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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卷收集了伟大革命导师马克思的七篇经济学手稿：（１）《巴

师夏和凯里》；（２）《导言》；（３）《〈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草稿）》；（４）《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５）《〈政治

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６）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７）《〈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

草稿》。这批手稿是马克思于五十年代初重新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

的重要成果，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珍贵文献。

为了制定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早在四十年代初就开

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他计划写一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

产阶级经济学的巨著。１８４８年至１８４９年的急风暴雨般的革命运

动使马克思暂时中断这一研究。革命失败后，１８４９年８月马克思

被迫侨居伦敦，重新开始这一工作。他广泛收集和阅览大量的文

献资料，全面地探讨政治经济学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批判地研

究前人的理论，详细地考察各国特别是英国这一典型资本主义国

家的经济情况。完成巨大的准备工作后，到１８５７年，马克思便着

手对收集的材料进行系统的整理和概括。收入本卷的七篇手稿，便

是这一工作的最重要的成果。

未完成的手稿《巴师夏和凯里》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这一手稿

标志着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重大发展，他在这

里第一次明确地指出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庸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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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的根本区别。马克思分析了巴师夏和凯里这两个典型的资产

阶级庸俗经济学家产生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批判了他们所鼓

吹的阶级矛盾调和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及其内

在的对抗性矛盾。

另一未完成的手稿《导言》产生于１８５７年８月底。这一手稿

是马克思为自己的计划中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而写的，但是后来没

有发表。

《导言》虽属草稿，却具有非常重要的科学价值。马克思在这

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详细地叙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问

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割裂生产和分配等的内在联系，把资本主

义生产看作永恒不变的“一般生产”，认为发生变化的只是分配方

式，因而往往把分配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马克思批

判了这种观点，从他在四十年代已经创立的唯物史观出发，精辟

地阐明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强调指出生产的

决定性作用及其历史阶段性，并运用这一观点来研究资本主义社

会，从而把生产关系当作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马克思在这里

第一次详细地阐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说明他所使用的从

抽象到具体这一逻辑方法同现实即同历史过程的一致性，并批判

了黑格尔的逻辑方法的唯心主义外壳。马克思根据他关于政治经

济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思想，提出了他的经济学巨著的结构的初步

方案。马克思从社会经济基础出发，还考察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

础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并作了重要的提示。

《〈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

月至１８５８年５月。这一长达五十多印张的内容丰富的手稿，是后

来的《资本论》的最初草稿，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上占有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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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阐述了他的价值理论的基

本要点和一些细节，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理论，这是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正是这一发现同唯物史观的发现一起，

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对商品、劳动、价值、货币和

资本作了详细而系统的探讨，阐述了商品以及创造商品的劳动的

二重性，货币的本质和职能，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以及这种转化

的必要条件，剩余价值的来源、本质、转化形式和运动规律，揭

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的对抗性矛盾和发展的历史趋势。

在这里马克思再次谈到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述了逻辑分析

和历史考察的相互关系问题，认为有必要探讨资本主义以前的和

以后的社会形态以充实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考察，因而研

究了从原始公社制度到资本主义前的各种所有制形式的发展过

程，并在探讨未来社会形态时，对共产主义社会中的劳动、人的

发展和人的相互关系等问题作了精湛的论述。手稿还谈到了农业

在国民经济中的决定性意义，时间的节约及其意义，科学、技术

在生产中的应用等十分广泛的问题。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手稿里还多次提到他的政治经济

学巨著的写作计划和分篇法，这些成了后来写作《资本论》的基础。

１８５８年５月底马克思中断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写作，着手重

新整理材料。为了便于自己查阅，他于６月初编写了《七个笔记本的索

引（第一部分）》。《索引》第一稿涉及计划中的巨著《政治经济学批

判》第一分册的内容；第二稿涉及其中的《货币》章的内容。

１８５８年８月至１０月，马克思按照上述《索引》的轮廓和《政治经

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写作计划，撰写了《商品》和《货币》章的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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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章的开头部分。现在发现的只是该手稿中《货币》章的结尾

部分和《资本》章的开头部分。这些材料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

分册第二章初稿片断和第三章开头部分》为标题收入本卷。

马克思为了写作第三章《资本》，后来重新整理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年手稿，制定了新的索引，题为《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接着，马克思又在上述《提要》的基础上，写了《资本》章的提

纲，即《〈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其中包括《资本的生

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和利润》三个部分，这一划分

法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已经提到过，它后来成了《资本论》结构

的基础。这个提纲还包括《其他问题》一篇，主要是经济学说史的材

料。

马克思的上述七篇手稿生前没有发表过。１９３９年和１９４１年

这些手稿曾用原文先后分两册在莫斯科出版，编者加的标题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本卷根据德文原文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

四十六卷译出，分为上、下两册。在本卷中，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方

括号改用花括号｛ ｝。马克思在引文中所加的词句或标点符号，放

入尖括号〈 〉内。编者加的标题和插入的文字用方括号［ ］标出。

马克思手稿的原稿本编号和页码用方括号标出，括号中的罗马数

字或拉丁字母表示稿本编号，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

本卷每册附有注释、人名索引、马克思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

引。下册附有全卷的名目索引。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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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师夏和凯里１

［ — ］巴师夏《经济的和谐》１８５１年巴黎第２版

前  言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是以李嘉图和西斯蒙第（两个正好相

对立的人，一个讲英语，一个讲法语）结束的，正象它在十七世纪末

是以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开始的。后来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或者是

折衷主义的、混合主义的纲要，例如象约·斯·穆勒的著作２，或者

是对个别领域的较为深入的分析，例如象图克的《价格史》３以及

最近英国一般的论述流通的著作，——流通是真正有些新发现的

唯一领域，因为论殖民、土地所有制（各种不同形式的土地所有

制）、人口等等的著作与过去的著作不同的地方，其实只是材料更

丰富而已，——或者是为了更加广泛的公众和为了实际解决当前

的问题而重复过去经济学上的争论，如论述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

政策的著作，最后，或者是有倾向性地把古典学派发挥到极端，如

查默斯发挥马尔萨斯，居利希发挥西斯蒙第，在一定意义上，麦克

库洛赫和西尼耳（就他们的早期著作来看）发挥李嘉图。这完全是

摹仿者的著作，老调重弹，形式较完善，占有的材料较广泛，叙述醒

目，通俗易懂，内容概括，注重细节的研究，缺乏鲜明而有力的阐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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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一方面是陈旧东西的罗列，另一方面是个别细节的扩充。

看来，只有美国人凯里和法国人巴师夏的著作是一个例外，巴

师夏承认他是以凯里为依据的。他们两人都懂得，［资产阶级］政治

经济学的对立面，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本

身的著作中，特别是在李嘉图的著作中找到自己的理论前提的，而

后者应被看作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完备的和最后的表现。因此，他

们两人都认为，资产阶级社会在现代经济学中历史地取得的理论

表现，必须当作谬误来加以抨击，并且必须在古典经济学家朴素地

描绘生产关系的对抗的地方，证明生产关系是和谐的。他们两人是

在完全不同的，甚至是在相反的民族环境中从事写作的，但是他们

却产生了同样的意向。

凯里是北美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属于这样一个国度：

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不是在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

从自身开始的；在那里，它不是表现为一个长达数百年的运动的遗

留下来的结果，而是表现为一个新的运动的起点；在那里，国家和

一切以往的国家的形成不同，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产阶级社会，从

属于这个社会的生产，并且从来未能用某种自我目的掩饰起来；最

后，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把旧大陆的生产力和新大陆的巨大

的自然疆域结合起来，以空前的规模和空前自由地发展着，在

［ —２］制服自然力方面远远超过了以往的一切成就，并且最后，

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

凯里把这一巨大的新大陆赖以如此迅速地、如此惊人地和如

此顺利地发展的生产关系看作是社会生产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关

系，这种关系在欧洲，特别是在他认为实际上代表欧洲的英国，只

是由于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束缚而受到阻碍和损害，在他看来，英

４ 巴 师 夏 和 凯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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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学家只是歪曲地和非真实地观察、描述或概括这些关系，他

们把这些关系本身的偶然颠倒和它们的内在性质混为一谈，凯里

的这些看法不是十分自然吗？

凯里对英国人关于土地所有制、工资、人口和阶级对立等等的

理论的批判，无非就是拿美国的关系和英国对比。他认为，在英国，

资产阶级社会的存在不具有纯粹形式，不符合它的概念，同自身不

相适合。英国经济学家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概念怎么能真实地、清

楚地反映他们所不认识的现实呢？

在凯里看来，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自然关系所受到的传统的、

并非来自这个社会本身内部的影响的干扰作用，最终归结为国家

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归结为国家的侵犯和干涉。例如，工资理

应随同劳动生产率而增长。如果我们发现现实和这一规律不相符

合，不管是发生在印度斯坦还是英国，我们只须抽掉政府的影响，

即赋税、［国家的］垄断等等就行了。他说，如果就资产阶级关系本

身来考察，也就是说，除去国家的影响，那么，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和

谐规律事实上总是会得到证实的。自然，凯里没有研究，国家的这

些影响，即公债、国税等等本身在多大程度上是从资产阶级关系中

产生出来的，——因而，例如在英国，这些影响决不是表现为封建

主义的结果，相反地表现为封建主义的瓦解和被制服的结果，而在

北美本身，中央政府的权力是和资本的集中一起增长的。

如果说，凯里和英国的经济学家相反，强调北美的资产阶级社

会具有较高的潜力，那么，巴师夏则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相反，强

调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具有较低的潜力。［他对法国社会主义者喊

道：］你们竟想在一个从来不允许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规律的国家

里起来反抗这些规律！你们只是在发育不全的法国形式中来认识

５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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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规律，并且把这些规律的不过是法国的、民族的歪曲表现，看

作是它们的内在形式。试看一看英国吧！在我们法国，任务在于使

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给它设置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你们却想要加

重这种桎梏。你们先使资产阶级关系纯粹化，然后我们才想来谈这

个问题。（就下面这点来说巴师夏是正确的：在法国，由于它特有的

社会形态，许多在英国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东西都被看作是社会

主义。）

不过，以资产阶级社会从国家那里取得美国式的解放为出发

点的凯里，最后要求国家干涉，以便使资产阶级关系的纯粹发展，

象在美国实际发生的那样，不受外部影响的干扰。他是保护关税

派，而巴师夏却是自由贸易论者。

经济规律的和谐在整个世界上表现为不和谐，使凯里感到惊

讶的是，这种不和谐甚至在美国也开始出现。这种奇特的现象是从

哪里产生的呢？凯里用竭力追求工业垄断的英国对世界市场的破

坏作用来解释。起初，英国的关系在国内被经济学家们的错误理论

搞乱了。现在，［ —３］作为世界市场的统治力量的英国在国外搞

乱了世界各国经济关系的和谐。这种不和谐是真实的，而不只是以

经济学家们的主观理解为根据。

凯里眼中的英国的经济状况，同乌尔卡尔特眼中的俄国的政

治状况是一样的。根据凯里的意见，经济关系的和谐是建立在城市

和乡村，工业和农业的和谐合作上的。英国在它本国内瓦解了这种

基本和谐以后，它通过竞争在世界市场上到处都破坏了这种基本

和谐，所以它是普遍和谐的破坏因素。能够防御这一点的，只有保

护关税（国家用强力来抵制英国大工业的破坏力量）。于是，国家成

了“经济和谐”的最后避难所，而它最初被斥之为这些和谐的唯一

６ 巴 师 夏 和 凯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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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破坏者。

一方面，凯里在这里又表述了美国的一定的民族的发展，表述

了美国同英国的对立和竞争。他是十分天真地表述这一点的，他建

议美国在本国实行保护关税以加速发展工业制度，以此来摧毁英

国所推广的工业制度。撇开这种天真不谈，在凯里那里，资产阶级

的生产关系一旦在世界市场这个最广大的场所，以最巨大的发展

规模，作为生产者国家的关系而出现，便以这些关系的极度不和谐

而告终。在他看来，在一定的国家范围内，或者甚至在资产阶级社

会的普遍关系的抽象形式（资本的积聚、分工、雇佣劳动等等）上表

现为和谐的那一切关系，一旦它们以其最发展的形式，以其世界市

场的形式出现，表现为促使英国在世界市场上建立统治，并作为破

坏性势力又成为这种统治的结果的那些内在关系时，他就认为是

不和谐的。

如果在某一国家里，家长制的生产让位于工业生产，而伴随

这一发展的瓦解过程只是从它的肯定方面去理解，那么这是和谐

的。如果英国的大工业瓦解了外国的家长制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

或者其他处于较低阶段的生产形式，那么这就是不和谐的。他只

看到一国内部的资本积聚和这种积聚的瓦解作用的肯定的方面。

但是，积聚起来的英国资本的垄断和它对其他民族的较小的民族

资本的瓦解作用则是不和谐的。凯里不懂得，这种世界市场的不

和谐只是那种作为抽象关系在经济范畴中被确定下来，或者在最

小的规模上取得某种局部存在的不和谐的最后的、恰如其份的表

现。

毫不奇怪，另一方面他忘记了这一瓦解过程在世界市场上取

得充分表现时所具有的肯定内容，而这正是他在抽象形式的经济

７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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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上，或者在这些范畴由以抽象出来的一定国家内部的现实关

系上所观察到的唯一的一个方面。因此，在真实的经济关系，即

普遍现实的经济关系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便从他的原则上的

乐观主义转变为气愤的和带有控诉性质的悲观主义。这种矛盾使

他的著作具有独创性并具有自己的意义。他无论确认资产阶级社

会内部的和谐，或者确认同样一些关系在其世界市场的形式上的

不和谐，都同样是一个美国人。

在巴师夏那里，这一切都不存在。这些关系的和谐是一种彼

岸性，这种彼岸性正好从法国疆界的尽头开始，存在于英国和美

国。这只是非法国的即英国和美国的关系的想象的、理想的形式，

而不是象他在他自己的国土上所看到的那种现实的形式。因此，如

果说在他那里和谐决不是来自丰富的生动的直观，而相反地是从

贫乏的、紧张的、对立的反思中产生的夸张的产物，那么，在他

那里唯一现实的事情就是要求法国放弃它的经济上的疆界。

当经济关系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英国式的关系的时候，凯里

立刻就看到了这种经济关系的矛盾。而仅仅想象和谐的巴师夏，只

是在法国终止的地方，并且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民族分立的组

成部分摆脱了国家监督而相互竞争的地方，才开始看到和谐的实

现。不过，他的这一最终的和谐本身（同时也是他所有以前想象

的和谐的前提）无非又是一个要借助自由贸易的立法来实现的要

求。

［ —４］因此，如果说凯里（完全撇开他的研究的科学价值

不谈）至少有这样的功劳，即他以抽象的形式表述了庞大的美国

关系，而且是在同旧大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那么，在巴师夏那

里，法国关系的细小性似乎是唯一现实的背景，这种关系在他的

８ 巴 师 夏 和 凯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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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中到处都显露出来。不过，这种功劳是多余的，因为象法

国这样一个如此古老国家的关系是人们所充分了解的，完全不需

要经过那样否定的曲折的道路去认识。因此，凯里在经济科学方

面，如关于信贷、地租等等方面，是富于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

巴师夏所从事的，无非是对于那种以对照而结束的研究做出令人

满足的解释——一种虚假的满足。

凯里的普遍性是美国人的普遍性。对他来说，法国和中国是

同样近的。他总是表现为居住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人。巴师

夏的普遍性是无视一切国家。作为真正的美国人，凯里从四面八

方收集旧大陆给他提供的大量材料，但不是为了去认识这些材料

的内在精神，从而承认这些材料特有的生存权利，而是把它们作

为死的例子，作为毫无差别的材料来进行加工，用来达到他自己

的目的，用来证实他从美国人的立场出发抽象出来的论点。所以

他漫游世界，占有大量未加批判的统计材料，象图书目录似的博

学多识。相反，巴师夏提供的是虚构的历史，他提供的抽象有时

采取理性的形式，有时采取假想事变的形式，不过，这种事变在

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没有发生过，正象神学家一样，把罪恶有

时看作人的本质的规律，有时看作原罪的历史。

因此，两个人都是非历史的和反历史的。但是，在凯里那里，

非历史的因素是现在北美的历史原则，而在巴师夏那里，非历史

的要素只不过是对十八世纪的法国概括方式的留恋。因此，凯里

不拘形式，杂乱冗长，巴师夏则矫揉造作，注重形式逻辑。巴师

夏所提供的充其量不过是一些以反论方式表述的、经过精雕细刻

的陈词滥调。凯里先是以学理形式把几个一般论题放在前面。接

着堆积一些未加整理的材料作为例证。他的论题的材料完全没有

９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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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加工。在巴师夏那里，除某些局部的例子或者把英国生活中

的正常现象加以任意编撰以外，经济学家们的一般论题就是他的

唯一的材料。

凯里的主要对立面是李嘉图，总之，就是现代英国经济学家；

巴师夏的主要对立面是法国社会主义者。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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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论工资
４

［ —５］下面是巴师夏的主要论点。

（１）所有的人都追求收入的固定性，固定收入。

｛巴师夏举的纯粹是法国的例子：每个人都想当官，或者让自

己的儿子当官（见巴师夏著作第３７１页）。｝

工资是报酬的固定形式（第３７６页），因此是联合体的一种极

完美的形式，而在联合体的最初的形式中“偶然性”占居统治地

位，因为在这里“联合体的一切成员都要受到事业的各种偶然性

的支配”［第３８０页］。

｛“如果资本自己承担风险，劳动报酬便以工资的名称固定下来。如果劳

动本身想承担好的和坏的结果，资本的报酬就以利息的名称分离出来和固定

下来。”（第３８２页；关于这种对比，见第３８２—３８３页）｝

巴师夏接着说，但是，最初在劳动者的状况中，偶然性占居

统治地位，而在雇佣劳动制度下，稳定性还没有充分保证。雇佣

劳动制度是

“偶然性和稳定性之间的中间阶段”［第３８４页］。

稳定性阶段的达到，是通过

“在有工作的日子里进行节约，以此来满足年老或生病时的需要”（第

３８８页）。

这后一个阶段依靠“互助会”而发展（同上），最后，依靠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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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养老金”
５
而发展（第３９３页）。

（正象一个人从满足需要出发而当官一样，他由于领取养老金

而满意地终其余生。）

关于第一点。假定巴师夏关于工资的固定性所说的一切都是

正确的。然而，把工资归入“固定收入”之列，仍旧不能使我们

了解工资的特有的性质，它的具有特征的规定性。这里只是强调

了工资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对工资以及其他收入来源来说都是

共同的。仅此而已。自然，这已经给那些想为雇佣劳动制度的优

越性进行辩护的辩护士提供了一点东西。不过，这对于想了解整

个这种关系的特点的经济学家来说，却没有提供任何东西。把某

种关系、某种经济形式的某个片面的规定固定下来，颂扬这个规

定，排斥相反的规定——玩弄律师和辩护士的这种惯用手法，这

正是说教者巴师夏的特点。

于是，“收入的固定性”代替了“工资”。难道收入的固定性不好

吗？难道不是所有的人都乐于指望某种固定的东西吗？特别是每

个庸俗的、低级趣味的法国人，这种总是拮据的人，难道不就是这

样吗？替奴隶制辩护也是用的同样的方法，而且理由也许更充分。

不过，也可能有相反的主张，而且确实有这样的主张。假定

工资等于某种不固定的东西，即超过一定点继续前进的东西。谁

不喜欢前进而愿停滞不前？因此，给资产阶级无止境的进步创造

机会的这样一种关系难道是坏的吗？很自然，巴师夏本人在另外

的地方也认为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不固定的东西。难道不是只有

通过非固定化，通过变动，工人才能象巴师夏所希望的那样不再

劳动而成为资本家吗？

可见，雇佣劳动制度是好的，因为它是固定的东西；它是好

２１ 巴 师 夏 和 凯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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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它是不固定的东西；它是好的，因为它既非这个也非那

个，既是这个也是那个。不论何种关系，如果被归结为片面的规

定，这种规定又被看作肯定的东西，而不是否定的东西，那么，这

种关系不是好的吗？一切反思的、忽东忽西的空谈，一切辩护，一

切老实的诡辩，都是建立在这种抽象上的。

在作了这种一般的引论之后，现在我们来研究巴师夏的实际

的结构。

（只是还要顺便指出，他所说的［第３７８—３７９页］兰达省的

分成农，那兼受雇佣工人的不幸和小资本家的遭遇的人，如果领

取固定工资，确实是会感到幸福的。）

蒲鲁东的“叙事的和哲学的历史”６不见得能赶上他的对手巴

师夏的同类著述。巴师夏认为，一切成员分享一切偶然机会的联

合体的最初形式，应让位于联合体的更高的、双方自愿［ —６］

议定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工人的报酬是固定的。这个天才先

假定一方存在资本家，另一方存在工人，然后好通过双方的协议

建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对于这样的天才，我们在这里

不想让人们再去注意了。

在联合体的最初形式中，工人在收入上要取决于一切偶然机

会，一切生产者都同样取决于这种机会，并且这种联合体的形式，

正象正题出现在反题之前一样，直接出现在劳动报酬借以取得固

定性，成为固定东西的那样一种工资之前——这种联合体的形式，

正象我们从巴师夏那里听到的，是捕鱼、狩猎、畜牧在其中成为

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和社会形式的一种状态。先有不定居的渔

夫、猎人、牧人，然后才有雇佣工人。从半野蛮状态到现代状态

的这种历史的过渡是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实现的呢？顶多是在

３１第十四章：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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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喧声报》
７
上实现的。

在现实的历史上，雇佣劳动是从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中产

生的，或者象在东方和斯拉夫各民族中那样是从公有制的崩溃中

产生的，而在其最恰当的、划时代的、囊括了劳动的全部社会存

在的形式中，雇佣劳动是从行会制度、等级制度、劳役和实物收

入、作为农村副业的工业、仍为封建的小农业等等的衰亡中产生

的。在一切这种现实的历史过渡中，雇佣劳动表现为一些关系的

解体，消灭，在这些关系中，劳动从它的收入、它的内容、它的

场所和它的规模等等所有方面来说都是固定的。所以，雇佣劳动

表现为劳动和它的报酬的固定性的否定。从非洲人的偶像直接过

渡到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８，或者从北美野蛮人的猎具直接过渡

到英格兰银行的资本，都不象巴师夏所说的从渔夫过渡到雇佣工

人这样荒谬和反历史。

（此外，在所有这一切发展中，并没有显示出自愿的、根据相

互的协议而发生的变动的任何迹象。）

同这一历史结构——巴师夏就是凭借这种结构来用事变的形

式杜撰他的肤浅的抽象理论——完全相适合的是这样一种合题，

按照这种合题，英国的互助会和储蓄银行表现为雇佣劳动制度的

最新成就和社会的一切二律背反的扬弃。

于是，在历史上，不固定性是雇佣劳动制度的特点，也就是

说，和巴师夏的结构正好相反。但是，他是怎样把固定性看作雇

佣劳动制度的弥补一切的规定而得出这种固定性的结构的呢？他

是怎样企图把具有这一规定的雇佣劳动制度当作报酬的更高形

式，即当作其他社会形式或联合体形式中的劳动报酬的更高形式

而从历史上加以说明的呢？

４１ 巴 师 夏 和 凯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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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经济学家谈论资本和雇佣劳动、利润和工资的现存关

系，并向工人证明，工人无权分享取得利润的机会的时候，当他

们想劝慰工人安于对资本家的从属地位的时候，他们总是向工人

指出，工人与资本家正好相反，工人取得收入的某种固定性，这

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并不为资本的巨大冒险行为所左右。正象唐

·吉诃德安慰桑科·判扎那样：虽然老是挨揍，并不需要勇敢。可

见，经济学家们在同利润相对立的意义上赋予雇佣劳动制度的那

个规定，在巴师夏那里变成同过去的劳动形式相对立的意义上的

雇佣劳动制度的规定，被看作比这些过去关系下的劳动报酬前进

了一步的规定。被塞进现存关系中的、安慰其中一方去容忍另一

方的这种陈腐思想，被巴师夏先生从现存关系中搬出来，并说成

是产生这一关系的历史基础。

经济学家们说，在工资和利润、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固

定性的优点是属于工资的。

巴师夏先生说，固定性，即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的一个方

面，是产生雇佣劳动制度的历史基础（或者属于不是同利润相对

立意义上的工资，而是同劳动报酬的过去形式相对立意义上的工

资），因此也是产生利润，产生整个关系的历史基础。

这样，在他那里，关于工资和利润的关系的一个方面的这种

陈腐思想就悄悄地变为整个这种关系的历史基础。这种情况之所

以发生，是由于他一直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而冥思苦想，这种社

会主义往后到处都被他梦想为联合体的最初形式。这个例子表明，

在经济学家们的论述中通常只是占居次要地位的那些辩护性的陈

腐思想，在巴师夏那里具有多么重要的形式。

［ —７］我们再回来谈谈经济学家们。工资的这种固定性究

５１第十四章：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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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是什么呢？工资是永远固定的吗？这同确定工资的基础即供求

规律是完全矛盾的。没有一个经济学家会否认工资的波动，即提

高和降低。或者，工资与危机无关？或者，与造成雇佣劳动过剩

的机器无关？或者，与调配劳动的分工无关？主张这一切会是荒

谬的，而且也没有这样的主张。

这里包含的意思是，在某种平均状况下，工资实现一个相当

的平均量，即巴师夏如此憎恶的整个阶级的工资最低额，并且劳

动会保持某种平均连续性，例如工资甚至在利润下降或者暂时完

全消失的情况下可以继续支付。但这不过表明：如果雇佣劳动是

占统治地位的劳动形式，是生产的基础，那么，工人阶级就靠工

资生活，而单个工人在平均状况下就取得为工资而劳动的固定性。

换句话说，这是同义反复。在资本和雇佣劳动是占统治地位的生

产关系的地方，只要存在着工人工资的固定性，就存在着雇佣劳

动的平均连续性。在存在雇佣劳动的地方，就存在工人工资的固

定性。而这就被巴师夏先生看作是雇佣劳动的弥补一切的性质！

其次，说什么在资本发达的社会状态下，同资本即生产还没

有发展到这一阶段的那个地方比较起来，社会生产整个说来更有

规则、更有连续性、更全面，从而从事生产的成员的收入也更

“固定”，这又是一种同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是随着资本的概念

和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的概念本身一起出现的。换句话说，雇佣

劳动的普遍存在的前提是生产力的发展高于雇佣劳动出现以前的

阶段，这一点谁会否认呢？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是以雇佣劳动造成

的社会生产力的这一更高的发展为前提，他们怎么会想到提出更

高的要求呢？这种更高的发展倒正好是他们的要求的前提。

  注：工资表现为普遍现象的第一个形式就是军饷，这种

６１ 巴 师 夏 和 凯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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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饷出现在国民部队和民军衰落的时期。最初，军饷是发给

市民本身。后来，市民很快被雇佣兵代替了，后者不再是市

民。

（２）（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因此，我们抛开巴师

夏先生。）［ —７］

写于１８５７年７月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

《新时代》杂志第２卷第２７期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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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９

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１０

１．生  产

［Ｍ—１］（ａ）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

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

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被斯密和李嘉图１１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

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十八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鲁滨

逊一类的故事，这类故事决不象文化史家想象的那样，不过表示对

极度文明的反动和要回到被误解了的自然生活中去。这同卢梭的

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

约论１２一样，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

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实际上，这是对

于十六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十八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

民社会”的预感。在这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单个的人表现为摆脱

了自然联系等等，而在过去的历史时代，自然联系等等使他成为

一定的狭隘人群的附属物。这种十八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

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十六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

物，而在十八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

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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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在过去就已存在的理想；在他们看来，

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

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

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斯图亚特在许多方面同十八世纪对立并作为贵族比较多地站在历

史基础上，从而避免了这种局限性。

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

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最初还是十分自然地在家

庭和扩大成为氏族的家庭中；后来是在由氏族间的冲突和融合而

产生的各种形式的公社中。只有到十八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

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说来，才只是表现为达到他私人目的的

手段，才表现为外在的必然性。但是，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

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

般关系）的时代。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１３，不仅是一种合群

的动物，而且是只有在社会中［Ｍ—２］才能独立的动物。孤立的一

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这是罕见的事，在已经内在地具有

社会力量的文明人偶然落到荒野时，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就

象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是不

可思议的。在这方面无须多说。十八世纪的人们有这种荒诞无稽

的看法是可以理解的，如果不是巴师夏、凯里①和蒲鲁东
１４
等人又

把这种看法郑重其事地引进最新的经济学中来，这一点本来可以

完全不提。蒲鲁东等人自然乐于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来对一种他不

知道历史来源的经济关系的起源作历史哲学的说明，说什么亚当

或普罗米修斯已经有了现成的想法，后来这种想法就被实行了等

１２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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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再没有比这类想入非非的陈词滥调更加枯燥乏味的了。

因此，说到生产，总是指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

会个人的生产。因而，好象只要一说到生产，我们或者就要把历史

发展过程在它的各个阶段上一一加以研究，或者一开始就要声明，

我们指的是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例如，是现代资产阶级生产——

这种生产事实上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可是，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

共同标志，共同规定。生产一般是一个抽象，但是只要它真正把共

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的抽象。不

过，这个一般，或者说，经过比较而抽出来的共同点，本身就是有许

多组成部分的、分别有不同规定的东西。其中有些属于一切时代，

另一些是几个时代共有的，［有些］规定是最新时代和最古时代共

有的。没有它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但是，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

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

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对生产一般适用的种

种规定所以要抽出来，也正是为了不致因为有了统一（主体是人，

客体是自然，这总是一样的，这里已经出现了统一）而忘记本质的

差别。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

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例如，他们说，没有生产工具，哪怕这

种生产工具不过是手，任何生产都不可能。没有过去的、积累的劳

动，哪怕这种劳动不过是由于反复［Ｍ—３］操作而积聚在野蛮人手

上的技巧，任何生产都不可能。资本，别的不说，也是生产工具，也

是过去的、客体化了的劳动。可见资本是一种一般的、永存的自然

关系；这样说是因为恰好抛开了正是使“生产工具”、“积累的劳动”

成为资本的那个特殊。因此，生产关系的全部历史，例如在凯里看

来，是历代政府的恶意篡改。

２２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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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生产一般，也就没有一般的生产。生产总是一个个特

殊的生产部门——如农业、畜牧业、制造业等，或者生产是总体。可

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生产的一般规定在一定社会阶段上对

特殊生产形式的关系，留待别处（后面）再说。

最后，生产也不只是特殊的生产，而始终是一定的社会体即社

会的主体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科学

的叙述对现实运动的关系，也还不是这里所要说的。生产一般。特

殊生产部门。生产的总体。

现在时髦的做法，是在经济学的开头摆上一个总论部分——

就是标题为《生产》的那部分（参看约·斯·穆勒的著作１５），用来

论述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

这个总论部分包括或者据说应当包括：

（１）进行生产所必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这实际上不过是摆

出一切生产的基本要素。可是，我们将会知道，这些要素实际上归

纳起来不过是几个十分简单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却扩展成浅薄的

同义反复。

（２）或多或少促进生产的条件，如象亚当·斯密所说的前进的

和停滞的社会状态１６。要把这些在亚·斯密那里作为提示而具有

价值的东西提到科学意义上来，就得研究在各个民族的发展过程

中各个时期的生产率程度——这种研究超出本题的范围，而这种

研究同本题有关的方面，应在叙述竞争、积累等等时来谈。照一般

的提法，答案总是这样一个一般的说法：一个工业民族，当它一般

地达到它的历史高峰的时候，也就达到它的生产高峰。实际上，一

个民族的工业高峰是在这个民族的主要任务还不是保持已有的利

润，而是谋取利润的时候达到的。就这一点来说，美国人胜过英国

３２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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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者是这样的说法：例如，某一些种族的素质，气候，自然条件

如离海的远近、土地肥沃的程度等等，比另外一些更有利于生产。

这又是同义反复，即财富的主客观因素越是在更高的程度上具备，

财富就越容易创造。

［Ｍ—４］但是，这一切并不是经济学家在这个总论部分所真正

要说的。相反，他们所要说的是，生产不同于分配等等（参看穆勒的

著作１７），应当被描写成局限在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

事情，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

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在

分配上，他们则相反地认为，人们事实上可以随心所欲。即使根本

不谈生产和分配的这种粗暴割裂以及生产和分配的现实关系，总

应该从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无论在不同社会阶段上分配方式如

何不同，总是可以象在生产中那样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可以把

一切历史差别混合和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例如，奴隶、农奴、

雇佣工人都得到一定量的食物，使他们能够作为奴隶、农奴和雇佣

工人来生存。靠贡赋生活的征服者，靠税收生活的官吏，靠地租生

活的土地所有者，靠施舍生活的僧侣，或者靠什一税生活的教士，

都得到一份社会产品，而决定这一份产品的规律不同于决定奴隶

等等那一份产品的规律。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的两个

要点是：（１）财产，（２）司法、警察等等对财产的保护。对此要极简单

地答复一下：

关于第一点。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

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在这个意义上，说财产（占有）是

生产的一个条件，那是同义反复。但是，可笑的是从这里一步就跳

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而且还以对立的形式即无财产

４２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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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前提条件。）历史却表明，公有财产（如印度人、斯拉夫人、古克

尔特人等等那里的公有财产）是原始形式，这种形式还以公社财产

形式长期起着显著的作用。至于财富在这种还是那种财产形式下

能更好地发展的问题，还根本不是这里所要谈的。可是，如果说在

任何财产形式都不存在的地方，就谈不到任何生产，因此也就谈不

到任何社会，那么，这是同义反复。什么也不占有的占有，是自相矛

盾的。

关于第二点。对既得物的保护等等。如果把这些滥调还原为

它们的实际内容，它们所表示的就比它们的说教者所知道的还多。

就是说，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统治形式等

等。粗率和无知之处正在于把有机地［Ｍ—５］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

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只是感到，在现代警察制度下，比在例如强权下能更好地进行生

产。他们只是忘记了，强权也是一种法，而且强者的权利也以另一

种形式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法治国家”中。

当与生产的一定阶段相应的社会状态刚刚产生或者已经衰亡

的时候，自然会出现生产上的紊乱，虽然程度和影响有所不同。

总之：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

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

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

２．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在进一步分析生产之前，必须考察一下经济学家拿来与生产

并列的几个项目。

５２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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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浅的表象是：在生产中，社会成员占有（创造、改造）自然产

品供人类需要；分配决定个人分取这些产品的比例；交换给个人带

来他想用分配给他的一份去换取的那些特殊产品；最后，在消费

中，产品变成享受的对象，个人占有的对象。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

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

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

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仆役，供个人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因而，

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

这中间环节又是二重的，分配被规定为从社会出发的要素，交换被

规定为从个人出发的要素。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①中，物主

体化；在分配中，社会以一般的、占统治地位的规定的形式，担任生

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在交换中，生产和消费由偶然的个人的规定

性来媒介。

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数量）；交换决定个人［Ｍ—６］拿

分配给自己的一份所要求的产品。

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

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这当

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

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

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

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

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

范围。

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人们，——不论这些反对者是不是他们

６２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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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行，——责备他们把联系着的东西粗野地割裂了，这些反对者

或者同他们处于同一水平，或者低于他们。最庸俗不过的责备就

是，说政治经济学家过于重视生产，把它当作目的本身。说分配也

是同样重要的。这种责备的立足点恰恰是这样一种经济观点，即把

分配当作与生产并列的独立自主的领域。或者是这样的责备，说没

有把这些要素放在其统一中来考察。好象这种割裂不是从现实进

到教科书中去的，而相反地是从教科书进到现实中去的，好象这里

的问题是要对概念作辩证的平衡，而不是解释现实的关系！

（ａ）［生产和消费］

生产直接也是消费。双重的消费，主体的和客体的。［第一，］

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

这种能力，这同自然的生殖是生命力的一种消耗完全一样。第二，

生产资料的消费，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一部分（如在燃烧中）

重新分解为一般元素。原料的消费也是这样，原料不再保持自己的

自然形状和特性，而是丧失了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因此，生产行

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行为。不过，这一点是经济学

家所承认的，他们把直接与消费同一的生产，直接与生产合一的消

费，称作生产的消费。生产和消费的这种同一性，归结为斯宾诺莎

的命题：“规定即否定”１８。

［Ｍ—７］但是，提出生产的消费这个规定，只是为了把与生产

同一的消费跟原来意义上的消费区别开来，后面这种消费被理解

为起消灭作用的与生产相对的对立面。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

原来意义上的消费。

消费直接也是生产，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

７２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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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在吃喝这一种消费形式中，人生产自己

的身体，这是明显的事。而对于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从某一方面来生

产人的其他任何消费形式也都可以这样说。消费的生产。可是，经

济学却说，这种与消费同一的生产是第二种生产，是靠消灭第一种

生产的产品引起的。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

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因此，这种消费的生产——虽然它是

生产和消费的直接统一——是与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根本不同的。

生产同消费合一和消费同生产合一的这种直接统一，并不排斥它

们直接是两个东西。

可见，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

对方。可是同时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媒介运动。生产媒介着消

费，它创造出消费的材料，没有生产，消费就没有对象。但是消费也

媒介着生产，因为正是消费替产品创造了主体，产品对这个主体才

是产品。产品在消费中才得到最后完成。一条铁路，如果没有通车、

不被磨损、不被消费，它只是可能性的铁路，不是现实的铁路。没有

生产，就没有消费，但是，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因为如果没有

消费，生产就没有目的。

消费从两方面生产着生产：

（１）因为产品只是在消费中才成为现实的产品，例如，一件衣

服由于穿的行为才现实地成为衣服；一间房屋无人居住，事实上就

不成其为现实的房屋；因此，产品不同于单纯的自然对象，它在消

费中才证实自己是产品，才成为产品。消费是在把产品消灭的时候

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之所以是产品，不是它作为物化了的

活动，而只是作为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２）因为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因而创造出生产的观念

８２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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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内在动机，后者是生产的前提。消费创造出生产的动力；它也

创造出在生产中作为决定目的的东西而发生作用的对象。如果说，

生产在外部提供消费的对象是显而易见的，那么，［Ｍ—８］同样显

而易见的是，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

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消费创造出还是在主观形式上

的生产对象。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而消费则把需要再生产出来。

与此相应，就生产方面来说：

（１）它为消费提供材料，对象。消费而无对象，不成其为消费；

因而在这方面生产创造出、生产出消费。

（２）但是，生产为消费创造的不只是对象。它也给予消费以消

费的规定性、消费的性质，使消费得以完成。正如消费使产品得以

完成其为产品一样，生产使消费得以完成。首先，对象不是一般的

对象，而是一定的对象，是必须用一定的而又是由生产本身所媒介

的方式来消费的。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饥饿

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因此，不仅消费的

对象，而且消费的方式，不仅在客体方面，而且在主体方面，都是生

产所生产的。所以，生产创造消费者。

（３）生产不仅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为材料提供需要。一

旦消费脱离了它最初的自然粗陋状态和直接状态，——如果消费

停留在这种状态，那也是生产停滞在自然粗陋状态的结果，——消

费本身作为动力是靠对象作媒介的。消费对于对象所感到的需要，

是对于对象的知觉所创造的。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具有审

美能力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

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

因此，生产生产着消费：（１）是由于生产为消费创造材料，（２）

９２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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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于生产决定消费的方式，（３）是由于生产通过它起初当作对象

生产出来的产品在消费者身上引起需要。因而，它生产出消费的对

象、消费的方式和消费的动力。同样，消费生产出生产者的素质，因

为它在生产者身上引起追求一定目的的需要。

因此，消费和生产之间的同一性表现在三方面：

（１）直接的同一性：生产是消费；消费是生产。消费的生产。生

产的消费。政治经济学家把两者都称为［Ｍ—９］生产的消费，可是

还作了一个区别。前者表现为再生产；后者表现为生产的消费。关

于前者的一切研究是关于生产的劳动或非生产的劳动的研究；关

于后者的研究是关于生产的消费或非生产的消费的研究。

（２）每一方表现为对方的手段；以对方为媒介；这表现为它们

的相互依存；这是一个运动，它们通过这个运动彼此发生关系，表

现为互不可缺，但又各自处于对方之外。生产为消费创造作为外在

对象的材料；消费为生产创造作为内在对象、作为目的的需要。没

有生产就没有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生产。这一点在经济学中是以

多种形式提到的。

（３）生产不仅直接是消费，消费不仅直接是生产；生产也不仅

是消费的手段，消费也不仅是生产的目的，就是说，每一方都为对

方提供对象，生产为消费提供外在的对象，消费为生产提供想象的

对象；两者的每一方不仅直接就是对方，不仅媒介着对方，而且，两

者的每一方由于自己的实现才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造出

来。消费完成生产行为，只是由于消费使产品最后完成其为产品，

只是由于消费把它消灭，把它的独立的物体形式消耗掉；只是由于

消费使得在最初生产行为中发展起来的素质通过反复的需要达到

完美的程度；所以，消费不仅是使产品成为产品的最后行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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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使生产者成为生产者的最后行为。另一方面，生产生产出消

费，是由于生产创造出消费的一定方式，其次是由于生产把消费的

动力、消费能力本身当作需要创造出来。这第三项所说的这个最后

的同一性，在经济学中常常是以需求和供给、对象和需要、社会创

造的需要和自然需要的关系来说明的。

这样看来，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

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１９这样做过，而且

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例如，萨伊说，就一个民族来说，或者

就人类一般来说，它的生产也就是它的消费。施托尔希指出过萨伊

的错误，他说，例如一个民族不是把自己的产品全部消费掉，而是

还要创造生产资料等等、固定资本等等。２０此外，把社会当作一个

单独的主体来考察，是对它作了不正确的考察，思辨式的考察。就

一个主体来说，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一个行为的两个要素。这里要强

调的主要之点［Ｍ—９］是：无论我们把生产和消费看作一个主体的

活动或者许多个人的活动，它们总是表现为一个过程的两个要素，

在这个过程中，生产是实际的起点，因而也是起支配作用的要素。

消费，作为必需，作为需要，本身就是生产活动的一个内在要素。但

是生产活动是实现的起点，因而也是实现的起支配作用的要素，是

整个过程借以重新进行的行为。个人生产出一个对象和通过消费

这个对象返回自身，然而，他是作为生产的个人和把自己再生产的

个人。所以，消费表现为生产的要素。

但是，在社会中，产品一经完成，生产者对产品的关系就是

一种外在的关系，产品回到主体，取决于主体对其他个人的关系。

他不是直接获得产品。如果说他是在社会中生产，那么直接占有

产品也不是他的目的。在生产者和产品之间出现了分配，分配借

１３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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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规律决定生产者在产品世界中的份额，因而出现在生产和消

费之间。

那么，分配是否作为独立的领域，和生产并列，处于生产之外

呢？

（ｂ）［生产和分配］

如果看看普通的经济学著作，首先令人注目的是，在这些著作

里什么都被提出两次。举例来说，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

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说

到资本，一看就清楚，它被提出了两次：（１）作为生产要素；（２）作为

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因此，利息和利润，就

它们作为资本增殖和扩大的形式，因而作为资本自身的生产的要

素来说，本身也出现在生产中。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形式，是以资

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它们是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为前提的

分配方式。它们又是资本的再生产方式。

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

的场合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

为分配的规定。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劳动参与产

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如在奴隶制度下就是这样。最

后，地租——我们直接来看地产参与产品分配的最发达形式［Ｍ—

１０］——的前提，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大地产（其实是大农业），而不

是通常的土地，就象工资的前提不是通常的劳动一样。所以，分配

关系和分配方式只是表现为生产要素的背面。个人以雇佣劳动的

形式参与生产，就以工资形式参与产品、生产成果的分配。分配的

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是生产的产物，不仅就对象

２３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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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如此，而且就形式说也是如此。就对象说，能分配的只是生产

的成果，就形式说，参与生产的一定形式决定分配的特定形式，决

定参与分配的形式。把土地放在生产上来谈，把地租放在分配上来

谈，等等，这完全是幻觉。

因此，象李嘉图那样一些经常被人责备为只看到生产的经济

学家，却专门把分配规定为经济学的对象，因为他们直觉地把分配

形式看成是一定社会中的生产要素得以确定的最确切的表现。

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

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

产。这个个人一开始就没有资本，也没有地产。他一出生就由社会

分配指定专门从事雇佣劳动。但是这种指定本身是资本和地产作

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存在的结果。

就整个社会来看，分配似乎还从一方面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

产，似乎是先于经济的事实。一个征服民族在征服者之间分配土

地，因而造成了地产的一定的分配和形式，由此决定了生产。或者，

它使被征服的民族成为奴隶，于是使奴隶劳动成为生产的基础。或

者，一个民族经过革命把大地产分割成小块土地，从而通过这种新

的分配使生产有了一种新的性质。或者，立法使地产永久属于一定

的家庭，或者，把劳动［当作］世袭的特权来分配，因而把劳动象等

级一样地固定下来。在所有这些历史上有过的情况下，似乎不是生

产安排和决定分配，而相反地是分配安排和决定生产。

［Ｍ—１１］照最浅薄的理解，分配表现为产品的分配，因此它离

开生产很远，似乎对生产是独立的。但是，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

前，它是（１）生产工具的分配，（２）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

（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上述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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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

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如果在考察生产时把包含在其中

的这种分配撇开，生产显然是一个空洞的抽象；相反，有了这种本

来构成生产的一个要素的分配，产品的分配自然也就确定了。正因

为如此，力求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来理解现代生产并且主要是研

究生产的经济学家李嘉图，不是把生产而是把分配说成现代经济

学的本题。从这里，又一次显出了那些把生产当作永恒真理来论述

而把历史限制在分配范围之内的经济学家是多么荒诞无稽。

这种决定生产本身的分配究竟和生产处于怎样的关系，这显

然是属于生产本身内部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既然生产必须从生产

工具的一定的分配出发，至少在这个意义上分配先于生产，成为生

产的前提，那么就应该答复他说，生产实际上有它的条件和前提，

这些条件和前提构成生产的要素。这些要素最初可能表现为自然

发生的东西。通过生产过程本身，它们就从自然发生的东西变成历

史的东西，并且对于这一个时期表现为生产的自然前提，对于前一

个时期就是生产的历史结果。它们在生产内部被不断地改变。例

如，机器的应用既改变了生产工具的分配，也改变了产品的分配。

现代大土地所有制本身既是现代商业和现代工业的结果，也是现

代工业在农业上应用的结果。

上面提出的一些问题，归根到底就是：一般历史条件在生产上

是怎样起作用的，生产和一般历史运动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这个问

题显然属于对生产本身的讨论和分析。

［Ｍ—１２］然而，这些问题即使照上面那样平庸的提法，也可以

同样给予简短的回答。所有的征服有三种可能。征服民族把自己

的生产方式强加于被征服的民族（例如，英国人本世纪在爱尔兰所

４３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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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的，部分地在印度所做的）；或者是征服民族让旧生产方式维持

下去，自己满足于征收贡赋（如土耳其人和罗马人）；或者是发生一

种相互作用，产生一种新的、综合的生产方式（日耳曼人的征服中

一部分就是这样）。在所有的情况下，生产方式，不论是征服民族

的，被征服民族的，还是两者混合形成的，总是决定新出现的分配。

因此，虽然这种分配对于新的生产时期表现为前提，但它本身又是

生产的产物，不仅是一般历史生产的产物，而且是一定历史生产的

产物。

例如，蒙古人根据他们生产即放牧的特点把俄罗斯弄成一片

荒凉，因为大片无人居住的地带是放牧的主要条件。在日耳曼蛮

族，用农奴耕作是传统的生产，过的是乡村的孤独生活，他们能够

非常容易地让罗马各省服从这些条件，因为那里发生的土地所有

权的集中已经完全推翻了旧的农业关系。

有一种传统的观念，认为在某些时期人们只靠劫掠生活。但是

要能够劫掠，就要有可以劫掠的东西，因此就要有生产。而劫掠方

式本身又决定于生产方式。例如，劫掠一个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就

不能同劫掠一个游牧民族一样。

奴隶直接被剥夺了生产工具。但是奴隶受到剥夺的国家的生

产必须安排得容许奴隶劳动，或者必须建立一种适于使用奴隶的

生产方式（如在南美等）。

法律可以使一种生产资料，例如土地，永远属于一定家庭。这

些法律，只有当大土地所有权适合于社会生产的时候，如象在英国

那样，才有经济意义。在法国，尽管有大土地所有权，但经营的是小

规模农业，因而大土地所有权就被革命摧毁了。但是，土地分成小

块的状态是否例如通过法律永远固定下来了呢？尽管有这种法律，

５３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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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权却又集中起来了。法律在巩固分配关系方面的影响和

它们由此对生产发生的作用，要专门加以确定。

（ｃ）最后，交换和流通

［Ｍ—１３］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交换总

体上看的交换。

既然交换只是生产和由生产决定的分配同消费之间的媒介要

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当然也就作为生产

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

第一，很明显，在生产本身中发生的各种活动和各种能力的

交换，直接属于生产，并且从本质上组成生产。第二，这同样适

用于产品交换，只要产品交换是用来制造供直接消费的成品的手

段。在这个限度内，交换本身是包含在生产之中的行为。第三，所

谓实业家之间的交换２１，从它的组织方面看，既完全决定于生产，

而且本身也是生产活动。只有在最后阶段上，当产品直接为了消

费而交换的时候，交换才表现为独立于生产之外，与生产漠不相

干。但是，（１）如果没有分工，不论这种分工是自然发生的或者

本身已经是历史的结果，也就没有交换；（２）私人交换以私人生

产为前提；（３）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

构决定的。例如，城乡之间的交换，乡村中的交换，城市中的交

换等等。可见，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

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

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

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

别。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

６３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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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

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

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

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

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

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

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

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

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

３．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Ｍ—１４］当我们从政治经济学方面考察某一国家的时候，我

们从该国的人口，人口的阶级划分，人口在城乡海洋、在不同生产

部门的分布，输出和输入，全年的生产和消费，商品价格等等开始。

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因而，例如在经济学

上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是正

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起来，这是错误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

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

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

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

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

这就是一个浑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切近的规定之后，我就

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

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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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浑沌

的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

了。

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在它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道路。例

如，十七世纪的经济学家总是从生动的整体，从人口、民族、国家、

若干国家等等开始；但是他们最后总是从分析中找出一些有决定

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如分工、货币、价值等等。这些个别要素

一旦多少确定下来和抽象出来，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等

这些简单的东西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的各种经济学

体系就开始出现了。

后一种方法显然是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

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

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实际的

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

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

致具体的再现。

因此，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

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

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举例来说，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

交换价值，是以人口即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为前提的；也

是以［Ｍ—１５］某种家庭、公社或国家等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只能作

为一个既定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的单方面的关系而存

在。相反，作为范畴，交换价值却有一种洪水期前的存在。因此，在

意识看来（而哲学意识就是被这样规定的：在它看来，正在理解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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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是现实的人，因而，被理解了的世界本身才是现实的世界），

范畴的运动表现为现实的生产行为（只可惜它从外界取得一种推

动），而世界是这种生产行为的结果；这——不过又是一个同义反

复——只有在下面这个限度内才是正确的：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

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

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

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整体，当它

在头脑中作为思想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

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是不同于对世界的艺

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

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

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

在表象面前。

但是，这些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也有一种

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呢？要看情况而定。比如，黑格尔论法

哲学，是从主体的最简单的法的关系即占有开始的，这是对的。但

是，在家庭或主奴关系这些具体得多的关系之前，占有并不存在。

相反，如果说存在着还只是占有，而没有所有权的家庭和氏族，这

倒是对的。所以，同所有权相比，这种比较简单的范畴，表现为比较

简单的家庭团体或氏族团体的关系。它在比较高级的社会中表现

为一个发达的组织的比较简单的关系。但是那个以占有为关系的

比较具体的基础总是前提。可以设想有一个孤独的野人占有东西。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占有并不是法的关系。说占有在历史上发展为

家庭，是错误的。占有倒总是以这个“比较具体的法的范畴”为前提

的。但是，不管怎样总可以说，简单范畴是这样一些关系的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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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关系中，不发展的具体可以已经实现，而那些通过较具体的范

畴在精神上表现出来的较多方面的联系和关系还没有产生；而比

较发展的具体则把这个范畴当作一种从属关系保存下来。在资本

存在之前，银行存在之前，雇佣劳动等等存在之前，货币能够存在，

而且在历史上存在过。因此，从这一方面看来，可以说，比较简单的

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

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

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

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

［Ｍ—１６］历史过程。

另一方面，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

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

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２２。就在斯拉夫公社中，货

币以及作为货币的条件的交换，也不是或者很少是出现在各个公

社内部，而是出现在它们的边界上，出现在与其他公社的交往中，

因此，把同一公社内部的交换当作原始构成因素，是完全错误的。

相反地，与其说它起初发生在同一公社内部的成员间，不如说它发

生在不同公社的相互关系中。其次，虽然货币很早就全面地发生作

用，但是在古代它只是在片面发展的民族即商业民族中才是处于

支配地位的因素。甚至在最文明的古代，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

货币的充分发展——在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中这是前提——只是

在他们解体的时期。因此，这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在历史上只有在

最发达的社会状态下才表现出它的充分的力量。它决没有历尽一

切经济关系。例如，在罗马帝国，在它最发达的时期，实物税和实物

租仍然是基础。那里，货币制度原来只是在军队中得到充分发展。

０４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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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它也从来没有掌握劳动的整个领域。

可见，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

之前存在，但是，它的充分深入而广泛的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

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

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

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

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

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

代的范畴。例如，货币主义把财富看成还是完全客观的东西，看成

外在于自身、存在于货币中的物。同这个观点相比，重工主义或重

商主义把财富的源泉从对象转到主体的活动——商业劳动和工业

劳动，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他们仍然只是把这种活动本身理

解为限于取得货币的活动。同这个主义相对立的重农主义把劳动

的一定形式——农业——看作创造财富的劳动，不再把对象本身

看作裹在货币的外衣之中，而是看作产品一般，看作劳动的一般成

果了。这种产品还与活动的局限性相应而仍然被看作自然规定的

产品——农业的产品，主要是土地的产品。

［Ｍ—１７］亚当·斯密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他抛开了创造财富

的活动的一切规定性，——干脆就是劳动，既不是工业劳动、又

不是商业劳动、也不是农业劳动，而既是这种劳动，又是那种劳

动。有了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也就有了被规定为财富

的对象的一般性，这就是产品一般，或者说又是劳动一般，然而

是作为过去的、物化的劳动。这一步跨得多么艰难，多么巨大，只

要看看连亚当·斯密本人还时时要回到重农主义，就可想见了。这

也许会造成一种看法，好象由此只是替人——不论在哪种社会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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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下——作为生产者在其中出现的那种最简单、最原始的关系找

到了一个抽象表现。从一方面看来这是对的。从另一方面看来就

不是这样。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实在劳动组成的十分发

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

切的劳动。所以，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

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

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另一方面，

劳动一般这个抽象，不仅仅是各种劳动所组成的具体总体的精神

结果。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

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

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

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

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

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

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

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

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

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

抽象中表现为实际真实的东西。人们也许会说，在美国表现为历

史产物的东西——对任何劳动同样看待——在俄罗斯人那里，比

如说，就表现为天生的素质了。但是，首先，是野蛮人能被使用

于一切，还是文明人自动去从事一切，是大有区别的。其次，在

俄罗斯人那里，实际上同对任何种类劳动同样看待这一点相适应

的，是传统地固定在一种十分确定的劳动上，他们只是由于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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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才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Ｍ—１８］劳动这个例子确切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

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

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关系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关系并

在这些关系之内才具有充分的意义。

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的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

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

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资产

阶级社会借这些社会形式的残片和因素建立起来，其中一部分是

还未克服的遗物，继续在这里存留着，一部分原来只是征兆的东

西，发展到具有充分意义，等等。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

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

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

等等提供了钥匙。但是，决不是象那些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

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的经济学家所理解的那样。人

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

等同起来。

其次，因为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只是发展的一种对抗的形式，所

以，那些早期形式的各种关系，在它里面常常只以十分萎缩的或者

完全歪曲的形式出现。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因此，如果说资产

阶级经济的范畴适用于一切其他社会形式这种说法是对的，那么，

这也只能在一定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范畴可以在发展了的、萎缩了

的、漫画式的种种形式上，总是在有本质区别的形式上，包含着这

些社会形式。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

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并且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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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自我批判，——这里

当然不是指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所以总是

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基督教只有在它的自我批判在一定

程度上，可说是在可能范围内准备好时，才有助于对早期神话作客

观的理解。同样，资产阶级经济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自我批判已

经开始时，才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和东方的经济。在资产阶级经

济没有用编造神话的办法把自己同过去完全等同起来时，它对于

以前的经济，特别是它曾经还不得不与之直接斗争的封建经济的

批判，是与基督教对异教的批判或者新教对旧教的批判相似的。

［Ｍ—１９］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

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

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定的；因而范畴表

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

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作这样一

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

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例如，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

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了，因为它是同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

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

多少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但是，这是最错误不过的了。

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

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

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

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

以游牧民族为例（纯粹的渔猎民族还没有达到真正发展的起

点）。他们偶尔从事某种耕作。这样就有了土地所有制。它是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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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形式按照这些民族保持传统的程度或多或少地保留下来，

斯拉夫人中的公社所有制就是个例子。在从事定居耕作（这种定居

已是一大进步），而且这种耕作象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处于支配地

位的民族那里，连工业、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

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或者象在古代罗马人中那样工业

完全附属于耕作；或者象中世纪那样工业在城市中和在城市的各

种关系上模仿着乡村的组织。在中世纪，甚至资本——不是指纯粹

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具有这种土地所有

制的性质。

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则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

工业部门，完全由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处于支

配地位的一切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处于支配地

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

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

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它必须成为起点又成为终点，必须放在土地

所有制之前来说明。分别考察了两者之后，必须考察它们的相互关

系。

［Ｍ—２０］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

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

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

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

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蒲鲁东２３）（在历史运动的一个

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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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世界中商业民族——腓尼基人、迦太基人——表现的单

纯性（抽象规定性），正是由农业民族占优势这种情况本身决定的。

作为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资本，在资本还没有成为社会的支配

因素的地方，正是在这种抽象中表现出来。伦巴第人和犹太人对于

经营农业的中世纪社会，也是处于这种地位。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同一些范畴在不同的社会阶段有不同的

地位，这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最新形式之一：股份公司。但是，它还

在资产阶级社会初期就曾以拥有特权和垄断权的大商业公司的形

式出现。

十七世纪经济学家无形中是这样接受国民财富这个概念的，

即认为财富的创造仅仅是为了国家，而国家的实力是与这种财富

成比例的，——这种观念在十八世纪的经济学家中还部分地保留

着。这是一种还不自觉的伪善形式，通过这种形式，把财富本身和

财富的生产宣布为现代国家的目的，而把现代国家看成只是生产

财富的手段。

显然，应当这样来分篇：（１）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

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上面所阐述的意义上。（２）形成

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

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

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３）资产阶级

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

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４）生产的国际关

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５）世界市场和危

机。

６４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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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生产

关系和交往关系。国家形式和意识

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

法的关系。家庭关系

  ［Ｍ—２１］注意：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

（１）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某些经济关系，如雇佣劳动、机器等

等，怎样在战争和军队等等中比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发展得早。生

产力和交往关系的关系在军队中也特别显著。

（２）历来的观念论的历史叙述同现实的历史叙述的关系，特别

是同所谓文化史的关系，这所谓文化史全部是宗教史和政治史。

（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历来的历史叙述的各种不同方式。所谓客观

的。主观的（伦理的等等）。哲学的。）

（３）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

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

（４）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同自然唯物主义的

关系。

（５）生产力（生产资料）的概念和生产关系的概念的辩证法，这

样一种辩证法，它的界限应当确定，它不抹杀现实差别。

（６）物质生产的发展例如同艺术生产的不平衡关系。进步这个

概念决不能在通常的抽象意义上去理解。理解艺术等等的不平衡

还不象理解实际社会关系本身内部的不平衡那样重要和那样困

难。例如教育。美国同欧洲的关系。可是，这里要说明的真正困难

７４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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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点是：生产关系作为法的关系怎样进入了不平衡的发展。例如罗

马私法（在刑法和公法中这种情形较少）同现代生产的关系。

（７）这种见解表现为必然的发展。但承认偶然。怎样。（对自

由等也是如此。）（交通工具的影响。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

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

（８）出发点当然是自然规定性；主观地和客观地。部落、种族

等。

（１）２４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

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因而也决不是同仿佛是社会组织的骨骼

的物质基础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例如，拿希腊人或莎士比亚同现

代人相比。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

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

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因此，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某些有

重大意义的艺术形式只有在艺术发展的不发达阶段上才是可能

的。如果说在艺术本身的领域内部的不同艺术种类的关系中有这

种情形，那么，在整个艺术领域同社会一般发展的关系上有这种情

形，就不足为奇了。困难只在于对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述。一旦它

们的特殊性被确定了，它们也就被解释明白了。

［Ｍ—２２］我们例如先说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再说莎士比

亚同现代的关系。大家知道，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

且是它的土壤。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神话］的

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

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在罗伯茨公司面前，武尔坎２５又在哪

里？在避雷针面前，丘必特２６又在哪里？在动产信用公司面前，海尔

梅斯２７又在哪里？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

８４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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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因而，随着这些自然力实际上

被支配，神话也就消失了。在印刷所广场旁边，法玛２８还成什么？希

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

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这是希腊艺术的

素材。不是随便一种神话，就是说，不是对自然（这里指一切对象，

包括社会在内）的随便一种不自觉的艺术加工。埃及神话决不能成

为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但是无论如何总得是一种神话。因此，

决不是这样一种社会发展，这种发展排斥一切对自然的神话态度

和一切把自然神话化的态度；并因而要求艺术家具备一种与神话

无关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看：阿基里斯能够同火药和铅弹并存吗？或者，《伊

利亚特》能够同活字盘甚至印刷机并存吗？随着印刷机的出现，歌

谣、传说和诗神缪斯岂不是必然要绝迹，因而史诗的必要条件岂不

是要消失吗？

但是，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

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

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

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

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

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每一个时代的固有的性格不是纯真地

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

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

呢？有粗野的儿童，有早熟的儿童。古代民族中有许多是属于这一

类的。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他们的艺术对我们所产生的魅力，同

这种艺术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这种艺

９４１．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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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倒是这个社会阶段的结果，并且是同这种艺术在其中产生而且

只能在其中产生的那些未成熟的社会条件永远不能复返这一点分

不开的。

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底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０２—１９０３年

《新时代》第１卷第２３—２５期

原文是德文

０５ 导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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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２９

［手稿前半部分］

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１８５８年５月

第一次全文发表于１９３９年

书名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草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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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 币 章

［（Ａ）蒲鲁东主义的“劳动货币”概念是

站不住脚的。货币是产品的商品

形式的发展的必然结果］

［（１）蒲鲁东主义者不了解生产、分配和流通

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生产关系的首要作用］

［（ａ）蒲鲁东主义者达里蒙的幻想：把货币流通和信贷

错误地等同起来，并且夸大银行在调节货币市场中的作用］

［ —１］“一切弊病，都来自人们顽固地保持贵金属在流通和交换中的优

势地位。”（阿尔弗勒德·达里蒙《论银行改革》１８５６年巴黎版第１—２页）

达里蒙开头就谈到１８５５年１０月法兰西银行为制止其现金不

断减少而采取的措施（第２页）。他想给我们提供这家银行在１０月

采取措施前的最后五个月中的状况的统计表。为此目的，他把这家

银行这五个月中每个月的金银储备和“证券总存额的波动”即这家

银行贴现的数量（在它的证券总存额中的商业证券即汇票的数量）

加以对比。按照达里蒙的说法，表明银行持有的证券的价值的数

字，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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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公众所感到的对银行服务的或大或小的需要，或者代表流通的需

要，而这两者是一回事”（第２页）。

两者是一回事吗？根本不是。如果银行待贴现的汇票的数量同“流

通的需要”，即真正的货币流通的需要是一回事，那么，银行券的流通

就应该由贴现汇票的数量所决定。但这种运动，平均说来，不仅不是平

行的，而且往往是相反的。贴现汇票的数量及其变动，表明信贷的

需要，而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由完全不同的影响决定的。如果真要

得出关于流通的某种结论，达里蒙首先应当在“金银储备”栏和“贴

现的汇票”栏之外，再加上“流通的银行券总额”栏。

实际上，要谈论流通的需要，首先应该弄清楚现实流通的变

动。把对比中的这一必要环节略去，立即暴露出他一知半解，非常

拙劣，并且故意把信贷的需要和货币流通的需要混淆起来，——蒲

鲁东式的智慧的全部秘密事实上正是建立在这种混淆之上的。（死

亡统计表的一方是疾病，另一方是死亡事件，而出生却被忘记了。）

达里蒙提出的两栏（见第３页），一方是４月至９月银行金属

储备栏，另一方是银行证券总存额的变动栏，它们所反映的无非是

并不需要用统计例证来说明的同义反复的事实：交到银行多少汇

票，从银行取出多少金属，银行的证券总存额中就增添多少汇票，

银行的地库就失去多少金属。甚至连达里蒙想用他的表来证明的

这种同义反复，在他的表中也不是表现得很清楚。这个表倒是表

明，从１８５５年４月１２日至９月１３日，银行的金属储备大约减少

１４４００万法郎，而银行证券总存额中的证券，却大约增加１０８００

万①。因此，金属储备的减少额比所贴现的商业证券的增加额多

３６００万。五个月运动的这个总结果表明，两种运动不是一回事。

４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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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数字更仔细地比较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另外的不一致。

   银行的金属储备

４月１２日——４３２６１４７９７法郎

５月１０日——４２０９１４０２８

   银行贴现的证券

４月１２日——３２２９０４３１３

５月１０日——３１０７４４９２５

  换句话说，从４月１２日至５月１０日，金属储备减少

１１７００７６９，而证券的数目增加①１２１５９３８８；也就是说，证券的增加

额②
比金属储备的减少额大约多５０万（４５８６１９法郎）。如果我们把

５月同６月加以比较，那就会更令人吃惊地出现相反的事实：

   银行的金属储备

５月１０日——４２０９１４０２８

６月１４日——４０７７６９８１３

   银行贴现的证券

５月１０日——３１０７４４９２５

６月１４日——３１０３６９４３９

  ［ —２］可见，从５月１０日至６月１４日，金属储备减少

１３１４４２１５法郎。银行的证券是不是以同样程度增加了呢？相反，在

这期间，银行的证券减少３７５４８６法郎。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的

不再是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的单纯量上的不成比例，两种运动本

身的反比例关系消失了。一方大幅度减少，而另一方相对来说减少

较少。

   银行的金属储备

６月１４日——４０７７６９８１３

７月１２日——３１４６２９６１４

   银行贴现的证券

６月１４日——３１０３６９４８９

７月１２日——３８１６９９２５６

  ６月和７月的对比表明，金属储备减少９３１４０１９９，证券增加

７１３２９８１７，也就是说，金属储备的减少额比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多

２１８１０３８２法郎。

７５．货 币 章

① ② 原文如此，但从列举的数字来看，应为减少和减少额；据此，下面有关的数

字对比和结论也应作相应的变动。——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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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的金属储备

７月１２日——３１４６２９６１４

８月９日——３３８７８４４４４

   银行贴现的证券

７月１２日——３８１６９９２５６

８月９日——４５８６８９６０５

  我们看见双方都增加了，金属储备一方增加２４１５４８３０，证券

总存额一方增加得更多，达７６９９０３４９法郎。

   银行的金属储备

８月９日——３３８７８４４４４

９月１３日——２８８６４５３３３

   银行贴现的证券

８月９日——４５８６８９６０５

９月１３日——４３１３９０５６２

  在这里，金属储备减少５０１３９１１１法郎，同时证券减少

２７２９９０４３法郎（尽管法兰西银行采取了限制措施，１８５５年１２月它

的现金仍然减少２４００万）。

烧公鹅的调料，也是烧母鹅的调料。对五个月的连续对比得出

的实际情况，同达里蒙先生对头尾两个月所作的对比得出的实际

情况，是同样可信的。对比表明了什么？实际情况是错综复杂

的。——有两次是证券总存额增加，同时金属储备减少，不过后者

的减少额超过了前者的增加额（４月至５月和６月至７月）。有两

次是金属储备减少，同时证券总存额减少，不过后者的减少额赶不

上前者的减少额（５月至６月和８月至９月）。最后，有一次是金属

储备增加，证券总存额也增加，不过前者赶不上后者［７月至８

月］。

一方减少，另一方增加；双方都减少；双方都增加；因此，可以

是各种情况，而恰好不是始终不变的规律，首先不是反比例的关

系，也不是相互作用，因为证券总存额的减少不可能是金属储备减

少的原因，而证券总存额的增加不可能是金属储备增加的原因。甚

至连达里蒙对头尾两个月所作的孤立的对比，也不能证实反比例

８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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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既然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１０８００万不能弥补

金属储备的减少额１４４００万，那就只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即一方的

增加［ —３］同另一方的减少之间根本没有因果联系。统计例证没

有作出回答，倒是提出了大量错综复杂的问题，不再是一个谜，而

是一大堆谜。

如果达里蒙先生除了他的金属储备栏和证券总存额（贴现的

证券）栏之外，还提出“银行券流通”栏和“存款”栏，那么谜确实就

会消失了。金属储备一方的减少额小于证券总存额的增加额［如果

发生了这种情况］，这可以这样来说明：金属的储存同时增加了；或

者一部分在贴现时发行的银行券没有换成金属，而仍然在流通中，

最后，或者是因为发行的银行券没有使通货增多，而立即以存款的

形式或以支付到期汇票的形式流回。金属储备减少，同时证券总存

额减少较少，则可以这样来说明：从银行取出了存款，或者人们拿

银行券向银行兑换金属，于是银行自己的贴现业务受到取出的存

款或兑现的银行券的所有者的损害。最后，金属储备减少较少，同

时证券总存额减少更少，这也可以用同样的原因来说明（我们把为

补偿国内的银币而发生的流出完全撇开，因为达里蒙没有把这一

点包括在他的考察范围之内）。

但是，这些可以这样互相说明的各栏，也会证明他本来不想证

明的东西，那就是：银行方面要满足日益增长的商业需要，并不一

定要增加它的银行券的流通；这种流通的减少或增加并不与银行

的金属储备的减少或增加相适应；银行不能控制流通手段的数量

等等，——这样一些结果无论如何是不合达里蒙先生的心意的。由

于他匆忙地大喊大叫地提出他的先入之见，即以银行的金属储备

为代表的银行金属基础同他所谓的以证券总存额为代表的流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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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之间的对立，所以他就列出这两栏而撇开了必要的补充，而这

两栏这样孤立起来，就失去了任何意义，至多只证明事情和他的愿

望是相反的。我们之所以谈论这件事情，是为了用一个例子来说明

蒲鲁东派的统计的和实证的例证的全部价值。经济事实并没有验

证他们的理论，而是证明他们不会掌握和利用事实。他们对待事实

的方式倒是表明了他们的理论抽象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往下看达里蒙讲了些什么。

当法兰西银行看到它的金属储备减少１４４００万，它的证券总

存额增加１０８００万的时候，就在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４日和１８日对它的

地库采取了保护措施，以免受证券总存额的影响。它接连地把贴现

率从４％提高到５％，从５％提高到６％，并且把贴现的汇票的期限

从９０天减少到７５天。换句话说，银行使商业取得金属的条件变得

困难了。这证明了什么呢？

达里蒙说：“这证明了，一个按照现行原则组织起来的，即建立

在金银的优势上的银行，正是在公众最需要它的服务的时候，逃避

它对公众的服务。”（同上，第３页）

难道达里蒙先生还需要用他的数字来证明，需求向供给提出

怎样程度的要求，供给就使它的服务按怎样的程度涨落？（并超过

它）。在银行面前代表“公众”的先生们不是遵循同样的“令人愉快

的生活习惯”３０吗？博爱的谷物商人把他们的汇票提交银行，以便

取得银行券，用银行券换取银行的黄金，用银行的黄金换取外国的

谷物，用外国的谷物换取法国公众的货币，难道他们的出发点是考

虑到：因为公众现在最需要谷物，所以他们有义务在较便宜的条件

下把谷物出让给公众吗？或者不如说，难道他们不是求助于银行，

以利用谷物价格的上涨，公众的急需，谷物的供求脱节而捞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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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银行可以不受这个普遍的经济规律的支配吗？这是什么样的

想法！

但是不妨假定现今的银行组织要求储存大量黄金，使那种在

粮荒时可以按照对国民最有利的方式使用的购买手段处于闲置状

态，使通常应该通过生产而盈利［ —４］的资本成为非生产的和停

滞的流通基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在于，在现今的银行组织

中，非生产的金属储备仍然超过它所必需的最低限额，因为流通中

金银的节省还没有达到它的经济极限。这是同一基础上的量的多

少问题。但是，问题就会从社会主义的高处降到资产阶级实践的平

地上来，而我们发现，英国资产阶级中大多数的英格兰银行反对者

也是在这个平地上绕来绕去。怎样的坠落啊！

或者问题不在于通过银行券和其他银行手段节省多少金属，

而在于完全抛弃金属基础？但这样一来，统计寓言及其寓意又都不

适用了。如果银行不管在什么条件下，在急需时，都要把贵金属运

往国外，那么，它必须预先积累贵金属，而如果要使外国接受贵金

属以换出它的商品，那么，贵金属就必须已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

位。

达里蒙认为，贵金属从银行流出的原因是歉收，从而必须从国

外进口粮食。他忘记了蚕丝减产，因而必须从中国大量购入蚕丝。

其次，达里蒙说，贵金属流出的原因，是在最近几个月的巴黎工业

博览会３１期间进行了巨大的、为数众多的交易活动。他又忘记了动

产信用公司３２及其竞争者在国外进行的巨大投机活动，它们进行

这些投机活动，正如伊萨克·贝列拉所说，是要表明，法国资本比

其他资本出色的地方是它的世界性，正如法国语言比其他语言出

色的地方是它的世界性一样。此外还要加上东方战争３３引起的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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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开支：７５０００万公债。

因此，一方面是法国两个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突然大减产！另一

方面是在国外市场上，在那些根本不创造直接的等价物，其中一部

分可能从来不能弥补自己的生产费用的企业中，不寻常地使用法

国资本！一方面，为了通过进口来弥补国内生产的缩减，另一方面，

为了对付国外工业企业投资的增长，所需要的都不是用于等价物

交换的流通符号，而是等价物本身，不是货币，而是资本。法国国内

生产的缩减无论如何不是法国国外投资的等价物。

现在我们假定，法兰西银行不是建立在金属基础上，并且外国

愿意接受任何形式的、而不只是贵金属这种特殊形式的法国等价

物或法国资本。难道银行不正是在“公众”最急需它的服务的时候，

也被迫提高它的贴现条件吗？银行用来为公众的汇票进行贴现的

银行券，现在无非是取得金银的凭证。而在我们的假设下，它们就

会是取得国家的产品储备和直接可以利用的劳动力的凭证；产品

储备是有限的，而劳动力只是在非常固定的范围内和在一定的时

期内才能增加。另一方面，印刷纸币的机器是不会疲惫的，好象魔

杖一挥就会转动。同时，当谷物和蚕茧歉收，使国家的可供直接交

换的财富大大减少的时候，国外的铁路、矿山等企业却把国家的可

供直接交换的财富固定在这样一种形式上，这种形式不创造直接

的等价物，因而一时无偿地吞没了这种财富！因此，直接可供交换

的、能够流通的、可以运到外国去的国家财富是绝对地减少了！另

一方面，银行凭证是无限制地增加了。直接的结果是产品、原料和

劳动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银行凭证价格下跌。银行不能靠魔

杖一挥使国家财富增加，而只会通过十分平常的活动使自己的纸

币贬值。随着这种贬值而来的，是生产的突然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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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这样——蒲鲁东主义者叫道。我们的新的银行组织不会

［ —５］满足于这种消极的业绩：废除金属基础，而让其余一切仍

旧是老样子。它会创造崭新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因而在崭新的

前提下进行干预。难道现代银行的出现在当时不也使生产条件发

生革命吗？如果没有银行实现的信贷的集中，没有银行创立的、与

地租相对立的国债利息，从而没有与土地所有权相对立的金融，没

有与地主相对立的金融家，——如果没有这一新的流通制度，难道

会有现代大工业、股份企业等等，会有成千上万种流通券（它们既

是现代工商业的产物，又是现代工商业活动的条件）吗？

在这里，我们涉及到基本问题，它同起点已经不再有联系。这

个问题一般说来就是：是否能够通过改变流通工具——改变流通

组织——而使现存的生产关系和与这些关系相适应的分配关系发

生革命？进一步说就是：是否能够对流通进行这样的改造，而不触

动现存的生产关系和建立在这些关系上的社会关系？如果流通的

每一次这样的改造本身，又是以其他生产条件的改变和社会变革

为前提的，那么，下面这种学说自然一开始就是站不住脚的，这种

学说提出一套流通把戏，以图一方面避免这些改变的暴力性质，另

一方面把这些改变本身不是当作改造流通的前提，而相反地是当

作改造流通的逐步的结果。这一基本前提的荒谬足以证明，这种学

说同样不了解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流通关系之间的内部联系。

上述历史上的例证当然不可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现代

信用制度既是资本积聚的结果，又是资本积聚的原因，只构成资本

积聚的一个要素，而财产的积聚既因流通的不够发达（如在古罗

马）而加快，也因流通的易于进行而加快。

其次应该研究，或者不如说要提出普遍性的问题：货币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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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明形式——金属货币、纸币、信用货币、劳动货币（后者作为社

会主义的形式）——能否达到对它们提出的要求，而又不消灭在货

币范畴上表现出来的生产关系本身；另一方面，想通过一种关系的

形式上的改变而摆脱这种关系的重要条件，这是否又是一个自行

取消的要求？货币的不同形式可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生产的不同阶

段；一种货币形式可能消除另一种货币形式无法克服的缺点；但

是，只要它们仍然是货币形式，只要货币仍然是重要的生产关系，

那么，任何货币形式都不可能消除货币关系固有的矛盾，而只能在

这种或那种形式上代表这些矛盾。任何雇佣劳动的形式，即使一种

形式能够消除另一种形式的缺点，也不能消除雇佣劳动本身的缺

点。一种杠杆可能比另一种杠杆更能克服静止的物质的阻力。但

是，每种杠杆都是建立在阻力起作用这一点上的。

关于流通同其余的生产关系的关系这个普遍性的问题当然只

能在结束部分提出来。从一开始就值得怀疑的是，蒲鲁东及其同伙

从来就没有直截了当地提出这个问题，而只是偶尔装腔作势地说

几句。凡涉及到这个问题的地方，每次都应该密切注意。

从达里蒙的开头部分就可以看出，他把货币流通和信贷完全

等同起来，这在经济学中是错误的。（附带指出，无息信贷无非是财

产就是盗窃３４这一原理的虚伪的、市侩的、怯懦的形式。不是让工

人从资本家那里夺取资本，而是让资本家不得不把资本交给工

人。）这一点也需要回头再谈。

至于所讨论的题目本身，达里蒙只得出这样的结论：银行出卖

信贷，就象商人出卖商品，工人出卖劳动一样，当需求与供给相比

增加的时候，就卖得贵一些，也就是说，正当公众最需要银行的服

务的时候，银行使公众难以得到它的服务。我们看到，不管银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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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可兑现的或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它都必须这样做。

法兰西银行在１８５５年１０月的做法引起了一片“大喊大叫声”

（同上，第４页），引起了银行和公众代言人之间的一场“大争吵”。

达里蒙总结了或者自以为总结了这次辩论。我们在这里只是顺便

地看看他总结些什么，因为他的总结表明了论战双方的弱点，他们

经常不断地离题，在外部原因上兜圈子。论战双方的每一方随时抛

掉自己的武器，去寻找另外的武器。双方之所以交不了锋，不仅是

因为他们经常调换战斗的武器，而且也因为他们刚在一个场地上

相遇，立即又逃到另一个场地上去了。

（从１８０６年至１８５５年，法国的贴现率没有达到过６％；５０年

来，贴现的商业汇票的最长期限始终是９０天。）

达里蒙让银行自我辩护时所带有的弱点，以及他自己的错误

概念，从例如他的虚构的对话［ —６］中的下列地方就可以看得很

清楚：

银行的反对者说：

“由于你的垄断，你成了信贷的分配者和调节者。当你严厉的时候，贴现

业者不仅摹仿你，并且比你更严厉…… 由于你的一些措施，你已经使营业

中断。”（同上，第５页）

银行回答说，并且是“谦恭地”回答说：

“你认为，我该怎么办？——银行谦恭地说道…… ——为了不受外国

人的连累，我必须不受自己同胞的连累…… 首先我必须防止硬币的外流，

没有硬币我就什么也不是，什么也做不了。”（同上，第５页）

银行被说得荒谬可笑。让它离开问题，发表一些空洞的议论，

以便人们有可能也用空洞的议论来回答它。在这一对话中，银行也

抱有达里蒙的幻想：银行由于自己的垄断确实调节着信贷。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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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银行的权力只是在私人“贴现业者”的权力终止的地方才开始，

也就是说，在它的权力本身已经受到极大限制的时候才开始。在货

币市场松动、每人都按２１
２％进行贴现时，让银行仍然按５％贴

现，这时，贴现业者就不会摹仿它，而会把一切贴现业务从它鼻子

底下夺走。１８４４年法律３５实行以来的英格兰银行的历史就再清楚

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法律使英格兰银行在贴现业务等等方

面成为私人银行家的真正对手。英格兰银行为了在货币市场松动

时期保证自己在贴现业务方面占有一定的，并且是日益增多的份

额，经常被迫降低贴现率，不仅降低到私人银行家的水平，而且往

往更低。因此，它的“对信贷的调节”应该有保留地来理解，而达里

蒙却把自己关于银行无条件地控制货币市场和信贷的偏见当作出

发点。

达里蒙不是批判地研究银行对货币市场拥有的真正权力的条

件，而是一口咬定这样一句话：硬币对于银行说来就是一切，银行

必须防止硬币流往国外。法兰西学院３６的一位教授（舍伐利埃）回

答说：

“金银是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的商品…… 银行的金属储备之所以需

要，只是为了在紧急时期把它运往国外去买东西。”

银行回答说：

“金属货币不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而是交换工具，由于这一称号，

它享有为其他一切商品规定法律的特权。”

在这里，达里蒙突然在斗争双方之间出现：

“因此，不仅现今的危机，而且周期性的商业危机，都应该归因于金银享

有的这种特权，即唯有金银才成为真正的流通工具和交换工具。”

为了防止危机造成的种种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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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做到下面这一点就够了：金银成为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或者，

准确地说，一切商品都和金银一样有资格（由于同样的称号）成为交换工具；

产品确实是同产品交换”（同上，第５—７页）。

在这里，把争论的问题说得多么平淡。既然银行发行货币凭证

（银行券）和要用金（或银）偿还的资本债券（存款），那么，不言而

喻，银行对金属储备的减少只能在一定程度内听之任之，不予理

会。上述论调同金属货币理论毫无关系。达里蒙的危机理论我们

以后还要谈到。

在《流通危机简史》①一章中，达里蒙先生略而不谈１８０９—

１８１１年英国的危机，仅仅在谈到１８１０年时，指出任命金条委员

会，在谈到１８１１年时，又略去了真正的危机（１８０９年开始），而只

提到两点：一是下院通过的决议指出：

“银行券同金银条块相比的贬值，不是由纸币的贬值引起的，而是由金银

条块的腾贵引起的”；

二是持相反论断的李嘉图的小册子
３７
，他认为从李嘉图的论

断中应得出如下结论：

“最完善的形态的货币是纸币。”（阿·达里蒙《论银行改革》１８５６年巴黎

版第２２—２３页）

在这里，１８０９—１８１１年的危机是重要的，因为银行当时发行

的是不可兑现的银行券，可见，危机决不可能是从银行券可以兑换

成金（金属）而产生的，因此，也决不可能通过废除这种兑换来加以

防止。达里蒙用巧妙的裁剪手法避开了这些与他的危机理论相违

背的事实。他紧紧地抓住李嘉图［关于纸币的优越性］的格言，虽然

７６．货 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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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探讨的问题和李嘉图研究银行券贬值的小册子中的问题毫无

关系。他忽略了李嘉图的货币理论及其错误的前提已经完全被推

翻了。这种理论的错误前提是认为银行控制流通的银行券的数量，

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价格，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是价格决定流通

手段的数量等等。在李嘉图时代，对货币流通现象还没有作任何详

细的研究。这一点顺便提一下。

［（ｂ）用金银的特权地位错误地解释危机。

关于银行券兑换金银的问题。对银行和货币进行

改革不可能使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发生革命］

  金银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金银不是同其他商品一样的

商品：作为一般交换工具，金银是享有特权的商品，并且正是由于

这种特权，金银使其他商品降了级。这就是达里蒙对这种对立所作

的最终分析。达里蒙最后做出判决：你们要废除金银的特权，把它

们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其次，你们不要消除金银货币的特有

的弊病，或者说不要消除可以兑换成金银的银行券的特有的弊病。

你们要废除一切弊病。或者，不如说，你们要把一切商品提高到现

在只有金银才具有的垄断地位。你们要保留教皇，但是要使每个人

都成为教皇。你们要废除货币，办法是把每个商品都变成货币，并

且赋予它以货币的特性。

在这里，不禁要问，这个问题是否反映了它本身的不合理性，

因而，任务所提出的条件本身已经包含着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解

决。回答往往只能是对问题的批判，而问题往往只能［ —７］由对

问题本身的否定来解决。

真正的问题是：资产阶级交换制度本身是否需要一个特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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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工具？它是否必然会造成一个一切价值的特殊等价物？这种

交换工具的或这种等价物的一种形式可以比其他形式更方便、更

合适、更少一些困难。但是，一种特殊的交换工具，一种特殊的然而

又是一般的等价物的存在所产生的困难，必然会在任何一种形式

中（虽然各不相同）重复产生。当然，达里蒙竭力回避这个问题本

身。你们要废除货币而又不要废除货币！你们要废除金银作为货

币这种排他物而具有的排他的特权，但是你们又要把一切商品变

成货币，也就是说，你们要使一切商品都具有这种离开排他性就不

再存在的性质。

在贵金属的外流中确实出现了矛盾，达里蒙对这一矛盾的理

解以及克服办法、是同样肤浅的。显然，金银不是同其他商品一样

的商品，而现代经济学突然惊恐地看到，它竟不时一再地回到重商

主义体系的偏见上去。英国经济学家企图通过某种区分来克服困

难。他们说，在发生这种货币危机的时候，所需要的不是作为货币

的金银，不是作为铸币的金银，而是作为资本的金银。他们忘记加

上一句：资本，但是是在一定的金银形式上的资本。如果任何形式

上的资本都能够输出，那么，为什么输出的恰恰是这种商品，而大

多数其他商品却由于输出不足而跌价呢？

我们举一定的例子来说：贵金属外流是由于国内某种主要食

物（例如谷物）歉收，是由于某种进口的主要消费品（例如茶叶）在

国外歉收并因而涨价引起的；贵金属外流是由于具有决定意义的

工业原料（棉花、羊毛、丝、亚麻）歉收引起的；贵金属外流是由于进

口过剩（因投机、战争等等）引起的。在国内歉收的情况下，对（谷

物、茶叶、棉花、亚麻等）突然的或长期的减产进行补偿，给国民带

来双重的损害。国民所投的资本的或劳动的一部分不能再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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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是生产的真正缩减。为了填补这一亏空，必须用掉再生产

出来的资本的一部分，而且这一部分同减产量并不是形成简单的

算术比例，这是因为，由于供给减少，需求增大，欠缺的产品在世界

市场上的价格会上涨，而且必然上涨。

必须仔细地研究，如果抛开货币不说，这类危机是怎样的情

形，而在这里既定的关系内，货币带来了什么样的规定性。（谷物歉

收和进口过剩是主要的场合。战争是不言而喻的，因为直接从经济

上来看，这就象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扔到水中一样。）

谷物歉收的场合。把该国同另一个国家加以比较，那就很清

楚，它的资本（不仅是它的实际财富）减少了，这就象一个农民把做

面包的生面团烧掉了，他不得不向面包师购买，于是他用于购买的

金额就减少了。至于国内，看来，谷物价格的上涨，就价值来说，使

一切保持原状（撇开下面这一点不说：在真正歉收的情况下，减少

了的谷物数量乘以上涨的价格，决不等于正常的谷物数量乘以较

低的价格）。

假定英国只生产１夸特小麦，而这１夸特小麦的价格等于以

前３０００万夸特小麦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撇开国家缺少再生产

生命和谷物的手段不说，如果我们假定再生产１夸特小麦所需要

的工作日为ａ，那么，国家就要以ａ×３０００万工作日（生产费用
３８
）

来交换ａ×１工作日（产品）；它的资本的生产力就会减小到原来的

几千万分之一，而国内拥有的价值总额就会减少，因为每个工作日

就会贬值到原来的三千万分之一。每一份资本现在只代表自己以

前价值的、自己的等价物即生产费用的 １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虽然在上述场合

国民资本的名义价值并未减少（把土地的跌价撇开不说），因为其

余产品的价值的减少正好由１夸特小麦的价值的增加所补偿。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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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价格提高到３０００万倍就是其余一切产品以同样程度跌价的表

现。

此外，本国和外国的这种区别是完全虚妄的。一个国家，谷物

遭到歉收，向外国购买谷物，这个国家同外国的关系，和这个国家

的每一个人同租地农场主或谷物商人的关系是一样的。个人必须

用于购买谷物的追加数额，是他的资本即他所持有的资金的直接

减少。

为了使问题不致被一些不重要的影响搞混，应该假定歉收国

家实行粮食的自由买卖。即使输入的谷物象自己生产的谷物一样

便宜，该国仍然由于租地农场主没有再生产出来的那部分资本而

遭到损失。但是，在我们所作的假定下，该国进口的外国谷物的数

量总是等于正常价格下可能进口的数量。因此，进口的增长是以价

格上涨为前提的。

谷物价格的上涨等于其余一切商品价格的下跌。一夸特谷物

生产费用（表现为价格）的提高，等于在其他一切形式上存在的资

本的生产率的降低。用于购买谷物的数额增加了，对其他一切产品

的购买必然相应减少，因而这些产品的价格必然相应降低。不管金

属货币或其他任何货币是否存在，国家会处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

不仅涉及谷物，而且涉及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这不仅因为它们的生

产率确实降低了，它们的产品的价格同正常生产费用所决定的价

值相比下降了，而且也因为一切契约、债务等等都是以产品的平均

价格为基础的。举例来说，必须提供ｘ舍费耳谷物来支付国债，而

这ｘ舍费耳的生产费用按一定的比例增加了。

因此，完全不管货币的情况是怎样的［ —８］，国家会处于普

遍危机之中。不仅撇开货币，甚至撇开产品的交换价值不说，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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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会贬值，国家的生产率仍会下降，而国家的一切经济关系是以它

的劳动的某种平均生产率为基础的。

因此，谷物歉收引起的危机决不是由贵金属外流造成的，虽然

为制止这种外流而设置的障碍可以加剧这种危机。

无论如何也不能附和蒲鲁东的说法，即认为危机之所以产生，

是由于只有贵金属才同其他商品相对立而具有真实的价值；这是

因为，仔细考察一下，谷物价格的上涨只不过意味着必须拿出更多

的金银来交换一定数量的谷物，也就是说，金银的价格同谷物的价

格相比下跌了。因此，金银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同谷物相比贬值

了，任何特权都不能使金银避免这一点。金银同谷物相比的贬值和

谷物价格的上涨是一回事。｛这并不完全正确。例如一夸特谷物从

５０先令上涨到１００先令，也就是上涨１００％，但是棉织品下降

８０％。这样，银同谷物相比只下降５０％，而棉织品（由于需求减少

等等）同银相比下降了８０％。也就是说，其他一切商品价格的下

跌，超过谷物价格的上涨。但是，也有相反的情况。例如，最近若干

年，谷物价格一度上涨１００％，而工业品价格并不是按照金同谷物

相比下跌的程度下跌。这种情况并不直接影响一般原理。｝也不能

说，金享有特权，是由于金作为铸币，它的量是准确规定的和可靠

的。一塔勒（银）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塔勒。同样，一舍费耳小麦就

是一舍费耳，一码麻布就是一码。

因此，在谷物严重歉收的情况下，大多数商品（包括劳动）的跌

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危机，不能幼稚地归咎于金的输出，因为即使本

国的金根本不输出，外国谷物根本不输入，跌价和危机还是会发生

的。危机只是归结于供求规律，大家知道，这一规律在生活必需品

领域内（从全国范围来看）所起的作用，比在其他一切领域内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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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要强烈和有力得不可比拟。金的输出不是谷物危机的原

因，而谷物危机却是金的输出的原因。

如果就金银本身来考察，那么可以断言，它们只是在两个方面

影响危机，使危机的症状更加恶化：（１）金的输出因银行受金属准

备的约束而变得困难；银行因而针对这种金的输出所采取的措施

对国内流通产生不利的反作用；（２）金的输出是必不可少的，因为

外国只愿意以金的形式而不是以任何其他形式得到资本。

即使第一点困难得到克服，第二点困难可能仍然存在。英格兰

银行正是当它在法律上有权发行不可兑现的银行券的时期经历这

种困难的。银行券同金条相比贬值了，而金的造币局价格同金条价

格相比也下跌了。对银行券来说，金成了特种商品。可以说，就银

行券名义上代表一定数量的金来说，银行券还依赖于金，而实际上

用银行券是不能换回金的。金仍然是银行券的名称，虽然在法律上

银行券已经不再能够向银行换回这一数量的金。

只要纸币从金得到名称（也就是说，例如５镑银行券是５索维

林的纸代表），对银行券说来，银行券可兑换为金就仍然是经济规

律，不管这一规律在政策上是否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这要在

以后来考察，并且不直接属于所研究的问题）。英格兰银行的银行

券在１７９９—１８１９年时期３９还继续声称，它们代表一定数量的金的

价值。除了通过银行券实际上支配多少金条这个事实之外，还能通

过其他办法来检验这种声明吗？从５镑银行券不再能够得到等于

５索维林的金条价值的时刻起，银行券就贬值了，虽然它是不能兑

现的。银行券的名称所表明的银行券价值和一定数量的金的价值

相等，立即同银行券和金的实际上的不相等发生矛盾。

因此，坚持把金当作银行券的名称的英国人中间的争论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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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不是银行券兑换为金的问题，——这种兑现只不过是把银

行券的名称在理论上所表明的那种相等，从实践上表示出来，——

而是怎样保证这种兑现的问题，是通过在法律上对银行作出的限

制来保证这种兑现呢，还是让这种兑现放任自流呢？持后一种看法

的人断言，发行银行凭票据发放贷款，因而它的银行券保证能够流

回，这种兑现平均说来是有保证的，而他们的反对者反正从来没有

提供比这个平均保证更多的东西。后一情况是事实。顺便说一下，

这种平均是不容忽视的，并且平均计算既应该成为银行的基础，也

应该成为一切保险机构等等的基础。站在这方面的，首先是苏格兰

的各银行，它们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典范。

严格的金条主义者则说：他们是认真对待［ —９］兑现的；这

种兑现的必要性是由银行券本身的名称造成的；银行负有兑现的

义务，就使银行券始终成为可兑现的，这是对过量发行的限制；他

们的反对者是不可兑现论的虚假的维护者。在这两派之间，有各种

不同色彩的小派别，有很多小的“品种”。

最后，不可兑现论的辩护者，坚定的反金条主义者，自己不知

道他们只是不可兑现论的虚假的拥护者，正如他们的反对者只是

可兑现论的虚假的拥护者一样，因为反金条主义者保留银行券的

名称，也就是把一定名称的银行券同一定金量的实际相等当作自

己的银行券的十足价值的尺度。

在普鲁士存在着强制流通的纸币。（由于一定数量的税必须以

纸币支付，就此而言，纸币的流回是有保证的。）这些纸塔勒不是支

取银的凭证，根据法律它们不能向任何银行换取银等等。它们不是

由商业银行凭票据而贷出的，而是政府为了支付自己的费用发出

的。但是，它们的名称就是银的名称。一个纸塔勒声称它代表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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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银塔勒同样的价值。如果对政府的信任发生根本的动摇，或者这

种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的需要所要求的数量，那么，在实践中

纸塔勒就不再与银塔勒处于同等地位，就会贬值，因为它会低于它

的名称所表示的价值。即使没有发生上述情况，如果产生了对银的

特别需要，例如，要输出银，使银与纸塔勒相比拥有特权，那么，纸

塔勒也会贬值。

因此，可兑换为金银成了以金银命名的任何纸币的实际价值

尺度，不管这种纸币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名义价值只是象影子

那样跟随着它的实体，两者是否一致，那要由它们的实际可兑现性

（可交换性）来证明。实际价值降低到名义价值以下就是贬值。实

际的平行运动，互相交换，就是兑现。就不可兑现银行券来说，可兑

现性不是表现在银行的出纳上，而是表现在具有金属货币名称的

纸币和金属货币之间的日常交换上。实际上，如果不是通过在全国

各地的日常交易，而是通过在银行出纳处进行特别的、巨大的试验来

确认可兑现银行券的可兑现性，那么，这种兑现就是很危险的了。

在苏格兰，纸币在农村中甚至比金属货币更受欢迎。苏格兰在

１８４５年以前，也就是在英国１８４４年的法令４０强加于它以前，自然

经历了英国的一切社会危机，而某些危机甚至更加厉害，因为“清

扫”土地４１在这里进行得更加肆无忌惮。但是，苏格兰并没有发生

真正的货币危机（某些银行由于轻率地提供贷款而破产，这是例外

情形，和这里的问题无关）；没有银行券贬值，没有抱怨，没有对于

流通的货币的数量是否够用的研究等等。

在这里，苏格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一方面表明在现存基础

上可以怎样充分调节货币制度——消除达里蒙所抱怨的一切弊病

——而不屏弃现存的社会基础；与此同时，这个社会基础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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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阶级对立等等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更为尖锐。

足以说明问题的是，达里蒙和他的保护者，那位为他的书写序

的艾米尔·日拉丹——他以理论上的空想来补充前者实践上的欺

骗——不是在苏格兰去发现同英格兰银行和法兰西银行这类垄断

银行相对立的东西，而是在美国去寻找这种相对立的东西，而在美

国，由于要得到各州的特许，银行制度只在名义上是自由的，那里

没有银行的自由竞争，只存在着垄断银行的联邦制度。

确实，苏格兰的银行制度和货币制度是流通魔术师的幻想所

碰到的最危险的暗礁。尽管金币或银币（在没有法律规定的复本位

制的地方）对其他一切商品的相对价值经常发生变化，但人们不说

金币和银币贬值了。为什么不说呢？因为它们就是它们自己的名

称，因为它们的名称不是一种价值的名称，也就是说，它们不是以

某一第三种商品来估价，而只是表示自身物质的一部分，即一索维

林等于若干金量的若干量。

因此，金在名义上是不可能贬值的，这不是因为只有金才表现

真正的价值，而是因为金作为货币所表现的根本不是价值，而是自

身物质的一定量，它在自己额头上标明的，是自己的量的规定性。

（以后应当更详细地研究，金币和银币的这种特征归根到底是不是

一切货币的内在属性。）

达里蒙及其同伙被金属货币的这种名义上的不可贬值性所迷

惑，只看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的一个方面：金银同几乎所有其他商

品相比升值了；他们没有看到另一个方面：在所谓的繁荣时期，即

价格暂时普遍上涨的时期，金银或者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劳动也

许除外，但并非总是如此）相比贬值了。由于金属货币（以及以它为

基础的一切种类的货币）的这种贬值总是先于它的升值，他们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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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按相反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问题：要预防货币的周期重复的贬

值（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废除商品对货币的特权）。采用后一种说

法，任务立即归结为消除价格的涨落。这就要消灭价格。这样就要

废除交换价值。为此就要废除与资产阶级社会组织［ —１０］相适

应的交换。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在经济上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革

命。可见，一开始本来就可以看到，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不是通过

“改造”银行或建立合理的“货币制度”所能消除的。

［（２）蒲鲁东的流通理论同他的错误的

价值理论的联系。货币的产生是

交换发展的必然结果］

［（ａ）蒲鲁东主义者的幻想：通过实行“劳动货币”

能够消除资产阶级社会的弊病］

［（α）“劳动货币”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相容］

可见，可兑现性——法定的或不是法定的——始终是对一切

这样的货币所提出的要求，这种货币的名称使它成为一个价值符

号，也就是说，使它和一定量的第三种商品等同。等同已经包含了

对立面——可能的不等同；可兑现性包含了它的对立面——不可

兑现性；升值包含了贬值，如果用亚里士多德的话来说，就是潜在

地包含了。

例如，假定索维林不仅叫作索维林，——这只是一盎司金的若

干等分的尊称（计算名称），正如米是一定长度的名称一样，——而

且它还例如叫作“ｘ小时劳动时间”。事实上，一盎司金的上述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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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非是物化的即对象化的ｘ小时劳动时间。但是，金是过去的劳动

时间，是一定量的劳动时间。它的名称“ｘ小时劳动时间”使一定量

劳动成为它的标准。一磅金必须可以兑换ｘ小时劳动时间，必须能

够随时购买这些时间：一旦它能够购买的时间多了或少了，它就是

升值或贬值了；在后一情况下，它的可兑现性就消失了。

决定价值的，不是体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而是现在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我们就拿一磅金本身来说：假定它是２０小时劳动时

间的产品。假定后来由于某些情况，生产一磅金只需要１０小时。一

磅金的名称表明它原来＝２０小时劳动时间，现在它只＝１０小时劳

动时间，因为２０小时劳动时间＝２磅金。１０小时劳动实际上交换

一磅金；也就是说，一磅金不能再交换２０劳动小时。

具有“ｘ劳动小时”这个平民名称的金币发生的变动，会大于

任何其他货币，特别是大于现在的金币；因为金和金相比是不能提

高或降低的（它和它本身相等），但是，一定量金包含的过去的劳动

时间同现在的活劳动时间相比，必定不断地提高或降低。要使它保

持可以兑现，就必须使劳动小时的生产率保持不变。但一般经济规

律是，生产费用不断地降低，活劳动的生产率不断地提高，因而物

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不断地贬值，因此，不断贬值将是这种金劳

动货币不可避免的命运。要防止这种弊病，人们也许会说，不应该

由金来获得劳动小时的名称，正如魏特林——在他之前有英国人，

在他以后有法国人，其中包括蒲鲁东之流——所主张的那样４２，应

该由纸币，单纯的价值符号来获得这个名称。在这里，体现在纸本

身中的劳动时间，和银行券的纸的价值一样，是微不足道的。纸券

将纯粹是劳动小时的代表，正如银行券纯粹是金或银的代表一样。

如果劳动小时的生产率提高了，代表劳动小时的纸券的购买力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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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提高，反之亦然；正如现在一张５镑银行券会由于金同其他商品

相比的相对价值的提高或降低而买到较多或较少的东西一样。

根据会使金劳动货币不断贬值的同一规律，纸劳动货币会不

断地升值。社会主义者会说，这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工人从自己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中会得到快乐，而不象现在他随着劳动生产率的

提高创造别人的财富，造成自身的贬值。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说

的。可是，不幸，这里产生了一些小小的疑问。

首先：如果我们假定存在着货币，即使这只是小时券，那么我

们也必须假定存在着这种货币的积累，存在着以这种货币形式订

立的契约、债务和固定负担等等。积累的纸券和新发行的纸券一

样，会不断地升值，因此，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非劳动者得

到好处，另一方面，以前缔约的债务负担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

在同一程度上加重。如果世界随时可以重新开始，如果已订立的要

用一定量金来偿付的债务没有持续到金价值发生变动的时刻，那

么，金价值或银价值的降低或提高就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在这里，

小时券和小时生产率的情况也是这样。

这里应该研究的是小时券的兑现问题。我们通过迂回的道路，

也会达到同一目的。虽然为时过早，但还是可以谈一谈作为小时券

依据的那些幻想，这些幻想使我们能够看到把蒲鲁东的流通理论

和他的一般理论——他的价值决定［ —１１］理论——联系起来的

最深奥的秘密。例如在布雷和格雷那里，我们也能找到同样的联

系。其中是否有正确的东西作为根据，我们后面再去研究（先可以

顺便指出：如果银行券单纯被看作金的支取凭证，那么，它要不贬

值，它的发行量就不能超过它所要代替的金币量。如果我凭同一

１５镑的金，向三个不同的债权人开出三张１５镑的支取凭证，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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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事实上每一张只是
１５
３镑即５镑的支取凭证。因此，每一张银行

券从一开始就贬值到３３１ ３％）。

［（β）“劳动货币”同商品价值和商品

价格之间的实际差别不相容］

  一切商品（包括劳动在内）的价值（实际交换价值），决定于它

们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决定于制造它们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

格就是这种用货币来表现的商品交换价值。因此，用劳动货币（它

的名称取自劳动时间本身）代替金属货币（以及以它取名的纸币或

信用货币），就会把商品的实际价值（交换价值）和商品的名义价

值、价格、货币价值等同起来。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等同，价值和价

格等同。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前提只能是：价值和价格只是名义上

不同。可是，情况完全不是这样。由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价值，只

是商品的平均价值。只要平均数是作为一个时期的平均数计算出

来的，例如，按二十五年的咖啡价格平均计算，一磅咖啡值一先令，

那么平均数就表现为外在的抽象；但是，如果承认平均数同时又是

商品价格在一定时期内所经历的波动的推动力和运动原则，那么

平均数就是十分现实的。

这种现实性不只是具有理论上的重要意义：它是商业投机的

基础，因为商业投机在计算各种可能性时，既要考虑到它当作价格

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也要考虑到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

动的平均幅度。商品的市场价值总是不同于商品的这个平均价值，

总是高于或低于它。

市场价值平均化为实际价值，是由于它经常波动，决不是由于

和实际价值这个第三物相等，而是由于和它自身经常不相等（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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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话，就会这样说：不是由于抽象的同一，而是由于经常的

否定的否定，也就是说，是由于它自身作为实际价值的否定的否

定）。而实际价值本身——不以它对市场价格波动的支配为转移

（撇开它是这些波动的规律不说）——又否定自己，使商品的实际

价值经常和它自身的规定发生矛盾，使现有商品的实际价值贬值

或升值——这一点我在我那本驳斥蒲鲁东的小册子４３中已经指出

来了，在这里不需要详细论述。

因此，价格和价值的差别不只是名和实的差别；不只是由于以

金和银为名称，而是由于价值是作为价格运动的规律而出现。但是

它们始终是不同的，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完全偶然和例外的情

况下才一致。商品价格不断高于或低于商品价值，商品价值本身只

存在于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下跌之中。供求不断决定商品价格；供求

从来不一致，或者只是在偶然的情况下才一致；而生产费用又决定

供求的波动。

表现商品价格的，表现商品市场价值的金或银本身，是一定量

的积累劳动，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假定商品的生产费用和金

银的生产费用都保持不变，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涨或下跌就无非表

示，一个等于ｘ劳动时间的商品，在市场上总是支配着大于或小于

ｘ的劳动时间，总是高于或低于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商品的平

均价值。

主张实行小时券的人的第一个基本错觉在于：他们以为只要

消除实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名义上的差

别，——也就是说，不用劳动时间的一定物化，比如说金和银，而用

劳动时间本身来表现价值，——同时也就消除了价格和价值之间

的实际差别和矛盾。这样说来，不言而喻，单是实行小时券，就把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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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生产的一切危机，一切弊病都消除了。商品的货币价格＝商

品的实际价值；需求＝供给；生产＝消费；既废除货币，又保存货

币；只要确认生产商品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就能够产生一

个和这种劳动时间相当的摹本，后者表现为一种价值符号，货币，

表现为小时券。这样一来，每个商品直接转化为货币，而金和银则

下降到其他一切商品的等级。

没有必要详细地说明，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平均价格和

价格（它的平均数是平均价格）之间的矛盾，一定量和其平均量之

间的差别，［ —１２］是不会由于下面这种办法而消除的：消除这两

者的单纯名称的不同，也就是说，不说１磅面包值８便士，而说１

磅面包＝
１

ｘ劳动小时。相反地，如果８便士＝
１

ｘ劳动小时，如果物

化在１磅面包中的劳动时间多于或少于
１

ｘ劳动小时，那么，由于价

值尺度同时又是表现价格的要素，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差别会明显

地表现出来，而这种差别在金价格或银价格中被掩盖了。结果得到

一个无限的等式。（包含在８便士中或通过一张纸券表现出来的）

１

ｘ劳动小时大于或小于（包含在１磅面包中的）
１

ｘ劳动小时。

代表平均劳动时间的小时券决不会和实际劳动时间一致，也

决不能和它兑换；也就是说，物化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时间，所能

支配的决不是和它本身等量的劳动货币（反之亦然），而是较多或

较少的劳动货币，正如现在市场价值的任何波动都表现为其余价

格和银价格的提高或降低。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①，商品同小时券相比——在一个较长

时期内——的不断贬值，产生于劳动时间的生产率不断提高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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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产生于相对价值本身的混乱，这种混乱是由相对价值固有的原

则即劳动时间所造成的。我们现在说的小时券不可兑换无非是实

际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交换价值和价格之间不可兑换的另一种

说法。小时券和一切商品相反，代表一个观念上的劳动时间，这个

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多的实际劳动时间，有时交换较少的实际劳

动时间，并且在纸券上取得了一种和这一实际不等相适应的、独立

的、特有的存在。商品的一般等价物，流通手段和尺度，又作为个体

化的、遵循自身规律的、异化的东西和商品相对立，也就是说，具有

现在的货币的一切属性，而不提供这种货币的服务。但是，由于比

较各商品即各物化劳动时间量所用的手段，不是一个第三种商品，

而是这些商品本身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本身，所以混乱就更严

重了。

商品ａ，３小时劳动时间的物化＝２劳动小时券；商品ｂ，也是

３劳动小时的物化＝４劳动小时券。这个矛盾事实上已表现在货币

价格中，只是隐蔽地表现罢了。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用生产商

品本身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衡量的商品和这个商品要换取的劳动

时间的产品之间的差别，需要有一个第三种商品来充当表现商品

的实际交换价值的尺度。由于价格不等于价值，所以决定价值的要

素——劳动时间——就不可能是表现价格的要素，这是因为，不然

的话劳动时间就会同时是决定者，又不是决定者，和自身相等，又

和自身不相等。因为劳动时间作为价值尺度，只是观念地存在，所

以它不能充当对价格进行比较的材料。（在这里，同时弄清楚了，价

值关系是怎样和为什么在货币上取得了物质的、独立的存在。这一

点在后面再详细论述。）价格和价值的差别，要求以另外的尺度而

不是以价值本身去衡量作为价格的价值。和价值不同，价格必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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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价格。由此可见，价格和价值之间名义上的差别，是由它们实

际上的差别决定的。

［（ｂ）在交换过程中产品转化为商品，

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

  商品ａ＝１先令（即＝
１

ｘ银）；商品ｂ＝２先令（即
２

ｘ银）。因此，

商品ｂ＝商品ａ的价值的两倍。ａ和ｂ之间的价值比例得到表现，

是通过它们按什么比例交换一定量第三种商品银，而不是通过它

们按什么比例交换一个价值比例。

每一个商品（产品或生产工具）都等于一定劳动时间的物化。

它的价值，即它交换其他商品或其他商品交换它的比例，等于在它

身上实现的劳动时间量。例如，如果一个商品＝１小时劳动时间，

那么，它就可以同作为１小时劳动时间产品的其他一切商品相交

换。（整个这一论断的前提是，交换价值＝市场价值，实际价值＝价

格。）

商品的价值和商品本身不同。商品仅仅在交换（实际的或想象

的）中才是价值（交换价值）：价值不仅是商品的一般交换能力，而

且是它的特有的可交换性。价值同时是一种商品交换其他商品的

比例的指数，是这种商品在生产中已经换到其他商品（物化劳动时

间）的比例的指数；价值是量上一定的［ —１３］可交换性。例如，１

码棉布和１升油，作为棉布和油来看，自然互不相同，具有不同的

属性，要用不同的尺度来计量，是不能通约的。作为价值，一切商品

在质上等同而只在量上不同，因此可以互相计量，可以按一定的量

的比例相替换（相交换，可以互相兑换）。

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关系，是商品的经济上的质。一本有一定价

４８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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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书和一个有同一价值的面包相交换，它们是同一价值，只是材

料不同罢了。作为价值，一种商品按一定的比例同时是其他一切商

品的等价物。作为价值，商品是等价物；商品作为等价物，它的一切

自然属性都消失了；它不再和其他商品发生任何特殊的质的关系，

它既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尺度，也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一般代表，

一般交换手段。作为价值，商品是货币。

但是，因为商品——或者确切地说，产品或生产工具——和作

为价值的自身不同，所以，作为价值，它和作为产品的自身不同。它

作为价值的属性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同时取得一个和它的自然存

在不同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各种商品作为价值彼此只是在量

上不同，所以每种商品必定在质上和自身的价值不同。因此，商品

的价值也必定取得一个在质上可以和商品区别的存在，并且在实

际交换中，这种可分离性必定变成实际的分离，这是因为商品的自

然差别必定和商品的经济等价发生矛盾，这两者所以能够并存，只

是由于商品取得了二重存在，除了它的自然存在以外，它还取得了

一个纯经济存在；在纯经济存在中，商品是生产关系的单纯符号，

字母，是它自身价值的单纯符号。

作为价值，每一种商品都可以等分；在它的自然存在中，它却

不是这样。作为价值，商品无论经历多少形态变化和存在形式，都

仍旧不变；在实际中，商品进行交换，只是因为它们不相同并且适

合于各种不同的需要。作为价值，商品是一般的，作为实际的商品，

商品是一种特殊性。作为价值，商品总是可交换的；在实际的交换

中，只有当商品符合特定的条件，商品才是可交换的。作为价值，商

品的可交换性的尺度决定于商品本身；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正是这

个商品换成其他商品的比例；在实际的交换中，商品只有在和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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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属性相联系的并且和交换者的需要相适应的数量上，才是

