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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１

［手稿后半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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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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本 章

［结 尾］

［第 二 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结 尾］

［（Ｃ）资本的循环和周转］

［（１）］资本流通和货币流通

  ［ —１６］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真正本性只有在第二次循环

结束时才表现出来。①

我们现在要考察的是资本循环本身，或者说，资本周转②。初

看起来，生产处于流通的彼岸，而流通处于生产的彼岸。资本的循

环——作为资本流通的流通——包括两个要素。在这种流通中，生

产表现为流通的终点和起点，反过来也一样。流通的独立性现在被

贬低为单纯的外观，生产的彼岸性也是如此。

      

５

①

② 这里的周转原文是Ｕｍｌａｕｆ，通常情况下译为流通。——译者注

见本卷上册第４５３—４５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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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６］货币流通从无数的点出发又复归到无数的点。复归

点决不是出发点。在资本周转中出发点就是复归点，复归点就是出

发点。资本家本身既是出发点又是复归点。他用货币交换生产条

件，从事生产，实现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使产品转化为货币，然后又

重新开始这个过程。货币流通就其本身来考察，必然在货币这种不

运动的物中消失。资本流通总是从自身重新发动起来，使自己分解

为资本流通的各个要素，它是一部永动机。在货币流通范围内，价

格的设定纯粹是形式上的，因为价值是不依赖于货币流通而作为

前提存在的。资本流通设定价格，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实际上

的，因为价值是由资本流通设定的。

只要价值本身在资本流通中作为前提出现，那么它只能是另

一个资本所设定的价值。货币流通所经历的那段路程，是已经确定

的，而加速或减慢货币流通的那些情况是外部的推动力。资本在其

周转中自行扩充，并且延长［ —１７］自己的路程，而周转的快或慢

本身构成资本经历的路程的内在要素。资本在周转过程中发生质

的变化，而资本周转的各要素的总和本身是资本生产——既是资

本的再生产，也是资本的新生产——的各要素。

｛我们已经看到，在第二次循环结束时，即被当作追加资本使

用的剩余价值的循环结束时，那种以为资本家用来同工人相交换

的东西似乎并不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物化劳动的错觉就消失了。

不错，在已经以资本本身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中，对于单个资本来

说，代表原料和工具的那一部分资本，表现为先于这个资本而存在

的价值，同样，也表现为先于这个资本所购买的活劳动而存在的价

值。这两项［原料和工具］是由他人的资本生产的，就是说，也是由

资本生产的，只不过是另一个资本罢了。对一个资本家来说是原料

６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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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是另一个资本家的产品。对一个资本家来说是产品的东

西，对另一个资本家来说是原料。一个资本家的工具是另一个资本

家的产品，甚至可能是用来生产另一种工具的原料。因此，在单个

资本中表现为前提的东西，我们叫作不变价值的东西，不过是由资

本生产的资本的前提，因而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都是互为前提和

互为条件的。每一个资本就其本身来考察，都可归结为同活劳动相

对立的作为价值而独立存在的死劳动。归根到底，撇开没有价值的

自然物质不说，任何资本除了劳动以外不包含任何别的东西。即使

存在许多资本，也不应当妨碍我们的考察。相反地，在考察了所有

资本的共同点以后，许多资本的关系也就清楚了。｝

资本的周转同时也就是资本的生成、它的成长、它的生活过

程。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和血液循环相比，那么，这不会是徒具形

式的货币流通，而是内容充实的资本流通。

如果说流通在一切点上都以生产为前提，并且都是产品的流

通（不管是货币流通还是商品流通），产品到处都来自生产过程，而

生产过程本身又是资本的过程，那么，现在货币流通本身就是由资

本流通决定的，而以前它似乎是和生产过程并行的。关于这一点我

们回头还要谈。

［（２）］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资本流通的要素

如果我们现在把资本流通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作为流

通内部的两大差别出现的是两个要素：生产过程和流通本身，二者

都是作为资本流通的要素。资本在生产过程领域中停留时间的长

短，取决于这个过程的技术条件，而且资本在这个阶段停留的时间

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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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会由于生产种类、生产对象等等而

各不相同——是直接同生产力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的持续

时间在这里不外是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不对！）２。正如我

们看到的，这个劳动时间越少，相对的剩余价值就越多。不论我们

说一定量产品需要较少的劳动时间，还是说在一定劳动时间内能

够提供较多的成品，这都是一回事。缩短一定量资本在生产过程中

停留的那段时间，缩短它与本来意义的流通脱离的时间，缩短它从

事事业的时间，这同缩短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同

生产力的发展，同自然力、机器的应用以及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应

用是一致的，同工人的密集、劳动的结合和分工是一致的。因此，从

这方面来看，似乎没有加进任何新的要素。但是，就单个资本来说，

如果注意到单个资本中构成原料和工具（劳动资料）的那一部分，

是他人资本的产品，那就可以看出，资本能以多快的速度重新开始

生产过程，同时也取决于一切其他生产部门生产力的发展。如果我

们想象同一个资本生产自己的原料、自己的工具和自己的最终产

品，这一点就完全清楚了。如果考察不同的资本，那么资本停留在

生产过程阶段的持续时间本身就是流通的一个要素。但是我们在

这里要讨论的还不是许多资本。这就是说，这个要素还不属于这里

研究的范围。

第二个要素是资本从转化为产品到产品转化为货币所经历的

期间。这个期间流逝的速度，即它持续的时间，显然决定着资本在

一定时间内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即资本自行增殖过程的次数

的多少。

如果资本——假定最初是１００塔勒——一年周转４次，每次

的利润是资本的５％，如果新价值没有再次资本化，那么这就等于

８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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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数量上增加到
４
倍而利润率相同的资本——假定是４００塔

勒——一年周转一次，每次的利润是２０塔勒。

可见，在其他生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周转速度可以代替资本

的量。换句话说，如果［ —１８］缩小 ３

４的价值在同一时间内作为

资本实现４次，而另一个增大到４倍的资本作为资本只实现一次，

那么较小资本的利润——剩余价值的生产——至少同较大资本的

利润一样多。我们说的是：至少。利润也有可能多一些，因为剩余

价值本身可能又作为追加资本来使用。

例如，假定１００塔勒的资本，不管周转几次，每次都提供１０％

的利润（在这里为了计算方便，以剩余价值的这个形式为前提），那

么［如果资本一年周转４次］，第一季度结束时，它将等于１１０塔

勒，第二季度结束时——１２１塔勒，第三季度结束时——１３３．１塔

勒，而最后一次周转结束时——１４６．４１塔勒；而４００塔勒的资本，

一年周转一次，就只等于４４０塔勒。在第一种场合利润＝４６．４１塔

勒，而在第二种场合只＝４０塔勒。（就资本每次增大时不会带来相

同的利润率而言，这个例子的前提是错误的，但是这一点对于这个

例子是无关紧要的，因为这里不是说在第一种场合剩余价值多出

多少，而只是说剩余价值一般地——而且实际上就是这样——在

第一种场合多于４０塔勒。）

数量能代替速度和速度能代替数量的规律，我们在考察货币

流通时已经谈到过。①这个规律在力学中普遍适用，同样也在生产

中普遍适用。关于这一情况，我们在考察利润率的平均化、价格等

等时再回过来谈。在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问题是：是否加进了某种

９．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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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赖于劳动、不直接来自劳动、而是从流通本身中产生出来的价

值规定的要素？

｛信用能使资本周转中的差别拉平，这还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

围。但是这个问题本身和这里研究的问题有关，因为这个问题是从

一般地考察时得出的资本的简单概念中产生的。｝

资本在一定时间内可以周转较多的次数，就象在一个自然年

度内南方的收获次数多于北方一样。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在

这里我们把资本在生产阶段即在价值增殖的生产过程中必须停留

的时间上的差别完全撇开不谈。正如谷物，当它作为种子播在地里

时，就失去了它的直接使用价值，作为直接使用价值就丧失了价

值；同样，资本从完成生产过程直到再转化为货币，并从货币再转

化为资本为止，也丧失了价值。｛资本能够从货币形式再转变为生

产条件——出现在这些生产条件中的，不象在奴隶制度下那样，是

劳动者本身，而是同劳动者的交换——的速度，既取决于向这个资

本提供原料和工具的其他资本的生产过程的速度和连续性，也取

决于工人的存在，而从后面这一点来说，相对的过剩人口对资本来

说是最好的条件。｝

｛完全撇开资本ａ的生产过程不谈，资本ｂ的生产过程的速度

和连续性是决定资本ａ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产业资本形式的要

素。因此，资本ｂ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是资本ａ的流通过程的

速度的要素。一个资本的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决定另一个资本的

流通阶段的速度。这两个阶段的同时并存是使资本ａ的流通不致

停滞的条件：资本的那些必须交换来的要素，是同时投入生产和

流通的。

例如，在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手工纺纱已经不能为织布业

０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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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所需数量的原料，或者同样可以说，纺纱业不能在所需要的同

一时间内，以同样的速度使亚麻或棉花通过生产过程，使它们变成

纱。结果发明了纺纱机，它在同一劳动时间内提供的产品极多，或

者同样可以说，生产同量产品需要的劳动时间极少，原料在纺纱过

程中停留的时间极短。按照资本的一般概念考察资本时，资本的一

切要素是包含在资本中的，这些要素只有在资本以许多资本的形

式真正表现出来时，才能获得独立的现实性，才能显示出来。因此，

那个在竞争范围内并且通过竞争而存在的内在的活的组织，也只

有这时候才得到更广泛的发展。｝

如果我们考察整个资本周转，就可以看到四个要素；或者说，

如果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这两大要素当作两个要素来看，那么

其中每一个又都以双重身分出现。这样，我们可以从流通出发，也

可以从生产出发，现在已经确定的是，流通本身是生产的一个要

素，因为资本通过流通才能成为资本；如果把流通本身当作生产过

程的整体来考察，那么生产只是流通的要素。

这四个要素是：（ ）实际生产过程及其持续时间。［ —１９］

（ ）产品转化为货币。这个过程的持续时间。（ ）货币按照相应

的比例转化为原料、劳动资料和劳动，一句话，转化为生产资本的

各要素。（ ）资本的一部分同活劳动能力３相交换，这可以看作一

个特殊要素，而且必须看作一个特殊要素，因为劳动市场不同于产

品市场等等，它是受另一些规律支配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人口，但

不是绝对的人口，而是相对的人口。上面已经说过，第 个要素不

在这里进行考察，因为它和价值增殖的一般条件相重合。第 个要

素只有当不是谈论资本一般，而是谈论许多资本的时候，才予以考

察。第 个要素属于工资等等那一篇。

１１．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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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在资本周转过程中产品转化为货币］

这里我们要谈的只是第 个要素。在货币流通中所发生的，只

是交换价值时而变为货币时而变为商品这种形式上的转化。在这

里，货币、商品都是生产条件，最后，是生产过程。［流通的］各要素

在这里充满了完全不同的内容。第 个要素所造成的资本周转中

的差别，——因为它既不是由同劳动交换时的较大困难决定的，也

不是由原料和工具在流通中不同时存在所引起的停顿决定的，也

不是由生产过程的不同的持续时间决定的，——只能是由于价值

实现的巨大困难而产生的。这显然不是由［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

本身所造成的内在情况；相反地，在这里当我们考察资本一般时，

这和我们谈到与价值增殖同时发生的价值丧失时所说的情况①是

一致的。

没有一个企业是由于考虑到它销售自己的产品比其他企业困

难才创办起来的。如果销售的困难是由于市场较小造成的，那么投

入的资本就不会象预定的那样多，而是比拥有较大销售市场的企

业投入的资本少。但是，销售的困难也可能是由于市场距离较远，

因而资本回流较迟造成的。在这里，资本ａ实现自身的价值所需的

时间较长，是由于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以后作为Ｗ 来同Ｇ交换

时必须经过的那段距离较远。

但是，例如某产品是为中国生产的，难道不可以认为只有当该

产品到达中国市场时，这个产品，它的生产过程才算完成吗？实现

２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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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价值的费用可能由于把该产品从英国运往中国的运输费用而

增加。（关于对资本较长时间闲置不用而加以补偿的问题，在这里

还不可能论述，因为要这样做，就必须先假定有剩余价值的第二级

的和派生的形式——利息。）于是，生产费用就归结为在直接生产

过程中物化的劳动时间加上在运输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首先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按照我们迄今提出的基本论点，能

否从运输费用中赚到剩余价值？我们撇开运输上消耗掉的那部分

不变资本，即船只、车辆等等以及使用它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不

谈，因为这个要素对于解决问题没有关系，而且不论它等于零或等

于ｘ，都是无关紧要的。现在要问，运输费用能否包含剩余劳动，也

就是说，资本能否从运输费用中赚到剩余价值？这只要提出以下问

题就能得到解决：什么是必要劳动，或者说，什么是这个必要劳动

物化于其中的价值？

产品必须支付：（１）它自身的交换价值，即产品自身中的物化

劳动；（２）海员、马车夫等等耗费在产品运输上的追加时间。他能否

赚回这些支出，取决于他运产品去的那个国家的富有程度及其需

要等等，取决于产品对这个国家的使用价值。在直接生产过程中，

很明显，工厂主让工人完成的全部剩余劳动，都为他提供剩余价

值，因为这是物化于新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没有花费工厂主分文。

但是，在运输时间上，他使用工人的时间显然不能超过运输所需要

的时间。否则，他就是浪费劳动时间，而不是利用它，也就是说，没

有使它在使用价值中客体化。海员、马车夫等等，维持一年的生活

只需要半年的劳动时间（假定一般地说，这是维持生存的必要劳动

所占的比例）；因此，资本家全年使用他们，而支付给他们的却是半

年的报酬。资本家在他所运输的产品的价值上算进全年的劳动时

３１．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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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支付的只是半年的报酬，因而按照必要劳动计算，他赚到

１００％的剩余价值。这里的情况同直接生产中的情况完全一样，所

运产品的最初的剩余价值只能是这样产生的：工人运输产品的一

部分时间没有得到支付，因为这部分时间超过工人维持生活所必

需的劳动，是剩余时间。

某种个别的产品也许由于运输费用而变贵到无法交换的地

步，——因为该产品的价值同它作为所运产品的追加价值不成比

例，当产品一旦运到目的地，这些特点在商品身上就会消失，——

这种情况丝毫不改变问题的本质。如果一个工厂主为了纺出一磅

棉纱而不得不开动他的全部机器，那么这磅棉纱的价值也会同样

提高到难以找到销路的地步。外国产品昂贵，它们在中世纪消费量

不大等等，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

我不论是从矿山弄来金属矿石，还是把商品运到商品消费地

去，这同样都是位置的［ —２０］移动。改善交通运输工具也属于发

展一般生产力的范畴。关于产品的价值可以使产品承担多少运输

费用的问题，其次，关于必须进行大规模的交易才能减少运输费用

（一艘１００吨的船运载２吨或１００吨的货物所花的运输费用相等，

等等），才能使交通工具有利可图等等问题，——所有这一切都不

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但是，需要辟出一篇来专门讨论交通工具，

因为交通工具构成固定资本的一种形式，有自己的价值增殖规

律。）

如果我们设想，同一资本既从事生产又从事运输，那么这两个

行为都属于直接生产。而我们以上所考察的那种流通，也就是产品

获得最终的使用形式即适于流通的形式之后向货币的转化，只有

当产品运到预定地点后才开始发生。这个资本家和另一个就地销

４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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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自己产品的资本家不同，他的资本回流比较晚，这种情况导致另

一形式，导致使用更多的固定资本，这里所谈的还不是这个问题。

不论Ａ是否必须在工具上比Ｂ多花费１００塔勒，还是他为了把自

己的产品运到预定地点，运到市场而必须多花费１００塔勒，都是一

样的。在这两种场合，都需要有更多的固定资本，需要更多的生产

资料用于直接生产过程。因此，从这方面来看，似乎这里所举的不

是［流通本身的］内在情况；这种情况属于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的区别的考察。

［（４）］流通费用。不同于特殊生产条件

的一般生产条件

  但是，在这里加进一个要素：流通费用，这种费用不包含在简

单的流通概念之内，并且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关于作为经济行为

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即作为生产关系，而不是作为直接的生

产要素的流通所产生的流通费用，如用于交通运输工具的费用），

只有在研究利息，特别是研究信用时才能谈到。我们所考察的流

通，是价值的转化过程，是价值［运动］的质的过程，这一过程表现

为各种不同的形式：货币的形式、生产过程（价值增殖过程）的形

式、产品的形式、产品再转化为货币和追加资本的形式。这是因为

在这种转化过程本身的范围内，在这种从一个规定向另一个规定

的过渡中，产生出新的规定。流通费用不是非有不可，例如，当产品

向货币过渡时就是这样。流通费用可能等于零。

但是，就流通本身要付出费用，它本身需要追加劳动来说，流

通本身表现为包含在生产过程内。从这方面来看，流通表现为直接

５１．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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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的要素。在直接为了使用，只交换多余产品的生产中，流

通费用只与多余产品有关，而与主要产品无关。生产越是以交换价

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

工具——对生产来说就越是重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

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

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既然直接产品只有随

着运输费用的减少才能在远方市场大规模实现，另一方面，既然交

通工具和运输本身只有在使必要劳动得到补偿而有余的大规模交

换的情况下，才能够成为价值增殖的领域，成为资本所推动的劳动

的领域，那么生产廉价的交通运输工具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

的条件，因而这种交通运输工具就由资本创立出来。为了把成品投

入流通——产品只有到达市场才是处于经济流通中——所需要的

一切劳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正象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所需要的

一切劳动一样（例如用于保障交换安全的费用等等），是需要加以

克服的限制。

水路作为自己流动、自行运动的道路，主要是商业民族的道

路。另一方面，陆路最初是归共同体掌管，后来长期归政府掌管；它

们是产品的纯扣除，由国家的总剩余产品中支出，但不构成国家财

富的源泉，也就是说，不能补偿它自己的生产费用。在亚洲的原始

的自给自足的公社内，一方面，对道路没有需要；另一方面，缺乏道

路又使这些公社闭关自守，因此成为它们长期停滞不前的重大要

素（例如在印度）。利用徭役劳动来筑路，或者换一种形式，利用赋

税来筑路，是用强制手段把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变

成道路。为了使单个资本承担这项工作，即创造那些处于直接生产

过程之外的生产过程的条件，［修筑道路所耗费的］劳动必须提供

６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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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

假定ＡＢ两地之间有一条道路（对土地无须花费分文），那么，

这条道路就只包含［ —２１］一定量的劳动，也就是一定量的价值。

这条道路不论是由资本家修筑还是由国家修筑，结果都一样。资本

家是否在这里得到了好处，为自己创造了剩余劳动，从而创造了剩

余价值呢？首先应当从道路那里除掉使人迷惑的东西和它作为固

定资本的性质所产生的东西。假定这条道路象一件上衣或一吨铁

那样可以立即卖掉。如果修筑这条道路花费了比如说１２个月的时

间，那么，它的价值就等于１２个月。如果劳动的一般标准已达到比

如说一个劳动者靠６个月的客体化劳动就能维持一年的生活，那

么，如果整条道路都由他修筑，他就可以为自己创造６个月劳动的

剩余价值；或者，如果这条道路由共同体修筑，而劳动者只愿意在

必要时间内劳动，那就必须再找另一个劳动者来劳动６个月。资本

家则相反，他迫使一个工人劳动１２个月，而支付给他的是６个月

的报酬。这条道路中包含着工人剩余劳动的那一部分价值，便形成

资本家的利润。产品所表现的实在形式，绝对不应破坏建立在客体

化劳动时间基础之上的价值理论。

但是，问题恰恰在于：资本家是否能够实现道路的价值，是否

能够通过交换实现它的价值？当然，每一产品都有这个问题，但就

一般生产条件来说，这个问题具有特殊的形式。我们假定，道路的

价值不能实现。但道路还是要修筑，因为它是必要的使用价值。那

么情况会怎样呢？道路必须修筑出来，并且必须支付费用，——因

为必须用道路的生产费用来换取道路。只有在花费一定量劳动、劳

动资料、原料等等之后，道路才开始存在。不管是用徭役劳动来筑

路，还是用赋税来筑路，结果是一样的。但是，所以要修筑道路，只

７１．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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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它对于共同体是必要的使用价值，因为共同体无论如何都

需要它。

诚然，这是个人在维持其生存所必需的直接劳动之外一定要

完成的剩余劳动——不管是以徭役形式还是以赋税这种间接形式

去完成。但是，既然这种劳动无论对于共同体或作为共同体成员的

每个个人来说都是必要的，这种劳动就不是个人完成的剩余劳动，

而是他的必要劳动的一部分，这种劳动所以必要，是为了使他把他

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再生产出来，从而也把共同体再生产出来，而

共同体本身则是个人从事生产活动的一般条件。

如果劳动时间全都花费在直接生产上（或者用间接的说法，如

果不能为这一既定目的征收附加税），那么，道路还是修不起来。如

果把整个社会看成是一个人，那么，必要劳动就是由于分工而独立

起来的一切特殊劳动职能的总和。这个人，比如说，就必须花费若

干时间从事农业，若干时间从事工业，若干时间从事商业，若干时

间制造工具，若干时间——回到我们的本题上来——修筑道路和

生产交通工具。所有这些必须做的事情可归结为为了各种目的和

进行各种特殊活动所花费的若干劳动时间。究竟能够花费多少这

样的劳动时间，则取决于劳动能力的量（＝构成社会的有劳动能力

的个人的人数）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在一定时间内能够创造

的产品即使用价值的数量）。

以较为发达的分工为前提的交换价值，按照交换本身的发展

程度，要求不是由一个人（社会）去完成各种不同的劳动，把他的劳

动时间花费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上，而是要求每一个人把他的劳动

时间只用在必要的特殊职能上。如果我们说必要的劳动时间，那

么，特殊的单独的劳动部门就表现为必要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必要

８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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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是以交换为媒介的，并且恰恰表现在：每一

种特殊的客体化劳动，每一种以特殊方式专门化和物化的劳动时

间，都能同一般劳动时间即客体化劳动时间的产品和符号相交换，

同货币相交换，从而又能同任何特殊劳动相交换。这种必要性本身

是变动的，因为需要也如同产品和各种劳动技能一样，是生产出来

的。这些需要和必要劳动的范围会出现扩大或缩小的现象。

历史地自行产生的需要即由生产本身产生的需要，社会需要

即从社会生产和交换中产生的需要越是成为必要的，现实财富的

发展程度便越高。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手工业

本身并不表现为必然要和自给自足的农业
·
相
·
并
·
存，这种农业是把

纺、织等等作为家庭副业来经营的。然而，举例来说，如果农业本身

［ —２２］是建立在科学经营基础上的，如果它需要机器，需要通过

贸易得到化肥，需要来自远方国家的种子等等，而且，如果农村的

家长制手工业消失了（这一点已经包含在前提中），那么，机器制造

厂、对外贸易、手工业等等就成了农业的需要。农业或许只有靠输

出丝织品才能得到鸟粪。这样，丝织厂就不再是奢侈品的生产部

门，而是农业所必要的生产部门了。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农业不能

再在自己内部自然而然地找到它自己的生产条件，这些条件已作

为独立的生产部门存在于农业之外（而且，这种存在于农业之外的

部门，连同这个外在的部门具有的那全部错综复杂的联系，都成了

农业的生产条件），主要地和基本地是由于这一原因，便发生了下

述现象：以前表现为奢侈的东西，现在成为必要的了，而所谓奢侈

的需要，例如对于那个自然产生的并完全从自然必要性中成长起

来的部门来说，也成为必要性了。

这样把每一生产部门脚下的自然形成的基础抽掉，并把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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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的生产条件转移到它外部的普遍联系中去，——于是，过

去多余的东西便转化为必要的东西，转化为历史地产生的必要

性，——这就是资本的趋势。一切生产部门的共同基础是普遍交换

本身，是世界市场，因而也是普遍交换所包含的全部活动、交易、需

要等等。奢侈是自然必要性的对立面。必要的需要就是本身归结

为自然主体的那种个人的需要。生产的发展既扬弃这种自然必要

性，也扬弃那种奢侈——当然，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只是以对立

的形式实现的，因为这种发展本身又只是规定一定的社会标准来

作为必要的标准，而同奢侈相对立。

关于需要体系和劳动体系这些问题应当放在什么地方讨论？

在研究的过程中就会知道。

现在，回来谈我们的道路。如果道路果真能修筑起来，那么这

就证明，社会拥有修筑道路的劳动时间（活劳动和客体化劳动）。

｛当然，我们在这里假定社会是按照正确的本能行事的。它也

可能把种子吃光，让田地荒芜而去修筑道路。这样一来，社会就不

能完成必要劳动，因为它不能通过这种劳动把自己再生产出来，不

能把自己作为活劳动能力保存下来。或者说，活劳动能力还可能直

接遭到残杀，例如，彼得一世为了建筑彼得堡就干过这种事。这类

事情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

然而，为什么一旦出现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和分工，修筑

道路就不成为单个人的私事了呢？在由国家利用赋税来修筑道路

的地方，修筑道路不是单个人的私事。首先：社会，即联合起来的单

个人，可能拥有修筑道路的剩余时间，但是，只有联合起来才行。联

合总是每个人除了他的特殊劳动以外还能用来修筑道路的那部分

劳动能力的相加，然而它不仅仅是相加。如果说单个人的力量的联

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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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能够增加他们的生产力，那这决不是说，他们只要全体加在一

起，即使他们不共同劳动，就能在数量上拥有这种劳动能力，也就

是说，即使他们的劳动能力的总和不加上那种只有通过他们联合

的、结合的劳动才存在的、只有在这种劳动当中才存在的剩余，就

能在数量上拥有这种劳动能力。因此，在埃及、厄特鲁里亚、印度等

地，人们用暴力手段把人民集合起来去从事强制的建筑和强制的

公共工程。资本则用另一种方式，通过它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方

法，来达到这种联合。

（资本不是同单个的劳动，而是同结合的劳动打交道，正如资

本本身已经是一种社会的、结合的力量一样，——这一点也许在这

里研究资本的一般产生史时就应该加以考察。｝

其次：一方面，人口可能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另一方面，人们

由于使用机器等等而得到的助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致仅仅从物质

的、大规模的结合中产生的力量已经是多余的了（而在古代始终要

依靠这种大规模的强制劳动的作用），所需要的活劳动数量相对地

减少了。

｛生产越是以单纯的体力劳动，以使用肌肉力等等为基础，简

言之，越是以单个人的肉体紧张和体力劳动为基础，生产力的增长

就越是依赖于单个人的大规模的共同劳动。在半艺术性质的手工

业中出现的则是相反的现象：特殊化和个别化，是单个人的而不是

结合的劳动的技能。资本在其真正的发展中使［ —２３］大规模的

劳动同技能结合起来，然而是这样结合的：大规模的劳动丧失自己

的体力，而技能则不是存在于工人身上，而是存在于机器中，存在

于把人和机器科学地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来发生作用的工厂

里。劳动的社会精神在单个工人之外获得了客观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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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形成一个由国家使用的特殊的筑路者阶级①，或者，可

能利用一部分暂时失业的居民和一定数量的建筑师等等从事这项

工作，不过这些建筑师不是作为资本家，而是作为受过高级训练的

奴仆来工作的。（关于这类熟练劳动等等的情况，以后再讲。）在这

种情况下，工人是雇佣工人，但是国家并不把他们当作雇佣工人，

而是当作雇佣奴仆来使用。

要让资本家把修筑道路当作营业由自己出资经营｛如果国家

让国家承包商来经营这类事业，那么总是还得借助于徭役劳动或

赋税来进行｝，就需要有种种不同的条件，所有这些条件都归结为

一点：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到高度阶段。

第一：必须有大量资本积聚在资本家手中，才能够承担如此规

模的并且周转即实现过程如此缓慢的工程。因此，大部分是股份资

本；在这种形式下资本达到了它的最后形式，在这里资本不仅按它

的实体来说自在地存在着，而且在它的形式上也表现为一种社会

力量和社会产物。

第二：对这种资本的要求是带来利息，而不是利润（它可能带

来比利息更多的东西，但这不是必要的）。这一点在这里还用不着

详细研究。

第三：这样的交往——首先是商业性的交往——的前提是，道

２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在罗马人的军队里有一批［士兵］接受专门训练以从事劳动，但这些人已经脱

离全体人民；他们的剩余时间也属于国家所有。这些人把他们的全部劳动时间

出卖给国家以换取工资，把他们的全部劳动能力用来交换维持他们的生活所

必需的工资，正象工人和资本家所发生的关系那样。在发生这种情况的时期，

罗马军队已经不再是民兵，而是雇佣兵了。在这种情形下，士兵也是自由出卖

劳动。但国家购买这种劳动不是为了生产价值。因此，虽然工资的形式看来可

能最初是在军队中出现的，但是这种士兵的薪饷制同雇佣劳动制有本质的区

别，两者也有某些相同之处，因为国家利用军队是为了增强力量和增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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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要有利可图，就是说，为使用道路而索取的价格，对于［使用道路

的］生产者来说是值得的，或者说，提供了一种生产力，生产者是能

够为此付出昂贵代价的。

第四：存在着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用于这种交通工具的享用

的财富。

但是，主要的还是以下两个前提：（１）要有足够数量的资本，能

够用于这项事业，同时它满足于获得利息；（２）对于生产资本或产

业资本来说，为某条道路支付价格必须有利可图。例如，利物浦和

曼彻斯特之间的第一条铁路就是这样。它对利物浦的棉花经纪人

来说，尤其是对曼彻斯特的工厂主来说，成了生产上的必要。

｛例如，在一个国家现有的生产力发展还没有达到迫切需要修

筑铁路的时候，这种必要性可能更多地是由竞争引起的。关于各国

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影响，属于国际交换那一篇。在这方面资本传

播文明的作用表现得特别明显。｝

资本本身——假定它拥有必要的数量——只有在下述情况下

才会用来修筑道路，即修筑道路对于生产者来说成为必要性，特别

是对于生产资本本身来说成为必要性，成为资本家获得利润的条

件。那时修筑道路也成为有利可图的了。但是这些情况的前提是，

大规模的交换已经存在。这是同一前提的二重存在：一方面，一国

的财富已经相当集中并转化为资本的形式，已能着手进行这类工

程，使之成为资本价值增殖的过程；另一方面，交往已经达到相当

的规模，缺乏交通工具所造成的障碍已经可以充分感觉出来，从而

使资本家能够把道路的价值（在时期上一部分一部分地和一段一

段地）作为道路来实现（即道路的使用）。

如果所有一般生产条件，如道路、运河等等，不管它们是使流

３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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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易于进行，还是只有它们才使流通成为可能，或者是使生产力增

长（例如在亚洲的水利工程，以及欧洲由政府兴建的水利工程等

等），都要由资本而不是由代表共同体本身的政府来兴建，那就首

先要求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有高度的发展。公共工程摆脱国家而

转入由资本本身经营的工程领域，表明现实共同体在资本形式下

成长的程度。一个国家，例如美国，甚至可以在生产方面感到铁路

的必要性；但是，修筑铁路对于生产所产生的直接利益［ —２４］可

能如此微小，以致投资只能造成亏本。那时，资本就把这些开支转

嫁到国家肩上，或者，在国家按照传统对资本仍然占有优势的地

方，国家还拥有特权和权力来迫使全体拿出他们的一部分收入而

不是一部分资本来兴办这类公益工程，这些工程同时又是一般生

产条件，因而不是某些资本家的特殊条件；在资本还没有采取股份

公司形式的时候，它总是只寻求自己价值增殖的特殊条件，而把共

同的条件作为全国的需要推给整个国家。资本只经营有利的企业，

只经营在它看来有利的企业。

诚然，资本也有投机投错了的时候，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

的，它也不能不这样投机。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进行的投资就不能

赢利，或者说，只有在投资丧失价值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资本才能

赢利。因此，在许多企业里，最早的投资是亏本的，第一批企业主遭

到破产，只有到第二手或第三手时，当投资由于丧失价值而减少

时，才能增殖价值。此外，国家本身以及同它有关的东西，都属于这

种收入的扣除，也可以说，对个人说来，属于消费费用，对社会说

来，属于生产费用。一条道路本身可能使生产力增长到这样的程

度，以致这条道路造成的交通便利使它现在能够赢利。可能有一些

工程和投资是必要的，但从资本的观点来看不是生产的，就是说，

４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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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所包含的剩余劳动，并没有通过流通，通过交换作为剩余价值

而实现。

例如，如果一个工人一年内每天劳动１２小时修筑一条路，而

一般必要劳动时间平均等于６小时，那么这个工人完成的剩余劳

动是６小时。但是，如果这条路不能按１２小时的价格卖出去，也许

只能按６小时的价格卖出去，那么，修筑这条路对资本说来就不成

为企业，修筑道路对资本说来就不是生产劳动。资本必须能够把这

条路这样地卖出去（卖的时间和方法在这里与我们无关）：使必要

劳动以及剩余劳动都得到实现，或者，从利润（剩余价值）基金总额

中分出一部分归自己所有，好象它创造了剩余价值。这种关系，以

后在考察利润和必要劳动时再研究。

当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不是借助于社会收入的扣除，不

是借助于国家赋税创造出来（那时，表现为劳动基金的是收入，而

不是资本，工人虽然同任何别的工人一样是自由的雇佣工人，但他

在经济上毕竟处于另一种关系中），而是借助于作为资本的资本创

造出来的时候，资本就达到了最高发展。这一方面表明，资本在多

大程度上使一切社会生产条件从属于自己，因此另一方面也表明，

社会再生产的财富在多大程度上资本化了，并且一切需要，其中也

包括表现为社会需要的个人需要，即个人不是作为社会中的单个

人，而是同其他的人共同消费和共同要求的需要（这些需要的消费

方式，按事物的本性来说，是一种社会的方式），在多大程度上通过

交换的形式得到了满足，——还有，这些需要通过交换，通过个人

交换，在多大程度上不仅被消费，而且还被生产出来。

至于上面提到的道路，那么，它的修筑必须是很有利的，才能

使转化为道路的一定劳动时间，能够为工人再生产出他的劳动能

５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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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象他把劳动能力用在农业上一样。价值是由客体化的劳动时

间决定的，而不管劳动时间以怎样的形式客体化。但是这一价值能

否实现，则取决于它借以实现的使用价值。这里假定，道路是社会

需要的，因而也就是假定，它具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为了使资本

从事道路的修筑，必须有这样的条件：不仅工人完成的必要劳动时

间，而且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时间，也能得到支付，——从而，资本

的利润得到支付。（资本家往往通过保护关税、垄断、国家强制手段

勒索到这种支付，而单个交换者在自由交换的条件下也许至多只

能使必要劳动得到支付。）

很有可能的是，存在着剩余劳动时间，但是得不到支付（在

任何单个资本家那里都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凡是资本占统治的地

方（正如奴隶制、农奴制，或任何形式的徭役占统治的地方一

样），工人的绝对劳动时间，对工人说来是使他能够完成必要劳动

时间的条件，也就是说，是使他能够把维持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

的时间作为使用价值为自己实现出来的条件。在每一种劳动中，竞

争随后都会造成这样的结果：工人必须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工作，从

而形成剩余劳动时间。然而可能有这样的情形：这种剩余劳动时

间虽然包含在产品中，但无法交换。对工人自己来说——同其他

的雇佣工人相比较——这是剩余劳动。对雇主来说，这种劳动固

然对他有使用价值，例如，象他的厨师的劳动那样，但没有交换

价值，因而，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之间的任何差别［ —

２５］都不存在。

劳动可能是必要的，但不是生产的。因此，一切一般的，共

同的生产条件——只要它们还不能由资本本身在资本的条件下创

造出来——必须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由国库来支付，而

６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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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共同生产条件的］工人不是生产工人，尽管他们提高了资本

的生产力。

此外，从我们这些题外话中得出的结果是，交通工界的生产，

流通的物质条件的生产，属于固定资本的生产范畴，因而并不是什

么特殊情况。然而却附带地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一幅远景：资本对共

同的，一般的社会生产条件的特有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对特殊资

本及其特殊生产过程的条件的关系。我们现在还不能明确地勾画

出这幅远景来。

［（５）流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要素］

流通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从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空间条件，

把产品运到市场，属于生产过程本身。产品只有上了市，才真正完

成。产品运往市场的运动，仍然属于产品的生产费用。这一运动并

不是作为价值的特殊过程来看的流通的一个必要要素，因为产品

可能在其产地被购买，甚至被消费。但是，这个空间要素是重要的，

因为市场的扩大，产品交换的可能性都同它有关系。这一实际流通

（空间上的流通）费用减少，属于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属于资本增殖

费用的减少。但是，这一要素从某些方面来说，作为流通的经济过

程的外部存在条件，也可以算作流通的生产费用，因此，从这一要

素来看，流通本身不仅是一般生产过程的要素，而且是直接生产过

程的要素。无论如何，这一要素在这里是由生产力发展的一般水

平，以及以资本为基础的整个生产决定的。

更确切些说，这种地点要素（把产品运到市场，是产品流通的

必要条件，产地本身就是市场的情况除外），可以看作是产品到商

７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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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的转化。产品只有在市场上才是商品。（把产品运到市场是否构

成特别的要素则是偶然的事情。如果资本根据订货进行生产，那么

对资本来说既不存在这个要素，也不存在产品向货币转化这种特

殊要素。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即供给适应事先提出的需求，作为一

般的或占优势的情况，并不适合大工业，决不是从资本的本性中产

生出来的［生产过程的］条件。）

第二，时间要素。这本质上属于流通概念。假定商品转变为货

币的行为是由契约确定的，那么，这也要花费时间——计算、过称、

计量。这一要素减少，同样是生产力的发展。这种时间也只能看成

是由商品状态转变为货币的外部条件；这一转变是预先决定了的；

问题在于这一预先决定的行为所经历的时间。这属于流通费用。至

于在商品转变为货币以前所花费的时间，或者说，在商品仍然是商

品，只是潜在的价值，而不是实际的价值的那段时间，则是另一回

事。这段时间是纯损失。

从上述的一切可以看出，流通表现为资本的本质过程。在商品

转化为货币以前，生产过程不可能重新开始。过程的经常连续性，

即价值毫无阻碍地和顺畅地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或者

说，由过程的一个阶段转变为另一个阶段，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

产来说，同以往一切生产形式下的情形相比，是在完全不同的程度

上表现为基本条件。

另一方面，虽然［生产过程的］这种连续性是必要的，但是，各

个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分为各个特殊的、彼此漠不相关的过程。这

样一来，对于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来说，它的本质条件，即构成资

本主义生产整个过程的各个不同过程的连续性，是否会出现，就成

为偶然的了。资本本身消除这一偶然性的办法就是信用。（信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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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其他的一些方面，但是这个方面是从生产过程的直接本性产

生出来的，因此是信用的必要性的基础。）因此，稍为发达形式的信

用在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中都没有出现过。在以前的制度下也

有过借和贷的事情，而高利贷甚至是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中最古

老的形式，但是借贷并不构成信用，正如各种劳动并不构成产业劳

动或自由的雇佣劳动一样。信用作为本质的、发达的生产关系，也

只有在以资本或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流通中才会历史地出现。（货

币本身是消除各个生产部门中所需时间的不均等的一种形式，因

为这种不均等是［ —２６］同交换相对立的。）高利贷本身虽然就其

资产阶级化的、同资本相适应的形式来说是信用形式，但是就其资

产阶级以前的形式来说却是信用缺乏的表现。

（货币再转化为生产的客观要素或生产的客观条件，是以这些

条件已经存在为前提的。这种转化形成各种不同的市场，生产者就

在这些市场上在商人手里找到商品形式的生产条件；这些市场（同

劳动市场并存）根本不同于为直接的、个人的、最终的消费服务的

市场。）

货币在其流通中转化成商品，通过Ｇ—Ｗ 的交换，由消费结

束了这一过程；或者商品同货币相交换，在Ｗ—Ｇ的交换中，货币

或者消失掉，又去同Ｗ 相交换，于是这一过程又以消费结束，货币

或者退出流通，转化为僵死的贮藏货币和仅仅是想象的财富。无论

怎样，过程本身都不会自行发动起来，相反，货币流通的前提处于

这一流通之外，它经常需要新的外来的推动力。

当两个要素［Ｇ和Ｗ］交换时，在流通内部，形式变化只是形

式上的。但是，一旦这一形式变化成了内容上的变化，它就脱离了

［流通的］经济过程；内容不属于这个过程本身。商品既没有把自己

９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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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货币保存下来，货币也没有把自己作为商品保存下来；每一方

不是商品，便是货币。价值本身并没有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把自己

作为支配自己转化过程的东西，作为支配自己形式变化的东西保

存下来；使用价值本身并没有由交换价值生产出来（而在资本的生

产过程中却是这样的）。

对于资本来说，商品的消费本身不是最终行为；这种消费属于

生产过程，它本身就是生产的要素，即创造价值的要素。但是，资本

本身在它时而作为货币，时而作为商品，时而作为交换价值，时而

作为使用价值出现的每一要素上，现在表现为不仅是在这一形式

变化中从形式上保存自己的价值，而且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自己

同作为价值的自己发生关系的价值。从一个要素转变为另一个要

素表现为特殊的过程，但是这些过程中的每一个过程都是向另一

个过程的转变。这样，资本就表现为处于过程中的价值，这个价值

在每一个要素上都是资本。这样，资本就表现为流动资本；在每一

个要素上它都是资本，并且是从一个规定向另一规定不断循环的

资本。复归点同时就是出发点，反过来也一样，——这也就是资本

家。一切资本起初都是流动资本，都是流通的产物，同样又是产生

流通的东西，使流通表现为自己的轨道的东西。

货币流通——从它现在的地位来看——本身现在只是表现为

资本流通的一个要素，而它的独立性只不过是一种假象。它在一切

方面都是由资本流通决定的，这一点我们还要回过来再谈。如果说

货币流通是同资本运动并列的独立运动，那么这种独立性只不过

是由资本流通的连续性决定的，因此，这一要素可以固定下来，本

身可以被考察。

｛“资本是永久的、自行增殖的、不会再消失的价值。这种价值与创造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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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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农场主手里，只不过外表形式不同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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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劳动同资本的交换中，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资本家为了获

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第，同上，第９１页）

“企业主会由于分工所产生的任何生产力的增长而受益，获得利润。”（同

上，第９２页）

“出卖劳动＝放弃一切劳动果实。”（安·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

黎版第６４页）

“资本的三个组成部分〈即原料、工具、生活资料基金〉不是成比例地增长

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上彼此的比例也不同。不管生产的速度，从而产品

的数量增长多快，生活资料基金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生产资本的增

加不一定会引起预定要构成劳动价格的生活资料基金的增加；生产资本增加

的同时，生活资料基金可能减少。”（同上，第６０—６３页）｝

［（６）］流通对价值规定的影响。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同以往一切生产方式的区别。

对不同资本来说流通条件的平均化

  ｛既然生产的更新取决于成品的出卖，取决于商品转化为货币

和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即原料、工具、工资；既然资本为了从这

些规定中的一个规定转变为另一个规定所经过的道路构成流通的

各阶段，而这些阶段是要在一定期间里通过的（甚至［从生产到市

场的］距离也归结为时间，例如，重要的不是市场在空间上的远近，

而是商品到达市场的速度，即时间量），那么，在一定期间能够生产

出多少产品，在一定期间资本能够增殖多少次，它的价值能够再生

产和增殖多少，就取决于流通的速度，取决于流通经历的时间。

１３．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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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这里实际上加进了一个［ —２７］不是从劳动同资

本的直接关系中产生的价值规定的要素。同一资本在一定期间能

够重复生产过程（创造新价值的过程）的条件，显然是一种不是直

接由生产过程本身造成的条件。因此，虽然流通并不造成价值规定

本身的任何要素，因为这种要素完全由劳动决定，但流通的速度却

决定生产过程重复的速度，决定创造价值的速度，也就是说，虽然

不决定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却决定价值量，即在生产过程中创造

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乘以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所能重复的次

数。

我们在谈资本周转的速度时假定，妨碍从一个阶段向另一阶

段转变的只是外部限制，而不是生产过程和流通本身产生的限制

（象在危机、生产过剩等情况下那样）。

因此，除了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以外，资本的流通时间也

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即生产的劳动时间本身的要素加进来。如果

说劳动时间表现为创造价值的活动，那么资本流通时间表现为丧

失价值的时间。这种差别不过表现在：如果资本所支配的全部劳动

时间达到最大限度，比如说，达到无限大的量 ，结果必要劳动时

间成了这个 中的无限小的部分，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这个 中

的无限大的部分，那么这就是资本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而这也就

是资本努力追求的趋势。另一方面，如果资本流通时间＝０，如果资

本转化的各个阶段在现实中也象在头脑中那样迅速，那么这也就

达到使生产过程能够重复进行的因素的最大限度，就是说，达到一

定期间内资本价值增殖过程重复次数的最大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程的重复就只受生产过程本身的持续

时间的限制，只受原料转化为产品所需要的时间的限制。因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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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时间不是创造价值的积极要素；如果流通时间等于零，价值创造

就会达到最大限度。如果剩余劳动时间或者必要劳动时间＝０，就

是说，如果必要劳动时间占去了全部劳动时间，或者进行生产可以

完全不要劳动，那就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资本，也没有价值创造。所

以，流通时间只有从它是利用劳动时间方面的自然限制这一点来

说，才决定价值。可见，流通时间实际上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一种

扣除，也就是必要劳动时间的一种增加。很明显，不管流通过程进

行得快慢，必要劳动时间必须得到支付。

例如，某些生产部门需要专业工人，但是这些工人在一年中只

有一部分时间能够有活干，因为产品也许只在一个季节内才有销

路，但必须向工人支付全年的报酬；就是说，在这里剩余劳动时间

减少的比例同工人在一定期间能够干活的时间减少的比例是相同

的，但是不管采取这种或那种办法，总得向工人支付报酬。（例如采

取这样一种形式：使他们４个月的工资足够维持他们一年的生

活。）如果资本在１２个月内都能使用他们，那么资本支付给他们的

工资无须增加，就能获得同样多的剩余劳动。

可见，流通时间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的限制＝必要劳动时间的

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减少＝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价值自行增

殖过程的障碍或限制。因此，资本一方面要力求摧毁交往即交换的

一切地方限制，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

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就是说，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所花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

市场，构成资本空间流通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

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

（如果不把劳动时间看作单个工人的工作日，而是看作人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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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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的工人的不定的工作日，那么这里就要加进所有人口关系，因

此，人口的基本原理，也和利润、价格、信用等的基本原理一样，包

括在论资本的这第一章里。）

这里表现出了资本的那种使它不同于以往一切生产阶段的全

面趋势。尽管按照资本自身的本性来说，它是狭隘的，但它力求全

面地发展生产力，这样就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前提，这种生产方式

的基础，不是为了再生产一定的状态或者最多是扩大这种状态而

发展生产力，相反，在这里生产力的自由的、毫无阻碍的、不断进步

的和全面的发展本身就是社会的前提，因而是社会再生产的前提；

在这里唯一的前提是超越出发点。这种趋势是资本所具有的，但同

时又是同资本这种狭隘的生产形式相矛盾的，因而把资本推向解

体，这种趋势使资本同以往的一切生产方式区别开来，同时意味

着，资本不过是一个过渡点。以往的一切社会形态［ —２８］都随着

财富的发展，或者同样可以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没落了。

因此，认识到这一点的古代人把财富直接当作使共同体解体的东

西来加以抨击。封建制度也随着城市工业、商业、现代农业（甚至随

着个别的发明，如火药和印刷机）而没落了。

随着财富的发展，因而也就是随着新的力量和不断扩大的个

人交往的发展，那些成为共同体的基础的经济条件，那些与共同

体相适应的共同体各不同组成部分的政治关系，以理想的方式来

对共同体进行直观的宗教（这二者又都是建立在对自然界的一定

关系上的，而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个人的性格、观点等

等，也都解体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

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

解体。但是，科学这种既是观念的财富同时又是实际的财富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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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只不过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即财富的发展所表现的一个方面，

一种形式。

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

个时代覆灭。在现实中，意识的这个限制是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

展程度，因而是同财富的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当然，发展不仅

是在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就是这个基础本身的发展。这个基础

本身的最高发展（这个基础变成的花朵；但这仍然是这个基础，是

作为花朵的这株植物；因此，开花以后和开花的结果就是枯萎），是

达到这样一点，这时基础本身取得的形式使它能和生产力的最高

发展，因而也和个人［在这一基础的条件下］的最丰富的发展相一

致。一旦达到这一点，进一步的发展就表现为衰落，而新的发展则

在新的基础上开始。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①，［劳动者］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表现为

同狭隘的、一定的共同体形式相一致，因而同狭隘的、一定的个人

形式相一致，这种个人具有为组成这种共同体所需的相应品质，即

狭隘性和自己的生产力的狭隘发展。而这个前提本身又是生产力

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既是财富的，也是创造财富的方式

的狭隘的历史发展阶段的结果。共同体的目的，个人的目的——以

及生产的条件——是再生产这种一定的生产条件和个人，既是单

个的，也是处于他们的社会划分和社会联系之中的个人，即作为这

些条件的活的承担者的个人。

资本把财富本身的生产，从而也把生产力的全面的发展，把自

己的现有前提的不断变革，当作它自己再生产的前提。价值并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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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使用价值，因而不把特殊形式的消费等等，特殊形式的交往等

等，当作绝对条件包括进来；同样，社会生产力、交往、知识等等的

任何发展阶段，对资本来说都只是表现为它力求加以克服的限制。

它的前提本身——价值——表现为产品，而不是表现为凌驾于生

产之上的更高的前提。资本的限制就在于：这一切发展都是对立地

进行的，生产力，一般财富等等，知识等等的创造，表现为从事劳动

的个人本身的异化；他不是把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当作他自己

的财富的条件，而是当作他人财富和自己贫困的条件。但是这种对

立的形式本身是暂时的，它产生出消灭它自身的现实条件。

结果就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

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

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

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

是被当作某种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

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

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

自然界的实际力量）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

被当作是并且被意识到是个人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

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

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

      

现在我们回过来谈资本的流通时间，流通时间的缩短（只要这

不是由于把产品运往市场所必需的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部分地

是由于开拓了延续不断的市场，因而是不断扩大的市场；部分地是

由于发展了经济关系，发展了［ —２９］资本借以人为地缩短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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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那些形式（一切信用形式）。

｛这里还可以指出，因为只有资本才具有资本的生产条件，从

而才会满足这些条件并力图实现这些条件，所以资本的普遍趋势

是在一切成为流通的前提，成为流通的生产中心的地点，把这些地

点加以同化，也就是把它们变为进行资本化生产的地点或生产资

本的地点。这种传布的（传播文明的）趋势是资本特有的——这和

以往的生产条件不同。｝

在流通还没有构成内在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条件的那些生

产方式下，当然不会有资本的特殊流通需要，因此，既不会形成和

这些特殊流通需要相适应的经济形式，也不会形成和这些特殊流

通需要相适应的实际生产力。最初，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是从流通

出发的；现在我们看到，这种生产把流通作为它自身的条件，它使

直接的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要素，正如它使流通过程成为整

个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一样。

既然不同的资本具有不同的流通时间（例如，一个资本离市场

较远，另一个资本离市场较近；一个资本转化为货币有保障，另一

个资本要冒风险；一个资本大部分是固定资本，另一个资本大部分

是流动资本），这就造成它们在价值增殖上的差别。但是这些差别

只有在第二级的价值增殖过程中才会产生。流通时间本身是对价

值增殖的限制（当然，必要劳动时间也是限制，但它同时又是要素，

因为没有它，就不会有价值和资本）；流通时间是剩余劳动时间的

扣除，或者说，是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相比的增加。资本

的流通实现价值，正象活劳动创造价值一样。流通时间只是对这种

价值实现的限制，因而就这一点来说，也是对价值创造的限制，这

不是由生产一般中产生的限制，而是资本的生产所特有的限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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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取消限制——或者说同限制作斗争——也属于资本的特有的

经济发展，并会推动资本的信用形式等等的发展。｝

｛资本本身就是矛盾，因为它总是力图取消必要劳动时间（而

这同时就是要把工人减少到最低说，工人只是作为活劳动能力而

存在），但是剩余劳动时间只是作为对立物，只是同必要劳动时间

对立地存在着，因此，资本把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它的再生产和价值

增殖的必要条件。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又是工人阶级力量

的发展——到一定时候就会扬弃资本本身。｝

｛“企业主只有把成品卖掉，而且用卖得的代价购买新原料和支付新工资

以后，才能重新开始生产；因此，流通越是迅速导致这两种结果，企业主就越

有可能迅速地重新开始生产，他的资本在一定期间提供的产品就越多。”（亨

·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４１１—４１２页）｝

｛“资本家的特殊预付，不是由呢绒等等，而是由劳动构成的。”（托·罗·

马尔萨斯《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１８２３年伦敦版第１７页）｝４

｛“社会总资本的积累不在进行生产的劳动者手中，而在其他一些人手

中，这就必然会阻碍整个工业的发展，资本所有者靠时间和各种情况而获得

的通常的资本报酬的增长除外……在以往的各种制度下，生产力都被看作是

同实际积累和现有分配方式的永久化相适应的和从属于它们的。实际积累和

分配应当从属于生产力。”（威·汤普逊《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２４年伦敦

版第１７６、５８９页）｝５

从流通时间同生产过程的关系中可以看出，某一时期生产的

价值总额或资本的全部价值增殖，不是单纯决定于资本在生产过

程中创造的新价值，或决定于在生产过程中实现的剩余时间，而是

决定于这种剩余时间（剩余价值）乘以资本的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

所重复的次数。这种表示重复次数的数字，可以看作是生产过程的

系数或这个生产过程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系数。

然而这种系数不是从肯定意义上而是从否定意义上由流通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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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决定的。换句话说，如果流通速度是绝对的，即如果生产过程

完全不会因为流通而中断，那么这种系数就是最大的了。例如，某

一国家小麦生产的现实条件如果只允许一年收一次，那么任何流

通速度都无法使它一年收两次。但是，如果流通受到阻碍，如果租

地农场主不能及时卖掉小麦，以便比如说重新雇用工人，那么生产

就要停顿。一定期间的生产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的最大系数决定

于［ —３０］生产阶段本身的绝对时间。流通结束了，资本才能重新

开始自己的生产过程。因此，如果流通没有引起中断，如果流通速

度是绝对的，而流通的持续时间＝０，也就是说，如果流通不占时

间，那就等于说，资本只要完成它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就又可以

马上重新开始；换句话说，流通就不会作为能制约生产的一种限制

存在，而生产过程在一定期间的重复就完全决定于生产过程的持

续时间，完全和这一持续时间吻合。

因此，如果工业的发展使１００镑资本能在４个月内生产ｘ磅

棉纱，那么使用同一资本的生产过程一年只能重复３次，一年只能

生产３ｘ磅棉纱。任何流通速度都不能使该资本的再生产超过３

次，或者更确切些说，不能使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重复超过３

次。超过３次的情况只有在生产力增长后才会产生。流通时间本

身不是资本的生产力，而是对资本生产力的限制，这种限制是从作

为交换价值的资本本性中产生的。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的过程，在

这里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表现为资本本身的特性所造成的限制。

由于加速或减少流通时间——流通过程——而可能发生的一切，

都归结为由资本本性所造成的限制的减少。例如，农业上生产过程

的重复所遇到的自然限制，同生产阶段的一个周期的持续时间相

吻合。资本所造成的限制并不是从播种到收割这段时间，而是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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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到把收获的庄稼转化为货币，以及把货币再转化为比如说用于

购买劳动这段时间。流通魔术家们幻想，利用流通速度除了可以减

少资本本身为资本再生产所设置的障碍以外，似乎还可以搞点什

么别的名堂，这是走上了歧途。

（当然，有些流通魔术家更加荒唐，他们幻想借助把流通时间

化为乌有的信用机构和信用虚构，不仅消除把成品转化为资本所

必需的生产过程的停顿、中断，而且使生产资本与之交换的资本本

身成为多余的东西；换句话说，他们想在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生

产，同时又想用魔术来消灭在这个基础上从事生产的必要条件。）

信用在这方面——仅仅同流通有关的方面——所能做到的，

充其量是保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如果保持这种连续性的其它一

切条件已经具备，就是说要与之交换的那种资本实际上已经存在，

等等。

在流通过程中已经包含着：资本转化为货币表现为资本通过

生产而进行价值增殖的条件，表现为资本剥削劳动的条件，或者

说，资本同资本相交换（因为按照现在的观点，在一切流通地点只

有劳动或资本），表现为资本同劳动或劳动同资本相交换的限制。

资本只有在它通过流通的各阶段，通过资本转化的各个环节

而能够重新开始生产过程的时候，才作为资本而存在；而这些阶段

就是资本价值增殖的阶段，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①，它们同

时又是资本价值丧失的阶段。当资本仍然保持成品形式的时候，它

是不能执行资本的职能的，所以是被否定的资本。资本的价值增殖

过程相应地受到了阻碍，资本的处在过程中的价值被否定了。

０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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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的损失，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相对损

失，因为资本的价值恰恰是在价值增殖的过程中形成的。换句话

说，资本的这种损失只不过是它的时间的白白浪费，如果不出现停

滞，在这段时间里资本本来可以通过同活劳动的交换去占有剩余

劳动时间，即占有他人的劳动。

现在我们设想，各个生产部门拥有许多资本，而这些资本全都

是必要的（这表现在：如果资本从某一生产部门大量流出，这个部

门的产品会供不应求，因此市场价格会高于自然价格），设想某一

生产部门例如要求资本ａ有较长时间处于价值丧失的形式中，就

是说，资本ａ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所花的时间多于其它一切生产

部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ａ会把它所能创造的较少的新价值看作

是有形的损失，看作是它为了生产同量价值而必须增加开支。因

此，同其他资本相比，资本ａ会提高自己产品的交换价值，以便分

享同样的利润率。可是实际上只有把损失分摊到其他资本上才能

做到这一点。如果资本ａ为自己的产品索取的交换价值多于客体

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那么，［ —３１］只有在其他资本得到的交换价

值少于它们产品的实际价值的时候，它才能得到这个超出部分。这

就是说，资本ａ从事生产的比较不利的条件，相应地影响到所有同

它进行交换的资本家，因而就出现了相等的平均利润。然而就所有

资本共同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来看，这个总额却减少了，减少额正

好等于资本ａ比其它资本少增殖的那部分价值；不过这个减少额

并不是由资本ａ单独承担，而是作为共同的损失，由所有资本分别

承担其相应部分罢了。

因此，再可笑不过的，就是认为（例如参看拉姆赛的著作６）资

本除了剥削劳动以外，还是一个独特的、同劳动分离的创造价值的

１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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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泉，因为剩余劳动不是按照单个资本创造的剩余劳动时间的比

例，而是按照全部资本创造的总剩余劳动时间的比例在各资本之

间进行分配的，从而单个资本得到的价值创造额可能会比直接从

它单独剥削劳动力所能得到的数额多一些。但是一方［剩余劳动］

的这种增多必定由另一方［剩余劳动］的减少来补偿。这无非就是

平均［利润］。关于资本同别的资本的关系，即资本的竞争如何在各

个资本之间分配剩余价值的问题，显然同这种剩余价值的绝对量

无关。因此，最荒谬的是作出如下的结论：因为资本从自己额外的

流通时间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因为资本把它的相对的较少的价值

增殖计算成积极的较多的价值增殖，所以，如果把所有资本合在一

起，资本就能从无生有，由负变正，从负剩余劳动时间或负剩余价

值变成正剩余价值，这样资本便拥有一个神秘的、不以占有他人劳

动为转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

各个资本用来计算自己那一份剩余价值的方式，——不仅根

据它们所推动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且还根据他们的资本本身不活

动即闲置不用、处于丧失价值阶段的那段时间来计算，——当然丝

毫不会改变在各资本家之间瓜分的剩余价值的总额。

这个总额本身不会由于它少于它自己应有的数额，即由于它

少于资本ａ不是处于闲置状态而是创造剩余价值时应有的数额而

增大起来，也就是说，这个总额本身不会由于资本ａ在同一时间创

造的剩余价值少于其他资本而增大起来。这种闲置，只有当它是资

本ａ所在的特殊生产部门的条件必然造成的结果时，才会给资本

ａ带来补偿，所以对资本一般来说，只有当这种闲置表现为价值增

殖的障碍，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必然限制时，才会有这种情形。

分工使这种限制只被看成对这一特殊资本生产过程的限制。如果

２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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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生产过程看成都是由资本掌握的，那么这就是对资本价值增殖

的普遍限制。如果我们设想从事生产的只是劳动本身，那么劳动在

价值增殖时所需的全部额外预付，就表现出本来面目——剩余价

值的扣除。

流通只有在生产过程中直接消费的劳动以外还需要重新使用

他人劳动的情况下，才能创造价值。这就象在生产过程中直接使用

了更多的必要劳动一样。只有实际流通费用才提高产品价值，但是

却降低剩余价值。

只要资本（产品等等）的流通不是单纯表现重新开始生产过程

所必需的阶段，这样的流通（参看施托尔希的例子７）就不构成整个

生产的要素，——因而，它不是由生产确立的流通，如果它支出了

费用，那就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流通费用本身，即流通中的生

产费用，如果只同真正流通的经济因素有关（把产品运到市场也就

赋予产品新的使用价值），就应当看作是剩余价值的扣除，即看作

是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相比的增加。

生产的连续性是要求消灭流通时间的。如果流通时间不能消

灭，在资本必须通过的不同形态变化之间就必然花费一些时间；资

本的流通时间必然表现为资本的生产时间的扣除。另一方面，资本

的本性要求资本通过流通的不同阶段，而且不是在想象中以一闪

念的速度立即从一个概念转到另一个概念，而是在时间上彼此分

隔的状态下通过这些阶段。资本在能够象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

有一段蛹化时间。因此，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的各种生

产条件是互相矛盾的。扬弃和克服这种矛盾［ —３２］，只有两种方

法（除非我们假定，所有资本彼此都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因而产品

始终直接就是货币——这种想法同资本的本性相矛盾，所以也同

３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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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业的实践相矛盾）：

第一，信用：虚假的买者Ｂ——即他实际已经支付但没有实际

购买——充当媒介使资本家Ａ的产品转化为货币。但是Ｂ本人只

有当资本家Ｃ购买了Ａ的产品以后，才会得到支付。至于债权人

Ｂ向Ａ提供的货币，是用来购买Ａ售出产品以后才能加以补偿的

劳动，还是原料和劳动工具，都不会使事情有所改变。事实上，按照

我们的前提，他必须把用于这两方面的货币都提供给Ａ，——即提

供全部生产条件（不过这些生产条件代表的价值大于Ａ开始生产

过程时所使用的最初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资本ｂ取代资本ａ，但

是这两个资本不是同时增殖。Ｂ现在处于Ａ的地位，也就是说，Ｂ

的资本在它和资本ｃ交换以前是闲置的。它固定在Ａ的产品中，

而Ａ把自己的产品转化成了资本ｂ。

［（Ｄ）资产阶级的

剩余价值理论和利润理论］

［（１）李嘉图和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懂得

剩余价值的起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淆起来］

经济学家们在李嘉图所说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问题上极

端混乱，——其根源在于李嘉图自己的阐述有根本缺点，——这在

拉姆赛先生那里表现得非常明显。拉姆赛从各个资本的流通时间

对于资本价值的相对增殖，即对于资本在总剩余价值中得到的相

对份额的影响出发，先得出一个荒谬的结论：

４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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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表明，资本可以撇开劳动而调节价值”（乔治·拉姆赛《论财富的

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４３页），

或者说：

“资本是不取决于劳动的价值源泉”（同上，第５５页），

他的话照抄如下：

“流动资本〈生活资料基金〉所使用的劳动，总是要多于先前用于它自身

的劳动。因为，如果它使用的劳动不能多于先前用于它自身的劳动，那它的所

有者把它作为流动资本使用，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同上，第４９页）

“假定有两笔价值相同的资本，每一笔都是由１００个工人用一定时间的

劳动生产的，而且其中一笔完全是流动资本，另一笔则完全是固定资本，比如

说是置于窖内的葡萄酒。这样，由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流动资本，会推动

１５０个工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来年年终的产品将是１５０个工人劳动的结

果。但是这个产品还是不会比葡萄酒在同一时期结束时的价值更大，虽然后

者只用了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第５０页）“或许有人会说，任何一笔流动资本

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不过等于先前用于生产这笔资本的劳动？这就意味着，所

花费的资本的价值等于产品的价值。”（第５２页）

这里，对于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和对于资本将使用的劳动的

理解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同劳动能力相交换的资本，即生活资料基

金——而拉姆赛在这里把它叫作流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

决不会多于花费在它身上的劳动。（生产力发展对现有资本的反作

用，在这里还与我们无关。）但是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多于支付过

报酬的劳动，这就是转化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剩余劳动，它使

资本能够以更大的规模重复这种全部好处都归一方所得的有利可

图的交易。资本所以能够使用更多的新的活劳动，是因为在生产过

程中，除了资本在开始生产过程之前所包含的积累劳动以外，在它

上面还花费了一部分新鲜劳动。

５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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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赛先生显然以为，如果资本是２０个工作日（必要时间和

剩余时间合在一起）的产品，那么这２０个工作日的产品就能够使

用３０个工作日。但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假定在产品上使用了１０个

必要工作日和１０个剩余工作日。这样，剩余价值就等于１０个剩余

工作日。资本家重新用后者去同原料、工具和劳动相交换，就能借

助剩余产品再去推动新的必要劳动。关键不在于资本家使用的劳

动时间多于产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在于他用不费他分文的剩

余劳动时间重新去同必要劳动时间相交换，——也就是说，关键恰

好在于资本家使用的是花费在产品上的全部劳动时间，可是他只

给这一劳动的一部分支付了报酬。拉姆赛先生说，如果任何一笔流

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量都不超过先前花费在这笔资本上的劳动

量，那么所花费的资本的价值就会等于产品的价值，也就是不会有

任何剩余价值，——这个结论只有在花费在资本上的劳动量全都

获得报酬，也就是在资本不是不支付等价物就占有一部分劳动的

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对李嘉图的这种误解，显然是由于李嘉图本人没有弄清楚［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而且他作为资产者也不可能弄清楚这个过程。

懂得这个过程，就等于承认资本不仅象亚·斯密所认为的那样，是

对他人劳动的支配权，——这是就一切交换价值都是这种支配权

而言的，因为交换价值向它的占有者提供购买权力，——而且是不

经交换，不支付等价物，但在交换的假象下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力。

李嘉图在反驳亚·斯密以及在劳动决定价值和劳动价格（工资）决

定价值的问题上陷入同样错误的其他一些人时，所能说的只不过

是，用同量劳动的产品有时能够推动较大量的活劳动，有时能够推

动较小量的活劳动，这就是说，他把与工人发生关系的劳动产品，

６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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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作使用价值，——只看作工人为了作为工人生存下去所需要

的产品部分。但是，工人在交换中突然只代表使用价值，或者说，从

交换中只得到使用价值，这是怎么造成的呢？李嘉图对此是完全不

清楚的，他反驳亚·斯密的时候［ —３３］总是用个别的例子作为

论据，而从来不进行一般论证，就说明了这一点。

工人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是由产品的价值而是由产品

的使用价值决定，也就是说，不是由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而是

由产品维持活劳动能力的性质决定，这是怎么造成的呢？如果李嘉

图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说明这个问题，那就应该用他就资本家之

间竞争的问题回答亚·斯密时所说的那些话来回答他：这种竞争

虽然能够把利润的水平拉平，使它变得一样，但是决不能创造出这

种水平的高度来。同样，工人之间的竞争能够把较高的工资压低等

等，但是工资的一般标准，也就是李嘉图所说的工资的自然价格，

决不能用工人之间的竞争来说明，而只能用资本同劳动之间的原

始关系来说明。总之，竞争，这个资产阶级经济的重要推动力，不能

创立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而是这些规律的执行者。所以，无限制

的竞争不是经济规律的真实性的前提，而是结果——是经济规律

的必然性得到实现的表现形式。对于象李嘉图那样假定存在着无

限制的竞争的那些经济学家们来说，这就是假定资产阶级生产关

系特征的充分现实性和充分实现。因此，竞争不能说明这些规律，

它使人们看到这些规律，但是它并不产生这些规律。

或许李嘉图又会说，活劳动的生产费用取决于为把活劳动再

生产出来所必需的价值的生产费用。如果说，在前面他把与工人

发生关系的产品，只看作使用价值，那么在这里他把与产品发生

关系的工人，只看作交换价值。对于使产品和活劳动之间发生这

７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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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关系的历史过程，他丝毫不感兴趣。但是对于使这种关系长久

化的方式，他也同样一无所知。在李嘉图看来，资本是节约的结

果。这一点已经表明，他不懂得资本的产生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所

以他也认为，生产没有资本是不可能的，然而他又认为，资本没

有地租是完全可能的。在李嘉图看来，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没有

差别，这证明他既不明白前者的本性也不明白后者的本性。他的

方法从一开始就证明了这一点。最初，李嘉图让劳动者和劳动者

进行交换，而他们的交换在这种场合是由等价物，由彼此在生产

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的。接着就出现了他的政治经济学的

基本问题：证明这种价值规定不会由于资本的积累即资本的存在

而有所改变。

第一，李嘉图没有想到，他的最初的自然关系本身不过是从建

立在资本基础上的生产中抽象出来的关系。第二，在李嘉图看来，

一定量的客体化的劳动时间是存在着的，而且是能够增长的，他问

自己，这种劳动时间是怎样分配的呢？其实问题倒应该是，这种劳

动时间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而这恰好要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

系所特有的本性或资本的特征来说明。在现代（李嘉图的）经济学

中，正象德·昆西所说的那样，实际上谈论的只是［产品价格中的］

各个份额，而总产品则被看作是固定的、由花费在产品上的劳动量

决定的——产品的价值就是按照这一点来评定的。因此，有人指责

李嘉图不懂得剩余价值，是有道理的，虽然他的论敌比他懂得更

少。①资本被说成是把劳动（产品）的现有价值的一定部分占为己

有，但是，资本超出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之上而占有的这部分价值的

８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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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没有被说成是剩余价值的源泉。［剩余价值的］这种创造同不

经交换而占有他人劳动是一回事，因此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永远

不能明确理解的。

拉姆赛指责李嘉图忘记了固定资本（除了生活资料基金以外，

构成资本的就是这种固定资本，在拉姆赛那里，固定资本除了工具

以外，同时还包括原料）是从应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那个

总额中扣除的：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

偿固定资本。”（同上，第１７４页注）

事实上，因为李嘉图没有在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关系的活的

运动中来理解这种关系，——这种关系不应该从一定量劳动的各

个份额中引伸出来，而应该从剩余劳动的创造中引伸出来，——他

也没有理解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在他那里

造成一种假象，好象全部产品都分解为工资和利润，以致资本本身

的再生产也算作利润。

德·昆西是这样解释李嘉图的理论的：

“如果产品的价格为１０先令，那么工资和利润加在一起就不能超过１０

先令。但是，难道不是恰好相反，是工资加利润决定价格吗？不，那是陈旧的、

过时的学说。”（托·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

２０４页）“新的经济学证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由、并且仅仅由生产该商品的

劳动的相对量决定。既然价格本身已经决定，价格也就决定那个无论工资还

是利润都必须从中取得自己的特殊份额的基金。”（同上）

资本在这里不是表现为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的创造，而只是

表现为对一定量劳动的扣除。至于工具和原料取得这些份额，在这

种情况下必须用它们在生产中的使用价值来说明，这也就是作出

这样一种荒谬的假定：仿佛原料和工具由于它们与劳动分离而创

９４．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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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使用价值。因为这种分离使它们变为资本。如果就原料和工

具本身来考察，那么它们本身也是劳动，是过去的劳动。此外，这当

然违反常识，因为资本家知道得很清楚，他是把工资和利润算作生

产费用的，并且依此来调节必要价格。在产品［价值］决定于相对劳

动时间，利润和工资的总额受这一劳动时间总额的限制，同实践中

的现实的价格决定之间的这种矛盾，只是由于下述情况产生的：人

们不把利润理解为剩余价值的派生的、第二级的形式，资本家理所

当然地视为他的生产费用的东西也是如此。资本家之所以取得利

润，只是因为有一部分生产费用不花费他一文钱，因此并不列入他

的开支，不列入他的生产费用。

［ —１］①“凡是可能破坏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的变动，必定从工

资中发生。”（德·昆西，同上，第２０５页）

只有在剩余劳动量的任何变动必定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

比例的变动所引起的情况下，这样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在必要劳

动的生产率降低，因而总劳动中有更大部分属于必要劳动的情况

下，或者在总劳动的生产率提高，因而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情况

下，都可能发生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的这种变动。说劳动的

这种生产力来自工资，那是荒谬的。相反，相对工资的减少是这种

生产力的结果。所以发生这种减少，（１）是因为资本占有了由于分

工、由于提供更廉价原料的贸易、由于科学等等而造成的生产力的

增长；（２）生产力的这种增长，只要是由于使用更多的资本等等而

实现的，就应该看作是从资本中发生的。再其次，利润和工资虽然

是由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决定的，但与后两者并不等同，而

０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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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它们的第二级的形式。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李嘉图学派以一定量的劳动作为前提；

这个一定量的劳动决定产品的价格，于是劳动以工资形式，资本

以利润形式，从产品的价格中取得自己的份额；工人的份额＝必

要生活资料的价格。所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的现有比例”中，利

润率处于最高水平，而工资率处于最低水平。资本家之间的竞争

只能改变他们分享总利润的比例，但不能改变总利润和总工资之

间的比例。利润的一般标准就是总利润同总工资的这个比例，这

个比例不会由于竞争而发生变动。那么变动是由什么引起的呢？当

然不是由利润率的自行下降，而利润率本来是应该自行下降的，因

为竞争不会使它下降。于是，利润率下降是由于工资变动；工资

的必要费用可能由于自然原因引起的劳动生产力的降低而提高。

（［李嘉图］关于投入耕种的土地越来越坏的理论，［李嘉图的］地

租理论就是如此。）对这一点，凯里８等人正确地反驳说（然而他

说明这一点时又犯了错误），利润率下降不是由于生产力降低，而

是由于生产力提高。

这一切可以简单地说明如下：利润率指的不是剩余价值的绝

对数，而是同使用的资本相比的剩余价值；随着生产力的增长，代

表生活资料基金的那一部分资本同代表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

相比会减少；因此，当使用的总劳动同推动这一劳动的资本相比减

少时，作为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出现的那部分劳动也必然［相对

地］减少。李嘉图不能说明现代生产的这种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可

见他并不理解他自己的原理。至于他使他的门徒们陷入何等困难

的境地，这从例如德·昆西的下述一段话中就可以看出：

“一种普通的谬论就是：假使你在同一个农场始终使用５个工人，在

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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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００年他们的产品是２５夸特，而在１８４０年是５０夸特，你可能会认为只有产

品是可变的量，而劳动则是不变的量；其实两者都变了。在１８００年，每一夸特

须耗费一个工人的 １
５，而在１８４０年，每一夸特耗费的不多于一个工人的

１
１０。”（同上，第２１４页）

在两种场合下，绝对的劳动时间相同，都是两天；但在１８４０年

劳动生产力比１８００年增长了一倍，因此，必要劳动的生产费用减

少了。一夸特所花费的劳动减少了，但是总劳动依然相同。然而产

品的价值并不由劳动生产力决定，——虽然劳动生产力决定剩余

价值，尽管这种决定同生产力的增长不成比例，——关于这一点，

德·昆西先生应该从李嘉图那里有所了解。这既是对李嘉图的反

驳，也是对李嘉图的门徒们所作的绝望的诡辩（例如，麦克库洛赫

先生９说，陈葡萄酒比新葡萄酒具有较多的价值，是因为前者包含

较多的劳动）的反驳。价值也不能由单位产品所花费的劳动即一夸

特的价格来决定。相反，一夸特的价格乘以夸特数才构成价值。

１８４０年的５０夸特和１８００年的２５夸特具有同等价值，是因为它

们客体化了同量劳动。一夸特的即单位产品的价格必定是不同的，

而总价格（用货币来表现）则可能由于极其不同的原因而不同。

｛德·昆西关于机器所说的话，也适用于工人：

“一架机器，一旦它的秘密被了解，就将不按照它所生产的劳动出售，而

是按照生产它的劳动出售…… 它将不再被看作等于某种结果的原因，而被

看作由于已知的原因用已知的费用一定能再生产出来的结果。”（同上，第

８４—８５页）｝

德·昆西谈到马尔萨斯时说道：

“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不肯承认，甚至断然否认，如果两

个工人生产的结果不相同，一个是１０，另一个是５，那么每一单位产品在一种

场合所需要的劳动要比在另一种场合多一倍。相反，由于在两种场合都是两

个工人，马尔萨斯先生顽固地坚持说，劳动的耗费是不变的。”（同上，第２１５

２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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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注）

的确：劳动的耗费是不变的，因为按照假定，１０单位产品和５

单位产品包含的是同量劳动。但是劳动的费用不是不变的，因为在

第一种场合，由于劳动生产力增长了一倍，属于必要劳动的时间按

一定的比例减少了。

我们在下面马上就要考察马尔萨斯的观点。这里，在我们进一

步阐述资本流通时间以及它同劳动时间的关系以前，先来考察李

嘉图关于这个问题的整个学说是适当的，以便更明确地确定我们

自己的见解和他的见解之间的区别。（李嘉图著作的引文包括在笔

记本 中１０。）

李嘉图的首要前提是“无限制的竞争”和产品通过工业劳动无

限制地增加（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

３版第３页）。换句话说，这只不过是说，资本的规律只有在无限制

的竞争和工业生产的范围内才能完全实现。在这种生产基础上和

这种生产关系中，资本得到最适当的发展，因此，它的内在规律可

以完全变成现实。既然情况是这样，那就应该证明，无限制的竞争

和工业生产怎样才是资本的实现条件，资本本身必须越来越多地

生产出这些条件；可是在李嘉图那里，这个假说表现为单纯理论家

的假说，这种理论家在资本同资本本身的关系上，从外部任意地把

自由竞争和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不是看作资本的发展本身，而

是看作为使资本以纯粹形态出现而设想出来的资本的前提。不过，

这在李嘉图那里是唯一模糊地提到资产阶级经济规律的历史性质

的地方。

在这种前提下，商品的相对价值（这个词毫无意义，因为绝对

价值是胡扯）决定于在同一劳动时间所能生产的不同的商品量，或

３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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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决定于相应地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李嘉图，同上，第４

页）。（以下引文的页码，前一数字指笔记本［ ］的页码，后一数字

指李嘉图原书的页码１１。）

那么，怎样才能够从作为由劳动决定的等价物的价值过渡到

非等价物，或过渡到在交换中确立剩余价值的价值，也就是说，怎

样才能够从价值过渡到资本，从一个规定过渡到表面看来与之相

反的规定呢，这是李嘉图不感兴趣的。对他来说问题仅仅在于：商

品的价值比例怎样才能够而且必须保持不变，并且由相对劳动量

来决定，尽管积累劳动的所有者和活劳动的所有者所交换的并不

是劳动等价物，也就是说，不顾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这种场合，说

商品ａ和商品ｂ能够按照在它们身上实现的劳动的比例彼此相交

换，这是一个极简单的算术问题，即使商品ａ或商品ｂ的生产者们

在他们之间是按不同的方式分配产品ａ或与之相交换的产品ｂ

的。但是，因为任何分配在这里都是在交换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

事实上显得完全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一种交换价值——活劳动

——按照在其中实现的［ —２］劳动时间进行交换，而另一种交换

价值——积累劳动，资本——却不按照在其中实现的劳动时间的

尺度进行交换。假如情况是那样，积累劳动的所有者就不能作为资

本家来进行交换了。因此，例如布雷就认为，只有用他鼓吹的活劳

动与死劳动之间的平等交换才能从李嘉图学说中得出正确的结

论。１２从简单交换的观点来看，工人的工资似乎必定等于产品的价

值，也就是说，工人在工资上获得的客体形式的劳动量似乎必定等

于他在劳动上付出的主体形式的劳动量，——这是必然的结论，亚

·斯密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１３

相反，李嘉图坚持了正确的看法，但是怎样坚持的呢？

４５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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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创造］的价值和能够购买一定量劳动的商品量，并不是等同的。”

为什么不是呢？

“因为工人的产品或这种产品的等价物不等于工人的报酬。”

也就是说，不存在等同，因为有差别。

“因此〈因为情况并非如此〉，劳动的价值不象花费在一定量商品上的劳

动那样是价值的尺度。”（同上，第５页）

劳动［创造］的价值与劳动的报酬不等同。因为它们是不同的。

因此，它们不等同。这是一个奇怪的推论。其实它的根据无非是：

在实践中并非如此。但是按照理论，必须如此。因为价值的交换决

定于价值中所实现的劳动时间。所以交换的是等价物。可见，一定

量的活的形式的劳动时间必须与同量的过去形式的劳动时间相交

换。交换规律恰恰转变为自己的对立面，这正是应该证明的。但是

在李嘉图那里从来没有对这种现象的预感。李嘉图经常反复讲到

要防止［把劳动量和对这一劳动的报酬］混淆起来，或许就算是这

种预感了。至于这种现象不可能由过去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差别

造成，那他是立即承认的：

“一定量劳动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的相对量，决定各种商品的过去的和

现在的价值。”（第９页）

可见，在这里活劳动甚至还反过来决定过去劳动［创造］的价

值。那么，为什么资本并不是也按照实现在资本中的劳动去同活劳

动相交换呢？为什么单单活劳动量本身不等于它所客体化的那个

劳动量呢？

“劳动自然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要把不同行业的不同劳动小时加以比

较，是困难的。但是这种尺度很快就会在实践中确定下来。”（第１３页）“在短

时期内，至少逐年看来，这种差异方面的变动是微乎其微的，所以不必考虑。”

５５．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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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页）

这毫无用处。如果李嘉图运用他自己的原理，［考察］各种不同

劳动能力可以换算成的［简单］劳动量，那么问题就简单了。可是他

总是直接同劳动小时打交道。资本家换得的是劳动能力，这是资本

家要支付报酬的交换价值。活劳动是这种交换价值为资本家提供

的使用价值，从这种使用价值产生出剩余价值，并造成交换的扬

弃。

由于李嘉图让资本家同活劳动相交换——因而立即进入生产

过程，——在他的体系里就留下了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一定量的

活劳动不等于这一劳动所创造的、这一劳动客体化在其中的商品，

虽然商品的价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

在商品的价值中

“还要算入把商品运到市场所需的劳动”。（第１８页）

我们将会看到，在李嘉图那里作为决定价值的东西出现的流

通时间，仅仅是把商品运到市场所必需的劳动。

“商品所包含的相对劳动量决定价值这一原理，由于使用机器和其他固

定的、耐久的资本而有很大改变。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两种资本，其中一种差

不多全是流动资本，另一种差不多全是固定资本，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由于使

用的固定资本耐久程度不同，也会发生同样情况。这就是说，这里要加上固定

资本的利润（利息），对两种商品中价值较大的一种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

经历的较长时间，也要给予补偿。”（第２５、２７、２９、３０页）

最后一个要素只涉及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即直接使用的劳

动时间，至少在李嘉图那个关于租地农场主和面包业主的例子

中１４是这样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买来播种的］小麦［经收割后］运

到市场所需要的时间比面包业主的面包运到市场所需要的时间要

长，那么这种所谓的补偿，象在固定资本的场合那样，已经是以利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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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息为前提了，因而已经是某种派生的东西，而不是原始的规定了。）

“利润和工资只是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阶级在原始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

份额，从而也是在原始商品所交换进来的商品的分配中所占的份额。”（第３１

页）

原始商品的生产，它的起源本身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于这些份

额，因而这些份额作为起决定作用的基础在多大程度上先于这种

生产，可以由下述情况来证明：如果原始商品对资本说来不包含剩

余劳动，那么它就根本不会被生产出来。

“花费了同量劳动的商品，如果不能在同样长的时间内进入市场，它们的

相对价值就会不相等。同样，在固定资本较大的情况下，某一种商品的价值较

高，是由于这种商品在能够进入市场以前必须经历的时间较长…… 在这两

种情况下，差额都是由于利润作为资本积累起来而造成的，这只不过是对利

润被扣留的那段时间的一种补偿。”（第３４—３５页）

这丝毫不意味着别的，而只是说明闲置资本被看作和被算作

仿佛不是闲置资本，而是和剩余劳动时间相交换的资本。这和价值

规定毫无关系，而和价格有关。（在固定资本的场合，只有当存在着

撇开利润而给物化劳动支付报酬的另一种办法时，才和价值规定

有关。）

［（２）威克菲尔德论殖民地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

  “还有另一种劳动原则，没有引起古老国家的经济研究者的注意，而殖民

地的所有资本家却亲身体验到了。绝大部分生产经营，特别是与所使用的资

本和劳动相比产量很大的那些生产经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至于

大多数这样的经营，如果没有信心在几年以内实现它们，那就不值得去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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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投入其中的相当大部分资本是固定的、不可兑现的、耐久的资本。如果

发生什么事情使经营停顿，整个这笔资本就会丧失。如果庄稼不能收割，全部

耕作费用就白费了…… 这一点说明，恒久性是和劳动结合同样重要的原

则。恒久性原则的重要性在古老国家里是看不出来的，因为从事某种营业的

劳动违背资本家的意志而停顿下来的情况，实际上很少发生…… 但是在殖

民地，情况正好相反。在这里，资本家对此非常害怕，竭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出

现，尽量避免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经营。”（爱·吉·威克菲尔德《略论殖

民艺术》１８４９年伦敦版第１６９、１７０页）“有许多工作非常简单，不能分割开

来，只有许多双手共同来做才能完成。例如，把一根大树干抬到车上，在一大

片田地上除草，给一大群羊剪毛，收割已成熟、但还未熟过度的谷物，搬运某

种笨重的物品，——总之，凡是很多人不同时在同一个不可分割的工作上互

相帮助就不能完成的事情，都是这样。”（同上，第１６８页）“在古老的国家里，

劳动的结合和恒久性，不用资本家的任何努力和操心，仅仅由于雇佣工人很

多就实现了。缺少雇佣工人是殖民地普遍抱怨的问题。”（第１７０页）“在殖民

地，只有最便宜的土地的价格才影响劳动市场。这种土地的价格也和一切未

开垦的土地以及一切不需要任何费用就能进行生产的其他东西的价格一样，

自然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第３３２页］“为了使未开垦的土地的价格能够完

成自己的使命〈即把劳动者变为非土地所有者〉，它的价格必须是充分的。到

目前为止任何地方的价格都是不充分的。”（第３３８页）

这种“充分的”价格［是由以下情况决定的］：

“在创建殖民地的时候，土地的价格可能很低，移民能够占有实际上是无

限数量的土地。土地的价格也可能很高，以致土地和人口之间形成类似古老

国家中那样的比例；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这种很高的价格不妨碍移民，殖民地

最便宜的土地却可能象英国土地那样贵，工人过剩的情况也可能象英国那样

悲惨。或者可能是一种中间状态：既不引起人口过剩，也不引起土地过多，然

而却能把土地的数量限制在这样的范围内，即让最便宜的土地也具有市场价

值，这将迫使工人在他们能够成为土地所有者以前不得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

为工资而劳动。”（第３３９页）

（这里从威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中引用的段落，属于前面

论述劳动者和财产条件必然分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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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马尔萨斯把劳动量和

“劳动价值”混为一谈］

  ［ —３］利润的计算不同于资本在与活劳动的交换中所取得

的实际剩余价值的计算，例如，从下面的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些材料摘自《工厂委员会的第１号报告》１５（马尔萨斯《政治经济

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６９—２７０页）：

    投在厂房和机器上的资本 １００００镑

流动资本 ７０００镑

５００镑 １００００镑固定资本的利息

３５０镑 流动资本的利息

１５０镑 租金、国家税、地方税

６５０镑 折旧基金（固定资本的损耗，由它的价值

的６１

２％构成）

合计１６５０镑

１１００镑 意外费用、运输、煤、油

合计２７５０镑

２６００镑 工资和薪金

合计５３５０镑

１００００镑 大约４０００００磅子棉（每磅６便士）

合计１５３５０镑

１６０００镑 ３６３０００磅的纺成纱

投在劳动上的资本是２６００；剩余价值等于１６５０（８５０利息＋

１５０租金等等，共１０００＋６５０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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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２６００∶１６５０＝１００∶６３
６
１３。因此，剩余价值率是

６
１３％。按

照利润的计算法，利润率应该是：８５０利息，１５０租金［等等］和６５０

利润，即１６５０∶１５３５０；高于１０．７％。

在上例中，流动资本一年周转１６７７０次，固定资本１５
５
１３年，即

２００
１３

年周转一次。
１６

利润是６５０，大约［占一年中支出资本１５３５０镑的］４．２％。工

人的工资［和薪金约占年支出的］１６。这里利润是４．２％；假定它只

是４％。这４％是根据１５３５０的支出来计算的。但是，我们还有

１００００镑资本的５％的利息和７０００镑资本的５％的利息；８５０镑是

资本１７０００镑的５％。

从实际的年预付中我们应当扣除（１）固定资本中没有用作折

旧基金的那一部分；（２）算作利息的那部分。（可能获得利息的不是

资本家Ａ，而是资本家Ｂ。无论如何，这是收入，而不是资本，这是

剩余价值。）于是从１５３５０镑中扣除８５０，还余１４５００。在用于工资

和薪金的２６００这一数目中，薪金占４１２
３镑，因为１５３５０的

１
６不是

２６００，而是２５５８１
１７；用１４５００来除这后一个量就会得出大约

１
６。

于是，资本家把这１４５００卖得了１６０００，或者说，利润是１５００，

变成百分数是１０１０２９％；不过我们可以省略这
１０
２９，而说成是１０％。

１００的１
６是１６

２
３。因此，在１００［资本］中，８３

１
３用于［不变资本的］

预付，１６２
３用于工资，而利润是１０；即（以镑为单位）：

预付［用于不变资本］ 工  资 总  额 再生产额 利  润

８３１３ １６２
３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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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比１０
２
３或比

５０
３正好是６０％。因此，按照资本家的计算方

法，一笔１７０００镑的资本，其中劳动仅占年预付１４５００的 １
６，要想

从这笔资本获得年利润１０％（稍大于此数），那么工人（如果愿意，

也可以说是资本）就必须创造６０％的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在全部

劳动时间中，必要劳动占６２１
２％，剩余劳动占３７

１
２％。两者的比

例是６２５∶３７５，或５∶３。相反，假如［用在不变资本上的］资本预付

是５０，用在工资上的预付也是５０，那么只需要创造２０％的剩余价

值，资本家就能取得１０％的利润率；５０＋５０＋１０＝１１０；而１０∶５０

＝２０∶１００，或者说，剩余价值率是２０％。假如在第二种场合必要

劳动创造的剩余劳动和在第一种场合创造的一样多，那么资本家

的利润便是３０镑；另一方面，假如在第一种场合实际的价值创造

率，剩余劳动的创造仅仅和第二种场合一样多，那么，在第一种场

合利润只有３１
３镑，如果这个资本家必须向另一个资本家支付

５％利息的话，他就会遭受实在的亏损。

仅仅从这个公式里就可以得出如下几点：（１）为要确定实际剩

余价值的高低，就要把利润同工资上的预付相比，计算出所谓利润

对工资的百分比；（２）在活劳动上的支出份额同总支出相比相对较

小，是以在固定资本，机器等等上的支出较大为前提的，是以较大

程度的分工为前提的。因此，同使用较多劳动的资本相比，在这里

劳动所占的份额虽然较小，实际上推动的劳动量必定大得多；也就

是说，必定要使用更大量的资本。总预付中劳动所占的部分较小，

但是，各个资本所推动的劳动的绝对量却较大；也就是说，资本本

身必须较大。（３）如果所涉及的不是更大量的机器等等，而是并不

推动更多劳动的某种工具，这种工具本身也不代表大量的固定资

本（例如手摇石印机），而只是代替劳动，那么，用机器经营的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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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就绝对地小于用活劳动经营的人的利润。（不过前者能够按照

后者达不到的百分比赚取利润，因此可以把后者挤出市场。如此等

等。）研究在资本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率可能降低到什么程度，而总

利润还会增加，这属于利润（竞争）学说。

马尔萨斯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中模

糊地感到，利润（换句话说，不是利润，而是实际的剩余价值）不应

当按照［全部］预付资本来计算，而应当按照所预付的活劳动，即其

价值客体地体现在工资上的活劳动来计算。但是他由此而陷入了

纯粹的儿戏，如果要让这种儿戏充当价值规定的某种基础，或者充

当推断劳动同价值规定的关系的某种基础，那它就成为荒谬的了。

问题在于，如果我知道成品的总价值，那么我就可以把生产出

来的产品的每一部分同与它相应的支出部分相比较，利润对全部

产品的百分比自然也就是［利润的一部分］对产品的相应部分的百

分比。假定１００塔勒带来１１０塔勒，即利润占全部产品的１０％。假

定７５塔勒用于资本的不变部分，２５塔勒用于劳动，即 ３
４［ —４］

用于前者，１４用于活劳动。现在，如果我从总产品即从１１０中取出

１
４，那么我就得到２７

２
４或２７

１
２。资本家从支出在劳动上的２５塔

勒中，得到２１
２塔勒利润，即１０％。马尔萨斯同样也可以说：如果

我从总产品中取出３
４，即７５塔勒，那么总产品的这

３
４表现为８２

１
２

塔勒；也就是说，７
１
２比７５正好是１０％。很明显，这无非是说，如果

我从１００获得１０％的利润，那么这１００的每一部分的利润合计起

来，也和总额的１０％一样多。如果我从１００中赚了１０，那么，我从

２×５０中每次赚到５，等等。如果我从１００得到利润１０，那么我就

从１００的１
４得到利润２

１
２，并且从１００的

３
４得到利润７

１
２，但是这

并没有使我们前进一步。如果我从１００得到利润１０，那么我从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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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１
４或从１００的

３
４得到利润多少呢？马尔萨斯的想法归根到底就

是这种儿戏。预付在劳动上的是１００的 １
４，因此，它的利润是

１０％。２５的１０％是２１
２。或者说，资本家要是从１００得到利润１０，

那他从他的资本的每一部分中都得１
１０，即１０％的利润。这一切根

本没有赋予资本各部分彼此间以质的特性，因此对固定资本等等

适用的事，同样对预付在劳动上的资本也适用。

在这里，反而只是表达了这样一种幻想：资本的每一部分都同

样参与新价值的创造。连预付在劳动上的工资即１
４部分支出也没

有创造剩余价值，而是无酬的活劳动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从总

价值［除去支出］（在这里是１０塔勒）对工资的比例中我们可以看

出，有百分之几的劳动没有被支付，或者说有多少剩余劳动。在上

述比例中，必要劳动客体化在２５塔勒上，剩余劳动客体化在１０塔

勒上；因此，它们的相互比例是２５∶１０＝１００∶４０；劳动的４０％是

剩余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这一劳动所生产的价值中４０％是剩

余价值。诚然，资本家可以这样来计算：如果我从１００中得到利润

１０，那么我从等于２５的工资中得到利润２１
２。令人不解的是，这种

计算能带来什么好处。但是，马尔萨斯这样做要达到什么目的，我

们仔细研究一下他的价值规定就会立即看出来。他认为，他的简单

的算术例题包含着某种现实的规定，这一点从下面的话里就可以

看出来：

“假定资本只用在工资上。如果１００镑用在直接劳动上，年终收回１１０、

１２０或１３０镑，显然，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利润决定于总产品价值中用来支付

所使用的劳动的份额。如果在市场上产品的价值是１１０，那么用来支付工人

的份额是产品价值的１０１１，而利润就是１０％。”

（在这里马尔萨斯先生所做的，只不过是把最初的预付１００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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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成为对总产品的比例。１００是１１０的
１０
１１。我说，我从１００得到利

润１０，即１００的 １
１０，或者我说，从１１０得到的利润是

１
１１，都是一样

的。）

“如果产品价值是１２０，那么支付劳动的份额是１０１２，而利润就是２０％；如

果产品价值是１３０，那么必须用来支付劳动的份额是１０
１３，而利润是３０％。”

（我可以不说我从１００得到利润１０，而说预付的是１１０的
１０
１１；

或者，如果从１００得到利润２０，那么预付只是１２０的１０１２等等。不管

预付是用在劳动上，或者用在其他方面，这种预付的性质同用来说

明问题的这另一种算式毫无关系。如果资本等于１００，只带来１１０，

那么我或者可以从资本出发，说从１００得到利润１０，或者我也可

以从产品即从１１０出发，说原先我预付的只是产品的１０１１。比例自然

是相同的。）

“现在假定资本家预付的资本不单由劳动构成。资本家对于他所预付的

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

（这只不过表明，资本家把得到的利润——他也许很不了解利

润的起源——平均地分配在他的支出的一切部分上，而完全撇开

它们的质的区别。）

“假定预付额的 １
４用于支付〈直接〉劳动，其余

３
４则是积累劳动、利润以

及因地租、赋税和其他支出而产生的利润的附加。在这种情况下，说资本家的

利润将随着他产品的这１４的价值与所使用的劳动量之比的变动而变动，这

是完全正确的。”

（不是象马尔萨斯先生所说的那样与所使用的劳动量相比，而

是与支出的工资相比。）（因此，如果认为资本家的利润随着他的产

品的 ３
４的价值与用在积累劳动上的支出之比的变动而变动，也就

是说，利润与预付的总资本之比（１０∶１００），同总产品（１１０）的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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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与其相应部分的支出之比一样，那是完全正确的。）

马尔萨斯接着说：“例如，假定一个租地农场主在农业上花了２０００镑，其

中１５００镑用于种子、马饲料、固定资本的损耗……等等，５００镑用于直接劳

动，而到年终收回２４００镑。这个租地农场主的利润是由２０００镑产生的４００

镑，即２０％。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拿产品价值的 １
４即６００镑来同支付直

接劳动的工资总额相比，结果得出的利润率完全一样。”（《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６７—２６８页）

（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拿产品价值的
３
４即１８００镑来同支

付在积累劳动上的总额即１５００镑相比，结果得出的利润率完全一

样。１８００∶１５００＝１８∶１５＝６∶５。而６∶５这个比例表示利润率等

于１
５，即２０％。）

（在这里马尔萨斯头脑里有两个不同的算式，他把它们混淆起

来了，第一，如果我从１００得到１０，那么从这１００的每一部分我得

到的不是１０，而是１０％；因此，从５０得到５，从２５得到２１
２等等；

从１００得到１０，也就是说，从这１００的每一部分得到 １
１０，于是利润

必然作为工资的 １
１０的利润表现出来，既然利润平均地分配在资本

的每一部分上，我也就可以说，总资本的利润率随着总资本的每一

部分的利润率而变化，因而，例如，也随着预付在工资上的那一部

分的利润率而变化；第二，如果我从１００得到利润１０％，那么总产

品就是１１０。如果工资占预付的 １
４即２５，那么现在它只是１１０的

５
２２；也就是说，现在工资所占的部分小了

１
４４，产品和原有［资本］相

比增加怎样的比例，工资在总产品中所占的部分就减少怎样的比

例。这又只不过是另一种计算方法。１０是１００的１
１１，但只是１１０的

１
１０。因此我可以说，总产品增加的比例，就是原有资本的每一相应

部分在总产品中所占的部分减少的比例。这是同义反复。）

马尔萨斯在他的著作《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１８２３年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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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中宣称，“劳动价值”是“不变的”，因此总是真正的价值尺度。

“一定的劳动量，必定具有同支配它或者它实际上交换的工资相等的价

值。”（第５页）

这里所说的自然是雇佣劳动。真实情况反而是：任何一定的劳

动量都等于表现在某一产品中的同量劳动；或者说，每一产品都只

是物化在产品价值中的一定量的劳动，这个产品在和其他产品的

关系中是用这一劳动量来衡量的。工资当然表现活劳动能力的价

值，但决不表现活劳动［ —５］价值［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相反，后

者表现为工资加上利润。工资是必要劳动的价格。如果工人为了

维持生活必须劳动６小时，并且他是作为一个单纯的劳动者为自

身生产，那么他每天得到包含着６小时劳动的商品，价格比如说是

６便士。现在资本家要他劳动１２小时，而支付给他６便士。资本家

每小时支付给他１
２便士。这种情况表明，１２小时的劳动量值１２便

士，而１２便士确实是产品出卖时所换得的价值。

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有可能重新把这种价值全部投在劳动

上，他就可以用它来支配２４小时劳动。因此，工资支配的劳动量，

比它包含的劳动量大得多。一定的活劳动量实际换得的积累劳动

量要少得多。毫无疑义的只是：劳动价格，工资，始终必须表现工人

为了活命所必需的劳动量。任何劳动量的报酬，必须等于工人为再

生产自身所必须耗费的劳动量。在上述情况下，资本家用一个工人

所提供的劳动量，迫使两个工人劳动，每人劳动１２小时，共２４小

时。在上述情况下，产品是与另一个价值１２便士的产品或１２个劳

动小时相交换，因此资本家就可以获得６便士利润（这是产品为资

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

产品的价值由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决定，而不是由产品中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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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由雇主支付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决定。产品的价值由已完成的劳

动构成，而不是由有酬劳动构成；工资只表现有酬劳动，而决不表

现已完成的劳动。这种报酬本身的数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因为劳

动生产率决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而且，因为这种工资构成劳动的

价值（如果把劳动本身看作商品），所以这种价值始终是可变的，而

决不是不变的。工人完成的劳动量，同他的劳动能力中已花费的劳

动量，或同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量，是很不相同的。

但工人当作商品出卖的，不是他所提供的使用，他不是把自己作为

原因出卖，而是作为结果出卖的。我们来听听马尔萨斯先生是怎样

费尽心机来弄清这个问题的吧：

“商品供给的条件，并不要求商品始终保持同样的相对价值，但是要求每

个商品保持本身固有的自然价值，或者说保持取得下面这种物品的手段，这

种物品使生产者拥有同样的生产
·
和积累的能力…… 利润是根据生产所必

需的预付计算的…… 资本家的特殊预付，不是由呢绒，而是由劳动构成的；

·
并
·
且由于没有任何其他物品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那就很清楚，能代表商品

供给条件或它的自然价值的，正是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而不是任何其他商

品的量。”（同上，第１７—１８页）

从资本家的预付由劳动构成这一点，马尔萨斯就会看到，问题

并不清楚。假定６小时为必要劳动时间；有Ａ和Ｂ两个人，每个人

都为自己劳动，但互相进行交换。Ａ劳动６小时，Ｂ劳动１２小时。

如果现在Ａ要吃掉Ｂ多劳动的６小时，要消费Ｂ的６个剩余小时

的产品，那他只能把６小时活劳动，比如说下一个工作日提供给

Ｂ。这样，Ｂ比Ａ多拥有６劳动小时的产品。现在假定在这种情况

下，他把自己设想为资本家，而且完全停止劳动。于是在第三天，他

为了获得Ａ的６小时劳动，就只有付出他的６小时的积累起来的

产品，而他一完成了这种交换，就不得不重新亲自参加劳动，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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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饿死。但是，如果Ｂ继续为Ａ劳动１２小时，而Ａ继续为自己

劳动６小时和为Ｂ劳动６小时，那么他们正好按１２小时互相进行

交换。

马尔萨斯说，商品的自然价值就在于：它通过交换重新使自己

的所有者拥有同样的生产
·
和积累的能力。他的商品由两种劳动量

构成：积累劳动量，加上直接劳动量。因此，如果他用自己的商品同

正好包含同一劳动总量的另一商品相交换，那么他的生产和积累

的能力至少和原来相等。但是这种能力增长了，因为一部分直接劳

动没有花费商品所有者分文，却被他卖出去了。可是马尔萨斯却得

出这样的结论：构成商品的劳动量的，只是有酬劳动，因而等于工

资总额，或者说，工资是商品的价值尺度。如果商品中包含的全部

劳动量都是有酬的，那么，马尔萨斯先生的理论就会是正确的，但

同样正确的是：他的资本家就不必作出任何“劳动预付”，而且资本

家也会完全丧失他的“积累能力”。

要是没有无偿劳动，利润从何而来？当然，马尔萨斯先生认为，

［利润就是］积累劳动的工资。但是，已完成的劳动既然已停止劳

动，它也就同工资无关了。诚然，它在其中存在的那个产品，可以重

新同活劳动相交换。假定这个产品等于６个劳动小时；工人就要付

出６个活劳动小时，换回预付，即资本家手里的已完成的６个劳动

小时，这样资本家就一步也没有前进。活劳动就会很快占有他的死

劳动。马尔萨斯却提出这样的理由：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物品能代

表一定量的劳动”，构成商品自然价值的是“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

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的量”。这就是说，一定量的劳动只能由一定

量的活劳动（直接劳动）来代表。实际上，不仅不是“没有任何其

他”物品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而且是每一种物品即每一种包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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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劳动的物品都能代表一定量的劳动。但马尔萨斯希望，商品中包

含的劳动量应当被计量出来：它不应当等于它能推动的活劳动量，

而应当等于它所推动的有酬劳动量。

假定商品包含２４劳动小时。马尔萨斯认为，资本家能用这一

商品购买２个工作日；如果资本家对劳动全部支付报酬，或者，如

果已完成的劳动量等于有酬活劳动量，那么资本家用２４劳动小时

已完成的劳动所能购买的仅仅是２４劳动小时的活劳动，而他的

“积累能力”就会消失。但是资本家给工人支付报酬的，不是劳动时

间，不是劳动量，而仅仅是必要劳动时间，他迫使工人在其余时间

白白地劳动。因此，他用２４小时已完成的劳动时间，也许能推动

４８小时的活劳动。所以，资本家实际上用一小时已完成的劳动支

付两小时活劳动，从而在交换中获利１００％。他的商品价值现在等

于４８小时，但决不等于已用商品换得的工资，也不等于用商品重

新换得的工资。如果资本家按照同样的比例继续［扩大事业］，他就

会用４８小时已完成的劳动购买９６小时的活劳动。

假定根本没有资本家，而互相交换的直接劳动者的劳动超过

生活的需要，因为他们也想积累等等。我们把劳动者为了生活而完

成的那部分劳动叫作工资，把他为了积累而劳动的剩余时间叫作

利润。这样，他的商品的价值就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等于

活劳动时间的总额，但决不等于他自己支付给自己的工资，或他为

了生活而必须再生产的那部分商品。

马尔萨斯说，因为商品的价值等于一定的劳动量，所以它等于

商品中包含的必要劳动量（即工资），而不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

总额；劳动的全体等于劳动的部分。［ —６］但是劳动者方面所以

有“积累能力”，显然只是由于他的劳动超过了为支付本身工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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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需的劳动。如果一定量活劳动时间等于工人为了生活所必需的

时间，那么一定量活劳动就等于他所生产出来的工资，或者说工资

正好等于它所推动的活劳动。如果事情真是这样，自然就不可能有

资本。如果工人在他的全部劳动时间内只能生产出自己的工资，那

么他即使有最良好的愿望，也无法为资本家挤出分文来。财产是劳

动生产率的结果。

“当每一个人的劳动勉强够维持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人人都是劳动者；

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可能有财产。如果一个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么一

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活。”（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

影响》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１１页］）

我们从上面看到，马尔萨斯自作聪明的深思熟虑如何表现为

纯粹幼稚的计算法。而且这种计算法的基础是下述理论：劳动的价

值是不变的，工资构成价格。因为全部资本的利润率可以表现为代

表工资的那一资本相应部分的同一利润率，马尔萨斯就断言，这个

相应部分构成价格并决定价格。恰巧在这里又表现出同样的深思

熟虑。他认为，如果商品ａ等于ｘ量的别种商品，那么这只能表示：

商品ａ等于ｘ活劳动，因为只有劳动才能代表劳动。马尔萨斯由此

得出结论：商品ａ等于它所能支配的雇佣劳动的量，可见劳动的价

值是不变的，因为它始终等于用来推动劳动的那种商品。问题仅仅

在于：在马尔萨斯看来，活劳动的量和雇佣劳动的量是相同的，他

认为雇佣劳动的每个相应部分实际上都支付过报酬。但是ｘ活劳

动能够等于（而且作为雇佣劳动只能等于）ｘ—ｙ必要劳动（工资）

＋ｙ剩余劳动。因此，ｘ死劳动能推动ｘ—ｙ必要劳动（工资）＋ｙ剩

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死劳动总是推动更多的活劳动时间，而多

出来的量等于ｘ劳动小时内所包含的超过必要劳动小时的剩余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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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小时。

雇佣劳动始终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构成。

因此，［马尔萨斯］说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无非就是说，全部

劳动时间都是必要劳动时间，即生产工资的劳动时间。不存在剩余

劳动时间，但却存在“积累能力”和资本。既然工资始终等于一定的

劳动量，即工资所推动的活劳动的量，而这就是工资所包含的同一

劳动量，所以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因为它始终等于一定的物化劳

动的量。因此，工资的涨落是商品价格的涨落引起的，而不是劳动

价值的涨落引起的。工人每星期得到８个银先令还是１６个银先

令，这只是因为先令的价格上涨或下跌了，而劳动的价值仍旧不

变。在这两种情况下，工人用一周的活劳动换得的都是一周已完成

的劳动。马尔萨斯先生用下面的话来证明这一点：

“如果只用劳动，而不用资本去获得农作物，那么获得一种农作物即使比

获得另一种容易得多，无疑也不会改变劳动的价值，或者不会改变花费一定

量努力所取得的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同上，第３３页］

这无非是说，每种商品，不管它的数量如何，都取决于商品中

包含的劳动，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不同，这一劳动在一种场合表现

为较多的使用价值，而在另一种场合表现为较少的使用价值。

“我们应当坚定不移地认为，差别就在于产品的贵贱而不在于劳动的贵

贱。”［同上］

我们可以说，一个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另一个部门高些，或者

也可以说，产品所花费的劳动多些或少些。在不存在雇佣劳动的情

况下，我们不能说劳动的贵贱，因此，一小时直接劳动总是支配一

小时物化劳动，这当然并不妨碍这一小时的生产率比另一小时高。

但是，我们既然把直接劳动者生存所必需的那部分劳动同剩余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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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区分开，——而如果一天中若干小时是剩余时间，那就等于说，

劳动时间的每个相应部分都由一部分必要劳动和一部分剩余劳动

构成，——那就不能说，劳动的价值，即工资，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

那部分产品，或总劳动中花费在必要产品上的那部分劳动，是不变

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再生产工资的那部分劳动时间也发生

变动；因此，劳动的价值，即工资，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动而不断

变动。工资仍然会由一定的使用价值来衡量，而且，因为后者的交

换价值随着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而不断发生变动，工资，或劳动的价

值也会发生变动。劳动的价值的前提总是：活劳动不等于它的产

品，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它不是作为发生作用的原因，而是作为产

生出来的结果出卖的。说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无非就是说，它始

终用它所包含的劳动量来衡量。

一个产品中可能包含较多或较少的劳动。因此，产品ａ有时可

以用较大的部分有时可以用较小的部分去同产品ｂ相交换。但是，

产品所购买的活劳动量，决不能多于或少于产品所代表的已完成

的劳动，因为一定量的劳动，不论是以物化劳动形式还是以活劳动

形式存在，始终是一定量的劳动。因此，如果为一定量的活劳动支

付较多或较少的产品，也就是说，如果工资上涨或下跌，那么，这不

是由于劳动的价值上涨了或下降了，因为一定量劳动的价值始终

等于同一的一定量的劳动，相反，这是由于产品花费了较多或较少

的劳动，因而较多或较少量的产品代表同一劳动量。

由此可见，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只是产品的价值变了，也就

是说，发生变化的是劳动的生产力，而不是劳动的价值。这就是马

尔萨斯理论的精髓，如果这种肤浅的诡辩可以叫作理论的话。首

先，只花费半日劳动时间生产出来的产品，可以使工人生活一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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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从而也劳动一整日。产品是否具有这种属性，这不取决于产品

的价值，也就是不取决于用在产品上的劳动时间，而取决于产品的

使用价值，而且从这方面来说所发生的活劳动和劳动产品之间的

交换，不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双方之间的交换，相反，它们之间的关

系在于，一方面是产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活劳动能力的生存

条件。

如果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按照交换价值的规律，等于半

个工作日的产品也只能购买半日活劳动，虽然工人靠这些产品能

维持一整个工作日的生活；如果要购买工人的整个工作日，那工人

就应当以产品形式得到一整个工作日，按照假定，他用这些产品能

维持两个工作日的生活。但在资本的基础上，不是活劳动同已完成

的劳动作为交换价值互相进行交换，如果这样交换，两者就会等同

起来：同一数量的物化形式的劳动，成了同一数量的［ —７］活的

形式的劳动的价值，等价物。但互相进行交换的是产品和本身就是

产品的劳动能力。劳动能力不等于它能实现的活劳动，不等于它能

完成的劳动量——这是它的使用价值。劳动能力等于它必须用来

生产自己和能再生产自己的那个劳动量。因此，产品实际所交换

的，不是活劳动，而是物化劳动，是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活劳

动本身是产品所有者买到的交换价值所具有的使用价值，至于他

从这种活劳动所获得的比他以产品形式支付给劳动能力的，究竟

超过多少，这取决于以产品形式支付给工人的活劳动的量。

如果一个劳动量和另一个劳动量相交换，不管是以物化劳动

形式还是以活劳动形式，那么每一个劳动量当然都等于它自身，而

它的价值等于它的量。因此，半个工作日的产品只能购买半个工作

日。可是，这样实际上就既不存在工资，也不存在劳动的价值了。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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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不会有和它的产品或它的产品的等价物相区别的价值，不会

有特殊价值了，而正是这种价值构成劳动的价值，工资。

于是，马尔萨斯先生根据一定的劳动量等于一定的劳动量，或

者也可以说，一定量等于它自身，根据一定量就是一定量这一伟大

发现，得出如下的结论：工资是不变的，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即等

于同量物化劳动。如果是活劳动同积累劳动作为交换价值互相交

换，那这样说才是正确的。可是，这样一来，就既不存在劳动的价

值，也不存在工资，也不存在资本，也不存在雇佣劳动，也不存在马

尔萨斯的研究了。所有这一切东西的基础是：对以资本形式所积累

的劳动来说，活劳动表现为使用价值，而活劳动能力表现为交换价

值。马尔萨斯心安理得地继续说道：

“当资本和利润加入价值的计算，而且对劳动的需求发生变化时，也会产

生同样的情况。”［同上，第３３页］

这里包含着全部的深思熟虑。只要资本和利润加进来，就会发

生对活劳动能力的购买，因而就会发生较少量的积累劳动同较多

量的活劳动的交换。这种深思熟虑最突出的地方就是：确立雇佣劳

动的资本，首次把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把劳动能力转化为商品，

资本的加入不会使劳动的价值实现发生任何变化，也不会使积累

劳动的价值实现发生任何变化。在马尔萨斯看来，资本是劳动同自

己的产品以及同产品的价值所发生的关系的特殊形式，资本的“加

入”，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变化。这就象他认为皇帝的出现、“加

入”，不会使罗马共和国的国家制度发生任何变化一样。

马尔萨斯继续说道：

“如果工人的报酬提高而产品数量没有增加，那么，这只可能在利润减少

的情况下发生…… 要得到一定数量的产品，就必需有和以前同量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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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利润减少了，产品的价值也就下降了；同工资价值相比，利润的这

种减少，恰好被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较多产品所必需的较大劳动量所抵销，而

劳动价值却仍然不变。”（第３３、３４页）

根据假定，产品包含着同量的劳动。不过，它的价值似应减少，

因为利润下降了。可是，既然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仍然不变，利

润怎么会下降呢？如果工资提高而总劳动时间仍然不变，——提高

不是由于暂时的原因，例如竞争对工人有利，——那么，这只不过

意味着，劳动生产率下降了，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所必需的时间增多

了，因而资本推动的活劳动中属于必要时间的部分增大了，属于剩

余时间的部分缩小了。我们暂时不谈这些细微末节。不过，为了全

面起见，我们还要援引马尔萨斯以下的结论：

“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相反：付给工人的产品数量减少，而利润增加。

用以前同量的劳动所生产的一定量产品，其价值由于利润增加而增加；而同

工人工资相比，利润的这种增加，被为取得付给工人的较少产品所必需的较

小劳动量所抵销。”（同上，第３５页）

至于马尔萨斯在这里作为从自己的原则得出的结论而顺便谈

到的、有关不同国家货币价格的见解，留待以后考察。

［（４）］凯里关于资本对工人来说变便宜的

理论。威克菲尔德论李嘉图的雇佣劳动

理论和李嘉图的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

  ｛例如，商品ａ可以购买一个工作日；它只支付半个工作日（必

要时间），而它换得的却是整个工作日。在这种情况下，商品购买的

全部劳动量等于必要时间加上剩余时间。因此，要是我知道必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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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价格等于ｘ，那么全部劳动的价格就等于２ｘ，这样，我就能根

据工资计算出新制造的商品的价格，用工资来算出一切商品的价

格。但这决不会是一种不变的价值。事实上，在各文明国家中，不

管工资怎样，要想得到工资，就必须劳动一段平均时间，例如１２小

时，而不管这１２小时中有多少小时是必要劳动，有多少小时是剩

余劳动，——由于这种情况造成的思想混乱，使得那位把劳动量化

为工作日（而工作日当然又被化为活的工作日）的凯里先生推论

说，由于再生产同一资本所花费的劳动时间越来越少（例如，一台

价值１００镑的机器，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而会在某一时期只值５０

镑，也就是说，是过去的一半劳动时间，一半工作日或一半劳动小

时的结果），所以工人用过去工作日的一半，就能买到，获得这台机

器。１８凯里先生有点混淆不清，他把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看成对工

人有好处，其实整个事情正好相反，工人在整个工作日中为自己劳

动的时间更少，为资本劳动的时间更多，因此，对工人来说，资本的

客观权力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按一定比例迅速地增长了。

凯里先生认为工人似乎是购买或租借机器，一句话，他把工人

变成了资本家。而且，工人所以会获得这种支配资本的更大权力，

是因为再生产一定量资本所需的必要劳动减少了，也就是说，有酬

劳动减少了，因此，工资同利润相比下降了。在美国，只要那里的工

人自己还能占有自己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他就能有相当积累而成

为例如农场主等等（不过这种情况现在也已经没有了）。如果在美

国某个地方，雇佣劳动还能很快地有所成就，这是由于在资本的基

础上再生产了以前的生产方式和所有权方式（例如，独立农民的生

产方式和所有权方式）。一句话，凯里先生把工作日看成属于工人

的工作日，他不是得出结论说，工人必须生产更多的资本，以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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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劳动时间内能就业，却得出结论说，工人必须更少地劳动，以

便获得资本（占有生产条件）。

如果工人以前生产２０台机器，现在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能生产

４０台，那么，实际上每台机器变便宜了，但决不能因为现在生产一

定量机器所需的工作日部分减少而得出结论说，一个工作日的产

品对于工人来说增加了，相反，应得出的结论是，生产一定量机器

所使用的活劳动减少了。此外，重视和谐的凯里先生自己也认为，

在利润率下降时利润量会增加，因为同所使用的活劳动相比资本

越来越多了，可见，对工人来说，要占有必要数额的资本，即在新的

生产阶段上在生产中使用劳动所需的最低限额的资本，是越来越

不可能了。再生产资本的每个相应部分所需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但

是，为了使用较少的劳动时间，就需要有较大量的资本。生产力的

增长表现为：同预付在机器等等上的那部分资本相比，由活劳动构

成的那部分资本［ —８］不断减少。

凯里开的拙劣玩笑自然使巴师夏如获至宝，这个拙劣玩笑就

在于，他把生产所需的劳动时间或工作日，变成属于工人的工作

日，其实相反，这个时间是属于资本的，而且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增

长，工人在他的劳动时间中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小。根据凯里先生的

说法，一定资本需要购买的活劳动时间越少，换句话说，资本总额

增加得越多，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同资本量相比减少得越多，那

么，工人变成资本所有者的机会就越大，因为资本用较少量的活劳

动就能再生产出来。资本越大，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相对地说越

少，这些工人成为资本家的机会就越大，因为，现在资本不是用较

少工作日就能再生产出来吗？因而资本难道不能用较少工作日来

购买，来获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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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有１００镑资本，其中５０用在预付上［用作不变资

本］，５０用在劳动上，并且提供５０％的利润（因为利润率降低是凯

里津津乐道的主题，属于他的理论）。假定每一镑工资相当于一个

工作日，一个工人。现在我们假定另有１６０００镑的资本，其中

１４５００用在预付上［用作不变资本］，１５００用在工资上（假定也相当

于１５００个工人），并且只提供２０％的利润。在第一种情况下，产品

等于１５０镑；在第二种情况下（为了计算方便，我们假定固定资本

一年周转一次），产品等于１９２００（利润为３２００）。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对凯里先生最有利的情况。利润率由

５０％下降到２０％，也就是说，下降了３
５或６０％。在第一种情况下，

５０镑［剩余］产品是５０个活工作日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３２００

镑［剩余］产品是１５００个工人的结果。在第一种情况下，一镑［剩

余］产品是一个工作日的结果；在第二种情况下，２２
１５镑［剩余］产

品是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在第二种情况下，生产一镑［剩余］价值所

需的劳动时间，不到第一种情况下所需的一半。这是不是说，在第

二种情况下，工人用半个工作日为自己生产出１１
１５镑，而在第一种

情况下，另一个工人在双倍的时间内只生产出一镑，因而在第二种

情况下，工人便最容易成为资本家呢？工人首先必须获得１６０００镑

资本，并且自己不劳动，而去购买别人的劳动，这样，必要劳动时间

的这种减少才会给他带来哪怕最微小的好处。

因此，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只会在工人的劳动和使用他的劳动

的条件之间，造成一道无边无际的鸿沟；必要劳动的比例缩小了，

因此，同前一种［可变资本和全部预付资本之间的］比例相比，被辞

退的工人人数就比现在１６０００镑资本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多３倍以

上。１９不过，这些被辞退的工人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假如他们有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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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劳动的条件，或者确切些说，有以资本家的身分从事劳动的条

件，他们自己就会使用较少的工人。在第一种情况下，全部必要资

本等于１００镑，在这里，个别工人有较多的机会例外地进行相当的

储蓄，并且依靠特别幸运的情况使自己成为象资本家Ａ［１００镑资

本的所有者］那样的资本家。工人不论在Ａ那里还是在Ｂ那里干

活，劳动时间都是一样的，虽然这两个资本家所需要的工作日总数

有极大的差别。第一个资本家［资本家Ａ］需要５个工人，而第二个

资本家［资本家Ｂ，１６０００镑资本的所有者］却需要不到一个工

人。２０因此，［在资本家Ｂ那里］其余的工人必须干［和资本家Ａ的

工人所干的］同样多的活，并提供更多的剩余时间。

在资本本身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大的生产阶段上，资本需

要的活工作日较少，这种情况在凯里看来就等于：工人为占有资本

所需要的工作日较少；也许是用未“就业”的工人的工作日去占有

吧。因为资本家为使自己的巨大资本增殖价值而需要的工人较少，

所以他所雇用的工人能够通过较少的劳动而占有较大的资本。这

就是凯里先生这位和谐论者的逻辑。｝

      

关于李嘉图的理论，威克菲尔德说道［见他出版的亚·斯密

《国富论》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３０页的注］：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

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么，在任何情况下，

一定量的劳动就都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总会

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 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至少

在工资取决于［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的情况下，不是由同量劳动

决定，而是由供给和需求的比例决定。”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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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闲置资本［贝利的解释］。

生产的增长无须资本的预先增长

  ｛贝利在自己的著作《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１８３７年伦敦

版）中，谈到了闲置资本，认为通过加速的流通（按他的说法，是

通过通货量的增加；他应该说通过货币量的增加），闲置资本可以

投到周转中去。贝利力图证明，如果在一个国家里，资本总是被

充分利用，那么，需求的增长决不会引起生产的增长。闲置资本

的概念属于流通，因为不处在流通中的资本便是休眠了。贝利有

关的话如下：

“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能力可能处于闲置状态。如果经济学家认为，工人人

数和资本量是十分确定的力量，这种力量必然在它们所在的国家里产生一定

的结果，那就错了。”（第５４页）“现有生产者和现有资本为市场提供的商品

量，决不是固定的和确定的，相反，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第５５页）因此，

“新资本或新工人的出现，对生产的增长并不重要。〈例如，在缺乏贵金属的

国家〉…… 某些商品，或者同样也可以说，生产某些商品的能力，可能在

一个地方过剩，而另一些商品可能在另一个地方过剩，每种商品的所有者都

想用自己的商品换取别人的商品，但是，他们由于缺乏共同的交换手段而处

于相互隔绝的状态，由于缺乏从事生产的动机而处于无所作为的状态。”（第

５５—５６页）

在资本的流通中，货币以两种形式出现。

［第一，货币表现为］资本向货币的转化，同时表现为商品价格

的实现；不过在这里，这种价格确定不是形式上的。在这里，产品转

化为货币，就是资本再转化为价值本身，再转化为独立存在的价

值，即作为货币的资本或作为已实现的资本的货币。第二，货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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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单纯流通手段的规定上；这时货币的作用只是使资本重新转

化为生产条件。在这第二种情况下，当货币表现为工资形式时，必

然有一定量的货币同时作为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而存在。现在货

币在资本的流通中起这种双重作用的情况，在一切危机中造成一

种假象，似乎缺少的是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其实是资本缺少价

值，因而它不能变成货币。这时，流通的货币量甚至可能增长。（当

我们谈到利息等时，必须专辟一节去阐述货币的一些新规定，货币

怎样成为资本流通的要素——一部分作为资本的流通手段，一部

分作为资本的已实现的价值，作为资本本身。）

贝利继续说道：

“被推动的劳动决不是只由某个国家可以利用的资本决定的。这还要看

食物、工具和原料是缓慢地还是迅速地［ —９］分配到需要它们的地方；它们

的流通是否困难，它们是否在很长一段时间大量地处于闲置状态，因而不能

使人口充分就业。”（第５６—５７页）

（加拉廷举的宾夕法尼亚西部各县的例子。同上，第５７—５８

页。）２２

“经济学家们过于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划一

力量的和以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 使用一定资本的生产者，

他的产品可能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找不到销路，在他等待时机交换它们时，

他的生产能力就停顿或放慢，因而在一定时期内，例如在一年内，他所生产

的可能只达到有急切需求时的一半。这种说法同样适用于充当生产者的工具

的那些工人。社会上人们不同职业之间的相互调整必定实现，至少是不理想

地实现。不过，在各个实现调整的阶段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每一种

促进交易的办法都是这种调整的一个步骤。商品交换越不受阻碍，越顺利，非

生产的中断时间就越短，而在中断期间，人们渴求工作，似乎有一道不可逾

越的障碍把他们和资本隔开……资本虽然近在手边，却被闲置不用。”（第

５８—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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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原理是，新的需求会引起新的努力，办法是积极地使用以前闲置的

资本和劳动，而不是把生产力从其他对象那里抽出来。后一办法只有在某个

国家所使用的资本和劳动已不能再增加的情况下，才可能采用。商品输出也

许不会直接推动新的劳动，但能吸收现有商品的死储备，使资本从非生产状

况下解放出来。”（第６５页）“有些人断言，货币的流入不可能促进其他商品

的生产，因为这些商品是生产的唯一因素。这就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

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加食物、原料和工具；实际上这就等于说，没有

生产的预先增长，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长，〈但这不正是关于积累的经济学说

吗？〉或者换句话说，生产的增长是不可能的。”（第７０页）

“固然，有人会说，如果购买者带着更大量的货币到市场上去，并没有提

高他在那里找到的商品的价格，那么，他就没有给生产以更大的刺激；如果

他使价格提高了，那么，在各种价格均衡提高时，购买者的需求力量同过去

相比就没有提高。”（第７３页）“必须否定下面这个作为一般原理的论断：如

果购买者的需求不会使价格提高，购买者就不可能给生产以更大的刺激……

 除了大规模生产允许更有效的分工和采用更完善的机器以外，在这里还有

可能使用一定量的闲置劳动和资本，这种劳动和资本准备提供更多同样价格

的商品。因此，就发生了需求显著增加而往往价格并不提高的情况。”（第

７３—７４页）｝

［（６）］威德对资本的解释。资本是集体力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的物质方面和

资本的社会形式混为一谈］

  ｛约翰·威德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

伦敦第３版）中说道：

“劳动是资本用来生产工资、利润或收入的动因。”（第１６１页）“资本是

积累的劳动，准备在新的和等价的形式中发展自己：资本是集体力量。”（第

１６２页）“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第１６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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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联合——作为劳动生产率的基本条件的协作和分工

——和一切劳动生产力一样，即和决定劳动强度因而决定劳动在

外延方面实现程度的力量一样，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因此，劳动

的集体力量，它作为社会劳动的性质，是资本的集体力量。科学也

是这样。分工，当它表现为职业的划分和与之相应的交换时，也是

这样。一切社会生产能力都是资本的生产力，因此，资本本身表现

为一切社会生产能力的主体。

所以，工人的联合，象它在工厂里所表现的那样，也不是由工

人而是由资本造成的。他们的联合不是他们的存在，而是资本的存

在。对单个工人来说，这种联合是偶然的。工人把自己同其他工人

的联合，同其他工人的协作，当作异己的东西，当作资本发生作用

的方式。资本只要不是出现在不适当的形式下（例如规模很小的、

亲身参加劳动的资本形式），就要求有一定程度即较高或较低程度

的积聚。一方面，是客体形式的积聚，即在一个人手中积聚了（这里

积聚和积累是一个意思）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或者用一句话说，

积聚了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另一方面，是主体形式的积

聚，即在资本指挥下劳动力的积累和劳动力积聚在一点上。不可能

每有一个工人就有一个资本家，相反，一个资本家却必须有一定数

量的工人，而不象一个师傅有一、两个帮工那样。

生产资本，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只能有两种形式：工

场手工业或大工业。在前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分工；在

后一种情况下，占统治地位的是劳动力的结合（采用相同的劳动

方式）和科学力量的应用，在这里，结合和所谓的劳动集体精神

都转移到机器等等上面去了。在第一种情况下，工人（积累的工

人）数量同资本的数量相比应该更大；在第二种情况下，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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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大量共同劳动的工人人数相比应该更大。但是，在第二种情

况下，积聚许多工人，把他们当作同样多的机器轮子配置在机器

中间，这已经是前提条件（为什么在农业中情况不同，这不属于

这里讨论的范围）。因此，用不着专门考察第二种情况，只要考察

第一种情况就行了。

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发展是分工。但分工事先要求把许多工

人集合（预先集合）在统一的指挥之下，这和货币生成为资本事先

要求把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原料、劳动工具游离出来完全一样。

因此，这里也应把作为较后因素的分工撇开不谈。某些工业部门，

如矿山劳动，一开始就以协作为前提。所以，在资本存在之前，那里

的协作是以强制劳动（徭役劳动或奴隶劳动）的形式，在监工的监

视之下实现的。修筑道路等等也是这样。为了承担这类工程，资本

并不是创造出工人的积累和积聚，而只是继承了这些。因而这也是

不成问题的。

最简单的和最不以分工为转移的形式是：资本给各种独立的

和分散在各处的手工织工、纺工等等活干（这种形式至今还同工业

并存）。可见，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不是由资本所决定，而是由资本

所发现的。这些分散工人的统一点，只在于他们同资本的相互关

系，在于他们生产的产品在资本手里积累起来，从而他们在自己的

收入之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在资本手里积累起来。作为共同劳

动［的参加者］，工人在这里只是自在地存在着，这仅仅是就他们中

间每一个人都为资本劳动这一点来说的，——由于这一点资本成

为一个中心，——但他们并未共同劳动。所以，工人通过资本而实

现的联合只是形式上的［ —１０］，而且涉及的只是劳动的产品，不

是劳动本身。工人不是和许多人相交换，而是和一个资本家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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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因此有了资本所造成的交换的集中。

资本不是以个人的身分进行交换，而是以许多人的消费和需

要的代表者的身分进行交换。资本不再作为单个交换者进行交换，

而是在交换行为中代表社会。这里所发生的是资本方面同分散劳

动的织工等等进行的集体交换和集中交换。通过这种交换，他们的

劳动产品，从而他们的劳动本身，被集合起来，联合起来，虽然他们

的劳动是彼此独立进行的。他们的劳动的联合，表现为一种特殊行

为，与此同时，他们劳动的独立分散性仍然存在。这就是作为资本

的货币同自由劳动相交换的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消除这许多工人的独立分散性。这时，在交换行

为中，一个资本对这些工人来说不再只是表现为社会集体力量，把

许多交换联合在资本中，而是在它的指挥下把工人集合在一个地

点，一个手工工场内；资本不再让工人继续停留在它所遇到的那种

生产方式中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权力，而是创造一种与自

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作为自己的基础。资本使工人在生产中联合

起来，这种联合一开始只在于：有共同的地点，监工的监督，统一的

规章制度，较严格的纪律，连续性和已
·
经
·
确
·
立
·
起
·
来
·
的在生产中对资

本的依赖性。同时从一开始便节省一定的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

（关于这全部过程，见盖斯克尔的著作，他在书中专门考察了英国

大工业的发展。２３）

现在资本不仅表现为工人的集体力量，他们的社会力量，而且

表现为把工人连结起来，因而把这种力量创造出来的统一体。这一

切仍然和以前一样，并且在资本发展的每一阶段上仍然是通过下

述情况造成的：许多人同资本一个人进行交换，从而交换本身在资

本上集中起来；出现了交换的社会性；资本社会地同工人交换，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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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则单个地同资本交换。

