２ ２ １２０ ０

１００ １０ ６５ ２ １１１１３ １３０ １０

１００ １０ ７５ ２ １ ３
５ １５０ ３０

合 计 ３００ ３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４０

  总吨数＝２００。绝对地租总额＝３０镑。级差地租总额＝４０镑。总地租＝

７０镑。

Ｂ

等  级
资 本 绝 对

地 租 吨 数 每吨市
场价值

每吨个
别价值

总 产 品
市场价值

级 差
地 租

（镑） （镑） （镑） （镑） （镑） （镑）

５０ ５ ３２１
２ １１１１３ １１１１３ ６０ ０

１００ １０ ７５ １１１１３ １ ３
５ １３８ ６

１３ １８ ６
１３

１００ １０ ９２１
２ １１１１３ １１１３７ １７０１０１３ ５０１０１３

合 计 ２５０ ２５ ２００ ３６９ ３
１３ ６９ ３

１３

  总资本＝２５０镑。绝对地租＝２５镑。级差地租＝６９３１３镑。总地租＝９４
３
１３

镑。２００吨的总价值从４００镑降为３６９３１３镑。

  这两个表使我们有理由去做一些非常重要的考察。

首先我们看到，绝对地租的数额，同投入农业８０的资本，同投

在 、 、 的资本总额成比例地增减。这个绝对地租的比率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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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取决于所投资本的大小，因为它同土地等级的差别完全无关，相

反，它是由价值与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产生的，而这个差额本身决

定于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决定于生产方式，而不决定于土地。在

中，绝对地租的数额现在从１０减到５，这是因为资本从１００减

到５０，有半数［５７１］资本已经抽出。

在我们进一步考察这两个表之前，我们再列出几个表。我们看

到，在Ｂ中市场价值降到每吨１１１１３镑。但是，按这个价值，Ａ 的产

品不必从市场上完全消失，Ｂ 也不必只使用原来资本的一半。因

为在 中，商品总价值为１２０镑，地租等于１０镑，即等于总价值的

１
１２，所以这对于每一吨价值（等于２镑）也是适用的。但是

２
１２镑等于

１
６镑或３

１
３先令（３

１
３先令×６０＝１０镑）。因此， 的每吨的费用价

格是［２镑－３１
３先令，即］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新的］市场价值是１

１１
１３

镑或１镑１６１２１３先令。但是１６
２
３先令等于１６先令８便士，或１６

２
３

先令。与此相比，１６１２１３（或１６
３６
３９）先令多了

１０
３９先令。这个数目是在

新的市场价值下每吨的地租，６０吨的地租总数是１５５
１３先令。因

此，地租还不到资本１００镑的１％。要Ａ 完全不提供地租，市场

价值必须降到它的［这个等级的］费用价格的水平，就是降到１镑

１６２
３先令，或１

５
６镑（或１

１０
１２镑）。在这种场合，Ａ 的地租就会消

失。但是它仍然可以开采，提供１０％的利润。只是在市场价值进一

步降到１５
６镑以下的时候，才会停止开采。

至于Ｂ ，在Ｂ表中假定有一半资本从生产中抽出。但是，因

为市场价值１１１１３镑还能提供１０％的地租，所以这个市场价值不论

对１００镑资本还是对５０镑资本都同样提供这种地租。因此，假定

抽出一半资本，那末这只是因为在这种条件下Ｂ 还能提供１０％

的绝对地租。事实上，如果Ｂ 继续生产６５吨而不是生产３２１
２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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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市场将会负担过重，在 的煤支配着市场的情况下，市场价

值将会下降，以致必须减少对Ｂ 的投资，才能使它提供绝对地

租。可是很明白，在全部资本１００镑提供９％的地租时，地租总额

会比在资本５０镑提供１０％的地租时大。因此，如果根据市场情

况，为了满足现有的需求对 只需投５０镑资本，那末地租必定会

降到５镑。但是，假定追加的３２１
２吨不能找到经常的销路，因而被

挤出市场，那末地租实际上会降得更低。市场价值将降到不仅使Ｂ

的地租消失，并且使利润也受到影响。这时就会抽出资本以减少

供给，直至资本减少到５０镑这个恰当的数额为止，这时市场价值

将稳定在１１１１３镑上，同时市场价值又为Ｂ 提供绝对地租，但是只

为以前投资的半数提供绝对地租。就是在这种场合，起决定作用的

也是支配着市场的 和 。

但是，如果市场在每吨价格为１１１１３镑时只能吸收２００吨，这决

不能说，当市场价值下降的时候，即由于追加的３２１
２吨对市场的

压力，２３２１
２吨的市场价值降低的时候，市场就不能再多吸收３２

１
２吨了。Ｂ 每吨的费用价格是［１１０∶６５，即］１９

１３镑或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

先令，而市场价值是１１１１３镑或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如果市场价值降到

Ａ 不再能提供地租，就是说，如果降到Ａ 的费用价格的水平，

降到１镑１６２
３先令，或１

５
６镑，即１６

１０
１２镑，那末，为了使Ｂ 用上

全部资本，需求就必须大大增加，因为Ａ 由于提供普通利润，还

可能继续开采。市场可能不是要多吸收９２１
２吨，而是要多吸收

２９２ １
２吨，不是吸收２００吨，而是吸收２９２

１
２吨，因此［几乎］多了

一半。这必须以需求已有极大增加为前提。就是说，为了使我们假

定的需求的增加不是太大，市场价值应当降到把Ａ 挤出市场。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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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市场价格应当降到低于Ａ 的费用价格，即低于１１０１２镑，

比如说，降到１９
１２镑即１镑１５先令。在这之后，市场价格仍然大大

高于Ｂ 的费用价格。

因此，我们在Ａ表和Ｂ表之外再加上三个表：Ｃ表、Ｄ表和Ｅ

表。在Ｇ表中我们假定，需求的增加使Ａ表和Ｂ表中的所有等级

都能继续生产，但是按照Ｂ的市场价值，同时Ａ 还提供地租。在

Ｄ表中我们假定，需求量足以使Ａ 不再提供地租，但是还提供普

通利润。在Ｅ表中我们假定，价格降到把Ａ 挤出市场，［５７２］但

是同时，价格的降低能使市场吸收Ｂ 的追加的３２１
２吨。

Ａ表和Ｂ表中所假定的情况是可能的。可能有这样的情况：Ａ

在地租从１０镑降到不足１６先令时停止对自己的土地的这种利

用，而把它出租，另作他用，这样，它可以提供较高的地租。但是，在

这种场合，如果市场不是随着新的市场价值的形成而扩大，Ｂ 就

不得不由于上面描写的过程而抽出它的一半资本。

Ｃ

等级
资本 绝 对

地 租
吨 数 每吨市

场价值
每吨个
别价值

总 产 品
市场价值

地 租 级差地租

（镑） （镑） （镑） （镑） （镑） （镑） （镑）

１００ １０
１３ ６０ １１１１３ ２ １１０１０１３

１０
１３ －９３１３

１００ １０ ６５ １１１１３ １１１１３ １２０ ０

１００ １０ ７５ １１１１３ １３５ １３８６１３ ＋１８６１３

１００ １０ ９２１２ １１１１３ １１１３７ １７０１０１３ ＋５０１０１３

合计 ４００ ３０１０１３ ２９２１２ ５４０ ６９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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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等 级
资 本

绝 对
地 租

每吨市
场价值

费 用
价 格 吨 数

总 产 品
市场价值 级差地租

（镑） （镑） （镑） （镑） （镑） （镑）

１００ ０ １５６ １５６ ６０ １１０ ０（－）

１００ ９１６ １５６ ６５ １１９１６ －（潜在）

１００ １０ １５６ ７５ １３７１２ ＋１７１２

１００ １０ １５６ ９２１２ １６９７１２ ＋４９７１２

合 计 ４００ ２９１６ ２９２１２ ５３６１４ ６７１１２

Ｅ

等 级
资 本

绝 对
地 租

每吨市
场价值

费 用
价 格 吨 数

总 产 品
市场价值 级差地租

（镑） （镑） （镑） （镑） （镑） （镑）

１００ ３３４ １３４ １９１３ ６５ １１３３４ －（缺）

１００ １０ １３４ ７５ １３１１４ ＋１１１４

１００ １０ １３４ ９２１２ １６１７８ ＋４１７８

合 计 ３００ ２３３４ ２２３１２ ４０６７８ ５３１８

  ［５７３］现在，我们把Ａ、Ｂ、Ｃ、Ｄ、Ｅ表排成一个总表，不过排法

应当象本来应该有的那样：资本、总价值、总产品、每吨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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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别价值、差额价值
８１
、费用价格、绝对地租、绝对地租（吨）、级差

地租、级差地租（吨）、总地租。然后在每个表下列出所有等级的合

计。８２［见第３０２—３０３页］

［５７５］对表的说明

假定：花费资本１０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由这笔资本推动

的劳动提供等于预付总资本１
５的剩余劳动（无酬劳动），或者说，提

供等于１００５的剩余价值。因此，如果预付资本等于１００镑，总产品的

价值就应该等于１２０镑。再假定平均利润等于１０％；在这种场合，

１１０镑就是总产品（在上例中是煤）的费用价格。１００镑的资本，不

管开采的是富矿还是贫矿，在剩余价值率或剩余劳动率既定时转

化为１２０镑的价值；总之，劳动的不同生产率，不论它是劳动的不

同自然条件的后果，还是劳动的不同社会条件的后果，还是不同技

术条件的后果，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价值等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

动量这一论点。

因此，如果说１００镑资本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２０镑，这只

不过是说，在产品中包含着物化在１００镑资本中的劳动时间加 １
６

为资本家占有的无酬劳动时间。不论这１００镑资本在一个等级的

矿井中生产６０吨，在另一个等级生产６５或７５或９２１
２吨，产品的

总价值都等于１２０镑。但是很明显，不论每一单位产品是象这里一

样用吨计算，还是用夸特、码等计算，它的价值却随着劳动生产率

的不同而完全不同。拿我们的表来说（对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结果

的任何别的商品量来说同样适用），如果资本的总产品是６０吨，那

末一吨的价值就是２镑，因而６０吨值１２０镑，换句话说，它们代表

物化在１２０镑中的劳动时间。如果总产品是６５吨，每一吨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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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等于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即１

１１
１３镑；如果总产品是７５吨，每一吨的

价值就等于１１１３７镑，即１镑１２先令；最后，如果总产品是５
３５
３７吨，

一吨的价值就等于１１１３７镑，即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因为１００镑资本所生

产的商品总量或总吨数总是具有同一价值，等于１２０镑，因为它们

总是代表１２０镑所包含的同一劳动总量，正因为如此，所以每一吨

的价值，随着同一价值表现为６０、６５、７５或９２１
２吨而不同，也就是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不同。正是这种劳动生产率的不同造成

这样的情况：同量劳动有时表现为较小的商品总量，有时表现为较

大的商品总量，因而这个商品总量的每一部分包含的已耗费的劳

动的绝对量，有时较多，有时较少，也就是说，与此相应，它有时有

较大价值，有时有较小价值。这个随１００镑资本投在富矿或贫矿而

不同的，即随劳动生产率不同而不同的每一吨的价值，就是表上的

每吨个别价值。

因此，再没有什么比下面这样一种看法更错误了：如果单位商

品的价值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下降，那末一定资本（例如１００镑）

所生产的产品的总价值就要由于它借以表现的商品量的增加而提

高。其实，单位商品的价值之所以下降，只是因为总价值，即已耗费

的劳动总量，表现为较大的使用价值量，较大的产品量，因而分摊

到单位产品上的是总价值（或者说，已耗费的劳动）的一个较小的

比例部分，而且单位产品价值下降的程度，就是单位产品吸收的劳

动量减少或分摊到的总价值的份额减少的程度。

最初，我们把单个商品看作一定量劳动的结果和直接产品。现

在，当商品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品时，事情在形式上就发生了

如下的变化：

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量代表一个劳动时间量，这个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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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于在生产使用价值量时消耗的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中

包含的劳动时间量加资本家占有的无酬劳动时间。如果包含在资

本中的劳动时间用货币来表现等于１００镑，如果这１００镑资本中

包含４０镑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而剩余劳动时间是可变资本的

５０％，就是说，剩余价值率等于５０％，那末，１００镑资本生产的商品

总量的价值就等于１２０镑。我们在这部著作的第一部分８３已经说

过，商品要能够流通，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先变成价格，就是说，必

须表现为货币。因此，［５７６］如果总产品不是一个代表全部资本的

不可分割的东西（例如一座房子），不是一个唯一的商品，而其价格

根据假定等于１２０镑，即等于表现为货币的总价值，那末，资本家

在把商品抛到市场上之前，就必定首先计算单位商品的价格。这

里，价格等于价值的货币表现。

１２０镑总价值将依劳动生产率的不同而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

产品量上，因而单位产品的价值将依此——成比例地——等于

１２０镑的一个较小或较大的相应部分。这里计算很简单。如果全部

产品等于例如６０吨煤，那末６０吨等于１２０镑，１吨等于１２０６０镑，也

就是２镑；如果产品是６５吨，那末一吨的价值等于１２０６５镑，也就是１

１１
１３镑或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１镑１６先令１１

１
１３便士）；如果产品是７５

吨，那末一吨的价值等于１２０７５镑，也就是１镑１２先令；如果产品是

９２１
２吨，那末一吨的价值等于１

１１
３７镑，或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因此，单

位商品的价值（价格）等于产品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总量，这个总量

是用产品作为使用价值所适用的度量单位，如吨（在上述场合）、夸

特、码等计算的。

因此，如果单位商品的价格等于１００镑资本生产的商品量的

总价值除以商品总量，那末总价值就等于单个商品的价格乘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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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商品的总量，或者说，等于作为一个单位的一定量商品的价格乘

以用这个单位计算的全部商品量。其次，总价值由预付在生产中的

资本的价值加剩余价值组成，由包含在预付资本中的劳动时间加

资本占有的剩余劳动时间即无酬劳动时间组成。因此，商品量的每

一部分包含的剩余价值，同它包含的价值具有同一比例。随着１２０

镑是分配在６０、６５、７５吨还是分配在９２１
２吨上，２０镑剩余价值也

就分配在那些吨上。如果吨数等于６０，因而每吨价值等于１２０６０，即２

镑或４０先令，那末这个４０先令或２镑的 １
６，即６

２
３先令，就是分

摊到一吨上的剩余价值份额。剩余价值在值２镑的一吨中所占的

比例，同它在值１２０镑的６０吨中所占的比例一样。剩余价值对价

值之比，在单位商品的价格中同在全部商品量的总价值中一样。在

上例中，每一吨包含全部剩余价值的２０６０＝
２
６＝

１
３镑，或者说上述

４０先令的１
６。因此，一吨的剩余价值乘６０就等于资本生产出来的

全部剩余价值。如果由于产品数量较大，也就是由于劳动生产率较

高，摊到单位产品上的价值部分即总价值的比例部分较小，那末摊

到每一单位产品上的剩余价值部分，即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全部剩

余价值的相应部分也较小。但这并不影响剩余价值即新创造的价

值对预付的和只是被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比例关系。的确，我们已

经看到①，虽然劳动生产率并不影响产品的总价值，但是，如果产

品加入工人的消费，如果由于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或者换句话

说，由于一定量商品的价格下降，因而正常工资减少，或者换句话

说，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那末劳动生产率就会使剩余价值增大。

由于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它就不是使产品的总

５９２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① 见本卷第１册第２１５—２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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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增大，而是使这个总价值中代表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部分

增大。因此，如果劳动生产率较高，但由于价值借以表现的商品总

量已经增大，摊到单位产品上的价值部分较小，因而单位产品的价

格下降，那末，在上述情况下，这个价格中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仍

然会增大，也就是说，剩余价值对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之比会增大

｛其实，这里首先还是应该谈对可变资本的关系，这里还谈不上利

润｝。但是，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在产品的总价值中，由于

劳动生产率增长，剩余价值增大了。正是这个原因，即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它的提高使同量劳动表现为一个较大的产品量，从而

使这个产品量的任何一部分的价值或单位商品的价格降低，——

使劳动能力的价值减少，因而使包含在总产品价值中的，从而包含

在单位商品价格中的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增加。因此，虽然单位商

品的价格降低，虽然包含在单位商品中的劳动总量减少，从而它的

价值也减少，这个价值中由剩余价值组成的比例部分却增大，换句

话说，同以前劳动生产率较低，因而单位商品的价格较高，包含在

单位商品中的劳动总量较大的时候比较起来，在单位商品包含的

较少的［５７７］劳动总量中，却包含较大的无酬劳动量。虽然在这种

场合，一吨包含较少的劳动，因而比较便宜，但是它包含较多的剩

余劳动，因而提供较多的剩余价值。

因为在竞争的条件下一切事情都以虚假的、颠倒的形式表现

出来，所以单个资本家会以为：（１）由于单位商品价格降低，他

从单位商品赚到的利润降低了，但是由于商品量增加，他才赚到

较大的利润（这里又同由于使用的资本增大，即使在利润率较低

时也可能获得较大的利润量的情况混淆起来了）；（２）他确定单位

商品的价格，并通过乘法确定产品的总价值，可是，本来的过程

６９２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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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却是除法，然后才是乘法，乘法以除法作为自己的前提。庸俗经

济学家实际上只不过把陷入竞争中的资本家们的奇怪想法翻译成

一种表面上比较理论化的语言，并企图借此来说明这些想法正确

而已。

现在回过头来谈我们的表。

用１００镑资本创造的产品或商品量的总价值等于１２０镑；商

品量可大可小，全看劳动生产率的不同程度而定。不论总产品的

量大小如何，如果平均利润象我们假定的那样是１０％，这个总产

品的费用价格就总是等于１１０镑。不论总产品的量大小如何，总

产品的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总是等于１０镑，即等于总价值的

１
１２，或预付资本的

１
１０。总产品的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这个余额，这

个１０镑，构成地租。很明显，它同煤矿、土地，总之同这１００镑

资本曾经被用上去的那个自然要素的不同自然富饶程度所引起的

不同劳动生产率完全无关，因为由自然因素的不同富饶程度引起

的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并不妨碍总产品有１２０镑的价值，有１１０镑

的费用价格，因而有一个等于１０镑的、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

资本的竞争所能起的作用，只是使一个资本家在煤的生产这个特

殊生产领域中用１００镑资本创造出来的商品的费用价格等于１１０

镑。但是竞争并不能象它在其他生产领域中起的强制作用那样，即

使产品值１２０镑，它也要迫使这个资本家按照１１０镑出卖。这是

因为有土地所有者插手进来，拿走这１０镑。因此，我把这

个地租称为绝对地租。所以，不论煤矿的富饶程度如何改变，

也不论由此引起的劳动生产率如何改变，在表里，这个地租总是

同一的。但是，它在煤矿富饶程度不同因而劳动生产率不同的条

件下，不是表现为同一吨数。因为包含在１０镑中的劳动量随着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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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的不同而表现为较多或较少的使用价值量，表现为较多

或较少的吨数。这个绝对地租在富饶程度不同的条件下是否总是

全部得到支付或者 ［有时只是］部分得到支付，将在表的进一步

分析中说明。

其次，存在于市场上的煤却是富饶程度不同的矿井的产品，这

些矿井，我从最贫瘠的开始，已标作 、 、 、 四个等级。例如：

第一等级，１００镑资本的产品是６０吨；第二等级，１００镑资本的产

品是６５吨；等等。因此，由于劳动生产率程度随矿井、土地，总之随

自然因素的富饶程度而有所不同，在这里同样大小的、具有同一有

机构成的资本１００镑，在同一生产领域内却有不同的生产率。但

是，竞争为这些具有不同个别价值的产品规定了统一的市场价值。

这个市场价值本身决不能大于最贫瘠的等级的产品的个别价值。

如果它高一些，这只是证明市场价格高于市场价值。但是市场价值

必定表现实际价值。就各个等级的产品来看，当然，它们的［个别］

价值可能高于或者低于市场价值。如果它们的个别价值高于市场

价值，那末市场价值和它们的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就小于它们的

个别价值和它们的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但是，因为绝对地租等于

它们的个别［５７８］价值和它们的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所以在这种

场合，这些产品的市场价值就不能提供全部绝对地租。如果市场价

值降到等于这些产品的费用价格，这些产品的市场价值就完全不

提供地租。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就不能支付任何地租，因为［总］地租

只是［市场］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而就这些产品个别地说，

在这样的市场价值之下，这个差额就会消失。在这种场合，它们的

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间的差额是负数，就是说，市场价值和它们

的个别价值相差一个负数。我把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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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称为差额价值。对于这种情况下的商品，我在差额价值前加了一

个负号。

相反，如果某一等级的煤矿（土地）的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市

场价值，那就是说，市场价值
·
高
·
于产品的个别价值。这样，在这些产

品的生产领域中占支配地位的价值或市场价值，就提供一个超过

它们的个别价值的余额。比方说，如果一吨的市场价值等于２镑，

那末，个别价值等于１镑１２先令的一吨，它的差额价值就是８先

令。因为在一吨的个别价值等于１镑１２先令的等级中，１００镑资

本生产７５吨，所以这７５吨的全部差额价值就是８先令×７５，即

３０镑。这个等级因土地或矿井相对来说比较富饶而造成的、全部

产品的市场价值超过其个别价值的余额，就形成级差地租，因为费

用价格对于这笔资本来说仍旧同以前一样。这个级差地租是较大

还是较小，就看市场价值超过个别价值的余额是较大还是较小，而

这个余额是较大还是较小，又要看生产出这种产品的矿山等级或

土地等级，同生产出的产品对市场价值起决定作用的那个比较不

富饶的等级比较起来，其富饶程度相对说来是高得多些还是少些。

最后，还必须指出，不同等级的产品的个别费用价格是不同

的。例如，１００镑资本生产７５吨的那个等级，因为总价值等于１２０

镑，总费用价格等于１１０镑，单位商品的费用价格就等于１镑９１
３

先令；如果市场价值等于这个等级的个别价值，就是说等于１镑

１２先令，那末，按１２０镑出卖的７５吨将提供地租１０镑，而１１０镑

就代表它们的费用价格。

但是单独一吨的个别费用价格当然随着１００镑资本借以表现

的吨数，或随着不同等级的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而不同。例如，１００

镑资本生产６０吨，一吨的价值就等于２镑，它的费用价格等于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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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１６
２
３先令。５５吨就等于１１０镑或总产品的费用价格。如果１００

镑资本生产７５吨，那末一吨的价值就等于１镑１２先令，它的费用

价格等于１镑９１
３先令，总产品中的６８

３
４吨值１１０镑，也就是说

正好补偿费用价格。在不同等级中，个别费用价格即每吨费用价格

的不同，与个别价值的不同具有同一比例。

五个表都表明，绝对地租总是等于商品［个别］价值超过它自

己的费用价格的余额；级差地租等于商品的市场价值超过它的个

别价值的余额；总地租（如果除绝对地租外还有级差地租的话）等

于市场价值超过个别价值的余额加上个别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

额，或者说，等于市场价值超过个别费用价格的余额。

因为这里只是把地租的一般规律作为我的价值理论和费用价

格理论的例证来发挥，只有到我专门考察土地所有权时我才详细

论述地租，［５７９］所以我撇开了一切使问题复杂化的情况：矿井或

各种土地的位置的影响；用于同一矿井或同一土地的几批资本的

不同生产率；同一生产领域的不同部门例如农业的不同部门所提

供的地租的相互关系；彼此不同但可以互相转化的各生产领域

——例如从农业中抽出土地用于建筑房屋等——所提供的地租的

相互关系。这一切都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

［（３）对表的分析］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些表。这些表说明，一般规律可以解释多种

多样的组合，而李嘉图由于不知道地租的一般规律，对级差地租的

本质也只有片面的理解，因此他想通过强制的抽象把多种多样的

现象只归结为唯一的一种情况。这些表所要说明的，并不是所有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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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的组合，只是对我们的专门目的有用的几种最重要的组合。

［（ａ）］Ａ表［不同等级的个别价值和

市场价值之间的关系］

  在Ａ表中，一吨煤的市场价值由等级 的一吨煤的个别价值

决定，这等级 的矿井最贫瘠，因而劳动生产率最低，也就是说

１００镑投资提供的产品量最少，因此，单位产品的价格（由它的价

值决定的价格）最高。

假定市场吸收２００吨，既不多，也不少。

市场价值不能高于 的每吨价值，即不能高于在最不利的生

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 和 的一吨煤高于自己的个

别价值出卖，这是因为这里的生产条件比同一生产领域（部门）生

产的其他商品所具备的条件优越；因此，这并不违反价值规律。相

反，如果市场价值高于 的每吨价值，那末，其所以可能，只是因为

的产品完全不顾市场价值而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卖。一般说来，市

场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间有差别，不是因为产品绝对高于自己的

价值出卖，只是因为整个生产领域的产品所具有的那个价值，可能

和个别产品的价值不同，也就是说，因为生产总产品（这里是２００

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可能和生产其中部分吨数（这里指 和

出产的那些吨数）所用的劳动时间不同；总之，因为得到的总产品

是生产率程度不同的劳动的产品。因此，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它的个

别价值之间的差别，只能同生产率程度的差别有关，在这些不同程

度的生产率下，一定量劳动创造出总产品的不同份额。这种差

别决不能意味着价值是不依赖于该生产领域一般使用的劳动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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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４］ ［说明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各种组合

等级
资本

（镑）
吨数

总产品
市场价
值（镑）

每吨市场价值 每吨个别价值 每吨差额价值

Ａ 
１００ ６０ １２０ ２镑＝４０先令 ２镑＝４０先令 ０

１００ ６５ １３０ ２镑＝４０先令 １１１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

２
１３镑＝３

１
１３先令

１００ ７５ １５０ ２镑＝４０先令 １３５镑＝１镑１２先令
２
５镑＝８先令

合计３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Ｂ 
５０ ２１２ ６０ １１１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１

１１
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 ０

１００ ７５ １３８６１３１
１１
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 １

３
５镑＝１镑１２先令

１６
６５镑＝４

１２
１３先令

１００９２１２１７０
１０
１３１

１１
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１

１１
３７镑＝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

２６４
４８１镑＝１０

４７０
４８１先令

合计２５０ ２００３６９３１３

Ｃ 
１００ ６０ １１０１０１３１

１１
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 ２镑＝４０先令 －２１３镑＝－３

１
１３先令

１００ ６５ １２０ １１１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１

１１
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 ０

１００ ７５ １３８６１３１
１１
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 １

３
５镑＝１镑１２先令 ＋１６６５镑＝＋４

１２
１３

１００９２１２１７０
１０
１３１

１１
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１

１１
３７镑＝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 ＋２６４４８１镑＝＋１０

４７０
４８１先令

合计４００２９２１２ ５４０

Ｄ 
１００ ６０ １１０ １５６镑＝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 ２镑＝４０先令 －１６＝－３

１
３先令

１００ ６５ １１９１６１
５
６镑＝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１

１１
１３镑＝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 －１７８＝－

１０
３９先令

１００ ７５ １３７１２ １６９７１２ １５６镑＝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 ＋７３０镑＝＋４

２
３先令

１００９２１２１６９
７
１２１

５
６镑＝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１

１１
３７镑＝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 ＋１１９２２２镑＝＋１０

８０
１１１先令

合计４００２９２１２５３６
１
４

Ｅ 
１００ ６５ １１３３４ １３４镑＝１镑１５先令 １１１１３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 －１１２１３先令

１００ ７５ １３１１４ １３４镑＝１镑１５先令 １３５镑＝１镑１２先令 ＋３先令

１００９２１１２１６１
７
８ １３４镑＝１镑１５先令 １１１３７镑＝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 ＋９２３７先令

合计３００２３２１２４０６
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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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绝对地租率不变）的总表］

每吨费用价格
绝 对 地 租

（镑）

级差
地租
（镑）

绝对
地租
（吨）

级差
地租
（吨）

地 租 总 额

（镑）

地租
总额
（吨）

１５６＝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 １０ ０ ５ ０ １０ ５

１９１３镑＝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先令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２０ １０

１７１５镑＝１镑９
１
３先令 １０ ３０ ５ １５ ４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２０ ７０ ３５

１９１３镑＝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先令 ５ ０ ２１７２４ ０ ５ ２１７２４

１７１５镑＝１镑９
１
３先令 １０ １８６１３５

５
１２ １０ ２８６１３ １５５１２

１７３７镑＝１镑３
２９
３７先令 １０ ５０１０１３５

５
１２ ２７１２ ６０１０１３ ３２１１１２

２５ ６９３１３１３
１３
２４ ３７

１
２ ９４３１３ ５１１２４

１５６镑＝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

１０
１３镑＝１５

５
１３先令 ０ ５

１２ ０ １０
１３镑＝１５

５
１３先令

５
１２

１９１３镑＝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先令 １０ ０ ５５１２ ０ １０ ５５１２

１７１５镑＝１镑９
１
３先令 １０ １８６１３５

５
１２ １０ ２８６１３ ３２１１１２

１７３７镑＝１镑３
２９
３７先令 １０ ５０１０１３５

５
１２ ２７１２ ６０１０１３ ３２１１１２

３０１０１３ ６９３１３１６
２
３ ３７１２ １００ ５４１６

１５６镑＝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９１３镑＝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先令 ９１６ ０ ５ ０ ９１６ ５

１７１５镑＝１镑９
１
３先令 １０ １７１２ ５

５
１１ ９６１１ ２７１２ １５

１７３７镑＝１镑３
２９
３７先令 １０ ４９７１２５

１０
１１ ２７１２２ ５９

７
１２ ３２１２

２９１６ ６７１１２１５
１０
１１ ３６

１３
２２ ９６

１
４ ５２１２

１９１３镑＝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先令 ３３４ ０ ２１７ ０ ３３４ ２１７

１７１５镑＝１镑９
１
３先令 １０ １１１４ ５

５
７ ６３７ ２１１４ １２１７

１７３７镑＝１镑３
２９
３７先令 １０ ４１７８ ５

５
７ ２３１３１４ ５１

７
８ ２９９１４

２３３４ ５３１８ １３
４
７ ３０５１４ ７６

７
８ ４３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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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如果一吨的市场价值高于２镑，那末，其所以可能，只

是因为 不管同 和 的关系如何，一般来说都是把自己的产品

高于它的价值出卖。在这种场合，由于市场状况，即由于供求关

系，市场价格就会高于市场价值。但是，我们这里所谈的市场价

值——按照假定在这里市场价格等于市场价值，——是不能高于

它自己的。

在这里，市场价值等于 的产品的价值，而且 提供的产品

占市场上所有产品的３
１０，因为 和 只提供补足全部需求所必要

的那么多产品，也就是说，只满足由 的产品满足的需求之外的

追加需求。因此， 和 没有任何理由低于２镑出卖自己的产品，

因为全部产品都能够按２镑卖掉。它们也不能把自己的产品卖得

［５８０］高于２镑，因为 的一吨卖２镑。

市场价值不能高于在最坏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但是作为必

要供给的一部分提供的产品的个别价值，这个规律被李嘉图歪曲

为市场价值不能降到低于这种产品的价值，也就是说始终都要由

这个价值来决定。下面我们就会看到，这是多么错误。

因为在 中，一吨的市场价值和一吨的个别价值一致，所以

它提供的地租就是产品价值超过产品费用价格的绝对余额，即绝

对地租，等于１０镑。 提供级差地租１０镑， 提供级差地租３０

镑，因为由 决定的市场价值分别为 和 提供一个超过其产品

个别价值因而也超过１０镑绝对地租（绝对地租代表个别价值超过

费用价格的余额）的余额１０镑和３０镑。 提供总地租２０镑，

提供总地租４０镑，因为市场价值提供超过它们的费用价格的余额

分别为２０镑和４０镑。

我们假定，由等级 即最贫瘠的矿井推移到比较富饶的等级

４０３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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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由 推移到更富饶的等级 。虽然 和 比 富饶，但是

它们只满足整个需求的７
１０，因而象刚才已经阐明的，能够按２镑

出卖自己的产品，尽管产品的价值分别只是１镑１６１２１３先令和１镑

１２先令。很明显，如果为满足需求所必要的一定量产品得到供应，

而满足这个需求的不同部分的劳动生产率又有不同，那末，不论

向这个还是那个方向推移，在两种场合，比较富饶的那些等级的

市场价值都会高于它们的个别价值：在一种场合，是因为它们遇

到的市场价值由贫瘠的等级决定，而它们提供的追加供给又不足

以促使由 决定的市场价值发生变动；在另一种场合，是因为原

来由它们决定的市场价值，即由 或 决定的市场价值，现在由

来决定，因为 提供市场所要求的追加供给，而且它只能按照

现在决定市场价值的那个较高价值提供这种供给。

［（ｂ）李嘉图的地租理论同农业生产率递减观点的联系。

绝对地租率的变动及其同利润率的变动的关系］

  例如，李嘉图在Ａ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说：出发点是 ；追

加供给先是由 提供；最后，市场要求的最后的追加供给由 提

供；因为 只能按１２０镑提供追加的６０吨，每吨２镑，而这个供

给又是市场所要求的，所以一吨的市场价值，原来是１镑１２先令，

然后是１镑１６１２１３先令，现在提高到２镑。可是，反过来同样正确：

如果出发点是 ，它按每吨２镑满足６０吨需求，然后追加需求由

提供， 的产品将按市场价值２镑出卖，虽然它的个别价值只

是１镑１６１２１３先令；因为市场要求的１２５吨，象以前一样，只有在

提供６０吨而每吨价值为２镑这个条件下，才能提供出来。同样，

如果又必需有一个７５吨的新的追加供给，而 只提供７５吨，仅

５０３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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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满足这个追加的需求，那就仍然要有 的每吨２镑的６０吨。如

果 满足全部需求２００吨，那末这２００吨就卖４００镑。这２００吨

现在也是按这个价格出卖的，因为 和 不是按照它们能够满足

１４０吨追加需求的那个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 —５８１］而是按照

只提供３
１０产品的 能够满足需求的那个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市

场要求的产品总量是２００吨，在这里每吨按２镑出卖，因为这个

数量的３
１０只有每吨按２镑出卖才能生产出来，而不管满足需求所

必需的追加产品量按什么次序进行生产，是从 开始到 再到 ，

还是从 开始到 再到 。

李嘉图说：如果 和 的产品是出发点，那末它们的市场价

值必定提高到 的产品价值（在李嘉图那里，是费用价格）的水

平，因为 提供的３
１０是满足需求所必需的；换句话说，因为这里

谈的是所要求的产品量，而不是这个量的一些特殊部分的个别价

值。但是，下面的情况同样是正确的：如果 是出发点， 和

提供的只是追加供给，由 提供的３
１０仍然同样是必需的；由此可

见，如果 在下降序列中决定市场价值，那末由于同样的原因，它

在上升序列中也决定市场价值。因此，Ａ表向我们表明，李嘉图

的观点是错误的，他认为级差地租以比较富饶的矿井或土地推移

到比较不富饶的矿井或土地为条件，也就是说，级差地租以劳动

生产率不断减低为条件。级差地租即使在运动的方向相反时，也

就是说，在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时，也完全可能存在。不管这两

种运动发生哪一种，都和级差地租的本质，和级差地租存在的事

实没有任何关系，这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上升序列和下降

序列将互相交错，追加需求的满足，有时靠推移到比较富饶的土

地、煤矿等这类自然因素，有时靠推移到比较不富饶的土地、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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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等这类自然因素。同时始终假定，由不同于其他等级的新等级

（不管这个等级是比较富饶还是比较不富饶）的自然因素提供的供

给，只等于追加的需求，也就是说不引起供求关系的任何变动，因

此，不是在花费较小的费用就能提供供给时，而只是在花费较大

的费用方能提供供给时，才会引起市场价值本身的变动。

因此，Ａ表从一开始就向我们揭示了李嘉图的这个基本前提

是错误的，从安德森的例子可以看出，甚至在对绝对地租问题有

错误看法时，这个前提也不是必要的。

如果发生从 到 ，从 到 ，即按下降序列的推移，即推

移到越来越不富饶的自然因素，那末，先是投资１００镑的 ，按

照商品价值１２０镑出卖自己的商品。每吨是１镑１２先令，因为

生产７５吨。如果有６５吨的追加需求必须满足，那末，使用资本

１００镑的 ，也会按照产品价值１２０镑出卖自己的产品。每吨是１

镑１６１２１３先令。最后，如果又必须提供追加供给６０吨，而只有

能够提供这些吨数，那末， 也按照产品价值１２０镑出卖自己的

产品，每吨是２镑。在这样的过程中，一旦 的产品出现在市场

上， 就提供级差地租１８６
１３镑，而它原来只提供绝对地租１０镑。

一旦 出现， 就提供级差地租１０镑， 的级差地租就提高到３０

镑。

李嘉图从 降到 时，在 那里已经找不到地租了，这是因

为他在考察 时，是从不存在任何绝对地租出发的。

当然，上升序列和下降序列之间有一定的差别。如果是从

推移到 ，因而 和 只提供追加供给，那末市场价值就依然等

于 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即２镑。并且，如果平均利润象这里假

定的那样是１０％，那末可以认为，煤的价格（相应地说，小麦的

７０３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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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到处都可以用一夸特小麦等等代替一吨煤）加入了平均利

润的计算，因为煤既作为生活资料加入工人的消费，又有相当大

的份额作为辅助材料加入不变资本。因此，同样可以认为，如果

的生产率较高，或者说，如果一吨煤的价值低于２镑，剩余价

值率就较高，同时剩余价值本身也较大，也就是说，利润率高于

１０％。但是，在 是出发点时，正好就是这样的情况。一吨煤的

［市场］价值原来只等于１镑１２先令，当［５８２］ 的产品出现在

市场上时，它提高到１镑１６１２１３先令，最后，当 的产品出现时，

它提高到２镑。因此，可以认为，在其他一切情况如剩余劳动时

间以及其他生产条件等等固定不变时，如果只有 被开发，利润

率就更高（剩余价值率就更高，因为工资的一个要素更便宜；由

于剩余价值率更高，剩余价值量也更大，就是说利润率也更高；除

此之外，在剩余价值发生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利润率所以更高，还

因为用于不变资本的一个费用要素更便宜），当 的产品出现在市

场上时，利润率就降低，最后，当 的产品出现时，利润率就降

到１０％这个最低水平。因此，在这种场合应当假定，当只有 被

开发时，利润率等于例如１２％（不考虑原来假定的数字），当 出

现时，利润率降到１１％，最后，当 出现在市场上时，利润率降

到１０％。在这种场合， 的绝对地租是８镑，因为费用价格是１１２

镑；在 的产品出现在市场上以后，绝对地租是９镑，因为费用

价格现在是１１１镑，最后，绝对地租提高到１０镑，因为费用价格

降到１１０镑。可见，这里绝对地租率本身发生了变动，而且和利

润率的变动成反比。地租率逐步提高，因为利润率逐步下降。而

利润率所以下降，是由于矿井、农业等等的劳动生产率下降，并

且与此相应，生活资料和辅助材料越来越贵。

８０３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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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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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述情况下，地租率因为利润率下降而提高。在这里，利

润率是不是因为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动而下降呢？如果资本的平

均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那末这种构成是否保持不变？假定正常工作

日保持不变。否则生活资料涨价的影响可能被抵销。这里应当把

两种情况分开。第一，生活资料涨价，因而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

减少。第二，不变资本涨价，因为辅助材料例如煤的价值可能提

高；如果说的是小麦，那末不变资本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种子

——的价值可能提高，或者，由于小麦涨价，另一种原产品（原

料）的费用价格可能上涨。最后，如果涨价的产品是铁、铜等等，

那末某些工业部门所必需的原料的价值和所有生产部门制造设备

（包括各种容器）用的原料的价值就会提高。

一方面假定资本的有机构成没有发生变动，也就是说，假定

生产方式没有发生那种使必须使用的活劳动量与所使用的不变资

本量相对来说增加或减少的变动。现在和以前一样，仍然需要同

样数量的工人（正常工作日的界限不变），来利用同样数量的机器

等等加工同样数量的原料，或者在没有原料的场合，来推动同样

数量的机器、工具等等。这是在谈到资本有机构成时应当指出的

第一个着眼点。但是，还必须补充另一个着眼点，就是：要考察

资本各要素的价值的变动，虽然资本各要素作为使用价值使用的

数量和以前完全一样。这里又应当区分如下的情况。

第一，价值的变动以同样的程度影响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

两个要素。显然，这种情况实际上是从来不会有的。小麦之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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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的价值提高会使（必要）工资和原料（例如种子）涨价。煤

价上涨会使必要工资和大部分工业部门的辅助材料的价值提高。

但是在前一种场合，工资的提高是在所有生产部门发生，而原料

的涨价只是在某些部门发生。至于煤，它加入工资的份额比加入

生产的份额小。所以，在总资本中煤和小麦的价值变动未必能以

同样的程度影响资本的两个要素。不过我们假定可能有这种情况。

假定资本８０ｃ＋２０ｖ生产的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２０。就总资本来

说，产品的价值和产品的费用价格相符合。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

的差别对总资本来说刚好拉平。假定煤这样的物品的价值的提高

（根据假定，煤按同一比例加入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使两个要素

的费用各增加１
１０。这样，用８０ｃ只能买到以前［大约］用７０ｃ就能

买到的商品，而用２０ｖ只够支付以前 ［大约］用１８ｖ就能支付的

那样多工人的报酬。或者，为了按原来的规模继续生产，现在必

须花费 ［大约］９０ｃ和２２ｖ。产品的价值和以前一样是１２０，可是

支出现在是１１２（不变资本９０和可变资本２２）。所以，利润等于

８，这占１１２的１
１４，也就是占７

１
７％。因而支出资本１００所生产的

产品价值现在等于１０７１
７。

现在加入这笔新资本的ｃ和ｖ的比例关系是怎样的呢？以前

ｖ和ｃ之比是２０∶８０，即１∶４，现在是２２∶９０，即１１∶４５。
１
４＝

４５
１８０；

１１
４５＝

４４
１８０。可见，可变资本 ［５８３］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

１
１８０。

因此，根据假定，要承认煤等的涨价按同一比例影响资本的两个

部分，我们必须用８８ｃ＋２２ｖ。因为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２０；支出８８

＋２２＝１１０。剩下１０作为利润。２２∶８８＝２０∶８０。ｃ和ｖ之比仍然

象在原来的资本中那样。同以前一样，ｖ∶ｃ＝１∶４。而利润１０占

１１０的１
１１，即９

１
１１％。因此，如果生产要按原来的规模继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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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末，以前投入资本１００，现在就要投入资本１１０，而产品的价值

和以前一样等于１２０。８４对于１００单位的资本来说，其有机构成是

８０ｃ＋２０ｖ，产品价值是１０９１
１１。

［第二，］如果在上例中８０ｃ的价值保持不变，只是ｖ的价值变

了，比如说不是２０ｖ而是２２ｖ，那末以前的２０∶８０或１０∶４０现在

就变成２２∶８０或１１∶４０。如果发生这样的变化，那末资本就是

８０ｃ＋２２ｖ，产品价值是１２０；因而支出是１０２，利润是１８，即占１７

３３
５１。２２∶１８＝２１

２９
５１∶１７

３３
５１。如果说为了推动价值８０的不变资本

而必须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是２２ｖ，那末要推动价值７８
２２
５１的不变

资本就需要２１２９５１。按照这样的比例，在１００单位的资本中只有７８

２２
５１能够用在机器和原料上，而２１

２９
５１则必须用在工资上，而以前是

８０用在原料等等上，只有２０用在工资上。产品的价值现在等于

１１７３３５１，资本构成则是７８
２２
５１ｃ＋２１

２９
５１ｖ。而２１

２９
５１＋１７

３３
５１＝３９

１１
５１。在

以前的资本构成情况下，全部新加劳动等于４０；现在等于３９１１５１，

或者说，比以前少４０５１；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是，虽然不变资本的

价值未变，但现在不得不使用较少的不变资本，因而１００单位的

资本能够推动的劳动比以前略少，尽管支付的报酬较高。

因此，如果某一费用要素的变动——这里是涨价，价值提高

——只引起（必要）工资的变动，那末就会发生如下的情况：第

一，剩余价值率下降；第二，在资本既定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较

少的不变资本，较少的原料和机器。资本不变部分的绝对量与可

变资本相比减少，这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会引起利润率

的提高（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不变资本的量减少，虽

然它的价值仍然不变。但是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本身减少了，因

为在剩余价值率下降的情况下雇用的工人人数没有增加。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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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剩余劳动）率比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下降得更多。现

在为了推动同量的不变资本，必需雇用和以前同样多的工人，也

就是使用同样的劳动绝对量。不过在这个劳动绝对量中，必要劳

动多了，剩余劳动少了。因而对同量的劳动要支付较高的报酬。因

此，同一资本（例如１００）用于不变资本的部分少了一些，因为它

必须多花一些可变资本来推动较少的不变资本。这里剩余价值率

的下降不是和一定资本所使用的劳动绝对量的增长相联系，或者

说，不是和它所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长相联系。因而在这里，剩

余价值本身不可能在剩余价值率下降的情况下增长。

因此，如果从资本的组成部分的物质方面即把它们作为使用

价值来考察时，资本的有机构成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如果资本

构成的变动不是由于投入这个资本的生产领域的生产方式发生变

动，而仅仅是由于劳动能力价值提高，因而必要工资也提高了

（这等于说，剩余劳动减少或剩余价值率下降，这种减少和下降在

这里不可能由于一定量资本，例如１００单位，所雇用的工人人数

的增加而全部抵销或部分抵销），那末，利润率的下降就只能是由

于剩余价值本身下降。而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也是由同一原因引

起。这种变动，在生产方式不变以及使用的直接劳动量和积累劳

动量之间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只能由使用的直接劳动量和积累

劳动量的价值（比例价值）的变动引起。同一资本使用 ［５８４］的

较少量直接劳动与它使用的较少量不变资本具有同一比例，但它

对这较少量劳动支付的报酬却较高。它只能使用较少量的不变资

本，因为推动这较少量不变资本的那个较少量劳动，将吸收总资

本中较大的份额。为了推动７８单位的不变资本，资本家现在必须

在可变资本上花费比如２２单位，而以前推动８０ｃ只花费２０ｖ就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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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总之，其生产依赖于土地所有权的那种产品的涨价只影响工

资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这种产品跌价，就产生相反的结果。

现在我们来看看上面假设的 ［“第一”种］情况。假定农产

品的涨价按同一比例影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那末在这里，根

据假定，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发生任何变动。第一，生产方式没有

变动。同样的直接劳动绝对量推动着和以前一样的积累劳动量。这

两种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和以前一样。第二，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

的价值比例没有变动。如果其中一个的价值提高或下降，那末另

一个的价值就同它成比例地发生相应的变动，结果它们的比例仍

然不变。而以前是８０ｃ＋２０ｖ。产品价值＝１２０。现在是８８ｃ＋２２ｖ。

产品价值＝１２０。这就得出１０比１１０，即９１
１１％的利润。因此，对

于８０ｃ＋２０ｖ的资本来说，产品价值是１０９１
１１。

  以前是：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利润率 剩余价值率

８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０％

  现在是：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利润率 剩余价值率

８０ ２０ ９１１１ ９１１１ ４５５１１

  ８０ｃ在这里代表较少量的原料等；２０ｖ相应地代表较少的劳动

绝对量。原料等贵了；用８０购买的原料等的量也就减少了；因为

生产方式没有变，所以它需要较少量的直接劳动。但是这较少量

的直接劳动却和以前较大量的直接劳动所值一样多，而且它和原

料等恰好按同样程度涨价，因而也按同样程度减少。可见，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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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不变，利润率就会按照原料等涨价的程度，按照可变资

本价值对不变资本价值的比例的变化程度而下降。但是剩余价值

率不是原来那样，而是随着可变资本价值的增长发生了变化。

我们举 ［另外］一个例子。

一磅棉花的价值由１先令上涨到２先令。以前用８０镑｛这里

我们假定机器等等于０｝可以买１６００磅棉花。现在用８０镑只能买

８００磅棉花。以前把１６００磅棉花加工成棉纱需要花费工资２０镑，

假定这相当于２０个工人。加工８００磅就只需要１０个工人，因为

生产方式没有变。１０个工人以前值１０镑，现在值２０镑，就同８００

磅棉花以前值４０镑现在值８０镑完全一样。假定以前利润是

２０％。因此，所假定的就是这样：

不 变 资 本 可变资本 剩余
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利润率 产  品 一磅棉纱
价 格

８０镑＝ ２０镑＝２０２０镑 １００％ ２０％ １６００磅棉纱 １先令

１６００磅棉花 人工人 ６便士

８０镑＝ ２０镑＝１０１０镑 ５０％ １０％ ８００磅棉纱 ２先令

８００磅棉花 人工人 ９便士

  实际上，如果２０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等于２０镑，那末１０

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就等于１０镑；但是要生产这笔剩余价值，

必须照旧支付２０镑，而在以前的条件下只支付１０镑。一磅棉纱这

个产品［５８５］的价值在这里无论如何都会提高，因为产品包含着更

多的劳动，即（一磅棉纱所含的棉花中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

如果只是棉花的价值提高，工资依然不变，那末把８００磅棉

花加工成棉纱照旧只需要１０个工人。而这１０个工人也只花费１０

镑。所以剩余价值率照旧是１００％。把８００磅棉花变成棉纱，需要

１０个工人，为他们支出资本１０镑。所以资本的总支出等于９０镑。

４１３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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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始终假定每８０磅棉花需要一个工人。因此８００磅就需要１０

个工人，１６００磅就需要２０个工人。那末，现在全部资本１００镑能

把多少磅棉花变成棉纱呢？可以用８８
８

９镑购买棉花，１１
１

９
镑支付

工资。

比例是这样的：

不 变 资 本 可变资本 剩余
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利润率 产  品 一磅棉纱

价 格

８８
８
９
镑＝ １１

１
９
镑＝ １１

１
９镑 １００％ １１

１
９
镑８８８

８
９
磅棉纱 ２先令

８８８
８
９
磅棉纱１１１

１
９
磅棉纱 ２先令

６便士

  在这种情况下，可变资本的价值没有变动，因而剩余价值率

仍然不变。

在 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是２０∶８０，或者说

１∶４。在 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比是１１
１

９∶８８
８

９，

或者说１∶８；可见，这里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了一半，因为不变

资本的价值增加了一倍。同一数量的工人把同一数量的棉花纺成

棉纱，可是１００镑资本现在只能雇用１１
１

９个工人，用余下的８８
８

９

镑只能购买８８８
８

９磅棉花，而不能象 的情况下那样购买１６００磅

棉花。剩余价值率仍然不变。但是由于不变资本价值发生变动，在

资本为１００镑时已经不能雇用以前那样多的工人；可变资本和不

变资本的比例变了。结果，剩余价值量减少，随之利润也减少，因

为这个剩余价值照旧按同样的资本支出计算。在 的情况下，可

变资本（２０镑）是不变资本的
１

４（２０∶８０），总资本的
１

５。现在可

变资本（１１
１

９镑）只是不变资本的
１

８，总资本１００镑的
１

９。但是

１００

５镑（即２０镑）的１００％是２０镑，而
１００

９镑（即１１
１

９镑）的１００％

只有１１
１

９镑。在工资不变，或者说，可变资本价值不变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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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资本的绝对量在这里减少了，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了。因

此，可变资本的百分比下降，随之剩余价值本身，剩余价值的绝

对量，因而还有利润率也下降。

在可变资本价值不变和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

使用的劳动、原料和机器的量保持原来比例的情况下），不变资本

价值的变动［这里是提高］，会使资本构成发生这样一种变化，就

好比不变资本价值没有变，可是同花费在劳动上的资本相比，却

使用了更大量的价值未变的 ［不变］资本（也就是说，所使用的

不变资本的价值总额更大）。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是利润下降。

（如果不变资本价值下降，就会产生相反的情况。）

相反，可变资本价值的变动（这里是提高），会使可变资本同

不变资本相对来说增加，从而使可变资本的百分比增加，或者说，

使它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例部分增加。然而利润率在这里不是提

高，而是下降。这是因为生产方式保持不变。为了把同量的原料、

机器等变成产品，使用的活劳动量和以前一样。这里和上面的情

况一样，用同一资本１００镑只能［５８６］推动较少量的直接劳动和

积累劳动，但这较少量的直接劳动所值更多了。必要工资提高了。

这较少量的直接劳动中有一个较大部分补偿必要劳动，因而它只

有一个较小部分形成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率下降了，与此同时，同

一资本所支配的工人人数或劳动总量也减少了。可变资本同不变

资本相对来说增加了，因而同总资本相对来说也增加了，尽管使

用的劳动量同不变资本量相对来说减少了。所以剩余价值下降了，

随之利润率也下降了。在前一场合，利润率下降是因为在剩余价

值率不变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对来说，因而同总资

本相对来说减少了；换句话说，剩余价值下降是因为在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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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不变的情况下，工人人数减少了，剩余价值的乘数变小了。在

后一场合，利润率下降则是因为，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对来说，

因而同总资本相对来说增加了，但是可变资本的这种增加伴随着

使用的劳动量（同一资本使用的劳动量）的减少；换句话说，这

里剩余价值下降，是因为剩余价值率的下降同使用的劳动量的减

少联系在一起。有酬劳动同不变资本相对来说增加了，但使用的

劳动总量减少了。

由此可见，价值的这些变动总是影响剩余价值本身，剩余价

值的绝对量在两种场合都减少了，因为它的两个因素中有一个变

小了，或者这两个因素都变小了；在一种场合，剩余价值减少是

因为剩余价值率不变而工人人数减少了；在另一种场合，剩余价

值减少是因为剩余价值率和１００单位资本所雇用的工人人数都减

少了。

最后，我们来谈谈 的情况。在这里农产品价值的变动按同

一比例影响资本的两个部分，因而这种价值变动不会造成资本有

机构成的变动。

在这种情况下（见第５８４页）①，一磅棉纱的价值从１先令６便

士涨到２先令９便士，因为现在它是比以前耗费更多劳动时间的

产品。虽然现在一磅棉纱包含的直接劳动和以前一样（不过这时

有酬劳动较多，无酬劳动较少），但是它现在包含的积累劳动比以

前多。由于棉花价值发生变动，从１先令涨到２先令，现在加入

一磅棉纱价值的也就不是１先令而是２先令。

然而第５８４页上的 的例子是不正确的。

我们有：

７１３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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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变 资 本 可变资本 剩余
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利润率 产  品 一磅棉纱

价 格

８０镑＝ ２０镑＝ ２０镑 １００％ ２０％ １６００磅棉纱 １先令

１６００磅棉花 ２０个工人 ６便士

  ２０个工人的劳动表现为４０镑。在这里，这个数目的一半是无

酬劳动，因此剩余价值是２０镑。依照这一比例，１０个工人将生产

２０镑，其中１０镑是工资，１０镑是剩余价值。

因此，如果劳动能力的价值和原料价值按同一比例提高，就

是说，如果劳动能力的价值提高一倍，那末它就等于１０个工人得

２０镑，就象以前它等于２０个工人得２０镑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

没有任何剩余劳动了。因为，如果２０个工人提供的价值用货币表

现等于４０镑，那末１０个工人提供的价值用货币表现就等于２０镑

［这也就是 的情况下全部可变资本的价值］。这是不可能的。在

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就消失了。

但是，因为根据假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的变动应当

是一样的（按比例），所以我们必须用别的方式表达这一情况。比

如说，假定棉花价值提高
１

３；用８０镑现在能够买到１２００磅棉花，

而以前用这些货币能够买到１６００磅。以前１镑等于２０磅棉花，或

１磅棉花等于
１

２０镑，即１先令。现在１镑等于１５磅棉花，或１磅

棉花等于
１

１５镑，即１
１

３先令，或１先令４便士。以前１个工人花

费１镑，现在要花费１
１

３镑，即１镑６
２

３先令，或１镑６先令８便

士。１５个工人就要花费２０镑（１５镑＋
１５

３镑）。［５８７］因为２０个

工人生产４０镑的价值，所以１５个工人生产３０镑的价值。在这一

价值中现在２０镑是工人的工资，１０镑是剩余价值或无酬劳动。

这样，我们就有：

８１３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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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变 资 本 可变资本 剩余
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利润率 产  品 一磅棉纱

价 格

８０镑＝ ２０镑＝ １０镑 ５０％ １０％ １２００磅棉纱 １先令

１２００磅棉花 １５个工人 １０便士

  在这１先令１０便士中，棉花是１先令４便士，劳动是６便士。

产品涨价是因为棉花贵了
１

３。但是产品没有涨价
１

３。以前在

的情况下产品值１８便士，因此，产品如果涨价
１

３，现在就应该

值１８＋６，即２４便士。可是它现在只值２２便士。以前在１６００磅

棉纱中包含４０镑的劳动，因而１磅棉纱中包含
１

４０镑，即
２０

４０或
１

４先

令，也就是６便士。现在１２００磅棉纱中包含３０镑的劳动，所以

花在１磅棉纱上的劳动也是
１

４０镑，即
１

２先令或６便士。虽然劳动

和原料按同样程度涨价，１磅棉纱所包含的直接劳动的量仍然和

以前一样；不过在这一劳动量中现在包含的有酬劳动较多，无酬

劳动较少。所以工资价值的这种变动丝毫不改变产品１磅棉纱的

价值。这里劳动依然只是６便士，而棉花现在是１先令４便士，不

是过去的１先令。一般说来，如果商品按照它的价值出卖，工资

价值的变动就不会引起产品价格的变动。不过以前在６便士中工

资占３便士，剩余价值也占３便士。现在在６便士中工资是４便

士，剩余价值是２便士。实际上，１磅棉纱包含工资３便士，１６００

磅棉纱就是３×１６００便士，即２０镑，而１磅棉纱包含工资４便士，

１２００磅棉纱就是４×１２００便士，即２０镑。但３便士和１５便士

（１先令棉花加３便士工资）之比，构成前一种情况下的
１

５的利润，

即２０％的利润。２便士和２０便士（１６便士棉花加４便士工资）之

比，则构成
１

１０，或１０％的利润。

如果在上述例子中棉花价格保持不变，我们就会得到如下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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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一个工人把８０磅棉花纺成棉纱（因为生产方式在所有的例子

中保持不变），而１磅棉花又＝１先令。

资本现在分解如下８５：

不 变 资 本 可变资本 剩余
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利润率 产  品 一磅棉纱

价 格

７３
１
３
镑＝１４６６

２
３

２６
２
３

１３
１
３
镑 ５０％ １３

１
３
％ １４６６

２
３
磅棉纱 １

６
１１
先令

  这种计算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如果一个工人纺８０磅棉花

的棉纱，那末２０个工人就纺１６００磅，而不是１４６６
２

３磅，因为假定

生产方式保持不变。工人的不同的报酬丝毫不可能改变这个事实。

因而，必须另外举例：

不 变 资 本 可变资本 剩余
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利润率 产  品 一磅棉纱
价 格

７５镑＝１５００２５镑（１８
３
４
１２
１
２

５０％ １２
１
２
％ １５００磅棉纱 １先令

磅棉花 个工人） ６便士

  在这６便士中，工资是４便士，利润是２便士。２便士和１６便

士［１先令棉花加４便士工资］之比，是
１

８，即１２
１

２％。

最后，如果可变资本价值保持不变（１个工人＝１镑），而不变

资本价值变了，结果１磅棉花不是花费１先令，而是花费１先令４

便士或１６便士，那末情况如下：

不 变 资 本 可变资本
剩余
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利润率 产  品

一磅棉纱
价 格

８４
４
１９
镑＝ １５

１５
１９
镑（＝ １５

１５
１９
镑 １００％ １５

１５
１９
％ １２６３

３
１９
磅棉纱 １先令

１２６３
３
１９
磅棉花１５

１５
１９
个工人） １０便士

０２３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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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８］利润＝３便士。它和１９便士［１６便士棉花加３便士工

资］之比恰好是１５
１５

１９％。

现在我们从还没有发生价值变动的 开始，把所有这四种情

况加以比较。

不 变 资 本 可变资本
剩余
价值

剩 余
价值率利润率产  品

一磅棉纱
价 格

８０镑＝１６００ ２０镑＝２０ ２０镑 １００％ ２０％ １６００ １先令 ３便士

磅棉花 个工人 磅棉纱 ６便士

７５镑＝１５００ ２５镑＝ １２
１
２
镑 ５０％１２

１
２
％ １５００ １先令 ２便士

磅棉花 １８
３
４
个工人 磅棉纱 ６便士

８４
４
１９

１５
１５
１９
镑＝ １００％ １５

１５
１９
１００％ １２６３

３
１９
１先令 ３便士

１２６３
３
１９
磅棉花１５

１５
１９
个工人 磅棉纱 １０便士

８０镑＝１２００ ２０镑＝ １０镑 ５０％ １０％ １２００ １先令 ２便士

磅棉花 １５个工人 磅棉纱 １０便士

  产品价格在 和 的情况下发生变动，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

发生了变动。而可变资本价值的变动却不引起产品价格的任何变

动，因为直接劳动的绝对量没有变，只是以不同的方式分为必要劳

动和剩余劳动。

但是在 的情况下，价值的变动按同一比例影响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两者的价值都提高了
１

３，这时的情况如何呢？

如果只是工资提高（ ），那末利润就会从２０％下降到１２
１

２％，即下降７
１

２单位。如果只是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 ），那末

利润就会从２０％下降到１５
１５

１９％，即下降４
４

１９单位。因为在我们考

察的 的情况下，工资和不变资本的价值按同样程度提高，所以利

润从２０％下降到１０％，即下降１０单位。可是为什么不下降７
１

２＋

４
４

１９即１１
２７

３８这个 和 的差额之和呢？必须弄清楚这个１
２７

３８％，

１２３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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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使利润（ ）应当下降到８
１１

３８％，而不是１０％。利润量决定于剩

余价值量，而在剩余劳动率既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量又决定于工

人人数。在 的情况下有２０个工人，他们的一半劳动时间是无酬

的。在 的情况下只有总劳动的
１

３是无酬劳动；因此剩余价值率下

降；此外，使用的工人比 少１
１

４，因而工人人数或总劳动也减少

了。在 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又和 一样，一半工作日是无酬的，

但是由于不变资本价值提高，工人人数从２０减少到１５
１５

１９，或者

说，减少４
４

１９。在 的情况下工人人数减少５人（剩余价值率也下

降到 的水平，即下降到
１

３工作日），也就是从２０人减到１５人。和

相比，在 的情况下工人人数减少了５人，和 相比减少了３
３

４

人，和 相比减少了
１５

１９人；但是和 相比并不是减少１
１

４＋４
４

１９，

即５
３５

７６。否则在 的情况下雇用的工人人数就会是１４
４１

７６。

从上面的论述中可得出如下结论：

加入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商品的价值变动，——在生产方

式不变，或者说，资本的物质构成不变的情况下（即在使用的直接

劳动和积累劳动之间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按同一比例

影响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就象 的情况那样（例如，这里的棉花

和工人消费的小麦按同样程度涨价），就不会引起资本有机构成的

变动。这里利润率下降（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价值提高的情况

下），第一，是因为工资上涨而造成剩余价值率下降；第二，是因为

工人人数减少。

在价值变动只影响不变资本或只影响可变资本时，尽管生产

方式保持不变，这种变动所起的作用和资本有机构成变动所起的

作用一样，会在资本组成部分的价值比例中引起同样的变动。

２２３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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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价值的变动只影响可变资本，那末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

［５８９］以及同总资本相对来说就会增加。但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剩

余价值率下降，而且雇用的工人人数也减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 ）也使用较少的不变资本（其价值仍然不变）。

如果价值的变动只影响不变资本，那末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

以及同总资本相对来说就会减少。虽然剩余价值率不变，剩余价值

量却会减少，因为雇用的工人人数减少了（ ）。

最后，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价值的变动既影响不变资本，也

影响可变资本，但是影响的程度不同。这种情况应当包括在上述

的各种情况中。例如，假定价值的变动影响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使不变资本价值提高１０％，可变资本价值提高５％。那末，就它

们二者都涨价５％来说，一个上涨５＋５，另一个上涨５，这就是

的情况。然而就不变资本在此之外还有５％的变动来说，这就是

的情况。

上面我们只是假定价值提高。在价值下降的情况下会发生相

反的结果。例如，从 推移到 ，就是考察价值下降按同一比例影

响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的情况。如果要说明只是资本的一个组成

部分的价值下降会引起怎样的结果，只须把第 种情况和第 种

情况相应地修改一下就行了。［５８９］

        

［６００］关于上述［原料、机器和生活资料的］价值变动对资本有

机构成的影响，我还要补充一点：拿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来

说，在这些资本的物质构成在其他方面相同的情况下，只要它们使

用的机器或材料的价值较高，就会造成它们的有机构成的不同。例

如，如果棉纺织业、丝纺织业、麻纺织业和毛纺织业资本的物质构

３２３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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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完全相同，那末只要它们所使用的材料的价值不同，就会造成这

些资本的有机构成不同。［６００］

［（ｄ）总地租的变动取决于市场价值的变动］

［５８９］我们回过头来谈谈Ａ表。我们已经看到①，假定由于利

润下降而形成了利润率１０％（在最初只有 被开发时，利润率比

较高，后来， 出现，就比只开发 时低了，但仍然高于１０％），这

个假定在一定条件下，也就是在确实按下降序列发展的时候，可能

是正确的，但它决不是由于地租的差别，决不是仅仅由于级差地租

的存在而必然得出来的；相反，在按上升序列发展时，这种地租的

差别是以利润率始终不变为前提的。

Ｂ表。在这里，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②， 和 的竞争迫使

把自己的资本抽出一半。在按下降序列发展时，这相反会表现为：

所需要的追加供给只有３２
１

２吨，所以对 只应当投资５０镑。

但是在这个表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以前投入的资本是３００

镑，现在只有２５０镑，即减少
１

６；而产品量仍然和以前一样，是２００

吨。可见，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单位商品的价值下降了。同样，商品

的总价值也从４００镑降到３６９
３

１３镑。同Ａ相比，一吨的市场价值

从２镑降到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因为新的市场价值由 的产品的个别

价值决定，而不是象以前那样由 的产品的较高的个别价值决定。

尽管投资减少了，在产品量不变的情况下产品总价值减少了，市场

价值下降了，开发了比较富饶的等级，——尽管有这些情况，同Ａ

相比，Ｂ的地租却绝对增加了２４
３

１３镑（从７０镑增加到９４
３

１３镑）。

４２３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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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察一下各个等级使地租总额增大的情况，那就会发现，

在等级 中，绝对地租率仍然保持不变，因为５镑是５０镑的

１０％，但是地租量减少了一半，从１０镑减少到５镑，因为Ｂ 的投

资减少了一半，从１００镑减少到５０镑。在Ｂ 中，地租总额不是增

加，而是减少５镑。其次，Ｂ 的级差地租完全消失，因为市场价值

现在等于 的产品的个别价值。这使地租总额又减少１０镑。因此，

的地租总共减少１５镑。

在 中，绝对地租额保持不变，但是由于产品的市场价值下

降，它的差额价值也下降了，从而级差地租也减少了。级差地租以

前是３０镑，现在只有１８
６

１３镑，即减少１１
７

１３镑。因此， 和 合在

一起，地租减少２６
７

１３镑。可见，地租总额的增加并不象初看起来的

那样是２４
３

１３镑，而是［２４
３

１３＋２６
７

１３＝］５０
１０

１３镑，这一点仍须弄清

楚。其次，和Ａ相比，对于Ｂ来说，Ａ 的绝对地租随着 本身的

消失而消失了。因此，这又使地租总额减少１０镑。由此可见，应当

说明的总共是６０
１０

１３镑。但这正好是新等级Ｂ 的地租总额。因此，

Ｂ的地租总额的增加仅仅用Ｂ 的地租就可说明。Ｂ 的绝对地租

同所有其他各等级一样，等于１０镑。而５０
１０

１３镑的级差地租是这样

得出来的：［５９０］ 的产品的差额价值一吨是１０
４７０

４８１先令，再把它

乘以９２
１

２，因为这是这个等级开采出来的吨数。 和 的富饶程

度仍然不变；最贫瘠的等级完全消失，然而地租总额增加了，因为，

由于 的富饶程度相对地较高，单单是 的级差地租就比Ａ的总

级差地租大。级差地租不取决于各个被开发等级的绝对富饶程度，

不取决于
１

２ 、 、 比 、 、 更富饶；可是
１

２ 、 、 的级差

地租比Ａ的 、 、 的级差地租大。所以会有这种情况，是因为

５２３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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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产品的最大部分——９２
１

２吨——是从这样一个等级得

来的，这个等级的差额价值比Ａ表上任何一个等级的差额价值都

大。如果某一等级的差额价值是既定的，那末它的级差地租的绝对

额自然就取决于这个等级的产品量。但是在计算差额价值和考察

这个价值的形成过程时，已把这个产品量计算进去了。因为 用

１００镑资本生产９２
１

２吨，不多也不少，所以在每吨市场价值等于１

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的Ｂ表中，它的差额价值就是每吨１０
４７０

４８１先令。

在Ａ表中，地租总额是７０镑，资本是３００镑，即占３７
３

５％。

而在Ｂ表中，如果
３

１３略去不计，地租总额是９４，资本是２５０，即占

３７
３

５％。

Ｃ表。这里假定，在 加进来并开始由 决定市场价值之后，

需求不象在Ｂ表中那样保持不变，而是随价格下降而提高，以致

提供的全部追加量９２
１

２吨都被市场吸收。在每吨价格为２镑

时，只有２００吨被吸收；在价格为１
１１

１３镑时，需求增加到２９２
１

２吨。

如果假定市场容量在每吨价格为１
１１

１３镑时仍然和每吨价格为２镑

时一样，那是错误的。相反，市场总是随着价格下降而扩大到一定

程度，甚至拿小麦这样一般的生活资料来说也是如此。

这就是我们对Ｃ表首先要指出的唯一的一点。

Ｄ表。这里假定，只有当市场价值降到１
５

６镑时，２９２
１

２吨才

被市场吸收；而１
５

６镑是 的一吨的费用价格，因而 不带来任何

地租，只提供１０％的普通利润。这是李嘉图所认为的正常的情况，

因此，应当比较详细地讨论一下。

这里和前面的各表一样，先按上升序列；随后我们还要按下降

序列考察这个过程。

６２３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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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 、 只提供１４０吨的追加供给①，即按照２镑一吨

被市场吸收掉的追加供给，那末 就继续决定市场价值。

可是情况并不是这样。市场上还有 生产的９２
１

２吨余额。如

果这个数量是绝对超过市场需要的一般剩余产品，那就会象Ｂ表

那样， 被完全排挤出市场， 必须抽出自己的一半资本。这样一

来，也会象Ｂ表那样，由 决定市场价值。可是现在我们假定，在

市场价值进一步降低的情况下，市场能够吸收这９２
１

２吨。这个过

程将怎样进行呢？ 、 和
１

２ 在市场上占绝对统治地位。这就是

说，如果市场绝对地说只能吸收２００吨，这些等级就会把 排挤出

市场。

但是我们先来看看实际情况。在市场上过去只有２００吨，现在

有２９２
１

２吨。 将按照商品的个别价值１
１１

１３镑出卖，以便在市场上

站住脚，并把个别价值等于２镑的 的产品从市场上排挤出去。但

是因为按照这个市场价值容纳不了２９２
１

２吨，所以 和 将挤压

，直到市场价格降到１
５

６镑为止。按照这样的价格， 、 、 和

都将在市场上为自己的产品找到销路，市场按照这个［５９１］市场

价格将吸收全部产品。由于价格的这种下降，供求趋于平衡。一旦

追加供给开始超过由原来的市场价值决定的市场容量，每一个等

级自然都会竭力把自己的全部产品塞进市场，而把别的等级的产

品排挤出去。这只能通过降低价格的办法，也就是把价格降低到使

大家都能找到销路的水平。如果价格降低很多，以致 、 等等不

得不低于生产费用８６出卖商品，那它们自然会被迫从生产中抽出

自己的资本。如果为了使产品适应市场状况，价格看来不必降低这

７２３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① 对 生产的６０吨的追加供给。——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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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多，那末全部资本就能按照产品的这个新市场价值在这个生产

领域继续发挥作用。

但是再往下看，很明显，在这样的条件下，决定产品市场价值

的就不是 、 这些较坏的地段，而是 、 这些较好的地段，因

而，正象施托尔希对于这种情况正确理解的那样，２６是较好地段的

地租决定较坏地段的地租。

按照那种使它能把自己的全部产品塞进市场，又能消除其

他等级的各种反抗的价格出卖产品。这个价格就是１
５

６镑。如果

按照更高的价格出卖，那末市场的容量就会缩小，互相排挤的过

程又会重新开始。

只有假定 等等所提供的追加供给，仅仅是市场按照 的产品决

定的市场价值吸收掉的那个追加供给， 才决定市场价值。如果追加

供给超过这种界限， 会起完全消极的作用，并由于它在市场上占据

的地位仅仅迫使 、 、 作出相应的反应，直到价格减低，使市场足

以吸收生产出来的全部产品为止。现在看来，按照这种实际上由

决定的市场价值， 除绝对地租外，还支付４９
７

１２镑级差地租， 除

绝对地租外，还支付１７
１

２镑级差地租， 则不支付任何级差地租，

只支付绝对地租的一部分９
１

６镑，而不是绝对地租的全部１０镑。

为什么？因为新的市场价值１
５

６镑，虽然也高于 的产品的费用价

格，却仍低于它的个别价值。如果新的市场价值等于它的个别价

值， 就支付１０镑绝对地租，即等于个别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

差额。但是，因为新的市场价值低于 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它

所支付的实际地租等于市场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而这个

差额小于它的个别价值和它的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所以

只支付它的绝对地租的一部分９
１

６镑，而不是１０镑。

８２３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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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地租等于市场价值和［个别］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

绝对地租等于个别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

级差地租等于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间的差额。

实际地租，或者说，总地租，等于绝对地租加级差地租；换句话

说，等于市场价值超过个别价值的余额加个别价值超过费用价格

的余额，即等于市场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

因此，如果市场价值等于个别价值，那末级差地租就等于零，

总地租就等于个别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

如果市场价值大于个别价值，那末级差地租就等于市场价值

超过个别价值的余额，总地租就等于这个级差地租加绝对地租。

如果市场价值小于个别价值，大于费用价格，那末级差地租就

是一个负数；因而总地租就等于绝对地租加这个负级差地租，即减

个别价值超过市场价值的余额。

如果市场价值等于费用价格，那末地租就整个等于零。

为了把这一切用方程式来表现，我们用ＡＲ表示绝对地租，用

ＤＲ表示级差地租，用ＧＲ表示总地租，用ＭＷ 表示市场价值，用

ＩＷ 表示个别价值，用ＫＰ表示费用价格。这样，我们就得出如下的

方程式：

［５９２］（１）ＡＲ＝ＩＷ－ＫＰ＝＋ｙ．

（２）ＤＲ＝ＭＷ－ＩＷ＝ｘ．

（３）ＧＲ＝ＡＲ＋ＤＲ＝ＭＷ－ＩＷ＋ＩＷ－ＫＰ

＝ｙ＋ｘ＝ＭＷ－ＫＰ．

如果ＭＷ＞ＩＷ，那末ＭＷ－ＩＷ＝＋ｘ，因此ＤＲ就是正数，并

且ＧＲ＝ｙ＋ｘ。

因此，ＭＷ－ＫＰ＝ｙ＋ｘ，或ＭＷ－ｙ－ｘ＝ＫＰ，或ＭＷ＝ｙ＋ｘ

９２３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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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Ｐ。

如果ＭＷ＜ＩＷ，那末ＭＷ－ＩＷ＝－ｘ，因此ＤＲ就是负数，并

且ＧＲ＝ｙ－ｘ。

因此，ＭＷ－ＫＰ＝ｙ－ｘ，或ＭＷ＋ｘ＝ＩＷ，或ＭＷ＋ｘ－ｙ＝

ＫＰ，或ＭＷ＝ｙ－ｘ＋ＫＰ。

如果ＭＷ－ＩＷ，那末ＤＲ＝０，ｘ＝０，因为ＭＷ－ＩＷ＝０。

因而在这种情况下，ＧＲ＝ＡＲ＋ＤＲ＝ＡＲ＋０＝ＭＷ－ＩＷ＋

ＩＷ－ＫＰ＝０＋ＩＷ－ＫＰ＝ＩＷ－ＫＰ＝ＭＷ－ＫＰ＝＋ｙ。

如果ＭＷ＝ＫＰ，那末ＧＲ（或ＭＷ－ＫＰ）＝０。

在上面假定的［Ｄ表］情况下， 不支付任何地租。为什么？因

为绝对地租等于个别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级差地租等于市场

价值和个别价值之间的差额；而在这里，市场价值等于 的产品的费

用价格。 的个别价值等于每吨２镑；市场价值等于１
５

６镑。因此，

的级差地租等于１
５

６镑减２镑，即等于－
１

６镑。 的绝对地租等

于２镑减１
５

６镑，即等于它的个别价值和它的费用价格之间的差

额（＋
１

６镑）。于是，因为 的实际地租等于绝对地租（＋
１

６镑）加级

差地租（－
１

６镑），所以等于零。因此， 的产品既不支付级差地租，

也不支付绝对地租，只支付费用价格。这个产品的价值等于２镑，

但它按照１
５

６镑出卖，即低于它的价值
１

１２或８
１

３％出卖。 不能卖

得更贵，因为决定市场的不是它，而是和它相对的 、 、 。 所

能做的，只是按照每吨１
５

６镑的价格提供追加供给。

不支付地租这个事实，是由市场价值等于它的费用价格造

成的。

但这个事实是下列情况的后果：

第一， 相对不肥沃。它必须按照１
５

６镑提供追加的６０吨。假

０３３ 第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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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它用１００镑资本不只是提供６０吨，而是提供６４吨，比 少１

吨。在这种场合，只要在这一等级投入９３
３

４镑资本，就足以提供

６０吨。这样 的每吨个别价值就是１
７

８镑，或１镑１７
１

２先令，而

它的费用价格就是１镑１４
３

８先令。因为市场价值等于１
５

６镑，或

１镑１６
２

３先令，所以市场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就等于２
７

２４

先令。按６０吨计算，［５９３］地租就是６镑１７
１

２先令。

由此可见，如果一切条件不变， 只要比现在肥沃
１

１５（因为
６０

１５

＝４），它就还会支付一部分绝对地租，因为在市场价值和它的费用

价格之间存在一个差额，虽然这个差额比它的个别价值和它的费

用价格之间的差额小。因此在这里，最坏的土地如果比我们假定的

肥沃一些，也还会提供地租。如果 比现在绝对肥沃一些，那末 、

、 和它相比，就相对不肥沃一些。 的个别价值和它们的个别

价值之间的差额就比较小。因此， 不提供任何地租这一点，是在

同样程度上由两个情况造成的：它自己既不绝对肥沃一些， 、 、

也不相对不肥沃一些。

但是第二，假定 的产量是既定的，１００镑资本生产６０吨。如

果 、 、 ，特别是作为新的竞争者出现在市场上的 ，和 相比

不仅相对不肥沃一些，而且绝对不肥沃一些，那末 就会提供地

租，虽然这只是一部分绝对地租。事实上，因为市场按照１
５

６镑吸

收２９２
１

２吨，所以较少的吨数，例如２８０吨，市场就会按照高于１
５

６镑的市场价值来吸收。但是任何高于１
５

６镑即高于 的费用价

格的市场价值，都会为 提供地租——它等于市场价值减 的产

品的费用价格。

因此，也可以说， 不提供地租是由于 绝对肥沃，因为在市

场上只有 和 是竞争者的时候， 还提供地租，甚至当 出现

１３３级差地租表及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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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也就是说，即使有追加的供给，但只要 使用资本１００镑生产

出来的不是９２
１

２吨，而只是８０吨， 仍会继续提供地租，虽然比

原来的少些。

第三，我们曾假定，花费资本１００镑，绝对地租是１０镑，即资

本的１０％，或费用价格的
１

１１，因而在农业上资本１００镑生产出来

的产品价值等于１２０镑，其中１０镑是利润。

但是不要以为，如果我们说“在农业上花费资本１００镑”，并且

如果一个工作日等于１镑，那就是在农业上也花费了１００工作日。

一般说来，如果资本１００镑等于１００工作日，那末不管这笔资本花

费在什么生产部门，都不能说［这笔资本的产品等于１００工作日］。

假定１镑金等于一个１２小时的工作日，并且假定这就是正常的工

作日。这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对劳动的剥削率怎样？也就是

说，在１２小时中，工人有几小时为自己，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等

价物）劳动？他又有几小时白白地为资本家劳动？也就是说，资本

家没有支付报酬却拿来出卖的那个劳动时间，因而是形成剩余价

值的源泉、资本增殖的源泉的那个劳动时间有多大？如果这个比率

等于５０％，那末工人就是为自己劳动８小时，为资本家白白地劳

动４小时。产品等于１２小时，或１镑（因为根据假定，１镑金包含

１２小时劳动时间）。在这等于１镑的１２小时中，８小时补偿资本家

支付给工人的工资，４小时构成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因此，花费工

资１３
１

３先令，会得到剩余价值６
２

３先令。换句话说，花费资本１

镑，会得到剩余价值１０先令，花费１００镑，会得到５０镑。在这种情

况下，用资本１００镑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会等于１５０镑。资本家

的利润一般地说在于出卖产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正常的利润就

是来自出卖不支付报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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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４］第二个问题就是：资本的有机构成怎样？资本的价值中

由机器等和原料构成的那一部分，只不过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再

现出来，它是保持不变的。对于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资本家必须

按其价值支付。因此，它是作为既定的、预定的价值加入产品的。只

有被资本家使用的劳动仅仅有一部分得到资本家的支付，虽然它

全部加入产品的价值并被资本家全部购买。因此，在假定上述的对

劳动的剥削率的情况下，等量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资本

的有机构成。如果资本ａ的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产品的价值就等于

１１０，利润就是１０％（虽然在产品中包含的无酬劳动是５０％）。如果

资本ｂ的构成是４０ｃ＋６０ｖ，产品的价值就等于１３０，利润就是

３０％，虽然产品中也还是只包含５０％的无酬劳动。如果资本ｃ的

构成是６０ｃ＋４０ｖ，产品价值就等于１２０，利润就是２０％，虽然这里

包含的无酬劳动也是５０％。因此，从这等于３００的三笔资本得到

的总利润，等于１０＋３０＋２０＝６０，每１００平均是２０％。上述每一笔

资本如果把它生产的商品卖１２０镑，就会提供这个平均利润。资本

ａ的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它比自己产品的价值高１０镑出卖产品，资

本ｂ的构成是４０ｃ＋６０ｖ，它比自己产品的价值低１０镑出卖产品，

资本ｃ的构成是６０ｃ＋４０ｖ，它按照自己产品的价值出卖产品。合计

起来，这些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即１２０＋１２０＋１２０＝３６０镑出

卖。而实际上，ａ＋ｂ＋ｃ的产品的价值＝１１０＋１３０＋１２０＝３６０镑。

但是各笔资本的产品的价格有的高于它们的价值，有的低于它们

的价值，有的等于它们的价值，结果这些资本中的每一笔都提供

２０％的利润。这样改变了形态的商品价值也就是商品的费用价格，

竞争不断地使费用价格成为市场价格的引力中心。

就投入农业的１００镑来说，我们假定资本的构成是６０ｃ＋４０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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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ｖ来说，也许还太低）；这样，产品的价值就等于１２０。但是这样

的价值等于［上面假定的］工业品的费用价格。因此我们假定上例

中１００镑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平均价格［不是１２０，而］是１１０

镑。现在我们说：如果农产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卖，那末它的价值

就比它的费用价格高１０镑。它就会提供１０％的地租，并且我们认

为，农产品和别的产品不同，它不按照自己的费用价格出卖，而按

照自己的价值出卖，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下的正常现象。这是土地所

有权造成的后果。如果平均利润等于１０％，总资本的构成就会是

８０ｃ＋２０ｖ。我们假定农业资本的构成是６０ｃ＋４０ｖ，也就是说，这种

资本构成中用于工资的（即用于直接劳动的）份额，比投在其余生

产部门的资本总额中的工资份额大。这表明，在这个部门中，劳动

生产率的发展相对较低。当然，在农业的某些部门例如畜牧业中，

资本的构成也许是９０ｃ＋１０ｖ，即ｖ与ｃ之比也许还小于工业总资

本。但决定地租的并不是这种部门，而是真正的农业，即农业中生

产主要生活资料如小麦等等的那一部分。在其他农业部门中，地租

不决定于投在这些部门本身的资本的构成［５９５］，而决定于生产主

要生活资料的那种资本的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存在本身是以这样

一种情况为前提，即生活资料的最主要成分是植物性食物，而不是

动物性食物。农业各部门的地租之间的关系是个次要问题，在这里

我们可以不去注意，也可以不去考察。

这样，为使绝对地租是１０％，我们假定资本一般的平均构成：

     非农业资本是８０ｃ＋２０ｖ，

     农业资本是６０ｃ＋４０ｖ。

现在要问，农业资本的另一种构成，例如５０ｃ＋５０ｖ或７０ｃ＋

３０ｖ，是否会影响Ｄ表中所假定的 不提供任何地租的情况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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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情况下，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２５镑；在第二种情况下，产品的

价值等于１１５镑。在第一种情况下，农业资本构成和非农业资本构

成的不同所造成的差额是１５镑，在第二种情况下，差额是５镑。换

句话说，农产品的价值和它的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在第一种情况

下比我们假定的高５０％，在第二种情况下低５０％。

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就是说，如果１００镑资本生产出来的产

品价值等于１２５镑，那末在Ａ表中， 的每吨价值就等于２
１

１２镑。

这也就是Ａ的市场价值，因为这里是 决定市场价值。相反，对于

ＡＩ来说，费用价格仍然是１
５

６镑。而因为根据假定，２９２
１

２吨［在Ｄ

表中］只有按照１
５

６镑才能卖掉，所以现在所考察的农业资本有机

构成的这种变动，对ＤＩ不提供任何地租的情况不发生任何影响；

同样，如果农业资本的构成是７０ｃ＋３０ｖ，换句话说，如果农产品的

价值和它的费用价格之间的差额只是５镑，即只是我们假定的一

半，那末情况也丝毫不会发生变化。由此可见，假定费用价格，因而

非农业资本的平均有机构成（８０ｃ＋２０ｖ）不变，那末农业资本的构

成较高还是较低，对于这里的情况（对于ＤＩ）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虽然这种差别对于Ａ表有意义，并且［在各个表中］使绝对地租发

生５０％的变化。

但是我们现在假定相反的情况：农业资本的构成仍旧是６０ｃ

＋４０ｖ，而非农业资本的构成改变了。它不是８０ｃ＋２０ｖ，而是７０ｃ＋

３０ｖ，或９０ｃ＋１０ｖ。在第一种情况下，平均利润将是１５镑，或者说，

比原来假定的高５０％；在第二种情况下，平均利润将是５镑，或者

说，比原来假定的低５０％。在第一种情况下，绝对地租是５镑。因

此，这对于ＤＩ同样不发生任何影响。在第二种情况下，绝对地租

等于１５镑。这也不会使ＤＩ发生任何变化。因此，对于ＤＩ来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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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一切都是毫无关系的，虽然对于Ａ、Ｂ、Ｃ和Ｅ表有着重要的

意义，也就是说，每当新的等级（不管按上升序列还是按下降序列

推移都一样）按照原来的市场价值只提供必要的追加供给时，对于

决定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绝对量有着重要的意义。

        

现在产生下面一个问题：

Ｄ表的情况实际上是可能的吗？而且首先，李嘉图假定的这种

情况是正常的吗？这种情况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可能是正常的：

或者，农业资本的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即象非农业资本的平均

构成一样，从而农产品的价值就会等于非农产品的费用价格。这从

统计材料来看目前还是不正确的。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

的假定，无论如何比李嘉图关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绝对递减的假定

符合实际。

［５９６］李嘉图在第一章（《论价值》）中假定，金银矿中的资本构

成是平均构成（固然，他这里谈的只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过

我们要予以“纠正”）。根据这个假定，这些矿山始终只能有级差地

租，决不会有绝对地租。而这个假定本身又建立在另一个假定上，

即比较富饶的矿山所提供的追加供给，总是比按照原来的市场价

值所要求的追加供给多。但绝对令人不解的是，为什么不能同样存

在相反的情况。单是存在级差地租这件事就已经证明，原有市场价

值保持不变的追加供给是可能的。因为， 或 或 这些等级，如

果不是按照 的产品的市场价值（不管这个市场价值是怎样决定

的），也就是说，不是按照同这些等级的供给的绝对量无关而决定

的市场价值出卖自己的产品，它们就不会提供级差地租。

或者，如果Ｄ表所假定的各种情况始终是正常的，就是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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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由于 、 和 的竞争，特别是 的竞争， 总是不得不比自己

产品价值低一个绝对地租全额即按照费用价格来出卖自己的产

品，那末Ｄ表的情况就必定总是正常的。 、 和 都有级差地租

这件事本身就证明，它们出卖自己产品所按照的市场价值高于它

们的个别价值。如果李嘉图认为 不可能有这种情况，那只是因为

他事先假定不可能有绝对地租，而他所以认为不可能有绝对地租，

是由于他是以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这个前提为出发点。

我们拿Ｃ表的情况来看，这里的２９２
１

２吨按照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

的市场价值都能找到销路。并且，我们也象李嘉图那样从 出发。

当市场只要求９２
１

２吨时， 按照每吨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出卖，也就是

说，它把１００镑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按照它的价值１２０镑出卖，

从而提供１０镑绝对地租。为什么 要低于产品价值、按费用价格

出卖自己的商品呢？当市场上只有 的时候， 、 、 不可能

同它竞争。连 的产品的费用价格都比使 提供１０镑地租的那个

价值高， 和 的费用价格比这个价值就更高了。因此，即使 、

和 只是按照费用价格出卖自己的产品，它们也不可能同 竞

争。

假定总共只有一个等级——是较好还是较坏等级的土地，是

或 ，或 ，或 ，这对于理论无关紧要；假定这个等级是作为自

然要素而存在，也就是说，对一般可以支配的并且在这个生产部门

可以被吸收的资本量和劳动量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这样，这

种土地就不会构成任何界限，而是现有的劳动量和资本量的相对

无限的活动场所；因而，假定不存在级差地租，因为被耕种的土地

没有自然肥力上的不同，这样，就不存在任何级差地租（或者说，级

差地租在这里微不足道）；再假定不存在任何土地所有权，那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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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不存在绝对地租，因而，也就根本不存在任何地租（因为根据