可交换的。

（总之，当作货币的特殊属性列举的一切属性，都是商品作为交换

价值的属性，是产品作为价值——不同于价值作为产品——的属

性。）（商品的交换价值，作为同商品本身并列的特殊存在，是货币，

是一切商品借以互相等同、比较和计量的那种形式，是一切商品向

之转化，又由以转化为一切商品的那种形式，是一般等价物。）

任何时候，在计算，记账等等时，我们都把商品转化为价值符

号，把商品当作单纯交换价值固定下来，而把商品的物质和商品的

一切自然属性抽掉。在纸上，在头脑中，这种形态变化是通过纯粹

的抽象进行的；但是，在实际的交换中，必须有一种实际的媒介，一

种手段，来实现这种抽象。商品在其自然属性上，既不是在任何时

候可以交换的，也不是和任何其他商品可以交换的；它和其他商品

可以交换，不在于它和它本身在自然上等同，而是设定４４为和自身

不等同，设定为和自身不同的东西，交换价值。我们首先必须把商

品转变为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然后才能把这个交换价值和其他

交换价值加以比较和交换。

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当两种商品互相交换时，每一种商品

首先等于一个表现出它的交换价值的符号，例如，在西非海岸的某

些黑人那里，等于ｘ金属条块。一种商品＝１金属条块；另一种商

品＝２金属条块。它们按照这个比例交换。在商品互相交换之前，

先在头脑中和在语言上把它们转化为金属条块。①在商品相交换

６８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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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就要对它们估价，而要对它们估价，就必须使它们彼此处于

一定的数字比例。要使它们处于这样的数字比例，使它们可以通

约，就必须使它们具有同一名称（单位）。（金属条块具有一个单纯

想象的存在，正如一般说来，一种关系只有通过抽象，才能取得一

个特殊的化身，自身也才能个体化。）为了抵偿在交换中一个价值

超过另一个价值的余额，为了进行结算，在最原始的物物交换中，

就象在现在的国际贸易中一样，要求用货币支付。

产品（或者活动）只是作为商品相交换；在交换本身中，商品只

是作为价值而存在；只有作为这样的东西，它们才进行比较。为了

确定我能用一码麻布交换的面包的重量，我先使一码麻布＝自己

的交换价值，也就是＝
１

ｘ劳动时间。同样，我使一磅面包＝自己的

交换价值＝
１

ｘ或
１

２等等劳动时间。我使每一个商品＝某个第三物；

也就是说，［ —１４］使它和自身不相同。这个第三物不同于这两种

商品，因为它表现一种关系，所以它最初存在于头脑中，存在于想

象中，正如一般说来，要确定不同于彼此发生关系的主体４６的那些

关系，就只能想象这些关系。

当一种产品（或活动）成为交换价值时，它不仅转化为一定的

量的比例，转化为比例数，——也就是说，转化为一个数字，这个数

字表明若干量的其他商品和它相等，是它的等价物，或者说，它按

什么比例是其他商品的等价物，——而且同时还必须在质上转化，

变为另一种要素，以便两种商品变成具有同一单位的名数，也就是

说，变成可以通约的。

商品首先必须转化为劳动时间，也就是说，转化为某种在质上

和它不同的东西｛其所以在质上不同，（１）因为商品不是作为劳动

时间的劳动时间，而是物化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不是处于运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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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而是处于静止形式；不是处于过程形式，而是处于结果形式；

（２）因为商品不是只存在于想象之中的一般劳动时间的物化（它本

身只是和自身的质相分离的、仅仅在量上不同的劳动），而是一定

的、自然规定的、在质上和其他劳动不同的劳动的一定结果｝，——

然后才能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量即一定的劳动量，和其他的劳动

时间量即其他的劳动量相比较。

为了对产品进行单纯的比较——对产品估价——，为了在观

念上决定产品的价值，只要在头脑中进行这种形态变化就够了

（在这种形态变化中，产品单纯作为量的生产关系的表现而存在）。

在对商品进行比较时，这种抽象就够了；而在实际交换中，这种

抽象又必须物化，象征化，通过某个符号而实现。这是由于：

（１）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两个待交换的商品，是在头脑中转化为

共同的量的比例即交换价值，从而互相进行估价的。但是，它们

要在实际上进行交换，它们的自然属性，就同它们作为交换价值

和单纯名数的规定发生矛盾。它们是不能够随意分割的，等等。

（２）在实际交换中，总是特殊的商品和特殊的商品相交换，每一

个商品是否可交换，以及它可交换的比例怎样，要取决于地点和

时间等条件。

但是，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并不是使这个商品和一定的其

他商品相等，而是表明这个商品是等价物，表明这个商品可以和

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比例。在头脑中一下子就完成的这种比较，

在实际中只是在一定的、由需要决定的范围以内实现的，并且只

是相继实现的。（例如，我根据自己的需要，用１００塔勒的收入，

先后交换了总共等于１００塔勒交换价值的一系列商品。）

可见，要使商品一下子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并使它具有交

８８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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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的普遍作用，它和一种特殊的商品相交换是不够的。商品

必须和一个第三物相交换，而这个第三物本身不再是一个特殊的

商品，而是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象征，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本身的象

征；因而，可以说，它代表劳动时间本身，例如，一张纸或一张

皮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个可除部分。（这样一种象征是以得到公认为

前提的；它只能是一种社会象征；事实上，它只表现一种社会关

系。）

这种象征代表劳动时间的一些可除部分，代表这样一些部分

的交换价值：它们通过简单的算术组合，能够表现出各交换价值

互相间的一切比例。这种象征，这种交换价值的物质符号，是交

换本身的产物，而不是一种先验地形成的观念的实现。（事实上，

被用作交换媒介的商品，只是逐渐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一个象

征；在发生这样的情况后，这个商品本身就可能被它自己的象征

所代替。现在它成了交换价值的被人承认的符号。）

因此，过程简单地说是这样：产品成为商品，也就是说，成

为单纯的交换要素。商品转化为交换价值。为了使商品同作为交

换价值的自身相等，商品换成一个符号，这个符号代表作为交换

价值本身的商品。然后，作为这种象征化的交换价值，商品又能

够按一定的比例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由于产品成为商品，商

品成为交换价值，产品开始在头脑中取得了二重存在。这种观念

上的二重化造成（并且必然造成）的结果是，商品在实际交换中

二重地出现：一方面作为自然的产品，另一方面作为交换价值。也

就是说，商品的交换价值取得了一个在物质上和商品分离的存在。

［ —１５］可见，产品作为交换价值的规定，必然造成这样的

结果：交换价值取得一个和产品分离即脱离的存在。同商品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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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相脱离而自身作为一个商品又同商品界并存的交换价值，就是

货币。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切属性，在货币上表现为和商品不

同的物，表现为和商品的自然存在形式相脱离的社会存在形式。

（在列举货币的通常的属性时，还要进一步论证这一点。）（表现这

种象征的材料决不是无关紧要的，虽然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各种各

样的材料。社会的发展，在产生出这种象征的同时，也产生出日

益适合于这种象征的材料，而以后社会又竭力摆脱这种材料；一

种象征如果不是任意的，它就要求那种表现它的材料具有某些条

件。例如，文字符号有自己的历史，拼音文字等等。）

这样，产品的交换价值产生出同产品并存的货币。因

此，货币同特殊商品的并存所产生的混乱和矛盾，是不可能

通过改变货币的形式而消除的（尽管可以用较高级的货币形式来

避免较低级的货币形式所具有的困难），同样，只要交换价值仍然

是产品的社会形式，废除货币本身也是不可能的。必须清楚地了

解这一点，才不致给自己提出无法解决的任务，才能认识到货币

改革和流通革新可能改变生产关系和以生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

系的界限。

货币的属性是：（１）商品交换的尺度；（２）交换手段；

（３）商品的代表（因此作为契约上的东西）；（４）同特殊商

品并存的一般商品。所有这些属性都单纯来自货币是同商品本

身相分离的、物化的交换价值这一规定。（货币是和其他一切商品

相对立的一般商品，是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化身，——货

币的这种属性，使货币同时成为资本的已实现的和始终可以实现

的形式，成为资本的始终有效的表现形式。这个属性在贵金属流

出时表现得特别明显；这个属性使资本在历史上最初只以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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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现；最后，这个属性说明了货币和利息率的关系以及货币

对利息率的影响。）

［（ｃ）产品的商品形式所固有的矛盾和以商品形式

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矛盾

在货币上的发展。危机的可能性］

  生产的发展越是使每一个生产者依赖于自己的商品的交换价

值，也就是说，产品越是在实际上成为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越

是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那么，货币关系以及货币关系（即产品

同作为货币的自身的关系）的内在矛盾就越发展。交换的需要和

产品向纯交换价值的转化，是同分工，也就是同生产的社会性按

同一程度发展的。但是，随着生产的社会性的发展，货币的权力

也在同一程度上发展，也就是说，交换关系固定为一种对生产者

来说是外在的、不依赖于生产者的权力。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

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生产者在

什么程度上依赖于交换，看来，交换也在什么程度上不依赖于生

产者，作为产品的产品和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之间的鸿沟也在什

么程度上加深。货币没有造成这些对立和矛盾；而是这些矛盾和

对立的发展造成了货币的似乎先验的权力。

（要详细说明一切关系转化为货币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实物税

转化为货币税，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义务兵转化为雇佣兵，

一切人身的义务转化为货币的义务，家长制的、奴隶制的、农奴

制的、行会制的劳动转化为纯粹的雇佣劳动。）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商品

内在的货币属性；商品的这个货币属性作为货币同商品相脱离，取

１９．货 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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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一个同一切特殊商品及其自然存在形式相分离的一般社会存

在；产品对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的关系，成为产品对同它并存的

货币的关系，或者说，成为一切产品对在它们全体之外存在的货

币的关系。正象产品的实际交换产生自己的交换价值一样，产品

的交换价值产生货币。

现在出现的下一个问题是：货币同商品并存，是否从一开始

就掩盖了随着这种关系本身而产生的矛盾？

第一，商品二重地存在这个简单的事实，即一方面商品作为

一定的产品存在，而这个产品在自己的自然存在形式中观念地包

含着（潜在地包含着）自己的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作为表现

出来的交换价值（货币）存在，而这个交换价值又抛弃了同产品

的自然存在形式的一切联系，——这种二重的、不同的存在必然

发展为差别，差别必然发展为对立和［ —１６］矛盾。商品作为

产品的特殊性同商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性之间的这个矛盾，即

产生了商品一方面表现为一定的商品，另方面表现为货币这种二

重化的必要性的这个矛盾——商品的特殊的自然属性同商品的一

般的社会属性之间的这个矛盾，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商品的这两个

分离的存在形式不能互相转换的可能性。商品的可交换性作为同

商品并存的物存在于货币上，作为某种和商品不同的、不再和商

品直接同一的东西而存在。一旦货币成为同商品并存的外界的东

西，商品能否换成货币这一点，马上就和外部条件联系在一起，这

些条件可能出现可能不出现；要受外部条件的支配。

在交换中需要商品，是由于商品的自然属性，由于需要（商

品是需要的对象）。相反地，需要货币只是由于它的交换价值，只

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因此，商品是否能够转化为货币，是否能

２９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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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同货币相交换，它的交换价值是否能够实现，取决于本来和作

为交换价值的商品毫不相干的、不以它为转移的各种情况。商品

转化的可能性取决于产品的自然属性；货币转化的可能性是和货

币作为象征性交换价值的存在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可能出现这

样的情况：商品在它作为产品的一定形式上，不再能同它的一般

形式即货币相交换和相等同。

因为商品的可交换性是作为货币存在于商品之外，所以它就

成为某种和商品不同的、对商品来说是异己的东西；商品还必须

和这种东西等同，可见，商品最初是和这种东西不等同的；而等

同本身取决于外部条件，也就是说，是偶然的。

第二，正象商品的交换价值二重地存在，即作为一定的商品

和作为货币而存在，同样，交换行为也分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

商品换货币，货币换商品；买和卖。因为买和卖取得了一个在空

间上和时间上彼此分离的、互不相干的存在形式，所以它们的直

接同一就消失了。它们可能互相适应和不适应；它们可能彼此相

一致或不一致；它们彼此之间可能出现不协调。固然，它们总是

力求达到平衡；但是，现在代替过去的直接相等的，是不断的平

衡的运动，而这种运动正是以不断的不相等为前提的。现在完全

有可能只有通过极端的不协调，才能达到协调。

第三，随着买和卖的分离，随着交换分裂为两个在空间上和

时间上互相独立的行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关系。

正象交换本身分裂为两个互相独立的行为一样，交换的总运

动本身也同交换者，商品生产者相分离。为交换而交换同为商品

而交换相分离。在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一个商人阶层，这个阶层只

是为卖而买，只是为再买而卖，这种活动的目的，不是占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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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商品，而只是取得交换价值本身，取得货币。（在单纯的物

物交换中，也可能形成一个商人阶层。但是，因为他们支配的只

是双方生产的剩余物，所以他们对生产本身的影响以及他们总的

来说所起的作用，仍然是完全次要的。）

交换价值脱离产品而在货币的形式上独立化，与此相适应，交

换（商业）则作为脱离交换者的职能而独立化。过去，交换价值

是商品交换的尺度，但是，商品交换的目的是直接占有已交换的

商品，是消费这种商品（不论这种消费是把商品当作产品来直接

满足需要，还是又把商品本身当作生产工具）。

现在，商业的目的不是直接消费，而是谋取货币，谋取交换

价值。由于交换的这种二重化——为消费而交换和为交换而交换，

产生了一种新的不协调。商人在交换中只受商品的买和卖之间的

差额支配；而消费者则必须最终补偿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

流通即商人阶层内部的交换，与流通的结局即商人阶层和消费者

之间的交换，尽管归根到底必然是互相制约的，但它们是由完全

不同的规律和动机决定的，彼此可能发生最大的矛盾。在这种分

离中已经包含了商业危机的可能性。但是，因为生产是直接为了

商业，只是间接为了［ —１７］消费，所以生产既造成了商业同

为消费而交换之间的不一致性，同样又受这种不一致性的影响。

（供求关系完全颠倒。）（从真正的商业中又分离出货币经营业。）

警句。（一切商品都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分工

越发达，直接产品就越不再是交换手段。必须有一种一般交换手

段，也就是说，必须有一种不依赖于每一个人的特殊生产的交换

手段。在货币上，物的价值同物的实体分离了。货币本来是一切

价值的代表；在实践中情况却颠倒过来，一切实在的产品和劳动

４９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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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成为货币的代表。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不是每一种物品都能

和任何一种物品相交换，一定的活动只能和一定的产品相交换。货

币所以能够克服物物交换中包含的困难，只是由于它使这种困难

一般化，普遍化了。强制分离的而实质上互相联系的要素，绝对

必须通过暴力爆发，来证明自己是一种实质上互相联系的东西的

分离。统一是通过暴力恢复的。一旦敌对的分裂导致了爆发，经

济学家就指出实质上的统一，而把异化抽掉。他们的辩护才智就

在于，在一切紧要关头忘记他们自己的规定。作为直接的交换手

段的产品，（１）和自己的自然性质还直接联系在一起，因而在各

方面都受这种性质的限制；例如，它可能变坏，等等；（２）和别

人对这种产品或我对别人的产品有没有直接需要联系在一起。一

旦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受交换的支配，它们同自己的占有者分离

的时刻也就来临。它们是否会在另一种形式下从这种分离重新回

到它们自己的占有者手中，这是偶然的。因为货币加入交换，我

不得不用我的产品交换一般交换价值或一般交换能力，所以我的

产品依赖于整个商业，并且摆脱了产品的地方的、自然的和个体

的界限。正因为如此，它可以不再是产品。）

第四，正象交换价值在货币上作为一般商品与一切特殊商品

并列出现一样，交换价值因此也作为特殊商品在货币上（因为货

币具有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其他一切商品并列出现。问题不仅在

于，货币只存在于交换之中，因而它作为一般交换能力同商品的

特殊交换能力相对立，并且直接使后者消失，尽管如此，它同商

品又应当始终是可以互相交换的，这样便产生了不一致；问题还

在于，货币由于以下原因而同它本身以及它的规定发生矛盾：它

本身是一种特殊商品（即使只是符号），因此在它同其他商品的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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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中又受特殊交换条件的支配，这些条件是同它的绝对的一般可

交换性相矛盾的。（这里还完全没有说到货币固定在一定产品的实

体上，等等。）

交换价值，除了它在商品上的存在以外，还在货币上取得自

身的存在，它之所以同它的实体分离，正是因为这个实体的自然

规定性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规定发生了矛盾。作为交换价值，

每一种商品都和其他商品等同（或可以相比较）（在质上：每一种

商品只代表量上或多或少的交换价值）。因此，商品的这种等同，

它们的这种统一，不同于它们的自然差别；从而在货币上，既表

现为商品共同的要素，又表现为与商品相对立的第三物。但是，一

方面，交换价值自然仍旧是商品固有的性质，虽然它同时存在于

商品之外；另一方面，货币不再作为商品的属性，不再作为商品

的一般性质存在，而是与商品并列而个体化了，因此它本身成为

一种与其他商品并列的特殊商品（可以通过供求来决定；分为各

种特殊的货币，等等）。

货币成了和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同时又不是和其他商品一

样的商品。货币虽然有它的一般规定，它仍然是一种与其他可交

换物并列的可交换物。货币不仅是一般交换价值，同时还是一种

与其他特殊交换价值并列的特殊交换价值。这里就是在实践中表

现出来的矛盾的新的根源。（在货币经营业从真正的商业分离出来

时，货币的特殊性质再次显现出来。）

由此可见，货币内在的特点是，通过否定自己的目的同时来

实现自己的目的；脱离商品而独立；由手段变成目的；通过使商

品同交换价值分离来实现商品的交换价值；通过使交换分裂，来

使交换易于进行；通过［ —１８］使直接商品交换的困难普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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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克服这种困难；按照生产者依赖于交换的同等程度，来使交换

脱离生产者而独立。

｛往后，在结束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唯心主义的叙述方法

作一纠正，这种叙述方法造成一种假象，似乎探讨的只是一些概

念的规定和这些概念的辩证法。因此，首先是弄清这样的说法：产

品（或活动）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成为货币。｝

        

（１８５７年１月２４日《经济学家》４７。在研究银行时，要考虑下

面这段话：

“既然商业阶级现在通常参与银行利润的分配，——他们由于更广泛地

设立股份银行，废除一切社团特权，把完全的自由扩展到银行业，而能够在

更大的程度上参与银行利润的分配，——所以这些阶级由于利息率提高而

发财致富了。的确，按存款量来看，商业阶级事实上是他们自己的银行家；既

然如此，贴现率对这些人来说必然也就没有什么重要意义。当然，所有银行

的和其他的准备金，都必然是不断生产和把利润储蓄起来的结果；因此，把

商业阶级和工业阶级当作一个整体来看，他们必然是他们自己的银行家，而

这只需要把自由贸易的原则推广到一切行业，使它们在货币市场的一切波动

中损益均等。”）

货币制度的和货币制度下产品交换的一切矛盾，是产品作为

交换价值的关系的发展，是产品作为交换价值或价值本身的规定

的发展。

（１８５７年２月１２日《晨星报》４８：“去年的货币荒和因此而实行的高贴现

率，对法兰西银行获取利润，是非常有利的。该行的股息一直在提高：１８５２

年为１１８法郎，１８５３年为１５４法郎，１８５４年为１９４法郎，１８５５年为２００法

郎，１８５６年为２７２法郎。”）

还必须指出下面这些论述：英国银币发行时的价格，高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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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含银的价值。１磅银的内在价值为６０—６２先令（平均合３金

镑），铸成银币后为６６先令。造币局支付是按照

“目前的市场价格，即每盎司５先令至５先令２便士，而发行则按照每盎

司５先令６便士。有两个原因防止了这种措施〈不按照内在价值发行银币〉所

造成的一切实际不便：第一，这种铸币只能从造币局获得，而且是按照上述

价格获得；因此，作为国内通货，它不能贬值，并且由于它在国内流通时高

于它的内在价值，也不能运往国外；第二，作为法定货币，它仅以４０先令为

限，因此，它决不会和金币发生冲突，也不会影响金币的价值”。

这篇文章建议法国

“也不按照内在价值发行银辅币，并限定其作为法定货币的数额”。

但同时还建议：

“确定铸币的成色，使内在价值和名义价值之间的差额比我们英国的更

大，因为同金相比，银的价值不断提高，很可能不久以后就会上升到目前我

们的造币局价格，到那时我们不得不又改变造币局价格。现在，我们的银币

比内在价值低５％，而在不久前比内在价值低１０％。”（１８５７年１月２４日

《经济学家》）

［（ｄ）“劳动货币”同产品的商品形式不相容］

可能有人认为，发行小时券就能克服这一切困难。（当然，小

时券的存在要以公共信用、银行等等这些在研究交换价值和货币

的关系时还没有直接提出来的条件为前提，而且没有这些条件，交

换价值和货币也能存在并且存在着；不过，在这里不必更多地谈

论这一切；因为主张实行小时券的人把小时券看作“一定的系

列”４９的最后的产物，当这个产物最符合货币的“纯粹”概念时，便

最后一个“出现”在现实中。）

首先，如果假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交换价值这个前提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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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如果供求平衡，生产和消费平衡，归根到底实行的是按比

例的生产（所谓的分配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那么，货币问题

就成为完全次要的了，特别是这样的问题：是发行票券（不管是

蓝色的还是绿色的，是铁片的还是纸的），还是以另外一种什么形

式进行社会簿记。在这样的情况下，还坚持必须对实际的货币关

系进行研究这样的借口，就是极端荒谬的了。

［ —１９］银行（任何银行）发行小时券。等于交换价值ｘ即

等于ｘ劳动时间的商品ａ，同代表ｘ劳动时间的货币相交换。银行

也必须购买商品，即把这个商品换成它的货币代表，例如，正象

现在英格兰银行必须发行银行券去换取黄金一样。商品即交换价

值的实体的因而是偶然的存在，同作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的象

征性存在相交换。因此，使商品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并不

困难。只需要确切地证实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顺便说一下，这

并不象检验金银的成色和重量那样容易），马上就会得出商品的对

等价值，商品的货币存在。

不论我们怎样谈论问题，它最后总是归结为：发行小时券的

银行，按商品的生产费用购买商品，购买一切商品，它除了生产

纸券以外，没有为这种购买花费分文，它给予卖者的，不是卖者

在某种特定的实体形式上占有的交换价值，而是商品的象征性的

交换价值，换句话说，是领取具有等量交换价值的其他一切商品

的凭证。当然，交换价值本身只能象征地存在，虽然这个象征——

为了能够把它当作物，而不是只当作观念形式来使用——具有物

的存在；不仅是想象的观念，而且通过某种物质方式实际表现出

来。（［长度或容量］尺度可以保留在手中；交换价值是一种尺度，

但是只有当这种尺度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人手中的时候，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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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才进行交换。
５０
）

可见，银行为了商品而付出货币；货币确实是商品的交换价

值的凭证，也就是说，是领取等量价值的一切商品的凭证；银行

进行购买。银行是总的买者，不仅是这种或那种商品的买者，而

且是一切商品的买者。因为银行正是必须使每一种商品都转化为

它的作为交换价值的象征性存在。但是，既然银行是总的买者，它

也必然是总的卖者，不仅是储存一切商品的堆栈，不仅是总的商

店，而且也是商品的占有者，正象每个其他商人都是商品的占有

者一样。

我用我的商品ａ换成代表它的交换价值的小时券ｂ；但这只

是为了使我能够再把这个ｂ任意变为一切实在商品ｃ、ｄ、ｅ等等。

这种货币能不能在银行之外流通呢？能不能不只在小时券的所有

者和银行之间流通呢？用什么来保证这种券可以兑现呢？只可能

有两种情况。或者是，商品（产品或劳动）的全体所有者都想按

商品的交换价值出售他们的商品，或者是，有的商品所有者想这

样做，有的商品所有者不想这样做。如果他们全都想按商品的交

换价值出售，那么他们就不会等着看是否会有买者，而是马上到

银行去，把商品出让给银行，换取商品的交换价值符号，货币：用

商品兑换银行本身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一身二任，同时

是总的买者和卖者。

或者情况与此相反。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券是纯粹的纸票，它

只是硬充交换价值的公认的象征，而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这个象

征的特点是，它不仅代表交换价值，而且在实际交换中是交换价

值。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券就不是货币，或者，只是银行及其顾

客之间的习惯的货币，而不是一般市场上的习惯的货币。这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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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餐厅老板那里预订的十二张餐券或和十二张戏票一样；

这两者都代表货币，但是，前者只是在这一定的餐厅里代表货币，

后者只是在这一定的剧场里代表货币。这种银行券不再适应货币

的要求了，因为它不是在全体公众之中流通，而是在银行及其顾

客之间流通。因此，我们必须抛弃后一种假定。

这样，银行会是总的买者和卖者。它也可以不发行银行券，而

开支票，可以不开支票，而记简单的银行往来账。ｘ根据他给予银

行的商品价值额，要求银行给予他别种商品形式的同等价值额。银

行的第二个职能是必须确切地确定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即物化

在一切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但是，银行的职能不止于此。它必须

规定能够用平均的产业手段生产出商品的劳动时间，即必须生产

出商品的时间。

但这还不够。银行不仅要规定必须生产出一定量产品的时间，

不仅要使生产者处于这样的条件下，即他们劳动的生产率都同样

高（可见，也要使劳动资料的分配得到平衡和调整），而且银行还

要规定不同生产部门所要使用的［ —２０］劳动时间量。后面这

一点是必要的，因为要使交换价值得到实现，要使银行的货币真

正可以兑现，就必须使整个生产得到保证，而且要保证整个生产

按照使交换者的需要得到满足的那种比例进行。

不仅如此。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

的交换。（接着马上来详谈这一点。）工人不是把他们的劳动卖给

银行，而是得到他们劳动的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等等。这样，仔

细考察就可看到，银行不仅是总的买者和卖者，而且也是总的生

产者。或者，银行事实上是生产的专制统治机构和分配的管理者，

或者，银行事实上无非是一个为共同劳动的社会进行记账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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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生产资料的共有是前提条件，等等。圣西门主义者把他

们的银行变成了统治生产的教皇政权。

［（３）既不同于资本主义前的各社会形态

又不同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

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特征］

  一切产品和活动转化为交换价值，既要以生产中人的（历史

的）一切固定的依赖关系的解体为前提，又要以生产者互相间的

全面的依赖为前提。每个人的生产，依赖于其他一切人的生产；同

样，他的产品转化为他本人的生活资料，也要依赖于其他一切人

的消费。价格古已有之，交换也一样；但是，价格越来越由生产

费用决定，交换渗入一切生产关系，这些只有在资产阶级社会里，

自由竞争的社会里，才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发展得越来越充分。亚

当·斯密按照真正的十八世纪的方式列为史前时期的东西，先于

历史的东西５１，倒是历史的产物。

这种互相依赖，表现在不断交换的必要性上和作为全面媒介

的交换价值上。经济学家是这样来表述这一点的：每个人追求自己

的私人利益，而且仅仅是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样，也就不知不觉地

为一切人的私人利益服务，为普遍利益服务。关键并不在于，当每

个人追求自己私人利益的时候，也就达到私人利益的总体即普遍

利益。从这种抽象的说法反而可以得出结论：每个人都妨碍别人利

益的实现，这种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５２所造成的结果，不是普

遍的肯定，而是普遍的否定。关键倒是在于：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

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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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

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

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毫不相干的个人之间的互相的和全面的依赖，构成他们的社

会联系。这种社会联系表现在交换价值上，因为只有在交换价值

上，每个个人的活动或产品对他来说才成为活动或产品；他必须

生产一般产品——交换价值，或孤立化和个体化的交换价值，即

货币。另一方面，每个个人行使支配别人的活动或支配社会财富

的权力，就在于他是交换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他在衣袋里装着

自己的社会权力和自己同社会的联系。

不管活动采取怎样的个人表现形式，也不管这种活动的产品

具有怎样的特性，活动和这种活动的产品都是交换价值，即一切

个性，一切特性都已被否定和消灭的一种一般的东西。这种情况

实际上同下述情况截然不同：个人或者自然地或历史地扩大为家

庭和氏族（以后是公社）的个人，直接地从自然界再生产自己，或

者他的生产活动和他对生产的参与依赖于劳动和产品的一定形

式，而他和别人的关系也是这样决定的。

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

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

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

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

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活动和产品的普遍交换已成为每一单个人

的生存条件，这种普遍交换，他们的互相联系，表现为对他们本

身来说是异己的、无关的东西，表现为一种物。在交换价值上，人

的社会关系转化为物的社会［ —２１］关系；人的能力转化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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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力。交换手段拥有的社会力量越小，交换手段同直接的劳动

产品的性质之间以及同交换者的直接需求之间的联系越是密切，

把个人互相联结起来的共同体的力量就必定越大——家长制的关

系，古代共同体，封建制度和行会制度（见我的笔记本第 本第

３４ｂ页）
５３
。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

种社会权力，那你就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

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

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

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

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

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

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

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

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

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

交换和分工互为条件。因为每个人为自己劳动，而他的产品

并不是为他自己使用，所以他自然要进行交换，这不仅是为了参

加总的生产能力，而且是为了把自己的产品变成自己的生活资料

｛见我的《经济学评论》第 （１３、１４）页｝５４。以交换价值和货币

为媒介的交换，诚然以生产者互相间的全面依赖为前提，但同时

又以生产者的私人利益完全隔离和社会分工为前提，而这种社会

分工的统一和互相补充，仿佛是一种自然关系，存在于个人之外

并且不以个人为转移。普遍的需求和供给互相产生的压力，促使

毫不相干的人发生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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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产品或活动必须先转化为交换价值的形式，转化为货

币，才能通过这种物的形式取得和表明自己的社会权力，这种必

要性本身表明了两点：（１）个人只能为社会和在社会中进行生产；

（２）他们的生产不是直接的社会的生产，不是本身实行分工的联

合体的产物。个人从属于象命运一样存在于他们之外的社会生产；

但社会生产并不从属于把这种生产当作共同财富来对待的个人。

因此，正象前面谈到发行小时券的银行时看到的那样，设想在交

换价值，在货币的基础上，由联合起来的个人对他们的总生产实

行监督，那是再错误再荒谬不过的了。

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既同以个人之间

的统治和服从关系（自然发生的或政治性的）为基础的分配相对

立（不管这种统治和服从的性质是家长制的，古代的或是封建

的）（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交换只是附带进行的，或者大体说来，

并未触及整个共同体的生活，不如说只发生在不同共同体之间，决

没有支配全部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又同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

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这

种联合不是任意的事情，它以物质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这

一点在这里就不进一步论述了。）

正如分工产生出密集、结合、协作、私人利益的对立或阶级

利益的对立、竞争、资本积聚、垄断、股份公司，——全都是对

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同样，私人交换产

生出世界贸易，私人的独立性产生出对所谓世界市场的完全的依

赖性，分散的交换行为产生出银行和信用制度，这些制度的簿记

［ —２２］至少可以使私人交换进行结算。虽然每个民族的私人利

益把每个民族有多少成年人就分成多少个民族，并且同一民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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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出者和输入者之间的利益在这里是互相对立的；可是在汇率中，

民族商业却获得了存在的假象，等等。谁也不会因此认为，通过

交易所改革就可以铲除对内或对外的私人商业的基础。但是，在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

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有大量对立的社

会统一形式，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

能炸毁的。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现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发现隐

蔽地存在着无阶级社会所必需的物质生产条件和与之相适应的交

往关系，那么一切炸毁的尝试都是唐·吉诃德的荒唐行为。）

［（４）资产阶级社会条件下社会关系的物化］

我们已经看到，虽然交换价值＝物化在产品中的相对劳动时

间，而货币又＝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种交

换价值或货币关系中，包含着商品同它的交换价值之间的矛盾，包

含着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同货币之间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通

过劳动货币形式直接创造商品摹本的银行，是一种空想。因此，虽

然货币仅仅是同商品实体相分离的交换价值，而且只是由于这种

交换价值要使自身在纯粹形式上确定下来的趋势，货币才得以产

生出来，但商品却不能直接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体现在商品

中的劳动时间量的真凭实据，并不能在交换价值世界中充当商品

的价格。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关于货币的一种形式——指货币充当交换手段（而不是交换

价值的尺度）——经济学家们都清楚，货币存在的前提是社会联

系的物化；这里指的是货币表现为抵押品，一个人为了从别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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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获得商品，他就必须把这种抵押品留在别人手里。在这种场合，

经济学家自己就说，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

身。但为什么人们信赖物呢？显然，仅仅是因为这种物是人们互

相间的物化的关系，是物化的交换价值，而交换价值无非是人们

互相间生产活动的关系。任何别的抵押品本身都可以直接对抵押

品持有者有用，而货币只是作为“社会的抵押品”５５才对他有用，但

货币所以是这种抵押品，只是由于它具有社会的（象征性的）属

性；货币所以能拥有社会的属性，只是因为各个人让他们自己的

社会关系作为物同他们自己相异化。｝

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

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

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所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

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各个人

的活动）的独立化（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

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生产和消费

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

心而一同增长；因为这种矛盾导致危机等等，所以随着这种异化的

发展，在它本身的基础上，人们试图消除它：行情表、汇率、商业经

营者间的通信和电报联系等等（交通工具当然同时发展），通过这

些东西，每一单个人可以获知其他一切人的活动情况，并力求使本

身的活动与之相适应。｛就是说，虽然每个人的需求和供给都与一

切其他人无关，但每个人总是力求了解普遍的供求情况；而这种了

解又对供求产生实际影响。虽然这一切在现有基地上并不会消除

异己性，但会带来一些关系和联系，这些关系和联系本身包含着消

除旧基地的可能性。（普遍的统计等等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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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这应当在考察“价格、需求和供给”这些范畴时加以阐

述。这里只须指出一点，在行情表上实际呈现出来的整个商业和整

个生产的概况，事实上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表明单个人本身的交换

和他们本身的生产是作为独立于他们之外的物的关系而与他们相

对立。在世界市场上，单个人与一切人发生联系，但同时这种联系

又不以［ —２３］单个人为转移，这种情况甚至发展到这样的高度，

以致这种联系的形成已经同时包含着突破它自身的条件。）

平衡代替了实际的共同性和普遍性。

｛人们说过并且还会说，美好和伟大之处，正是建立在这种自

发的、不以个人的知识和意志为转移的、恰恰以个人互相独立和毫

不相干为前提的联系即物质的和精神的新陈代谢上。毫无疑问，这

种物的联系比单个人之间没有联系要好，或者比只是以自然血缘

关系和统治服从关系为基础的地方性联系要好。同样毫无疑问，在

个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社会联系之前，他们不可能把这种联系置

于自己支配之下。如果把这种单纯物的联系理解为自然发生的、同

个性的自然（与反思的知识和意志相反）不可分割的、而且是个性

内在的联系，那是荒谬的。这种联系是各个人的产物。它是历史的

产物。它属于个人发展的一定阶段。这种联系借以同个人相对立

而存在的异己性和独立性只是证明，人们还处于创造自己社会生

活条件的过程中，而不是从这种条件出发去开始他们的社会生活。

这是各个人在一定的狭隘的生产关系内的自发的联系。

全面发展的个人——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

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的——不是自然的产物，

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

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

８０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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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

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在发展的早

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

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

力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

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空虚之中，也是可笑的。资产阶级的观点

从来没有超出同这种浪漫主义观点的对立，因此这种浪漫主义观

点将作为合理的对立面伴随资产阶级观点一同升入天堂。｝

（这里可以用单个人对科学的关系作例子。）

（把货币比作血液——“流通”一词为这种比喻提供了借口

——这大体上就象梅涅尼·阿格利巴把贵族比作胃５６一样不正

确。）

（把货币比作语言同样不正确。观念不是这样转化为语言：观

念的特性消失了，而观念的社会性同观念并存于语言中，就象价格

同商品并存一样。观念不能离开语言而存在。观念必须先从本族

语言翻译成别族语言才能流通，才能进行交流，这种场合的观念才

有较多的类似之处；但是这类似之处不在于语言，而在于语言的异

族性。）

｛一切产品、活动、关系可以同第三者，同物的东西相交换，而

这第三者又可以无差别地同一切相交换，就是说，交换价值（以及

货币关系）的发展，同普遍贿赂，普遍收买是一回事。普遍卖淫现

象，表现为人的素质、能力、才能、活动的社会性质发展的一个必然

阶段。说得文雅一点就是：普遍的效用关系和适用关系。使不同的

东西等同起来，莎士比亚对货币就曾有过这样中肯的理解５７。没有

货币，就不可能有致富的欲望本身；其他的一切积累和积累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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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原始的、有限的、一方面受需求、另一方面受产品的有限性

制约的东西（万恶的求金欲①）。｝

（货币制度的发展，显然已经以其他的一般发展为前提。）

如果考察的是产生不发达的交换、交换价值和货币制度的那

种社会关系，或者有这种制度的不发展程度与之相适应的那种社

会关系，那么一开始就很清楚，虽然个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较明显

的人的关系，但他们只是作为具有某种［社会］规定性的个人而互

相交往，如封建主和臣仆、地主和农奴等等，或作为种姓成员等等，

或属于某个等级等等。在货币关系中，在发达的交换制度中（而这

种表面现象使民主主义受到迷惑），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

差别等等事实上都被打破了，被粉碎了（一切人身纽带至少都表现

为人的关系）；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这种独立一般只不过是

幻想，确切些说，可叫作——在彼此关系冷漠的意义上——彼此漠

不关心）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但是，只有在

那些不考虑个人互相接触的条件即不考虑生存条件的人看来（而

这些条件又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它们尽管由社会产生出来，却表

现为自然条件，即不受个人控制的条件），各个人才显得是这样的。

［ —２４］在前一场合表现为人的限制即个人受他人限制的那

种规定性，在后一场合则在发达的形态上表现为物的限制即个人

受不以他为转移并独立存在的关系的限制。（因为单个人不能摆脱

自己的人的规定性，但可以克服和控制外部关系，所以在第二个场

合他看起来享有更大的自由。但是，对这种外部关系或这些条件的

进一步考察表明，属于一个阶级等等的各个人作为全体来说如果

０１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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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消灭这些关系或条件，就不能克服它们。个别人偶尔能战胜它

们；受它们控制的大量人却不能，因为它们的存在本身就表明，各

个人从属于而且必然从属于它们。）

这些外部关系决不是“依赖关系”的消除，它们只是使这种关

系变成普遍的形式；不如说它们为人的依赖关系造成普遍的基础。

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这种与人的依

赖关系相对立的物的依赖关系也表现出这样的情形（物的依赖关

系无非是与外表上独立的个人相对立的独立的社会关系，也就是

与这些个人本身相对立而独立化的、他们互相间的生产关系）：个

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

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

关系当然只能表现在观念中，因此哲学家们认为新时代的特

征就是新时代受观念统治，从而把推翻这种观念统治同创造自由

个性看成一回事。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更容易犯这种错误，因为上

述关系的统治（上述物的依赖关系，不用说，又会转变为摆脱一切

幻想的、一定的、人的依赖关系）在个人本身的意识中表现为观念

的统治，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

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

（当然，对于封建时代等等的“纯粹人的关系”的幻想，一刻也

不能忘记：（１）这种关系本身在自己的范围内，在一定的阶段上具

有物的性质，例如，从纯粹军事隶属关系到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发展

就表明这一点；但是（２）这种关系转变成的物的关系，其本身具有

狭隘的、为自然所决定的性质，因而表现为人的关系，而在现代世

界中，人的关系则表现为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纯粹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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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价值的货币形式因交换的发展而发展。

资产阶级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

共产主义制度下生产的社会性的区别］

  产品成为商品。商品成为交换价值。商品的交换价值与商品

并列获得特殊的存在，即商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通过这种形式

（１）它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换；（２）因而成为一般商品，它的自

然特性消失了；（３）它的交换能力的尺度已经确定，它与其他一切

商品相等的一定比例已经确定，它是作为货币的商品，而且不是货

币一般，而是一定数量的货币，因为，要表现交换价值的一切差别，

货币必须是可以计数的，在量上是可分的。

货币，即一切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转化成的共同形式，一般商

品，其本身必须作为特殊商品与其他商品并存，因为商品不仅在人

的头脑中必须用货币来计量，而且在实际交换中必须与货币相交

换和相兑换。由此而产生的矛盾，留待其他地方去阐述。正象国家

一样，货币也不是通过协定产生的。货币是从交换中和在交换中自

然产生的，是交换的产物。

最初充当货币的商品——即不是作为需求和消费的对象，而

是为着用它再去交换其他商品而换进来的商品——是最经常地作

为需求的对象换进来的，即进行流通的商品；因而能够最可靠地用

来再去交换其他特殊商品；因而在当时社会组织下最能代表财富，

是最普遍的供求的对象，并且具有特殊的使用价值。如盐、毛皮、牲

畜、奴隶。这样的商品在其作为商品的特殊形态上，实际上比其他

商品更符合于作为交换价值的自身（遗憾的是，德语中没有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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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来表达ｄｅｎｒéｅ和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的区别①）。

商品的特殊有用性，不管是作为特殊的消费品（毛皮），还是作

为直接的生产工具（奴隶），在这里给商品打上货币的烙印。但在发

展的过程中恰好会发生相反的情况，就是说，那些最不容易直接成

为消费品或生产工具的商品反而最适于代表这一方面：它为交换

本身的需要服务。在前一种［ —２５］情况下，商品由于自己的特殊

使用价值而成为货币；在后一种情况下，商品由于充当货币而获得

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耐久性、不变性、易于分割和重新合并、因较

小的体积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而便于运送，——这一切使得贵

金属在较后阶段特别适于充当货币。同时，它们构成从货币的最初

形式开始的自然过渡。在生产和交换的略高一些的阶段上，生产工

具比产品重要；而金属（起初是石块）是最初的和最不可缺少的生

产工具。就作为古代人的货币起了很大作用的铜来说，充当生产工

具的特殊使用价值，和不是来自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与商品作为

交换价值（包括交换手段）的规定相适应的其他属性，在它身上还

是结合在一起的。

以后，贵金属又从其他金属中分离出来，因为它不氧化等等，

质地均匀等等，其次，贵金属更适于较高的发展阶段，因为它们对

消费和生产的直接有用性降低了，而它们由于稀少却能更好地代

表纯粹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它们一开始就表示剩余，即财富最初

表现的形式。而且人们乐意用金属换金属，而不是换其他商品。

货币的最初形式是与交换和物物交换的低级阶段相适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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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货币更多地还是出现在它作为尺度而不是作为实际的交换工

具的规定上。在这个阶段上，尺度还能够纯粹是想象的（不过在黑

人那里，金属条块①指的是铁）。（但贝壳等等更适于以金银为末端

的那个系列。）

由于商品成为一般交换价值，结果交换价值成为一种特殊商

品；它之所以能够如此，只是因为一种特殊商品与其他一切商品相

对立而获得代表或象征它们的交换价值的特权，即成为货币的特

权。一种特殊商品与一切商品的货币属性相对立，作为货币主体而

出现——这是由交换价值自身的本质产生的。在发展的过程中，货

币的交换价值又能够获得一个脱离货币材料，脱离货币实体的存

在，如纸币，但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权并没有消失，因为这种特殊的

存在必须继续从这种特殊商品那里得到自己的名称。

因为商品是交换价值，所以它可以同货币交换，同货币相等。

它同货币相等的关系，即它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是它转化为货币

的前提。特殊商品同货币相交换的比例，即一定的商品量可以转化

的货币量，决定于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时间。作为一定的劳动时间

的体现，商品是交换价值；在货币上，商品所代表的劳动时间份额，

不仅被计量，而且包含在它的一般的、符合概念的、可以交换的形

式中。货币是这样一种物质媒介，交换价值隐藏在它身上，从而取

得了一种符合自己一般规定的形态。亚当·斯密说，劳动（劳动时

间）是用来购买一切商品的最初的货币５８。如果考察的是生产行

为，那么这始终是正确的（就相对价值的规定来说，也始终是正确

的）。在生产中，每个商品总是不断地同劳动时间相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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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的必然性，正是由于下述原因产生的：

一定量的劳动时间不应当表现在自己直接的和特殊的产品上，而

应当表现在某种间接的和一般的产品上，即表现在与含有同一劳

动时间的其他一切产品相等和可以相兑换的那种特殊产品

上；——这种劳动时间不是包含在一种商品中，而是同时包含在一

切商品中，因而包含在代表其他一切商品的一种特殊商品中。

劳动时间本身不能直接成为货币（换句话说，这等于要求每个

商品应当直接成为它自己的货币），正是因为劳动时间（作为对象）

实际上始终只是存在于特殊产品中：作为一般对象，劳动时间只能

象征性地存在，它恰好又存在于成为货币的那种特殊商品中。劳动

时间并不是作为一般的、与商品的自然特性相脱离和相分离（相隔

绝）的交换对象而存在。然而，要直接实现货币的条件，劳动时间又

必须作为这样的交换对象而存在。正是劳动（从而交换价值中所包

含的劳动时间）的一般性即社会性的物化，使劳动的产品成为交换

价值，使商品具有货币的属性，而这种属性又意味着有一个独立存

在于商品之外的货币主体。

一定的劳动时间物化在具有特殊属性并与需求发生特殊关系

的一定的特殊商品中；而作为交换价值，劳动时间必须物化在这样

一种商品中，这种商品只表现劳动时间的份额或数量而同劳动时

间的自然属性无关，因而可以变形为——即交换成——体现着同

一劳动时间的其他任何商品。作为［交换］对象，商品必须具有这种

一般性质［ —２６］，而这种性质是与商品的自然特性相矛盾的。这

种矛盾只有通过矛盾本身的物化才能解决，即只有使商品成为双

重的东西才行：一方面处于自己自然的直接形式中，另一方面处于

作为货币的间接形式中。这后一种情况要成为可能，只有某种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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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成为比如说交换价值的一般实体才行，或者说，只有商品的交

换价值同区别于其他一切商品的某一特殊实体，某一特殊商品结

合在一起才行。也就是说，商品必须先同这种一般商品，同劳动时

间的象征性的一般产品或化身相交换，然后才能作为交换价值随

便同任何其他商品相交换，变形为任何其他商品。

货币是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或者说，是一般劳动时间的

化身，是作为一般商品的劳动时间。劳动时间既然调节交换价值，

它实际上就不仅是交换价值内在的尺度，而且是交换价值的实体

本身（因为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没有任何其他实体，没有自然属

性），并且还能直接充当交换价值的货币，即提供交换价值本身得

以实现的因素；如果说这一切看来十分简单，那么，这种简单的外

表是骗人的。实际情况正相反，交换价值关系——即商品作为彼此

相同和彼此可以相等的劳动时间化身的关系——包含着矛盾，这

种矛盾在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货币上取得了自己的物的表现。

在亚当·斯密那里，这种矛盾还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东西。除

了特殊的劳动产品（作为特殊对象的劳动时间）以外，劳动者还必

须生产某些数量的一般商品（作为一般对象的劳动时间）。斯密认

为，交换价值的两种规定是同时
·
并
·
存地表现在外部５９。整个商品的

内在实质显得尚未被矛盾所浸透和贯穿。这是与他所处的生产阶

段相适应的，那时劳动者还直接在自己的产品中取得一部分自己

的生存资料；无论是劳动者的全部活动还是他的全部产品，都不依

赖于交换，也就是说，维持生活的农业（或斯图亚特的类似说法６０）

还在很大程度上占优势，而且家长制的工业（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

家庭手工织布和纺纱）也是这样。只有剩余物才在国内大范围内进

行交换。交换价值及其由劳动时间来决定，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

６１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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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充分发展起来。

（附带说明：如果认为商品的消费只能随着它们的生产费用的

减少而增加，这种看法对金银来说比对任何其他商品更不正确。相

反，金银的消费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因为金银的使用专门

代表财富、富裕、奢侈，因为它们本身代表一般财富。撇开作为货币

使用不谈，金银的消费随着一般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如果它

们的供给突然增加，即使它们的生产费用或它们的价值并没有相

应降低，它们也会找到迅速扩大的市场，从而会阻碍它们的贬值。

由于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６１而发生的许多问题，对于那些认为

金银的消费完全取决于它们生产费用的降低的经济学家来说，是

无法理解的，他们在这些问题上总是兜圈子，现在这些问题得到说

明了。这正好是同金银是财富的代表相联系的，即同它们充当货币

的属性相联系的。）

（我们在配第的著作①中看到的作为永久商品的金银同其他

商品的对立，早在色诺芬的著作《雅典国家的收入》第一章谈到大

理石和银时就已有论述：

“这块国土不仅就每年成长和凋谢的作物来说是上等的，而且还有长久

的利益。它丰产石头〈即大理石〉…… 有这样的土地，播种后毫无收成，但如

深挖下去，却比生产五谷能养活更多的人……”６２）

｛应当指出，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之间的交换——交换的最初形

态正是这种交换，而不是私人交换——起初是开始于从未开化部

落那里购买（骗取）剩余物，这不是它的劳动产品，而是它所占有的

土地和自然界的自然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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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货币必须通过一定的商品象征性地表现出来，于是就要

说明这种商品本身（金等等），说明由此产生的通常的经济矛盾。这

是第二。其次，一切商品为要作为价格确定下来，必须与货币相交

换，而不管这种交换是实际地进行还是仅仅想象地进行，因此就要

确定金或银的量同商品价格的比例。这是第三。很明显，单纯就商

品价格用金或银计量来说，金银的量不会影响商品价格；然而，只

要货币真正充当流通工具，由于实际交换，困难就产生了；［由于］

供求关系等等。但是，凡是影响作为流通工具的货币的价值的因

素，显然也会影响作为尺度的货币。｝

［ —２７］劳动时间本身只是作为主体存在着，只是以活动的

形式存在着。从劳动时间本身可以交换（本身是商品）来说，它不仅

在量上被规定了，而且在质上也被规定了，并且，不仅在量上不相

同，而且在质上也不相同；它决不是一般的、自我等同的劳动时间；

作为主体的劳动时间同决定交换价值的一般劳动时间不相符合，

正象特殊的商品和产品同作为客体的劳动时间不相符合一样。

亚·斯密认为，劳动者除了自己的特殊商品以外，还必须生产

一般商品，换句话说，还必须赋予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以货币形式，

总之，只要他的商品对于他自己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就

要赋予它们以货币形式，５９——这种论点从主体方面来表达无非

是说：劳动者的特殊劳动时间不能直接同任何其他特殊劳动时间

相交换，它的这种一般交换能力还需要通过媒介而取得，它必须采

取与本身不同的、物的形式，才能获得这种一般交换能力。

从生产行为本身来考察，单个人的劳动就是他用来直接购买

产品即购买自己特殊活动的对象的货币；但这是一种只能用来购

买这种特定产品的特殊货币。为了直接成为一般货币，单个人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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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必须一开始就不是特殊劳动，而是一般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一

开始就成为一般生产的环节。但在这种前提下，不是交换最先赋予

劳动以一般性质，而是劳动预先具有的共同性决定着对产品的分

享。生产的共同性一开始就使产品成为共同的、一般的产品。最初

在生产中发生的交换，——这不是交换价值的交换，而是由共同需

要，共同目的所决定的活动的交换，——一开始就包含着单个人分

享共同的产品界。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劳动只有通过交换才能成

为一般劳动。而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劳动在交换以前就应成为一

般劳动；也就是说，产品的交换决不应是促使单个人参与一般生产

的媒介。当然，媒介作用必定是有的。

在以单个人的独立生产为出发点的第一种情况下，——不管

这些独立生产通过自己的互相联系而在事后怎样确立和发生形态

变化，——媒介作用来自商品交换，交换价值，货币，它们是同一关

系的表现。在第二种情况下，前提本身起媒介作用；也就是说，共同

生产，作为生产的基础的共同性是前提。单个人的劳动一开始就成

为社会劳动。因此，不管他所创造的或协助创造的产品的特殊物质

形式如何，他用自己的劳动所购买的不是一定的特殊产品，而是共

同生产中的一定份额。因此，他不需要去交换特殊产品。他的产品

不是交换价值。这种产品无须先变成一种特殊形式，才对单个人具

有一般性质。在这里，交换价值的交换中必然产生的分工不再存在

了，代之而建立起来的是某种以单个人参与共同消费为结果的劳

动组织。

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的社会性，只是由于产品变成交换价值

和这些交换价值的交换，才事后确立下来。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

的社会性是前提，并且个人分享产品界，参与消费，并不是以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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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劳动或劳动产品之间的交换为媒介。它是以个人在其中活

动的社会生产条件为媒介的。

因此，要想使单个人的劳动（就是说，也使他的产品）直接成为

货币，成为已经实现的交换价值，那就等于把它直接规定为一般劳

动，这就恰好否定了使劳动必须成为货币和交换价值并依赖于私

人交换的那些条件。使单个人的劳动直接成为货币的要求，只有在

这种要求不再能够提出来的条件下，才能得到满足。因为以交换价

值为基础的劳动的前提恰好是：不论是单个人的劳动还是他的产

品，都不具有直接的一般性；他的产品只有通过物的媒介作用，通

过与它不同的货币，才能获得这种形式。

如果共同生产已成为前提，时间的规定当然仍有重要意义。社

会为生产小麦、牲畜等等所需要的时间越少，它所赢得的从事其他

生产，物质的或精神的生产的时间就越多。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

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活动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

省。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正象单个人必须正确地

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以适当的比例获得知识或满足对他的活动

所提出的各种要求，社会必须合理地分配自己的时间，才能实现符

合社会全部需要的生产。因此，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

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

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得多的程度上成为规律。然而，这同

用劳动时间计量交换价值（劳动或劳动产品）有本质区别［ —

２８］。同一劳动部门的单个人劳动，以及不同种类的劳动，不仅在量

上不同，而且在质上也不同。物只在量上不同的前提是什么呢？是

它们的质的同一性。因此，从量上计量劳动，其前提是它们的质的

同类性，同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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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特拉本，第十一卷，高加索的阿耳巴尼亚人：

“居民长得漂亮，身材魁梧，他们纯朴，无商人习气；他们根本不使用钱

币，不知道一百以上的数目，但进行物物交换。”

接着还说：

“他们既不知道精确的尺度，也不知道重量。”６３）

货币充当尺度（例如，在荷马著作中充当这种尺度的是公牛），

先于充当交换手段，因为在物物交换时，每个商品本身还是它自己

的交换手段。但商品不能成为自己的尺度或本身的比较标准。

［（６）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看法：一种特殊的产品（商品）

（物质）必须成为当作每一种交换价值的属性而存在的货币的主

体。体现这种象征的主体并不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被体现者的条件

——概念规定，一定的关系——中包含着对体现者的要求。因此，

对于作为货币关系的主体，即货币关系的化身的贵金属的研究，决

不是象蒲鲁东所认为的那样超出了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就象颜色

和大理石的物理性质没有超出绘画和雕刻的范围一样。商品作为

交换价值所具有的、商品的自然性质所不相适合的那些属性，反映

着对那些主要充当货币材料的商品所提出的要求。在我们直到现

在仅仅能够谈到的阶段上，这些要求最完满地实现在贵金属身上。

本身作为生产工具的金属比其他商品优越，而在各种金属中，最先

被人们在其完整的和纯粹的物理形态上找到的是金；其次是铜，再

其次是银和铁。如果用黑格尔的话来说，贵金属又比其他金属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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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实现金属。

“贵金属就其物理性质来说是同一的，所以它们的相同的量必定是完全

相同的，以致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一部分比另一部分好。而同量牲畜和同量谷

物的情况就截然不同。”６４

（ａ）金银和其他金属的比较

非贵金属在空气中氧化；贵金属（水银、银、金、白金）在空气中

不起变化。

金（Ａｕ）。密度＝１９．５；熔点：１２００℃。

“明晃晃的黄金是所有金属中最华美的，因此，早在古代它就被称为金属

中的太阳或金属之王。分布很广，但从来都不是大量的，所以比其他金属都

贵。通常发现的是纯金，一部分是较大的块状，一部分是散布在其他岩石里的

小颗粒。由于岩石风化，形成含金的沙子，随河流冲走，由于金的密度大，可以

从含金的沙子里把它淘洗出来。黄金有惊人的延展性；一克冷可以抽成５００

英尺长的丝，敲打成厚度不到
１

２０００００
［英寸］的箔。金不受任何单一酸类的腐蚀，只

溶解于游离氯（王水，硝酸和盐酸的混合物）。镀金。”６５

银（Ａｇ）。密度＝１０。熔点＝１０００℃。光泽明亮；一切金属中最

令人喜爱的，洁白和有延展性；可以用干制成精美的制品和抽成细

丝。常见的是纯银；通常在银铅矿里和铅混合在一起。

上面讲的是金和银的化学性质。（纯金和纯银可以分割和重新

熔合，质地均匀，等等，这是人所共知的。）

矿物学性质：

金。确实值得注意的是，金属越贵重，就越单独出现，越和

日常出现的物体相分离，表现为和一般金属远离的更高级的自然

物。所以，通常我们发现的金是纯的，结晶为不同的立方体或者

具有不规则的块状和颗粒，砂状和粉末等各种形式，金以这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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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形式散布在很多岩石，例如花岗岩中，由于这些岩石的碎裂，可

以在河沙［ —２９］和冲积地的卵石里找到。因为在这种状况下，

金的密度达１９．４，如果用水淘洗含金的沙子，甚至可以得到很细

小的金颗粒。从这种沙子里首先沉淀下来的是比重较大的金属，因

而正象人们所说的，被淘洗出来。最常见的是银同金合在一起，是

含０．１６—３８．７％银的两种金属的天然合金；结果颜色和密度自

然有所不同。

银。银矿种类相当多，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金属，既有纯银，也

有和其他金属混合在一起的，或者同砷和硫化合（氯化银、溴化

银、银的碳酸氧化物、铋银矿、硫银铁矿、硫锑铜银矿等等）。

主要的化学性质：一切贵金属——在空气中不氧化；金（和

白金）——不溶解于酸，而金只溶解于氯。在空气中不氧化使它

们保持纯洁，不生锈；它们呈现出本来的样子。不受氧的侵蚀——

不朽性（古代的金银迷如此称颂）。

物理性质：比重大，也就是说，很小的体积就有很大的重量；这

对流通工具来说特别重要。金：１９．５；银：１０。光泽。金明亮，银洁

白。华美。延展性。因此，它们很适合于装饰品和美化其他物品。

银洁白（它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橙黄（它吸收投射在

金上的混合光中的一切有色光线，而只反射红色）。很难熔化。

地质性质：常见于纯粹状态（特别是金），和其他物体分离；

单独的，个体化的。单个的、对其他元素来说是独立出现的。

关于其他两种贵金属：（１）白金：无光泽，暗淡（金属的烟

尘）；十分罕见；古代不认识它；只是在美洲发现以后才被认识；

十九世纪在乌拉尔也发现过；只受氯腐蚀；总是纯粹状态；比重

＝２１；极高的温度下也不熔化；科学价值很高。（２）水银：呈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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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可蒸发；气体有毒；可成为流体混合物（汞合金）。（密度＝

１３．５，沸点＝３６０℃。）

因此，白金，尤其是水银都不适合于充当货币。

一切贵金属的一个共同的地质性质是稀有性。稀有性（撇开

供求关系不谈）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构成价值的要素：那种本身

并不稀有、是稀有的否定、是天然物的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因

为它不表现为生产的结果。在最初的价值规定中，那种多半同有

意识的预计的生产无关的东西，只要存在着需求，倒最有价值。鹅

卵石相对地说没有价值，因为它无须生产（即使生产也不过是寻

找）就已经存在。一种东西要成为交换对象，具有交换价值，就

必须是每个人不通过交换就不能得到的，必须不是以这种最初的

形式即作为共同财富的形式而出现的。稀有性就这一点来说是交

换价值的要素。因此，贵金属的这种性质即使抛开供求的具体关

系也是重要的。

如果一般来考察作为生产工具的金属的优越性，那么金所处

的地位是有利的：它实质上是作为金属首先被发现的金属。而这

是由于以下的双重原因：第一，它在自然界里是一切金属中最具

有金属特色的，最容易区别和识别的金属；第二，在准备它的过

程中，自然界代替了人工，它的最初发现，既不需要科学，也不

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只需要粗笨的劳动。

“毫无疑问，金应当是人们最先知道的金属，在人类进步的最初的记录

上，它被认为是人类状况的尺度。”［《对到澳洲去的移民所作的关于金的讲

演。在应用地质博物馆的讲话》１８５２年伦敦版第１７２页］

（因为金作为一种剩余是财富最初出现的形式。价值的第一个

形式是使用价值，是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系的日用品；价值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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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形式是与使用价值
·
并
·
存的交换价值，是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

价值的权力，是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节日使用的、超

出直接需要之外而使用的价值。）

［ —３０］金很早就被人发现：

“金几乎和其他一切金属迥然不同的地方是，它在自然界是金属状态。铁

和铜、锡、铅以及银，通常见到的是同氧、硫、砷或碳的化合物；这些金属

处于非化合状态，或者象以前所说的那样处于纯粹状态，这是罕见的例外的

情况，这可以说是矿物学上的奇迹，而不是一般的现象。金却常见于天然状

态或金属状态…… 因此，象金这样一种由于它的黄色光泽而很醒目的金属

物质，一定会引起最没有文化的人的注意，相反，同样摆在他的路上的其他

东西则没有任何突出的地方会引起他的刚刚觉醒的观察力。另外，金由于含

在最容易受大气影响的岩石中，在山地崩落的碎石中可以找到。由于大气、温

度的变化、水的作用，这些破坏影响，特别是由于冰的作用，岩石的碎片继

续变碎。它们被洪水冲下山谷，由于流水的不断作用而变成鹅卵石。在这些

鹅卵石中间可以发现金的微粒。夏天天热，河水干涸，那些曾经是河道和冬

季水路的河床，由此成为迁徙者行经的道路，我们可以推测，这里最早发现

金。”［同上，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金最常见的是纯金，或者说，至少是接近纯金，因此无论在河流里或者

在石英矿脉里，都可以立刻认出它的金属性质。”［同上，第８页］

“石英和大多数其他沉重的岩石的比重大约是２
１
２
，而金的比重则是１８

或１９。可见，金比它通常与之结合在一起的其他岩石约重６倍。因此，流水

足以把沙粒或小块石英或任何其他岩石带走，却不能把分散在它们当中的金

沙冲走…… 可见，从前流水对含金的岩石所起的作用，正象现在矿工所做

的那样：把它粉碎，淘去较轻的微粒，把金留下来。”［同上，第１０页］

“河流的确是巨大的天然淘金器，它立刻把一切较轻的和较小的微粒淘

去，而较重的物质或者是碰着自然的障碍物而被拦住，或者是当流水减弱了

力量或速度的时候停留下来。”（同上，第１２页）

“根据传说和古代的历史，大概在河流的沙子和砂砾里发现金是认识金

属的第一步。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几乎所有的，也许是所有的国家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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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以前就开始用简单的装置从含金的沉积物里淘出不同数量的金…… 有

时，含金河流的大丰产会造成一时轰动整个地区的淘金热，但是后来这种淘

金热又沉寂下来…… ７６０年，很多穷人从布拉格南边的河沙里淘金，三个

人一天可以获得重１马克（
１
２磅）的金；不断涌向‘金矿’的人如此之多，

致使这个国家在下一年遭受了饥荒。我们知道，在往后的几个世纪里，类似

的事件多次出现，虽然在这里也和在其他地方一样，从地表的财富的开发转

向了正规的、系统的采矿。”［同上，第９３—９５页］

“含金的两种矿床：一种是和地平线略成垂直方向而横切坚硬岩石的矿

脉；另一种是冲积矿床或‘河道’，在那里，同砂砾、沙子或泥土混合在一起

的金由于水对岩石（直到很深很深的地方都有矿脉穿过这些岩石）表面的机

械作用而沉积下来。前一种矿床需要比较特殊的采矿技术，后一种矿床则只

需要简单的采掘操作…… 金矿业，说实在的，也和其他的矿业一样，是需

要［ —３１］使用资本和需要运用多年经验才能获得的技能的行业。任何另

外一种被文明人所掌握的技术要得到充分的发展，都不需要应用这样多的知

识和有关的技术。虽然这些知识对矿工是十分重要的，但对于淘金工人或手

工采金工人就简直没有必要，他主要依靠他的胳膊的力气和健壮的体魄……

 他所使用的工具是简单的，以便于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损坏了也

易于修复，并且不需要细致的操作，因为那将使他为得到一点点金而花费很

多时间。”［同上，第９５—９７页］

“金沙矿床（最好的例子现在是西伯利亚、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金

矿）和每年被河流冲来的细沙（其中有时包含着可以加工的金量）这两者之

间是有区别的。自然，后者的确在表面就可以看到，而前者则蕴藏在１至７０

英尺厚的、由土壤、泥煤、沙子和砾石等组成的地层中。采金方法在这两种

场合原则上应该是相同的。”［同上，第９７页］

“对淘金工来说，大自然已把矿脉的最高处的、最好的和最富的部分挖了

下来，并把原料加以粉碎和淘洗，河流已经替他干了最繁重的那部分劳动；而

开采较贫瘠的，但更持久、更深厚的矿脉的矿工，则必须采用一切高超的技

术。”［同上，第９８页］

“金由于各种物理性质和化学性质而被公正地认为是最贵重的金属。它

在空气中不起变化和不生锈〈这种不朽性正好抵制住大气中的氧气〉。它在凝

聚状态下具有明亮的深黄色，密度很高。具有很高的延展性…… 需要高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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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熔化它…… 比重［１９．３］。”［同上，第７２—７３页］

可见，有三种生产金的形式：（１）在河沙里。简单地在表面寻

找。淘洗。（２）在冲积的河床里。采掘。（３）矿山开采。所以，金的

生产不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大自然已经做了其中的大部分工作。

｛金、银等等的词源（见格林６６）；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很

快就转移到一些词上的关于色泽、颜色的一般概念。银——白，金

——黄…… 青铜和金，青铜和铁可以相互交换它们的名称。从

前，在德意志人那里，青铜的使用比铁早。在拉丁文里铜和金直

接是同一个来源。｝

铜（青铜：锡和铜）和金的使用早于银和铁的使用。

“使用金比使用银早得多，因为金以纯粹形式存在，只有少数和银混合；

用简单淘洗的办法就可以得到。银一般存在于包含在原始岩层的最坚硬的岩

石中的矿脉里；开采银需要机器和复杂的劳动。在南美洲，矿脉中的金没有

被开采，而只是采集散布在冲积层里的粉状或颗粒状的金。在希罗多德时代，

情况也是这样。希腊、亚洲、北欧和新大陆的古物表明，把金用作制品和装

饰品在半野蛮状况下就有了可能，而把银用于同样用途，本身就证明了社会

状况已经相当发达。”（参看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

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４８—４９页）

铜在战争时期和和平时期都是主要工具（同上，第５６页）

（在意大利用作货币——同上，第５７页）。

（ｂ）各种金属之间价值比例的变动

如果我们总的考察金属作为货币体来使用的情况，考察其中

每一种金属的相对用途，考察它们出现的迟早，那就必须同时考

察它们的相对价值的变动（勒特龙纳、伯克、杰科布６７）。（至于这

个问题一般来说同流通中的金属量，以及同这种量对价格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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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联系，以后将作为货币和价格的关系这一章的历史补充部

分来进行研究。）

“金、银和铜之间的价值比例在不同时代的不断变动，首先必然取决于这

三种金属的矿床的性质和它们的纯度。其次，政治变动对这方面也有影响，如

波斯人和马其顿人入侵亚洲和入侵非洲的一部分，后来罗马人征服了三个大

陆的一部分（罗马帝国等等）。”［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

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６３—６４页］

因此，要取决于所发现的金属的相对纯度和它们的矿床。

不同的金属之间的价值比例不考虑价格就能确定，即通过它

们相互交换时的简单的量的比例来确定。一般来说，我们只是在

比较少数［ —３２］具有同名尺度的商品时才能采用这种方法；例

如，多少夸特的黑麦、大麦、燕麦换取多少夸特的小麦。在物物

交换的情况下就采用这种方法，一般来说，那时很少进行交换，进

入交易的还只是少数商品，因此还不需要货币。

“据斯特拉本说，在与萨巴人邻近的阿拉伯人那里，天然金如此丰富，以

致１０磅金换１磅铁，２磅金换１磅银。”［同上，第５２页］

巴克特里亚地区（巴克特拉等地，总之，土耳其斯坦）以及

位于帕勒帕迈塞斯山脉（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山脉（慕士塔格

山脉）之间的亚洲部分，即多金的沙漠（戈壁沙漠），金的藏量丰

富。按照杜罗·德·拉·马尔的说法，

“因此，从公元前十五世纪到六世纪，金银的价值比例是６∶１或８∶１，

这样的比例在中国和日本一直存在到十九世纪初；希罗多德断定，在大流士

·希斯塔斯普时代的波斯，这种比例为１３∶１。”［同上，第５４页］

“根据公元前１３００年到６００年之间写成的摩拏法典６８的记载，金银的价

值比例是２
１
２∶１。银矿事实上几乎只分布在原始的岩层里，特别是在原生

岩和某些次生的矿脉里…… 银通常不是出现在流沙里，而是在最结实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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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的岩石里，例如石英等等…… 在那些寒冷的——或者是由于它们的纬

度高，或者是由于它们的绝对地势高——国家里，银比金较为常见，而金则

在炎热的国家较多。和金相反，纯银极为少见等等（通常和砷或硫化合）〈盐

酸，硝酸〉。至于这两种金属的蕴藏量〈在澳大利亚和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以

前〉，１８１１年洪堡估计美洲金和银的比例是１∶４６，欧洲（包括俄国亚洲部

分）是１∶４０。根据法国科学院矿物学家们的材料，现在〈１８４０年〉这种比

例是１∶５２；但是１个金利弗尔仅值１５个银利弗尔，因此，价值比例＝１５∶

１。”［同上，第５４—５６页］

铜。密度＝８．９。悦目的紫红色；相当硬；需要很高的温度

才能熔化，纯铜并不少见，铜常和氧或硫化合。

“铜矿脉包含在最原始的岩层里。但是，同其他矿物相比，它也更经常地

在地表或在不太深的地方以纯粹状态存在，有时占有相当重的份量。在战争

中和在和平时期，铜的使用都比铁早。”［同上，第５６页］

（在历史的发展中，作为货币材料的金和银的关系，正象作为

劳动工具的铜和铁的关系一样。）

“在罗马人统治的意大利，从罗马共和国一世纪至五世纪，铜大量进入流

通…… 只要知道一个民族用什么金属——金、铜、银或铁——制造自己的

武器、工具或装饰品，就可以事先确定该民族的文明程度……” 海西阿德

在他的关于农业的诗６９里写道：“用铜干所有的活，因为尚无黑铁。”卢克莱

修：“铜的使用比铁早。”７０［同上，第５７页］

杰科布提到努比亚和西伯利亚古代的铜矿（见杜罗·德·拉·马尔《罗

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１卷第５８页）。

“希罗多德说，马萨革泰人只有青铜而无铁。根据牛津大理石古迹的记

载，在公元前１４３１年以前还不知道铁。在荷马的著作里很少提到铁。而青铜

（铜、锌和锡的合金）制品非常普遍，希腊人和罗马人甚至长期利用这种青铜

来制造斧子和剃刀。”［同上，第５８页］

“意大利的天然铜非常丰富；因此，在公元前２４７年以前，铜币即使不是

唯一的货币，至少也是意大利中部的标准货币，即货币单位。意大利南部的

希腊殖民地直接从希腊和亚洲或者通过泰尔和迦太基得到银，他们从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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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五世纪就开始用银制造货币。”［同上，第６４页］

“看来，在驱逐皇帝以前，罗马人就已经使用银币，但是普林尼说‘这是

命令爱惜意大利〈即意大利的银矿〉的元老院的旧决议所禁止的’。（普林尼

《博物志》第３卷第２４章）。元老们害怕一种方便的流通手段产生的后果——

奢侈，奴隶数目增多，积累，地产集中。”［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

政治经济学》第１卷第６５—６６页］

在伊特剌斯坎人那里，铜也比金更早用作货币。

加尔涅以下的说法是错误的：

“当然是从矿物界寻找和挑选预定用作积累的材料。”（热·加尔涅《货币

史》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７页）

正相反，积累是在采用金属货币（无论作为真正的货币或者

是作为大家喜爱的、按重量计算的交换手段）以后开始的。关于

这一点，讲到金时特别需要加以论述。

赖特迈埃尔正确指出：

“金、银和铜，尽管它们比较软，在古代民族那里首先被用来制造采伐工

具和采掘工具，——比用铁早，也比它们被用作货币早”…… “当人们学

会淬火，使铜的硬度提高到能够敌得过坚硬的石头的时候”，工具得到了改

进。“人们用炼得很硬的铜来制造加工石头的凿子和锤子…… 最后发现了

铁。”（约·弗·赖特迈埃尔《古代民族采矿和冶金的历史》１７８５年哥丁根版

第１４—１６、３２页）

杰科布说：

“在家长制状态下，用来制造武器的金属，如（１）铜和（２）铁，同当时

普通的食物和衣服相比，既稀少而又非常昂贵，虽然人们还不知道用贵金属

来铸币，但当时金和银已经能够比谷物和牲畜更容易和更方便地同其他金属

相交换。”（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１

卷第１４２页）

［ —３３］“此外，为了从兴都库什山脉和喜马拉雅山脉之间的巨大的冲

积矿床里开采纯粹的或者接近纯粹的金，只需要简单的淘洗就行了，那时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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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的这些国家的人口稠密，因而人力很便宜。银由于开采方面的〈技术上的〉困

难，比较昂贵…… 从亚历山大死后开始，亚洲和希腊出现了相反的现象。含金

的沙子被取尽了；奴隶和人力的价格上涨；从欧几里得开始到阿基米得期间，

力学和几何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使开发亚洲、色雷斯和西班牙的丰富的银矿

能够有利可图；而由于银的蕴藏量是金的５２倍，所以两种金属的价值比例必

然改变，在公元前３５０年色诺芬时代１磅金换１０磅银，在公元４２２年值１８

磅银。”（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１卷第６２—６３页）

因此，从１０∶１提高到１８∶１。

公元五世纪末现金的量大大减少了，采矿停止了。在十五世纪

末以前的中世纪，相当大的一部分货币都是金铸币（现金的减少特

别涉及到过去最通行的银）。十五世纪的比例是１０∶１；十八世纪

在大陆上是１４∶１，在英国是１５∶１。

在亚洲最近几个世纪，银在贸易中大都当作商品；特别是在铜

币（钱——铜、锌和铅的合金）作为地方铸币的中国；在中国，金（和

银）被当作商品按照重量计算来抵销对外贸易的差额。７１

在罗马，铜和银（铸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波动剧烈。

“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以前用来交换的是金属条块；未模压的铜

…… 货币单位是铜阿司，等于１磅铜…… 在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时

代，银和铜的比例是２７９∶１；……布匿战争７２爆发以前是４００∶１；……在第

一次布匿战争期间是１４０∶１；……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是１１２∶１。”［杜罗

·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第１卷第６６—６８、７３、７６、８２页］

“金最初在罗马很贵，而银来自迦太基（和西班牙）；直到［罗马建立］第

５４７年，金只是以条块形式使用。在商业上金和银的比例是１３．７１∶１，在铸币

上是１７．１４∶１；在凯撒统治时期是１２∶１（在国内战争爆发的时候），在凯撒

掠夺了国库以后只有８．９∶１；在霍诺里乌斯和阿尔卡狄乌斯时期（３９７年）把

比例确定为１４．４∶１；在霍诺里乌斯和小西奥多希乌斯时期（４２２年）是１８∶

１。银和铜的比例是１００∶１；金和银的比例是１８∶１。”［同上，第８５—９１和

９５—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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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第一批银币是罗马建立第４８５年铸造的，第一批金币是罗马建

立第５４７年铸造的……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后，铜阿司的重量缩减到１盎

司，它成了辅币；色士杰尔色〈银的〉成了货币单位，一切大宗的支付都用

银来进行。｛在日常的流通中，铜（后来的铁）仍然是主要的金属。｝在东罗

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时期，起调节作用的货币单位是索里达〈金

索里达，因而是金〉”。［同上，第６５、８６、８１、８４、９６页］

因此，在古代世界，情况大致如下：

第一，银与金相比价值较高。除去金比银便宜以及甚至比铁

便宜这种个别现象（在阿拉伯人那里）外，在亚洲从公元前十五

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金和银的价值比例是６∶１或８∶１（后一比

例在中国和日本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初）。在摩拏法典中甚至是２

１

２∶１。这种较低的比例是由于使金成为最先被发现的金属的同样

原因产生的。金当时主要产自亚洲和埃及。在意大利的发展过程

中，这个时期是用铜作为货币的，而一般地说，当金是占统治地

位的贵金属的时候，铜是和平和战争的主要工具。早在色诺芬时

代，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就是１０∶１。

第二，从亚历山大死后，由于含金沙子取尽，由于技术和文

明的进步，金与银相比价值提高了；于是开采银矿；银在地下的

蕴藏量比金多这一事实从此发生了影响。特别是迦太基人开发西

班牙银矿，必然使金和银的价值比例发生十五世纪末美洲银的发

现所引起的那样一种革命。凯撒时代以前的比例是１７∶１；以后是

１４∶１；最后，从公元４２２年开始是１８∶１。（在凯撒时代，金价值

下跌是由于偶然原因。）当银同金相比价值下降的时候，铁是战争

与和平时期的主要生产工具。

如果说在最初时期是从东方输入金，那么在第二个时期便是

从较凉爽的西方输入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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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中世纪。又和色诺芬时期的比例一样，即１０∶１。

（有些地方是１２∶１？）

第四，在发现美洲以后。又和霍诺里乌斯和阿尔卡狄乌斯时

期（３９７年）的比例相近，即从１４∶１到１５∶１。虽然大约从１８１５

年到１８４４年金的生产提高了，金还是取得贴水（例如在法国）。

第五，金在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的发现，大概又会导致罗

马皇帝时代的比例，即１８∶１，甚至更高７３。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从东方到西方，银随着贵金属生

产的进步而变得相对便宜，后来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把这种状

况扭转过来。在个别情况下会产生剧烈的波动；但是，如果考察

主要的差别，那么就会看出价值比例的惊人的重复。

［ —３４］在古代，铜比现在贵二至三倍（加尔涅７４）。

        

（ｃ）现在应当考察金和银的产地以及它们和历史发展的联系。

（ｄ）作为铸币的货币。关于铸币的简短的历史材料。铸币成

色的降低和提高等等。

［（Ｂ）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

［（１）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是相互制约的］

货币流通是同方向相反的商品流通相适应的。商品从Ａ转到

Ｂ的手里，同时货币就从Ｂ转到Ａ的手里，如此等等。货币流通

象商品流通一样，从无数不同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不同的点。在

３３１．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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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货币流通阶段上，即在货币的直接流通阶段上，

货币不会从一个中心出发到达圆周的不同点，并且从圆周的一切

点回到一个中心。这种情况只有在以银行制度为媒介的流通中才

会发生。然而这种最初的自然形成的流通，是由大量流通组成。而

真正的流通，只在金银不再是商品的地方才开始发生。在贵金属

输出国和输入国之间，不会有这样的流通，只有简单的交换，因

为这里金银不是充当货币，而是充当商品。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在这里也就是商品流通的媒介，因

而是交换手段，就这一点来说，货币是流通工具，流通车轮７５；而

在这一过程中，货币本身也在流通，遵循自己的运动轨道，就这

一点来说，货币本身进行某种流通，即货币流通。必须弄明白，这

种流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由特殊规律决定。早就清楚，如果说货

币成为商品的流通车轮，那么商品同样成为货币的流通车轮。如

果说货币使商品流通，那么商品则使货币流通。因此，商品流通

和货币流通是相互制约的。

货币流通应从三个方面来考察：（１）运动的形式本身，运动

所经历的路线（运动的概念）；（２）流通的货币量；（３）货币完成

自身运动的速度，流通速度。这种考察只有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

才能进行。早就清楚，商品流通的一些因素是完全不以货币流通

为转移的，并且相反，正是这些因素或者直接决定货币流通，或

者以下述方式决定货币流通：例如决定商品流通速度的同一些情

况，也决定货币流通的速度。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决定这两种流

通，而更直接地决定的是商品流通。

交换者的量（人口量）；他们在城乡间的分布；商品，产品和

生产当事人的绝对数量；投入流通的商品的相对数量；交通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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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的发展，这种发展有两种意义：它既决定彼此交换者即相互

接触者的范围，又决定原料到达生产者手里和产品到达消费者手

里的速度；最后，工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使不同的生产部门如纺

纱、织布、染色等等集中起来，从而使一系列中间交换行为成为

多余。商品流通是货币流通的最初前提。而货币流通又决定商品

流通，就这一点来说，货币流通是我们要加以考察的。

首先必须确定流通的一般概念。

还必须指出，使货币进入流通的，是交换价值，因而也就是

价格。因此，在考察商品流通时，不仅要注意商品的量，同时还

要注意商品的价格。交换价值或价格低而数量大的商品，同价格

高一倍但数量小的商品相比，商品流通所需要的货币显然要少。因

此，在论述流通概念以前，本应先说明价格的概念。流通就是价

格的设定，就是商品转化为价格的运动；就是商品作为价格而实

现。货币具有二重规定：（１）作为尺度，或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来

实现的要素；（２）作为交换手段，流通工具。这两种规定循着完

全不同的方向发生作用。货币使之流通的商品，不仅在单个人的

头脑中，而且在社会的观念中（直接地在买卖过程双方的观念

中）已观念地转化为货币。而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和实在地转化为

货币决不是由同一些规律决定的。必须考察它们相互间的关系。

［（２）货币在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中的

三种基本职能和三者之间出现的矛盾］

（ａ）［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流通的一个本质的规定，就在于它使交换价值，而且是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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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价格规定的交换价值流通。因此，并不是说任何一种商品交换，

如物物交换、实物租、封建劳役等等，都形成流通。流通首先必

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商品必须预先确定为价格；第二，存在

的不是个别的交换行为，而是川流不息的、或多或少发生在社会

整个表面上的交换总和，交换总体，即交换行为的体系。

［ —３５］商品被规定为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商品按一

定比例（按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成为其他一切价值（商品）的

等价物；但是商品并不适合直接完成自己的这种使命。作为交换

价值，商品不同于它本身的自然存在。商品要表现为交换价值，必

须有一种媒介。因此，在货币中，交换价值作为某种别的东西同

商品相对立。作为货币的商品才是作为纯交换价值的商品，或者

说，作为纯交换价值的商品就是货币。但同时，现在货币存在于

商品之外和商品之旁；商品的交换价值，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获

得一种不依赖于商品的，在一种特别的材料、特殊的商品上独立

化的存在。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其他一切商品可以与该商品相交

换的量的比例的总体，这种比例由同一劳动时间内所生产的不等

的商品量来决定。现在货币作为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存在于一切

商品之旁和一切商品之外。

货币首先是商品为取得作为交换价值的自由存在而必须隐藏

在其中并在其中金银化的一般材料。商品必须翻译成货币，用货

币表现出来。货币成为交换价值的公分母，即作为交换价值的商

品的公分母。用货币来表现的，即与货币相等同的交换价值，就

是价格。当货币成为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独立的东西以后，交换

价值就在那个作为主体７６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的货币的规定性上表

现出来。但是任何交换价值都是某种一定的量，都是量上被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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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本身＝一定量的货币。这种规定性按照一

般规律是由体现在交换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例如某

个交换价值是一日的产品，它表现为一定量的金银，这一定量的

金银＝一日的劳动时间，也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交换价值的

一般尺度，现在已成为每个交换价值和它与之相等同的货币之间

的尺度。

｛金银价值首先由金银出产国的金银生产费用决定。

“在矿产国中，一切价格最终取决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 ……矿工的薪

金……是计算其他一切生产者的薪金的标度…… 在非矿产国中，一切非垄

断商品的金价值和银价值，取决于出口一定量劳动的产品所获得的金银，取

决于当时的利润率，而在每一个别场合取决于支付的薪金额和预付薪金的时

间。”（纳·威·西尼耳《关于取得货币的费用的三篇演讲》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

１５、１３—１４页）

换句话说，上述价值取决于用一定量的劳动（可出口的产品）直

接或间接地从矿产国换得的金银量。货币首先是表现一切交换价值

的平等关系的东西：一切交换价值在货币上都是同名的。｝

在货币规定性上表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就是价格。在价格上，

交换价值表现为一定量的货币。在价格上，货币首先表现为一切

交换价值的单位；其次表现为各交换价值所包含的一定数目的单

位，这样，通过同货币相比较，各交换价值的量的规定性，量的

相互比例就表现出来。因此，货币在这里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尺度；

价格则表现为用货币来计量的交换价值。货币是价格的尺度，因

而交换价值用货币来相互比较，这是自然而然的规定。但是在阐

述上更为重要的是，在价格上交换价值同货币相比较。当货币表

现为同商品相独立的、相分离的交换价值以后，单个商品，特殊

交换价值，现在又同货币相等，即同一定量的货币相等，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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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翻译成货币。由于商品都同货币相等，它们相互之间又发

生关系，正如它们作为交换价值在概念上已经表明：它们按一定

比例互相等同和比较。

特殊的交换价值，商品，都在独立的交换价值即货币的规定

性中得到表现，概括和肯定。这是怎样发生的（即一定量的交换

价值同一定量的货币之间的量的比例是怎样发现的），上面已经谈

到①。但由于货币独立存在于商品之外，商品的价格就表现为交换

价值或商品对货币的外在关系；商品不是价格，虽然商品就其社

会实体来说是交换价值；这种规定性并不是直接同商品结合在一

起，而是以商品同货币相比较为媒介；商品是交换价值，但它有

价格。交换价值和商品直接合为一体，是商品的直接的规定性，而

商品同样又直接和这种规定性相分离，因此一方是商品，另一方

（在货币中）是商品的交换价值，但现在在价格中，商品一方面同

货币这种存在于商品之外的东西发生关系，另方面在观念上它本

身又表现为货币，因为货币具有和商品不同的实在性。价格是商

品的一个属性，是商品借以被想象为货币的一个规定。价格不再

是商品的直接的规定性，而是商品的反思的规定性。［ —３６］现

在商品作为观念上的货币同实在的货币并存。

货币作为尺度，商品作为价格的这一最初的规定，可以用实

在货币和计算货币之间的区别来最简便地加以说明。货币作为尺

度，总是充当计算货币，而商品作为价格，始终只是观念地转化

为货币。

“卖主对商品估价、买主还价、记账、债务、租金、财产登记等等，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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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引起有形支付行为和先于这一行为的情况，都必须表现为计算货币。实

在货币只是为了实现支付，结清〈清算〉账目才参与进来…… 假定我必须

支付２４利弗尔１２苏，那么计算货币就代表２４个某种单位和１２个另一种单

位，而我实际上支付的是两块有形的钱币：一块是值２４利弗尔的金币，一块

是值１２苏的银币…… 实在货币总额在流通的需要上有一个必要的极限。

计算货币是观念的尺度，除想象以外没有任何极限。如果只是从财富的交换

价值的观点来考察财富，计算货币可用来表现任何一种财富…… 例如表现

国民财富，国家收入和个人收入；不管价值以何种形式存在，各计算价值都

按同一形式确定；因此，在大量的消费品中没有一件消费品不是多次在思想

上转化为货币，而同这一数量相比较，现实的货币总额最多＝１∶１０。”（加尔

涅《货币史》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７２、７３、７７、７８页）

（这个比例不恰当。较为确切的比例也许是１∶几百万。然而

这根本无法计量。）

因此，如果说货币起初表现交换价值，那么现在商品作为价

格，作为观念上表现出来的、在头脑中实现的交换价值，表现一

个货币额，即一定比例的货币。一切商品作为价格都在不同形式

下是货币代表，而货币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原先是一切商品的代

表。货币一旦实际上表现为商品，商品就在观念上表现为货币。

这里首先很清楚，当商品观念地转化为货币，或商品表现为

价格时，现存的货币量从以下两方面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第

一，一目了然，商品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同实在的货币量无关，不

受它限制。这一过程不需要任何一块货币，正如要用某种尺度

（如码）来表现地球赤道的长度，无须实际使用码。例如，如果用

货币估价英国的全部国民财富，即把它表现为价格，那谁都知道，

全世界的货币也不够用来实现这种价格。这里需要货币只是作为

范畴，作为想象的关系。第二，既然货币充当单位，从而商品通

过自身包含一定量的货币可除部分而表现出来，通过货币来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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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两者之间的尺度就是交换价值的共同尺度——生产费用或

劳动时间。因此，如果
１

３盎司金是１个工作日的产品，而ｘ量商

品是３个工作日的产品，那么ｘ量商品＝１盎司金或３镑１７先令

４便士。在计量货币和商品时，最初的交换价值尺度又重现出来。

商品不是表现在３个工作日中，而是表现在作为３个工作日的产

品的金量或银量中。现存的货币量显然和这种比例无关。

（詹姆斯·穆勒的错误在于：他忽视了，贵金属价值和以金属

价值计量的商品价格，是由生产费用决定，而不是由贵金属的量

决定。７７）

｛“商品在交换中互为尺度…… 但是这种办法要求的是流通中有多少

商品就要有多少比较标准。如果一种商品只是与一种商品而不是与两种商品

相交换，它就不能成为比较项…… 这样就需要有一个共同的比较项……这

种比较项可以纯粹是观念的…… 作为尺度的规定是最初的规定，它比作为

抵押品的规定更为重要…… 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是用银估价一切商

品，然而这是物物交换。”（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

卷第８１、８３—８４、８７、８８页）

“货币用于计量，就象重量用于比较物质的量一样。用来计算每个物的重

量和价值的两种单位是同一名称的。重量尺度和价值尺度是同名称的…… 

总是具有同一重量的某种标准，是很容易见到的。就货币来说，问题仍然是

每磅银的价值＝它的生产费用。”（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

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版第２卷第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７、２６８页）

问题不仅在于同一名称。金银起初就是用秤称的。例如罗马

人的阿司＝１磅铜。｝

［ —３７］“在荷马和海西阿德的作品中，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不是金

银，而是绵羊和公牛…… 在特洛伊战场上进行物物交换。”（杰科布《贵金

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０９页）（在中世纪，奴

隶也起过同样的作用——同上，第３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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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无须实现在它的进一步规定上，就可以表现在尺度和交

换价值一般要素的规定上；也就是说，还在它取得金属货币形式

以前，就可以这样。在简单的物物交换中，情况就是这样。不过

这时的前提是：交换一般说来还很少发生，商品还没有发展成为

交换价值，因而也没有发展成为价格。

｛“某物要取得一个共同的价格标准，该物的让渡就必须是经常的和成为

习惯的。在简单的社会状态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在非工业国中，许多物

并没有一定的价格…… 只有出售产品才能确定产品的价格，并且只有经常

出售才能定出一个标准。生活必需品的经常出售，取决于城乡之间的关系，”

等等。（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３９５、

３９６页）｝

发达的价格规定的前提是：个人不是直接生产自己的生存资

料，他的直接产品是交换价值，因此必须通过某种社会的过程才

能成为他的生活资料。在工业社会的这一基础得到充分发展的状

态和家长制状态之间，隔着许多中间阶段，存在无数的色层。

从（ａ）点得出：贵金属的生产费用提高，各种商品的价格就

降低；贵金属的生产费用降低，各种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这是一

般规律，我们将会看到，它在个别情况下会发生变形。［ —３７］

        

［ —３８］（对（ａ）点的补充）。“作为货币属性来使用的尺度，是价值的

指示器”…… 可笑的是，有人认为，“既然商品以值若干盎司的金来估价，

而该国的金储备减少时，价格就应当下降…… 作为价值指示器的金的效

能，不会因为某一个别国家拥有金量的多少而受影响。即使通过银行的措施

能把该国的整个纸币流通和金属货币流通缩减一半，金和商品的相对价值仍

会不变”。例子是十六世纪从秘鲁输出金以及十九世纪金从法国流入英国时

的情形。（哈伯德《通货和国家》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４４—４６页）

“在非洲沿岸，充当价值尺度的既不是金，也不是银，而是观念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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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金属条块’。”（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１８３１年伦

敦版第２卷第３２６—３２７页）［ —３８］

（ｂ）［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 —３７］如果说交换价值在价格上观念地转化为货币，那么，

它在交换中，在买卖中则实在地转化为货币，同货币相交换，然

后再作为货币同商品相交换。特殊的交换价值先要同一般的交换

价值相交换，然后才能再同特殊的交换价值相交换。商品只有通

过这种以货币为媒介的媒介运动，才能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因

此，货币流通的方向同商品流通的方向正好相反。货币表现为商

品交换的媒介，表现为交换手段。货币是商品流通的流通车轮，流

通工具；但是它作为这样的工具同时又有自己的流通——货币流

通。商品的价格只有通过商品同实在的货币相交换，或通过商品

实际地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

从以上所说可得出以下论点。商品只有事先观念地转化为货

币，即获得价格规定，表现为价格，才能实际地同货币相交换，转化

为实在的货币。因此，价格是货币流通的前提，虽然价格的实现表

现为货币流通的结果。使商品的交换价值，从而使商品的价格高于

或低于商品的平均价值而上涨或下跌的情况，应在论交换价值的

一篇中阐述，这些情况在价格实际地实现为货币的过程之前就已

经存在，因而一开始就和这个过程完全无关。数字的相互关系，即

使我用小数来表达，自然仍旧不变。这不过是换个名称罢了。

要使商品实际进行流通，就要有运输工具，而这是货币无能为

力的。如果我用ｘ镑的金额买来１０００磅铁，那么铁的所有权就转

到我的手里。我的ｘ镑起了交换手段的作用，并且完成了流通，就

２４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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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所有权证书一样。反之，卖主实现了铁的价格，实现了作为交换

价值的铁。但是，要把铁从卖主那里运到我这里来，货币是无能为

力的；这需要车辆、马匹、道路等等。商品的实际流通，在空间和时

间上，都不是由货币来实现的。货币只是实现商品的价格，从而把

商品要求权转让给买主，转让给提供交换手段的人。货币使之流通

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所有权证书；在这一流通中，当同货币交换

时，不管是买还是卖，所实现的也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的价格。

因此，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首先是由投入流通的商品的价

格高低决定的。而这种价格的总额取决于：第一，个别商品的价

格；第二，按一定价格投入流通的商品量。例如，为了使一夸特

小麦按６０先令流通，所需要的先令就要比按３０先令价格流通时

多一倍。如果使５００夸特小麦按每夸特６０先令流通，那就需要

３００００先令，而２００夸特则只需要１２０００先令。因此，这取决于商

品价格的高低和具有固定价格的商品的量。

第三，但是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不仅取决于待实现的价格

总额，而且取决于货币流通的速度，即货币完成这种实现业务的

速度。如果１塔勒每小时完成每次价格为１塔勒的１０次购买，即

交换１０次，那么它所完成的业务，恰好等于每小时只购买１次的

１０塔勒所完成的业务。速度是个否定因素；它代替数量；它使一

块货币变成许多块货币。

有些情况，一方面决定待实现的商品价格量，另一方面决定

货币流通速度，这要留到以后来考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价格

的高低，并不取决于流通中的货币的多少，相反，流通中货币的

多少，是取决于价格的高低。其次，货币流通的速度不取决于流

通的货币量，而是［ —３８］流通媒介的量取决于货币流通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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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大量支付时，货币不是计数而是过秤；这可以缩短时间）。

然而，如上所述①，货币流通不是从一个中心出发，也不会从

圆周的一切点回到一个中心（象在发行银行的场合和部分地象国

家货币那样）；而是从无数的点出发，又回到无数的点（这种回流

本身和回流时间是偶然的）。因此，流通手段的速度只在一定限度

内能够代替流通媒介的量。（例如，工厂主和租地农场主向工人支

付货币；工人又支付给小贩等等；货币又从小贩那里回到工厂主

和租地农场主手里。）不管流通速度怎样，同一货币量只能相继完

成一连串的支付。但一定量的支付必须同时完成。流通同时从许

多点出发。因此，需要一定的货币量投入流通，它总是处于流通

中，是由流通中同时存在的出发点所汇成的总额决定的，并且是

由这个总额完成自己的行程（回流）的速度决定的。尽管流通媒

介的量有涨有落，但有一个平均水平；因为持久性的变动只是缓

慢进行的，只是在长时期内发生的，并且象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

会经常由于许多次要的情况而受到阻碍。

在作为尺度的规定上，货币同本身的量无关，或者说货币的

现存量是无关紧要的。在作为交换手段，作为流通工具的规定性

上，货币的量是被确定了的。货币的这两种规定相互间是否会产

生矛盾，这要在以后来考察。

｛强制的、非自愿的流通的概念（见斯图亚特的著作７８），在这

里还没有涉及。｝

属于流通的本质的东西是：交换表现为一个过程，表现为买

卖的流动的总体。流通的第一个前提是商品本身的流通，是不断

从许多方面出发的商品流通。商品流通的条件是：商品作为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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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来生产，即不是作为直接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以交换价值

为媒介的使用价值来生产。通过和借助于转让和让渡而实行占有，

是基本的前提。在流通中即交换价值的实现过程中包含着：（１）我

的产品只有对别人成为产品，才是产品；也就是说，只有成为被

扬弃的个别，成为一般，才是产品；（２）我的产品只有转让出去，

对别人成为产品，对我才是产品；（３）别人只有把他自己的产品

转让出去，我的产品对他才是产品；由此得出（４）生产对于我不

是表现为目的本身，而是表现为手段。

流通是这样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一般转让表现为一般

占有，一般占有表现为一般转让。这一运动的整体虽然表现为社

会过程，这一运动的各个因素虽然产生于个人的自觉意志和特殊

目的，然而过程的总体表现为一种自发的客观联系；这种联系尽

管来自自觉个人的相互作用，但既不存在于他们的意识之中，作

为总体也不受他们支配。他们本身的相互冲突为他们创造了一种

凌驾于他们之上的他人的社会权力；他们的相互作用表现为不以

他们为转移的过程和强制。流通是某种社会过程的总体，所以它

也是第一个这样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表现为某种不以个人为

转移的东西的，不仅是社会关系（就象在一块货币或交换价值上

那样），而且是社会运动的总体本身。个人相互间的社会联系作为

凌驾于个人之上的独立权力，不论被想象为自然的权力，偶然现

象，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东西，都是下述状况的必然结果，这就

是：这里的出发点不是自由的社会的个人。从作为经济范畴中第

一个总体的流通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 —３９］初看起来，流通表现为恶的无限过程７９。商品换成

货币，货币换成商品，如此反复，无穷无尽。同一过程的这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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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更新，实际上构成流通的一个本质的要素。但仔细地考察一下，

流通中还会发现另外的现象：相互连接，或从出发点回到出发点。

商品换成货币，货币换成商品。这样，商品就换成商品，只不过

这种交换是间接的交换。买者又成为卖者，卖者又成为买者。因

此，每一方都表现为二重的和对立的规定，于是就形成两种规定

的生动的统一。

但是，如果象有些经济学家那样，当货币制度的矛盾一旦暴

露出来，便突然仅仅抓住最终结果而忽视促成结果的过程，抓住

统一而忽视区别，抓住肯定而忽视否定，那完全是错误的。在流

通中，商品换成商品，但它又不是换成商品，因为它换成货币。换

句话说，买卖行为表现为彼此无关的、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

的两种行为。如果有人说，卖者由于买进货币因而也是买者，买

者由于卖出货币因而也是卖者，这恰好忽视了区别，忽视了商品

和货币之间的特殊区别。

有些经济学家先是再好不过地向我们指明，两种行为合而为

一的物物交换是不能满足较发达的社会形式和生产方式的，然后

他们突然又把以货币为媒介的物物交换看作直接的物物交换而忽

视了这种交易的特殊性质。他们先是向我们指明，同商品相区别

的货币是需要的，然后他们突然又断言，货币和商品之间没有区

别。他们逃避到这种抽象中去，是因为在货币的实际发展中所产

生的矛盾，同资产阶级常识上的辩护论格格不入，因此必须加以

掩盖。既然买和卖这两个流通的本质的要素彼此无关，在空间上

和时间上相分离，它们也就没有必要合而为一。它们的彼此无关，

可以使它们彼此的表面上的独立性进一步固定化。但是，既然它

们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本质的要素，就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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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独立形态遭到暴力的破坏，内部的统一通过暴力的爆发在外部

恢复起来。这样，在货币作为媒介的规定中，在交换分成两种行

为的分裂中，已经蕴藏着危机的萌芽，或至少是危机的可能性，而

这种可能性只是在那种取得典型发展的、与自身概念相符合的流

通的各种基本条件已经存在的地方，才有可能成为现实。

其次，已经说过，货币在流通中只是实现价格。价格起初表

现为商品的观念的规定；而同商品相交换的货币则是商品的已经

实现的价格，商品的实际价格。因此，价格观念地存在于商品之

中，同样又存在于商品之外，独立于商品之旁。如果商品不能实

现为货币，它就不再具有流通能力，它的价格就只是幻想；正象

起初已经转化为交换价值的产品，如果不在实际上被交换出去，就

不成其为产品。（至于价格的涨落，这里就不谈了。）

从（ａ）点看来，价格表现为商品之中的规定；但从（ｂ）点看来，

货币表现为商品之外的价格。商品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需求，而是那

种由货币体现的需求。因此，如果商品的价格不能实现，如果商品

不能转化为货币，那么商品就会丧失价值，丧失价格。一旦这种变

为货币的特殊转化成为必要，就不得不牺牲表现在商品价格上的

交换价值。因此，例如布阿吉尔贝尔抱怨说，货币是万物的刽子手，

是把一切都当作供自己享用的祭品的摩洛赫，是商品的暴君。８０在

君主专制确立的时期，一切税收都变成货币税，货币确实表现为把

实际财富当作供自己享用的祭品的摩洛赫。每次货币恐慌时，货币

也就表现出这样的作用。布阿吉尔贝尔说，货币从商业的奴仆变成

商业的暴君。而实际上，这种在同货币的交换中表现出来的情况，

即货币不再代表商品，而是商品代表货币，这在价格本身的规定上

就已经存在了。从封建时代直到近代，曾有不少作家抱怨用货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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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贸易是不正当的贸易，后来有些社会主义者也是这样。

（α）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

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在直接为生存

而从事生产的情况下，并不是任何物品都能同任何物品相交换，一

定的活动只能［ —４０］同一定的产品相交换。产品越是特殊化，

越是多样化，越是不能独立，就越需要有一种一般交换手段。起

初，劳动产品或劳动本身就是一般交换手段。但是，产品越是特

殊化，它就越不能成为一般交换手段。多少有些发展的分工的前

提就是：每个人的需求是相当多方面的，而他的产品是颇为片面

的。交换的必要和直接的交换手段彼此是按反比的关系发展的。因

此，需要有一般交换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一定产品和一定劳动必

须换成交换能力。物的交换价值，无非是它充当交换手段的能力

在量上的特殊表现。在货币上，交换手段本身成为物，或者说物

的交换价值在物以外获得独立存在。因为商品在货币面前只是力

量有限的交换手段，所以它在货币面前可以不再是交换手段。

（β）交换分为买和卖，使我可以只买不卖（囤积商品），或者

只卖不买（积累货币）。这种分离使投机成为可能。它使交换成为

一种特殊行业，就是说，它造成商人阶层。这种分离使商品在最

终完成交换之前可能经过许多交易，使许多人有可能利用这种分

离来牟利。它使许多虚假的交易成为可能。有时，看起来实质上

分离的行为，却是实质上互相联系的东西；有时，被认为实质上

互相联系的行为，却是实质上真正分离的东西。当买卖确定不移

地表现为实质上不同的行为的时候，就发生一切商品的普遍跌价。

当货币明显地表现为只是交换的手段的时候，就发生货币贬值。或

者价格普遍下跌，或者价格普遍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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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货币的产生也产生了绝对分工的可能性，因为劳动不依

赖于该劳动的特殊产品，不依赖于劳动产品对于该劳动的直接的

使用价值。｝

投机时期的价格普遍上涨，不能认为是由商品的交换价值或

商品的生产费用普遍提高引起的；因为，如果金的交换价值或生

产费用随着其他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或生产费用同样提高，那么

用货币表现的商品的交换价值，即商品的价格就不变。同样，这

也不能认为是由金的生产价格８１的下跌引起的。（这里还没有涉及

信用问题。）但是，货币不仅是一般商品，而且也是特殊商品，作

为特殊商品，它受供求规律支配，因此，对于同货币相对立的种

种特殊商品的普遍需求，必然使货币跌价。

我们知道，货币的性质就在于，货币只是通过使直接的物物

交换的矛盾以及交换价值的矛盾普遍化，来解决这些矛盾。特殊

交换手段是否能换取某种特殊交换手段，这是偶然的事情；但是

现在商品必须同一般交换手段相交换，而商品的特殊性同这种一

般交换手段则陷入更大的矛盾之中。为了保证商品的交换能力，交

换能力本身便作为某种独立的商品同商品相对立。（货币由手段变

成目的。）从前问题在于：特殊商品是否会遇到特殊商品。可是货

币却使交换行为本身分成两个彼此无关的行为。

（在进一步说明流通的强弱等等问题以前，特别是在说明关于

流通货币量和价格的争论点以前，必须在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上来

考察货币。）

流通的一个要素是：商品借助货币同商品交换。但同样还有

另一个要素：不仅商品换货币，货币换商品，而且货币换商品，商

品换货币；就是说，货币借助商品同自身发生关系，表现为在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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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流通中自己和自己结合的统一体。这样，货币不再表现为流通

的手段，而表现为流通的目的（如在商人阶层那里）（在一般商业

中）。如果流通不仅被看作不断的交替，而且被看作它本身所完成

的循环，那么这种循环就表现出两重性：“商品—货币—货币—商

品”；另一方面是“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就是说，如果

我可以为买而卖，那么我同样可以为卖而买。在第一种情况下，货

币只是获得商品的手段，商品是目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商品只

是获得货币的手段，货币是目的。只要把流通的各个要素综合在

一起，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作为纯粹的流通来考察，不论我抓

住哪一点来当作出发点，都是无关紧要的。

不过，流通中的商品和流通中的货币之间毕竟存在特殊的区

别。商品只要最终退出流通，不论在生产活动中或［ —４１］在

本来意义的消费中被消费，它就在某一个点上被抛出流通，完成

自己最后的使命。相反，货币的使命是要留在流通中充当流通车

轮；充当周而复始地进行流通的永动机。

当然，象第一种规定一样，上述第二种规定在流通中也是存

在的。但有人会说，商品同商品交换是有意义的，因为商品作为

价格虽然是等价物，但在质上是不同的，所以商品交换归根到底

是满足质上不同的需求。相反，货币同货币交换就毫无意义，除

非量上出现差额，即以较少的货币换取较多的货币，贱买而贵卖，

至于利润的范畴，这和我们还没有关系。这样，我们在分析流通

时所得出的“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一结果，便仿佛只是

任意的和毫无意义的抽象，这就有点象人们企图把生命的循环描

绘成“死—生—死”一样；尽管在后一种场合毕竟不能否认，个

体化的东西不断分解为元素的东西是自然过程的要素，正如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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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不断个体化也是自然过程的要素一样。在流通行为中，商

品不断货币化，货币不断转化为商品，也存在同样的情况。在为

卖而买的现实过程中，动机当然是从中获取利润，最终目的是以

商品为媒介用较少的货币换取较多的货币，因为货币和货币是没

有质的区别的（这里既不涉及特殊金属货币也不涉及各特种铸

币）。然而不能否认，这种交易可能落空，这样，货币对货币的没

有量的差额的交换，在现实中经常发生，因而也是能够发生的。但

是，这个作为贸易基础的、并因而扩展成为流通的主要现象的过

程，一般说来要成为可能，“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一循环

就必须被看作流通的特殊形式。这种形式同货币单纯表现为商品

交换手段，表现为中项，表现为推论中的小前提的那种形式，有

特殊的区别。这种循环，除了在贸易中具有量的规定性外，必须

按照它的纯粹质的形式，按照它的特殊的运动，把它区别出来。

其次：上述循环已经意味着：货币既不是仅仅充当尺度也不

是仅仅充当交换手段，又不是同时仅仅充当这两者，货币还有第

三种规定。货币在这里首先表现为目的本身，商品交易和交换只

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服务的。其次，循环在这里以货币结束，因

此货币就跨出循环之外，正象商品通过货币同自己的等价物相交

换而被抛出流通一样。货币只要仅仅被规定为流通的代表，就始

终留在货币循环中，这样说是正确的。但是这里已经表明，货币

除充当这种流通工具以外，还是一种别的东西，它在流通之外还

有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且在这种新的规定上它也可以从流通中被

取出，正象商品从流通中不断地被最终取出一样。因此，我们必

须从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上来考察货币。货币在这个规定上包含了

前两种规定，就是说，既包含充当尺度的规定，又包含充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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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手段并从而实现商品价格的规定。

但是还必须先谈谈货币作为订立合同的普遍材料等等问题。

（ｃ）货币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货币积累）

［（α）关于交换价值和价格的关系问题。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作为流通手段

这两种职能之间的矛盾］

  循环的性质中包含着这样的情况：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

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因此，

Ｇ—Ｗ—Ｗ—Ｇ这一形式规定也和另一个表现为最初的形式规定

的Ｗ—Ｇ—Ｇ—Ｗ 同样正确。困难在于：末端的商品在质上是不同

的，末端的货币却不是这样。货币只能在量上不同。

货币如果作为尺度来考察，那么，它的物质实体是重要的，虽

然它的现实存在，确切些说它的量，即充当单位的那份金或银的数

目，对于这一规定上的货币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而且货币在这

里一般只是充当想象的、不存在的单位。在这种规定上，货币必须

作为单位，而不是作为数目而存在。如果我说１磅棉花值８便士，

我就是说１磅棉花等于
１

１１６盎司金（１盎司金值３镑１７先令７便士

或９３１便士）。于是，这同时就反映了１磅棉花作为一切其他商品

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反映了１磅棉花作为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

物的规定性，其他这些商品由于都同１盎司金相比较而总是按某

种比例包含１盎司金。［ —４２］１磅棉花中包含的金量就通过１

磅棉花同金的比例来确定，这两者的这个最初的比例，是由实现在

两者中的劳动时间的量，即由交换价值的真正的共同实体的量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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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这一点应以关于交换价值本身那一章
８２
中的论述为前提。

发现这种等式并不象表面看起来那样困难。例如，在直接生

产金的劳动中，一定量的金直接表现为例如一个工作日的产品。竞

争在引起相应变化的同时，使其他的工作日和这一工作日相等

——直接地或者是间接地。总而言之，在金的直接生产中，一定

量的金直接表现为一定劳动时间的产品，因而表现为一定劳动时

间的价值，表现为一定劳动时间的等价物。因此，只要确定实现

在不同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并使它和直接生产金的劳动时间相等，

就能说出一定商品中包含多少金。

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

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

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但

是，只要商品作为价格的存在已经成为前提，——这种前提本身

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社会生产过程的结果，——新价格的规定

就很简单，因为生产费用的要素本身已经以价格的形式存在，只

要把它们加在一起就行了。｛经常的让渡，出售，经常的出售（斯

图亚特①）。为了使价格取得一定的经常性，具有连续性，这一切

的确都是必需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要研究的一点是：从金必然被确定为计量

单位来说，它同各种商品的关系也和一切其他商品之间的关系一

样，是通过以物易物，即直接的物物交换确定的。不过，在物物

交换中，产品只潜在地是交换价值；它是交换价值的最初的表现

形式，不过产品还没有成为交换价值。首先，这一规定［交换价

值］并没有支配整个生产，而只是涉及到生产的多余部分，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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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本身或多或少是多余的（正象交换本身那样）；它涉及到满足范

围，享受范围的偶然扩大（和新的对象有关）。因此，交换只是在

少数地方进行（最初在原始公社的边界上，在它们与外人接触的

地方），限制在小范围内，对生产来说是一种暂时的、附带的现象；

它的消失和它的发生都是偶然的。偶然用自己产品的剩余来交换

外人产品的剩余，这种物物交换只是产品作为一般交换价值的最

初表现，是由偶然的需要、欲望等等决定的。但是，如果这种物

物交换继续下去，成为一种连续的行为，而在这种行为自身中包

含着自己不断更新的手段，那么在这里就渐渐地，同样是外在地

和偶然地出现由调节相互的生产来调节相互的交换的现象，而最

终全部归结为劳动时间的那些生产费用，就会成为交换尺度。这

就告诉我们，交换和商品的交换价值是怎样产生的。

不过，一种关系最初出现时的环境，无论如何既没有在纯粹

性上，也没有在完整性上向我们表明这种关系。当作交换价值的

产品，实质上已经不再被规定为简单的产品，它被看作和它的自

然的质不同的质；它被看作是一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是普遍的

关系，不是对一种商品的关系，而是对一切商品的关系，对一切

可能的产品的关系。因此，它反映一种普遍的关系；这种产品把

自己看作是一定量的一般劳动即社会劳动时间的实现，从这个意

义来说，它在它的交换价值所表现的比例上，是一切其他产品的

等价物。交换价值是以作为一切产品的实体的社会劳动为前提的，

而和产品的自然性质完全无关。不跟某种东西发生关系，便不能

表示任何关系，不跟某种普遍的东西发生关系，便不能表示普遍

的关系。因为劳动是运动，所以时间是它的自然尺度。最原始的

物物交换形式是以劳动作为商品实体和劳动时间作为商品尺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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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的；以后，只要这种交换成为经常的和连续的，在自身中肯

定包含自己更新的全面条件的时候，这一点就显露出来。

商品只有表现在其他商品上，从而表现为一种关系的时候，才

是交换价值。１舍费耳小麦值若干舍费耳黑麦；在这种情况下，由

于小麦表现在黑麦上，所以小麦是交换价值，由于黑麦表现在小麦

上，所以黑麦是交换价值。如果二者之一只同自身发生关系，它就

不是交换价值。现在，在货币作为尺度出现的关系中，货币本身不

是表现为一种关系，不是表现为交换价值，而是表现为一定物质的

自然数量，表现为金或银的自然重量。总之，表现另一种商品的交

换价值的商品，根本不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表现为一种关系，而是

表现为其自然属性的一定量。如果１舍费耳小麦值３舍费耳黑麦，

那么，表现为价值的，只是１舍费耳小麦，而不是１舍费耳黑麦。自

然，１舍费耳黑麦也自在地表现为价值，就是说１舍费耳黑麦＝
１

３

舍费耳小麦；但是，这一点并没有［ —４３］表现出来，这只是第二

种关系，诚然，它直接包含在第一种关系中。如果一种商品通过另

一种商品表现出来，那么它就被看作是一种关系，而另一种商品则

被看作是一定物质的单纯的量。３舍费耳黑麦本身不是价值，而是

充满一定空间的、可以用容量单位计量的黑麦。

作为尺度，作为计量其他商品交换价值的单位的货币，也是这

样。货币是它借以表现其自身的那种自然实体金银等等的一定重

量。如果１舍费耳小麦具有７７先令７便士的价格，那么它就表现

为与之相等的另一种东西，表现为１盎司金，表现为一种关系，表

现为交换价值。但是，１盎司金本身不是交换价值，并不表现为交

换价值，而是表现为它自身的、它的自然实体的即金的一定量。如

果１舍费耳小麦具有７７先令７便士或１盎司金的价格，那么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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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较大或较小的价值，因为１盎司金的价值随着生产金所需要