在手工业经营下，问题在于产品质量，在于单个工人的特殊技

能。师傅作为师傅被认为是精通本行的。他作为师傅的地位，不仅

靠占有生产条件，而且靠他个人的一技之长。在资本的生产条件

下，问题一开始就不在于这种半艺术性质的关系——这种关系一

般是同发展劳动的使用价值、发展直接手工劳动的特殊本领、训练

人类从事劳动的双手等等相适应的。在资本的生产条件下，问题一

开始就在于数量，因为追求的是交换价值和剩余价值。资本的已经

发展的原则恰恰在于，使特殊技能成为多余的，并使手工劳动，即

一般直接体力劳动，不管是熟练劳动还是筋肉紧张的劳动，都成为

多余的；相反，把技能投入死的自然力。

如果是认定，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就是资本生产方式的产生

（奴隶自在地就是结合的，因为他们属于一个主人），那就是以下

面这点为前提：真正由资本本身所造成的劳动生产力还不存在。这

也就是说，工场手工业中的必要劳动仍然占去整个可以支配的劳

动时间的大部分，这样，每一个工人所能提供的剩余劳动仍然比

较少。

一方面，这可以由于以下情况而得到补偿（工场手工业的进

步也正是由此而加快的）：与大工业相比，利润率较高，因而和已有

资本量相比，资本积累较快。如果在１００塔勒［预付资本］中有５０

用在劳动上，而剩余时间等于［必要劳动时间的］１５，那么，创造的

价值等于１１０，换句话说，［利润率］是１０％。如果在１００中只有２０

用在劳动上，而剩余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的］１４，那么，创造的价

值等于１０５，换句话说，［利润率］是５％。

另一方面，工场手工此所以取得这样较高的利润率，只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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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使用许多工人。所以能够获得较多的剩余时间，只是由于许多

工人的剩余时间在对资本的关系上集合起来了。在工场手工业中，

占优势的是绝对剩余时间，而不是相对剩余时间。起初，在分散的

独立的工人本人还利用自己的一部分剩余时间的情况下，尤其如

此。资本要作为资本存在，要能靠利润生活和能够积累，资本的利

润就应当等于许多同时并存的活工作日的剩余时间之和。在农业

中，土地从它的化学等等作用来说，本身已经是一种机器，这种机

器使直接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较早地提供剩余额，因为

这里较早地使用了机器，即自然的机器。这是重农学派学说的唯一

的正确基础，重农学派只是从这个方面把农业同还很不发达的工

场手工业加以对比。假定一个资本家可以只雇一个工人，靠这个工

人的剩余时间来维持生活，那么，如果这个资本家自己劳动，用自

己的资金劳动，他显然会得到双重利益，因为除了剩余时间，他还

会赚得付给工人的工资。资本家在这个过程中会受损失，就是说，

他还没有能够作为资本家进行工作，或者工人只不过是他的助手，

因而工人对他的关系还不是对资本的关系。

因此，为了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不仅必须使货币能够推动剩余

劳动，而且必须有一定量的剩余劳动，一定量必要劳动的剩余劳

动，即同时有许多工人的剩余劳动，从而，这种剩余劳动的总和既

足以使货币能够作为资本生活，即在消费方面代表与工人生活相

对立的财富，又足以使剩余劳动积蓄起来用作积累。资本从一开始

就不是为了使用价值，不是为了直接生存而生产。因此，剩余劳动

从一开始就应大到足以使其中一部分能够重新用作资本。可见，用

资本来进行的生产总是在这样的发展阶段开始的，这时，一定量社

会财富在客观上已经积聚在一个人手里，因而表现为资本，它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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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就表现为同许多工人交换，后来表现为靠许多工人，靠工人的结

合来生产，它能够推动一定量的活劳动能力同时劳动。由此可见，

资本一开始就表现为集体力量，社会力量，表现为分散性的扬弃，

先是扬弃同工人交换的分散性，然后是扬弃工人本身的分散性。工

人的分散性是以他们的相对的独立性为前提的。因此，工人完全依

赖于资本，完全脱离生产条件，是以他们聚集在作为他们生存的唯

一基础的个别资本周围为前提的。

如果从交换的特殊形式出发，就是假定，资本作为资本进行交

换，那么所得结果一样，或者说，形式不同而结果一样。这时货币已

经是许多交换者的代表，或者说，货币应当具有超出个人和个人的

个别余额的交换力量，货币应当具有的不再是单个人的交换力量，

而是属于作为社会职能［的承担者］，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者的单

个人的交换力量。从另一方面来看，这种结果是从自由劳动的条件

产生出来的。个人脱离劳动的生产条件，等于许多人聚集在一个资

本周围。｝

｛商人资本一开始也是把许多交换集中在一个人手里。它已代

替大量交换者，既作为货币，也作为商品。｝

［ —１１］拜比吉说，“知识和经验的这种不断进步，是我们的伟大的力

量”。２４

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一

切先前的所有制形式都使人类较大部分，奴隶，注定成为纯粹的

劳动工具。历史的发展、政治的发展、艺术、科学等等是在这些

人之上的上层社会内实现的。但是，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

来为财富服务。

｛在靠资本进行积累之前，先有构成资本的积累，这种积累属

８８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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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资本的概念规定；我们未必能把这种积累叫作积聚，因为积聚是

在和许多资本相区别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指的仅仅是资本本身，

那么积聚同积累或资本的概念还是相一致的。就是说，这种积聚还

没有构成特殊的规定。但是，资本一开始就作为单数或统一体，而

与作为多数的工人相对立。这样，资本表现为工人的积聚，与劳动

相对立，表现为工人以外的统一体。从这方面来说，积聚包含在资

本的概念中——许多活的劳动能力为了一个目的而积聚在一起，

这种积聚最初完全不一定要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完成，不一定要渗

透到生产方式中去。这是资本对于劳动能力发生的集中作用，或者

说，资本表现为独立存在于这许多工人之外的劳动能力的统一

体。｝

｛罗西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教程》２５中说：

“社会的进步不可能在于解散任何联合，而在于以自愿的、公正的联合来

代替过去时代的强制的、压制的联合。最高程度的孤立状态是蒙昧状态；最高

程度的强制的、压制的联合是野蛮状态。除了这些极端之外，我们看到历史上

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色调。最完美的是自愿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团结一致

而增强了力量，同时对个人力量来说，既不排除它的能力，也不排除它的道德

感和责任感。”（第３５３页）

在资本中，工人的联合并不是由于直接的身体上的强制，并不

是由于强制劳动、徭役劳动、奴隶劳动而成为被迫的；这种联合所

以成为被迫的，是因为生产条件是他人的财产并且生产条件本身

是作为客观的联合而存在的，这种联合等于生产条件的积累和积

聚。｝

｛单纯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理解资本，把资本看成生产工具，

完全抛开使生产工具变为资本的经济形式，这就使经济学家们纠

缠在种种困难之中。例如，罗西在上述著作中问道：

９８．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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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果真是生产工具吗？是否宁可说原料是生产工具所施加影响的对

象呢？”（第３６７页）

由此可见，罗西把资本同技术意义上的生产工具完全混为一

谈了，这样说来，每个野蛮人都是资本家了（事实上这也就是托伦

斯先生所断言的，用石头投击飞禽的野蛮人是资本家２６）。其实，即

使从单纯物质抽象的观点来看，——也就是说，从抽掉经济范畴的

观点来者，——罗西的见解也是肤浅的，这不过表明他不理解他的

英国老师［托伦斯］。

积累的劳动作为工具用于新的生产；或者干脆说，产品用于生

产；原料也用于生产，就是说使它发生形式变化，这和工具一样，工

具也是产品。生产的成果重新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这句话

再没有别的意思了。在生产过程的范围内，生产的成果可以作为原

料也可以作为工具出现。但是，它所以成为生产工具，并不是因为

它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充当工具，而是因为它是生产过程本身更新

的手段——是生产过程的前提之一。

更重要和更中肯的是这样的想法：生活资料基金即工资是否

构成资本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也表现出经济学家们全部思想

上的混乱。

“有人说，工人的报酬是资本，因为资本家是把这种报酬预付给工人的。

如果工人家庭都有足够的钱维持一年的生活，那么就不会有工资了。工人就

会对资本家说：你为共同的事业预付资本，我给加上劳动；我们按如此这般的

比例来分配产品。只要产品一实现，各人就拿自己的那部分。”（罗西，第

３６９—３７０页）“这样，就没有什么对工人的预付了。不过，工人甚至在劳动停

顿的时候也要消费。他们所消费的东西属于消费基金，而决不属于资本。可

见，对工人的预付完全不是必需的。因此，工资不是生产的构成要素。它是一

种偶然的东西，是我们社会状态的一种形式。相反，资本、劳动、土地才是生产

０９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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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需的。其次，工资在这里出现两次：有人说，工资是资本，但它代表什么

呢？代表劳动。谁谈‘工资’，就是谈‘劳动’，反过来也一样。因此，如果预付的

工资是资本的一部分，那就只有两种生产工具：资本和土地。”（第３７０页）

  他接着说：

“工人消费的实质上不是资本家的财物，而是他自己的财物；作为劳动报

酬支付给他的东西，是产品中他的那一部分。”（第３７０页）“资本家同工人订

立契约不是生产现象…… 企业主所以要去订立这种契约，是因为它能使生

产顺利地进行。但是，这种契约不过是一种次要的活动，是一种嫁接在生产活

动上的性质完全不同的活动。在另一种劳动组织下，它可能消失。即使在今

天，也存在没有契约的生产。由此可见，工资是财富分配的一种形式，而不是

生产的要素。企业主用来支付工资的那部分基金，不构成资本的一部分……

 这完全是一种特殊的活动，它无疑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但不能把它叫作直

接的生产工具。”（第３７０页）

“撇开生产过程中维持工人的生存资料来设想劳动能力，那就是设想一

种臆造的东西。谁谈劳动，谈劳动能力，同时也就是谈工人和生存资料，工人

和工资…… 同一要素重新出现在资本的名称之下，好象同一种东西能够同

时构成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一样。”（第３７０、３７１页）

这里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原因就在于罗西抓住经济学家的话

不放，把生产工具本身同资本混为一谈。首先，罗西说得完全正确，

雇佣劳动不是劳动的绝对形式，但是他却忘记了，资本同样也不是

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的绝对形式，这两种形式［雇佣劳动和资本］

是处在不同要素上的同一形式，因而是共存亡的；因此，罗西谈到

没有雇佣劳动的资本家，是荒谬的。

他所举的工人家庭的例子，表明这些家庭可以不要资本家而

生活一年，可见它们是自己的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无须资本家先生

的允许就能进行自身的必要劳动。所以，根据罗西的建议来到工人

那里的资本家，只不过是生产工具的生产者。资本家来到工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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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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这只不过是一种以与外界交换为媒介的分工。这样，资本家和

工人甚至无须任何协议，通过简单交换，就可以分享共同的产品。

这种交换就是分配。为此不需要再有任何协议。在这里工人家庭

交换的是剩余劳动，绝对的或相对的剩余劳动，这种劳动是他们靠

工具才能得到的：或者是工人家庭在资本家出现之前就借以年复

一年生活下去的那种原有劳动之外所完成的新的其他劳动，或者

是在它们的原有劳动部门内由于使用工具［而实现的剩余劳动］。

在这里，罗西先生使工人成为自己［ —１２］剩余劳动的占有者和

交换者，这样一来，他就顺利地把标志工人是雇佣工人的最后痕迹

从工人身上抹掉了；但他也把使生产工具成为资本的最后痕迹从

生产工具上抹掉了。

诚然，工人“消费的实质上不是资本家的财物，而是他自己的

财物”，但不是因为象罗西先生所说的那样，这只是产品的相应部

分，而是因为这是他的产品的相应部分，并且，如果把交换的假象

抛开，工人的报酬就在于：在工作日的一部分中，他为自己劳动，在

工作日的另一部分中，他为资本家劳动；但是，只有在他的劳动允

许这样划分的时候，他才能得到允许去进行劳动。我们已经看到，

交换行为本身不是直接生产过程的要素，而是直接生产过程的条

件。但是，资本的总生产过程包括资本交换的各种不同的要素，包

括流通，在这一总过程的范围内，这种交换表现为这一过程的一个

要素。

可是罗西却说，工资在计算中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资本，另

一次是作为劳动，因此代表两种不同的生产工具。如果工资代表

生产工具——劳动，那它就不能代表生产工具——资本。这里的

混乱，也是由于罗西认真地接受了正统经济学所做的区分而造成

２９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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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生产中，工资只出现一次，作为专门用于转化为工资的基

金，作为潜在的工资。一旦它成为实际的工资，它就被支付出去，

并且只作为工人的收入出现在消费中。但同工资相交换的是劳动

能力，劳动能力在生产中根本不出现，在生产中出现的仅仅是它

的使用——劳动。劳动表现为价值的生产工具，因为它没有被支

付，也就是说，没有以工资来代表。作为创造使用价值的活动，劳

动也同作为雇佣劳动的它自身毫无关系。工人手中的工资已经不

是工资，而是消费基金。只有在资本家手中，它才是工资，也就

是专门用来交换劳动能力的那一部分资本。对于资本家来说，工

资再生产出可出卖的劳动能力，所以就此而言，甚至工人的消费

也是为资本家服务的。资本家根本不对劳动本身进行支付，而只

对劳动能力进行支付。当然，他能够这样做只是由于劳动能力本

身所起的作用。

如果说工资出现两次，那么，这不是因为它两次代表两种不同

的生产工具，而是因为它一次从生产的角度出现，另一次从分配的

角度出现。但是，这种一定的分配形式并不是任意的协议，以致它

也可能是另外的样子，而是由生产本身的形式决定的；它只是从另

一种规定上来看的生产自身的要素之一。

机器的价值无疑构成投在机器上的那部分资本，但是，机器作

为价值什么也不生产，虽然机器给厂主带来好处。工资不代表作为

生产工具的劳动，正如价值不代表作为生产工具的机器一样。工资

只代表劳动能力，并且，因为劳动能力的价值是同劳动能力相分离

而作为资本存在的，所以工资代表一部分资本。

既然资本家占有他人的劳动，并且用这种占有的劳动再去购

买劳动，所以，如果罗西先生愿意的话，也可以说工资（即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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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表）出现两次：（１）作为资本的财产，（２）作为劳动的代表。

罗西真正感到不安的是，工资表现为两种生产工具的代表，即资

本和劳动的代表；他忘记了，劳动作为生产力是包括在资本中的，

劳动不作为可能的劳动而作为现实的劳动，决不是和资本不同的

生产工具，只有它才使资本变为生产工具。至于构成一部分资本

的工资和同时构成工人的收入的工资之间的区别，我们将在论利

润和利息的那一部分谈到，我们就以那一部分来结束论资本的这

第一章。２７｝

［（７）李嘉图的理论是

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反映］

  ｛马尔萨斯在谈到他的上述著作《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

［１８２３年伦敦版］的时候，又回到他在《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

伦敦版）中提到的同一些问题上来。他说：

“在李嘉图先生以前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著作家曾在比例的意义上使用

工资或实际工资这个术语。利润确实是指一种比例；而利润率始终被正确地

表达为对预付资本的价值的百分比。至于工资，我们在考察它的增减时从来

不是根据它对通过一定劳动量获得的全部产品的比例，而是根据工人所取得

的某种产品量的多少，或者说根据这些产品支配必需品和舒适品的能力大

小。”（第２９—３０页）

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由资本生产出来的唯一价值，是由新劳

动量追加的价值。但是，这种价值是由再生产出工资（资本以工资

形式进行的预付）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因而是超出必要劳动的

剩余价值）构成的。材料和机器上的预付只是从一种形式转变成另

４９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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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形式。工具也和原料一样，转变成产品，它的损耗同时也就是

产品形式的创造。当原料和工具没有花费一文钱的时候，——在不

少采掘业中，仍然把它们估计为几乎等于零（在采掘业的每一部

门，如金属采掘、煤炭采掘、捕鱼、狩猎、原始森林的采伐等，原料总

是等于零），——它们决不会使产品的价值有所增加。它们的价值

是以前的生产的结果，而不是它们在其中充当工具和材料的眼下

的生产的结果。因此，剩余价值只能在对必要劳动的关系上来测

定。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第二级的、派生的和变形的形式，只是资

产阶级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中，剩余价值起源的痕迹消失了。

李嘉图自己根本不理解这一点，因为：（１）他始终只谈现成数

量的分配，而不谈［利润和工资之间的］这种差别的最初起源；（２）

理解这一点就会迫使他看到，资本与劳动之间产生的关系是同交

换的关系完全不同的，并且李嘉图无法理解，资产阶级的等价交换

制度转变为不支付等价而占有，并且以这种占有为基础；（３）李嘉

图关于相对利润和相对工资的原理只不过是说，一定的总价值分

为两部分，而任何一个量分为两部分，这两部分的量必然成反比。

后来李嘉图学派也就不无根据地把问题归结为这种废话了。

促使李嘉图提出相对工资和相对利润的那种兴趣，不在于揭

示剩余价值形成的基础，——因为李嘉图出发的前提是，一定的价

值应该在工资和利润之间，劳动和资本之间进行分配，可见他认为

这种分配是不言而喻的，——那种兴趣在于，第一，与通常的价格

规定相反，他从价值出发提出了一个正确的规定，因为他指出，价

值界限本身不受价值分配，即价值在利润和工资之间的不同分配

的影响；第二，说明利润率的下降不是暂时的，而是持续的，对他来

说，在价值的一个固定不变的部分归劳动所有的前提下，利润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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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下降是难以解释的；第三，他用工资的提高来解释利润的这种

下降，但是又用农产品价值的提高，即农产品生产上困难的增加，

来解释工资的这种提高，同时把地租解释得同他的价值原理并不

矛盾。

同时，这就给工业资本提供了一种论战武器，去反对那利用工

业成就的土地所有权。与此同时，李嘉图为简单的逻辑所驱使，便

宣布了利润、劳动和资本的对立性质，［ —１３］尽管他后来力图向

工人证明，利润和工资的这种对立性质同工人的实际收入没有利

害关系，相反，工资的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提高是有害的，因为这

妨碍积累，而工业的发展只给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带来好处。但

是，对立的形式毕竟被揭示出来了，因此，不理解李嘉图的凯里叱

责李嘉图是共产主义者之父等等２８，而他的这种说法在某种意义

上又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并不懂得这种意义。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他们象马尔萨斯一样，根本不想知道工资

的相对的（因而是对立的）性质，一方面希望掩饰对立，另一方面又

断言：工人只不过用一定的使用价值，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去交换资

本，因而放弃了生产力，放弃了创造新价值的劳动的力量，工人同

产品毫无关系，因而在资本家同工人相交换的场合，在工资的场

合，正如在经济上以等价物为前提的任何简单交换的场合一样，问

题只在于数量，在于使用价值的数量。

尽管从一方面来看，这是正确的，但是，实物交易的外表形式，

交换的外表形式会带来这样的结果：如果竞争使工人能直接同资

本家讨价还价和争执，工人就要按资本家的利润来衡量自己的要

求，并且要求在他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中得到一定的份额；于是，比

例就成为经济生活本身的现实的要素。其次，在两个阶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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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斗争必然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而出现）中，衡量它们相互之

间的差距，即恰好是通过工资本身而作为比例表现出来的差距，成

为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事情。交换的假象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

方式的过程中消失了。通过过程本身及其重复，才弄清了真象：工

人以工资形式从资本家那里所取得的只是他本人劳动的一部分。

后来工人和资本家也意识到这一点。

对李嘉图来说，其实问题仅仅在于，必要工资在发展过程中在

总价值中占怎样的比例。他所谈的始终只是必要工资；对它的相对

性质感兴趣的并不是工人，因为工人［在相对工资上涨时］同以前

一样，得到同一最低额，感兴趣的只是资本家，因为他的纯收入中

的扣除额发生了变动，而工人所得到的，用使用价值来表现，并没

有增多。虽然李嘉图为了探讨完全另外的一些问题而指出了利润

和工资的对立性质，但这种情况本身已经表明，在他那个时代，以

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采取了越来越适合自己性质的形式。

关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马尔萨斯在上面引证过的《政治经济

学定义》中说道：

“李嘉图断言，利润随着工资价值的提高而按比例地下降，反之亦然。这

种说法只有假定在其生产上耗费相等劳动量的商品始终具有相等价值的条

件下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假定在五百次里难得有一次可以成立，而且必然如

此，因为随着文明和技术的进步，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不断增加，流动资本的周

转时间则越来越不相同和不相等。”（第３１—３２页）

（这和价格有关，和价值无关。）

马尔萨斯谈到他自己发现的真正价值标准时说：

“第一，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表述：某一商品通常支配的劳

动量，必定可以代表并衡量生产这一商品花费的劳动量加利润…… 劳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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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生产某一商品花费的劳动量加利润的时候，就代表商品供给的自然的和

必要的条件，或者它的基本生产费用…… 第二，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

过这样的表述，即不管土地的肥沃程度怎样不同，生产一定数量劳动的工资

所需要的基本生产费用必然始终相等。”（同上，第１９６—１９７页）

这只是说，工资始终等于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而劳动时

间则随劳动生产率而变动。商品的数量仍然不变。

“如果把价值看作是一种商品的一般购买力，那么，这和一切商品的购

买，和商品总量有关。但这个总量是完全不能控制的…… 任何时候都不能

否认，劳动同任何其他物品比起来最能代表商品总量的平均［价值］。”（第

２０５页）“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商品，如原产品，和劳动相比，价格上涨，而工

业品的价格却下降。因此，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一定的劳动量在同一国家中支

配的商品量，平均说来，在几百年的过程内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第２０６

页）“价值始终应该是能够交换劳动的价值。”（第２２４页注）

换句话说，马尔萨斯的理论是：商品的价值，即商品中所花费

的劳动，是由商品所支配的活工作日、商品所能交换的活工作日代

表的，因而是由工资代表的。活工作日既包含［必要］时间，又包含

剩余时间。让我们尽量替马尔萨斯帮忙吧。我们不妨假定，剩余劳

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也就是工资同利润的比例，始终保持不变。

首先，马尔萨斯先生说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加利润，这一点已经

证明了他的混乱，因为利润恰恰只能构成所花费的劳动的一部分。

马尔萨斯这里是指所花费的劳动以外的利润，他认为利润由固定

资本等等产生。这只涉及总利润在它的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同

利润总量无关，因为，如果大家都用自己的商品换得商品中花费的

劳动加利润，那么，请问马尔萨斯先生，利润究竟从哪里产生呢？如

果一个人得到他的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加利润，那么，另一个人就

必定得到所花费的劳动减利润；利润在这里被看成是实际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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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以外的剩余。这样一来，利润也就没有了。

假定所花费的劳动等于３个工作日，如果剩余劳动时间［与总

劳动时间］之比是１∶２，那么，支付１１
２工作日就能取得３个工作

日。工人确实是工作３日，但每日得到的报酬只有半日的劳动。换

句话说，他们工作３日所得到的商品，只花费１１
２日。所以，资本家

靠他的商品中所花费的３个工作日，在所有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

会得到６个工作日。（这种情况所以正确，只是因为假定剩余劳动

时间等于必要劳动时间，因此，第二种场合，只是第一种场合的重

复。）

（相对剩余价值显然不仅受到［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

的］上述比例的限制，而且受到产品进入工人消费的比例的限制。

如果资本家由于生产力的增长而能得到两倍数量的开司米围巾，

并且这些围巾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么，他就没有创造出相

对剩余价值，因为工人不消费这种围巾，结果，再生产他们的劳动

能力所必需的时间仍然不变。在实践中，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在这

种场合价格超过价值。在这里，从理论上说，这还和我们无关，因为

所考察的是资本本身，而不是某个特殊部门的资本。）

上面说的是，资本家用３日支付工人，而让他们劳动６日；他

用每半日购买１日；因而用６
２日即３日购买６日。因此，断言商品

所支配的工作日或它所支付的工资，表现这一商品的价值，那就是

根本不理解资本和雇佣劳动的性质。物化工作日支配更多的活工

作日，这是一切价值创造和资本创造的精髓。但是，如果马尔萨斯

先生说，商品所支配的活劳动时间，表现商品的价值增殖尺度，表

现商品所造成的剩余劳动尺度，那就对了。但这只不过是同义反

复，只不过等于说，随着商品造成更多的［活］劳动，商品造成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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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就更多，换句话说，这表示与马尔萨斯想要说的意思相反的东

西，只不过是说，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商品所支配的活劳动时

间从来不代表商品中所花费的劳动时间。（现在，我们终于把马尔

萨斯谈完了。）｝

［（８）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理解的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性质］

［（ａ）查默斯所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 —１４］｛我们在前面分析资本概念时已经说明，资本就是价

值本身，就是在流通中保存自己并通过与活劳动交换而使自己增

殖的货币。因此从事生产的资本的目的，决不是使用价值，而是作

为财富的财富的一般形式。托·查默斯牧师在他那本在许多方面

都是荒谬和令人厌恶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

德远景的关系》（１８３２年伦敦第２版）中，只对这个问题有正确的

理解，另一方面也没有陷入费里埃２９等人的迷误，费里埃等人把

作为资本价值的货币同现实存在的金属货币混淆起来。在危机时

期，资本（作为商品）不能交换，不是因为现有的流通手段太少；相

反，资本不流通，是因为它不能交换。在危机时期现金所以重要，只

是因为这时资本不能按其价值交换——而只是因为这一点，资本

的价值才同资本相对立而固定在货币形式上，——同时债务又必

须支付，于是在中断的流通之外又出现了强制流通。

查默斯说：

“当一个消费者拒绝某些商品的时候，他并不象新经济学家们想象的那

样总是因为想购买其他商品，而是因为他想完全保存一般购买力。而当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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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把商品带到市场上去的时候，一般说来他并不是去寻找其他商品来交换

他自己的商品…… 他是想扩大他的对一切商品的一般购买力。说货币也是

一种商品是没有意义的。商人偶尔使用的实在的金属货币，在他的资本里面，

甚至在他的货币资本里面只占很小一部分；全部资本，虽然是用货币估量的，

但是可以依仗成文契约，按照它自己的轨道运行，可以依靠只占全部资本的

很小一部分的现金达到自己的一切目的。货币资本家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是

增加他名义上的财产数量。假如他今年的资本用货币来表示，比如说是

２００００傍，那么下年用货币来表示就应当是２４０００镑。增加用货币来表示的

他的资本的数量，是他作为一个商人增加他的利益的唯一方式。这种目的的

重要性，对他来说，并不因为通货波动或货币实际价值的变动而有所改变。例

如，在一年内他可以把他的资本从２００００镑增加到２４０００镑；但是由于货币

价值的下跌，他可能并没有增加他所拥有的舒适品等等。虽然如此，他的利益

仍旧象货币没有跌价时一样；因为要不是这样，他的货币财富将保持不变，而

他的实际财富将按照２４与２０之比减少…… 因此，商品〈即使用价值或实

际财富〉并不是产业资本家的终极目的”，

（把实在的金属货币（或者甚至是纸币，结果一样），简言之，把

作为实在货币的价值的形式看成财富或发财致富的一般形式，那

只是货币主义的幻想；其实，当作为一般购买力积累起来的货币增

加的时候，作为流通手段或者作为已实现的贮藏货币这种一定形

式的货币，却相应地减少。作为实际财富或生产力的转让凭证，货

币获得上千种形式），

“除非他支出他的收入去购买消费品。产业资本家在支出资本或为生产

而购买的时候，他的终极目的是货币”（注意：不是铸币）。（第１６４—１６６页）

同一个查默斯说：“利润使可供自由支配的人口除为土地所有者服务外，

还为其他的业主服务……因为这些业主的开支超出了他们的生活必需。”（第

７７—７８页）｝

查默斯在上述一书中把整个流通过程叫作经济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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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交往的世界，可以看作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周期的循环中运转的，一

旦企业完成它相继进行的交易，又回到它的起点，每次的循环就完成了。起点

可以从资本家得到收入，从而收回资本的时候算起；从这时起，他重新着手做

以下的事情：招雇工人，并以工资的形式分给他们生活资料，或者确切地说，

分给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力；从他们那里取得他所经营的制成的物品；把

这种物品送到市场去，在那里把它们卖掉，在货款中收回全部投资，而结束这

一系列运动的循环。货币的参与丝毫不改变这种交易的实际性质。”（第８５

页）

［（ｂ）资本回流期间的差别。

生产不同商品所需要的时间不等］

  当资本回流期间的差别取决于流通过程阶段，而这个流通过

程阶段又与直接生产过程相一致时，资本回流期间的差别就不仅

取决于为完成对象（例如开凿运河等等）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长

短，而且在某些生产部门——农业中——还取决于由劳动本身的

性质所引起的劳动的中断时期，在这种时期，一方面资本闲置不

用，另一方面劳动也停止下来。例如，亚·斯密就举过这样的例

子３０：小麦是生长一年的作物，而公牛的成长则需要五年，因而在

公牛身上要用去五年的劳动，小麦只用一年的劳动。

例如，在牧场上饲养牲畜使用的劳动很少。另一方面，在农业

本身，例如在冬季使用的劳动很少。在农业中（其他一些生产部门

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由于生产过程本身的条件会引起劳动时

间的中断或停顿，而在一定的时候又必须重新开始劳动以便继续

进行或完成生产过程；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过程的延续和劳动过程

的延续并不一致。这是造成［资本回流期间］差别的一个要素。第

二：［在某一生产部门］为了完成产品，为了使产品达到完成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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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就需要较长的时间；这里指的是生产过程的整个持续时间，而

不管劳动操作是否发生中断；这里指的是一般生产阶段所经历的

不同持续时间。第三：［在某一生产部门］产品完成以后，也许需要

把产品存放一个较长的时间，让它受自然过程的作用，在这期间需

要的劳动较少，例如葡萄酒（从概念上说，这种情况和第一种情况

差不多）。第四：产品运到市场需要较长的时间，因为这种产品是专

门供应较远的市场的（从概念上说，这同第二种情况一致）。第五：

由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资本整个回流时间（资本的

全部再生产时间）有长有短，这显然与直接生产过程及其持续时间

无关，而是取决于流通。整个资本再生产的时间决定于包括流通在

内的整个过程。

“生产不同商品所需的期限不等。”（托马斯·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

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这

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内

就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铁匠、马

车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几天或几周内完

成的各种产品。由于这种自然的情况，并且由于其他劳动部门的财富的增长

比农业快得多，那些垄断了全国土地的土地所有者，［ —１５］尽管还垄断了

立法权，但仍旧不能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即租地农民摆脱成为国内依赖

性最强的人的命运。”（第１４７页注）

“一切商品生产的期限不同，这是一种自然情况，而劳动者的需要却必须

每天得到满足…… 由于完成不同商品所需要的时间不等，在野蛮时代，当

猎人等等拥有剩余的猎物时，弓箭制造者等等用来交换剩余猎物的商品却还

没有制成。任何交换都无法进行；制弓者必须兼作猎人，分工是不可能的。这

种困难促进了货币的发明。”（同上，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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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包含着赤贫。

［马尔萨斯人口过剩理论的虚假性。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过剩人口和过剩资本］

  ｛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已经包含着这样的意思：他是赤贫，潜

在的赤贫。按照他的经济条件来说，他不过是活的劳动能力而已，

因而也有生活的需要。有一切方面的需要，而没有客观条件来作为

劳动能力实现自己。假使资本家不需要工人的剩余劳动，那么工人

就不能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不能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于是他便

不能通过交换取得生活资料，如果他得到它们，那只是从国家的收

入中拨给他的救济。他作为工人能够生活，仅仅是由于他拿自己的

劳动能力去换取构成劳动基金的那部分资本。这种交换本身是同

那些对工人来说偶然的、对他的有机存在漠不相干的条件连结在

一起的。因此工人是潜在的赤贫。

其次，既然使工人生产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是以资本为基础

的生产的条件，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必要劳动被腾出来。因此，

工人成为赤贫者的机会增加了。过剩人口的发展同剩余劳动的发

展是相适应的。

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不同的人口增长规律和过剩人口增

长规律；过剩人口同赤贫是一回事。这些不同的规律可以简单地归

结为同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或者就活的个体来说，

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同他作为社会成员（因为他只能在社会中从事

劳动和占有）的再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种种不同方式。就个别的人

或者某一部分人口来说，对生产条件的这种［传统］关系的解体，会

把他们置于这种特定基础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因而也就把他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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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过剩人口，他们不仅一无所有，而且无法依靠劳动为自己谋取

生活资料，于是变成了赤贫。

只有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赤贫才表现为劳动自身

的结果，表现为劳动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因此，在一个社会生产阶

段上可能是过剩人口的情况，在另一个阶段上却不是这样，而且过

剩人口的作用可能是不同的。例如，古代人遣送出去的移民就是过

剩人口；也就是说，这些人在当时的所有制的物质基础上，即在当

时的生产条件下，不能在同一空间继续生活下去。他们的人数同现

代生产条件相比可能很少。然而，他们远不是赤贫。面包和娱乐３１

时期的罗马平民倒是赤贫。引起民族大迁徙的过剩人口，又是以其

他条件为前提的。

因为在所有以前的生产形式下，生产力的发展不是占有的基

础，相反，对生产条件的一定关系（所有制形式）表现为生产力的预

先存在的限制，而且这种关系只应被再生产出来，所以，总括了一

切生产力发展的人口的增加，尤其要遇到外部的限制，因而表现为

受限制的东西。

社会的条件只能适应一定数量的人口。另一方面，如果说由一

定形式的生产条件的扩展能力所设定的人口限制，随生产条件而

变化，收缩或扩大，——狩猎民族的过剩人口与雅典人的不同，而

雅典人的过剩人口与日耳曼人的不同，——那么，人口的绝对增长

率，从而过剩人口率和人口率也会随生产条件发生变化。因此，在

一定生产基础上产生的过剩人口，也和当时的正常人口一样，都是

被决定了的。过剩人口和人口加在一起，便是一定的生产基础可能

产生的人口。人口究竟能超出它的限度多少，这是由限度本身决定

的，或者确切些说，是由设定这个限制的那同一个基础决定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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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加在一起，便构成既定基础上的全部劳动

一样。

马尔萨斯的理论，其实并不是他发明的，他窃取了这一理论发

明者的荣誉，是由于他以牧师的狂热宣扬了这个理论；老实说，不

过是由于他特别强调了这一理论。他的理论在两方面有意义：（１）

因为他用残酷的说法来表达资本的残酷的观点；（２）因为他断言在

一切社会形式下都有过剩人口这一事实。但他并没有证明这一点，

因为再没有比把历史著作和游记杂乱无章地编纂在一起更无批判

力的东西了。马尔萨斯的见解十分荒谬和幼稚，这是因为：

（１）他把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上的过剩人口看成是一样

的，不了解它特有的差别，因而把这些极其复杂的和变化多端的关

系愚蠢地归结为一种关系，归结为两个等式：一方面是人的自然繁

殖，另一方面是植物（或生活资料）的自然繁殖，把它们作为两个自

然级数互相对比，一个按几何级数增长，一个按算术级数增长。这

样一来，马尔萨斯便把历史上不同的关系变成一种抽象的数字关

系。这纯粹是凭空捏造，既没有自然规律作根据，也没有历史规律

作根据。似乎在人的繁殖和例如谷物的繁殖之间应当存在着天然

的差别。这个盲目模仿者同时还认为：人数的增长是纯自然过程，

它需要外部的限制，障碍，才不致按几何级数发展下去。

这种几何级数的繁殖，［照马尔萨斯看来］是人的自然繁殖过

程。在历史上他会发现，人口是按照极不相同的比例增加的，过剩

人口同样是一种由历史决定的关系，它并不是由数字或由生活资

料的生产性的绝对界限决定的，而是由一定生产条件规定的界限

决定的。［第一，］从数目来看，［以前各时代的过剩人口］是有限的。

那些表示雅典人的过剩人口的数字，在我们看来是多么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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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从性质来看，由变成移民的自由雅典人构成的过剩人口，同

收容在贫民习艺所里的工人构成的过剩人口极不相同。同样，那些

在修道院里消耗剩余产品的、过着乞讨生活的过剩人口，同工厂里

造成的过剩人口也大不一样。但是，马尔萨斯撇开了人口运动的这

些一定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由于是人类本性的历史，所以是自然

的规律，但仅仅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

的人的自然规律，而这种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则是受人类本身历史

过程制约的。

马尔萨斯式的人，即被抽象化而不再是由历史决定的人，只存

在于他的头脑里，因而与这种自然的马尔萨斯式的人相适应的几

何级数的繁殖法，也只存在于他的头脑里。因此，现实的历史在马

尔萨斯看来是这样的：他的自然人的繁殖不是历史过程的抽象，不

是现实繁殖的抽象，相反地，现实繁殖倒是马尔萨斯理论的应用。

所以，在历史的每个阶段上成为人口和过剩人口的条件，成为内在

条件的那种东西，到了马尔萨斯手里却成了妨碍人口按照马尔萨

斯的方式发展的一系列外部障碍。人类在历史上生产和再生产的

条件，成了马尔萨斯式的自然人的再生产的限制，而这种自然人不

过是马尔萨斯的创造物。［ —１６］另一方面，生活资料的生产——

它是受人的活动限制和决定的——表现为生产本身给自己设置的

障碍。蕨类植物蔓衍全球。它们的繁殖，只有在它们的空间不够了

的时候才终止下来。它们的繁殖根本不按算术比例。很难说马尔

萨斯在什么地方发现过，自由生长的自然产物由于内在的冲动，没

有外部障碍，就会自动停止再生产。马尔萨斯把人类繁殖过程的内

在的、在历史上变化不定的界限，变为外部限制；把自然界中进行

的再生产的外部障碍，变为内在界限或繁殖的自然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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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马尔萨斯愚蠢地把一定数量的人同一定数量的生活资料

硬联系在一起。李嘉图３２当即正确地反驳他说，假如一个工人没有

工作，现有的谷物数量就同他毫不相干，因而，决定是否把工人列

入过剩人口范畴的，是雇佣资料，而不是生存资料。

但是，这一点应当从更普遍的意义上来理解，并且一般说来与

社会媒介有关，个人是通过这种媒介而同他的再生产的资料发生

关系并制造这种再生产的资料的；因而，这与生产条件和个人同这

些条件的关系有关。对雅典的奴隶来说，除了所能生产的生活必需

品以外，他们的繁殖没有任何限度。我们从未听说古代曾有剩余奴

隶。相反，对他们的需求不断增长。但是，曾经有过非劳动者（就直

接［参加生产］意义上说）的过剩人口，他们不是就已有的生活资料

来说人数过多了，而是他们失去了使他们可以占有这些生活资料

的条件。剩余工人的出现，即从事劳动的没有财产的人的出现，是

资本时代的现象。

那些靠修道院过活并帮助修道院消耗剩余产品的乞丐，和封

建主的侍从属于同一个阶级；这说明，人数不多的剩余产品所有者

自己已不能吃掉这些产品。这不过是过去的侍从或现代的仆役的

另一种形式。比如说，狩猎民族在各个部落的相互争斗中出现的过

剩人口，并不证明地球已不能养活这些为数不多的人，而是证明他

们再生产的条件要求少数人占有大量领土。同并不存在的生存资

料绝对量根本没有关系，而是同再生产的条件，同这些生存资料的

生产条件有关，而这种生产条件同样也包括人的再生产条件，包括

整个人口的再生产条件，包括相对过剩人口的再生产条件。这种过

剩纯粹是相对的，它同整个生存资料没有任何关系，而同生存资料

的生产方式有关。因此，它只是这一发展阶段上的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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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这里不谈那些完全不属于马尔萨斯的东西，即引进地租理

论［来说明过剩人口］。这实质上不过是以公式形式来表述下述事

实：在李嘉图等人所熟悉的产业发展阶段上，农业落后于加工工

业，不过，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所固有的，尽管比例会不断变化。｝

｛在我们考察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时，如绝对地看，这种生产

的条件就是带来最大相对量剩余劳动的最大绝对量必要劳动。因

而，基本条件是人口即活的劳动力的最大限度增长。如果我们进一

步考察生产力的以及交换的发展条件，那么，这又是分工、协作、只

能由多数人的头脑进行的全面观察、科学、尽量多的交换中心——

这一切和人口的增加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条件本来就包含着这样的内

容：除了必要人口，也就是说，除了代表必要劳动即代表生产上所

必需的劳动的人口以外，还要有不劳动的过剩人口。资本的进一步

发展表明，这些过剩人口，除了工业的部分——工业资本家——以

外，又分化出纯粹消费的部分，即专以消费他人的产品为业的游手

好闲的人，由于粗陋的消费是有限度的，所以有一部分产品必须以

较为精致的形式，作为奢侈品供他们取用。

经济学家们谈到过剩人口时，指的不是这种游手好闲的过剩

人口。正好相反，这些人口——他们的消费职能——恰恰被人口论

的狂热信徒看作是必要人口，而且［在他们看来］这是正确的（是前

后一贯的）。“过剩人口”这个用语只同劳动能力有关，也就是说，同

必要人口有关；剩余来自劳动能力。但是，这种情况纯粹是资本的

本性产生的。劳动能力只有在它的剩余劳动对资本有价值，能为资

本增殖价值时，才能实现自己的必要劳动。如果价值增殖的这种可

能性由于某种障碍而受到阻挠，那么，劳动能力本身便处于（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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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的再生产条件之外；它存在着，但没有它存在的条件，因而，

纯粹是一个赘疣；它有需求，但没有满足需求的手段。（２）必要劳动

便成为过剩劳动，因为过剩劳动并不是必要的。劳动只有在它成为

资本增殖价值的条件时才是必要的。

这样一来，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既然由资本来确定，它

就变成这样：一部分必要劳动——即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劳动——

成为过剩的，因而这种劳动能力本身就成为必要工人人口的过剩，

也就是这样一部分工人人口的过剩，他们的必要劳动对资本不是

过剩的，而是资本所必需的。既然资本必然引起的生产力的发展，

就在于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说，减少一定数量的

剩余劳动所需要的必要劳动的比重，那么，假定劳动能力是个已知

的一定量，资本所使用的必要劳动的比例就必然要不断减少，也就

是说，这种劳动能力有一部分要过剩，因为要完成一定数量的剩余

劳动，现在只有它的一部分就够了，而过去则需要它的全部。

因此，把一定部分的劳动能力变为过剩的，也就是说，把为再

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变为过剩的，是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

相比增加的必然后果。减少相对必要劳动表现为增加相对过剩劳

动能力——也就是造成过剩人口。如果这些过剩人口得以维持生

活，那么这笔费用不是来自劳动基金，而是来自一切阶级的收入。

他们不是靠劳动能力本身的劳动来生活，不再是靠工人的正常再

生产来生活；而是别人用施舍来养活他们，因此他们变成乞丐和赤

贫；既然他们不再通过自己的必要劳动来养活自己，也就是说，不

再通过与一部分资本的交换来养活自己，那么，他们就同表面上的

交换关系和表面上的独立关系的条件失去了联系。

其次，社会替资本家先生承担这样一部分任务：为他维持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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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的劳动工具，使之不致消损，把它储备起来，供以后使用。资本

家从自己身上卸掉了工人阶级再生产的一部分费用［ —１７］，从

而为了自己的利润而使另一部分人口变为赤贫。另一方面，既然资

本不断把自己作为剩余资本再生产出来，它就既有制造这种赤贫

的趋势，又有消除这种赤贫的趋势。资本按照两个相反的方向起作

用，有时这一趋势占上风，有时那一趋势占上风。

最后，剩余资本的确立，包含着双重的要素：（１）剩余资本要被

动用，就需要人口不断增加；如果它所需要的相对人口减少了，那

就是它本身增大了；（２）剩余资本需要失业的（至少是相对失业的）

那部分人口，即相对的过剩人口，这样，它的增长才随时可以找到

后备人口；（３）在生产力的一定阶段上，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在数

量上和比例上还没有达到被当作资本来使用的程度。不仅一定阶

段的生产要求有最低限额，而且一定阶段的生产的扩大也要求有

最低限额。在这种情况下便出现了剩余资本和过剩人口。同样也

可能存在着过剩人口，但其数量不足，没有达到追加生产所需要的

比例。当我们进行所有这些考察的时候，我们还有意地完全撇开了

销售的波动、市场的收缩等等，总之，撇开了以许多资本［相互作

用］过程为前提的一切因素。｝

［（ｄ）亚·斯密把工人劳动看作牺牲的

观点。剥削的社会中劳动的对抗性质

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真正自由的劳动］

  ｛亚当·斯密的观点是，劳动决不改变自己的价值，所谓不改

变，是指一定量的劳动对工人来说始终是一定量的劳动，也就是

说，在亚·斯密看来，是同样数量的牺牲。不管我劳动一小时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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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报酬是多还是少，——这取决于一小时劳动的生产率和其他种

种情况，——我已劳动了一小时。不管这一小时劳动的结果有些什

么变化，我必须为我的劳动结果，为我的工资付出的东西，始终是

同样的一个劳动小时。

“等量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于完成这一劳动的工人必定具有

相同的价值。在通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况下，在工人能够掌握通常的技能

和技巧的条件下，他总要牺牲同样多的安逸、自由和幸福。他所支付的价格总

是不变的，不管他以劳动报酬的形式得到的商品量有多少。诚然他用这个价

格能买到的这些商品的量，有时多有时少，但这里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商品的

价值，而不是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可见，劳动本身的价值永远不变。由此

看来，劳动是商品的实际价格，而货币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亚·斯密《国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尔门·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

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６５—６６页）

“你必须汗流满面地劳动！”这是耶和华对亚当的诅咒。
３３
而亚

当·斯密正是把劳动看作诅咒。在他看来，“安逸”是适当的状态，

是与“自由”和“幸福”等同的东西。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

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

需求，这在斯密看来是完全不能理解的。诚然，劳动尺度本身在这

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这个目的而必

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的。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

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

外观，被看作个人自己自我提出的目的，因而被看作自我实现，主

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

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

不过，斯密在下面这点上是对的：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

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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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

里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谈：一方面是这种对立的劳动；另一方面与此

有关，是这样的劳动，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

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在这

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

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象傅立叶完全以一个

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３４。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

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１）劳

动具有社会性；（２）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

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

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

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

过程中。

不过，斯密所想到的仅仅是资本的奴隶。例如，甚至中世纪

的半艺术性质的劳动者也不能列入他的定义。然而，在这里我们

首先感兴趣的不是分析斯密对劳动的见解，不是哲学因素，而是

经济学因素。把劳动单纯看作牺牲，而且，因此把它看作决定价

值的东西，看作是对物所支付的价格，而且按照各物所花费的劳

动的多少来决定它们的价格，这纯粹是消极的规定。因此，例如

西尼耳３５先生竟会把资本看成和劳动具有同样意义的一种生产源

泉，一种生产出价值的源泉，因为资本家似乎也作出牺牲，即节

欲的牺牲，他没有直接把自己的产品吃光，而是用它来发财致富。

纯粹消极的东西什么也不创造。例如，如果劳动使工人愉快，——

正象西尼耳所说的节欲无疑会使守财奴得到愉快一样，——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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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产品不会失掉丝毫价值。进行生产的只有劳动；它是价值这

种产品的唯一实体。

｛蒲鲁东的公理是：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３６从这里

可以看出他对这个问题多么不理解。他所否认的属于资本的东西，

都被他变为劳动的自然属性。可是，关键在于，满足绝对需求所需

要的劳动时间留下了自由时间（自由时间的多少，在生产力发展的

不同阶段有所不同），因此，只要进行剩余劳动，就能创造剩余产

品。目的是要消除［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关系本身；这样，剩余

产品本身就表现为必要产品了３７，最后，物质生产也就给每个人留

下了从事其他活动的剩余时间。现在这已经是没有什么神秘的了。

最初，大自然的赐予是丰富的，或者说，顶多只要去占有它们就行

了。联合体（家庭）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分工和协作，一开始是自然产

生的。其实在最初，需求也是极少的。需求本身也只是随着生产力

一起发展起来的。｝

因此，劳动的尺度，劳动时间——在劳动强度相同的前提下

——就是价值的尺度。工人之间质的差别只要不是自然形成的，不

是由性别、年龄、体力等等决定的，——也就是说，只要这种差别实

际上表现的不是劳动的质的价值，而是分工，劳动的分化，——那

么，这种差别本身不过是历史的结果，而且对大多数劳动来说这种

差别又会被消除，因为大多数劳动是简单劳动，而质上较高的劳动

可以通过同简单劳动相对比来找到它的经济尺度。

劳动时间，或劳动量，是价值的尺度，——这无非是说，劳动的

尺度就是价值的尺度。两个东西只有当它们具有同样性质的时候，

才能用同样的尺度来计量。各种产品能够用劳动的尺度——劳动

时间——来计量，只是因为它们按性质来说都是劳动。它们是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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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劳动。产品作为客体具有各种形式，它们作为劳动的存在固

然可以表现在这些形式上（作为从外面赋予它们的目的性；但是，

例如在公牛身上就看不出这一点，在一切再生产出来的自然产品

上看不出这一点），但是，它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产品

只有作为活动而存在的时候，才作为等同的东西［ —１８］存在。

活动是由时间来计量的，因此，时间也成为客体化劳动的尺度。我

们将在别的地方探讨，这种计量［用劳动时间来计量劳动的消

耗］同交换，同没有组织的社会劳动——社会生产过程的一定阶

段有多大联系。

使用价值同作为产品源泉的人的活动没有关系，同产品由人

的活动来创造这一点没有关系，而是同产品为人的存在有关系。要

说产品有它自己的尺度，那就是自然尺度，作为自然物的产品的尺

度是：重量、分量、长度、体积等等，效用的尺度等等。但是，产品作

为创造产品的力量的结果或这种力量的静态存在，它只能由这种

力量本身的尺度来计量。劳动的尺度是时间。仅仅因为各种产品

·
是劳动，所以它们能用劳动的尺度，即劳动时间来计量，或用消耗

在它们上面的劳动量来计量。对安逸的否定，作为单纯的否定，作

为禁欲主义的牺牲，不创造任何东西。一个人可以象僧侣之类那样

整天灭绝情欲，自己折磨自己等等，但是他所作出的这些牺牲不会

提供任何东西。物的自然价格不是为这些物所作的牺牲。这倒使

人想起那种非产业的观点，即认为向神灵供献牺牲就能获得财富。

除开牺牲之外，还需要有某种别的东西。所谓牺牲安逸，也可以称

作牺牲懒惰、不自由、不幸，即否定某种消极状态。

亚·斯密是从心理方面来考察劳动的，是从劳动使个人愉快

或不愉快这方面来考察的。但是除了个人对自己的活动在情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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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关系以外，劳动毕竟还是某种别的东西，首先，对他人来说是

这样，因为Ａ的单纯牺牲，对Ｂ没有什么好处；其次，是个人本身

对他所加工的物和对他自己的劳动才能的一定关系。劳动是积极

的、创造性的活动。劳动的尺度——时间——自然不依赖于劳动生

产率；劳动的尺度无非是一种单位，它的一定数目表示劳动的相应

部分。由此当然不应得出结论说，劳动创造的价值是固定不变的；

换句话说，只有在相同的劳动量都是相同的尺度量这个意义上才

是固定不变的。

以后在进一步探讨时还可以弄清楚，产品的价值不是用消耗

在产品上的劳动来计量，而是用生产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来计量的。

因而，作为生产条件的不是牺牲，而是劳动。等价把产品再生产的

条件表现为经过交换而造成的产品条件，也就是说，把生产活动更

新的可能性表现为由生产活动本身的产品造成的东西。｝

｛此外，亚·斯密的牺牲观点，虽然正确地表达了雇佣工人对

他自己的活动的主观关系，但毕竟不能得出他所想得出的结论，即

劳动时间决定价值。也许对工人来说，一小时劳动始终等于同样大

的牺牲。但商品的价值决不会由工人的感觉来决定，他一小时劳动

的价值也不会由他的感觉来决定。既然亚·斯密承认，购买这种牺

牲可能有时贱些，有时贵些，那么令人非常奇怪的是，为什么这种

牺牲总是必须按照同一价格出售。何况斯密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

后来他又把工资，而不是把劳动量当成价值的尺度。对公牛来说，

只要它被屠宰，就总是一样的牺牲。但是，牛肉并不因此具有不变

的价值。｝

｛“虽然同样的劳动量对工人来说始终具有同样的价值，但对雇用工人的

人来说，价值却时而较小，时而较大。他购买同样的劳动量，有时用较少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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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有时用较多数量的商品。因而对他来说，劳动的价格，就象其他一切

东西的价格一样是变动的，尽管实际上只是商品有时贵些，有时贱些。”（斯

密，同上，第６６页）｝

［（９）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对利润和资本的解释］

  ｛亚·斯密解释利润产生的方式是非常天真的：

“在社会原始状态下，全部劳动产品属于劳动者。为获得或生产某一适于

交换的物品所耗费的劳动量〈以及较大的困难等等〉，是决定用这个物品通常

可以买到、支配或换得的那个劳动量的唯一条件…… 
·
但
·
是，一旦储备在个

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工人加到材料上的价值就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

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工资和加工材料的资本

总额的报酬。如果企业主不能指望他出售成品的所得扣除对他的资本的必要

补偿后还会有某些剩余，他便没有兴趣来雇用这些工人了；如果他的利润不

能同他使用在事业上的资本的大小保持一定的比例，那他也就没有兴趣去使

用较大的资本，而宁愿使用较小的资本了。”（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

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９６—９７页）

（参见亚·斯密如下的奇怪看法：在分工以前，

“那时候每一个人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不需要任何储备品”。（同

上，第２卷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似乎在这种社会状态下，人在自然界里找不到任何储备，也不

必为了劳动去寻找客观的生活条件。即使是蒙昧人，即使是动物也

储备东西。斯密所说的顶多是这样一种状态：那时候只是直接的瞬

间的本能驱使人去直接劳动，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储备仍会

不经劳动而这样或那样地存在于自然界中。斯密搞糊涂了。集中

储备于一个人手中，那时候是不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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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菲尔德在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第三卷中加的注

释说：

“结合起来的奴隶劳动比自由人的非常分散的劳动更有生产效能。自由

人的劳动，只有在它由于较昂贵的地价和工资雇佣制度而开始结合起来的情

况下，才能比奴隶劳动更有生产效能。”（第１８页注）“在地价仍然很低的国家

里，不是所有的人都处于野蛮状态，就是其中有些人处于奴隶状态。”（第２０

页注）｝

｛“利润是表示资本或财富增长的术语；因此，如果找不到支配利润率的

规律，也就是找不到资本形成的规律。”（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４０年伦敦版第５５页）｝

｛“人也和由人制造的任何机器一样，都是劳动的产品；并且在我们看来，

在一切经济研究中，都应该正确地按照这个观点对人进行考察。每一个已经

成年的人……完全可以看作是一部需要２０年细心照料和耗费大量资本才能

造成的机器。而且，如果为了使他从事一种职业等等而在教育上或资格训练

上投下一笔额外支出，那么他的价值也就按照比例提高了，正象一架机器为

了获得新的能力而在建造上多花了一些资本或劳动，它的价值便增大了一

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１１５页）｝

｛“事实上，商品总是要换回更多的〈劳动，多于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且正

是这个剩余部分形成利润。”（同上，第２２１页）

关于这位好样的麦克库洛赫，马尔萨斯
３８
曾正确地指出：此人

认为科学的专门任务［ —１９］，就是把一切都等同起来。这同一位

麦克库洛赫又说：

“资本的利润只是积累劳动的工资的别名”（同上，第２９１页），

因此，劳动的工资大概也只是活资本的利润的别名。

“工资……实际上是由工人的一部分劳动产品构成的；因而，当工人得到

自己劳动产品的较大份额时，工资便有较高的实际价值。反过来也是一样。”

（同上，第２９５页）｝

资本造成剩余劳动这一事实，整个说来，经济学家们了解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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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所以他们把这一事实所表现出的个别引人注目的现象，看成某

种特殊现象，稀奇的事情。拉姆赛就是这样谈论夜工的。再如，约

翰·威德在他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

版第２４１页）中也这样说：

“工资水平也同劳动时间和休息期间有关。近几年来〈１８３５年以前〉，业

主们的政策就是通过取消或削减节假日和中午休息时间，逐渐延长劳动时

数，来在这方面剥夺工人；他们知道，增加四分之一的劳动时间，便等于减少

同一数量的工资。”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

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小穆勒的少数创见就包含在这部

小书里，而不是在他那部充满学究气的巨著３９里）一书中说：

“一切用于再生产的东西，不论是在现有的形式上，还是间接地经过事先

（或者甚至事后）的交换，都是资本。假定我把自己所有的货币都投在工资和

机器上，而且我所生产的商品刚好完成，那么在我能售出这一商品，实现收

益，并把它们重新投在工资和工具上以前的这段时间里，能够说我没有资本

吗？当然不能。我现有的资本和以前一样，也许更多些，不过它处于固定的状

态，不能随便使用罢了。”（第５５页）

“在任何时候，一个国家的资本都有很大一部分闲置着。一个国家的年产

品绝达不到这样的数额，即假定一切资源都用于再生产，一句话，假定国家全

部资本都充分利用起来时所能达到的那一数额。如果每件商品未能卖出去而

存留下来的时间长度平均等于生产它所需要的时间长度，那么很明显，在任

何时候，一个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实际执行资本职能的就不会超过一半。这一

半被使用的资本是一个变动不定的部分，是由不断变化的各个部分构成的；

但结果可能是：如果每一个生产者有把握在商品制成后立即售出，他每年就

可以只生产他所能生产的商品的一半。”（同上，第５５—５６页）“然而，这种处

境，或类似的处境，是世界上绝大部分资本家通常的处境。”（第５６页）

“能在最短时间内完成资本周转的生产者或卖主，为数是很少的。很少有

人能把自己的商品卖得那么快，即他用自己的或借来的资本所取得的全部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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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能在到手以后立即销售出去。多数人的营业规模与他们所拥有的资本数

量完全不相适应。诚然，在那些工商业经营得极有成效的社会里，银行制度使

资本占有者能够用于生产的资本，大于他们在自己的营业中所能使用的资

本，并从中得到收益。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有很大数量的资本固定

在工具、机器、建筑物等等形式上，而不管资本只是一半被利用或全部被利

用；而且每个企业家都有商品贮存，以应付可能的意外需求，尽管他可能在一

个不定的期限内不能卖掉它们。”（第５６页）“一大部分资本这样经常不使用，

就是我们为分工所付出的代价。这种购买是值得为之付出花费的，不过代价

是很可观的。”（第５６页）

要是我在店铺中有１５００塔勒，由此得到１０％的收益，同时又

有５００塔勒闲置下来以便装璜门面等等，那么，这和我以１
２的利率

投资２０００塔勒是一样的。

“在许多交易中，有一些企业家以低于别的企业家的价格，把质地相同的

商品卖出去。这不是他们甘愿牺牲［一部分］利润；他们指望顾客随后蜂涌而

来会加速他们的资本周转，使他们的全部资本更加不间断地得到利用，从而

得到好处，虽然在每一笔具体交易上他们的利润要少一些。”（第５７页）“是否

会有这样的企业家，买者增多反而对他们没有好处，这是值得怀疑的，而对大

多数企业家来说，这样的假设完全是不适用的。对多数企业家来说，有新的顾

客，就等于增加他们的生产资本，这使他们有可能把他们那部分闲置资本用

在工资和生产工具上（而在找到顾客以前，也许在他们手里永远不会用在生

产上）…… 由此，一个国家的总产品下一年度便会增加，不是由于单纯的交

换，而是由于把一部分国民资本动用起来，如果没有交换，这部分资本也许还

会闲置更长的时间。”（第５７—５８页）

“对于生产者或企业家来说，从新的顾客那里得到的好处是：

（１）假如他的一部分资本处于未售出的货物的状态，（在一段或长或短的

时间内）不能生产出任何东西；那么现在就能使其中一部分资本变得更加活

跃，更经常地成为生产资本。

（２）假如额外需求超过了从尚未售出的货物中腾出来的那笔资本所能提

供的商品数量，假如企业家拥有补充资金，这些资金过去用于有利的投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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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投在国家证券上），但不是用在他自己的营业中，那么现在他就可以不再用

其中一部分资金去取得利息，而是去获取利润，这样便可赚得利润率和利息

率之间的差额。

（３）假如他的全部资本都用在自己的营业上，假如他的资本中没有任何

部分作为尚未售出的货物积压下来，那么他便可以利用借来的资本扩大营

业，赚得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差额。”（第５９页）

［（Ｅ）资本的循环和周转（Ｃ节结尾）。］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１）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

现在回到我们的本题上来。

资本所经历的、构成资本一次周转的那些阶段，从概念上说是

从货币转化为生产条件开始的。不过现在，我们不是从正在生成的

资本出发，而是从已经生成的资本出发，所以它所经历的是以下几

个阶段：

（１）剩余价值的创造，或直接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

产品。（２）把产品运到市场。产品转化为商品。（３）（α）商品进入普

通流通。商品流通。其结果是：商品转化为货币。这是普通流通的

第一个环节。（β）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货币流通。在普通流通

中，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总是由两个不同的主体分担。资本先作为

商品来流通，然后作为货币来流通，或者相反。（４）生产过程的更

新，这种更新在这里表现为原有资本的再生产和剩余［ —２０］资

本的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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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费用归结为运动费用，归结为运送产品到市场的费用，归

结为使一种状态转化为另一种状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其实这一

切费用都归结为种种计算活动和这些活动所需要的时间（这些活

动奠定了特殊的、技术性的货币业务的基础）。（是否应该把这些费

用看作剩余价值的扣除，以后就会知道。）

在考察这种运动时，我们发现，以交换活动为媒介的资本流

通，一方面是为了把产品投入一般流通，并从这一流通中取回货

币形式的等价物。至于这样脱离资本流通而落入普通流通的产品，

其结果如何，在这里和我们没有关系。另一方面，资本从它的流

通过程出来时又抛掉它的货币形式（部分地抛掉，工资除外），或

者说，在资本以货币形式实现了作为价值的自身，并同时在自己

身上表现了资本价值增殖的尺度以后，资本现在以货币形式运动，

以仅仅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形式运动，从而，从一般流通中吸取

生产所必需的商品（生产条件）。作为商品，资本脱离其本身的流

通而进入一般流通；作为商品，资本又逃出一般流通，而把这种

流通纳入自身之中，纳入本身的运动之中，以便流入生产过程。于

是资本流通便和一般流通保持某种关系，资本本身的流通成为一

般流通的一个环节，而一般流通本身又表现为由资本所设定。这

以后再来考察。

资本的总生产过程既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生产过程，也包括本

来意义上的流通过程。它们形成资本运动的两大部分，而资本运动

表现为这两个过程的总体。一方面是劳动时间，另一方面是流通时

间。整个运动表现为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的统一，表现为生产和流

通的统一。这种统一本身便是运动，便是过程。资本表现为生产和

流通的这种处于过程中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既可以看成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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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的整体，又可以看成是资本一次周转、一次复归于其自身

的运动的一定期间。

但是，对于资本来说，流通时间作为与劳动时间并列的条件，

只不过是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所具有的最适当的、

最后的形式。流通费用就是分工和交换的费用，这样的费用，在任

何一种先于资本的、发展程度较低的以分工和交换为基础的生产

形式下都是必然会有的。

资本作为主体，作为凌驾于这一运动各个阶段之上的、在运动

中自行保存和自行增殖的那种价值，作为在循环中（在螺旋形式中

即不断扩大的圆圈中）发生的这些转化的主体，它是流动资本。所

以流动资本最初并不是一种特殊的资本形式，相反，它就是处在它

的一个进一步发展了的规定中的、作为上述运动的主体的资本本

身，而上述运动就是资本本身表现为它自己的价值增殖过程。所

以，从这方面来看，每个资本也是流动资本。

在简单流通中，流通本身表现为主体。一个商品从流通中被抛

出，另一个商品进入流通。但是同一个商品在流通中只是转瞬即逝

的东西。货币本身，只要不再是流通手段而变成独立的价值，它就

离开流通。但资本却成为流通的主体，流通则成为资本自身的生活

过程。

但是，如果说这样一来，资本作为流通的整体，是流动资本，是

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的过渡，那么资本在每个阶段上，就是处

在一种规定性上，表现为被束缚在特殊形态中的东西，这种特殊形

态是对作为整个运动主体的资本的否定。所以资本在每个阶段上，

都是对作为各种转化的主体的它自身的否定。非流动资本。固定

资本，本来意义的被固定起来的资本，它固定在各种规定性中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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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规定性上，固定在它必须通过的各个阶段中的某一阶段上。当

资本停留在这些阶段中的某一个阶段上时，——这个阶段本身不

表现为流动状态的过渡，而且每个阶段都有其持续时间，——那

么，资本就不是流动的，而是固定的。

当资本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它是不能流通的，是潜在地

丧失价值的。当资本停留在流通中的时候，它是不能生产的，不创

造剩余价值，不是作为资本处在过程中。当资本不能投入市场的时

候，它便作为产品固定起来；当资本必须停留在市场上的时候，它

便作为商品固定起来。当资本不能和生产条件交换的时候，它便作

为货币固定起来。最后，在生产条件停留在自己作为条件的形式上

而不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资本就又固定起来，并且丧失价值。资

本作为通过一切阶段的主体，作为流通和生产的运动着的统一体，

作为处在过程中的统一体，它是流动资本；资本作为束缚在每个这

样阶段上的它自身，作为具有自身差别的资本，是固定资本，被束

缚的资本。作为流动着的资本，它把自身固定起来，而作为固定起

来的资本，它在流动。

因此，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首先表现为资本的形式规

定，即要看资本是表现为过程的统一体，还是表现为过程的特定环

节。闲置资本或没有利用的资本这个概念，只能指资本闲置在这些

规定中的一种规定上，而资本的条件就是：它的一部分总是闲置

的。这表现在：国民资本的一部分总是停滞在资本必须通过的各个

阶段中的一个阶段上。货币构成国民资本的一个特殊部分，但它总

是处在流通手段的形式中，就是说，从来不通过其他阶段，因此，亚

·斯密把它看成是固定资本的一种虚假形式。货币形式的资本作

为从流通中抽出的价值，同样会闲置起来，固定起来。在危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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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恐慌时刻过后——在工业萧条期间，货币固定在银行家、证

券经纪人等等的手里，就象鹿渴求清水一样４０，货币也渴求活动的

地盘，以便能作为资本来增殖。

流动和固定这样的规定，首先不外是资本本身处在这两个规

定上，一次是作为过程的统一体，另一次是作为过程的特殊阶段，

不外是资本本身不同于作为统一体的自身，——这不是资本的两

个特殊种类，不是两个特殊种类的资本，而是同一资本的不同形式

规定，——这种情况，在政治经济学中引起了许多混乱。如果抓住

某个物质产品的一个方面，根据这个方面就认为它是流动资本，那

么指出它的相反方面也是很容易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资本作为

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同时也是流通和生产的差别，而且是在空间上

和时间上的差别。资本在这两个要素的每一个要素中所具有的形

式都与另一个要素漠不相关。就个别资本来说，从一个要素过渡到

另一个要素，是偶然的，取决于外在的、不可控制的情况。因此同一

资本总是出现在两种规定中，这表现在：一部分资本出现在一种规

定中，［ —２１］另一部分资本出现在另一种规定中。一部分是固定

的，另一部分是流动的。这里所谓流动的，并不是说似乎它处在不

同于生产阶段的本来意义上的流通阶段上，而是说它所处的阶段，

是流动的阶段，是朝着另一个阶段转移的、处于过程中的阶段。资

本在任何一个这样的阶段上都不是滞留不动的，因而它的总过程

不会受到阻碍。

例如，工业家用在生产上的只是他拥有的一部分资本（不管是

借入的资本还是自有的资本，在这里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考察的是

总资本，这对经济过程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另一部分资本还需

要一定的时间才能从流通中返回来。于是，在生产中，处在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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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部分资本是流动的，而处在流通中的那部分资本是固定的。这

样一来，资本的总生产率便受到限制；资本的再生产部分受到限

制，因而投入市场的那部分也受到限制。

商人的情况也是一样。他的一部分资本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固

定着，另一部分则处在流通中。虽然象在工业家那里一样，资本有

时这一部分有时另一部分处在上述规定中，但他的总资本总是存

在于两个规定中。

另一方面，因为从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本身所产生的这个限

度并不是固定的，而是随着情况变化的，并且资本能够或多或少地

接近其作为流动资本这个最适当的规定，因为资本分为上述两个

规定——从而价值增殖过程同时表现为价值丧失过程——是和资

本最大限度增殖价值的趋势相矛盾的，所以资本就想方设法来缩

短固定状态的阶段。此外，资本不是同时并存于这两个规定中，这

两个规定是相互交替的。在一个时期，过程表现为全是流动的，这

是资本最大限度的价值增殖时期；另一个时期，是对前一个时期的

反作用，在这个时期内，另一个要素更加强制地表现出来，这是资

本最大限度的丧失价值和生产过程停滞的时期。两个规定并列出

现的那些时刻，不过是这些强制过渡和周转之间的中间时期。

把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这两个规定理解为资本一般的形式规

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否则就无法理解资产阶级经济的许多现

象，如与资本的一次周转时间有本质区别的经济周期的各时期；新

的需求的影响；甚至新生产金银的国家对一般生产的影响。谈论澳

大利亚金矿或新发现的市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刺激，是没有用

的。如果不是资本的本性决定了它决不能全部被使用，即总要有一

部分资本固定起来，丧失价值，不生产，那么，任何刺激都不能驱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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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更多地生产。另一方面，经济学家们（甚至包括李嘉图在内）陷入

了荒谬的矛盾之中，他们假定，资本始终是全部被使用的，因而他

们仅仅用新资本的创造来解释生产的增大。这样的话，生产的任何

增大都要以生产的先行增大或生产力的增长为前提。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这些限制，还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是以

前的那些已经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所固有的。但是这些限制

并不是生产本身的规律。一旦交换价值不再成为物质生产的限制，

而物质生产的限制取决于物质生产对于个人的完整发展的关系，

那么，这全部历史及其痉挛和痛苦也就终止了。上面我们已经看

到，货币扬弃物物交换的限制，只是由于它使这些限制普遍化，就

是说，使买和卖完全分离①；下面我们将看到，信用扬弃资本价值

增殖的这些限制，也只是由于它使这些限制具有最普遍的形式，把

生产过剩时期和生产不足时期确立为两个时期。

［（２）］流通费用。流通时间和劳动时间。

［资本周转和资本价值增殖］

  资本在一次流通时间、一次周转中创造的价值，等于在生产

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就是说，等于再生产的价值加上新价值。无

论我们把周转的结束看作是商品转化为货币的时候，还是看作是

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的时候，周转的结果，无论它表现为货币

或者表现为生产条件，总是同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绝对相等。这

里我们把产品在实物上向市场的搬运算作零，或者说，我们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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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这种搬运列入直接生产过程。产品在经济上的流通，只有在它

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之后才开始，只有在那时它才流通。这里

所谈的只是流通的经济上的差别、规定、要素，而不是指把成品

作为商品转入第二阶段即转入流通的物质条件；我们同样不涉及

原料转化为产品的工艺过程。市场距离生产者的远近等等，在这

里还与我们无关。

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通过各个经济环节本身所用去的费用，

即流通费用本身，并不使产品增加任何价值，它们不是创造价值的

费用，不管在这方面耗费了多少劳动。这种费用不过是对已经创造

出来的价值所作的扣除。假定有两个人，每人都是他自己产品的生

产者，但是他们的劳动是以分工为基础的，因此他们之间就要相互

交换，他们的产品的实现依赖于通过这种交换来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就很清楚，他们为交换所花去的时间，即他们在成交之前为了讨

价还价和算账所花去的时间，无论是对于他们的产品，或者是对于

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都不能增加任何东西。

如果Ａ向Ｂ提出要求，说交换占去了他若干时间，那么Ｂ也

会向Ａ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每个人在交换中耗费的时间完全相

等。他们的交换时间是共同的。如果Ａ为自己的产品要１０塔勒

（他的产品的等价物），又为他从Ｂ那里取得这１０塔勒所花去的

时间再要１０塔勒，那Ｂ会说Ａ完全可以进疯人院了。这种时间的

耗费是由分工和交换的必要性造成的。如果Ａ本人能够生产一切

东西，那他就不会用一部分时间去同Ｂ进行交换，或把自己的产

品转化为货币，再把货币转化为产品了。

本来意义上的流通费用（它在货币业务中获得了独立的重大

发展）不能算入生产的劳动时间。这种费用，从其本质来看，也只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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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再把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就是

说，只限于资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所花费的时间。如果

Ｂ和Ａ都认为在他们之间安插一个第三者Ｃ作为中介人，此人把

自己的时间用在这个流通过程上，他们就能够节省时间的话，例

如，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参加交换的人的数目，流通过程的主体

的数目有这么多，以致他们每个人在一年之内轮流耗费［在交换行

为上］的时间加起来等于一年；如果每个人把一年的１
５０时间轮流用

在流通行为上，而他们的总数为５０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

就可以由一个人用他的全部时间来干这件事情。对这个人来说，如

果他得到的支付只是他的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如果必须把他

的全部时间用来交换生活必需品，那么他所得到的报酬就是工资。

如果他计算的是他的全部时间，那么他所得到的工资就是等价物，

即客体化的劳动时间。这样看来，这个人并没有添加任何价值，而

只是分得了资本家Ａ、Ｂ等人的剩余价值。他们这样做也会得到好

处，因为根据前提条件，他们的剩余价值中［用于交换活动］的扣除

会减少。（资本既不是单纯的量，也不是单纯的活动；而是两者同时

兼而有之。）

货币本身［ —２２］由于是由贵金属制成的，或者由于所有货

币生产——例如，即使在纸币流通的情况下——都需要费用，就是

说，货币本身要花费劳动时间，所以它并不给交换对象——交换价

值——添加任何价值；相反，生产货币的费用是对这种价值的扣

除，这种扣除要由交换者按比例分担。流通工具，交换工具的耗费

所表现的不过是交换费用。这种费用不添加价值，而是要占去一部

分价值。例如，金币和银币，同其他价值（不是货币意义上的价值）

一样，本身也是价值，因为有劳动物化在其中。但是这些价值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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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手段，就是对现有财富的扣除。

资本流通的生产费用也是这样。资本流通不增加价值。流通

费用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是实现价值的费用，是对价值的扣除。

流通表现为资本所经历的一系列形态变化，但是从价值来看，它并

不给资本增加任何东西，而是使资本具有价值形式。那种通过流通

转化为货币的潜在价值，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而预先存在的。既

然上述过程的系列是在时间中进行的，是需要费用，花费劳动时间

或物化劳动的，那么，这种流通费用就是对价值量的扣除。

假定流通费用等于零，那么从价值来看，资本一次周转的结果

就等于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这就是说，先于流通而存在的

价值就是从流通中出来的价值。极而言之，由于有流通费用，从流

通中出来的价值可能比进入流通的价值小。从这方面看，流通时间

不增加价值，流通时间不表现为与劳动时间并列的创造价值的时

间。假如生产所创造的商品的价值是１０镑，那么，为了使这种商品

同１０镑相等，即同它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相等，就需要流通。

这种过程，即这种形式变化所造成的费用，是对商品价值的扣除。

资本流通是价值通过不同阶段所经历的形式变化。为了使这个过

程正常进行所经历或花费的时间，属于流通的，分工的，以交换为

基础的生产的生产费用。

这些讲的是资本的一次周转，即资本通过它的不同环节的一

次进程。作为价值的资本的过程，以货币为起点，又以货币为终点，

但是货币数量增多了。差别只是量上的差别。这样一来，Ｇ—Ｗ—

Ｗ—Ｇ就有了内容。如果我们考察资本流通到这一点为止，那我们

就又处在起点上了。资本又变成了货币。但是，这些货币必须重新

成为资本，成为通过购买劳动，通过生产过程而自行增殖和自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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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的货币，现在这同时已是确定的了，并且成了条件。资本的货币

形式不过是一种形式，是资本在自己的形态变化中所经历的许多

形式之一。

如果我们把这一点不是看作终点，而是象我们现在要考察的

那样，看作经过点，或新起点，看作本身由生产过程确立的转瞬即

逝的终点和仅仅是表面的起点，那就很清楚，只有当不同于生产过

程的那部分流通过程完成时，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才能再转化

为处在过程中的、进入生产过程的价值，才会发生生产过程的更

新。

资本的第二次周转，即货币再转化为资本本身，或生产过程的

更新，取决于资本为完成自己的流通所需要的时间，就是说，取决

于资本的流通时间，在这里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不同。但是，既然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所创造的、在流通本身得到实现的总价值（再

生产的价值和新创造的价值），完全是由生产过程决定的，那么，在

一定时间内所能创造的价值总额，就取决于生产过程在这期间重

复的次数。生产过程的重复取决于流通时间，而流通时间等于流通

速度。流通越快，流通时间越短，同一资本能够重复生产过程的次

数就越多。可见，在资本周转的一定周期内，资本所创造的价值总

额（从而剩余价值的总额，因为资本所确立的必要劳动，只是剩余

劳动所必要的劳动）同劳动时间成正比，同流通时间成反比。在一

定的周期内总价值（从而所创造的新的剩余价值总额）等于劳动时

间乘以资本周转的次数。

换句话说，资本创造的剩余价值，现在已表现为不单单决定于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占有的剩余劳动，而决定于生产过程的系数，

即决定于表示生产过程在一定时间内重复次数的数字。而这个系

１３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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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又决定于资本一次周转所需要的流通时间。所以，价值（剩余价

值）总额取决于一次周转中创造的价值乘以一定时间内的周转次

数。资本的一次周转等于生产时间加上流通时间。假定流通时间

是已知的，则一次周转所需要的全部时间就取决于生产时间。假定

生产时间是已知的，周转的持续时间就取决于流通时间。既然流通

时间决定一定时间内的生产时间总数，既然一定期间内生产过程

的重复，生产过程的更新取决于流通时间，那么，流通时间本身就

是生产的要素，或者确切些说，表现为生产的界限。

资本的性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性质是：流通时间对于劳

动时间，对于价值创造来说，成为决定的要素。这样一来，劳动时间

的独立性被否定了，生产过程本身表现为由交换决定，于是社会联

系和对这种联系的依赖性，在直接生产中不仅表现为物质要素，而

且表现为经济要素，表现为形式规定。流通的最大限度——生产过

程通过流通得以更新的界限——显然取决于生产时间在一次周转

中的持续时间。

假定某一资本的生产过程，即资本为了再生产它的价值和创

造剩余价值所需要的时间（换句话说，为完成等于进行生产的资本

的总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某一产品量所需要的时间）持续３个月。

这样的话，资本更新生产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的次数，一年之中无

论如何不会超过４次。资本周转次数的最大限度是一年４次，也就

是说，在一个生产阶段结束和再度更新之间没有任何中断。周转次

数的最大限度等于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所以，只要产品一完成，新

原料就又被制成产品。这种连续性不仅涉及一个［ —２３］生产阶

段内部的连续性，而且涉及这些阶段本身之间的连续性。

现在假定，在每个阶段结束时，资本需要一个月的流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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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回到生产条件的形式，这样，资本只能周转３次。在第一种

场合，周转次数等于１个阶段乘以４；或者说，等于１２个月除以

３。在一定时间内资本创造价值的最大限度等于这段时间除以生产

过程的持续时间（生产时间）。在第二种场合，资本在一年内只周

转３次；价值增殖过程只重复３次。因此，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

总数等于１２４＝３，这里除数是资本所需要的总流通时间，即４个月；

或者说，等于资本在一个生产阶段所需要的流通时间［即１个

月］乘以一年的１２个月与在一年之内这种流通时间的３个月的比

数［即乘以４］。

在第一种场合，周转次数等于：１２个月，一定的时间，一年，除

以一个生产阶段的时间，或者说除以生产时间本身的持续时间。在

第二种场合，周转次数等于同样的时间除以［总］流通时间。资本价

值增殖的最大限度和生产过程连续性的最大限度一样，就是假定

流通时间等于零；也就是说，扬弃资本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扬弃

流通时间对资本的限制，扬弃通过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的必

要性。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力求使流通时间等于零，即扬弃自身，因

为只是由于资本的缘故，流通时间才成为生产时间的决定要素。这

等于扬弃交换、货币和以交换与货币为基础的分工的必要性，即等

于扬弃资本自身。

如果我们暂时撇开剩余价值转化为剩余资本不谈，那么，１００

塔勒的资本，假如在生产过程中生产出的剩余价值为总资本的

４％，在第一种场合，再生产是４次，年终共生产１６塔勒的剩余价

值。资本在年终等于１１６塔勒。这就好象４００塔勒的资本一年周

转一次，带来４％的剩余价值。就商品和价值的总生产来说，［在一

年周转４次时］剩余价值增加为４倍。在第二种场合，１００塔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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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只创造１２塔勒的剩余价值，总资本在年终等于１１２塔勒。至

于说到总生产，——不论就价值还是就使用价值来说，——差别就

更为显著。在第一种场合，例如，是用１００塔勒的资本把４００塔勒

的皮革变成皮靴，而在第二种场合，则只是把３００塔勒的皮革变成

皮靴。

可见，资本总的价值增殖决定于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我

们在这里暂且把生产阶段看作和劳动时间等同——乘以这种生产

阶段在一定时间内的周转或更新的次数。假定周转只决定于一个

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则总的价值增殖就只决定于一定时间内的

生产阶段的数目；换句话说，周转完全决定于生产时间本身。这就

是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因此很明显，流通时间绝对地来看，是对

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的一种扣除，是减少绝对的价值增殖。因此任

何流通速度或者流通时间的任何缩短所能引起的价值增殖，都不

可能比生产阶段本身所提供的价值增殖更大。假如流通速度增长

到 ，那它所能提供的最大限度的东西，就是使流通时间＝０，即扬

弃自身。因此，流通时间不能成为创造价值的积极要素，因为它的

扬弃——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是价值增殖的最大限度，它的

否定等于资本生产率的最高肯定。｛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率，并

不是增加使用价值的生产力，而是资本创造价值的能力，是资本生

产价值的程度。｝资本的总生产率等于一个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乘

以生产阶段在一定时期内重复的次数。而重复的次数是由流通时

间决定的。

假定１００塔勒的资本一年周转４次，使生产过程进行４次，如

果剩余价值每次都是５％，那么，１００塔勒的资本到年终创造的剩

余价值就等于２０塔勒；另一方面，假定４００塔勒的资本按同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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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比一年周转一次，剩余价值也等于２０塔勒。所以，１００塔勒的资

本一年周转４次，提供２０％的利润，而４倍于它的资本一年周转

一次，只提供５％的利润。（仔细地分析就会表明，剩余价值是完全

一样的。）由此看来，资本量可以由流通速度来代替，而流通速度可

以由资本量来代替。这样就出现一种假象，好象流通时间本身是生

产性的。因此，必须利用这个例子把这个问题弄清楚。

还有另一个问题：如果１００塔勒一年周转４次，假定每次都是

５％的利润，那么，在第二次周转开始时就可以用１０５塔勒开始生

产过程，产品将是１１０１
４塔勒；在第三次周转开始时资本是１１０

１
４

塔勒，产品是１１５
６１
８０塔勒；在第四次周转开始时资本是１１５

６１
８０塔

勒，而在这次周转结束时是１２１８８１１６００塔勒。数字本身在这里没有关

系。问题在于：如果４００塔勒的资本一年只周转一次，利润率为

５％，则利润只能是２０塔勒；相反，如果一笔少到四分之一的资本

一年周转４次，利润率相同，它的利润就要多１＋８８１１６００塔勒。由此可

见，单单由于周转这个要素，——由于重复，——即由于流通时间

所决定的要素，或者确切些说，由于流通所决定的要素，价值不仅

可以实现，而且可以绝对地增加。这也是必须加以研究的。

流通时间只表示流通速度；流通速度只是由流通形成的限制。

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即资本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

速度同概念变换的速度一样——应该说是最大限度，也就是生产

过程的更新同它的结束同时发生。

交换行为，——流通借以进行的经济活动归结为一系列相继

进行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不是作为商品同货币发生关系或作为货

币同商品发生关系，而是作为价值同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即劳动

发生关系时为止，——一种形式的价值同另一种形式的价值的交

５３１．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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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行为，即货币交换商品或商品交换货币的行为（这都是简单流通

的环节），是通过另一种商品来确立一种商品的价值，从而把商品

作为交换价值加以实现；或者同样也可以说，是使商品确立为等价

物。可见，交换行为所以确立价值，是因为价值是前提；交换行为实

现交换对象的作为价值的规定。但是，把一个商品确立为价值的行

为，或者说，把另一个商品确立为该商品的等价物的行为，或者也

可以说，确立两个商品等价的行为，显然不会给价值本身添加任何

东西，就象±号既不增大也不缩小它后面的数字一样。

我假设４为正数或负数，这样一来，不管符号如何，４始终等

于４，既不会变成３也不会变成５。同样，假如我［ —２４］用交换价

值为６便士的一磅棉花去交换６便士，这一磅棉花就实现为价值，

同样也可以说，６便士通过一磅棉花实现为价值；换句话说，６便士

包含的劳动时间（在这里６便士被看作价值）现在表现在同一劳动

时间的另一种化身上。但是，既然交换行为使一磅棉花和６便士铜

币一样，各自等于它自己的价值，那么，这种交换既不能使棉花的

价值，也不能使６便士的价值，也不能使这两者的价值之和，在数

量上有所增长。

交换作为确立等价物的行为，只改变形式，使潜在的价值得以

实现，也可以说使价格得以实现。确立等价物，例如把ａ和ｂ确立

为等价物，并不能提高ａ的价值，因为这是使ａ和它自身的价值相

等的行为，因而不是使它和它自身的价值不相等的行为；不相等的

只是形式方面，这是就它事先没有被表现为价值这一点来说的；同

时，这是使ａ的价值和ｂ的价值相等，使ｂ的价值和ａ的价值相等

的行为。投入交换的价值总额等于ａ的价值加上ｂ的价值。其中

每一个始终等于它自身的价值；因而两者的总额等于它们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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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所以，交换作为确立等价物的行为，按其性质来说，既不增加

价值总额，也不增加被交换的商品的价值。（在同劳动进行交换时

情况就不同了，因为劳动的使用价值本身创造价值，但这同劳动的

交换价值没有直接联系。）

一次交换活动不能增加交换物的价值，同样，交换的总和也不

能做到这一点。

｛弄清楚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因为剩余价值在各资本之间的

分配，总剩余价值在各资本之间的计算——这种第二级的经济活

动——引起一些现象，这些现象在普通经济学中与原初的经济活

动混淆在一起了。｝

不论我把不创造价值的行为重复一次还是无穷次，它都不会

由于这种重复而改变自己的性质。重复不创造价值的行为决不能

变成创造价值的行为。例如，１４表示一定的比例。如果我把这个
１
４

变成小数，即让它等于０．２５，这样，它的形式就改变了。虽有这种

形式的改变，价值依然如故。同样，如果我把商品变成货币形式，或

把货币变成商品形式，价值依然如故，但形式改变了。

因此很明显，流通——因为它归结为等价物的一系列交换活

动——不可能增加流通的商品的价值。所以，如果进行这种活动需

要劳动时间，即必须消费价值（因为价值的任何消费都归结为劳动

时间或物化劳动时间即产品的消费），也就是说，如果流通需要费

用，流通时间要花费劳动时间，那么，这就是对流通的价值的一种

扣除，即流通的价值的相对减少；流通的价值丧失了流通费用这样

一个数额。

假设有两个相互进行交换的劳动者，一个是渔夫，一个是猎

人，那么，他们两人在交换中损失的时间，既不提供鱼，也不提供猎

７３１．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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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而是对他们两人创造价值——一个可以捕鱼，另一个可以打

猎，他们的劳动时间物化在某种使用价值中——的时间的一种扣

除。假如渔夫想靠猎人补偿自己的这种损失，如多要猎物，或者少

给他鱼，那么，猎人也有同样的权利这样做。损失对他们两个人来

说是共同的。这些流通费用，交换费用，只能是对他们两个人的全

部生产和他们所创造的价值的扣除。假如他们委托第三者Ｃ进行

这种交换，因而不会直接损失劳动时间，那么，他们每个人就得把

自己产品的相应份额让给Ｃ。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所能得到的好

处，只是损失的多寡而已。但是，假如他们作为共同的所有者从事

劳动，那就不会发生交换了，而是共同消费了。所以交换费用也就

消失了。消失的不是［一般］分工，而是以交换为基础的分工。所以，

约·斯·穆勒把流通费用看作分工的必要代价①的观点是错误

的。这种费用只是不以财产公有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发分工的

费用。

因此，流通费用本身，即由交换活动，由一系列交换活动所引

起的劳动时间或物化劳动时间即价值的消费，不是对花费在生产

上的时间的扣除，就是对生产所创造的价值的扣除。流通费用决不

能增加价值。流通费用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些非生产费用

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内在费用。商人业务，尤其是真正的货币

业务，只要这类业务所从事的仅仅是流通本身的活动，例如，规定

价格（计量价值和计算价值），总之，从事由于分工而成为独立职能

的这种交换活动，代表资本总过程的这种职能，那它们就只是代表

资本的非生产费用。就这些业务减少这些非生产费用来说，它们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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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增添了东西，但并不是因为它们创造价值，而是因为它们减少

对已创造的价值的否定。如果它们完成的只是这种职能本身，那

么，它们代表的就始终只是最小限度的非生产费用。如果这些业务

使生产者能够创造的价值多于在没有这种分工的条件下所创造的

价值，而且多到在支付这一职能之后还有剩余，那么，它们事实上

就增加了生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价值之所以增加，并不是因为

流通活动创造价值，而是因为流通活动耗费的价值比别的场合少。

但是，这些流通活动是资本生产的必要条件。

资本家在交换中损失的时间，就其本身来说，并不是劳动时间

的扣除。他所以是资本家，即资本的代表，人格化的资本，只是因为

他同作为他人劳动的劳动发生关系，占有他人的劳动时间并确立

这种时间。所以，只要流通费用占去资本家的时间，流通费用就是

不存在的。资本家的时间表现为多余的时间：非劳动时间，不创造

价值的时间，尽管去实现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的正是资本。工人必

须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这也就意味着，资本家用不着劳动，

因而他的时间表现为非劳动时间，以致他甚至在必要时间内也不

从事劳动。工人必须在剩余时间内也从事劳动，才有可能使他自身

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物化，实现即客体化。所以，从另一方

面来说，资本家的必要劳动时间也是自由时间，并不是维持直接生

存的必要时间。既然所有自由时间都是供自由发展的时间，所以资

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即窃取了文明，从这个

意义上说，威德认为资本等于文明①，又是对的。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流通时间——就它占去资本家本身的时

９３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见本册第８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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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来说——跟我们的关系，就象资本家同他的情妇消磨的时间跟

我们的关系一样。如果时间就是金钱，那么从资本的角度来看，这

指的只是他人的劳动时间，用最准确的语言来说，这种时间当然是

资本的金钱。就资本自身而言，流通时间只有从它使资本可以占有

他人劳动时间的那种时间发生中断这层意义上说，才同劳动时间

是一致的；而且很明显，资本的这种相对的价值丧失，不会增大而

只会缩小资本的价值增殖。或者说，流通时间同劳动时间是一致

的，是从流通要求资本花费客体化的他人劳动时间即价值这层意

义上说的。［ —２５］（例如，资本必须向承担这种职能的另一个资

本支付报酬。）在这两种场合下，所以要考察流通时间，只是因为它

是对他人劳动时间的扬弃，否定；或者是由于它打断资本占有这种

他人劳动时间的过程；或者是由于它迫使资本消费一部分已经创

造出来的价值，这种消费是为了完成流通活动，也就是使自己成为

资本。（这一点必须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严格区别开。）

流通时间只有在它同资本生产时间的关系上——作为限制，

作为否定——才被考察，而这种生产时间就是资本占有他人劳动

的时间，即由资本确立的他人的劳动时间。如果把资本家花在流

通上的时间看作创造价值或者甚至创造剩余价值的时间，那是极

大的混乱。资本自身，除去它的生产时间而外，没有任何劳动时

间。资本家在这里如果不是作为资本，就同我们绝对无关。就是

作为资本，资本家也只是在我们所要考察的［所有资本相互作用

的］总过程中执行职能。否则人们也许会认为：资本家会因为在

一段时间内没有象另一个资本家的雇佣工人那样挣到钱而要求得

到补偿，或者说他损失了这段时间。据说，这段时间也属于生产

费用。他作为资本家所损失或使用的时间，从这个观点来看是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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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了的时间，是白白花费的。与工人的劳动时间不同的所谓资本

家的劳动时间，据说应该构成作为特种工资的资本家利润的基

础，——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考察。

最常见的，是人们把同商业联系在一起的运输等等算作纯粹

的流通费用。从商业把产品运到市场来说，它使产品获得了新的

形式。诚然，商业改变的只是产品的位置。但是形式变化的方式

同我们无关。商业使产品获得新的使用价值（这一点一直到零售

商人都适用，他们秤、量、包装，从而使产品获得适于消费的形

式），这种新的使用价值花费劳动时间，因而同时是交换价值。运

到市场属于生产过程本身。产品只有到了市场，才是商品，才处

于流通之中。

［（３）施托尔希论资本流通。］

流动资本是资本的一般特征。

年是流动资本周转的尺度

  ｛“在每个工业部门中，企业主都是产品的卖者，而所有其余的国民，甚至

往往是外国国民，都是这些产品的买者…… 流动资本离开企业主又以最初

的形式回到企业主手里这种经常的不断重复的运动，可以比作这种运动所形

成的一种圆圈；所以资本叫作流动资本，资本的运动叫作流通。”（施托尔希

《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４０４—４０５页）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流通包括每个正在交换的商品的运动。”（第４０５

页）“流通是通过交换进行的…… 从使用货币时起，商品就不再是被交换，

而是被出卖了。”（第４０５—４０６页）“要使商品流通，只须供应就够了…… 流

通中的财富：商品。”（第４０７页）“商业只是流通的一部分；商业只包括商人进

行的买和卖；流通则包括所有企业主甚至所有……居民进行的买和卖。”（第

４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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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流通的费用是为了把商品送到消费者手里而不可缺少的时候，

流通才是现实的，它的价值才增加年产品。流通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它便成为

多余的，便丝毫无助于国民致富。”（第４０９页）“近几年我们见过俄国圣彼得

堡一些多余流通的例子。对外贸易的萧条，促使商人用别的方法使用他们的

闲置资本；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利用这些资本来输入外国商品和输出本国商

品，他们便决定通过收买和转卖当地的商品以取得利润。大批砂糖、咖啡、大

麻纤维、铁等迅速相互转手，商品往往换了二十次所有主，还没有离开货栈。

这样一种流通给商人大开投机之门。但它虽使一部分人发财，却使另一部分

人破产，而国民财富并不因此有任何增益。货币流通也是如此…… 这种只

是建立在单纯价格变动基础上的多余流通，叫作证券投机。”（第４１０—４１１

页）“只有当流通是为了把商品送到消费者手里而不可缺少的时候，流通对社

会才是有益的。任何迂回，任何阻滞，任何中间交换，都不是为达到这一目的

而绝对必需的，或者说，都无助于减少流通费用，反倒是对国民财富有害，会

白白提高商品的价格。”（第４１１页）

“流通越快，即企业主为售出他投入市场的成品和使他的资本以原有形

式回到自己手里而用去的时间越少，流通的成效就越大。”（第４１１页）“企业

主只有卖出成品，而以进款重新购得原料和支付工资以后，才能重新开始生

产；所以，流通取得这两个结果越快，企业主重新开始生产就能越快，他的资

本在这段时间内提供的产品也就越多。”（第４１１—４１２页）“一个国家，如果它

的资本流通速度能使资本一年数次回到最初使用资本的人手里，那这个国家

所处的状况就如同一个农民遇到风调雨顺的气候，一年内能够在同一块土地

上连续收获三、四次一样。”（第４１２—４１３页）“缓慢的流通会使消费品变贵，

（１）间接地变贵，这是由于减少本来能够有的商品量；（２）直接地变贵，因为只

要产品处于流通中，产品的价值便会由于用在生产产品上的资本的利息而越

来越提高；流通越慢，这种利息便积累得越多，就要无益地提高商品的价格。”

“缩短和加速流通的方法：（１）分离出一个专门从事商业的劳动者阶级；（２）便

利的运输；（３）货币；（４）信用。”（第４１３页）｝

简单流通是由许多同时并存的和前后连接的交换行为构成

的。被当作流通来看的这些交换行为的统一体，其实只是从观察者

的角度来看才是存在的。（交换可能是偶然的，而且在交换只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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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多余产品，不包括整个生产过程的地方，交换就或多或少具有

这种性质。）在资本流通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交换活动，交换行为，

其中每一次交换对别的交换来说，都表现为一个质的环节，表现为

资本的再生产和增殖的一个环节。这一整套交换行为，从使用价值

来看，是物质变换，从价值本身来看，则是形式变换。产品同商品的

关系，就象使用价值同价值的关系一样；商品同货币的关系也是这

样。在这里这个系列达到了自己的顶点。货币同由货币再转化成

的商品的关系，是交换价值同使用价值的关系；货币同劳动的关系

更是如此。

［ —２６］由于资本在过程本身的每个环节上都是过渡到它的

下一个阶段的可能性，因而就是表现资本生命活动的全部过程的

可能性，所以每一个这样的环节，同在生产过程中被确立为资本

的价值一起，潜在地表现为资本——从而表现为商品资本，货币

资本。商品可以代表资本，只要它能够转化为货币，因而能够购

买雇佣劳动（剩余劳动）。这是从资本流通中产生的形式方面说的。

从物质方面说，只要商品是原料（真正的原料或半成品）、工具、

工人的生活资料，它就是资本。这些形式中的每一种都是潜在的

资本。一方面，货币是已实现的资本，是作为已实现的价值的资

本。就这方面说，货币（被看作流通的终点，在这里也应被看作

起点）是道地的资本。然后，特别就货币同生产过程的关系来说，

只要它交换活劳动，它就又是资本。反之，在资本家用货币交换

商品时（重新购买原料等等），货币就不是资本，而是流通手段，

只是转瞬即逝的媒介，资本家通过这种媒介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

构成这些产品的原始要素。

流通对资本来说不是单纯的外在活动。如果说资本只有通过

３４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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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才能生成，价值通过生产过程才得以永久化和增殖，那

么，资本要再转化为纯粹的价值形式，——在这里资本生成的痕迹

和资本作为使用价值的特殊存在都消失了，——只有通过流通的

第一个行为才行；而生产过程的重复，也就是资本生活过程的重

复，只有通过流通的第二个行为才有可能，这种行为就是货币同生

产条件相交换，因而成为生产行为的序幕。所以，流通包括在资本

概念之内。如果说，最初货币或积累的劳动作为前提出现在交换自

由劳动之前，但资本的客观要素对于劳动所具有的表面上的独立

性已经被取消了，而且在价值形式上独立存在的客体化了的劳动，

从各方面来看，都表现为他人劳动的产品，表现为劳动本身的异化

产品，那么，现在资本只表现为它自身流通的前提（资本作为货币

是它变为资本的前提，但资本作为吸收和同化活劳动的价值的结

果，则不是一般流通的起点，而是资本流通的起点），因此，即使没

有这个过程，资本也会独立地和照样地存在。但是资本必须完成的

那些形态变化的运动，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条件，同样也表

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

因此，现实中的资本，表现为一定时期内发生的多次周转的系

列。资本已经不只是一次周转，一次流通，而是多次周转，整套的过

程。因此，资本的价值创造本身是受流通制约的（而价值只有作为

长久保存的和不断增殖的价值才是资本）：（１）质的方面，因为不经

过流通阶段，资本便不能重新开始生产阶段；（２）量的方面，因为资

本创造的价值量，取决于资本在一定时期内的周转次数；（３）因而

流通时间从上述两方面来看都表现为限制性原则，表现为生产时

间的限制，反过来也一样。可见，资本实质上是流动资本。如果说，

在进行生产过程的工作场所，资本是所有者和主人，那么，从流通

４４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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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来看，它却是从属的和受社会联系制约的。这种社会联系，用

我们现在的观点看，使资本交替地以Ｗ 同Ｇ的关系和Ｇ同Ｗ 的

关系进入并出现在简单流通中。

然而，这个流通是一团云雾，它的背后还隐藏着整个世界，资

本相互联系的世界；资本的相互联系把这种从流通中——从社会

交往中——产生的财产紧缚在社会交往上，并使其失去自立财富

的独立性及其性格。这个还停留在远方的世界已经在我们面前展

现出两点：［第一，］资本流通把资本在产品形式上所确立的并处

于流通中的价值从资本循环中排挤出去；第二，资本把某种别的

产品从流通中吸进自己的循环里来，把这种产品本身转化为自己

存在的一个要素。在第二点上，资本以生产为前提，但不是它自

己的直接生产；在第一点上，如果资本的产品本身是别种生产的

原料，资本就要以生产为前提；或者，如果资本的产品具有适于

消费的最后形式，资本就要以消费为前提。很明显，消费不必直

接参加资本的循环。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本来意义上的资本流

通还只是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流

通，即零售商业，是第二次循环，不属于资本的直接流通领域。它

是资本在完成第一次循环后所进行的循环，而且同第一次循环同

时并存。资本的不同循环的同时并存，如同资本的不同规定的同

时并存一样，只有以许多资本为前提时，才变得很清楚。这正象

人的生命过程要经过不同的年龄一样。但是，人的各种年龄是并

存的，分属于不同的个人。

既然资本的生产过程同时是工艺过程，—— 生产过程本

身，——即通过一定的劳动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总之，以这一目

的本身所规定的方式进行的过程；既然在所有这些生产过程中，最

５４１．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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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是人体再生产出本身所必需的物质变换，也就是创造生理

上的生活资料的过程；既然这种生产过程同农业相一致，而农业同

时也直接地（例如棉花、亚麻等等）或通过所饲养的动物间接地（蚕

丝、兽毛等等）为工业提供大部分原料（实际上是提供来自采掘工

业之外的全部原料）；既然温带（资本的发祥地）农业的再生产同地

球的公转有关，就是说，收获大部分是一年一次；——既然如此，那

么，年（只不过年的计算对不同种类的生产来说是不同的）就被用

作计算和衡量资本周转总数的通用时期，正如自然工作日成为计

量劳动时间的自然单位一样。于是，在计算利润，尤其是在计算利

息时，我们便看到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的统一——资本——被设

定为这种单位并且自己衡量自己。处在过程中的资本本身——即

正在进行一次周转的资本本身——［ —２７］被看作是劳动的资

本，而那些被想象为是由资本所产生的那些果实，则是按照资本的

劳动时间——一次周转的全部时间——来计算的。由此产生的神

秘化，是由资本的本性决定的。

［（４）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

  在更详细地探讨上面提到的那些想法之前，我们想先看看经

济学家们对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指出了哪些区别。我们在上面

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要素，这是在计算与剩余价值不同的利润时

产生的要素。现在在利润和利息之间也必定同样地出现一个新的

要素。显然，剩余价值在对流动资本的关系上表现为利润，它不同

于利息，利息是在对固定资本关系上的剩余价值。

６４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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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和利息是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利润包含在价格中。因

此，一旦资本在它的流通中达到这样一点，即当它再转化为货币，

或者说，从它的商品形式过渡到货币形式时，利润即告完成和得到

实现。关于蒲鲁东在反对利息的论战中作为依据的那种惊人的无

知，以后再谈。

（为了不至于忘记，在这里再提一下蒲鲁东：关于使所有李嘉

图主义者和反李嘉图主义者如此苦恼的剩余价值，这位勇敢的思

想家却用把它神秘化的办法简单地加以解释，他说：“一切劳动都

应当提供一个余额，我把这作为一个公理”…… 原公式要查阅笔

记本４１。蒲鲁东把超出必要劳动而进行劳动这一点变为劳动的一

种神秘的属性。单单用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无法说明这一点的；

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可以使一定劳动时间内的产品增加，但决不能

赋予这些产品以剩余价值。劳动生产力在这里所起的作用，仅仅在

于它游离出剩余时间，即超过必要劳动的劳动时间。在这里唯一的

非经济的事实是，人不必把他的全部时间用于生产生活必需品，他

在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以外还有空闲时间可以支配，因而

也可以把它用在剩余劳动上。但这完全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因为

在原始状态下，他的生活需要和他的劳动力一样是微不足道的。一

般说来，雇佣劳动只有在生产力已经很发展，能够把相当数量的时

间游离出来的时候，才会出现；这种游离在这里已经是一种历史的

产物。蒲鲁东的无知，只有巴师夏关于利润率下降的说法可以与之

媲美，他认为利润率的下降等于工资率的提高。①巴师夏把这个从

凯里那里借用来的谬论，以双重的方式表达出来：第一是说利润率

７４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见本册第２７４—２７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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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剩余价值与所用资本之比）降低了；第二是说价格降低了，但价

值即价格总额却增加了，这也无非就是说，增长的是总利润而不是

利润率。）

        

首先，是在我们上面所指出的那种意义上来理解固定资本（约

·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

敦版第５５页），即理解为固定起来的、不能自由支配的、不能利用

的资本，它停留在资本总流通过程的基一阶段上。在这个意义上，

穆勒也象我们在上面援引的贝利①一样说得很对，一个国家总是

有很大一部分资本闲置不用。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例如，

金是固定资本，只有当它被消费在镀金等等上面的时候，才是流动的。船舶是

固定资本，虽然它们确实是在流动。外国的铁路股票在我们的市场上是商品；

我们的铁路在世界市场上也可以是这样的，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和金一样是

流动资本。”（亚·安德森《近来商业的困境》１８４７年伦敦版第４页）

按照萨伊的说法，［固定资本］是这样一种资本，它

“被束缚在某种生产中，以致不能再把它抽出来用于另一种生产”４２。

这是把资本和一定的使用价值混同了，和用于生产过程的使

用价值混同了。不过，资本作为价值被束缚在某种特殊的使用价

值——生产内部的使用价值——上面，毕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用

这一点，比用不能流通这一点可以更好地说明［固定资本］，所谓

不能流通实际上只是说固定资本是流动资本的对立面而已。

德·昆西在他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一书中（１８４４年伦敦版

８４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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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３—１１４页）说：

“流动资本，按其通常的意思，意味着被使用在生产上面的任何一种因素

〈了不起的逻辑学家〉，它消灭在这被使用的行为之中。”

（按照这种说法，煤和机油是流动资本，而棉花等等却不是。

因为不能说棉花在变成棉纱或棉布之后就消灭了，尽管这种变化

确实意味着棉花被使用在生产上面。）

“固定资本是反复用在同一作业上的资本，而且反复的次数越多，工具、

发动机或机器就越有资格取得固定资本的称号。”（同上，第１１４页）

按照这种说法，流动资本消灭或消费在生产行为中，而固定资

本——为了更加明确，它被规定为工具、发动机或机器（这样，土壤

改良之类便被排除在这个规定之外了）——则反复用在同一作业

上。这里的区分，仅仅涉及生产行为中的工艺上的区别，完全不涉

及形式方面；这里所举出的区别虽然作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

特征可据以识别“任何一种因素”是固定的，另一种是流动的，但它

们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具有取得资本这个“称号”的资格。

按照拉姆赛的说法（《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

“只有生活资料基金才是流动资本，因为资本家必须立刻和它分手，它根

本不进入再生产过程，而是为了消费直接同活劳动相交换。其余的全部资本

（也包括原料）则一直到产品完成为止继续为其所有者或企业主所占有。”（第

２１页）“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

活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第２３页）

关于生活资料基金，拉姆赛的话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是对的：

它是在生产阶段本身这个期间唯一流通着的资本部分，并且从这

一方面来说，它是道地的流动资本。另一方面，说固定资本是“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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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完成”以前，或一直“到产品完成为止”继续为其所有者或企业主

所占有，则是不对的。因此，拉姆赛后来又把固定资本解释为：

“这种劳动（耗费在任何商品上的劳动）的产品的任何一部分，其存在的

形式是这样的：它虽有助于未来商品的生产，但不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

［第５９页］

（然而，不用来维持工人的生活的商品，即不属于工人的消费

品的商品，有多少呵！所有这些商品，照拉姆赛的说法，都成固

定资本了。）

        

（如果１００镑的利息在第一年年终——或最初三个月的末尾

——是５镑，那么在第一年年终资本就是１０５镑或１００（１＋０．

０５）镑；在第四年年终＝１００（１＋０．０５）４＝１２１．５５０６２５镑＝１２１

镑１１先令３
５法寻

①。这就是说，比２０镑多出了１镑１１先令０．６

法寻。）

［ —２８］（在上面提出［关于按资本周转次数计算利润］的

问题中②，曾假定一笔４００镑的资本一年只周转一次，另一笔［１００

镑的资本］一年周转４次，两者的利润率都是５％。在第一种情况

下，那笔资本一年一次提供５％的利润，就是说，４００镑得到利润

２０镑。在第二种情况下，４×５％，１００镑一年同样也得到利润２０

镑。周转速度替代了资本数量，同简单货币流通时的情形完全一

样，１０００００塔勒一年周转３次，等于３０００００塔勒，而３０００塔勒

周转１００次，同样等于３０００００塔勒。但是，如果资本一年周转４

次，那就出现一种可能，即在第二次周转时，剩余收益本身也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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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到资本上来，和资本一同周转。于是就会出现１镑１１先令０．

６法寻的差额。不过这个差额绝不是从我们的假定中得出来的。只

是存在着这种抽象的可能性。相反，从我们的假定会推论出：１００

镑资本的周转需要３个月。可见，假如每月为３０天，那么１０５镑

资本，在同样的周转条件下，在周转时间对资本数量保持同样比

例的情况下，周转一次需要的就不是３个月，而是更久①（１０５∶

ｘ＝１００∶９０；ｘ＝
９０×１０５
１００ ＝

９４５０
１００＝９４

５
１０天＝３个月４

１
２天）。这样，第

一种困难便全部解决了。）

（一笔数量较大而周转较慢的资本，并不比一笔数量较小而周

转较快的资本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但从这一点决不能自动得出

结论说，较小的资本比较大的资本周转得快。如果较大的资本包

含较多的固定资本而且不得不寻找较远的市场，那么情形的确是

这样。市场规模和周转速度并不一定成反比。只有在现有的实物

市场不是经济市场的时候，也就是说，经济市场越来越远离生产

场所的时候，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不过，这不是单纯由固定资

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引起的，所以决定不同资本流通的各种因素，

还不能在这里加以阐述。顺便指出：如果商业开创新的流通点，也

就是说，使不同的国家卷入交往，发现新的市场等等，这就和实

现一定量交换手续所需要的单纯流通费用完全不同了；这不是建

立交换手续，而是建立交换本身。创立市场。在我们结束流通之

前，这一点还需要专门加以考察。）

        

现在我们继续考察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各种

１５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另一方面也可以假定：在生产过程持续不断的情况下，每过３个月，所取得

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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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资本损耗得有快有慢，因而它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再生产出来的次数有

多有少，根据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其次，［流动］资本

流通或流回到它的使用者手中的时间可以极不相等；例如，租地农场主买来

作种子的小麦，和面包业主买来做面包的小麦相比，是固定资本。”（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２６—２７页）

  接着李嘉图又指出：

“不同行业中固定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固定资本本身的耐久程度不

同。”（同上，第２７页）

“两种行业使用的资本可以具有相等的价值，但其固定部分和流动部分

的划分却大不相同。甚至它们可能使用同等价值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但

是他们的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可能大不相同。例如，一个使用的是价值

１００００镑的蒸汽机，另一个则使用船舶。”（引自萨伊出版的李嘉图《政治经

济学和赋税原理》一书法译本，１８３５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２９—３０页）

李嘉图说资本“损耗得有快有慢”，这话从一开头就是错误的。

资本作为资本是不会损耗的——它是价值。然而价值固定于其中、

存在于其中的使用价值，确是“损耗得有快有慢”的，因而必须

“在一定时间内再生产出来的次数有多有少”。可见，在这里，固

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被归结为既定的资本在一定时间内的

再生产必要性的大小。这是李嘉图提出的区别之一。

固定资本的不同耐久程度或不同水平，也就是相对固定性的

不同程度，相对耐久程度，这是第二个区别。所以，固定资本本

身的固定程度也有高有低。同一资本在同一企业中表现为两种不

同的形式，表现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些特殊存在方式；所以

它的存在是双重的。作为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这是资本在它是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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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这一规定性之外所具有的一个特殊规定性。但资本必然发展

为这种特殊化。

最后，谈到第三个区别，即“资本流通或流回的时间极不相

等”，李嘉图的意思，按他举出的面包业主和租地农场主的例子，

无非是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中，按照各个部门的特点，资本被

固定于、被束缚于与流通阶段不同的生产阶段的时间各不相同。可

见，这里所说的固定资本，同我们前面所看到的它在每个阶段上

的固定存在的情况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只是，资本在生产阶段这

个特定阶段上长久地或短暂地固定存在这种特殊情况，在这里被

看成是确立资本的特点或特性的东西。

货币力求通过它对流通持否定态度，即对同现实财富的交换，

同易逝的商品（这些商品，正象配第非常可爱、非常天真地描绘

的那样①，消失在易逝的享受之中）的交换，持否定态度，来把自

己确立为不灭的价值，永恒的价值。价值的不灭性（一定程度的

不灭性）在资本中是这样表现的：资本虽然也体现在易逝的商品

中，采取这种商品的形态，但同样也不断地改变形态，交替地时

而采取永恒的货币形态，时而采取易逝的商品形态；不灭性表现

为它唯一可能成为的东西，表现为易逝性的不断消逝——过程

——生命。但是，资本只有当它象吸血鬼一样，不断地吸吮活劳

动作为自己的灵魂的时候，才获得这样的能力。

不灭性——价值在资本形态中的耐久性——只有通过再生产

才能确立起来，而再生产本身是双重的：商品形式的再生产，货

币形式的再生产，以及这两种再生产过程的统一。在商品形式的

３５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见本卷上册第１８２—１８３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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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中，资本被固定在一定形式的使用价值中，因而，它既不

是一般的交换价值，也不是已实现的价值，而它本来应当成为这

样的东西。资本是否能在再生产行为中，在生产阶段上把自己确

立为价值，只有通过流通才能得到证明。价值借以存在的商品具

有较大或较小的易逝性，［ —２９］这要求进行较慢或较快的商品

再生产，即劳动过程的较慢或较快的重复。

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或者说，现在表现为资本躯体的

使用价值所具有的特殊性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规定资本的形式

和活动的东西，它赋予某一资本一种与其他资本不同的特殊属性，

使资本特殊化。因此，正如我们在许多场合看到的，以为使用价

值与交换价值的区别——在简单流通中，只要这种区别得到实现，

它就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了——根本不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

那是莫大的错误。相反，我们看到，在经济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

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是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被规定的，而且

这种规定性本身就表现为价值本身的不同的规定。

使用价值本身起着经济范畴的作用。至于它在什么地方起这

种作用，那要由论述本身来确定。例如李嘉图，他认为资产阶级

经济学只与交换价值打交道，对于使用价值则只是从外表上触及，

而他的一些最重要的交换价值规定，恰恰是从使用价值，从使用

价值与交换价值的关系中得出的，例如地租、工资最低额、固定

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他恰恰认为这种区别对决定价格产生最

重要的影响（通过工资水平的涨落对价格发生不同的反作用）；在

供求关系等问题上也是如此。

同一规定，时而表现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时而表现在交换

价值的规定上，不过是处在不同的阶段上，并且有着不同的意义。

４５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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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就是消费，不管是为生产而消费还是为消费而消费。交换就

是以某种社会过程为媒介的这种行为［使用或消费］。使用本身可

以由交换造成，并且是交换的简单结果。另一方面，交换却只表

现为使用的一个要素，等等。从（流通中的）资本的角度来看，交

换是对资本的使用价值的肯定，而另一方面，资本的使用（在生

产行为中）则是对交换的肯定，是对资本的交换价值的肯定。

生产和消费的情形也是这样。在资产阶级经济中（正象在每

种经济中一样），它们处在特有的差别和特有的统一中。问题正在

于如何理解这种特征。如果同蒲鲁东先生和感伤的社会主义者一

样，断言生产和消费是一回事，那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①

李嘉图［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论述的优点在

于，首先强调了较快或较慢的再生产的必要性这个要素；从而，较

大或较小的易逝性，较慢或较快的消费（在自我消耗的意义上）是

就其同资本本身的关系来考察的。也就是说，是就对资本本身的

使用价值的关系来考察的。

与此相反，西斯蒙第直接引进一个对资本来说首先是外在的

规定：人的直接的或间接的消费，一个物品是人的直接的还是间

接的生活资料；西斯蒙第把这一点同物品本身的较快或较慢的消

费联系起来。直接充当生活资料的物品同帮助制造生活资料的物

品比起来，是较为易逝的，因为它们本来预定就是要被消灭的。而

对后一种物品来说，耐久性是它们的使命，它们的易逝性则是厄

运。西斯蒙第说：

“固定资本间接地［为人的需要服务］，它慢慢地被消费掉，是为了帮助

５５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① 见本卷上册第３１、３９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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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再生产供他消费的东西。流动资本则不停地直接为人的需要服务…… 一

件东西只要被消费掉，它对某一个人来说就必然是一去不复返了；同时也可

以有这样的人，对他来说一件东西的消费是与再生产联系在一起的。”（西斯

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５页）

  西斯蒙第还这样来阐述这种关系：

“年消费第一是转化为能够提高未来的劳动生产力的耐久性设备，这就

是固定资本；这最初的劳作，始终由劳动来完成，这种劳动由工资来代表，而

工资则用来交换工人在劳动期间所消费的生活资料。固定资本逐渐被消费

掉”（即逐渐被磨损）。第二个转化：“流动资本由需要加工的种子（原料）和

工人的消费构成。”（同上，第９７—９８、９４页）

这一切主要说的是资本的起源。［这样，我们看到，在西斯蒙

第那里，］第一是转化：固定资本本身不过是流动资本变得静止了

的形式，是固定起来的流动资本。第二是使命：一种是当作生产

资料来用，另一种是当作产品来消费；或者说，产品的不同消费

方式，决定于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各种生产条件下所起的作用。

舍尔比利埃把问题简单化了，说流动资本是可消费的资本部

分，固定资本是不可消费的资本部分。４３（一部分是可以吃的，另

一部分是不可以吃的。这倒是一个颇为简便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施托尔希在我们前面已经引用过的一个地方①，要求流动资

本具有进行流通这样一种资本使命。但他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又

说（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４６页）：

“一切固定资本最初都来自某种流动资本，并且需要靠流动资本来不断

维持。”

６５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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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固定资本产生于流通，或者说，它在存在之初本

身就是流动的，并且通过流通来不断更新；因此，虽然固定资本

不进入流通，流通却进入固定资本。）施托尔希接着补充说：

“
·
任
·
何固定资本

·
不借助于流动资本都不能提供收入”（同上），——

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再生产的消费其实不是支出，而只是预付，因为它们要被偿还给预付

的人。”（施托尔希为反驳萨伊而写的《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巴黎版第

５４页）

（资本家以预付的形式把工人自己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还给工

人，对于这种预付，工人不但要用等价物来偿还，而且还要加上

剩余劳动。）｝

（计算复利的公式是：

Ｓ＝ｃ（１＋ｉ）
ｎ
，这里Ｓ是资本ｃ按利率ｉ计算经过ｎ年后的总

额。

计算年金的公式是：

  ｘ（年金〉＝
ｃ（１＋ｉ）ｎ

１＋（１＋ｉ）＋（１＋ｉ）
２
＋……＋（１＋ｉ）

ｎ－１。）

［（５）］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竞争。

［剩余价值、生产时间、流通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

  上面我们已经把资本划分为不变的价值和可变的价值；如果

在生产阶段内，即在资本的直接价值增殖过程中考察资本，这种

划分始终是正确的。资本本身作为预先存在的价值，会怎样依照

７５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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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再生产费用的提高或降低，或者由于利润的降低等等而改变其

价值，这显然只是属于把资本作为现实资本，作为多数资本的相

互作用来考察的那一篇要谈的问题，而不应该在目前考察资本的

一般概念时来谈。

｛因为竞争从历史上看在一国内部表现为把行会强制、国家调

节和国内关税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取消，在世界市场上表现为把

闭关自守、禁止性关税或保护关税废除，总之，从历史上看它表

现为对资本以前各生产阶段所固有的种种界限和限制加以否定；

因为竞争在历史上曾被重农学派完全正确地称为自由放任并且

［ —３０］加以提倡，所以，对竞争也就只是从它的这种单纯否定

方面，单纯历史方面来考察的，而另一方面，又得出一种更荒谬

的看法，就是把竞争看成是摆脱了束缚的、仅仅受自身利益制约

的个人之间的冲突，看成是自由的个人之间的相互排斥和吸引，从

而看成是自由的个性在生产和交换领域内的绝对存在形式。再没

有比这种看法更错误的了。

如果说自由竞争消除了以往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限制，那

么，首先应当看到，对竞争来说是限制的那些东西，对以往的生产

方式来说却是它们自然地发展和运动的内在界限。只有在生产力

和交往关系发展到足以使资本本身能够开始作为调节生产的原则

而出现以后，这些界限才成为限制。资本所打碎的界限，就是对资

本的运动、发展和实现的限制。在这里，资本决不是摧毁一切界限

和一切限制，而只是摧毁同它不相适应的、对它来说成为限制的那

些界限。资本在它自己的界限内——尽管这些界限从更高的角度

来看表现为对生产的限制，会由于资本本身的历史发展而变成这

种限制——感到自由，没有限制，也就是说，只受自身的限制，只受

８５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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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己的生活条件的限制。正如行会工业在它的繁荣时期在行会

组织中完全找到了它所需要的自由，即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一

样。行会工业正是从它自身中产生出这些生产关系并使它们作为

自己的内在条件发展起来的，因而根本不是把它们当作外在的、束

缚性的限制。资本通过自由竞争对行会制度等等所作的否定这个

历史方面只不过意味着，足够强大的资本借助于对它最适当的交

往方式，摧毁了束缚和妨碍它的最适当运动的那些历史限制。

但是，竞争决不仅仅具有这样的历史意义，或者仅仅是这样的

否定方面。自由竞争是资本同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它自身的关系，即

资本作为资本的现实行为。只有随着自由竞争的发展，资本的内在

规律——这些规律在资本发展的最初历史阶段上仅仅表现为一些

倾向——才确立为规律，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才以它的最适当的

形式确立起来。因为自由竞争就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自

由发展，就是资本的条件和资本这一不断再生产着这些条件的过

程的自由发展。

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只要以资

本为基础的生产还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所必需的、因而是最适当的

形式，在纯粹资本条件范围内的个人的运动，就表现为个人的自

由，然而，人们又通过不断回顾被自由竞争所摧毁的那些限制来把

这种自由教条地宣扬为自由。自由竞争是资本的现实发展。它使

符合资本本性，符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符合资本概念的东

西，表现为单个资本的外在必然性。各资本在竞争中相互之间施加

的、以及资本对劳动等等施加的那种相互强制（工人之间的竞争仅

仅是各资本竞争的另一种形式），就是作为资本的财富得到的自由

的同时也是现实的发展。这是如此符合实际情况，以致最深刻的经

９５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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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思想家们，例如李嘉图，都以自由竞争的绝对统治作为前提，以

便有可能研究和表述资本的那些最适当的规律，这些规律同时表

现为统治着资本的极为重要的倾向。

但是，自由竞争是资本生产过程的最适当形式。自由竞争越

发展，资本运动的形式就表现得越纯粹。例如，李嘉图以自由竞

争的绝对统治为前提，实际上就是不由自主地承认了资本的历史

性和自由竞争的局限性，而自由竞争恰恰只不过是各资本的自由

运动，也就是说，是资本在下述条件下的运动，这些条件不属于

已解体的先前任何阶段，而是资本本身的条件。资本的统治是自

由竞争的前提，就象罗马的皇帝专制政体是自由的罗马“私法”的

前提一样。

只要资本的力量还薄弱，它本身就还要在以往的或随着资本

的出现而正在消逝的生产方式中寻求拐杖。而一旦资本感到自己

强大起来，它就抛开这种拐杖，按它自己的规律运动。当资本开始

感到并且意识到自身成为发展的限制时，它就在这样一些形式中

寻找避难所，这些形式虽然看来使资本的统治完成，同时由于束缚

自由竞争却预告了资本的解体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解

体。包含在资本本性里面的东西，只有通过竞争才作为外在的必然

性现实地暴露出来，而竞争无非是许多资本把资本的内在规定互

相强加给对方并强加给自己。因此，任何一个资产阶级经济范畴，

即使是最初步的范畴——例如价值规定——要成为实际的东西，

都不能不通过自由竞争，也就是说，不能不通过资本的实际过程，

这种过程表现为各资本以及其他一切由资本决定的生产关系和交

往关系的相互作用。

另一方面，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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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自由的终极发展，认为否定自由竞争就等于否定个人自由，等于

否定以个人自由为基础的社会生产。但这不过是在有局限性的基

础上，即在资本统治的基础上的自由发展。因此，这种个人自由同

时也是最彻底地取消任何个人自由，而使个性完全屈从于这样的

社会条件，这些社会条件采取物的权力的形式，而且是极其强大的

物，离开彼此发生关系的个人本身而独立的物。

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

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如

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

实现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只是意

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他们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

突本身也只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不过，一

旦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幻想消失了，那么这

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

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

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

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

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

愉快的想法。｝

        

［ —３１］在进一步评论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各种观点

以前，我们用一点时间回过来谈谈前面已经阐述过的问题。

我们暂时假定，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是一致的。至于生产阶段

内由于工艺过程的原因造成中断的情况，我们留待将来去考察。

假定某资本的生产阶段为６０个工作日，其中４０个为必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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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这样，按照先前阐述过的规律，剩余价值或资本新创造的

价值，即占有的他人劳动时间，等于６０－４０＝２０。我们用Ｓ代表这

个剩余价值（＝２０），用Ｐ代表生产阶段，或在生产阶段中使用的

劳动时间。在一个时期——我们用Ｚ代表这个时期——例如３６０

天中创造出来的总［剩余］价值，决不可能大于３６０天内所包含的

生产阶段的次数［再乘以一个生产阶段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

量］。Ｓ的最大系数，即资本在既定前提下所能创造的最大限额的

剩余价值，等于在３６０天中反复创造Ｓ的次数。这种反复的极限，

即资本的再生产的界限，或者象现在更确切地说的，资本生产过程

的再生产的界限，决定于生产期间与生产期间应在其中重复的那

个总期间之比。假如总期间为３６０天，而生产持续６０天，那就是

３６０
６０，或

ｚ
ｐ，即６，这一系数表示Ｚ中包含若干ｐ，或资本再生产过程

按照它本身的内在界限在３６０天中能够重复的次数。

不言而喻，创造Ｓ即产生剩余价值的最大限额，是由既定时

期内所包含的能生产出Ｓ的过程的次数决定的。 ｚ
ｐ即表现这个关

系。 ｚ
ｐ的商或ｑ，就是Ｓ在３６０天这段时间内即在Ｚ中的最大系

数。ｓｚ
ｐ或Ｓｑ，就是［在时间Ｚ中创造的］最大限额的［剩余］价

值。如果ｚ
ｐ＝ｑ，那么Ｚ＝ｐｑ；就是说Ｚ的整个时期全是生产时间。

生产阶段ｐ重复的次数，就是Ｚ中包含的ｐ的次数。资本在一定

时间内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量，就会等于资本在一个生产阶段

中所占有的剩余劳动，乘以这段时间内包含的这种生产阶段的次

数。

这样，在上例中，剩余价值总量等于２０×３６０６０＝２０×６＝１２０

日。ｑ即
ｚ
ｐ，表示资本的周转次数；但由于Ｚ＝ｐｑ，所以ｐ＝

ｚ
ｑ；换

句话说，一个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等于总时间除以周转次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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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一个生产阶段也就等于资本的一次周转。周转时间和生产时

间完全相同；因此，周转次数仅仅决定于一个生产阶段同总时间

之比。

然而在这种前提下，流通时间被假定等于零。可是流通时间是

一定的量，决不可能等于零。我们现在假定，每６０天的生产时间或

６０个生产日，要摊到３０个流通日；我们用ｃ代表摊到ｐ上的流通

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一次周转，也就是资本在它能够重复

价值增殖过程——创造剩余价值——之前所需的总时间，等于３０

＋６０＝９０天（＝ｐ＋ｃ）。（１Ｕ（周转）＝ｐ＋ｃ。）

一次９０天的周转，在３６０天中只能够重复３６０９０次，即４次。这

样，剩余价值２０也只能够被创造４次；２０×４＝８０。资本在６０天中

生产出２０个剩余日；但它不得不流通３０天，就是说，在这３０天

中，它不能够创造丝毫剩余劳动，丝毫剩余价值。对于资本来说，这

就等于它在９０天里只创造了２０天剩余价值（从结果来看）。在上

例中，周转次数决定于 ｚ
ｐ，现在它却决定于

ｚ
ｐ＋ｃ或

Ｚ
Ｕ。最大限额的

［剩余］价值本来是ＳＺｐ；现在实际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却是
Ｓ＋Ｚ
Ｐ ；

（
２０×３６０
６０＋３０＝

２０×３６０
９０ ＝２０×４＝８０）。可见，周转次数等于总时间除以生

产时间与流通时间之和，而总［剩余］价值等于Ｓ乘以周转次数。然

而，对我们来说，要表现剩余价值、生产时间、流通时间之间的相互

关系，这个公式还是不够的。

最大限额的［剩余］价值创造，包含在公式ＳＺｐ中；而受流通时间

限制的这个最大限额等于 ＳＺ
Ｐ＋Ｃ（或（

ＳＺ
Ｕ）；如果从第一个量减去第

二个量，就会是：

 ＳＺ

Ｐ－
ＳＺ
Ｐ＋Ｃ＝

ＳＺ（ｐ＋ｃ）－ＳＺｐ
ｐ（ｐ＋ｃ） ＝

ＳＺｐ＋ＳＺｃ－ＳＺｐ
ｐ（ｐ＋ｃ） ＝

ＳＺｃ
ｐ（ｐ＋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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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就得出一个差额
ＳＺＣ
ｐ（ｐ＋ｃ），或

ＳＺ
ｐ×

Ｃ
ｐ＋ｃ。

ＳＺ
ｐ＋ｃ，或Ｓ′——

我们可用Ｓ′代表在第二种场合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便

表现于下列公式中：Ｓ′＝ＳＺ
ｐ－（

ＳＺ
ｐ×

Ｃ
ｐ＋ｃ）。在详细解释这个公式以

前，我们还要提出其他的公式。

如果我们用ｑ′代表
Ｚ
ｐ＋ｃ的商，那么ｑ 就表示Ｚ中所包含的Ｕ

的次数即（ｐ＋ｃ）的次数，即周转次数。 Ｚ
ｐ＋ｃ＝ｑ′，所以Ｚ＝ｐｑ′＋ｃｑ′。

在这种情况下，ｐｑ′表示［一年中的］总生产时间，而ｃｑ′表示［一年

中的］总流通时间。

我们用Ｃ代表总流通时间（即ｃｑ′＝Ｃ）。（Ｚ（３６０）＝４×６０

（２４０）＋４×３０（１２０）。）按照假定，ｑ′＝４。Ｃ＝ｃｑ′＝４ｃ；４这个数等于

周转次数。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最大限额的［剩余］价值创造是

ＳＺ
ｐ；然而在那个场合，Ｚ被假定等于生产时间。可是现在实际的生

产时间是Ｚ－ｃｑ′，这也是从上列的等式中得出的。Ｚ＝ｐｑ′（总生产

时间）＋ｃｑ′（总流通时间或Ｃ）。因而Ｚ－Ｇ＝ｐｑ′。因而Ｓ×
Ｚ－Ｃ
ｐ 便是

［受流通时间限制的］最大限额的［剩余］价值创造。因为生产时间

不是３６０天，而是３６０－ｃｑ′，即３６０－４×３０，或２４０天。因而，总剩

余价值是２０（
３６０－１２０
６０ ）＝

２０×２４０
６０ ＝８０。

［ —３２］最后，至于公式：

Ｓ′＝ＳＺ
ｐ－（

ＳＺ
ｐ×

ｃ
ｃ＋ｐ）＝

３６０×２０
６０ －（

２０×３６０
６０ ×

３０
３０＋６０）

＝１２０－１２０×３０９０＝６０×２０－（６×２０× ３
９）

＝２０×６－（２０×６×１
３）＝１２０－（１２０×

１
３）

＝１２０－４０＝８０，

那么，这一公式表示的意思是：［剩余］价值等于最大限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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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即等于仅仅由生产时间和总时间之比所决定的［剩

余］价值，减去表示这个最大限额应分摊到的流通时间的数。ｃ
ｃ＋ｐ＝

ｃ
Ｕ表示流通时间与资本一次周转之比。如果分子分母各乘以ｑ′，

那么 ｃｑ′
（ｃ＋ｐ）ｑ′＝

Ｃ
Ｚ。

Ｃ
Ｚ＝

３０
３０＋６０＝

１
３；它表示流通时间与总时间之比，

因为３６０３＝１２０。在［流通时间］Ｃ中包含的一次周转（ｃ＋ｐ）为
ｃ
ｃ＋ｑ′，或

１
３或（

Ｃ
Ｚ），而［最大限额的剩余价值所减少的］量便等于这个最大

限额本身乘以ｃ中即分摊到一次周转上的流通时间中包含的一次

周转的倍数，或除以ｃ＋ｐ中包含的ｃ之倍数，或Ｚ中包含的Ｃ之

倍数。

如果ｃ等于零，那么ｓ′便等于
ＳＺ
ｐ，因而是最大限额。Ｓ′将依照ｃ

增加的程度而减少，同ｃ成反比，因为随着ｃ的增加，因数
ｃ
ｃ＋ｐ按同

一程度增加，需要从最大限额［剩余］价值量中减去的那个量，即ＳＺｐ

×
ｃ
ｃ＋ｐ，或

ＳＺ
ｐ×

ｃ
Ｕ，亦按同一程度增加。

这样，我们就得出三个公式：

（１）Ｓ′＝
ＳＺ
ｃ＋ｐ）＝

ＳＺ
Ｕ；

（２）Ｓ′＝
Ｓ（Ｚ－Ｃ）
ｐ ；

（３）Ｓ′＝
ＳＺ
ｐ－（

ＳＺ
ｐ×

ｃ
ｃ＋ｐ）＝Ｓ｛

Ｚ
ｐ－（

Ｚ
ｐ×

ｃ
ｃ＋ｐ）｝

由此得出：

  Ｓｑ∶Ｓ′＝ＳＺ
ｐ∶

Ｓ（Ｚ－Ｃ）
ｐ ＝Ｚ∶（Ｚ－Ｃ）。

最大限额［剩余］价值同实际［剩余］价值之比，等于既定总时期同

这个时期减总流通时间之比。

或者 Ｓｑ∶Ｓ′＝（ｐｑ′＋ｃｑ′）∶｛（ｐｑ′＋ｃｑ′）－ｃｑ′｝

＝ｐ＋ｃ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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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式（３）。