假定，也不存在级差地租）。这是同义反复。因为绝对地租的存在

不仅以土地所有权为前提，而且就是被当作前提的土地所有权，即

被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决定并改变了形态的土地所有权。这种同

义反复对于解决问题毫无用处，因为我们正是用农业中的土地所

有权对商品价值转变为平均价格的资本主义平均化进行抵抗这一

点，来说明绝对地租的形成。如果我们取消土地所有权的这种作

用，取消资本竞争在这个投资领域内遇到的这种抵抗，这种特殊的

抵抗，那我们当然也就取消了地租存在的前提本身。而且这里还是

一个自相矛盾的假定（威克菲尔德先生在他的殖民理论８７中很好

地看到了这一点）：一方面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另一方面又没

有土地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雇佣工人从哪里来呢？

在殖民地中有某种近似的情况，即使在法律上存在土地所有

权，——这是由政府无偿地分给土地造成的，如当初英国向海外殖

民时的情况，——并且，即使［５９７］政府在实际上培植土地所有权，

以非常便宜的价格出卖土地，如美国的情况（１美元或大致这么多

的东西可买一英亩土地）。

这里应当把两种类型的殖民地区别开来。

第一，说的是本来意义的殖民地，例如美国、澳大利亚等地的

殖民地。这里从事农业的大部分殖民者，虽然也从宗主国带来或多

或少的资本，但并不是资本家阶级，他们的生产也不是资本主义生

产。这是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自己从事劳动的农民，他们主要是为

了保证自身的生活，为自己生产生存资料。因此他们的主要产品并

不是商品，目的也不是为了做买卖。他们把自己产品中超过他们自

己消费的余额卖掉，换取运入殖民地的工业品等等。另一小部分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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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者，住在沿海，住在通航河流附近等地，形成商业城市。这里也还

谈不上资本主义生产。但是，即使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开始发展，以

致对于自己从事劳动和自己占有土地的农场主来说，开始起决定

作用的是出卖自己的产品和由出卖而得的盈利，——即使在这种

情况下，也会发现，只要土地对资本和劳动来说还处在自然要素那

样的丰富状态，从而，只要土地实际上还是无限的活动场所，也就

继续存在第一种殖民形式，因而生产也决不按照市场的需要，即按

照某种既定的市场价值来调节。第一类殖民者把他们所生产的超

过他们自己直接消费的一切东西投入市场，产品的售价只要高于

工资就行。他们是，并且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依然是那些多少已经按

照资本主义方式生产自己产品的农场主的竞争者，因而他们使农

产品的市场价格经常低于它们的价值。因此，耕种较坏等级的土地

的农场主，只要能得到平均利润，而在出卖自己的农场时能够收回

自己的投资，就会感到很满足，因为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办不到

的。可见，这里有两个重大情况共同起着作用：第一，资本主义生产

还没有在农业中占统治地位；第二，土地所有权虽然在法律上存在

着，实际上还只是偶然的现象，还只是本来意义上的土地占有。换

句话说，虽然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存在着，但由于土地对劳动和资

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的关系，它还不能对资本进行抵抗，还

不能把农业变成与非农业生产部门有别的、对投资进行特殊抵抗

的活动场所。

在第二种殖民地（种植园）中，一开始就是为了做买卖，为了世

界市场而生产，这里存在着资本主义生产，虽然这只是形式上的，

因为黑人奴隶制排除了自由雇佣劳动，即排除了资本主义生产的

基础本身。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把自己的经济建立在黑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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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劳动上的资本家。他们采用的生产方式不是从奴隶制产生的，而

是接种在奴隶制上面的。在这种场合，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同一

个人。土地对资本和劳动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并不对投资进

行任何抵抗，因而也不对资本竞争进行任何抵抗。这里也并没有形

成与土地所有者不同的租地农场主阶级。只要维持着这种状况，就

没有任何东西妨碍费用价格调节市场价值。

所有这些前提都和绝对地租存在的前提毫无共同之处。绝对

地租存在的前提是：一方面有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另一方面有土

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不仅在法律上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对资

本进行抵抗，保护这个活动场所不受资本侵占，只有在一定条件下

才把地盘让给资本。

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只耕种 或 或 或 ，也会存

在绝对地租。资本只有交纳地租，也就是说，只有按照农产

品的价值出卖农产品，才能在这唯一存在的土地等级中占

领新地盘。也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投入农业（即投入某

种自然要素本身，投入初级生产）的资本和投入非农业生产的资

本加以比较和区别。

下一个问题是：

在以 为出发点时，很清楚，如果 、 、 只提供按原来的市

场价值所能提供的那些追加供给，那末它们就会按照 所决定的

市场价值出卖自己的产品；因此，它们除绝对地租外，还将根据它

们各自的相对肥力提供级差地租。相反，当以 为出发点时，那末

这里看来［５９８］就可能有一些异议。

我们已经看到，［在Ｂ表和Ｃ表］如果 按照自己产品的价值

出卖产品，即按照１
１１

１３镑或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先令出卖产品， 就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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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地租。

在Ｄ表，紧接着的下一个等级（按下降序列）即 的费用价

格，比能提供１０镑地租的 的产品价值还高。因此，即使 按照自

己产品的费用价格出卖产品，这里也谈不上竞争或者按较低价格

的供给。但是如果 已经不能满足整个需求，如果市场要求的比

９２
１

２吨还多，那末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在上述情况下，产品的价

格必定要每吨上涨３
４３

１１１先令， 才能作为按照自己产品的费用价

格出卖产品的竞争者出现。现在要问： 是否会作为这样的竞争者

出现呢？我们现在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这种情况。要使 的产品

价格上涨到１镑１２先令，即上涨到 的产品的个别价值，需求不

一定非增加７５吨不可；至少就主要农产品来说情况是这样，主要

农产品的供给不足所引起的价格上涨，大大超过与算术上的供给

不足相应的程度。但是，如果 的产品的价格上涨到１镑１２先令，

那末按照这种等于 的产品个别价值的市场价值， 的产品就会

提供绝对地租，而 就会提供级差地租。一般说来，如果有追加的

需求，那末 就能按照自己产品的个别价值出卖产品，因为这时正

是 这个等级决定市场价值，而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有任何理由

迫使土地所有者放弃地租。

但是，假定 的产品的市场价格只涨到１镑９
１

３先令，即 的

产品的费用价格。或者，为使这个例子更明显起见，假定 的产品

的费用价格只是１镑５先令，即只比 的产品的费用价格高１
８

３７

先令。它必定比后者高，因为 的肥力比 的肥力低。现在 能否

被耕种，能否开始同高于 的产品的费用价格也就是按照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来出卖自己产品的 竞争呢？这取决于这里是否有追加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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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如果有追加需求，那末 的产品的市场价格就会涨到它的价值

以上，即涨到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以上。这时 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高于自

己产品的费用价格出卖产品，尽管还不能因此而得到它的绝对地

租的全额。

或者，没有追加需求。这里又可能有两种情况。 的竞

争，只有在耕种 的农场主同时又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时

才可能发生：对于这种作为资本家的农场主来说，土地所有权不

成其为障碍，并不进行抵抗，因为他不是作为资本家而是作为土

地所有者来支配这块土地。 的竞争会迫使 低于原来的

价格，即低于１镑５
３５

３７先令，甚至低于 的产品的费用价格

１镑５先令出卖自己的产品。这样一来， 就会被击退。而 总是

能够把 击退的，因为它只要把价格降低到本身的费用价格即比

更低的费用价格就行了。但是，如果由于 的产品出现在市场

上而造成的价格降低，市场的容量增大了，那又会怎样呢？要就

是：市场扩大到如此程度，以致虽有新的７５吨出现， 仍能象以

前一样把自己的９２
１

２吨卖掉；要就是：市场没有扩大到如此程

度，以致 和 都有一部分产品成为过剩的。在这种情况

下， 由于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就会把价格降低，直到 的

资本缩小到应有的限度，即投入 的资本数量恰好足以使 的全

部产品被吸收掉。但是按照１镑５先令的价格可以卖掉全部产品，

并且，因为 按照这个价格会卖掉这种产品的一部分，所以 就

不能卖得更贵。不过这是唯一可能出现的不是由追加需求引起，但

会导致市场容量增大的暂时生产过剩的情况。而这种情况之所以

可能发生，只是由于在等级 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是同一个人，可

见其前提又是：土地所有权不是作为和资本对抗的力量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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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资本家自己是土地所有者，并且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

牺牲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如果在等级 土地所有权本身和资本

相对抗，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使土地所有者情愿把自己的耕地

让人家耕种，而不收取地租，也就是说，使土地所有者在 的产

品价格至少上涨到高于 的产品的费用价格以前，情愿把自己的

耕地让人家耕种。如果这种涨价只是［５９９］微不足道的，那

末在任何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里， 就会仍然被排除

于资本活动领域之外，除非这种土地是无论以别的什么形式都不

能提供地租的土地。但是，这种土地在提供地租以前，在 的产

品价格上涨到高于 的产品的费用价格以前，也就是在 除自己

原有的地租外还提供级差地租以前，是决不会被耕种的。随着需

求的进一步增长， 的产品价格会上涨到它的价值的水平，因为

的产品的费用价格高于 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只要 的产品价

格超过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先令，就是说，只要这个价格开始为 提供某种

地租， 就会被耕种。

但是现在在Ｄ表中已经假定 不提供任何地租。然而这个等

级不提供地租只是因为：它根据假定已是被耕种的土地，由于 的

出现所引起的市场价值的变动，不得不低于产品价值即按照产品

的费用价格来出卖产品。这种土地继续在农业上被利用只有在下

述情况下才有可能：即土地所有者自己是农场主，因而在这种个别

的场合，同资本相对抗的土地所有权消失了；或者利用土地的农场

主是个小资本家，他情愿得到小于１０％的利润，或者他是个工人，

他想要得到的就是比工资略多一些或者就是工资，他把自己的等

于１０镑或少一些（例如９镑）的剩余劳动交给土地所有者，而不是

交给资本家。虽然在后两种场合都给土地所有者交付租金，但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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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来说，这并不是地租，而我们所谈的只是地租。在一种场合，

农场主只不过是一个农业工人，在另一种场合，农场主是介于农业

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一种中间人物。

有种说法认为，土地所有者不能象资本家从某个生产部门抽

出自己的资本那样容易地从市场上抽出自己的耕地。再也没有比

这样的说法更荒谬的了。对于这种见解的最好的反驳是：在欧洲最

发达的国家例如英国，有大量的肥沃土地未被耕种；土地从农业中

被抽出，用于修建铁路或房屋，或者为了这些目的留下备用；还有

例如在苏格兰高地等处，土地被土地所有者用作射击场或猎场。英

国工人为了把未耕种的土地夺到手而进行斗争，但没有成功，这也

是最好的反驳。

必须指出：绝对地租额降到自己的正常量以下，这或者是由于

市场价值低于该等级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如Ｄ 的情况），或者是

由于好地的竞争迫使一部分资本从坏地中抽出（如Ｂ 的情况），

或者是由于地租完全消失（如Ｄ 的情况），——在所有这些场合，

都是以下列各点为前提：

（１）在地租完全消失的地方，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是同一个

人，就是说，这里土地所有权对资本的抵抗，以及土地所有权对资

本活动场所的限制，作为个别的和例外的情况消失了。这里的情形

也和殖民地一样，只不过土地所有权这个前提的消失在这里是个

别的情况；

（２）比较肥沃的土地的竞争，或者还有比较不肥沃的土地的竞

争（在下降序列中），会造成生产过剩并强制地使市场容量增大，会

由于强制地降低价格而引起追加的需求。但这里的情况正好是李

嘉图所没有假定的，因为他所有的推论都始终从这样一个前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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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所满足的只是必要的追加需求；

（３）在Ｂ、Ｃ和Ｄ表中 和 完全不提供地租，或者提供的不

是绝对地租的全额，因为比较肥沃的土地的竞争，迫使它们低于自

己产品的价值出卖产品［或者象Ｂ 的情况，从生产中抽出一部分

资本］。相反，李嘉图假定，它们是按照产品价值出卖产品，并且总

是由最坏的土地决定市场价值，而正是在他认为正常的Ｄ 中发

生了根本相反的情况。此外，他的推论的前提，总是生产按下降序

列进行。

在非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是８０ｃ＋２０ｖ，而剩余价值率等于

５０％时，如果农业资本的构成等于９０ｃ＋１０ｖ，就是说，如果它比工

业资本的构成还高——而这［６００］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在历史

上是不正确的——那就没有绝对地租；如果农业资本的构成是

８０ｃ＋２０ｖ——这也是至今没有过的事情——那也不会有绝对地

租；如果农业资本的构成比工业资本的构成低，例如等于６０ｃ＋

４０ｖ，那就会得到绝对地租。

如果从这个理论出发，那末，根据不同等级的肥力以及它们对

市场的关系，即根据这一或那一等级在市场上占支配地位的程度，

可以有如下各种情况：

（Ａ）最后一个等级支付绝对地租。它决定市场价值，是因为所

有的等级按照这个市场价值
·
只提供必要供给；

（Ｂ）最后一个等级决定市场价值；它支付绝对地租，按绝对地

租的全率支付，但不按绝对地租原来的全额支付，因为 和 的竞

争迫使它从生产中抽出一部分资本；

（Ｃ） 、 、 、 按照原来的市场价值提供的超额供给，必然

引起市场价值的下降，而由较高等级调节的已经下降的市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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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造成市场容量的增大。 只支付一部分绝对地租， 只支付绝对

地租；

（Ｄ）由于较好等级这样调节市场价值，或者说，由于较好等级

通过超额供给支配较坏等级， 的地租完全消失， 的地租降到绝

对地租的水平以下；最后，

（Ｅ）较好等级使市场价值降到 的产品的费用价格以下，从

而把 从市场上排挤出去。现在由 来调节市场价值，因为按照这

个新的市场价值，所有的三个等级都只提供必要供给。［６００］

［６００］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李嘉图。

        

不言而喻，当我们谈农业资本的构成时，其中并不包括土地价

值或土地价格。土地价格不过是资本化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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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三 章］

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１）李嘉图关于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前提。

向新的土地推移取决于土地的位置和肥力］

  现在回过来研究李嘉图著作的第二章《论地租》。首先遇到的

是在斯密那里已经熟悉的“殖民理论”①。这里只要简单指出思想

上的逻辑联系就够了。

“初到一个地方殖民，那里有着大量富饶而肥沃的土地，为维持现有人口

的生活只需耕种很小一部分土地，或者，这些人口所能支配的资本实际上只

能耕种很小一部分土地，在这样的时候，不存在地租；当大量土地还没有被占

有，因此〈因为没有被占有，李嘉图后来把这一点完全忘记了〉谁愿意耕种就

归谁支配的时候，没有人会为使用土地付出代价。”（第５５页）

｛因此，这里是以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为前提的。虽然这个过程

的描述，对现代民族的殖民来说接近于正确，但是，第一，它不适用

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第二，如果把这个过程设想为旧欧洲的历

史发展进程，那就错了。｝

“按照一般的供求规律，这样的土地是不可能支付地租的，其理由同以上

所说的使用空气、水或其他任何数量上无限的自然赐予无须付任何代价一样

７４３

① 见本册第２５３—２５４页和第２６５—２６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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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这些［６０１］自然力之所以不付代价，是因为它们取之不尽，每个人

都可以支配…… 如果所有土地都具有同一特性，如果它们的数量无限、质

量相同，使用土地就不能索取代价〈因为土地根本不能变成私有财产〉，除非

它的位置特别有利〈李嘉图本应加上一句：并且归一个所有者支配〉。因此，只

是由于土地在数量上并非无限，在质量上并不相同，又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

质量较坏或位置比较不利的土地投入耕种，使用土地才支付地租。随着社会

的发展，就肥力来说属于二等的土地投入耕种时，在一等地上立即产生地租，

这一地租的大小将取决于这两块土地质量上的差别。”（第５６—５７页）

正是这一点我们必须加以研究。这里的逻辑联系是这样的：

如果土地，——李嘉图在谈到初到一个地方殖民时（斯密的殖

民理论）是这样假定的——如果富饶而肥沃的土地对现有人口和

资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存在，实际上是无限的；如果“大量”这种

土地“还没有被占有”，因此——因为“还没有被占有”——“谁愿意

耕种就归谁支配”，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会为使用土地付任何代

价，不会有任何地租。如果土地——不仅对资本和人口来说，而且

实际上也是一个无限的要素（象空气和水一样“无限”）——“数量

无限”，那末，一个人对土地的占有实际上根本不排斥另一个人对

土地的占有。这样，就不可能有任何私人的（也不可能有“公共的”

或国家的）土地所有权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的土地质量

相同，那就根本不可能为土地支付地租。至多会向“位置特别有

利”的土地的占有者支付地租。

因此，在李嘉图所假定的情况下——即在土地“没有被占有”，

“因此”，未被耕种的土地“谁愿意耕种就归谁支配”的情况下——

支付地租，那只能是由于“土地在数量上并非无限，在质量上并不

相同”，就是说，因为有不同等级的土地存在，而同一等级的土地又

是“数量有限”。我们说，在李嘉图的前提下只能支付级差地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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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李嘉图不是这样加以限制，而是——撇开他的不存在土地所有

权这个前提——立刻匆促作出结论说：使用土地，从来不支付绝对

地租，只支付级差地租。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土地对资本来说作为自然要素而

存在，那末，资本在农业方面的活动就会同它在其他任何生产部门

的活动完全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存在土地所有权，不存在地

租。至多在一部分土地比另一部分土地肥沃的时候，象在工业中一

样，能够有超额利润存在。在农业中，这种超额利润由于有土地的

不同肥沃程度为自然基础而作为级差地租固定下来。

相反，如果土地（１）是有限的，（２）是被占有的，如果资本

遇到作为前提的土地所有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国家，情

况正是这样，而在那些不是象旧欧洲那样存在着这种前提的国家，

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为自己创造这种前提，例如美国就是这

样，——那末，土地对资本来说一开始就不是自然要素那样的活

动场所。因此，在级差地租之外，还是存在地租的。但是从一个

等级的土地推移到另一个等级的土地，不论是按上升序列（ 、 、

、 ）还是按下降序列（ 、 、 、 ），也都和李嘉图前提

下发生的情况不同。因为，不论在 还是在 、 、 使用资本，

都会遭到土地所有权的抵抗，如果倒过来从 推移到 等等，情

况也是一样。从 推移到 等等的时候， 的产品价格单是提高

到使 使用的资本能够得到平均利润，那是不够的，它必须提高

到使 能够支付地租。如果从 推移到 等等，那末，使 能够

支付地租的那个价格，不仅能够使 支付这种地租，并且除此之

外，还支付级差地租，这是不言而喻的。李嘉图提出的不存在土

地所有权的前提，当然排除不了那个受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制约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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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密切联系的规律的存在。

李嘉图说明了在他的前提下怎样能够产生级差地租之后，接

着说：

“三等地一投入耕种，二等地立刻产生地租，而且同前面一样，这一地租

是由两种土地生产力的差别决定的。同时，一等地的地租也会提高，因为一等

地的地租必然总是高于二等地的地租，其差额等于这两种土地使用同量的资

本和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的差额。每当人口的增长迫使一个国家耕种质量较坏

的土地

（但这决不是说，人口的每一次增长都会迫使一个国家耕种质

量较坏的土地），

以增加食物的供应时，［６０２］一切比较肥沃的土地的地租就会提高。”（第

５７页）

这完全正确。

李嘉图接着举了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暂且撇开后面要谈

的）假定的是下降序列。但是，这不过是假定而已。李嘉图为了把

这个假定悄悄地塞进来，他说：

“初到一个地方殖民，那里有着大量富饶而肥沃的土地……还没有被占

有。”（第５５页）

但是，如果与殖民者的人数相对而言，那里有着“大量贫瘠而不肥

沃的土地，还没有被占有”，情况还是一样。土地的富饶或肥沃不是不

支付任何地租的前提，而土地的数量无限、没有被占有以及质量相

同（不管这个质量在肥沃程度上可能是什么样），才是这种前提。因

此，李嘉图在进一步阐述的时候，是这样来表述他的前提的：

“如果所有土地都具有同一特性，如果它们的数量无限、质量相同，使用

土地就不能索取代价。”（第５６页）

他没有说而且不能说，如果土地“富饶而肥沃”，因为这类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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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一规律是绝对无关的。如果土地不是富饶而肥沃，而是贫瘠而

不肥沃，那末，每一个殖民者都不得不耕种全部土地中的较大部

分，因此，随着人口的增长，即使在没有土地所有权存在的情况下，

他们也会很快接近于这样的状况：土地同人口和资本相比，实际上

不再是绰绰有余，事实上不再是无限的了。

的确，毫无疑问，殖民者自然不会去选择最贫瘠的土地，而是

选择最肥沃的土地，就是说，对他们所支配的耕作手段来说是最肥

沃的土地。但是这并不是他们进行选择的唯一条件。对他们来说，

首先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位置，是位于沿海、靠近大河等等。美洲西

部等地区的土地可以说要多么肥沃就有多么肥沃，但是移民自然

地定居在新英格兰、宾夕法尼亚、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等地，总

之，是在东临大西洋的地区。如果说他们选择最肥沃的土地的话，

他们只是选择这个地区的最肥沃的土地。这并不妨碍他们后来当

人口增加、资本形成、交通工具发达和城市兴建使他们能够到较远

地区利用比较肥沃的土地的时候，去耕种西部比较肥沃的土地。他

们找的不是最肥沃的地区，倒是位置最好的地区，而在这个地区

内，在其他位置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自然是找最肥沃的土地。但是，

这当然不是要证明，人们是从比较肥沃的地区转到比较不肥沃的

地区，而只是证明，在同一地区内，在位置相同的情况下，自然是先

耕种比较肥沃的土地，其次才耕种比较不肥沃的土地。

但是，李嘉图在正确地把“大量富饶而肥沃的土地”这个说法

改善成具有“同一特性、数量无限、质量相同”的土地这个说法以

后，便去举例，接着就跳回到他最初的错误的前提：

“最肥沃的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首先耕种……”（第６０页）

李嘉图感觉到这个说法的弱点和错误，因而对“最肥沃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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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又补充了一个新的条件：“位置最有利的”；这个条件是他开头

论述时所没有的。显然，他本来应该说“在位置最有利的地区内的

最肥沃的土地”，那样，就不致荒谬到把偶然找到的位置最有利于

新来移民同宗主国、故乡的老亲友以及同外界保持联系的那些地

区，当作殖民者还没有调查清楚也不可能一下子调查清楚的全部

土地中“最肥沃的地区”了。

因此，李嘉图的从比较肥沃地区向比较不肥沃地区这个按下

降序列推移的假定，完全是偷运进来的。只能这样说：因位置最有

利而最早被耕种的地区不支付任何地租，直到在这个地区内从比

较肥沃的土地推移到比较不肥沃的土地为止。如果现在转到比第

一个地区更肥沃的第二个地区，那末，依照假定，这第二个地区的

位置是比较不利的。因此，很可能这一地区的土地的比较肥沃还不

足以抵销位置方面的比较不利，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地区的土地

将继续支付地租。但是，因为“位置”是一个随着经济发展历史地发

生变化的条件，因为它随着交通工具的设置、新城市的兴建、人口

的增长等等而必然不断改善，所以很明显，第二个地区生产出来的

产品，将逐渐按照一个必然使第一个地区的（同一产品的）地租下

降的价格投入市场，而第二个地区，随着它的位置的不利条件的消

失，将逐渐作为比较肥沃的土地出现。

［６０３］因此，很明显：

在李嘉图自己对产生级差地租的必要条件作了正确的和一般的表

述（“所有土地都具有同一特性……数量无限、质量相同”）的地方，

不包括从比较肥沃的土地推移到比较不肥沃的土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从历史上看，就他和亚·斯密所指的美国的殖民过

程来说也是错误的，正因为如此，凯里才在这一点上提出了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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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意见；

李嘉图自己又用“最肥沃的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首先耕种”这

个关于“位置”的补充说明，推翻了自己的理论；

李嘉图用一个例子来证明他随意作出的假定，而这个例子又

假定了一个尚待证明的情况：即从较好的土地推移到越来越坏的

土地；

最后，李嘉图｛当然他已经打算用这一点来说明一般利润率下

降的趋势｝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假定，是因为他否则就不能解释级差

地租，尽管级差地租完全不取决于从 推移到 、 、 还是从

推移到 、 、 。

［（２）李嘉图关于地租不可能影响谷物价格的

论点。绝对地租是农产品价格提高的原因］

  在李嘉图的例子里假定有三个等级的土地，即一等地、二等

地、三等地，在投资相等的情况下它们分别提供１００夸特、９０夸

特、８０夸特谷物的“纯产品”。“在新地区”一等地最先耕种。

“在新地区，肥沃的土地同人口对比起来绰绰有余，因而只需要耕种一等

地。”（第５７页）

在这种情况下，“全部纯产品”属于“土地耕种者”，“成为他所

预付的资本的利润”。（第５７页）这里｛我们不是谈种植园｝虽然没

有以任何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却把这个“纯产品”立刻看作资本

的利润，这也是不合适的。但是从“老地区”来的殖民者本人是可以

这样看待自己的“纯产品”的。如果现在人口增加到必须耕种二等

地的程度，那末一等地就会提供１０夸特地租。这里自然要假定二

３５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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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和三等地“没有被占有”，而同人口和资本对比起来，它们实际

上仍旧是“数量无限”。否则，事情就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因此，

在这个前提下，一等地将提供１０夸特地租。

“因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必定有两种农业资本利润率，或者是，必定

有１０夸特（或１０夸特的价值）从一等地的产品中抽出来用于其他目的。不论

是土地所有者还是其他任何人耕种一等地，这１０夸特都同样形成地租；因为

二等地的耕种者，不论他耕种一等地支付１０夸特作为地租，还是继续耕种二

等地不支付地租，他用他的资本得到的结果是相同的。”（第５８页）

实际上农业资本［在有两个不同等级的土地存在的情况下］有

两种利润率，就是说，一等地提供１０夸特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固定下来作为地租）。但是在同一生产领域内，

对同一种类的资本，因而也对农业资本，不是有两种，而是有许多

很不相同的利润率，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李嘉图

自己在两页以后就谈到了这一点：

“最肥沃的和位置最有利的土地首先耕种，它的产品的交换价值，象其他

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是由生产产品并把产品运到市场这一整个过程中

所必需的各种不同形式的劳动总量决定的。当质量较坏的土地投入耕种时，

原产品的交换价值就会上涨，因为生产产品需要较多的劳动。一切商品，不论

是工业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始终不决定于在只是享有

特殊生产便利的人才具备的最有利条件下足以把它们生产出来的较小量劳

动，而决定于没有这样的便利，也就是在最不利条件下继续进行生产的人所

必须花在它们生产上的较大量劳动；这里说的最不利条件，是指为了把需要

的〈在原有价格下〉产品量生产出来而必须继续进行生产的那种最不利的条

件。”（第６０—６１页）

因此，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不仅有两种利润率，而且有许多利

润率，就是说，有许多对一般利润率的偏离。

李嘉图对例子的进一步说明，谈的是在同一土地上不同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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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接着一个使用的］资本量的效果（第５８—５９页），这些说明没有

必要在这里研究。需要指出的只是下面两个论点：

（１）“地租总是使用两个［６０４］等量的资本和劳动所取得的产品量之间的

差额；”（第５９页）

这就是说，只存在级差地租（根据不存在土地所有权的假定）。

（２）“不可能有两种利润率。”（第５９页）

“不错，在最好的土地上，花费同以前一样多的劳动仍然能得到同以前一

样多的产品，但是因为把新的劳动和新的资本用在比较不肥沃的土地上的人

得到的产品较少，产品的价值就会提高。因此，尽管肥沃的土地同较坏的土地

相比所提供的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消失，它只是从土地耕种者或消费者

手里转移到土地所有者手里，但是，既然耕种较坏土地需要更多的劳动，既然

·
只
·
有耕种这种土地才能获得我们所必需的原产品的追加供给，这种产品的比

较价值就会经常高于它过去的水平，并使这种产品能够交换更多的帽子、衣

料、鞋子等等，因为生产这些东西不需要这种追加的劳动量。”（第６２—６３页）

“因此，原产品的比较价值之所以提高，是因为在生产最后取得的那一部

分产品时花费了较多的劳动，而不是因为向土地所有者支付了地租。谷物的

价值决定于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等土地或用不支付地租的那一笔资本生产谷

物所花费的劳动量。不是因为
·
支
·
付地租谷物才贵，而是因为谷物贵了才支付

地租；有人曾经公正地指出，即使土地所有者放弃全部地租，谷物价格也丝毫

不会降低。这只能使某些租地农场主生活得象绅士一样，而不会减少在生产

率最低的耕地上生产原产品所必需的劳动量。”（第６３页）

经过我上面的探讨之后，对于“谷物的价值决定于不支付地租

的那一等土地……生产谷物所花费的劳动量”这个论点的错误，就

没有必要再详细论述了。我指出过，最后一等［按质量］土地是支付

地租还是不支付地租，是支付全部绝对地租还是只支付它的一部

分，或者除了绝对地租以外还支付级差地租（在上升序列中），——

这种情况部分地取决于发展方向是按上升序列还是按下降序列，

而在任何情况下都取决于农业资本构成同非农业资本构成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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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指出过，如果已经假定绝对地租的存在是由于这种资本构成

的差别，那末，上述种种情况就取决于市场情况，但是，正是李嘉图

所提出的情况只有在两种条件下才能够出现（那时即使不能支付

地租，也还可以支付租金）：或者是，不论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没有

土地所有权存在，或者是，较好的土地提供的追加供给只有当市场

价值降低时才能在市场上找到销路。

但是，除此以外，在上面所引的那一段话中还有许多错误的和

片面的东西。原产品的比较价值（这里无非是指市场价值）之所以

可能上涨，除了李嘉图所指出的原因以外，还有别的情况：［第一，］

如果原产品到现在为止都是低于它的价值或者低于它的费用价格

出卖，——这种情况，总是发生在原产品的生产主要还是为维持土

地耕种者的生活的那种社会状态（还有象在中世纪那样当城市产

品保持着垄断价格的时候）；第二，如果原产品——不同于其他按

照费用价格出卖的商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卖的条件还没有形

成。

最后，关于如果土地所有者放弃了地租，租地农场主把地租装

进了自己的腰包，谷物价格就将保持不变的说法，对级差地租来说

是正确的。对绝对地租来说，那是错误的。说这里土地所有权不提

高原产品的价格，是错误的。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会提高价格，因为

土地所有权的干涉使得原产品按照它的价值出卖，而它的价值高

于它的费用价格。假定，象前面那样，平均的非农业资本等于８０ｃ

＋２０ｖ，剩余价值是５０％，利润率就是１０％，产品的价值是１１０。而

农业［６０５］资本等于６０ｃ＋４０ｖ，产品的价值是１２０。原产品将按照

这个价值出卖。如果象在殖民地那样，由于土地相对地绰绰有余，

因而土地所有权不论法律上或事实上都不存在，那末，农产品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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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１１５出卖。就是说，前一种资本和后一种资本（共２００）的全部

利润等于３０，因而平均利润等于１５。非农产品将按照１１５而不是

按照１１０出卖；农产品将按照１１５而不是按照１２０出卖。因此，农

产品同非农产品相比，相对价值下降
１

１２；但是两笔资本或总资本

——农业资本和工业资本加在一起——的平均利润提高了５０％，

从１０提高到１５。［６０５］

        

［６３６］李嘉图谈到他自己对地租的理解时说：

“我始终认为地租是局部垄断的结果，它实际上决不调节价格

（因此，决不是作为垄断起作用，也就是说，决不是垄断的结

果。在李嘉图看来，只有地租不是落进租地农场主的腰包而是落进

较好等级的土地所有者的腰包，才能是垄断的结果）；

地租倒是价格的结果。我认为，如果土地所有者放弃全部地租，土地上生

产的商品也不会变得便宜一些，因为这些商品中总有一部分是在不支付地租

或不能支付地租的土地上生产的，因为在那里，剩余产品只够支付资本的利

润。”（李嘉图《原理》第３３２—３３３页）

这里，“剩余产品”是产品中超过用于工资的部分的余额。李嘉

图的论断只有在假定某一等级的土地不支付任何地租的情况下，

在这种不支付地租的土地，或者不如说这种土地的产品调节市场

价值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相反，如果这种土地的产品不支付地

租，是因为比较肥沃的土地调节市场价值，那末，不支付地租这个

事实根本不能成为有利于李嘉图的论断的证据。

实际上，如果“土地所有者放弃”级差地租，那它就会归租地农

场主所有。相反，放弃绝对地租却会降低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工业

品的价格，其提高的程度相当于平均利润由于这一过程而增长的

７５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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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６３６］

        

［６０５］“地租的提高总是一个国家的财富增加以及对这个国家已增加的

人口提供食物发生困难的结果。”（第６５—６６页）

这种论断的后一部分是错误的。

“在那些拥有最肥沃的土地，输入限制最少，由于农业改良而无需增加相

应的劳动量就可以增加生产，因而地租增长得缓慢的国家里，财富增长得最

快。”（第６６—６７页）

如果地租率不变，只是投于农业的资本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

地租的绝对量也可能增加；如果 不支付地租， 只支付一部分绝

对地租，但是由于较好土地比较肥沃而级差地租大大增长等等，地

租的绝对量也可能增加。（见表①）

［（３）斯密和李嘉图关于农产品的“自然价格”的见解］

“如果昂贵的谷物价格是地租的结果而不是地租的原因，价格就会随着

地租的高低而成比例地变动，地租就会成为价格的构成部分。但是花费最多

的劳动生产出来的谷物是谷物价格的调节者，地租不是也决不可能是这种谷

物的价格的构成部分…… 原料成为大多数商品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个原

料的
·
价
·
值，同谷物价值一样，是由最后投入土地并且不支付任何地租的那一

笔资本的生产率调节的；因此，地租不是商品
·
价
·
格的构成部分。”（第６７页）

这里，由于混淆了“自然价格”（因为这里所谈的是这种价格）

和价值，引起了许多混乱。李嘉图从斯密那里因袭了这种混乱。在

斯密那里，这种混乱相对地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放弃了，并

且仅仅是因为他放弃了他自己对于价值的正确解释。不论地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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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或工资，都不是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相反，在商品价值既定的

情况下，这个价值所能分解成的各个部分，却或者属于积累劳动

（不变资本）的范畴，或者属于工资、利润或地租的范畴。而关于“自

然价格”，或者说，费用价格，斯密倒可以把它的构成部分当作既定

的前提来谈。仅仅由于混淆了“自然价格”和价值，斯密才把这种看

法搬到商品的价值上来。

除了原料和机器（简言之，不变资本——它对每个特殊生产领

域的资本家来说，都是外来的既定的量，它在每个资本家那里，都

以一定的价格加入生产）的价格之外，资本家在确定他的商品价格

时还必须考虑到以下两件事。［第一］必须加上工资的价格，这个价

格在他看来也是（在一定限度内）既定的。商品的“自然价格”不是

指市场价格，而是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平均市场价格，或者

说，市场价格所趋向的中心。因此，在这里，工资的价格总的说来是

由劳动能力的价值决定的。至于［第二］利润率——“自然利润率”，

那是由非农业生产中使用的全部资本所创造的全部商品的价值决

定的。这就是全部商品的总价值超过商品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价

值和工资价值的余额。这个全部资本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形成

利润的绝对量。利润的这个绝对量同全部预付资本之比决定一般

利润率。因此，这个一般利润率不仅对于单个资本家，而且对于每

个特殊生产领域的资本来说，也都表现为外来的既定的东西。因

此，他必须在产品所包含的预付于原料等等的价格［６０６］和工资的

“自然价格”之上再加一个一般利润，比如说１０％，以便这样——

在他看来必然表现为这样——通过把各构成部分相加的办法，或

者说，通过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办法，得出商品的“自然价格”。在出

卖商品的时候，它的自然价格是否得到支付，是支付得高些还是低

９５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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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这取决于当时的市场价格水平。费用价格不同于价值，加入费

用价格的只有工资和利润，而地租只有在它已经加入预付于原料、

机器等等的价格的限度内才加入费用价格。因此，在资本家看来，

地租不是作为地租加入费用价格，对资本家来说，原料、机器的价

格，简言之，不变资本的价格，一般说来是作为前提存在的一个整

体。

地租不是作为构成部分加入费用价格。如果在特殊情况下农

产品按照它的费用价格出卖，那就根本不存在地租。这时，土地所

有权对资本来说在经济上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在按照费用价格

出卖的那一级土地产品调节［根据李嘉图的理论］该领域的产品市

场价值的情况下，土地所有权是不存在的。（Ｄ表 是另外一种情

况８８。）

或者（绝对）地租是存在的。在这种情况下农产品高于它的费

用价格出卖。农产品按照高于它的费用价格的价值出卖。这样，地

租便加入产品的市场价值，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成为市场价值的一

部分。但是租地农场主把地租看成是既定的，正如工业家把利润看

成是既定的一样。地租决定于农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费用价格的

余额。但是，租地农场主的计算同资本家完全一样：第一是预付的

不变资本，第二是工资，第三是平均利润，最后，是在租地农场主看

来同样为既定的地租。这对他来说也就是例如小麦的“自然价格”。

他是否能得到这个价格，又取决于当时的市场情况。

如果按照实际情况把握住费用价格和价值的差别，那末地租

就决不会作为构成部分加入费用价格，而且只有在我们谈到不同

于商品价值的费用价格的时候才可以谈构成部分。（级差地租同超

额利润一样决不加入［个别］费用价格，因为它始终只是市场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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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８９
超过个别费用价格的余额，或者说，只是市场价值超过个别

价值的余额。）

因此，当李嘉图同亚·斯密相反，认为地租决不加入费用价格

的时候，他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他又错了，因

为他证明这一点的方法，不是把费用价格和价值区别开来，而是象

亚·斯密一样把两者等同起来；因为不论地租、利润还是工资，都

不是价值的构成部分，尽管价值可以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

且有同样理由分解为所有这三者，如果这三者都存在的话。李嘉图

的论断是这样的：地租不是农产品“自然价格”的构成部分，因为最

坏的土地的产品价格等于这个产品的费用价格，等于这个产品的

价值，它决定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因此，地租并不构成价值的任何

部分，因为它不构成“自然价格”的任何部分，而这个“自然价格”等

于价值。但是这恰恰是错误的。最坏的土地上种植出来的产品的

价格等于它的费用价格，或者是因为这个产品低于它的价值出卖，

就是说，决不象李嘉图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它按照它的价值出卖，

或者是因为这种农产品属于价值和费用价格例外地完全一致的那

样一类商品，那样一等商品。如果在某个特殊生产领域中，用一定

资本如１００货币单位创造的剩余价值，恰巧等于按平均计算应摊

到总资本的同样的相应部分（例如１００货币单位）的剩余价值，那

就是这种情况。因此，这就造成了李嘉图的混乱。

至于亚·斯密，他既然把费用价格和价值等同起来，他从这个

错误的前提出发，便有理由说地租同利润和工资一样是“自然价格

的构成部分”。而他的前后矛盾却在于，他在进一步说明时，又认为

地租不象工资和利润那样加入“自然价格”。他所以这样前后矛盾，

是因为观察和正确的分析又使他承认，在非农产品的“自然价格”

１６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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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农产品的市场价值的规定中存在着某种差别。关于这一点，在我

们谈到斯密的地租理论时还要更详细地谈。

［（４）李嘉图对农业改良的看法。他不懂农

业资本有机构成发生变化的经济后果］

  ［６０７］“我们已经看到：当把追加资本投入产量较少的土地成为必要时，

每投入一笔追加资本，地租就提高一次。

（但是并不是每一笔追加资本都生产出较少量的产品。）

根据同样的原理可以得出结论：社会上的任何条件，如果能使我们无须

在土地上使用同量资本，从而使最后使用的一笔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就

都会使地租降低。”（第６８页）

也就是说，它们会使绝对地租降低，但不一定使级差地租降

低。（见Ｂ表）

这样一些条件，可以是由于人口减少而发生的“一个国家的资

本的减少”，但是，也可以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的更高度的发展。

“但是，这样的结果也能在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增加的情况下产生，如

果随着这种增加农业也进行显著的改良，因为这种改良能够得到使耕种比较

贫瘠的土地的必要性减少，或者在耕种比较肥沃的土地时花费同量资本的必

要性减少的同样效果。”（第６８—６９页）

（奇怪的是李嘉图在这里忘记了：那些改良也可以使比较贫瘠

的土地的质量得到改良，并把比较贫瘠的土地变成比较富饶的土

地，——这个观点在安德森那里占主导地位。）

李嘉图的下面这一论点是非常错误的：

“如果人口不增加，就不可能有对追加谷物量的需求。”（第６９页）

随着谷物价格下降，对其他原产品如蔬菜、肉类等的追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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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产生，而且可以用谷物酿制烧酒等等，这些姑且不论；李嘉图

在这里假定，全部人口想消费多少谷物就消费多少谷物。这是错误

的。

｛“我们的消费量在１８４８、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大大增长，说明我们以前吃不饱，

说明价格由于供给不足而维持在高水平上。”（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

演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１５８页）

同一个纽曼说：

“李嘉图关于地租不能提高价格的论证是根据这样一个假定，就是索取

地租的权力在实际生活中决不可能使供给减少。但是为什么不可能呢？有着

非常广阔的土地，这些土地，如果不索取地租，立刻就会投入耕种，可是它们

人为地荒芜着，这或者是因为土地所有者把它们当作猎场出租可以得到更多

的利益，或者是因为土地所有者宁肯让它们成为具有诗情画意的荒野，而不

愿让人耕种来取得那一点点徒有其名的地租。”（第１５９页）｝

如果认为，土地所有者从谷物生产中抽出自己的土地，便不能

通过把它变成牧场或建筑地段，或者象苏格兰高地某些地区那样

把它变成供狩猎用的人造森林，来取得地租，那是完全错误的。

李嘉图区别了农业上的两种改良。一种改良

“提高土地的生产力…… 如采用更合理的轮作制或更好地选用肥料。

这些改良确实能使我们从较少量的土地得到同量的产品。”（李嘉图《政治经

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７０页）

照李嘉图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地租一定下降。

“例如，如果连续投入的各笔资本的产量分别是１００、９０、８０、７０夸特；当

我在使用这四笔资本时，我的地租是６０夸特，或者说

７０与１００之差＝３０

７０与 ９０之差＝２０

７０与 ８０之差＝１０

 ６０

这时产量为

１００

９０

８０

７０

３４０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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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使用的还是这四笔资本，即使每一笔资本的产品有等量的增加，地租

仍旧不变。”

（如果产品有不等量的增加，那末，尽管肥力提高了，地租也能

提高。）

“如果产量不是１００、９０、８０、７０夸特，而是增加到１２５、１１５、１０５和９５夸

特，那末地租仍旧是６０夸特，或者说

［６０８］ ９５与１２５之差＝３０

９５与１１５之差＝２０

９５与１０５之差＝１０

 ６０

这时产量

增加到４４０

夸特：

１２５

１１５

１０５

９５

４４０。

  但是当产品这样增加时，如果需求没有增加，就没有理由把这样多的资

本投在土地上；有一笔将被抽出，因此，最后一笔资本将提供１０５夸特而不是

９５夸特，地租降到３０夸特，或者说

１０５与１２５之差＝２０

１０５与１１５之差＝１０

 ３０

这时产量仍够满足

人口的需要，因为

产量是３４５夸特：

１２５

１１５

１０５

３４５。”（第７１—７２页）

  且不说在价格下降时即使人口不增加，需求也可能增加（李嘉

图自己在他所举的例子中就假定需求增加了５夸特）；李嘉图之所

以从不断向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推移这个前提出发，也正是因为人

口每年都在增加，就是说，消费谷物、吃面包的那部分人口在增加，

而且这部分人口比整个人口增加得快，因为面包是大部分人口的

主要食物。因此，就没有必要假定，需求不会随着［农业］资本的生

产率一起增长，所以地租会下降。如果农业改良对于各级土地肥沃

程度的差别的影响不一样，地租就可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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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毫无疑问（Ｂ表和Ｅ表），在需求不变的条件下，肥力提

高不仅可能把最坏的土地从市场排挤出去，甚至还可能迫使投在

比较肥沃的土地上的一部分资本从谷物生产中抽出（Ｂ表）。在这

种情况下，如果各级土地的产品增加的量相同，谷物地租就下降。

接着，李嘉图谈到第二种农业改良。

“但是有些改良可能降低产品的相对价值而不降低谷物地租，尽管它们

会降低货币地租。这种改良并不提高土地的生产力，但是使我们能够用较少

的劳动获得土地产品。这些改良与其说是针对土地耕作方法本身，不如说是

针对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构成。例如犁和脱粒机等农具的改良，在农业上使

用马匹方面的节约，兽医知识的增进，都具有这样的性质。因此投到土地上的

将是较少的资本，也就是较少的劳动，但是要获得同量产品，耕种的土地就不

能减少。可是这种改良是否影响谷物地租，必然取决于使用各笔资本所得到

的产品之间的差额是扩大、不变还是缩小。”

｛李嘉图在谈到土地的自然肥力的时候也应该坚持这一点。向

新的等级的土地推移，究竟是使级差地租减少、不变还是增加，取

决于投在这些肥力不同的土地上的资本的产品之间的差额是扩

大、不变还是缩小。｝

“如果有四笔资本５０、６０、７０、８０投在土地上，每笔都得到同样的结果，如

果这种资本构成的某种改良使我能从每笔资本中减去５，使它们分别成为

４５、５５、６５和７５，那末谷物地租将不变。但是，如果这种改良使我能够在生产

率最低的那一笔资本上进行所有这些节约，那末谷物地租马上就会下降，因

为生产率最高的资本和［６０９］生产率最低的资本之间的差额缩小了，而正是

这个差额，构成了地租。”（第７３—７４页）

对于在李嘉图那里唯一存在的级差地租来说，这是正确的。

不过，李嘉图完全没有接触到真正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不在于每一夸特的价值下降，也不在于是否必须耕种和以前同

一数量的土地，同一数量的同等级土地，而在于在农业中使用的直

５６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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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劳动量的减少、增加或保持不变是否与不变资本的降价（按照假

定，不变资本现在耗费较少的劳动）有关。简言之，是否在资本中发

生有机的变动。

假定我们以Ａ表为例（手稿第 本第５７４页）①，用一夸特小

麦代替一吨煤。

这里假定，非农业资本的构成等于８０ｃ＋２０ｖ，农业资本的构

成等于６０ｃ＋４０ｖ，两种资本的剩余价值率都等于５０％。因而，农业

资本的［绝对］地租，或者说，农业资本的产品的价值超过它的费用

价格的余额等于１０镑。那末，我们得到：

等级
资本

（镑）

谷物

（夸特）

总产品
市 场
价 值
（镑）

每夸特
市 场
价 值
（镑）

每夸特个别价值 每夸特差额价值

１００ ６０ １２０ ２ ２镑＝４０先令 ０

１００ ６５ １３０ ２ １
１１
１３
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
先令

２
１３
镑＝３

１
１３

１００ ７５ １５０ ２ １
３
５
镑＝１镑１２先令

２
５
镑＝８先令

合计 ３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每 夸 特 费 用 价 格
绝对
地租
（镑）

级差
地租
（镑）

绝对
地租
（特）

级差
地租
（镑）

地租
总额
（镑）

地租
总额
（夸特）

１
５
６
镑＝１镑１６

２
３
先令 １０ ０ ５ ０ １０ ５

１
９
１３
镑＝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
先令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２０ １０

１
７
１５
镑＝１镑９

１
３
先令 １０ ３０ １５ １５ ４０ ２０

合计 ３０ ４０ １５ ２０ ７０ ３５

６６３ 第 十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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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在纯粹的形式上研究这个问题，必须假定［农业中］不变

资本（１００镑）的降价对用于 、 、 三个等级的资本量发生同样

的影响，因为不同的影响只涉及级差地租，而与我们现在研究的问

题毫无关系。因此，我们假定，由于改良，同样的资本量，以前值

１００镑，现在只值９０镑，就是说它的价值减少了
１

１０，即１０％。现在

要问，这些改良对农业资本的构成有什么影响？

如果花在工资上的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不变，如果１００

镑分为６０ｃ＋４０ｖ，那末９０镑就分为５４ｃ＋３６ｖ，在这种情况下，

级地上生产的６０夸特的价值等于１０８镑。但是，如果降价表现为

不变资本以前值６０镑，现在只值５４镑，而ｖ（即花在工资上的资

本）只值３２
２

５镑而不是值３６镑（再减少
１

１０），那末，支出的就不是

１００镑而是８６
２

５镑。这一资本的构成是５４ｃ＋３２
２

５ｖ。按１００计

算，资本构成是６２
１

２ｃ＋３７
１

２ｖ。在这种情况下， 的６０夸特的价

值等于１０２
３

５镑。最后我们假定，虽然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了，花

在工资上的资本在绝对量上仍然不变，因此它同不变资本相对来

说增大了，结果支出的资本９０镑分为５０ｃ＋４０ｖ，资本构成按１００

计算，则等于５５
５

９ｃ＋４４
４

９ｖ。

现在我们来看，在这三种情况下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的情况

怎样。在Ｂ的情况下，ｃ和ｖ的价值虽然减少，ｃ和ｖ的比例却保持

不变。在Ｃ的情况下，［６１０］ｃ的价值减少，但ｖ的价值相对地减少

得更多。在Ｄ的情况下，只有ｃ的价值减少，而ｖ的价值不变。

我们首先把前页的原表①列出［标以字母Ａ，然后把它同说明

上述农业资本有机组成部分价值变动的各种情况的Ｂ、Ｃ、Ｄ三个

７６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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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资本

（镑）

谷物

（夸

特

）

总产品

市 场

价 值

（镑）

每夸特市场价值 每夸特个别价值 每夸特差额价值

Ａ 

１００ ６０ １２０ ２镑＝４０先令 ２镑＝４０先令 ０

１００ ６５ １３０ ２镑＝４０先令 １
１１

１３
镑＝１镑１６

１２

１３
先令

２

１３
镑＝３

１

１３
先令

１００ ７５ １５０ ２镑＝４０先令 １
３

５
＝１镑１２先令

２

５
镑＝８先令

合计 ３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Ｂ 

９０ ６０ １０８ １
４

５
镑＝１镑１６先令 １

４

５
镑＝１镑１６先令 ０

９０ ６５ １１７ １
４

５
镑＝１镑１６先令 １

４３

６５
＝１镑１３

３

１３
先令 ［

９

６５
镑］＝２

１０

１３
先令

９０ ７５ １３５ １
４

５
镑＝１镑１６先令 １

１１

２５
镑＝１镑８

４

５
先令 ［

９

２５
镑］＝７

１

５
先令

合计 ２７０ ２００ ３６０

Ｃ 

８６
２

５
６０１０２

３

５
［１
７１

１００
镑］＝１镑１４

１

５
先令 ［１

７１

１００
镑］＝１镑１４

１

５
先令 ０

８６
２

５
６５１１１

３

２０
［１
７１

１００
镑＝１镑１４

１

５
先令］［１

１８８

３２５
镑＝１镑１１

３７

６５
先令］ ［

１７１

１３００
镑＝２

４１

６５
先令］

８６
２

５
７５１２８

１

４
［１
７１

１００
镑＝１镑１４

１

５
先令］ ［１

４６

１２５
镑＝１镑７

９

２５
先令］ ［

１７１

５００
镑＝６

２１

２５
先令］

合计２５９
１

５
２００ ３４２

Ｄ 

９０ ６０ １１０ １
５

６
镑［＝１镑１６

２

３
先令］１

５

６
镑［＝１镑１６

２

３
先令］ ０

９０ ６５１１９
１

６
１
５

６
镑［＝１镑１６

２

３
先令］［１

９

１３
镑＝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
先令］ ［

１１

７８
镑＝２

３２

３９
先令］

合计 ２７０ ２００３６６
２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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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夸 特 费用 价 格

绝对

地租

（镑）

级差

地租

（镑）

绝对

地租

（夸

特

）

级差

地租

（夸

特

）

地租

总额

（镑）

地租

总额

（夸

特

） ［资本构成和绝对地租率］

１
５

６
镑＝１镑１６

２

３
先令 １０ ０ ５ ０ １０ ５ ［农业资本］１００镑中６０ｃ＋４０ｖ

１
９

１３
镑＝１镑１３

１１

１３
先令 １０ １０ ５ ５ ２０ １０ 工业资本［１００镑中］８０ｃ＋２０ｖ

１
７

１５
镑＝１镑９

１

３
先令 １０ ３０ ５ １５ ４０ ２０ 绝对地租１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２０ ７０ ３５

［１
３９

６０
镑＝］１镑１３先令 ９ ０ ５ ０ ９ ５ ［农业资本］９０镑中５４ｃ＋３６ｖ

１
３４

６５
镑＝１镑１０

６

１３
先令 ９ ９ ５ ５ １８ １０ ［农业资本］１００镑中６０ｃ＋４０ｖ

１
８

２５
镑＝１镑６

２

５
先令 ９ ２７ ５ １５ ３６ ２０ 绝对地租１０％

２７ ３６ １５ ２０ ６３ ３５

［１
７３

１２５
镑＝］１镑１１

１７

２５
先令７

１４

２５
０ ４

８

１９
０ ７

１４

２５
４
８

１９
［农业资本］８６

２

５
镑中５４ｃ＋３２

２

５
ｖ

［１
７５１

１６２５
镑＝１镑９

７９

３２５
先令］７

１４

２５
８
１１

２０
４
８

１９
［５］ ［１６

１１

１００
］［９

８

１９
］［农业资本］１００镑中６２

１

２
ｃ＋３７

１

２
ｖ

［１
１６７

６２５
镑＝１镑５

４３

１２５
先令］ ７

１４

２５
２５
１３

２０
４
８

１９
［１５］［３３

２１

１００
］［１９

８

１９
］
资本１００镑的产品价值——１１８３４

镑

因此绝对地租——８３４
％

２２
１７

２５
３４
１

５
１３
５

１９
２０ ５６

２２

２５
３３
５

１９

［１
１３

２０
镑＝］１镑１３先令 １１ ０ ６ ０ １１ ６ ［农业资本］９０镑中５０ｃ＋４０ｖ

［１
３４

６５
镑＝１镑１０

６

１３
先令］ １１ ９

１

６
６ ［５］ ２０

１

６
［１１］ ［农业资本］１００镑中５０

５

９
ｃ＋４４

４

９
ｖ

［１
８

２５
镑＝１镑６

２

５
先令］ １１ ２７

１

２
６ ［１５］３８

１

２
［２１］

资本１００镑的产品价值——１２２２９
镑

绝对地租——１２２９
％

３３ ３６
２

３
１８ ２０ ６９

２

３
３８

９６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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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表加以对比］。①

        

［６１１］从 ［第３６８—３６９页］所列的 ［总］表我们可以看到：

最初，在Ａ的情况下，［农业资本的各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

比例是６０ｃ＋４０ｖ；投入每级土地的资本都是１００镑，地租表现为

货币是７０镑，表现为谷物是３５夸特。

在Ｂ的情况下，不变资本降价，因而投入每级土地的资本只

有９０镑，但是可变资本也相应降价，结果比例不变。这里货币地

租减少了，谷物地租不变；绝对地租９０也不变。货币地租减少，是

因为投入的资本减少。谷物地租不变，是因为在支出货币量较少

的情况下每一货币单位生产的谷物多了，而各级之间的比例保持

不变。

在Ｃ的情况下，不变资本降价；但是ｖ减少得更多，结果不

变资本相对地变贵了。绝对地租减少。谷物地租和货币地租都减

少。货币地租减少，是因为资本总的说来大大减少了，而谷物地

租减少，是因为绝对地租减少而各级间的差额保持不变，结果所

有 ［各级的谷物地租］都同等地减少了。

在Ｄ表中，情况却完全相反。只有不变资本减少，而可变资

本不变。李嘉图的前提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地租由于

资本减少，在绝对量上只是稍有减少（只减少
１

３镑），但同花费的

资本相对来说却有很大增加。相反，谷物地租的绝对量增加了。为

０７３ 第 十 三 章

① 在手稿中，下面按次序排列了Ａ、Ｂ、Ｃ、Ｄ各表，这些表印在第３６８—３６９页

上。Ｃ表和Ｄ表在手稿中有几栏空着。漏写的数字是编者补上的。最后一栏

的标题（《资本构成和绝对地租率》）在手稿中原来没有，也是编者根据该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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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PDF文件由S22PDF生成, S22PDF的版权由 郭力 所有 pdf@home.icm.ac.cn

mailto:pdf@home.icm.ac.cn


什么呢？因为绝对地租从１０％提高到１２
２

９％，而这是由于ｖ同ｃ

相对来说增加了。

于是，得出下表：

资    本 绝 对
地租率

绝 对
地 租
（镑）

级差
地租
（镑）

绝 对
地租
（夸特）

级差
地租
（夸特）

地租
总额
（镑）

地 租
总 额
（夸特）

Ａ ６０ｃ＋４０ｖ １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２０ ７０

Ｂ ５４ｃ＋３６ｖ（６０ｃ＋４０ｖ） １０％ ２７ ３６ １５ ２０ ６３ ３５

Ｃ ５４ｃ＋３２
２
５
ｖ（６２

１
２
ｃ＋３７

１
２
ｖ）８

３
４
％２２

１７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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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继续说：

“凡是使连续投入同一土地或新地的各笔资本所得产品的差额缩小的事

物，都有降低地租的趋势；凡是扩大这种差额的，必然产生相反的结果，都有

提高地租的趋势。”（第７４页）

当资本从农业中抽出的时候，当坏地变得比较肥沃的时候，或

者甚至当比较不肥沃的土地被排挤出市场的时候，这种差额就可

能扩大。

｛地主和资本家。１８６２年７月１５日《晨星报》９１，在一篇论谁有

义务（自愿地或被迫地）援助由于棉花歉收和美国内战而处于困境

的郎卡郡等地棉纺织工业工人的社论中写道：

“这些人有合法权利要求用主要由他们自己的勤劳创造出来的财产来维

持生活…… 有人说，那些靠棉纺织工业发了大财的人特别有义务慷慨救

济。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工商业界已经这样做了…… 但是，难道他

们是靠棉纺织工业发了财的唯一阶级吗？当然不是。郎卡郡和柴郡北部的土

地所有者们在这样创造出来的财富中分享了很大一份。而且土地所有者是占

１７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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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特殊的便宜的，他们分享财富，可是对于创造这个财富的工业却毫无帮助，

既不动手，也不动脑……为了［６１２］创立这个目前正在受到严重震荡的大工

业，工厂主付出了他的资本和才干，经常提心吊胆，工厂的工人付出了他的技

能、时间和体力劳动；但是，郎卡郡的土地所有者们付出了什么呢？什么也没

有，真是一点也没有；但是他们从这个工业得到的实际利益却比另外两个阶

级的哪个都多…… 肯定地说，这些大地主单单由于这个原因而增加的年收

入是很大的，很可能至少增加两倍。”

资本家是工人的直接剥削者，他不仅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占有

者，而且是剩余劳动的直接创造者。但是，因为剩余劳动对产业资

本家来说只有通过生产并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所以产业资本

家本身就是这一生产职能的承担者，生产的领导者。相反，地主在

土地所有权上（就绝对地租来说）和在土地等级的自然差别上（级

差地租）却拥有一种特权，使他能把这种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

部分装进自己的腰包，尽管他在管理和创造这种剩余劳动或这种

剩余价值方面毫无贡献。因此，在发生冲突时，资本家把地主看作

纯粹是一个多余而有害的赘疣，看作资本主义生产的游手好闲的

寄生虫，看作长在资本家身上的虱子。｝

第三章《论矿山地租》。

这里又说：

“这种地租〈矿山地租〉同土地的地租一样，是它们产品价值高昂的结果，

决不是价值高昂的原因。”（第７６页）

关于绝对地租，它既不是“价值高昂”的结果，也不是“价值高

昂”的原因，而是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结果。为矿山产品或土地产

品而支付这一余额，从而形成绝对地租，这种情况不是这一余额的

结果，因为这种余额在一系列生产部门中都存在，它并不加入这些

部门的产品的价格；这种情况倒是土地所有权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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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级差地租，可以说它是“价值高昂”的结果，只要“价值高

昂”是指那些比较富饶的等级的土地或矿山的产品市场价值超过

它们的实际价值，或者说，个别价值的余额。

李嘉图所谓调节着最贫瘠的土地或矿山的产品价格的“交换

价值”，无非是指费用价格，而他所谓的费用价格，无非是指预付加

普通利润，他错误地把这个费用价格与实际价值等同起来，这从下

面一段话里也可以看到：

“被开采的最贫的矿山所产金属的交换价值，应当至少不仅足以供给开

采金属并把它运到市场上的那些人的衣着、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费用，

而且还足以给预付经营企业所必需的资本的人提供普通平均利润。资本从这

种最贫的、不支付地租的矿山得到的报酬，将调节其他一切生产率较高的矿

山的地租。假定，这种矿山提供资本的普通利润。其他矿山
·
生
·
产
·
的
·
超
·
过
·
这
·
个
·
普

·
通
·
利
·
润的一切东西，必须作为地租支付给矿山所有者。”（第７６—７７页）

可见，这里直截了当地说：地租等于农产品的价格（在这里也

就是“交换价值”）超过它的费用价格的余额，也就是超过预付资本

的价值加资本的普通（平均）利润的余额。因此，如果农产品的价值

高于它的费用价格，那末，它就能够支付地租，而根本不管土地的

差别如何，那时，最贫瘠的土地和最贫的矿山就可以同最富饶的一

样支付同样的绝对地租。如果农产品的价值不高于它的费用价格，

那末，地租只能来自比较肥沃的土地等等的产品的市场价值超过

实际价值的余额。

“如果用等量劳动加等量固定资本总是可以从不支付地租的矿山获得等

量的黄金……〈黄金的〉数量确实会随着需求而增加，但是它的价值不变。”

（第７９页）

这种适用于黄金和矿山的情况，也适用于谷物和土地。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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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继续开垦的总是同级的土地，如果在花费同量劳动的情况下

它们总是提供同量产品，［６１３］那末一磅黄金或一夸特小麦的价值

就保持不变，尽管其数量会随着需求而增加。这就是说，它们的地

租（指地租额，不是指地租率）在产品价格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

也将增加。使用的资本将会更多，但是资本的生产率始终不变。这

是地租的绝对量增长的重大原因之一，它同产品价格的提高毫无

关系，因此，不同土地和不同矿山的产品所支付的地租不会发生相

应的变动。

［（５）李嘉图对斯密的地租观点和

马尔萨斯某些论点的批判］

  李嘉图著作第二十四章《亚当·斯密的地租学说》。

这一章对于了解李嘉图和亚·斯密之间的差别是非常

重要的。对于这个差别的更深入的阐述（关于亚·斯密），我

们留待以后再说，因为考察了李嘉图的学说之后要专门考察斯密

的学说。

李嘉图一开始就引了亚·斯密的一段话，照李嘉图的看法，斯

密在这一段话里正确地确定了农产品的价格在什么时候提供地

租，什么时候不提供地租。但是，后来斯密又认为，土地的某些产

品，如食物，应当始终提供地租。

关于这个问题，李嘉图作了下面的评论，这个评论对他［李嘉

图］是很重要的：

“我相信直到目前为止，在每一个国家，从最不开化的到最文明的，都有

这样一种质量的土地，它提供的产品的价值只够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并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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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的平均普通利润。我们都知道，美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可是谁也没有说，

决定地租的原理在美国和在欧洲不同。”（第３８９—３９０页）

这些原理当然有很大“不同”。在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或法

律上——不存在的地方，不会有绝对地租存在。土地所有权的恰

当表现，是绝对地租，而不是级差地租。如果说，在有土地所有

权存在和没有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地方，都是同一些原理支配着地

租，那就等于说，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形式不取决于是否存在土地

所有权。

其次，所谓“都有这样一种质量的土地，它提供的产品的价

值只够补偿……资本并支付……普通利润”，这究竟是什么意思

呢？如果同量劳动生产４夸特，同这个劳动生产２夸特对比起来，

产品并不具有更大的价值，虽然一夸特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是另

一种情况下的两倍。因此，产品是否提供地租，与产品的这个

“价值”的量本身绝对无关。产品只有在它的价值高于它的费用价

格时才能提供地租，而这个费用价格，是由其他一切产品的费用

价格决定的，或者，换句话说，是由１００货币单位的资本在每一

生产部门中平均占有的无酬劳动量决定的。但是，产品的价值是

否高于它的费用价格，完全不取决于它的价值的绝对量，而取决

于用在它的生产上的资本的构成同用在非农业生产上的资本的平

均构成的对比。

“但是，如果说英国的农业已发达到目前已经没有不提供地租的土地这

一点是事实，那末，那里以前一定有过这样的土地这一点同样是事实；而且

那里有没有这样的土地，对于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如果大不列颠有

任何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只能补偿资本并为它提供普通利润，那末，不论这笔

资本是投在老地或新地上，事情完全一样。如果一个租地农场主承租了一块

土地，为期七年或十四年，他可能打算在土地上投下１００００镑资本，因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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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按当时的谷物和原产品的价格，他能够补偿他所必须花费的资本，支

付地租并获得普通利润率。他不会投资１１０００镑，除非投入这最后１０００镑能

够给他提供普通的资本利润。当他计算是否投入这一笔追加资本时，他所考

虑的仅仅是原产品的价格够不够补偿他的费用和利润，因为他知道他无须支

付追加地租。即使在租佃期满后，他的地租也不会提高；如果他的土地所有

者因他投了１０００镑追加资本而要提高地租，他就会把这笔资本抽回；因为，

依照假定，他投入这笔资本只得到把资本用在其他任何地方也能得到的普通

平均利润；因此，租地农场主不可能同意为这笔资本支付地租，除非原产品

价格进一步提高，或者同样可以说，除非普通一般利润率下降。”（第３９０—

３９１页）

这里，李嘉图承认最坏的土地也能够提供地租。他怎么解释

这一点呢？为了生产满足追加需求所必要的追加供给而投在最坏

土地上的第二笔资本，［６１４］只有在谷物价格提高的情况下才能

补偿费用价格。因此，第一笔资本现在将提供一个超过这个费用

价格的余额，即提供地租。所以，情况是这样：在投入第二笔资

本以前，因为市场价值高于费用价格，最坏土地上的第一笔资本

就已提供地租。因此，问题只是在于，市场价值是否还必须高于

最坏土地产品的价值，或者相反，是否产品的价值高于它的费用

价格，而价格的提高只是使它能够按照它的价值出卖。

其次：为什么价格必须高到等于费用价格即预付资本加平均

利润呢？这是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竞争，由于资本从一个

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是通过资本对资本的作用。

但是资本通过什么作用才能迫使土地所有权让产品的价值降低到

费用价格呢？从农业中抽出资本不能产生这种效果，除非同时使

农产品的需求减少。抽出资本倒会产生相反的结果，会使农产品

的市场价格涨到农产品的价值之上。把新的资本转到农业中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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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不能产生这样的效果。因为资本之间的相互竞争恰恰使土地所

有者能够要求每个资本家满足于“平均利润”，把价值超过提供这

一利润的价格的余额付给土地所有者。

但是，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土地所有权使人们有权让

产品高于它的费用价格而按照它的价值出卖，那末，为什么土地

所有权不能同样使人们有权让产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就是说，按

照任何一个垄断价格出卖呢？在一个没有对外谷物贸易的小岛上，

谷物、食品，同其他任何产品一样，无疑能够按照垄断价格出卖，

就是说，按照这样一个价格出卖，这个价格只受需求情况的限制，

就是说，只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限制，而这个有支付能力的需

求随着所提供的产品的价格水平而具有极为不同的大小和范围。

我们撇开这种例外情况不谈，——在欧洲各国根本谈不到这

种情况；甚至在英国也有相当大一部分肥沃的土地被人为地从农

业，总之从市场抽出去，以便提高其余部分的价值，——土地所

有权只是在资本的竞争使商品价值规定发生变化的限度内才能影

响和麻痹资本的作用即资本的竞争。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只是资

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后果和结果。本来（平均地说）商品是按其价

值出卖的。在农业中，土地所有权的存在阻碍着对价值的偏离。

李嘉图说，如果一个租地农场主承租了一块土地，为期七年

或十四年，他打算投下譬如１００００镑资本，谷物价值（平均市场

价值）使他能够补偿预付资本加平均利润加租约上规定的地租。因

此，既然他“租用”土地，对他来说，平均市场价值即产品的价

值是出发点；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个价值所分解成的部分，而不是

这些部分构成这个价值。既定的市场价格对资本家，就象作为前

提的产品价值对理论以及对生产的内在联系一样。这就是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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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得出的结论。如果租地农场主追加１０００镑，他所考虑的仅

仅是，在市场价格既定的条件下，这１０００镑是否能为他提

供普通利润。因此，李嘉图大概是这样想的：费用价格是起决

定作用的东西，作为调节要素加入这种费用价格的恰恰是利润，而

不是地租。

首先，利润也不是作为构成要素加入费用价格的。按照假定，

租地农场主把市场价格作为出发点，计算着在这一既定的市场价

格下追加的１０００镑是否能为他提供普通利润。因此，这一利润不

是这一价格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但是，李嘉图进一步推论，这

１０００镑的投入本身，是通过计算那一价格是否能提供普通利润来

决定的。因此，利润对于这１０００镑的投入，对于生产价格，是决

定的因素。

其次，李嘉图说，如果资本家发现这１０００镑不能提供普通利

润，那他就不会投入这笔资本。就不会有追加食物的生产。如果

追加食物的生产是满足追加需求所必需的，那末，需求就必须把

价格即市场价格提高到它能提供普通利润的水平。因此，利润不

同于地租，在这里利润是作为构成要素加入的，这不是由于利润

创造产品的价值，而是由于产品价格如果不提高到除补偿预付资

本以外还支付普通利润率的高度，产品本身［６１５］就不会被创造

出来。相反，在这种情况下，价格没有必要提高到足以支付地租

的地步。因此，地租和利润之间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本质差别，在

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利润是价格的构成要素，地租则不是。（这显

然也是亚·斯密的内心想法。）

就这种情况说，这是对的。

但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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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所有权不能作为土地所有权同资本

对立，因此，按照假定，这里恰恰不存在形成地租，形成绝对地租的

那种组合。用第二笔资本１０００镑生产的追加谷物，是在市场价值

不变的条件下，也就是在只有假定价格不变时才产生的追加需求

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它必须低于它的价值而按费用价格出卖。因

此，这１０００镑追加产品所处的情况，正象一块新的比较不肥沃的

土地投入耕种时的情况一样，这种土地不决定市场价值，而只有在

按现有的、原来的市场价值即按一个不由这个新的生产决定的价

格来提供追加供给的条件下，才能提供自己的追加供给。在这种情

况下，这块追加的土地是否提供地租，完全取决于它的相对肥力，

而这正是由于它不决定市场价值。在原有土地上追加１０００镑的情

况完全一样。而李嘉图恰好由此作出了相反的结论：追加的土地或

追加的那笔资本决定市场价值，因为它们的产品价格在市场价值

既定、不由它们决定的条件下不提供地租，而只提供利润，不抵偿

产品的价值，而只抵偿费用价格！这难道不是自相矛盾吗！

但是这里尽管不提供地租，产品还是在生产！的确是这样！在

租地农场主已经租用的土地上，在他本人由于租约实际上成了土

地所有者的期间，土地所有权对于他资本家来说，就不是作为独

立的、起阻碍作用的要素存在了。因此，资本现在是不受阻碍地

在这个要素中活动，对资本来说，能得到产品的费用价格也就满

足了。同样，在租佃期满后，租地农场主自然将根据土地投资在

多大范围内提供能按自己价值出卖的产品，也就是能提供地租的

产品来调节地租。在市场价值既定的条件下不能提供超过费用价

格的余额的那部分投资，在确定地租额时是不计算在内的，正如

那种由于相对贫瘠而使市场价格仅仅支付产品的费用价格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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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资本不为它支付地租或租约不规定支付地租一样。

实际情况不完全象李嘉图说的那样。如果租地农场主拥有闲

置资本，或者在十四年租期的最初几年获得闲置资本，那末，他

在这种情况下并不要求普通利润。只有在他借进追加资本的时候，

他才要求普通利润。他究竟用这笔闲置资本来做什么呢？租进新

的土地吗？在农业生产上，进行比较集约的投资比起以较大资本

进行粗放耕作来，要合算得多。或者，如果在老地附近没有可供

租种的土地，那末，租地农场主在经营两个分开的农场的情况下，

他的监督管理活动，比加工工业中一个工厂主经营六个工厂还要

分散得多。或者，租地农场主只好把货币存在银行里生息，投在

公债券、铁路股票等等上面吗？这样，他一开始就要至少放弃普

通利润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因此，如果他能把这些货币作为追加

资本投到原来的农场中，收入虽然会低于平均利润，例如当平均

利润等于１２％的时候得到的利润为１０％，但是，在利率为５％时，

他仍然多赚１００％。因此，把追加的１０００镑［６１６］投在原来的农

场上，对于租地农场主来说，仍然是一笔有利可图的生意。

因此，李嘉图把追加资本的投入 ［原来的土地］同追加资本

用在新的土地上等同起来，是完全错误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就

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产品也不一定要提供普通利润。它只是必

须提供高于普通利率的利润，使租地农场主感到把自己的闲置资

本用于生产虽然要操心和担风险，但还是比用作货币资本合算。

但是，正象已经指出的那样，李嘉图从这个论断得出的下述

结论，是非常荒谬的：

“如果亚·斯密的敏锐的头脑注意到这个事实，他就不会认为地租是原

产品价格的一个构成部分，因为价格到处都是由不支付任何地租的最后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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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收益调节的。”（第３９１页）

李嘉图的例子恰恰证明了相反的情况：这最后一笔资本投入

土地，是由市场价格调节的，这个市场价格不取决于这笔资本的

投入，它在这笔资本投入以前早已存在，因此它只让最后这笔资

本得到利润，而不是地租。说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调节者，

那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说生产如果完全受资本调节，就不存在

绝对地租，那也是正确的。绝对地租恰恰是在生产条件使土地所

有者有权限制资本对生产实行完全调节的地方产生的。

第二，李嘉图责备亚·斯密（第３９１页及以下各页）［仅仅］

在煤矿方面发挥了正确的地租原理；李嘉图甚至说：

“整个地租原理在这里得到了精辟而明确的说明，但是其中每一个字，不

仅适用于煤矿，而且适用于土地；可是斯密断然认为，‘地面上的地产却是另

外一种情况’。”（第３９２页）

亚·斯密觉得，土地所有者在一定情况下有权力对资本进行

有效的抵抗，使人感到土地所有权的力量并因而要求绝对地租，而

他在其他情况下就没有这种权力；但是，正是食物的生产确定地

租规律，而资本在土地上作其他用途时产生的地租是由农业地租

决定的。

“‘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和它们所提供的地租的价值〈亚·斯密说〉，都是

同它们的绝对肥力，而不是同它们的相对肥力成比例。’”（第３９２页）

李嘉图在反驳斯密时，尽可能地接近真正的地租原理。他说：

“但是，假定没有不提供地租的土地。这样，最坏土地的地租额将同
·
产
·
品

·
价
·
值超过资本支出加资本的普通利润的余额成比例。同一原理将决定质量或

位置比较好的土地的地租，因此，这些土地的地租，由于它们有较大的优越

性，将高于比它们坏的土地的地租。对于第三种质量更好的土地，一直到最

１８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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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土地，都可以这样说。因此，正是土地的相对肥力决定作为地租支付的

那部分产品，正象矿山的相对富饶程度决定作为矿山地租支付的那部分产品

一样，这一点难道不是很清楚吗？”（第３９２—３９３页）

这里，李嘉图说出了正确的地租原理。如果最坏的土地支付

地租，也就是说，如果支付的地租与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差别无关，

即支付的是绝对地租，那末这种地租必定等于“产品价值超过资

本支出加资本的普通利润的余额”，就是说，等于产品价值超过产

品费用价格的余额。李嘉图认为这样的余额是不可能存在的，因

为他违反他自己的原理，错误地接受了斯密教条，［６１７］即产品

价值等于产品的费用价格。

此外，李嘉图还犯了一个错误。

级差地租自然决定于“相对肥力”。但是绝对地租同“自然肥

力”毫无关系。

可是，另一方面，斯密正确地认为，最坏土地支付的实际地

租可以取决于其他土地的绝对肥力和最坏土地的相对肥力，或者

取决于最坏土地的绝对肥力和其他等级的土地的相对肥力。

问题在于，最坏土地支付的地租的实际数额，不是象李嘉图

所想的那样，取决于这种土地自己的产品价值超过产品费用价格

的余额，而是取决于产品市场价值超过产品费用价格的余额。但

是，这是极不相同的两回事。如果最坏土地的产品本身决定市场

价格，市场价值就等于它的实际价值，因而它的市场价值超过它

的费用价格的余额就等于它自己的个别价值（它的实际价值）超

过它的费用价格的余额。如果市场价格不取决于最坏土地的产品

而由其他等级的土地决定，那末情况就不是如此。李嘉图是从下

降序列这个假定出发的。他假定，最坏的土地最后耕种，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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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假定的场合）只有当追加需求使得按照最后耕种的最坏土地的

产品价值提供追加供给成为必要的时候，这种土地才会耕种。在

这种情况下，最坏土地的产品价值调节市场价值。而在上升序列

中，（即使按照李嘉图的看法）只有在较好等级的土地的追加供给

按照原来市场价值仅仅等于追加需求的时候，最坏土地的产品价

值才调节市场价值。如果追加供给大于这种需求，李嘉图总是假

定，老地一定会停止耕种，结果只能是老地将提供比过去低的地

租，或者完全不提供地租。在下降序列中，情况也是一样。如果

追加供给只有按照原来的市场价值才能提供，那末，较坏的新地

是否提供地租以及提供多少地租，就取决于这个市场价值超过这

种土地产品的费用价格的程度的大小。在两种情况下 ［即无论在

上升序列还是在下降序列中］，它的地租都是由绝对肥力决定，而

不是由相对肥力决定。较好土地的产品的市场价值究竟超过新地

产品自己的实际个别价值多少，取决于新地的绝对肥力。

亚·斯密在这里正确地区别了土地和矿山，因为他在谈到矿

山时，假定决不会向较坏的等级推移，而总是向较好的等级推移，

它们提供的产品总是多于必要的追加供给。那时，最坏土地的地

租就取决于它的绝对肥力。

“亚·斯密说，有一些煤矿只能由其所有者来开采，因为它们只能补偿开

采的费用和所用资本的普通利润。在他说了这样的话以后，我们本来希望他

会承认，正是这些煤矿调节
·
一
·
切煤矿的产品的价格。如果老矿不能提供煤的

全部需要量，那末，煤的价格就会上涨，并且一直上涨到新的较贫的煤矿的

所有者发现开采他的煤矿能获得资本的普通利润为止…… 因此，可以说，

永远是最贫瘠的煤矿调节煤的价格。可是，亚·斯密的看法却不同。他认为，

‘最富饶的煤矿也调节邻近其他一切煤矿的煤的价格。不论是这些煤矿的所

有者还是从事开采煤矿的企业主都会发现，如果煤的卖价比邻近的煤矿低一

３８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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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煤矿所有者就能得到更多的地租，企业主就能得到更多的利润。邻近的

煤矿很快就会被迫按同一价格出卖自己的煤，虽然他们这样做不那么容易，

虽然这样做总会减少他们的地租和利润，有时还会使他们完全失去地租和利

润。结果，一些煤矿完全被放弃，另外一些煤矿提供不了地租，而只能由它

们的所有者开采’。如果煤的需求［６１７ａ］减少了，或者由于新法开采产量增

加了，价格就会下降，有些煤矿就会被放弃。但是，在任何情况下，煤的价

格都必须足以支付不担负地租的煤矿的开采费用和利润。因此，价格是由最

贫的煤矿调节的。确实，亚·斯密自己在另一个地方也承认了这一点，因为

他说：‘煤正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在一个较长时间内能够出卖的最低价格，

就是仅仅足以补偿使煤进入市场所使用的资本加上它的普通利润的价格。在

土地所有者不能得到地租而必须或者亲自开采，或者干脆放弃的煤矿上，煤

的价格一般必然接近于这一价格。’”（第３９３—３９５页）

亚·斯密的错误在于，他把最富饶的煤矿（或土地）支配市

场这种特殊的市场状况当作一般的情况。但是，如果假定是这种

情况，那末，斯密的论证（总的说来）就是正确的，而李嘉图的

论证却是错误的。斯密假定，由于需求的情况和较高的富饶程度，

最好的煤矿只有在把煤卖得低于竞争者的时候，只有在它们的产

品价格低于原来的市场价值的时候，才能使它们的全部产品挤进

市场。这样一来，对较次的煤矿来说，产品的价格也下降了。市

场价格下降了。这种下降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压低较次煤矿的地租，

甚至可能使它完全消失。因为不论市场价值是否等于某一级土地

（或煤矿）的产品的个别价值，地租总是等于市场价值超过产品的

费用价格的余额。斯密没有注意到，只有在抽出部分资本和缩减

产量成为必要时，利润才可能因此减少。如果在一定情况下由较

好煤矿的产品调节的市场价格，降低到使最次煤矿的产品不能提

供任何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那末最次的煤矿就只能由其所有者

自己开采。在这种市场价格条件下，没有一个资本家会向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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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土地所有权并不赋予他任何支配资本

的权力，但是，土地所有权为他排除了其他资本家向土地投资时

遇到的那种抵抗。对他来说，土地所有权是不存在的，因为他自

己就是土地所有者。因此，他可以把自己的土地用于采煤，就象

用于其他任何生产部门一样，也就是说，如果那个不是由他决定

而是他发现时就已经确定的产品市场价格给他提供平均利润并补

偿他的费用价格，他便可以把自己的土地用于采煤。

李嘉图竟由此得出结论说，斯密自相矛盾！根据原来的市场

价格决定新矿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由它的所有者自己开采，——就

是说，新矿可以在土地所有权实际上消失的情况下开采，因为按

照原来的市场价格，新矿能保证给企业主提供费用价格，——李

嘉图就得出结论说，这个费用价格决定市场价格！但是，他又求

助于下降序列，并且说，比较不富饶的煤矿只有在产品的市场价

格涨到高于较好的煤矿的产品价值时，才会被开采；其实只要市

场价格高于费用价格就行了，或者，对于由所有者自己开采的较

次的煤矿来说，甚至只要市场价格能够补偿费用价格就行了。

此外，如果说李嘉图认为，“由于新法开采〈煤的〉产量增加

了，价格就会下降，有些煤矿就会被放弃”，那就要知道，这仅仅

取决于价格下降的程度和需求的情况。如果在价格这样下降的时

候市场还能吸收全部产品，那末，只要市场价格的下降仍能使市

场价值保持一个超过较贫的煤矿的费用价格的余额，次的煤矿就

仍然会提供地租；如果市场价值只能补偿这一费用价格，即与费

用价格一致，那末较贫的煤矿将由它们的所有者开采。但是，在

这两种情况下，说最次的煤矿的费用价格调节市场价格，那都是

荒谬的。当然，最次的煤矿的费用价格将决定它的产品的价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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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调节作用的市场价格之间的比例，因此决定这个煤矿是否

［６１８］可以开采的问题。但是，在市场价格既定的条件下具有一

定富饶程度的土地或煤矿是否可以开发的问题，同这块土地或这

个煤矿的产品的费用价格是否调节市场价格，显然是没有关系的，

它们根本不是一回事。如果在市场价值提高的情况下需要或可能

有追加供给，那末，最坏的土地就调节市场价值，但是，这时候

它也就提供绝对地租。这种情况恰恰同斯密所假定的情况相反。

第三，李嘉图（第３９５—３９６页）责备斯密，因为斯密认为原

产品低廉，例如用马铃薯代替谷物，从而使工资下降，生产费用

减少，就会使土地所有者从产品中得到更大的份额，同样也得到

更多的产品数量。李嘉图的看法相反：

“这个附加额的任何一部分都不会归入地租，它必然全部归入利润……

只要被耕种的土地质量相同，它们的相对肥力或其他优越条件又没有变动，

地租对总产品的比例总是保持不变。”（第３９６页）

这一点肯定是错误的。地租所占的份额，因而，地租的相对量

将会减少。用马铃薯作主要食物，就会降低劳动能力的价值，缩短

必要劳动时间，延长剩余劳动时间，因而提高剩余价值率；因此，在

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构成会发生变动，虽然使用的活劳动

量仍然和以前一样，可变部分的价值同不变部分的价值相比却减

少了。利润率将因此提高。在这种情况下，绝对地租下降，级差地

租相应下降。（见第６１０页Ｃ表①。）这种原因将同样地影响农业资

本和非农业资本。一般利润率将提高，因而地租将下降。

第二十八章（《论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中黄金、谷物和劳动

的比较价值》）。李嘉图写道：

６８３ 第 十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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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博士贯穿于全书的一个错误，就是假定谷物的价值不变，虽然其他

一切物品的价值可能提高，谷物的价值却永远不会提高。在他看来，谷物的

价值始终不变，因为它能养活的人数始终相同。同样也可以说，衣料的价值

始终不变，因为它能制成的上衣的数量始终相同。价值同物品用作衣食的能

力又有什么相干呢？”（第４４９—４５０页）

“……斯密博士……十分巧妙地论证了商品的市场价格归根结底是由商

品的自然价格调节的这一理论。”（第４５１页）

“……黄金的价值如果用谷物来表现，在两个不同的国家可能极不相同。

我曾竭力证明黄金的价值在富裕的国家低，在贫穷的国家高。亚当·斯密的

看法却不同：他认为，用谷物表现的黄金的价值在富裕的国家最高。”（第４５４

页）

        

第三十二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李嘉图写道：

“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９２（第４８５—４８６页）

“当马尔萨斯先生谈到谷物的高昂价格时，他所指的显然不是一夸特或

一蒲式耳谷物的价格，而是全部产品销售价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的余额，而

他的‘生产费用’一词总是既包括工资，又包括利润。只要生产费用相同，每

夸特值３镑１０先令的谷物１５０夸特，就会比每夸特值４镑的谷物１００夸特

给土地所有者提供更多的地租。”（第４８７页）“不论土地的性质如何，高额地

租必然取决于产品的高昂价格；但是，如果高昂的价格是既定的，地租的高

度就必然同产品的丰富成比例，而不是同产品的匮乏成比例。”（第４９２页）

“因为地租是谷物价格高昂的结果，所以地租的消失便是谷物价格低廉

的结果。外国进口的谷物决不会同提供地租的国内生产的谷物竞争。价格下

跌必然会打击土地所有者，直到他的地租全部被吞没；如果价格继续下降，它

就连资本的普通利润也不能提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就会放弃土地去寻找

别的用途，而以前在这一土地上生产的谷物，就会在这个时候，但不会早于

这个时候，被进口谷物代替。由于地租消失，价值，用货币表现的价值，也

会随之遭受损失，但是财富却会因此增长。原产品和其他产品的总量将增加；

但是，由于生产起来比较容易，这些产品的数量虽然增加，它们的价值却会

减少。”（第５１９页）

７８３李嘉图的地租理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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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四 章］

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１）斯密在地租问题提法上的矛盾］

［６１９］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斯密的这种有趣说法：从主要

植物性食物得到的地租，决定其余所有严格意义上的农业（畜牧

业、林业、经济作物种植业）的地租，因为这些生产部门是可以

互相转化的。在以大米为主要植物性食物的地方，斯密把大米除

外，因为稻田不能转化为草地、麦田等等，反过来也是一样。

斯密正确地下定义说，地租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

（［１８０２年法文版］第１卷第２９９页），在这里土地应理解为各种

自然力本身，因而也包括水力等等。

同洛贝尔图斯的奇特的观念９３相反，斯密在［第十一章］引言

中就列举了农业资本的各个项目：“置备种子〈原料〉、支付劳动

报酬、购买并维持牲畜和其他农具”。（同上）

但是，什么是这种“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呢？

“产品或产品价格超过这一部分｛即补偿预付资本“和普通利润”的部

分｝的余额，不论这个余额有多大，土地所有者都力图把它作为自己土地的

地租攫为己有。”（同上，第３００页）

“这个余额始终可以看作自然地租。”（第３００页）

８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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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反对把地租和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利息混淆起来：

“土地所有者甚至对于未经人力改良的土地也要求地租”（第３００—３０１

页），

他补充说，就是这第二种地租形式①，也有一个特点，即用于

改良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并不是土地所有者投下的资本的利息，而

是租地农场主投下的资本的利息。

“他〈土地所有者〉有时对于完全不适于人们耕种的土地也要求地租。”

（第３０１页）

斯密非常明确地强调，土地所有权即作为所有者的土地所有

者“要求地租”。斯密因此把地租看作土地所有权的单纯结果，认

为地租是一种垄断价格，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只是由于土地所

有权的干预，产品才按照高于费用价格的价格出卖，按照自己的

价值出卖。

“被看成是为使用土地而支付的价格的地租，自然是一种垄断价格。”（第

３０２页）

这确实是一种仅仅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才不得不支付的、

并且在这方面作为垄断价格与工业品价格不同的价格。

从资本——而资本在生产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看来，费

用价格只要求产品除支付预付资本之外，还支付平均利润。在这

种情况下，产品——不管是土地产品或别的什么产品——就能够

“进入市场”。“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足够价格，它的余额自然会归入地租。

如果它恰好是这个足够价格，商品虽然完全能够进入市场，但是不能给土地

所有者提供地租。价格是否超过这个足够价格，这取决于需求。”（第１卷第

３０２—３０３页）

现在要问：为什么按照斯密的意见，地租以不同于工资和利

９８３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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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的方式加入价格？最初斯密正确地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

地租（撇开不变资本）。但是他立即走上了相反的道路，把价值和

“自然价格”（即由竞争决定的商品的平均价格，或者说，费用价

格）等同起来，认为后者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的。

“这三部分看来直接地或最终地构成……全部价格。”（第１卷第１０１页）

（第１篇第６章）

“但是，就是在最发达的社会里，也总是有为数不多的一些商品，它们的

价格只
·
分
·
解为两部分，即工资和资本的利润，还有为数更少的商品，它们的

价格只由工资构成。例如，海鱼的价格中，就是一部分用于偿付渔人的劳动，

另一部分用于支付投在渔业上的资本的利润。地租很少构成这个价格的一部

分［６２０］…… 在苏格兰的一些地区，贫民以在海滨捡拾各种色彩的通称苏

格兰玛瑙的小石子为业。雕石业主付给他们的小石子的价格，完全由他们的

劳动报酬构成；地租和利润都不形成这种价格的任何部分。但是任何一个商

品的全部价格，最终总是分解为这三部分中的一、两部分或所有三部分。”

（第１卷第１０３—１０４页）（第１篇第６章）

在上面的引文中（而且在整个论述“商品价格的构成部分”的

第六章），价值分解为工资等等和价格由工资等等构成这类说法混

杂在一起。（只是到第七章，才第一次谈到“自然价格”和“市场

价格”。）

第一篇的第一、二、三章论述“分工”，第四章论述货币。在

这几章以及以后几章，附带地提出了价值规定。第五章论述商品

的实际价格和名义价格，论述价值向价格转化。第六章是《论商

品价格的构成部分》。第七章论述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然后，第

八章论述工资。第九章论述资本利润。第十章论述各个使用劳动

和资本的部门的工资和利润。最后，第十一章论述地租。

但是这里我们想首先要注意下面一点：按照刚刚引过的论点，有些

商品的价格只由工资构成，另一些商品的价格只由工资和利润构成，

０９３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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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还有一些商品的价格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构成。因此：

“任何一个商品的全部价格……总是分解为这三部分的一、两部分或所

有三部分。”