的劳动量而相应提高或降低。但是，这一点对于小麦的价格规定本

身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它的价格７７先令７便士准确地表现出它成

为一切其他商品的等价物所依据的比例，即它能够据以购买一切

其他商品的比例。１夸特小麦值７７先令或１７８０先令的这种价格

规定的规定性，完全超出了价格规定的范围，即超出了把小麦设定

为价格的范围。不管１夸特小麦值１００先令还是１先令，它总有一

个价格。价格只是用一切商品共有的单位来表现小麦的交换价值；

因此，前提条件是：这一交换价值已经由其他关系规定。

当然，１夸特小麦具有１盎司金的价格这一事实——因为金

和小麦，作为自然物相互间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它们作为自然物不

能互为尺度，它们彼此毫不相干——是通过以下的途径发现的：１

盎司金本身和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发生关系，于是，小麦和金

两者同一个第三者——劳动发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彼此等同；于

是，两者作为交换价值互相比较。但是，这一点只是告诉我们，小麦

的价格即它与之相等的金量是怎样求得的。在货币表现为小麦价

格的这种关系本身中，货币本身不是被看作一种关系，不是被看作

交换价值，而是被看作自然物质的一定量。

在交换价值中，商品（产品）被看作是和它们的社会实体即和

劳动发生的一种关系；但是，作为价格，它们依照其他产品的自然

属性而表现在这些产品的量上。自然可以说，货币的价格也表现在

１夸特小麦，３夸特黑麦和价格为１盎司金的不同商品的种种其他

量上。不过，这样一来，为了表现货币的价格，就必须罗列一大串和

１盎司金相等的每一种商品的量。于是，用货币本身来表现价格的

商品有多少，货币的价格便有多少。价格的主要规定——统一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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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不存在了。没有一种商品会表现货币的价格，因为没有一种商

品会表现货币同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会表现货币的一般交换价

值。但是，价格的特点是：交换价值本身必须表现在它的普遍性上，

同时又必须表现在某一商品上。不过，甚至这一点也是无关紧要

的。只要货币表现为反映、计量一切商品价格的物质，那么货币本

身便被看作是金银等等的一定量，总之，被看作是货币的自然物质

的一定量；仅仅被看作是一定物质的单纯的量，而它本身不被看作

是交换价值，不被看作是一种关系。同样，把另一种商品作为价格

来表现的每一种商品，本身都不是被设定为交换价值，而是被设定

为它本身的单纯的量。

在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单位，作为交换价值的尺度，即作为交

换价值的普遍比较标准的规定中，货币的自然物质金银是重要的，

因为货币作为商品的价格，不是交换价值，不是一种关系，而是一

定重量的金银；例如磅和磅以下的单位；所以货币起初表现为磅，

一磅铜。正是这一点把价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而我们已经看

到，交换价值必然导致价格规定。因此，有些人想使劳动时间本身

成为货币，也就是既想确定又不想确定价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

别，这是十分荒谬的。

因此，作为尺度，作为价格规定的要素，作为交换价值的计量

单位，货币呈现出以下两种现象：（１）１盎司金对任何一种商品的

交换价值一旦确定，货币只是作为想象的单位才是需要的；它的实

际存在是多余的，而它现实存在的量更是多余的；作为指示器（价

值的指示器），它在一个国家中的数量是无关紧要的；它只是作为

计算单位才是需要的；（２）因此，货币只需要在观念上存在，并且实

际上，作为商品的价格，货币只是观念地在商品上表现出来，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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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却又作为它借以表现自身的那一自然实体的单纯的量，作为

金银等的一定的、被采用为单位的重量而充当比较标准，单位，尺

度。交换价值（商品）在想象中转化为金或银的一定重量，并且在观

念上与金等等的这一想象的量相等；被当作这个量的表现。

［ —４４］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考察货币的第二种规定，即货

币作为交换手段和价格的体现者的规定，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货币

在这里必须拥有一定的数量；充当单位的金或银的重量必须拥有

一定的数量，才能适应这一规定。如果一方面已知待实现的价格总

额，即由一定的商品的价格和该商品的数量的乘积所决定的价格

总额，另一方面已知货币流通的速度，那就需要一定量的流通手

段。但是，如果我们比较仔细地考察流通所表现的最初的形式，直

接的形式，即Ｗ—Ｇ—Ｇ—Ｗ 这一形式，那么，在这一形式中，货币

表现为纯粹的交换手段。商品和商品相交换，货币只是表现为交换

的手段。第一种商品的价格实现为货币，是为了用这些货币去实现

第二种商品的价格，并且用这种方法使第一种商品换得第二种商

品。在第一种商品的价格实现以后，它的所有者现在以货币的形式

取得了它的价格，但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取得第二种商品的价格，而

是支付它的价格以便取得它。因此，归根到底货币是帮助他用第一

种商品交换第二种商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货币没有其他目

的。卖出自己商品而换得货币的人，想要再购买商品，而把商品卖

给他的那个人也需要货币来购买商品，如此等等。

现在，在充当纯粹流通手段的这一规定上，货币本身的使命只

在于通过事先确定自身的量，自身的数目来实现这一流通。作为单

位，货币本身在商品中被包含的倍数，预先已由商品的价格所决

定，而作为流通工具，货币只表现为这一预先决定的单位的数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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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货币实现商品的价格，商品便和它的实在的等价物金银相交

换；它的交换价值实际上是把货币表现为另一种商品；但是，既然

这一过程的进行仅仅是为了使货币再转化为商品，从而用第一种

商品交换第二种商品，那么，货币就仅仅在一瞬间出现，或者说，它

的本质仅仅在于不断地表现为这种转瞬即逝的东西，表现为这一

媒介过程的承担者。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货币

要能够起这种作用，对它来说唯一重要的规定性就是货币在流通

中的量的即数量的规定性。（因为货币数量也由速度决定，所以在

这里不需要单独加以说明。）就货币实现价格来说，它作为金银的

物质存在是重要的；但是，因为这种实现只是转瞬即逝的，并且要

自我扬弃，它的物质存在就无关紧要了。问题似乎是商品和作为特

殊商品的金银相交换，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当金银又和商品交换，

于是商品和商品交换，从而这一过程完结时，这种假象便消失了。

因此，作为单纯流通手段的金银，或作为金银的流通手段，对货币

作为特殊自然商品的性质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假定流通中的商品的总价格等于１００００塔勒。其尺度为１塔

勒，等于ｘ重量的银。假定要使这些商品在６小时内完成流通需要

１００塔勒，即每１塔勒在６小时内支付１００塔勒的价格。这时重要

的是，现有１００个塔勒，即用来计量商品价格总额的金属单位的现

有数目为１００；１００个这样的单位。这些单位由银构成，这对过程本

身并不重要。这一点已经在下面的事实中表现出来：虽然１塔勒在

每一一定的交换中只代表１塔勒银的重量，但是在流通的循环中

１塔勒代表的银量却等于它实际包含的１００倍。

因此，如果整个地来观察这一流通，那么，１塔勒代表１００塔

勒，等于它实际包含的银量的１００倍。它实际上只是１００塔勒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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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银量的符号。它所实现的价格等于它作为银量来考察时所

实际实现的价格的１００倍。

假定１镑例如等于
１

３盎司金（它并不包含这么多金）。如果商

品的价格１镑已经支付，也就是说，它的价格１镑已经实现，它和

１镑相交换，那么，具有决定意义的是１镑实际包含着
１

３盎司金。

假如这是用某种非贵金属铸成的伪造的镑，只在表面上是１镑，那

么实际上商品的价格并未实现；为了实现这一价格，商品就需要用

等于
１

３盎司金的非贵金属来支付。

由此可见，就这种分离的流通环节来考察，重要的是，货币单

位实际上代表一定量的金银。但是，如果我们把流通看成是一个整

体，把流通看成是互相联结在一起的过程：Ｗ—Ｇ—Ｇ—Ｗ，那么，

情况就完全不同。在第一种情况下，价格的实现似乎只是表面上

的：商品的价格似乎只有一部分实现。观念上实现的商品价格，似

乎在实际上没有得到实现。在观念上同若干重量的金相等的商品，

似乎在实际的交换中并没有换回那样多重量的金。但是，如果伪造

的镑被当成真的镑流通，那么，在整个的流通中，它所起的作用就

完全象它是真的一样。如果价格１镑的商品ａ同伪造的１镑相交

换，而这伪造的１镑又和价格１镑的商品ｂ相交换，那么，这一伪

造的镑所起的作用就完全象它［ —４５］是真的一样。

因此，如果所考察的不是用真的镑来实现价格这一环节，而是

考察整个过程，在这一整个过程中，镑只是充当流通手段，并且价

格的实现只是一种假象，是转瞬即逝的媒介过程，那么，真正的镑

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只是一种符号。在这里，金镑只是用来使商品

ａ同具有同一价格的商品ｂ相交换。在这里，真正实现商品ａ的价

格的是商品ｂ，而真正实现商品ｂ的价格的是商品ａ或ｃ或ｄ，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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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点对于这种关系的形式来说，意义是一样的，因为对这种关系来

说，商品的特殊内容完全无关紧要。价格相等的不同商品相互交换

了。不是商品ａ直接和商品ｂ相交换，而是商品ａ的价格交换商品

ｂ，商品ｂ的价格交换商品ａ。

由此可见，对商品来说，货币只是表现它的价格。商品按照它

们的价格相互交换。商品的价格本身在商品上观念地表明，商品是

金或银即体现货币的材料的一定自然单位（重量）的数目。在货币

上，或在已经实现的商品价格上，现在和商品相对立而出现的，是

这种单位的一个实际数目。但是，只要价格的实现不是最后的行

为，并且不是要取得作为价格的商品价格，而是要取得作为另一商

品价格的价格，那么货币的材料，例如金或银，便是无关紧要的。作

为流通工具，作为交换手段，货币成为主体，而体现货币的自然材

料则表现为一种偶然的东西，其意义消失在交换行为本身之中；因

为和货币相交换的商品最后不是实现在这种材料中，而是实现在

另一商品的材料中。

现在我们看到，在流通中（１）货币实现价格，（２）所有权证书在

流通，除了这两个方面以外，（３）还有一个方面：靠流通作媒介而发

生不能直接发生的事情，即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任何其他商品

上。假如１码麻布值２先令，而１磅糖值１先令，那么，１码麻布就

以２先令为媒介而实现在２磅糖上，因此，糖转化为麻布的交换价

值的材料，转化为麻布的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材料。

货币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就它在川流不息的流通过程中所

起的作用来看，它不是价格尺度，因为作为价格尺度，它已经表现

在价格本身之中；它也不是实现价格的手段，因为作为实现价格的

手段，货币虽然存在于流通的一个环节中，却消失在流通环节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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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中；货币对一切商品来说仅仅是价格的代表，或仅仅充当商品按

照相等的价格进行交换的手段。货币和某一种商品相交换，因为它

是商品交换价值的一般代表，而作为这种代表，它是具有相等的交

换价值的每一其他商品的代表，是一般代表，作为这种代表，它处

在流通本身中。货币对一切其他商品来说，代表一个商品的价格，

或者对一个商品来说，代表一切商品的价格。就这种关系来说，货

币不仅是商品价格的代表，而且是货币本身的符号；也就是说，在

流通行为本身中，货币的材料金和银是无关紧要的。

货币是价格；货币是一定量的金或银；但是，由于价格的这种

实在性在这里只是转瞬即逝的，注定要不断地消失，不断地被扬

弃，不能看作是最终的实现，而只能看作是中间的、起媒介作用的

实现；由于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价格的实现，而在于一个特殊商

品的交换价值通过另一个商品的材料来实现，所以货币本身的材

料是无关紧要的，货币作为价格的实现是转瞬即逝的，因为这一实

现本身是转瞬即逝的；由于货币处在这种不断的运动中，所以它只

是交换价值的代表，而这一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实际的交换价值不

断地替代这个代表，不断地和这个代表换位，不断地和这个代表相

交换，才成为实际的交换价值。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货币的实在性并不在于它是价格，而在

于它代表价格，它是价格的代表；是价格以物的形式存在的代表，

因而也就是价格本身的代表，并且作为这种代表，它又是商品交换

价值的代表。货币作为交换手段实现商品的价格，只是为了把一个

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作为这一个商品的单位的另一个商品上，

为了在另一个商品上实现这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就是使另一

个商品成为这一个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材料。

２６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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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是这种物质符号；货币一旦脱离流

通便又成为已实现的价格；但是，在这一过程中，正如我们所看到

的，货币单位的这一物质符号的量，这一符号的数目是重要的。因

此，在货币表现为与商品相对立而存在的东西的流通中，货币的物

质实体，它作为一定量的金和银的那种基质是无关紧要的，相反，

货币的数目却是重要的，因为货币只是代表这些单位的一定数目

的一种符号。在货币作为尺度的规定上，货币只存在于观念之中，

它的物质基质是重要的，但是它的量，甚至它的存在却是无关紧要

的。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当作为金银的货币只是流通手段或

交换手段的时候，可以由［ —４６］表现一定量的货币单位的任何

其他符号来代替，从而象征性的货币可以代替实在的货币，因为作

为单纯交换手段的物质货币本身是象征性的。

根据货币作为尺度，作为价格的实现和作为单纯交换手段这

几种相互矛盾的规定，可以说明用其他方法无法说明的现象：一方

面，当金属货币（金银）用掺进便宜金属的办法来伪造时，货币便贬

值，价格便上涨；另一方面，当货币的基质（金银）完全取消，而用印

有一定量的实在货币的符号的纸币来代替时，这些纸币在流通所

需要的数量以内，会按十足的金银价值进行流通。全部问题在于，

在第一种情况下，流通手段同时既是作为尺度的货币的材料，又是

价格作为最后价格借以实现的材料，而在第二种情况下，货币只具

有充当流通手段的规定。在第一种情况下，价格尺度不再是比如说

１盎司金的生产费用，而是掺入
２

３的铜等等的１盎司的生产费用。

如果伪造铸币只是要伪造或改变贵金属重量的可除部分的名称，

例如把
１

８盎司金叫作１索维林，那就是让尺度完全照旧不变而只

改变它的名称。如果过去
１

４盎司金叫作１索维林，而现在
１

８盎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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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作１索维林，那么１索维林的价格只表现
１

８盎司金，因此，要表

现过去１索维林所表现的价格，现在需要（大约）２索维林。换句话

说，在只是伪造贵金属可除部分的名称的情况下，尺度照旧不变，

但每一可除部分却用以前两倍的法郎等等来表示。

下面是把货币的相互矛盾的规定笨拙地混淆起来的例子：

“价格正是由用来购买商品的货币量决定的。世界上全部商品卖得的货

币不可能超过世界上的全部货币。”（伦敦《每周快讯》８３［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８日）

第一，价格规定和实际的出售毫无关系；在价格规定中，货币

只是尺度。第二，如果每一块货币流通１０００次，全部（处在流通中

的）商品卖得的货币就能等于世界上现有货币的１０００倍。

因为在流通中待实现的价格总额随商品的价格和投入流通的

商品量而变化；另一方面，因为处在流通中的流通手段的速度也是

由不取决于流通本身的那些情况决定的，所以流通手段的量必须

能够变化，能够扩大和缩小——流通的收缩和膨胀。

如果把货币看作单纯的流通手段，那么可以说，它不再是商品

（特殊商品），因为货币的材料是无关紧要的，货币只是满足交换本

身的需要，而不满足任何其他的直接需要：金银一旦作为货币流

通，它们就不再是商品。另一方面，也可以说货币只是商品（一般商

品），是具有商品的纯粹形式的商品，这种商品不管自己的自然特

点如何，因而不管一切直接需要如何，它和一定的需要本身没有天

然的联系。货币主义的拥护者，甚至一部分保护关税制度的拥护者

（例如见费里埃的著作第２页８４）坚持第一方面，现代经济学家坚

持第二方面；例如萨伊说，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是同一切其他

商品一样的商品。８５

作为交换手段，货币表现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必要的媒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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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达的货币制度下，生产只是为了交换，或者生产只是由于交换。

因此，如果取消货币，那么人们或者会倒退到生产的较低的阶段

（和这一阶段相适应的，是起附带作用的物物交换），或者前进到更

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交换价值已经不再是商品的首要规定，

因为以交换价值为代表的一般劳动，不再表现为只是间接地取得

共同性的私人劳动。

至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是生产的还是非生产的，这一问题

同样也很容易地解决了。亚当·斯密认为货币是非生产的８６。可是

例如费里埃却说：

“货币创造价值，因为没有货币，价值就不能存在。”［费里埃《论政府和贸

易的相互关系》第５２页］不仅应当考察“作为金属的货币的价值，而且同样要

考察作为货币的货币属性”［同上，第１８页］。

亚·斯密是正确的，因为货币不是任何特殊生产部门的工具；

费里埃是正确的，［ —４７］因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产的

因素之一，就在于产品和生产要素被纳入货币的规定，而这种规定

是以不同于产品的货币为前提的；因为，如果从生产的总体上来考

察生产，货币关系本身就是生产关系。

只要Ｗ—Ｇ—Ｇ—Ｗ 分解为两个环节，那么，虽然预先假定有

商品的价格（而这一点构成主要区别），流通仍会分成两个直接的

物物交换行为。Ｗ—Ｇ：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另一种特殊商品即

货币的材料上，正象货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商品上一样；在Ｇ—Ｗ

中，情况也是一样。亚·斯密说，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只是以物易

物（物物交换）的更复杂的形式８７，他的这个说法是正确的。但是，

如果考察整个过程，而不是把商品实现在货币上和货币实现在商

品上看作两个没有关系的行为，那么，亚·斯密的论敌的说法是正

５６１．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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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的，他们说，斯密误解了货币的性质，他们说，货币流通排挤掉了

物物交换，这只是由于用货币来对分工产生的“算术除法”进行结

算。这些“算术数字”正象尺度那样不需要用金银制成（见索利《目

前的困难及其和货币理论的关系》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５—６页）。

商品从贸易品变成消费品，进入消费。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不

是这样，只要它具有流通手段的规定，它不会在任何一点上中止其

为商品。

［（β）货币在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的职能上

超出简单流通的范围。货币作为目的本身。货币

作为支付手段。向作为资本的货币过渡］

  现在，我们来谈货币的第三种规定，它是流通的第二种形式Ｇ—

Ｗ—Ｗ—Ｇ的直接的产物。在这种形式中，货币不是仅仅表现为手

段，也不是表现为尺度，而是表现为目的本身，因而就象一旦完成

自己的循环并从贸易品变成消费品的一定商品一样，离开了流通。

还必须预先指出，既然货币作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一般生

产的内在关系而成为前提，那么，现在也可以从某些个别方面去

论证作为生产工具的货币的作用。

“金银的用处在于它们代替劳动。”（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

源》１８０８年巴黎版第１４０页）

“没有货币，人们必须先进行大量的物物交换才能在交换中获得所希求

的对象。此外，人们还必须在每一次特殊的交换中考察商品的相对价值。货

币作为交换工具（贸易工具），避免了前一种麻烦；作为一切商品的价值尺度

和代表，避免了后一种麻烦。”（同上，第１４２、１４０、１４４页）

相反的主张认为，货币是非生产的①，这种主张只不过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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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货币作为尺度、流通工具和价值代表而具有生产性这一规定

性，货币便是非生产的，只不过是说，只有在货币的量是实现这些

规定所需要的量的范围内，货币的量才是生产的。一旦所使用的货

币超出实现货币的这些生产规定的需要，货币就不仅成为非生产

的，而且成为非生产费用，这是一个真理，这一真理也适用于任何

其他生产工具或交换工具，适用于机器和运输工具。但是，如果因

此就认为，货币只是交换现存的实际财富，那就错了，因为用货币

同样可以交换和购买劳动，也就是生产活动本身，即潜在的财富。

充分发展的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以前两种规定为前提，并且是

它们的统一。因此，货币在流通之外具有独立存在；它离开了流通。

作为特殊商品，货币能够从货币形式变为奢侈品、金银饰品的形式

（当美术工艺十分简单的时候，例如，在古代英国，银币经常变为银

器，银器变为银币。见泰勒的著作８８）；或者，它能够作为货币积累

起来，因而成为贮藏货币。既然独立存在的货币从流通中产生，货

币本身就表现为流通的结果；货币通过流通而和自己结合起来。在

这个规定性上已经潜在地包含了货币作为资本的规定。作为单纯

交换手段的货币被否定了。但是，在历史上，货币在表现为交换手

段以前，就可以充当尺度；货币在充当尺度以前，就可以表现为交

换手段，——在后一场合，货币只是作为人们喜爱的商品而存

在，——因此，在历史上，货币在取得前两种规定以前，也可以表现

在第三种规定上。但是，只有当金银已经存在于前两种规定中的一

种规定上，它们才能作为货币积累起来，只有当货币在前两种规定

上已经发展，它才能以发展的形式出现在第三种规定上。否则，它

的积累就只是金银积累，而不是货币积累了。

［ —４８］（可以举出罗马共和国早期积累铜币的情况，作为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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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有趣的例子。）

既然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是从流通中产生，作为这

样的代表本身是流通的产物，——这种流通同时是更高阶段的交

换和一种特殊的交换形式，——因此，货币在这第三种规定上也和

流通发生关系；货币同流通相对立而独立存在，但它的这种独立性

不过是流通自身的过程。货币既离开流通，又进入流通。如果不和

流通发生任何关系，那它就不是货币，而是单纯的自然物——金和

银。在这种规定上，货币既是流通的前提，又是流通的结果。货币

的独立性本身，不是同流通的关系的终止，而是同流通的否定的关

系。这正是作为Ｇ—Ｗ—Ｗ—Ｇ的结果的独立性的特点。

在作为资本的货币上，货币本身表明：（１）货币既是流通的前

提，又是流通的结果；（２）因此，货币的独立性本身只是否定的关

系，但始终是同流通的关系；（３）货币本身表现为生产工具，因为流

通已不再表现为流通的最初的简单形式，即量的交换，而是表现为

生产过程，即实际的物质变换。于是，货币本身就被规定为这个生

产过程的特殊要素。在生产中，不仅简单地规定价格即把商品的交

换价值化为某种共同单位，而且还创造交换价值，可见也创造价格

的规定性。不仅单纯地设定形式，而且还设定内容。因此，如果说

在简单流通中，只要流通一般地表现为生产体系的一个环节，货币

一般来说也就是生产的了，但是这一规定仅仅对我们来说是存在

的，还没有表现在货币上。（４）因此，作为资本，货币也表现为借助

流通而发生的自己对自己的关系——利息和资本的关系。但是，在

这里我们还不去谈这些规定，而只是从货币的第三种关系上，即把

货币当作从流通中产生的，其实也就是从它的前两种规定中产生

的独立物来加以考察。

８６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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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的增加，只是计算手段的增加。”（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

学概论》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版第２卷第２７８页）

这种说法，只有在货币被规定为单纯的交换手段时，才是正确

的。就货币的另一属性来说，货币的增加也是支付手段的增加。｝

“贸易把影子和肉体分开了，造成了分别占有它们的可能性。”（同上，第

３００页）

因此，货币现在是一般形式上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这样

的交换价值，货币总是表现为仅仅是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的确，

货币是一种特殊的物体或实体，即金和银，而且正是这一点赋予货

币以独立性，因为只是附在另一物上，作为另一物的规定或关系而

存在的东西，是不独立的。另一方面，货币在这种物体的独立性上，

即作为金银，不仅在另一种商品面前代表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而

且在一切商品面前代表交换价值；它本身具有一种实体，同时它在

自己作为金和银的特殊存在中又表现为其他商品的一般交换价

值。一方拥有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货币，另一方拥有作为同量交

换价值特殊实体的各种商品，因此，通过交换，交换价值可以转化

为任何一种这样的实体，而这些实体的规定性和特殊性是无关紧

要的和不在乎的。因此，商品只是一些偶然的存在物。货币是“万

物的结晶”８９，在货币上，商品的特殊性质消失了；一般财富作为精

练的概括而同财富在商品世界中的扩散和分散相对立。在特殊商

品上，财富表现为商品的一个要素，或者说，商品表现为财富的一

个特殊要素，而在金和银上，一般财富本身集中地表现在一种特殊

物质上。

每种特殊商品，就它是交换价值，具有价格来说，它本身只不

过是以一种不完备的形式表示一定量的货币，因为商品必须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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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才能实现，并且由于它的特殊性，它是否能实现，仍然是偶然

的事情。但是，就商品不是作为价格，而是作为自然规定性上的商

品来说，它只是由于它和它所满足的某种特殊需要的关系，才成为

财富的要素，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只是表示：（１）一种使用的财富，

（２）这种财富的一个极其特殊的方面。与此相反，撇开货币作为贵

重商品的特殊有用性不谈，货币是（１）实现了的价格；（２）它满足任

何需要，因为它可以换取任何需要的对象，对任何特殊性都是一样

的。商品只有以货币为媒介，才具有这种属性。而货币对于一切商

品，因而对于整个财富世界，对于财富本身，则直接具有这种属性。

在货币上，一般财富不但是形式，而且同时就是内容本身。可以说，

财富的概念实现在一种特殊对象上了，即个体化了。［ —１］就特

殊商品是价格这一点来说，在特殊商品上，财富只表现为尚未实现

的观念的形式；就商品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这一点来说，商品只表

示财富的一个极其个别的方面。与此相反，在货币上，价格实现了，

货币实体就是财富本身，后者既作为财富特殊存在方式的抽象，又

作为财富总体。

交换价值构成货币实体，交换价值就是财富。因此，另一方

面，货币又是物体化的财富形式，而与构成财富的一切特殊实体

相对立。因此，如果就货币本身来考察，那么，一方面，在货币

上，财富的形式和内容是同一的；另一方面，与其他一切商品相

反，货币是同它们相对立的一般财富形式，而这些特殊性的总体

则构成财富实体。根据前一规定，货币是财富本身，根据后一规

定，货币是财富的一般物质代表。这个总体作为想象的商品总汇

存在于货币本身之中。由此可见，财富（既作为总体又作为抽象

的交换价值）只是在其他一切商品被排斥之后，才作为个体化在

０７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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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银上的财富而存在，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而存在。因此，

货币是商品中的上帝。

这样，作为个别的可以捉摸的对象，货币可以偶然地被追求，

被找到，被偷盗，被发现，因而一般财富在可以捉摸的形式上被单

个的个人所占有。货币从它表现为单纯流通手段这样一种奴仆身

分，一跃而成为商品世界中的统治者和上帝。货币代表商品的天上

的存在，而商品代表货币的人间的存在。每种形式的自然财富，在

它被交换价值取代以前，都以个人对物的本质关系为前提，因此，

个人在自己的某个方面把自身物化在物品中，他对物品的占有同

时就表现为他的个性的一定的发展；拥有羊群这种财富使个人发

展为牧人，拥有谷物这种财富使个人发展为农民，等等。与此相反，

货币是一般财富的个体，它本身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它只代表一

般，纯粹是社会的结果，它完全不以对自己占有者的任何个性关系

为前提；占有货币不是占有者个性的某个本质方面的发展，倒不如

说，这是占有没有个性的东西，因为这种社会关系同时作为一种可

感觉的外在对象而存在着，它可以机械地被占有，也可以同样丧失

掉。

因此，货币对个人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纯粹偶然的关系，而这

种对于同个人个性毫无联系的物的关系，却由于这种物的性质而

赋予个人对于社会，对于整个享乐和劳动等等世界的普遍支配权。

这种情形就如同我发现一块石头就使我占有全部科学，而同我的

个性毫不相干。占有货币使我在对（社会）财富的关系上所处的地

位，同哲人之石使我在对科学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是完全一样的。

因此，货币不仅是致富欲望的一个对象，而且是致富欲望的唯

一对象。这种欲望实质上就是万恶的求金欲。致富欲望本身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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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特殊形式的欲望，也就是说，它不同于追求特殊财富的欲望，例

如追求服装、武器、首饰、女人、美酒等等的欲望，它只有在一般财

富即财富本身个体化为一种特殊物品的时候，也就是说，只有在货

币表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的时候，才可能发生。因此，货币不仅

是致富欲望的对象，同时也是致富欲望的源泉。贪欲在没有货币的

情况下也是可能的；致富欲望本身是一定的社会发展的产物，而不

是与历史产物相对立的自然产物。因此，古代人抱怨货币是万恶之

源。一般形式的享受欲以及吝啬，是货币欲的两种特殊形式。抽象

的享受欲要求有一个包含一切享受可能性的对象。货币在它作为

财富的物质代表的规定上，使抽象的享受欲得到实现；货币在它单

纯是一般形式的财富并同作为财富的特殊实体的商品相对立时，

使吝啬得到实现。为了把货币本身保存下来，必须吝啬而牺牲掉对

于特殊需要对象的一切关系，放弃这一切关系，以便满足货币欲本

身的需要。货币欲或致富欲望必然导致古代共同体的瓦解。由此

产生了对立物。货币本身就是共同体①，它不能容忍任何其他共同

体凌驾于它之上。但是，这要以交换价值的充分发展，从而以相应

的社会组织的充分发展为前提。

在古代人那里，交换价值不是物的联系９０；它只在商业民族中

表现为这种联系，而这些商业民族只从事转运贸易，自己不进行生

产。在腓尼基人和迦太基人等等那里，生产顶多是附带的事情。他

们能够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空隙中，正象犹太人生活在波兰或中世

纪的情形一样。不如说，这种世界本身，是这些商业民族的前提。一

旦他们和古代共同体发生严重冲突，他们也就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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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人、希腊人等那里，货币起初自然地出现在作为尺度和

作为流通手段这两种最初的规定上，而且在这两种规定上还不很

发展。但是，一旦他们的商业等等发展起来，或者象罗马人那样，征

服给他们带来大量货币［ —２］——总之，在他们经济发展的一定

阶段上，货币必定突然出现在它的第三种规定上，并且货币在这种

规定上越发展，就表明他们的共同体越趋于瓦解。我们已经看到，

第三种规定上的货币要起生产的作用，就不但必须是流通的前提，

而且也必须是流通的结果，并且作为流通的前提，货币本身必须是

流通的一个要素，是流通设定的一种东西。在罗马人那里，货币是

从全世界掠夺来的，情况就不是这样。

货币的简单规定本身表明，货币作为发达的生产要素，只能存

在于雇佣劳动存在的地方；因此，只能存在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

货币不但决不会使社会形式瓦解，反而是社会形式发展的条件和

发展一切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主动轮。今天单个

的个人仍然可以偶然地弄到货币，因而占有货币也会象对古代人

的共同体那样，对他起瓦解的作用。但是，在现代社会里，这种个人

的瓦解本身，只不过使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一部分人发财致富。古代

意义上的货币占有者已被工业的发展过程所瓦解，他违背自己的

意愿而为这种过程服务。瓦解只涉及他本人。作为一般财富的物

质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必须直接是一般劳动即一切

个人劳动的对象、目的和产物。劳动必须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也就

是说，必须直接生产货币。因此，劳动必须是雇佣劳动。

因为每个人都想生产货币，所以致富欲望是所有人的欲望，这

种欲望创造了一般财富。因此，只有一般的致富欲望才能成为不断

重新产生的一般财富的源泉。由于劳动是雇佣劳动，劳动的目的直

３７１．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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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就是货币，所以一般财富就成为劳动的目的和对象。（在这方面，

必须谈谈刚刚转变为雇佣兵制度的古代军队组织。）作为目的的货

币在这里成了普遍勤劳的手段。生产一般财富，就是为了占有一般

财富的代表。这样，真正的财富源泉就打开了。

由于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特殊产品，即同个人的特殊需要发

生特殊关系的产品，而是为了货币，即一般形式的财富，所以，首先

个人的勤劳是没有止境的；勤劳具有怎样的特殊性都无所谓，它采

取可以达到目的的任何形式；在为社会需要等创造新的对象方面，

勤劳是富有发明才能的。因此，很清楚，在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地

方，货币不是起瓦解的作用，而是起生产的作用；而古代共同体本

身则已经同作为一般基础的雇佣劳动发生矛盾。只有当每种劳动

所生产的都是一般财富而不是特定形式的财富，从而个人的工资

也都是货币时，普遍的勤劳才是可能的。否则，只有特殊形式的技

艺上的勤劳才是可能的。作为劳动直接产物的交换价值，就是作为

劳动直接产物的货币。因此，生产交换价值本身的直接劳动就是雇

佣劳动。凡是在货币本身不是共同体的地方，货币必然使共同体瓦

解。

古代人可以直接购买劳动，购买奴隶；但是奴隶却不能用自己

的劳动购买货币。货币的增加可以使奴隶变贵，但不能使他们的劳

动效率提高。黑奴制——纯粹的产业奴隶制——必然随着资产阶

级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它是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不相容的。黑奴

制以资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如果没有实行雇佣劳动的其他自由国

家与黑奴制并存，如果黑奴制是孤立的，那么，实行黑奴制的国家

的一切社会状态就会立即转变为文明前的形式。

货币，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从而作为物体化的财富，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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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金术中被人追求。在货币（重商）主义那里，货币就是出现在这种

规定上。现代工业社会发展的预备时期，是以个人的和国家的普遍

货币欲开始的。财富源泉的真正开辟，作为取得财富代表的手段，

似乎是在具有货币欲的个人和国家的背后进行的。在货币不是来

自流通而是在实体形式上被发现的地方，如在西班牙，国家变穷

了；可是为了从西班牙人那里取得货币而不得不进行劳动的那些

国家，则开辟了财富的源泉，因而真正富裕起来了。在新大陆和新

的地区勘探和发现金矿，在革命的历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因为在

那里，殖民活动蓬勃展开，就象在温室里生长起来的一样。９１

到各地追逐黄金使一些地区被发现，使新的国家形成；首先使

进入流通的商品的范围扩大，这些商品引起新的需要，把遥远的大

陆卷进交换和物质变换的过程。因此，从这个方面来看，作为财富

的一般代表，作为个体化的交换价值，货币也是一种双重手段，它

使财富具有普遍性，并把交换的范围扩展到整个地球；这样就在物

质上和在空间上创造了交换价值的真正一般性。但是，在这里所阐

述的货币的规定中，隐藏着关于货币性质的幻想，——也就是说，

死抱住货币的一种抽象规定，而无视这种规定中所包含的矛

盾，——这种幻想在个人的背后赋予货币以这种确实神奇的意义。

实际上，货币由于这种自相矛盾的、因而是幻想的规定，由于货币

的这种抽象，便在社会生产力的实际发展中成为如此强大的［ —

３］①工具。

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是：劳动直接生产交换价值，从而生

产货币；而货币也直接购买劳动，从而购买工人，只要后者在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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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让渡自己的活动。因此，一方的雇佣劳动和另一方的资本，都只

不过是发达的交换价值和作为交换价值化身的货币的另一些形

式。所以，货币直接是现实的共同体，因为它是一切人赖以生存的

一般实体；同时又是一切人的共同产物。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在货币上共同体只是抽象，对于个人只是外在的、偶然的东西；

同时又只是单个的个人满足需要的手段。古代共同体以一种完全

不同的个人关系为前提。因此，货币在其第三种规定上的发展，破

坏了古代共同体。任何生产都是个人的物化。但是，在货币（交换

价值）上，个人的物化不是个人在其自然规定性上的物化，而是个

人在一种社会规定（关系）上的物化，同时这种规定对个人来说又

是外在的。

        

表现在流通手段形式上的货币，就是铸币。作为铸币，货币丧

失了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它的使用价值同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规定

合而为一了。例如，它只有被熔化掉，才能作为货币本身来使用。它

不得不停止流通。因此，铸币形式的货币只是符号，与它的材料无

关。但是，作为铸币，货币还丧失了它的普遍性，而具有民族性、地

方性。它按照它由以构成的金、铜、银等等材料，分为各种不同的铸

币。它取得一个政治头衔，并且在不同的国家可以说操着不同的语

言。最后，它在同一个国家取得不同的名称，等等。因此，货币在第

三种规定上，作为脱离流通并和流通相对立的独立物，还否定了货

币作为铸币的性质。货币重新作为金银出现，而不管它是被熔化为

金银，还是只按它的金银重量来估价。它再度丧失了它的民族性，

而充当各国之间的交换手段，充当普遍的交换手段，但已不再是符

号，而是一定数量的金银。因此，在最发达的国际交换制度中，金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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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现了，它们所起的作用同它们在原始物物交换中起过的作用

完全一样。我们已经指出，金银和交换本身一样，最初不是出现在

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范围内，而是出现在它的尽头，它的边界上，它

和别的共同体接触的少数地点上。因此，货币现在表现为商品本

身，普遍的商品，这种商品在所有地方都保持它作为商品的性质。

在这一形式规定上，它在所有地方一律通用。只有这样，它才是一

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因此，在重商主义那里，金银被看作是衡量各

个不同共同体的实力的尺度。

“一旦贵金属成为商业对象，成为一切物品的普遍等价物，它们也就成为

衡量各国实力的尺度。”由此就产生了重商主义。（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

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３２７页）

尽管现代经济学家自以为比重商主义高明，但在１８５７年
９２
普

遍危机时期也和在１６００年一样，金银又完全出现在这一规定上。

由于这种性质，金银在建立世界市场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例如，

美洲的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间发

生了贵金属的联系，另一方面同亚洲发生了贵金属的联系。在原始

共同体，这种金银贸易只起次要的作用，同整个交换一样，只涉及

剩余物。但是，在发达的贸易中，金银的贸易却成为和整个生产等

等有本质联系的一个要素。货币的出现不再是为了交换多余的产

品，而是为了结算国际商品交换总过程中的差额。货币现在只有作

为世界铸币才是铸币。但是，作为世界铸币，货币实质上同它作为

流通手段的形式规定无关，它的材料就是一切。在这一规定上，金

银作为形式仍然是到处通行的商品，是商品本身。

        

（在考察交换价值、货币、价格的这个第一篇９３里，商品始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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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现成的东西。形式规定很简单。我们知道，商品表现社会生产

的各种规定，但是社会生产本身是前提。然而，商品不是被设定在

这一规定上。事实上，最初的交换也只是表现为多余的产品的交

换，并不涉及和决定整个生产。这是一种处于交换价值世界之外的

总生产的现成的多余产品。即使在发达的社会中，这些多余的产品

同样会作为直接现成的商品世界而出现在社会表面上。但是，商品

世界通过它自身便超出自身的范围，显示出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经

济关系。因此，生产的内部结构构成第二篇。［资产阶级社会］在国

家上的概括构成第三篇，［生产的］国际关系构成第四篇，世界市场

构成末篇；在末篇中，生产以及它的每一个要素都表现为总体，但

是同时一切矛盾都展开了。于是，世界市场又构成总体的前提和承

担者。于是，危机就是普遍表示超越这个前提，并迫使采取新的历

史形式。）

        

｛“货物数量和货币数量可以不变，尽管如此，价格可以上涨或下降”（例

如，由于金融资本家、地租所得者、政府官吏等的消费扩大了。）马尔萨斯。Ｘ，

４３９４。｝

［ —４］我们已经看到，货币作为离开流通并同流通相对立的

独立物，是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尺度这两种规定的否定（否定的统

一）。①

８７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只要货币是流通手段，“流通的货币量就决不能由个人占用；这一货币量必须

不断地流通”。（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２卷第

１１３—１１４页）个人只有出让货币，使货币变成为他的存在，使货币具有社会规

定，才能使用货币。正象施托尔希正确地指出的，就是由于这个理由，货币材

料“对人的生存不应是绝对必需的”（同上，第１１３页），例如在一些民族中充当

货币的兽皮、食盐等等就是这样。因为处于流通中的货币材料的量就是不能

用于消费的丧失了的量。因此，第一，金属充当货币一般说来比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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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说明：

第一，货币是流通手段本身即铸币的否定。但是，货币同时又

把铸币当作自身的规定包含在内，从否定意义上说，是因为货币可

以不断地转化为铸币；从肯定意义上说，货币就是世界铸币；而货

币作为世界铸币，同形式规定无关，实质上就是商品本身，是无所

不在的不受地方限制的商品。这种同形式规定无关的性质表现在

两方面：首先，货币现在不是作为符号，不是由于铸币的形式，而只

是作为金银才是货币。因此，国家赋予货币的铸币形状没有价值，

只有货币的金属含量才有价值。甚至在国内贸易中，货币也只有一

时一地的价值。

“因为货币对占有它的人的用处，不比对占有待购商品的人的用处大。”

［施托尔希，同上，第１７５页］

国内贸易越是全面地受对外贸易制约，这种铸币形状的价值

就越是消失，就是说，这种价值不存在于私人交换中，而只表现为

赋税。其次，作为这种一般商品，作为世界铸币，金银不必回到出发

点，甚至流通本身也不必要了。试以亚洲和欧洲为例子。因此，货

币主义的追随者抱怨说，货币在异教徒那里消失了，一去不复返

了。（见米塞尔登１６００年左右的著作９５）对外流通越是为国内流通

所制约和囊括，世界铸币本身就越是进入流通（循环）。这种较高级

的阶段在这里同我们还没有关系， 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简单关

９７１．货 币 章

优越，第二，贵金属又比用作生产工具的金属优越。对于经济学家们来说，施

托尔希关于这个问题的下述看法是很典型的：货币材料必须“具有直接的价

值，但这种价值以人为的需要为基础”［同上，第１１４页］。这位经济学家把下面

两种需要称为人为的需要：第一，从个人的社会存在所产生的需要；第二，不是

从作为自然对象的个人的赤裸裸的存在所产生的需要。这显示出构成资产阶

级财富及其科学的基础的那种内在的、令人失望的贫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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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中还不存在。

第二，货币是它作为商品价格的单纯实现的否定，在这种实现

中重要的始终是特殊商品。相反，货币成为在自身中实现的价格，

而且作为这种价格，它既成为财富的物质代表，又成为财富的一般

形式，而与只是作为财富的特殊实体的各种商品相对立；但是，

第三，货币也在它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尺度这一规定上被否定。

货币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和作为财富的物质代表，不再是其他东

西的观念尺度，不再是交换价值的观念尺度。因为货币本身是交换

价值的最适当的现实，它在自己的金属存在上才是这种现实。尺度

规定在这里应当存在于货币本身上。货币是它自身的单位，并且货

币价值的尺度，即作为财富、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的尺度，就是货

币自己表现自己的量。充当单位的就是货币本身的某一量的数目。

作为尺度，货币的数目是无关紧要的；作为流通手段，货币的物质

性，充当单位的材料是无关紧要的；作为这第三种规定上的货币，

作为一定的物质的量的货币本身的数目就是重要的了。如果作为

一般财富的货币的质已经作为前提，那么，货币就只有量的差别而

不再有别的差别。货币所表示的一般财富的多寡，要看它作为一定

量的一般财富而被占有的数目的多寡。

既然货币是一般财富，那么谁占有的货币越多，他就越富，而

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来说，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积累货币。货币

按其规定来说，在这里表现为退出流通的货币。现在，从流通中取

出货币并贮存起来，这表现为致富欲的主要对象和致富的主要过

程。我通过金银而占有纯粹形式的一般财富，我积累的金银越多，

我占为己有的一般财富也就越多。既然金银代表一般财富，那么一

定量的金银就只在一定限度内代表一般财富，但是这种限度可以

０８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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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地扩大。金银的这种积累，表现为从流通中反复取出金银，同

时把一般财富保存起来不让它进入流通，因为在流通中，一般财富

总是同特殊的、最终消失在消费中的财富相交换而丧失。

在一切古代民族那里，积累金银最初表现为僧侣和王室的特

权，因为商品之神和商品之王只属于神和王。只有他们才配占有财

富本身。此外，这种积累一方面只是用来炫耀富裕，即把财富当作

不寻常的节日的用品来炫耀；用作向神庙及其神灵奉献的供品；用

作社会公共的艺术品；最后，用作应急的担保手段，购买武器等等。

后来，在古代人那里，积累就成为政策。国家财宝成为准备金，而神

庙是保存这种圣体的最初的银行。在现代银行中，积累和贮存达到

最后发展阶段；然而在这里［ —５］它们具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功

能。另一方面，在私人那里，这种贮存就是把财富在其纯粹形式上

保存起来，以应付外部世界的变迁；而财富在其纯粹形式上可以埋

藏起来等等，总之，同个人发生完全秘密的关系。在亚洲，这还正处

于一个巨大的历史阶段。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每当发生恐慌、战争

等等，这种情况就会重新出现，这时资产阶级社会就回到野蛮状

态。同样，在半野蛮人那里，也贮存黄金等等用于装饰和显示豪华。

然而在最发达的资产阶级社会里，也有很大一部分并且越来越大

的一部分黄金从流通中取出来用作奢侈品（见杰科布的著作９６等

等）。

黄金成了一般财富的代表，因此保存黄金而不把它投入流通，

不用它来满足特殊需求，这正是个人财富的证明，而且随着货币在

它的各种规定上的发展，即随着财富本身成为个人价值的一般尺

度，炫耀财富的欲望，从而炫耀作为财富代表的金银的现象也发展

起来；如象冯·路特希尔德先生那样，据我所知，他把两张各值１０

１８１．货 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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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镑的银行券分别放在镜框里挂出来，当作自己的显赫的徽记。野

蛮人炫耀黄金等等，仅仅是现代人的炫耀的较朴素的形式，因为那

时的炫耀同作为货币的黄金较少联系。这里［在野蛮人这里］，还只

是黄金的光芒。那里［在路特希尔德那里］，是反思的着眼点。着眼

点就在于黄金不是用作货币；而这里重要的是同流通相对立的形

式。

其他一切商品的积累晚于金银的积累：

（１）因为其他一切商品易于损坏。金属则比其他商品富于耐久

性，还因为金属比较稀少，并且多半因为不适于用作生产工具，所

以人们很喜欢贮存。贵金属在空气等等中不氧化，又不象非贵金属

易于损坏。其他商品所损坏的正是它们的形式；但正是这种形式赋

予它们以交换价值，而它们的使用价值则在于这种形式的扬弃，在

于消费。货币则相反，它的实体，它的物质性，就是它借以代表财富

的形式本身。就空间规定来说，货币到处表现为一般商品，现在就

时间规定来说，货币也表现为这种商品。货币在任何时候都可以作

为财富保存。它有特殊的耐久性。它是既不蛀又不锈９７的财宝。一

切商品只是暂时的货币；货币是永久的商品。货币是无所不在的商

品；商品只是地方性的货币。而积累实质上是在时间中发生的过

程。在这方面配第说：

“商业的伟大的和最后的成果，不是一般财富，而主要是充裕的白银、黄

金和珠宝，它们不象其他商品那样易于损坏，易于变质，而是一切时间和一切

地方的财富。充裕的葡萄酒、谷物、家禽、肉类等等是财富，但只是一时一地的

财富。因此，生产这些商品和从事这种贸易，以保证国家获得金银，这比其他

活动更为有利。”［配第《政治算术论文集》１６９９年伦敦版第１７８—１７９页］“如

果通过税收把一个人用在吃喝上的货币拿来，交给另一个人去改良土地、捕

鱼、开矿、办工厂、甚至做衣服，对于社会总有好处，因为即使衣服也不象吃喝

２８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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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不长久。如果把货币用来购买家具，好处就更大，用来盖房子，好处还要

大。改良土地、扩建矿井、捕鱼，好处就更多了。而好处最大的，是把货币投放

出去，以便把金银运回国内，因为只有金银不会毁坏，并且不论何时何地作为

财富都受到珍视。”［同上，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十七世纪的一位著作家就是这样写的。我们看到，随着金银被

看作财富的物质代表和财富的一般形式，金银的积累怎样得到了

真正的刺激。货币崇拜产生禁欲主义，节欲，自我牺牲——节俭和

悭吝，蔑视世俗的、一时的、短暂的享受，追求永恒的财宝。因此，英

国的清教和荷兰的新教都离不开搞钱。十七世纪初，一位著作家

（米塞尔登）十分坦率地说出这种情况：

“贸易的自然材料是商品，贸易的人为材料是货币…… 货币无论从性

质上说或从时间上说都是在商品之后出现的，虽然如此，现在它在使用中却

居于首要地位。”他把商品和货币比作“老雅各的两个孙子，雅各伸出右手按

在次孙的头上，伸出左手按在长孙的头上”９８。（［米塞尔登］《自由贸易》１６２２

年伦敦版第７页）

“我们消费了过多的西班牙的、法兰西的、莱茵区的、列万特的和各岛屿

的葡萄酒，西班牙的葡萄干，列万特的无核小葡萄干，埃诺和荷兰的细棉布，

意大利的丝绸，西印度的糖和烟草，东印度的香料，这一切都不是我们绝对必

需的物品，可是这些东西都得用硬币来买…… 如果出售的外国产品较少，

而出售本国的产品较多，那么余额就会以金银的形式，作为财宝流入我国。”

（同上，第１２、１３页）

现代经济学家自然会在经济学概论部分中嘲笑这种论调。但

是，如果看一看特别在货币学说中流露出来的恐惧不安和在危机

时期人们在实践上注视金银的流进流出时所表现出来的极度惊

慌，那就很清楚，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的信徒所幼稚片面地理解的

货币规定，不仅在想象中，而且作为现实的经济范畴，还完全保留

着自己的权利。

３８１．货 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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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替生产的现实需要辩护而反对货币的这种至上权力

的对立见解，在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中叙述得最为鲜明（见我的笔

记本中十分醒目的摘录９９）。

（２）积累其他商品，除易于损坏外，在以下两个方面和积累金

银（在这里，金银也就是货币）有本质的区别。一方面，积累其他商

品没有积累一般财富的性质，而只有积累特殊财富的性质，因此，

它本身是一种同简单积累无关的特殊生产行为。贮存粮食需要特

殊的设备等等。积累羊群使人不变成牧人①；积累奴隶或土地使主

奴关系等等成为必要。可见，这一切都要求具有与简单积累，与增

加财富本身不同的行为和一定的关系。另一方面，为了使积累起来

的商品实现为一般财富，使我能占有一切特殊形式的财富，我必须

用我积累起来的特殊商品进行贸易，成为粮商、畜贩等等。而作为

财富的一般代表的货币却使我避免了这些麻烦。

积累金银，即积累货币，是积集资本的最初的历史现象，并且

是积集资本的最初的重要手段；但它本身还不是积累资本。为了积

累资本，必须把积累起来的金银重新加入流通这种行为本身当作

积累的因素和手段。

现在，货币在其最后的完成的规定上，从各方面来看都表现为

自我消灭的矛盾，导致货币自身消灭的矛盾。整个实际财富的世界

都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相对立。货币是实际财富的纯粹

抽象，因此，保留在这种抽象上的货币只是一种空想。在财富显得

是以完全物质的，可感觉的形式本身存在的地方，财富仅仅存在于

我的头脑里，是一种纯粹的幻想。迈达斯１００。另一方面，货币作为一

４８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这句话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相应地方是这样写的：积累羊群使

我变成牧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３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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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个别特殊形式的财

富相交换而消失的时候，才能够实现。在流通中，货币始终是流通

手段；但对从事积累的个人来说，货币消失了，而这种消失正是保

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蓄来满足个人享受，这

就是货币的实现。这样，货币又会被别的个人积蓄起来，不过那时

同一过程又重新开始。我只有把货币当作纯粹为他的存在而付出

去，才能实现货币的为我的存在。如果我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

在我的手里蒸发为实际财富的纯粹的幻影。

其次，认为通过积累货币可以增加货币，从而货币本身的量是

货币价值的尺度，这也是错误的。如果没有其他财富的积累，货币

本身会按它积累的程度而丧失它的价值。看起来货币是增加了，实

际上是减少了。货币的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货币对流通的独立

性仅在于它总要顾及流通，也就是依赖流通。

货币自命为一般商品，但是，由于货币的自然特点，它又是一

种特殊商品，这种特殊商品的价值不但取决于需求和供给，而且随

它的特殊生产费用而变动。并且，因为货币本身体现在金和银上，

所以它在其中每一种实在形式上都是片面的，如果一个表现为货

币，另一个便表现为特殊商品，反过来也是一样，就是说每一个都

表现在两种规定上。

货币是绝对可靠的东西，是完全不以我的个性为转移的财富，

同时又是完全外在于我的、可能由于任何偶然变故而离开我的绝

对不可靠的东西。货币作为尺度、作为流通手段和作为货币本身的

这几种完全矛盾的规定，都有这样的情况。最后，在后一种规定上，

货币所以自相矛盾，还因为它应当代表价值本身，而实际上它只代

表价值可变的［金银的］一个同一量。因此，货币作为完成的交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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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扬弃了它自己。

货币作为单纯的尺度，已经在作为流通手段的自身中被否定

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和尺度，已经在作为货币的自身中被否定

了。因此，货币在这后一种规定上被否定，同时也就是它在前两种

规定上被否定。因此，当货币作为纯粹的财富的一般形式被否定

时，它必须实现为实际财富的特殊实体；但是当货币这样在实际上

证明它是财富总体的物质代表时，它必须同时保持它的一般形式。

货币加入流通这一行为本身必然是保持其原状的一个要素，而它

要保持原状必然要加入流通。也就是说，货币作为已经实现的交换

价值，必须同时表现为交换价值借以实现的过程。货币同时就是作

为纯粹物的形式的自身的否定，是作为对个人来说是外在的和偶

然的财富形式的自身的否定。不如说，货币必须表现为财富的生

产，而财富必须表现为个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的结果。

可见，交换价值现在不是被规定为这样一种简单的物，对这种

简单的物来说，流通只是一种外在的运动，或者说，这种物是作为

个体而存在于某种特殊的物质上，——现在交换价值是被规定为

一个过程，被规定为通过流通过程而和自己发生的关系。另一方

面，流通本身已不只是被规定为商品换货币和货币换商品的简单

交换过程，已不只是被规定为旨在实现不同商品的价格、使商品作

为交换价值彼此相等的媒介运动。在这种媒介运动中，商品和货币

出现在流通之外：一方面是预先确定的交换价值，是商品被最终取

出而转入消费，就是说，是交换价值的消灭；另一方面是取出货币，

是交换价值对其实体的独立化，而这又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

的消灭。

交换价值本身，——并且现在不再是［ —７］交换价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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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计量过的交换价值，——作为前提本身必须表现为由流通设

定的东西，而作为由流通设定的东西，又表现为流通的前提。流通

过程同样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生产过程。因此，这一方面是交换

价值再转化为劳动，另一方面是货币再转化为交换价值；不过交换

价值现在已取得一个更为深刻的规定。在流通中，一定的价格是前

提，货币形式的流通只是在形式上设定这个价格。交换价值本身的

规定性，或价格的尺度，现在又必须表现为流通行为。这样被设定

的交换价值就是资本，而流通同时被设定为生产行为。

        

补充：

在表现为货币流通的流通中，总是以交换的两极的同时存在

为前提。但是，在相互交换的商品的存在之间可能出现时间差异。

在互相支付的性质中，已经包含这样的可能性：今天进行了支付，

但是一年以后才能得到对方的支付，等等。

西尼耳说：“在多数契约里，只有缔约的一方有可以自由支配的物品，并

把这种物品贷给别人；如果要进行交换，就要在以后才能取得等价物这样的

条件下立即把这种物品转让出去。但是，因为一切物品的价值在一定时间里

都会变动，所以，人们用作支付手段的，就是那种价值最少变动，能在最长时

间里保持购买物品的一定平均能力的物品。”于是，货币就成了“价值的表现

或代表。”（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选自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１８３６

年巴黎版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照他这种说法，货币的后一种规定和它以前的规定根本没有

关系。但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只有当货币表现为价值的独立代

表的时候，契约比如说才不再按谷物的量或待实现的劳役来计算。

（后者，例如通行于封地制度下。）西尼耳先生认为货币具有保持其

价值的“较长时间的平均能力”。事实是，货币被用作契约上的一般

７８１．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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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贝利说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
１０１
），是由于它是作为一般商

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表”（施托尔希的说法１０２），作为独立化的交

换价值。货币必须在其前两种规定上已经非常发展，才能在第三种

规定上普遍发挥这种作用。这里，事实上已经表明，即使货币的数

量完全不变，它的价值却会变动；货币作为一定的量，总要受到一

切价值的可变性的影响。在这里，货币作为特殊商品的性质是和它

的一般规定相对立的。对于作为尺度的货币来说，这种价值变动是

无关紧要的，因为

“对同一种东西的两种不同的关系，可以用某种可变的手段来表示，同样

也完全可以用某种不变的手段来表示”１０３。

这种价值变动对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来说也是无关紧要

的，因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的数量已由尺度决定。但是，作为在契

约中出现的货币，货币的价值变动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一般来

说，正是在这一规定上货币的矛盾显露出来了。

应以专门的章节作如下补充：

（１）作为铸币的货币。极简略地论述铸币制度。（２）对金银来

源地的历史叙述。金银的发现等等。金银生产的历史。（３）贵金属

以及金属货币价值变动的原因；这种变动对产业和不同阶级的影

响。（４）首先，流通的量和价格涨落的关系（十六世纪，十九世纪）。

不过，同时还必须考察流通手段的量的增加对作为尺度的货币产

生怎样的影响等等。（５）关于流通：速度，必要量，流通的影响；发展

程度的高低等等。（６）货币的瓦解作用。

（此点应补充。）（这里应进行专门的经济研究。）

（金银的比重，和其他金属相比，在较小的体积里包含很大的

重量，这也反映到价值世界，就是说它们在较小的体积里包含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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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劳动时间）。实现在金银里的劳动时间，即交换价值，就是

商品的比重。这一点使贵金属特别适合于为流通服务（因为，人们

可以把颇大数量的价值放在衣袋里随身携带），并且也使它们特别

适合于积累，因为人们在很小的空间里就能保存和积累大量的价

值。而且金在贮存期间不象铁铅等等那样会发生变化，它始终保持

原状。）

“假如西班牙从来没有占据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山，它也就从来不会需要

波兰的谷物。”（皮·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２０

页）

“他们同心合意，把力量和权柄授予那只兽…… 凡没有这种印记即没

有这个兽名或兽名的数字者，都不能买或卖。”（《启示录》圣经拉丁文译本１０４）

“相互售出的商品的相关数量，构成商品的价格。”（亨·施托尔希《政治

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７２页）

“价格是交换价值的度数。”（同上，第７３页）

        

我们已经看到，在简单流通本身中（即处于运动状态的交换价

值中），个人相互间的行为，按其内容来说，只是彼此关心满足自身

的需要，按其形式来说，只是交换，设定为等同物（等价物），所以在

这里，所有权也只是表现为通过劳动占有劳动产品，以及通过自己

的劳动占有他人劳动的产品，只要自己劳动的产品被他人的劳动

购买便是如此。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通过自己劳动的等价物取

得的。所有权的这种形式，正象自由和平等一样，就是建立在这种

简单关系上的。在交换价值进一步的发展中，这种情况发生了变

化，并且最终表明，对自己劳动产品的私人所有权也就是劳动和所

有权的分离，而这样一来，劳动将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

配他人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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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本 章
１０５

［第 一 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Ａ）］货币转化为资本

［（１）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关系体系中的简单商品

流通。资产阶级的平等和资产阶级的自由］

［ —８］在货币作为货币的完全的规定性上理解货币特别困

难（政治经济学企图回避这些困难，它总是顾了货币的一种规定

而忘了另一种规定，而当它面临一种规定时又求助于另一种规

定），因为在这里，社会关系，个人和个人彼此之间的一定关系，

表现为一种金属，一种矿石，一种处在个人之外的、本身可以在

自然界中找到的纯物体，在这种物体上，形式规定和物体的自然

存在再也区分不开了。金银本身不是货币。自然界并不出产货币，

正如自然界并不出产汇率或银行家一样。１０６在秘鲁和墨西哥，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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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并没有充当货币，尽管已经有用金银做的装饰品，尽管那里

已经有成熟的生产体系。充当货币不是金银的自然属性，因而这

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等等的人们所根本不了解的。但货币直接是

金银。货币作为尺度来看，形式规定仍占优势，作为铸币就更是

这样，因为形式规定甚至通过铸币的花纹在外表上显露出来，但

是在第三种规定上，也就是在货币的完成形态上，即充当尺度和

铸币仅仅表现为货币的职能时，一切形式规定都消失了，或者说，

一切形式规定都同货币的金属存在直接合而为一了。在金银上丝

毫也看不出它们作为货币的规定不过是社会过程的结果，金银是

货币。

理解作为货币的金银之所以更加困难，是因为：金银对于活

的个人的直接使用价值同它们作为货币的作用毫无联系，而且一

般说来，在作为纯粹交换价值的化身的金银身上，人们丝毫也不

会想到不同于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包含在交换价值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基本矛盾，在这里最纯粹地表现

出来了。我们在前面①已经批判了企图消除这一矛盾的这样一些

尝试，这些尝试是要剥掉货币的金属形式，并且也从表面上使货

币成为由社会设定的东西，成为某种社会关系的表现；这些尝试

的最后形式似乎就是劳动货币的形式。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

要交换价值的基础保持不变，所有这些尝试都是徒劳的，而那种

认为金属货币似乎使交换遭到歪曲的幻想，是由于根本不了解金

属货币的性质产生的。另一方面，同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随着

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对立面的成长，以及这种生产关系本身

１９１．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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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强烈地要蜕皮，攻击的矛头就越来越指向金属货币或货币

本身，因为货币是使资产阶级生产制度表现得非常明显的一种最

引人注目、最矛盾、最尖锐的现象。于是有人就在货币身上费尽

心机，企图消除对立，其实货币只是这些对立的明显的现象。同

样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只要对货币的攻击看起来会使一切其他东

西原封不动，而且只是做一些修补，那么人们可以在货币上采取

一些革命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手打麻袋意在驴子。但是，

只要驴子没有感到麻袋上的打击，人们实际上打的就只是麻袋而

不是驴子。只要驴子感觉到了，那么，人们打的就是驴子而不是

麻袋。只要这些措施针对货币本身，这就只是对结果的攻击，而

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仍然存在，可见，这虽是对生产过程的干扰，

但生产过程的牢固基础仍然有力量通过或多或少暴力的反作用，

使这种干扰成为只是暂时的干扰并加以克服。

另一方面，既然迄今为止对货币关系的阐述是在其纯粹形式

上进行的，并没有同发展程度较高的生产关系联系起来，那么，货

币关系的规定的特点就在于：在从简单意义上来理解的货币关系

中，资产阶级社会的一切内在的对立在表面上看不见了，因此，资

产阶级民主派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后者至少是前后一贯的，以

致他们会后退到交换价值的和交换的更简单的规定上去）更多地

求助于这种简单的货币关系，来为现存的经济关系辩护。

实际上，只要把商品或劳动还只是看作交换价值，只要把不

同商品互相之间发生的关系看作这些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交换，

看作它们之间的等同，那就是把进行这一过程的个人即主体只是

单纯地看作交换者。只要考察的是形式规定——而且这种形式规

定是经济规定，是个人借以互相发生交往关系的规定，是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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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职能或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那么，在这些个人

之间就绝对没有任何差别。每一个主体都是交换者，也就是说，每

一个主体和另一个主体发生的社会关系就是后者和前者发生的社

会关系。因此，作为交换的主体，他们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在

他们之间看不出任何差别，更看不出对立，甚至连丝毫的差异也

没有。其次，他们所交换的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是等价物，或者至

少当作等价物（在相互估价时只可能发生主观上的错误，如果一

个人欺骗了另一个人，那么这种情况不是由于他们互相对立的社

会职能的性质造成的，因为这种社会职能是一样的，他们在社会

职能上是平等的，而只是由于有的人生来狡猾、能言善辩等等造

成的，总之，只是由于一个人具有另一个人所没有的纯粹个人的

超人之处造成的。差别只会是同关系自身的性质毫不相干的自然

差别。从以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这种自然差别甚至还会由于竞

争等等而缩小，并失去其原有的力量）。

只要考察的是纯粹形式，即关系的经济方面，——处在这一

形式之外的内容在这里其实还完全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或者说，

表现为不同于经济内容的自然内容，可以说，它仍然是同经济关

系完全分开的，因为它仍然是同经济关系直接重合的１０７，——那

么，在我们面前出现的就只是形式上不同的三种要素：关系的主

体即交换者，他们处在同一规定中；他们交换的对象，交换价值，

等价物，［ —９］它们不仅相等，而且必须确实相等，还要被承

认为相等；最后，交换行为本身即媒介作用，通过这种媒介作用，

主体才表现为交换者，相等的人，而他们的客体则表现为等价物，

相等的东西。等价物是一个主体对于其他主体的对象化，这就是

说，它们本身的价值相等，并且在交换行为中证明自己价值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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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证明彼此漠不关心。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交换中彼此作

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只是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而存在的那

种对象性的交换，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因为他们只有作

为等价物的所有者，作为在交换中这种相互等价的证明者，才是

价值相等的人，所以他们作为价值相等的人同时是彼此漠不关心

的人，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个人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不关心他们

在其他方面的一切个人特点。

至于说交换行为（这一交换行为不仅设定并证明交换价值，而

且设定并证明作为交换者的主体）以外的［交换过程的］内容，那

么这个处在经济形式规定之外的内容只能是：（１）被交换的商品

的自然特性，（２）交换者的特殊的自然需要，或者把二者合起来

说，被交换的商品的不同的使用价值。因此，这种使用价值，即

完全处在交换的经济规定之外的交换内容，丝毫无损于个人的社

会平等，相反地却使他们的自然差别成为他们的社会平等的基础。

如果个人Ａ和个人Ｂ的需要相同，而且他们都把自己的劳动实现

在同一对象中，那么他们之间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从他们的生产

方面来看，他们根本不是不同的个人。他们两个人都需要呼吸，空

气对他们两个人来说都是作为大气而存在；这一切都不会使他们

发生任何社会接触。作为呼吸着的个人，他们只是作为自然物，而

不是作为人格互相发生关系。只有他们在需要上和生产上的差别，

才会导致交换以及他们在交换中的社会平等。因此，这种自然差

别是他们在交换行为中的社会平等的前提，而且也是他们相互作

为生产者出现的那种关系的前提。从这种自然差别来看，个人Ａ

是个人Ｂ所需要的某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Ｂ是Ａ所需要的某种

使用价值的所有者。从这方面说，自然差别又使他们互相发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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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关系。但是，他们因此并不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而是互相

补充，互相需要，于是客体化在商品中的个人Ｂ就成为个人Ａ的

需要，反过来也一样；于是他们彼此不仅处在平等的关系中，而

且也处在社会的关系中。

不仅如此。一个人的需要可以用另一个人的产品来满足，反

过来也一样；一个人能生产出另一个人所需要的物品，每一个人

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为这另一个人所需要的客体的所有者而出现，

这一切表明：每一个人作为人超出了他自己的特殊需要等等，他

们是作为人彼此发生关系的；他们都意识到他们共同的种属。除

此以外，不可能发生大象为老虎生产，或者一些动物为另一些动

物生产的情况。例如，一窝蜜蜂实质上只是一只蜜蜂，它们都生

产同一种东西。

其次，既然个人之间以及他们的商品①之间的这种自然差别，

是使这些个人结合在一起的动因，是使他们作为交换者发生他们

被假定为和被证明为平等的人的那种社会关系的动因，那么除了

平等的规定以外，还要加上自由的规定。尽管个人Ａ需要个人Ｂ

的商品，但他并不是用暴力去占有这个商品，反过来也一样，相反

地他们互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商品中去

的人。因此，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中包含的自

由的因素。谁都不用暴力占有他人的财产。每个人都是自愿地出

５９１．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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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规定归结为交换价值的自然内容，即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或服务，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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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关系的规定性上即生产关系的纯粹形式上掌握生产关系本身的英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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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财产。

但还不仅如此：只是在个人Ｂ用商品ｂ为个人Ａ的需要服务

的时候，并且只是由于这一原因，个人Ａ才用商品ａ为个人Ｂ的

需要服务。反过来也一样。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

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这两种情

况在两个个人的意识中是这样出现的：（１）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

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２）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

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３）每个人是

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

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也就是说，这个人只有为自己

而存在才把自己变成为那个人而存在，而那个人只有为自己而存

在才把自己变成为这个人而存在，——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

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是交换的前提，但是，这种相互关

联本身，对交换主体双方中的任何一方来说，都是他们毫不关心

的，只有就这种相互关联把他的利益当作排斥他人的利益，不顾他

人的利益而加以满足这一点来说，才和他有利害关系。

换句话说，表现为全部行为的动因的共同利益，虽然被双方承

认为事实，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它可以说只是在自身

反映１１０的特殊利益背后，在同另一个人的个别利益相对立的个别

利益背后得到实现的。就最后这一点来说，个人至多还能有这样一

种安慰感：他的同别人利益相对立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就是被

扬弃的［ —１０］对立面即一般社会利益的实现。从交换行为本身

出发，个人，每一个人，都自身反映为排他的并占支配地位的（具有

决定作用的）交换主体。因而这就确立了个人的完全自由：自愿的

交易；任何一方都不使用暴力；把自己当作手段，或者说当作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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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的人，只不过是当作使自己成为自我目的、使自己占支配地位

和主宰地位的手段；最后，是自私利益，并没有更高的东西要去实

现；另一个人也被承认并被理解为同样是实现其自私利益的人，因

此双方都知道，共同利益恰恰只存在于双方，多方以及存在于各方

的独立之中，共同利益就是自私利益的交换。一般利益就是各种自

私利益的一般性。

因此，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

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

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

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

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

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

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而这种

情况也已为历史所证实。这种意义上的平等和自由恰好是古代的

自由和平等的反面。古代的自由和平等恰恰不是以发展了的交换

价值为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而现代意义

上的平等和自由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在古代世界还没有实现，在

中世纪也没有实现。古代世界的基础是直接的强制劳动；当时共

同体就建立在这种强制劳动的现成基础上；作为中世纪的基础的

劳动，本身是一种特权，是尚处在孤立分散状态的劳动，而不是

生产一般交换价值的劳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劳动既不是强制

劳动，也不是中世纪那种要听命于作为最高机构的共同组织（同

业公会）的劳动。

交换者之间的关系从交换的动因来看，也就是从经济过程之

外的自然动因来看，也要以某种强制为基础，这种说法虽然是正

７９１．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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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但是，这种关系，从一方面来看，本身只是表示另一个人

对我的需要本身毫无关系，对我的自然个性毫无关系，也就是表

示他同我平等和他有自由，但是他的自由同样也是我的自由的前

提；另一方面，就我受到我的需要的决定和强制来说，对我施行

强制的，不是异己的东西，只是作为需要和欲望的总体的我自己

的自然（或者说，处在普遍的反思形式上的我的利益）。但使我能

强制另一个人，驱使他进入交换制度的，也正是这一方面。

因此，罗马法规定奴隶是不能通过交换为自己谋利益的人，这

是有道理的（见《学说汇纂》１１１）。由此也可以明白，罗马法虽然是与

交换还很不发达的社会状态相适应的，但是，从交换在一定的范围

内已有所发展来说，它仍能阐明法人，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各种规

定，因而能成为工业社会的法的先声（就基本规定来说），而首先为

了和中世纪相对抗，它必然被当作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来看。不

过，罗马法的发展本身和罗马共同体的解体也是完全一致的。

因为货币才是交换价值的实现，因为只有在发达的货币制度

下交换价值制度才能实现，或者反过来也一样，所以货币制度实

际上只能是这种自由和平等制度的实现。作为尺度，货币只是给

予等价物以特定的表现，使它在形式上也成为等价物。在流通中

固然还可以看到下述形式的差别：交换者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在

不同的规定中出现；交换价值一次是在货币的形式上表现为一般

交换价值，另一次是在具有价格的自然商品上表现为特殊交换价

值，但是，首先，这些规定会互相替换；其次，流通本身不会产

生不平等，而只会产生平等，即把那仅仅是想象的差别扬弃。不

平等只是纯粹形式上的不平等。最后，货币本身是流通的，所以

时而出现在这个人手里，时而又出现在那个人手里，而出现在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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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里对货币来说是无所谓的，——在这种货币上，现在平等甚至

在物质上也表现出来了。就交换过程来考察，每一个人对另一个

人表现为货币所有者，表现为货币本身。因此，彼此无所谓和价

值相等的情况明显地以物的形式存在着。商品身上的特殊的自然

差别消失了，并且不断地由于流通而消失。对卖者来说，一个用

３先令购买商品的工人和一个用３先令购买商品的国王，两者职

能相同，地位平等——都表现为３先令的形式。他们之间的一切

差别都消失了。卖者作为卖者只表现为一个价格３先令的商品的

所有者，所以双方完全平等，只是这３先令一次是以银的形式存

在，另一次是以沙糖等等的形式存在。

在货币的第三种形式上，过程的各个主体似乎可能具有不同

的规定。但是，当货币在这里表现为契约上的材料，契约上的一般

商品时，立约者和立约者之间的一切差别反而消失了。当货币成为

积累的对象时，主体在这里［ —１１］就只是从流通中抽出货币即

财富的一般形式，而不是从流通中抽出同等价格的商品。因而，如

果一个人积累，另一个人不积累，那么他们中间谁也没有给对方造

成损失。一个人享有现实财富，另一个人占有财富的一般形式。如

果一个人变穷了，另一个人变富了，那么这是他们的自由意志，而

决不是由经济关系即他们彼此发生的经济联系本身所造成的。甚

至遗产继承以及使由此引起的不平等永久化的类似的法律关系，

都丝毫无损于这种天然的自由和平等。只要个人Ａ的最初状况同

这个制度并不矛盾，那么这种矛盾也决不会由于个人Ｂ代替了个

人Ａ并使Ａ的最初状况永久化而产生出来。相反地，这种情况却

会使社会规定的效力超过个人生命的自然界限，即巩固这种社会

规定以对抗自然的偶然作用（自然的影响本身反而会消灭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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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此外，因为个人在这种关系中只是货币的个体化，所以这样

的个人同货币一样也是不死的，而个人通过继承人来代表自己倒

可以说是这种社会规定的贯彻。

如果这种看法不是从它的历史意义上提出，而是被利用来反

驳比较发达的经济关系，——在这种发达的关系中，个人不再仅仅

表现为交换者即买者和卖者，而是出现在一定的相互关系中，不再

是所有的人都处于同一的规定性之中，——那么，这就等于断言，

自然物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别，更不用说对立和矛盾了，因为它们，

例如从重量这个规定来看，都有重量，因此都是等同的；或者说，它

们是等同的，因为它们都存在于三维空间。在这里，同样也是抓住

交换价值本身的简单规定性，来反对交换价值的比较发达的对抗

形式。从科学的进程来考察，这些抽象规定恰恰是最早的和最贫乏

的规定；它们部分地在历史上也是这样出现过的！比较发达的规定

是较晚出现的规定。在现存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总体上，商品表现为

价格以及商品的流通等等，只是表面的过程，而在这一过程的背

后，在深处，进行的完全是不同的另一些过程，在这些过程中个人

之间表面上的平等和自由就消失了。

一方面，人们忘记了：交换价值作为整个生产制度的客观基础

这一前提，从一开始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强制，个人的直接产品

不是为个人的产品，只有在社会过程中它才成为这样的产品，因而

必须采取这种一般的并且诚然是表面的形式；个人只有作为交换

价值的生产者才能存在，而这种情况就已经包含着对个人的自然

存在的完全否定，因而个人完全是由社会所决定的；其次，这种情

况又要以分工等等为前提，个人在分工中所处的关系已经不同于

单纯交换者之间的关系，等等。也就是说，人们忘记了，交换价值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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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前提决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产生，也不是从个人的直接自然产生，

它是一个历史的前提，它已经把个人当作是由社会决定的人了。

另一方面，人们忘记了，那些现在存在着交换或靠交换来实现

的生产联系的较高级的形式，决不会停留在这样一种简单的规定

性上，在这种规定性上，所达到的最大差别是形式上的差别，因而

是无关紧要的差别。

最后，人们没有看到，在交换价值和货币的简单规定中已经潜

在地包含着工资和资本的对立等等。可见，［资产阶级辩护论者

的］这全部聪明才智不过是要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这些经

济关系单独来看，是纯粹的抽象，但在现实中却是以各种最深刻的

对立为媒介的，并且只反映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上述对立的表现

看不见了。

同时，这里也暴露了社会主义者的愚蠢（特别是法国社会主义

者的愚蠢，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由法国革命所宣告的

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们证明，交换、交换价值等等最初（在时

间上）或者按其概念（在其最适当的形式上）是普遍自由和平等的

制度，但是被货币、资本等等歪曲了。或者他们断言，历史迄今为止

企图以适合自由和平等的真实性质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和平等的一

切尝试都失败了，而现在他们，例如蒲鲁东，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

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真正秘诀。对于这些社会主义

者必须这样回答：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

平等和自由的制度，而在这个制度更详尽的发展中对平等和自由

起干扰作用的，是这个制度所固有的干扰，这正好是平等和自由的

实现，这种平等和自由证明本身就是不平等和不自由。认为交换价

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

１０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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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先生不同于资产阶级

辩护论者的地方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所包含的矛盾，

另一方面抱有空想主义，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的现实的形态和观

念的形态之间必然存在的差别，因而愿意做那种徒劳无益的事情，

希望重新实现观念的表现本身，而观念的表现实际上只是这种现

实的映象。

［ —１２］堕落的最新经济学① 为了反对上述社会主义者而提

出的庸俗论证，完全是玩弄抽象概念的儿戏，它企图证明，经济关

系到处都表示同一些简单规定，因而到处都表示交换价值相交换

的简单规定中的平等和自由。例如，资本和利息的关系就被它归

结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也就是说，这种最新经济学先是从日常经

验中借用一个事实，即交换价值不仅存在于这种简单的规定性上，

而且也存在于本质上不同的资本的规定性上这个事实，然后再把

资本归结为交换价值的简单概念，同样，把也表示资本本身的一

定关系的利息，从规定性中分离出来，使它成为与交换价值相同

的东西；这种最新经济学把具有特殊规定性的全部关系抽掉，退

回到商品同商品相交换的不发达关系。只要我把具体事物不同于

它的抽象概念的一切方面抽掉，那么具体事物当然就成了抽象概

念，丝毫没有不同于抽象概念的地方。这样，一切经济范畴就总

只是同一关系的各种不同的名称，从而这种无法理解现实差别的

彻底无能就被认为是纯粹的常识本身。巴师夏先生的“经济的和

２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这种经济学就其平淡庸俗、装腔作势的辩证法、赤裸裸的高傲自大、幼稚的自

满自足的陈词滥调，以及完全没有能力理解历史过程这些方面来说，其典型代

表就是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因为美国人凯里至少还强调了某些不同于欧洲

的美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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谐”
１１２
实际上就等于说：存在着一种具有不同名称的唯一的经济关

系，或者说，只是就名称而言才存在着差别。这种归结法是把包

含着发展的差别抛掉，使一切都归结为一种现实的经济关系，单

从这点来说，它至少在形式上也是不科学的；何况它是时而抛掉

这一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以便时而从这一方面，时而从那

一方面来制造同一性。

例如，工资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报酬。（前

面已经指出，经济形式本身在这里被抛掉了。）利润也是一个人向

另一个人提供服务所取得的报酬。因而工资和利润是相同的东西，

而把一种报酬称为工资，把另一种报酬称为利润，这本身就是说法

上的混乱。现在再来看看利润和利息。在利润形式上，服务的报酬

会由于偶然情况而变动，在利息形式上，这种报酬是固定不变的。

因而，既然在工资形式上的报酬相对地说是固定不变的，而在利润

形式上的报酬则与劳动相反会由于偶然情况而变动，那么利息和

利润之间的关系就等于工资和利润之间的关系，而我们已经看到，

这种关系是等价物的相互交换。于是论敌们１１３从字面上抓住这种

庸俗论调（这种庸俗论调在于，它从已经表现出对立的经济关系倒

退到对立还只是处于潜伏状态、因而显得模糊不清的经济关系），

并且指出，例如在资本和利息之间就不是简单的交换，因为资本不

是由等价物来补偿，而是在资本所有者以利息形式二十次吞食等

价物以后，他仍然以资本形式保持着这笔资本，并且还能同二十个

新的等价物相交换。由此产生了令人厌烦的争论，一派断言，在发

达的和不发达的交换价值之间不存在差别，另一派则认为，这种差

别可惜是存在的，但按理说不应该存在。

３０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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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资本作为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关系］

货币作为资本，这是超出了货币作为货币的简单规定的一种

货币规定。货币作为资本，可以看作是货币的更高的实现；正如可

以说猿发展为人一样。但是，这里较低级的形式是作为较高级的形

式的承担者出现的。无论如何，货币作为资本不同于货币作为货

币。这个新的规定必须加以说明。另一方面，资本作为货币，看来

好象是资本倒退到较低级的形式。其实那不过是资本处在这样一

种特殊性上，这种特殊性作为非资本，在资本以前就已经存在，而

且是资本的一个前提。货币又会在以后的一切关系中出现；但那时

它已经不再充当单纯的货币。如果象这里一样，首先是要研究货币

直至它作为货币市场的整体，那么，其他关系的发展就是前提，因

而有时必须纳入研究范围。因此，我们在考察作为货币的资本的特

殊性以前，必须在这里先考察资本的一般规定。

如果我象萨伊１１４那样说资本是一个价值额，那我不过是说，资

本＝交换价值。每个价值额是一个交换价值，每个交换价值是一个

价值额。我不能用简单的加法从交换价值达到资本。我们已经知

道，在单纯的货币积累中，还不存在资本化的关系。

在所谓的零售商业中，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直接进行的资

产阶级生活的日常交易中，在一方的目的是以商品换货币，另一

方的目的是以货币换商品以满足个人需要的小额贸易中，——在

资产阶级世界的表面上发生的这种运动中，交换价值的运动，交

换价值的流通才以纯粹的形式进行。一个购买面包的工人和一个

购买面包的百万富翁，在这一行为中都只是单纯的买者，而零售

４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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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对他们来说只是卖者。其他一切规定在这里都消失了。他们购

买的内容以及购买的数量，对这种形式规定［ —１３］来说是无

关紧要的。

在理论上，价值概念先于资本概念，而另一方面，价值概念的

纯粹的发展又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

上也是这种情况。因此，经济学家们必然会在一些场合把资本看作

价值的创造者，价值的源泉，而在另一些场合又把价值看作资本形

成的前提，并且把资本本身说成只是执行某种特定职能的价值额。

纯粹的和一般的价值存在要以这样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在这种

生产方式下，单个的产品对生产者本身来说已经不是产品，对单个

劳动者来说更是如此，而且，如果不通过流通来实现，就等于什么

也没有。对于生产一码布的极微小部分的人来说，一码布是价值，

是交换价值，这一点绝不是形式规定。如果他没有创造交换价值，

没有创造货币，他就什么也没有创造。因此，价值规定本身要以社

会生产方式的一定的历史阶段为前提，而它本身就是和这种历史

阶段一起产生的关系，从而是一种历史的关系。

另一方面，价值规定的有些因素是在历史的社会生产过程的

一些较早的阶段上发展起来的，而且表现为这一过程的结果。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制度内，价值之后紧接着就是资本。在

历史上则先有其他的制度形成尚不充分的价值发展的物质基础。

因为交换价值同使用价值相比，在这里只起次要的作用，所以表现

为交换价值的真实基础的，不是资本而是土地所有权关系。相反，

现代土地所有权如果没有资本这个前提就根本无法理解，因为它

没有这个前提就不能存在，而且在历史上也确实表现为由资本把

以前的土地所有权的历史形态改变成适合于资本的一种形式。因

５０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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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正是在土地所有权的发展中才能研究资本逐步取得的胜利和

资本的形成，由于这个缘故，现代经济学家李嘉图为了确定资本、

雇佣劳动以及地租的关系的特殊形式，以深刻的历史眼光把这些

关系放在土地所有权范围内进行了考察。产业资本家对土地所有

者的关系，表现为土地所有权以外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作为现

代租地农场主对地租所得者的关系，表现为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内

在关系，而土地所有权则表现为只是存在于它对资本的关系中。土

地所有权的历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转化为地租所得者，世袭的

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终身租佃者逐步转化为现代租

地农场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没有迁徙自由的农奴和徭役农民逐

步转化为农业短工的过程，这种历史事实上就是现代资本的形成

史。它本身就包含着对城市资本，对贸易等等的关系。但是，我们

在这里要研究的是已经形成的、在自身基础上运动的资产阶级社

会。

资本首先来自流通，而且正是以货币作为自己的出发点。我们

已经看到①，进入流通并同时从流通返回到自身的货币，是货币借

以扬弃自身的最后形式。这同时就是资本的最初的概念和最初的

表现形式。货币作为只是消溶在流通中的东西否定了自己；但它也

作为与流通相独立的东西否定了自己。这种否定作为一个整体来

看，在它肯定的规定中，包含着资本的最初的一些要素。货币是资

本表现为资本的最初形式。Ｇ—Ｗ—Ｗ—Ｇ；即货币同商品交换和

商品同货币交换；这种为卖而买的运动，即构成商业的形式规定的

运动，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出现在经济发展的最早的状态中；这

６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１８５—１８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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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交换价值本身为内容的最初的运动，交换价值在这种运动中

不仅是形式，而且是运动本身的内容。这种运动可以发生在交换价

值还根本没有成为生产的前提的那些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这种

运动所涉及的，只是这些民族为满足直接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的剩

余产品，而且只发生在它们的边界上。正如犹太人处在古代波兰社

会或整个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那样，所有一切商业民族，例如古代

的商业民族以及后来的伦巴第人，可以在交换价值还没有成为生

产方式的基本前提的那些民族之间，占有同样的地位。

商业资本不过是流通资本，而流通资本是资本的最初形式；资

本在这种形式上还决不会成为生产的基础。进一步发展的形式是

货币资本和货币利息，即高利贷，它的独立出现同样是早期发展阶

段的事情。最后是Ｗ—Ｇ—Ｇ—Ｗ 这一形式，——在这个形式中，

货币和流通本身对流通的商品来说表现为单纯的手段，而流通的

商品又会退出流通并直接满足需要，——这一形式本身就是上述

商业资本最初出现的前提。或者是这些前提分散在各民族之间，或

者是商业资本本身在社会内部只由这种纯粹以消费为目的的流通

所决定。另一方面，流通的商品，即只有取得另一种退出流通并满

足直接［ —１４］需要的商品的形式才能得到实现的那种商品，也

是本质上作为商品资本的那种资本的最初形式。

另一方面，同样清楚的是，在纯粹流通中进行的交换价值的简

单运动，决不能实现资本。这种运动可能导致货币的抽出和积累，

但是，货币一旦又进入流通，货币就会消溶在同供消费用的商品相

交换的一系列过程中；因此，一旦货币的购买力用尽，货币就消失

了。同样，以货币为媒介同另一个商品相交换的商品也会退出流

通，然后被消费，被消灭。但是，如果商品在货币形式上与流通相对

７０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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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独立起来，那么，它就只是表示无实体的一般财富形式。因为等

价物可以互相交换，所以，作为货币固定下来的财富形式，一旦同

商品相交换，也就消失了，而存在于商品中的使用价值，一旦同货

币相交换，也就消失了。通过简单的交换行为，任何一方只有实现

在另一方身上时，才能失去自己和另一方相对立的规定。任何一方

都不能在它过渡到另一规定时仍保持自己原有的规定。因此，为了

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企图把资本归结为纯粹的交换来美化资本

的诡辩，人们反过来提出了同样是诡辩的，但针对这些经济学家来

说却是合理的要求：把资本真正归结为纯粹的交换，从而使资本作

为［社会］力量消失，而且不管资本采取商品形式还是货币形式都

被消灭①。

从货币或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它的反复并不是交换

本身的条件造成的。这一行为只能反复到交换完成时为止，也就是

交换价值总额完成交换时为止。它不能由它自己重新发动起来。因

此，流通本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流通的要素先于流通而存

在，而不是由流通本身创造出来的。商品必须不断地从外面重新投

入流通，就象燃料被投入火中一样。否则，流通就会失去作用而消

失。流通会在货币这个失去作用的结果上消失；货币只要不再和商

品、价格、流通发生关系，就不再是货币，不再表现生产关系；货币

所留下来的，只有它的金属存在，而它的经济存在则消灭了。所以，

流通这个表现为直接存在于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东西，只有不

断通过媒介才能存在。就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的媒

８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正如交换价值（即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一切关系）在货币上以物的形式出现

一样，创造交换价值的活动即劳动的一切规定在资本上也是以物的形式出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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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但是它不会创造这两极。因此，流通不仅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上，

而且作为媒介的整体，作为全部过程本身，都必须通过媒介才存

在。因而流通的直接存在是纯粹的假象。流通是在流通背后进行

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

现在，流通在它的每一个要素上——作为商品，作为货币，而

且作为两者之间的关系，作为两者之间的简单交换和简单流通

——都被否定了。如果说最初是社会生产行为表现为交换价值的

设定过程，而交换价值的设定过程在自己进一步的发展中又表现

为流通，——表现为各交换价值彼此之间的充分发展了的运

动，——那么，现在是流通本身返回到设定或生产交换价值的活

动。流通返回到这种活动，就是返回到自己的基础。流通的前提是

商品（不管是特殊形式的商品，还是货币这种一般形式的商品），而

商品是一定劳动时间的体现，它作为这种体现是价值；因而流通的

前提既是通过劳动进行的商品的生产，又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

的生产。这是流通的出发点，流通通过本身的运动返回到创造交换

价值的生产，返回到它的结果。

这样，我们又到达出发点，到达设定即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

但是，这一次是这样的生产：它事先把流通当作发展了的要素，并

且表现为引起流通又不断地从流通返回到自身以便重新引起流通

的不断的过程。因而，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在这里现在以复杂得

多的形式出现，因为它不再只是作为前提的交换价值的运动，或者

在形式上使交换价值设定为价格的运动，而且同时是把交换价值

作为前提创造出来，生产出来的运动。生产本身在这里不再先于自

己的结果而存在，也就是不再作为前提而存在，而是表现为自身同

时产生这些结果的生产。但是它产生这些结果，已不再象在最初阶

９０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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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那样只是作为导致流通的生产，而是作为在自己的过程中同时

还以流通，以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的生产。（流通实际上只是把交换

价值一次表现在商品规定上，另一次表现在货币规定上的形式过

程。）

这种运动以不同的形式出现，既在历史上导致产生价值的劳

动，另一方面，又出现在资产阶级的生产制度内部，即设定交换价

值的生产制度本身内部。首先是经营商业的民族出现在半开化或

未开化的民族之间，或者是由于自然条件不同而进行不同生产的

各个氏族发生接触和交换他们的剩余产品。第一种情况是比较典

型的形式，所以我们来考察一下。剩余产品的交换是设定交换和交

换价值的交往。但是，这种交往仅仅涉及剩余产品，因而同生产本

身相比只起次要的作用［ —１５］。但是，如果从事交换的商人（伦

巴第人、诺曼人等等几乎对所有的欧洲民族都扮演这个角色）一再

地出现，从而继续不断的贸易发展起来——在这种贸易中，从事生

产的民族仍然只经营所谓被动的贸易，因为推动它从事设定交换

价值的活动的动力来自外面，不是来自它的生产的内部结构，——

那么，生产的剩余产品就必然不仅仅是偶然的、间或存在的剩余产

品，而且是不断反复出现的剩余产品，因而本地的生产本身就具有

一种以流通，以设定交换价值为目的的趋势。

最初，对生产的影响较多地来自物质方面。需求的范围不断

扩大；满足新的需求已经成为目的，因而生产就更有规则性并且

扩大了。本地生产的组织本身已经被流通和交换价值改变了；但

是流通和交换还没有影响到生产的全部广度和深度。这就是所谓

对外贸易的传播文明的作用。设定交换价值的运动究竟在多大程

度上触及整个生产，这部分地取决于这种外来影响的强度，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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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取决于本地的生产要素——分工等等——已经发展的程度。例

如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在英国，由于尼德兰商品的输入，用于

交换的剩余产品羊毛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于是，为了出产更多

的羊毛，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小租佃制遭到了破坏等等，发生了

清扫领地等等。

因此，农业失去了为使用价值而劳动的性质，而农业的剩余

产品的交换对于农业的内部结构来说不再是无关紧要的了。在某

些地方，农业本身完全由流通决定，转变为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

这样一来，不仅生产方式改变了，而且一切与之相适应的旧的人

口关系和生产关系，一切旧的经济关系都解体了。可见，在这里，

流通的前提是一种仅仅以剩余产品形式创造交换价值的生产；但

是现在这种生产却变成了只与流通相联系的生产，变成了以设定

交换价值为唯一内容的生产。

同时，在以交换价值和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的现代生产中，一

方面是价格决定生产，另一方面是生产决定价格。

如果说资本是“作为手段被用于新劳动〈生产〉的那种积累

的〈已实现的〉劳动〈确切地说，物化劳动〉”１１５，那就是只看到了

资本的物质，而忽视了使资本成为资本的形式规定。这无非是说，

资本就是生产工具，因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任何东西，甚至

纯粹由自然提供的物，例如石头，也必须先通过某种活动被占有，

然后才能用作工具，用作生产资料。按照这种说法，资本存在于

一切社会形式中，成了某种完全非历史的东西。按照这种说法，人

体的四肢也是资本，因为要使它们能发挥器官的作用，就必须通

过活动，通过劳动来使它们发育，以及使它们取得营养，把它们

再生产出来。在这个意义上，臂，尤其是手，都是资本。这样，资

１１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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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就只是一个同人类一样古老的事物的新名称了，因为任何一种

劳动，甚至最原始的劳动，如狩猎、捕鱼等等，都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把过去劳动的产品用作直接的活劳动的手段。

上述定义中所包含的进一步的规定是：产品的物质材料完全

被抽掉了，过去的劳动本身被看作是产品的唯一内容（材料）；同

样，这个产品现在应再作为手段来实现的那种一定的、特殊的目

的，也被抽掉了，相反，作为目的的，只是一般的生产。所有这

一切似乎只是抽象的产物，而这种抽象据说对一切社会状态都同

样是真实的，并且和往常的作法比起来，只会使分析更彻底，使

定义更抽象（更一般）。

如果这样抽掉资本的特定形式，只强调内容，而资本作为这

种内容是一切劳动的一种必要要素，那么，要证明资本是一切人

类生产的必要条件，自然就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抽掉了使资

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的历史阶段的要素的那些特殊规

定，恰好就得出这一证明。要害在于：如果说一切资本都是作为

手段被用于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那么，并非所有作为手段被用于

新生产的物化劳动都是资本。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

关系。

另一方面，如果说资本是一个用来生产价值的价值额，那么

这就是说：资本是自己再生产自己的交换价值。但是从形式上看，

交换价值也会在简单流通中再生产自己。这种说法固然抓住了使

交换价值成为出发点的形式，但是忽略了同内容的关系（这种关

系对资本来说并不象对简单的交换价值那样是无关紧要的）。

如果说资本是生产利润的交换价值，或者至少是以生产利润

为目的的交换价值，那么，资本就已成为说明资本自身的前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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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利润就是资本对它自身的一定的关系。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

系，而是一种过程，资本在这个过程的各种不同的要素上始终是

资本。因而这个过程需要加以分析。

在积累的劳动这个概念中也已经包含某些诡辩，因为［ —

１６］资本按概念规定只应是物化的劳动，在其中当然积累着一定

量的劳动。但是积累的劳动已经意味着一定数量的体现着劳动的

物品。

“最初每个人都是自给自足的，拿去进行交换的只是那些对每个交换者

来说没有价值的物品；人们不重视这种交换，每个人都满足于以无用的东西

换有用的东西。但是当分工把每个人都变成商人并把社会变成商业社会以

后，每个人就都只愿把自己的产品同等价物相交换了；因此，为了确定这个

等价物，就必须知道所得到的那个东西的价值。”（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

各种体系》１８０９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１１—１２页）

换句话说，交换不会只限于在形式上设定交换价值，它必然

会进一步使生产本身从属于交换价值。

［（３）从商品的简单流通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

［（ａ）］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前提

要阐明资本的概念，必须从价值出发，并且从已经在流通运

动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出发，而不是从劳动出发。正象不可能

从不同的人种直接过渡到银行家，或者从自然直接过渡到蒸汽机

一样，从劳动直接过渡到资本也是不可能的。我们知道，交换价

值已经在货币本身上取得一种与流通相独立的形式，但是这种形

式只是一种消极的，转瞬即逝的形式，或者，即使是固定的，也

３１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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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一种虚幻的形式。货币只有同流通联系起来并且作为进入流

通的可能性才存在。但是货币一旦实现，它就会失掉这种规定，重

新回到它过去的两种规定上来，即作为交换价值尺度和作为交换

手段。一旦货币表现为不仅与流通相独立并且在流通中保存自己

的交换价值，它就不再是货币，——因为货币作为货币不能超出

消极的规定，——而是资本了。

货币是交换价值达到资本的规定的最初形式，因而资本的最

初表现形式被混同为资本本身，或者被看作是资本的唯一适当形

式——这种情况是历史事实，从以上的阐述可以看出，这种历史

事实与我们的阐述毫不矛盾，反而证实了我们的阐述。所以资本

的最初的规定是：起源于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的交换价值，在

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交换价值不会由于进入流通而消失；

流通不是交换价值消失的运动，反而是交换价值实际上使自己成

为交换价值的运动，即交换价值作为交换价值得到实现的运动。

不能说在简单流通中交换价值会实现为交换价值。它总是只

在它消失的时候才得到实现。如果一个商品以货币为媒介同另一

个商品相交换，那么，商品的价值规定就会在商品实现的时候消

失，商品就会脱离这种价值关系，同价值关系毫不相干，而只不

过是直接的需要对象。如果货币同商品相交换，那么，交换形式

作为占有商品的自然材料的单纯形式上的媒介甚至注定要消失。

如果商品同货币相交换，那么，交换价值形式，作为交换价值的

交换价值即货币，只有在它处于交换之外，退出交换的时候才能

保存下来，因而在交换价值的独立性明显存在的这种形式中，货

币纯粹是虚幻的实现，纯粹是观念上的实现。最后，如果货币

［以商品为媒介］同货币相交换，——这是可以对流通进行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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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种形式，但实际上不过是以交换形式表现出来的上述第三种

形式，——那么，不同东西之间连形式上的差别也没有了；这是

无差别的区别；不仅交换价值消失了，而且使它消失的那种形式

上的运动也消失了。实际上简单流通的这四种形式规定可以归结

为两种，其实这两种本来也是重合的；区别在于：两要素之间哪

一个是重点；两要素即货币和商品中哪一个是出发点。也就是说，

是货币交换商品，即商品的交换价值同商品的物质内容（实体）相

交换而消失；还是商品交换货币，即商品的内容（实体）同商品

的作为交换价值的形式相交换而消失。在第一个场合，消失的是

交换价值的形式，在第二个场合，消失的是交换价值的实体；可

见，在这两个场合，交换价值的实现都是转瞬即逝的。

只有在资本中交换价值才能作为交换价值存在，因为它在流

通中保存了自己，也就是说，一方面，它并没有丧失实体，而是

不断地实现在新的实体中，实现在这些实体的总体中；另一方面，

它也没有失掉它的形式规定，而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实体中保存了

它的自我同一性。因而它始终是货币，又始终是商品。两个要素

在流通中一个消失在另一个中，其中每个要素都包含着交换价值。

交换价值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因为它本身就是交换的不断更新的

循环。甚至在这方面，它的流通也不同于简单交换价值本身的流

通。事实上，简单流通只有从观察者的角度来看才是流通，或者

说是自在的流通，没有表现为流通。不是同一个交换价值——因

为交换价值的实体是一定的商品——先变为货币然后又变为商

品；而是不断更换的交换价值，不断更换的商品同货币相对立。流

通，循环，只是在于商品规定和货币规定的［ —１７］简单的反

复和交替，而不在于实际的出发点也是复归点。因此，就简单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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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本身来考察，并且，就只有货币是保存下来的要素这一点来说，

简单流通只能称为货币流通。

“资本的价值是永存的。”（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

第３版第２卷第１８５页）

“资本是永久的〈“自行增殖的”还不是这里研究的对象〉不会再消失的

价值；这种价值与创造这种价值的商品无关；它永远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非

物质的东西，永远掌握在同一个农场主〈在这里也不妨可以说所有者〉手里，

只不过是外表形式不同罢了。”（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

第２版第１卷第８９页）

货币由于对流通采取否定态度，退出流通，才获得了不灭性，

而资本获得这种不灭性，则恰恰是由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流通，从

而保存了自己。资本作为先于流通而存在的交换价值，或者作为

以流通为前提并在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它不仅在观念上

在每一瞬间都是简单流通所包含的两个要素中的每一个要素，而

且交替地采取一种形式和另一种形式；但是已不再象在简单流通

中那样，只是从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而是在这两个规定

中的每一个规定上同时又是跟对立规定发生的关系，也就是说，在

观念上包含着这种关系。

资本交替地成为商品和货币；但是第一，资本本身是这两种

规定的交替；第二，资本成为商品；但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

是商品的总体。资本并不是不在乎实体，而是不在乎一定的形式；

从这一点来看，资本表现为这种实体的不断的形式变换；因此，就

资本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特殊内容来说，这种特殊性本身是特殊性

的总体；因而资本并不是不在乎这种特殊性本身，而是不在乎单

个的或孤立的特殊性。资本取得的同一性，即一般性的形式，就

在于资本是交换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它是货币。因此，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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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表现为货币，事实上它是作为商品换成货币的。但是，如果

资本表现为货币，也就是说，表现为交换价值的一般性这种与商

品对立的形式，那么，资本同时也就包含这样的意思：它不应该

象在简单流通中那样失去一般性，而应该失去一般性的对立规定，

或者说，只是暂时地采取这种一般性的对立规定，也就是重新和

商品相交换，但是这个商品是这样的商品，它本身在其特殊性上

也表现交换价值的一般性，因而经常地变换自己的特定形式。

如果我们在这里谈的是资本，那么，它在这里还不过是一个

名称而已。把资本同直接的交换价值和货币区别开来的唯一规定

性，就是那种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自己，并且使自己永存的

交换价值的规定性。以上我们只考察了一个方面，即在流通中并

通过流通保存自己的方面。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方面是，交换价值

是前提，而不再是在商品进入流通以前单纯作为观念上的规定存

在于商品中的那种简单的交换价值，或者更确切些说，不再是作

为只是想象的规定的那种简单的交换价值，因为商品只有当它在

流通中消失的时候才成为交换价值；这种交换价值也不是作为流

通中的一个要素——作为货币——而存在的那种交换价值；它在

这里是作为货币，作为物化的交换价值而存在的，但它具有刚才

说过的那种关系。

第二种规定与第一种规定的区别在于：交换价值（１）存在于

对象性的形式中；（２）来自流通，因而以流通为前提，但同时又

是从作为流通前提的自身出发的。

可以从两方面来表明简单流通的结果：

单纯否定的方面：投入流通的商品达到了它们的目的；它们

互相进行了交换；每个商品成了需要的对象并被消费。流通就此

７１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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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只有货币作为单纯的残余留下来。但货币作为这种残余已

不再是货币，失去了自己的形式规定。它沉入作为整个过程的无

机灰烬留下来的货币物质之中。

积极否定的方面：货币并不是作为物化的，自为存在的——

即并非单纯在流通中消失的——交换价值被否定；被否定的是对

立的独立性，是货币固定在其中的单纯抽象的一般性；但是

第三，作为流通的前提同时又作为流通的结果，交换价值曾

被假定是从流通中出来的，它同样必须重新从流通中出来。如果

这种情况只是在形式上发生，那么，交换价值就又单纯成了货币；

如果象在简单流通中那样，交换价值是作为真实的商品从流通中

出来，那么，它就成了单纯的需要对象，作为这种东西被消费，同

时也失掉自己的形式规定。交换价值要真正从流通中出来，它也

必定成为需要的对象并作为需要的对象被消费，但它必定由劳动

来消费，并由此重新把自己再生产出来。

换一种说法就是：交换价值按其内容来说，本来是一定量的

物化劳动或劳动时间，它作为这样的东西，通过流通在自己的客

体化进程中达到了作为货币的存在，作为可以捉摸的货币的存在。

现在交换价值本身又必须确立流通的这样一个出发点，这个出发

点处于流通之外，是流通的前提，从而流通本身对它来说表现为

一种从外部抓住它并在流通内部使它发生形式变换的运动，也就

是说，现在交换价值本身又必须确立劳动；但交换价值现在已经

不再是简单的等价物或劳动的简单的物化，而是物化了的并且独

立化了的这样的交换价值：它只是为了更新自己并从自己出发重

新开始流通，才把自己提供给劳动，变成劳动的材料。因此，这

也不再象在流通中那样是单纯的相等即保持交换价值的同一性，

８１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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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自我增殖。交换价值只有当它得到实现，即增大其价值的时

候才能使自己成为交换价值。货币（作为从流通中复归于自身的

东西）作为资本失掉了自己的僵硬性，从一个可以捉摸的东西变

成了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劳动也改变了它对自己对象性的关系：

劳动也复归于自身了。但这是这样一种复归：物化在交换价值中

的劳动把活劳动变成再生产自己的手段，而起初交换价值只不过

表现为劳动的产品。

［（ｂ）］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作为流通的前提，

通过劳动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殖

        

［ —１８］｛ ．（１）资本的一般概念。（２）资本的特殊性：流

动资本，固定资本。（资本作为生活资料，作为原料，作为劳动工

具。）（３）资本作为货币。 ．（１）资本的量。积累。（２）用自身

计量的资本。利润。利息。资本的价值；即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

自身相区别的资本。（３）资本的流通。（α）资本和资本相交换。资

本和收入相交换。资本和价格。（β）资本的竞争。（γ）资本的积聚。

．资本作为信用。 ．资本作为股份资本。 ．资本作为货币

市场。 ．资本作为财富的源泉。资本家。在资本之后可以考察

土地所有权。然后考察雇佣劳动。以所有这三者为前提，价格运

动作为在流通的内在整体性上被规定的流通来进行考察。另一方

面，三个阶级作为在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上和流通的各种前提上

来看的生产。其次是国家。（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赋税，或

非生产阶级的存在。——国债。——人口。——国家对外：殖民

地。对外贸易。汇率。货币作为国际铸币。——最后，世界市场。

９１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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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社会越出国家的界限。危机。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

方式和社会形式的解体。个人劳动实际转化为社会劳动以及相反

的情况。）｝

        

（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从经济条件的角度来考察社会时所

采取的那种方式，是再错误不过的了。例如蒲鲁东反驳巴师夏

（《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

版第２５０页）说：

“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主观

的，只是对个人来说才是存在的。”

可见，蒲鲁东恰恰是把社会的东西称为主观的东西，而把主

观的抽象称为社会。产品和资本之间的区别恰恰在于：产品作为

资本表示着属于某个社会历史形式的一定关系。所谓从社会的角

度来考察，只不过是把那些恰恰表示着社会关系（资产阶级社会

关系）的区别忽略掉。社会不是由个人构成，而是表示这些个人

彼此发生的那些联系和关系的总和。［蒲鲁东的说法］就象下面这

样的说法一样：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并不存在奴隶和公民；两者

都是人。其实正相反，在社会之外他们才是人。成为奴隶或成为

公民，这是社会的规定，是人和人或Ａ和Ｂ的关系。Ａ作为人并

不是奴隶。他在社会里并通过社会才成为奴隶。蒲鲁东先生在这

里就资本和产品所说的话，意思指的是，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资

本家和工人之间不存在区别；其实恰恰只有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才

存在着这种区别。）

（蒲鲁东在《无息信贷》中同巴师夏辩论时无非是说，他要把资

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归结为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简单交换，归

０２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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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简单流通的要素，也就是说，正好把决定一切的特殊区别抽

掉。他说：

“一切产品在一定时间内都成为资本，因为一切被消费的东西在一定时

间内都是被再生产地消费的。”

这是非常错误的，但我们不去管它。

“为什么产品的概念突然变成资本的概念呢？是由于价值的观念。也就是

说，产品要变成资本就必须经过准确的估价，必须经过买和卖，它的价格必须

经过争议并用一种合法的协定确定下来。例如来自肉铺的皮，是卖肉者的产

品。如果制革者买了这些皮，那会怎样呢？后者就会立刻把它们或它们的价值

併入自己的生产基金。通过制革者的劳动，这笔资本又成为产品”等等。［同

上，第１７８—１８０页］

在这里，任何资本都是“确定的价值”。货币是“最确定的价

值”，是确定到顶的价值。可见，这就是说：（１）产品由于成为价值而

成为资本。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简单的价值。它们之间不存在任

何区别。因此，蒲鲁东交替地一会儿说商品（表现为产品的商品的

自然方面），一会儿说价值，或者不如说价格，因为他假定有买和卖

的行为。（２）因为货币表现为简单流通中出现的价值的完成形式，

所以货币在蒲鲁东那里也是真正的“确定的价值”。）

        

从简单的交换价值及其流通向资本的过渡也可以这样来表

述：在流通中交换价值出现两次，一次作为商品，另一次作为货币。

当它具有一种规定时，它就不具有另一种规定。任何特殊商品都是

这样。但是，流通的全程就其本身来看，就在于，同一交换价值，作

为主体的交换价值，一次作为商品出现，另一次作为货币出现，并

且它正是这样的一种运动，在这种运动中它在这两个规定上出现，

在每一个规定上都作为这一规定的对立面保存自己，即在商品上

１２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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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货币，在货币上作为商品保存自己。这种情况在简单流通中就

自在地存在着，但没有表现出来。表现为商品和货币的统一体的交

换价值，就是资本，而这种表现过程本身，是资本的流通。（不过这

种流通是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而不是简单的圆圈。）

我们先分析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包含的各种简单规定，以

便找出这些规定的内在联系，以及这些规定的进一步发展的形式

跟早先存在的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

［ —１９］第一个前提是：一方是资本，另一方是劳动，两者

作为独立的形态互相对立；因而两者也是作为异己的东西互相对

立。与资本对立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与劳动对立的资本是他人

的资本。对立的两极的特点不同。在简单交换价值最初设定的时

候，劳动是这样被规定的：产品对于劳动者来说不是直接的使用

价值，不是直接的生存资料。这是创造交换价值和交换本身的一

般条件。否则，劳动者生产的就只是产品，即他自己的直接的使

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了。不过，这种交换价值那时是物化在

产品中的，这种产品本身对于别人具有使用价值，是别人需要的

对象。而工人要向资本提供的使用价值，也就是工人要向他人提

供的使用价值，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它根本不存在于工人之

外，因此不是在实际上，而只是在可能性上，作为工人的能力存

在。这种使用价值只有在资本的要求下，推动下，才能变成现实，

因为没有对象的活动什么也不是，或者最多是一种思想活动，在

这里我们不谈它。只要这种使用价值受到资本的推动，它就会变

成工人的一定的生产活动；这是工人的用于一定目的的、因而是

在一定的形式下表现出来的生命力本身。

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彼此发生这样

２２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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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一方（资本）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同另一方相对立①，而另

一方（劳动）首先作为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在简单流通中，每

一种商品都可以交替地在这一或另一规定上加以考察。在这两种

场合下，如果商品作为商品本身出现，它就会作为消费品退出流

通，从而完全处于经济关系之外。如果商品固定化为交换价值——

货币——它就会竭力取得同样的无形式性，不过这种无形式性处

在经济关系之内。无论如何，商品所以在交换价值关系（简单流

３２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① 是否应把价值理解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价值本身是同使用价值和

交换价值这些价值的特殊形式相对立的一般东西吗？这在经济学上有意义

吗？使用价值在简单交换或单纯交换中也是前提。但是在这里，在双方只是

为了相互使用商品而进行交换的地方，使用价值，即内容，商品的自然特性

本身，不是作为经济上的形式规定而存在的。相反，商品的形式规定是交换

价值。这种形式以外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它不是作为社会关系的那种关系

的内容。但是这种内容本身不会在一个需要和生产的体系中发展起来吗？使

用价值本身不会作为经济形式本身的决定因素，加入形式本身吗？例如在资

本和劳动的关系中？在劳动的各种形式中？——农业、工业等——地租？季

节对原料价格的影响？等等。如果只有交换价值本身在经济学中起作用，那

么，那些只同使用价值有关的要素后来怎么能加进来呢，例如就象在作为原

料等等的资本的场合那样。在李嘉图那里怎么会突然出现土地的自然属性

呢？等等。“商品”这个词（德文的Ｇüｔｅｒ〔财物〕不同于Ｗａｒｅ〔商品〕，也

许类似法文的ｄｅｎｒéｅ〔消费品〕不同于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商品〕？）包含着关系。价

格表现为商品的纯粹形式规定。这与交换价值是主要规定并不矛盾。但是，使

用只由交换决定当然并不会使使用停止；虽然使用的方向当然是由交换决定

的。无论如何，在研究价值时必须对这一点加以详细的研究，不能象李嘉图

那样索性把它抽掉，也不能象庸俗的萨伊那样，只是把“有用性”一词郑重

其事地当作前提。在阐述各篇章时，首先要并且必须说明，使用价值在怎样

的范围内作为物质前提处在经济学及其形式规定之外，又在怎样的范围内进

入经济学。关于蒲鲁东的胡说八道，见《哲学的贫困》１１６。无论如何有一点是

确实无疑的：我们在交换中（在流通中）看到商品——使用价值——表现为

价格；它在自己的价格之外是商品，是消费对象，这是不言而喻的。两个规

定根本不会彼此发生关系，除非特殊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商品的自然界限，从

而同时使货币，即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为商品本身以外的货币存在，不过

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为这种存在。货币本身是商品，它以某种使用价值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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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通）中具有意义，只是因为商品有交换价值；另一方面，商品的