 Ｓ′＝
ＳＺ
ｐ－（

ＳＺ
Ｐ×

ｃ
ｃ＋ｐ）＝Ｓ｛

Ｚ
ｐ（

ｚ
ｐ×

ｃ
ｃ＋ｐ）｝，

换句话说，由于ｚ
ｐ＝ｑ，所以Ｓ′＝Ｓ（ｑ－ｑ ｃ

ｃ＋ｑ＝Ｓ（ｑ－ｑｃ
Ｕ）。

于是，总剩余价值等于在一个生产阶段中创造出来的剩余价

值，乘以这样一个系数，该系数等于总时间与生产时间之比减去这

个比例乘以流通时间在资本一次周转时间中所占的份额。

Ｓ′＝Ｓ（ｑ－ｑｃＵ）＝Ｓｑ（１－
ｃ
Ｕ）＝Ｓｑ（

Ｕ－ｃ
Ｕ）＝

Ｓｑｐ
Ｕ＝

ＳＺ
ｐ＋ｃ，而这

就是第一个公式。可见，公式（３）简化为公式（１）：总剩余价值等于

一个生产阶段的剩余价值乘以总时间再除以周转时间；或总剩余

价值等于一个生产阶段的剩余价值乘以总时间与一次周转中生产

时间与流通时间这两者的和之比。

公式（２）：总［剩余］价值等于［一个生产阶段的］剩余价值乘以

总时间减总流通时间，再除以一个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

        

（在竞争中，基本规律的展开是与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所提出

的规律不同的，它归结为：价值不是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或它的

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时间，而是取决于它能够被生产出来的那段劳

动时间或者说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只有这样，单个资本才被

实际地置于资本一般的条件下，虽然会出现原有规律似乎已被推

翻的假象。但是，只有这样，必要劳动时间由资本本身的运动所决

定这件事，才被确立起来。这是竞争的基本规律。需求、供给、价格

（生产费用）是进一步的形式规定；价格作为市场价格，或一般价

格。然后是一般利润率的确立。然后，由于市场价格的关系，资本

分配在不同的部门。生产费用的降低等等。总之在这里，一切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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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它们在资本一般中的情形相比，都显得是颠倒过来了。在那里价

格决定于劳动，在这里劳动决定于价格，等等，等等。

各单个资本之间的相互作用，恰恰导致它们必须作为资本来

行事；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的独立作用，以及它们相互间的无规则

的冲突，恰恰是它们的一般规律的确立。市场在这里还具有另外

的意义。恰恰是各资本作为单个资本而相互作用，才使它们作为

一般资本而确立起来，并使各单个资本的表面独立性和独立存在

被扬弃。这种扬弃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在信用中。这种扬弃的最

高形式，同时也就是资本在它的最适当形式中的最终确立，就是

股份资本。）

（需求，供给，价格，生产费用，利润和利息这两者的对立，交换

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消费和生产之间的种种相互关系。）

［（６）资本的一部分停留在生产阶段，

而另一部分停留在流通阶段。］资本

流通过程中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

  这样，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在一定斯间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

决定于在一定期间价值增殖过程能够重复的次数，或资本能够再

生产的次数；这种再生产的次数不是决定于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

与总时间量之比，而是决定于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与这个总时间

减去流通时间之后的余数之比。可见，流通时间表现为这样一种时

间，在这种时间内［ —３３］资本再生产其自身从而再生产剩余价

值的能力消失了。因此，资本的生产率——即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

创造——与流通时间成反比，如果流通时间减少到零，资本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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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就会达到最大限度。

由于流通就是资本经过其必要的形态变化——即其生活过程

——的各个不同的、概念上一定的环节，所以它是资本的必不可少

的条件，即由资本固有的本性所决定的条件。如果这种经过要花费

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内资本是不能增殖自己的价值的，因为这不

是生产时间，而是资本不占有活劳动的时间。可见，这个流通时间

决不能增加资本所创造的价值，而仅仅造成不创造价值的时间，这

样，它就表现为价值增殖的限制，它同价值增殖的关系，和它同劳

动时间的关系一样。这个流通时间不能算到创造价值的时间里去，

因为后者只是物化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流通时间既不属于价值

的生产费用，也不属于资本的生产费用；但它却是使资本的自行再

生产变得更加困难的条件。

资本在增殖自己的价值时，即在占有活劳动时所遇到的那些

障碍，当然不是它增殖价值的，即它创造价值的要素。因此，如果在

这里从本来意义上去理解生产费用，那是可笑的。或者说，我们必

须把生产费用当作特殊形式同物化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区分开

（正如我们必须把利润同剩余价值区分开一样）。但是，即使在这种

情况下，流通时间也不属于象工资等等那种意义上的资本生产费

用；这个时间是各个资本互相结算时必须考虑的一个支出项目，因

为各个资本是按照一定的一般比例来分配剩余价值的。

流通时间不是资本创造价值的时间，而是资本把生产过程中

创造的价值加以实现的时间。流通时间不增加价值量，而是使生产

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处于他种相应的形式规定中，由产品的规定转

为商品的规定，由商品的规定转为货币的规定，等等。以前观念地

存在于商品中的价格现在实际地得到实现，商品现在真正地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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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即货币进行交换，这个价格当然并不会因此而增大。

可见，流通时间不是决定价格的时间，而周转次数，就它决定

于流通时间来说，并不表明资本加进来一种与劳动不同而为资本

所固有的决定价值的特别的新要素；相反，流通时间表现为起限制

作用的、消极的原则。因此，资本的必然趋势是没有流通时间的流

通，而这种趋势又是资本的信用和信用业务的基本规定。另一方

面，信用也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资本极力使自己区别

于个别资本，或者说，个别资本极力使自己表现为区别于自己的数

量界限的资本。但是，资本在这上面能够取得的最高成就，一方面

是虚拟资本，另一方面，信用仅仅表现为积聚的新要素，即各个资

本被个别实行集中的资本消灭的新要素。

流通时间从一个方面说物化于货币中。信用则企图把货币仅

仅规定为形式的要素；这样使货币对形式转化起媒介作用，而本身

却不是资本，即不是价值。这是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的一种形式。

货币本身是流通的产物。下面将要说明，资本怎样通过信用创造新

的流通产物。

但是，如果说资本一方面是力图达到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那

么另一方面，它又企图通过充当流通时间和流通过程的媒介的各

种器官，赋予流通时间本身以生产时间的价值，把这一切器官规定

为货币，更进一步则规定为资本。这是信用的另一个方面。这一切

都出自同一个来源。流通的一切要求：货币、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

转化为商品等等，虽然它们采取外表上完全不同的各种形式，但都

可以归结为流通时间。用来缩短流通时间的那些机器，本身也属于

流通。

流通时间是资本的这样一种时间，它可以被看作资本作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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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进行特殊运动的时间，而不同于资本再生产其自身的生产时间，

在生产时间里，资本不是作为只能发生形式转化的现成资本而存

在，而是作为处在过程中的、创造性的、从劳动中吸取活灵魂的资

本而存在。

劳动时间和流通时间的对立，特别是在这里当涉及通货历史

等的时候，包含着全部信用学说。当然，以后将会看到，不仅流通时

间表现为对可能的生产时间所作的扣除；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实际

的流通费用，即在流通领域中必须耗费已经实际创造出来的价值。

但是，这一切在事实上只是资本为了增大比如说一年内可能的剩

余价值总额，即为了增大一定期间内生产时间所占的部分，换句话

说，为了缩短流通时间而付出的费用，——这是对已经创造出来的

剩余价值所作的扣除。

其次，诚然在实践上，生产时间并没有真正被流通时间所中断

（除非在危机和商业萧条的时候）。但是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每个

资本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处在生产阶段，另一部分处在流通阶段。

可见，并不是整个资本在起作用，而是——按照流通时间对生产时

间之比——比如说只有它的 １
３或

１
ｘ在起作用，资本的另一部分则

处在流通之中。或者事情也可能是这样：一定的资本比如说通过信

用增加了一倍。于是对这个资本——原有资本——来说，就等于根

本不存在流通时间了。可是这样一来，它所借得的那个资本就处于

流通的地位了。如果撇开所有权不谈，那么这又和把一个资本分为

两部分完全一样。不是资本ａ分为两部分，也不是资本ｂ分为两部

分，而是资本ａ把资本ｂ吸引进来，然后再分为ａ和ｂ。关于这个

过程的幻想，往往可以在信用迷那里看到（这种信用迷很少是债权

人，而是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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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上面①已经指明，资本的双重的和矛盾的条件——生

产的连续性和流通时间的必要性，或者也可以说，流通（不是流通

时间）的连续性和生产时间的必要性——只有靠如下情况才能实

现，即资本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作为成品进行流通，另一部分

则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再生产，这两部分彼此交替着：当其中一部分

回到Ｐ阶段（生产过程）的时候，另一部分则离开这个阶段。

这个过程不仅每天进行着，而且也在较长的期间（一段时间）

里进行着。当资本的两个部分都经过了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或者

说，当资本的第二部分重新进入流通的时候，整个资本和总价值就

被再生产出来了。因此起点就是终点。可见，周转取决于资本的数

量，或者在这里必须更确切些说，取决于上述两个部分的总额。只

有在这两个部分的总额被再生产出来的时候，整个周转才告完成；

否则，就只有１
２、

１
３、

１
ｘ的资本（按照资本经常流通着的部分所占的

比例）完成周转。

［ —３４］其次，已经指出：资本的每一部分对其另一部分来

说，都可以被看作是固定部分或流动部分，而且它们确实是相互交

替地处于这种关系之中。资本过程在其不同阶段上之所以可能同

时并列，只是由于资本分为若干部分，其中的每一部分都是资本，

但是是处在不同规定中的资本。

这种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就象有机体中发生的这种变换一

样。例如，假定身体在２４小时内被再生产出来，那么这并不是一下

子完成的，而是分为一种形式下的排泄和另一种形式下的更新，并

且是同时进行的。此外，在身体中，骨骼是固定资本；它不是和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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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在同一时间内更新的。在消费（自我消费）的速度上，从而在再生

产的速度上，存在着不同的等级。（因此，这里已经向多数资本过

渡。）在这里重要的，首先是要只注意资本自身，因为在这里展开的

那些规定是使价值一般变为资本并确定资本自身的特征的那些规

定。

在往下谈以前，我们要再一次注意这样一个要点：流通时间

——资本从它吸收劳动的过程分离出来，即从它作为资本而劳动

的时间分离出来的那段时间——仅仅是把预先存在的价值由一种

形式规定变为另一种形式规定，而不是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的要

素。［例如，］数量为４个工作日而存在于棉纱形式中的价值，转

化为作为货币而存在的４个工作日的形式，或者说，转化为被公

认是４个工作日即４个一般工作日的代表的符号的形式，——这

是预先存在的和被计量的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而

不是增殖。在等价交换下，价值的量在交换以后同交换以前是一

样的。如果设想的是一个资本，或者，如果把某一国家的各种各

样的资本看成是与其他国家的资本不同的一个资本（国民资本），

那就很明显，这个资本不作为生产资本发挥作用的那段时间，即

不创造剩余价值的那段时间，不应当算作归资本支配的价值增殖

的时间。

资本不作为生产资本发挥作用的那段时间，——在作这种抽

象的表述时，还完全没有考虑流通本身的费用，——表现为一种否

定，但不是对实际存在的价值增殖时间的否定，而是对可能的价值

增殖时间的否定，即对流通时间等于零时可能存在的价值增殖时

间的否定。显然，国民资本不会把它没有增殖的时间看作它增殖的

时间，正象比如说一个孤立的农民，不会把他不能收获，不能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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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劳动中断的时间，看作使他富裕的时间一样。至于下面这种

情况，即资本由于它必然要把自己看作不依赖于劳动和劳动的吸

收而成为生产的、结果实的东西，它就认为自己在任何时间都会结

出果实，把自己的流通时间也算作创造价值的时间，算作生产费

用，那这种情况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由此可见，例如，拉姆赛下面这些话是错误的：

“固定资本的使用，大大改变了价值取决于劳动量的原则。因为一些耗费

了等量劳动的商品，要成为可供消费的成品，却需要很不相同的时间。但是因

为在这段时间里资本不带来收入，所以，为了使该项投资不比其他项投资

——这些项投资的产品成为可供消费的成品所需的时间较短——获利少，当

商品最后进入市场时，它必须提高价值，提高的数额相当于少得的利润。”

（这就已经假定，资本自身总是带来利润，正如茁壮的果树总

是结果一样。）

“这一点表明，资本可以撇开劳动而调节价值。”例如葡萄酒置于窖内。

（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４３页）

这里得出的结论是：似乎流通时间同劳动时间一样——或者

说同劳动时间在同等程度上——生产出价值。当然，资本包含着

两个要素：（１）劳动时间——创造价值的要素；（２）流通时间——

限制劳动时间，因而限制资本创造总价值的要素；这所以是必要

的要素，因为作为生产过程直接结果的价值或资本，虽然是价值，

但还没有取得自己的最适当的形式。这种形式转化所需要的时间，

也就是在生产和再生产之间所经历的时间，是使资本丧失价值的

时间。如果从一方面说，在资本作为流通的、处于过程中的资本

的规定中包含着连续性，那么，在这种规定中也同样包含着连续

性的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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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们把流通，即资本为了开始新的生产所必须完成的

运转，正确地规定为一系列的交换，这样他们也就承认，这种流通

时间不是增殖价值量的时间，就是说，它不可能是创造新价值的时

间，因为一系列的交换，不管它包括多少次交换行为，也不管完成

这些活动需要花费多少时间，都只是等价物的交换。把一些价值

——媒介的两极——设定为相等物，当然不可能使它们不相等。从

量上来看，价值通过交换既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

一个生产阶段的剩余价值，决定于资本在这个阶段中所推动

的剩余劳动（所占有的剩余劳动）。资本在一定期间内能够创造出

的剩余价值总额，决定于这个期间内生产阶段的重复；或者说，决

定于资本的周转。而周转等于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加上流通的持

续时间，等于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之和。流通时间越短，即资本从

离开生产到它回到生产所经过的那段时间越短，周转就越接近于

生产时间本身。

剩余价值实际上决定于一个生产阶段中所物化的劳动时间。

资本再生产的次数越多，剩余价值生产的次数就越多。再生产的次

数等于周转的次数。因此，总剩余价值（Ｓ′）等于Ｓ×ｎＵ（在这里ｎ

为周转次数）。Ｓ′＝Ｓ×ｎＵ；因此，Ｓ＝
Ｓ′
ｎＵ。如果１００塔勒资本在一定

的生产部门所需要的生产时间为３个月，那么它在一年内就可以

周转４次，如果每次创造的剩余价值等于５塔勒，那么总剩余价值

就等于５（一个生产阶段中所创造的剩余价值）×４（由生产时间和

一年之比所决定的周转次数），即等于２０塔勒。但是，因为流通时

间比如说等于生产时间的 １
４，所以一次周转就等于３＋１，即４个

月，而１００塔勒资本在一年内只能周转３次；总剩余价值就等于

１５塔勒。可见，虽然资本在３个月内创造５塔勒剩余价值，但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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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说，就象它在４个月内只创造５塔勒［剩余］价值一样，因为它

在一年内只能创造５×３塔勒总剩余价值。这对资本来说，就象它

每４个月生产５塔勒剩余价值一样；也就是说，在３个月内它只生

产１５４，即３
３
４塔勒，而在它进入流通的一个月内生产１

１
４塔勒剩余

价值。

就周转不同于由生产本身的条件所决定的持续时间这一点来

说，周转等于流通时间。不过流通时间不是［仅仅］决定于劳动时

间。因此，资本在一定期间创造的剩余价值总额，不是单纯地决定

于劳动时间，而是决定于处在上述相互关系中的劳动时间和流通

时间［ —３５〕。但是在这里，资本对于价值的创造所加进的规定，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是否定的，限制性的。

例如，如果生产１００镑资本需要３个月即９０天，如果流通时

间等于零，那么资本在一年内就可以周转４次；全部资本就会持续

地作为资本发生作用，即作为确立剩余劳动的东西，作为自行增殖

的价值发生作用。如果在９０天中有８０天代表必要劳动，那么就有

１０天是剩余劳动。现在假定流通时间等于生产时间的３３１
３％，或

等于生产时间的１
３。这样，每３个月生产就有１个月流通。于是，流

通时间就等于９０３，即生产时间的
１
３，等于３０天；ｃ＝

１
３ｐ；（ｃ＝

ｐ
３）。

好了。

现在问题是，资本有多大部分可以在整年内持续地用于生产？

如果１００镑资本工作９０天，而它的等于１０５镑的产品要流通一个

月，那么在这一个月内资本就不能使用任何劳动。

（当然，根据这９０天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不同，这９０个工作

日可以等于９０的３倍、４倍、５倍、ｘ倍。如果只使用一个工人，那

就只等于９０天。这一点在这里暂时还和我们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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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这些计算中都是假定：剩余价值不再资本化，而是资

本使用同样数量的工人继续工作；但是，在剩余价值实现的同时，

全部资本也得到实现而重新变成货币。）

这就意味着，资本在一个月内完全不能得到使用。

（例如，１００镑资本持续地使用５个工人；在这个资本中包含

着他们的剩余劳动，因而流通着的产品不是原有资本，而是吸收了

剩余劳动，从而含有剩余价值的资本。就是说，１００镑资本的流通，

其实应当理解为比如说１０５镑资本的流通，即资本连同一次生产

行为中创造的利润的流通。不过这个错误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特

别是在考察上述问题时。）

假定在三个月结束时，生产出价值１００镑的棉纱。现在还要过

一个月我才能收到货币，才能重新开始生产。为了在资本流通的这

一个月内能够推动同样数量的工人，我必须有３３１
３镑的追加资

本，因为，如果１００镑在３个月内推动一定数量的劳动，那么这

１００镑的１
３会在一个月内推动同一数量的劳动。

在第四个月结束时，１００镑资本会回到生产阶段，而３３１
３镑

资本则进入流通阶段。后一笔资本相应地需要１
３个月进行流通；因

此，它在１０天以后回到生产中。

第一笔资本只能在第七个月结束时重新进入流通。第二笔资

本在第五个月开始时进入流通，比如说在第五个月的第１０日

流回，在第六个月的第１０日重新进入流通，而在第六个月的第２０

日流回，第七个月的第２０日重新进入流通；它在第七个月结束时

流回，而第一笔资本又会在第二笔资本流回的同时重新开始自己

的流通。第八个月开始时和某一天流回等等，第九个月开始时等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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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如果资本增多
１
３，即增多恰好和流通时间相一致的

数量，那么资本就能持续地使用同样数量的工人。但是，如果资本

始终少用１
３的劳动，它也能持续地处于生产阶段之中。如果资本家

只用７５镑资本开始生产，那么在第三个月结束时生产就结束；此

后资本流通一个月，但是在这个月内资本家也可以继续生产，因为

在他手里还有２５镑资本。如果他为了在３个月内推动一定量的劳

动需要７５镑，那么他为了在一个月内推动相应量的劳动就需要

２５镑。这样资本家就能持续地推动同一数量的工人。

他的每一批商品需要１
１２年才能售出去。如果他总是要用

１
１２的

生产时间来出售自己的商品，那么，依此类推。这个问题可以用一

个很简单的等式来解决，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其实这个问题并不

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但是从后面要谈的信用问题来看，这个问题

是很重要的。

无论如何下述情况是清楚的。我们用ｐｔ表示生产时间，用ｃｔ

表示流通时间，用Ｃ表示资本。Ｃ不能同时处于自己的生产阶段和

流通阶段。如果它想在它流通的时候继续生产下去，它就必须分为

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处于生产阶段，而另一部分处于流通阶段，过

程的连续性由以下情况得到保持：当ａ部分处于一种规定性中时，

ｂ部分处于另一种规定性中。如果始终处于生产中的那部分资本

为ｘ，那么ｘ＝Ｃ－ｂ（ｂ是处于流通中的那部分资本）。Ｃ＝ｂ＋ｘ。如

果ｃｔ即流通时间等于零，那么ｂ也等于零，ｘ就等于Ｃ。ｂ（处于流

通中的那部分资本）∶Ｃ（总资本）＝ｃｔ（流通时间）∶ｐｔ（生产时

间）；ｂ∶Ｃ＝ｃｔ∶ｐｔ；即处于流通中的那部分资本同总资本之比，等

于流通时间同生产时间之比。

如果１００镑资本每４个月周转一次，利润为５％，也就是每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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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月的生产时间要有１个月的流通时间，那么正如我们已经看到

的①，总剩余价值等于
５×１２
４ Ｍ（月）＝５×３＝１５，而不是ｃ＝０时的

２０，因为那样的话就会是Ｓ′＝
５×１２
３＝２０。现在的１５镑是７５镑资本

按５％计算的利润，这笔资本的流通时间等于零，它一年周转４

次，因而始终被使用着。它的利润在第一季度结束时是３３
４镑；在

一年结束时是１５镑。（但是，这时周转的总资本就只是３００镑，而

在第一种情况下，当ｃｔ＝０时，则是４００镑。）

可见，１００镑资本，在生产时间为３个月而流通时间为１个月

时，能够始终用于生产的资本是７５镑；始终有２５镑资本在流通，

是非生产的。７５∶２５＝３Ｍ∶１Ｍ；或者，如果我们用ｐ表示用于生

产的那部分资本，用ｃ表示处于流通中的那部分资本，用ｃ′和ｐ′表

示与之相应的时间，那么ｐ∶ｃ＝ｐ′∶ｃ′；（ｐ∶ｃ＝１∶
１
３）。处于生产

中的那部分资本同处于流通中的那部分资本之比总是１∶ １
３，但

这１
３总是由资本的更替着的组成部分来代表。但ｐ∶Ｃ＝７５∶１００

＝ ３
４；ｃ＝

１
４；ｐ∶Ｃ＝１∶

４
３和ｃ∶Ｃ＝１∶４。整个周转＝４Ｍ；９∶Ｕ

＝３Ｍ∶４Ｍ＝１∶
４
３。

        

［ —３６］在资本的流通中，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是同时发生

的。作为前提，我们在这里不应当从Ｇ开始，而应当从生产过程开

始。从物质方面来考察，在生产中工具被磨损，原料被加工。结果

是产品——重新创造出来的、与作为自己前提的要素不同的使用

价值。从物质方面来考察，产品只是在生产过程中才被创造出来。

这是最初的本质的物质变化。在市场上，在同货币交换时，产品脱

８７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１５７—１６６页，不过在那里时间是以日计算，而在这里是以月计

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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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资本的循环而进入消费，成为消费对象，它或是用来最后满足个

人的某种需要，或是成为另一资本的原料。

在商品同货币交换时，物质变化和形式变化是同时发生的，因

为在货币上，内容本身恰好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而在这里，货币

再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再转化为物质生产条件。所发生的既

是一定使用价值的再生产，也是价值本身的再生产。但是，正如物

质要素起初在进入流通时在这里作为产品出现一样，在流通结束

时，商品又作为生产条件出现。就货币在这里充当流通手段而言，

它事实上仅仅是一种媒介，一方面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在资本使产

品形式上的价值离开自己的那种交换中，充当媒介，另一方面在生

产和生产之间，在资本使自己脱离货币形式而把生产条件形式上

的商品拉进自己的循环时，充当媒介。

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考察，货币仅仅表现为流通手段；从形式

方面来考察，货币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名义尺度，而在一定的阶

段则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所以资本［的流通过程］既是Ｗ—

Ｇ—Ｇ—Ｗ，又是Ｇ一Ｗ—Ｗ—Ｇ，而且简单流通的两种形式在这

里同时还获得进一步的规定，因为Ｇ—Ｇ是创造货币的货币，而

Ｗ—Ｗ 则是这样的商品，它的使用价值不仅再生产出来，而且还

增加了。至于在这里表现为加入资本流通并为它所决定的货币流

通，我们只想顺便指出，——因为这个问题只有在考察了多数资本

互相间的作用和反作用以后才能切实地加以讨论，——货币在这

里显然处在各种不同的规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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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差别。［施托尔希

关于“加速流通的手段”的论述的混乱］

  至今我们一直假定，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是一致的。但是，例

如在农业中，在产品完成以前，在生产本身中存在着劳动中断的现

象。［两个不同的生产部门中］耗费的劳动时间可能是一样的，而生

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却可能不相同，因为［在其中一个生产部门里］

劳动中断了。如果差别仅在于，在一种场合下完成产品所需要的劳

动时间比在另一种场合下长，这还不会发生任何问题，因为按照一

般规律，很明显的是：包含较大劳动量的产品，其价值也较大；而

且，如果在某个期间内再生产次数较少，那么再生产出来的价值也

将较大。２×１００同４×５０完全相等。其次，剩余价值的情况也和总

价值的情况一样。

问题在于：耗费在各种产品上的劳动时间（即积累的劳动和活

劳动的总和）虽然一样，这些产品所需要的生产持续时间却不一

样。在这里，固定资本似乎完全独自发挥作用，而没有人的劳动参

与，正如播在地下的种子那样。如果还需要劳动，也把这种劳动撇

开不说。要在纯粹的形式下提出问题。

如果这里的流通时间不变，那么，由于生产阶段较长，周转

次数就较少。这里，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即一次周转时间，大

于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相一致的场合。这里使产品达到成熟所需

要的时间以及劳动的中断，构成这里的生产条件。非劳动时间构

成劳动时间的条件，这样，劳动时间才能真正变成生产时间。其

实这个问题显然只属于利润率平均化的问题。然而基本道理必须

０８１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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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弄清楚。

资本回流较慢——这正是问题的实质——不是流通时间引起

的，而是使劳动变为生产劳动的那些条件本身引起的；它属于生

产过程的技术条件。必须彻底否定以下的极其荒谬的看法：自然

条件要是阻碍某一生产部门的资本，使它不能象别的生产部门中

别的资本那样在同样的期间与同样数量的劳动时间相交换，这样

的自然条件就能够以某种方式使资本的价值增大。价值，从而还

有剩余价值，并不等于生产阶段持续的时间，而是等于这个生产

阶段内耗费的劳动时间，包括物化劳动时间和活劳动时间。只有

活劳动时间——而且按照它同物化劳动时间之比——能够创造剩

余价值，因为［只有活劳动能够创造］剩余劳动时间。｛很明显，

利润率的平均化还有其他规定。但这里讲的不是剩余价值的分配，

而是剩余价值的创造。｝

因此下面的论断是正确的：从这方面看，例如农业，比其他

产业部门的生产效率低（这里是指价值生产的生产率）。同样，从

另一方面看，——从农业生产率的增长
·
直
·
接减少必要劳动时间来

说，——农业比所有其他生产部门的生产效率高。然而，只有在

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一般生产形式占统治地位的地方，这种情

况本身才能有利于农业。

生产阶段的这种中断，决定了农业决不可能是资本开始的领

域，决不可能是资本最初的驻所。这是同工业劳动最起码的基本

条件相矛盾的。因此，只有通过［工业对农业的］反作用，资本

才能掌握农业，农业才能工业化。这一方面要求竞争有高度发展，

另一方面要求化学、力学等，即要求制造业有巨大发展。因此在

历史上也可以看到，农业从来没有以纯粹的形式出现于资本以前

１８１．资本家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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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同它自身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的那些生产方式之中。农村副

业，如纺纱、织布等，必须弥补这里所存在的使用劳动时间方面

的限制——这些中断所包含的限制。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不一致，可能只是由自然条件引起的，

这些自然条件在这里直接妨碍劳动的利用，即妨碍资本占有剩余

劳动。资本遇到的这些障碍当然不会带来利益，从资本的角度看，

只会是损失。

在这里，整个这种情况其实只应作为固定资本，固定在一个

阶段的资本的例子提出来。这里应当牢记的只是：资本在它不使

用活劳动的期间，不创造任何剩余价值。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再

生产本身当然不是剩余价值的创造。

（在人体上，也同在资本上一样，各个部分在再生产中并不是

在同一时间更替的。血液的更新比肌肉快，肌肉比骨骼快，从这

方面来说，可以把骨骼看作人体的固定资本。）

［ —３７］施托尔希所列举的加速流通的手段是：（１）只从事

商业的“劳动者”阶级的形成；（２）运输工具的改进；（３）货币；

（４）信用。（见前）①

从这种五花八门的罗列中可以看到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全部混

乱思想。货币和货币流通——即我们所说的简单流通——既是资

本本身的前提和条件，又是资本流通的前提和条件。因此，货币，象

它存在的情形那样，作为属于资本以前生产阶段的交往关系，作为

货币的货币，在它的直接形式下，不能说可以加速资本的流通，它

只是这种流通的前提。当我们谈资本和资本流通时，我们是处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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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种社会发展阶段上，在这个阶段上，采用货币不是一种发现等

等，而是前提。只要直接形式下的货币本身具有价值，不仅是其他

商品的价值，是其他商品价值的象征（因为当某种直接物应当成为

另一种直接物时，前者就只能代表后者，成为后者的这种或那种象

征），而且本身也有价值，本身就是物化在某种使用价值中的劳动，

那么，货币就决不会加速资本流通，反而会阻碍资本流通。

从货币在资本流通中所表现的两个方面来看，即作为流通手

段和作为已实现的资本价值来看，货币属于流通费用，只要它本

身是劳动时间，这种劳动时间一方面用来缩短流通时间，另一方

面用来实现流通的一个质的要素——资本再转化为作为自为存在

的价值的自身。从这两方面看，货币都没有使价值增加。一方面，

货币是一种需要费用即耗费劳动时间，因而是从剩余价值中扣除

的价值体现形式。另一方面，货币可以被看作一种机器，它可以

节约流通时间，从而腾出生产时间。但是，既然作为这种机器的

货币本身需要劳动并且是劳动的产物，所以对资本来说，它是生

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货币属于流通费用。

最初的流通费用是与劳动时间相对立的流通时间本身。现实

的流通费用本身是物化的劳动时间，它是为了缩减流通时间的最

初的费用而使用的机器。直接形式下的货币属于资本以前的生产

历史阶段，对资本来说它表现为流通费用，所以资本力求把货币

改变得和它自身相适应，把货币变成不必花费任何劳动时间、本

身不是价值的一种流通要素的代表。因此，资本的目的在于扬弃

货币的传统的直接现实性，把它变成一种只由资本设定的同时又

由资本扬弃的纯观念的东西。因此，不能象施托尔希那样，说货

币就是加速资本流通的手段；相反，应当说资本力求把货币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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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通的单纯观念的要素，并首先赋予它一种和资本相适应的

最适当的形式。扬弃直接形式下的货币，是已成为资本流通要素

的货币流通的要求，因为货币在其直接的预先存在的形式下是资

本流通的限制。

没有流通时间的流通是资本的趋势，因此，把只用于缩短流

通时间的工具变成只由资本设定的形式规定，正如资本在流通中

所经历的不同环节一样，都是资本本身形态变化的质的规定。

至于说专门的商业阶层的形成，——即把交换业务变成一种

专门劳动的分工发展阶段，而要达到这一步，交换活动的总额当

然必须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

（例如，如果在１００个人当中，交换占去他们 １
１００的劳动时间，

那么每个人就是 １
１００的交换者；

１００
１００的交换者就相当于一个人了。于

是在这１００个人中就会出现一个商人。商业从生产本身分离出来，

或者说交换本身与交换者相对而有了自己的代表，这种情况一般

说来要求交换和交往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商人对卖者来说代表所

有的买者，对买者来说代表所有的卖者，反过来［也一样］，可见，

他不是交换本身的一极，而是交换本身的中项，因此他是作为中

介人出现的），

——那么，商人阶层的形成（这种商人阶层的形成以货币的

形成为前提，哪怕货币的所有要素还不发达）同样是资本的前提，

因此不能被看作对资本的特殊流通起媒介作用。因为不论从历史

上还是从概念上说，商业都是资本产生的前提，所以我们在结束

本章之前，还要再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因为它属于论资本产生的

那一篇或其前一篇。

运输工具的改进，就其促进商品作为物体的流通这层意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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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并不属于单纯考察资本流通的形式规定的范围。产品只有出

现在市场上，才成为商品，才离开生产阶段。另一方面，就资本

的回流时间——即流通时间——必然随着市场同产地之间距离的

扩大而延长来说，运输工具属于上述范围。因此，直接从这个角

度来看，借助运输工具来缩短这种时间，直接属于考察资本流通

的范围。但实际上这属于市场学说，而后者属于论述资本的部分。

最后，信用。施托尔希等人在这里，把这个直接由资本设定，

因而由资本的本性产生的特有的流通形式，这个资本的特征，同

货币、商业阶层等等混为一谈，而货币和商业阶层等等完全属于

交换的发展以及或多或少以交换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指出特征

在这里既是逻辑的发展，也是了解历史发展的钥匙。我们在历史

上也可看到——例如在英国，还有法国——人们试图用纸币代替

［金属］货币，另一方面，人们试图把单纯由资本本身造成的形式

加在以价值形式存在的资本身上，最后，人们试图在资本刚一产

生时就创立信用（例如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

［（８）］作为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过程的

小流通。资本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

  在作为总过程的流通中，我们可以把大流通和小流通区别开

来。第一种流通包括资本从离开生产过程到它再回到生产过程这

一整个时期。第二种流通是连续不断的，总是和生产过程本身同

时并行的。这是作为工资支付的、同劳动能力进行交换的那一部

分资本。

这种资本流通过程在形式上被设定为等价物的交换，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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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等价物交换的扬弃，只是在形式上表现为等价物的交换（价值

转化为资本时，等价物的交换转化为它的对立物，在交换基础上交

换变成纯粹的形式，而互助完全成了单方面的了）。应该象下面那

样来阐述这种资本流通过程。

被交换的价值总是物化劳动时间，是客观存在的、互为前提的

（处于某种使用价值中的）一定劳动量。价值本身始终是结果而不

是原因。价值表现生产一件物品的那个劳动量，因而表现——假定

生产力水平不变——能够再生产一件物品的那个劳动量。

资本家不是用资本直接去交换劳动或劳动时间，而是用包含

在商品中的、耗费在商品中的时间去交换包含在活劳动能力中的、

耗费在活劳动能力中的时间。他换来的活劳动时间，不是劳动能力

的交换价值，而是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正如一架机器不是作为产

生结果的原因，而是作为结果本身进行交换和支付，不是根据机器

在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产品，作为一定量的物化劳动

进行交换和支付。包含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即生产活劳动能

力所必需的时间，同时就是再生产——假定生产力水平不变——

劳动能力即保存劳动能力所必需的时间。

可见，资本家和［ —３８］工人之间所进行的交换，完全符合交

换规律，不仅符合，而且是交换的最高发展。因为在劳动能力本身

还没有发生交换以前，生产的基础还不是建立在交换上的，交换只

限于以不交换为基础的狭小范围，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阶段的情

形就是这样。但是，资本家换来的那个价值的使用价值本身，是价

值增殖的要素，而这种价值增殖的尺度，是活劳动和劳动时间，并

且是比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即比再生

产活劳动者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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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由于资本同作为等价物的劳动能力相交换，资本就不付

等价物而获得了劳动时间（因为这个时间超过了包含在劳动能力

中的时间）；资本借助交换的形式，不经交换就占有了他人的劳动

时间。所以，交换只是变成一种形式，而且象我们已经看到的①，在

对资本的进一步阐述中，下面这种假象也消失了：资本似乎是用某

种与劳动能力本身的物化劳动不同的东西去和劳动能力相交换，

即资本似乎总是用某种东西去和劳动能力相交换。

可见，［交换关系中］发生这种转变是由于：自由交换的最后

阶段是劳动能力作为商品，作为价值来同商品，同价值相交换；劳

动能力是作为物化劳动购得的，而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却在于活

劳动，即在于创造交换价值。发生转变是由于：作为价值的劳动

能力，它的使用价值本身是创造价值的要素，是价值的实体和增

殖价值的实体。在这种交换中，工人为了取得物化在他身上的劳

动时间的等价物，就要提供他的能够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的活劳

动时间。工人是把自己作为结果出卖的。作为原因，作为活动，工

人被资本所吸收，并体现为资本。这样，交换变成了自己的对立

面，而私有制的规律，——自由、平等、所有权，即对自己劳动

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变成了工人没有所有权和把他的劳

动让渡出去，而工人对自己劳动的关系，变成了对他人财产的关

系，反过来也一样。

表现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流通，是伴随着生产过程而进行

的，作为经济的形式关系和生产过程并列，和生产过程同时进行并

和它交织在一起。只有这种流通才确立资本本身。这种流通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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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价值增殖过程的条件，它不仅确立这一过程的形式规定，而且确

立这一过程的实体。这是不断流通的那部分资本，它任何时候都不

进入生产过程本身，但不断伴随着生产过程。这部分资本任何时候

都不进入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原料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工人的生

活资料基金是作为产品，作为结果离开生产过程的，但它作为产品

从来不进入生产过程，因为它是供个人消费用的产品，直接进入工

人的消费并直接为此目的而进行交换。可见，生活资料基金既不同

于原料，也不同于劳动工具，它是地道的流动资本。

在资本的循环中，只有在这个环节上才有消费直接加入进来。

凡是在商品和货币相交换的地方，商品都可以被另一个资本作为

新的生产的原料购买去。其次，根据资本的前提，资本所遇到的不

是个别的消费者，而是商人；商人自己买进商品，是为了再把它卖

出去换成货币。（这个前提应当和商业阶层一起加以说明。这样，

就可以把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和实业家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区别开

来。）

可见，流动资本在这里是直接供工人个人消费的；完全是供直

接消费的，所以以成品的形式存在。因此，如果从一方面说资本是

产品的前提，那么成品也是资本的前提。这从历史上看就是：资本

并不是使世界从头开始，而是在资本使生产和产品屈从于它的过

程以前，生产和产品早已存在。资本一旦活动起来，以它自身为出

发点，它就不断以自身的各种形式——可消费的产品、原料和劳动

工具——作为前提，来不断以这些形式再生产自身。这些形式既是

资本自身所要求的条件，又是它的结果。资本在自身的再生产中生

产出它本身的条件。

因此，在这里，通过资本对活劳动能力以及对保存活劳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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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条件的关系，我们看到，流动资本也是从使用价值方面被规

定为直接加入个人消费并作为产品在个人消费中被消耗的东西。

所以，断言只有流动资本才是可消费的东西，这是不正确的，这样

说，好象煤炭、机油、染料等等，工具等等，土壤改良等等，工厂等

等，就都不是同样被消费的了，如果把消费理解为扬弃它们的使用

价值和它们的形式的话。但如果把消费理解为个人消费，本来意义

上的消费，那么，所有这些东西就都不是同样被消费的。

在这样的流通中，资本不断作为物化劳动离开自身，以便去同

化它象空气那样需要的活劳动力。至于工人的消费，那么这种消费

只再生产一种东西，就是作为活劳动能力的工人本身。因为工人本

身的这种再生产是资本的条件，所以工人的消费也不是直接表现

为资本的再生产，而是表现为这样一些关系的再生产，只有在这些

关系下资本才是资本。活劳动能力同原料和工具一样，都属于资本

的生存条件。因此，资本以双重方式进行自身的再生产：以自己本

身的形式和以工人消费的形式，但后者只是指这种消费把工人作

为活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因此，资本把这种消费叫作生产消

费，——之所以叫作生产消费，不是由于它再生产个人，而是由于

它再生产作为劳动能力的个人。

罗西①曾抱怨，工资竟被计算两次，一次作为工人的收入，另

一次作为资本的再生产消费，这种指责只适用于那些直接把工资

作为价值列入资本生产过程的人。因为支付工资是一种和生产行

为同时进行的并列的流通行为。或者，象西斯蒙第从这种观点出发

所说的那样４４：工人非再生产地消费自己的工资，而资本家则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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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消费工资，因为他换来的劳动再生产出工资并超过工资。

这里所说的只是作为客体来看的资本本身。但是，从资本是一

种关系，而且是一种对活劳动能力的关系来说，工人的消费就是再

生产出这种关系；换句话说，资本以双重方式进行自身的再生产：

资本作为价值，作为使价值增殖过程重新开始和作为资本重新活

动的可能性，是通过换进劳动来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资本作为关

系，是通过工人的消费来进行自身的再生产的，这种消费把工人作

为可以同资本——工资是资本的一部分——相交换的劳动能力再

生产出来。

这样，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这种流通，把一部分资本——生活资

料基金——规定为不断流动的、不断消费的、不断被再生产的资

本。在这种流通中，突出地显示出资本和货币之间的差别，资本流

通和货币流通之间的差别。例如，资本每星期支付工资；工人把这

些工资花费在小店主等等那里，小店主等等直接或间接地把它存

到银行家那里；下一个星期，工厂主又从银行家那里把它取回来，

分发给同一些工人，如此等等。通过同一数额的货币，新的资本份

额不断流通着。但是，货币数额本身并不决定以这种方式流通着的

资本份额。如果工资的货币价值增长了，流通手段也就随着增加，

但是这些流通手段的数量并不决定这种增长。如果货币的生产费

用不降低，那么任何货币数量的增加都不会影响进入这一流通的

资本份额。货币在这里只是表现为流通手段。因为必须同时支付

许多工人，所以同时需要有一定的、随着工人的数目而增加的货币

量。另一方面，货币周转加速时需要的货币量，又少于工人人数较

少、但货币流通的机构没有这样调整的场合。

这种流通［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是生产过程的条件，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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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也是流通过程的［ —３９］条件。另一方面，如果资本不从流通中

流回，那么工人和资本之间的这种流通就不能重新开始。可见，这

种流通本身的条件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以外通过自身形态变化的各

种不同环节。如果这种情况没有发生，那么这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相反，这或是因为没有产品形式上的资本，

即缺乏这部分流动资本，或是因为资本没有具备货币形式，即没有

作为资本实现自己，而其所以如此，原因并不在于流通手段的数

量，而是因为资本没有在质的规定上表现为货币，为此并不需要使

资本具有硬币形式，具有直接的货币形式。而且资本是否具备这种

形式，又不取决于作为流通手段来流通的货币的数量，而是取决于

资本同价值本身的交换；这又是一种质的要素而不是量的要素，在

我们谈到作为货币的资本（利息等等）时，对这一点将作更详细的

考察。

［（９）］流通的三种规定或三种方式。分为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总资本的周转时间。

这种资本的平均周转。固定资本对资本

总周转时间的影响。流动的固定资本

  可见，总起来看，流通有三种表现：

（１） 总过程——资本通过它的各个不同环节，因此资本表现

为处于流动中的，流动着的东西。在每个环节上连续性可能中断，

每个环节可能固定下来不向下一阶段过渡，就这一点来说，资本在

这里同样也表现为固定在各种不同关系中的资本，而这种固定存

在的不同方式构成不同的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作为生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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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资本。

（２）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小流通。这种流通伴随着生产过程

并表现为契约、交换、交易形式，而生产过程就是在这些前提下进

行的。进入这一流通的那部分资本——生活资料基金——是真正

的流动资本。这种资本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了；而且它的使用价值

本身，即它作为可消费的和直接进入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物质规定，

也构成它的形式规定的一部分。

（３）大流通：资本在生产阶段以外的运动，在这种运动中，资本

经历的时间表现为同劳动时间相对立的流通时间。从处于生产阶

段的资本和离开生产阶段的资本之间的这种对立中，产生出了流

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后一种资本是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并在

生产过程本身中被消费的一种资本；尽管它来自大流通，但是从来

不回到那里去，至于说它流通，那它只是为了在生产过程中被消

费，被固定下来而流通。

资本流通中的这三种区别［第一］产生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

之间的三种区别；〔第二］它把一部分资本确定为真正的流动资本，

因为这部分资本从不进入生产过程，但总是伴随着生产过程；第

三，它确定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的区别。第三形式的流动资本

还包括第二形式，因为这后一形式也和固定资本相对立；但第二形

式不包括第三形式。

本身属于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资本是在物质上仅仅用作生产资

料的那部分资本，是活劳动和被加工的材料之间的媒介。一部分流

动资本，如煤炭、机油等也仅仅用作生产资料。凡是仅仅用来使机

器运转或使带动机器的机器保持运转的手段都属于这一类。这种

区别还必须更详细地加以研究。首先，这同第一规定不矛盾，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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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作为价值也同样是随着它的损耗而流通的。正是在固定

资本这个规定上，——也就是说，在这个规定中，资本失去自己的

流动性，并与一定的使用价值合而为一，这种使用价值剥夺了资本

形态变化的能力，——发达资本（我们迄今知道它是生产资本）表

现得最为突出，而且正是通过这种似乎不适当的形式，并且通过这

种形式同第二规定中的流动资本形式相比的不断增大的比例，来

衡量作为资本的资本发展程度。这个矛盾很有意思，应该加以阐

明。

经济学中那些突然间从外界凭空出现的各个种类的资本，在

这里表现为由资本本性产生的运动的各种产物，或者更确切些说，

表现为这种运动本身在它的各种规定上的各种产物。

流动资本不断“离开”资本家，然后以原来形式再回到他那里。

固定资本则不然。（施托尔希）“流动资本是这样的一部分资本，在

它离开前它不提供利润；固定资本等在它仍然保留在所有者手中

时就提供这种利润。”（马尔萨斯）“流动资本在它仍然保留在它的

所有者手中时，不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和利润；固定资本不必

更换所有者，不需要流通，就提供这种利润。”（亚·斯密）４５

从这方面看，因为资本离开它的所有者（和自己的所有者分

离）无非表示在交换行为中发生的所有权或占有权的转让，因为资

本通过转让成为它的占有者的价值，这是一切交换价值的本性，从

而也是一切资本的本性，所以，上述的规定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如

果固定资本对它的所有者来说不必通过交换和固定资本中包含的

交换价值的媒介作用而存在，那么，实际上固定资本仅仅是使用价

值，因而不是资本。

但是，上述规定的根据是：作为价值，固定资本是流通的（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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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看到，它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陆续地流通）。作为使用价

值，固定资本是不流通的。固定资本从它的物质方面来看，作为生

产过程的要素，从不离开它的领域，不被它的占有者转让，而是保

留在他手中。只是从它的形式方面来看，它才作为资本，作为长久

保存的价值而流通。流动资本则不存在形式和内容之间、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之间的这种区别。为了作为后者而流通，为了成为后

者，它必须作为前者进入流通，必须被转让。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

仅仅是价值本身。流动资本只有当它被转让时才实现为资本的价

值。当流动资本还保留在资本家手中时，它只具有自在的价值，但

还没有被设定；它只是可能的价值，但不是实际的价值。相反，固定

资本实现为价值，只是当它作为使用价值保留在资本家手中的时

候，或者，作为物的关系来说，只是当它停留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

而这又可以看作是同资本的肉体运动相对立的、同资本的为他的

存在相对立的资本内在有机运动，资本对自身的关系。可见，由于

固定资本一进入生产过程就停留在其中，它也就在其中消失、耗

尽。至于这种消失过程的长短在这里暂时还与我们无关。

可见，从这方面看，被舍尔比利埃４６称为辅助材料的东西，如

煤炭、木材、机油、油脂等，这些在生产过程中全部被消灭，这些只

对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都属于固定资本。但是，同

样的材料，在生产以外也具有某种使用价值，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

被消费，正象建筑物、房屋等等不一定只用于生产。它们之所以是

固定资本，不是由于它们存在的特定方式，而是由于它们的使用。

它们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就成为固定资本。它们一旦成为资本生产

过程的要素，就是固定资本，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们［ —４０］失

去了可能成为流动资本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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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进入资本小循环的那部分资本——换句话说，参加这一

运动的资本，即参加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流通的资本，也就是以

工资形式流通的那部分资本——从其物质方面来看，作为使用价

值，从不离开流通，也从不进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但是作为产品，作

为前一生产过程的结果，不断被生产过程排除出来；相反，被用作

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作为使用价值，从其物质存在来看，从不

离开生产过程，也从不重新进入流通。后面这部分资本只是作为价

值（作为成品的部分价值）进入流通，而前面那部分资本只是作为

价值进入生产过程，因为必要劳动是工资的再生产，是作为工资来

流通的那部分资本价值的再生产。可见，固定资本的第一规定就是

这样，而从这方面来看，它也包括辅助材料。

第二，但是，固定资本只有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中消失，

才能作为价值进入流通。固定资本随着它作为使用价值在自己的

独立形式上消失的程度，而作为价值——即作为消耗在产品中或

者说保存在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进入产品。固定资本经过使用

受到磨损，但是这样一来，它的价值就从它自身的形式转为产品的

形式。如果固定资本没有被使用，没有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机

器停转，铁生锈，木头腐朽——那么，它的价值自然就同它作为使

用价值的暂时存在一起消失。它作为价值而流通同它作为使用价

值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是相适应的。只有在它作为使用价值在生

产过程中完全消耗时，它的全部价值才会完全被再生产出来，即从

流通中流回来。一旦它完全变为价值，并因而完全进入流通，它作

为使用价值就被完全消灭了，因而作为必要的生产要素，必须由同

类新的使用价值来补偿，即再生产出来。把它再生产出来的必要

性，即它的再生产时间，取决于它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耗，被消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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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流动资本的再生产取决于流通时间，而固定资本的流通则取

决于它作为使用价值即它的物质存在在生产行为中被消耗的时

间，也就是必须把它再生产出来的时间。１０００磅棉纱，只有在它被

卖出并用它所卖得的货币重新换成棉花等等，一句话，换成棉纱的

生产要素以后，才能重新被再生产出来。由此可见，棉纱的再生产

取决于流通时间。一台价值１０００镑能使用５年的机器，只有经过

５年才磨损掉，然后就成为一堆废铁。如果我们拿它在生产过程中

［每年］消费的平均量来说，那就是每年磨损１
５。因此，每年进入流

通的仅仅是机器价值的１
５，只有经过５年，机器才完全进入流通并

从流通中流回。由此可见，它进入流通完全取决于它的磨损时间，

而它的价值完全进入流通并从流通中流回所需要的时间，则取决

于它的全部再生产时间，即必须把它再生产出来的时间。

固定资本仅仅作为价值进入产品，而流动资本的使用价值则

留在产品中成为产品的实体，只是采取了另外的形式。由于这个差

别，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总资本，其周转时间就有重大的变

化。假定总资本＝Ｓ，它的流动部分＝ｃ，固定部分＝ｆ；固定资本为

１
ｘＳ，流动资本为

１
ｙＳ。假定流动资本一年周转３次，而固定资本１０

年只周转２次。１０年内ｆ或Ｓ
ｘ周转２次，而在同样的１０年内

Ｓ
ｙ周

转３×１０＝３０次。如果Ｓ等于Ｓ
ｙ，即只是流动资本，那么Ｕ，它的周

转就＝３０，在１０年内周转的全部资本＝３０×Ｓ
ｙ。

但是，固定资本在１０年内只周转２次。它的Ｕ′＝２，周转的全

部固定资本＝ ２Ｓ
ｘ。但是Ｓ＝

Ｓ
ｙ＋

Ｓ
ｘ，它的总周转时间＝这两个部分

的总周转时间。如果固定资本在１０年内周转２次，那么一年内有

固定资本的２
１０或

１
５在周转；同时流动资本一年内周转３次。每年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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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一次。

如果１０００塔勒资本由６００流动资本和４００固定资本构成，即

３
５是流动资本，

２
５是固定资本，那问题就简单了。如果固定资

本的寿命为５年，即５年周转一次，而流动资本一年周转３次，

那么总资本的平均周转次数或平均周转时间是多少呢？如果它只

是流动资本，那么它会周转５×３即１５次；５年内周转的全部资本

等于１５０００塔勒。但是２
５的资本在５年内只周转一次。因而这４００

塔勒中，一年内周转４００５＝８０塔勒。１０００塔勒中有６００塔勒每年周

转３次，有８０塔勒周转一次；或者说，在整个一年内周转的只有

１８８０塔勒。由此可见，５年内周转５×１８８０＝９４００塔勒，即比总

资本只由流动资本构成的情况下少５６００塔勒。如果全部资本只由

流动资本构成，那么它在１
３年内就周转一次。

［ —４１］如果资本＝１０００塔勒，ｃ＝６００塔勒，一年周转２次，

ｆ＝４００塔勒，一年周转一次，那么６００塔勒（
３
５Ｓ）在半年内周转

一次。同样，４００２塔勒，即
２Ｓ
５×２在半年内也周转一次。因而半年内共

周转６００＋２００＝８００塔勒。（即ｃ＋ ｆ
２）。因而·整·个·一·年·内共周转

２×８００，或１６００塔勒。１６００塔勒一年周转一次，因而１００塔勒１２１６

个月周转一次，１０００塔勒
１２０
１６个月＝７

１
２个月周转一次。全部

１０００塔勒资本７１
２个月周转一次；如果它只由流动资本构成，则

６个月就周转一次。７１
２∶６＝１

１
４∶１，或７

１
４∶６＝

５
４∶１。

如果总资本＝１００塔勒，流动资本＝５０塔勒，固定资本＝５０

塔勒；前者一年周转２次，后者一年周转一次，那么１００塔勒的

１
２在６个月内周转一次，１００塔勒的

１
４也同样在６个月内周转一

次。由此可见，资本的３
４即１００塔勒的

３
４在６个月内周转一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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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７５塔勒在６个月内周转一次，１００塔勒在８个月内周转一

次。（如果１００塔勒的２
４在６个月内周转一次，１００塔勒的

１
４即固

定资本的１
４２在同样的６个月内也周转一次，那么，１００塔勒的

３
４在

６个月内就周转一次，也就是，１４在
６
３个月＝２个月内周转一次；因

而，１００的４
４，或１００在６＋２即８个月内周转一次。）

资本总周转时间＝６（全部流动资本和１
２固定资本或

１
４总资本

的周转时间）＋６
３（即这个周转时间除以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

表示余下的固定资本在流动资本周转时间内进行周转的资本中所

占的比重）。同样，在上述例子中：１００的 ３
５在６个月内周转一次，

１００的 １
５也周转一次；因而６个月内周转１００的

４
５；因而余下的

１００的１
５在

６
４月内周转一次；由此可见，全部资本在６＋

６
４个月＝

６＋１１
２或７

１
２个月内周转一次。

因此，总起来说就是：平均周转时间＝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

＋这个周转时间除以这样一个数字，这个数字表示固定资本的余

下部分在这一周转时间内所流通的资本总额中所占的份数。

如果有两个１００塔勒的资本，一个全部是流动资本，另一个

一半是固定资本，每个资本提供的利润都是５％，其中一个全部一

年周转２次，而另一个中的流动资本也是一年周转２次，但固定

资本只周转一次，那么全部周转的资本在前一种情况下＝２００塔

勒，利润＝１０塔勒，而在后一种情况下＝８个月周转一次，４个月

周转１
２次，或１５０塔勒在１２个月内周转一次，利润＝７

１
２塔勒。

这种计算加深了一种通常的偏见，似乎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

通过某种神秘的天赋力量带来利润，例如马尔萨斯就使用这样的

字句：“流动资本在它的所有者同它分离的时候带来利润”，等等，

在前面摘引的他的《价值尺度》等著作中，当他谈到固定资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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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利润的方式时，也有同样的意思①。在过去的经济学中，关于剩

余收益的学说不是在纯粹的形式下考察的，而是同实际利润的学

说混为一谈，而后一学说则归结为各种不同的资本分享一般利润

率的份额，因此就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和神秘性。作为阶级的资本

家的利润或资本的利润，在它能够被分配以前，必须已经存在，用

它的分配去说明它的产生是极其荒谬的。

按照上面的说法，利润所以减少，是因为资本周转时间随着

叫作固定资本的那个资本组成部分的增大而延长所造成的。

｛假定资本的量固定不变——它在这里和我们完全无关，因为

这个论点对任何数量的资本来说都是正确的。各个资本有各种不

同的量。但是每一单个资本的量和它自身是等同的，因而，只要

考察的是它作为资本的属性，它就和任何的量等同。但是当我们

考察两个资本的差别时，那么，由于它们量的差别，就出现了一

种质的规定的关系。量本身就成为它们相互区别的质。这是关于

如何把考察资本本身同考察资本跟其他资本的关系区别开来，或

同考察资本现实状况区别开来的重大观点，而从这个观点出发，资

本的量是唯一的例子。｝

同量［ —４２］资本，在上例中为１００塔勒的资本，如果只由流

动资本构成，那就会是全部一年周转２次。但由于它有一半是由固

定资本构成的，所以只在１６个月内才周转２次，或者一年内只周

转１５０塔勒。随着一定时间内资本再生产［周期］次数的减少，或随

着这一定时间内再生产的资本量的减少，剩余时间或剩余价值的

生产也相应地减少，因为资本只有在它创造剩余价值的条件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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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价值。（这至少是它的趋势，它的最适当的活动。）

我们已经看到，固定资本只是随着它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过

程中被磨损或被消费的程度而作为价值来流通。但是，它这样被

消费和必须在它的使用价值的［实物］形式上被再生产出来的时

间，取决于它的相对耐久程度。因而，它的耐久程度，或它损耗

的快慢，——它在资本生产的反复过程中，能够在这些过程的范

围内反复执行自己职能时间的长短，——它的使用价值的这种规

定，在这里就成为决定形式的要素，即从资本的形式方面而不是

从它的物质方面来决定资本的要素。所以，固定资本的必要的再

生产时间，以及它在整个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这里造成了总资

本的周转时间的不同，从而造成了它的价值的增殖的不同。由此

可见，资本较大的耐久性（它的必要的再生产时间长度）和固定

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这里对价值增殖过程起的影响，同

比较缓慢的周转起的影响是一样的；而周转所以比较缓慢，或者

是由于资本以货币形式从那里流回的那个市场距离较远，也就是

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通过流通轨道（例如英国用在东印度市场上的

资本，比用在比较近的国外市场或国内市场上的资本流回的时间

要慢），或者是因为生产阶段本身由于自然条件而发生中断，象在

农业中的情形那样。李嘉图最先强调了固定资本对价值增殖过程

的影响，但他把所有这些规定都混淆起来了，这从前面几处引文①

中可以看出。

在第一种情况下（固定资本），资本周转次数所以减少，是因为

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得慢；换句话说，原因在于它所需要

的再生产时间长。在第二种情况下，周转次数所以减少，是由于流

０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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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时间的延长（在第一种情况下，固定资本就它确实进行流通，进

入流通这一点来说，它的流通必然始终和产品的流通一样快，因为

它不是以自己的物质存在方式来流通，而只是作为价值，即作为产

品总价值的观念的组成部分来流通），而且流通时间是指本来意义

的流通过程的后半部分，即货币的再转化。在第三种情况下，周转

次数所以减少，不是象在第一种情况下那样，由于资本在生产过程

中的消耗所需要的时间增加，而是由于以产品形式退出生产过程

而需要的时间增加了。第一种情况是固定资本所特有的；其他情况

［即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属于不流动的资本，即固定起来的、在总

流通过程某个阶段上固定起来的资本的范畴。（“耐用程度极高的

固定资本，或要经过很长时期才流回的流动资本。”见麦克库洛赫

《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３００页）

第三，到目前为止我们只是从这样一个方面考察了固定资本，

按照这个方面，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的区别，是由它同本来意义

的流通过程的特殊关系、特有关系决定的。从这个方面还表现出其

它一些区别。第一，它的价值是陆续流回的，而流动资本的每一部

分则被全部更换，因为流动资本的价值的存在和使用价值的存在

是一致的。第二，不仅象我们迄今所说的那样，固定资本对某一资

本的平均周转时间有影响，而且对它自身的周转时间也有影响。后

一种情况在下述场合是重要的：固定资本不单纯表现为生产过程

中的生产工具，而且还表现为独立的资本形式，如铁路、运河、公

路、灌溉渠道等形式，即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等等。

对于一个国家的总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两种形

式的比例来说，［固定资本的］后一规定是特别重要的。其次，从固

定资本的更新和保存的方式来看，这后一规定也是重要的；而它在

１０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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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那里表现的形式是：固定资本只有通过流动资本才能提

供收入，等等。其实这后一规定只不过是考察这样一个环节，在这

个环节上，固定资本不是表现为一种同流动资本并列的和在它之

外的特殊的独立存在，而是表现为转化成固定资本的流动资本。

但是，我们要在这里首先考察的，不是固定资本的外在关系，

而是它停留在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关系。固定资本是以它是生产

过程本身的一定要素为先决条件的。

（这决不是说，固定资本在任何规定中都不是用于个人消费，

而是只用于生产的资本。房屋可以用于生产，也可以用于消费，一

切交通工具也是如此：船舶和车辆既可以用于旅游，也可以用作运

输工具；道路可以用作本来意义的生产的交通手段，也可以用来散

步，等等。这第二个方面的固定资本和我们完全无关，因为我们在

这里只是把资本作为价值增殖过程和生产过程来考察的。考察利

息时还将涉及固定资本［作为消费资料］的第二个规定。李嘉图的

下述一段话只能是指这一规定，他说：

“资本损耗得有快有慢，因而它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再生产出来的次数有

多有少，根据这种情况，就被称为流动资本或固定资本。”（李嘉图《政治经济

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２６页）

按照这个规定，咖啡壶是固定资本，而咖啡则是流动资本。经

济学家们把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和受这些关系支配的物所获得的

规定性看作物的自然属性，这种粗俗的唯物主义，是一种同样粗俗

的唯心主义，甚至是一种拜物教，它把社会关系作为物的内在规定

归之于物，从而使物神秘化。（根据某物的自然属性来确定它是固

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所遇到的困难，在这里使经济学家们例外地

想到：物本身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因而根本不是资

２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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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正象成为货币决不是金的自然属性一样。）｝

（为了不致忘记，除上述各点外，还要加上固定资本作为流动

资本所进行的流通，即固定资本更换所有者的那种交易。）

“固定资本——被束缚的资本：资本被束缚在某种生产中，以致不能再把

它抽出来用于另一种生产。”（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

版第２卷第４３０页）①

“固定资本被消费掉，是为了帮助人再生产供他消费的东西…… 它是

由能够提高未来的劳动生产力的耐久性设备构成的。”（西斯蒙第《政治经济

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５、９７—９８页）②

“固定资本是维持劳动工具、机器等所必需的资本。”（斯密《国民财富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２２６页）

“在巨大的生产过程中，流动资本是被消费的，而固定资本只是被使用。”

（《经济学家》４７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６日第２１９期第１２７１页）

“我们会看到，人为了帮助自己追求自己的目的而拿起的第一根棍子或

第一块石头，在完成人的一部分劳动时，正好执行了现代商业民族所使用的

资本的职能。”（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１８０８年巴黎版第８７

页）“这样用转化成机器的资本来代替劳动，是表明和区别人类的特征之一。”

（同上，第１２０页）“现在很明白，资本利润的取得，总是或者因为资本代替了

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去完成的劳动；或者因为资本完成了人的个人力量不能胜

任和人自己不能完成的劳动。”（同上，第１１９页）

罗德戴尔同斯密和洛克进行论战，［ —４３］认为他们把劳动

看作利润的创造者的观点，会产生如下结果：

“如果对资本利润的这种理解真正正确的话，那就会得出结论说：利润不

是收入的原始源泉，而只是派生源泉，并且，决不能把资本看作财富的源泉之

一，因为资本带来的利润不过是收入从工人的口袋转到资本家的口袋而已。”

（同上，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３０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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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利润的取得，总是或者因为资本代替了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去完成

的劳动；或者因为资本完成了人的个人力量不能胜任和人自己不能完成的劳

动。”（同上，第１１９页）

“应当指出，资本家由于生产地使用自己的货币而为消费者阶级节约了

一定的劳动量，但他并不是用自己的等量劳动去代替它；这证明，实现了这种

节约的是他的资本，而不是他自己。”（同上，第１３２页）

“如果亚当·斯密不认为机器的效能是减轻劳动，或者象他自己说的，是

增加劳动生产力（只是由于概念上的极端混乱，斯密才说资本的效能是增加

劳动生产力；而按照这样的逻辑，可以认为，如果两个已知点之间的弯路被缩

短一半，这就是步行者的速度增加一倍），那么他就会看到，支付机器的基金

正是由于它代替了劳动才带来利润，于是他也就会用这一情况去解释利润的

来源。”（同上，第１３７页）

“国内［或国外］商业中的资本（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不仅不

推动劳动，不仅不增加劳动生产力［如斯密所认为的那样］，而且相反，它只有

在下述两种情况下才是有用的和产生利润的：或者它排除了人必须亲手去完

成某一部分劳动的必要性，或者它完成了人本身不能完成的劳动。”

  罗德戴尔说，这不是单纯字句上的差别。

“资本推动劳动并增加劳动生产力这一概念，会导致这样一种观点：劳动

与现有资本量处处是相适应的，一国的生产与所使用的基金总是相适应的。

由此就会得出结论，增加资本是增加财富最好的和无限的手段。但是，如果相

反地认为，用来代替或者完成某种劳动，是资本的唯一有效的和有利的使用，

那我们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当国家掌握的资本超过它在生产和制造消费

者所需物品的领域中能够用来完成或代替劳动的那一资本量时，国家就不会

得到任何益处。”（同上，第１５０—１５２页）

罗德戴尔认为，资本是一种与劳动无关的、特殊的利润源泉，

因而也是财富的源泉。为了论证自己的这种观点，他指出，新发明

的机器的所有者，在他的专利证书没有期满和竞争没有使价格降

低以前，得到超额利润，并在末了说了下面一段话：

４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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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格规则的这一变化并不妨碍机器〈使用价值〉的利润来自一种基

金，这种基金同专利证书期满以前用来支付这种利润的基金一样：这个基金

总是国家收入中原先用来支付现在被新发明代替了的劳动的那个部分。”（同

上，第１２５页）

  莱文斯顿说了下面一段与此相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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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总是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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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１８２４年

伦敦版第４５页）

“机器分为：（１）生产动力的机器；（２）单纯传送动力和完成工作的机器。”

（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３年巴黎版第２０—２１页）

“工厂的标志是各种工人即成年工人和未成年工人的协作，这些工人熟

练地勤勉地看管着由一个中心动力不断推动的、进行生产的机器体系…… 

一切工厂，只要它的机械不形成连续不断的体系，或不受同一个发动机推动，

都不包括在这一概念之中。属于后一类工厂的例子，有染坊、铸铜厂等…… 

这个术语的准确的意思使人想到一个由无数机械的和有自我意识的器官组

成的庞大的自动机，这些器官为了生产同一个物品而协调地不间断地活动，

并且它们都受一个自行发动的动力的支配。”（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６年布鲁

塞尔版第１卷第１８—１９页）

［（１０）固定资本的发展是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标志］

［（ａ）机器体系是适合资本主义的劳动资料形式］

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消费的资本，或者说固定资本，是严格意义

上的生产资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整个生产过程和它的每一个

５０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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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以及流通——从物质方面来看——只是资本的生产资料，对

资本来说，只有价值才作为目的本身而存在。甚至从物质方面来

看，原料也是产品的生产资料，等等。

但是，固定资本作为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消费的资本，其使用价

值的规定就是：固定资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作为手段被使用，并且

它本身只是作为使原料变为产品的动因而存在。作为这样的生产

资料，它的使用价值可以归结为：它只是进行生产过程的工艺条件

（生产过程进行的场所），例如建筑物等等，或者，这种资本是真正

的生产资料发挥作用的直接条件，例如一切辅助材料。无论建筑物

还是辅助材料，又只是进行整个生产过程的物质前提，或者只是使

用和保存劳动资料的物质前提。而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只是在

生产范围内并为了生产才被使用的，它没有任何其他的使用价值。

最初，当我们考察价值向资本的过渡时，劳动过程不过包括在

资本里，而资本，按其物质条件，按其物质存在来看，表现为这个过

程的各种条件的总和，并和这个过程相应，分为一定的、质上不同

的各个部分，即劳动材料（正确的概念是劳动材料，而不是原材

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①。一方面，资本按其物质组成来看，分成

这三种要素；另一方面，这些要素的运动的统一是劳动过程（或者

说这些要素共同加入这一过程），它们的静止的统一是产品。物质

要素，即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活劳动，在这种形式中只表现为资

本所占有的劳动过程本身的基本要素。而这个物质方面，或资本作

为使用价值和现实过程的规定，同资本的形式规定完全不相符合。

正是在资本的形式规定自身中，

（１）在资本同劳动能力交换以前，在实际的过程以前，这三个

６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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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只是表现为资本本身在量上的不同的部分，表现为价值量，而

作为总和的资本本身则构成这些部分的统一体。这些不同的部分

借以存在的那种物质形式，使用价值，丝毫没有改变这一规定的同

质性。从形式规定方面看，它们只是这样表现的：资本在量上分为

几个部分。

（２）在过程本身内部，从形式来看，劳动这个要素和另外两个

要素相互区别的地方只是：后两个要素是不变的价值，而劳动是创

造价值的东西。但就使用价值上的差别来说，就物质方面来说，这

种差别完全不属于资本的形式规定之内。但是现在，在流动资本

（原材料和产品）［ —４４］和固定资本（劳动资料）之间的差别上，

作为使用价值的各要素之间的差别，同时表现为作为资本的资本

各要素之间的差别，资本形式规定上的差别。各要素之间的关系过

去只是量的关系，现在则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质的差别，表现为决定

资本总运动（周转）的关系。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劳动过程的

这个中和的沉淀物——作为原材料和产品，甚至从物质方面来看，

也已经不再是劳动的材料和产品，而是资本本身在各个阶段上的

使用价值。

只要劳动资料仍然是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象它在历史上

直接地被资本纳入资本价值增殖过程时的情形那样，它所经受的

就只是形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现在它不仅从物质方面来看表现

为劳动资料，同时还表现为由资本的总过程决定的特殊的资本存

在方式——表现为固定资本。

但是，加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后，劳动资料经历了各种不同的

形态变化，它的最后的形态是机器，或者更确切些说，是自动的机

器体系（即机器体系；自动的机器体系不过是最完善、最适当的机

７０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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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体系形式，只有它才使机器成为体系），它是由自动机，由一种自

行运转的动力推动的。这种自动机是由许多机械的和有智力的器

官组成的，因此，工人自己只是被当作自动的机器体系的有意识的

肢体。在机器中，尤其是在作为自动体系的机器装置中，劳动资料

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也就是就其物质存在来说，转化为一种与固定

资本和整个资本相适合的存在，而劳动资料作为劳动的直接手段

加入资本生产过程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消失了，变成了由资本本

身规定的并与资本相适应的形式。

机器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

机器的特征决不是象［单个工人的］劳动资料那样，对工人的活动

作用于劳动对象起中介作用；相反地，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

对机器的运转，对机器作用于原材料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

止它发生故障。这和对待工具的情形不一样。工人把工具当作器

官，通过自己的技能和活动赋予它以灵魂，因此，掌握工具的能力

取决于工人的技艺。相反，机器则代替工人而具有技能和力量，它

本身就是能工巧匠，它通过在自身中发生作用的力学规律而具有

自己的灵魂，它为了自身不断运转而消费煤炭、机油等等（辅助材

料），就象工人消费食物一样。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

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

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

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

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

活劳动被物化劳动所占有，——创造价值的力量或活动被自

为存在的价值所占有，——这种包含在资本概念中的事情，在以机

器为基础的生产中，也从生产的物质要素和生产的物质运动上被

８０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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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性质。从劳动作为支配生产过程的统一体

而囊括生产过程这种意义来说，生产过程已不再是劳动过程了。相

反，劳动现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它以单个的有生命的工人

的形式分布在机械体系的许多点上，被包括在机器体系本身的总

过程中，劳动自身仅仅是这个体系里的一个环节，这个体系的统一

不是存在于活的工人中，而是存在于活的（能动的）机器体系中，这

种机器体系同工人的单个的无足轻重的动作相比，在工人面前表

现为一个强大的机体。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

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占有活劳动的资本就

其形式来说就是这样的力量。由于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由于

活劳动转变为这个机器体系的单纯的活的附件，转变为机器运转

的手段，劳动过程便只是作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一个环节而被

包括进价值增殖过程，这一点甚至从物质方面来看，也被肯定了。

提高劳动生产力和最大限度否定必要劳动，正如我们已经看

到的①，是资本的必然趋势。劳动资料转变为机器体系，就是这一

趋势的实现。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

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它主动地使活劳动从属于自己，这不仅是

通过对活劳动的占有，而且是在现实的生产过程本身中实现的。在

作为机器体系存在的固定资本中，资本这一把创造价值的活动占

为己有的价值的关系，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与劳动能力的

使用价值的关系。

其次，物化在机器体系中的价值表现为这样一个前提，同它相

比，单个劳动能力创造价值的力量作为无限小的量而趋于消失。由

９０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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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机器体系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生产，产品同生产者的直接需要

的任何联系也都消失了，从而同直接使用价值的任何联系也都消

失了。产品生产的形式和产品生产的关系已经意味着：产品只是作

为价值的承担者被生产出来，而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实现这一目的

的条件。在机器体系中，物化劳动本身不仅直接以产品的形式或者

以当作劳动资料来使用的产品的形式出现，而且以生产力本身的

形式出现。劳动资料发展为机器体系，对资本来说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使传统的继承下来的劳动资料适合于资本要求的历史性变

革。因此，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慧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就同

劳动相对立而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更明确

些说，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属性，只要固定资本是作为真正的生产资

料而加入生产过程。

因此，机器体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最适当的形式，而固定资本

——就资本对自身的关系来看——则表现为资本一般的最适当的

形式。另一方面，就固定资本被束缚在自己一定的使用价值的存在

中这一点来看，它是不符合资本的概念的，因为作为价值来说，资

本对采取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形式都是无所谓的，它可以把任何

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作为自己一视同仁的化身来加以采用或者抛

弃。从这方面来看，从资本对外部的关系来看，流动资本同固定资

本相比表现为资本的适当形式。

其次，从机器体系随着社会知识和整个生产力的积累而发展

来说，代表一般社会劳动的不是劳动，而是资本。社会的生产力是

用固定资本来衡量的，它以物的形式存在于固定资本中，另一方

面，资本的生产力又随着被资本无偿占有的这种普遍的进步而得

到发展。这里无须详细地研究机器体系的发展；而只要求一般地考

０１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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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因为劳动资料变为固定资本，就从自己的物质方面失去了自己

的直接形式，并且在物质上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在机器体系

中，对工人来说，知识表现为外在的异己的东西，而活劳动则从属

于独立发生作用的物化劳动。如果工人的活动不是［资本的］①需

要所要求的，工人便成为多余的了。

［ —１］②因此，只有当劳动资料不仅在形式上被规定为固定

资本，而且抛弃了自己的直接形式，从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内

部作为机器来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而整个生产过程不是从属于

工人的直接技巧，而是表现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的时候，只有到

这个时候，资本才获得了充分的发展，或者说，资本才造成了与自

己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可见，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

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同价值转化

为资本时的情形一样，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

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

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

前发展。

因此，资本作为固定资本来发展时所达到的数量和效能（强

度），一般说来，表明资本作为资本，作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的发展

程度和资本支配整个生产过程的程度。从固定资本表现物化生产

力和物化劳动的积累这方面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但是，如果说资

本只有在机器体系中以及固定资本的其他物质存在形式如铁路等

等中（关于这一方面我们以后再谈）才取得自己在生产过程内部作

１１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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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价值的适当的形式，那么这决不是说，这种使用价值，这种

机器体系本身就是资本，或者说它作为机器体系的存在同它作为

资本的存在是一回事。正象黄金不再是货币时，它不会丧失黄金的

使用价值一样，机器体系不再是资本时，它也不会失去自己的使用

价值。决不能从机器体系是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的最适当形式这

一点得出结论说，从属于资本的社会关系这样一种情况，是采用机

器体系的最适当和最完善的社会生产关系。

［（ｂ）资本作为生产的统治形式随着

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解体］

  劳动时间——单纯的劳动量——在怎样的程度上被资本确立

为唯一的决定要素，直接劳动及其数量作为生产即创造使用价值

的决定原则就在怎样的程度上失去作用；而且，如果说直接劳动在

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那么它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

缺少的，但一方面同一般科学劳动相比，同自然科学在工艺上的应

用相比，另一方面同产生于总生产中的社会组织的、并表现为社会

劳动的自然赐予（虽然是历史的产物）的一般生产力相比，却变成

一种从属的要素。于是，资本也就促使自身这一统治生产的形式发

生解体。

因此，如果说，一方面生产过程从简单的劳动过程向科学过程

的转化，也就是向驱使自然力为自己服务并使它为人类的需要服

务的过程的转化，表现为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固定资本的属性，如果

说，单个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相反，它只有在征服自然力的共

同劳动中才是生产的，而直接劳动到社会劳动的这种上升，表现为

单个劳动在资本所代表、所集中的共同性面前被贬低到无能为力

２１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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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步，那么，另一方面，一个生产部门的劳动由另一个生产部门

的并存劳动４８来维持，则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属性。

在小流通①中，资本把工资预付给工人，工人用工资交换他的

消费所必需的产品。工人得到的货币所以具有这种力量，仅仅是因

为在他以外同时还有他人劳动；而且，仅仅因为资本占有这个工人

的劳动，资本才会以货币形式付给他支取他人劳动的凭证。本人劳

动和他人劳动的这种交换，在这里不是以他人同时并存的劳动为

媒介和条件，而是以资本所作的预付为媒介和条件。工人在生产期

间能够实现他的消费所必需的物质变换这件事，表现为转到工人

手里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的属性，并表现为一般流动资本的属性。

这一情况不是表现为同时并存的劳动力之间的物质变换，而是表

现为资本的物质变换，表现为流动资本的存在。

于是，劳动的一切力量都转化为资本的力量。在固定资本中体

现着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存在于劳动之外，并且（客观地）不

以劳动为转移而存在着。而在流动资本中，一方面，工人本身有了

重复自己劳动的前提条件，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劳动的交换以其

他工人的并存劳动为媒介，——这种情况表现为，资本对工人实行

预付，另一方面资本又造成各个劳动部门的同时并存。（后面这两

个规定其实属于积累。）在流动资本的形式中，资本表现为不同工

人之间的媒介。

固定资本在它作为生产资料（机器体系是生产资料的最适当

的形式）的规定中，只是从两方面生产价值，即增加产品的价值：

（１）由于固定资本具有价值，就是说，它本身就是劳动产品，是物化

３１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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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的一定的劳动量；（２）由于固定资本通过提高劳动的生产

力，使劳动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大量的维持活劳动能力所

必需的产品，从而提高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可见，说什么

由于资本家利用固定资本（况且，固定资本本身就是劳动的产品，

并且不过是被资本占有的他人劳动的产品）使工人的劳动减轻了

（相反，资本家利用机器使工人的劳动失去了任何独立性和吸引

力），或者使工人劳动的时间缩短了，所以工人就和资本家分享劳

动产品了，这种说法是极其荒谬的资产阶级滥调。

相反，只有在机器使工人能够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用来替

资本劳动，把自己的更大部分时间当作不属于自己的时间，用更长

的时间来替别人劳动的情况下，资本才采用机器。的确，通过这个

过程，生产某种物品的必要劳动量会缩减到最低限度，但只是为了

在最大限度的这类物品中实现最大限度的剩余劳动。第一个方面

所以重要，是因为资本在这里——完全是无意地——使人的劳动，

使力量的支出缩减到最低限度。这将有利于解放了的劳动，也是使

劳动获得解放的条件。

由此可见，罗德戴尔把固定资本说成是和劳动时间无关的、独

立的价值源泉，是何等荒谬。４９固定资本只有从它本身是物化劳动

时间来说，并且从它创造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才是这样的源泉。机

器体系本身［ —２］的采用——见前面莱文斯顿的论述①——在

历史上要以多余的人手为前提。只是在劳动力过剩的地方，机器

体系才出现，以便代替劳动。只有在经济学家的想象中，机器体

系才会对单个工人有帮助。只有使用大量工人，机器体系才能发

４１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见本卷上册第３７７页和本册第２０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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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作用，而对资本来说，工人的集中，正如我们看到的①，是资本

产生的历史前提之一。机器体系的出现，不是为了弥补劳动力的

不足，而是为了把现有的大量劳动力压缩到必要的限度。只有在

劳动能力大量存在的地方，机器体系才会出现。（关于这个问题，

以后再谈。）

罗德戴尔断言，机器并不增加劳动的生产力，因为它不过是代

替了劳动，或者说做那种劳动本身用自己的力量不能做的工作，他

认为这是他的伟大发现。而包括在资本概念中的却是：增长了的劳

动生产力表现为劳动之外的力量的增长和劳动本身的力量的削

弱。劳动资料使工人独立，使他变成所有者。机器体系——作为固

定资本——则使工人不独立，使他成为被占有者。机器体系所以发

生这种作用，只是由于它变成固定资本，而机器体系所以变成固定

资本，只是由于工人是以雇佣工人的身分，而且总的说来，从事活

动的个人只是以工人的身分同它发生关系。

如果说，在此以前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仅仅表现为资本的不

同的暂时的规定，那么，现在它们却硬化为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

并且在固定资本之旁出现流动资本。现在有了资本的两种特殊形

式。如果就一定生产部门的一笔资本来看，这笔资本就分成这两个

部分，或者说按一定比例分成资本的这两种形式。

生产过程内部的区别，最初本来是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最后

是劳动产品，现在则表现为流动资本（劳动材料和劳动产品）和固

定资本［劳动资料］。资本单纯按其物质方面所作的划分，现在被包

括在资本的形式本身中，并且表现为使资本分化的东西。

５１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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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戴尔之流认为资本本身离开劳动可以创造价值，因而也

可以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对这种观点来说，固定资本，特别是

以机器体系为其物质存在或使用价值的资本，是最能使他们的肤

浅诡辩貌似有理的形式。同他们的观点相反，例如，在《保护劳动》

中指出，是道路的修建者，而不是“道路”本身，可以分享道路的使

用者所得到的利益。５０

至于流动资本，既然要以它确实经过不同的阶段为前提，那么

即使流通不中断，流通时间的增减，长短，经过不同流通阶段的难

易，也会使一定时间内所能创造的剩余价值减少，——这或是因为

再生产［周期］的次数减少了，或是因为生产过程中经常使用的资

本量缩减了。在两种情况下，预先存在的价值都没有减少，而是价

值增长的速度减慢了。但是，一旦固定资本发展到了一定的规

模，——正如过去所指出的，固定资本的这种规模是一般大工业发

展的尺度，因而也就随大工业的生产力（固定资本本身是这些生产

力的物化，它就是作为预先存在的产品的这种生产力本身）按相同

的程度增长，——从这时起，生产过程的任何中断所起的作用都直

接使资本本身减少，使资本的预先存在的价值减少。

固定资本的价值只有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时，才再生产出来。

固定资本不被利用，就丧失它的使用价值，没有把它的价值转移到

产品上去。因此，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意义上，固定资本发展的程

度越高，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就越成为以

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外在的强制性条件。

在机器体系中，资本对活劳动的占有从下面这一方面来看也

具有直接的现实性：一方面，直接从科学中得出的对力学规律和化

学规律的分析和应用，使机器能够完成以前工人完成的同样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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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然而，只有在大工业已经达到较高的阶段，一切科学都被用来

为资本服务的时候，机器体系才开始在这条道路上发展；另一方

面，现有的机器体系本身已经提供大量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发

明就将成为一种职业，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

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要素。

但是，这并不是机器体系产生时一般所经过的道路，更不是

机器体系详细改进所走过的道路。机器体系的这条发展道路就是

分解——通过分工来实现，这种分工把工人的操作逐渐变成机械

的操作，而达到一定地步，机器就会代替工人。（关于力的节省问

题。）因此，在这里直接表现出来的是一定的劳动方式从工人身上

转移到机器形式的资本上，由于这种转移，工人自己的劳动能力

就贬值了。由此产生了工人反对机器体系的斗争。过去是活的工

人的活动，现在成了机器的活动。所以，带着粗暴情欲同工人对

立的是资本对劳动的占有，是“好象害了相思病”５１似地吞噬活劳

动的资本。

活劳动同物化劳动的交换，即社会劳动确立为资本和雇佣劳

动对立的形式，是价值关系和以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的最后发展。这

种发展的前提现在是而且始终是：直接劳动时间的量，已耗费的劳

动量是财富生产的决定因素。但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现实财富

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

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它们的

巨大效率——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

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

生产上的应用。（这种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及和它有关的其他

一切科学的发展，又和物质生产的发展相适应。）例如，农业将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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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这样的物质代谢的科学的应用，这种物质代谢能加以最有利

的调节以造福于整个社会体。

现实财富倒不如说是表现在——这一点也由大工业所揭明

——已耗费的劳动时间和劳动产品之间惊人的不成比例上，同样

也表现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的劳动和由这种劳动看管的生产过

程的威力之间在质上的不成比例上。劳动表现为不再象以前那样

被包括在生产过程中，相反地，表现为人以生产过程的监督者和调

节者的身分同生产过程本身发生关系。（关于机器体系所说的这些

情况，同样适用于人类活动的结合和人类交往的发展。）这里已经

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作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

之间；而是工人把［ —３］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

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

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

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

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

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

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

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

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

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劳动不再是发展一般

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

力的条件。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

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

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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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

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

到发展。

资本本身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因为它竭力把劳动时间缩减

到最低限度，另一方面又使劳动时间成为财富的唯一尺度和源泉。

因此，资本缩减必要劳动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以便增加剩余劳动

时间形式的劳动时间；因此，越来越使剩余劳动时间成为必要劳动

时间的条件——生死悠关的问题。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

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

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

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

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

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

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

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

基础的物质条件。

“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６小时而不是劳动１２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

的。财富〈现实的财富〉不是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支配，而是除了耗费在直接生

产上面的时间以外，每一个个人和整个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国民困

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６页］５２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

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劳动的产物，是变成了人类意志驾驭自

然的器官或人类在自然界活动的器官的自然物质。它们是人类的

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

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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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从而社会生活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

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

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

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

［（ｃ）生产资料的生产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

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时间］

  再从另一方面看，固定资本的发展也表明一般财富发展的程

度，或者说资本发展的程度。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以及

直接以交换价值为目的的生产，其对象都是供消费用的产品本身。

生产固定资本的那部分生产既不生产直接的消费品，也不生产直

接的交换价值，至少不生产可以直接实现的交换价值。因此，越来

越大的一部分生产时间耗费在生产资料的生产上，这种情况取决

于已经达到的生产率水平，取决于用一部分生产时间就足以满足

直接生产的需要。

这就要求社会能够等待；能够把相当大一部分已经创造出来

的财富从直接的享受中，也从以直接享受为目的的生产中抽出来，

以便（在物质生产过程本身内部）把这一部分财富用到非直接生产

的劳动上去。这就要求已经达到的生产率和相对的富裕程度都有

高度水平，而且这种高度水平是同流动资本转变为固定资本成正

比的。正如相对剩余劳动的大小取决于必要劳动的生产率一样，用

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活劳动时间和物化劳动时间——

的大小也取决于直接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时间的生产率。

过剩人口（从这个观点来看），以及过剩生产，是达到这种情况

的条件。这就是说，用在直接生产上的时间所取得的成果相对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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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很大，超出了这些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再生产的直接需

要。固定资本带来的直接成果越少，越少参与直接生产过程，这种

相对的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越多；因而，修建铁路、运河、自

来水、电报等等场合，同制造直接用于直接生产过程的机器的场合

相比，过剩人口和过剩生产就应该多些。由此（我们以后将回过来

谈这一点）就产生出——通过现代工业中经常生产过剩和经常生

产不足的形式——这样一种状态：流动资本向固定资本的转化有

时过多有时过少，这种不平衡状态经常波动和痉挛。

｛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

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

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这样创造的非劳动时间，从

资本的立场来看，和过去的一切阶段一样，表现为少数人的非劳动

时间，自由时间。资本还添加了这样一点：它采用一切技艺和科学

的手段，增加群众的剩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财富直接在于占有剩

余劳动时间；因为它的直接目的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

于是，资本就违背自己的意志，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

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

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但是，资本

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

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它在第一个方面太成

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

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

这个矛盾越发展，下述情况就越明显：生产力的增长再也不能

被占有他人的剩余劳动所束缚了，工人群众自己应当占有自己的

剩余劳动。当他们已经这样做的时候，——这样一来，可以自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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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的时间就不再是对立的存在物了，——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

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

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

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 —４］决不再是劳动时间，

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

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同剩

余劳动时间相对立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或者说，个人的

全部时间都成为劳动时间，从而使个人降到仅仅是工人的地位，使

他从属于劳动。因此，最发达的机器体系现在迫使工人比野蛮人劳

动的时间还要长，或者比他自己过去用最简单、最粗笨的工具时劳

动的时间还要长。｝

“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只够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那就不

会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来。假定人们在

一年中所生产的足够维持他们两年的生活，那就或者是一年的消费资料必须

毁掉，或者是人们必须停止一年的生产劳动。但是，剩余产品——或者说资本

——的所有者……会把人们的劳动用于某种不是直接生产的工作，例如用来

安装机器等等。如此反复不已。”（《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１８２１年伦

敦版第４—５页）

｛正如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大工业所依据的基础——占有他人

的劳动时间——不再构成或创造财富一样，随着大工业的这种发

展，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一方面因为直接劳动主要变

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其次也是因为，产品不再是单个直接劳动的

产品，相反地，作为生产者出现的，是社会活动的结合。

“当分工发达的时候，几乎每个人的劳动都是整体的一部分，它本身没有

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留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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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托·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２５

页）

在直接的交换中，单个的直接劳动实现在某个特殊的产品或

产品的一部分中，而它［单个的直接劳动］的共同的、社会的性质

——劳动作为一般劳动的物化和作为满足一般需求的［手段］的性

质——只有通过交换才被肯定。相反，在大工业的生产过程中，一

方面，发展为自动化过程的劳动资料的生产力要以自然力服从于

社会智力为前提，另一方面，单个人的劳动在它［劳动］的直接存在

中已成为被扬弃的个别劳动，即成为社会劳动。于是，这种生产方

式的另一个基础也消失了。｝

在资本的生产过程本身内部，用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时间

和用于生产流动资本的时间的关系，就象剩余劳动时间和必要劳

动时间的关系一样。为满足直接需要的生产越是具有生产率，就越

能有更大的一部分生产用来满足生产本身的需要，换句话说，用来

生产生产资料。既然固定资本的生产，甚至从物质方面来看，其直

接目的不是为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也不是为了生产资本的直

接再生产所需要的价值（即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又相对地代表使

用价值的价值）；相反地，固定资本的生产是为了生产创造价值的

手段，就是说，它不是为了作为直接对象的价值，而是为了创造价

值，为了价值增殖的手段这一生产的直接对象（从物质上看，价值

的生产在生产对象本身上表现为生产的目的，也就是资本的生产

力物化的目的，资本生产价值的能力物化的目的），——既然如此，

那么，正是在固定资本的生产中，和在流动资本的生产中相比，资

本在更高程度上使自己成为目的本身并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因此，

从这方面来看，固定资本的规模和固定资本的生产在整个生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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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的比重，也是以资本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财富发展的尺度。

“工人人数取决于允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工人人数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托·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

本的要求》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２０页）

上面从一些不同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摘录的引文①，都把固

定资本看作是固着在生产过程中的那部分资本。

“在巨大的生产过程中，流动资本是被消费的；而固定资本只是被使用。”

（《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６日第２１９期第１２７１页）

这是错误的，这仅仅适用于本身被固定资本消费的那部分流

动资本——辅助材料。如果把“巨大的生产过程”当作直接生产过

程来看，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被消费的仅仅是固定资本。但是生产

过程内的消费，事实上就是使用，磨损。

其次，固定资本的较大的耐久性也不应单纯从物质上来理解。

制造我睡觉的床所用的铁和木材，或者建造我居住的房屋所用的

石头，或者装饰宫殿用的大理石雕像，这一切都象用来制造机器的

铁和木材等等一样耐久。但是耐久性所以是工具，生产资料的条

件，这不仅是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即金属等等是一切机器的主要材

料，而且是由于工具要在不断重复的生产过程中反复地起同一种

作用。作为生产资料，它的耐久性，是它的使用价值的直接要求。生

产资料越是需要时常更新，费用就越大，就越是需要把更大一部分

资本无益地花费在它上面。它的耐久性就是它作为生产资料而存

在。它的耐久性就是它的生产力的提高。相反地，流动资本如果不

变为固定资本，它的耐久性就同生产行为本身毫无关系，因而就不

４２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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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概念上所包含的要素。在投入消费储备的各种物品当中，有些物

品由于是很缓慢地被消费的，并且能被许多个人轮流消费，因而被

规定为固定资本，这种情况涉及到一些进一步的规定（如租赁代替

出售，利息等等），关于这些规定，我们在这里还没有谈到。

［ —５］①“自从在不列颠的制造业中普遍运用无生命的机器以来，除了

少数的例外，人都被当作次要的和附属的机器，对于改善木材和金属等原料

远比对于改善人的身体和精神要重视得多。”（欧文·罗伯特《论人性的形成》

１８４０年伦敦版第３１页）

｛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

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可

见，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

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

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一种个人才能的发展，一种生

产力的发展。

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自由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

展的时间，而个人的充分发展又作为最大的生产力反作用于劳动

生产力。从直接生产过程的角度来看，节约劳动时间可以看作生产

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就是人本身。

此外，直接的劳动时间本身不可能象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观

点出发所看到的那样永远同自由时间处于抽象对立中，这是不言

而喻的。劳动不可能象傅立叶所希望的那样成为游戏，——不过，

他能宣布最终目的不是把分配，而是把生产方式本身提到更高的

形式，这依然是他的一大功绩。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

５２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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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

于是他作为这另一主体又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对于正在成长的人

来说，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训练，而对于头脑里具有积累起来的

社会知识的成年人来说，这个过程就是［知识的］运用，实验科学，

有物质创造力的和物化中的科学。对于这两种人来说，由于劳动要

求实际动手和自由活动，就象在农业中那样，这个过程同时就是身

体锻炼。

正如资产阶级经济体系在我们面前逐步展开那样，它的自我

否定即它的最终结局也是如此。我们现在研究的还是直接的生产

过程。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资产阶级社会，那么社会本身，即处于

社会关系中的人本身，总是表现为社会生产过程的最终结果。具有

固定形式的一切东西，例如产品等等，在这个运动中只是作为要

素，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出现。直接的生产过程本身在这里只是作

为要素出现。生产过程的条件和物化本身也同样是它的要素，而作

为它的主体出现的只是个人，不过是处于相互关系中的个人，他们

既再生产这种相互关系，又新生产这种相互关系。这是他们本身不

停顿的运动过程，他们在这个过程中更新他们所创造的财富世界，

同样地也更新他们自身。｝

［（１１）］欧文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观

欧文在他的《在曼彻斯特的六篇演讲》（１８３７年）中说到资本

通过它自身的增长（和广泛的扩展，这种扩展只有在同固定资本的

发展分不开的大工业中才可能做到）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造成的

差别；但是他说资本的发展是改造社会的必要条件，并且他在谈到

６２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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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时说：

“正是由于逐渐学会创立和管理一些这样大的〈工厂〉企业，你们的讲演

人〈欧文自己〉才受到了教育，了解到过去和现在想改善同胞的性格和地位的

那些努力有重大错误和不妥之处。”（第５７—５８页）

我们把有关的文句全部引在这里，以便在其他场合使用。

“已完成的财富的生产者可以分为加工软质材料的工人和加工硬质材料

的工人；他们通常都是在雇主的直接管理下工作的，雇主的目的是依靠他们

所雇用的人的劳动来赚钱。在采用化学的工厂制度和机械的工厂制度以前，

作业是在有限的规模内进行的；有许多小业主，每个小业主都雇用少数短工，

这些短工期望经过相当的年限自己也成为小业主。他们通常在一个桌上吃

饭，生活在一起；在他们之间充满了平等的精神和感情。自从生产中开始广泛

采用科学力量，这方面逐渐发生了变化。几乎所有的工厂为了得到成功，现

在都必须从事大规模经营和拥有大宗资本。资本少的小业主很少有成功的机

会，特别是在加工软质材料如棉花、羊毛、亚麻等等的工业中更是如此。现

在确实很明显，只要现在的社会结构和现在的业务经营方式一直保持下去，

小业主就会越来越受到拥有大资本的人的排挤，而且以前生产者之间的那种

比较幸福的平等，定将让位于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雇主和工人之间的极端

不平等。大资本家现在上升到发号施令的主宰者的地位；他间接地任意摆布

他的奴隶的健康和生死。他通过与他自己利益一致的其他大资本家的结合而

获得这种权力，从而有效地迫使他所雇用的人服从他的意志。现在大资本家

在财富中游泳，如何正确使用财富，他没有学习过，所以他不懂。他靠自己

的财富取得了权力。他的财富和他的权力蒙蔽了他的理智；当他极其残酷地

进行压迫时，他还以为他是在布施恩惠…… 他的雇工，人们这样称呼他们，

而实际上是他的奴隶，被置于极端绝望的境地；他们大部分人失去了健康、家

庭之乐、闲暇和童年时有益健康的户外游戏。由于没有止境的单调的操作造

成体力的过度消耗，他们变得任性放纵，不会思考或深思熟虑。他们除了下

流的娱乐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体育、智育或精神方面的消遣；他们与一切真

正的生活乐趣是无缘的。总之，很大一部分工人在当前制度下所过的生活是

没有意思的。

但是，不能因为造成这一切后果的那些变化而谴责个别人，这些变化是

７２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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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应自然规律发生的，而且是导致正在进行的伟大而重要的社会革命的必要

准备阶段。没有大资本就不能建立大企业；就不能使人们理解到，实现［更完

善得多的社会组织或实现］新的联合以便保证一切人具有更高的品格，并且

使每年生产的财富超出大家可能的消费，这是可能的；就不能使人理解到，财

富也会比至今一般所生产出来的［ —６］具有更高级的性质。”（５６—５７页）

“正是这种新的化学的和机械的工厂制度，现在发展了人们的能力，使人

们学会了解和接受另一些原则和做法，从而实现［人类］事业上空前的最有

益的变革。正是这种新的工厂制度现在造成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结构的必然

性。”（５８页）

［（１２）资本的形式和自然要素。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其他观点］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生产力（固定资本）所以能把价值转给

［生产出来的产品］，只是因为它具有价值，因为它本身是被生产

出来的，本身是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但是，这里还要加上自

然要素，例如水、土地（特别是这土地）、矿藏等等，它们被占有，

从而具有交换价值，因此作为价值列入生产费用。总之，这就是

要加上地产（包括土地、矿藏、水）。本身不是劳动产品的那些生

产资料，它们的价值还不属于这里讨论的范围，因为这些生产资

料不是从考察资本本身得出来的。对于资本来说，它们首先表现

为现成的历史的前提。作为这种前提，我们这里把它们撇开不谈。

只有与资本相适应而变化了的地产形式（或者作为决定价值的量

的自然要素），才属于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考察的范围。在我们目

前的分析阶段上，对于考察资本来说，把土地等看作固定资本的

形式丝毫不会使问题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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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这个意义上的固定资本，作为

生产的要素，会增加一定时间内创造的使用价值的量，所以，如

果它加工的原料不增加，它本身就不可能增加（在加工工业中就

是这样。在采掘工业中，例如渔业和采矿业，劳动只是为了克服

获取和占有原产品或原始产品所遇到的障碍。这里的生产不是加

工原料，而只是占有现存的原产品。相反地在农业中，原料就是

土地本身；流动资本就是种子等等）。可见，在更大的规模上使用

固定资本，是以扩大由原料构成的那部分流动资本为前提的；因

而总的说来，是以资本的增加为前提的。同样，在这里是以减少

同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相对减少）为前提的。

在固定资本中，资本不仅也在物质上作为充当新劳动的手段

的物化劳动而存在，而且作为这样一种价值而存在，这种价值的

使用价值就是新价值的创造。可见，固定资本的存在主要地是它

作为生产资本的存在。因此，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已经达

到的发展程度，——换句话说，资本本身已经在多大的程度上成

为自己生产的前提条件，即以自身为前提，——是以固定资本的

现有规模来衡量的；不仅是以固定资本的量，而且是以固定资本

的质来衡量的。

最后，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固有的

属性；它既包括科学的力量，又包括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结合，

最后还包括从直接劳动转移到机器即死的生产力上的技巧。相反

地，在流动资本中，劳动的交换，不同劳动部门的交换，它们的

交错连结和形成体系，生产劳动的并存，表现为资本的属性。

｛原料、产品、生产工具的规定依据各该使用价值在生产过程

自身中的用途而变化。可以看作单纯原料的那种东西（当然不是

９２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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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农产品全是被再生产出来的，不单是在其原来的形式中

再生产出来，而且是适应人的需要而改变了它的自然存在本身。引

用霍季斯等人的话。纯粹采掘工业的产品，例如煤、金属，本身

就是劳动的结果。不仅把它们开采到地面上来需要劳动，而且要

使它们，例如金属，具有能在工业中充当原料的形式也需要劳动。

但是它们不能被再生产出来，因为我们迄今为止还不知道怎样制

造金属），本身是劳动的产品。

一个生产部门的产品是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原料，反过来也一

样。生产工具本身是一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在另一个部门才充当

生产工具。一个生产部门的废料是另一个部门的原材料。在农业

中，一部分产品（种子、牲畜等等）本身也是本部门的原料；所

以，它们本身象固定资本一样永远不离开生产过程。供牲畜消费

的那部分农产品可以看作辅助材料。但是，种子在生产过程中被

再生产出来，而工具本身则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从这点来看，种

子也和耕畜一样始终处于生产过程中，那么是否可以把种子也看

作和耕畜一样的固定资本呢？不能，否则一切原料都要被看作固

定资本了。作为原料，它始终包括在生产过程中。

最后，进入直接消费的产品，在离开消费本身时重新成为生

产的原料，如自然过程中的肥料等等，用废布造纸等等。其次，这

些产品的消费再生产出一定存在方式的个人自身，再生产出不仅

具有直接生命力的个人，而且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的个人。可

见，在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个人的最终占有，再生产出处于原有关

系的个人，即处在对于生产过程的原有关系和他们彼此之间的原

有关系中的个人；再生产出处在他们的社会存在中的个人，因而

再生产出他们的社会存在，即社会，而社会既是这一巨大的总过

０３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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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主体，也是这一总过程的结果。｝

第四①：

现在我们要研究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另一些关系。

前面我们已经谈过，在流动资本中各种劳动相互之间的社会

关系表现为资本的属性，正象在固定资本中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

现为资本的属性一样。

“一国的流动资本包括：货币、生活资料、原料和成品。”（斯密《国民财

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２１８页）

斯密在货币上陷于困境：他不知道应当把货币叫作流动资本

还是固定资本。既然货币始终只是充当流通工具，而流通本身又

是整个再生产过程的一个环节，那么货币就是固定资本——作为

流通工具。但是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只在于流通，从来既不进入

实际生产过程，也不进入个人消费。它是始终被固定在流通阶段

的那部分资本，从这方面来看，它是最完善形式的流动资本；从

另一方面来看，由于货币固定作为工具，所以货币是固定资本。

如果从个人消费的角度来谈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

别，那么这种区别表现在固定资本不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关

于农业中的种子，由于它增加了好几倍，其中一部分就作为使用

价值进入［ —７］流通。）不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这意味着

资本不变为个人消费对象。

［（１３）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流通和补偿］

“固定资本”不断反复地被用于同一作业，“而且反复的次数越多，工具、

１３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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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动机或机器就越有资格取得固定资本的称号”。（德·昆西《政治经济学逻

辑》１８４４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１１４页）

假定资本为１００００镑，其中５０００镑是固定资本，５０００镑是流

动资本，后者一年周转一次，前者５年周转一次，那么就有５０００

镑即总资本的一半是一年周转一次。在同一年当中，固定资本则

周转１
５即１０００镑。就是说，一年内周转的资本有６０００镑，即总资

本的３
５。因此，

１
５的总资本周转的时间是

１２
３个月，而全部资本的周

转时间是１２×５３ 即
６０
３＝２０个月＝１年零８个月。

总资本１００００镑在２０个月内实现了周转，尽管固定资本要经

过５年才得到补偿。但是，这个周转时间仅仅对于重复生产过程，

就是说，对于创造剩余价值，具有意义，而对于资本本身的再生

产则没有意义。资本使过程重新开始——由流通回到固定资本形

式——的次数越少，它回到流动资本形式的次数就越多。不过资

本本身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补偿。

流动资本本身的情况也是如此。假定有一笔１００镑的资本，一

年周转４次，从而带来２０％的利润，和一笔４００镑的资本一年只

周转１次的情形一样，那么到年终的时候，这笔资本还是１００，另

一笔资本还是４００，尽管前一笔资本在生产使用价值和创造剩余

价值方面起的作用同另一笔４倍大的资本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

在这里周转速度补偿了资本数量，所以这就令人信服地表明：决

定创造价值和创造剩余价值的，只是被推动的剩余劳动和一般劳

动的量，而不是资本的量本身。数目为１００的资本在一年内陆续

推动的劳动同数目为４００的资本所推动的一样多，因此创造了一

样多的剩余价值。

但是，这里的情形是这样。在上述例子中，５０００镑的流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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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首先在头一年年底流回；然后在第二年年底流回；在第二年

的头８个月流回其中的３３３３１
３镑，其余的将在这一年年底流回。

至于固定资本，在头一年内只流回 １
５，在第二年内也只流回

１
５。资本占有者在头一年年底手中有６０００镑，在第二年年底有

７０００镑，在第三年年底有８０００镑，在第四年年底有９０００镑，在

第五年年底有１００００镑。只有到第五年年底，资本占有者才重新

拥有他开始生产过程时的全部资本，虽然在生产剩余价值方面他

的资本所起的作用，就象它在２０个月内已全部周转了一样；总资

本只有在５年内才能再生产出来。

周转的第一种规定对于资本在其中得到增殖的那种关系很重

要；而第二种规定却带来了一种在流动资本那里所没有的新关系。

因为流动资本全部进入流通，并且全部从流通中流回，所以它作

为资本来再生产的次数，同作为剩余价值或追加资本来实现的次

数一样多。但是，因为固定资本从不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而

它作为价值进入流通的数量只限于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的部分，

所以，当获得由总资本的平均周转时间所决定的剩余价值的时候，

固定资本还决没有再生产出来。

流动资本必须在５年内周转５次，固定资本才能再生产出来；

就是说，流动资本的流通期间必须重复５次，固定资本的流通期间

才进行１次，总资本的平均周转——２０个月——必须重复３次，

固定资本才能再生产出来。由此可见，由固定资本构成的资本部分

越大，就是说，资本在同它相适应的生产方式下，在大量运用已生

产出来的生产力的情况下发挥的作用越大，而且固定资本越耐久，

就是说，它的再生产的时间越长，它的使用价值越符合自己的使

命，——那么，被用作流动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的周转期间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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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就越多，资本为完成它的总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总时间也就越

长。

因此，随着被用作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资本的发展，生产的连

续性，对于资本来说，便成了外在的必要性。对于流动资本来说，只

要中断的时间不太久，不致于破坏它的使用价值，那么中断就只是

创造剩余价值方面的中断。但对于固定资本来说，既然在这个中断

期间，它的使用价值必然由于不进行生产而相对地丧失，就是说，

没有以价值形式得到补偿，那么中断就是它原有价值本身的破坏。

因此，只是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与资本概念相符合的生产过程的

连续性才成为维持资本的必要条件；消费的连续性和不断增长也

是如此。

这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间的区别的］第一点。可是，第二点

从形式方面来看更为重要。我们用来计量资本回流的总时间是年，

正如我们用来计量劳动的时间单位是日一样。我们所以这样做，首

先是因为对于工业上使用的大部分植物原料的再生产来说，年大

体上是自然的再生产时间或生产阶段的持续时间。因此，流动资本

的周转是按照一年这个总时间内的周转次数来决定的。事实上，流

动资本在每一周转结束时就开始它的再生产，如果说一年里的周

转次数影响总价值，那么流动资本每一次周转所遭遇的命运，尽管

对于它重新开始再生产的条件起决定作用，但每一次再生产就其

本身来说都是流动资本的一次完整的生命活动。当资本重新转化

为货币时，比如说，它也可以转化为与最初的生产条件不同的另一

种生产条件，可以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以致从物

质上来看，再生产不是在同样的形式下重复。

把固定资本也考虑进来，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无论是资本的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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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时间，还是计算周转次数的单位，也就是年，都不能继续充当资

本运动的时间尺度了。相反地，现在这种单位是由固定资本所需要

的再生产时间决定的，就是说，是由资本作为价值进入流通而又从

流通中流回其价值总额所需要的总流通时间决定的。固定资本的

再生产，从物质上看，在整个这段时间内也必须在同样的形式下进

行，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次数，即为再生产原有资本所必需的周转次

数，或长或短地分布在若干年里。所以，用来计量这种资本周转的

单位便是一个较长的总时期，周转的重复现在同这种单位之间不

是外在的联系，而是必然的联系。根据拜比吉的说法５３，在英国，机

器的平均再生产是５年；实际的再生产因而也许是１０年。毫无疑

问，自从固定资本大规模发展以来，工业所经历的大约为期１０年

的周期，是同上面那样决定的资本总再生产阶段联系在一起的。我

们还会发现其他一些决定的依据。但这是其中之一。过去，工业也

同（农业的）秋收一样，有好年景和坏年景。但是，延续多年的、本身

分为一些各具特点的时期或时代的工业周期，却是大工业所固有

的。

［ —８］现在我们来谈谈新出现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间

的］第三点区别。

流动资本以产品的形式，以新创造的使用价值的形式，从生产

过程被投入流通，全部进入流通；产品的价值（物化在产品中的全

部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再转化为货币，全部

得到实现，从而剩余价值也得到实现，再生产的一切条件也得到实

现。随着商品价格的实现，所有这些条件都实现了，于是过程又可

以重新开始。不过这只适用于进入大流通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至

于它的另一部分，即不断伴随着生产过程本身的那一部分，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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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的流通，那自然取决于劳动是否被用来

生产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取决于这种工资本身是否为进入流通

的使用价值所补偿。

相反地，固定资本本身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流通的，它进入流

通的数量，只限于在生产过程中作为使用价值被耗费掉的那一部

分，它作为价值进入被加工的原料（在加工工业和农业中），或进入

直接开采出来的原产品（例如在采矿业中）。因此，发达形式的固定

资本只有在包括若干年的一个周期内才能流回。而每一个周期都

包括流动资本的多次周转。固定资本不是一下子就以产品的形式

同货币相交换，从而使得它的再生产过程同流动资本的周转相吻

合。它只是陆续加入产品价格，因此只是陆续作为价值而流回。它

在较长的时期内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而流动资本却是在较短的

时期内全部流通。只要固定资本作为固定资本而存在，它就不会流

回，因为它不进入流通；只要它进入流通，它就不再作为固定资本

而存在，而是构成流动资本价值组成部分中的观念上的部分。总的

说来，它流回的数量只限于直接或间接地转化为产品，从而转化为

流动资本的那一部分。因为固定资本不是供消费用的直接使用价

值，所以不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这种不同的回流方式，后来表现为出

售和出租的区别，年金、利息和利润的区别，各种形式的租金和利

润的区别；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蒲鲁东及其一伙由于不了解这种

仅仅是形式上的区别而得出了极其混乱的结论。

《经济学家》杂志在考察最近的经济危机的时候，把固定资本

和流动资本的全部区别归结为

“在短期内卖出货物并得到利润”和“生产出一种收入，其数额大得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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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补开支、风险、折旧和市场利息率”。（《经济学家》１８５８年２月６日第７５４期

第１３７页）

｛经济学家们认为在决定利润方面起作用的风险，——这种风

险显然在决定剩余收益方面不起任何作用，因为剩余价值的创造，

不会由于资本在实现这种剩余价值时遇到风险而有所增加和成为

可能，——就是资本不能通过各个流通阶段或停滞在其中某一阶

段的那种危险。

我们已经看到①，剩余收益属于生产费用，如果不是属于资本

的生产费用，就是属于产品的生产费用。对资本来说，实现这种剩

余收益或实现其一部分的必要性，是作为外部压力从两方面强加

给它的。当利息和利润互相分开，从而工业资本家必须支付利息

时，一部分剩余收益就是在资本费用这个意义上的生产费用，就是

说，它本身属于资本的开支。另一方面，为了补偿资本在总过程的

形态变化中遇到贬值的危险，资本本身要给自己支付平均的保险

费。对资本来说，一部分剩余收益只不过是为它赚更多的钱而冒的

风险所作的补偿，在这种风险中原有的价值本身可能丧失。在这种

形式下，剩余收益的实现对资本来说表现为保证资本再生产所不

可缺少的东西。当然，这两种关系都不决定剩余价值，而是使剩余

价值的创造表现为资本的外在必要性，不仅表现为它的致富欲望

的满足。｝

通过出售全部商品而实现的较短期的回流以及固定资本的一

部分只是以一年为期的回流，上面已经分析过了。至于利润，——

商人利润在这里还同我们无关，——那么，离开生产过程而又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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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的每一部分流动资本，就是说，只要其中包含着物化劳动

（预付的价值），必要劳动（工资的价值）和剩余劳动，它经过流通便

会带来利润，因为包含在产品中的剩余劳动同产品一道得到了实

现。但创造利润的，既不是流动资本，也不是固定资本，而是以这两

种形式的资本为媒介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是说，实质上，仅仅是

进入小流通的那一部分流动资本。事实上，这种利润只是由于资本

进入流通，也就是说，只是在它的流动资本形式下实现的，而决不

是在它的固定资本形式下实现的。但是，《经济学家》在上面那段话

里所理解的固定资本——仅就通过固定资本取得的收入来说——

不是以机器的形式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的那种固定资本，而是具有

铁路、建筑物、农业改良、排水设备等形式的固定资本。

（认为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在同样程度上带来利润，这样一种幻

想的产生，是由于把剩余价值分割为平均份额，而没有考虑到资本

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间的比例以及转化为活劳动的那

一部分，这种幻想在这里与我们无关。因为李嘉图有一半赞成这种

幻想，所以他在分析价值规定本身的时候，一开始就考察了固定资

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的影响，而可敬的牧师马尔萨斯却愚蠢而天

真地谈论什么靠固定资本取得的利润，似乎资本是由于某种自然

力量而有机地增长起来的。）

由此可见，在上述形式的固定资本中，它所包含的价值和剩

余价值是以年金的形式实现的，在这里利息代表剩余价值，而年

金代表预付价值的陆续回流。因此，这里谈的事实上不是固定资

本由于构成产品的一部分而作为价值进入流通（虽然在农业的改

良中有这种情况）的问题，而是固定资本以其使用价值的形式出

售的问题。在这种场合，固定资本不是一次售出的，而是作为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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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售出的。

现在一开始就很清楚，某些形式的固定资本起初作为流动资

本发挥作用，只有当它在生产过程中被固定下来以后，才成为固定

资本；例如，机器制造厂主的流通着的产品是机器，就象棉织厂主

的产品是棉布一样，在他那里机器完全是以同样的方式进入流通

的。对机器制造厂主来说，机器是流动资本，对于在生产过程中使

用机器的厂主来说，机器是固定资本，因为对前者来说，机器是产

品，只有对后者来说，机器才是生产工具。甚至房屋的情况也是这

样，尽管房屋不动，对于建筑业来说却是流动资本；对于［ —９］购

买房屋以便出租或作生产上的厂房使用的人来说，房屋是固定资

本。至于固定资本本身在怎样的程度上作为使用价值进行流通，即

出售，转手，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但是，资本作为资本出售，——不管是以货币的形式还是以固

定资本的形式，——这种观点显然与这里所谈的无关，因为我们在

这里是把流通当作资本的运动来考察的，在这种运动中资本处在

不同的、概念上明确的各环节中。生产资本成为产品，商品，货币，

又重新变为生产条件。在其中每一种形式中，只有当生产资本实现

为生产资本时，它才依然是资本和成为资本。只要资本在这些阶段

中的某一个阶段停留下来，它就会固定为商品资本，货币资本或工

业资本。但是每一个这样的阶段都只构成资本运动的一个环节，在

资本为了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而抛弃自身时所具有的那

种形式下，它就不再是资本。如果资本抛弃自身的商品形式而变为

货币，或者反过来，那么它作为资本就不是存在于被它抛弃的形式

中，而是存在于新采取的形式中。诚然，被它抛弃的形式又可以成

为另一资本的形式，或者它可以成为可供消费的产品的直接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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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一点同我们无关，也同资本本身无关，因为这里谈的是资本

内部周而复始的循环。相反地，资本是把上述每一种形式当作自己

的非资本存在加以抛弃，以便然后再采取这种形式。但是，如果资

本作为货币、土地、房屋等等出租，那么它作为资本就变成商品；换

句话说，在这种场合，投入流通的商品就是作为资本的资本。这个

问题下一篇再谈。

在商品转化为货币时，就商品价格涉及的是变为价值的那一

部分固定资本来说，那么这时得到支付的是固定资本部分地进行

再生产所需要的部分，即在生产过程中已经消耗和用掉的部分。也

就是说，买者所支付的是使用或消耗的固定资本，因为它本身是价

值，是物化劳动。因为这种消耗是陆续进行的，所以买者是在产品

中一部分一部分地支付的，而对于包含在产品中的相应的原材料

部分，买者是在对产品所支付的价格中按这部分原材料的全部价

值进行补偿的。固定资本不仅是陆续得到支付的，而且是由许多买

者同时支付的，是依照他们购买产品的比例，各自支付固定资本中

已磨损已消耗的相应部分。

因为在资本流通的前半段里，资本以Ｗ 的形式出现，而买者

以Ｇ的形式出现，资本的目的是价值，而买者的目的是消费（是否

又是生产消费，在这里与我们完全无关，因为我们这里要考察的仅

仅是在资本的流通中同资本相对而表现出来的形式方面），所以，

买者对产品的关系是一般消费者的关系。因此，买者是间接地通过

各种商品而对固定资本的消耗和使用陆续地和一部分一部分地进

行支付的，尽管固定资本本身并没有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

但是，也有买者直接支付其使用价值的固定资本形式，例如交

通运输工具等等。在所有这类场合，固定资本实际上从不离开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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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如铁路等就是这样。但是，当它为某些人在生产过程中充当

交通工具来把产品运往市场，以及为生产者本身充当流通手段的

时候，它同时也可以为另一些人充当消费资料，充当使用价值，如

为旅游者服务等等。

作为生产资料来看，固定资本在这里与机器一类的东西不同，

因为它同时被不同的资本当作它们共同的生产条件和流通条件来

使用。（我们在这里还没有涉及消费本身。）固定资本不是表现为被

包含在特殊生产过程中的东西，而是表现为各特殊资本的大量这

类生产过程的联络动脉，它就是由这些特殊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

消耗掉的。因此，在这种场合，对于所有这类特殊资本及其特殊生

产过程来说，固定资本是一种特殊的同它们相分离的生产部门的

产品，但是，在这里不能象机器的买卖那样，即一个生产者不能把

它作为流动资本售出，另一个生产者也不能把它作为固定资本买

进来，相反，它只有以固定资本自身的形式才能出售。这样，商品内

部隐藏着的东西，即固定资本的陆续回流，就显示出来了。

但与此同时，固定资本在这种场合既然本身是被出卖的产品

（对于工业家来说，他所使用的机器并不是产品），它就包含着剩

余价值，因而带来利息和利润，如果有利息和利润的话。因为这

种固定资本能够以这种共同的和陆续的形式被消费，能够成为直

接消费的使用价值，所以它的出售——不是作为生产工具，而是

作为一般商品出售——也表现为同样的形式。不过，只要固定资

本是作为生产工具出售的（机器是作为单纯的商品出售的，只有

在工业过程中它才成为生产工具），就是说，只要它的出售同它在

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消费直接一致，那么这个规定就不属于资

本的简单流通的考察范围了。在这种流通中，固定资本只要作为

１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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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要素参加进来，它就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前提而不是表现为生

产过程的结果。因此，这里所能谈论的仅仅是固定资本价值的补

偿，这种价值对于它的使用者不包含任何剩余价值。相反，这个

使用者要向机器生产者支付剩余价值。但是，铁路或出租的生产

建筑物在同一时间内是生产工具，又被它们的卖者作为产品，作

为资本来实现。

因为每一个表现为生产前提的要素同时也是生产的结

果，——因为生产再生产出它本身的条件，——所以资本在生产过

程中最初的划分现在表现为：生产过程分成三个生产过程，各有资

本的不同份额——它们现在也表现为各个特殊的资本——在其中

执行职能。（这里仍然可以假定是一种资本在执行职能，因为我们

考察的是资本本身，运用这种考察方法，我们关于这些不同形式的

资本的比例所要说的话，可以简单些。）

资本每年都以不同的和变换的份额，作为原料、产品和生产资

料再生产出来，一句话，作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再生产出来。在

每一个这样的生产过程中，至少要有一部分流动资本作为前提，用

来交换劳动能力，用来维护和使用机器或生产工具以及生产资料。

在纯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矿井本身是劳动材料，但

不是转入产品的原材料，相反，在加工工业中，原材料在各种形式

下都必然有特殊的存在。在农业中，种子、肥料、牲畜等等，既可以

看作是原料，也可以看作是辅助材料。农业是一种特殊生产方式，

因为除了机械过程和化学过程以外，还有有机过程，而对自然的再

生产过程只要监督和指导就行了。同样，采掘工业（主要是采矿

业）也是一种特殊工业，因为那里没有再生产过程，至少没有在我

们监督下的或我们所熟悉的再生产过程。（渔业、狩猎等等能够同

２４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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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过程联系在一起；林业也是如此；因此它们并不一定是纯采

掘工业。）

生产工具，固定资本，只要它本身［ —１０］是资本的产品，其

中包含物化的剩余时间，它就具有这样的性质：在它成为固定资本

之前，可以先由它的生产者把它作为流动资本抛售出去，例如机器

可以先由机器制造者抛售出去，也就是说，它可以先作为使用价值

进入流通，——从这方面来说，固定资本的流通没有包含任何新的

规定。但是，如象铁路这样的固定资本，在它充当生产工具时，或者

说，在它作为生产工具被消费的情况下，永远不能被转让出去，从

这方面来说，它与一般固定资本具有共同之处：它的价值只是陆续

流回；此外，还需要补充一点，就是这种价值的回流还包括它的剩

余价值的回流，即物化在其中的剩余劳动的回流。可见它具有特殊

的回流形式。

这里重要的是，资本的生产就这样表现为按照一定的份额生

产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所以资本本身也就生产出作为固定资

本和流动资本的双重流通方式。

        

我们在结束最后一点之前，还必须指出一些次要问题。

“在巨大的生产过程中，流动资本是被消费的，而固定资本只是被使用。”

（《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６日第２１９期第１２７１页）

消费和使用的区别被归结为逐渐的毁坏还是迅速的毁坏。我

们用不着再继续谈论这一点了。

“流动资本采取无限多样化的形式，固定资本则只有一种形式。”（同上）

在亚当·斯密那里，在考察资本本身的生产过程时，这种“无

３４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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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多样化的形式”被归结为单纯的形式变换，这就正确得多：

固定资本“只要它继续保持同样的形式”，就是说，作为使用价值，以一定

的物质存在留在生产过程中，就有利于自己的主人。相反，流动资本“总是以

一定的形式〈作为产品〉离开自己的主人，然后以另一种形式〈作为生产条件〉

流回，并且只有通过这样的流通和连续的交换，才能带来利润”。（斯密《国民

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斯密在这里没有谈流动资本所表现的“无限多样化的形式”。

从物质方面来看，“固定资本”同样也采取“无限多样化的形式”。斯

密谈的是流动资本作为使用价值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因此，这种

“无限多样化的形式”被归结为不同流通阶段的质的区别。就一定

的生产过程来看，流动资本总是以同一原材料形式和用于支付工

资的货币形式流回。在过程结束时，它的物质存在同它在过程开始

时是一样的。而《经济学家》自己在另一个地方又把“无限多样化的

形式”归结为流通过程中概念上确定的形式变换：

“商品完全是在它被生产出来的那种形式下消费的〈即作为使用价值进

入流通和退出流通〉，并且以新的形式〈作为原料和工资〉回到生产者手里，准

备去重复类似的活动〈确切地说，同样的活动〉”。（《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６

日第１２７１页）

斯密也明确地说，固定资本“不需要流通。”（《国民财富的性质

和原因的研究》第２篇第１９８页）

固定资本的价值被固定在一定的使用价值上；而流动资本的

价值则采取各种不同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同样，它也可以采取不属

于任何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形式（货币形式），并且不断地抛弃这些

形式；因此经常发生物质变换和形式变换。

“流动资本给他〈企业主〉提供材料和工人工资，并使产业开动起来。”（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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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同上，第２２６页）

“一切固定资本最初都来自某种流动资本，并且需要靠流动资本来不断

维持。”（同上，第２０７页）

“由于经常要从中抽出很大一部分流动资本投到其他两种社会总基金中

去，所以这个资本也需要经常得到补充，否则，它很快就不复存在了。这种补

充得自三个主要来源：土地产品、矿山产品和渔业产品。”（同上，第２０８页）

｛我们已经说明了《经济学家》提出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

间的］一种差别：

“任何产品，凡是它的全部生产费用是从国家的日常收入中补偿给生产

者的，就是流动资本；任何产品，凡是对它的使用只是按年付款的，就是固定

资本。”“在第一种情况下，生产者完全依靠国家的日常收入。”（《经济学家》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６日第２１９期第１２７１页）

我们已经看到，在流动资本所决定的时间内，只有一部分固定

资本流回，这种时间是流动资本周转的单位，因为这种时间是大部

分食品和原料再生产的自然单位，正象它是而且因为它是地球生

命过程（宇宙过程）的自然时期一样。这种单位就是年，它的通常计

算方法和它的自然量略有出入，但出入不大。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

包括一个由若干年组成的周期：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越是符合它

的概念，它的物质存在方式越是适当，情况就越是如此。

因为流动资本首先全部交换成货币，然后又交换成自己的各

个要素，所以它的前提是：生产出来的对等价值等于它的全部价值

（包括剩余价值）。不能说流动资本全部进入或可以全部进入［个

人］消费，因为它还须部分地重新充当固定资本的原料或要素，总

之，它本身必须重新充当生产即对应生产的要素。被资本作为产

品，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排出的使用价值，一部分变成［个人］消费

品，因而完全退出资本流通；另一部分则作为生产条件加入另一资

５４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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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种情况是包含在资本流通本身中的，因为在流通的前一半，

资本作为商品，即作为使用价值离开自身，从而就处于这一形式中

的它自身来说，它作为使用价值，作为消费品离开它自身的流通；

在它的流通的后一半，资本则作为货币同作为生产条件的商品相

交换。资本作为流通着的使用价值本身，既把自己的物质存在设定

为消费品，又设定为新的生产要素，或者更确切些说，设定为再生

产的要素。不过在这两种场合下，它的对等价值必须完全存在，也

就是说，它在一年之内必须全部被生产出来。例如，加工工业一年

中能够同农产品交换的全部产品，取决于这一年中从这一次秋收

到另一次秋收所生产出来的原料的数量。我们这里谈的是这个资

本，即正在生成的资本，所以除它以外，我们还是什么东西也没

有，——因为对我们说来，还不存在许多资本，——我们所有的，只

不过是资本本身和简单流通，资本在货币和商品这双重形式上把

价值从这种简单流通中吸进自身，又在货币和商品这双重形式上

把价值投入这种简单流通。

当一个在资本的基础上进行生产的工业民族，例如英国，同中

国人进行交换，并且以货币或商品形式从中国人的生产过程中吸

收价值时，或者更确切些说，当英国把中国人纳入了自己资本流通

的范围时，那人们立刻就可以看出，中国人无须为此而作为资本家

来进行生产。即使在同一个社会内部，例如在英国国内，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也是在某一些生产部门中很发达，而在另一些部门中，例

如在农业中，则是资本以前的生产方式或多［ —１１］或少地占统

治地位。

然而，（１）资本的必然趋势是在一切地方使生产方式服从自

己，使它们受资本的统治。在一定的民族社会内部，从资本把任何

６４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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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都变为雇佣劳动这一点上已经可以看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

（２）在国外市场方面，资本通过国际竞争来强行传播自己的生产方

式。竞争一般说来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

无论如何，下面的情况是很清楚的：完全不管处在连续不断交

换的双方位置上的并且每次都具有相反规定的是谁，是另一个资

本还是作为另一个资本出现的同一个资本，反正在我们考察这一

双重运动之前，这两种规定已经从资本本身的循环中产生了。在

［流通的］第一阶段，资本作为使用价值，作为商品退出资本的运

动，并和货币相交换。退出资本流通的商品已经不再是作为长久价

值的要素，不再是作为价值存在的那种商品了。就是说，商品现在

是作为使用价值，作为供消费的东西而存在了。资本从商品形式转

化为货币形式，只是由于在通常的流通中，在它的对面有一个作为

消费者的交换者，这个交换者把Ｇ转化为Ｗ，他从物质方面实现

这一交换，从而作为消费者把使用价值当作使用价值来发生关系，

只是由于这种情况，使用价值对资本来说才作为价值得到补偿。由

此可见，资本创造消费品，但又以这种形式使它们离开自身，使它

们退出自己的流通。从迄今为止阐述的规定中还没有得出另外的

关系。

作为商品退出资本流通的商品失掉它的价值职能，而作为使

用价值执行与生产不同的消费职能。但是在流通的第二阶段，资本

用货币换商品，资本向商品的转化本身现在表现为设定价值的要

素，因为这种商品被吸收进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说在［流通的］第

一阶段，资本以消费为前提，那么在第二阶段，它以生产为前提，为

生产而生产；因为商品形式的价值在这里是从外部被吸收进资本

流通的，换句话说，这里，进行的是同第一阶段的过程相反的过程。

７４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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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本身的使用价值的商品，只能是作为资本生产过程的要

素，作为这一过程的使用价值的商品。

过程本身的二重化是这样表现的：在［流通的］第一阶段，资本

ａ把自己的产品作为Ｗ 同资本ｂ的Ｇ相交换；在第二阶段，资本

ｂ把自己作为Ｗ 同资本ａ的Ｇ相交换。或者，在第一阶段，资本ｂ

把自己作为Ｇ同资本ａ的Ｗ 相交换，在第二阶段，资本ａ作为Ｇ

同资本ｂ的Ｗ 相交换。换句话说，在两个流通阶段的每一个阶段

上，资本都同时作为Ｇ和Ｗ 而存在，但却表现为两种不同的资

本，这两种资本总是处在资本流通过程的对立阶段上。在简单流通

过程中，Ｗ—Ｇ或Ｇ—Ｗ 的交换行为是直接重合的，或者是直接

分开的。流通不仅是两种交换形式的连续，而且是这两种形式中的

每一种同时分配在两个不同的方面。

但是，我们这里还不是探讨许多资本的交换。这属于竞争的学

说，或者也可以说属于多数资本流通（信贷）的学说。我们这里所涉

及的，一方面是消费这一前提，即作为使用价值退出价值运动的商

品这一前提，［另一方面是］为生产而生产这一前提，即被设定为使

用价值的、处在资本流通之外而作为资本再生产条件的价值这一

前提；这两方面，都是从考察资本流通的简单形式中产生出来的。

有一点很清楚：由于整个流动资本在第一阶段作为Ｗ 同Ｇ

相交换，在第二阶段又作为Ｇ同Ｗ 相交换，因此，如果我们把年

看作资本演进的时间单位，它的转化就要受到下列情况的限制，即

不仅原料等等必须在一年之中再生产出来（即必须生产出资本作

为货币与之相交换的那些商品，必须有与资本相适应的同时进行

的生产），而且为了消费作为使用价值被排出来的资本的产品，必

须不断地创造出年收入来（Ｇ中用来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相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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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的那一部分）。作为这种收入——因为这里尚未考察进一步发展

的关系——而存在的只能是资本家本身的收入和工人的收入。至

于资本和收入之间的交换，即生产和消费的关系的另一种形式，还

不属于这里要考察的范围。

另一方面，既然固定资本进入交换的，只限于它作为价值进

入流动资本的部分，也就是说，既然它的价值在一年之内只能部

分地得到实现，那么它也只要求有部分的对等价值，因而，它也

只要求在一年中部分地生产出这一对等价值。固定资本仅仅按其

磨损的比例得到支付。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而且从固定资本

造成的工业周期的差别中早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就是固定资

本要求在往后的年份里生产继续进行，并且为了有助于得到大量

收入，它还预期占有作为对等价值的未来劳动。因此，预期得到

未来劳动的果实，这决不是国债等等的后果，一句话，决不是信

用制度的发明。它的根源在于固定资本的价值的特殊实现方式，周

转方式，再生产方式。｝

因为我们这里所涉及的实质上是弄清纯粹的形式规定的问

题，也就是说，不是要把一些毫不相干的东西夹杂进来，所以以上

所述已经清楚表明，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带来的收入的不同形

式，——以及对收入的考察本身，——还完全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

围。这里只是研究它们流回的不同方式，以及它们影响资本总周

转，影响资本整个再生产运动的不同方式。但是附带的提示很重

要，——它同时摒弃了经济学家们在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

简单区别时本来不需要谈的那一大堆五花八门的看法，——因为

它向我们表明，收入等等的区别是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再生产

形式的区别为基础的。这里谈的还仅仅是价值的简单回流问题。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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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价值的这种回流是怎样变成收入的回流的，而后者又是怎样变