根据这一点，也就没有理由说，地租是以不同于工资和利润

的方式加入价格的；但是应该说，地租和利润是以不同于工资的

方式加入价格的，因为后者是始终加入的，而地租和利润却不是

始终加入的。这种差别是从哪里来的呢？

其次，斯密应当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只有工资加入的少数商

品，能不能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卖？或者说，那些收集苏格兰玛瑙

的贫民，是否就不是雕石业主的雇佣工人？这些雕石业主对这种

商品只付给他们普通工资，也就是说，对表面看来完全属于他们

的整个工作日所付的报酬，只和其他部门（这里工人的工作日的

一部分构成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资本家的利润）的工人得到的一

样多。斯密应当要么承认这一点，要么相反地说明，在这种场合

利润只是在表面上表现为同工资没有区别的东西。他自己说：

“当这三种不同的收入属于不同的人时，它们是很容易区分的；但是当它

们属于同一个人时，它们往往会彼此混淆，至少在日常用语上是这样。”（第

１卷第１０６页）（第１篇第６章）

然而在斯密那里，问题是这样解决的：

如果一个独立劳动者（和上述苏格兰贫民一样）只使用劳动

（而不必同时使用资本），一般说来，只使用自己的劳动和自然要

素，价格在分解时就只归结为工资。如果劳动者还使用少量资本，

他一个人就既取得工资又取得利润。最后，如果他使用自己的劳

动、自己的资本和自己的土地所有权，他一个人就兼有土地所有

者、租地农场主和工人这三重身分。

１９３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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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在问题提法上的全部荒谬之处，在第一篇第六章结尾中

暴露出来了：

“因为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只有极少数商品的全部交换价值仅由劳动产

生〈这里把劳动和工资等同起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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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在这里，商品仍然等于

劳动产品，尽管不是“这种产品的全部价值仅由劳动产生”〉所能购买和支配

的劳动量，比这种产品的生产、加工和运到市场所必须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

得多。”（同上，第１卷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结果，劳动产品不等于这种产品的价值。不如说（可以这样

来理解斯密的意思），这个价值由于加上利润和地租而增大了。因

此，劳动产品可以支配、购买更大的劳动量，也就是说，它能购

买的劳动形式的价值比它本身包含的劳动量所构成的价值要大。

这个论点如果这样表达就对了：

  ［６２１］斯密说：

“因为在一个文明国家里，

只有极少数商品的全部交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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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种产品的生产、加

工和运到市场所必须使用的劳

动量总要大得多。”

根据他自己的观点，应当说：

“因为在一个文明国家里，只

有极少数商品的全部交换价值在

分解时只归结为工资，绝大多数

商品的价值中有很大部分分解为

地租和利润，所以，这个国家的劳

动的年产品所能购买和支配的劳

动量，比这种产品的生产、加工和

运到市场所必须支付的（也就是

使用的）劳动量总要大得多。”

  （斯密在这里又回到了他的第二种价值概念；他在这一章谈

到价值时说道：

“应当注意到，价格的各个不同构成部分的实际价值，是以每一构成部分

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劳动〈在这个意义上〉不仅衡量价格中

２９３ 第 十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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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结为劳动〈应当说：工资〉的部分的价值，而且还衡量归结为地租的部分

和归结为利润的部分的价值。”（第１卷第１篇第６章第１００页）

在第六章里，主要还是“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只

是在论述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第七章里，价格由这些构成要素

构成的观点才占了上风。）

总之：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不仅由生产这种产品所使

用的劳动的工资构成，而且由利润和地租构成。但是支配或者说

购买这种劳动的，只是价值中归结为工资的部分。因此，如果把

利润和地租的一部分用于支配或者说购买劳动，也就是，如果把

这一部分变为工资，能够推动的劳动量就大得多。这样就得出如

下的结果：劳动的年产品的交换价值分解为有酬劳动（工资）和

无酬劳动（利润和地租）。如果把归结为无酬劳动的那部分价值的

一些份额变为工资，那末，比起单单使用由工资构成的那部分价

值来重新购买劳动，就可以买到更大量的劳动。｝

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

“如果一个独立劳动者拥有小量的资本，足以购买原料并维持生活直到

能把他的产品运到市场，他就将同时获得一个给老板干活的帮工的工资以及

这个老板从出卖帮工的劳动产品中取得的利润。不过这个劳动者的全部收入

通常被称为利润，在这里，工资同利润混淆起来了。一个自己亲手种植自己

果园的果园业者，一身兼有土地所有者、租地农场主和工人这三种不同的身

分。所以，他的产品应该向他支付土地所有者的地租、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

工人的工资。但是这一切通常都被看成他的劳动所得。在这里，地租和利润，

又同工资混淆起来了。”（第１卷第１篇第６章第１０８页）

斯密在这里实际上把所有的概念都混淆起来了。难道“这一

切”不是“他的劳动所得”吗？相反，把这个果园业者的劳动产

品，或者更确切地说，把这种产品的价值，一部分看成作为他的

３９３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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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报酬的工资，一部分看成使用的资本的利润，一部分看成应

交给土地，或者更确切地说，应交给土地所有者的地租，这难道

不是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随着劳动同

劳动的客观条件分离，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作为三种不同

的身分而互相对立）转到这个果园业者身上吗？在资本主义生产

范围内，对于上述各要素（实际上）并不相互分离的那种劳动关

系来说，把这些要素假定为相互分离的，从而把这个果园业者当

作一身兼任自己的［６２２］帮工和自己的土地所有者，那也是完全

正确的。但是这里斯密已经明显地流露出一种庸俗的观念，似乎

工资由劳动产生，而利润和地租则不依赖于工人的劳动，由当作

独立源泉（不是当作占有别人劳动的源泉，而是当作财富本身的

源泉）的资本和土地产生。在斯密那里，最深刻的见解和最荒谬

的观念就这样奇怪地交错在一起，而这种荒谬的观念，是由从竞

争现象抽象出来的庸俗意识形成的。

斯密首先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随后又反过来，用

不依赖价值而决定的工资、利润和地租来构成价值。这样他就忘

记了他原来正确阐述过的利润和地租的起源，因此他才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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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１０５页）（第１篇第６章）

按照他自己的论证，他本来应该说：

“商品的价值只由包含在这个商品里的劳动（劳动量）产生。这个价值分

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工资、利润和地租，是雇佣工人、资本家和土地所

有者分配由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原始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工资、利润

和地租是一切收入的三个原始源泉，虽然这些所谓源泉没有一个参与创造价

值。”

从前面的各段引文中可以看到，斯密在论述“商品价格的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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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的第六章里，在只有劳动（直接劳动）加入生产时，把

价格归结为资；在不是一个独立劳动者，而是一个帮工受雇于资

本家（即有资本存在）时，把价格分解为工资和利润；最后，在

除了资本和劳动之外还有“土地”加入生产时，把价格分解为工

资、利润和地租；但是在最后这种情况下，又预先假定土地已被

占有，也就是说，除了工人和资本家还有土地所有者（虽然斯密

指出，所有这三种独特的身分——或者其中两种——可以一人兼

而有之）。

而在论述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的第七章里，地租完全和工资、

利润一样，被说成是自然价格的构成部分（在土地加入生产时）。

下面的引文（第１篇第７章）就是证明：

“如果一种商品的价格恰好足够按自然率支付
·
地
·
租、工资和用于生产、加

工商品并把它运到市场去的资本的利润，这种商品就是按照可以叫作它的自

然价格的价格出卖。商品在这种情况下恰好按其所值出卖。”（第１卷第１１１

页）（同时在这里，自然价格被说成和商品价值是等同的。）

“单个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市场上现有的这种商品的数量，与愿意支

付这种商品的自然价格，或者说，使商品进入市场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利润

和工资的全部价值的人的需求之间的比例。”（第１卷第１１２页）

“如果某种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不能满足对这种商品的实际需求，那些

愿意支付使这种商品进入市场所必需的
·
地
·
租、工资和利润的全部价值的人，

就不可能全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这种商品的数量…… 于是，市场价格就会

或多或少地高于自然价格，高多少，取决于这种商品的不足额或竞争者的财

富和奢欲所引起的竞争程度。”（第１卷第１１３页）

“如果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超过了对它的实际需求，这个数量就不可能

全部卖给那些愿意支付使这种商品进入市场所必需的地租、工资和利润的全

部价值的人…… 于是，市场价格就会或多或少地低于自然价格，低落多少，

取决于商品的超过额所引起的卖者之间的竞争程度，或者说，取决于卖者急

于使商品脱手的程度。”（第１卷第１１４页）

“如果进入市场的数量恰好足够满足实际需求，那末，市场价格当然就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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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然价格完全一致…… 不同卖者之间的竞争会强迫他们接受这个价格，

但是不会强迫他们接受更低的价格。”（第１卷第１１４—１１５页）

［６２３］斯密认为，如果地租由于市场状况而低于或高于它的

自然率，土地所有者就会把自己的土地从生产中抽出，或者从一

种商品（例如小麦）的生产转到另一种商品的生产（例如牧场）

［或者相反，扩大自己商品的生产］。

“如果这个〈进入市场的〉数量在一段时间内超过了实际需求，商品价格

的某一构成部分就必然会低于其自然率被支付。
·
如
·
果
·
这
·
是
·
地
·
租，土地所有者

受利益的驱使，就会立即把自己的一部分土地从这种生产中抽出。”（第１卷

第１１５页）

“反之，如果进入市场的商品量在一段时间内不能满足实际需求，商品价

格的某一构成部分就必然会提高到自己的自然率以上。
·
如
·
果
·
这
·
是
·
地
·
租，所有

其余的土地所有者受利益的驱使，自然会利用更多的土地来生产这种商品。”

（第１卷第１１６页）

“商品市场价格的偶然的和暂时的波动，主要是影响商品价格中分解为

工资和利润的部分。对于分解为地租的部分影响较小。”（第１卷第１１８—１１９

页）

“垄断价格是在一切情况下可能得到的最高价格。相反，自然价格，或者

说，由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虽不是在一切场合，但在一段较长的时间内，却

是可以接受的最低价格。”（第１卷第１２４页）

“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能够长期高于自然价格，却不大可能长期低

于自然价格。不管这种价格的哪一部分是低于其自然率支付的，那些利益受

影响的人，很快就会感到受了损失，并立即把若干土地，或若干劳动，或若

干资本从这种行业中抽出，从而使这种商品进入市场的数量很快只够满足实

际的需求。因此，这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很快就会提高到它的自然价格的水平；

至少在有完全自由的地方是这样。”（第１卷第１２５页）

在第七章作了这样的论述之后，很难理解，斯密在第十一章

（第一篇）《论地租》有什么根据断言，在被占有的土地加入生产

的地方，地租却不是始终加入价格的；很难理解，他怎么能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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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加入价格的方式同利润、工资加入价格的方式区别开来，因为

他在第六章和第七章已经把地租说成完全同利润、工资一样，是

“自然价格”的构成部分。现在我们回过来谈第十一章（第一篇）。

我们看到，在第六章和第七章，斯密下定义说，地租是产品

价格在支付资本家（租地农场主）的预付资本和平均利润之后剩

下的余额。

在第十一章，斯密却完全颠倒过来。地租已不加入自然价格。

或者，更确切地说，亚·斯密在这里求助于通常与自然价格不同

的普通价格，虽然在第七章我们曾经听说，普通价格决不会长期

低于自然价格，普通价格决不能长期低于自然价格的自然率支付

自然价格的某一构成部分，更不能象他现在谈到地租时所说的那

样，完全不支付。斯密也没有告诉我们，在产品不支付地租时，它

是否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卖，或者说，在它支付地租时，它是否高

于自己的价值出卖。

以前，商品的自然价格是

“使商品进入市场所必须支付的地租、利润和工资的全部价值”。（第１卷

第１１２页）

现在我们听到：

“通常能够进入市场的只有那样一些土地产品，其普通价格足够补偿使

产品进入市场所使用的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第３０２—３０３页）

因此，普通价格并不是自然价格，而且要使商品进入市场，也

无须支付它的自然价格。

［６２４］以前我们听说，如果普通价格（在第七章叫做市场价

格）不够支付全部地租（地租等等的全部价值），土地就会从生产

中抽出，直到市场价格提高到自然价格的水平并开始支付全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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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为止。现在，我们却听到：

“如果普通价格超过足够〈补偿资本和支付这笔资本的普通利润的〉价

格，它的余额自然会归入地租。如果它恰好是这个足够价格，商品虽然完全

能够进入市场，但是不能给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价格是否超过这个足够价

格，这取决于需求。”（第１卷第３０３页）（第１篇第１１章）

地租从自然价格的构成部分突然变成了超过足够价格的余

额，有没有这个余额，取决于需求的状况。但是足够价格是使商

品进入市场，也就是使商品生产出来所必需的价格，即商品的生

产价格。因为供给商品所必要的，使商品生产出来并作为商品出

现在市场上所必要的价格，当然是商品的生产价格，或者说，费

用价格。这是商品存在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对某些土地产品

的需求，必然总是使这些产品的普通价格提供一个超过生产价格

的余额，也就是提供地租。而对另外一些土地产品来说，需求可

以是这样，也可以不是这样。

“对有些土地产品的需求，必然总是使它们的卖价超过足够使它们进入

市场的价格。还有一些土地产品，对它们的需求可能使它们的卖价超过足够

价格，也可能使它们的卖价不超过这样的价格。前一类产品必然始终向土地

所有者提供地租，后一类产品有时提供地租，有时则不提供，这要看情况如

何而定。”（第１卷第３０３页）

这样，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是自然价格，而是足够价格。普通

价格又和这个足够价格不同。普通价格包括地租时，就超过足够价

格。普通价格不包括地租时，就等于足够价格。而不包括地租，甚

至是足够价格的特征。如果普通价格只能补偿资本，而不能支付平

均利润，它就低于足够价格。因此，足够价格实际上就是李嘉图从

亚·斯密学说中抽象出来的，并且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来看确

实出现的生产价格，或者说，费用价格，也就是说，这是一种除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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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资本家预付资本以外还能支付平均利润的价格，这是各个投资

领域的资本家相互竞争所造成的平均价格。正是这种对竞争现象

的抽象，使斯密把足够价格和他提出的自然价格对立起来，虽然斯

密在对自然价格的说明中相反却宣称，只有支付自然价格各构成

部分（地租、利润、工资）的普通价格，才是较长时期的足够价格。因

为商品生产是由资本家支配的，所以足够价格就是对资本主义生

产来说、从资本的观点来说是足够的价格，而这种对资本来说是足

够的价格不是包括地租，而是相反，排除地租。

另一方面，这个足够价格对于某些土地产品来说却不是足够

的。对于这些产品，普通价格必须高到能提供一个超过“足够价

格”的余额，这样才能给土地所有者提供地租。对于另外一些土地

产品，据说这又要看情况而定。矛盾在于：足够价格并不足够，足够

使产品进入市场的价格并不足够使产品进入市场。而这个矛盾并

没有使斯密感到不安。

虽然斯密没有稍微回过去看一看他在第五、六、七章中所发挥

的论点，但他毕竟还是意识到他已经用这个“足够价格”推翻了他

关于“自然价格”的全部学说（不过他认为这不是矛盾，而是他无意

中碰到的新发现）。

“因此，应当注意〈斯密用这样一种非常天真的形式从一种主张转到了另

一种截然相反的主张〉，地租是
·
以
·
与
·
工
·
资、
·
利
·
润
·
不
·
同
·
的
·
方
·
式加入商品价格的

·
构

·
成。工资和利润的高低，是商品价格［６２５］高低的原因；地租的高低，是这一价

格的结果。由于使商品进入市场所必须支付的工资、利润有高有低，商品的价

格也就有高有低。不过商品有时提供高地租，有时提供低地租，有时完全不提

供地租，是因为商品价格有高有低，有时大大超过足够支付这些工资和利润

的价格，有时略为超过，有时完全不超过。”（第１卷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我们首先来看结尾这句话。原来，只支付工资和利润的足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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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费用价格，是排除地租的。如果产品的卖价大大超过足够

价格，它就支付高地租。如果产品的卖价只是略为超过足够价格，

它就支付低地租。如果产品正好按照足够价格出卖，它就不支付

任何地租。如果产品的实际价格和支付利润、工资的足够价格相

一致，它就不支付任何地租。地租始终是超过足够价格的余额。足

够价格就其性质来说是排除地租的。这是李嘉图的理论。李嘉图

从亚·斯密那里接受了足够价格，费用价格的观念；他避免了亚

·斯密把足够价格同自然价格区别开来的那种前后矛盾的毛病，

而是前后一贯地贯彻了足够价格的观念。斯密在犯了所有这些前

后矛盾的毛病之后，还继续表现出前后矛盾，以致要求某些土地

产品有一个超过足够价格的价格。但这种前后矛盾本身又是更正

确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考察”）①的结果。

但是这一段话的开头的确天真得令人吃惊。在第七章，斯密

先把价值分解为地租、利润和工资这一点颠倒为价值由地租、利

润和工资的自然价格构成，然后说明，地租、利润和工资以同样

的方式加入自然价格的构成。现在他说，地租以与利润、工资不

同的方式加入“商品价格的构成”。但是地租以什么样的不同方式

加入价格的构成呢？这就是以地租完全不加入价格的构成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得到了对“足够价格”的真正解释。商品价格

所以有贵贱高低，是因为工资和利润——它们的自然率——有高

有低。如果这些高的或低的利润和工资得不到支付，商品就不能

进入市场，就不能生产出来。而利润和工资构成商品的生产价格

００４ 第 十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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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费用价格；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是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构成

要素。相反，地租不加入费用价格，不加入生产价格。地租不是

商品交换价值的构成要素。只有在商品的普通价格超过足够价格

时，地租才得到支付。利润和工资，作为价格的构成要素，是价

格的原因；相反，地租只是价格的结果，只是价格的后果。所以

地租不象利润、工资那样作为要素加入价格的构成。用斯密的语

言来说，这就是地租以与利润、工资不同的方式加入价格的构成。

斯密似乎完全没有感觉到他推翻了他关于“自然价格”的全部学

说。要知道，他所说的“自然价格”是什么呢？是市场价格所趋

向的中心，是“足够价格”，——如果产品要较长时期地进入市场，

进行生产，它是不能低于这个价格出卖的。

这样，地租现在是超过“自然价格”的余额，而以前是“自

然价格”的构成要素；现在，它被说成是价格的后果，以前，它

却被说成是价格的原因。

相反，斯密以下说法倒是没有什么矛盾的：对于某些土地产

品来说，市场的情况始终使它们的普通价格必定超过它们的足够

价格，换句话说，土地所有权有权力把价格抬到对资本家来说是

足够的（如果他没有遇到对抗作用）水平以上。

［６２６］斯密就这样在第十一章把他在第五、六和七章所说的

全部推翻之后，又心安理得地继续说，他现在言归本题，着手考

察：（１）始终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２）有时提供地租有时又不

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最后，（３）在不同的社会发展时期，这两

种产品相互之间的相对价值以及它们和工业品之间的相对价值所

发生的变化。

１０４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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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斯密关于对农产品的需求的特性的论点。

斯密地租理论中的重农主义因素］

  第一节：论始终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斯密从人口论开始。食物据说始终创造对自己的需求。如果

食物的数量增加了，食物消费者的人数也就增加。因此，这些商

品的供给创造对它们的需求。

“因为象其他一切动物一样，人的繁殖自然同其生存资料相适应，所以对

食物总是有或大或小的需求。食物总是能够购买或者说支配或多或少的劳动

量，并且总是有人愿意为获得食物去做某种事情。”（第１卷第３０５页）（第１

篇第１１章）

“但是｛为什么？｝土地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生产出较大量的食物，也

就是说，除了以当时最优厚的条件维持使食物进入市场所必需的全部劳动外

还有剩余。这个余额又始终超过那个足够补偿推动这种劳动的资本并提供利

润的数量。所以这里始终有一些余额用来向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同上，第

３０５—３０６页）

这完全是重农学派的口吻，而且既没有证明，也没有解释，为什

么这种特殊商品的“价格”能提供超过“足够价格”的余额即地租。

斯密立即举出牧场和荒地作例子。接着是关于级差地租的话：

“不管土地的产品如何，地租随着土地的肥力而变动；不管土地的肥力怎

样，地租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第１卷第３０６页）

这里我们看到，地租和利润纯粹是产品中扣除以实物形式养

活工人的那部分以后的余额。（这真正是重农学派的见解，这种见

解实际上以下述情况为依据：在农业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几

乎只靠农产品生活，而工业本身，即工场手工业，只作为农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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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业劳动，用来加工当地的自然产品。）

“这后一种产品①，必须保证维持较大量的劳动，而作为租地农场主的利

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来源的余额就势必相应减少。”（第１卷第３０７页）

因此，据说种植小麦提供的利润必定比牧场多：

“中等肥力的麦田，比同样面积的最好牧场，给人生产多得多的食物。”

（可见，这里谈的不是价格，而是人的实物形式的食物的绝对

量。）

“虽然耕种麦田要求较大量的劳动，但是补偿种子和维持全部劳动后剩

下的余额还是大得多。”

（虽然小麦耗费较大量的劳动，但是麦田所提供的食物在支付

劳动报酬后剩下的余额，却超过畜牧场所提供的余额。这个余额

所以有较大的价值，并不是因为小麦耗费了较大量的劳动，而是

据说因为小麦的余额包含较多的食物。）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一磅肉的价值从来不比一磅面包大，那末，这个

较大的〈小麦〉余额〈因为同样的土地面积提供的小麦磅数比肉的磅数多〉就

到处都代表一个较大的价值｛因为已经假定，一磅面包（按价值）等于一磅

肉，而在养活工人后，同样的土地面积剩下的面包的磅数大于肉的磅数｝，并

给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构成一笔更大的基金。”（第１卷第

３０８—３０９页）

斯密用足够价格代替自然价格，并认定地租是超过足够价格

的余额，随后他就忘记了这里一般谈的是价格，而从农业提供的

食物数量和土地耕种者消费的食物数量的对比中得出了地租。

如果撇开这种重农学派的说明方法不谈，实际上斯密是假定：

充当主要食物的农产品的价格，除了提供利润外，还提供地租。他

３０４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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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基础出发继续议论。随着耕作技术的发展，天然牧场的面

积变得不能满足畜牧业的需要，不能满足对家畜肉类的需求。为

了这个目的不得不利用耕地。［６２７］因此，肉的价格必须提高到

不仅能够支付畜牧业所使用的劳动的报酬，而且能够支付

“这块土地用作耕地时能给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利润和地

租。在完全没有开垦的荒地上饲养的牲畜，和在耕种得很好的土地上饲养的

牲畜，在同一市场上，就会按其重量和质量，以同样的价格出卖。这些荒地

的所有者就利用这种情况，按照牲畜价格相应地提高自己土地的地租”。

（这里，斯密正确地从市场价值超过个别价值的余额中得出了

级差地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市场价值提高，并不是因为从较好

的土地推移到较坏的土地，而是因为从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推移到

比较肥沃的土地。）

“这样，随着土地耕作的进步，天然牧场的地租和利润，在一定程度上决

定于已耕地的地租和利润，这种已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又决定于麦田的地租

和利润。”（第１卷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在没有……地方性优越条件的地方，小麦或充当人们主要植物性食物

的任何其他产品所提供的地租和利润，自然要决定适宜于种植这种作物而现

在却用作牧场的土地的地租和利润。

利用人工牧场，种植芜菁、胡萝卜、大白菜等等，或者采用其他种种手

段，使一定面积的土地饲养的牲畜多于天然牧场饲养的牲畜，这一切看来必

定会促使农业发达的国家中自然比面包价格高的肉类价格有所降低。看来也

已经产生了这样的结果”，等等。（第３１５页）

斯密这样说明了畜牧业地租和农业地租的相互关系之后，继

续写道：

“在一切大国中，大部分耕地都用来生产人的食物或牲畜的饲料。这些土

地的地租和利润决定其他一切耕地的地租和利润。如果某种产品提供的地租

和利润较少，种植这种产品的土地，就会立即用来种植小麦或改为牧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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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某种产品提供的地租和利润较多，有一部分种植小麦或用作牧场的土地，

就会立即用来种植这种产品。”（第１卷第３１８页）

接着，斯密说到葡萄种植业、果园业、蔬菜业等等：

“为了使土地适于栽培这些作物，必须投下一笔较大的原始费用，或者逐

年投下较大的耕作费用，虽然这些生产部门的地租和利润，往往大大超过从

小麦或牧草得到的地租和利润，但是如果这种地租和利润只够弥补异常高昂

的支出，它们实际上仍然是由这两种普通农产品的地租和利润决定的。”（第

１卷第３２３—３２４页）

在这以后，斯密又谈到殖民地的甘蔗和烟草的种植 ［然后说

道：］

“就这样，生产人们食物的已耕地的地租，决定其他大部分耕地的地租。”

（第１卷第３３１页）“在欧洲，小麦是直接充当人们食物的主要土地产品。所

以，除一些特殊情况外，麦田的地租，在欧洲决定其他所有耕地的地租。”

（第１卷第３３１—３３２页）

然后，斯密又回到重农主义理论，并用了他自己的说法：食

物本身为自己创造消费者。如果不种小麦而种植其他在最普通的

土地上用同样的耕作方法能提供多得多的食物的作物，

“那末，土地所有者的地租，
·
或
·
者
·
说，在支付劳动报酬并补偿租地农场主

的资本及其普通利润后留给他的食物余额，也必然会多得多。不论这个国家

维持劳动的普通开支如何，这个较大的食物余额总能够维持较大量的劳动，

从而，使土地所有者能够购买，或者说，支配较大量的劳动”。（第１卷第３３２

页）

斯密举了大米作例子。

“在加罗林，也象在其他的英国殖民地一样，种植场主通常既是租地农场主，

同时又是土地所有者，因此地租和利润就混在一起了。”（第１卷第３３３页）

［６２８］但是稻田

“不适宜于种小麦，作牧场，或种葡萄，也不适宜于种其他任何对人有用

的植物，而所有适宜于种这些作物的土地也不适宜于种稻子。所以，即使以

５０４亚·斯密的地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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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米为主要食物的国家，稻田的地租，也不能决定其他不能用来种稻子的耕

地的地租”。（第１卷第３３４页）

第二个例子是马铃薯（李嘉图对斯密这个观点的批判在前面引用

过①）。如果主要食物不是小麦，而是马铃薯，

“那末，同样面积的耕地就能养活多得多的人；因为工人通常都吃马铃

薯，所以在补偿资本和养活所有种植马铃薯的工人外，就会有多得多的余额。

而这个余额的更大部分也就会归土地所有者。人口会增加，地租将大大高于

现在的水平”。（第１卷第３３５页）

接着他对小麦面包、燕麦面包以及马铃薯作了一些进一步的

说明，就结束了第十一章第一节。

我们看到，论述始终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的第一节可以概括

如下：在假定主要植物性产品的地租已经存在的情况下，说明这

种地租怎样调节畜牧业、葡萄种植业、果园业等等的地租。这里

根本没有谈地租本身的性质，而只是泛泛地谈到——又是假定地

租已经存在——土地的肥力和位置决定地租的高低。但是这里涉

及的只是地租的差别，地租量的差别。然而，这里所考察的产品

为什么始终提供地租呢？为什么它的普通价格始终超过它的足够

价格呢？在这里斯密撇开价格，又陷入了重农主义。但是他到处

都贯穿着这样一种思想：对农产品的需求始终这样大，是因为这

种产品本身创造需求者，创造它自己的消费者。即使这样假定，也

还是没有说明白，为什么需求一定超过供给，从而使价格高于足

够价格。不过在这里又不知不觉地出现关于自然价格的影子，这

个自然价格既包括利润和工资，也包括地租，而且，在供求相适

应时就会得到支付：

６０４ 第 十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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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进入市场的数量恰好足够满足实际需求，那末，市场价格当然就会

和自然价格完全一致……”（第１卷第１１４页）

但是很典型的是，斯密在第十一章第一节没有一处谈到这个

观点。而他在第十一章一开头恰恰是说，地租不作为价格的构成

部分加入价格。矛盾太明显了。

［（３）斯密关于各种土地产品的供求关系的论述。

斯密对地租理论的结论］

  第二节：论有时提供地租有时又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产品。

在这一节里才真正研究了地租的一般性质。

“人的食物看来是始终而且必然给土地所有者提供某些地租的唯一土地

产品〈为什么是“始终”而且“必然”，却没有说明〉。其他各种产品，则根据不同

的情况，有时能提供地租，有时又不能提供地租。”（第１卷第３３７页）

“除了食物之外，衣服和住宅就是人类的两大需要。”（第１卷第３３８页）

土地“在原始的未开垦的状态下”所能提供的衣服和住宅的材料，超过“它

所能养活的”人数。由于“这些材料”同土地所能养活的人数相比，即同人

口相比，“绰绰有余”，这些材料的“价格”就很低，或者根本没有“价格”。

这些“材料”很大部分没有被利用或毫无用处，“而被利用的材料的价格，也

被看成仅仅是为了使这些材料适于使用而必须花费的劳动和费用的等价

物”。但是这个价格“不给土地所有者提供任何地租”。而土地在已开垦的状

态下“所能养活的”人数即人口，超过土地提供的这些材料的数量，至少超

过“人们希望得到和愿意支付的那些材料的数量”。于是这些材料就相对地显

得“缺乏”，“而这就必然要提高它们的价值”。“对它们的需求量往往大于所

能得到的数量。”那时人们对这些材料支付的价格，就会高于“使它们进入市

场所必需的费用；因此，它们的价格始终能够给土地所有者提供一些地租”。

（第１卷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６２９］可见，这里把地租解释成由于需求超过了供给——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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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足够价格所能得到的供给。

最早的衣服材料是“大野兽”的毛皮。那些主要食用动物肉类的狩猎民

族和游牧民族，“每一个人在获得食物的同时，也获得他穿不完的衣服材料”。

没有对外贸易，其中大部分就被当作无用的东西丢掉。对外贸易提出对这些

多余材料的需求，把它们的价格提到“高于把它们运到市场的费用。因此，这

种价格也就能够给土地所有者提供一些地租…… 英格兰的羊毛由于在弗

兰德找到了销路，使出产羊毛的土地的地租有了某些提高”。（第１卷第

３３９—３４０页）

这里是对外贸易提高了农业副产品的价格，以致生产这种产

品的土地能够提供一些地租。

“建筑材料往往不能象衣服材料那样运到远地去，因而不那么容易成为

对外贸易的对象。如果一国出产的建筑材料过多，即使在现代世界贸易的情

况下，它们对土地所有者来说也往往没有任何价值。”例如采石场，在伦敦附

近能够提供地租，但在苏格兰和威尔士的许多地方，却不能提供地租。建筑

用的木材也是这样。“在人口稠密的文明国家”，木材可以提供地租，但在

“北美的许多地区”，木材则就地烂掉。只要能把它弄走，土地所有者就很高

兴了。“建筑材料既然这样充裕，所以被使用的那一部分材料的价值，就只不

过相当于为了使这些材料适于使用而必须花费的劳动和费用。它不给土地所

有者提供任何地租；只要有人愿意要，土地所有者通常都容许他们去采伐。但

是当比较富裕的国家对这种材料有需求时，土地所有者有时也能从中得到地

租。”（第１卷第３４０—３４１页）

一国有多少人口，不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的衣服和住

宅，而是看这个国家的产品能够保证多少人的食物。只要食物不缺，必要的

衣服和住宅是不难找到的。但是常常衣服住宅有了，食物却依然很难找到。甚

至在英吉利王国的一些地方，一个人只要用一天的劳动，就可以把一座当地

所谓的房子建造起来”。在未开化的野蛮氏族中间，为了得到必需的衣服和住

房，只要用全年劳动的百分之一就够了，其余百分之九十九，常常必须用来

获得他们所需要的食物。“但是如果土地经过耕种和改良，一家人的劳动能为

两家人提供食物，那末，社会半数人的劳动就足够为整个社会提供食物。”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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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另一半人就能满足人们的其他需要和嗜好。这些需要和嗜好的主要对象

是衣服、住宅、家具，以及所谓奢侈品。食物的需要是有限的。上述这些需

要是无限的。有多余食物的人，“总是愿意拿这部分多余的食物去交换”。“穷

人为了获得食物”，就尽力满足富人的这些“嗜好”，并且还在这方面互相竞

争。工人人数，随着食物数量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随着农业的发展而

增加。他们的“工作”允许实行“极细的分工”；所以他们加工的原料的数量

就会比他们的人数增加快得多。“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材料，凡是人类的发明

能把它用来改善或装饰住宅、衣服、车马、家具的，都产生了需求；对于地

下蕴藏的化石和矿石，对于贵金属和宝石，也都产生了需求。

这样一来，不仅食物是地租的原始源泉，而且，后来提供地租的其他任

何土地产品，它的价值中的这个剩余部分，也都是土地的耕种和改良使生产

食物的劳动生产力提高的结果。”（第１卷第３４２—３４５页）

斯密这里所说的，也就是重农主义的真实的自然基础，即一

切剩余价值（包括地租）的创造，都以农业的相对生产率为基础。

剩余价值的最初的实在形式，就是农产品（食物）的剩余；剩余

劳动的最初的实在形式，表现为一个人的劳动足以生产两个人的

食物。除此以外，这一点对于分析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这个

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地租，没有任何关系。

斯密继续说道：

“后来提供地租的其他土地产品〈食物除外〉并不是始终提供地租的。即

使在土地耕种得最好的国家里，对于这些土地产品的需求，也不是始终大到

足够使它们的价格除了支付产品生产和运到市场所花费的劳动以及补偿所

用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以外还有一个余额。［６３０］需求是否那样大，取决于

各种情况。”（第１卷第３４５页）

这里又是说：地租的产生，是由于对土地产品的需求超过这

些产品按足够价格——不包括地租，而只包括工资和利润——的

供给。这不正是说，［在地租不存在的地方］土地产品按足够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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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很多，以致土地所有权不能对资本或劳动的平均化进行任

何抵抗吗？这不也就是说，土地所有权即使在法律上存在，在这

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实际上不能作为土地所有权起作用吗？

斯密的错误在于，不理解土地所有权按照超过足够价格的价格出

卖产品，就是按照产品的价值出卖。斯密比李嘉图好的地方是他

懂得，土地所有权能否显示自己的经济作用，取决于各种情况。因

此，对他分析的这一部分，应当一步一步地跟着。他从煤矿开始，

然后说到木材，然后又回到煤矿等等。因此我们先从他谈木材的

地方开始：

木材价格，随着农业的状况而变动，变动的原因，同牲畜价格变动的原因

一样。当农业还处于幼稚状态时，到处都是森林，这对土地所有者来说是一种

障碍，谁愿意采伐，土地所有者是乐意让他采伐的。随着农业的进步，森林逐

渐消失，一部分是由于耕地扩大，一部分是由于啃食树根和树苗的牲畜增加。

“这些牲畜的头数，虽然不象完全是人类劳动产物的谷物数量增加得那样快，

但是人的照料和保护，促进了牲畜的繁殖。”于是，森林逐渐稀少，它的价格也

就提高。因此，森林能够提供很高的地租，以致耕地（或适于耕种的土地）也用

来植树。大不列颠的情况就是这样。森林的地租决不能长久地超过耕地或牧

场的地租。但是它可能达到同样的水平。（第１卷第３４７—３４９页）

因此，森林的地租，就其性质来说，实际上和牧场的地租是

一样的。它也属于这个范畴，虽然木材不能当作食物。经济范畴，

不决定于产品的使用价值；这里它决定于这块土地能否变为耕地，

或者相反。

煤矿。矿的富饶或贫瘠，一般说来，正如斯密正确指出的，取

决于以同量劳动从不同矿开采出的矿产量是多还是少。矿的贫瘠，

能把有利的位置抵销，以致这类矿完全不能开采。另一方面，位

置不利也会把矿的富饶抵销，以致这些矿虽然天然富饶，却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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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开采。特别是在没有好道路又没有航运的地方，往往是这样。

（第１卷第３４６—３４７页）

有一些矿的产品仅够补偿足够价格。所以，它们能给企业主

提供利润，但不能提供任何地租。因此，土地所有者不得不自己

开采。这样，他可以获得“他所用资本的普通利润”。这一类煤矿

在苏格兰很多。用其他方式来开采是不可能的：

“土地所有者不允许其他任何人不支付地租就去开采这些煤矿，而任何

人又无法支付地租。”（第１卷第３４６页）

斯密在这里正确地说明了，在土地已被占有的地方在什么情

况下不支付地租。凡是一个人兼有土地所有者和企业主两种身分

的地方往往是这样。以前斯密已经说过，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样。

租地农场主因为无法支付地租，也就不能在这里耕种土地。但是

土地所有者耕种土地能得到利润，虽然土地不能给他提供任何地

租。例如，美洲西部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样，因为在这里始终有

可能占有新地。土地本身不是一个阻碍的因素，自己耕种自己土

地的土地所有者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实际上是劳动者之间或资本

家之间的竞争。至于煤矿或一般矿山，在前面假定的情况下，则

不是这样。市场价值是由那些正好按照这个价值提供商品的矿决

定的，它给比较不富饶或位置比较不利的矿提供较少的地租，或

者完全不提供地租，而只补偿费用价格。在这里，这些矿只能由

这样的人去开采，对他们说来，土地所有权的那种阻碍自由支配

土地的作用是不存在的，因为他们一身兼有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

两种身分；这种矿只有在土地所有权实际上不再作为与资本对立

的独立因素的情况下才能开采。这种情况和殖民地的情况不同，在

那里，土地所有者不能禁止任何人开垦新地。在这里他却能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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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做。他只允许他自己开矿。这并不能使他得到地租，却能使他

排挤其他人，而从他自己投入矿山的资本中得到利润。

关于斯密所说的地租由最富饶的煤矿调节这一点，我在前面

谈到李嘉图及其与斯密论战时①已经考察过了。这里只须指出下

面一段话：

“煤炭正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可以出卖的最低价格

〈前面斯密说的是足够价格〉，就是仅仅足够补偿用于商品生产和运到市场的

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的价格。”（第１卷第３５０页）

我们看到，足够价格代替了自然价格。李嘉图把它们等同起

来，是理所当然的。

［６３１］斯密断言：

煤矿的地租比农产品的地租少得多：农业中的地租通常达到总产品的

１
３，对于煤矿来说，能占

１
５
就是很高的地租了，普通地租占

１
１０
。金属矿受位置的影

响较小，因为它们的产品比较容易运输，比较容易进入世界市场。所以它们的价值更

多地取决于富饶程度，而不取决于位置，而煤矿的情形正好相反。彼此相隔最远的金

属矿的产品可以互相竞争。“因此，世界上最富饶的矿山出产的普通金属的价格，尤其

是贵金属的价格，必然会影响世界上其他各个矿山的同类金属的价格。”（第１卷第

３５１—３５２页）

“这样看来，因为每一个矿山的每一种金属价格，都在一定程度上由世界上当时开

采的最富饶的矿山出产的该种金属的价格调节，所以绝大部分矿山所产的金属的价

格，几乎都不超过补偿开采费用所需的价格，而且，很少能够向土地所有者提供高额

地租。因此，对大多数矿山来说，地租只占金属价格的很小一部分，在贵金属价格中，

它占的部分还要小得多。劳动和利润，在这两类金属的价格中都占大部分。”（第１卷

第３５３—３５４页）

斯密在这里正确地说明了Ｃ表的情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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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贵金属时，斯密又重复说明了他在谈到地租时用来代替

自然价格的足够价格。在谈非农业生产的地方，他没有必要这样

做，因为在这里，按照他最初的说明，足够价格和自然价格是一

致的；这就是支付预付资本和平均利润的那个价格。

“贵金属在一个较长时间内可以出卖的最低价格……是由决定其他所有

商品的最低普通价格的那些原则调节的。这种最低价格，是由贵金属从矿山

进入市场通常所需要的资本决定的，也就是由这个劳动过程中通常所消费的

食物、衣服、住宅决定的。这个价格必须至少足够补偿这笔资本并提供普通

利润。”（第１卷第３５９页）

说到宝石，斯密指出：

“对宝石的需求，完全是由它们的美丽引起的。它们只用于装饰。它们的

美丽，又由于宝石稀少，或由于从矿山开采宝石困难和费用大，而显得更加

珍贵。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工资和利润几乎占了宝石高昂价格的全部。地

租在宝石价格中只占极小的份额，甚至常常不占任何份额。只有最富饶的矿

山才能提供大一点的地租。”（第１卷第３６１页）

这里只可能产生级差地租：

“因为全世界的贵金属和宝石的价格，是由最富饶的矿山的产品价格调

节的，所以任何一个矿山能向土地所有者提供的地租，不是和该矿山的绝对

富饶程度相适应，而是和它的所谓相对富饶程度，也就是它比其他同类矿山

优越的程度相适应。如果发现了新矿山，它比波托西矿山优越的程度跟波托

西矿山比欧洲矿山优越的程度一样，那末银的价值就会因此大大降低，以致

连波托西矿山也不值得去开采了。”（第１卷第３６２页）

比较不富饶的贵金属矿和宝石矿的产品，不提供任何地租，因

为决定市场价值的始终是最富饶的矿山，并且不断有更富饶的新

矿被开发，不断按上升序列运动。因而，比较不富饶的矿山的产

品是低于它们的价值而仅仅按照它们的费用价格出卖的。

“如果一种产品的价值主要由它的稀少决定，那末产品的充裕必然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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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价值降低。”（第１卷第３６３页）

在这以后，斯密又得出了多少是错误的结论。

“地面上的地产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和它们所提供的

地租的价值，都是同它们的绝对肥力而不是同它们的相对肥力成比例。生产

一定量食物、衣服材料和住房材料的土地，总能给一定的人数提供吃穿住；而

且，不管土地所有者在这一产品中占有多大份额〈问题恰恰在于土地所有者

在产品中能否占有份额和占有多大份额〉，这个份额［６３２］总是使他能相应

地支配这些人的劳动和这种劳动所能给他提供的商品。”（第１卷第３６３—

３６４页）

“最贫瘠的土地的价值，并不因为邻近有最肥沃的土地而减少。相反，它

的价值通常还因此而提高。肥沃土地养活的大量人口，为贫瘠土地的许多产

品创造市场；这些产品决不能在靠贫瘠土地本身的产品养活的人们中间找到

这种市场。”

（但这只适用于这样的场合，即贫瘠土地所生产的和邻近肥沃

土地所生产的不是同一种产品，贫瘠土地的产品不同比较肥沃的

土地的产品竞争。就这样的场合来说，斯密是对的，这对理解各

种土地产品的地租总额怎么会由于生产食物的土地肥沃而增加，

确实是有重要意义的。）

“凡是能够使生产食物的土地的肥力提高的措施，不仅使经过改良的土

地的价值增加｛可以使这个价值减少，甚至化为乌有｝，而且还使其他许多土

地的价值也同样增加，因为创造了对它们产品的新的需求〈或者，更确切地

说，创造了对新产品的需求〉。”（第１卷第３６４页）

斯密的上述一切仍然没有解释他假定对于生产食物的土地来

说存在的绝对地租。斯密合理地指出，绝对地租对于其他土地例

如矿山来说，也可能不存在，因为后者在数量上相对地说总是无

限的（同需求相比），以致土地所有权在这里不可能对资本进行任

何抵抗；土地所有权即使在法律上存在，在经济上也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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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第６４１页关于房租）
９４
［６３２］

        

［６４１］（见第６３２页）关于房租，亚·斯密说：

“全部房租中超过足够提供合理利润〈建造这所房屋的房主的利润〉的部

分，自然归入地皮租；当土地所有者和房主是两个不同的人时，这一部分在

大多数情况下全部付给前者。在远离大城市的乡村中的房屋，可以随意选择

空地，只提供很少一点地皮租，或者说，不超过房屋所占土地用于农业时所

能提供的地租。”（第５篇第２章）

在房屋地皮租上，位置是级差地租的决定性因素，正象在农

业地租上，土地肥力（和位置）是级差地租的决定性因素一样。

亚·斯密同重农学派一样，特别偏重农业和土地所有者，并

持有重农主义观点，认为农业和土地所有者是最适当的课税对象。

他说：

“地皮租和普通地租，都是土地所有者往往无须亲自操劳费心而唾手可

得的一种收入。这种收入如有一部分拿去弥补国家开支，任何一种生产活动

也不会因此受到损害。土地和社会劳动的年产品，即大部分居民的实际财富

和收入，在实行这种税收以后，不会有任何变化。因此，地皮租和普通地租，

大概是最宜于课以特别税的一种收入。”（第５篇第２章）９５

与此相反，李嘉图（第２３０页）９６却提出了一种极其庸俗的

反对意见。［６４１］

［（４）斯密对于土地产品价格变动的分析］

［６３２］第三节：论始终提供地租的产品的价值和有时提供地

租有时又不提供地租的产品价值之间的比例的变动（第２卷第１

篇第１１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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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土地自然肥沃但绝大部分完全没有耕种的国家，家畜、家禽、各种野

生动物，耗费极少量的劳动就可得到，所以用它们也只能购买，或者说，支

配极少量的劳动。”（第２卷第２５页）

斯密以多么奇特的方法把价值用劳动量来衡量同“劳动价

格”，或者说，同某一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混淆起来，这从上面

一段引文，特别是从下面一段引文可以看得很清楚。下面一段引

文还表明，斯密竟然在有些地方把谷物看成价值尺度。

“在任何社会状态下，在任何社会文明发展阶段，谷物总是人类勤劳的产

品。但是任何劳动部门的产品的平均量，总是多少准确地同平均消费相适应，

即平均供给同平均需求相适应。此外，在不同的文明阶段，在同样的土地和

同样的气候条件下，生产同量谷物，平均起来需要几乎同量的劳动，
·
或
·
者同

样可以说，几乎同量劳动的价格。因为在耕作技术提高情况下劳动生产力的

不断提高，或多或少会被作为农业主要工具的牲畜的价格的不断上涨所抵

销。根据这一切，我们可以确信，在任何社会状态下，在任何文明阶段，同

量谷物，和同量的其他任何土地原产品相比，都更恰当地成为同量劳动的代

表
·
或等价物。因此……在社会财富和文明的所有不同发展阶段，谷物同其他

任何商品或其他任何一类商品比较起来，是更准确的价值尺度…… 此外，

谷物或其他一般为人民喜爱的植物性食物，在每个文明国家，都是工人生存

资料的主要部分…… 因此，劳动的货币价格取决于作为工人生存资料的谷

物的平均货币价格的程度，远远超过取决于肉类或其他土地原产品的价格的

程度。因此，金和银的实际价值，金和银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实际劳动量，取

决于它们所能购买或代表的谷物量的程度，远远超过取决于它们所能支配的

肉类或其他土地原产品的数量的程度。”（第２卷第２６—２８页）

在比较金和银的价值时，斯密又一次发挥了他的“足够价

格”观点，并且 ［６３３］明确指出，足够价格不包括地租：

“我们说一种商品是贵还是贱，不仅要看它的普通价格是大是小，还要看

这个普通价格超过使商品能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进入市场的最低价格是

多是少。这个最低价格，就是恰恰足够补偿商品进入市场所需资本并提供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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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利润的价格。这个价格不给土地所有者提供什么东西；它的任何部分不由

地租构成，它只分解为工资和利润。”（第２卷第８１页）

“金刚石和其他宝石的价格，和金的价格相比，大概更加接近于那个使它

们能够进入市场的最低价格。”（第２卷第８３页）

按照斯密的说法，原产品有三类。（第２卷第８９页）第一类

产品的增加几乎不依赖或完全不依赖于人类劳动；第二类产品的

数量能够根据需求而增加；第三类产品，其数量的增加，人类劳

动“只能给以有限的或不经常的影响”。

第一类：鱼、罕见的鸟、各种野生动物、几乎所有的野鸟，特

别是候鸟等等。随着财富和奢侈程度的增长，对于这类产品的需

求则大大增加。

“因为这些商品的数量保持不变或几乎不变，而购买者间的竞争又日益

扩大，所以它们的价格就可以涨到任何高度。”（第２卷第９１页）

第二类：“这包括在未耕地上天然成长的有用的植物和动物，它们十分丰

富，以致只有很小的价值或全无价值，后来由于耕作的扩大，它们不得不让

位于其他更加有利可图的产品。在长时期中，随着文明的不断进步，这类产

品的数量不断减少，而同时对它们的需求却不断增加。这样，它们的实际价

值，它们所能购买，或者说，支配的实际劳动量也越来越增加，最后将达到

这样的高度，以致它们成为有利可图的产品，就象其他靠人的劳动在最肥沃

的、耕种得最好的土地上获得的任何产品一样。如果这些产品的价值已经达

到这样的高度，它也就不可能再提高了。否则人们马上就会用更多的土地和

劳动来增加这些产品的数量。”（第２卷第９４—９５页）例如，家畜的情况就是

这样。

“在属于第二类原产品的各种商品中，家畜大概是随着文明的发展在价

格上首先达到这种高度的商品。”（第２卷第９６—９７页）“如果说家畜最先达

到这种价格｛也就是使土地种植家畜饲料合算的价格｝，那末鹿肉大概就是最

后达到这种价格的。尽管英国的鹿肉价格已经很高，但它还不够补偿鹿场的

开支，这是有点养鹿经验的人都清楚的。”（第２卷第１０４页）

“在每一个农场中，粮仓和牲口棚的残余食物可以用来饲养一定数量的家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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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家禽吃的东西，不利用也是浪费掉，所以饲养家禽只不过是废物利用；因

为家禽几乎不花费租地农场主什么东西，所以他甚至能够以很低的价格出

卖。”在供给充分时，家禽同家畜肉一样便宜。随着财富的增长，需求增大，家

禽的价格就涨到牛肉或羊肉的价格以上，直到“专门耕种土地来饲养家禽变

得有利可图”为止。法国的情况就是这样，等等。（第２卷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猪和家禽一样，“最初饲养是为了废物利用”。猪吃的是糟粕。但是最后

它的价格上涨到有必要专门耕种土地来饲养猪。（第２卷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牛奶，牛奶场。（第２卷第１１０页及以下各页）（奶油、干酪；同上。）

按照斯密的意见，这些原产品价格的逐渐上涨，只是证明它

们逐渐变成人类劳动产品，而在以前，它们几乎纯粹是自然产品。

它们从自然产品变成劳动产品，只是耕作发展的结果，而耕作的

发展，愈来愈缩小自然界的天然产品的范围。另一方面，在生产

不大发达的条件下，上述产品很大部分都是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卖

的。它们一旦由副产品变成某一农业部门的独立产品，就立即按

照自己的价值出卖（从而价格也上涨了）。

“显然，无论在哪个国家，如果靠人类劳动生产出来的任何土地产品的价

格，没有高到足够补偿耕种土地和改良土地的费用，其土地是不可能得到充

分的耕种和改良的。为了能够做到这点，每一单个产品的价格，第一，要足

够支付好麦田的地租，因为其余大部分已耕地的地租正是由好麦田的地租决

定的；第二，要足够支付租地农场主使用的劳动和费用，其标准不低于好麦

田，换句话说，要足够补偿租地农场主所花费的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每一

单个产品价格的这种提高，显然应该［６３４］在种植这种产品的土地得到改良

和耕种之前…… 现在，这些不同的原产品不仅比以前值较大量的银，而且

值较大量的劳动和生存资料。因为要使这些产品进入市场必须花费较大量的

劳动和生存资料，所以它们进入市场以后，就代表较大量的劳动和生存资料，

·
或
·
者
·
说，值较大量的劳动和生存资料。”（第２卷第１１３—１１５页）

在这里我们又看到，斯密只是在他把由可以买到的劳动量决

定的价值跟由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决定的价值混淆起来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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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才使用前一种价值概念。

第三类：照斯密的说法，这一类包括这样一些原产品，

“对于这类产品数量的增加，人类劳动只能给以有限的或不经常的影

响”。（第２卷第１１５页）

毛和皮的数量受现有大小家畜头数的限制。但是这些最早的

副产品，在家畜本身还没有广大市场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广大市

场。家畜肉几乎总是限于国内市场。可是毛和生皮，甚至在文明

初期，就已经多半有了国外市场。它们非常便于运输，并且是许

多工业品的原料。因此，当本国工业还不需要它们时，工业比较

发达的国家就已经可以充当它们的市场了。

“在耕作不发达因而人口稀少的国家，毛和皮的价格在整头动物价格中

所占的比例，比在耕作较发达、人口较稠密因而对肉类有较大需求的国家，要

大得多。”脂油的情形也是这样。随着工业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家畜价格的

提高对肉价的影响比对毛皮价格的影响大。因为随着一国工业和人口的增

长，肉类市场不断扩大，而上述副产品的市场原先就已经超出国界了。但是

随着本国工业的发展，毛皮等的价格也总会有某些提高。（第２卷第１１５—

１１９页）

·
鱼（第２卷第１２９—１３０页）。如果对鱼的需求增加，为了满足这一需求

就要花更大量的劳动。“鱼通常要到较远的地方去捕，要用比较大的渔船和各

种比较贵的捕鱼设备。”对鱼的需求，“如果不花费”比“过去使鱼上市所必

需的”更多的“劳动，就不可能得到满足”。“因此，这种商品的实际价格，必

然随着文明的发展而自然提高。”（第２卷第１３０页）

可见，在这里，斯密是用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来决定实

际价格。

按照斯密的说法，随着文明的发展，植物性产品（小麦等）的

实际价格必然下降：

“农业改良的推广和耕地的扩大，必然使各种动物性食物的价格同小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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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相比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我认为，它同样必然使各种植物性食物的价格

有所降低。它使动物性食物的价格提高，是因为提供动物性食物的很大部分

土地，改成适于生产小麦以后，现在必须向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提供麦

田的地租和利润。它使植物性食物的价格降低，是因为它通过土地肥力的增

加，使这种食物充裕起来。农业的改良，还会引进许多新的植物性食物品种，

它们比小麦需要的土地少，而花费的劳动也不更多，所以，它们能以比小麦低

得多的价格进入市场。如马铃薯、玉米就属于这一类…… 此外，在农业发展

水平低的情况下，许多植物性食物，只限于在菜园中栽培，而且只使用锄；随

着耕作技术的发展，这些植物性食物也开始在大田里种植，并且使用了犁。如

芜菁、胡萝卜、大白菜等就属于这一类。”（第２卷第１１章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斯密看到，凡是在“原料的实际价格没有提高或提高得不

多”（第２卷第１４９页）的地方，工业品的价格一般都降低了。

另一方面，斯密断言，劳动的实际价格即工资，随着生产的

发展提高了。因此，他还认为，商品的价格不一定因为工资，或

者说，劳动价格的提高而提高，虽然在他看来，工资也是“自然

价格的构成部分”，甚至是“足够价格”的“构成部分”，或者换

句话说，是“商品进入市场所需的最低价格”的“构成部分”。斯

密怎样解释这一点呢？是因为利润降低了吗？不是（虽然他也认

为，一般利润率会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下降）。是因为地租降低了吗？

也不是。他说：

“机器的改进，［６３５］技能的提高，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的更加合理（这

一切是一个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都使生产某种产品所需的劳动量大大减

少；虽然由于社会繁荣，劳动的实际价格必然大大提高，但是生产每一物品

所需的劳动量的大大减少，通常会把劳动价格所能出现的很大的提高抵销而

有余。”（第２卷第１４８页）

这样，商品价值降低，是因为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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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尽管劳动的实际价格提高了，商品价值还是会降低。如果

这里劳动的实际价格就是指它的价值，那末在商品价格因商品价

值降低而降低时，利润必然会同时降低。如果劳动的实际价格是

指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总额，那末，斯密的论点即使在利润提高

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

凡是斯密作出实际分析的地方，他都采用了正确的价值规定；

这一点从这一章结尾他研究毛织品为什么在十六世纪 ［比十八世

纪］贵的问题的地方也可以看到：

“那时，为了制造这些商品供应市场，要花费多得多的劳动量，因此商品上市

以后，卖得或换得的价格必定是一个多得多的劳动量。”（第２卷第１５６页）

这里的错误只在“价格”一词。

［（５）斯密关于地租变动的观点和

他对各社会阶级利益的评价］

  这一章的结束语。亚·斯密是以下面的评论来结束论地租这

一章的：

“社会状况的任何改善，都有直接或间接提高实际地租的趋势。”“农业改

良的推广和耕地的扩大可以直接提高实际地租。土地所有者得到的产品份

额，必然随着这个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第２卷第１５７—１５８页）“原产

品实际价格的提高，最初是农业改良的推广和耕地的扩大的结果，后来又成

为农业改良的进一步推广和耕地进一步扩大的原因”。这些产品的实际价格

例如家畜价格的提高，第一，会提高土地所有者所获得的份额的实际价值；第

二，也会提高这个份额的相对量；因为“这种产品的实际价格提高以后，生

产它所需的劳动并不比以前多。这样，产品中一个比过去小的份额，就足够

补偿推动劳动的资本并提供普通利润。而产品中一个比过去大的份额就因此

归土地所有者所得”。（第２卷第１５８—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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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也完全用同样的方法来说明比较肥沃的土地的谷物价

格上涨时地租份额的增大。但是这种涨价并不是由农业改良引起

的，因此，李嘉图得出了和斯密相反的结论。

斯密随后还指出，工业劳动生产力的任何发展，都会给土地

所有者带来好处：

“凡是降低后者①实际价格的措施，都能提高前者②的实际价格。”其次，

随着社会实际财富的增加，人口也就增加，随着人口的增加，对农产品的需

求也就增加，从而投在农业上的资本也增加，而“地租也就随着产品的增加

而增加”。反之，凡是阻碍社会财富增长的相反情况，都会使地租下降，从而

使土地所有者的实际财富减少。（第２卷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斯密由此作出结论说，地主（土地所有者）的利益，始终同

“整个社会的利益”一致。在斯密看来，工人的利益，也同整个社

会的利益一致（第２卷第１６１—１６２页）。但是斯密毕竟诚实地指

出了如下的区别：

“土地所有者阶级也许能够由于社会的繁荣而比他们〈工人〉得到更大的

利益，但是没有一个阶级象工人阶级那样由于社会衰落而遭受那样大的苦

难。”（第２卷第１６２页）

相反，资本家（工业家和商人）的利益却同“整个社会的利

益”不一致（第２卷第１６３页）。

“在任何一个商业或工业部门投资的实业家的利益，总是在某些方面和

社会利益不同，有时甚至相反。”（第２卷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这是］这

样一些人的阶级，这些人的利益［６３６］始终不会和社会的利益完全一致，通

常他们的利益在于欺骗社会，甚至压迫社会，而他们因此也常常既欺骗社会

又压迫社会。”（第２卷第１６５页）９７［６３６］

２２４ 第 十 四 章

①

② 农产品。——编者注

工业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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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十 五 章］

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Ａ．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观点与

他对利润和地租的见解的联系］

［（１）李嘉图把剩余价值规律同利润规律混淆起来］

［６３６］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离开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

——利润（利息）和地租——来单独考察剩余价值。因此，他对

具有如此重要意义的资本有机构成的论述，只限于说明从亚·斯

密（特别是从重农学派）那里传下来的，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

有机构成的差别（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的

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李嘉图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涉及，或者根本

就不知道。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来了，

提出了错误的地租理论，得出了关于利润率提高和降低原因的错

误规律等等。

只有在预付资本和直接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是等同的情况

下，利润和剩余价值才是等同的。（这里不必考虑地租，因为剩余

价值最初完全由资本家所占有，不管他以后要把其中多大部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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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他的同伙。李嘉图自己也认为地租是从利润中分离、分割出来

的部分。）而李嘉图在论述利润和工资时，也就把不是花费在工资

上的资本的不变部分撇开不谈。他是这样考察问题的：似乎全部

资本都直接花费在工资上了。因此，就这一点说，他考察的是剩

余价值，而不是利润，因而才可以说他有剩余价值理论。但另一

方面，他认为他谈的是利润本身，的确他的著作中到处都可以看

到从利润的前提出发，而不是从剩余价值的前提出发的观点。在

李嘉图正确叙述剩余价值规律的地方，由于他把剩余价值规律直

接说成是利润规律，他就歪曲了剩余价值规律。另一方面，他又

想不经过中介环节而直接把利润规律当作剩余价值规律来表述。

因此，当我们谈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时，我们谈的就是他

的利润理论，因为他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了，也就是说，他

只是从对可变资本即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关系来考察利

润。至于李嘉图谈到同剩余价值有区别的利润的地方，我们留到

后面再分析。

剩余价值只能从对可变资本即直接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的关

系来考察，——而没有对剩余价值的认识，就不可能有任何利润

理论，——这是如此符合事情的本质，以致李嘉图把全部资本看

作可变资本，而把不变资本撇开不谈，虽然他有时也以预付资本

的形式提到不变资本。

［６３７］李嘉图谈到（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和纯收入》）

“利润同资本成比例，而不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成比例的工商业部门”。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４１８页）

李嘉图的全部平均利润学说（他的地租理论是以此为基础

的），除了归结为确认利润“同资本成比例，而不是同所使用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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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量成比例”，还能是什么呢？如果利润“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成比

例”，那末相等的资本就会提供极不相等的利润，因为这些资本的

利润等于它们本部门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不取决于

全部资本的量，而取决于可变资本的量，或者说，取决于“所使

用的劳动量”。因此，怎么能说，利润同所投资本的量成比例，而

不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成比例，仅仅是某种特殊投资部门即特殊生

产部门所特有的例外情况呢？如果剩余价值率既定，对一定资本

来说，剩余价值量就必然总是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量，而不取决

于资本的绝对量。另一方面，如果平均利润率既定，利润量就必

然总是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的量，而不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量。

李嘉图明确地谈到这样一些部门，如

“海运业、同遥远的国家进行的对外贸易，以及需要昂贵机器装备的部

门”。（第４１８页）

这就是说，他谈的是那些使用不变资本较多而可变资本较少

的部门。同时，这些部门同其他部门相比，预付资本的总量大，换

句话说，这些部门只有依靠大资本才能经营。如果利润率既定，利

润量就完全取决于预付资本的量。但这决不是使用大资本和使用

许多不变资本（这两者往往联系在一起）的部门不同于使用小资

本的部门的特点，这不过是下述论点的一种运用，即等量资本提

供等量利润，因而较大的资本能比较小的资本提供更多的利润。这

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利润率一般是大还

是小，确实取决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资本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取

决于所使用的无酬劳动的相对量，最后取决于花费在劳动上的资

本同只是作为生产条件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之间的比例。

李嘉图本人就反驳了亚·斯密的下述看法，即认为对外贸易

５２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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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较高利润率，“个别商人在对外贸易中有时赚得的大量利润，

会提高国内的一般利润率”。李嘉图说：

“他们断言，利润的均等是由利润的普遍提高造成的；而我却认为，特别

有利的部门的利润会迅速下降到一般水平。”（第７章《论对外贸易》，第

１３２—１３３页）

李嘉图认为，特殊利润（如果不是由市场价格涨到价值以上

所造成）虽然会平均化，但不会提高一般利润率；其次，他认为，

对外贸易和市场的扩大不可能提高利润率，李嘉图的这些观点究

竟正确到什么程度，我们留到后面再说①。但是，如果承认他的观

点是正确的，如果一般承认“利润的均等”，那末，他又怎么能够

把“利润同资本成比例”的部门与利润“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成比

例”的部门区别开来呢？

在前面引用的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和纯收入》中，李嘉图说：

“我承认，由于地租的性质，除了最后耕种的土地以外，任何一块土地上

用于农业的一定量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都比用于工业和商业的等量资本所

推动的劳动量大。”（第４１９页）

这句话完全是无稽之谈。第一，按照李嘉图的说法，在最后

耕种的土地上使用的劳动量比所有其他土地上使用的劳动量大。

在他看来，其他土地上的地租就是由此产生的。因此，怎么能说，

除了最后耕种的土地以外，一定量资本在所有其他土地上推动的

劳动量，一定会比在工业和商业上推动的劳动量大呢？较好土地

的产品的市场价值，超过用于耕种这种土地的资本使用的劳动量

所决定的个别价值，这同一定量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比用于

６２４ 第 十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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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和商业的等量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大”，是不一样的吧？但是

如果李嘉图说，撇开土地肥力的差别，地租的产生一般是由于，农

业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就资本的不变部分而言，比非农业生产

中的平均资本所推动的劳动量大；那当然就对了。

［６３８］李嘉图没有看到，在剩余价值既定时，有些原因会使

利润提高或降低，总之会对利润发生影响。因为李嘉图把剩余价

值和利润等同起来，所以，当他现在要证明利润率的提高和降低

仅仅是由引起剩余价值率提高或降低的那些情况决定的时候，他

是前后一贯的。其次，他没有看到，如果撇开在剩余价值量既定

时影响利润率（虽然并不影响利润量）的那些情况不谈，利润率

就取决于
·
剩
·
余
·
价
·
值
·
量，而决不是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如果剩余价

值率，剩余劳动率既定，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即

取决于一定价值的资本例如１００镑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在资本有

机构成既定时，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可见，剩余价

值量决定于以下两个因素：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和剩余劳动率。如

果资本增大，那末，不管资本的有机构成如何，——假定资本虽

然增大而其有机构成不变，——剩余价值量也会增加。但这丝毫

不会改变下述情况：对于一定价值的资本例如１００来说，剩余价

值量保持不变。如果这里剩余价值量等于１０，那末对于１０００来

说，剩余价值量就等于１００，但是比例不会因此变动。

｛李嘉图写道：

“在同一经济部门不可能有两种利润率；所以，在产品价值对资本的比例

不同时，不同的将是地租，而不是利润。”（第２１２—２１３页）（第１２章《土地

税》）

这只适用于“同一经济部门”的正常利润率。否则就同前面

７２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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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①中的论点直接矛盾：

“一切商品，不论是工业品、矿产品还是土地产品，它们的交换价值始终

不决定于在只是享有特殊生产便利的人才具备的最有利条件下足以把它们

生产出来的较小量劳动，而决定于没有这样的便利，也就是在最不利条件下

继续进行生产的人所必须花在它们生产上的较大量劳动；这里说的最不利条

件，是指为了把需要的产品量生产出来而必须继续进行生产的那种最不利的

条件。”（第２章《论地租》，第６０—６１页）｝

在第十二章《土地税》中，李嘉图附带对萨伊提出了如下的

反驳。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位英国人总是尖锐地看到了

经济上的差别，而那位大陆人却经常忘记这种差别。

“萨伊先生 ［在他所举的例子中］假定，‘一个土地所有者由于勤劳、节

俭和经营本领而使自己的年收入增加５０００法郎’。但是，土地所有者如果不

是自己经营，他就不可能在他的土地上发挥他的勤劳、节俭和经营本领；如

果土地所有者自己经营，他就是以资本家和租地农场主的身分，而不是以土

地所有者的身分来进行改良。他不预先增加用于这一农场的资本量，单凭自

己的特殊经营本领｛因而“经营本领”多少也只是一句空话｝，就能那样增加

自己农场的产品，那是不可想象的。”（第２０９页）

在第十三章《黄金税》（这一章对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很重要）

中，李嘉图提出了关于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某些补充或进一步

的规定。这些补充或规定可以归结为一点：这两种价格的平均化

进行得较快或较慢，要看该经济部门所允许的供给的增加或减少

是快还是慢，也就是说，要看资本向该部门流入或从该部门流出

是快还是慢。李嘉图关于地租的论述，受到各方面（西斯蒙第等

人）的指责，说他忽略了使用许多固定资本的租地农场主抽出资

本的困难，等等。（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英国的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

８２４ 第 十 五 章

① 见本册第２２５和３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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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不管这种指责如何正确，它根本没有涉及理论，完全没有触

动理论，因为这里谈的只不过是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快慢程度问

题。但对于向新地投入新资本的相反的指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李嘉图的前提是，向新地投入新资本只能在没有土地所有者干预

的条件下进行，这里资本是［６３９］在它的运动没有遇到抵抗的环

境中发挥作用的。然而这是根本错误的。为了证明这个前提，为

了证明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土地所有权已经发展的地方存在这种前

提，李嘉图总是设想有以下的情况：土地所有权——或者实际上，

或者法律上——并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至少农业本身的资本

主义生产还不发展。

至于刚才谈到的李嘉图关于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论点，那

是这样的：

“商品价格由于课税或生产困难而上涨的现象，无论如何最终是要发生

的；但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经过多长时间才会趋于一致，必然取决于这种商

品的性质和它的数量能够减少的容易程度。如果被课税的商品数量不能减

少，如果比方说租地农场主或制帽厂主的资本不能抽到别的部门去，那末，即

使他们的利润因课税而降低到一般水平之下，也不会引起什么后果。除非对

他们的商品的需求增加，租地农场主和制帽厂主决不可能把谷物和帽子的市

场价格提高到这些商品增加了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即使他们扬言要放弃这个

行业，把自己的资本转到更有利的部门中去，也会被看作是虚张声势，决不

会实现；所以这类商品的价格不会靠缩减生产来提高。但是，实际上一切商

品的数量都是可以减少的，资本也可以由利润较小的部门转到利润较大的部

门，不过速度有所不同而已。一种商品的供给越是易于缩减而又无损于生产

者，在由于课税或任何其他原因而使生产困难增加之后，该商品的价格就越

是迅速地上涨。”（第２１４—２１５页）

“一切商品的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的一致，总是取决于该商品的供给增

减的容易程度。对于金、房屋、劳动以及其他许多物品来说，在某些情况下

９２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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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可能很快达到这种结果的。但是，象帽子、鞋子、谷物和衣服这样一些

逐年消费又逐年再生产的商品，情况就不同了。这些商品的供给在必要时可

以减少，并且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使供给缩减到与增加了的生产费用相适

应”。（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２）利润率变动的各种不同情况］

李嘉图在这第十三章《黄金税》中说：

“地租不是财富的创造，只是财富的转移。”（第２２１页）

难道利润是财富的创造，或者说，利润倒不是剩余劳动从工

人到资本家的转移吗？至于工资，它事实上也不是财富的创造，但

也不是财富的转移。它是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由生产这个产品的人

占有。

在这一章中，李嘉图说：

“……对地面上的原产品所课的税，会落在消费者身上，并且决不会影响

地租，除非这种税通过削减维持劳动的基金而压低工资，缩减人口并减少对

谷物的需求。”（第２２１页）

李嘉图说，“对地面上的原产品所课的税”既不会落在土地所

有者身上，也不会落在租地农场主身上，而会落在消费者身上，这

是否正确，我们在这里暂且不论。但是，我敢断言，如果他是正

确的，这种税就会提高地租，而李嘉图认为，这种税不会影响地

租，除非它通过使生活资料等等涨价而减少资本、人口和对谷物

的需求。问题在于，李嘉图以为，原产品的涨价只是在它使工人

消费的生活资料涨价的限度内，才影响利润率。这里，说原产品

涨价只是在这个限度内才能影响剩余价值率，因而影响剩余价值

本身，并因此也影响利润率，那是对的。但是，在剩余价值既定

０３４ 第 十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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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地面上的原产品”涨价，会提高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相

比）的价值，会增大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所以，就会降

低利润率，因而就会提高地租。李嘉图的出发点是：［６４０］既然

原产品无论涨价或跌价都不影响工资，它也就不会影响利润；因

为他断言｛有一段话除外，那一段话后面我们回过头来再谈①｝，不

管预付资本的价值降低还是提高，利润率保持不变。因此，如果

预付资本的价值增加，那末产品的价值也就增加，同样，产品中

构成剩余产品即利润的那一部分也就增加。预付资本的价值降低

时情况则相反。这种说法只有在下述场合才是正确的，即由于原

料涨价、课税或其他原因，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价值按同一比

例发生变动。在这种场合，利润率保持不变，因为资本有机构成

没有发生任何变动。即使在这种场合，也必须假定在出现暂时性

变动时发生的情况，那就是——工资保持不变，尽管原产品可能

涨价或跌价（也就是说，工资保持不变，不管工资的使用价值在

价值既定不变时是提高还是降低）。

可能有以下一些情况。

首先说两种主要的差别。

（Ａ）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量和可变资本

量之间的比例发生变动。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工资按价值来说

｛即按（它所代表的）劳动时间来说｝不变，剩余价值率就保持不

变。但是，如果同一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即可变资本发生变

动，剩余价值本身就会发生变动。如果由于生产方式的变动，不

变资本相对减少，那末剩余价值就会增加，因而利润率也就提高。

１３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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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其结果也相反。

这里始终假定，一定量比如说１００单位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的价值保持不变。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方式的变动在同样程度上影响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也就是比如说，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价值没有变

动时必定以同样程度增加或减少，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里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减少和增加的必然性总是同劳动生产率的变动

相联系的。生产方式的变动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影响是不同

的而不是相同的，这一点，在资本有机构成既定的情况下，与必

须使用大资本还是小资本毫无关系。

（Ｂ）生产方式不变。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相对量不变

（也就是它们各自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不变）的情况下，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变动，是由于加入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

的商品的价值有了变动而发生的。

这里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１］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变；可变资本的价值提高或降低。这

总是会影响剩余价值，因此也会影响利润率。

［２］可变资本的价值不变；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或降低。于

是，在前一场合利润率会降低，在后一场合则会提高。

［３］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和可变资本的价值同时降低，但降

低的比例不同，那末，一个的价值同另一个的价值相比，总是或

者提高，或者降低。

［４］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按同一比例变动，不管两者

同时提高或同时降低，都是如此。如果两者价值都提高，那末利

润率就降低，但这不是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而是因为可变

２３４ 第 十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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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价值提高，从而剩余价值降低（因为这里只是可变资本的

价值提高了，尽管这个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照旧不变，甚至可

能减少）。如果两者价值都降低，那末利润率就提高，但这不是因

为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而是因为可变资本（在价值上）降低，从

而剩余价值增长。

（Ｃ）生产方式的变动以及构成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的各要素

价值的变动。

这里一种变动可能和另一种变动相抵销，例如，如果不变资本

的量增加，而它的价值降低或保持不变（因而一定量比如说１００单

位的价值也相应降低），或者，如果不变资本的量降低，而它的价值

保持不变（因而一定量的价值就相应提高）或按同一比例提高。在

后一种情况下，资本的有机构成不会发生任何变动。利润率保持不

变。但是，不变资本的量与可变资本相对来说减少，而它的价值却

增长，这种情况，除农业资本以外，是决不可能发生的。

一种变动对另一种变动的这种抵销作用，对可变资本来说是

不可能的（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条件下）。

因此，除上述那一种情况以外，只有一种可能：同可变资本

相比，不变资本的价值和量同时相对地降低或提高；因而，同可

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的价值绝对地提高或降低。这种情况我们

已经考察过了。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和量虽然同时降低或提高，

［６４１］但是比例不同，那末根据假定，这总是可以归结为：同可

变资本相比，不变资本的价值提高或降低。

这也包括另一种情况。因为，如果不变资本的量增加，可变

资本的量就相对减少，反之，结果也相反。对价值来说，情况也

完全一样。［６４１］

３３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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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价值上的彼此

相反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

  ［６４２］关于Ｃ的情况（第６４０页），还必须注意以下这一点：

可能有这种情况：工资提高了，而不变资本在价值上，不是

在量上，却降低了。如果提高和降低这两端彼此相符，利润率就

可能保持不变。例如，不变资本＝６０镑，工资＝４０镑，剩余价值

率＝５０％，于是，产品＝１２０镑，而利润率＝２０％。如果不变资本

在它的量保持不变时降到４０镑，如果工资提高到６０镑，而剩余

价值从５０％降到３３
１

３％，那末产品仍然会等于１２０镑，而利润率

会等于２０％。这是不对的。

根据假定，所使用的［活］劳动量创造的总价值为６０镑。因

此，如果工资提高到６０镑，剩余价值，因而利润率，就会等于零。

即使工资不提高这么多，工资的任何提高也总会引起剩余价值的

降低。如果工资提高到５０镑，剩余价值就等于１０镑；如果工资

提高到４５镑，剩余价值就等于１５镑，依此类推。可见，在一切

情况下，剩余价值和利润率都以同样程度降低。因为剩余价值和

利润率在这里是按保持不变的总资本来计算的。在资本（指总资

本）量相同时，利润率必定不是随着剩余价值率一同提高和降低，

而是随着剩余价值绝对量一同提高和降低。

如果在上述例子中 ［不变资本由亚麻构成］，亚麻价格下降，

由同一数量的工人纺成纱的那个亚麻量，可以用４０镑买到，那末

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结果：

４３４ 第 十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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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
资本

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

产品
价值

预付
资本

利润率

４０ ５０ １０ １００ ９０ １１１９

  这里利润率降到２０％以下。

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到３０镑，我们就会得出：

不变
资本

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

产品
价值

预付
资本

利润率

３０ ５０ １０ ９０ ８０ １２
１
２

  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到２０镑，我们就会得出：

不变
资本

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

产品
价值

预付
资本

利润率

２０ ５０ １０ ８０ ７０ １４
２
７

  在我们假定的前提下，不变资本价值的降低始终只是部分地

抵销可变资本价值的提高。在这种前提下，不变资本价值的降低

不可能全部抵销可变资本价值的提高，因为要使利润率等于

２０％，剩余价值１０镑必须是整个预付资本的
１

５。但是，在可变资

本等于５０镑的情况下，只有在不变资本等于０时才有这种可能。

如果我们假定，可变资本只提高到４５镑，那末剩余价值将是１５

镑。如果我们还假定，不变资本降低到３０镑，那末，我们就会得

出如下结果：

不变
资本

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

产品
价值

预付
资本

利润率

３０ ４５ １５ ９０ ７５ ２０％

  因而，在这里，两种运动完全相互抵销了。

［６４３］下面我们再举这样一种情况：

不变
资本

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

产品
价值

预付
资本

利润率

２０ ４５ １５ ８０ ６５ ２３
１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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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而，在这里，即使剩余价值降低了①，但由于不变资本价值

降低得更多，利润率也可能提高。同样使用１００镑资本，尽管工

资提高了，剩余价值率降低了，却能雇用更多的工人。虽然剩余

价值率降低了，但剩余价值本身，因而利润却增加了，因为工人

人数增加了。根据上述２０ｃ＋４５ｖ这个比例，在使用１００镑资本时，

我们得出如下比例：

不变
资本

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

产品
价值

预付
资本

利润率

３０
１０
１３ ６９

３
１３ ２３

１
１３ １２３

１
１３ １００ ２３

１
１３％

  剩余价值率和工人人数之间的比例在这里有极其重要的意

义。李嘉图从来不考察这种比例。［６４３］

        

［６４１］前面对于一个资本有机构成内部的变动所作的考察，显

然对于各个不同资本，对于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之间有机构

成的差别来说，也是适用的。

第一，代替一个资本的有机构成的变动的，将是各个不同资

本的有机构成的差别。

第二，［代替］由一个资本的两部分价值变动引起的有机构成

的变动的，将是各个不同资本之间在它们所使用的原料和机器的

价值方面的完全一样的差别。这不适用于可变资本，因为我们假

定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工资相等。各个不同部门中的不同工作日

在价值上的差别和这个问题毫无关系。如果首饰匠的劳动比粗工

６３４ 第 十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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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利润率降到２０％以下。

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到３０镑，我们就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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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到２０镑，我们就会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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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５０ １０ ８０ ７０ １４
２
７

  在我们假定的前提下，不变资本价值的降低始终只是部分地

抵销可变资本价值的提高。在这种前提下，不变资本价值的降低

不可能全部抵销可变资本价值的提高，因为要使利润率等于

２０％，剩余价值１０镑必须是整个预付资本的
１

５。但是，在可变资

本等于５０镑的情况下，只有在不变资本等于０时才有这种可能。

如果我们假定，可变资本只提高到４５镑，那末剩余价值将是１５

镑。如果我们还假定，不变资本降低到３０镑，那末，我们就会得

出如下结果：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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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

产品
价值

预付
资本

利润率

３０ ４５ １５ ９０ ７５ ２０％

  因而，在这里，两种运动完全相互抵销了。

［６４３］下面我们再举这样一种情况：

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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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
资本

剩余
价值

产品
价值

预付
资本

利润率

２０ ４５ １５ ８０ ６５ ２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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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贵，那末首饰匠的剩余劳动时间也按同一比例，比粗工的

剩余劳动时间贵。９８［６４１］

［（４）李嘉图在他的利润理论中

把费用价格同价值混淆起来］

  ［６４１］在第十五章《利润税》中，李嘉图说：

“对通称为奢侈品的那些商品所课的税，只会落在这些商品的消费者身

上…… 但是，对必需品所课的税，落到消费者身上的负担，不是同他们的

消费量成比例，而总是要高得多。”例如，谷物税 ［落到工厂主身上的负担，

不仅要看他消费的谷物是多少，而且要看谷物涨价使工资提高了多少］。“这

会改变资本的利润率。凡是使工资提高的一切东西，都会减少资本的利润；因

此，对工人消费的任何一种商品所课的任何一种税，都有降低利润率的趋

势。”（第２３１页）

如果课税的对象不仅加入个人消费，而且加入生产消费，或

者它只加入生产消费，那末，对消费者所课的税同时就是对生产

者所课的税。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不仅仅适用于工人消费的

必需品，而且适用于资本家在生产上消费的一切材料。每一种这

样的税都会降低利润率，因为它会提高不变资本的价值（与可变

资本相对而言）。

我们就拿对亚麻或羊毛所课的税作例子。［６４２］亚麻涨价了。

因此麻纺业者用资本１００就不可能买到和以前同样数量的亚麻来

纺纱了。因为生产方式不变，所以，麻纺业者为了把原来数量的

亚麻纺成纱，就需要和以前同样数量的工人。但是，与花费在工

资上的资本相对而言，亚麻现在比以前具有更大的价值。因而利

润率降低。在这种情况下，麻纱价格的上涨并不会给他带来好处。

７３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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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价格上涨的绝对量，对麻纺业者根本无关紧要。全部问题只

在于产品价格超过预付资本价格的那个余额。如果麻纺业者想要

提高整个产品的价格，以便不仅弥补亚麻价格的上涨，而且使同

量的纱给他带来和以前一样多的利润，那末，由于麻纱的原料价

格上涨而已经下降了的需求，现在由于为了提高利润而人为地提

高产品的价格，就会更加降低。尽管平均利润率是既定的，这种

加价在这里却是办不到的。９９［６４２］

［６４３］也是在第十五章《利润税》中，李嘉图说：

“我们在本书前面一个部分，已考察过资本划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或者更确切地说，划分为耐久资本和非耐久资本对商品价格的影响。我们曾

经指出，两个工厂主使用的资本额可能完全相等，由此获得的利润额可能完

全相等，但他们的商品的售价，将根据他们所用资本的消费和再生产的快慢

而极不相同。其中一个工厂主的商品可能卖４０００镑，而另一个工厂主的商品

可能卖１００００镑，虽然他们每人使用的资本都是１００００镑，得到的利润都是

２０％即２０００镑。一个工厂主的资本，比如说，可能由必须再生产的流动资本

２０００镑以及建筑物、机器等固定资本８０００镑所构成；相反，另一个工厂主

可能有流动资本８０００镑，机器、建筑物等固定资本却只有２０００镑。如果现

在这两个资本家每人的收入都课税１０％即２００镑，那末，一个工厂主为了获

得一般利润率，必须把自己的商品价格从１００００镑提高到１０２００镑；另一个

工厂主也必须把自己的商品价格从４０００镑提高到４２００镑。在课税前，一个

工厂主出卖的商品比另一个工厂主的商品贵１．５倍；课税以后，则贵１．４２

倍。一种商品的价格提高２％，另一种商品则提高５％。因此，如果货币价值

保持不变，所得税将改变商品的相对价格和价值。”（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错误就在于最后“价格和价值”的这个“和”字。价格的这

种变动只证明（在资本按不同比例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时也

完全一样）：为了确定一般利润率，由一般利润率决定、调节的价

格或费用价格，与商品的价值必然是极不相同的，而这个极为重

８３４ 第 十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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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的观点，李嘉图是根本没有的。

在同一章，李嘉图说：

“如果一个国家不收税，而货币价值又下降，那末货币的充裕在每一个市

场上｛这里李嘉图有一个可笑的想法：好象随着货币价值下降，每一个市场上

都必然会出现货币的充裕｝［６４４］会对每一种商品产生同样的影响。如果肉价

上涨２０％，那末，面包、啤酒、鞋子、劳动以及其他任何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

２０％。只有这样才能使所有生产部门的利润率相等。但是，如果这些商品中有

一种被课税，情况就不同了；如果这时所有商品的价格都按货币价值下降的

比例上涨，那末利润就会不相等；对于被课税的商品来说，利润就会高于一般

水平，在利润恢复平衡以前，资本就会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但利润

只有在相对价格发生变动之后才能恢复平衡。”（第２３６—２３７页）

而利润的这种平衡一般是这样形成的：各种商品的相对价值，

实际价值会发生变动，会互相适应，以致不是同自己的实际价值

相一致，而是同它们必须提供的平均利润相一致。

［（５）一般利润率和绝对地租率之间的关系。

工资下降对费用价格的影响］

  在第十七章《原产品以外的其他商品税》中，李嘉图说：

“布坎南先生认为，谷物和原产品是按垄断价格出卖的，因为它们提供地

租。他假定，一切提供地租的商品都必须按垄断价格出卖；他由此得出结论

说，对原产品所课的一切税都会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而不会落在消费者身

上。布坎南说：‘因为总是提供地租的谷物的价格不论从哪一方面来说都不受

它的生产费用的影响，所以这种费用必须从地租中支付；因此，当这种费用

有所增减时，结果不是价格的涨落，而是地租的增减。从这个观点来看，对

农业工人、马匹或农具所课的一切税，实际上都是土地税，这种税的负担在

整个租佃期内都落在租地农场主身上，而在租约重订时，则落在土地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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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同样，使租地农场主能够缩减生产费用的一切改良农具，例如脱粒机

和收割机，以及便于租地农场主把产品运到市场的一切设施，例如良好的道

路、运河和桥梁，虽然会减少谷物的实际生产费用，但不会降低谷物的市场

价格。因此，由于这类改良而节省下来的一切，都作为地租的一部分归土地

所有者所得。’

很明显，〈李嘉图说〉如果我们承认布坎南先生立论的根据，即谷物价格

总是提供地租，那末，当然就会由此得出他所主张的一切结论。”（第２９２—

２９３页）

这一点也不明显。布坎南立论的根据，并不在于一切谷物都

提供地租，而是在于提供地租的一切谷物都按垄断价格出卖，在

于亚·斯密所解释和李嘉图所理解的那种意义的垄断价格，就是

“消费者购买商品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１００

但这恰好也是错误的。提供地租（把级差地租撇开不谈）的

谷物，并不是按照布坎南所说的垄断价格出卖的。谷物只有在高

于它的费用价格即按它的价值出卖的时候，才按垄断价格出卖。谷

物的价格决定于物化在谷物中的劳动量，不决定于它的生产费用，

而地租是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额，因而是由费用价格决定的：与

价值相比，费用价格越小，地租就越多，费用价格越大，地租就

越少。一切改良都会使谷物的价值降低，因为它们使生产谷物所

需要的劳动量减少。但它们会不会使地租降低，却取决于各种情

况。如果谷物跌价，因而工资降低，那末剩余价值率就提高。在

这种情况下，租地农场主用于种子、家畜饲料等等方面的费用也

会降低。因此，其他一切非农业生产部门的利润率就会提高，从

而农业的利润率也会提高。在非农业生产部门，直接劳动和积累

劳动的相对量会保持不变；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与不变资本相

对而言），但可变资本的价值会降低，因而剩余价值 ［６４５］会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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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就是说，利润率也会提高。因此，在农业中，剩余价值和利

润率也会提高。在这里地租会降低，因为利润率提高了。谷物便

宜了，但它的费用价格增加了。因此，它的价值和它的费用价格

之间的差额缩小。

根据我们的假定，平均的非农业资本的比例＝８０ｃ＋２０ｖ，剩余

价值率＝５０％；所以剩余价值＝１０，而利润率＝１０％。因而，具

有平均构成的资本１００的产品价值等于１１０。

现在假定，由于谷物跌价，工资降低
１

４；这样，用不变资本

８０镑即用同量原料和机器来劳动的同一工人人数，总共只花费１５

镑。而同量商品的价值将是８０ｃ＋１５ｖ＋１５ｍ，因为根据假定，这些

工人所完成的劳动量等于３０镑。因此，同量商品的价值仍旧等于

１１０镑。但是，所花费的资本只有９５镑，１５镑比９５镑，就是１５

１５

１９％。如果花费的资本量照旧不变，或者说，按资本１００镑计算，

那就得出这样的比例：８４
４

１９ｃ＋１５
１５

１９ｖ。利润等于１５
１５

１９镑。产品价

值＝１１５
１５

１９镑。但是，根据我们的假定，农业资本＝６０ｃ＋４０ｖ，而

它的产品价值等于１２０镑。当费用价格是１１０镑时，地租等于１０

镑。现在地租总共只有４
４

１９镑，因为１１５
１５

１９镑＋４
４

１９镑＝１２０镑。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具有平均构成的资本１００镑生产的商品，

其费用价格是１１５
１５

１９镑，而不是以前的１１０镑。［单位］商品的平

均价格会不会因此而提高呢？

商品的价值仍然和以前一样，因为要把同样数量的原料和机

器转化为产品，需要同样数量的劳动。但同样的１００镑资本推动

了较大量的劳动，现在不是把以前的８０镑不变资本，而是把８４
４

１９

镑不变资本转化为产品。但是在同量的 ［新加］劳动中，无酬劳

动比以前多了。因此，利润以及资本１００镑生产的全部商品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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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价值都增加了。单位商品的价值保持不变，但用资本１００镑，生

产出了更多的具有同一价值的单位商品。但是，各个不同的生产

部门的费用价格情况会怎样呢？

假设非农业资本由下列资本构成：

（１）８０ｃ＋２０ｃ

（２）６０ｃ＋４０ｃ

（３）８５ｃ＋１５ｃ

（４）９５ｃ＋５ｃ

为了使产品能够按照同

一费用价格出卖，产品的

价格应为：

 １１０（价值＝１１０）

 １１０（价值＝１２０）

 １１０（价值＝１０７
１
２
）

 １１０（价值＝１０２
１
２
）

费用价格和

价值之间的

差额

０

－１０

＋２
１
２

＋７
１
２

  因此，具有

平均构成的资本

＝８０ｃ＋２０ｖ

  （２）的差额＝－１０，（３）和（４）的差额加在一起＝＋１０。对

于全部资本４００来说，这个差额是：０－１０＋１０＝０。如果资本４００

的产品卖４４０，那末，这笔资本生产的商品就是按它们的价值出

卖。那就会得到１０％的利润。但是，（２）的商品比它们的价值低

１０镑出卖，（３）的商品比它们的价值高２
１

２镑出卖，而（４）则比

它们的价值高７
１

２镑出卖。只有（１）的商品在按照它的费用价格

（即１００镑资本加１０镑利润）出卖时，才是按其价值出卖。

［６４６］但如果工资降低
１

４，比例关系将会怎样呢？

对资本（１）来说，现在已不是８０ｃ＋２０ｖ，而是８４
４

１９＋１５
１５

１９，

利润——１５
１５

１９，产品价值——１１５
１５

１９。

对资本（２）来说，现在工资只花费３０镑，因为４０的
１

４＝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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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１０＝３０。产品价值是：６０ｃ＋３０ｖ＋剩余价值３０（因为所使用