交换价值所以只具有暂时的意义，是因为它扬弃了片面性，——

扬弃了只同一定的个人相联系的、从而直接为一定的个人而存在

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但不是扬弃这种使用价值本身；相反，

它把使用价值表现为他人的使用价值，以自己为媒介让使用价值

成为他人的使用价值，等等。但是，当交换价值本身固定化在货

币上的时候，使用价值就只是作为抽象的浑沌与交换价值相对立；

并且交换价值正是由于脱离了自己的实体才重归于自身，并离开

了简单交换价值（它的最高的运动就是简单流通，它的最高的完

成形态就是货币）的领域。但是在这个领域内部，［商品和货币之

间］实际上只存在表面上的区别，纯粹是形式上的区别。货币本

身在其最高的固定状态下又是商品，它作为这样的商品与其他商

品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它更完善地表现交换价值，但正因为这样，

它作为铸币［ —２０］丧失了交换价值这个内在的规定，变成了

单纯的使用价值，虽然是用于确定商品价格等等的使用价值。两

个规定仍然直接重合同样又直接分离。在它们彼此相独立的场合，

从肯定的意义来说，就象成为消费品的商品的情形那样，那么这

里的规定不再是经济过程的要素；从否定的意义来说，就象货币

的情形那样，那么这里的规定变成错乱的东西；固然，这种错乱

的东西是经济学上的一个要素，并且决定着各民族的实际生活。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不能说交换价值在简单流通中实现自

己。所以有这种情形，是因为使用价值不是作为使用价值，不是

作为由交换价值本身决定的使用价值而同交换价值相对立；相反，

使用价值本身不是同交换价值发生关系，而只是由于各种使用价

值都用它们的共同性——都是劳动时间——作为外在的尺度来计

４２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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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所以才成为一定的交换价值。两者的统一还是直接分离的，两

者的区别还是直接统一的。现在应当肯定：使用价值通过交换价

值而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以使用价值作为自己的媒介。以前

我们在货币流通中只看到交换价值的两种不同形式（商品的价格

—货币），或者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商品—商品），对于后者来

说，货币即交换价值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媒介。交换价值和使用价

值之间的真正的关系还不曾出现。因此，商品本身——它的特殊

性——还是一个无差别的、只是偶然的和笼统想象的内容，这种

内容处于经济的形式关系之外；或者说，这种经济的形式关系只

是一种外表上的形式，一种形式上的规定，而真正的实体处在这

种规定的范围之外，并且这种规定同上述实体本身根本不发生关

系；因此，如果这种形式规定本身固定在货币上，它就不知不觉

地转化成一种无差别的自然产品，一种金属，在这种金属上，不

论是对个人的还是对个人之间的交往的任何联系都消失了。金属

本身当然不表现任何社会关系；在金属身上，连铸币的形式，即

金属具有社会意义的最后的生命符号，也消失了。

作为关系的一方而与使用价值本身相对立的交换价值，是作

为货币与之相对立的，但是这样与之相对立的货币，已经不再是

作为货币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资本这个规定上的货币了。

与资本或与设定的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或商品，已经不再

是与货币相对立时出现的那种商品，即其形式规定性与其内容一

样是无差别的、并只表现为某种一般实体的那种商品。

第一，对资本来说，［商品现在表现为］使用价值，因而也就

是表现为这样一种物，资本在同这种物交换时，并不会例如象货

币同一定的商品交换时那样，失去自己的价值规定。对资本来说，

５２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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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物本身所能具有的唯一的有用性，只能是使资本保存和

增殖。我们在货币上已经看到，作为价值而独立化的价值——或

者说财富的一般形式——除了量上的变动，除了自身的增殖外，不

可能有其他的运动。这种价值按其概念来说，是全部使用价值的

总汇；但由于它始终只是一定量的货币（在这里是资本），所以它

在量上的界限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因此，它的本性是要经常地

越出自己的界限。（因此，这种价值作为享乐用的财富，例如在罗

马帝国时代，就表现为无限的奢侈，这种奢侈甚至要使享乐达到

想象中的无限的程度，竟要吞噬凉拌珍珠等等。）所以，对于把自

己固定为价值的那个价值来说，增殖和保存自己已经合而为一，它

能保存自己，只是由于经常地越出自己在量上的界限，而这种界

限是同它的形式规定，同它的内在的一般性相矛盾的。

因此，发财致富就是目的本身。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

是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或增殖。一定的货币额（而货币

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总是只以一定的量存在，总是一定的货币

额；这一点本应放在货币章中阐述）对于使货币恰恰不再成为货

币的一定消费来说，可能完全够用。但是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代

表，就不会是这样了。作为一定量的数额，作为有限的数额，货

币只是一般财富的有限的代表，或者说，有限财富的代表，这个

财富同这个财富的交换价值一样大小，前者是用后者来确切计量

的。因此，货币根本不具有按照它的一般概念所应当具有的那种

能力，即购买全部享受品、全部商品、全部物质财富实体的能力；

它并不是“万物的结晶”１１７等等。因此，作为财富，作为财富的一

般形式，作为起价值作用的价值而被固定下来的货币，是一种不

断要超出自己的量的界限的欲望：是无止境的过程。它自己的活

６２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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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只在于此；它只有不断地增殖自己，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

使用价值的自为的交换价值。

（要在理论上从资本价值的自我保存过渡到它的增殖，就是

说，把这种增殖建立在它的基本规定上，而不只是看作偶然现象或

只是看作结果，这对于经济学家先生们来说是极端困难的。例如可

以看一下施托尔希是怎样用一个副词“其实”１１８来引进这个基本规

定的。固然，经济学家们企图把这一点当作本质的东西引进资本的

关系，但是，他们如果不是以粗暴的形式做到这一点，即把资本规

定为一种带来利润的东西，这样一来资本的增殖本身已经通过利

润而确立为特殊的经济形式，那么［ —２１］他们也只是偷偷摸摸

地、软弱无力地做到这一点。关于这些情况，我们在以后简略地评

论经济学家们为了规定资本的概念而提出的各种论点时再来说

明。至于说得不到利润就没有人会使用自己的资本，这种无稽之

谈，或者等于十分愚蠢地主张，好样的资本家即使不使用他们的资

本也仍然是资本家；或者等于极其庸俗地说，资本的概念已经包含

着投资取利的意思。好吧。不过这正是必须加以证明的。）

货币作为货币额，是用它的量来计量的。这种可计量的性质

同货币的必然追求无限目的的规定是相矛盾的。这里关于货币所

说的一切，更适用于资本，其实，货币的完成的规定首先是在资

本中得到发展的。能够作为使用价值，即作为有用的东西来同资

本本身相对立的，只有那种使资本增加，使资本增殖，从而使资

本作为资本保存下去的东西。

第二①，资本按其概念来说是货币，但是这种货币不再以简单

的金银形式存在，也不再作为与流通相对立的货币存在，而是以

７２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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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实体的即各种商品的形式存在。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作

为资本不是与使用价值相对立，而正是只存在于货币以外的各种

使用价值之中。因此，资本的这些实体本身现在都是暂时的实体，

它们如果没有使用价值，也就没有交换价值；但是，如果它们不

被实际使用，它们作为使用价值就会失去自己的价值，会由于自

然界的单纯物质变换作用而解体；如果它们被实际使用，它们就

越是会消失。从这方面来看，资本的对立面本身不可能是某种特

殊的商品；特殊的商品本身不构成资本的对立面，因为资本的实

体本身就是使用价值；资本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任何一种

商品。所有商品的共同实体——不是作为商品的物质材料，从而

作为物的规定的那种实体，而是作为商品，从而作为交换价值的

那种共同实体——就在于：商品是物化劳动。

｛但是，关于使用价值的这种经济的（社会的）实体，也就是

说，关于使用价值的作为内容的即不同于它们的形式（它们作为

这种形式就是价值，因为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的那种经济规定，

只有在寻找这一内容的对立面时，才能谈到。至于说到使用价值

的自然差别，那么，只要任何这种差别不排斥交换价值的和商品

的规定，那任何这种差别也不会妨碍资本扩展到这种使用价值上，

用这种使用价值构成自己的躯体。｝

唯一不同于物化劳动的是非物化劳动，是还在物化过程中的、

作为主体的劳动。换句话说，物化劳动，即在空间上存在的劳动，

也可以作为过去的劳动而同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相对立。如果劳

动必须作为在时间上存在的劳动，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它就只能

作为活的主体而存在，在这个主体上，劳动是作为能力，作为可

能性而存在；从而它就只能作为工人而存在。因此，能够成为资

８２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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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对立面的唯一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而且是创造价值的劳

动，即生产劳动）。

｛这个附带说明提前了，以后还需要加以发挥。劳动作为满足

直接需要的单纯劳役，同资本毫无关系，因为资本寻求的不是这

种劳动。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为了烤羊肉而让别人替他砍柴，那么

不仅砍柴者对他的关系，而且他对砍柴者的关系都是简单交换的

关系。砍柴者向资本家提供自己的服务，即一种没有使资本增殖

反而使资本消费掉的使用价值；而资本家给砍柴者以另一种货币

形式的商品作为报酬。劳动者用来直接同他人的货币相交换并且

被这些人所消费的一切劳役，都是这样。这是收入的消费，不是

资本的消费，而收入本身总是属于简单流通的事情。由于当事人

的一方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另一方相对立，这种服务者的工作就不

能属于生产劳动的范畴。从娼妓到教皇，有一大群这样的无赖之

徒。不过诚实的和“劳动的”流氓无产阶级也属于这一类；例如

在通商口岸等地有大批帮闲的打手等等。代表货币的人需要这种

服务，只是因为它有使用价值，这种使用价值经他使用便消失了；

而打手需要货币。因为提供货币的人要得到商品，而提供商品的

人要得到货币，所以他们只是代表简单流通的双方而互相对立。无

论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需要货币，也就是直接需要财富的一

般形式的打手，企图靠他的临时共事者的开支来致富，而这却使

他这位斤斤计较的共事者格外伤心，因为后者现在需要这种劳役，

纯粹是由于他的常人的弱点引起的，根本不是他作为资本家所需

要的。

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见解在本质上是正确

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点来看是正确的。１１９其他的经济学家对

９２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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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见解提出的反驳，要么纯属胡说八道（如施托尔希，更卑鄙

的是西尼耳，等等１２０），他们硬说，任何行动总会产生某种结果，这

样他们就把自然意义上的产品同经济意义上的产品混为一谈了；

照这样说，小偷也是生产劳动者了，因为他［ —２２］间接地生

产出刑事法典；（至少这种推论和下面的说法是同样正确的：法官

也可以叫做生产劳动者，因为他防止偷盗）。要么就是现代经济学

家向资产者大献殷勤，他们要资产者确信，谁要是替他去捉头上

的虱子或者抚摸他的下身，那都是生产劳动，因为例如后一动作

会使他的笨脑袋瓜第二天在账房里工作起来娱快些。因此，前后

一贯的经济学家认为，例如奢侈品制造厂的工人是生产工人，而

消费这些奢侈品的家伙则被断然地斥责为非生产的浪费者，这种

看法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也是具有特征的。事实是，这些工人就

他们增加他们主人的资本来说，的确是生产的；而从他们劳动的

物质结果来看，则是非生产的。其实，这个“生产的”工人对他

所必须制造的没用东西的关心程度，完全同雇用他的资本家本人

一样，资本家对这种废物也是毫不关心的。但是更仔细地来看，事

实上生产工人的真正定义是：生产工人是这样的人，他的需要和

要求仅限于能够为资本家带来最大程度的利益。所有这些都是闲

话。题外之言。不过，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还必

须回头来更详细地考察。１２１｝

［（４）］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两个不同过程

［（ａ）引  言］

同资本这个设定的１２２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

０３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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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只有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联系，才发生交换，或者说

才存在于资本这种规定性上，它只有同资本的否定发生关系才是

资本；实际的非资本就是劳动。

当我们考察资本和劳动的交换时，我们看到，这种交换分解

为两个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性质上不同的、甚至是互相对立的过

程：

（１）工人拿自己的商品，即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它作为商

品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也有价格），同资本出让给他的一定数额的

交换价值，即一定数额的货币相交换。

（２）资本家换来劳动本身，这种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活动，是

生产劳动；也就是说，资本家换来这样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

使资本得以保存和增殖，从而变成了资本的生产力和再生产力，一

种属于资本本身的力。

这两个过程的分离是一目了然的，它们可以在时间上分开，完

全不必同时发生。第一个过程可以在第二个过程刚开始以前就已

完成，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已大部分完成。第二个行为的完成以产

品的完成为前提。工资的支付不能等到产品完成的时候。我们将

会看到，工资不能等到产品完成时才支付这一点，甚至是［工人

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的本质规定。

在简单交换中，即在流通中，不发生这种二重的过程。如果

商品ａ同货币ｂ相交换，而后者又同供消费用的商品ｃ（它是ａ本

来的交换对象）相交换，那么商品ｃ的使用即消费，完全是在流通

以外进行的；这是与这种关系的形式毫不相干的；这是在流通本

身的彼岸实现的，并且是纯粹物质方面的事情，它只是表示自然

性上的个人Ａ同他的个别需要对象之间的关系。对于商品ｃ如何

１３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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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这是属于经济关系以外的问题。

相反，在这里［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

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特殊的经济关系，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一定

用途构成两个过程的最终目的。因此，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把资

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简单交换区别开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其次，如果我们考察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简单交换（流通）

在内容上的区别，那么我们会发现，这种区别不是通过外表上的对

照或比较而产生的，而是在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的过程的总体中，第

二个形式本身就使自己同第一个形式区别开了，这种比较本身已

经包含在过程中。第二个行为同第一个行为的区别（资本占有劳动

的特殊过程就是第二个行为），恰恰是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以货

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的区别。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第一个行为

是交换，它完全属于普通的流通范畴；第二个行为是在性质上与交

换不同的过程，只是由于滥用字眼，它才会被称为某种交换。这个

过程是直接同交换对立的；它本质上是另一种范畴。

［（ｂ）资本的研究结构问题。资本和现代土地所有权。

从土地所有权过渡到雇佣劳动。市场］

  ｛资本。

．一般性：（１）（ａ）由货币变成资本。（ｂ）资本和劳动

（以他人劳动为媒介）。（ｃ）按照同劳动的关系而分解成的资本各要

素（产品、原料、劳动工具）。（２）资本的特殊化：（ａ）流动资本、

固定资本。资本周转。（３）资本的个别性：资本和利润。资本和

利息。资本作为价值同作为利息和利润的自身相区别。

．特殊性：（１）资本的积累。（２）资本的竞争。（３）资本

２３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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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聚（资本的量的差别同时就是质的差别，就是资本的大小和

作用的尺度）。

［ —２３］ 。个别性：（１）资本作为信用。（２）资本作为股

份资本。（３）资本作为货币市场。

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是以它的总体出现的；在这里它是决定价

格、提供工作、调节生产的东西，一句话，它是生产的源泉；但

是，资本不仅是自己生产自己（物质上通过产业等等生产自己；确

定价格，发展生产力），同时是价值创造者，它必须创造出一种与

资本具有不同特点的价值或财富形式。这就是地租。这是资本所

创造的唯一与其本身不同的，与其本身的生产不同的价值。不论

是按照资本的本性还是从历史上来看，资本都是现代土地所有权

的创造者，地租的创造者；因而它的作用同样也表现为旧的土地

所有权形式的解体。新形式的产生是由于资本对旧形式发生了作

用。资本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创造者，从某一方面来看，它表现

为现代农业的创造者。因此，在现代土地所有权（它表现为这样

一个过程：“地租—资本—雇佣劳动”；这个三段论的形式也可以

另外表达为：“雇佣劳动—资本—地租”；不过资本必须总是作为

活跃的中词出现）的经济关系中表现出现代社会的内在结构，或

者说表现出处在资本的各种关系的总体上的资本。

现在要问：从土地所有权过渡到雇佣劳动是怎样进行的？（从

雇佣劳动过渡到资本是自发进行的；因为资本在这里是回到了它

的能动的基础。）从历史上来看，这种过渡是不容争辩的。它已经

包含在［现代］土地所有权是资本的产物这一事实中。因此我们

看到，凡是在土地所有权由于资本对较早的土地所有权形式发生

作用而转化为货币地租（这种情况在现代农民被创造出来的地方，

３３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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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以另一种方式发生），因而与此同时资本经营的农业转化为企业

化农业的地方，无地农民、农奴、徭役农民、世袭租佃者、茅舍

贫农等等就必然转化为短工、雇佣工人；可见，雇佣劳动就其总

体来说，起初是由资本对土地所有权发生作用才创造出来的，后

来在土地所有权已经作为形式形成以后，则是由土地所有者自己

创造出来的。这时，正如斯图亚特所说的１２３，土地所有者本身清扫

土地上的过剩人口，把大地的儿女从养育他们的怀抱里拉走，于

是，甚至按性质来说是直接生存源泉的土地耕作，也变成了纯粹

依存于社会关系的间接生存源泉。（在能够设想现实的社会集体性

之前，首先必须以纯粹的形式造成相互的依赖性。一切关系都是

由社会决定的，不是由自然决定的。）只有这样，科学的应用才有

可能，全部生产力才能发展。

因此，毫无疑问，典型形式的雇佣劳动，即作为扩展到整个

社会范围并取代土地而成为社会立足基地的雇佣劳动，起初是由

现代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就是说，是由作为资本本身创造出

来的价值而存在的土地所有权创造出来的。因此，土地所有权反

过来导致雇佣劳动。从一方面来看，这不外是雇佣劳动从城市转

到农村，即雇佣劳动扩展到社会的整个范围。旧式的土地所有者，

如果他是富有的，不需要资本家就能转变成现代土地所有者。他

只要把他手下的劳动者变成雇佣工人，并且不是为收入而是为利

润进行生产就行了。于是，他一身兼任现代租地农场主和现代土

地所有者。但是，他取得收入的形式的改变，或者劳动者得到报

酬的形式的改变，这不是形式上的区别，而是以（农业）生产方

式本身的全面改造为前提的，因而前提条件是以产业、商业和科

学的一定发展，简言之，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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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一般说来，以资本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不仅在

形式上不同于其他生产方式，而且也要以物质生产的全面变革和

发展为前提。虽然作为商业资本的资本没有土地所有权的这种改

造也能充分发展（只是在量上没有这么大），但是作为产业资本的

资本就做不到这一点。甚至工场手工业的发展也要以旧的土地所

有权的经济关系开始解体为前提。另一方面，新的形式，就其总

体和广度来说，只有在现代工业发展到一定高度时才会从这种局

部的解体中产生，但是现代农业、与它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与

它相适应的经济关系越是发展，现代工业本身的发展也就越快。因

此，英国在这方面是其他大陆国家的榜样。

同样，如果说工业的最初形式，即大工场手工业，已经以土

地所有权的解体为前提，那么这种解体又要取决于在城市中发生

的、还处于不发达（中世纪）形式上的资本的比较从属性的发展，

同时也取决于其他国家随商业一道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所产生

的影响（如荷兰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上半叶对英国就产生过这

种影响）。在这些国家里，旧土地所有权解体的过程已经完成，农

业已经为畜牧业而牺牲，而谷物则从落后国家例如从波兰等等进

口（荷兰又可以作为例子）。

必须考虑到，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是从无中发展起来的，

也不是从空中，又不是从自己产生自己的那种观念的母胎中发展

起来的，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发展过程内部和流传下来的、传统的

所有制关系内部，并且与它们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如果说，在

完成的资产阶级体制中，每一种经济关系都以具有资产阶级经济

形式的另一种经济关系为前提，从而每一种设定的东西同时就是

前提，那么，任何［ —２４］有机体制的情况都是这样。这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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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体制本身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

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

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有机体制在历史上就是这样向总体发

展的。它变成这种总体是它的过程即它的发展的一个要素。

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社会内部，现代生产关系，即资本，已

发展成总体，而这个社会又占领了新的领土，如象在殖民地那样，

那么这个社会，它的代表即资本家就会发现，他的资本没有雇佣

劳动就不再成为资本，因此，前提之一是不仅要有土地所有权一

般，而且要有现代土地所有权，这种土地所有权作为资本化的地

租十分昂贵，从而排除了个人直接利用土地的可能性。威克菲尔

德的殖民理论１２４就是由此而来的，这个理论已由英国政府在澳大

利亚付诸实践了。在这里，地产被人为地抬高价格，以便使劳动

者成为雇佣工人，使资本起资本的作用，从而使新殖民地变成生

产的殖民地；使殖民地的财富发展起来，而不是象在美国那样，只

利用殖民地来在短期内提供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的理论对于正

确理解现代土地所有权是极端重要的。

这样，资本作为地租的创造者，重新回到作为资本总创造基

础的雇佣劳动的生产。资本从流通中出来，并且使劳动成为雇佣

劳动；资本就是这样形成的，并且，在发展成一个整体时，把土

地所有权既当作自己的条件又当作自己的对立面。不过这里表明，

资本由此只是把雇佣劳动作为自己的总前提创造出来。因此，现

在应当就雇佣劳动本身来考察。另一方面，在清扫领地和农业劳

动者变成雇佣工人的过程中，现代土地所有权本身最强有力地表

现出来了。

可见，向雇佣劳动的过渡是双重的。这是从肯定方面来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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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否定方面来看，资本只要确立了土地所有权，从而达到自己的

双重目的，也就是，（１）有了企业化的农业，从而发展了土地的

生产力，（２）有了雇佣劳动，也就是资本普遍地支配了农村，这

时，资本就把土地所有权本身的存在看成只是资本对旧土地所有

权关系发生作用所需要的暂时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上述关系解体

的产物；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一目的，这种暂时的发展过程就不

过是利润的限制，而不是生产所必需的东西了。因此，资本竭力

取消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所有权，力求把它转交给国家。这就是

否定方面。于是国内整个社会就要转化成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资本发展到怎样的范围，雇佣劳动也就发展到怎样的范围，结

果，一方面，为了简化关系、减轻赋税等等，工人力求以资产者

同样的形式把土地所有者当作赘瘤切除；另一方面，为了摆脱雇

佣劳动，为了成为直接为消费而劳动的独立生产者，工人要求分

割大地产。这样，土地所有权就从两方面被否定了：从资本方面

来的否定只是［私有权的］形式变化，其目的是达到资本的独裁。

（把地租变成一般的国债（国税），这样，资产阶级社会就以另一

种方式再现了中世纪的制度，不过它是作为中世纪制度的完全的

否定再现这一制度的。）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的否定只是对资本的隐

蔽的否定，从而是对雇佣劳动本身的隐蔽的否定。因此，现在要

把雇佣劳动当作与资本相独立的东西来考察。

因此，过渡是双重的：（１）肯定的过渡：从现代土地所有权，

或以现代土地所有权为媒介从资本过渡到一般的雇佣劳动；（２）否

定的过渡：资本否定土地所有权，这也就是资本否定独立价值，这

恰恰也就是资本自己否定自己。但是，它们的否定就是雇佣劳动。

接着就是从雇佣劳动方面来的对土地所有权的否定和由此对资本

７３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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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否定。也就是想使自己成为独立物的雇佣劳动。｝

｛市场——它最初在经济学上作为抽象的规定出现——采取

总体的形态。首先是货币市场。它包括票据市场；一般的借贷市

场；也就是货币经营业，金银条块市场。货币市场也通过银行

（例如在银行贴现业务的形式上）表现为货币借贷市场：借贷市场，

票据经纪人等等；货币市场还表现为一切有息证券市场：国债券

和股票市场。股票又分成几大类。首先是货币机构本身的股票：银

行股票；股份银行的股票；交通工具的股票（铁路股票最重要；运

河股票；轮船公司股票，电报局股票，公共马车公司股票）；一般

工业企业的股票（矿业股票最重要）。其次是公用事业企业股票

（煤气公司股票，自来水公司股票）。各式各样的企业的股票，千

差万别。保管商品的企业股票（船坞股票等等）。股票五花八门，

多不胜数，例如以股份为基础的各种工业公司或商业公司等企业

的股票。最后，作为全体的保证，有各种保险公司的股票。

正如市场整个来说分为本国市场和外国市场一样，国内市场

本身又分为本国股票、本国公债券等市场和外国公债券、外国

［ —２５］股票等市场。不过，所有这些情况其实属于世界市场，

世界市场不仅是同存在于国内市场以外的一切外国市场相联系的

国内市场，而且同时也是作为本国市场的构成部分的一切外国市

场的国内市场。

在一个国家内，货币市场集中在一个主要地方，而其余的市

场大多按照分工分散在各地；即使如此，如果首都同时是出口港，

在首都也会有相当大的集中。

与货币市场不同的各种市场首先是各不相同的，就象产品和

生产部门各不相同一样。这些各不相同的产品的主要市场在各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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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地点形成，这些地点所以成为中心地点，或者是由于进出口

的关系，或者是由于它本身要么是某种生产的中心，要么是这种

中心的直接供应地。但是，这些市场还要从单纯的各不相同进一

步多少有机地划分为几大类，而几大类市场又必然按照资本本身

的基本要素而划分为产品市场和原产品市场。生产工具本身不形

成特殊的市场；生产工具本身在市场上主要存在于如下形式上：首

先是作为生产资料出售的原料本身；其次特别是金属，因为金属

绝不会使人想到直接消费，再其次是象煤炭、油类、化学原料这

样的产品，它们作为辅助的生产资料是要消灭的。染料、木材、药

材等也是这样。

按照上面所说，可划分为：

．产品。（１）谷物市场及其各种细目，例如种子市场：稻

谷、西米、马铃薯等。这种市场在经济上非常重要；它既是为生

产服务的市场，又是为直接消费服务的市场。（２）殖民地产品市

场。咖啡、茶叶、可可、糖；烟草；香料（胡椒、辣椒、肉桂、桂

皮、丁香、姜、干豆蒄皮、肉豆蒄等）；（３）果实。杏仁、无核小

黑葡萄干、无花果干、李干、梅干、葡萄干、橘子、柠檬等。糖

蜜（用于生产等）；（４）食品。奶油；干酪；腌肉；火腿；猪油；

猪肉；牛肉（熏制）；鱼等。（５）酒。葡萄酒、罗木酒、啤酒等。

．原产品。（１）机器工业的原料。亚麻；大麻；棉花；丝；

原毛；兽皮；皮革；古塔波胶等；（２）化学工业的原料。碳酸钾；

硝石；松节油；硝酸钠等。

．同时作为生产工具的原料。金属（铜、铁、锡、锌、铅、

钢等）。木材。原木。建筑木材。染料木材。造船木材。辅助生产

资料和辅助材料。药材和染料（胭脂红、靛蓝等；树脂；脂油；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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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煤炭等）。

自然，每一种商品都必定要投入市场；但是，与另售商业不同，

真正形成大市场的，只有大量的消费品（在经济上具有重要意义的

只有谷物市场、茶叶、糖和咖啡市场；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葡萄酒市

场和酒精市场）或者还有作为工业原料的产品：原毛、丝、木材和金

属市场等。市场的抽象范畴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以后将会知道。｝

［（ｃ）］资本和劳动能力
１２５
的交换

工人和资本家的交换是简单交换；双方都得到一个等价物，一

方得到的是货币，另一方得到的是商品，这个商品的价格正好等

于为它支付的货币；资本家在这个简单交换中得到的是使用价值：

对别人劳动的支配权。从工人方面来看——在这个交换中工人表

现为卖者——很明显，对于他来说，也象对于任何其他商品即某

种使用价值的卖者一样，买者使用卖给自己的商品并不涉及关系

的形式规定。工人出卖的是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这种劳动是一

定的劳动，一定的技能等等。

资本家用工人的劳动做什么，这完全无关紧要，尽管他自然

只能根据劳动的一定性质使用劳动，而且他的支配权本身只限于

一定的劳动和一定的时间（若干劳动时间）。的确，计件劳动报酬

制度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工人得到了产品的一定份额。但这只是

计量时间的另一种形式（不说你劳动１２小时，而说你每件产品得

到多少报酬；也就是说，我们按产品的数量计量你劳动的时间），

这同我们这里考察一般关系完全无关。

即使资本家只满足于单纯的支配权，而不让工人实际劳动，例

如，把工人的劳动作为后备等等，或者为了从他的竞争者手里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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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这种支配权（例如剧院经理购买女歌手一个季度，不是为了让

她唱歌，而是为了不让她在竞争者的剧院里唱歌），交换还是完全

实现了。工人确实以货币形式得到了交换价值，得到了一定数量

的财富的一般形式，并且依照他得到的数量的多少，而在一般财

富中占有或大或小的份额。这个数量的多少是怎样确定的，他得

到的货币量是怎样计量的，这些和一般关系毫不相干，所以不能

从一般关系本身来说明。整个说来，他的商品的交换价值不是由

买者使用这个商品的方式决定的，而只能由商品本身中存在的物

化劳动量决定，在这里也就是说，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花费

的那个劳动量决定。因为工人提供的使用价值［ —２６］只是作

为他的身体的才能，作为他的身体的能力而存在，所以在身体之

外是不存在的。不仅为了从身体上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得以存在

的一般实体即工人本身所必需的那些物化劳动，而且为了把这个

一般实体改变得能够发挥特殊能力所必需的那些物化劳动，都是

物化在这个实体中的劳动。总之是用这个物化劳动来计量工人在

交换中得到的价值量即货币量。至于进一步阐述工资怎样象一切

其他商品一样由把工人本身生产出来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来计量，

还不属于现在考察的范围。

在流通中，如果我用商品交换货币，再用货币购买商品来满

足我的需要，行为就结束了。对工人来说，情况也是这样。但是

工人却有可能重新开始这样的行为，因为他的生命力是一种源泉，

他自己的使用价值在一定的时期，在使用价值耗尽以前，能够从

这个源泉中不断地重新产生出来，并且不断地同资本相对立，以

便重新开始这样的交换。工人象每一个作为主体处在流通中的个

人一样，是一种使用价值的所有者；他把这种使用价值换成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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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财富的一般形式，但这只是为了再把财富的一般形式换成商品，

换成他的直接消费对象，满足他的需要的资料。由于工人把他的

使用价值换成财富的一般形式，他就在他得到的等价物的界限内

——等价物的这种界限是量的界限，它当然会象在所有的交换中

一样转变为质的界限——成为一般财富的分享者。但工人并不是

受特殊物品的约束，也不是受满足需要的特殊方式的约束。工人

的享受范围并不是在质上受到限制，而只是在量上受到限制。这

就把工人同奴隶、农奴等等区别开了。

当然，消费会对生产本身起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不会影响

进行交换的工人，就象不会影响任何其他的商品卖者一样；从简单

流通的观点来看——我们还没有涉及到其他发展了的关系——倒

不如说，消费处于经济关系之外。不过现在可以顺便指出，工人享

受范围的相对的界限（只是量的而不是质的、而且只是由于量才引

起的质的界限），还会使工人作为消费者（在进一步阐述资本时，必

须更详细地考察消费和生产的关系）同例如古代或中世纪的劳动

者或亚洲的劳动者相比，具有完全不同的作为生产当事人的重要

性。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还不属于现在考察的范围。

同样，由于工人以货币形式，以一般财富形式得到了等价物，

他在这个交换中就是作为平等者与资本家相对立，象任何其他交

换者一样；至少从外表上看是如此。事实上这种平等已经被破坏

了，因为这种表面上的简单交换是以如下事实为前提的：工人与资

本家发生关系时是工人，是处在与交换价值不同的独特形式中的

使用价值，是同作为价值的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除

了交换关系——在这种交换关系中，使用价值的性质，商品的特殊

使用价值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之外，工人已经处在某种另外的

２４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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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上具有不同规定的关系中了。

但是，这种平等的外表却作为工人的幻想存在着，而且在对方

也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从而根本改变了工人的关系，使之不同于其

他社会生产方式中的劳动者。但是根本的东西，就是交换的目的对

于工人来说是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交换来的东西是直接的必需品，

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他得到的虽然是货币，但只是作为铸币来

用，即只是自行扬弃的、转瞬即逝的媒介。因而，他交换来的不是交

换价值，不是财富，而是生活资料，是维持他的生命力的物品，是满

足他的身体的、社会的等等需要的物品。这是以生活资料形式出现

的，以物化劳动形式出现的，用工人的劳动的生产费用来计量的一

定的等价物。

工人让出的是对自己劳动的支配权。另一方面，这也是事实：

铸币即使在简单流通范围内也会成为货币，因而，只要工人在交换

中得到铸币，他就可以把这些铸币积蓄起来等等，把它们从流通中

抽出，把它们不是作为转瞬即逝的交换手段，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

形式固定下来，从而把铸币转化为货币。从这方面可以说，工人在

和资本交换时的目的物——也就是他交换的产物——不是生活资

料，而是财富，不是某种特殊的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本身。从这

一点来说，就象财富只能表现为等价交换基础上的简单流通的产

物那样，工人只能把交换价值变为他自己的产物，也就是说，工人

要为了财富的形式而牺牲物质的欲望，即通过禁欲、节约、紧缩自

己的消费，做到从流通中取出的财物少于他提供给流通的财物。这

就是通过流通本身唯一可能产生的致富形式。

此外，禁欲还会在更积极的、不是简单流通所产生的形式上表

现出来：工人可以更多地放弃休息，放弃他作为工人的生活之外的

３４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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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生活，并且尽可能只是作为工人出现；这样就可以更经常地更

新交换行为，或在数量上扩大这种行为，也就是说，靠勤劳。由此可

见，在今天的社会里，勤劳、特别是节约、禁欲的要求，不是向资本

家提出的，而是向工人提出的，而且恰恰是由［ —２７］资本家提出

的。现代社会恰好提出了极其离奇的要求：应该实行禁欲的，不是

以致富为交换目的的人，倒是以生活资料为交换目的的人。有一种

幻想，以为资本家实际上是“节欲”的，似乎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成为

资本家，——这是一种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才有意义的要求和

想法，那时资本正从封建等等的关系中发展起来，——这种幻想已

被一切有健全判断能力的现代经济学家所抛弃。他们认为，工人应

当节约，并且围绕储蓄银行等等吵吵嚷嚷。

｛不过，关于储蓄银行，连经济学家们也承认，它们的真正目的

并不是财富，而只是更有目的的分配开支，使工人在年老或生病、

发生危机等情况下，不会成为贫民院、国家的负担，或者行乞（一句

话，负担要落在工人阶级自己身上，而决不要落在资本家身上，不

要依赖资本家的钱袋度日），也就是为资本家而节约，减少他们为

此支出的生产费用。｝

但是，经济学家都不否认，假如工人一般说来，也就是作为工

人（个别出类拔萃的工人所做或所能做的事情，只能作为例外，而

不能作为通例，因为这不属于关系本身的规定之内），作为通例，达

到了这种节约的要求，那么（撇开这对一般消费所带来的损害不

说，——消费的缩减会是巨大的，——因而也撇开对生产，对工人

和资本所能进行的交换的次数和数量，以及对他们作为工人本身

的损害不说），毫无疑问，工人所采用的手段就会毁灭他自己的目

的，而且必然会使工人降低到爱尔兰人的水平，降低到这样一种短

４４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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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水平，这种短工同资本交换的唯一对象和目的，就是维持动物

般的最低限度的需要和生活资料。

因此，如果工人不把使用价值当作自己的目的，而把财富当作

自己的目的，他就不仅得不到任何财富，而且除此之外还会失去使

用价值。因为作为通例，最高限度的勤劳即劳动和最低限度的消费

——而后者就是工人最高限度的禁欲和货币积累——所能产生的

结果，只会是工人付出最高限度的劳动而得到最低限度的工资。工

人经过努力只会降低他自己劳动的生产费用的一般水平，从而降

低劳动的一般价格。工人由于毅力、体力、耐性、吝啬等等，能够把

他的铸币转化为货币，这只是一种例外，是他的阶级和他存在的一

般条件的例外。

如果全体或多数工人过度勤劳（指的是现代工业中总的说来

还容许自由发挥的勤劳，不过在最重要和最发达的生产部门却不

存在这种情况），那么他们所增加的就不是他们的商品的价值，而

只是商品的数量；也就是对他们自己作为使用价值所提出的要求。

如果所有工人都积蓄，那么工资的普遍降低就会很快使他们退回

到应有的水平，因为工人普遍积蓄就会向资本家表明：工人的工资

普遍过高了，他们得到的工资超过了他们的商品——即对他们劳

动的支配权——的等价物。简单交换——工人和资本家就是处于

这种关系中——的实质恰恰在于，任何人投入流通的并不比他取

出的多，而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也只能和他投入的一样多。

个别工人的勤劳所以能够超过一般水平，超过维持工人生活

所必需的程度，只是因为另一个人在这个水平之下，比较懒惰一

些；他所以能够积蓄，只是因为另一个人浪费，而且只有当另一个

人浪费时，他才能够积蓄。平均起来说，工人通过节约所能做到的，

５４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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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多是能够较好地承受价格的调整——价格的涨落，价格的循环

变动；也就是说，只是更合乎目的地分配自己的享受，而不是赚取

财富。这也正是资本家本来的要求。工人在营业兴旺时应该节约，

以便在营业不振时能够勉强维持生活，忍受开工不足或工资降低

等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会降得更低。）可见，这就是要求工人

始终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享受，减轻资本家在危机时的负担等等。

工人应该作为纯粹的工作机被支付报酬，而且应该尽可能自己支

付自己的磨损。至于这种情况造成了工人纯粹牲畜般的处境，这里

就不用谈了——这种处境使工人根本没有可能去谋求一般形式的

财富，即作为货币，作为积累货币的财富。

（工人参与更高一些的享受，以及参与精神享受——为自身利

益进行宣传鼓动，订阅报纸，听讲演，教育子女，发展爱好等等——

这种使工人和奴隶区别开来的分享文明的唯一情况，在经济上所

以可能，只是因为工人在营业兴旺时期，即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

行积蓄的时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

撇开这些不谈。如果工人真的用禁欲的方法进行了储蓄，从

而为流氓无产阶级、小偷等等（这些人会与需求成比例地增加）积

累了奖金，而且，如果工人的积蓄超过了官方储蓄银行贮金柜的

容纳量，——这种官方储蓄银行付给工人最低利息，以便让资本

家从工人的存款中赚取巨额利息，或者让国家吃掉这些存款，这

样，工人只是加强了自己敌人的力量和他自己的依附地位，——

那么，工人要能保存这些积蓄并使它们带来收入，就只有把它们

存入一般银行等等，这样一来，在繁荣时期工人放弃了一切生活

享受，从而增加了资本的力量，而以后在危机时期工人又会失去

自己的存款；可见，不管怎样，工人都不是［ —２８］为自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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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而是为资本节约。

再者，即使所有这些并不是资产阶级“博爱”的伪善词句，——

这种“博爱”只是用“虔诚的愿望”来款待工人而已，——那么，每个

资本家虽然要求他的工人节约，但也只是要求他的工人节约，因为

他的工人对于他来说是工人，而决不要求其余的工人大众节约，因

为其余的工人大众对于他来说是消费者。因此，资本家不顾一切

“虔诚的”词句，却是寻求一切办法刺激工人的消费，使自己的商品

具有新的诱惑力，强使工人有新的需求等等。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

个方面正好是重要的文明因素，资本的历史的合理性就是以此为

基础的，而且资本今天的力量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和消费的

这种关系，要在《资本和利润》等部分，或者在《资本的积累和竞争》

部分，才加以阐述。）

不过，所有这一切外在的表面见解在这里所以合适，只是因

为它们证明了：伪善的资产阶级博爱要求是自相矛盾的，因而，这

些伪善的要求恰好证明了它们应该去反驳的观点，即工人在同资

本的交换中处于简单流通的关系之中，因而他得到的不是财富，而

是生活资料，是用于直接消费的使用价值。关于积蓄的要求同资

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相矛盾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简单反思中看

出来①：如果工人的积蓄不再是流通的单纯产物，不再是只有迟早

７４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① 最近常常有人自鸣得意地提出要求，要让工人分享一定份额的利润，关于这

一点放在工资那一篇里谈。至于特殊津贴，它只能作为常规的例外来达到自

己的目的，而且在事实上，可以提到的也只限于，为维护雇主的利益反对工

人阶级的利益，而收买个别监工等等，只限于收买职员等等，一句话，这种

津贴已经不再发给普通工人，因而也不再适用于一般关系了。或者，这是一

种特殊的手法，用来欺骗工人，在以营业状况为转移的更不可靠的利润形式

下非法扣除工人的一部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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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财富的实体内容、变为享受品时才能实现的积蓄的货币，那

么，积累的货币本身就必然会变为资本，也就是说，必然会购买

劳动，把劳动当作使用价值来对待。这样一来，这些积蓄又要求

本身不是资本的那种劳动，要求劳动变成自己的对立物——非劳

动。工人的积蓄要变成资本，本身就要求劳动作为非资本来同资

本相对立；于是，在一个环节上被扬弃的对立又在另一个环节上

重新建立起来。

因此，如果在最初的关系本身中，工人交换的对象和产物——

作为单纯交换的产物，它不可能是别的产物——不是使用价值，不

是生活资料，不是满足直接需要，不是从流通中抽出被投入流通的

等价物以便通过消费来消灭它，那么劳动就不是作为劳动，不是作

为非资本，而是作为资本来同资本相对立了。但是，如果劳动不同

资本相对立，那么资本也不能同资本相对立，因为资本只有作为非

劳动，只有在这种对立的关系中，才成为资本。可见，在这种情况

下，资本的概念和关系本身也就被消灭了。

当然谁也不否认，独立劳动的所有者彼此交换的状态是存在

的。但这种状态不是资本本身已经得到发展的社会状态，因而这种

社会状态到处都因资本的发展而被消灭。资本只有把劳动当作非

资本，当作单纯的使用价值，才能使自己成为资本。

（作为奴隶，劳动者具有交换价值，具有价值；作为自由工人，

他没有价值；只有通过同工人交换而得到的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

才具有价值。不是工人作为交换价值同资本家相对立，而是资本家

作为交换价值同工人相对立。工人没有价值和丧失价值，这是资本

的前提和自由劳动的条件。兰盖认为这是一种退步１２６；他忘记了，

由此工人在形式上被看作人，他除了自己的劳动以外，本身还是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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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东西，他只是把他的生命活动力当作他自己谋生的手段来让渡。

只要劳动者本身具有交换价值，产业资本本身就不可能存在，也就

是说，根本不可能存在发达的资本。与资本相对立的，必须是作为

单纯使用价值的劳动，这种使用价值被它的所有者本身当作商品

提供出来与资本交换，与它的交换价值交换，与铸币交换，当然，铸

币在工人手中只有作为一般交换手段来用才是现实的，否则它就

消逝了。）好吧。

可见，工人只处于简单流通、简单交换的关系之中，他用他的

使用价值得到的只是铸币；他得到的是生活资料，但这些生活资料

是间接得到的。我们已经看到，这种间接形式对这种关系具有本质

的意义，并且是它的特征①。工人可以进一步把铸币变为货币，进

行积蓄，这种情况恰恰只是证明，工人的关系是简单流通关系；他

可以或多或少进行积蓄，但是他超不出简单流通的范围，他只能通

过暂时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来实现所积蓄的款项。重要的是，——

而且这一点会影响关系本身的规定，——由于货币是工人交换的

产物，所以一般财富会作为幻想激励着工人，使工人有进取精神。

与此同时，由于这种情况，不仅在形式上开辟了任意来实现……的

场所［ —２９］

［………………………………………………………………………

］② …………………………………………………………………

９４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①

② 手稿第 本缺最后一页，即２９页。根据马克思后来为他自己的稿本写的《提

要》中的如下一段话，可以判断出这一页的内容。这段话是：“资本只是作为物

的权力同工人对立。不带有人的性质。和提供服务不同。工人同资本交换的

目的是消费。工人总是必须重新开始。劳动是工人的资本。”（见本卷下

册）——编者注

见本册第２４０—２４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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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
１２７
是同一主体的过程，例如说，眼睛的实体是视

力的资本等等。这种按照某种类比任意把一切东西拉扯在一起的

美文学的言辞，在第一次说出来的时候，看起来甚至是富有才华

的，而且越是把极不同类的东西混为一谈，就越显得如此。如果重

复这样说，而且自鸣得意地当作有科学价值的名言来重复，那么这

些言辞简直就是愚蠢的。这些言辞只有对于蹩脚的美文学家和信

口开河的饶舌家们才是有用的，这些人总爱用他们象甘草一样甜

的肮脏东西来涂饰一切科学。

只要工人能够劳动，劳动总是工人进行交换的新的源泉，——

不是一般交换，而是同资本交换，——这是由概念规定本身得出来

的，按照这种概念规定，工人出卖的只是对自己劳动能力的定时的

支配权，因此，只要工人得到相当数量的物质，能够再生产他的生

命活动力，他就可以不断重新开始交换。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巧于粉

饰的献媚者们，对于工人只要睡足吃饱就会活下去，因而可以每天

重复一定的生活过程这一点，无须表示惊讶，也无须把这些算作资

本对工人的伟大功绩，相反，他们倒是应该看到：工人在不断重复

劳动之后，仍然只能拿自己的直接的活劳动本身去交换。［过程

的］重复本身实际上只是表面现象。工人同资本进行交换的，是他

例如在二十年内可以耗尽的全部劳动能力。资本给工人的全部劳

动能力的报酬不是一次付清，而是象工人把劳动能力分期提供给

资本支配一样，分期支付，例如按周支付。可见，这丝毫也不会改变

事情的本质，并且绝对没有理由得出结论说，因为工人必须休息

１０—１２小时才能重复他的劳动和他同资本的交换，所以劳动就构

成工人的资本。实际上在这里被理解为资本的东西，是工人劳动的

界限，是工人劳动的中断，就是说，工人不是永动机。争取十小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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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法案等等的斗争
１２８
证明，资本家最大的愿望是让工人尽可能

不间断地挥霍他那份生命力。

现在我们来研究第二个过程，即在这种交换之后劳动和资本

之间形成的关系。在这里，我们只打算再补充一点，经济学家们自

己是这样表达上述论点的：工资是非生产的。他们所说的生产，当

然是指财富的生产。因为工资是工人和资本之间交换的产物，——

而且是这个行为本身产生的唯一产物，——所以经济学家们认为，

工人在这个交换中没有生产财富，既不为资本家生产财富，也不为

工人生产财富：工人不为资本家生产财富，因为对资本家来说，为

使用价值而支出货币——而且这种支出是资本在这种关系中的唯

一职能——是放弃财富，不是创造财富，因而资本家力图尽可能少

支出一些；工人也不为自己生产财富，因为工资给他创造的只是生

活资料，只是他的个人消费的或多或少的满足，而决不是财富的一

般形式，决不是财富。

工人在同资本的交换中不能生产财富，还因为工人出卖的商

品的内容决不会使商品超出流通的一般规律：工人通过他投入流

通的价值，只能以铸币为媒介取回一个等价物，这个等价物处在另

一种为他所消费的使用价值的形式上。当然，这样的行动决不会使

人致富，而必然会使行动的完成者在过程终了时恰好回到他最初

的出发点。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①，这种情况并不排除工人直接满

足需要的范围可以有一定的伸缩，而是包含着这种伸缩。另一方

面，如果资本家——他在这个交换中还完全不是作为资本家出现，

而只是作为货币出现——不断地重复这种行为，他的货币似乎很

１５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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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就会被工人吃光，而且他［ —９］会把这些货币浪费在一系列的

其他享受上，——修裤子、擦皮靴，——一句话，浪费在他所接受的

服务上。无论如何，重复这种行动的可能性正是要由资本家钱袋的

大小来计量。这种重复不会使资本家致富，就象为他的贵体而把货

币花费在其他使用价值上不会使他致富一样，众所周知，这些使用

价值给资本家带来的不是收入而是支出。

虽然在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在两者之间交换的这种最初关

系中，工人购买交换价值，资本家购买使用价值，而且劳动不是作

为某一种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一般使用价值同资本相对立，但是资

本家得到的却是财富，工人得到的却只是在消费中消失的使用价

值，这种情况似乎很奇怪。｛凡是涉及资本家方面的问题，在分析第

二个过程时再说明。｝这表现为辩证法，它恰好转变为人们所期待

的东西的反面。但是更进一步的考察表明，用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换

的工人，在交换过程中完成的是Ｗ—Ｇ—Ｇ—Ｗ 这种形式。如果我

们在流通中从商品出发，从作为交换原则的使用价值出发，那么我

们必然会再回到商品，因为货币只是表现为铸币，而且作为交换手

段只是转瞬即逝的媒介；而商品本身在完成自己的循环之后，则作

为需要的直接对象被消费。另一方面，资本代表相反的运动Ｇ—

Ｗ—Ｗ—Ｇ。

所有权同劳动相分离表现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必

然规律。作为非资本本身的劳动是：

（１）从否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非物化］劳动（本身还是对象的

东西；在客观形式上是非对象的东西）。作为这样的东西，劳动是非

原料，非劳动工具，非原产品：是同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相分

离的，同劳动的全部客观性相分离的劳动。是抽掉了劳动的真正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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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的这些要素而存在的活劳动（同样是非价值）；这是劳动的完

全被剥夺，缺乏任何客体的、纯粹主体的存在。是作为绝对的贫穷

的劳动：这种贫穷不是缺少物质财富，而是完全被排除在物质财富

之外。或者也可以说：是作为现存的非价值，因而是没有媒介而存

在的纯粹对象性的使用价值，这种对象性只能是不脱离人身的，只

能是同人的直接肉体结合在一起的对象性。因为这种对象性是纯

粹直接的，它也就同样直接是非对象性。换句话说，不是在个人本

身的直接存在之外的对象性。

（２）从肯定方面看的非对象化［非物化］劳动，非价值，或者说，

自己对自己的否定性，劳动是劳动本身的非对象化的存在，因而是

劳动本身的非对象的，也就是主体的存在。劳动不是作为对象，而

是作为活动存在；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存

在。劳动这种一般财富同资本相反，资本是作为对象即作为现实性

而存在的一般财富，劳动则表现为一般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种可

能性在活动中得到实现。因而，一方面，劳动作为对象是绝对的贫

穷，另一方面，劳动作为主体，作为活动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这两

点决不是矛盾的，更确切些说，在每个方面都互相矛盾的这两点是

互为条件的，并且是从劳动的下述本质中产生出来的：劳动作为资

本的对立物，作为与资本对立的存在，被资本当作前提，另一方面，

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

在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方面，还应该注意的最后一点是：劳动

作为同表现为资本的货币相对立的使用价值，不是这种或那种劳

动，而是劳动本身，抽象劳动，同自己的特殊规定性绝不相干，但是

可以有任何一种规定性。当然，对于构成一定资本的特殊实体来

说，必须有作为特殊劳动的劳动与之相适应；但是，因为资本本身

３５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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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自己实体的任何一种特殊性都毫不相干，并且它既是所有这些

特殊性的总体，又是所有这些特殊性的抽象，所以，同资本相对立

的劳动在主体上也潜在地包含有同样的总体和抽象。例如，在行会

的、手工业的劳动条件下，资本本身还具有有限的形式，还完全局

限于一定的实体，因而还不是作为资本的资本，那时劳动还只是表

现为局限于它的特殊规定性的东西，而不象劳动同资本对立时那

样表现为总体和抽象。在后面这种情况下，劳动虽然在每一个别场

合是一定的劳动，但是资本可以使自己同每个一定的劳动相对立；

从可能性来说，同资本相对立的是所有劳动的总体，而究竟哪一种

劳动同资本相对立则是偶然的事情。

另一方面，工人劳动的规定性对于工人本身是全无差别的；这

种规定性本身是工人不感兴趣的，只要是劳动，并且作为劳动对资

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就行。［ —１０］充当这种劳动——即作为资本

的使用价值的劳动——的承担者，这就是工人的经济性质；他是同

资本家对立的工人。手工业者、行会会员等等的经济性质就不是这

样，他们的经济性质恰恰在于他们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以及他

们同一定的师傅所发生的关系等等。

因此，这种经济关系——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一种生产关系的

两极所具有的性质——随着劳动越来越丧失一切技艺的性质，也

就发展得越来越纯粹，越来越符合概念。劳动的特殊技巧越来越成

为某种抽象的、无关紧要的东西，而劳动越来越成为纯粹抽象的活

动，纯粹机械的，因而是无关紧要的、同劳动的特殊形式漠不相干

的活动；单纯形式的活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单纯物质的活动，同形

式无关的一般意义的活动。这里再一次表明：生产关系的即范畴的

（这里指资本和劳动的）特殊规定性，只有随着特殊的物质生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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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发展和在工业生产力的特殊发展阶段上，才成为真实的。（总

之，这一点在以后谈到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关系时应该特别加以阐

述，因为这一点在这里已经包括在关系本身中了，而在考察交换价

值、流通、货币这些抽象规定时，这一点还更多地属于我们的主观

反思。）

［（ｄ）］包括在资本中的劳动过程

现在我们来看看过程的第二方面。如果是一般说的交换过程，

那么资本（或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交换现在是完成了。现在接下

去考察资本同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的关系。劳动不仅是同

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而且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作为物化价

值的价值非存在，劳动是非物化价值的价值存在，是价值的观念存

在；它是价值的可能性，并且作为活动是价值的创造。与资本相对

立的劳动，是单纯抽象的形式，是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单纯可能性，

这种活动只是作为才能，作为能力，存在于工人的身体中。然而，通

过同资本的接触，这种能力成为实际的活动，——它不能自己进行

活动，因为它没有对象，——从而成为实际创造价值的生产活动。

就资本来说，这种活动只能是资本本身的再生产——保存和增殖

资本这种实际的和有效的价值，而不是象在货币身上表现出来的

那样，仅仅是想象的价值。资本通过同工人交换，占有了劳动本身；

劳动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它现在作为有生产能力的生命力，对资

本现存的、因而是死的对象性发生作用。

资本是货币（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但已不再是存在于同交

换价值的其他实体并存的特殊实体中的货币，因而不再是从交换

价值的其他实体中排除出来的货币；而是在一切实体中，在物化劳

５５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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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任何形式和任何存在方式的交换价值中保持自己观念规定的

货币。资本作为存在于物化劳动的一切特殊形式中的货币，只要现

在同非物化的、作为过程和行为而存在的活劳动一起进入过程，那

么资本首先就是它存在的实体同它现在又作为劳动存在的形式之

间的这种质的区别。正是在形成和扬弃这种区别的过程中资本本

身成为过程。

劳动是酵母，它被投入资本，使资本发酵。一方面，资本借以存

在的对象性必须被加工，即被劳动消费；另一方面，作为单纯形式

的劳动，其纯粹主体性必须被扬弃，而且劳动必须被物化在资本的

物质中。资本（按其内容来说）对劳动的关系，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

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资本在劳动面前表现为某种被动的东西，

正是资本的被动存在作为特殊实体同作为造形活动的劳动发生关

系——一般只能是劳动对它的对象性的关系，劳动对它的物质的

关系（所有这些，在交换价值一章以前研究生产一般的第一章中就

应该说明）；物质，物化劳动，对于作为活动的劳动来说只有两种关

系：一种是作为原料，即无形式的物质，作为劳动的创造形式的、有

目的的活动的单纯材料；另一种是作为劳动工具，即主体活动用来

把某个对象作为自己的传导体置于自己和对象之间的那种物质手

段１２９。

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所提到的［与活劳动相对立的物化劳动］作

为产品的规定，还完全不属于这里的考察范围，它是同原料和劳动

工具不同的规定。产品表现为资本的被动内容和作为活动的劳动

之间的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不表现为这个过程的前提。产品作为

前提，跟原料和劳动工具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对象同劳动的关系，

因为原料和劳动工具作为价值实体，本身已经是物化劳动，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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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价值实体决不是特殊的自然实体，而是物化劳动。物化劳动本

身［ —１１］在与活劳动的关系中又表现为原料和劳动工具。如果

考察单纯的生产行为本身，那么劳动工具和原料可以表现为自然

界现成的东西，因此只需要占有它们，也就是说，把它们变为劳动

的对象和资料，而这本身还不是劳动过程。因而，对这样的原料和

劳动工具来说，产品表现为某种不同质的东西，产品不仅仅表现为

劳动借助于工具对材料发生作用的结果，而且在它们之旁表现为

劳动的最初的物化。但是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原料和劳动工具本

身已经是物化劳动，因而是产品。

这还没有穷尽［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因为，例如在完全没有交

换价值，因而不存在资本的生产中，劳动产品也可以成为新劳动的

资料和对象。例如，在纯粹为了使用价值而进行生产的农业中就是

这样。猎人的弓，渔夫的网，总之，最原始的状态已经要以下面这样

的产品为前提：这种产品不再被看作产品，而是变成了原料，或者

特别是变成了生产工具，因为这本来就是产品表现为再生产资料

的最初的特有形式。可见，这种关系决没有完全包括原料和劳动工

具借以表现为资本本身要素的那种关系。

此外，经济学家们还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把产品当作资本实体

的第三种要素塞进来。这种产品，既要退出生产过程，又要退出

流通，并且要成为直接的个人消费品，舍尔比利埃把它叫作生活

资料基金１３０。就是说，这是这样的产品，它们是使工人作为工人活

着，并且使他们在生产期间在新产品创造出来之前能够生活的前

提。资本家所以具有保证工人这样生活的能力，是由于：资本的

每一个要素都是货币，它作为货币可以从作为财富一般形式的自

身转化为财富物质，转化为消费品。因此，经济学家们所说的

７５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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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资料基金”只同工人有关；也就是说，这种基金是以消费品

形式，以使用价值形式表现出来的货币，这种货币是工人在他们

和资本家进行交换的行为中从资本家手里得到的。但是，这属于

［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第一个行为。至于第一个行为同第二个行为

的联系，这里还没有谈到。由生产过程本身决定的唯一的划分，是

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区别所造成的最初的划分，即原料和劳动

工具的划分。经济学家们混淆这些规定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

不能不混淆资本和劳动关系的这两个因素，也不敢确定它们的特

有区别。

于是，原料被消费了，因为它被劳动改变了，塑形了；劳动工具

被消费了，因为它在这个过程中被使用，受到了磨损。另一方面，劳

动也被消费了，因为劳动被使用，被推动，因而工人的一定量体力

等等被耗费了，结果是工人精疲力尽。但是劳动不仅被消费，而且

同时从活动形式转变为对象形式，静止形式，在对象形式中被固

定，被物化；劳动在转变为对象时，改变着自己的形态，从活动变为

存在。过程的终点是产品，在这个产品中，原料表现为同劳动结合

在一起，劳动工具由于变成劳动的现实传导体也从单纯可能性变

为现实性；但是，劳动工具本身由于它对劳动材料发生力学或化学

的关系，它也在它的静止形式上被消费。

过程的所有三个要素：材料、工具、劳动，融合成为一个中性的

结果——产品。同时，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的生产过程的各要素，

都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因而，整个过程表现为生产消费，也就是

表现为这样的消费，它的结局既不是无，也不是对象的简单主体

化，而是它本身再表现为某种对象。这种消费不是简单的物质消

费，而是消费本身的消费；在物质的扬弃中包含着这种扬弃的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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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因而是物质的肯定。创造形式的活动消费对象并且消费它自

己，但它消费的只是对象的既定形式，以便赋予对象以新的对象形

式，并且它只是在它的作为活动的主体形式中消费它自己。它在对

象上消费对象，——与形式无关，——而在活动中消费主体；它赋

予对象以形式，使自己物质化。但是作为产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

使用价值。

［ —１２］如果我们现在考察以上得到的结果，我们会发现：

第一，由于劳动被占有、被并入资本，——货币，即购买对工人

的支配权这个行为，在这里只表现为引起这个过程的手段，而不表

现为这个过程本身的要素，——资本开始发酵并且成为过程，成为

生产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作为整体来说，它作为活劳动不是

仅仅同作为物化劳动的自己发生关系，而由于这是物化劳动，它是

同作为单纯劳动对象的自己发生关系。

第二，在简单流通中，商品和货币的实体本身对于形式规定

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只要商品和货币仍然是流通的要素，情

况就是如此。商品，就它的实体来说，是作为消费（需要）对象

处于经济关系之外的；货币，就它的形式已经独立化来说，仍然

和流通有关系，但只是在否定意义上的关系，因而只是对流通的

这种否定的关系。只要货币自己固定下来，它也就消失在死的物

质性中，不再成为货币了。商品和货币是交换价值的两种表现，所

不同的只是作为一般交换价值和作为特殊交换价值的差别。这种

差别本身又纯粹是想象的，因为，不仅在实际流通中两种规定互

相交替，而且就它们本身来考察，货币本身是特殊商品，商品作

为价格来看又是一般货币。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区别。商品或货币，

只是因为并且只有当它不表现为另一种规定时，才表现为这一种

９５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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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而现在，在生产过程中，资本本身作为形式同作为实体的

自身区别开了。资本同时是这两种规定，并且同时是这两种规定

彼此的关系。但是：

第三，资本还只是自在地表现为这种关系。这种关系还没有表

现出来，或者说，这种关系本身只表现在两种要素之一，即物质要

素的规定之中，而这种物质要素自身作为物质（原料和工具）和作

为形式（劳动）是不同的，并且作为两者的关系，作为实际过程，本

身又只是物质的关系——是这样两种物质要素的关系，这两种要

素形成资本的内容，而不同于资本作为资本的形式关系。

如果我们就资本最初表现出来的与劳动不同的方面来考察资

本，那么资本在过程中只是被动的存在，只是物质的存在，在这种

存在中，使资本成为资本——即某种自为存在１３１的社会关系——

的形式规定完全消失了。资本只是从它的内容来说——作为一般

物化劳动——才进入过程；但是，资本是物化劳动这件事对于劳动

——而这种劳动同资本的关系形成过程——是完全无所谓的；而

且，资本只是作为对象，而不是作为物化劳动，进入过程，被加工

的。变成棉纱的棉花，或变成布的棉纱，或变成印染材料的布，它们

的存在对于劳动来说，只不过是已经存在的棉花、棉纱、布。就它们

本身是劳动产品，是物化劳动来说，它们根本不进入过程，只有作

为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物质存在，它们才进入过程。至于它们是怎

样获得这些属性的，这与活劳动同它们的关系完全无关；对于活劳

动来说，它们只是不同于活劳动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们是作为劳

动材料而存在。

只要从作为劳动前提的物质形式上的资本出发来考察，情况

就是如此。另一方面，只要劳动本身通过资本同工人相交换而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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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物质要素之一，劳动同资本本身的物质要素的区别就只是

物质的区别，资本的物质要素具有静止的形式，劳动具有活动的形

式。这种关系是资本的一个要素同另一个要素的物质关系，而不是

资本自己同两者的关系。

这样，一方面资本只表现为被动的对象，在其中一切形式关系

都消失了；另一方面资本只表现为简单的生产过程，资本作为资

本，作为与自己的实体不同的东西不进入这种过程。资本甚至也完

全没有以它本身固有的实体——即作为物化劳动，因为这是交换

价值的实体——表现出来，而只是以这个实体的自然存在形式表

现出来，在这个形式中，同交换价值，物化劳动，同作为资本的使用

价值的劳动本身的一切关系——因而同资本本身的一切关系——

都消失了。

从这方面［ —１３］来看，资本的过程和简单生产过程本身是

一致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作为资本的规定在过程形式中消失

了，就象作为货币的货币在价值形式中消失一样。从我们到目前为

止所考察的过程来说，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还根本

没有参加进来。被劳动当作原料和劳动工具消费掉的，不是资本

家。进行消费的也不是资本家，而是劳动。这样，资本的生产过程

并不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而是表现为一般生产过程，而且资本

与劳动不同，只表现在原料和劳动工具的物质规定性上。正是这个

方面——这并不仅仅是任意的抽象，而是在过程本身中进行的抽

象——被经济学家们牢牢抓住，以便把资本说成是一切生产过程

的必要要素。当然，他们这样做只是因为他们忘记了，应该注意资

本在这个过程中作为资本的行为。

在这里，恰好应当注意一个要素，它在这里不仅是从观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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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才产生出来的，而且是存在于经济关系本身之中的要素。在

第一个行为中，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劳动作为劳动，作为自

为存在的劳动，必然表现为工人。同样在这里，在第二个过程中，

资本本身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即所谓独立自在的价值（这一

点在货币中只是表现为倾向）。然而，自为存在的资本就是资本家。

诚然，社会主义者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而不是资本家。１３２在这

种情况下，资本被看作纯粹的物，而不是被看作生产关系，这种

生产关系的自身反映恰恰就是资本家。我当然可以使资本同单个

资本家分开，而且资本可以转移到另一个资本家手里。然而资本

家失去了资本也就失去了作为资本家的属性。可见，资本诚

然可以脱离单个资本家，但不能脱离那种与工人本身相对立

的资本家本身。同样，单个工人也可以不再是劳动的自为存在，他

可以通过继承、偷窃等等得到货币。但是，这时他就不再是工人

了。作为工人，他只是自为存在的劳动。（这一点以后还要进一步

阐述。）

［（Ｂ）］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１）］劳动转化为资本

凡在过程开始时不是作为过程的前提和条件出现的东西，在

过程结束时也不可能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一切作为前提和条件的

东西，在过程结束时则必然会出现。因此，如果说在以资本为前提

而开始的生产过程结束时，资本最后作为形式关系看起来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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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只能是由于资本贯穿整个过程的那些看不见的线被忽略

了。因此，让我们来考察一下这个方面。

第一个结果是：

（α）由于劳动并入资本，资本便成为生产过程；但它首先是物

质生产过程；是一般生产过程，因此，资本的生产过程同一般物质

生产过程没有区别。它的形式规定完全消失了。由于资本把它的

物质存在的一部分同劳动相交换，它的物质存在本身就在自己内

部分为物和劳动；两者的关系构成生产过程，或者说得更确切一

些，构成劳动过程。因此，在价值之前出现的、作为出发点的劳动过

程——这种劳动过程，由于它的抽象性、纯粹的物质性，同样是一

切生产形式所共有的——又在资本内部表现为在资本的物质中进

行的过程、构成资本内容的过程。

（就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这种形式规定的消失也只是一种假

象，这一点以后将加以说明。）

资本是价值，作为过程首先表现为简单生产过程，即不带有任

何特殊经济规定性的生产过程，一般生产过程；就这方面而言，可

以说——这要看注意力放在简单生产过程的哪一特殊方面而定

（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简单生产过程本身决不是以资本为前提的，

而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资本是产品，或者说，资本是劳

动工具或者也是劳动原料。其次，如果把资本又理解成作为物质或

者只是作为手段而同劳动相对立的一方，那就完全有理由说，资本

是非生产的１３３，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恰恰只是被看作与劳动对

立的物，被看作物质；只是被动的东西。不过，正确的说法是，资本

不是作为一方出现，不是作为一方本身特有的差别出现，也不是作

为单纯的结果（产品）出现，而是作为简单生产过程本身出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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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现在表现为资本的自我运动的内容。

        

［ —１４］｛什么是生产劳动或非生产劳动，自从亚当·斯密作

出这一区别１３４以来反复争论过多次的这个问题，必须从对资本本

身的不同各方的分析中得出结论。生产劳动只是生产资本的劳动。

例如西尼耳先生问道（至少是有类似的意思），钢琴制造者要算是

生产劳动者，而钢琴演奏者倒不算，虽然没有钢琴演奏者，钢琴也

就成了毫无意义的东西，这不是岂有此理吗？１３５但事实的确如此。

钢琴制造者再生产了资本；钢琴演奏者只是用自己的劳动同收入

相交换。１３６但钢琴演奏者生产了音乐，满足了我们的音乐感，不是

也在某种意义上生产了音乐感吗？事实上他是这样做了：他的劳动

是生产了某种东西；但他的劳动并不因此就是经济意义上的生产

劳动；就象生产了幻觉的疯子的劳动不是生产劳动一样。劳动只有

在它生产了它自己的对立面时才是生产劳动。因此，其他经济学家

就把所谓非生产劳动者说成是间接生产劳动者。例如，钢琴演奏者

刺激生产；部分地是由于他使我们的个性更加精力充沛，更加生气

勃勃，或者在通常的意义上说，他唤起了新的需要，而为了满足这

种需要，就要用更大的努力来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这种说法已经

承认：只有生产资本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此，没有做到这一点

的劳动，无论怎样有用，——它也可能有害，——对于资本化来说，

不是生产劳动，因而是非生产劳动。

其他经济学家说，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不应当同生

产相联系，而应当同消费相联系。完全相反。烟草的生产者是生产

的，而烟草的消费是非生产的。为非生产消费进行的生产和为生产

消费进行的生产同样都是生产的；这两种生产总是要以它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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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再生产资本为条件。因此，马尔萨斯（ ，４０）１３７说得很对：“生产

劳动者是直接增加自己主人财富的人。”

这至少从一方面来看是对的。但这种说法太抽象，因为这种说

法对于奴隶也同样适用。与工人相对的“主人的财富”，是与劳动相

对的财富形式本身，即资本。生产工人是直接增加资本的人。｝

［ —１４］

        

［ —１４］（β）现在来考察一下形式规定这方面，看它在生产过

程中是怎样保存和变化的。

劳动只有对资本来说才是使用价值，而且就是资本本身的使

用价值，也就是使资本自行增殖的媒介活动。再生产自己价值和增

殖自己价值的资本，是作为过程即价值增殖过程的独立的交换价

值（货币）。因此，劳动对于工人来说不是使用价值；因此，劳动对于

工人来说不是生产财富的力量，不是致富的手段或活动。工人拿劳

动作为使用价值来同资本交换，因而资本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

货币同工人相对立。只是由于消费劳动，资本在与工人的关系上才

是作为资本的资本，而这种消费最初是在这种交换以外并且不取

决于这种交换。劳动对于资本来说是使用价值，对于工人来说只是

交换价值，是现有的交换价值。劳动作为交换价值，是在同资本的

交换行为中，通过自身的出卖以换得货币而实现的。

一物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卖者本身毫无关系，而只与他的买者

有关。硝石可以用来制造火药的属性并不决定硝石的价格，而这种

价格是由硝石本身的生产费用决定的，由物化在硝石中的劳动量

决定的。在使用价值以价格的形式加入的流通中，使用价值的价值

不是流通的结果，虽然它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实现；它是流通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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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只是通过同货币相交换才得到实现。

劳动也是这样，由工人作为使用价值卖给资本的劳动，对于工

人来说，是他要实现的属于他的交换价值，不过这个交换价值是在

这种交换行为以前已经决定了的，是交换的前提条件，就象任何其

他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需求和供给决定的，或者一般来说——我

们在这里也只能一般来说——是由生产费用，即生产出工人的劳

动能力所需的物化劳动量决定的，因而工人要把它作为等价物收

回。

可见，［ —１５］在与资本家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实现的劳动的

交换价值，是预先存在的，预先决定了的，它所经历的仅仅是任何

一个只在观念上存在的价格在实现自身时都要发生的形式变化。

劳动的交换价值不是由劳动的使用价值决定的。对于工人本身来

说，劳动所以具有使用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于

它生产交换价值。对于资本来说，劳动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

于它是使用价值。劳动不是对工人本身来说，而只是对资本来说，

才是不同于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因此，工人换出的劳动是简

单的、预先决定的、由已经过去的过程决定的交换价值——工人换

出的劳动本身是物化劳动；工人所以能换出劳动，只是由于它已经

是一定量劳动的物化，因此，它的等价物已经是确定了的，是已知

的。

资本换进的这种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

增加财富的活动。可见，很明显，工人通过这种交换不可能致富，

因为，就象以扫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一样，工人

也是为了一个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出卖劳动的创造力。

相反，我们往下就会知道，工人必然会越来越贫穷，因为他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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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创造力作为资本的力量，作为他人的权力而同他相对立。他

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让渡出去；而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

量占有。可见，劳动和劳动产品所有权的分离，劳动和财富的分

离，已经包含在这种交换行为本身之中。作为奇特的结果出现的

东西，已经存在于前提本身之中。经济学家们或多或少地凭经验

表达了这一点。

因此，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总

之，他的劳动如果不是能力，而是运动，是实际的劳动，就会是

这样的；相反，资本是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

（至少，价值增殖的可能性是由此产生的；是作为劳动和资本交换

的结果出现的。这种关系只有在资本实际消费他人劳动的生产行

为本身中才得到实现。）

劳动被工人作为预先存在的交换价值同货币形式的等价物相

交换，而这些货币又被工人用来同商品形式的等价物相交换，这

些商品由工人消费。劳动在这个交换过程中不是生产的；它只是

对资本来说才变成生产的；劳动只能从流通中取出它已经投入流

通的东西，即一个预定的商品量，而这既不是劳动本身的产品，也

不是劳动本身的价值。

西斯蒙第说，工人拿他们的劳动换取谷物，并消费这些谷物，与此同时，

他们的劳动“变成了他们主人的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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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０页）。

“工人以自己的劳动来交换，从而把劳动变成资本。”（同上，第１０５页）

“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家，他得到的只是对劳动价格的权利，而不

是对这一劳动的产品的权利，也不是对这一劳动加到产品上的价值的权利。”

（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５５—５６页）

“出卖劳动＝放弃一切劳动果实。”（同上，第６４页）

７６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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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也可

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任何增长，——例如科学、发明、劳

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

等，——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

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

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

劳动（活的、合乎目的的活动）转化为资本，从自在意义上

说，是资本和劳动交换的结果，因为这种交换给资本家提供了对

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以及对劳动的支配权）。这种转化只有在生产

过程本身中才得到实现。可见，关于资本是否是生产的这个问题，

是很荒谬的。在资本构成生产的基础，从而资本家是生产的指挥

者的地方，劳动本身只有在被资本吸收时才是生产的。正如商品

的一般交换价值固定在货币上一样，劳动的生产性也会变成资本

的生产力。与资本相对立的、自为存在于工人身上的劳动，也就

是在自己的直接存在中的、与资本相分离的劳动，是非生产的。作

为工人活动的劳动也是非生产的，因为它只加入简单的、仅仅在

形式上发生变化的流通过程。因此，有些人证明说，归于［ —

１６］资本的一切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的倒置，换位，这些人恰恰

忘记了，资本本身在本质上就是这种倒置，这种换位，而雇佣劳

动本身以资本为前提，因而从劳动方面来看，它也是这种变体；是

把这种劳动本身的力量变成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必要过

程。因此，［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要求保存雇佣劳动，同时又

要扬弃资本，这是自相矛盾和自相取消的要求。

其他一些人，如本身是经济学家的李嘉图、西斯蒙第等等则

说，只有劳动是生产的，而资本不是生产的。１３８但是他们不是把资

８６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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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看作处在独特形式规定性上的资本，看作自身反映的生产关系，

而只是想到资本的物质实体，原料等等。可是这种物质要素还不

能把资本变成资本。另一方面，他们其次又想到，资本从某一方

面来说又是价值，也就是某种非物质的东西，同它的物质构成无

关的东西。所以，萨伊说：

“资本始终是非物质的存在物，因为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种物质

的价值，在这个价值中没有任何物体的东西。”（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

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２９页）

或者，西斯蒙第说：

“资本是商业概念。”（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

论》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版第２卷第２７３页）

但是，后来他们又想到，资本终究是一种与价值不同的经济

规定，因为，否则就根本不必说资本和价值不相同了，并且一切

资本虽然都是价值，而价值本身还不是资本。于是他们又回到资

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形态上来找出路，例如李嘉图把资本说成

是生产新劳动时所使用的积累劳动，也就是单纯的劳动工具或劳

动材料。１３９在这个意义上，萨伊甚至说“资本的生产性服务”
１４０
，说

这种服务就是资本取得报酬的理由，好象劳动工具本身有权索取

工人的酬谢，好象它不是恰恰靠了工人才成为劳动工具，才成为

生产性的东西。劳动工具的独立性，即它的社会规定，即它的作

为资本的规定这样被当作前提，是为了推论出资本的索取权。蒲

鲁东所说的“资本有价值，劳动在生产”１４１，无非就是说，资本是

价值，而因为在这里除了说资本是价值以外，关于资本什么也没

有说，所以等于说价值是价值（判断的主词在这里不过是宾词的

别名）；至于劳动在生产，劳动是生产活动，这也就是说，劳动是

９６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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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因为劳动除了“生产”以外什么也不是。

非常明显，这些同义反复的判断并没有包含什么特别高深的

见解，它们尤其不可能表明价值和劳动所发生的关系，在这种关

系中，价值和劳动本身彼此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并不是相互并

存而毫不相干。劳动与资本对立而作为主体出现，即工人只是在

劳动的规定上出现，而劳动并不是工人本身，仅仅这一点就会打

开人们的眼界。撇开资本不谈，在这里存在着工人同他自己的活

动的联系、关系，这种关系决不是“自然的”，而是本身已经包含

着某种独特的经济规定。

在这里作为必须同价值和货币相区别的关系来考察的资本，

是资本一般，也就是使作为资本的价值同单纯作为价值或货币的

价值区别开来的那些规定的总和。价值、货币、流通等等，价格

等等，还有劳动等等也一样，都是前提。但是我们研究的既不是

资本的某一特殊形式，也不是与其他各单个资本相区别的某一单

个资本，等等。我们研究的是资本的产生过程。这种辩证的产生

过程不过是产生资本的实际运动在观念上的表现。以后的关系应

当看作是这一萌芽的发展。但是，必须把资本在某一定点上表现

出来的一定形式固定下来。否则就会发生混乱。

［（２）价值自行增殖是资本主义

生产的必要条件］

  ［ —１７］迄今为止，资本总是从它的物质方面被看作简单

生产过程。但是，这个过程从形式规定性方面来看，是价值自行

增殖过程。价值自行增殖既包括预先存在的价值的保存，也包括

０７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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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价值的增殖。

价值作为主体出现。劳动是合乎目的的活动，因而，从物质

方面来看已经事先确定：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工具是实际用来达到

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原料无论是由于化学的物质变换还是由于机

械的变化，它在变成产品时取得了比它原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

用价值。但是，这一方面只同使用价值有关，仍然属于简单生产

过程。这里问题不在于——这一点不如说已经包含在内，已经被

当作前提——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这本身是极其相对的；当

谷物变成烧酒时，对于流通来说更高的使用价值本身已经确定

了）；这也不是为个人，为生产者创造出更高的使用价值（至少，

这是偶然的事情，并不涉及关系本身），而是为他人创造出更高的

使用价值。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更高的交

换价值。

在简单流通中，对于单个商品来说，只要它作为使用价值找

到自己的买主并且被消费掉，过程就结束了。商品因此脱离了流

通；丧失了自己的交换价值，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经济的形式规定。

而资本通过劳动消费了自己的材料，并通过自己的材料消费了劳

动；资本把自己作为使用价值来消费，不过只是作为它自己的使

用价值，即作为资本来消费。可见，作为使用价值的资本消费本

身在这里也进入流通，或者不如说，资本本身在这里使流通开始，

或者也可以说使流通结束。在这里，使用价值的消费本身进入经

济过程，因为使用价值本身是由交换价值决定的。在生产过程的

任何一瞬间，资本都没有不再是资本，或者说价值都没有不再是

价值，而作为这样的价值是交换价值。象蒲鲁东先生那样１４２，说什

么资本由于交换行为，也就是由于资本重新进入简单流通，便从

１７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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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变成交换价值，这是再愚蠢不过的了。这样，我们就会又被

抛回到开端去，甚至抛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中去，在那里可以看

到交换价值如何从产品产生。

资本预先就作为自行保存的交换价值而存在，这种情况已经

意味着，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在资本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

以后，又要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并且能够进入流通。但是，由于资

本现在只是作为产品才又成为商品，只是作为商品才又成为交换

价值，由于资本取得了价格并作为价格要在货币上得到实现，所

以资本是简单商品，是一般交换价值，因而资本作为一般交换价

值在流通中也要遭到这样的命运：它或者在货币上得到实现，或

者不在货币上得到实现；也就是说，它的交换价值或者变成货币，

或者变不成货币。于是，资本的交换价值——在此以前它存在在

观念上——与其说已经产生出来，不如说还成为问题。至于说资

本在流通中真正成为更高的交换价值，那么这种情况不可能从流

通本身产生，因为按照流通的简单规定，在流通中进行交换的只

是等价物。如果资本作为更高的交换价值退出流通，那么它必定

是作为更高的交换价值进入流通的。

从形式来说，资本不是由劳动对象和劳动构成的，而是由价

值构成的，更确切地说，是由价格构成的。至于资本的各价值要

素在生产过程中有着各种实体，这同它们作为价值的规定毫无关

系；它们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如果说它们从非静止的——过程

的——形式开始，到过程结束时又在产品上结合成静止的、客体

的形态，那么就价值来说，这仍然不过是物质变换，并不会使价

值有所改变。固然，这些实体本身是被破坏了，但并不是化为乌

有，而是变成其他形式的实体。过去它们表现为产品的基本的互

２７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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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关的条件。现在它们是产品。因此，产品的价值只能＝已物

化在生产过程的一定物质要素即原料、劳动工具（其中也包括只

是充当辅助材料的商品）和劳动本身中的价值总和。原料完全消

费了；劳动完全消费了；工具只有一部分消费了，因而在这种在

生产过程之前就已具有的资本存在方式上继续保存着资本的一部

分价值。而在这里完全用不着考察这一部分价值，因为它没有发

生任何变化。价值的各种存在方式纯粹是现象，价值本身则是在

这些存在方式的消失过程中始终不变的本质。从这一方面来看，被

看作价值的产品并不是产品，而是始终如一的、不变的价值，不

过是处在另一种存在方式上的价值，但这种存在方式对价值来说

也是毫无关系的，并且是可以同货币相交换的。

产品的价值＝原料的价值＋劳动工具已被消耗的部分（即已

转移到产品上的、扬弃了其原来形式的那一部分）的价值＋劳动

的价值。或者说，产品的价格等于这些生产费用，也就是＝在生

产过程中消费掉的各种商品的价格总和。换句话说，这不过表明，

生产过程就其物质方面来看［ —１８］，对于价值来说毫无关系；

因此，价值始终不变，只是采取了另一种物质存在方式，体现在

另一种实体和形式上。（实体的形式同经济形式即价值本身无关。）

如果资本原先＝１００塔勒，那么它现在照旧等于１００塔勒，尽

管这１００塔勒在生产过程中存在于５０塔勒的棉花，４０塔勒的工

资＋１０塔勒的纺纱机上，而现在存在于价格１００塔勒的棉纱上。

１００塔勒的这种再生产是单纯的自行保持不变，只不过这种自行

保持不变是通过物质生产过程来实现的。因此，这种生产过程必

须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品，否则棉花就会丧失其价值，劳动工具

就会白白受到磨损，工资就会白白支付。价值自行保存的唯一条

３７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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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生产过程是真正完整的过程，也就是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

品。生产过程的完整性（也就是一直进行到生产出产品），在这里

事实上是价值自行保存、自行保持不变的条件，而这已经包含在

资本实际成为使用价值，成为实际的生产过程这个最初的条件中

了，因而，就这一点来说，这是作为前提肯定了的。

另一方面，生产过程所以是资本的生产过程，只是因为在这

个过程中，从而在产品中，资本作为价值保存了自己。因此，说

必要的价格＝生产费用的价格总和，这种命题纯粹是分析的。１４３

这是资本本身生产的前提。起初资本以１００塔勒，即以简单价值

出现；然后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一定的，即由生产过程本身决定

的资本本身各价值要素的价格总和。资本的价格，即它在货币上

表现出来的价值＝它的产品的价格。这就是说，作为生产过程的

结果的资本价值和作为这一过程的前提的资本价值相等。

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既不是处在它在开始时具有的简单性

中，也不是处在它在结束时作为结果重新具有的简单性中，而是

分解为各个乍看起来毫不相关的、量的组成部分，即劳动的价值

（工资）、劳动工具的价值和原料的价值。这里所出现的关系只不

过是：在生产过程中简单价值在数量上分解为一定数目的价值，这

些价值又在产品上重新结合起来而具有简单性，不过现在已经成

为一个总和了。但是这个总和＝原来的统一体。就价值来考察，在

这里除了量上的分割以外，在各个价值量之间的关系上还没有包

含任何其他的差别。１００塔勒曾是原有资本；１００塔勒现在是产品，

但这１００塔勒现在成为５０＋４０＋１０塔勒的总和。我也可以从一开

始就把这１００塔勒看成是５０＋４０＋１０塔勒的总和，但也可以看成

是６０＋３０＋１０塔勒的总和，等等。１００塔勒现在所以表现为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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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的单位的总和，是因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分解成的各种物质

要素各代表资本价值的一个部分，不过是一个已经确定的部分。

以后就会看到，原来的统一体分割成的这些数目本身有着一

定的相互关系，但这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就生产过程中价值本

身所发生的运动来说，这个运动纯粹是形式上的运动，它是由以

下的简单行为构成的：首先，价值作为统一体存在，即作为被看

作统一体，被看作整体的一定数目的单位存在，即作为１００塔勒

的资本存在；其次，在生产过程中这个统一体被分割为５０塔勒、

４０塔勒，１０塔勒，就劳动材料、工具和劳动都是按一定的量来使

用这一点来说，这一分割是很重要的，但是在这里对这１００塔勒

本身来说，这种分割本身是毫无关系的，不过是把同一个统一体

分割为各个不同的数目而已；最后，这１００塔勒又作为总和重新

在产品上出现。就价值来说，唯一的过程是：它先是一个整体、统

一体；然后这个统一体分割为一定的数目；最后表现为一个总和。

最后表现为总和的这１００塔勒同样是并且恰恰是开始时表现为统

一体的同一总和。总和的即复合的规定，只是由于生产行为中发

生的分割造成的，但在产品本身中并不存在。因此，说产品价格

＝生产费用价格，或者说资本价值＝产品价值，这无非就是说，资

本价值在生产行为中保存了自己，并且现在表现为一个总和。

就资本的这种单纯的同一性，即通过生产过程而再生产资本

价值这一点来说，我们丝毫也没有比开始时前进一步。开始时作

为前提存在的东西，现在［ —１９］作为结果而存在，连形式也

没有改变。很清楚，当经济学家们说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时，他

们实际上指的并不是这个意思。否则就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比原有

的价值更大的价值；绝对不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交换价值，尽管有

５７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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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创造出更大的使用价值，而在这里谈的完全不是这种使用价

值。这里谈的是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而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

当有人说商品的生产费用或必要价格＝１１０时，他是这样计

算的：原有资本＝１００（就是说，例如原料＝５０，劳动＝４０，工具

＝１０）＋５％利息＋５％利润。因此，生产费用＝１１０，而不是＝１００；

也就是说，生产费用１４４大于生产成本。

象某些经济学家喜欢做的那样，从商品的交换价值逃到商品

的使用价值上去找出路，那是无济于事的。不管这种使用价值是

更高的还是更低的使用价值，它本身都不会决定交换价值。商品

的价格往往低于它们的生产价格１４５，即使它们无疑已经获得了

比它们在生产以前的时期已有的使用价值更高的使用价值。

逃到流通中去找出路，同样毫无用处。我用１００来生产，但

是卖了１１０。

“利润不是由交换产生的。如果利润不是先前就已存在，那么，在这种交

易以后也不会有。”（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８４页）

这是想从简单流通来说明价值的增殖，然而简单流通显然只

把价值设定为等价物。即使从经验来看也很清楚，如果大家都贵卖

１０％，那也就等于大家都按生产费用来卖一样了。在那种情况下，

剩余价值１４６就会成为纯粹名义上的、虚拟的、假定的东西，成为一

句空话。因为货币本身也是商品，是产品，所以它也会贵卖１０％，

也就是说，卖者虽然得到１１０塔勒，实际上只得到１００塔勒。

（参看李嘉图关于对外贸易的论述，他把对外贸易看成简单流

通，因此他说：

“对外贸易决不可能增加一国的交换价值。”１４７

他为此举出的理由，正是用来“证明”交换本身即简单流通，

６７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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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作为简单流通来看的一般商业决不能增加交换价值，决不

能创造交换价值的那些理由。）

否则，说价格＝生产费用，也就等于说商品的价格总是大于

商品的生产费用。

除了简单的数目上的分割和复合以外，在生产过程中还有形

式上的要素加在价值上，这就是价值要素现在表现为生产费用，也

就是说，生产过程本身的要素不是在它们的物质规定性上保存下

来，而是作为价值保存下来，这些价值是在生产过程开始前就已

具有的存在形式上被消费的。

另一方面，很明显，如果生产行为只是资本价值的再生产，那

么资本发生的就只会是物质变化，而不会是经济变化，而资本价

值的这种简单保存是同资本的概念相矛盾的。固然，资本不是象

独立的货币那样会留在流通以外，而是会取得各种商品的形态，但

这是毫无意义的；这会是个无目的的过程，因为到结束时资本只

会代表同一货币额，只会是冒了一场在生产行为中有可能遭受损

失的风险——生产行为可能失败，而货币在生产行为中失掉了自

己不朽的形式。

好了。生产过程现在结束了。产品也在货币上重新得到实现，

重新取得了１００塔勒原有的形式。但是，资本家也必须吃喝；他

不能靠货币的这种形式变换来生活。因此，１００塔勒的一部分必须

不作为资本，而作为铸币来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交换，并在

这个形式上被消费。于是１００塔勒会变成９０塔勒，因为资本家最

后总是以货币的形式，而且是以他开始生产时所用的货币额的形

式，把资本再生产出来，所以归根到底这１００塔勒会被吃光，资

本会消失。但是，有人会说，资本家把１００塔勒作为资本投入生

７７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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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而不是把它吃掉，他就应该由于从事这种劳动而得到报

酬。可是他应该从哪里取得报酬呢？既然资本包含着工资，因此

工人能靠生产费用的简单再生产来生活，而资本家却不能这样，那

资本家的劳动不是显得完全无益吗？所以资本家看来应列在生产

上的非生产费用项下。然而不管资本家有多大功劳，没有资本家，

再生产也能进行，因为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要求得到的价值只是他

们带进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们为了不断地重新开始生产过程，完

全不需要资本关系；再说，也不存在支付资本家报酬的基金，因

为商品价格＝生产费用。如果资本家的劳动被看作是在工人的劳

动以外并且同工人的劳动并列的特殊劳动，如监督劳动等等，那

么他也会象工人一样得到一定的工资，于是他也就属于工人的范

畴，而决不是作为资本家同劳动发生关系了；他也决不会发财致

富，而只会得到一个他必须通过流通来消费的交换价值。

同劳动对立的资本的存在，要求自为存在的资本即资本家能

够作为非工人而存在，而生活。另一方面，同样很明显，即使从

［ —２０］通常的经济规定来看，仅仅能保存自己价值的资本也是

不可能保存这个价值的。生产上的风险必须得到补偿。资本必须

在价格波动中保存自己。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不断发生的资本贬

值必须得到补偿，等等。因此，连经济学家们也直率地说，如果

没有盈利，没有利润，谁都会把他的货币吃掉，而不会投入生产，

当作资本来用。总之一句话，假定资本价值是这样不增殖的，即

不倍增的，那就是假定资本不是生产的实际环节，不是特殊的生

产关系；也就是假定有这样一种情况，即生产费用不具有资本的

形式，资本不是表现为生产条件。

劳动如何能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难理解；困难在于，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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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如何能创造出比原先存在的交换价值更高的交换价值。

假定资本支付给工人的交换价值正好是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创

造的价值的等价物。在这种情况下，产品的交换价值不可能增加。

劳动本身带进生产过程中来的超过预先存在的原料价值和劳动工

具价值的东西，会被支付给工人。产品本身的价值，即超过原料

价值和工具价值的余额，会落入工人手中；只不过资本家是把这

个价值以工资的形式付给工人，而工人是把这个价值以产品的形

式还给资本家。

        

｛不能把生产费用理解为加入生产的价值的总和，——甚至

提出这一主张的经济学家们也不这样理解，——这一点在贷出的

资本的利息上看得很清楚。对于产业资本家来说，利息直接属于

他的支出，属于他的实际生产费用。但是，利息本身已经以资本

作为剩余价值来自生产为前提，因为利息本身只是这种剩余价值

的一种形式。既然从借债人来看利息已经加入他的直接生产费用，

那就很清楚，资本是作为资本加入生产费用的，而资本作为资本

并不是自己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单纯总和。

在利息上资本本身又表现出商品的规定，不过是不同于其他

任何商品的独特商品；资本是作为资本——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

单纯总和——进入流通并成为商品的。在这里，商品本身的性质

是作为经济的、独特的规定存在，它既不是象在简单流通中那样

无关紧要，也不是象在产业资本——即处在从生产和流通中产生

出来的直接规定上的资本——中那样直接同作为对立面、作为资

本的使用价值的劳动发生关系。因此，作为资本的商品或者作为

商品的资本，在流通中不是同等价物交换；资本进入流通时保存

９７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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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的自为存在；也就是说，即使资本落入另一个占有者手中，它

同它的所有者仍保存着原有的关系。因此，资本只是被贷出。对

资本的所有者来说，它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它的价值增殖，货币是

作为货币，而不是作为流通手段；它的使用价值是作为资本。

蒲鲁东先生要求资本不应当贷放和取息，而应当象其他任何

商品一样作为商品出售，以换取等价物，他提出的这种要求只不

过是要求交换价值永远不应当变成资本，而应当始终是简单交换

价值；要求资本不应当作为资本存在。１４８蒲鲁东在提出这一要求的

同时，还要求雇佣劳动应当始终是生产的一般基础，这就表明他

在最简单的经济概念上混乱到了可笑的地步。这就使他在同巴师

夏的论战中扮演了可怜的角色，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关于公平

和正义的空谈，归结起来不过是要用适应于简单交换的所有权关

系或法的关系作为尺度，来衡量交换价值的更高发展阶段上的所

有权关系和法的关系。因此，巴师夏又十分强调简单流通中那些

向资本推进的因素，虽然他是无意识地这样做的。

作为商品出现的资本本身，是作为资本的货币，或者是作为

货币的资本。｝

        

｛在资本概念的形成中需要阐明的第三个因素，是与劳动对立

的原始积累，从而也是与积累对立的无对象的劳动。

第一个因素以由流通产生并以流通为前提的价值为出发点。

这是资本的简单概念；是进一步直接规定为资本的货币。第二个

因素以作为生产的前提和结果的资本为出发点；第三个因素使资

本成为生产和流通的一定的统一体。（资本和劳动的关系，资本家

和工人的关系，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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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积累应当同资本［ —２１］积累区别开；后者以资本为

前提，以现存的资本的关系为前提，因而也以资本同劳动、价格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利息以及利润的关系为前提。但是，为

要形成资本，就要以一定的积累为前提，这种积累已经包含在物

化劳动对于活劳动的独立的对立中，包含在这种对立的独立存在

中。这种积累——它是形成资本所必需的，因而已经作为前提，作

为因素之一包含在资本的概念中——应当在本质上同已经成为资

本的资本积累区别开，在后一种积累中，资本必须已经存在。｝

        

｛至此我们已经看到①，资本的前提是：（１）生产过程一般，它

是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也就是没有历史性，也可以说是全人

类的；（２）流通，就它的每个因素来说，尤其是就它的总体来说，

是一定的历史产物；（３）资本，是两者的一定的统一体。

一般生产过程本身，当它只是作为资本的因素出现时，在历

史上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在它的分析过程中必然会显示出来；就

象对资本的特征的单纯考察，总是必然会显示出资本的历史前提

一样。｝

        

｛其他一切都是空话。在第一篇《关于生产一般》和第二篇第

一部分关于交换价值一般中，应当包括哪些规定，这只有在全部

阐述结束时并且作为全部阐述的结果才能显示出来。例如我们已

经看到②，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别属于经济学本身，而且使用

价值不是象在李嘉图那里那样，始终只是作为前提呆在那里不起

１８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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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关于生产的一章在客观上以作为结果的产品而结束；关于

流通的一章从商品开始，商品本身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

（因而也是与两者不同的价值），流通是两者的统一；但是这个统

一是形式上的统一，因此分解成作为单纯消费品的商品（这种消

费处于经济关系之外）和作为独立的货币的交换价值。｝

［（３）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

资本的历史使命］

  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具有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

作为产品的更高的价格，只有在流通中才得到实现，但是，它同

一切价格一样，这些价格在流通中得到实现，是由于它们在进入

流通以前，已经在观念上先于流通而存在了，已经决定了，——

按照交换价值的一般概念来说，表示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即

劳动量（就静止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表现为空间的量，就运

动状态来说，劳动量的大小只能用时间来计量）大于资本原有各

组成部分所包含的劳动量。而这种情况只有当物化在劳动价格中

的劳动小于用这种物化劳动所购买的活劳动时间时才是可能的。

我们已经知道，物化在资本中的劳动时间是由三部分组成的

总额：（ａ）物化在原料中的劳动时间；（ｂ）物化在工具中的劳动

时间；（ｃ）物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时间。ａ和ｂ这两个资本组成

部分是始终不变的，虽然它们在过程中也会改变自己的形态，改

变自己的物质存在方式，但作为价值，它们是始终不变的。只有

ｃ被资本用来同性质不同的东西相交换：一定量物化劳动同一定

量活劳动相交换。如果活劳动时间只是再生产出物化在劳动价格

２８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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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劳动时间，那么，这种交换也只是形式上的，而就价值来说，

这只是跟作为同一价值的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活劳动发生了交换，

就象从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的价值来说，只是它们的物质存在方

式发生了变化一样。如果资本家付给工人的价格＝一个工作日，而

工人的一个工作日加在原料和工具上的也只是一个工作日，那么，

资本家就只是用一种形式的交换价值交换了另一种形式的交换价

值。他就没有起到资本的作用。另一方面，工人就没有停留在简

单的交换过程中，他实际上在报酬中得到了他的劳动的产品，只

不过资本家帮了他的忙，在产品实现以前就把产品的价格预付给

他了。资本家给了他信贷，而且是无息信贷，是为普鲁士国王干

的。①如此而已。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其结果是劳动价格）尽管从工人方

面来说是简单交换，但从资本家方面来说，必须是非交换。资本

家得到的价值必须大于他付出的价值。从资本方面来看，交换必

须只能是一种表面的交换，这就是说，必须属于与交换的形式规

定不同的另一种经济形式规定，否则，资本就不可能作为资本，劳

动就不可能作为与资本相对立的劳动。资本和劳动就只是作为在

不同的物质存在方式上存在的相等的交换价值来互相交换。

因此，经济学家们为要证实资本的合理，替资本辩护，就求

助于这个简单的［ —２２］过程，恰好用这个使资本不能存在的

过程来说明资本。为了证明资本，他们就证明资本不存在。你

［资本家］付给我［工人］劳动报酬，换进我的劳动以取得我自己

的劳动产品，并从我这里扣除你曾提供给我的原料和材料的价值。

３８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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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我们是同伙，我们把不同的要素带进生产过程，并按

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于是，产品变成货币，货币被这样分配：

你资本家得到你的原料和工具的价格，我工人得到劳动加在原料

和工具上的价格。对你的好处是，你的原料和工具现在具有可以

消费（能够流通）的形式，对我的好处是，我的劳动得到了实现。

当然，你也许很快就会把你的货币形式上的资本吃光，而我作为

工人也许会占有两者［原料和劳动工具］。——

工人用来和资本交换的东西，是他的劳动本身（出现在交换

中的，是对工人劳动的支配权）；工人出让自己的劳动。工人作为

价格得到的是这种出让的价值。工人用创造价值的活动交换一个

预先决定的价值，而不管自己的活动的结果如何。

        

｛巴师夏先生表现了非凡的智慧，他断言雇佣劳动制度是一种

不重要的、纯粹外表的形式，是一种联合形式，这种联合形式本

身同劳动和资本的经济关系无关①。他说，如果工人很富裕，能维

持到产品完成和出售的时候，那么，雇佣劳动制度就不会妨碍工

人去同资本家订立那种象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订立的同样有利的

合同。因此，坏处并不在于雇佣劳动制度的形式，而在于不以雇

佣劳动制度为转移的各种条件。巴师夏先生自然没有想到，这些

条件本身就是雇佣劳动制度的条件。如果工人同时又是资本家，那

么，他们实际上就不是作为劳动的工人，而是作为劳动的资本家

——也就是不以雇佣工人的形式——来和不劳动的资本发生关

系。因此，对巴师夏先生来说，正如利润和利息是同一个东西一

４８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１１—１６、２０２—２０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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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工资和利润本质上也是同一个东西。他把这称作经济关系的

和谐：各经济关系只是表面上存在，而在本质上其实只有一种关

系，即简单交换的关系。因此，在巴师夏先生看来，本质的形式

本身是无内容的形式，即非现实的形式。｝

        

工人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是由包含在他的商品中的物化

劳动决定的。这种商品存在于工人的生命力之中。工人要天天保

持这种生命力（这里我们还没有谈到工人阶级，还没有谈到工人

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维持下去所需要的消耗的补偿，因为在这里工

人还是作为工人，从而作为事先存在的、多年生的主体而和资本

相对立，还没有作为工人种属中易逝的个体），他就得消费一定量

的生活资料，以补偿已消耗的血液等等。工人只得到等价物。也

就是说，到了明天，交换完成以后，——工人在形式上结束交换

以后，才开始在生产过程中来完成这种交换，——工人的劳动能

力存在于和交换以前一样的方式中：他得到了一个丝毫不差的等

价物，因为他得到的价格使他仍然具有他以前具有的同一交换价

值。包含在他的生命力中的物化劳动的量已由资本付给他报酬。他

消费了这个量，而因为它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活人的能力而存

在，所以工人由于他的商品的独特性质——生命过程的独特性质

——能够重新进行交换。至于说除了物化在工人生命力中的劳动

时间，即为了支付维持工人的生命力的必要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

间以外，在工人的直接存在中还物化着更多的劳动，即工人为了

获得一定的劳动能力，一种特殊的技能而消费的价值（而这种能

力或特殊技能的价值，表现为生产出同样一种劳动技能需要多少

生产费用），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因为这里所谈的不是某种特殊

５８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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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熟练劳动，而是劳动本身，简单劳动。

如果维持工人一个工作日的生存，需要一个工作日，那么，资

本就不存在，因为这样就等于工作日和它自己的产品相交换，从

而资本就不能作为资本增殖，也就不能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资本

的自行保存就是它的自行增殖。如果资本也必须劳动才能生存，那

么它就不是作为资本而是作为劳动来保存自己了。原料和劳动工

具的所有权也就只是名义上的了；［ —２３］如果说它们在经济上

属于资本家，那它们同样恰恰也属于工人，因为它们只有在资本

家本身是工人的时候才为他创造价值。因此，他就不是把它们看

作资本，而是象工人本身在生产过程中所做的那样，把它们看作

单纯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

相反，如果维持工人整个工作日的生存，只需要例如半个工

作日，那么，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就自然产生出来了，因为资本家

在［劳动］价格中只支付了半个工作日，而在产品中得到的却是

整个物化的工作日；也就是说，他在交换中对后半个工作日什么

也没有支付。使他成为资本家的，不是交换，而只能是这样一个

过程：他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交换就得到了物化的劳动时间，即价

值。半个工作日没有花费资本分文；也就是说，资本没有付出任

何等价物就得到一个价值。因此，价值所以能够增加，只是由于

获得了也就是创造了一个超过等价物的价值。

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等价物，按其规定来说，只

是价值同它自身的等同。所以，剩余价值决不会从等价物中产生；

因而也不是起源于流通；它必须从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这

种情况也可以表述如下：如果工人只花费半个工作日就能活一整

天，那么，他要维持他作为工人的生存，就只需要劳动半天。后

６８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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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工作日是强制劳动；剩余劳动。在资本方面表现为剩余价值

的东西，正好在工人方面表现为超过他作为工人的需要，即超过

他维持生命力的直接需要而形成的剩余劳动。

资本的伟大的历史方面就是创造这种剩余劳动，即从单纯使

用价值的观点，从单纯生存的观点来看的多余劳动，而一旦到了那

样的时候，即一方面，需要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致超过必要劳动的

剩余劳动本身成了从个人需要本身产生的普遍需要，另一方面，普

遍的勤劳，由于世世代代所经历的资本的严格纪律，发展成为新的

一代的普遍财产，最后，这种普遍的勤劳，由于资本的无止境的致

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实现这种欲望的条件不断地驱使劳动生产力向

前发展，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个社会只需用较少的劳

动时间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财富，另一方面劳动的社会将科学地

对待自己的不断发展的再生产过程，对待自己的越来越丰富的再

生产过程，从而，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

动，——一旦到了那样的时候，资本的历史使命就完成了。

因此，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在这里就象货币和商品的关系一样；

如果说资本是财富的一般形式，那么，劳动就只是以直接消费为

目的的实体。但是，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

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

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因

而个性的劳动也不再表现为劳动，而表现为活动本身的充分发展，

在那种情况下，直接形式的自然必然性消失了；这是因为一种历

史形成的需要代替了自然的需要。由此可见，资本是生产的；也

就是说，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的关系。只有当资本本身成了

这种生产力本身发展的限制时，资本才不再是这样的关系。

７８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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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８５７年１１月份的《泰晤士报》上，一位西印度的种植园

主１４９发出了十分可爱的叫嚣。这位辩护士象发表主张恢复黑人奴

隶制的辩护词那样满腔激愤地诉说，这些黑鬼（牙买加的自由黑

人）只满足于生产他们自己消费所绝对必需的东西，除了这种

“使用价值”以外，他们把游手好闲本身（放纵和懒惰）视为真正

的奢侈品；他们对糖和投在种植园中的固定资本满不在乎，却幸

灾乐祸地嘲笑那行将破产的种植园主，甚至把他们学到的基督教

只用来为这种幸灾乐祸和懒惰辩护。

他们不再是奴隶了，但并没有成为雇佣工人，而是成为自给

自足的、为自己十分有限的消费而劳动的农民。对他们来说，资

本不是作为资本而存在，因为独立的财富只有靠直接的强制劳动

即奴隶制，或者靠间接的强制劳动即雇佣劳动才能存在。与直接

的强制劳动相对立的财富不是资本，而是统治关系。因而在直接

的强制劳动的基础上再生产出来的也只是这种统治关系，对这种

关系来说，财富本身只有享乐的意义，而没有作为财富本身的意

义，因而这种关系［ —２４］决不能创造出普遍的产业。（我们以

后还要谈奴隶制和雇佣劳动的这种关系。）

［（４）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史中关于剩余价值

的产生问题。资产阶级财富作为交换价值

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媒介］

  理解［剩余］价值的产生是困难的，这一点表现在（１）现代

英国经济学家们身上，他们责难李嘉图不懂得剩余量，不懂得剩

余价值１５０（见马尔萨斯《论价值》
１５１
，马尔萨斯至少试图科学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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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问题），尽管李嘉图反对亚·斯密把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物化在

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决定这两件事混为一谈１５２，从而表明他是所有

经济学家中唯一懂得剩余价值的人。

新的经济学家们纯粹是些浅薄的蠢人。诚然，李嘉图自己也

常常陷于混乱，因为，他虽然把剩余价值的产生看作是资本的前

提，但是，他在这个基础上理解价值的增加时，除了认为由于同

一产品中包含了更多的物化劳动时间，换句话说，由于生产变得

更困难１５３这一点而外，往往困惑不解。因此，在李嘉图那里就出现

了价值和财富之间的绝对对立。因此，他的地租理论具有片面性；

他的国际贸易理论是错误的，他认为国际贸易只产生使用价值

（他称为财富），不产生交换价值。１５４他认为，增加价值本身的唯一

途径，除了生产越来越困难（地租理论）而外，只有人口的增长

（由于资本的增加而引起的工人人数的自然增长），虽然他自己对

这种关系从未作过简要的说明。他的根本错误在于，他从来没有

研究价值由工资决定和由物化劳动决定之间的区别究竟是从何而

来的。因而货币和交换本身（流通）在他的经济学中只表现为纯

粹形式上的要素；虽然他认为经济学所涉及的只是交换价值，但

利润等等在他那里只表现为分享产品的份额，这在奴隶制基础上

同样也会发生。他从未研究过媒介形式。

（２）重农学派。在他们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理解资本，价值

的自行增殖，从而理解资本在生产活动中创造的剩余价值是困难

的，而这种困难在现代经济学的鼻祖那里必然会出现，正如李嘉

图最后完成古典经济学时以地租形式［理解］剩余价值的创造必

然会出现困难一样。①

９８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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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质上是关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概念的问题，因而是在现

代社会制度的入口处出现的基本问题。货币主义所理解的价

值的独立性，只是价值从简单流通中出来时所具有的形式

——货币。因此，货币主义把这种财富的抽象形式，看成恰好是

在发财致富本身表现为社会本身的目的的时期出现的各民族的唯

一目标。

后来出现了重商主义体系，它产生于这样的时代，当时产业

资本，从而雇佣劳动出现在工场手工业中，与非工业财富即封建

地产相对立并靠牺牲后者的利益而发展起来。在重商主义者看来，

货币已经表现为资本，但实际上又只是在货币形式中，只是在商

业资本即转化为货币的资本的流通形式中表现为资本。对他们来

说，产业资本具有价值，而且具有最高的价值，——作为财富生

产过程中的手段，而不是作为财富本身，——因为它创造商业资

本，而商业资本在流通中变为货币。工场手工业劳动，实质上也

就是工业劳动［——在重商主义者看来会给国家带来货币］①，但

农业劳动对他们来说却相反，主要地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原

产品经过加工会有更多的价值，因为它具有明显的形式，具有适

于流通，适于贸易的商业形式，会带来更多的货币（这反映了非

农业民族，特别是例如荷兰，在历史上形成的对财富的看法，同

农业民族，封建民族的看法是对立的；当时农业一般地说不是以

工业的形式出现，而是以封建的形式出现，因而是封建财富的源

泉，而不是资产阶级财富的源泉）。雇佣劳动的形式之一即工业劳

动，和资本的形式之一即工业资本，被承认是财富的源泉，但只

０９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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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就它们能创造货币这一点来说的。因而还没有在资本的形式上

理解交换价值本身。

现在来谈重农学派。他们把资本和货币区别开来，在资本的

一般形式上把资本看作是在生产中保存自己并通过生产增殖自己

的独立的交换价值。因此，他们也考察［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

的］关系本身；他们不是把这种关系看作简单流通的要素，相反

地把它看作简单流通的前提，这种前提本身又不断地从简单流通

中产生，重新形成流通的前提。所以他们是现代经济学的鼻祖１５５。

重农学派也懂得，雇佣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资本的自行增

殖，即资本的实现。但是，资本即现有价值怎样借助于劳动来创

造剩余价值呢？在这个问题上，重农学派完全抛弃了形式，仅仅

考察单纯的生产过程。因而在他们看来，只有在劳动工具的自然

力明显地能够使劳动者所生产的价值多于他所消费的价值的领域

中，才能说那里进行的劳动是生产的。因此，剩余价值不是来自

劳动本身，而是来自劳动所利用和支配的［ —２５］自然力——

农业。可见，农业是唯一的生产劳动，因为他们［在对资本的研

究中］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地步：认为只有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才

是生产劳动；但是，这种剩余价值在他们那里悄悄地变成了从生

产中产生的使用价值量超过在生产中消费的使用价值量的余额。

（认为剩余价值必然要表现在某种物质产品上，这种粗浅看法

在亚·斯密那里１５６也能见到。演员所以是生产劳动者，并不是因为

他们生产戏剧，而是因为他们增加自己老板的财富。但是，进行

的是何种劳动，从而劳动以什么形式物化，——这对这种关系是

无关紧要的。但是从以后的观点来看，这又不是无关紧要的。）

只有在自然界的种子同它的产品的关系上才能明显地表现出

１９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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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的这种倍增，即产品超过必须用于新生产的那部分产品

而有剩余——因而一部分余额可以被非生产地消费掉。从收成中

只需要拿一部分作为种子重新直接播入土地；然后种子又通过自

然界存在的产物，如空气、水、土壤、阳光这些要素，以及作为

肥料等等加进来的各种物质，以倍增的数量生产出谷物等等。一

句话，人类劳动只要用在化学的物质变换上（在农业中），并且部

分地还用机械手段来促进这种变换，或者用在生命本身的再生产

上（畜牧业），就能获得剩余产品，也就是说，就能把同一自然实

体从不适用的形式变为适用的形式。因而［在重农学派看来］，真

正的一般财富形态就是土地产品（谷物、牲畜、原料）的余额。也

就是说，从经济上来看，只有地租是财富形式。于是，资本的最

早的预言家们只把非资本家，封建土地所有者，看作是资产阶级

财富的代表。但是，由此产生的结果，即一切赋税都从地租身上

征收，是完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资本的。资产阶级在原则上颂扬

封建主义——这使某些封建主义者，例如老米拉波受了骗——只

是为了在实践中摧毁它。

［不是在农业中创造的］其他一切价值［在重农学派看来］只

代表原料＋劳动；劳动本身代表劳动所消费的谷物或其他土地产

品；因而工厂工人等等加在原料上的并不多于他从原料中所消费

的。因而他的劳动以及他的雇主，没有使财富增加分毫，——财

富是超过生产中所消耗的商品的余额，——而只是赋予财富以适

于消费和对消费有用的形式。

在重农学派时期，自然力在工业中的应用还不广泛，提高劳

动本身的自然力的分工等等也还不发达。但是，到了亚·斯密时

代，这一切都已具备了。因此，在斯密那里，一般来说，劳动既

２９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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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价值的源泉，也是财富的源泉，但是，劳动创造剩余价值，实

际上也只是因为，余额在分工中表现为社会的自然赐予，表现为

社会的自然力，正如在重农学派那里这个余额表现为土地的赐予

一样。因此，亚·斯密强调分工。

另一方面，在斯密那里，资本最初并不包含作为自己对立面

的雇佣劳动要素，①相反，资本表现为来自流通的东西，表现为货

币，因而资本是通过节约从流通中产生的。可见，［斯密认为］资

本最初不会自行增殖，因为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恰恰不包含对他

人劳动的占有。资本只是在事后，在它已经作为资本被当作前提

以后，才表现为——这是恶性循环——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因

此，按照亚·斯密的看法，劳动本来应该得到它自己的产品作为

报酬，工资＝产品，因而劳动不是雇佣劳动，资本不是资本。因

此，为了把利润和地租作为生产费用的最初要素引进来，也就是

说，为了使剩余价值从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他就以最粗

暴的形式预先假定利润和地租的存在。资本家不愿意无偿地为生

产提供他的资本，同样，土地所有者也不愿意无偿地为生产提供

他的土地。他们要求得到某种报酬。这样，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

连同他们的要求就被斯密作为历史上形成的事实引进来，但是没

有加以说明。其实，斯密认为工资是经济上唯一合理的东西，因

为它是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利润和地租只是工资的扣除，是

在历史过程中被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任意榨取的东西，因而是法律

３９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① 这是因为，虽然斯密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但是他把劳动本身理解为使用价值，

理解为自为存在的生产性，理解为一般的人类自然力，——这正是斯密不同

于重农学派的地方，——而不是把劳动理解为雇佣劳动，理解为同资本相对

立的独特形式规定上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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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合理存在，而不是经济上的合理存在。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斯密又在土地所有权和资本的形式上把