成收入规定上的区别的，这只有在以后才能加以说明。

        

我们还没有谈到固定资本的保养费。这有一部分是固定资本

为发挥作用而消费的辅助材料。这些辅助材料属于第一种意义上

的固定资本，我们就是在这种意义上考察了生产过程内部的固定

资本。这些辅助材料是流动资本；它们同样可以用于［个人］消费。

只有当它们在生产过程内部被消费时，它们才能成为固定资本，但

是它们不象本来意义上的固定资本那样，具有纯粹由其存在形式

所决定的物质内容。这种保养费的第二部分是修理方面所必需的

劳动。

        

［ —１２］按照亚当·斯密的定义，一切固定资本最初都来自

某种流动资本，并且需要靠流动资本来不断维持：

“一切固定资本最初都来自某种流动资本，并且需要靠流动资本来不断

维持。一切固定资本没有流动资本的帮助，都不能提供收入。”（施托尔希《政

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４６页）①

施托尔希对于收入——这一规定还不属于这里的考察范围

——的看法，那是清楚的：固定资本只有当它作为使用价值，作为

固定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消失并作为价值加入流动资本时，才能

作为价值流回。因此，如果仅仅考察它的价值，那么它只能以流动

资本的形式流回。而作为使用价值，它是根本不流通的。

其次，因为固定资本本身只有对生产才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作

为供个人使用的，供消费的价值也只能以流动资本的形式流回。土

０５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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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改良可以通过化学的方式直接进入再生产过程，从而直接变成

使用价值。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以它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形式被

消费的。资本只有在它进入流通和退出流通的那一形式上才能提

供收入，因为在不以流通为媒介的直接使用价值形式上产生收入，

是违反资本的本性的。因此，既然固定资本只有以流动资本的形式

才作为价值流回，那么它也只能以这种形式提供收入。收入无非是

用于直接消费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因此它的回流取决于价值本

身的回流方式。由此产生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提供收入的不同

形式。同样，由于固定资本作为固定资本从来不以使用价值的形式

进入流通，也从来不以使用价值的形式退出价值增殖过程，所以它

从来不用于直接消费。

至于斯密，现在我们更加明白他的观点了，因为他说①，流动

资本必须每年补偿和不断更新，其办法是人们不断从海洋、土地和

矿山取得它。可见，他这里的流动资本纯粹是从物质方面来说的，

它是人们辛辛苦苦捕捞、挖掘和收割得来的；它是一些可动的原始

产品，它们同土地脱离关系，被分割开来，从而成为可动的，或者象

鱼类等等以其现成的个体形式从它们的天然环境中分离出来。

其次，纯粹从物质方面来看，只要斯密是以资本的生产为前

提，而不是转到开天辟地的那个时代，那么毫无疑义的是，任何流

动资本最初同样是来自固定资本的。没有网不能捕鱼，没有犁不能

耕地，没有铁锤等等不能开矿。哪怕人仅仅把石头当锤子等等来使

用，那么这块石头当然不是流动资本，而且根本不是资本，而是劳

动资料。一旦人类必须进行生产，他就决心把一部分存在于自然界

１５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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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体直接当作劳动资料使用，并且象黑格尔正确指出的
５４
，不经

过进一步的媒介过程就使它们受自己的活动支配。

一切资本，不管是流动资本还是固定资本，都来源于对他人劳

动的占有，不仅起初是这样，而且经常不断地是这样。但是正象我

们看到的，这一过程要以不断的小流通，即工资同劳动能力或生活

资料的交换为前提。资本的生产过程的前提是，一切资本都只是以

流动资本的形式流回；因此，固定资本只能通过一部分流动资本固

定下来而得到更新；因此，为了生产固定资本，必须使用一部分已

经创造出来的原料和消费一部分劳动（因此也有一部分生活资料

同活劳动相交换）。例如，在农业中，有一部分产品被建造水渠的劳

动所消费，或者有一部分谷物被用去交换鸟粪，交换化学物质等

等，这些东西施在土地上，但实际上它们只有纳入化学过程才有使

用价值。

一部分流动资本只是对于再生产固定资本才有使用价值，而

且只是为了固定资本而生产出来的（哪怕这一生产仅仅归结为流

动资本的位置变动所花费的时间）。但是，固定资本本身只有在它

成为流动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从而它的各种要素通过流动资本

转化为固定资本而被再生产出来的时候，才能作为资本得到更新。

正象流动资本是生产固定资本的前提一样，固定资本也是生产流

动资本的前提。换句话说，固定资本的再生产要求：（１）它的价值以

流动资本的形式流回，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再同它的各种生产条

件相交换；（２）一部分活劳动和原材料要用来生产直接的或间接的

生产工具，而不是去生产可供交换的产品。流动资本完全和劳动一

样，以其使用价值加入固定资本，而固定资本则以其价值加入流动

资本，并且作为运动（在它直接是机器装置的地方）或者作为静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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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动，作为形式，加入使用价值。

［（１４）弗·摩·伊登论资产阶级社会的

自由劳动是潜在形式的赤贫］

  （关于我们在上面阐述的自由劳动的原理，以及这种劳动中潜

在地包含着赤贫①，应当引证弗雷德里克·康尔顿·伊登爵士《贫

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三卷集，

１７９７年伦敦版）这一著作的下列段落（引自第１卷第１篇）５５。在第

一篇第一章中这样说：

“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

部分人必须永远不倦地劳动；其余的人在艺术等方面工作，但是一些不劳动

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

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

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

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强；富人

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

［第１卷第１—２页］

从农民获得自由之日起，贫穷本身便开始了；在那以前，由于

封建制把人们束缚在土地上，或者至少束缚在所在地区，在立法上

不必为流浪者、贫民等等操心。伊登认为，各种商业行会等等也赡

养过本行业的贫民。［同上，第５７、６０页］他说：

“我丝毫无意贬低工场手工业和商业给国家带来的无数利益，但是这次

研究似乎导致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工场手工业和商业〈即首先受资本

支配的生产领域〉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同上，第６１页］

３５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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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书中指出，从亨利七世开始（就从那时候起，开始采取变耕

地为牧场的办法来清除土地上的过剩人口，这一直延续了一百五

十多年，至少从起诉和立法干涉来说是如此；因此，为工业提供的

人手增加了），已经不再规定工业中的工资，只在农业中规定工资。

亨利七世第十一年发布的法令。［同上，第７３—７５页］

（雇佣劳动并没有随着自由劳动而完全确立下来。工人仍旧有

封建关系作后盾，提供的工人还太少，因此资本还不能以资本的身

份把他们的工资压低到最低限度。因此要用法律规定工资。只要

工资还是用法律规定的，就不能说资本已经作为资本使生产从属

于自己，也不能说雇佣劳动已经获得了适合自己的存在方式。）

在伊登引用的法令中也提到了麻布织工、建筑工和造船工。同

一法令也规定了［ —１３］劳动时间：

“因为许多日工把半天时间混掉了，迟到早退，午觉睡得很久，吃早饭、午

饭和晚饭都花费很多时间，等等，等等”，因此定出如下的作息时间：“从３月

１５日到９月１５日，早晨５时上班，早饭 １
２小时，午饭和午睡１

１
２小时，下午

饭 １
２小时，劳动到晚上７至８时。冬季从天亮到天黑，但是没有午睡，从５月

１５日到８月１５日才准许午睡”。［同上，第７５—７６页］｝

｛１５１４年工资重新作了调整，几乎同上次一样。劳动时间也重新作了规

定。凡是不愿按照规定劳动的都要被监禁。［同上，第８１—８２页］

可见自由劳动者仍然要为一定的工资进行强制劳动。他们必

须首先被迫按照资本规定的条件劳动。丧失财产的人宁可成为流

浪者、强盗和乞丐，也不愿意当工人。只有在发达的资本生产方式

下，雇佣劳动才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资本初期，为了把丧失财

产的人按照对资本有利的条件转变成工人，发生过国家强制，因为

这些条件当时还没有通过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而被强加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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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亨利八世和其他时代，曾经采用极其残酷的强制手段。）

（亨利八世时封闭寺院同样也产生了许多闲散人手。）（爱德华六世

时对身强力壮而不愿劳动的劳动者制定了更加严厉的法律。）［同

上，第８３—１００页］爱德华六世第一年颁布的第３号法令规定：

“凡能劳动而拒绝劳动并且３天无所事事者，应以烧红的烙铁在其胸前

打上Ｖ字样的烙印，并将其判给告发这种游惰者等等的人作奴隶２年。”“如

果他逃离自己的主人达１４天，就应成为主人的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

上Ｓ字样的烙印，如果他第二次逃亡而且有两个可靠的证人作证，就应被宣

告为罪大恶极而处以死刑。”［同上，第１０１页］

（１３７６年第一次提到流浪者、强壮的游民。１３８８年提到赤贫

者。在伊丽莎白时期，１５７２年采用了类似的残酷法律。）［同上，第

４２—４３、６１—６２、１２７页］

［（１５）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流通

和它们的再生产之间的相互联系。

固定资本的价值和效率］

  上述规定中的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表现为同一资本在它的各

个周转阶段上交替出现的形式，现在，当固定资本发展到自己的最

高形式时，它们同时表现为资本的两种不同的存在形式。它们是由

于自己的回流方式不同而表现为这些形式的。回流缓慢的流动资

本有一种和固定资本共同的规定。但是区别在于，流动资本的使用

价值本身——它的物质存在——进入流通同时又被排出流通，被

抛出周转过程的界限之外；而固定资本——根据上面的考察——

仅仅作为价值进入流通，而且，只要它还作为使用价值处于流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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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例如处于流通中的机器，它就仅仅是潜在的固定资本。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这一区别，起初是由资本的物质存在

或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同流通的关系造成的，但是在再生产中，

这一区别必定同时表现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种双重形式的资

本的再生产。既然任何形式的资本再生产不仅是物化劳动时间的

创造，而且也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不仅是资本价值的再生产，

而且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就这一方面来说，固定资本的生产

不能同流动资本的生产区别开来。因此，在工具制造厂主或机器制

造厂主那里，——在一切这样的形式下，就是说，固定资本就它的

物质存在说来，在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中，首先作为流动资本而

出现，然后才作为固定资本而被固定下来，也就是说，然后才被消

费，因为正是它的消费才把它束缚在生产阶段上并把它作为固定

资本区别出来，——不管资本是以固定资本的形式还是以流动资

本的形式再生产，在资本的价值增殖上都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在

经济学上也没有加进任何新的规定。

但是，在固定资本作为固定资本（而不是最初在流动资本的规

定上）被自己的生产者投入流通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它的使用不

管是为了生产还是为了消费而被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售的地

方，——因为在资本流通的第一阶段发生的从Ｗ 到Ｇ的转化中，

无论商品是重新进入另一个生产资本的流通阶段，还是用于直接

消费，对于资本本身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而在资本把商品抛出

去，以便同Ｇ相交换的时候，对于资本本身来说，商品倒是始终被

规定为使用价值的，——在固定资本的生产者那里发生的回流方

式，必然不同于在流动资本的生产者那里发生的回流方式。由固定

资本的生产者创造的剩余价值只能随着价值本身一部分一部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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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续地流回。这一点要在下一篇加以考察。

最后，尽管现在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表现为两种不同的形式，

流动资本却是由固定资本的消费、使用所引起的，而固定资本又不

过是转化为这种特定形式的流动资本。一切转化为物化生产力的

资本——一切固定资本——都是固定在这一形式中的资本，因而

作为使用价值是既脱离［个人］消费，又脱离流通的使用价值。在制

造机器或修筑铁路时，有木材、铁、煤炭和活劳动（从而，间接地也

有被工人消费的产品）转化为这种特定的使用价值，但是，如果不

加进上面阐述的其他规定，这一情况就不会使它们成为固定资本。

在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时，有一部分使用价值（资本就是以这

种使用价值的形态流通的）以及间接地还有一部分同活劳动相交

换的资本转化为这样一种资本，这一资本的对等价值只是在较长

的循环期内才创造出来，它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陆续地作为价值

进入流通，并且只有通过自己在生产中被磨损才能得到实现。

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是以相对的剩余资本为前提的，因

为它不是用于直接生产的资本，而是用于生产新的生产资料的资

本。固定资本本身可以重新充当直接的生产工具——充当直接生

产过程中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它的价值加入产品并且通过产品

的陆续流回而得到补偿。或者固定资本不进入直接生产过程，而是

表现为许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例如建筑物、铁路等等，那时它

的价值只能通过它间接帮助创造的那一流动资本来补偿。

关于固定资本的生产和流动资本的生产之间的比例，要在下

面才详细谈到。如果为了提供少量产品而使用昂贵的机器，那么这

些机器就不会作为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产品会比不用机器生产时

昂贵得多。机器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它们有价值，——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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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价值只是得到补偿，——而仅仅因为它们增加相对剩余时间，

或减少必要劳动时间。因此，产品量必定随着机器的量的增加而按

同一比例增加，而使用的活劳动必定相对地减少。固定资本的价值

同它的效率相比越小，固定资本就越符合自己的目的。一切不必要

的固定资本，正象一切不必要的流通费用一样，都是非生产费用。

如果资本无须在机器上面花费劳动就能占有机器，那么它无须购

买［物化在机器中的］劳动就能提高劳动生产力，减少必要劳动。因

此，固定资本的价值决不是资本生产的目的本身。

［ —１４］可见，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而固定资本在流动

资本中再生产；这两种情况只有在资本占有活劳动时才会发生。

“固定资本的任何节约都是社会纯收入的增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

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２２６页）

经济学家们所举出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最后一个

区别是可动和不动的区别；这并不是说，一种进入流通运动，另一

种不进入；而是说，一种在物体上是固定的、不动的；这正象区别动

产和不动产的情况一样。例如，土壤改良、灌溉渠道、建筑物；机器

大部分也是这样，因为它们要发挥作用，就必须在物体上固定下

来；铁道，总之，工业产品固定在地面上时所采取的任何形式。实质

上这并没有给固定资本的规定加进任何东西，但是固定资本的规

定中确实包含着这样的意思：它的使用价值，它的物质存在越是符

合它的形式规定，它就越是地道的固定资本。因此，不动的使用价

值，如房屋、铁路等等，是固定资本的最明显的形式。当然，这种使

用价值可以在和一般不动产相同的意义上流通——作为权利流

通，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流通；不是在物体上流通。起初，动产的增

加，动产同不动产相比的扩大，表明了资本同地产相比的上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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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成为前提，它使生产条件从属于自

己的程度就表现为资本向不动产的转化了。这样一来，资本就定居

在土地本身上，而表面上固定的，由自然造成的，以地产形式存在

的前提本身，却表现为仅仅是由产业造成的。

（起初，共同体中的生活和以共同体为媒介把土地当作财产来

看待的关系，既是个人再生产的基本前提，又是共同体再生产的基

本前提。在游牧民族那里，土地仅仅是游牧生活的条件，因此谈不

到占有土地。随着农业而出现固定的居住地时，地产起初是公共

的，甚至在它已经发展成私有财产的地方，个人同它的关系也表现

为是由他同共同体的关系决定的。它仅仅表现为共同体的封地等

等，等等。地产转化为单纯可交换的价值——地产的这种活动化

——是资本的产物和国家机体完全从属于资本的产物。因此，即使

在土地成了私有财产的地方，它也仅仅在有限的意义上才是交换

价值。交换价值是从个别化的、与土地脱离的并通过产业活动（或

通过单纯占有）而个体化的自然产品开始的。在这样的地方也初次

出现了个人劳动。一般说来，交换最初不是在原始共同体内部开始

的，而是在它们的边界上，在它们的尽头开始的。当然，把土地，把

共同体的住地拿来交换，把它出卖给别的共同体，将会是背叛。交

换只能从自己的最初领域，从动产开始，逐步扩大到不动产。资本

只有通过扩大动产，才能逐渐地掌握不动产。货币在这一过程中是

主要的要素。）

亚·斯密最初是根据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规

定来区别它们的。只是在后来，他才采用以下的说法：

“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便获得利润：（１）作为流动资

本，（２）作为固定资本。”（同上，第１９７—１９８）

９５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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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第二种说法并不属于对这种区别本身的考察，因为必

须首先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这两种资本形式当作前提，然后才

谈得上怎样能在这两种形式下使用资本来获得利润。

“任何一个雇主的总资本必然分成他的固定资本和他的流动资本。在总

额相同的情况下，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同上，第２２６页）

由于资本（１）按照不等的比例分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２）

所经历的生产阶段有的中断有的不中断，并且要从或远或近的市

场流回，也就是说，流通时间不相等；因此在一定时间内，例如在一

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必然是不相等的，因为在一定期间内再生

产过程的次数是不相等的。资本所创造的价值不是简单地决定于

直接生产过程内使用的劳动，而是决定于一定时期内能够重复进

行这种劳动剥削的程度。

最后，可见：如果说在考察简单生产过程时资本仅仅在它同雇

佣劳动的关系上才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东西，而流通是处于一旁的，

那么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流通被包括在资本里面，而且流通的

两个要素Ｗ—Ｇ—Ｇ—Ｗ 也被包括在内（这是资本所必须通过的

交换体系，并且有资本本身同样多的质的变化与之相适应）。流通

被包括在资本里面，表现为Ｇ—Ｗ—Ｗ—Ｇ，因为流通是从货币形

式的资本出发，并从那里回到这一形式的。资本包括两个循环，而

且不再表现为单纯的形式变换或处于这种形式之外的单纯的物质

变换，而是二者都包括在价值规定本身之中。

生产过程作为自身包含着自己的更新条件的过程，就是再生

产过程，它的速度决定于上述种种完全由循环本身的区别产生的

关系。在资本的再生产中同时进行着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的

再生产，换句话说，通过人的劳动不断进行着使用价值的更新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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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这些使用价值被人们消费掉，并且就其性质来说也是易逝

的。由于人的劳动而被置于人的需要之下的物质变换和形式变换，

从资本的观点看来，表现为资本本身的再生产。实质上这是劳动本

身的不断再生产。

“资本的价值通过再生产延续下来：构成资本的产品同一切其他产品一

样被消费掉，但是它们的价值在被消费消灭时，却同时在其他材料或在同一

材料里被再生产出来。”（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

１８５页）

交换和交换体系，以及包含在交换体系中的向作为独立价值

的货币的转化，表现为资本再生产的条件和界限。在资本那里，生

产本身在一切方面都从属于交换。这些交换活动，流通本身，不生

产剩余价值，却是实现剩余价值的条件。资本只有通过这些活动，

才确立为资本的形式，从这种意义来说，这些活动是资本生产本身

的条件。资本的再生产同时是一定的形式条件的生产，是人格化了

的物化劳动借以表现的一定的［ —１５］关系方式的生产。因此，流

通不单纯是产品同生产条件相交换，——也就是说，例如，生产出

来的小麦同种子、新的劳动等等相交换。在任何生产形式下，劳动

者都必须用自己的产品同生产条件相交换，才能够重复生产。为直

接消费而生产的农民也把一部分产品变成种子、劳动工具、役畜、

肥料等等，而重新开始自己的劳动。向货币转化对于资本本身的再

生产是必要的，而资本的再生产必然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关于再生产阶段（特别是流通时间）还必须指出，它是受使用

价值本身限制的。小麦必须在一年之内再生产出来。容易变坏的

东西，如牛奶等等，必须很快地再生产出来。由于动物是活的，也就

是说能活一些时间，所以肉类不需要这样快地再生产出来；但是，

１６２．资本章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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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上的屠宰肉必须在很短时期内以货币形式再生产出来，否则

就会腐烂。价值的再生产和使用价值的再生产一部分是一致的，一

部分是不一致的。｝

尽管在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仅仅从价值上保存我们在前面

称为不变的资本部分，但在另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必须把这一部

分资本再生产出来，因为在一个生产过程中以材料和工具的形式

表现为前提的东西，是另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而这种更新，这种

再生产必须不断地同时进行。

我们现在转入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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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利息、利润、生产费用等等）

［（Ａ）］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１）］利润率和利润额。利润率的下降

资本现在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统一，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比如

说一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 ＳＺ
ｐ＋ｃ＝

ＳＺ
Ｕ，或者说＝Ｓ（

Ｚ
Ｐ－

Ｚ
Ｐ×

ｃ
ｐ＋ｃ）①。

资本现在不仅实现为自行再生产，因而自行长久保存的价值，

而且实现为设定价值的价值。资本通过吸收活劳动时间，并且通过

它本身所固有的流通运动（在这里交换运动表现为它本身的运动，

表现为物化劳动的内在过程），同设定新价值，生产价值的自身发

生关系。它作为根据，同以它为根据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资本的

运动就在于，它在生产自身的同时，作为根据同以它为根据的自身

发生关系，作为预先存在的价值同作为剩余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

或者说，同由它设定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

３６２

① 在这些公式中，Ｓ表示剩余价值，Ｚ表示时间，ｐ表示生产阶段，ｃ表示流通阶

段，Ｕ表示资本周转（见本册第１６１—１６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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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是农业中资本再生产的自然尺度，

所以表现为资本周转的单位尺度）内，资本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

这个剩余价值不仅取决于资本在一个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而且取决于一定时期内生产过程重复的次数，即资本的再生

产的次数。由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也包括流通，即资本在直接生

产过程以外的运动，剩余价值就不再表现为由资本同活劳动的简

单的直接的关系所确立的东西；相反，这一关系只表现为资本的

总运动的一个要素。

资本从作为能动的主体，作为过程的主体的自身出发，——

而在周转中，直接生产过程实际上表现为不以资本同劳动的关系

为转移而由资本作为资本的运动所决定的过程，——同作为自行

增殖的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也就是说，同由它设定并以它为根

据的剩余价值发生关系；作为生产的源泉同作为产品的自身发生

关系；作为进行生产的价值同作为已经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自身发

生关系。因此，资本计量新生产出来的价值，不再是用这一价值

的实际尺度，即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而是用作为这一价

值的前提的它自身来计量了。具有一定价值的资本在一定时期内

生产出一定的剩余价值。

用预先存在的资本的价值来计量的剩余价值，即表现为自行

增殖的价值的资本，就是利润；从这个角度来看，不是从永恒性

的角度５６，而是从资本的角度来看，剩余价值就是利润；而资本作

为资本，即作为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价值的自身，同作为利润，即

作为新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了。资本的产物就是利润。

因此，剩余价值的量是用资本的价值量来计量的，因而利润率是

由剩余价值同资本价值的比例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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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要考察的东西有很大一部分前面已经讲过了。但是，提

前讲过的东西应该放到这里来。

只要这个新创造的、与资本具有同一性质的价值重新投入生

产过程，本身作为资本重新保存下来，资本本身便增大了，现在便作为

具有更大价值的资本发挥作用。资本先是把作为新生产出来的价值

的利润同作为预先存在的、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自身区别开来，并把

利润当作它增殖的尺度，随后它又放弃这种划分，使利润同作为资

本的它自身成为同一的东西，而这个增大出利润的资本，现在又以

增大的规模重新开始同一过程。资本划了一个圆圈，作为圆圈的主

体而扩大了，它就是这样划着不断扩大的圆圈，形成螺旋形。

前面所阐述的一般规律可以简短地概括如下：实际剩余价值

取决于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说，取决于用来交换活

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即那部分物化劳动，同用来补偿这部分资本的

那部分物化劳动的比例。而剩余价值在利润的形式上，则是按在

生产过程开始前就已存在的资本的总价值来计量的。因此，利润

率取决于——假定剩余价值不变，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不

变——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同以原料和生产资料形式存

在的那部分资本的比例。这样一来，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越

少，利润率就越低。因此，资本作为资本同直接劳动相比在生产

过程中所占的份额越是大，因而，相对剩余价值，资本创造价值

的能力越是增长，利润率也就按相同的比例越是下降。

我们已经看到，已经预先存在的资本的量，在再生产开始前

就已存在的资本的量，特别表现在固定资本这一已经生产出来的

生产力，这一被赋予虚假生命的物化劳动的增长上。进行生产的

资本的价值总量在自己的每一部分上都表现出这种情况：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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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价值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相比，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所占的

比例不断降低。比如，以加工工业为例。在这里，随着固定资本，

机器等的增长，以原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本必定按相同的比例

增长，而与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则减少了。

这样一来，同在生产开始前就已存在的资本——并且是在生

产中作为资本发挥作用的那部分资本——的价值量相比，利润率

下降了。资本已经获得的存在规模越大，新［ —１６］创造的价

值对预先存在的价值（再生产出来的价值）的比例就越小。因此，

假定剩余价值相等，即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比例相等，利润同

各资本的量的比例也可以不等，并且必然不等。现实的剩余价值

虽然提高，利润率却可以下降。现实的剩余价值虽然下降，利润

率却可以提高。

诚然，作为价值预先存在的、以原料和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

那部分资本，如果和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按同样的比例增长，

那么，资本会增长，而利润也会按同样的比例增长。但是，这种

同样的增长的前提是，资本增长而劳动生产力不增长，不发展。一

个前提取消另一个前提。这是违反资本的发展规律的，特别是违

反固定资本的发展规律的。只有在资本的生产方式还不完全适合

于资本的那些阶段上，或者在资本还只是形式上取得统治权的那

些生产领域中，例如在农业中，才会发生这种增长情况。在农业

中，土地的自然肥力可以起到固定资本增长的作用，就是说，相

对剩余劳动时间可以增长，而必要劳动时间量并不减少。（例如，

在美国。）总利润，也就是撇开其形式关系、不是作为比例而是作

为同其他价值量无关的简单的价值量来考察的剩余价值，将不是

作为利润率，而是作为资本量平均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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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利润率同资本价值成反比，而利润额则同资本价值成

正比。但是，这一原理只是对资本或劳动的生产力发展的某一有

限阶段说来才是正确的。资本１００在利润为１％时提供的利润额，

小于资本１０００在利润为２％时所提供的利润额。在前一种场合，

利润额是１０，在后一种场合是２０，就是说，较大资本的总利润，

比只等于这笔资本的１
１０的较小资本的总利润大１倍，尽管较小资

本的利润率等于较大资本的利润率的５倍。但是，如果较大资本

的利润只是１％，那么利润额就是１０，同只等于这笔资本的１
１０的较

小资本的利润额是一样的，因为利润率下降的比例和资本量增长

的比例是相同的。如果资本１０００的利润率只是１
２％，那么利润额

就会等于较小资本的利润额的一半，只等于５，因为利润率减少到

１
２０。

因此，总起来说就是：

如果较大资本的利润率下降，但是下降的比例小于资本量增

长的比例，那么，利润率虽然下降，总利润会增加。如果利润率

下降的比例和资本量增长的比例相同，那么，总利润就和较小资

本的总利润相同；保持不变。如果利润率下降的比例大于资本量

增长的比例，那么，同较小的资本相比，较大资本的总利润会随

着利润率的下降而下降。

这从每一方面来说都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是

理解最困难的关系的最本质的规律。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是最

重要的规律。这一规律虽然十分简单，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人能

理解，更没有被自觉地表述出来。

利润率的这种下降意味着：（１）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由

这种生产力构成的新的生产的物质基础（而这同时又以科学力量

７６２．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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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巨大发展为前提）增大了；（２）已经生产出来的资本中必须同

直接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减少了，也就是说，为再生产出表现为

大量产品，大量廉价产品（因为价格总额＝再生产出来的资本＋

利润）的庞大价值所需要的直接劳动减少了；（３）一般资本，包

括不是固定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在内，规模增大了；从而，交往大

大发展，交换活动量增大，市场扩大，同时进行的劳动具有全面

性；交通工具等等更为发达，存在着为进行这一巨大过程所必需

的消费基金（工人要吃、住等），——正因为这样，可以看到：已

经存在的物质的、已经造成的、以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生产力，以

及科学的力量，以及人口等等，一句话，财富的一切条件，或者

说，财富的再生产即社会个人的富裕发展的最重大的条件，或者

说，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

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殖。

超过一定点，生产力的发展就变成对资本的一种限制；因此，

超过一定点，资本关系就变成对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限制。一

旦达到这一点，资本即雇佣劳动同社会财富和生产力的发展就会

发生象行会制度、农奴制、奴隶制同这种发展所发生的同样的关

系，就必然会作为桎梏被打碎。于是，人类活动所采取的最后一

种奴隶形式，即一方面存在雇佣劳动，另一方面存在资本的这种

形式就要被撕破，而这本身是同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结果；雇

佣劳动和资本本身已经是以往的各种不自由的社会生产形式的否

定，而否定雇佣劳动和资本的那些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本身则是

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结果。

社会的生产发展同它的现存的生产关系之间日益增长的不相

适应，通过尖锐的矛盾、危机、痉挛表现出来。用暴力消灭资

８６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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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

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

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这里包含的，不仅是科学力量的增长，而

且是科学力量已经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尺度，是科学力量得以实现

和控制整个生产的范围和广度。这也是人口等等的发展，一句话，

是一切生产因素的发展；因为劳动生产力以及机器的应用，同人

口成比例，而人口的增长本身既是有待再生产因而也有待消费的

使用价值增长的前提，也是这些使用价值增长的结果。

利润的这种下降，既然意味着直接劳动同由直接劳动再生产

出来以及新创造出来的物化劳动量相比减少了，所以，资本就想

尽一切办法，力图通过减少必要劳动的份额，并且同所使用的全

部劳动相比进一步增加剩余劳动的量，来弥补活劳动同资本总量

之比的减少，从而弥补表现为利润的剩余价值同预先存在的资本

之比的减少。因此，在现存财富极大地增大的同时，生产力获得

最高度的发展，而与此相适应，资本贬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

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消耗。

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劳动暂时中断，很

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继

续发挥职能的水平。①当然，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危机，这时，一

切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

资本回复到它能够［ —１７］充分利用自己的生产力而不致自杀

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

复发生，而最终将导致用暴力推翻资本。

９６２．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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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发达的资本运动中，存在着以不同于危机的方式阻碍资本

运动的另一些因素；例如，一部分现存资本不断贬值；很大一部

分资本转化为并不充当直接生产要素的固定资本，很大一部分资

本被非生产地浪费掉，等等。

（生产上使用的资本总是获得双重的补偿；我们已经看到，生

产资本创造价值，是以某种对等价值为前提的。资本的非生产消

费一方面补偿资本，另一方面又消灭资本。①）

其次，利润率的下降可以通过取消对利润的现有扣除，例如

降低税收，减少地租等等，来加以阻止，不过这本来不属于这里

考察的范围，虽然这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因为这些扣除本身是

换了名称的，并且不是由资本家本身而是由别人占有的利润的份

额。② 利润率的下降也可以通过建立这样一些新的生产部门来加

以阻止，在这些部门中，同资本相比需要更多的直接劳动，或者

说，劳动生产力即资本生产力还不发达。（也可以通过垄断。）

“利润是表示资本或财富增长的术语；因此，如果找不到支配利润率的规

律，也就是找不到资本形成的规律。”（威·阿特金森《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０

年伦敦版第５５页）

但是，他甚至不懂得什么是利润率。

亚当·斯密用资本之间的竞争来解释利润率随着资本的增长

０７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② 在许多资本的相互关系中，即在竞争中，这一规律的表现有所变化，这也属

于另一篇的内容。它也可以作为资本积累的规律表述出来；例如在富拉顿的

著作中就是如此。在下一篇中我们将谈到这个问题。重要的是要注意到，谈

到这一规律时，问题不单纯涉及潜在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涉及这一生产力

作为资本发挥作用的范围，即这一生产力一方面首先实现为固定资本，另方

面实现为人口的范围。

同一个规律又简单地表现为——但是这一表现要在以后的人口论中来考察

——人口特别是从事劳动的那部分人口的增长同已经存在的资本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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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降。李嘉图反对他的这个论点，认为竞争虽然能够使不同行

业的利润化为平均水平，能够把利润率拉平，但是不能压低这个

平均率本身。资本的内在规律，资本的趋势只有在竞争中，即在

资本对资本的作用中，才能得到实现，就这一点来说，亚当·斯

密的论点是正确的。但是，按照他对这一论点的理解，似乎竞争

把一些外部的、从外面引进的、不是资本本身的规律强加给资本。

从这个意义来说，他的论点是错误的。只有在利润率普遍下降的

条件下，而且只有在竞争之前，并且不管竞争如何，利润率已普

遍地、不断地、以作为规律起作用的方式下降的情况下，竞争才

能够不断地压低一切工业部门的利润率，即平均利润率。竞争使

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

律，但是它并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因此，单

纯用竞争来解释这些规律，那就是承认不懂得这些规律。

李嘉图也说：

“如果没有某种提高工资的持久原因，任何资本积累都不能持久地压低

利润。”（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１８３５

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９２页）

他认为，这个原因就在于农业的生产率不断减退，相对地不断

减退，“增加生存资料数量的困难不断增大”，就是说，比例工资增

长，结果劳动不是在实际上得到更多的报酬，而是得到包含更多劳

动的产品；一句话，生产农产品所需要的必要劳动部分增大了。因

此，在李嘉图那里，同利润率的下降相适应的是，工资在名义上增

长和地租在实际上增长。他的片面的理解方法只去理解个别事实，

例如利润率由于工资暂时上涨等等而可能下降的事实，而且把一

种在前五十年中发生作用而在后五十年中颠倒过来的历史关系夸

１７２．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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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为普遍规律，并且完全是以工农业发展之间的历史失调为根据

的，——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在几乎还不存在生理化学的时期就

提出关于这方面的普遍的、永恒的规律，这本身就是可笑的，——

因此，李嘉图的这个理解方法遭到各方面的多半是出自本能的攻

击，人们认为这个方法是错误的、不能令人满意的，但是大部分攻

击与其说指向错误方面，不如说指向正确方面。

“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的一般积累或增加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其原理与

每个个别行业的资本的增加会降低该行业的利润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个

别行业的资本的这种增加，意味着这里资本增加的比例比其他行业同期内资

本增加的比例大：这种增加是相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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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页）

“产业资本家之间的竞争可以使大大超过普通水平的利润平均化，但是

不能降低这个普通水平。”（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１７９—

１８０页）

（拉姆赛和其他经济学家把形成固定资本，并且自然也形成工

资的生产部门的生产率的增长，同其他生产部门，比如说奢侈品制

造业中的生产率的增长区别开来，这是正确的。其他生产部门不可

能使必要劳动时间减少。它们只有通过［用奢侈品］同别国人民的

农产品交换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就好象农业本身的生产率

提高了。因此，谷物的自由贸易对工业资本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李嘉图说（英文版《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

版）：

“正如工人没有工资就不能生活一样，租地农场主和工厂主没有利润也

不能生活。”（第１２３页）“利润有下降的自然趋势，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财

富的增长，为了生产追加食物量，必须花费越来越多的劳动。利润的这种趋

势，这种重力作用，由于生产必需品所使用的机器的改良以及由于农业科学

２７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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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发现使生产费用降低而周期地受到抑制。”（同上，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李嘉图一下子就把利润同剩余价值直接混淆起来了，他根本

就没有把它们区别开来。然而，如果说剩余价值［率］取决于资本所

使用的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那么，利润率无非是剩余价值同

在生产开始前就存在的资本的总价值之比。因此，利润的比率会按

照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与作为材料和固定资本而存在的那部

分资本的比例而下降或提高。在
·
任
·
何情况下，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来

考察时所表示的赢利的比率，必定小于剩余价值的实际的比率。因

为在任何情况下，利润都是用总资本来计量的，而总资本总是大于

用在工资上的、同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

由于李嘉图这样简单地把剩余价值和［ —１８］利润混淆起

来，并且由于只有在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即同再生产劳动能力所

必需的劳动之比下降（这只有在劳动生产力降低时才可能发生）的

情况下，剩余价值才可能不断减少，才可能作为趋势减少，所以，李

嘉图认为，劳动生产力在工业中随资本积累而增长，在农业中则下

降。他从经济学逃到有机化学中去了。我们已经证明这种趋势是

必然的，而完全用不着考虑地租，同样，我们也用不着考虑比如说

对劳动的需求的增加等等。

地租和利润的关系问题，在考察地租本身时才应加以探讨，而

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但是，被当作普遍规律来表述的李嘉图的

这个生理学假设是错误的，现代化学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李嘉图

的学生们，在他们不是简单地盲从他们的老师的地方，也和整个近

代经济学一样，心安理得地把他们老师的原理中不合他们心意的

东西抛弃了。避开问题是他们解决问题的惯用的办法。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例如威克菲尔德５７，则去考察日益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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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使用场所。这属于竞争的考察范围，并且宁可说是资本实现

日益增长的利润的困难之处；因而是对利润率下降的内在趋势的

否定。但是，必须为资本寻找越来越广阔的使用场所这个情况本身

就是结论。不能把威克菲尔德和象他那样的人算作自己提出问题

的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重复了亚当·斯密的观点。）

最后，最近的经济学家中的和谐论者，其中以美国人凯里为

首，而他的最令人讨厌的伙伴是法国人巴师夏（顺便指出，大陆上

的自由贸易派盲目附和巴师夏先生，而巴师夏先生的智慧又是从

保护关税派凯里那里吸取来的，这真是对历史的绝妙讽刺），他们

承认利润率有随着生产资本增长而下降的趋势这一事实。但是，这

一点他们是直截了当用下面这样一种情况来解释的：劳动份额即

工人在总产品中所占份额的价值增长了，而资本则通过总利润的

增长得到了补偿。古典经济学一再谈论的以及李嘉图以科学的无

情态度着重强调的那些令人不快的对立，对抗，这样一来就被冲淡

了，变成了无忧无虑的和谐。凯里的分析还有些分析的样子，说明

他一般说来是自己在进行思考。他谈到的一条规律，我们在关于竞

争的学说中才能加以考察，到那时我们再来同他讨论。

巴师夏以反论的方式表述一些陈词滥调，并加以精雕细刻，用

形式逻辑来掩盖思想的极度贫乏。他的这套陈旧乏味的东西，现在

马上就可以来了结它。①在１８５０年巴黎出版的《无息信贷。弗·巴

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一书中（顺便指出，蒲鲁东在这场

辩论中扮演了非常可笑的角色，在这里他以夸夸其谈的傲慢态度

掩盖他在辩证法上的无能），在巴师夏先生的第八封信中（顺便指

出，在这里，这位高贵者用他的调和的辩证法，把由于简单分工而

４７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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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归道路建设者以及道路利用者所得的赢利，直截了当地变成归

“道路”本身即资本所得的赢利）有这样一段话：

“随着资本（以及产品）的增长，归资本所得的绝对份额会增加，而它的相

对份额会减少。随着资本（以及产品）的增长，劳动的相对份额和绝对份额都

会增加…… 因为，资本虽然依次取得全部产品的 １
２、

１
３、

１
４、和

１
５，但它的

绝对份额会增加，而劳动由于依次得到 １
２、

２
３、

３
４、

４
５，它在分配中就显然得

到越来越大的份额，不仅在相对意义上，而且在绝对意义上说都是如此。”

巴师夏引用下述材料作为例证：

“全 部 产 品 资 本 的 分 额 劳 动 的 份 额

第一个时期 １０００ １
２或５００

１
２或５００

第二个时期 １８００ １
３或６００

２
３或１２００

第三个时期 ２８００ １
４或７００

３
４或２１００

第四个时期 ４０００ １
５或８００

４
５或３２００

   （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第２８８页上又重复同样的妙论，说什么在利润率下降而按较

低价格出卖的产品量增加的情况下，总利润会增长。同时郑重其事

地谈到

“无限减少而永远不会达到零的规律，数学家们所熟知的规律”。（第２８８

页）“这里可以看到〈真是江湖骗子！〉，由于被乘数不断增加，乘数就不断减

少”。（同上）

李嘉图已经预料到了他的巴师夏。他强调指出，尽管利润率下

降，利润作为总额会随着资本的增长而增长，就是说，他预料到了

巴师夏的全部智慧，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指出，这样的级数“只在一

５７２．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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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间内有效”。他的原话照抄如下：

“虽然资本的利润率会因农业中资本的积累和工资的提高〈必须指出，李

嘉图所说的工资提高，指的是维持劳动能力所必不可少的土地产品的生产费

用的提高〉而降低，利润总额仍然会增加。例如，假定连续多次进行积累，每次

为１０万镑，而利润率从２０％降到１９％，１８％，１７％，那么，我们可以预计到，

先后相继的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利润总额会不断增加；资本为２０万镑时的利

润总额会大于资本为１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资本为３０万镑时的利润总额还

会更大些，依此类推，因此，即使利润率不断下降，利润总额也会随着资本的

每次增加而增加。但是这样的级数只在一定时间内有效。例如，２０万镑的

１９％大于１０万镑的２０％，３０万镑的１８％又大于２０万镑的１９％；但是当资

本积累到了很大的数额，而利润率又下降的时候，进一步的积累就会使利润

额减少。例如，假定积累达到１００万镑，利润为７％，利润总额就是７万镑。如

果现在１００万镑再加上１０万镑资本，而利润降到６％，［ —１９］那么，虽然资

本总额从１００万镑增加到１１０万镑，资本所有者得到的将只是６６０００镑，或

者说，少了４０００镑。”（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

１２４、１２５页）

这当然并不妨碍巴师夏先生去从事小学生式的演算，让一个

不断增大的被乘数增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乘数减少也能得出更

大的乘积来，这就和生产规律并没有妨碍普莱斯博士提出他的复

利计算法一样。既然利润率下降，它对工资来说也就下降，因此工

资不论相对地说还是绝对地说都必定增长。这就是巴师夏的结论。

（李嘉图看到了利润率随资本增加而下降的趋势；因为他把利

润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了，他就必然要用工资的增长来说明利润

的下降。但是，因为他同时又看到，实际上工资与其说增长，不

如说减少，他就说增长的是工资的价值，即必要劳动量，而不是

它的使用价值。因此，在他那里实际上增长的只是地租。而和谐

的巴师夏却发现，随着资本的积累，工资不论相对地说还是绝对

６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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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说都会增长。）

巴师夏把他本来应当证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即假定利润率的

下降同工资率的增长是一回事，然后又用他看来十分喜欢的一道

算术题来“说明”他的前提。如果说利润率的下降无非表示再生产

总资本所需要的活劳动的比率下降，那么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巴师

夏先生忽略了一个小小的情况，就是在他的前提中，尽管资本的利

润率下降，资本本身，在生产开始前就已存在的资本却增加了。资

本不占有剩余劳动，它的价值就不可能增长，这是巴师夏先生本人

甚至也能想象得到的。产品的单纯增加并不使价值增加，法国历史

上经常出现的对过度丰收的哀叹就可以向他证明这一点。于是，问

题的关键就是要研究：利润率的下降，是否就意味着必要劳动对剩

余劳动的比率增长了，或者不如说，利润率的下降，是否并不意味

着所使用的活劳动对再生产出来的资本的总比率下降了。

因此，巴师夏先生也就简单地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产品，

而不是把产品分为原料、生产工具和劳动，并且没有问一问自己，

用来交换这些不同部分的究竟是产品价值中的哪些相应部分。同

原料和生产工具相交换的那部分产品，显然和工人无关。工人和资

本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来分配的，无非是新加的活劳动本身。但

是，特别叫巴师夏操心的是，究竟谁应该吃掉增加的产品。因为资

本家吃掉的是相对小的一部分，那么工人不是必然吃掉相对大的

一部分吗？特别是在法国，那里的总产量所提供的食物至多在巴师

夏的想象中才是众多的，而正是在这个国家里，巴师夏先生可以确

信，有大批寄生物体紧叮在资本身上，以这种或那种名义大量侵吞

总产量，致使工人所得寥寥无几。况且，很明显，随着生产的大规模

进行，尽管所使用的劳动对资本的比率降低，所使用的劳动总量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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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增加，因此，随着资本的增加，不断增加的工人人口所需要的

产品量也会增加，这是不可阻止的。此外，在巴师夏的和谐的头脑

中，所有母牛都是灰色的（见前面关于工资的段落①），他把利息的

减少和工资的增加混淆起来了，而利息的减少倒是意味着产业利

润的增加，它同工人毫无关系，只涉及不同种类的资本家瓜分总利

润的比例。

［（２）］资本和收入。生产费用。

［剩余价值和利润］

  再回到我们的本题上来。可见，资本的产物就是利润。资本同

作为利润的自身发生关系时，也就同作为生产价值的源泉的自身

发生关系，而利润率表示资本增殖自身价值的比例。但是，资本家

并不单纯是资本。他要生活，并且因为他不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

所以他要靠利润，即靠他据为己有的他人劳动生活。资本就是这样

表现为财富的源泉。资本把利润当作收入来对待，因为它把生产性

当作自己的内在属性而包括在自身之中。它可以消费这个收入的

一部分（表面看来，是消费全部收入，但这将被证明是错误的），而

并不失为资本。资本吃掉这个果实以后，可以重新结出果实。它可

以代表享用的财富，而并不失为财富一般形式的代表，这是从前简

单流通中的货币不可能做到的。从前，货币必须实行禁欲，才能继

续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或者说，货币如果被用去购买现实的财

富，被用于享受，它就不再成为财富的一般形式。

８７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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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利润象工资一样，表现为分配的形式。但是，因为资本只

有通过利润再转化为资本，再转化为追加资本，才能增长，所以利

润也是资本的生产的形式；这和下面这种情况完全一样：从资本的

观点看来，工资是单纯的生产关系，而从工人的观点看来，却是分

配关系。

这里表明，分配关系本身是由生产关系产生的，并且是从另一

个角度代表生产关系本身的。其次还表明，生产同消费的关系是由

生产本身造成的。所有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有一种荒谬的观点，

例如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是这样，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

系是永恒的，而这种生产关系的分配形式则是历史的，这种荒谬观

点表明，穆勒既不懂前者，也不懂后者。

西斯蒙第谈到简单交换时正确地指出：

“交换总是以两个价值为前提；每个价值可能有不同的命运；但是资本和

收入的质并不跟着被交换的客体走，这种质附属于身为它（资本或收入）的所

有者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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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不能用简单的交换关系来说明收入。在交换中得到的价

值所具有的代表资本或收入的质，是由处于简单交换之外的关系

决定的。因此，象和谐的自由贸易派所做的那样，把这些比较复杂

的形式化为简单的交换关系，是荒谬的。如果从简单交换的观点出

发，并且把积累看作单纯货币（交换价值）的积累，那么，资本的利

润和收入是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富人用积累的财富去购买奢侈品，——而他们只有通过交换才能

获得这种产品，——他们的基金很快就会花光…… 但是在这种社会制度

下，财富获得了一种通过别人劳动而再生产出来的属性，财富，和劳动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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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通过劳动，每年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

穷。这种果实就是来源于资本的收入。”（同上，第８１—８２页）

如果说这样一来利润表现为资本的结果，那么另一方面它又

表现为形成资本的前提。这样，循环运动又重新确立起来，在这一

运动中结果表现为前提。

“这样，一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转化为永久的、自行增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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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手里，只不过是外表形式不

同罢了。”（同上，第８９页）

［ —２０］既然资本表现为创造利润的东西，表现为不依赖于

劳动的财富源泉，可以设想，资本的每一部分都会具有同样程度的

生产性。如果说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是用资本的总价值来计量

的，那么剩余价值也就表现为是由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按同样的

程度创造出来的。因此，资本的流动部分（由原料和生活资料基金

组成的部分）提供的利润，并不比构成固定资本的那个组成部分提

供的多，并且利润是依照这些组成部分的量而与它们按同样的程

度形成比例。

因为资本的利润只有在为资本而支付的价格中，在为资本所

创造的使用价值而支付的价格中才得到实现，所以利润取决于所

得到的价格超过用来补偿支出的那一价格之上的余额。其次，因为

这一实现过程只是发生在交换中，所以对于单个资本来说，利润不

是必然要受资本的剩余价值的限制，即受资本所包含的剩余劳动

的限制，而是同资本在交换中所得到的价格的余额有关系。资本在

交换中得到的可能超过其等价物，那时利润就大于资本的剩余价

值。但是这只有在另一个交换者得不到等价物的情况下才可能发

０８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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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总剩余价值，以及总利润这一不过是以另一种方法来计算的剩

余价值本身，通过这种活动决不会增加，也决不会减少；由此发生

变化的并不是剩余价值本身，而只是剩余价值在各个不同资本之

间的分配。但是这只有在考察许多资本时才能研究，还不属于这里

研究的范围。

对于利润来说，在生产开始前就已存在的资本价值表现为预

付——生产费用，它们必须在产品中得到补偿。在扣除用来补偿生

产费用的那部分价格以后，余额就构成利润。因为剩余劳动——利

润和利息，两者都不过是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并不花费资本分

文，因而不列入资本预付的价值之内，不列入资本在生产过程和产

品价值增殖以前占有的价值之内。所以，包括在产品的生产费用之

内的、构成剩余价值的源泉的、因而也构成利润的源泉的这种剩余

劳动，不列入资本的生产费用之内。资本的生产费用只等于资本实

际预付的价值，而不等于资本在生产中占有并在流通中实现的剩

余价值。因此，从资本的观点看来，生产费用不是实际的生产费用，

这正是由于剩余劳动不花费资本分文。产品价格超过生产费用价

格而形成的余额，为资本提供利润。

因此，对于资本来说，即使它的实际生产费用——就是说，它

所推动的全部剩余劳动——没有实现，利润也可能存在。利润——

超过资本所作的预付而形成的余额——可能小于剩余价值，即小

于资本所换得的活劳动超过资本用来换取劳动能力的那一物化劳

动而形成的余额。但是，由于利息从利润中分离出来，——这一点

我们马上就要考察，——对于生产资本来说，一部分剩余价值甚至

也表现为生产费用。

由于把从资本的观点来考察的生产费用同物化在资本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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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包括剩余劳动在内的劳动量混淆起来，就得出一种说法，认

为

“利润不包括在自然价格之内”，“把余额或者说利润，叫作支出的一部

分，是荒谬的”。（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１—５２页）

后来，这引起很大的混乱：人们要么说利润不是在交换中得到

实现，而是从交换中产生（这种情况始终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在

交换者之一得不到自己的等价物的场合，才能发生），要么说资本

具有一种能从无中生有的魔力。当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通过

交换实现自己的价格的时候，产品价格看起来实际上取决于这样

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代表着原料、机器、工资和无酬的剩余劳

动中所包含的劳动总量的等价物。因此，在这里价格还只是表现为

价值的形式变化，表现为用货币来表现的价值；而这一价格的量在

资本的生产过程中是预先存在的。这样一来，资本就表现为价格的

决定者，价格也就决定于资本所作的预付加上资本在产品中实现

的剩余劳动。以下我们将会看到，价格怎样反过来表现为利润的决

定者。如果说在这里总的实际生产费用表现为价格的决定者，那么

在后面，价格将表现为生产费用的决定者。竞争在表面上把资本的

内在规律全部颠倒过来，而把它们作为外在必然性强加给资本。它

把这些规律歪曲了。

再重说一遍：资本的利润不取决于资本的量；在资本量相等的

情况下，它取决于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

比例；其次，取决于劳动生产率（但是劳动生产率通过前一比例表

现出来，因为同样一笔资本在生产率下降的情况下，不可能在同样

的时间内用同样的活劳动量加工同样多的材料）；取决于由固定资

本和流动资本的不同比例、由固定资本的不同的耐久程度等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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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的周转时间（见前面①）。在各个不同的产业部门中，数量相等

的各个资本的利润不相等，即利润率不相等，这是竞争的平均化作

用的条件和前提。

资本通过交换获得即买进原料、工具、劳动，从这个角度来说，

资本的各要素本身已经以价格的形式存在了；已经表现为价格了；

已经在资本之前就存在了。因此，把资本产品的市场价格同资本各

要素的价格加以比较，对资本来说就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但

是，这只有在论竞争那一章才能加以研究。

可见，资本在一定周转时间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如果用在生

产开始前就已存在的资本的总价值来计量，便获得利润的形式，而

剩余价值刚直接用资本在同活劳动交换中赢得的剩余劳动时间来

计量。利润无非是剩余价值的另一种形式，从资本的观点来说是更

加发展的形式。剩余价值在这里已经被看作是在生产过程中用资

本本身而不是用劳动换来的东西了。因此，资本就表现为资本，表

现为预先存在的价值，这一价值通过自身过程的媒介作用而同作

为被设定的，被生产出来的价值的自身发生关系，而由这个资本设

定的价值就叫作利润。

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形式这一过程中直接得出的两个规律

如下：

（１）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时所表示的比例，总是小于剩余价

值在其直接的现实中实际占有的比例。因为这个比例不是用资本

的一部分，即同活劳动相交换的那一部分来计量的（那是表现为

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之比的比例），而是用整个资本来计量的。不

管资本ａ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多少，不管资本ａ中ｃ和ｖ即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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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是怎样的，剩余价值ｍ用ｃ＋ｖ来计

量，必定小于它用自己的现实尺度ｖ来计量。利润，或者说利润

率——如果不把利润看作绝对额，而象大多数情况下那样看作比

例（利润率是表现为比例的利润，资本是按照这个比例获得剩余

价值的）——［ —２１］，永远不会表示资本剥削劳动的实际比率，

而总是表示小得多的比例，资本越大，利润率所表示的比例就越

虚假。只有全部资本都仅仅转化为工资，全部资本都同活劳动相

交换，就是说，它只有作为生活资料基金而存在，不仅不采取已

经生产出来的原料的形式（在采掘工业中有这种情况），因而不仅

原料等于零，而且生产资料，不管是工具形式上的还是已经发展

了的固定资本形式上的生产资料，也等于零，只有这时，利润率

才能表示实际的剩余价值率。这种情况在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

式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出现的。如果ａ＝ｃ＋ｖ，那么不管ｍ的数目是

多少，都是 ｍ
ｃ＋ｖ＜

ｍ
ｖ。

（２）第二个重要规律是，随着资本已经越来越在物化劳动形式

上占有活劳动，从而，随着劳动已经越来越资本化，并因而在生产

过程中越来越多地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或者说，随着劳动

生产力越来越增长，利润率也就越来越下降。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意

味着：（ａ）相对剩余价值或工人向资本提供的相对剩余劳动时间增

长了；（ｂ）再生产劳动能力的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ｃ）同作为物化

劳动和预先存在的价值参加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资本相比，整个用

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减少了。因此，利润率同相对剩余价值

或相对剩余劳动的增长成反比，同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同在生产中

作为［不变］资本来使用的资本的量成反比。换句话说，第二个规律

就是，利润率具有随着资本的发展而下降的趋势，既随着资本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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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力的发展而下降，也随着资本已经表现为物化价值的规模的发

展，随着劳动以及生产力的资本化的规模的发展而下降。

除此以外还可能影响利润率，可能在较长或较短的时期内使

利润率下降的其他原因，还不属于这里要考察的范围。如果从整体

来考察生产过程，那么作为材料和固定资本发挥作用的资本不仅

是物化劳动，而且必须由劳动重新再生产出来，并且是不断地再生

产出来，这样看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资本的存在，资本的存在所达

到的规模，是以劳动人口的规模，以本身就是一切生产力的条件的

大量人口为前提的。但是，不变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到处都以固定

资本、原料和科学力量的作用为前提，而后者既包括科学力量本

身，也包括为生产所占有的，并且已经在生产中实现的科学力量。

这一点要到考察积累的时候才能更详细地加以发挥。

其次，很明显，即使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同整个资本

相比减少了，所使用的活劳动的总量仍可能增加或者保持不变，只

要资本按相同的比例或更大的比例增长。因此，随着必要劳动的减

少，人口可能不断增加。如果资本ａ把
１
２花费在ｃ上，

１
２花费在ｖ

上，而资本ａ′把
３
４花费在ｃ上，

１
４花费在ｖ上，那么资本ａ′在使用

６
４时就可以使用

２
４ｖ。但是，如果说资本原来等于

３
４ｃ＋

１
４ｖ，那么现

在就等于６
４ｃ＋

２
４ｖ，或者说，增长了

４
４，即增加一倍。不过，这种情

况要在考察积累理论和人口理论时才能更详细地研究。总之，我们

首先不要让从这些规律中所得出的结果以及有关这些结果的各种

考虑把自己弄糊涂了。

可见，利润率不仅取决于剩余劳动同必要劳动的比例，或者

说，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而且取决于所使用的活劳动

同物化劳动的总的比例，取决于完全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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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作为物化劳动参加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资本的比例。但是，剩余

劳动同必要劳动相比越是增长，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就

按相同的比例越是减少。

（因为工人必须把用来交换他的劳动能力的那部分资本再生

产出来，正象他必须把资本的其他部分再生产出来一样，所以资本

家在同劳动能力相交换时取得赢利的比例，就表现为是由剩余劳

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决定的。起初看来，必要劳动只是补偿了资本

家的开支。但是，因为资本家除了劳动本身以外，没有预付任何东

西，——这一点正如在考察再生产时所表明的，——所以，这个比

例可以简单地表述为这样：剩余价值的比例就是剩余劳动对必要

劳动的比例。）

［（３）机器，机器的价值和机器对增加剩余劳动

的意义。关于剩余价值的一般原理的概述］

  ｛关于固定资本——和作为固定资本非外来条件的耐久性

——还必须指出：就生产工具本身是价值，是物化劳动而言，它作

为生产力并没有带来什么好处。如果用１００个工作日生产出来的

一台机器，只能代替１００个工作日，那它就丝毫也不能提高劳动生

产力，丝毫也不能降低产品成本。机器越耐久，用这台机器来生产

同量产品的次数就可以越多，或者说，流动资本更新的次数、它的

再生产反复进行的次数就可以越多，而补偿机器磨损所需要的价

值部分就可以越小；这就是说，产品的价格和它原来的生产费用就

会降得越低。然而，在这里我们还不能来说明价格关系：把降低价

格当作争夺市场的条件，这属于竞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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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必须作另一种说明：如果资本不费分文（即费用等于０）

便能获得生产工具，那么结果会怎样呢？结果就会象流通费用等于

０时一样。那就是说，维持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动会减少，因而，剩

余劳动，即剩余价值会增加，而资本却不费分文。生产过程内部的

劳动的分工和结合就是这样的提高生产力的办法，就是不费资本

分文的机器。但是，这要以大规模的劳动，即以资本和雇佣劳动的

发展为前提。

另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产力，是科学力量。（不言而喻，资本

总要为僧侣、教师、学者纳一定的税，不管他们发挥出来的科学力

量是大还是小。）但是，资本只有通过使用机器（部分也通过化学过

程）才能占有这种科学力量。人口增长也是一种不费资本分文的生

产力。

总之，随着人口增长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一切社

会力量，都是不费资本分文的。但是，这些力量本身要具有一种由

劳动创造的，即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存在的基质，从而本身是价值，

它们才能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就这点来说，资本只有通过等

价物才能占有它们。

好吧。如果使用固定资本比使用活劳动所花的费用还要多，

［ —２２］也就是说，为生产或维持固定资本所需要的活劳动比固

定资本所代替的活劳动还要多，那么，这样的固定资本就会是一个

累赘。资本家不费分文而只须占有的这种力量，对资本来说具有最

大的价值。如果机器价值＝０，它对资本来说就最有价值，从这个简

单命题中可以得出结论：降低机器的成本对资本来说就是赢利。资

本的趋势一方面是增加固定资本的总价值，另一方面则是降低固

定资本的每一部分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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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固定资本作为价值进入流通，它就不再作为使用价值在生

产过程中起作用。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恰恰在于提高劳动生产力，

减少必要劳动，增加相对剩余劳动，从而增加剩余价值。当固定资

本进入流通，它的价值便只是得到补偿，而不是增加。相反，产品或

流动资本，是剩余价值的承担者，而剩余价值只有在产品离开生产

过程进入流通时才得以实现。

如果机器永远存在，它本身不是由必须加以再生产的容易损

坏的材料构成（且不谈发明更加完善的机器，这种机器使上述机器

失去成为机器的性质），如果它是一架永动机，那么，它就最符合机

器的概念。它的价值不需要补偿，因为它的价值会在不朽的物质中

长久存在下去。由于固定资本只有在它自己的价值小于它所创造

的价值的时候才会被使用，所以，即使它本身决不会作为价值加入

流通，在流动资本上实现的剩余价值似乎仍然会很快地使预付得

到补偿，因而，在资本家的固定资本的费用（就象他们所占有的剩

余劳动的费用一样）等于零之后，固定资本似乎会起价值创造者的

作用。固定资本似乎会继续作为劳动生产力发挥作用，同时会是第

三种意义上的货币，即不变的，自为存在的价值。

假定有资本１０００镑。它的１
５是机器，剩余价值额等于５０镑。

就是说机器价值等于２００镑。经过四次周转以后，机器便得到了支

付。除了该资本会继续以机器的形式拥有２００镑物化劳动以外，从

第五次周转开始，这个资本就好象只花费一笔８００镑的资本便赚

到５０镑，即不是赚到５％，而是赚到６１
４％。

一旦固定资本作为价值加入流通，它对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

的使用价值就消失了，或者说，固定资本只有在它的这种使用价值

消失的时候才加入流通。因此，固定资本越耐久，它越不需要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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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全部地或部分地加以再生产，它的流通时间越长，那么，它作为

劳动生产力，作为资本，即作为创造活的剩余劳动的物化劳动所起

的作用就越大。固定资本的耐久程度，等于它的价值的流通时间的

长度或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的长度，这种耐久程度作为固定

资本的价值要素是从固定资本的概念本身中产生的。（这种耐久程

度本身，单从物质方面来考察，包含在生产资料概念中，这是无须

说明的。）｝

剩余价值率简单地决定于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利润率

则不仅决定于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而且决定于交换活劳动

的那部分资本与加入生产的总资本之比。

利润，我们这里还在考察的这样的利润，即资本的利润，但不

是某一单个资本靠牺牲另一个资本所获得的利润，具体地说，是资

本家阶级的利润，——这样的利润，决不能大于剩余价值总额。利

润作为总额，就是剩余价值总额，但是这一价值总额是与资本总价

值相比，而不是与价值会实际增长的那部分资本，即同活劳动相交

换的那部分资本相比。直接形式上的利润无非是以对资本总价值

的比例的形式出现的剩余价值总额。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形式，这种用资本来计算剩余价值的方

法，尽管是以对剩余价值本性的错觉为依据的，或者不如说，尽管

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本性，但从资本的观点来看，却是必要的。

｛很容易设想，机器本身似乎能创造价值，因为它起着劳动生

产力的作用。不过，如果机器不需要任何［活］劳动，那它倒是能增

加使用价值，然而，它所创造的交换价值决不能大于它本身的生产

费用，大于它本身的价值，即物化在机器中的劳动。机器创造价值，

不是因为它代替［活］劳动，而只是因为它是增加剩余劳动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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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只有剩余劳动本身（一般地说，就是劳动）才是借助于机器创

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尺度和实体。｝

如果我们考察单个工人的工作日，那么与剩余劳动相比，必要

劳动的减少表现为：资本占有的工作日部分增大了。所使用的活劳

动在这里保持不变。假定，由于生产力提高，比如由于使用机器，每

周劳动６天的６个工人中有３个人成了多余的。如果这６个工人

自己占有机器，他们每人就只要劳动半天。现在是３个工人每周每

天继续劳动一整天。如果资本继续使用这６个工人，那么，他们每

人就只须劳动半天，但不会有任何剩余劳动。假定必要劳动原先等

于１０小时，剩余劳动每天等于２小时，那么，６个工人的全部剩余

劳动每天为２×６小时，即等于１个工作日，而每周就等于６天，或

７２小时，每人每周白白劳动一天。或者也可以说第６个工人白白

劳动整整一周，这也是一样。５个工人代表必要劳动，如果他们可

以减少到４人，而有１个工人象过去那样白白劳动，那么，相对剩

余价值就会增加。它原先的比率是１∶６，而现在是１∶５。可见，原

先增加剩余劳动小时数量的规律，现在采取了减少必要工人数量

的形式。如果同一资本能够按照这个新的比率使用６个工人，那么

剩余价值不仅会相对地增加，而且也会绝对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

会达到１４２
５小时。６个工人每人提供２

２
５小时，自然比５个工人

每人提供２２
５小时要多。

如果考察绝对剩余价值，那么它决定于把工作日绝对延长到

超过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是为单纯的使用价值、为生活资

料而劳动的时间。剩余工作日是为交换价值、为财富而劳动的时

间。剩余工作日是产业劳动的第一个要素。假定具备了劳动条件，

即原料和劳动工具，或者其中之一，这要看劳动仅仅是采掘劳动还

０９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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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造形劳动，是把使用价值单纯同土地分开，还是使它具有某种形

式，——在这一前提下，自然界限就由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或活劳动

能力的数量即劳动人口来确定。在这个阶段上，资本的生产和以往

的生产阶段之间的区别还只是形式上的区别。人身掠夺，奴隶制，

奴隶买卖和奴隶的强迫劳动；［ —２３］这种劳动机器，生产剩余产

品的机器的增加，在这里是直接通过暴力来实现的，而在资本那里

则是以交换为媒介的。

使用价值在这里和交换价值一样，是按照同一简单比例增长

的，因此，这种剩余劳动形式既出现在主要地和优先地以使用价值

为目的的奴隶制和农奴制等生产方式里，也出现在直接以交换价

值为目的，只是间接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资本的生产方式里。这种

使用价值可能纯系幻想，例如，埃及金字塔的建筑就是这样。总之，

埃及、印度等国的人民群众被迫建造的豪华的宗教建筑都是这样。

或者也可以用于直接有益的事情上，如象古代伊特刺斯坎人所做

的那样。

剩余价值的第二种形式是相对剩余价值，它表现为工人生产

力的发展，就工作日来说，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就人口来

说，表现为必要劳动人口的减少（这是对立的形式），——在这种形

式上，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产业性质和特殊的历史性质直

接表现出来了。

与第一种形式相适应的是，用暴力将大部分人口变成雇佣工

人，通过纪律将他们的生活变成纯粹工人的生活。例如，从亨利七

世以来的一百五十年间，在英国立法编年史上用血腥的文字记载

着，为了把大批已变得无产的和自由的居民变成自由的雇佣工人，

曾采用种种强制措施。解散家臣，没收教会地产，废除行会并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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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财产，通过变耕地为牧场的办法用暴力把居民从土地上赶走，圈

围公有地，等等，这一切使劳动者变成单纯的劳动能力。但是，他们

当然宁肯流浪，行乞等等，也不愿从事雇佣劳动，只有采取暴力才

使他们不得不习惯于这种劳动。在建立大工业，开办用机器进行生

产的工厂时，类似现象又重演了。参看欧文的著作①。

只是在资本发展的一定阶段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实际

上才成为形式上自由的交换。可以说，在英国只是在十八世纪末，

随着学徒法５９的废除，雇佣劳动才在形式上得到充分的实现。

当然，资本的趋势是把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结合起，

来；就是说，要使工作日延长到最大限度，并使同时并存的工作日

达到最大数量，同时一方面又要使必要劳动时间，另一方面也要使

必要工人人数减少到最小限度。这一矛盾的要求（它的展开表现在

生产过剩和人口过剩等等不同的形式上），以某种过程的形式表现

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的规定在时间上交替出现。这一要求

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尽可能成倍地增加劳动的使用价值或生产部

门，以致资本的生产会不断地和必然地一方面造成劳动生产力强

度的提高，另一方面造成劳动部门的无限多样化，也就是说，会使

生产具有包罗万象的形式和丰富多采的内容，使自然的所有各个

方面都受生产的支配。

［（４）］资本各组成部分的比例的变化

在大规模的生产中，由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由于一定费用的

２９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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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约即劳动过程的条件的节约（在共同劳动中，这些费用，例如取

暖设备等等，厂房等等的费用会保持不变，或者减少），生产力自然

会提高，这种提高不费资本分文；资本无偿地获得这种提高的劳动

生产力。

如果在各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即原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

生产中，以及在依赖［这些条件的生产部门］中，生产力都同时提

高，那么，生产力的提高不会引起资本不同组成部分间的比例的任

何变化。例如，如果在亚麻和织机的生产中以及在织的本身方面

（由于分工）劳动生产力同时增长了，那么，一天中织出的数量就会

增多，而原料等等的数量相应地也会增多。在采掘工业部门，例如，

在采矿工业中，即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也不需要增加原料数量，因

为这里不需要加工原料。为了提高收获量，甚至不需要增加工具的

数量，只须把工具集中起来，使过去由成百人单个地完成的劳动，

现在由他们共同去完成就行了。但是，一切剩余劳动形式都需要人

口的增长：第一种形式［绝对剩余劳动形式］需要劳动人口的增长，

第二种形式［相对剩余劳动形式］需要一般人口的增长，因为这种

形式要求发展科学等等。人口在这里是财富的基本源泉。

但是，当我们最初考察资本的时候，原料和工具好象是从流

通中来的，不是由资本本身生产的；的确，在现实中单个资本是

从流通中获得自己的生产条件的，尽管这些条件又是由资本生产

的，不过是由别的资本生产的。由此而来的，一方面是资本要全

面占有生产的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就是，劳动材料和原料，以及

工具，一律都由资本来生产，尽管是由别的资本来生产。这是资

本的传布趋势。

其次，很明显，如果资本从流通中获得的客观生产条件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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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保持不变，就是说，在同量使用价值中物化着同量劳动，那么，

［在重新并入的活劳动的生产力提高时］，耗费在活劳动上的资本

部分可能减少，或者说，资本各组成部分的比例会发生变化。例

如，假定资本为１００，原料占２
５，工具占

１
５，劳动占

２
５，如果（由

于分工）生产力提高一倍，同样的劳动用同样的工具可以加工多

一倍的原料，那么，资本应当增加４０；也就是说，执行职能的资

本是１４０，其中原料为８０，工具为２０，劳动为４０。

现在劳动所占的比例是４０∶１４０（以前是４０∶１００）。劳动所

占的比例以前是４∶１０；现在只是４∶１４。

或者，同一资本１００中，现在［在生产力提高一倍之后］原

料占３
５，工具占

１
５，劳动占

１
５。利润和过去一样等于２０。但剩余

劳动现在是１００％，而过去是５０％。现在６０的原料和２０的工具

只需要２０的劳动。８０、２０、１００。

资本８０就给资本提供利润２０。①如果资本在这个生产阶段上

使用全部劳动，那么，资本就应当增加到１６０，即原料８０，工具

４０和劳动４０。这会提供剩余价值４０。如果在原来的阶段上，资本

１００提供的剩余价值只有２０，那么资本１６０提供的剩余价值只有

３２，也就是少了８，所以，要生产同样多的剩余价值４０，资本就

应当增长到２００。

必须区分下列情况：

（１）增加劳动（劳动强度、劳动速度）并不需要增加对劳动

材料或劳动工具的预付。例如，同样１００个工人用同样价值的工

具，捕获更多的鱼，或者把地种得更好，或者从矿山中开采更多

４９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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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矿石，或者从煤矿中挖出更多的煤，或者由于更高的技巧，劳

动的更好的结合和分工等等，用同量的金制造出更多的金箔，或

者耗费的原料减少了，也就是说，用同量价值的原料取得更多的

成果。因而，在这种场合，我们假定，他们的产品本身加入他们

的消费，于是他们的必要劳动时间就会缩短；他们会在生活费用

不变［ —２４］的情况下完成更多的劳动。换句话说，再生产劳

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部分减少了。与剩余劳动时间相比较，劳动

时间中的必要部分减少了，而且尽管产品价值保持不变——１００

个工作日，但归资本所有的部分，即剩余价值增加了。如果全部

剩余劳动原来等于全部劳动时间的１
１０，即等于１０个工作日，而现

在已经是１５，那么，剩余劳动时间就增加了１０天。工人现在为自

己劳动８０天，为资本家劳动２０天，而在前一场合，他们为自己

劳动９０天，只为资本家劳动１０天。（这种按照工作日来计算的办

法以及把劳动时间当作唯一的价值实体的现象，在依附农制关系

存在的地方，是公开表现出来的，但在资本那里却被货币掩盖起

来了。）现在，在新创造的价值中归资本所有的部分增大了。但是，

按照我们的假定，不变资本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保持

不变，也就是说，尽管资本家使用的剩余劳动增加了，因为他支

付的工资减少了，但是他在原料和工具上使用的资本并没有增加。

他用更小部分的物化劳动换来了同量的活劳动，或者说用同量的

物化劳动换来了更多的活劳动。这种情况只有在采掘工业中才能

发生；而在加工工业中，这只有当原料的使用更加节约时才可能

发生；其次，这也可能发生在靠化学过程增加物质的地方，即发

生在农业中；也可能发生在运输业中。

（２）不仅一定的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了，而且该部门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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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条件的生产率也同时提高了，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

即随着同一时间内劳动产品的增加，原料或工具必须增加，或者

二者都必须增加（原料可以不费分文，例如，草编织业；不花钱

的木材等等）。在这种场合，资本［各组成部分］的比例保持不变，

就是说，尽管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资本在原料和工具上支付的价

值无须增加。

（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要求增加投在原料和工具上的资本部

分。如果同一数量的工人仅仅由于分工等等而提高了生产效率，那

么工具会保持不变，只有原料必须增加，因为同一数量的工人在

同一时间内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并且按照我们的假定，生产率的

提高只是由于工人的技巧提高了，只是由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等

等。在这种场合，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部分同保持不变的资本

其他组成部分相比减少了（如果增加的只是绝对劳动时间，与活

劳动相交换的资本部分会保持不变，如果增加的是相对劳动时间，

这部分资本会减少），减少的数量不仅等于它自身下降的数量，而

且等于相对劳动时间增加的数量。

举例如下：

原  料 工  具 劳  动 利 余 价 值

工 作 日 １８０ ９０ ８０ １０

４１１

３
７

９０ ７０ ２０

  在第一种场合，９０个工作日中有１０个剩余工作日，剩余劳动

为１２１
２％。在第二种场合，和第一种场合相比较，原料的比例是

和剩余劳动的比例按同一比例增长的［１８０∶４１１３
７＝

１
８∶

２
７］。

６９２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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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一切场合剩余价值的增长都以人口的增长为前提，那

么在这一场合它同样以积累为前提，或者说，以加入生产的资本

的增大为前提。（归根到底，这也归结为从事原料生产的劳动人口

的增加。）在第一种场合，整个用于［活］劳动的资本部分占总资

本的１
４，它和资本的不变部分之比是１∶３；在第二种场合，整个

用于［活］劳动的资本部分占总资本的１
６弱，它和资本的不变部分

之比还不到１∶５。因此，尽管以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为基础的生产

力的提高，是以所使用的劳动力的绝对增加为基础的，但这种提

高是和劳动力与推动它的资本相比的相对减少必然结合在一起

的。如果在第一种形式即绝对剩余劳动形式中，所使用的劳动量

必然同所使用的资本按同一比例增加，那么在第二种场合，所使

用的劳动量增加的比例要小一些，而且同生产力的增加成反比。

如果在使用农业劳动上通过后一种方法使土地生产率提高一

倍，同量劳动提供一夸特小麦，而不是半夸特小麦，那么必要劳

动就会减少一半，资本就能用同量工资使用多一倍的工人。（在这

里工资只用谷物来表示。）但是，资本家不需要更多的工人来耕种

他的土地。因此他用原来工资的一半来使用同一劳动；他从前以

货币形式花费的资本中就有一部分游离出来；所使用的劳动时间

和所使用的资本相比仍然不变，但这个时间的剩余部分和必要部

分相比却增加了。如果从前必要劳动和整个工作日之比为３
４工作

日，或者９小时，现在则等于３
８工作日，或４

１
２小时。在第一种场

合剩余价值是３小时，在第二种场合是７１
２小时。

过程的进展是这样的：已知劳动人口和工作日长度，即已知同

时并存的工作日数并乘以工作日长度，那么，剩余劳动只有通过提

高劳动生产力才能相对地增加，而劳动生产力提高的可能性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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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在人口及其劳动技能的预先的增长中（这样也就为不劳动的、

不直接劳动的人口创造出一定的自由时间，也就能够发展智力等

等；精神上掌握自然）。已知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那就只有把更

大部分居民变成工人和增加同时并存的工作日，剩余劳动才能绝

对地增加。第一个过程是减少相对劳动人口，尽管劳动人口的绝对

数保持不变；第二个过程是增加劳动人口。两种趋势都是资本的必

然趋势。这两种矛盾的趋势的统一，从而活生生的矛盾，是随着机

器的出现才出现的，而关于机器我们马上就要谈到。显然，第二种

形式只允许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相比占有很小的比例。第一种

形式由于所需要的活劳动量比所使用的资本量增加得慢，所以允

许非劳动人口与劳动人口相比占有较大的比例。

在资本生成过程中，资本从流通中获得原料和工具即产品的

条件，把它们当作已有前提来对待，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资本的

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在进一步考察时它们的相互关系便消失了，因

为一切要素看来同样都是由资本生产出来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

资本就会支配不了它的全部生产条件；但是，对单个资本来说，它

的各个组成部分始终保持着同样的关系。因此，单个资本的一部

分始终可以看成是不变价值，只有花费在劳动上的那一部分资本

才是可变的。这些组成部分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但是，资本的趋

势，正象在竞争中将会看到的那样，是要均衡地分配生产力。

［ —２５］因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使资本遇到原料和机器的

数量没有增加的限制，所以工业发展的进程是这样的：生产越是

成为工业原料（不管是劳动材料的原料，还是劳动工具的原料）的

生产，劳动材料越是接近于单纯的原料，那就越是在这些部门中

开始采用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和使用机器。例如，纺纱业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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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布业，织布业又先于印花业等等。而在作为劳动工具的主要原

料的金属的生产中开始得最早。如果充当最低阶段的工业原料的

真正原产品本身的数量不能迅速增加，那就要设法寻求数量可以

更迅速增加的代用品（如用棉花代替亚麻、羊毛和丝）。在食物方

面也有同样的情形，如用马铃薯代替谷物。在后一场合，生产率

的提高是由于生产的是一种较差的，包含的造血物质较少的，因

而其再生产的有机条件较便宜的食品。这后一个问题属于工资的

考察范围。在讨论工资的最低限额时不要忘记朗福德６０。

现在谈谈相对剩余劳动的第三种情况，即使用机器时出现的

剩余劳动。

｛在我们的叙述过程中已经说明：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这只

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这种货币流通

导致资本，因此，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正如

一般说来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流通才能掌握一切生产要素。因此，

在分析过程中不仅会显示出象资本这样的属于一定历史时代的形

式所具有的历史性质，而且还会显示出象价值这样的表现为纯粹

的抽象的规定，显示出这些规定被抽象出来的那些历史基础，也

就是它们只有在其中才能表现为这种抽象的那些历史基础；并且

显示出例如象货币这样的或多或少属于一切时代的规定，这些规

定所经历的历史变化。价值这个经济学概念在古代人那里没有出

现过。价值只是在揭露欺诈行为等等时才在法律上区别于价格。价

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

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价值概念泄露了资本的秘密。｝

以机器为基础的剩余劳动的特点是，减少所使用的必要劳动

时间，其表现形式是使用较少的同时并存的工作，使用较少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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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第二个要素是，生产力的提高本身应当由资本付出代价，而

不是无偿取得的。使生产力的这种提高得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

物化的直接劳动时间，是价值，因此，为了占有它，资本必须用

自己的一部分价值来同它交换。从竞争以及由竞争引伸出来的缩

减生产费用的规律来说明机器的采用是很容易的。这里必须用资

本对活劳动的关系来说明机器，而不考虑其他的资本。

如果有一个资本家在棉纺业中使用１００个工人，他每年为此

花费２４００镑。现在他用一部价值１２００镑的机器来代替５０个工

人，如果这部机器也是在一年内就用坏了，第二年开头又必须换

新的，那么，显然他没有得到什么利益，他也不能把自己的产品

卖得便宜些。剩下的５０个工人要完成从前１００个工人所完成的工

作。每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按照工人人数减少的比例而增加，

因而［全部剩余时间］仍然不变。如果剩余劳动时间从前每天等

于２００劳动小时，即１００个工作日中的每个工作日都包含２小时，

那么现在剩余劳动时间还是等于２００劳动小时，即５０个工作日中

的每一个工作日都包含４小时。对工人说来，剩余劳动时间增加

了，但对资本说来，依然未变。因为它现在必须用５０个工作日

（必要时间和剩余时间加在一起）来交换机器。它用来交换机器的

５０个物化的工作日只给它提供一个等价物，而没有提供剩余时

间，就好象它用５０个物化工作日替换了５０个活的工作日一样。但

是，这种情况会由于剩下的５０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而得到补

偿。如果撇开交换的形式来看，整个情形就好象是资本家让５０个

工人劳动，他们的全部工作日都是必要劳动，不过他又另雇５０个

工人，他们的工作日将弥补这一“损失”。

但是，现在假定，机器只值９６０镑，即只值４０个工作日，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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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仍象过去那样每人生产４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即共计２００

小时，或者说１６天零８小时（１６２
３天）；这样，资本家将节省２４０

镑开支。但是，如果说他过去花费２４００镑只赚到１６天零８小时，

那么，现在他花费９６０镑同样赚到２００个劳动小时。２００比２４００＝

１∶１２；而２００∶２１６０＝２０∶２１６＝１∶１０４
５。如果用工作日来表示，

那么在第一种场合他从１００个工作日中获得１６天零８小时，而在

第二种场合他从９０个工作日中获得同样多的天数；在第一种场合

从每日１２００个劳动小时中获得２００个劳动小时；在第二种场合从

１０８０个劳动小时中获得同样多的劳动小时。２００∶１２００＝１∶６；

２００∶１０８０＝１∶５２
５。在第一种场合，一个工人的剩余时间＝

１
６工

作日＝２小时。在第二种场合，一个工人的剩余时间等于２６
２７小时

［即２２
９小时］。此外还要加上一个情况：在使用机器时，必须从机

器所引起的追加费用中扣除从前使用在工具上的那部分资本。

［（Ｂ）对货币章和资本章的补充］

［（１）有关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和

其他问题的摘录和评论］

  ｛“一国内流通的货币，是该国资本的一定部分，这部分完全从生产用

途中抽出来，以便促进或提高其他部分的生产率；因此，为了使金充当流通

手段，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这就好象为了制造一台机器，以促进任何另一

种生产，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一样。”（《经济学家》［１８４７年５月８日］第

５卷第５２０页）｝

｛“实际怎样？一个工厂主星期六从自己的银行家那里支取５００镑钞票来

发放工资。他把这些钞票分发给他的工人。在同一些天内这些钞票大多都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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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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小店主手里去了，通过他们又转到了他们各自的银行家手里。”（同上，

［１８４７年５月２２日］第５７５页）｝

｛“一个拥有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的棉纺厂主，如果把９５０００镑用在工厂和机

器上，他很快就会发现没有资金来购买棉花和支付工资。他的营业会受到妨

害。他在财务方面会陷于混乱。然而人们却期望一个把大部分可利用的资金

轻率地投入铁路的国家，能够照样进行无穷的工商业活动。”（同上，［１８４７年

１１月６日］第１２７１页）｝

“货币……是一切可让渡物的最适当的等价物。”（詹·斯图亚特《政治经

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３２页）

｛“在古代，要使人们超出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劳动，要使一国的一部分居

民为无偿地养活另一部分居民而劳动，就只有通过奴隶制才能做到…… 如

果不强迫人们劳动，他们就只会为自己劳动；如果他们需要得少，他们也就劳

动得少。但是，在国家形成后需要有闲者来保卫国家以抵御敌人的侵扰，因

此，无论如何必须为不劳动的人取得食物［ —２６］；然而，根据假定，劳动者

的需要很少，因此，必定会找到一种方法来增加他们的劳动，使之超出他们的

需要程度。奴隶制就是为此而建立的…… 那时，使用暴力方法迫使人辛勤

劳动以获得食物…… 那时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别人的奴隶；而

现在，人们被迫从事劳动，因为他们是自己需求的奴隶。”（斯图亚特，同上，第

１卷第３８—４０页）

“只有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商品种类的无限多样性，才使对财

富的贪欲成为无止境的和永远无法满足的。”（威克菲尔德在他出版的亚当·

斯密《国富论》第１卷第６４页上所加的注６１）｝

“我把机器看作（根据它的效率）增加不需要供养的劳动者人数的手段。”

（詹·斯图亚特，同上，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１２３页）

（“当制造业主结合成团体的时候，他们就不是直接依靠消费者，而是依

靠商人。”（同上，第１卷第１５３页））

（“滥用的农业不是经营活动，因为它不通过自身转移，而只是谋生的手

段。”（同上，第１５６页））

（“商业是一种活动，借助于这种活动，个人或团体的财富或产品，可以通

过一群叫作商人的人同一种适于满足任何需要的等价物相交换，而决不会使

生产中断或消费停滞。”（斯图亚特，同上，第１卷第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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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需要还很简单还很少的时候，一个劳动者有足够的时间来分配他的

全部产品；当需要变得更加多样化的时候，人们必须更辛苦地劳动；人们开始

珍惜时间；因此，商业兴起了。商人是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介人。”（同上，

第１７１页））

（“货币是一切物品的共同价格。”（同上，第１７７页））

“货币由商人代表。对消费者来说，他代表全体制造业主，对制造业主来

说，他代表全体消费者，而对这两个阶级来说，他的信用代替货币的使用。他

轮流代表需要、制造业主和货币。”（同上，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斯图亚特认为（见第１卷第１８１—１８３页）利润和实际价值是

不同的，他把实际价值极其混乱地规定为（这里他想的是生产费

用）物化劳动量（“一个工人一天所能做的”等等），劳动者的必要费

用，原料的价格；他把利润看成随需求而波动的让渡利润。

在斯图亚特那里，范畴还经常变化不定；还没有象在亚·斯密

那里那样固定下来。我们刚才看到，他把实际价值和生产费用等同

起来，同时在工人的劳动和材料的价值以外，他还混乱地把工资当

作特殊的组成部分。在另一个地方，他把商品原料的价值或原料本

身理解为商品的内在价值，同时又把耗费在商品上的劳动时间理

解为使用价值。

“前者是某种本来就是实在的物。例如，银丝编织品中所含的银。丝织品、

毛织品或亚麻织品的内在价值小于已使用的原始价值，因为除了这类织品的

预期的用途而外，几乎已经没有任何别的用处；而使用价值则相反，它必须依

照为生产它而耗费的劳动来估计。为改变形式而耗费的劳动，代表一个人的

时间的一定部分，它已经被有效地用来赋予某种物质以形式，使这种物质变

得有用，美观，或者简言之，使它成为间接地或直接地对人有用的东西。”（同

上，第１卷第３６１、３６２页）

（实际的使用价值，就是赋予物质的那种形式。但这种形式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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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只不过是静态的劳动。）

“当我们假定某物具有共同的价格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假定该物的

让渡是频繁的，大家熟悉的。在简朴占支配地位的国家里……不可能为生活

必需品的价格规定某种标准…… 在这种社会状态下，在商业中很难发现食

品和必需品：没有人购买它们；因为每个人主要的事情就是为他自己生产这

些物品…… 只有出售才能规定价格，只有频繁的出售才能确立一种标准。

而频繁的出售生活必需品，则标志着居民划分为劳动者和自由人手”等等。

（同上，第１卷第３９５、３９６页）

（关于价格决定于流通手段量的学说，最初是洛克提出的，

１７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的《旁观者》６２复述了这一学说，休谟和孟德斯

鸠把它发展了并作了优雅的表述；李嘉图在它的基础上从形式上

把它推到了极端，劳埃德、托伦斯上校等人则把这一学说连同它所

有的荒谬之处实际应用于银行业等等。）斯图亚特反对这一学说，

而且他的阐述实质上几乎预示了后来博赞克特、图克和威尔逊所

倡导的一切。（斯图亚特，同上，第１卷第３９９—４０４页）

（斯图亚特举出下面的情况作为历史的例证：

“事实是，在希腊和罗马充满着财富的时候，每一件稀世珍品和卓越的艺

术家们的作品都卖到很贵的价钱，可是买一头公牛只用很少一点钱，而粮价

也许比苏格兰任何时期的粮价都要贱…… 需求不是同消费者的人数成比

例，而是同购买者的人数成比例；但是，消费者，这是全体居民，而购买者则只

是少数自由的劳动者…… 在希腊和罗马是奴隶制：凡是依靠自己的奴隶或

国有奴隶的劳动而生活的人，或者靠免费分给人民的粮食而生活的人，都没

有必要到市场上去；他们不和购买者竞争…… 制造业主很少，造成的需求

一般也不大；因而，自由的劳动者人数也不多，他们是唯一可能需要购买食物

和必需品的人：因而，购买者之间的竞争规模必然相当小，价格必然很低；其

次，市场的供应部分地是依靠显贵们的由奴隶耕种的土地上所生产的剩余产

品；奴隶靠土地生活，从一定意义上说，剩余物没有花费所有主一文钱；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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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有必要购买的人为数极少，这些剩余物卖得很便宜。此外，免费分给人民粮

食，必然会造成市场萧条，等等。反之，对于上等鲻鱼或艺术家等等却存在着

剧烈的竞争，因此价格异常昂贵。当时的奢侈，虽然过度，却只限于少数人，而

且因为货币一般在民众手里流通很慢，所以它经常停留在富人手中，这些人

在规定他们想占有的东西的价格时，除了自己的癖好以外，不知道任何尺

度。”（斯图亚特，同上，第１卷第４０３—４０５页））

“计算货币不过是为了衡量可售物品的相对价值而发明的任意的等分标

准。计算货币与铸币完全不同，铸币是价格，而计算货币即使在世界上没有一

种实体作为一切商品的比例等价物的情况下，也能够存在。”（詹·斯图亚特

《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２卷第１０２页）“计算货币对物品

的价值所起的作用，就象［度、］分、秒等等对角度的作用，标尺对地图的作用

等等一样。在这一切发明中，总是采用一个名称作为单位。”（同上）“所有这些

发明的用途不过是在于指示比例。因此，货币单位不能同任何一部分价值有

固定不变的比例，也就是说，它不能固定在任何一定量的金、银或任何其他商

品上。单位一经确定，用乘法就可以［ —２７］求出最大的价值等等。”（第１０３

页）“可见，货币是衡量价值的标准。”（第１０２页）

“因为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和商品本身有关的以及和人们的癖性有关的各

种情况的总合，所以应当把商品价值看作只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变动着

的。因而，凡是用共同的、一定的、不变的标准妨碍和扰乱确切规定比例变动

的做法，必然有害于商业和妨碍让渡。”（同上，第１０４页）“应当严格区分作为

价值尺度的价格（即铸币）和作为价值等价物的价格。金属不能同样有效地执

行这两者中的每一种职能…… 货币是观念的等分标准。如果有人问：一个

部分的价值的标准应当是什么，我就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度、分、秒的标准

大小是什么？它们没有标准大小；但是，只要一个部分已经确定，依据标准的

本质，其余的必定全都依比例确定下来。”（第１０５页）“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货

币和非洲海岸的安哥拉货币就是这种观念货币的例子…… 银行货币象岩

石一样屹立在大海中。一切物品的价格都是按照这个观念标准来调整的。”

（同上，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在库斯托第编的《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古代部分》第

三卷内，杰明扬诺·蒙塔纳里在他大约写于１６８３年的《货币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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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货币的“发明”时说：

“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如此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

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

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第

４０页）“但是，被衡量物在某种形式上是衡量物的尺度，同被衡量物有这样一

种关系，也是尺度的一个特点，正象运动是时间的尺度，而时间也是运动本身

的尺度一样；因此，可以说，不仅货币是我们的愿望的尺度，而且反过来愿望

也是货币本身和价值的尺度。”（第４１、４２页）“很明显，在某一地区内，商业中

流通的货币同该地区所售商品相比，数量越大，这些商品就会越贵，如果可以

认为一件物品所以贵，是因为它在盛产金的国家里值很多金，而不是认为在

这种情况下金本身很便宜，因为这许多金才等于另一件在别处被认为是比较

便宜的物品的价值。”（第４８页）

“一百年以前，各国商业政策上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金和银作为主要的

财富积累起来。”（威·高吉《美国纸币和银行业简史》１８３３年费拉得尔菲亚

版第１卷第６７页）

美国的物物交换（见威·高吉的著作第２卷第３页及以下各

页）：

“在宾夕法尼亚和其他殖民地，大量贸易是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的

…… １７３２年在马里兰还通过了一个法令，规定烟草和玉蜀黍为法定货币：

１磅烟草作价１便士，１蒲式耳玉蜀黍作价２０便士。”（第５页）但是不久“由

于与西印度的贸易和与西班牙人的秘密贸易，使银变得非常丰富，于是１６５２

年在新英格兰建立了一个造币厂以铸造１先令、６便士和３便士的硬币”。

（同上）“弗吉尼亚在１６４５年禁止物物交换；６先令至８先令的西班牙铸币被

规定为这个殖民地的标准通货〈西班牙元〉…… 别的殖民地给元加上了各

种不同的名称…… 计算货币在名义上到处都是和英国一致的。当地的铸币

主要是西班牙铸币和葡萄牙铸币”等等。（同上，第５、６页）安女王颁布法令，

试图结束这种混乱状态。（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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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工业和雇佣劳动的

产生和发展问题的摘录］

  “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伊丽莎白时代，呢绒商占有工厂主或制造业主

的地位；他是资本家，他购买羊毛并把它分给织工，每份约１２磅，让他们织

成呢绒。起初工场手工业只存在于城市、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以及集镇，农

村居民所织的呢绒只略多于他们的家庭［所需要的］。后来在占有地利的不享

有公会特权的城市，甚至在农村，农场主，畜牧业者和农民也开始为出卖以

及为家用而制造呢绒。〈质量较粗劣。〉１５５１年颁布了一项法令，限制居住在

城市以外的呢绒商和织工所拥有的织机和学徒的数目，不准任何农村织工拥

有缩绒作坊，也不准任何缩绒工拥有织机。按照同一年的法律，所有织宽幅

呢的工人都必须经过七年的学徒期。尽管如此，农村工场手工业，作为商业

利润的对象，已经牢牢地扎下了根子。爱德华六世第五年和第六年颁布第２２

号法令，禁止使用机器…… 因此，直至十七世纪末，佛来米人和荷兰人一

直在这种工场手工业中占居优势…… １６６８年从荷兰输入了荷兰织机。”

（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１８４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３７—１４１页）

“由于使用机器，１８００年一个人所能生产的数量等于１７８５年４６个人所能生

产的数量。１８００年在毛纺织业方面投入工厂、机器等等方面的资本不少于

６００万镑，而全英国在这个部门工作的不同年龄的人共计１５０万人。”（同上，

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可见，劳动生产力增长了４６００％。但是，第一，单是与固定

资本相比，这个数字大约只占１
６，而与总资本（原料等等）相比，

也许只占１
２０。

“几乎没有一种工场手工业能象利用化学规律染布的技术那样，从科学

发明中获得这么大的利益。”（同上，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丝纺织工场手工业。直到十八世纪初叶，“捻丝技术在意大利最为成功，

在那里为此目的采用了特殊的机器。１７１５年约翰·朗贝——经营捻丝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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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商业的三兄弟之一——到意大利旅行，设法从一家工厂里搞到了一个机

器模型…… １７１９年朗贝和他的兄弟们在得比建立了一家装有改良机器的

丝织厂。这家工厂有２６５８６个轮子，它们由一个水轮来带动…… 议会奖给

他１４０００镑，奖励他向本行业公开秘密。这家工厂比以前任何一家同类企业

都更加接近于现代工厂的概念。这部机器的轮子、运转装置和零件达９７７４６

件，［ —２８］日夜不停地工作，它们由一个大水轮带动，由一个调节器控制；

工厂雇了３００个人来看管它和为它服务”。（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在英国丝纺织业中完全没有表现出什么发明精神。只是在帕

尔马公爵洗劫安特卫普城之后，从那里逃出来的织工才把这种精

神带到英国；以后，从１６８５年到１６９２年法国的逃亡者开创了各

种不同的部门。［第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６页］）

１７４０年５９座高炉产铁１７００吨；１８２７年２８４座高炉产铁６９

万吨。可见高炉的增加为１∶４４８５９，还不到５倍；而吨数的增加为

１∶４０５１５１７，（关于一系列年份的比较情况，见同上书第１５７页）。

玻璃工场手工业的情况最能表明科学进步对工场手工业的依

赖性有多大。另一方面，例如象限仪的发明是由航运的需要引起

的，议会规定了发明奖。［同上，第１７１—１７９页］

在１８２５年值５０００镑的８部棉纺织机，到１８３３年只卖了３００

镑。（有关棉纺织业部分，见同上书第２０４页）

“建成一座头等棉纺厂，并装备机器、配备煤气和蒸汽机，用款少于１０

万镑是不行的。一台１００匹马力的蒸汽机能带动５万日产６２５００英里的细棉

线的纱锭。在这种工厂中，１０００人所纺出的棉线相当于不使用机器的２５万

人所纺出的棉线。麦克库洛赫估计大不列颠［这些工人］的人数为１３万人。

（同上，第２１８页）

“在没有象样的道路的地方，恐怕不能说存在着社会：没有道路，人们就

不可能有任何共同的东西。”（塔克特，同上，第１卷第２７０页）

“在对人有用的土地产品中，９９１００是人生产的产品。”（同上，第２卷第３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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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当奴隶制或终身学徒制被废除的时候，劳动者成了自己的主人，并将自

食其力。但是，如果没有充分的工作等等，人们只有肯于行乞或偷盗，才不

致饿死；因此，穷人取得的第一种身份就是盗贼和乞丐的身份。”（同上，第

２卷第６３７页注）

“伊丽莎白时代以来，社会现状的显著特点之一，在于当时的济贫法主要

是强迫劳动的法令，旨在对付由于关闭修道院和从奴隶制过渡到自由劳动而

产生的大批流浪者。伊丽莎白的第５号法令就是一个例子，它规定占用半犁

的耕地①的户主有权把他们所找到的任何没有职业的人收为徒工，让他干农

活，或从事别的技艺和手艺；遇到反抗时，可以把他送到法官那里去，法官

几乎总是不得不把他关起来，直到他同意承担义务为止。在伊丽莎白时代，

１００个人中要有８５个人来生产粮食。而现在，缺少的不是勤劳，而是有利的

就业…… 当时巨大的困难是克服懒惰和流浪习气，而不是为人们寻找有报

酬的工作。伊丽莎白在位时期颁布了好几个强迫懒汉从事劳动的法令。”（同

上，第２卷第６４３、６４４页）

［（３）关于资本积累、利润率和

利润分配等问题的摘录和评注］

  “固定资本一经形成，就不再引起对劳动的需求了，但是在固定资本形

成的时候，它所使用的人手，和同额流动资本或收入所使用的人手一样多。”

（约·巴顿《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的环境》１８１７年伦敦版第５６页）

“社会是由两个阶级的人构成的：一个阶级消费并且进行再生产，另一个

阶级消费但不进行再生产。如果整个社会是由生产者构成的，那么他们按什

么价格相互交换商品就无关紧要了。但是由纯消费者形成的那个阶级，人数

太多，不容忽视。他们的购买力来自地位、抵押契约、年金、职业和向社会

提供的各种服务。能迫使消费者阶级付出的购买价格越高，生产者从卖给消

费者的商品量中获得的利润就越大。在这些纯消费的阶级中，政府占最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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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威·布莱克《论限制兑现期间政府支出的影响》１８２３年伦敦版第

４２、４３页）

布莱克为了指出贷给国家的资本不一定就是过去在生产上使

用过的资本，他说（这里和我们有关的，只是他承认总有一部分

资本是闲置的）：

“错误的根源在于假定：（１）国家的全部资本都被充分地利用；（２）靠积

蓄而不断积累的资本立即得到利用。我认为，任何时候总有一部分资本投到

一些回流极缓慢而且利润很微薄的企业中去，并且有一部分资本要以缺乏充

分需求的商品的形式处于完全闲置的状态…… 这样，如果这些闲置部分和

积蓄能够转到政府手中，换成政府的年金，它们就会成为新的需求的源泉，同

时又不致占用现有资本。”（同上，第５４、５５页）

“不管有多少数量的产品由于从事积蓄的资本家的需求而退出市场，它

们会以资本家再生产出的商品形式，而且加上附加额，再回到市场。相反地，

政府从市场上拿走商品是为了消费，而不从事再生产…… 凡是靠收入进行

积蓄的地方，很明显，有权享受积蓄部分的人，是乐于不消费这一部分的。这

说明，国家能够生产的产品多于满足社会需要所必需的。如果积蓄额用作资

本，再生产出与它相等的价值并加上利润，那么这个新创造的价值添加到总

基金上去以后，就只能由当初从事积蓄的人，即表示不愿消费的那个人取回

…… 如果每个人都消费他有权消费的东西，就必然要有市场。靠自己的收

入进行积蓄的人，放弃这个消费权，他的一份放着不用。如果普遍有这种节

约精神，市场上必然商品过剩，这些剩余能否作为资本找到新的用途，要看

它积累的程度。”（第５６、５７页）

（在写积累那一篇时应参看整部著作。）

（参看同一著作第５０—８２页，在那里指出，利润率和工资率

提高的原因在于价格，在于战时的需求，同“最后加入耕种的土

地的质量”没有任何关系。）

“革命战争时期市场的利息率［ —２９］提高到７％、８％、９％，甚至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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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这整个期间劣等土地被耕种了。”（同上，第６４—６６页）“利息提高到

６％、８％、１０％，甚至１２％，这证明利润提高了。假定发生了货币贬值，这

也丝毫不能改变资本和利息的比率。如果２００镑现在只值１００镑，那么１０镑

的利息便只值５镑。影响资本价值的东西，同样也影响利润价值，但不能改

变它们之间的比率。”（第７３页）

“李嘉图关于工资提高不能引起商品价格提高的论断，不适用于这样一

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数众多的阶级不是生产者。”（同上）“［在价格

提高的情况下］生产者所得到的多于他们所应得的，这是靠牺牲理应属于纯

粹消费者阶级的那一份。”（第７４页）

这当然很重要，因为资本不仅同资本交换，也同收入交换，并

且任何资本本身都可以当作收入吃光。然而这对于确定一般利润

没有任何意义。利润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利润、利息、地租、

年金、赋税等等，在不同名称和不同阶级的居民之间进行分配

（甚至一部分工资也是这样）。他们之间所分配的决不能多于总剩

余价值或总剩余产品。他们进行分配的比例，从经济上说当然是

重要的，但是对于当前考察的问题没有任何影响。

“如果４００００万商品的流通需要４０００万的货币，而且这个１∶１０的比例

是应有的水平，那么，当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由于自然原因增加到４５０００万时，

为了维持原有水平，货币就必须增加到４５００万，或者这４０００万必须通过银

行业务或其他方面的改进以更快的速度流通，去完成４５００万的职能……货

币量的这样的增加或这样的流通速度，是价格提高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威·布莱克，同上，第８０页及以下各页）

“罗马的上层阶级和中层阶级由于征服亚洲而攫取了大量财富，但是这

些财富象西班牙从自己的美洲殖民地攫取的财富一样，不是商业或工业创造

的。”（麦金农《文明史》１８４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６６页）

“哈里逊断言〈并见伊登的著作６３〉，在十五世纪，租佃者如果不出卖自己

的牛、马或其他产品，就难于交纳地租，尽管他们为了一块租地顶多交纳４镑

…… 那时租佃者消费自己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他们的仆役和他们同桌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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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的衣料不是买来的，而是靠家庭工业自行织造的。农具非常简单，

许多都是租佃者自己制造的，或者至少是由他们自己修理的。每个自耕农都

应当知道怎样制造牛轭或轭弓和挽具；这些活是他们冬天在晚上干的。”（塔

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１８４６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３２４、３２５页）

        

  利息和利润：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积蓄用在生产上时，他由于花费时间和技巧，即由于

进行监督活动而得到报酬（此外，利润包含着承担风险的补偿，因为他的资本

在他的特殊的经营上可能遇到风险）；并且他由于把他的积蓄用在生产上而

得到报酬，即利息。这全部报酬是总利润。当一个人使用另一个人的积蓄时，

他只得到监督活动的报酬。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积蓄贷给另一个人时，他只得

到利息，或纯利润。”（《韦斯明斯特评论》６４１８２６年１月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可见，在这里利息等于纯利润，等于在生产上使用的积蓄的

报酬；本来意义的利润是在生产上使用积蓄时所从事的监督活动

的报酬。

这个庸人还说：

“生产技术上的任何改进，只要它不打乱资本用于支付工资的那部分和

不用于支付工资的那部分之间的比例，都会引起工人阶级在业人数的增长；

每当新利用机器和马力，都会使产品增加，从而使资本增加；不论这会在多

大程度上降低国民资本中构成工资基金的那部分同用于其他方面的那部分

之间的比例，它的趋势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这种基金的绝对量，从而增加工人

的在业人数。”（同上，第１２３页）

［（４）货币作为价值尺度。

关于观念的货币尺度单位的糊涂概念］

  根据货币作为［价值］尺度这一规定；第二，根据以下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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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在流通速度已定的前提下，流通手段量取决于商品价格和

按一定价格流通的商品量，或者说取决于商品的总价格，而商品

的总价格又取决于两种情况，即取决于商品价格的水平和按一定

价格流通的商品量；第三，根据以下规律：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变

为铸币，变为仅仅是转瞬即逝的要素，即变为货币所交换的价值

的简单符号，——根据以上三种情况，会得出一些进一步的规定，

这些规定只有在它们和信用流通、汇率等更复杂的经济关系相重

合时，我们才会加以说明。必须避开一切细节，如果必须插进这

些细节，那也只有在它们失去基本性质的地方插进去。

首先，货币流通，作为整个生产过程的最表面的（意思是被

推到表面上的）和最抽象的形式，本身是毫无内容的，除非它自

己的形式差别，即第二篇①中所分析的那些简单规定就是它的内

容。很明显，简单的货币流通，就它本身来考察，不能返回到自

身，它是由无数不相关的和偶然并存的运动形成的。例如，可以

把造币厂看作货币流通的出发点，但是除了铸币由于磨损而贬值，

以致必须回炉重新铸造以外，是不存在铸币流回造币厂这样的规

律的。这只涉及物质的方面，完全不构成流通本身的要素。

在流通本身中复归点和出发点可以不同；如果发生回流，那

么货币流通也只是表现为发生在它自身背后并对它自身起决定作

用的一种流通的现象；例如，当我们考察工厂主、工人、小店主

以及银行业者之间的货币流通时，情况就是这样。其次，同投入

流通的商品量、价格的涨落、流通的速度、同时进行支付的数额

等等有关的那些原因，都属于简单货币流通本身之外的情况。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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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些在流通中表现出来的关系；流通可以说为这些关系提供了

名称，但是它们不能用流通本身的分化来说明。可以充当货币的

有各种金属，这些金属之间具有不同的、不断变动的价值比例。于

是产生了复本位制等问题，这个问题取得了世界历史的形式。但

是问题所以取得这样的形式，以及复本位制本身所以产生，都是

由于对外贸易。因此，要有成效地考察这个问题，必须先分析那

些比简单货币关系复杂得多的关系。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不是用金银条块的重量份额来表示，而

是用计算铸币、即一定量货币实体的相应部分所任意取的名称来

表示。这些名称可以改变，而在名称保持不变时，铸币和它的金

属实体的比例可以改变。于是就发生了铸币的伪造，这在各个国

家的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此外，各国的货币种类不同。这个

问题在考察汇率时才有意义。

［ —３０］货币所以是尺度，只因为它是物化在一定实体上的

劳动时间，因而它自身就是价值，而且是因为这个特定的化身是价

值的一般的物质的化身，是同劳动时间的特殊化身不同的劳动时

间本身的化身，也就是说，因为它是等价物。但是，因为货币在作为

尺度的职能上只是想象的比较标准，只需要在观念上存在，商品在

这里只是在观念上转换为它们的一般的价值存在；其次，因为在作

为尺度的这种质上货币仅仅以计算铸币的形式出现，因而当我要

把商品换成货币时，我说它值多少先令、法郎等等，——因为这一

切，就引起了关于某种观念尺度的混乱观念，这种混乱观念的阐述

者便是斯图亚特①，并且在后来的各个时期，甚至最近，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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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还被当作深刻的发现重新提了出来。也就是说，这种观点认

为，充当计算单位的镑、先令、基尼、元等名称，不是一定量金银等

等的一定名称，而只是一些任意的比较标准，这些标准本身不表示

任何价值，不表示任何一定量的物化劳动时间。

这样，就产生了一整套关于确定金银价格的胡言乱语（这里的

价格应理解为用来称呼金银的相应部分的名称）。１盎司金现在分

作３镑１７先令１０便士。这就被叫作确定价格；正如洛克正确指出

的①，这只是确定金银等等的相应部分的名称。用自身来表示的金

银，当然同它自身相等。１盎司就是１盎司，不管我把它叫作３镑

还是２０镑。

简单地说，斯图亚特所理解的这个观念尺度包含这样的意思：

如果我说商品ａ值１２镑，商品ｂ值６镑，商品ｃ值３镑，那么它们

相互的比例等于１２∶６∶３。价格只表示这些商品相互交换的比

例。２ｂ和１ａ相交换，１１
２ｂ和３ｃ相交换。现在既然可以不用自身

具有价值而且自身就是价值的实在货币来表示ａ、ｂ、ｃ之间的比

例，我同样就可以不用表示一定量金的镑来表示这个比例，而可以

用任何一种没有内容的名称（在这里叫作观念的名称），例如“鲭

鱼”，来表示这个比例。ａ＝１２条鲭鱼，ｂ＝６条鲭鱼，ｃ＝３条鲭鱼。

“鲭鱼”一词在这里只是一个名称，和它所固有的内容毫无关系。

斯图亚特的度、分、秒的例子什么也没有证明；因为度、分、秒

的量虽然是变动的，但是它们不是单纯的名称，它们始终表示一定

空间量或时间量的相应部分。所以它们实际上是具有某种实体的。

处于［价值］尺度这一规定上的货币，只是作为想象的货币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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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在这里被说成是这样：货币似乎是任意的想象，是单纯的

名称，也就是用来表示价值的数字比例的名称，表示单纯数字比例

的名称。但是这样一来不如完全不用名称，而只用数字比例倒更好

些，因为全部妙处在于：我用１２ｂ得到６ａ，用６ｃ得到３ｂ；这种比例

也可以表示为ａ＝１２ｘ；ｂ＝６ｘ；ｃ＝３ｘ；这里ｘ只是ａ∶ｂ和ｂ∶ｃ这

一比例中的名称。单纯的、无名的数字比例在这里是不够用的。因

为ａ∶ｂ＝１２∶６＝２∶１，ｂ∶ｃ＝６∶３＝２∶１。所以，ｂ＝ １
２，ｃ＝

１
２。

所以，ｂ＝ｃ。所以，ａ＝２，ｂ＝２。所以，ａ＝ｂ。

如果我拿起任何一张行情表，例如，钾碱每公担３５先令，可可

粉每磅６０先令，铁（条块）每吨１４５先令等等，那么为了弄清这些

商品的相互比例，我不仅可以忘掉先令中包含的银，而且单单用

３５、６０、１４５等数字就足以确定钾碱、可可粉、铁条块的相互的价值

比例。无名数在这时就够用了；我不仅可以给数的单位１加上任何

名称而决不牵涉任何价值，而且我完全没有必要给它加上任何名

称。斯图亚特固执地认为，我必须给它加上某种名称，可是这个名

称，作为任意的单纯的单位名称，作为比例本身的单纯符号，又不

能固定在金银量或任何其他商品量的某一部分上。

任何尺度，只要它充当比较标准，也就是说，只要把各种待

比较的东西化为数目同作为单位的尺度相比较，从而使它们相互

比较，尺度的性质就无关紧要了，它消失在比较行为本身中；计

量单位变为单纯的数字单位；这个单位的质消失了，例如，它本

身成为一定的长度、时间量或角度等等。但是，只有当各种不同

的东西假定已经被计量过的情况下，作为尺度的单位才仅仅表示

它们之间的比例，例如在目前的场合表示它们的价值的比例。计

算单位不仅在不同的国家里具有不同的名称，而且是比如说１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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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金的不同部分的名字。但是汇率把这一切单位折合成金或银的

同一重量单位。

因此，如果我假定商品的不同的［价值］量，例如象上面所

说的，等于３５先令、６０先令、１４５先令，那么，在比较它们的时

候，由于现在假定１在所有这些量中是相等的，它们已成为可通

约的量，这样，把先令看作一定量的银，看作一定量银的名称，就

完全是多余的了。但是，只有当每个商品都用充当单位，充当尺

度的商品来计量时，所有这些量才能作为单纯数字的量，作为任

一同名单位的数目来相互比较，才能表示相互的比例。只有当这

些量具有同一的单位时，我才能使它们相互计量，使它们成为可

通约的，而这个单位就是两个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因此，尺度单位必然是物化着一定量劳动的某种商品的一定

量。因为同一劳动量不能总是用例如金的同一量来表示，所以这

个尺度单位本身的价值也是可变的。但是，如果把货币仅仅看作

尺度，这种可变性就不会有什么妨碍。甚至在物物交换的情况下，

只要这种交换作为物物交换已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从而成为不断

重复的正常的活动，而不只是个别的交换活动，这时，也会有某

种其他商品作为尺度单位出现；例如，荷马著作中的牲畜。沿海

地区的野蛮的巴布亚人，

“为得到一件外国产品，就用自己的一个或两个孩子交换，如果孩子不在

身边，就借用邻居的孩子，答应在自己的孩子回到身边时，再用自己的孩子

来偿还，而这样的要求很少遭到拒绝”６５，——

在他们那里没有任何交换尺度。对他们来说，交换的存在只

在于：他们只有转让自己占有的物品，才能得到别人的物品。左

右他们的这种转让行为本身的，一方面无非是他们的爱好，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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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无非是他们的动产的规模。

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３日《经济学家》杂志［第２９０页］上，有一封

致编辑部的信写道：

“由于在法国以金代替银铸造货币（这是到目前为止吸收新发现的金的

一个主要办法）接近完成，特别是由于在商业萧条和物价下跌时要求铸造的

货币减少了，我们可以期望，我们的每盎司等于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２便士的固

定价格很快就会把金吸引过来。”

我们的这个“每盎司”金的“固定价格”表示什么呢？无非

表示把每盎司的某一相应部分叫作便士，把金本尼威特的某一倍

数叫作先令，而把金的重量单位先令的某一倍数叫作镑，除此而

外还能表示什么呢？这位先生是否以为，［ —３１］在其他国家里，

金古尔登、金路易等等不是同样地表示一定量的金？也就是说，在

那里一定量的金不是具有某一固定名称？他是否以为，这是英国

的特权？或者说是英国的特点？是否以为，用金来表示的一个铸

币在英国大于一个铸币，而在其他国家则小于一个铸币？倒真想

知道，这位绅士对汇率是怎么理解的。

斯图亚特误入歧途是由于下面这种情况：商品的价格所表示

的不外是商品借以相互交换的关系，不外是它们相互交换所依据

的比例。已知这些比例，我就可以给单位加上任何名称，因为在

这里抽象的无名数就已经够用了，我不必说这个商品等于６什图

贝①，另一个商品等于３什图贝，等等，我可以说这个商品等于６

个单位，另一个商品等于３个单位；我完全不必给单位加上名称。

既然问题只在于数字比例，我可以给这个单位加上任何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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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已经假定这些比例是已知的，这些商品已经预先成

为可通约的量。各个量一旦成为可通约的量，它们的比例也就成

为单纯的数字比例。货币作为尺度出现，代表货币的那种商品的

一定量作为尺度单位出现，正是为了求出比例，为了把商品表示

成可通约的东西并进行买卖。这种实际的单位是相对地物化在商

品中的劳动时间。但是劳动时间本身在这里被看作是一般的。在

货币制度下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种决定的过程在考察货币本

身时还不能加以研究，并且它超出了流通的范围，它作为起作用

的原因和前提处在流通的背后。

问题只能是这样：为什么人们说这个商品等于１盎司金，而不

直接说这个商品等于物化在１盎司金中的ｘ劳动时间呢？为什么

劳动时间，即价值实体和价值尺度，不同时又是价格尺度呢？换句

话说，为什么价格和价值完全不同呢？蒲鲁东学派以为，他们要求

把这种同一性确立下来并且用劳动时间来表示商品价格，这就是

做了一件大事。价格和价值的一致是以需求和供给相等，以单纯的

等价物交换（因而不是资本和劳动相交换）等等为前提的；简单地

说，如果从经济学的观点来表述这个问题，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要

求是对建立在交换价值之上的生产关系的整个基础的否定。但是，

假定我们取消了这个基础，那么另一方面，只存在于这个基础之上

并和这个基础并存的那个问题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说商品在它

作为使用价值的直接存在形式上不是价值，不是价值的适当的形

式，那就等于说，商品作为某种物质上不同的东西，或者作为和某

种别的物相等同的东西，才是价值的适当的形式；或者等于说，价

值在某种不同于其他物的特殊物上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形式。商

品作为价值是物化劳动；所以适当的价值本身必然以某种特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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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出现，必然作为物化劳动的特定形式而出现。

关于观念标准的空谈，斯图亚特是用历史上的两个例子来说

明的。第一个例子是阿姆斯特丹的银行货币，它恰好说明了相反的

东西。因为银行货币不过是把流通的铸币还原为它们的金银条块

的含量（金属含量）；他的第二个例子被所有带有同一倾向的现代

经济学家沿用了。例如乌尔卡尔特６６援引贝尔贝莱的例子，在那里

充当标准的是观念的条块，铁条块，纯粹想象的铁条块，它既不上

涨也不下跌。例如，假定实在的铁条块下跌１００％，那么观念的条

块就值２个铁条块，假定实在的条块又上涨１００％，那么观念的条

块就只值１个实在的条块了。乌尔卡尔特先生与此同时还提到，在

贝尔贝莱既没有商业危机，也没有工业危机，更没有货币危机，并

且认为这要归功于这种观念的价值标准的神奇效用。这种“观念

的”即想象的标准无非是一种想象的实际价值，是一种想象，但是，

这种想象没有成为客观现实，因为在这里货币制度的进一步的规

定没有得到发展，而这种发展要取决于完全不同的条件。这正象有

些宗教的神的形象还没有被塑造成直观的形象，而只是停留在想

象中，也就是说顶多只取得语言上的存在，而不是艺术上的存在，

可是有人在神话学里却把这些宗教说成是更高级的宗教。

［作为价值尺度的］条块是以实在的铁条块为根据的，后来后

者转化为一种幻想的东西，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固定下来。１盎司

金，用英国的计算铸币表示，等于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便士。好极了。

假定１磅丝恰好有过同样的价格，但是后来这个价格下降了，例

如，米兰生丝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２日在伦敦每磅值１镑８先令。６７

这是关于一定量的铁，一个铁条块的想象，这个铁条块，第一

对于一切其他商品，第二对于它自身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保持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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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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价值。这个铁条块当然纯粹是幻想的东西，不过它不象斯图亚

特和比他晚了将近一百年的乌尔卡尔特所说的那样固定和“象岩

石一样屹立在大海中”。固定在这个铁条块上的只是名称，在一种

情况下，一个实在的铁条块包含两个观念的铁条块，在另一种情况

下只包含一个。这也可以这样来表示：同一个不变的观念的铁条

块，在一种情况下等于两个实在的铁条块，在另一种情况下等于一

个。如果把这一点肯定下来，那么起变化的只是实在的铁条块［同

观念的铁条块］的比例，而不是观念的铁条块。但是实际上，观念的

铁条块在一种情况下比在另一种情况下长一倍，不过它的名称没

有变化。有时把１００磅铁例如叫作一个铁条块，有时则把２００磅铁

叫作一个铁条块。

假定发行一种代表劳动时间的货币，例如小时券；这种小时

券本身又可以随便取一个教名，例如叫作“镑”，１
２０小时叫作“先

令”， １
２４０小时叫作“便士”。金和银，和一切其他商品一样，按照

它们所花费的生产时间，可以表示镑、先令、便士的不同的倍数

或相应部分；１盎司金既可以等于８镑６先令３便士，也可以等于

３镑１７先令１０便士。这些数字所表示的总是每盎司金中包含的

一定量劳动所分成的份额。可以不说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便士即１

盎司金只值 １
２磅丝，而设想１盎司金现在等于７镑１５先令９便

士，或者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便士只等于半盎司金，因为它们的价值

只是［过去的］一半。

如果我们比如说拿英国十五世纪的价格和十八世纪的价格相

比较，可能发现，某两种商品的货币价值在名义上完全相同，例如

都是１镑。在这里，镑是标准，但是在前一场合它所表示的价值是

后一场合的４倍或５倍，我们可以说，这个商品的价值如果在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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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等于１盎司金，它在十八世纪就等于
１
４盎司金；因为在十八世

纪１盎司金代表的劳动时间，和十五世纪 １
４盎司金代表的一样多。

因此可以说，［价值］尺度，镑，始终没有变，但是在一种场合它等于

的金量是另一种场合的４倍。这就是观念的标准。我们在这里进

行的这种比较，如果十五世纪的人活到十八世纪的话，他们自己也

可以进行，他们可以说，１盎司金现在值１镑，而从前只值１
４镑。现

在４磅金的价值并不比例如十五世纪的１磅金多。如果这个磅从

前的名称是利弗尔，那么我可以设想，１利弗尔当时等于４磅金，

而现在只等于１磅金；金的价值变了，但是价值尺度，即利弗尔，并

没有变化。实际上，在法国和英国，利弗尔最初表示１磅银，而现在

只等于１
ｘ磅银。因此可以说，利弗尔这个名称，这个标准，在名义上

始终没有变，但是银的价值变了［ —３２］。一个法国人，如果从查

理大帝时代一直活到现在，他就可以说，银利弗尔始终是价值的标

准，始终不变，但是它起初值１磅银，而由于命运多变，最后只值 １
ｘ

两了。码是同样的码；但是它的长度在各国各不相同。实际上，这

好比说，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即一个工作日所开采的金，取得了利

弗尔这个名称；而这个利弗尔虽然在不同时期表示极不相同的金

量，它本身却始终是不变的。

当我们把十五世纪的镑同十八世纪的镑相比较时，事实上我

们是怎样做的呢？两者是同量的金属（都等于２０先令），但是具有

不同的价值；因为当时的金属的价值４倍于今天。所以我们说，和

今天相比，从前利弗尔所含的金属量４倍于今天的含量。并且可以

设想，利弗尔仍然不变，不过当时它等于４个实在的利弗尔，而今

天只等于１个。只是从比较的意义来说，不是从利弗尔包含的金属

量来看，而是从利弗尔的价值来看，这才是正确的。但是这个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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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在量上又是这样表示出来的：当时的
１
４金利弗尔等于今天的

１个金利弗尔。好。利弗尔相同，但当时它等于４个实在的金利弗

尔（按照今天的价值），今天只等于１个。如果金的价值降低了，并

且对于其他产品来说金的相对涨价或跌价表现在这些产品的价格

上，那么，可以不说一件东西从前值１个金镑，今天值２个，而说它

仍然值１镑，但今天的１镑值２个实在的金利弗尔，等等；就是说，

１个利弗尔含有２个实在的金利弗尔，等等。可以不说我昨天把这

个商品卖了１镑，今天卖了４镑，而说我今天卖了１镑，但是昨天

卖得的１镑含有１个实在的镑，而今天卖得的１镑含有４个实在

的镑。

只要实在的金属条块和想象的金属条块的比倒确定下来，一

切其他价格自然就得出来了；但是这个比例也就是把金属条块的

过去的价值同它的现在的价值加以简单的比较。这就好比我们例

如用十五世纪的镑去计算一切。一个要对经历了许多世纪的同一

种铸币、含有同量金属的某种铸币的同一计算名称进行考察的历

史学家，当他用现在的货币来计算这个铸币时，他就必须按照在各

个世纪中变动的价值把它折合成或多或少的金。历史学家所必须

采取的这种做法，也正是柏伯尔人或黑人的做法。半文明的人竭力

把货币单位，充当尺度的金属量也当作价值抓住不放，而把这个价

值又当作固定不变的尺度。但同时他们却很机灵，感觉到金属条块

的实在价值变了。由于柏伯尔人需要计量的商品不多，并且由于传

统在非文明人当中具有生命力，所以这种复杂的计算方法并不象

看上去那么困难。

１盎司金＝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便士，即不到４镑。为了方便，我

们假定１盎司金恰好等于４镑，那么１
４盎司金就被称作镑，并且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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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作具有这样名称的计算铸币。但是这个镑的价值在变化，部分地

是由于它要同其他商品的价值相比较，而这些商品的价值变了，所

以它的价值也相对地发生变化，部分地是因为镑本身是较多的或

较少的劳动时间的产品。在镑的身上唯一固定不变的是名称，以及

量，即１盎司的相应部分，以镑命名的那一份金的重量，也就是包

含在叫作镑的铸币中的那一份金的重量。

野蛮人想把这个镑当作不变的价值抓住不放，所以在他们看

来，变化的是它所包含的金属的量。如果金的价值降低１００％，那

么对他们来说镑象过去一样仍然是价值尺度，不过１镑现在只包

含２
４盎司金了，等等。在他们看来，镑总是等于具有同一价值的某

一数量的金（铁）。但是，因为这个价值是变化的，所以镑时而等于

较大数量的实在的金或铁，时而等于较小数量的实在的金或铁，这

要看他们在交换其他商品时必须付出的量是较多些还是较少些。他

们把现在的价值同过去的价值相比较，过去的价值对他们来说是

标准，并且只是继续存在于他们的想象中。因此，他们不是按照价

值可变的１
４盎司金来计算，而是按照

１
４盎司金过去的价值来计算，

即按照想象的不变的 １
４盎司的价值来计算，可是这个价值又表现

为变动的量。一方面竭力把价值尺度当作固定的价值抓住不放，另

一方面却机智地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避免受到损害。半野蛮人正

是在［尺度的］这种偶然的变动中学会外部强加给他们的用货币来

计量价值的办法，起初他们使这种计量不断发生变动，后来在变动

中重新找到了途径。但是，把这种偶然的变动看作某种有机的历史

形式，或者，甚至当作某种同较发达的关系相比更为高级的东西，

那就非常荒谬了。这些野蛮人也是从一定的量，从铁条块出发的，

但是他们把铁条块的传统的价值当作计算单位抓住不放，等等。

４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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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现代经济学中这整个问题获得了重要意义，这主要是由于

两种情况：

（１）在不同的时期，例如在英国，在革命战争时期①，曾有过这

样的情况：生金的价格超过制成铸币的金的价格。因此，这个历史

现象似乎不容争辩地证明，金（贵金属）的一定重量份额所取得的

名称，如镑、先令、便士等等，由于某种难以解释的过程，在以它们

命名的那个实体面前独立起来。否则，１盎司金的价值怎么会比铸

造成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便士的同样１盎司金的价值高呢？换句话

说，如果利弗尔仅仅是１
４盎司金的名称，１盎司金怎么会比４个金

利弗尔的价值高呢？

然而经过更仔细的研究就会发现，以镑这个名称流通的铸币

实际上已不再含有正常的金属含量，就是说，比如５个流通着的镑

的重量实际上只等于１盎司金（纯度不变）。因为１个铸币名义上

代表 １
４盎司金（大致如此），实际上只代表

１
５盎司，所以很简单，１

个盎司就等于５个这样流通着的镑；也就是，金条块的价格超过铸

币的价格，因为实际上称作镑的，代表货币的，叫这个名称的，已经

不是 １
４盎司金，而不过是

１
５盎司金了，不过是

１
５盎司金的名称罢

了。

同样的现象还会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流通中的铸币的金属

含量固然没有降到它的正常标准以下，但是这些铸币和贬值的纸

币同时流通，而且不准熔化和输出。在这样的场合，以镑的形式流

通的 １
４盎司金同钞票一起贬值；而条块状的金却避免了这种命

运。② 实际上［ —３３］这也就是说：“镑”这个计算名称已经不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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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盎司的名称，而是一个较小的量的名称了。比如说１盎司金这样

一来等于５个这样的镑。这也就是说，金条块的价格已经超过造币

局价格。

可见，诸如此类的不难解释的并且属于同一类型的历史现象，

首先引起了关于观念的尺度的想法，也就是把作为尺度的货币不

是看作［一定商品的］一定的量，而只是看作比较标准。关于这个问

题，一百五十年来在英国已经写了数百本书。

某种铸币的价值可以超过它的金属含量的价值，这本来是没

有什么奇怪的，因为往铸币上追加了新的劳动（以使之成形）。但是

撇开这点不谈，某种铸币的价值超过它的金属含量的价值的情况

也是会发生的。这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也不值得进行任何经济研

究。这仅仅表明，为了一定的目的，金和银恰好需要采取这样一种

形式，比如说采取英国的镑或西班牙的元的形式。当然银行董事特

别关心的，是去证明不是钞票的价值跌落了，而是金的价值提高

了。关于后一个问题，只能到以后再去研究。

（２）但是观念的价值尺度的理论最先是在十八世纪初提出的，

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又重新提了出来，当时谈论这些问题时，既不

是把货币当作尺度，也不是当作交换手段，而是当作不变的等价

物，当作自为存在的（第三种规定上的）价值，从而当作契约上的一

般材料。在这两个时期都涉及这样的问题：是否应当承认并且使用

足值的货币偿还按已经贬值的货币签订的国家债务和其他债务。

这不过是国债债权人和国民大众之间争论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

在这里和我们毫无关系。那些要求重新调整一方的债权和另一方

的义务（债务）的人，是转到错误的方面去了，即转来谈论是否应当

改变货币标准的问题了。后来关于货币标准、固定金价等等的粗糙

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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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学说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

（“改变标准就等于改变国家的尺度和重量单位。”（詹·斯图亚特《政治

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２卷第１１０页）

一目了然，一个国家的谷物的数量不会因为例如舍费耳的容

量增加一倍或减少一半而有所改变。但舍费耳的容量的这种变化，

例如，对于必须按一定数量的舍费耳缴纳谷物地租的租佃者却是

很重要的，即使在舍费耳的容量增加了一倍之后，租佃者要缴纳的

舍费耳的数量仍和过去一样多。）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债债权人把“镑”这个名称所表示的

金的相应部分的重量撇在一边，而抓住这个名称，即抓住“观念的

标准”（因为这个标准实际上只是充当［价值］尺度的那种金属的某

一部分的重量的计算名称）不放。然而奇怪的是，正是他们的对手

提出了这种观念标准的理论，而他们自己却反对这种理论。他们的

对手不是简单地要求重新调整，或者要求偿还给国债债权人的金

量应等于他们实际预付的数量，而是要求按照贬值的情况把标准

降低，也就是说，例如，如果镑降为１
５盎司金，这

１
５盎司以后就获得

镑的名称，或者说，镑也许应改铸成２１先令，而不再是２０先令。这

个标准的降低就叫作货币价值的提高，因为１盎司现在等于５镑，

而不象过去等于４镑。因此，他们的这些对手们不是说，曾经用５

个贬值的镑预付１盎司金的人，现在只应当收回４个足值的镑，而

是说，应当收回５镑，但是１个镑所代表的金从此将比过去减少 １
２０

盎司。

当这些人在英国恢复现金支付以后提出这个要求时，计算铸

币已经重新达到它们过去的金属价值。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关于作

７２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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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价值尺度的货币的其他一些粗糙的理论，而在反驳这些不难指

出其错误的理论的借口下，国债债权人的利益偷偷地得到了满足。

第一次这样的争论发生在洛克和朗兹之间。从１６８８年到

１６９５年，国债是按贬值的货币签订的，贬值是由于一切分量十足

的货币都被熔化，流通的只有轻量的货币。基尼涨到３０先令。财

政部秘书长（造币厂厂长？）朗兹要把镑贬值２０％；洛克则坚持过

去伊丽莎白时代的标准。１６９６年［银币］回炉，货币普遍重铸。洛克

取得了胜利。按照每基尼１０—１４先令签订的债务，要依照２０先令

偿还。这对于国家和土地所有者都同样有利。

“朗兹提出问题的立场是错误的。首先，他断言，他的方案不是降低过去

的标准。其次，他把金银条块涨价说成是由银的内在价值造成的，而不是由于

用来购买银的那种铸币重量不足。他总以为货币产生于模压而不是产生于实

体…… 洛克则只提出朗兹的方案是否包括降低标准的问题，而没有研究订

有长期契约的人的利益。朗兹主张降低标准的主要论据是，银块已涨到每盎

司６先令５便士（也就是说，把１先令算作 １
７７金衡磅

①，７７便士可以买１盎司

银），所以他认为，１金衡磅应当铸造７７先令，这就等于把镑的价值降低２０％

或 １
５。洛克回答他说，７７便士是用已被刮削的铸币偿还的，按重量它们没有

超过６２便士的标准铸币…… 但是，难道一个人借了１０００镑这种已被刮削

的铸币，就有义务按它们的标准重量来偿还这１０００镑吗？朗兹和洛克只是十

分肤浅地分析了改变标准对于债务人和债权人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当时

信用制度在英国还很不发达…… 受到重视的只是土地所有者和王室的利

益。当时，商业几乎陷于停顿，并受到海盗式战争的破坏…… 恢复原来的标

准不论对土地所有者或对国库都非常有利；所以才这样做了。”（斯图亚特，同

上，第２卷第１７８、１７９页）

关于整个这场交易，斯图亚特讽刺地说：

８２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重量尺度，等于１２盎司。——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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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提高了标准，政府在赋税上大占便宜，债权人在资本和利息上大占

便宜，而承担主要损失的国民也很满意（高兴），因为他们的标准〈即他们自己

的价值的尺度〉没有降低；因此这三方皆大欢喜。”（同上，第２卷第１５６页）

参看《约翰·洛克著作集》（四卷集，１７６８年伦敦第７版第２

卷）中的一篇文章：《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１６９１

年），以及《再论货币价值的提高；专门分析朗兹先生在最近就〈谈

谈改进银币〉一文所作的报告中为提高货币价值提出的论据》。这

两篇文章都载于第２卷。在第一篇文章里还说到：

［ —３４］“现在人们围绕提高货币价值说了许多废话，这要么是指提高

我们的货币的价值，而这是办不到的；要么就是指提高我们的铸币的名称。”