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在这里等于６０镑）。这里资本为９０镑。工资占

３３
１

３。对于资本１００来说，得出的比例是６６
２

３＋３３
１

３ｖ；产品价

值＝１３３
１

３。利润率＝３３
１

３。

对资本（３）来说，现在工资只花费１１
１

４镑，因为１５的
１

４＝

３
３

４，而１５－３
３

４＝１１
１

４。产品价值是：８５ｃ＋１１
１

４ｖ＋剩余价值

１１
１

４（所使用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在这里等于２２
１

２。这里资本为９６
１

４镑。工资占１１
５３

７７％。对于资本１００来说，得出的比例是８８
２４

７７

ｃ＋１１
５３

７７ｖ，利润率＝１１
５３

７７％，而产品价值＝１１１
５３

７７。

对资本（４）来说，现在工资只花费３
３

４镑，因为５的
１

４＝１
１

４，而５－１
１

４＝３
３

４。产品价值是：９５ｃ＋３
３

４ｖ＋剩余价值３
３

４

（因为全部 ［新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这里等于７
１

２）。这里资

本为９８
３

４镑。工资占３
６３

７９。对于资本１００来说，得出的比例是９６

１６

７９ｃ＋３
６３

７９。利润率＝３
６３

７９。产品价值＝１０３
６３

７９。

这样，我们就得出：

（１）８４
４
１９
ｃ＋１５

１５
１９
ｖ

（２）６６
２
３ｃ＋３３

１
３ｖ

（３）８８
２４
７７ｃ＋１１

５３
７７ｖ

（４）９６
１６
７９ｃ＋３

６３
７９ｖ

利 润 率

１５
１５
１９

３３
１
３

１１
５３
７７

３
６３
７９

为了使产品能够按照
同一费用价格出卖，
产品的价格应为：

１１６（价值＝１１５
１５
１９
）

１１６（价值＝１３３
１
３
）

１１６（价值＝１１１
５３
７７
）

１１６（价值＝１０３
６３
７９
）

费用价格
和价值之
间的差额

＋ 
４
１９

－１７
１
３

＋４
２４
７７

＋１２
１６
７９

总计……４００ ６４（分数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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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润是１６％，更确切些说，略高于１６
１

７。计算是不完全准确

的，因为我们在计算平均利润时，把分数省略了，在进一步计算时

没有包括在内，因此，（２）的负差大了一些，（１）、（３）、（４）的［正差］

小了一些。但是，我们看到，如果计算精确，正差和负差就会相互抵

销。但是我们也看到，一方面，（２）的低于本身价值出卖的商品，［另

一方面］（３）特别是（４）的高于本身价值出卖的商品都会大大增加。

固然，对单位产品来说，这种高于或低于价值的程度不象表上的数

字那么大，因为在所有这四类里，都使用了［比以前］更多的劳动

量，因而有更多的不变资本（原料和机器）转化为产品；所以上述这

种高于或低于价值的数字是分摊在更大量的商品上。不过，这种高

于或低于价值的情况还是很显著的。

由此可见，工资的降低，对（１）和（３）来说，会引起费用价格的

上涨［与价值相比］，对（４）来说，会引起费用价格的极大上涨。这就

是李嘉图在考察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差别时所引出的规律，１０１

但是他丝毫没有证明，也不可能证明：这一规律同价值规律是可以

并行不悖的，产品的价值对总资本来说保持不变［不管它在各个生

产部门之间如何分配］。

［６４７］如果我们还注意到由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的

差别，计算和平均起来会复杂得多。实际上，在我们计算时，我们是

假定，全部预付不变资本都加入产品，也就是说，它只包含固定资

本例如在一年内（因为我们必须按年度来计算利润）的损耗。如果

我们不这样假定，产品量的价值就会极不相同，而这样假定时，产

品量的价值只与可变资本一起变动。第二，在剩余价值率相同而流

通时间不同的时候，与预付资本相对而言，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会

有很大的差别。这里，如果撇开可变资本的差别不谈，剩余价值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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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之间的比例就与等量资本生产的不同价值量彼此之间的比例

相同。在不变资本的较大部分由固定资本构成的地方，利润率会低

得多，在资本的较大部分由流动资本构成的地方，利润率会高得

多；在可变资本较大（与不变资本相比），同时在不变资本中固定资

本部分又较小的地方，利润率最高。如果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和固

定部分之间的比例在不同的资本中是相同的，那就只有可变资本

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差别是决定的因素了。如果可变资本与不变资

本的比例是相同的，那就只有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差别，即

不变资本本身内部的差别是决定的因素了。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如果非农业资本的一般利润率由于谷

物跌价而提高，那末，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率无论如何都会提高。问

题在于，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率会不会直接提高，看来，这要取决

于所实行的改良的性质。如果实行的这种改良使花费在工资上的

资本与花费在机器等等上的资本相比大大减少，那末，租地农场

主的利润率就不必直接提高。如果这种改良，比如说，使租地农

场主需要的工人减少
１

４，那末，租地农场主现在必须花费在工资

上的就不是以前的４０镑，而只是３０镑。因而他的资本现在是６０ｃ

＋３０ｖ，或者以１００计算，就是６６
１

２＋３３
１

３。因为用４０单位支付

的劳动，提供剩余价值２０，所以，用３０支付的劳动提供１５，而

用３３
１

３支付的劳动就提供１６
２

３。这样一来，农业资本的有机构

成与非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便接近了。在上述情况下，如果工资

同时下降
１

４，农业资本构成甚至可能成为非农业资本构成的个别

场合。１０２这时，地租（绝对地租）就会消失。

李嘉图在前面引用过的评论布坎南的那段话之后，继续

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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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我已经充分说明，在一个国家的土地尚未全部投入耕种，并且耕

种尚未达到最高程度以前，总有一部分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是不提供地租的，

并且〈！〉正是这部分资本调节谷物的价格，这部分资本的产品，正象在工业

中一样，分为利润和工资。因为不提供地租的谷物价格，受谷物生产费用的

影响，所以这种生产费用不可能从地租中支付。因此，生产费用增加的结果，

将是价格上涨，而不是地租降低。”（同上，第２９３页）

既然绝对地租等于农产品价值超过它的生产价格的余额，那

末，很明显，凡是能使谷物等等生产所需的劳动总量减少的东西，

也能使地租减少，因为使价值减少，也就是使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

余额减少。在生产价格由已支付的费用构成的情况下，生产价格的

降低和价值的降低是一回事，而且是和价值的降低同时进行的。但

是，在生产价格（或“费用”）等于预付资本加平均利润的情况下，情

况却恰好相反。产品的市场价值会降低，但其中等于生产价格的那

一部分，在一般利润率由于谷物市场价值降低而提高时，会提高起

来。因而，地租降低在这里是因为这个意义上的“费用”（李嘉图谈

到生产费用时通常对费用是这样理解的）有了提高。促使不变资本

与可变资本相比不断增长的农业改良，即使在所使用的劳动［活劳

动和物化劳动］总量只是略有减少，或者说只减少那么一点，以致

对工资根本没有影响（对剩余价值没有任何直接影响）的情况下，

也会使地租大大降低。如果由于这种改良，资本６０ｃ＋４０ｖ变为６６

２

３＋３３
１

３（例如由于移民、战争、新市场的发现、外国谷物的竞争、

非农业生产部门的繁荣等等所引起的工资提高，租地农场主可能

不得不设法使用较多的不变资本和较少的可变资本；而这些情况

在实行改良之后还可能继续起作用，因此，尽管有这些改良，工资

不会降低），［６４８］那末，农产品的价值就会从１２０降到１１６
２

３，即

减少３
１

３。利润率仍然等于１０％。地租从１０降到６
２

３，而且地租

６４４ 第 十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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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降低是在工资没有任何降低的情况下发生的。

由于工业的继续进步，一般利润率下降，因此绝对地租可能

提高。由于农产品价值增加，从而农产品价值及其费用价格之间

的差额增大，结果地租提高，因此利润率可能降低。（同时利润率

还会由于工资提高而下降。）

由于农产品价值下降，一般利润率提高，绝对地租就可能降

低。由于资本有机构成的变革，农产品价值下降，虽然利润率这

时并不提高，绝对地租也可能降低。一旦农产品的价值和它的费

用价格彼此相等，从而农业资本具有非农业资本的那种平均构成，

绝对地租就会完全消失。

李嘉图的论点只有这样表达才是正确的：当农产品的价值等

于它的费用价格的时候，不存在绝对地租。但是在李嘉图那里这

个论点是错误的，因为他说：由于价值和费用价格一般是等同的，

工业是这样，农业也是这样，① 所以，不存在绝对地租。实际上情

况恰好相反：如果在农业中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农业就是一种

例外的生产了。

李嘉图承认可能不存在不支付任何地租的土地，同时他认为，

即使这样，下面这种情况还是可以作为他的充分依据，即至少投

在土地上的资本有些份额是不支付任何地租的。前一种情况和后

一种情况对理论来说同样是无关紧要的。真正的问题在于：是由

这种土地或这种资本的产品来调节市场价值呢？还是相反，这些

７４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① ［６６３］（下面一段话说明，李嘉图有意识地把价值和生产费用等同起来：“马

尔萨斯先生似乎认为，把某物的费用和价值等同起来，是我的学说的一部分。

如果他说的费用是指包括利润在内的‘生产费用’，那确是如此。”（同上，第

４６页））［６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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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由于它们的追加供给只能按照而不能高于并非由它们调节的

市场价值出卖，因而不得不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卖呢？关于后来使

用的那些资本份额，问题很简单，因为这里在投入追加份额时，土

地所有权对租地农场主来说是不存在的，作为资本家，租地农场

主只注意费用价格；甚至当他自己是追加资本的所有者时，与其

把这笔资本借出，只取得利息，而得不到利润，还不如把它投在

他租种的土地上，即使取得的利润低于平均利润，对他更有利。至

于地段，那末，这些不支付地租的土地，构成支付地租的整个地

产的组成部分；这些地段是同整个地产不可分割的，它们同整个

地产一起出租，虽然不能把这些地段单独租给任何一个资本主义

农场主（但完全可以租给茅舍贫农以及小资本家）。这些小块土地

也并不作为“土地所有权”与租地农场主相对立。或者土地所有

者不得不自己耕种这些地段。租地农场主不可能为这些地段支付

地租，而土地所有者也不会毫无代价地把它们租出去，除非他是

想通过这种办法，自己不花费什么，就把自己的土地变为耕地。

如果在一个国家，农业资本的构成与非农业资本的平均构成

相等，情况就不同了，而这是以农业的高度发展或工业发展水平

很低为前提的。在这种场合，农产品的价值就会同它的费用价格

相等。这时只可能支付级差地租。那些不提供级差地租、只能带

来 ［真正的］农业地租的地段，这时就根本不可能支付任何地租

了。因为当租地农场主把这些土地的产品按它们的价值出卖时，它

们只抵补他的费用价格。因而租地农场主不支付任何地租。这样

一来，土地所有者只好自己耕种这些土地，或者在租金的名义下，

把他的租佃者的一部分利润甚至一部分工资刮走。一个国家可能

发生这种情况，这并不妨碍另一个国家可能发生完全相反的情况。

８４４ 第 十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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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工业，从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水平很低的地方，是不存在

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因为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存在是以农

业中实行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因此，我们考察的就是与土地

所有权仅仅作为地租才在经济上存在的那种经济组织完全不同的

关系了。

李嘉图也是在第十七章中说：

“原产品没有垄断价格，因为大麦和小麦的市场价格，同呢绒和麻布的市

场价格一样，是由它们的生产费用调节的。唯一的差别在于：谷物价格是由

用于农业的资本的一部分，即不支付地租的那一部分调节的，而在工业品生

产中，所用资本的每一部分都产生相同的结果；并且由于任何部分都不支付

地租，所以每一部分都同样是价格的调节者。”（同上，第２９０—２９１页）

认为在工业中所用资本的每一部分都产生相同的结果，并且

任何部分都不提供地租（不过，工业中叫做超额利润），这种说法

不仅是错误的，而且，［６５０］１０３正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
①，已经被

李嘉图自己所驳倒。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Ｂ．李嘉图著作中的剩余价值问题］

（１）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

［劳动与资本的交换问题按照李嘉图的提法无法解决］

李嘉图著作的第一章《论价值》一开始第一节就用了这样一

个标题：

９４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① 见本册第２２５、３５４和４２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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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价值或这个商品所能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量，取决于生产这

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的相对量，而不取决于付给这一劳动的报酬多少。”

这里，李嘉图按照贯穿于他的全部研究中的风格，在他的书

的开头就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

与工资，或者说，对这种劳动时间即这种劳动量所支付的不同报

酬，并不矛盾。李嘉图一开始就反对亚·斯密把商品价值决定于

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应的劳动量这个规定与劳动的价值（或劳动

的报酬）混淆起来。

显然，Ａ和Ｂ两个商品包含的相应的劳动量，同生产商品Ａ

和Ｂ的工人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得到多少，是绝对没有关系的。

商品Ａ和Ｂ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们所花费的劳动量，而不决定于

商品Ａ和Ｂ的所有者花费的劳动费用。劳动量和劳动价值是两个

不同的东西。商品Ａ和Ｂ包含的相应的劳动量，同Ａ和Ｂ包含多

少由Ａ和Ｂ的所有者付酬的，甚至是他们自己完成的劳动，是毫

无关系的。商品Ａ和Ｂ不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有酬劳动的比例相

互交换，而是按照它们所包含的既包括有酬劳动也包括无酬劳动

的劳动总量的比例相互交换。

“亚当·斯密如此正确地规定了交换价值的真正源泉，要是前后一贯，他

本来应该坚持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劳动量的多少成比

例的观点，可是他自己又提出了价值的另一个标准尺度，说一切物品价值的

大小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的多少成比例……好象这是两种

意思相同的说法；好象一个人由于他的劳动效率增加了一倍，因而能生产的

商品量也增加一倍，他用它〈即他的劳动〉进行交换时所得到的量就必然会

比以前增加一倍。如果这种说法确实是正确的，如果工人的报酬总是和他所

生产的东西成比例，那末用于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量和这种商品所能购买的

劳动量就会相等，两者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准确地衡量其他物品的价值的变

０５４ 第 十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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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是，它们不是相等的。”（第５页）

亚·斯密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过，“这是两种意思相同的说

法”。相反，他说：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工资已不再等于他

所生产的产品，因而，一个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和工人用这一劳动

所能购买的商品量，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正因为这样，商品所包含

的劳动的相对量不再决定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价值宁可说是决定

于劳动的价值，决定于我用一定量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

因此，斯密认为，劳动的价值代替劳动的相对量成为价值尺度。李

嘉图正确地回答亚·斯密说，两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相对量，同

这种劳动的产品中有多少归工人自己所有毫无关系，同这种劳动

的报酬如何毫无关系；因此，既然在工资（不同于产品本身的价值

的工资）出现以前，劳动的相对量是商品价值的尺度，那就没有任

何根据能够说明，为什么在工资出现以后，劳动的相对量就不再是

商品价值的尺度。李嘉图正确地回答说，在这两种说法意思相同的

时候，亚·斯密可以使用两种说法，但是，一旦两种说法意思不再

相同时，这并不能成为用错误说法去代替正确说法的理由。

但是，李嘉图这些话丝毫没有解决构成亚·斯密的矛盾的内

在基础的那个问题。只要我们谈的是物化劳动，劳动的价值和劳

动量就依然是“意思相同的说法”。［６５１］一旦我们谈到物化劳动

和活劳动交换，这两种说法就不再是这样的了。

两个商品按照它们包含的物化劳动进行交换。等量物化劳动

互相交换。劳动时间是它们价值的“标准尺度”，正因为这样，所

以它们的“价值的大小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的多

少成比例”。如果商品Ａ包含一个工作日，那末这个商品就可以与

同样包含一个工作日的任何数量的其他商品交换；这个商品的

１５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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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大小”，同它换得的其他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的多少成比

例，因为这种交换比例是这个商品本身包含的劳动的相对量的表

现，是和这种劳动的相对量相等的。

但是雇佣劳动是一种商品。它甚至是作为商品的产品进行生

产的基础。原来，价值规律不适用于雇佣劳动。那就是说，这个

规律根本不支配资本主义生产。这里有一个矛盾。这是亚·斯密

遇到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一个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

增殖不是同它所包含的劳动成比例，而是同它所支配的别人的劳

动成比例，它所支配的别人的劳动量大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

后面我们将会看到，这个问题在马尔萨斯著作中有了更充分的发

挥。这实际上是斯密下述说法的第二个秘密动机，他说，自从资

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后，商品价值就不决定于商品所包含的劳动，而

决定于商品所支配的活劳动，因而决定于劳动的价值。

李嘉图简单地回答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情况就是这样。他

不仅没有解决问题，甚至没有发觉亚·斯密著作中的这个问题。他

根据自己研究的整个性质只限于证明，变动着的劳动价值——简

单说，就是工资——并不会推翻如下的论点：不同于劳动本身的

商品的价值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的相对量决定。“它们不是相等

的”，就是说，“用于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量和这种商品所能购买

的劳动量”不是相等的。李嘉图满足于确定这一事实。但是，劳

动这种商品和其他商品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活劳动，另一个是

物化劳动。因此这只是劳动的两种不同形式。既然这里只是形式

的不同，那末，为什么规律对其中一个适用，对另一个就不适用

呢？李嘉图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

他说的下面这段话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什么帮助：

２５４ 第 十 五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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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劳动的价值不……发生变动吗？它不仅象其他一切物品〈应读作商

品〉一样，受始终随着社会状况的每一变动而变动的供求关系的影响，而且

受用工资购买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变动的影响。”（第７页）

劳动的价格象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随着需求和供给的变动而

变动，这一点，照李嘉图自己的意见，在涉及劳动价值的地方，是

什么也说明不了的，正如其他商品的价格随着需求和供给的变动

而变动，对这些商品的价值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一样。但是，“工

资”（这只不过是劳动价值的另一种说法）要受“用工资购买的食

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价格变动”的影响这一事实，同样也不能说明

为什么决定劳动的价值和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不一样（或看起来

不一样）。因为其他商品也受加入它们的生产并和它们交换的其他

商品的价格变动的影响。而花费在食物和必需品上的工资支出只

不过表明劳动的价值同食物和必需品进行交换而已。问题正是在

于：劳动同劳动所交换的商品为什么不按价值规律进行交换，不

按劳动的相对量进行交换？

这样提出问题，既然以价值规律作为前提，问题本身就无法

解决，所以不能解决，是因为这里把劳动本身同商品对立起来了，

把一定量直接劳动本身同一定量物化劳动对立起来了。

我们后面将会看到，李嘉图的解释的这个弱点促进了李嘉图

学派的瓦解，并且引出了荒谬的假设。

［６５２］威克菲尔德说得对：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

并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末，在任何情况

下，一定量的劳动就都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

总会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至少

在工资取决于［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的情况下，不是由同量劳

３５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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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决定，而是由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决定。”（爱·吉·威克菲尔德给他在１８３５

年伦敦出版的亚·斯密的《国富论》一书第１卷第２３０页所加的注）

这也是贝利爱好的题目之一；我们在后面将加以考察。萨伊

也是这样，他对于在这里突然承认供给和需求的决定性作用是非

常高兴的。１０４

        

［６５２］关于（１）还要指出，李嘉图著作的第一章第三节用了

这样一个标题：

“影响商品价值的，不仅是直接花费在商品上的劳动，而且还有花费在协

助这种劳动的器具、工具和建筑物上的劳动。”

因此，商品的价值既决定于为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物化的

（过去的）劳动量，也决定于为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活的（现在

的）劳动量。换句话说：劳动量完全不受劳动是物化劳动还是活

劳动、过去劳动还是现在（直接）劳动这种形式差别的影响。如

果这种差别在规定商品价值时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当过去劳动

（资本）同活劳动交换时，这种差别就有了决定性意义呢？既然这

种差别本身，正象在对商品的关系上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于规定

价值没有意义，它为什么在这里就一定会使价值规律失效呢？李

嘉图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甚至没有提出这个问题。［６５２］

（２）劳动能力的价值。劳动的价值。

［李嘉图把劳动同劳动能力混淆起来。

关于“劳动的自然价格”的见解］

  为了规定剩余价值，李嘉图象重农学派、亚·斯密等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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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首先规定劳动能力的价值，或者——按照他跟着亚·斯密和

他的先行者使用的说法——劳动的价值。［６５２］

［６５２］那末，劳动的价值，或者说，劳动的自然价格，是怎样决

定的呢？因为照李嘉图的意见，自然价格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劳动正象其他一切可以买卖并且在数量上可以增加或减少的物品一样

〈就是说，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有它的自然价格和市场价格。劳动的自然

价格是使工人大体上说能够生存下去并且能够在人数上不增不减地〈应当

说，按照生产的平均增长所需要的增长率〉延续其后代所必需的价格。工人

养活自己以及养活为保持工人人数所必需的家庭的能力……取决于工人养

活自己及其家庭所必需的食物、必需品和舒适品的价格。随着食物和其他必

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上涨；随着这些东西的价格下降，劳动

的自然价格也下降。”（第８６页）

“不能认为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绝对固定不变的，即使用食物和必需品来

计算也是一样。劳动的自然价格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会发生变动，而在不

同的国家会有很大差别。它主要取决于人民的风俗习惯。”（第９１页）

可见，劳动的价值是由在一定社会中为维持工人生活并延续

其后代通常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决定的。

但是，为什么？根据什么规律劳动的价值这样决定呢？

李嘉图除了说供求规律把劳动的平均价格归结为维持工人生

活所必需（在一定社会中生理上或社会上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以

外，实际上没有回答这一问题。［６５３］李嘉图在这里，在其整个

体系的一个基本点上，正象萨伊幸灾乐祸地指出的那样（见康斯

坦西奥的译本），是用需求和供给来决定价值。１０４

李嘉图本来应该讲劳动能力，而不是讲劳动。而这样一来，资

本也就会表现为那种作为独立的力量与工人对立的劳动的物质条

件了。而且资本就会立刻表现为一定的社会关系了。可是，在李

嘉图看来，资本仅仅是不同于“直接劳动”的“积累劳动”，它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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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被当作一种纯粹物质的东西，纯粹是劳动过程的要素，而从这

个劳动过程是决不可能引出劳动和资本、工资和利润的关系来的。

“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推动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

工具、原料、机器等组成。”（第８９页）“较少的资本，也就是较少的劳动。”

（第７３页）“劳动和资本，即积累劳动”。（第４９９页）

贝利正确地觉察到了李嘉图在这里 ［在劳动价值问题上］所

作的飞跃：

“李嘉图先生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

翻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在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学说。如果严格地坚持这

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在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

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先生用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

取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

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或

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应当由生产呢绒

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应当由生产呢绒所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

量。”（《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５０—５１

页）

这种反驳逐字逐句都是正确的。李嘉图区别了名义工资和实

际工资。名义工资是用货币表现的工资，是货币工资。

“名义工资”是“一年内付给工人的镑数”，而“实际工资”是“为获得

这些镑所必需的工作日数”。（李嘉图，同上第１５２页）

既然工资等于工人消费的必需品，而这种工资（“实际工资”）

的价值等于这些必需品的价值，那末，显然，这些必需品的价值也

等于“实际工资”，等于这一工资所能支配的劳动。如果必需品的价

值发生变动，“实际工资”的价值也要变动。假定工人消费的必需品

完全由谷物构成，他的必要的生活资料数量是每月一夸特谷物。那

末，他的工资的价值［一个月］就等于一夸特谷物的价值；如果一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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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谷物的价值提高或降低，一个月劳动的价值也要提高或降低。但

是，不论一夸特谷物的价值怎样提高或降低（不论一夸特谷物包含

多少劳动），它的价值总是等于一个月劳动的价值。

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隐蔽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亚·斯密说，自

从资本以及雇佣劳动出现以后，产品的价值已不由花费在产品上

的劳动量决定，而由该产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来决定。由劳动时间

决定的谷物（和其他必需品）的价值会发生变动；但是，只要劳动的

自然价格得到支付，一夸特谷物所能支配的劳动量就保持不变。因

此，劳动同谷物相比具有不变的相对价值。就是由于这个缘故，在

斯密的著作中，劳动的价值和谷物的价值（谷物在这里代表一般食

物；见迪肯·休谟的著作１０５）都是价值的标准尺度，因为一定量的

谷物，只要它支付劳动的自然价格，它就支配一定量的劳动，不管

生产一夸特谷物所花费的劳动量是多大。同量劳动总是支配同一

使用价值，或者，确切些说，同一使用价值总是支配同量劳动。

李嘉图自己就是这样来规定劳动的价值、劳动的自然价格的。

李嘉图说：一夸特谷物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虽然一夸特谷物总是

支配［６５４］同量的劳动，或者说，同量的劳动总是支配这一夸特谷

物。是的，亚·斯密说，不管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一夸特谷物的价值

怎样变动，工人为了购买这一夸特谷物，总是要付出（牺牲）同量劳

动。因此，谷物的价值会变动，但是，劳动的价值不会变动，因为一

个月的劳动等于一夸特谷物。就是谷物的价值，也只有在我们考察

的是生产谷物所需要的劳动的时候才变动。如果我们考察的是这

一夸特谷物所交换的劳动量，是谷物所推动的劳动量，那末谷物的

价值也不会变动。正因为这样，一夸特谷物所换得的劳动量是价值

的标准尺度。而其他商品的价值和劳动的关系，同它们和谷物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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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是一样的。一定量谷物支配一定量劳动。一定量的任何其他商

品支配一定量的谷物。因此，任何其他商品，或者，确切些说，任何

其他商品的价值，都是用该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来表现的，因为这

一商品的价值是用该商品所支配的谷物量来表现的，而这一谷物

量又是用该谷物所支配的劳动量来表现的。

但是，其他商品和谷物（必需品）的价值比例由什么决定呢？由

这些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决定。而它们所支配的劳动量又由什么

决定呢？由这一劳动所支配的谷物量决定。这里，斯密必然陷入循

环论证。（不过，我们要顺便指出，斯密在进行真正的分析的地方，

从来不采用这个价值尺度。）此外，斯密在这里把劳动同货币混淆

起来，李嘉图也常常这样，正如斯密和李嘉图所说，劳动是

“商品价值的基础”，而“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是“确定商品相

互交换时各自必须付出的相应商品量的尺度”。（李嘉图，同上第８０页）

斯密把价值的这一内在尺度同已经以价值规定为前提的外在

尺度即货币混淆起来了。

亚·斯密根据一定量的劳动可以换得一定量的使用价值，得

出结论说，这一定量的劳动是价值尺度，它总是具有同一价值，可

是，同量使用价值却可以代表极不相同的交换价值。亚·斯密这样

做是错了。但李嘉图犯了双重的错误，因为第一，他不懂得导致斯

密犯错误的问题，第二，他自己完全忘记了商品的价值规律，而求

助于供求规律，因而不是用花费在生产劳动力［ｆｏｒｃ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上

的劳动量来决定劳动的价值，却用花费在生产付给工人的工资上

的劳动量来决定劳动的价值，从而他实际上是说：劳动的价值决定

于支付劳动的货币的价值！而后者由什么决定呢？支付劳动的货

币量由什么决定呢？由支配一定量劳动的使用价值量决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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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由一定量劳动支配的使用价值量决定。结果，李嘉图就一字不

差地重犯了他指责亚·斯密犯过的那种前后矛盾的错误。

同时，我们看到，这一点妨碍他理解商品和资本之间的特殊区

别，商品同商品的交换和资本同商品的交换（按商品交换规律）之

间的特殊区别。

前面举的例子是：１夸特谷物＝１个月劳动。假定１个月劳动

等于３０工作日。（１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在这种情况下，１夸特谷

物的价值小于３０工作日。如果１夸特谷物是３０工作日的产品，那

末，劳动的价值就等于劳动的产品。因此就不会有任何剩余价值，

因而也不会有任何利润。这样就不会有任何资本。就是说，如果１

夸特谷物是支付３０工作日的工资，实际上１夸特谷物的价值就总

是小于３０工作日。剩余价值就取决于这１夸特谷物的价值究竟比

３０工作日小多少。比如说，１夸特谷物是２５工作日的产品。那末，

剩余价值＝５工作日，＝全部劳动时间的
１

６。如果１夸特（８蒲式

耳），２５工作日，那末，３０工作日＝１夸特又１
３

５蒲式耳。可见，３０

工作日的价值（即支付３０工作日的工资）总是小于包含３０工作日

的产品的价值。所以，谷物的价值不决定于［６５５］谷物所支配的劳

动，谷物所换得的劳动，而决定于谷物所包含的劳动。相反，３０日

劳动的价值［即支付３０工作日的工资］始终决定于１夸特谷物，而

不论１夸特谷物的价值是多少。

（３）剩余价值。［李嘉图没有分析剩余价值的起源。

李嘉图把工作日看作一个固定的量］

  如果撇开把劳动和劳动能力混淆起来这一点不谈，那末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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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倒是正确地规定了平均工资，或者说，劳动的价值。这就是，李嘉

图说，平均工资既不决定于工人得到的货币，也不决定于工人得到

的生活资料，而是决定于为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劳动时间，

决定于物化在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中的劳动量。李嘉图把这个叫

做实际工资。（见下文。）

并且，他得出这一规定是必然的。既然劳动的价值决定于该价

值必须花费在上面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

值同一切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决定于生产它们所花费的劳动量，

那末，由此自然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等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

值，等于生产这些必要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劳动量。

但是，不管这个公式多么正确（撇开劳动和资本的直接对立不

谈），它还是不充分的。单个工人为补偿他的工资进行再生产，——

就是说，如果考虑到这个过程的连续性，——他生产的虽然不是直

接供他维持生活的产品｛他可能生产完全不加入他的消费的产品；

即使他生产必要生活资料，但由于分工，他只生产其中的一种，例

如谷物，并且只赋予它一种形式（例如只是粮食，不是面包）｝，但他

生产的商品具有他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或者说，他生产的是他的生

活资料的价值。这就是说，——如果我们考察的是工人的一日平均

消费的话，——他一日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包含的劳动时间，是
·
他

·
的工作日的一部分。他用一日的一部分为再生产他的必要生活资

料的价值而劳动；在工作日的这一部分中生产出来的商品，同工人

一日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具有同样的价值，或者说，包含同样多的

劳动时间。他的工作日中有多大一部分用于再生产或生产他的生

活资料的价值，即他的生活资料的等价物，这取决于这些必要生活

资料的价值（因而，取决于劳动的社会生产率，而不取决于他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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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个别生产部门的生产率）。

李嘉图自然假定，一日的必要生活资料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等

于工人每天为了再生产这些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必须劳动的劳

动时间。但是，这样一来，由于他在阐述问题时没有把每个工人的

工作日的一部分直接表现为用于再生产工人自己劳动能力的价值

的时间，他就给这个问题的研究造成了困难，模糊了对这里存在的

关系的理解。由此便产生了双重的混乱。剩余价值的起源变得不

清楚了，因此后来的经济学家责备李嘉图没有理解、没有阐明剩余

价值的性质。部分地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产生了他们经院式地解释

剩余价值的尝试。但是，因为剩余价值的起源和性质在这里没有得

到明确的表述，所以，把剩余劳动加必要劳动——简单说总工作日

——看作某种固定的量，忽略了剩余价值量的差别，不理解资本的

生产性，不理解资本强迫进行剩余劳动，——一方面是强迫进行绝

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其次是资本所固有的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的内

在渴望，——因而没有阐明资本在历史上的合理性。相反，亚·斯

密已经提出了正确的公式。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和把价值

归结为劳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并且措辞明确。

李嘉图是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有事实出发的。劳动的价值小

于劳动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因此，产品的价值大于生产产品的劳

动的价值，或者说，大于工资的价值。产品的价值超过工资的价值

的余额，就是剩余价值。（李嘉图错误地说成利润，前面已经指出，

他在这里把利润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了，而他说的实际上是后

者。）在李嘉图看来，产品的价值大于工资的价值，这是事实。这个

事实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仍然不清楚。整个工作日大于工作日中生

产工资所需要的部分。为什么呢？李嘉图仍旧没有说明。因此，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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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图错误地假定总工作日的量是固定的，并从这里直接得出了错

误的结论。因此，李嘉图只能用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社会劳动的生

产率的提高或降低来说明剩余价值的增加或减少。换句话说，李嘉

图只知道相对剩余价值。

［６５６］显然，如果工人为生产他自己的生活资料（即同他自己

的生活资料在价值上相等的商品）要用去他一整天工夫，那就不可

能有任何剩余价值，因而也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生产和雇佣劳动。为

了使资本主义生产能够存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必须有相当的发

展，使总工作日中除了再生产工资所必须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余

额，也就是说，要有或多或少的剩余劳动存在。但是，同样明显的

是，如果说在劳动时间既定（工作日长度既定）的情况下，劳动生产

率可以大不相同，那末，另一方面，在劳动生产率既定的情况下，劳

动时间即工作日长度也可以大不相同。其次，很明显，如果说，为了

使剩余劳动能够存在，必须以劳动生产率的一定发展水平为前提，

那末，仅仅这种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就是说，那种必需的最低限度

的劳动生产率的存在）还不能造成它的现实性。为此，必须事先强

迫工人进行超过上述限度的劳动，而强迫工人这样做的就是资本。

这一切在李嘉图著作中都没有谈到，而争取规定正常工作日的整

个斗争却正是由此产生的。

在劳动的社会生产率发展的低级阶段，也就是说，在剩余劳动

相对说来还少的那个阶段，靠别人劳动过活的阶级同劳动者的人

数相比一般是小的。这个阶级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就是说，

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可能大大（相对地说）增长起来。

其次，据认为，劳动的价值在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和在同一时

期的不同国家是有很大变化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故乡是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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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可能很不发达，可是，正是在必要生活资料

的生产上，一方面由于自然因素（如土地）富饶，另一方面由于居民

消费水平极低（由于气候等），这一点能够得到补偿，例如在印度，

这两种情况都存在。在社会的原始状态中，由于社会需要还不发

展，最低限度的工资可能很少（从使用价值的数量来看），可是要花

费许多劳动。但是，即使为生产最低限度的工资所必需的劳动只是

中等的量，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虽然同工资（必要劳动时间）相比

占很大的比例，就是说，即使剩余价值率很高，可是表现为使用价

值，却同工资本身一样，还是极其微少的（相对地说）。

假定必要劳动时间＝１０小时，剩余劳动＝２小时，整个工作日

＝１２小时。如果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１２小时，剩余劳动等于２
２

５小

时，整个工作日是１４
２

５小时，那末，生产出来的价值就大不相同。

在第一种场合，生产出来的价值＝１２小时，在第二种场合，生产出

来的价值等于１４
２

５小时。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也大不相同。在第一

种场合，剩余价值等于２小时，在另一种场合，等于２
２

５小时。可

是，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剩余劳动率，是相同的，因为２∶１０＝２
２

５

∶１２。如果在第二种场合花费的可变资本更多，那末它占有的剩余

价值或剩余劳动也会更多。如果在后一种场合剩余劳动不是增加

２

５小时，而是
５

５小时，从而剩余劳动就等于３小时，而总工作日就

等于１５小时，那末，虽然必要劳动时间，或者说，最低限度的工资

增加了，剩余价值率还是会提高（因为２∶１０＝
１

５，而３∶１２＝
１

４）。

如果由于谷物等涨价而最低限度的工资从１０小时增加到１２小

时，这两种情况就可能同时发生。可见，即使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

率不仅能够保持不变，而且还能够和剩余价值量一起增长。

但是，我们假定，必要工资和以前一样等于１０小时，剩余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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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２小时，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因此，这里完全不考虑不变资本

的生产费用的减少）。如果工人现在多劳动２
２

５小时，其中２小时

他自己占有，
２

５小时成为剩余劳动，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工资

还是剩余价值都会同样增加，但是前者代表的量大于必要工资，或

者说，必要劳动时间。

如果我们取一个既定量，把它分成两个部分，那末，很清楚，其

中一个部分只有在另一个部分减少的情况下才能增加，反过来也

是一样。但是，如果这是增长量（变量），情况就决不是这样。而工

作日（在没有争得正常工作日以前）正是这样的一个增长量。如果

是这种增长量，那末，两个部分都可以增长，或者以同样程度增长，

或者以不同程度增长。一个部分的增长不是以另一个部分的减少

为条件，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也就是工资和剩余价值两者就其交换

价值来看能够同时增长，而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能以同一程度增

长的唯一情况。至于它们的使用价值，那是不言而喻的；［６５７］虽然

劳动的价值，比如说，减少了，使用价值也可能增加。在１７９７年到

１８１５年间，英国的谷物价格和名义工资都大大提高，那时，在正处

于迅猛发展阶段的主要工业部门中，工作日长度也大大增加，我认

为，这种情况阻止了利润率的降低（因为它阻止了剩余价值率的降

低）。但是，在这种场合，正常工作日不管怎样都延长了，工人的正

常寿命，也就是说，他的劳动能力的正常期限，也相应地缩短了。如

果工作日的延长是经常的，就必然产生这种结果。如果这种延长只

是暂时的，只是为了补偿暂时的工资涨价，那末，它除了在按劳动

性质可能延长劳动时间的企业中阻止利润率降低以外，也可能不

产生（妇女和儿童劳动除外）其他后果。（在农业中这种情况最少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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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完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他既不研究剩余价值的

起源，也不研究绝对剩余价值，因而把工作日看作某种既定的量。

可见，对于上述的情况，他所说的剩余价值和工资（他错误地说成

利润和工资）就交换价值来看只能按反比例增加或减少这个规律

是错误的。

我们假定，必要劳动时间不变，剩余劳动也不变。因而得出１０

＋２；工作日＝１２小时，剩余价值＝２小时；剩余价值率＝
１

５。

现在假定，必要劳动时间仍然不变；而剩余劳动从２小时增加

到４小时。工作日便是１０＋４，即１４小时；剩余价值＝４小时；剩余

价值率＝４∶１０＝
４

１０＝
２

５。

在两种场合，必要劳动时间是一样的；但剩余价值在一种场合

比另一种场合多一倍，工作日在第二种场合比第一种场合大六分

之一。其次，虽然工资相等，生产出来的价值，根据各自耗费的劳动

量，却大不相同；在第一种场合生产出来的价值等于１２小时，在另

一种场合＝１２＋
１２

６＝１４。因此，那种认为假定工资相等（就价值来

说，就必要劳动时间来说），两个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之比就等

于两个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量之比的说法，是错误的。只有在正常工

作日不变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才是正确的。

其次，假定由于劳动生产力提高，必要工资从１０小时减到９

小时（虽然它表现为所购买的使用价值仍然不变），剩余劳动时间

也从２小时减到１
４

５小时（即
９

５小时）。在这种情况下，１０∶９＝２∶

１
４

５。因此，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动时间以同一比例减少。在两

种场合，剩余价值率是一样的，因为２＝
１０

５，１
４

５＝
９

５，而１
４

５∶９＝

２∶１０。根据假定，用剩余价值可以买到的使用价值的量仍然不变。

（但是，这一点只适用于作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使用价值。）工作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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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小时减到１０
４

５小时。在第二种场合生产出来的价值量小于第

一种场合。尽管劳动量不等，剩余价值率在两种场合却是一样的。

在考察剩余价值时，我们把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区别开来

了。就一个工作日来看，剩余价值等于它所代表的绝对时数，比如

说，２、３小时等。剩余地值率等于这一时数和构成必要劳动时间的

时数之比。这个区别非常重要，因为它指明了工作日的不同长度。

如果剩余价值等于２小时，那末，必要劳动时间为１０小时，它就等

于
１

５，必要劳动时间为１２小时，它就等于
１

６。在一种场合工作日是

１２小时，在另一种场合工作日是１４小时。在第一种场合剩余价值

率较大，而工人一天劳动的时数较少。在第二种场合剩余价值率较

小，劳动力的价值较大，而工人一天劳动的时数较多。这里我们看

到，在剩余价值不变（但工作日不等）时，剩余价值率可能不同。而

在前面１０∶２和９∶１
４

５的情况下，我们看到，在剩余价值率不变

（但工作日不等）时，剩余价值本身可能不同（在一种情况下是２，

在另一种情况下是１
４

５）。

我在前面（第二章）曾经指出，在工作日既定（工作日的长度既

定），必要劳动时间既定，因而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条件下，剩余价值

量取决于由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１０６这个论点本来是同

义反复。因为，如果１工作日给我提供２小时的剩余劳动，那末，１２

工作日就给我提供２４小时的剩余劳动，或者说，提供２剩余工作

日。可是，在决定利润（利润等于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之比，因而它

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时，这个论点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

个论点所以具有重要意义，是因为量相等而有机构成不同的资本，

使用的工人人数不等，因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一定不等，也就是

说，生产的利润就一定不等。在剩余价值率降低时利润可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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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剩余价值率提高时利润可能降低，或者，如果剩余价值率的提

高或降低由使用的工人人数的相反运动所抵销，利润可能不变。这

里，我们一开始就看到，把剩余价值提高和降低的规律［６５８］与利

润提高和降低的规律等同起来是极端错误的。如果仅仅考察单纯

的剩余价值规律，那末，说在剩余价值率既定（以及工作日既定）

时，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量，这似乎是同义反

复。因为根据假定，这个资本量的增长和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的增

加是一回事，或者说，只是同一事实的不同表现。但是如果进而考

察利润，在这里使用的总资本量和使用的工人人数对于同量资本

来说是大不相同的，那末，就可以看出上述规律的重要性了。

李嘉图是从考察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即代表一定量劳动的商

品出发的。而从这一点出发，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似乎总

是一致的。（这无论如何说明了他的考察方法的片面性，而且也符

合他的整个研究方法——从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

价值出发，然后研究工资、利润等在什么程度上影响这个价值。）但

是，这是假象，因为这里不是单纯地谈商品，而是谈资本主义生产，

谈作为资本的产物的商品。

假定有一笔资本使用一定数量的工人，比如说２０人，而工资

等于２０镑。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固定资本等于零，就是说，完

全不把它计算在内。假定这２０个工人一天劳动１２小时，把价值

８０镑的棉花纺成纱。如果１磅棉花值１先令，２０磅棉花就值１镑，

８０镑＝１６００磅棉花。如果２０个工人用１２小时纺１６００磅棉花，那

末１小时就纺
１６００

１２磅＝１３３
１

３磅。因此，如果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１０

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就等于２小时，它提供２６６
２

３磅纱。１６００磅纱

的价值等于１０４镑；因为，如果１０劳动小时＝２０镑，那末１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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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２镑，２劳动小时＝４镑；因此，１２劳动小时＝２４镑。（８０镑

［原料价值］＋２４镑［新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１０４镑）

但是，假定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等于４小时，那末他们的产品

就等于８镑（我指的是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他们的产品实际上＝

２８镑１０７）。总产品的价值是１２１
１

３镑，
１０８
而这１２１

１

３镑等于１８６６
２

３

磅纱。因为生产条件不变，所以，１磅纱的价值仍然和过去一样；它

包含的劳动时间仍然一样。根据假定，必要工资（它的价值、它所包

含的劳动时间）也保持不变。

不论这１８６６
２

３磅纱是在第一种条件下还是在第二种条件下

生产的，就是说，不论剩余劳动是２小时还是４小时，在两种情况

下这些纱都具有同一价值。那就是，除了以前的１６００磅棉花以外，

多纺的２６６
２

３磅棉花值１３
１

３镑。如果把它加到用于１６００磅棉花

的８０镑上，就是９３
１

３镑，而在两种情况下２０个人的４追加劳动

小时等于８镑。全部［新加］劳动就是２８镑，因而１８６６
２

３磅纱的价

值等于１２１
１

３镑。在两种情况下，工资都是一样的。１磅纱在两种

情况下都值１
３

１０先令。因为１磅棉花的价值＝１先令，所以，在１

磅纱中包含的新加劳动在两种情况下都是先令，或
３

１０便士（或
１８

５便

士）。

可是，在假定的条件下，每磅纱中价值和剩余价值之比是大不

相同的。在第一种情况下，因为必要劳动＝２０镑，剩余劳动＝４镑，

或者说，前者＝１０小时，后者＝２小时，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

是２∶１０，或者说，１∶５。（同样可以说，４镑∶２０镑＝
４

２０＝
１

５。）因

此，在这种情况下，［物化］在１磅纱中的［新加劳动］３
３

５便士中，

包含着
１

５无酬劳动＝
１８

２５便士，或
７２

２５法寻，即２
２２

２５法寻。而在第二种

情况下，必要劳动是２０镑（１０劳动小时），剩余劳动＝８镑（４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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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是８∶２０＝
８

２０＝
４

１０＝
２

５。因此，

［物化］在１磅纱中的［新加劳动］
２

５便士中，无酬劳动是这一数目

的，即５
１９

２５法寻，或１便士１
１９

２５法寻。［６５９］虽然在两种情况下１磅

纱具有同一价值，并且在两种情况下支付同样的工资，但是１磅纱

包含的剩余价值，在一种情况下比在另一种情况下多一倍。在作为

产品的一定部分的单位商品中，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自然

应当同全部产品中的比例一样。

在一种情况下［在１２小时的工作日中把１８６６
２

３磅棉花纺成

纱］，用于棉花的预付资本等于９３
１

３镑，而用于工资的预付资本是

多少呢？这里，用于把１６００磅棉花纺成纱的工资等于２０镑，因而

用于把追加的２６６
２

３磅棉花纺成纱的工资等于３
１

３镑。因此，工资

总共用了２３
１

３镑。而全部支出等于［不变］资本９３
１

３镑＋２３
１

３镑

＝１１６
２

３镑。产品＝１２１
１

３镑。这里［可变］资本的追加支出３
１

３镑

只提供１３
１

３先令（或
２

３镑）的剩余价值。（２０镑∶４镑＝３
１

３镑∶
２

３镑。）

相反，在另一种情况下［在１４小时的工作日中把１８６６
２

３磅棉花

纺成纱］，预付资本只有９３
１

３镑＋２０镑＝１１３
１

３镑，而在４镑剩余价

值上又加上了４镑。在两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纱的数量一样，纱的价

值一样，就是说，这两种纱代表相等的劳动总量；但是这两个相等的劳

动总量，虽然工资相同，却是由大小不等的两笔资本推动的；相反，

工作日的长度是不等的，因而，无酬劳动的量就不同。就单独每一

磅纱来考察，花费在它上面的工资的量，或者说，它所包含的有酬

劳动的量，是不等的。这里，同样多的工资分配在较大量的商品上，

不是因为劳动的生产率在一种情况下比在另一种情况下高，而是

因为在一种情况下被推动的无酬剩余劳动总量比在另一种情况下

９６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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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因此，用同量的有酬劳动，在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纱的磅数比在

另一种情况下多，虽然在两种情况下总共都生产了等量的纱，两种

等量的纱代表等量的总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相反，如果在

第二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话，那末，无论如何（不论剩余价

值同可变资本的比例怎样）１磅纱的价值都要下降。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说，因为１磅纱的价值是既定的，等

于１先令３
３

５便士，其次，新加劳动的价值是既定的，等于３
３

５便

士，并且因为根据假定，工资是相同的，即必要劳动时间不变，所以

剩余价值一定会相同，两笔资本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生产出

来的纱一定会带来相同的利润，那末，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如果谈

的是１磅纱，那倒是对的，但这里谈的是生产了１８６６
２

３磅纱的一

笔资本。为了要知道这笔资本从１磅纱中得到多大的利润（其实是

剩余价值），我们必须知道工作日有多长，或者说，这笔资本（在生

产率既定的情况下）推动的无酬劳动的量有多大。但是这从单位商

品上是看不出来的。

可见，李嘉图只是研究了我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东西。他是从

工作日长度既定这一前提出发的（斯密和他的前辈似乎也是从这

一前提出发的）。（至多，在斯密著作中提到过不同的劳动部门中工

作日长度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已由劳动的较大强度、困难、使人厌

恶的性质等抵销或补偿。）从这个前提出发，李嘉图总的说来正确

地阐明了相对剩余价值。但是在谈到他的研究的主要论点之前，我

们还要引几段引文来说明李嘉图的观点。

“工业中１００万人的劳动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并非总是生产出相

同的财富。”（同上，第３２０页）

这就是说，他们一天劳动的产品总是１００万工作日的产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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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同一劳动时间，而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或者，只有在考虑到不同

劳动部门的不同困难程度等情况而普遍确立同一正常工作日的时

候才可能是正确的。

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在这里用一般形式表述出来的这个

论点还是错误的。假定正常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假定一个人的年

劳动产品用货币表示等于５０镑，而且货币的价值不变。在这种情

况下，１００万人的劳动产品一年总是等于５０００万镑。假定必要劳

动等于６小时，那末用于这１００万人的资本一年就等于２５００万

镑。剩余价值也等于２５００万镑。不管工人得到２５００万，３０００万还

是４０００万，产品总是等于５０００万。可是剩余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

等于２５００万，在第二种情况下等于２０００万，在第三种情况下等于

１０００万。如果预付资本仅仅由可变资本组成，就是说，仅仅由用于

这１００万人的工资的资本组成，那末，李嘉图就对了。因此，他只有

在一种情况下，即在全部资本等于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才是对

的，——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就象在亚·斯密的著作中一样，这个前

提贯穿着全部研究，［６６０］只要他谈的是整个社会的资本；但是，在

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无论在哪一个生产部门中，尤其在整个社会

生产中，这种情况是不存在的。

加入劳动过程但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一部分不变资本，

不加入产品（产品的价值），因此，在这里，当我们讲的是年产品的

价值的时候，无论这一部分不变资本对决定一般利润率多么重要，

它都是同我们无关的。加入年产品的那一部分不变资本，却是另外

一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这部分不变资本中的一部分，或者说，在

一个生产领域表现为不变资本的东西，在另一个生产领域的同一

个生产年度却表现为劳动的直接产品；因而，一年花费的资本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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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一部分，从单个资本家或特殊生产领域的角度来看表现为不

变资本，而从整个社会或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角度来看却归结为可

变资本。因此，这一部分是包含在前面所说的５０００万之内的，是包

含在５０００万中构成可变资本或用于工资的部分之内的。

但是，对于为了补偿工农业中已消费的不变资本而消费的那

一部分不变资本，对于生产不变资本——最初形式的原料、固定资

本和辅助材料——的生产部门使用的不变资本已消费的部分，却

是另外一种情况。这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会在产品中重新表现

出来，会在产品中被再生产出来。这一部分的价值以什么比例加入

全部产品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现有的量（假定劳动生产率保持不

变；但是不管劳动生产率怎样变动，这一部分的价值总是具有一定

的量）。（如果不把农业中的某些例外计算在内，平均说来，就连产

品的量，即１００万人生产出来的、李嘉图认为和价值不同的那个财

富的量，当然也取决于这个作为生产前提的不变资本的量。）如果

没有１００万人的新的年劳动，产品的这一部分价值就不会存在。另

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个不以他们的年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的不变资

本，１００万人的劳动就不能提供同一产品量。这个不变资本作为生

产条件加入劳动过程，但是为了把全部年产品的这一部分价值再

生产出来，无须再花费哪怕是一小时的劳动。因此，作为价值，这一

部分不是年劳动的结果，虽然没有这一年劳动它的价值就不能在

产品中再生产出来。

假定加入产品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等于２５００万，那末，１００万

人的产品的价值就等于７５００万；如果前者等于１０００万，后者就只

等于６０００万，依此类推。因为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变资本对

可变资本的比例在增长，所以１００万人的年产品的价值，就有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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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因素参加１００万人一年生产活动的过去劳动的增长成比例地不

断增长的趋势。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到，李嘉图既不能理解积累的实

质，也不能理解利润的本质。

随着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的增长，劳动生产率也增长，

由人生产出来的、社会劳动借以发挥作用的生产力也增长。诚然，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这一增长，现有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将不断贬值，

因为它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它原先已花费的劳动时间，而是决定于

把它再生产出来所必须花费的劳动时间，而这种劳动时间随着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会不断减少。因此，不变资本的价值虽然不是同它

的量成比例地增长，但毕竟是在增长，因为不变资本的量的增长比

它的价值的减少快。不过，关于李嘉图的积累观点，我们到后面再

谈。

无论如何，这里已经很明显，在工作日既定的情况下，１００万

人年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价值，将根据加入产品的不变资本的量的

不同而大不相同，尽管劳动生产率在增长，这个价值在不变资本构

成总资本的很大部分的地方，比在不变资本构成总资本的较小部

分的社会条件下要大。因此，随着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进步以及实际

上与它同时发生的不变资本的增长，资本本身的份额，在劳动的全

部年产品中相对说来将占越来越大的部分，因而作为资本的财产

（且不说资本家的收入）将不断增大，单个工人甚至整个工人阶级

［的新加劳动］所创造的那部分价值所占的份额，［６６１］与现在作为

资本同他们对立的他们的过去劳动的产品相比，将越来越减少。因

此，劳动能力和作为资本而独立存在的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

离和对立不断增长。（我们这里不谈可变资本，即年劳动的产品中

为再生产工人阶级所必需的那一部分；但是，就连工人阶级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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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资料本身也是作为资本同他们对立的。）

李嘉图把工作日看作既定的、有限的、固定的量的观点，在他

书中的其他地方也谈到过，例如

“它们〈工资和资本的利润〉加在一起总是具有同一价值”。（同上，第４９９

页，第３２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

换言之，这只不过是说：劳动时间（工作日）——其产品在工资

和资本的利润之间进行分配——总是同一的，是不变的量。

“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具有同一价值。”（第４９１页注）

这里我无需重复，利润在这些地方都应读作剩余价值。

“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将总是同一价值。”（第４９０—４９１页）

“工资应当按照它的实际价值计算，就是说，按照生产工资时使用的劳动

和资本的量计算，不应按照它用衣服、帽子、货币或谷物来表示的名义价值计

算。”（第１章《论价值》，第５０页）

工人得到的（他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的）生活资料（谷物、衣服

等）的价值，决定于生产它们所需要的总劳动时间，这里既包括生

产它们所必需的直接劳动量，也包括生产它们所必需的物化劳动

量。但是，李嘉图把问题搞糊涂了，因为他没有把问题表达清楚，他

不是说：“它的（工资的）实际价值，即工作日中为再生产他（工人）

自己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为再生产以工资形式支付给他，或者

说，用以交换他的劳动的必要生活资料的等价所需要的那一部

分”。“实际工资”应由工人为生产或再生产他自己的工资在一天中

必须劳动的平均时间来决定。［而李嘉图做了这样的表述：］

“工人只有在用他的工资能买到大量劳动的产品时，他的劳动才是得到

真正高的价格。”（第３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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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相对剩余价值。

［对相对工资的分析是李嘉图的科学功绩］

  相对剩余价值——这实际上是李嘉图在利润名义下研究的剩

余价值的唯一形式。

为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并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商品的

价值，因而商品的价值是一个既定的、一定的量。这个量在雇佣工

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李嘉图同斯密一样在这里没有考虑不变资

本。）很明显，一个分配者的份额的增加或减少，只能同另一个分配

者的份额的减少或增加成比例。既然商品的价值全靠工人的劳动

来创造，那末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这种劳动本身作为前提，但是工

人必须活着，维持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必须得到必要工资（与劳

动能力价值相等的最低限度的工资），否则就不可能有这种劳动。

因此，工资和剩余价值——照李嘉图看来，商品的价值或产品本身

分成这两个范畴——不仅彼此成反比，而且最初的、决定性的因素

是工资的变动。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引起利润（剩余价值）方面的相

反的运动。工资提高或降低，不是因为利润（剩余价值）降低或提

高，相反，因为工资提高或降低，剩余价值（利润）才降低或提高。工

人阶级从自己的劳动所创造的年产品中取得他自己的份额以后剩

下的剩余产品（其实应当说剩余价值），成为资本家阶级赖以生活

的实体。

既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包含的劳动量，而工资和剩余价

值（利润）只不过是两个生产者阶级彼此之间分配商品价值的份

额，比例，那末，很明显，工资的提高或降低虽然决定剩余价值率

（在李嘉图那里是利润率），但是并不影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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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货币表现）。一个整体在两个分配者之间进行分配的比例，

既不会使这个整体本身变大，也不会使它变小。因此，认为工资的

提高会提高商品的价格的看法，是一种错误的成见；工资提高只能

使利润（剩余价值）降低。甚至李嘉图所举的一些例外情况即工资

提高似乎会引起一些商品的交换价值降低，并引起另一些商品的

交换价值提高——如果说的是价值，那也是错误的，只有对费用价

格来说才是正确的。

［６６２］既然剩余价值（利润）率决定于工资的相对高度，那末后

者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如果撇开竞争不谈，工资决定于必要生活

资料的价格。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土地越

肥沃，劳动生产率就越高（这里，李嘉图假定是资本主义生产）。每

一种“改良”都使商品、生活资料的价格降低。因此，工资，或者说，

“劳动的价值”的提高或降低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反比，只要这

一劳动所生产的是加入工人阶级日常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因此，

剩余价值（利润）率的降低或提高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成正比，因

为这种发展使工资降低或提高。

工资不提高，利润（剩余价值）率就不可能降低；工资不降低，

利润率就不可能提高。

工资的价值不是按照工人得到的生活资料的量来计算的，而

是按照这些生活资料所耗费的劳动量（实际上就是工人自己占有

的那部分工作日），按照工人从总产品中，或者更确切地说，从这个

产品的总价值中得到的比例部分来计算的。可能有这种情况，工人

的工资用使用价值（一定量的商品或货币）来衡量，是提高了（在劳

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可是按价值却降低了，也可能有相反的

情况。分析相对工资，或者说，比例工资，并把它作为范畴确定下

来，是李嘉图的巨大功绩之一。在李嘉图以前，始终只对工资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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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考察，因而工人被看作牲畜。而这里工人是被放在他的社会

关系中来考察的。阶级和阶级相互之间的状况，与其说决定于工资

的绝对量，不如说更多地决定于比例工资。

现在从李嘉图著作中引几段话，以证实前面所表述的论点。

“猎人一天劳动的产品鹿的价值恰好等于渔夫一天劳动的产品鱼的价

值。不管产量多少，也不管普通工资或利润的高低，鱼和野味的比较价值完全

由它们自身包含的劳动量决定。如果……渔夫……雇用１０个人，他们的年劳

动值１００镑，他们劳动一天可捕得鲑鱼２０条；如果……猎人也雇用１０个人，

他们的年劳动值１００镑，他们一天为他捕鹿１０只；那末，不论全部产品中归

捕获者的份额是多少，一只鹿的自然价格是两条鲑鱼。用来支付工资的份额

对利润问题是极为重要的；因为一眼就可以看出，利润的高低恰好同工资的

高低成反比；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鱼和野味的相对价值，因为在这两个行业

中，工资要高就会同时都高，要低就会同时都低。”（第１章《论价值》，第２０—

２１页）

我们看到，李嘉图从被雇用者的劳动中得出商品的全部价值。

在被雇用者和资本之间分配的，就是被雇用者自己的劳动，或者

说，这一劳动的产品，或者说，这一产品的价值。

“工资的任何变动不可能引起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因为，假定工

资提高，这两个行业中的任何一个并不因此就需要更大的劳动量，虽然对这

一劳动将支付更高的价格…… 工资可能提高百分之二十，因此利润会以或

大或小的幅度降低，但这决不会使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发生丝毫变动。”（同

上，第２３页）

“劳动的价值提高，利润就不能不降低。如果把谷物在租地农场主和工人

之间分配，后者得到的份额越大，留给前者的就越小。同样，如果把呢绒和棉

织品在工人和雇主之间分配，分给前者的份额越大，留给后者的就越小。”（同

上，第３１页）

［６６３］“亚当·斯密和一切追随他的著作家，据我所知，无一例外地都认

为，劳动价格的上涨，必然会引起一切商品价格的上涨。我希望，我已成功地

证明了这种意见是毫无根据的。”（同上，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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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提高，如果是由于工人得到比较优厚的报酬，或者由于那些用工

资购买的必需品的生产发生困难，那末，除了某些情况以外，不会引起价格的

提高，但对于利润降低却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工资的提高是由“货币价值的

变动”引起的，那是另一回事。“在一种场合｛即上述的后一种场合｝，国家的年

劳动中并没有花费更大的份额来维持工人生活，在另一种场合，却花费了更

大的份额。”（同上，第４８页）

［６６３］“随着食物和其他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上涨；随

着这些东西的价格下降，劳动的自然价格也下降。”（同上，第８６页）

“现有人口的需要满足之后剩下来的剩余产品，必然同生产的容易程度

成比例，也就是说，从事生产的人数越少，剩余产品就越多。”（第９３页）

“不论是耕种调节价格的那一等级土地的租地农场主，还是生产工业品

的工厂主，都没有牺牲自己产品的任何部分来支付地租。他们的商品的全部

价值只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构成资本的利润，另一部分构成工资。”（第１０７

页）

“假定丝绸、天鹅绒、家具以及其他任何不是工人需要的商品由于所费劳

动增加而涨价，这会不会影响利润呢？当然不会。因为只有工资提高才能影响

利润；丝绸和天鹅绒不为工人所消费，所以它们价格的上涨就不能提高工

资。”（第１１８页）

“如果１０个工人的劳动在一定质量的土地上可以获得小麦１８０夸特，每

夸特价值４镑，共计７２０镑（第１１０页）……在任何情况下，这７２０镑都必定

分成工资和利润…… 不论工资或利润是提高还是降低，这两者都必定由

７２０镑这个总额中提供。一方面，利润决不能提高到从这７２０镑中取出那样

大一部分，以致余数不足以给工人提供绝对必需品；另一方面，工资决不能提

高到使这个总额不剩下一部分作为利润。”（第１１３页）

“利润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取决于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而必要生活

资料的价格主要取决于食物的价格，因为其他一切必需品的数量是可以几乎

无止境地增加的。”（第１１９页）

“虽然生产了一个较大的价值〈在土地变坏的情况下〉，但这一价值在支

付地租以后剩下的部分中却有较大的份额是由生产者消费的｛李嘉图在这里

把工人和生产者等同起来了｝，而这一点，并且只有这一点，却调节着利润的

大小。”（第１２７页）

“改良的实质就是使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比以前减少；而这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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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使商品的价格，或者说，相对价值下降。”（第７０页）

“如果减少帽子的生产费用，尽管对帽子的需求增加一倍、两倍或者三

倍，帽子的价格最后总要降到其新的自然价格的水平。如果降低维持人的生

活的食物和衣服的自然价格，从而减少人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生产费用，尽

管对工人的需求［６６４］可能大大增加，工资最后还是会降低。”（第４６０页）

“工资分得的份额越小，利润分得的份额就越大，反过来也是一样。”（第

５００页）

“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说明，必需品的实际价值每有降低，工资也就降

低，而资本利润则提高；换句话说，在任何一定的年价值中，归工人阶级所得

的份额会减少，而归用基金使用这个阶级的人所得的份额会增加。”

｛只是在最后这句非常通俗的话里，李嘉图即使没有猜到，但

毕竟说出了资本的本质。不是积累的劳动被工人阶级，被工人自己

使用，而是“基金”，“积累的劳动”“使用这个阶级”，使用现在的、直

接的劳动。｝

“假定某工厂生产的商品价值为１０００镑，这一价值在老板和他的工人之

间分配｛这句话又反映了资本的本质；资本家是老板，工人是他的工人｝，工人

得８００镑，老板得２００镑；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降到９００镑，同时由于必需品

降价在工资上节省了１００镑，那末，老板的纯收入丝毫不会减少。”（第５１１—

５１２页）

“如果由于机器改良，生产供工人穿的鞋子和衣服所需要的劳动量只等

于现在的四分之一，那末这些东西的价格也许会降低７５％；但是，绝不能由

此得出结论说，工人因此就可以不再只消费一件上衣和一双鞋子，而可以经

常消费四件上衣和四双鞋子了；由于竞争的影响和人口急剧增加的刺激，他

的工资也许不久就会同用工资购买的各种必需品的新价值相适应。如果这种

改良推广到工人的一切消费品，大概过了几年以后我们就会看到，虽然与任

何其他商品相比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已经大大降低，虽然这些商品现在是已

经大大减少了的劳动量的产品，但工人的消费量即使有所增加也是十分有限

的。”（第８页）

“工资的增加，总是靠减少利润，工资降低时，利润总是提高。”（第４９１页

９７４李嘉图的剩余价值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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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在本书中，我始终力图证明：工资不降低，利润率就决不会提高；用工资

购买的各种必需品不跌价，工资就不能持久降低。因此，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

扩大或机器的改良，工人消费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能按较低廉的价格进入市

场，利润就会提高。如果我们不自己种植谷物，不自己制造工人所用的衣服和

其他必需品，而是发现一个新的市场，可以用较低廉的价格从那里取得这些

商品，工资就会降低，利润就会提高；但是，如果由于对外贸易的扩大或机器

的改良而以较低廉的价格取得的商品仅仅是供富人消费的商品，利润率就不

会发生任何变动。葡萄酒、天鹅绒、丝绸及其他贵重商品的价格即使降低

５０％，工资率也不会受到影响，因而利润也会保持不变。

所以，对外贸易虽然对国家极为有利，因为它增加了用收入购买的物品

的数量和种类，并且由于商品丰富和价格低廉而为节约和资本积累提供刺激

｛为什么不是为浪费提供刺激？｝，但是，如果进口的商品不属于用工人工资购

买的那一类商品，就根本没有提高资本利润的趋势。

以上关于对外贸易的看法同样适用于国内贸易。利润率决不会由于分工

的改进、机器的发明、道路和运河的兴修或者在商品制造或运输上采用任何

其他节约劳动的方法而提高。”

｛李嘉图刚刚讲过完全相反的话；他的意思显然是说，除非由

于上述改良减少了劳动的价值，否则利润率决不会提高。｝

“所有这些原因都影响商品价格，总是对消费者极为有利，因为它们使消

费者能够用同样的劳动换得更多的在生产上实行了改良的商品；但是它们对

于利润绝对没有任何影响。另一方面，［６６５］工人工资的任何降低都使利润提

高，但是对于商品价格毫无影响。前一种情况对一切阶级都有利，因为一切阶

级都是消费者”

｛但是，这怎么会对工人阶级有利呢？因为根据李嘉图的假定，

如果这些商品属于用工资购买的物品，它们会使工资降低，如果它

们的减价不会使工资降低，它们就不属于用工资购买的物品｝；

“后一种情况只对生产者有利；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利润，但一切物品的价

格仍旧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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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怎么可能呢？因为根据李嘉图的假定，使利润提高的工

人工资的降低，正是因为必要生活资料价格降低才发生的，因此决

不能说“一切物品的价格仍旧不变”｝。

“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们得到的数额同以前一样，但是用他们的所得来购

买的一切物品〈这又错了；应该说除了必要生活资料以外的一切物品〉的交换

价值减少了。”（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我们看到，整个这一段都写得极为草率。但是，撇开这些形式

上的缺点不谈，这一切，就象在整个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这种研究

中一样，只有在把“利润率”读成“剩余价值率”的情况下才是正确

的。即使对奢侈品来说，上述改良也可以提高一般利润率，因为这

些生产领域的利润率，同其他一切生产领域的利润率一样，也参加

一切特殊利润率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率的过程。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由于上述种种影响，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降低了，或者

周转时间的长度缩短了（就是说，流通过程有了变化），那末，利润

率就会提高。其次，李嘉图在这里对于对外贸易的影响作了非常片

面的解释。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非常重要的是产品发展成为商

品，而这同市场的扩大，同世界市场的建立，因而同对外贸易，有极

为重要的联系。

如果撇开这一点不谈，李嘉图倒是提出了一个正确的原理，就

是说：一切不论是由分工、机器的改进、运输工具的完善还是由对

外贸易引起的改良，一句话，一切缩短制造和运输商品的必要劳动

时间的方法，由于并且只要它们降低劳动的价值，都会增加剩余价

值（就是说，也会增加利润），从而使资本家阶级发财致富。

最后，我们在这一节里还必须引用李嘉图阐明相对工资的本

质的几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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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必须雇用一个工人劳动一星期，我不是付给他１０先令而是付给

他８先令，而货币的价值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动，这个工人现在用８先令买到

的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可能比以前用１０先令买到的还多。但是，这不是象亚

·斯密和最近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那样，由于他的工资的实际价值提高了，

而是由于工人用他的工资购买的那些物品的价值降低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

回事。但是，当我把这叫做工资的实际价值降低时，有人却说我使用了同这门

科学的真正原理不相容的新奇说法。”（同上，第１１—１２页）

“要正确地判断利润率、地租率和工资率，我们不应当根据任何一个阶级

所获得的产品的绝对量，而应当根据获得这一产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由于机

器和农业的改良，全部产品可能加倍；但是，如果工资、地租和利润也增加一

倍，那末三者之间的比例仍然和以前一样，其中任何一项也不能说有了相对

的变动。但是，如果工资没有如数增加，如果它不是增加一倍而只增加一半

……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说……工资已经降低而利润已经提高，那

是对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衡量产品价值的不变的标准，我们就会发现，

现在归工人阶级……所得的价值比以前少了，而归资本家阶级所得的价值比

以前多了。”（第４９页）

“工资的这种降低，仍然是真正的降低，尽管它〈工资〉现在能够为工人提

供廉价商品的量比他以前的工资所提供的还多。”（第５１页）

       

德·昆西指出了李嘉图所发挥的一些论点，并把它们同其他

经济学家的观点作了对照。

李嘉图以前的经济学家的情况是这样的：“当有人问他们究竟是什么决

定一切商品的价值的时候，回答是：价值主要由工资决定。再问：究竟是什么

决定工资？他们就会指出，工资必须同用它购买的商品的价值相适应；这个回

答实际上就是说，工资由商品的价值决定。”（《三位法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

对话，主要是关于李嘉图先生的〈原理〉》，［６６６］载于１８２４年《伦敦杂志》第９

卷第５６０页）

就在这个《对话》中，谈到用劳动量衡量价值的规律和用劳动

价值衡量价值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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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公式决不能认为仅仅是同一规律的两个不同表现，李嘉图先生

的规律（即关于Ａ的价值和Ｂ的价值之比等于生产它们的劳动量之比的论

点）用否定式来表达，最好是说：Ａ的价值和Ｂ的价值之比不等于生产Ａ的

劳动的价值和生产Ｂ的劳动的价值之比。”［同上，第３４８页］

（如果在Ａ和Ｂ两个部门中资本的有机构成相同，那末，确实可

以说，这两种资本的产品价值之比等于生产这两种产品的劳动的价值

之比。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产品Ａ和产品Ｂ中包含的积累劳动量之

比等于这两种产品包含的直接劳动量之比。两个部门的有酬劳动量之

比等于这两种资本所使用的直接劳动总量之比。假定两种资本的

构成都是８０ｃ＋２０ｖ，剩余价值率都等于５０％。如果一笔资本等于

５００，而另一笔等于３００，那末前者的产品等于５５０，而后者的产品

等于３３０。于是，两种产品之比也等于工资５×２０（即１００）和工资３

×２０（即６０）之比。因为１００∶６０＝１０∶６＝５∶３。产品Ａ和产品Ｂ

的价值之比是５５０∶３３０，或５５∶３３，或
５５

１１∶
３３

１１（因为５×１１＝５５，３

×１１＝３３），因而等于５∶３。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是知道

它们之间的比例，而不知道所考察的两种产品的实际价值，因为各

种极不相同的价值量都可以符合于５∶３这一比例。）

“如果产品的价格为１０先令，那末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就不能超过１０

先令。但是，难道不是恰好相反，是工资加利润决定价格吗？不，那是陈旧的、

过时的学说。”（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

２０４页）

“新的政治经济学证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并且仅仅由生产该商品的

劳动的相对量决定。既然价格本身已经决定，价格也就决定那个无论工资还

是利润都必须从中取得自己的特殊份额的基金。”（同上）“凡是可能破坏工资

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的变动，必定从工资中发生。”（同上，第２０５页）

“李嘉图给地租学说增添了新的东西：他把地租学说归结为地租是否真

的取消了价值规律的问题。”（同上，第１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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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六 章］

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１）李嘉图把利润和剩余价值

区别开来的个别场合］

  已经详细证明：剩余价值规律，或者更确切地说，剩余价值率

规律（假定工作日既定），不是象李嘉图所解释的那样，直接地、简

单地同利润规律相一致，或者说，可以直接地、简单地适用于利润

规律；李嘉图错误地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只有在全部资本

都由可变资本组成，或者说，全部资本都直接用于工资的场合，剩

余价值和利润才是等同的；因此，李嘉图在“利润”名义下考察的，

一般说来只是剩余价值。也只有在上述这种场合，总产品才会简单

地归结为工资和剩余价值。李嘉图显然同意斯密关于年产品的总

价值归结为收入的观点。因此，他也就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来

了。

这里没有必要重复说，利润率不是由支配剩余价值率的那些

规律直接支配的。

第一，我们已经看到，利润率可能由于地租的降低或提高而提

高或降低，同劳动价值的任何变动无关。

第二，利润的绝对量等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但是，后者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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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决定于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因此在剩余价

值率降低而工人人数增加的情况下，利润量可能不变，反过来也是

一样。

第三，在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条件下，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的有机

构成。

第四，在剩余价值既定（从而假定每１００单位的资本的有机构

成也既定）的条件下，利润率取决于资本的不同部分的价值比例，

这些不同部分可能由于不同原因而发生变动：部分地由于使用生

产条件时节省了力等等；部分地由于价值变动，这种价值变动可能

影响资本的一部分而不影响资本的其他部分。

最后，还要考虑到从流通过程产生的资本构成的差别。

［６６７］从李嘉图著作中已经隐约透露出来的一些想法，本来应

该促使他把剩余价值和和润区别开来。由于他没有这样作，看

来，——正如在分析第一章（《论价值》）时已经指出的，——他在有

些地方就滑到认为利润只是商品价值的附加额这样一种庸俗观点

上去了；例如，他在谈到固定资本占优势的资本的利润如何决定等

等的时候就是如此①。他的追随者们的极其荒谬的言论，就是从这

里产生的。说平均起来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或者说，利润取决

于所使用的资本量，这个论点实际上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不用一

系列中介环节把它同一般价值规律等联系起来，简而言之，如果把

利润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这只有对全部资本来说才是正确的），

那末，就必然会产生庸俗观点。正因为如此，李嘉图才没有找到确

定一般利润率的任何途径。

李嘉图懂得，商品价值的变动如果象货币价值的变动那样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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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程度影响资本的一切部分，这种变动就不影响利润率。李嘉图

本来应该由此得出结论说，商品价值的变动如果不是以同一程度

影响资本的一切部分，这种变动就影响利润率；因此，在劳动价值

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可能变动，甚至可能朝着同劳动价值变动相

反的方向变动。但是，首先他必须注意到，剩余产品，或者在他看来

也可以说，剩余价值，或者他还可以说，剩余劳动，只要他是从利润

角度来考察的，他就不能单单按它同可变资本的比例来计算，而要

按它同全部预付资本的比例来计算。

关于货币价值的变动，他说：

“不论货币价值的变动有多大，它都不会引起利润率的任何变动；因为，

假定工厂主的商品价格从１０００镑上涨到２０００镑，即涨价１００％，如果他的资

本（货币价值的变动对他的资本和对产品的价值所起的影响是一样的），如果

他的机器、建筑物和商品储备同样涨价１００％，他的利润率将照旧不变……

 如果工厂主用一定价值的资本，通过节约劳动的办法，能使产品数量增加

一倍，而产品价格下跌到原先价格的一半，那末产品同生产产品的资本的比

例将照旧不变，因而利润率也将照旧不变。如果在他用同一资本使产品量增

加一倍的同时，货币价值由于某种原因降低一半，产品就将按两倍于以前的

货币价值出卖；但是用来生产这种产品的资本也将具有两倍于以前的货币价

值；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产品价值同资本价值的比例也将照旧不变。”（同上，

第５１—５２页）

如果李嘉图这里说的产品是指剩余产品，那是对的。因为利润

率＝ 剩余产品（剩余价值）
资    本

。所以，如果剩余产品＝１０，资本＝１００，那末利

润率＝
１０

１００＝
１

１０１０％。但是，如果他指的是全部产品，问题就说得不

确切。那样的话，李嘉图所谓产品价值同资本价值的比例，显然是

指商品价值超过预付资本价值的余额。无论如何可以看出，李嘉图

在这里没有把利润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没有把利润率同剩余价

６８４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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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率（等于剩余价值
劳动价值

或者说，
剩余价值
可变资本

）等同起来。

李嘉图说：

“假定用来制造某些商品的原产品跌价，这些商品也将因此跌价。不错，

这些商品将跌价，但是随着商品的跌价，生产者的货币收入并不会有任何减

少。如果他卖出商品得到的货币减少，那只不过是因为用来制造商品的材料

之一的价值已经减少。如果毛织厂主卖出呢绒不是得到１０００镑，而是只得到

９００镑，那末，在用来纺织呢绒的羊毛的价值降低了１００镑的情况下，他的收

入仍然不会减少。”（同上，第３２章第５１８页）

（其实，李嘉图在这里讲的问题——原产品价值下降在某一实

际场合的影响——同我们这里毫无关系。羊毛价值突然下降对于

那些毛织厂主的货币收入当然有（不利）影响，因为他们在仓库里

存有大批成品，这些成品是在羊毛昂贵的时候制造的，却要在羊毛

价值［６６８］下降之后拿去出卖。）

按照李嘉图这里的假定，如果毛织厂主推动的劳动量同以前

一样｛其实他们可以推动更大的劳动量，因为一部分游离出来的、

以前仅仅用于原料的资本，现在就可以用于原料加劳动了｝，那末，很

明显，这些工厂主的“货币收入”按其绝对量来说“不会减少”，而他们

的利润率却比以前增长了；因为同以前一样的那个量，比如说

１０％，即１００镑，现在就不是按１０００镑，而是按９００镑计算。在第

一种情况下利润率是１０％，在第二种情况下就等于
１

９，即１１

１

９％。何况李嘉图还假定用来制造商品的原产品普遍跌价，那就不仅

仅是某一个别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而且一般利润率都会提高。李嘉图

不理解这一点是令人奇怪的，尤其是因为相反的情况他倒理解。

那就是，李嘉图在第六章（《论利润》）中考察了这样的情况：由

于必需品涨价（因为较坏的土地投入耕种从而使级差地租提高），

第一，工资会提高，第二，一切地面上的原产品的价格会上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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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假定决不是必然的。虽然谷物涨价，棉花、丝，甚至羊毛和亚麻却

完全可能跌价。）

第一，李嘉图说，租地农场主的剩余价值（即他所说的利润）将

降低，因为他雇用的１０个工人劳动的产品的价值仍然等于７２０

镑，他必须从这个７２０镑的基金中拿出较大的一部分作为工资。李

嘉图接着说：

“但是，利润率会降低得更多，因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

是由原产品，例如他的谷物、干草、未脱粒的小麦和大麦、马和牛等组成的，这

一切都将因产品涨价而涨价。他的绝对利润将从４８０镑降到４４５镑１５先令；

但是，如果由于我刚才说的原因，他的资本从３０００镑增加到３２００镑，那末在

谷物价格是５镑２先令１０便士时，他的利润率将会降到１４％以下。如果一个

工厂主在他的企业中也投资３０００镑，由于工资增加，他要继续经营这一企

业，就不得不增加资本。如果他的商品以前卖７２０镑，现在他仍然要按同样的

价格出卖；但是，工资原来是２４０镑，当谷物价格是５镑２先令１０便士时就

会增加到２７４镑５先令。在第一种情况下，他还剩下４８０镑作为３０００镑资本

的利润，在第二种情况下，他的资本增加了，而利润却只有４４５镑１５先令。因

此，他的利润会同租地农场主的已经变动了的利润率相一致。”（同上，第

１１６—１１７页）

可见，李嘉图这里把绝对利润（即剩余价值）和利润率区别开

来了，并且指出，利润率由于预付资本价值变动而降低的幅度大于

绝对利润（剩余价值）由于劳动价值提高而降低的幅度。这里，即使

劳动价值保持不变，利润率也要降低，因为同一绝对利润要按更大

的资本来计算。因此，在前面引用的他的例子即原产品价值降低的

例子中，就会发生一个相反的情况，就是利润率提高（它不同于剩

余价值的提高，或者说，不同于绝对利润的提高）。因此，这就说明，

利润率的提高和降低，除了决定于绝对利润的增减和按用于工资

的资本计算的绝对利润率的提高和降低以外，还决定于其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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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在刚才引证的那个地方接着说：

“珠宝制品、铁器、银器和铜器不会涨价，因为它们的成分中没有地面上

的原产品。”（同上，第１１７页）

这些商品的价格不会上涨，但是，这些部门的利润率会高于其

他部门的利润率。因为在其他部门，（由于工资增加而）减少了的剩

余价值是同由于双重原因——第一，工资支出增加，第二，原料支

出增加——而增大了价值的预付资本相比。在第二种情况下［即生

产珠宝制品等的情况下］，［６６９］减少了的剩余价值是同由于工资

增加而只增大了可变部分的预付资本相比。

在这几个地方，李嘉图自己推翻了他的以错误地把剩余价值

率和利润率等同起来作为基础的整个利润理论。

“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如果随着原产品价格上涨工资也同时增加，农业

利润和工业利润都会降低。”（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从李嘉图自己所说的话中可以得出结论，在原产品价格上涨

时，即使工资不随之增加，由于由原产品组成的那部分预付资本涨

价，利润率也会降低。

“假定丝绸、天鹅绒、家具以及其他任何不是工人需要的商品由于所费劳

动增加而涨价，这会不会影响利润呢？当然不会。因为只有工资提高才能影响

利润；丝绸和天鹅绒不为工人所消费，所以它们价格的上涨就不能提高工

资。”（同上，第１１８页）

这些特殊部门的利润率当然要降低，尽管劳动价值——工资

——保持不变。丝织厂主、钢琴厂主和家具厂主等的原料会变贵，

因此保持不变的剩余价值同支出的资本的比例会降低，从而利润

率会降低。而一般利润率是所有工业部门的特殊利润率的平均比

率。或者，上述那些工厂主会提高他们的商品的价格，以便象以前

那样获得平均利润率。价格的这种名义上的提高并不直接影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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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率，但是影响利润的支出。

李嘉图再次回到前面考察的情况：剩余价值（绝对利润）降低

是因为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以及地租）提高。

“我必须再次指出，利润率的降低比我在计算中假定的要迅速得多；因为

如果产品的价值象我在前面假定的情况下说过的那样高，租地农场主的资本

的价值就会大大增加，因为他的资本必须由许多价值已经增加的商品组成。

在谷物价格可能从４镑上涨到１２镑以前，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交换价值也

许就已经增加一倍，等于６０００镑而不是３０００镑了。因此，如果租地农场主的

利润原来是１８０镑，或者说，是他原有资本的６％，那末现在实际利润率不会

高于３％；因为６０００镑的３％是１８０镑，而且一个持有６０００镑的新租地农场

主要经营农业，就只有接受这种条件。许多行业都会从这里得到或大或小的

好处。啤酒业者、烧酒业者、毛织厂主、麻织厂主减少的利润，由于他们储存的

原料和成品价值提高，会得到部分的补偿；但是，金属制品、珠宝制品和其他

许多商品的工厂主以及资本完全由货币组成的人，就要承担利润率降低的全

部损失而得不到任何补偿。”（同上，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这里重要的只是李嘉图所没有觉察到的一点，那就是：他推翻

了自己把利润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的观点，并且确认，不管劳动价

值怎样，利润率可能受不变资本价值变动的影响。此外，他的例子

只有部分是正确的。租地农场主、毛织厂主等等从他们现有的和上

了市场的商品储备涨价得到的好处，到他们把这些商品一脱手，自

然就没有了。一旦他们的资本消费完了，必须进行再生产了，这笔

资本价值的提高就同样不再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了。到那时候，他

们的处境就都和李嘉图自己提到的新的租地农场主一样，为了获

得３％的利润，就不得不预付６０００镑资本。相反，［ —６７０］珠

宝业者、金属制品厂主、货币资本家等的损失起初虽然没有得到任

何补偿，但是他们会实现高于３％的利润率，因为价值有了提高的

只是他们用于工资的资本，而不是他们的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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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在李嘉图提到的利润降低由资本价值的提高来补偿的

问题上，还有一点是重要的，就是对资本家来说，——以及一般地

就年劳动产品的分配来说，——问题不仅在于产品在参与收入分

配的不同人们之间进行分配，而且在于这种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

［（２）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

或者说，“普通利润”）的形成］

［（ａ）事先既定的平均利润率是李嘉图利润理论的出发点］

李嘉图的理论观点在这里决不是清楚的。

“我曾经指出，某种商品的产量可能不敷新的需求，因此它的市场价格可

能超过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必要价格。但是，这只是暂时的现象。用来生产

这种商品的资本所获得的高额利润，自然会把资本吸引到这个生产部门中

来；一旦有了必要的基金，商品量有了相当的增加，商品价格就会下跌，这一

生产部门的利润就会同一般水平相一致。一般利润率的降低同个别部门的利

润的局部提高决不是不相容的。
·
正
·
由
·
于
·
利
·
润
·
不
·
等，
·
资
·
本
·
才
·
由
·
一
·
个
·
部
·
门
·
转
·
移
·
到

·
另
·
一
·
个
·
部
·
门。因此，当一般利润由于工资提高以及向日益增长的人口供应必

需品的困难增加而降低并逐渐稳定在较低的水平时，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可能

在一个短时间内超过原来的水平。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的个别部门在一定

时间内也可能获得非常的刺激。”（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应当记住，市场上价格经常变动，这首先取决于供求关系。虽然呢绒可

以按每码４０先令的价格供应，并为资本提供普通利润，但由于时装样式改变

……它可能上涨到６０或８０先令。毛织厂主将暂时得到非常利润，但资本将

自然流入这个工业部门，直到供求再达到适当的水平为止，那时呢绒的价格

将再降到４０先令，也就是降到它的自然价格，或者说，必要价格。同样，每当

谷物的需求增加时，其价格也可能上涨到使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高于普通利

润。如果肥沃的土地很多，那末，在使用了必要的资本量来生产谷物之后，谷

物的价格将再降到它原来的水平，利润也将和以前一样；但是，如果肥沃的土

地不多，如果为了生产追加的谷物量需要比通常更多的资本和劳动，那末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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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价格就不会降到它原来的水平。它的自然价格就会上涨，租地农场主就

不能长久地获得较高的利润，而不得不满足于降低了的利润率，这是必需品

涨价使工资提高的必然结果。”（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如果工作日既定（或者说，如果在不同生产部门只有工作日长

度的差别，而这种差别又为不同种类的劳动的特点抵销），那末，一

般剩余价值率，即一般剩余劳动率也是既定的，因为工资平均起来

是相同的。李嘉图念念不忘这一点。所以，他把这种一般剩余价值

率同一般利润率混淆起来了。我已经指出，在一般剩余价值率相同

的情况下，如果商品按照各自的价值出卖，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利

润率必然是完全不同的。

一般利润率是用社会的（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除生产出来的

全部剩余价值而得出来的；因此，每一个别生产部门的每一笔资

本，都表现为具有同一［６７１］有机构成（不论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的构成来说，还是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构成来说）的总资本

的相应部分。这笔资本作为这样的相应部分，按照它的量的大小，

从资本总额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获得自己的股息。这样分配的剩

余价值，即在一定时期（比如说一年）内分给一定量（比如说１００）

的资本的一份剩余价值，就形成平均利润，或者说，形成加入每一

部门的费用价格的一般利润率。如果这一份等于１５，那末普通利

润就是１５％，费用价格＝１１５。如果，比如说，只有一部分预付资本

作为损耗加入价值形成过程，那末费用价格可能小些。但是费用价

格总是等于已消费的资本加１５，即加预付资本的平均利润。如果

在一种情况下有１００加入产品，在另一种情况下只有５０加入产

品，那末在一种场合费用价格等于１００＋１５＝１１５，而在另一种场

合等于５０＋１５＝６５；这样，两种资本就会按照同一费用价格，即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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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为两种资本提供同一利润率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显然，一般

利润率的出现、实现和确立，使得价值必然转化为不同于价值的费

用价格。李嘉图却相反，他假定价值和费用价格是等同的，因为他

把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混淆起来了。因此，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早

在有可能谈论一般利润率以前，确立一般利润率的过程已经引起

商品价格的普遍变动。他把这种利润率当作一种最初的东西，因此

在他的著作里它甚至包含在价值规定中。（见第一章《论价值》。）李

嘉图从一般利润率这个前提出发，考察的只是为了保持这种一般

利润率，使这种一般利润率继续存在下去所必需的、他作为例外来

解释的价格变动。他一点也没有想到，为了创造这个一般利润率，

必须先有价值向费用价格的转化；因此，他由于把一般利润率作为

基础，就不会再直接同商品的价值发生关系了。

在前面引用的一段话里也只有斯密的观点，但是连斯密的观

点也作了片面的阐述，因为李嘉图内心始终抱有一般剩余价值率

的思想。在他看来，在个别部门，利润率所以会高于平均水平，只是

因为在个别生产部门中由于供求关系，由于生产不足或生产过剩，

商品的市场价格会高于自然价格。那时，竞争，新资本流入一个生

产部门或旧资本从另一部门抽出，就会使市场价格同自然价格趋

于一致，并使个别生产部门的利润恢复到一般水平。这里，利润的

实际水平被假定为不变的，既定的东西，问题只在于使个别生产部

门中由于供求关系而高于或低于这个水平的利润恢复到这个水

平。同时，李嘉图甚至总是假定，如果商品价格提供的利润大于平

均利润，这种商品就是高于其价值出卖，如果商品价格提供的利润

低于平均利润，这种商品就是低于其价值出卖。如果通过竞争，商

品的市场价值同它的价值达到一致，那末，利润的平均水平就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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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了。

李嘉图认为，这个水平本身，只有在工资（相对稳定地）降低或

提高的时候，也就是在相对剩余价值率降低或提高的时候，才能提

高或降低；而这在价格没有变动的时候也会发生。（虽然这里李嘉

图自己就承认，在不同的生产部门，根据其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

构成不同，价格会发生很显著的变动。）

但是，即使在一般利润率已经确立，因而费用价格也已经确立

的情况下，在个别生产部门，由于工作日较长，也就是由于绝对剩

余价值率提高，利润率也可能提高。工人之间的竞争并不能把这种

差别拉平，国家的干涉已经证明这一点。在这里，在这些个别生产

部门，即使市场价格并不高于“自然价格”，利润率也会提高。当然，

资本之间的竞争可能而且终将使这种超额利润不是完全落入这些

个别生产部门的资本家手中。他们不得不把自己商品的价格降到

其“自然价格”之下，或者其他生产部门将把自己的价格提高一些

（如果事实上没有提高，——这种提高可能被这些商品的价值的降

低抵销，——那末无论如何，［６７２］总不致把它们的价格降得象本

部门中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所要求的那样低）。利润的一般水平将提

高，费用价格将发生变动。

其次，如果出现一个新的生产部门，使用的活劳动很多，同积

累劳动不成比例，因此这个部门的资本构成大大低于决定平均利

润的平均构成，那末，供求关系就可能容许这个新的部门高于产品

的费用价格，以比较接近于产品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卖产品。竞争要

把这种差别拉平，只有通过提高利润的一般水平才有可能，而提高

利润的一般水平又以资本实现、推动更大的无酬的剩余劳动量为

条件。在上述情况下，供求关系不是象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使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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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只是使商品按接近它的价值、高于它的费