生产资料和生产材料作为独立的要素同劳动对立起来，那他在本

质上就是把劳动看作雇佣劳动。这样就产生了矛盾。由此造成了

他在价值规定上的动摇不定；利润和地租的并列；关于工资对价

格的影响的错误［ —２６］看法，等等。

现在来谈李嘉图（见第一点①）。在他那里，也是把雇佣劳动

和资本理解为生产作为使用价值的财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历史

上一定的社会形式；这就是说，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形式本身——

正因为被理解成自然的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因而没有从这种

形式同财富形式的一定联系上去理解，正如财富本身在其交换价

值形式上，在李嘉图那里表现为财富物质存在的单纯形式上的媒

介一样。因此，李嘉图不理解资产阶级财富的特定性质，这正是

由于这种性质在他看来是一般财富的最适当形式。因此，在经济

范围内，虽然李嘉图从交换价值出发，但是交换的特定经济形式

本身在他的经济学中不起丝毫作用，他所谈的始终只是劳动和土

地的总产品在三个阶级中间的分配，似乎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财

富的概念中只涉及使用价值，而交换价值似乎只是一种礼仪的形

式，这种形式在李嘉图那里完全消失了，正如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在交换中完全消失了一样。因此，为了表明经济学的真正规律的

作用，李嘉图总是喜欢把这种货币关系看作只是形式的东西。由

此也就产生了他的货币理论本身的弱点。

        

４９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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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地阐明资本概念是必要的，因为它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

概念，正如资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资产

阶级社会的基础一样。明确地弄清楚［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前

提，就必然会揭示出资产阶级生产的一切矛盾，以及这种关系超

出它本身的那个界限。

        

｛重要的是应当指出，财富本身，即资产阶级财富，当它表现

为媒介，表现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两极间的媒介时，总是在

最高次方上表现为交换价值。这个中项总是表现为完成的经济关

系，因为它把两个对立面综合在一起，并且，归根到底，这个中

项对于两极本身来说总是表现为片面的较高次方的东西，因为最

初在两极间起媒介作用的运动或关系，按照辩证法必然会导致这

样的结果，即这种关系表现为它自己的媒介，表现为主体，两极

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存在，以便通过这

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在宗教领域内

也是这样，耶稣，即上帝与人之间的媒介——两者之间的单纯流

通工具——变成了二者的统一体，变成了神人，而且作为神人变

得比上帝更重要；圣徒比耶稣更重要；牧师比圣徒更重要。

完整的经济表现，虽然本身对两极来说是片面的，但在它表

现为中间环节时，总是交换价值；例如，货币在简单流通中就是

这样；资本本身表现为生产和流通之间的媒介时也是这样。在资

本本身内部，资本的一种形式又处于使用价值的地位，而和作为

交换价值的另一种形式相对立。例如，产业资本表现为生产者，而

和表现为流通的商人相对立。这样，前者就代表物质方面，后者

就代表形式方面，因而代表作为财富的财富。同时，商业资本本

５９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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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又是生产（产业资本）和流通（消费的公众）之间或者交换价

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媒介，而这两个方面又是互相交替的：有时

生产表现为货币，流通表现为使用价值（消费的公众），有时前者

表现为使用价值（产品），后者表现为交换价值（货币）。

在商业本身内部也有同样的情形：批发商作为工厂主和零售

商之间，或工厂主和农业家之间，或不同工厂主之间的媒介，他

也是这样的较高的中项。商品经纪人对批发商来说也是这样。此

外，银行对产业家和商人来说；股份公司对简单生产来说也是这

样；金融家则是国家和资产阶级社会之间最高级的媒介。

财富本身越是远离直接生产，越是又对两个各自就其本身来

看已表现为经济的形式关系的方面起媒介作用，它就表现得越是

明显和广泛。［这是由于］货币从手段变成了目的，较高级的媒介

形式作为资本到处都把较低级的媒介形式即本身又表现为劳动的

媒介形式，只是看作剩余价值的源泉。例如，拿票据经纪人或银

行家等等同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关系来说，后者对于前者相对地处

在劳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而前者对于后者则表现为资本，表

现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种情况在金融家身上表现为最疯狂的形

式。｝

资本是产品和货币的直接统一，更确切些说，是生产和流通

的直接统一。因此，资本本身又是一种直接的东西，而它的发展

就在于，作为这种统一——这种统一表现为特定的关系，因而表

现为简单的关系——它自己确立自己并扬弃自己。这种统一最初

在资本上表现为一种简单的东西。

        

［ —２７］｛简单地说，李嘉图的思路是这样：

６９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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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互相交换——因而资本和资本相交换——是按照它们所

包含的物化劳动量进行的。工作日总是和工作日相交换。这是前

提。因此，可以把交换本身完全撇在一边不管。产品——表现为

产品的资本——自在地是交换价值，交换不过是替它加上形式，在

李嘉图看来是形式上的形式。

现在问题只在于，这种产品按照什么比例进行分配。这些比

例，无论被看成作为前提存在的交换价值的一定份额，还是被看

成交换价值的内容即物质财富的一定份额，都是一样的。是啊，既

然交换本身只是流通，——作为流通的货币，——所以最好是把

它完全抽掉，而只考察在生产过程中或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在不

同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的物质财富的份额。一切价值等等，在交

换的形式上，只是名义上的，在比例的形式上，才是实在的。整

个交换只要不创造更加多种多样的物质，就是名义上的。因为总

是整个工作日和整个工作日相交换，所以价值总额始终不变：生

产力的提高只影响财富的内容，而不影响财富的形式。因此，价

值的增加只能是由于在农业中生产遇到了更大的困难——这种情

况只能发生在花费同量人类劳动时自然力不再产生同样效果的场

合，也就是自然要素的肥沃程度减低的场合。因此，李嘉图认为，

利润的下降是由地租引起的。

首先，李嘉图根据的是错误的前提，似乎在任何社会状态下，

总得用整个工作日劳动；等等（见前面①）。｝

７９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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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对剩余价值量的

影响。相对剩余价值的增长随着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

  我们已经看到①，工人只要劳动例如半个工作日，就可以维持

全日生活，因而可以在第二天重新开始同一过程。物化在工人的

劳动能力——就这种能力存在于作为有生命的物，或者说作为有

生命的劳动工具的工人身上来说——中的只是半个工作日。工人

生活一整天（一个生活日）是半日劳动的静止的结果，是半日劳

动的物化。资本家通过同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即半日劳动

——相交换，占有了整个工作日，然后在生产过程中把这个工作

日消费在构成他的资本的材料上，从而创造出他的资本的剩余价

值——按照我们的假定是半日物化劳动。

假定现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就是说，同一劳动在同一

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多一倍。（在现在考察的关系中，使用价值

暂时还只是指工人为了维持本身的生活所消费的东西，即工人用

物化在自己活的劳动能力中的劳动以货币为媒介换来的生活资料

的量。）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只要劳动１
４日就可以生活一整天；而

资本家在交换中只要给工人１
４日物化劳动，就能够通过生产过程

把自己的剩余价值从１
２增加到

３
４，这样，资本家得到的就不是

１
２

日物化劳动，而是３
４日物化劳动了。资本的价值在资本退出生产

过程时就不是２
４，而是提高到

３
４
②。这就是说，资本家只要让工人

８９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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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
３
４日，就可以给资本带来同以前一样多的剩余价值，即

１
２或

２
４日物化劳动。

但是，资本作为财富一般形式——货币——的代表，是力图

超越自己界限的一种无止境的和无限制的欲望。任何一种界限都

是而且必然是对资本的限制。否则它就不再是资本——自我生产

的货币了。如果资本不再感到某种界限是限制，而是在这个界限

内感到很自在，那么资本本身就会从交换价值降为使用价值，从

财富的一般形式降为财富的某种实体存在。资本作为资本创造的

是一定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不能一下子创造出无限的剩余价值；然

而它是力图创造更多剩余价值的不停的运动。剩余价值的量的界

限，在资本看来，只是一种它力图不断克服和不断超越的自然限

制即必然性。

｛限制表现为必须克服的偶然性。这一点甚至通过最肤浅的观

察就能看到。如果资本从１００增加到１０００，那么现在１０００就是增

殖的出发点；增长到１０倍即１０００％算不了什么；利润和利息本身

又会变成资本。曾经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东西，现在表现为简单的

前提等等，表现为包含在资本的简单存在本身中的东西。｝

因此，资本家（我们完全撇开以后会出现的规定，如竞争、价

格等等）不会只让工人劳动３
４日，因为

３
４日给他提供的剩余价值

和过去全日提供的一样多，他会让工人劳动全天。生产力的提高

使工人劳动１
４工作日就能生活全天，这种提高现在却仅仅表现为：

工人现在［ —２８］必须为资本劳动３
４日，而以前他只为资本劳

动２
４日。工人提高了的劳动生产力，由于缩短了补偿物化在工人

身上的劳动（为创造使用价值即生存资料）所必需的时间，因而

表现为工人用在资本价值增殖（创造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时间延

长了。

９９２．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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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人方面来看，为了生活一日，他现在必须完成
３
４日的剩

余劳动，而以前他只需要完成２
４日的剩余劳动。由于生产力的提

高，即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工人的剩余劳动增加了１
４日。这里

应当指出一点：生产力提高了一倍，工人的剩余劳动却不是增加

一倍，而是只增加１
４日；同样，资本的剩余价值也不是增加一倍，

而是只增加１
４日。由此可见，剩余劳动（从工人方面来看）或剩

余价值（从资本家方面来看）并没有按照生产力提高的同一数字

比例增加。这种情况是怎样造成的呢？

生产力提高一倍表示（为工人的）必要劳动减少１
４日，因而

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就［增加］１
４日，因为原来的比例曾规定为

１
２。

如果工人原来必须劳动２
３日才能生活一日，那么剩余价值就是

１
３

日。剩余劳动也是１
３日。这样，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就使得工

人能够把必要劳动缩减为 ２
３的一半，即

２
３×２，

２
６或

１
３日，资本家就

能赚到１
３日的价值。而全部剩余劳动就会是

２
３日。生产力提高一

倍，在第一个例子中表现为１
４日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而现在则

表现为１
３日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可见，生产力的乘数——用来

乘生产力的数——并不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乘数，而是这样：

如果物化在劳动价格中的劳动所占的原有比例等于物化在一个工

作日（工作日总是表现为一种界限①）中的劳动的
１
２，那么生产力

提高一倍就等于原有的比例１
２除以２，即等于

１
４。如果原有的比例

是２
３，那么生产力提高一倍就等于

２
３除以２，即等于

２
６或

１
３。

因此，生产力的乘数从来不是原有比例的乘数，而是它的除

００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不过，工厂主先生们还把工作日延长到了夜间。十小时工作日法案。见莱昂

纳德·霍纳的报告。工作日本身并不受自然日的限制，它可以延长到深夜；这

个问题在工资一章中考察。１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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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不是原有比例的分子的乘数，而是它的分母的乘数。如果生

产力的乘数就是分子的乘数，那么生产力的增加就和剩余价值的

增加相一致了。但是，剩余价值总是等于原有比例除以生产力的

乘数。如果原有比例是８
９，也就是说，工人为了生活需要

８
９工作

日，而资本在同活劳动的交换中只得到１
９剩余劳动等于

１
９；那么，

现在工人用８
９工作日的一半就能生活，即只用

８
１８＝

４
９工作日（不

管是除分子或乘分母都一样），而资本家现在让工人全天劳动，得

到的全部剩余价值就是５
９工作日，从中减去原有的剩余价值

１
９，尚

余４
９。因而，在这里生产力提高一倍＝剩余价值或剩余时间增加

４
９。

这种情况只是由于：剩余价值总是取决于整个工作日同维持

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工作日部分之比。用来计算剩余价值的单位总

是个分数，也就是说，是一日中恰好代表劳动价格的一定部分。如

果这一部分＝ １
２，那么［ —２９］生产力提高一倍就＝必要劳动

减少到１
４；如果这一部分＝

１
３，那么必要劳动就减少到

１
６；因此，

全部剩余价值在前一场合＝ ３
４，在后一场合＝

３
４；相对剩余价值，

即同原有剩余价值相比而言的剩余价值，在前一场合增长１
４，在

后一场合增长１
６。

可见，资本的价值不是按生产力提高的比例增加，而是按这样

的比例增加：表示属于工人的那一部分工作日的分数，除以生产力

的提高数，即生产力的乘数。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究竟能使资

本的价值增加多少，这要取决于物化在工人身上的那一部分劳动

同他的活劳动之间的原有比例。这一部分总是表现为整个工作日

的一个分数，１３，
２
３，等等。生产力的提高，即生产力乘以某一数字，

等于用该数字除这个分数的分子或乘它的分母。因此，价值增加多

１０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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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不仅取决于生产力提高的倍数，而且还取决于以前属于劳动价

格的那一部分工作日所占的比例。如果这个比例是１
３，那么工作日

的生产力提高一倍就＝这个比例减少到 １
６；如果这个比例是

２
３，那

么工作日的生产力提高一倍就＝这个比例减少到２
６。

劳动价格所包含的物化劳动总是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在算

术上总是表现为一个分数，总是一个数字比例，而决不是一个整

数。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即乘以２，那么工人只需要劳动原来时

间的１
２，就能挣到劳动价格；但是他现在为达到这个目的究竟需

要多少劳动时间，则取决于当初已经存在的比例，即取决于他在

生产力提高以前为达到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时间。生产力的乘数是

这个原有分数的除数。因此，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并不是和生产

力按同一数字比例增加。如果原有比例是１
２，生产力提高一倍，那

么（为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就会减少到１
４，剩余价值就只增加

１
４。如果生产力提高为四倍，那么原有比例就变为

１
８，而剩余价

值就只增加３
８。

剩余价值决不可能等于整个工作日，也就是说，工作日的一

定部分总是必须用来同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相交换。剩余价值

只不过是活劳动同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之间的比例，因而比例

中的一项必然始终存在。虽然比例的因数可以变化，但是比例仍

旧是比例，这就决定了生产力的提高和剩余价值的增加之间存在

着一定的比例。因此，我们一方面看到，相对剩余价值恰好等于

相对剩余劳动：如果［必要］工作日是 １
２，生产力提高一倍，那

么属于工人的部分，即必要劳动就缩减到１
４，新加剩余价值恰好

也是１
４，而全部剩余价值现在是

３
４。当剩余价值增加

１
４，即与工

作日的比是１∶４时，全部剩余价值就＝ ３
４，即＝３∶４。

２０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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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假定，原有的必要工作日为
１
４，生产力提高一倍，那

么必要劳动就缩减到１
８，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增加恰好＝

１
８，即

＝１∶８。相反，全部剩余价值＝７∶８。在第一个例子中，原有的

全部剩余价值＝１∶２１
２，现在增加到３∶４；在第二个例子中，原

有的全部剩余价值为３
４，现在增加到７∶８

７
８。在第一个场合，全

部剩余价值从１
２或

２
４增加到

３
４；在第二个场合，从

３
４或

６
８增加到

７
８；第一个场合增加了

１
４，第二个场合增加了

１
８；也就是说，剩

余价值的增加在第一个场合比在第二个场合高一倍。［ —３０］但

是，全部剩余价值在第一个场合只有３
４或

６
８，在第二个场合却是

７
８，即多

１
８。

假定必要劳动是１
１６，那么全部剩余价值就＝

１
３２而在以前的比

例中它是６
８或

１２
１６；因而，按照我们新的假定，全部剩余价值比以

前提高３
１６。现在假定生产力提高一倍，必要劳动就＝

１
３２，而过去

＝ ２
３２（

１
１６）；这样，剩余时间，从而剩余价值，就增加了

１
３２。如果

我们考察全部剩余价值，它原来是１５１６或
３０
３２，而它现在是

３１
３２。如果

同前面的比例（在那里必要劳动是１
４或

８
３２）相比较，全部剩余价

值现在是３１３２，而在前面它只是
２８
３２，也就是增加了

３
３２。但是，就剩

余价值的相对增加来说，全部剩余价值在前一场合由于生产提高

一倍而增加１
８或

４
３２，而现在它只增加

１
３２，因而比前一场合少

３
３２。

如果必要劳动已经减少到０．００１工作日，那么全部剩余价值

就＝０．９９９工作日。如果生产力现在提高到１０００倍，必要劳动就

下降到０．０００００１工作日，全部剩余价值就占０．９９９９９９工作日，

而在生产提高之前只占０．９９９工作日。因此它增加了０．０００９９９，

这就是说，在生产力提高到１０００倍时，全部剩余价值还增加不到

０．００１，而在前一场合，生产力仅仅提高一倍，它就增加了１
３２。如

３０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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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要劳动从０．００１减少到０．０００００１，它就恰好减少了０．

０００９９９，或者说，剩余价值就增加了这么多。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

第一，活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会增加资本的价值（或者说

减少工人的价值），并不是由于这种提高会使同一劳动所创造的产

品量或使用价值量增加，—— 劳动的生产力是劳动的自然

力，——而是由于它减少了必要劳动，从而，以它减少必要劳动

的同一比例创造出剩余劳动，或者也可以说创造出剩余价值；因

为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获得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只不过是超过必要

劳动的剩余劳动部分。生产力的提高所以能增加剩余劳动，——

即物化在作为产品的资本中的劳动超过物化在工作日的交换价值

中的劳动所形成的余额，——只是因为它缩小了必要劳动对剩余

劳动的比例，而且它只能按照这个比例增加剩余劳动。剩余价值

恰好等于剩余劳动；剩余价值的增加可以用必要劳动的减少来准

确地计量。

第二，资本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数并不是生产力的乘数即生产

力（作为单位，作为被乘数来看）的增加数，而是活的工作日中

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减去该部分除以生产力的乘数之后的余

额。因而，如果必要劳动＝ １
４活的工作日，生产力提高一倍，那

么，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就不是增加一倍，而是［ —３１］增

加１
８；即等于

１
４或

２
８ （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减去

１
４除以２，或者说＝

２
８—

１
８＝

１
８。（一个量增加一倍，也可以说它

增加到４
２或

１６
６倍。因此，拿上述例子１５８来说，生产力提高到

１
８

［即增加了原有量的１
６］，而利润只增加了

１
８［即增加了原有量的

１
６］。利润的增加和生产力的提高之比＝１∶６。（就是这样！）如果

工作日中原来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是０．００１，生产力提高为１０００

４０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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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那么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就不是增加到１０００倍，而是还

增加不到０．００１工作日；资本的价值增加了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１，

即０．０００９９９工作日。）

可见，资本由于生产力的一定提高而增加的价值绝对额，取

决于工作日中的既定部分，取决于工作日中代表必要劳动，因而

表示必要劳动和活的工作日之间的原有比例的相应部分。所以，生

产力的一定比例的提高，例如在不同的国家，会使资本价值的增

加各不相同。生产力按同一比例普遍提高，会使不同产业部门中

的资本价值的增加各不相同；而这种情况是由这些部门中必要劳

动同活的工作日之间的各种不同比例决定的。当然，只要劳动到

处都是简单劳动，因而必要劳动是相同的（即代表同量的物化劳

动），那么，在自由竞争制度下，这种比例在一切生产部门就会是

相同的。

第三，在生产力提高以前资本的剩余价值越大，在这种提高

以前已经存在的资本的剩余劳动量或剩余价值量越大，或者说，工

作日中构成工人的等价物即表示必要劳动的那部分越小，资本由

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得到的剩余价值的增加就越少。资本的剩余价

值不断增加，但是同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增加的比例却越来越小。

因而，资本越发展，它已经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越多，它也就必

然越要疯狂地发展生产力，以便哪怕是以很小的比例来增殖价值，

即增添剩余价值，——因为资本的界限始终是一日中体现必要劳

动的部分和整个工作日之间的比例。资本只能在这个界限以内运

动。属于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剩余劳动越大，生产力不管怎样

提高都越是不可能明显地减少必要劳动；因为分母已经变得很大

了。资本已有的价值增殖程度越高，资本的自行增殖就越困难。于

是，提高生产力对资本来说似乎就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价值增

５０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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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本身似乎也成为无关紧要的事情，因为这种增殖的比例已经变

得很小了，并且资本似乎也不再成其为资本了。

如果必要劳动是 １
１０００工作日，生产力提高到３倍，那么，必要

劳动就只会减少到 １
３０００，或者说剩余劳动只会增加

２
３０００。但是，这种

情况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工资提高了，或者说，劳动在产品中所

占的份额扩大了，而是因为从工资对劳动产品或活的工作日的比

例来看，工资已经降得很低了。

｛在这里，物化在工人身上的劳动本身表现为工人自己的活的

工作日的一部分；因为这就是工人以工资形式从资本那里得到的

物化劳动对整个工作日的比例。｝

（所有这些论点只有从现在的观点出发来抽象地考察这种关

系时才是正确的。在以后的研究中，还要包括一些新的关系，那

将大大改变这些论点。这一切一旦不再完全从一般形式上［来表

述］，那就属于利润学说了。）

我们暂时概括如下：劳动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剩余劳动

的创造——是资本的价值增加或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必要条件。因

此，资本作为无限制地追求发财致富的欲望，力图无限制地提高

劳动生产力并且使之成为现实。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的任

何提高——我们撇开它为资本家增加使用价值这一点不谈——都

是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而且，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这种提高只

有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才是劳动的生产力。

６０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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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１）］关于资本价值的增加。

［李嘉图在这一问题上的错误和模糊认识］

［ —３２］现在已经很清楚，至少可以预先指出的是：生产力

的提高本身并不会提高价格。我们以１蒲式耳小麦为例。如果在

１蒲式耳小麦中物化了半个工作日，并且这半个工作日就是工人

的价格，那么，剩余劳动就只能生产１蒲式耳小麦。因此，２蒲式

耳小麦就是一个工作日的价值，如果用货币来表现为２６先令，那

么２蒲式耳小麦就＝２６先令。１蒲式耳小麦＝１３先令。

如果现在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１蒲式耳小麦就只＝ １
４工作

日，即＝６１
２先令。商品的这一组成部分的价格由于生产力的提高

而下降了。但是［一日产品的］总价格没有变，只不过剩余劳动

现在是３
４工作日了。每四分之一工作日＝１蒲式耳小麦，即＝６

１
２

先令。因而总产品＝２６先令，即＝４蒲式耳。产品价格同以前一

样。资本的价值从１３先令增加到１８３
２先令。劳动的价值从１３先

令减少到６１
２先令。物质生产从２蒲式耳增加到４蒲式耳。［因此，

资本的剩余价值］现在是１８３
２先令。

如果开采金的生产力也提高了一倍，也就是说，如果１３先令

以前是半个工作日的产品，而必要劳动也是半个工作日，那么，这

１３先令现在是１
４工作日的产品，而工人生产５２先令，也就是说，

多生产５２—１３即３９先令。现在，１蒲式耳小麦＝１３先令；商品

７０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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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同一部分的价格和以前一样没有变；但是［一日劳动的］总产

品＝５２先令，而以前只＝２６先令。另一方面，５２先令现在可以买

４蒲式耳小麦，而以前２６先令只能买２蒲式耳。

好了。首先很清楚，如果说资本已经把剩余劳动扩大到了这

样的程度，以致整个活的工作日都用于生产过程（我们在这里把

工作日理解为工人能够让人支配的劳动时间的自然量；工人让人

支配他的劳动能力，始终只限于一定的时间，即他让人支配的只

是一定的劳动时间），那么，生产力的提高就不可能增加劳动时间，

从而也就不可能增加物化劳动时间。物化在产品中的是一个工作

日，而不管必要劳动时间是由６小时还是由３小时，是由１
２工作

日还是由１
４工作日来代表。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加了；也就是说，资

本的价值与工人相比增加了；因为资本的价值以前只＝物化劳动

时间的２
４，现在它＝物化劳动时间的

３
４；但是，资本的价值所以

会增加，并不是由于绝对的劳动量增加了，而是由于相对的劳动

量增加了；也就是说，不是劳动的总量增加了；工人仍然同生产

力提高一倍以前一样劳动一天，因而剩余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没

有绝对地增加，但是必要劳动量减少了，因而相对的剩余劳动增

加了。

实际上，工人以前劳动一整天，但剩余时间只占 １
２天，现在他

同以前一样劳动一整天，但剩余时间却占 ３
４工作日。可见，在这种

情况下，价格（假定金银价值不变）或资本的交换价值并没有由于

生产力提高一倍而增加。因而，这与利润率有关，并不涉及产品价

格或已经在产品的形式上重新转化为商品的资本的价值。但是事

实上，绝对价值在这种场合也会增加，因为财富中表现为资本即表

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那一部分增加了。（资本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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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再来看以前的例子①。假定资本＝１００塔勒，而这笔资本

在生产过程中分为以下几个部分：５０塔勒棉花，４０塔勒工资，１０

塔勒劳动工具。同时，为了使计算简便起见，我们假定全部劳动

工具在一次生产行为中耗费掉（这一点在这里还完全无关紧要），

因而它的价值在产品的形式上全部再现出来。假定在这种场合，劳

动在换得４０塔勒时——这４０塔勒表示物化在它的活的劳动能力

中的劳动时间，比如说４小时劳动时间——付给资本８小时。假

定工具和原料已作为前提存在，如果工人只劳动４小时，也就是

说，如果原料和工具属于工人，而且工人只劳动４小时，总产品

就将是１００塔勒。工人会在６０塔勒上加上他可以用于消费的４０

塔勒，因为他首先要补偿这６０塔勒——生产上所必需的原料和工

具，［其次，］他会在这６０塔勒上加上４０塔勒的追加价值②，这是

他自己的活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或者说是物化在这种劳动能力

中的时间的再生产。他可以不断重新开始劳动，因为他在生产过

程中既［ —３３］会再生产出原料和工具的价值，也会再生产出

劳动能力的价值，而他所以能再生产出后者，正是由于他会不断

地在原料和工具的价值上增加４小时物化劳动。但是现在，他所

以能得到４０塔勒工资，只是由于他劳动了８小时，也就是说，只

是由于他在那些现在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的劳动材料和工具上加

上了８０塔勒的追加价值②
，而他原先在劳动材料和工具上加上的

４０塔勒的追加价值②
，恰好只等于他的劳动的价值。因此，［在原

料、工具和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上］他会追加一个恰好＝剩余劳

动或剩余时间的剩余价值。

９０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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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目前的研究阶段上，还没有必要考虑下述事实：随着

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的增加，材料和工具也必须增加。剩余劳动

本身如何增加原料的量，见拜比吉的著作，例如，金丝编织品等

等。１５９｝

可见，资本的价值会从１００塔勒增加到１４０塔勒。

｛我们再假定，原料增加一倍，劳动工具增加（为了计算简便

起见）一倍。这样，资本的支出现在是棉花１００塔勒，工具２０塔

勒，共计１２０塔勒，而在劳动上支出的仍然同以前一样是４０塔勒，

总共就是１６０塔勒。如果４小时剩余劳动使１００塔勒增加４０％，

那么它就会使１６０塔勒增加６４塔勒。因而总产品＝２２４塔勒。在

这里还假定，利润率在资本增长时保持不变，劳动材料和劳动工

具本身还没有被看作剩余劳动的物化，还没有被看作剩余劳动的

资本化；我们已经看到①，已经实现的剩余时间越多，即资本本身

的量越大，就越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劳动时间的绝对增加是不可

能的，而劳动时间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对增加的速度也会按几

何级数减慢下来。｝

现在，作为简单交换价值来看的资本绝对地增大了，由１００增

加到１４０塔勒，但是实际上，只创造了一笔新价值，也就是除了

补偿花费在劳动材料和工具上的６０塔勒和花费在劳动上的４０塔

勒所必需的价值以外，还创造了４０塔勒的新价值。处在流通中的

价值增加了４０塔勒，物化劳动时间增加了４０塔勒。

现在我们还举前面假设的例子。有一笔１００塔勒的资本，即：

５０塔勒——棉花，４０塔勒——劳动，１０塔勒——生产工具，剩余

劳动时间同前例中一样多，即４小时，全部劳动时间为８小时。因

０１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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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产品在每个场合都只＝８小时劳动时间＝１４０塔勒。现在假定，

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就是说，工人只要用２小时就可以使原

料和工具的价值增殖达到维持工人的劳动能力所需要的量。如果

４０塔勒是体现在银上的４小时物化劳动时间，那么２０塔勒就是２

小时物化劳动时间。这２０塔勒现在代表着以前４０塔勒所代表的

同一使用价值。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减少了一半，因为用原来劳

动时间的一半就可以创造出同一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交换价

值只能用物化在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

但是，资本家仍然同以前一样要工人劳动８小时，因而工人

的产品同以前一样代表８小时劳动时间＝８０塔勒劳动时间，而原

料和工具的价值不变，即６０塔勒，总计同以前一样为１４０塔勒。

（工人本身为了生活，只须在６０塔勒的原料和工具上追加２０

塔勒价值，因而他会只创造出８０塔勒价值。他的产品的总价值将

会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而从１００减少到８０，即减少２０塔勒，也就

是减少１００的１
５。）

但是，剩余时间或资本的剩余价值现在不是４小时而是６小

时，不是４０塔勒而是６０塔勒。它增加了２小时，即２０塔勒。现

在资本的计算就会是这样：原料５０塔勒，劳动２０塔勒，工具１０

塔勒；支出＝８０塔勒。赢利＝６０塔勒。资本家同以前一样按照１４０

塔勒卖出产品，但得到的赢利不是从前的４０塔勒，而是６０塔勒。

因而从一方面来看，他投入流通的只是同以前一样大的交换价值，

即１４０塔勒。但是，他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增加了２０塔勒。这就是

说，只是他在１４０塔勒中所占的份额增大了，只是他的利润率提

高了。实际上是工人又无偿地为资本家多劳动了２小时，即不是

４小时而是６小时，而这对工人来说，就象他在以前的条件下不是

１１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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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８小时而是劳动１０小时一样，就象他的绝对劳动时间延长了

一样。

但是，在这里实际上也产生出一个新价值；就是说，追加的

２０塔勒表现为独立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种物化劳动，它游离出

来，不用再去同原先的劳动力相交换。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两种方

式表现出来。或者是这２０塔勒转化为资本，形成一个增大了的交

换价值，也就是使更多的物化劳动成为新生产过程的起点，从而

推动更多的劳动；或者是资本家把这２０塔勒作为货币同他在生产

中用作产业［ —３４］资本的那些商品以外的商品相交换；因此，

除了劳动和货币本身以外的全部商品，会同这追加的２０塔勒相交

换，会同这追加的２小时物化劳动相交换。因而商品的交换价值

的增长额恰好是这个游离出来的数额。

实际上，正如那位出版重农学派著作的非常“机智”的法国

出版者在反驳布阿吉尔贝尔时说的１６０，１４０塔勒就是１４０塔勒。

但是认为这１４０塔勒只代表更多的使用价值，那就错了；它代表

一个更大部分的独立的交换价值，货币，潜在资本；也就是说：它

代表一个更大部分的被看作财富的财富。经济学家们自己也是承

认这一点的，他们后来在考察资本积累时不仅承认使用价值量的

积累，而且也承认交换价值量的积累；因为李嘉图本人也认为

１６１，相对剩余劳动完全同绝对剩余劳动一样，也可以创造出资本

积累的要素，——事情也只能是这样。

另一方面，在李嘉图本人阐述得最好的那些原理１６２中已经

得出如下结论：完全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创造出来的这笔超额的

２０塔勒，会重新变为资本。以前，１４０塔勒中能够转化为新资本

的（我们暂且把资本家的消费撇开不谈）只有４０塔勒；１００并不

２１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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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转化为资本，而是照旧是资本；而现在，能够转化为新资本的

是６０塔勒；也就是说，现在存在着一个更大的资本，它的交换价

值增加了２０塔勒。因此，交换价值，即财富本身，已经增大，尽

管财富总额同以前一样没有直接增加。为什么财富增大了？因为

总额中的一个部分增大了，即不是单纯的流通手段而是货币，或

者说不是单纯的等价物而是自为存在的交换价值的部分增大了。

或者是这游离出来的２０塔勒作为货币积累起来，也就是说，

以一般的（抽象的）交换价值形式追加到已经存在的交换价值上；

或者是它们全部进入流通，在这种情况下，用它们购买的商品的

价格就会提高；它们全部代表着增加的金，而因为金的生产费用

并没有下降（相反，同生产效率变得更高的资本所生产的商品的

生产费用相比，金的生产费用提高了），它们也就代表着增加的物

化劳动（这种情况导致如下结果：起初出现在一个进行生产的资

本方面的余额，现在则出现在生产出变贵了的商品的另一些资本

方面）；或者是最初流通的资本本身直接把这２０塔勒作为资本来

使用。于是产生了一个２０塔勒的新资本，即自行保存和自行增殖

的财富额。资本增长了２０塔勒的交换价值。

（流通其实还与我们无关，因为我们在这里考察的是资本一

般，而流通只能在作为货币的资本形式和作为资本的资本形式之

间起媒介作用。货币形式的资本可以实现货币本身，也就是说，交

换它要消费的比以前更多的商品；但是，在这些商品的生产者手

中，这些货币会转化成资本。可见，货币或者会直接在第一种资

本手中转化成资本，或者会通过迂回的道路在第二种资本手中转

化成资本。但是，第二种资本始终又是资本本身；而我们在这里

考察的是资本本身，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资本。资本的差别等等

３１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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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与我们无关。）

一般来说，这２０塔勒只能表现为两种形式。或者是表现为货

币，这样资本本身又存在于还没有变成资本的货币——资本的出

发点——的规定上；又以抽象而独立的交换价值形式或一般财富

的形式而存在；或者是这２０塔勒本身又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物化

劳动对活劳动的新的统治。换句话说，这２０塔勒或者是表现为物

化在货币（只是财富抽象存在的物）形式上的一般财富，或者是

表现为新的活劳动。

｛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生产力增加一倍，即提高１００％，资

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增加了５０％。｝

（所使用的资本量的每一次增加都不仅能按算术级数，而且还

能按几何级数提高生产力；而资本作为生产力的提高者，却只能

以小得多的比例来增加利润。因此，资本的增加对提高生产力的

影响无可比拟地大于生产力的提高对资本增长的影响。）

假定资本家以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为媒介，比如说从１４０塔

勒中拿出２０塔勒，作为使用价值来自己消费。这样，资本家在上

述假定的第一种情况下，就只能用一个从１００塔勒增大到１２０塔

勒的资本即交换价值来开始自行增殖的过程。在生产力提高一倍

以后，资本家无须缩减自己的消费，就可以用４０塔勒［资本化了

的］剩余价值来开始这一过程。一个增大的交换价值部分不是以

使用价值的形式消失，而是固定化为交换价值（既可以直接地固

定化，也可以通过生产而固定化）。创造更大的资本，就意味着创

造更大的交换价值；尽管交换价值在它作为简单交换价值而具有

的直接形式上不会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但是在它作为资本

而具有的自乘形式上却会由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

４１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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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更大的资本１６０塔勒①比以前［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的

资本１００塔勒绝对地说代表更多的物化劳动。［ —３５］因此，它

至少相对地说也会推动更多的活劳动，从而最终也会再生产出一

个更大的简单交换价值。１００塔勒资本按［利润率］４０％生产出产

品或者说生产出简单交换价值４０塔勒；１６０塔勒资本生产出简单

交换价值６４塔勒。在这里，资本形式上的交换价值的增加也直接

表现为简单形式上的交换价值的增加。

确认上述这一切，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不能满足于象李嘉

图那样１６３，说明交换价值不会［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也

就是说，作为财富的抽象形式的交换价值不会增加，增加的只是

作为资本的交换价值。李嘉图当时只看到了最初的生产过程。但

是，如果相对剩余劳动增加了，——因而资本绝对增加了，——

那么在流通中作为交换价值存在的相对交换价值，即货币本身，也

必然会增加，因此，通过生产过程的媒介作用，绝对交换价值也

会增加。换句话说，在同一数量的交换价值即货币中——而价值

增殖过程的产物正是表现在这种简单形式上（剩余价值只是在同

资本的关系上，只是在同生产过程开始前存在的那个价值的关系

上，才是产物；就其本身来看，作为独立的存在来看，剩余价值

只是一定量的交换价值），——在这种交换价值即货币中有一部

分游离出来，这一部分不是作为已有交换价值或者说已有劳动时

间的等价物而存在的。如果这部分与已有的交换价值相交换，那

么它并不是后者的等价物，而是超过等价物的东西，因而会使后

者有一部分交换价值游离出来。这种使社会变富的游离出来的交

５１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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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在静止的状态下，只能是货币，这样，增加的只能是抽

象形式的财富；而它在运动的状态下，只能实现在新的活劳动中

｛或者是推动以前闲置的劳动，或者是产生出新的工人（促进人口

增长），或者是扩大处在流通中的交换价值的新范围（这可以从生

产方面通过以下办法来实现，即游离出来的交换价值开创新的生

产部门，也就是创造出新的交换对象，新的使用价值形式上的物

化劳动），或者是通过扩大贸易，把一个新国家的物化劳动引进流

通范围，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因而，新的活劳动必然被创造出来。

李嘉图力图弄清问题（而他在这方面是很模糊的）的方式，实

质上不过表示他一下子就引进了某种关系，而不是直截了当地说：

在同一数额的简单交换价值中，以简单交换价值（等价物）形式

出现的部分减少了，以货币形式出现的部分增加了（这里所说的

货币是指在最初的、洪水期前形式上的、不断重新产生资本的货

币，是在货币规定上的货币，不是在铸币等等规定上的货币）；因

而作为交换价值自身即作为价值出现的部分增大了，财富形式上

的财富增大了①。（而李嘉图恰恰得出了错误的结论，认为增大的

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物质形式的财富。）因而，在李嘉图看来，财

富只要不是来自地租，——也就是说，按照李嘉图的看法，财富

不是产生于生产力的提高，而相反地是产生于生产力的下

降，——那么，财富本身的起源就是根本不能理解的，他陷入了

极端荒谬的矛盾。

我们再按照李嘉图的方式来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假定１０００资

本推动５０个工人，或５０个活的工作日；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这

６１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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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资本可以推动１００个工作日。但是，这１００个工作日并没有在

李嘉图那里作为前提存在，而是由他任意塞进来的，因为如果不

是这样，——如果不加进较多的实际工作日，——他就无法理解

交换价值怎么会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增加。另一方面，他在任何地

方都没有把人口的增长作为增加交换价值的一个要素加以研究；

他甚至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明确地谈过这个问题。

根据上述假定，资本为１０００，工人为５０。连李嘉图也得出的

正确结论（见札记本１６４）是：［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５００资本

和２５个工人就可以生产出同以前一样多的使用价值。剩下的５００

资本和２５个工人会建立一个新企业，也会生产出５００的交换价

值。利润仍旧不变，因为利润不是产生于５００与５００相交换，而

是产生于这５００最初分割为利润和工资的比例；相反，交换是等

价物的交换，这种交换同对外贸易中的交换一样不会增加价值，李

嘉图在谈到对外贸易时曾特别谈到过这种情况１６５。因为等价物

交换的意思不过是说，在Ａ与Ｂ交换以前存在于Ａ手中的价值，

在Ａ与Ｂ交换以后仍然存在于Ａ手中。

［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后］总价值或总财富仍旧不变。但是，使

用价值或财富物质增加了一倍。单就生产力提高来看，绝对不存

在任何理由能证明作为财富的财富即交换价值本身一定会增加。

如果这二个［ —３６］部门中的生产力又提高一倍，那么资本Ａ

和资本Ｂ各自又可以分成各为２５０的二笔资本和二个１２１
２工作

日。现在有四笔资本，全部交换价值还是１０００镑，还是同过去一

样共消费５０个活的工作日｛活劳动消费资本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

的，其实是资本（物化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消费活劳动｝，并且

［就象］以前消费价值增加到二倍时一样，生产出四倍的使用价值。

７１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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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是古典学派大师，决不会象那些力图修正他的人那样

愚蠢，主张什么因生产力提高而增大的价值，是来源于在流通中

交换的一方卖得较贵。交换的一方不是把已经成为商品即简单交

换价值的资本５００与资本５００相交换，而是与资本５５０相交换

（附加１０％），但这时另一方所得到的交换价值显然只是４５０，而

不是５００，价值总额则同以前一样仍然是１０００。这种情形在商业

中是经常发生的，但只能说明一笔资本的利润是来自另一笔资本

的亏损，因而不能说明资本的利润本身；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无

论这一方或另一方就都不存在利润。

因此，李嘉图所描绘的［使用价值量增长的］过程可以无止

境地继续下去，唯一的界限就是１０００资本和５０个工人所能实现

的生产力的提高程度（而这一点又具有物的性质，并且目前处在

经济关系本身之外）。请看李嘉图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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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

第３版第３２７页］

（这就是说，在李嘉图看来，财富是使用价值的丰富，而且从

简单交换的观点来看，同一物化劳动可以表现在无限量的使用价

值上，但是只要它还是同一物化劳动量，它就始终是同一交换价

值，因为它的等价物不是由它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量来计量，而

是由它本身的量来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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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总是取决于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看来，财富在某种程度上

也取决于商品的多样性〉，而与制造在生产中使用的工具的容易程度无关〈也

８１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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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与物化在这些工具中的劳动时间无关〉。一定量的衣服和食物将维持

并雇用同样的人数……但是在生产它们时如果用了２００人，它们就会有加倍

的价值〈交换价值〉。”［同上，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如果由于生产力的提高，１００人生产的使用价值同以前２００

人生产的一样多，那么就会发生下述情况：

“如果把２００人解雇一半，剩下的１００人生产的东西会同以前２００人生

产的一样多。这就是说，资本有一半可以从该部门中抽出；在这里有多少劳

动游离出来，就有多少资本游离出来。因为一半资本提供的服务会同以前全

部资本提供的一样，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两笔资本，等等。”１６６（参看同一著

作，第３９、４０页—— 《论对外贸易》１６７，我们还要谈这个问题。）

李嘉图在这里谈的不是一个工作日，——即资本家如果以前

用半个物化的工作日与工人的一整个活的工作日相交换，那他实

质上是只赚得半个活的工作日，也就是他把另一半工作日在物化

的形式上付给工人并且在活劳动的形式上从工人那里收回，就是

说他付给工人的是半个工作日，——李嘉图谈的是同时并存的工

作日，因而也就是不同工人的工作日。但是，这种情况丝毫也没

有改变实质，而只是改变了说法。每一个这样的工作日中都会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相应地提供更多的剩余时间。如果资本家以

前遇到的界限是一个工作日本身，那么他现在遇到的界限便是５０

个工作日等等。前面已经指出，由于生产率提高而引起的资本的

增加，在李嘉图看来，并不会使交换价值增加，因此按照李嘉图

的观点，人口可能减少，例如从１０００万减少到１万，而交换价值

或使用价值量不会减少（见李嘉图著作的最后部分１６８）。

我们最不否认资本中包含着矛盾这一事实。相反，我们的目

的是要充分揭示这些矛盾。但是李嘉图却不是揭示这些矛盾，而

９１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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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回避这些矛盾，认为交换价值对财富的形成没有关系。这就是

说，他断言在以交换价值和以来自交换价值的财富为基础的社会

中，这种财富形式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等等而陷入的那些矛盾并不

存在，并且价值的增加在这样的社会里不是财富增加的必要条

件，——［ —３］因此，这种价值作为财富的形式根本不会影响

这种财富本身及其发展，也就是说，李嘉图把交换价值看作不过

是形式的东西。

但是，李嘉图又想到了：（１）资本家所关心的是价值；（２）从历

史上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他也应该想到国际贸易的发展），财富

本身即价值总额不断增长。如何解释这种情况呢？李嘉图的解释

是，资本的积累比人口的增长快；因而工资提高；接着人口增加；接

着谷物价格上涨；接着生产的困难程度增加；因而交换价值也就增

加了。这样，李嘉图通过迂回的道路终于达到了交换价值。

我们在这里暂时完全撇开同地租有关的要素不说，因为这里

谈的不是生产的困难程度的增加，相反，是生产力的增长。随着

资本的积累，只要人口不同时增长，工资就会提高；工人会结婚，

生育会受到鼓励或者他们的子女会生活得好些，不会夭折等等。总

之，人口会增长。但是，人口的增长会引起工人之间的竞争，从

而迫使工人把自己的劳动能力重新按照其价值或者有时还要低于

其价值出卖给资本家。现在，积累的资本（它在此期间增长得慢

了）拥有一个余额，以前资本为了购买劳动的使用价值会以工资

形式即作为铸币支出这个余额，现在它又把这个余额当作货币来

用，以便使这些货币作为资本通过活劳动而增殖，而因为资本现

在也支配着更多的工作日，所以它的交换价值又增加了。

（甚至这一点在李嘉图那里也没有得到正确的说明，而是同地

０２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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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理论纠缠在一起；因为资本以前在工资形式上失掉的这个余额，

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又在地租的形式上从它那里被夺走了。）但是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甚至对人口的增长也理解得不正确。他在任何

地方都没有说明，物化在资本中的全部劳动同活的工作日之间存

在着一种内在关系（无论是把这个工作日设想为一个５０×１２小时

的工作日，还是设想为５０个工人的１２小时劳动，对这种关系来

说都一样）；而且这种内在关系恰恰就是：活的工作日中的一个组

成部分，即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物化劳动的等价物这个组成部

分，对活的工作日的关系；在这里，一天本身是一个整体，而内

在关系则是必要劳动小时部分同剩余劳动小时部分之间的可变关

系（一天本身是个不变量）。正因为李嘉图没有说明这种关系，所

以他也没有说明（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我

们研究的是资本本身，而生产力的发展被看作引进来的外在关

系），生产力的发展本身虽然要以资本的增加和同时并存的工作日

的增加为前提，但是在推动一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也可以是５０

×１２小时即６００小时）的资本的既定界限内，生产力的发展本身

就是资本的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工资不仅要维持工人本身，而且要维持工人的再生产；因此，

工人阶级中一个人死了，就会有另一个人来递补；如果５０个工人

死了，就会有５０个新的工人来代替他们。５０个工人本身——作为

活的劳动能力——不仅代表着生产他们自身的费用，而且也代表

着在他们作为个体应得的工资以外必须付给他们父母，以便生产

出５０个新个体来接替自己所需的费用。因此，即使工资不提高，人

口也会增长。为什么人口增长得不够快？而且必须要有某种特殊

的刺激？仅仅是因为资本的目的不是单纯取得更多的、李嘉图所理

１２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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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那种“财富”，而是要支配更多的价值，更多的物化劳动。但是，

在李嘉图看来，只有工资下降，也就是说，只有用物化劳动为同一

资本换来更多的活的工作日，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价值，资本才能在

事实上支配更多的物化劳动。为了使工资下降，李嘉图假定人口增

长了。为了在这里证明人口的增长，他假定对工作日的需求增长

了，换句话说，资本能够购买更多的物化劳动（物化在劳动能力中

的劳动），因而资本的价值增加了。但是，李嘉图最初恰恰是从相反

的前提出发的，而他所以会走弯路，只因为他是从这个前提出发

的。在１０００镑能购买５００工作日而且生产力增长的情况下，资本

就可以或者是在同一劳动部门中继续雇用５００个工人，或者是发

生分裂，在一个劳动部门中雇用２５０个工人，在另一个劳动部门中

雇用２５０个工人，于是资本也就分裂成二笔各为５００的资本。但是

资本所能支配的工作日决不会超过５００，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按照

李嘉图的看法，不仅资本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必定增加，而且这些

使用价值的交换价值，即资本所支配的物化劳动时间也必定增加。

因此，如果从李嘉图的前提出发，对劳动的需求就不可能增长。但

是，如果对劳动的需求［ —３８］增长了，那么资本的交换价值也就

增加了。参看马尔萨斯的《论价值》，马尔萨斯感到了矛盾，但当他

自己想进行阐述时，却陷入了困境。１６９

［（２）］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ａ）不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的保存］

我们所谈过的始终只是资本的两个要素，活的工作日的两个

部分，其中一部分代表工资，另一部分代表利润，即一部分代表

２２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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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劳动，另一部分代表剩余劳动。那么，资本的其他两部分，即

体现在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中的那些部分，那里去了呢？就简单

生产过程来说，劳动需要先有减轻劳动的工具和劳动体现在其中

并由劳动来赋予形式的材料。这种形式赋予材料以使用价值。在

交换中，这种使用价值只要包含物化劳动就会成为交换价值。但

是，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不是劳动必须补

偿的价值呢？

我们再用前面举过的例子①来说，有一笔资本１００塔勒，其中

棉花５０，工资４０，工具１０；４０塔勒工资＝４小时物化劳动，而现

在资本让工人劳动８小时；那么，情形可能变成这样：工人好象

应该再生产出工资４０塔勒，剩余时间（利润）４０塔勒，工具１０

塔勒，棉花５０塔勒，总计１４０塔勒，但是工人只再生产出８０塔

勒（李嘉图受到许多指摘，说他只把利润和工资看成生产费用的

组成部分，而不把机器和材料看成生产费用的组成部分）。４０塔勒

［工资］是半个工作日的产品，其余４０塔勒是剩余的半个工作日。

而６０塔勒则是资本的其他两个组成部分的价值。既然工人的实际

产品等于８０塔勒，那么他就只能再生产出８０，而不是１４０。相反，

工人好象还会使６０塔勒的价值减少，因为８０中有４０补偿他的工

资，其余４０剩余劳动比６０还要少２０。这样，资本家好象不仅得

不到４０塔勒利润，而且他的资本中原来由工具和材料组成的部分

还会损失２０塔勒。

既然工人的半个工作日象他的工资所表明的那样，借助于工

具和材料只创造４０塔勒，另外半个工作日也只创造４０塔勒；而

３２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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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他只有一个工作日，又不能在一个工作日中劳动两天，那么，工

人怎样能在８０塔勒之外再创造６０塔勒价值呢？

假定５０塔勒材料＝ｘ磅棉纱，１０塔勒工具＝纱锭。首先就使

用价值来看，很明显，如果棉花不是已经具有纱的形式，如果木

材和铁不是已经具有纱锭的形式，工人就不可能生产出布，不可

能生产出更高的使用价值。对工人本身来说，这５０塔勒和１０塔

勒在生产过程中无非是纱和纱锭，而不是交换价值。工人的劳动

使它们具有更高的使用价值，并且给它们追加上８０塔勒的物化劳

动量，即再生产工人自己的工资４０塔勒，剩余时间４０塔勒。使

用价值——布——多包含了一个工作日，这个工作日的一半只补

偿用来交换劳动能力支配权的那一部分资本。包含在纱和纱锭中

并且构成产品的一部分价值的物化劳动时间，不是这个工人创造

的，对这个工人来说，纱和纱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材料，他赋予

这种材料另一种形式并在这种材料中加进新劳动。唯一的条件是，

他不要浪费它们，而他也并没有浪费，因为他的产品具有使用价

值，而且和过去相比是更高的使用价值。现在产品中包含两部分

物化劳动：这个工人的工作日，和不取决于他而且在他劳动之前

就已经包含在他的材料即纱和纱锭中的物化劳动。

过去的物化劳动是他的劳动的条件，只有这种过去的物化劳

动才使他的劳动成为劳动，而且不花费他什么。假定纱和纱锭事

先并没有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即作为价值而存在；假定它们不花

费资本什么。那么，工人劳动一整天，产品价值就会是８０塔勒，

劳动半天，产品价值就会是４０塔勒。这个价值恰好＝一个物化工

作日。纱和纱锭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没有花费这个工人什么，但

是物化在它们上面的劳动时间并没有消失，它依然存在，只是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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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另一种形式。如果要工人在同一个工作日中除了布之外还必

须创造出纱和纱锭，那么这个［生产］过程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因

此，纱和纱锭无论作为原来形式上的使用价值，还是作为交换价

值，都无须这个工人付出劳动，它们是已经存在的；这种情况所

造成的结果恰好就是：这个工人在一个工作日中创造的产品所具

有的价值高于一个工作日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所以能创造

这样的产品，是因为超过一个工作日的这个价值余额无须由他来

创造，这个余额对他来说是作为材料，作为前提而存在的。

因此，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能说工人再生产这些价值：没有工

人的劳动，它们就会腐坏，成为无用的东西。而没有它们，劳动也会

成为无用的东西。工人在这种意义上再生产这些价值，这并不是因

为工人给予它们更高的交换价值，或者同它们的交换价值一起进

入某种过程，而只是因为工人使它们经受简单生产过程，只是因为

工人进行了劳动。［ —３９］但是，除了对它们进行加工和增加它们

的价值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工人并没有花费更多的劳动时间。

这就是资本让工人进行劳动的条件。工人再生产它们，只是因为工

人给予它们更高的价值，而给予这种更高的价值＝工人的工作日。

除此以外，它们仍然和过去一样。它们的旧价值被保存下来，是因

为给它们追加了新价值，而不是因为旧价值本身被再生产出来，被

创造出来。因为它们是以前劳动的产品，所以这个以前劳动的产

品，这个过去的物化劳动量，依然是这个工人的产品的要素，这个

产品除了包含自己的新价值之外，还包含旧价值。

所以，工人在这个产品中所生产的实际上只是他追加在产品

上的一个工作日，除了追加新价值所花费的以外，保存旧价值丝

毫不花费工人什么。对工人来说，以前劳动的产品只是材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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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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它的形式发生什么变化，它仍然只是材料，因而是不以该工人

的劳动为转移的现存物。至于这些只因采取另一种形式才得以保

存下来的材料本身已经包含劳动时间，这种情况只是资本的事情，

不是工人的事情；同样，这种情况不以该工人的劳动为转移，并

且在劳动之后继续存在，就象在劳动之前已经存在一样。这种所

谓的再生产，不花费工人任何劳动时间，而是工人的劳动时间的

条件，因为这种再生产无非是把现有物质当作工人劳动的材料，无

非是把现有物质当作材料与之发生关系。

因此，工人补偿原有劳动时间是通过劳动行为本身，而不是

通过为此追加特殊的劳动时间。工人补偿原有劳动时间只是通过

追加新劳动时间，由此原有劳动时间在产品中就被保存下来，并

成为新产品的要素。因此，工人不是用自己的工作日来补偿作为

价值的原料和工具。因此，资本家获得旧价值的这种保存，就象

获得剩余劳动一样，是无偿的。但是，资本家无偿地获得这种保

存，［不是］因为这种保存没有花费工人什么，而是因为：根据前

提条件，材料和劳动工具已经在资本家手中，因而工人如果不把

资本手中已有的物化形式的劳动变为工人的劳动材料，从而把物

化在这种材料中的劳动保存下来，工人就不能劳动。因此，纱和

纱锭——它们的价值——会按照其价值在布上再现出来，从而保

存下来，而资本家为此并不向工人支付什么代价。实现这种保存，

只是由于追加了创造更高价值的新劳动。

因此，从资本和劳动的最初关系中会得出这样的结果：活劳

动由于它作为活劳动同物化劳动发生关系而向物化劳动提供服

务，这种服务既不花费资本什么，也不花费工人什么，而只是表

现一种关系，即材料和劳动工具对工人来说是资本，是不以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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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转移的前提条件。保存旧价值决不是一种同追加新价值分开的

行为，而是自然而然地发生的行为，表现为追加新价值的自然结

果。而这种保存既不花费资本什么也不花费工人什么的情况，已

经包含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之中，这种关系本身已经是一方获得

利润，另一方获得工资。

个别资本家可以这样设想（而这并不影响他的计算）：如果他

有一笔资本１００塔勒，棉花５０塔勒，维持劳动的生活资料４０塔

勒，工具１０塔勒，如果他给他的生产费用算上１０％利润；这样，

劳动就必须为他补偿棉花上的５０塔勒，生活资料上的４０塔勒，工

具上的１０塔勒，还要为５０、４０、１０各补偿１０％；结果劳动在他

的想象中就为他创造原料５５塔勒，生活资料４４塔勒，工具１１塔

勒，共计＝１１０塔勒。但是，这对经济学家们来说是一种奇怪的想

象，尽管这种想象被大吹大擂地当作新发现来反对李嘉图。

如果工人的工作日＝１０小时，他在８小时中能创造４０塔勒，

即创造他的工资，或者说可以保持和恢复他的劳动能力，那么，他

就需要
４

５日来为资本补偿工资，而给资本提供
１

５日剩余劳动，即

１０塔勒。因此，资本用４０塔勒工资，即８小时物化劳动，换得１０

小时活劳动，而这个余额就构成资本的全部利润。因此，工人创

造的全部物化劳动是５０塔勒，不管工具和原料的费用如何，工人

都不可能在这笔费用上追加得更多些，因为工人的一日不能物化

为更多的劳动。至于工人把５０塔勒即１０小时劳动（其中８小时

只补偿工资）追加到６０塔勒原料和工具上，同时保存了原料和工

具，——而原料和工具所以被保存，恰好是由于它们同活劳动重

新接触并且被当作工具和原料来使用，——这种情况不花费工人

任何劳动（他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用于这种劳动），工人也没有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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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而从资本家那里得到任何报酬。劳动的这种起死回生的

自然力，——它在使用原料和工具的同时就以这种或那种形式保

存了它们，从而保存了物化在它们中的劳动，即它们的交换价

值，——这种自然力就象劳动的每一种不是以前劳动的产物或不

是必须重复的那种以前劳动的产物（例如工人的历史发展等等）的

自然力或社会力一样，变成了资本的力量，而不是劳动的力量。因

而也不会从资本那里得到报酬。就象工人不会因为能够思想等等

而得到报酬一样。

［ —４０］我们已经看到①，资本由以产生的前提，最初是一种

同流通相独立的价值，——也就是这样一种商品，对这种商品来

说，交换价值的规定，不单纯是为了和其他使用价值进行交换，并

且最终作为消费对象而消失的那种形式上的、转瞬即逝的规

定，——即作为货币的货币，退出流通并且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货

币。另一方面，资本的产物，只要它不是资本本身的单纯再生产（其

实这种再生产只是形式上的，因为资本价值的三个部分中只有一

个部分真正被消费掉了，从而会再生产出来，这就是补偿工资的那

一部分；利润不是再生产，而是价值的附加，即剩余价值），结果就

又会是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再作为等价物进入流通，另一方

面还没有重新通过自乘而成为资本，这就是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

独立价值——货币（第三种形式，即最适当形式的货币②）。最初货

币表现为资本的前提，表现为资本的原因，而现在货币表现为资本

的结果。在第一个运动中，货币是简单流通的产物，在第二个运动

中，货币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的产物。在第一个运动中，货币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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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在第二个运动中，货币表现为由资本本身造成的资本的前

提，因而已经自在地表现为资本，在自身中已经包含着同资本的观

念上的关系。货币不再是简单地转化为资本，而是在作为货币的货

币自身中已经包含着它可以转化为资本这样一点。

［（ｂ）不变资本的使用价值通过新的

活劳动而得到保存］

  可见，价值的增加是资本自行增殖的结果，这种自行增殖可能

是绝对剩余时间的结果，也可能是相对剩余时间的结果，或者说，

可能是绝对劳动时间实际增加的结果，也可能是相对剩余劳动增

加的结果，即工作日中规定为维持劳动能力的必要劳动时间，规定

为一般必要劳动的那个部分减少的结果。

活的劳动时间再生产出来的，只是物化劳动时间（资本）的这样一

部分，这一部分表现为对活劳动能力的支配权的等价物，因而，作

为等价物，它必须补偿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也就是补偿

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换句话说，必须维持工人作为工人的生

活。活的劳动时间在此之外生产的，不是再生产，而是新的创造，并

且是新的价值创造，因为这是新的劳动时间在一个使用价值中的

物化。至于原料和工具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与此同时被保存下来，这

种情况并不是劳动的量的结果，而是劳动作为劳动的质的结果；而

且劳动的一般的质，并不是劳动的特殊技能，不是特别规定的劳

动，而在于劳动乃是作为劳动的那种劳动，——这种质是不用特别

支付报酬的，因为资本在同工人的交换中已经购买了这种质。

然而，这种质（劳动的特有使用价值）的等价物，却是单纯用生

产这种特有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的量来计量的。工人把工具当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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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使用，赋予原料以形式，从而首先给原料和工具的价值追加上

和他的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等的新劳动量；此外工人所追

加的，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但是，由于这样一种简单的关

系，即工具被用作工具，原料成为劳动的原料；由于这样一种简单

的过程，即工具和原料同劳动接触，成为劳动的手段和对象，从而

成为活劳动的物化，成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由于这种情况，原

料和工具就不是在形式上而是在实体上被保存下来，而从经济学

的角度来看，它们的实体就是物化劳动时间。物化［在原料和工具

中的］劳动时间不再以片面的物的形式存在，从而不再作为单纯的

物受到化学等等过程的破坏，这是因为物化劳动时间成了活劳动

的物质存在方式——手段和对象。

从单纯物化劳动时间，发展起来了物质对于形式的漠不相关

性；因为在物化劳动时间的物的存在中，劳动已只是消失了的东

西，只是这种物化劳动时间的自然实体的外在形式（这种形式对于

这种实体本身来说是外在的，例如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是外

在的，轴的形式对于铁来说是外在的），劳动已只是存在于物质的

东西的外在形式中的东西。物化劳动时间保存它的这种形式，并不

象例如树木保存它的树木形式那样是由于再生产的活的内在规律

造成的（木头所以在一定形式上作为树木保存自己，是因为这种形

式是木头的形式；而桌子的形式对于木头来说则是偶然的，不是它

的实体的内在形式），物化劳动时间在这里只是作为物质的东西的

外在形式而存在，或者说，它本身只是物质地存在着。因此，它的物

质遭到的破坏，也会使形式遭到破坏。可是，当原料和工具成为活

劳动的条件时，它们本身又复活了。物化劳动不再以死的东西在物

质中作为外在的、无关的形式而存在，因为物化劳动本身又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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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劳动的要素，表现为活劳动对处在某种物质材料中的自身的关

系，表现为活劳动的对象性（作为手段和对象）（活劳动的物的条

件）。

这样，活劳动通过把自己实现在材料中而改变材料本

身，——这种改变是由劳动的目的和劳动的有目的的活动决定的

（这种改变不象在死的物中那样是创造物质的外在形式，创造物质

存在的仅仅转瞬即逝的外表），——因此，材料在一定形式中保存

下来，物质的形式变换服从于劳动的目的。劳动是活的、塑造形

象的火；是物的易逝性，物的暂时性，这种易逝性和暂时性［ —

４１］表现为这些物通过活的时间而被赋予形式。在简单生产过程

中——撇开价值增殖过程不谈——物的形式的易逝性被用来造成

物的有用性。

如果棉花变成纱，纱变成布，布变成印染布等，印染布再变成

比如说衣服，那么，（１）棉花的实体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得到了保

存（在化学过程中，在由劳动调节的物质变换中，到处都是等价物

（自然的）相交换等等）；（２）在所有这些连续的过程中，物质取得越

来越有用的形式，因为它取得越来越适合于消费的形式；直到最

后，物质取得使它能够直接成为消费品的形式，这时物质的消耗和

它的形式的扬弃成了人的享受，物质的变化就是物质的使用本身。

棉花的物质在所有这些过程中都得到了保存，它在一种使用价值

上消失，是为了进入更高级的形式，直到物品成为直接的消费品。

但是，当棉花变成纱的时候，棉花就被置于同下一种劳动的一

定关系之中。如果下一步劳动不进行，那么，不仅已经赋予棉花的

形式没有用处，也就是说，以前的劳动没有得到新劳动的确认，而

且连物质也要腐坏，因为这种物质在纱的形式中只有再经加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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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使用价值：只有被下一步劳动使用，它才是使用价值；只有它的

纱的形式被扬弃而代之以布的形式，它才是使用价值；而棉花在作

为棉花的存在中却可以无止境地被使用。

可见，如果没有下一步劳动，棉花和纱的使用价值，材料和形

式，就会损坏，这种使用价值就会被消灭，而不是被生产出来。材料

和形式，物质和形式由于下一步劳动而被保存，——作为使用价值

被保存，——直到它们取得这样一种使用价值形态，这种使用价值

的使用就是消费。因而，简单生产过程的情形就是：生产的前一阶

段由生产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旧的使用价值由于创造出更高的

使用价值而保存下来，或者说，旧的使用价值只是从它作为使用价

值被提高这个意义上来说才发生了变化。正是活劳动由于使未完

成的劳动产品成为下一步劳动的材料，才保存了这种产品的使用

价值。但是，活劳动保存这种产品，也就是说，使它免于报废和毁

灭，只是由于按照劳动的目的对它进行了加工，总之，使它成了新

的活劳动的对象。

旧使用价值的这种保存，并不是在用新劳动提高旧使用价值

或完成旧使用价值之外发生的过程，而是由提高使用价值的这一

新劳动本身来实现的。由于织布劳动把纱变成布，也就是把纱当

作织布（一种特殊的活劳动）的原料（而且纱只有用来织布才有

使用价值），织布劳动就保存了棉花本身所具有的并且在棉纱这种

特殊形式中所保存的使用价值。织布劳动由于把劳动产品变成新

劳动的原料而保存了这种产品，但是，它（１）没有为此追加新劳

动；（２）顺便以另一种劳动保存了原料的使用价值。织布劳动通

过把纱织成布而保存了棉花作为纱的有用性。（所有这些已经属于

论述一般生产的第一章的内容。）织布劳动通过织布保存棉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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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品的劳动的这种保存，或者说，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由于产

品成为新劳动的原料，即重新被当作有目的的活劳动的物质对象

性而被保存，这在简单生产过程中就已存在。就使用价值来说，劳

动具有下面这样的属性：它保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提高现

有使用价值，而它提高现有使用价值，是由于它把现有使用价值

变成了一种由最终目的决定的新的劳动的对象，即把现有使用价

值从毫无关系的存在形式重新变成劳动的物质材料形式，变成劳

动的躯体形式。

（工具的情况也是这样。纱锭只有用于纺纱，才能作为使用价

值来保存。否则，由于铁和木头在这里所具有的一定形式，无论

是创造这种形式的劳动，还是劳动为之创造这种形式的物质，就

都会毁坏而不能使用。只是由于纱锭成为活劳动的手段，成为活

劳动的生命力的一个物质存在要素，木材和铁的使用价值以及它

们的形式才得以保存。纱锭作为劳动工具的使命，就是要被消耗，

但要在纺纱过程中被消耗。纱锭赋予劳动的更高的生产率，会创

造出更多的使用价值，从而会补偿工具被消费时所消耗掉的使用

价值。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最明显，因为在农业中［产品］最

容易（因为最早）直接表现为生活资料和使用价值，表现为不同

于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如果一个农民使用锄头获得的粮食比不

用锄头时多一倍，那么他生产锄头本身所需的时间就比较少；他

有足够的粮食来置备一个新锄头。）

现在，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资本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其

中一部分以材料形式存在，另一部分以工具形式存在——对于工

人，即对于活劳动来说（因为工人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作为活劳动

而存在），不是表现为价值，而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简单要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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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供劳动用的使用价值，表现为劳动发挥作用的物的条件，或

者说表现为劳动的物的要素。至于工人把工具当作工具来使用，赋

予原料［ —４２］以更高形式的使用价值，从而把工具和原料保

存下来，这是劳动本身的性质。但是，这样保存下来的劳动的使

用价值，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是交换价值；而它们作为这种交换

价值，是由它们所包含的生产费用，即它们所包含的物化劳动的

量决定的。（同使用价值有关的，只是已经物化的劳动的质。）物

化劳动的量被保存下来，是由于物化劳动通过同活劳动相接触，它

的作为下一步劳动的使用价值的质被保存下来。

棉花的使用价值以及棉花作为纱的使用价值被保存下来，是

由于棉花作为纱被织成布，是由于棉花［作为纱］在织布时是物

的要素之一（此外还有纺车）。因此棉花和棉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量也就被保存下来。同一种情况，在简单生产过程中表现为过去

劳动的质的保存，因而表现为体现过去劳动的那种材料的保存，在

价值增殖过程中则表现为已经物化的劳动的量的保存。对于资本

来说，这是物化劳动量通过生产过程而得到的保存，对于活劳动

本身来说，这只是已经存在的、为劳动而存在的使用价值的保存。

活劳动追加一个新的劳动量，但是它保存已经物化的劳动量

并不是由于这种量的追加，而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质，或者说，

是由于它作为劳动同那些包含过去劳动的使用价值发生关系。但

是，活劳动被支付报酬，也并不是由于它作为活劳动具有的这种

质，——如果它不是活劳动，根本就不会有人购买它，——而是

由于它自身包含的劳动量。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得到支付的，只

是劳动的使用价值的价格。活劳动具有的特殊的质，即通过在已

经物化的劳动量上追加新的劳动量，同时把物化劳动在其物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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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质中保存下来，这种质是不被支付报酬的，而且也不花费工

人什么，因为这是工人劳动能力的自然属性。

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工具和材料

——的分离被扬弃了。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存在就是以这种分离为

基础的。对于这种分离在生产过程中实际上被扬弃，——因为不

扬弃就根本不能进行劳动，——资本并不支付报酬。（这种扬弃并

不是通过同工人的交换来实现的，而是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劳动本

身来实现的。但是，作为这种现存的劳动，劳动本身已经被并入

资本，成了资本的一个要素。因而，劳动的这种保存力表现为资

本的自我保存力。工人只是追加了新劳动；过去的劳动——只要

资本存在——作为价值具有永恒的存在，完全不以价值的物质存

在为转移。对资本和工人来说，事情就是如此。）如果资本对于这

种分离被扬弃，也必须支付报酬，那么资本就不成其为资本了。这

种扬弃完全有赖于劳动按其性质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物质作用，

有赖于劳动的使用价值。

但是，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属于资本家；作为单纯的交换价值

属于工人。劳动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活的质，即通过把物化劳动

时间变成活劳动的物质存在方式来保存物化劳动时间的这种质，

同工人毫不相干。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活劳动把工具和材料变成

自己灵魂的躯体，从而使它们起死回生，——这种占有，事实上

同下述情况相矛盾：劳动是无对象的，或者说，劳动只有在工人

身上作为直接的生命力才是现实的；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却在

资本中作为自为存在的东西存在着。（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通过简单生产过程并在简单生产过程中

实现，是由于活劳动同它的物质存在要素发生合乎自然的关系，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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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只要活劳动进入这种关系，这种关系就不是为活劳动本身而

存在，而是为资本而存在；活劳动本身已经是资本的要素。

由此可见，资本家通过同工人的交换过程，——事实上由于

资本家为包含在工人劳动能力中的生产费用向工人支付了等价

物，也就是说，给了工人维持他的劳动能力的资料，资本家就占

有了活劳动，——他无偿地得到了两种东西：第一，得到了增加

他的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第二，同时得到了活劳动的质，这种

质使物化在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中的过去劳动得到保存，从而使

原有的资本的价值得到保存。但是，这种保存并不是由于活劳动

增大了物化劳动的量，创造了价值，而只是由于活劳动在追加新

劳动量时作为活劳动而存在，同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处于一种由

生产过程决定的内在关系之中，也就是说，由于它作为活劳动的

质。而作为这样的质，活劳动本身是简单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它

不要资本家花费什么，就象纱和纱锭除了它们的价格以外，并不

由于它们也是生产过程的要素而要资本家再花费什么一样。

例如在商业等等的停滞时期，如果工厂停工，事实上就可以看

到，机器和纱一旦中断了同活劳动的关系，机器就会生锈，纱就会

成为无用的赘物，而且还会腐坏。如果说资本家让工人劳动只是

［ —４３］为了创造剩余价值，——为了创造还不存在的价值，——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只要资本家不再让工人劳动，就连他的已有

的资本也会丧失价值，可见，活劳动不仅追加新价值，而且通过在

旧价值上追加新价值这同一行为，也保存了旧价值，使其永久化。

（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人们指责李嘉图，说他只把利润和工

资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而不把原料和工具中包含的资

本部分也看作生产费用的必要组成部分，这种指责是十分愚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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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原料和工具中的原有价值只是被保存，所以就不会形成新的

生产费用。至于谈到这些原有价值本身，那么它们又全部归结为

物化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工资和利润。单纯的自然

物质，只要没有人类劳动物化在其中，也就是说，只要它是不依

赖人类劳动而存在的单纯物质，它就没有价值，因为价值只不过

是物化劳动；它就象一般元素一样没有价值。）

因此，原有资本通过增殖其价值的劳动而被保存下来，这并

不花费资本什么，因而不计入生产费用。虽然原有的价值保存在

产品中，因而在交换时这些价值也必须得到等价物，但是在产品

中保存这些价值，并没有花费资本分文，因而也不能被列入生产

费用。这些价值也不用劳动来补偿，因为它们没有被消费，它们

被消费的仅仅是同劳动无关的、处于劳动之外的存在方式，也就

是说，被劳动消费的（被扬弃的）恰恰是它们的易逝性。真正被

消费的只是工资。

［（３）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关系］

［（ａ）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对利润率的形成

所起的不同作用］

我们再一次回来看看前面举过的例子①。资本１００塔勒，即原

料５０塔勒，劳动４０塔勒，生产工具１０塔勒。假定工人需要用４

小时来创造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４０塔勒，即维持他的生活所必需

的产品部分；他的工作日是８小时。资本家由此无偿地获得了４小

７３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① 见本册第３０８—３１１、３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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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的剩余；他的剩余价值等于４个物化小时，即４０塔勒；因此，

他的产品＝５０＋１０（这是保存下来的价值，不是再生产出来的价

值；作为价值，它们始终是常量，不变量）＋４０塔勒（工资，这

是再生产出来的，因为它已经在工资形式上被消费掉了）＋４０塔

勒剩余价值。总额：１４０塔勒。

在这１４０塔勒中，现在有４０塔勒余额。资本家在生产期间以

及在他开始生产之前必须生活；例如为此需要２０塔勒。除了他的

１００塔勒资本外，资本家必须有这２０塔勒；因而在流通中必须有

这２０塔勒的等价物。（这些等价物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在这里与

我们无关。）资本假定流通是个不变量。这些等价物总是不断重新

存在。因而，资本家从他的利润中消费掉２０塔勒。这２０塔勒进

入简单流通。１００塔勒也进入简单流通，不过是为了再一次变为新

生产的条件：５０塔勒原料，４０塔勒工人的生活资料，１０塔勒工具。

这里还剩下２０塔勒追加的、新创造的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是

货币，是对于流通持否定态度的独立的价值。这些货币不能作为

单纯的等价物进入流通去交换单纯的消费品，因为流通被假定是

不变的。但是，货币的独立的即虚幻的存在已经被扬弃了；货币

的存在，已经只是为了增大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为了成为资本。

但要成为资本，货币必须重新交换生产过程的各个要素，即

工人的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所有这些要素都归结为物化劳动，

只有通过活劳动才能创造出来。因此，货币由于现在已经自在地

作为资本而存在，它就只是取得未来（新）劳动的凭证。在客观

上它只是作为货币而存在着。剩余价值即物化劳动的增长额，由

于它自为地存在着，它就是货币；但这种货币现在已经自在地是

资本；作为资本，它是取得新劳动的凭证。在这里，资本已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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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只和原有的劳动发生关系，而且和未来的劳动发生关系。资本

也已经不再是转化为它在生产过程中的各个简单要素，而是转化

为货币，但这种货币已经不再单纯是一般财富的抽象形式，而是

取得一般财富的现实可能性即取得劳动能力的凭证，而且是取得

正在形成中的劳动能力的凭证。货币作为这样的凭证，它的作为

货币的物质存在是无关紧要的，可以用任何一种要求权来代替。正

如国债债权人一样，每一个资本家有了他新获得的价值，他也就

拥有了取得未来劳动的凭证，他占有了现有的劳动，同时也就占

有了未来的劳动。（资本的这一方面以后还要加以阐述。但从这里

已经可以看出资本的特性，即它作为价值可以脱离自己的实体而

存在。这里已经奠定了信用的基础。）因此，货币形式上的资本积

累决不是劳动的物质条件的物质积累，而是对劳动的所有权证书

的积累，是把未来的劳动确立为雇佣劳动，确立为资本的使用价

值。对新创造的价值来说，没有现成的等价物；后者的可能性只

在新的［ —４４］劳动中。

因此，在我们这个例子中，通过绝对的剩余劳动时间——这

是劳动８小时而不是劳动４小时的结果——创造了新价值４０塔

勒，创造了这些货币，而且这些货币就其形式来说已经是资本

（已经是设定的资本可能性，而不是象过去那样，由于货币不再是

货币本身，才成为这种可能性）；为旧价值即现有的财富界追加了

这些新价值。

如果现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工人不需要付出４小时必要

劳动，而只需要付出２小时，而资本家仍和过去一样要工人劳动８小时，

那么就要这样计算：原料５０塔勒，工资２０塔勒，劳动工具１０塔

勒，剩余价值６０塔勒（即６小时，而以前是４小时）。绝对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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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增长额是２小时或２０塔勒。总额：１４０塔勒（在产品中）。

总额同过去一样，仍是１４０塔勒；但其中有６０塔勒是剩余价值；

而这６０塔勒中，４０塔勒同过去一样是由于剩余时间的绝对增加，２０

塔勒是由于剩余时间的相对增加。但是现在同过去一样，简单交

换价值只包含１４０塔勒。那么，现在只是增加了使用价值呢，还

是创造了新的价值呢？以前，资本为了使自己重新增加４０％，必

须再从１００塔勒开始。这２０塔勒的［相对］剩余价值将会怎样呢？

以前资本消费掉了２０塔勒；剩下２０塔勒价值。现在资本消费掉

了２０塔勒；剩下４０塔勒。另一方面，以前进入生产的资本是１００

塔勒；而现在它变成了８０塔勒。在一方面以一种价值规定得到的

价值，就是在另一方面以另一种价值规定失去的价值。

第一个资本再次进入生产过程；又生产出２０塔勒（资本家的消费

除外）的剩余价值。在第二次活动结束时，出现一个没有等价物的

新创造的价值。２０塔勒加上第一次的２０塔勒共计４０塔勒。

现在我们来看第二个资本［它的生产力提高一倍］。材料５０塔

勒，工资２０塔勒（＝２小时），劳动工具１０塔勒。但是，资本家

用这２小时生产出８小时的价值，即８０塔勒，其中２０塔勒补偿

［用于工资的］生产费用。还剩下６０塔勒，因为２０塔勒把工资再

生产出来（因而作为工资消失了）。［如果第二个资本再次进入生

产过程，那么在第二次活动结束时，它生产的剩余价值加上第一

次的６０塔勒共计］６０＋６０＝１２０。在第二次活动结束时，２０塔勒

被资本家消费掉了，还剩下４０塔勒剩余价值；加上第一次［活

动］的剩余价值４０共计为８０塔勒。

在第三次活动时，第一个［资本］共积累６０塔勒［剩余价

值］，第二个资本共积累１２０塔勒；在第四次［活动］时，第一个

０４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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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共积累８０塔勒，第二个资本共积累１６０塔勒。在第一个

资本过渡到第二个资本时，资本作为生产资本其交换价值减少多

少，它作为价值就增加多少。

假定这两个资本连同它们的剩余价值都能被用作资本，也就

是说，它们都能用剩余价值交换新的活劳动。那么，我们就可以

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撇开［资本家的］消费）：第一个资本按４０％

［利润率］来生产；第二个资本按７５％来生产。１４０的４０％是５６；

１４０（即８０资本，６０剩余价值）的７５％是１０５。在第一个场合总

产品是１４０＋５８＝１９６塔勒；在第二个场合总产品是１４０＋１０５＝

２４５塔勒。因此，第二个场合的绝对交换价值比第一个场合增加了

４９塔勒。

第一个资本有４０塔勒可以用于购买新的劳动时间；１劳动小

时的价值已经假定是１０塔勒；因而它用４０塔勒购买了４个新的

劳动小时，这４劳动小时给它生产了８０塔勒（其中４０塔勒补偿

工资），也就是说，提供了８个劳动小时。１７０［生产过程］结束

时，第一个资本是１４０＋８０｛最初再生产了资本１００，剩余价值是

４０；或者说，再生产了１４０；即第一个１００塔勒再生产为１４０。而

第二个４０塔勒生产了８０，——因为它们只用来购买新的劳动，

所以并不是价值的简单补偿；不过这样的假定是不可能的｝。也就

是，在生产过程结束时，第一个资本为１４０＋８０＝２２０。

第二个资本［在第一个生产周期完成后］是１４０塔勒；８０塔

勒生产了６０塔勒剩余价值；或者说，８０塔勒再生产为１４０；但追

加的６０塔勒［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因为它们完全用于购买劳动，

所以并不是价值的简单补偿，而是从自身中再生产自己并创造剩

余价值）再生产为２４０；就是说，在生产过程结束时，第二个资本

１４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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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４０＋２４０＝３８０。（它比第一个资本多生产了１６０塔勒，它的剩

余时间等于２４小时！而第一个资本的剩余时间等于８小时）。可

见，结果第二个资本生产了更大的交换价值，因为物化了更多的

劳动；它的剩余劳动比第一个资本多１６小时。

［ —４５］这里还必须指出另一点：１４０塔勒按４０％计算带来５６

塔勒。资本加上利息１７１＝１４０＋５６＝１９６；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２２０

塔勒；按照这个数字，１４０塔勒的利息不应是５６塔勒，而是８０塔

勒；那是１４０的５７１７％（１４０∶８０＝１００∶ｘ；ｘ＝
８０００
１４０＝５７

１
７）。同

样，在第二个场合，１４０按７５％计算带来１０５；资本加上利息＝１４０

＋１０５＝２４５；但是我们得到的却是３８０塔勒；按照这个数字，１４０

塔勒的利息不应是１０５塔勒，而是２４０塔勒；（１４０＋２４０＝３８０）；

即［１７１３７］（１４０∶２４０＝１００∶ｘ；ｘ＝
２４０００
１４０＝［＝１７１

３
７］）。

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呢？（怎么会在第一个场合是５７１
７而

不是４０％；在第二个场合是１７１３
７而不是７５％呢？）在第一个场

合是５７１
７而不是４０％，因而多出了１７

１
７；在第二个场合是１７１

３
７而不是７５％，因而多出了９６

３
７。那么，第一，这两个场合的差

额怎么会不一样呢？第二，每个场合怎么会有差额呢？

在第一个场合，最初的资本１００塔勒包括６０塔勒（材料和劳

动工具）和４０塔勒劳动，即３
５材料［和工具］，

２
５劳动。前一个占的

部分根本没有带来利息；后一个占２
５的部分带来１００％。但按全部资

本计算，只增加了４０％；１００的 ２
５［４０％］＝４０。但是，４０增加１００％

只等于整个１００增加４０％；也就是说，整个资本增加了。这样，如

果新追加的资本４０塔勒中也只有２
５增加１００％，那就是增加了１６

塔勒。４０＋１６＝５６塔勒。这５６塔勒再加上１４０＝１９６塔勒；实际

上就是资本和利息相加的总数１４０塔勒增加了４０％。

２４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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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塔勒［新追加的资本］增加１００％，即增加一倍，是８０塔

勒。（如果４０塔勒［只有］２
５增加１００％，则是１６塔勒［利润］。）

８０塔勒中的４０塔勒补偿［用于工资的］资本。４０塔勒是利润。

因而，［第一个场合］的算法如下：

１００Ｃ①＋４０Ｚ②＋４０Ｃ＋４０Ｚ＝２２０；

就是说，资本１４０塔勒，共得利息８０塔勒；但是，如果我们

用另一种算法，那么，结果就是：

１００Ｃ＋４０Ｚ＋４０Ｃ＋１６Ｚ＝１９６；

就是说，资本１４０塔勒，共得利息５６塔勒。

［按第一种算法，］利息算得太多了；４０塔勒资本就多算了２４

塔勒利息。而２４＝４０的 ３
５ （３×８＝２４）；这就是说，除原资本

［１００塔勒］外，［新追加的］资本［４０塔勒］中只有 ２
５增加１００％；

因而，全部［新追加的］资本只增长了 ２
５，即１６塔勒。

４０塔勒资本多算了利息２４塔勒（这就是４０塔勒资本的 ３
５增

加１００％）；２４比２４是３×８（４０的３
５）的１００％。但是，就总额

４０塔勒来说，是多算了６０％［利润］而不是按［原来的］４０％计

算；这就是说，４０塔勒上多算了２４塔勒３
５，２４比４０等于６０％。

因而，４０塔勒的资本多算了６０％（６０％＝１００的３
５。对１４０塔勒

资本来说，多算了２４塔勒（而这就是２２０和１９６的差额）；即多

算了１７１
７。１７２因此，就整个资本来说，只是多算了１７

１
７，而不

象在４０塔勒资本上那样多算了６０％；由于对１４０塔勒资本中的

４０塔勒资本多算了２４塔勒，这就形成了４２６
７的差额。

３４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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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例子，第二个场合的情况也一样
１７３
。

在生产出１４０塔勒的第二个场合的预付资本８０塔勒中，［用

于原料和劳动工具的］５０＋１０塔勒只是得到补偿；但是［用于工

资的］２０塔勒却再生产了四倍的量：８０塔勒（其中２０塔勒是

［劳动力价值的］再生产，６０塔勒是剩余价值）。如果［用于工资

的］２０塔勒生产了三倍的剩余价值即６０塔勒，那么，６０塔勒

［重新投入的资本］会生产出１８０塔勒剩余价值。

［（ｂ）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

［ —１］没有必要再停留在这种非常令人讨厌的计算上了。问

题的实质只在于：如果象我们所举的第一个例子那样，３５（１００塔

勒中的６０塔勒）是材料和工具，２
５（４０塔勒）是工资，而且，如

果资本带来４０％的利润，那么，在［生产过程］结束时，资本就

等于１４０塔勒（这４０％的利润等于是资本家以６个必要劳动小时

作代价而让［工人］劳动１２个小时，因而他赚到的是必要劳动时

间的１００％）。如果赚到的４０塔勒再次在同样的前提下作为资本

执行职能，——从我们现在所处的研究阶段来说，这些前提还没

有改变，——那么，４０塔勒的 ３
５即２４塔勒又要花在材料和工具

上，２５花在劳动上；结果又不过是１６塔勒的工资加倍，变成３２塔

勒。因此，１６塔勒是工资的再生产，１６塔勒是剩余劳动；因而在

生产结束时共有４０＋１６＝５６塔勒利润或４０％［利润率］。这样，总

资本１４０塔勒在同样的情况下就会生产出１９６塔勒。不应该象在

大多数经济学著作中那样假定：说什么这４０塔勒全部投在工资

上，用于购买活劳动，因而在生产结束时会提供８０塔勒。

如果说，１００塔勒的资本在某一时期带来１０％，在另一时期

４４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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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来５％，那么，象凯里１７４之流那样由此得出下述结论，就是再

错误不过的了。这一结论是：在前一场合，资本在产品中得到的

份额是１
１０，因而劳动得到的份额只是

９
１０，而在后一场合，资本得

到的份额只是
１

２０，因而劳动得到的份额是
１９

２０；也就是说，因为利

润率降低了，所以劳动得到的份额增加了。资本根本没有意识到

它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只是在危机时期才由于切身利害关系

而去认识这一性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１００塔勒得到１０％的利

润，自然被看作是这一资本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原料、工具、

工资——都同样地增长了１０％，也就是说，资本作为１００塔勒的

价值额，作为一定价值单位的一定量，增加了１０％。

但是，实际上问题在于：（１）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彼此间的比

例怎样；（２）用工资，即用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小时购得的剩余

劳动有多少。如果我知道资本的总额，知道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彼

此间的比例（实际上我还必须知道，生产工具有多大部分在生产

过程中被磨损，即真正加入生产过程），并且知道所得到的利润，

那么，我就会知道创造的剩余劳动有多少。

如果资本的 ３
５是［工具和］材料（为了方便起见，这里我们

假定这一全部变成生产材料［和工具］，在生产中被全部消费掉），

即６０塔勒，工资是４０塔勒，如果这１００塔勒的利润是１０塔勒，

那么，用４０塔勒物化劳动时间购得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就创造了

５０塔勒的物化劳动，也就是说，劳动的剩余时间或创造的剩余价

值占必要劳动时间的２５％即 １
４。因此，如果工人一天劳动１２小

时，那么，他就是劳动了２２
５小时的剩余时间，而维持他一天生

活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是９３
５劳动小时。

在生产中创造的新价值虽然只是１０塔勒，但是按实际的比率

５４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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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这１０塔勒在计算时应该同４０塔勒相比，而不应该同１００塔勒

相比。６０塔勒价值没有创造任何新价值，而是工作日创造了新价

值。因此，工人是把与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增加了２５％，而不是增

加了１０％。总资本增长了１０％。１０是４０的２５％，它只是１００的

１０％。可见，资本的利润率根本不能表示活劳动使物化劳动增长的

比率；因为这个增长只等于工人再生产他的工资以后的剩余，即等

于工人在生产他的工资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多劳动的时间。

如果上例中的工人不是资本家［雇用］的工人，他对１００塔勒

中所包含的使用价值的关系不是对资本的关系，而只是对他的劳动

的物质条件的关系，那么，在他重新开始生产过程以前，他就必须拥有

他在工作日中所要消费的４０塔勒的生活资料，６０塔勒的工具和材

料。他就会只要劳动４
５日即９

３
５小时，他的产品在工作日结束时就

不会是１１０塔勒，而会是１００塔勒，他会把这１００塔勒再按上述比

例来交换［他劳动的物质条件］，并且不断地重新开始这一过程。但

是这样，他也就少劳动了２２
５小时，也就是说，在他拿４０塔勒的生

活资料与他的劳动时间相交换时，他节省了２５％的剩余劳动，即

２５％的剩余价值；如果因为他手头有材料和工具，有一次多劳动了

２２
５小时，那么他也不会想到说，他创造了１０％的新收益，而是会

说，他创造了２５％的新收益，因为他可以多买１
４的生活资料，他买

到的生活资料不是４０塔勒，而是５０塔勒，而且对他来说，唯一有

价值的东西就是生活资料，因为他关心的是使用价值。

臭名远扬的普莱斯博士的复利计算法，以及由此引起的特殊

天才皮特关于［偿还国债的］还债基金的愚蠢措施１７５，都是以下面

这种幻想为基础的：认为新收益［ —２］不是由于物化在４０塔勒

中的９３
５劳动小时同１２小时活劳动相交换而创造出来的，也就是

６４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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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不是由这部分资本创造了２５％的剩余价值，而是全部资本都

均等地增加了１０％（６０［不变资本］的１０％是６，４０［可变资本］的

１０％是４）。由于剩余收益和剩余劳动时间——绝对的和相对的剩

余劳动时间——是同一的，这就为资本的积累设定了一个质的界

限，就是：工作日即工人的劳动能力在２４小时内所能活动的时间；

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代表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数的人口，等等。

相反，如果把剩余收益只看作是利息，也就是说，只看作是资本通

过某种幻想的魔术使自己增加的比率，那么，这个界限就只是量的

界限；在这种情况下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资本不能把利息重新

当作资本日复一日地加到自己身上，因而利滚利地按几何级数无

止境增加下去。１７６经济学家们已经从实践中看出普莱斯的复利

计算法的不可能性，但是他们却从未发现其中包含的荒谬。

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得出的１１０塔勒中，６０塔勒（材料和工具）

就它们是价值来说，是绝对不变的。工人既没有从它们上面拿走什

么，也没有在它们上面添加什么。工人由于他的劳动是活劳动这一

事实而会无偿地为资本保存已经物化的劳动，这种情况在资本家

看来无疑是：因为他资本家允许工人作为劳动与［劳动的］物化要

素即客观条件发生适当的关系，所以工人还必须为此向资本家支

付报酬。至于其余的５０塔勒，其中４０塔勒不是单纯的保存，而是

实际的再生产，因为它们已经被资本以工资形式让渡出去，已经被

工人消费掉了；１０塔勒是超过再生产以上的生产，即剩余劳动占

必要劳动的１
４（２

２
５小时）。

生产过程的产品只是这５０塔勒。因此，如果象人们错误地断

言的那样，认为工人是和资本家分享［新追加劳动的］产品，工人得

到 ９
１０那么，工人得到的一定不是４０塔勒（他已预先得到这４０塔

７４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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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为此他把它们再生产出来；因而事实上工人已把这４０塔勒全

部归还给资本了，而且与此同时，还无偿地替资本保存了已有的价

值），即一定不是 ８
１０，而是４５塔勒，只给资本留下５塔勒。因此，资

本家以１００塔勒开始生产过程，而在结束时得到的这个过程的产

品仅仅是６５塔勒。

但是，在这再生产的４０塔勒中工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就象在

１０塔勒的剩余价值中工人什么也没有得到一样。如果把再生产的

４０塔勒看作是重新花在工资上的，也就是供资本重新用来购买活

劳动的，那么，按这里的比例只能说，９３
５小时的物化劳动（４０塔

勒）买到了１２小时的活劳动（５０塔勒），从而带来了一个占价值增

殖过程的实际产品（这种实际产品一部分是作为工资基金再生产

的，一部分是作为剩余价值新生产的）２５％的剩余价值。

上面原有的１００塔勒资本是：

［材料］ ［工具］ ［雇佣劳动］

５０ １０ ４０

  生产出１０塔勒剩余收益（２５％剩余时间）。共计１１０塔勒。

现在假定，原有的１００塔勒资本是：

［材料］ ［工具］ ［雇佣劳动］

６０ ２０ ２０

  假定［生产过程的］结果是１１０塔勒。庸俗的经济学家和更庸

俗的资本家将会说，这１０％［利润］是资本所有各部分按同一比例

生产出来的。但是，８０塔勒资本仍然只是被保存下来，它的价值没

有发生任何变化。只是２０塔勒换成了３０塔勒；因而，剩余劳动增

加到［必要劳动时间的］５０％，而不是象上例那样占２５％。

现在再看第三种情况，原有的１００塔勒资本是：

８４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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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工具］ ［雇佣劳动］

７０ ２０ １０

  ［生产过程的］结果是１１０塔勒。不变价值是９０塔勒。新产品

是２０塔勒；因而剩余价值或剩余时间是１００％。

这里，我们看到三种情况，全部资本的利润在这三种情况下始

终都是１０塔勒，但在第一种情况下，创造的新［剩余］价值是用于

购买活劳动的物化劳动的２５％，在第二种情况下是５０％，在第三

种情况下是１００％。

这些该死的错误演算真是活见鬼！①不过没有关系。再重新开

始吧。

在第一种情况下我们看到：

不变价值 雇佣劳动 剩余价值 总额

６０ ４０ １０ １１０

  我们仍然假定工作日＝１２小时。（我们也可以假定工作日是

可以延长的，例如，原先只是ｘ小时，现在是ｘ＋ｂ小时，而生产力

仍然不变；或者我们也可以假定两个因素都是可变的。）

［ —３］如果工人

  在１２小时中生产  ５０塔勒，

那么在 １小时中生产 ４１６塔勒，

在 ９３５小时中生产４０塔勒

在 ２２５小时中生产１０塔勒
在１２小时中生产５０塔勒。

  可见，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是９３
５小时（４０塔勒）；因而剩余

劳动是２２
５小时（１０塔勒的价值）。２

２
５小时是工作日的。工人的

９４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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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是
１
５工作日，因而等于１０塔勒的价值。如果我们现在把

这２２
５小时看作是资本用物化在９

３
５小时中的劳动时间交换活劳

动所得到的百分数，那么，２２
５∶９

３
５，即１２∶４８＝１∶４。也就是资

本的 １
４＝这一资本的２５％。同样，１０塔勒∶４０塔勒＝１∶４＝

２５％。

现在我们把全部结果综合如下：

（ ）

原 有
资 本

不变
价值

为补偿工资而再
生产出来的价值

生产出来的
剩余价值 总 额 剩余时间和

剩余价值 

对用于交换
的物化劳动
的％   

１００塔勒６０塔勒 ４０塔勒 １０塔勒 １１０塔勒２２５劳动小 ２５％

（９３５）劳动小时 时或１０塔勒

  （可以说，劳动工具，它的价值不只是应该得到补偿，而且应该

再生产出来，因为劳动工具实际上被磨损了，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

掉了。这一点要在固定资本那一节进行考察。事实上工具的价值

转移到材料的价值上了；就它是物化劳动来说，它只改变了形式。

如果在上例中，材料的价值是５０塔勒，劳动工具的价值是１０塔

勒，那么，当劳动工具磨损５塔勒时，材料的价值［加上磨损的工具

的价值］是５５塔勒，工具的价值是５塔勒；如果工具全部消失，则

材料的价值就达到６０塔勒。这是简单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工具

不象工资那样是在生产过程之外消费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第二个假定：

原 有 资 本 不 变 价 值 为补偿工资而再
生产出来的价值

生 产 出 来 的
剩 余 价 值  总   额

１００ ８０ ２０ １０塔勒 １１０塔勒

  如果工人在１２小时内生产３０塔勒，那么，在１小时内生产２

０５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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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塔勒，在８小时内生产２０塔勒，在４小时内生产１０塔勒。１０塔

勒是２０塔勒的５０％，就象４小时是８小时的５０％一样；剩余价值

＝４小时，１３的工作日或１０塔勒剩余价值。

因此：

（ ）

原 有
资 本

不变
价值

为补偿工资而再
生产出来的价值

生产出来的
剩余价值 

总 额 剩余时间和
剩余价值 

对［可变］资
本的％  

１００ ８０ ２０ １０塔勒 １１０ ４劳动小时 ５％

８劳动小时 １０塔勒

  在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下，总资本１００塔勒的利润都是

１０％，但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得到的实际剩余价

值是２５％，而在第二种情况下是５０％。

第二例的前提，就本身来说，如同第一例的前提一样是可能

的。但是，如果互相对比一下，便可以看出第二例的前提是不合理

的。材料和工具的价值从６０塔勒提高到８０塔勒，劳动生产率从每

小时４１
６塔勒下降到２

１
２塔勒，而剩余价值［率］却增加了１００％。

（但是，假定在第一种情况下多支出的工资表示较多的工作日，在

第二种情况下表示较少的工作日，那么，这个前提就是正确的。）

必要工资的下降，即以塔勒表现的劳动价值的下降，这一点

本身是无关紧要的。不管一个劳动小时的价值表现为２塔勒还是

４塔勒，在第一种情况和第二种情况下，都是１２劳动小时的产品

（在流通中）同１２劳动小时相交换，在两种情况下剩余劳动都表

现为剩余价值。这个前提所以不合理，是由于：（１）我们把劳动

时间的最高限规定为１２小时，因而不可能考虑到较长或较短的工

作日；（２）我们越是在一方面增加资本［不变价值的一方］，我们

１５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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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是不仅缩短必要劳动，而且必须减少劳动的价值，而［预付

资本和总产品的］价值不变。在第二种情况下，［总产品的］价格

倒是应该提高。工人能够以较少的劳动维持生活，也就是说，工

人用同样的小时数生产更多的东西，这一事实不应该表现为［ —

４］对必要劳动小时所支付的塔勒的减少，而应该表现为必要劳动

小时数的减少。

如果象在第一例中那样，工人得到４１
６×９

３
５塔勒，但这个价

值（它为了表现价值（不是价格）应该是不变的）的使用价值却

增加很多，以致工人不再需要象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用９３
５小时

来生产他的活劳动能力，而只需要４小时就行了，那么，这必然

要表现在价值的剩余上。但是，按照我们假定的条件，我们在这

里可以看到：“不变价值”是可变的；１０％是不变的，它作为再生

产劳动的附加额在这里是不变的，虽然它每次表现再生产劳动的

不同的百分数。

第一种情况下的不变价值小于第二种情况，而［新加］劳动

的总产品则较大；因为，如果１００塔勒的一个组成部分较小，另

一个组成部分必然较大，同时，因为绝对劳动时间的长度是始终

不变的，此外还因为，［新加］劳动的总产品随着“不变价值”的

增加而减少，随着它的减少而增加，因而我们在同一劳动时间内，

使用的［不变］资本越多，得到的［新加］劳动的（绝对）产品

就越少。这种情况从下述原因来说是完全正确的：在一个已知额

例如１００塔勒中，花在“不变价值”上的较多，花在［新加］劳

动时间上的就会较少，因而同所投资本相比，创造的新价值一般

来说就可能较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时间不应该象我们在

这里所举的例子中一样固定不变，或者，如果劳动时间固定不变，

２５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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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劳动小时创造的价值不应该象在这里一样减少，因为在

“不变价值”增加而且剩余价值［率］也增长的情况下，这是不可

能的；而应该是劳动小时数减少。但是，劳动小时创造的价值的

减少在我们的例子中却被作为前提。我们假定在第一种情况下１２

小时的劳动生产５０塔勒，在第二种情况下只生产３０塔勒。在前

一场合，我们让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工资等价物］劳动９３
５小

时；在后一场合，尽管工人每小时生产得较少，我们却只让他劳

动８小时。这是荒谬的。

但是，如果从别的角度来理解，在这些数字中难道就没有正

确的东西吗？当资本的组成部分中材料和工具同劳动相比占更大

的比例时，虽然相对的新价值增加了，但绝对的新价值难道就不

会减少吗？对一定的资本来说，使用的活劳动相对地减少了；因

而，即使这个活劳动［的产品］超过它的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更大，

从而它对工资的百分比，即它对实际消费的［可变］资本的百分

比增大了，难道这个资本的绝对的新价值，就一定不会比使用较

少的劳动材料和工具（这正是不变价值，即作为价值在生产过程

中不发生变动的那一价值发生变动时的主要之点）并使用较多的

活劳动的资本——正是因为这后一个资本相对地使用了更多的活

劳动——的新价值相对地更少吗？

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工具的增加是和生产力的提高相适应的，

因为资本［ ］创造的剩余价值，如同在以前的［资本 那样

的］生产方式下一样，并不和它的使用价值、它的生产力成比例，

并且单是提高生产力就已经能够创造出剩余价值，虽然决不是按

同一数字比例来创造。

生产力的提高必然表现为工具价值的增加，表现为工具在投

３５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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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所占比重的增加，所以必然要引起材料的增加，因为必须有

更多的材料被加工，才能生产出更多的产品。（但生产力的提高对

产品的质量也有关系；如果一定质量的产品是已定的，那就只影

响产品的数量；如果一定数量的产品是已定的，那就只影响产品

的质量；生产力的提高也可能对质量和数量都有关系。）

虽然与剩余劳动相对而言，现在（必要）劳动较少，或者与

资本相对而言，活劳动较少，虽然资本的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相

对而言减少了，也就是所谓的利润率降低了，难道资本的剩余价

值就不可能增加吗？

例如，假定资本为１００。起初材料等于３０，工具等于３０（不

变价值共计６０）。工资是４０（４个工作日）。利润是１０。在这里，

利润同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相比是新价值２５％，同资本相比则是

１０％。

现在假定材料是４０，工具是４０。假定生产率提高一倍，因此只

需２个工作日［用于工资］＝２０。现在假定绝对利润即按总资本来

计算的利润小于１０。难道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利润就不能大

于２５％，也就是说，在我们所假定的情况下，利润就不能大于２０

的１
４吗？事实上，２０的

１
３是６

２
３，即小于１０，［ —５］但是按所使用

的劳动来计算就是３３１
３％，而在前一场合只是２５％。我们在这里

最后只得到１０６２
３，而在以前则得到１１０。同一数额资本（１００）的

剩余劳动，剩余收益，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还是比前一场合多。

但是因为从绝对数来说，所使用的劳动少了５０％，而按所使用的

劳动来计算的利润比前一场合只增加了８１
３％［３３

１
３％—２５％］，

所以后一场合的绝对结果就要少些，因而按全部资本来计算的利

润也要少些。因为２０×３３１
３％［＝６

２
３］小于４０×２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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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整个情况是不大可能的，也不能充当经济学中一般的例子；

因为这里假定劳动工具增加了，被加工的材料增加了，虽然不仅

工人的相对数减少了，而且绝对数也减少了。（当然，如果两个因

素相加＝第三个因素，那么，当一个因素增加时，另一个因素就

必然会减少。）但是，要使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在资本价值中所占

的比重增加，而同时使所使用的劳动相对减少，就必须以整个

［社会］的分工为前提，因此，即使不是同所使用资本的量成比例

地增加工人的人数，至少也得增加工人的绝对数。

例如，就拿任何人都能使用的石印机来说吧。假定这种工具

在刚发明出来时，它的价值比这种简便的东西发明出来以前的旧

工具高；以前旧工具需要用４个工人，现在它只需要２个工人就

行了（在这里，和许多类似工具的机器一样，根本谈不上更进一

步的分工，相反，质的分工消失了）。假定工具的价值最初只是３０

塔勒，而必要劳动（即资本家为创造利润所需要的劳动）是４个

工作日。

（有些机器，如暖气管，除了在一个地点需要劳动外，别处完

全不需要劳动；暖气管在一个地点开放；要把暖气输送到其他地

点，就根本不需要工人了。在动力传导方面也是这样（见拜比吉

的著作１７７）。以前动力通过相当数量的工人，即以前的锅炉工，以

物质的形式从一个地方被输送到另一个地方，而现在把动力从一

个空间传送到另一个空间已变为物理的过程了，表现为一定数量

的工人的劳动。）

如果资本家把这种石印机作为利润的源泉，作为资本来用，而

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来用，那么，材料必然要增加，因为资本家在

同一时间内可以印出更多的印刷品，而且他的利润正是由此而来

５５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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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此，如果这个石印业者使用４０塔勒的工具，４０塔勒的材料，

２个工作日（２０塔勒），这２个工作日给他带来了２０塔勒物化劳

动时间的３３１
３％，即６

２
３塔勒，那么，如果他的资本和另一个

［使用３０塔勒的工具，３０塔勒的材料，４０塔勒工资的］石印业者

的资本一样是１００，他的资本就只给他带来６２
３％的利润，但是按

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他得到的利润则是３３１
３％；而另一个石印

业者得到的利润按资本来计算是１０％，但按所使用的劳动来计算

却只有２５％。

在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所占的比例较小的情况下，尽管从所

使用的劳动得到的价值可能比较小，但全部资本的利润却比较大。

虽然如此，获得的利润占总资本的６２
３％而占所使用劳动的３３

１
３％的企业，可能要比原来那个从劳动上获得２５％利润而从总资

本上获得１０％利润的企业更有利。

｛例如，假定谷物等涨价了，因而工人的生活费的价值上涨了

２５％。现在第一个石印业者要为４个工作日花费的就不是４０塔

勒，而是５０塔勒。他所用的工具和材料仍旧是６０塔勒。所以他

必需投入资本１１０塔勒。他用１１０塔勒资本取得的利润是１２１
２塔

勒，即为４个工作日所支出的５０塔勒的２５％。就是说，１２１
２塔

勒与１１０塔勒之比（即总资本１１０的１１４
１１％）。

另一个石印业者在机器上花费４０塔勒，在材料上花费４０塔

勒，但是他要在２个工作日上花费的不是２０塔勒而是要多花费

２５％，即花费２５塔勒。因而他必须投资１０５塔勒。他的剩余价值

是劳动的３３１
３％，即

１
３，也就是８

１
３塔勒。因而他用资本１０５塔

勒会赚到８１
３塔勒，即７

５９
６３％。

１７８

因此，假定在１０年的周期中按上述平均比例有５个丰收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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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个歉收年，那么，第一个石印业者在５个丰收年中会得到５０塔

勒的利息［利润］；在５个歉收年中会得到６２１
２塔勒；共计１１２

１
２

塔勒；１０年的平均利息［平均利润］为１１１
４塔勒。另一个资本家

在５个丰收年中会得到３３１
３塔勒；在５个歉收年中会得到４１

２
３

塔勒；共计７５塔勒；１０年中平均每年得到７１
２塔勒。｝

因为资本 加工的材料价格相同但数量较多，所以他提供的

［产品］较便宜。但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因为他耗费的工具较多，

所以他提供的［产品］较贵；特别是因为他以怎样的比例增加所

用机器的价值，他也就会以同样的比例消耗更多的材料。但是，如

果说机器在加工更多材料的同时，也会按相同的程度更多地被磨

损掉，也就是说，机器必须按同一时间来得到补偿，这在实践上

［ —６］是错误的。但所有这些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机器价

值和材料价值之间的比例在这两个场合都假定是不变的。

这个例子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有重要意义：假定有一笔较小

的资本，使用较多的劳动和较少的材料及机器，但是全部资本的

利率较高；又假定有一笔较大的资本，使用较多的机器和较多的

材料，使用相对量较小但绝对量相同的工作日，但是全部资本的

利率较小，因为在生产率较高的劳动上，较少采用分工等等。在

这里必须假定（在上面没有这样假定）机器的使用价值比它的价

值大得多，也就是说，当机器用在生产中的时候，它并不是按它

增加产品数量的同一比例丧失价值。

例如，象前面所说的印刷机（在前一场合是手摇印刷机，在

后一场合是自动印刷机）。

资本 １００塔勒，３０塔勒用于材料，３０塔勒用于手摇印刷机，

４个工作日用于劳动＝４０塔勒；利润为１０％，因而是活劳动的

７５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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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剩余时间是［必要时间的］
１
４）。

资本 ２００塔勒，１００塔勒用于材料，６０塔勒用于印刷机，４

个工作日（４０塔勒）用于劳动；这４个工作日的利润为１３１
３塔勒

＝１１
３个工作日，而在前一场合利润只等于１个工作日；现在的总

额是２１３１
３塔勒。这就是说，［利润率］为６

２
３％，而在前一场合

为１０％。但在这后一场合，所用劳动的剩余价值为１３１
３塔勒，在

前一场合只有１０塔勒；在前一场合，４个工作日创造１个剩余日，

在后一场合，４个工作日创造１１
３个剩余日。但是，总资本的利润

率在后一场合比在前一场合小１
３或３３

１
３％，而利润总额却大

１
３。

现在我们假定，［在前一场合和后一场合］３０塔勒和１００塔勒

的材料都是纸张，工具在同一时期即１０年内全部耗损掉，或者说

每年耗损１
１０。这样，资本 必须每年补偿３０塔勒工具的１

１０，即３

塔勒；资本 必须每年补偿６０塔勒的１
１０，即６塔勒。在这两个场

合没有更多的工具价值象我们在前面认为的那样加入年生产（这

４个工作日可以看作是每个工作日等于３个月时间）。

资本 卖出３０印张，价格为３０塔勒（材料）＋３塔勒（工

具）＋５０塔勒（物化［的新加］劳动时间）＝８３塔勒。

资本 卖出１００印张，价格为１００塔勒（材料）＋６塔勒（工

具）＋５３１
３［物化的新加劳动时间］＝１５９

１
３塔勒。

资本 卖出３０印张，价格为８３塔勒；１印张的价格为８３３０塔勒

＝２塔勒２３银格罗申①。

资本 卖出１００印张，价格为１５９塔勒１０银格罗申；１印张

的价格为１５９塔勒１０银格罗申１００ ，即１塔勒１７银格罗申８分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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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资本 的情况很糟，因为它卖得太贵

了。尽管利润在前一场合按总资本来计算为１０％，而在后一场合

只有６ ２
３％，但是，按所用劳动时间来计算，前一资本只得到

２５％，而后一资本却得到３３１
３％。资本 的必要劳动同所用总资

本的比例较大，因此，剩余劳动尽管绝对地小于资本 的剩余劳

动，但按较小的总资本来计算，却表现为较高的利润率。４个工作

日同［资本 用于工具和材料的］６０塔勒之比大于４个工作日同

［资本 用于工具和材料的］１６０塔勒之比；在前一场合，１个工作

日要同１５塔勒现有［不变］资本相比；在后一场合，１个工作日要

同４０塔勒相比。但是，后一个资本的劳动的生产率较高（这是由于

机器的总数较大，因而机器在资本的价值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同

样，这也是由于所用的材料较多，而这表示着一个工作日包含着

［ —７］更多的剩余时间，因而在同一时间内消费了更多的材料）。

后一场合创造出较多的剩余时间（相对剩余时间，即由生产力的发

展决定的剩余时间）。在前一场合，剩余时间为１
４，在后一场合，剩

余时间为１
３。因而，在后一场合剩余时间会在同一时间内创造出更

多的使用价值和更大的交换价值，但是交换价值并不和使用价值

按同一比例增加，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交换价值并不按劳动生产率

提高的同一数字比例增加。因此，单位产品的价格较小，而产品总

价格较大，也就是单位产品的价格乘以所生产的产品量的积较大。

如果我们现在假定，工作日总数虽然相对地说比资本 少，但

绝对地说更多，那么情况就更明显了。因此，一个使用较多机器

的较大资本的利润，所以会显得小于一个相对或绝对地使用较多

活劳动的较小资本的利润，其原因恰恰在于：活劳动产生的较大

的利润分配在总资本上显得较小，因为这个资本所用活劳动同总

９５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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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比例较小；而活劳动产生的较小的利润却显得较大，因为

较小的利润同较小的总资本的比例较大。至于资本 中［用于材

料和机器的价值同活劳动之间的］比例表明，这里会有更多的材

料被加工，并且会有较大的价值部分用于劳动工具，这些情况只

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表现。

不幸的巴师夏的著名原理的奥妙就在这里，他顽固地认为，由

于较大的、生产效率较高的总资本的利润率显得较小，所以工人

取得的份额更大了；其实恰好相反，是工人的剩余劳动更大了。关

于这一点，蒲鲁东先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１７９。

看来李嘉图也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否则他就不会只用谷物

价格的提高（从而用地租的提高）引起工资的上涨来说明利润的

周期下降了。但是，剩余价值——就它虽然是利润的基础，但又

不同于通常所说的利润这一点来说——在本质上还从来没有被阐

明过。

不幸的巴师夏在这里也许会说：因为利润在前一例中是１０％

（即１
１０），在后一例中只是６

２
３％（即

１
１５），所以工人在前一场合得

到 ９
１０，在后一场合得到

１４
１５。无论从这两个场合中任何一个场合

［利润和工资间的］关系来看，还是从这两个场合之间的关系来看，

这都是错误的。

至于说到资本的新价值和作为无差别的总价值的那一资本

（一般说来，在我们考察生产过程以前，我们看到的资本就是这样，

而且在生产过程结束时我们看到的资本必然还是这样）之间的进

一步的关系，那么这个问题一部分要在利润项下加以阐述（这时

新价值取得了新的规定），一部分要在积累项下加以阐述。我们在

这里首先要阐明的只是剩余价值的性质，这种剩余价值就是由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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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推动的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之外的绝对的或相对的劳动时间的等