（第５３页）“把以前称作半克朗的例如称作１克朗吧。价值仍然是由金属含量

决定的。如果你们能把１个铸币的银量减少 １
２０而不减少它的价值，那么你们

同样能把它的银量减少１９２０，而不减少它的价值。因此，按照这种理论，把一枚

３便士的铸币或者一个法寻称作克朗，这个克朗就能够同含有２０或６０倍银

的克朗一样，购买同样多的香料、丝绸或其他商品。”（第５４页）“因此，提高货

币的价值不过是把较大银量的印记和名称加在较小的银量上。”（同上）“铸币

的印记是对公众的保证，表明在这个名称之下应包含这么多的银。”（第５７

页）“用来偿还债务和购买商品的是银，不是名称。”（第５８页）“铸币的印记足

以保证铸币的重量和纯度，但是它使这样铸造的金币象其他商品一样可以寻

找自己的价格。”（第６６页）总之，通过提高货币价值只能“在口头上增加货币

的数量，但不能在重量上和价值上增加货币的数量”。（第７３页）

  ［在第二篇文章里说：］

“银这个标准完全不同于其他标准。人们当作尺度使用的码或夸特，可以

保留在买者、卖者或第三者手里；不论它们属于谁都没有关系。银不仅是交易

的尺度，而且是交易的物品，它在一定数量上是出售物的等价物，在交易中从

买者那里转到卖者那里；因此，银不仅计量它所衡量的那个商品的价值，而且

作为该商品的等价物去同该商品交换。但是它做到这一点仅仅是靠它的数

量，而不是靠任何其他东西。”（第９２页）“提高货币价值不过是对于银块的一

９２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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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等分随便给一个名称，例如今天我们把 １
６０盎司银称作１便士，［而明天把

１
７５盎司银称作１便士］，所以，你们可以把货币价值爱提多高就提多高。”（第

１１８页）“如果银块的输出是必要的，而法律又禁止输出我们的铸币，那么，银

块由于享有自由输出的特权，其价格就会或多或少高于我们的铸币，而不管

我们提高还是降低这些铸币的名称。”（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关于金银条块价格的上涨，朗兹是这样解释的：金银条块价值

上涨了，所以计算铸币的价值降低了（换句话说，由于金银条块价

值上涨了，所以它们的那个被称作镑的相应部分的价值降低了）。

朗兹同洛克争论时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也是小先令派①，即阿特伍

德和北明翰派中的其他人在１８１９和以后一些年中所采取的态度。

（科贝特６８把问题提到了正确的基础上来：重新审查国债、地租等

等。但是由于他持有根本否认纸币的错误理论，把一切都弄糟了。

非常奇怪的是，他的这个结论和李嘉图的结论相反，虽然他们都是

从同一个错误的前提出发的：价格是由流通手段的数量决定的。）

他们的全部智慧包含在下面一段话里：

“在与北明翰商会论战中罗伯特·皮尔爵士问道：你们的１镑银行券代

表什么？（《通货问题，两人书简》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２６６页）〈指不是用金支付

的１镑银行券〉对现行的价值计量单位应如何理解？…… ３镑１７先令１０

１
２便士是表示１盎司的金，还是它的价值？如果是１盎司金本身，那为什么不

用它的名字称呼它，为什么不称盎司、本尼威特、克冷，而要称镑、先令、便士

呢？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回到直接的物物交换制度去了。”（第２６９页）

（不完全是这样。如果不说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
２便士，而说１盎

司，不说１先令，而说若干本尼威特，那么，阿特伍德先生会占到什

么便宜呢？为了计算方便起见，给各个相应部分取个名称，——此

外，这表明金属在这里被赋予了某种异己的社会规定，——这对维

０３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小先令的拥护者，即拥护减少英国铸币中贵金属含量的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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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或反对阿特伍德的学说能说明什么呢？）

“或许它们指的是价值？如果１盎司金＝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２便士，为什么

它有时又值５镑４先令，有时又值３镑１７先令９便士呢？…… ‘镑’这个用

语是指价值，但不是指固定的标准的价值…… 劳动是形成生产费用的实

体，它赋予金或铁以相对价值。”

（因此事实上１盎司和３镑１７先令１０
１
２便士的价值是变

化的。）

“不论用什么词作名称来表示一人的一日劳动或一周劳动，这种名称总

是表现商品的生产费用。”（第２７０页）“‘一镑’这个词是观念的单位。”（第

２７２页）

后面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它表明，“观念的单位”这种学说归

根到底是要求某种货币应能直接代表劳动。这样一来，比如说镑

就是１２日劳动的代表。这就是要求：价值规定不应导致货币规定

这一不同的规定，或者说，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不应发展到使物

化在一定商品中的劳动成为其他价值的尺度。重要的是，这一要

求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的（例如在格雷的著作里也是

这样，实际上他把这个问题发挥到了极端，我们马上就要讲到

他），而不是象布雷那样是从否定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立场出发的。

蒲鲁东主义者（例如，见达里蒙先生的著作）实际上做到的就是

提出这个要求，既把它当作同现存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要求，又

当作会使现存生产关系完全革命化的要求和伟大的创举，因为他

们这些癞蛤蟆①，当然用不着知道，在拉芒什海峡对岸人们写些什

么或想些什么。不管怎样，这个要求早在五十多年前已经由英国

１３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① 指法国庸人。——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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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的一个派别提出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就已

经说明，那些妄图用这种办法促成某种新事物和反资产阶级事物

的社会主义者，竟荒谬到何等程度。关于这个要求本身，见前面

的论述①。（这里只能摘引格雷的某些话。此外，只有涉及银行时

才能去考察这个问题的细节。）

［（５）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契约上的一般商品

和积累对象。货币的价值及其变动］

  至于谈到货币作为始终不变的等价物，即作为价值本身，因

而作为一切契约的材料，那么，很明显，表现货币的那种材料

（直接的表现，如以金银的形式，或间接的表现，如以一定量金银

等等的支付凭证、银行券的形式）的价值的变动，必然会在一国

的不同阶级之间引起一些巨大的革命。这里不能研究这个问题，因

为对这些关系本身的研究要以认识各种不同的经济关系为前提。

［ —３５］我们只举出下述情况作为例证。

大家知道，在十六和十七世纪，由于美洲的发现，金和银的

贬值贬低了工人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抬高了资本家（特别是

产业资本家）阶级。在罗马共和国，铜的价值的提高，使平民变

成了贵族的奴隶。

“因为人们不得不用铜来进行大宗支付，所以，他们把无定形的大小铜块

积存起来，按重量支出和收入。这样的铜叫作计重铜块（ａｅｓ ｇｒａｖｅ），金属

货币是按重量称的。｛起初，罗马人没有把铜铸印上花纹，后来铸印上外来铸

２３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见本卷上册第６８—８４、８９—９０和９８—１０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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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花纹。‘塞尔维乌斯皇帝第一个把铜铸造成羊和牛的形象。’（普林尼《博

物志》第１８卷第３章）｝

贵族积累了一大堆这种粗糙的黯淡无光的金属之后……他们又设法摆

脱它，或者从平民那里购买同意卖给他们的一切土地，或者向平民提供长期

贷款。他们不得不把他们不付任何代价取得的、已经成为累赘的价值很便宜

地处理掉。一切想摆脱这种金属的人的竞争，必然在短期内促使铜的价格在

罗马大大跌落。罗马建立第四世纪初，从梅涅尼法（罗马建立第３０２年）可

以看到，铜和银之比是１∶９６０……

这种金属，虽然在罗马如此贬值，同时却是一种最畅销的交易品（因为

希腊人用青铜制作艺术品等等）…… 贵金属输入罗马，和铜交换，带来巨

大的利润，这样有利的交易使贵金属源源不断地流入……

贵族逐渐用金银条块（ａｕｒｕｍ ｉｎｆｅｃｔｕｍ，ａｒｇｅｎｔｕｍ ｉｎｆｅｃｔｕｍ）来代替

库藏中的这一大堆既不便于贮存、样子又不讨人喜欢的陈铜。在皮洛士被打

败以后，特别是在罗马入侵亚洲以后……计重铜块已经完全消失了，由于流

通的需要，引进了希腊银币维多利亚，取名为维多利亚图斯①，其重量为１
１
２

斯克鲁普尔的银，和阿提卡的铸币德拉马一样；罗马建立第七世纪，克劳狄

乌斯法规定维多利亚图斯为罗马铸币。维多利亚图斯通常可以换到１磅铜，

或一枚１２盎司的阿司。

这样，由于铜的输出，银和铜之比成为１９２∶１，也就是说，这个比例比

铜贬值最厉害的时期降低了 ４
５。虽然如此，铜在罗马仍然比在希腊和亚洲要

便宜。

由于货币材料的交换价值发生了这种巨大的变动，不幸的平民的境况相

应地恶化到了极点。平民借入已经贬值的铜，按当时的价格来花费或使用，可

是根据借据，他们的债务竟等于他们实际借入数额的五倍。他们没有赎身金，

摆脱不了奴隶地位…… 有人借了３０００阿司，当时这个数额等于３００头牛

或９００斯克鲁普尔的银，而现在只有用４５００斯克鲁普尔的银才能获得这么

多的阿司，因为现在１１２斯克鲁普尔的银才代表１阿司…… 平民只要还回

他所借到的铜的 １
５，他实际上就还清了自己的债务，因为按照含有的价值来

３３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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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现在的 １
５恰好等于订立契约时的１。铜和银相比，铜的价值已提高了４

倍……

平民要求重新审核债务，重新估定欠债数额并更换他们最初的债据……

虽然债权人不要求赔偿本金，但付息本身就叫人难以承担，因为最初议定的

１２％的利息，由于货币过度涨价，竟成了沉重的负担，就好象这笔利息原来

是按本金的６０％议定的一样。经过调解，债务人获得一项法律，规定从本金

中扣除累计的利息……

元老们不愿放弃手中掌握的用来使人民处于最卑贱的依附地位的手段。

他们成为几乎全部地产的主人，他们利用合法权，给债务人戴上镣铐并施行

体罚，他们镇压叛乱，对最不驯服的人施加暴行。每个贵族的住宅都是监狱。

最后发动战争，战争使债务人得到薪饷，同时使强制性措施也停止施行，并

为债权人开辟了财富和权力的新源泉。

这就是打败皮洛士，攻克塔兰托，对萨姆尼特人、路卡尼亚人和南意大

利其他民族取得巨大胜利时代的罗马内部的局势…… 在罗马建立第４８３

年或４８５年，出现了第一批罗马银铸币利贝腊；它所以叫利贝腊，是因为用

小秤来计算，等于１利贝腊［即１磅］，即１２盎司铜。”（热·加尔涅《货币

史》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７—２４页）

｛阿西涅①。

“‘国民财产。阿西涅１００法郎’——法定货币…… 它和所有其他纸币

不同之处在于，它甚至并不表示代表某种特定的东西。‘国民财产’一词意味

着，它能够具有价值，是由于可用它来购买不断拍卖的被没收的财产。但没有

任何根据可以说明，为什么它的价值称为１００法郎。它的价值取决于用这种

办法可能买到的财产的相对数量和所发行的阿西涅的数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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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７９页）

“查理大帝采用的计算利弗尔，几乎从来不用实在的等价的铸币作为代

表，它的名称以及它的等分部分——苏和迪纳里，一直保留到十八世纪末，而

实在铸币的名称、形式、大小和价值，不仅在改朝换代的时候，甚至在同一个

朝代里都有过无穷的变化。计算利弗尔的价值固然大大减少了……但这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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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暴力行为。”（热·加尔涅《货币史》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７６、７７页）

古代一切铸币起初都是重量单位。（同上）

“货币首先是具有普遍销路的商品，或者是每人为取得其他商品而买卖

的商品。”（［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页）“货币

是伟大的媒介商品。”（同上，第２页）“货币是契约上的一般商品，或者说，是

用来订立大部分将来要履行的财产合同的东西。”（第３页）最后，货币是“价

值的尺度…… 因为所有商品都同货币相交换，所以商品Ａ和商品Ｂ的相

互价值必然表现在它们的货币价值上或它们的价格上……［ —３６］正如物

质的相对重量是通过它们的重量与水的重量之比或通过它们的比重而表现

出来的”。（第４页）

“第一个重大要求是：货币按自己的物理性质来说应该是同一的，这样，

同量的货币就完全等同，人们也就没有理由宁愿要这一个而不要另一个……

例如，谷物和牲畜由于这一原因就不适于充当货币，因为同量的谷物和同量

的牲畜，就人们宁愿要其中哪一种来说，情况并不总是一样的。”（第５、６页）

“价值的稳定性，对于作为媒介商品和契约商品的货币来说，是非常必要

的，但对于作为价值尺度的货币来说，却是完全不必要的。”（第９页）“货币在

价值上可以不断变动，但是它仍然可以很好地充当价值尺度，好象它根本没

有变动一样。比如说，假定它的价值跌落了，而货币价值的跌落，意味着货币

同一种商品或几种商品相比价值跌落了；假定货币同谷物和劳动相比，它的

价值跌落了。在价值跌落之前，１基尼买３蒲式耳小麦或６工作日，后来只买

２蒲式耳小麦或４工作日。在这两种情况下，已知小麦和劳动两者同货币的

比例，就可以推出两者的相互比例，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求出１蒲式耳小麦值

２工作日。这就是价值衡量的全部意义，而这在价值跌落以后可以和价值跌

落以前一样容易地办到。一件物品适于充当价值尺度的长处，同它自己的价

值的可变性毫无关系…… 人们把价值的稳定性同［贵金属］成色和重量的

稳定性混为一谈…… 因为构成价值的东西正是对量的支配，所以，必须把

某种同一性质的商品的物质的一定量当作计量价值的单位，而这种同一性质

的物质的一定量才应当是不变的。”（第９—１１页）

“在一切货币契约上，涉及的是借贷的金银的量，而不是价值。”（第１０２、

１０３页）“如果有人坚持说，契约关系到一定的价值，那他就不得不指明是关

系到哪一种商品，而这样一来，他也就是主张货币契约和契约上说明的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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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无关，而只和契约上没有提到的某种商品的量有关。”（第１０４页）

“不应当把这种情况局限在实际借贷货币的契约上。它适用于一切到期

付款的契约，无论是为赊卖的商品付款，或者为服务开支，或者为土地和房屋

支付租金；这些契约的条件和单纯借贷媒介商品的条件是完全一样的。如果

Ａ把一吨铁按１０镑的价格以１２个月为期赊卖给Ｂ，那么，从结果来看这和

以一年为期贷出１０镑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价值的变动使双

方的利益受到的影响是相同的。”（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货币实体的一定的不变的部分被用作计量单位，它们被赋以

名称。人们把对这些部分的命名和货币价格的确定混为一谈。这

种混乱也表现在夸夸其谈的政治经济学浪漫主义者亚当·弥勒先

生身上。他说：

“每个人都看到，正确规定造币局价格是何等重要，特别在象英国这样的

国家更是如此，在那里政府宽宏大量地〈也就是说，靠国家开支并使英格兰银

行的金银贩子获得利润〉免费造币，并且不课造币税等等，因此，如果政府把

金的造币局价格定得大大高于市场价格，如果不是象现在这样对每盎司金付

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２便士，而是把１盎司金的造币局价格规定为３镑１９先令，

所有的金就会流向造币局，而从那里得来的银会到市场上去换便宜的金，然

后再送到造币局，而币制就陷于混乱。”（亚·亨·弥勒《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

年柏林版第２册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由此可见，弥勒先生不懂得，在英国，便士和先令不过是１盎

司金的相应部分的名称。因为银币和铜币——请注意，它们是不按

照银和铜对金的［价值］比例来铸造的，而只是作为金的同名部分

的单纯记号而发行的，因而只能用在极小量的支付上——是在先

令和便士的名称下流通的，所以，他以为１盎司金可分成金币、银

币和铜币（也就是说，有三重本位）。写了几行之后他又想起，英国

没有复本位制，因而更谈不上三重本位。弥勒先生对“普通的”经济

关系的混乱看法，是他的“更高超的”见解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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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定的流通速度下，流通的商品的总价格决定流通手段的

量，从这个一般的规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投入流通的价值增长

到一定阶段，比较贵重的金属——比值较大的金属，即在较小的量

中含有较多劳动时间的金属——会代替较为不贵重的金属而成为

占支配地位的流通手段；也就是说，铜、银、金依次排挤掉前者而成

为占支配地位的流通手段。同一价格总额，例如可以用数量比银币

少１３１４的金币来流通。铜币，尤其是铁币，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流通

手段，是以流通不发达为前提。同样，随着流通的商品量和一般流

通量的增长，效能更大的、但价值更高的交通运输工具会代替价值

较低的。

从另一方面看，很清楚，日常生活中的小额零售贸易只须进行

极小规模的交换，一个国家越贫穷，一般流通越不发达，这种规模

就越小。在这种零售贸易中，流通着的只是极小量的商品，从而只

是很小的价值。在这种贸易中，从严格的意义来讲，货币仅仅表现

为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而不是作为实现了的价格固定下来。因

此，在这种贸易中使用辅助的流通手段，这种辅助的流通手段不过

是占支配地位的流通手段的相应部分的符号。因此，这种银记号和

铜记号并不是按照它们的实体的价值同比如说金的价值的比例来

铸造的。在这里，货币仅仅表现为一种符号，虽然它本身毕竟是某

种具有相对价值的实体。例如，金不得不分成极为细小的份额，才

能作为等价物而适应于这种零售贸易所要求的对商品的分割。

所以，这些辅助的流通手段的法定支付额只限于很小的数额，

因此它们决不可能作为价格的实现而确立下来。［ —３７］例如，在

英国，用铜支付的数额限于６便士，用银支付的数额限于２０先令。

一般流通越发达，加入流通的商品的价格总额越大，商品的批发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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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和零售交易的区别也就越显著，商品也就越加需要有不同种类

的铸币以便进行流通。这些记号的流通速度与它们的价值量成反

比。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国家很穷，它们的支付额微不足道，铜往往就

能适应流通的一切要求，为了方便当时发生的零星交易，铜被铸成单位极小

的硬币。罗马共和国早期的情况和苏格兰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布坎南《论

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３

页）

“一国的一般财富，可以根据该国的支付性质和铸币状况作出准确的估

计；如果在一国的货币流通中低劣金属占绝对优势，而且使用的铸币单位极

小，这就表明社会处于原始状态。”（第４页）以后，“货币流通分为两个不同的

部分：大宗支付的职能由比较贵重的金属来承担，而低劣的金属则留下来用

于零星交易，因此它们对主要流通手段起纯粹辅助的作用。从一国在货币流

通中最初采用某种贵金属，到只是用贵金属来进行大宗支付，这两者之间隔

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财富的增长，零售商业中的支付额在此期间也必将达

到可观的规模，至少其中一部分使用新的、价值更大的铸币来支付也很方便；

因为一种铸币如果不能同时适用于零售商业的交易，就不能用于大宗支付

〈这是错误的，银行券就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每个商人最终都要从消费者那

里收回自己的资本……

大陆上到处都仍然用银来进行大宗支付…… 在大不列颠，流通中的银

量并没有超出小额支付的需要量…… 实际上，用银来进行的小额支付的数

额只限于２０先令…… 在威廉三世统治时代之前，为缴纳国税，大口袋的银

被送进国库。这个时期发生了大兑换…… 在英国，大宗支付只使用金，这明

显地证明，这个时期零售商业中的收账主要用金来进行；即使单项支付额并

不总是多于或哪怕等于某种金币，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因为在金普遍充裕

而缺少银时，自然会把金币用于小额支付，而余额则要求用银来偿还；因此在

零售商业中也用上了金，以至在小额支付上使用银的情况也减少了，这就防

止了银积累在零售商手中…… 当英国以金代替银进行大宗支付的时候

〈１６９５年〉，在瑞典则用银来代替铜……

显然，用于大宗支付的铸币，只能按照它们的内在价值来流通……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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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于辅币来说，内在价值是不必要的…… 在罗马，当铜币占优势的时

候，它们只是按内在价值流通的…… 在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前五年，发行

了银币，它们在大宗支付上只是逐渐地排挤了铜…… 采用银币后过了六十

二年，又采用了金，但金在大宗支付上看来从未排挤银…… 在印度，铜币不

是辅币；因此它们是按它们的内在价值流通的。卢比，即相当于２先令３便士

的银币，是供计算用的货币；与它相比，金币莫豪尔和铜币派斯可以在市场上

获得自己的价格；按市价兑换为卢比的派斯的数量，不断地依铸币的重量和

价值而变动，可是在英国，２４半便士始终等于１先令，不以它们的重量为转

移。在印度，零售商在出售商品时仍须收进大量的铜币，所以他只好按照它们

的内在价值来接受…… 在欧洲的货币流通中，铜币是按固定的价值流通

的，不以它们的重量和成色为转移”。（第４—１８页）

在英国，“１７９８年，私商发行了过多的铜币；虽然铜币的法定支付额只限

于６便士，可是过多的铜币在零售商那里找到了出路；零售商试图把这些铜

币重新投入流通；但它们最后还是回到零售商手里。当铜币停止流通的时候，

零售商手中积累的铜币的数额达２０、３０甚至５０镑，他们最后不得不按照铜

的内在价值把它们卖掉”。（第３１页）

流通手段除了同时又是能够实现价格并作为独立价值而积累

的等价物而外，它本身作为纯粹转瞬即逝的手段在辅助的流通手

段的形式上又取得一种特殊的存在。就是说，辅币是纯粹的符号。

所以，它们的发行量只能限于小零售商业所绝对必需的数量，因此

它们决不可能积累。辅币的数量要取决于靠辅币来流通的价格总

额除以辅币的流通速度。因为具有一定价值的流通手段的量是由

价格决定的，所以自然会得出这样的结果：如果人为地投入流通的

辅币量大于流通本身的需要量，而这个数量又不可能退出流通（这

里不可能发生退出流通的情况，因为作为流通手段的辅币所具有

的价值超过它的内在价值），那么，它们就要贬值；不是因为数量决

定价格，而是因为价格决定数量，所以只有具有一定价值的一定数

量才能停留在流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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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如果没有任何出路可以使流通把多余的数量排除

出去，那么，流通手段就不能把它的流通手段形式转化为自为存

在的价值的形式，于是，流通手段的价值就必定下降。但是，撇

开人为的障碍，即禁止回炉和输出等等不说，这种情形只能发生

在这样的场合：流通手段只是一种符号，它本身的实在价值同它

的名义价值不相一致，因而不可能从流通手段的形式转化为一般

商品的形式，不可能擦掉自己的花纹；流通手段被禁锢在它作为

铸币的存在之中。

另一方面，由此可得出结论：符号、货币记号可以按照它们所

代表的金的名义价值流通，而本身不必具有任何价值，只要它们代

表的流通手段量只限于用流通手段本身流通时也会需要的量。但

同时还要有这样的条件：或者它们现有的量很小，只能以辅币的形

式流通，因而总是会充当流通手段（这时，它们的一部分不断地用

来交换小量商品，一部分则只是用来兑换真正的流通手段），这也

就是说，它们不能积累起来；或者它们必然不具有任何价值，以致

它们的名义价值决不能同它们的内在价值相比较。在后一种场合，

它们仅仅被当作一种符号，这种符号通过它自身表示存在于它自

身之外的价值。在前一种场合，决不会发生它们的内在价值同它们

的名义价值相比较的问题。

［ —３８］因此，货币掺假一下子就会暴露出来，然而完全取

消货币的价值却又无损于货币。否则就会显得很奇怪：货币可以

用没有价值的纸币来代替，然而它的金属含量稍有减少就会使

它贬值。

货币在流通中的二重规定本来就是矛盾的：在货币充当转瞬

即逝的媒介的地方，它仅仅充当流通手段；同时货币又是价格的实

０４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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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它以这种形式积累起来，转化为它作为货币的第三种规定。作

为流通手段，货币会磨损，也就是说，它所包含的并不是那种会使

它化为某一固定量物化劳动的金属含量。因此，货币同本身价值的

一致，总是带有几分幻想的。举例说明。

早在货币章的这个地方就提出了量的规定，这是很重要的，但

论证的方式和通常的学说中的方式完全相反。货币能够被代替，是

因为货币量是由货币使之流通的价格决定的。货币本身只要具有

价值，——象辅助的流通手段那样，——货币量就必定这样来决

定：货币决不能作为等价物积累起来，实际上始终只是充当真正的

流通手段的辅轮。但是，要货币代替这种真正的流通手段本身，货

币就不能有任何价值，也就是说，它的价值必定存在于它自身之

外。流通中的变动取决于交易的规模和数量（《经济学家》）。在价

格不变的情况下，流通可以因为商品量的增加而增加；在商品量不

变的情况下，流通可以因为商品价格的增加而增加；流通还可以因

为两者同时增加而增加。

说价格调节流通手段量，而不是流通手段量调节价格，或者换

句话说，商业调节货币流通（流通手段量），而不是货币流通调节商

业，正象我们的推论所表明的，这当然是假定价格不过是翻译成另

一种语言的价值。价值，即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是前提。所以很

明显，这个规律不能同样地适用于一切时代的价格的变动；例如，

在古代世界，在罗马，流通手段不是从流通本身、从交换中产生的，

而是通过掠夺、抢劫等等而得到的。

“任何国家都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一个以上的价值尺度的标准，因为这

种标准应当划一不变。任何物品对别种物品来说都没有划一不变的价值，只

有对它本身来说它才具有这种价值。成色相同、重量相同和所处地点相同的

１４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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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金币，始终具有相同的价值；至于金和任何其他商品之间例如和银之间，

却不能这样说了。”（《经济学家》１８４４年５月１１日第１卷第３７期第７７１页）

“镑无非是计算名称，它同一定量的具有标准质量的金有关。”（同上）“说可以

使１盎司金值５镑，而不是值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２便士，这不过是说，以后要把

１盎司金铸成５索维林①，而不是３４２９４８０索维林。我们这样做不会改变金的价

值，而只是改变了镑或索维林的重量，从而改变了镑或索维林的价值。１盎司

金对小麦和其他一切商品来说，仍会具有和以前一样的价值，但是１镑的名

称虽然仍和以前一样，由于它在１盎司金中所代表的部分减少了，所以它所

代表的小麦和其他商品的量也相应地减少了。这正象我们说１夸特小麦不再

分为８蒲式耳，而分为１２蒲式耳一样；我们这样做并不能改变小麦的价值，

而只能减少１蒲式耳小麦的量，从而减少１蒲式耳小麦的价值。”（同上，第

７７２页）

“不管［在金的价值上］发生怎样短暂的或长久的变动，它的价格将始终

由同一货币额来表示；１盎司金将仍然等于我们的３镑１７先令１０１２便士的

货币。它的价值的变动，表现在它所能购买的商品量的增多或减少上。”（《经

济学家》１８４４年６月１５日第１卷第４２期第８９０页）

应把观念的金银条块同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观念的米尔瑞

斯（以及同银行券贬值时期的英镑等等）加以比较。在这里，米尔瑞

斯这一名称是固定不变的，变动的是这一名称所代表的金或银的

量。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货币是不兑现的纸币（纸元）。开初每元等于４先令

６便士；现在大约等于３１４个便士，并且跌到１
１
２便士。１码呢绒以前值２

元，现在由于纸币贬值，名义上值２８元。”［《经济学家》１８４４年９月２８日第１

卷第５７期第１２５３页］

“在苏格兰，１镑和１镑以上的交换手段〈不要同价值本位相混！〉，可以

说只有纸币，而金根本不流通；然而金仍然是价值本位，就好象此外没有别的

东西在流通，因为纸币可以兑换成金的同一的固定的量；而且只有在相信纸

２４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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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可以兑换成金的基础上，纸币才能流通。”（《经济学家》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５日

第１卷第５８期第１２７５页）

“在丧失信用的时期，基尼①都被贮藏起来了。”（桑顿《大不列颠信用货

币的性质和影响的研究》１８０２年伦敦版第４８页）

撇开货币贮藏所表现的令人惊异的形式不说，那种使货币作

为独立价值发挥职能的贮藏原则本身，是以货币流通为基础的交

换必不可少的要素之一，因为，正如亚当·斯密所说的６９，每一个

人除了他自己的商品之外，还必须有适量的、一定份额的“一般

商品”。

“经营商业的人，把自己的财产投入商业。”（桑顿《大不列颠信用货币的

性质和影响的研究》１８０２年伦敦版第２１页）｝

［（６）关于劳动决定商品价值的问题］

“等量资本，或者换句话说，等量积累劳动，往往推动不等量的直接劳动，

但是这丝毫不改变事情的本质。”（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

２９—３０页）“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商品的相对价值是由花费在商品生产上的

劳动（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总量决定的。但是一旦有了资本积累，并且有

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一旦在某一工业部门作为企业主出现的人

自己不劳动，而预付给别人生存资料和材料，商品的交换价值就由花费在生

产上的资本量，或者说积累劳动量决定了。”（同上，第３３、３４页）“只要两笔资

本相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相等，不管它们所推动的，或者说它们的产品所

需要的直接劳动量如何不同。如果两笔资本不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不等，

虽然花费在它们的产品上的劳动总量完全相同。”（第３９页）因此，“在资本家

和工人之间发生上述分离以后，交换价值就开始由资本量，由积累劳动量决

定，而不象在这种分离以前那样，由花费在生产上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

３４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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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来决定了”。（第３９—４０页）

托伦斯先生的混乱，对于李嘉图学派的抽象方法来说是合理

的。这种混乱本身是根本错误的。第一，价值由纯粹的劳动时间决

定，这只能在资本生产［ —３９］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两个阶级

分离的基础上发生。由于同一的平均利润率而形成的价格的平均

化——（这一点也要有保留地来理解），和价值规定毫无共同之处，

相反，是以价值为前提的。这一段话对于表明李嘉图学派的混乱是

很重要的。

作为利润的剩余价值的比率，决定于：（１）剩余价值本身的量，

（２）活劳动和积累劳动之比（即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和用作［不变］

资本的资本之比）。对决定第一点和第二点的两个原因必须分别加

以研究。例如地租规律属于第一点。现在假定必要劳动就是必要

的劳动，即假定工人始终只得到必要的最低限额的工资。为了确定

利润规律，这个假定自然是必要的（就利润规律不决定于工资的涨

落或地产的影响来说）。一切固定的前提本身在进一步分析的过程

中都会成为变动的。但只要一开始就把它们固定下来，在进一步的

分析中就可以避免把一切都弄乱。此外，实践证明，不管必要劳动

的标准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会多么不同，不管必要劳动的相对

量由于原产品价格的变动而会发生什么变化，或者必要劳动的绝

对量和相对量由于劳动的供求关系而会发生什么变化，在任何一

定的时期内，资本都必须把这个标准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并把它

作为固定的量来加以利用。对这些变动本身的考察，完全属于论述

雇佣劳动的那一章。

“交换价值不决定于绝对的生产费用，而决定于相对的生产费用。如果金

的生产费用保持不变，而其他一切物品的生产费用增长一倍，那么，和其他一

４４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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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物品相比，金的购买力就会减低；它的交换价值就会降低一半；金的交换价

值的这种减少，其结果就和其他一切物品的生产费用保持不变而金的生产费

用缩减一半的情况完全一样。”（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

５６—５７页）

这对价格很重要。对于价值规定则完全不是这样；纯粹是同义

反复。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这就是说，商品可

以和具有任何其他使用价值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因此，很明

显，如果生产物品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增加一倍，那么，这个物品

的一半就将等于它以前的等价物ｂ。因为劳动时间或劳动量的等

同决定了价值的相等，所以劳动时间或劳动量的不等当然就决定

了价值的不同，或者说，劳动时间是价值的尺度。

        

“１８２６年在棉纺织业中使用的各种机器，使１个人能完成１５０人的工

作。假定这一部门目前只雇用２８万人，那么，５０年以前那里就应当雇用４２００

万人。”（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７２页）

“贵金属和其他商品相比的相对价值，决定换取其他物品所应付出的贵

金属量；而一定时期内完成的交易量决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货币是实现交

易的工具而言）。”（同上，第１８８页）

“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铸造货币是由个人先开始的，而且在被政府接过来

加以独揽以前一直是由个人进行的。在很长的时期内，俄国的情况就是这样

（见施托尔希的著作７０）。”（同上，第１９５页注）

霍吉斯金的见解和浪漫主义的弥勒①不同：

“造币局只铸造个人送来的金属，它不向个人收取造币费，与此同时却为

了用货币进行交易的人们的利益向国民课税，这是极不明智的。”（同上，第

１９４页）

５４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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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机器和剩余劳动。资本和利润

在写了所有这些有关货币的插入部分之后，——但在本章结

束之前，我们有时还要再涉及这些插入部分，——现在我们回到出

发点。（见第２５页①）

例如，甚至在制造工业中，机器的改良以及由此引起的生产力

的提高也会（相对来说）创造出原材料，而无须绝对增加原材料：

“亚麻纺织工业中的工厂制度是新兴的。１８２８年以前在爱尔兰和英格

兰，大部分麻纱是用手纺的。大约在此期间，亚麻纺机有了很大的改进，特别

由于里子城的彼得·费尔贝恩先生的持久努力，这种机器得到了普遍的使

用。从这个时候起，为了纺细纱，在拜尔法斯特和北爱尔兰的其他地方，以及

在约克郡、郎卡郡和苏格兰各地，都开始大力兴建纺纱厂，而过了几年，手工

纺纱就废止了…… 现在的细短纱，就是用２０年前当作废料扔掉的东西纺

出来的。”（《经济学家》１８５０年８月３１日第９５４页）

在所有使用机器的情况下，——我们首先考察直接发生的情

况，即一个资本家把他的一部分资本投在机器上，而不是投在直

接劳动上，——都要从资本的可变的和自行增殖的部分中，也就

是从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中抽出一部分来，加在资本的

不变部分上，即只是以产品形式再生产或保存其价值的部分上。但

这样做是为了提高可变资本其余部分的生产率。

第一种情况：机器的价值等于机器所代替的劳动能力的价值。

在这种场合，如果劳动能力的余下部分的剩余劳动时间没有随着

６４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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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数量的减少而按相同的比例增加，那么，新生产的价值

就不会增加，而会减少。如果１００个工人中有５０个人被解雇，由

机器来代替，那么余下的５０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劳动时间就应当

和以前１００个工人所提供的一样多。如果过去１００个工人在每日

１２００劳动小时中有２００剩余劳动小时，那么现在的５０个工人也

应当提供同样多的剩余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如果过去工人每日

只提供２小时，那么现在工人每日提供４小时。在这种场合，剩

余劳动时间为５０×４＝２００，和以前的１００×２＝２００一样，虽然绝

对的劳动时间减少了。在这种场合，对于只关心生产剩余劳动的

资本来说，事情是一样的。在这种场合，加工的原料会保持不变；

因而用于原料的支出也会保持不变；用于劳动工具的支出将会增

加；用于劳动的支出则会减少。总产品的价值会保持不变，因为

它仍然等于物化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总和。

这种情况决不可能成为资本［采用机器］的动因。资本在剩

余劳动时间这一方面所赢得的东西，会在作为物化劳动即作为不

变价值而加入生产的那部分资本上失去。然而必须考虑到，机器

所代替的较为不完善的生产工具，是具有一定价值的，也就是说，

是用一定的货币额换得的。如果说对已经营业的资本家来说不存

在下述情况，那么，对刚开始营业的资本家来说则会发生下述情

况：在机器的费用中可省去在生产力水平低下时用于［生产工

具］的那部分资本。

［ —４０］这样一来，如果采用机器花费１２００镑（５０个劳动

能力的价格），从中去掉以前用在生产工具上的费用，例如２４０镑，

那么，资本［用在机器上］的追加费用只等于９６０镑（４０个工人

一年的价格）。因而，在这种场合，如果余下的５０个工人所生产

７４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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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劳动正好和以前１００个工人所生产的一样多，那么现在

２００剩余劳动小时是用资本２１６０镑生产的，而以前是用资本２４００

镑生产的。工人人数减少了一半，剩余劳动的绝对量照旧不变，仍

然是２００劳动小时。花费在劳动材料上的资本也保持不变，但剩

余劳动对资本不变部分的比例绝对地增大了。

因为投在原料上的资本保持不变，而投在机器上的资本增加

了，但增加的比例同投在劳动上的资本减少的比例不一致，所以，

资本的总支出减少了；剩余劳动保持不变，也就是说，与资本相

比增加了，增加的比例不仅同工人减少一半时为使剩余劳动时间

保持不变而必须使剩余劳动时间增加的比例相一致，而且增加得

更多，也就是说多出的比例等于从新生产资料的费用中扣除原有

生产资料费用的比例。

采用机器，或者更笼统地说，生产力的这样一种增长，在这种

增长中，生产力本身是以物化劳动为基础的，因而需要费用，这样，

原先投在劳动上的那一资本的一部分，现在作为以不变价值形式

加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的组成部分而支出了，——生产力的这种增

长，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发生：剩余劳动时间总量不仅［在自己

的绝对量上］保持不变，也就是说，同所使用的活劳动相比增加了，

而且增加的比例大于机器价值对所解雇的工人的价值的比例。

这种情况能够发生，或者是因为用于原有生产工具的全部费

用必须扣除。在这种情况下，所花费的资本总额减少了，而且，尽

管所使用的劳动总额同资本不变部分之比降低了，剩余劳动时间

仍然保持不变，因而不仅同用于劳动的资本相比，同必要劳动时

间相比，剩余劳动时间增加了，而且同总资本相比，同资本的总

价值相比，剩余劳动时间也增加了，因为资本的总价值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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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机器的价值可能等于现在已成为多余的那一活劳动的

价值，但是［可变］资本的所余部分的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

比例增大了，以致５０个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不仅和以前１００个工

人所提供的一样多，而且还要更多。例如，假定每个工人提供的

不是４小时，而是４１
４小时。但在这种情况下，用于原料等等的资

本部分必须增大，总之，总资本必须增大。

如果一个资本家以前每年用２４００镑雇用１００个工人，现在解

雇５０个工人，代之以价值１２００镑的机器，那么这台机器——虽

然资本家用于机器的费用和以前雇用５０个工人的费用一样多

——就是较少工人的产品，因为这个资本家不仅要向卖机器的资

本家支付必要劳动，而且还要支付剩余劳动。或者，如果资本家

自己为自己制造机器，这时机器虽然是５０个工人的产品，可是资

本家使用这部分工人只支付了必要劳动。

因此，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会发生剩余劳动的增加和必要

劳动时间的绝对减少。使用机器既能引起所使用资本的绝对减少，

也能引起所使用资本的增加。

        

剩余价值作为由资本本身产生的、并由这一价值对资本总价

值的数字比例来计量的价值，就是利润。由资本占有并吸收的活

劳动，表现为［资本］本身的生命力，表现为资本再生产自身的

力量，并且这种力量由于资本自身的运动即流通以及资本自身运

动所固有的时间即流通时间而发生形式变化。因此，资本只有使

作为预先存在的价值的自身和作为被产生出来的价值的自身区分

开来，才会成为自行长久保存的和自行增殖的价值。

因为资本全部加入生产，它的各个组成部分作为资本只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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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互不相同，但同样都是价值额，所以，所有这些部分看起

来同样都具有产生价值的内在性质。此外，因为同劳动交换的那

部分资本只有在资本的其余部分同时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发挥生产

性的作用，——而这种生产率的相对量决定于价值量等等，决定

于这些部分相互间不同的规定（作为固定资本等等），——所以，

剩余价值的产生、利润的产生，看起来同样地决定于资本的一切

部分。因为，一方面，劳动的条件成为资本的客观组成部分，另

一方面，劳动本身成为被并入资本的活动力，所以，整个劳动过

程表现为资本本身的过程，而剩余价值的产生则表现为资本的产

物，因而这个产物的量也不是用资本强迫工人进行的剩余劳动来

计量，而是作为资本授予劳动的更高的生产率来被计量的。

资本的真正产物是利润。就这一点来说，资本现在表现为财

富的源泉。但就资本创造使用价值来说，它生产使用价值，然而

这是由价值决定的使用价值：“正是价值构成产品”。（萨伊７１）从

这个角度来看，资本是为消费而生产。就资本通过劳动的不断更

新而使自己永久保存下去这一点来说，资本表现为预定用于生产

的永恒价值，而这种生产就取决于资本的保存。就资本不断地重

新同劳动相交换来说，资本表现为劳动基金。

没有劳动的物质条件，工人当然不可能进行生产。［ —４１］

在资本中劳动的这些条件是和工人相分离的，是作为一种独立的

东西与工人相对立的。只有当工人的劳动本身事先为资本所占有

的时候，工人才能把这些条件当作劳动条件来对待。从资本的观

点来看，劳动的客观条件并不是工人所必需的，而必需的是：劳

动的客观条件独立地存在，与工人相对立，工人与劳动的客观条

件相分离，劳动的客观条件属于资本家所有，而且，要消除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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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现象，只能是工人把自己的生产力转让给资本，为此，资本

把工人当作抽象的劳动能力保存下来，也就是说，把工人当作单

纯的再生产财富的能力保存下来，而这种财富是作为统治劳动能

力的力量在劳动能力面前以资本的形式再生产出来的。

可见，资本的一切部分，无论是流动部分（用于工资和原料

等等的部分），还是用于固定资本的部分，都同时带来利润。资本

现在能够或者以流动资本的形式，或者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再生产

出来。因为我们在前面考察流通时看到①，资本的价值是以不同的

形式流回的，这要看价值原先是采取这两种形式中的哪一种形式，

又因为从生产利润的资本的观点来看，流回的不单纯是价值，而

是资本价值加上利润，是价值本身和自行增殖的价值，所以，在

这两种形式下，资本表现为以不同形式带来利润的东西。

流动资本连同自己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即自己的使用价值全

部加入流通，因此它与货币相交换，也就是说，它全部被卖出去，

虽然每一次只有其中的一部分进入流通。但是在一次周转中，流

动资本以产品的形式完全转入消费（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

费），它作为价值也全部被再生产出来。这个价值包括现在表现为

利润的剩余价值。流动资本作为使用价值转让出去，为的是实现

为交换价值。由此可见，这是带来利润的出卖。

相反，我们看到，固定资本在若干年内，在流动资本若干次

循环的过程中，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回的，并且只是按照它

（在直接生产活动中）被磨损的程度流回的。它作为交换价值加入

流通，并作为交换价值流回。②但现在交换价值加入流通和流回，

１５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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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不仅是资本价值加入流通和流回，同时也是利润加入流通

和流回，因此，一定部分的资本相应地就有一定部分的利润。

“资本家对于他所预付的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马

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６８页）

“财富和价值关联最密切，其原因也许在于价值是生产财富所必需的。”

（同上，第３０１页）

｛“固定资本〈在棉纺织厂内〉对流动资本之比通常是４∶１，所以当一

个工厂主有５００００镑时，他就用４００００镑来建设工厂和装备机器，只用１００００

镑来购买原料（棉花、煤等等）和支付工资。”（纳·威·西尼耳《关于工厂

法对棉纺织业的影响的书信》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１—１２页）

“固定资本接连不断地贬值，这不仅是由于磨损，而且还由于机器的不断

改进……”（同上，第１２页）

“按照现行法律，凡雇用不满１８岁的人的工厂，每天的劳动时间都不得

超过１１１２小时，就是说，一周的前５天每天劳动１２小时，星期六劳动９小

时。下面的分析说明，这种工厂的全部纯利润是由最后一小时提供的。假定

工厂主投资１０００００镑，其中用在厂房和机器上的是８００００镑，用在原料和工

资上的是２００００镑。假定资本每年周转一次，总利润是１５％，该厂全年的商

品销售额应该是价值１１５０００镑，这一价值是２００００镑流动资本在稍长于２

个月的时期内，不断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又从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而产生的，

〈实际上是剩余劳动先转化为商品，然后再转化为必要劳动等等〉。一个工作

日是２３个 １
２劳动小时，每个

１
２劳动小时生产１１５０００镑的

５
１１５或

１
２３。在构成

总额１１５０００镑的２３２３中，
２０
２３即１１５０００镑中的１０００００镑只是补偿资本，

１
２３

（即１１５０００中的５０００）补偿工厂和机器的磨损。其余
２
２３，即每天２３个

１
２小

时中的最后两个 １
２小时才生产１０％的纯利润。因此，（在价格不变的情况

下）如果工厂不是劳动１１１２小时，而是可以劳动１３小时，那么，只要增加

大约２６００镑流动资本，就能使纯利润增加一倍以上。”

（这就是说，不必相应地使用更多的固定资本，不必在劳动上

进行任何支付，就可以多加工２６００镑［原料］。总利润和纯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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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为资本家无偿地加工的材料，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多出的

１小时＝１００％，如果剩余劳动象这位蠢才先生所错误地假定的，

只等于１
１２天，或者象西尼耳所说的，只等于

２
２３。）

“反之，（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时间每天缩短１小时，纯利润就会

消失，缩短１１２小时，总利润也会消失。流动资本可以得到补偿，但没有基

金来补偿固定资本的不断损耗。”（同上，第１２—１３页）

（西尼耳先生的材料是十分错误的，而他的例证对我们的理论

却是十分重要的。）

“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之比不断提高，原因有二：（１）由于机器的改进使

生产操作日益转移到机器上去的趋势，（２）由于运输工具的改善和由此而来

的工厂主手中待用的原料储备的减少。从前煤和棉花由水路运输，不能可靠

地按期运到，工厂主手中不得不保存两个月或三个月的储备量。铁路现在每

星期甚至每天都能从港口或矿山给他运来原料。鉴于这种情况，我深信，几

年后固定资本对流动资本的比例将由现在的比例变为６∶１或７∶１，甚至１０

∶１；因而，延长劳动时间的动机也就增强，因为这是使大量固定资带来利润

的唯一手段。艾释华特先生对我说，一个农夫放下自己的铁锹，他就使一笔

１８便士的资本在这个时期内变成无用的东西。我们的人有一个离开工厂，他

就使一笔值１００镑的资本变成无用的东西。”（同上，第１３—１４页）｝

｛这是一个绝妙的证据，证明在资本统治下采用机器不会缩短

劳动时间，而会延长劳动时间。它所缩短的是必要劳动，而不是资

本家所必需的劳动。因为固定资本不用来进行生产，它就要贬值，

所以，增加固定资本是和驱使劳动永不停息的趋势联结在一起的。

至于说到西尼耳提出的另一点，那么［ —４２］正如他假定的，在价

格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与固定资本相比，流动资本会大大减少。但

是，如果棉花按平均计算跌落到它的通常价格以下，那么，工厂主

３５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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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在他的流动资本允许的范围内购进大批储备品，反过来则相

反。至于说到煤，它的生产是均衡的，不会有任何特殊情况使人们

想到需求会过度增长，在这方面西尼耳的意见倒是正确的。

我们已经看到①，运输，从而交通工具，就它们对产品运到市

场或产品转化为商品的关系来说，并不决定流通；因为从这方面来

看它们本身包括在生产阶段内。但是，就它们（１）决定［资本的］回

流，（２）决定资本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形式来说，它们

却决定流通。原料和辅助材料供应得越快、越不间断，资本家必须

买进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储备量就越少。因此，他可以使同一流动

资本在这种形式下更加频繁地周转或再生产出来，而不使它处于

闲置资本的状态。从另一方面看，正如西斯蒙第早已指出的，这也

会造成这样的情况：零售商、小店主为了能更快地更新自己的存

货，也越来越没有必要把商品贮存起来，因为他可以随时得到新的

商品。

所有这一切表明，在生产发展的情况下，囤积意义上的积累会

相对减少，只有固定资本形式的积累会增加，而连续不断的同时进

行的劳动（生产）不仅在规则性上，强度上，而且在广度上都增加

了。运输工具的速度，加上它们的全面性，越来越（农业除外）使过

去的劳动的必要性（如果谈的是流动资本）变为同时进行的、相互

依赖的、分门别类的生产的必要性。这一见解对积累篇很重要。｝

“我们的棉纺织厂在开创时期是２４小时不停地开工的。清洗和修理机器

的困难，以及由于必须雇用两套监工、会计等人员而引起的分担责任的现象，

使这种做法几乎消失，而在霍布豪斯法将劳动时间缩短到６９小时以前，我们

的工厂通常每星期劳动７０—８０小时。”（西尼耳，同上，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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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关于采用机器对必要劳动和

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的影响的实际材料］

  “根据培恩斯的计算，建成一座头等棉纺厂，并装备机器、蒸汽机和煤气，

用款少于１０万镑是不行的。一台１００匹马力的蒸汽机推动５万个日产６２５００

英里的细棉线的纱锭。在这种工厂中，１０００个工人纺出的棉线相当于不使用

机器的２５万个工人所纺出的棉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

其防止办法》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７５页）

“在利润下降的时候，流动资本具有在某种程度上变为固定资本的趋势。

在利息率为５％的时候，资本不会用于修建新的公路、运河和铁路，除非这些

工程能带来相应大的利润；但是，在利息率只有４％或３％的时候，资本就会

投到这些改良事业中去，虽然它只能得到相对说来比较低的利润。大的改良

事业由股份公司来承办，这是利润率下降的自然结果。这也促使个人把自己

的资本以建筑物和机器的形式固定下来。”（托·霍普金斯《近四十年来的大

不列颠》１８３４年伦敦版第２３２页）

“麦克库洛赫对从事棉纺织业的人数及其收入作了如下的估计：

８３３０００个织工、纺纱工、漂白工等等，

 每人每年２４镑 ２０００００００镑……………………………………

１１１０００个细木工、司机、机械师等等，

 每人每年３０镑 ３３３３０００镑……………………………………

９４４０００

利润、管理费、机器用的煤炭和材料费 ６６６７０００镑 ………………

３０００００００镑 

假定６６６７０００镑中有２００万镑用于煤炭、铁和其他材料，用于机器和其

他开支，用来雇用６６６６６人，每人每年３０镑，［加上上述９４４０００人］雇用的总

人数为１０１０６６６人；还要加上占这个总数 １
２的靠劳动者生活的儿童、老人等

等，或者说另加５０５３３０人；因此，靠工资过活的总人数为１５１５９９６人。还要加

上间接或直接靠４６６７０００镑利润过活的那些人。”（霍普金斯，同上，第３３６、

３３７页）

５５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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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种计算法，８３３０００人直接从事［棉纺织业］生产，

１７７６６６人从事采用机器时所必需的机器和辅助材料的生产。但

是，后面这部分人按每人３０镑计算；要把他们的劳动化为和

８３３０００人的劳动同质的劳动，就要按每人２４镑计算，这样一来，

５３３３０００镑可以雇用约２２２２０８工人；这就是说，每当有３３
４个人

从事棉纺织品的生产，大约就有１个人从事机器和辅助材料的生

产。少于１比４，但是就算１比４吧。如果现在［棉纺织业中］剩下

的４个工人的工作量和过去５个工人的工作量一样多，而每个人

的剩余劳动时间比过去的工人多 １
４，那么资本将得不到［更多的］

利润。剩下的４个工人必须比过去５个工人提供更多的剩余劳动；

或者用于机器生产的工人人数应当少于被机器排挤出去的工人人

数。只有在机器能够增加使用机器进行生产的工人的剩余劳动时

间的情况下，机器对资本来说才是有利的（机器不会减少剩余劳动

时间，而是会增加剩余劳动时间对必要劳动时间之比，以致在同时

并存的工作日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动时间不仅会相对地减

少，而且会绝对地减少）。

绝对［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是以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数量不变

或增加为前提的；生产力由于分工等等而提高的情况也是如此。在

这两种场合，全体被使用的工人的总劳动时间都保持不变或者增

加。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相对剩余劳动时间不仅同必要劳动时间

相比，从而同全体被使用的工人的总劳动时间相比会增加，而且在

全体被使用的工人的总劳动时间减少，即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数量

（同剩余劳动时间相比）减少的情况下，对必要劳动时间的比例也

会增加。

格拉斯哥的一个工厂主曾经向《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

６５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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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９年爱丁堡版）一书的作者詹·库·昔蒙兹提供下述材料（为

了掌握关于固定资本、流动资本、花费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等等

的比例的例子，我们在这里引用一些）：

［ —４３］格拉斯哥：

  “建设一座拥有５００台织布机、织造格拉斯哥

  通常生产的优质白布或衬衫布的机械织布厂，

  大约共需费用 １８０００镑…………………………………………

假定年产品为１５００００件，每件２４码，６先令 ４５０００镑………………

这笔费用如下：

  投资的利息，机器折旧……… １８００镑

  蒸汽机、润滑油、油脂，机器、工具的修理等等 ２０００镑…………

纱和亚麻 ３２０００镑……………………………………………………

工人工资 ７５００镑………………………………………………………

预期的利润 １７００镑 ……………………………………………………
４５０００镑”

（詹·库·昔蒙兹《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工业者》１８３９年爱丁堡版第２３３页）

因此，如果我们假定机器的利息为５％，那么总利润就等于

１７００＋９００＝２６００。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只有７５００。这样一来，

［总］利润同工资的比例为２６∶７５＝５１５∶１５，因而＝３４
２
３％。

“建设一座使用手摇走锭精纺机、生产４０支中等优质

  纱的棉纺厂的大致费用 ２３０００镑………………………………

  （如果使用专利的自动走锭精纺机，须另

  加２０００镑）

按目前的棉花价格和目前的棉纱售价计算，年产量为 ２５０００镑……

这笔费用如下：

  投资的利息，机器折旧，按１０％计算 ２３００镑……………………

  棉花 １４０００镑……………………………………………………

  蒸汽机、润滑油、油脂、煤气，以及修理工具

７５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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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机器的一般费用 １８００镑……………………………………

  工人工资 ５４００镑…………………………………………………

  利润 １５００镑 ………………………………………………………

２５０００镑”

（同上，第２３４页）

  （因此，流动资本被假定为７０００镑，因为１５００是３００００的

５％。７２）

  “工厂每星期的产量为１００００磅。”（同上，第２３４页）

因此，在这里［总］利润为１１５０＋１５００＝２６５０；２６５０∶５４００（工

资）＝１∶２２
５３，即＝４９

８
１０８％。

“一座拥有１００００台环锭精纺机、生产２４支优质纱的

  棉纺厂的费用 ２００００镑…………………………………………

如果以目前的产品价值计算，年产量将值 ２３０００镑…………………

投资的利息，机器折旧，按１０％计算 ２０００镑…………………………

棉花 １３０００镑…………………………………………………………

蒸汽机、油脂、润滑油、煤气、机器修理等等 ２５００镑…………………

工人工资 ３８００镑………………………………………………………

利润 １４００镑 ……………………………………………………………

２３０００镑”

（同上，第２３５页）

这样一来，在这里总利润为２４００；工资为３８００；２４００∶３８００＝

２４∶３８＝１２∶１９，即＝６３３
１９％。

在第一种场合，［剩余价值率］为３４２
３％，在第二种场合为４９

８
１０８％，在最后的场合为６３

３
１９％。在第一种场合，工资为产品总价格

的１
４；在第二种场合多于

１
５；在最后的场合少于

１
６。但是，在第一种

场合，工资对资本价值之比为１∶４８
１５；在第二种场合为１∶５

１５
２７；

在第三种场合为１∶７７
１９。随着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对花在机

８５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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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上的那部分资本和流动资本（在第一种场合，这两者共计为

３４０００；在第二种场合为３００００，在第三种场合为２８０００）的总比例

的减少，利润对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比例自然必须按同一

比例增加，利润的百分率才能保持不变。

总劳动量（即工作日乘以同时并存的工作日数）的绝对减少，

在对剩余劳动的关系上可通过双重的形式表现出来。通过上述的

第一种形式，即原来在业的一部分工人由于使用固定资本（机器）

而被解雇。或者通过这样的形式：机器的采用将使所使用的工作日

的增加减少，虽然生产率增长了，而且增长的程度（当然）大于生产

率由于新采用的机器的“价值”而降低的程度。固定资本就它具有

价值来说，它不是提高，而是降低劳动生产率。

“工人人口的过剩使工厂主有可能降低工资的水平，但是，他们深信，在

工资的任何一次大幅度降低后，紧接着就会由于罢工、长时间停工以及面临

的其他重重困难而造成巨大损失，因此，即使改良机器能使生产增加两倍，并

且不需要增加工人，他们也宁愿放慢这种改良的进程。”（彼·盖斯克尔《手工

业工人与机器》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３１４页）

“当改革不完全排挤工人的时候，它使一个工人将能够生产现在需要１０

个或２０个工人才能生产出来的产品量，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他能够监督这样

的生产。”（同上，第３１５页）

“已经发明了这样的机器，它使一个人能够生产的棉纱，等于七十年前

２５０个人或者３００个人所能生产的，它使一个人或一个儿童能够印染的印花

布，等于以前１００个人和１００个儿童所能印染的。现在１５万工人在棉纺厂中

生产的棉纱，如果使用单线手纺车，要４０００万人才能生产出来。”（同上，第

３１６页）

［ —４４］“资本的直接市场或者直接活动场所，可以说是劳动。为了获得

不少于一定利润率的利润，在一定时间，在一定国家或在全世界可以投放的

资本量，看来主要取决于花费这笔资本后能够促使当时既有的人数去完成的

劳动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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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５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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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２０页。这部著作是李嘉图学派的一个人针对马尔萨

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而写的。）

［（９）］随着资本的发展，

劳动条件同劳动相异化

  在劳动生产力发展的过程中，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物化劳动，同

活劳动相比必然增长，——这其实是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因为，

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无非是使用较少的直接劳动创造较多的产品，

从而社会财富越来越表现为劳动本身创造的劳动条件，——这一

事实，从资本的观点看来，不是社会活动的一个要素（物化劳动）成

为另一个要素（主体的、活的劳动）的越来越庞大的躯体，而是（这

对雇佣劳动是重要的）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

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就通过这些客观条件的规模而表现出来），

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部分作为异己的和统治的权力同劳动

相对立。关键不在于物化，而在于异化，外化，外在化①，在于巨大

的物的权力不归工人所有，而归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资本所有，这

种物的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置于同自己相

对立的地位。

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角度来看，活动的这种物的躯体的创造

是在同直接的劳动能力的对立中实现的，这个物化过程实际上从

工人方面来说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从资本方面来说，则表现为

对他人劳动的占有，——就这一点来说，这种错乱和颠倒是真实

０６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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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而不单是想象的，不单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

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

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但决不是生产的

某种绝对必然性，倒是一种暂时的必然性，而这一过程的结果和目

的（内在的）是扬弃这个基础本身以及过程的这种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

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

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但是随着作为单纯单个劳动

或者单纯内部的或单纯外部的一般劳动的活劳动的直接性质被扬

弃，随着个人的活动被确立为直接的一般活动或社会活动，生产

的物的要素也就摆脱这种异化形式；这样一来，这些物的要素就

变成作为单个人的个人，不过是作为社会的单个人的个人借以再

生产自身的财产，即有机的社会躯体。使个人在他们的生命的再

生产过程中，在他们的生产性的生命过程中处于上述状况的那些

条件，只有通过历史的经济过程本身才能创造出来；这些条件既

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条件，它们只不过是同一些条件的两

种不同的形式。

工人丧失所有权，而物化劳动拥有对活劳动的所有权，或者说

资本占有他人劳动，——两者只是在对立的两极上表现了同一关

系，——这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而决不是同这种生产

方式毫不相干的偶然现象。这种分配方式就是生产关系本身，不过

是从分配角度来看罢了。因此，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下述说法

是极端荒谬的：

“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具有自然真理的性质…… 财富的分配却不是

这样。这种分配仅仅取决于人类制度。”（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６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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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３９、２４０页）

财富生产的“规律和条件”与“财富分配”的规律是不同形式下

的同一些规律，而且两者都在变化，都经历同一历史过程，一般说

来，只不过是一个历史过程的各个要素。

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

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

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

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

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

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

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

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

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

［（１０）关于货币、殖民地，关于因原料

加工方法的改善而产生的原料的节约，

关于高利贷、信贷、生产消费等等的各种摘录］

  黄金，用秘鲁人的形象化语言来说，是“太阳流下的泪珠”。（威·希·普

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１８５０年伦敦第４版第１卷第９２页）

“不使用工具或欧洲人所熟悉的机器，任何个人〈在秘鲁〉都只能做很少

的工作；但是大批的人在统一的指挥之下进行工作，靠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

了成果，等等。”（同上，第１２７页）

｛在墨西哥人那里出现的货币（在他们那里，更常见的是物物

交换和东方的土地所有制）是

“［由当局］规定的具有不同价值的流通手段。它们包括涂有金粉的透明

２６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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翎毛管、切成Ｔ字形的锡片和装有一定粒数的袋装可可。殉道者彼得（《新大

陆》）说：‘哦，有福的货币！既供给人类以甜美滋养的饮料，又不会使它的无辜

的所有者染上可怕的贪婪病，因为它既不能埋藏，也难于长期保存。’”（威·

希·普雷斯科特《墨西哥征服史》１８５０年伦敦第５版第１卷第１２３页）

“厄什韦葛在１８２３年估计，在巴西，８０年间开采的金钢石的总价值还赶

不上１８个月中所生产的砂糖或咖啡的价值。”（赫·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

民地的演说》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５２页）“最初的〈英国〉移民〈在北美〉共

同耕种他们村边的空地…… 这样的习惯在弗吉尼亚一直盛行到１６１９年”，

等等。（同上，第１卷第９１—９２页）

“１５９３年西班牙议会给菲力浦二世的呈文中说：‘伐利亚多利德的议会

在１５４８年曾请求陛下不再准许蜡烛、玻璃器皿、珠宝、刀子等类物品向王国

进口；这些对人类生活无用的东西从外国运来是为了换取黄金，西班牙人似

乎成了印第安人。’”（森佩雷《关于西班牙帝国兴衰的原因的研究》１８２６年巴

黎版第１卷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在人口稠密的殖民地中，工人虽然自由，但是自然地从属于资本家；在

人口稀少的殖民地中，缺少这种自然从属关系，这必须由人为的限制来代

替。”（赫·梅里威耳《关于殖民和殖民地的演说》１８４２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３１４

页）｝

［ —４５］罗马货币：计重铜块，１磅铜（ｅｍｅｒｅ ｐｅｒ ａｅｓ ｅｔ 

ｌｉｂｒａｍ①）。这就是阿司②。在罗马建立第４８５年，有银迪纳里；１迪纳里＝１０

阿司。（这种迪纳里，４０枚合１磅银；在罗马建立第５１０年，７５迪纳里合１磅

银；每１迪纳里还＝１０阿司，但是每阿司合４盎司。）在５１３年，每阿司降到２

盎司；每１迪纳里仍然等于１０阿司，只有４１８４磅银。最后的数字，即
１
８４，一直

维持到共和国末期，但是在５３７年，每迪纳里值１６枚重１盎司的阿司，而到

６６５年，只值１６枚重 １
２盎司的阿司…… 在罗马建立第４８５年，１银迪纳里

＝１法郎６３生丁；５１０年＝８７生丁；５１３—７０７年＝７８生丁。从加尔巴到安敦

尼期间＝１法郎。（杜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

３６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①

② 阿司，或罗马磅＝１２盎司；１盎司＝２４斯克鲁普尔；２８８斯克鲁普尔＝１磅。［杜罗

·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１—１２页］

直译是：“用铜和秤购买”；转意是：“遵照一切手续购买”。——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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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第１卷第１５、１６、４４８、４５０页）

在开始采用银迪纳里的时期，１磅银和１磅铜的比价＝４００∶１。在第二

次布匿战争初期＝１１２∶１。（同上，第１卷第７６、８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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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从公元前六和五世纪就开始用银铸造硬币。虽然相依为邻，罗马人

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却禁止使用金银。人民和元老院都感到：这样方便的流通

手段定将导致集中、奴隶增加以及古老习俗和农业的衰落。”（同上，第６４、６５

页）

“按照瓦罗的观点，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半会发声的工具，犁是

无声的工具。”（同上，第２５３、２５４页）

“一个罗马市民每日的［面包］消费稍高于２个法国利弗尔；一个农村居

民则超过３利弗尔。一个巴黎市民每天消费０．９３利弗尔面包，在以小麦为主

食的２０个县里，一个农村居民每天消费１．７０利弗尔。”（同上，第２７７页）“在

意大利（现在），在以小麦为主食的地方是１磅８盎司。为什么罗马人吃的比

较多？最初他们是生吃小麦，或者只是在水中泡软；后来他们学会把小麦烤熟

…… 以后他们掌握了磨面粉的技术，开始时吃生面团。为了捣碎麦粒，使用

了石臼，或者用两块石头互相撞击，或者一块在另一块上旋转…… 罗马士

兵预先准备好这种生面团，供自己几天食用…… 后来发明了筛麦子的筛

子，找到把麸子和面粉分开的办法，最后，加上酵母，但开始时吃的是未经烤

熟的面包，等到后来才学会烘烤面包，使面包不致变酸，并易于保存。只是在

反对柏修斯的战争以后，于５８０年在罗马才出现了面包师。”（同上，第２７７—

２７９页）“公元前，罗马人没有风磨。”（同上，第２８０页）

“帕尔曼蒂耶曾经证明：从路易十四时代以来，法国的磨谷技术大大改善

了，同旧磨相比，新磨几乎能够从同量谷物中多提供一半的面包。实际上，巴

黎每个居民每年消费的谷物，原来是４瑟提埃，后来是３瑟提埃，最后是２瑟

提埃，而现在只是每人１１３瑟提埃…… 因此我不难明白，为什么罗马人每

天消费的谷物和我们每天消费的谷物相差如此之多。全部原因只是在于磨粉

方法和面包制造方法的不完善。”（同上，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土地法限制了享有全权的市民的地产。限制财产是古代共和国存在和

繁荣的基础。”（同上，第２卷第２５６页）

“国家的收入包括国有地收入以及实物租税即实物贡赋和对进出口商品

４６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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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卖某些产品征收的货币税。这种状况…… 一直存在到奥斯曼帝国，几

乎没有什么变化…… 在苏拉专制时期，甚至在七世纪末（罗马建立第６９７

年），罗马共和国每年的收入只不过４０００万法郎…… 在１７８０年，土耳其苏

丹的货币收入（按披亚斯特计算）只有３５００万披亚斯特，合７０００万法郎……

 罗马人和土耳其人的大部分收入都是实物。在罗马人那里……谷物占 １
１０，

果实占 １
５，在土耳其人那里，各种产品占

１
２至

１
１０，变化不定……由于罗马帝

国只不过是由许多独立的自治市组成的巨大集合体，所以大部分税收和大部

分支出仍然属于市政当局。”（第２卷第４０２—４０５页）

“在奥古斯都和尼禄统治时期，罗马城，不包括郊区，只有居民２６６６８４

人。”杜罗推测：“在公元四世纪，郊区有居民１２００００人。在奥雷利安城墙以

内，有居民３８２６９５人，共５０２６９５人，再加上士兵３００００人和异乡人３００００；总

计大概有５６２０００人…… 从查理五世起的１５０年间，马德里曾是部分欧洲

和半个新大陆的首都，它同罗马有很多相似之处。它的人口的增长同它的政

治地位也是不成比例的。”（第１卷第３７０、４０３、４０５—４０６页）

“当时罗马的社会状况与其说同法国或英国的社会状况相似，不如说同

俄国或奥斯曼帝国的社会状况要相似得多：工商业不发达、巨大的财富和极

端的贫困同时并存。”（第２卷第２１４页）

  （奢侈只限于京城和罗马总督的驻在地。）

“从迦太基被毁到君士坦丁堡建立，罗马的意大利对希腊和东方所处的

地位，就同西班牙在十八世纪对欧洲所处的地位一样。阿尔贝罗尼说过：‘西

班牙同欧洲的关系正象嘴同身体的关系一样，什么都在那里经过，什么都不

留下。’”（同上，第２卷第３９９—４００页）

“高利贷在罗马最初是自由的。十二铜表法（罗马建立第３０３年）规定货

币的年利息为１％（尼布尔说是１０％）…… 这些法令很快就被破坏了……

杜伊利乌斯（罗马建立第３９８年）重新把年利率限制为１％（增长额为一盎

司）。在４０８年，这一利率降到 １
２％。在４１３年，护民官格努齐乌斯主持的全

民投票绝对禁止了有息贷款…… 在一个禁止市民从事产业、批发商业和零

售商业的共和国，也禁止从事货币贸易，那是不奇怪的。”（第２卷第２５９—

２６１页）“这种情况延续了３００年，直到迦太基陷落。［后来允许收取不超过］

１２％的年利率。普通年利率是６％…… 查士尼丁规定的利率为４％。在图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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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时期，五盎司的利息就是５％的法定利息…… 公元前１４６年，埃及法定

的商业利息是１２％。”（第２卷第２６１—２６３页）

［ —４６］封建地产的强制性让渡是随着高利贷和货币的发展

而发展起来的：

“能购买一切东西的货币的采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贷款给土地所有者

的贷出者的利益的维护，引起了为偿还债务而使土地所有权合法让渡的必要

性。”（约翰·达尔林普尔《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１７５９年伦敦第４

版第１２４页）

在中世纪的欧洲，“用金支付通常只限于某些交易物品，大部分限于贵重

物品的交易。这种支付经常发生在商界之外，例如达官显贵送礼，交纳某些高

额捐税，交纳巨额罚款，购买地产。未经铸造的黄金往往按磅或马克（半磅）称

量……８盎司＝１马克；因而１盎司＝２两，或３克拉。直到十字军远征时期，

人们所知道的金币只有拜占庭的索里达〔Ｓｏｌｉｄｕｓ〕，意大利的塔利〔Ｔａｒｉ〕和阿

拉伯的毛拉伯廷〔Ｍａｕｒａｂｏｔｉｎｉ〕〈后来称为马拉维第〔Ｍａｒａｖｅｄｉ〕〉。”（休耳曼

《中世纪城市》１８２６年波恩版第１集第４０２—４０４页）

“在法兰克部落的法律中，索里达只是充当计算铸币，用以表示作为罚款

而交纳的农产品的价值。例如，在萨克森人那里，１索里达等于一头一岁的公

牛，公牛通常是在秋天满一岁…… 按照里普利安法，一头健壮的母牛换１

索里达…… １２迪纳里＝１金索里达。”（同上，第４０５、４０６页）“４塔利＝１拜

占庭索里达…… 从十三世纪起，在欧洲铸造了各种金币：有奥古斯塔尔

〔Ａｕｇｕｓｔａｌｅｓ〕（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在西西里岛的布林的西和墨西拿铸造），

俄罗伦廷〔Ｆｌｏｒｅｎｔｉｎｉ〕或佛罗伦〔Ｆｌｏｒｅｎｉ〕（１２５２年起在佛罗伦萨铸造）……杜

卡特〔Ｄｕｋａｔｅｎ〕或策欣〔Ｚｅｃｈｉｎｅ〕（１２８５年起在威尼斯铸造）。”（同上，第

４０８—４１１页）“在匈牙利、德国和尼德兰，从十四世纪开始也铸造了大的金

币；在德国直接称为古尔登〔Ｇｕｌｄｅｎ〕。”（同上，第４１３页）

“在用银支付的时候，大多是按马克称量重量，这是一切大宗支付的通行

习惯…… 即使经过铸造的银，在进行这种支付时也要称量，因为铸币几乎

完全由纯银铸成，所以问题只在于重量。因此磅（利弗尔，里拉）①和马克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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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一部分是想象的铸币或计算铸币的符号，一部分则转变为实在的银币。银

币有：迪纳里〔Ｄｅｎａｒｅｎ〕或克劳泽〔Ｋｒｅｕｚｅｒ〕…… 在德国，从九世纪起，这种

迪纳里就叫作分尼〔Ｐｆｅｎｎｉｇｅ，即Ｐｅｎｉｇ，Ｐｅｎｎｉｎｇ，Ｐｈｅｎｎｉｇ〕…… 最初叫作

Ｐｅｎｄｉｎｇ，Ｐｅｎｔｈｉｎｇ，Ｐｆｅｎｔｉｎｉ……是从Ｐｆüｎｄｉｇ一字变来的，古代的写法是

Ｐｆüｎｄｉｎｇ……意思是‘足重的’：因而，足重的迪纳里〔Ｐｆüｎｄｉｇｅ Ｄｅｎａｒｅ〕简称

为Ｐｆüｎｄｉｎｇｅ…… 从十二世纪初开始，在法国、德国、尼德兰和英国，迪纳里

的币面上的十字形换成了星〔Ｓｔｅｒｎ〕形，所以它又有一个名称，叫作：Ｓｔｅｒｎｌｉｎ

ｇｅ，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ｅ，Ｓｔａｒｌｉｎｇｅ…… ‘Ｄｅｎａｒｅ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Ｐｆｅｎｎｉｇｅ 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ｅ’

…… 在十四世纪，３２０枚尼德兰的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ｅ等于１磅，２０枚等于１盎司

…… 银索里达按德语称为先令〔Ｓｃｈｉｌｄｌｉｎｇｅ，Ｓｃｈｉｌｌｉｎｇｅ〕…… 在中世纪初

期，银索里达不是实在的铸币，而是每１２枚迪纳里的总称…… １金索里达

＝１２迪纳里（Ｓｔｅｒｌｉｎｇｅ），因为这就是当时金和银的平均比价。

作为辅币流通的是奥波尔〔Ｏｂｏｌｉ〕，即半分尼〔Ｈ氋ｌｂｌｉｎｇｅ〕…… 随着小

手工业的普及，越来越多的小商业城市和小国君主也有权铸造地方性硬币，

即大部分是辅币。他们掺用了铜，这种现象越来越严重…… 厚分尼〔Ｄｉｃｋ－

ｐｆｅｎｎｉｇｅ〕，大德尼埃〔Ｇｒｏ  ｄｅｎｉｅｒｓ〕，格罗斯〔Ｇｒｏｓｓｉ〕，格罗申〔Ｇｒｏｓｃｈｅｎ〕，

格罗提〔Ｇｒｏｔｅｎ〕，最初是十三世纪中叶在图尔铸造的。这些格罗申当初叫作

双分尼〔Ｄｏｐｐｅｌｐｆｅｎｎｉｇｅ〕。”（同上，第４１５—４３３页）

“历代教皇几乎向所有的天主教国家征收教会捐税，这首先对工业欧洲

的整个货币制度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此外，由此也引起各种各样力

图摆脱教会禁令（禁止放债取息）的尝试…… 教皇利用伦巴第人从大主教

辖区为他征收僧袍税以及其他教会捐税。这些人是教皇庇护下的大高利贷者

和典当业者。这种情况从十二世纪中叶开始就已为人所知。尤其是锡耶纳的

高利贷者。‘官方的高利贷者’。在英国，他们自称为‘罗马主教的货币商人’。

巴塞尔等地的一些主教，为了得到几个钱，就把主教戒指、丝绸袈裟和全部教

堂用具抵押给犹太人，并支付利息。但是主教、修道院院长、神父自己也利用

教堂用具放高利贷，办法是把教堂用具抵押给来自佛罗伦萨、锡耶纳和其他

城市的托斯卡纳的货币商人，以分享一部分利润”等等。（同上，第２集第

３６—４５页）

因为货币是一般等价物，一般购买力，所以任何东西都可以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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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任何东西都可以转化为货币。但是任何东西只有在被让渡，被

它的所有者转让的时候，才能转化为货币。因此任何东西都是可以

让渡的，或者说，对个人是无关紧要的，是他身外之物。因此，所谓

不可让渡的、永恒的财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不动的、固定的财产关

系，都在货币面前瓦解了。其次，因为货币本身只存在于流通中，并

同享乐品等等——那些归根到底可以归结为纯粹享乐品的种种价

值——相交换，所以任何东西只有在为个人而存在的情况下才具

有价值。由此可见，物的价值只存在于该物的为他的存在中，只存

在于该物的相对性，可交换性中，除此以外，物的独立价值，任何物

和关系的绝对价值都被消灭了。一切都为利己主义的享乐而牺牲。

因为，既然一切东西可以为换取货币而让渡，那么一切东西也可以

通过货币而取得。一切都可以用“现金”去获得，而现金作为存在于

个人之外的东西，则可以通过诈骗、暴力等手段去夺取。因此，任何

东西都可以为一切人所占有，而个人能否占有某种东西则取决于

偶然情况，因为这取决于他所占有的货币。所以，个人就有可能主

宰一切。没有任何绝对的价值，因为对货币来说，价值本身是相对

的。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可让渡的，因为一切东西都可以为换取货币

而让渡。没有任何东西是高尚的、神圣的等等，因为一切东西都可

以通过货币而占有。正如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一样，在货币面前不

存在“不能估价、不能抵押或转让的”，“处于人类商业之外的”７４，

“谁也不能占有的”，“神圣的”和“宗教的东西”。７５最妙的是，中世

纪的罗马教会本身就是货币的主要推崇者。

“因为反对高利贷的教会法律早已失去任何意义，［教皇］马丁于１４２５年

也就在名义上把它废除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１８２７年波恩版第２集第

５５页）“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首先对牧师有严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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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更高。由于

货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 —４７］而且票据业务

还不发达。因此，利息相差很悬殊，关于高利贷的概念差别也很大。在查理大

帝时代，收取１００％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１３４４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

地市民收取２１６ ２
３％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４３

１
３％为法定利息

…… 在意大利，有时必须支付４０％的利息，虽然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

普通的利息率不超过２０％…… 维罗那规定１２１２％为法定利息…… 弗

里德里希二世在他的命令中规定１０％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他

是不屑替基督徒说话的。早在十三世纪，１０％已经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

率了。”（同上，第５５—５７页）

        

“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中，商品的消费是生产过程的一部分。”（赛·菲

·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２９６页）“应当指出，在

这种情况下价值没有被消费，因为同一价值存在于新的形式中。”（同上）其

次，“消费［意味着］把个人收入用于自身的不同需要”。（同上，第２９７页）

“为取得货币而卖，在任何时候都和现在用货币来买一样地容易；生产将

成为需求的不变的和永不枯竭的原因。”（约翰·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

理》１８３１年爱丁堡版第１６页）“除了土地、资本、劳动以外，生产的第四个必

要条件就是立即交换的能力。”（同上，第１８页）“能够交换”这一点对于生存

在社会中的人来说是重要的，“就象能够生产这一点对于鲁滨逊·克鲁索来

说是重要的一样”。（同上，第２１页）

“按照萨伊的观点，信用只是代替资本，不创造任何资本。这只有在一个

资本家贷款给一个工业家的时候，才是正确的，而在生产者之间由于相互预

付而形成的信贷关系中，就不是这样了。一个生产者预付给另一个生产者的，

并不是资本，而是产品，是商品。这些产品，这些商品，在借入者手中可以成为

并且无疑会成为能动资本，即劳动工具，但是在其所有者手中，它们是待售的

产品，因而是某种非能动的东西…… 应当把产品即商品和劳动的要素即生

产资本区别开来。只要产品停留在自己的生产者手中，它就只是商品，或者

——如果愿意这样说的话——只是非能动的惰性资本。把它保存在手中的工

业家不仅得不到任何好处，而且对他来说这还是一个负担，是造成各种麻烦、

附加开支和亏损，如支付仓库费、保管费、基金利息等等的原因，这里还不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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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几乎所有长期处于非能动状态的商品所遭受的各种损耗…… 因此，如果

他把他的商品赊销给另一个能把这些商品用于自己的生产部门的工业家，那

么这些过去的惰性商品，就会成为后者的能动资本。这样，一方的生产资本将

会增加，而另一方的资本也不会有任何减少。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假定：卖者

把自己的商品赊销出去，就会获得马上可以贴现的期票，那么，这样一来，他

又有可能购买新的原料和劳动工具，来重新开始生产活动，这不是十分清楚

的吗？因此，在这里生产资本双重地增加了，换句话说，双方都得到了新的可

能性。”（沙·科凯兰《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载于《两大陆评论》７６１８４２年第

３１卷第７９９—８００页）

“让全部待售商品迅速地、毫不迟延地、毫无阻碍地由惰性产品的状态转

为能动资本的状态，这在国内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新的能动性！…… 这种迅

速的转化正是信用带来的好处…… 这是流通的能动性…… 这样一来，信

用可以使工业家的营业扩大到十倍…… 在一定的期间，商人或生产者把自

己的原料和自己的产品更新了十次而不是一次…… 信用实现了这一点，提

高了所有人的购买力。信用不是仅仅使那些现在有支付能力的人保持这种购

买力，而是向所有以其地位和信誉保证将来可以支付的人提供购买力；它向

任何能够借助劳动来利用产品的人提供购买力…… 因此，信用的第一个好

处，即使不是增加一国所拥有的价值总额，至少也是增加能动价值的总额。这

是直接的效果。由此而来的是生产力的增长，从而是价值总额等等的增长。”

（同上，第８０１、８０２、８０５页）

“租赁是有条件的出售，或在限定时间内对一物的使用权的出售。”（托·

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８１页）

“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各种转化。资本要变成生产资本，就必须被消

费。”（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８０页）

“经济周期……即整个生产进程，是从支出时起，直到收回时为止。在农

业中，播种期是它的开端，收获是它的终结。”（同上，第８１页）“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的差别的根据是，在每一经济周期中，一部分资本部分地被消费，而另

一部分则全部被消费。”（同上）

“资本投向各个不同的行业。”（同上，第８２页）这属于竞争学说。

“交换手段。在不发达的民族中，任何商品，只要它构成社会财富的最大

部分或由于某种原因比其他商品更经常地成为交换对象，它就充当流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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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例如，在游牧部落中交换手段是牲畜，在纽芬兰是干鱼，在西印度是砂糖，

在弗吉尼亚是烟草。贵金属：它们的优点是：（ａ）在世界各地它们的质是一样

的；（ｂ）可以细致分割和精确分开；（ｃ）稀有和开采困难；（ｄ）适于铸造。”（同

上，第９９—１０１页）

［（１１）普莱斯和蒲鲁东的幻想。

唐森和加利阿尼的观点］

  认为资本是一种会自行再生产的东西，一种靠自身的天性而

长久保存和增殖的价值，这种观念，曾经使普莱斯博士生出许多荒

诞无稽的幻想。它们已经远远超过炼金术士的幻想。对于这些幻

想，皮特深信不疑，并且，他在制定还债基金的条例（见罗德戴尔的

著作）７７时，把这些幻想当作他的财政政策的基础。下面就从此人

著作中援引若干突出的段落：

［ —４８］“生复利的钱，起初增长得很慢。以后就不断加快，过了一段时

期之后，其速度就超出任何想象。一个便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５％的复利

放出，到现在会增长成一个比１５０００万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可是如果

以单利放出，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它至多只能变成７先令４１４便士。直到现

在，我们的政府宁可用后一种方法而不用前一种方法来理财。”（理查·普莱

斯《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１７７２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８—１９页）

（他的奥妙就是：要政府以单利借款，并以复利贷出。）

在《评继承支付》（１７７２年伦敦第２版）中，普莱斯更是想入非

非：

“一个先令，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６％复利放出，会增长成一个比整个太

阳系——假设它变成一个直径同土星轨道的直径相等的圆球——所能容纳

的还要大的数目。”（第 页注）“因此，一个国家总是能摆脱困难的；因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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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有一小笔积蓄就能在它的利益所要求的短期限内清偿大笔的债务。”（第

页）

勇敢的普莱斯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因为他完

全不顾劳动再生产的条件，把资本看作自行运动的东西，看作一种

纯粹的、自行增长的数字，所以他竟然以为，他已经在前面的公式

中发现了资本增长的规律。皮特在他１７９２年提议增加还债基金金

额的演说中，就十分认真地看待普莱斯博士的这种欺人之谈。（Ｓ

＝Ｃ（１＋ｉ）
ｎ
。）
７８

麦克库洛赫提出以下几点作为金属货币的属性：

“这种材料必须是（１）可以分成极小的份额；（２）适于无限期保存而不变

质；（３）体积小而价值大，便于从一处运到另一处；（４）一定名称的铸币同任何

其他同名铸币在量上和质上始终相等；（５）其价值必须较为稳定。”（麦克库洛

赫《商业和商轮航运业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１８４７年伦敦新版第８３６页）

在蒲鲁东先生同巴师夏的全部论战中（《无息信贷。弗·巴师

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勇敢的蒲鲁东的论

断的全部奥秘就是，他认为贷放是一种和出售完全不同的东西。

取息的贷放“是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不断重新为此得

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无息信贷》，《人民之声报》７９

编者之一舍韦写的第一封信）

资本的再生产在这里所表现的不同的形式使他迷惑不解，看

不到资本的这种不断再生产——在这种再生产中价格不断收回，

并不断重新同劳动相交换而获得利润，即通过买卖不断重新实现

利润——构成资本的概念。使他迷惑的是，这种“物品”不会变更所

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一样；因此，这实质上不过是包括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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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内的取息的贷放资本所特有的再生产形式。舍韦所说的房租，

涉及的正是固定资本的形式。如果我们考察流动资本的整个过程，

那么就会看到，尽管同一个物品（例如，这一磅糖）不会一再出售，

但是同一个价值总是一再地再生产出来，让渡只涉及形式，而不涉

及实体。

能够提出这种异议的人，显然还没有弄清楚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

的概念。蒲鲁东不懂得，利润，从而利息，怎样由价值的交换规律产

生。因此，照他说来，“房屋”、货币等等就不应当作为“资本”，而应

当作为“商品……按照成本”来交换。（《无息信贷》第４３—４４页）

这个莽撞的家伙不懂得，全部问题就在于，价值是按照价值规

律同劳动相交换的，因此，要废除利息，就必须废除资本本身，必须

废除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也就是说必须废除雇佣劳动。

蒲鲁东先生连在贷放和出售之间找出一点差别的能力都没

有，他说：

“实际上，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

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

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同上，第６９

页）

可见，蒲鲁东先生所说的制帽业主是不把利润和利息算进他

们的成本的。他不懂得，他们正是在取得自己帽子的价值时，取得

了比他们生产帽子所花费的更多的东西，因为这种价值的一部分

是在同劳动的交换中未经支付等价物就占有的。这里再引述前面

已经说明过的①他的那个伟大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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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

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自食其力的原则，在利

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同上，第１０５页）

在第九封信中（第１４４—１５２页），勇敢的蒲鲁东把作为流通手

段的货币同资本混淆起来，从而得出结论说：法国现存的“资本”会

提供１６０％（即１０亿资本——“法国流通中的现金总额”——在国

债和抵押等等形式上的年利息为１６亿）。

蒲鲁东把下面这一点当作“货币资本”即作为资本来贷出的货

币的特性，这说明他多么不理解资本和资本的不断再生产。这一点

就是：

“货币资本从交换到交换，通过利息的积累，不断流回到它的起点，由此

可以得出结论，不断由同一个人反复进行的贷放，会不断为同一个人带回利

润。”（第１５４页）

“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第２００页］

（一切东西都应当出售，任何东西也不应当贷放。这就是［蒲鲁

东的］全部奥秘。他无法看到：商品交换是以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

换为基础的，而利润和利息则来自后一种交换。蒲鲁东想坚持最简

单、最抽象的交换形式。）

下面是蒲鲁东先生的绝妙论据：

“因为价值无非是一种比例，一切产品必然互成比例，所以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产品总是价值并且是确定的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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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５０页）

较老的英国经济学家，如人口论之父，牧师约·唐森先生，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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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朴素地表述过资本的对立性质和一无所有的工人对于资本的必

要性。马尔萨斯用欺骗手法剽窃唐森的人口论（他本来就是一个无

耻的剽窃者，例如，他的地租理论就是从租地农场主安德森那里抄

袭来的），由此而使自己成为名人。唐森［ —４９］说：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所以，总是有一

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

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

等等。”（［约·唐森］《论济贫法》１８１７年伦敦再版第３９页）“用法律来强制劳

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引起敌意等等，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

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

大的干劲。”（同上，第１５页）

（这实际上是回答究竟哪一种劳动，是奴隶劳动还是自由工人

劳动的生产效率更高的问题。亚·斯密就不必提出这个问题，因为

资本的生产方式是以自由劳动为前提的。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的

发达的关系，同样证实了亚·斯密把劳动分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

劳动是有道理的。而布鲁姆男爵对此的穷极无聊的嘲弄，萨伊、施

托尔希、麦克库洛赫等人的一本正经的反驳，都无济于事。亚·斯

密的缺点只是多少过于草率地把劳动的物化理解为劳动固定在某

种可以捉摸的物品中。但是，这在他那里是次要的事情，只是表达

不当。）

在加利阿尼看来，工人也是由于自然规律而存在的（加利阿尼

于１７５０年出版了自己的书）：

“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

《货币论》，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

卷第７８页）

但是，他已经有了正确的价值概念：

５７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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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辛劳才使物品有价值。”（同上，第７４页）

当然，劳动也有质的区别，这不仅因为劳动所处的生产部门不

同，而且因为劳动强度有大有小，等等。至于这些区别以怎样的方

式拉平，并且一切劳动都化为简单的非熟练劳动，这一点在这里自

然还不能加以考察。只须说明的是，各种劳动的产品只要确立为价

值，这种简化实际上就实现了。各种劳动的产品作为价值在一定比

例上是等价物；较高级劳动本身是用简单劳动来估价的。只要想一

想，比如说加利福尼亚的黄金便是简单劳动的产品，那么这就很清

楚了。况且任何一种劳动都是用黄金支付的。质的区别这样一来

就消除了，一种较高级劳动的产品实际上化为一定量的简单劳动。

可见，对不同质的劳动所作的这些计算，在这里是完全无关紧要

的，这丝毫也不损害原理。

“金属由于有价值才作为货币来使用，而不是由于它们作为货币来使用

才有价值。”（加利阿尼，同上，第９５页）“影响货币量多少的，是货币的流通速

度，而不是金属的量。”（第９９页）“货币有两种，一种是观念的货币，一种是实

在的货币，因而有两种用法：一种是用来对物品进行估价，一种是用来购买物

品。就估价来说，观念的货币同实在的货币一样适用，而且也许更适用一些

…… 货币的另一种用法是用来购买它所估价的物品…… 价格和契约是

用观念的货币来估算，而用实在的货币来实现的。”（第１１２—１１４页）“金属有

这样的属性和特点，就是只有在金属中，一切关系才归结为一种关系，即它们

的量，因为它们不论在内部构成上或外部形状和构造上，天然没有不同的

质。”（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这是十分重要的论述。价值首先要求一个共同的实体，要求把

一切差别或比例都化为纯粹量的差别或比例。贵金属就具有这种

特点，因此，贵金属表现为天然的价值实体。

“货币……作为一切物品同生活的需要的比例来看，可以统称为物品的

６７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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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第１５２页）“观念货币本身通常就是计算货币，就是说通常是通过观

念货币来订立契约和估价一切物品：这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由于这个原因，

那些现今只具有观念的名称的货币在一切民族中都是最古老的货币，曾经有

一个时期，它们都是实在的；正因为它们是实在的，所以才用它们来计算。”

（第１５３页）

（这也是对乌尔卡尔特等人的观念货币所作的形式上的阐释。

对黑人等等来说，铁条块最初是实在货币，以后转化为观念货币，

但他们同时力求保持它从前的价值。既然铁的价值象他们在贸易

中所看到的那样同金等等相比会发生变动，那么观念的铁条块为

保持自己的价值，就表现为实在的铁量的不断变动的比例，表现为

一种麻烦的计算方法，而正是这种方法为这些先生们的抽象能力

带来了荣誉。）（卡斯尔里在１８１０年金条委员会引起的辩论中，提

出了类似的混乱看法。）

加利阿尼说得妙：

“事物在直进中没有无限性，在循环中却有。”（加利阿尼，同上，第１５６

页）

关于使用价值，加利阿尼讲得好：

“价格是一种关系…… 物品的价格，这是物品同我们的需要的比例；价

格还缺乏固定的尺度，但总可能找到这种尺度。我个人认为，人本身就是这种

尺度。”（第１５９、１６２页）

“西班牙在它最强盛和最富庶的时期，人们是用雷阿耳和最小的马拉维

第来计算的。”（第１７２、１７３页）

“人倒是唯一的和真正的财富。”（第１８８页）“财富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

关系。”（第２２１页）“当某一件物品的价格，或者说这件物品对其他物品的比

例，对于一切物品是按照同一比例发生变动的时候，那就清楚地证明，变动的

只是这一物品的价值，而不是一切其他物品的价值。”（第１５４页）

（资本的维修费用也应当计算在内。）

７７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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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其 他］

“［通过法律］正面限制纸币量所能达到的唯一有效目的，也就是生产费

用在对其他货币的关系上会达到的同一目的。”（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

１８５１年纽约版第３００页）

货币材料的纯粹量的差别：

“货币〈在借贷时〉只以同种东西①偿还；这一事实把这一工具同其他一

切区别开来……指明它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清楚地表明它的职能的独

特性。”（同上，第２６７页）

“有货币在手，要得到所要的东西，我们只须作一次交换；有其他剩余产

品在手，我们就得作两次交换，其中第一次（换取货币）比第二次困难得多。”

（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银行家……和旧高利贷者不同……他贷款给富人，很少或根本不贷款

给贫民。因此，他贷款时冒的风险较小，贷款条件可以较低；由于这两个原因，

他就避免了民众对高利贷者的那种憎恨。”（弗·威·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

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４４页）

［ —５０］“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货币藏起来，并且把它们秘密地、深深地

埋在地里，特别是异教徒，他们几乎掌握了全部贸易和全部货币，他们深信生

前埋下的金银，对他们死后有用。”（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大莫卧儿等国游

记》１８３０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３１４页）

“物质在其自然状态中总是没有价值的。它只是通过劳动才获得交换价

值并成为财富的要素。”（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的起源、发展、特殊对象

和重要性》，普雷沃译，１８２５年日内瓦—巴黎版第５７页）

“商品在交换中互为［价值］尺度。”（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附让·

巴·萨伊的注释》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８１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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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８页）“劳动不是财富的源

８７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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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同样，劳动也不是财富的尺度。”（第１２３页）“斯密……竟确信：使物质的

东西存在的那个原因，也就是它们的价值的源泉和尺度。”（第１２４页）

“利息是使用资本时所支付的价格。”（第３３６页）“货币必须具有直接价

值，但这种价值以人为的需要为基础。货币材料不应当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

的东西；因为用作货币的这种材料的全部数量，决不能由个人占用；这一货币

量必须不断地流通。”（第２卷第１１３、１１４页）“货币代替一切。”（第１３３页）

第５卷：《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巴黎版：

“再生产消费其实不是支出，而只是预付，因为它们要被偿还给预付的

人。”（第５４页）“认为人民通过积蓄或节约，也就是靠自愿受穷来发财致富，

这不是显然矛盾吗？”（第１７６页）

“在俄国，在兽皮和皮货被用作货币的时期，这样笨重和这样不耐用的货

币的流通所造成的不便，使人们产生了用打上印记的小块熟皮来代替这种货

币的念头，因此这种小块熟皮变成了可以兑换兽皮和皮货的凭证…… 直到

１７００年它们都保持这种职能（也就是说，后来代表一定份额的银戈比），至少

在卡卢加城及其郊区一直沿用到彼得一世（１７００年）下令把它们换成小铜币

为止。”（第４卷第７９页）

十七世纪反对高利贷的伟大斗士约瑟亚·柴尔德就已经预示

了复利的奇迹——见《论商业和论货币利息降低所产生的利益》，

译自英文，１７５４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第１１５—１１７页（英文本于

１６６９年出版）。

“事实上商品换得的劳动总是比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劳动更多，而且正是

这个余额构成利润。”（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２２１

页）

这表明，麦克库洛赫先生对李嘉图的原理了解得多么好。他把

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别开来；前者是占有或生产商品耗费的劳

动量，后者是购买一定量劳动或一定量其它商品的能力。（第２１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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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机器都是靠人力制造的，同样人也是劳动的产物；所以在我们看

来，在从事一切经济研究时，正应当从这一点来考察人。”（第１１５页）“工资实

质上是由工人的部分劳动产品构成。”（第２９５页）“资本的利润只是积累劳动

的工资的别名。”（第２９１页）

“周期性的资本毁灭已经成为任何市场利息率存在的必要条件，从这一

点来看，我们通常以极为不安和恐惧的心情等待的，我们如此渴望防止的那

些可怕的灾难，可能无非就是对过度增长的和畸形发展的富裕所进行的自然

而必要的矫正，一种自愈力，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能够通过它时时从威胁着

自己生存的不断复发的多血症中恢复元气，并且重新处于一种合理而健全的

状态。”（约翰·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１６５页）

货币——“一般购买力”。（查默斯）①

“资本……是用于生产的服务和商品。货币：价值尺度，交换的媒介和一

般等价物；更切实际地说就是：获得资本的手段；偿付先前通过信用所获得的

资本的唯一手段；实际上是获得具有资本形式的相等价值的保证。商业就是

通过货币的媒介用资本同资本相交换，契约是借助媒介而缔结的，所以只有

货币才能满足契约的要求和偿还债务。出售时，一种资本换成货币，以换得同

自身相等的、存在于任何一种资本中的特有价值。利息——为货币贷放而付

的报酬。如果借用货币是为了获得资本，那么所付的报酬就是为使用借来的

资本（原料、劳动、商品等等）而付的报酬。如果借用货币是为了还债，为了偿

付先前已经获得并加以使用的资本（已商定用货币来偿付），那么所付的报酬

是为了使用货币本身，从这方面来看，利息和贴现是相似的。贴现完全是对货

币本身的报酬、对信用货币转化为实在货币的报酬。可靠的票据同银行券一

样，同样可以支配资本，只是要减去贴现费用；而票据贴现的目的在于获得具

有更方便的单位的货币用来发放工资和支付小额现金或者偿付已经到期的

大量债务；还在于用低于为取得现金而通常付出的５％这一利率进行贴现的

办法来取得现金，从而获得有利条件。然而贴现的主要目的从根本上说取决

于法定货币的需求和供给…… 利息率主要取决于资本的需求和供给，而贴

现率则完全取决于货币的需求和供给。”（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３日《经济学家》，致

编辑部的信）

０８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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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１］对讨论“犬税”
８０
问题十分在行的卡·阿伦德曾有如

下有趣的发现：

“在财物生产的自然进程中，只有一个现象，在已经充分开发的国家里，

看来在一定程度内负有调节利息率的使命；那就是欧洲森林的树木总量由于

树木的逐年增长而增加的比率。这种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

而按每１００棵增加３棵到４棵的比率来进行。”（卡·阿伦德《与垄断精神及

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１８４５年哈瑙版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这种利息率应当称为“原始的森林利息率”。

“［在抵补一切生产费用以后］剩下来的价值即价值余额，在每个行业中

都同使用的资本的价值成比例。”（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

伦敦第３版第８４页）

［（１３）利息和利润

关于利息，必须从两方面来考察。

第一，利润分为利息和利润。（英国人把作为二者的统一体的

利润叫作总利润。）同产业资本家阶级相对立的货币资本家阶级一

旦出现，差别便清清楚楚、显而易见了。第二，资本本身成为商品，

或商品（货币）作为资本出卖。例如有人说，资本象所有其他商品一

样，按照需求和供给调整自己的价格。可见，需求和供给决定利息

率。就是说资本本身在这里加入流通。

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所以能形成两个特殊的阶级，只是

因为利润能够分为两种收入部门。两种资本家只是事实本身的反

映；但是，必须发生分裂，即利润必须分为两种特殊的收入形式，两

个特殊的资本家阶级才能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

利息形式比利润形式古老。在印度，利息的高度对普通土地耕

１８３．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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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者来说决不表示利润的高度，而是表示：不仅利润，而且部分工

资都被高利贷者以利息形式占有了。凯里先生把这种利息同英国

货币市场上所通行的、英国资本家所支付的利息作了对比，并由此

得出结论说，“劳动率”（劳动在产品中所取得的份额）在英国比在

印度高得多。他的这种做法同他的历史鉴别力是完全相称的。不

过，他应该拿英国的，例如得比郡的手工织工，即由资本家预付（借

贷）材料和工具的手工织工所付的利息来作比较。他会发现，这里

利息很高，工人在支付各项开支后，结果还是个负债者，尽管他们

不仅归还了资本家的贷款，而且在贷款之外还无偿地加上了自己

的劳动。

从历史上来看，产业利润的形式只是在资本不再与独立劳动

者同时并存之后才产生的。因此，利润看来最初是由利息决定的。

但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利息由利润决定，而且只是利润的一

部分。因此，利润必须很高，它的一部分才能作为利息分出。在历

史上情况则相反。利息必须压得很低，一部分剩余收益才能作为利

润独立出来。

工资和利润之间——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有天然的联

系；可是，利润和利息之间，除了获得这两种不同形式收入的这两

个阶级的竞争所决定的联系之外，还有什么联系呢？不过，这种竞

争和这两个阶级要能够存在，就要以剩余价值分为利润和利息为

前提。考察资本一般，并不是单纯的抽象。例如，如果我考察某个

国家内与总雇佣劳动（或者也与地产）相区别的总资本，或者说，我

把资本当作与另一个阶级相区别的某一阶级的一般经济基础来考

察，那我就是在考察资本一般。这就同我从生理学上考察与动物相

区别的人一样。利润和利息之间的实际区别是作为货币资本家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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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和产业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区别而存在的。但是，这两个阶级能够

互相对立，它们的双重存在，要以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化为

前提。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财富的特殊社会形式，或者不如说是

财富生产的特殊社会形式。财富的材料，不论是主体的，如劳动，还

是客体的，如满足自然需要或历史需要的对象，对于一切生产时代

来说最初表现为共同的东西。因此，这种材料最初表现为单纯的前

提。这种前提完全处在政治经济学的考察范围之外，而只有当这种

材料为形式关系所改变或表现为改变这种形式关系的东西时，才

列入考察的范围。关于这方面的通常的一般论述，只限于一些抽象

概念。这些抽象概念在政治经济学的最初尝试中还有一些历史价

值，那时人们还在极其艰难地把各种形式从材料上剥离下来并竭

力把它们作为特有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后来，这些抽象概念成了

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它们越把自己打扮成科学，就越使人讨厌。

德国经济学家们在“财物”的范畴下惯于发表的一切空谈，就属于

这种情况。）

重要的是，利息和利润这两者都表现资本的关系。生息资本作

为一种特殊形式，不与劳动对立，而与提供利润的资本对立。下述

关系，即一方面工人还表现为独立的劳动者，因而不表现为雇佣工

人，另方面这种劳动者的物质条件已经具有与劳动者并存的独立

存在，并且成了特殊的高利贷者阶级的财产——这样的关系，必然

在或多或少以交换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发展起来，随着同特

殊的、有限的农业财产形式或手工业财产形式相对立的商人财产

或货币财产的发展而发展起来。这种商业财产的发展本身可以看

作交换价值的发展，因此可以看作上述领域内流通和货币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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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确，一方面这种关系向我们表明：劳动条件越来越来自流

通并依赖于流通，它们同工人的经济存在相分立，相分离。另一方

面，工人的经济存在还没有从属于资本过程。因此，生产方式还没

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这种关系在资产阶级经济内部再现出

来，那么，这只是发生在落后的工业部门或［ —５２］现代生产方式

中那些有覆灭危险而极力挣扎的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还存在对劳

动的最令人愤慨的剥削，而且在这里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根本不包

含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和新的历史形式的萌芽。就生产方式本

身来说，资本在这里在物质上仍从属于单个劳动者或劳动者家庭

——不管是在手工业生产中，还是在小农业中。有资本的剥削，但

没有资本的生产方式。利息率很高，因为利息包括利润，甚至包括

一部分工资。在这种高利贷形式下，资本还没有支配生产，因而只

在形式上是资本，这种高利贷形式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前的生产形

式占统治地位，但是，它会在资产阶级经济内部在次要的领域中再

现出来。

利息的第二种历史形式：向消费财富贷放资本。这种形式作为

资本起源的一个要素在这里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因为土地所有者

的收入（往往也有他们的土地）在高利贷者的钱袋中积累起来并资

本化。这就是流动资本或货币形式的资本在一个同土地所有者相

独立的阶级的手中积聚起来的过程之一。

已经实现的资本及其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的形式，就是货币。

就是说，利润（不仅利息）通过货币来表现；因为价值要通过货币来

实现和计量。

凡是有交换关系和货币流通的地方，货币支付的必要性——

不仅购买商品等等要用货币——便发展起来。交换完全不必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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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货币一出现，便产生这样的可能性：一方卖出自己的商品，另

一方后来才付款。为此目的而产生的对货币的需要（以后发展为贷

款和贴现业务）是利息的一个主要历史源泉。这一点在这里同我们

还完全无关；这在分析信用关系时才能进行考察。

买（Ｇ—Ｗ）和卖（Ｗ—Ｇ）之间的差别：

“当我卖的时候，（１）我把利润计入商品并获得它，（２）我得到具有普遍代

表性的或可兑换的商品——货币，货币可以随时出卖，我可以随时用货币支

配其他任何商品；货币特别畅销正是［其他］商品滞销的结果或自然后果……

 购买就不同了。如果购买是为了转卖或供应顾客，那么，不管可能性有多

大，总没有绝对的把握保证能按照有利的价格出卖…… 不过，不是所有的

人都为转卖而购买；许多人是为自己消费而购买”等等。（托·柯贝特《个人致

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１１７—１１８页）

“詹姆斯·威尔逊先生向议会提出的报告表明：１８５７年造币厂共铸造金

币４８５９０００镑，其中３６４０００镑为半索维林。这一年共铸造银币３７３０００镑，所

用金属的价值等于３６３０００镑。截至１８５７年１２月３１日为止的１０年间，铸币

总额为：金币５５２３９０００镑，银币２４３４０００镑…… 去年共铸造铜币６７２０镑

（而铜的价值为３４９２镑），其中３１６３镑为便士，２４６４镑为半便士，１１２０镑为

法寻…… 近１０年来铸造的铜币共值１４１４７７镑，这些铜是用７３５０３镑买来

的。”（１８５８年４月１０日《经济学家》）

“托马斯·卡耳佩珀（１６４１年）、约瑟亚·柴尔德（１６７０年）、佩特森（１６９４

年）和洛克（１７００年）认为，财富取决于哪怕是强制降低的金银利息率。这种

看法在英国几乎盛行了两个世纪。”（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１８０９

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７６—７７页）

当休谟反对洛克，证明利息率取决于利润率８１时，他所看到的

已经是发展得高得多的资本了。对于边沁来说情况更是这样，因为

他是在十八世纪末写书为高利贷辩护的８２。

（从亨利八世起到安女王时代，曾颁布法律降低利息。）

“每个国家都有：（１）生产阶级８３和（２）靠自己的资本的利息生活的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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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约·斯·穆勒《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

敦版第１１０页）

“因为在同一个月内不断地典质和赎回，而且典质一物是为了赎回另一

物，二者相抵后所得货币很少，所以当铺的利息是非常高的。领有执照的当铺

伦敦有２４０家，各地区约有１４５０家。所用资本估计给有１００万镑。这笔资本

在一年内至少周转三次，每次平均取得３３１２％的利息；所以，英国的下层阶

级，为了要获得１００万镑临时贷款，每年必须支付１００％的利息。过期不赎所

受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约·德·塔克特《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

１８４６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１４页）

［（１４）商人变为工业资本家。

商业资本的特点。利息率的大小］

  “有一些劳动只能大规模地进行，如制造瓷器、制造玻璃等等。因此，这

些劳动从来就不是手工业。还有一些劳动，如织布，在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

就已经大规模地进行了。”（波佩《工艺学历史》１８０７年哥丁根版第１卷第３２

页）

“早期所有工场都属于手工业，而商人只是手工业品的收购者和推销者。

在呢绒工场和亚麻工场还最严格地保持着这种状况。但是，在许多地方，商人

逐渐开始充当师傅的角色〈当然，没有行会的偏见和传统，没有以前的师傅对

帮工的关系〉，并以日工资形式雇用帮工。”（波佩，同上，第７０—７１页）

英国真正的工业所以在没有行会的城市确立和发展起来，主

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商业资本或作为商人财产出现的货币，是资本的最初形式，也

就是只从流通（交换）中产生并在流通中保存、再生产和增殖的价

值的形式，因而这种运动和活动的唯一目的是交换价值。有两种运

动：为卖而买和为买而卖；但是［ —５３］占优势的是Ｇ—Ｗ—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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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这种形式。货币和货币增殖表现为这种活动的唯一目的。商人购

买商品不是为了自己的需要，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值，他出卖商

品也不是为了偿还例如货币债务，或为了取得他所需要的其他商

品。他的直接目的是价值的增殖，而且是它作为货币这一直接形式

增殖。商业财产首先是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是作为流通的媒介运

动的货币；用货币换商品和用商品换货币，或者反过来。货币在这

里同时表现为目的本身，但为此不一定要处于自己的金属存在中。

在这里，价值生动地变换为两种形式——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价

值不关心它所采取的某种使用价值形式，同时它又变化为使用价

值的各种形式，而这些形式只不过表现为它的外衣。

因此，如果说商业活动包括流通运动，因而作为商人财产的货

币从一方面看来是资本的最初存在，而且在历史上情况确实是这

样，那么，另一方面，这种形式与价值概念是直接矛盾的。贱买贵

卖，是商业的规律。可见，这不是等价物的交换，否则，商业就不可

能是一种特殊行业了。

但是，作为商业财产的货币——象它在极不相同的社会形式

中和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极不相同的阶段上所表现的那样——只

是不受它支配的两极之间，不是由它创造的两个前提之间的媒介

运动。

“在每一个文明社会中，主要的商业是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进行

的。这种商业就是用原产品换取工业品……或是直接交换，或是通过货币交

换。”（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加尔涅的译本，１８０２年

巴黎版第２卷第４０３页）

商业始终起联系作用。生产最初是小规模地进行的。

“城市是农村居民用自己的原产品换取工业品的集市或市场。这种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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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城市居民以劳动材料和生活资料。城市居民卖给农村居民的成品的数

量，必然决定他们所购买的材料和食品的数量。”（同上，第４０８页）

只要“生活资料和享受资料”是主要目的，使用价值就起支配

作用。

价值概念意味着：价值只有通过交换才会保存和增殖。但是，

现存的价值首先就是货币。

“工业旨在生产绝对必需品之外的东西，它在推广到农村居民

之中去以前，老早就在城市中确立起来了。”（同上，第４５２页）

“虽然城市居民最终是从农村得到生活资料、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

但是，住在沿海一带和通航河流两岸的城市居民，也可从世界上最遥远的角

落得到这一切，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工业品进行交换，或者执行运输者的职能，

往返于相距遥远的各个国家之间并使这些国家的产品相互交换。因此，某一

城市可能变得很富裕，而它所毗邻的国家以及同它通商的所有国家，却陷于

贫困。其中每一个国家，单独地说，只能为城市提供很小部分生活资料和就业

机会。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合起来就能为城市提供大量生活资料和各种各样

的就业机会。”（同上，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意大利的各城市是欧洲最先靠经营商业兴起的城市，在十字

军远征期间兴起的有威尼斯、热那亚、比萨，这些城市的兴起部分

地是通过运送人力，但经常地是通过运输必须提供给这些人员的

生活资料。这些共和国俨然成了这些军队的军需官。）（同上）

经常处于交换之中并为交换价值而进行交换的商人财产，事

实上是活的货币。

“商业城市的居民从一些较富有的国家运进精制的工业品和昂贵的奢侈

品，因而助长了大地主们的虚荣心，这些大地主贪婪地购买这种东西，并且用

大量的本国原料来支付。因此，当时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商业，都是一个国家用

自己的原料去交换一个工业比较进步的国家的工业品。”（第４５４、４５５页）“一

旦这种嗜好普遍流行，以致引起大量需求，商人为了节省运费，就开始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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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国建立类似的制造业。这就是最初的以远销为目的的制造业兴起的原因。”

（同上）奢侈品制造业是从对外贸易中产生并由商人兴办的（加工国外的材

料）。（第４５６—４５８页）

亚当·斯密还谈到另一种制造业，“它是通过简陋的家庭手工业的逐步

改进自然而然地和自发地兴起的”。加工当地的材料。（第４５９页）

古代的商业民族存在的状况，就象伊壁鸠鲁的神存在于世界

的空隙中８４，或者不如说，象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

样。大多数独立的、颇为发达的商业民族或城市从事转运贸易，这

种贸易是以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为基础。这些商业民族或城市在

这些生产民族之间起着货币（中间人）的作用。

在资产阶级社会以前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

里，情况正好相反。

当然，商业对于那些互相进行贸易的共同体来说，会或多或少

地发生反作用。它会使生产日益从属于交换价值，而把直接的使用

价值日益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会使生活日益依赖于出售，而不

是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由此使旧的关系解体。因而它扩大

了货币流通。它开始只是牵涉生产的余额，后来就逐渐触及生产本

身了。不过，这种解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互相进行贸易的

生产共同体的性质。例如，商业几乎没有触动古印度公社和一般的

亚洲关系。交换中的欺诈是［ —５４］以独立形式表现出来的商业

的基础。

但是，只有在商业支配生产本身和商人成为生产者或生产者

成为单纯商人的地方，资本才能产生。中世纪的行会制度、等级制

度等等则与此相反。但是，具有最恰当形式的资本的产生，要以作

为商业资本的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因而，或多或少地以货币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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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进行的生产，其目的已不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大规模的商

业。

商业财产，作为独立的经济形式，作为商业城市和商业民族的

基础，过去和现在一直存在于处在极不相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上的

各民族之间，而在商业城市本身之内（例如，在古代亚洲、希腊或中

世纪意大利等等的城市内部），生产可以以行会等等形式继续存

在。

斯图亚特。“商业是这样一种活动，通过这种活动，不论是个人的或社会

的财富，或产品，都可以通过一批号称商人的人，换取能满足任何需要的等价

物，而丝毫不中断生产或丝毫不妨碍消费。工业就是自由人使用精巧的劳动，

去通过商业取得适合于满足任何需要的等价物。”（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

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１６６页）

“当需要仍然很简单和很少时，劳动者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自己的全部

工作；当需要增长时，人们不得不较紧张地工作；人们开始珍惜时间；于是，商

业兴起了…… 商人是劳动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第１７１页）

“兴办商业就是把（产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同上）“消费者购买不是

为了转卖；商人买卖只是为了赚钱。”（第１７４页）（就是说，为了价值）“最简单

的商业是从事最必需的生活资料交换（租地农场主的剩余粮食和“自由人手”

之间的交换）的商业。”［第１７５—１７６页］“进步主要应归功于货币的使用。”

（第１７６页）

“只要相互的需要通过物物交换来满足，货币便没有任何活动余地。这是

最简单的结合。当需要增加时，物物交换就变得困难了，因此就使用货币。货

币是一切物品的共同价格，是需要者手中的适当的等价物。这种买卖活动比

前一种稍为复杂些。”［第１７７页］

因此，（１）物物交换，（２）买卖，（３）商业。

“商人必定参与进来。以前叫作需要的东西，现在由消费者代表，工业由

制造业主代表，货币由商人代表。商人代表货币，他用信用代替货币。就象发

明货币是为了减轻物物交换的困难一样，商人通过信用使货币的使用得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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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改进。这种买卖活动现在就是商业；它使双方在运输方面和使一种需要适

应另一种需要或使需要适应货币方面免去种种麻烦。商人轮流代表消费者、

制造业主和货币。对消费者来说，他代表全体制造业主，对制造业主来说，他

代表全体消费者，而对这两个阶级来说，他的信用代替货币的使用。”（第

１７７、１７８页）

“商人做买卖可以说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利润。”（第２０１页）

“只有产业家是为他人的消费生产，而不是为自己的消费生产。对他来

说，这些财物只有被他用来交换时才是有用的。因此，这些财物使商业或交换

艺术成为必要。这些财物只是按照自己的交换价值来估价。”（西斯蒙第《政治

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版第２卷第１６１页）“商业使物品、财富失去自

己最初的有用性…… 商业把一切物品都归结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

立。”（第１６２页）“有用性最初是真正的价值尺度……那时商业存在于家长制

的社会状态中；它还没有完全遍及整个社会；进入交易的只是每个人的剩余

产品，而不是他的生活必需品。”（第１６２、１６３页）“相反，我们现在的经济进步

的性质是：商业负责分配每年生产的全部财富，因此，它使财富完全失去了它

的效用价值的性质，仅仅保存了它的交换价值的性质。”（第１６３页）

“在商业兴起之前……产品量的增加就是财富的直接增加。那时，为获得

某种有用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无足轻重…… 的确，希望得到的物品，即使

不花任何劳动就能获得，也丝毫不会丧失本身的有用性；粮食和麻布，即使好

象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对它们的所有者来说也不会减低它们的必要性。毫无

疑问，这是对财富、消费和有用性如实的估价。但是，从人们……使自己的生

活依赖于他们所能进行的交换或商业的时候起，他们便不得不使用另一种估

价，即按照交换价值，按照价值来估价，这种价值并非来自有用性，而是来自

整个社会的需要和足以满足这些需要的劳动量之间或者和将来能够满足这

些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关系。”（同上，第２６６页）“当人们力求采用货币来估

价价值对，有用性这个概念就完全被抛到一边。人们注意的只是劳动，即为获

得互相交换的两种物品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第２６７页）

关于利息，詹·威·吉尔巴特在《银行业的历史和原理》（１８３４

年伦敦版）一书中写道：

“一个用借款来牟利的人，应该把一部分利润付给贷款人，这是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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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然公道的原则。一个人通常是通过商业来牟利的。但是在中世纪，纯粹是

农业人口。在这种人口中和在封建统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润也是很小的。

因此，在中世纪，高利贷法是有道理的。况且，在一个农业国，一个人很少需要

借钱，除非他由于不幸而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第１６３页）

“亨利八世把利息限为１０％，詹姆斯一世限为８％，查理二世限为６％，

安女王限为５％。”（第１６４—１６５页）“那［ —５５］时候，贷款人虽不是合法的

垄断者，却是事实上的垄断者，所以，必须限制他们，就象限制其他的垄断者

一样。在我们现代，利息率是由利润率规定的；在那个时候，利润率却是由利

息率规定的。如果贷款人要商人负担很高的利息率，那么，商人就不得不提高

他的商品的利润率。这样，大量货币就从买者的口袋里转到贷款人的口袋里。

附加在商品上的这种追加价格，使资本减少了购买这些商品的能力和兴趣。”

（第１６５页）

“在不变的等价物支配下，贸易等等是不可能的。”（齐·奥普戴克《论政

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约版第６７页）

“［通过法律］正面限制这一工具〈即纸币〉的数量所能达到的唯一有效目

的，也就是生产费用在对另一种工具〈金属货币〉的关系上会达到的同一目

的。”（同上，第３００页）

利息。“如果一定量的贵金属跌价了，这不能成为借用这一定量金属而少

付货币的理由，因为，虽然本金的价值对借款人来说减少了，但是，对他来说

支付利息也在同样的程度上变得容易些了。在加利福尼亚，由于局势不稳，月

息为３％，年息为３６％…… 在印度斯坦，印度王公们把借款用于非生产性

开支，贷款人为了按平均情况补偿本金的损失而索取很高的利息——３０％，

这些利息和通过产业活动可能获得的利润没有任何关系。”（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２

日《经济学家》第４９１期第８９页）贷款人“在这里索取的利息很高，足以在短

期内收回他的贷款总额，或者至少可以用在某些场合获得的显然过高的利得

去补偿他在另一些场合蒙受的损失”。（同上）

“利息率取决于：（１）利润率；（２）总利润在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分配的比

率。”（同上）

“贵金属的充足或缺乏，一般价格水平的高低，只决定借款人和贷款人之

间的交换以及其他形式的交换所必需的货币额的大小…… 差别只在于：需

要一个较大的货币额来代表和让渡贷放的资本…… 借用资本所付出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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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和这一资本之比表示用货币计量的利息率。”（同上，第８９—９０页）

［（１５）关于货币的其他方面］

复本位制。从前，“在以金和银为法定本位的国家中，历来几乎只有银在

流通，因为，在１８００—１８５０年，金对银的比价趋于上涨…… 在法国，金对银

的比价略有上涨，按１８０２年规定的对银的比价取得贴水…… 在美国……

印度，情况也是一样”。（在印度现在是银本位制，在荷兰等国也是如此。）“美

国的流通最先受到［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的］影响。大量黄金从加利福尼亚流

入，在欧洲银取得贴水……银币大量输出并被金代替。美国政府甚至铸造仅

值一元的金币…… 在法国，银［部分地］被金代替。”（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１５日

《经济学家》第１２５７页）

“不管‘价值本位’是怎样的，也不管通货所代表的这种本位的可能确定

的固定份额是怎样的，只有当这两者的持有者愿意兑换时，它们才按照互相

的比例具有一定的和持久的价值。”（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９日《经济学家》第１１５８

页）

“任何一种铸币能够取得贴水的唯一途径，就在于谁也不必用它进行支

付，但不管谁都一定要把它看作法定的支付手段。”（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９日《经济

学家》第５９页）

“任何国家都不能始终如一地保持一个以上的本位（一个以上的价值尺

度的本位），因为这种本位应当划一不变。任何物品对别种商品来说都没有划

一不变的价值，只有对它本身来说它才具有这种价值。成色相同、重量相同和

所处地点相同的两块金币，始终具有相同的价值；至于金和任何其他商品之

间，例如和银之间，却不能这样说了。”（１８４４年５月１１日《经济学家》第７７１

页）

“英镑稍低于原价值的 １
３，德国的佛罗伦等于原价值的

１
６苏格兰在合并

前把镑降到原价值的 １
３６，法国的利弗尔等于原价值的

１
７４，西班牙的马拉维第

不到原价值的 １
１０００，葡萄牙的瑞斯则更低了。”（莫里逊《论我国采用的金属货

币流通制度》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３页）

“在１８１９年法令８５之前，除银行券流通外，金条价格波动的原因还有：（１）

铸币的完好情况不一样。如果流通的金属铸币降到它的标准重量以下，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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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的任何会引起金属输出需求的微小变动，都会使金条价格提高，而提高

的数量至少等于铸币的金属含量减少的数量。（２）施行禁止熔化和输出铸币

但允许金条贸易的刑法。这样一来，在迫切需要输出的情况下，即使纸币完全

可以兑现，金条对铸币的比价仍会发生波动。在１７８３、１７９２、１７９５、１７９６年［金

条价格一度上涨］…… 在１８１６年，金条价格高于铸币价格，因为英格兰银

行经理急于为恢复现金支付做好准备工作，竟按大大高于铸币价格的价格收

进黄金。”（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１８４５年伦敦版第７—９页）

“即使流通中没有一盎司金，仍可以金为本位。”（《经济学家》）

“在乔治三世时代（１７７４年的法令），银作为法定的货币只以２５镑为限。

而且根据这项法令，银行只能用金来支付。”（莫里逊《论我国采用的金属货币

流通制度》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１２页）“利物浦勋爵（十九世纪初）使银和铜变为

纯粹象征性的铸币。”（同上，第１４—１５页）

货币的解体作用。货币是分割财产的手段。

乌尔卡尔特关于货币本位的胡说：

“金的价值应当用金自身来衡量；任何物质怎么能够在别的物体中有它

自己的价值尺度呢？金的价值应当用它自身的重量来确定，可是这个重量要

取一个假名，于是１盎司金就应当值若干镑和几分之几镑。这是伪造尺度，不

是确立本位。”（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１８５６年伦敦版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 —５６］亚当·斯密把劳动称为真实的价值尺度，而把货币

称为名义的价值尺度。在他那里劳动是原初尺度。８６

货币的价值。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如果货物售出的数量和这些货物出售和转售的次数已定，那么货币的

价值就取决于货币的数量和每一块硬币在这一过程中易手的次数。”“流通中

的货币量＝售出的全部商品的货币价值除以表示流通速度的那一数字。”“如

果商品和交易的数量已定，那么货币的价值就同货币量乘以货币流通速度的

积成反比。”但是，所有这些定理只应当这样来理解：“这里所说的只是实际流

通的和事实上同商品相交换的货币量。”“所必需的货币量，部分由它们的生

产费用决定，部分由它们的流通速度决定。如果流通速度已定，生产费用就有

决定意义；如果生产费用已定，货币数量就取决于流通速度。”《约·斯·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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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１７、１８、２０、３０页）

“货币除它自身或那种成为商品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等价物。”因此，一

切都降了级。十五世纪初在法国，“甚至神圣的教堂器皿（祭坛上的圣杯）等等

都抵押给犹太人”。（奥日埃《论公共信用》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９５、１０１页）

  货币不是直接的消费对象：

“货币决不会成为消费对象，它始终是作为贸易品的商品〔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决

不会成为作为消费品的商品〔ｄｅｎｒéｅ〕。它只对社会具有直接的内在价值；而对

每个个人具有交换价值。因此，货币材料必须具有价值，但这种价值以人为的

需要为基础；货币材料对人的生存不应是绝对必需的；因为流通中的全部货

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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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４页）

［ —５７］约翰·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１８３１年爱丁堡

版。

“为取得货币而卖，在任何时候都应和现在用货币来买一样地容易，这

样，生产就会成为需求的始终不变的、永不衰竭的原因。”（第１６页）

“现时生产的界限，不是能够生产的数量，而是能够在获得利润的情况下

出售的数量。”（第５９页）

“货币应该仅仅是一张收据，证明这张收据的持有者曾经对现存的国民

财富贡献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曾经从贡献这一价值的人那里取得了对于这一

价值的支配权…… 货币只应当是对现存财富的一种易于携带、易于转手、

易于分割和不易伪造的证据。”（第６３、６４页）

“产品在事先经过估价后可以存入银行，一有需要又可以把它提取出来，

但是大家要同意一个条件：凡是把任何种类的财产存入这种拟议中的国家银

行的人，都可以从银行取出同等价值的任何物品，而不是只准提取他所存入

的物品…… 这种拟议中的国家银行应当接受和负责保管各种贵重物品，并

且交还任何一种贵重物品。”（第６７—６８页）

格雷说：“如果货币同货币所代表的东西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么，货币就

根本不是代表了。货币的一个最感需要的用处，就是货币持有者必须在某个

时候在他取得货币的地方用货币来支付。但是，如果货币同它所交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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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同样的内在价值，那么这种必要性就不存在了。”（第７４页）

“储备贬值……应属于国家开支的一个项目。”（第１１５、１１６页）“每个国

家的实业应该靠国家资本来经营。”（第１７１页）“全部土地应该成为国家财

产。”（第２９８页）

约翰·格雷《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义》１８４８年爱丁堡

版：

“人作为集体的一员，除了耗尽自己的勤劳或自己的生产力以外，在增加

自己的物质消费资料方面不应有任何界限。可是，由于采用了在原则上是错

误的和在实践上是有害的货币制度，我们竟同意把我们的物质消费资料恰

恰限制在这样一个数量上，这个数量必须能够有利可图地交换世

界上所有商品中最不容易通过人的劳动增加的商品。”（第２９页）

一个好的制度所需要的是：（１）一种能通过本身的业务恢复自然的

供求关系的银行制度；（２）一种真正的价值尺度，而不是现有的虚

构”。（第１０８页）

（在这本书中，［比在前一本书中］更加详尽地阐述了交换银行

的思想，同时主张保存现有生产方式。）

“应当有一个用本位货币支付的最低的劳动价格。”（第１６０页）“例如，我

们把法定的每周６０—７２小时的最低工资率称为２０先令或１本位镑。”（第

１６１页）“我们应该保留我们的虚构的价值本位——金，从而束缚我国的生产

资源呢，还是应该采用自然的价值本位——劳动，从而解放我国的生产资源

呢？”（第１６９页）“这种最低工资额一旦确定……它就应当永远不变。”（第

１７４页）“只要使金和银在市场上与黄油、鸡蛋、棉布和花布并列，取得它们应

有的地位，贵金属的价值就不会比金刚石的价值更使我们关心。”（第１８２—

１８３页）“决没有人反对用金银作交换工具，人们只是反对用金银作价值尺度

…… 很快就会看到，在伦敦、爱丁堡或都柏林，一百镑本位银行券将会换多

少盎司金或银。”（第１８８页）

利息。“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来，因为他们

是同一些人。只是由于这个缘故，利息在老的国家也必定有下降的趋势。”（拉

６９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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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１７、１８、２０、３０页）

“货币除它自身或那种成为商品的东西以外，没有别的等价物。”因此，一

切都降了级。十五世纪初在法国，“甚至神圣的教堂器皿（祭坛上的圣杯）等等

都抵押给犹太人”。（奥日埃《论公共信用》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９５、１０１页）

  货币不是直接的消费对象：

“货币决不会成为消费对象，它始终是作为贸易品的商品〔ｍａｒｃｈａｎｄｉｓｅ〕，决

不会成为作为消费品的商品〔ｄｅｎｒéｅ〕。它只对社会具有直接的内在价值；而对

每个个人具有交换价值。因此，货币材料必须具有价值，但这种价值以人为的

需要为基础；货币材料对人的生存不应是绝对必需的；因为流通中的全部货

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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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９、１１３—１１４页）

［ —５７］约翰·格雷《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１８３１年爱丁堡

版。

“为取得货币而卖，在任何时候都应和现在用货币来买一样地容易，这

样，生产就会成为需求的始终不变的、永不衰竭的原因。”（第１６页）

“现时生产的界限，不是能够生产的数量，而是能够在获得利润的情况下

出售的数量。”（第５９页）

“货币应该仅仅是一张收据，证明这张收据的持有者曾经对现存的国民

财富贡献了一定的价值，或者曾经从贡献这一价值的人那里取得了对于这一

价值的支配权…… 货币只应当是对现存财富的一种易于携带、易于转手、

易于分割和不易伪造的证据。”（第６３、６４页）

“产品在事先经过估价后可以存入银行，一有需要又可以把它提取出来，

但是大家要同意一个条件：凡是把任何种类的财产存入这种拟议中的国家银

行的人，都可以从银行取出同等价值的任何物品，而不是只准提取他所存入

的物品…… 这种拟议中的国家银行应当接受和负责保管各种贵重物品，并

且交还任何一种贵重物品。”（第６７—６８页）

格雷说：“如果货币同货币所代表的东西具有同样的价值，那么，货币就

根本不是代表了。货币的一个最感需要的用处，就是货币持有者必须在某个

时候在他取得货币的地方用货币来支付。但是，如果货币同它所交换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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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２０２页）

“可能在所有时代，贵金属的生产费用都超过它们历来被支付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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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１

页）

货币的价值。“一切物品的价值除以以这些物品为对象在生产者和消费

者之间进行的交易的次数＝购买这些物品所花的埃巨的价值除以这些铸币

在同一时间内转手的次数。”（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８７

在詹姆斯·穆勒那里，错误的价格理论获得了最注重于形式

的论述（引自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法译本，帕里佐译自英

文，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穆勒的一些主要段落是：

“货币的价值等于人们用它交换别种物品的比例，或人们在交换一定量

的其他物品时所给的货币量。”（第１２８页）“这个比例决定于一国中存在的货

币总量。假定一方是一国的全部商品，另一方是一国的全部货币，那么显然，

当两方交换时，货币的价值，即货币所交换的商品量，完全决定于货币本身的

数量。”（同上）“实际情况完全如此。一国中商品总量并不是一下子同货币总

量交换，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而且往往以很少部分在一年中的各个不同时

期进行交换。同一块货币今天用在这一次交换，明天又可能用在另一次交换。

一部分货币用于［ —５８］交换行为的次数很多，另一部分用的次数很少，第

三部分则被贮藏起来，一次也不用于交换。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是有一个平

均数，就是每块金币在实现同样多次数的交换行为时被用于交换行为的次

数。我们随意假定这个平均次数，比如说是１０。如果国内存在的每块货币用

于１０次购买，那么这就好比货币总块数增加到１０倍而每块只用于一次购

买。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商品的价值等于货币价值的１０倍，等等。”（第１２９、

１３０页）“反过来说，如果每块货币不是一年用于１０次购买，而是货币总量增

大为１０倍，每块货币只用于一次交换，那么显然，只要这个总量一增加，就会

引起其中每块单个的金币的价值按比例地减小。既然假定货币能交换的商品

总量不变，那么，货币总量的价值在货币数量增加之后也没有比从前大。假定

货币数量增加 １
１０，那么货币总量的每一部分的价值，譬如１盎司的价值就必

然减少 １
１０。”（第１３０、１３１页）“因此，在其他物品的数量不变的条件下，不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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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总量增加或减少到什么程度，这个总量和总量中每一部分会成反比例地减

少或增加。显然，这个原理是绝对真理。只要货币价值有了增减而人们能用货

币交换的商品数量和货币流通速度保持不变，这个变动的原因必然是货币的

成比例的增减，而不会是任何别的。如果商品量减少而货币量不变，情形就同

货币总量增加一样；反之亦然。流通速度的每一变动也产生类似的变动。流通

次数的每一增加产生同货币总量增加一样的结果；流通次数的减少直接引起

相反的结果。”（第１３１、１３２页）“如果年产品中某一部分根本不用于交换，例

如，生产者自己消费的部分或不同货币交换的部分，那么，这一部分就不计在

内。它既然不同货币交换，它对货币来说就等于根本不存在。”（第１３１、１３２

页）“只要货币的增加和减少可以自由发生，这个数量就由金属的价值来调整

…… 但金银是商品，产品…… 它们的价值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

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第１３６、１３７页）

这种论断显然是一种陈词滥调。

（１）如果人们假定商品数量不变，流通速度也不变，但与不变

量商品相交换的金银量增大了（价值即金银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不

变），那么，他们所假定的东西正好是他们想证明的东西，即商品价

格决定于流通手段的量，而不是相反。

（２）穆勒认为，没有投入流通的商品不是为货币而存在的。同

样很清楚，没有投入流通的货币也不是为商品而存在的。可见，在

总的货币价值和进入流通的货币量之间，并没有固定的关系。实际

进行流通的货币量除以它的周转次数就等于货币的价值，这种说

法只是同义反复地转述了下述论点：用货币表示的商品价值，就是

商品的价格。因为流通中的货币表示靠货币流通的商品的价值，所

以这些商品的价值决定于流通中的货币量。

（３）穆勒的看法上的混乱明显地表现在：他认为，货币的价值

随着“流通速度中的每一变动”而减少或增加。一镑在一天内不管

流通一次还是十次，它在每次交换中都表现为商品的等价物，都同

８９３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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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形式上的同一价值相交换。货币本身的价值在任何交换中始