用价格的价格出卖。因此，平均化的结果不可能是使利润恢复到原

来的水平，而是确立一个新的水平。

［（ｂ）李嘉图在殖民地贸易和一般对外贸易

对利润率的影响问题上的错误］

  例如在殖民地贸易上，情况也是如此；在殖民地，由于奴隶制和土

地的自然肥力（或者由于土地所有权在实际上或在法律上还不发达），

劳动价值比在宗主国低。如果宗主国的资本可以自由地转入这个

新的部门，这些资本固然会压低这个部门的特殊超额利润，但是将

提高利润的一般水平（正如亚·斯密正确地指出的那样）。

李嘉图在这里经常求助于这样一种说法：要知道，在旧的生产

部门，使用的劳动量以及工资是保持不变的。但是，一般利润率决

定于无酬劳动对有酬劳动和对预付资本的比例，这不是就某个生

产部门，而是就资本可以自由转入的所有部门来说的。这个比例，

在十个部门中可能有九个保持不变；但如果十个部门中一个有了

变动，一般利润率在所有十个部门中都必然要发生变动。每当一定

量资本所推动的无酬劳动量有了增加的时候，竞争的结果只能是：

等量资本取得相等的股息，即在这个增大了的剩余劳动中的相等

的一份；竞争的结果不可能是：尽管剩余劳动同全部预付资本相比

已经增加，每一笔资本的股息却保持不变，仍然是剩余劳动中原来

的那一份。既然李嘉图承认这一点，他就没有任何理由反驳亚·斯

密的下述观点：单是因资本积累而加剧的资本竞争就会使利润率

降低。因为在这里他自己就承认，即使剩余价值率有所提高，单单

由于竞争，利润率也会降低。李嘉图的这个观点当然是同他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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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错误前提联系着的，那就是，利润率（撇开工资的降低或提高不

谈）所以能够提高或者降低，仅仅是由于市场价格暂时偏离自然价

格。而什么是自然价格呢？就是等于预付资本加平均利润的那种

价格。所以，又归结到这样一个前提：除非相对剩余价值降低或提

高，否则平均利润决不可能降低或提高。

因此，李嘉图用下面的话来反对斯密，是错误的。他说：

“从对外贸易的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或者从国内贸易转移到对

外贸易，据我看来，都不能影响利润率。”（同上，第４１３页）

李嘉图认为，因为利润不影响价值，所以利润率也不影响费用

价格，他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李嘉图认为，如果对外贸易的某一部门条件特别有利，那末，

利润的一般水平总是通过使那里的利润降到原来水平的办法，而

不是通过提高利润的原来水平的办法来确立的。他这种看法是错

误的。

“他们断言，利润的均等是由利润的普遍提高造成的；而我却认为，特别

有利的部门的利润会迅速下降到一般水平。”（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由于李嘉图对利润率抱着完全错误的观点，他就根本不懂得

对外贸易在不直接降低工人食物价格时所发生的影响。他看不到，

对于象英国这样的国家，取得［６７３］较低廉的工业用原料具有多么

重大的意义，他不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我前面指出的那样，２０

［用较低廉的原料制成的产品］价格虽然下跌，利润率却会提高，相

反，［用较贵的原料制成的产品］价格上涨了，利润率却可能降低，

即使工资在这两种情况下保持不变，也是如此。

“因此，利润率不会由于市场扩大而提高。”（第１３６页）

利润率不是取决于单位商品的价格，而是取决于用一定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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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能够实现的剩余劳动量。李嘉图在其他地方对市场的重要意义

也估计不足，因为他不了解货币的本质。

        

［６７３］（除了前面所说的以外，还必须指出：

李嘉图所以犯这一切错误，是因为他想用强制的抽象来贯彻

他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等同起来的观点。庸俗经济学家由此得

出结论说，理论上的真理是同现实情况相矛盾的抽象。相反，他们

没有看到，因为李嘉图在正确抽象方面做得不够，才使他采取了错

误的抽象。１０９）［６７３］

［（３）］利润率下降规律

［（ａ）李嘉图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见解的错误前提］

利润率下降规律是李嘉图体系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

利润率具有下降的趋势。为什么呢？亚·斯密说：这是由于资

本积累的增长和随之而来的资本竞争的加剧。李嘉图反驳说：竞争

能使不同生产部门的利润平均化（前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在这里是

前后矛盾的），但它不能使一般利润率下降。在李嘉图看来，这种下

降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即由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的增殖

比人口的增长快，以致对劳动的需求经常超过劳动的供给，因而工

资在名义上、实际上以及按使用价值来说都不断提高——不论按

价值还是按使用价值来说，都不断提高。但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

李嘉图不是一个相信这种寓言的乐观主义者。

因为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指相对剩余价值率，因为李嘉图假

定工作日不变）在李嘉图看来是等同的，所以，利润率的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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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他只能用决定剩余价值率（即工作日中工人

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资本家劳动的那一部分）不断下降或下降趋势

的同样原因来说明。但这是些什么样的原因呢？假定工作日既定，

那末只有在工人为自己劳动的那一部分工作日增大的条件下，工

人无代价地为资本家劳动的那一部分工作日才能减少、缩短。而这

（假定劳动的价值能得到支付）只有在用工人工资购买的必需品即

生活资料的价值增大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但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

发展，工业品的价值在不断减少。因此，在李嘉图看来，利润率的下

降，就只能用生活资料的主要组成部分——食物——的价值的不

断提高来说明。而这据说又是由于农业生产率不断降低引起的。这

就是李嘉图在分析地租时用来说明地租存在和地租增长的那个前

提。因此，在李嘉图看来，利润率的不断下降是同地租率的不断提

高联系在一起的。我已经指出，李嘉图对地租的理解是错误的。因

而，他用来说明利润率下降的根据之一也就不能成立。第二，他关

于利润率下降的观点是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的，他认为，剩余价

值率和利润率是等同的，从而，利润率的下降和剩余价值率的下降

也是等同的，其实，这后一种下降只有按照李嘉图的方式才能解

释。因此他的理论就被推翻了。

利润率下降——虽然剩余价值率这时保持不变或提高——是

因为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因

此，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生产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生产率

提高了。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对工人的剥削减轻了，而是因为对工

人的剥削加重了，不管这是由于绝对剩余时间增加，还是——在国

家对此进行阻挠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必然要使劳动的

相对价值降低，从而使相对剩余时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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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李嘉图的理论是建立在两个错误前提之上的：

第一个错误前提是：地租的存在和增加以农业生产率不断降

低为条件；

第二个错误前提是：利润率（在李嘉图那里就等于相对剩余价

值率）的提高或下降只能同工资的提高或下降成反比。

［６７４］现在我首先把李嘉图发挥上述见解的地方收集在一起。

［（ｂ）对李嘉图关于增长的地租逐渐

吞并利润这个论点的分析］

  我们预先还要作几点说明，指出李嘉图是怎样从自己的地租

见解出发来阐明地租逐渐吞并利润率这个观点的。

为此，我们想利用第５７４页上的表①，但是要作一些必要的修

改。

在这些表内，都是假定使用的资本等于６０ｃ＋４０ｖ，剩余价值

率等于５０％，因此，不管劳动生产率如何，产品的［个别］价值都等

于１２０镑。其中１０镑是利润，１０镑是绝对地租。我们假定，４０镑

可变资本支付２０个工人（比如说，支付他们一周的劳动，或者，因

为谈的是利润率，最好算作支付一年的劳动；这在这里是完全无关

紧要的）。依照Ａ表，决定市场价值的是土地 ，［煤的］吨数［或谷

物的夸特数］等于６０；所以，６０吨值１２０镑，１吨［或１夸特］值
１２０

６０，

即２镑。工资是４０镑，也就是说，等于２０吨［煤］或２０夸特谷物。

因而这就是１００镑资本所使用的工人数量的必要工资。如果现在

必须推移到较坏等级的土地，为了生产４８吨，需要资本１１０镑（６０

镑不变资本和推动２０个工人的可变资本，即６０镑不变资本和５０

９９４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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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可变资本），那末，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就是１０镑，每吨的

价格就等于２
１

２镑。如果我们推移到更坏等级的土地，那里１２０镑

提供４０吨，那末，每吨的价格就等于
１２０

４０，即３镑。在这里，在最

坏的土地上，任何剩余价值都将没有了。在所有这些场合，由２０

个工人的劳动新创造的价值，总是等于６０镑（３镑＝１工作日，不

管其长度如何）。因此，如果工资从４０镑增加到６０镑，那末，任

何剩余价值都会消失。在这里总是假定，１夸特谷物是一个工人的

必要工资。

我们假定，在上述两种 ［推移到较坏土地的］场合，必须花

费的资本都只是１００镑。或者同样可以说，不管在每一种场合花

费多少资本，对于１００镑资本来说会有怎样的比例呢？这就是说，

我们不是假定，在工人人数相同和不变资本量相同的情况下，花

费的资本是１１０镑，还是１２０镑，而是要计算，在假定有机构成

相同（不是按价值，而是按使用的劳动量和不变资本量）的情况

下，资本为１００时有多少不变资本和能雇用多少工人（以便有可

能把这１００单位和其他的资本 ［价值］构成进行比较）。

１１０比６０等于１００比５４
６

１１，１１０比５０等于１００比４５
５

１１。２０

个人推动６０单位不变资本；那末５４
６

１１单位要由多少人来推动呢？

事情是这样。６０镑是被雇用的一定数量的工人（比如说，２０

个工人）所创造的价值。在这里，如果每吨或每夸特＝２镑，那末

给这一定数量的工人支付２０夸特或２０吨，就＝４０镑。如果每吨

的价值增加到３镑，剩余价值就会消失。如果每吨的价值增加到

２
１

２镑，构成绝对地租的那一半剩余价值就会消失。

第一种场合，花费资本１２０镑（６０ｃ＋６０ｖ）时，产品＝１２０镑

＝４０吨（４０×３）。第二种场合，花费资本１１０镑（６０ｃ＋５０ｖ）时，

００５ 第 十 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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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１２０镑＝４８吨（４８×２
１

２）。

第一种场合，花费资本１００镑（５０ｃ＋５０ｖ）时，产品＝１００镑＝

３３
１

３吨（３镑×３３
１

３＝１００镑）。同时，因为这里只是推移到较坏的

土地，资本中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推动５０镑不变资本的工人人

数，和以前推动６０镑资本的工人人数的比例一样。因此，如果以前

６０镑资本由２０个工人推动（在每吨的价值等于２镑时，他们得到

４０镑），现在的５０镑资本就由１６
２

３个工人推动，他们从每吨的价

值增加到３镑时起得到５０镑。一个人照旧得到１吨或１夸特＝３

镑，因为１６
２

３×３＝５０。如果１６
２

３个工人创造的价值＝５０镑，２０

个工人创造的价值就＝６０镑。因此，原先２０个工人的一天劳动创

造价值６０镑的前提仍然有效。

现在再看第二种场合。花费资本１００镑时，产品＝１０９
１

１１镑＝

４３
７

１１吨（２
１

２×４３
７

１１＝５４
６

１１）。不变资本＝５４
６

１１镑，可变资本４５

５

１１镑。这４５
５

１１镑雇用多少工人呢？１８
２

１１个工人。［６７５］这时，如果

２０个工人１８
２

１１一天劳动创造的价值＝６０镑，１８
２

１１个工人一天劳

动创造的价值就＝５４
６

１１镑，因而产品的价值＝１０９
１

１１镑。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两种场合，同一资本［１００镑］推动的工人

人数比过去少了，可是现在花费在工人身上的费用贵了。他们劳动

的时间还是那样多，但是他们提供的剩余劳动时间少了，或者完全

没有了，因为他们在花费同样劳动的情况下生产的产品少了（而这

种产品是由他们所消费的必需品构成的）；因此，虽然他们劳动的

时间和以前一样，他们生产１吨或１夸特所用的劳动时间却增加

了。

李嘉图在他的计算中总是假定，资本推动了更多的劳动，因此

１０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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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花费更多的资本，即不是以前的１００镑，而是１２０镑或１１０

镑。这只有在假定生产的产品数量相同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也就

是说，在上述两种场合都是生产６０吨，而不是第一种场合生产４０

吨（花费１２０镑），第二种场合生产４８吨（花费１１０镑）。所以，花费

１００镑时，第一种场合生产３３
１

３吨，第二种场合生产４３
７

１１吨。从

上述假定出发，李嘉图就抛弃了正确的观点，这个正确观点不是

［在劳动生产率降低的情况下］必须使用更多的工人来生产同样数

量的产品，而是一定数量的工人生产的产品少了，而这种产品中构

成工资的那部分却比以前大了。

现在把两个表比较一下：一个是第５７４页上的Ａ表，一个是

根据上述假定得出的新表。

等级 资本
（镑）

吨数
总产品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个别价值
（镑）

每 吨
差额价值
（镑）

每 吨
费用价格
（镑）

绝对
地租
（镑）

级差
地租
（镑）

绝对
地租
（吨）

Ａ 
１００ ６０ １２０ ２ ２ ０ １

５
６

１０ ０ ５

１００ ６５ １３０ ２ １
１１
１３

２
１３

１
９
１３

１０ １０ ５

１００ ７５ １５０ ２ １
３
５

２
５

１
７
１５

１０ ３０ ５

合计 ３０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３０ ４０ １５

级差
地租
（吨）

地租
总额
（镑）

地租
总额
（吨）

资本构成
剩 余
价值率

工 人
人 数

工 资
（镑）

工 资
（吨）

利润率

０

５

１５

１０

２０

４０

５

１０

２０

６０ｃ＋４０ｖ

６０ｃ＋４０ｖ

６０ｃ＋４０ｖ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合计 ２０ ７０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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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现在这个表按照李嘉图的下降序列，用相反的顺序来表

述，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 开始，同时假定，最先耕种的最肥沃的

土地［当它是唯一的一个等级的耕地时］不提供任何地租，那末，在

这个等级，我们首先会有１００镑资本，它生产１２０镑的价值，其

中６０镑为不变资本，６０镑为新加劳动。其次，根据李嘉图的前提，

必须假定利润率比Ａ表上的高，因为在每吨煤（或每夸特小麦）的

价格降低时情况是这样的：当每吨值２镑时，２０个工人得到２０吨

＝４０镑；而现在，当每吨只值１
３

５镑，或者说，值１镑１２先令时，

这２０个工人总共只得到３２镑（＝２０吨）。工人人数相同，而花费

的资本将是６０ｃ＋３２ｖ＝９２镑，全部产品的价值将是１２０镑，因为

２０个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照旧等于６０镑。按照［ｃ和ｖ之间

的］这种比例，１００镑资本应创造价值１３０
１０

２３镑（因为９２∶１２０＝

１００：１３０
１０

２３，或２３∶３０＝１００∶１３０
１０

２３），并且这１００镑资本的构成

将是：６５
５

２３＋３４
１８

２３ｖ。因此，资本等于６５
５

２３＋３４
１８

２３ｖ；产品价值是

１３０
１０

２３镑；工人人数是２１
１７

２３；剩余价值率是８７
１

２％。

（１）这样，我们就得出下表：

等
级

资
本

镑
吨数

总产品
市 场
价 值
（镑）

每吨
市场
价值
（镑）

每吨
个别
价值
（镑）

每吨
差额
价值
（镑）

地

租

利润
（镑）利润率 资 本 构 成

剩 余
价值率

工人
人数

１００８１
１２
２３
１３０
１０
２３
１
３
５
１
３
５
０ ０３０

１０
２３
３０
１０
２３
％６５

５
２３ｃ＋３４

１８
２３ｖ８７

１
２
％２１

１７
２３

  用吨来表示，工资＝２１
１７
２３
吨，利润＝１９

１
４６
吨。

  ［６７６］我们始终根据李嘉图的前提，现在假定由于人口增加，

３０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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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价格提高，因此必须耕种等级 ，这里每吨价值等于１
１１

１３镑。

这里决不是象李嘉图所设想的那样，２１
１７

２３个工人始终生产同

样的价值，即６５
５

２３镑（工资和剩余价值算在一起）。因为［由于产品

涨价］ 的资本家能够雇用、从而能够剥削的工人人数，按照他自

己的前提，将会减少，也就是说，剩余价值总额也将减少。

同时，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始终保持不变。为了推动６０ｃ，

不管工资多少，始终需要２０个工人（工作日既定）。

因为这２０个工人得到２０吨，而每吨现在值１
１１

１３镑，所以２０

个工人就花费２０×１
１１

１３镑＝２０镑＋１６
１２

１３镑＝３６
１２

１３镑。

不管这２０个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如何，他们生产的价值总是等

于６０镑。这样，预付资本等于９６
１２

１３镑，产品价值等于１２０镑；所

以，利润是２３
１

１３镑。因此，资本１００提供的利润将等于２３
１７

２１，资本

构成将是６１
１９

２１ｃ＋３８
２

２１ｖ，雇用的工人人数将是２０
４０

６３。

如果产品总价值［在花费资本１００镑时］＝１２３
１７

２１镑，而 的

每吨的个别价值＝１
３

５镑，那末，这一等级的产品现在是多少吨

呢？是７７
８

２１吨。剩余价值率是６２
１

２。

但是 的每吨是按１
１１

１３镑出卖的。因此，每吨的差额价值是４

１２

１３先令，或
１６

６５镑，以７７
８

２１吨计算，是７７
８

２１×
８

２１，即１９
１

２１镑。

的产品不是卖１２３
１７

２１镑，而是卖１２３
１７

２１镑＋１９
１

２１镑＝１４２

６

７镑。这１９
１

２镑就构成地租。

这样，对于 ，我们就得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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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资 本
（镑） 吨 数 总产品实际

价值（镑）
总产品市场
价值（镑）

每吨市场
价值（镑）

每吨个别
价值（镑）

每吨差额
价值（镑）

１００ ７７
８
２１

１２３
１７
２１

１４２
６
７

１
１１
１３

１
３
５

＋
１６
６５

地 租
（镑）

地 租
（吨）

利 润 率 资 本 构 成 剩 余
价 值 率

工 人
人 数

１９
１
２

１０
２０
６３

２３
１７
２１
％ ６１

１９
２１ｃ＋３８

２
２１
ｖ ６２

１

２％ ２０
４０
６３

  以吨计算，工资＝２０
４０
６３吨，利润＝１２

１１３
１２６吨。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等级 。这里［根据李嘉图的前提］根本没

有地租。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相符。 生产的吨数是６７
４

６３吨。

所以，对于 ，我们就得出下表：

等级 资本（镑）吨数

总产品
市场
价值
（镑）

每吨
市场
价值
（镑）

每吨
个别
价值
（镑）

每吨
差额
价值
（镑）

地租利润率 资 本 构 成 剩余
价值率

工人
人数

１００６７
４
６３
１２３
１７
２１
１
１１
１３
１
１１
１３

０ ０ ２３
１７
２１
％６１

１９
２１ｃ＋３８

２
２１ｖ６２

１
２
％２０

４０
６３

  以吨计算，工资２０
４０
６３吨，利润＝１２

１１３
１２６
吨。

［６７７］（２）所以，对于第二种场合，即当等级 出现并产生地租

时，我们就得出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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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 资本
（镑）

吨 数
总产品
实际价值
（镑）

总产品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个别价值
（镑）

每 吨
差额价值
（镑）

资 本 构 成

１００７７
８
２１
１２３

１７
２１

１４２
６
７

１
１１
１３

１
３
５

＋
１６
６５

６１
１９
２１ｃ＋３８

２
２１ｖ

１００６７
４
６３
１２３

１７
２１

１２３
１７
２１

１
１１
１３

１
１１
１３

０ ６１
１９
２１ｃ＋３８

２
２１ｖ

工人人数
剩 余
价值率 利 润 率

工 资
（吨）

利 润
（吨）

地 租
（镑）

地 租
（吨）

２０
４０
６３

６２
１
２
％ ２３

１７
２１
％ ２０

４０
６３

１２
１１３
１２６

１９
１
２１

１０
２０
６３

２０
４０
６３

６２
１
２
％ ２３

１７
２１
％ ２０

４０
６３

１２
１１３
１２６

０ ０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第三种场合，我们同李嘉图一起假定，较次等

级的煤矿（ ）必须开采，而且能够开采，因为产品的市场价值已经提

高到每吨２镑。因为不变资本为６０镑时，需要２０个工人，这２０个工

人现在要花费４０镑，所以我们的资本的［价值］构成就和第５７４页Ａ

表上的一样，即６０ｃ＋４０ｖ。２０个工人生产的价值总是等于６０镑。

因此，不管资本的生产率如何，１００镑资本所生产的产品的总价值

［个别价值，实际价值］是１２０镑。这里利润率＝２０％，剩余价值＝

５０％。以吨计算，利润＝１０吨。现在我们就要看一看，由于市场价值的

这种变动以及决定利润率的 的出现， 和 会发生什么变化。

虽然 耕种的是最肥沃的土地，但它有１００镑资本也只能使用

２０个工人，花费４０镑，因为在不变资本为６０镑时需要２０个工人。因

此，１００镑资本使用的工人人数降到２０。而它的产品的实际总价值现

在等于１２０镑。但是因为 生产的每吨的个别价值等于１
３

５镑（或
５

８

镑），那末，它生产多少吨呢？７５吨，因为１２０除以
５

８等于７５。 生

产的吨数减少了，因为它用相同的资本，只能使用较少的劳动，而不

６０５ 第 十 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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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多的劳动（李嘉图却经常错误地认为，能使用更多的劳动，因

为他经常注意的只是为了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需要多少劳动，而

不是按新的资本［价值］构成能使用多少活劳动；而这一点在这里

正是唯一重要的问题）。但这７５吨， 按１５０镑（而不是按构成其

［实际］价值的１２０镑）出卖，这样， 的地租就提高到３０镑。

至于 ，这里产品的［实际］价值也等于１２０镑等等。但是因为

每吨个别价值等于１
１１

１３镑（或
２４

１３镑），所以这个等级生产６５吨（因

为１２０除以
２４

１３等于６５）。简单地说，我们在这里得到的是第５７４页

上的Ａ表。但是因为在这里我们需要有几个新项目来适应我们的

目的，所以当出现 这个等级而产品市场价值提高到２镑时，我们

就要为这第三种场合制一个新表。

（３）第三种场合：

等级资本
（镑）

吨 数
总产品
实际价值
（镑）

总产品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个别价值
（镑）

每 吨
差额价值
（镑）

资 本 构 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７５

６５

６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１５０

１３０

１２０

２

２

２

１
３
５

１
１１
１３

２

２
５

２
１３

０

６０ｃ＋４０ｖ

６０ｃ＋４０ｖ

６０ｃ＋４０ｖ

工人人数
剩 余
价值率 利 润 率

工 资
（吨）

利 润
（吨）

地 租
（镑）

地 租
（吨）

２０

２０

２０

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３０

１０

０

１５

５

０

合计 ４０ ２０

  ［６７８］这样，这第三种场合就和第５７４页上的Ａ表相符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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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计算绝对地租，绝对地租在这里作为利润的一部分出现），只

是顺序颠倒了。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我们假定的新的场合①。

首先我们来看看那个还提供利润的等级；我们把它叫做Ｉｂ。

在资本为１００镑时，它只提供４３
７

１１吨。

每吨价值提高到２
１

２镑。资本构成是５４
６

１１ｃ＋４５
５

１１ｖ。产品价

值是１０９
１

１１镑。可变资本４５
５

１１镑用来支付１８
２

１１个工人的工资。因

为２０个工人一天劳动创造的价值等于６０镑，所以１８
２

１１个工人创

造的价值是５４
６

１１镑。因此，产品价值等于１０９
１

１１镑。利润率＝９
１

１１。利润３
７

１１吨。剩余价值率＝２０％。

因为 、 、 的资本有机构成和Ｉｂ的一样，而且它们必须支

付的工资也同后者一样，所以，在资本为１００镑时，它们也只能使

用１８
２

１１个工人，这１８
２

１１个工人生产的总价值是５４
６

１１镑，所以，也

同Ｉｂ一样，剩余价值为２０％，利润率为９
１

１１％。这里，产品的总价

值［实际价值］，也和Ｉｂ一样，等于１０９
１

１１镑。

但是，因为 的每吨个别价值等于１
３

５镑（或
８

５镑），所以 生产

１０９
１

１１∶
８

５，即６８
２

１１吨（换句话说，这里１０９
１

１１镑等于６８
２

１１吨）。其

次，每吨市场价值和每吨个别价值的差额现在是２
１

２镑减１
３

５镑，

或者说，２镑１０先令减１镑１２先令，即１８先令。以吨计算，就是

６８
２

１１×１８先令＝１２２７
３

１１先令＝６１
４

１１镑。 的产品不是卖１０９
１

１１镑，

而是卖１７０
５

１１镑。这个余额就是 的地租。用吨来表示，地租＝２４
６

１１吨。

因为 的每吨个别价值等于１
１１

１３镑（或
１３

２４镑），所以它生产１０９

８０５ 第 十 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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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１，即５９

１

１１吨。 的每吨市场价值和它的［个别］价值的差额是２
１

２

镑减１
１１

１３镑，即
１７

２６镑。以５９
１

１１吨计算，是３８
７

１１镑。这就是地租。总

产品市场价值＝１４７
８

１１镑。用吨来表示，地租等于１５
５

１１吨。

最后，因为 的每吨个别价值等于２镑，所以在这里１０９
１

１１镑

等于５４
６

１１吨。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等于２
１

２镑减２镑，即

２７
３

１１镑。以５４
６

１１吨计算，是２７
３

１１镑。所以，总产品市场价值＝１３６
４

１１镑。用吨来表示，地租价值等于１０
１０

１１吨。

如果我们现在把所有这些综合起来构成第四种场合，便得出

下表：

［６７９］（４）第四种场合：

等 级 资 本
（镑） 吨 数

总产品
实际价值
（镑）

总产品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个别价值
（镑）

每 吨
差额价值
（镑）

１００ ６８
２
１１

１０９
１
１１

１７０
５
１１

２
１
２

１
３
５

９
１０

１００ ５９
１
１１

１０９
１
１１

１４７
８
１１

２
１
２

１
１１
１３

１７
２６

１００ ５４
６
１１

１０９
１
１１

１３６
４
１１

２
１
２

２
１
２

Ｉｂ １００ ４３
７
１１

１０９
１
１１

１０９
１
１１

２
２
３

２
２
３

０

资 本 构 成
工人

人数

剩余

价值率
利润率

工资

（吨）

利润

（吨）

地租

（镑）

地租

（吨）

５４
６
１１
ｃ＋４５

５
１１
ｖ １８

２
１１

２０％ ９
１
１１

１８
２
１１

３
７
１１

６１
４
１１
２４
６
１１

５４
６
１１
ｃ＋４５

５
１１
ｖ １８

２
１１

２０％ ９
１
１１

１８
２
１１

３
７
１１

３８
７
１１
１５
５
１１

５４
６
１１ｃ＋４５

５
１１ｖ １８

２
１１

２０％ ９
１
１１

１８
２
１１

３
７
１１

２７
３
１１
１０
１０
１１

Ｉｂ ５４
６
１１ｃ＋４５

５
１１ｖ １８

２
１１

２０％ ９
１
１１

１８
２
１１

３
７
１１

０ ０

９０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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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们来考察一下最后一种场合，按照李嘉图的说法，在

这里一切利润都会消失，剩余价值完全没有了。

在这里，产品价值提高到每吨３镑，所以，在使用２０个工人

时，他们的工资等于６０镑，等于他们生产的价值。资本构成将是

５０ｃ＋５０ｖ。在这种场合使用的就是１６
２
３个工人。２０个工人生产的

价值是６０镑，１６２
３个工人生产的价值就是５０镑。因而，工资会把

这全部价值吞没。一个工人和以前一样得到一吨。产品价值＝１００

镑。这样，生产的吨数＝３３１
３。其中一半只能补偿不变资本的价

值，而另一半只能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

既然 的每吨个别价值等于１３
５镑（或

８
５镑），那末，它生产多

少吨呢？１００除以８
５，即６２

１
２吨，其价值＝１００镑。每吨市场价值

和个别价值的差额等于３镑－１３
５镑＝１

２
５镑。以６２

１
２吨计算，差

额就是８７１
２镑。因而在这里总产品市场价值等于１８７

１
２镑。用吨

来表示，地租就等于２９１
６吨。

的每吨个别价值等于１１１１３镑。因此，每吨差额价值等于３镑

减１１１１３镑，即１
２
１３镑。因为在这里每吨个别价值等于１

１１
１３镑，或

２４
１３

镑，所以１００镑的资本就生产１００：２４１３，即５４
１
６吨。以这个吨数计

算，差额就是６２１
２镑。产品市场价值＝１６２

１
２镑。用吨来表示，地

租就等于２０５
６吨。

的每吨个别价值＝２镑。因此，每吨差额价值等于３镑减２

镑，即１镑。因为在这里每吨个别价值＝２镑，所以１００镑的资本

生产５０吨。［产品市场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就是５０镑。产品

市场价值＝１５０镑，以吨计算，地租＝１６２
３吨。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Ｉｂ，它到现在为止不提供任何地租。这里

每吨个别价值＝２１
２镑。因而每吨差额价值等于３镑减２

１
２镑，即

０１５ 第 十 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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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镑。因为这里每吨个别价值＝２

１
２（或

５
２）镑，所以１００镑的资本

就生产４０吨。以这个吨数计算，差额价值就是２０镑，所以总产品

的市场价值＝１２０镑，以吨计算，地租＝６２
３吨。

这样，我们就有了第五种场合，按照李嘉图的说法，在这里利

润会消失，我们现在用一个统一的表来说明。

［６８０］（５）第五种场合：

等 级 资 本
（镑） 吨 数

总产品
实际价值
（镑）

总产品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个别价值
（镑）

每 吨
差额价值
（镑）

１００ ６２１２ １００ １８７１２ ３ １３５ １２５

１００ ５４１６ １００ １６２１２ ３ １１１１３１
２
１３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３ ２ １

Ｉｂ １００ ４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３ ２１２
１
２

Ｉａ １００ ３３１３ １００ ３ ３ ０

资 本 构 成 工人人数 剩 余
价值率

利润率 工 资
（吨）

地 租
（镑）

地 租
（吨）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１６２３ ８７１２ ２９１６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１６２３ ６２１２ ２０５６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１６２３ ５０ １６２３

Ｉｂ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１６２３ ２０ ６２３

Ｉａ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１６２３ ０ ０

  在下页我把所有五种场合列一总表加以比较。①［６８０］

１１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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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１—６８２］李嘉图所设想的

等级 资本
（镑）吨 数

总产品
实际价值
（镑）

总产品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市场价值
（镑）

每 吨
个别价值
（镑）

每 吨
差额价值
（镑）

Ａ．（只有最好的等级 被耕种。）没有地租。只有最肥沃的土地或最富饶的矿

１００ ８１１２２３ １３０１０２３ １３０１０２３ １３５ １３５ ０

Ｂ．出现第二等级（ ）。 这个等级的土地（矿井）产生地租

１００ ７７８２１ １２３１７２１ １４２６７ １１１１３ １３５
１６
６５

１００ ６７４６３ １２３１７２１ １２３１７２１ １１１１３ １１１１３ ０

合计 ２００１４４４９ ２４７１３２１ ２６６２３

Ｃ．出现第三等级（ ）。 这个等级的土地（矿井）产生地租

１００ ７５ １２０ １５０ ２ １３５
２
５

１００ ６５ １２０ １３０ ２ １１１１３
２
１３

１００ ６０ １２０ １２０ ２ ２ ０

合计 ３００ ２００ ３６０ ４００

Ｄ．出现第四等级（Ｉｂ）。 这个等级的土地（矿井）产生地租

１００ ６８２１１ １０９１１１ １７０５１１ ２１２ １３５
９
１０

１００ ５９２１１ １０９１１１ １４７８１１ ２１２ １１１１３
１７
２６

Ｉｂ １００ ４３７１１ １０９１１１ １０９１１１ ２１２ ２１２ ０

合计 ４００２２５５１１ ４３６４１１ ５６３４１１

Ｅ．出现第五等级（Ｉａ）。所有等级的剩余价值和利润都消失

１００ ６２１２ １００ １８７１２ ３ １３５ １２５

１００ ５４１６ １００ １６２１２ ３ １１１１３ １２１３

１００ ５０ １００ １５０ ３ ２ １

Ｉｂ １００ ４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３ ２１２
１
２

Ｉａ １００ ３３１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３ ３ ０

合计 ５００ ２４０ ５００ 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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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地租的变动（作了必要的修改）

资本［价值］构成 工人
人数

剩 余
价值率

利 润
（镑）

利 润
（镑）

工 资
（吨）

地 租
（镑）

地 租
（吨）

井被利用

６５５２３ｃ＋３４
１８
２３ｖ ２１

１７
２３８７

１
２％ ３０１０２３ １９１４６ ２１１７２３ ０ ０

６１１９２１ｃ＋３８
２
２１ｖ ２０

４０
６３６２

１
２％ ２３１７２１ １２１１３１２６ ２０４０６３ １９１２１ １０２０６３

６１１９２１ｃ＋３８
２
２１ｖ ２０

４０
６３６２

１
２％ ２３１７２１ １２１１３１２６ ２０４０６３ ０ ０

４１１７６３ ４７１３２１ ２５５０６３ ４１１７６３ １９１２ １０２０６３

６０ｃ＋４０ｖ ２０ ５０５ ２０ １０ ２０ ３０ １５

６０ｃ＋４０ｖ ２０ ５０５ ２０ １０ ２０ １０ １５

６０ｃ＋４０ｖ ２０ ５０５ ２０ １０ ２０ ０

６０ ６０ ３０ ６０ ４０ ２０

５４６１１ｃ＋４５
５
１１ｖ １８

２
１１ ２０％ ９１１１ ３７１１ １８２１１ ６１４１１ ２４６１１

５４６１１ｃ＋４５
５
１１ｖ １８

２
１１ ２０％ ９１１１ ３７１１ １８２１１ ３８７１１ １５５１１

５４６１１ｃ＋４５
５
１１ｖ １８

２
１１ ２０％ ９１１１ ３７１１ １８２１１ ２７３１１ １０１０１１

５４６１１ｃ＋４５
５
１１ｖ １８

２
１１ ２０％ ９１１１ ３７１１ １８２１１ ０ ０

７２８１１ ３６４１１ １４６１１ ７２８１１ １２７３１１ ５０１０１１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０ １６２３ ８７１２ ２９１６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０ １６２３ ６２１２ ２０５６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０ １６２３ ５０ １６２３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０ １６２３ ２０ ６２３

５０ｃ＋５０ｖ １６２３ ０ ０ ０ １６２３ ０ ０

８３１３ ０ ０ ８３１３ ２２０ ７３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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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一部分利润和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地租。地租量的

变动取决于农业中使用的劳动量的变动］

  ［６８３］如果我们从上页的表①中首先考察Ｅ表，我们就会看

到，在这里，最后一个等级Ｉａ的情况是很明显的。在这里，工资吞

并了［新加］劳动的全部产品和它创造的全部价值。任何剩余价值

都没有了，从而利润和地租也没有了。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

价值，所以，在这里自己拥有资本的劳动者，能够不断地把自己的

工资和自己的劳动条件再生产出来，但是不能再生产出更多的东

西。关于最后这一个等级，决不能说地租吞并了利润。这里既没有

地租，也没有利润，因为没有任何剩余价值。工资吞并了剩余价值，

因而也吞并了利润。

至于其他四个等级，初看起来情况并不明显。既然没有剩余价

值，又怎么可能有地租存在呢？而且在Ｉｂ、 、 和 这四个等级

的土地上劳动生产率并没有发生变动。所以，剩余价值没有了，应

该只是一种表面现象。

随后就会发现另一种初看起来同样不可理解的现象。以［煤

的］吨数或谷物的夸特数来表示的地租，在 是２９１
６吨（或夸特），

而在只有 的土地被耕种的Ａ表，却没有任何地租。此外，那里的

工人人数是２１１７２３，而现在在Ｅ表，工人人数只有１６
２
３；在Ａ表，

（吞并了全部剩余价值的）利润只是１９１
４６吨。

在 可以发现同样的矛盾，在Ｅ表， 的地租是２０５
６吨（或

夸特），而在Ｂ表，吞并了全部剩余价值的利润（而且使用的工人

人数是２０４０６３，不是现在的１６
２
３）只等于１２

１１３
１２６吨（或夸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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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也可以发现同样的矛盾，在Ｅ表， 的地租等于１６２
３吨

或夸特，而在Ｃ表， 的吞并了全部剩余价值的利润只等于１０吨

（而且使用的工人人数是２０，不是现在的１６２
３）。

最后，在Ｉｂ也有同样的现象，在Ｅ表，Ｉｂ的地租是６
２
３吨（或

夸特），而在Ｄ表，它的吞并了全部剩余价值的利润只等于３７
１１吨

或夸特（而且使用的工人人数是１８２１１，而不是现在的１６
２
３）。

但是很明显， 、 、 、Ｉｂ的产品的市场价值高于个别价值，

虽然也能够改变产品的分配，促使产品从一类分享者手里转移到

另一类分享者手里，但是这种市场价值的提高，决不能使补偿工资

后留下的剩余价值所借以表现的产品本身增加。我们这里列举的

各个等级土地的生产率以及资本的生产率既然保持不变，那末，仅

仅由于在市场上出现了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或比较不富饶的矿井

Ｉａ的产品， 至Ｉｂ怎么就能够变得比较肥沃或富饶起来，也就是

能够提供更多的吨数或夸特数呢？

用下述方法可以解开这个谜：

如果２０个工人一天的劳动等于６０镑，１６２
３个工人就生产５０

镑。因为在等级 ，１３
５镑（或

８
５镑）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表现为１吨

或１夸特，所以，５０镑就表现为３１１
４吨或夸特。其中１６

２
３吨或夸

特用于工资；因而就有１４７
１２吨留作剩余价值。

其次，因为每吨市场价值由１３
５镑提高到３镑，所以为了补偿

不变资本的价值［５０镑］，从６２１
２吨或夸特的产品中只要拿出１６

２
３吨或夸特来就够了。不过，如果由在等级 生产的１吨（或１夸

特）本身决定市场价值，因而市场价值等于它的个别价值，为了补

偿５０镑不变资本，就需要３１１
４吨或夸特。这个吨数或夸特数是在

每吨价值等于１３
５镑时为了补偿［不变］资本所必需的那部分产

５１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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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现在为了同一个目的，只要有１６
２
３吨就够了。因此，［６８４］１６

２
３吨减１６

２
３吨，即１４

７
１２吨（或夸特），就游离出来，归入地租份内。

在 ，１６２
３个工人在不变资本为５０镑时生产的剩余价值等

于１４７
１２吨或夸特；以前用来补偿不变资本，而现在以剩余产品形

式出现的那一部分产品也等于１４７
１２吨或夸特，如果我们把这两部

分加起来，总剩余产品就是２８１４１２＝２９
２
１２＝２９

１
６吨或夸特。这恰

好就是Ｅ表中 以［煤的］吨数或谷物的夸特数来表示的地租。在

Ｅ表中 、 、Ｉｂ这些等级以 ［煤的］吨数或谷物的夸特数来表

示的地租在量上的表面矛盾，也完全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加以解决。

这样，我们就看到，在较好等级的土地上由于它们产品的市

场价值和个别价值的差额而产生的级差地租，在它的实在形态上，

作为实物地租，作为剩余产品，或者说，象上述例子那样，作为

以［煤的］吨数或谷物的夸特数表示的地租，是由两个要素构成，

并由两种转化决定的。［第一，］表现工人剩余劳动的剩余产品即

剩余价值，经历了从利润形式到地租形式的转化，因而归土地所

有者，而不归资本家所有。第二，以前，当较好等级的土地或矿

井的产品按其本身价值出卖时，有一部分产品必须用来补偿不变

资本的价值，现在，当产品的每一部分都有了更高的市场价值时，

那部分产品中有一部分就会游离出来，也以剩余产品的形式出现，

因而也归土地所有者，而不归资本家所有。

剩余产品转化为地租而不转化为利润，以前用于补偿不变资

本价值的产品的某一相应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因而转化为地

租，——这两个过程在实物地租是级差地租的情况下构成实物地

租。后一种情况，即产品的一部分不转化为资本，而转化为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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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和所有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只看到剩余产

品转化为地租，而没有看到以前归入资本份内（而不归入利润份

内）的那部分产品中有一部分也会转化为剩余产品。

这样构成的剩余产品，或者说，级差地租，它的名义价值决

定于（根据假定）最坏土地或最次矿井生产的产品的价值。但是

这种市场价值只能引起这种产品的另行分配，而不能创造产品。

这两个要素在一切有超额利润的场合都是存在的；例如，由

于采用新机器等等，某种产品的生产变得便宜了，但它按照超过

其本身价值的市场价值出卖，就是这种情况。工人的一部分剩余

劳动不是作为利润出现，而是作为成为超额利润的剩余产品出现。

一定量产品，在工业品按照其本身的较低的价值出卖时，本来必

须用来为资本家补偿不变资本的价值，现在有一部分就会游离出

来，因为没有什么需要补偿了；这一部分成了剩余产品，因而就

使利润大大增加。［６８４］

        

［６８８］｛但是，当我们谈到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利润率下

降的规律时，我们在这里把利润理解为剩余价值总额，它首先为

产业资本占有，不管以后产业资本要怎样和借贷资本家（利息所

得者）以及土地所有者（地租所得者）瓜分它。所以，这里利润

率＝ 剩余价值
预付资本。在这个意义上说，利润率可能下降，尽管，比如说，

产业利润同利息相比提高了，或者相反；同样，尽管地租同产业

利润相比提高了，或者相反，利润率也可能下降。如果利润＝Ｐ，

产业利润＝Ｐ′，利息＝Ｚ，地租＝Ｒ，那末Ｐ＝Ｐ′＋Ｚ＋Ｒ。很明显，

无论Ｐ的绝对量如何，Ｐ′、Ｚ和Ｒ彼此相对来说可能提高或下降，

而不管Ｐ的大小，不管Ｐ是提高还是下降。Ｐ′、Ｚ和Ｒ彼此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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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的提高，仅仅是Ｐ在不同人之间的不同分配。进一步考察引

起Ｐ在不同人之间的这种或那种分配（而分配与Ｐ本身的提高和

下降决不是一回事）的种种情况，并不是这里的任务，这要留到

分析资本竞争时再说。但是，如果说Ｒ在量上能够达到Ｐ本身不

会有的高度——要是Ｐ只分为Ｐ′和Ｚ——那末，正如已经证明的，

这是一种表面现象，它是由下述情况造成的，即一部分产品，在

其［市场］价值增加时，不是再转化为不变资本，而是游离出来，

转化为地租。｝［６８８］

        

［６８４］在前面的所有论述中都假定，已涨价（按市场价值来

说）的产品，不以实物形式加入不变资本的构成，而只加入工资，

只加入可变资本。如果已涨价的产品加入不变资本，那末，在李

嘉图看来，利润率因此就会降得更低，地租就会提得更高。这一

点必需加以研究。

在此以前，我们一直假定，不变资本的价值，即上述场合的

５０镑，应由产品的价值补偿。所以，在每吨或每夸特值３镑的时

候，为补偿上述价值所需的吨数或夸特数，当然比每吨或每夸特

仅值１３
５镑等等的时候少。但现在我们假定，煤或谷物，或其他

任何土地产品——由农业资本生产的产品——以实物形式加入不

变资本的形成，比如说，加入一半。在这种场合，很明显，不管

煤或谷物的价格如何，［６８５］一定量的不变资本，即由一定数量

工人推动的一定量的不变资本，总是要求用总产品的一定部分以

实物形式来补偿自己，因为根据假定，表现为积累劳动量和活劳

动量之比的农业资本构成保持不变。

假定，比如说，不变资本一半由煤或谷物构成，而另一半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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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商品构成，那末，５０镑不变资本中有２５镑是由其他商品构成，

２５镑是［由煤或谷物，］即在每吨［煤］值１３
５（或

８
５）镑时，由１５

５
８

吨［煤］或夸特［谷物］构成。无论每吨［煤］或每夸特［谷物］的市场

价值如何变动，１６２
３个工人所需要的不变资本总是２５镑［其他商

品］加１５５
８夸特［谷物］或吨［煤］，因为不变资本的物质构成不变，

推动这个资本所需要的相应的工人人数也不变。

如果现在每吨 ［煤］或每夸特 ［谷物］的 ［市场］价值象在

Ｅ表上那样提高到３镑，１６２
３个工人需要的不变资本就等于２５

镑＋１５５
８×３镑＝２５镑＋４５镑

１５
８镑＝７１

７
８镑。因为１６

２
３个工人

在这里要花费５０镑，所以在这种场合需要花费的总资本就是７１

７
８镑＋５０镑＝１２１

７
８镑。

在有机构成相同的情况下，农业资本按其价值比例来说将会

发生变动。

那就是７１７
８ｃ＋５０ｖ（工人人数为１６

２
３）。１００镑资本的构成

将是５８３８３９。工人人数将是１３
７９
１１７（比１３

２
３多

１
１１７）。因为１６

２
３个工

人推动１５５
８夸特或吨不变资本，１３

７９
１１７个工人就推动１２

３２
３９吨或夸

特，即价值３８６
１３镑。剩下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等于２０

２０
３９镑，由其

他商品构成。在一切情况下，从产品中都应扣除１２３２３９吨或夸特，

来补偿它们以实物形式加入的那一部分不变资本。因为２０个工人

生产的价值等于６０镑，１３７９１１７个工人生产的价值就等于４１
１
３９镑。

但在Ｅ表上，１３７９１１７个工人的工资也是４１
１
３９镑。所以，这里任何剩

余价值都没有了。

［在这种场合，Ｅ表的 的］总吨数将是 ［５１１１３９吨
１１０
，其中］

１２３２３９吨会再生产出来［以补偿它们以实物形式加入的那部分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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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１３
７９
１１７吨用于工人的工资，６

９８
１１７吨用于剩下的那部分不变资

本（每吨３镑）。这三个部分合在一起是３３１
３吨。所以剩下的地

租份额是１７３７３９吨。

为了计算简便，我们假定出现对李嘉图最有利的极端情况，也

就是假定不变资本完全和可变资本一样，仅仅由农产品构成，其价

值由于等级Ｉａ在市场上占统治地位而提高到每夸特或每吨３镑。

资本的技术构成保持不变，就是说，可变资本所代表的活劳

动即工人人数（因为假定正常工作日不变），同使用这一数量的工

人时需要的、根据我们假定现在是由煤的吨数或谷物的夸特数构

成的劳动资料总量之间的比例保持不变。

因为在原来的资本构成６０ｃ＋４０ｖ的条件下，当每吨的价格等

于２镑时，４０ｖ代表２０个工人或者２０夸特或吨，所以，６０ｃ就代

表３０吨；因为 的这２０个工人生产７５吨，所以，１３１
３个工人

（每吨价格为３镑时，４０ｖ相当于１３１
３吨或１３

１
３个工人）就生产

５０吨，并推动不变资本 ［６８６］６０
３，即２０吨或夸特。

其次，因为２０个工人生产价值６０镑，所以１３１
３个工人就生

产价值４０镑。

因为资本家为购买２０吨 ［不变资本］必须付出６０镑，为雇

用１３１
３个工人必须付出４０镑，而这些工人只生产价值４０镑，所

以产品的价值＝１００镑；支出也是１００镑。剩余价值和利润＝０。

但是，因为 的生产率不变，所以象已指出的那样，１３１
３个

工人生产５０吨或夸特。但是实物支出以吨或夸特计算只有３３１
３

吨：２０吨用于不变资本，１３１
３吨用于工资。因而 生产的５０吨

包含１６２
３吨的剩余产品，这一剩余产品就形成地租。

但这１６２
３吨代表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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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产品的价值＝１００镑，而产品本身＝５０吨，这里生产的

每吨价值实际上是１００５０，即２镑。只要以实物形式得到的产品数量

大于以实物形式补偿资本所必需的数量，每吨的个别价值，即使

在这种 ［缩小了的］生产规模下，也必然低于它的市场价值。

租地农场主必须花费６０镑，以补偿２０吨［不变资本］。这２０

吨，他是按每吨３镑计算的，因为每吨的市场价值就是如此，每

吨就是按照这一价格出卖的。同样，他必须花费４０镑，以支付１３

１
３个工人的工资，或者说，以支付他付给工人的那个吨数或夸特

数。因此，那些工人只得到１３１
３吨。

但在实际上，就等级 来说，２０吨只值４０镑，而１３１
３吨只

值２６２
３镑。但是１３

１
３个工人生产价值４０镑，因此，创造剩余价

值６２
３镑。按每吨２镑计算，合６

４
６ （或６

４
６）吨。

因为 的２０吨 ［不变资本］只值４０镑，所以剩下一个余额

２０镑，等于１０吨。

因此，构成地租的１６２
３吨分为：转化为地租的剩余价值６

２
３

吨，以及转化为地租的资本１０吨。但是，由于每吨的市场价值提

高到３镑，２０吨 ［不变资本］要花费租地农场主６０镑，１３１
３吨

［工资］要花费４０镑，而作为市场价值超过租地农场主产品的

［个别］价值的余额，作为地租出现的这１６２
３吨，就等于５０镑。

等级 的１３１
３个工人提供多少吨呢？这里２０个工人提供６５

吨，因而１３１
３个工人提供４３

１
３吨。产品的价值和前面一样，等

于１００镑。但是这４３１
３吨中有３３

１
３吨必须用于补偿资本。剩下

作为剩余产品或地租的是４３１
３－３３

１
３＝吨。

这１０吨地租可以这样来解释：

的产品价值等于１００镑，产品是４３１
３吨，因而每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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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４
１３镑。也就是说，１３

１
３个工人花费３０

１０
１３镑，［在支付１３

１
３吨市

场价值的４０镑中］作为剩余价值剩下１３１１１３镑。其次，２０吨不变

资本花费２３１
１３镑，从支付它们的 ［市场价值的］６０镑中剩下１３

１１
１３镑。这和剩余价值加在一起就是２３

１
１３镑，正好相当于１０吨的

［实际］价值 ［每吨按２４
１３镑计算］。

只有等级Ｉａ，为了补偿不变资本和工资，确实需要有３３
１
３吨

或夸特的实物，即需要全部总产品，因而事实上既没有剩余价值，

也没有剩余产品，既没有利润，也没有地租。如果情况不是这样，

如果得到的产品比以实物形式补偿资本所必需的多，就会发生利

润（剩余价值）和资本向地租的转化。只要以前在价值较低时本

来必须用来补偿资本的那部分产品中有一部分现在游离出来，或

者本来必须转化为资本和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现在归入地租份

内，在这里就会发生这种转化。

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不变资本的涨价如果是农产品涨价

的结果，那就会使地租大大降低。例如， 和 的地租从 ［Ｅ表

的］５０吨（在每吨市场价值３镑时合１５０镑）降到２６２
３吨，也就

是几乎降了一半。这种降低是必然的，［６８７］因为在这里同一资

本１００镑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由于后面两个原因减少了：第一，因

为工资提高，即可变资本的价值增加；第二，因为生产资料即不

变资本的价值提高。工资提高本身的结果是１００镑所使用的劳动

少了，因此（在加入不变资本的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不变资

本也相应地减少，所以整个这１００镑总合起来就代表较少的积累

劳动和较少的活劳动。但是，除此以外，加入不变资本的商品价

值提高带来的结果就是，因为积累劳动和活劳动之间的技术比例

不变，现在花费同量的货币能够使用的积累劳动量少了，因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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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使用的活劳动量也少了。因为在土地的生产率相同和资本技术

构成既定的情况下，总产品量取决于所使用的劳动量，所以，随

着使用的劳动量减少，地租也必然减少。

这种情况只有在利润消失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来。当利润还存

在的时候，尽管所有等级的产品都绝对减少，正如第６８１页上的

表①所说明的，地租仍能增加。一般来说，很明显，在只有地租存

在时，随着产品的减少，从而随着剩余产品的减少，地租本身也

必然减少。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的价值一起增长，那

末这种情况一开始就会更快地出现。

但是，除此以外，第６８１页上的表还说明，在农业生产率降

低的情况下，随着级差地租的增长，即使在较好等级的土地上，与

一定量的预付资本，比如说１００镑相比，总产品量也总是减少的。

李嘉图对这一点毫无所知。利润率降低，是因为同一资本，比如

说１００镑所推动的劳动量越来越少，而支付这一劳动的费用贵了，

从而用来积累的余额越来越小。但是在生产率既定的条件下，实

际得到的产品量也和剩余价值一样，取决于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

数。李嘉图没有看到这一点，就象他没有看到地租的形成不仅依

靠剩余价值转化为地租，而且依靠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一样。当

然，资本这样转化为剩余价值只是表面上的。如果市场价值由

等等的产品价值决定，那末剩余产品的每一个极小部分就都代表

剩余价值，代表剩余劳动。其次，李嘉图总是只注意到为了生产

同样数量的产品，必须使用更多的劳动，但是他忽略了对确定利

润率以及所生产出来的产品量有决定意义的东西，那就是，花费

３２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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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量会不断减少，在这种活劳动量中 ［假

定按下降序列］成为必要劳动的部分会越来越大，成为剩余劳动

的部分会越来越小。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结论说，即使把地租只看成是级差

地租，李嘉图在这个问题上也丝毫没有比他的前辈前进一

步。他在这方面的重大功绩就是德·昆西所指出的，对问题作了

科学的阐述。但是李嘉图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观

点。德·昆西说：

“李嘉图给地租学说增添了新的东西：他把地租学说归结为地租是否真

的取消价值规律的问题。”（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爱丁堡

和伦敦版第１５８页）

其次，在该书第１６３页，德·昆西说：

“地租是土地（或其他任何生产因素）的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是为了

使用土地的各种不同的力而支付给土地所有者的，而土地的各种不同的力是

通过与同一市场上出现的同类因素的力相比较而衡量出来的。”

接着在第１７６页，德·昆西写道：

“有人反驳李嘉图说，一等地的所有者不会白白地交出土地。但在只耕种

一等地的时期｛在这个神话时期！｝还不能形成与土地所有者阶级不同的租地

农场主和租佃者的特殊阶级。”

［６８８］因此，在德·昆西看来，这个“土地所有权”规律只

是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都不存在的时候才起作用。

现在我们转过来谈摘自李嘉图著作的引文。

［（ｄ）在农产品价格同时提高的情况下利润率提高的

历史例证。农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可能性］

  （关于级差地租，首先还要作如下说明：事实上上升序列和

４２５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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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降序列是相互交替、相互交叉、彼此交织在一起的。

但这决不是说，如果在个别短暂时期（例如从１７９７年到１８１３

年）下降序列的运动占很大优势，利润率因此就必然下降（就利润

率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情况而言）。相反，我认为，在１７９７年到

１８１３年那个时期，在英国虽然小麦和一般农产品的价格都急剧上

涨，但利润率还是异乎寻常地提高了。据我所知，没有一个英国统

计学家不认为上述时期利润率提高了。有些经济学家，例如查默

斯、布莱克等人，曾引用这一事实来证实自己的理论。首先我还必

须指出，企图用货币贬值来解释这一时期发生的小麦价格的上涨，

是十分荒谬的。研究过这一时期商品价格史的人没有一个会同意

这种观点。此外，远在货币发生任何贬值以前，价格就开始上涨，并

且达到很高的程度。在货币贬值以后就应当纯粹从价格中作相应

的扣除。如果要问，为什么谷物价格上涨了，利润率还会提高？这

可以用下述情况来解释：工作日延长，这是采用新机器的直接后

果；加入工人消费的工业品和殖民地商品跌价；工资降低（虽然名

义工资提高了），降到它的普通平均水平以下（这一事实对所考察

的时期来说，是大家公认的；帕·詹·斯特林（在１８４６年爱丁堡出

版的《贸易的哲学》一书中）大体上接受了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但他

企图证明，谷物经常的（不是由偶然的歉收造成的）涨价的直接后

果总是平均工资降低１１｝；最后，利润率的提高还可以这样来解

释：由于公债和国家的开支，对资本的需求比资本的供给增加得

快，这就引起商品名义价格的提高，因此工厂主就从地租的搜刮者

和其他领取固定收入的人那里把以地租等形式支付的那部分产品

的一部分夺了回来。这种行动不是我们这里研究的对象，我们这里

考察的是基本关系，因此我们只注意三个阶级，即土地所有者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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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但是正象布莱克所指出的那样１１１，

在相应的情况下，这种行动在实践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６８８］

        

［６８９］｛布莱顿的哈利特先生在１８６２年的博览会１１２上展出了“小麦良

种”。“哈利特先生断言，谷物的穗也和跑马一样需要细心照管，然而往往培

育得很马虎，不注意自然选择的理论。现举几个突出的例子来说明怎样才能

管好小麦。１８５７年哈利特先生种出了一穗质量最好的红小麦，穗长４３８英

寸，有４７颗籽粒。１８５８年哈利特先生从他得到的不多的收成中，又选了最

好的一穗，长６１２英寸，有７９颗籽粒；１８５９年又同样从中选出最好的一穗，

这次穗长７３４英寸，有９１颗籽粒。次年即１８６０年，对耕作技术的试验不利，

麦穗没有长得更好更大；但是一年以后，即１８６１年，最好的穗长８３４英寸，

一根茎秆上有１２３颗籽粒。这样，在五年中麦穗的长度增加了一倍，而籽粒

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两倍。所以能够获得这样的结果，是由于采用了哈利特先

生所说的小麦培育的‘自然方法’，即各颗籽粒前后左右都相距约９英寸，使

每颗籽粒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 哈利特先生断定，如果播种‘良种小

麦’并且采用培育的‘自然方法’，英国的谷物生产可以增加一倍。他声称，

下种适时，每平方英尺的土地只播种一粒，他从每粒种子收获的作物平均有

２３穗，每穗约有３６颗籽粒。根据这种情况，一英亩土地的产品按精确的计

算是１００１８８０穗，而用普通方法播种，每英亩所费种子量达二十倍以上，却

只能收９３４１２０穗小麦，即少６７７６０穗……”｝

［（ｅ）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的解释以及

这种解释同他的地租理论的联系］

  ［李嘉图是这样证明利润率的下降的：］

“随着社会的进步，劳动的自然价格总是有上涨的趋势，因为调节劳动自

然价格的一种主要商品由于生产困难不断增大而有涨价的趋势。但是，由于

农业的改良和可以提供进口粮食的新市场的发现，能在某一个时期内阻止必

需品价格上涨的趋势，甚至能使其自然价格下降，所以，这些同样的原因也

会对劳动的自然价格产生相应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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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产品和劳动外，一切商品的自然价格都有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加而

下降的趋势；因为，一方面它们的实际价值虽然会由于制造它们所用的原料

的自然价格上涨而增加，但是，机器的改良、劳动分工和劳动分配的改进、生

产者在科学和技艺方面熟练程度的提高，会把这种增加的趋势抵销而有余。”

（同上，第８６—８７页）

“随着人口的增加，必需品的价格将不断上涨，因为生产它们需要较多的

劳动…… 所以，工人的货币工资不会下降，而会提高，但提高的程度却不

足以使工人能够买到商品涨价前他能买到的那样多的舒适品和必需品……

尽管工人的报酬实际上比以前差了，工人工资的这种增加还是必然会减少工

厂主的利润，因为工厂主不能按较高的价格出卖他的商品，而这些商品的生

产费用却提高了……

因此，可以看出，使地租提高的同一原因（即用同一比例的劳动量来生

产追加的食物量越来越困难），也会使工资提高。所以，在货币价值不变的情

况下，地租和工资都会有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加而提高的趋势。

但是，地租的增加和工资的增加有根本的区别。地租的货币价值提高时，

［６９０］它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会随之增加：不仅土地所有者的货币地租会

增加，而且他的谷物地租也会增加…… 工人不会这样幸运：不错，他得到

的货币工资会更高，但以谷物来表示，他的工资却减少了；这时不仅他支配

的谷物数量会减少，而且他的一般状况也会恶化，因为他将发现，市场工资

率要保持在自然工资率以上是更困难了。”（同上，第９６—９８页）

“假定谷物和工业品始终按同一价格出售，那末利润的高低就会同工资

的高低成反比。但是，我们假定谷物价格提高是因为生产谷物需要更多的劳

动量；这一原因并不会使工业品的价格提高，因为生产工业品不需要追加劳

动量…… 如果工资随着谷物价格上涨而提高（这是肯定会发生的），那末他

们 ［工厂主］的利润就一定会下降。”（同上，第１０８页）

“但是人们也许要问，租地农场主虽然要支付一个工资的追加额，他是否

至少还能得到以前的利润率呢？当然不能，因为他不仅要给他所雇用的每个

工人支付较高的工资（就象工厂主所要做的那样），而且要支付地租，或者为

了得到同量产品而使用追加工人。而原产品价格的上涨只会与这种地租或与

追加的工人人数相适应，它不会补偿由于工资的提高而给租地农场主带来的

７２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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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同上，第１０８页）

“我们已经指出，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在土地产品的价值中，无论是

土地所有者还是工人所占的份额都不大，他们所占的份额是随着社会财富的

增长以及生产食物困难的增加而成比例地增长的。”（第１０９页）

这是关于“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的一个奇特的资产阶级幻

想。在这种早期阶段，劳动者或者是奴隶，或者是靠自己劳动生

活的农民等等。在第一种场合，他和土地一起属于土地所有者；在

第二种场合，他就是他自己的土地所有者。在这两种场合，都没

有介入土地所有者和农业工人之间的资本家。农业从属于资本主

义生产，从而奴隶或农民变为雇佣工人，以及在土地所有者和工

人之间介入了资本家，——这一切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后

结果，而李嘉图却看做是“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所固有的现象。

“因此，利润有下降的自然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为

了生产必需的追加食物量，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利润的这种趋势，这

种可以说是重力作用，幸而由于生产必需品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良以及农业科

学上的发现而时常受到抑制，这些改良和发现使我们能够减少一部分以前所

需要的劳动量，因而能降低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同上，第１２０—１２１

页）

李嘉图的下面一段话就直截了当地说，他所理解的利润率就

是剩余价值率：

“虽然生产了一个较大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以后剩下的部分

中却有较大的份额是由生产者消费的，而这一点，并且只有这一点，却调节

着利润的大小。”（同上，第１２７页）

这就是说，撇开地租不谈，利润率等于商品价值超过在生产

这种商品的时期所支付的劳动价值的余额，或者说，超过生产者

所消费的那部分商品价值的余额。李嘉图在这里只把工人叫做生

产者１１３。他认为所生产的价值是他们生产的。因此，在这里他把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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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解释为工人自己生产的价值中为资本家生产的部分。①

但是，如果李嘉图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等同起来，如果他

同时又假定（而他正是这样做的）工作日的长度是既定的，那末

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就只能用引起剩余价值率下降的那些原因来解

释。在工作日的长度既定时，剩余价值率只有在工资率不断提高

的条件下才可能下降。而工资率的不断提高只有在必需品的价值

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必需品价值的提高又只有在农业

生产条件不断恶化的情况下，也就是在假定李嘉图的地租理论是

正确的条件下才会发生。因为李嘉图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等同

起来，［６９１］又因为剩余价值率只是按照它同花费在工资上的可

变资本之比来计算的，所以李嘉图也和亚·斯密一样，假定全部

产品的价值扣除地租之后，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也就

是说，分为工资和利润。换句话说，李嘉图作了一个错误的假定：

全部预付资本只由可变资本构成。例如，在前面引用的那段话后

面，他接着说：

“当较坏土地投入耕种时，或者当花费在老地上的追加的资本量和劳动

量收益减少时，上述影响将是持久的：支付地租后剩下的、要在资本所有者

和工人中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产品中，将有更大的份额归工人所得。”（同上，

第１２７—１２８页）

李嘉图紧接着又说：

９２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① ［６９１］关于剩余价值的来源，李嘉图说：“……资本在货币形式上是不会产生

利润的；而在它所能交换的材料、机器和食物的形式上，却可以产生收入。”

（同上，第２６７页）“有价证券持有者的资本［６９２］决不可能成为生产资本——

这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如果有价证券持有者想把有价证券卖掉，并将卖得

的资本生产地加以使用，他就只有使购买他的有价证券的人的资本离开某种

生产用途才能做到。”（第２８９页注）［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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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工人所得到的产品的绝对量也许会、甚至很可能会减少；但是，因

为同租地农场主留下的全部产品相比，雇用的工人会增加，所以在全部产品

中为工资所吸收的那部分价值会增大，因而产品中用来支付利润的那部分价

值会减少。”（第１２８页）

在前面不远的地方，李嘉图写道：

“土地产品在支付土地所有者和工人以后余下的数量，必然属于租地农

场主，成为他的资本的利润。”（第１１０页）

李嘉图在《论利润》那一部分（第六章）的结尾说，即使假

定商品价格随着工人货币工资的提高而一起提高，——这是错误

的假定，——他对利润率下降的分析仍然是正确的：

“在论工资的那一章，我们已经力求说明……商品的货币价格不会由于

工资提高而提高。但是即使情况不是这样，即使高工资引起商品价格持久上

涨，认为高工资必然会影响那些使用雇佣劳动的人，使他们失去一部分实际

利润的说法仍然是正确的。假定制帽业者、织袜业者、制鞋业者在生产一定

量商品时，每人多付１０镑工资，而帽子、袜子和鞋子的价格上涨的总额足以

补偿他们各人的这１０镑。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量况并不会比商品价格没有

提高时好些。如果织袜业者的袜子卖得１１０镑，而不是１００镑，他的利润的

货币额就恰好和以前一样；但是因为他用这一相同的货币额换得的帽子、鞋

子和其他一切商品的数量将会少十分之一，因为他用过去积蓄的数额〈即用

同样的资本〉所能雇用的工人会由于工资提高而减少，所能购买的原料也会

由于原料价格上涨而减少，所以他的景况并不会比他的货币利润总额实际减

少而一切工业品价格不变的时候好些。”（第１２９页）

李嘉图在其他地方论证问题的时候总是只强调，在较坏的土

地上，为了生产同量的产品必须雇用数量更多的工人，而在这里，

他终于提出了对利润率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那就是，用同量资

本所雇用的工人由于工资提高而减少。在其他方面，他并不完全

正确。如果帽子等等的价格提高１０％，资本家的景况不会改变，但

是土地所有者在购买这一切商品的时候必须从他的地租中付出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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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数目。例如他的地租从１０镑增加到２０镑。但是他用这２０镑

买得的帽子等等的数量，比以前用１０镑买得的成比例地减少了。

李嘉图说得完全对：

“在社会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土地的纯产品同土地的总产品相比，会不断

减少”。（第１９８页）

李嘉图的这个论点的意思是，在社会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地租

不会提高。［纯产品同总产品相比会减少的］真实原因在于，在社会

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会减少。［６９１］

［６９２］随着生产的进步，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会增加，这

一点李嘉图自己也承认，不过他采取的形式是，固定资本同流动

资本相比会增加：

“在富强的国家，大量的资本都投在机器上；而在较贫穷的国家，按比例

来说，固定资本少得多，流动资本多得多，因而很多工作要靠人的劳动来进

行。因此，在富强的国家，商业和工业上的突然变动所带来的灾难，比在较

贫穷的国家大。把流动资本从使用它的部门中抽出来，不象固定资本那样困

难。为一个工业部门制造的机器，往往完全不能用于其他工业部门；相反，一

个部门的工人的衣服、食物和住房却可以用来维持另一个部门的工人的生活

  （因此，这里的流动资本只能理解为用于工资的可变资本），

或者说，同一个工人虽然改换了自己的职业，但可能得到同样的食物、衣

服和住房。然而，这是富裕国家必须容忍的不幸；为这种不幸而埋怨，就好

比一个富商为了他的船只在海上会遇到各种危险，可是他的穷邻居的茅屋完

全没有这种危险而长吁短叹一样，是没有道理的。”（同上，第３１１页）

李嘉图自己指出了一个与农产品价格提高完全无关的地租提

高的原因：

“任何固定在土地上的资本，到租佃期满时，都必然属于土地所有者而不

属于租地农场主。土地所有者在重新出租他的土地时由于这一资本而得到的

１３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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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报酬都将以地租形式出现。但是，如果用一定量资本能从国外购得的谷

物比在国内这种土地上生产的多，那就不会有人支付地租。”（同上，第３１５

页注）

关于同一个问题，李嘉图说：

“在本书的前面一个部分，我曾经指出本来意义的地租和土地所有者因

支出自己的资本给租地农场主带来各种好处而在地租名义下得到的报酬之

间的区别。但是我也许还没有充分说明由于这种资本的使用方法不同而产生

的区别。因为这种资本的一部分一旦用来改良农场，就同土地不可分离地结

合在一起，并会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所以，为了使用土地而支付给土地所有

者的报酬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并且受一切地租规律的支配。无论这种改良

是由土地所有者还是由租地农场主出钱进行，除非从改良的土地上得到的收

益很可能同其他任何等量投资所能获得的利润至少相等，否则这种改良一开

始就不会进行。但是只要进行这种改良，以后从改良的土地上得到的收益就

会完全具有地租的性质，并将经历地租所经历的一切变动。但是这种费用中

有些只能在有限的时期内改良土地，不能长久地提高土地的生产力：比如说，

这种费用如果用于建筑物或其他临时性的改良，就需要不断更新，因此它不

能使土地所有者的实际地租持久地增加。”（第３０６页注）

李嘉图说：

“在任何国家，在任何时候，利润都取决于在不提供地租的土地上或者用

不提供地租的资本生产工人必需品所需要的劳动量。”（第１２８页）

根据这种观点，租地农场主在李嘉图所说的不支付地租的土

地即最坏的土地上的利润，调节一般利润率。李嘉图是这样推论

的：最坏土地的产品按其价值出卖，并且不会带来任何地租；因

此，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扣除了只是作为给工人的等价物的

那部分产品价值以后，留给资本家的剩余价值究竟有多少；而这

种剩余价值就是利润。这种推论所依据的前提是，费用价格和价

值是等同的，因为这一产品是按费用价格出卖的，所以它是按照

价值出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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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和理论上来看，这是不正确的。我曾经指出①，在资

本主义生产和土地所有权存在的地方，最坏的土地或最次的矿井

之所以能够不提供地租，只是因为在这种场合，它的产品按市场

价值（不由这种产品本身调节）出卖时，是低于它的 ［个别］价

值出卖的。因为这里产品的市场价值正好抵补它的费用价格。但

是这种费用价格由什么调节呢？由非农业资本的利润率调节，自

然，谷物价格也参与决定利润率，不过绝不能说，利润率仅仅是

由谷物价格决定的。李嘉图的论断只有在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的

情况下才是正确的。［６９３］从历史上看——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在

农业上比在工业上出现得晚些——也是农业利润由工业利润决

定，而不是相反。只有说，在提供利润而不提供地租、其产品按

费用价格出卖的最坏的土地上，平均利润率会出现，会明显地表

现出来，那才是正确的，但如果说平均利润是由此调节的，那就

完全不正确了。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利息率和地租率不提高，利润率也可能下降。

“从我们对资本的利润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如果没有某种引起工资

提高的持久的原因，任何资本积累都不能使利润②持久地降低…… 如果工

人消费的必需品的量能够持久地、同样容易地增加，那末无论资本积累达到

什么程度，利润率或工资率〈应当说剩余价值率和劳动价值率〉都不会有经

常的变动。但是，亚当·斯密却把利润的下降完全归因于资本的积累和由此

产生的竞争，而从来不去注意为追加资本所雇用的追加工人提供食物的困难

在日益增加。”（同上，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３３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①

② 李嘉图在这里所说的利润，是指资本家拿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但决不是全

部剩余价值。认为由于资本积累，剩余价值可能降低，那是错误的，而对利

润 ［率］来说，却是正确的。

见本册第３３０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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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只有在利润和剩余价值等同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亚·斯密说，随着资本的积累，利润率会由于资本家之间的

竞争日益加剧而下降；而李嘉图则说，利润率会由于农业生产条

件的不断恶化（必需品涨价）而下降。我们反驳了他的观点，他

的这种观点只有在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等同的情况下，也就是说，

在利润率只是因为工资率提高（假定工作日不变）才能下降的情

况下，才是正确的。斯密的见解所依据的是：他（根据他的错误

的、已被他自己驳倒了的价值观点）把价值看作是工资、利润和

地租相加的结果。按照他的看法，资本的积累通过降低商品价格

的方法迫使任意规定的、本身没有任何内在尺度的利润降低，根

据这种观点，对商品价格来说，利润纯粹是一种名义上的附加额。

李嘉图反驳斯密说，资本的积累不会使商品的价值规定发生

变动，这一论据在理论上自然是正确的；但是，李嘉图企图用一

个国家不可能发生生产过剩这一点来反驳斯密，这就大错特错了。

李嘉图否认资本过多的可能性，但在他以后的时期，这种可能性

在英国的政治经济学上已经成为公认的原理了。

第一，李嘉图没有看到，在现实生活中不仅资本家和工人彼此

对立，而且［产业］资本家、工人、土地所有者、货币资本家、从国家

领取固定收入的人等等，都彼此对立；在这里，商品价格的下降，使

产业资本家和工人双方都受到打击，而对其他阶级却有利。

第二，李嘉图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决不是以随便什么样

的规模进行都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它就越是不得不采

取与直接的需求无关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不断扩大的那样一种规

模。李嘉图求助于萨伊的荒谬的前提，似乎资本家进行生产不是

为了利润，不是为了剩余价值，而是直接为了消费，为了使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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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为了他自己的消费。李嘉图没有看到，商品必须转化为货

币。工人的需求是不够的，因为利润之所以存在，正是由于工人

所能提出的需求小于他们的产品的价值，而相对说来，这种需求

越小，利润就越大。资本家彼此提出的需求同样是不够的。生产

过剩不会引起利润的持续下降，但是它经过一定时期会不断重复。

随着生产过剩，就出现生产不足等等。生产过剩的起因恰好在于：

人民群众所消费的东西，永远也不可能大于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

数量，因此人民群众的消费不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

增长。不过，整个这一节都属于资本竞争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李

嘉图所说的一切是毫无价值的。（这就是第二十一章《积累对于利

润和利息的影响》。）

“只有一种情况可能引起利润率在食物价格低廉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

降，那就是维持劳动的基金比人口增加快得多，这时工资高，而利润率却低；

但这种情况也只具有暂时的性质。”（第３４３页）

李嘉图 ［在《积累对于利润和利息的影响》这一章中］就利

润和利息的关系讽刺萨伊说：

“萨伊先生承认利息率取决于利润率；但由此不能得出结论说，利润率取

决于利息率。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任何情况都不能使因果倒置。”（同上，第

３５３页注）

但是，使利润下降的那些原因能够使利息提高，反过来也是

一样。
１１４

        

［在《论殖民地贸易》一章中，李嘉图写道：］

“萨伊先生承认，生产费用是价格的基础，但他在他的著作的不同地方却

说价格是由供求关系调节的。”（同上，第４１１页）

５３５李嘉图的利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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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认需求和供给的决定性作用的］李嘉图本来应该从［萨伊

把生产费用的见解同需求和供给的见解结合起来的］这种论点中

看到，［６９４］［萨伊所谓的］生产费用与用于生产某种商品的劳动

量是大不相同的。但他没有这样做，却继续说：

“真正地和最后地调节任何两种商品的相对价值的，是它们的生产费

用”。（同上）

［在《论殖民地贸易》这一章中，李嘉图写道：］

“亚当·斯密说：‘商品的价格，或者说，金银同商品相比较的价值，取

决于使一定量金银进入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和使一定量任何其他商品进入

市场所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他说这句话时难道不是同意这种观点｛价

格既不是由工资调节，也不是由利润调节｝吗？不论利润是高还是低，也不

论工资是低还是高，这种劳动量都不会变动。所以，高额利润怎么能够提高

商品的价格呢？”（第４１３—４１４页）

在上面引用的这段话里，亚·斯密所说的价格无非是指商品

价值的货币表现。商品的价值以及用来交换商品的金银的价值由

生产这两类商品｛一方面是商品，另一方面是金银｝所需要的劳

动的相对量决定，这一事实同“高额利润能够提高”商品的实际

价格即商品的费用价格这一点决不矛盾。当然，不是象斯密所想

的那样，一下子全都如此。但是由于高额利润，的确会有一部分

商品的价格比平均利润水平低时更高于这些商品的价值，而另一

部分商品的价格则比利润低时低于它们的价值的程度要小些。１１５

６３５ 第 十 六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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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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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斯密和李嘉图忽视不变资本的错误。

不变资本各部分的再生产］

  我们先把李嘉图分散在全书中的论点搜集在一起。

“……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

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

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

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李嘉图这里所说的区别，也

是亚·斯密所说的区别。〉认为资本由于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而特错了。

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

这样增加的资本仍然是非生产地消费的。”（第１６３页注）

可见，这里全部问题只归结为，产品是由工人消费还是不由

工人消费。这和亚当·斯密等人的看法一样。而实际上，这里必

定也涉及这样一些商品的生产消费，这些商品构成不变资本并作

为劳动工具或劳动材料被消费，或者说，这些商品通过消费转化

为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认为资本积累是收入转化为工资，就是

可变资本的积累，这种见解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也就是片面的。

这样，对整个积累问题就得出了错误的解释。

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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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弄清不变资本的再生产。我们在这里就考察年再

生产，也就是把一年作为再生产过程的时间尺度。

不变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固定资本——加入年劳动过程，

但不［全部］加入年价值形成过程。［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这部

分］固定资本不会被消费。所以这部分固定资本不需要再生产。由

于它一般加入生产过程并同活劳动接触，它就被保存下来，而且

它的交换价值也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被保存下来。一个国家当年

的这部分资本愈大，下一年这部分资本的纯粹形式上的再生产

（保存）相对地也就愈大；假定生产过程即使只以原来的规模更新、

继续、前进，情况就是如此。修理和为保存固定资本所必需的其

他一切，我们算在原来花费在固定资本上的劳动费用中。这与上

述意义上的保存毫无共同之处。

不变资本的第二部分每年在商品生产中会被消费掉，因此必

须再生产出来。这里包括每年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部分固定资

本的全部，还包括由流动资本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全部，即

原料和辅助材料。

至于不变资本的这第二部分，还应当进一步加以区分。

［６９５］在一个生产领域内表现为不变资本——劳动资料和劳

动材料——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同时就是某个并行的生产领域

的产品。例如，棉纱是织布业者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棉纱又是纺

纱业者的产品，也许前一天它还在制造过程中。这里所说的同时，

是指在同一年内进行生产。在同一年内，同一些商品在其不同阶

段通过不同的生产领域。它们作为产品从一个领域出来，又作为

形成不变资本的商品进入另一个领域。而且它们全都作为不变资

本在这一年内被消费掉：或者是作为固定资本只以它们的价值加

８３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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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商品，或者是作为流动资本连它们的使用价值也加入商品。当

一个生产领域生产出来的商品加入另一个生产领域，在这里作为

不变资本被消费的时候，在有这一种商品加入的生产领域的序列

之外，又有这种商品的不同要素或它的不同阶段同时并行地被生

产出来。在同一年内，它不断在一个领域作为不变资本被消费掉，

又不断在另一个并行的领域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这样作为不变

资本在一年内被消费的同一些商品，又同样不断在同一年内被生

产出来。机器在Ａ领域被磨损，同时会在Ｂ领域被生产出来。生

产生活资料的生产领域在一年内所消费的不变资本，会同时在另

一些生产领域被生产出来，因而会在一年内或在年终以实物形式

重新得到补偿。无论是生活资料还是这部分不变资本，两者都是

新的劳动、在一年内发挥作用的劳动的产品。

我在前面曾经说明①，生产生活资料的那些生产领域的产品

的一部分价值，即补偿这些生产领域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价值，是

怎样形成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者的收入的。

但是，还有一部分不变资本，它每年都被消费掉，却不作为

组成部分加入生产生活资料（供 ［个人］消费的商品）的那些生

产领域。因此，这一部分也不能从这些领域中得到补偿。我们指

的是不变资本——劳动工具、原料、辅助材料——的一部分，就

是在不变资本——机器、原料和辅助材料——本身的形成过程即

生产过程中用于生产消费的那部分。我们已经看到②，这一部分是

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的，或者直接由这些生产领域本身的产品

（例如种子、牲畜、一部分煤炭）来补偿，或者通过不同生产领域

９３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①

② 见本卷第１册第１２６—１４０、１８２—１９５和２４８—２５８页。——编者注

见本卷第１册第１１１—１２６和２３８—２４８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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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形成不变资本的产品的一部分［在生产资料生产者之间］进

行交换来补偿。这里就发生资本同资本的交换。

由于这部分不变资本的存在和消费，不仅产品量增加了，而

且年产品的价值也增大了。和这部分消费掉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相

等的那部分年产品价值，会把必须以实物形式补偿消费掉的不变

资本的那一部分，以实物形式从年产品中买回或者抽回。例如，播

种时由种子构成的那部分价值，决定着收获时必须作为不变资本

归还给土地即归还给生产的那部分价值（同时也决定着谷物量）。

没有一年内新加的劳动，这部分就不能再生产出来；但在事实上，

这部分是由去年的劳动或 ［一般说来］过去的劳动生产的，而且

——如果劳动生产率不变——由这部分加在年产品中的价值，并

不是当年劳动的结果，而是去年劳动的结果。一国使用的不变资

本的比例愈大，生产不变资本所消费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也就愈大，

这部分不变资本不仅表现为较大的产品量，而且使这个产品量的

价值提高。可见，这部分价值不仅是现在劳动、当年劳动的结果，

而且同样是去年劳动、过去劳动的结果，虽然没有当年的直接劳

动，它就不能重新出现，正如它所加入的产品不能出现一样。如

果这部分不变资本增加了，那末不仅年产品量会增加，而且年产

品的价值也会增加，即使年劳动量保持不变。这种增加就是资本

积累的形式，理解这种形式非常重要。可是李嘉图的下述论点简

直和这种理解相差太远了：

“工业中１００万人的劳动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并非总是生产出相

同的财富。”（同上，第３２０页）

假定工作日是既定的，这１００万人不仅会因劳动生产率不同

而生产出极不相同的商品量，而且这个商品量也会由于生产它时

０４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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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的不变资本的大小不同，从而由于加到它上面的，由去年劳

动、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的大小不同，而具有极不相同的价值。

［（２）不变资本的价值和产品的价值］

在这里，凡是谈到不变资本的再生产的地方，为简单起见，我

们总是先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因而生产方式也保持不变。在生

产规模既定的情况下，应当作为不变资本来补偿的是一定量的实

物形式的产品。如果生产率不变，这个量的价值［６９６］也就保持

不变。如果劳动生产率发生变动，因而把同量产品再生产出来，可

能付出较贵或较廉的代价，花费较多或较少的劳动，那末，不变

资本的价值也就发生变动，这种变动会影响产品在扣除不变资本

以后剩下的余额的大小。

例如，假定播种需要２０夸特 ［小麦］，每夸特３镑，共计６０

镑。如果再生产一夸特所花费的劳动减少１
３，每夸特就只值２镑。

应当作为播种费用从产品中扣除的仍然是２０夸特，但它们在全部

产品的价值中所占的部分现在只等于４０镑。这样，为补偿同量不

变资本就只需要总产品的一个较小的价值部分和总产品的一个较

小的实物部分，虽然作为种子归还给土地的仍然应当是２０夸

特１１６。

如果每年消费的不变资本在一个国家是１０００万镑，在另一个

国家只是１００万镑，而１００万人一年内新加的劳动表现为１亿镑，

那末产品价值在前一个国家就是１１０００万镑，在后一个国家就只

是１０１００万镑。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国家的单位商品不但可能

而且毫无疑问会比第二个国家便宜，因为第二个国家花费同量的

１４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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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劳动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少得多，比１０与１之差少得多。当

然，和第二个国家相比，第一个国家要拿出产品的更大一部分价

值，因而要拿出总产品的更大一部分，用于补偿资本。但是第一

个国家的总产品也多得多。

就工业品来说，大家知道，拿英国比如说同俄国相比，１００万

人生产的产品，不仅数量多得多，而且产品价值也大得多，虽然

英国的单位商品便宜得多。但就农业来说，看来在资本主义发达

的国家和比较不发达的国家之间就不存在这样的关系。落后国家

的产品比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的产品便宜。这是就货币价格来说

的。然而，看来发达国家的产品比起落后国家的产品来，则是劳

动量（一年内花费的劳动量）少得多的产品。例如，在英国从事

农业的人口不到三分之一，在俄国从事农业的人口却有五分之四，

在英国是５
１５，在俄国则是

１２
１５。这些数字不应当从字面上去理解。例

如在英国，在机器制造业、商业、运输业等等非农业经济部门，有

大批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各要素的制造和输送，而在俄国就没有。可

见，从事农业的相对人数，不能简单地由直接从事农业的人数来

决定。在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有许多人间接地参加这种农

业生产，而在不发达的国家，这些人都是直接从属于农业的。因

此，表现出来的差别要比实际的差别大。但是对于一国文明的总

的水平来说，这个差别极为重要，那怕这个差别只在于，有相当

大一部分参与农业的生产者不直接参加农业，而摆脱了农村生活

的愚昧，属于工业人口。

首先，我们不谈这一点。其次，我们也不谈这样一种情况，就

是大多数农业民族不得不低于自己产品的价值出卖产品，而在资

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农产品的价格却提高到它的价值的水平。

２４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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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有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加入英国土地耕种者的产品

的价值，却没有这样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加入俄国土地耕种者

的产品的价值。

假定这部分价值等于１０个人的日劳动。再假定这个不变资本

由１个英国工人推动。我所说的是农产品中不是用花费 ［土地耕

种者的］新劳动来补偿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如农具。如果１个英

国人用［等于１０工作日的］不变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需要５个

俄国工人才能生产出来，如果俄国人使用的不变资本等于１工作

日，那末，英国人的产品就等于１０＋１＝１１工作日，俄国人的产

品就等于１＋５＝６工作日。如果俄国的土地比英国肥沃，以致不

使用不变资本或只使用十分之一的不变资本生产出来的谷物，就

和英国人使用十倍资本生产出来的一样多，那末，同量的英国谷

物的价值和同量的俄国谷物的价值之比将是１１∶６。如果俄国谷

物每夸特卖２镑，那末英国谷物每夸特就要卖３２
３镑，因为２∶３

２
３＝６∶１１。可见，英国谷物的货币价格和价值比俄国谷物的货币

价格和价值高得多，然而英国谷物是花费较少量的 ［直接］劳动

生产出来的，因为过去劳动无论是在产品量中，还是在产品价值

中再现出来，都无须花费任何追加的新劳动。只要英国人比俄国

人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而使用较多的不变资本，并且，只要这种

不变资本——它无须英国人花费什么 ［在花费新劳动的意义上

说］，虽然它曾经花费过［一定的费用］，并且必须得到支付，——

没有把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足以抵销俄国土壤的自然肥力的程度，

英国谷物的价格和价值较高的情况就会始终存在。因此，在进行

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农产品的货币价格可能比［６９７］不发达的

国家高，虽然实际上这种产品花费的劳动量较少。这种产品包含

３４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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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总劳动——直接劳动加过去劳动，但再现在这种产品中的

过去劳动不需要任何 ［新］花费。如果不是自然肥力的差别发生

影响，产品就会比较便宜。［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工资的较高

的货币价格也可以用这种情况来说明。

到现在为止，我们谈的只是现有资本的再生产。工人补偿自

己的工资，同时提供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形成资本家

的利润（包括地租）。工人补偿重新用作他的工资的那一部分年产

品。资本家已在一年内把利润吃光，但是工人又生产了可以重新

作为利润被吃掉的这部分产品。在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消费的那部

分不变资本，由一年内新劳动生产的不变资本来补偿。生产这部

分新的不变资本的生产者，在一部分生活资料上实现自己的收入

（利润和工资），这部分生活资料的价值同生产生活资料时所消费

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相等。最后，在生产不变资本即生产机器、原

料和辅助材料时消费的不变资本，由生产不变资本的各个生产领

域的总产品以实物形式或通过资本同资本的交换来补偿。

［（３）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固定资本的

折旧及其在积累过程中的作用］

  资本增殖，即与再生产不同的资本积累，即收入转化为资本，

情况又怎样呢？

为使问题简单起见，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生产方式没有任

何变化，因此，生产同量商品需要同量的劳动，也就是说，资本

增殖花费的劳动量，和去年生产同量资本花费的劳动量一样。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必须转化为资本，而不是作为收入被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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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必须一部分转化为不变资本，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它分成

资本的这两个不同部分的比例，取决于资本已有的有机构成，因

为生产方式不变，两部分之间的价值比例也不变。生产愈发展，转

化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

余价值相比，就愈大。

首先，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及与这一部分相应的由生活资

料构成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必须转化为可变资本，即必须用来购

买新劳动。这只有在工人人数增加或工人的劳动时间延长的情况

下才有可能。后一种情况例如在一部分工人人口只是半就业或三

分之二就业的时候，或者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绝对延长工作

日但必须对此支付报酬时，都会发生。但是不能把这看作是积累

的经常的手段。如果原来的非生产劳动者变成生产劳动者，或者

原来不劳动的那部分人口如妇女、儿童、贫民被吸收到生产过程

中来，工人人口就可能增加。这里我们把后一点撇开不谈。最后，

由于工人人口随着整个人口的增加而绝对增加，［就业工人的人数

也可能增加。］只有在人口这样绝对增加（虽然和使用的资本相比，

人口相对减少了）的条件下，积累才能成为经常的不断的过程。人

口增加表现为积累这个经常过程的基础。但是这就需要有一种不

仅能够再生产工人人口，而且能够使工人人口不断增加的平均工

资。为了应付突然情况，资本主义生产已作了准备：它迫使一部

分工人人口进行过度劳动，又使另一部分工人人口陷于赤贫或半

赤贫状态，作为后备军储备起来。

然而，另一部分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的剩余价值，情况又怎

样呢？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就撇开对外贸易，考察一个与外界隔

绝的国家。我们举一个例子。假定一个麻织厂主生产的剩余价值

５４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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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１万镑，他想把半数即５０００镑转化为资本。根据机器织布业