价物。

存在于工具上的［资本］价值组成部分在生产行为中的消费，

根本不能把生产工具同材料区别开来，——在这里要阐明的还只

是剩余价值的创造，价值的自行增殖，——这种情况只是由于：这

种消费属于简单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是说，在这种简单生产过程

中——为使这种过程能够重新开始——消费掉的工具的价值（无

论这是单纯的使用价值本身，还是交换价值——当生产已经发展

到分工，至少是交换剩余物的时候）已经必须重新存在于产品的

价值（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中。工具在怎样的程度上帮助提高

原料的交换价值并作为劳动资料提供服务，它也就在怎样的程度

上丧失其使用价值。这一点当然必须加以研究，因为把不变价值，

即资本中照旧保存下来的部分，和另一部分，即再生产出来的价

值（从资本来说是再生产，从劳动的实际生产来说是生产），以及

新生产出来的价值加以区别，是非常重要的。

［（ｃ）资本不变部分同资本可变部分相比的

相对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表现］

  现在该结束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产生价值这个问题了。我们已

经看到，在这种场合会创造出剩余价值（而不只是创造出更多的

使用价值），就象在剩余劳动绝对增加的场合一样。如果已知一定

的界限，比如说，工人只需要劳动半天就能为自己生产出一整天

的生活资料，并且工人以一定量的劳动来提供剩余劳动的自然界

限已经达到，那么，要增加绝对劳动时间，就只有同时使用更多

的工人，即同时增加实际工作日，而不只是延长工作日（按照假

１６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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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单个工人只能劳动１２小时；如果要从２４小时中取得剩余时

间，那就要有２个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在进入价值自行增

殖过程之前，在同工人的交换行为中就必须多购买６劳动小时，也

就是必须付出较大一部分资本；另一方面，在待加工的材料上一

般说来也必须增加支出（且不谈必须有过剩的工人，即劳动人口

必须增长）。因此，进一步的［ —８］价值增殖过程的可能性在

这里取决于预先的资本积累（就资本的物质存在来看）。

相反，如果生产力提高了，从而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了，那

么，——就目前的研究阶段来说，我们仍然可以把资本看作直接

生产生活资料、原料等等的东西，——工资上所需的支出就会减

少，而材料的增加则是价值增殖过程本身造成的结果。但是，这

个问题不如说与资本的积累有关。

现在让我们回到我们在前面中断了的论点上来①。生产率的

提高虽然不会增加交换价值的绝对量，但会增加剩余价值。它所

以会增加价值，是因为它把一个新价值作为价值创造出来，就是

说创造出一个这样的价值，这个价值不应当简单地作为等价物被

交换，而是必须作为价值保存自己；一句话，生产率的提高会创

造出更多的货币。问题是：生产率的提高最后是否也会增加交换

价值的总额？这一点实质上已经得到了承认，因为李嘉图也承认，

随着资本的积累，积蓄会增加，因而生产出来的交换价值会增加。

积蓄的增加不外就是独立的价值即货币的增加。不过李嘉图的论

证是同他自己的这一主张相矛盾的。

拿我们的老例子②来看吧。１００塔勒资本；６０塔勒不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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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塔勒工资，生产出８０塔勒；因而产品＝１４０塔勒。

｛这里又表明，总资本的剩余价值＝新生产的价值的一半，因

为后者的另一半＝必要劳动。这种剩余价值总是等于剩余时间，也

就是＝工人的总产品减去构成工人工资的那部分产品，这种剩余

价值［对全部资本］之比取决于：（１）资本的不变部分对资本的

生产部分之比；（２）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时间之比；在上述例子

中，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之比是１００％；对资本１００之比是４０％；

因而（３）不仅取决于（２）中的比，而且也取决于必要劳动时间

的绝对量。

如果资本１００中不变部分是８０，那么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部

分就＝２０，而如果这个必要劳动会创造出１００％的剩余时间，那么

资本的利润就是２０％。

但是，如果资本＝２００，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之比不变（即３
５

比２
５），那么总额就是２８０，即［每］１００有［利润］４０。在这种

场合，利润的绝对量从４０增加到８０，但比例仍是４０％。

相反，如果资本２００中不变要素仍是１２０，必要劳动量是８０，

但是后者只增加１０％，即增加８，那么［产品价值］总额就＝２０８，

因而利润就是４％；如果后者只增加５，那么总额就是２０５，因而

利润就是２１
２％。｝

在我们的例子中，４０塔勒剩余价值就是绝对劳动时间。

现在假定，生产力提高一倍，如果４０塔勒［工资］提供４小

时必要劳动，那么工人现在在２小时内就可以生产出一整天的活

劳动。在这种场合，剩余时间就会增加 １
２ （以前生产出一整天需

要１
４天，现在需要

１
２天）。在一个工作日的产品中剩余价值就会占

３
４，如果每一必要劳动小时＝１０塔勒（１０×４＝４０），那么工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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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只需要１０×２＝２０塔勒。因此，资本就获得２０的剩余收益，

也就是获得６０而不是４０。结束时是１４０，其中６０＝不变价值，２０

＝工资，６０＝剩余收益；共计１４０。现在资本家可以用８０塔勒资

本重新开始生产。

假定资本家Ａ仍然在原有生产水平上用他的资本１４０开始

新的生产。按照原有的比例，他需要把３
５用于资本的不变部分，即

３×１４０５＝３×２８＝８４，余下来用于必要劳动的是５６，他以前花在劳

动上的是４０，现在则是５６，即多了４０的２
５。因而，结束时他的

资本＝８４＋５６＋５６＝１９６。

假定资本家Ｂ在提高了的生产水平上同样用１４０塔勒开始

新的生产。如果他使用资本８０，把６０用于不变价值，只把２０用

于劳动，那么，他从追加的资本６０中需要把４５用于不变价值，把

１５用于劳动；这样，总额就是：原有资本的产品价值６０＋２０＋６０

＝１４０，追加资本的产品价值４５＋１５＋４５＝１０５。因而他的总数量

２４５，而第一个资本家的总数＝１９６。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不过表明，同一资本用较少的劳动会创

造出同一价值，或者，较少的劳动用较大的资本会创造出同一产

品。较少的必要劳动生产出较多的剩余劳动。［ —９］必要劳动

同资本相比减少了，这种情况对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来说显然和

下述情况是一样的：资本同它所推动的必要劳动相比增加了；因

为同一资本推动的剩余劳动增多了，推动的必要劳动就减少了。

｛如果象在我们的例子中那样假定资本不变，即两个资本家都

用１４０塔勒重新开始生产，那么生产率较高的资本，必然有较大

部分用于资本（即资本的不变部分），生产率较低的资本，必然有

较大部分用于劳动。因此，第一笔资本１４０推动的必要劳动是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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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个必要劳动为进行自己的过程需要的不变资本部分是８４。第

二笔资本推动的劳动是２０＋１５＝３５，不变资本是６０＋４５＝１０５

（从以前的阐述中也得出这样的结论：生产力的提高并不以它本身

提高的同一程度增加价值）。｝

｛前面已经指出，第一种场合绝对的新价值比第二种场合多，

因为所使用的劳动量同不变价值相比相对较多；而第二种场合所

使用的劳动量所以较少，正是因为劳动生产率较高。但首先，第

一种场合新价值［剩余价值］只有４０，第二种场合有６０，这种差

别就使第一个资本家不能和第二个资本家用一样的资本来重新开

始生产；因为要使资本家得以生活，而且是靠资本来生活，双方

就都必须有一部分新价值作为等价物加入流通。如果双方都消费

掉２０塔勒，那么第一个和第二个资本家就都用１２０开始新的经

营，等等。参看前面①。关于这一切回头还要再讲；但是，关于提

高生产力所创造的新价值同绝对增加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之间的

关系，这个问题要在积累和利润那一章讨论。｝

因此，关于机器也可以说，它节约劳动；不过正如罗德戴尔

正确地指出的，单纯节约劳动并不是使用机器的特征；因为人类

劳动借助于机器，可以制造和创造出没有机器就绝对创造不出来

的东西。１８０后一点同机器的使用价值有关。节约必要劳动和创造

剩余劳动才是特征。较高的劳动生产率表现在：资本只须购买较

少的必要劳动，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和更多量的使用价值，也就

是说，较少的必要劳动能创造出同一交换价值，使用更多的材料，

并创造出更多量的使用价值。

可见，如果资本的总价值不变，那么生产力的提高就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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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不变部分（由材料和机器构成）与资本的可变部分相比，即

与资本中同活劳动相交换并构成工资基金的那部分相比会增长。

这同时表现为，较少量的劳动推动更多量的资本。如果加入生产

过程的资本的总价值增加，那么，与劳动生产率不变时，即必要

劳动同剩余劳动的比例不变时相比，劳动基金（资本的这个可变

部分）必定会相对减少。

我们假定在上例中，资本１００是农业资本。种子、肥料等等

４０塔勒，劳动工具２０塔勒，原有生产水平下的雇佣劳动４０塔勒

（假定这４０塔勒＝４个必要工作日）。这１００资本在原有生产水平

下创造出总额１４０。假定收成增加一倍，不管是由于改进工具还是

由于施用较好的肥料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产品［同以前一样］应

该＝１４０塔勒（假定工具全部消耗掉）。收成增加一倍，结果是必

要工作日的价格下降一半；或者说，只需要４个半个必要工作日

（即２个整工作日），就能生产出８个工作日。２个工作日就能生产

出８个工作日，这就等于说，必要劳动占每个［１２小时］工作日

的 １
４（３小时）。现在农场主在劳动上只需要支出２０塔勒，而不是

４０塔勒。

因此，资本的组成部分在过程结束时发生了变化：在种子等

等上仍然支出４０（现在这４０代表增加了一倍的使用价值），劳动

工具上是２０，劳动上是２０（２个整工作日）。以前，资本不变部分

和可变部分的比例是６０∶４０＝３∶２；现在＝６０∶２０或＝３∶１。

如果我们拿整个资本来看，那么必要劳动所占的比例以前是

２
５，现在则是

１
５。如果农场主现在要继续按以前的比例使用劳动，

那么他的资本在这种场合必须增加多少呢？换句话说，我们要避

免以下这个有缺陷的假定，即假定农场主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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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用６０不变资本和４０劳动基金来经营，因为这个假定会造成

虚假的情况。

｛尽管这个假定例如对农场主来说，在收成增加一倍的时候是

完全正确的，或者，对任何工业资本家来说，在他所利用的部门

而不是他自己的部门的生产力提高一倍的时候，这个假定也是正

确的；也就是说，如果原毛，其次是谷物（从而工资），最后是工

具，它们的价钱都下降５０％，那么工业资本家就会继续象从前一

样，首先在原毛上支出４０塔勒，不过原毛数量已增加一倍，其次

在机器上支出２０塔勒，在劳动上支出４０塔勒。｝

这个假定实际上就是说：虽然生产力提高一倍，资本继续以

同样的组成部分来经营，继续使用同量的必要劳动，也不增加原

料和工具上的支出｛假定只有棉花的生产力提高一倍，而制造机

器的生产力照旧不变，这种情况以后再研究｝。

因此，生产力提高一倍的结果是，如果他以前在劳动上必须

支出４０塔勒，那么现在他只需要支出２０塔勒。

（假定以前需要４个整工作日——每个工作日＝１０塔勒——

才能给资本家创造出４个整工作日的余额，而且这个余额是通过

把４０塔勒棉花变成棉纱而给资本家创造出来的，那么，现在资本

家只需要２个整工作日［ —１０］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即８个

工作日的价值；棉纱的价值以前包含４个工作日的剩余时间，现

在则包含６个工作日的剩余时间。或者说，每个工人以前需要６小

时必要劳动时间才能创造出１２小时；现在则需要３小时。必要劳

动时间以前是１２×４＝４８小时或４天。其中每一天的剩余时间＝

１
２天（６小时）。必要劳动时间现在只有１２×２＝２４［小时］或２天；

［每天］３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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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供剩余价值，４个工人以前每人必须劳动６×２小时；

即１天；现在只需要劳动３×２，即１
２天。现在不管是４个工人劳

动１
２天，还是２个工人劳动一（整）天，都是一样的。资本家可

以解雇２个工人。他甚至必须解雇２个工人，因为他用一定量的

棉花只能纺出一定量的棉纱；可见他不能再让工人劳动４个整天；

而只能让工人劳动４个半天。

但是，如果工人必须劳动１２小时，才能获得３小时，即获得

他的必要工资，那么，他劳动６小时就只能得到１１
２小时的交换

价值。但是，如果他用３个必要劳动小时能维持１２小时的生活，

那么他用１１
２小时就只能维持６小时的生活。因此，如果４个工

人都被使用，每个工人就只能维持半天生活，就是说，并不是所

有４个人都能作为工人来靠这笔资本维持生活，而只有２个人能

这样做。资本家对４个工人所做的４个半个工作日可以支付给原

有的［工资］基金，那样他就是多支付２个工作日，就会把生产

力的礼物赠送给工人，因为资本家只能使用４个半个活的工作日。

这种“可能性”在实践中不可能出现，而在这里，在考察资本比

例本身的时候，更是谈不上。）

现在，资本１００塔勒中有２０塔勒没有直接用于生产。资本家

和以前一样在原料上支出４０塔勒，在工具上支出２０塔勒，也就

是共支出６０塔勒，但在劳动上只支出２０塔勒（２个工作日）。他

从全部资本８０中把３
４（６０）用于不变部分，只把

１
４用于劳动。因

此，如果他以同样的方式来使用余下的２０塔勒，那就要把３
４用于

不变资本，把１
４用于劳动；也就是把１５塔勒用于前者，把５塔勒

用于后者。因为假定１个工作日＝１０塔勒，所以５塔勒只＝６小

时＝ １
２工作日。资本要以同一比例来自行增殖，那它靠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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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所提供的２０新价值就只能多购买
１
２个工作日。它必须增

加到３倍（即６０）（再加上［游离出来的］２０＝８０［追加资本］），

才能把解雇的２个工人或以前使用的２个工作日全部用上。按照

新的比例，资本要把３
４用于不变资本，才能把

１
４用于劳动基金。

可见，如果全部资本是２０，其中３
４即１５用于不变资本，

１
４用

于劳动（即５）＝ １
２个工作日。

可见，如果全部资本是４×２０，其中４×１５＝６０用于不变资

本，４×５用于工资＝ ４
２个工作日＝２个工作日。

因此，如果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致一笔由原毛和工具构成

的６０塔勒的资本，为增殖自己的价值，只需要用２０塔勒的劳动（２

个工作日），而在以前则需要１００总资本，那么，为了维持全部失业

的劳动，现在总资本就必须从１００增加到１６０，或者说，我们现在

采用的资本８０必须增加一倍。但是，生产力提高一倍的结果，只是

形成一个２０塔勒的新资本＝以前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的 １
２；而这

２０塔勒只够多使用１
２个工作日。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资本等

于１００，使用４个工作日（假定劳动基金占 ２
５＝４０），而现在，在劳

动基金降到１００的 １
５，即降到２０＝２个工作日时（但是，就新加入

价值增殖过程的资本８０来说是降到１
４），资本必须增加到１６０，即

增加６０％，才能继续使用原来的４个工作日。如果要用全部原有

资本继续经营，那么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而从劳动基金中抽出的

２０塔勒，现在只能用来重新使用１
２工作日。以前用１００可以使用

１６
４个工作日（４天），现在只能使用

１０
４个工作日［２

１
２天］。

因此，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为了推动同一必要劳动，即４个

工作日，资本并不需要增加一倍，也就是不需要增加到２００，而只

需要使总数减去劳动基金中抽出的部分之差增加一倍，即（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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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８０）×２＝１６０。（相反，在生产力提高以前，第一笔资本，即

支出额为１００，其中不变资本６０，工资４０（４个工作日）的资本，

为了多使用２个工作日，只需要从１００增加到１５０；也就是３
５不变

资本（３０）和２
５劳动基金（２０）。而按照假定，在两种场合都增加

２个工作日的时候，第二笔资本［即生产力提高一倍场合下的资

本］在结束时就会是［ —１１］１６０，而第一笔资本只是１５０。）

由于生产力提高而从劳动基金中抽出的那部分资本，其中一

部分必须重新转化为原料和工具，另一部分则必须同活劳动相交

换；这只能按照由新生产率所决定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来实现。

这不能再按照原有比例来实现，因为劳动基金对不变基金的比例

下降了。如果资本１００在以前把 ２
５用于劳动基金（４０），而现在由

于生产力提高一倍，只需要１
５（２０），那么资本就有

１
５（２０塔勒）

被游离出来；所使用的那部分资本８０只把１
４用作劳动基金。因此，

２０中同样只有５塔勒（１２个工作日）用作劳动基金。因此，全部

资本１００现在只使用２１
２个工作日；或者说，它必须增加到１６０，

才能再使用４个工作日。

假定原有资本是１０００，并以同样方式来划分：３
５用作不变资

本， ２
５用作劳动基金，也就是６００＋４００（４００等于４０个工作日；

一个工作日＝１０塔勒）。如果现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生产

同一产品需要２０个工作日（＝２００塔勒），那么，为重新开始生产

而需要的资本就＝８００；即６００＋２００；这就有２００塔勒被游离出

来。如果按同样的比例使用这２００塔勒，那就是３
４不变资本＝１５０，

１
４劳动基金＝５０。因此，如果１０００塔勒全部被使用，那么，现在

就是７５０不变资本＋２５０劳动基金＝１０００塔勒。但是２５０劳动基

金＝２５个工作日（这就是说，新的基金只能按新的比例来使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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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
１
４用于劳动时间；要全部使用原有劳动时间，资本［８００塔勒］

就必须增加一倍）。

游离出来的资本２００用于劳动基金的是５０＝５个工作日（占

游离出来的劳动时间的１
４）。（从资本分离出的那部分劳动基金本

身也被用作资本，但它只有１
４被用作劳动基金；也就是说，这个

比例恰好等于新资本中劳动基金部分对资本总额的比例。）因此，

为了使用２０个工作日（４×５个工作日），这个基金就必须从５０增

加到４×５０＝２００；因而游离出来的部分就必须从２００增加到６００，

即增加为三倍；于是全部新资本就等于８００。因此，总资本就等于

１６００；其中１２００是不变部分，４００是劳动基金。

因此，如果资本１０００原来包含劳动基金４００（４０个工作日），

如果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它只需要使用劳动基金２００就能购买

必要劳动，即只是原有劳动的１
２；那么，资本必须增加６００，才能

使用全部原有劳动（才能获得同量的剩余时间）。它必须能够使用

加倍的劳动基金，即２×２００＝４００；但是，因为劳动基金对总资本

的比例现在＝ １
４，所以这就需要总资本为４×４００＝１６００。

｛可见，为了使用原有劳动时间所需要的总资本＝原有的劳动

基金乘以现在表示劳动基金对新的总资本的比例的那个分数的分

母。如果这个比例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而下降到１
４，那就是乘以

４，如果下降到１
３，那就是乘以３。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必

要劳动，从而劳动基金，就会下降到自己原有价值的１
２；但是，这

对新的总资本８００来说是１
４２，对原有的总资本１０００来说是

１
５。换

句话说，新的总资本＝旧的资本减去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

×２；即（１０００—２００）×２＝８００×２＝１６００。

新的总资本正好是为了使用１
２ （

１
３、

１
４……

１
ｘ，视生产力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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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到３倍、４倍……ｘ倍而定）原有劳动时间所需要的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的总额；因此，为了全部使用原有劳动时间，就需要资

本×２（或者×３、×４、×ｘ等等，视生产力提高的比例而定）。在

这里，总是必须先知道原有资本各部分之间（技术上）的比例；例

如，这一比例决定着生产力的乘数被当作必要劳动的除数时会得

出怎样的分数。｝

或者同样也可以说，为了使用原有劳动时间量所需要的新的

总资本［ —１２］＝２×由于新的生产力而在生产中取代原有资本

的新资本（即８００×２）。（因而，如果生产力提高到４倍、５倍等

等，那就＝４×、５×……新资本。如果生产力提高一倍，必要劳

动就减少１
２；劳动基金也同样减少

１
２。因此，如果象上例中那样，

必要劳动在原有资本１０００中占４００，即占总资本的 ２
５，那么现在

则占１
５，即２００。必要劳动减少的数额就是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

基金＝原有资本的 １
５＝２００。原有资本的

１
５＝新资本的

１
４。新资本

＝原有资本＋原有资本的３
５。这些细微末节以后再作进一步的研

究。）

假定资本各部分之间的原有比例不变，生产力提高的程度也

不变，那么，资本的大小对于一般原理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种

比例在资本增大时是否不变，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这是属于积

累的问题）。但是，在上述前提下，我们看到，生产力的提高会改

变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论［所使用的资本］是１００还

是１０００，只要在这两种场合原来都是不变资本占３
５，劳动基金占

２
５，生产力提高一倍就会对它们发生同样的影响。｛劳动基金这个

词，在这里还只是为了方便起见才使用；我们还没有在这个规定

性上来说明资本。直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两部分资本：一部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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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原料和工具）相交换，另一部分同劳动能力相交换。｝

｛新资本，即代替原有资本执行职能的那部分原有资本＝原有

资本减去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但是，这个游离出来的部

分＝表示必要劳动（或者说表示劳动基金）的资本部分除以生产

力提高到的倍数。因此，如果原有资本是１０００，表示必要劳动或

劳动基金的部分＝ ２
５；生产力提高一倍，那么，代替原有资本执

行职能的新资本＝８００。这就是说，原有资本的２
５＝４００；这４００除

以生产力提高到的倍数２，就是原有资本的  
１０＝

１
５即２００。因此，

新资本＝８００，而游离出来的那部分劳动基金＝２００。｝

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样的条件下，资本１００塔勒必须增加到

１６０，资本１０００必须增加到１６００，才能继续使用同样的劳动时间

（４或４０个工作日）；两笔资本都必须增加６０％，即增加它们本身

（原有资本）的３
５，才能把游离出来的

１
５（第一种场合是２０塔勒，

第二种场合是２００塔勒），即游离出来的劳动基金，重新作为劳动

基金来使用。

［（４）资本的二重倾向：扩大所使用的

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

  ｛注意。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①，总资本的同一百分比可以表

现资本创造它的剩余价值即创造相对的或绝对的剩余劳动的各种

极不相同的比例。如果资本的不变价值部分对可变价值部分（与

劳动相交换的部分）的比例是：后者＝总资本的１
２（即资本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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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不变资本）＋５０（可变资本）），那么，同劳动相交换的部分

只要增加５０％就能给资本提供２５％利润；这就是说，５０＋５０（＋

５０）＝１２５；而在上例中是７５＋２５（＋２５）＝１２５；因此，同活劳

动相交换的部分要增加１００％才能给资本提供２５％。我们在这里

看到，如果［资本各组成部分的］比例不变，也就是说，如果劳

动基金对总资本的比例不变，如象上例中那样是１
４，那么，不管

资本是大还是小，利润对总资本的百分比也就不变。就是说，１００

提供１２５，８０提供１００，１０００提供１２５０，８００提供１０００，１６００提

供２０００等等，利润总是＝２５％。如果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同

因而生产力也不同的各个资本，为总资本提供同一百分比，那么，

实际的剩余价值在不同部门中必然极不相同。｝

｛因此，在同样的条件下，把生产力［提高的结果］同生产力

提高以前的同一资本相比较，例子是正确的。

资本１００，５０用作不变价值，５０＝劳动基金。如果劳动基金

［在生产过程中］增殖５０％，即１
２；总产品就＝１２５。假定５０塔勒

劳动基金使用１０个工作日，每日支付５塔勒。因为新价值等于劳

动基金的１
２，所以剩余时间必然＝３

１
３个工作日；这就是说，工人

本来只需要劳动６２
３个工作日就能生活１０天，现在必须为资本家

劳动１０个工作日才能生活１０天；他的３１
３天剩余劳动构成资本

的剩余价值。用小时来表示，如果工作日＝１２小时，剩余劳动就

＝每日４小时。因此，在１０天或１２０小时内工人多劳动了４０小

时＝３１
３天。

但是，如果［ —１３］生产率提高一倍，１００塔勒资本的［两

个组成部分的］比例就会是７５比２５，即同一资本只需要使用５个

工人就能创造出同一价值１２５；因此，５个工作日就＝１０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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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即增加一倍；也就是支付５个工作日，生产出１０个工作日。

工人只需要劳动５天就能生活１０天（在生产力提高以前，他必须

劳动１０天才能生活１５天；因此，如果他劳动５天，他就只能生

活７天）；但是，他必须为资本家劳动１０天才能生活１０天；因而

资本家赚到了５天；每支付一天就赚到一天；

如果用天数来表示，工人以前必须劳动 ２
３天才能生活１天

（即必须劳动８小时才能生活１２小时）；现在他只需要劳动 １
２天

（即６小时）就能生活１天。以前，他劳动一整天，就能生活１１
２

天；他劳动１２小时，就能生活１８小时；他劳动６小时，就能生

活９小时。现在，他劳动６小时，就能生活１２小时。他只需要劳

动１
２天，就能生活１天；但是，他必须劳动２×

１
２＝１天，才能生

活１天。在原有的生产力水平下，他必须劳动１０天才能生活１５

天，或者必须劳动１２小时才能生活１８小时；或者必须劳动１小

时才能生活１１
２小时，或者必须劳动８小时才能生活１２小时；也

就是说，必须劳动 ２
３天才能生活

３
３天。但是，现在他必须劳动

３
３

天才能生活３
３天，即必须多劳动

１
３天。

生产力提高一倍使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的比例从１：２

（即５０％）提高到１：１（即１００％）。按照以前劳动时间的比例，工

人需要劳动８小时才能生活１２小时，即必要时间占全天的２
３；现

在他只需要劳动１
２天即６小时就能生活１２小时。因此，资本现在

只雇用５个工人而不再雇用１０个工人。如果以前１０个工作日

（花费５０塔勒）生产出７５塔勒，那么现在［５个工作日花费］２５

塔勒，生产出５０塔勒；即前者只生产出５０％的剩余价值，后者则

生产出１００％。工人和以前一样劳动１２小时；但是在前一场合资

本购买了１０个工作日，现在只购买５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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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产力提高一倍，所以５个工作日现在生产出５个剩余

工作日；而在前一场合，１０个工作日只生产出５个剩余工作日；现

在，生产力提高一倍，因而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的比例从５０％提

高到１００％，所以５个工作日生产出５个剩余工作日；在前一场

合，１２０个劳动小时（＝１０个工作日）生产出１８０个小时［总时

间］，在后一场合，６０个劳动小时生产出６０个小时［剩余时间］，

也就是说，在前一场合，剩余时间等于全天的１
３ （等于必要时间

的５０％）（即在１２小时中剩余时间占４小时，必要时间占８小

时）；在后一场合，剩余时间等于全天的１
２（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

１００％）（即在１２小时中剩余时间占６小时，必要时间占６小时）；

因此，在前一场合是１０天提供５天剩余时间（剩余劳动），在后

一场合是５天提供５天剩余时间。因此，相对剩余时间增加了一

倍；与前一场合的比例相比较，相对剩余时间只是从１
３增长到

１
２；

即增长了１
６，也就是１６

２
３％。｝

［所 使 用
的 资 本］

为 变 部 分 可 变 部 分 ［剩余价值］［产品价值］ ［利润率］

１００ ６０ ４０ （原有比例）

１００ ７５ ２５ ２５ １２５ ２５％

１６０ １２０ ４０ ４０ ２００ ２５％

  因为剩余劳动或剩余时间是资本的前提，所以资本是建立在

下面这样的基本前提上的：在维持个人和繁殖其后代所必需的劳

动时间以外还有一个余额；例如一个人只需要劳动６小时就能生

活１天，或只需要劳动１天就能生活２天等等。随着生产力的发

展，必要劳动时间在减少，因而剩余时间在增加。或者也可以说，

一个人可以为两个人劳动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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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

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

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６页］）“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恰好足够维持

全部人口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就没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

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第４页］“一个国家只有在使用资本而不

支付任何利息的时候，只有在劳动６小时而不是劳动１２小时的时候，才是真

正富裕的。”［第６页］“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

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第２３页］）

财产。来源于劳动生产率。“当每一个人的劳动勉强够维持他自己的生活

的时候……不可能有财产……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么一个

从事生产的人就能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 财产由于生产方法的改良

而增加。”（皮尔西·莱文斯顿硕士《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

１１页］）“财产的增加，维持有闲者和非生产劳动的能力的增长，这就是［政治

经济学上称为］资本［的东西］。”［第１３页］“使用机器来减少单个人的劳动是

很少能成功的，因为制造机器用掉的时间，比使用机器所节省的时间要多。只

有当机器大规模起作用时，当一台机器能帮助成千上万的人劳动时，机器才

是真正有用的。因此，机器总在人口最稠密，失业人数最多的地方使用最多。

使用机器不是由于缺少工人，而是为了便于吸引大量工人参加劳动。”［第４５

页］英国不到 １
４的人口生产出［ —１４］供全体消费的一切东西。例如在征服

者威廉一世的统治下，直接参加生产的人数比有闲者多得多。１８１

如果说一方面资本创造了剩余劳动，那么另一方面剩余劳动

也是资本存在的前提。创造出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财富整个发

展的基础。必要劳动时间对剩余劳动时间（它从必要劳动的角度

来看首先表现为这种剩余时间）的比例在生产力的不同发展阶段

上是会变化的。在较原始的交换阶段上，人们交换的不过是自己

的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是他们交换的尺度，因而交换也

只涉及剩余产品。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必要劳动时间的存

在以创造剩余劳动时间为条件。首先，在生产的最低阶段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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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需要还很少，因而要满足的需要也很少。就是说，必要劳动

时间之所以有限，并不是因为劳动的生产率高，而是因为需要少。

其次，在一切生产阶段上都存在着劳动的某种共同性，即劳动的

社会性质，等等。以后，社会生产力发展起来，等等。（关于这个

问题，以后再谈。）

        

剩余时间［首先］是作为工作日中我们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

那部分以外的余额而存在的；其次，是作为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

增加即劳动人口的增加而存在的。

（剩余时间也可以通过强制地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其自然界

限的办法，通过把妇女和儿童纳入劳动人口的办法来创造，——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在这里只能顺便提一下，它属于工资那一章。）

工作日中的剩余时间对必要时间的最初比例，可以而且也会

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结果是必要劳动限于越来越小的

部分。人口的情况相应地说也是这样。比如说，可以把６００万劳

动人口看作一个６００万×１２即７２００万小时的工作日；因此在这

里也可以应用同一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规律是创造剩余劳动，即可以自由支

配的时间；资本只有推动必要劳动即同工人进行交换，才能做到

这一点。由此产生了资本要尽量多地创造劳动的趋势；同样也产

生了资本要把必要劳动减少到最低限度的趋势。因此，资本的趋

势是：既增加劳动人口，又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不断地变成过剩

人口，即在资本能够利用他们之前先把他们变成无用的人口。（因

此，关于过剩人口和剩余资本的理论是正确的。）

资本的趋势是既要使人的劳动过剩（相对来说），只要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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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无限增加。价值只是物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

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物化劳动而形成的

余额。但是，前提总是并且始终是劳动一般，剩余劳动只是和必

要劳动相比较而存在，因而只有在必要劳动存在时它才存在。因

此，资本必须不断地推动必要劳动，才能创造出剩余劳动；资本

必须增加必要劳动（即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增加剩余额；但

是，资本同样必须把这种劳动作为必要劳动来扬弃，才能把它变

为剩余劳动。

如果就单个工作日来看，过程当然很简单：（１）把工作日一

直延长到自然所允许的界限；（２）使工作日的必要部分越来越缩

短（因而无限地提高生产力）。但是，如果从空间方面来看工作

日，——从空间方面来看时间本身，——那就是许多工作日同时

并存。资本越是能同时与更多的工作日进行交换，即用物化劳动

同活劳动相交换，资本同时增殖的价值就越大。在生产力发展的

一定阶段上（这种阶段本身是变化的，但这不会使事情本身有任

何改变），资本只有在一个工作日之外，同时使用另外的工作日，

即从空间方面增加大量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才能超越一个人的活

的工作日所形成的自然界限。

例如，我只能把Ａ的剩余劳动延长３小时，但是，如果我再

加上Ｂ、Ｃ、Ｄ等等的工作日，那它就变成１２小时。我创造出的剩

余时间就不是３小时，而是１２小时了。因此，资本要求人口增加，

而且减少必要劳动的过程本身使资本有可能使用新的必要劳动

（从而剩余劳动）。（这就是说，随着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或者随

着活的劳动能力的生产所需要的时间的相对减少，工人的生产变

得便宜了，在同一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工人了。必要劳动时

９７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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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减少和工人的生产变得便宜——这是相同的命题。）

（这还没有把以下情况考虑在内，即人口的增加会使劳动生产

力提高，因为这会使劳动的更广泛的分工和结合等等成为可能。人

口的增加是劳动的一种不用支付报酬的［ —１５］自然力。从这

个观点出发我们把社会力量叫作自然力。所有社会劳动的自然力，

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

另一方面，资本的趋势，象以前考察单个工作日时一样，现

在涉及许多同时并存的必要工作日时（这些工作日只就价值来考

察时，可以看作一个工作日），也是要把必要工作日数减少到最低

限度，即把尽可能多的工作日数变成不必要的，并且，象以前考

察单个工作日时资本的趋势是减少必要劳动小时一样，现在资本

的趋势也是要减少必要工作日数对总物化劳动时间的比例。（如果

为了生产１２个剩余劳动小时需要使用６个工作日，那么资本就会

极力设法使之仅仅需要４个工作日。或者，６个工作日可以被看作

一个７２小时的工作日；如果资本能够把必要劳动时间减少２４小

时，那就会省去２个必要工作日，即２个工人。）

另一方面，［靠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创造出来的新的剩余资本，

只有再同活劳动相交换，才能作为资本来增殖价值。由此，资本

同样又有一种趋势：既增加劳动人口，又不断减少劳动人口的必

要部分（资本不断地把劳动人口的一部分重新变为后备军）。增加

人口本身就是减少人口的主要手段。

其实，这一切不过是单个工作日中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所占

比例的应用。因此，这里已经包含着现代人口理论虽然还不理解，

但是已经作为矛盾表述出来的全部矛盾。资本作为剩余劳动的肯

定，同样并且同时既是必要劳动的肯定又是必要劳动的否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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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以存在，只是由于必要劳动既存在而同时又不存在。

｛以下问题虽然不属于这里的范围，但是已经可以在这里提一

下：剩余劳动在一方创造出来，与此相适应，负劳动，即相对的

懒惰（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是非生产劳动）则在另一方创造出

来。不言而喻，这首先适用于资本，其次也适用于同资本分享

［剩余价值］的其他阶级，因而适用于靠剩余产品过活的需要救济

的贫民、侍从、食客等等，总之，一整批仆从；适用于不是靠资

本生活，而是靠收入生活的那部分仆役阶级。

这种仆役阶级同劳动阶级之间有本质的区别。从整个社会来

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创造产生科学、艺术等等

的时间。社会的发展进程决不在于：因为一个人满足了自己的迫

切需要，所以才创造自己的剩余额；而是在于：因为一个人或由

许多个人形成的阶级被迫去从事满足自己的迫切需要以外的更多

的劳动，也就是因为在一方创造出剩余劳动，所以在另一方才创

造出非劳动和剩余财富。

从现实性来看，财富的发展只存在于这种对立之中；从可能

性来看，财富的发展正是消灭这种对立的可能性。换句话说，因

为一个人只有当他同时满足了另一个人的迫切需要，并且为后者

创造了超过这种需要的余额时，才能满足他本人的迫切需要。在

奴隶制度下，这是以粗暴的方式实现的。只有在雇佣劳动的条件

下，这才导致了产业，导致了产业劳动。

因此，马尔萨斯在剩余劳动和剩余资本以外，还要求有只消

费而不生产的剩余有闲者，或者说，鼓吹挥霍、奢侈、浪费等等

的必要性，他这样做倒也是前后完全一贯的。｝

如果必要工作日对总物化工作日的比例＝９：１２（因而剩余劳

１８３．资本章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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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
１
４），那么资本就会力图把这个比例降到６：９，（即

２
３，因而

剩余劳动＝ １
３）。（这一点以后再详细研究；不过这里有必要提一

下基本要点，因为这里谈的是资本的一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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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Ａ）资本在其流通过程中的再生产和积累］

［（１）］资本从生产过程过渡到流通过程。

［所使用资本的价值保存过程、资本的

价值增殖过程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

实现过程之间的统一和矛盾］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通过价值增殖过程（１）通过交换本身

（即同活劳动交换）而保存了自己的价值；（２）增加了价值，创造

了剩余价值。现在，作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这种统一的

结果表现出来的，是这个过程的产品，即资本本身，它是作为产

品从以它为前提的过程中产生出来的，——作为产品，它是价值，

换句话说，价值本身表现为这个过程的产品，而且是更高的价值，

因为这个价值比最初作为出发点的价值包含更多的物化劳动。这

个价值作为价值是货币。但是它仅仅自在地是货币，它还没有表

现为货币；首先表现出来的、现有的东西，是具有一定的（观念

上的）价格的商品，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一定

３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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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额而存在，它要在交换中才能实现为一定的货币额，也就

是说，它首先必须重新进入简单流通过程才能表现为货币。因此，

我们现在就来考察使资本成为资本的那个过程的第三个方面。

（３）我们仔细地考察就会发现，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货

币只有通过价值增殖过程才变成资本——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价值

丧失过程，即资本丧失货币资格的过程。这是从两方面来说的。首

先，因为资本通过生产力的提高不是增加绝对劳动时间，而是减

少相对必要劳动时间，所以，就它作为一定数量的商品是生产过

程的前提来说，它会减少自己的生产费用，减少自己的交换价值：

一部分现有资本由于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费用的减少而不断

丧失价值；价值的这种丧失不是由于已经物化在资本中的劳动减

少了，而是由于现在需要物化在［作为资本存在形式的］这一定

产品中的活劳动减少了。

现有资本的这种不断的［ —１６］价值丧失不属于这里研究

的范围，因为这种价值丧失已经以现成的资本为前提。这里提到

这一问题只是为了预先表明，后来的东西怎样已经包含在资本的

一般概念中了。这个问题属于资本的积聚和竞争学说。

这里所谈的价值丧失，是资本从货币形式过渡到商品形式时，

即过渡到具有一定的待实现的价格的产品形式时发生的。资本作

为货币原来是作为价值而存在的。现在资本是作为产品，因而只

是在观念上作为价格而存在；但不是作为价值本身而存在。资本

要增殖价值，即保存并增加自己的价值，首先必须从货币形式过

渡到使用价值形式（原料——工具——工资）；但是，这样它就丧

失了价值的形式；现在它必须重新进入流通，才能重新取得这种

一般财富形式。现在，资本家进入流通不再是简单地作为交换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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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作为生产者与作为消费者的其他交换者相对立。这些消费者

为了得到资本家的商品来供自己消费，就要换出货币，而资本家

为了得到消费者的货币，则要换出商品。假定这个过程失败

了，——仅仅由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这种失败的可能

性在个别场合就已经存在，——资本家的货币就会变成无价值的

产品，不仅得不到任何新价值，而且连原有价值也要丧失。

这种情况可能发生也可能不发生，不管怎样，资本的价值丧

失构成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要素；这一点单是由于下述情况就已

存在，即过程的产品在其直接形式上不是价值，而是首先必须重

新进入流通才能实现为价值。因此，如果说资本通过生产过程作

为价值和新价值被再生产出来，那么，它同时也是作为非价值，作

为还要通过交换才能实现为价值的东西被创造出来。

这三个过程［所使用资本的价值保存过程、资本的价值增殖

过程和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实现过程］——它们的统一体构成

资本——彼此是外在的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分开的过程。因

此，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从一个过程过渡到另一个过程，即三个

过程的统一，是偶然的事情。虽然三个过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但

它们是彼此独立存在的，而且每一个过程都是另一个过程的前提。

总的来说，既然整个生产以资本为基础，因而资本应该实现它的

自我形成的一切必要要素，而且应该包含实现这种自我形成的条

件，那么这三个过程的统一也应该得到实现。在我们目前的研究

阶段上，资本还没有表现为决定流通（交换）本身的东西，而只

是表现为流通的要素，而且恰恰在它进入流通时，就不再成为资

本了。现在资本作为商品本身与商品同命运：它能否与货币交换，

它的价格能否实现，这些都是偶然的事情。

５８３．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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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在这里资本一直被看作价值——资本

的价值增殖表现为完全取决于资本作为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

系，即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但现在作为产品，作为商品，资

本却表现为取决于生产过程之外的流通。（事实上，正如我们看到

的，流通返回到作为它的基础的生产过程，同样又从生产过程出

发。）作为商品，资本（１）必须是使用价值，而作为使用价值，必

须是需要的对象，消费的客体；（２）必须同它的等价物——货币

——进行交换。新价值只有在出售中才能实现。

如果说资本原来包含的物化劳动的价格是１００塔勒，现在包

含的是１１０塔勒（价格只是用货币来表现的物化劳动量），那么这

一点必须通过现在生产出来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同１１０塔勒相交

换表现出来。首先，［现在作为资本存在形式的］产品的价值丧失，

是从产品必须同货币交换才能重新获得它的价值形式这个意义上

来说的。

在生产过程内部，价值增殖和剩余劳动的生产（剩余时间的

物化）完全是一回事，因此，价值增殖没有任何其他的界限，有

的只是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部分地作为前提，部分地被产生出来

的界限；正因如此，这些界限在过程中总是表现为应当克服的限

制。

现在，出现了处于生产过程以外的对于这个过程的限制。首

先，完全从表面考察就可以看出，商品只有同时是使用价值，即

消费的客体（至于是哪种消费，在这里还完全没有关系），才是交

换价值。如果商品不再是使用价值，它就不再是交换价值（因为

［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还没有重新作为货币而存在，而是处

在同它的自然性质完全一致的特定存在形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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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它的第一个限制就是消费本身，即对该商品的需要。

（根据迄今我们所依据的前提，还根本谈不到无支付能力的需要，

即需要某种商品而自己又拿不出［ —１７］商品或货币去交换。）

但是第二，对该商品来说，必须有等价物存在，可是，因为流通

最初曾假定是一个固定的量，是有一定限度的量，而另一方面，资

本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一个新价值，所以对这个新价值来说，事

实上似乎不会有等价物存在。

因此，在资本离开生产过程并且重新进入流通时，可以看

到：

（ａ）资本作为生产出来的产品会遇到现有消费量或消费能力

的限制。作为一种特定的使用价值，资本的数量在一定限度内是

可多可少的，但是达到一定程度——因为它只能满足特定的需要

——就不再为消费所需要了。作为特定的、片面的、具有某种质

的使用价值，例如谷物，它的数量本身只是在一定程度内才是可

多可少的，它只在一定数量上，或者说在某种限度内才是需要的。

而这种限度一方面决定于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性质，产品的特

殊效用、用途，另一方面决定于需要这种特定消费的交换者的人

数。这种限度决定于消费者的人数乘以他们对这种特殊产品的需

要量。使用价值本身不具有价值本身所具有的无限度性。一定的

物品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能被消费，才是需要的对象。例如，只

能吃掉一定数量的谷物等等。因此，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在自身中

含有某种限制，——即对该产品的需要的限制，——但这种限制

现在不是由生产者的需要来计量，而是由交换者的总需要来计量。

当不再需要某种特定的使用价值时，产品就不再是使用价值。产

品作为使用价值是由对它的需要来计量的。一旦产品不再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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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它也就不再是流通对象（因为它不是货币）。

（ｂ）作为新价值和价值本身，资本生产出来的产品看来会遇

到现有等价物的量的限制，首先是货币量的限制，但不是作为流

通手段的货币，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剩余价值（这本来是不言

而喻的）需要有剩余等价物。剩余等价物现在表现为［对于资本

的］第二个限制。

（ｃ）最初的情况是，货币——即财富本身，也就是在同他人的

物化劳动相交换中并通过这一交换而存在的财富——如果不继续

同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即不继续进入生产过程，看来就会自行

毁灭。流通没有能力使自己更新。另一方面，现在的情况是，生

产过程如果不能转入流通过程，看来就要陷入绝境。资本作为建

立在雇佣劳动基础上的生产，它的前提是把流通当作整个运动的

必要条件和要素。这种特定的生产形式以这种特定的交换形式为

前提，而这种交换表现为货币流通。为了更新，全部产品必须转

化为货币；这和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不同，那时交换只涉及剩余

生产和剩余产品，而根本不涉及全部生产。

这就是简单的、客观的、无偏见的见解所看到的矛盾。至于

这些矛盾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怎样不断被扬弃，而又不断重

新产生，——而且只有通过暴力被扬弃（虽然这种扬弃在达到一

定点之前只是表现为平静的平衡作用），——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重要的是首先要确认这些矛盾的存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所有矛

盾又在新的形式下复活了。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同作为价值的自身

相矛盾，换句话说，从产品具有一定的质，作为一种特殊的物而

存在，作为具有一定自然属性的产品，作为需要的实体来说，它

同它自身作为价值只在物化劳动形式上具有的那种实体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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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一次，［在资本流通的条件下］这个矛盾不再象在［简

单］流通中那样，只是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差别，而是表现为：由

使用价值来估量产品，在这里被断然规定为由交换者对该产品的

总需要，即由总消费量来估量产品。

在这里，总消费表现为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尺度，因而也

表现为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尺度。在简单流通中是简单地把产

品从特殊的使用价值形式转化为交换价值形式。产品的限制只表

现在：产品由于其自然属性而具有某种特殊形式，而不是具有可

以和其他一切产品直接交换的价值形式。而现在，产品的存在的

尺度就在于产品的自然属性本身。使用价值要转化为一般形式，就

只须有一定的数量，这个量的尺度并不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而

是来自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而且是作为他人的使用价值的

性质。

另一方面，以前的矛盾在于，自为存在的［ —１８］货币必

须不断同活劳动相交换。现在这一矛盾扩大了，因为剩余货币要

成为剩余货币，或者说剩余价值要成为剩余价值，必须同剩余价

值相交换。因此，产品作为价值遇到的限制是他人的生产，正如

产品作为使用价值遇到的限制是他人的消费。产品作为使用价值，

它的尺度是对这种特殊产品的需要量，产品作为价值，它的尺度

是流通中存在的物化劳动量。这样一来，认为价值本身同使用价

值无关，或者另一方面认为物化劳动本身是价值的实体和尺度，这

两种说法都同样是错误的了。

｛现在还不能转入研究需求、供给、价格之间的关系，要对它

们本身进行阐述，就要以资本为前提。但是，需求和供给是抽象

范畴，还没有表现特定的经济关系，就这一点来说，也许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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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流通和简单生产的时候就应该加以研究？｝

这里，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概念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资本

并不直接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统一，而只是和各种条件联结在一

起的过程，而且正如过程已经表明的那样，是和外部条件联结在

一起的过程。

｛我们在前面考察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时已经看到，这个过程

是以在此之前已经阐述的简单生产过程为前提的。需求和供给的

情况也是这样，因为在简单交换中是以存在着对产品的需要为前

提的。生产者（直接生产者）自己的需要表现为他人需求的需要。

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必须阐明它要以什么为前提，所有这些以后应

该纳入最初几章。｝

［（２）资本力图无限制地发展生产力。］

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生产过剩

  资本创造绝对剩余价值——更多的物化劳动——要有一个条

件，即流通范围要扩大，而且要不断扩大。在一个地点创造出的

剩余价值要求在另一个地点创造出它与之交换的剩余价值；要求

首先哪怕只是生产出更多的金银，更多的货币。这样，即使剩余

价值不能直接再变为资本，它也可以在货币的形式上作为新资本

的可能性而存在。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其条件是创造一

个不断扩大的流通范围，不管是直接扩大这个范围，还是在这个

范围内把更多的地点创造为生产地点。

如果说流通最初表现为既定的量，那么它在这里却表现为变

动的量，并且是通过生产本身而不断扩大的量。就这一点来说，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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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本身已经表现为生产的要素。因此，资本一方面具有创造越来

越多的剩余劳动的趋势，同样，它也具有创造越来越多的交换地

点的补充趋势；在这里从绝对剩余价值或绝对剩余劳动的角度来

看，这也就是造成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作为自身的补充；从本质

上来说，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

式。创造世界市场的趋势已经直接包含在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任

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首先，要使生产本身的每一个

要素都从属于交换，要消灭直接的、不进入交换的使用价值的生

产，也就是说，要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代替以前的、从资本

的观点来看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商业在这里不再表现为在各个独

立生产部门之间交换它们的多余产品的活动，而是表现为生产本

身的实质上包罗一切的前提和要素。

当然，一切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既会减少交换者

的人数，也会减少投入流通的交换价值总额，而首先是减少剩余

价值的生产。因此，资本的趋势是（１）不断扩大流通范围；（２）

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

另一方面，生产相对剩余价值，即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

础来生产剩余价值，要求生产出新的消费；要求在流通内部扩大

消费范围，就象以前［在生产绝对剩余价值时］扩大生产范围一

样。第一，要求扩大现有的消费量；第二，要求把现有的消费推

广到更大的范围，以便造成新的需要；第三，要求生产出新的需

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这种情况就是：获得

的剩余劳动不单纯是量上的剩余，同时劳动（从而剩余劳动）的

质的差别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多样化，本身越来越分化。

例如，由于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需要使用１００资本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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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只需要使用５０资本，于是就有５０资本和相应的必要劳动游

离出来；因此［ —１９］必须为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创造出一

个在质上不同的新的生产部门，这个生产部门会满足并引起新的

需要。旧产业部门的价值由于为新产业部门创造了基金而保存下

来，而在新产业部门中资本和劳动的比例又以新的形式确立起来。

于是，就要探索整个自然界，以便发现物的新的有用属性；普

遍地交换各种不同气候条件下的产品和各种不同国家的产品；采

用新的方式（人工的）加工自然物，以便赋予它们以新的使用价

值｛奢侈品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和在现代所起的作用不同，这以后

再谈｝；要从一切方面去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

物体的新的使用属性，如原有物体作为原料等等的新的属性；因

此，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顶点；同样要发现、创造和满足由

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

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

要的人生产出来——把他作为尽可能完整的和全面的社会产品生

产出来（因为要多方面享受，他就必须有享受的能力，因此他必

须是具有高度文明的人），——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

一个条件。新生产部门的这种创造，即从质上说新的剩余时间的

这种创造，不仅是一种分工，而且是一定的生产作为具有新使用

价值的劳动从自身中分离出来；是发展各种劳动即各种生产的一

个不断扩大和日益广泛的体系，与之相适应的是需要的一个不断

扩大和日益丰富的体系。

因此，如果说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方面创造出一个普遍

的劳动体系，——即剩余劳动，创造价值的劳动，——那么，另

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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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

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且再也没

有什么东西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表现为自在的更高

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因此，只有资本才创造出资

产阶级社会，并创造出社会成员对自然界和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

占有。由此产生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这样一个社

会阶段，与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以前的一切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

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

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

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①，其

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

于人的需要。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

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

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

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

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

但是，决不能因为资本把每一个这样的界限都当作限制，因

而在观念上超越它，所以就得出结论说，资本已在实际上克服了

它，并且，因为每一个这样的限制都是同资本的使命相矛盾的，所

以资本主义生产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

又不断地产生出来。不仅如此。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

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界限，这些界限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

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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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

象李嘉图这样一些经济学家，把生产和资本的自行增殖直接

看成一回事，因而他们既不关心消费的限制，也不关心流通本身

由于在一切点上都必须表现对等价值而遇到的限制，而只注意生

产力的发展和产业人口的增长，只注意供给而不管需求，因此，他

们对资本的积极本质的理解，比西斯蒙第这样一些强调消费限制

和对等价值现有范围限制的经济学家更正确和更深刻，虽然西斯

蒙第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局限性，对它的消极的片面性的理

解比较深刻。李嘉图比较理解资本的普遍的趋势，西斯蒙第比较

理解资本的特有的局限性。

从资本的角度来看生产过剩是不是可能的和必然的，这个问

题的整个争论焦点在于：资本在生产中的价值增殖过程是否直接

决定资本在流通中的价值实现；资本［ —２０］在生产过程中实

现的价值增殖是否就是资本的现实的价值增殖。当然，李嘉图也

曾意识到，交换价值没有交换就不是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能

证明它是价值；但是，他认为生产由此而遇到的限制是偶然的，是

可以克服的。因此，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着克服这些限制的

可能性，不过他的阐述往往是荒谬的；而西斯蒙第则相反，他不

但强调生产会遇到限制，而且强调这个限制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

于是资本陷入矛盾之中，他由此看出，这些矛盾必然导致资本的

毁灭。因此，他想通过习惯、法律等等从外部给生产设置限制，但

是，正因为这些限制只是外部的和人为的，所以必然会被资本推

翻。另一方面，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

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

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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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正统的经济学观点来否认一定时期内会发生普遍的生产过

剩，这种企图实际上是很幼稚的。或者，例如请看麦克库洛赫的

著作１８２，为了挽救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而把这种生产的一切特有

属性、它的概念规定全都抛开，相反地把它看成是提供直接使用

价值的简单生产。本质的关系完全被抽掉了。事实上，为了清除

这种生产所具有的矛盾，干脆把这种生产抛弃和否定了。或者，例

如象穆勒那样１８３（庸俗的萨伊就是摹仿他的），做得更机灵了：说

什么供给和需求是同一的，因而必然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供给

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

这里存在着很大的混乱：（１）供给和需求的这种同一性，从

而供给就是由供给本身的量来计量的需求，这只有在供给是交换

价值，即等于一定量物化劳动时，才是真实的。只有供给是这种

交换价值，供给才是自身的需求的尺度——这是就价值来说的。但

是作为这样的价值，供给只有同货币相交换才能实现，而作为同

货币交换的对象，供给取决于（２）自己的使用价值；但是作为使

用价值，供给取决于对它的现有需求量，取决于对它的需要程度。

但是作为使用价值，供给决不是由物化在它本身中的劳动时间来

计量的，而是用一种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毫无关系的尺度来

计量的。

或者，其次，人们断言，供给本身就是对具有一定价值的一

定产品的需求（这个价值就表现在所需要的产品量上）。因此，如

果供给的产品卖不出去，那就证明，供给的商品太多，而供给者

所需要的商品生产得太少了。因此，不会存在普遍的生产过剩，只

会存在一种或几种商品的生产过剩，而另一些商品则会生产不足。

可是在这里人们又忘记了，从事生产的资本所要求的，不是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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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的使用价值，而是自为存在的价值，即货币；不是在流通手

段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或者说，

它一方面是作为资本的实现形式，另一方面是作为资本复归到它

原来的休眠状态的形式。

至于断言货币生产得太少，实际上这不过是断言生产同价值

实现不一致，因而是生产过剩，或者同样可以说，这是产品不能

转化为货币的、不能转化为价值的生产；是不能在流通中得到证

实的生产。由此就产生了货币魔术师们（蒲鲁东等等也包括在

内）的幻想：由于货币昂贵而流通手段短缺，因此必须人为地创

造更多的货币。（并见北明翰派，例如《两人书简》１８４。）

或者，人们说，从社会的观点来看，生产和消费是一回事，因

此绝对不会一个超过另一个，或两者之间发生不平衡。在这里，社

会的观点是指这样一种抽象，它恰恰抽掉了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

会关系，因而也抽掉了由它们所产生的各种矛盾。例如，施托尔

希当时在反驳萨伊时就很正确地指出，很大一部分消费不是直接

使用［个人消费品］的消费，而是生产过程中的消费，例如机器、

煤、油、必要的建筑物等等的消费。１８５这种消费［ —２１］同这里

所说的消费决不是一回事。马尔萨斯和西斯蒙第也正确地指出，例

如工人的消费本身对于资本家来说决不是充分的消费。１８６在把生

产和消费说成一回事的情况下，是把价值增殖这个要素完全抛弃

了，并把生产和消费简单地加以对比，也就是说，把直接以使用

价值而不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当作前提了。

或者，按照社会主义的说法：劳动以及劳动的交换，即生产以

及产品的交换（流通），这就是全部过程；既然如此，除非是由于错

误，由于结算不正确，否则怎么会出现不平衡呢？在这里，劳动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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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看作雇佣劳动，资本也没有被看作资本。一方面承认以资本为基

础的生产的结果；另一方面却否认这种结果的前提和条件——必

要劳动是通过剩余劳动并且为了剩余劳动而存在的劳动。

或者，有的人例如李嘉图１８７断言，因为生产本身由生产费用调

节，所以生产会自行调节，如果一个生产部门不增殖价值，那么

就会有一定量的资本从这个部门抽出，投入另一个需要资本的地

方。但是，即使撇开这种平衡的必然性本身就是以不平衡、不协

调为前提，因而是以矛盾为前提不谈，在生产过剩的普遍危机中，

矛盾并不是出现在各种生产资本之间，而是出现在产业资本和借

贷资本之间，即出现在直接包含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和在生产过

程以外独立（相对独立）地作为货币出现的资本之间。

最后，所谓合乎比例的生产（这一点李嘉图等人早已提到

过），如果只是指资本有按照正确比例来分配自己的趋势，那么，

由于资本无限度地追求超额劳动、超额生产率、超额消费等等，它

同样有超越这种比例的必然趋势。

（在竞争中，资本的这种内在趋势表现为一种由他人的资本对

它施加的强制，这种强制驱使它越过正确的比例而不断地前进，前

进！正如威克菲尔德先生在他为斯密的著作所加的注释１８８中正确

地指出的那样，经济学家们关于自由竞争讲过很多空话，但从来

还没有被阐明过，尽管自由竞争是建立在资本上的整个资产阶级

生产的基础。自由竞争只是被否定地理解，即被理解为对垄断、行

会、法律规定等等的否定，被理解为对封建生产的否定。但是，它

总还必须是某种自为存在的东西，因为单纯的零是空洞的否定，是

抽掉界限，这种界限例如在垄断，自然垄断等等的形式下会立即

重新恢复起来。从概念来说，竞争不过是资本的内在本性，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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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许多资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而表现出来并得到实现的资本的本

质规定，不过是作为外在必然性表现出来的内在趋势。资本是而

且只能是作为许多资本而存在，因而它的自我规定表现为许多资

本彼此间的相互作用。）

资本既是合乎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

扬弃。现有比例必然会由于剩余价值的创造和生产力的提高而不

断被扬弃。但是，要求生产同时一齐按同一比例扩大，这就是向

资本提出了决不是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外部的要求；同时，一个生

产部门超出现有的比例，就会促使所有生产部门都超出这种比例，

而且超出的比例又各不相同。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谈到资

本作为流动资本的规定，我们还在一方面研究流通，另一方面研

究资本，也就是说，我们还把生产看作流通的前提，即产生流通

的基础，所以就是从生产的角度来看，流通已经同消费和生产都

有关系——换句话说，剩余劳动表现为对等价值，——而且劳动

的专业化的形式越来越丰富。

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必然自在地包含着资本的文明化趋势等

等，这种趋势并非象迄今为止的经济学著作中所说的那样，只表

现为外部的结果。同样必须指出，在资本的简单概念中已经潜在

地包含着以后才暴露出来的那些矛盾。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只是指出了各个要素互

不相关的情形；它们在内部是互相制约的，在外部是互相寻求的；

但是可能寻求得到也可能寻求不到，可能互相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可能互相适应也可能不适应。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整体的内在必然

性，和这个整体作为各种互不相关的独立要素而存在，这已经是

［ —２２］种种矛盾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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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还决不是问题的全部。生产和价值增殖之间的矛盾

——资本按其概念来说就是这两者的统一体——还必须从更加内

在的方面去理解，而不应单纯看作一个过程的或者不如说各个过

程的总体的各个要素互不相关的、表面上互相独立的现象。

更进一步考察问题，首先就会看到一个限制，这不是一般生

产固有的限制，而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固有的限制。这种限制

是二重的，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从两个方向来看的同一个限制。这

里只要指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

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是矛盾的——就足以揭示

出生产过剩的基础，揭示出发达的资本的基本矛盾；就足以完全

揭示出，资本并不象经济学家们认为的那样，是生产力发展的绝

对形式，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

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

从资本的观点来看，资本以前的各个生产阶段都表现为生产

力的桎梏。而资本本身，如果正确地来理解，只有当生产力需要

外部的刺激而这种刺激同时又是对生产力的控制的时候，才表现

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对生产力的训育，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

段上，会完全象行会等等那样成为多余和累赘。这些内在的界限

必然和资本的性质，和资本的本质的概念规定本身相一致。这些

必然的界限是：

（１）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

的工资的界限；

（２）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

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３）这就是说，向货币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

９９３．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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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

生产的界限。这就是说：

（４）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

财富要成为生产的对象，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

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

另一方面，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在简单流通

中表现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西，没有独立

的必然性，因而不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界限和限制），资本忘

记和不顾下列各点：

（１）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２）剩余价

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３）货币是生产的界限；

（４）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由此出现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

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

普遍的价值丧失。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

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制］的尝试，而

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因此很明显，资本的

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

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

不用谈了。

｛全部信用制度，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交易过度、投机过度等等，

就是以必然要扩大和超越流通的界限和交换领域的界限为基础

的。这一点表现在各民族间的关系上比表现在个人间的关系上规

模更大，更典型。例如，英国人为了使其他国家成为自己的主顾，

不得不贷款给它们。事实上英国的资本家用生产的英国资本进行

００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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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次交换：（１）是作为英国资本家本身，（２）是作为杨基①等等，

或者是以投放他的货币的任何其他形式。｝

｛资本是生产的界限，这种看法例如在霍吉斯金那里就已显露

出来了：

“在［工人从来不是资本所有者的］当前［社会］状况下，资本的任何积

累都会使要求于工人的利润额增加，并且使仅能保证工人过舒适生活的一切

劳动成为不可能。”［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

２４６页］“利润是生产的限制。”１８９

由于对外贸易，交换领域的界限扩大了，使资本家有可能消

费更多的剩余劳动：

“在若干年内整个世界从我们这里拿走的未必会比我们从世界取得的多

…… 甚至我们的商人从他们的对外贸易中取得的利润，也由这里用出口换

得的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支付…… 对外贸易只是为了资本家舒适和享乐而

进行的一种商品交换。［ —２３］但是他消费商品只能达到一定的限度。他用

棉织品等等来交换外国的酒和丝绸。但是这些酒和丝绸象那些呢绒和棉织品

一样代表我们本国人的剩余劳动；通过这种办法资本家的破坏力无限度地增

大了。因此得以巧胜自然。”（《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

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１７—１８

页）

关于市场商品充斥和必要劳动的界限有多大关系的问题：

“工人［对工作的］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自己拿走产品中更小

的份额，而把其中更大的份额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这会由于消费

减少而加剧市场商品充斥，那我只能回答说：市场商品充斥是高额利润的同

义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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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页）

在这些话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矛盾的一个方面完全表

１０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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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出来了。

“［资本］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生产利润的那个

点上的实践，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霍吉斯金，同上，第２３８页）

“资本积累得越多，资本家所要求的全部利润额也就增加得越多，从而给

生产和人口的增加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同上，第２４６页）

关于作为一般生产工具的资本和作为价值的生产工具的资本

之间的种种矛盾，马尔萨斯是这样来说明的：

“利润总是由价值来衡量，决不是由［产品］数量来衡量…… 一国的财

富，部分地取决于靠本国的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的数量，部分地取决于这个数

量与现有人口的需要和购买力的适应，这种适应按照计算要使这些产品能具有

价值。财富并不单单由这些因素中的一种因素决定，这是十分肯定无疑的。但是，

财富和价值的最密切的联系，也许在于后者是前者的生产所必需的…… 加

在商品上的价值，也就是人们为了获得这些商品而情愿牺牲的劳动，在实际

情况下可以说几乎是财富存在的唯一原因…… 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的消

费和需求，决不能单独成为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动机…… 只有生产力，还

不能保证创造相应程度的财富，就象人口的增长不能保证创造相应程度的财

富一样…… 为此必须这样地分配产品并使这些产品这样地适应那些消费

产品的人的需要，以致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能不断增加……换句话说，只有

对全部生产出来的东西的需求不受阻碍，生产力才会充分调动起来。”（《政治

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６６、３０１、３０２、３１１、３１５、３６１页）

固然，从一方面来说，这种需要是由不断开辟新产业部门

（反过来又扩大旧的产业部门）而引起的，由此旧产业部门获得了

新的市场等等。其实生产本身就创造需要，它在同一生产部门里

雇用更多的工人，并开辟新的生产部门，在新的生产部门中新的

资本家又雇用新的工人，同时反过来又成为旧生产部门的市场；但

是从另一方面来说：

“由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因为这种需求

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就不会

２０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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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什么利润，从而也就不会有使用工人的劳动的动机。任何商品的利润的存

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的需求范围的需求。”［同上，

第４０５页出版者注］“工人和资本同用它们获利的手段比较起来，都可能过

剩。”［同上，第４１４页注］｝

｛关于我们马上就要谈到的（３）①，应当指出：资本同劳动相

对立而表现为预先积累并通过预先积累而支配劳动，这种预先积

累首先不过是剩余产品形式上的剩余劳动本身，另一方面，又是

取得他人的并存劳动１９０的凭证。｝

当然，这里的问题还不在于说明生产过剩的规定性，而只是分

析最初包含在资本关系本身中的生产过剩的萌芽。因此我们在这

里还无须考虑其他有产的和消费的阶级等等，这些阶级不从事生

产，而是靠收入生活，因此是和资本进行交换；对资本来说它们构

成交换中心。我们只能就这些阶级对资本的历史形成具有重大意

义这一点来局部地考察它们（不过在研究积累时考察就更好些）。

在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生产中，同样在大部分人口直接通过自

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大部分需要的家长制农业手工业生产中，

流通和交换的范围是很狭窄的，尤其是在前一种生产中，奴隶根

本不被看作是交换者。但是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中，在任何地

点消费都是以交换为媒介的，而劳动对于工人来说决没有直接的

使用价值。这种生产的全部［ —２４］基础就是作为交换价值和

交换价值创造者的劳动。

好了。首先：雇佣工人和奴隶不一样，他本身就是独立的流

通中心，他是交换者，是创造交换价值和通过交换来获取交换价

３０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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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人。第一，通过资本中用作工资的部分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

交换，这部分资本的交换价值还在资本重新离开生产过程而进入

流通以前就直接被实现了；或者说，这种交换本身还可以被理解

为流通行为。第二，对于每一个资本家来说，除了他自己的工人

以外，所有其他的工人都不是工人而是消费者；是交换价值（工

资）即货币的所有者，他们用货币来换取资本家的商品。他们都

是流通中心，交换行为从这些中心出发，资本的交换价值通过这

些中心而保存下去。他们相对来说形成很大一部分消费者——虽

然，如果指的是真正的产业工人，那并不象通常想象的那么多。他

们的数量越大，产业人口的数量越大，他们支配的货币量越大，资

本的交换领域也就越大。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趋势是尽可能地

增加产业人口的数量。①

其实，一个资本家同其他资本家的工人的关系，在这里还根

本不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这种关系不过表明每一个资本家的幻

想，它丝毫不会改变资本本身同劳动的关系。关于自己的工人，每

一个资本家都知道，他同他的工人的关系不是生产者同消费者的

关系，并且希望尽可能地限制工人的消费，即限制工人的交换能

力，限制工人的工资。每一个资本家自然希望其他资本家的工人成

为自己的商品的尽可能大的消费者。但是每一个资本家同自己的

工人的关系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就是本质关系。然而正是

由此产生了这样的幻想（对不同于所有其他资本家的单个资本家

来说，这是真实的）：除了自己的工人以外，其余的整个工人阶级对

他来说都是消费者和交换者，不是工人，而是货币支出者。这是

４０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手稿中在这一段的下面，马克思以单独的一行写着：“１月（１８５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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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了例如马尔萨斯所说的：

“任何商品的利润的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

的需求范围的需求”，因此，“由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

需求”。［《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４０５页出版者注］

因为一种生产推动另一种生产，从而给自己创造了作为他人

资本的工人而出现的消费者，所以对于每一单个资本来说，工人

阶级的由生产本身造成的需求表现为“足够的需求”。这种由生产

本身造成的需求驱使生产超越它按照工人［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所

应进行的生产的比例；一方面，生产必须超越这种比例；另一方

面，如果“超过工人本身需求的”需求消失了和缩减了，那就会

出现崩溃。那时，资本本身就把工人的需求——即作为这种需求

的基础的工资的支付——不是看作利益，而是看作损失。换句话

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就显示出来了。

这里又是资本的竞争，它们彼此的漠不关心和互相独立，促

使单个资本不是把所有其余资本的工人看作工人。由此就驱使生

产超出正确的比例。资本同［资本主义前的］统治关系的区别恰

恰在于：工人是作为消费者和交换价值实现者与资本相对立，是

作为货币所有者，作为货币，作为简单的流通中心与资本相对立

——他是无限多的流通中心之一，由此他作为工人的规定性便消

失了。

｛由生产本身造成的对原料、半成品、机器、交通工具以及生

产中使用的辅助材料即染料、煤炭、油脂、肥皂等等的需求，也

完全一样。这种需求作为有支付能力的、实现交换价值的需求，在

生产者本身之间进行交换的时候，是足够的和充分的。一旦最终

的产品在直接的和最终的消费上遇到界限，这种需求的不足就显

７０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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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出来了。驱使生产超出正确比例的这种［足够的需求的］假象，

也是以资本的本质为基础的，资本的本质——这要在考察竞争时

更详细地加以说明——就是自相排斥，也就是彼此完全漠不关心

的许多资本。当一个资本家向另一个资本家购买东西，购买商品

或出售商品的时候，他们是处在简单的交换关系中；他们不是作

为资本互相发生关系。他们为了最后能够作为资本来增殖自己的

价值而必须互相进行交换的那个正确的（想象的）比例，是处在

他们的相互关系之外的。｝

首先：资本迫使工人超出必要劳动来做剩余劳动。只有

这样，资本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创造出剩余价值。但是另

一方面，资本确立必要劳动，是因为并且仅仅由于劳动是剩余劳

动，而且剩余劳动可以实现为剩余价值。可见，资本把剩余劳动

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把剩余价值作为物化劳动即价值本身的界

限。如果资本不能确立剩余劳动，它也就不能确立必要劳动，而

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只有资本才能确立必要劳动。因此，资本就

象英国人所说的那样，用人为的障碍①来限制劳动和价值的创造，

而资本这样做，正是由于并且仅仅由于它确立剩余劳动和剩余价

值的同一理由。因此，资本按照自己的本性来说，会为［ —

２５］劳动和价值的创造确立界限，这种界限是和资本要无限度地

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

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

个活生生的矛盾。

｛因为价值是资本的基础，资本必然只有通过和对等价值相交

８０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４０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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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才能存在，所以资本必然自己排斥自己。因此，普遍资本，没

有与它交换的其他资本同它相对立，——从我们目前研究的角度

来看，同资本相对立的，除了雇佣劳动和资本自身以外，没有任

何其他的东西，——这样的资本是毫无意义的。在作为已经实现

了的交换价值的资本中已经包含着各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可见，如果说资本一方面把剩余劳动以及剩余劳动同［其

他］剩余劳动的交换作为必要劳动的条件，从而作为把劳动能力

变成交换中心的条件，——单从这方面来看已经缩小和限制了交

换领域——，那么另一方面，使工人的消费只限于工人再生产他

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物品，使表现必要劳动的那个价值成为实现

劳动能力的价值、从而实现工人的交换能力的限制，并力求把这

种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降到最低限度，这对资本来说同样

是重要的。这就给交换领域加上了新的限制，不过这种限制完全

象前一种限制一样，同资本把它自行增殖的任何界限都看作［应

当克服的］限制的趋势是一回事。因此，资本价值的无限度的增

大——价值的无限度的创造——在这里同限制交换领域，也就是

限制价值增殖的可能性，即限制实现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的

可能性，完全是一回事。

生产力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方面，资本的趋势是，为了增加

相对剩余时间，必然把生产力提高到极限。另一方面，必要劳动

时间由此减少了，因而工人的交换能力由此降低了。其次，我们

已经看到①，相对剩余价值增加的比例比生产力要小得多，而且这

个比例不断降低，生产力已经达到的程度越高，这个比例就降得

９０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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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低。但是产品的数量却以相同的比例增加——如果不是这样，那

就是有新的资本游离出来了，同样也有劳动游离出来了，它们不

加入流通。但是，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要实现产品中包含的劳

动时间的困难也增加了——因为这要求消费不断扩大。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问题仍然只是，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同时

就是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至于资本在具有无限度地提高生产力

趋势的同时，又在怎样程度上使主要生产力，即人本身片面化，受

到限制等等，整个说来，资本在怎样程度上具有限制生产力的趋

势，这个问题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

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

限，把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界限，把剩余价值作为

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与此同时，资本又驱使生产超出所有这些

界限，因为资本把劳动能力单纯作为交换者，作为货币与自己相

对立，而把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剩余劳动时间作为剩余价值的唯

一界限。（或者，从这种关系的第一方面来说，资本是把剩余价值

的交换作为必要价值的交换的界限。）

同时，一方面资本把流通中现有的价值，或者同样可以说，把

它所创造的价值同早已存在于它本身中和流通中的价值之间的比

例，作为它创造价值的界限，必要的界限；另一方面它把自己的

生产率作为价值的唯一界限和创造者。因此，资本一方面不断地

促使自己丧失价值，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成为生产力的障碍和物化

在价值中的劳动的障碍。

０１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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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否认生产过剩。

蒲鲁东为说明生产过剩所作的不成功的尝试。］

工人怎么会在他购买的商品价格中既支付了

利润等等，又得到了自己的必要工资

  ｛认为不可能有生产过剩（或者说，断言资本的生产过程和

价值增殖过程直接等同）的愚蠢看法，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①，由

詹姆斯·穆勒至少是诡辩地，也就是说机灵地表述为：供给＝它

自身的需求，也就是需求和供给彼此相符合。换句话说，这只是

说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因而交换不会给价值添加任何东

西，——不过他忘记了：为了实现价值，必须进行交换，而且交

换能否进行（最终）取决于使用价值。因此，象穆勒所说的，如

果需求和供给不相符合，那是由于某种特定的产品（供给的产

品）生产过多，而另一种产品（需求的产品）生产过少。这种

“过多”和“过少”不涉及交换价值，而涉及使用价值。供给的产

品多于对这种产品的“需要”，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可见，生产过

剩起因于使用价值，因而起因于交换本身。

这一点在萨伊那里被更愚蠢地表述为：产品只是同产品相交

换１９１；因此充其量也只是一种产品生产过多，另一种产品生产过

少。在这里他忘记了：（１）价值和价值相交换，一个产品所以同

另一个产品相交换，只因为它是价值，也就是说，只因为它是货

１１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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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或者会变成货币；（２）产品和劳动相交换。这位好汉是站在简

单交换的立场上，而在简单交换中实际上不可能有生产过剩，因

为那里的问题事实上与交换价值无关，只与使用价值有关。生产

过剩的发生是同价值增殖联系在一起的，如此而已。｝

［ —２６］只听钟声响不知钟声何处来①的蒲鲁东，把生产过

剩的原因说成是“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１９２。他的意思是说，

产品中加上了利息和利润，或者说，产品的价格超过了产品的实

际价值。首先，这证明蒲鲁东对价值规定毫无所知，价值规定总

的说来决不能包含任何加价。在实际的交易中，资本家Ａ可能欺

骗资本家Ｂ。一个资本家往钱袋里多装的，就是另一个资本家往钱

袋里少装的。如果把两者加在一起，那么他们交换的总额＝物化

在这个总额中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只不过同资本家Ｂ相比，资本

家Ａ从总额中装进钱袋的量多于他应得的量。从资本——即资本

家全体——得到的全部收益中要扣除：（１）资本的不变部分；

（２）工资，或者说，再生产活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物化劳动时间。

因此，资本家之间能够分配的不外是剩余价值。资本家之间分配

这种剩余价值的比例——不论公平与否——丝毫改变不了资本和

劳动之间的交换和这种交换的关系。

可能有人会说，必要劳动时间（即工资）——可见，它不包

含利润，相反它是从资本的收益中扣除的——本身又是由已经包

含了利润的产品价格决定的。否则，不直接使用这个工人的资本

家在同这个工人交换时所取得的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例如，纺

纱厂主的工人用自己的工资来交换若干蒲式耳谷物。而在每蒲式

２１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德国谚语，意思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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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谷物的价格中已经包含了农场主即资本的利润。所以，必要劳

动时间本身所购买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已经含有剩余劳动时间。首

先很清楚，纺纱厂主支付给他的工人的工资，必须够工人购买必

要蒲式耳数的小麦，不管每蒲式耳小麦的价格包含农场主多少利

润；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农场主支付给他的工人的工资，必须

够工人置备必要数量的衣服，也不管这些衣服的价格包含纺纱厂

主和织布厂主多少利润。

［ —２７］问题就在于：（１）混淆了价格和价值；（２）把同价

值规定本身无关的关系扯进来了。

首先假定——这是抽象的关系——资本家Ａ本身生产工人

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资料，或者说，这些生活资料代表物化着工人

的必要劳动的那些使用价值的总额。这样，工人就要用他从资本

家那里获得的货币——货币在这里的交易中只表现为流通手段

——从资本家那里买回一个相应部分即代表工人必要劳动的那部

分产品。资本家Ａ的这部分产品的价格对工人和对其他任何交换

者来说当然都是一样的。从工人向资本家购买的时候起，工人作

为工人的独特性质就消失了；在他的货币上，他借以取得货币的

那种关系和活动的任何痕迹都消失了；工人在流通中单纯作为货

币同资本家相对立，资本家则作为商品同工人相对立；工人作为

商品价格的实现者同资本家相对立，因而价格对工人来说，就象

对其他任何一个代表货币的人即买者一样，是事先确定的。

好了。可是在工人所购买的那部分商品的价格中包含着利润，

这是落入资本手中的剩余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如果工人的必

要劳动时间表现为２０塔勒＝产品的一定部分，而利润为１０％，那

么资本家就会把商品按２２塔勒卖给工人。

３１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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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鲁东就是这样认为的，并且由此得出结论说，工人不能买

回自己的产品，即总产品中体现工人的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

（我们接着就会谈到蒲鲁东的另一个结论，即认为这样一来资本就

不能进行最适当的交换，因此就会产生生产过剩。）为了使问题更

清楚些，我们假定工人的２０塔勒［工资］＝４舍费耳谷物。根据

蒲鲁东的看法，如果２０塔勒是４舍费耳谷物的以货币表现的价

值，而资本家把４舍费耳卖２２塔勒，那么工人就不能买回４舍费

耳，而只能买回３７
１１舍费耳。换句话说，蒲鲁东认为，货币交易

把这里的关系歪曲了。２０塔勒是必要劳动的价格＝４舍费耳，资

本家把这个价格给了工人。可是当工人要用２０塔勒取得这４舍费

耳时，工人得到的却只有３７
１１舍费耳。既然工人因此得不到必要

工资，他就根本不能生活。这样一来，蒲鲁东先生所证明的东西

就过于多了。

｛资本力图骗取必要劳动，并把工资压低到由身体决定的标准

和由一定的社会状况决定的标准之下，这在实践中既是一般趋势，

也有象在实物工资制下那样的直接抬高价格的做法。这些不属于

这里的考察范围。我们这里必须到处假定，支付的是经济上公平

的工资，即由经济学上的一般规律决定的工资。在这里，矛盾应

该产生于一般关系本身，而不是产生于个别资本家的欺骗行为。至

于所有这一切以后在现实中如何展开，则属于工资学说。｝

但是对不起，蒲鲁东先生的前提是错误的。如果５塔勒表现

１舍费耳的价值，即物化在１舍费耳中的劳动时间，如果４舍费耳

表现必要工资，那么，资本家Ａ就不是象蒲鲁东认为的那样按２２

塔勒而是按２０塔勒售出这４舍费耳。事情是这样的：假定总产品

（包括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是１１０塔勒＝２２舍费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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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１６舍费耳＝８０塔勒，代表投在种子、机器等等上的资本；４舍

费耳＝２０塔勒，代表必要劳动时间；２舍费耳＝１０塔勒，代表剩

余劳动时间。资本家把每舍费耳按５塔勒出售，即按每舍费耳的

必要价值出售，然而他却从每舍费耳中赚得１０％利润，或者说塔

勒＝１５银格罗申。这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因为资本家出售的全

部谷物是２２×５塔勒，而不是２０×５塔勒。我们这里可以假设资

本家为多生产２舍费耳谷物所需要的投资等于０，因为这２舍费

耳可以完全归结为剩余劳动：更精细的耕作、除草、施用几乎不

花费资本家分文的矿质肥料等等。

［ —２８］这剩余的２舍费耳所包含的价值，没有花费资本家

什么代价，因而是他的各项支出之外的剩余。资本家把２２舍费耳

中的２０舍费耳按资本家已经为它们花费的数额即１００塔勒售出；

把资本家没有花费代价的２舍费耳——但其价值等于其中包含的

劳动——按１０塔勒售出，这种情况对资本家来说，就如同他在出

售全部２０舍费耳时在每舍费耳上比他花费的数额多卖１５银格罗

申是一样的（多卖５塔勒的１０％，即１
２塔勒）。这样一来，虽然资

本家在卖给工人的４舍费耳中赚到２塔勒，工人仍然按照必要价

值得到每１舍费耳。资本家所以在这４舍费耳上赚到２塔勒，只

是因为除了这４舍费耳之外，他还按同一价格再出售１８舍费耳。

如果他［除了卖给工人的这４舍费耳之外］只卖１６舍费耳，他就

什么也赚不到，因为那样他总共才卖得５×２０，即等于他的投资

１００塔勒。

在加工工业中实际上也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即无须增加支出

就可以出售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在这里无须增

加原料和机器上的支出。假定同一产品由于单纯的手工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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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所需要的原料和工具数量不变——而取得更完善的形式，取

得更高的使用价值，也就是说，由于在产品上使用了更多的手工

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不是通过产品量的增加而是通过产品质的

提高而提高了。产品的交换价值——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直

接随着这种劳动的增加而相应地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资

本家出售产品时贵１０％，那么支付给工人的是以货币表现出来

的、代表必要劳动的那部分产品，如果产品可以分开，工人就能

够购买这个部分。因此，资本家得到利润并不是由于他在出售给

工人的这个部分上加了价，而是由于他在出售全部产品时也出售

了他没有支付过代价、因而恰好是代表剩余劳动时间的那部分产

品。

产品作为价值总是可以分割的，而产品在实物形式上不一定

要分割。在这里，利润的产生始终是由于：全部价值包含着一个

资本家没有支付的部分，因而在整体的每一部分中都有一个相应

部分的剩余劳动会得到［买者的］支付。上例中的情况就是这样。

当资本家出售２２舍费耳，也就是出售代表剩余劳动的２舍费耳

时，这同他在［他支付过的２０舍费耳中］每舍费耳上多卖１
１０舍费

耳，即［从每舍费耳］得到１
１０剩余价值，是完全一样的。例如生

产一只表，如果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比例不变，那么，由于

花费１
１０剩余劳动时间，这只表的质量就会提高价值

１
１０，而这个提

高的价值并没有花费资本家什么。

第三种情况，是加工工业中大多存在的情况（但在采掘工业

中不是这样），即资本家［为创造剩余价值］需要更多的原料（假

定工具［数量］不变；即使这个数量假定是可变的，问题也丝毫

不会改变），这些原料中物化着剩余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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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问题还不属于这里考察的范围，因为在这里同样

可以假定或者必须假定，原料例如棉花也是由资本生产的，而剩

余产品的生产在流通的任一点上必须归结为单纯的剩余劳动，或

者不如说实际情况是这样：剩余产品的生产是以流通的所有点上

都同时存在剩余劳动为前提。）

假定资本家纺掉２５磅棉花，花费５０塔勒，他为此需要的机

器（我们假定机器在生产过程中全部消耗掉）花费３０塔勒，工资

花费２０塔勒，他用这些棉花纺出２５磅纱，卖得１１０塔勒。在这

种情况下，每磅纱卖４２
５塔勒，即４塔勒１２银格罗申。因此，如

果工人愿意购买纱，他可以得到４６
１１磅纱。如果工人是为自己劳

动，他也会把每磅纱卖４塔勒１２银格罗申，但没有获得任何利润

——前提是他只完成必要劳动；不过他纺掉的棉花要少一些。

［ —２９］我们知道，一磅纱的价值完全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

时间量构成的。现在我们假定一磅纱的价值＝５塔勒。假定其中４
５

即４塔勒代表棉花、工具等等，那么１塔勒就代表借助于工具实

现在棉纱中的劳动。如果工人靠纺纱生活，例如每月需要２０塔勒，

那么他就必须纺出２０磅纱，因为他纺一磅纱挣１塔勒，而他必须

挣２０塔勒。如果工人自己拥有棉花、工具等等，而且他是为自己

劳动，也就是说，他是自己的雇主，那么他必须出售２０磅纱，因

为他在每磅纱上只能挣１
５，即１塔勒，而１×２０＝２０塔勒。如果

工人为资本家劳动，那么纺掉２０磅棉花的劳动只代表必要劳动；

因为根据假定，在２０磅纱即２０×５＝１００塔勒中，８０塔勒只代表

资本家买进的棉花和工具，而重新再生产出来的价值只代表必要

劳动。

在２０磅纱中，４磅＝２０塔勒，代表必要劳动，１６磅只代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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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不变部分（１６×５＝８０塔勒）。在这２０磅纱以外，资本家让工

人多纺的每磅纱中都包含 １
５的剩余劳动，即资本家的剩余价值。

（资本家没有支付过代价而出售的物化劳动。）如果资本家让工人

多纺１磅纱，他就多得１塔勒，多纺１０磅纱，他就多得１０塔勒。

在１０磅纱即５０塔勒中，资本家会得到用于补偿他的开支的４０塔

勒和剩余劳动１０塔勒；换句话说，他会有８磅纱用于购买生产１０

磅纱的材料（机器和棉花），并且会有他没有花费代价的２磅纱或

其价值。

如果我们现在把资本家的账目总计一下，就可以看到：

资 本  家  的  支  出

［不 变 资 本］ 工   资
剩 余 价 值 ［产 品 价 值］

８０＋４０＝１２０塔勒 ２０塔勒 １０塔勒 １５０塔勒

（原料、工具等）

  资本家总共生产３０磅纱（３０×５＝１５０塔勒）；每磅卖５塔勒，

这是每磅纱的准确的价值，也就是说，这是完全由物化在这磅纱

中的劳动来决定的，而且纱的价值就是从这种劳动得来的。这３０

磅纱中，２４磅代表不变资本，４磅用于工资，２磅构成剩余价值。

如果象资本家所做的那样，按他的总支出１４０塔勒（或２８磅纱）

来计算这个剩余价值，那么它就是１
１４＝７

１
７％（虽然在这个例子

中，按［必要］劳动来计算剩余价值是５０％）。

［ —３０］假设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以致资本家在劳动上的支

出不变的情况下，能够纺出４０磅纱［而不是３０磅］。根据我们的

假定，资本家将按照实际价值出售这４０磅纱，即每磅卖５塔勒，

其中４塔勒代表物化在棉花等等中的劳动，１塔勒代表新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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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资本家将按每磅５塔勒出售这４０磅纱，共卖得４０×５即

２００塔勒；这４０磅纱中有２０磅用于必要劳动，［把在必要劳动过

程中为加工２０磅棉花所需要的８０塔勒不变资本也算在一起］，等

于１００塔勒。余下１００塔勒。资本家在前２０磅纱上没有赚到分文；

在余下的１００塔勒中，４
５即４×２０，亦即８０塔勒是［为实现剩余

劳动所需要的］材料等等的费用。还剩下２０塔勒［利润］。

资本家支出１８０塔勒赚得２０塔勒，或１１１
９％。１１

１
９％是与

总支出相比的结果，而事实上资本家这２０塔勒是从第二个１００塔

勒或第二个２０磅纱得来的，资本家对物化在这２０磅纱中的劳动

没有支付报酬。

现在我们假定，资本家能够纺出多一倍的纱，即８０磅，他卖

得４００塔勒。其中２０磅纱或１００塔勒用于必要劳动。余下３００塔

勒，其中４
５即２４０塔勒用于材料等等。还剩下６０塔勒。６０塔勒利

润同３４０塔勒［总支出］相比，等于１７１１１７％。事实上，在前例中

资本家的支出只有１８０塔勒，他靠这笔支出赚得２０塔勒，或１１

１
９％。

支出中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利润就越大，虽然利润同

实际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关系不是一目了然的。例如，资本家

为了赚得１１１
９％的利润，必须纺４０磅纱，工人只要纺２０磅纱就

相当于必要劳动。这里剩余劳动＝必要劳动，剩余价值为１００％。

这是我们的老规律。但这不是我们要在这里讨论的问题。

在前面提到的生产４０磅纱的例子中，每磅纱的实际价值是５

塔勒，如果工人是一个自己经营的劳动者，他能够为自己预付费

用，来使原料等等的价值增加，从而可以作为劳动者而生活，那

么他也会象资本家一样把每磅纱按５塔勒出售。不过他将只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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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磅纱，而从出售这２０磅纱所得的款项中，他会把
４
５用于购买新

原料等等，把１
５用于生活。他从１００塔勒中仅仅得到了自己的工

资。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来源于他把每一磅纱卖得贵，——他是

按照纱的准确的价值出售的，——而是来源于他高于他为每磅纱

所花费的生产费用出售（并不是高于每磅纱本身的生产费用，因

为其中的１
５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如果资本家低于５塔勒出售，他

就是低于价值出售，买者就会白白地得到每磅纱中包含的、资本

家的支出以外的 １
５劳动。

但是，资本家是这样计算的：１磅纱的价值是５塔勒，４０磅

纱的价值是２００塔勒；从中减去１８０塔勒费用，余下２０塔勒。资

本家不把２０算作［ —３１］第二个１００塔勒的赢利，而是把它算

作他的全部支出１８０塔勒的赢利。这样给资本家提供的利润就不

是２０％，而是１１１
９％。接下去资本家又计算：为了得到这样的利

润，他必须出售４０磅纱，按每磅５塔勒出售，４０磅纱给他提供的

不是１
５或２０％利润，而是２０塔勒平分到４０磅纱上，即每磅纱上

１
２塔勒。在资本家出售每磅纱的这种价格下，他每５塔勒赚

１
２塔

勒，或者说每１０塔勒赚１塔勒，从出售价格赚取１０％。

［总产品的］价格决定于单位产品（１磅）的价格乘以所出售

的单位数目，在这里就是１磅的价格５塔勒×４０。这种价格规定

从资本家钱袋的角度来说是正确的，而在理论上却会引人误入歧

途，因为在这里好象是在每一磅纱的实际价值上都进行了加价，而

每一磅纱中的剩余价值的来源却看不见了。用单位（尺度）（磅、

码、英担等等）使用价值的价值乘以生产出来的这些单位的数目

来决定价格，这一点以后在价格理论中是很重要的。例如，由此

可以看到，单位产品价格的降低和这些单位数量的增加——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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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表明：利润同［必要］劳动相比提高了，或

者说，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相比减少了——而不是象巴师夏先生

１９３等人所认为的那样与此相反。

例如，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工人在同一时间内生产出的

纱的磅数比原来多一倍，——在这里假定，例如１磅纱不管所花

费的是多少，它对工人的用处完全一样，而且工人的生活只需要

纱、衣服，——那么，由劳动追加在２０磅纱上的价值就不再是 １
５，

而只有１
１０，因为工人只用

１
２的时间就可以把２０磅棉花变成纱。因

此，在原料所花费的８０塔勒上追加的，就不再是２０塔勒，而只

是１０塔勒。２０磅纱就值９０塔勒，１磅纱就值９０２０即４
１
２塔勒。

１９４

但是，如果总劳动时间不变，那么劳动就不是把４０磅棉花而

是把８０磅棉花变成纱。８０磅纱，每磅４１
２塔勒，共值３６０塔勒。

资本家的计算会象下面这样：

总收入３６０塔勒，支付劳动的报酬［把在必要劳动过程中花

费的不变资本也算在一起］用去９０塔勒，余下２７０塔勒。从中减

去［为实现剩余劳动所需的］支出２４０塔勒。余下３０塔勒。这样

一来，资本家的利润就不是２０而是３０塔勒，虽然资本家在每一

磅纱上获得的利润少了１９５。现在，资本家的总支出是３３０塔勒；

［利润率是］９１
１１％。

资本家从尺度（单位）（磅、码、夸特等等）使用价值的价值

中得到的利润，随着活劳动（新加劳动）对原料等等的比例的减

少而减少；换句话说，为了使原料具有单位的形式（一码毛织品

等等）而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资本家从单位使用价值的价值中

得到的利润就越少。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

劳动时间的这种减少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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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回事，所以包含着剩余劳动时间的这些单位产品的数量增加

了，也就是说，资本家没有偿付的劳动时间增加了。１９６

其次，从上述情况还可以看到，价格可以降到价值以下，而

资本仍然可以得到利润；为此资本家只需出售这样一个数量的产

品，这个数量乘以单位产品的价格，要超过产品数量乘以单位产

品［的费用］即由劳动的必要价格［和不变资本］构成［的费

用］。如果［剩余］劳动同原料等费用的比例是１
５，那么，例如资

本家就可以只［ —３２］高于［他的费用的］不变价值的 １
１０［ —

３２］出售商品，因为剩余劳动不花费他什么。在这种场合，资本

家把剩余劳动［的一半即］ １
１０赠送给消费者，他为自己只增加价

值１
１０。这一点在考察竞争时很重要，可是恰恰被李嘉图忽略了。

价格规定以价值规定为基础；但是加进了新的要素。价

格最初不过表现为，它是以货币表现的价值，后来取得了进

一步的规定，它本身表现为特殊的量。如果５塔勒是１磅纱的价

值，也就是说，如果５塔勒包含的劳动时间和１磅纱包含的一样

多，那么不管被评价的纱的磅数变为４倍或４００万倍，都丝毫不

会改变这种价值规定。
·
磅
·
数
·
多
·
少这个要素，由于它以另一种形式

表示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因而对于价格规定具有决定性

的意义。这种情况在十小时工作日法案１９７等问题上已经变得通俗

易懂了。

［（４）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

［（ａ）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特点］

从以上的说明还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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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人只从事必要劳动，那么他就只会纺出２０磅纱，每月

只会利用价值８０塔勒的原料、机器等等。而资本家除了工人的再

生产即自我保存所必需的原料、机器等等之外，还必然要在原料

上（和机器上，尽管比例不同）投资，以便使剩余劳动物化。（在

农业，渔业中，总之，在采掘业中，这种投资不是绝对必要的，但

是在它们大规模经营，也就是以工业方式经营的一切场合，这种

投资就是必要的；不过在这种场合，投资不是表现为在原料本身

上的追加支出，而是表现为在获取原料所必需的工具上的追加支

出。）这些追加支出——即为剩余劳动提供材料，为剩余劳动的实

现提供物质要素——实际上就是资本特有的、所谓预先的积累，资

本特有的储备的积累（我们暂时还这样说）。因为，正如我们以后

还会更详细地看到的那样，把活劳动的物质条件必须已经存在

（不管这些条件是自然提供的还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这种

情况看作是资本特有的情况，那是荒谬的。资本所作的这些特殊

的预付只是表示：资本借助新的活的剩余劳动，利用物化的剩余

劳动即剩余产品来增殖价值，而不是象埃及的国王或伊特剌斯坎

的祭司贵族那样，用来（花费来）修建金字塔等等。

在价格规定中（在利润上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情况）还要加进

欺诈，互相欺骗。一个资本家在交换中能够赚得的，就是另一个

资本家失掉的，不过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的资本——在

彼此之间所分配的只能是剩余价值。但是，［交换的］比例为个人

的骗术等等开辟了活动场所（撇开需求和供给不谈），这种骗术同

价值规定本身毫无关系。

因此，价值规定同蒲鲁东先生关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

的发现毫不相干。这种发现的基础是，他（蒲鲁东）既丝毫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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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规定，也丝毫不懂价格规定。但是，即使撇开这一切不谈，蒲

鲁东关于由此［由于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会导致生产过剩

的这种抽象的结论，也是错误的。在奴隶制关系下，奴隶主并没

有因劳动者不是作为消费者同他们竞争而感到任何麻烦。（不过，

在古代各民族那里出现的奢侈品生产，是奴隶制关系的必然结果。

古代国家灭亡的标志不是生产过剩，而是达到骇人听闻和荒诞无

稽的程度的消费过度和疯狂的消费。）

        

资本作为产品离开生产过程以后，必须重新转化为货币。货

币在此之前只是表现为已经实现的商品等等，现在则表现为已经

实现的资本，或者说，已实现成货币的资本。这就是货币的（同

样也是资本的）一种［新的］规定。从以上的叙述已经可以看到，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量，同实现资本即增殖资本价值的困难毫无

关系。

［（ｂ）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和它对工人工资的影响。

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进行的交换中得到实现］

  ［ —３３］假定在上例中资本家每磅纱卖５塔勒，全部４０磅

纱都按每磅５塔勒出售，也就是说，每磅纱都按它的实际价值出

售，因而在每５塔勒（出售价格）上赚得１
２塔勒，同出售价格相

比得到１０％的利润，或者说，在他的每４１
２塔勒的支出上得到

１
２

塔勒，也就是说，同他的支出相比得到１１１
９％的利润，——假定

这个资本家现在只按１０％的利润出售，也就是说，在他的每４１
２

塔勒支出上只得到９
２０塔勒的利润（这同资本家过去在他的每４

１
２

塔勒上得到的１
２塔勒相差

１
２０塔勒，这个差额恰好是１

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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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假定资本家现在每磅纱卖４
１
２塔勒＋

９
２０塔勒，即４

１９
２０塔

勒，或者说，４０磅纱卖１９８塔勒。现在就可能有各种不同的情况。

假定同他进行交换的那个资本家，即他卖给４０磅纱的那个资本

家，是一个银矿主，即银生产者，而且这个银生产者只支付给他

１９８塔勒，也就是说，银生产者少支付给他２塔勒物化在银中的劳

动而换到了物化在４０磅棉纱中的劳动。假定这个资本家Ｂ的支

出的［组成部分的］比例等等和纱生产者［Ａ］完全一样。如果资本

家Ｂ得到的利润也不是１１１
９％，而只是１０％，那么他为自己的

２００塔勒银就不能要求４０磅纱，而只能要求３９３
５磅纱。可见，两

个资本家不可能彼此同时都贱卖１１
９％，也就是说，不可能发生这

样的情况：在同一时间内，一个资本家为１９８塔勒银提供４０磅纱，

而另一个资本家为３９３
５磅纱提供２００塔勒银。根据这种假定，资

本家Ｂ就会在购买４０磅纱时少支付１
１
９％，也就是说，他除了一

笔不是从交换中取得而只是在交换中实现的利润１１１
９％以外，又

由于另一个资本家受到损失而多获得１１
９％利润，或者说，他总共

会得到利润１２２
９％。资本家Ｂ在他自己的工人身上，即在他自己

的资本推动的劳动上，榨取到１１１
９％的利润；其余的１

１
９％是资

本家Ａ的工人的剩余劳动，而由资本家Ｂ占有了。

因此，由于竞争等等迫使资本家低于自己商品的价值出售商

品，也就是说，由于竞争等等迫使资本家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买

者实现一部分剩余劳动，利润率可能在这一或那一生产部门下降。

但是一般［利润］率不会因此下降；只有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

［和不变资本］相比相对减少时它才会下降，而这种情况，正如我

们已经看到的，在［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已经很大时才

会发生，或者换一种说法，当资本推动的活劳动所占的比例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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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就是说，当资本中同活劳动交换的部分与同机器和原料交

换的部分相比很小时才会发生。那时，尽管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会

增加，一般利润率却会下降。

这样，我们已谈到另外一点。一般利润率之所以可能，只是

因为这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高，那个生产部门的利润率过低；也

就是说，只是因为剩余价值——与剩余劳动相应的剩余价值——

的一部分从一个资本家手中转到另一个资本家手中。例如，如果

在５个生产部门中利润率分别为：（ａ）１５％，（ｂ）１２％，（ｃ）１０％，

（ｄ）８％，（ｅ）５％，那么，平均利润率就是１０％；但是，要使平

均利润率实际上能够存在，资本家Ａ和Ｂ就必须把他们利润的

７％交给Ｄ和Ｅ，即２％交给Ｄ，５％交给Ｅ，而Ｃ一切照旧。

同量资本１００［价值单位］不可能有相同的利润率，因为剩余

劳动［对资本支出］的比例随着劳动生产率，随着原料、机器和

工资之间的比例以及随着一般进行生产所必需的规模不同而极不

相同。但是，如果我们假定生产部门ｅ（例如面包业）是必要的，

那么这个部门的资本家就必须得到平均利润率１０％。不过，这种

情况只有在ａ和ｂ两个部门的资本家把自己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让

给ｅ部门的资本家时才有可能。资本家阶级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分配总剩余价值的：总剩余价值不是按照各个个别生产部门的资

本所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来分配，而是与他们的资本量成比例地

大致平均地进行分配。较高的利润——来源于某个生产部门内的

实际剩余劳动，来源于该部门中实际创造的剩余价值——由于竞

争会降低到这个平均水平，而另一生产部门的较低的剩余价值，由

于该部门的资本被抽出并由此而形成有利的供求关系，就会提高

到这个水平。竞争不能降低这个水平本身，它只是具有形成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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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趋势。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属于竞争篇的范围。

利润率的这种平均化是通过不同生产部门的价格关系实现

的；在一些部门中价格降低到价值以下，在另一些部门中价格提

高到价值以上。由此产生一种假象，似乎同量资本在不同生产部

门中会创造出同样多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

        

［ —３４］我们在上例中假定，资本家Ａ比如说在竞争的压力

下被迫按１０％而不是按１１１
９％的利润出售纱，因此他每磅纱［比

它的价值］贱卖 １
２０塔勒，同时我们假定工人仍旧以货币形式得到

自己的必要工资２０塔勒；但是，如果工人以纱的形式得到自己的

工资，那么他得到的就不是４磅纱而是４４
９９磅纱。如果用纱向工

人支付工资，工人就会在他的必要工资以外多得４
２０塔勒［强］，即

１
５塔勒；这就是６银格罗申，或者说是他的必要工资的１％。

１９８

如果工人在某一生产部门就业，而这个部门的产品完全不属

于工人的消费范围之内，那么工人就不会由于这类事情而得到分

文的好处，对于工人来说情况就会是这样：他不是直接地为资本

家Ａ，而是间接地，即通过资本家Ａ作媒介，为资本家Ｂ完成自

己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在资本家Ａ把物化在自己产品中的一部分

劳动白白转让出去的情况下，工人只有本身成为这个资本家的产

品的消费者，而且只有在他是这种消费者的限度内，他才能从中

得到好处。因此，如果纱的消费占工人支出的１
１０，工人从这件事

情中得到的利益就是１
５０塔勒，或７

１
５分尼

①（在这种情况下，从资

本家生产的４０磅棉纱减价的２塔勒中，工人得到 ２
１００塔勒，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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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１％的好处）；这就是说，工人赚到他的全部工资２０塔勒的

１
１０％。这７

１
５分尼是工人从他自己的剩余劳动２０塔勒中获得的份

额。工人由于他本人所在的生产部门的价格降低到必要价值以下

所得到的追加工资，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这样的比例。在最好的

情况下，即在工人只靠纱就能维持自己的生存的情况下（这是不

可能的），［工资提高的］界限（在上例中）是６银格罗申，或工

资的１％；也就是说，在最好的情况下，工人的追加工资取决于必

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之比。在生产真正的奢侈品的部门里，

工人自身被排除在这些产品的消费之外，这种追加工资就永远＝

０。

现在假定资本家Ａ、Ｂ、Ｃ彼此进行交换，他们每人的总产品

都等于２００塔勒。Ａ生产纱，Ｂ生产谷物，Ｃ生产银；在所有这三

个资本家那里，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之比，以及支出和利润之比，

完全一样。Ａ不是按２００而是按１９８塔勒出售４０磅纱，因此损失

１１
９％的利润：同样，Ｂ也不是按２００而是按１９８塔勒出售自己的

比如说４０蒲式耳谷物；但是Ｃ却全部交换了自己的物化在２００塔

勒银中的劳动。Ａ和Ｂ之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如果他们双方的每

一方都全部同对方交换，那就谁也不受损失。Ａ得到４０蒲式耳谷

物，Ｂ得到４０磅纱，但是他们每人都只得到１９８塔勒价值。Ｃ用

１９８塔勒得到４０磅纱或４０蒲式耳谷物，在两种情况下他都少支

付２塔勒，也就是多得到２
５磅纱或

２
５蒲式耳谷物。

但假定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是这样：Ａ向银生产者Ｃ按２００塔

勒出售４０磅纱，而银生产者不得不向谷物生产者Ｂ支付２０２塔

勒，也就是说，Ｂ高于谷物价值多得２塔勒。在Ａ的纱和Ｃ的银

的相互关系中，一切都正常：两种商品都按价值互相交换。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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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Ｂ的价格提高到价值以上，４０磅纱和２００塔勒银［中所得到的

利润］，用谷物来表现，就降低１１
９％；换句话说，两个资本家实

际上已经不能用２００塔勒买到４０蒲式耳谷物，而只能买到３９６１１０１

蒲式耳了。３９６１１０１蒲式耳小麦就值２００塔勒，也就是说，１蒲式耳

就不是值５塔勒，而是值５１
２０塔勒，或５塔勒１

１
２银格罗申。

现在假定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人的消费中一半是小麦；假定纱

的消费占工人的收入的１
１０，小麦的消费占

５
１０。由于占工人消费的

１
１０的纱减价，工人赚到他的全部工资的

１
１０％；工人在小麦上损失

他的工资的５
１０％。因此总起来说，工人没有得到利益，而是损失

了自己工资的４
１０％。即使资本家用货币向工人支付了他的全部必

要劳动，由于谷物生产者Ｂ提高了他的商品的价格，工人的工资

仍然会降到必要工资以下。如果谷物的这种高价格持续下去，那

么工人的必要工资就必须提高。

由此可见，如果资本家Ａ［按降低的价格］出售纱，是由于

谷物或者在工人消费中占最主要部分的其他使用价值的价格提高

到它们的价值以上，那么，资本家Ａ的工人所消费的变贵的产品

同他所消费的由他自己生产的减价产品相比越多，他的损失就越

大。但是，如果资本家Ａ高于纱的价值１
１
９％出售纱，而资本家

Ｂ低于谷物的价值１１
９％出售谷物，那么，工人在最好的情况下，

即假定他所消费的仅仅是谷物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利益也不会

超过６银格罗申，或者，既然我们假定工人只把自己工资的一半

花在谷物上，那他得到的利益就只是３银格罗申，即［ —３５］他

的２０塔勒工资的 １
２％。

因此，对工人来说共有三种情况可能发生：［第一，］工人在

这件事情中所得到的利益或受到的损失都＝０；［第二，］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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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降低工人的必要工资，使之变成不足的工资，也就是说，工资

降到必要的最低水平以下；第三，这件事情会给工人提供一定的

追加工资，这是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中的一个极其微小的份额。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必要劳动对［实现必要劳动所需要

的］其他生产条件的比例为１
４（占总支出的２０％），也就是说，如

果必要劳动等于产品总价值的２０％（在２０磅纱中工资占４磅，或

者说，在１００塔勒总支出中８０塔勒用于原料和工具，２０塔勒用于

劳动），而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等于１００％（也就是说，剩

余劳动的量等于必要劳动的量［而为了实现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需要等量的不变资本］），——那么，资本家就会从他的支出中获

得１１１
９％的利润。

如果资本家只得到１０％的利润，而把１１
９％或［２０塔勒中

的］２塔勒赠送给消费者（把自己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转让给消费

者），那么，工人如果是消费者，他就也会获得利益，而且在最好

的（不可能有的）情况下——如果工人只靠他的主人的产品维持

生活——就会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资本家损失１１
９％，即２塔

勒；工人获得的利益为２０塔勒工资的１％，即６银格罗申（或者

说在２０塔勒工资以外多得１
５塔勒）。

现在假定资本家每磅纱不是卖５塔勒，而是卖４１５２０（４
３
４）塔

勒；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就会在每磅纱上获得５
２０塔勒的利益，而

在４４
１９磅纱［在这里构成工人的工资］上获得

２０
１９塔勒的利益，即

１塔勒［略多］。１塔勒同他的２０塔勒工资相比是１
２０，即５％。资

本家按每磅纱４１５２０塔勒出售４０磅纱，得
９５
２０塔勒×４０，即１９０塔勒。

他的支出是１８０塔勒，他的利润等于１０塔勒，或者说５５
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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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失［也］等于５
５
９％，或者说１０塔勒。

如果资本家每磅纱按４１２２０［４
３
５］塔勒出售，那么工人就会在

每磅纱上获得８
２０塔勒的利益，也就是说，在４

８
２３磅纱［在这里构

成工人的工资］上获得４０２３塔勒的利益，也就是１
１７
２３塔勒，即占他

的全部工资的８１６２３％。而资本家在这个场合会从全部剩余价值中

损失１６塔勒，也就是说，他的全部进款就只有１８４塔勒；这就等

于从１８０塔勒支出中得到４塔勒利润，即占１８０的 １
４５，或者２

２
９％。因此，资本家就损失了８

８
９％的利润。

最后，假定资本家每磅纱卖４１
２塔勒；４０磅纱卖得１８０塔勒，

他的利润就等于零，他的损失就等于１１１
９％。资本家把工人的剩

余价值即剩余劳动时间当作礼物送给了消费者，因此工人就会在

每磅纱上获得１
２塔勒的利益，［在４

４
９磅纱上（在这里构成工人的

工资）］获得２０９，即２
２
９塔勒；换句话说，工人在他的２０塔勒工

资以外多得２２
９塔勒，即１１

１
９％（仍然小于

１
２磅纱）。

［ —３６］相反，如果资本家例如由于他的生产部门中对劳动

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而将工资提高１０％，从２０塔勒提高到２２塔

勒，——而他仍然按照每磅纱的价值即按５塔勒出售，——那

么，资本家的利润在这个场合就只减少了２塔勒，从２０塔勒减少

到１８塔勒，即减少了１１
９％，而利润仍然是１０％。

１９９

由此可以看到：即使资本家根据蒲鲁东先生的意见按他自己

生产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费用出售他的商品，他的全部利润＝０，那

么，这也只不过是剩余价值或剩余劳动时间从资本家Ａ手中转到

资本家Ｂ、Ｃ、Ｄ等人手中；就他的工人来说，在最好的情况下，得

到的利益——工人在他自己的剩余劳动中得到的份额——只限于

工人消费在减价商品上的那一部分工资；而且，即使工人把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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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工资花在这种商品上，他得到的利益也不会大于必要劳动对

总产品之比（在上例中是２０∶２００，即１
１０；因此，工人得到的利益

不会大于２０塔勒的１
１０，即２塔勒）。

对其他工人来说，情况也完全一样：他们在减价商品上获得

的利益只能同（１）他们所消费的这种商品的量成比例，（２）同他

们的由必要劳动所决定的工资额成比例。如果这种减价商品例如

是谷物，——主要的生活必需品之一，——那么，首先是谷物生

产者即农场主，接着是其他所有的资本家，都会发现：工人的必

要工资已经不再是必要工资了，［实际的］工资高于必要工资水平

了，也就是说，必要工资降低了，从而，归根到底只不过是资本

ａ、ｂ、ｃ等的剩余价值会增加，只不过是这些资本所雇用的工人的

剩余劳动会增加。

假定有５个资本家Ａ、Ｂ、Ｃ、Ｄ和Ｅ。假定Ｅ生产一种只由

工人消费的商品。在这种场合，Ｅ只能通过把自己的商品同工资相

交换而实现自己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同其他任何利润一样，不

是来源于他的商品同工人的货币的交换，而是来源于他的资本同

活劳动的交换。假定在所有５个生产部门中，必要劳动占［产品

价值的］ １
５，剩余劳动占

１
５，而不变资本占

３
５。资本家Ｅ用他产

品［的４
５］同资本ａ的

１
５、资本ｂ的

１
５、资本ｃ的

１
５和资本ｄ的

１
５

相交换，而１
５则构成他自己的工人的工资。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

他从这个最后的 １
５部分没有得到任何利润，或者更确切地说，他

的利润并不是来源于他把他的资本的 １
５部分以货币形式付给工

人，而工人又从他那里以产品形式买回同一个１
５部分，——他的

利润不是来源于同作为消费者或作为流通中心的工人相交换。资

本家Ｅ同作为他的产品的消费者的他的工人之间的全部交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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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是他以货币形式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付给工人，而工人为

了获得同一相应部分的产品又把那些货币还给他。资本家Ｅ同资

本家Ａ、Ｂ、Ｃ、Ｄ的工人的关系，不是资本家同工人的关系，而

是商品同货币的关系，卖者同买者的关系。

根据我们的假定，Ａ、Ｂ、Ｃ、Ｄ的工人不消费自己的产品。当

然，Ｅ换进Ａ、Ｂ、Ｃ和Ｄ的产品各１
５，也就是换进的他们的产品

共为４
５；但是，这种交换只是Ａ、Ｂ、Ｃ和Ｄ付给他们自己工人的

工资的间接形式。他们每个人付给工人的货币相当于自己产品价

值的１
５，换句话说，他们用自己产品的

１
５支付必要劳动，而工人

则用这１
５，即用共为

１
５的这些资本家的产品或资本的价值去购买

Ｅ的商品。因此，同Ｅ进行的这种交换，只不过是Ａ、Ｂ、Ｃ和Ｄ

所预付的资本中代表必要劳动即作为他们的资本的扣除的那一部

分的间接形式。可见，他们由此不能得到利润。利润来源于ａ、ｂ、

ｃ、ｄ各资本的其余４
５的实现，而这种实现恰恰在于每一个资本家

通过交换在另一种形式上收回物化在他的产品中的劳动。因为资

本家之间存在着分工，所以３
５补偿每一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

原料和工具。他们的利润，即剩余劳动时间的实现，剩余劳动时

间之实现为剩余价值，就在于最后的１
５的互相实现。

资本ａ、ｂ、ｃ、ｄ没有必要彼此全部交换它们的产品价值中

［支付工资以后剩下］的４
５。因为它们作为资本家同时又是大消费

者，绝对不能只靠空气生活。但是，因为它们作为资本家又不能

靠自己的劳动生活，所以它们只能交换或者消费他人劳动的产品。

这就是说，他们为了自己的消费，恰恰要把１
５，即把代表剩余劳

动时间，代表由于资本而创造出来的劳动的那１
５拿去交换。假定

每一个资本家以他［ —３７］自己的产品的形式消费掉这个 １
５部

３３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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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分的
１
５，即