８终保持不变，因而并不因流通速度的快慢而发生变化。流通中的

货币量发生变化；但不论商品的价值或货币的价值都保持不变。

“如果说一块呢料值５镑，那么也就是说，它具有６１６３７０克冷本位金的

价值。上述道理可以解释成这样：既然商品以若干盎司的金来估价，而该国的

黄金总量减少时，价格就应当下降。”（约·盖·哈伯德《通货和国家》１８４３年

伦敦版第４４—４５页）

（４）穆勒先从理论上假定一国拥有的货币总量同该国拥有的

商品总量是一下子交换掉的。然后说什么实际情况正是如此，而且

主要根据是实际情况正好与此相反，是只有部分货币同部分商品

相交换，而且很少用现金支付。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天内交易或

购买的总量，同一天内流通的货币完全无关，并且，某一天内流通

的货币量，是事先完成的、完全不以某一时期的货币储备为转移的

交易数量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５）最后，穆勒本人承认，在自由的货币流通中（而只有这一点

才与我们有关），货币的价值决定于货币的生产费用，用他的话来

说，就是货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

［ —５９］货币史。在李嘉图《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

建议，附关于英格兰银行利润的考察》（１８１６年伦敦版）这本小册

子的一处，他推翻了自己的全部观点。这一处谈到：

“流通中银行券的数量决定于……一国流通所需要的量，后者又决定于

货币本位的价值、支付量以及履行支付时的节约。”（第８页）

“在路易十四、十五和十六的统治下，法国农民向国家缴纳的还是实物

税。”（奥日埃《论公共信用》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流通手段的价格和数量：

“单纯的价格上涨不足以造成对追加通货的需求。只有在生产和消费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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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增长时，这种需求才会产生。例如，谷物的价格上涨了，但谷物的供给减少

了。这时同一数量的通货就够用…… 但是，如果价格的上涨是由需求的增

长、新的市场、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的，一句话，如果价格上涨并且交易总额

增加，那么货币数量也要相应增加。”（约·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１８４５年伦

敦第２版第１０２—１０４页）

“商业调节货币，而不是货币调节商业。商业的仆人应当听从其他商品

〈价格〉的变动。”（［戴韦南特］《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易》１６９８年伦敦版第２

部分第１６页）

“在封建君主的统治下，人民群众所购买的少数物品的价格大大下跌，没

有任何金币或银币小到足以适应劳动者为日常的需要而进行的支付……因

此，象在古罗马一样，流通中的货币只用铜、锡、铁等劣等金属铸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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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页）

杰科布认为，在本世纪，欧洲的金银有
２
３用作其他物品，即器

皿和装饰品，而不是用作铸币。［同上，第２卷第２１２—２１３页］（他

在另一处算出在欧洲和美洲这样使用的贵金属有４亿镑。）

流通手段的价格和数量。

洛克、１７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旁观者》杂志、休谟、孟德斯鸠——

他们的学说基于三条原理：

（１）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同货币量成正比；

（２）一国的铸币和流通中的货币代表国内所有商品和劳动，因

此，随着代表者的数量的增多或减少，同一货币量所代表的被代表

物的数量也就有多有少；

（３）如果商品增加，商品就变便宜；如果货币增加，商品的价值

就提高。（斯图亚特）①

辅币（小铜币和小银币，筹码）完全不同于具有内在价值的货

币。（同上）

００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见本册第３０４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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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的解体作用：

“货币是把财产（房屋及其他资本）分割成无数小块，并通过交换把它一

块一块吃掉的一种手段。”（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１８３９

年里子版第１４０—１４１页）

  （没有货币，就是一堆不能交换、不能转让的物品。）

“当不动的和不变的东西，正象可动的和为交换而制造的东西那样，被人

们用来进行交易时，货币就被用作基准和尺度，由此，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估价

和获得价值。”（［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１６２２年伦敦版第２１

页）

铸币。银辅币和铜辅币代表镑的零额。（财政大臣不久前在答

辩中这样说过。）

交换价值。弗·维达尔（还有罗德戴尔）（从某些方面来说也有

李嘉图）说：

“真正的社会价值是有用的价值或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只表示每一社会

成员同其他成员相比较而拥有的相对财富。”（弗·维达尔《论财富的分配》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７０页）

另一方面，交换价值表示价值的社会形式，而使用价值根本不

表示价值的经济形式，它只表示产品等等的为一般人的存在。

［（１６）］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

两国都获利，但一国总是吃亏

  ｛利润可以低于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可以通过交换获得

利润，然而并没有在严格的意义上实现价值增殖，因此，不仅单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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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之间，而且国家之间可以不断进行交换，甚至反复进行规模

越来越大的交换，然而双方的赢利无须因此而相等。一国可以不断

攫取另一国的一部分剩余劳动而在交换中不付任何代价，不过这

里的尺度不同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的尺度。｝

［（１７）再论货币］

第三种规定上的货币，即作为货币的货币（自为存在的价值，

等价物等等）。货币在这种规定上——甚至是在它的直接的形式上

——仍然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这在危机、歉收等等的时候，总

之，每当一国突然需要同另一国清账的时候，就表现出来了。这

时，具有直接金属形式的货币表现为唯一的绝对的支付手段，也

就是表现为唯一的对等价值，可接受的等价物。因此，货币所进

行的运动同其他一切商品的运动直接相反。商品作为支付手段等

等从商品最贱的国家被运往商品最贵的国家。货币则相反，每当

货币的特性充分暴露出来的时刻，也就是说，每当与其他一切商

品相对立的货币必须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绝对等价物，一般

财富形式，表现为金银这种特定形式的时刻，——而这种时刻多

少总是危机的时刻，不管是普遍危机还是粮食危机，——每当这

样的时刻，金银总是从金银最贵的国家，也就是从一切商品价格

相对说来最低的国家，输往金银最贱的国家，也就是输往商品价

格相对说来较高的国家。

“交换经济中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个奇特的反常现象是……金的流向（两

个同样以金为流通手段的国家之间的金的流向）总是从当时金属最贵的国家

指向金属最贱的国家，而且国内市场上金属市场价格涨到最高极限和国外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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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贴水降低，这是伴随交换萧条而出现的黄金外流趋势的必然后果。”（约

·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１８４５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１９—１２０页）

［ —６０］交换一般是在共同体的尽头开始的，而货币作为由

交换本身所产生的尺度、交换手段和一般等价物，不是在内部交

往中，而是在不同的共同体、民族等等之间的交往中才具有特殊

重要意义，同样，在十六世纪，在资产阶级社会的幼年时期，货

币也主要是作为国际支付手段——用来清偿国际债务——引起了

各个国家和早期政治经济学的特别注意。采取这第三种形式的货

币 （金银）现在在国际交往中仍起着重要作用，这一点是经过

１８２５、１８３９、１８４７、１８５７年的有规则的相继发生的货币危机以后，

才变得十分清楚，并重新为经济学家们所承认。经济学家们辩解

说，这里需要货币不是去充当流通手段，而是充当资本。这是对

的。只是不要忘记，这里需要的资本必须表现为金银这种特定形

式，而不是表现为任何其他商品形式。金银发挥着绝对的国际支

付手段的作用，因为它们是作为自为存在的价值的货币，是作为

独立等价物的货币。

“这实际上不是流通手段的问题，而是资本的问题。”

（这倒不如说是货币问题，而不是流通手段问题，也不是资本

问题，因为需要的并不是随意采取某种特殊形式的资本，而是采取

货币这一特殊形式的价值。）

“…… 在货币经济现有条件下能够……使贵金属从一国流向另一国

〈即引起金的流出〉的种种原因，归结为一点，这就是国际收支平衡表的状况

和经常发生的必须把资本〈请注意！是货币形式的资本〉从一国转到另一国以

清偿债务的情况。例如在歉收的时候…… 这个资本是以商品形式转移出去

还是以现金形式转移出去，根本不影响营业的性质。”（影响极大！）再就是，

“军费开支”。（富拉顿，同上，第１３０、１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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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生息资本寻找较有利的投资场所而转移资本”的情

况，以及富拉顿先生所举出的“偿付超额的国外进口商品”的情况，

在这里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虽然在超额进口和危机同时发生的

条件下这后一种情况同这里的问题确实是有关系的。）

“优先选用金来进行资本的这种转移〈但在贵金属急剧外流时根本谈不

上优先选用〉只是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用金支付比用任何别种商品或资本

支付更方便、更迅速或者更有利。”

（富拉顿先生错误地认为，用金或其他形式的资本来进行传

送，这是任意的事情，而实际情况恰恰是这样的：在国际贸易中必

须用金来进行传送，正如在国内票据必须用法定货币而不能用任

何代用品来支付。）

“金银……总是能准确而迅速地送到任何需要它们的地方，而且人们可

以指望，当金银到手的时俄，它们能够几乎正确地实现所需要的款项，同时不

必承担运送茶叶、咖啡、糖或靛蓝所可能产生的风险。金银和其他各种商品相

比有一种无限的好处，因为到处用它们作货币。契约上规定用来偿还内债外

债的通常总不是茶叶、咖啡、糖或靛蓝，而是铸币；因此，汇款时不论是用指定

的铸币，或者用能够在收款地的造币局或市场上立即变成那种铸币的金银条

块，对于汇款人总是提供了达到汇款目的的最稳当、最直接和最确实的手段，

能避免因无人需要或价格变动而产生的落空的危险。”（富拉顿，同上，第

１３２、１３３页）

可见，富拉顿所指的正是金银的这种属性：充当货币，契约上

的一般商品，价值尺度，同时又可以任意转化为流通手段。英国人

用ｃｕｒｒｅｎｃｙ〔通货〕这一恰当的用语来表达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

（铸币不恰当，因为它本身又是一种特殊的流通手段），用ｍｏｎｅｙ

〔货币〕来表达第三种属性上的货币。可是，他们对这种属性没有特

别加以说明，所以他们就把这种ｍｏｎｅｙ〔货币〕说成资本，虽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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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实际上又不得不把这种货币当作资本的特定形式而同资本一

般区别开来。

“李嘉图对于金银在调整国际收支平衡方面所执行的职能的有限性，似

乎抱有非常奇怪的和极端的看法。李嘉图先生生活在限制法８８所引起的那场

辩论的时期，他完全习惯于把汇率和金价的一切大波动都看作是英格兰银行

过量发行的结果，因此他在一个时期几乎不肯承认有对外贸易逆差这样的东

西存在…… 而且他很少考虑金在这种调整中所发挥的职能，甚至预言，只

要现金支付一恢复，货币金属本位制一恢复，金的输出所引起的金的外流就

会停止。（见《李嘉图［先生］１８１９年在上院英格兰银行委员会的证词》第１８６

页）”

“……但是，自从１８００年在英国金完全被纸币排挤掉以后，我们的商人

的确不再需要金了，这是因为：欧洲大陆局势不稳，并且那里连年征战使生产

停顿，使各国国内发展全部停顿，因而对进口商品的需求增加了，再加上英国

凭借海上优势垄断了殖民地贸易，这样一来，只要贸易关系不中断，大不列颠

向大陆出口的商品就照旧大大超过从大陆进口的商品；而在这种贸易关系因

柏林法令和米兰法令８９被打断以后，贸易来往已经很少，对汇率不会发生任

何影响。在战争的后几年，正是国外军费开支和各种津贴，而不是贸易的需

求，异乎寻常地造成了汇率的混乱和金银条块价格的上涨。因此，这一时期的

杰出的经济学家们几乎没有实际可能，甚至根本没有这种可能去具体估价国

际贸易平衡所应起的那种作用。〈他们认为，战争和滥发纸币一停止，国际间

金银条块的流动也会随之停止。〉如果李嘉图先生还活着，亲眼看到１８２５年

和１８３９年黄金外流的情况，他无疑会有理由来改变自己的观点。”（富拉顿，

同上，第１３３—１３６页）

［ —６１］“价格是商品的货币价值。”（哈伯德《通货和国家》１８４３年伦敦

版第３３页）

“货币有一种属性，即总是可以同它所衡量的物品相交换，而交换所需的

货币量的变化，当然要以被交换物的数量为转移。”（詹·惠·博赞克特《硬

币、纸币和信用货币》１８４２年伦敦版第１００页）

“我愿意承认，金是一种普遍需求的商品，它总是能统治市场，总是能购

买其他商品，而其他商品并不总是能购买金。全世界的市场都为金这种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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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大门，因为在遇到意外情况时在这种商品上蒙受的损失比在其他任何出

口商品上蒙受的损失都要小，其他任何商品都可能在数量上或品种上超出它

们被送去的那个国家的正常需要。”（托·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１８４４

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０页）

“必须有大量贵金属，以便用作并已被用作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便利

的手段，因为它们是享有更普遍需求的商品，它们的市场价值比任何其他商

品的市场价值都不易发生波动。”（同上，第１３页）

  富拉顿认为，金银条块的价格高于造币局价格的原因是：

“铸币因磨损而失去其标准重量的３—４％……刑法禁止熔化和输出铸

币，而铸造这种铸币的金属却完全可以自由买卖。但这些原因只有在汇率不

利的情况下才起作用…… 可是，在１８１６—１８２１年，当汇率有利于英国时，

［金的市场价格］总是降低到金条块的银行价格的水平，而当汇率不利时，［金

的市场价格］提高的水平只能为铸币熔化者补偿铸币磨损的损耗并使他值得

为熔化铸币甘冒法办的危险，而从来没有提高到超出这一水平。”（富拉顿，同

上，第７—９页）“从１８１９年至今，在这个事变丛生的时期，金融市场行情多

变，但金的市场价格每盎司从来没有高于７８先令，也没有低于７７先令６便

士，每盎司最多只相差６便士。现在甚至连这样的波动幅度也不可能有了；因

为过去是由于铸币的重新磨损，每盎司金价才稍稍上涨了 １
２便士，或者说

比造币局价格高约１
６％，而下跌到７７先令６便士则完全是出于银行一度

认为应把这一标准定为收购的限价。但是这些情况已成为过去。好多年来，银

行照例按７７先令９便士收购供铸币用的金〈这就是说，银行把造币局无偿地

为它创造的１１２便士的造币税塞进自己的口袋〉；而且目前进行的索维林改

铸工作一旦完成，直到铸币又重新损值为止，就能够有效地使我们市场上金

条块价格的任何未来的波动都不会大于银行的收价７７先令９便士和造币局

价格７７先令１０１２便士之间的微小差额。”（同上，第９、１０页）

作为尺度和等价物的货币这一方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之间

的矛盾。在后一场合会有磨损，金属重量的损失。加尔涅早就指出：

“如果一个稍受磨损的埃巨的价值比一个全新的埃巨的价值少些，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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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就会不断遇到障碍，而且没有一次支付会不引起争论。”（加尔涅《货币

史》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４页）

  （“当然是从矿物界寻找和挑选预定用作积累的材料。”［同上，第７页］）

“因为很明显，单单由于日常的不可避免的磨损，铸币按照物的本性也必

然一个一个地不断贬值（更不用说只要试图用足重的铸币替换不足重的铸

币，就会招致大批“赌徒”和“故意使铸币磨损的骗子”的投机取巧），所以，要

在任何时间内，哪怕是在一天内，把不足重的铸币完全排斥于流通之外，在物

理上是不可能的。”（《通货论》，英国一银行家著，１８４５年爱丁堡版第６９—７０

页）

这段话写于１８４４年１２月，评论此前不久在一封给《泰晤士

报》９０的信里披露的关于流通中不足重金币的公告的实施情况。

（因此，困难在于：如果拒绝不足重的货币，则任何标准都不可靠；

如果接受这种货币，那就是为投机取巧大开方便之门，结果还是一

样。）关于上述公告，该文是这样说的：

“其实际结果是，流通中的全部金币都被当作货币交易的不可靠的和不

合法的手段。”（同上，第６８、６９页）

“按照英国法律，一枚金索维林的磨损量超过０．７７４克冷，即不宜流通。

对于银币则没有规定任何此种法律。”（威·汉·莫里逊《论金属货币流通制

度》１８３７年伦敦版第５４页）

通货原理
９１
的拥护者断言：“通货的价值取决于其数量。”（富

拉顿，同上，第１３页）如果通货的价值已定，而另一方面交易的价

格和数量（以及流通的速度）已定，那么可以流通的当然只是一定

量的通货。如果交易的价格和数量以及流通速度已定，那么通货流

通量则完全取决于通货的价值。如果通货的价值和流通速度已定，

那么通货流通量则完全取决于交易的价格和数量。流通量就是这

样决定的。因此，如果流通的是符号货币——纯粹价值符号，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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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货币的流通量的多寡就取决于它所代表的标准。由此得出的

错误结论是：决定货币价值的只是数量。比如说，代表镑的纸票同

代表先令的纸票的流通量就不可能是相同的。

［（１８）生利资本和生息资本］

［ —６２］生利资本是实际的资本，是表现为同时自行再生产

和自行增殖的价值，它作为同自身相等的前提，同作为由它自己

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它自身相区别。生息资本则是生利资本的纯

粹抽象的形式。

当资本表现为按照自己的价值而生利的资本（以一定的生产

力水平为前提）的时候，商品或者以货币形式出现的商品（以与

之相适应的独立价值形式出现的商品，或者按我们现在可以使用

的说法，就是以已经实现的资本形式出现的商品）就能够作为资

本进入流通，资本能够作为资本变成商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

就是放债取息的资本。它的流通——或者说它所经历的交换——

的形式完全不同于我们迄今所考察的那种形式。我们已经看到，资

本怎样既具有商品的规定又具有货币的规定；而所以这样，只是

因为这两种规定都表现为资本循环的要素，资本交替地通过这两

种要素而得到实现。这只是它的转瞬即逝的和不断再现的存在方

式，是它的生命过程的要素。但是作为资本的资本本身并不成为

流通的要素，资本本身是商品。商品不是作为资本出售，货币也

不是作为资本出售。一句话，不论是商品还是货币——我们本来

只应把后者看作适当的形式——都不是作为生利的价值进入

流通的。

８０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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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摘自对麦克拉伦的一本书的书评］

“麦克拉伦９２说：

‘图克先生、富拉顿先生和威尔逊先生都认为，货币象商品一样具有内在

价值，并按照这种价值，而不是按照当时的铸币供应量同其他商品进行交换；

他们和斯密博士都认为，为了清偿国际债务差额，为了支付象谷物这类的突

然急需的商品而输出金条，是不受货币流通状况的限制的，并且认为输出的

金条是从一项基金中拨出的，这项基金不进入国内流通，也不影响物价，是专

门为此目的而储备起来的…… 难以解释的是，他们所说的为此目的而储备

起来的并且不影响物价的贵金属，何以能够不受供求规律制约，而且这批金

属虽然是以闲置的和准备用于购买的货币的形式而存在，却又并不用于这一

目的，并且又不因可能被用于这一目的而影响物价。’

对此的回答是，这里所说的金属储备是剩余资本而不是剩余收入，因此，

只要它不使供给增加，它就不可能使商品的需求增加。寻求使用的资本，并不

表示社会需求的单纯的追加。它不会消失在货币流通中。如果说资本有通过

需求提高价格的趋势，那么它也有通过相应的供给降低价格的趋势。货币作

为资本的抵押品，不仅仅是购买力，——它只是为卖而买，而且它最终被输出

国外去换取外国商品，而不是分散在国内以增加国内的流通手段。货币作为

资本的抵押品，从来不会到市场上去单纯换取商品，因为它的使命是再生产

商品；只有代表消费的货币才会最终地影响物价。”（１８５８年５月１５日《经济

学家》）

“李嘉图先生认为，物价取决于流通手段和商品的相对数量；认为物价上

涨只是由于货币贬值，也就是说由于货币同商品相比过多了；认为物价下跌

或者是由于货币数量减少，或者是由于靠货币来流通的一般商品的数量相对

地增加。在李嘉图先生看来，国内现有的全部金条和全部金币，都应该算作流

通手段，如果后者增加而商品没有相应地增加，货币就贬值，输出金条就比输

出商品更为有利。另一方面，如果歉收或其他灾害使商品大量毁坏，而流通量

没有相应地改变，那么，由于货币量是以估算的商品市场而不是以突然缩小

的商品市场为依据的，货币便又会变得过多或者‘贬值’，而要恢复它的价值，

９０４．资本章 第三篇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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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必须通过输出来减少它的数量。按照关于流通的这种观点，——奥维尔斯

顿男爵的理论就是以这种观点为依据的，——流通手段或货币的供应量可以

永远无限地增加，并且它们的价值将随着这种增加而减少，而它们的原有价

值只有通过输出多余的量才能得到恢复。因此，发行纸币来补足贵金属输出

所造成的亏空，用这种方法来防止否则必然会发生的物价‘自然’下跌，——

这样一种做法，在李嘉图先生的学派看来就是破坏价格的经济规律，背离必

然能调节纯粹金属流通的原则。”（同上）

０１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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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   值
９３

［ —６３］这一篇应补充进去。

表现资产阶级财富的第一个范畴是商品的范畴。商品本身表

现为两种规定的统一。商品是使用价值，即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的

物。这是商品的物质的方面，这方面在极不相同的生产时期可以

是共同的，因此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使用价值一旦由

于现代生产关系而发生形态变化，或者它本身影响现代生产关系

并使之发生形态变化，它就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了。在这方面，

通常为了严整起见而作的一般论述，都只是老生常谈。这些老生

常谈在这门科学最初形成的时候还有一些历史价值，那时人们还

在极其艰难地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各种社会形式从物质材料上剥离

下来并竭力把它们作为独立的考察对象固定下来。然而事实上，商

品的使用价值是既定的前提，是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借以表现的

物质基础。正是这种特定的关系给使用价值打上商品的印记。例

如小麦，不管是奴隶、农奴还是自由工人种植的，都具有同样的

使用价值。即使它象雪花一样从天上飘下来，也不会失去它的使

用价值。

使用价值究竟是怎样变为商品的呢？是怎样变为交换价值的

承担者的呢？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虽然在商品中直接结合在一起，

同样它们又是直接分开的。交换价值不仅不是由使用价值决定，而

１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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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正好相反，商品之所以成为商品，实现为交换价值，只是因为它

的所有者不把它当作使用价值来对待。只有通过商品的转让，通过

商品同别的商品相交换，商品的所有者才能占有使用价值。通过转

让而进行占有，这是这样一种社会生产制度的基本形式，这种社会

生产制度的最简单、最抽象的表现就是交换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

是前提，但不是对商品所有者来说是这样，而是对整个社会来说是

这样。

（在曼彻斯特工厂的工人家庭中，子女同父母处于交换关系并

向父母交付食宿费，正如这样的家庭不代表传统的家庭经济组织

一样，整个现代私人交换制度也不是自然发生的社会经济。交换不

是在同一共同体内部的个人之间开始的，而是在共同体的尽头

——在它们的边界上，在不同共同体的接触点上开始的。不久前有

人又发现公社所有制是斯拉夫族特有的一种奇异现象９４。事实上，

印度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经济共同体的各种各样形式的典型，它们

虽然或多或少已经解体了，但仍然完全可以辨认出来；经过更仔细

地研究历史，又发现这种共同体是一切文明民族的起点。以私人交

换为基础的生产制度，最初就是这种原始共产主义在历史上解体

的结果。不过，又有整整一系列的经济制度存在于交换价值控制了

生产的全部深度和广度的现代世界和这样一些社会形态之间，这

些社会形态的基础是这样一种公社所有制，它虽然已经解体，但是

并未［……］①

２１４ 政治经济学批判

① 手稿至此中断。——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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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第 一 部 分）
９５

写于１８５８年６月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４１年

载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补遗）

原文是德文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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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第一稿］

［Ｍ—２３］（）价  值

，１２、１３、２０、２１。李嘉图 ，１。马尔萨斯 ，１３。亚·斯密 ，

１７、１８。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笔记本 ，２８末尾和２９）。斯图亚特

（ ，２６）（ ，３９托伦斯）（ ，４９）。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

（）货 币

货币一般。从价值到货币的过渡（，１３）（１４）。交换本身的产

物（，１４），１５、１７。

货币的三个规定 ，３５、３６（贝利）。

（１）货币作为尺度

如果纸币以金银命名，这就说明它应该能换成它所代表的金

银的数量，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一旦纸币不再是这样，

它就会贬值，而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笔记本 ，第８、９

页）。金银作为计算货币不表示任何价值，而只是表示自身物质的

一部分。它们的名称不是一种价值的名称：它们就是它们自己的名

５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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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同上，第９页）。（因此，在名义上是不可能贬值的。）金银价值的

降低或提高（笔记本 ，１０）（ ，２９）。关于直接用劳动时间命名价

值（ ，１１、１２；１８、１９）。

商品在头脑中转化为货币。货币作为计算货币，作为交换手段

（ ，１３）。计算货币（斯图亚特 ，２６、２７）（高吉 ，２７）（ ，３０、３１）

（３２、３３、３４）。贝利（ ，３６）。弥勒（同上）。《经济学家》（ ，３８）。

阿西涅①（ ，３５）。法国的计算利弗尔（加尔涅。同上）。货币

作为尺度需要的不是固定的价值，而只是数量（贝利 ，３６）。乌尔

卡尔特 ，５５。格雷（ ，５７）。富拉顿 ，６１。

［Ｍ—２４］（２）货币作为交换手段，或简单流通（ ，１４、１５、１６）

（１７）。斯图亚特（ ，２６）。

铸币（英国银币 ，１８）。（蒙塔纳里 ，２７。）流通和本位（ ，

２９）。辅币（ ，３６、３７）（同上，３８）。（霍吉斯金 ，３９。）

货币在流通中的特权（ ，４９）。

逆转的流通不同于简单货币流通。例子（《经济学家》 ，２５）。

对此的一般论述（ ，２９）。

货币的价值。约·斯·穆勒 ，５６。

詹·穆勒的理论 ，５７、５８。李嘉图 ，５９。

单是提高［商品的］价格，不足以引起对追加货币的需求（ ，

５９。富拉顿）。

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同作为等价物的货币之间的矛盾（ ，

６１４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① 一种纸币，十八世纪末革命期间在法国由立宪会议发行并在１７９０—１７９６年期

间流通。——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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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英国关于货币从何时起算作不足值的规定（同上）。流通中的

货币量由什么决定（ ，６１）。

英国充当货币的各种金属的比值（ ，３０—３３）（《经济学

家》）。

Ｇ—Ｗ 比Ｗ—Ｇ容易（５２， ，柯贝特）。

（３）货币作为货币（参看 ，１７）（２１）（２３）（ ，２８）。等价物（斯

图亚特 ，２５下半页）。贝利 ，３５、３６。货币贮藏（ ，３８）。西班牙

议会［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呈文（ ，４４）（ ，４６）。

（用作器皿的金银。杰科布 ，５９。）同上，富拉顿（ ，５９、

６０）。

用于支付等的货币（柯贝特 ，５２）。

货币的解体作用（《自由贸易》９６ ，５９）。

［Ｍ—２５］（４）作为货币承担者的贵金属。蒙塔纳里。热中于“发

明”货币（ ，２７）。

贝利（ ，３６）。铜、银、金（布坎南 ，３７）。纽曼（ ，４７）。加利

阿尼（ ，４９）。铜在罗马的贬值（ ，３５）。

各种货币的贬值。莫里逊 ，５５。

（５）占有规律及其在简单流通中的表现

［Ｍ—２６］（６）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

７１４索引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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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本 一 般

从货币到资本的过渡

（１）资本的生产过程

（ａ）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Ｍ—２７］（ｂ）绝对剩余价值

（李嘉图 ，１２）（剩余劳动。斯图亚特 ，２５和２６。）

（ｃ）相对剩余价值

（ｄ）原始积累

（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前提）

［Ｍ—２８］（ｅ）占有规律的转变

（李嘉图 ，１、２）（ ，３７、３８）

（２）资本的流通过程

８１４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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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引第二稿］

［Ｍ—２９］（１）货币作为尺度

只要纸币以某种金属（一般是一种）本位命名，纸币的兑现就

成为经济规律，而不管它在法律上是否可以兑现。因此，关于可否

兑现的争论就成了纯粹理论上的争论——如何保证这种兑现，是

否通过法律等（笔记本 ，第８页）。由此产生观念本位的学说，也

就是说，可兑现论的坚决拥护者完全拒绝任何本位（同上，第９页）

（第１０页）。

货币在名义上是不可能贬值的，这不是因为只有货币才表现

真正的价值，而是因为货币所表现的不是价值，它的价格即所谓铸

币价格，无非是对它自身物质的一定量的命名（ ，９）。

劳动货币（ ，１１）（１２）（ ，５７）。

货币是与商品并存的独立的商品交换价值，商品必定转化为

这种价值（ ，１３）。转化为一种质上不同的要素。商品就是这样成

为可通约的（ ，１４）（ ，３５）。

在货币上表现出来的商品交换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

时间（ ，２５〉（ ，３５）。（这在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同上。）

价格（ ，３５）（３６）。货币作为尺度，总是充当计算货币，可商品

作为价格，始终只是观念地转化为货币（ ，３６）（加尔涅，同上）。这

９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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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观念上的转化同货币的储备没有任何关系（同上）（ ，３８，哈伯

德）。价格同货币价值的关系（ ，３７）。

货币作为尺度不同于作为流通手段（加尔涅、施托尔希 ，３６）

（ ，３７）（高吉。美洲殖民地的尺度 ，２７）。苏格兰（ ，３８）。（ ，

５５威尔逊９７）。（古代日耳曼人的货币。维尔特
９８
。）

对于作为尺度的货币来说，它的物质的现实存在是无关紧要

的，但是它在观念上充当物质（在观念上是重要的，不是作为商品

之外的规定）（ ，４１、４２）（４３）（ ，２９下半页）（同上，３０、３１）（３２、

３３）（３４）（３５）。阿西涅（３５）。（观念的尺度。）

观念的货币本位（斯图亚特 ，２６、２７）（ ，３８）。乌尔卡尔特

（ ，５５）。

复本位制（ ，２９）（ ，３８）（ ，５５）。

［Ｍ—３０］作为尺度，货币的价值无须固定不变（贝利 ，３５，

３６）。

计算货币的确定（弥勒 ，３６）（ ，３８）。

货币本位的贬值（ ，５５莫里逊）。

金条价格高于铸币价格的原因（富拉顿 ，５５）（ ，６１）（麦克

劳德。１６９８年等，笔记本第２页及以下各页９９）。

０２４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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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商品观念地转化为货币。这样，货币就是尺度。商品的交

换价值表现为价格。货币这样就变成计算货币。劳动时间是货币

和商品间的尺度。这在实际上是怎样发生的。

（２）这种特定物质的一定量；因此，这种物质本身具有决定意

义，但只是作为观念的东西。［金或银的］现实存在在这个过程中是

无关紧要的；现存货币量也是这样。货币作为尺度，可以不依赖于

作为实际交换手段的货币而存在。

（３）货币作为计算货币以铸币价格形式获得普遍的社会存在，

它不是用实际重量，而是用它的名称进行计算。这就是铸币价格。

货币表面上不会贬值。贬值。升值。

（４）规律很简单：

（ａ）如果货币的价值下降或上涨，商品的货币价格则反过来上

涨或下降。

（ｂ）分割应该是固定的，就是说一定量的［货币材料］始终具

有同一名称。但是作为尺度，货币的价值变动是无关紧要的。货币

的铸币价格所表示的不是价值，而只是［货币金属的］量。这就是固

定本位。

（ｃ）充当尺度的只能是一种金属。不可能是复本位。

（５）对观念的本位的历史考察。劳动货币等。

［Ｍ—３１］（２）货币作为交换手段

笔记本 ，１４、１５、１６（先是观念地转化为货币，然后实在地转

化为货币）。（从作为尺度的货币过渡到作为交换手段的货币。）

货币的先验的权力 ，１５。商品转化为货币带有偶然性（ ，１５

１２４索引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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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半页和１６）。买和卖的分离（ ，１６）（１６、１７）。交换价值完全是商

品的内在的质，同时又表现于商品之外。

买和卖的分离（ ，３９）。（许多虚假的交易成为可能 ，４０。）

（商人阶层。同上。）（危机的萌芽 ，３９。 ，４０。）绝对分工的可能

性（同上）。（参看１７、１８。）（ ，４０）［为了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物品］

货币只须交换一次，商品则须交换两次（ ，４９）。柯贝特（ ，５２）。

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是方向相反的运动（ ，３４）（ ，３７）。差

别。货币留在流通中（ ，４０）（４１）（ ，４７）（作为贸易品的商品变成

作为消费品的商品，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则不是这样）。

货币流通的分散性（ ，３４）（不同于银行流通：同上）（ ，２５）。

大量的流通。在真正的流通中，货币不再是商品（ ，３４）。货币流

通。货币是流通手段，本身进行某种流通（同上）。商品和货币互相

流通。处于货币流通之外并决定货币流通的一些因素（同上）。

作为总体运动的流通（ ，３８）（在这里，社会过程第一次表现

为同个人相对立的社会联系）。简单流通在形式上的特征（ ，１６、

１７）（ ，２９）。

商品量和价格。商品作为价格，是流通的前提。商品作为价格，

不仅在单个人的头脑中，而且在交换者中间被想象为货币。我们的

出发点是，进行交换的只是等价物。但是价格规定总是先于实际流

通过程（ ，３４）。（流通媒介的量。）

流通的前提。第一，价格的确定。假定商品是价格已定的。第

２２４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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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换的总体（ ，３４下半页）。商品作为价格，同作为交换价值

的一般的最适当的存在的货币并存，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特殊存在

（ ，３７）。其实，货币使之流通的只是所有权证书（ ，３７）。

［Ｍ—３２］货币的价值。货币只是作为流通手段的商品 ，５６

（约·斯·穆勒）。同上，５７（西斯蒙第）。

流通媒介的量（ ，３７下半页）。取决于价格水平和交易数量。

取决于［流通的］速度（加利阿尼 ，４９）（ ，３８）。需要有一定量的

货币用于同时进行的支付即交换行为（ ，３８）。流通的收缩和膨胀

（ ，４６）。斯图亚特等。洛克等（ ，２６）（威·布莱克 ，２９）。詹姆

斯·穆勒的理论（ ，５７、５８）。关于［货币流通］速度的一段话（加利

阿尼 ，４９）（ ，６１富拉顿）。李嘉图 ，５９。

货币是使不动的东西进行流通的手段（布雷，《自由贸易》１００

等， ，５９）。

流通表现为恶的无限过程（流通的形式规定）（ ，３９）（危机的

萌芽。同上）。

流通的形式。Ｗ—Ｇ—Ｗ

Ｇ—Ｗ—Ｇ（ ，４０）。

Ｗ—Ｇ—Ｗ。在这里货币是单纯的商品交换手段（，４４）。作为

交换手段的货币，对自己的化身是漠不关心的（，４４）。货币成为它

本身的代表（同上）（货币在整个的流通中所代表的金银量大于它

实际包含的金银量）。作为价格的实现的货币和作为流通手段的货

币之间的区别（同上）（货币是在商品相互之间表现商品价格）。由

３２４索引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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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矛盾便产生伪造货币，伪造纯粹象征性货币这种后果（，４５，

４６）。货币是不是商品？（同上）是不是生产性的？（同上）（费里埃、亚

·斯密）（４７）是不是物物交换？（索利 ，４７）。（生产资料 ，４７。）

货币作为实现价格的东西或作为价格，存在于商品之外，商品

也许没有实现为价格等（ ，３９）（４４）（４５）。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只

是一种应被转让的东西。不是用于消费（ ，４）。

铸币在流通中的磨损（ ，６４１０１。 ，６１）。

铸币（ ，３）（表现在流通手段形式上的货币，就是铸币）（货币

的使用价值现在同它们的形式规定合而为一了）。货币材料的标记

（施托尔希 ，５０）。

流通媒介的更替（金、银、铜。辅币）（ ，３６、３７）（布坎南３７）。

铜币过剩（同上）（《经济学家》 ，５２）。

流通手段的价值是否只决定于流通手段的量？（ ，３７）（３８）

（奥普戴克 ，４９） ，６１。

［Ｍ—３３］货币作为货币

货币作为一般商品（ ，１７）。

货币作为物化的社会纽带（ ，２１）。社会的抵押品（亚里士多

德的保证）（ ，２２）。

４２４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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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作为普遍卖淫［手段］的货币。各种关系的解体。普遍的效用

关系（ ，２３）（２４）。

黄金用作奢侈品（ ，２６，见杰科布的著作，笔记本 ，第１４

页１０２。中世纪金银器皿变成货币和再变回来）。

杰科布。笔记本 （第１２页，第１１卷）１０３（ ，５）。

货币由于对流通持否定态度，是不灭的价值（ ，２８）。

“货币……是一切可让渡物的最适当的等价物”（詹·斯图亚

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３２页）。

一般商品。贝利 ，３５。

契约上的一般商品的材料（贝利 ，３５。货币作为这种材料，它

的价值的变化是重要的 ，３６）。

贮藏 ，３８。货币贮藏 ，４７（ ，４）（５）（６）。

西班牙议会［给国王菲力浦二世］的呈文 ，４４。

货币的解体作用 ，４６。 ，５９。

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富拉顿等 ，５９、６０、６１）。

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５２。 ，５０）（ ，７）。

Ｇ—Ｗ—Ｇ（ ，４０）（４１）（ ，４７）。

货币作为［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的统一体退出流通。财富的

物质代表（ ，４１）（４２）。

作为流通的产物（ ，４８）。

货币作为独立化的一般交换价值 ，４８， ，１。

货币作为致富欲望的对象（ ，１、２）。

个体化的交换价值 ，２—３。

５２４索引第一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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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共同体（ ，３）。

货币与铸币相反，抛弃了自己的地方性（ ，３）。世界铸币（同

上）（ ，４）。

货币是它作为流通手段和作为尺度的规定的否定（ ，４），并

且是这些规定的统一（同上）。

启示录（ ，７）。

理解货币第三种规定的困难（ ，８）。

“除了在南美银矿被用作分配产品的主要形式的墨西哥银元，俄国亚洲

各省产品追加到贵金属总贮备中时所采取的形式俄国伊彼利阿耳，以及不支

付造币税的英国索维林而外，铸币很少会被送到外国用于国外支付，除非它

由于纸币而贬值。”（图克）１０４

６２４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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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货 币  

（结 尾）］

［（２）货币作为交换手段（结尾：货币

从交换手段向支付手段的过渡）］

  ［……］［Ｂ′—Ｉ］获得。两者之间的关系的一切特点都消失了

（这种关系只涉及交换价值本身，即社会流通的一般产物），而且从

这种关系的特点中所产生的一切政治的、宗法的和其他的关系也

都消失了。两者［交换的参加者］是作为彼此只代表交换价值本身

的抽象的社会的人而发生关系。货币变成他们之间的唯一的物的

联系，不折不扣的货币。同地主相对立的农民，已经不再是提供农

产品和农业劳动的农民，而是货币所有者；因为直接的使用价值通

过出卖而转让出去，借助于社会过程取得了无差别的形式。而另一

方面，地主已经不再把农民当作在特殊的生活条件下进行生产的

愚钝的个人，而是当作这样的个人，他的产品，即独立化的交换价

值，一般等价物，货币，同任何其他人的产品没有区别。这样，在从

前的形式中掩盖着交易的那种适意的外观就消失了。

君主专制本身已经是资产阶级财富发展到同旧的封建关系不

相容的阶段上的产物，它应当有能力在地球表面的一切点上运用

同一形式的一般权力，为了适应于这一点，它需要拥有这种权力的

９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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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杠杆，这就是一般等价物，处于时刻准备投入战斗的形式上的

财富，而在这种形式上，财富完全摆脱了地方的、自然的、个人的特

殊关系。君主专制需要货币形式的财富。实物租和实物贡赋制度

按照自身的特殊性质，使自身的使用也具有特殊性质。只有货币才

能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因此，君主专制力求使货

币转化为一般的支付手段。这种转化，只有通过强制性的流通，使

产品低于产品价值进行流通，才能实现。对君主专制来说，把一切

税收都变为货币税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因此，如果说在较早的

阶段上，［封建］贡赋变为货币贡赋，这表现为人身依附关系的解

体，表现为资产阶级社会通过现金赎买摆脱妨碍其发展的桎梏而

取得的胜利，另一方面从浪漫主义方面来看，这一过程表现为冷酷

无情的金钱关系代替了人类的丰富多彩的紧密联系，那么，在新兴

的君主专制时期（这时的理财术就是强制地把商品变为货币），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自己却把货币攻击为虚幻的财富，认为自然财富

被强制地为它作了牺牲。因此，如果说配第在考察作为贮藏材料的

货币时实际上不过颂扬了英国年轻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普遍的强烈

的致富欲望，那么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布阿吉尔贝尔则揭露货币

是造成财富生产的真正源泉枯竭的总祸根，认为只有废除货币，商

品世界、真正的财富和财富的普遍享用才能恢复其昔日的正当的

权利。他还不能理解，正是这种把人和商品投入炼金炉而炼出黄金

的黑暗的理财术，同时把一切阻碍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关系和幻

想统统蒸发掉了，而只把货币关系即一般的交换价值关系作为沉

淀物保留下来。

“在封建时代，现金支付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的纽带。卑贱者同高贵

者之间的关系，不只是买者同卖者的关系，而且是多方面的关系，即官兵的关

０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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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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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忠顺的臣民同君主的关系等等。随着货币最后获胜，一个不同的时代出现

了。”（托·卡莱尔《宪章运动》１８４０年伦敦版第５８页）

货币是“无个性的”财产。我可以用货币的形式把一般社会权

力和一般社会联系，社会实体，随身揣在我的口袋里。货币把社会

权力当作一件物品交到私人手里，而私人就以私人的身份来运用

这种权力。社会联系，社会的物质变换本身通过货币表现为某种外

在的东西，同它的所有者没有任何个人关系，因此，他所运用的这

种权力也表现为某种完全偶然的，对他说来是外在的东西。

［Ｂ′—２］预先不必进一步论证，就很清楚：随着信用事业的发

展，期买得到异常广泛的采用。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即以交换价

值为基础的生产的发展，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所起的作用，就其范围

来说，超过了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作为买卖的媒介所起的作用。在

现代生产方式发达，因而信用事业发达的那些国家里，货币事实上

几乎只是在零售贸易以及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小额贸易中以铸

币的形式出现，而在大规模交易领域里几乎只表现为一般支付手

段。只要支付平衡，货币就表现为转瞬即逝的形式，即相交换的价

值量的纯粹观念上的，想象的尺度。货币的亲自参与只限于结算为

数较小的差额①。

作为一般支付手段的货币是同较高级的、间接的、返回自身

的，本身已处于社会监督之下的流通一道发展的，在这种流通中，

货币在简单的金属流通的基础上，例如在真正的货币贮藏中所具

１３４第二章 货 币

① 斯莱特尔先生（他属于莫里逊—狄龙公司，该公司的交易属于伦敦规模最大的

交易之一）说，“为了证明在商业活动中所用的现实的货币是多么少”，他分析

了年交易额达好几百万镑的商业交易的持续过程，而这些交易可以看作是国

内整个贸易状况的很好的例子。１８５６年的收支额折合成１００万镑计算，情况

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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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那种特殊的重要性已被扬弃。然而，如果支付平衡的过程由于

信用突然波动而被打断，支付机制被破坏，那么人们就会突然要求

货币成为实际的一般支付手段，并要求全部财富以双重形式存在，

既是商品又是货币，从而这两种存在方式相互一致。在这样的危机

时刻，货币表现为唯一的财富，这种财富本身不是象货币主义所认

为的那样是通过一切真正物质财富的纯粹观念的贬值体现出来，

而是通过一切真正物质财富的实际的贬值体现出来。在商品世界

面前，价值只是以它的最适当的唯一的形式即作为货币而存在。

这里不能进一步阐明这种时刻。但是，这里要论述的是，在真

正的货币危机的时刻，作为一般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的一个内

在矛盾表现出来了。在这种危机中，需要的不是作为尺度的货币，

因为作为尺度，货币的实际存在是无关紧要的；需要的也不是作为

铸币的货币，因为在支付中货币并不表现为铸币；而需要的是作为

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以物的形式存在的一般等价物，作为抽象

收       入 支       出

定期支付的银行和 定期支付的票据 ３０２６７４镑……………

 商人的票据 ５３３５９３６镑……………

见票即付的银行支票 伦敦各银行支票 ６６３６７２镑……………

 等 ３５７７１５镑…………………………

地方银行券  ９６２７镑………………… 英格兰银行券 ２２７４３镑………………

英格兰银行券 ６８５５４镑……………… 金  ９４２７镑……………………………

金  ２８０８９镑………………………… 银和铜  １４８４镑………………………

银和铜  １４８６镑………………………

邮汇   ９３３镑     

１００００００镑 １００００００镑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１８５８年７月１日第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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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化身的货币，总之，是货币作为真正的货币贮藏的对象

所采取的那种形式，即货币本身。货币作为一般支付手段，其发展

本身包含着矛盾：交换价值具有不以它作为货币的存在方式为转

移的形式，另一方面，它作为货币的存在方式恰恰表现为最终的和

唯一的最适当的存在方式。

在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情况下，由于支付平衡，由于支付作为

正数和负数相互抵销，货币可以表现为商品的单纯观念的形式，货

币在充当尺度和确定价格时就是这样。每当平衡机制和作为这一

机制的一定基础的信用制度遭到破坏，货币就会违反现代商业的

协议，违反现代商业的一般前提，突然必须以它的实在的形式出现

和使用，因而就产生了冲突。

流通的货币量决定于流通的商品总价格这一规律，现在得到

了补充：决定于一定时期内到期的支付总额①和支付上的节约。

［Ｂ′—３］我们已经知道，金银价值的变动并不影响金银执行价

值尺度或计算货币的职能。然而，这种价值变动对执行支付手段职

能的货币却有决定性的意义。应当支付的是一定量的金银，这些金

银在签订契约时物化着一定的价值即一定的劳动时间。但是，金银

象其他商品一样，随着金银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变动而改变

其价值量，劳动时间减少或增加，金银的价值量也就减少或增加。

因此，如果买方实现卖的时间是在卖出的商品让渡之后，那么，同

签订契约时相比，同一数量的金银所包含的价值就可能不同，可能

增加或减少。金银作为货币具有这样的特性：它们始终是已经实现

的和可以实现的一般等价物，始终可以按照本身的价值同一切商

３３４第二章 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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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相交换。不管金银的价值量怎样变动，它们始终保持着这种特

性。但是，这种价值量会潜在地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量一样发生

波动。因此，支付是否按照实际的等价物，即原定的价值量进行，要

看生产一定量的金银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是否还是那么多。化身在

特殊商品上的货币的性质，在这里同它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的

职能发生了冲突。例如，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贵金属价值的下

跌曾在一切经济关系上引起巨大的革命，又如在古罗马共和国，在

［罗马建立第４８５年铸成第一批银迪纳里］①和第二次布匿战争爆

发这段时期，由于平民用来签订债务契约的铜的价值上涨，也发生

了类似的革命，不过范围较小而已，这是人们所熟知的。要说明贵

金属即货币材料的价值的涨落对经济关系的影响，必须先阐明经

济关系本身，因此在这里还没有可能做出这种说明。

不言而喻，贵金属即货币的价值的下跌总是有利于支付者，而

不利于接受支付者；它的价值的上涨，则产生相反的影响。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物质变换的完全物化和外部化，明

显地表现在一切社会关系都取决于金属自然产物的生产费用这一

点上，而这种金属自然产物从充当生产工具，充当创造财富的要素

来看是毫无意义的。

（３）货币作为国际支付手段和国际

购买手段，作为世界铸币

  货币由于是每一种特殊商品在观念上或在实际上采取的一般

４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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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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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因而是一般商品。

作为贮藏货币和一般支付手段，货币变为世界市场上的一般

交换手段；不仅从概念上来说，而且从存在方式来说，它变为一

般商品。货币在执行铸币职能时获得的特殊民族形式，在它作为

货币而存在时丧失了。货币本身是世界主义的。①由于金银这种满

足致富需要的使用价值，这种抽象的、同特殊需要相独立的财富

的介入，甚至只要一个国家［Ｂ′—４］直接需要另一个国家的使用

价值，便会发生某种社会物质变换，正因为这样，金银会在开辟

世界市场方面，在使社会物质变换超越一切地方的、宗教的、政

治的和种族的区别方面成为异常有力的因素。早在古代人那里，国

家的货币贮藏就被看作主要是提供国际支付手段的后备基金，看

作歉收时应急的等价物和战时补贴的来源。（色诺芬１０７）美洲的银

作为同美洲发生联系的手段起了重大作用，它作为商品从美洲流

往欧洲，然后又作为交换手段从欧洲输往亚洲，特别是印度，并

且在那里大部分以贮藏货币的形式沉淀下来，正是对这一事实的

考察，成了围绕货币主义而展开的科学上的斗争的开端，因为这

个事实导致了东印度公司反对英国禁止货币输出。（见米塞尔登的

著作②）

既然金银在这种国际交往中只是充当交换手段，那么金银实

际上是在执行铸币的职能，不过这种铸币的花纹已经去掉，不论它

以铸币形式还是以条块形式存在，它只能按照它的金属含量来估

价，它不仅代表价值，同时就是价值。但是金银在作为世界铸币这

５３４第二章 货 币

①

② 见本卷上册第１７９和１８３页。——编者注

货币的这种世界性引起古代人的注视。“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

富翁。”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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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定上决不象它们作为真正铸币那样必须进行循环运动，而是

能够单方面地一方作为买者，另一方作为卖者来不断地彼此发生

关系，这一点也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童年时期人们就想到要进行

的考察之一。因此，在世界市场的发展史中，不论就这一市场的广

度还是深度来说，新的金银产地的发现，都起了异常重要的作用；

因为这些地方所生产的使用价值立刻变为一般商品，另一方面它

使这些地方不仅有了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往的可能性（由于它

的抽象性），而且还立刻有了这种交往的必要性。

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既定民族范围内，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是随

同一般生产关系一起发展的，同样，货币在作为国际支付手段这一

规定上也是如此。但是，不论是在前一种较狭小的范围内，还是在

后一种较普遍的范围内，只有在支付平衡机制遭到破坏的时候，货

币的作用才明显地表现出来。从１８２５年起，这一规定上的货币发

展如此迅速，——这种迅速发展自然同国际交往的扩大和加强保

持着一致的步伐，——以致上一代的最卓越的经济学家们，例如李

嘉图，都不曾想到，象英国这样的国家竟会需要多少现金作为国际

支付手段。对于以任何其他商品形式存在的交换价值来说，那种对

于体现着交换价值的特殊使用价值的特殊需要始终是前提，而对

于作为抽象财富的金银来说，却不存在这种限制。正象诗人所梦想

的高贵的人１０８一样，金银是用它们本身来支付，而不是用它们的职

能来支付。货币自然总是潜在地包含着执行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

的职能的可能性。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静止的可靠的存在（在这

种存在中货币是贮藏货币），在任何国家都不受对作为流通手段的

金银的需要的限制，不受对作为流通手段的金银的需要量的限制，

总之不受任何要求直接使用金银的需要的限制。金银从它们的流

６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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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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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手段的职能中获得它们本身的抽象的纯社会的使用价值，这种

使用价值本身又表现为金银作为一般等价物，即作为一般抽象财

富的材料这一用途的某种特殊方面。从金银作为金属，从而作为工

业原料的特殊使用价值中，产生金银的各种职能的总体。金银在社

会物质变换内部可以交替执行这些职能，或者金银在执行这些职

能时本身采取铸币、条块等不同的形式，表现为金银本身的同样多

的使用价值，这些使用价值化为不同的形式，金银通过这些形式作

为交换价值本身的抽象的，因而最适当的存在而同交换价值作为

特殊商品的存在相对立。

我们在这里应当只在货币的抽象的形式规定上来理解货币。

调节世界市场上的贵金属分配的规律，是以最具体形式的经济关

系为前提的，这些经济关系我们以后才能谈到。货币不是作为一般

商品或一般等价物而是作为资本所进行的一切流通也是如此。

货币在世界市场上总是已经实现的价值。货币所以是价值量，

就在于它的直接的物质性，在于贵金属的重量。作为铸币，货币的

使用价值同它充当单纯流通手段的用途是一致的，因此可以用单

纯的象征来代替。作为世界铸币，货币实际上丧失通货资格。社会

联系在货币上取得的对个人及其个别关系的外在性和独立化，在

作为世界铸币的金银［Ｂ′—５］上显露出来了（货币作为铸币还具有

民族性）。意大利最早的政治经济学传播者们①所赞扬的，恰恰是

这种美好的发现②，它使社会的普遍物质变换不通过社会成员的

７３４第二章 货 币

①

② 马克思在手稿同一页左上角补写的一句话也许同这个地方有关，这句话是：

“（货币在这里实际上表现为也们［社会成员］的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以物的形

式存在于他们自身之外）”。——编者注

见本册第３０５—３０６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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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接触就可以进行。货币作为铸币具有民族的、地方的性质。货

币要作为金银充当国际交换手段，就必须重新熔化，或者，如果货

币以铸币的形式存在，那么这种形式将是无关紧要的，铸币将被完

全还原为重量。在最发达的国际交换制度中，金银又完全以它早在

原始物物交换中发挥作用时所具有的那种形式出现。金银作为交

换手段，正象交换本身一样，最初不是出现在某个社会共同体的狭

小范围内部，而是出现在共同体的尽头，在它的边界，在它同别的

共同体接触的少数地点上。因此，金银成为商品本身，成为在一切

地方都保持着财富性质的普遍商品。由于这一形式规定，金银在一

切地方都通用。所以金银是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因此在重商主

义看来，金银是各个共同体的权力的尺度。

“只要贵金属成为贸易对象，成为一切物品的普遍等价物，它同时也就成

为各个国家的权力的尺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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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充当国际交换手段和国际支付手段这一规定，实际上并

不是在它充当货币一般，一般等价物，因而既是贮藏货币又是支付

手段这一规定之外增添的新规定。在一般等价物这一规定中已包

含着一般商品的概念规定，而货币只有作为一般商品才能实现为

世界铸币。金银（如上所述）首先是作为国际交换手段和国际支付

手段才一般地表现为货币，而金银作为一般商品的概念正是从金

银的这种表现中抽象出来的。货币作为尺度在形式上一般具有民

族的、政治的限制（通过计量单位的确立和划分），当国家发行的价

值符号代替真正的金属时，这种限制在铸币上还可以扩大到内容。

这种限制在历史上的出现，晚于货币作为一般商品，作为世界铸币

所表现出来的形式。而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货币在这里一般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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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为货币的具体形式出现的。

充当尺度和充当流通手段都是货币的职能，只是在执行这些

职能的过程中，由于这些职能后来独立化，货币才采取特殊的存在

形式。第一，拿铸币来说，它起初无非是金的一定的重量部分；后来

加上花纹作为保证，作为重量的名称，所以还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作为价值的外形即标志的花纹又使价值符号，价值的象征独立化，

并通过流通机制本身取代形式而变为实体；在这里出现国家的干

涉，因为这种符号必须由社会的独立权力即国家来保障。而实际上

货币正是作为货币，作为金银在流通中发挥职能；充当铸币只不过

是货币的一种职能。货币在这种职能中自行分立并能升华为纯粹

的价值符号，而这种价值符号本身需要法律承认和可依法强制的

承认。

第二，拿尺度来说。货币的计量单位及其细分，其实起初无非

是金属货币的重量部分；货币作为货币和作为重量具有同样的计

量单位。只是由于同这种重量分割相一致的金属铸块的名义价值

同实际价值相分离，金银作为金银而采用的计量分割便同金银作

为货币而采用的计量分割相分离；这样，金属的一定重量部分在充

当价值尺度时为执行这种职能而获得自己的名称。

因此，在世界贸易中金银只按重量估价，而不管它们的花纹怎

样；也就是说，金银从作为铸币的金银中抽象出来了。在国际贸易

中，金银完全是以它最初出现时的形式即无形式地出现的，并且在

它充当交换手段的地方，它也象最初在国内流通中那样，总是同时

还充当对等价值、已经实现的价格、实际的等价物。因此，在金银这

样充当铸币，充当单纯的交换手段的地方，金银同时还充当价值的

宝贵的代表。不过金银的其他职能仍然不变，在这些职能中金银还

９３４第二章 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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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当货币，采取贮藏货币形式（不论被看作是未来生活资料的物

质上可靠的贮备，还是被看作一般财富），或者充当同交换者的直

接需要无关的，只满足他们的一般需要（或者也可以说无一定需

要）的一般支付手段。作为可以留在流通之外的静止的最适当的等

价物（因为它不是一定需要的对象），货币是［Ｂ′—６］储备，是未来

的一般生活资料的保障：货币是无需要的人用来占有财富的形式，

也就是人们用来占有多余部分，即占有财富中无须直接作为使用

价值的部分的形式等等。货币既是对未来需要的保障，又是超出需

要的财富形式。

因此，充当国际交换手段和国际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形式，实际

上并不是货币的特殊形式，而只是货币作为货币的一种应用；是货

币本身的职能，在这些职能中，货币最引人注目地以它的普通而又

具体的形式充当货币，充当计量单位和流通手段，同时既不充当这

个，也不充当那个。这是货币的最原始的形式。只有当货币作为尺

度和铸币在所谓国内流通中能够分立出来的同时，这种最原始的

形式才表现为特殊形式。

金银具有这种性质才在开辟世界市场方面起重要的作用。例

如，美洲银从西方流到东方，从近代开始起，一方面美洲和欧洲之

间发生金属联系，另一方面美洲和亚洲之间、欧洲和亚洲之间发生

金属联系…… 作为世界铸币，货币对于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

在本质上是不关心的，它的材料就是一切。货币的出现不是为了交

换余额，而是为了在国际交换的总过程中结算余额。在这里，形式

同货币充当商品，充当在一切地方通行的商品即普遍商品的职能

直接相重合。

货币是以铸币形式还是不以铸币形式流通，是无关紧要的。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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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哥银元，俄国伊彼利阿耳，只不过是南美洲和俄国矿产品的形

式。英国的索维林的作用也是这样，因为它不支付造币税。（图

克）１０９

在金银是直接的产品，是某种特殊形式的劳动的物化的那些

国度里，金银同金银的直接生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他们手

中，金银是直接作为商品而生产的，即作为使用价值而生产的，但

这种使用价值对金银的生产者没有使用价值，而只有在它们被转

让以后，被投入流通以后，才成为他们的使用价值。金银在其生产

者手中只能是财宝，因为它们不是流通的产物，不是从流通中取出

的，而是还没有进入流通。金银首先必须直接地，按照它们本身所

包含的劳动时间同其他商品交换，它们是作为特殊商品同其他商

品相并存。而另一方面，因为金银同时还充当一般劳动的产品，即

一般劳动的化身，而金银作为直接产品并不是这样，所以金银使它

们的生产者获得一种特权地位：他立即作为买者，而不是作为卖者

出现。为了获得作为货币的金，他必须把金作为直接产品转让出

去，但同时他不需要每个其他商品生产者都需要的那种媒介。他甚

至是以买者形式出现的卖者。

有人幻想把黄金这种可以满足一切需要的一般财富揪着耳朵

直接从地下或河床里拖出来，例如从下面这段趣闻里就天真地流

露出这样的幻想：

“在７６０年，许多穷人移居到布拉格以南去淘沙金，三个人一天可以淘一

马克（半磅）的金。结果，前往‘矿场’的人很多，以致第二年这个国家闹了饥

荒。”（姆·格·克尔纳《关于波希米亚矿业往昔情况的研究》１７５８年施奈堡

版）１１０

当货币以金［或银］的形式传送的时候，它可以在［金或］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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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到处被改铸成流通手段。

“货币有一种属性，即总是可以同它所衡量的物品相交换。”（博赞克特

《硬币、纸币和信用货币》１８４２年伦敦版第１００页）“货币总是能购买其他商

品，而其他商品并不总是能购买金……”“必须有大量贵金属，以便用作并已

被用作调节国际收支平衡的最便利的手段。”（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

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０、１３页）

在十六世纪，在资产阶级社会童年时期，金银主要是由于充当

国际货币而引起国家和创建中的政治经济学的极大兴趣。从１８２５

年、１８３９年、１８４１８５７年金的大量外流和危机时起，金银在国际交

往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再度变得得十分明显，并再一次为经济学家

们所承认。在这里，金是绝对的唯一的国际支付手段，是自为存在

的价值，一般等价物。价值必须通过硬币，而不能以任何其他贸易

品的形式来传送。

“人们可以指望，当金银……到手的时候，它们能够几乎正确地实现所需

要的款项”…… “金银和其他各种商品相比有一种无限的好处，因为到处用

它们作货币。”

（可见，富拉顿在这里看到，价值是通过作为货币的金银而不

是通过商品来传送的，［Ｂ′—７］这是作为货币的金银的一种特殊职

能，因此，他说金银是作为资本来传送，从而把一些毫不相干的

关系扯进来，这是不对的。资本还可以以稻米、棉纱等形式来传

送。）

“契约上规定用来偿还内债外债的通常总不是茶叶、咖啡、糖或靛蓝，而

是铸币；因此，汇款时不论是用指定的铸币，或者用能够在收款地的造币局或

市场上立即变成那种铸币的金银条块，对于汇款人总是提供了达到汇款目的

的最稳当、最直接和最确实的手段，能避免因无人需要或价格变动而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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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空的危险。”（富拉顿《论通货的调整》１８４５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其他任何物品〈它们的意义在于它们的特殊使用价值，它们不是货币〉

都可能在数量上或品种上超出它们被送去的那个国家的正常需要。”（图克

《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第１０页）

经济学家不愿意承认这种规定上的货币，这是过去反对货币

主义的论战的残余。

货币充当一般国际购买手段和国际支付手段，这并不是货币

的新规定。相反，这只不过是货币本身的普遍性的表现，这种普

遍性同它的概念的一般性是一致的。这是货币借以在事实上表现

为普遍商品的最适当的存在方式。

依照货币执行的职能的不同，同一块货币可以变换地位。它

今天可以是铸币，明天可以是货币即静止的等价物，但用不着改

变它的外部存在形式。因此，金银作为货币的具体存在，同在国

内流通中可以代替金银的价值符号有本质区别：金银铸币可以熔

化成条块并由此保持它们的无差别形式而抛弃它们作为铸币的地

方性，或者，当金银作为铸币转化为货币时，它们就只是充当金

属重量。这样，金银可以成为奢侈品的原料，或者作为贮藏货币

积蓄起来，或者作为国际支付手段输往国外，在那里可以重新变

为民族铸币形式，变为任何民族铸币的形式。它们在这些形式的

任何一种形式下都保持自己的价值。

价值符号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价值符号只有在它被认为是这

种符号的地方才是符号，而只有在国家政权为它作后盾的地方，它

才被认为是这种符号。因此，它被束缚在流通中，不能再获得这样

一种无差别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上，金银本身始终是价值，并可以

打上任何民族花纹，或者无论带有任何民族花纹都可以以其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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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方式充当交换手段和货币贮藏的材料，或者也可以变为商品。

金银并没有被束缚在这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形式上，而是根据流

通过程的需要和趋势，采取其中的每一种形式。只要金银不被当作

特殊商品制成奢侈品，它们首先就同流通发生关系，不仅同国内流

通，而且同世界流通发生关系，但是同时它们始终处于独立的形式

中，而不被流通所吸收。铸币，也就是作为铸币本身即作为单纯的

价值符号而孤立存在的铸币，只是由于流通才存在，并且只存在于

流通中。它［价值符号］即使被积蓄，也只能是作为铸币被积蓄，因

为它的权力只限于一国之内。除了那些来自流通过程本身并且实

际上只是流通的间歇点的货币贮藏形式之外，即除了准备用于流

通的铸币储备或用于可以使用本国铸币进行的支付的储备之外，

这里谈不上任何货币贮藏，也谈不上真正的货币贮藏，因为铸币作

为价值符号缺少货币贮藏的主要要素——成为不依赖于一定社会

联系的独立财富，因为这种财富除了自己的社会职能之外，还是价

值本身的直接存在，而不是单纯的象征价值。可见，那些制约着价

值符号使之成为这种符号的规律对金属货币并不起制约作用，因

为金属货币并不被束缚在铸币职能上。

其次很清楚，货币贮藏即把货币从流通中取出并集中在某些

点上，表现为多种形式：临时的积蓄，这是从买卖分离这个简单事

实即简单流通本身的直接机制中产生的；货币的积蓄，这是从货币

作为支付手段这种职能中产生的；最后，真正的货币贮藏，它要把

货币作为抽象财富加以保持和保留，或者只是作为超过直接需要

的现有财富剩余部分和作为未来的保障或防止流通的意外中断的

手段加以保持和保留。后面的形式在资产阶级社会中逐渐消失，因

为在这些形式下［Ｂ′—８］，交换价值的独立化，它的最适当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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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见于金这种直接的物的形式。相反，货币贮藏的现代形式，即产

生于流通机制本身并成为货币执行其职能的条件的货币贮藏形式

则得到较大的发展，虽然它们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这种形式应在论

述银行业务时加以考察）。

但是，根据简单的金属流通就可以看出，由于货币借以发挥职

能的规定不同，或者说由于流通过程即社会物质变换过程的进行，

现有的金银会作为静止的贮藏货币以各种形式沉淀下来，然而，虽

然作为贮藏货币存在的那一部分货币会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要素，

货币的各个部分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会不断发生变换，它们执行

着这种或那种职能，会从贮藏转入流通即国内或国际流通，或者又

会从流通中被吸收到货币贮水池里或被制成奢侈品，可是作为流

通手段的货币的职能却决不会由于这种沉淀而受到限制。货币的

输出或输入交替地使各种贮水池或空或满，国内流通中总价格的

涨落也会造成这种情况，而流通本身所需要的货币量既不会由于

金银的过剩而超出自己的限度，也不会低于这个限度。无须充当流

通手段的货币会被排出流通，成为贮藏货币；而一旦需要，贮藏货

币又会被吸收到流通中来。因此，在通行纯粹金属流通的民族那

里，货币贮藏呈现为各种形式，从个人贮藏到拥有国库的国家贮

藏。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种过程归结为总生产过程的需要，并具

有另外一些形式。这表现为生产总过程的分工所要求的特殊事业，

这种事业在较朴素的状态下部分地是作为一切私人的事业，部分

地是作为国家的事业经营的。不过基础仍然没有变，货币始终执行

各种发达的职能，甚至执行纯粹幻想的职能。

由于经济学家们关于较高级的、较间接的流通形式的一切思

辨，都决定于对简单金属流通的看法，所以对纯粹金属流通的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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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就更加重要。不言而喻，（１）当我们说金银增减的时候，总是假

定金银的价值不变，即生产金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不变。金银的价

值量由于生产金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增减而增减，这一事实决

不是使金银同其他商品区别开来的特点，不管这对它们充当支付

手段的职能有多大的危害。（２）除价格的涨落和从不需要对等商品

的卖者那里购买商品的必要性（如饥荒时期，战争时期）之外，那些

打开货币贮藏库和使它们重新装满的动因，即那些与利息率的［涨

落］有关的动因，不可能在这里进行考察，因为在这里货币还只是

被看作货币，而不是被看作资本的形式。

可见，在简单金属流通和以现金进行一般贸易的基础上，一国

内现存的金银量必定是并将总是超过作为铸币流通的金银量，虽

然执行货币职能的那一部分货币和执行铸币职能的那一部分货币

之间的量的比例会发生变动，同一块货币可以交替地执行这种或

那种职能，这正象用于国内流通和国际流通的那一部分货币会在

量上发生变动并在质上互相代替一样。而金银量是两股流通水流

的永久性的贮水池，既是排水渠，又是引水渠，它是引水渠，正因为

它是排水渠。

        

任何一种商品，例如一幢房子，无论它的使用价值如何不可分

割，但它的交换价值却是可以任意分割的。商品在其价格上是作为

这种可分割的交换价值即用货币来估价的价值而存在的。因此，商

品可以一块一块地任意让渡以换取货币。可见，即使商品是不动的

和不可分割的，但是借助于商品的各小部分的所有权证书［Ｂ′—

９］，商品能够一部分一部分地投入流通。所以，货币对不动的、不可

分割的财产起瓦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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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是把财产分割成无数小块，并通过交换把它一块一块吃掉的一种

手段。”（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１８３９年里子版第１４０—

１４１页）

没有货币，大批物品就不能交换和无法转让，因为这些物品只

有通过货币才能摆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本性和使用价值的关系而

独立存在。

“当不动的和不变的东西，正象可动的和为交换而制造的东西那样，被人

们用来进行交易时，货币就被用作基准和尺度，由此，所有这些东西都被估价

和获得价值。”（［米塞尔登］《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１６２２年伦敦版第２１

页）

“能够购买一切东西的货币的采用……引起了合法让渡〈封建地产〉的必

要性。”（约翰·达尔林普尔《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１７５９年伦敦第４

版第１２４页）

        

货币所表现的一切规定，即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货币本身，

实际上只是反映了个人参加总生产或把他自己的生产当作社会生

产来对待时所处的各种不同的关系。但是，个人相互间的这些关系

表现为物的社会关系。

        

“１５９３年西班牙议会给菲力浦二世的呈文中说：‘伐利亚多利德的议会

在１５４８年曾请求陛下不再准许蜡烛、玻璃器皿、珠宝、刀子等类物品向王国

进口；这些对人类生活无用的东西从外国运来是为了换取黄金，西班牙人似

乎成了印第安人。’”（森佩雷《关于西班牙帝国兴衰的原因的研究》１８２６年巴

黎版第１卷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所有的人都把自己的货币藏起来，并且把它们秘密地、深深地埋在地

里，特别是异教徒〈非回教徒〉，他们几乎掌握了全部贸易和全部货币，他们深

信生前埋下的金银，对他们死后有用。”（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大莫卧儿等国

７４４第二章 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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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记》１８３０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３１４页）（在奥朗则布宫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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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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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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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金银不易损坏，不仅在于它们的材料不易损坏，而且在

于它们始终是财富，即始终处于交换价值的形式规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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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决于它们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因此，生产这些商品和从事这种贸易，以保

证获得金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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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金银不会毁坏〈永远是交换价值〉，并且不论何时何地〈特殊使用价

值的用途是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它所满足的需要本身也是如此〉作为财富

都受到珍视；而其他一切东西只是一时一地的财富。”（同上，第１９６页）

“每个民族的财富主要在于它参加同世界市场（整个商业世界）的对外贸

易，而不在于国内的食品、饮料和服装贸易，因为这种贸易只能赚到少量金银

即普遍财富。”（同上，第２４２页）

金银本身是一般财富，同样，占有金银也表现为世界流通的产

物，而不是局限在直接的天然种族联系中的那种流通的产物。

配第称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１１２，他教导人们分

工，并富有朝气地和天才地到处瞩目于生产过程，而不是个别产

品，不过配第在这里看起来完全被货币主义的语言和思想方法所

束缚，这可能令人感到奇怪。［Ｂ′—１０］不过不应忘记，按照他的前

提以及资产阶级的一般前提，金银只是对等价值的最适当的形式，

这种对等价值总是只有通过商品的转让，因而通过劳动，才能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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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为生产而生产，即不顾直接需要或直接享用的限度而去发展生

产财富的生产力，这一点在配第那里是这样表述的：不是为了会使

一切商品都被用掉的一时的享用，而是为了金银去进行生产和交

换。配第在这里同时主张和鼓吹的，也就是十七世纪英国民族的强

有力的、不顾一切的、普遍的致富欲。

首先是货币的颠倒：货币从手段变为目的，并使其他商品降了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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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它的现在的使用中〉却居于首要地位。”

这是伦敦商人米塞尔登在他的著作《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

道》１６２２年伦敦版（第７页）中写的一段话。他把货币和商品之间

的地位变化比作老雅各的两个孙子的命运，老雅各把右手放在次

孙头上，把左手放在长孙头上。１１３（同上）

作为贮藏货币的货币和商品（它的交换价值在它完成充当使

用价值的目的时就消失）之间的对立：

“我们缺乏货币的总的根本的原因，是我国消费外国商品太多，这些商品

对于我们不是有益之物，而是无益之物，因为它们使我们丧失了许多本来可

以代替这些玩意进口的财宝…… 我们消费了过多的西班牙的、法兰西的、

莱茵区的和近东的葡萄酒，西班牙的葡萄干，近东的无核小葡萄干，埃诺①和

尼德兰的细麻布〈一种上等麻布〉和麻纱布〈另一种上等麻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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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来买…… 老卡托早就说过，家长该卖不该买。”

（［米塞尔登］《自由贸易》１６２２年伦敦版第１１—１３页）

９４４第二章 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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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储存越多，贮藏货币的储存越少。”（同上，第２３页）

关于在世界市场上，特别是在同亚洲贸易中的永不返回的流

通：

“由于同土耳其、波斯和东印度等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易，货币减少了。

这种贸易大部分是用现金进行的，但是这和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贸易完全不

同。因为基督教国家之间的贸易虽然也用现金，但这些现金仍保留在基督教

国家内。基督教国家之间进行的贸易中实际上也有货币的顺流和逆流，涨潮

和退潮，因为这个国家欠缺，那个国家有余，有时这个地方的货币多，那个地

方的货币少；货币在基督教国家范围内来回周转，但始终没有超出它的范围。

可是用来同上述非基督教国家进行贸易的货币，就总是不断支出而永不返

回。”（同上，第１９—２０页）

象米塞尔登一样，德国最早的国民经济学家马丁·路德博士

也发出同样的怨言：

“不可否认，买卖是必需的，没有它是不行的；人们尽可以按照基督教的

道理来购买，特别是购买必需品及和体面有关的东西，因为就是长老们也曾

买卖过牲畜、羊毛、谷物、牛油、牛奶等物品。这是上帝从大地拿来分配给人类

的赐物。但是对外贸易从加尔各答、［Ｂ—１１］印度等地运回的商品，是贵重的

丝绸、金器和香料，只供奢侈而别无用处，耗费了国家和人民的金钱；如果我

们有统一的政权和君主，就不应该允许这种对外贸易存在。但是关于这一点

我现在不想多写，因为我认为，当最后我们已经不再有钱的时候，这种贸易自

然就会终止，奢侈和大吃大喝也是如此，因为不到贫困逼着我们的时候，文章

和说教都是徒然的。

上帝把我们德国人置于这样的境地：我们不得不让自己的金银流到外

国，让全世界变富而自己沦为乞丐。如果德国不买英国的布，英国的金就没有

这么多；如果我们不买葡萄牙的香料，葡萄牙国王的金也会少些。要是你计算

一下，通过法兰克福一个集市有多少金钱毫无必要和毫无理由地从德国运

出，你就会奇怪，怎么在德国境内还会留下一个铜板。法兰克福是金银的豁

口，通过这个豁口从德国流出的，是在我们这里刚刚涌现、产生、铸造或打成

铸币的东西；如果堵塞这个豁口，现在就会听不到这样的怨言：到处都只有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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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而没有货币，乡村和城市都受着高利贷的盘剥。但是，该怎样就怎样吧；我

们德国人应该始终是德国人！我们决不罢休，我们应该干。”（《论商业与高利

贷》１５２４年版）１１４

象配第在英国经济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一样，布阿吉尔贝尔在

法国经济学中占有同样的地位，他是货币主义的最激烈的反对者

之一。他攻击货币的下述不同形式，在这些形式中货币表现为与其

他商品相对立的唯一价值，表现为支付手段（在他看来特别是在税

收方面）和贮藏货币。（价值在货币中的特殊存在，表现为其他商品

的相对的无价值和被贬低。）

下面援引的布阿吉尔贝尔著作的引文，全部摘自欧仁·德尔

编《十八世纪的财政经济学家》１８４３年巴黎版所收入的布阿吉尔

贝尔的著作。

“因为金银本身不是，而且从来不是财富，因为它们所具有的价值只是相

对的，它们具有价值只是由于它们能够提供生活必需品，而对于这些生活必

需品来说它们只是充当抵押品和用于估价，所以它们只要能够造成同样的结

果，它们数量的多少就是无关紧要的。”（《法国详情》１６９７年版第１部分第７

章［德尔编，第１７８页］）

货币量同国民财富无关，“只要它足以维持生活必需品的现有的价格”。

（同上，第２部分第１８章第２０９页）

（可见，布阿吉尔贝尔在这里说出了一个规律：流通媒介量决

定于价格，而不是相反。）

货币只是商品本身的形式，这一点表现在批发贸易上，在那里，“商品被

估价”之后，交换是在没有货币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货币只是手段和动力，

而对生活有用的商品才是目标和目的。”（同上，第２１０页）

货币应当只是流通手段，应当总是动的；它决不应当成为贮藏货币，成为

不动的东西：货币应该处于“不断的运动中，只有它是动的，它才能是这样

……一旦它不动了，就一切都完了”。（同上，第２部分第１９章第２１３页）

１５４第二章 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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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上把货币看作唯一对象，相反，布阿吉尔贝尔却认为：

“财政学不过是对农业和商业的利益的深刻认识。”（同上，第３部分第８

章第２４１页）

实际上，布阿吉尔贝尔只注意到财富的物质内容、享受，使用

价值：

“真正的财富不仅是生活必需品的充分享受，而且是剩余物品和一切足

以引起快感的东西的充分享受。”（《论财富、货币和赋税的性质》，德尔编，第

４０３页）

“人们把这些金属〈金银〉变成了偶像，人们忘记了把它们召到贸易中来

的企图和目的是为了使它们在交换和相互交付中充当抵押品［Ｂ′—１２］……

而几乎让它们解脱了这种任务，把它们奉为神明。为了它们，人们牺牲了并且

仍然牺牲着许多财富、重要的需要、甚至人的生命，而且比在愚昧的古代为了

那些长期受大多数人崇拜和信奉的假神牺牲的还多。”（同上，第３９５页）“人

民的苦难的产生，就是由于人们使过去的奴隶成了主人，或者不如说，成了暴

君。”（同上）必须粉碎这种“僭位行为”并“恢复事物的自然状态”。（同上）

抽象的致富欲望一出现，“它〈货币〉为了随时准备好组织一切其他商品

的交换而在对这些商品的关系上应具有的那种等价性立刻受到重大打击”。

（同上，第３９９页）“于是，在这里，贸易的奴隶变成了贸易的主人…… 货币

使犯罪行为更容易发生，因此，随着人心的腐化，靠货币谋得的收入便越来越

多；毫无疑问，只要把这种致命的金属赶出国家，几乎一切恶行也就被驱除

了。”（第３９９页）

为了使商品变成货币而使商品跌价（商品低于其价值出售），

这是一切贫困的原因（同上，第５章）。他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货币……成了万物的刽子手。”（同上，第４１３页）

布阿吉尔贝尔把旨在赚钱的理财术比作

“一个蒸馏器，它使多得惊人的货物和商品蒸发，以便取得这种致命的膏

汁”。（同上，第４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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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贵金属的贬值，“商品本身会恢复其公正价值”。（同上，第４２２页）

“货币……向全人类宣战。”（同上，第４１７页）

（普林尼也有同样的看法，《博物志》第３３卷第２章①。）

与此相反：

货币作为世界铸币：

“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如此遍及全球，几乎可以说全世界变成了一座城，其

中举行着一切商品的不散的集市，每个人坐在家里就可以用货币取得别处的

土地、牲畜和人的勤劳所产生的一切来供享受。真是一个奇妙的发明。”（蒙塔

纳里（杰明扬诺）《货币论》，约写于１６８３年。载于库斯托第编《古代部分》第３

卷第４０页）

“他来自哪个国家，哪个民族？他是个富翁。”（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

会》第４卷第４９节）

法莱龙的季米特里马斯谈到在矿场采金情况时说：

“贪婪想把普路托从地心里拖出来。”（同上，第６卷第２３节）

“货币是吝啬之源…… 这里逐渐燃起一种狂热，这已经不是吝啬而是

求金欲了。”（普林尼《博物志》第３３卷第３章第１４节）

  “人间再没有象金钱这样坏的东西到处流通，

这东西可以使城邦毁灭，使人们被赶出家乡，

把善良的人教坏，使他们走上邪路，作些可耻的事，

甚至叫人为非作歹，干出种种罪行。”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３０１—３０７行］）

        

货币作为纯抽象财富——在这种财富形式上，任何特殊的使

用价值都消失了，因而所有者和商品之间的任何个人关系也消失

了——同样成为作为抽象人格的个人的权力，同他的个性发生完

３５４第二章 货 币

① 此处可能是笔误，应为第３章。——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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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异己的和外在的关系。但是货币同时赋予他作为他的私人权力

的普遍权力。关于这种矛盾，例如莎士比亚曾这样描述过：

［Ｂ′—１３］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

只这一点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

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吓！你们这些天神们啊，为什么要给我这东西呢？

嘿，这东西会把你们的祭司和仆人从你们的身旁拉走①；

把健汉头颅底下的枕垫抽去；

这黄色的奴隶可以使异教联盟，同宗分裂；

它可以使受咒诅的人得福，使害着灰白色的癞病的人为众人所敬

爱；

它可以使窃贼得到高爵显位，和元老们分庭抗礼；

它可以使鸡皮黄脸的寡妇重做新娘……

来，该死的土块，你这人尽可夫的娼妇……”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４幕第３场］）

那种可以献身于一切并且一切皆可为之献身的东西，表现为

普遍的收买手段和普遍的卖淫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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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

（４）贵金属作为货币关系的承担者

资产阶级的生产过程最初所掌握的金属流通是一种现成地移

交下来的机构，这个机构虽然逐步经过改造，但是始终保持着它的

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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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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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结构。因此，为什么是金银而不是别的商品充当货币的材料，

这个问题不属于资产阶级制度的范围。所以，我们只是非常概括地

指出几个最重要的观点。答案很简单：贵金属所特有的自然属性，

即它的使用价值的属性，适合于这样一些经济职能，因而使它优于

所有其他商品而成为货币职能的承担者。

正象劳动时间本身一样，要充当劳动时间的特殊化身的那种

物体，必须能够表现纯粹量的差别，因而首先要有质的同一性，均

一性。这就是一个商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的第一个条件。如果我

用牛、兽皮、谷物等等来计算一切商品的价值，那么实际上我就必

须用观念上的平均牛、平均兽皮、平均谷物来计量这些商品的价

值，因为牛和牛、谷物和谷物、兽皮和兽皮之间，在质上是不同的，

即同种物品的每一份的使用价值是不同的。要求不受时间和地点

的限制而具有质的无差别性，从而要求在等量情况下存在等同性，

这就是这一方面的第一个要求。

第二个要求也是从表现纯粹量的差别的必要性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要便于分为许多部分，并且能够重新合为一体，从而可以按

照商品的［Ｂ′—１４］价值量把一般等价物分为若干部分，而又不因

此损害它的使用价值。金银是一种单纯的物体，本身可作纯粹量的

分割，因而可以表现为，化为同一成色。质的同一性。可以分割，又

可以重新合为一体。

甚至可以说，金是人们知道的最古老的金属，首先被发现的金

属。自然界本身通过河流这个巨大的淘金器而担负着技术操作，因

此，为了找出金子，只需要人的最粗笨的劳动，既不需要科学，也不

需要发达的生产工具。

“贵金属就其物理性质来说是同一的，所以它们相同的量必定是完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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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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

同时，通常见到的金比其他一切金属都纯：呈天然的晶体，单独出现；同

“常见的物体相分离”，很少同别的物体（银除外）相熔合。金是“单独的，个体

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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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金属则存在于矿物中，即其化学的存在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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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非常罕见的现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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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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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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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金由于它的比重而沉淀下来。因此，金常见于河床和冲积层中。砂金是

最早发现的金。〈人们学会在河里淘金比采矿早。〉

……金最常见的是纯金，或者说，至少是接近纯金，因此无论在河流的冲

积层里或者在石英矿脉里，都可以立即认出它的金属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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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几乎所有的，也许是所有的国家里

…… 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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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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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１—１７２、８、１２、９４页］

淘金和掘金是很简单的劳动，而采矿（从而开采金矿）却是这

样一种作业，它要求投资并要求比任何别的工业部门更多地运用

有关的科学和技术。（淘洗由自然界来承担。）

交换价值本身要求有共同的实体，并且使一切差别化为单纯

量的差别。在货币作为尺度的职能中，一切价值首先都化为计量商

品的单纯不同的量。贵金属就适合于这种情况，所以，这些贵金属

表现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天然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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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有这样的属性和特点，就是只有在金属中，一切关系才归结为一种

关系，即它们的量，因为它们不论在内部构成上或外部形状和构造上，天然没

有不同的质。”（加利阿尼《货币论》第１２６—１２７页）

（在世界的各个部分保持质的同一性；可以进行最细小的分割

和准确地分开。）

这种单纯量的差别，对于作为流通手段（铸币）和支付手段的

货币来说，是同样重要的，因为货币，任何一块货币，都不具有个

性，而重要的是，归还回来的只是等量的同一材料，而不是同一块

货币：

“货币［在借贷时］只以同种东西①偿还；这一事实把这一工具同其他一

切工具区别开来……指明它所提供的服务的性质……清楚地表明它的职能

的独特性。”（奥普戴克《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约版第２６７页）

货币所执行的职能的不同，使这些职能具体地显示出货币的

各种形式规定性的变换。货币执行不同的职能，它充当一般商品、

铸币、奢侈品原料、积累材料等等，与此相适应，金银总是能通过熔

化重新化为纯金属状态，并且同样能够从这种状态化为任何别的

状态，因此，金银不象其他商品那样，被束缚在它们所取得的一定

的使用形式上。金银能够从条块形式转变为铸币等形式，并且可以

变回来，而不丧失它们作为原料的价值，［Ｂ′—１５］无损于生产和消

费的过程。

作为流通手段，金银比其他商品优越，它们的自然比重

大，——可以用小的体积表现较大的重量，——它们在经济上的比

重也是与此相应的：一个小的体积包含着（物化着）较多的劳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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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就是说包含着较大的交换价值。这后一种情况，当然是同金银

作为自然物体比较稀少有关。这就使运输，转让等等很方便。一句

话，便于进行实际的流通，这对金银执行流通手段这种经济职能来

说自然是第一个条件。

最后，作为价值的静止存在，作为货币贮藏的材料，金银不易

损坏，耐久，在空气中不氧化（“既不蛀又不锈的永恒的财宝”１１７），

难溶解，特别是金，除游离氯（王水，硝酸和盐酸的混合物）外不溶

解于其他酸类。最后要指出的一个主要因素是金银的美学属性，这

种属性使它们成为显示富裕、装饰、奢侈、满足自发的节日需要的

直接表现，成为财富本身的直接表现。华丽，有延展性，可以加工为

器具，也可以用于颂扬和其他目的。金银可以说表现为从地下世界

本身发掘出来的天然的光芒。抛开金银的稀少不谈，仅就它们比铁

甚至比铜（指古人所用的硬铜）软得多这一点来说，它们也不适于

用作生产工具。而金属的使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同它们在直接生

产过程中的作用有关。金银根本不是必要的使用对象，所以它们也

被排斥在直接生产过程之外。

“货币必须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但……以人为的需要为基础。货币材

料对人的生存不应是绝对必需的，因为用作铸币〈一般货币，也包括贮藏货

币〉的全部货币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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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贮藏货币积累起来的那部分也不能由“个人”占用，因为

贮藏货币的积累就在于存而不用。）

因此，正是从这一个方面来看，金银的使用价值的性质就在于

它应是某种多余的东西，既不作为消费对象来满足直接的需要，又

不作为要素加入直接生产过程。就是说，正是从这一方面来看，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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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使用价值不应同它作为贮藏货币（货币）或流通手段的职能发

生冲突，也就是把它用作个人使用价值这种需要，不应同从流通即

从社会本身所产生的那种把它用作任何一种规定上的货币的需要

发生冲突。这只是消极的方面。

因此，那位似乎特别喜欢巧克力的殉道者彼得，在反对货币的

论战中，关于也充当过墨西哥货币的袋装可可曾这样说过：

“哦，有福的货币，既供给人类以甜美滋养的饮料，又不会使它的无辜的

所有者染上可怕的贪婪病，因为它既不能埋藏，也难于长期保存。”（《新大

陆》）１１８

另一方面，金银不只是消极意义上的剩余的，即没有也可以过

得去的东西，而且它们的美学属性使它们成为显示奢侈、装饰、华

丽的材料，成为剩余的积极的形式，或者说成为满足日常生活和单

纯自然需要范围之外的那些需要的手段。因此，除了执行货币职能

外，金银本身还具有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金银是单纯数量关系

的天然代表者，——由于它们的质的同一性，——那么它们在被个

人使用时则是富裕，从而是财富本身的直接的天然代表者，这既由

于它们具有天然的美学属性，又由于它们昂贵。

延展性是金银适于用作装饰材料的属性之一。光泽耀眼。交

换价值首先是用于交换的必要使用价值的剩余。这种剩余与剩余

物本身即与超出直接需要范围之外的东西相交换；与不同于日常

用品的节日用品相交换。使用价值本身首先反映个人对自然的关

系；与使用价值并存的交换价值反映个人支配他人的使用价值的

权力，反映个人的社会关系：最初它本身又是超出直接消费需要

的、节日使用的价值。

银洁白，它反射出一切光线的自然的混合；金橙黄，它吸收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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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在它上面的混合光中的一切有色光线，而只反射红色。

这里要补充的，是前面所谈到的关于采矿国家的情况。①

（格林在他的《德意志语言史》中指出金银的名称和色泽的联

系。１１９）

［Ｂ′—１６］我们已经知道，要求金银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

为直接存在的货币具有固定不变的价值量，这是金银所办不到的。

在这里，金银作为特殊商品的性质同它们作为货币的职能发生冲

突。不过，正象亚里士多德已经指出的１２０，金银同其他商品的平均

情况比较起来，还是具有比较稳定的价值量。

撇开贵金属价值的涨落对一切经济关系带来的一般影响不

谈，对于金属流通本身来说，金银之间的价值比例的变动是非常重

要的，因为两者在同一个国家或在不同的国家里通常同时充当货

币材料。这种不断的变动的纯经济原因，——征服或其他政治事变

在古代世界曾对贵金属的相对价值发生过重大的影响，但这不属

于纯经济考察的范围，——必须归之于生产等量的这些金属所需

要的劳动时间的变动。劳动时间本身，一方面决定于金银在自然界

存在的相对数量，另一方面决定于取得纯金属状态的金银所遇到

的困难的大小。上面所说的已经清楚地表明，淘取河里的金或采掘

冲积层中的金，既不需要矿山劳动，也不需要化学或机械的配合，

因此，虽然金更加绝对稀少，但比银发现得早，并且尽管金更加绝

对稀少，但在长时期内比银便宜。斯特拉本曾断言，在一个阿拉伯

部落里１０磅金换１磅铁，２磅金换１磅银。②看来这一断言决不是

不可置信的。另一方面很清楚，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日益发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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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从而简单劳动更昂贵，同时，原来的那些处于地表面的金矿来

源日益枯竭，而地壳到处被开发，于是，这两种金属产地较为稀少

或较为常见就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重大影响，金的价值同银相比

会提高。（但是，决定金银的相对价值的，并不是两者在自然界中的

绝对数量比例，虽然这多半是决定生产金银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

一个重要因素；决定金银的相对价值的是这种劳动时间本身。因

此，根据巴黎科学院［矿物学家们］的材料（１８４０年），银和金的比

例据估算是５２∶１，可是它们的比价只是１５∶１。）

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上，新的金银产地的交替

发现越来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而金和银比起来不仅更有可能在

矿山中而且也在冲积层中被发现。因此，价值比例很可能又会重新

产生逆转运动，即金对银的比价会下降。银矿的开发取决于技术和

普遍文明的进步。如果这些条件已经具备，发现富的金银产地方面

的任何变动都具有决定意义。总之，我们发现在金银之间的价值比

例的变动上又重复发生同一运动。最初的两个运动是从金的相对

贬值开始，而以金的升值结束。后一运动从金的升值开始，看来会

导致金对银的最初的较低的比价。在古代亚洲，金银价值的比例是

６∶１或８∶１（在摩拏法典中更低）（后一比例在中国和日本一直维

持到十九世纪初）；色诺芬时代的１０∶１可以看作古代中期的平均

比例。迦太基开采西班牙银矿在古代所起的作用，同美洲的发现在

近代所起的作用大致相同。在罗马时代后期，大致和美洲发现后的

情况一样，比例为１７∶１或１５∶１，虽然我们知道在罗马银的价值

往往跌得更低。

同色诺芬时代一样，中世纪的平均比例可以重新确定为１０∶

１，虽然这一时期各地方的差额非常大。美洲发现以后的几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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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比例是１５∶１或１８∶１。新的金矿的发现使比例可能又回

到１０∶１或８∶１，总之会产生［Ｂ′—１７］曾于十六世纪开始的那种

逆转运动。在这里还不能对这一专门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５）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

作为交换主体的个人的经济关系，在这里是简单地从它们在

上述交换过程中所表现的形式上来考察的，而不涉及发展程度较

高的生产关系。经济的形式规定正好构成这些个人借以相互交往

（相互对立）的规定性。

“工人对自己的劳动所产生的价值拥有唯一的所有权。”（舍尔

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４８页）

首先，交换过程的各主体表现为商品的所有者。因为在简单流

通的基础上，只有一种方法可以使每个人成为某种商品的所有者，

这就是通过付出新的等价物，所以，在交换之前就存在的商品所有

权，即对于那种不是通过流通而占有的商品的所有权，或者不如

说，对于那种还要进入流通的商品的所有权，就表现为直接从商品

占有者的劳动中产生的所有权，而劳动则表现为最初的占有方式。

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只是［劳动］的产品，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商

品首先是某个把自己的劳动体现在这一商品中的人的对象性；是

他自己的、他本身生产的、为他人的对象存在。简单的交换过程尽

管分解为流通的各种要素，但商品生产并不处于其中。商品倒是被

假定为现成的使用价值。商品必须在交换开始前就已存在：象在买

卖时那样同时存在，或至少象在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流通形式中

那样当交易达成时就存在。不管是同时还是非同时存在，商品总是

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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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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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现成的东西进入流通。因此，商品的生产过程，从而商品的最

初占有过程，发生在流通之外。但是，只有通过流通，即通过自己的

等价物的转让，才能占有他人的等价物，因此，必须假定自己的劳

动是最初的占有过程，而流通实际上只是体现在各种产品中的劳

动的相互交换。

因此，劳动和对自己劳动成果的所有权表现为基本前提，没有

这个前提就不可能通过流通而实行第二级的占有。以自己的劳动

为基础的所有权，在流通中成为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其实，如果

我们仔细考察一下流通过程，就会看到，它的前提是交换者表现为

交换价值的所有者，即物化在使用价值中的劳动时间量的所有者。

交换者怎样成为这些商品的所有者，这是一个发生在简单流通背

后的过程，并且这一过程在流通开始之前就已结束。私有权是流通

的前提，但是在流通中占有过程本身并不显示出来，并不表现出

来，它倒是流通的前提。在流通本身中，在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所

呈现出来的交换过程中，每个人给出东西只是因为他获得东西，而

他获得东西只是因为他给出东西。他无论是给出还是获得，都必须

拥有东西。使他处于拥有东西的状况的那个过程决不是流通本身

的要素。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私有者，不管是商品形式还是货币形

式的交换价值的私有者，主体才能成为流通的主体。他们怎样成为

私有者，即怎样占有物化劳动，这种情况看来根本不属于简单流通

的考察范围。但另一方面，商品却是流通的前提。而从流通观点来

看，只有通过自己劳动的转让才能占有他人商品即他人劳动，所以

从这一观点来看，发生在流通之前的［Ｂ′—１８］商品占有过程必然

表现为通过劳动而占有。商品作为交换价值只是物化劳动，而从流

通的观点来看，流通本身仅仅是交换价值的运动，他人的物化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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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等价物的交换才能占有，因此，商品实际上只能是自己的

劳动的物化，并且正象自己的劳动实际上是对自然产品的实际占

有过程一样，自己的劳动同样也表现为法律上的所有权依据。流通

仅仅表明，这种直接占有怎样通过某种社会行动的媒介，使对自己

的劳动的所有权变为对社会劳动的所有权。

因此，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无论偏重经济学方面或偏重法学

方面，都把个人自己的劳动说成最初的所有权依据，而把对自己劳

动成果的所有权说成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前提（舍尔比利埃的著

作，同上。并见亚·斯密的著作）。这种前提本身是建立在交换价

值这种支配着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总和的经济关系本身的前提

上的，因而它本身是资产阶级社会即发达的交换价值的社会的历

史产物。

另一方面，因为在考察比简单流通所表现的经济关系更为具

体的经济关系时，似乎出现了与［上述占有规律］相矛盾的规律，所

以一切古典经济学家，直到李嘉图，都喜欢把这种来自资产阶级社

会本身的观点称为一般规律，但却把这种规律的严格的现实性驱

逐到还不存在所有权的黄金时代去。可以说是驱逐到经济学上的

原罪以前的时代去，例如布阿吉尔贝尔就是如此。

于是，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奇怪的结果：资产阶级社会的占有规

律的真实性竟不得不被搬到这种社会本身还不存在的那个时代

去，而所有权的基本规律不得不被搬到还没有所有权的那个时代

去。这种幻觉是显而易见的。最初的生产是建筑在原始共同体的

基础上，在共同体内部，私人交换仅仅表现为完全表面的次要的例

外。随着这些共同体在历史上解体，立即产生统治和隶属关系，强

制关系，这些关系同温和的商品流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关系处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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尖锐的矛盾之中。但是不管怎样，呈现在社会表面上的流通过程并

不知道其他占有方式，如果在研究过程中会发生矛盾，那么这种矛

盾也象最初通过劳动进行占有这一规律一样，必定是从交换价值

本身的发展中产生的。

既然通过自己的劳动进行占有的规律是前提，并且这个前提

是从考察流通本身中显露出来的，而不是随意的假定，那么在流通

中自然就会出现一个建立在这一规律基础上的资产阶级自由和平

等的王国。

如果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商品表现为第一必然性，那么这样

一个社会过程就表现为第二必然性，通过这个过程，产品起初成为

交换价值，而作为交换价值又转化为个人的使用价值。在通过劳动

进行占有或劳动物化以后，产品的让渡或产品向社会形式的转化

就表现为下一个规律。流通就是这样一种运动，在这一运动中，自

己的产品成为交换价值（货币），即社会产品，而社会产品又成为自

己的产品（个人的使用价值，个人消费的对象）。

现在又很清楚：

交换的涉及整个运动的另一个前提，就是交换的主体在生产

中从属于社会劳动的分工。因为互相交换的商品实际上无非是物

化在各种使用价值中的劳动，即以各种方式物化的劳动，实际上只

是分工的物质存在，只是不同质的、适合不同体系需要的劳动的物

化。当我生产商品时，前提是我的产品虽然具有使用价值，但不是

我要用的，它对我来说不是直接的生活资料（从最广义上来说），而

是直接的交换价值；只有当它在货币上取得一般社会产品的形式，

并且能实现在他人的不同质的劳动的任何形式上，它才能成为我

的生活资料。因此，我只有为社会生产才是为自己生产，而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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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成员又在另一个领域中为我劳动。

［Ｂ′—１９］其次，很清楚，交换者生产交换价值的前提是，不

仅先要有一般的分工，而且要有特殊发达形式的分工。例如，在

秘鲁也有分工；在自给自足的小小的印度公社中也有分工。但这

是这样一种分工，它的前提不仅不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相

反是在或大或小程度上直接的共同生产。基本的前提是流通的主

体生产交换价值，即直接从属于交换价值的社会规定性的产品，也

就是在一定历史形态的分工下生产这些产品，而这一基本前提又

包含着大量其他的前提，它们既不是从个人的意志，也不是从个

人的直接本性中产生的，而是从那些使个人已成为社会的个人，成

为由社会规定的个人的历史条件和关系中产生的；这个前提同样

包含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表现为同个人在流通中相互对立

时具有的那种简单联系不同的个人生产联系。

交换者生产商品，并且是为商品生产者而生产。这包括两个

方面：一方面，他作为独立的私人而生产，自己主动进行生产，只

是取决于他本身的需要和他本身的能力，从本身出发并且为了本

身，既不是作为某个自然发生的共同体的成员，也不是作为直接

以社会个人的身分参加生产的个人，因而也不把自己的产品当作

直接的生存源泉。但另一方面，他生产交换价值，生产一种产品，

这种产品只有经过一定的社会过程，经过一定的形态变化才能成

为对他本人有用的产品。因此，他已经是在某种联系中进行生产，

即在只有经过某种历史过程才形成的生产条件和交往关系中进行

生产，而这些条件和关系对他本人来说表现为自然的必然性。这

样，个人生产的独立性，就由在分工上取得相应表现的社会依赖

性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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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交换价值的个人的生产的私有性质，本身表现为历史的

产物。就是说，这种个人的孤立化，他在生产内部在单个点上独

立化，是受分工制约的，而分工又建立在一系列经济条件的基础

上，这些经济条件全面地制约着个人同他人的联系和他自己的生

存方式。

英国租地农场主和法国农民，就他们出售的商品都是农产品

来说，他们所处的经济关系是相同的。但是，农民出售的仅仅是

自己家庭的小部分剩余产品。产品的主要部分由他自己消费，因

此他把其中的大部分不是看作交换价值，而是看作使用价值，即

直接的生存资料。相反，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全靠出售自己的产品，

即依靠作为商品的产品，从而依靠自己的产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因

此，他的生产的整个范围都由交换价值控制和决定。现在可以明

白，例如为了使谷物仅仅作为交换价值来生产，从而全部投入流

通，这要求劳动生产力、分工要有怎样完全不同的发展，个人在

生产中要有怎样不同的关系；为了使法国农民变成英国租地农场

主，要有怎样的经济过程。

亚当·斯密阐述交换价值时还犯有一个错误，他把不发达的

交换价值形式硬当作最适当的交换价值形式，而在这种不发达的

形式中，交换价值还仅仅表现为生产者为本身生存而创造的使用

价值的剩余部分，这种形式只不过是交换价值在其中还没有作为

一般形式而占支配地位的那种生产体系中交换价值的一种历史表

现形式。但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交换价值应被看作统治的形式，因

此生产者把自己的产品当作使用价值的一切直接关系都消失了；

一切产品都是交易品。我们就拿某个现代工厂如棉织厂的一个工

人来说吧。如果他不生产交换价值，他根本就什么也生产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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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不能把手放在任何一件可以捉摸的使用价值上说：这是我

的产品。社会需要的体系越是成为多方面的，个人的生产越是成

为单方面的，也就是说，社会分工越是发展，那么作为交换价值

的产品的生产或作为交换价值的产品的性质就越有决定意义。

如果分析一下特殊的分工形式、作为分工基础的生产条件、这

种条件所导致的社会成员的经济关系，那就会看出，要使交换价

值在社会表面上表现为简单的出发点，而在简单流通中所呈现出

来的那种交换过程表现为简单的、但囊括整个生产和消费的社会

物质变换，就要有资产阶级生产的整个体系作为前提。由此可见，

要使个人作为发生简单买卖关系的自由私人生产者在流通过程中

相对立，作为流通过程的独立的主体发挥作用，已经要有另外的

更为复杂的并且同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或多或少发生冲突的生产关

系即他们的经济关系作为前提。但是，从简单流通的观点来看，这

种关系消失了。如果就简单流通本身来考察，那么在这一流通中

分工实际上只是作为下述结果（即流通的前提）而出现的：交换

的主体生产各种不同的商品，以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如果说每

个人依赖于一切人的生产，那么一切人则依赖于每个人的生产，他

们由此而互相补充；因此，单个人的产品，按照个人占有的价值

的大小，通过流通过程而成为参加社会总生产［Ｂ′—２０］的手段。

产品是交换价值，是物化的一般劳动，虽然直接看来它只是

个人的独立的私人劳动的物化。

商品首先必须转让，就是说个人受到强制，他的直接产品对

他来说不是产品，而只有在社会的生产过程中才成为这样的产品，

它必须采取这种一般的、并且是外在的形式；特殊劳动的产品必

须通过社会来证实自己是一般劳动的物化，即必须采取物（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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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形式，而这种物则唯一地被假定为一般劳动的直接对象性；

同样，这种一般的社会劳动通过这同一过程而表现为外在的物，即

货币，——所有这些规定构成流通本身的发条，脉搏。所以，由

此产生的社会关系是直接从简单流通的考察中得出的，而不是象

分工中所包含的经济关系那样是发生在简单流通的背后。

个人用什么来证实他的私人劳动是一般劳动，他的私人劳动

的产品是一般社会产品呢？用他的劳动的特殊内容，它的特殊的

使用价值；这种特殊的使用价值是另一个个人的需要对象，所以

这另一个个人为了这种使用价值便把自己的产品作为等价物让

出。（这种等价物必须采取货币的形式，这一点我们以后再研究，

说明商品到货币的这一转化本身是简单流通的重要因素。）就是

说，他是这样来证实的：他的劳动是社会劳动的总体中的一个特

殊，是以特殊方式补充这一总体的一个分枝。劳动一旦具有由社

会联系所决定的内容，——这就是物质的规定性和前提，——它

就表现为一般劳动。劳动的一般性的形式，是通过劳动作为劳动

总体的一个肢体，作为社会劳动的特殊存在方式的现实来证实的。

个人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作为各自用自己

的产品即商品为对方提供某种物的存在的所有者互相对立。从在

流通中发生的社会的物质变换的观点来看，没有这种客体的媒介，

他们彼此就不会有任何关系。他们只是物质上彼此为对方存在，这

种情况在货币关系中才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这种关系中，他们的

共同体①本身对一切人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因而是偶然的东西。通

过独立的个人的接触而形成的社会联系，对于他们既表现为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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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然性，同时又表现为外在的联系，这一点正好表现出他们的独

立性，对于这种独立性来说，社会存在固然是必然性，但只是手

段，因此，对个人本身来说表现为某种外在的东西，而在货币形

式上甚至表现为某种可以捉摸的东西。他们是作为社会的个人，在

社会里生产并为社会而生产，但同时这仅仅表现为使他们的个性

物化的手段。因为他们既不从属于某一自然发生的共同体，另一

方面又不是作为自觉的共同体成员使共同体从属于自己，所以这

种共同体必然作为同样是独立的、外在的、偶然的、物的东西同

他们这些独立的主体相对立而存在。这正是他们作为独立的私人

同时又发生某种社会关系的条件。

因此，由于分工（个人借以生产交换价值的那些社会生产条

件可以概括在分工中）在简单的交换过程中，在流通中仅仅表现

为：（１）个人本身，个人的直接劳动不生产直接生活资料；（２）一

般社会劳动作为自然发生的总体而存在，这个总体分成一系列的

特殊，也就是说，流通的主体占有互相补充的商品，每个主体都

满足个人的社会总需要的某一个方面，而从这种特定的分工中所

产生的经济关系本身则消失了，——正是由于这些情况，我们在

阐述交换价值时没有进一步去说明分工，而仅仅把它看作同交换

价值是一回事，其实分工只是在活动的形式上、通过劳动的特殊

化来表现商品的各种使用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就不会有交换，也

不会有交换价值）以物的形式表现的东西。实际上，亚·斯密象

他以前的其他一些经济学家配第、布阿吉尔贝尔、意大利人一样，

在把分工说成是与交换价值相关联的东西时，就是这样做的。斯

图亚特则最先把分工和交换价值的生产看作一回事，并且他不同

于其他经济学家而值得称赞的是，他把这一点看作社会生产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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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物质变换的以特殊历史过程为媒介的形式。

亚·斯密关于分工的生产力的论点，完全是奇异的观点，既与

此处无关，也与他提出这一论点的地方无关，这种论点只同工场手

工业的一定发展阶段有关，而根本不适用于现代工厂制度。

我们这里所指的分工，是整个社会内部的自发的和自由的分

工，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生产的分工，而不是工厂内部的分工；不

是个别生产部门中劳动的分离和结合，而是社会的、似乎未经个

人参与而产生的这些生产部门本身的分工。社会内部的分工，在

埃及的制度下也许比在现代制度下更符合工厂内部分工的原则。

［Ｂ′—２１］社会劳动互相分离而转变为自由的、彼此独立的、只由

于内在必然性（不同于那种通过分离者有意识的分离和有意识的

结合而实现的分工中的情况）而联结成一个总体和整体的劳动，这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是由完全不同的发展规律决定的，尽管社会

分工的一定形式和企业内部分工的一定形式可以完全一致。

亚·斯密既没有从分工单纯表现为交换价值的积极形式时具

有的简单形式上来理解分工，也没有从分工表现为一定劳动生产

力时具有的另一种形式上来理解分工，更没有从这样一种形式上

来理解分工，在这种形式中，生产的经济对立，质的社会规定性

本身，表现为一定分工方式的经济形式，而从属于这一规定性的

个人则作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工业资本家和食利者，租地农场

主和地主等等而互相对立。

如果个人所生产的是自己的直接的生活资料，例如就象继续

保留着自然发生的农业关系的国家中大多存在的情况那样，那么

他的生产就不具有社会性质，他的劳动就不是社会劳动。如果个

人作为私有的个人进行生产，——这时他的这种地位本身决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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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产物，而是某种社会过程的精巧的结果，——那么社会性质

就表现在：他的劳动的内容由社会联系所决定，他只是作为社会

联系的一环而劳动，即为满足所有其他人的需要而劳动，——因

而对他来说存在着社会的依赖性，——但他本人可以随意从事这

种或那种劳动；他对特殊的劳动的特殊关系不是由社会决定；他

的意愿是由他的天赋、爱好、他所处的自然生产条件等等自然而

然地决定的；因此，劳动的特殊化，劳动社会地分解为各特殊部

门的总体，这从个人方面看实际上表现为，他本身的精神的和天

然的特性同时采取一种社会特性的形态。对他来说，他的劳动的

特性，首先是他的劳动的物化，是从他的本性及其特殊前提中产

生的，但他同时把这种特性看作某种特殊需要体系和社会活动的

某种特殊部门的实现。

分工被这样理解为特殊个性的社会再生产，这种个性因而是

人类整个发展中的一环，同时又使个人能够以自己的特殊活动为

媒介而享受一般的生产，参与全面的社会享受，——从简单流通

的观点出发而得出的这种看法，是对个人自由的肯定，而不是对

个人自由的否定，它仍然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流行的看法。

个人及其需要的这种自然差别，是他们作为交换者而实行社

会组合的动因。他们起初在交换行为中作为这样的人相对立：互

相承认对方是所有者，是把自己的意志渗透到自己的商品中去的

人，并且只是按照他们共同的意志，就是说实质上是以契约为媒

介，通过互相转让而互相占有。这里边已有人的法律因素以及其

中包含的自由因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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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在交换的主体的意识中，情况是这样的：每个人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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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只有对自己来说才是自我目的；每个人对他人来说只是手段；最

后，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他人的手段才能达

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只有达到自己的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

段，——这种相互关联是一个必然的事实，它作为交换的自然条件

是预先存在的，但是，这种相互关联本身对交换主体双方中的任何

一方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它和他有利害关系，只是因为它成为他

的利益。也就是说，表现为整个交换行为的内容的共同利益，虽然

作为事实存在于双方的意识中，但是这种共同利益本身不是动因，

它可以说只存在于自身反映的个别利益的背后。主体还尽可以有

这样一种庄严的意识：他不顾他人而谋得的个别利益的满足，正好

就是被扬弃的个别利益即一般利益的实现。每个主体都作为全过

程的最终目的，作为支配一切的主体而从交换行为本身中返回到

自身。因而就实现了主体的完全自由。自愿的交易；任何一方都不

使用暴力；只有作为自身的手段或自我目的，才能成为他人的手

段；最后，意识到一般利益或共同利益只是自私利益的全面性。

因此，如果说流通从各方面来看是个人自由的实现，那么流通

过程就其本身来看，也就是从它的经济形式规定来看，则是社会平

等的充分实现（因为自由这一关系同交换的经济形式规定没有直

接关系，而是既同交换的法律形式有关，又同内容即同使用价值或

需要本身有关）。主体作为流通的主体首先是交换者，每个主体都

处在这一规定中，即处在同一规定中，这恰好构成他们的社会规

定。其实，他们只是作为主体化的交换价值即作为活的等价物，作

为价值相等的人互相对立。作为这样的人，他们不仅相等，他们之

间甚至［Ｂ—１］不会产生任何差别。他们只是作为交换价值的占有

者和需要交换的人，即作为同一的、一般的、无差别的社会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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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互相对立。而且他们所交换的是等量的交换价值，因为这里的

前提是等价物的交换。每个主体所给出的和获得的是相等的东西，

这是这里的过程本身的明确的要素。如果说他们作为交换主体互

相对立，那么在交换行为中他们就证明了自己。交换本身只不过是

这种证明而已。他们实现为交换者，因而实现为平等的人，而他们

的商品（客体）则实现为等价物。他们把自己的物的存在只是当作

价值相等的东西来交换。他们本身是价值相等的人，在交换行为中

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和彼此漠不关心的人。等价物是一个主体

对另一个主体的物化；这就是说，它们本身价值相等，并且在交换

行为中证明彼此价值相等和彼此无关。主体只有通过等价物才在

交换中相互表现为价值相等的人，而且他们通过彼此借以为对方

而存在的那种对象性的交替才证明自己是价值相等的人。因为他

们只是彼此作为等价的主体而存在，所以他们是价值相等的人，同

时是彼此漠不关心的人。他们的其他差别与他们无关。他们的个

人的特性并不进入过程。他们的商品的使用价值的物质差别在商

品作为价格的观念存在中消失了，而由于这种物质差别是交换的

动因，所以他们互相需要（每一方都代表另一方的需要），并且这是

只用等量劳动时间来满足的需要。这种自然差别是他们的社会平

等的基础，使他们成为交换主体。如果Ａ和Ｂ的需要相同，并且Ａ

的商品和Ｂ的商品所满足的需要相同，那么就经济关系来说（从

他们的生产方面来看），他们之间就不会发生任何关系。他们的需

要通过他们的劳动和商品的物质差别而互相满足，这使他们的平

等成为实现了的社会关系，并且使他们的特殊劳动成为一般社会

劳动的特殊存在方式。

当货币出现的时候，它决不是要消除这种平等关系，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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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这种平等关系的现实的表现。首先，既然货币作为确定价格

的因素即尺度发挥职能，那么从形式上来看，货币的职能恰恰在

于使商品在质上表现为同一的东西，在于表现商品的同一的社会

实体，因为这时只存在量的差别。在流通中，每个人的商品实际

上也表现为同样的东西；获得流通手段的同样的社会形式；在这

种形式中，产品的一切特性都消失了，每种商品的所有者都成为

可捉摸的、主体化的、普遍通行的商品的所有者。在这里，可以

在本来意义上使用“货币没有臭味”这句话。某人手头的一个塔

勒，是实现大粪的价格还是绸缎的价格，从它身上是根本看不出

来的，只要这个塔勒是执行塔勒的职能，在它的所有者手里一切

个人差别都消失了。而且这种消失是全面的消失，因为一切商品

都转化为铸币。流通在一定的环节上不仅使每个人同另一个人相

等，而且使他们成为同样的人，并且流通的运动就在于，从社会

职能的观点来看，每个人都交替地同另一个人换位。在流通中，交

换者虽然在质上也作为买者和卖者，作为商品和货币互相对立，但

是他们要换位，而过程既是不平等的确立，又是不平等的扬弃，以

致不平等只表现在形式上。买者成为卖者，卖者成为买者，而且

每个人只有作为卖者才能成为买者。形式上的差别，对流通的各

个主体来说，同时就是他们必须经历的那种社会形态变化。此外，

观念上表现为价格的商品，同与它相对立的货币一样，也是货币。

由于货币本身是流通的，它时而出现在这个人手里，时而又出现

在那个人手里，而出现在谁手里对货币来说是无所谓的，所以在

流通着的货币上，平等甚至在物质上也表现出来了，而差别只是

形式上的。就交换过程来考察，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都表现为流

通手段的所有者，甚至表现为货币。商品身上的特殊的自然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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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了，而且不断地由于流通而消失。

如果我们一般地来考察个人在他们的经济过程中的社会关

系，我们就只须遵循这个过程本身的形式规定。而流通中的差别

无非就是商品同货币的差别，并且流通同样又是这种差别的不断

消失。在这里，正象交换价值是社会存在一样，平等表现为社会

产物。

因为货币只是交换价值的实现，而发达的交换价值制度则是

货币制度，所以货币制度实际上只能是这种平等和自由制度的实

现。

对交换者来说，商品的使用价值包含着生产（劳动）的特殊

的、个人的方面；但在他的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中，一切商品都

同样表现为社会的、无差别的一般劳动的物化，而它们的所有者

则表现为社会过程的地位相同的、身价相同的执行者。

［Ｂ—２］前面已经指出，当货币在它的第三种职能上出现时，

它作为契约上的一般材料，作为一般支付手段，扬弃了支付上的

一切特殊差别，使支付平等。它在货币面前使人人平等，但是货

币只是他们本身的物化的社会联系。当货币作为积累和贮藏的材

料出现时，起初平等可能象是被取消了，因为出现了一种可能性：

某个个人会比另一个人富有，获得更多的对一般生产的权利证书。

但是谁也不能靠牺牲别人来捞取货币。他以货币形式得到的东

西，只能是他以商品形式付出的东西。一个人享受财富的内容，另

一个人则占有财富的一般形式。如果一个人变穷了，另一个人变

富了，那么这同他们的自由意志、他们的节省、勤劳、道德等等

有关，而决不是由个人在流通中互相对立时发生的经济关系即交

往关系本身造成的。甚至遗产继承以及使由此引起的不平等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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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去的类似的法律关系，都丝毫无损于这种社会平等。只要个人

Ａ的最初状况同这种关系并不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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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却会使社会规律的效力超过而会消灭个人

的自由）。此外，因为个人在这种关系中只是货币的个体化，所以

这样的个人同货币本身一样也是不死的。最后，贮藏货币的活动

是英雄主义的癖好，是禁欲主义的狂热，当然不象血液那样是继

承下来的。因为交换的只是等价物，所以继承人必须把货币重新

投入流通，才能使货币作为享受品来实现。如果他不这样做，那

么他对社会来说就只不过继续成为一个有用的成员，他从社会取

得的并不能多于他给予社会的。但是，事物的性质带来的结果是：

挥霍，用斯图亚特的话来说，是“令人惬意的平等派”１２１，它使不

平等重新变成平等，因而这种不平等本身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东

西。

因此，流通中发展起来的交换价值过程，不但尊重自由和平

等，而且自由和平等是它的产物；它是自由和平等的现实基础。作

为纯粹观念，自由和平等是交换价值过程的各种要素的一种理想

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

自由和平等不过是另一次方上的再生产物而已。这种情况也已为

历史所证实。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的三位一

体，不仅在理论上首先是由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意大利的、英国的和

法国的经济学家们加以论述的。而且这种三位一体也只是在现代

的资产阶级社会中才得到实现。古代世界不是以交换价值为生产

的基础，相反地是由于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毁灭，它产生了具有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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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的和主要是地方性内容的自由和平等。另一方面，在古代世界

中，简单流通的因素在自由民范围内至少已发展起来，所以下面这

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在罗马，特别是在罗马帝国（它的历史正是

古代共同体解体的历史），法人即交换过程的主体的规定已得到阐

述，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就其基本规定来说已经制定出来，而首先为

了和中世纪相对抗，它必然被当作新兴工业社会的法来看。

因此就产生了那些社会主义者的错误（特别是法国的社会主

义者），他们想要证明，社会主义就是实现不是由法国革命所发现

的，而是由它在历史上加以传播的资产阶级的理想，并且要竭力证

明，交换价值最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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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发现了用这些关系的真正历史来代替它们的虚假历史的灵

丹妙药。交换价值制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货币制度，事实上是自由

和平等的制度。但是，在更深入的发展中所出现的矛盾，是这种所

有权、自由和平等本身的内在矛盾即混乱。它们有时转变为自己的

对立面。例如，认为交换价值不会从商品和货币形式发展为资本形

式，或者说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为雇佣劳动，这是一种虔

诚而愚蠢的愿望。这些社会主义者不同于资产阶级辩护士的地方

就是：一方面他们觉察到这种制度的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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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的区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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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３］本身，即神圣化的和由现实本身从自身投射出来的反

射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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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反对这种观点，有人从另一方面提出庸俗论据：同依据考

察简单流通所得出的观点相对立的那些矛盾，即当我们进到生产

过程的较具体阶段，从表面进到更深处时产生的那些矛盾，实际上

不过是一种假象。这实际上是断言，并且是通过抽掉社会生产过程

比较发达的领域即比较发达的经济关系的特殊形式的办法来证

明，一切经济关系都不过是简单交换即商品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

的所有权、自由和平等这些规定的始终不变的关系的各种不同名

称而已。就是说，例如他们从日常经验中借用以下事实：除货币和

商品外，交换价值的关系还以资本、利息、地租、工资等形式出现。

借助于某种极廉价的抽象过程，任意地时而抛掉特殊关系的这一

方面，时而抛掉那一方面，来把这种关系化为简单流通的抽象规

定，从而证明，个人在生产过程的比较发达的领域中所处的那种经

济关系，只不过是简单流通的关系，等等。

巴师夏先生就是用这种办法拼凑出他的经济神正论——《经

济的和谐》。这类有气无力的、夸夸其谈的胡说竟被说成是一种进

步，被用来同敢于无情地从纯粹形式上描述生产关系的斯图亚特、

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相对抗。但是，巴师夏并不是这种

和谐论的发明者，相反，他是从美国人凯里那里抄袭来的。

凯里是新大陆的成员，在他的观点中只有新大陆才作为历史

背景而起作用。他在自己初期的篇幅巨大的著作中，曾证明存在着

经济的“和谐”，而这种“和谐”还到处被归结为简单交换过程的抽

象规定。他是这样来证明的：他说明这种简单的关系一方面由于国

家，另一方面由于英国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而到处被歪曲了。和谐本

身是存在的。但是，在美国以外的那些国家里，和谐被国家歪曲了，

而在美国本身，则被这种关系所表现的最发达的形式，被这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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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国型的世界市场的现实歪曲了。①为了恢复和谐，凯里别无他

法，最终只有向他所揭露的国家这个恶魔呼救，把它这个守护神安

置在和谐天堂的大门口——即实行保护关税。凯里毕竟是一个研

究家，而不是巴师夏那样的美文学家，所以他在他最后一部著作

中１２２必然走得更远。美国最近十八年的发展给他的和谐论以沉重

打击，以致他把他始终坚持的“自然”“和谐”遭到歪曲的原因，不是

看作由于国家的外部影响，而是看作由于贸易！结果是令人吃惊

的：交换价值被当作和谐生产的基础来加以赞美，然后又说它被发

达的交换形式即贸易依照交换价值的内在规律而消灭了！② 凯里

正是用这种绝望的形式说出以下这个迟延的判断：和谐的交换价

值的发展就是不和谐。

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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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② 凯里实际上是美国唯一的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他的著作所以具有很大意义，是

因为他的著作从材料上说到处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最自由的、最广阔的现实

为基础的。他以抽象的形式表述了庞大的美国［经济］关系，而且是在同旧大

陆的对比中来表述的。在巴师夏那里，法国经济关系的细小性是唯一现实的

背景，这种关系在他的和谐中到处都显露出来；与这种关系相反，理想化了的

英国的和美国的生产关系被说成“实践理性的要求”１２３。所以，凯里对特殊的

经济问题，是富于独立的，可以说是真诚的研究的。每当巴师夏偶而离开矫揉

造作的陈词滥调去考察实际范畴（例如地租）时，他就干脆抄袭凯里。因此，凯

里主要是克服同他的和谐论相对立的那些矛盾，即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本身所

阐述的那种形式上的矛盾，而巴师夏则同社会主义者进行争辩。凯里的较深

刻的观点在政治经济学本身中遇到了对立面，他作为和谐论者不得不与之战

斗，而好虚荣和好争辩的饶舌家［巴师夏］则只是在政治经济学之外看到了这

种对立面。

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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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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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惊人的方式瓦解了外国的家长制的或者小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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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斥之为英国垄断的积聚起来的英国资本对其他民族的资本所

产生的影响，则是不和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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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向资本过渡

［Ｂ—４］现在我们从流通过程的总体上来考察流通过程。

首先考察简单流通的形式上的性质。

事实上，流通不过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实现

的，是在商品中直接合一和直接分离的、以商品为其直接统一体的

两个要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交替地处于这两种规定

中。就商品被确立为价格来说，它虽然也是交换价值，然而它作为

使用价值的存在表现为它的实在性，它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只是

它［对其他商品］的关系，它的观念的存在。在货币中，商品虽然也

是使用价值，然而它作为交换价值的存在表现为它的实在性，因为

使用价值作为一般的使用价值，只是观念的使用价值。

在商品中，物质拥有价格；在货币中，交换价值拥有物质。

应当考察一下流通的两种形式：Ｗ—Ｇ—Ｗ 和Ｇ—Ｗ—Ｇ。

以货币为媒介去交换商品的商品一退出流通，便作为使用价

值被消费。商品作为交换价值，从而作为商品的规定便消失了。现

在它就是使用价值本身。但是，如果商品在货币形式上与流通相对

而独立化，那么，它就只是财富的无实体的一般形式，并且只要它

不再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重新进入流通，它就成为一种无用

的使用价值，即金银。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即交换价值的绝对存在，

竟要成为使交换价值停止交换的存在，这确实是一个矛盾。货币贮

藏在流通中具有的唯一实在性，即经济的实在性，是对货币的流通

手段（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这两种形式）职能起辅助作用的实在性

——形成蓄水池，这个蓄水池使流通中的货币量可以扩大和缩小

１８４第二章 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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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货币作为一般商品的职能）。

在流通中发生两种情况。等价物，即相等的价值量进行交换；

同时双方的规定相互替换，一旦货币实现在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

上，固定在货币中的交换价值（对货币所有者说来）就消失了；一旦

商品的价格实现在货币上，存在于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对商品所有

者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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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流通本身来看，它是预先存在的两极的媒介。但是它不会创

造这两极。因此，流通作为媒介的整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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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货币和商品这两个点上开始的过程，它的反复并不是从流

通本身的条件中产生的。这一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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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从预先存在的要素出

发，而不是从它本身创造的要素出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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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即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相

对立的是整个实际财富界。货币是实际财富的纯粹抽象，因此，保

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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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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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这种抽象上的货币只是一种想象的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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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只有

当它重新投入流通，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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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只有被支付出去，才会实现。如果我

把货币保留下来，它就会在我的手里蒸发为财富的纯粹的幻影。使

货币消失，这正是保证货币成为财富的唯一可能的方式。花费积

蓄来满足短暂的享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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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对流通的

独立性只是一种假象。因此，货币在它作为完成的交换价值的规

定上扬弃了它自己。

在简单流通中，交换价值在它作为货币的形式上表现为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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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物作为主体而在一种特殊的物质上个性化了。其次，流通本身表

现为［Ｂ—５］只是形式上的运动，即商品价格的实现，（归根到底

是）各种使用价值相互交换。流通是以以下两点为出发点的：商品

的交换价值和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商品由于消费而退出流

通，就是说商品作为交换价值被消灭，以及货币退出流通，货币独

立化，而这又是货币在另一种形式上被消灭，——这两种情况同样

都是在流通之外发生的。一定的价格（用货币计量的交换价值，因

而是交换价值本身，价值量）是流通的前提；流通只是在货币上给

予价格一个形式上的存在。但是价格不是在流通中产生的。

简单流通，作为商品和货币的单纯交换，作为具有媒介形式的

商品交换，甚至作为导致货币贮藏的商品交换，在历史上所以能够

存在，是因为这种流通只是预先存在的各个出发点之间的媒介运

３８４第二章 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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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虽然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民族的生产无论从整个表面上或从深

度上来看都可能尚未被交换价值所掌握。然而与此同时，历史表

明，流通本身怎样导致资产阶级的、即设定交换价值的生产，并且

怎样为自己创造出一个同自己曾直接赖以出发的那个基础完全不

同的基础。剩余产品的交换是设定交换和交换价值的交往。但是，

这种交往仅仅涉及交换行为本身，因而同生产本身相比只起次要

的作用。但是，如果从事交换的商人（伦巴第人、诺曼人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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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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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取决于

本地的发展的程度。例如十六世纪的英国，由于尼德兰工业的发

展，本国的羊毛生产在贸易上获得重大意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

对尼德兰商品和意大利商品的需求也增长了。现在为了得到更多

的羊毛来当作交换手段出口，耕地变成了牧羊场，小租佃制遭到了

破坏，发生了托马斯·莫尔所哀叹的（所揭露的）那一整套暴力的

经济变革。

４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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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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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农业失去了为使用价值（作为直接的生存资料来源）而

劳动的性质，而农业的剩余产品的交换对于农业关系的内部结构

来说失去了迄今为止是无关紧要的和外表的性质。在某些地方，农

业本身开始完全由流通决定，转变为纯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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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的人口关系和生产关系，旧的、传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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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超过使用价值的多余

产品的形式提供交换价值的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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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目的的生产。

这是历史上简单流通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作为生产统治形式的交

换价值的例子。

因此，运动只涉及以直接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生产的剩余，只是

在这些界限之内进行。社会的整个内部经济结构越是不由交换价

值所掌握，这些界限就越是表现为流通的外部的极点——预先存

在的和对流通持消极态度的极点。整个运动本身同这些极点相对

而独立，表现为转运贸易，这种贸易的体现者就是古代世界空隙中

的闪米特人，中世纪社会空隙中的犹太人、伦巴第人和诺曼人，他

们在这些极点面前交替地代表着流通的不同要素——货币和商

品。这些人也就是社会物质变换的中间人。

然而我们在这里谈的不是历史上流通向资本的过渡。简单流

通不如说是资产阶级生产总过程的抽象领域，它通过自身的规定

表明自己是一个要素，［Ｂ—６］是在流通背后进行的、从流通中产

生并且又产生流通的一个更深化的过程即工业资本的单纯表现形

式。

简单流通一方面是现有的商品的交换，只是这些处在流通之

５８４第二章 货 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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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并成为流通前提的各个极点的媒介。全部活动仅限于交换活动，

仅限于确立作为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统一体的商品所经历的各

种形式规定。商品是作为这样的统一体被当作前提的，或者说，任

何特定的产品只有作为这两个规定的直接统一体才是商品。实际

上，商品作为这种统一体，作为商品，不是一种静止的（固定的）存

在，而只是处在社会的流通运动中，在这种运动中，第一，商品的两

个规定——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分别处于不同的方面。对卖

者来说，商品是交换价值，对买者来说，商品是使用价值。对卖者来

说，商品是交换手段，即直接使用价值的对立物，因为它对他人来

说是使用价值，从而是被否定的直接的、个人的使用价值；然而另

一方面，商品充当交换手段的范围，商品的购买力是通过价格来计

量的。对买者来说，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是由于它的价格被实现了，

从而它作为货币的观念的存在实现了。只是由于买者使商品对于

他人来说实现在纯粹交换价值的规定上，商品对他本人来说才实

现在使用价值的规定上。使用价值本身是二重地表现出来的：在卖

者手中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单纯的、特殊的化身，交换价值的存在，

而对买者来说，则表现为使用价值本身，即满足特殊需要的对象；

对他们两者来说，都表现为价格。不过一方想把商品作为价格，作

为货币来实现；另一方则把货币实现在商品中。

当商品作为交换手段而存在时，其特征是：（１）使用价值表现

为被扬弃的直接的（个人的）使用价值，即对他人来说，对社会来说

是使用价值；（２）对商品所有者来说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化身。

商品的二重化和商品交替地充当商品和货币这两个规定，是

流通的主要内容。但是商品不是简单地与货币相对立；而是商品的

交换价值在商品上观念地表现为货币；商品作为价格是观念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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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而货币对商品来说只是商品自身的价格的实在性。在商品上，

交换价值还表现为观念的规定，表现为在观念上与货币相等同；然

后，商品在作为铸币的货币上取得作为单纯价值的抽象的、片面

的、但转瞬即逝的存在；然后，价值消失在被购买的商品的使用价

值上。商品一旦成为简单的使用价值，它就不再是商品。它作为交

换价值的存在消失了。但是，只要商品处于流通中，它就总是二重

地表现出来：它不仅作为同货币相对立的商品而存在，而且总是作

为具有价格的商品，作为具有用交换价值的计量单位来计量的交

换价值的商品而存在。

商品的运动通过不同的阶段：先是价格，后成为铸币，最后

变成使用价值。商品被事先看作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因为只有

这样它才是商品。然而商品在流通中是在形式上实现这些规定的，

而且是这样实现的：首先，象已经说过的那样，它经历不同的规

定；其次，在交换过程中，它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存在总

是分别处于双方即交换的两极上。它的二重性质在流通中分离开

来，并且商品只有通过这种形式上的过程，才会在预先存在于商

品中的每一个条件中生成出来。两个规定的统一表现为非静止的、

经历一定阶段的、同时总是双方的运动。两个规定的这种统一，总

是表现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所以，商品的不同规定实际上只是交

换的各主体在交换过程中所处的交替出现的关系。然而，这种行

为表现为一种客体的关系，交换的各主体发生这种关系，是由交

换的内容，交换的社会规定性所决定的，而不管他们的意志如何。

在价格、铸币以及货币上，这种社会关系表现为对这些主体来说

是外部的、使主体从属于自己的关系。商品在一个规定上被否定，

总是在另一个规定上得到实现。商品作为价格，已经在观念上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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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用价值被否定，并作为交换价值被肯定；商品作为已实现的