的资本有机构成，这个金额的五分之一要花费在工资上。这里我

们把资本周转撇开不谈，如果考虑到资本周转，工厂主也许只要

有够五周用的金额就行了，五周之后，他把自己的产品卖出去，就

可以从流通领域中把用于工资的资本收回来。我们假定，他必须

把１０００镑存在银行家那里，以支付（２０个工人的）工资，并在一

年内作为工资逐渐花完。然后，４０００镑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第

一，工厂主必须购买够２０个工人在一年内加工织成麻布的纱。

（我们始终把资本的流动部分的周转撇开。）其次，工厂主必须增

加自己工厂中的织机，也许还要添置新的蒸汽机，或者加大旧机

器的功率等等。但是要买到所有这些东西，他必须在市场上找到

现成的纱、织机等等。他必须把他的４０００镑变成纱、织机、煤炭

等等，［６９８］即购买所有这些东西。但要能买到这些东西，这些

东西必须已经存在着。因为我们已经假定，旧资本的再生产是在

原有条件下进行的，所以，为了提供织布业者上一年所需要的那

么多的纱，纺纱业者必定已经支出他的全部资本。那末，他怎样

才能供给更多的纱来满足追加的需求呢？

提供织机等等的机器制造厂主的情况也正是这样。他生产的

新织机数量，只够织布业补偿机器的平均损耗。但是，满怀积累欲

的织布厂主拿３０００镑去定购纱，拿１０００镑去定购织机、煤炭（因

为煤炭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等等。或者说，他给纺纱厂主３０００

镑，给机器制造业者和煤炭业者等等１０００镑，让他们替他把这些

货币变成纱、织机和煤炭。因此，他必须等到这个过程结束后，才能

开始自己的积累，开始自己新麻布的生产。这是第一个中断。

然而，得到３０００镑的纺纱厂主现在的处境，也和拥有４０００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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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织布厂主一样，区别只在于他会马上从得到的３０００镑中扣下自

己的利润。他可能会找到追加数量的纺纱工人，但是他需要亚麻、

纱锭、煤炭等等。煤炭业者也一样，他除需要新工人以外，还需

要新的机器或工具。而那个必须提供新的织机、纱锭等等的机器

制造厂主，除需要追加的工人以外，还需要铁等等。亚麻生产者

的情况最糟，他只有在下一年才能把追加量的亚麻提供出来，如

此等等。

可见，织布厂主为了能够不拖延地、不间断地每年把他的一

部分利润转化为不变资本，——并且为了使积累成为不断的过

程，——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现成追加量的纱、织机等等。如果

他以及纺纱厂主、煤炭业者等等在市场上能找到现成的亚麻、纱

锭和机器，那他们就只需要雇用更多的工人了。

每年算作损耗并作为损耗加入产品价值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事实上并没有消耗掉。我们举一台机器为例，这台机器能用１２年，

价值１２０００镑；这台机器每年应当计算的平均损耗等于１０００镑。

既然每年有１０００镑加入产品，那末到１２年结束时就会再生产出

１２０００镑的价值，并且能够用这个价格购买一台同一类型的新机

器。这１２年中必要的修理和日常维修，我们算入机器的生产费用，

这些同我们的问题毫无关系。然而在事实上，实际的情况和这种

平均的计算是不同的。机器在第二年可能比第一年好用。不过１２

年后它毕竟不能再使用了。这里的情况和家畜一样，一头家畜平

均寿命为１０年，但它并不因此每年死去十分之一，虽然１０年后

必须换一头新的。当然，在同一年中，总有一定数量的机器等等

会达到确实必须换新机器的阶段。因此，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旧

机器等等确实需要在实物形式上用新机器来替换。机器等等每年

７４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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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生产就是与此相适应的。用来支付这些机器的那些价值按

照它们（机器）再生产的时间从商品的卖款取得。但事实仍然是：

虽然年产品价值（每年用来支付年产品的价值）有相当一部分比

如说在１２年后必须用来购买新机器以替换旧机器，但实际上决不

需要每年都在实物形式上换掉旧机器的十二分之一，而且事实上

也办不到。这个基金的一部分，在商品卖出或被支付以前可以用

来发放工资或购买原料，因为商品不断地投入流通领域，但并不

是立即从流通领域中回来。不过每一次使用这个基金都不可能延

续一整年，因为一年周转一次的商品必须完全实现其价值，即必

须支付，实现它所包含的工资、原料、机器损耗和剩余价值。

可见，凡是使用许多不变资本，因而也使用许多固定资本的

地方，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这部分产品价值就是积累基金，这个

基金可以被使用它的人用来作为新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的投

资，而且这部分积累根本不是从剩余价值中扣除的。（见麦克库洛

赫的著作。）１１７这种积累基金在那些没有大量固定资本的生产阶

段和国家是不存在的。这是重要的一点。这是一个不断用于改良、

扩大等方面的基金。

［（４）积累过程中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联系。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

是农业和机器制造业中积累的特点］

  但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问题是这样的。即使投在机器制

造业的全部资本仅够补偿机器每年的损耗，它所生产的机器也会

比每年所需要的机器多得多，因为损耗有一部分只是在观念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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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在现实中只是过若干年之后才要以实物形式补偿。可见，这

样使用的资本每年会提供大量的机器，这些机器可以用于新的投

资，并且使这种新的投资提前实现。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主在

本年内开始他的生产。假定他在这一年内提供１２０００镑的机器。这

样，如果要把他所生产的机器简单再生产出来，在以后１１年中，

他每年只须生产１０００镑的机器就行了，而且连这个年产量也不是

每年都被消费掉。如果他使用的是他的全部资本，那末他的产品

中被消费掉的部分就更小了。为了使他的资本保持运动，并且每

年只实现［６９９］资本的简单再生产，那些需要这种机器的部门就

必须继续不断地扩大生产。（如果这个机器制造厂主自己也进行积

累，那就更是如此了。）

因此，即使在这个生产领域中投入的资本只是进行再生产，其

他生产领域就必须不断进行积累。另一方面，只是由于机器制造

业进行简单再生产，其他生产领域的不断积累才能不断在市场上

现成地找到自己的要素之一。这里，即使一个生产领域本身进行

的只是现有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个生产领域也经常有商品储

备，供其他各生产领域用于积累，用于新的追加的生产消费。

至于被资本家比如说织布厂主转化为资本的那５０００镑利润

或剩余价值，可能有两种情况。我们始终假定，他在市场上找得

到劳动，而他必须从这５０００镑中拿出１０００镑购买劳动，以便按

照他这个生产领域的条件把这５０００镑转化为资本。这部分［资本

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可变资本，花费在工资上。但是为了使用

这种劳动，工厂主就需要有纱、追加的机器和追加的辅助材料。

（只有在工作日不延长的情况下，才需要追加的机器。在工作日延

长的情况下，机器只是磨损得快些，机器再生产的时间会缩短，但

９４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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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会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虽然机器的价值必须分摊到在较

短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上，然而生产出来的商品多得多；所以

虽然磨损得快些，可是加入单位商品的价值或价格的那部分机器

价值却小些。在这种情况下，不必把新资本直接花费在机器本身。

只要补偿机器的价值稍快些就行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辅助材

料需要预付追加的资本。）或者织布厂主能够在市场上现成地找到

他的这些生产条件。这时，购买这些商品和购买其他商品不同的

地方，只在于他购买商品是为了生产消费，而不是为了个人消费。

或者他在市场上找不到这些现成的东西。这时，他就得定购这些

东西（例如要买新结构的机器），就象他不得不定购市场上不能现

成找到的那些个人消费品一样。如果原料（亚麻）只是根据定购

进行生产｛如靛蓝、黄麻等等，印度农民就是根据英国商人的定

购和预付来生产的｝，那末织布厂主当年要在他自己的企业中进行

积累就不可能了。另一方面，假定纺纱厂主把他的５０００镑变成资

本，而织布厂主不进行积累，那末，虽然市场上存在着生产纱的

一切条件，但纱将卖不出去，这５０００镑固然已转化为纱，但是没

有转化为资本。

（关于信用，我们在这里不需要详谈。信用使积累资本可以不

用在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领域，而用在它的价值增殖的机会最多

的地方。但是，每个资本家都宁愿把他积累的资本尽量投在自己的

部门。如果他把资本投在别的部门，他就成了货币资本家，得不到

利润，只得到利息；或者他不得不去进行投机。但我们这里是谈平

均积累，并且只是为了举例才假定积累资本投入这个或那个特殊

部门。）

另一方面，如果亚麻种植业者扩大了生产，即进行了积累，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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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纱厂主、织布厂主、机器制造厂主等却没有进行积累，那末亚麻

种植业者的仓库里就会有过剩的亚麻，下一年也许就会减少生产。

｛这里我们暂时把个人消费完全撇开，只考察生产者之间的联

系。如果存在这种联系，那末首先，对于生产者必须互相补偿的

那些资本来说，他们会互相成为市场；新就业的或就业情况较好

的工人会成为一部分生活资料的市场；因为剩余价值在下一年会

增长，所以资本家能够消费自己收入中增长的部分，从而在一定

程度上又会互相成为市场。可是本年的产品有相当一部分仍然不

能实现。｝

现在问题应该这样来表述：假定普遍进行积累，即假定在所

有部门中都进行或多或少的资本积累，——而这实际上是资本主

义生产的条件，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来说强烈追求这一点，正象货

币贮藏者强烈追求货币积累一样（不过这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向前

发展所必需的），——那末这种普遍积累的条件是什么，普遍积累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或者说，因为可以把织布厂主看作全体资本

家的代表，那末为了使他能顺利地把５０００镑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

本，并且逐年不断地把积累过程继续下去，需要些什么条件呢？积

累５０００镑，无非是把这些货币，把这个数额的价值，转化为资本。

可见，资本积累的条件同原来生产或再生产资本的条件是完全一

样的。

而这些条件就是：用一部分货币购买劳动，用另一部分货币购

买能由这种劳动进行生产消费的商品（原料、机器等等）。｛某些商

品，例如机器、原料、半成品等等，只能供生产消费。其他一些商品，

例如房屋、马匹、小麦、黑麦（可以用来造酒或制淀粉等）等等，既可

供生产消费，也可供个人消费。｝为了能够买到这些商品，它们就必

１５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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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作为商品存在于［７００］市场上，即存在于已经结束的生产和尚未

开始的消费之间的中间阶段，存在于卖者手中，存在于流通阶段；

或者根据定购可以得到供应（例如建造新工厂等等，就用定购的办

法）。由于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存在着社会规模的分工（劳动和

资本在各个不同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由于生产、再生产在所有领

域同时进行，情况也就是如此，这是进行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前

提。这是市场的条件，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资本愈多，劳

动生产率愈高，总之，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愈大，存在于从生产到

消费（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过渡阶段，存在于流通中，存在于市

场上的商品量就愈多，每一笔资本在市场上现成地找到自己再生

产条件的把握也就愈大。情况之所以必然是这样，还因为按照资本

主义生产的本质，第一，每一笔资本活动的规模，并不决定于个人

需求（定购等等，私人需要），而是决定于力求实现尽可能多的劳

动，因而实现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并用现有的资本提供尽可能多

的商品的欲望；第二，每一笔资本都力求在市场上占据尽可能大的

地盘，并竭力排挤、排除自己的竞争者。资本竞争。

｛交通工具愈发达，市场上的存货就愈能减少。

“凡是生产和消费比较大的地方，在任何时候自然都会有比较多的剩余

存在于中间阶段，存在于市场上，存在于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道路上，除非

物品卖出的速度大大加快，消除了生产的增加本来会引起的这些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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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页）｝

可见，新资本的积累只能在和已有资本再生产条件相同的条

件下进行。

｛我们在这里完全不谈这样一种情况：积累的资本大于能够投

２５５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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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生产的数量，例如资本以货币形式存放在银行家手里而不使用。

由此会产生向国外贷款等等，一句话，产生投资的投机。我们也

不考察有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不能卖出，出现危机等情况。这属

于论述竞争的那一部分。这里我们要研究的只是资本在它运动的

各个阶段上所采取的形式，而且总是假定商品会按其价值出卖。｝

如果织布厂主除了用１０００镑购买劳动外，还能在市场上找到

现成的纱等等，或者能够定购到这些东西，他就能把５０００镑剩余

价值再转化为资本。为了能买到这些东西，就必须有追加的产品

生产出来，这种追加的产品包括加入他的不变资本的商品，特别

是包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生产出来而产量不能迅速增加或根本不

能在当年增加的商品；原料，例如亚麻，就是这样的情况。

｛这里商人资本就出现了，商人资本为日益增长的消费——个

人消费或生产消费——把现成的商品贮存在仓库中；但这只是中

介形式之一，因而不是这里所要谈的，而是考察资本竞争时所要

谈的。｝

正如一个领域中现有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其他领域中并行

的生产和再生产为前提，一个部门中的积累，或者说，追加资本

的形成，也以其他部门中同时或并行地进行的追加生产为前提。因

此，在所有提供不变资本的领域中，生产规模必须同时扩大（按

照由需求决定的、每个特殊领域在整个生产增长中应承担的平均

份额来扩大）；所有不为个人消费提供成品的领域，都提供不变资

本。其中最重要的是机器（工具）、原料、辅助材料的增加，因为

当这些条件具备的时候，有这些东西加入的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不

论是提供半成品还是提供成品，就只须推动更多的劳动了。

因此，为了能进行积累，看来所有领域都必须不断追加

３５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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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

这一点还要稍为详细地加以说明。

其次，第二个重大问题：

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或者说，——因为这里谈

的是利润，——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利润（包括地租；如果土

地所有者想进行积累，想把地租转化为资本，那末剩余价值就总

是落到产业资本家手中；甚至在工人把他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转化

为资本时，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由前一年的 ［７０１］新加劳动构

成。现在要问，这笔新资本是否全部花费在工资上，是否只和新

劳动交换？

赞成的说：一切价值最初都由劳动产生。一切不变资本最初

都完全象可变资本一样是劳动的产品。看来，在这里我们又成了

资本直接由劳动产生的见证人。

反对的说：难道追加资本的形成必须在比旧资本的再生产更

坏的生产条件下进行吗？难道追加资本的形成必须回到生产方式

的更低阶段吗？可是，如果新价值只花费在直接劳动上，因而这

种直接劳动在没有固定资本等等条件下，必须先把这种资本生产

出来，正象劳动最初不得不先把自己的不变资本创造出来那样，那

末，情况就一定是这样。这纯粹是无稽之谈。但是，这是李嘉图

等人的前提。这一点要较详细地谈谈。

这里产生的第一个问题是：

如果资本家不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卖掉，或者更确切地说，不

把代表这部分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卖掉，而是把它直接当作资本

使用，这一部分剩余价值能够由此转化成资本吗？如对这个问题

作肯定的回答，那就包含着这样的结论：应当转化为资本的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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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并不是全都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者说，花费在工资上。

就谷物和牲畜构成的那部分农产品来说，这个问题从一开始

就很清楚。收成中代表租地农场主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的那部

分谷物（一部分牲畜也是一样），可以不拿去卖，而立即作为种子

或役畜再当作生产条件来使用。土地本身所生产的一部分肥料也

是如此，这种肥料同时也可以作为商品在商业中流通，即可以出

卖。租地农场主可以把作为剩余价值，作为利润得到的这部分

［未进入流通的］剩余产品，立即在他自己的生产领域内再转化为

生产条件，即直接转化为资本。这部分并不花费在工资上，并不

转化为可变资本。这部分从个人消费中抽出来，而又不是在斯密

和李嘉图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生产地消费掉。这部分用于生产消费，

然而是作为原料来消费的，不是作为生产劳动者或非生产劳动者

的生活资料来消费的。谷物不仅可以用作生产工人等等的生活资

料，而且可以用作牲畜的饲料，用作酿酒、制淀粉等等的原料。牲

畜（肉用牲畜或役畜）也不仅可以用作生活资料，而且可以为许

多工业部门提供原料，即毛皮、皮革、油脂、骨、角等等，同时

还可以部分地为农业本身，部分地为运输业提供动力。

有一些生产部门，再生产时间超过一年（如大部分畜牧业，林

业等等），但是这些部门的产品同时必须不断再生产，即不断要求

投入一定量的劳动；在所有这些部门中，因为不仅代表有酬劳动，

而且代表无酬劳动的新加劳动必须以实物形式积累到产品能够出

卖时为止，所以积累和再生产是一致的。

（这里所谈的不是每年按照一般利润率归并［到资本中］的利

润的积累；这不是实际的积累，而只是一种计算方法。这里所谈

的是在若干年内反复进行的总劳动的积累，因而，在这种积累中，

５５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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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有酬劳动，而且无酬劳动也以实物形式积累起来，并且立即

再转化为资本。至于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积累，它反而不 ［直

接］取决于这里新加的劳动量。）

经济作物（不论它们是提供原料，还是提供辅助材料）的情

况也是这样。经济作物的种子，以及能够再作为肥料等等使用的

那部分经济作物，都代表总产品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拿去出卖，

那丝毫也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它们一旦作为生产条件重新加

入生产，就形成 ［新产品的］总价值的一部分，并以 ［７０２］这样

的一部分构成新的生产中的不变资本。

这样就已经说明了一个主要问题——关于作为本来意义的农

产品的原料和生活资料（食物）的问题。可见，这里积累是同更

大规模的再生产直接一致的，因此，剩余产品的一部分直接在本

生产领域内再用作生产资料，而不用经过同工资或其他商品相交

换。

第二个主要问题是机器。这里指的并不是生产商品的机器，而

是生产机器的机器，是机器制造业的不变资本。如果已经有了这

种机器，那就只需要花费在采掘工业中为各种容器和机器提供原

料（铁等等）的劳动了。有了机器制造机，也就有了对原料本身

加工的机器。我们在这里遇到的困难，是不陷入前提的循环论证

中。这种循环论证就是：为了生产更多的机器，就必须有更多的

材料（铁等等，煤炭等等），而为了生产这种追加的材料，又必须

有更多的机器。无论我们是否假定，生产机器制造机的工业家和

生产机器（用机器制造机来生产）的工业家是属于同一个资本家

集团，都不会使问题本身发生任何改变。有一点是明显的。剩余

产品的一部分表现为机器制造机（剩余产品表现为这种形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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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取决于机器制造厂主）。这种机器制造机不一定非卖不可，它们

能够以实物形式作为不变资本再加入新的生产。因此，在这里我

们又看到了第二类作为不变资本直接（或通过同一生产领域内的

交换）加入新的生产（积累），而不用经过先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过

程的剩余产品。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能否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问题，首先归

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能否直接

作为生产条件再加入本生产领域，而无须先让渡出去。

一般的规律是：

只要产品的一部分，从而剩余产品（即代表剩余价值的使用

价值）的一部分，能够直接地，不通过中介，作为生产条件，作

为劳动资料或劳动材料再加入它从中出来的那个生产领域，那末，

这个生产领域中的积累就可能并且必定采取这种形式：剩余产品

的一部分不拿去出卖，而是直接（或通过与同一生产领域内以同

样方式进行积累的其他部门的资本家相交换）作为再生产的条件

重新加入生产过程，所以在这里，积累和更大规模的再生产直接

一致。它们两者必然到处都是一致的，但是不一定采取这种直接

的方式。

一部分辅助材料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一年内生产出来的煤

炭就是这样，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能够被用来重新生产煤炭，因而，

能够被煤炭业者直接地，不通过任何中介，作为不变资本用于更

大规模的生产。

在工业界，有一种为工厂主建造整座工厂的机器制造业者。假

定［他们的产品的］１
１０是剩余产品，或者说，无酬劳动。显然，这

１
１０即剩余产品，究竟是表现为替第三者建造并卖给第三者的工厂

７５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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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物，还是表现为机器制造业者替自己建造并卖给自己的工厂

建筑物，都不会使问题发生任何改变。这里，问题只在于代表剩

余劳动的那种使用价值的性质，只在于这种使用价值能不能作为

生产条件再加入拥有这个剩余产品的 ［７０３］资本家的生产领域。

这里我们又有了一个例子，表明使用价值这个范畴对于决定经济

形式具有重要的意义。

这样，这里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产品（因而也就是剩余价

值）有很大一部分能够并且必须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以便作为

资本被积累起来，没有这部分剩余产品，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

本积累。

第二，我们已经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高度发展，因而劳动

生产率水平很高，因而不变资本很大，特别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

那部分不变资本很大的地方，一切领域的固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

以及与此并行的生产固定资本的现有资本的再生产，就会形成一

个积累基金，也就是为更大规模的生产提供机器，提供不变资本。

第三，剩下还有一个问题：

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能不能通过比如说机器、工具等等的生产

者和原料即铁、煤炭、金属、木材等等的生产者之间的（间接）交

换，即通过不变资本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交换，再转化为资本

（不变资本）？例如，如果生产铁、煤炭、木材等等的工厂主向机

器制造业者购买机器或工具，而机器制造业者向这些原料生产者

购买金属、木材、煤炭等等，那末他们就是通过这种交换来互相

补偿各自不变资本中相互有关的组成部分，或形成新的不变资本。

这里的问题是，这种情况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剩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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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资本化的剩余价值转化为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我们在前面①已经看到，在现有资本进行简单再生产的条件

下，在不变资本的再生产中所使用的那部分不变资本，或者直接以

实物形式补偿，或者通过不变资本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来补偿；这是

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不是收入同收入的交换，或收入同资本的交

换。其次，在消费品（加入个人消费的物品）的生产中所使用的，或

者说，用于生产消费的不变资本，则由作为新加劳动的结果因而归

结为收入（工资和利润）的同类新产品来补偿。与此相适应，在生产

消费品的那些领域中，其价值用于补偿这些领域中所使用的不变

资本的那部分产品，代表不变资本生产者的收入，相反，在生产不

变资本的那些领域中，代表新加劳动，因而形成这种不变资本生产

者的收入的那部分产品，则代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用于

补偿［在生活资料生产中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这就要求不

变资本的生产者用他们的剩余产品（在这里，是他们产品中超过同

他们的不变资本相等的那部分产品的余额）去交换生活资料，把这

种剩余产品的价值用于个人消费。同时，这种剩余产品包括：

（１）工资（或再生产出来的工资基金），这一部分必须（由资

本家）仍旧用在工资上，即用于个人消费（如果假定是最低限度

的工资，那末工人就只能把他得到的工资实现在生活资料上）；

（２）资本家的利润（包括地租）。这一部分如果很大，那就可

９５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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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部分用于个人消费，一部分用于生产消费。而在用于生产消

费的情况下，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之间就会进行产品交换；但这里

已经不是代表他们应当互相补偿的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交

换，而是一部分剩余产品，即收入（新加劳动）的交换，这部分

剩余产品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由于这种转化，不变资本的量就

增加，再生产的规模就扩大。

因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一部分现有的剩余产品，即

一部分一年内新加的劳动，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而不用先转化

为可变资本。因此，这里也可以看出，剩余产品用于生产消费，或

者说，积累，绝不等于全部剩余产品都花费在生产工人的工资上。

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情况：机器制造业者把自己的商品（一部

分）卖给比如说布匹生产者；布匹生产者付给他货币；机器制造

业者用这些货币购买铁、煤炭等等，而不是购买生活资料。但是

把整个过程加以考察就会明白，如果用于补偿不变资本的各要素

的生产者不向生活资料生产者购买他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因而，

如果这个流通过程实质上不是生活资料和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

那末生活资料的生产者就不能购买机器或原料来补偿自己的不变

资本。由于买和卖的行为的分离，当然在这些结算过程中可能发

生极大的紊乱和麻烦。

［７０４］如果一个国家自己不能把资本积累所需要的那个数量

的机器生产出来，它就要从国外购买。如果它自己不能把所需数

量的生活资料（用于工资）和原料生产出来，情况也会如此。在

这里，一旦有国际贸易参与，那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一个国家

的剩余产品——如果它用于积累，——有一部分并不转化为工

资，而是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但是那时仍然会有一种看法，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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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国外为此而预付的货币会全部花费在工资上。我们已经看到，

即使把对外贸易撇开，情况也不是这样，而且不可能是这样。

剩余产品究竟以怎样的比例分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取

决于资本的平均构成，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愈发达，直接花费在工

资上的那部分相对地也就愈小。有人认为，剩余产品既然只是一

年内新加劳动的产品，它 ［在积累的情况下］也就只转化为可变

资本，只花费在工资上，这种看法总的说来同那种认为因为产品

只不过是劳动的结果或劳动的化身，所以产品的价值全部都归结

为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的错误观念是一致的，而斯密和李

嘉图就是这样错误地认为的。

不变资本的很大一部分，即固定资本，可能由这样一些东西

组成：有的直接加入生活资料、原料等等的生产过程；有的或者

用来缩短流通过程，如铁路、公路、通航的运河、电报等等，或

者用来保存和储备商品，如货栈、仓库等等；还有的只是在经过

较长的再生产时期后才能增加土地的肥力，如土地平整、泄水渠

等等。剩余产品究竟是较大一部分还是较小一部分花费在这几种

固定资本中的某一种上，这对于生活资料等等的再生产所产生的

直接的、最近的后果是极不相同的。

［（６）危机问题（引言）。发生危机时资本的破坏］

如果有不变资本的追加生产——比补偿旧资本所必需的、因

而也就是生产原有数量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生产大的生产——作

为前提，那末，在使用机器、原料等［来生产个人消费品］的领域进

行追加生产，或者说，进行积累，就再也没有任何困难了。如果有必

１６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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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追加劳动，上述领域的资本家就会在市场上找到形成新资本，

即把他们的代表剩余价值的货币转化为新资本的一切资料。

但是，整个积累过程首先归结为这样的追加生产，它一方面适

应人口的自然增长，另一方面形成在危机中显露出来的那些现象

的内在基础。这种追加生产的尺度，是资本本身，是生产条件的现

有规模和资本家追求发财致富和扩大自己资本的无限欲望，而决

不是消费。消费早就被破坏了，因为，一方面，人口的最大部分，即

工人人口，只能在非常狭窄的范围内扩大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劳动的需求，虽然绝对地说是在增加，但

相对地说却在减少。此外还有一点：一切平衡都是偶然的，各个领

域中使用资本的比例固然通过一个经常的过程达到平衡，但是这

个过程的经常性本身，正是以它必须经常地、往往是强制地进行平

衡的那种经常的比例失调为前提。

我们这里要考察的，只是资本在它向前发展的不同阶段所经

历的形式。因此，不准备对实际生产过程在其中进行的现实关系加

以分析。这里总是假定商品按其价值出卖。不考察资本的竞争，不

考察信用，同样不考察实际的社会结构，——社会决不仅仅是由工

人阶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组成的，因此，在社会中消费者和生产者

不是等同的：第一个范畴即消费者范畴（消费者的收入有一部分不

是第一性的，而是第二性的，是从利润和工资派生的）比第二个范

畴［即生产者范畴］广得多，因而，消费者花费自己收入的方式以及

收入的多少，会使经济生活过程，特别是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

发生极大的变化。可是，我们在考察货币时１１８已经看到，就货币一

般是一种与商品的实物形式不同的形式来说，就它作为支付手段

的形式来说，货币本身就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而这一点，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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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一般性质时，用不着对成为实际生产过程的一切前提的进

一步的现实关系加以说明，就更加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７０５］大卫·李嘉图接受了庸俗的萨伊的（其实是属于詹姆斯

·穆勒的）观点（我们谈这个微不足道的人物时，还要讲到这种观

点），认为生产过剩，至少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不可能的。这种观点

是以产品同产品交换１１９这一论点为基础的，或者，正如穆勒所想象

的那样，是以“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１２０为基础的，由

此还进一步得出结论说，需求仅仅决定于生产本身，或者说，需求

和供给完全一致。这种论点也采取李嘉图所特别喜爱的形式，即认

为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任何国家都能够生产地加以使用。

李嘉图在第二十一章（《积累对于利润和利息的影响》）中说：“萨伊先生

曾经非常令人满意地说明：由于需求只受生产限制，所以任何数额的资本在

一个国家都不会得不到使用。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任何人

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所

以，一个人从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的消费者，就必然成为他人产品的

买者和消费者。不能设想，他会长期不了解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获

得别的产品，究竟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有利。因此，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这

里根本不是说永远〉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到处都力求做到前后一贯的李嘉图，发现他的权威萨伊在这

里跟他开了个玩笑。他在上述引文的注释中说：

“萨伊先生说：‘和资本的使用范围相比，闲置资本越多，资本借贷的利率

就越下降。’（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４年巴黎第２版］第２卷第１０８页）萨

伊先生的这句话同他的上述论点完全一致吗？如果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一个国

家都能够得到使用，怎么能说，和资本的使用范围相比资本会过多呢？”（第

３４０页注）

因为李嘉图引证萨伊的话，我们在后面考察萨伊这个骗子本

３６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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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观点时将批判萨伊的论点。

这里暂时只指出：

在进行资本的再生产时，同在进行资本积累时完全一样，问题

不仅在于以原有的规模或者（在积累的时候）以扩大的规模补偿构

成资本的同量使用价值，而且在于要补偿预付资本的价值，并且实

现普通利润率（普通剩余价值）。因此，如果由于某种情况或某些情

况的结合，商品（是全部还是大部都毫无关系）的市场价格大大降

到它的费用价格之下，那末，一方面，资本的再生产就会尽量缩小。

但是积累将更加停滞。以货币形式（金或银行券）积累起来的剩余

价值如果转化为资本就只会带来损失。因此，这些剩余价值就以贮

藏货币或者信用货币的形式闲置在银行里，而这丝毫不会改变问

题的本质。如果缺少再生产的现实前提（例如在谷物涨价的时候，

或者由于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还没有积累到足够的数量），相反的

原因也可能引起同样的停滞。再生产会发生停滞，因此流通过程也

会发生停滞。买和卖互相对立起来，不使用的资本就以闲置货币的

形式出现。这种现象（这大都出现在危机之前）也可能发生在这样

的时候：追加资本的生产进行得非常快，由于追加资本再转化为生

产资本，就大大增加了对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的需求，以致实际生

产赶不上，因而加入资本形成过程的一切商品涨价。在这种情况

下，不管利润怎样增长，利率都要大大降低，而这种利率的降低就

引起最冒险的投机活动。由于再生产停滞，可变资本就减少，工资

就下降，使用的劳动量就减少。这些又反过来重新影响价格，使价

格继续下跌。

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忘记，在实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问题

并不直接在于使用价值，而在于交换价值，特别在于增加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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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为了通过论证来否定资本主义生

产的矛盾，就撇开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把这种生产说成是以满足

生产者的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这倒是一种绝妙的见解。

其次：因为资本流通过程不是一天就完了，相反，在资本流回

［生产领域］以前，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同市场

价格［７０６］平均化为费用价格的时期是一致的，因为在这个时期内

市场上发生重大的变革和变化，劳动生产率发生重大的变动，因而

商品的实际价值也发生重大的变动，所以，很明显，从起点——最

初的资本——到它经过一个这样的时期以后回来，必然会发生一

些大灾难，危机的要素必然会积累和发展，这些决不是用产品同产

品交换这一句毫无价值的空话就可以排除得了的。相反，一批商品

在一个时期的价值和同一批商品在较后一个时期的价值的比较

（贝利先生认为这是经院式的虚构１２１）倒是资本流通过程的基本原

则。

说到危机引起的资本的破坏，要区别两种情况。

只要再生产过程停滞，劳动过程缩短或者有些地方完全停顿，

实际资本就会被消灭。不使用的机器不是资本。不被剥削的劳动

等于失去了的生产。闲置不用的原料不是资本。建好不用的建筑

物（以及新制造的机器）或半途停建的建筑物，堆在仓库中正在变

质的商品，这一切都是资本的破坏。这一切无非是表示再生产过程

的停滞，表示现有的生产条件实际上没有起生产条件的作用，没有

发挥生产条件的效能。这时，它们的使用价值和它们的交换价值都

化为乌有。

第二，危机所引起的资本的破坏意味着价值量的贬低，这种

贬低妨碍价值量以后按同一规模作为资本更新自己的再生产过

５６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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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这就是商品价格的毁灭性的下降。这时，使用价值没有被

破坏。一个人亏损了的东西，被另一个人赚了去。作为资本

发挥作用的价值量不能在同一个人手里作为资本更新。原来的

资本家遭到破产。如果某个资本家靠出卖自己的商品把他的资本

再生产出来，而他的商品的价值本来等于１２０００镑，其中比如说

２０００镑是利润，如果这些商品的价格现在降到６０００镑，那末，这

个资本家就不能支付他的契约债务，即使他没有债务，用这６０００

镑也不能按以前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营业，因为商品价格又会回

升到它的费用价格的水平。这样一来，６０００镑资本被消灭了，虽

然购买这些商品的人因为照商品的费用价格的半价购买，在营业

再活跃时可以大有所为甚至因而发财。社会的名义资本，也就是

现存资本的交换价值，有很大一部分永远消灭了，虽然由于不殃

及使用价值，这种消灭正好可以大大促进新的再生产。这同时也

是货币所有者靠牺牲产业家而发财致富的时期。至于纯粹的虚拟

资本（公债券、股票等）的跌价，只要它不导致国家和股份公司

的破产，不因此而动摇持有这类证券的产业资本家的信用，从而

不阻碍再生产，那末这种跌价就只是财富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

一些人的手里，总的来说对再生产起着有利的影响，因为那些用

廉价把这些股票或证券弄到手的暴发户大多数比原来的所有者更

有事业心。

［（７）在承认资本过剩的同时荒谬地

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

  李嘉图在他自己提出的那些论点上总是前后一贯的。因此，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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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著作中，关于（商品的）生产过剩不可能的论点，同关于资本过

多或资本过剩不可能的论点，是一回事。①

“因此，在一个国家中，除非必需品的涨价使工资大大提高，因而剩下的

资本利润极少，以致积累的动机消失，否则积累的资本不论多少，都不可能不

生产地加以使用。”（第３４０页）

“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

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无论资本怎样多，除了工资提高以外，没有其他充分原

因足以使利润降低。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使工资提高的唯一充分而经常的

原因，就是［７０７］为越来越多的工人提供食品和必需品的困难越来越大。”（第

３４７—３４８页）

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对于他的门徒们的愚蠢该怎么说呢？他

们对于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市场商品普遍充斥）加以否认，同时，

对于另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即资本的生产过剩、资本过多、资本

过剩，却不仅加以承认，而且把它作为自己学说的一个基本点。

李嘉图以后时期的理智健全的经济学家中，没有一个否认资

本过多。相反，他们都用资本过多来说明危机（只要不是用信用现

象来说明）。因此，他们都承认一种形式的生产过剩，但是否认另一

种形式的生产过剩。所以，剩下的只是这样一个问题：生产过剩的

两种形式彼此之间的关系，即被否认的形式和被确认的形式的关

系是怎样的？

李嘉图自己对于危机，对于普遍的、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世

界市场危机，确实一无所知。对于１８００—１８１５年的危机，他可以用

歉收引起谷物涨价，用纸币贬值、殖民地商品跌价等等来解释，因

７６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① 这里必须区分：当斯密用资本过剩、资本积累来说明利润率下降时，说的是永

久的影响问题，而这是错误的；相反，暂时的资本过剩、生产过剩、危机则是另

一回事。永久的危机是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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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陆封锁使市场由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经济原因被迫缩小。对于

１８１５年以后的危机，他也可以解释为部分由于荒年造成谷物缺

乏，部分由于谷物价格下降，——因为，根据李嘉图自己的理论，在

战争以及英国同大陆切断联系的时候必然引起谷物价格上涨的那

些原因不再起作用，——部分由于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以及由此

产生的“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见他的《原理》第十九章《论商业途

径的突然变化》）。

后来的历史现象，特别是世界市场危机几乎有规律的周期性，

不容许李嘉图的门徒们再否认事实或者把事实解释成偶然现象。

他们——更不必说那些拿信用来说明一切，以便后来宣称他们自

己也将不得不以资本过剩为前提的人了，——不这样做了，却臆造

出了一个资本过多和生产过剩之间的美妙的差别。他们搬出他们

手中的李嘉图与斯密的词句和论据来反对生产过剩，同时他们企

图用资本过多解释他们否则就无法解释的现象。例如，威尔逊用固

定资本过多来解释某几次危机，用流动资本过多来解释另外几次

危机。资本过多本身，为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例如富拉顿）所承认，

而且已经成为大家所接受的偏见，以致这个说法在博学的罗雪尔

先生的概论１２２中竟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东西出现了。

因此就要问：资本过多是什么？它同生产过剩有什么区别？

（不过，为了公正起见，需要指出，其他经济学家，如尤尔、柯贝

特等，则认为生产过剩——只要考察的是国内市场——是大工业

的正常状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这种生产过剩只有在某种条件

下，当国外市场也缩小时，才会引起危机。）

按照这些经济学家的看法，资本等于货币或者商品。因而，资

本的生产过剩就等于货币或商品的生产过剩。可是，据说这两种现

８６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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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彼此毫无共同之点。这些经济学家甚至不可能谈到货币的生产

过剩，因为货币在他们看来就是商品，所以整个现象都归结为他们

在一个名称下加以承认而在另一个名称下则加以否认的商品的生

产过剩。如果进一步说到存在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那

末，这种说法的基础就是：商品已经不是在这个简单的规定上被考

察，而是在它作为资本的规定上被考察。但是另一方面，这种说法

也承认，在资本主义［７０８］生产及其种种现象中——例如在生产过

剩中，问题不仅在于使产品作为商品出现并具有商品的规定的那

种简单关系；而且在于产品的这样一些社会规定，由于这些规定，

产品不止是商品，并且不同于简单的商品。

总之，可以认为，用“资本过多”的说法代替“商品生产过剩”的

说法不仅仅是一种遁辞，或者说，不仅仅是一种昧着良心的轻率

——同一现象，称作ａ，就认为是存在的和必要的，称作ｂ，就加以

否认，因而实际上怀疑和考虑的只是现象的名称，而不是现象本

身；或者是想用这种办法来回避说明现象的困难：在现象采取某种

形式（名称）而同这些经济学家的偏见发生矛盾时就加以否认，只

有在现象采取另一种形式而变得毫无意义时才加以承认。如果撇

开这一切不谈，那末，从“商品生产过剩”的说法转到“资本过多”的

说法，实际上是个进步。进步表现在哪里？在于承认商品生产者不

是作为单纯的商品所有者，而是作为资本家彼此相互对立。

［（８）李嘉图否认普遍的生产过剩。在商品和

货币的内在矛盾中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

  再引李嘉图的几个论点：

９６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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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使人认为，亚当·斯密断定：我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其

实情况就是如此〉生产出过剩的谷物、呢绒和金属制品，似乎用来生产这些商

品的资本不能移作别用。但是，一笔资本的使用方式总是可以随便选择的，因

此，任何商品都决不可能长期有剩余；因为如果有剩余，商品价格将跌到它的

自然价格之下，资本就会转移到某些更有利的行业中去。”（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注）

“产品总是用产品或服务购买的；货币只是进行交换的媒介。”

（这就是说，货币只是流通手段，而交换价值本身只是产品同

产品交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这是错误的。）

“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

的资本；但是不可能所有的商品都是这种情况。”（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生产的这种增长和由此引起的需求的增加是否会使利润降低，这完全

取决于工资是否增加；而工资是否增加，除了短期的增加以外，又取决于为工

人生产食品和必需品的容易程度。”（第３４３页）

“商人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或海运业时，他们总是出于自由选择

而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些部门中他们的利润比在国内贸易

中要大一些。”（第３４４页）

至于危机，所有描写价格的实际运动的著作家或所有在危机

的一定时候进行写作的实践家，都有理由藐视那些貌似理论的空

谈，有理由满足于说：认为市场商品充斥等等不可能的学说，在抽

象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上是错误的。危机有规律的反复出现

把萨伊等人的胡说实际上变成了一种只在繁荣时期才使用，一到

危机时期就被抛弃的空话。

［７０９］在世界市场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抗暴露得

很明显。但是，辩护论者不去研究作为灾难爆发出来的对抗因素何

在，却满足于否认灾难本身，他们不顾灾难有规律的周期性，顽固

地坚持说，如果生产按照教科书上说的那样发展，事情就决不会达

０７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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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危机的地步。所以，辩护论就在于伪造最简单的经济关系，特别

是在于不顾对立而硬说是统一。

如果比如说买和卖，或者说，商品的形态变化运动，代表着两

个过程的统一，或者确切些说，代表着一个经历两个对立阶段的过

程，因而，如果这个运动本质上是两个阶段的统一，那末，这个运动

同样本质上也是两个阶段的分离和彼此独立。但因为它们毕竟有

内在联系，所以，有内在联系的因素的独立只能强制地作为具有破

坏性的过程表现出来。正是在危机中，它们的统一、不同因素的统

一才显示出来。相互联系和相互补充的因素所具有的彼此的独立

性被强制地消灭了。因此，危机表现出各个彼此独立的因素的统

一。没有表面上彼此无关的各个因素的这种内在统一，也就没有危

机。但是，辩护论经济学家说：不对。因为有统一，所以就不会有危

机。而这种说法又无非是说，各个对立因素的统一排除它们的对

立。

为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不可能导致普遍的危机，就否定资本

主义生产的一切条件和它的社会形式的一切规定，否定它的一切

原则和特殊差别，总之，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实际上是证明：如

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一个特殊发展的独特形式，

而是资本主义最初萌芽产生以前就出现的一种生产方式，那末，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对抗、矛盾，因而对抗、矛盾在危机中的

爆发，也就不存在了。

李嘉图跟着萨伊说：“产品总是用产品或服务购买的；货币只是进行交换

的媒介。”

因此，这里，第一，包含着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的商品

变成了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因而商品交换变成了单纯的产品

１７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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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物交换，仅仅是使用价值的物物交换。这就不仅是退回到资本

主义生产以前，而且甚至退回到简单商品生产以前去了；并且通过

否定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条件，即产品必须是商品，因而必须表

现为货币并完成形态变化过程，来否定资本主义生产最复杂的现

象——世界市场危机。不说雇佣劳动，却说“服务”，在“服务”这个

词里，雇佣劳动及其使用的特殊规定性——就是增大它所交换的

商品的价值，创造剩余价值，——又被抛弃了，因而货币和商品借

以转化为资本的那种特殊关系也被抛弃了。“服务”是一种仅仅作

为使用价值来理解的劳动（这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次要的事情），

完全象“产品”这个词掩盖了商品的本质和商品中包含的矛盾一

样。于是货币也就前后一贯地被看作仅仅是产品交换的媒介，而不

是被看作必然表现为交换价值，即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的商品的

本质的、必然的存在形式。因为这样把商品变为单纯的使用价值

（产品）会抹杀交换价值的本质，［７１０］所以，货币作为商品的本质

的、在形态变化过程中独立于商品最初形式的形态，也就同样轻而

易举地可能被否定，确切地说，必然被否定。

因此，这里论证不可能有危机的办法就是，忘记或者否定资本

主义生产的最初前提——产品作为商品的存在，商品分为商品和

货币这种二重化，由此产生的在商品交换中的分离因素，最后，货

币或商品对雇佣劳动的关系。

此外，有些经济学家（例如约·斯·穆勒）想用这种简单的、商

品形态变化中所包含的危机可能性——如买和卖的分离——来说

明危机，他们的情况并不更妙些。说明危机可能性的这些规定，还

远不能说明危机的现实性，还远不能说明为什么［再生产］过程的

不同阶段竟会发生这样的冲突，以致只有通过危机、通过强制的过

２７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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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它们内在的统一才能发生作用。这种买和卖的分离在危机中也

表现出来；这是危机的元素形式。用危机的这个元素形式说明危

机，就是通过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叙述危机存在的办法来说明

危机的存在，也就是用危机来说明危机。

李嘉图说①：“任何人从事生产都是为了消费或出卖，任何人出卖都是为

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的商品。所以，一个人从

事生产时，他不成为自己产品〈ｇｏｏｄｓ〉的消费者，就必然成为他人产品的买者

和消费者。不能设想，他会长期不了解为了达到自己所追求的目的，即获得别

的产品，究竟生产什么商品对他最有利。因此，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ｃｏｎｔｉｎｕ

ａｌｌｙ〉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

这种幼稚的胡说，出自萨伊之流之口是相称的，出自李嘉图

之口是不相称的。首先，没有一个资本家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

而进行生产的。当我们说到资本主义生产时，即使有人把他的产

品的某些部分再用于生产消费，我们也有充分理由说：“任何人从

事生产都不是为了消费自己的产品。”但是，李嘉图说的是私人消

费。以前，李嘉图忘记了产品就是商品。现在，他连社会分工也

忘记了。在人们为自己而生产的社会条件下，确实没有危机，但

是也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我们从来也没有听说过，古代人在他们

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见过什么危机，虽然在古代人中也有个

别生产者遭到破产。在二者择一的说法［“为了消费或出卖”］中，

前一部分是荒谬的。后一部分也是荒谬的。一个人已经进行了生

产，是出卖还是不出卖，［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是没有选择余

地的。他是非出卖不可。在危机中出现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他卖

３７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５６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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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去或者只能低于费用价格出卖，甚至不得不干脆亏本出卖。因

此，说他把产品生产出来是为了出卖，这对他、对我们究竟有什

么用处呢？问题正是在于：要弄清楚究竟是什么东西阻碍他这个

善良愿望的实现。

其次：

“任何人出卖都是为了购买对他直接有用或者有助于未来生产的某种别

的商品。”

把资产阶级关系描绘得多么美好呵！李嘉图甚至忘记了，有

人可能是为了支付而出卖，忘记了这种被迫的出卖在危机中起着

很重要的作用。资本家在出卖时的直接目的是把他的商品，确切

些说，是把他的商品资本，再转化成为货币资本，从而实现他的

利润。消费——收入——决不是这个过程的主导因素，对于仅仅

为了把商品变成生活资料而出卖商品的人来说，消费确实是主导

因素。但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收入 ［消

费］是作为结果，而不是作为起决定作用的目的出现的。每一个

人出卖，首先是为了出卖，就是说，为了把商品变成货币。

［７１１］在发生危机的时候，一个人只要把商品卖出去，他就

会感到很满意了，至于买进，他暂时不会去考虑。当然，要使实

现了的价值能再作为资本发生作用，这个价值就必须通过再生产

过程，也就是必须再同劳动和商品进行交换。但是，危机恰恰就

是再生产过程破坏和中断的时刻。而这种破坏是不能用在不发生

危机的时候它并不存在这个事实来解释的。毫无疑问，谁也不会

“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第３３９—３４０页），但是谁都

没有作过这种荒谬的假设。并且，这样的假设同问题也毫无关系。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首先不是“获得别的产品”，而是占有价值、

４７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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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抽象财富。

这里成为李嘉图的论断的基础的，还是我在前面考察过的１２０

詹姆斯·穆勒关于“买和卖之间的形而上学的平衡”的论点，这

个论点在买和卖的过程中只看见统一而看不见分离。李嘉图下面

这个主张（追随詹姆斯·穆勒）也是从这里来的：

“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

的资本；但是不可能所有的商品都是这种情况。”（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货币不仅是“进行交换的媒介”（第３４１页），同时也是使产

品同产品的交换分解为两个彼此独立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

离的行为的媒介。但是，前面所说的李嘉图对货币的错误理解的

根本原因在于，李嘉图总是只看到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就是说，

交换价值等于一定量的劳动时间，相反，他忘记了交换价值的质

的规定，就是说，个人劳动只有通过自身的异化（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才

表现为抽象一般的、社会的劳动。①

不是所有种类的商品，而只是个别种类的商品，才能“在市

场上过剩”，因此生产过剩始终只能是局部的，这种论点是一种可

怜的遁辞。首先，如果谈的只是商品的性质，那末没有什么东西

妨碍所有商品在市场上都过剩，因而妨碍它们都降到自己的价格

之下１２３。这里说的恰恰只是危机的因素。就是说，除了货币以外

的所有商品。说这种商品必然表现为货币，这只是说：所有商品

都有这种必然性。完成这个形态变化，个别商品有多少困难，所

５７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① ［７１８］（李嘉图把货币仅仅看成流通手段，同他把交换价值仅仅看成转瞬即逝

的形式，看成对资产阶级生产，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仅仅是形式上的

东西，是一回事；因此，在李嘉图看来，资本主义生产不是特定的生产方式，

而是唯一的生产方式。）［７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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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商品同样有多少困难。商品形态变化（它既包括买和卖的分离，

又包括两者的统一）的一般性质，不仅不排除市场商品普遍充斥

的可能性，相反，它本身就是这种普遍充斥的可能性。

其次，李嘉图的和其他类似的论断，当然不仅是从买和卖的

关系出发，而且是从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出发，这等我们考察资本

的竞争时再谈。照穆勒的说法，买就是卖，如此等等，那末，这

样一来，需求就是供给，供给就是需求。但是，供给与需求同样

是彼此分离并且可以彼此独立的。在一定的时刻，由于对一般商

品即货币亦即交换价值的需求大于对所有特殊商品的需求，换句

话说，由于商品表现为货币、实现商品交换价值的因素居优势，商

品再转化为使用价值的因素居劣势，所有商品的供给就可能大于

对所有商品的需求。

如果从更广泛和更具体的意义上来理解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关

系，就要把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包括在内。这里仍然必须看到，这

两个因素的潜在的、恰好在危机中强制地显示出来的统一，是与

同样存在的、甚至表现为资产阶级生产特征的这两个因素的分离

和对立相对的。

至于局部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的生产过剩的对立，既然问题在

于承认第一种生产过剩是为了逃避承认第二种生产过剩，那末，对

于这个问题必须指出：

第一，在危机之前，所有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物品往往普遍

涨价。因此，所有这些商品都卷进接着而来的崩溃之中；在按照

它们在崩溃之前的价格出卖的情况下，它们就造成市场负担过重。

这种按照以前的市场价格市场吸收不了的商品量，按照下降了的、

已经降到商品费用价格之下的价格，市场却能够吸收。商品的过

６７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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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总是相对的，就是说，都是在一定价格条件下的商品过剩。在

这种情况下使商品能被吸收的那种价格，对生产者或商人来说，是

引起破产的价格。

［７１２］第二，危机（因而，生产过剩也是一样）只要包括了

主要交易品，就会成为普遍性的。

［（９）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

和消费的关系的错误观点］

  我们就更仔细地看一看，李嘉图是怎样试图论证不可能有市

场商品普遍充斥的：

“某一种商品可能生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

的资本；但是不可能所有的商品都是这种情况。对谷物的需求受食用者人数

的限制，对鞋子和衣服的需求受穿着者人数的限制。但是即使一个社会或社

会的一部分可能有它能够消费或愿意消费的那样多的谷物和鞋帽，但不能说

每一种自然或人工生产的商品都是这样。有些人如果可能的话会消费更多的

葡萄酒。另一些人有了足够的葡萄酒，又会想添置家具或改进家具的质量。还

有一些人可能想装饰自己的庭园或扩建自己的住宅。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怀有

做这一切或做其中一部分的愿望；所需要的只是钱，但是除了增加生产以外

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提供钱。”（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还能有比这个更幼稚的论证吗？它的意思就是：个别商品已

生产出来的数量可能比能够消费的要多。但不可能所有的商品同

时都这样。因为用商品来满足的需要是无限的，而所有这些需要

不能同时得到满足。相反，满足一种需要的过程会使另一种需要

转入可以说是潜在状态。因此，除了满足这些需要的钱以外什么

都不需要，而这种钱又只有用增加生产的办法才能获得。这就是

７７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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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普遍生产过剩是不可能的。

这一切能说明什么呢？在生产过剩的时候，很大一部分国民

（特别是工人阶级）得到的谷物、鞋子等比任何时候都少，更不用

说葡萄酒和家具了。如果仅仅在一个国家的全体成员的即使最迫

切的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才会发生生产过剩，那末，在迄今资产阶

级社会的历史上，不仅一次也不会出现普遍的生产过剩，甚至也

不会出现局部的生产过剩。如果，比如说鞋子、棉布、葡萄酒或

者殖民地产品充斥市场，难道这就是说，国民，哪怕只是三分之

二的国民，对于鞋子、棉布等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而有余了吗？生

产过剩同绝对需要究竟有什么关系呢？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

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需要

或者占有商品的愿望有关系的生产过剩本身。在这种意义上，既

不存在局部的也不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它们彼此根本不对立。

但是，李嘉图会说，如果有一批人需要鞋子和棉布，他们为

什么不去设法弄到购买这些东西的钱呢？他们为什么不生产一些

可以用来购买鞋子和棉布的东西呢？干脆说为什么他们不自己生

产鞋子和棉布，不是更简单吗？而在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

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

——缺乏这些商品。这里不能说，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就得去

生产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已经生产出来了，但他们还是

没有。也不能说，某一种商品之所以充斥市场，是因为对这种商

品没有需要。因此，既然甚至不能用充斥市场的商品的数量超过

了对这些商品的需要这一点来说明局部的生产过剩，那末，无论

如何也不能用市场上的许多商品还有需要，还有未能满足的需要，

就否定普遍的生产过剩。

８７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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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以棉织厂主为例①。只要再生产不断进行，——因

而，这一再生产中作为商品，作为待出卖的商品而存在的产品即

棉布按其价值再转化为货币的阶段也不断进行，——可以说，生

产棉布的工人也就消费掉棉布的一部分，并且随着再生产的扩大，

也就是随着积累，他们消费的棉布也就相应地增多，或者说，也

就有更多的工人来从事棉布生产，而他们同时也就是一部分棉布

的消费者。

［（１０）危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危机是

资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的表现］

  在进一步考察之前，我们要指出：

在考察商品的简单形态变化时１２４已经显露出来的危机可能

性，通过（直接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再次并且以

更发展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旦两个过程不能顺利地互相转化

［７１３］而彼此独立，就发生危机。

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危机的可能性表现为：

首先，实际上作为使用价值存在而在观念上以价格形式作为

交换价值存在的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Ｗ—Ｇ。如果这个困难

——出卖——已经解决，那末，购买，Ｇ—Ｗ，就再没有什么困难

了，因为货币可以同一切东西直接交换。必要的前提就是，商品

具有使用价值，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是有用的，否则它就根本不是

商品。其次，假定商品的个别价值等于它的社会价值，就是说，物

９７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５４５页及以下各页（那里不用“棉织厂主”，而用“麻织厂主”，这

丝毫不改变问题的实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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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等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

此，危机的可能性，就其在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中的表现来说，仅

仅来自以下情况，即商品形态变化在其运动中经历的形式差别

——阶段——第一，必须是相互补充的形式和阶段，第二，尽管

有这种内在的必然的相互联系，却是过程的互不相干地存在着、在

时间和空间上彼此分开、彼此可以分离并且已经分离、互相独立

的部分和形式。因此，危机的可能性只在于卖和买的分离。只是

在商品的形式上商品必须克服这里所遇到的困难。一旦它具有货

币形式，这种困难就算度过了。但是，往前走，这又是卖和买的

分离。如果商品不能以货币形式退出流通领域，或者换句话说，不

能推迟自己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如果——就象直接的物物交换

中一样——买和卖彼此一致，那末，在上述假定下的危机的可能

性就会消失。因为已经假定商品对别的商品所有者来说是使用价

值了。在直接的物物交换的形式中，商品只有当它不是使用价值，

或者在对方没有别的使用价值可以同它交换的时候，才不能进行

交换。因此，只有在两个条件下才不可能进行交换：或者是一方

生产了无用之物，或者是对方没有有用之物可以作为等价物同前

者的使用价值交换。不过，在这两种情况下根本不会发生交换。然

而只要发生交换，它的因素就不是彼此分离的。买者就是卖者，卖

者就是买者。所以，既然交换就是流通，从交换形式产生的危机

因素就消失了，如果我们说形态变化的简单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

能性，那只不过是说，在这种形式本身包含着本质上相互补充的

因素彼此割裂和分离的可能性。

但是，这也涉及到内容。在进行直接的物物交换的时候，从生

产者方面来说，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他自己的需要，或者，

０８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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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分工有了一些发展以后，是为了满足他所知道的他的协作生产

者的需要。作为商品拿来交换的是剩余品，而这个剩余品是否进行

交换，却是不重要的。在商品生产的情况下，产品转化为货币，出

卖，就成了必不可少的条件。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的直接生产已

成为过去。如果商品卖不出去，就会发生危机。商品（个人劳动的

特殊产品）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货币，即转化为抽象一般的社会劳动

的困难，在于货币不是作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出现，在于已经卖

掉了商品而现在持有货币形式的商品的人并不是非要立刻重新买

进、重新把货币转化为个人劳动的特殊产品不可。在物物交换中不

存在这种对立。在那里不是买者就不能是卖者，不是卖者就不能是

买者。卖者——假定他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的困难仅仅是由

于买者可以轻易地推迟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时间而产生的。商品

转化为货币即出卖商品的这种困难，仅仅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

货币，货币却不立即必须转化为商品，因此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而

产生的。我们说过，这个形式包含着危机的可能性，也就是包含着

这样的可能性：相互联系和不可分离的因素彼此脱离，因此它们的

统一要通过强制的方法实现，它们的相互联系要通过强加在它们

的彼此独立性上的暴力来完成。［７１４］危机无非是生产过程中已经

彼此独立的阶段强制地实现统一。

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

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卖和买可能彼此脱离。

因此它们是潜在的危机。它们的一致对商品来说总是危机的因素。

但是它们也可能顺利地相互转化。所以，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因

而危机的形式上的可能性）就是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在商品形态

变化中，包含在商品的统一中的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以至

１８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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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商品的矛盾，仅仅作为展开的运动存在。但是，使危机的这

种可能性变成危机，其原因并不包含在这个形式本身之中；这个形

式本身所包含的只是：危机的形式已经存在。

而这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经济是重要的。世界市场危机必须看

作资产阶级经济一切矛盾的现实综合和强制平衡。因此，在这些危

机中综合起来的各个因素，必然在资产阶级经济的每一个领域中

出现并得到阐明。我们越是深入地研究这种经济，一方面，这个矛

盾的越来越新的规定就必然被阐明，另一方面，这个矛盾的比较抽

象的形式会再现并包含在它的比较具体的形式中这一点，也必然

被说明。

总之，可以说：危机的第一种形式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买

和卖的分离。

危机的第二种形式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里货币在

两个不同的、彼此分开的时刻执行两种不同的职能。

这两种形式都还是十分抽象的，虽然第二种形式比第一种形

式具体些。

因此，在考察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它同资本的流通是一致的）

时，首先要指出，上述两种形式在这里是简单地再现，或者更确切

地说，在这里第一次获得了内容，获得了它们可以表现出来的基

础。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资本从它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然后重新

以商品形式从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时候起所经历的运动。如果我们

这里把所有对内容的进一步的规定撇开不谈，那末，总商品资本和

它包含的每一单个商品都要经历Ｗ—Ｇ—Ｗ 过程，都要完成商品

的形态变化。因此，只要资本也是商品并且只是商品，那末包含在

２８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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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形式中的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即买和卖的分离，也就包含在资

本的运动中。此外，鉴于不同商品的形态变化是相互联系的，所以，

一种商品转化为货币是因为另一种商品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

品。因此，买和卖的分离在这里进一步表现为：一笔资本从商品形

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须从货币形式再转化

为商品形式，一笔资本发生第一形态变化，相应地另一笔资本就必

须发生第二形态变化，一笔资本离开生产过程，相应地另一笔资本

就必须回到生产过程。不同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流通过程的这种

相互连结和彼此交叉，一方面，由于分工而成为必然的，另一方面，

又是偶然的，因此，对危机的内容的规定已经扩大了。

但是，第二，至于由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形式产生的危机的可

能性，那末，在考察资本时，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更现实得

多的基础已经显露出来了。例如，织布厂主必须支付全部不变资

本，这种不变资本的要素是纺纱厂主、亚麻种植业者、机器制造厂

主、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等提供的。只要后面这些人生

产的不变资本，只加入不变资本的生产而不加入最后商品——布，

他们就是通过资本同资本的交换互相补偿各自的生产条件。现在

假定［７１５］织布厂主把布卖给商人，作价１０００镑，但用的是一张汇

票，所以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出现。这个织布厂主又把这张汇票卖

给银行家，他在银行家那里用它偿付了一笔什么债务，或者银行家

给他办理了汇票贴现。同样，亚麻种植业者凭汇票卖给纺纱厂主，

而纺纱厂主又凭汇票卖给织布厂主，同样，机器制造厂主凭汇票卖

给织布厂主，制铁厂主和木材业者凭汇票卖给机器制造厂主，煤炭

业者凭汇票卖给纺纱厂主、织布厂主、机器制造厂主、制铁厂主和

木材业者。此外，制铁厂主、煤炭业者、木材业者和亚麻种植业者之

３８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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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也用汇票互相支付。现在，如果商人支付不出，织布厂主就不能

向银行家支付自己的汇票。

亚麻种植业者开出了由纺纱厂主支付的汇票，机器制造厂主

开出了由织布厂主和纺纱厂主支付的汇票。由于织布厂主不能支

付，纺纱厂主也就不能支付，他们两人都不能向机器制造厂主支

付，而机器制造厂主则不能向制铁厂主、木材业者和煤炭业者支

付。他们由于都没有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就全都不能使补偿不变

资本的那部分价值得到补偿。这样就要发生普遍的危机。这不过

是在考察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时展现的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在这

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使危机可能性可能发展成

为现实性的相互债权和债务之间、买和卖之间的联系。

在所有情况下：

如果买和卖彼此不发生梗阻，因而没有必要强制地加以平衡，

另一方面，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的结果是彼此的债权

互相抵销，也就是说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中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

没有成为现实；因此，如果危机的这两种抽象形式本身并没有实际

地表现出来，那就不会有危机。只要买和卖不彼此脱离，不发生矛

盾，或者只要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包含的矛盾不出现，因而，只要

危机不是同时以其简单的形式——买和卖矛盾的形式和货币作为

支付手段的矛盾的形式——出现，那就不可能发生危机。但是，这

终究只不过是危机的形式，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因而也只不过是现

实危机的形式，现实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的存在以这些形式出现

就是以危机的最简单的形式出现，也是以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出

现，因为这种形式本身就是危机的最简单的内容。但是，这还不是

有了根据的内容。有简单的货币流通，甚至有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

４８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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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这两者早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很久就出现了，却没有引

起危机——而没有危机是可能的，也是现实的。因此，单单用这些

形式不能说明，为什么这些形式会转向其危机的方面，为什么这些

形式潜在地包含着的矛盾会实际地作为矛盾表现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出有些经济学家的极端的庸俗，他们在再也不

能用推理来否定生产过剩和危机的现象时，就安慰自己说，在上述

形式中既定的［只］是发生危机的可能性，所以，不发生危机是偶然

的，发生危机本身也不过是偶然的事。

在商品流通中，接着又在货币流通中发展起来的矛盾，——因

而还有危机的可能性，——自然会在资本中再现出来，因为实际上

只是在资本的基础上才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要彻底考察潜在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现

实危机只能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中引出），要

就危机来自作为资本的资本所特有的，而不是仅仅在资本作为商

品和货币的存在中包含的资本的各种形式规定，来彻底考察潜在

的危机的进一步发展。

［７１６］单单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不能添加什

么新的东西。为了使资本的生产过程存在，就得假定这一过程的

条件是既定的。因此，在论资本的第一篇——在论直接生产过程

的那一篇，并未增加危机的任何新的要素。这里潜在地包含着危

机的要素，因为生产过程就是剩余价值的占有，因而也是剩余价

值的生产。但是在生产过程本身，这一点是表现不出来的，因为

这里不仅谈不到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实现，也谈不到剩余价值的

实现。

只有在本身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中，这一点才能

５８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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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显露出来。

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必须在叙述完成了的资本——资本和利

润——之前叙述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因为我们不仅要叙述资

本如何进行生产，而且要叙述资本如何被生产出来。但是，实际运

动——这里说的是以发达的、从自己开始并以自己为前提的资本

主义生产为基础的实际运动——是从现有资本出发的。因此，对于

再生产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萌芽，在

论述再生产的这一部分只能作不充分的叙述，需要在《资本和利

润》一章１２５中加以补充。

资本的总流通过程或总再生产过程是资本的生产阶段和资本

的流通阶段的统一，也就是把上述两个过程作为自己的不同阶段

来通过的过程。这里包含着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可能性，或者

说，包含着得到进一步发展的危机的抽象形式。因此，否认危机的

经济学家们只坚持这两个阶段的统一。如果这两个阶段只是彼此

分离而不成为某种统一的东西，那就不可能强制地恢复它们的统

一，就不可能有危机。如果它们只是统一的而彼此不会分离，那就

不可能强制地把它们分离，而这种分离还是危机。危机就是强制地

使已经独立的因素恢复统一，并且强制地使实质上统一的因素变

为独立的东西。［７１６］

［（１１）危机的形式问题］

［７７０ａ］对第７１６页的补充。

因此：

（１）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在资本的形态变化过程本身就存在，并

６８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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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双重的。如果货币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危机的可能性就包含

在买和卖的分离中。如果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在两个不

同的时刻分别起价值尺度和价值实现的作用，——危机的可能性

就包含在这两个时刻的分离中。如果价值在这两个时刻之间有了

变动，如果商品在它卖出的时刻的价值低于它以前在货币执行价

值尺度的职能，因而也执行相互债务尺度的职能的时刻的价值，那

末，用出卖商品的进款就不能清偿债务，因而，再往上推，以这笔债

务为转移的一系列交易，都不能结算。即使商品的价值没有变动，

只要商品在一定时期内不能卖出，单单由于这一笔债务，货币就不

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因为货币必须在一定的、事先规定的期限

内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但是，因为同一笔货币是对一系列的相互

交易和债务执行这种职能，所以无力支付的情况就不止在一点上

而是在许多点上出现，由此就发生危机。

这就是危机的两种形式上的可能性。在没有第二种可能性的

情况下，第一种可能性也可能出现，就是说，在没有信用的情况下，

在没有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的情况下，也可能发生危机。但

是，在没有第一种可能性的情况下，即在没有买和卖彼此分离的情

况下，却不可能出现第二种可能性。但是，在第二种场合所以发生

危机，不仅是因为商品一般地卖不出去，而且是因为商品不能在一

定期限内卖出去，在这里危机所以发生，危机所以具有这样的性

质，不仅由于商品卖不出去，而且由于以这一定商品在这一定期限

内卖出为基础的一系列支付都不能实现。这就是本来意义上的货

币危机形式。

因此，如果说危机的发生是由于买和卖的彼此分离，那末，一

旦货币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危机就会发展为货币危机，在这种

７８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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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只要出现了危机的第一种形式，危机的这第二种形式就

自然而然地要出现。因此，在研究为什么危机的一般可能性会变

为现实性时，在研究危机的条件时，过分注意从货币作为支付手

段的发展中产生的危机的形式，是完全多余的。正因为这个缘故，

经济学家们乐于举出这个显而易见的形式作为危机的原因。（既然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是同信用和信用过剩的发展联系在一

起，那末当然应该说明这些现象的原因，但是这里还不是这样说

明的地方。）

（２）只要危机是由同商品的价值变动不一致的价格变动和价

格革命引起的，它当然就不能在考察一般资本的时候得到说明，因

为在考察一般资本时假定价格是同商品的价值一致的。

（３）危机的一般可能性就是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本身，就

是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彼此分离。但是这决不是危机的原

因。因为这无非是危机的最一般的形式，即危机本身的最一般的表

现。但是，不能说危机的抽象形式就是危机的原因。如果有人要问

危机的原因，那末他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危机的抽象形式，危机

的可能性的形式会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４）危机的一般条件，只要不取决于和价值波动不同的价格波

动（不论这种波动同信用有无关系），就必须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

般条件来说明。［７７０ａ］

［７１６］（危机可能发生在：第一，［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时

候；第二，由于生产资本的要素特别是原料的价值变动，如棉花收

成减少，因而它的价值增加。我们这里所涉及的还不是价格，而是

价值。）［７１６］

［７７０ａ］第一个因素。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假定这是生产或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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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一定阶段。这里，可以把固定资本看成既定的、不变的，它不加

入价值形成过程。既然原料的再生产不仅取决于花费在其中的劳

动，而且取决于这一劳动的同自然条件有关的生产率，那末，产品

量——甚至［ —７７１ａ］同一劳动量生产的产品量——就可能减

少（在歉收时）。于是原料的价值增加，原料的量则减少。为了以原

有规模继续生产，货币必须按一定比例再转化为资本的不同组成

部分，而现在这个比例被破坏了。用于原料的部分必须增加，剩下

用于劳动的部分就减少，因此就不能吸收和以前相同的劳动量。第

一是物质上不可能，因为原料的量减少了；第二是因为产品价值中

必须有比原来更大的一部分用于原料，因而只能有较小一部分转

化为可变资本。再生产不能按原有规模重新进行。一部分固定资

本要闲置起来，一部分工人会被抛到街头。利润率会下降，因为不

变资本的价值同可变资本相比增加了，使用的可变资本减少了。以

利润率和劳动剥削率不变为根据事先规定的固定提成——利息、

地租——仍旧不变，有一部分不能支付。于是发生危机。劳动危机

和资本危机。因此，这就是由于靠产品价值补偿的一部分不变资本

的价值提高而引起的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其次，虽然利润率下降，

产品却会涨价。如果这种产品作为生产资料加入其他生产领域，那

末这种产品的涨价会使其他领域的再生产遭到同样的破坏。如果

这种产品作为生活资料加入一般消费，那末，它或者也加入工人的

消费，或者不加入工人的消费。如果是前者，它的后果同后面要讲

的可变资本遭到破坏时产生的后果一样。但是，在这种产品加入一

般消费的情况下，由于这种产品涨价（如果这种产品的消费不减

少），对其他产品的需求就会减少，因而其他产品就不能再转化为

相当于其价值的货币额，这样，其他产品的再生产的另一方面——

９８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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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而是商品再转化为货币——就会遭

到破坏。无论如何，我们所考察的这个生产部门的利润量和工资量

会减少，从而其他生产部门出卖商品所得的一部分必要收入也会

减少。

但是，即使不受收成的影响，或者说，即使不受提供这种原料

的劳动的受自然因素制约的生产率的影响，这种原料不足的情况

也可能发生。就是说，如果某个生产部门花费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

分剩余价值，那部分追加资本过多，那末，虽然按原来的生产规模

原料是够的，但按新的生产规模就不够了。因此，这种情况是由于

追加资本不按比例地转化为资本的不同要素而产生的。这是固定

资本生产过剩的情况，它所产生的现象正好同第一种情况［即原料

歉收时］所产生的现象完全一样。

［８６１ａ］［…………………………………………………………

］①……………………………………………………………………

或者，它们［危机］是以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因而，是以流动

资本的相对的生产不足为基础的。

０９５ 第 十 七 章

① 在手稿中，这一页的左上角撕掉了。结果原文前九行只留下六行的右半截，全

文不可能完全恢复，但是可以猜测，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是“由可变资本的价值

革命”而产生的危机。由比如说歉收引起的“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会导致用

于“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的支出增加。“同时，也会导致对其他一切商品、

即一切不加入”工人的“消费的商品”的需求“减少”。因此“这些商品按其价值

出卖”就成为不可能，“它们的再生产的第一阶段”，即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就

遭到破坏。于是，生活资料的涨价“导致其他生产部门发生危机”。

这一页撕坏的部分的最后两行中包含着总结这全段议论的思想：“不论这

种原料是作为材料加入不变资本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加入工人的消费，由于原

料涨价都可能发生危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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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一样，都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那

些否认商品生产过剩而同时又承认固定资本生产过剩的经济学家

们的立场是最可笑不过的了。

（５）由于再生产的第一阶段遭到破坏，也就是由于商品向货币

的转化发生障碍，或者说出卖发生障碍而产生的危机。在发生第一

种［由于原料涨价而引起的］危机的情况下，危机是由于生产资本

的要素的回流发生障碍而产生的。［ －８１ａ］

［（１２）］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和消费的矛盾。

主要消费品生产过剩转化为普遍生产过剩］

  ［ —７１６］在开始考察危机的新形式１２６之前，我们再回过头

来看看李嘉图的著作和前面举过的例子①。

［７１６］只要棉织厂主进行再生产和积累，他的工人也就是他的

一部分产品的买者，他们把自己的一部分工资花费在棉布上。正因

为工厂主进行生产，所以，工人们就有购买他的一部分产品的钱，

就是说，工人们部分地给他提供了出卖产品的可能性。工人作为需

求的代表所能购买的，只是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因为他不是自己

使用自己的劳动，因而也不是自己占有实现自己劳动的条件——

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所以，这一点已经把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在

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地方就是工人本身）排除在消费者、买者之外

了。他们不购买原料和劳动资料，他们只购买生活资料（直接加入

个人消费的商品）。因此，说生产者和消费者是一回事，那是最可笑

１９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５４５页及以下各页（那里不用“棉织厂主”，而用“麻织厂主”，这丝毫

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并见第５７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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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的了，因为对于很大数量的生产部门——所有不生产直接消

费品的部门——来说，大多数参加生产的人是绝对被排斥于购买

他们自己的产品之外的。他们决不是自己的这很大一部分产品的

直接消费者或买者，虽然他们支付包含在他们购买的消费品中的

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价值。这里也可以看出，“消费者”这个词是模糊

不清的，把“消费者”这个词同“买者”这个词等同起来是错误的。从

生产消费的意义来说，恰恰是工人消费机器和原料，在劳动过程中

使用它们。但是工人并不是为了自己而使用机器和原料，因此，也

就不是机器和原料的买者。对于工人来说，机器和原料不是使用价

值，不是商品，而是一个过程的客观条件，而工人本身则是这个过

程的主观条件。

［７１７］可是有人会说，雇用工人的企业主在购买劳动资料和劳

动材料时是工人的代表。但是，企业主代表工人——指的是在市场

上代表——与假定说工人自己代表自己，条件是不一样的。企业主

必须出卖包含着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商品量，要是工人的话，

就只须出卖把生产中预付的价值——以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工

资的价值形式出现——再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因此，资本家需要的

市场比工人需要的市场大。而且，企业主是否认为市场条件对于开

始再生产已充分有利，这取决于企业主而不是工人。

因此，对于一切不是用于个人消费而必须用于生产消费的物

品来说，即使再生产过程不遭到破坏，工人也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

者。

因此，主张把资本主义生产中的消费者（买者）和生产者（卖

者）等同起来，从而否定危机，是再荒谬不过的了。这两者是完全不

一样的。在再生产过程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只是对３０００个生产者

２９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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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的一个，即对资本家，才可以说是等同的。反过来，说消费者就

是生产者，也同样是错误的。土地所有者（收取地租的人）不生产，

可是他消费。所有货币资本的代表也是这种情况。

否认危机的各种辩护论言论所证明的东西，总是和它们想要

证明的相反，就这一点说，它们是重要的。它们为了否认危机，在有

对立和矛盾的地方大谈统一。因此，说它们是重要的，只是因为可

以说：它们证明，如果被它们用想象排除了的矛盾实际上不存在，

那就不会有任何危机。但是，因为这些矛盾存在着，所以实际上有

危机。辩护论者为否定危机存在而提出来的每个根据，都是仅仅在

他们想象中被排除了的矛盾，所以是现实的矛盾，所以是危机的根

据。用想象排除矛盾的愿望同时就是实际上存在着矛盾的一个证

明，这些矛盾按照善良的愿望是不应该存在的。

工人实际上生产的是剩余价值。只要他们生产剩余价值，他们

就有东西消费。一旦剩余价值的生产停止了，他们的消费也就因他

们的生产停止而停止。但是，他们能够消费，决不是因为他们为自

己的消费生产了等价物。相反，当他们仅仅生产这样的等价物时，

他们的消费就会停止，他们就没有等价物消费了。或者他们的劳动

会停止，或者他们的劳动会缩减，或者，无论如何，他们的工资会降

低。在后一种情况下——如果生产水平不变——他们就不是消费

他们生产的等价物。但是，这时他们之所以缺少钱，不是因为他们

生产的东西不够，而是因为他们从他们所生产的产品中得到的太

少。

因此，如果把这里所考察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消费者和生产

者的关系，那就忘记了从事生产的雇佣工人和从事生产的资本家

是两类完全不同的生产者，更不用说那些根本不从事生产活动的

３９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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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了。这里又是用把生产中实际存在的对立撇开的办法来否

定对立。仅仅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本身就包含着：

（１）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工人），并不是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很

大一部分，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消费者（买者）；

（２）生产者的最大部分，即工人，只有在他们生产的产品大于

其等价物时，即在他们生产剩余价值，或者说，剩余产品时，才可能

消费这个等价物。他们始终必须是剩余生产者，他们生产的东西必

须超过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７１８］自己的这些需要

的范围内成为消费者或买者。１２７

因此，就这个生产者阶级来说，说生产和消费是统一的这种论

调，无论如何一看就知道是错误的。

如果李嘉图说，需求的唯一界限是生产本身，而生产只受资本

的限制，１２８那末，如果剥去错误假定的外衣，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说，

资本主义生产只以资本作为自己的尺度，同时这里所说的资本也

包括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之一并入资本（为资本所购买）的劳动能

力。可是，问题恰恰在于资本本身是否也是消费的界限。无论如何

从消极意义上说它是消费的界限，就是说，消费的东西不可能多于

生产的东西。但问题是，从积极意义上说它是不是消费的界限，是

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生产多少，就能够或者必须消费多

少。如果对李嘉图的论点作正确的分析，那末，这个论点所说的恰

恰同李嘉图想说的相反，——就是说，进行生产是不考虑消费的现

有界限的，生产只受资本本身的限制。而这一点确实是这种生产方

式的特点。

因此，根据假定，市场上比如说棉织品充斥，以致一部分或者

全部都卖不出去，或者要大大低于它的价格才卖得出去。（我们暂

４９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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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价值，因为在考察流通或再生产过程时，涉及的还是价值，而

不是费用价格，更不是市场价格。）

此外，在整个这一分析中，不言而喻的是：不可否认，有些部门

可能生产过多，因此另一些部门则可能生产过少；所以，局部危机

可能由于生产比例失调而发生（但是，生产的合乎比例始终只是在

竞争基础上生产比例失调的结果），这种生产比例失调的一般形式

之一可能是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或者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流动资

本的生产过剩。①正如商品按其价值出卖的条件是商品只包含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一样，对于资本的某一整个生产领域来说，这种条

件就是，这个特殊领域所花费的只是社会总劳动时间中的必要部

分，只是为满足社会需要（需求）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如果这个领域

花费多了，即使每一单位商品所包含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这些单

位商品的总量所包含的却会多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正如单位商

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这些单位商品的总量在既定的前提下却会

丧失它的一部分使用价值。

可是我们这里谈的，不是以生产的比例失调为基础的危机，就

是说，不是以社会劳动在各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比例失调为基础

的危机。这一点只有在谈到资本竞争的时候才能谈到。前面已经

说过②，由于这种比例失调而引起的市场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造成

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抽出并转入另一个生产领域，造成资本从一

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的转移。可是，这种平衡本身已经包含着：它

是以平衡的对立面为前提的，因此它本身可能包含危机，危机本身

５９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①

② 见本册第２２９—２３４页。——编者注

［７２０］（当发明了纺机的时候，同织布业比较，曾经出现纱的生产过剩。一旦织

布业采用机器织机，这种比例失调就消除了。）［７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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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为平衡的一种形式。但是，这种危机是李嘉图等人所承认

的。

我们在考察生产过程时１２９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

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就是靠一定的资本物化尽可能

多的直接劳动时间，其方法或是延长劳动时间，或是缩短必要劳动

时间，发展劳动生产力，采用协作、分工、机器等，总之，进行大规模

生产即大量生产。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

场的限制而生产。

在考察再生产时，首先假定生产方式不变，而在生产扩大的时

候，生产方式实际上在一段时间内也是保持不变的。这里生产出来

的商品量所以增加，是由于使用了更多的资本，而不是由于更有效

地使用了资本。但是单单资本的量的增加［７１９］同时也就包含资本

的生产力的增加。如果说资本的量的增加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那

末反过来说，一个更广阔的、扩大了的资本主义基础又是生产力发

展的前提。这里存在着相互作用。因此，在更加广阔的基础上进行

的再生产即积累，即使它最初只表现为生产在量上的扩大（在同样

的生产条件下投入更多的资本），但在某一点上也总会在质上表现

为进行再生产的条件具有较大的效率。因此，产品量增加的比例要

大于在扩大再生产即积累中资本增长的比例。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那个棉布的例子。

由于棉布充斥而造成的市场停滞，会使织布厂主的再生产遭

到破坏。这种破坏首先会影响到他的工人。于是，工人对于他的商

品棉布和原来加入他们消费的其他商品来说，现在只在较小的程

度上是消费者，或者根本不再是消费者了。他们当然需要棉布，但

是他们买不起，因为他们没有钱，而他们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他

６９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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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不能继续生产，而他们之所以不能继续生产，是因为已经生产的

太多了，棉布充斥市场。李嘉图的劝告，不论是“增加他们的生产”

也好，“生产别的东西”１３０也好，都不能帮他们的忙。他们现在代表

着暂时的人口过剩的一部分，代表着工人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在

这种场合，就是棉布生产者的生产过剩的一部分，因为市场上出现

的是棉布的生产过剩。

但是，除了投入织布生产的资本所直接雇用的工人以外，棉布

再生产的这种停滞还影响一批别的生产者：纺纱者、棉花种植业

者、纱锭和织机的生产者、铁和煤的生产者等等。所有这些人的再

生产同样都要遭到破坏，因为棉布的再生产是他们进行再生产的

条件。即使在他们自己的生产领域里没有生产过剩，就是说，即使

那里生产的数量没有超过棉布工业销路畅通时所确定的合理的数

量，这种情况也会发生。所有这些生产部门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

们不是把自己的收入（工资和利润，只要利润是作为收入来消费，

而不是用于积累）用在它们自己的产品上，而是用在那些生产消费

品，其中包括棉布的生产领域的产品上。这样，正因为市场上棉布

过多，对于棉布的消费和需求就会减少。但是，对于用棉布的这些

间接生产者的收入购买的作为消费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的需求也会

减少。棉布的这些间接生产者用来购买棉布和其他消费品的钱所

以会受到限制和减少，就是因为市场上棉布过多。这也影响到其他

商品（消费品）。它们现在突然发生相对的生产过剩，因为用来购买

它们的钱减少了，从而对于它们的需求减少了。即使这些生产部门

生产的东西并没有过多，现在也要发生生产过剩。

如果不仅棉布，而且麻布、丝绸和呢绒都发生生产过剩，那末

不难理解，这些为数不多但居主导地位的物品的生产过剩就会在

７９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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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市场上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相对的）生产过剩。一方面，是再

生产的一切条件出现过剩，各种各样卖不出去的商品充斥市场；另

一方面，是资本家遭到破产，工人群众忍饥挨饿，一贫如洗。

可是，这一论证是两面的。如果说，一些主要消费品的生产过

剩必然引起多少带普遍性的生产过剩，是容易理解的，那末决不能

因此就说，这些主要消费品的生产过剩究竟怎样发生的问题也是

可以理解的了。因为，普遍生产过剩的现象是从这些工业部门直接

雇用的工人和为这些部门的产品生产各种先行要素（即生产这些

部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不同阶段）的一切生产部门的工人相互

依存中得出来的。就后面这些部门来说，生产过剩是结果。但是，

在前面那些部门中，生产过剩又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因为，只要前

面那些部门扩大生产，后面这些部门也就会扩大生产，而随着生产

的这种扩大，收入的普遍增长，从而这些部门本身的消费的普遍增

长似乎也就有了保证。１３１［７１９］

［（１３）生产扩大和市场扩大的不一致。

李嘉图关于消费增长和国内市场

扩大有无限可能性的见解］

  ［７２０］如果我们说，不断扩大的生产｛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

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

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间，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

就使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里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的

日积月累的发展｝需要一个不断扩大的市场，而生产比市场扩大得

快，那末，这不过是把要说明的现象用另一种说法说出，不是用它

８９５ 第 十 七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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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抽象形式，而是用它的现实形式说出而已。市场比生产扩大得

慢；换句话说，在资本进行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在这个

周期中，资本不是简单地以原来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而是以

扩大了的规模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个螺

旋形，——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这会发生在

周期的末尾。但这也仅仅是说：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

得明显了。假如市场的扩大与生产的扩大步伐一致，就不会有市场

商品充斥，不会有生产过剩。

但是，只要承认市场必须同生产一起扩大，在另一方面也就是

承认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因为市场有一个外部的地理界限，一个

国内市场同一个既是国内又是国外的市场相比是有限的，而后者

和世界市场相比也是有限的，世界市场在每个一定的时刻也是有

限的，但是潜在地是能扩大的。因此，如果承认为了不发生生产过

剩，市场必须扩大，那也就是承认生产过剩是可能发生的，因为既

然市场和生产是两个彼此独立的因素，那末，一个扩大同另一个扩

大就可能不相适应，市场的范围对于生产来说可能扩大得不够快，

新的市场——市场的不断扩大——可能很快被生产超过，因而扩

大了的市场现在表现为一个界限，正如原来比较狭窄的市场曾经

表现为一个界限一样。

因此，李嘉图否定关于随着生产的扩大和资本的增长市场也

必定会扩大的观点，他是前后一贯的。照李嘉图看来，一个国家现

有的全部资本，在这个国家可以有利他加以使用。因此李嘉图反驳

亚·斯密，因为亚·斯密一方面提出过同他（李嘉图）一样的观点，

另一方面以自己惯有的理性本能也反对过这个观点。斯密还不知

道生产过剩以及从生产过剩产生危机的现象。他所知道的仅仅是

９９５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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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一起自然发生的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实

际上，他把资本积累看做普遍的国民财富和福利的绝对增加。另一

方面，他认为，单单从国内市场发展为国外市场、殖民地市场和世

界市场本身，就是国内市场上存在所谓相对的（潜在的）生产过剩

的证明。

值得把李嘉图反驳斯密的话引在这里：

“商人把他们的资本投入对外贸易或海运业时，他们总是出于自由选择

而不是迫不得已；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在这些部门中他们的利润比在国内贸易

中要大一些。

亚当·斯密曾正确地指出：‘每一个人对于食物的欲望都要受人胃的有

限容量的限制

｛亚·斯密这里是大错特错了，因为他不把农业中生产的奢侈

品包括在食物内｝，

但对于住宅、衣服、车马和家具方面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欲望似乎是没

有限制或确定的界限的。’”

李嘉图继续说：“因此，自然界对于一定时间内可以有利地用在农业上的

资本的量，必然作了限制

｛不是因此而有出口农产品的民族吗？好象人们就不能违反自

然，把一切可能的资本投于农业，以便例如在英国生产甜瓜、无花

果、葡萄之类，栽培花卉之类，繁殖飞禽走兽之类？（请看例如罗马

人单单在人工养鱼业上投下的资本。）难道工业的原料不是农业资

本生产的吗？｝，

但是，自然界对于能用来生产生活上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资本的量

却没有规定什么界限〈好象自然界真是同这件事有什么关系似的！〉。人们所

考虑的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得到这些物品。只是由于对外贸易或海运业可以

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人们才宁愿从事对外贸易或海运业，而不愿自己在国

内生产所需要的商品或其代用品。但是，如果由于特殊情况，我们不能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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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对外贸易或海运业，那末，虽然获利较少，我们也会投资于国内；既然对

于‘住宅、衣服、车马和［７２１］家具方面的舒适品和装饰品的欲望’是没有

界限的，那末除了使我们维持生产这些物品的工人生活的能力受到限制的界

限以外，用来生产这些物品的资本是不可能有任何界限的。

但是，亚当·斯密却说成好象从事海运业不是出于自由选择，而

是迫不得已；好象资本不投入这一部门就会闲置起来；好象国内贸易中的

资本不限制在一定限度之内就会过剩。他说：‘当任何一个国家的资本增加到

已经无法全部用来供应本国的消费并维持本国的生产劳动时｛这一段话的着

重号是李嘉图自己加的｝，资本的剩余部分就自然流入海运业，被用来为其他

国家执行同样的职能’…… 但是，大不列颠的这部分生产劳动难道不能用

来生产其他种类的商品并用以购买国内有更大需求的物品吗？如果不能这

样，那末，虽然获利较少，难道我们不能用这种生产劳动在国内生产这些有

需求的商品或者至少生产其代用品吗？如果我们需要天鹅绒，难道我们不能

自己试制吗？如果试制不成，难道就不能生产更多的呢绒或我们需要的某种

其他物品吗？

我们生产工业品并用来在国外购买其他商品，是因为这样做比在

国内生产能获得数量更多的商品｛没有质量的差别！｝。如果我们进行这种

贸易的可能性被剥夺，我们马上就会重新开始为自己制造这些商品。但是，亚

当·斯密的这种看法和他关于这一问题的所有一般论点是矛盾的。‘如果某

个外国｛李嘉图引用斯密的话｝供应我们某种商品，比我们自己生产这种商

品便宜，那就不如把我们自己的劳动用于我们有某种优越性的部门，而用我

们自己的劳动的一部分产品向这个国家购买这种商品。国家的劳动总量由于

总是与使用它的资本成比例｛极不成比例！｝〈这句话的着重号也是李嘉图自

己加的〉，它就不会因此而减少，只不过需要找到能够最有利地使用它的部门

而已。’

他又说：‘所以，那些拥有的食物多于其消费量的人，总是愿意拿这部分

多余的食物，或者可以说，这部分食物的价格，去交换其他物品。在满足了

这种有限的欲望以后剩下的一切，就被用来满足那些永远不能完全满足并且

看来根本没有止境的欲望。穷人为了获得食物，就尽力满足富人的嗜好，为

了更有把握获得食物，他们就互相在自己报酬的低廉和工作的熟练方面竞

１０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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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工人人数随着食物数量的增加或者随着农业的改良和耕地的扩大而增

加。由于他们的工作性质允许实行极细的分工，他们能够加工的材料数量比

他们的人数增加得快得多。因此，对于任何一种材料，凡是人类的发明能够

把它用来改善或装饰住宅、衣服、车马或家具的，都产生了需求；对于地下

蕴藏的化石和矿物，对于贵金属和宝石，也都产生了需求。’

从上述各点可以看出，需求是无限的，只要资本还能带来某种利润，资

本的使用也是无限的，无论资本怎样多，除了工资提高以外，没有其他充分

原因足以使利润降低。此外还可以补充一句：使工资提高的唯一充分而经常

的原因，就是为越来越多的工人提供食品和必需品的困难越来越大。”（同上，

第３４４—３４８页）

［（１４）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群众消费的

有限性之间的矛盾是生产过剩的基础。关于

普遍生产过剩不可能的理论的辩护论实质］

  生产过剩这个词本身会引起误解。只要社会上相当大一部分

人的最迫切的需要，或者哪怕只是他们最直接的需要还没有得到

满足，自然绝对谈不上产品的生产过剩（在产品量超过对产品的

需要这个意义上讲）。相反，应当说，在这个意义上，在资本主义

生产的基础上经常是生产不足。生产的界限是资本家的利润，决

不是生产者的需要。但是，产品的生产过剩和商品的生产过剩是

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李嘉图认为，商品形式对于产品是无关紧要

的，其次，商品流通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物物交换，交换价值在

这里只是物质变换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因而货币只是形式上的流

通手段；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他的这样一个前提：资产阶级

生产方式是绝对的生产方式，也就是没有更确切的特殊规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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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因此，这种生产方式的一切规定都只是某种形式上的东