１
２５，那么，还剩下

４
２５可以用于交换，或者是把它们用

于价值增殖，或者是把它们转化为使用价值供自己消费。假定Ａ

用 ２
２５同Ｂ交换，

１
２５同Ｃ交换，

１
２５同Ｄ交换，而Ｂ、Ｃ、Ｄ也这样做。

上面我们所假定的情况，即资本ｅ在同工资的交换中全部实

现自己的利润，是最有利的一种情况，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情

况表现了唯一正确的比例，按照这种比例资本才有可能通过工人

的消费而在交换中实现他的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

但是在这种场合，资本ａ、ｂ、ｃ、ｄ只有通过互相交换，即通过各

个资本家本身之间的交换，才能实现自己的产品价值。资本家Ｅ

不消费自己的商品，因为他把其中的 １
５付给了自己的工人，

１
５同

资本ａ的
１
５相交换，同资本ｂ的

１
５相交换，

１
５同资本ｃ的

１
５相交

换， １
５同资本ｄ的

１
５相交换。Ａ、Ｂ、Ｃ、Ｄ从这种交换中得不到

任何利润，因为所交换的是他们各自付给自己工人的１
２。

根据我们已经假定的［资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即

产品价值的２
５是原料，

１
５是机器，

１
５是工人的生活资料，

１
５是剩

余产品（资本家先生们用它们来维持生活和实现自己的剩余价

值），那么，在资本家Ａ、Ｂ、Ｃ、Ｄ、Ｅ每个人的总产品都等于１００

塔勒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个资本家Ｅ为工人生产必要的生活资

料，两个资本家Ａ和Ｂ为［自己和］其他资本家生产各种原料，一

个资本家Ｃ生产机器，一个资本家Ｄ准备剩余产品。

计算如下（机器生产者等等都必须各自为他们本身生产一部

分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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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给劳动
的 报 酬 原 料 机 器 剩 余

产 品
［产 品
价 值］

（Ａ）原料的生产者……………

（Ｂ）原料的生产者……………

（Ｃ）机器的生产者……………

（Ｅ）工人的必要生活资的

生产者………………………

（Ｄ）剩余产品的生产者………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４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２０

１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因此，Ｅ把他的价值等于１００塔勒的全部产品同下列各类工

人的工资相交换：他自己的工人的２０塔勒工资，原料生产者Ａ的

工人的２０塔勒工资，原料生产者Ｂ的工人的２０塔勒工资，机器

生产者Ｃ的工人的２０塔勒工资，剩余产品生产者Ｄ的工人的２０

塔勒工资。Ｅ从他所得的进款１００塔勒中用４０塔勒同原料交换，

２０塔勒同机器交换，２０塔勒给［他自己的］工人，工人再用这笔

钱从他那里购买必要生活资料，２０塔勒留给自己购买维持自身生

活的剩余产品。其他资本家都按同样的比例交换自己的产品。构

成他们的剩余价值的是他们的产品价值的１
５，即２０塔勒，他们都

可以用它来交换剩余产品。如果他们消费掉了自己的全部剩余产

品，他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的情况就会象在这个过程开始时

一样，他们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就好象没有生长出来。

现在假定资本家只消费掉１０塔勒，或者说产品价值的１
１０，即

消费掉一半剩余价值。在这种场合，剩余产品的生产者Ｄ自己会

少消费１０塔勒，其余每一个资本家同样也会少消费１０塔勒。这

样合计起来，资本家Ｄ就只能卖掉他的一半商品，也就是说，他

只能得到５０塔勒，因而不能重新开始他的营业。

因此，假定资本家Ｄ［为资本家的消费］只生产５０塔勒的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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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品。于是，以原料、机器和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４００

塔勒中，就只有５０塔勒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品。但是，现在每

一个资本家手里有１０塔勒余额，其中５塔勒可以用于原料，２１
２

塔勒用于机器，２１
２塔勒用于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资本家从这１０

塔勒中应当得到２１
２塔勒的利润（就象以前他在８０塔勒的支出上

得到２０塔勒利润一样）。Ｄ从他支出的４０塔勒中得到了１０塔勒

利润，因此他可以［同其他资本家一样］按同一比例增加生产上

的支出，即增加５塔勒的支出。Ｄ在下一年会多生产出６１
４塔勒，

也就是说，生产出５６１
４塔勒。

［ —３８］这个例子在以后可能要详细地谈到，也可能不再谈

到。实际上，这个问题不属于这里要讨论的范围。从上面的叙述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剩余价值在这里是在各资本家彼此之间进行

的交换中实现的，因为Ｅ尽管只为工人的消费而生产，但他仍是

以工资形式交换Ａ的
１
５。Ｂ的

１
５，Ｃ的

１
５，Ｄ的

１
５。Ａ、Ｂ、Ｃ、Ｄ

同样要和Ｅ进行交换，不是直接交换，而是间接交换，他们每个

人都需要从Ｅ那里得到
１
５作为自己工人的消费品。在这里，剩余

价值的实现在于：每一个资本家用他自己的产品同其他四个资本

家的产品的相应部分相交换，而且，一部分剩余产品被用于资本

家的消费，另一部分则转化为剩余资本，以便推动新的劳动。剩

余价值的实现在于更多的增殖价值的现实可能性，即生产新的和

更多的价值的现实可能性。

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Ｄ和Ｅ（其中Ｅ代表工人消费的全

部商品，Ｄ代表资本家消费的全部商品）会生产过多，也就是说，

同用于工人的资本部分所占份额相比生产过多，或同用于资本家

消费的资本部分所占份额相比生产过多（同他们的资本必须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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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相比生产过多，而这种比例，我们在以后将会看到，会以

利息为最低的界限），——普遍生产过剩所以会发生，并不是因为

应由工人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或者说，不是因为应

由资本家消费的商品相对地［消费］过少，而是因为这两种商品

生产过多，不是对消费来说过多，而是对保持消费和价值增殖之

间的正确比例来说过多；对价值增殖来说过多。

［（ｃ）资本主义积累的比例。资本

在危机时期的价值丧失］

  换句话说：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上（因为这种发展决定必

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产品分割为与原料、机器、必要劳动、

剩余劳动相应的各个部分时，以及最后剩余劳动本身分割为一个

用于消费的部分和另一个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时，都有固定的比

例。资本的这种内部的概念上的分割，在交换中则表现为各资本彼

此按照一定的和限定的比例进行交换——虽然这种比例在生产过

程中经常发生变化。例如，假定产品价值各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原

料价值占２
５、机器价值占

１
５、工资价值占

１
５、剩余产品价值占

１
５，而

在剩余产品中，一半用于［资本家的］消费，一半用于新的生产，那

么，［每个］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在交换中就表现为［总产品］在例

如五个资本之间的分配。无论如何，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既规定了

可以进行交换的量，也规定了这些资本中每一个资本进行交换和

生产所必须保持的比例。例如，如果必要劳动对资本不变部分的比

例如上例中那样是 １
５∶

３
５，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用于资本家和工

人的消费的资本［即资本Ｄ和Ｅ］总共不能超过五个资本的 １
５＋

１
１０，如果每个资本为１，那它就＝１

１
２个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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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资本内部的这种分割，还规定了每个资本同代表它本

身的某个特定要素的另一个资本相交换时所必须保持的比例。最

后，还规定了每个资本都进行交换所必须保持的比例。

例如，如果原料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是２
５，那么生产原

料的各资本在最后总只能交换其产品的 ３
５，而产品的

２
５则必须被

看作是固定的（例如，农业中的种子等等）。交换本身使这些在概

念上彼此一定的要素具有一种彼此毫不相干的存在；它们彼此独

立地存在；它们的内在必然性会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因为危机会

通过暴力结束它们彼此毫不相干的假象。

其次，生产力的革命会改变这些比例，会变革这样一些比例

本身，这些比例的基础——从资本的观点来看，因而也是从通过

交换实现剩余价值的观点来看——始终是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

比例，或者也可以说，是物化劳动的各种要素对活劳动的比例。我

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游离出来的资本以及游

离出来的活的劳动能力可能不得不闲置起来，因为它们所占的比

例不符合在新发展起来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进行生产所需要的比

例。如果生产不顾这些变化而向前发展，那么最后，在交换中这

一方或另一方就会出现亏损、负数。

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固定不变，这对交换，从而对生

产来说始终是一种限制，因为这等于资本的价值增殖固定不变。第

二种比例——剩余产品中资本消费的部分同重新变为资本的部分

之间的比例——是由第一种比例［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决

定的。首先，被分割为这两个部分的量的大小取决于这个最初的

比例。其次，如果说创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以创造剩余劳动为基

础的，那么资本作为资本来增加（即资本积累，而如果没有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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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就不可能成为生产的基础，因为那样资本就会处于停滞状态

［ —３９］，就不会有进步的因素，而单纯由于人口增长等等，进

步也是必需的）则取决于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新资本。如

果剩余价值只是被消费掉，那么资本就好象没有增殖，没有作为

资本即作为生产价值的价值被生产出来。

我们已经看到，如果价值２００塔勒的４０磅纱（因为其中包含

着２００塔勒的物化劳动时间）换得［银生产者的产品］１９８塔勒，

那么纱厂主不仅损失了１１
９％的利润，而且他的产品也丧失价值

了，产品是低于它的实际价值出售的，尽管产品出售时的价格仍

然能给纱厂主带来利润１０％。另一方面，银生产者赚到了２塔勒，

获得２塔勒游离出来的资本。如果考察一下这两个资本的产品价

值的总量，那么价值毕竟是丧失了，因为总额不是４００塔勒，而

是３９８塔勒；因为银生产者手中的２００塔勒纱只值１９８塔勒；对

他来说，这就等于他自己的工人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到这样的水平：

尽管２００塔勒的银所包含的物化劳动同以前一样多，但是其中２

塔勒却可以从必要支出的项目转入剩余价值的项目，这就是说，银

生产者可以对必要劳动少支付２塔勒。

只有当银生产者能够把他用１９８塔勒买来的４０磅纱仍按

２００塔勒转卖出去，情况才会不同。那时他手头就有了２０２塔勒；

而我们假定他把纱卖给了丝绸生产者，后者为４０磅纱付给他价值

２００塔勒的丝绸。这样，４０磅纱还是按其真正的价值出售了，不

过不是直接由它的生产者自己，而是间接由它的买者出售的，因

而总起来计算就是：三种产品相交换，每种产品都包含价值为２００

塔勒的物化劳动，因此，［商品］资本的价值总额就是６００塔勒。

假定Ａ是纱生产者，Ｂ是银生产者，Ｃ是丝绸生产者；［通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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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Ａ得到１９８塔勒，Ｂ得到２０２塔勒（即在第一次交换中得到的

２塔勒余额和２００塔勒丝绸），Ｃ得到２００塔勒，总额为６００塔勒。

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资本的总价值还是那么多，只是价值发生

了转移，Ｂ多得了Ａ损失的那一部分价值。

如果纱生产者Ａ只能售出１８０塔勒的产品（即他为生产这一

产品花掉的费用），还有２０塔勒的纱根本卖不出去，那么２０塔勒

的物化劳动就丧失了价值。如果Ａ把２００塔勒的价值按１８０塔勒

卖给银生产者Ｂ，结果也会是这样；既然Ａ由于纱生产过剩而必

须这样做［降低纱的价格］，既然Ｂ也无法将４０磅纱所包含的价

值以高于１８０塔勒的价格脱手，那么Ｂ的资本就有２０塔勒游离出

来。Ｂ手上就有了２０塔勒的相对剩余价值，但是绝对价值的总额

（在交换中可以实现的物化劳动时间量）同以前一样是２００塔勒，

这就是说，Ｂ手中有价值１８０塔勒的４０磅纱和２０塔勒的游离出

来的资本。这种情况对Ｂ来说就等于纱的生产费用降低了，也就

是说，４０磅纱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减少了

２０塔勒，或者说，如果一个工作日创造价值４塔勒，那么为了把

ｘ磅棉花变成４０磅纱就必须少用５个工作日。因此，Ｂ就可以用

物化在银中的较少的劳动时间去交换物化在纱中的劳动时间。但

是，现有的价值总额却不是４００塔勒，而是３８０塔勒。于是就出

现了价值为２０塔勒的普遍价值丧失，也就是说，总额为２０塔勒

的资本被消灭了。

因此发生了普遍价值丧失，尽管纱的价格下跌——纱生产者

不是按２００塔勒而是按１８０塔勒出售４０磅纱——必然表现为银

的价格上涨，表现为纱同银相比价格下跌，而普遍的价格下跌一

般总是包含着货币的价格上涨，即用来评价其余一切商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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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种商品的价格上涨。因此，在危机中，——在普遍的价格下

跌中，——到一定的时刻就会同时出现资本的普遍价值丧失或者

说资本的消灭。价值丧失可以是普遍的，绝对的，而不象价格下

降仅仅是相对的，因为价值不仅象价格那样表现一种商品对另一

种商品的关系，而且还表现商品的价格对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

关系，即同质的物化劳动的一个量对另一个量的关系。如果物化

劳动的这些量不相等，那么［一方］发生价值丧失，就不能被另

一方的价格上涨所抵销，因为另一方表现着物化劳动的固定的、不

会由于交换而改变的量。在普遍的危机中，这种价值丧失甚至可

以扩及到活的劳动能力本身。

按照［ —４０］上面所谈的，在危机中发生的价值和资本的

消灭，是同生产力的普遍增长相一致的，或者说，是意义相同的；

不过，这种增长不是由于劳动生产力的真正的提高（劳动生产力

由于危机而引起的提高，不属于这里考察的范围），而是由于原料、

机器、劳动能力的现有价值的降低。如棉纺织厂主在出售自己的

产品（例如纱）时损失了资本，但他却按已经降低的价格买回了

同样价值的棉花、劳动等等。对他来说，这就等于棉花、劳动等

等的实际价值降低了，或者说，等于劳动、棉花等等由于劳动生

产力的提高可以较便宜地生产出来。

另一方面，生产力的突然的普遍增长同样能够导致一切现有

的价值，即在生产力的较低发展阶段上的劳动所物化的价值的相

对丧失，因此现有的资本以及现有的劳动能力都会被消灭。危机

的另一个方面是实际上减少生产，减少活劳动，以便重新建立必

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正确比例——这个比例归根到底构成一

切的基础。（因此，情况完全不象奥维尔斯顿勋爵以一个真正高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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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者的身分所断言的那样：危机不过是给一些人带来巨额的利润，

并给另一些人带来可怕的损失。）

［（ｄ）作为货币的资本所表现出的货币的各种职能。

“资本一般”是经济范畴］

  交换不会改变价值增殖的内在条件，但是会把这些条件暴露

在外部，赋予它们彼此独立的形式，从而使得它们的统一性只作

为内在必然性而存在，因此这种必然性会在危机中通过暴力表现

出来。可见，不论是资本通过生产过程而丧失价值，还是扬弃这

种价值丧失并造成资本价值增殖的条件，都包含在资本的本质之

中了。关于这一切实际发生时所经历的运动，只有在考察了现实

的资本即竞争等等之后，只有在考察了实际的现实条件之后，才

能加以考察。这里还不涉及这个问题。另一方面，没有交换，就

不存在资本本身的生产，因为没有交换就不存在价值增殖本身。如

果没有交换，就只涉及已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的计量等等，总之

只涉及使用价值。

资本通过生产过程（１）价值增殖了，即创造了新价值；（２）

价值丧失了，即从货币的形式转变为某一特定的商品形式；而在

生产过程之后，（３）当产品重新被投入流通，并作为商品而同货

币相交换时，资本的价值增殖了，包含了新的价值。我们现在考

察的只是资本一般，在这个研究阶段上，这第三个过程的实际困

难只是作为可能性而存在，因而也作为可能性被扬弃。因此，产

品现在假定又转化为货币了。

这样，资本现在又表现为货币，因此货币具有了已经实现的

资本这种新规定，而不仅仅表现为商品的已经实现的价格。换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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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在价格上已经得到实现的商品现在就是已经实现的资本。货

币的这种新规定，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作为货币的资本的这种新

规定，我们将在以后再来考察。根据货币的性质来看，在资本上

——当资本转化为货币时——首先表现出来的，只是它所创造的

新价值得到计量，也就是说，重复货币的第一种规定，即货币作

为一般商品尺度的规定；现在货币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尺度，表现

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尺度。在货币形式上，资本的这种价值增殖表

现为用自身计量自身，表现为它自身具有自己的尺度。

资本最初是１００塔勒，现在当它是１１０塔勒时，它的价值增

殖的尺度表现在它自己的形式上，表现为从生产过程和交换中流

回的资本（流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同原有资本之间的比例；这一

尺度已不再表现为两种不同质的劳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关

系，或者说必要劳动和创造出来的剩余劳动的关系。当资本表现

为货币时，它也就表现为货币的第一种规定，即货币作为价值尺

度的规定。但是，这种价值在这里却是资本本身的价值，或者说

是资本自行增殖的尺度。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回过头来讨论（在研

究利润时）。

货币的第二种形式是流通手段的形式，而从这方面来看，资

本的货币形式表现为仅仅是一种转瞬即逝的要素，它使资本再去

进行交换，但不象作为一般流通手段的货币那样为了消费而同商

品（使用价值）相交换，而是为了同特殊的使用价值相交换，即

一方面同原料和工具相交换，另一方面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在

这些使用价值的形式上资本能够作为资本重新开始它的周转。

［ —４１］资本在这一规定中是流动资本，这一点以后再谈。

但是，资本作为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其结果是以设定的资本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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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的生产行为的开始，这一点是我们在研究其他问题之前首先

要在这里考察的。

（尽管在［作为货币的资本的］第一种规定上，即在货币作为

尺度的规定上，新价值表现为得到计量的东西，但差别只是形式

上的：它不再是剩余劳动，而是货币，也就是物化在一种特定商

品中的剩余劳动。但是，这种新价值的质的本性也会发生某种变

化——即尺度量本身也会发生某种变化，这要到以后才加以考察。

其次，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形式的消失也只是形式上的。货

币形式只有在不仅完成了第一次循环，而且也完成了第二次循环

之后，才成为本质的。这样一来，得出的结果首先只是，我们又

站在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因此，我们也首先从这一点继续进行

考察。）

货币的第三种形式，即货币作为独立的对流通持否定态度的

价值，这就是资本，但它不是作为商品在离开生产过程之后又重

新进入交换，以便成为货币，而是这样的资本，它在自我发生关

系的价值形式上成为商品，进入流通。（资本和利息。）这第三种

形式是以前面两种形式的资本为前提的，并同时构成资本向各特

殊资本，即向各现实资本的过渡；因为现在，在这最后一种形式

中，资本按其本身的概念来说已经分为两种独立存在的资本。有

了这二种也就会有多种。资本的这种发展的进程就是如此。

｛在转入下文以前，必须做如下说明。尽管与各特殊资本相区

别的资本一般，（１）仅仅表现为一种抽象；不过不是任意的抽象，

而是抓住了与所有其他财富形式或（社会）生产发展方式相区别

的资本的特征的一种抽象。资本一般，这是每一种资本作为资本

所共有的规定，或者说是使任何一定量的价值成为资本的那种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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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而且这种抽象内部的种种差别也是表明每一种资本的特性的

一些抽象特殊性，每一种资本就是这些抽象特殊性的肯定或否定

（例如，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

（２）但是，与各特殊的现实的资本相区别的资本一般，本身

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这一点虽然普通的政治经济学并不理解，但

已承认，而且构成它关于［利润］平均化等等学说的极其重要的

要素。例如，这种一般形式上的资本，尽管也属于单个的资本家

所有，但在它作为资本的基本形式上形成在银行中进行积累或通

过银行进行分配的资本，形成象李嘉图所说的２００那样令人惊异

地按照生产的需要进行分配的资本。这种资本同样会通过借贷等

等在不同国家之间形成一种平均水平。因此，举例来说，如果一

般形式的资本的一个规律是，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它必须二重

地存在，并且必须在这种二重的形式上二重地增殖自己的价值，那

么，例如对某一个特殊的国家即同另一个国家相对立而杰出地代

表资本的国家来说，它的资本必须贷给第三个国家才有可能增殖

自己的价值。二重存在，即自己把自己当作异己的东西来发生关

系，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是极其现实的。因此，一般的东西，一方

面只是观念中的特征，同时也是一种同特殊事物和个别事物的形

式并存的、特殊的现实形式。

（以后我们还要回来谈这一点，尽管它的逻辑学性质较多而经

济学性质较少，但毕竟是我们研究过程中极其重要的问题。）

代数学的情况也是这样。例如，ａ、ｂ、ｃ是数一般，是一般形

式的数；但对ａ
ｂ、

ｂ
ｃ、

ｃ
ｂ、

ｃ
ａ、

ｂ
ａ等来说它们又是整数，不过，这

些分数要以这些作为一般要素的整数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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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剩余资本的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

条件转化为雇佣劳动本身的结果。

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的再生产］

  ［ —４２］这样，新价值①本身又表现为资本，即作为物化劳

动进入同活劳动相交换的过程，并因此分为不变部分——劳动的

客观条件即材料和工具——和劳动的主观条件，即活劳动能力生

存的条件，也就是工人的必需品，生活资料。当资本在这种形式

上第二次出现时，问题都清楚了，而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即它

表现为从价值的规定过渡到资本的规定的货币时，这些问题还根

本不清楚。现在，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对这些问题作了

解答。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它的前提条件本身好象是从外部由

流通中来的，对资本的形成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前提条件，因而不

是由资本的内在本质产生的，也不能用资本的内在本质加以解释。

这些外在的前提条件现在成了资本本身运动的要素，因此资本本

身预先要求这些条件成为它自身的要素——不论这些条件在历史

上是如何形成的。

资本逼迫出来的剩余价值，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表现为剩余

劳动，本身具有活劳动的形式，但是，活劳动不可能从无中创造

出任何东西，所以它必须找到它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剩余劳

动以物化的形式表现为剩余产品，而这种剩余产品为了作为资本

来增殖价值又分为两种形式：劳动的客观条件——材料和工具；劳

动的主观条件——现在必须开始工作的活劳动的生活资料。

一般的、不言而喻的前提条件，当然是价值这种一般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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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物化劳动，而且是来自流通的物化劳动。其次，整个剩余产品，

即整个客体化的剩余劳动，现在表现为剩余资本（与开始这一周

转之前的原有资本相对而言），也就是说，表现为把活劳动能力作

为自己的特有使用价值而与之相对立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

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并且作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

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来同活劳动能力相对

立的一切要素，现在表现为活劳动能力自身的产品和结果。

第一，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物化了的活劳动的一定量

——剩余劳动量。这个新价值，即作为独立的、与活劳动相交换

的价值，作为资本而同活劳动相对立的价值，是劳动的产品。它

本身无非是一般劳动超过必要劳动的余额——处于客观形式上

的、因而表现为价值的那个余额。

第二，因此，这个价值为了重新增殖，即为了变为资本而必

须采取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作为原料和工具，另一方面作为生

产行为期间劳动的生活资料——同样只是剩余劳动本身的特殊形

式。原料和工具是由这种剩余劳动本身按以下比例生产出来的，换

句话说，这种剩余劳动本身是按以下比例在客观上表现为原料和

工具的。这种比例不仅允许一定量的必要劳动即再生产生活资料

（它们的价值）的活劳动可以在这种剩余劳动的结果中物化，并且

不断地物化，因而会不断重新分裂为活劳动的自我保存和自我再

生产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而且，这种比例还允许活劳动在完

成自己的物质条件的这种再生产过程时，同时按下述比例生产出

原料和工具，这种比例使活劳动能够作为剩余劳动，即作为超过

必要劳动的劳动实现在这些原料和工具中，因而能够把它们变为

新的价值创造的材料。可见，剩余劳动的客观条件——这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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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受到超出必要劳动需要以上的原料和工具的一定比例的限制，

而必要劳动的客观条件在其客体性的范围内分为客观要素和主观

要素，分为劳动的物质要素和主观要素（活劳动的生活资料）——

现在表现为即设定为剩余劳动本身的产品、结果、客观形式、外

部存在。相反地在最初，这样一种情况，即工具和生活资料具有

的规模，必须不仅能够使活劳动作为必要劳动，而且还能够作为

剩余劳动得到实现这种情况，却表现为同活劳动无关，表现为资

本方面的行为。

第三，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价值的独立的自为存在，从而

价值作为资本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 —４３］劳动能力

的客观的漠不相干性，异己性（这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

条件以资本家的人格的形式，即作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

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也就是说，财产即劳动的物质条件

同活劳动能力的这种绝对的分裂或分离（以致劳动条件作为他人

的财产、作为另一个法人的实在、作为这个法人的意志的绝对领

域，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而另一方面，劳动则因而表现为同人

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的，即同劳动条件相对立的他人的劳

动）；也就是说，财产同劳动之间，活劳动能力同它的实现条件之

间，物化劳动同活劳动之间，价值同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

绝对的分离（从而劳动内容对工人本身的异己性）；——这种分

裂，现在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物

化，客体化。因为通过新的生产行为本身，——这种行为只是证

实了在它之前发生的资本和活劳动之间的交换，——剩余劳动，

从而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以至劳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

全部结果，都表现为资本，表现为同活劳动能力相独立的和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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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关的交换价值，或把活劳动能力只当作自己的使用价值而与之

相对立的交换价值。

劳动能力占有的只是必要劳动的主观条件，——从事生产的

劳动能力的生活资料，即为了把劳动能力仅仅作为同它的实现条

件相分离的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且劳

动能力使这些条件本身变成以他人的、实行统治的人格化的形式

而同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物，价值。劳动能力离开［生产］过程时不仅

没有比它进入时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劳动能力不仅把必

要劳动的条件作为属于资本的条件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

力身上的增殖价值的可能性，创造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

价值，作为剩余产品而存在，总之，作为资本，作为对活劳动能力的

统治权，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

客观条件的、纯粹主观的贫穷中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能力不仅

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

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

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命力并重新增殖。

这一切都来源于工人用自己的活劳动能力换取一定量物化劳

动的交换；但是，现在这种物化劳动，这些存在于劳动能力之外

的劳动能力的生存条件和这些物质条件在劳动能力之外的独立存

在，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它自身创造出来的东西，

既表现为由劳动能力自身实现的客体化，又表现为它自身被客体

化为一种不仅不以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过它自身

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

在剩余资本中，一切要素都是他人劳动的产品，即转化为资

本的他人的剩余劳动：必要劳动的生活资料；必要劳动能够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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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同它自身相交换的那一价值所必需的客观

条件，即材料和工具；最后，实现新的剩余劳动，或者说创造新

的剩余价值所需的必要数量的材料和工具。

在这里，初次考察生产过程时还存在的那种假象，即资本本

身似乎会从流通中带来一些价值的假象消失了。相反，劳动的客

观条件现在表现为劳动的产品——无论就这些条件是一般价值来

说，还是就它们是用于生产的使用价值来说，都是如此。但是，如

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

——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

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物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

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

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还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

的产品，物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

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

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

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

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

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

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即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

的存在。

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性的过程。劳

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性变为它自己

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劳动作为创造价

值或增殖价值的单纯可能性返回到自身，因为全部现实财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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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价值世界以及劳动本身［ —４４］得以变为现实性的实在条件，

都成了同它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

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性对于

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

既然剩余产品被当作剩余资本重新用来增殖价值，重新进入

生产过程和价值自行增殖过程，那么它就分为：（１）用来和活劳

动能力相交换的工人的生活资料，这部分资本可以称为劳动基金，

这种劳动基金是资本中用来维持劳动能力的部分，——而且是累

进地维持劳动能力，因为剩余资本不断增长，——这部分现在也

同样表现为他人劳动的产品，即对资本来说是他人的劳动的产品；

（２）资本的其他组成部分——再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并获取

剩余价值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其次，如果考察这个剩余资本，那么，资本划分为不变部分

——劳动之前早就存在的部分，即原料和劳动工具——和可变部

分，即可以同活的劳动能力相交换的生活资料，这纯粹是形式上

的划分，因为这两部分同样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而且同样都

被劳动当成劳动本身的前提。资本本身内部的这种划分现在倒是

这样表现出来：劳动本身的产品——客体化的剩余劳动——分解

为两个组成部分，即分解为（１）重新实现劳动所需要的客观条件，

（２）维持这种活劳动的可能性，即把活劳动能力作为活的能力来

加以维持所需要的劳动基金，——不过是这样分解的：劳动能力

只是在它不仅再生产自身的价值，而且还增殖一部分新资本（它

是实现新的剩余劳动和剩余生产，即生产剩余价值所需要的客观

条件）的价值的情况下，才能重新占有它本身的成果中——即客

体形式上的它本身的存在中——用作劳动基金的那一部分，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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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他人的财富的形式中取得那一部分。劳动

本身创造了使用新的必要劳动所需要的新的基金，或者说维持新

的活劳动能力即新的工人所需要的基金，但与此同时，劳动还创

造了这样的条件：这种基金只有在剩余资本的其余部分会吸收新

的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能被使用。因此，在劳动所生产的剩余资

本——剩余价值中，新的剩余劳动的现实必然性同时也就被创造

出来，因而剩余资本本身同时就是新的剩余劳动和新的剩余资本

的现实可能性。

从以上的叙述可以看到，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

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

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相对地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

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即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相比较，形成

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本身越是客体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

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立的客观价值世界就越来越扩大。劳

动本身通过创造剩余资本而迫使自己不得不一再地去创造新的剩

余资本，等等，等等。

同最初的非剩余资本相比较，劳动能力的状况发生了以下变

化：（１）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是由这种劳动本身再

生产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从流通中归于劳动的，而是劳

动本身的产品；（２）在原料和工具的形式上代表实现活劳动所需

要的实在条件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保存的，

同时，因为任何使用价值就其本性来说都是由非耐久材料构成的，

而交换价值只有在使用价值中才存在，才具有，所以这种保存等

于防止资本家所占有的价值的灭亡，或者说等于否定资本家所占

有的价值的非耐久性质，因而等于把这些价值变成自为存在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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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长久的财富。因此，这种最初的价值额也只是在生产过程中

通过活劳动才变为资本。

        

现在从资本的角度来考察：如果考察的是剩余资本，那么，资

本家仅仅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就代表自为存在的价值，即在货币

的第三个要素上的货币，财富，这是因为剩余资本的每一种要素，

即材料、工具、生活资料，都归结为资本家不是通过同现有价值的

交换，而是不经过交换就占有的他人的劳动。当然，对这种剩余资

本来说，最初的条件是把属于资本家所有的一部分价值，或者说资

本家所占有的一部分物化劳动，同他人的活劳动能力相交换。

剩余资本 ——我们这样称呼从最初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

余资本——的形成条件，也就是占有他人劳动即占有物化的他人

劳动的条件，在资本家方面来说，乃是占有价值，资本家用这种

价值中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我们说“在形式

上”，是因为活劳动必须再把它所交换的价值归还给资本家，偿还

给资本家。无论如何，剩余资本 的形成条件，也就是说，占有

他人劳动即占有物化着这种劳动的价值的条件，毕竟是归资本家

所有的、由他投入流通并由他提供给活劳动能力的价值的交

换，——这种价值不是从资本家［ —４５］同活劳动的交换中产

生的，也就是说，不是从他作为资本同劳动的关系中产生的。

现在我们设想，剩余资本又投入生产过程，又在交换中实现了

它的剩余价值，并在第三次生产过程开始时又作为新的剩余资本

出现。这个剩余资本 的前提和剩余资本 的前提不同。剩余资

本 的前提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并由他投入流通的价值，更确切地

说，由他在同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中投入的价值。剩余资本 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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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别的，正是剩余资本 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这样一个前提：

资本家不经过交换就占有他人劳动。这使资本家能够不断地重新

开始过程。固然，为了创造剩余资本 ，资本家必须用剩余资本

的一部分价值在生活资料的形式上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但是，他

这样拿去进行交换的东西，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他从自己的基金中

投入流通的价值，而是他人的物化劳动，他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就

占有了这种物化劳动，并且现在又用它来同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

同样，这种新的劳动借以实现自己并创造剩余价值的材料等等，不

经过交换，只是通过占有便落入资本家的手中。

对他人劳动的过去的占有，现在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新占有

的简单条件；换句话说，他人的劳动以客观的（物质的）形式，以

现有价值的形式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种情况是使资本家能够重

新占有他人的活的劳动能力，因而占有剩余劳动即没有得到等价

物的劳动的条件。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这是资

本家不仅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而且作为日益增长的资本越来越多

地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也就是说，这是资

本家扩大他的权力，扩大他的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作为资本的

存在，而另一方面，一再地把处于主体的贫穷中，即丧失实体的

贫穷中的活劳动能力重新变为活劳动能力的唯一条件。

财产——过去的或客体化了的他人劳动——表现为进一步占

有现在的或活的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由于剩余资本 是通过物

化劳动和活劳动能力之间的简单交换创造出来的，而这种简单交

换是完全根据等价物按其本身包含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进行交换

的规律进行的，并且，由于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唯一前提是

任何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从而，剩余资本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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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资本 的关系是这前一种关系［资本同劳动的关系］的结

果），我们看到，通过一种奇异的结果，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

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的权利，或者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

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而在劳动能力

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它本身的劳动或把它本身的产品看作

他人财产的义务。所有权在一方面转化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在

另一方面则转化为把它本身的劳动的产品和它本身的劳动看作属

于他人的价值的义务。

不过，作为在法律上表现所有权的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现

在发生了变化：对一方来说只是表面上进行了交换，因为同活劳

动能力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第一，本身是没有支付等价物而

被占有的他人的劳动，第二，它必须由劳动能力附加一个剩余额

来偿还，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资本实际上并没有交出去，而只是

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可见，交换的关系完全不存在了，或

者说，成了纯粹的假象。

其次，所有权最初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现在所有权表

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不能占有它自己的产品。所

有权同劳动之间，进一步说，财富同劳动之间的完全分离，现在

表现为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结果。

最后，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

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

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

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

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

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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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

本身。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

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家，等等。

［（５）］资本的原始积累

［（ａ）资本的历史前提和这些前提同已经

存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关系］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旦成为前提｛确切地说，只有当第一

个生产过程再生产出资本和新生产出剩余资本 而结束时，货币

才转化为资本；但是，只有当剩余资本 生产出剩余资本 ，也

就是说，只有当正在转化为资本的货币的那些还处于现实资本的

运动之外的前提已经消失，因而资本本身根据自己的内在实质，事

实上创造出它在生产中当作出发点的那些条件本身时，剩余资本

才设定为即实现为剩余资本｝，那么，这样一个条件，即资本家

要成为资本，就必须把通过他本人的劳动或通过其他方式（只要

不是通过已经存在的过去的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 —

４６］投入流通这样一个条件，就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

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

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

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

例如，如果说农奴逃往城市是城市制度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之

一，那么这决不是发达的城市制度的条件，决不是它的现实的要

素，而是城市制度的过去的前提，是城市制度形成时的前提，这

些前提在城市制度存在时已被扬弃。资本生成，产生的条件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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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恰好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正在生成；因此，这些条

件和前提在现实的资本存在时就消失了，在资本本身从自己的现

实性出发而创造出自己的实现条件时就消失了。举例来说，如果

说货币或自为存在的价值最初生成为资本时，要以资本家作为非

资本家时所实现的一定积累——即使是靠节约他自己的劳动所创

造的产品和价值等等——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说货币生成为

资本的前提表现为资本产生的一定的外在的前提，那么，一旦资

本成为资本，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

本身的生产过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

这些前提，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的条件，因而还不能从资本

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现在，它们是资本自身实现的结果，是

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它们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

存在的结果。资本为了生成，不再从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

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在

创造剩余资本 之前存在的条件，或者说表现资本的生成的条件，

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范围，而是资本以前的资本生

成的史前阶段，就象地球从流动的火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

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

这就是说，个别资本仍然可能例如通过贮藏而产生。但是贮藏只

有通过剥削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恒的和自然的（而不是历

史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资本辩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说

成是资本现在实现的条件，换句话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

家——因为他还只是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

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这些辩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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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资本作为资本所

采用的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般规律调

和起来。

另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包

含着历史考察之点，也就是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

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

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

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

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

就象例如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

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这些启示连同对现代的正确理解，

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

项独立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出预示着生产

关系的现代形式被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

动。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仅是历史的，即已

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为正在扬弃自身，

从而正在为新社会制度创造历史前提的生产条件。

如果我们现在首先考察已经形成的关系，考察变成资本的价

值和只是作为同资本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的活劳动（因而，活劳动

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物化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

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

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

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那么，问题简单表现为，活劳动的现实的

物的条件（即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材料，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工

具，［ —４７］以及为了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为了防止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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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火焰熄灭而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物质的那些生活

资料），在过程中和通过过程本身，成为他人的独立的存在或他人

的人格的存在方式，成为自在地同活劳动能力（而活劳动能力也

脱离了这些物的条件并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对立的某种东西，成

为坚持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因而成为这样的价值，这种价

值构成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富。

活劳动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观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

现为分离的、独立的价值，因而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

只是表现为另一种价值（它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来

同客观条件相区别）。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新

生产，再生产这种分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生

产过程怎样生产这种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活劳动能力的客观

条件作为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独立存在，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

力并且与之相对立的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

条件的再生产和它们的价值增殖，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

条件作为与劳动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他人的主体的

财富所进行的再生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

活劳动的这些客观条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作为独立的价值，

即属于他人的主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存在。

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的存在

——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对

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无

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而

与实现它自身的条件本身，即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相并

列。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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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实现，而是劳动能力仅仅作为增殖和保存这些条件的价值（与劳

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２０１

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

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的附属品，因而物化在

不属于他的物中。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

动能力相对立（虽然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的劳动，就是活劳动

能力自己的生命的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物化劳动，为换取劳

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活劳动看作他人的

东西，如果资本愿意向劳动能力支付报酬而不让它劳动，劳动能

力是会乐意进行这种交易的。可见，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

能力来说，就象材料和工具一样是他人的（从对劳动的管理等方

面来看，劳动对劳动能力来说也是他人的）。因此，对劳动能力来

说，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

即他人的财产，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

变得更加贫穷，然而又总是作为与自己的生活条件相分离的单纯

主观的劳动能力而重新开始自己的苦工。

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

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

悟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物，而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

式送葬的丧钟，就象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作第三者的财产，觉悟

到他是一个人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

继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

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

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设定资本即创造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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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也就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在这里是严格的经济学意义

上的雇佣劳动，我们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术语，今后我

们应该把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劳动同［自由的］短工等等

其他劳动形式区别开来。雇佣劳动是设定资本即生产资本的劳动，

也就是说，是这样的活劳动，它不但把它作为活动来实现时所需

要的那些物的条件，而且还把它作为劳动能力而存在时所需要的

那些客观要素，都作为同它自己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生产出来，作

为自为存在的、不以它为转移的价值生产出来。）

基本的条件本身已经存在于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中：（１）一方

面是活劳动能力作为单纯主观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

要素相分离，也就是，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

的生存资料，生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处在这种完全抽象

中的劳动的活的可能性，这是一方面；（２）在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

或物化劳动，必须是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再生

产或保存活劳动能力所必需的产品或价值的生产提供物的条件，

而且要为吸收剩余劳动提供物的条件，为［ —４８］剩余劳动提供

客观材料；（３）双方之间的自由的交换关系——货币流通；两极之

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

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媒介向生产

者提供生活资料，此外，它不能直接占有他人的劳动，而是必须向

工人本人购买劳动，换取劳动；最后，（４）其中的一方——代表以独

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形式出现的、劳动的物的条件的那一方

——必须作为价值出现，把创造价值，价值自行增殖，创造货币当

作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造使用价值当作最终目的。

只要双方仅仅以物化劳动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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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可能存在；同样，如果活劳动能力本身是另一方的财产，也就

是说，它不是进行交换的一方，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在资产阶

级生产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可能存在奴隶制，这种情况与上述

论点并不矛盾。但是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

它在其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

现象。）

这种关系最初得以表现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生成这种关系

的历史前提的那些条件，乍一看来表现出某种二重性：一方面是活

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①是

比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

首先第一个前提，是奴隶制或农奴制关系的消灭。活劳动能力

属于本人自己，并且通过交换才能支配它的力的表现。双方作为人

格互相对立。在形式上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般交换者之间的平等

和自由的关系。

这种形式是表面现象，而且是骗人的表面现象，这一事实在考

察法律关系时表现为处于这种关系之外的东西。自由工人所出卖

的，始终只是一定的、特定量的力的表现；劳动能力作为总体是处

于每个特殊表现之上的。工人把力的特殊表现出卖给某个特殊的

资本家，工人独立地同这个作为单个人的资本家相对立。很明显，

这不是工人同作为资本的资本的存在，即同资本家阶级的关系。但

是，就单个的、现实的人格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有选择和任意

行动的广阔余地，因而有形式上的自由的广阔余地。在奴隶制关系

下，劳动者属于个别的特殊的所有者，是这种所有者的工作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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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者作为力的表现的总体，作为劳动能力，是属于他人的物，因而

劳动者不是作为主体同自己的力的特殊表现即自己的活的劳动活

动发生关系。在农奴依附关系下，劳动者表现为土地财产本身的要

素，完全和役畜一样是土地的附属品。在奴隶制关系下，劳动者只

不过是活的工作机，因而它对别人来说具有价值，或者更确切地

说，它是价值。对于自由工人来说，他的总体上的劳动能力本身表

现为他的财产，表现为他的要素之一，他作为主体掌握着这个要

素，通过让渡它而保存它。这个问题在以后研究雇佣劳动时应该作

更详细的说明。

［（ｂ）个人服务是生产性雇佣劳动的对立面］

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一方面还不构成资本，另一方面也

还不构成雇佣劳动。整个所谓的服务阶级，从擦皮鞋的到国王，都

属于这个范畴。不论在东方公社，还是在由自由土地所有者组成的

西方公社，我们到处零散地见到的自由短工也属于这个范畴；这些

公社由于人口增长、战俘释放、各种偶然性造成个人贫困和丧失独

立劳动的客观条件，以及由于分工等原因，分解成一些单个的要

素。

如果Ａ用某一价值或货币，即物化劳动，交换Ｂ的某种服务，

即活劳动，那么这可能属于：

（１）简单流通的关系。双方互相交换的，实际上只是使用价

值；一方用来交换的是生活资料，另一方用来交换的是劳动，即

他方所希望消费的服务；这或者是直接的个人服务，或者是一方

为另一方提供材料等，后者通过自己的劳动，即通过自己劳动的

物化，用这些材料等创造出供前者消费的一定的使用价值。例如，

３６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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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常有这种情况，农民把一个走乡串里的裁缝领到自己家里，供

给他衣料要他为自己做衣服。或者我给一个医生一些钱，要他给

我治病。在这些场合，重要的是双方彼此提供服务。在这里，“我

给，为了你做”，同“我做，为了你给”，或者同“我给，为了你

给”２０２，是完全一样的。

一个人为我缝衣服，为此我向他提供材料，他给我使用价值。

但他不是立即以物的形式提供使用价值，而是以活动的形式提供

使用价值。我给他一种现成的使用价值，他为我制造另一种使用

价值。过去的物化劳动同现在的活劳动之间的差别，在这里仅仅

表现为劳动的不同时态的形式上的差别，一个是处于完成时态，另

一个是处于现在时态。不论Ｂ是自己生产他用来维持生存的食

品，还是从Ａ那里取得这些食品，即他不直接生产食品而生产衣

服，用衣服从Ａ那里换得食品，这实际上只表现为由分工和交换

所引起的形式上的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他只有付给Ａ一种等

价物，才能占有属于Ａ的使用价值，而这种等价物归根到底就是

他自己的活劳动，不论这种活劳动在交换完成以前还是由于这次

交换而采取什么样的物化形式。现在衣服不仅包含赋予它以形式

——劳动的运动赋予衣料的特定效用形式——的一种特定的劳

动，而且还包含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不仅包含使用价值，而且

包含价值一般，价值本身。但这种价值对Ａ来说是不存在的，因

为他消费衣服，而不是服装商人。因此，他交换来的劳动并不是

创造价值的劳动，而是创造效用即使用价值的活动。

［ —４９］在提供个人服务的情况下，这种使用价值是作为使

用价值来消费的，没有从运动形式转变为实物形式。如果象在简

单关系中经常发生的那样，提供服务的人得到的不是货币，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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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的使用价值本身，那么，甚至这样一种假象，即对这种情况

下对这一方或另一方来说具有意义的似乎是与使用价值不同的价

值的假象，也不存在了。但是，即使假定Ａ用货币支付服务费，这

也不是把他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而是把货币当作换取消费品即一

定的使用价值的单纯流通手段。因此，这种行为也不是生产财富

的行为，反而是消费财富的行为。在这里，对于Ａ来说，问题完

全不在于［裁缝Ｂ的］劳动本身，一定的劳动时间，即价值客体

化于衣料中，而在于满足一定的需要。当Ａ把他的货币从价值形

式变为使用价值形式时，他知道他的货币并没有增殖，反而丧失

了。劳动在这里不是当作生产价值的使用价值，而是当作一种特

殊的使用价值本身，当作供消费的价值交换进来的。Ａ重复交换

的次数越多，他就越穷。这种交换对他来说不是发财致富的行为，

不是创造价值的行为，而是使现有的、归他所有的价值丧失的行

为。Ａ在这里用来交换活劳动——现实的服务或客体化于某种实

物中的服务——的货币不是资本，而是收入，是为了取得使用价

值而被用作流通手段的货币，只具有转瞬即逝的价值形式的货币，

不是那种想通过购买劳动来保存自己并且增殖自己价值的货币。

货币作为收入，作为单纯流通手段同活劳动相交换，决不可能使

货币变为资本，因而也决不可能使劳动变为经济学意义上的雇佣

劳动。

消费（支出）货币不是生产货币，这一点用不着详细解释。在

大部分剩余劳动是农业劳动，因而土地所有者既是剩余劳动又是

剩余产品的所有者的情况下，正是土地所有者的收入，构成了自

由劳动者的劳动基金，构成了与农业劳动者相对立的工业（这里

指手工业）劳动者的劳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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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手工业者相交换，是土地所有者的一种消费形式，他的另一

部分收入则通过换取个人服务（往往只是服务的假象）直接分给他

的一群侍从。在亚洲各社会中，君主是国内剩余产品的唯一所有

者，他用他的收入同自由人手（斯图亚特的用语）２０３相交换，结果出

现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实际上不过是一些流动的营房。这种关系

尽管可能而不是必然同奴隶制和农奴制相对立，但它同雇佣劳动

毫无共同之处，因为它在劳动的社会组织的各种不同形式下总是

重复出现。如果这种交换是借助货币实现的，那么价格规定对双方

都是重要的，但对Ａ之所以重要，只是因为Ａ不愿意为劳动创造

的使用价值支付过多，而不是因为他关心劳动创造的价值。这种最

初多半是习惯造成的和世代沿袭的价格，逐渐由经济来决定，先是

由供求之间的比例，最后则由能够创造出这类活服务的出卖者本

身所需要的生产费用来决定；这种情况毫不改变关系的本质，因为

同以前一样，价格规定对于单纯使用价值的交换来说仍然只是形

式上的要素。但是，这种价格规定本身是由其他的关系，由占统治

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一般的、可以说是在这种特殊交换行为背后实

现的那些规律以及这种生产方式的自我规定产生的。

军队是古代共同体中最先采用这种发薪饷方法的形式之一。

普通士兵的薪饷也被压低到最低限度，只决定于他的再生产所必

需的生产费用。但是，他用自己的服务交换来的是国家的收入，而

不是资本。

在资产阶级社会本身，个人服务（也包括为个人消费进行的

劳动，烹调、缝纫等，园艺劳动等，直至所有非生产阶级，即官

员、医生、律师、学者等等）同收入的一切交换也属于这一类，属

于这个范畴。这里包括一切卑贱的奴仆等。所有这一切劳动者，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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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卑下的到最高贵的，都通过他们提供的服务——往往是被迫的

——分到剩余产品中的一份，分到资本家收入中的一份。但是任

何人也不会认为，资本家用自己的收入同这类服务相交换，即通

过自己的个人消费，会使自己成为资本。相反，由于这种交换，他

会花掉自己资本的果实。收入同这类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本身决

定于生产的一般规律，这一点丝毫不改变关系的性质。

正如我们在货币章①已经谈到的，在这里真正确立价值的宁

可说是提供服务的人；他把一种使用价值——一定种类的劳动、服

务等等——换为价值，换为货币。因此在中世纪，同从事消费的

土地贵族相反，从这方面，即从活劳动方面，部分地出现了追求

生产和积累货币的人；他们进行了积累，因而有可能在以后某个

时期变成资本家。资本家有一部分是由被解放的农奴变成的。

因此，领取报酬的人是得到短工工资，稿费，还是王室

费，——而且，他比对他的服务支付报酬的人是显得高贵些还是

卑下些，——这不取决于关系本身，而取决于所提供的服务的自

然特性。

在资本作为统治权力的前提下，所有这些关系当然多少都会

被玷污。但这里暂不讨论这些个人服务（不论传统等等赋予它多

么崇高的性质）丧失神圣光彩的问题。

由此可见，构成资本，从而构成雇佣劳动的，不单纯是物化

劳动同活劳动——这两种劳动从这一角度来看是两种不同的规

定，即两种不同形式的使用价值，一种劳动是客观形式上的规定，

另一种劳动是主观形式上的规定——之间的交换，而是作为价值，

７６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见本册第２２９页。这个地方不在货币章而在资本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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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保持独立的价值的物化劳动同作为这种物化劳动的使用价值

（不是供某种特定的享用或消费的使用价值，而是用来创造价值的

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

［ —５０］在货币同劳动或服务相交换以便用于直接消费的情

况下，所发生的总是现实的交换。双方交换一定的劳动量，这只

具有形式上的意义，使双方能够互相衡量劳动的特殊效用形式。这

只涉及交换的形式，而不构成其内容。在资本同劳动相交换的情

况下，价值不是两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尺度，而是交换的内容本

身。

（２）在资产阶级前的各种关系解体的时期，零散地出现一些

自由劳动者，购买这些人的服务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生产；但

是，第一，即使规模很大，这也只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而

不是为了生产价值；第二，例如，如果说贵族除了自己的农奴，还

使用自由劳动者，并把他们创造的一部分产品又拿去出售，因而

自由劳动者为他创造了价值，那么这种交换只涉及多余的产品，并

且只是为了多余的产品，为了奢侈品的消费而进行的；因而这实

际上只是为了把他人劳动用于直接消费或用作使用价值而对这种

劳动进行的伪装的购买。然而，凡是这种自由劳动者的数量日益

增多而且这种关系日益扩展的地方，旧的生产方式，即公社的、家

长制的、封建制的生产方式等等，就处于解体之中，并准备了真

正雇佣劳动的要素。但这种自由的奴仆，象在波兰等地那样，也

可能出现以后又消失，而生产方式并未改变。

｛为了把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表述为所有权的关系或规律，

我们只需要把双方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关系表述为占有的过程。

例如，剩余劳动变为资本的剩余价值，这一点意味着：工人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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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有他自己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对他来说表现为他人的财产，反

过来说，他人的劳动表现为资本的财产。资产阶级所有权的这第

二条规律是第一条规律［即对自己劳动的产品拥有所有权的规

律］转变来的，并通过继承权等等而长期存在下去，不受单个资

本家的易逝性的影响；它同第一条规律一样被承认为规律。第一

条是劳动和所有权的同一性；第二条是劳动表现为被否定的所有

权，或者说所有权表现为对他人劳动的异己性的否定。

实际上，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正如在进一步考察这一过程

时将更加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

合体，其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彼此毫不相干，所以，总劳动作为总

体不是单个工人的事情，而且，即使说它是不同工人的共同的事

情，也只是从这样的意义来说的：工人们是被［外力］结合在一

起，而不是他们自己互相结合。这种劳动就其结合体来说，服务

于他人的意志和他人的智力，并受这种意志和智力的支配——它

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同样，这种劳动就其物质的统一来

说，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这种固定资本象一

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它实际上是一个联合体，它

决不是作为工具同单个工人发生关系，相反，工人却作为有灵性

的单个点，作为活的孤立的附属品附属于它。

所以，结合劳动从两个方面来看都是自在的结合，这种结合

既不表现为共同劳动的个人互相发生的关系，也不表现为这些个

人支配其特有的或孤立的职能或支配劳动工具。因此，如果说工

人把自己劳动的产品看作是他人的产品，那么他也把结合劳动看

作是他人的劳动；同样，他把自己的劳动看作虽然属于他自己，但

对他来说却是异己的、被强制的生命活动力，所以亚当·斯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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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这种生命活动力看成是辛苦、牺牲等
２０４
。正象劳动的产品一

样，劳动本身作为特殊的孤立的劳动者的劳动被否定了。被否定

的孤立劳动，实际上是被肯定的社会劳动或结合劳动。但是，这

样被肯定的社会劳动或给合劳动，不论是作为活动还是转化为客

体的静止形式，同时直接表现为某种与实际存在的单个劳动不同

的东西，——既表现为他人的客体性（他人的财产），也表现为他

人的主体性（资本的主体性）。因此，资本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

者的孤立劳动，从而也作为被否定的孤立劳动者的财产，既代表

劳动，也代表劳动的产品。所以，资本是社会劳动的存在，是劳

动既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的结合，但这一存在是同劳动的现实要

素相对立的独立存在，因而它本身作为特殊的存在而与这些要素

并存。因此，资本从自己方面看来，表现为起支配作用的主体和

他人劳动的所有者，而资本的关系本身就象雇佣劳动的关系一样，

是完全矛盾的关系。｝

［（Ｂ）］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２０５

［（１）个人占有劳动客观条件的自然的和经

济的前提。公社的各种形式］

［（ａ）劳动的个人对其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原始所有制］

如果说雇佣劳动的前提和资本的历史条件之一，是自由劳动

以及这种自由劳动同货币相交换，以便再生产货币并增殖其价值，

也就是说，使这种自由劳动不是作为用于享受的使用价值，而是

０７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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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用于获取货币的使用价值，而被货币所消耗；那么，另一个

前提就是自由劳动同实现自由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即同劳动

资料和劳动材料相分离。可见，首要的是，劳动者同他的天然的

实验场即土地相脱离，从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制解体，以及以东

方公社为基础的公共土地所有制解体。

而在这两种形式中，劳动者把自己劳动的客观条件看作自己

的财产；这就是劳动同劳动的物质前提的天然统一。因此，劳动

者［甚至］不依赖劳动就拥有客观的存在。个人把自己看作所有

者，看作自己现实条件的主人［ —５１］。个人看待其他个人也是

这样，并且，根据这个前提是从共同体出发，还是从组成公社的

各个家庭出发，个人或是把其他个人看作财产共有者即公共财产

的体现者，或是把其他个人看作同自己并存的独立的所有者即独

立的私有者，而在这些独立的私有者之外，原来囊括一切和包罗

所有人的公共财产本身，则作为特殊的公有地①与这些数量众多

的土地私有者一起存在。

在这两种形式中，各个个人都不是把自己当作劳动者，而是

把自己当作所有者和同时也进行劳动的共同体成员。这种劳动的

目的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虽然他们也可能造成剩余劳动，以

便为自己换取他人的产品，即［其他个人的］剩余产品，——相

反，他们劳动的目的是为了保证各个所有者及其家庭以及整个共

同体的生存。个人变为上述一无所有的工人，这本身乃是历史的

产物。

１７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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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在这种土地所有制的第一种形式中，第一个前提首先是自然

形成的共同体：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２０６的家庭，或通过家庭之间互

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联合。因为我们可以设想，游牧，

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

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人类不是天生定居

的；只有在特别富饶的自然环境里，人才有可能象猿猴那样栖息在

某一棵树上，否则总是象野兽那样到处游荡），所以，部落共同体，

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占有（暂时的）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

是其前提。

一旦人类终于定居下来，这种原始共同体就将依种种外界的

（气候的、地理的、物理的等等）条件，以及他们的特殊的自然习性

（他们的部落性质）等等，而或多或少地发生变化。自然形成的部落

共同体（血缘、语言、习惯等等的共同性），或者也可以说群体，是人

类占有他们生活的客观条件和占有再生产这种生活自身并使之物

化的活动（牧人、猎人、农人等的活动）的客观条件的第一个前提。

土地是一个大实验场，是一个武库，既提供劳动资料，又提供劳动

材料，还提供共同体居住的地方，即共同体的基础。人类素朴天真地

把土地看作共同体的财产，而且是在活劳动中生产并再生产自身

的共同体的财产。每一个单个的人，只有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个肢

体，作为这个共同体的成员，才能把自己看成所有者或占有者。

通过劳动过程而实现的实际占有是在这样一些前提下进行

的，这些前提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表现为劳动的自然的或

神授的前提。这种以同一基本关系［即土地公有制］为基础的形式，

２７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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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可能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实现出来。例如，跟这种形式完全不矛

盾的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

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

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

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真正前提，所以统一体本身能够表

现为一种凌驾于这许多实际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而在

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每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

说，财产（即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属于他的条

件，看作客观的条件，看作他在无机自然界发现的他的主体的躯

体）对这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

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通过这些单个的

公社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

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

因此，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看似乎并不存在

财产的情况下，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

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一个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

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公社完全能够独立存在，而且在

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一切条件。公社的一部分剩余

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

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

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

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这类公社财产，只要它在这里确实是在劳动中实现出来的，就

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

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

３７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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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从事劳动；①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能够使劳动过程本

身具有共同性，这种共同性能够成为整套制度，例如在墨西哥、特

别是在秘鲁，在古代克尔特人、印度的某些部落中就是这样。

其次，部落体内部的共同性还可能这样表现出来：统一体或是

由部落中一个家庭的首领来代表，或是由各个家长彼此间发生联

系。与此相应，这种共同体的形式就或是较为专制的，或是较为民

主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过劳动而实际占有的公共条件，如在

亚细亚各民族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灌溉渠道，以及交通工具等

等，就表现为更高的统一体，即高居于各小公社之上的专制政府的

事业。在这里，与这些乡村并存，真正的城市只是在特别适宜于对

外贸易的地方才形成起来，或者只是在国家首脑及其地方总督把

自己的收入（剩余产品）同劳动相交换，把收入作为劳动基金来花

费的地方才形成起来。

［（ｃ）古代的所有制形式］

［ —５２］所有制的第二种形式——它也象第一种形式一样，

曾经在地域上、历史上等等发生一些重要的变化——是原始部落

更为动荡的历史生活、各种遭遇以及变化的产物，它也要以共同体

作为第一个前提，但不象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共同体是实体，而

个人则只不过是实体的附属物，或者是实体的纯粹天然的组成部

分。这第二种形式不是把土地作为自己的基础，而是把城市即已经

建立起来的农村居民（土地所有者）的居住地（中心地点）作为自己

４７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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盾的是，在大多数亚细亚的基本形式中，凌驾于所有这一切小的共

同体之上的总合的统一体表现为更高的所有者或唯一的所有者，

实际的公社却只不过表现为世袭的占有者。因为这种统一体是实

际的所有者，并且是公共财产的真正前提，所以统一体本身能够表

现为一种凌驾于这许多实际的单个共同体之上的特殊东西，而在

这些单个的共同体中，每一个单个的人在事实上失去了财产，或者

说，财产（即单个的人把劳动和再生产的自然条件看作属于他的条

件，看作客观的条件，看作他在无机自然界发现的他的主体的躯

体）对这单个的人来说是间接的财产，因为这种财产，是由作为这

许多共同体之父的专制君主所体现的统一总体，通过这些单个的

公社而赐予他的。因此，剩余产品（其实，这在立法上被规定为通过

劳动而实际占有的成果）不言而喻地属于这个最高的统一体。

因此，在东方专制制度下以及那里从法律上看似乎并不存在

财产的情况下，这种部落的或公社的财产事实上是作为基础而存

在的，这种财产大部分是在一个小公社范围内通过手工业和农业

相结合而创造出来的，因此，这种公社完全能够独立存在，而且在

自身中包含着再生产和扩大生产的一切条件。公社的一部分剩余

劳动属于最终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更高的共同体，而这种剩余劳动

既表现在贡赋等等的形式上，也表现在为了颂扬统一体——部分

地是为了颂扬现实的专制君主，部分地为了颂扬想象的部落体即

神——而共同完成的工程上。

这类公社财产，只要它在这里确实是在劳动中实现出来的，就

或是可能这样表现出来：各个小公社彼此独立地勉强度日，而在公

社内部，单个的人则同自己的家庭一起，独立地在分配给他的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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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在这里，耕地表现为城市的领土；不［象在第一种形式中那

样］村庄表现为土地的单纯附属物。

土地本身，无论它的耕作、它的实际占有会有多大障碍，也并

不妨碍把它当作活的个体的无机自然，当作他的工作场所，当作主

体的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生活资料。一个共同体所遭遇的困难，

只能是由其他共同体引起的，后者或是先已占领了土地，或是到这

个共同体已占领的土地上来骚扰。因此，战争就或是为了占领生存

的客观条件，或是为了保护并永久保持这种占领所要求的巨大的

共同任务，巨大的共同工作。因此，这种由家庭组成的公社首先是

按军事方式组织起来的，是军事组织或军队组织，而这是公社以所

有者的资格而存在的条件之一。住宅集中于城市，是这种军事组织

的基础。

部落体本身导致区分为高级的和低级的氏族，这种差别又由

于胜利者与被征服部落相混合等等而更加发展起来。

公社财产——作为国有财产，公有地——在这里是和私有财

产分开的。在这里，单个人的财产不象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本身

直接就是公社财产，在第一种情况下，单个人的财产并不是同公社

分开的个人的财产，相反，个人只不过是公社财产的占有者。

单个人的财产在事实上只靠共同劳动来利用（例如象东方的

灌溉渠道那样）的可能性越少，纯粹自然形成的部落性质由于历史

的运动、迁徙而受到的破坏越大，部落越是远离自己的原来住地而

占领异乡的土地，因而进入全新的劳动条件并使每个人的能力得

到更大的发展，——部落的共同性质越是对外界表现为并且必然

表现为消极的统一体，——那么，单个人变成归他和他的家庭独立

耕作的那块土地——特殊的小块土地——的私有者的条件就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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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

公社（作为国家），一方面是这些自由的和平等的私有者间的

相互关系，是他们对抗外界的联合；同时也是他们的保障。在这里，

公社制度的基础，既在于它的成员是由劳动的土地所有者即拥有

小块土地的农民所组成的，也在于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的独立性

是由他们作为公社成员的相互关系来维持的，是由确保公有地以

满足共同的需要和共同的荣誉等等来维持的。公社成员的身分在

这里依旧是占有土地的前提，但作为公社成员，每一个单个的人又

是私有者。他把自己的私有财产看作就是土地，同时又看作就是他

自己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而保持他自己作为公社成员，也正等于

保持公社的存在，反过来也一样，等等。虽然公社（在这里它已经是

历史的产物，因而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人们的意识里都是一个产

生出来的东西）在这里表现为土地财产的前提，也就是说，表现为

劳动主体把劳动的自然前提看作属于他所有这种关系的前提，但

是，这种“属于”是由他作为国家成员的存在作媒介的，是由国家的

存在，因而也是由那被看作神授之类的前提作媒介的。

集中于城市而以周围土地为领土；为直接消费而从事劳动的

小农业；作为妻女家庭副业的那种工业（纺和织），或仅在个别生产

部门才得到独立发展的工业（ｆａｂｒｉ〔古罗马的匠人〕等等）。

这种共同体继续存在下去的前提，是组成共同体的那些自由

而自给自足的农民之间保持平等，以及作为他们财产继续存在的

条件的本人劳动。他们把自己看作劳动的自然条件的所有者；但这

些条件还必须不断地通过亲身劳动才真正成为个人的人格的、他

的个人劳动的条件和客观因素。

另一方面，这个小的军事的共同体的趋向，又促使它越出这些

６７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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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等等（罗马、希腊、犹太人等等）。

尼布尔说：“当占卜官的预言使努玛相信神认可了他的当选的时候，这位

虔诚的国王首先关心的不是神庙的礼拜，而是人。他把罗慕洛在战争中获得

的并交给他占领的土地分配了，创设了境界神的祀典。所有古代的立法者，首

先是摩西，他们支持善行、公正和美德的法规所以取得成就，都是建立在让尽

可能多的公民取得土地所有权的基础上，或者，至少要保证尽可能多的公民

有世袭的土地占有权。”（尼布尔《罗马史》１８２７年第２版第１卷第２４５页）

个人被置于这样一种谋生的条件下，其目的不是发财致富，而

是自给自足，把自己作为公社成员再生产出来，作为小块土地的所

有者再生产出来，并以此资格作为公社的成员再生产出来。

公社的继续存在，便是那作为自给自足的农民的全体公社成

员的再生产，他们的剩余时间正是属于公社，属于战争事业等等。

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是由对劳动条件的所有即对一块耕地的所有

来作媒介的，而对劳动条件的所有则是由公社的存在而得到保障

的，公社又是由公社成员的服兵役等等的形式的剩余劳动而得到

保障的。公社成员不是通过创造财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而

是通过为了在对内对外方面保持联合体这种共同利益（想象的和

真实的共同利益）所进行的劳动协作来再生产自己。财产是魁里

特２０７的财产，是罗马人的财产；土地私有者只是作为罗马人才是土

地私有者，但是，作为罗马人，他一定是土地私有者。

［（ｄ）日耳曼的所有制形式，它同亚细亚的

和古代的所有制形式的区别］

  ［ —５３］劳动的个人，即自给自足的公社成员，对他们劳动的

自然条件的［另一种］所有制形式，是日耳曼的所有制。在这种所有

制形式下，公社成员本身既不象在东方特有的形式下那样是公共

７７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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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的共有者①，也不象罗马的、希腊的（简言之，古典古代的）形

式下那样：土地为公社所占领，是罗马的土地；一部分土地留给公

社本身支配，而不是由公社成员支配，这就是各种不同形式的公有

地；另一部分则被分割，而每一小块土地由于是一个罗马人的私有

财产，是他的领地，是实验场中属于他的一份，因而都是罗马的土

地；但他之所以是罗马人，也只是因为他在一部分罗马土地上享有

这样的主权。

｛“在古代，城市的手工业和商业受蔑视，而农业则受尊敬；在中世纪则相

反。”［尼布尔，同上，第４１８页］｝

｛“通过占有公社土地而使用公社土地的权利，最初属于贵族，以后贵族

把这种公社土地授予自己的被保护民；从公有地中分给财产只适用于平民；

一切财产配与都有利于平民，并且是对某一份公社土地的补偿。除了城墙周

围的地带之外，真正的土地财产最初只在平民手里”（后来有被接受［加入罗

马公民籍］的农村公社）。［同上，第４３５—４３６页］｝

｛“罗马平民的本质就在于它是农民的总体，象在他们的魁里特所有制中

所表现的那样。古代人一致认为农业是自由民的本业，是训练士兵的学校。在

农业中民族的古老部落保持着自身，而在居住着外地商人和手工业者的城市

里这个民族便起了变化，同样，土著居民也被吸引到有利可图的地方去。凡有

奴隶制的地方，被释放的奴隶都力图从事这一类职业来谋生，后来往往积蓄

大量财富。所以在古代，这些行业总是在他们手里，因而便被认为是不适合公

民身分的事情；于是，人们认为允许手工业者获得全权公民的身分是值得怀

疑的（在更早时期的希腊人那里，手工业者照例是被排斥在全权公民之外

的）。‘任何罗马人都不许做商人或手工业者为生’２０８。象中世纪城市史中那种

８７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在财产仅仅作为公社财产而存在的地方，单个成员本身只是一块特定土地的

占有者，或是继承的，或不是继承的，因为财产的每一小部分都不属于任何单

独的成员，而属于作为公社的直接成员的人，也就是说，属于同公社直接统一

而不是同公社分开的人。因此，这种单个的人只是占有者。只有公共财产，只

有私人占有。对公共财产的这种占有方式可以发生十分不同的历史的、地域

的等等变化，这要看劳动本身是由每一个私人占有者孤立地进行，还是由公社

来规定或由高居于各个公社之上的统一体来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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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人尊敬的行会，古代人是根本不懂的；而且在中世纪城市史中，随着行会对

氏族渐占上风，甚至作战精神也趋于消沉，最后竟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各

城市在外界所享有的尊崇以及它们的自由，也都消失了。”［同上，第６１４—

６１５页］｝

｛“古代各国的部落是按两种方式建立的：或按氏族，或按地区…… 氏

族部落比地区部落古老，而且几乎到处都被后者排挤。它们的最极端的、最严

格的形式是种姓制度，一个种姓同另一个种姓互相隔离；没有通婚的权利；各

个种姓按其地位来说完全不同；每一个种姓有自己独特的、不变的职业……

地区部落最初是同地方划分为区和村相适应的，所以，在实行这种划分

时，在克利斯提尼时代的阿提卡地区，凡已经是一个村的居民的人，都以该村

的德莫特的资格而编入该村所在地区的部落之内。２０９德莫特的子孙，不问其

居住地方何在，照例仍旧属于同一个部落和同一个德莫，这样，这种划分就具

有按家世划分的外表……

这种罗马的氏族并不是由血缘的亲族组成的。在共同的姓氏之外，西塞

罗还要把他们的祖先是自由民作为特殊的标志。罗马的氏族成员有共同的圣

地，它后来〈早在西塞罗时代〉就没有了。保存得最为长久的是对那些既无近

亲又无遗嘱的已故同氏族人的财产的继承。在最古时代，帮助遭到非常事故

的贫困的同氏族人，是氏族成员应尽的义务。（这在日耳曼人中最初广为流

行，而在迪特马尔申人２１０中保留得最久。）氏族是联合团体。在古代世界，比氏

族更普遍的组织是没有的…… 例如，在盖尔人２１１中，名门望族的坎伯尔家

族便和自己的家臣组成一个克兰①。”［同上，第３１７—３３５页］｝

因为贵族在较高的程度上代表共同体，所以他们是公有地的

占有者，并且通过自己的被保护民等等来利用公有地（后来便逐渐

地据为己有）。

日耳曼的公社并不集中在城市中；而单是由于这种集中（即集

中在作为乡村生活的中心、作为农民的居住地、同样也作为军事指

９７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克兰即氏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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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挥中心的城市中），公社本身这时便具有同单个人的存在不同的外

部存在。古典古代的历史是城市的历史，不过这是以土地财产和农

业为基础的城市；亚细亚的历史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真正

的大城市在这里只能干脆看作王公的营垒，看作真正的经济结构

上的赘疣）；中世纪（日耳曼时代）是从乡村这个历史的舞台出发

的，然后，它的进一步发展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中进行的；现代

的历史是乡村城市化，而不象在古代那样，是城市乡村化。

［ —１］①当联合在城市中的时候，公社本身就具有了某种经

济存在；城市本身的单纯存在与仅仅是众多的独立家庭不同。在这

里，整体并不是由它的各个部分组成。它是一种独立的有机体。在

日耳曼人那里，各个家长住在森林之中，彼此相隔很远的距离，即

使从外表来看，公社也只是存在于公社成员每次集会的形式中，虽

然他们的自在的统一体体现在他们的家世渊源、语言、共同的过去

和历史等等当中。

因此，公社便表现为一种联合而不是联合体，表现为以土地所

有者为独立主体的一种统一，而不是表现为统一体。因此公社事实

上便不是象在古代民族那里那样，作为国家、作为国家组织而存

在，因为它不是作为城市而存在的。为了使公社具有现实的存在，

自由的土地所有者必须举行集会，而例如在罗马，除了这些集会之

外，公社还存在于城市本身和掌管城市的官吏等等的形式中。

固然，在日耳曼人那里，也有一种不同于个人财产的公有地，

公社土地或人民土地。这种公有地，是猎场、牧场、采樵地等等，这

是这样的一部分土地，当它必须充当这类特定形式的生产资料时，

０８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从这里开始，是手稿的第五本。封面写着：“手稿第 本，１８５８年１月（１月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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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加以分割的。可是，这种公有地却又不象例如在罗马人那里

那样，表现为与私有者并列的国家的特殊经济，以致这些私有者只

有当他们象平民那样被除掉即被剥夺公有地的使用权时，才会成

为真正的私有者。

相反，在日耳曼人那里，公有地只是个人财产的补充，并且只

有在必须把它当作一个部落的共同占有物来保卫，使之免遭敌对

部落侵犯的情况下，它才表现出是财产。不是个人财产表现为以公

社为媒介，恰好相反，是公社的存在和公社财产的存在表现为要以

他物为媒介，也就是说，表现为独立主体互相之间的联系。实质上，

每一个单独的家庭就是一个经济整体，它本身单独地构成一个独

立的生产中心（工业只是妇女的家庭副业等等）。

在古代世界，城市连同属于它的土地是一个经济整体；而在日

耳曼世界，单独的住宅所在地就是一个经济整体，这种住宅所在地

本身仅仅在属于它的土地上占据一个点；这并不是许多所有者的

集中，而只是作为独立单位的家庭。在亚细亚的（至少是占优势

的）形式中，不存在个人所有，只有个人占有；公社是真正的实际所

有者；所以，财产只是作为公共的土地财产而存在。

在古代民族那里（罗马人是最典型的例子，表现的形式最纯

粹，最突出），存在着国家土地财产和私人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

结果是后者以前者为媒介；或者说，国家土地财产本身存在于这种

双重的形式中。因此，土地私有者同时也就是城市市民。从经济上

说，国家公民资格就表现在农民是城市居民这样一个简单的形式

上。

在日耳曼的形式中，农民并不是国家公民，也就是说，不是

城市居民；相反地，孤立的、独立的家庭住宅是基础，这一基础

１８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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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通过同本部落其他类似的家庭住宅结成联盟来得到保障，通过在

遇到战争、举行宗教典礼、解决诉讼等等时为取得相互保证而举

行的临时集会来得到保障。在这里，个人土地财产既不表现为同

公社土地财产相对立的形式，也不表现为以公社财产为媒介，而

是相反，公社只是在这些个人土地所有者本身的相互关系中存在

着。公社财产本身只表现为各个个人的部落住地和所占有土地的

公共附属物。

［日耳曼的］公社既不是使单个的人只表现为偶然因素的那种

实体［象在东方公社中那样］；也不是［象在古代公社中］那样的一

般物，那种一般物本身，无论是在单个人的观念中，还是从城市的

存在和公社的城市需要不同于单个人的存在和需要来说，或者从

公社的城市土地这种特殊存在不同于公社成员的特殊经济存在来

说，都是一个存在着的统一体。与此相反，日耳曼的公社本身，一方

面，作为语言、血统等等的共同体，是个人所有者存在的前提；但另

一方面，日耳曼的公社事实上只存在于公社为着公共目的而举行

的实际集会上，而就公社具有一种特殊的经济存在（表现为共同使

用猎场、牧场等等）而言，它是被每一个个人所有者以个人所有者

的身分来使用，而不是以国家代表的身分（象在罗马那样）来使用

的。这实际上是个人所有者的公共财产，而不是在城市中另有其特

殊存在方式而与单个人相区别的那种个人所有者联合体的公共财

产。

［（ｅ）公社制的生产关系的局限性。在古代世界中、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和在共产主义下的财富］

  这里问题的关键从根本上说来如下。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土地

２８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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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和农业构成经济制度的基础，因而经济的目的是生产使用价

值，是在个人对公社（个人构成公社的基础）的一定关系中把个人

再生产出来——在所有这些形式中，都存在着以下的特点：

（１）对劳动的自然条件的占有，即对土地这种最初的劳动工

具、实验场和原料贮藏所的占有，不是通过劳动进行的，而是劳动

的前提。个人把劳动的客观条件简单地看作是自己的东西，看作是

自己的主体得到自我实现的无机自然。劳动的主要客观条件并不

是劳动的产物，而是自然。［ —２］一方面，是活的个人，另一方面，

是作为个人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土地。

（２）但是，这种把土地当作劳动的个人的财产来看待的关系

（因此，个人从一开始就不表现为单纯劳动着的个人，不表现在这

种抽象形式中，而是拥有土地财产作为客观的存在方式，这种客观

的存在方式是他的活动的前提，并不是他的活动的简单结果，就是

说，这和他的皮肤、他的感官一样是他的活动的前提，这些器官在

他的生命过程中固然被他再生产着和发展着等等，但毕竟存在于

这个再生产过程本身之前），直接要以个人作为某一公社成员的自

然形成的、或多或少历史地发展了的和变化了的存在，要以他作为

部落等等成员的自然形成的存在为媒介。

孤立的个人是完全不可能有土地财产的，就象他不可能会说

话一样。固然，他能够象动物一样，把土地作为实体来维持自己的

生存。把土地当作财产，这种关系总是要以处在或多或少自然形成

的，或历史地发展了的形式中的部落或公社占领土地（和平地或暴

力地）为媒介的。在这里，个人决不能象单纯的自由工人那样表现

为单个点。如果说，个人劳动的客观条件是作为属于他所有的东西

而成为前提，那么，在主观方面个人本身作为某一公社的成员就成

３８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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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前提，他以公社为媒介才发生对土地的关系。他对劳动的客观条

件的关系，要以他作为公社成员的身分为媒介；另一方面，公社的

现实存在，又由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所有制的一定形式来决

定。不管这种以公社成员身分为媒介的所有制，究竟是表现为公有

制（在这种情况下，单个人只是占有者，决不存在土地的私有制）；

还是所有制表现为国家所有同私人所有相并列的双重形式（不过

在这种情况下，后者被前者所制约，因而只有国家公民才是并且必

定是私有者，但另一方面，作为国家公民，他的所有又同时具有特

殊的存在）；最后，还是这种公社所有制仅仅表现为个人所有制的

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个人所有制表现为公社所有制的基础，而公

社本身，除了存在于公社成员的集会中和他们为公共目的的联合

中以外，完全不存在），——不管怎样，公社或部落成员对部落土地

（即对于部落所定居的土地）的关系的这种种不同的形式，部分地

取决于部落的天然性质，部分地取决于部落在怎样的经济条件下

实际上以所有者的资格对待土地，就是说，用劳动来获取土地的果

实；而这一点本身又取决于气候，土壤的物理性质，受物理条件决

定的土壤开发方式，同敌对部落或四邻部落的关系，以及引起迁

移、引起历史事件等等的变动。

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

必须在原有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

生产），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破坏这些条件，而不是加以再生

产等等，这样，共同体就同作为其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一起瓦解了。

亚细亚形式必然保持得最顽强也最长久。这取决于亚细亚形

式的前提：即单个人对公社来说不是独立的，生产的范围仅限于自

给自足，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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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个人如果改变自己对公社的关系，他也就在改变公社，破坏

公社，同样也破坏公社的经济前提；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前提也由

于本身的辩证法而发生变化，如贫困化等等。尤其是由于战争和征

服的影响（例如在罗马，这一点本质上属于公社本身的经济条件），

作为公社基础的实际联系遭到破坏。

在所有这些形式中，发展的基础都是单个人对公社的原有关

系（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或历史地产生但已变成传统的关系）的

再生产，以及他对劳动条件和对劳动同伴、对同部落人等等的关系

上的一定的、对他来说是前定的、客观的存在，——因此，这种基础

从一开始就是有局限的，而随着这种局限的消除，基础就崩溃和灭

亡了。在罗马人那里，奴隶制的发展、土地占有的集中、交换、货币

关系、征服等等，正是起着这样的作用，虽然所有这些因素在达到

某一定点以前似乎和基础还相符合，部分地似乎只是无害地扩大

着这个基础，部分地似乎只是从这个基础中发展出来的恶习。这

里，在一定范围内可能有很大的发展。个人可能表现为伟大的人

物。但是，在这里，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不能想象会有自由而充分

的发展，因为这样的发展是同［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原始关系相矛

盾的。

［ —３］哪一种土地财产等等的形式最有生产效能，能创造最

大财富呢？我们在古代人当中不曾见到有谁研究过这个问题。在

古代人那里，财富不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尽管卡托能够很好地研究

哪一种土地耕作法最有利，布鲁土斯甚至能够按最高的利率放债。

人们研究的问题总是，哪一种所有制形式会造就最好的国家公民。

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这只是少数商业民族——转运贸易的垄断

者——中才有的情形，这些商业民族生活在古代世界的缝隙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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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犹太人在中世纪社会中的情形一样。问题在于，一方面，财富是

物，它体现在人作为主体与之相对立的那种物即物质产品中；而另

一方面，财富作为价值，是对他人劳动的单纯支配权，不过不是以

统治为目的、而是以私人享受等等为目的。在所有这一切形式中，

财富都以物的形式出现，不管它是物也好，还是以存在于个人之外

并偶然地同他并存的物为媒介的关系也好。

因此，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得多，根据古

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

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

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

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

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

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

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

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

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

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在这里，人不是在某一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

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种已经变成的东西

上，而是处在变易的绝对运动之中。

在资产阶级经济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时期中，人的内在本

质的这种充分发挥，表现为完全的空虚，这种普遍的物化过程，表

现为全面的异化，而一切既定的片面目的的废弃，则表现为为了某

种纯粹外在的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因此，一方面，稚气的

古代世界显得较为崇高。另一方面，古代世界在人们力图寻求闭锁

的形态、形式以及寻求既定的限制的一切方面，确实较为崇高。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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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

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ｆ）蒲鲁东对财产的起源问题的糊涂看法。

财产的产生的真正前提。奴隶制和农奴制］

  蒲鲁东先生称之为财产的非经济起源（他这里讲的财产正是

指土地财产）的那种东西２１２，就是个人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首先

是对劳动的自然客观条件的资产阶级以前的关系，因为，正象劳动

的主体是自然的个人，是自然存在一样，他的劳动的第一个客观条

件表现为自然，土地，表现为他的无机体；他本身不但是有机体，而

且还是这种作为主体的无机自然。这种条件不是他的产物，而是预

先存在的；作为在他之外的自然存在，是他的前提。

在我们进一步分析这个问题之前，还要指出下面一点：好样的

蒲鲁东不但可能，而且一定会同样振振有词地给作为财产形式的

资本和雇佣劳动扣上非经济起源的罪名。因为，劳动的客观条件在

工人方面作为跟他相分离的东西、作为资本出现，和工人在资本家

方面作为丧失财产者、作为抽象工人出现，以及价值同活劳动之间

发生的交换，是以一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虽然资本和雇佣劳动这

两者本身再生产着这种关系，并且在它客观的广度上以及深度上

都发展着这种关系），而这种历史过程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资

本与雇佣劳动的起源史。

换句话说：财产的非经济起源，无非就是资产阶级经济的历史

起源，即在政治经济学各种范畴中得到理论或观念表现的那些生

产形式的历史起源。可是，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以及它的每一阶段

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运动的经济基础这一事实，归根到底不过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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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个同义反复，即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

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这种社会生产的关系，我们恰恰就称

之为经济关系。

生产的原始条件（或者同样也可以说：由于两性间的自然过程

而增多的人的再生产；因为这种再生产，一方面固然表现为主体对

客体的占有，另一方面，同样也表现为客体的形成，客体从属于主

体的目的，客体转化为主体活动的结果和容器）最初本身不可能是

生产出来的，不可能是生产的结果。需要说明的（或者成为某一

［ —４］历史过程的结果的），不是活的和活动的人同他们与自然

界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无机条件之间的统一，以及他们因此对自

然界的占有；而是人类存在的这些无机条件同这种活动的存在之

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只是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中才得到完全

的发展。

在奴隶制关系和农奴制依附关系中，没有这种分离；而是社会

的一部分被社会的另一部分简单地当作自身再生产的无机自然条

件来对待。奴隶同自身劳动的客观条件没有任何关系；而劳动本

身，无论采取的是奴隶的形态，还是农奴的形态，都是作为生产的

无机条件与其他自然物同属一类的，是与牲畜并列的，或者是土地

的附属物。

换句话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

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

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

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

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

质：（１）是主体的自然，（２）是客体的自然。生产者作为家庭、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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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布斯等等（它们后来和别的家庭、部落、特里布斯等等相混合、

相对立，而在历史上采取各种不同的形态）的一个成员而存在，并

且作为这样一个成员，他把一定的自然（这里说的还是土地）看作

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条件。作为共同

体的一个天然的成员，他在公共财产中有自己的一部分，并有特殊

的一份为自己占有；正如他生来是罗马公民，对公有地有（至少是）

观念上的要求权，而对于若干罗马亩的土地等等则有实际上的要

求权一样。

他的财产，即他把他的生产的自然前提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

是他自己的东西这样一种关系，要以他本身是共同体的天然成员

为媒介。（共同体的抽象，即其成员除语言等等而外几乎毫无共同

的东西，甚至语言也不一定是共同的，这显然是晚得多的历史条件

的产物。）例如，就单个的人来说，很清楚，他只是作为某一人类共

同体的天然成员，才把语言看作是自己的。把语言看作单个人的产

物，这是荒谬绝伦的。同样，财产也是如此。

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正象从另一方面说，语言本身

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而且是它的不言而喻的存在一样。

｛象人们在秘鲁所看到的那种共同生产和公有制，显然是这样

一些征服者部落所导入的和带去的派生形式，这些部落在其故乡

曾经习惯于一种古代的更简单的——如在印度和斯拉夫人那里所

存在的——公有制和共同生产。看来，我们在克尔特人那里，例如

在威尔士所遇到的那种形式，同样是带到他们那里去的，也是派生

的，是征服者带给处于较低发展阶段的被征服部落的。这些制度由

一个最高中心加以完善和系统地造成，这证明它们的起源较晚。正

如导入英国的封建主义，按其形式来说，要比在法兰西自然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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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主义较为完备一样。｝

｛在游牧的畜牧部落——所有畜牧民族最初都是游牧的——

那里，土地和其他自然条件一样，是以原始的无穷无尽的形式出

现的，例如亚洲的草原和亚洲高原的情形就是这样。土地被用作

牧场等等，在土地上放牧畜群，畜牧民族则靠畜群生存。他们把

土地看作是自己的财产，虽然他们从来没有把这种财产固定下来。

在美洲蒙昧的印第安部落中，狩猎地区便是这一类财产；部落把

某一地区认作自己的狩猎地盘，并用强力保护它免受其他部落侵

犯，或者是设法把其他部落从他们所占有的地盘上赶走。在游牧

的畜牧部落中，公社事实上总是聚集在一起的；这是旅行团体，是

结队旅行者，是游牧群，而上下级从属关系的形式便由这种生活

方式的条件中发展出来。在这里，被占有和再生产的，事实上只

是畜群，而不是土地，在每一处停留地上土地都是被暂时共同使

用的。｝

某一个共同体，在它把生产的自然条件——土地（如果我们立

即来考察定居的民族）——当作自己的东西来对待时，会碰到的唯

一障碍，就是业已把这些条件当作自己的无机体而加以占据的另

一共同体。因此战争就是每一个这种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的最原始

的工作之一，既用以保护财产，又用以获得财产。

（在这里，事实上我们可以仅限于论述原始的土地财产，因为

在畜牧民族那里，对土地的自然产品——例如绵羊——的所有，同

时也就是对他们所游牧的草地的所有。一般说来，土地财产也包括

土地上的有机产物财产在内。）

｛假如把人本身［ —５］也作为土地的有机附属物而同土地一

起加以夺取，那么，这也就是把他作为生产的条件之一而一并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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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这样便产生奴隶制和农奴制，而奴隶制和农奴制很快就败坏

和改变一切共同体的原始形式，并使自己成为它们的基础。简单的

组织因此便取得了否定的规定。｝

所以，财产最初无非意味着这样一种关系：人把他的生产的自

然条件看作是属于他的、看作是自己的、看作是与他自身的存在一

起产生的前提；把它们看作是他本身的自然前提，这种前提可以说

仅仅是他身体的延伸。其实，人不是同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

而是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

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

这些自然的生产条件的形式是双重的：（１）人作为某个共同

体的成员的存在；因而，也就是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其原始形式

是部落体，是或多或少有所改变的部落体；（２）以共同体为媒介，

把土地看作自己的土地，即公共土地财产对个人来说同时又是个

人占有物；或者是这样：只有土地的果实实行分配，而土地本身

及其耕作仍然是共同的。（但住所等等，哪怕是斯基台人的四轮车，

也总是由个人占有。）对活的个体来说，生产的自然条件之一，就

是他属于某一自然形成的社会，部落等等。这一点，举例来说，已

经是发展他的语言等等的条件了。他自身的生产存在，只有在这

个条件下才是可能的。他的主体存在本身要以这一点为条件，正

如他的这种存在同样要以他把土地看作是自己的实验场这一点为

条件一样。

（诚然，财产最初是动产，因为人起先占有的是土地的现成果

实，其中也包括动物，特别是可驯养的动物。但是，甚至这样的

情况——狩猎、捕鱼、游牧、以采集树木果实为生等等——也总

是以占有土地为前提，或者是把土地作为常住地，或者是供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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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走，或者是用作动物的牧场等等。）

可见，财产意味着：个人属于某一部落（共同体）（意味着在

其中有着主客体的存在），而以这个共同体把土地看作是它的无机

体这种关系为媒介，个人把土地、把外在的原始生产条件（因为

土地同时既是原料，又是工具，又是果实）看作属于他的个体的

前提、看作是他的个体的存在方式。我们把这种财产归结为对生

产条件的关系。为什么不是对消费条件的关系呢？个人的生产行

为最初难道不是限于占有现成的、自然界本身业已为消费准备好

的东西来再生产他自身的躯体吗？即使在那些只须找到、发现这

些东西的地方，也很快就要求个人做出努力、付出劳动（如狩猎、

捕鱼、游牧），要求主体生产出（也就是发展）某些才能。再说，

人们可以取用现有的东西，而无须使用任何工具（工具本身已经

是预定供生产之用的劳动产品），无须改变现有东西的形式（这种

改变甚至在游牧时代就已发生了）等等的这样一种状态，是非常

短暂的，在任何地方也不能被认为是事物的正常状态，甚至也不

能被认为是正常的原始状态。此外，原始的生产条件本身就包括

不经劳动而直接可以消费的物品，如果实、动物等等；所以说消

费储备本身就是原始生产储备的一个组成部分。

以部落体（共同体最初就归结为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基

本条件就是：必须是部落的一个成员。这就使被这个部落所征服

或制服的其他部落丧失财产，而且使它沦为这个部落的再生产的

无机条件之一，共同体是把这些条件看作归自己所有的东西。所

以奴隶制和农奴制只是这种以部落体为基础的财产的继续发展。

它们必然改变部落体的一切形式。在亚细亚形式下，它们所能改

变的最少。这种财产形式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工农业统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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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和在土地财产、农业独占统治的地方不同，征服

［其他共同体］并不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从另一方面说，因为在这

种财产形式下，单个的人从来不能成为所有者，而只不过是占有

者，实质上他本身就是作为公社统一体的体现者的那个人的财产，

即奴隶，所以奴隶制在这里并不破坏劳动的条件，也不改变本质

的关系。

［（ｇ）公社和以公社为基础的所有制解体的原因］

［ —６］其次，很清楚：

既然财产仅仅是有意识地把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所有这样一

种关系（对于单个的人来说，这种关系是由共同体造成、在共同

体中被宣布为法律并由共同体保证的），也就是说，既然生产者的

存在表现为一种在属于他所有的客观条件中的存在，那么，财产

就只是通过生产本身而实现的。实际的占有，从一开始就不是发

生在对这些条件的想象的关系中，而是发生在对这些条件的能动

的、现实的关系中，也就是实际上把这些条件变为自己的主体活

动的条件。

可是同时也很清楚：这些条件是在改变着。一块地方只是由

于部落在那里打猎才成为狩猎地区；土地只是由于在那里经营农

业才被看作个人身体的延伸。当罗马城建筑起来而其周围的土地

被罗马公民耕种之后，共同体的条件便和以前不同了。所有这些

共同体的目的就是把形成共同体的个人作为所有者加以保存，即

再生产出来，也就是说，在这样一种客观存在方式中把他们再生

产出来，这种客观存在方式既形成公社成员之间的关系，同时又

因而形成公社本身。但是，这种再生产必然既是旧形式的重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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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同时又是旧形式的破坏。例如，在每一个人均应占有若干亩

土地的地方，人口的增长就给这样做造成了障碍。要想消除这种

障碍，就得实行移民，要实行移民就必须进行征服战争。结果就

会有奴隶等等。例如公有地也会增加，因而也会有作为共同体代

表的贵族等等。

可见，旧共同体的保存包含着被它当作基础的那些条件的破

坏，这种保存会向对立面转化。例如，如果设想，原有土地面积

上的生产率能够通过发展生产力等等（在旧的传统的土地耕作方

式之下，这种发展恰好是最缓慢的）而提高，那么，这就意味着

会有新的劳动方式，新的劳动结合，每天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用

在农业上等等，而这又会破坏共同体的旧有的经济条件。在再生

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

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

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

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

生产方式本身越是保持旧的传统（在农业中，传统的方式是

保持得很久的，而在东方的那种农业与工业的结合中，保持得更

久），也就是说，占有的实际过程越是保持不变，那么，旧的所有

制形式，从而共同体本身，也就越是固定。

凡是公社成员作为私有者已经同作为城市公社以及作为城市

领土所有者的自身分开的地方，那里也就出现了单个的人可能丧

失自己的财产的条件，也就是丧失使他既成为平等公民即共同体

成员，又成为所有者的那种双重关系。在东方的形式中，如果不

是由于纯粹外界的影响，这样的丧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公社

的单个成员对公社从来不处于可能会使他丧失他同公社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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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的、经济的联系）的那种自由的关系之中。他是同公社牢牢

地长在一起的。其原因也在于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城市（乡村）和

土地的结合。

在古代人［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工业已被认为是有害的

职业（是释放的奴隶、被保护民、外地人干的事情）等等。生产

劳动的这种发展（即这种劳动作为只是为农业和战争服务的自由

人的家庭劳动，或者作为为宗教祭祀和共同体服务的工业，如建

造房屋、修筑道路、兴建庙宇等等，而从单纯从属于农业的状况

中摆脱出来），是必然要完成的，这是由于同外地人交往，由于有

奴隶，由于要交换自己的剩余产品等等；这种发展使那种成为共

同体的基础的、因而也成为每一个客观的个人（即作为罗马人、希

腊人等等的个人）的基础的生产方式发生解体。交换也起同样的

作用；还有债务等等。

共同体（部落体）的特殊形式和与它相联系的对自然界的所

有这二者的原始统一，或者说，把生产的客观条件当作自然存在，

当作以公社为媒介的单个人的客观存在这样一种关系，——这种

统一，一方面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形式，——在一定的生产方

式本身中具有其活生生的现实性；这种生产方式既表现为个人之

间的相互关系，又表现为他们对无机自然界的一定的实际的关系，

［ —７］表现为一定的劳动方式（这种劳动方式总是表现为家庭

劳动，常常是表现为公社劳动）。共同体本身作为第一个伟大的生

产力而出现；特殊的生产条件（例如畜牧业、农业）发展起特殊

的生产方式和特殊的生产力，既有表现为个人特性的主观的生产

力，也有客观的生产力。

劳动主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以及以此共同体为基础的财产，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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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到底归结为劳动主体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而和该阶段

相适应的是劳动主体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和他们对自然界的

一定关系。在某一定点之前——是再生产。再往后，便转化而

为解体。

因此，财产最初意味着（在亚细亚的、斯拉夫的、古代的、日

耳曼的所有制形式中就是这样），劳动的（进行生产的）主体（或

再生产自身的主体）把自己的生产或再生产的条件看作是自己的

东西。因此，它也将依照这种生产的条件而具有种种不同的形式。

生产本身的目的是在生产者的这些客观存在条件中并连同这些客

观存在条件一起把生产者再生产出来。个人把劳动条件看作是自

己的东西（这不是劳动即生产的结果，而是其前提），这是以个人

作为某一部落体或共同体的成员的一定的存在为前提的（他本身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共同体的财产）。

在奴隶制、农奴制等等之下，劳动者本身表现为服务于某一

第三者个人或共同体的自然生产条件之一（这不适用于例如东方

的普遍奴隶制；这仅仅是从欧洲的观点来看的）；这样一来，财产

就已经不是什么亲身劳动的个人对客观的劳动条件的关系了。奴

隶制、农奴制等等总是派生的形式，而决不是原始的形式，尽管

它们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和以共同体下的劳动为基础的那种所有

制的必然的和当然的结果。

当然，非常简单的是，设想有个体力超群的大力士，起先捉

野兽，后来便捉人，迫使人去捉野兽，总之，象利用自然界中任

何其他生物一样，把人当作自然界中现有的条件之一来加以利用，

用于自己的再生产（这时他自己的劳动就归结为统治）。可是，这

样的看法是荒谬的（不管就某一个部落体或共同体看来多么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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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因为它是从孤立的人的发展出发的。

人的孤立化，只是历史过程的结果。最初人表现为种属群、部

落体、群居动物——虽然决不是政治意义上的政治动物２１３。交换本

身就是造成这种孤立化的一种主要手段。它使群的存在成为不必

要，并使之解体。于是事情就成了这样，即作为孤立个人的人便

只有依靠自己了，然而，使自己确立为一个孤立的个人所需要的

手段，又使自己成为普遍的和共同体的生物。在这种共同体里，成

为前提的是单个的人作为所有者（比如说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客

观存在，而且这又是发生在一定的条件之下的，这些条件把单个

的人锁在这个共同体上，或者不如说，成为共同体锁链上的一环。

例如在资产阶级社会里，工人完全丧失了客观存在的资料，他只

是主观上存在着；而和他对立的东西，现在却变成真正的共同体，

工人力图吞食它，但它却吞食着工人。

凡是共同体以主体与其生产条件有着一定的客观统一为前

提，或者说，主体的一定的存在以作为生产条件的共同体本身为

前提的所有一切形式（它们或多或少是自然形成的，但同时也都

是历史过程的结果），必然地只和有限的而且是原则上有限的生产

力的发展相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这些形式解体，而它们的解体

本身又是人类生产力的某种发展。人们先是在一定的基础上——

起先是自然形成的基础，然后是历史的前提——从事劳动的。可

是到后来，这个基础或前提本身就被扬弃，或者说成为对于不断

前进的人群的发展来说过于狭隘的、正在消灭的前提。

至于古代土地所有制在现代小块土地所有制中再现的问题，

这本身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我们将在关于土地所有制的一篇

中加以论述。

７９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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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８］（这一切将更深入地和更详尽地再一次加以分

析。）

［（２）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的历史过程］

［（ａ）劳动者对劳动的客观条件的资

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各种形式的解体］

  这里谈的首先是以下的问题：劳动对资本的关系，或者说，劳

动对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的关系，是以促使各种不同的形式

——在这些形式下，劳动者是所有者，或者说所有者本身从事劳

动——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

因此，首先包括以下几点：

（１）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即

他把这种条件看作是自身的无机存在，看作是自己力量的实验场

和自己意志所支配的领域的那种关系的解体。这种所有制所表现

出来的一切形式，都是以这样一种共同体为前提的，这种共同体

的成员彼此间虽然可能有形式上的差异，但作为共同体的成员，他

们都是所有者。所以，这种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本身就是直接的公

有制（东方形式，这种形式在斯拉夫人那里有所变形；直到发展

成对立物，但在古代的和日耳曼的所有制中仍然是隐蔽的——尽

管是对立的——基础）。

（２）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正如上述的土

地所有制形式以现实的共同体为前提那样，劳动者对他的工具的

这种所有制，则以手工业劳动这一工业劳动发展的特殊形式为前

８９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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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同这种劳动形式相联系的是行会同业公会制度等等。（古代东

方的工业在考察上述第一点时就可以加以分析。）在这里，劳动本

身一半还是技艺，一半则是目的本身等等。师徒制度。资本家自

己还是师傅。特殊的劳动技能也保障着劳动工具的占有等等。劳

动方式连同劳动组织和劳动工具在某种程度上是继承的。中世纪

的城市制度。劳动还是劳动者自己的劳动；片面的才能的一定的

自足的发展等等。

（３）在以上两种情况下，劳动者在生产开始以前都具有了作

为生产者来生活——也就是在生产期间即在完成生产以前维持生

活——所必需的消费品。作为土地所有者，他直接拥有必要的消

费储备。作为行会师傅，他继承、赚得、积蓄这种消费储备，而

作为徒弟，他不过是一个学徒，还完全不是真正的、独立的劳动

者，而是按照家长制寄食于师傅。作为（真正的）帮工，他在一

定程度上分享师傅所有的消费储备。这种储备即使不是帮工的财

产，按照行会的法规和习惯等等，至少是他的共同占有物等等。

（这个问题将更详细论述。）

（４）另一方面，还有一种关系也同样发生解体，在这种关系

中，劳动者本身、活的劳动能力的体现者本身，还直接属于生产

的客观条件，而且他们作为这种客观条件被人占有，因而成为奴

隶或农奴。对资本来说，工人不是生产的条件，而只有劳动才是

生产的条件。如果资本能够让机器，或者甚至让水、空气去从事

劳动，那就更好。而且资本占有的不是工人，而是他的劳动，不

是直接地占有，而是通过交换来占有。

一方面，要找到劳动者作为自由工人，作为失去客观条件的、

纯粹主观的劳动能力，来同作为他的非财产，作为他人的财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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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为存在的价值，作为资本的客观生产条件相对立，所需要的

历史前提便是这样。另一方面，要问：工人要找到与自己相对立

的资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

｛在资本的公式中，活劳动对于原料、对于工具、对于劳动过

程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都是从否定的意义上即把这一切都当作

非财产来发生关系，——这种资本的公式，首先包括着非土地财

产，或者说，否定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劳动的个人

把土地看作是属于他所有的，也就是说，他是作为土地所有者而

劳动、而生产的。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不仅是作为劳动者同土地

发生关系，而且是作为土地所有者同作为劳动着的主体的自身发

生关系。把土地当作财产潜在地包含着把原料，原始的工具即土

地本身，以及土地上自然生长出来的果实当作财产。在最原始的

形式中，把土地当作自己的财产，意味着在土地中找到原料、工

具以及不是由劳动所创造而是由土地本身所提供的生活资料。既

然这种关系已经再生产出来，那么，派生的工具以及由劳动本身

所创造的土地的果实，也就显得是包含在原始形式的土地财产中

的东西。因此，这种历史状态作为较完全的财产关系，也就在工

人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关系中首先被否定了。这是在工人同

资本的关系中被否定的，或者说表现为在历史上已经解体的第一

种历史状态。

第二，［ —９］只要存在着对工具的所有权，或者说劳动者

把工具看作是他所有的东西，只要劳动者作为工具所有者来进行

劳动（这同时意味着工具包括在他个人的劳动之内，也就是意味

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处在特殊的有限的阶段上），只要劳动者表现

为所有者或表现为进行劳动的所有者的这种形式，已经成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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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土地财产并存并且存在于土地财产之外的独立形式①，——凡

是在这样的地方，就已经有了与第一个历史阶段并存并且存在于

第一个历史阶段之外的第二个历史阶段；而第一个历史阶段本身，

由于上述第二类财产或第二类从事劳动的所有者独立出来，就不

能不以大大改变了的面貌出现。

因为工具本身已经是劳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构成财产的要素

已经是由劳动生产的要素，所以在这里，共同体（指这个第二类财

产借以建立的共同体），就不能再象第一种情况下那样以一种自然

形成的形式出现了，共同体本身已经是被创造出来的、产生出来

的、派生出来的、由劳动者本身创造出来的共同体。显然，凡是在工

具的所有表现为把劳动的生产条件看作财产的地方，工具在实际

的劳动中仅仅表现为个人劳动的手段；那种使他实际上占有工具

并把工具作为劳动资料来使用的技艺，表现为劳动者的特殊技能，

这种特殊技能使他成为工具所有者。总之，行会同业公会制度（即

把劳动主体确立为所有者的那种手工业劳动）的基本性质，应该归

结为生产工具（劳动工具）归自己所有，这不同于把土地（原料本

身）看作归自己所有。这种对生产条件的这一个要素的关系，把劳

动主体确立为所有者，使他成为从事劳动的所有者，这是第二种历

史状态，它按其本性只有作为第一种状态的对立物，或者可以说，

同时作为已经改变的第一种状态的补充物，才能存在。这第二种历

史状态，在资本的第一个公式中也同样被否定了。

１０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换句话说，这就是劳动在手工业中和城市中的发展，这种发展已不象在第一

种情况下那样，即不再是土地财产的附属品，不再包括在土地财产之内；因

此，原料和生活资料成为手工业者的财产，仅仅是借助于他的手工业，借助

于他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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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种可能的形式，就是劳动者只是生活资料的所有者，生

活资料表现为劳动主体的自然条件，而无论是土地，还是工具，甚

至劳动本身，都不归自己所有。这种形式实质上是奴隶制和农奴

制的公式，在工人同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的关系中，它也同样被

否定了，表现为在历史上已经解体的状态。

财产的各种原始形式，必然归结为把各种制约着生产的客观

因素看作归自己所有这样一种关系；这些原始形式构成各种形式

的共同体的经济基础，同样它们又以一定形式的共同体作为前提。

这些形式由于劳动本身被列入生产的客观条件（农奴制和奴隶

制）之内而在本质上发生变化，于是属于第一种状态的一切财产

形式的单纯肯定性质便丧失了，发生变化了。它们全都包含着奴

隶制这种可能性，因而包含着这种对自身的扬弃。在第二种状态

中，特殊种类的劳动，其中的技艺，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对工具的

所有＝对生产条件的所有，这种状态固然不包含奴隶制和农奴制，

但可以在种姓制度的形式中得到类似的否定的发展。｝

｛第三种财产形式，即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如果不是归结

为奴隶制和农奴制——不可能包含劳动的个人对生产条件，因而

对生存条件的关系。因此，它只能是以土地财产为基础的原始共

同体的这样一些成员的关系，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财产，但还

没有达到第二种财产形式；面包和娱乐时代２１４的罗马平民的情形

就是这样。｝

｛侍从对他们封建领主的关系，或者说履行个人服务的关系，

有本质的不同。因为个人服务实质上仅仅构成土地所有者本身的

生存方式，这种土地所有者已经不再从事劳动，而他的财产则把

作为农奴等等的劳动者本身包括在生产条件之内。在这里，统治

２０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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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表现为本质的占有关系。对于动物、土地等等，本质上不可

能通过占有而发生任何统治的关系，虽然动物服劳役。占有他人

的意志是统治关系的前提。因此，没有意志的东西，例如动物，固

然能服劳役，但这并不使所有者成为领主。可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统治和隶属的关系也进入了生产工具占有的这种公式之内；而这

些统治和隶属关系构成所有原始的财产关系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

灭亡的必要酵母，同时它们又表现出这些关系的局限性。诚然，在

资本中，它们被再生产出来（以间接的形式），因而也构成资本解

体的酵母，同时也是资本的局限性的标记。｝

［ —１０］｛“在贫困时出卖自己和自己近亲，这种权限不幸曾是人们普

遍的权利；这在北方各地，在希腊人中，在亚洲都很流行；债主有权把不还

债的负债人充当自己的奴仆，而且有权用负债人的劳动或通过出卖其人身

（只要这是可能的）来抵偿债务，这种权利也是几乎到处流行的。”（尼布尔

《罗马史》第１卷第６００页）｝

｛尼布尔在一个地方说：贵族同平民之间的关系对于在奥古斯

都时代写作的希腊作家是难以了解的，他们错误地理解这种关系，

并把这种关系同保护人与被保护民的关系混淆起来；这是由于他

们

“写作的那个时代，富者与贫者都是唯一真正的公民阶级；那时破产的

人，无论出身怎样显贵，也需要有保护人，而百万富翁，即使曾是一个被释

放的奴隶，也成了受欢迎的保护人。在他们那里，世袭的从属关系，几乎没

有留下一点痕迹”（同上，第６２０页）。｝

｛“在两个阶级〈异邦人和被释放的奴隶及其后裔〉中，有手工业者，他

们的公民权利受到限制，而抛弃了农业的平民则享有这种公民权利。但手工

业者也没有丧失拥有自己合法的联合团体的荣誉；他们的行会受到很大的尊

敬，以致人们称努玛为这些行会的创立者；行会有九个：笛师、金匠、木匠、

３０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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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匠、马具匠、皮革匠、铜匠、制陶匠以及包括其他一切手工业的第九种行

会…… 他们之中有些是住在城郊的独立的公民，是不委身于任何保护人庇

护的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在有这种权利的情况下）；也有的是农奴的后裔，他

们的从属关系由于他们的保护人的氏族灭绝而中断了；当然，他们对于旧的

公民与公社间的纠纷，一直是漠不关心的，正如佛罗伦萨的行会对于奎耳夫

和吉贝林两族①间的斗争漠不关心一样；可能农奴仍然完全处于贵族的支配

之下。”（同上，第６２３页）｝

［（ｂ）劳动客观条件与劳动本身的分离。

资本的原始形成］

  一方面，前提是这样一些历史过程，这些历史过程使一个民

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处于一种即使最初不是真正的自由工人的地

位，但无论如何是可能的自由工人的地位，他们唯一的财产是他

们的劳动能力，和把劳动能力与现有价值交换的可能性；另一方

面，所有客观的生产条件作为他人财产，作为这些个人的非财产，

和这些个人相对立，但同时这些客观条件作为价值是可以交换的，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活劳动占有。这种历史上的解体过程，既

是把劳动者束缚于土地和土地的主人而实际又以劳动者对生活资

料的所有为前提的农奴制关系的解体，因而这实质上是劳动者与

土地相分离的过程；也是使劳动者成为自耕农、成为自由劳动的

小土地所有者或佃农（隶农）、成为自由的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关系

的解体②；也是以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为前提的并且把作为

４０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② 公有制和现实共同体的更古老形式的解体，就不用说了。

中世纪意大利互相斗争的两派，奎耳夫拥护罗马教皇，反对德意志皇帝，主

要是工商业者；吉贝林拥护德意志皇帝，反对罗马教皇，主要是封建贵

族。——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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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手工业技能的劳动本身当作财产（而不仅仅是当作财产的来

源）的那种行会关系的解体；同样也是各种不同形式的保护关系

的解体，在这些关系中，非所有者作为自己主人的仆从表现为剩

余产品的共同消费者，并且以此为代价，穿着自己主人的仆役制

服，参加主人的争斗，从事想象的或实际的个人服务等等。

在所有这些解体的过程中，只要更详尽地考察便可发现，在

发生解体的生产关系中占优势的是使用价值，是以直接使用为目

的的生产。交换价值及其生产，是以另一种形式占优势为前提的；

因此，在所有这些关系中，实物贡赋和劳役比货币支付和货币税

占优势。但这只是顺便提一下而已。只要更仔细地考察，同样可

以发现，所有这些关系的解体，只有在物质的（因而还有精神

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有可能。

这里首先与我们有关的是：使一个民族等等的大批个人变为

可能的自由雇佣工人（只是由于没有财产而被迫劳动，并出卖自

己劳动的个人）这一解体的过程，在另一方面所要求的，不是这

些个人以前的收入来源和部分财产条件的消失，相反地，只是它

们的使用有所不同，它们的存在方式改变了，它们作为自由基金

转入他人手里，或者部分地仍然保留在本人手里。但同样明显的

是，使大批个人脱离他们先前的（以这种和那种形式）对劳动的

客观条件的肯定关系，把这些关系加以否定，从而把这些个人变

为自由工人，这一过程又可能使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土地、原

料、生活资料、劳动工具、货币或这一切的总和）从它们同这些

个人（他们现在已同这些条件分离）先前的联系中游离出来。这

些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仍然存在，但却以另一个形式，作为自由

基金而存在，在这种形式上一切原有的政治的以及其他的关系都

５０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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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消失；这些劳动的客观条件已经只是以价值的形式，以坚持

独立的价值的形式，与那些已同这些条件分离的、丧失了财产的

个人相对立。

正是这种使大众作为自由工人来同劳动的客观条件相对立的

过程，也使这些条件作为［ —１１］资本同自由工人对立起来。历

史的过程是使在此以前联系着的因素互相分离；因此，这个过程

的结果，并不是这些因素中有一个消失，而是其中的每一个因素

都跟另一个因素处在否定关系中：一方面，是自由的工人（可能

性上的工人），另一方面，是资本（可能性上的资本）。客观条件

与这些变为自由工人的阶级相分离，必定同样会在相反的一极表

现为这些条件本身的独立化。

如果不把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看作已经成为决定性的、支

配整个生产的关系①，而是看作正在历史地形成的关系（也就是

说，如果是考察货币向资本的最初转化，考察一方面只不过是在

可能性上存在的资本与另一方面只不过是在可能性上存在的自由

工人之间的交换过程），那么，自然会得出为经济学家们所津津乐

道的简单结论：作为资本而出现的一方，必定在自己手里有原料、

劳动工具以及使工人在生产期间即生产完成以前能够维持生活的

生活资料。

而且，事情仿佛是这样：在资本家那里，必定已经产生这样一

种积累（出现在［雇佣］劳动之前而又不是由［雇佣］劳动所产生的

积累），它使资本家能够驱使工人劳动，维持他们的活动能力，把他

６０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因为在那种情况下，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而预先存在的资本，就是雇佣劳动

自身的产物，它作为雇佣劳动的条件被雇佣劳动本身看作前提，它作为雇佣

劳动本身的前提是由雇佣劳动本身创造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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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作为活的劳动能力维持下去①。然后，这种不依赖于劳动的、不是

由劳动完成的资本的行为，就从资本的起源史中被搬到现代来，变成资

本的现实性和它的作用、它的自我形成的一个要素。最后，就由此得

出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果实有永恒权利的结论，或者不如说，从简单

而“公正的”等价物交换的规律中引伸出资本的赢利方式。

存在于货币形式上的财富，只是由于劳动的客观条件同劳动

本身相分离，而且只有当它们同劳动相分离的时候，才可能转化

为劳动的客观条件。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货币可以单纯通过等

价物交换的途径积累起来；但这是一种如此微不足道的来源；这

种来源（假定货币是通过本人的劳动而换得的）在历史上甚至不

值一提。其实，正是由高利贷（特别是对土地财产贷放的高利

贷）和由商人的利润所积累起来的动产，正是这种货币财富，才

转化为本来意义的资本，即产业资本。这两种形式，就它们不是

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而是表现为较早的财富形式即资本的前提来

说，我们在后面还有机会更详细地谈到。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资本的概念，资本的发生，包含着这

样的意思：资本是以货币，从而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财富为起点的。

这里还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资本是从流通中来的，是作为流通的

７０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一旦资本和雇佣劳动成为它们自身的前提，即成为先于生产本身而存在的基

础，事情首先就会是这样：资本家除了拥有工人再生产自身、创造必要的生活

资料即实现必要劳动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以外，他还拥有使工人

实现剩余劳动，即实现资本家的利润所必需的原料和劳动资料的基金。进一

步分析会表明，工人不断地为资本家创造出，或者说以资本的形式创造出双重

的基金，这种基金的一部分不断地补充工人本身存在的条件，另一部分不断地

补充资本存在的条件。我们已经看到，在剩余资本（同资本对劳动的原始关系

相比的剩余资本）中，所有现实的、现有的资本，它的每一要素，都同样是物化

的、为资本所占有的他人劳动，是不经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被占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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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物出现的。因此，资本的形成不是来自土地财产（在这种场合，至