价格，即作为货币，是被否定的使用价值；商品作为已实现的货

币，即作为被扬弃的购买手段，是被否定的交换价值，是已实现

的使用价值。商品起初仅仅在可能性上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

品只有出现在流通中，它才作为这两者确立起来，而且流通就是

这些规定的交替。所以，流通既是这些规定的交替和对立，同时

也总是这些规定的等同。

然而只要我们考察Ｗ—Ｇ—Ｗ 这个形式，交换价值不管是处

于价格形式，还是处于铸币形式，或者处于［商品和货币］等同

运动即交换本身的运动的形式，都只是表现为转瞬即逝的媒介。归

根到底是商品与商品相交换，或者不如说，由于商品的规定消失

了，现在是不同质的使用价值相互交换，而流通本身一方面只是

使这些使用价值按照需要转手，另方面只是使它们按照它们所包

含的劳动时间的尺度转手；［Ｂ—７］按照使它们成为一般社会劳动

时间的等量要素的那一尺度来相互代替。然而现在投入流通的商

品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每一种商品在它的新的所有者手中都不再

是商品；每一种商品都成为需要的对象，并作为这样的对象依照

它们的本性被消费掉。

于是流通就此结束。只有流通手段作为简单的沉淀物残留下

来。但是作为这样的沉淀物，流通手段失去了自己的形式规定。它

沉没在作为整个过程的无机灰烬残留下来的自身的物质中。一旦

商品成为使用价值本身，它就被抛出流通，不再是商品了。所以

我们应该不是朝着内容（物质）这方面去寻找进一步的形式规定。

使用价值在流通中只是表现为与流通无关的预先存在的东西，即

一定的需要对象。作为这样的对象，它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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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动因；然而它从作为社会形式的流通中完全未受触动地保

存下来了。在Ｗ—Ｇ—Ｗ 运动中，物质的东西表现为运动的真正

内容；社会运动只表现为转瞬即逝的媒介，而目的是要满足个别

的需要。这就是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在这一运动中，形式规定

即从社会过程中产生的规定的扬弃，不仅表现为结果，而且表现

为目的；正象打官司对于农民来说就是这样，虽然对于律师来说

不是如此。所以，为了探索从流通运动本身中产生的进一步的形

式规定，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这样一个方面，在那里，形式方面，即

交换价值本身，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通过流通过程本身而取得更

深刻的规定。也就是说，我们应该研究一下货币发展的方面，即

Ｇ—Ｗ—Ｇ的形式。

交换价值作为社会劳动时间的物化量在流通中客体化，直到

发展为作为贮藏货币和一般支付手段的货币存在。如果现在货币

固定在这种形式中，那么它的形式规定同样也就消失；货币不再

是货币，而成为单纯的金属，单纯的使用价值，但是这种使用价

值既然不应作为使用价值，即不是用自己的金属的质去服务，它

也就成为无用的东西，从而不能象商品那样在消费中作为使用价

值来实现。

我们已经看到，商品总是通过否定它所包含的某一要素来实

现这些要素。就商品本身的运动来考察，交换价值作为价格是观念

地存在于商品中的；商品在铸币中成为抽象的交换手段；但是在商

品最终实现在别的商品中时，它的交换价值消失了，并作为简单的

使用价值、作为直接的消费对象退出［流通］过程（Ｗ—Ｇ—Ｗ）。这

就是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其中成为起支配作用的要素的那

种商品运动，这种运动实际上只在于商品恰好采取适合一定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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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价值的形态，而不是采取商品作为商品而具有的形态。

相反，如果我们去考察交换价值在货币上的进一步发展，那么

就会看到，交换价值在第一个运动［Ｗ—Ｇ］中只达到它作为观念

货币或铸币，作为［计量价值的］单位和［某一单位的］数目的存在。

但是，如果我们把两个运动［Ｗ—Ｇ和Ｇ—Ｗ］连在一起来研究，就

会发现，在价格形式上只是作为观念的计量单位，作为一般劳动的

想象材料而存在的货币，在铸币形式上只是作为价值符号，作为价

值的抽象的和转瞬即逝的存在，作为物化的表象即象征而存在的

货币，最后在它作为货币的形式上首先否定了这两个规定，但也把

这两者作为要素包含在内，同时固定在一个对流通保持独立的化

身中，即固定在对流通的不变的、虽然是否定的关系中。

如果考察流通的形式本身，那么在流通中生成，产生，生产的

东西，只是货币本身，此外再没有别的东西。商品在流通中被交换，

但它们不是在流通中产生的。货币作为价格和铸币固然是流通自

身的产物，但这只是形式而已。价格的前提是商品的交换价值，正

如铸币本身不过是作为交换手段的商品的独立形式一样，这种形

式同样也是前提。流通不创造交换价值，同样也不创造交换价值的

量。要用货币计量商品，货币和商品这两者就必须作为交换价值，

就是说作为劳动时间的物化来互相对待。商品的交换价值在价格

中只取得一个同商品的使用价值相分离的表现；同样，价值符号只

能从等价物，从作为交换手段的商品中产生。商品作为交换手段应

当是使用价值，但是它只有通过转让才能成为使用价值，因为商品

不是对拥有商品的人来说，而是对换进商品以用作使用价值的人

来说才是使用价值。对商品所有者来说，商品的使用价值仅仅在于

商品所具有的以它自身中体现的交换价值为尺度的可交换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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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渡性。所以，商品作为一般交换手段，在流通中只是成为充当交

换价值的持续存在的使用价值，而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则消失。交换

价值表现为价格，或交换手段表现为货币，这看起来是［这些规定

的］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变换。每一个商品作为已实现的交换价值

都是其他商品的计算货币，是确定它们的价格的要素，正象每一个

商品作为交换手段（然而在这里它碰到了它充当交换手段的界限，

因为它只是对于占有交换者所需要的商品的人来说才可能是交换

手段，并且必须通过一系列交换行为才能成为最终的交换手段；且

不说这个过程的笨拙：为了依次按照所需比例实现各种交换，它必

须能够分成若干份，而这又势必同［Ｂ—８］它作为使用价值的本性

发生冲突），都是流通手段，铸币一样。在价格和铸币中，两个规定

只转移到一个商品上。这只不过表现为［交换过程的］简化。在某

一商品成为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尺度的关系中，这个商品是交换

手段，是等价物，对其他商品来说是可让渡的；它能够现实地充当

等价物，充当交换手段。流通过程赋予这些规定的只是一种更抽象

的、作为铸币和交换手段的货币的形式。

因此，Ｗ—Ｇ—Ｗ 的形式，即货币只是作为尺度和铸币出现于

其中的这一流通的流，还只是表现为基础和内容毫无变化的物物

交换的媒介形式。因此，各民族的反思意识把处于尺度和铸币这一

规定上的货币看作是任意的、为了方便而习惯采用的发明；因为在

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的商品中所包含的各种规定所

经历的转化，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价格只是交换价值的特定用语，

是交换价值用流通本身的语言来表达的通俗用语，正如自身也可

以作为单纯象征而存在的铸币只不过是交换价值的象征性的表现

一样；但是作为交换手段，铸币始终只是商品交换的手段，并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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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加进任何新的内容。诚然，价格和铸币是从交往中产生的；它

们实际上是由交往所创造的用语，是作为交换价值和交换手段的

商品的交往用语。

然而货币的情况却不同。货币是流通的产物，它仿佛是违反

［交换者的］约定而从流通中生长起来的。

货币不仅仅是商品交换的媒介形式。它是从流通过程中生长

起来的交换价值形式，是通过个人在流通中所发生的关系而自行

产生的社会产物。金和银（或任何一种别的商品）一旦发展成为价

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作为流通手段不管是以实体形式出现还是

由符号来代替），它们就无须依赖社会的协助和意志而成为货币。

它们的权力表现为一种天命，而人们的意识，特别是在那些由于交

换价值关系的更加深化的发展而趋于灭亡的社会状态中，就起来

反对物质即物同人相对立而获得的权力，反对可诅咒的金属的统

治，即表现为纯粹错乱行为的这种统治。相互的社会关系转变为一

种固定的、压倒一切的、把每个个人都包括在内的社会关系，这一

点首先就表现在货币中，而且是表现在最抽象的、因而是最无意

义、最难捉摸的形式，即扬弃了一切媒介的形式中。况且，这种表现

既然是以自由的、不受任何约束的、只是由生产中的相互需要联系

在一起的、原子般的各个私人为前提而生长起来的，它也就更加严

酷。货币本身在自身中包含着对作为［价值的］单纯尺度和铸币的

它自身的否定。

（实际上，就商品本身考察，商品对商品所有者来说应当只是

交换价值的存在；对他来说，商品的化身只有这样的意义：它是一

般劳动时间的对象性，能够与一般劳动时间的任何其他对象性相

交换；因此直接是一般等价物，货币。然而这个方面是被掩盖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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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只是作为一个方面表现出来。）

古代的哲学家，还有布阿吉尔贝尔，都把这一点看作是对货币

的歪曲、滥用，因为货币从奴仆变成了主人，使自然财富贬值，使各

等价物的对称消失。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１２４中想用强制办法把

货币固定为单纯的流通手段和［价值］尺度，而不让它成为货币本

身。由于同样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把货币在其中只起尺度和铸币作

用的流通形式Ｗ—Ｇ—Ｗ，即他称之为经济运动的运动，看作是合

乎自然的和合理的，而把Ｇ—Ｗ—Ｇ形式即货殖的形式，斥之为违

反自然的和不适宜的。１２５人们在这里反对的，只是成为流通的内容

和目的本身的交换价值，交换价值本身的独立化；也就是说，反对

价值本身成为交换的目的并获得独立的形式，不过起初这还只是

发生在货币的简单的、可以捉摸的形式上。为买而卖，目的是使用

价值；为卖而买，目的是价值本身。

诚然，我们看到，不管货币以后是否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

进入流通，实际上就它的职能来说，它现在只是暂歇的流通手段。

与此相反，货币对流通的独立行为，即货币从流通中退出，这使货

币丧失两种价值：它丧失使用价值，因为它不应作为金属来服务；

它丧失交换价值，因为它拥有这种交换价值恰恰是作为流通的要

素，作为商品使之与自身处于相互对立地位的、商品自身价值的抽

象象征，作为商品本身形式运动的要素。货币只要退出流通，也就

毫无价值，就象埋藏在深山老矿之中一样。然而只要货币重新进入

［Ｂ—９］流通，它的不灭性就完结了，它所包含的价值就消失在它

所交换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它就又重新成为单纯的流通手段。这

是一个阶段。货币作为流通的结果，即作为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

在，作为自为存在的并凝固在自身中的一般等价物而从流通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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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来。

另一方面：交换价值的增长，货币的积累，作为交换的目的，即

作为以交换价值即货币本身为内容的运动，是［过程］的唯一的内

容。其实，这种增长纯粹是形式上的。价值不是从价值中生成，而

是价值以商品的形式被投入流通，然后作为贮藏货币这种无用的

价值从流通中退出。

“大家都说你富；我却认为你穷。因为财富的证据是财富的使用。”１２６

因此，从内容来看，发财致富表现为自愿受穷。只有寡欲、放弃

需要、放弃以商品形式存在的价值的使用价值，才有可能以货币形

式积累价值。就是说，Ｇ—Ｗ—Ｇ形式的真正运动不存在于简单流

通中，因为在这种流通中，各等价物只是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

式，然后再转化回来。如果我用一塔勒与价值一塔勒的商品相交

换，而这个商品又与一塔勒相交换，那么这是一个没有内容的过

程。在简单流通中所要考察的只有一点，即这个形式的内容本身，

也就是作为目的本身的货币。至于简单流通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

很明显的；撇开数量不说，贸易的主要形式就是把货币换成商品和

把商品换成货币。下面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而且在不断发生：在

这个过程中，结果并不象预想的那样得到那么多货币。在生意不景

气时，收入可能少于支出。这里只应考察事物的本义；进一步的规

定性不属于简单流通本身的范围。在简单流通本身中，价值量的增

长，以增加价值本身为目的运动，只有借助Ｗ—Ｇ，借助不断重新

出卖商品，即不让货币完成全部行程，在商品变成货币之后不让它

再变成商品，才能以积累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货币不是象Ｇ—

Ｗ—Ｇ形式要求的那样表现为起点，而总是表现为交换的结果。货

币只有在下述意义上才是起点：从卖者方面说，商品对于他只是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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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价格，充当尚待出现的货币，他把这种暂时形式的货币投入流

通，是为了以货币的永久形式把它从流通中取出来。实际上，交换

价值，从而货币，是流通的前提，而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和交

换价值的增长，同样又表现为流通的结果，只要流通以货币积累而

结束时就是这样。

因此，货币还在它作为货币的具体规定中，即在货币本身已成

为充当单纯尺度和单纯铸币的它自身的否定时所取得的规定中，

就在它原来被确立为货币的流通运动中被否定了。但是由此而否

定的，只是表现交换价值在货币上所实现的独立化的抽象形式，以

及这种独立化的过程的抽象形式。从交换价值的观点来看，全部流

通被否定了，因为它自身不包含自我更新的原理。

流通是从商品的两个规定，从作为使用价值的规定和作为交

换价值的规定出发的。如果第一个规定起支配作用，流通便以使用

价值的独立化而结束；商品便成为消费对象。如果第二个规定起支

配作用，流通便以第二个规定，以交换价值的独立化而结束。商品

成为货币。但是商品只有通过流通过程才转化为这后一规定，并且

它继续保持着同流通的关系。在这后一规定中，商品作为物化的一

般劳动时间，即以它的社会形式继续向前发展。所以，从这后一方

面也必然产生出起初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然后表现为货币的

那一社会劳动的进一步的规定。交换价值就是社会形式本身；因

此，交换价值的继续发展，就是把商品抛到自己表面上来的社会过

程的进一步发展或深化。

如果我们象以前以商品为出发点那样，现在以交换价值本身

（它的独立化是流通过程的结果）为出发点，那么我们便发现：

（１）交换价值作为商品和作为货币二重地存在着；货币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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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形式；但是只要商品仍然是商品，货币就不消

失在它身上，而是作为它的价格存在。交换价值的存在因此是二重

的，一次存在于使用价值中，另一次存在于货币中。然而两个形式

互相交换着，并且由于单纯的这样的交换，价值才不会消灭。

（２）为了使货币作为货币保存，货币应当象它表现为流通过程

的沉淀物和结果那样，［Ｂ—１０］也应当能够重新进入这一过程，就

是说，在流通中不应变成单纯的流通手段，去交换单纯的使用价值

而消失在商品形式上。当货币处于一种规定中时，它不应当消失在

另一种规定中，就是说，货币即使在它作为商品而存在时，也应当

始终是货币，并且在它作为货币而存在时，它只是作为商品的暂时

形式而存在；在它作为商品而存在时，它不丧失交换价值，在它作

为货币而存在时，它不丧失对使用价值的留恋。货币进入流通甚至

应当是货币自我保存的一个要素，而货币的自我保存应当就是进

入流通。因此，交换价值现在被规定为一个过程，而不再被规定为

使用价值的单纯的转瞬即逝的形式，即这种对作为物质内容的使

用价值本身漠不关心的形式，也不再被规定为表现成货币形式的

单纯的物；它被规定为通过流通过程而同自己发生的关系。另一方

面，流通本身不再被规定为商品借以经历自己的不同规定的那种

单纯形式上的过程，而是交换价值本身，而且是用货币计量的交换

价值，应当作为前提本身表现为由流通所确立的东西，并且作为由

流通确立的东西应当表现为流通的前提。流通本身应当表现为生

产交换价值的要素（表现为生产交换价值的过程）。交换价值在货

币上的独立化，实际上只是表明交换价值对体现交换价值的特殊

使用价值是漠不关心的。独立化的一般等价物就是货币，而不管它

是以商品形式还是以货币形式存在。在货币上实现的独立化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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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只表现为运动的一个要素，并且表现为流通的结果，但是它决

定了流通要重新开始，而不是凝固在这种形式上。

货币，即作为流通的结果同时又作为流通的活的推动力（虽然

还只是表现在货币贮藏的狭隘形式上）从流通过程中产生出来的

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单纯的铸币，即作为交换价值的单纯的转

瞬即逝的形式，作为只从事流通的东西而否定自己；货币同样也作

为与流通相对而独立的东西否定自己。为了不致硬化为贮藏货币，

货币应当象它离开流通那样重新进入流通，但不是作为单纯的流

通手段，相反地，它作为流通手段的存在，从而它向商品的转化，本

身只应当是一种形式变化，其目的是使它再现在它的最适当的形

式上，即作为最适当的交换价值，但同时是作为倍增了的，增长了

的交换价值，增殖了的交换价值而再现出来。总之，在流通中自行

增殖的，即倍增的价值，是作为目的本身而通过了流通的自为存在

的交换价值。这种价值增殖，价值的量的增长——价值本身所能发

生的唯一过程——只是作为流通的对立物，即通过货币的自我扬

弃而表现在货币积累中。流通本身不如说应被确立为价值自我保

存和自行增殖的过程。

可是在流通中货币成为铸币，并且作为铸币与商品相交换。这

种变换要成为不只是形式上的，或者说要使交换价值不消失在商

品的消费中，也就是使交换价值不致仅仅在形式上发生变换，一次

表现为它在货币上的一般抽象存在，另一次表现为它在商品的特

殊使用价值上的存在，那么，事实上交换价值就应当同使用价值交

换，商品应当作为使用价值消费掉，但是在这一消费中它应当作为

交换价值把自身保存下来，换句话说，它的消失应当消失，并且消

失本身应当成为产生更大的交换价值的手段，成为再生产和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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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的手段——生产消费，即为了使劳动物化，为了创造交换

价值而通过劳动来实现的消费。总之，交换价值的生产只是更大的

交换价值的生产，交换价值的倍增。交换价值的简单再生产，正如

简单流通那样，使体现着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改变形状，但不生

产，不创造交换价值。

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以流通这一发达要素为前提，并且表现为

确立流通，并从流通中不断返回自身以便重新确立流通的不断的

过程。交换价值作为自我确立的运动，不再表现为预先存在的交换

价值的单纯形式上的运动，而是同时表现为自我生产和自我再生

产的东西。生产本身在这里不再存在于自己的结果之前，即不再被

当作前提，而是表现为本身同时又产生这些结果的东西；但是生产

本身不再把交换价值确立为单纯导致流通的东西，而是确立为在

自身［Ｂ—１１］过程中同时以发达的流通为前提的东西。

交换价值要独立化，本来应当不仅作为结果退出流通，而且应

当能够象它成为商品时那样重新进入流通，在流通中把自己保存

下来。在货币中，交换价值与Ｗ—Ｇ—Ｗ 流通相反，即与自身最终

消失在单纯使用价值中的过程相反，取得一个独立形式。不过，这

个形式如果被固定下来，也只是一个否定的、转瞬即逝的或幻想的

形式。货币只是和流通相联系并且作为进入流通的可能性才存在。

但是货币一旦得到实现，便失去这个规定。它退回到自己作为尺度

和流通手段的两种职能上。作为单纯的货币，它不超出这个规定。

不过，在流通中同时又已经确定，货币不管是作为货币本身还是作

为商品价格而存在，它始终是货币。流通的运动应当不是表现为货

币消失的运动，相反地，这一运动应当表现为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

现实的自我确立的运动，货币作为交换价值而实现的运动。一旦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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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换成货币，那么，只要货币处于它借以作为价值发挥职能的交换

之外，退出交换，这时，交换价值的形式，作为交换价值来确立的交

换价值，货币，便凝固起来，从而成为价值的纯粹幻想的实现，成为

价值的纯粹观念的、具有下述这样一种形式的实现，在这种形式

上，交换价值的独立性作为可以捉摸的东西而存在着。

同一交换价值应当成为货币、商品、商品、货币，这是Ｇ—Ｗ—

Ｇ的形式所要求的。在简单流通中，商品成为货币，然后成为商品；

只有另一个商品才会重新确立为货币。交换价值在自己的这种形

式变换中并不保存下来。但是在流通中已经确定，货币是二重的东

西，既是货币，又是商品，并且在两种规定的变换中保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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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同样也适用于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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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规定上出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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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规定在简单流通中彼此相独立的场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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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过程本身中生长出来的错乱

的东西。

不能说交换价值在简单流通中实现自己，因为使用价值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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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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价值本身并不变成交换价值，或者只有在使用价值的规定

——是物化的一般劳动——作为外在的尺度被用来计量它们的情

况下，才成为交换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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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简单流通中，我们只有交换价值的两个形式上不同的规定

——货币和商品价格；只有两种物质上不同的使用价值——Ｗ—

Ｗ，对于后者来说，货币即交换价值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媒介，是这

些使用价值瞬息间采取的形式。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之间的真正

的关系还不曾出现。在使用价值上，交换价值诚然也作为价格（观

念的规定）而存在着；在货币上，使用价值诚然也作为货币的现实

性，货币的材料而存在着。在一种场合，交换价值只是观念的，在另

一种场合，使用价值只是观念的。所以商品本身——它的特殊的使

用价值——只是交换的物质的动机，但是它本身处于经济的形式

规定之外；或者说，这种经济的形式规定只是外表上的形式，只是

形式上的规定，这种规定并没有深入到财富的真正实体的范围中

去，并且同这一实体根本不发生关系；因此，如果这种形式规定本

身固定在货币上，它［形式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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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同流通的任何联系都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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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流通的前提和结果的交换价值，正象它离开流通一样，必

须重新进入流通。

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看到，并且在货币贮藏的场合已经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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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的增长即货币的倍增，表现为流通形式的唯一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对价值来说是目的本身；也就是说，自身独立化的、并在

交换价值形式（首先是货币）上自行保存的价值，同时是价值增长

的过程；它作为价值自行保存，同时就是它超越自己的数量界限的

过程，即它作为价值量增长的过程；此外，交换价值的独立化再没

有任何别的内容。交换价值本身通过流通而保存，这同时表现为它

的自我增长，而这种自我增长［Ｂ—１２］就是它的自行增殖，即能动

地自我确立为创造价值的价值，自我再生产并在其中自行保存的

价值，但同时是作为价值，即作为剩余价值而自我确立的价值。在

货币贮藏中，这个过程还是纯粹形式的。如果就个人来考察，那么

这个过程表现为无内容的运动，这个运动使财富由有用的形式变

为无用的、并且按其使命来说是徒劳无益的形式。如果就整个经济

过程来考察，那么货币贮藏只是金属流通本身的条件之一。只要货

币还是贮藏货币，它就不作为交换价值起作用，它就只是想象的。

另一方面，增长，也就是作为价值而自我确立，即通过流通不仅自

行保存，而且从流通中产生，从而作为剩余价值自我确立的价值，

同样也只是想象的。以前以商品形式存在的同一价值量，现在存在

于货币形式中；货币在后一种形式中积累起来，因为在别的形式中

它都是被拒绝的。它一旦得到实现，就消失在消费中。因此，价值

的保存和增长只是抽象的，形式上的。在简单流通中所确立的，只

是价值的这种保存和增长的形式。

货币作为一般财富的形式，作为独立化的交换价值，除了量上

的变动，除了自身的增长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运动。货币按其概念

来说，是全部使用价值的总汇；但由于它始终只是一定的价值量，

一定的金银量，所以它在量上的界限是与它的质相矛盾的。因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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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性是要经常地越出自己的界限。

（因此，货币作为享乐用的财富，例如在罗马帝国时代，就表现

为无限的、疯狂的奢侈，这种奢侈甚至要使享乐达到想象中的无限

的程度，也就是说，这种奢侈把作为这种财富形式的货币同时直接

当作使用价值来对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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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和保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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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的一般性相矛盾的。因此，发财

致富就是目的本身。独立化的交换价值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

发财致富，也就是使自身增大，再生产，但不只是形式上的，而是在

再生产中价值得到增大。但是作为量上一定的价值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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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物质财富的能力；它并不是“万物的结

晶”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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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己的活力只在于此；它只有通过交换过

程本身不断地增殖自己，才能保持自己成为不同于使用价值的自

为的价值。能动的价值，只是创造剩余价值的价值。［货币］作为交

换价值的唯一职能，就是交换本身。因此，货币在执行这个职能时

必须增长，但不是通过退出［流通］，就象在货币贮藏的场合那样。

在货币贮藏中，货币不是作为货币发挥职能。如果货币作为贮藏货

币退出流通，就既不作为交换价值，也不作为使用价值发挥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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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僵死的、非生产的贮藏货币。贮藏货币本身不会有任何作为。

它的增长是来自流通的外部增添，就是说重新有商品被投入流通，

并且价值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然后作为货币被保存下来，

也就是说，完全不再是货币。如果货币重新进入流通，那么它就作

为交换价值消失掉。

作为最适当的交换价值从流通中产生并独立化，但又重新进

入流通，在流通中并且通过流通而使自己永久化和自行增殖（倍

增）的货币，就是资本。在资本中，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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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商品本身，正如简单流

通本身一样，对资本来说只是作为资本存在的一些特殊的抽象的

要素而存在，资本不断地出现在这些要素中，从一个要素转化为另

一个要素，又不断地消失在这些要素中。独立化不仅表现在这样一

种形式中：资本作为独立的抽象的交换价值——货币——与流通

相对立；而且也表现在这样一种形式中：流通同时是资本独立化的

过程，资本作为独立化的东西从流通中生成。

在Ｇ—Ｗ—Ｇ的形式中表明，货币的独立化作为一个过程，既

应表现为流通的前提，又应表现为流通的结果。但是这种形式本身

在简单流通中不具有任何内容，甚至不表现为内容方面的运动。不

表现为这样一种流通运动，对这种运动来说，交换价值不仅是形

式，而且是内容本身和目的本身，因此这个运动表现为过程中的交

换价值本身的形式。

独立化的交换价值，货币本身，在简单流通中总是只表现为运

动的结果，运动的残渣。它同样又必须表现为运动的前提；运动的

结果表现为运动的前提，而运动的前提［Ｂ—１３］表现为运动的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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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必须作为货币保存自己，既在它作为货币的形式上又在

它作为商品的形式上保存自己；这些规定的交替，货币发生这些形

态变化的过程，必须同时表现为货币的生产过程，表现为货币本身

的创造者，——即货币价值量的增长。当货币成为商品，而商品本

身必然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即必定消失的时候，这种消失本身必

须消失，这种消费本身必须消费掉，以致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消费

本身表现为自行再生产的价值所进行的过程的一个要素。

货币和商品以及两者在流通中的关系，现在既表现为资本的

简单的前提，另一方面又表现为资本的存在形式；既表现为资本的

简单的、现存的、基本的前提，另一方面它们本身又表现为资本的

存在形式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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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作为以流通为前提的、先于流通而存在的并在

流通中保存自己的交换价值，交替地采取简单流通中所包含的两

个要素，但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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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资本表现为货币，那么现在这只不过是它作为一

般性的单方面的抽象的表现；同样，当资本去掉这个形式时，它也

只是去掉这个形式的对立的规定（去掉一般性的对立的形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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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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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价值的一般性，因而经常地变换自己的特定形式。

商品不仅是交换价值，而且是使用价值，作为后者，它应该有

目的地被消费。当商品用作使用价值，也就是说当它被消费时，交

换价值必须同时保存自己，并表现为消费的决定目的的灵魂。商品

消失的过程因此必须同时表现为商品消失的消失过程，即再生产

过程。因此，商品的消费在这里不是为了直接的享用，而是本身表

现为再生产商品交换价值的一个要素。这样一来，交换价值最终不

仅是商品的形式，而且表现为商品实体本身燃成的火。这个规定是

从使用价值本身的概念产生的。而在货币的形式中，资本一方面将

只是暂时地表现为流通手段，另一方面将只是表现为资本在最适

当的交换价值的规定性上取得的只是作为要素的设定存在，即暂

时的设定存在。

一方面，简单流通是商品的现有的前提，而它的两极，货币和

商品，表现为基本的前提，即可能变为资本的形式；或者说，它们只

是预先存在的资本的生产过程的抽象领域。另一方面，它们回到自

己的无底深渊资本上，或者导致资本。（这里可举上述史例①。）

货币，预先存在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在资本中不仅表现为交

换价值，而且表现为作为流通的结果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实际

上，在简单流通领域（虽然它是以完全不同于资本本身的那些生产

条件为出发点的）尚未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前，不会有任何资本形

成。另一方面，货币被确立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使流通表现为货币

本身的过程的运动，表现为货币本身作为永久化的和自我增殖的

价值而实现的运动。货币作为前提，在这里同时是流通过程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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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货币作为结果，同时是流通过程的一定形式，即已被规定为

Ｇ—Ｗ—Ｇ的形式的前提（起初只是该形式的这种流的前提）。它

［作为资本的货币］是商品和货币的统一，然而是这两者的过程中

的统一，它既不是商品又不是货币，同时既是商品又是货币。

货币在流通中并通过流通保存和增殖自己。另一方面，交换价

值不再作为简单的交换价值而成为前提，就象它在商品进入流通

前作为简单的规定存在于商品中那样，或者不如说就象它只是作

为想象的规定存在于商品中那样，因为商品只是在流通中才在瞬

息间成为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存在于对象性的形式中，不过这一对

象性是货币对象性还是商品对象性，这是无关紧要的。它从流通中

产生；因此，它以流通为前提；但是，它同时是与流通相对而从作为

前提的自身出发的。

在货币对商品的真正交换中，就象Ｇ—Ｗ—Ｇ的形式所表明

的那样，既然商品的现实存在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的现

实存在是使用价值的消费，那么，交换价值本身必然从作为使用价

值而实现的商品中重新产生出来，货币和商品的消费必然既表现

为交换价值保存自己，又表现为交换价值自行增殖的一种形式。对

交换价值来说，流通表现为交换价值本身的实现过程的要素。

［Ｂ—１４］商品的现实存在，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从简单

流通中退出。所以，这样一个阶段应包括进资本的过程，在这个阶

段上，商品的消费表现为资本自我增殖的一个要素。

只要货币即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坚持与自己的对立物即使用价

值本身相对立，它实际上就只能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货币必须在自

己的对立物中，在自己生成为使用价值的过程中和在使用价值的

过程即消费过程中，同时作为交换价值来保存自己和增大起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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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把使用价值本身的消费——使用价值的积极否定以及肯定——

变成交换价值本身的再生产和生产。

在简单流通中，每一个商品交替地表现为交换价值或使用价

值。它一旦作为后者实现，它就退出流通。如果商品固定化为交换

价值，固定化为货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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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所以在交换关系（简

单流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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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因为它扬弃了使用价值的片

面性，——只是充当直接为个人而存在的使用价值，——即把使用

价值供给人们；它除了使使用价值成为对他人（对买者）的使用价

值以外，没有使使用价值发生任何变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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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沌与交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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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

形式上的区别，表面上的区别。货币本身在其最高的固定状态下又

是商品。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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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 本

［开 头］

（Ａ）资本的生产过程

（１）货币转化为资本。从独立化的交换价值

同使用价值的关系中引出这种转化

  ［Ｂ—１６］资本作为简单流通的结果首先存在于货币的简单形

式中。但是，使货币与流通相对立而在这种形式上作为贮藏货币固

定下来的那种物的独立性消失了。相反，资本作为货币而存在，作

为一般等价物的最适当的表现而存在，这只是说明，对于资本来说

各种商品的特殊性是无关紧要的，并且资本可以采取任何一种商

品形式。资本不是这种或那种商品，而是可以转化为任何一种商

品，并且在每一种商品中继续保持同一价值量，并成为把自身当作

目的本身来自我发生关系的价值。因此，起先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

本不再同流通相对立；相反它必须进入流通。它在流通中也没有消

失，而是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更确切地说，它的货币存在

只是它作为最适当的交换价值的存在，这种交换价值可以随意变

成任何一种商品。这种交换价值在任何一种商品上都仍然是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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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的交换价值。但是，独立化的交换价值，只有当它同某个第三

者相对而独立化，即在同某个第三者的一定关系中独立化时，才能

成为资本。

（资本作为货币的存在是双重的：资本可以同任何一种商品相

交换，而且它作为一般交换价值，不束缚在任何一种商品的特殊实

体上；第二，当资本变成商品时，它仍然是货币；换句话说，资本借

以存在的材料不是满足个人消费的对象，而是交换价值的化身，交

换价值采取这种形式只是为了保存和增殖自己。）

这个第三者不是商品。因为资本是货币，而这个货币会从它作

为货币的形式随意变成任何一种商品形式，却并不作为个人消费

对象消失在这种商品形式上。整个商品领域，即所有商品，并不排

斥货币，而是表现为同样多的货币化身。至于说到商品的自然物质

差别，那么没有任何这样的差别会妨碍货币占有商品的位置，把商

品变成它自己的躯体，因为没有任何这样的差别会从商品中排除

货币的规定。现在，财富的整个物质世界都象金银一样表现为货币

的躯体，而且恰好由于货币形式上的货币和商品形式上的货币之

间只具有纯粹形式上的差别，货币便能够同样地采取这种或那种

形式，从货币形式变为商品形式。（独立化只是在于，交换价值不论

存在于货币形式中或商品形式中，都使自己作为交换价值保持下

来，并且它转化为商品形式，只是为了自行增殖。）

现在货币是物化劳动，不管这种劳动具有货币形式还是特殊

商品形式。劳动的任何一种物的存在方式都不同资本相对立，其中

的每一种方式都表现为资本的可能存在方式，资本通过简单的形

式变换，即从货币形式变为商品形式，就可以采取这种方式。物化

劳动的唯一对立物是非物化劳动，同客体化劳动相对立的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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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或者说，同时间上已经过去的，但空间上存在着的劳动相对

立的，是时间上现存的活劳动。这种劳动作为时间上现存的非物化

（也就是还没有物化的）劳动，只有作为能力，可能性，才能，即作为

活的主体的劳动能力，才能够是现存的。同资本这一坚持独立的物

化劳动相对立的，只能是活的劳动能力本身，因此，可以使货币成

为资本的唯一交换，就是资本所有者同活的劳动能力的所有者即

工人之间的交换。

总之，交换价值只有同它本身的对立物使用价值相对立，才

能作为交换价值而独立化。交换价值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作为

交换价值而独立化；才能作为交换价值被确定下来和发挥职能。在

货币上，交换价值只是由于抽象掉使用价值才保持了这种独立性，

并且这种积极的抽象，即同使用价值保持对立，事实上在这里似

乎是保存和增大交换价值本身的唯一方法。与此相反，现在交换

价值必须在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中，在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现实

的而不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中，来把自己作为交换价值保存下来，保

存在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中，并且从中创造出来。使用价值

的实际的存在就是使用价值的现实的否定，就是使用价值的耗费，

在消费中被消灭。可见，交换价值必须通过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

值的这种现实的否定，通过使用价值［Ｂ—１７］本身的这种内在的

否定，来证实自己对于使用价值来说是自我保存的东西，或者不

如说，来把使用价值的积极存在当作交换价值的证实。这不是交

换价值作为价格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单纯形式规定时所发生的那种

否定（在这种形式规定中，使用价值在观念上被扬弃了），实际上

在这里交换价值只是表现为转瞬即逝的形式规定。这也不是交换

价值在金银中的固定化，在这样的固定化的情况下，金银的僵硬

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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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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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实体表现为交换价值的化石般的存在。事实上在货币上已经确

定，使用价值只是交换价值的化身，是交换价值的实在性。但货

币是使用价值的抽象仅仅在想象中的、可以捉摸的存在。然而只

要作为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即商品的消费本身被规定为交换价

值的创造，并被规定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单纯手段，商品的使用价

值实际上就不过是处于过程中的交换价值的证实。因此，不是存

在于使用价值的抽象中的，而是存在于使用价值的消费中的（不

是存在于同使用价值的始终紧张的对立中）使用价值的实际否定，

即同时也是使用价值作为使用价值而实现的这种使用价值的现实

否定，必定成为交换价值的自我肯定、自我证实的行为。而这一

点所以可能，只是因为商品被劳动消费，只是因为商品的消费本

身表现为劳动的物化，因而表现为价值的创造。所以，为了不象

在货币中那样仅仅在形式上，而是在自己作为商品的现实存在形

式上保存自己和证实自己，物化在货币中的交换价值就必须占有

劳动本身，必须同劳动相交换。

对货币来说，使用价值已不是使货币消失于其中的消费品，而

只是货币借以保存自己和增殖自己的使用价值。对作为资本的货

币来说，不存在任何其他使用价值。这正是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

同使用价值的关系。唯一能够构成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对立物和补

充物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这种劳动存在于作为主体而存在的

劳动能力中。货币作为资本只同非资本，同资本的否定相关联才

存在，它只有同资本的这种否定发生关系才是资本。真正的非资

本就是劳动本身。货币变成资本的第一步就是它同劳动能力相交

换，以便通过劳动能力把商品的消费，即商品的现实肯定和作为

使用价值的否定，同时转化为交换价值在商品上的证实。

１１５第三章 资 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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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货币变成资本的交换，不可能是货币同［一般的］商品的交

换，而只能是货币同它的概念上特定的对立物，即同那种与它本身

处于概念上特定的对立之中的商品进行的交换——这种商品就是

劳动。

与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相对立的，是特殊使用价值形式的交

换价值。但是所有特殊商品作为物化劳动的特殊存在方式，现在同

样都是交换价值的表现，货币可以转化为这样的表现，但本身并不

消失。所以，货币可能失去自己的简单性质，并不是由于同这些商

品进行交换，因为现在总是可以假定，货币是以这种形式或以那种

形式存在的。而是由于首先是同货币本身所不直接采取的唯一使

用价值形式即非物化劳动进行交换，同时是同作为过程中的交换

价值的货币的直接使用价值，即仍然是同劳动进行交换。可见，货

币转化为资本，只有通过货币同劳动交换才能实现。货币作为可能

性上的资本，它可以交换的使用价值，只能是生成、生产和增殖交

换价值本身的那种使用价值。而这种使用价值就是劳动。

交换价值只有当它不是同这种或那种使用价值，而是同与它

本身相关联的使用价值相对立时，才能实现它自身。这种使用价值

就是劳动。劳动能力本身是这样的使用价值：这种能力的消费同劳

动的物化，从而同交换价值的创造直接一致。对作为资本的货币来

说，劳动能力是直接的使用价值，货币必须与这种使用价值相交

换。在简单流通的场合，使用价值的内容是无关紧要的，［Ｂ—１８］

是处于经济形式规定之外的。在这里，内容则是形式规定本身的基

本的经济要素。因为交换价值首先只有同那种按其自身的形式规

定来说是与交换价值相对立的使用价值相交换，才能在交换中被

规定为坚持独立的交换价值。

２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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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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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条件是：货币所有者能够用货币交换作为

商品的他人劳动能力。换句话说，在流通内部劳动能力被当作商

品出售，因为在简单流通内部交换者彼此只是作为买者和卖者相

对立。因而条件是：工人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当作可供使用的商品

出售，也就是说，工人是自由的工人。条件是：第一，工人作为

自由的所有者支配自己的劳动能力，他把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因

此，他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的自由所有者。但是，第二，工人

已经不能以其他商品的形式，物化劳动的形式换出自己的劳动，他

能够提供的可供出售的唯一商品就是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活

劳动能力，因而，他的劳动物化的条件，他的劳动的物的条件，是

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在流通中处于另一方，处于他自身之外的

商品而存在。

货币所有者——或者说货币，因为在当前的场合，对我们来

说货币所有者在经济过程本身中只不过是货币的人格化——在市

场上，在流通领域内找到劳动能力这种商品，即我们在这里当作

出发点的这个前提，并且也是资产阶级社会在它的生产过程中当

作出发点的这个前提，显然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经济

变革的总结，并且是以其他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关系）的衰亡和

社会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在进一步考察这种关系时，包

含在这个前提中的一定的过去的历史过程将被表述得更加明确。

但是经济生产的这个历史发展阶段——自由工人就是这一阶段本

身的产物——是资本本身生成的前提，并且更是资本本身存在的

前提。资本的存在是在社会的经济形成上所经历的长期历史过程

的结果。

这一点肯定地表明，叙述的辩证形式只有明了自己的界限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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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正确的。对简单流通的考察向我们揭示了资本的一般概念，因

为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内部，简单流通本身只是作为资本的前提

和以资本为前提而存在的。对资本的一般概念的这种揭示并没有

使资本变成某种永恒观念的化身，而是表明，资本只是在现实中，

只是作为必要形式，［Ｂ—１９］才必然要和创造交换价值的劳动，和

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相汇合。

特别重要的是要把握住这样一点：在这里作为简单流通关系

所发生的关系——这种关系起初还完全属于简单流通，仅仅由于

参加交换的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才越出简单流通的范围——只是

货币和商品的关系，只是象在简单流通中，即在流通内部出现的

那种处于对立两极形式上的等价物之间的关系，并且本身作为简

单流通关系而存在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不是货币和劳动之

间的交换，而是货币和活的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

劳动能力作为使用价值，只有在劳动本身的活动中才能实现，

不过这和买来的一瓶酒一样，酒的使用价值只在喝酒的时候才能

实现。劳动本身不属于简单流通过程，就象喝不属于简单流通过

程一样。酒作为能力，从可能性来看，是一种可喝的东西，而且

购买酒就是占有这种可喝的东西。同样，购买劳动能力就是占有

支配劳动的能力。

因为劳动能力存在于主体本身的生命力中，并且只是作为主

体自身的生命活动而表现出来，所以购买劳动能力，即占有使用劳

动能力的要求权，自然就使买者和卖者在使用劳动能力的行为中

所发生的关系不同于购买物化劳动时所发生的关系，因为物化劳

动是作为对象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这种情况并不损害简单的交

换关系。只是由于用货币买来的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就是说，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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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这种使用价值的消费就是劳动能力的消费，就是生产，就是起物

化作用的劳动时间，就是创造交换价值的消费，由于这种使用价值

作为使用价值的实际存在就是交换价值的创造，——只是由于这

种特殊性质，货币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才变成特殊的交换Ｇ—Ｗ—

Ｇ，在这种交换中交换价值本身成为交换的目的，而买来的使用价

值直接就是提供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即创造价值的使用价值。

在这里，货币是作为简单流通手段（购买手段）来考察，还

是作为支付手段来考察，是无关紧要的。如果有一个人，例如把

他的劳动能力的１２小时的使用价值卖给我，也就是把他的劳动能

力卖给我１２小时，那么只有当他做满１２小时工（如果我坚持这

一点的话），才在事实上把这一使用价值卖给了我，即只是在１２小

时结束时才把他的劳动能力向我提供了１２小时，所以，这种关系

的性质包含这样的内容：货币在这里表现为支付手段；买和卖不

是由双方立即同时实现的。这里重要的只是，充当支付手段的就

是一般支付手段，就是货币，因此工人并没有通过某种特殊的自

然发生的支付方式而同买者发生不同于流通关系的其他关系。工

人把自己的劳动能力直接转化为一般等价物，他作为这一等价物

的所有者在一般流通中坚持任何其他所有者也会坚持的同一比例

（按照他的价值量的大小），同等的比例；而出卖劳动能力的目的

正是为了得到一般财富，即处于一般社会形式上的并作为满足一

切享受的可能性的那种财富。①［Ｂ—１９］

５１５第三章 资 本

① 手稿至此中断。在下一页上只写了一个标题：《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这

个笔记本的最后几页是《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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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记］
１２８

黄金的美学属性

    “黄金，这熊熊燃烧的火焰，

在黑夜里闪闪发光，

在高贵的财富中，

显得无比辉煌。”（品得）１２９

        

货币的不变价值

“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货币本身——必须代表价值本身；而实际上

货币只是价值可变的［金银的］一个同一量。”１３０

作为货币的货币（世界货币等等）

货币是流通手段本身即铸币的否定。但是，货币同时又把铸

６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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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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这种一般商品，作为

世界铸币，金银不必回到出发点，甚至流通运动本身也不必要了。

试以亚洲和欧洲为例子。因此，重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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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世界铸币本身随着世界

市场本身的发展而进入流通和循环，这个问题在这里同我们还没

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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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自身中实现的价

格，而且作为这种价格，又成为一般财富的物质代表。

货币也在它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尺度这一规定上被否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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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货币本身的计

量单位的数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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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磅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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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１５补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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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那么，货币就只有量的差别而下再有别的差别。货币所表示

的一般财富的多寡，要看货币本身的一定尺度量被占有的数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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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唯一妥当的事情就是积累货币。货币按其概念来说是从流通中

退出来的。现在，从流通中取出货币，把货币贮存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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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不是完全地代表。总额必须不断

突破自身的界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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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的］悲剧作家们那里，公正和贪欲对立起来。１３１

        

所有权的形式

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是通过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取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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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１３２

约写于１８５９年２月

第一次发表于１９４１年

载于《政治经济学批判

大纲》（补遗）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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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２８］笔记本Ｃ
１３３
，第３７—３９页。亚里士多德。Ｗ—Ｇ—

Ｗ；Ｇ—Ｗ—Ｇ。

笔记本Ａ
１３４
（第２２、２３、２４页）（世界市场等）。社会关系。个

人关系（同上）（２３、２４）。（见同处关于资产阶级的独立性的论述

等）（观念）。

笔记本Ｂ′：简单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为什么对自己的劳

动的所有权和自己的劳动的让渡，即自己的劳动，表现为所有权

的基础？（第１７页）（１８）这里的矛盾（１８）。资产阶级自由和平

等的王国（第１８页及以下各页）。第一个规律：通过自己的劳动

来占有。第二个规律：产品的让渡或产品向社会形式的转化（同

上）。分工（同上）（１９）。英国租地农场主和法国农民（同上）。

（分工。特殊的有用劳动等。）（２０、２１）（分工是自由和天然个性

的实现。同上）个人自由（２１）（平等）同上（２１下半页）。续：

笔记本Ｂ （这个笔记本）：（见同处关于货币的论述，ｌａ
１３５
）

（与此有关的平等）。平等（１、２）（所有权。自由。平等）。和谐

论者（３）。简单流通是在它的背后进行的一种过程的表面现象

（４）。历史上从流通向资本的过渡（５）。（流通）（６、７）。货币是

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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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的固有产物（７）（８）（９）（结果，货币，流通）。交换价值作

为过程（１０）（１１）。货币——资本（１２）（１３）。

笔记本Ｍ。独立的个人。十八世纪的观念（１）。历史的生产

关系的永存（２、３）。生产一般和分配一般（３、４）。财产（４）。生

产。分配。消费。交换（５、６、７、８、９、９′）。分配和生产（９′、

１０、１１、１２）。交换和生产（１３）。

笔记本Ｂ
１３６
。货币转化为资本（１６—１９）（从独立化的交换

价值同使用价值的关系中引出）。（货币在对工人的关系上表现为

支付手段，１９。）

笔记本 。简单交换。交换者的关系。平等的和谐、自由的和

谐等（７—９、１０）。（巴师夏、蒲谷东）（１１—１２）。

资本。价值额（１２）。土地所有权和资本（１３）。资本来自流通。

交换价值成为内容。商业资本。货币资本和货币利息（１３）。流通

以另一过程为前提。预先存在的两极之间的运动（１４）。从流通向

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１４、１５）。资本是物化劳动等（１５）。用来生产

价值的价值额（１５、１６）。流通等是资本的前提（１６）。萨伊。西斯蒙

第（１７）。产品和资本。价值和资本。蒲鲁东（１８）。资本和劳动。交

换价值和为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１９）。货币及其使用价值（劳动）

在这一关系中是资本。价值的自我增殖是价值本身的运动（２０）。一

个说法：资本家如果得不到利润就不会使用自己的资本（２１）。资本

从物质上看是物化劳动。资本的对立面是活的生产的（即保存并增

殖价值的）劳动（２１）。生产劳动和服务劳动（２１）。生产劳动和非生

２２５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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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劳动。亚·斯密等人（２１）。罗德戴尔所说的小偷和生产劳动（２１、

２２）。资本和劳与相交换的两个不同过程（２２）（在这里，用资本交换

来的东西本身连同其使用价值都属于经济的形式规定性，等等。同

上）。资本和现代土地所有权（２３）。威克菲尔德（２４）。资本和劳动

之间的交换。计件工资（２５）。劳动能力的价值（２５、２６）。雇佣工人

在一般财富中分得的份额，只是在量上受到限定（２６）。工人得到的

等价物是货币。因此，工人［Ｂ—２９］作为平等者与资本家相对立

（２６）。然而，工人进行交换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对工人来说，

货币只是流通手段（２６）。节约、禁欲是工人致富的手段（２６、２７）

（２８）。工人没有价值和丧失价值，这是资本的条件（２８）。资本只是

作为物的权力同工人对立。不带有人的性质（２９１３７）。和提供服务不

同（２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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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和

笔记本 （续）

（第８页）（劳动能力作为资本！）。工资是非生产的（同上）。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属于简单流通，它不会使工人致富（９）。劳

动同所有权相分离是这种交换的前提（同上）。劳动作为对象是绝

对的贫穷，作为主体是财富的一般可能性（９）。劳动同资本相对

立时没有特殊规定性（９、１０）。包括在资本中的劳动过程（１０）

（１１）（１２、１３）。（资本和资本家，１３。）

生产过程表现为资本的内容（１３下半页）。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１４）。（生产劳动是生产资本的劳动。）

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当作交换价值，资本家把工人的劳动当作

使用价值，等等（１４、１５）。工人把劳动作为生产财富的力量让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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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１５）（资本把劳动作为这种力量占有。同上）。劳动转化为

资本，等等。西斯蒙第。舍尔比利埃。萨伊。李嘉图。蒲鲁东等

（１５、１６）。

价值增殖过程（１７、１８）（生产费用，１９）。（剩余价值不能用

交换来说明。拉姆赛。李嘉图。）资本家不能靠他的工资等过活

（１９：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价值的简单保存，即价值不增殖，这

是同资本的本质相矛盾的（１９、２０）。资本作为资本加入生产费用。

生息资本。蒲鲁东（２０）。剩余价值。剩余劳动时间（２１）（２２）。

巴师夏论雇佣劳动制度（２２）。劳动价值。这是怎样决定的（２２）。

自我增殖就是资本的自行保存。资本家不能单靠本人劳动生活，等

等。资本自我增殖的条件。剩余劳动时间等（２２、２３）。资本在怎

样的限度内是生产的（作为剩余劳动的创造者等）（第２３页）。这

只是历史上的暂时的东西（同上）。牙买加的自由黑人。独立的财

富要求奴隶劳动或雇佣劳动（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强制劳动）（２３）。

剩余价值。李嘉图（２４）。重农学派（２４）。亚·斯密（２５、

２６）。李嘉图（２６）（２７）。

剩余价值和生产力。两者提高时的关系（２６—２８）（２９—３０）。

各种结果（３０、３１）。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３１）。必要劳

动越小，资本的进一步增殖就越困难（３０、３１）。关于资本价值的

增加（３２—３８）。

劳动并不是再生产出它所加工的材料和它所使用的工具的价

值。劳动保存它们的价值，这只是通过劳动在劳动过程中把它们

当作劳动的物的条件来发生关系。这种起死回生力和保存力不费

资本分文；相反，它表现为资本本身的力量，等等（第３８—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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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绝对剩余时间。相对剩余时间（４０）。不是活劳动的量，而是劳

动作为劳动的质，同时把已经存在于材料等等中的劳动时间保存

下来（４０）。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形式变化和物质变化，４０、４１。简单

生产过程的情形是：生产的前一阶段由生产的后一阶段保存下来，

等等（４１）。旧使用价值通过新劳动被保存下来，等等（４１）。

［Ｂ—３０］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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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２）。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劳动同它

的物质存在要素的分离被扬弃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劳动已经被

并入资本，等等。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力。价值不灭（４２）。资本

家无偿地得到剩余劳动和把材料和工具的价值保存下来（４２）

（４３）。劳动通过在旧价值上追加新价值，同时保存了旧价值，使其

永久化（４３）。在产品中保存价值没有花费资本分文（４３）。

资本由于占有现有的劳动，也就拥有（并且是相应地）取得

未来劳动的凭证（４３）。

巴师夏和凯里（１—４）。巴师夏论工资（５—７）。

笔记本 。利润和剩余价值被混为一谈。凯里的错误的计算

（１）。

资本家不但不向保存旧价值的工人支付分文，而且由于他允

许工人保存旧资本，还要求得到报酬（２）。剩余价值和利润，等

等（２、３）。

工具消费和工资消费的差别。前者在生产过程中消费，后者

在生产过程之外消费（３）。

剩余价值的增加和利润率的下降（４—７。特别见７＋巴师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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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增加，等等（７、８）（资本积累）。机器（９）。

资本的不变部分同投在工资上的可变部分相比相对增加＝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９）。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为了雇用同量工

人，资本必须增加的比例（９—１２）。［剩余价值］对总资本的百分

比可以表现极不相同的比例（１２、１３）。

资本（总而言之，财产）建立在劳动生产率上（１３、１４）。

剩余劳动时间的增加。同时并存的工作日的增加（人口。）

（１４）。人口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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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增加（１４）。剩余资本和过剩

人口（１４、１５）。为社会创造自由时间（１５）。

资本从生产过程过渡到流通过程（第１５页及以下各页）。
·
资

·
本
·
本
·
身
·
由
·
于
·
生
·
产
·
力
·
的
·
提
·
高
·
而
·
丧
·
失
·
价
·
值（１５）（同上，１５—２１）。（竞

争，第２１页）（资本作为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和矛

盾）（第２２页及以下各页）。资本作为生产的限制。生产过剩（２２、

２３）（对工人本身的需求）。２４。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２４、２５。生

产过剩，２５—２８。蒲鲁东，２６、２７、２８。（工人在他所购买的商品

价格中支付利润等，可是又获得他的必要工资，这怎么是可能

的）２９。商品价格和劳动时间。剩余等，２８—３１（价格和价值

等）。资本家卖的并不贵，但是确实高于他的花费（３０、３１）。

价格（单位商品的）（３１）。巴师夏。单位商品价格的下降

（３１）。价格可以降到价值以下，而资本并不受损失（３１、３２）。数

量和单位（尺度）对于价格的乘积是重要的（３２）。

资本的特殊积累（剩余劳动（收入）转化为资本）（３２）。蒲

鲁东。价值规定和价格规定。在古代（在奴隶制下），没有生产过

６２５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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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只有消费过度（３２）。

一般利润率（３３）。

如果资本家只是按自己的生产费用出售，那么这只是将［剩

余价值］转移给其他的资本家。工人在这种场合几乎毫无所得

（３４—３６，特别是３６）。

［Ｂ—３１］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

例。由资本消费的剩余产品和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产品之间的比例

（３８、３９）。

危机时［资本］丧失价值（３９、４０）。资本离开生产过程后又

成为货币（４０、４１）。

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成为剩余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条

件现在表现为（雇佣）劳动本身的结果（４２、４３）。劳动变为现实

性的过程，同时是劳动丧失现实性的过程（４３）（４４）。

剩余资本 的形成（４４、４５）。剩余资本 （４５）。占有权的

转化（４５）。

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主要结果：资本和劳动之间，资

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再生产和新生产（４５、４６）。

资本的原始积累，４５、４６（现实的积累，同上）。

资本一旦在历史上发展起来，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存在条件

（４６）（不是资本产生的条件，而是资本存在的结果）（４６）。

原始积累（４７、４８）。个人服务（４８、４９）（与雇佣劳动相对

立）（同上，５０）。

｛所有权规律的转化，５０。工人对自己产品的实际上的异己性。

分工。机器等，５０。｝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５０、５１）（５２）（５３）。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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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记本 。续资本关系形成以前或原始积累以前的过程（第

１—１５页）。劳动同劳动相交换，是以劳动者一无所有为基础的

（１６）。

资本流通和货币流通（１６）（１７）。

在各单个资本中价值的前提（工具等）（第１７页）。

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流通的要素（１７）。各不同资本（生产

部门）的生产率决定单个资本的生产率（１７）。

流通时间。周转速度代替资本量（１７、１８）。在资本周转速度

上各资本的相互依赖性（１８）。流通是生产的要素。生产过程及其

持续时间。产品转化为货币。这个过程的持续时间。货币再转化

为生产条件。一部分资本同活劳动相交换（１８、１９）。运输费用

（１９）（２０）。

流通费用（２０）。交通运输工具（２０）（２１）。｛（劳动部门的

分工，２１、２２）。丝织业怎样成为农业所必要的（２２）。｝２２｛许多

工人的联合。这种联合的生产力（２３）。大规模的共同劳动。同上，

２３。｝２３、２４（道路、运河、水利工程等整个例证，当它们不再是

从前的公共工程，而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的时候，可以重新

当作例证来使用。只是形式改变。与特殊生产条件相区别的一般

生产条件。）（２４）（２５）。

向市场运送（流通的空间条件）属于生产过程（２５）。流通的

时间要素构成信用（２５、２６）。资本是流动资本（２６）。货币流通

只是假象（同上）。

西斯蒙第。舍尔比利埃（资本。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２６）。

流通对价值规定的影响（２６、２７）。流通时间＝丧失价值的时

８２５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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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２７）。

［Ｂ—３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以往一切生产方式的区别（全

面性等）（２７、２８）。资本的传布性质（２９）。

流通时间的缩短（２８、２９）（信用）。施托尔希（２９）。

资本家预付的是劳动（马尔萨斯）（２９）。资本主义生产的限

制。汤普逊（２９）。

流通和价值的创造（２９）（３０）（在流通的各种条件下不同资本

之间的平衡）３１。资本不是创造价值的源泉（３１）。流通费用（３１）。

生产的连续性要求消灭流通时间（３１）（３２）。

拉姆赛。流通时间。由此推论出资本就是利润的源泉（３２）。

拉姆赛。在剩余价值 利润和价值规律上的混乱（３２）（说什

么按照李嘉图的规律，得不出任何剩余价值。同上）。

李嘉图（３２、３３）。竞争（３３）。德·昆西（同上）。

笔记本 。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工资和利润。德·昆西（１）。

李嘉图（１—２）。威克菲尔德。殖民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２）

（他所谈到的劳动的恒久性在观察生产过程时应作为要素来看）。

剩余价值和利润。例子（马尔萨斯）（３）。利润和剩余价值。

马尔萨斯（３、４）。

马尔萨斯（４、５）（参看开头关于劳动能力的出卖或劳动同资

本的交换的论述）（５）（６）。劳动同劳动能力的区别（７）。［马尔

萨斯的］奇妙的主张：资本的加入似乎不会使劳动报酬发生任何

变化（７）。

凯里关于资本对工人来说变便宜的理论（７、８）（同一个凯里。

利润率的下降，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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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菲尔德论李嘉图的雇佣劳动理论和价值理论之间的矛盾

（８）。

闲置资本。生产的增长不需要资本的预先增加。贝利（８、９）。

威德对资本的解释。劳动只是资本的动因。资本是集体力量。

文明及我对文明的评语（９）。劳动的全部社会力量是资本的力量。

工场手工业。工业。分工（９）。各劳动部门通过资本而实现的形

式上的联合等（９、１０）。资本积累（１１）。

货币转化为资本（１０）。科学（１１）。原始积累和积聚是同一

个东西（１１）。自愿联合和强制联合。资本不同于以前的形式。罗

西（１１）。

罗西。资本是什么？资本是原材料？（１１）。对资本来说，工

资是必要的吗？（１１、１２）（生活资料基金是资本吗？同上）。

马尔萨斯。价值理论和工资理论（１２、１３）。资本同比例有关，

劳动只是同所得的那一份有关。同上，１２。见同处我对剩余价值和

利润所作的评注。李嘉图的理论。同上（１２、１３。凯里对李嘉图）。

马尔萨斯：工资同比例无关（１３）。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１３）。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价值（货币），不是商品、使用价值等。

查默斯（１４）。

经济周期。流通过程。查默斯（１４）。

［资本］回流期间的差别。生产过程的中断（或者不如说，生

产过程同劳动过程不一致） （１４）。生产过程的整个持续时间

（１４）（农业。霍吉斯金，１５）。生产期限不等（１４、１５）。

［Ｂ—３３）在自由工人的概念里包含着赤贫（１５）。人口和过剩

人口等（１５、１６）。

必要劳动。剩余劳动。过剩人口。剩余资本（１６）（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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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密。劳动是牺牲（西尼耳的资本家牺牲说） （１７）

（１８）。（蒲鲁东的余额，１７）。

亚·斯密。利润的产生。原始积累（１８）。

威克菲尔德。奴隶劳动和自由人劳动（１８）。

阿特金森。利润（１８）。

利润的产生。麦克库洛赫（１８、１９）。

剩余劳动。利润。工资。经济学家。拉姆赛。威德（１９）。

固定起来的资本。资本的回流。固定的资本。约翰·斯图亚

特·穆勒（１９）。

资本周转（２０）。流通过程。生产过程。周转。资本是流动的。

同样是固定的资本（２０、２１）。流通费用（２１）（２２）。流通时间（２２）。

流通时间和劳动时间（２２、２３）｛（资本家的自由时间，２３）。｝２４｛运输

费用等，２５｝。流通。施托尔希（２５）。资本的形态变化和商品的形

态变化（２５）。资本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资本的不同形式（２６）。

一定时期内的周转（２６）。流动资本是资本的一般性质（２６）。年是

流动资本的周转的尺度。日是劳动时间的尺度（２６、２７）。｛余额。蒲

鲁东。巴师夏（２７）。｝固定资本（固定起来的资本）和流动资本。穆

勒。安德森。萨伊。德·昆西。拉姆赛（２７）。

见利滚利的困难等（２８）。商业开辟市场（２８）。固定资本和

流动资本。李嘉图（２８）。再生产较快或较慢的必要性（２８、２９）。

西斯蒙第（２９）。舍尔比利埃。施托尔希（２９）。

货币和资本。价值的长久性（２８）。

资本家向工人预付（２９）。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２９）。竞争（２９、３０）（３２下半页）。

剩余价值。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周转时间（３１、３２）（３３）。

１３５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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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生产时间的资本部分和处于流通时间的资本部分相互交替

（３３）。

流通时间（３４）。剩余价值和生产阶段。资本再生产的次数＝

周转的次数。总剩余价值等（３４）（３５）。

资本流通中的形式变换和物质变换（３６）。Ｗ—Ｇ—Ｗ；Ｇ—

Ｗ—Ｇ（同上）。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区别（３６）。施托尔希。货币。商业阶

层。信用。流通（３７）。

小流通。资本和劳动能力一般之间的交换过程（３７）（３８）。资

本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３８）。

流通的三种规定或三种方式（３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３９、

４０）。分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总资本的周转时间（４０）。这种

资本的平均周转（４０）（４１）。固定资本对资本总周转时间的影响

（同上）。

流动的固定资本。萨伊。斯密。罗德戴尔（４２）。罗德戴尔论

利润的起源，４３。

劳动过程（４３）。

固定资本。劳动资料。机器（４３）。

［Ｂ—３４］笔记本 。

固定资本。劳动的力量转化为资本的力量，既是在固定资本

的形式上，又是在流动资本的形式上（１）。固定资本（机器）在

何种意义上创造价值（１）。罗德戴尔（同上，１、２）。机器要以大

量工人为前提（１、２）。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资本的两种特殊形式（２）。固定资本

２３５ 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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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过程的连续性（２）。机器体系和活劳动（２）（发明业）。资

产阶级生产的基础（价值尺度）和它的发展本身之间的矛盾。机

器等（３）。

固定资本的发展的意义（３）（就资本一般的发展来说）。创造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所依据的比例（３）。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是资本的主

要使命。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资本中的对立形式（３、４）。

劳动生产率和固定资本的生产（《原因及解决办法》１３８）（４）。

使用和消费。《经济学家》。固定资本的耐久性（４）。

真正的节约（经济）＝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力的发展。自

由时间和劳动时间之间对立的扬弃（５）。

对社会生产过程的正确理解（５）。

欧文对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观（５）（６）。

资本和自然要素的价值（６）。

固定资本的规模表示资本主义生产的水平（６）。

原料、产品、生产工具、消费的规定（６）。

货币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６）。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对个人消费的关系（６、７）。

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资本的周转时间。固定资本的

再生产时间。对流动资本来说，中断不应延续过久，以致破坏它

的使用价值。对固定资本来说，生产的连续性是绝对必要的，等

等（７）。

劳动的时间单位是日；流动资本的时间单位是年。随着固定资

本的加入，成为单位的是一个更长的总期间（７）。工业周期（７）。

固定资本的流通（８）。

３３５我自己的笔记本的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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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风险（８）。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在同样程度上带来利润的

看法是错误的。李嘉图等（８）。

同一商品有时是固定资本，有时是流通资本（８、９）。

资本作为资本出售（９）。

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流通的固定资本（９）。

每一个表现为生产前提的要素，同时也是生产的结果。生产

本身的条件的再生产。资本作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再生产

（９、１０）。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经济学家》。斯密。流动资本的对等

价值必须在一年内生产出来。固定资本不是这样。它使以后年份

的生产成为必要（１０、１１）。

保养费［固定资本的］（１１）。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收入（１２）。

自由劳动＝潜在的赤贫。伊登（１２、１３）。

固定资本的价值同它的产品相比越是小，就越合乎目的（１３）。

可动的和不动的，固定的和流动的［资本］（１４）。

流通和再生产的联系（１４、１５）。使用价值必须在一定时间内

再生产出来（１５）。

资本是结果实的东西。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１５）。利润率

（１５）。利润率的下降（１５）（１６）。利润率。利润额（１６）（１７）。阿

特金森。亚·斯密。拉姆赛。李嘉图（１７）。剩余价值作为利润总

是表示较低的比率（１７、１８）。威克菲尔德（１８）。凯里。巴师夏

（１８）（１９）。资本和收入（利润）。生产和分配。西斯蒙第（１９）。

从资本的观点来看生产费用。从资本的观点来看利润（２０）。利润

的不相等。平均化和一般利润率（２０）。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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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规律（２０、２１）。

［Ｂ—３５］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２１）。

固定资本的价值和固定资本的生产力。固定资本的耐久性和

固定资本的生产力（２１、２２）。社会力量，分工等不费资本分文（２１）。

机器则与之不同（２１、２２）。并见２２关于使用机器是经济的论述。

利润和剩余价值（２２）。

机器和剩余劳动。剩余价值学说的概括（２２、２３）。

客观生产条件的比例。资本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的变化

（２３）（２４）（２５）。

货币和固定资本：以一定量的财富为前提（《经济学家》）（２５）。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棉纺厂主（《经济学家》）（２５）。

奴隶制和雇佣劳动。斯图亚特（２５、２６）。让渡利润。斯图亚

特（２６）。

伊丽莎白时代以来的英国毛纺织业（塔克特）。丝纺织工场手

工业（塔克特）（２７、２８）。他还谈到铁。谈到棉花（２８）。

自由雇佣劳动的产生。流浪者。塔克特（２８）。

布莱克论积累和利润率（２８、２９）。（他指出，价格等不是无

关紧要的，因为纯消费者阶级并非既消费，又进行再生产。）闲置

资本，同上（２８）。

十六世纪初的自家消费的农业（塔克特）（２９）。

利润。利息。机器对劳动基金的影响。《韦斯明斯特评论》

（２９）。

决定商品价值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托伦斯（３８、３９）。

工资的最低限额（３９）。

１８２６年棉纺织业的机器和工人。霍吉斯金（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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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怎样创造原材料。亚麻工业。短纱。《经济学家》（３９）。

机器和剩余劳动（３９、４０）。

资本和利润。“价值构成产品”（４０）（４１）。在资本主义生产

中工人同劳动条件的关系（４１）。

资本的一切部分都带来利润（４１）。

棉纺织厂内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西尼耳的剩余劳动

和利润。机器延长劳动时间的趋势（４１、４２）。

运输对流通等的影响（４２）。运输使囤积越来越成为不必要

（４２）。

绝对剩余劳动和机器。西尼耳（４２）。

英国棉纺织厂。工人。关于机器和剩余劳动的例子（４２）。

昔蒙兹的例子。格拉斯哥。机械织布厂等（４３）。（这是一些

有关利润率的例子。）

机器缩减必要劳动的各种方式。盖斯克尔（４３）。

劳动是资本的直接市场（４４）。

随着资本的发展，劳动条件同劳动相异化（４４）（颠倒）。颠

倒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而不只是与之相适应的分配方式

的基础（４４）。

梅里威耳。在殖民地，工人的自然从属关系必须由人为的限

制来代替（４４）。

机器等怎样节约材料。面包。杜罗·德·拉·马尔（４５）。

生产消费。纽曼（４７）。资本转化。经济周期（纽曼）（４７）。

普莱斯博士。资本的天然力量（４７）（４８）。

蒲鲁东。资本和简单交换。余额（４８）。

工人一无所有的必要性。唐森（４８、４９）。加利阿尼（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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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无限性。加利阿尼（４９）。

［Ｂ—３６］预付。施托尔希（５０）。节约理论。施托尔希（５０）。

麦克库洛赫。余额（５０）。利润（同上）。周期性的资本毁灭。

富拉顿（５０）。

阿伦德。自然生长的利息（５１）。

利息和利润（５１）（凯里）（５２）。英国的典当（５２）。

商人是怎样取代师傅的（５２）。

商人财产（５２）（５３）（５４）。

等价物的贸易是不可能的。奥普戴克（５５）。

本金和利息（５５）。

两个国家可以根据利润规律进行交换，两国都获利，但一国

总是吃亏（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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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生产过程

  （１）货币转化为资本

（α）过渡

如果资本被说成是单纯的价值额，那就什么也没有说明（ ，

１２）。货币的贮藏并不是资本化（同上）。 （１３、１４、１５）。 ，２３、２４。

，２８（下半页。资本和货币）。

流通和来自流通的交换价值是资本的前提（ ，１６）（１７）（ ，

１８）。

，１９、２０（作为交换价值的资本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相对

立）。

（２１）（ ，２２）。

西斯蒙第。 ，１９（下半页）。

商业资本和资本一般。商人和手工业者。 ，５２下半页。５３、

５４、５５（奥普戴克）。

（β）资本和劳动能力的交换

（ ，２２）（ ，２３）（ ，２５、２６、２７、２８）。 ，１３。 ，２９。 ，８。 ，１４。

，３７、３８。

工人重复出卖（ ，８）。

工资是非生产的（ ，８）。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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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流通Ｗ—Ｇ—Ｗ（ ，９）。

工人一无所有是这种交换的条件（ ，９）。 ，３、４、５、６下

半页。

抽象劳动与资本相对立（ ，９）（１０、２６）。

劳动的交换价值（ ，１４、１５）（ ，２２、２７）。

使用价值的消费在这里进入经济过程（ ，１７）。，２３、２４（资本

是创造雇佣劳动的东西）。 ，４８、４９、５０。

［产生］雇佣劳动和资本关系的历史条件。 ，８。 ，１２、１３。

劳动能力（ ，７）。

平均工资（ ，３９。我们考察［这一过程］时必须假定一个最低

限额）。

凯里的利润说。 ，７、８。

罗西（ ，１１、１２。资本的物质构成部分。工资属于资本的本质

吗？ ，３８）。

交换条件。工人是潜在的赤贫（ ，１５）（１６）。

托伦斯。决定商品价值的是资本，而不是劳动（ ，３８、３９）（李

嘉图学派的混乱。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中的分配）。

（γ）劳动过程

（ ，１０、１１、１２、１３）。

生产消费（ ，４７上半页。纽曼）。

（δ）价值增殖过程

，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２、４３。

，２（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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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的一般概念（ ，２１）（２２）（２３）（２４）（２５）（２６）（２７）

（２８、２９）（３０）（ ，１、２、３、４、５、６、７）。 ，１３。 ，１０。

生产力的增长，量和质（ ，４）。 ，２０。

如果生产力和绝对劳动时间已定，就必须增加同时并存的工

作日数（ ，７、８）（ ，１４）。

同时并存的工作日。同上。

人口。 ，１４、１５。

生产力的提高意味着资本的不变部分同资本的可变部分相比

增长了（ ，９）。

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为了使用同一数量的工人，资本应增

加多少（ ，９—１２）。

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１４）。

劳动的结合。 ，５０。

麦克库洛赫（ ，５０）。

（２）绝对剩余价值

（ ，２３、３２、３３）。

绝对的和必要的劳动时间。 ，２４。 ，１６、１７。（ ，１５、１６、１７。

剩余劳动。过剩人口）。

剩余劳动时间（ ，１９。拉姆赛、威德）。

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 ，２１）（ ，４４上半页）。

西尼耳（ ，４１、４２）。

（３）相对剩余价值

，２７、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

３４５《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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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３。

（α）大量人的协作

，２２、２３。

（β）分工

奴隶劳动比自由人劳动更有生产效能，只要后者不结合起来

的话。威克菲尔德。 ，１８。

（γ）机器

，１３、１４。 ，４３。 ，１、２、１３（下半页）。 ，２２、３９、４０、４２、４３

下半页。

由于使用机器从原材料上获利（得到节约）。 ，３９（《经济学

家》）。

商品价格。蒲鲁东（ ，２６—３２）。

（４）原始积累

（ ，２０、２１。 ，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５０、５１、５２、５３）。

剩余产品。剩余资本（ ，４２、４３、４５）。

资本生产雇佣劳动（ ，４３、４４）（４５）（４７）。 ，１５。

原始积累。 ，１、２、３、４、８—１５、１６。

劳动能力的积聚（ ，１０、１１）（ ，１１。罗西。联合）。

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和获得剩余价值的不同手段。 ，２２、２３、

２４。

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２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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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的成倍增加。 ，２３。

人口（ ，２３）。

（５）雇佣劳动和资本

，１４（ ，２８、２９）（ ，１３）（ ，１４）（１５、１６）（ ，４０下半页和

４１上半页）。 ，２３。

资本是集体力量，是文明（ ，９、１０（威德））（ ，１１。拜

比吉）。

资本＝预付。 ，２９下半页。

工人靠工资再生产。 ，３８。

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扬弃的限制。 ，２、３。可以自由支配的

时间。 ，３、４。劳动本身转化为社会劳动（同上，４）。欧文（ ，５下

半页）。

真正的经济。劳动时间的节约。但不是对立的（ ，５）。

简单商品流通中占有规律的表现。这一规律的转化（ ，８、９、

１０、１１、１２）（ ，４５）（５０）。

，４４。

资本的流通过程

  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同时是资本的价值丧失过程（ ，１５、

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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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 ，１６、１７）（１８）。｛这属于第二篇：资本的竞争。１４０｝

资本作为过程是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统一（ ，１８）（１９、２０）。

资本的传布趋势（ ，１８）。

资本传播文明的趋势（ ，１８、１９）。

生产和价值增殖的矛盾（ ，２２）。 ，２４、２５。

商品转化为货币（ ，４０、４１）（ ，８）。

资本流通（ ，１６、１７）（ ，１４。查默斯）（ ，３６）。 ，９。对查

默斯：布莱克。 ，２９。 ，４７。

生产过程，流通过程（ ，１７、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２）。

闲置资本（ ，８、９）。

不同的生产时间。 ，１４、１５。 ，３６。

约·斯·穆勒：流通时间（ ，１９）（闲置资本）。

资本周转。 ，１９、２０。 ，４７下半页。

流通费用（ ，２）（２１）（２２）（ ，２３、２４、２５）。 ，３７。

流动资本。 ，２０、２１。固定资本。同上。 ，２７。资本向两种

特殊形式的资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过渡。 ，２。

周转（ ，２１、２２）。周转次数。 ，３１—３５。 ，７。

流通时间。 ，２２、２３、２５。

商品资本、货币资本和产业资本（ ，２６）。

年是资本周转的尺度（ ，２６、２７）。

固定资本。流动资本（ ，２７、２８、２９）。 ，３９、４０、４１、４２—４４。

，８（下半页）、１０、１１、１３、１４、１５。

大流通和小流通。 ，３７、３８、３９。

整个流通是三重的。 ，３９。

固定资本。流动资本。劳动的社会规定以这两种形式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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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上去（ ，１）（ ，６）。

流通时间的延长＝再生产次数的减少，或处于生产过程中的

资本量的减少。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生产过程的］连断性成为必

要。因此，［生产过程的］中断是预先存在的价值的损失（ ，２）。

固定资本和对劳动的需求（ ，２８。巴顿）。

固定资本。 ，２、３。社会内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关系。 ，

３。 ，４。固定资本比流动资本处于更高的程度上。同上，４。

固定资本的耐久性。 ，４。 ，２１、２２。

货币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６。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对个人消费的关系（ ，６下半页，和

７）。

总资本的平均周转（同总资本的价值增殖的关系）。固定资本

和流动资本的周转之间的关系。连续性。生产中断对固定资本和

对流动资本的不同影响。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间成为经济周期的

计量单位。［资本］总再生产阶段（ ，７）。

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不同的回流（ ，８）。

固定资本，其使用价值进入流通（ ，９）。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生产（ ，９、１０）。

固定资本的保养费（ ，１１）。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收入（ ，１２）（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

回流。同上）。

再生产时间由商品的使用价值决定（ ，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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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利润

  利润率和剩余价值（ ，１、２、３、４、５、６、７、８、９。 ，１０）（ ，１２、

１３）（１７、１８）（３９）（４３）。

资本和利润（ ，１５）（１６）（１７）（２０、２１）（２２）（４０）（４１）。

在生产力提高的情况下，为了使用同一数量的工人，资本应当

增加（ ，９—１３）。

风险。利息。生产费用。 ，８。

资本各个部分的均等利润。 ，８。

工资和利润，是生产形式，从而是分配形式，等等（ ，１９）。

利息和利润。 ，５１、５２。

［ ］

其他问题

  对资本的各种解释：

资本是“单纯的生产工具”（ ，１５）（资本被理解为物。同上）

（资本决不是简单的关系，而是过程。同上。 ，１６）。资本和产品

（ ，１８）。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２１、２２）（ ，１４）。

农业、土地所有权和资本（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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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 ，２４、２５）。

利润的根据（ ，１９、２０）。 ，２２、２３。

生产费用（ ，２０）。

资本家不是支出，而是预付（施托尔希。 ，５０。反对节约说。

同上）。

蒲鲁东和利息等（ ，２０）。他对土地所有权的非经济起源的看

法（ ，３）。剩余价值（ ，２７）（普莱斯（理查）和蒲鲁东。 ，４７、

４８）。

巴师夏论雇佣劳动制度（ ，２２）。关于利润等（ ，１８、１９）。

农业（本身又兼营工业。十五世纪。 ，２９。哈里逊）。

货币资本（ ，４４）。

李嘉图。剩余价值的产生。工资和利润是单纯的份额（ ，１、

２）（威克菲尔德对李嘉图。 ，８）（马尔萨斯反对把工资看作比例。

，１２）（１３）。 ，８。

马尔萨斯。价值理论（ ，第３页及以下各页）（ ，１２、１３）。

斯密的劳动牺牲说，西尼耳的节欲牺牲说（ ，１７）（１８）。

斯密的利润产生说（ ，１８）。罗德戴尔的反驳。 ，４３。

麦克库洛赫的剩余价值产生说。 ，１８。工资是工人本身产品

的一部分。同上。 ，１９。

雇佣劳动和奴隶制。斯图亚特。 ，２５、２６。斯图亚特：机器。

同上，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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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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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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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象本卷上册一样，在本册中马克思所使用的引文的页码，并不是他

引用的原著的页码，而是他自己的摘录笔记本的页码。凡是马克思的笔

记本的页码，本册中一律改为马克思引用的原著的页码。马克思只提到

引文的作者的地方，本册中也都指出了原著的名称。——第３页。

３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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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括号内的“不对！”这个词是马克思后来加进手稿中的；它是针对前面

那句话的：“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在这里不外是生产产品所必需的劳动

时间。”马克思在进一步整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过程中（见本册第

１０２—１０３和１８５—１８７页），以及后来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资

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全部时间，并不因此也必然是劳动时间”（《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２６６页）。——第８页。

３  劳动能力原文是《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氹ｇｅｎ》。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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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页。

４  马克思对马尔萨斯这个论点的评论，见《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９７页）。——第３８页。

５  马克思引用的威·汤普逊著作中的这段话，是根据他１８４５年的札记本

转述的。——第３８页。

６  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５５页。马克思在后面，

即在本册第４５—４９页上，引用了拉姆赛这本书的有关地方。——第

４１页。

７  马克思指的是施托尔希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

卷第４０９—４１１页。在这里，举了十九世纪初彼得堡的糖、咖啡、大麻、

铁等类商品投机买卖的例子，马克思在后面，即在本册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上引用了施托尔希著作中的这些段落。——第４３页。

８  亨·查·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７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卷第９９、

１２９页。——第５１页。

９  在《剩余价值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

１９２—２０４页）中，马克思对麦克库洛赫通过把劳动的概念扩展到自然

过程而对劳动概念进行的歪曲作了详细的考察。——第５２页。

４５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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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见卡·马克思《论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摘录、评注、

笔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４４卷第６７—１４０页）。在许多

场合，马克思引用李嘉图著作的文句都是用德文按意思复述的。——

第５３页。

１１ 在马克思原稿中，以下的引文都标有两个数字。在本册中，编者把前一

个数字省略了，只保留了后一个数字，即李嘉图原著的页码。参看注１

末尾的说明。——第５４页。

１２ 布雷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反对派，是关于“平等交换”的空想学说的

倡导者，这一学说包含在他的著作《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

法》（１８３９年里子版）中，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引用了布雷的

最重要的见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３５３—

３５９页）。——第５４页。

１３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

１００—１０２、１３０—１３１页。——第５４页。

１４ 马克思所指的例子，见李嘉图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

年伦敦版）第２６—２７页。——第５６页。

１５ 马克思在１８５８年３月５日给恩格斯的信中（写于写作这页手稿之后约

一个月），引用了计算利润的这同一个例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９卷第２８５页）。这个例子马尔萨斯采自（在他的《政治经济学

原理》第２版中）官方出版物，后者的全名是：《工厂调查委员会。皇

家委员会中央评议会的第１号报告》，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３３年６月２８

日刊印，第３４页。——第５９页。

１６ 马克思计算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转率的方法如下：计算固定资本

的周转率——用它的量（１００００镑）除以折旧基金量（６５０镑）；计算流

动资本的周转率——用意外费用（１１００镑）、工资（２６００镑）和原料价

值（１００００镑），即总计１３７００镑，除以流动资本量（７０００镑）。——第

６０页。

１７ 马克思在１８５８年３月５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马克思引用了计算利润

５５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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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同一个例子）中指出：“很遗憾，在上述材料中没有指出工人的人

数；也没有所谓的薪金和真正意义的工资之间的比例数。”（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２８５—２８６页）在手稿的同一处马克思假

定，在年支出中工资部分恰好等于 １
６，２６００镑的其余部分薪金。——

第６０页。

１８ 亨·查·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７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卷第

７３—８０、８３—９２、９９、３３７、３３９—３４０页。——第７６页。

１９ 在以前的资本有机构成条件下，１６０００镑资本需要８０００工人。现在只

需要１５００工人，即以前比现在多４倍多。可见有６５００工人被抛上街

头，比在业的１５００工人多３倍以上。——第７８页。

２０ 第一个资本家如果拥有１６０００镑资本，就需要８０００工人，第二个资本

家则只需要１５００工人；可见，第一个资本家的每５个工人相当于第二

个资本家的１５１６个工人。——第７９页。

２１ 马克思对于这里引用的威克菲尔德的这些话的评注，见《剩余价值理

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５３—４５４页；第

３册第２０５页）。——第７９页。

２２ 指的是贝利从下面这部著作中引用的话：阿尔伯特·加拉延《论美国的

货币流通和银行制度》１８３１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６８页。——第８１

页。

２３ 彼·盖斯克尔《手工业工人与机器：由于机器代替人的劳动而造成的工

业人口的道德和身体状况》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１１—１１４、２９３—３６２

页。——第８５页。

２４ 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爱·比奥译自英文第３版，１８３３

年巴黎版第４８５页。——第８８页。

２５ 佩·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

内容）》，载于《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４３年布鲁塞尔版。——第８９页。

２６ 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０—７１页。——第９０

页。

６５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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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资本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实质上是《资本一般》章，即

马克思所设想的六分册中的第一分册《资本》的第一章。见马克思１８５８

年２月２２日和３月１１日先后致拉萨尔的两封信（《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４页）。——第９４页。

２８ 亨·查·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７４—７５

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引用了凯里的这种说法（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１８３页）。——第９６页。

２９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中对费里埃作了简评，说他是重商主义者的

“现代复兴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５—７６页）。

并见本卷上册第１６４—１６６页。——第１００页。

３０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１卷第１篇第１１

章。——第１０２页。

３１ “面包和娱乐”（《Ｐａｎ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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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的富有的奴隶主

的施舍来生活。

    关于古代的殖民地，见《纽约每日论坛报》刊载的马克思写于１８５３

年３月４日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６１８—６１９

页）。该文还谈到古代世界衰落时期野蛮部落的大迁徙。——第１０５

页。

３２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９３、４９５

页。——第１０８页。

３３ 圣经《创世记》第３章第１９节。——第１１２页。

３４ 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傅立叶全集》１８４８年巴黎第

３版第６卷第２４５—２５２页）。——第１１３页。

３５ 纳·威·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３０９—３３５

页。——第１１３页。

３６ 比·约·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

７５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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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卷第７３页；弗·巴师夏和比·约·蒲鲁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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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页。对蒲鲁东的这一

论点的分析，并见《哲学的贫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

卷第１２７—１３７页）。——第１１４页。

３７ 关于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剩余劳动变为必要劳动这一点，马克思在《资本

论》第一卷中说过如下一段话：“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才允许

把工作日限制在必要劳动上。但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必要劳

动将会扩大自己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工人的生活条件日益丰富，他

们的生活需求日益增长。另一方面，是因为现在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将

会列入必要劳动，即形成社会准备基金和社会积累基金所必要的劳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７８页）。并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９２５—９２６页。——第１１４页。

３８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６９—７０页。——第１１８

页。

３９ 马克思指的是约翰·斯图亚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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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９页。

４０ 圣经《诗篇》第４２篇第２节。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

卷第１５９页。——第１２５页。

４１ 马克思指他的第 本札记，其中有１８５０年巴黎出版的《无息信贷。弗

·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一书的摘录。蒲鲁东关于劳动提供

余额的公式，见该书第２００页。蒲鲁东的《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的

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７３页上也有这个公式。参看本册第１１４

页。——第１４７页。

４２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３０

页。——第１４８页。

４３ 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６—１９页。——第１５６页。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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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９３页。——第１８９页。

８５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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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见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４０５、４２０页；

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２３７—２３８页；斯密《国

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１９７—１９８

页。——第１９３页。

４６ 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４—１５页。——第１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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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页。

４８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托马斯·霍吉斯金的观点时，曾对并

存劳动的概念作过类似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

卷第３册第２９３—３０８页）。——第２１３页。

４９ 罗德戴尔关于利润的辩护论解释，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曾加以

考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７３—７４、２７２—

２７３页），并见本册第２０３—２０５页。——第２１４页。

５０ 托马斯·霍吉斯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１８２５年伦敦版）这本

小册子第１６页上说：“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道路修建者应当得到一

部分只有道路使用者才能从道路得到的利益；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所

有这些利益都应当属于道路本身，并且由那些既不修建道路也不使用

道路的人以他们的资本的利润为名据为己有。”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８９—３２８页。——第２１６页。

５１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参看《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２１页。——第２１７页。

５２ 马克思认为匿名的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的作者关于剩余价值源泉的观点是“超过李嘉图的本

质上的进步”。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

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６０—２６９、２７６—２８２页）上对这一小册子作了这样

评论。在这里，马克思引用的匿名小册子的引文保持了马克思引用时的

原样，是带解释性的意译，是用马克思的术语转述匿名作者的思

想。——第２１９页。

９５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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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３年巴黎版第３７５—３７６页。——第

２３５页。

５４ 马克思指的大概是摘自黑格尔《小逻辑》第２０９节补充中的那些话，马

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１卷第５章注释２中引用过这些话。马克思使

用的是１８４０年的版本（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１部《逻辑》，

《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０年柏林版第６卷第３８２页）。——第２５２页。

５５ 马克思引用的伊登的著作是根据１８４５年恩格斯所编写的提纲，这一提

纲部分地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１９３２年柏林版第１部分第４卷

第５０７—５１２页上。——第２５３页。

５６ 指斯宾诺莎的话：“从永恒性的角度。”这句话不止一次地出现在他的

《伦理学》中（第二部分，定理４４，结论２；第五部分，定理２２—３６）。——

第２６４页。

５７ 爱·吉·威克菲尔德《略论殖民艺术》１８４９年伦敦版第７６页。——第

２７３页。

５８ 马克思指的是自己的未完成的手稿《巴师夏和凯里》，该手稿写于１８５７

年７月，载于本卷上册卷首。——第２７４页。

５９ 关于学徒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０６页。——

第２９２页。

６０ 马克思指的是本杰明·汤普逊（即朗福德伯爵）的著作《政治、经济、

哲学论文集》第１卷（１７９６年伦敦版），其中提到了“制作各种各样的

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５９页）。——第２９９页。

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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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

页。

６２ 《旁观者》（《Ｔｈｅ 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是每日出版的英国文学报纸，１７１１—

１７１４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引用这一报纸（以及引用洛克、休谟和孟

０６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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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斯鸠的著作），系根据詹姆斯·斯图亚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研

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３９９页。——第３０４页。

６３ 弗·摩·伊登《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

史》１７９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１９—１２０页。——第３１１页。

６４ 《韦斯明斯特评论》（《Ｔｈｅ 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是英国资产阶

级自由派杂志，１８２４年至１９１４年在伦敦出版，每年出四期。——第

３１２页。

６５ 这段引文的出处没有查到。——第３１７页。

６６ 戴·乌尔卡尔特《家常话》１８５６年伦敦版第１１２页。——第３２０页。

６７ 米兰生丝的这一价格，见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３日《经济学家》 （第３００

页）。——第３２０页。

６８ 威·科贝特《纸币对黄金》１８２８年伦敦版。——第３３０页。

６９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１篇第４章第２段的末

尾。——第３４３页。

７０ 霍吉斯金引用的著作是：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

黎版第２卷第１２８页。——第３４５页。

７１ 让·巴·萨伊《实践政治经济学全教程》１８４０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

５１０页。——第３５０页。

７２ 马克思的计算是这样的：如果１５００镑是全部预付资本的５％的纯利

润，那么这笔资本就是３００００镑。因为固定资本等于２３０００镑，所以流

动资本就等于７０００镑。马克思在下面确定第一种场合的预付资本量

（得出３４０００镑）和第三种场合的预付资本量（得出２８０００镑）时也采

用了类似的计算。——第３５８页。

７３ 威·希·普雷斯科特《秘鲁征服史》１８５０年伦敦第４版第１卷第１４７

页。——第３６６页。

７４ 马克思引用的这段拉丁文的出处没有查到。——第３６８页。

１６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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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７５ 这些话引自《最神圣的皇帝查士丁尼所著法学阶梯》１８１５年巴黎版第

４６页。——第３６８页。

７６ 《两大陆评论》（《Ｒｅｖｕｅ ｄｅｓ Ｄｅｕｘ Ｍｏｎｄｅｓ》）——一种资产阶级

文艺和政论性的双周刊，从１８２９年起在巴黎出版。——第３７０页。

７７ 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因》，拉让蒂

·德·拉瓦伊斯译自英文，１８０８年巴黎版第１７３—１８２页。关于皮特于

１７８６年建立的偿还国债的基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

卷第４７９—４８０页。——第３７１页。

７８ Ｓ＝Ｃ（１＋ｉ）
ｎ
是复利的公式，Ｓ表示资本加利息的总和，Ｃ表示预付资

本，ｉ表示利息率，ｎ表示过程进行的年数。——第３７２页。

７９ 《人民之声报》（《Ｌａ Ｖｏｉｘ ｄｕ Ｐｅｕｐｌｅ》）是蒲鲁东创办的日报，１８４９

年１０月１日至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４日在巴黎出版。——第３７２页。

８０ 在正文中引用的阿伦德的著作中，有专门的一节（第８８节，第４２０—

４２１页）论证犬税的正当合理性。——第３８１页。

８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００—４０４页。——第

３８５页。

８２ 马克思是指边沁的著作《为高利贷辩护》，该书第１版于１７８７年在伦敦

出版，第２版１７９０年出版，第３版１８１６年出版。——第３８５页。

８３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这里把“生产阶级”理解为资本家生产

者。——第３８５页。

８４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大体上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认为有

无数个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

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

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３８９页。

８５ 指恢复银行券强制兑换黄金的法令。——第３９３页。

８６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第１篇第５章。——第３９４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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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７ 这段引文没有查到。——第３９７页。

８８ 限制法或银行限制法（Ｂａｎｋ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１７９７年英国政府

颁布的一项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了银行券的强制性的牌价，废除银

行券兑换黄金的办法。１８１９年又通过一项法令恢复了银行券兑换黄金

的办法。而实际上直到１８２１年才完全恢复兑换。——第４０５页。

８９ 指拿破仑一世关于封锁不列颠各岛的法令，分别于１８０６年１１月２１日

在柏林以及１８０７年１１月２３日和１２月１７日在米兰签署。这些法令规

定 了所谓“大陆封锁”，禁止法国及其欧洲大陆的盟国同英国通

商。——第４０５页。

９０ 《泰晤士报》（《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是英国最大的一家具有保守倾向的日

报，１７８５年起在伦敦出版。——第４０７页。

９１ “通货原理”（《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或“通货理论”（《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ｔｈｅｏｒｙ》）——是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它以此为名于十九

世纪四十年代初出现于英国。它的代表是劳埃德（即奥维尔斯顿勋爵）、

诺曼等人，他们断言，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于流通领域中的货币数

量。——第４０７页。

９２ 指詹·麦克拉伦的著作《通货简史》１８５８年伦敦版。马克思在这里引

用的是１８５８年５月１５日《经济学家》杂志上刊载的对该书的评论。见

马克思１８５８年５月３１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９卷第３１６页）。——第４０９页。

９３ 这是马克思对自己的经济学著作的第一章的最初称呼，在这一草稿完

成后不久又取名为《商品》。——第４１１页。

９４ 指四十年代漫游俄国的普鲁士官吏和作家奥古斯特·哈克斯特豪森的

著作《对俄国的内部关系、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１８４７—

１８５２年汉诺威—柏林版第１—３册。——第４１２页。

９５ 关于马克思编这个索引的动因，他在１８５８年５月３１日给恩格斯的信

中已说明。马克思在信中对恩格斯说，他单是把自己的手稿《政治经济

学批判》重读一遍差不多就要花一个星期，因为这一手稿印出来会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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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一大本，共占了七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地写了３０８页。马克思接着又

对恩格斯说，困难的是，这些手稿很乱，其中有许多东西只是以后的篇

章才用得上。马克思写道：“因此我得编一个索引，好很快地在某册某

页上找到我工作中前先需要的东西。”

    马克思首先要整理付印的材料，是他计划中的经济学巨著的第一

部分。马克思当时所说的《第一部分》，就是不久后他所指出的自己的

著作《资本论》的《第一篇》，该篇包括三章：《商品》、《货币》和《资

本一般》。但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手稿中，商品章的标题还称作《价值》。

    马克思编的《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由两份未完成的草

稿组成：在第一份草稿中，马克思想把手稿的材料按《第一部分》的各

个主要章节分篇，但只编到资本流通这一节，而且这一节以及以前一些

节也没有填齐手稿中相应的页码；第二份草稿只包括货币章的材料，较

详细地制定了这一章的结构。

    在索引的主要标题之间，马克思留了很大的间隔，可能是为了便于

以后再补充小标题或补充引文。

    《七个笔记本的索引（第一部分）》写在笔记本“Ｍ”的最后１１页上，

这个笔记本包括有马克思的名著《导言》（见本卷上册第１８—５０页）。

    在索引中马克思用罗马数字表示《政治经济学批判》稿本的编号，

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某一笔记本的页码。——第４１３页。

９６ 马克思指的是１６２２年在伦敦发表的爱德华·米塞尔登的匿名著作

《自由贸易或贸易繁荣之道》。——第４１７页。

９７ 马克思在手稿第 本第５５页上根本没有提到威尔逊。马克思在这里可

能是笔误，本来应当提到的可能是莫里逊，因为在这一页上谈到货币贬

值问题时曾提到他。但也可能有另一种解释：威尔逊是《经济学家》杂

志编辑，而马克思在这一页上曾四次提到这个杂志。当然，在其他地方，

马克思引证时只标出杂志的名称，而不是杂志编辑的姓名。——第

４２０页。

９８ 索引的这一条涉及约·乔·奥·维尔特《德意志人的历史》（１８４６年斯

图加特修订第２版第１卷）的一段摘录，这段摘录包含在马克思１８５８

年的一本札记中。这段摘录说明，直到四至五世纪，古日耳曼人使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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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微乎其微，各种货币贡赋经常以牲畜、武器、谷物等贵重物品来缴

纳，而且公牛、母牛、马、剑、盔、盾、抄本及其他物品的价格由法律

规定，这些物品被用来代替古尔登缴纳货币贡赋。——第４２０页。

９９ 马克思引证的是他的１８５７年的一本札记，其中有麦克劳德的著作《银

行业的理论与实践》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的摘录。麦克劳德在该书第

１５页上谈到约瑟亚·柴尔德的著作《论商业》（麦克劳德以为这一著作

出版于１６９８年），该著作刊有制定法律降低利息率的计划。——第

４２０页。

１００ 见注９６。——第４２３页。

１０１ 在第 本笔记的第６３页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手稿（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草稿）中断。这一大厚本笔记的以下各页都是各种书籍和期刊的摘录。

在这个笔记本的第６４页上，有乔治·多德的著作《工业奇迹和应用科

学》（１８５４年伦敦版）一书的摘录，其中包括关于铸币磨损的摘录。这

段摘录的一部分，马克思曾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引用（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８８—８９页）。——第４２４页。

１０２ 马克思指１８５１年１月开始写的第 本札记，其中第１４—１７页摘录了

威·杰科布的著作《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

２卷第２６—３０章。——第４２５页。

１０３ 马克思指１８５０年１１—１２月间写的第 本札记，其中摘录了威·杰科

布的著作《贵金属生产和消费的历史研究》１８３１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４—

１４章和第２卷第１５—２５章。——第４２５页。

１０４ 托·图克《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的价格和流通状况的历史》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

２２６页。——第４２６页。

１０５ １８５８年６月初，马克思编了《七个笔记本的索引》，这些笔记本也就是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草稿。这个索引是马克思用来整理草稿以准备付

印的提纲。在１８５８年６、７月间，马克思几乎没有可能写作经济学著作

（见马克思１８５８年８月８日给恩格斯的信），但从１８５８年８月大约至

１０月底，他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初稿，其中除商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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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货币章外，按马克思当时的计划还应包括资本章。１８５８年１１月，马

克思夫人开始誊清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定稿，已经只由前

两章组成。

    我们所见到的初稿，只是第二章的后四分之三和第三章的开头部

分。这些部分包含在“Ｂ′”和“Ｂ”这两本笔记本中。笔记本“Ｂ′”的开头只

是半句话。接在它前面的笔记本“Ｃ”还没有找到，从整个情况来看，其

中应包含商品章（这一章起初称为《价值》）和货币章的开头部分。

    在笔记本“Ｂ′”的封面上，马克思写了五点简要说明，其内容涉及

货币章和资本章，现刊印在原稿的末尾，作为对正文的一种补充。——

第４２７页。

１０６ 马克思这里引用的是古希腊作家、编纂家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

中的一段文字，并译成德语。下面马克思引用了同一段文字的希腊原

文。见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施魏格霍塞编，１８０２年斯特拉斯

堡版第２卷第１２１页。——第４３５页。

１０７ 马克思指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引用的色诺芬著作的一段

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７页）。这段话引自色

诺芬《论增加雅典国家的收入或赋税》一书的第四章。——第４３５页。

１０８ 看来是借用歌德的诗《神圣的》开头一句话：“愿人们是高贵的。”——

第４３６页。

１０９ 见注１０４。——第４４１页。

１１０ 马克思引用的克尔纳著作的这段话，所根据的是英文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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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９５页。参看本卷上册第１２６页。——第４４１页。

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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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拉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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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本。——第４４８页。

１１２ ［威·配第］《赋税论》１６６７年伦敦版第４７页。——第４４８页。

１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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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世记》第４８章第１３—２１

节）。——第４４９页。

１１４ 马克思引用路德的著作《论商业与高利贷》（１５２４年版）是根据下面这

本书：《奥·路·施略策尔〈书信集，主要是历史和政治内容〉》１７８０年

哥丁根版第７集第３７—４２册第２６５—２６６页。——第４５１页。

１１５ 见注１１１。——第４５４页。

１１６ 这段英文引文的出处没有查到。——第４５６页。

１１７ 圣经《马太福音》第６章第１９节。——第４５８页。

１１８ 马克思引用昂吉埃腊（殉道者彼得）１５３０年出版的著作《新大陆》（Ｄｅ

 Ｏｒｂｅ Ｎｏｖｏ》）是根据下面这本书：威·希·普雷斯科特《墨西哥征

服史——附古代墨西哥文化概述。征服者艾尔南·科尔特斯的生平》

１８５０年伦敦第５版第１卷第１２３页。——第４５９页。

１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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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页。

１２０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第５卷第８章第１４节，载于伊·贝克

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津版第９卷。——第４６０页。

１２１ 詹·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第３６７

页。

    平等派——平均派，社会平等的拥护者。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民主急进派的成员和拥护者都被称为“平等派”。——第

４７７页。

１２２ 手稿在这里加了括号并留了空，为的是以后填上凯里著作的书名。马克

７６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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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大概是指《国内外的奴隶贸易》１８５３年费拉得尔菲亚版。马克思在

１８５３年６月１４日给恩格斯的信中曾谈到此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２６９页）。但在这封信中，凯里的这本书的标题被

写为《国内外的奴隶制》。——第４８０页。

１２３ 讽刺性地借用康德《实践理性批判》一语。——第４８０页。

１２４ 柏拉图《理想国》，载于《柏拉图全集》，格·施塔耳鲍姆编，１８５０年伦敦

版。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０７页。——第４９３页。

１２５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１篇第９—１０章，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

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津版第１０卷第１３—１７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７页。——第４９３页。

１２６ 马克思引用的希腊文诗句出自《希腊诗选》第１１集讽刺诗第１６６首开

头部分（《希腊诗选》，根据在普法尔茨发现的现存巴黎的手稿刊印，弗

·雅科布斯编。１８１４年莱比锡版第２卷第３７０页）。讽刺诗的作者不

详。——第４９４页。

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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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和第２３卷第１６１页，以及本卷上册第

１６９页和第２２６页。布阿吉尔贝尔的说法是：“一切商品的结晶”（《ｐｒé

－ｃｉｓ ｄｅ ｔｏｕｔｅｓ ｌｅｓ ｄｅｎｒéｅｓ》）。——第５０２页。

１２８ 这几段文字马克思写在笔记本“Ｂ′”的封面上：第一段写在封面的正面，

其余四段写在背面。第三段文字在很大程度上是笔记本 第４页上《货

币章》正文的复述（见本卷上册第１７９—１８１页）。——第５１６页。

１２９ 品得的第一首奥林帕斯颂歌中的这几行诗，马克思引自希腊文，并且还

引用了拉丁文的散文体译文。——第５１６页。

１３０ 马克思在这里用自己的话转述了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１８３７年

伦敦版第９—１１页所阐述的思想。——第５１６页。

１３１ 这句话马克思引自拉丁文。出处没有查到。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７页。——第５１８页。

８６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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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 《提要》是笔记本“Ｍ”、 — 、“Ｃ”、“Ｂ′”和“Ｂ”所包括的材料

的概述，这些材料在１８５９年１月完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

中没有采用。马克思编写这个概述，是为了便于撰写自己的经济学著作

的相应部分，这个部分应成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续篇。

    《提要》写在笔记本“Ｂ”的最后９页上。

    在《提要》中，马克思先用罗马数字或字母标明笔记本的编号，然

后用阿拉伯数字标明笔记本的页码。

    关于本《提要》的写作日期，本卷俄文版编者在１９７４年写文章说

明，可能是写于１８６１年夏天（参看苏联《经济问题》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４

期所载维戈茨基《卡·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史料》一文）。——第

５１９页。

１３３ 笔记本“Ｃ”没有找到。据判断，它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整个第１

章和第２章开头部分的初稿。——第５２１页。

１３４ 笔记本“Ａ”是《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草稿）稿本 的另

一编号。——第５２１页。

１３５ 看来是指我们还没有找到的笔记本“Ｂ”的封面，马克思把该封面的背

面称为第１ａ页。——第５２１页。

１３６ 马克思把笔记本“Ｂ”中包括《货币转化为资本》一节的部分称为笔记

本“Ｂ ”。——第５２２页。

１３７ 马克思所指的第２９页（笔记本 的最后一页）没有找到。——第５２３

页。

１３８ 马克思指匿名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第５３３页。

１３９ 《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资本章）提纲草稿包括在一本单独的（既

无号码也无字母编号的）小笔记本中，并且没有总标题。该草稿对

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篇幅巨大的经济学手稿的稿本 — 中所阐述的问题

按以下三个主要部分进行了分篇：（１）资本的生产过程，（２）资本的流

通过程，（３）资本和利润。在草稿的末尾，还有一篇：《其他问题》，主

９６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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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涉及政治经济学史问题。

    在手稿中，在提纲的许多小标题之间留有很大的空白。

    在引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时，马克思用罗马数字标明笔记本的编

号，用阿拉伯数字标明相应笔记本的页码。

    关于本篇写作日期，本卷俄文版编者在１９７４年写文章说明，可能

是写于１８６１年夏天（参看苏联《经济问题》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４期所载维

戈茨基《卡·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史料》一文）。——第５３９页。

１４０ 指《论资本》一书的第二篇，马克思曾打算把该书分成四篇：（１）资本

一般，（２）竞争或许多资本家的相互作用，（３）信用，（４）股份资本。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９卷第２９９页。——第５４６页。

０７５ 马克思致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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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尔贝罗尼，朱利奥（Ａｌｂｅｒｏｎｉ，Ｇｉｕｌｉｏ 

１６６４—１７５２）——西班牙外交家和国家

活动家，原籍意大利。——第３６５页。

阿里斯托芬（Ａｒｉｓｔｏｐｈａｎｅｓ 约公元前

４４６—３８５）——著名的古希腊剧作家，

写有政治喜剧。——第４５４页。

阿伦德，卡尔（Ａｒｎｄ，Ｋａｒｌ１７８８—１８７７）

 ——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

经济学的代表。——第３８１、５３７页。

阿泰纳奥斯（Ａｔｈｅｎａｉｏｓ 二世纪末至三世

纪初）—— 古希腊雄辩家和语法学

家。——第４３５、４５３页。

阿特金森，威廉（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的英国经济

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反

对者，保护关税论者。—— 第１１８、

２７０、５３１、５３４页。

阿特伍德，托马斯（Ａｔｔｗｏｏｄ，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３—１８５６）——英国银行家，政治经

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第３３０、

３３１页。

艾释华特，艾德蒙（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Ｅｄｍｕｎｄ

１８０１—１８８１）——英国厂主，反谷物法

同盟成员，反对立法限制工作日。——

第３５３页。

爱德华六世（Ｅｄｗａｒｄ  １５３７—１５５３）

 —— 英国国王（１５４７—１５５３）。—— 第

２５５、３０７页。

安（Ａｎｎｅ １６６５—１７１４）—— 英国女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３０６、３８５、３９２页。

安德森，亚·（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英国格

拉斯哥和曼彻斯特的工厂主，１８４７年

在伦敦发表过一本名为《最近的商业萧

条》小册子。——第１４８、５３１页。

安德 森，詹 姆 斯（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ｍｅｓ 

１７３９—１８０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研究了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

征。——第３７５页。

安敦尼王朝（Ａｎｔｏｎｉｎｓ）——罗马帝国王

朝（９６—１９２）。——第３６３页。

昂吉埃腊，殉道者彼得（Ａｎｇｈｉｅｒａ，Ｐｉｅｔｒｏ

 Ｍａｒｔｉｒｅ １４５７—１５２６）—— 历史学

家和地理学家，生于意大利，长期在西

班牙宫廷服务，为新大陆事务专

员。——第３６３、４５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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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５页。

奥朗则布（Ａｕｒａｎｇｚｉｂ，Ａｌａｍｇｉｒ １６１８—

１７０７）——印度大莫卧儿王朝的钵谛沙

赫（１６５８—１７０７）。——第４４８页。

奥雷利安（鲁齐乌斯·多米齐乌斯·奥雷

利安）（Ｌｕｃｉｕｓ Ｄｏｍｉｔｉｕｓ Ａｕｒéｌｉｅｎ 

２１５—２７５）—— 罗 马 皇 帝（２７０—

２７５）。——第３６５页。

奥普戴克，乔治（Ｏｐｄｙｋｅ，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５—

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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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８０）——美国企业主，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第３７８、３９２、４２４、４５７、５３７、

５４１页。

奥日埃，马利（Ａｕｇｉｅｒ，Ｍａｒｉｅ 十九世纪

中叶）——法国新闻记者，写有许多经

济问题的著作。——第３９５、３９９页。

奥维尔斯顿——见劳埃德，赛米尔·琼

斯，奥维尔斯顿男爵。

Ｂ

巴顿，约翰（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 十八世纪末至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第３０９、５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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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７、１４７、２７４—２７８、３７２—

３７４、４７９、４８０、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６、５３１、５３４、

５４９页。

柏拉图（Ｐｌａｔｏ 约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

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

思想家，自然经济的维护者。——第

４９３页。

柏修斯（Ｐｅｒｓｅｕｓ 公元前２１２—１６６）——

最后一个马其顿国王（公元前１７９—

１６８）。——第３６４页。

拜比吉，查理（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１）——英国数学家和力学家，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第８８、２０５、２３５、

５４５页。

贝尔尼埃，弗朗斯瓦（Ｂｅｒｎｉｅｒ，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６２５—１６８８）——法国医生，旅行家和

作家。——第３７８、４４７页。

贝利，赛米尔（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 １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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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０、８１、１４８、３３５、３３６、

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５、５１６、５３０页。

彼得一世（ ｅ   １６７２—１７２５）——

１６８２年为俄国沙皇，１７２１年起为全俄

皇帝。——第２０、３７９页。

边沁，耶利米（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ｅｒｅｍｙ １７４８—

１８３２）——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

利主义理论家。——第３８５页。

波佩，约翰·亨利希·摩里茨·冯（Ｐｏｐ－

ｐｅ，ＪｏｈａｎｎＨｅｉｎｒｉｃｈＭｏｒｉｔｚｖｏｎ１７７６—

１８５４）——德国学者，写有许多关于工

艺史的著作。——第３８６页。

博赞克特，詹姆斯·惠特曼（Ｂｏｓａｎ－ｑｕｅｔ，

Ｊａｍｅｓ Ｗｈａｔｍａｎ １８０４—１８７７）——

英国银行家，经济学家和历史学

家。——第３０４、４０５、４４２页。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Ｂｏｉｓｇｕｉｌｌｅｂｅｒｔ，

Ｐｉｅｒｒｅ １６４６—１７１４）——法国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先驱，法国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第１８５、４３０、

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４、４７０、４９３、５０２页。

布坎南，大卫（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ａｖｉｄ １７７９—

１８４８）——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亚·斯密的追随者和注释

者。——第３３８—３３９、４１７、４２４页。

布莱克，威廉（Ｂｌａｋｅ，Ｗｉｌｌｉａｍ）——十九世

纪上半叶的英国济学家，写有关于货币

流通的著作。—— 第３１０—３１１、４２３、

５３５、５４６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 Ｆｒａｎ

ｃｉｓ １８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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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第５４、

３３１、４０１、４２３、４７７页。

布鲁姆，亨利·彼得（Ｂｒｏｕｇｈａｍ，Ｈｅｎｒｙ 

２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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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ｔｅｒ １７７８—１８６８）——男爵，英国法

学家和著作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

党的著名活动家，曾任大法官（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第３７５页。

Ｃ

查 理 大 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７４２ 左 右—

８１４）——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

帝（８００—８１４）。—— 第３２２、３３４、３６９

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３０—１６８５）

 —— 英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 第

３９２页。

查理五世（Ｋａｒｌ １５００—１５５８）——所谓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１５１９—１５５６）和西

班牙国王（１５１６—１５５６），称查理一

世。——第３６５页。

查 默 斯，托 马 斯（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０—１８４７）——英国基督教神学家和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者。

——第１００—１０２、３８０、５３０、５４６页。

查士丁尼一世（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 ４８３—５６５）

 ——拜占庭皇帝（５２７—５６５）。——第

３６５、３６８页。

柴尔德，约瑟亚（Ｃｈｉｌｄ，Ｊｏｓｉａｈ １６３０—

 １６９９）——英国重商主义经济学家，银

行家和商人。——第３７９、３８５页。

Ｄ

达尔林普尔，约翰（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Ｊｏｈｎ 

１７２６—１８１０）——苏格兰法学家和历史

学家。——第３６６、４４７页。

达里蒙，路易·阿尔弗勒德（Ｄａｒｉｍｏｎ，

Ｌｏｕｉｓ－Ａｌｆｒｅｄ １８１９—１９０２）——法国

政治活动家，政论家和历史学家；赞同

并宣扬蒲鲁东的观点。——第３３１页。

戴韦南特，查理（Ｄａｖｅｎａｎ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５６—１７１４）——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重商主义者。——第４００页。

德·昆西，托马斯（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５—１８５９）—— 英国作家和经济学

家，李嘉图的注释者；他的著作反映了

李嘉图学派的没落和瓦解。——第４８

 —５２、１４８—１４９、２３１—２３２、５２９、５３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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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１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

扎尔·奥古斯特（Ｄｕｒｅａｕ ｄｅ Ｌａ 

Ｍａｌｌｅ，Ａｄｏｌｐｈｅ－Ｊｕｌｅｓ－Ｃéｓａｒ－Ａｕ

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５７）—— 法国诗人和

历史学家。——第３６３—３６６、５３６页。

杜伊利乌斯（马可·杜伊利乌斯）（Ｍａｒｃｕｓ

 Ｄｕｉｌｉｕｓ 公元前四世纪）——古罗马

护民官（公元前３５７）。——第３６５页。

多 德，乔 治（Ｄｏｄｄ，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８—

１８８１）——英国政论家，写有许多有关

工业问题的著作。——第４２４页。

Ｅ

厄什韦葛，威廉（Ｅｓｃｈｗｅｇｅ，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７７７—１８５５）——德国地质学家和采矿

工程师。——第３６３页。

Ｆ

法尔奈泽，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罗），帕尔

马公爵（Ｆａｒｎｅｓｅ，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Ａｌｅｓ－

ｓａｎｄｒｏ），ｄｕｃ ｄｅ Ｐａｒｍａ １５４５—

１５９２）——西班牙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１５７８—１５９２年为西班牙国王菲力浦二

世驻尼德兰的总督。——第３０８页。

菲力浦二世（Ｐｈｉｌｉｐｐ １５２７—１５９８）

 —— 西班牙国王（１５５６—１５９８）。——

第３６３、４１７、４２５、４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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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贝恩，彼得（Ｆａｉｒｂａｉｒｎ，Ｐｅｔｅｒ １７９９—

１８６１）——英国工程师和发明家。——

第３４６页。

费里埃，弗朗斯瓦·路易·奥古斯特

（Ｆｅｒｒｉｅｒ，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Ｌｏｕｉｓ－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６１）——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者。—— 第

１００、４２４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１９４—

１２５０）——西西里国王，所谓神圣罗马

帝国皇帝（１２１２—１２５０）。——第３６６、

３６９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１１３、２２５页。

富拉顿，约翰（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７８０—

１８４９）——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过一些有关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

作，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 第

２７０、３８０、３９３—３９４、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２—

４０９、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３、４２５、４４２、４４３、５３７页。

Ｇ

盖斯克尔，彼得（Ｇａｓｋｅｌｌ，Ｐｅｔｅｒ）——英国

医生，自由党人，十九世纪上半叶的资

产阶级政论家。—— 第８５、３５９、５３６

页。

高吉，威 廉（Ｇｏｕ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３）——美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写

有关于美国货币流通和银行业问题的

著作。——第３０６、４１６、４２０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

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２１７、

４３６页。

格雷，约翰（Ｇｒａｙ，Ｊｏｈｎ １７９８—１８５０）

 ——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罗·欧文的信徒；“劳动货币”论的创始

人之一。—— 第３３１、３３２、３６９、３９５、

３９６、４１６页。

格林，雅科布（Ｇｒｉｍｍ，Ｊａｃｏｂ １７８５—

１８６３）——著名的德国语文学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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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页。

格努齐乌斯（鲁齐乌斯·格努齐乌斯）

（Ｌｕｃｉｕｓ Ｇｅｎｕｃｉｕｓ 公元 前四 世

纪）—— 古 罗 马 护 民 官（公 元 前

３４２）。——第３６５页。

Ｈ

哈伯德，约翰·盖利布兰德（Ｈｕｂｂａｒｄ，

Ｊｏｈｎ Ｇｅｌｌｉｂｒａｎｄ １８０５—１８８９）——

英国政治活动家，保守党人，议会议员

（１８５９—１８６８和１８７４—１８８７）；１８３８年

为英格兰银行董事。——第３９９、４０５、

４２０页。

哈克斯特豪森，奥古斯特（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９２—１８６６）——普鲁士官员

和作家，写有描述普鲁士和俄国土地关

系中当时还残存的公社所有制方面的

著作，从政治观点来看，他是反动的农

奴主。——第４１２页。

哈里逊，威廉（Ｈａｒｒｉ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３４—

１５９３）——英国教士，他的许多著作是

研究十六世纪英国的重要史料。——

第３１１、５４９页。

哈娄，约翰（Ｈａｒｌｏｗ，Ｊｏｈ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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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道合者莱特共同使用“孪生兄弟”

（“Ｇｅｍｉｎｉ”）的笔名。——第３３０页。

荷马（Ｈｏｍｅｒｕｓ）——半传说中的古希腊诗

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

４７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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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３１７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Ｈｅｇｅｌ，Ｇｅｏｒｇ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

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

了唯心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２５２页。

亨利七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５７—１５０９）——

英国国王（１４８５—１５０９）。——第２５４、

２９１页。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９１—１５４７）——

英国国王（１５０９—１５４７）。——第２５５、

３８５、３９２页。

霍布豪斯，约翰·凯姆，布罗顿男爵（Ｈｏｂ

ｈｏｕｓｅ，Ｊｏｈｎ Ｃａｍ，Ｂａｒｏｎ Ｂｒｏｕｇｈｔｏｎ

１７８６—１８６９）——英国国家活动家，辉

格党人；１８３１年的工厂法是在他的倡

议下通过的。——第３５４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他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出发捍卫

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并利

用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

论。—— 第１０３、２１６、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４、

３４５、４１６、５３０、５３５页。

霍季斯，约翰·弗雷德里克（Ｈｏｄｇｅｓ，Ｊｏｈｎ

Ｆｒｅｄｒｉｃｋ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农业

化学家和生理学家，写有一些农业各学

科的教科书。——第２３０页。

霍 普 金 斯， 托 马 斯 （Ｈｏｐｋｉｎｓ，

Ｔｈｏｍａｓ）——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３５５页。

Ｊ

吉尔巴特，詹姆斯·威廉（Ｇｉｌｂａｒｔ，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４—１８６３）——英国银行家

和经济学家，写有许多有关银行业的著

作。——第３９１—３９２页。

季米特里乌斯（法莱龙的）（Ｄｅｍｅｔｒｉｕｓ 

Ｐｈａｌｅｒｅｕｓ 公元前约３４５—２８３）——

古希腊哲学家，历史学家和语法学家，

雅典国务活动家。——第４５３页。

加尔巴（塞尔维乌斯·苏尔皮齐乌斯·加

尔巴）（Ｓｅｒｖｉｕｓ Ｓｕｌｐｉｃｉｕｓ Ｇａｌｂａ 公

元前５—公元６９）——罗马皇帝（６８—

６９）。——第３６３页。

加 尔 涅，热尔 门（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ｅｒｍａｉｎ 

１７５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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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

者。——第１１２、３３３—３３４、４０６—４０７、

４１６、４１９—４２０页。

加拉廷，阿尔伯特（Ｇａｌｌａｔｉｎ，Ａｌｂｅｒｔ 

１７６１—１８４９）——美国国家活动家和经

济学家，生于瑞士法语区，写有许多有

关美国货币流通和金融问题的著

作。——第８１—８２页。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

ｄｏ １７２８—１７８７）——意大利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批评者；认

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同

时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做了一些正确

的猜测。—— 第３７１、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７、

４１７、４２３、４５７、５３６—５３７页。

加尼耳，沙尔（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５８—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

者。——第３８５页。

杰科布，威廉（Ｊａｃｏｂ，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６２左右

—１８５１）——英国商人，写有一些经济

著作。——第３９７、４００、４１７、４２５页。

Ｋ

卡耳佩珀，托马斯（Ｃｕｌｐｅ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５７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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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７８—１６６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第３８５页。

卡 莱 尔，托 马 斯（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９５—１８８１）——英国作家、历史学家

和唯心主义哲学家，站在反动的浪漫主

义立场批判英国资产阶级，１８４８年后

成为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追随托利

党。——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卡斯尔里子爵，罗伯特·斯图亚特（Ｃａｓ－

ｔｌｅｒｅａｇｈ，Ｒｏｂｅｒｔ Ｓｔｅｗａｒｔ，Ｖｉｓｃｏｕｎｔ 

１７６９—１８２２）——英国国家活动家，托

利党人，陆军和殖民大臣（１８０５—１８０６、

１８０７—１８０９），外 交 大 臣（１８１２—

１８２２）。——第３７７页。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Ｍａｒｃｕｓ Ｐｏｒｃｉｕｓ Ｃａｔｏ Ｍａｊｏｒ

 公元前２３４—１４９）——罗马政治活

动家和作家，论文《农业》的作者。——

第４４９页。

凯里，亨利·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社会反动的阶级利

益调和论的创始人。——第５１、７５—

７９、９６、１４７、２７４、３８２、４７９、４８０、５２５、

５２９、５３４、５３７、５４２页。

康斯坦西奥，弗朗西斯科·索拉诺（Ｃｏｎ－

ｓｔａｎｃｉｏ，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ｏｌａｎｏ １７７２—

１８４６）——葡萄牙医生，外交官和作家；

曾把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译成法

文。——第２７１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ｍａｓ）——十

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３７０、３８５、４１７、４２２页。

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著名代表人物，曾

为英国政治制度的民主化而进行斗

争。——第３３０页。

科凯兰，沙尔（Ｃｏｑｕｅｌ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８０３—

１８５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自

由贸易的拥护者。—— 第３６９—３７０

页。

克尔纳，格奥尔格（Ｋ氹ｒｎｅｒ，Ｇｅｏｒｇ）——十

八世纪中叶的德国历史学家。——第

４４１页。

克劳狄乌斯（马可·克劳狄乌斯·马尔采

卢斯）（Ｍａｒｃｕｓ Ｃｌｏｄｉｕｓ（Ｃｌａｕｄｉｕｓ）

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罗马政治活动家，约公

元前１０４年通过的维多利亚图斯（罗马

的银币）法的制定者。——第３３３页。

库斯托第，彼得罗（Ｃｕｓｔｏｄ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７１

 —１８４２）——意大利经济学家，因出版

十六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

学家著作而闻名。——第３０５、４５３页。

Ｌ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

一。——第４１、４４—４６、４９、１１９、１４９—

１５０、１７３、２７２、３９６、５２４、５２９—５３１、５３４、

５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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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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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

尔萨斯主义。——第７０、２０５、２１４页。

兰格，赛米尔（Ｌａｉｎｇ，Ｓａｍｕｅｌ １８１０—

１８９７）——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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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３５５页。

朗贝，约翰（Ｌｏｍｂｅ，Ｊｏｈｎ １６９３左右—

１７２２）——英国捻丝企业主。—— 第

３０７—３０８页。

朗福德——见汤普逊，本杰明，朗福德伯

爵。

朗兹，威廉（Ｌｏｗｎｄｅｓ，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５２—

１７２４）——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财

政部秘书长。——第３２８—３３０页。

劳埃德，赛米尔·琼斯，奥维尔斯顿男爵

（Ｌｏｙｄ，Ｓａｍｕｅｌ Ｊｏｎｅｓ，Ｂａｒｏｎ Ｏｖｅｒ－

ｓｔｏｎ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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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４、４１０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 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 经济 学最 著名 的代 表 人

物。—— 第 ４４、４６—４９、５１—５７、７５、

７９、９４—９７、１０８、１０９、１２７、１５２—１５５、

１６０、２００、２０２、２３８、２７１—２７６、３０４、３１１、

３３０、３７９、３８１、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５、４０９、４１０、

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３、４３６、４６４、４７９、５２４、

５２９—５３１、５３４、５４９页。

利物浦伯爵，罗伯特·班克斯·詹金森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 Ｒｏｂｅｒｔ Ｂａｎｋｓ Ｊｅｎｋｉｎ

ｓｏｎ，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７７０—１８２８）——英国

国家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多次担

任 大 臣 职 务，曾 任 首 相（１８１２—

１８２７）。——第３９４页。

路 德，马 丁 （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运动的著名活动

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

市民等级的思想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

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

城市贫民。——第４５０页。

路易十四（Ｌｏｕｉｓ  １６３８—１７１５）

 —— 法国国王（１６４３—１７１５）。——第

３６４、３９９、４３０页。

路易十五（Ｌｏｕｉｓ  １７１０—１７７４）

 —— 法国国王（１７１５—１７７４）。——第

３９９页。

路易十六（Ｌｏｕｉｓ  １７５４—１７９３）

 ——法国国王（１７７４—１７９２），十八世纪

末法国 资 产阶 级革 命时 期被 处

死。——第３９９页。

罗德戴尔，詹姆斯（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ａｍｅｓ 

１７５９—１８３９）——伯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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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２０４、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６、

３７１、４０１、５２２、５２３、５３２、５４９页。

罗西，佩勒格里诺·鲁伊治（Ｒｏｓｓｉ，Ｐｅｌｌｅ

ｇｒｉｎｏＬｕｉｇｉ１７８７—１８４８）——意大利资

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活

动家；长期住在法国。——第８９—９３、１

８９、５３０、５４２、５４４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 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著名的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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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３、

３０４、３１５、３２８—３３０、３８５、４００、４２３页。

Ｍ

马丁五世（Ｍａｒｔｉｎ １３６８左右—１４３１）

 —— 罗马教皇（１４１７—１４３１）。——第

３６８页。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６—１８３４）——

英国教士，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

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宣传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

３８、５２、５３、５９、６２—７５、９４—１００、１０４、

１０６—１０９、１１８、１９３、１９８、２３８、２７２、３５２、

３５９—３６０、３７５、４１５、５２９、５３０、５４９页。

７７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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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农，威廉·亚历山大（Ｍａｃｋｉｎｎｏｎ，

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１７８９—１８７０）——

英国政治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后为

自由党人，议会议员。——第３１１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

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

士。——第５２、１１８、２０１、３０８、３５５、３７２、

３７５、３７８、３７９、５３１、５３７、５４３、５４９页。

麦克拉伦，詹姆斯（Ｍａｃｌａｒｅｎ，Ｊａｍｅｓ）——

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

流通史的研究者。——第４０９页。

麦克劳德，亨利·丹宁（Ｍａｃｌｅｏｄ，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８２１—１９０２）——英国法学

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

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第４２０

页。

梅里威耳，赫尔曼（Ｍｅｒｉｖａｌｅ，Ｈｅｒｍａｎ 

１８０６—１８７４）——英国经济学家和国家

活动家，自由党人，写有关于殖民原理

的著作。——第３６３、５３６页。

梅涅尼（梯特·梅涅尼·阿格利巴·拉纳

特）（Ｔ．Ｍｅｎｅｎｉｕｓ Ａｇｒｉｐｐａ Ｌａｎａｔｕｓ

 公元前五世纪）——古罗马执政官

（公元前４５２），同执政官塞斯蒂一起制

定了货币罚款和货币抵押法。——第

３３３页。

蒙塔纳里，杰明扬诺（Ｍｏｎｔａｎａｒｉ，Ｇｅ－

ｍｉｎｉａｎｏ １６３３左右—１６８７）——意大

利学者，数学和天文学教授；写有许多

关于货币的著作。—— 第３０５、４１６、

４１７、４５３页。

孟德斯鸠，沙尔（Ｍｏｎｔｅｓｑｕｉｅｕ，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８９—１７５５）——杰出的法国资产阶级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作家，十八世纪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货币数

量论的拥护者。——第３０４、４００页。

弥勒，亚当·亨利希（Ｍüｌｌｅｒ，Ａｄａｍ 

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７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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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密的经

济学说的反对者。—— 第３３６、３４５、

４１６、４２０页。

米塞尔登，爱德华（Ｍｉｓｓｅｌｄｅｎ，Ｅｄｗａｒｄ 

１６０８—１６５４）——英国商业家和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者。—— 第４０１、４１７、

４２３、４３５、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０页。

莫尔，托马斯（Ｍｏｒ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４７８—

１５３５）—— 英国政治活动家，大法官

（１５２９—１５３２），人道主义作家，空想共

产主义最早的代表人物之一，《乌托邦》

一书的作者。——第４８４页。

莫里逊，威廉·汉普逊（Ｍｏｒｒｉｓｏｎ，Ｗｉｌ－

ｌｉａｍ Ｈａｍｐｓｏｎ）——１８３７年在伦敦出

版的《论我国采用的金属货币流通制

度》小册子的作者。——第３９３、３９４、

４０７、４１７、４２０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 Ｓｔｕ

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古

典学派的摹仿者，詹姆斯·穆勒的儿

子。—— 第１１９—１２１、１３８、１４８、２７９、

３６１、３８５、３９４、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３、５３１、

５４６页。

穆 勒，詹 姆 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 １７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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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从

中得出某些激进的结论。—— 第

３９７—３９９、４１６、４２３页。

Ｎ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Ｎｉｅｂｕｈｒ，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 Ｇｅｏｒｇ １７７６—１８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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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古代世界史学家。——第３６５页。

尼禄（Ｎｅｒｏ ３７—６８）——罗马皇帝（５４—

６８）。——第３６５页。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０５—１８９７）——英国

语文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写有许多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的

著作。——第３７８页。

纽曼，赛米尔·菲力浦斯（Ｎｅｗｍａｎ，

ＳａｍｕｅｌＰｈｉｌｉｐｓ１７９７—１８４２）——美国

哲学家，教授和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第３６９—３７１、４１７、５３６、５４２页。

Ｏ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７、２９２、５３３、５４５

页。

Ｐ

帕尔马公爵——见法尔奈泽，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罗），帕尔马公爵。

帕尔曼蒂耶，安都昂·奥古斯丹（Ｐａｒ－

ｍｅｎｔｉｅｒ，Ａｎｔｏｉｎｅ－Ａｕｇｕｓｔｉｎ １７３７—

１８１３）——法国农学家，药剂师，写有许

多农业问题的著作。——第３６４页。

帕里佐，雅克·德奥多（Ｐａｒｉｓｏ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Ｔｈéｏｄｏｒｅ 生于１７８３年）——法国政

论家，曾把许多英文书译成法文。——

第３９７页。

培恩斯，爱德华（Ｂａｉｎｅｓ，Ｅｄｗａｒｄ １８００—

１８９０）——英国政论家和经济学家，《大

不列颠棉纺织工业史》一书的作

者。——第３５５页。

佩特森，威廉（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５８—

１７１９）——英格兰银行的创建人。——

第３８５页。

配 第，威 廉（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７）——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创始人。—— 第１５３、１８５、４４８—４５１、

４７０页。

皮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亦称皮尔派，即因他而得名）的领

袖，曾任内务 大臣（１８２２—１８２７和

１８２８—１８３０），首 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 和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１８４４和１８４５年银行

条例的起草人；在自由党人的支持下废

除了谷物法（１８４６）。——第３３０页。

皮洛士（Ｐｙｒｒｈｕｓ 公元前３１９—２７２）——

伊皮罗斯皇帝（公元前３０７—３０２和

２９６—２７２）。——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皮特（小皮特），威廉（Ｐｉ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ｔｈｅ 

Ｙｏｕｎｇｅｒ １７５９—１８０６）——英国国家

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首相（１７８３—

１８０１和１８０４—１８０６）。——第３７１、３７２

页。

品 得（Ｐｉｎｄａｒｏｓ 约 公 元 前 ５２２—

４４２）——古希腊诗人，曾写过许多瑰丽

的颂诗。——第５１６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 １８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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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１４７、１５５、２３６、２７４、

３１９、３７１—３７４、４７８、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６、

５３１、５３６、５４４、５４９页。

普莱斯，理查（Ｐｒｉ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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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６、３７１、３７２、５３６、５４９页。

普雷斯科特，威廉·希克林（Ｐｒｅｓｃｏｔｔ，

Ｗｉｌｌｉａｍ Ｈｉｃｋｌｉｎｇ １７９６—１８５９）——

９７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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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美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许多关于

西班牙和西班牙征服美洲的历史方面

著作。——第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６页。

普雷沃，吉约姆（Ｐｒéｖｏｓｔ，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１７９９—１８８３）——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 第

３７８页。

普林尼（凯尤斯·普林尼·塞孔德）

（Ｇａｊｕｓ Ｐｌｉｎｉｕｓ Ｓｅｃｕｎｄｕｓ ２３—

７９）——古代罗马学者，博物学家，《博

物志》（共３７卷）的作者。——第３３２—

３３３、４５３页。

Ｑ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３８—１８２０）——英

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 —— 第３９４

页。

Ｓ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

物。—— 第１４８、１５２、１５７、２０３、２６１、

３５０、３６９、３７５、３７８、５２２、５２４、５３１页。

塞尔维乌斯·土利乌斯（Ｓｅｒｖｉｕｓ Ｔｕｌｌｉｕｓ

 公元前５７８—５３４）——半传说中的

古罗马第六个皇帝。——第３３３页。

桑顿，亨利（Ｔｈｏｒｎｔｏｎ，Ｈｅｎｒｙ １７６２—

１８１５）——英国银行家，慈善家和财政

经济学家。——第３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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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５、４６１页。