西。因此，李嘉图也就不能承认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包含着生产力

自由发展的界限——在危机中，特别是在作为危机的基本现象的

生产过剩中暴露出来的界限。

［７２２］李嘉图从他引用、赞同并因而复述的斯密论点中看到，

追求各种各样使用价值的无限“欲望”，总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状态

的基础上得到满足，在这种社会状态中，广大的生产者仍然或多

或少只限于获得“食品”和“必需品”，因此，只要财富超出必需

品的范围，绝大多数生产者就或多或少被排斥于财富的消费之外。

当然，后一种情况在古代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也是存在

的，并且更加如此。但是古代人连想也没有想到把剩余产品变为

资本。即使这样做过，至少规模也极有限。（古代人盛行本来意义

上的财宝贮藏，这说明他们有许多剩余产品闲置不用。）他们把很

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非生产性支出——用于艺术品，用于宗教

的和公共的建筑。他们的生产更难说是建立在解放和发展物质生

产力（即分工、机器、将自然力和科学应用于私人生产）的基础

上。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没有超出手工业劳动。因此，他们为

私人消费而创造的财富相对来说是少的，只是因为集中在少数人

手中，而且这少数人不知道拿它做什么用，才显得多了。如果说

因此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发生生产过剩，那末，那时有富人的消费

过度，这种消费过度，到罗马和希腊的末期就成为疯狂的浪费。古

代人中间的少数商业民族，部分地就是靠所有这些实质上贫穷的

民族养活的。而构成现代生产过剩的基础的，正是生产力的不可

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

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

３０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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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

李嘉图和其他人对生产过剩等提出的一切反对意见的基础

是，他们把资产阶级生产或者看作不存在买和卖的区别而实行直

接的物物交换的生产方式，或者看作社会的生产，在这种生产中，

社会好象按照计划，根据为满足社会的各种需要所必需的程度和

规模，来分配它的生产资料和生产力，因此每个生产领域都能分

到为满足有关的需要所必需的那一份社会资本。这种虚构，一般

说来，是由于不懂得资产阶级生产这一特殊形式而产生的，而所

以不懂又是由于一种成见，认为资产阶级生产就是一般生产。正

象一个信仰某一宗教的人把这种宗教看成一般宗教，认为除此以

外都是邪教一样。

相反，倒是应该问一问：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每个人

都为自己而劳动，而特殊劳动必须同时表现为自己的对立面即抽

象的一般劳动，并以这种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在这样的资

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必要的平衡和相互联

系，它们之间的限度和比例的建立，除了通过经常不断地消除经

常的不协调之外，用别的办法又怎么能够实现呢？这一点在谈到

通过竞争达到平衡时就已经得到承认，因为这种平衡总是以有什

么东西要平衡为前提，就是说，协调始终只是消除现存不协调的

那个运动的结果。

因此，李嘉图也承认个别商品有可能充斥市场。不可能的只

是同时的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因此，不否认任何特殊生产领域

有生产过剩的可能性。他认为，［普遍的］生产过剩和由此而来的

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这种现象不可能在一切

生产领域同时发生。“普遍的市场商品充斥”这个词总是应该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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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地来理解，因为在发生普遍生产过剩的时候，有些领域的生产

过剩始终只是主要交易品生产过剩的结果、后果，始终只是相对

的，只是因为其他领域存在着生产过剩才成为生产过剩。

辩护论恰好把这一点颠倒过来了。照这些辩护论者的说法，只

出现主动的生产过剩的那些主要交易品（一般说这是只能大规模

地和用工厂方式进行生产的物品，在农业上也一样），它们的生产

过剩之所以成为生产过剩，仅仅因为会出现相对的，或者说，被

动的生产过剩的那些物品存在着生产过剩。按照这种看法，生产

过剩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生产过剩不是普遍的。生产过剩的相

对性，即一些领域中现实的生产过剩引起另一些领域的生产过剩

这个事实，被表述如下：普遍的生产过剩并不存在，因为，如果

生产过剩是普遍的，一切生产领域相互之间就会保持同样的比例；

就是说，普遍的生产过剩等于按比例生产，而按比例生产是排除

生产过剩的。据说，这是反对普遍生产过剩的论据。［７２３］就是

说，因为绝对意义上的普遍生产过剩并不是生产过剩，而只是一

切生产领域的生产力的发展都超过了通常的水平，所以，据说，现

实的生产过剩（它恰恰不是这种不存在的、自我消除的生产过

剩）并不存在。其实，只是因为现实的生产过剩不是这样的生产

过剩，所以它是存在的。

这种可怜的诡辩如果更详细地加以考察，可以归结如下：

假定铁、棉布、麻布、丝绸、呢绒等等发生生产过剩，那末不能

说，例如煤生产得太少，因而造成了上述生产过剩；因为铁等等的

生产过剩也就包含着煤的生产过剩，正如棉布的生产过剩也就包

含着棉纱的生产过剩一样。｛和棉布相比，棉纱可能生产过剩，和机

器等相比，铁可能生产过剩。这种生产过剩总是不变资本的相对生

５０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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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剩。｝因此，如果有某些物品作为组成要素即原料、辅助材料或

生产资料加入另一些物品（加入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可能生

产过多，可能在市场上过剩，以致不能补偿它所花费的资本”①），

而另一些物品的绝对生产过剩正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事实，从而某

些物品的生产过剩是不言而喻的，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某些物品的

生产过剩。因此，说得上生产不足的是其他一些物品，它们直接归

属的生产领域，既不属于根据假定要发生生产过剩的主要交易品

的生产领域，也不属于这样一些领域，这些领域由于为主要交易品

进行中间生产，其生产规模必须至少同产品最后阶段的规模一

样，——不过没有什么东西会妨碍这些领域的生产达到更大的规

模，因此在生产过剩内部又可能发生生产过剩。例如，虽然煤生产

的数量必须使一切以煤作为必要生产条件的工业部门都能进行生

产，因而铁、棉纱等等的生产过剩已经包含了煤的生产过剩（即使

煤生产的数量只与铁和棉纱的生产成比例），但是，生产出来的煤

也可能比铁、棉纱等的生产过剩所要求的还多。这种情况不仅是可

能的，而且是非常可能的。因为，煤和棉纱的生产，以及其他所有仅

仅为那些必须在别的领域完成的产品提供条件或充当准备阶段的

领域的生产，都不是依据直接的需求，不是依据直接的生产或再生

产，而是依据它们自身不断扩大的程度、限度、比例来进行的。而在

这种考虑的支配下可能超过目标，那是不言而喻的。由此可见，生

产不足的［不是上述那些产品，而］是其他物品，例如钢琴、宝石等，

生产不足是发生在这些其他物品的部门中。｛当然，也会发生这样

的生产过剩，在那里，非主要物品的生产过剩不是后果，相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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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倒是生产过剩的原因，例如在谷物歉收或棉花歉收等的情况

下。｝

当这种［关于生产不足的］说法被应用到国际范围——就象萨

伊１３２和继萨伊之后的其他经济学家所作的那样，——的时候，就

更加暴露其荒谬了。例如，他们断言，不应说英国生产过剩，而应说

意大利生产不足。如果第一，意大利有足够的资本来补偿以商品形

式输出到意大利的英国资本；第二，意大利用自己这笔资本生产出

了英国资本部分地为补偿它自己和部分地为补偿它所带来的收入

所需要的特殊物品，那就不会发生任何生产过剩。因此，实际地

——对意大利的实际生产来说——存在着的英国的生产过剩这个

事实就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是想象的意大利的生产不足这个事实；

其所以说是想象的，是因为它以意大利存在着那里并不存在的

［７２４］资本以及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其次，是因为这里还作了同

样空想的假定，就是这笔在意大利并不存在的资本用得恰好符合

需要，使英国的供给和意大利的需求、英国的生产和意大利的生产

能互相补充。换句话说，这无非是意味着：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

符，如果资本按这样的比例在一切生产领域之间进行分配，以致一

种物品的生产就包含着另一种物品的消费，因而也就包含着它自

己的消费，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不发生生产过剩，那生产

过剩就不会发生。但是，因为在一定的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只能在

某些领域无限制地自由发展，所以，如果资本主义生产必须在一切

领域同时地、均匀地发展，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任何资本主义生产。

因为在上述某些领域生产过剩绝对存在，所以在没有［绝对的］生

产过剩的那些领域，也就相对地存在着生产过剩。

总之，这种用一方面的生产不足来说明另一方面的生产过剩

７０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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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无非是说：如果生产按比例进行，那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

如果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也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如果一切领域

具有进行并扩大资本主义生产的同样的可能性，如分工、机器、向

遥远的市场输出、大规模生产等等，如果互相贸易的一切国家具有

进行生产（而且是彼此各不相同又互为补充的生产）的同样的能

力，也就不会有生产过剩。因此，如果发生生产过剩，那是因为所有

这些虔诚的愿望没有实现。或者更抽象地说：如果到处都均匀地发

生生产过剩，那就不会在一处发生生产过剩。但是，现在资本没有

大到足以使生产过剩带有这样普遍的性质，因此就只会发生局部

的生产过剩。

如果更仔细地进行考察，这个幻想可归结如下：

承认每一单个的生产部门都可能发生生产过剩。根据前面的

解释，唯一能够防止在一切部门同时发生生产过剩的情况，是商品

同商品的交换，就是说，抱这种观点的人求助于假定存在的是物物

交换的条件。但是通向这种遁辞的道路恰好被切断了：商品流通不

是物物交换，因此一种商品的卖者完全不必同时又是另一种商品

的买者。可见，这整个遁辞的基础是撇开货币，撇开这里的问题不

是产品交换而是商品流通这一点，而对于商品流通来说，买和卖的

彼此分离具有重大的意义。

｛资本流通本身包含着破坏的可能性。例如，在货币再转化为

资本的生产条件时，问题不仅在于货币重新转化为同样的（按种类

来说）使用价值，而且，为了使再生产过程重复进行，十分重要的是

能够按原来的价值（或者按更低的价值，那当然更好）得到这些使

用价值。但是，这些再生产要素有很大一部分，即由原料组成的部

分，可能由于下述两个原因涨价：第一，如果生产工具的数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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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比那段时间内能够生产出来的原料数量快。第二，由于收成的不

稳定。因此，正如图克正确地指出过的１３３，气候在现代工业中起

着如此重大的作用。（这句话同样适用于与工资有关的食物。）因

此，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完全同商品转化为货币一样，也可能遇到

困难，也可能造成危机的可能性。如果考察的是简单流通而不是资

本流通，那就不会发生这些困难。｝（危机还有许多因素、条件、可能

性，只有在分析更加具体的关系，特别是分析资本的竞争和信用

时，才能加以考察。）

［７２５］否认商品的生产过剩，却承认资本的生产过剩。可是资

本本身就是由商品组成的，或者说，如果资本由货币组成，它就必

须再转化为这种或那种商品，才能执行资本的职能。因此，什么叫

作资本的生产过剩呢？就是预定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那些价值量

的生产过剩（或者，从资本的物质内容方面来考察，就是预定用来

进行再生产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过剩），——因此，就是再生产的规

模太大，这同直截了当说生产过剩是一个意思。

更加明确地说，资本的生产过剩无非是，为了发财而生产的东

西过多了，或者说，不是用作收入进行消费，而是用来获得盈利、进

行积累的那部分产品太多了；这部分产品不是用来满足它的所有

者的私人需要，而是用来为它的所有者提供抽象的社会财富即货

币，提供更大的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资本，或者说，扩大这个

权力。这是一方的说法。（李嘉图否认这一点。①）而另一方用什么

来解释商品的生产过剩呢？就用生产不够多种多样，某些消费品生

产得不够大量来解释。很清楚，这里不可能涉及生产消费的问题；

９０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５６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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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厂主生产过多的麻布，他对纱、机器和劳动等的需求必然因

而增加。因此，这里涉及的是私人消费的问题。麻布生产得太多了，

但是橙子也许就生产得太少了。起初否定货币，是为了说明买和卖

的彼此分离［并不存在］。现在否定资本，是为了把资本家说成是完

成Ｗ—Ｇ—Ｗ 这个简单动作并且为了个人消费而进行生产的人，

而不是把他看作以发财为目的、以把一部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

本为目的而进行生产的资本家。但是，资本太多这句话无非是说，

作为收入被消费并且在既定的条件下可能被消费的产品太少。（西

斯蒙第１３４。）那末，为什么麻布生产者要求谷物生产者消费更多的

麻布，为什么谷物生产者要求麻布生产者消费更多的谷物呢？为什

么麻布生产者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剩余价值）实现在麻

布上，而租地农场主自己不把他的更大一部分收入实现在谷物上

呢？就每一个人单独来说，人们承认，他们的资本化的需要妨碍这

样作（且不说每种需要都有一定的限度），但是就全体总起来说，人

们就不承认这一点了。

（这里，我们完全撇开了由于商品的再生产比商品的生产便宜

而产生的危机因素。而市场上的现有商品的贬值就是由此而来

的。）

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在普遍的世界市场危机中集中地

暴露出来，而在局部的（按内容和范围来说是局部的）危机中只是

分散地、孤立地、片面地暴露出来。

至于专门谈到生产过剩，那它是以资本的一般生产规律为条

件：按照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也就是按照用一定量资本剥削最大量

劳动的可能性）进行生产，而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

的需要的现有界限。而这是通过再生产和积累的不断扩大，因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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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收入不断再转化为资本来进行的，另一方面，［７２６］广大生产

者的需求却被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而且根据资本主义生产的

性质，必须限制在需要的平均水平。

［（１５）李嘉图关于资本积累的各种方式

和积累的经济效果的观点］

  李嘉图在第八章（《论赋税》）中说：

“如果一个国家的年生产能补偿它的年消费而有余，人们就说，这个国家

的资本增加了；如果一个国家的年消费甚至不能由它的年生产来补偿，人们

就说，这个国家的资本减少了。因此，资本可能由于增加生产或由于减少非生

产消费而增加。”（第１６２—１６３页）

李嘉图这里所说的“非生产消费”，和他在这段话的注释（第

１６３页）中所说的一样，是指非生产劳动者即“不再生产另一个价

值的人”的消费。因此，年生产的增加是指年生产消费的增加。年

生产消费在非生产消费保持不变或者甚至有所增加时可以通过它

自身的直接增加而增加，也可以通过减少非生产消费而增加。

同一个注释中说：“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

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

我已经指出①，收入转化为资本决不等于收入转化为可变资

本或者说收入用于工资。可是，李嘉图的想法却正是这样。

李嘉图在同一个注释中说：

“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

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仍然是非生产地消费的。”

１１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５３７—５６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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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是单单收入由生产工人消费就使这种消费成为“生产

的”消费，而是收入由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人消费才使这种消费成为

“生产的”消费。按照这种看法，资本只有在支配［比原来］更多的劳

动的时候才会增加。

李嘉图在第七章（《论对外贸易》）中写道：

“积累资本有两条道路：或者增加收入，或者减少消费，都可以积蓄资本。

如果我的利润从１０００镑增加到１２００镑，而我的支出保持不变，我每年就比

以前多积累２００镑。如果我从我的支出中节约２００镑，而我的利润仍旧不变，

结果也是一样：我的资本每年将增加２００镑。”（第１３５页）

“如果由于采用机器，用收入购买的一切商品的价值下降２０％，我就能

够象我的收入增加２０％那样有效地进行节约；但是在一种场合是利润率保

持不变，在另一种场合是利润率提高了２０％。如果从国外输入廉价商品使我

能够从我的支出中节约２０％，其结果将同机器降低了这些商品的生产费用

完全一样，但是利润不会提高。”（第１３６页）

（就是说，如果比较便宜的商品既不加入可变资本，又不加入

不变资本，利润就不会提高。）

因此，如果收入的支出情况不变，积累就是利润率提高的结果

｛但是积累不仅取决于利润的高低，而且取决于利润的量｝；如果利

润率不变，积累就是支出减少的结果，而李嘉图在这里认为，支出

的减少是“用收入购买的商品”降价（或者由于采用机器，或者由于

对外贸易）的结果。

在第二十章（《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中说：

“一个国家的财富〈李嘉图指的是使用价值〉可以用两种方法增加：它可

能通过把更大的一部分收入用于维持生产劳动来增加，这不仅能增加商品总

量的数量，而且能增加其价值；或者它也可能不通过使用追加的劳动量，而通

过提高原来劳动量的生产率的方法来增加，这能增加商品的数量，但不能增

加商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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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种情况下，不仅一个国家的财富会增加，而且财富的价值也会增

加。国家变富是由于节约，由于减少奢侈品和享乐品方面的支出，并且把这种

节约所得用在再生产上。

［７２７］在第二种情况下，不必减少奢侈品和享乐品方面的支出，也不必增

加所使用的生产劳动量；但是用同量劳动将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财富将增长，

但其价值不增加。在这两种增加财富的方法中，第二种方法应该是更可取的，

因为它可以避免第一种方法必然带来的享乐品的缺乏和减少，而得到同样的

结果。资本是一个国家为了未来生产而使用的那部分财富，它可以用增加财

富的同样方法来增加。追加资本无论是由于技艺和机器的改进而得到的，还

是由于把更大的一部分收入用于再生产而得到的，在生产未来财富时都有同

样的效力；因为财富总是取决于生产出来的商品量，而与制造生产中所使用

的工具的容易程度无关。一定量的衣服和食物将维持并雇用同样的人数，因

而将保障同样工作量的完成，无论这些食物和衣服是由１００人的劳动还是由

２００人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但是在生产它们时如果用了２００人，它们就会有

加倍的价值。”（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李嘉图对问题的第一个提法是：

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利润率提高，积累就会增加，或者

说，在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如果支出（按价值）由于用收入购买的

商品降价而减少，积累就会增加。

现在，李嘉图提出了另一个对立的提法：

如果有更大一部分收入从个人消费领域抽出，转入生产消费，

如果用这样节约下来的那部分收入去推动更多的生产劳动，积累

就会增加，资本按量和价值来说都能进行积累。在这种情况下，是

靠节约来积累。

或者说，［用于个人消费的］支出保持不变，也不使用任何追加

的生产劳动量，但是同样的劳动会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劳动的生产

力提高了。花费同样的劳动会生产出更大量、更好、因而也更便宜

３１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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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生产资本的要素即原料、机器等｛李嘉图在前面说是用收入

购买的商品，现在却说是作为生产工具使用的商品｝。在这种情况

下，积累既不取决于利润率有所提高，又不取决于由于节约有更大

一部分收入变成资本，也不取决于由于用收入购买的商品降价而

用于非生产目的的那部分收入减少。在这里，积累取决于提供资本

本身要素的生产领域中劳动生产率提高，就是说，取决于作为原

料、工具等加入生产过程的商品降价。

如果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由于同可变资本相比，固定资本的

生产有所增加，那末，不仅再生产的量，而且再生产的价值都会增

加，因为固定资本的价值有一部分是加入当年再生产的。这可能同

人口的增加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增加同时发生，虽然所使用的

工人人数，同这些工人推动的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地说在不断减

少。因此，不仅财富会增加，价值也会增加，并且，虽然劳动的生产

率提高了，虽然同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相比，劳动量减少了，被推动

起来的活劳动量却大了。最后，即使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可变资

本和不变资本也可能和每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一起以同一程度增

长。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仅按量而且按价值，都能进行积累。最

后这几点李嘉图完全没有注意到。

李嘉图在同一章里说：

“工业中１００万人的劳动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并非总是生产出相

同的财富。

（这是完全错误的，１００万人的产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他们

的劳动，而且取决于他们借以进行劳动的资本的价值；因此，这个

价值将根据他们借以进行劳动的过去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的大

小不同而大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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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的发明，技艺的提高，分工的改进，或者能够进行更有利的交换的新

市场的发现，——这一切使１００万人在一种社会状态下能够生产的‘必需品、

舒适品和享乐品’等财富的量，比他们在另一种社会状态下所能生产的量大

一倍或两倍。但是他们不能因此就使价值有所增加

（肯定有所增加，因为他们过去的［７２８］劳动以大得多的规模

加入新的再生产），

因为每一种物品的价值的提高或降低，都取决于生产这种物品的容易程

度，换句话说，都取决于生产这种物品所花费的劳动量。

（每一单位商品可能会跌价，但是增长了的商品总量的价值却

会增加。）

我们假定，一定数量的人的劳动用一定的资本生产出１０００双袜子，由于

发明了机器，同样数量的人能生产２０００双，或者他们除了继续生产１０００双

袜子以外，还能生产５００顶帽子。那末，２０００双袜子的价值，或者１０００双袜

子和５００顶帽子的价值将不多不少恰好等于采用机器前１０００双袜子的价

值，因为它们将是同量劳动的产品。

（注意：如果新采用的机器毫无所值的话。）

不过商品总量的价值还是会减少；因为，由于技术改良而增加了的产品

量的价值，虽然将恰恰等于技术改良前生产的较小量产品的价值，但是这种

变动对于在技术改良前已经制造出来而还没有消费掉的那部分商品也会发

生影响。这些商品的价值将减少，因为它们必须全部降到在技术改良后的各

种优越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水平，而且，虽然商品量增加了，财富增

加了，享乐品的量增加了，但是社会所拥有的价值量将会减少。由于不断提高

生产的容易程度，我们就不断减少某些以前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虽

然我们用这同一方法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富，而且还增加了未来生产的能

力。”（第３２０—３２２页）

李嘉图这里谈的是，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会使在比较不利条件

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贬值，不论这些商品是仍然停留在市场上，还是

作为资本正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但是从这里决不能得出结论

５１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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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商品总量的价值会减少”，尽管这个总量的某一部分的价值会

减少。这种结果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产生，第一，如果由于技术

进步而新增加的机器和商品的价值，小于原有同类商品的价值已

经贬值的部分；第二，如果我们不考虑下面这一点，即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生产领域也不断增加，因而为投资开辟了以前根本没有的

新部门。生产在发展进程中不仅会变得更便宜，而且会变得更加多

样化。

李嘉图在第九章（《原产品税》）中写道：

“反对原产品税的第三种意见是，认为提高工资和降低利润妨碍积累，其

作用同土壤自然贫瘠一样；关于这种意见，我在本书的另一部分已试图证明：

在支出上和在生产上，通过减少商品价值和通过提高利润率，都能够同样有

效地进行节约。当我的利润从１０００镑增加到１２００镑，而价格不变的时候，我

通过节约来增加资本的能力会增大，如果我的利润不变，而商品大大跌价，使

我用８００镑能够买到以前用１０００镑才能买到的东西，我通过节约来增加资

本的能力也会增大，但是在前一种情况下增大的程度比不上后一种情况大。”

（第１８３—１８４页）

即使纯收入按其价值量来说并不减少，产品（或者确切些说，

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那部分产品）的全部价值也可能减少。

（按所占的比例来说，纯收入还可能增加。）关于这一点，在第三十

二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中说：

“但是，马尔萨斯先生的全部论证是建立在这样一个不可靠的基础上：它

假定，既然国家的总收入减少，纯收入也一定按同一比例减少。本书的目的之

一就是要说明，必需品的实际价值每有降低，工资也就降低，而资本利润则提

高；换句话说，在任何一定的年价值中，归工人阶级所得的份额会减少，而归

用基金使用这个阶级的人所得的份额会增加。假定某工厂生产的商品价值为

１０００镑，这一价值在老板和他的工人之间分配，工人得８００镑，老板得２００

镑。［７２９］如果这些商品的价值降到９００镑，同时由于必需品降价在工资上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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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了１００镑，那末，老板的纯收入丝毫不会减少，因而，他支付同额税款将同

价格下降前一样容易。”（第５１１—５１２页）

在第五章（《论工资》）中说：

“虽然工资有符合于它的自然率的趋势，但是在一个不断进步的社会里，

工资的市场率却可能在一个不定的时期内经常高于它的自然率，因为资本的

增加给对劳动的新需求造成的刺激还没有发挥完它的作用，资本的再一次增

加却又开始发挥同样的作用了。所以，如果资本的增加是逐渐的和经常的，对

劳动的需求就会不断地刺激人口的增加。”（第８８页）

从资本主义观点出发，一切都是颠倒着表现出来的。工人人口

量和劳动生产率程度既决定资本的再生产，又决定人口的再生产。

这里却颠倒过来，表现为资本决定人口。

李嘉图在第九章（《原产品税》）中说：

“资本的积累自然在劳动的雇主之间引起日益加剧的竞争，因而引起劳

动价格的提高。”（第１７８页）

这取决于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在资本积累时以什么样的比例

增加。资本可能进行积累，而对劳动的需求却可能绝对地或相对地

减少。

既然，按照李嘉图的地租理论，随着资本的积累和人口的增

加，由于必需品价值提高或者说农业生产率下降，利润率有下降的

趋势，那末，积累就有阻碍积累的趋势，利润率下降的规律——因

为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率越来越降低——就象恶运一样降

临到资产阶级生产的头上。相反，亚·斯密却欣赏利润率下降。在

他看来，荷兰是一个模范的国家。亚·斯密指出，利润率下降，迫使

除了最大的资本家以外的大多数资本家把他们的资本用到生产上

去，而不是靠利息过活，因而对生产是一种刺激。在李嘉图的门徒

的著作中，对这种致命趋势的恐惧具有悲喜剧的形式。

７１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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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把李嘉图有关这个问题的几段话引在这里。

第五章（《论工资》）：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资本，或者说，使用劳动的资金的积累，速度有快有

慢，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必定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存在着大量肥沃

土地时，劳动生产力最大：在这种时期，积累往往进行得很快，以致工人的供

给赶不上资本增加的速度。

据计算，在有利条件下，人口在２５年内可能增加一倍；但是在同样有利

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全部资本可能在更短的时期内增加一倍。在这种情况

下，工资在整个时期内都会有上涨的趋势，因为对劳动的需求将比劳动的供

给增加得更快。

在从先进得多的国家引进技艺和知识的新殖民地，资本可能有比人口增

加得更快的趋势；如果工人的不足不能从人口更多的国家得到补充，这种趋

势就会大大提高劳动的价格。随着这些国家的人口增多、质量较坏的土地投

入耕种，资本增加的趋势就会减弱；因为现有人口的需要满足之后剩下来的

剩余产品，必然同生产的容易程度成比例，也就是说，从事生产的人数越少，

剩余产品就越多。因此，在最有利的条件下，生产力虽然仍然有可能增长得比

人口快，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因为土地的数量有限，质量不同，只要

投在土地上的资本有所增加，就会使所得产品的比率下降，而人口繁殖力却

始终不变。”（第９２—９３页）

（最后这句话是牧师的发明。人口繁殖力会随着劳动生产力的

减退而减退。）

这里，首先要指出，李嘉图承认“资本的积累……在所有情况

下都必定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因此，第一性的是劳动，而不是资

本。

其次，根据李嘉图的论断可以认为，早就有人居住的工业发

达的国家，从事农业的人比殖民地多，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为

了生产同量的产品，［７３０］例如，英国使用的农业工人就比其他

任何国家——不论新国家还是老国家——都少。固然，这里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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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部分非农业人口间接参加农业生产。但是，即使这部分人口

较多，其程度也远远赶不上比较不发达国家的直接农业人口超过

比较发达国家农业人口的那种程度。即使我们假定，英国的谷物

较贵，生产费用较大。使用的资本较多。加入农业生产的过去劳

动较多，不过活劳动较少。但是，由于已有的生产基础，农业资

本的再生产所花费的劳动量较少，虽然这笔资本的价值也是在产

品中得到补偿。

第六章（《论利润》）。

首先还要说几句。我们已经看到，剩余价值不仅取决于剩余价

值率，而且取决于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因而取决于可变资本量。

积累也不是直接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是决定于剩余价值对

预付资本总额之比，即决定于利润率；并且，与其说决定于利润率，

不如说决定于利润总量；我们已经看到，对社会总资本来说，利润

总量和剩余价值总量是相同的，但对不同部门所使用的单个资本

来说，利润总量却可能和各个不同部门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大不

相同。如果把资本积累全部加以考察，那末，利润就等于剩余价值，

利润率就等于剩余价值资本 ，或者更确切地说，等于按每１００单位的资本

计算的剩余价值。

如果利润率（百分率）既定，利润总量就取决于预付资本量；因

此，既然积累决定于利润，积累也就取决于预付资本量。

如果资本总额既定，利润总量就取决于利润率的高低。

因此，利润率高的小资本可能比利润率低的较大资本提供的

利润量大。

举例来说：

９１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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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资     本 利 润  率 利 润 量

１００ １０％ １０

（１００×２），即２００ １０
２，或５％ １０

（１００×３），即３００ １０
２，或５％ １５

（１００×１１２），即１５０ ５％ ７１２

２

资     本 利 润  率 利 润 量

１００ １０％ １０

（２×１００），即２００
１０
２

２１２
＝４％ ８

（２１２×１００），即２５０ ４％ １０

（３×１００，即３００ ４％ １２

３

资     本 利 润  率 利 润 量

５００ １０％ ５０

５０００ １％ ５０

３０００ １％ 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 １００

  如果资本的乘数和利润率的除数相等，就是说，如果资本量增

加的比例和利润率下降的比例相同，利润量总额不变。１００的１０％

得１０，２×１００的１０２或５％同样得１０。换句话说：如果利润率下降的

比例和资本积累（增加）的比例相同，利润量不变。

如果利润率下降快于资本增加，利润量总额就减少。５０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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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得利润量５０。但是，六倍资本额即６×５００或３０００的
１０

１０％或

１％只得３０。

最后，如果资本增加快于利润率下降，那末，尽管利润率下降，

利润量还会增加。例如，１００在利润为１０％时得利润量１０。但是

３００（３×１００）的４％（即利润率降了６０％）得利润量１２。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李嘉图的论点。

李嘉图在第六章（《论利润》）中写道：

“因此，利润有下降的自然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长，为

了生产必需的追加食物量，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利润的这种趋势，这种

可以说是重力作用，幸而由于生产必需品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良以及农业科学

上的发现而时常受到抑制，这些改良和发现使我们能够减少一部分以前所需

要的劳动量，［７３１］因而能降低工人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可是，必需品价格和

工资的提高是有限度的；因为……一旦工资达到７２０镑，即等于租地农场主

的全部收入，积累就一定停止，因为那时任何资本都不可能提供利润，对追加

劳动也不可能有任何需求，因此，人口也将达到最高点。事实上，在这以前很

久，很低的利润率就会使一切积累停止，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在支付了工人

的工资以后，几乎都将属于土地所有者以及什一税和其他税的所得者。”（第

１２０—１２１页）

这是李嘉图观念中的资产阶级的“神的毁灭”，是世界的末日。

“远在这种价格水平成为持久的状况以前，积累的一切动机就会消失，因

为任何人从事积累，都只是为了把他的积累生产地加以使用…… 因此，这

种价格水平是决不可能存在的。正如工人没有工资就不能生活一样，租地农

场主和工厂主没有利润也不能生活。他们的积累动机将随利润的每次减少而

减少，当他们的利润低到不能对他们的辛劳和他们在把资本生产地加以使用

时必然遇到的风险提供足够的补偿的时候，积累的动机将完全消失。

我必须再次指出，利润率的降低……要迅速得多；因为如果产品的价值

象我在前面假定的情况下说过的那样高，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价值就会大大

增加，因为他的资本必然是由许多价值已经增加的商品组成的。在谷物价格

１２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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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从４镑上涨到１２镑以前，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交换价值也许就已经增

加一倍，等于６０００镑而不是３０００镑了。因此，如果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原来是

１８０镑，或者说，是他原有资本的６％，那末现在实际利润率不会高于３％，因

为６０００镑的３％是１８０镑，而且一个持有６０００镑的新租地农场主要经营农

业，就只有接受这种条件。”（第１２３—１２４页）

“我们也可以预计到，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

的提高而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为

１０万镑，而利润率从２０％降到１９％，１８％，１７％，就是说，不断下降，那末，我

们可以预计到，先后相继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

２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会大于资本为１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３０万镑

时的利润总额还会更大些，依此类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

也会随着资本的每次增加而增加。但是这样的级数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

如，２０万镑的１９％大于１０万镑的２０％，３０万镑的１８％又大于２０万镑的

１９％；但是当资本积累到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率又下降的时候，进一步的积

累就会使利润总额减少。例如，假定积累达到１００万镑，利润率为７％，利润

总额就是７万镑。如果现在１００万镑再加上１０万镑资本，而利润率降到６％，

那末，虽然资本总额从１００万镑增加到１１０万镑，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将只是

６６０００镑，或者说，少了４０００镑。

然而，只要资本多少能提供一些利润，就不会有既不增加产品，又不增加

价值的资本积累。在使用１０万镑追加资本时，原有资本的任何一部分的生产

率都不会降低。国内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一定会增加，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加，这

不仅是由于加上了除原有产量外新增产品的价值，而且是由于生产最后一部

分产品的困难加大使全部土地产品得到了新的价值。不过，当资本积累已经

很大时，尽管产品的价值增加了，产品进行分配的结果将是，归利润的部分比

以前减少，而归地租和工资的部分则增加。”（第１２４—１２６页）

“虽然生产了一个较大的价值，但这一价值在支付地租以后剩下的部分

中却有较大的份额是由生产者消费的，而这一点，并且只有这一点，却调节着

利润的大小。在土地获得丰收时，工资可能暂时提高，生产者的消费可能超过

他们通常的份额；但是因此而产生的对人口增加的刺激，很快就会使工人的

消费回到通常的水平。但是当较坏土地投入耕种时，或者当花费在老地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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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增加而收益减少时，上述影响将是持久的。”（第１２７页）

［７３２］“因此，积累的效果在不同国家是不同的，并且主要取决于土地的

肥力。一个国家无论多么辽阔，如果土地贫瘠并禁止粮食输入，那末，即使是

较少量的资本积累也将引起利润率的大大降低和地租的迅速提高；相反，一

个小的但是土地肥沃的国家，特别是如果它允许自由输入粮食，却能够积累

很大的资本，而又不引起利润率的大大降低或地租的大量增加。”（第１２８—

１２９页）

税收（第十二章《土地税》中说）也可能造成这样一种情况，以致“剩下的

剩余产品不够用来鼓励那些通常以自己的节约来增加国家的资本的人的努

力”。（第２０６页）

“只有一种情况｛第二十一章《积累对于利润和利息的影响》中说｝可能引

起利润率在食物价格低廉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那就是维持劳动的基金

比人口增加快得多，这时工资高，而利润率却低；但这种情况也只具有暂时的

性质。如果每个人都不使用奢侈品而专心致志于积累，那末生产出来的必需

品就会有一定数量无法立即被消费。这为数有限的几种商品无疑会发生普遍

过剩现象，因而对这些商品的追加量不会有需求，使用追加资本也不会提供

利润。如果人们停止消费，他们就会停止生产。”（第３４３页）

李嘉图关于积累和关于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思想就是这样。

３２６李嘉图的积累理论。对这个理论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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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八 章］

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Ａ．］总收入和纯收入

纯收入，与总收入（它等于总产品或总产品价值）相对立，是重

农学派最初用来表达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他们认为地租是剩余

价值的唯一形式，因为他们把工业利润仅仅理解为一种工资；重农

学派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必然会找到支持者，这就是后来那些把利

润说成是对劳动进行监督而得的工资，从而把利润掩盖起来的经

济学家。

这样，纯收入实际上就是产品（或产品价值）超过它补偿预付

资本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的余额。因此，纯收入只不

过是由利润和地租构成，而地租本身又只是从利润中分割出来、落

入一个不同于资本家阶级的阶级手中的一部分利润。

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

或利润（在其发展的形式上）；不是产品，而是剩余产品。从这一观

点出发，劳动本身只有在为资本创造利润或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

是生产的。如果工人不创造这种东西，他的劳动就是非生产的。因

此，所使用的生产劳动量只是在剩余劳动量由于它——或者比例

于它——而增长的情况下，才会使资本感到兴趣。我们称为必要劳

４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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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的东西，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是必要的。如果劳动不产生

这种结果，它就是多余的，就要被制止。

资本主义生产的始终不变的目的，是用最小限度的预付资本

生产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在这种结果不是靠工人的

过度劳动取得的情况下，这是资本的这样一种趋势：力图用尽可能

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也就是说，

资本有一种节约的趋势，这种趋势教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

用最少的资金来达到生产的目的。

从这种理解来看，工人本身就象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

的那样，只是生产资料，而不是目的本身，也不是生产的目的。

纯收入不决定于总产品价值，而决定于总产品价值超过预付

资本价值的余额，或者说，决定于与总产品相比的剩余产品量。尽

管［７３３］产品价值减少，或者甚至产品总量也随同价值一起减少，

只要这个余额增加，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就达到了。

李嘉图彻底地、无情地道破了这种趋势。由此引起庸俗的慈善

家们对他的一片叫骂。

李嘉图在考察纯收入时又犯了一个错误，即把总产品归结为

收入，也就是归结为工资、利润和地租，而把应得到补偿的不变资

本撇开不谈。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准备详细谈这一点。

李嘉图在第三十二章（《马尔萨斯先生的地租观点》）中写道：

“明确地区别总收入和纯收入是很重要的，因为一切赋税都必须从社

会纯收入中支付。假定一个国家在一年中能够向市场提供的全部商

品即全部谷物、原产品、工业品等等价值为２０００万，为取得这个价值需要

一定人数的劳动，而这些工人起码的生活必需品要花费１０００万。那我就会

说，这个社会的总收入是２０００万，纯收入是１０００万。根据这一假定决不能

得出结论说，工人得到的劳动报酬只能是１０００万；他们可能得到１２００万、

５２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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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０万或１５００万，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会从纯收入中得到２００万、４００万或

５００万。余下的就会在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分配，但是全部纯收入不会

超过１０００万。假定这个社会纳税２００万，它的纯收入就会减到８００万。”（第

５１２—５１３页）

［而在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和纯收入》）中我们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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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国

家的全部土地产品和劳动产品都要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工资，一部分

是利润，另一部分是地租。”

｛这是错误的，因为这里忘记了用于补偿生产中所使用的资本

（工资除外）的那一部分。｝

“赋税或积蓄只能出自后两部分；第一部分，如果它是适中的，就始终是

必要的生产费用。”

｛李嘉图本人在给这句话加的注释中指出：

“这种说法可能过分，因为在工资的名义下归工人所得的部分通常高于

绝对必要的生产费用。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得到国家纯产品的一部分，他可

以把这一部分积蓄起来或者消费掉；或者可以捐献出来供国防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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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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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４１６—４１７页）

６２６ 第 十 八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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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弄清李嘉图的观点，我们还要引证下面几段作补

充：

“谷物价格相对低廉总会带来好处，也就是说，根据这种价格，现有产品

的分配更可能增加维持劳动的基金，因为在利润的名义下归生产阶级的部分

将更多，而在地租的名义下归非生产阶级的部分将减少。”（第３１７页）

这里的生产阶级只是指产业资本家。

“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如果谷物的价格由于一部分谷

物生产困难而从每夸特４镑提高到５镑，那末１００万夸特的价值就不是４００

万镑而是５００万镑…… 整个社会将拥有更大的价值，从这种意义上说，地

租是价值的创造。但是这种价值是名义上的，因为它丝毫不增加社会的财富，

也就是说，不增加社会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我们所拥有的商品量同

以前一样，而不是更多，谷物也仍然和以前一样是１００万夸特；但是每夸特

价格从４镑提高到５镑的结果，却使谷物和商品的一部分价值从原来的所有

者手里转到土地所有者手里。因此，地租是价值的创造，但不是财富的创造；

它丝毫不增加国家的资源。”（第４８５—４８６页）

［７３４］假定由于 ［生产较为容易或者由于］谷物的进口，谷

物价格下跌，使地租减少１００万。李嘉图说，资本家的货币收入

就会因此增加，接着又说：

“但是人们也许会说，资本家的收入不会增加；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中扣

下来的１００万将作为追加工资支付给工人。即使这样…… 社会状况也会得

到改善，人们将能够比以前容易负担同样的税款。这只是证明了一件更合乎

愿望的事，即由于新的分配而使状况得到改善的主要是另一个阶级，而且是

社会上最重要的一个阶级。这个阶级所能得到的９００万［即由必要生存资料

决定的工资］以外的全部数额，构成国家纯收入的一部分，要把它花费掉，就

一定会增加国家的收入、福利或力量。所以这笔纯收入你可以任意分配。你

可以给一个阶级多一些，给另一个阶级少一些，但是你不会因此减少纯收入

的总额；现在用同量劳动仍将生产出更多的商品，虽然这些商品的货币价值

总额将会减少。但是，国家的纯货币收入，即交纳赋税和取得享乐品的基金，

７２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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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比以前能够更好地维持现有居民的生活，为他们提供奢侈品和享乐品，使

他们能够负担任何一定数量的赋税。”（第５１５—５１６页）

［Ｂ．］机器 ［李嘉图和巴顿论机器对

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问题］

［（１）李嘉图的观点］

［（ａ）李嘉图关于机器排挤部分工人的最初猜测］

李嘉图在第一章（《论价值》）第五节中写道：

“假定……有一台机器在某一工业部门中使用，一年能做１００个工人的

工作，而且只能持续使用一年。再假定，这台机器值５０００镑，每年支付给１００

个工人的工资也是５０００镑。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购买机器还是雇用工人，对

工厂主来说都一样。但是，假定劳动价值提高了，结果１００个工人一年的工

资为５５００镑。显然，这时工厂主就不会再犹豫：用５０００镑购买机器来为他

完成同量工作对他是有利的。但是，机器的价格会不会也提高呢？它会不会

由于劳动价值提高也值５５００镑呢？如果制造机器时没有使用资本，也无须对

机器制造业者支付利润，那末机器价格就会提高。例如，如果一台机器是工

资均为５０镑的１００个工人劳动一年的产品，因而它的价格是５０００镑，那末，

在工资提高到５５镑的情况下，机器价格就是５５００镑。但这是不可能的。必

须假定雇用的工人不到１００人，否则机器就不可能卖５０００镑，因为从这５０００

镑中必须给雇用工人的资本支付利润。因此，假定只雇用８５个工人，每人工

资５０镑，即一年支出４２５０镑，机器售价中除支付工人工资以外的７５０镑，就

是机器制造业者的资本的利润。当工资提高１０％时，机器制造业者就不得不

使用４２５镑追加资本，因此支出的资本就不是４２５０镑，而是４６７５镑；如果

他仍然把机器卖５０００镑，他用这笔资本就只能得到３２５镑利润。但是一切工

８２６ 第 十 八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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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主和资本家的情况都是一样：工资的提高对他们所有的人都有影响。因此，

如果机器制造业者由于工资提高而提高机器价格，那就会有异常大量的资本

被用来制造这种机器，直到机器价格只能提供普通利润率为止。因此我们可

以看到，机器价格并不会因工资提高而提高。

但是，那个在工资普遍提高时能够使用机器而又不增加自己商品的生产

费用的工厂主，如果仍然可以按照过去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商品，他的情况就

特别有利；不过我们已经看到，他将不得不降低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资本

就会流入他的生产部门，直到他的利润降到一般水平为止。因此，从采用机

器中得到好处的是公众：生产这些不会说话的因素所花的劳动，总是比被它

们排挤的劳动少得多，即使它们具有相同的货币价值。”（第３８—４０页）１３５

这一点完全正确。这也是对那些认为受机器排挤的工人能在

机器制造业本身找到工作的人的回答；其实，这些人的看法不过

是属于制造机器的工场还完全建立在分工的基础上并且还没有使

用机器来生产机器的那个时代的看法。

假定一个工人的年工资是５０镑，１００个工人的工资就

等于５０００镑。如果这１００个工人为机器所代替，而机器同样

值５０００镑，那末这台机器就必然是不到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产品。

因为机器中除包含有酬劳动外，还包含无酬劳动，这种无酬劳动

恰好构成机器制造厂主的利润。如果值５０００镑的机器是１００个工

人的劳动产品，那末它就只包含有酬劳动了。如果利润率为１０％，

那末在这５０００镑中，预付资本就约占４５４５镑，利润约占４５５镑。

如果一个工人的工资为５０镑，那末４５４５镑就只代表９０
９

１０个工

人。

［７３５］但是４５４５镑资本决不只代表可变资本（直接花费在工

资上的资本）。它还代表机器制造业者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损耗和

原料。因此，一台值５０００镑、代替１００个工人（这些工人的工资为

９２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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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镑）的机器不是９０工人的产品，而是数量少得多的工人的产

品。所以，只有在用于生产机器｛至少是其中每年连利息一起加入

产品即加入产品价值的那一部分｝的工人人数（以年计算）比机器

所代替的工人人数少得多的情况下，使用机器才是有利的。

工资的任何提高，都会使必须预付的可变资本增加，尽管产品

价值——在它等于可变资本加剩余劳动的限度内——仍然不变

（因为可变资本所推动的工人人数不变）。

［（ｂ）李嘉图论生产的改进对商品价值的

影响。关于工资基金游离出来

用于被解雇的工人的错误论点］

  李嘉图在第二十章（《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中指出，自然

因素没有给商品价值增加什么，相反，它使商品价值减少。它恰恰

因此使资本家唯一关心的剩余价值增加。

“同亚当·斯密的意见相反，萨伊先生在第四章中谈到了太阳、空气、气

压等自然因素赋予商品的价值，这些自然因素有时代替人的劳动，有时在生

产中给人以帮助。但是这些自然因素，尽管能够大大增加使用价值，却从来不

会给商品增加萨伊先生所说的交换价值。只要我们借助于机器或自然科学知

识使自然因素来完成以前由人完成的工作，这种工作的交换价值就会相应地

降低。”（第３３５—３３６页）

机器具有价值。自然因素本身没有什么价值。因此，它不可能

给产品增加任何价值，而且相反，只要它能代替资本或劳动，不论

是直接劳动还是积累劳动，它就会使产品的价值减少。只要自然科

学教人以自然因素来代替人的劳动，而不用机器或者只用以前那

些机器（例如利用蒸汽锅炉，利用许多化学过程等等，也许比以前

还便宜），它就可以使资本家（以及社会）不费分文，而使商品绝对

０３６ 第 十 八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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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价。

在以上引文之后，李嘉图接着说：

“如果原先用十个人推动磨面机，后来发现借用风力或水力可以节省这

十个人的劳动，那末面粉（一部分是磨面机的工作产品）的价值就会立即按节

约的劳动量相应地下降；并且社会会由于这十个人的劳动所能生产的商品而

变得富些，同时预定用于维持这十个人的生活的基金并无任何减少。”（第

３３６页）

社会首先会由于面粉价格下降而变得富些。社会可以消费更

多的面粉，也可以把以前预定用在面粉上的钱用在另一种商品上，

这另一种商品或者是已经存在的，或者是因新的消费基金游离出

来才出现的。

关于这部分以前用在面粉上、现在由于面粉价格下降而游离

出来另作他用的收入，可以说，它原来由社会整个经济“预定用在”

一定的物品上，现在则离开了这种“预定的用途”。这就好象积累了

新资本一样。使用机器和自然因素就是用这种方法把资本游离出

来，并使以前“潜在的需要”有可能得到满足。

相反，关于“预定用于维持”这十个由于新发现而失去了工

作的人的“生活的基金”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第一种基金是由

新发现节约下来或创造出来的，它是社会以前用在面粉上、现在

因面粉价格下降而节约下来的那一部分收入。而节约下来的第二

种基金是磨坊主以前支付给十个现已解雇的工人的。这个“基

金”，正如李嘉图所说的那样，的确并未因新发现和解雇十个工人

而有任何减少。但是这个基金和这十个工人绝对没有任何自然的

联系。他们可能成为贫民，饿死等等。只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那

就是本来应该接替这十个工人来磨面的下一代的十个人，现在必

１３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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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到其他行业找工作，这样人口 ［和对劳动的需求相比］就相对

地增加了（不管人口的平均增长如何），因为磨面机现在［不用人

力］转动了，而这十个工人，假如没有这种发现，本来要去推动

磨面机，现在则被雇去生产另一种商品了。所以，机器的发明和

自然因素的利用使资本和人（工人）游离出来，创造了游离出来

的资本，同时也创造了游离出来的人手（斯图亚特所说的“自由

人手”１３６），这就有可能［７３６］创立新的生产领域，或者扩大旧的

生产领域，扩大它们的生产规模。

磨坊主将用他的游离出来的资本建立新的磨坊，或者将这笔

资本贷给别人，如果他自己不能将它作为资本花费掉的话。

但是在所有情况下这里根本没有什么“预定用于”十个被解雇

工人的基金。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谈①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荒谬的

前提，即如果采用机器（或者利用自然因素）不减少可以用作工资

的生活资料的量（比如在农业上，用马代替人，或用畜牧业代替谷

物业时，这种情况就部分地出现过），那末用上述方法游离出来的

基金就必然要作为可变资本花掉（好象生活资料不可能出口，不可

能用在非生产劳动者身上，或者在某些生产领域工资不可能提高

等等），并且必然要恰恰用在被解雇的工人身上。机器经常不断地

造成相对的人口过剩，造成工人后备军，这就大大增加了资本的权

力。

在第３３５页的一个注中，李嘉图还反驳萨伊说：

“认为财富就在于有丰富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亚·斯密，虽

然会承认机器和自然因素能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不会承认它们能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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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什么东西。”

如果没有那些使地租能够形成的条件，自然因素确实不会给

价值增加什么东西。但是机器总是会把它自己的价值加到已有的

价值中去；第一，既然机器的存在便于［一部分］流动资本不断转化

为固定资本，并使这一转化能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进行，所以机器

就不仅会增加财富，而且会增加由过去劳动加到年劳动产品上的

价值；第二，因为机器的存在使人口有绝对增长的可能，从而使年

劳动量也随之增长，所以机器通过这第二种方式也会增加年产品

的价值。［７３６］

［（ｃ）李嘉图改正他对机器问题的看法表现了

他在科学上的诚实。李嘉图对问题的

新提法中仍保留了以前的错误前提］

  ［７３６］第三十一章《论机器》。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第三版中新加的这一章，证明了他的诚实，

这使他和庸俗经济学家有了本质的区别。

“我对这一问题｛即“机器对社会各不同阶级的利益的影响”问题｝的看

法，在进一步思考后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所以我更加认为有责任加以说明。虽

然我想不起在机器问题上我发表过什么须要收回的东西，但是我曾用其他方

式｛作为议员？｝１３７支持过我现在认为是错误的学说，所以我认为有责任把我

现在的看法及其理由提出来供读者研究。

自从我开始注意政治经济学问题以来，我一直认为，在任何生产部门内

采用机器，只要能节省劳动，就对大家都有好处，而唯一的不方便，在大多数

情况下都是由于资本和劳动要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而引起的。”

｛这种“不方便”，如果象在现代生产中那样经常不断地发生，

那末它对工人来说就够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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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土地所有者所得的货币地租如果不变，他们用这种地租购买

的某些商品价格的下跌将会使他们得到好处，而价格的下跌必然是采用机器

的结果。我认为，资本家最后也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得到好处。不错，发明机

器或首先使用机器的人会由于暂时获得很大的利润而得到额外的好处；但是

随着机器的普遍采用，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会由于竞争而降到它的生产

费用的水平，这时资本家所得到的货币利润就会和以前一样，他也只能［７３７］

作为消费者分享一般的好处，因为他用同样的货币收入可以支配更多的舒适

品和享乐品。我认为，工人阶级由于采用机器也会同样得到好处，因为工人用

同样的货币工资可以购买更多的商品。同时我认为，工资不会缩减，因为资本

家所能提出的对劳动的需求以及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仍然和以前一样，虽然他

也许不得不使用这个劳动量来生产某种新的商品，或者至少是生产别的商

品。如果由于机器的改良，使用同量劳动生产的袜子可以增加到四倍，而对袜

子的需求只增加一倍，织袜业中的一些工人就必然会被解雇；但是由于雇用

这些工人的资本仍然存在，而且由于资本的所有者把资本用在生产上是有利

的，我认为这种资本将被用于生产其他某种对社会有用而社会对它也肯定有

需求的商品…… 因此，由于我认为对劳动的需求仍然和以前一样，而工资

又不会降低，我认为工人阶级将由于使用机器后商品普遍跌价而和其他阶级

同样受益。

这就是我原来的看法，涉及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地方，我的看法依然

不变；但我现在深信，用机器来代替人的劳动，对于工人阶级往往是非常有害

的。”（第４６６—４６８页）

首先必须指出，李嘉图是从下述错误的前提出发的：好象机器

总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存在的生产领域被采用。可是大家

知道，机器织机最初是代替手工织工，珍妮机是代替手工纺工，而

割草机、脱粒机、播种机也许是代替独立的小农等等。在这里不仅

劳动者受到排挤，而且他的生产工具也不再是（李嘉图意义上的）

资本。当机器在以前的仅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中引起革命

时，就出现了旧的资本的这种完全的或彻底的贬值。在这里，说“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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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对劳动的需求仍然和以前一样，是荒谬的。

手工织工、手工纺工等使用的“资本”已经不是“仍然存在”了。

但是，为了使研究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

（工场手工业）已经占统治地位的领域，或者甚至在已经以机器生

产为基础的工场中才采用机器｛当然，我们这里就不谈在新的生产

部门采用机器了｝，这样，问题就是提高机器的自动性，或者采用改

良的机器，这种机器使得有可能或者解雇一部分现在雇用的工人，

或者使用和以前一样多的工人，但是他们能提供更多的产品。当

然，这后一种情况是最有利的。

为了减少混乱，必须把下面两种东西分开：（１）采用机器并解

雇工人的资本家的基金；（２）社会的基金，即这个资本家的商品的

消费者的基金。

第一点。关于采用机器的资本家，说他可以把和以前一样多的

资本花费在工资上，这是错误的、荒谬的。（即使在他求助于借款的

时候，如果不是就他本人而是就整个社会来说，这种说法同样是错

误的。）他把自己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机器和别的固定资本，把另

一部分转化为他以前并不需要的辅助材料，在我们假定他用较少

的工人生产较多的商品，从而需要更大量的原料时，他还把比以前

更多的一部分资本转化为原料。可变资本即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

对不变资本的比例，在他的生产部门缩小了。即使这个资本家的企

业扩大到新的生产水平，以致他又能给全部被解雇的工人或者甚

至比以前更多的工人以工作，这个缩小了的比例也仍然有效（由于

劳动生产力随着积累而发展，同不变资本相对来说，可变资本减少

的幅度甚至还会增大）。｛他的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将随同他的资本

的积累一起增长，但与资本积累相比，程度要小得多，而他的资本

５３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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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其绝对量来说已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对劳动的需求的源泉了。由

此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一部分工人被抛向街头。｝

但是人们会说，对工人的需求会间接地保持不变，因为机器

制造业对工人的需求会增加。可是李嘉图自己早已指出①，机器所

费的劳动量决没有它所代替的那样多。可能在制造机器的工场中

工作日会暂时延长，［７３８］因此那里最初不会多雇一个工人。原

料（比如说棉花）可能来自美国和中国，而对美国黑奴或中国苦

力的需求是否增加，对于被抛向街头的英国工人来说是完全无关

紧要的。即使假定原料在国内生产，那时在农业中将雇用更多的

妇女和儿童，将使用更多的马匹等等，也许将生产更多的这种产

品和更少的其他产品。但是对被解雇的产业工人的需求在这里不

会产生，因为在这里，在农业中，造成经常的相对人口过剩的同

一过程也在发生。

认为采用机器能使工厂主的资本在最初投入企业时就游离出

来，这种说法一看就知道是难以置信的。采用机器只是使他的资本

投入别的部门，根据这个前提，其直接后果就是解雇工人，把一部

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

第二点。至于社会公众，那末由于用机器生产的商品跌价而游

离出来的首先是他们的收入；资本只有在用机器生产的物品作为

生产要素加入不变资本的限度内才会直接游离出来。｛如果这种物

品加入工人的一般消费，那末根据李嘉图自己的看法，这也一定会

引起其他生产部门的实际工资１３８下降。｝游离出来的一部分收入将

消费在这种物品上，这或者是因为这种物品的跌价使得新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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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阶层能够享用它（但是在这种场合用在这种物品上的收入不是

游离出来的收入），或者是因为原先的消费者现在要消费更多的已

减价的物品，例如现在消费四双线袜而不是一双。这样游离出来的

收入的另一部分可以用来扩大那些采用机器的生产部门，或者建

立生产别种商品的新部门，最后，或者用来扩大某个早已存在的生

产部门。不管怎样，这样游离出来并再转化为资本的收入，未必能

够吸收每年重新流入各生产部门而现在首先被旧生产部门排斥在

外的那部分增加的人口。但是，也可能有一部分游离出来的收入将

和外国的产品相交换或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掉。无论如何，在游离

出来的收入和从收入游离出来的工人之间没有任何必然的联系。

第三。然而作为李嘉图论据的基础的是下面的荒谬看法。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采用机器的工厂主的资本不会游离出

来。这种资本只是另作他用，也就是说，这时它不会象以前那样转

化为现已被解雇的工人的工资。它的一部分从可变资本转化为不

变资本。即使它有一部分游离出来，那也将被这样的生产领域所吸

收，在这些生产领域中，被解雇的工人不可能有工作，那里最多只

能给本来应该接替他们的人提供一个收容所。

而游离出来的收入（只要它游离出来而不被减价物品消费的

增加所抵销，或者只要它不和来自国外的生活资料相交换），靠旧

生产部门的扩大或新生产部门的建立，也只是为每年流来的、首先

被采用机器的旧生产部门排斥在外的那部分增加的人口提供必要

的机会（如果游离出来的收入真这样做的话！）。

但是，以隐蔽的形式构成李嘉图论据基础的那种荒谬看法恰

恰在于：

现已被解雇的工人以前消费的那些生活资料依然存在，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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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旧存在于市场上。另一方面，这些人手也存在于市场上。因此，

一方面存在着有可能成为可变资本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也就是支

付手段），另一方面存在着失业工人。这样，也就有了用来推动这些

失业工人的基金。因此，他们也就能够找到工作。

甚至象李嘉图这样的经济学家居然也会说出这种令人毛发悚

然的荒唐言论！

照这样说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内，凡是有工作能力并且愿意工

作的人，当市场上、社会上有生活资料可以作为某种工作的报酬支

付给他的时候，就都不会挨饿了。

首先必须指出，这些生活资料决不是作为资本而和被解雇的

工人对立的。

我们假定，由于采用机器，有１０万工人突然被抛向街头。那

末，首先毫无疑问的是，［７３９］存在于市场上的、以前足够这些工人

平均消费一年的农产品将照旧存在于市场上。如果对这些农产品

没有需求，同时又不能将它们输出国外，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因

为和需求相比，供给相对增加，所以这些产品就会跌价，即使被解

雇的１０万工人饿死，对产品的消费也会因跌价而增加。甚至食品

用不着跌价，因为食品的进口可能减少或者出口可能增加。

李嘉图从幻想出发，以为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非常精巧，

比如说，如果有１０个工人被解雇，那末他们那些现在已游离出来

的生活资料必定还是被这１０个工人这样或那样地消费掉，否则就

根本不可能找到销路，——好象在这个社会的底层不存在忙于到

处寻找工作的失业或半失业的群众，好象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

资本是一个固定的量。

如果谷物的市场价格由于需求的减少而下跌，那末以谷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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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存在的资本（在其货币表现上）就会减少，并且只要谷物不出口，

它就会同社会的较少一部分货币收入相交换。对于以工业品形式

存在的资本说来，就更是如此。在手工织工渐渐饿死的那些年代，

英国的棉织品的生产和出口都大大增加了。同时（１８３８—１８４１年）

食品价格上涨了。而这些织工既没有一件完整的、可以蔽体的衣

服，也没有可以维持生命的食物。人为地不断制造出来的、只有在

热病似的繁荣时期才能被吸收的过剩人口，是现代工业生产的必

要条件之一。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这样一些现象发生：一部分货币

资本闲置不用，生活资料由于相对生产过剩而跌价，而被机器排挤

的工人却活活饿死。

当然，游离出来的劳动和游离出来的一部分收入或资本，最终

一定会在某一新的生产部门或在旧的生产部门扩大时找到出路，

但这更多的是给那些本来应该接替被排挤的工人的人，而不是给

被排挤的工人本身带来好处。收入直接花费在其中的、多少是非生

产劳动部门的一些新部门不断产生。此外还有：固定资本（铁路

等）的形成和由此产生的监督工作；奢侈品等的生产；使花费收入

的物品种类越来越多的对外贸易。

李嘉图从他的荒谬观点出发，所以假定机器的采用只有在它

减少总产品（从而减少总收入）的时候才对工人有害。当然，这种情

况在大农业中，当那里使用马匹代替工人消费谷物或把谷物业变

为养羊业等等的时候，是可能的。但把这种情况推广到本来意义的

工业上，那就十分荒谬了，因为工业总产品的市场绝不限于国内市

场的范围。（而且在一部分工人濒于饿死的时候，另一部分工人可

能吃得好些，穿得好些；同样，非生产劳动者与介于工人和资本家

之间的中间阶层也可能吃得好些，穿得好些。）

９３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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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为加入收入的物品的增加量（或一般量）本身就是为工人提

供的基金，或者说，构成支付给工人的资本，这种说法本身就是错

误的。这些物品的一部分为非生产劳动者或根本不劳动的人所消

费。另一部分可能通过对外贸易从它用作工资的形式（从它粗糙的

形式）转化为加入富人的收入或用作不变资本的生产要素的形式。

最后，还有一部分由那些在习艺所或监狱中的被解雇的工人本身

当作施舍物、赃物或他们的女儿卖淫的报酬来消费。

下面我将把李嘉图借以发挥谬论的一些论点概括一下。

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这一谬论是从巴顿的著作中得到启发的，所

以，在引用了李嘉图的著作之后，还必须简略地考察一下巴顿的

著作。

［７４０］不言而喻，为了每年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每年必须

生产一定数量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在大农业、畜牧业等方面可

能有以下这样的情况，即纯收入（利润和地租）增加，而总收入，

用来维持工人生活的必需品的总量却减少。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加

入消费的物品总量，或者用李嘉图的话说，加入总收入的物品总

量，可能增加，而这一总量中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却不会

因此而增加。这个部分甚至可能减少。那时作为收入而由资本家、

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奴仆、非生产阶级、国家、中间阶级（商

人）等消费的将更多。

李嘉图（和巴顿）的论断的隐蔽基础是：他原来是从这样一

个假设出发，即任何资本积累都是可变资本的增加，因而对劳动

的需求将直接和资本的积累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是不正确的，因

为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会发生变化，资本的不变部分

会比它的可变部分增长得更快。但是这并不妨碍收入在价值和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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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方面不断增加。然而收入的这种增加并不会使总产品的相应增

加部分花费在工资上。不直接靠自己劳动生活的阶级和阶层人数

将会增加，他们的生活会比以前更好，而非生产劳动者人数同样

会增加。

把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机器的资本家（因而他在原料构成

产品价值要素之一的所有生产领域中，同他所使用的劳动量相比，

也一定会把他的资本的一个更大的份额用在原料上）的收入与我

们研究的问题没有直接关系，所以我们撇开不谈。他的实际上已

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以及他的收入，起初是以他自己生产的产品

的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商品的形式（比如说，他是一个纺纱

厂主，就是以棉纱的形式）存在的。在采用机器之后，他会把这

些商品的一部分（或者把他出卖这些商品所得的货币的一部分）转

化为机器、辅助材料和原料，而不会象以前那样，把这部分货币作

为工资支付给工人，也就是说，间接地把它转化为工人的生活资

料。除了农业上的少数例外，资本家将会比以前更多地生产这种商

品，虽然被他解雇的工人已经不再象以前那样是他自己的产品的

消费者，也就是购买者了。现在市场上有更多的这种商品，虽然这

些商品已经不再为被抛向街头的工人而存在，或者说，已经不再象

以前那样多地为他们而存在。因此，首先就这个资本家自己生产的

产品来说，即使在这种产品加入工人消费的情况下，这种产品的一

部分不再作为资本为工人而存在这件事与产品数量的增加也毫不

矛盾。相反，总产品的一个更大的部分现在必须用来补偿转化为机

器、辅助材料和原料的那部分不变资本，也就是说，总产品的一个

更大的部分现在必须和数量比以前更多的这些再生产要素相交

换。如果因采用机器而引起的商品量的增加与以前存在的对用这

１４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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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机器生产的商品的需求（也就是被解雇工人方面的需求）的减少

相矛盾，那末在大多数情况下就根本不可能采用机器了。所以，如

果我们考察的是这样的资本，即它的一部分现在不是再转化为雇

佣劳动，而是再转化为机器，那末，生产的商品量和这些商品中再

转化为工资的份额之间首先就没有任何确定的关系或必然的联

系。

至于整个社会，它的收入的补充，或者更确切地说，收入范围

的扩大，首先是在那些由于采用机器而降价的物品方面发生的。这

种收入可能仍然作为收入来花费，如果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转化

为资本，那末除了人为地造成的人口过剩外，也总是已经存在着自

然增长的人口，他们能把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收入吸收掉。

因此，初看起来就只剩下这样一点：所有其他物品的生产，尤

其是在生产加入工人消费的物品的那些领域，尽管解雇了比如说

１００个工人，还是会按照以前的规模进行；毫无疑问，在这些工人

被解雇时就是这种情况。因此，就被解雇的工人对上述物品有过需

求来说，这种需求减少了，虽然供给仍旧不变。由此可见，如果需求

的这种减少得不到弥补，相应的商品的价格就会下降（或者价格不

下降，而是有更多的商品在市场上作为存货保留到下一年）。如果

这种商品同时又不是出口货，如果对它的需求仍然低于以前的水

平，那末这种物品的再生产就要减少，但是［７４１］用于这一领域的

资本却不一定要减少。可能将生产更多的肉类或者更多的经济作

物或者高级食品和更少的小麦，或者生产更多的饲养马匹等等用

的燕麦，或者生产更少的绒布短上衣和更多的资产阶级用的常礼

服等等。但是，如果由于例如棉织品减价，在业工人可以在食物等

方面多花费一点，那就根本不会有产生上述任何后果的必然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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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生产和以前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商品（其中包括加入工人消费

的商品），尽管现在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花费在工资上的是较少的资

本，是总产品中一个更小的部分。

这里也不会产生这种情况，即对这些商品的生产者来说，他们

的资本有一部分会游离出来。在最坏的情况下，对他们的商品的需

求将减少，因而在他们的商品跌价的时候他们的资本的再生产将

遇到困难。因此，他们自己的收入会立即减少，正如每当商品跌价

时都会发生这种情况一样。但是不能说，他们的商品中的某一部分

以前是作为资本和被解雇的工人对立的，现在则和这些工人一起

“游离出来”。作为资本和工人对立的是现在用机器生产的那一部

分商品；这部分商品以货币的形式流到他们手里，被他们用来和别

的商品（生活资料）进行交换，这些别的商品不是作为资本和工人

发生关系，而是仅仅作为商品和他们的货币对立的。因此，这是一

种完全不同的关系。工人用自己的工资购买租地农场主或其他某

一资本家的商品，这个租地农场主或资本家不是以资本家的身分

和工人相对立，也不是把他们当作工人在生产中使用。现在他们不

过不再是他的购买者了，如果没有其他情况来弥补的话，这就可能

使他的资本暂时贬值，但是不会有任何资本游离出来用于雇用被

解雇的工人。曾经使用他们来进行生产的那笔资本“仍然存在”，但

已经不是以资本转化为工资（或者只是间接地在更小的程度上转

化为工资）的形式存在了。

不然的话，任何因遭遇某种不幸而挣不到钱的人，都会因此而

使一笔能给他自己提供工作的资本游离出来。

３４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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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李嘉图对采用机器给工人阶级带来

某些后果的正确判断。在李嘉图对问题的

说明中存在的辩护论观点］

  李嘉图认为总收入就是补偿工资和剩余价值（利润和地租）的

那一部分产品；他认为纯收入就是剩余产品，剩余价值。李嘉图在

这里就象在他自己的全部经济理论中一样，忘记了总产品中有一

部分应该补偿机器和原料的价值，简单地说，就是补偿不变资本的

价值。

        

下面列举的李嘉图的一些论断之所以引人注意，部分是由于

一些顺便提及的意见，部分是因为它们经过适当的修改，对于大农

业，尤其对于养羊业，在实践上是重要的。所以这里又显露出了资

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性的目的不是为生

产者（工人）而生产，而且它的唯一的目的就是纯收入（利润和地

租），即使这个目的是靠减少产量，减少商品的生产量来达到。

“我的错误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假定每当社会的纯收入增加时，其总收入

也一定增加。但是现在我有一切理由确信，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从中取得收

入的那种基金可能增加，同时另一种基金即工人阶级主要依靠的那种基金却

可能减少。因此，如果我没有错的话，那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使国家的纯收入

增加的原因，同时也可能造成人口过剩，使工人状况恶化。”（第４６９页）

这里首先要指出：李嘉图在这里承认，使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

财富增加的那些原因“……可能造成人口过剩”，所以人口过剩，或

者说，过剩的人口，在这里表现为致富过程本身和作为它的先决条

件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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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到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以及另

一方面工人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那末总产品首先就是这个总的

基金。加入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消费的相当大一部分产品不会加

入工人的消费。可是另一方面，几乎所有加入工人消费的产

品，——实际上是所有产品，不过是多少程度不同罢了，——也都

加入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的消费，其中也包括他们的奴仆、食客、

猫狗的消费。不能认为，在这里似乎是彼此孤立地存在着两种性质

不同的具有固定的量的基金。重要的是每一方从这个总的基金中

获得多大的份额。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用一定量的财富得到

尽可能多的剩余产品或剩余价值。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是：使不变

资本相对地比可变资本增加得快些，也就是说，以尽量少的可变资

本来推动尽量多的［７４２］不变资本。因此，从比李嘉图在这里讲的更

普遍得多的意义上来说，同一个原因，通过工人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的

减少，会促使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增加。

由此不应得出结论说，工人从中取得收入的基金会绝对地减

少。这种基金同他们所生产的总产品相比，只是相对地减少。而这

对于决定他们从他们自己创造的财富中获得多大的份额来说，是

唯一重要的。

“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用一笔价值２００００镑的资本，他是租地农场主，同

时也是生产必需品的工厂主。再假定这笔资本中有７０００镑投在固定资本上，

即投在建筑物、劳动工具等等上，其余的１３０００镑作为流动资本用来维持劳

动。再假定利润为１０％，因而这个资本家的资本每年都能保持原有的效率，

并提供２０００镑的利润。

这个资本家每年开始营业时拥有价值１３０００镑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在

一年内，他按照这个货币额把这些食品和必需品全部卖给自己的工人；在同

一时期内，他又把同额货币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年终，工人补偿给他价值

５４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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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０００镑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其中２０００镑他自己消费或由他按自己最喜

欢和最乐意的方式处理。”

｛在这里剩余价值的性质就表现得很明显。这段话在李嘉图的

著作第４６９—４７０页上。｝

“就这些产品而言，这一年的总产品是１５０００镑，纯产品是２０００镑。现在

假定下一年资本家用一半工人制造机器，另一半照旧生产食品和其他必需

品。在这一年内他会照常付出工资１３０００镑，并将同一金额的食品和其他必

需品卖给他的工人。但是下一年的情况又会怎样呢？

制造机器时，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产量只有平常的一半，它们的价值也

仅仅等于以前的一半。机器值７５００镑，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也值７５００镑，所以

这个资本家的资本还是和以前一样大；因为在这两个价值以外，他还有价值

７０００镑的固定资本，合计仍然是２００００镑资本和２０００镑利润。他把供他个

人花费的后一金额扣除以后，剩下来继续经营业务的流动资本就只有５５００

镑了；所以他用来维持劳动的资金就从１３０００镑减少到了５５００镑，因此，以

前用７５００镑雇用的全部劳动现在就会过剩。”

｛可是，如果现在用价值７５００镑的机器［用５５００镑的可变资

本］生产的产品和以前用１３０００镑可变资本生产的产品一样多，这

种情况也会发生。假定机器的损耗一年是十分之一，即７５０镑，那

末以前是１５０００镑的产品价值，现在就会等于８２５０镑（原来的

７０００镑固定资本的损耗不算在内，对这笔资本的补偿问题李嘉图

根本没有提及）。在这８２５０镑中有２０００镑利润，就象以前１５０００

镑中有２０００镑利润一样。在租地农场主自己把食品和其他必需品

作为收入来消费的情况下，他会得到好处。在他由于必需品跌价

而能降低他所雇用的工人工资的情况下，他又会得到好处，他的

一部分可变资本就会游离出来。这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用来

雇用新的劳动的那部分可变资本，但这只是因为尚未被解雇的工

人的实际工资降低了。所以，一小部分被解雇的工人要靠牺牲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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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工人的利益才能重新得到工作。但是产品的数量和以前完全一

样，这种情况本身对被解雇的工人毫无益处。如果工资保持不变，

可变资本丝毫也不会游离出来。产品价值——８２５０镑——并不会

由于它所代表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与以前的１５０００镑所代表的一

样多而有所提高。租地农场主一方面为了补偿机器的损耗，另一

方面为了补偿他的可变资本，必须把他的产品卖８２５０镑。如果

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这种跌价并不引起工资的普遍下降或

者并不引起加入不变资本再生产的组成部分的价格下降，那末

社会收入就会随着它在食品和其他必需品上的花费而增加。一部

分非生产劳动者和生产劳动者等的生活就会过得好些。如此而已。

（这部分人甚至会有积蓄，但这总是将来的事情。）被解雇的工人

照旧没饭吃，虽然维持他们生活的物质的可能性还是和以前完全

一样地存在着。在再生产中还是使用和以前一样的资本。不过以

前作为资本而存在的一部分产品（其价值已降低），现在则作为收

入而存在。｝

“当然，资本家现在所能雇用的已经减少的劳动量，借助于机器，在扣除

机器维修费以后，必然会生产出等于７５００镑的价值，必然能补偿流动资本，

并且带来全部资本的利润２０００镑。但是，如果做到这一点，［７４３］如果纯收入

不减少，那末对资本家来说，总收入的价值究竟是３０００镑，１００００镑，还是

１５０００镑，难道不都是一样吗？”

｛这绝对正确。总收入对资本完全无关紧要。它唯一关心的是

纯收入。｝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纯产品的价值不会减少，虽然纯产品对商品

的购买力可能大大增长，但是总产品的价值将由１５０００镑降为７５００镑。因为

维持人口和雇用劳动的能力总是取决于一个国家的总产品，而不是取决于它

的纯产品

７４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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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对总产品的偏重就是由此而来的，李嘉图反驳了这

一点。见第二十六章（《论总收入和纯收入》），李嘉图在这一章一开

头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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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４１５页）｝，

所以对劳动的需求就必然会减少，人口将会过剩，工人阶级的状况将会

陷于穷困。”

｛因此，劳动将会过剩，因为对劳动的需求减少了，而需求的减

少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段话在李嘉图的著作第４７１页。｝

“不过因为积蓄一部分收入并把它转化为资本的能力必然取决于纯收入

满足资本家需要的能力，所以采用机器使商品价格降低后，只要资本家的需

要不变｛但他的需要会增加｝，他就可能增加自己的积蓄，从而使收入更容易

转化为资本。”

｛照这种说法，一部分资本——不是就它的价值来说，而是就

使用价值来说，从构成这部分资本的物质要素来说——首先要转

化为收入，然后才能有一部分收入再转化为资本。例如，在可变资

本花费１３０００镑时，总数为７５００镑的一部分产品加入了租地农场

主所雇用的工人的消费，而且这部分产品是租地农场主的资本的

一部分。根据我们的假定，由于采用机器，生产的产品将和以前一

样多，但它的价值只有８２５０镑，而不是以前的１５０００镑。这种降价

的产品现在有较大一部分既加入租地农场主的收入，也加入食品

和其他必需品的购买者的收入。他们现在把这样一部分产品作为

收入来消费了，这部分产品以前固然也是由租地农场主的工人（现

已被解雇）作为收入来消费，但是他们的雇主却是把它作为资本在

生产上来消费的。以前作为资本来消费的一部分产品，现在作为收

入来消费，这就造成收入的增加，由于收入的这种增加，就形成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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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收入就再转化为资本。｝

“但是，每当资本增加，资本家雇用的工人也就增多

｛无论如何也没有他的资本增加的总量那么多。租地农场主也

许会买更多的马匹或者鸟粪或者新工具｝，

因此，原先失业的人中有一部分后来就可以就业；如果采用机器以后生

产增加很多，以致以纯产品形式提供的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数量和以前以总

产品形式存在的数量相等，那就有可能象以前那样给全体人口提供工作，因

而就不一定｛但是可能和也许！｝会有过剩的人口出现了。”（第４６９—４７２页）

这就是说，在最后几行，李嘉图直接说出了我在上面已指出的

东西。为了使收入按上述途径转化为资本，资本首先要转化为收

入。或者如李嘉图所说的，先要靠减少总产品来增加纯产品，然后

才有可能把一部分纯产品再转化为总产品。产品就是产品。“纯”

和“总”的名称在这里不会引起任何变化（虽然二者的对立也可能

意味着，尽管产品总量即总产品减少，超过支出的余额即纯产品也

会增加）。产品之成为纯产品或成为总产品，要看它在生产过程中

所采取的特定形式而定。

“我想要证明的，只是机器的发明和应用可能伴随着总产品的减少；每当

这种情形出现时，工人阶级就要受损害，因为其中一部分人将会失业，人口同

雇用他们的基金相比将会过剩。”（第４７２页）

但是，即使在总产品数量不变或者增加的时候，这种情况也可

能发生，而且在大多数场合［７４４］一定会发生，不同之处仅仅在于

总产品的一部分以前用作可变资本，现在则作为收入来消费。

在这后面（第４７２—４７４页）李嘉图荒谬地举了一个毛织厂主

因采用机器而使生产减少的例子，在这里不必谈它。

“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那末从中就应得出如下结论：

９４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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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机器的发明和有效使用总会增加一个国家的纯产品，虽然它可能不

会而且在一个短时期后肯定不会增加这种纯产品的价值。”

只要它减少劳动的价值，它就总会增加纯产品的价值。

“（２）一个国家的纯产品的增加和总产品的减少是可以并存的。采用机器

虽然可能而且往往必然会减少总产品的数量与价值，但只要能增加纯产品，

使用机器的动机就永远足以保证机器的使用。

（３）工人阶级认为使用机器往往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种看法不是以成

见和误解为根据，而是符合政治经济学的正确原则的。

（４）如果生产资料由于采用机器而得到改良，使一个国家的纯产品大大

增加，以致总产品（这里我始终是指商品的数量，而不是指它们的价值）不会

减少，那末所有阶级的状况便都会得到改善。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会得到好

处，但不是由于地租和利润的增加，而是由于用同量的地租和利润可以购买

价值大大下降的商品

｛这个论点和李嘉图的整个学说是矛盾的，按照他的学说，必

需品的减价，从而工资的下降，会提高利润，而使人们花费较少劳

动却能在同一土地上得到更多产品的机器，在李嘉图看来，必然会

减少地租｝；

同时工人阶级的状况也会有相当大的改善，第一，由于对家仆的需求增

加

｛采用机器的一个真正美妙的结果，就是把工人阶级的相当一

部分，妇女和男人，变成了仆人｝；

第二，由于如此丰富的纯产品刺激人们将收入储蓄起来；第三，由于工人

用工资购买的一切消费品价格低廉｛这种低廉的价格会使他们的工资下

降｝。”（同上，第４７４—４７５页）

在机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辩护论解释并不否认：

（１）机器经常不断地——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使一部

分人口过剩，把一部分工人抛向街头。人口过剩（从而有时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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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在那里，引起某些生产领域的工资下降）不是因为人口比生活

资料增长得快，而是因为采用机器引起的生活资料数量的迅速增

加，使人们能够采用更多的机器，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直接需求。人

口过剩的产生，不是因为社会基金减少了，而是因为其中用于工资

的部分由于这种基金的增长而相对地减少了。

（２）这种辩护论更不否认从事机器劳动的工人本身的被奴役，

以及受机器排挤而濒于死亡的手工劳动者或手工业者的困苦。

这种辩护论断言——部分地也是正确的——［第一］，由于机

器（一般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纯收入（利润和地租）会增加，资

产者会比以前需要更多的家仆；如果说他以前要从自己的产品中

拿出较大部分花费在生产劳动上，那末现在他就可以把较大部分

花费在非生产劳动上，结果仆人和其他靠非生产阶级的钱过活的

劳动者就会增加。不消说，美妙的前景就是日益增多地把一部分工

人变为仆人。同样使工人们聊以自慰的是，由于纯产品的增加，为

非生产劳动者开辟了更多的活动领域，这些非生产劳动者要消费

生产工人的产品，他们在剥削生产工人的利害关系上也多少和那

些直接从事剥削的阶级一致起来了。

第二，资产阶级的辩护论断言：由于新的生产条件需要的活劳

动比过去的劳动少而产生的对积累的刺激，受排挤的赤贫化的工

人，或者，至少是本来应该接替他们的那部分增加的人口，［７４５］也

会被吸收到生产中来；这或者是由于制造机器的企业本身的生产

扩大，或者是由于与机器制造业有关的、因制造机器才成为必要并

产生出来的那些生产部门的生产扩大，或者是由于用新资本开辟

的并能满足新需要的雇用劳动的新部门的生产扩大。第二个美妙

的前景是：工人阶级必须忍受一切“暂时的不方便”——失业以及

１５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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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到另一个生产领域，——但是雇佣

劳动决不会因而终止；相反，雇佣劳动还会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

产出来，它将绝对地增加，虽然和雇用它的不断增长的总资本相比

会相对减少。

第三，资产阶级的辩护论断言，由于机器，消费将变得更为讲

究。满足直接生活需要的物品价格低廉，使奢侈品的生产范围能够

扩大。这样，在工人面前又开辟了第三个美妙的前景：为了取得他

们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也就是取得以前那种数量的生活资料，同一

数量的工人必须能够使上层阶级扩大他们的享受范围，使享受更

讲究，更多样化，从而加深工人和高踞于他们之上的人们之间的经

济、社会和政治的鸿沟。这就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将给工人带来的

十分美妙的前景和非常令人羡慕的结果。

接着李嘉图还指出，劳动阶级的利益要求

“把用在购买奢侈品方面的收入尽量转用来维持家仆”。因为，不管我购

买家具还是维持家仆，我都会对一定量［按价值来说］的商品提出需求，在一

种场合推动的生产劳动和在另一种场合推动的差不多相等；但是在后一场合

我在“原有对工人的需求”之外增加了新的需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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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７５—４７６页）

当一个国家维持大量海军和陆军时，也会得到同样的结果：

“不论它〈收入〉用什么方式来花费，生产上使用的劳动量总是相同的；因

为生产士兵的食物和衣服同生产更奢侈的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是相同的。但

在战时还需要更多的人去当兵，所以靠收入而不靠国家的资本来维持的战争

有利于人口的增长。”（第４７７页）

［接着李嘉图写道：］

“还有一种情况应当注意：当一个国家的纯收入乃至总收入的数量都增

加时，对劳动的需求却可能减少，用马的劳动代替人的劳动时就是这样。如果

我在自己的农场里本来雇用１００个工人，后来发现，把原来用于５０个人的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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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用来养马，在支付买马资本的利息后还可以得到更多的原产品，也就是说

用马来代替人对我是有利的，那我也就会这样做。但这对工人将是不利的，除

非我的收入增加到足以使我能同时使用人和马，否则人口显然就会过剩，工

人的状况就会普遍恶化。很明显，在任何情况下工人都不能在农业中找到工

作｛为什么不能？如果扩大耕地面积呢？｝；不过，如果土地的产品由于以马代

替人而增加了，被解雇的工人也许能在工业中找到工作或者去当家仆。”（第

４７７—４７８页）

有两种不断交错的趋势：［第一，］使用尽量少的劳动来生产同

样多的或更多的商品，同样多的或更多的纯产品，剩余价值，纯收

入；第二，使用尽量多的工人（虽然和他们生产的商品数量相比也

是尽量少的），因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使用的劳

动量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量也会增加。一种趋势把工人抛

向街头，造成过剩的人口；另一种趋势又把他们吸收掉，并绝对地

扩大雇佣劳动奴隶制。于是工人被他的命运东抛西扔，但始终还是

摆脱不了这种命运。所以工人完全有理由把他自己的劳动生产力

的发展看作某种与他敌对的东西；另一方面，资本家则把他当作一

个必须不断从生产中离开的要素来对待。

李嘉图在这一章中要努力解决的正是这些矛盾。他忘记指出：

［７４６］介于工人为一方和资本家、土地所有者为另一方之间的中间

阶级不断增加，中间阶级的大部分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直接依靠

收入过活，成了作为社会基础的工人身上的沉重负担，同时也增加

了上流社会的社会安全和力量。

资产者把采用机器使雇佣奴隶制永久化这件事用来为机器

“辩护”。

“在前面我还指出过：机器改良的结果，以商品计算的纯收入总会增加，

这种增加会导致新的积蓄和积累。我们必须记住，这种积蓄是逐年进行的，不

３５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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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就会创造出一笔基金，其数额远远大于原来因发明机器而损失的总收入。

这时对劳动的需求将和以前一样大，人民的生活状况也将由于积蓄的增加而

得到进一步改善，增加了的纯收入又使他们有可能增加积蓄。”（第４８０页）

先是总收入有损失，纯收入有增加。然后一部分增加了的纯收

入再转化为资本，从而再转化为总收入。工人就这样被迫不断增大

资本的权力，以便在极大的动乱之后，可以被允许在更大的规模上

重复这同一过程。

“资本和人口每有增加，食品价格一般总会上涨，因为生产这些东西更加

困难了。”（第４７８—４７９页）

紧接着李嘉图就说道：

“食品价格上涨会使工资提高，而工资的每次提高都会有一种趋势，就是

把积蓄起来的资本比以前更多地用于使用机器方面。机器同劳动处于不断的

竞争中，机器往往只是在劳动价格上涨时才能被应用。”（第４７９页）

因此机器是制止劳动价格上涨的手段。

“为了说明原理，我曾假定改良的机器是突然发明出来并得到广泛应用

的。但实际上这种发明是逐渐完成的，其作用与其说是使资本从现在的用途

上转移，倒不如说是决定被积蓄和积累的资本的用途。”（第４７８页）

实际情况是：由于资本的新积累而得以进入使用劳动的新领

域的，主要不是被排挤的劳动，而是新提供的劳动，即本来应该接

替被排挤的工人的那部分增加的人口。

“在人们容易取得食物的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里，使用机器的诱惑力远

远不象在英国那样大｛除了美国，在任何地方都没有那样大规模地使用机器，

甚至在家庭日常生活中也使用机器｝，在英国，食品价格很高，生产食品要耗

费很多劳动。”

｛美国使用机器比经常有过剩人口的英国相对说来要多得多，

正是美国，表明机器的使用很少取决于食品的价格，虽然它的使用

可能象在美国那样取决于工人的相对不足，在美国，分布在辽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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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上的人口相对说来是稀少的。例如我们在１８６２年９月１９日

《旗帜报》１３９刊载的一篇关于博览会的文章１４０中就读到：

“人是制造机器的动物…… 如果把美国人当作人类的代表，那末这个

定义……是无可非议的。能用机器做的事就不用手去做，这已成为美国人的

一个主要观点。从摇摇篮到做棺材，从挤牛奶到伐木，从缝钮扣到选举总统的

投票，他们几乎全都用机器。他们发明了一种机器，可用来节省咀嚼食物的劳

动…… 劳动力的异常缺乏和由此而来的很高的劳动价值｛虽然食品的价值

很低｝，以及某种天生的灵敏激发了他们的发明精神…… 美国生产的机器

一般说比英国造的价格便宜…… 总的来说，机器与其说是能做以前不能做

的事的一种发明，不如说是节省劳动的装置。｛那末汽船呢？｝…… 在博览会

的美国馆中展出有埃默里的轧棉机。从美国开始植棉以来很多年内，棉花的

收获量并不太大，这不仅仅是因为对棉花的需求不大，而且是因为手工清棉

的困难使种植棉花变得无利可图。但是当伊莱·维特尼发明了清棉的锯齿

［７４７］轧棉机时，植棉面积立即增加，而且至今几乎还在按算术级数增加。的

确，说维特尼创造了商业性的植棉业，这并不夸大。维特尼轧棉机经过或多

或少重大而有效的改进一直还在使用，原始的维特尼轧棉机在现在的这些改

进和补充发明以前，丝毫不逊于大多数妄图把它排挤出去的机器。现在带有

沃耳巴尼（纽约州）埃默里商标的机器，无疑完全取代了为它奠定基础的维

特尼机。这种机器同样简单，生产效率却更高；它轧出的棉花不仅更干净，而

且一层层象铺好的棉絮一样，因此这一层层的棉花从机器出来后立即可以压

紧打包…… 在博览会的美国馆中几乎全是机器…… 挤奶机…… 从一

个滑轮到另一滑轮的传动皮带装置…… 大麻梳纺机，一下子就把包扎成捆

的大麻直接打成麻绳…… 纸袋机，它可以裁纸、粘叠，一分钟做３００个纸

袋…… 霍斯的洗衣挤干机，它用两个橡皮滚筒把衣服上的水挤出，衣服就

差不多干了，用这种机器节省时间，而且不损伤织物…… 装订机…… 制

鞋机。大家都知道，在英国早已用机器制作鞋面，可是这里展出的还有绱鞋

的机器，切鞋底的机器，还有做鞋后跟的机器…… 功率强大的碎石机，结

构很灵巧，无疑会广泛使用于铺路和捣碎矿石…… 奥本（纽约州）的华德

先生的航海信号系统…… 收割机和割草机是美国的发明，它们越来越获得

英国方面的好评。麦考密克的机器是最好的…… 汉斯布劳先生的压力泵，

５５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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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荣获加利福尼亚奖章，它的结构简单和生产效率之高在博览会上是最突出

的…… 与世界上任何水泵相比，它能以同样的力量抽更多的水…… 缝纫

机……”｝

“使劳动价值提高的原因并不会提高机器的价值，所以资本每有增加，就

会有越来越大的部分用在机器方面。对劳动的需求将随着资本的增加而继续

增加，但不会按同一比例增加，其增加率一定是递减的。”（第４７９页）

在最后一句话中李嘉图表述了正确的资本增加规律，虽然他

用以论证这一规律的理由是非常片面的。李嘉图在他的著作的这

个地方还加了一个注，表明他在这里是追随巴顿，所以我们还要简

略地谈一谈巴顿的著作。

预先还要作一点说明。在这之前，李嘉图在谈到收入是花费在

家仆上还是花费在奢侈品上这一问题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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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７６页）

同样，总产品的价值也可能是一样的，但是，它是否会“实

现”——工人对此是非常敏感的——“在不同的商品上”，那要看它

应补偿更多的可变资本还是应补偿更多的不变资本。

［（２）巴顿的见解］

［（ａ）巴顿关于资本积累过程中对劳动的需求

相对减少的论点。巴顿和李嘉图不懂得

这种现象同资本统治劳动有内在的联系］

巴顿的著作叫作：

约翰·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１８１７年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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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版。

我们先引一下巴顿著作中为数不多的理论观点：

“对劳动的需求取决于流动资本的增加，而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增加。

如果这两种资本的比例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国家确实都是一样的话，那末由此

的确可以得出结论说，就业工人的人数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但是这种假定

一点也不现实。随着技术的进步和文明的传播，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相比越

来越大。英国生产一匹凡而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至少等于印度生产同样一

匹凡而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额的一百倍，也许是一千倍。而［７４８］流动资本

的份额则小到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在一定的情况下，

一个勤劳的民族可能把一年的全部积蓄都加到固定资本上去，在这种情况

下，这些积蓄也不会使对劳动的需求有任何增长。”（巴顿，同上第１６—１７

页）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第４８０页的注中，就巴顿的这些话指出：

“我认为，在任何情况下资本增加而对劳动的需求不随之增加是难于想

象的。至多只能说，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率将愈来愈小。在我看来，巴顿先生

在上述著作中关于固定资本的扩大对工人阶级状况的某些影响所持的看法

是正确的。他的著作包含许多有价值的资料。”｝

对上面引的巴顿的论点，必须再加上下面这一段话：

“固定资本一经形成，就不再引起对劳动的需求了｛这不对，因为固定资

本必须再生产，虽然这种再生产只能经过一定的间隔时间，而且只能逐渐地

进行｝，但是在固定资本形成的时候，它所使用的人手，和同额流动资本或收

入所使用的人手一样多。”（第５６页）

还有：

“对劳动的需求，完全取决于收入和流动资本的总额。”（第３４—３５页）

毫无疑问，巴顿有很大的功劳。

亚·斯密认为，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同资本的积累成正比。马

尔萨斯从资本积累不象人口增加那样快（资本不是以递增的规模

７５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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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出发，得出人口过剩的结论。巴顿第一次指出，资本各有机