多是来自作为农产品商人的租地农民），也不是来自行会（虽然在

这种场合有这种可能性），而是来自商人的和高利贷的财富。可是，

只有当自由劳动通过历史过程而与自己存在的客观条件相分离的

时候，这种财富才找到购买这种自由劳动的条件。而且只有这时

候，这种财富才有可能购买这些条件本身。例如，在行会条件下，单

纯的货币，如果它本身不是行会的、不是行会师傅的货币，就不可

能买到织机，用来织布；一个人可以用多少织机来作业等等，是预

先规定好的。总之，工具本身还同活劳动本身连在一起，还表现为

活劳动所支配的领域，以致工具还没有被真正卷入流通。

要使货币财富有可能转化为资本，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自由的

工人，另一方面，就要能找到这样的生活资料和材料等等，这些生

活资料和材料原先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下是那些现已丧失自己客观

生存条件的人们的财产，现在同样也变成自由的、可以出卖的了。

而另一种劳动条件——一定的技能、作为劳动资料的工具等

等——是被货币财富在资本的这个准备时期或最初时期发现的现

成的东西，它们部分地表现为城市行会制度的结果，部分地表现为

家庭工业即作为农业的附属物的工业的结果。这个历史过程不是

资本的结果，而是资本的前提。经过这个历史过程，资本家才在土

地财产或一般财产同劳动之间作为中间人（历史地）插了进来。历

史根本不知道什么资本家和工人结成联盟［ —１２］等等的美妙幻

想，在资本概念的发展中也没有任何类似的迹象。在某些地方，在

依然完全属于另一个时期的范围内，偶然会有手工工场发展起来，

例如在意大利的各城市中，手工工场曾经同行会并存。但是要成为

整个时代普遍的占统治地位的形式，资本的条件就必须不仅在局

８０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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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范围内，而且在广大的范围内发展起来。（当行会解体的时候，有

个别的行会师傅转化为工业资本家，这种事实并非不可能；但这样

的情形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很少的。整个来说，凡是资本家和工人

出现的地方，行会制度、师傅和帮工都消失了。）

不言而喻，——而且在更详细考察这里所谈到的历史时期时，

就可以看到，——以前的生产方式以及劳动者对劳动客观条件的

关系的以前的方式解体的时期，无疑同时就是这样一个时期，这时

货币财富一方面已经发展到一定的广度，另一方面，由于有加速这

种解体的同一环境，货币财富迅速地增长和扩大起来。货币财富本

身同时就是这种解体的动因之一，正如这种解体是货币财富转化

为资本的条件一样。可是，仅仅有了货币财富，甚至它取得某种统

治地位，还不足以使它转化为资本。否则，古代罗马、拜占庭等等就

会以自由劳动和资本来结束自己的历史了，或者确切些说，就会以

此开始新的历史了。在那里，旧的所有制关系的解体，也是与货币

财富——商业等等——的发展相联系的。但是，这种解体事实上不

是导致工业的发展，而是导致乡村对城市的统治。

资本的原始形成，完全不是象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似乎是资本

积累了生活资料、劳动工具和原料，一句话，积累了同土地相分离

的、而且本身早已将人类劳动吸收在内的劳动的客观条件①。决不

９０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一看就可明白，下述说法是很荒谬的循环论证：一方面，工人，即资本必须使之

劳动以便把它自己确立为资本的那些工人，还必须借助于资本的积累创造出

来，产生出来，还期待着资本的呼唤：“变出来”！另一方面，资本本身如无他人

劳动，便不能积累，或最多只能积累它自己本身的劳动，也就是说，因此自己本

身只能以一种非资本和非货币的形式存在，因为在资本存在之前，劳动只能实

现在手工业劳动、小农业等等的形式中；简言之，这是完全不可能积累或者只

能有很少积累的形式；这种形式只容许有少量剩余产品，而且其中很大一部分

要被消费掉。这种积累的概念，我们还必须作更详尽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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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资本创造出劳动的客观条件。

相反，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

存在的价值，由于先前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

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

到活劳动本身。

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已具备了。它们的分离本身是一个历史过

程，解体过程，正是这一个过程使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就货币在

历史上也起促进作用来说，只有当货币本身作为最有力的分离手

段加入这个过程的时候，而且只有当货币促使被剥夺光的、丧失生

存的客观条件的自由工人形成的时候，货币才起促进作用。但是，

这当然不是由于货币为这些工人创造他们生存的客观条件，而是

由于货币加速这些工人同这些条件的分离，即促使他们丧失一切

财产。

例如，英国的大土地所有者遣散了那些曾经与他们共同消费

剩余农产品的侍从；其次，他们的租佃者赶走了茅舍贫农等等，这

样一来，首先有大量的活劳动力被抛到劳动市场上，他们在双重意

义上是自由的：摆脱旧的保护关系或农奴依附关系以及徭役关系

而自由了，其次是丧失一切财物和任何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而自

由了，自由得一无所有；他们的唯一活路，或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

力，或是行乞、流浪和抢劫。他们最初力图走后一条路，但是被绞

架、耻辱柱和鞭子从这一条路上赶到通往劳动市场的狭路上去；由

此可见，政府，如亨利七世、亨利八世等等的政府，２１５是作为历史上

解体过程的条件而出现的，是作为资本存在条件的创造者而出现

的——这已为历史所证明。

另一方面，从前被土地所有者及其侍从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等

０１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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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现在却由货币支配了，货币渴望买到它们，以便借助它们来购

买劳动。这些生活资料既不是由货币创造的，也不是由货币积累起

来的；它们本来就已存在，在它们通过货币而被消费和再生产之

前，它们已经被消费和再生产了。发生变化的只不过是：这些生活

资料现在被抛到交换市场上去了，同那些侍从等等的嘴割断了直

接联系，并且由使用价值变为交换价值，因而陷入货币财富的势力

范围［ —１３］和统治之下了。

劳动工具的情况也是一样。货币财富既没有发明、也没有制造

纺车和织机。但是，同自己的土地相分离的纺工和织工连同自己的

织机和纺车一起陷入货币财富等等的统治之下了。资本只不过是

把它找到的大批人手和大量工具结合起来。资本只是把它们聚集

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这就是资本的真正积累。积累就是资本在一

定点上把工人连同他们的工具聚集在一起。关于这个问题，将在考

察所谓资本的积累问题时再详细谈。

货币财富——作为商人财富——当然加速了旧的生产关系的

解体，并使土地所有者有可能象亚·斯密２１６已经出色地指出的那

样，拿自己的谷物、牲畜等等去交换来自异乡的使用价值，而不是

跟他的侍从一起把他自己所生产的使用价值挥霍掉，也不是把自

己的财富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同他分享消费的侍从的人数上。在

他心目中，货币财富把他的收入的交换价值的意义提高了。在他的

那些已成为半资本家（但仍处在非常隐蔽的形式下）的租佃者那里

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交换价值的发展（以商人等级的形式存在的货币促进了这种

发展），瓦解着多半是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与这种生

产相适应的所有制形式（劳动对它的客观条件的关系），因而导致

１１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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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市场的形成（当然要同奴隶市场区别开）。但是，就是货币的

这种作用，也只有在那种不是建立在资本与雇佣劳动之上，而是

建立在劳动的行会组织等等之上的城市工商业的前提下，才有可

能。城市劳动本身创造了这样一些生产资料，对于这些生产资料

来说，行会变成了障碍，就象旧的土地所有制关系对于改良了的

农业成为障碍一样，这种改良了的农业本身部分地又是农产品在

城市里的销路不断增长等等的结果。其他的情况，例如十六世纪

时使流通的商品量和货币量增多，造成新的需求，因而提高了本

地产品等等的交换价值，抬高了价格等等的情况，——所有这一

切，一方面促进了旧的生产关系的解体，加速了劳动者或有劳动

能力的非劳动者与其再生产的客观条件的分离，这样就促进了货

币转化为资本。

可见，如果把资本的这种原始形成理解为似乎是资本积累了

并创造了生产的客观条件——生活资料、原料、工具——并且替那

些已经被剥夺掉这些条件的劳动者提供了这些条件，那就再愚蠢

不过了。相反，货币财富部分地助长了那些具有劳动能力的个人劳

动力被剥夺掉这些条件；这种分离过程部分地又是在没有货币财

富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当资本的原始形成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

时，货币财富便有可能作为媒介出现在这样变成自由的客观生活

条件与变成自由的但已是一贫如洗的活劳动力二者之间，并且能

够借助于一方去购买另一方。至于货币财富本身在转化为资本之

前的形成问题，那是属于资产阶级经济的史前时期的问题。高利

贷、商业、城市以及与这一切同时兴起的国库，在这方面起了主要

作用。租佃者、农民等的积蓄也起过作用，不过作用程度较小些。

这里同时又可以看到，交换和交换价值的发展（这种交换价值

２１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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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处以商业为媒介，或者说它的媒介可以称为商业；货币在商人等

级中保持独立的存在，同样，流通则在商业中保持独立的存在），一

方面导致劳动对其生存条件的所有权关系的解体，另一方面又导

致把劳动本身列入客观生产条件［的关系的解体］；——所有这些

关系既表明使用价值和以直接消费为目的的生产占优势，也表明

那种本身还直接作为生产前提而存在的现实的共同体占优势。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以这种交换价值的交换为基础的

共同体，——尽管象我们在论货币的上一章中所看到的那样，它们

会造成一种外观，仿佛财产仅仅是劳动的结果，对自己劳动产品的

私有是［劳动的］条件，——以及作为财富的一般条件的劳动，这都

是以劳动与其客观条件相分离为前提的，而且也产生这种分离。这

种等价物的交换是存在的，不过，它仅仅是建立在不通过交换却又

在交换假象的掩盖下来占有他人劳动这一基础上的生产的表层而

已。这种交换制度是以资本为基础的，而且，如果把它同资本分开

来考察，也就是说，象它在表面上所表现的那样，把它看作独立的

制度，那么，这只是一种假象，不过这是必然的假象。

因此，现在已经毫不奇怪的是，交换价值制度，以劳动为尺度

的等价物的交换，会转化为不通过交换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转化

为劳动与财产的最彻底的分离，或者不如说，会把这种情况当作这

一制度的隐蔽背景而显示出来。这就是说，交换价值本身的统治地

位和生产交换价值的生产的统治地位［ —１４］所要求的是：他人

的劳动能力本身是交换价值，也就是说，活的劳动能力与其客观条

件相分离；对客观条件的关系——或劳动能力对自己的客体性的

关系——成了对他人的财产的关系；一句话，对客观条件的关系，

成了对资本的关系。只有在封建社会衰亡但还进行着内部斗争的

３１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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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例如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前半叶的英国，——才是劳动

自我解放的黄金时代。为了使劳动重新把劳动的客观条件当作是

自己的财产，就必须有另一种制度来取代私人交换制度，这种私人

交换制度，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造成物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交换，

因而导致不通过交换而占有活劳动。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在历史上往往非常明显地表现成这

样：例如一个商人委托许多以前以农村副业的形式从事纺织的织

工和纺工为他劳动，把他们的副业变成他们的本业。结果，商人就

把他们掌握在自己手里，并把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置于自己支配之

下。后来又使他们离开家乡，将他们联合在一个作坊里——这是第

二步。很明显，在这个简单的过程中，商人既没有为织工和纺工预

备原料，也没有为他们预备工具、生活资料。商人所做的一切，只是

逐渐把他们限制在这样一种劳动形式之内，这种劳动形式使他们

依赖于出售，依赖于买者，依赖于商人，最终他们就只是为他而生

产，并通过他而生产。最初，商人只是通过购买他们的劳动产品来

购买他们的劳动；一旦他们被限于生产这种交换价值，从而必须直

接生产交换价值，必须以自己的全部劳动换取货币，以便有可能继

续生存，这时他们便落入商人的支配之下，而且到头来，甚至连他

们好象是把产品出卖给商人的那种假象也消失了。商人购买他们

的劳动，并且先是剥夺他们对产品的所有权，很快又剥夺对劳动工

具的所有权，或者是为了节省商人自己的生产费用而把劳动工具

留给他们作为徒有其名的财产。

在原始的历史形式中，资本起初零散地或在个别地方出现，与

旧的生产方式并存，但逐渐地到处破坏旧的生产方式。属于这种原

始的历史形式的，从一方面说，是本来意义上的手工工场（还不是

４１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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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手工工场产生在为出口、为国外市场而大批生产的地方，因

而是产生在大宗海陆贸易的基地，贸易中心地，例如，意大利的城

市、君士坦丁堡、弗兰德和荷兰的城市、西班牙的某些城市如巴塞

罗纳等等。工场手工业最初并没有侵入所谓城市工商业，而是侵入

农村副业，如纺和织，即最少需要行会技巧、技艺训练的那种劳动。

除那些大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在这些地方，工场手工业找到国

外市场的基地，因而可以说生产自然而然以交换价值为目标，这也

就是直接与航海有关的手工工场、造船业本身等等，——除这些大

的贸易中心地以外，工场手工业起先不是建立在城市中，而是建立

在乡村中，建立在没有行会等等的农村中。农村副业构成工场手工

业的广阔基地，而城市工商业为了能够按照工厂方式生产则要求

生产的高度发展。构成工场手工业广阔基地的，还有这样一些生产

部门，如玻璃厂、铁工厂、锯木厂等等，它们一开始就都要求劳动力

的大量集中、更多地利用自然力、大量生产以及劳动资料等等的集

中。造纸厂等等也是一样。

另一方面，又有租地农场主的出现和农业人口向自由短工的

转化。虽然这种转化在农村中彻底完成并达到它的最纯粹形式为

期最晚，但它在那里开始的时间是最早的。

古代人从来不曾超出道地的城市手工艺的范围，因此从未能

造成大工业。大工业的首要前提，是把全部农村纳入不是使用价值

而是交换价值的生产。玻璃厂、造纸厂、炼铁厂等等，是不能以行会

的方式经营的。它们要求大规模的生产、广大市场的销路、操在企

业家手中的货币财富（这并不是说，企业家创造了条件，他既不创

造主观条件，也不创造客观条件，但在以前的所有制关系和以前的

生产关系之下，要把这些条件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

５１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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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农奴制依附关系的解体，和工场手工业的产生一样，逐

渐地使一切劳动部门转变为资本经营的部门。当然，就在城市本

身，在非行会的短工和粗工等等的形式下，也存在着形成本来意义

的雇佣劳动的要素。

［ —１５］既然我们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客观条件

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那么，从另一

方面说，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就将使所有生产服从自

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

间的分离。在以后的叙述中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消灭手工业劳

动、劳动的小土地所有制等等，甚至也消灭了那种处在不与劳动相

对立的形式上的资本本身，即小资本和介于旧生产方式（或在资本

的基础上更新的旧生产方式）同典型的名副其实的资本生产方式

之间的、中间类型和混合类型。

作为资本产生的前提的唯一积累，是货币财富的积累，这种货

币财富从本身来看完全是非生产的，它仅仅从流通中产生出来而

且仅仅属于流通。资本迅速为自己创造国内市场，是借助于消灭所

有的农村副业，从而为一切人纺织，为一切人供应衣服等等，一句

话，使以前作为直接使用价值而生产的商品具有交换价值的形式，

这是一个由于劳动者与土地以及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即使是依

附者的所有权）相分离而自然产生的过程。

城市手工业在实质上虽然是以交换和创造交换价值为基础

的，但在这里生产的直接的主要的目的，是保证手工业者、手工业

师傅的生存，因而是使用价值，不是发财致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

的交换价值。所以，生产处处从属于作为前提的消费，供给从属于

需求，而且只是缓慢地扩大着。

６１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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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产生，是资本增殖过程的主要产

物。普通经济学只看到生产出来的物品，而把这一点完全忽略了。

既然在这个过程中，物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

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

志的财产，所以资本就必然地同时是资本家，而有些社会主义者则

认为，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２１７——这是完全错误的。在

资本的概念中包含着这样一点：劳动的客观条件（而这种客观条件

是劳动本身的产物）对劳动来说人格化了，或者同样可以说，客观

条件表现为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人格的财产。资本的概念中包含

着资本家。

但是，这种错误丝毫不比谈论古代的资本，谈论罗马、希腊的

资本家的那些语言学家所犯的错误大。这些谈论只不过是以另一

种说法表明在罗马和希腊劳动曾是自由的，不过这一点是这些先

生们未必敢加以断定的。至于我们现在不但称美国的种植园主为

资本家，而且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人，这是由于，他们是作为以自由

劳动为基础的世界市场条件下的畸形物而存在的。

至于谈到在古代人那里还没有出现的“资本”这个词①，那么

至今还带着自己的牲畜群游牧在亚洲高原的草原上的游牧民族，

就是最大的资本家了，因为资本最初的含义是牲畜，至今在法国南

部，往往由于缺乏资本而订立的分成制契约恰恰例外地被称为：

ＢａｉｌｄｅｂｅｓｔｅｓàＣｈｅｐｔｅｌ〔牲畜租赁契约〕。假如写起蹩脚的拉丁文

来，那么，我们的资本家或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ｓＨｏｍｉｎｅｓ〔主要人物〕便成了

７１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虽然在希腊人那里，αρια［或αραια——不加息的原始资本］一词相当于拉丁

语的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ｉｓｓｕｍｍａｒｅｉｃｒｅｄｉｔａｅ〔借贷的本金〕。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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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ｉｄｅｂｅｎｔｃｅｎｓｕｍｄｅｃａｐｉｔｅ》〔按牲畜头数交税的人〕。

当规定资本的概念时，会遇到谈论货币时所没有遇到的困难。

资本，实质上就是资本家；但是，资本同时又是一种与资本家有区

别的、资本家存在要素，或者说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于是我们又看

到，人们给资本一词加进了许多就资本概念来说看来并不包含的

含义。例如人们说，把资本借出去，把资本积累起来等等。在所有

这些说法中，资本不过是物，同构成它的物质完全是一回事。但这

个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将在论述过程中得到解释。

（顺便当作笑话说一下：勇敢的亚当·弥勒以极其神秘的眼光

看待一切譬喻，他听到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谈论与死资本相对立的

活资本，也用神智学来加以解释。２１９在这方面，阿瑟尔斯坦王的说

法倒可以开导他：我把我的财产的十分之一，既包括活的牲畜，也

包括死的土地果实，献给神。）①

货币始终具有同一形式，同一基质；因此很容易认为货币只是

一种物。但是，同样的东西，商品、货币等等，或者可以代表资本，或

者可以代表收入等等。甚至［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们也明白：在这

种形式下，货币并不是明明白白的东西；同样的物，有时可以包括

在资本的规定中，有时可以包括在另外的、对立的规定中，因此，它

或者是资本，或者不是资本。可见，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

产关系。［ —１５］

        

［ —１６］｛对以上所述还要补充一点：

等价物的交换好象是以个人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为前提的，因

８１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这句话是马克思从迪康热字典中引来的。——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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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好象把通过劳动的占有，即占有的现实经济过程，同对客体化的

劳动的所有权等同起来了（过去表现为实际过程的东西，在这里表

现为法律关系，也就是说，被承认为生产的一般条件，因而也就在

法律上被承认，成为一般意志的表现），——这样的等价物的交换

转向自己的反面，由于必然的辩证法而表现为劳动和所有权之间

的绝对分离，表现为不通过交换不付给等价物而占有他人的劳动。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即在表面上进行着上述那种自由和平

等的等价物交换的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作为交换价值的物化劳动

同作为使用价值的活劳动之间的交换；或者可以换一种说法，是劳

动把劳动客观条件——因而也是把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客体性——

看作是他人财产的关系：劳动的异化。另一方面，交换价值的条件

是，交换价值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因此作为价值尺度的是活劳动，

而不是活劳动的价值。如果认为，在一切生产形式中，生产，从而社

会，都建立在单纯的劳动同劳动的交换上，那就错了。在劳动把它

的生产条件看作是自己的财产的各种形式中，劳动者的再生产都

不是由单纯的劳动所决定的，因为劳动者的所有权关系，不是他的

劳动的结果，而是他的劳动的前提。这一点在土地所有权上是很明

显的；在行会制度下也必然清楚的是，在这里由劳动所构成的特殊

形式的财产，并不是建立在单纯的劳动或劳动的交换上，而是建立

在劳动者同一定的共同体的客观联系上，建立在劳动者同他所遇

到的、作为他的产生基础的一定条件的客观联系上。这种条件也是

劳动的产物，是世界历史性的劳动的产物，共同体的劳动的产

物，——是共同体的历史发展的产物，这种发展既不是从单个人的

劳动出发，也不是从他们的劳动交换出发的。因此，价值增殖的前

提也不是单纯的劳动。只是劳动同劳动发生交换的那种状态（不管

９１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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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直接的活劳动的形式进行交换，还是以产品的形式进行交

换），其前提是劳动从它同它的客观条件的原始共生状态中脱离出

来，由于这种脱离，一方面，劳动表现为单纯的劳动，另一方面，劳

动的产品作为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相对立而获得作为价值的完

全独立的存在。劳动同劳动相交换——这看起来是劳动者所有权

的条件——是以劳动者一无所有为基础的。｝

（在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劳动即生产活动对它本身的条

件和对它本身的产品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

个必然的过渡点，因此，它已经自在地、但还只是以歪曲的头脚倒

置的形式，包含着一切狭隘的生产前提的解体，而且它还创造和建

立无条件的生产前提，从而为个人生产力的全面的、普遍的发展创

造和建立充分的物质条件。这一点以后再考察。）［ —１６］

０２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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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论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草稿，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７

月，这可以从马克思在包含这一草稿的那个稿本的封面上所注明的日

期上看出。这一草稿在该稿本的前七页上，从第８页开始是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主要手稿（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个稿本正文的继续（见

本册第２５０页）。继第二个稿本之后的这一稿本，马克思标明为《稿本

》，并注明日期：“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２９、３０日和１２月”。

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把草稿里所分析的巴师夏的那本书的同一名称作为

论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草稿的标题，根据这一点，可以想见，马克

思想对这本书进行广泛的评论，但是后来他断定，这本书不值得作更详

细的分析，因此放弃了最初的意图，致使这一草稿未能完成。

但是，马克思留给我们的草稿超出了书评的范围。马克思在这一草

稿开头的《前言》里用大量的笔墨来描绘他所处的时代的资产阶级政治

经济学的状况。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精确而简要地描述了从十七世纪

末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开始到十九世纪前三十年李嘉图和西斯

蒙第的著作为止所完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轮廓。至于以后的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不是古典学派的摹仿者，便是古典

学派的反动的批判者。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和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著

作正是对古典学派，首先是对李嘉图的反动批判的例子。

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中加上了《巴师夏和凯里》的标

题。——第３页。

２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

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３页。

３ 托·图克《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１８３８—１８５７年伦敦版第１—６

卷。——第３页。

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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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这里讲的是巴师夏《经济的和谐》一书的第２版第１４章（这本书的第２

版共２５章）。

论巴师夏和凯里的未完成的草稿的这一部分，从马克思手稿的第

５页开始。前面的第４页马克思剩下半页没有写完。可以设想，继手稿

１—３页和第４页上半页之后，即在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立场作一般评论

的前言之后，马克思打算更详细地评述他所研究的巴师夏的这本书，特

别是想谈这本书前十三章的某些内容——然后再谈第十四章。不过这

种打算没有实现，马克思仅限于对第十四章的基本论点作一些批判性

的评论。——第１１页。

５ 根据巴师夏的主张，“工人养老金”应当用工人本身的扣款来建立，因为

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它才能保证必要程度的“稳定性”（弗·巴师夏《经

济的和谐》１８５１年巴黎第２版第３９５页）。——第１１—１２页。

６ 马克思指的是蒲鲁东在他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６

年巴黎版）一书中的错误的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这些错误的理论马

克思在１８４７年在他的《哲学的贫困》中曾加以分析和嘲笑（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１—１９８页，特别是第７７—８０和１３３—

１３７页）。——第１３页。

７ 《喧声报》（《Ｌｅ Ｃｈａｒｉｖａｒｉ》）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从

１８３２年起在巴黎出版，七月王朝期间，曾对政府进行过辛辣的抨击；

１８４８年转入反革命阵营。——第１３页。

８ 伏尔泰的“最高存在物”（《êｔｒｅｓｕｐｒêｍｅ》——伏尔泰用这一名称来称呼

上帝，和所谓的“天启”宗教相反，他把上帝描绘成似乎是创造世界、制

定世界规律和赋予世界第一推动力，但在此以后就不再对事变的自然

进程进行任何干预的某种非人格的理性本原。——第１４页。

９ 《导言》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８月末，在稿本上标明字母“Ｍ”，并附有日

期：“１８５７年８月２３日”。显然，这个日期是马克思开始写《导言》的日

期。看来，马克思在８月下旬中断了这一工作，《导言》没有完成。马克思

在１８５９年１月写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分册的序言中关于《导言》

写道：“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

４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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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

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

卷第７页）

《导言》虽然带有草稿的和未完成的性质，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比在任何地方都更详细地叙述了自己关于政治经济

学的对象和方法的思想，还说明了关于社会的物质基础同意识形态这

一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想法。

马克思把《导言》放在他从１８５７年１０月到１８５８年５月期间写的、

包含在手稿第 — 本中的未来《资本论》的最初草稿之前。

在包含《导言》的稿本“Ｍ”的封面上，马克思除了注明“１８５７年８

月２３日于伦敦”外，还写明了自己《导言》的标题目录。在这个目录上，

《导言》的分节标题与《导言》本文中相应的标题略有不同。写在稿本

“Ｍ”封面上的目录如下：

“内容

Ａ．导言

（１）生产一般

（２）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之间的一般关系

（３）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４）生产资料（力）和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等等。”

由于《导言》的这些标题比《导言》正文中某些节的标题更确切地反

映出《导言》的一般逻辑结构，所以可以设想，这是马克思在起草完《导

言》正文以后才写上的。——第１８页。

１０ 标题《 ．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在马克思写在稿本“Ｍ”封面

上的目录中是没有的，这个标题严格地说只包括《导言》的前两节，即

《生产》一节（在稿本“Ｍ”的封面上，这一节有一个更确切的标题《生产

一般》）和《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一节。马克思在《生产、

消费、分配、交换（流通）》这一节前面标明的罗马数字“ ”，在《导言》往

后的正文中再也没有相应的罗马数字和“ ”相连接。——第１８页。

１１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６年伦敦版）一书的

序论和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

５２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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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第３节。——第１８页。

１２ 社会契约论（Ｃｏｎｔｒａｔ ｓｏｃｉａｌ）认为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原始人由

于自愿协议而导致国家的形成。这个理论详见卢梭的著作《社会契约

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１７６２年阿姆斯特丹版。——第１８页。

１３ 政治动物（ ω ιιó），从更广泛意义来说是“社会动物”，这是亚里士

多德在他的《政治论》第１卷开头给人下的定义。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１卷第１１章第１３注中指出，亚里士多德给人下的这个定义的更精确

的含义是，“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

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６３页）。——第２１页。

１４ 见注６。关于下一句话中蒲鲁东所说的普罗米修斯，马克思在自己的

《哲学的贫困》一书的第１章末尾作了评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４卷第１３３—１３７页）。——第２１页。

１５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

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篇《生产》第１章《生产的要素》。——第２３

页。

１６ 前进的和停滞的社会状态，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１７７６年伦敦版）第１篇第８章和第１１章结束语。——第２３页。

１７ 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

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５—２６页。——第２４页。

１８ 规定即否定（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 ｅｓｔ ｎｅｇａｔｉｏ）。马克思此处援引的斯宾诺

莎的这一命题是采用黑格尔的有名的解释。斯宾诺莎自己用这个说法

来表示“限定即否定”（见巴·斯宾诺莎《通信集》第５０封信）。在黑格尔

的著作中，这里强调任何一个有规定的存在即任何“某物”内部所固有

的否定的要素（见黑格尔《逻辑学》第１部第１编第２章注释“实在或现

实与否定”，以及黑格尔《哲学全书》第１部《逻辑》第９１节附释）。——

第２７页。

１９“社会主义美文学家”，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这样一些庸俗社会主义者，

如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卡尔·格律恩，以及法国的小资产

６２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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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

６０３、６０９—６１５页和第４卷第１３４—１３５页）——第３１页。

２０ 萨伊和施托尔希关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８５—８６页。——第３１页。

２１ 马克思所说的“所谓实业家之间（《ｚｗｉｓｃｈｅｎ ｄｅａｌｅｒｓ ｕｎｄ ｄｅａｌｅｒｓ》）

的交换”，指的是亚·斯密把整个流通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领域，一个领

域是只在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另一个领域是实业家和消费者个人之间

的流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１１

页）。——第３６页。

２２ 秘鲁被西班牙征服以前的材料，马克思采自美国历史学家普雷斯科特

的著作《秘鲁征服史——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１８５０年伦敦第４

版。马克思从这一著作第１卷所作的摘录，包含在马克思从１８５１年起

在伦敦写的第 本札记本中。关于印加人中不存在货币的情况，见该

书第１卷第１４７页。——第４０页。

２３ 马克思指的是蒲鲁东的两卷集著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特别是第１卷第１４５—１４６页，马克思在自己的著作

《哲学的贫困》第２章中曾加以引用并作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３９—１４３页。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０页）。——第４５页。

２４ 这个（１）的内容没有写完，马克思还打算在其中谈论莎士比亚同现代的

关系，但未能实现。在这里写完对希腊艺术的评论以后，马克思立即中

断了《导言》的写作，因而也没有写以后各点。——第４８页。

２５ 英国发明家理查·罗伯茨从１８４３年起主持曼彻斯特的“罗伯茨公司”，

该公司生产各种工具、机器和机车。罗伯茨是十九世纪机械方面的著名

发明家之一，特别是他发明了自动走锭精纺机。

古罗马的武尔坎神（相当于古希腊的赫斐斯塔司神）被认为是火神

和打铁业保护神，制造各种铁制品的能工巧匠。——第４８页。

２６ 丘必特——古罗马的最高神，罗马人认为就是古希腊的宙斯神。他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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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别名是“雷神”，因为按照古代人的信仰，他掌管天上的一切现象，首

先是掌管雷电。——第４８页。

２７ 动产信用公司（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全称Ｓｏｃｉéｔé ｇéｎéｒａｌｅ ｄｕ Ｃｒé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１８５２年。该银行以进行

金融投机活动著称，最后于１８６７年破产。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马克思为伦

敦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和美国的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写了六篇文

章评论该银行的投机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

２３—４０、２１８—２２７、３１３—３１７页以及第１３卷第８５和１８６页）。

古希腊的海尔梅斯神被认为是商人的保护神，是贸易和赢利之神，

是诈骗大师。——第４８页。

２８ 印刷所广场（Ｐｒｉｎｔ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 Ｓｑｕａｒｅ）——伦敦不大的一个广场，英

国最大的日报《泰晤士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所在地，从转义来说，系指以

优秀的报业组织闻名于十九世纪中叶的该报编辑部和印刷所本身。

法玛是罗马人对希腊的传闻女神俄萨的称呼，象征传播迅速的流

言。——第４９页。

２９ 马克思的这个手稿是未来的《资本论》最初的草稿，包含在马克思用罗

马数字注明 — 的七大本稿本中。在最后一本即第七本的封面上，马

克思亲笔写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ｆ（Ｆｏｒｔｓｅｔｚｕｎｇ）》，即

《政治经济学批判（续）》。“续”这个词表示第七本是前六本的继续，而

《政治经济学批判》则可以认为是全部手稿的主要标题。马克思在这个

标题后标明“续”（而不是标明“结尾”），因为手稿没有写完，写了半截就

停下了。本版中加在主要标题下边的“草稿”一词，采自马克思１８５８年

１１月２９日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在信中谈到自己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

济学手稿时把它叫作“草稿”。手稿确实具有明显的草稿性质。马克思在

１８５８年５月３１日致恩格斯的信中指出，这个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

东西只是以后的篇章才用得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

卷第３１７页）。

手稿一开始是第二章，即《货币章》，后面接着是篇幅很大的第三

章，即《资本章》。在手稿的最后一页上，马克思起草了第一章的开头，这

一章应该是论述商品的，不过马克思当时还放在《价值》的标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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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版中，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是按照马克思原来的顺序刊

印的，不过划分了节和小节，并把过长的段落划分成较短的段落。只有

在极个别场合，即非常明显地可以看出是前面内容的补充的地方，才做

了个别的挪动。这些极个别的挪动之处都在方括号内标明了稿本的号

数和页码。——第５１页。

３０ 讽刺性地借用歌德的悲剧《爱格蒙特》中爱格蒙特的话（第五幕，狱中同

斐迪南的谈话）。——第６０页。

３１ 指１８５５年５—１１月举行的巴黎世界工业博览会。——第６１页。

３２ 关于动产信用公司，见注２７。——第６１页。

３３ 指１８５３—１８５６年的克里木战争。——第６１页。

３４“财产就是盗窃”的论点是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１８４０年巴黎

版）一书的基本论题。蒲鲁东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

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一书中阐述了“无息信贷”的理论。关于

这种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６８７页和第２６卷

第３册第５８１—５８５页。——第６４页。

３５ 指英格兰银行改革法。关于１８４４年银行法的内容和意义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６２７—６３０页。——第６６页。

３６ 法兰西学院（Ｃｏｌｌèｇｅ ｄｅ Ｆｒａｎｃｅ）是１５３０年在巴黎创立的法国高等

学校。——第６６页。

３７ 指李嘉图的著作《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券贬值的证明》１８１１年伦敦修

订第４版。这个小册子的第１版１８１０年在伦敦出版。——第６７页。

３８ 在这里和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马克思所使用的“生产费用”这个术语，

意思就是“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８３页），“商品本身的实在的生产费用”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７０页），而不是只支

付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劳动时间的资本家所耗费的生产费用。——第

７０页。

３９ 指银行限制法（Ｂａｎｋ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生效时期，该法规定银行券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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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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流通，并废除银行券兑换黄金。１８１９年通过了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

的法令。实际上，到１８２１年才完全恢复兑换。——第７３页。

４０ 见注３５。——第７５页。

４１ 关于“清扫”土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９７—７９９

页。——第７５页。

４２ 威·魏特林的劳动货币理论，阐述于以下著作：威·魏特林《和谐与自

由的保证》１８４２年斐维版。关于魏特林的这一理论，并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０卷第３２７页。——第７８页。

４３ 指马克思的著作《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０２—１０８页）。——第８１页。

４４ 设定，设定的（ｄａｓ Ｇｅｓｅｔｚｅ）——黑格尔哲学术语，指和无条件的、原

初的、第一性的东西相区别的某种受制约的东西，不以本身为根据而以

他物为根据的某种东西。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

册第１３８页。——第８６页。

４５ 在这里和在自己手稿的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马克思所使用的不是他引

用的书（在这里指的是加尼耳的书）的页码，而是他自己的摘录笔记本

的页码。本版中凡是马克思的札记本的页码，一律改为马克思引用的原

著的页码。——第８６页。

４６ 在这里和在其他许多地方一样，马克思是在康德以前的意义上使用“主

体”这一术语的，即指宾词、属性、规定、特征、关系的担当者。——第

８７页。

４７《经济学家》（《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周刊，１８４３

年起在伦敦出版，是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９７页。

４８《晨星报》（《Ｔｈｅ Ｍｏｒｎｉｎｇ Ｓｔａｒ》）是英国的一家日报，曼彻斯特自由

贸易派科布顿和布莱特的喉舌，１８５６年至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

第９７页。

４９ 马克思在这里暗指蒲鲁东在《贫困的哲学》中所作的假黑格尔的论述，

０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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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此作了揭露和嘲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３９—１４３页）——第９８页。

５０ 马克思在这里简短地概括了约·洛克（出自洛克１６９５年所写《再论货

币价值的提高》一文）关于作为价值尺度的银同码（长度）或夸特（容量）

这些计量单位之间的原则区别的论述：码或夸特可以始终保留在买者

或卖者手中，而银币不但充当所购买的物品的价值尺度，并且必然从买

者手中转入卖者手中（《约翰·洛克著作集》，四卷集，１７６８年伦敦第７

版第２卷第９２页）。马克思后来全文引用了这些话（手稿第 本第３４

页）。——第１００页。

５１ 马克思指亚·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卷第六章开头所提出的论断：“在资

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制产生之前的社会原始不发达状态中”，商品的交换

价值由生产这些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５５页）。

马克思在这里所使用的“生产费用”这一术语，意思就是：“商品的

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

时 间总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８３

页）——第１０２页。

５２ 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Ｂｅｌｌｕｍ ｏｍｎｉｕｍ ｃｏｎｔｒａ ｏｍｎｅｓ）——英

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用语，见他的论文《论公民》（１６４２年；《霍

布斯全集》１６６８年阿姆斯特丹版第１卷第７页）以及他用英文写的《利

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１６５１年伦敦版的拉

丁文译本（《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全集》１６６８年阿姆斯特丹版第２卷第

８３页）。——第１０２页。

５３ 马克思的这个稿本没有找到。——第１０４页。

５４ 马克思的这篇手稿没有找到。——第１０４页。

５５ 马克思把货币称为“抵押品”（或“社会的抵押品”），一方面是指亚里士

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一书中的一处（第５卷第８章第１４节），另一方

面是指英国经济学家贝勒斯对货币下的定义（贝勒斯《论贫民、工业、贸

易、殖民地和道德堕落》１６９９年伦敦版第１３页）。马克思引用亚里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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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的话，见本卷下册中的《七个笔记本的索引》；引用贝勒斯的话，见《资

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５１页）。——第

１０７页。

５６ 据传说，罗马贵族梅涅尼·阿格利巴劝说公元前４９４年举行起义并上

圣山反对贵族压迫的平民，要他们屈服，他向他们讲了一则人体各部反

抗胃的寓言。梅涅尼·阿格利巴把他当时的社会比作有生命的机体，说

贫民是这个机体的手，他们供养这个机体的胃即贵族。手和胃分离开

来，就要引起生命机体的必然死亡，同样，平民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就

等于古罗马国家的灭亡。——第１０９页。

５７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四幕第三场。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３卷第１５２页；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卷第

２５４—２５５页；马克思《１８４４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文版第１１５—１２０

页。——第１０９页。

５８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五章：“劳动就是价

格，是用来购买一切物品的最初的货币。”——第１１４页。

５９ 亚·斯密关于交换价值由特殊劳动产品量和一般商品量两方面决定的

论断，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四章开头

部分。——第１１６页。

６０ 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

第１卷第８８页）中，把农业分成两种：“作为商业部门的农业”和“作为

生产直接生存资料的农业”。——第１１６页。

６１ 指１８４８年加利福尼亚和１８５１年澳大利亚发现丰富的金矿。——第

１１７页。

６２ 色诺芬《论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或赋税》第１章第４节和第５节。载于

尚存的《色诺芬著作集》，约·哥特洛普·施奈德尔出版，１８１５年莱比

锡版第６卷第１４３页。——第１１７页。

６３ 斯特拉本《地理学》，十七卷集，１８２９年莱比锡铅印版第２卷第１１篇第

４章第４１５—４１６页。

２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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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耳巴尼亚人——指位于里海西南岸库拉河和阿腊克斯河流域的

古阿尔巴尼亚国的居民。——第１２１页。

６４ 这段英文引文的出处没有找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册的

初稿中也引用了这段话（见本卷下册马克思的稿本Ｂ’第１４页）。——

第１２２页。

６５ 这段德文引文的出处没有找到。马克思手稿往下的正文，虽然没有用括

号括起来，但从各方面来看，也是马克思从某一德文著作中转抄来的，

并且有的地方被马克思简化了。——第１２２页。

６６ 雅·格林《德意志语言史》１８４８年莱比锡版第１卷第１２—１４页（参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４５页）。——第１２７页。

６７ 马克思指杜罗·德·拉·马尔引用的下列著作：让·安·勒特龙纳《关

于希腊和罗马货币的估价以及美洲发现前金银价值的概述》１８１７年巴

黎版；奥·伯克《雅典人的国营经济》１８１７年柏林版；威·杰科布《贵金

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１２７页。

６８“摩拏法典”是古印度的一部戒律集成，是按照印度奴隶占有制国家的

需要和婆罗门教的教义编纂习惯法法典的早期尝试之一。据传这部法

典是出自神话中的人类始祖摩拏（梵文中的“人”）之手。这部法典的材

料是在许多世纪中逐渐积累起来的，在将近公元开始时初具规模。“摩

拏法典”反映了保存有原始公社制许多残余的印度奴隶占有制社会发

展的特点。——第１２８页。

６９ 指海西阿德的诗《劳动和时间》第１５１行。——第１２９页。

７０ 卢克莱修《物性论》第５卷第１２８７行。——第１２９页。

７１ 关于中国货币的材料摘自居利希《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商业、工业

和农业的历史叙述》１８４５年耶拿版第５卷第１３１页。——第１３１页。

７２ 布匿战争（公元前２６４—２４１、２１８—２０１和１４９—１４６年）——是古代两

个最大的奴隶占有制国家——罗马和迦太基——为了确立在地中海

西部的统治，为了争夺新的土地和奴隶而进行的战争，战争以迦太基的

灭亡而告终。——第１３１页。

３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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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 这里看来是马克思的笔误，因为按他的说法，“澳大利亚、加利福尼亚和

哥伦比亚金矿的发现大概又会使金的价值跌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４７页）。在下面一段里马克思谈到，随着生产方

法的进步，银变得相对便宜，后来“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把这种状况

扭转过来”，即金变得相对便宜。——第１３３页。

７４ 加尔涅《从上古至查理大帝统治时期的货币史》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

第２５３页。——第１３３页。

７５“流通车轮”（《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ｗｈｅｅｌ ｏｆ 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是亚当·斯密对

货币的称呼。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篇第二

章。——第１３４页。

７６ 见注４５。——第１３６页。

７７ 马克思是指詹姆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一

书第三章第七、八两中论述的货币数量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

分册中，马克思一面摘引穆勒此书两节中的大段话，一面对穆勒的观点

进行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６９—１７２页）。正

文中引用的詹姆斯·穆勒的错误的提法，马克思摘自托马斯·图克《通

货原理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３６页。——第１４０页。

７８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２卷第３８９

页。斯图亚特把债务人在规定的期限内必须偿还债款的这种强制支

付，称为“非自愿的流通”。斯图亚特把花钱购买某些物品称为“自愿的

流通”，以区别于这种“非自愿的流通”。——第１４４页。

７９ 恶的无限——黑格尔哲学术语，意思就是同一件事按下列公式无限重

复：“某物”成为“他物”，而这个“他物”本身又是正在成为“他物”的“某

物”，如此反复，以至无穷。——第１４５页。

８０ 马克思指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该书于

１６９７年和１７０７年间问世，并重刊在《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附欧

·德尔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１８４３年巴黎版。布阿吉尔贝尔的

“货币是万物的刽子手”这种说法，见同上书第４１３页。关于把货币说成

４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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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和“偶像”，见第３９５页和４１７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５页。——第１４７页。

８１ 马克思在这里把“生产价格”理解为跟前一句中的“交换价值或生产费

用”是同一个意思。“生产费用”这一术语，意思就是“商品的内在生产费

用，等于商品的价值，即等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全部劳动时间”（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８４和５７０页）。“生产价格”

一词在马克思四十年代的札记本中就已出现。如１８４５年在布鲁塞尔写

的札记中，马克思在摘录路易·萨伊的著作《国家和个人致富或贫穷的

基本原因》（１８１８年巴黎版）时，用德文《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ｉｓ》〔生产价格〕

一词来转述路易·萨伊的下述提法（路易·萨伊的上述著作第３２页）：

“生产费用，也就是开采和提炼它们［金和银］所花费的时间和劳

动。”——第１４９页。

８２ 交换价值章当时还没有写完，因为马克思是从第二章，即货币章开始写

作的。马克思在他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末尾把价值章的开头部分作

了扼要的叙述。在这以后不久，他就认为他的著作的第一章不应当是价

值章，而应当是商品章。——第１５３页。

８３《每周快讯》（《Ｗｅｅｋｌｙ Ｄｉｓｐａｔｃｈ》）是英国的一家报纸，１８０１年至１９２８

年以这个名称在伦敦出版，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该报具有激进的倾

向。——第１６４页。

８４ 马克思指他大约在１８４５年３—４月在布鲁塞尔写成的札记本的第２

页。这一页上有费里埃《论政府和贸易的相互关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一

书第３１—７３页的摘录。费里埃在这里谈到银，认为在银从矿山里生产

出来的地方，它是商品，因为它充当购买它的那些人的直接需求的对

象。但是，费里埃接着说，“一俟银成为货币，它就不再是商品，因为在这

种情况下，它成了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必要媒介，并且已不能直接满足任

何需要”（费里埃上述著作第３３和３５页）。——第１６４页。

８５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３２—４３３、

４６１页：“货币是一种经常处在流通中的商品，总是为交换而存在的

…… 这种商品的增加或减少也和一切其他商品的增加或减少一样，

５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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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说明该国的总资本必定增加或减少……因为一种商品量的减少可

以由另一种商品量的增加而抵销。”——第１６４页。

８６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二篇第二章，第四篇第一

章。——第１６５页。

８７ 爱德华·索利在他的著作《目前的困难及其和货币理论的关系》（１８３０

年伦敦版第３页）一书里用“货币只是物物交换的更复杂的形式”来表

达亚当·斯密的观点。斯密的这一观点反映在他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

质和原因的研究》的第一篇第四章里。——第１６５页。

８８ 詹·泰勒《论征服时期以来英国的货币制度；附建立一种可靠稳定的信

用货币的建议》１８２８年伦敦版。——第１６７页。

８９ 比·布阿吉尔贝尔《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载于欧·德尔编《十

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１８４３年巴黎版第３９９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４页；第２３卷第１６１页。布阿吉尔贝尔的说法

是：“一切商品的结晶”（《ｐｒéｃｉｓ ｄｅ ｔｏｕｔｅｓ ｌｅｓ ｄｅｎｒéｅｓ》）。——第

１６９页。

９０“物的联系，联系的基础”——《Ｎｅｘｕｓ ｒｅｒｕｍ》。马克思在他１８５１年写

的标题为《货币关系的完成体系》的一本札记中（第４１页），把货币说成

“物和人的联系”（《ｎｅｘｕｓ ｒｅｒｕｍ ｅｔ ｈｏｍｉｎｕｍ》）。同时他还引用了

第３４页。不能确定这段引文与什么问题有关系，因为我们没有找到札

记的前面的那些页。马克思把货币说成“物和人的联系”，他指的是人的

社会关系中的状况，这种状况是过去占统治地位的一切关系——家长

制的、封建的、家族的、宗教的，即被迫让位于“现金”统治的一切关系

——解体的结果。——第１７２页。

９１ 马克思指１８４８年在加利福尼亚和１８５１年在澳大利亚发现金矿，这一

发现，促使“欧洲从革命的震动转入了工业热潮”（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５１页）。在１８５０年１月，在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

后１８个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经指出了这一事件对欧洲、美洲、亚洲

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工商业发展，以及对新兴国家的殖民，都将有巨大

的意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７卷第２６２—２６４页以及第

６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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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７—５１４页）——第１７５页。

９２《货币章》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７年１０—１１月，当时已经可以相当强烈地感

觉到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资本主义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这次危机

在美国开始，席卷了欧洲的所有大国。——第１７７页。

９３ 马克思指的是在他的《导言》第三节的末尾首次草拟的他的研究的分篇

法（见本册第４６页），在那里，他说他的经济学著作的第一篇内容是：

“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不过是在

上面所分析过的意义上。”——第１７７页。

９４ 马克思引用了自己的第 本札记本中的第４３页。在那里注明这段话引

自马尔萨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３９１页。实

际上这不是马尔萨斯的话，而是他的著作（在他死后出的）第二版的编

者的话，这些话的目的，是要使马尔萨斯的论点更加明确。——第１７８

页。

９５［爱·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１６２２年伦敦版第１９—２４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１页。米塞尔登讲的是

基督教的欧洲同非基督教的一些亚洲国家如土耳其、波斯、印度等国

之间的贸易。——第１７９页。

９６ 威·杰科布《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２卷第

２７０—３２３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５页）——

第１８１页。

９７ 圣经《马太福音》第６章第１９行。——第１８２页。

９８ 指的是圣经故事：传说中的犹太人的始祖雅各晚年预感到死期到来时，

他为他的孙子（约瑟的儿子）祝福。雅各不顾古代犹太人中流行的习惯，

没有把主要的祝福（伸出右手按头）给予长孙，而是给了次孙，这表明次

孙将比长孙有更光明的前途（圣经《创世纪》第４８章第１３—２１

行）。——第１８３页。

９９ 马克思指的是自己１８４５年夏季在布鲁塞尔写的札记本。其中马克思从

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所作的许多摘录都是根据欧·德尔所编的《十八

７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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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１８４３年巴黎版）一书。某些摘录附有马克思的

注释。所有这些摘录都用原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２年柏林

国际版第１部分第３卷第５６３—５８３页。这些摘录的一小部分马克思引

用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１分册和《资本论》第１卷中（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４—１１６页以及第２３卷第１６１页）。——

第１８４页。

１００ 指的是古希腊神话关于拥有巨额财富的弗利加国王迈达斯的故事。按

照这个神话，酒神狄奥尼苏斯应迈达斯的请求，给予他一种魔法，能够

把他所接触到的一切东西都变成金子。迈达斯很快就明白了，他面临着

饿死的危险，因为食物在他手中都变成了金块。他被自己的金子弄得不

知所措，只得请求狄奥尼苏斯从他那里收回这个可怕的魔法。——第

１８４页。

１０１ ［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３页。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３４页。——第１８８页。

１０２ 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１３５页。（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３页）——第１８８页。

１０３ 马克思用简化的形式转述的赛米尔·贝利的话，出自贝利的著作《货币

及其价值的变动》（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９—１０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６１页）——第１８８页。

１０４ 圣经《启示录》第１７章第１３行和第１３章第１７行。

《启示录》（或《约翰启示录》）是收入《新约全书》的早期基督教著作

之一。写于一世纪。《启示录》的作者表达了对罗马帝国的公愤，把它打

上“兽”的印记，并把它看作魔鬼的化身。

马克思引用的《启示录》，所根据的是天主教徒通用的拉丁文圣经

译本。——第１８９页。

１０５ 《资本章》是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第 — 本的基本内容。最初在手稿第

本中，这一章的标题是：《作为资本的货币章》，在以后的稿本中是《资

本章》。——第１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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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６ 参看《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相同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４５页）。——第１９０页。

１０７ 关于交换过程的自然内容最初“仍然是同经济关系完全分开的，因为它

仍然是同经济关系直接重合的”这一论点，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

批判》一书中作了说明。马克思在那里说，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交换过程

的最初形式）的情况下，“交换价值还没有取得独立的形式，它还直接和

使用价值结合在一起”。在交换的这一发展阶段上，使用价值构成财富

的内容，而同财富的社会形式“无关”。“同经济上的形式规定象这样无

关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９、１６页）。——第１９３页。

１０８ 在我们这里谈到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的交换价值（马克思在这

一研究阶段上还用劳动价值的说法）和劳动的产品的价值是一致的。马

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对资本的研究要解决这样一个

问题：“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

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２页）——第１９５页。

１０９ 关于萨伊、巴师夏及其他庸俗经济学家所说的“服务”这一范畴，参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６页、第２３卷第２１８页、第２６

卷第１册第４３５页。全部商品交换，无论是直接的物物交换条件下的商

品交换，还是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条件下的商品交换，巴师夏都归结

为互相交换“服务”：农业劳动者、面包业主、制鞋业者、织布业者、机器

制造业者、教师、医生、律师等等的“服务”。见弗·巴师夏《经济的和

谐》１８５１年巴黎第２版第８７—１６９页。——第１９５页。

１１０ 自身反映出（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 ｉｎ ｓｉｃｈ）——黑格尔哲学用语，表示某一概念

规定又反映在自己身上。——第１９６页。

１１１ 指《最神圣的皇帝查士丁尼所著的法学阶梯。附有选自〈学说汇纂〉的有

关词义和法规的章节》１８１５年巴黎埃昂铅印版第３４２页。——第１９８

页。

１１２ 弗·巴师夏《经济的和谐》１８５１年巴黎第２版。——第２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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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马克思指巴师夏的这样一些论敌，如蒲鲁东及其追随者舍韦，他们于

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期间在七封公开信中同巴师夏进行辩论，这七封信同巴

师夏的七封答辩信一起于１８５０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书名是《无息

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第

２０３页。

１１４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２８—４３０、

４７８—４８０页。——第２０４页。

１１５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３２７、４９９

页。——第２１１页。

１１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７７—８９页。——第２２３页。

１１７ 见注８９。——第２２６页。

１１８ 马克思１８４５年３—４月左右在布鲁塞尔所写的札记本中，有一本的内

容是从施托尔希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一卷中所

作的摘录。在这个札记本中，马克思这样概括施托尔希在他的著作第

１５４页上所说的论点：“人的勤劳只有在它生产出足以补偿生产费用的

价值时才是生产的…… 其实，这种再生产还不够，它必须生产出超额

价值。”——第２２７页。

１１９ 亚·斯密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

论》中作了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

第１４２—１６７页）。——第２２９页。

１２０ 关于施托尔希、西尼耳等人在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一问题上的庸

俗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６７—３１３

页。——第２３０页。

１２１ 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详细地考察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的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４２—３１８和

４１８—４４５页）。——第２３０页。

１２２ 见注４４。——第２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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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１篇

第１６章。特别见第１０３、１０５页。——第２３４页。

１２４ 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作了考

察。——第２３６页。

１２５ 劳动能力原文是《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ｏｇｅｎ》。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手稿中

一般不用“劳动力”（《Ａｒｂｅｉｔｓｋｒａｆｔ》）这一术语，而用“劳动能力”这一术

语。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把这两个术语当作意义相同的术语来

使用：“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理解为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

的、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９０页）——第２４０页。

１２６ 兰盖的观点，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七章作了考察（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６７—３７３页）。——第２４８页。

１２７ 从手稿第 本第８页开始，是手稿 的正文的继续。第８页头一句话的

前几个字应在手稿第 本的第２９页上，但该页未保存下来。手稿第

本的头七页的内容，是几个月以前写的关于庸俗经济学家巴师夏、凯里

的未写完的概述（见本册第３—１７页）。——第２５０页。

１２８ 工人阶级争取从法律上限制十小时工作日的斗争，在英国开始于十八

世纪末，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初席卷了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１８４７年６

月８日，议会通过了只对少年和妇女有效的十小时工作日立法（法案）。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详细考察了英国工人阶级争取正常工

作日的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０７—３３０

页）。——第２５１页。

１２９ 参看《资本论》第一卷第五章中类似的地方：“劳动资料是劳动者置于自

己和劳动对象之间、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物或物

的综合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０３页）——第

２５６页。

１３０ 舍尔比利埃在他的著作《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６页上说：“资本就

是原料、工具、生活资料基金［ａｐ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ｎｅｍｅｎｔ］。”并见《马克思恩格

１４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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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３９９—４３８页。——第２５７页。

１３１ 自为存在（Ｆüｒｓｉｃｈｓｅｉｎ）——黑格尔哲学用语，表示任何一种确定的、相

对独立的质。——第２６０页。

１３２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关于英国社会主义者托马斯·霍吉斯金的那

一节中，概括地评述了英国社会主义者的这一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３２５—３２６页）。在未写完的关于英国社

会主义者约翰·布雷的那一节中（同上，第３５６页），马克思从布雷的著

作《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１８３９年里子版第５９页上引

用了他的这样一段话：“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

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象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

的区别一样大。”——第２６２页。

１３３ 马克思主要指托马斯·霍吉斯金论证“资本的非生产性”的匿名小册子

《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１８２５年伦敦

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详细地分析了这本小册子（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８９—３４８页）。——第２６３页。

１３４ 见亚·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２篇第３

章。——第２６４页。

１３５ 马克思指西尼耳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１９７—

２０６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专门写了一节批判西尼耳在生产

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一问题上的庸俗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２９９—３０４页）。——第２６４页。

１３６ 马克思后来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更详细地分析了这个例子，他指出：

“钢琴制造厂主的工人是生产劳动者…… 相反，假定我买到制造钢

琴所必需的全部材料（或者甚至假定工人自己就有这种材料），我不是

到商店去买钢琴，而是请工人到我家里来制造钢琴。在这种情况下，钢

琴匠就是非生产劳动者，因为他的劳动直接同我的收入相交换。”（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５１页）

马克思同时指出，“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

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就是

２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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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同上，第４３２页）。马克思总结说，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同上）。——第

２６４页。

１３７ 马克思指他的札记本第 本第４０页，正文中的引文就在该页上，引自

马尔萨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４７页。但是，

这一段使马尔萨斯的论断更加明确的引文，实际上不是马尔萨斯的话，

而是马尔萨斯的著作的第２版（他死后的版本）编者的话。——第２６５

页。

１３８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３３４—

３３７页。关于大·李嘉图对资本的非生产性质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５２８—５２９页、第３册第２９０页。并见

让·沙·列·西蒙·德·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

尔版第１卷第２２页。——第２６８页。

１３９ 见注１１５。——第２６９页。

１４０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２５、４２９

页。——第２６９页。

１４１ 蒲鲁东的“劳动在生产，资本有价值”这句话出自他的著作《经济矛盾的

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８８页，马克思在《哲学

的贫困》中引用了这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

９９—１００页）。——第２６９页。

１４２ 见《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第

１７７—１８１页。参看本册第２２０—２２１页。——第２７１页。

１４３ 分析判断，按照康德的说法，是指判断的宾词只说明判断的主词所包含

的内容，而综合判断则不同，它的宾词会给主词添上判断的主词没有包

含的特征。——第２７４页。

１４４ “生产费用”这一术语，在这里和上一句中，马克思是在“商品的内在的

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

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８３页）这一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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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使用的。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９年手稿中还没有明确区分价值（ｃ＋ｖ

＋ｍ）和生产价格（ｃ＋ｖ＋平均利润）。关于“生产费用”这一术语的三种

用法，见同上书第８１—８６和５７０页。——第２７６页。

１４５ 马克思在这里赋予“生产价格”的涵义同前面他赋予“商品的生产费用

或必要价格”的涵义一样（见注８１和注１４４）。——第２７６页。

１４６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使用“剩余价值”（Ｍｅｈｒｗｅｒｔ）这一术语来表示资

本家无偿占有的、超出最初预付价值的余额。

在英国社会主义者李嘉图的信徒威廉·汤普逊的著作《最能促进

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１６７、１６９页上，也

使用了“剩余价值”（ｓｕｒｐｌｕｓ ｖａｌｕｅ）一词。但是正如弗·恩格斯所指出

的，汤普逊用这个术语来表示使用机器的资本家同手工劳动的手工业

者相比而言获得的超额利润。汤普逊除了使用“剩余价值”这一术语

外，还使用“追加价值”（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ａｌｕｅ）这一术语来表示全部新创造

的价值（ｖ＋ｍ）。此外，恩格斯指出，“ｐｌｕｓｖａｌｕｅ（剩余价值）这个用以表

示商品占有者不付任何代价的价值增长的用语，从很久远的时代起就

在法国日常的商业生活中通用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１卷第５５８—５６３页）。

马克思在１８４２年１０月所写的一篇早期论文中也几次使用了

《Ｍｅｈｒｗｅｒｔ》（那里译为“额外价值”）这一术语，表示林木占有者由于林

木失窃而得到的追加价值，即罚款（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

卷第１６６—１６７、１７１页）。——第２７６页。

１４７ 马克思指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

第７章（《论对外贸易》），那里（第１３１页）有这样一段话：“对外贸易的

任何扩大都不可能直接增加国内的价值总额。”——第２７６页。

１４８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考察了蒲鲁东在《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

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这一著作中表达的对利息的看

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８１—５８５

页）。——第２８０页。

１４９ 马克思指匿名论文《黑人和奴隶贸易》，该论文１８５７年１１月２１日以

４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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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专家”（《Ｅｘｐｅｒｔｕｓ》）写给编辑的信的形式刊登于《泰晤士报》。

《泰晤士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是英国最大的一家具有保守倾向的

日报，１７８５年创刊于伦敦。——第２８８页。

１５０ 马克思在他的关于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提要中（马克思

１８５１年４月在自己摘录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著作的札记本第 本

中写下了这个提要），就英国经济学家对李嘉图的批评写下了如下一段

话：“李嘉图的大部分论敌，例如威克菲尔德，断定他不能说明余额。例

如，工厂主在原料上支出３０镑，机器２０镑，工资５０镑。总共支出１００

镑。他按１１０镑出卖自己的商品。这１０镑是从哪里来的？”马克思在

《剩余价值理论》中也谈到了李嘉图缺乏剩余价值起源的分析（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５９—４７４页）。——第２８８

页。

１５１ 马克思指的是马尔萨斯的著作《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１８２３年伦敦

版。关于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特别是关于马尔萨斯对李嘉图学说的

批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详细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３—３５页）。——第２８８页。

１５２ 见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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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９页。

１５３ 同上，第６０—６１页。——第２８９页。

１５４ 同上，第１３１—１３２页。——第２８９页。

１５５ 关于把重农学派称为“现代经济学的鼻祖”，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

中作了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５

页）。——第２９１页。

１５６ 马克思指的是亚·斯密的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２篇

第３章，斯密在这里研究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问题。关于斯密把

生产劳动看成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论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

中作了详细的说明（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

１５２—１７０页）。——第２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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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详细分析了资本家无限制地延长工作日的趋

势。马克思在那里考察了英国工厂立法的历史，特别考察了围绕十小时

工作日法案所进行的斗争。在描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时，马克思广泛地

利用了维护工人利益的工厂视察员莱昂纳德·霍纳的报告（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８、１３章）。——第３００页。

１５８ 这个例子可以表述如下：

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前，例如一个８小时工作日分为２小时

必要劳动和６小时剩余劳动（２ｖ＋６ｍ）。在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以后，

同 一个工作日分为１小时必要劳动和７小时剩余劳动（１ｖ＋

７ｍ）。——第３０４页。

１５９ 拜比吉在他的著作《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１６０—１６２

页考察了威尼斯金丝编织品生产中原料价值和劳动价值之比。——

第３１０页。

１６０ 马克思指的是欧仁·德尔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论财富、货币和赋税

的性质》所写的评注（见《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附欧仁·德尔先

生编写的作者史料、评注和注解，１８４３年巴黎版第４１９—４２０页注解１

和注解２）。——第３１２页。

１６１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８９—９０

页。——第３１２页。

１６２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十七章中详细分析了李嘉图的资本积累观

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特别是第６１１—６２３

页）。——第３１２页。

１６３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３２５—

３２８页。——第３１５页。

１６４ 马克思指的是他１８５１年写的政治经济学朴记本第 本。这个札记本除

了其他的摘录外，还包括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３

版的详细摘要，并附有马克思的评注。马克思的札记本第 本第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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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页，是李嘉图著作第二十章的提要（《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马

克思在正文里所指的就是这一章。——第３１７页。

１６５ 马克思指的是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七章。——第

３１７页。

１６６ 马克思在这里用自己的话转述了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第

二十章开头部分的思想。——第３１９页。

１６７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札记本第 本第３９、４０页。这

几页的内容是李嘉图的著作第七章《论对外贸易》开头部分的提

要。——第３１９页。

１６８ 见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１６—

４１７页。——第３１９页。

１６９ 马克思指的是马尔萨斯的著作《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１８２３年伦敦

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马尔萨斯的价值观点和剩余价值观

点作了详细的批判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

第１９章）。——第３２２页。

１７０ 马克思在这个例子中假定，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全部用于购买新的劳动

力。隔了几行马克思写道：“不过这样的假定是不可能的。”——第３４１

页。

１７１ 利息，马克思在这里是指预付资本得到的全部利润。——第３４２页。

１７２ 这整个句子在手稿中是：“但对１４０塔勒资本来说，多算了２４塔勒利息

（而这就是２２０和１９６的差额），即多算了１００的 １
５和１００的

１１
１２；１００的

１
５＝２０％；１００的

１１
３是８

４
１２％或８

１
３％；因而总共多算了２８

１
３％。”

（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版第２７５—２７６

页）在翻译时，该句的中间部分由于意思不清楚未译出，该句其余部分

中的计算错误作了订正。——第３４３页。

１７３ 手稿接着留了空，显然是为了按照第二个场合进行计算用的。根据手稿

前面的正文，这里的计算可以设想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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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个场合，最初的资本８０塔勒中，６０塔勒用于原料和劳动工

具，２０塔勒用于工资；资本的 ３
４花费在原料和工具上，

１
４花费在工资

上。资本的前几个部分即１４不会带来任何利息（也就是说，不会带来任

何剩余价值）；后一个部分即 １
４会带来３００％的剩余价值。但是，如果按

照全部资本来计算，那么资本只增加了７５％。

如果新加入的资本６０塔勒也只把它的量的 １
４增加３００％，那么全

部增加额就是４５塔勒。６０＋４５＝１０５塔勒。这个数字加上１４０等于２４５

塔勒，因而实际上就是１４０塔勒增加７５％。

６０塔勒新加入的资本增加３００％，即增加了３倍，总计２４０塔勒。

（如果只是６０的 １
４增加３００％，那么利润就是４５塔勒。）２４０塔勒中有

６０塔勒补偿用在工资上的资本，１８０塔勒为利润。

因此，第二个场合的计算如下：

８０Ｃ＋６０Ｚ＋６０Ｃ＋１８０Ｚ＝３８０；

也就是说，资本为１４０塔勒，这个资本的全部利息为２４０塔勒。但

是，如果我们用另一种计算方法，那么结果是：

８０Ｃ＋６０Ｚ＋６０Ｃ＋４５Ｚ＝２４５；

也就是说，资本为１４０塔勒，这个资本的全部利息为１０５塔勒。

按照第一种计算方法，利息算得太多了：在６０塔勒资本上多算了

１３５塔勒利息。但是１３５塔勒是１８０塔勒的 ３
４；这就是说，除了８０塔勒

资本以外，新加资本中只有 １
４增长了３００％；因此，全部新加资本只增

长了 ３
４，即４５塔勒。

我们为６０塔勒资本多算了１３５塔勒的利息，而这个数字等于６０

塔勒资本中有 ３
４增长了３００％。全部总额６０塔勒按这种计算方法多得

了２２５％利润，而原来是７５％；也就是说，我们在６０塔勒上多算了１３５

塔勒，而１３５与６０之比是２２５％。但我们是在１４０塔勒资本上多算了

１３５塔勒（这是３８０塔勒和２４５塔勒之间的差额）；从而总共多算９６

３
７％。因此，在１４０塔勒资本上我们并没有象在６０塔勒资本上那样多

算２２５％，而只多算９６３７％；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额是１２８
４
７％，与此

相应的是在全部资本１４０塔勒中在６０塔勒资本上多算了１３５塔

勒。——第３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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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４ 关于凯里及其他庸俗经济学家把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混为一谈的情

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４４—２４５页；第２５卷第

１６９页。——第３４５页。

１７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４７９—４８０页；第２５卷第

４４４—４４８页。——第３４６页。

１７６ 关于资本积累的质的界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

册第２６４页。——第３４７页。

１７７ 见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１６页。——第

３５５页。

１７８ 马克思在这里假定剩余价值率在劳动力涨价以后同涨价以前一样（资

本 是２５％，资本 是３３１３％）。这种情况只有在相应地延长工作日

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第３５６页。

１７９ 见《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第

１２７—１３２、１３５—１５７、２８８页。并参看注１１３。——第３６０页。

１８０ 指罗德戴尔的著作《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１８０４年爱丁堡和伦敦

版的法译本，１８０８年巴黎版第１１９—１２０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２７２页。——第３６５页。

１８１ 马克思在这里用自己的话转述了莱文斯顿的著作《论公债制度及其影

响》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４６页上的下述论点：“在需要九个人劳动来养活

十个人的地方，只有总产品的 １
１０能够用作地租。在一个人的劳动足以

养活五个人的地方，就会有产品的 ４
５用作地租，或者用于只有靠剩余

劳动产品来满足的国家的其他需要。前一种情况看来在征服时期的英

国存在过，后一种情况在只有 １
５ 的人口从事农业的今天可以看

到。”——第３７７页。

１８２ 马克思指的是麦克库洛赫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

第１６５—１９２页。关于庸俗经济学家（包括麦克库洛赫）力图抹杀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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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的矛盾的倾向，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作了详细的论述（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５６５、５９３—５９４、６０３—６０５

页；第３册第１２５—１２７、１２８—１２９、１８２—１８３、５５９、５７７—５８０页）。——

第３９５页。

１８３ 马克思指的是詹姆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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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６—１９５页。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

分册和《剩余价值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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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卷第２

册第５６３—５６５、５７０—５７５、６０７—６０８页；第３册第９１—９２、９５—９８、１０６、

１２８—１２７页）。——第３９５页。

１８４ 马克思指的是北明翰银行家托马斯·阿特伍德创立的所谓的北明翰派

即“小先令派”（《ｌｉｔｔｌｅ ｓｈｉｌｌｉｎｇ ｍｅｎ》）。这一学派的观点见《通货问

题，两人书简》１８４４年伦敦版，该书的匿名作者是自称为“孪生兄弟”

（《Ｇｅｍｉｎｉ》）的托马斯·莱特和约翰·哈娄。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２—７３页；第２３卷第２６０页；第２５卷第６１０、６３４

页。——第３９６页。

１８５ 见注２０。——第３９６页。

１８６ 马克思指的是马尔萨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１８３６年

伦敦第２版第４０５页（出版者注）；《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

２５８—２５９页，西斯蒙第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尔版第

１卷第６１页。——第３９６页。

１８７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８０—８５

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李嘉图关于资本生产过剩的观点作

了详细的分析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

５３４—５３５、５６２—５６３、５６６—５６７、５６９—５７９、６０３—６０５页）。—— 第３９７

页。

０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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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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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

· 吉·威克菲尔德］的注释，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４４—２４６

页。——第３９７页。

１８９ 这句话是霍吉斯金在他的著作《通俗政治经济学》第２４５—２４６页上所

写的下面这段论述的简要概括：“因为资本家即全部产品的所有者，只

要他除了维持工人的费用以外得不到利润，他就既不会允许工人生产

工具，也不会允许工人使用工具，所以很清楚，生产劳动在这里受到的

限制要大大超过自然加给它的限制。资本越是在第三者手中积累，资本

家要求得到的全部利润量就越增大，从而就越是为生产和人口的增长

造成人为的障碍。”——第４０１页。

１９０ 关于托·霍吉斯金提出的“并存劳动”的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９３—３０８页。——第４０３页。

１９１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４１页——

第４１１页。

１９２ 见比·约·蒲鲁东《什么是财产？》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４章第５节，和《无

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第２０７—

２０８页。——第４１２页。

１９３ 见注１７９。——第４２１页。

１９４ 实际上，活劳动（１０塔勒）新添加的价值在上述前提下不是占全部产品

价值的 １
１０，而是

１
９，因为每磅纱的价值从５塔勒下降到了４塔勒，因

此，２０磅纱的全部价值从１００塔勒减少到了９０塔勒。——第４２１页。

１９５ 在纺纱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一倍以前，资本家的全部利润为２０塔勒，这

些利润要分配在４０磅纱上，也就是说，每磅纱上分配到的利润为 １
２塔

勒。而现在，全部利润３０塔勒要分配在８０磅纱上，也就是说，每磅纱上

分配到的利润是 ３
８塔勒。——第４２１页。

１９６ 马克思在本册第４１７—４２２页上的论述可以通过下列两个表格来更清

楚地表达。

１５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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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所生产的产品（棉纱）数量由于延长工作日而增加

资本家的支出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纱 的 全

部 价 值

所生产
的产品
数 量

１磅纱

的价值

剩余价
值 率

利 润 率

８０塔勒 ２０塔勒 － １００塔勒 ２０磅 ５塔勒 ０ ０

１２０塔勒 ２０塔勒 １０塔勒 １５０塔勒 ３０磅 ５塔勒 ５０％ ７１７％

１６０塔勒 ２０塔勒 ２０塔勒 ２００塔勒 ４０磅 ５塔勒 １００％ １１１９％

３２０塔勒 ２０塔勒 ６０塔勒 ４００塔勒 ８０磅 ５塔勒 ３００％ １７１１１７％

表 ．所生产的产品数量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加

（工作日长度不变）

资本家的支出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纱 的 全

部 价 值

所生产
的产品
数 量

１磅纱

的价值

剩余价
值 率

利 润 率

１６０塔勒 ２０塔勒 ２０塔勒 ２００塔勒 ４０磅 ５塔勒 １００％ １１１９

３２０塔勒 １０塔勒 ３０塔勒 ３６０塔勒 ８０磅 ４１２塔勒 ３００％ ９１１１％

    第 表说明了马克思从该表的各项数字关系中得出的下述结论：

“支出中代表必要劳动的部分越小，利润就越大，虽然利润同实际剩余

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关系不是一目了然的。”

第 表证明了马克思的下述思想：“……单位产品价格的降低和这

些单位数量的增加——这是生产力提高的结果——表明：利润同［必

要］劳动相比提高了，或者说，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相比减少了。”而且，

“资本家从单位（尺度）使用价值——磅、码、夸特等等——的价值中得

到的利润，随着活劳动（新加劳动）对原料等等的比例的减少而减少

…… 但是另一方面，因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这种减

少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一回事，所以包含着

剩余劳动时间的这些单位产品的数量增加了”，——也就是说，利润总

２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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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增加了。——第４２２页。

１９７ 见注１２８。——第４２２页。

１９８ 准确的计算如下：工人得到的每磅纱比它的价值减价 １
２０塔勒；而因为

他现在总共得到４４４９９磅纱，或
４００
９９磅纱，他得到的利益就是

１×４００
２０×９９塔勒，

即２０９９塔勒，而不是象马克思为使计算简化所假设的那样是
２０
１００。——第

４２７页。

１９９ 准确的计算如下：４０磅纱的价值在工资提高以前分割为１６０ｃ＋２０ｖ＋

２０ｍ。现在它分割为１６０ｃ＋２２ｖ＋１８ｍ。如果以前利润率为
２０
１８０，即１１

１
９％，那么现在利润率就等于

１８
１８２，即９

８１
９１％。——第４３１页。

２００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３９

页。——第４４５页。

２０１ 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马克思从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转抄的许多

地方作了某些修改，正文中这句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手稿第

本第１３９６页）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程中不是作为劳动能力的实

现条件被再生产出来，相反，它们只是作为增殖和保存它们自己的价值

（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

来。”——第４６０页。

２０２ 罗马法的契约关系的公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

５９１页和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３５页。——第４６４页。

２０３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４０、

３９６页。马克思在本手稿第 本第２６页上引用了斯图亚特这本书第

３９６页的有关地方（见本卷下册第３篇（Ｂ）《货币章和资本章的补充》一

节）。并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８８５页；第２６卷第

１册第２２页和第２册第６３２页。——第４６６页。

２０４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１篇第５章。——第４７０

页。

２０５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的这一部分，马克思在《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３５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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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加的标题是《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见手稿第 本第

５０—５３页和手稿第 本第１—１５页。手稿第 本第１—１５页的标题在

他的《提要》中是《关于资本主义关系或原始积累以前的过程的续

篇》。——第４７０页。

２０６ 《Ｓｔａｍｍ》这一术语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这一部分中译为“部落”。这

一术语在十九世纪中叶的历史科学中比现在具有更广泛的涵义。它表示渊

源于同一祖先的人们的总体，包括现在通用的“氏族”（Ｇｅｎｓ）和“部落”

（Ｓｔａｍｍ）两个概念。在路·亨·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１８７７）中第

一次把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并下了准确的定义。在杰出的美国民族学

家和历史学家的这部主要著作中，第一次阐明了氏族作为原始公社制

度的主要基层单位的意义。在总结了摩尔根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恩格

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１８８４年）这一著作中全面地揭

示了“氏族”和“部落”这两个概念的内容。——第４７２页。

２０７ 魁里特是罗马公社（古罗马）的公民。——第４７７页。

２０８ 这句话尼布尔引自哈利卡纳苏的狄奥尼修斯（古希腊历史学家，于公元

前大约３０—７年写作他的这部主要著作）的《古代罗马史》第９

册。——第４７８页。

２０９ 德莫特是古雅典国家的公民，属于阿提卡的叫做德莫的一定行政区，几

个德莫组成一个部落。在克利斯提尼改革（公元前六世纪）后，阿提卡共

分为十个地区部落。——第４７９页。

２１０ 迪特马尔申是德国北部的一个地区。——第４７９页。

２１１ 盖尔人是苏格兰北部山区和西部山区的土著居民，古代克尔特人的后

裔。——第４７９页。

２１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８０页。——第４８７页。

２１３ 见注１３。——第４９７页。

２１４ “面包和娱乐”（《Ｐａｎｅｓ ｅｔ ｃｉｒｃｅｎｓｅｓ》）时代，马克思指的是罗马奴隶

制国家的繁荣时期，那时城市居民的下层（即城市平民）被排除于生产

领域之外，主要靠国家和为他们提供“面包和娱乐”的富有的奴隶主的

施舍来生活。——第５０２页。

４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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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关于亨利七世、亨利八世及其他英国国王和女王的立法的作用，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０２—８１０页。——第５１０页。

２１６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３篇第４章。——第５１１

页。

２１７ 见注１３２。——第５１７页。

２１８ 这些以及以下几个关于“资本”一词的最初意义的注和说明性的引文，

马克思采自迪康热《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字典》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２卷

第１３９—１４１页。——第５１７页。

２１９ 亚当·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林版第１册第２２６—２４１

页。——第５１８页。

５５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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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尔卡狄乌斯（Ａｒｃａｄｉｕｓ３７７—４０８）——

 东罗马帝国的皇帝（３９５—４０８）。——第

１３１、１３３页。

阿基米得（Ａｒｃｈｉｍｅｄｅｓ约公元前２８７—

２１２）——伟大的古希腊数学家和物理

学家。——第１３１页。

阿瑟尔斯坦（Ａｅｔｈｅｌｓｔａｎ８９４—９４０）——

盎格鲁撒克逊国王（９２４—９４０）。——第

５１８页。

奥古斯都（Ａｕｇｕｓｔｕｓ公元前６３—公元１４）

—— 罗马皇帝（公元前２７—— 公元

１４）。——第５０３页。

奥维尔斯顿（Ｏｖｅｒｓｔｏｎｅ）——见劳埃德，赛

米尔·琼斯，奥维尔斯顿男爵。

Ｂ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

者。——第３—６、８—１７、２１、１９５、２０２、

２０３、２２０、２８０、２８４、２８５、３６０、４２１页。

拜比吉，查理（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２—

１８７１）——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３１０、３５５页。

贝勒斯，约翰（Ｂｅｌｌｅｒｓ，Ｊｏｈｎ１６５４—１７２５）

——英国经济学家；强调劳动对财富形

成的意义；写有一些空想的社会改革的

草案。——第１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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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页。

贝列尔或贝列拉，伊萨克（ＰéｒｅｉｒｅＩｓａａｃ

１８０６—１８８０）——法国银行家，波拿巴

主义者，立法团代表，１８５２年与其兄艾

米尔·贝列尔创办了股份银行动产信

用公司。——第６１页。

伯克，奥古斯特（Ｂｏｃｋｈ，Ａｕｇｕｓｔ１７８５—

１８６７）——德国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

——第１２７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１６４６—１７１４）—— 法国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鼻祖。——第３、１４７、

１８４、３１２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

了“劳动货币”论。——第７９页。

布鲁土斯（马可·尤尼乌斯·布鲁土斯）

（ＭａｒｃｕｓＪｕｎｉｕｓＢｒｕｔｕｓ公元前８５—４２）

——罗马政治活动家，密谋反对凯撒的

首领，青年时期放过高利贷。——第４８５

页。

６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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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查 默 斯，托 马 斯（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０—１８４７）——英国基督教神学家和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

者。——第３页。

Ｄ

达里蒙，路易·阿尔弗勒德（Ｄａｒｉｍｏｎ，

ＬｏｕｉｓＡｌｆｒｅｄ１８１９—１９０２）——法国政

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他赞同

并宣扬蒲鲁东的观点。——第５３、５４、

５８—６１、６４—６９、７５、７６页。

大流士一世·希斯塔斯普（Ｄａｒｉｕｓ ．

Ｈｙｓｔａｓｐｅｓ公元前５５８—４８６）——古波

斯王（公元前５２２—４８６）。——第１２８页。

德尔，欧仁（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７９８—１８４７）

——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治经济

学著作的出版者。——第３１２页。

迪康热，杜·弗朗，沙尔（Ｄｕｃａｎｇｅ，ｄｕ

Ｆｒｅｓｎｅ，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６１０—１６８８）——法国

历史学家和语文学家。——第５１８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

扎尔·奥古斯特（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ＪｕｌｅｓＣéｓａｒＡｕｇｕｓｔｅ１７７７—

１８５７）——法国诗人和历史学家。——

第１２７—１３２页。

Ｆ

费里埃，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 Ｆｅｒｒｉｅｒ， Ｆｒａｎ汅ｉｏｓ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６１）——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摹仿者。—— 第

１６４—１６５页。

伏尔泰，弗朗斯瓦·玛丽（真姓为阿鲁埃）

（Ｖｏｌｔａｉｒｅ，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Ｍａｒｉｅ（Ａｒｏｕｅｔ）

１６９４—１７７８）—— 法国自然神论哲学

家，讽刺作家，历史学家，十八世纪资产

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反对专

制制度和天主教。——第１４页。

Ｇ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６０页。

格雷，约翰（Ｇｒａｙ，Ｊｏｈｎ１７９８—１８５０）——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罗·

欧文的追随者；“劳动货币”论创始人之

一。——第７９页。

格林，雅科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ｋｏｂ１７８５—１８６３）

——杰出的德国语文学家，柏林大学教

授；比较历史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第

一部德语比较语法的作者。——第１２７

页。

Ｈ

哈伯德，约翰·盖列布兰德（Ｈｕｂｂａｒｄ，

ＪｏｈｎＧｅｌｌｉｂｒａｎｄ１８０５—１８８９）——英国

政治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１８５９—

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７）；英格兰银行董事

之一（１８３８）。——第１４１页。

哈娄，约翰（Ｈａｒｌｏｗ，Ｊｏｈｎ十九后纪中叶）

——英国经济学家，以“小先令派”闻名

的北明翰派的代表人物；和他的志同道

合者莱特共同使用“孪生兄弟”（《Ｇｅｍｉ

ｎｉ》）的笔名。——第３９６页。

海西阿德（Ｈｅｓｉｏｄ约公元前八世纪）——

古希腊诗人，说教文学的代表人物。

——第１２９、１４０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

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

——第１２１、１２９、１４０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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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

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

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

家。——第３８、３９、８１、１２１页。

亨利七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５７—１５０９）——英

国国王（１４８５—１５０９）。——第５１０页。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９１—１５４１）——英

国国王（１５０９—１５４７）。——第５１０页。

洪堡，亚历山大（Ｈｕｍｂｏｌｄｔ，Ａ１ｅｘａｎｄｅｒ

１７６９—１８５９）——伟大的德国学者，自

然科学家和旅行家。——第１２９页。

霍布斯，托马斯（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ｏｍａｓ１５８８—

１６７９）——杰出的英国哲学家，机械唯

物论的代表人物；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

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第１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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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０１、４０２页。

霍纳，莱昂纳德（Ｈｏｒｎ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１７８５—

１８６４）——英国地质学家和社会活动

家，工厂视察员（１８３３—１８５６），曾维护

工人利益。——第３００页。

霍诺里乌斯（Ｈｏｎｏｒｉｕｓ３８４—４２３）——西

罗马帝国的皇帝（３９５—４２３）。——第

１３１、１３３页。

Ｊ

加尔涅，热尔门（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ｅｒｍａｉｎ１７５４—

１８２１）——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摹仿者；亚

·斯密的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

第１３０、１３３、１３９页。

加尼耳，沙尔（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５８—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摹仿者。

——第８６、２１３页。

杰科布，威廉（Ｊａｃｏｂ，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６２左右—

１８５１）——英国商人，写有一些经济著

作。——第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０、１４０、１４２、１８１

页。

居利希，古斯达夫（Ｇüｌｉｃｈ，Ｇｕｓｔａｖ１７９１—

１８４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历

史学家，写有一些国民经济史方面的著

作。——第３页。

Ｋ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ｔｉｕｓＣａｔｏＭａｊｏｒ公元前

２３４—１４９）—— 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

家，《论农业》的作者。——第４８５页。

凯里，亨利·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

调和论的创始人。——第３—１０、２１、２３、

２０２、３４５页。

凯撒（凯尤斯·尤利乌斯·凯撒）（Ｃａｉｕｓ

ＪｕｌｉｕｓＣａｅｓａｒ公元前约１００—４４）——

著名的罗马统帅，国家活动家和著作

家。——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坎伯尔家族（Ｃａｍｐｂｅｌｌｓ）——从十三世纪

起在西苏格兰闻名的苏格兰名门望

族。——第４７９页。

克利斯提尼（Ｋｌｅｉｓｔｈｅｎｅｓ）——雅典政治

活动家，在公元前５１０—５０７年实行改

革，肃清了氏族制的残余，并在雅典建

立了奴隶主民主制。——第４７９页。

Ｌ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８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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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

——第２７６页。

莱特，托马斯·巴伯（Ｗｒｉｇｈｔ，Ｔｈｏｍａｓ

Ｂａｒｂｅｒ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经济学

家，以“小先令派”闻名的北明翰派的代

表人物；和他的志同道合者哈娄共同使

用“孪生兄弟”（《Ｇｅｍｉｎｉ》）的笔名。——

第３９６页。

莱文斯顿，皮尔西（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ｉｅｒｃｙ死

于１８３０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

主义者，他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

尔萨斯主义。——第１８９、３７７页。

顿特迈埃尔，约翰·弗里德里希（Ｒｅｉｔｅ

ｍｅｉｅｒ，Ｊｏｈ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５５—１８３９）

——德国法学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

——第１３０页。

兰盖，西蒙·尼古拉·昂利（Ｌｉｎｇｕｅｔ，Ｓｉ

ｍｏｎＮｉｃｏｌａｓＨｅｎｒｉ１７３６—１７９４）——法

国律师，政论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从封建专制的立场批评重农学派和资

产阶级自由主义，但是对资产阶级的自

由和所有制，作了一系列深刻的批判。

——第２４８页。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维尔斯顿男顿

（Ｌｏｙｄ，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ｎｅｓ，ＢａｒｏｎＯｖｅｒｓｔｏｎｅ

１７９６—１８８３）——英国银行家，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所谓“通货原理”学派的拥

护者。——第４４１页。

勒特龙纳，让·安都昂（Ｌｅｔｒｏｎｎｅ，Ｊｅａｎ

Ａｎｔｏｉｎｅ１７８７—１８４８）——法国考古学

家和语文学家。——第１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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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一。——第３、４、１０、１８、３３、３４、６７—６８、

２０６、２２３、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６、２８１、２８８、２８９、

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７、３０７、３１２、３１５—３２３、３２７、

３３６、３６０、３６２、３９４、３９７、４２２、４４５页。

卢克莱修（梯特·卢克莱修·卡鲁斯）

（ＴｉｔｕｓＬｕｃｒｅｔｉｕｓＣａｒｕｓ约 公 元 前

９９—５５）——杰出的罗马哲学家和

诗人，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第

１２９页。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

——第１８页。

路特希尔德男爵，莱昂涅尔·纳坦（Ｒｏｔｈ

ｓｃｈｉｌｄ，ＬｉｏｎｅｌＮａｔｈａｎ，Ｂａｒｏｎｄｅ１８０８—

１８７９）——伦敦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

——第１８１、１８２页。

罗伯茨，理查（Ｒｏｂｅｒｔ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８９—

１８６４）—— 著名的英国机械发明家。

——第４８页。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

Ｊａｍｅｓ，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５９—１８３９）——英国资

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俗

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斯密的理论进行

批评。——第１６６、３６５页。

罗素，约翰（Ｒｕｓｓｅｌ，Ｊｏｈｎ１７９２—１８７８）

——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首

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和１８６５—１８６６）。——

第３７７、４０１页。

洛 克， 约 翰 （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 １６３２—

１７０４）——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

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

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

１０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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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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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士，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３、１７８、２６５、２８８、３２２、３８１、３９６、４０２、４０７

页。

马其顿王亚历山大（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ｔｈｅＧｒｅａｔ

公元前３５６—３２３）——古代著名统帅和

国家活动家。——第１３１、１３２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拉姆赛（ＭａｃＣｕｌ

ｌｏｃ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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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９５页。

梅涅尼·阿格利巴（ＭｅｎｅｎｉｕｓＡｇｒｉｐｐａ死

于公元前４９３年）——罗马贵族。——

第１０９页。

弥勒，亚当·亨利希（Ｍüｌｌｅｒ，Ａｄａｍ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２９）——德国政论家和经

济学家，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浪漫

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经济学说的

反对者。——第５１８页。

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里凯蒂（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ＶｉｃｔｏｒＲｉｑｕｅｔｉ，ｍａｒｑｕｉｓ ｄｅ １７１５—

１７８９）——法国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

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

活动家奥诺莱·加布里埃尔·米拉波

的父亲。——第２９２页。

米塞尔登，爱德华（Ｍｉｓｓｅｌｄｅｎ，Ｅｄｗａｒｄ死

于１６５４年）——英国商业家和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者。——第１７９、１８３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论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

的摹仿者，詹姆斯·穆勒的儿子。——

第３、２３、２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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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由李嘉

图的理论作出某些激进的结论。——

第１４０、３９５、４１１页。

Ｎ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Ｎｉｅｂｕｈｒ，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Ｇｅｏｒｇ１７７６—１８３１）——德国

的古代史学家。——第４７７、４７８、５０３

页。

努玛·庞皮利乌斯（ＮｕｍａＰｏｍｐｉｌｉｕｓ公元

前八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半传说中

的古罗马第二个皇帝。——第４７７、５０３

页。

Ｏ

欧几里得（Ｅｕｋｌｅｉｄｅｓ公元前四世纪末至

三世纪初）——古希腊杰出的数学家。

——第１３１页。

Ｐ

配第，威廉（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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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７、１８２页。

皮特，威廉（小皮特）（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活

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首相（１７８３—

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第３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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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１、４５、５４、６４、７２、７７—７９、

８１、１２１、２０１、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３、２６９、２７１、

２８０、３６０、３９６、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４、４２３、４３１、

４８７页。

普莱斯，理查（Ｐｒｉ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２３—１７９１）

——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德论哲

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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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６、３４７页。

普林尼（凯尤斯·普林尼·塞孔德）（Ｐｌｉ

ｎｉｕｓ（ＣａｉｕｓＰｌｉｎｉｕｓ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２３—７９）

——罗马学者，博物学家，《博物志》（共

３７卷）的作者。——第１３０页。

Ｒ

日拉丹，艾米尔·德（Ｇｉｒａｒｄｉｎ，▍Ｅｍｉｌｅｄｅ

１８０６—１８８１）——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和政治活动家，在三十至六十年代曾断

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无

原则著称。——第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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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６４、１９５、２０４、２１６、２２３、２６９、３９５、

３９６、４１１页。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Ｓｅｒｖｉ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

公元前５７８—５３４）——半传说中的古罗

马第六个皇帝。——第１３１页。

色诺芬（Ｘｅｎｏｐｈｏｎ约公元前４３０—３５４）

——古希腊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奴隶主

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

——第１１７、１３１—１３３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４８、１０９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

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把

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学说的基本

原理结合在一起。——第２５７、２６７页。

舍 伐利埃，米歇尔（Ｃｈｅｖａｌｉｅｒ，Ｍｉｃｈｅｌ

１８０６—１８７９）——法国工程师，经济学

家和政论家，三十年代为圣西门主义

者，后来成为资产阶级自由贸易论

者。——第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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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４０、１７８、１８８、１８９、

２２７、２３０、３９６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ｎｏ

ｚａ，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１６３２—１６７７）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

论者。——第２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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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２３、４１、１０２、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８、１６５、２２９、

２６４、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４、３９７、４６９、５１１页。

斯特拉本（Ｓｔｒａｂｏｎ公元前约６３—公元约

２０）——古希腊最大的地理学家和历史

学家。——第１２１、１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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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数量

论的反对者。——第２１、１１６、１４１、１４４、

１５３、１７５、１７７、２３４、４６６页。

索利，爱德华（Ｓｏｌｌｙ，Ｅｄｗａｒｄ十九世纪上

半叶）——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１６６页。

Ｔ

泰勒，詹姆彻（Ｔａｙｌｏｒ，Ｊａｍｅｓ１７８８—１８６３）

——英国银行家，主张采用复本位制，

写有一些有关货币的著作。——第１６７

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１６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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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李嘉图货币理论

的批评者；多卷集《价格史》的作者。

——第３页。

Ｗ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

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

级殖民理论。——第２３６、３９７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１１０、

１７１页。

魏特林，威廉（Ｗｅｉｔｌｉｎ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１８０８—

１８７１）——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

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

职业是裁缝。——第７８页。

乌尔 卡 尔 特，戴 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

１８０５—１８７７）——英国外交家，反动的

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亲土耳其分子；

三十年代在土耳其执行外交任务，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为议会议员，托利党人。

——第６页。

Ｘ

西奥多希乌斯二世（小西奥多希乌斯）

（Ｔｈｅｏｄｏｓｉｕｓ ４０１左右—４５０）——东

罗马帝国的皇帝（４０８—４５０）。——第

１３１页。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３、１３７、

１８７、２３０、２６４页。

西塞罗（马可·土利乌斯·西塞罗）（Ｍａｒ

ｃｕｓＴｕｌｌｉｕｓＣｉｃｅｒｏ公元前１０６—４３）

——罗马杰出的演说家和国家活动家，

折衷主义哲学家。——第４７９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学

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第３、１４０、１６９、２１６、２６７、２６９、３９４、

３９６页。

希罗多德（Ｈｅｒｏｄｏｔ约公元前４８４—４２５）

——古希腊历史学家。——第１２８、１２９

页。

Ｙ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哲学

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奴隶主

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点来说是奴隶

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他最先分析

了价值的形式。——第７７、１０７页。

Ｚ

征服者威廉一世（Ｗｉｌｌｉａｍ ，ＴｈｅＣｏｎ

ｑｕｅｒｏｒ１０２７—１０８７）—— 英 国 国 王

（１０６６—１０８７）。——第３７７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阿基里斯——古希腊神话中围攻特洛伊

 的一位最勇敢的希腊英雄，荷马《伊

利亚特》中主要人物之一。——第４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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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法玛——罗马人对希腊的传闻女神俄萨

的称呼，象征传播迅速的流言。——第

４９页。

Ｈ

海尔梅斯——古希腊神话中的贸易神。

——第４８页。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的

创始人。——第２９５页。

境界神——罗马的边界神。——第４７７

页。

Ｌ

鲁滨逊·克鲁索——丹尼尔·笛福的同

名小说中的主人公；鲁滨逊故事的叙述

是笛福的一种文学手法，这种手法被许

多资产阶级教育家和经济学家所采用。

——第１８页。

罗慕洛——传说中的古罗马的奠基人和

第一个国王。——第４７７页。

Ｍ

迈达斯——传说中的古弗利加国王。——

第１８４页。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

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

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

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身。

——第１４７页。

摩拏——古印度神话中的人类始祖，传说

中的古印度的立法者。——第１２８、１３２

页。

摩西——据圣经传说，他是把古犹太人从

埃及法老的迫害下解放出来的先知。

——第４７７页。

Ｐ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狄坦神之一，

他从神那里盗走了火，并带给人们；宙

斯令赫斐斯塔司把他钉在悬崖上，让鹰

啄食他的肝脏，以示惩罚。——第２１

页。

Ｑ

丘必特——罗马神话中最高的神，雷神，

相当于希腊的宙斯神。——第４８页。

Ｓ

桑科·判扎——塞万提斯的小说《唐·吉

诃德》中的人物，唐·吉诃德的侍从。

——第１５页。

Ｔ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同名小说中的

主人公。——第１５页。

Ｗ

武尔坎——古罗马人的火神和打铁业保

护神。——第４８页。

Ｙ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

希伯来族的始祖。——第１８３页。

亚当——据圣经传说，是上帝用泥土造

的第一个人，后来犯了罪。—— 第

２１页。

以扫—— 据圣经传说，是族长以撒的

孪生儿子中的长子。——第２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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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Ｂ

巴师夏，弗·《经济的和谐》１８５１年巴黎

 第２版（增补了作者的遗稿）（Ｂａｓｔｉａｔ，

Ｆ．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２

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 ａｕｇｍｅｎｔéｅ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ｌａｉｓｓéｓ ｐａｒｌ’ａｕｔｅｕｒ．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１）。第１版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

版。——第３、８—１３、１９５、２０２页。

巴师夏，弗·《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

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é ｄｕｃｒéｄｉ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

Ｍ．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第

６４、２０３、２２０、２２１、２７１、２８０、３６０、

４１２、４２１页。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

年伦敦版（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Ｏｎｔｈｅｅ

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ａｎｄ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 第

３１０、３５５页。

贝勒斯，约·《论贫民、工业、贸易、殖民地

和道德堕落》１６９９年伦敦版（Ｂｅｌｌｅｒｓ，

Ｊ．Ｅｓｓａｙ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ｐｏｏｒ，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ｓ，ｔｒａｄｅ，ｐｌａ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ｍ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 第

１０６页。

［贝利，赛·］《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这种

变动对国家工业和金钱契约的影响；并

载有关于股份银行的附录》１８３７年伦敦

版（［Ｂａｉｌｅｙ，Ｓ．］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ｉｔｓｖｉ

ｃｉｓｓｉｔｕｄｅｓｉｎｖａｌｕｅ；ａｓｔｈｅｙａｆｆｅｃ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ｗｉｔｈ ａ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ｏｎ

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ｂａｎｋ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７）。

——第１８７、１８８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论财富、货币和

赋税的性质》，载于《十八世纪的财

政经济学家》，附欧·德尔编写的作

者史料、评注和注解，１８４３年巴黎版

（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Ｐ．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ｒ

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ｇｅｎｔ

ｅｔｄｅｓｔｒｉｂｕｔ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ｆｉ

ｎａｎｃｉｅｒｓ ｄｕ ｅ ｓｉèｃｌｓｅ．

Ｐｒéｃéｄéｓｄｅｎｏｔｉｃｅ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ｓｕｒ

ｃｈａｑｕｅａｕｔｅｕｒ，ｅｔ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ａｇｎéｓ

ｄ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ｅｔｄｅｎｏｔｅｓｅｘ

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３）。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写于１６９７

年和１７０７年之间。—— 第１４７、１６９、

１８４、２２６、３１２页。

布雷，约·弗·《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

其清除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利用的著作的版本，本索引只注出该著作的第一版。

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４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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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３９年里子版（Ｂｒａｙ，Ｊ．Ｆ．Ｌａｂｏｕｒ’ｓ

ｗｒｏ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ｓｒｅｍｅｄｙ；ｏｒ，

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ｍ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ｇｅｏｆ

ｒｉｇｈｔ．Ｌｅｅｄｓ，１８３９）。——第２６２页。

Ｄ

达里蒙，阿·《论银行改革》１８５６年巴黎版

（Ｄａｒｉｍｏｎ，Ａ．Ｄｅｌａｒéｆｏｒｍｅｄｅｓ

ｂａｎｑｕ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６）。—— 第５３、

５４、６０、６１、６４—６７、７５页。

迪康热，沙·杜·《中世纪和近代拉丁语

字典》，沙尔·杜·弗朗·迪康热阁下

编，格·阿·尔·亨谢尔出版，附有圣

别涅狄克特会修道士卡本特尔圣父阁

下，阿德隆格，其他作者以及出版者本

人所加的补遗，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２卷

（Ｄｕｃａｎｇｅ，Ｃｈ．Ｄ．Ｇｌｏｓｓａｒｉｕｍｍｅｄｉ

ａｅｅｔｉｎｆｉｍａｅｌａｔｉｎｉｔａｔｉｓ，ｃｏｎｄｉｔｕｍａ

ＣａｒｏｌｏＤｕｆｒｅｓｎｅＤｏｍｉｎｏＤｕＣａｎ

ｇｅ．Ｃｕｍ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ｓｉｎｔｅｇｒｉｓｍｏ

ｎａｃｈｏｒｕｍＯｒｄｉｎｉｓＳ．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ｉ，Ｄ．

Ｐ．Ｃａｒｐｅｎｔｅｒｉｌ，Ａｄｅｌｕｎｇｉｉ，ａｌｉｏ

ｒｕｍ，ｓｕｉｓｑｕｅｄｉｇｅｓｓｉｔＧ．Ａ．Ｌ．Ｈｅｎ

ｓｃｈｅｌ．Ｔｏｍｕｅｓｅｃｕｎｄｕｓ．Ｐａｒｉｓｉｉｓ，

１８４２）。迪康热字典的第１版１６７８年在

巴黎出版。——第５１７、５１８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

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２

卷（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Ａ．Ｊ．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

第１２７—１３２页。

《对到澳洲去的移民所作的关于金的讲

演。在应用地质博物馆的讲话》１８５２年

伦敦版（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ｇｏｌｄｆｏｒｔｈｅｉｎ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 ａｂｏｕｔｔｏ

ｐｒｏｃｅｅｄｔ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

ｔｈｅＭｕｓｅｕｍ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２）。——第１２４—１２７页。

Ｆ

费里埃，弗·路·奥·《论政府和贸易的

相互关系》１８０５年巴黎版（Ｆｅｒｒｉｅｒ，Ｆ．

Ｌ．Ａ．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ｉｄéｒé

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ｅｃｏｍ ｍｅｒ

ｃ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５）。—— 第１６４—１６５

页。

Ｇ

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１８４８年莱比锡

版第１卷（Ｇｒｉｍｍ，Ｊ．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８）。马克思引用的是１８５３

年出的第２版。——第１２７页。

《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

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

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ｄｅｄｕｃ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ａｌｅｔ

ｔｅｒｔｏＬｏｒｄＪｏｈｎ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１）。——第３７７、４０１页。

Ｈ

哈伯德，约·盖·《通货和国家》１８４３年伦

敦版（Ｈｕｂｂａｒｄ，Ｊ．Ｇ．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

——第１４１页。

霍布斯，托·《利维坦：或教会国家和市民国

家的实质、形式和权力》（１６５１年，载于

《托马斯·霍布斯哲学全集》１６６８年阿

姆斯特丹版第２卷（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Ｌｅ

ｖｉａｔｈａｎ，ｓｉｖｅＤ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ｍａ，ｅｔ

ｐｏｔｅｓｔａｔｅｃｉｖｉｔａｔｉｓｅｃｃｌｅｓｉａｓｔｉｃａｅｅｔ

５６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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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ｉｖｉｌｉｓ（１６５１）．Ｉｎ：ＴｈｏｍａｅＨｏｂｂｅｓ

ｏｐｅｒ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Ｔｏｍｕｓ ．Ａｍ

ｓｔｅｌｏｄａｍｉ，１６６８）。——第１０２页。

霍布斯，托·《论公民》（１６４２年），载于《托

马斯·霍布斯哲学全集》１６６８年阿姆斯

特丹版第１卷（Ｈｏｂｂｅｓ，Ｔｈ．Ｄｅｃｉｖｅ

（１６４２）．Ｉｎ：ＴｈｏｍａｅＨｏｂｂｅｓｏｐｅｒ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Ｔｏｍｕｓ ．Ａｍｓｔｅｌｏ

ｄａｍｉ，１６６８）。——第１０２页。

［霍吉斯金，托·］《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

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

前雇佣工人的团结》，一个工人著，１８２５

年伦敦版（［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Ｌａｂｏｕｒ

ｄｅｆｅｎｄ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ｅ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ｍｏｎｇｓｔ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Ｂｙａｌａｂｏｕｒ

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第２６３页。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

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１８２７年伦敦版

（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Ｆｏｕ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７）。——第４０１—

４０２页。

Ｊ

加尔涅，热·《从上古至查理大帝统治时

期的货币史》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ｍｏｎ

ｎａｉｅ，ｄｅｐｕｉｓｌｅｓｔｅｍｐｓｄｅｌａｐｌｕｓ

ｈａｕｔｅ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Ｊｕｓｑｕ’ａｕｒèｇｎｅｄｅ

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第１３０、１３３、１３９页。

加尼耳，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

及其缺点和优点以及最有利于国民财

富增长的学说》１８０９年巴黎版第１—２

卷（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Ｄｅｓｓｙｓｔèｍｅ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ｅｕｒｓｉｎ

ｃｏｎｖéｎｉｅｎｓ，ｄｅｌｅｕｒｓａ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ｅｔ

ｄｅｌ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ｌａｐｌｕ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ａｕｘ

ｐｒｏｇｒè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９）。——

第８６、２１３页。

杰科布，威·《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

研究》，两卷集，１８３１年伦敦版（Ｊａｃｏｂ，

Ｗ ．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ｐｒｅｃｉｏｕｓｍｅｔａｌ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第１２８、１３０、１４０、

１４２、１８１页。

居利希，古·《关于现代主要商业国家的

商业、工业和农业的历史叙述》１８４５年

耶拿版第５卷（Ｇüｌｉｃｈ，Ｇ．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

ｌｉｃｈｅＤａ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ｄｅｓＨａｎｄｅｌｓ，ｄｅｒ

ＧｅｗｅｒｂｅｕｎｄｄｅｓＡｃｋｅｒｂａｕｓｄｅｒ

ｂｅｄｅｕｔｅｎｄｓｔｅｎ ｈａｎｄｅｌｔｒｅｉｂｅｎｄｅｎ

Ｓｔａａｔｅｎ ｕｎｓｅｒｅｒ Ｚｅｉｔ．Ｂａｎｄ ．

Ｊｅｎａ，１８４５）。——第１３１页。

Ｌ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

堡版（Ｒａｍｓａｙ，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３６）。——第２７６页。

［莱特，托·巴·和哈娄，约·］《通货问

题，两人书简》１８４４年伦敦版（［Ｗｒｉｇｈｔ，

Ｔ．Ｂ．，ａｎｄＨａｒｌｏｗ，Ｊ］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ＴｈｅＧｅｍｉｎｉｌｅｔｔ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４）。——第３９６页。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

１８２４ 年 伦 敦 版（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６６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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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

第１８９、３７７页。

赖特迈埃尔，约·弗·《古代民族采矿和

冶金的历史》１７８５年哥丁根版（Ｒｅｉｔｅ

ｍｅｉｅｒ，Ｊ．Ｆ．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ｓＢｅｒｇ

ｂａｕｅｓｕｎｄＨüｔｔｅｎｗｅｓｅｎｓｂｅｙｄｅｎ

ａｌｔｅｎＶｏｌｋｅｒｎ．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７８５）。

——第１３０页。

李嘉图，大·《金银条块价格高昂是银行

券贬值的证明》１８１１年伦敦修订第４版

（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ＴｈｅＨｉｇｈｐｒｉｃｅｏｆｂｕｌ

ｌｉｏｎａｐｒｏｏｆｏｆｔｈｅｄｅ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

ｂａｎｋｎｏｔｅｓ．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１）。——第６７

页。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Ｏｎ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ａｎｄ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 ２１１、２６８、

２６９、２７６、２８８—２８９、３１２、３１５—

３２１、３９７、４４５页。

卢梭，让·雅·《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

的原则》１７６２年阿姆斯特丹版（Ｒｏｕｓ

ｓｅａｕ，Ｊ．Ｊ．Ｄｕ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ｏｃｉａｌ；ｏ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ｕｄｒｏｉ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ｍ

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６２）。——第１８页。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

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理所

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消费

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１８２１年伦敦版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ｏｓ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ｒｅ

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ｌｙａｄｖｏ

ｃａｔｅｄｂｙＭｒ．Ｍａｌｔｈｕｓ，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

ｉｔ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ａｔ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ｃａｎ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４０１页。

罗德戴尔，詹·《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

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爱·拉让

蒂·德·拉瓦伊斯译自英文，１８０８年巴

黎版（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

ｌａ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ａｒｉ

ｃｈｅｓｓｅ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ｓｍｏｙｅｎｓ

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ｑｕｉｃｏｎｃｏｕｒｅｎｔàｓｏｎ

ａｃｃｒｏ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

ｐａｒＥ．ＬａｇｅｎｔｉｅｄｅＬａｖａｌｓｓ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０８）。英文版１８０４年在爱丁堡出版。

——第１６６、３６５页。

洛克，约·《再论货币价值的提高》（１６９５

年），载于《约翰·洛克著作集》，四卷

集，１７６８年伦敦第７版第２卷（Ｌｏｃｋｅ，

Ｊ．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

ｉｎｇ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１６９５）．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Ｊｏｈｎ

ＬｏｃｋｅｉｎｆｏｕｒＶｏｌｕｍｅｓ．Ｔｈｅｓｅｖ

ｅｎ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ｍｅ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６８）。—— 第１００页。

Ｍ

马尔萨斯，托·罗·《价值尺度。说明和例

证》１８２３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ｓｔａｔｅｄａｎｄｉｌｌｕｓ

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３）。——第２８８、３２２

页。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实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杂记作

了大量补充，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Ｍａｌ

ｔｈｕｓ，Ｔｈ．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ｔｏ

ｔｈｅｉ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 ａｄｄｉ

７６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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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ｗｎｍａ

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ｄ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ｍｏｉｒ．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第１版１８２０年在伦

敦出版。——第１７８、２６５、３９６、４０２、４０５

页。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

１８２７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Ｄｅ

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７）。——第３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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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ｓèｒｅ ｄｅ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Ｒéｐｏｎｓｅ à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ｅｄｅ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ｄｅ Ｍ ．Ｐｒｏｕ

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Ｂｒｕｘｅｌｌｓ，１８４７）。——

第２２３页。

麦克库洛赫，约·雷·《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Ｒ．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２５）。——第３９５页。

弥勒，亚·亨·《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

林版第１册（Ｍüｌｌｅｒ，Ａ．Ｈ．Ｄｉ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ｋｕｎｓｔ．ＥｒｓｔｅｒＴｈｅｉｌ．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０９）。——第５１８页。

［米塞尔登，爱·］《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

之道》１６２２年伦敦版（［Ｍｉｓｓｅｌｄｅｎ，

Ｅ．］Ｆｒｅｅｔｒａｄｅ，ｏｒｔｈｅＭｅａｎｅｓｔｏ

ｍａｋｅｔｒａｄｅｆｌｏｒｉｓ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２２）。

——第１７９、１８３页。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

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１８４８年

伦敦版（Ｍｉｌｌ，Ｊ．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ｉｒ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马

克思所提到的本书的第２版１８４９年在

伦敦出版。——第３、２３、２４页。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Ｍｉｌｌ，Ｊ．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

１４０、３９５页。

Ｎ

尼布尔，巴·格·《罗马史》１８２７年柏林全

部改写的第２版第１册（Ｎｉｅｂｕｈｒ，Ｂ．

Ｇ．Ｒｏｍｉｓｃｈｅ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Ｅｒｓｔｅｒ

Ｔｈｅｉｌ．Ｚｗｅｙｔｅ，ｖｏｌｌｉｇｕｍｇｅａｒｂｅｉｔｅ

ｔｅ，Ａｕｓｇａｂｅ．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２７）。第１版

１８１１年在柏林出版。——第４７７—４７９、

５０３—５０４页。

Ｐ

配第，威·《政治算术论文集》１６９９年伦敦

版（Ｐｅｔｔｙ，Ｗ ．Ｓｅｖｅｒａｌｅｓｓａｙｓｉｎ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ｋ．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

——第１１７、１８２—１８３页。

蒲鲁东，比·约·《无息信贷》（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Ｊ．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见巴师夏，

弗·《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

鲁东先生的辩论》（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é

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

ｔｉａｔｅｔＭ．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蒲鲁东，比·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

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０年巴黎版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Ｏｕ’ｅｓｔｃｅ ｑｕｅ

ｌａ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ｕ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ｐ

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ｕ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第６４、４１２页。

蒲鲁东，比·约·《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

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

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ｏｕ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１３、２１、４５、

８６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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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８、２６９页。

普雷斯科特，威·希·《秘鲁征服史——

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１８５０年伦敦

第４版（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Ｗ．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ｏｆＰｅｒｕ，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ｎｃａｓ．

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０）。第１版１８４７年在波士顿出

版。——第４０页。

普林尼《博物志》（Ｐｌｉｎｉ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ａｔｕ

ｒａｌｉｓ）。版本不能确定。——第１３０页。

Ｓ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

黎第３版第１—２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é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第１版

１８０３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６４、２０４、

２１６、２６９、４１１页。

色诺芬《论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或赋税》，

载于尚存的色诺芬著作集。约·哥特洛

普·施奈德尔出版。１８１５年莱比锡版第

６卷（Ｘｅｎｏｐｈｏｎ．Ｄｅｒｅｄｉｔｉｂｕｓ，ｓｉｖｅ

ｖｅｃｔｉｇａｌｉｂｕｓｃｉｖｉｔａｔｉｓＡｔｈｅｎｉｅｎｓｉｓ

ａｕｇｅｎｄｉｓ．Ｉｎ：Ｘｅｎｏｐｈｏｎｔｉｓｑｕａｅｅｘ

ｔａｎｔ．Ｒｅｃｅｎｓｕｉｔ．Ｇｏｔｔｌｏｂ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

Ｔｏｍｕｓ ．Ｌｉｐｓｉａｅ，１８１５）。—— 第

１１７页。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

（Ｃｈｅｒｂｕｌｉｅｚ，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ｏｕｐａｕ

ｖｒｅｔé．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１版以《富人或

穷人》（《Ｒｉｃｈｅｏｕｐａｕｖｒｅ》）的书名１８４０

年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第２５７、

２６７页。

施托尔希，亨·《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

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巴·萨伊的

注释和评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４卷

（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

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

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Ｊ．Ｂ．Ｓａｙ．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第

１４０、１７８、１８８、１８９、２２７页。

斯宾诺莎，巴·《某些学者致巴·斯宾诺

莎的信和他对他的其他著作的许多解

释》，１６７４年６月２日第５０封信，载于

尚存的《巴·斯宾诺莎全集》１８０２年耶

拿版第１卷（Ｓｐｉｎｏｚａ，Ｂ．Ｅｐｉｓｔｏｌａｅ

ｄｏｃｔｏｒｕｍ ｑｕｏｒｕｎｄａｍ ｖｉｒｏｒｕｍ ａ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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