组成部分并不随着积累和生产力的发展而以同样程度增加；相反，

在生产力增长的过程中，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同（巴顿称为固

定资本的）另一部分相比会相对减少，而后者同自己的量相比只是

稍微改变对劳动的需求。因此，他第一次提出这样一个重要论点：

“就业工人的人数”不是“同国家的财富成比例”，工业不发达国家

的就业工人的人数比工业发达的国家相对地多。

李嘉图在他的《原理》的前两版中，在这一点上还完全跟着斯

密走，但在第三版第三十一章《论机器》中，却采用了巴顿的修正，

而且采用了巴顿的片面的说法。李嘉图向前发展的唯一的一点

——这一点有重要意义——就是：他不仅象巴顿那样提出，对劳动

的需求的增加不是同机器的发展成比例，而且还断言，机器本身

“造成人口过剩”①，即造成过剩的人口。只不过李嘉图错误地把采

用机器的这种结果局限于纯产品靠减少总产品而增加的场合——

这种场合只有在农业中才会遇到，而他却认为工业中也会出现。但

这也就简要地反驳了整个荒谬的人口论，尤其是反驳了庸俗经济

学家关于工人必须努力把自己的繁殖限制在资本积累的水平以下

的谰言。相反，从巴顿和李嘉图对问题的论述中可以得出结论说，

这样限制工人人口的繁殖，会减少劳动的供给，因而会提高劳动的

价格，这只会加速机器的采用，加速［花在工资上的］流动资本向固

定资本的转化，从而人为地造成人口“过剩”；因为人口过剩通常不

是与生存资料的数量相对而言的，而是与雇用劳动的资金的数量，

与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相对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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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本册第６４４、６４６、６４８、６４９和６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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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４９］巴顿的错误或缺点在于，他对资本的有机区别或资本的有

机构成，只从它在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

本的形式来理解，——这是一种已为重农学派所发现的差别，亚·

斯密对它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斯密之后，它成了经济学家们的偏

见，其所以是偏见，是因为他们按照传统，把资本的有机构成只看

成这种差别。这种从流通过程产生的差别一般说来对财富的再生

产有重大的影响，因而对财富中构成“劳动基金”的那部分也有重

大的影响。但是在这里这并不是决定性的东西。作为固定资本的

机器、建筑物、种畜等等同流动资本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它们直

接同工资有什么样的关系，而只在于它们的流通和再生产的方式。

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活劳动的直接关系，不是同流通过程

的现象相联系，不是从流通过程产生，而是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产

生，并且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关系，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之间的差别只以它们对活劳动的关系为基础。

例如巴顿说：对劳动的需求不取决于固定资本，只取决于流动

资本。但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就象机器等等

一样不同活劳动交换。在原料作为要素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一切

生产部门中，原料——就我们考察的只是加入商品的那部分固定

资本而言——构成不是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最大部分。

［巴顿称为］流动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商品资本的一部分，由加入非

生产阶级的收入（即不加入工人阶级的收入）的那些消费品构成。

可见，这两部分流动资本的增加一点也不比固定资本的增加对劳

动的需求有更大的影响。而且，由原料和辅助材料所构成的那部分

流动资本和作为固定资本投入机器等等上面的那部分资本相比

较，并不是以更小的比例增长，甚至还是以更大的比例增长。

９５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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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赛进一步阐述了巴顿所指出的这种差别。他修正了巴顿

的见解，但没有超出巴顿的表述方式。他实际上把巴顿所说的差别

归结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别，但仍然把不变资本叫做固定

资本，不过把原料等等也加了进去；把可变资本叫做流动资本，然

而把所有不直接花费在工资上的流动资本排除在外。关于这些，我

们以后讲到拉姆赛时再谈。但是这证明了内在发展的必然性。

只要一弄清楚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差别（这种差别完全来

自直接的生产过程，来自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对活劳动的关系），

也就会看到这种差别本身同所生产的消费品的绝对量没有任何关

系，虽然它和总收入的一定量实现在什么物品上有很大关系。但

是，总收入实现在不同商品上的这种方式，并不象李嘉图所说的和

巴顿所暗示的那样，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原因，而是它的

结果，这种规律使得产品中构成工人阶级再生产的基金的那一部

分和产品总额相比越来越小。如果说资本的很大一部分是由机器、

原料、辅助材料等等构成，那末工人阶级总人数中就只有一小部分

人被用来再生产［７５０］加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但是可变资本再

生产的这种相对减少，并不是对劳动需求相对减少的原因，反而是

它的结果。同样，在那些从事一般加入收入的消费品生产的工人

中，将有较大一部分人用来生产供资本家、土地所有者及其仆从

（国家、教会等等）消费——即花费收入——的物品，而较少一部分

人则用来生产用于工人收入的物品。但这依然是结果，而不是原

因。只要工人和资本家的社会关系发生改变，只要支配资本主义生

产的关系发生革命，这种情况就会立即发生变化。收入，用李嘉图

的话来说，就会“实现在不同的商品上”。

在所谓的生产的物质条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强迫人们采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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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或那种实现收入的方式。如果工人居于统治地位，如果他们能够

为自己而生产，他们就会很快地，并且不费很大力量地把资本提到

（用庸俗经济学家的话来说）他们自己的需要的水平。重大的差别

就在于：是现有的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从而它们只有

在工人必须为他们的雇主增加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情况下才能

被工人所使用，是这些生产资料使用他们工人，还是工人作为主体

使用生产资料这个客体来为自己生产财富。当然这里要以资本主

义生产一般说来已把劳动生产力发展到能够发生这一革命的必要

高度为前提。

｛以１８６２年（今年秋天）为例。郎卡郡的失业工人处境困难。另

一方面，在伦敦货币市场上，“货币难于找到用途”，结果几乎必然

要出现投机公司，因为贷款连２％的利息也难得到。根据李嘉图的

理论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因为一方面伦敦有资本，另一方面曼彻

斯特有失业的劳动力，所以“必定会开辟一个别的使用劳动的部

门”。｝

［（ｂ）巴顿对工资变动和工人人口增长的见解］

巴顿接着论证，只要事先不是人口增长得这样厉害，以致工资

水平很低，资本的积累就只会缓慢地提高对劳动的需求。

“一定时期的工资和劳动总产品之比决定资本用在这一方面〈固定资本〉

还是那一方面〈流动资本〉。”（同上，第１７页）

“如果工资在商品价格不变时下降，或者如果商品价格在工资不变时上

涨，那末企业主的利润就会增加，这就会推动他雇用更多的人手。相反，如果

同商品相比工资上涨了，工厂主就会尽量少用人手，力求用机器来做一切事

情。”（同上，第１７—１８页）

“我们有可靠的材料证明，在工资逐渐上涨的上一世纪（即十八世纪）的

１６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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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叶比劳动的实际价格急遽下降的下半叶，人口的增长要缓慢得多。”（第

２５页）

“可见，工资上涨本身决不会使工人人口增加；工资下降却能使人口十分

迅速地增加。例如，如果英格兰人的需要降到爱尔兰人的需要水平，那末工厂

主就会根据他们生活费用减少的程度而使用更多的工人。”（第２６页）

“寻找工作的困难比工资的低微对结婚的妨碍要大得多。”（第２７页）

“必须承认，财富的任何增加都有造成对劳动的新的需求的趋势。但是因

为和所有其他商品相比，劳动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最长

｛根据同一原因，工资额可能长期保持在平均水平之下，因为

同所有其他商品相比，使劳动离开市场，从而使它的供给降到当时

的需求水平，是最难于做到的｝，

所以在一切商品中，［７５１］由于需求的增加，劳动的价格上涨得最多；并

且因为工资一上涨，十分利润就会减少九分，所以很清楚，除非在这以前人口

增长得使工资保持在很低的水平，资本的增加就只能对劳动的实际需求的增

加产生缓慢的影响。”（第２８页）

巴顿在这里提出了各种论点。

第一，工资上涨本身不会使工人人口增加；可是工资下降却能

很容易地迅速地使工人人口增长。证据是：十八世纪上半叶工资逐

渐上涨而人口缓慢地增长；相反，十八世纪下半叶实际工资大大下

降，工人人口却迅速增长。原因是：妨碍结婚的不是工资的低微，而

是寻找工作困难。

第二，可是工资水平越低，寻找工作越容易。因为资本转化为

流动资本还是固定资本，也就是转化为使用劳动的资本还是不使

用劳动的资本，是同工资的高低成反比的。工资低，对劳动的需求

就大，因为那时使用大量劳动对企业主有利，而且他用同量的流动

资本能够使用更多的工人。工资高，工厂主就会尽量少用工人，并

２６６ 第 十 八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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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求用机器来做一切事情。

第三，资本的积累本身只会缓慢地提高对劳动的需求，因为这

种需求一提高，如果劳动的供给小于对它的需求，劳动的价格就会

迅速上涨，十分利润就会减少九分。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即在积累

之前工人人口已大大增长，以致工资水平极低，甚至在上涨以后仍

然很低的情况下，积累才能迅速地反映在对劳动的需求上，因为

［新的］需求主要是吸收失业的人手，而不是争夺完全就业的工人。

所有这些略加修正，也适用于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但是

这不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过程本身。

因此，巴顿提出的历史证据是和它应该证明的东西相矛盾的。

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工资逐渐上涨，人口缓慢地增长，也没

有任何机器，和下半叶相比，也很少使用其他固定资本。

相反，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工资不断下降，人口惊人地增长，

却出现许多机器。但正是机器，一方面，使现有的人口过剩，从

而使工资降低，另一方面，由于世界市场的迅速发展，又把这些

人口吸收，之后再使它过剩，再把它吸收；与此同时，机器异常

地加快了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可变资本的数量，虽然这种可变资

本无论是同产品的总价值相比，还是同它使用的工人数量相比，都

相对地减少了。

相反，在十八世纪上半叶还没有大工业，只有以分工为基础的

工场手工业。资本的主要组成部分仍然是花费在工资上的可变资

本。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比十八世纪下半叶缓慢。对劳动的需求，以

及工资，是和资本的积累一起增加的，并且几乎是同这种积累成比

例地增加的。英国实质上还是一个农业国，那里还广泛地存在着

（甚至继续发展着）农业人口所经营的家庭（纺织）工业。严格意义

３６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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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无产阶级还不可能产生，也还没有工业的百万富翁。

在十八世纪上半叶可变资本比较占优势，下半叶固定资本占

优势；但是固定资本需要大量的人这样的材料。要大规模地运用固

定资本，就必须先有人口的增长。可是发展的整个实际过程和巴顿

对它的解释是矛盾的，因为很明显，这里生产方式一般发生了变

化：适合于大工业的规律和适合于［７５２］工场手工业的规律不是一

回事。工场手工业只是向大工业发展的一个阶段。

但是巴顿提出的一些历史材料，如关于工资变动的材料以及

关于英国谷物价格变动的材料，在这里都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巴顿

把十八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做了对比。

“下表说明了〈可是“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实际］工资上涨了，

因为谷物价格在这个时期至少下跌了３５％”〉最近７０年农业工人的工资和

谷物价格之比。

时  期 每 周 工 资 每夸特小麦价格
工 资 折 合
为小麦（品脱）

１７４２—１７５２

１７６１—１７７０

１７８０—１７９０

１７９５—１７９９

１８００—１８０８

６先令０便士

７先令６便士

８先令０便士

９先令０便士

１１先令０便士

３０先令０便士

４２先令６便士

５１先令２便士

７０先令８便士

８６先令８便士

１０２

９０

８０

６５

６０”

（巴顿，同上第２５—２６页）

“在上院［一个委员会］关于济贫法的报告中〈１８１６年？〉列有一表，载明

从革命时期［１６８８年］以来议会各次会议所通过的有关圈地的法案的数目。

从该表可以看出，在从１６８８年至１７５４年的６６年中，这样的法案共通过了

１２３件，而在１７５４年至１８１３年的６９年①中却通过了３３１５件。谷物种植的发

４６６ 第 十 八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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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速度后一时期几乎为前一时期的２５倍。可是在前６６年中，有越来越多的

谷物不断生产出来用于出口，而在后６９年的大部分时间中，原来用于出口的

谷物都消费了，同时还进口越来越多的、最后达到很大数量的谷物供自己消

费…… 所以，和后一时期相比，前一时期人口的增长，看来比谷物种植的发

展所表现出来的还要慢。”（同上，第１１—１２页）

“根据格雷哥里·金按照住房数目确定的数字，１６８８年英格兰和威尔士

的人口为５５０万。根据马尔萨斯的计算，１７８０年的人口为７７０万。这就是说，

在９２年间人口增加了２２０万。在以后的３０年内人口增加了２７０万以上。但

是关于前一次人口的增长，很可能，主要是在１７５０年至１７８０年期间发生

的。”（第１３页）

巴顿根据可靠材料计算，

“１７５０年居民人数为５９４６０００人，这说明从革命时期［１６８８年］以来增加

了４４６０００人，或者说，每年增加７２００人”。（第１３—１４页）

“可见，按照最低的估计，近几年来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一百年前的１０倍。

但是资本的积累要增长到１０倍是不可思议的。”（第１４页）

问题不在于每年生产多少生活资料，而在于每年有多大一部

分活劳动加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生产。与不变资本相对的可

变资本量就是由此决定的。

巴顿用美洲矿山生产率的不断提高来说明近五、六十年来几

乎整个欧洲人口的惊人增长，因为贵金属的这种充裕使商品价格

的提高大于工资的提高，也就是说，实际上降低了工资，因而提高

了利润率。（第２９—３５页）［ —７５２］

５６６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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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农业中供求经常

相符的论点的最初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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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关于农业中供求经常相符的

论点的最初提法。洛贝尔图斯和

十八世纪经济学家中的实践家］

  ［ —５８０ｂ］斯密“顺便提出的”关于谷物创造对谷物本身的

需求等等①的理论（这个理论后来马尔萨斯在他的地租理论中扬

扬得意地加以复述，并且部分地成了他的人口论的基础），［在斯密

之前］在下面一段话里已经十分简单明了地提出来了：

“谷物同它的消费或多或少是成比例的。如果
·
人
·
口多了，谷物也会多，因

为会有更多的人手耕种土地；如果谷物多了，人口也会多，因为丰富将使人口

增加。”（［约翰·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

一个租地农场主著，１７７３年伦敦版第１２５页）

因此，

“在农业中不可能有生产过剩”。（同上，第６２页）

洛贝尔图斯关于种子等不作为资本项目加入②［租地农场主

的支出］的幻想，已被十八世纪（特别是从六十年代起）的数百篇论

文［所驳倒］，其中有些是租地农场主自己写的。但是相反，认为地

租作为费用项目加入租地农场主的支出，倒是正确的。租地农场主

把地租算在生产费用之内（它也确实属于他的生产费用）。

９６６

①

② 见本册第３９—５２页。——编者注

见本册第４０２页及以下各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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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谷物价格接近它应该达到的水平，那末，这只能由土地价值和

货币价值的比例决定。”（同上，第１３２页）

下面这段话表明，自从资本掌握了农业的时候起，地租在资本

主义租地农场主本人的概念中，就仅仅成了利润的扣除，全部剩余

价值就开始被看作实质上是利润：

“老办法是租地农场主的利润［他在总产品中占的份额］按三份地租计算

〈分成制〉。在农业的幼年时期，这是分配财产的公平合理的办法。在世界不太

开化的地方现在仍然采用这种办法…… 一方提供土地和资本，另一方提供

知识和劳动。但是在耕作得好的和肥沃的土地上，地租现在具有极小的意义。

重要的是一个人能够以资本的形式和自己劳动的年支出形式投入的那笔款

项，他必须根据这笔款项来计算自己货币的利息，或者说，自己的收入。”（同

上，第３４页）［ —５８０ｂ］

０７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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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纳萨涅尔·福斯特论土地所有者

和工业家之间的敌对关系］

  ［ —６７０ａ］“土地所有者和工业家彼此之间永远是敌对的，对对方的

赢利是忌妒的。”（［纳萨涅尔·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１７６７年伦

敦版第２２页注释）［ —６７０ａ］

１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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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霍普金斯对地租和利润之间的

关系的看法］

  ［ —６６９ｂ］霍普金斯（见有关段落①）天真地把地租看作剩

余价值的原始形式，而把利润看作从地租派生的东西。

霍普金斯写道：

“当……生产者既是土地耕种者又是制造业者时，土地所有者得到１０镑

价值的地租。假定这个地租一半用原产品支付，另一半用工业品支付。假定生

产者分为两个阶级（土地耕种者和制造业者）之后，这种情况能够照旧继续下

去。但是，实际上更方便的是，由土地耕种者向土地所有者交付全部地租，而

在他拿自己的产品去同制造业者的劳动产品交换时把地租加到自己的产品

上，以便两个阶级公平地分摊这笔款项，使两个部门的工资和利润保持在同

一水平上。”（托·霍普金斯《关于调节地租、利润、工资和货币价值的规律的

经济研究》１８２２年伦敦版第２６页）［ —６６９ｂ］

２７６

① 见本册第５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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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凯里、马尔萨斯和詹姆斯·

迪肯·休谟论农业改良］

  ［ —４９０ａ］“应该指出，我们总是把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看成同一

个人…… 在美国情况就是这样。”（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９７页）

“人总是从贫瘠的土地推移到较好的土地，然后再回到原来的贫瘠土地

并且翻耕泥灰质或石灰质的土地，这样持续不断地反复进行…… 在这条道

路的每一阶段上，人造出越来越好的机器①…… 资本投入农业可以比投入

机器得到更大的利益，因为同一种机器仅仅具有同样的效能，而土地的生产

率却越来越提高…… 采用蒸汽机得到的好处是：它节约了比如说把毛织成

呢的劳动的工资，但要减去机器磨损的损失。而用于耕种土地的劳动生产了

工资，还加上由于土地这种机器的改良而得到的利益…… 因此，每年带来

１００镑收入的一个地段，要比带来同样收入的一台蒸汽机卖得贵…… 地段

的买者知道，这块土地会付给他工资和利息，加上这块土地由于使用而增加

的价值。蒸汽机的买者知道，蒸汽机会付给他工资和利息，减去这台机器由于

使用而减少的价值。前者购买的，是一种随着使用而不断改良的机器。后者购

买的，是一种随着使用而不断变坏的机器…… 土地是这样一种机器，新资

本和劳动花费在它上面可以得到日益增长的利益，而要使花费在蒸汽机上的

这种支出带来日益增长的收入却是不可能的。”（同上，第１２９—１３１页）

        

有的农业改良即使会使生产费用减少并且最终会使价格下

降，而在初期——在价格还没有下降时——会引起农业利润的暂

３７６

① 指被耕种和改良的土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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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提高，但是，

“最后也几乎总是使地租增加。由于有可能得到大量的暂时利润而投入

农业的增加的资本，在多数情况下不可能在租佃期内完全从租种的土地上抽

回，而在重订租约时，土地所有者就要通过增加自己的地租来从这些投资中

得到利益”。（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１８１５

年伦敦版［第２５—２６页］）

        

“如果说，在近几年谷物普遍涨价之前，耕地一般只提供不多的地租主要

是因为有公认的必要的经常休闲，那末现在就应该再减少地租量，以便有可

能回到原来的休闲制。”（詹·迪·休谟《关于谷物法及其同农业、商业和财政

的关系的看法》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７２页）［ —４９０ａ］

４７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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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霍吉斯金和安德森论农业劳动
生产率的增长］

  ［ —６７０ａ］“随着人口的增长，为了给人们提供食物，只要有越来越少

的土地面积就够了。”（［托马斯·霍吉斯金］《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

比较》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６９页）（霍吉斯金的这部著作是匿名出版的。）

在霍吉斯金之前，安德森已谈到了这一点①。［ —６７０ａ］

５７６

① 见本册第１５７—１５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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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利润率的下降

［ —６７０ａ］使用较多不变资本（机器、原料）的较大资本的

利润，——因为要分摊到使用的活劳动占较小比例的总资本

上，——［按其比率来说］小于在较小的总资本中占较大比例的活

劳动所创造的［按量来说］较小的利润。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和

不变资本的相对增加（虽然这两部分资本都在增长），只是劳动生

产率提高的另一种表现。［ —６７０ａ］

６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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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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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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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释

１ 马克思结束了属于斯密部分的篇幅很大的一章《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

产劳动的理论》，并写完了对重农学派部分具有补充性质的三章（论奈

克尔，论魁奈的《经济表》和论兰盖）之后，按照自己的计划，应该着手写

李嘉图部分。但是，马克思没有立即着手进行这一工作。在论兰盖这一

章之后，他开始写论布雷的一章，——显然，这与马克思在《兰盖》那一

章提到他打算“在以后”论述“少数几个社会主义著作家”（见本卷第１

册第３６７页）有关。按照这个意图，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的目录计划中，

把原来写的《ｆ》这一章的标题（这个标题紧接《（ｅ）兰盖》一章的标题）

《李嘉图》删去，改为《布雷》（见同上，第４页）。但是，论布雷的一章没有

写完。后来，马克思决定把对布雷观点的分析移到论政治经济学家的无

产阶级反对派这一章中去（见本卷第３册）。

当马克思着手写论布雷一章时，他想从下一章《ｇ》起开始写论李嘉

图部分。但是，这一次李嘉图的名字又从目录中删掉了，作为《ｇ》章出现

的是《插入部分》，标题是《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

马克思是在１８６２年６月写作论洛贝尔图斯一章的。拉萨尔在

１８６２年６月９日给马克思的信里，请马克思在最近把洛贝尔图斯论地

租的书还给他。这显然成了马克思立即写作论洛贝尔图斯这一章的外

因。但是，还有必须首先分析批判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的重要内因。

从马克思的书信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在这个时候已经把李嘉图的

地租理论究竟错在哪里的问题完全弄清楚了。马克思认为，李嘉图地租

理论的根本缺点之一是其中没有绝对地租这个概念。洛贝尔图斯在他

给冯·基尔希曼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企图阐明这个概念。马克

思在着手专门分析李嘉图的地租理论之前，在这篇《插入部分》中对洛

贝尔图斯的这个企图作了详尽的分析批判。——第３页。

９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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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马克思指他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第２章第４节，标题是

《土地所有权或地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８０—

１９１页，特别是第１８３—１８６和１９０页。——第７页。

３ 指约·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７

页。

４ 在手稿中这里是“Ｒｏｈｍａｔｅｒｉａｌ”（“原料”）一词。马克思在他的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手稿的所有其他地方都是在较狭义上应用“原料”这个术语，象

《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所表述的那样，是指“已经通过劳动而发生变

化”的劳动对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０３页）。而

在这里，从前后文看来，谈的是最广义的劳动对象，即首先指的不是劳

动产品而是自然给予的劳动对象，所以可以设想，“原料”一词是笔误，

应当用“Ａｒｂｅｉｔｓ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劳动对象”）代替它。因此，这里就改译为

“劳动对象”。——第１２页。

５ 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中（第１４９页及以下各页），把社会

上彼此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分工称为“第一种分工”，把资本主义

企业内部，特别是手工业工场内部的分工称为“第二种分工”。参看《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８９—３９８页。——第１４页。

６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书是：托·查·班菲尔德的《产业组织》１８４８年伦

敦第２版第４０、４２页。——第１５页。

７ “平均价格”（Ｄｕｒｃｈｓｃｈｎｉｔｔｓｐｒｅｉｓ）这一术语，马克思这里是指“生产价

格”，即生产费用（ｃ＋ｖ）加平均利润。“平均价格”这一术语本身说明，这

里所指的，正如马克思后来在本册第３５９页上所解释的那样，是“一个

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平均市场价格，或者说，市场价格所趋向的中心”。马

克思用的这个术语最初见于本卷第一册第７６页。——第１６页。

８ 马克思在他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谈到关于特别是在农业中存在的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区别，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

的特点（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版第

５６０—５６２页）。生产期间即生产时间（除了劳动时间以外，还包括劳动

对象仅仅接受自然界的自然过程的作用的时间），这个概念马克思在

０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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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第十三章作了详细的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２篇第１３章）。——第１９页。

９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证了资本家们既作为竞争的敌手又作为

“同伙”这个特点。在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每一单个资本家，同每一

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所有资本家总体一样，参与总资本对全体工人阶级

的剥削，并参与决定这个剥削的程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

１０章）马克思在研究了这个过程后写道：“……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象

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

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同

上）——第２１页。

１０“本册”，马克思是指《论资本》那一册。他在１８５８—１８６２年间想把他的

全部经济著作分为六册，《论资本》是其中第一册也是最基本的一册（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页）。——第２２页。

１１ 帕·詹·斯特林《贸易的哲学，或利润和价格理论概要》１８４６年爱丁堡

版第２０９—２１０页。——第２５、５２５页。

１２ 马克思在后面（见本册第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７和１７９页）以及《资本论》第三

卷（第３７章和第４６章）中，都谈到凯里把地租看成投入农业的资本的

利息这种庸俗见解。——第２６页。

１３ 马克思在后面，在本册第１７８、３７７、４３９—４４０页谈到布坎南关于农产品

垄断价格的见解。马克思在本册第１４７—１５３页分析了霍普金斯的地租

观点。——第２６页。

１４ 马克思引用的著作是：乔·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约版第

６０页。——第２６页。

１５ 指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１５５页。——

第３１页。

１６ 马克思接着在手稿中草拟了一个棉花种植业者、纺纱业者和织布业者

的例子。他从这三人中间每一个人单独获得的利润问题转而考察在假

定织布业者同时也是棉花种植业者和纺纱业者的情况下获得多少利润

１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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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不满意已写好的东西，他把已经开始起草的东西停

下来并且把它全划掉了，随后如正文中所作的那样精确地表述了自己

的思想。——第４３页。

１７ 马克思指的是第 和第 本（手稿第３１９—３４５页）中篇幅很长的关于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补充部分。按照马克思所编的《剩余价值理

论》目录以及他在手稿第 本（第３１９页）正文中所作的指示，本版把关

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一节移至《理论》第三册中关于李嘉图学派

的解体那一章。在马克思手稿第３３２—３３４页即该章专论约翰·斯图亚

特·穆勒的第七节中，阐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成品的生产和生产这个成

品的不变资本的生产结合在一个资本家手里，会不会影响利润

率。——第４３页。

１８ 马克思指他的研究中后来发展成《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部分。——第

４４、１８７页。

１９ 马克思指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第 本札记本。在这个札记本的封面

上马克思亲笔写着：“１８５１年７月于伦敦”。马克思在这个札记本的第

１４页上摘录了霍普金斯的著作《关于调节地租、利润、工资和货币价值

的规律的经济研究》（１８２２年伦敦版）中的一段话，这里所指的就是这

段话，后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手稿第 本（第６６９ｂ页）的封面

上又引用了这段话。本版在第二册的《附录》中发表了这段引文（见本册

第６７２页）。——第５２页。

２０ 在注１７提到的篇幅很长的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补充部分（手

稿第３３５—３３９页），马克思谈到“原料的低廉或昂贵对原料加工工业的

重要性”。按照马克思的指示，本版把这个补充部分移至《剩余价值理

论》第三册中关于李嘉图学派的解体那一章。——第６４、４９６页。

２１ 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６８页。马

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托·罗·马尔萨斯》一章中，引用和分

析了马尔萨斯的这句话（手稿第７６５—７６６页）。——第６８页。

２２ 马克思是指他在手稿第３３５—３３６页，即注１７和注２０中谈到的篇幅很

长的关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补充部分中所引用的例子。——第

２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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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页。

２３ 马克思对洛贝尔图斯的这段话作了“相应的改动”，这些改动是

根据洛贝尔图斯所忽视的下述情况而作的：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的

价值必须加入农产品，正如农业原料的价值必须加入农业原料加工工

业的产品一样。马克思按照洛贝尔图斯的表述形式，在前面引用过这段

话（见本册第５６页）。马克思仿照洛贝尔图斯的术语“材料价值”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ｗｅｒｔ》），不无讽刺地造出“机器价值”（《Ｍａｓｃｈｉｎｅｎｗｅｒｔ》）

这一术语。凡是马克思用的词，在引文中都以
·
黑
·
体
·
加
·
着
·
重
·
号刊印。——

第８２页。

２４ 手稿中接下去有一段关于资本是“别人劳动的合法反映”的简短插话，

马克思把这段话放在花括号内，并且指出，它对叙述的直接联系有妨

碍，应该移到别处去。本版用脚注形式把这段话放在前面，即放在本册

第２６页。——第９９页。

２５ 在这一段中，马克思还只是开始研究地租额（绝对地租额和级差地租

额）对土地相对肥力的依存关系，他预先假定地租额和土地肥力成正比

（就是说，如果某一级土地比另一级肥力大 １
５，那末这一级土地的地租

额也比比较不肥沃的那一级土地的地租额大 １
５）。马克思在后来的研

究中已经不用这个假定，而是就地租额对土地相对肥力的依存关系作

了精确的表述。

如果按照马克思后来的解释，根据等级 、 、 提供的、并且按各

级的共同价格即一夸特 １
３一镑出卖的夸特量来计算这三级土地的地

租额，那末， 的地租额是３４镑， 是６２４５镑， 是９７９２５镑。计算方

法是这样的：因为 比 肥力大 １
５，所以它提供３６０＋７２，即４３２夸特，

卖得４３２３镑即１４４镑；其中１１０镑是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剩下３４镑是

地租（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 、 的计算方法也是这样。

马克思把计算地租额的精确方法广泛应用于第十二章（《级差地租

表及其说明》），但这个方法在第八章就已经拟定了。例如，在第１０９—

１１０页，马克思起初重复引用了第１０２页的数字，即 的地租额１７７２５

镑，得出这一级土地的级差地租７７２５镑，然后他拟定了确定 的级差

３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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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的正确方法，这就是：２０７９２５镑减１２０镑，得８７
９
２５镑。如果再加上

１０镑绝对地租，那末 的地租总额是９７９２５镑，完全符合马克思后来的

结论。——第１０２页。

２６ 施托尔希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１５年圣彼得堡版第二卷第

７８—７９页上写道：“最肥沃的土地的地租决定与最肥沃土地竞争的其

他一切土地的地租量。只要最肥沃的土地的产品还足以满足需求，与最

肥沃的土地竞争的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就不可能被耕种，或者说，至少不

提供地租。但是，只要需求开始超过肥沃土地所能提供的产品量，产品

价格就会提高，比较不肥沃的土地就可能被耕种，就可能从这个土地上

获得地租。”施托尔希的这个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三

十九章）中也谈到过。——第１０３、３２８页。

２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注３０中写道，在农产品的市场价值问

题上，李嘉图和施托尔希都是正确的，同时他们又都是不正确的，因为

“完全忽视了中等情况”。——第１０７页。

２８ 这个例子中的两种计算方法，见注２５。——第１１０页。

２９ 马克思在这里撇开了预付在等级 、 、 、 上的农业资本的利润。如

果 的１００镑资本生产３３０蒲式耳，一蒲式耳为６先令８便士（或 １
３

镑），那末这一等级的总产品价值是１１０镑，其中１０镑归地租，就没有

什么留作利润了。同样，所有四个等级如果各自花费１００镑，它们的总

产品价值是５００镑，这个数额就仅仅是补偿所花费的资本４００镑和 、

、 、 的地租额１００镑（１０＋２０＋３０＋４０）。——第１１４页。

３０ 由于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使用的资本支付级差地租而造成的地租高度

（率）的增长“不过是表面上的”，意思是说，这种增长是以“虚假的社会

价值”为基础的，关于“虚假的社会价值”，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

三十九章比较详细地谈到。如马克思接着在文中说明的，承租比较肥沃

的土地的资本家按比较不肥沃的土地的产品价格出卖他的产品，“就好

象他生产同量产品所需要的资本”和比较不肥沃的土地“一样

多”。——第１１４页。

３１ 数字９０、８０、７０，马克思大概是用来表示投入等级 、 、 的资本和这

４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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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资本所提供的级差地租（ 的１００镑资本提供１０镑级差地租， 提

供２０镑， 提供３０镑）之间的差额。如果根据 的产品是３６０蒲式耳、

的产品是３９０蒲式耳、 的产品是４２０蒲式耳进行确切的计算，那末

得出的数字就是：９１２３镑，８４
８
１３镑和７８

４
７镑。——第１１４页。

３２ 马克思放在括号内的这一段，在手稿中原来是在下两段之后（也在第

４９４页上），即插在篇幅不大的关于配第和戴韦南特的地租量变动观点

的历史补充部分中间。从这一段的内容来看，是同前面马克思关于农

业生产率和工业生产率的关系的论述相衔接的。——第１１８页。

３３ 马克思指安德森的著作：《谷物法本质的研究；关于为苏格兰提出的新

谷物法案》１７７７年爱丁堡版。——第１２０页。

３４ 指亚当·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伦敦

版。——第１２０页。

３５ 英国博物馆是英国国立博物馆（建立于１７５３年），位于伦敦。博物馆的

最重要部分是图书馆，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

都在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里从事过研究工作。１９０８年５月至６月，弗

·伊·列宁在图书馆中从事过研究。描绘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博物馆阅

览室情况的英国版画的复制品，见本卷第１册第４０６—４０７页之间的插

图。——第１２０页。

３６ 指李嘉图为他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一版写的序言。见大卫·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 —

页。——第１２１页。

３７ ［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１７９８年伦敦版。——第１２１、１２５页。

３８ 马克思指唐森的书《论济贫法》（１７８６年伦敦版）。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

年手稿第 本（第１１２—１１３页）《绝对剩余价值》这一节中引用了这本

书。马克思在那里引用的三段引文也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三章引

用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０９页）。——第１２１

页。

３９ 指马尔萨斯的两本小册子《关于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意见的理由》

和《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的研究》。——第１２６页。

５８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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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指１８１５年的谷物法。该法禁止向英国输入谷物，直到英国国内谷物价

格每夸特不低于８０先令时为止。——第１２６页。

４１ 暗指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大学教授罗雪尔。——第１２７页。

４２ 阿伯拉罕·圣克拉是奥地利传教士和著作家乌尔利希·梅格尔勒

（１６４４—１７０９年）的笔名，他力图用公众易懂的形式宣传天主教，并用

所谓民间文体来进行“救人”的说教和写劝善的作品。——第１２８页。

４３ 在手稿中，紧接着插入了一小段话，在这段话中，马克思用李嘉图关于

工资水平的观点同马尔萨斯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相对比。这段话以脚

注的形式移至前面，即本册第１２７页。——第１２８页。

４４ 马克思指麦克库洛赫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文献。各科分类书目。附史评、

论述和作者介绍》１８４５年伦敦版。——第１２９页。

４５ 马克思用古希腊大历史学家修昔的底斯的名字来称呼罗雪尔，这是因

为，如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马克思手稿第９２２页）中所说，

“罗雪尔教授先生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罗雪

尔在他的《国民经济学原理》的序言中不知羞耻地引证了修昔的底斯。

“修昔的底斯·罗雪尔”这个称呼具有辛辣的讽刺性：正象马克思

在本章和其他许多地方指出的那样，罗雪尔既严重歪曲了经济关系的

历史，又严重歪曲了经济理论的历史。——第１３０页。

４６ 指１８１５年伦敦出版的威斯特的著作《论资本用于土地，对谷物进口严

加限制的失策》和李嘉图的著作《论谷物的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证

明限制进口的不当》。——第１３１页。

４７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１卷《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加

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３版第１９１页。——第１３２页。

４８ 马克思指霍普金斯的书《关于调节地租、利润、工资和货币价值的规律

的经济研究》１８２２年伦敦版。这本书的有关段落马克思在后面（见本册

第１５３页）引用了。——第１３５页。

４９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以后没有再回过头来分析罗雪尔的这些观

点。但是在《理论》的第三册《李嘉图学派的解体》一章中，马克思详细地

６８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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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了麦克库洛赫的类似的庸俗观点，这些观点的形成同罗雪尔的观

点一样，受了让·巴·萨伊提出的“生产性服务”的辩护论见解的很大

影响，马克思在下一段谈到这种辩护论见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

第六章注２２中提到过罗雪尔把自然看成价值源泉之一的观点（《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３２页）。并见《资本论》第３卷第４８

章。——第１４２页。

５０ 关于英国“圈围”公有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谈得

比较详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９３—７９７

页）。——第１５６页。

５１ 指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第１５８页。

５２ 这里引用的是意大利人卡米洛·塔雷洛·德·列奥纳托（十六世纪）的

话，安德森在这个问题上完全同意他的意见。——第１５８页。

５３ 马克思所引的安德森的这段话，是麦克库洛赫从安德森的《谷物法本质

的研究》（１７７７年爱丁堡版）一书中引用的一大段中的一部分，这整个

一大段话在该书第４５—４８页。——第１５９页。

５４ 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土地肥力”，是指从这块土地上得到的地租总

额。——第１６３页。

５５ 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１９８页。——第１６６页。

５６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写道：１８０１年到１８３１年英国农

村居民被夺去３５１１７７０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９６页）。——第１７２页。

５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８３页。——第１７４页。

５８ 同上，第１８６页。——第１７４页。

５９ 同上，第１８９页。——第１７４页。

６０ 同上，第１８３页。——第１７４页。

６１ 洛贝尔图斯这里说的“农业机器”，指肥力不同的各级土地。洛贝尔图斯

把土地同效率不等的机器相比，是从马尔萨斯那里借用来的。——第

１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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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费用价格”（《Ｋｏｓｔｅｎｐｒｅｉｓ》或《Ｋｏｓｔ－

ｐｒｅｉｓ》，《ｃｏｓｔｐｒｉｃｅ》）这一术语，马克思用在“生产价格”即“平均价格”（ｃ

＋ｖ＋平均利润）的意义上。关于“平均价格”这一术语见注７。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首次见到《Ｋｏｓｔｅｎｐｒｅｉｓ》这一术语是在本卷第

一册第７７页，不过在那里它是用在商品“内在的生产费用”（ｃ＋ｖ＋ｍ）

的意义上，商品“内在的生产费用”是和商品的价值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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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意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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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种意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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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以外，“生

产费用”这一术语还有第四种庸俗的意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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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见本册第

１４２、２３９和５３５—５３６页）。——第１７７页。

６３ 引自布坎南在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中加的一个脚注（亚当·斯

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大卫·布坎南的注释和增补，三

卷集，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２卷第５５页）。李嘉图的《原理》第２章（脚注

中）引用了布坎南的这段话。——第１７８页。

６４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１２

页。——第１８１页。

６５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６年巴黎第５版第１卷第８３—８４页，

或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１年巴黎第６版第４１页。——第

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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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马克思除了把李嘉图著作中有关本来意义上的赋税的十二章（第８—

１８章和第２９章）列为论述赋税的各章以外，还把涉及赋税问题的另外

两章——第２２章和第２３章（《出口补贴和进口禁令》和《论生产补贴》）

也包括进去。按照李嘉图的理论，补贴是由居民交纳的各种赋税所组成

的基金来支付的。——第１８４页。

６７ 马克思这里说的“加入一般消费的生活资料”，一方面是指所有个人消

费的资料，另一方面是指用于机器的生产消费资料，即辅助材料（煤、润

滑油等）。——第１９２页。

６８ 关于“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见注８。——第１９７页。

６９ 在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所花资本相等的情况下，平均利润是

２０５２６。如果考虑到所花资本的量的不同——租地农场主８００镑，工厂

主１３００镑（总共２１００镑），那末，在两者的总利润等于４００镑的情况

下，平均利润是４００×１００２１００ ＝１９
１
２１％。——第２０６页。

７０ 关于马尔萨斯、托伦斯、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的观点，见本卷第

３册有关章节。——第２１１页。

７１ 英国１夸特（散体量等于２９０．９公升）等于８蒲式耳。——第２２３页。

７２ 马克思这里说的各类企业主的“数量或数量的比例关系”，是指每一类

企业主运到市场的产品数量。——第２２７页。

７３ 马克思指柯贝特的书《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

理的解释》（１８４１年伦敦版）。柯贝特在书中断言，在工业中，价格是由

最好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商品调节的，按照他的意见，正是这些商品占所

有这种商品的绝大多数（第４２—４４页）。——第２２７页。

７４ 前面，在本册第１３０页上马克思引了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中的一

段话，证明罗雪尔对于围绕着安德森的地租理论的斗争和关于“货币所

有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对立”的观点十分混乱。——第２３３页。

７５ 假定１０％是当地的平均利病率。——第２４３页。

７６ 马克思指的是詹姆斯·斯图亚特的书《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

都柏林版第一卷。在这车书里描写了英国农村从主要是自然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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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过程，伴随这一过程发生的是农业变为

资本主义经营的一个部门，农业劳动强度的增大和对农村居民的剥夺。

斯图亚特的用语“人们开始珍惜时间”见该书第１卷第１７１页。这句话

和摘自斯图亚特的其他引文一起，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

中也曾经引用过（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

版第７４２页）。——第２５７页。

７７ 马克思指的是休耳曼的书《中世纪城市》１８２６—１８２９年波恩版第１—４

集。——第２６０页。

７８ 关于地租总额（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加在一起）等于市场价值和费用价

格之间的差额这个原理，马克思在后面作了更详细的考察（见本册第

３２８—３２９页）。——第２８６页。

７９ １６
６５镑这个数，是从每吨煤的新的市场价值１

１１
１３镑减去等级 每吨煤的

个别价值１３５镑而得出来的。——第２８６页。

８０ 马克思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不是指农业，而是指开采富饶程度不同的煤

矿。但是关于这些煤矿所谈的一切，也同样适用于在肥力不同的土地上

经营的农业。——第２８７页。

８１ 正如马克思在后面（见本册第２９８—２９９页）所解释的，他把市场价值和

个别价值之间的差额叫做差额价值（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ｌｗｅｒｔ）。差额价值是马

克思就单位产品来说的，级差地租是马克思就一定等级所生产的全部

产品来说的。如果单位产品的市场价值大于单位产品的个别价值，差额

就是正数；如果单位产品的市场价值小于它的个别价值，差额就是负

数。所以马克思在手稿第５７４页的总表上加了＋和－的符号（见本册第

３０２—３０３页）。

在手稿第５７２页Ｃ、Ｄ、Ｅ各表上（见本册第２９０—２９１页），马克思

在表明级差地租量的数字（镑）前加了＋和－的符号，例如在Ｃ表“级

差地租”一栏中有负数“－９３１３镑”。这表明，在这种情况下等级 的肥

力不高，以致这个等级的土地在现有的市场价值下不仅不能提供任何

级差地租，而且连绝对地租也大大降低到正常量之下。在ＣＩ中，绝对地

租只等于１０１３镑，即比本例中作为绝对地租正常量的１０镑少９
３
１３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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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手稿第５７４页的总表里，用负差额价值来表示这种负级

差地租现象，而在“级差地租”一栏，遇到这种情况时只记上“０”，表示这

里没有正级差地租（在许多情况下，遇有负级差地租时，负级差地租由

绝对地租量的相应减少来表示，这反映在“绝对地租”一栏中）。把负数

移入“差额价值”一栏，就可以免除手稿第５７２页Ｃ表中在把不同等级

土地的级差地租相加时所发生的那种麻烦，这样，在统计级差地租时，

只把带＋号的正级差地租加到总数中去，而为了避免重复计算起见，就

把负数“－９３１３镑”当作零。因此，马克思为了计算负级差地租，在总表

里另加了“每吨差额价值”一项，把负差额价值也列进去。——第２９２

页。

８２ 紧接这些话之后，马克思在手稿第５７３页上按照上面说的各项把Ａ、Ｂ、

Ｃ、Ｄ表作了对比。在手稿的下一页即第５７４页上，马克思再一次把Ａ、

Ｂ、Ｃ、Ｄ表的全部材料写成更有次序的格式，并补上Ｅ表的有关材料。

这就是本册第３０２—３０３页上的统一的总表。马克思在手稿第５７３页上

草拟的Ａ、Ｂ、Ｃ、Ｄ表的对比材料已全部列入总表，因此在本书正文中

就不再另外列出。——第２９２页。

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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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页。——第２９４页。

８４ 在马克思所举的例子中，其生产依赖于土地所有权的那种产品按同一

比例加入预付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在这里马克思假定，虽然不变资本

增加（由于原料涨价，８０ｃ变成８８ｃ）以及可变资本也增加（由于工人的

消费品涨价，２０ｖ变成２２ｖ），总产品的市场价值仍然和从前一样等于

１２０（在本册第３１３—３２３页所考察的另外一个例子中，马克思相反地从

市场价值的变动出发）。在总产品市场价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由于不

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这种涨价，资本家攫取的剩余价值从２０减到１０，

相应地，由于推移到比较不富饶的地段，在比较富饶的地段上的级差地

租就增加１０单位。因此，新创造的价值仍旧等于４０（因为生产方式未

变），在这里它重新分配如下：现在１０单位构成剩余价值，归资本家，２０

单位补偿可变资本，１０单位用于增加级差地租（由于不变资本价值增

加８单位，由于可变资本价值增加２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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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手稿第６８４—６８６页（本册第５１８—５２２页）上，马克思以农

业资本为例考察类似的情况，这种农业资本的产品以实物形式加入这

一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诸要素的构成之中。——第３１１页。

８５ 在紧接着的下一段，马克思自己就认为这种计算法是“不能成立的”，在

作这种计算时，马克思的出发点是：纺纱的新加劳动等于４０镑，并且只

限于按照必要工资提高 １
３的假定，把这４０镑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

动。计算之所以不能成立，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在资本为１００镑的情

况下），以前的工人人数（２０人）和他们新加的劳动的数额（４０镑）不可

能保持不变。既然必要工资按照假定提高了 １
３，１００镑资本就不可能雇

用２０个工人，而必须把工人人数减为１８３４人，就象马克思在后来的计

算中所做的那样。而工人人数的变化会引起第 种情况的计算中的一

切其它变化。这种计算法如下：如果以前一个工人花费１镑，那末现在

他花费１１３镑，２０个工人现在花费２６
２
３镑。因此，为了在原有的规模

上继续进行棉纱的生产，就需有１０６ ２
３镑的资本，其构成为８０ｃ＋２６

２
３。折算成１００镑，资本的构成就是７５ｃ＋２５ｖ。——第３２０页。

８６ 生产费用（《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ｏｓｔｅｎ》）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这里以及有时在

后面是用在生产费用加平均利润，即费用价格（生产价格）的意义上。

《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ｏｓｔｅｎ》这一术语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一些地方也有这样

用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６４年德文版第２５卷第６６５、６８６、７４７—

７４９页。——第３２７页。

８７ 关于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见卡·马克思《资本论》第１卷第２５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５章）。——第３３８页。

８８ 马克思在上一章中指出，Ｄ表内的等级 “会起完全消极的作用”（第

３２８页）：“决定市场的不是它，而是和它相对的 、 、 ”（第３３０页），

它们向市场施加压力，使产品的市场价值维持在 的产品的个别费用

价格的水平，即大大低于这一产品的个别价值的水平。——第３６０页。

８９ 马克思说的市场费用价格（ｔｈｅｍａｒｋｅｔｃｏｓｔ－ｐｒｉｃｅ）是指调节某一生产

领域商品的市场价格的一般费用价格。参看本册第１３４—１３５页，那里

市场费用价格称为“一般平均价格”，“市场平均价格”。——第３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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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 在第３６８—３６９页所列的总表里最后一栏以及第３７０—３７１页正文里的

“绝对地租”，马克思是指绝对地租率。——第３７０页。

９１《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自由贸易派的机

关报，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７１页。

９２ 李嘉图把地租叫作“价值的创造”（《ａ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ａｌｕｅ》），是在这样的

意义上说的：地租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支配整个社会产品的价值增殖

额，在李嘉图看来，这种价值增殖额是由于这一或那一部分谷物生产的

困难增加造成的，这种价值增殖额李嘉图叫做“名义上的”，因为社会实

际财富并不因此而有丝毫增加。李嘉图在他的著作第三十二章中对马

尔萨斯把地租看作是“一种纯收益和新创造的财富”的观点进行了批

判，并且提出这样的论点：地租根本不会使整个社会的财富有任何增

加，它只是“谷物和商品的一部分价值从原来的所有者手里转到土地所

有者手里”。

后来马克思在本册第６２７页上更完整地引用了李嘉图所著《原理》

中的这一段。它成了马克思论“虚假的社会价值”的学说的出发点（见

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３９章）。并参看注３０。——第３８７页。

９３ 马克思指洛贝尔图斯关于农产品生产费用中不包括原料价值的论点。

见本册第８章第４节。——第３８８页。

９４ 这一行是在马克思写完了论述斯密的房租观点的一段话（马克思手稿

第６４１页）以后加进去的。——第４１５页。

９５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斯密的两段话不是根据加尔涅的法译本（马克思

在本册引用斯密的话都是根据这个译本），而是根据李嘉图《政治经济

学和赋税原理》一书的英文本（第３版第１４章）。——第４１５页。

９６ 马克思指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２３０

页。——第４１５页。

９７ 手稿中接着有几段话，是分析李嘉图关于自己对地租的理解的论述的。

这几段和上文用一条线隔开，它们是对考察李嘉图地租理论各章的补

充；按其内容属于第十三章，所以本版放在第十三章（见第３５７—３５８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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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稿中这几段话之后，有一个对李嘉图费用价格理论的分析的补

充，放在圆括号内，马克思所作的分析在第十章，所以这个补充本版也

移至第十章（见第２３９—２４０页）。——第４２２页。

９８ 手稿（第６４１页）中接着有几段话谈到斯密对房租的看法。这几段话本

版移至第十四章（见第４１５页）。——第４３７页。

９９ 手稿（第６４２页末和第６４３页开头）中接着有几段话谈不变资本和可变

资本在价值上的彼此相反的变动。这几段话是对马克思手稿第６４０—

６４１页的补充，放在本册第４３４—４３６页。——第４３８页。

１００李嘉图在他的《原理》第十七章（第三版第２８９—２９０页）提出了关于垄

断价格的这个定义。马克思在前面、在本册第３９６页，引用了亚·斯密

关于垄断价格的类似定义。——第４４０页。

１０１马克思指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第三版）第一章第四

节和第五节，李嘉图在这两节中研究了工资的涨落对具有不同有机构

成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值”的影响问题。马克思在本册第

１９２—２２１页对这两节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第４４４页。

１０２马克思在这里举例说明可能发生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接近工业资本有机

构成的过程的一种趋向。马克思以下述情况为出发点：

  农业资本是６０ｃ＋４０ｖ，

  非农业资本是８０ｃ＋２０ｖ。

马克思假定，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工人人数减少四分之

一。因而，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发生变动：过去需要花费１００单位资本

——６０ｃ＋４０ｖ的产品，现在只需要花费９０单位资本——６０ｃ＋３０ｖ，折

合１００计算，就是６６２３ｃ＋３３
１
３ｖ。这样一来，农业的资本有机构成就

会接近工业的资本有机构成。

马克思进一步假定，在农业工人人数减少的同时，工资还因谷物减

价而降低四分之一。在这种场合必须假定，在工业中工资也按同一比例

降低。然而，工资的降低，对具有较低构成的农业资本比对非农业资本

必定会产生更大的影响。这就会使农业资本构成和工业资本构成之间

的差额又进一步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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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资本６６ ２
３ｃ＋３３

１
３ｖ，在工资降低

１
４时变为资本６６

２
３＋

２５ｖ，折合１００计算，就是７２
８
１１ｃ＋２７

３
２７ｖ。

非农业资本８０ｃ＋２０ｖ，在工资降低 １
４时变为资本８０ｃ＋１５ｖ，折合

１００计算，就是８４２３ｃ＋１５
１５
１９ｖ。

在农业工人人数进一步减少以及工资进一步降低时，农业资本的

有机构成就越来越接近非农业资本的有机构成。

马克思在考察这种假设的情况时，为了弄清楚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增长对农业资本有机构成的影响，在这里撇开不谈工业劳动生产率的

同时的而且往往是更迅速的增长，这种增长表现在工业资本有机构成

比农业资本有机构成有更进一步的提高。关于工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

和农业中的资本有机构成之间的关系问题，见前面第７—８、１１、９５—

９６、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１、１１６—１１８和２７０—２７１页。——第４４５页。

１０３ 在马克思编的手稿页码中漏了６４９这个页码。——第４４９页。

１０４ 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的下一页（第６５３页）上又回过头来谈到萨伊的“幸

灾乐祸”，说这是因为李嘉图在用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存资料决定

“劳动价值”时，引证了供求规律。这里马克思引用的李嘉图著作是康斯

坦西奥译、萨伊加注的法译本。马克思在这里是不确切的。萨伊在给李

嘉图著作所加的注释中“幸灾乐祸”，是因为李嘉图用供给和需求来决

定货币的价值。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４卷第１２６页）中曾引了萨伊注释中有关的这段话。这段话的出处

是：大·李嘉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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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５年巴黎版第二卷第２０６—２０７

页。——第４５４、４５５页。

１０５ 马克思引用的是詹姆斯·迪肯·休谟的小册子《关于谷物法的看法》

（１８１５年伦敦版）。休谟在谈到亚当·斯密的“谷物价格决定劳动价格”

这一论点时写道：“当斯密博士谈到谷物时，他是指一般食物……一切

农产品”。（第５９页）——第４５７页。

１０６ 马克思指的是他的手稿第 本从第９５ｂ页上开始的一节，标题是《（２）

绝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引的一段在这一节的（ｄ）小节内，标题是“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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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工作日”（马克思手稿第１０２—１０４页）。——第４６６页。

１０７ 马克思指由２０个工人新创造的价值：这２０个工人每一劳动小时创造

价值２镑，１４小时的工作日创造价值２８镑。——第４６８页。

１０８ 总产品的价值包括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ｃ）和新创造的价值（ｖ＋

ｍ）。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撇开了固定资本，所以转移的价值只是原料的

价值。在被考察的例子中，原料价值等于９３１３镑（一小时把１３３
１
３磅

棉花加工成纱，１４小时加工１８６６２３磅；１磅棉花是１先令）。加上新创

造的价值（２８镑）便是１２１１３镑。——第４６８页。

１０９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象让·巴·萨伊这样一些批评李嘉图的人，萨伊

指责李嘉图把“赋予过分普遍意义的抽象原则”作为自己论述的基础，

因此得出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结论（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

１８４１年巴黎第６版第４０—４１页）。——第４９７页。

１１０ ５１１１３９吨这一数字是这样算出来的：如果Ｅ表 的１６２３个工人生产６２

１
２ 吨，那末１３

７９
１１７个工人在劳动生产率相同的情况下将生产

１３７９１１７×６２
１
２

１６２３即５１
１１
３９

吨。——第５１９页。

１１１ 马克思指的是威·布莱克的书：《论限制现金支付期内政府支出的影

响》１８２３年伦敦版。与正文中涉及的问题有关的该书摘录以及马克思

的评语，见马克思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经济学手稿（见卡·马克思《政治经

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版第６７２—６７３页）。——第５２６页。

１１２ 指１８６２年５月１日在伦敦开幕的国际博览会，会上展出了工农业产品

的样品，艺术作品和科学新成就。——第５２６页。

１１３ 马克思在这里再一次指出，李嘉图的《原理》中这个地方的“生产者”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一词是指“工人”（马克思在前面第４７８页上第一次指出李

嘉图著作中把“生产者”和“工人”这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在李嘉图著作

的另外一些地方，“生产者”这个词指“产业资本家”（例如正文第４８０、

４８７和６２７页上李嘉图著作的引文）。——第５２８页。

１１４ 这里引用的李嘉图对萨伊关于利润和利息之间关系的观点的评论，马

６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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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克思在他的手稿第７３６页上再次引用了，但把它当作与第７３６页所谈

的问题无关的东西放在方括号里，并在李嘉图的结束语（“任何情况都

不能使因果倒置”）后面反驳了一句：“最后这句话‘在某种情况下’肯定

是不正确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二章）中指出了在资本主义周期

的不同阶段上利润率和利息率相互对立运动的可能性。马克思写道：

“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现代工业在其中运动的周转周期……我们就会发

现，低利息率多数与繁荣时期或有额外利润的时期相适应，利息的提高

与繁荣到周期的下一阶段的过渡相适应，而达到高利贷极限程度的最

高利息则与危机相适应。”（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２２章）。——

第５３５页。

１１５ 马克思这里回到本册第４２５—４２６页和第４９５—４９７页上所谈的问题，

即从殖民地贸易和一般对外贸易中得到的比在宗主国得到的更高的利

润对平均利润率因而对费用价格的影响问题。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

这个问题上，亚当·斯密所持的观点比李嘉图正确。并参看马克思《资

本论》第３卷第１４章。——第５３６页。

１１６ 这个例子是根据这样的假定，即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从２０夸

特小麦的种子得到的收成比以前增加５０％。例如，以前收成是１００夸

特，现在花费同量劳动，收成是１５０夸特，但是这１５０夸特和以前１００

夸特的价值一样，即３００镑。以前种子占收成的２０％（无论就夸特数来

说，还是就价值来说都是这样），现在只占１３１３％。——第５４１页。

１１７ 括号中的话“见麦克库洛赫的著作”是马克思后来（用铅笔）加的。马克

思在１８６２年８月２０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第一次提出关于折旧基金用于

积累的思想，他在１８６７年８月２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提到前封信时告

诉恩格斯，他后来在麦克库洛赫的著作中发现了有关这方面的一些暗

示。马克思指的是麦克库洛赫的《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

１８１—１８２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中，在手稿第７７７页和

第７８１页上又谈到了这个问题。——第５４８页。

１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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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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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８８、１３１—１３２和１３５—１３７页。——第５６２页。

１１９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４年巴黎第二版第二卷第３８２页：

“产品只是用产品购买的”。萨伊的这个公式几乎被李嘉图一字不改地

重述了，见下面（第５７０页）从李嘉图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

３４１页）中引用的一段话。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后面正文中对这

个公式进行了批判（见本册第５７０—５７２页和第３册《李嘉图学派的解

体》一章，马克思手稿第８１１页）。——第５６３页。

１２０ 马克思指詹姆斯·穆勒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供给和需求之间、购买量

和销售量之间的经常和必要的平衡的论述，见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

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３篇第４章第１８６—１９５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第一分册关于商品的形态变化一节中，对詹姆斯·穆勒的这个观

点（他最早是在１８０８年伦敦出版的《为商业辩护》这本小册子里提出

的）作了更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８７—

８８页）。——第５６３、５７５页。

１２１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

７１—９３页。——第５６５页。

１２２ 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一卷《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加

特和奥格斯堡第３版第３６８—３７０页。——第５６８页。

１２３ 对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中解释如下：“低于它的

价格——就是说，低于代表它［商品］的价值的货币额”（见本卷第１册

第３３６页）。——第５７５页。

１２４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商品的形态变化》一节。（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７—８８页，特别是第８６—８８

页。）——第５７９页。

１２５ 马克思指他的研究中后来发展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部分。——

第５８６页。

１２６ 在这之后不久，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封面（手稿第７７０ａ页）和手稿第

本封面（手稿第７７１ａ和８６１ａ页）上写了关于危机形式的短评。根

８９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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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马克思的注解：“对第７１６页的补充”，把这几页的正文放在前面（第

１１节：《危机的形式问题》）。——第５９１页。

１２７ 手稿中接着有一小段关于李嘉图对货币和交换价值的观点的插话。马

克思把这段插话放在括号中，并注明：这段话对叙述的直接联系有妨

碍，应该移到别处去。本版以脚注形式把它移到前面第５７５页。——第

５９４页。

１２８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三版第３３９页：

“……需求只受生产限制”（马克思在前面第５６３页连同较长的上下文

一起引证过这句话）以及第３４７页：“需求是无限的……资本的使用也

是无限的”（马克思在前面第５６７页连同较长的上下文一起引证过这

段话）。——第５９４页。

１２９ 马克思指他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直接在《剩余价值理论》前面的第

— 本手稿，特别是指关于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的

生产那两节。——第５９６页。

１３０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三版第３４２页：

“……除了增加生产以外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提供钱”（马克思在前面

第５７７页连同较长的上文一起引证过这句话），以及第３３９—３４０页：

“他不可能继续不断地生产没有需求的商品”（马克思在前面第５６３页

和５７３页连同较长的上文一起引证过这句话）。——第５９７页。

１３１ 手稿中这里接着有一段放在括号里的插话，其中举了由于使用纺机而

引起纱生产过剩的局部危机的例子。本版以脚注形式把这段插话移到

前面第５９５页。——第５９８页。

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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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参看马克思在本卷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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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９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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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少引起的。”——第６０７页。

１３３ 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１８３８—１８５７年伦敦版第１—６卷。

图克在这部六卷著作中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１８４８年出版的第四卷开

头，谈到气候条件对价格的影响。——第６０９页。

１３４ 西斯蒙第用“生产和消费之间日益不成比例“来解释危机（让·沙·列

·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

卷第３７１页）。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用消费水平低来解释危

机，起源于西斯蒙第，在他那里，这种解释还有一定的意义”（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３１１页），而在《资本论》第二卷序

言中，恩格斯从西斯蒙第《新原理》中引了下面一段作为西斯蒙第观点

的例证“可见，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所有者手中，国内市场就越来越缩

小，工业就越来越需要到国外市场去寻找销路，但是在那里，它会受到

更大的变革的威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２３

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中又回过头来谈到西斯蒙第对

危机的观点，既指出西斯蒙第的概念中有价值的因素，又指出它所固有

的根本缺点 （特别是见论马尔萨斯的一章，马克思手稿第７７５

页）。——第６１０页。

１３５ 在１８１７年出版的李嘉图的《原理》第一版中已有这段话。——第６２９

页。

１３６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一卷第３９６

页。马克思在他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引用了这一处（见卡·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德文版第６６６页）。并参

看本卷第１册第２２页和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４７章第１节。——

第６３２页。

１３７ 李嘉图在这里很可能是指１８１９年１２月１６日他在英国下院就威廉·

德·克雷斯皮尼的提案所作的发言；克雷斯皮尼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

来研究罗伯特·欧文提出的消灭失业和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计划。

李嘉图在发言中断定“机器不会减少对劳动的需求”（皮·斯拉法

编《大卫·李嘉图著作和通讯集》１９５２年剑桥版第５卷第３０

０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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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第６３３页。

１３８ 关于李嘉图的“实际工资”（《ｒｅａｌｗａｇｅｓ》）的概念，见本册第４５６—４５７、

４５９—４６０、４７４、４８２和４９７页。——第６３６页。

１３９ 《旗帜报》是英国保守派的日报，１８２７年在伦敦创刊。——第６５５页。

１４０ 指１８６２年９月１９日《旗帜报》第５—６版上刊登的《博览会上的美国》

一文（未具名）。关于１８６２年的世界博览会，见注１１２。——第６５５页。

１４１ 以《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附录形式发表的短评，是马克思在手稿第 、

和 本的封面上写的。它包括《理论》第二册正文中所考察的某些

问题的补充材料。——第６６７页。

１０７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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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伯拉罕·圣克拉（Ａｂｒａｈａｍａ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ｒａ１６４４—１７０９）（乌尔利希·梅格

尔勒ＵｌｒｉｃｈＭｅｇｅｒｌｅ的笔名）—— 奥

地利天主教传教士和作家。——第１２８

页。

阿伯思诺特，约翰（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Ｊｏｈｎ）——

十八世纪英国租地农场主，经济学家中

的实际家。——第６６９、６７０页。

埃尔伯，克劳德·雅克（Ｈｅｒｂｅｒｔ，Ｃｌａｕｄｅ

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００—１７５８）——法国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马尔萨斯的反科学的人

口论的前辈之一。——第１２８页。

埃默里，查理·爱德华（Ｅｍｅ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ｄｗａｒｄ十九世纪）——美国发明家和

企业主。——第６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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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２、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８—１３１、１３３、

１３８、１４０、１５７—１６２、１７３、１７７、１７８、

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１、３６２、６７５页。

奥普戴克，乔治（Ｏｐｄｙｋｅ，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５—

１８８０）——美国企业主，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第２６页。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

纳佐）（ＰｕｂｌｉｕｓＯｖｉｄｉｕｓＮａｓｏ公元前

４３—约公元１７）——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１３２页。

Ｂ

巴顿，约翰（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６２４、６２８、６４０、６５６—６６５页。

巴斯提安，阿道夫（Ｂａｓｔｉａｎ，Ａｄｏｌｆ１８２６—

１９０５）——德国资产阶级民族志学者。

——第１３２页。

班菲尔德，托马斯·查理 （Ｂａｎｆｉｅｌｄ，

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５—１８８０）——英国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１５页。

贝利，赛米尔（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９１—

１８７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

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

嘉图的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

第１３２、１８０、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０、４５４、４５６、

５６５页。

布坎南，大卫（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９—

１８４８）——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亚·斯密的追随者和注释者。

——第２６、１７８、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５页。

布莱克，威廉（Ｂｌａｋｅ，Ｗｉｌｌｉａｍ）——十九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经济学家，写有关于

货币流通的著作。——第５２５、５２６页。

Ｃ

查默斯，托马斯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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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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５２５页。

Ｄ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

人。——第１２４、１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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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１３８页。

德·昆西，托马斯（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５—１８５９）——英国作家和经济学

家，李嘉图的注释者；他的著作反映了

李嘉图学派的没落和瓦解。——第４８２、

４８３、５２４页。

东巴尔，克利斯托夫·约瑟夫·亚历山大

·马蒂约·德（Ｄｏｍｂａｓｌ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Ｍａｔｈｉｅｕｄｅ１７７７—

１８４３）——著名的法国农学家。——第

１５页。

Ｆ

福斯特，纳萨涅尔（Ｆｏｒｓｔｅｒ，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１７２６左右—１７９０）——英国教士，写有

一些经济著作，维护工人的利益。——

第６７１页。

富拉顿，约翰（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７８０—

１８４９）——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货

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５６８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５５页。

Ｈ

哈利特，弗雷德里克·弗兰西斯（Ｈａｌｌｅｔｔ，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Ｆｒａｎｃｉｓ十九世纪）——英国农

学家。——第５２６页。

汉斯布劳（Ｈａｎｓｂｒｏｗ十九世纪）——美国

发明家。——第６５５页。

亨利七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５７—１５０９）——英

国国王（１４８５—１５０９）——第２６３页。

华德（Ｗａｒｄ，Ｗ．Ｈ．十九世纪）——美

国发明家。——第６５５页。

华莱士，罗伯特（Ｗａｌｌａｃｅ，Ｒｏｂｅｒｔ１６９７—

１７７１）——英国教士和统计学家，鼓吹

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萨斯所利

用。——第１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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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７５页。

霍普金斯，托马斯（Ｈｏｐｋｉｎｓ，Ｔｈｏｍａｓ）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第２６、５２、１３４、１４７、１４８、

１５１、１５３、６７２页。

霍斯（Ｈａｗｅｓ十九世纪）——美国发明家。

——第６５５页。

Ｊ

基尔希曼，尤利乌斯（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Ｊｕｌｉｕｓ

１８０２—１８８４）——德国法学家和哲学

家。——第１６４页。

金，格雷哥里（Ｋｉｎｇ，Ｇｒｅｇｏｒｙ１６４８—

１７１２）——英国统计学家。——第６６５

页。

Ｋ

凯里，亨利·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

３０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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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论的倡导者。——第２６、１７２、１８３、

３５２、６７３页。

康斯担西奥，弗朗西斯科·索拉诺（Ｃｏｎ

ｓｔａｎｃｉｏ，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Ｓｏｌａｎｏ１７７２—１８４６）

——葡萄牙医生，外交家和作家；曾把

一些英国济学家的著作译成法文。——

第４５５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ｍａｓ）——

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２２７、２６６、５６８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主张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第１２７、

１３１页。

魁奈，弗朗斯瓦 （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法国最著名的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生。

——第３９页。

Ｌ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后期代表人物之一。——

第６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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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１９、２３—２７、３７、３８、

５４、７３、８８、９１、９２、９７、９８、９９、１０７、

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１、

１２４—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８、

１４１、１４２、１５３、１５８、１６３—１７４、１７７—

１８１、１８３—１９５、１９７—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５、

２１７—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７、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６、

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３、２６１—２７８、

２８２、３００、３０４—３０７、３３６、３３７、３４４—

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５、３７０、３７１、

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６—３８７、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６、

４１０、４１２、４１５、４２２—４３１、４３６—４４０、

４４４—４４７、４４９—４６２、４６５、４６７、４７０—

４９９、５０１—５０４、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８、５２０、

５２３—５２６、５２８—５３６、５３７、５４０、５５４、

５５５、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６—５６９、５７１、５７３—

５７８、５９１、５９４、５９６—６０４、６０６、６０９、

６１１—６１８、６２１、６２３—６３４、６３６—６４０、

６４４—６４６、６４８—６５０、６５２—６５４、６５６—

６５８、６６０、６６１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１４８

页。

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 １７１０—１７７４）——

法国国王（１７１５—１７７４）。——第１４８

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 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八世纪末法

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

１４８页。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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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９—１３２、

１４２、２３３、５６８页。

洛贝尔图斯 亚格措夫，约翰·卡尔（Ｒｏｄ

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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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１２、１６、１９、３９、

４１、４７、５２—６５、６８、７０—７５、７９、８１—

８４、８６—９２、９４—９７、９９、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１—

１１３、１１９、１２０、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８、

１６３、１６５—１７５、１９６、２６２、２６４、２６６、

４０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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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３８８、６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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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７、

６８、１２０—１２８、１３０、１４８、１５１、１５７、１５８、

１７８、１８４、２１１、２２０、３７４、３８７、４４７、

４５２、４７４、４８２、５５２、６１６、６２５、６５７、

６６５、６６９、６７３、６７４页。

麦考密克，赛勒斯·霍尔（ＭａｃＣｏｒｍｉｃｋ，

ＣｙｒｕｓＨａｌｌ１８０９—１８８４）——美国发明

家。——第６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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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１２９、１３２、１５９、２１１、２１３、

５４８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

ａｒｔ１８０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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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３１、５７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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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理论得出某些激进的结论。——第

１６６、２１１、５６３、５７５、５７６页。

Ｎ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５—１８９７）——英国语言

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写有

一些关于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著

作。——第１４、３１、３６３页。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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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始人。——第１１８、１１９、１３８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

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第７、１７４页。

Ｓ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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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２、１８１、１８３、２３９、４２８、４５４、４５５、

４９７、５３４、５３５、５３６、５６３、５６４、５７０、

５７１、５７３、６０７、６３０、６３２页。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

卡尔洛维奇（ ， （ ，

）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俄

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

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摹仿者。——第１０３、１０７、３２８

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１９、９７、１１１、１３３、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９、

１７７、１７８、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６、１８７、

２１１、２２１、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６、２３９—

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２、２７３、

２７４、２７６、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２、３５８、３５９、

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４、３７８、３８０—４０７、４０９—

４２３、４２５、４４０、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４、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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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１、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５、４７７、

４８２、４８４、４９５—４９７、５２９、５３３、５３４、

５３６、５３７、５５５、５６１、５６７、５６８、５７０、

５９９—６０１、６０３、６１７、６３０、６３２、６４８、

６５７、６５８、６５９、６６９页。

斯特林，帕特里克·詹姆斯（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９—１８９１）——英国庸

俗经济学家。——第２５、５２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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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８、１３３、２５７、６３２页。

Ｔ

塔雷洛·德·列奥纳托，卡米洛（Ｔａｒｅｌｌｏ

ｄｅＬｅｏｎａｔｏ，Ｃａｍｉｌｌｏ十六世纪）——意

大利农业生物学家。——第１５８页。

唐森，约瑟夫（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３９—

１８１６）——英国教士，地质学家和社会

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

萨斯所利用。——第１２１、１２８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李嘉图的货币理

论的批评者，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

——第１２１、６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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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

件。——第２１１页。

Ｗ

威德，约翰（Ｗａｄｅ，Ｊｏｈｎ１７８８—１８７５）——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

学家。——第７页。

威尔逊，詹姆斯（Ｗｉｌ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５—

１８６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和

编辑；自由贸易论者，货币数量论的反

对者。——第５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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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殖民理论。——第２６６、３３８、４５３页。

威斯特，爱德华（Ｗｅｓｔ，Ｅｄｗａｒｄ１７８２—

１８２８）——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

地租问题。——第２７、１２１、１３０、１３１、

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８、２７２页。

维特尼，伊莱 （Ｗｈｉｔｎｅｙ，Ｅｌｅ１７６５—

１８２５）——美国发明家。——第６５５页。

Ｘ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学

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第１２４、４２８、６１０页。

休耳曼，卡尔·迪特里希（Ｈüｌｌｍａｎｎ，Ｋａｒｌ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１７６５—１８４６）——德国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写有一些中世纪史方面的

著作。——第２６０页。

休谟，大卫（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１７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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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３页。

休谟，詹姆斯·迪肯（Ｈｕｍｅ，ＪａｍｅｓＤｅａ

ｃｏｎ１７７４—１８４２）——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第４５７、

６７３、６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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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

杨 格，阿 瑟 （Ｙ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ｒ１７４１—

１８２０）——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第１４８页。

尤尔，安得鲁 （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１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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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８页。

７０７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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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Ａ

［阿伯思诺特，约·］《当前粮食价格和农

 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兼论人口由此

受到的影响。》一个租地农场主著，１７７３

年伦敦版（［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Ｊ．］ＡｎＩｎ

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ｒｉｃｅ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ｆａｒｍｓ．Ｗｉｔｈｒｅ

ｍａｒｋｓ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Ｂｙａｆａｒｍｅ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７３）。——第６６９、６７０页。

［安德森，詹·］《谷物法本质的研究；关

于为苏格兰提出的新谷物法案）１７７７年

爱丁堡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ｎＩｎ

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ｎ

ｌａｗｓ；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ｔｏ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ｒｎ

ｂｉｌｌ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ｏｒ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１７７７）。——第１２０、１２９、１３０、

１３３、１５９、１７７页。

安德森，詹·《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荒

的情况的冷静考察》１８０１年伦敦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Ｃａｌｍ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ｌｅｄ

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ｃａｒｃｉｔｙｏｆｇｒａｉｎ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１）。——第１２９、

１５７、１５８页。

安德森，詹·《关于农业、博物学、技艺

及其他各种问题的通俗讲座》１７９９—

１８０２年伦敦版第１—６卷（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Ｊ．Ｒｅｃ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ａｔ

ｕ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ｒｔｓ，ａｎｄ ｍｉｓｃｅｌｌａ

ｎｅｏｕｓ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Ｉ—Ｖ１．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９—１８０２）。——第１２０、

１５９页。

安德森，詹·《关于至今阻碍欧洲农业进

步的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９年爱丁堡版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ｔｈａｔｈａｖｅｈｉｔｈｅｒｔｏｒｅｔ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７７９）。——第

１６０页。

安德森，詹·《论农业和农村事务》１７７５—

１７９６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１—３卷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Ｅｓｓａｙ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ｕｒａｌ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ｕｍｅｓ — ．Ｅｄｉｎｇｂｕｒ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５—１７９６）。——第１２０、

１６１页。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

纽约版（Ｏｐｄｙｋｅ，Ｇ．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８５１）。——第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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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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ｗｈｉｃｈ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７）。——第６４０、６５６、６５７、

６６１、６６２、６６４、６６５页。

巴斯提安，阿·《历史上的人。论证心理

学世界观》１８６０年莱比锡版第１—３卷

（Ｂａｓｔｉａｎ，Ａ．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ｉｎｄｅｒ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Ｚｕｒ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ｅｉｎｅｒ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ｎＷｅｌｔ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Ｂａｎｄｅ —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０）。——

第１３２页。

班菲尔德，托·查·《产业组织。１８４４年

春季学期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录》１８４８年

伦敦第２版（Ｂａｎｆｉｅｌｄ，Ｔ．Ｃ．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ｅｘ

ｐｌａｉｎｅｄｉｎａ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

ｌｉｖ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ｔｅｒｍ１８４４．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第１版

１８４５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５页。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

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

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

表》一书的作者著，１８２５年伦敦版

（［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ｖａｌｕｅ；ｃｈｉｅｆｌｙ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ａｎｄ

ｈｉ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Ｅｓ

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

——第１８９、１９０、４５６、５６５页。

［贝利，赛·］《为〈韦斯明斯特评论〉杂

志上一篇关于价值的论文给一位政治

经济学家的信》１８２６年伦敦版（［Ｂａｉ

ｌｅｙ，Ｓ．］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ｅｄｂｙａｎ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ｖａｌｕ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６）。

——第１９０页。

布莱克，威·《论限制现金支付期内政府

支出的影响》１８２３年伦敦版（Ｂｌａｋｅ，

Ｗ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 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ｓｈ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３）。

——第５２６页。

Ｃ

《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ｒｉｇｈｔ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见［霍吉斯

金，托·］《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

的比较》。

Ｄ

达尔文，查·《根据自然选择即在生存斗

争中适者保存的物种起源》１８６０年伦敦

版，第五次印刷，一千册（Ｄａｒｗｉｎ，Ｃｈ．

Ｏｎ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ｅｓ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ｒ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ａｖｏｕｒｅｄ

 ｒａｃｅｓ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ｆｏｒｌｉｆｅ．

Ｆｉｆｔｈｔｈｏｕｓ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前

四千册１８５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２８

页。

［戴韦南特，查·］《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

易》，两部分，１６９８年伦敦版（［Ｄａｖｅ

ｎａｎｔ，Ｃｈ．］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ｕ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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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ｃｋ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ｎｔｗｏｐａｒｔ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９８）。——第１１９页。

《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

究》（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

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ｒｉｃｅｏ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ｆａｒｍｓ）。

——见［阿伯思诺特，约·］《当前粮食

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德

·昆西，托·］《三位法学家关于政治经

济学的对话，主要是关于李嘉图先生的

〈原理〉》（［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Ｄｉａ

ｌｏｇｕ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ｅｍｐｌａｒ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ｈｉｅｆｌｙ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载

于１８２４年４—５月《伦敦杂志》。——第

４８２页。

德·昆西，托·《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

年爱丁堡和伦敦版（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ｄｉｎｇ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

——第４８３、５２４页。

东巴尔，马·《罗维尔的农业年鉴或关于

农业、农业经济和农业法的各种材料》

１８２４—１８３７年巴黎版（Ｄｏｍｂａｓｌｅ，Ｍ ．

Ａｎｎａｌｅｓ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ｄｅＲｏｖｉｌｌｅ，ｏｕ

Ｍ éｌａｎｇｅｓ 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ｒｕｒａｌｅｅｔｄｅ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

ｇｒｉｃｏ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４—１８３７）。——

第１５、１６页。

Ｆ

［福斯特，纳·］《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

因》１７６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ｓｔｅｒ，Ｎ．］

ＡｎＥ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７）。——第６７１页。

Ｈ

［霍吉斯金，托·］《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

为 权 利 的 比 较》１８３２ 年 伦 敦 版

（ ［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ｒｉｇｈｔ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ｎ

ｔｒａｓ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６７５

页。

霍普金斯，托·《关于调节地租、利润、工

资和货币价值的规律的经济研究》１８２２

年伦敦版（Ｈｏｐｋｉｎｓ，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

ｅｎｑｕｉｒｉｅｓ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ｌａｗｓ

ｗｈｉｃｈ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ｔ，ｗａｇ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ｏｎｅ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２）。——第５２、１３５、１５１、１５３、６７２

页。

霍普金斯，托·《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

和人口的影响》１８２８年伦敦版（Ｈｏｐ

ｋｉｎｓ，Ｔｈ．Ｏｎｒ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ｔｓ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８）。——第１４７、

１４８、１５１页。

Ｋ

凯里，亨·查·《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Ｃａｒｅｙ，Ｈ．Ｃｈ．

ＴｈｅＰａｓ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ｆｕ

ｔｕｒｅ．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４８）。——第

１８３、６７３页。

柯贝特，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

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１８４１

年伦敦版（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ｒｔｈｅ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

ｐｌａｉｎ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１）。——第２２７

页。

０１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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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Ｌ

李嘉图，大·《论谷物的低价对资本利润

的影响；证明限制进口的不当》１８１５年

伦敦第２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

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ａｌｏｗｐｒ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ｎｏｎ

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ｔｓｏｆｓｔｏｃｋ；ｓｈ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ｎｅｘ

ｐｅｄｉｅｎｃｙｏｆ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ｉｍｐｏｒｔａ

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

第１版于同年在伦敦出版。——第１３１、

１３３页。

李嘉图，大·《论农业的保护关税》１８２２

年伦敦第４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Ｏｎ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２）。第１版于同年在伦敦出

版。——第１３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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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１）。第 １版 １８１７年 在伦 敦 出

版。——第１２１、１３４、１６８、１８１、１８４—

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２、

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５、

２２９—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０、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

３３６、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３—３５５、

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２—３６５、３７１—３７６、３８０—

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７、４１５、４２４—４３０、４３７—

４４０、４４６、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１、４５３—４５６、

４５８、４７０、４７４、４７７—４８２、４８５—４９３、

４９６、５２６—５３３、５３５—５３７、５４０、５６３、

５６７、５７０、５７１、５７３—５７５、５７７、５９４、

５９７、６００—６０２、６１１—６１９、６２１—６２３、

６２５—６３４、６４４—６５０、６５２—６５４、６５６—

６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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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Ｉ’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Ｉ’ｉｍｐ氭ｔ．

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Ｉ’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ｉｏ，

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ｐａｒＪ．Ｂ．Ｓａｙ．Ｔｏｍｅｓ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９）。——第４５５页。

同上，校订第２版，增加了关于李嘉图生

平和作品的简述。１８３５年巴黎版第１—

２卷（Ｉｄｅｍ．Ｓｅｃ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ｕｅ，

ｃｏｒｒｉｇéｅｅｔａｕｇｍｅｎｔéｅｄ’ｕｎｅｎｏｔｉｃｅｓｕｒ

ｌａｖｉｅｅｔｌｅｓéｃｒｉｔｓｄｅＲｉｃａｒｄｏ．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５）。——第４５４、４５５

页。

《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ＡｎＥ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

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见 ［福斯特，纳·］

《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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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ｏｓｅ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ｅ

ｍａｎｄ 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ｌ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ｂｙＭｒ．

Ｍａｌｔｈｕｓ，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ｄ

ｅｄ，ｔｈａｔ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

ｎａｎｃｅｏｆ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

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５５２

页。

《论资本用于土地》（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ｏｌａｎｄ）——见［威斯特，

爱·］《论资本用于土地》。

罗雪尔，威·《国民经济体系》，第１卷

《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加特和

１１７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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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奥格斯堡增订第３版（Ｒｏｓｃｈｅｒ，Ｗ ．

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Ｅｒ

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ｕｎｄ 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１８５８）。第

１版１８５４年在斯图加特和杜宾根出版。

——第１３０—１３２、２３３、５６８页。

洛贝尔图斯，约·卡·《给冯·基尔希曼

的社会问题书简。第三封信：驳李嘉图

的地租学说，对新的地租理论的论证》

１８５１年柏林版（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Ｋ．Ｓｏ

ｃｉａｌｅ Ｂｒｉｅｆｅ ａｎｖｏｎ Ｋｉｒｃｈｍａｎｎ．

ＤｒｉｔｔｅｒＢｒｉｅｆ：ＷｉｄｅｒｌｅｇｕｎｇｄｅｒＲｉ

ｃａｒｄｏ’ｓｃｈｅｎＬｅｈｒｅｖｏｎｄｅｒＧｒｕｎ

ｄｒｅｎｔｅ ｕｎｄ Ｂｅｇｒüｎｄｕｎｇ ｅｉｎｅｒ

ｎｅｕｅｎ Ｒｅｎｔｅｎｔｈｅｏｒｉｅ． Ｂｅｒｌｉｎ，

１８５１）。—— 第３、５２、５３—５７、６４、６９—

７５、８０、８２、８６、８７、８９、９１、９４、１１２、

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７—１７６、２６６页。

Ｍ

马尔萨斯，托·罗·《关于地租的本质和

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１８１５年伦敦

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

ｒ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ｙｗｈｉｃｈｉｔ

ｉ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

第１２１、１２６、６７４页。

马尔萨斯，托·罗·《关于限制外国谷物

进口政策的意见的理由》１８１５年伦敦版

（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ＴｈｅＧｒｏｕｎｄｓｏｆ

 ａｎ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ｏｒｅｇｎｃｏｒ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

第１２６页。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１７９８

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ＡｎＥｓ

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８）。——第１２１、１２５页。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实际应用》１８２０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

ｏｍ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ｖｉｅｗ ｔｏ

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０）。——第１２６页。

同上，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杂记作了大量补

充，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Ｉｄｅｍ．２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ｗｎ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ａｎｄ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ｍｏｉ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６）。——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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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à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Ｍ ．Ｐｒｏｕ

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７）。

——第７、１７４页。

马克思，卡·《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

柏林版第１分册（Ｍａｒｘ．Ｋ．ＺｕｒＫｒｉ

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

ｓｔｅｓＨｅ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 第

２９４、５６２、５７９页。

麦克库洛赫，约·雷·《政治经济学文献。

各科分类书目。附史评、论述和作者介

绍》１８４５年伦敦版（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

Ｒ．Ｔｈ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

ｏｍｙ：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ｓｅｌｅｃｔ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

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ａ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ｎｏｔｉｃ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５）。——第１２９、

１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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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克库洛赫，约·雷·《政治经济学原

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

Ｒ．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

ｏｍ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２５）。——第２１３、

５４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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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ｏｍｅｕｎｓｅｔ

ｔｌｅｄ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１３１页。

穆勒，詹·《为商业辩护。答斯宾斯先生、

科贝特先生及其他人企图用来证明商

业不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的论据》１８０８年

伦敦版（Ｍｉｌｌ，Ｊ．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ｄｅｆｅｎｄ

ｅｄ．Ａｎａｎｓｗｅｒｔｏｔｈｅ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

ｂｙｗｈｉｃｈＭｒ．Ｓｐｅｎｃｅ，Ｍｒ．Ｃｏｂｂｅｔ

ｔ，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ｓ，ｈａｖｅａｔｔｅｍｐｔｅｄｔｏ

ｐｒｏｖｅ ｔｈａｔ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 ｉｓ ｎｏｔ ａ

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０８）。——第５６３页。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版（Ｍｉｌｌ，Ｊ．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

１６６、５６３页。

Ｎ

纽曼，弗·威·《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

年伦敦版（Ｎｅｗｍａｎ，Ｆ．Ｗ．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１）。

——第１４、３１、３６３页。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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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

（１６７６）．Ｉｎ：Ｐｅｔｔｙ，Ｗ．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ｓｓａｙｓ

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

——第１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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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ｔｔｒｅｓ à Ｍ ．

Ｍａｌｔｈｕｓ，ｓｕｒ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ｓｓｕｊｅｔ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ｎｏｔａｍｍｅｎｔｓｕｒ

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ｓｔａｇｎａｔｉｏｎ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ｕ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ａｒｉｓ—Ｌｏｎｄｒｅｓ，

１８２０）。——第６０７页。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

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１８１４

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Ｓａｙ，Ｊ．Ｂ．

Ｔｒａｉｔé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Ｓｉｍｐｌｅ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ｌａ ｍａｎｉèｒｅ

ｄｏｎｔｓｅｆｏｒｍｅｎｔ，ｓ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ｅｎｔ，ｅｔ

ｓｅｃｏｎｓｏｍｍｅｎｔｌ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Ｓｅｃ

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４）。第１版１８０３年在巴黎出版。

——第５６３页。

同上，１８２６年巴黎第５版第１—３卷（Ｉ

ｄｅｍ．Ｃｉｎｑｕｉ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第１８３页。

同上，１８４１年巴黎第６版（Ｉｄｅｍ．Ｓｉｘ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１８３、４９７

页。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

决定人民幸福的原理》１８１５年圣彼得堡

版第１—６卷（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

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 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ｓＩ

．Ｓ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１５）。——

第１０３、３２８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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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两卷集，１７７６年伦敦版（Ｓｍｉｔｈ，

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６）。——

第１２０、１３３、２３６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附大卫·布坎南的注释和增补，三

卷集，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Ｓｍｉｔｈ，Ａ．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ｎａ

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Ｗｉｔｈ

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ａ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ｏｌｕｍｅ，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１４）。——第１７８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

·威克菲尔德］的注释，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

伦敦版第１—４卷（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

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Ｅｎｇ

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Ｅ．Ｇ．Ｗａｋｅ

ｆｉｅｌｄ］．ＶｏｌｕｍｅｓＩ—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５—１８３９）。——第４５４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热尔门·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

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４

卷（Ｓｍｉｔｈ，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

ｔｕｒｅ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

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Ｇｅｒ

ｍａｉ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第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４—

２６１、３８８—４２２页。

斯特林，帕·詹·《贸易的哲学，或利润

和价格理论概要》１８４６年爱丁堡版

（Ｓｔｉｒｌｉｎｇ，Ｐ．Ｊ．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ｒａｄｅ；

ｏｒ，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ｏｆ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ｆｉｔｓ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４６）。——第２５、

５２５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三卷集，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Ｓｔｕａｒｔ，Ｊ．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ｏ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ｓ．

Ｄｕｂｌｉｎ，１７７０）。第１版１７６７年在伦敦

出版。——第２５７、６３２页。

Ｔ

［唐森，约·］《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

福的人著，１７８６年伦敦版（［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Ｊ．］Ａ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ｐｏｏｒｌａｗｓ．Ｂｙ

ａｗｅｌｌｗｉｓｈｅｒｔｏｍａｎｋｉｎ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８６）。（马克思用的是１８１７年伦敦再

版）。——第１２１页。

图克，托·《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

１８３８—１８５７ 年 伦 敦 版 第 １—６ 卷

（Ｔｏｏｋｅ，Ｔｈ．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

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８—１８５７）。——第

６０９页。

Ｗ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

史》１８３３年伦敦版（Ｗａｄｅ，Ｊ．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第７页。

［威克菲尔德，爱·吉·］为斯密《国富

论》所加的注释（［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Ｇ．］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ｏＳｍｉｔｈ’ｓ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

的作者的注释。

威斯特，爱·《谷物价格和工资》１８２６年

伦敦版（Ｗｅｓｔ，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ｎ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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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ｇｅｓ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６）。

——第１４７页。

［威斯特，爱·］《论资本用于土地，对谷

物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１８１５年伦敦版

（［Ｗｅｓｔ，Ｅ．］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ｏ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ｓｈ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ｏｌｉｃｙ ｏｆ

ａｎｙｇｒｅａｔ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

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

第１２１、１３１页。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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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ｓ

ｍｏｎｄｉ，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

ｖｅａｕ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ｃ

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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