森佩雷－ 瓜里诺斯，胡安（Ｓｅｍｐｅｒｅｙ

Ｇｕａｒｉｎｏｓ，Ｊｕａｎ１７５４—１８３０）—— 西班

牙法学家和历史学家。—— 第３６３、

４４７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４５４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

者，他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和李嘉图理论

的某些原理结合在一起。——第３１、

１５６、１９４、４６２、４６４、５２４、５２８、５３１页。

舍韦，沙尔·弗朗斯瓦（Ｃｈｅｖ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１３—１８７５）——法国小资

产阶级政论家和社会学家。—— 第

３７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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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４３、１４１—

１４２、１５６、１５７、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３、１９３、２５０、

３４５、３７５、３７８、３７９、３９５、４２０、４２４、４５８、

５２９、５３１、５３２、５３７、５４９页。

斯宾诺莎，巴鲁赫（别涅狄克特）（Ｓｐｉｎｏｚａ，

Ｂａｒｕｃｈ（Ｂｅｎｅｄｉｃｔｕｓ）１６３２—１６７７）——

杰出的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

者。——第２６４页。

斯莱特尔（Ｓｌａｔｅｒ）——伦敦莫里逊—狄龙

公司的股东，１８５８年曾在下院银行法

特别委员会作证。——第４３１页。

斯 密，亚 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代表人物之

一。—— 第４６、４７、５４、７９、１０２、１１１、

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４、１９３、２０３、

２３１、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８、２５９、２７０、

２７２、２７４、３０２、３０３、３３８、３４３、３７５、３７９、

３８７、３８８、３８９、３９４、４０９、４１５、４２４、４６４、

０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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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９、５２２、５２４、５３１、５３２、

５３４、５４９页。

斯特拉本（Ｓｔｒａｂｏｎ 约公元前６３—公元

２０）——古希腊最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

史学家。——第４６０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

币数量论的反对者。—— 第３０２—

３０５、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７、３２８、

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０、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３、

４２５、４３８、４７０、４７７、４７９、５３５、５４９页。

苏拉（鲁齐乌斯·科尔奈利乌斯·苏拉）

（Ｌｕｃｉｕｓ Ｃｏｒｎｅｌｉｕｓ Ｓｕｌｌａ 公元前

１３８—７８）——罗马统帅和国家活动家，

曾为执政官（公元前８８）和独裁者（公

元前８２—７９）。——第３６５页。

索福克勒斯（Ｓｏｐｈｏｃｌｅｓ 约公元前４９７—

４０６）——杰出的古希腊剧作家，古典悲

剧作者。——第４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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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４页。

Ｔ

塔克特，约翰·德贝尔（Ｔｕｃｋｅｔｔ，ＪｏｈｎＤｅ

ｂｅｌｌ死于１８６４年）——１８４６年伦敦出

版的《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两卷

集）的作者。—— 第３０７—３０９、３１２、

３８６、５３５页。

汤普逊，本杰明，朗福德伯爵（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ｏｕｎｔｏｆＲｕｍｆｏｒｄ１７５３—

１８１４）——英国物理学家，出生于北美，

一度供职于巴伐利亚政府；英国贫民习

艺所的组织者。——第２９９页。

汤普逊，威廉（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５

左右—１８３３）——爱尔兰经济学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的信徒；

他利用李嘉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

结论。——第３８、５２９页。

唐森，约瑟夫（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３９—

１８１６）——英国教士，地质学家和社会

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

萨斯所利用。—— 第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５、

５３６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抨击了李嘉图

的货币论，写有多卷本的价格史。——

第３０４、４０５—４０６、４０９、４２６、４４１—４４３、

页。

图拉真（马可·乌尔皮·图拉真）（Ｍａｒｃｕｓ

ＵｌｐｉｕｓＴｒａｊａｎｕｓ５３—１１７）——罗马皇

帝（９８—１１７）和统帅。——第３６５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

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

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

件。—— 第 ９０、２８２、３０４、３４３—３４５、

４１５、５３５、５４２页。

Ｗ

瓦罗（马可·忒伦底乌斯·瓦罗）（Ｍａｒｃｕｓ

ＴｅｒｅｎｔｉｕｓＶａｒｒｏ公元前１１６—２７）——

罗马作家和学者。——第３６４页。

威 德，约 翰（Ｗａｄｅ，Ｊｏｈｎ  １７８８—

１８７５）——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

学家和历史学家。—— 第８２、１１９、

１３９、５３０、５４３、５４５页。

威尔逊，詹姆斯（Ｗｉｌｓｏｎ，Ｊａｍｅｓ １８０５—

１８６０）——英国资产阶阶级经济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杂志的创办人

和编辑；１８５３—１８５８年为财政部秘书

长；自由贸易论者，货币数量论的反对

１８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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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３０４、３８５、４０９、４２０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Ｅｄｗａｒｄ Ｇｉｂｂｏｎ １７９６—１８６２）——

英国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

产阶级殖民理论。——第５７—５８、７５、

７９、１１８、２７３、３０２、５２３、５２９、５３１、５３４、

５４４、５４９页。

威廉三世（奥伦治的）（Ｗｉｌｌｉａｍ  ｏｆ 

Ｏｒａｎｇｅ １６５０—１７０２）——尼德兰总督

（１６７２—１７０２），英 国 国 王（１６８９—

１７０２）。——第３３８页。

维达尔，弗朗斯瓦（Ｖｉｄａｌ，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１８１４—１８７２）——法国经济学家，小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第４０１页。

维尔特，约翰·格奥尔格·奥古斯特

（Ｗｉｒｔｈ，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 Ａｕｇｕｓｔ 

１７９８—１８４８）——德国法学家，政论家

和历史学家。——第４２０页。

乌尔卡尔特，戴维（Ｕｒｑｕｈａｒｔ，Ｄａｖｉｄ１８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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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２０、３２１、３７７、３９４、４１６、４２０页。

Ｘ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９０—１８６４）—— 英国资产

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的辩护

士，反对缩短工作日。—— 第１１３、

３３４、３５２—３５４、５３１、５３６、５４３、５４９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 １７７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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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１、１５５、１５６、１８９、２０３、

２７９、３５４、３９１、３９７、４２３、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８、

５３４、５４１页。

昔蒙兹，詹林格·库克 逊（Ｓｙｍｏｎｓ，

Ｊｅｌｉｎｇｅｒ Ｃｏｏｋｓｏｎ １８０９—１８６０）——

英国自由主义政论家，政府调查手工织

布状况委员会成员。—— 第３５７—

３５８、５３６页。

休耳曼，卡尔·迪特里希（Ｈüｌｌｍａｎｎ，Ｋａｒｌ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 １７６５—１８４６）——德国资

产阶级历史学家，写有一些中世纪史方

面的著作。——第３６６—３６９页。

休 谟，大 卫（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  １７１１—

１７７６）——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

者，不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

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第

３０４、３８５、４００页。

殉道者彼得——见昂吉埃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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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０、

４９３、５２１页。

伊壁鸠鲁（Ｅｐｉｋｏｕｒｏｓ 约公元前 ３４１—

２７０）——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

家，无神论者。——第３８９页。

伊登，弗雷德里克·摩尔顿（Ｅｄｅｎ，Ｆｒｅｄｅｒ

ｉｃ Ｍｏｒｔｏｎ １７６６—１８０９）——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学

生。——第２５３、２５４、３１１、５３４页。

伊丽莎白（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１５３３—１６０３）——

英国女王（１５５８—１６０３）。——第２５５、

３０７、３０９、５３５页。

２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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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尔，安得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写有许多工业经济学方面的

著作。——第２０５页。

Ｚ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 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第３９２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Ｊ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的

创始人。——第３７１页。

Ｌ

鲁滨逊·克鲁索——丹尼尔·笛福小说

《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第

３６９页。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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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６１页。

Ｐ

普路托——古希腊神话中的地府之神，地

下财富和土地肥力之神。——第４５３

页。

Ｙ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古

希伯莱族的始祖。——第４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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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页。

耶和华——犹太教中的主神。——第１１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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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就引

Ａ

阿伦德，卡·《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

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附与本

书有关的资料的评述》１８４５年哈瑙版

（Ａｒｎｄ，Ｋ．Ｄｉｅｎａｔｕｒｇｅｍ氋ｓｓｅＶｏｌｋｓ－

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ｇｅ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ｅｍ Ｍｏｎｏ－

ｐｏｌｉ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ｕｎｄｄｅ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

ｍｉｔｅｉｎｅｍＲüｃｋｂｌｉｃｋｅａｕｆｄｉｅｅｉｎｓｃｈｌａ

ｇｅｎｄ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Ｈａｎａｕ，１８４５）。——第

３８１页。

阿泰纳奥斯《学者们的宴会》，十五卷集，

施魏格霍塞编，１８０２年斯特拉斯堡版第

２卷（Ａｔｈｅｎａｅｕｓ．Ｄｅｉｐｎｏｓｏｐｈｉｓｔａ－ｒｕｍ

ｌｉｂｒｉ ｑｕｉｎｄｅｃｉｍ．Ｔｏｍｕｓ ．Ｅｄｉｄｉｔ

Ｓｃｈｗｅｉｇｈａｅｕｓｅｒ．Ａｒｇｅｎｔｏ － ｒａｔｉ，

１８０２）。——第４３５、４５３页。

阿特金森，威·《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０年

伦敦版（Ａｔｋｉｎｓｏｎ，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０）。——

第１１８、２７０页。

安德森，亚·《近来商业的困境》１８４７年伦

敦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７）。——

第１４８页。

奥普戴克，乔·《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５１年纽

约版（Ｏｐｄｙｋｅ，Ｇ．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ｐｏｌｉ－

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５１）。——

第３７８、３９２、４５７页。

奥日埃，马·《论公共信用及其古今史》

１８４２年巴黎版（Ａｕｇｉｅｒ，Ｍ．Ｄｕｃｒéｄｉｔ

ｐｕｂｌｉｃｅｔｄｅｓｏｎ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ｐｕｉｓｌｅｓ

ｔｅｍｐｓａｎｃｉｅｎｓｊｕｓｑｕ’氉ｎｏｓｊｏｕｒｓ．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２）。——第３９５、３９９页。

Ｂ

巴顿，约·《论影响社会上劳动阶级状况

的环境》１８１７年伦敦版（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ｃｌａｓｓｅ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７）。——第３０９页。

巴师夏，弗·《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

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Ｐｒｏｕｄ

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第１４７、２７４、

３７２—３７４页。

巴师夏，弗·《经济的和谐》１８５１年巴黎第

２版（补充了作者的遗稿）（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２ － 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ａｕｇｍｅｎｔéｅ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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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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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ｌａｉｓｓéｓ ｐａｒ ｌ’ａｕｔｅｕｒ．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１）。第１

版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第４７９

页。

柏拉图《理想国》，载于《柏拉图全集》，格

·斯塔尔包姆出版，１８５０年伦敦版

（Ｐｌａｔｏ．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Ｉｎ：Ｐｌａｔｏｎｉｓｏｐｅｒａ

ｏｍｎｉａ．ＥｄｉｔｉｏＧ．Ｓｔａｌｌｂａｕｍｉｉ．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０）。——第４９３页。

拜比吉，查·《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爱

·比奥译自英文第３版，１８３３年巴黎版

（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Ｔｒａｉｔéｓｕｒ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ｄｅｓ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ｄ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ｓｕｒｌａ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Ｅｄ．Ｂｉｏ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３）。英文

第１版１８３２年在伦敦出版。—— 第

８８、２０５、２３５页。

贝尔尼埃，弗·《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大

莫卧儿国家（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国

等国）游记》１８３０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Ｂｅｒｎｉｅｒ，Ｆ．Ｖｏｙａｇ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Ｂｅｒｎｉ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ａｎｔｌ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Ｅ

ｔａｔｓｄｕＧｒａｎｄＭｏｇｏｌ，ｄｅｌ’Ｉｎｄｏｕｓｔａｎ，

ｄｕｒｏｙａｕｍｅｄｅＣａｃｈｅ－ ｍｉｒｅ，ｅｔｃ．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０）。本书第１

版以两个小开本两卷集形式出版：《大

莫卧儿国家最近变革的历史》１６７０年巴

黎版第１—２卷（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ｄｅｒｎｉèｒｅ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ＥｔａｔｓｄｕＧｒａｎｄＭｏｇｏｌ．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６７０）和《贝尔尼

埃先生大莫卧儿帝国回忆录（续）》１６７１

年 巴 黎 版 第 ３—４ 卷（Ｓｕｉｔｅｄ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ｄｕｓｉｅｕｒＢｅｒ－ｎｉｅｒｓｕｒｌ’ｅｍ

ｐｉｒｅｄｕＧｒａｎｄＭｏｇｏｌ．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６７１）。—— 第 ３７８、４４７—４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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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ｉｔｓｖｉｃｉｓｓｉ

ｔｕｄｅｓｉｎｖａｌｕｅ；ａｓｔｈｅｙａｆｆｅｃ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ｐｅｃｕｎｉａｒｙ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ｓ；ｗｉｔｈａ

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ｏｎｊｏｉｎｔ－ｓｔｏｃｋｂａｎｋ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７）。——第８０—８２、１４８、３３５—

３３６页。

边沁，耶·《为高利贷辩护》１７８７年伦敦版

（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Ｄｅｆｅｎｃｅｏｆｕｓｕｒ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８７）。——第３８５页。

波佩，约·亨·摩·《从科学复兴至十八

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１８０７—１８１１年哥

丁根版第１—３卷（Ｐｏｐ－ｐｅ，Ｊ．Ｈ．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ｄｅｒ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ｉｔｄｅｒ

Ｗｉｅｄｅｒ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ｉｓｓｅｎ －

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ｉｓａｎｄａｓＥｎｄｅｄｅｓａｃｈｔ－

ｚｅｈｎｔｅｎ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Ｂ氋ｎｄｅ — ．

Ｇ氹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８０７—１８１１）。—— 第 ３８６

页。

博赞克特，詹·惠·《硬币、纸币和信用货

币，及其数量和价值的调节手段》１８４２

年伦敦版（Ｂｏｓａｎｑｕｅｔ，Ｊ．Ｗ．Ｍｅｔａｌｌｉｃ，

ｐａｐｅｒ，ａｎｄｃｒｅｄｉｔ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ｏ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ｒ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ａｎｄ

ｖａｌｕ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２）。——第４０５、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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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ｓｕｒ 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 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ｇｅｎｔｅｔｄｅｓｔｒｉｂｕｔｓ．

Ｉｎ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ｅｓ ｆｉｎａｎｃｉｅｒｓ ｄｕ

－ ｅｓｉéｃｌｅ．Ｐｒéｃéｄéｓｄｅｎｏｔｉｃｅ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ｑｕｅｓ ｓｕｒ ｃｈａｑｕｅ ａｕｔｅｕｒ，ｅ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ｇｎéｓｄ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ｅｔｄｅ

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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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３）。布阿吉尔贝尔的著作写于１６９７

至１７０７年之间。——第４５１—４５３、５０２

页。

布坎南，大·《论斯密博士的〈国民财富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内容》１８１４年爱

丁堡版（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ｏｆｉｎＤｒ．

Ｓｍｉｔｈ’ｓ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

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１４）。——第３３８—

３３９页。

布莱克，威·《论限制兑现期间政府支出

的影响》１８２３年伦敦版（Ｂｌａｋｅ，Ｗ．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ｄ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ｔｈｅ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ｓｈ ｐａｙ

ｍｅｎ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３）。—— 第３０９—

３１１页。

布雷，约翰·弗·《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

象及其消除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

代》１８３９年里子版（Ｂｒａｙ，Ｊ．Ｆ．Ｌａ－

ｂｏｕｒ’ｓｗｒｏ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ｓｒｅｍｅｄｙ；

ｏｒ，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ｍ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ｇｅｏｆ

ｒｉｇｈｔ．Ｌｅｅｄｓ，１８３９）。—— 第５４、４０１、

４４７页。

Ｃ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

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１８３２年格拉

斯哥、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第２版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

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ｏｒ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

ｅ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Ｄｕｂｌｉ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１

版也是１８３２年在上述各地出版。——

第１００—１０２、３８０页。

柴尔德，约·《论商业和论货币利息降低

所产生的利益。附托马斯·卡耳佩珀所

写的略论反对高利贷》，译自英文，１７５４

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Ｃｈｉｌｄ，Ｊ．

Ｔｒａｉｔéｓｓｕｒ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ｓ

ａ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ｑｕｉｒéｓｕｌｔｅｎｔｄｅｌａｒéｄｕｃ

－ｔｉｏｎ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ｅｌ’ａｒｇｅｎｔ．

Ａｖｅｃ ｕｎ ｐｅｔｉｔｔｒａｉｔé ｃｏｎｔｒｅｌ’

ｕｓｕｒｅ，ｐａｒ Ｔｈｏｍａｓ Ｃｕｌｐｅｐｅｒ．

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ｄｅｌ’ａｎｇｌｏｉ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

ｅ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７５４）。柴尔德这本著作的

第１版以小册子形式１６６８年在伦敦出

版，在１６６９—１６７０年期间柴尔德为本

书补写了１０章，以后此书曾再版多

次。——第３７９、４２０页。

Ｄ

达尔林普尔，约·《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

通史概论》１７５９年伦敦增订第４版

（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Ｊ．ＡｎＥｓｓａ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ａｇｅｎ

ｅ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ｅｕｄ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ａｎｄ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９）。第１版

１７５７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６６、４４７

页。

［戴韦南特，查·］《论公共收入和英国贸

易》１６９８年伦敦版第２部分（［Ｄａｖ

ｅｎａｎｔ，Ｃｈ．］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ｓｏ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ｋ

ｒｅｖｅｎｕ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ｄｅ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ａｒ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８）。—— 第４００

页。

德·昆西，托·《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

爱丁堡和伦敦版（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４９、１４８—

１４９、２３１—２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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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６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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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Ａ．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第３６３—３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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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ｅｍｉｇｒａｎｔｓａｂｏｕｔｔｏｐｒｏｃｅｅｄ

ｔｏ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Ｍｕｓｅｕｍ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２）。——第４５６页。

多德，乔·《工业奇迹和应用科学》１８５４年

伦敦版（Ｄｏｄｄ，Ｇ．Ｔｈｅ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ｉｅｓｏｆｉｎ

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ｅｄ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４）。——第４２４页。

Ｆ

富拉顿，约·《论通货的调整；原理的分

析，并根据这些原理提出将来在严格约

定的范围内限制英格兰银行和国家其

他银行机关的发行活动》１８４４年伦敦版

（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Ｊ．Ｏｎｔｈ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ｂｅｉｎｇａｎ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 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ｔｏ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ｗｉｔｈｉｎ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ｉｘｅｄｌｉｍｉｔｓ，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ｉｓｓｕｅｓ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

ｏｆ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３８０页。

同上，１８４５年伦敦增订第２版（Ｉｄｅ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５）。—— 第３９３—３９４、３９９—４００、

４０２—４０７、４４２—４４３页。

傅立叶，沙·《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

载于《傅立叶全集》１８４８年巴黎第３版

第 ６ 卷 （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Ｌｅｎｏｕｖｅａｕ

ｍｏｎｄ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ｅｔｓｏｃｉéｔａｉｒｅ．Ｉｎ：Ｏｅｕ

ｖｒｅｓ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ｄｅＣｈ．Ｆｏｕｒｉｅｒ．Ｔｏｍｅ

ｓｉｘｉèｍｅ．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８）。傅立叶这本著作的第１版１８２９

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１３页。

Ｇ

盖斯克尔，彼·《手工业工人与机器：由于

机器代替人的劳动而造成的工业人口

的道德和身体状况》１８３６年伦敦版

（Ｇａｓｋｅｌｌ，Ｐ．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ａｎｄｍａｃｈｉｎ

ｅｒｙ：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ｏｐｕｌａ

ｔｉｏｎ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

ｍｅ－ ｃｈａｎｉｃａｌ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ｅｓｆｏｒｈｕ

ｍａｎｌａｂｏｕ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

第８５、３５９页。

高吉，威·姆·《美国纸币和银行业简史》

（两卷集）１８３３年费拉得尔菲亚版

（Ｇｏｕｇｅ，Ｗ ．Ｍ ．ＡＳｈｏｒｔ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ｐａｐｅｒ 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ｂａｎｋ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ｉｎ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３３）。——第３０６页。

格雷，约·《关于货币的本质和用途的讲

义》１８４８年爱丁堡版（Ｇｒａｙ，Ｊ．Ｌｅｃ

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ｕｓｅｏｆ

ｍｏｎｅ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４８）。—— 第

３９６页。

格雷，约·《社会制度。论交换原理》１８３１

年爱丁堡版（Ｇｒａｙ，Ｊ．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

ｔｅｍ：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３１）。——

第３６９、３９５页。

格林，雅·《德意志语言史》１８４８年莱比锡

版第１卷（Ｇｒｉｍｍ，Ｊ．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Ｓｐｒａｃｈｅ．Ｅｒｓｔｅｒ Ｂａｎｄ．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８）。马克思引用的是１８５３

７８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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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出的第２版。——第４６０页。

《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

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

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ｉｅｓ，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ＬｏｒｄＪｏｈ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２１９、

２２２、５３３页。

Ｈ

哈伯德，约·盖·《通货和国家》１８４３年伦

敦版（Ｈｕｂｂａｒｄ，Ｊ．Ｇ．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 第３９９、

４０５页。

哈克斯特豪森，奥·《对俄国的内部关系、

人民生活、特别是农村设施的考察》

１８４７—１８５２年汉诺威—柏林版第１—３

册（Ｈａｘｔｈａｕｓｅｎ，Ａ．Ｓｔｕｄｉｅｎ üｂｅｒ

ｄｉｅｉｎｎｅｒｎ Ｚｕｓｔ氋ｎｄｅ，ｄａｓ Ｖｏｌｋ

ｓｌｅｂｅｎ ｕｎｄ ｉｎｓｂｅｓｏｎｄｅｒｅ ｄｉｅ

ｌ氋ｎｄｌｉｃｈｅｎ Ｅｉｎｒｉｃｈｔｕｎｇｅｎ Ｒｕｓｓ

ｌａｎｄｓ．Ｔｈｅｉｌｅ１—３．Ｈａｎｎｏｖ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７—１８５２）。—— 第４１２

页。

黑格尔，乔·威·弗·《哲学全书缩写

本》，第１部《逻辑》，《黑格尔全集》１８４０

年柏林版第６卷（Ｈｅｇｅｌ，Ｇ．Ｗ ．Ｆ．

Ｅｎｃｙｃｌｏｐ氋ｄｉｅｄｅ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ｎ

Ｗｉｓｓｅｎｓｃｈａｆｔｅｎ ｉｍ 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Ｔｈｅｉｌ ．ＤｉｅＬｏｇｉｋ．Ｗｅｒｋｅ．Ｂａｎｄ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４０）。——第２５２页。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

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１８２７年伦敦版

（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Ｆｏｕ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７）。——第１０３、３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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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ｏｕｒｄｅ－

ｆｅｎｄ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ｃｌａｉｍ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ｒ，

ｔｈｅ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ｓｔ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Ｂｙ

ａ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 第

２１６、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４页。

霍普金斯，托·《近四十年来的大不列颠》

１８３４年伦敦版（Ｈｏｐｋｉｎｓ，Ｔｈ．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ｏｒｔｙｙｅａｒ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４）。——第３５５页。

Ｊ

吉尔巴特，詹·威·《银行业的历史和原

理》１８３４年伦敦版（Ｇｉｌｂａｒｔ，Ｊ．Ｗ．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４）。——第３９１—３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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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ｍｏｎｎａｉｅ，

ｄｅｐｕｉｓｌｅｓｔｅｍｐｓｄｅｌａｐｌｕｓｈａｕｔｅ

ａｎｔｉｑｕｉｔé，ｊｕｓｑｕ’ａｕｒèｇｎｅｄｅＣｈａｒ－ｌｅ

ｍａｇｎｅ． 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９）。—— 第 ３３３—３３４、４０６—４０７

页。

加拉廷，阿·《论美国的货币流通和银行

制度》１８３１年费拉得尔菲亚版（Ｇａｌｌａ－

ｔｉｎ，Ａ．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３１）。—— 第

８１—８２页。

加利阿尼，斐·《货币论》第１—５篇，载于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

８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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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４卷（Ｇａｌｉａｎｉ，

Ｆ．Ｄｅｌｌａ ｍｏｎｅｔａ．Ｌｉｂｒｉ — ．Ｉｎ：

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ｉ — ．

Ｍｉｌａｎｏ，１８０３）。——第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７、

４５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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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 ｌｅｕｒｓ

ｉｎｃｏｎｖéｎｉｅｎｓ，ｄｅｌｅｕｒｓａ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ｅｔ

ｄｅｌａ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ｌａｐｌｕ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ａｕｘ

ｐｒｏｇｒè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９）。——

第３８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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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７、４００、４２５

页。

Ｋ

卡莱尔，托·《宪章运动》１８４０年伦敦版

（Ｃａｒｌｙｌｅ，Ｔｈ．Ｃｈａｒｔｉｓｍ．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０）。——第４３０—４３１页。

凯里，亨·查·《国内外的奴隶贸易：这种

贸易存在的原因及其消灭的办法》１８５３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Ｃａｒｅｙ，Ｈ．Ｃ．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ｔｒａｄ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ｈｙｉｔｅｘｉｓｔｓ，ａｎｄｈｏｗｉｔｍａｙｂｅ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５３）。

 ——第４８０页。

凯里，亨·查·《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７年

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卷（Ｃａｒｅｙ，Ｈ．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Ｐａｒ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３７）。

 ——第５１、７６页。

凯里，亨·查·《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

年费拉得尔菲亚版（Ｃａｒｅｙ，Ｈ．Ｃ．Ｔｈｅ

Ｐａｓｔ，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４８）。——第９６页。

康德，伊·《实践理性批判》１７８８年里加版

（Ｋａｎｔ， ．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ｒａｋｔｉｓｃｈｅｎＶｅｒ

ｎｕｎｆｔ．Ｒｉｇａ，１７８８）。——第４８０页。

柯贝特，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

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１８４１

年伦敦版（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ｒ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１）。——第３７０、３８５页。

科凯兰，沙·《工业信贷和工业银行》，载

于《两大陆评论》１８４２年版第４辑第３１

卷（Ｃｏｑｕｅｌｉｎ，Ｃｈ．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ｅｔｄｅｓｂａｎ

ｑｕｅｓｄａｎｓ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Ｉｎ：《Ｒｅｖｕｅｄｅｓ

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ｓéｒｉｅ ，ｔｏｍｅ ，

１８４２）。——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科贝特，威·《纸币对黄金》１８２８年伦敦版

（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Ｐａｐｅｒａｇａｉｎｓｔｇｏｌ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８）。第１版１８１０年出版。——

第３３０页。

克尔纳，姆·格·《关于波希米亚矿业往

昔情况以及迈塞矿区来源于斯拉夫语

的某些矿山用语的语言学历史研究》

１７５８年施奈堡版（Ｋ氹ｒｎｅｒ，Ｍ ．Ｇ．

Ｅｉｎｅｐｈｉ－ｌｏｌｏｇｉｓ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Ａｂ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ｖｏｎｄｅｍＡｌｔｅｒｔｈｕｍｅ

ｄｅｓＢ氹ｈｍｉ－ｓｃｈｅｎＢｅｒｇｗｅｒｋｓ，ｕｎｄ

ｖｏｎｅｉｎｉｇｅｎＢｅｒｇｅｎｚｅｎｔｅｎＷ氹ｒｔｅｒｎ

ｕｎｄ Ｒｅｄａｒ － ｔｅｎ ａｕｆ ｄｅｍ

Ｍｅｉｎｉｓｃｈｅｎ Ｏｂｅｒ－ ｅｒｚｇｅｂｉｒｇｅ，

９８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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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ｓ ｄｅｒ Ｓｌａｖｏｎｉ ｓｃｈｅｎＳｐｒａｃｈｅ．

Ｓｃｈｎｅｅｂｅｒｇ，１７５８）。——第４４１页。

Ｌ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

堡版（Ｒａｍｓａｒｙ，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３６）。—— 第４１、４５、４９、１４９、１７３、

２７２、３９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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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３３０页。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

１８２４ 年 伦 敦 版（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第７０、

２０５页。

兰格，赛·《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

防止办法》１８４４年伦敦版（Ｌａｉｎｇ，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ｔ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 第

３５５页。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让·巴·萨伊

的注释和评述。校订第２版，增加了关

于李嘉图生平和作品的简述。１８３５年巴

黎版第１—２卷（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Ｄｅｓｐｒｉｎ

－ｃｉｐｅｓ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

ｄｅｌ’ｉｍｐ氭ｔ．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

ｐａ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ｉｏ，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

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Ｊ．Ｂ．

Ｓａｙ． 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ｒｅｖｕｅ，

ｃｏｒｒｉｇéｅｅｔａｕｇｍｅｎｔéｅｄ’ｕｎｅｎｏ

ｔｉｃｅｓｕｒｌａｖｉｅｅｔｌｅｓéｃｒｉｔｓｄｅＲｉｃａｒ

ｄｏ．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５）。这

一译本的第１版１８１９年在巴黎出

版。——第１５２、２７１页。

李嘉图，大·《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

通货的建议，附关于英格兰银行利润的

考察》１８１６年伦敦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ｆｏｒ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ｆ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ｂａｎｋｏｆＥｎｇ

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６）。—— 第 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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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１版１８１７年在

伦敦出版。—— 第５３、５５—５７、１０８、

１５２、２０２、２７２、２７６、３８１页。

路德，马·《论商业与高利贷》１５２４年维登

堡版（Ｌｕｔｈｅｒ，Ｍ．ＶｏｎＫａｕｆｆｓｈａｎｄ－

ｌｕｎｇ ｕｎｄ Ｗｕｃｈｅｒ． Ｗｉｔｔｅｍｂｅｒｇ，

１５２４）。——第４５０—４５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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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ｏｓｅ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ｅ

ｍａｎｄ 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ｃｏｎ

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ｌａｔｅｌｙａｄｖｏｃａｔｅｄｂｙＭｒ．

Ｍａｌｔｈｕｓ，ｆｒｏｍ 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ｃｏｎｃｌｕｄ

ｅｄ，ｔｈａｔ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

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 ｃｏｎ －

ｓｕｍｅｒｓｃａｎ 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１）。——第２７２、３５９—３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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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０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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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德·拉瓦伊斯译自英文，１８０８年巴

黎版（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Ｊ．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ｅｔ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ｐｕｂｌｉｑｕ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ｓｍｏｙｅｎｓ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

ｑｕｉｃｏｎｃｏｕｒｅｎｔ氉ｓｏｎａｃ－ｃｒｏｉｓｓｅｍｅｎｔ．

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Ｅ．Ｌａｇｅｎｔｉｅｄｅ

Ｌａｖａｌｓｓ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８）。英文版１８０４年

在爱丁堡出版。——第２０３—２０５、３７１

页。

罗西，佩·《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３６—１８３７

年讲授（包括巴黎版的两卷内容）》，载

于《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４３年布鲁塞尔

版（Ｒｏｓｓｉ，Ｐ．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Ａｎｎéｅ１８３６—１８３７（Ｃｏｎｔｅｎａｎｔｌｅｓ

ｄｅｕｘｖｏｌｕｍｅｓｄｅｌ’éｄｉｔｉｏｎｄｅＰａｒｉｓ）．ｌｎ：

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Ｂｒｕｘ

ｅｌｌｅｓ，１８４３）。罗西著作的第１版１８４０—

１８４１年在巴黎分两卷出版。—— 第

８９、９０—９１、１８９页。

洛克，约·《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

的后果》（１６９１年），载于《约翰·洛克著

作集》，四卷集，１７６８年伦敦第７版第２

卷（Ｌｏｃｋｅ，Ｊ，Ｓｏｍ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ｉｎｇｏｆ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ａｎｄ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ｏｎｅｙ

（１６９１）．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ＪｏｈｎＬｏｃｋｅ，

ｉｎｆｏｕｒｖｏｌｕｍｅｓ．Ｔｈｅｓｅｖｅｎ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８）。—— 第３１５、

３２９页。

洛克，约·《再论货币价值的提高；专门分

析朗兹先生在最近就〈谈谈改进银币〉

一文所作的报告中为提高货币价值提

出的论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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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ｒａｉｓ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ｍｏｎｅｙ，ｗｈｅｒｅｉｎＭｒ．Ｌｏｗｎｄｅｓ’ｓ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ｆｏｒｉｔ，ｉｎｈｉｓｌａｔｅｒｅｐｏｒｔ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ａ

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ｓｉｌｖｅｒｃｏｉｎｓ》，ａ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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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ｃｏｍｐｒｉｓｉｎｇ

ａｂｒｉｅｆ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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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ｉｎ 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Ｍａ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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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印加文化概述》，三卷集，１８５０年伦敦

第４版（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Ｗ ．Ｈ．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ｏｆＰｅｒｕ，ｗｉｔｈａｐｒｅ

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Ｉｎｃａｓ．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１。第１版

１８４７年在波士顿出版。——第３６２—

３６３、３６６页。

普雷斯科特，威·希·《墨西哥征服史

——附古代墨西哥文化概述》，两卷集，

１８５０年伦敦第５版（Ｐｒｅｓｃｏｔｔ，Ｗ．Ｈ．

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ｏｆＭｅｘｉｃｏ，ｗｉｔｈ

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ａｎｃｉｅｎｔＭｅｘｉ

ｃａｎ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Ｆｉｆ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０）。第１版１８４３

年在波士顿出版。—— 第３６２—３６３、

４５９页。

普林尼《博物志》（Ｐｌｉｎｉ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ａｔｕ

ｒａｌｉｓ）。出版年月不详。——第３３２—

３３３、４５３页。

Ｓ

萨伊，让·巴·《实践政治经济学全教程》

１８４０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Ｓａｙ，Ｊ．

Ｂ．Ｃｏｕｒｓｃｏｍｐｌｅｔ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 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第１

版１８２８—１８２９年在巴黎出版。——第

３５０页。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

黎第３版第１—２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第１版

１８０３年在巴黎出版。——第１４８、２０３、

２６１页。

桑顿，亨·《大不列颠信用货币的性质和

影响的研究》１８０２年伦敦版（Ｔｈｏｒｎｔｏｎ，

Ｈ．ＡｎＥ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ｅｆ

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ｐａｐｅｒｃｒｅｄｉｔｏｆ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０２）。—— 第 ３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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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ｖｅｃｔｉｇａｌｉｂｕｓ ｃｉｖｉｔａｔｉｓ Ａｔｈｅｎｉｅｎｓｉｓ

ａｕｇｅｎｄｉｓ．Ｉｎ：Ｘｅｎｏｐｈｏｎｔｉｓｑｕａｅｅｘ

－ ｔａｎｔ．Ｒｅｃｅｎｓｕｉｔ Ｊｏ．Ｇｏｔｔｌｏｂ

Ｓｃｈｎｅｉ－ ｄｅｒ．Ｔｏｍｕｓ ．Ｌｉｐｓｉａｅ，

１８１５）。——第４３５页。

森佩雷《关于西班牙帝国兴衰的原因的研

究》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Ｓｅｍｐéｒé．

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ｕｒｅｔｄｅｌａｄéｃａｄｅｎｃｅｄｅｌａ

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ｅｓｐａｇｎｏｌｅ．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第３６３、４４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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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１５６、

１９４、４６２页。

施略策尔，奥·路·《书信集，主要是历史

和政治内容》１７８０年哥丁根版第７集第

３７—４２册（Ｓｃｈｌ氹ｚｅｒ，Ａ．Ｌ．Ｂｒｉｅｆｗｅｃｈｓｅｌ

ｍｅｉｓｔ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ｎｕ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Ｉｎ

ｈａｌｔｓ．ＳｉｅｂｅｎｄｅｒＴｈｅｉｌ，Ｈｅｆｔ

— Ｌ ．Ｇ氹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７８０）。——第

４５１页。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政

治经济学教程》第５卷）１８２４年巴黎版

４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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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ｏｒｄ，Ｈ．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

ｄｕｒｅｖｅｎ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ｍｅ ｄｕ《Ｃｏｕｒｓ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４）。——第１５７、３７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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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

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ｐａｒＪ．Ｂ．Ｓａｙ．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３）。第１版１８１５年在圣彼得堡出

版。—— 第 ３８、４３、１４１—１４２、１５６—

１５７、１８２、１９３、２５０、３４５、３７８—３７９、３９５、

４５８页。

斯宾诺莎，巴·《伦理学，用几何方法证明

并分为五部分》（Ｓｐｉｎｏｚａ，Ｂ．Ｅｔｈｉｃａ

ｏｒｄｉｎｅｇｅｏｍｅｔｒｉｃｏ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ａｅｔ

ｉｎｑｕｉｎｑｕｅｐａｒｔｅｓ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ａ）。第１版

１６７７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 第

２６４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两卷集，１７７６年伦敦版（Ｓｍｉｔｈ，Ａ．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６）。——第３４３、３９４

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

威克菲尔德］的注释，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伦

敦版第１—４卷（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Ｇ．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Ｖｏｌｕｍｅｓ —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９）。——第５４、７９、

１０２、１１８、３０２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热尔门·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

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４

卷（Ｓｍｉｔｈ，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

ｔｕｒｅ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

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Ｇｅｒ

ｍａｉ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第１１２、１１６、１１７、

１９３、２０３、２３１、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０、

３８７—３８９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三卷集，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Ｓｔｅｕａｒｔ，Ｊ．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ｒｅｅｖｏ－

ｌｕｍｅｓ．Ｄｕｂｌｉｎ，１７７０）。第１版１７６７

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０２—３０５、３１４、

３２７—３２９、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０、４２５、４３８、４７７

页。

Ｔ

塔克特，约·德·《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

历史，农业、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两卷

集，１８４６年伦敦版（Ｔｕｃｋｅｔｔ，Ｊ．Ｄ．ＡＨｉｓ

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ｔａｎ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ａｎｕｆａｃ

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Ｉｎｔｗｏｖｏｌｕｍ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６）。—— 第 ３０７—３０９、

３１１—３１２、３８６页。

汤普逊，本·，朗福德伯爵《政治、经济、哲

学论文集》１７９６—１８０２年伦敦版第１—

３卷，１７９６年伦敦版第１卷（Ｔｈｏｍｐ

ｓｏｎ，Ｂ．ＣｏｕｎｔｏｆＲｕｍｆｏｒｄ．Ｅｓｓａｙ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ｉｌｏｓｏ－

ｐｈｉｃａｌ．Ｖｏｌｓ． — ．Ｌｏｎｄｏｎ，

５９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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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６—１８０２．Ｖｏｌ．Ｉ．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９６）。——第２９９页。

汤普逊，威·《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

分配原理的研究》１８２４年伦敦版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Ｗ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ｍｏｓｔ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ｈｕｍａｎ

ｈａｐｐｉｎｅｓ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 第

３８页。

［唐森，约·］《论济贫法》，一个愿人们幸

福的人著（１７８６年），１８１７年伦敦重版

（［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Ｊ．］Ａ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

ｐｏｏｒｌａｗｓ．Ｂｙａ ｗｅｌｌ－ ｗｉｓｈｅｒｔｏ

ｍａｎｋｉｎｄ（１７８６）．Ｒｅ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７）。第 １版 １７８６年 在 伦 敦 出

版。——第３７５页。

《通货论。给苏格兰人民的一封信：论政府

干涉苏格兰现存银行制度的危险》，英

国一银行家著，１８４５年爱丁堡版（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ｔｈｅｏｒｙｒｅｖｉｅｗｅｄ；ｉｎａｌｅｔ

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Ｓｃｏｔｔｉｓｈｐｅｏｐｌｅｏｎｔｈｅ

ｍｅｎａｃｅｄｉｎｔｅｒ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ｙ Ｇｏｙ－

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ｉｔｈ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ｉｎ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Ｂｙ ａ

ｂａｎｋｅｒ ｉｎ 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４５）。——第４０７页。

图克，托·《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货币

流通同价格的关系；纸币发行同银行业

务分离的合理性》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

（Ｔｏｏｋｅ，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ｗｉｔｈ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ｃｙｏｆ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ｉｓｓｕｅｆｒｏｍ ｂａｎｋ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１１版同一

年即１８４４年在伦敦出版。——第

４０５—４０６、４４２、４４３页。

图克，托·《１８３９—１８４７年的价格和流通

状况的历史：附货币流通问题概述，并

评维多利亚七年和八年通过的第３２号

法令的作用》１８４８年伦敦版（Ｔｏｏｋｅ，

Ｔｈ．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ｏｆ

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

１８３９ ｔｏ １８４７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ｗｉｔｈ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ｎｄ 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ａｃｔ７ ａｎｄ８

Ｖｉｃｔ．ｃ．３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

第４２６、４４１页。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１）。——第９０、２８２、３４３—３４５页。

Ｗ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

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版（Ｗａｄｅ，Ｊ．Ｈｉｓｔｏ

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ｅｓ．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

第１版１８３３年在伦敦出版。—— 第

８２、１１９、１３９页。

威克菲尔德，爱·吉·（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Ｇ．）

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所加的注释，载于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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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伦敦版第１—４卷

（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

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

ｃａ》［Ｅ．Ｇ．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Ｖｏｌｕｍｅｓ

— ．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５—

１８３９）。——第７９、１１８、３０２页。

６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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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菲尔德，爱·吉·《略论殖民艺术》

１８４９年伦敦版（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Ｇ．Ａ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９）。——第５７—５８、２７３页。

维达尔，弗·《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４６年巴黎

版（Ｖｉｄａｌ，Ｆ．Ｄｅｌａｒéｐａｒｔｉｔｉｏｎ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 第 ４０１

页。

维尔特，约·乔·奥·《德意志人的历

史》，四卷集，１８４６—１８４７年斯图加特第

２版（Ｗｉｒｔｈ，Ｊ．Ｇ．Ａ．Ｄｉｅ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

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Ｖｉｅｒ Ｂ氋ｎｄｅ．ＺｗｅｉｔｅＡｕ

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４６—１８４７）。第１版

１８４２—１８４５年在斯图加特出版。——

第４２０页。

乌尔卡尔特，戴·《家常话对英国和英国

人的影响》１８５６年伦敦版（Ｕｒｑｕｈａｒｔ，

Ｄ．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ｗｏｒｄｓ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６）。第１版

１８５５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２０、３９４

页。

Ｘ

西尼耳，纳·威·《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

业的影响的书信》１８３７年伦敦版（Ｓｅ

ｎｉｏｒ，Ｎ．Ｗ ．Ｌｅｔ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

Ａｃｔ，ａｓｉｔａｆ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ｍａｎ

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７）。—— 第

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４页。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让·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威·

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

１８３６年巴黎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Ｐｒｉｎ－

ｃｉｐｅ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ｔｉｒéｓｄｅｌｅ汅ｏｎｓéｄｉｔｅｓｅｔｉｎéｄｉｔｅｓ

ｄｅＭｒ．Ｎ．Ｗ．Ｓｅｎｉｏｒｐａｒｌｅｃ－ｔｅＪｅａｎ

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 第１１３

页。

西尼耳，纳·威·《关于取得货币的费用

以及私人纸币和国家纸币的某些影响

的三篇演讲。（在牛津大学１８２９年夏季

学期所作的报告）》１８３０年伦敦版（Ｓｅ

ｎｉｏｒ，Ｎ．Ｗ．Ｔｈｒｅ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ｓｔ

ｏｆ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ｍｏｎｅｙ，ａｎｄｏｎｓｏｍｅ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ｐｒｉｖａｔｅ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ａｐｅｒｍｏｎ

ｅ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Ｏｘｆｏｒｄ，ｉｎＴｒｉｎｉｔｙｔｅｒｍ，１８２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０）。——第３３４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

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

版第１—２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Ｃｈ．Ｌ．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ｓ —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７—

１８３８）。——第３９１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

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

系》１８２７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Ｓｉｓｍｏｎ

ｄｉ，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 ｄｅ．Ｎｏｕ

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Ｄｅ 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ｄａｎｓ ｓｅｓ 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ａｖｅｃ ｌ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７）。第１

版１８１９年在巴黎出版。——第３０—

３１、１５５—１５６、１８９、２０３、２７９、３９７

页。

昔蒙兹，詹·库·《国内外的手工业和手

工业者》１８３９年爱丁堡版（Ｓｙｍｏｎｓ，Ｊ．

Ｃ．Ａｒｔｓａｎｄａｒｔｉｓａｎ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３９）。—— 第

３５６—３５８页。

休耳曼，卡·迪·《中世纪城市》１８２６—

１８２９年波恩版第１—４集（Ｈüｌｌｍａｎｎ，

Ｋ．Ｄ．Ｓｔ氋ｄｔｅ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

７９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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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ｌｅ１—４．Ｂｏｎｎ，１８２６—１８２９）。——

第３６６—３６９页。

Ｙ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

津版第１０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 ｌｉｂｒｉ ．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

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ｃｅｎｓｉｏｎｅ ．Ｂｅｋｋｅｒｉ．

Ｔｏｍｕｓ ．Ｏｘｏｎｉｉ，１８３７）。—— 第

４９３页。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

津版第９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ＥｔｈｉｃａＮｉｃｏ

ｍａｃｈｅａ．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ｃｅｎ

ｓｉｏｎｅ ．Ｂｅｋｋｅｒｉ．Ｔｏｍｕｓ ．Ｏｘｏｎｉｉ，

１８３７）。——第４６０。

伊登，弗·摩·《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

者阶级从征服时期到现在的历史》，三

卷集，１７９７年伦敦版（Ｅｄｅｎ，Ｆ．Ｍ．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ｏｒ，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ｒｏｍｔｈｅ

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ｅｒｉｏｄ．ｌｎｔｈｒ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７）。—— 第

２５３—２５５、３１１页。

《银行法特别委员会的报告。委员会会议

记录、证词、附件和索引》，根据下院决

定于１８５８年７月１日刊印（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ｔｈｅ

ｂａｎｋａｃｔｓ；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ｐｒｏ－

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ｍｉｎ－

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ａｎｄｉｎ

ｄｅｘ．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 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 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１Ｊｕｌｙ

１８５８）。——第４３２页。

尤尔，安·《工厂哲学，或加工棉、毛、麻、

丝的工业经济，附英国各工厂使用的各

种机器的描述》。在作者的参与下译出。

１８３６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２卷（Ｕｒｅ，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ｕ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ｌｌｅｄｅｌａｆａｂｒ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ｃｏｔｏｎ，ｄｅｌａｌａｉｎｅ，ｄｕｌｉｎｅｔｄｅｌａ

ｓｏｉｅ，ａｖｅｃｌ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ｄｉｖｅｒｓｅ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ｐｌｏｙéｅｓｄａｎｓｌｅｓａｔｅｌｉｅｒｓ

ａｎｇｌａｉｓ．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ｏｕｓｌｅｓｙｅｕｘｄｅｌ’ａｕ

ｔｅｕｒ．Ｔｏｍｅｓ —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６）。

英文第１版１８３５年在伦敦出版。——

第２０５页。

Ｚ

《最神圣的皇帝查士丁尼所著法学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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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ｕｓｔｉｎｉｕｎｉ，Ｄ．，ｓａｃｒａｔｉｓｓｉｍｉｐｒｉｎｃｉ－

ｐｉ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ｓ．ＡｃｃｅｓｓｅｒｕｎｔｅｘＤｉ

ｇｅｓｔｉｓｔｉｔｕｌｉｄｅｖｅｒｂｏｒｕｍ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ｅｅｔｒｅｇｕｌｉｓｊｕｒｉｓ，Ｅｄｉｔｉｏ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ａ

Ｈｅｒｈａｎ．Ｐａｒｉｓｉｉｓ，１８１５）。—— 第 ３６８

页。

期  刊

Ｊ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出

版。—— 第３４１、３９４、４１６、４２４、５３３—

５３５、５４４页。

—１８４４年５月１１日。——第３４１—３４２、

８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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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３页。

—１８４４年６月１５日。——第３４２页。

—１８４４年９月２８日。——第３４２页。

—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５日。—— 第３４２—３４３

页。

—１８４７年５月８日。——第３０１页。

—１８４７年５月２２日。—— 第３０１—３０２

页。

—１８４７年１０月９日。——第３９３页。

—１８４７年１１月６日。——第２０３、２２４、

２４３、２４４、３０２页。

—１８５０年８月３１日。——第３４６页。

—１８５１年１月１９日。——第３９３页。

—１８５１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３９３页。

—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２日。——第３９２页。

—１８５８年２月６日。—— 第２３６—２３７

页。

—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３日。——第３１８、３２０、

３８０页。

—１８５８年４月１０日。——第３８５页。

—１８５８年５月１５日。——第４０９—４１０

页。

Ｐ

《旁观者》（《ＴｈｅＳｐｅｃｔａｔｏｒ》），伦敦出

版。—１７１１年１０月１９日。—— 第

３０４、４００页。

Ｒ

《人民之声报》（《ＬａＶｏｉｘｄｕｐｅｕｐｌｅ》），巴

黎出版。——第３７２页。

Ｗ

《韦斯明斯特评论》（《Ｔｈｅ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伦敦出版。——第５３５页。

—１８２６年１月。——第３１２页。

文 学 著 作

Ａ

阿里斯托芬《财神》。——第４５４页。

Ｇ

歌德《神圣的》（《新歌》集）。——第４３６

页。

歌德《浮士德》。——第２１７页。

Ｐ

品得《第一首奥林帕斯颂歌》。——第５１６

页。

Ｑ

《启示录》——见圣经。

Ｓ

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第４５４

页。

圣经。——第１１２、１２５、４２６、４４８、４５４、４５８

页。

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４５３页。

Ｘ

《希腊诗选》，根据在普法尔茨发现的现存

巴黎的手稿刊印，弗·雅科布斯编，

１８１４年莱比锡版第２卷。——第４９４

页。

９９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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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６卷（上、下册）

名 目 索 引

Ａ

埃及——上，１３２；下，２１。

爱尔兰——上，３４—３５。

澳大利亚——上，１３３、２３６；下，１２６。

Ｂ

拜物教——下，２０２。

拜占庭——上，５０９。

保险机构——上，７３—７４。

贝尔贝莱——下，３２０。

必然性和偶然性——上，４８。

必要劳动

——它的历史性质——下，２０。

——和资本——上，３７７—３７８；下，２６。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３００—３０８、

３７６、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４、４０９—４１０；下，

１１０、２９４—２９５。

——和分工——下，１８。

——和剩余劳动——上，３２１、３７６、３７７—

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２；下，２６、１０４、２１８—

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２。

——和剩余价值——上，３００—３０２。

——和利润——下，２５。

—— 和劳动力—— 上，３２９、３７９—３８０、

３９９、４００、４１０。

——和工资——上，３９９、４１２；下，５０、６１、

６６、６７、７１、７２、３４４。

——和自由时间——下，２２１—２２２。

——和需要——下，１８—１９、２０。

——和机器——上，３６５；下，２９０、３４９。

——和生产劳动——下，２６。

——和供求关系——下，３４４。

辩证法——上，２７。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法——上，

４７。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上，

３７—４３、４６、２０２、４１４；下，４７８、４７９。

——辩证的转化——上，４５４—４５５、５１９。

——媒介的辩证法——上，２９５—２９６。

——叙述的辩证形式——下，５１３—５１４。

  并见必然性和偶然性，抽象，否定的

否定，黑格尔哲学，历史的和逻辑的，

历史主义，量和质，矛盾，内容和形

式，相互作用，一般——特殊——个

别，自由。

表象——上，３７—３９。

波兰——上，１７２、４６８。

剥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受到的剥

削—— 上，２５０—２５１、４５７—４５８；下，

４０—４２、４６、７６、２８４、２９２、３８４。

  并见工人，工人阶级，剩余价值，剩余

劳动，资本。

不变资本

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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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要素——上，３２６。

——它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的保存

——上，３２９—３３７。

——它的价值的补偿——上，３２３—３２８、

３３４—３３８；下，２６１、２６２。

——和生产力的提高——上，３６５—３６６。

——和经济危机——上，３３６。

部落体（氏族制度）——上，２１、３９、１０３—

１０４、４７２—４７５、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３—

４８４、４８８—４９２。

簿记

——簿记计算——上，８６。

——银行业和信贷业中的簿记——上，

１０５。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簿记——上，

９９、１０１。

Ｃ

财富

——和资本—— 上，２５３、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２、

２９４、２９５、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４、３８８、３９９、

４４３、４４４、４５２、４８６、５０７—５０９；下，２３、

２５、３５—３６、８７—８９、１５９、２２０、２７８、

３５０、３５１。

——它的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上，

１１３、１７０—１７１、３１６、４８５、４８６；下，１９、

３８３、４５１—４５２。

——它的源泉——上，１７５。

——它的生产和分配——上，４００；下，３５、

３６１—３６２。

—— 它的再生产—— 上，４５８—４５９；下，

２５、２６８、３５１。

—— 它的集中和积累—— 上，１８１、１８４；

下，２３、８７—８８。

—— 它的消费，—— 上，２４１—２４２、４６５；

下，５０１。

——享用的财富——下，２３、５０２。

—— 货币财富—— 上，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５—

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６—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５—

２２８、２４３、２５７、２９０、２９９、３１２、３１３、

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６、３２０、３３９、５０７—５１２、

５１５、５１６；下，８３、８８—８９、１００、２７８、

３８３、４０２、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９—４４０、

４４１、４４４、４５２—４５５、４８１—４８３、５００—

５０３、５１５、５１７、５１８。

——金银形式的财富——上，１１７、１２４—

１２５、１８０—１８４；下，２９、４３５—４３８、

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４、４４８、４５７—４６０。

—— 商品形式上的财富—— 上，１６９—

１７２、１８４—１８５；下，４１１。

——劳动条件形式上的财富——上，５０７。

——和劳动——上，２５３、２６６—２６７、４４９—

４５３、４５５、４５８—４５９、５１３；下，２１６—

２２０、２２２、３６０、３６１。

—— 和剩余劳动—— 上，３８１；下，２１７—

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２。

—— 和自由时间—— 上，３７７；下，２２１、

２２２。

——和生产力——上，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０；下，

３４、３５、２６９。

——和生产关系——上，１８６。

——和国家——上，４６。

——作为统治关系——上，２８８。

——作为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媒介

——上，２９５、２９６。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财富——上，２８７、

４８６；下，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３。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财富——上，

２９０、２９２、４８５、４８６、５１１；下，３４。

——致富欲——上，１７１—１７４、１８０、１８３、

２２４—２２６、２８７、２９０、３０６；下，４４９、

５０２、５１７—５１８。

——商人的财富——上，５１１。

１０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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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形式上的财富——上，２９２。

——它的贬值——下，４３２。

——和贫困——上，４４９；下，２２２。

——和人口——下，２６８、２９３。

——和工业——下，２１７—２１８。

——和简单流通——上，２４３。

——和国际贸易——上，３２０。

——和交换费用——下，１２９。

——和资本主义竞争——下，１５９。

——和社会需要——下，１９。

——和科学——下，３４。

——和意识形态——下，３４。

——资产阶级的财富观念—— 上，２８９、

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７、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２；

下，４３０。

城市和乡村—— 上，３６—３７、４５、１３４、

２３４—２３７、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８—４８２、４９３、

４９４—４９５、５０９、５１４—５１６。

赤贫——下，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１、２５３—２５５。

抽象

——经济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上，

７、８、３８—４６、１８３、２００、２０１、２９５、４１４、

４８７—４８８；下，１６０、２９９。

—— 抽象的规定—— 上，２５４、３８９；下，

２９９。

——从具体到抽象——上，３７、３８。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上，

３７—４３、４６、２０２、４１４；下，４７８、４７９。

——抽象的和具体的——上，３８—３９。

——生产关系定义上的抽象——上，８７、

８８、１１１。

—— 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的抽象

——上，２６１；下，３１３—３１４。

——劳动定义上的抽象——上，８８、１１８—

１２０、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３、３２９；下，４７３—

４７６。

——价值定义上的抽象—— 上，８０、８１、

８５—８７、２００、４１３、４２３；下，２９９、４１１—

４１２、５１０。

——货币定义上的抽象——上，１７５、１７６；

下，４５２、４５３—４５４。

——财富的抽象形式——上，１６９—１７２、

１８４—１８５、２６４、２９０；下，４４４、４５２、

４８２—４８３。

——工资定义上的抽象——上，４１４。

——市场定义上的抽象——上，２３８、２４０。

——“资本一般”—— 上，２６９、２７０、３１３、

３９０、４４４、４４５；下，１１、１２６、１５８、１６６—

１６７、３８２、４０４—４０５、５１４。

——“生产一般”——上，２２、２３、２５、２５６、

２８１、２８９、４８７；下，２３—２６、２８、１２７。

—— 积累的抽象可能性—— 下，１５０—

１５１。

——危机的抽象可能性——上，９４、１４６、

１４７。

——科学抽象的例子—— 上，２６５、２９９、

３０６、３１０、３１３；下，９。

——“稀薄的抽象”——上，３７。

储蓄银行——上，２４４、２４６。

Ｄ

代役租——上，４３。

地租——上，４３。

——和资本——上，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６—２３７。

——和土地所有权——上，２３６—２３７。

——作为财富的形式——上，２９２。

——和利润——下，２７３、３４４。

——国家地租——上，２３７。

东方——下，４４０。

—— 农业和工业的结合—— 上，４９４—

４９５。

——灌溉系统——上，４７５。

——奴隶制——上，４９６。

——东方专制制度——上，４７３。

２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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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Ｅ

俄国——上，６、３５；下，２０。

厄特鲁里亚——下，２１。

Ｆ

法（权利）

——不同时代的法——上，２５。

——和经济关系——上，３５—３６、４８、７４。

——和生产——上，２５。

—— 财 产 权，—— 上，１４２—１４３、１６１、

４５４—４５５、５１９；下，４４７、４６３、４６４。

——资产阶级社会的法——上，１９８；下，

１６０、４７２、４７３。

——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上，４５４—

４５６。

——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法律关系——

上，４６２。

——法人——上，１９５、１９８、４４８；下，４７２、

４７３、４７７、４７８。

——法的关系——上，２５、４７、２８０。

—— 继承法—— 上，１９９、４６９；下，４７６—

４７７。

——和等价交换——上，４５４—４５５。

——刑法——上，２３０。

—— 罗马法—— 上，１９８；下，１６０、４７２、

４７７、４７８。

——和国家——上，２５。

法国——上，８、９、６５、９８、１３３；下，３２５。

——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上，５—６。

——封建主义时代——上，４８９—４９０。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上，２０１；下，

４７８。

——土地所有权——上，３５—３６。

——农业——下，２７７。

——分成制——上，５１７。

——寄生阶级——下，２７７。

——法兰西银行—— 上，５３、５８、６０、６２、

６５、７６。

——纸币——下，１８５。

——国债——下，３７４。

——价值标准——下，３２２。

分工

——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 上，

１０５—１０６。

——社会内的分工和工厂内的分工——

下，４７０—４７３。

—— 和交换—— 上，３６、９１、１０４、１１９—

１２０；下，１８—１９、１２３、１３３、１３８、１３９、

１８４、４６５、４６６。

—— 和流通—— 下，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８、４６８、

４６９。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２９２—２９３、

３５７、３７９—３８０；下，５０、８３、１０９、２８７、

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７、３５６。

——和所有制形式——下，１３８。

——和生产——上，９１、２１０—２１１；下，２１、

４６５—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１。

—— 和价值—— 上，２００—２０１；下，１８、

４２—４３、４６７—４７１。

—— 和货币的必要性—— 上，９４—９５、

１４８—１４９。

——和贮藏货币的形成——下，４４５。

——和需要——上，１４８；下，１９。

—— 和机器—— 上，３５５—３５６；下，２１７、

２１８。

——和预付资本——上，３５５。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下，６１—６２。

——和垄断——上，１０５。

——和新部门的创建——上，３９２。

——和服务——上，４６４。

——和劳动时间——下，８。

——和必要劳动——下，１８—１９。

——和公社的解体——上，４６３。

３０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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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场手工业中的分工——下，８３—

８４。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分工——下，１３８。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分工——上，

２９２—２９３；下，４７０—４７３。

分配

——它的历史性质——上，２４。

——它的形式——下，２７９。

—— 和生产—— 上，２４、２６、３２—３７、９９；

下，９３、２７９、３６１—３６２。

——和生产关系——上，６３。

——生产工具的——上，３３—３４。

——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分配——上，

４１２、４２３、４２６、４３１—４３２；下，４１、４２、

１３７、１６８、１８１、１９９、２８１、３１１。

——资本的分配——上，４４５。

——利润的分配——下，２７９、３１１。

——总产品的分配——上，４３７。

——工资的分配——下，３１１。

——贵金属的分配——下，４３７。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分配和生产

——上，２４、１８３—１８４、３９４、３９６；下，

４６、４７、５３、１２７、２７９、４４８—４４９。

封建主义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上，４、５、

１４、１８；下，２５３、２５４、４２９—４３０。

—— 生产关系—— 上，１０４—１０５、４８８—

４８９、５０２—５０３。

——对土地的依附——下，２５３、２５４。

——土地所有权——上，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２—

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５；下，３６６。

——和公社——上，４９０。

——城市和乡村——上，４８０、５０８—５０９。

——徭役劳动——下，２２、１１２。

——行会制度——上，５０８；下，３８９—３９０。

——生产——上，５０４—５０５。

——商业——上，２３５。

——商业城市——下，３８７—３９０。

——货币资本——上，４５。

——金和银——下，４６１—４６２。

——它的解体和灭亡——上，１０４、５０４—

５０５、５１３、５１５—５１６；下，３４、３６２。

—— 法国和英国的封建主义—— 上，

４８９—４９０。

否定的否定——上，８１。

服务——上，２２９—２３０、２５２、４６３—４６８。

辅助材料——下，１９４—１９５、２０８。

Ｇ

概念——上，２７、３９、４７。

高加索——上，１２１。

高利贷—— 上，２０７、５０７—５０８、５１２；下，

２９、３６５、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４。

革命——上，３３、１７５。

——生产力的革命——上，４３８。

——经济关系中的革命——下，４３４。

工厂——上，５１５；下，２０７—２０８、４７１。

工场手工业——上，２３５、２９０、５０８、５１４—

５１５；下，８３—８４、８５、８６。

工人

——他的历史的发展—— 上，３２８、４７１、

４９９、５０３—５０６、５０８—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４、

５１６；下，２９２、５１３。

——和文明——上，２４６。

——他的劳动力——上，２２２、２３０—２３１、

５０４—５０５、５１２；下，３８、１０４、５１３。

——他的活动的异化——上，１７６、２６６—

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４、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９、５１９—

５２０；下，１８７、３６０、４６３。

——他的劳动时间——下，１４１。

—— 他的消费—— 上，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４—

２４８、２４９、３９６、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３、

４２７—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８；下，

８７、９３、９９、１８９、１９０、２１３、２１４。

４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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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和工资——上，１６、２４５—２４６、４１４。

—— 他的需要—— 上，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５、

２４６—２４７、２５１—２５２、２８６—２８７。

——他的节约——上，２４４—２４８、２４９。

——他分享利润——上，２４７—２４８。

——他的利益——上，２４７—２４８。

——对他的剥削——上，２５０—２５１、４５７—

４５８；下，４０—４２、４６、７６、２８４、２９２、３８４。

——强迫进行剩余劳动——下，３５０。

——他的劳动的过程——上，２５４—２５５、

２５８—２５９、 ２６５—２６７、 ２６８—２７０、

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６、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２、

４２３、４６９；下，１８７、２１８—２１９。

—— 作为交换的参加者—— 上，４０３—

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９、４１２—４１３、４３２—４３３、４６２。

——丧失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上，

４８７、４９７；下，１８７、３５０—３５１、３６０—

３６１、３７５、３８３—３８４。

——失业——下，７８、７９、１０８、１１１。

——潜在的赤贫——下，１０４、１１１、２６９。

—— 和资本家—— 上，２４２—２４５、２６２、

２８３—２８７、３４７—３４８、４０４—４０７、４４８；

下，８７。

——和资本额——下，７７、７８。

——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３８、２６９、２８４。

——和固定资本——下，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４—

２１８、２２２—２２３、２９２—２９３、３４６—３４９、

３５５—３５６、３５８—３５９。

—— 工人之间的竞争—— 下，４７、１５９、

２５４。

——生产的和非生产的工人——下，２６—

２７。

——季节工人——下，３３。

——工厂中的工人——下，４６７—４６８。并

见工人阶级。

工人阶级—— 上，２８５；下，３８、９６、１１０、

１１６、２１１。

  并见工人。

工业

——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２２２—２２４、

２９８—２９９。

——和生产关系——上，５１５。

——和固定资本——下，２１５—２１７、２４９—

２５０。

——机器的应用——下，２９９。

——自然力的应用——上，２９２—２９３；下，

２１７—２１９。

——作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下，８３。

—— 工业生产—— 上，１７３—１７４、２８８—

２８９；下，５３、４７９、４８０。

——它的前提——上，５１５。

——科学的应用——下，８３、３０７。

——劳动的积聚、协作和结合——下，８３、

８４—８５。

——劳动的作用——下，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２—

２２３。

——和财富——下，２１７—２１８。

——工业周期——下，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９。

——不成比例的工业——下，２２０、２２１。

——和资本的再生产——下，２３４—２３５、

２４２。

—— 采掘工业—— 下，１４６、２２８—２３０、

２３６、２４２、２９３、２９５、４５５—４５６、４５７。

—— 加工工业—— 下，１８２、２２９—２３０、

２３６、２６６、２９５、３４６。

——技艺上的勤劳——上，１７４。

——家长制的工业——下，１９。

——和农业——上，４４—４５；下，１０９、１４６、

１８１、１８２、２７２。

——和土地所有权——上，２３４—２３５。

工资

——作为经济范畴——下，２７９。

——它的量——上，１５—１６。

——它的立法调节——下，２５３—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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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最低额——上，１６；下，２９９、３４４。

——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上，

２５０—２５２、４１４；下，６６—６７。

—— 军队中的工资—— 上，１６—１７、４７、

９１、４６６；下２２。

——货币形式上的工资——上，１７４。

——它的支付期限——上，２３１。

——计件工资——上，２４０。

——和产品价值——上，２７９、４１７。

——和价格——上，４１３—４１５。

——和供求关系——上，１５、４３１。

—— 和 资 本—— 下，９０—９１、９２—９４、

１８９—１９０、２１３。

——和流动资本——下，１４９、１８７—１８８、

１９２、１９５、２１３、２３５—２３６。

——和生产——下，３１、９２—９３、１６８。

—— 和生产力—— 下，５２、６６—６７、７１—

７３、７４—７５、９８。

——和工人的食物——下，２９９。

——和工作日——上，３２１。

——它的再生产——上，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８、

３４７—３４８；下，１９５。

——和劳动力——上，３２１—３２２、４１２；下，

６６、７３—７４、９３—９４、１８５—１８６、２５２。

——和工人——上，１６、２４５—２４６、４１４。

——和必要劳动——上，３９９、４１２；下，５０、

６１、６６—６７、７０、７１—７２、３４４。

——实际工资和必要工资——上，４３１—

４３２。

—— 和利润—— 上，４１３—４１５；下，５０—

５１、７６、９５—９７、３４４、３８２。

——和利息——下，３８４。

——和一般利润率——上，４２７—４３２。

——和竞争——下，７５。

——和流通——下，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５。

——和消费——上，３３７；下，９３。

——它的分配——下，３１１。

——资产阶级的工资理论—— 上，１１—

１７、２０３、２９３、３２２；下，９４—９７、１８９—

１９０。

工作日

——作为劳动时间的尺度——下，１４６。

—— 它的组成部分—— 上，２９８—３００、

３０１—３０６、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３、３２９、３７９、

３８０；下，２９０、２９２。

—— 它的长度—— 上，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０、

３４７、３７９；下，２９２、３５３。

——和资本——上，３２３—３２５、３２７、３７９。

——和剩余价值——上，３００—３０３。

——和剩余劳动——下，２９７—２９８。

——和劳动力——上，３４７。

——和工资——上，３２１。

——和生产力的提高——上，２９９—３００、

３０８。

——为十小时工作日而斗争——上，２５０

－２５１、３００、４２２。

公社——上，２１、１０３。

——公社（共同）所有制——上，１４、２５、

４３、４５、４７１—４７５、４７７—４８５、４８８—

４９８、５０１—５０５；下，２５９、４１２。

——它的普遍性——下，４１２。

—— 生产和再生产—— 上，４７３—４７４、

４７７、４８３—４８５、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２—４９６；

下，２５９、４６４—４６６。

——剩余劳动——上，４７３、４７７。

——生产关系——上，５１３。

—— 公社制度—— 上，４７６、４８０—４８２、

４８４、４９７。

——原始共产主义——下，４１２。

——它的军事组织和战争—— 上，４７４、

４７５、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５、

４９０、４９４。

—— 它的成员—— 上，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５、

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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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口的增长——上，４９４。

——生产力的提高——上，４９５—４９７。

——劳动和分工——上，４７８、４９４—４９５；

下，４６５、４６６。

——交通——下，１６。

——贸易的影响——下，３８９。

—— 公社之间的交换—— 上，４０、１０５、

１１７、１５４、１７７—１７８、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１、

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８；下，２５９、４０３、４１２、

４３８、４６４—４６５。

——亚细亚的（东方的）公社——上，４６３、

４７１、４７３、４８２、４８４、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４；

下，１６、３８９、４１２、４６４—４６５、４６６。

——古代的（古希腊罗马的）公社——上，

４７４—４７５、４８０—４８２、４９３—４９４。

——西方的公社——上，４６３。

——日耳曼的公社——上，４７９—４８２。

——斯拉夫的公社——上，４７４。

——罗马尼亚的公社——上，４７４。

——城市条件下的公社——上，４８０、４８２。

——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下的公社——

上，４９０—４９１、４９２—４９３。

——它的解体和灭亡——上，４６３、４８４—

４８５、４９３—４９７、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５、

５１３；下，４１２、４６４。

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资产阶级社会中共产主义的前提——上，

１０４—１０９、２８７、３９３、４５８、４６０、５２０；

下，３４—３５、３６、２１４、２１７—２２２。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上，６３、

７７、１０６、１１０—１１１、１７８、３９３—３９４；

下，２６８—２６９。

—— 生产的性质—— 上，９８—９９、１０１、

１０４、１１８—１２０；下，１１４、１２７、２１８—

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５—２２６、３６０—３６１。

——社会关系的性质——上，１０５、１０８—

１０９。

——活动的交换——上，１０５、１１８—１１９。

—— 劳动的性质和组织—— 上，１１９—

１２０、１６５、２８７、５１４；下，１１３、２１４、

２１７—２２０、２２５—２２６。

——社会簿记——上，９９、１０１。

——没有货币关系——上，９９、１１９—１２０、

１６５。

—— 节约时间的规律—— 上，１２０；下，

２２４—２２６。

——生产力的发展——上，５２０；下，３４—

３５、３６、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６。

—— 再生产过程—— 上，２８７、３４６；下，

３６１。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财富——上，２８７、

４８６；下，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３。

——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下，１１４、

２２１—２２２。

—— 自由时间—— 下，１１４、２１８—２２３、

２２５—２２６。

—— 科学的运用—— 上，２８７；下，２２５—

２２６。

——机器的使用——下，３６２。

——劳动异化的消灭——下，３６０—３６１。

——集体所有制——下，１３８。

——分工——下，１３８。

—— 消 费—— 上，１１９—１２０；下，１３８、

２２５—２２６。

——个人的发展——上，１４５、２８７、４８８—

４８９、５２０；下，３６、１２７、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５、

２２６、３６０—３６１。

共同体——见公社。

供求——见需求和供给。

古代世界

——社会关系——上，１７６、１９７—１９８；下，

４７７、４７８。

——强制劳动——上，１９７；下，２１。

——生产劳动——上，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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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业——上，５１５。

——城市和乡村——上，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８—

４８１、４９３—４９５。

——阶级对立——上，５０３—５０４。

——财富——上，４８５—４８６；下，３４。

——国有财产——上，４７５。

——古代制度——上，１０３—１０５。

——古代国家——上，４２４。

——艺术——上，４８—４９、１２１、１８１。

——宗教——上，１８１。

——过剩人口和赤贫——下，１０５—１０８。

——军队——上，１７４。

——货币关系——上，４０、１４０、１７２—１７４、

１７６；下，２９９、３８９—３９０、４９２、４９３。

—— 贵金属和奢侈品—— 上，１８１、３９２、

４２４；下，４３５、４５９—４６１。

——过度消费——上，４２４。

——它的解体和灭亡——下，４７７、４７８。

——和资产阶级社会——上，４８６。

  并见部落体（氏族制度），公社，罗马

（古代），奴隶制，希腊（古代），原始共

产主义。

股份资本—— 上，４６、６３、１０５、２３３、２３８、

２９６；下，２２、２４、１６７。

固定资本

—— 它 的 组 成—— 下，６１、１９２—１９５、

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５—２０６、 ２０７—２１２、

２１４—２１７、２８８。

——生产阶段上的固定性——下，１４８—

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３。

——作为资本发展的标志——下，１９３、

２０９—２１４、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８、

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５。

——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下，１９３—

１９６、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６、２０９—２１７、２２８—

２２９、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７—２４６、２４７—２５３、

２５５—２５９、２８６—２８９、３５２、３５８。

—— 它的再生产—— 下，１５２、１５５、１８２、

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０、２０１、２１６、２２２—２２４、

２３２—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９、２５０、

２５２、２５５、２５６、２８５、２８８、２８９、３７２。

——耐久程度——下，１５３、２００、２０１、２２３—２

２５、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５、２８６、２８８、２８９。

——它的损耗——下，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６、

２００、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９—２４４、２４９、２５０、

２５６、２５７、３５２。

—— 它的流通—— 下，１９１—１９６、１９９—

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３、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５—２３６、

２３８—２４４、 ２４８—２５２、 ２５５—２５９、

２８７—２８９、３５１—３５２。

—— 它的周转—— 下，１９６—１９８、２３１—

２３６、２３７—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２—２４６、２４９、

２５０。

—— 和流动资本—— 下，１５、１２３—１２４、

１２５、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３、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５—

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０、２４７—２５３、２５６—２５８、

３５１—３５２。

——和人口——下，２２０、２２１。

——作为固定资本形式的交通工具——

下，１４、２７、２４０—２４１。

——和资本额——下，１５０—１５１。

——它的价值的实现——下，１９３—１９４。

——和生产——下，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２、２０５—

２０６、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５、２５１—

２５２、２７０。

——和工业——下，２１６、２１７。

——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２０９—２１７、

２１９—２２４、２２８—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４、２５６、

２５７、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０—２８４、２８７—２８９、

３５９。

——和科学——下，２０８—２１１、２１９—２２１、

２６９、２８７。

——和利息——下，２０２、２３７、２３８。

——和工人——下，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５—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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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２２２、２９２、３４７—３４９、３５５—３５６、

３５８—３５９。

——和财富——下，２１９、２２０。

——自然要素——下，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０。

——和劳动——下，２１９、２２０、３５３。

——和剩余价值——下，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４。

——和资本循环——下，２３３、２３４。

——和年金——下，２３８。

——和利润——下，２８０、２８３、３５２。

——和收入——下，２４８—２５２。

——它的保养费——下，２５０。

——它的效能——下，２５７、２５８。

——固定资本形式上的积累——下，３５４。

——它的贬值——下，３５３。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固定资本和

流动资本的解释——下，１２５、１４６—

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７、１９３、１９４、

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３、２２４、２３１、２３６—

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８—２５２、２５７—２６０。

雇佣劳动——上，１４、１６、６４、９１、１７３—

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６、２０１—２０２、２３３—２３８、

２８４、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３、３３９、３８１、

３８６、３８８、４６０—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５、４６６、

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７、４９９、５０４—

５０６、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６、５１７、

５１９—５２０；下，２２、２５、２９、７０—７１、７４、

９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４３、１４７、２１４—２１７、

２４６、２５３—２５５、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８、２８７、

２９２、２９８、３６０—３６２、３７３、３７４、３８２。

观念

——社会关系的表现——上，１１１。

规律——见经济规律。

国家

—— 和资产阶级社会—— 上，４—６、４６、

１７８、２１９、２９６；下，２４。

——和法——上，２５。

——和军队——下，２２。

——它的产生——上，１１２。

——和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上，５１０。

——和国民财富——上，４６。

——和生产——下，２４—２６。

——对劳动的调节——下，２５４、２５５。

——和利润——下，２６。

——和消费费用——下，２４。

——和交通工具——下，１６、２０、２２、２４。

——金融政策——上，１７５、１７９、３２３、３２６、

３３９、３６５—３６６；下，２５、３８５—３８６、

４３０、４３５、４３８、４４３—４４５、４５２、４５３、

５１７。

——国债——下，３２８、３３０、３７４。

——国家债务——上，３４６；下，３２６、３２８、

３７１。

——要求地产国有化——上，２３７。

——国家地租——上，２３７。

——国家土地所有制——上，４８１。

——古代国家——上，４２４。

——东方专制制度——上，４７３。

——君主专制——下，４２９—４３０。

——古代世界的国有财产——上，４７５。

——公社形式的国家——上，４７６、４８０—

４８２、４８４、４９７。

——新国家的形成——上，１７５。

Ｈ

荷兰——上，２３５、２９０。

黑格尔哲学——上，３１、３８—３９。

化学——上，２７１、３３１；下，１９、２４２、２５２、

２７２、２７３、２８７、２９５。

汇率—— 上，４６、１０６、１０７、１９０；下，３１３、

３１４、３１７。

货币

——它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必然性——

上，４０、６８—６９、８４—９０、９１—９２、９４、

９５、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０、４００—４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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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经济范畴——下，１７９。

—— 作为生产关系—— 上，６３、６４、８９—

９１、１０６—１０７、１６５、１７１—１７４、１７６、

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４、２０８；下，１８２—

１８３、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６、４３７、４４７、４７６、

４７７、４８２、４８３、４９１、４９２。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１７３、１７５。

——作为价值尺度——上，８３、１２１、１３５、

１３７—１４１、１４４、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７、１６３、

１６４、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３、１７８—１８１、

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１、１９８、２１４、４４３、

４４４；下，３１２—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２、３２６、

３２７—３２８、４０３、４０６、４３３、４３８—４３９、

４４０、４４７、４５１、４５４—４５７、４７５、４８９—

４９５、４９８、５１７。

—— 计算货币—— 下，３１３—３２０、３２３、

３２５—３２６、３２７、３３０、４３３。

——货币单位尺度——下，４３９。

——作为流通手段——上，８３、１２１、１３５、

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６—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８—１６９、

１７１、１７３、１７６—１８０、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８、

２０７、２１４、２３２、２４３、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２、

２５９、４４３、４４４、４６５；下，８０—８１、１０１、

１２９、１４３、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３、１９０、１９１、

３１３、３３７—３４１、３７４、３８７、４０３—４０４、

４０６、４０７、４３１、４３５—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２、

４４４、４４５、４４７、４５６—４５９、４７３—４７６、

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８—４８９、５０５、５０６、５１５、

５１６、５１７。

—— 铸币—— 上，７２、９７、９８、１３３、１５１、

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８、１９１、２２４、２４３、

３０９—３１１、３１６、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４、

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６、３８９—３９０、３９３、３９５—

３９６、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９、４３０—

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３、４４４、４６２—

４６３、４７４—４８６、４８８—４９０、５０５—５０７。

——辅币——下，３３７—３４１、４０１。

—— 一般商品—— 上，８３、８５、９０、１４０—

１４１；下，３１４、３２６、３３２、３４０、３４１、３６８、

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６、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２—

４３５、４３６—４３７、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１—

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７、４５４—４５７、４６５、４７５—

４７７、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２—４９７、

５０８、５１５、５１７—５１８。

——贮藏货币职能上的货币——上，１６７、

１８２、１８３；下，２９、１０１、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２—

４３３、４３５、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０、４４３—４４６、

４４９、４５２、４５７—４５９、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１—

４８４、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３、４９４、４９６—４９７、

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８—５０９。

—— 世界市场上的货币—— 下，４３６—

４３７。

——作为支付手段——上，１４３、１４４、１６９、

１８７；下，７９、８１、３３７—３３８、３８４、４０２、

４０３—４０４、 ４３０—４３３、 ４３４—４４０、

４２２—４４４、４４６、４５１、４５７、４６２、４７６、

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２、４９３、５１５。

——和分工——上，９４、９５、１４８、１４９。

—— 作为生产工具—— 上，１６６—１６８、

１７３—１７５；下，１１—１２。

——和需求——上，１７０。

——它的形式——上，６３—６４、９０、１０６—

１０７、１１３—１１４、１３８—１４０。

—— 金银形式上的货币——上，６８、６９、

７１—７３、７４—８０、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７—

１１８、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７、１５１—

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４、１６６—１７２、１７６、

１７７、１７８—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５、１８８、１９０—

１９１、２２７—２２８；下，１２９、２１２、３１４、

３３６、４０２—４０４、４３６—４４６、４５３—４６０、

４９１、４９２、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１、

５１６—５１８。

——两重标准（复本位制）——上，７６；下，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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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币——上，６７—６８、７３、７４—７５、８０、

１１４、１６３；下，１８５、３２５、３４０—３４１。

——银行的货币——下，３２０。

——它的金含量——上，７３—７５、７６—７８；

下，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７、３３０—３３２、

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２。

—— 它的贬值—— 上，７５、７６—７８、７９—

８０、１４８—１４９、１６３；下，３２６、３２７—

３２８、３２９、３４０。

——和价值——上，８９—９０、９６、９９、１０３、

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２—１１４、１３６—１３８、１４８、

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２、１９８、２０８、

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１、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５、２５９、

２９５—２９６、３１６、４４３、４４６；下，１５３、

１８３、２９９、３１１、３２６、３２７、３３１、３８５、

３８８、４０３、４２９、４３３、４３８—４３９、４５１、

４７５、４７６、４８２、４８３、４８８—４９７、５０１—

５０７、５１１。

——它的积累——上，７９、１０９—１１０、１３０、

１４８、１６７、１８０—１８５、１９９、２０４、２０７、

２４３、４５７、５０７、５１２、５１６；下，２７９、３９９、

４４４、４５８、４７６、４７７、４９３—４９７、５００—

５０１、５１７、５１８。

——货币流通量——上，５４、６８、７５、１４３、

１４４、１４９、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３—１６４、１８８；

下，８０、８１、１９０、１９１、３１３、３３７、３３９—

３４０、３４１、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７、４３３、

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１、４８１、４８３。

——货币关系——上，９１、９９、１０４—１０５、

１０７、１１０、１２１、１４７、１６５—１６６、１９８—

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２；下，１２２、３８３—３８４、

４３０、４３１、４６８—４６９。

——货币关系制度——上，９７；下，４７５—

４７８。

——货币业务——下，１２８、１３８。

——货币材料——上，９０、１７８—１７９。

——货币改革——上，９０。

——和交换——上，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３４、

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１；下，４４７、４７４、４７５。

——和价格——上，１２７—１２８、１６９—１７０、

１８８。

——和商品生产——下，１３３。

——和商品——上，９４—９６、１１２—１１８、１２１、

１２７、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４—１６７、１６９—１７１、

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５、１８８—１８９、２２４；下，１２、

１９、２８、２９、３１、１４３、１４５、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３、

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８、４３８、４５８、４５９、４８１、４８２、

４８６、４８７、４９２—４９６、５１６。

——和所有制——下，４４７。

—— 财富形式—— 上，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５—

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６—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５—

２２８、２４３、２５７、２９０、２９９、３１２、３１３、

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６、３２０、３３９、５０７—５１２、

５１５、５１６；下，８３、８８、１００、２７８、３８３、

４０２—４０３、４３０、４３２—４３３、４４０、４４１、

４４４、４５２—４５５、４８１—４８３、５０１—５０３、

５１５、５１７、５１８。

——资本形式——上，９０、１６７—１６９、２０４、

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４、２１６—２１９、２２５—２２６、

２２７—２２８、２５３、２５５、２６５、２８０、３１３—

３１４、３１６、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８—３３９、３８４、

４２４、４４２—４４４、４４６、４５６、５０７—５０８、

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６、５１８；下，１０、４０、

８０、８１、８３、８５、８７、１００、１２２、１２３—

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０、１３１、１４３、１４５、１５３—

１５４、１７８—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１、

２３９—２４１、２８８、３８４、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５、

４３７、５０２—５０６、５０８、５０９、５１１—５１２。

——和雇佣劳动——上，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５—

１７６。

——和信用——下，１６９。

——和利息——上，９１、２０７。

——和供求关系——上，９６、１１２、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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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收入——上，４６５、５１８。

——货币税——下，４３０。

——它的周转——下，９。

——它的生产费用——下，１２９、１９０。

——和流通费用——下，１８３。

——它的磨损——下，３４１、４０６—４０７。

——它的伪造——上，１６３；下，３４０、４０７。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上，８９—

９２、９４—９７、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２、１４６—

１４７、１４９、１７５、１８４—１８６、１９１—１９３、

４００—４０１；下，１２７、４０６—４０７、４３２—

４３３。

——经济危机时期的货币—— 上，６６—

７３、７５—７６、１４８—１４９、１８３；下，４０２、

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６。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的货币——上，

４０、１７６、５１１—５１２；下，１８２—１８３、

３６３、３６４、３６７、３６８—３６９、３９５、４９３。

——和物物交换——下，１２７。

——和商业资本——下，３８６—３８７。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货币数量

论—— 上，６８、１４０、１６４、１７８—１７９、

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４；下，３０４、３３０、３４１、

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７—４０８。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货币单位尺度

—— 下，１１６、３１４—３２１、３２４—３２８、

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２、３３６、３７７、３９４。

——资产阶级的劳动货币主张——下，

３３１。

货币地租——上，２３３；下，２３８—２３９。

货币主义——上，４１、１６４、１７５、１７９、１８３、

２９０；下，１０１、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６、４４３、

４４８—４５２。

Ｊ

机器

——作为固定资本——下，２１４—２１７。

——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上，３５６—

３５８、３６５；下，９３、１８６、２３９—２４３、２８８、

２８９、３４６—３４９。

——和工具——下，６１。

——它的磨损——上，３５７；下，２４１—２４２、

２８６、２８８。

——它的价值丧失——上，３５７—３５８。

——劳动的节省——上，３６５。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３５９；下，１１、

２０９—２１１、２８６、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０、３４６、

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９。

——和分工——上，３５５；下，２１７。

——它的再生产——下，７６、２３５、２８８。

——机器的自动体系——下，２０７—２１９、

２２１—２２３、２９８。

—— 它的资本主义应用—— 下，２１１—

２１５、３４６—３４９、３６２。

——和工人——下，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４—２１８、

２２１—２２２、２９２、３４６—３４９、３５５—３５６、

３５８—３５９。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机器——下，３６２。

——从新发明的机器得到的超额利润

——下，２０４。

——工业中的机器——下，２９８—２９９。

——农业中的机器——下，１９。

—— 和必要劳动—— 上，３６５；下，２９０、

３４８—３４９。

——和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上，３６５；

下，２５７、２５８、２８９、２９８—３０１、３４６—

３４９、３５５—３５６。

——和竞争——下，３００。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下，３４６—３４７。

——和资本的周转——下，２８８。

——和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下，２０８、

２１６、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１、２６９、２８７。

——和人口——下，２１４—２１５、２６９。

——和生产费用——下，２８６、２８７、３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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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

——和劳动时间——下，２２１、２２２、３５３。

基础和上层建筑——上，４７—５０、４６０；下，

３４—３５。

并见法，国家，生产关系，宗教。

积累

—— 货币的积累—— 上，７９、１０９—１１０、

１３０、１４８、１６７、１８０—１８５、１９９、２０４、

２０７、２４３、４５６—４５７、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２、

５１６；下，２７９、３９９、４４４、４５６—４５９、

４７６、４７７、４９３—４９７、５００—５０１、５１７—

５１８。

——商品的积累——上，１８４。

——金银的积累——上，１６７、１８０—１８５。

——资本的积累——上，１８４—１８５、２３２、

２８０—２８１、３０８、３１２、３１５—３１６、３３９、

３４６—３４７、３６２、３６９—３７０、３７２、４０３、

４２３、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６—４４７、５０９—５１１；

下，２４、８６—８９、１４６—１４７、２９７、３５４。

——资本的原始积累——上，２８１、４５６—

４５７、５０６—５０７。

——物化劳动的积累——下，２１１。

—— 贮备的积累—— 上，４２３、４５７；下，

３５４。

——知识的积累——下，２１０。

——剩余价值的积累——上，４３４—４３８。

——和利润——下，６９、２６４、２６５、２７８。

——和流通——上，１８４—１８５。

——和生产——上，４３８—４３９；下，３５４。

——和生产关系——上，１８４。

—— 和生产力的发展—— 上，３１６；下，

２１１、２１２。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积累——上，

５０９—５１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积累——

上，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２、

３４４—３４５、３４７、５０６—５０７。

集中

—— 劳动力的集中—— 上，５１５；下，８、

８３—８４、８８、８９、２１５、２１６。

——农业生产的集中——下，２９３。

——财富的集中——下，２３、８７。

——信用的集中——上，６３、６４、６５—６６。

——交换的集中——下，８５。

——货币市场的集中——上，２３８。

技术——下，２１７—２１８、２１９。

加利福尼亚——上，１３３。

家庭——上，３８—３９、１０３、４７１—４７２；下，

１１４、４１２。

价格

——定义——上，８０、１６４、１６８。

—— 和价值—— 上，８０—８４、１０２、１３６—

１４２、１５３、１５６—１５８、２７５、３１２—３１３、

４１３、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７、４６６；

下，２８２、３４１、３９８—３９９、４３０。

——和货币——上，１２７—１２８、１６９—１７０、

１８８—１８９。

——和生产力的提高—— 上，３０７、３０８、

４２０—４２１。

——和生产——上，１６８、２１１、２８２—２８３。

——价格水平——上，１４３。

——和供求关系——上，６０、６９—７０、７１—

７２、８１、２６６、４６６；下，４１、３８１。

——它在流通中的实现——上，１３５、１４２、

１４３、１４７、１６０—１６４、２６６。

——价格波动——上，２７８。

——平均价格——上，７１—７２、８０、８２。

——市场价格——上，８１；下，１６６—１６７。

——行情表——上，１０７；下，３１６。

——总产品的价格和单位产品的价格

——上，４２０。

—— 和竞争—— 上，４２２；下，１６６、１６７、

２０４、２８６。

——和流通——上，１３５、１４２、１６０—１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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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下，６、３１３。

——和使用价值——上，４２２。

——和工资——上，４１３—４１５。

—— 和利润—— 上，４１３—４１５；下，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２。

——和一般利润率——下，３４４。

——和经济危机——上，１４８—１４９。

价值

—— 作为经济范畴—— 上，３８—３９、９６、

９９、２０７、４２３；下，１６０、２９９、４７５—４７６。

——它决定于劳动时间——上，７０—７２、

７８、８０、８１、８３、８４、１０６、１１５、１１６—

１１７、１２０、１２４、１３９—１４０、１５４、１５６、

１６８、１７５、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８、２２２、２２８—

２２９、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１、２６６、２７８—２７９、

３１１、３３７、４４１、５１９；下，１７—１８、２５、

２６、３２—３３、４２—４３、５２、６６—６７、７１、

１１４、１１６、１３５—１３８、１６６—１６９、１８１、

１８６、１８７、２９５、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９、３３１、

３４１、３４４、３４５、３７６、４９４、４９５。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上，９６—

９７、１０６、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０。

—— 和通过劳动来占有—— 下，４６３—

４６４、４６５。

——作为社会关系——上，８４—８５、１０２—

１０３；下，２１７、４３５—４３６、４６３、４６４。

—— 它的历史发展—— 上，１５４、２００、

５１０—５１２。

——金是价值的天然实体——下，３７６。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

１０２—１０６、２１０、２２０、５１３、５１９；下，１６、

４０、４１１—４１２、４３６、４６３、４６４、４６７、

４６８、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３—４８５。

—— 和生产力的发展—— 上，８２—８３、

３１５—３１８、３５９—３６０。

—— 和分工—— 上，２００—２０１；下，１８、

４２—４３、４６７—４７１。

——和财富——上，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０。

——和再生产——上，２１９；下，１６６、１７１、

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６、２６１—２６２、４９７—５０７。

—— 和价格—— 上，８０—８４、１０２、１３６—

１４２、１５３、１５６—１５７、２７５—２７６、３１２、

３１３、４１３、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８、

４４０—４４１、４６６；下，５２、１６６—１６７、

２８２、３１９、３４１、３９８、４３０、４９１、４９２。

——和货币——上，８９—９０、９６、９９、１０３、

１０６、１１２—１１４、１３６—１３８、１４８、１６２—

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２、

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８、２１６—２１７、２２１、２２３—

２２５、２５９、２９５—２９６、３１６、４４２—４４３、

４４６；下，１５３、１８２—１８３、２９９、３１４—

３１５、３２６、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１、３８４、

３８６—３８７、３８８、４０３、４２９、４３２—４３３、

４３９、４４０、４５１—４５２、４７４—４７５、４７６、

４８２、４８３、４８８—４９８、５０１—５０７、５１１—

５１２。

——和资本——上，１７６、１８７、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７、

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６—２２７、２３２、２５５、２６１—

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４、２７７—２７９、

２８６、２９１、２９６、３０４—３０８、３１４—３１５、

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５、３３９、３６０、

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３７３、３７９、３８４—３８７、

３８９、３９０、４０８—４０９、４４２、５１７；下，２４、

２７、３０—３３、３５—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３、

１０９—１１０、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２—

１５４、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３、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２—

１７４、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０、

１９３—１９４、 １９９—２００、 ２０６—２０７、

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１、２３２—２３４、２６３—

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８、２９９—

３００、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１、４０１、４０８、４９６—

５０２、５０５—５１０。

——和资本主义生产——上，２０９—２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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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２—２７７、４４６、５１３；下，１６、２０—２１、

１２７、１４３—１４４、１８６、２１６—２２０、２２３—

２２４、４７９、４８０。

——和剩余价值——上，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６—

２８７、３１５、３７９、４１５—４１８；下，５４、

１９９—２００、５０１—５０２。

——和一般利润率——下，３４４。

——和利润——上，４２０；下，３７２、３７３。

——和竞争——下，１６６。

——和资本周转——下，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５、

２３２—２３３。

——和资本循环——下，１４５。

——实际价值和名义价值—— 上，７４—

７５、８０—８４。

——平均价值——上，８０—８１、１４２。

——价值关系——上，１０２、１０４、１４１、１５５。

——稀有性是价值的要素——上，１２４。

——和成本——上，２７６。

—— 价值丧失—— 上，４４０、４４１；下，１２、

１２６。

——相对价值——下，５３—５４。

——它的组成部分——下，９５。

—— 价值规律—— 上，８０—８１；下，１６６、

１８０、３７３。

——和交换价值——下，４０１。

——和生产费用——上，４２０；下，１６８。

——生产费用下降的规律——上，７８、７９。

——和供求的变动——上，８１。

——和消费——上，１１７；下，１３７、１３８。

——和使用价值——上，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６、

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６、３８６、３８９、４００、

４１１、４４２；下，２６、３０、３５—３６、１５４—

１５５、１６７、２１８、３５０、４０１、４１１、４１２、

４３５—４３６、４５９、４６０、４７０、４７１、４９８—

５００、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５。

—— 和交换—— 上，１５４、３１７、４１１、４４２；

下，１８—１９、１３５—１３６、３８８。

—— 和流通—— 上，１８６—１８７、２０９、２１０、

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２、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６—

２７７；下，６、９—１０、２８、３０、３１—３３、４１、４３、

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１４０、１４４—

１４５、３１９、４２９、４９４—５０４。

—— 和流通费用—— 下，４３、１２８、１３０、

１３７、１３８、１７０。

——和人口——上，３１６、３１７。

——和工资——上，２７９、４１７。

——和产品的运送——下，１２—１５。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劳动价

值 论—— 上，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

２８９、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７、３１６—３２２；

下，４４—４５、４６、４８—５７、９５—９６、３０３、

３７５—３７６、４６７。

交换

——它的必然性——上，１０２、１０３、１１８—

１１９、１９４—１９５。

——它的规律——下，１８６。

——它的条件——下，１６。

——它的形式——上，１７５。

—— 它的发展———上，１５４、１７５；下，

１０９、１５１。

——交换的领域——上，４０９。

——各种活动的交换——上，３６、８６—８７、

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８—１１９；下，２０、

４６２、４６３。

——物质的和精神的交换——上，１０８。

——公社（共同体）间的交换——上，４０、

１０５、１１７、１５４、１７７、１７８、２０７、２１０、

２１１、３７７、３８８；下，２５９、４０３、４１２、４３８、

４６４。

—— 剩余物的交换—— 下，１４２—１４３、

４８３—４８５。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交换——上，

１０５、４０３、５１０—５１１；下，１８６、２５９、

４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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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独立化—— 上，９３—９４、１４６—

１５０；下，１８４。

——简单的（商品和货币的）交换——上，

８４—９２、９９、１１５—１１８、２２２、２３１；下，

２７９、３７４、４１２、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４—４６５、

４６６、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３。

——和货币—— 上，１１２—１１４、１３４、１６８、

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１；下，４４７、４７４、４７５。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交换——上，９０—

９１、９４—９７、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０、

２００—２０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４２。

——和剩余价值——上，４０９。

——私人交换是同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

行的自由交换相对立的——上，１０５。

——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 上，

２３０—２３２、 ２４０—２４３、 ２４５—２４８、

２４９—２５４、２５５—２６２、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８、

２８２—２８７、２９８、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１、３０９、

３１１—３１２、３３５、３３６、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７—

３７９、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８—３８９、４０３—４０４、

４１２、４３１—４３２、４４３、４４６、４４８、４４９、

４５１—４５６、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７—４６８、４８７、

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５—５０７、５１４；下，６、１０、

１１、２１、２２、４１、４５、４６、４８、５５、５６、５９、

７３—７５、８４—８５、８７、８８、９２、９３、９４—

９７、１００、１１０、１３７、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７、１８１、

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５、２０６—２０７、

２１７、２４２、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２、

２８２—２８６、２８９、２９２、２９５—２９７、３１９、

３５０—３５１、３７３—３７５、４０２、５０９—５１０、

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５。

——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上，４０８、４２３、

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２—４４０、４４３：下，４０。

—— 等价物的交换—— 上，１８９、１９２—

２０１、２０８、２４３、２４５、２７２、３１７、３３１、

４１２、４５４、４５５、５０７、５１３、５１８—５１９；

下，５５、１３６、１３７、１７２、１７４、１８５—１８６、

２８０、２８２、３１９、３４５、３７３、３８７、４６３、

４６４、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８、４８１、４８２、

４８５—４９４。

—— 非等价的交换—— 上，４５３—４５６、

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９—５２０；下，

４６、４８—４９、５３、５４—５５、９５、１５７、１８７、

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２、３７３、３８７、４０２。

—— 和流通—— 上，３６、１６８、３８８—３８９；

下，１３６、１４２—１４３、１７４、２４７—２４９、

２６０—２６２、３４３、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９、４７０、

４７７、４７８。

——和生产——上，２６、３６、１２４、２８５；下，

１５—１６、１９—２０、２９、１３２、１４２—１４３、

１８５—１８６、２６０—２６２、４６７、４６８。

—— 和分工—— 上，３６、９１、１０４、１１９—

１２０；下，１８—１９、１２３、１３３、１３８、１３９、

１８４、４６５、４６６。

—— 和消费—— 上，１２４—１２５；下，２９、

４６７、４６８。

——和需要——上，８５—８６、８８、９２—９３、

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８；下，１９、２０、２５。

——和商业——上，１０５—１０６、１７６—１７７；

下，１８４、４７９、４８０。

——和使用价值——下，４７０、４７１。

—— 和价值—— 上，１５４、３１７、４１１、４４２；

下，１８—１９、１３５—１３６、３８８。

——和劳动的社会性——下，２２３。

——收入的交换——上，２２９、４６５—４６８。

——和货币关系——下，４４７。

——和个人的孤立化——上，４９７。

——它的费用——下，１５—１６、１２９、１３８。

——和交通工具——下，１５—１６、２３。

——和所有权的异化——下，１９３。

——它的集中——下，８５。

—— 国际的交换—— 下，２３、４０２、４０３、

４３８、４４０。

——不付现款的交换——下，３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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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的交换——下，１６。

——批发的和零售的交换——下，３３７—

３３８。

——工农业之间的交换——下，２４６。

——和商品生产——下，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３、

４７３、４７４。

——和流通费用——下，１３８、１５１。

——和流通时间——下，１２８、１３０。

——交换活动——下，１３８、１５１、２６８。

—— 自然界物质的交换—— 下，１７１—

１７２。

交换费用——下工具

—— 和生产力的发展—— 上，１４２、１４３；

下，１４、２３、２４。

—— 和生产—— 上，１０７、１３５；下，２９５、

３５４。

——运费——下，１２—１６。

——水上的和陆地的交通工具——下，

１６。

——筑路——下，１６、１７—１８、２０—２６。

——和市场——下，３６、１８４—１８５。

——和储备——下，３５４。

——和交换——下，１５—１６、２３。

——和流通——上，１４２、１４３；下，２３—２４、

１８４—１８５、３３７、３５４。

——和贸易——下，１４１。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下，１３—１４。

——和剩余价值——下，１３—１４。

——和资本额——下，２６８。

—— 和固定资本—— 下，１４、２７、２４０—

２４１。

——和竞争——下，２３。

阶级

——资产阶级社会的阶级——上，４６、１１１；下，

９６—９７、３３２、３４４、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３。

——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的对立——上，７５—

７６。

——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上，１０５、２４７；下，

９６。

——阶级的相互关系——下，３３２。

——工人阶级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３８。

——工人阶级的维持——上，２８４—２８５。

——资本家阶级——上，４２３；下，１９９。

——高利贷者阶级——下，３８３、３８４。

——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上，２１９、

３８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６６—４６７。

——古代世界的阶级对抗——上，５０３—

５０４。

  并见工人阶级。

解剖学——上，４３。

金银

——作为天然的价值实体——下，３７６。

—— 作为商品—— 上，７８、８１—８２、９９、

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４、１３７、

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９、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７７、

１８８、３０８、３１３、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８、４３４；

下，２１２、３１４—３１５、３２１—３２８、３３０、

３３７—３３８、３７６、３９８、４３３—４３９、４４０—

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４、４４８、４５３—４６１、４８１、

４８２。

—— 作为货币—— 上，６８—７３、７５—８０、

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９—１３２、１３４、

１３６—１３７、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５、

１６７—１７２、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５、

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１、２２７—２２８；下，

１２９、２１２、３１３、３１５、３３６—３３７、４０２—

４０４、４３６—４４６、４５３—４６０、４９１、４９２、

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６—

５１８。

——货币的金含量——上，７３—７５、７６—

７８；下，３１６—３１８、３２０—３２８、３２９—

３３２、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２。

—— 黄金储备—— 上，５３—５４、５７—６２、

６６—６７、６９—７０、７３—７４、９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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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床和开采—— 上，１１７、１３３、１７５、

１８８、３０７、３９０、４３９；下，１２６、４３５、４３６、

４４１、４５３—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２。

—— 自 然 属 性—— 上，１２１—１２４；下，

４５４—４６１。

—— 作为财富形式—— 上，１１７—１１８、

１２４、１８０—１８３；下，２９、４３４—４３８、

４４０、４４４、４４８、４５７—４６０。

——它们的积累——上，１６７、１８１—１８４。

—— 奢侈品—— 上，１６７、１８１、１９１、３０９、

３９２、４２４；下，２０、４００、４４３—４４５、

４５６—４６０。

——生金和制成铸币的金—— 上，９７—

９８；下，３２５、４００。

——重量单位——下，３１７、３１８。

——排挤其他金属——下，３３７。

——和生产关系——下，４５９、４６０。

——和经济关系中的革命——下，４３４。

—— 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下，４２９—

４３１。

——和对生产的刺激——下，１２６。

—— 和世界市场—— 上，１７６—１７７；下，

４３４—４４３。

——和流通——下，４４４。

——国际贸易中的金银——下，４０３、４３７。

—— 和经济危机—— 上，１７７、１８３；下，

４０２、４４２。

—— 金银的比价—— 上，１２７—１３３；下，

４６０—４６２。

——金银的贬值——下，４６１、４６２。

—— 古代世界中的金银—— 上，１８１—

１８２；下，４５９—４６２。

——封建时代的金银——下，４６１—４６２。

—— 它们的美学属性—— 上，１２３；下，

４５８、４６０、５１６。

进步——上，４７。

经济范畴——上，７—８、３９—４６、１８３、２００、

２９５、４１４、４８７—４８８；下，１６０、２９９。

经济关系——上，２１、４０—４１、４５、４７、１７８；

下，４３４。

并见生产关系。

经济规律—— 上，７３、７８、８０—８１、８３、

１１９—１２０、４１４、４５７—４５８、４６８—４６９；

下，４７、５３、１６０、１６６、１８０、１８６、２６７、

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３、２８２—２８３。

经济危机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的结果——上，

１０７、３９４—３９５；下，２６８—２７０。

——它的可能性——上，９４、１４６—１４７。

——普遍危机——下，４０２。

—— 货币危机—— 上，６６—７３、７５、１４８；

下，４０３、４３２。

——由歉收造成危机——下，４０２。

——生产过剩的危机——上，３９４—３９７。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４４０—４４１。

—— 和生产过程—— 上，４４１—４４２；下，

１７０。

——和价值丧失——上，４４０—４４２。

——和劳动力贬值——上，４４０—４４２；下，

２１７、２１８。

——和资本贬值——上，３３６、４４０—４４２。

—— 和工人的节约—— 上，２４４—２４５、

２４６、２４７。

——货币的作用——上，１７７、１８３；下，８１、

１００、１０１、１２４—１２５、４０２—４０３、４３２—

４３３、４３６、４４１—４４２。

——和价格——上，１４８。

——和供求关系——上，９４。

——和实现问题——下，８１、１００。

——和国际贸易——下，４０３—４０４。

——和流通——下，１７０。

——和信用制度——下，４３２—４３３。

——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换——上，４３８。

——和资本周转的破坏——下，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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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上，１７８。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产过剩和危机——

上，６８—６９、１８３、３９４—３９８、４０１—４０２、４１１、

４１２、４４１—４４２；下，３２０。

竞争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竞争——上，８、

１８、１０２、１０５、１５３、３０５、３９７—３９８、

４４１；下，４７、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６、２４６—

２４７。

——资本的竞争——上，４０７；下，１１、４２、

１５９、１６６。

——和资产阶级经济规律——下，４７、５３、

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６、２７０—２７１、２８３。

——它的历史性质——下，１６０。

——它的基本规律——下，１６６。

——国际的竞争——下，２３、２４６—２４７。

——商品生产者的竞争——上，１９３。

—— 工人之间的竞争—— 下，４７、１５９、

２５４。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竞争——下，

１５８。

——艺术中的竞争——上，２４０—２４１。

——和财富的发展——下，１５９。

——和人类自由——下，１６０、１６１。

——和生产费用——下，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

３００。

——和交通工具——下，２２—２４。

——和机器——下，２９９—３００。

——和价值——下，１６６。

—— 和价格—— 上，４２２；下，１６６、１６７、

２０４、２８６。

—— 和供求关系—— 上，４２６—４２７；下，

１６６、１６７。

——和工资——下，７５。

——和剩余劳动——下，２６。

——和利润——下，２７３—２７４。

——和利润率——上，４２５；下，６２、２７０—

２７１。

——和一般利润率—— 上，４２６；下，４７、

５０、５１、１６６、２７０—２７１、２８２—２８３。

——竞争的局限性——下，１６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竞争—— 上，

３９７；下，４７、５３、１５９—１６１。

军队——上，１６、１７、４７、９１、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１、

１３２、１７４、４６６；下，２２。

  并见战争。

Ｋ

科学——上，４４、１０９。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科学——上，２３４、

３８１；下，８３、２１８—２１９。

——它从属于资本——上，４６９；下，２１０—

２１２。

——和资本主义生产——上，３９２。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科学——上，２８７；

下，２２６、２２７。

—— 学者的劳动—— 上，４６６；下，２１１、

２１２、２１７、２１９。

—— 作为生产力—— 上，２３４、３９２；下，

３４—３５、５０、１０９、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９、２２１、

２８７。

——生产的科学性——下，２１、１１３、２６９、

２８５。

—— 它在工艺上的应用—— 下，２１０—

２１２、２１６—２２１、２２６、２２７、２６９、２８５。

——在工业中的应用——下，８３、３０７。

——和固定资本——下，２０８—２１１、２１９、

２２１、２６９、２８７。

——农业的科学基础——下，１８、１９、１８１、

２１７—２１８、２７２、２７３。

——作为财富的形式——下，３４。

——科学的费用——下，２８７。

——知识的积累——下，２１０。

——发明——下，２１７、２８８、３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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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满足需要——上，３９２—３９３。

——和利润率的降低——下，２６７。

——和剩余劳动——下，２９３。

——和资本主义前诸形态的解体——下，

３４。

并见化学，解剖学，力学，历史，数学，物

理，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

可变资本——上，２８２—２８３、３６６；下，１５７。

空想社会主义——下，２２６—２２８。

Ｌ

劳动

——作为经济范畴——上，４１、４２。

—— 作为价值实体—— 上，７０、７１、７７—

７８、８０、８３、８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２０、２０９、

４０３；下，１１４、２９５、３１７、３１９、３４４、３４５。

—— 它的二重性—— 上，８７—８８、１１９、

１２０、２５２—２５５、２６２—２６３、３２９；下，

４７３—４７６。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异化——上，

１７５—１７６、２６６—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４、４４８、

４５０、４５８—４５９、５１９—５２０；下，１８７、

４６３—４６４。

——劳动条件的异化——下，３６０—３６２。

—— 作为使用价值—— 上，２２２—２２３、

２３０—２３２、２５５、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１、３３９；

下，７３、７４、５１１—５１２。

——和生产力——上，２３１；下，４６０、４６１。

——和生产——下，１１６、２１０—２１５。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上，１５４、

１６５、２２０、３７８、４７０、５１９；下，８、１１２—

１１３、１８６、２０９—２１４、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２—

２２３、４６３、４６４、４６８—４７４。

—— 生产劳动—— 上，２２９—２３２、２６３—

２６４、２６８—２６９、２９０—２９２、３８１、４６６、

４９５；下，２４—２７、１８０—１８１、２１２—

２１４、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３。

—— 服务—— 上，２２９—２３０、２５２、４６３—

４６８。

——雇佣劳动——上，１４、１６、６４、９１、１７３、

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６、２０１—２０２、２３３—２３８、

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３、３３９、

３８１、３８６、３８８、４６０—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５、

４６６、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７、４９９、

５０４—５０７、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４、５１６、５１７、

５１９—５２０；下，２２、２５、２９、７０—７１、７４、

８８—８９、９１、１１２—１１３、１４３、１４７、

２１４—２１８、２４６、２５３—２５５、２６０、２６８、

２８７、２９２、２９８、３６０—３６２、３７３、３７４—

３７５、３８２。

——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上，２９０—

２９１、３８１；下，２９、１８１、２２２、２２３。

——简单劳动和熟练劳动——上，２８５—

２８６、３０５；下，１１４。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上，２１３、２１９、

２２８—２２９、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６—２５７、２５８—

２６２、２６６、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３０１—

３０２、３０６、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１、３２４、３２５、

３２６—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６、３４７、

３７９、３８４、３８６、３８８、３８９、４２５—４２６、

４３８、４４１—４４３、４４６—４５１、４５３—４５５、

４５８—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４、４６７—４６８、５０４、

５１０、５１４、５１９—５２０；下，６、７、１３、２０、

２１、４５、４９、５４—５６、６１—６２、６６、６８—

６９、７０—７４、９０、１１４—１１５、１３０、１３７、

１４４、１６８、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８—

１８９、１９２、２０８—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９、２２０、

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８、２５２、２５６—２５８、２６０—

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９、２８１—２８７、２８９、

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０、３１９—３２０、３４４、３４６—

３４９、３６０、３６１、４６２—４６６、４６８、４６９、

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５。

——“并存劳动”——下，２１３—２１５、２２９—

２３１、２６８、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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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上，２８６—

２８７、２９９—３０６、３２２—３２３、３４７—３４８、

３６４—３６５、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２、３８６、３９７、

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４—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１—４２２、

４２５—４２６、４３１—４３３、４３７—４３９、４４１、

４４３、４４７—４５０、４５２、５０７；下，１３、１４、

１６、１８、１９、２０—２１、２４—２６、３２、３３、

３７—３８、４３、４５、４６、４９、５０、５２、５３、

６１—６３、６６—７２、７５、７６、８６、８７、９２、

９３、９４—９５、９８、９９、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９、

１１０、１１４、１３１、１３９、１４７、１７５、１８１、

１８２、２０９、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７—２２４、２３５—

２３８、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３、２８１—２８２、

２８３—２９０、２９５、３４４、３４８—３４９、３８２。

——科学劳动——上，４６６—４６７；下，２１１、

２１２、２１７—２１８、２１９。

——体力劳动——下，２１。

——监督劳动——上，２７８。

—— 强制劳动—— 上，１９７—１９８、２８７—

２８８；下，１１３、２５４、２５５。

——自由劳动——下，１１３。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劳动——上，

１９７—１９８、２５４；下，２６、８４、８６、８９、

１１２—１１３、２９５、４７１—４７２。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劳动——上，１１９、

１２０、１６５、２８７、５１４；下，１１３、２１４、

２１７—２２０、２２５、２２６。

——它的条件和前提——上，３２４—３２５、

３２６—３２７、３３０—３３１、３３５、３３６、４４６—

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３、４５８—４６１、４７０—４７１、

４８３、４９７—５００、５０６—５１４、５１６、５１７、

５１９—５２０；下，２０５—２０８、３４９—３５１、

３６０。

—— 它的强度—— 下，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６、

３７６。

——它的熟练程度——下，３７６。

——它的连续性——下，３５３。

——它的分化和专业化——上，３９１、３９８。

——它的再生产——下，２６０、２６１。

——作为人类的自我实现——下，１１２、

１１３、２１６—２２０。

——和财富——上，２５３、２６６—２６７、４４９—

４５３、４５５、４５８—４５９、５１３；下，２１７—

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２、３６０、３６１。

——和所有权（财产）—— 上，２５２、２８６、

３３９、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４—４５５、５０４—

５０５、５１３、５１６、５１８—５１９；下，４６２、

４６３。

—— 和劳动时间—— 上，２８２—２８３；下，

１８０—１８１。

——“劳动价格”—— 上，２８２、２８６、３０１、

３０２。

—— 和劳动力—— 上，４５９、４６１；下，９３、

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３。

——和机器的自动体系——下，２０８—２１０。

——和自然——上，４８３。

——和人口——下，２１、２８５、２９３。

——和占有方式——下，４６２—４６４。

——和流通——下，４６３—４６４、４６５。

——和货币——下，４６８—４６９。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主义制度

下的劳动性质——上，４６９—４７０；下，

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６。

劳动的结合—— 上，１０５；下，８、２１、８３、

２１８、２２２、２８７、２９２、２９７。

劳动二重性—— 上，８７—８８、１１８—１２０、

２５２—２５４、２６３、３２９；下，４７３—４７６。

劳动力

—— 作为商品—— 上，２２２、２３１、２４０—

２４３、２４５、２４８、２５１、２５５、２６５—２６７、

２８３—２８６、２９８、３０４、３０８、３１１、３３４—

３３６、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１、４５８—４６０、４６２—

４６３、４６７—４６８、５１３—５１４；下，５５、５６、

７２—７３、７４、１３７、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７、

１２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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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２０９—２１１、２８７、５１２—５１５。

——和剩余价值——下，５６。

——和资本——上，２４０—２４３、３３９、４０９—

４１０、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２—４５５；下，１１、

１０９、１８７、１９２、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３。

——和资产阶级社会——下，１９—２１、５１３。

——它的再生产——上，２５０—２５１、３０９、

３２１、４０８—４０９、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２、

４２３、４４８、４６１、５０６；下，２５、６６、６７、

７２—７３、７５、９９、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３９、

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０、２８４、２９５。

—— 它的生存的条件—— 上，４４６；下，

５１２—５１３。

——它的保存的条件——下，２６。

——和工作日——上，３４６—３４７。

——和工人—— 上，２２２、２３０—２３１、５０４、

５１２；下，３８、１０４、５１３。

—— 和工资—— 上，３２１—３２２、４１２；下，

６６、７３—７４、９２—９４、１８６、２５２。

—— 劳动基金—— 上，３７２—３７３、４５０—

４５２。

—— 和劳动—— 上，４５８—４６１；下，９２—

９３、５１１、５１２。

——危机期间的劳动力——上，４４１—４４２。

——作为过剩人口——下，１０９、１１０。

——和财产——上，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９—４６０；

下，５１３。

——和机器体系——下，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６。

——和资产阶级财富——上，４４９、４５１—

４５３。

——它的集中——上，５１５；下，８、８３、８８、

８９、２１５。

——它的实现——下，１０４。

——它的发展——下，１４７。

劳动时间

——作为价值尺度——上，７０—７２、７７—

７８、８０、８１—８３、８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２０、

２０９；下，１１４、２９５、３１６、３１９、３４４、３４５。

——活的和物化的劳动时间——上，７７—

７９；下，２５６。

——必要的和剩余的劳动时间—— 上，

３３９、３７６—３７８、３８４；下，１６６、２５５—

２５８、２６６、２８３、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５、２９７、

３００、３０１、３４５—３４７、３５６。

——相对的和绝对的劳动时间—— 下，

２９５—２９７。

——社会的劳动时间——上，１５４。

——一般的和特殊的劳动时间—— 上，

１１７—１１９。

——它的生产率的提高——上，８２—８３。

——它以货币为媒介——上，１１４—１１６。

——和劳动——上，２８２—２８３。

——和工作日——下，１４６。

——工人的劳动时间——下，１４１。

——和分工——下，８。

——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２２５。

——和机器的应用——下，２２２、３５３。

——和生产——下，８。

——和生产时间——下，８、４３、１０２、１０３、

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１—１３４、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６、

１６２—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１、

１７２—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３。

——和流通时间——下，３２—３３、３６—４１、

４２、４３、５３、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７—１３５、１３７、

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４、１４６、１６２—１７８、１８０、

１８１、１８２—１８５、１９２、１９６、２００—２０１、

２１６、２３４—２３６、２５９—２６２、２８８、２８９。

——和自由时间——下，１１４、２２５—２２６。

——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劳动时间有计划

的分配—— 上，１１９—１２０；下，２２５—

２２６。

  并见劳动。

力学——下，９、２０８、２４２。

历史——上，４４、４７—４８、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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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和逻辑的—— 上，３６—４５、１６７—

１６８、１７２、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５、４４６、４５６—

４５８；下，１８５。

历史主义——上，１８—２１、３４、４０—４３、４５８。

利润

——它的源泉和形成条件——上，２７６—

２７７、４１３—４１６、４２０、４２２、４３１—４３３、

５０６—５０７；下，２３、２４。

——作为经济范畴——下，２７９、２８３。

——它的占有的形式，——下，２６９—２７１、

３１１。

——总利润——下，３８１。

——产业利润——下，３８１—３８２。

——它的计算——下，５９—６２、１４６。

——和价值——上，４２０；下，３７３。

——和价格—— 上，４１３—４１５；下，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２。

——货币形式上的利润——下，３８５。

——作为流通的动机——上，１５１。

——它的实现——上，４２５—４２６、４３４；下，

１４７、２３７、２３８、２７４、２８１、３７２—３７３。

——它的分配——下，２７８—２７９、３１１。

—— 它的资本化—— 下，６９、２６４、２６５、

２７８—２７９。

—— 它的流通—— 下，１５０—１５１、１７５—

１７６。

——利润量和利润率——上，３５０—３５１、

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６—３６０、３６２—３６４；下，

６１—６２、７７、１４７—１４８、２６６、２６７—

２６８、２７５—２７６。

——和一般利润率——下，１９９。

——和必要劳动——下，２５。

——和剩余劳动——下，５０、２８０—２８１。

——和剩余价值——上，３５９—３６０；下，９、

４９、５０、５９、６１、９５、１４６—１４７、１６８、

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３、２８０—２８３、２８９、

３４９—３５０、３８２、４０１—４０２。

——和资本——上，２１２—２１３、２３２—２３３、

２９９、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８；下，２６、２３７—

２３８、２６４—２６８、２７８—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

２８４、３４９—３５２、３８３、４０８。

——和资本周转——下，８、９、１５０—１５１、

１７７—１７８、１９７—１９８、１９９、２８３。

—— 和利息—— 下，１６７、２３６、２３７、２７８、

２８１、３８１—３８４。

——和地租——下，２７３、３４４。

——和竞争——下，２７３。

——和贸易——上，３１７。

——和生产费用——下，２８１。

——工人分享利润——上，２４７—２４８。

——和工资——上，４１３—４１５；下，５０、５１、

７６、９６、９７、３４４、３８２。

——筑路中的利润——下，１７。

——和收入——下，３８１。

——和高利贷——下，３８２。

——和国家——下，２６。

——和垄断——下，２６、２７０。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利润的解释

—— 上，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９—

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７、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７、

３４８、３６０；下，４７—５１、９５—９７、１１７、

１９８—１９９、２７３、２７６、２８１—２８２、３０３、

３１２、３７９—３８０。

利润率

——作为资本价值增殖的尺度—— 上，

４１３。

——利润率的大小——下，６１—６２、２６４、

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９。

——它的计算——上，４２０。

—— 和剩余价值率—— 上，３４５—３４６、

４１８—４１９、４３０—４３１；下，２６６、２７２—

２７３、２８３—２８６、３５８—３５９。

——和剩余价值——上，３７４；下，３４４。

——和资本主义剥削——下，２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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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３０８、４１８—

４１９、４２１、４３８；下，５１、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２、

２８４—２８５。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上，３７３、３７４；

下，２６５—２６８、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６、

３４４。

——和资本额——下，２６６、２６７。

——它的下降趋势——下，５１、１５８、２６５、

２６７—２７１、２８４、２８５。

——和竞争——上，４２５；下，６２、２７０—２７１。

——和资本积累——上，４３８。

——和资本周转——下，９。

——工场手工业中的利润——下，８６—８７。

——和科学——下，２６７—２６８。

——和地租——下，３４４。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利润率下降

—— 上，３６０；下，５１、９５、１４７—１４８、

２７０—２７８。

  并见一般（平均）利润率。

利息

——它的计算——下，１４６。

—— 和资本—— 上，１６８、２０２、２３２、２８０、

２９８—２９９、４３７、４４４；下，２０２、２３７、

２３８、３７３、３８４、４０８。

——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上，２７８—

２７９；下，１３、１４６、３８２。

——和利润—— 下，１６７、２３６—２３７、２７８、

２８１、３８１—３８４。

——和剩余劳动——下，２８１。

——和贷放资本——下，３７２—３７４。

——利息率——上，９１；下，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６。

——复利——下，１５０、１５７、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９。

——有息证券——上，２３８。

——和货币——上，９１、２０７。

—— 和生产费用—— 上，２７８—２７９；下，

２３７。

——和流通费用——下，１４、１５。

——和筑路——下，２２、２３。

——和交换——下，３７３。

——和供求关系——下，３８１。

——和工资——下，３８４。

——它的历史形式——下，３８４。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利息——下，

３８３—３８４。

利益

——私人的和社会的利益——上，１０２—

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６。

——阶级的利益——上，１０５、２４７。

量和质

——劳动规定中的量和质——上，３２９、

３３４—３３６、３９１、４４１；下，２１２、３７６。

——使用价值规定中的量和质—— 上，

３８７、３８９。

——价值规定中的量和质——上，８４—

８５、９６、１２０、２２５—２２７；下，１４４。

——产品的量和质——上，４１６。

——商品交换中的量和质——上，１５０—

１５２、２４１—２４２；下，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５。

—— 货币规定中的量和质——下，４４６、

４５５—４５９、５０１、５０２。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中的量和质

——上，２８２—２８３。

——资本流通中的量和质——下，１９１。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规定中的量和

质——下，２０７、２２８、２２９。

——资本积聚过程中的量和质—— 上，

２３３。

——工人消费中的量和质——上，２４２。

流动资本

—— 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下，３０、

１９４—１９６、２０１、２０２、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１—

２５２、２５５—２５７、３５１。

——它的循环——下，３０。

——它的积聚——下，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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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货币形式上的流动资本—— 上，

４４３—４４４。

——它的再生产——下，１５２、１５５、１９５—

１９６、２３２—２３６、２５２、２５５、２５６、２８６、

３４５、３７２。

——它的实现——下，３５１。

—— 它的周转—— 下，１９６—１９８、２３２—

２３６、２４４—２４６、３５１、３５４。

—— 和固定资本—— 下，１５、１２３—１２４、

１２５、１９２、１９３、２２１、２３６、２３８、２３９—

２４０、２４７—２５３、２５６—２５８、３５１—３５２。

—— 和流通—— 下，３０、１９４、１９５—１９６、

２００—２０２、 ２３２—２３４、 ２３５—２４０、

２４３—２４５、 ２４７—２４９、 ２５０—２５２、

２５５—２５７、３５１。

——和工资—— 下，１４９—１５０、１８８、１９２、

１９５、２１３、２３６。

——和个人消费——下，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１。

——和使用价值——下，１８９、１９４—１９６、

２０１—２０２。

——和并存劳动——下，２１３—２１５、２２９—

２３１。

——和剩余价值——下，２３２、２３３、２８８。

——和生产——下，２３３—２３５。

——和利润——下，２３７—２３８、２８０—２８１、

３５１。

——和收入——下，２４９—２５２。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流动资本和

固定资本的解释——下，１２５、１４６—

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９３、１９４、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３、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１—２３２、

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９—２５２、

２５８—２６０。

流通

——作为经济范畴——上，１４５；下，１５—

１６、２７—３０、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１—１９２。

—— 它的形式—— 上，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

１５８、２０６—２０７。

——它的必要性——下，１７１、１７３。

——它的历史性——上，２８０—２８１。

——它的条件——上，１３６；下，２６、２７。

——它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 下，

１７８—１７９。

——利润是流通的动机——上，１５１。

——和占有——下，４６２—４６５。

——它的速度——下，３２、１３１、１３４—１３５。

——它的要素——下，１２８、２４６—２４９。

——它的连续性——下，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３、

４８１—４８３。

——流通的媒介——下，１２９、１３８、１４０。

——流通业务——下，１３８、１３９。

——简单的（商品和货币的）流通——上，

５４、５９—６０、６４、６７—６８、７４—７５、

１３３—１３６、 １４２—１４６、 １４９—１５１、

１５８—１５９、 １６４—１７１、 １７２—１７３、

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９—— １８１、１８４—１８９、

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６—２０８、

２１４—２１７、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９、

２３１—２３２、２４１—２４３、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８、

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２、３１２—

３１４、３３８、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８—３８９、４６３—４６６；

下，５—７、１１、２９、３０、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８、１４２—

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９、１７８—１７９、１８１—１８４、

１９０、１９１、２３０、２３１、２９８—２９９、３１３—３１４、

３３７—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１、３４３、３４８—３４９、４０８、

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７、４３９—４４１、４４４—４４７、４５３—

４５４、４５５、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２—４７１、４７３—５０７、

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７。

——和货币改革——上，８９—９０。

—— 和价格——上，１３５、１４２、１６１—１６４、

１８７；下，６、３１３。

—— 货币流通的速度—— 上，１４３、１４４、

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４。

——资本的流通——上，１６８、１８４—１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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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８８、１８９、２０７、２１４—２１７、２２２、

２７２—２７３、２７９—２８０、３３８、３８３—３８５、

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４、５０７—５０８；下，５—８、

１０—１１、３０—３１、３２、３６—４１、４３、８０、

８１、１０２—１０３、１２２—１２６、１３１、１４２—

１４５、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４、１６６—１６７、１７０—

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７—１９６、

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５—２１６、２３０—２３４、

２３５—２５２、２５５—２６１、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３—２９４、

２９８—２９９、３５１、３５２、３８１—３８２、３８６—３８７、

４０７、４３６—４３７、４８４—４８６、４９６—４９７、５０２—

５０５、５０８—５０９。

——有价证券的流通——上，５４、５９—６０、

６２—６３。

——利润的流通——下，１５０—１５１、１７６。

——和生产—— 上，１６６—１６８、１８６、１８７、

２０９—２１１、３８６、３８８、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８、

４４６、４６１；下，５、７、８、１０、１１、１４—１６、

２７、２８、３７、４０、４１、４３、９２、１２５、１３１—

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４、２６３、２９８—２９９、

３１３、４５４—４５５、４６８、４６９、４８３—４８５、

４９５、４９６。

—— 和再生产—— 下，２３０、２３１、２６０—

２６２、２６４。

—— 和生产关系—— 上，６３、６４、１９２—

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１；下，１４—１６、１４４、１４５。

—— 和交通工具—— 上，１４２—１４３；下，

２３、１８５、３３７、３５４。

—— 和交换—— 上，３６、１６８、３８８；下，

１３５—１３６、１４２—１４３、１７４、２４８、２４９、

２６０—２６２、３４３、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９、４７０、

４７７、４７８。

——流通时间和劳动时间——下，３２、３３、

３６—４０、４２、４３、５３、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８—

１３５、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４、１４６、１６３—

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２、１９６、

２００—２０１、２１６、２３４、２３５、２５９—２６２、

２８８、２８９。

—— 和价值—— 上，１８６、１８７、２０９、２１０、

２１８、２２１—２２２、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６—２７７；

下，６、９—１０、２９—３０、３１—３３、４１、４３、

１２９、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４、１３５、１３７、１４０、

１４４、３１９、４２９、４９４—５０４。

——和剩余价值——上，２８２、３９０；下，３３、

３８、４０、４１、４３、１７０、２５９—２６２。

——和资本周转——下，７、１１、１０２—１０３、

１６９—１７０。

—— 和流动资本—— 下，３０、１９４、１９６、

２０１、２０２、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０、２４３—

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２、

２５５—２５７、３５１。

——和积累——上，１８４—１８５。

——和需要——上，２１０；下，１６９。

——和分工——下，４６８、４６９。

——和财富——上，２４３。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３１５—３１６；

下，２８、３４、３８—３９。

——和农业——上，２１１；下，３９。

——和商业——下，１５１、３４１。

—— 和市场—— 下，３６、１４１、１５１、２５９、

２６０、４５０。

—— 和信用—— 下，１５、２８—２９、３７、３８、

４０、１６９、１７０、１８５。

—— 强制的流通—— 上，１４４；下，１００、

４３０。

——国际的和国内的流通——上，１７９；

下，４４３—４４６、４４８、４４９—４５０。

—— 大 流通 和 小 流 通—— 下，１８５、

１８６。

——信用的流通——上，５４；下，３１３。

—— 和所有制—— 下，１４４—１４５、４６２—

４６４。

——和一般利润率——下，４１、４２。

——和工资——下，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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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动力——下，１９２。

——和闲置资本——下，８０。

——和资本循环——下，５、２４７、２４８。

流通费用——下，２５８。

——它的组成——下，１２２。

——流通的不同阶段上的流通费用——

下，１５—１６。

——生产的流通费用——下，１２９、１３０。

——非生产的流通费用——下，１３８。

——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２７—２８。

——和分工——下，１３８。

——和商品转变为货币——下，２８。

—— 和产品价值—— 下，４３、１２８、１３０、

１３７、１３８、１６９—１７０。

——和剩余价值——下，４３、１２９。

——和交换——下，１３８、１５１。

——和市场——下，１５１。

——和货币——下，１８３、１８４。

——和流通时间——下，１８３。

——和利息——下，１５。

——和信用——下，１５。

—— 商品生产中的流通费用—— 下，

１２２—１２３。

垄断

——工业的垄断——上，６、７。

——贸易公司的垄断——上，４６。

——分工基础上的垄断——上，１０５。

——和利润——下，２６、２７０—２７１。

鲁滨逊故事——上，１８。

罗马（古代）

—— 社 会 制 度—— 上，１９７—１９８；下，

４７７—４７８。

——劳动的性质——上，５１７。

——国家制度——下，７４。

——阶级的相互关系——下，３３２。

——财产的积聚——上，６３。

——货币关系——上，４０—４１、１３１、１６８、

１７３、５０９；下，３３２、３４１、５００、５０２。

——浪费——上，２２６；下，３６５、５０２。

—— 公社—— 上，４７７—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５、

４９３—４９４。

——土地所有权——上，３５。

——军队中的雇佣劳动——下，２２。

——赤贫——下，１０５。

——经济关系中的革命——下，４３４。

——金银——下，４６１。

—— 罗马法—— 上，１９８；下，１６０、４７２、

４７７、４７８。

Ｍ

马尔萨斯主义

——为非生产阶级辩护——上，３８１。

——剽窃性——下，３７５。

——庸俗的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下，

６１—７５、９７—１００。

——对资本的解释——下，６２—６３。

——利润被说成资本家的工资—— 下，

６８。

——人口过剩的胡说——下，１０６—１０９。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矛盾——

上，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７。

——关于李嘉图学说的各种矛盾——上，

３２２。

买和卖—— 上，９３、１３５、１４２—１４８、１５１、

１７５、１７８、２０４—２０６、２６５—２６６、４３３；

下，３１、１２７、１８４、３７２、３８５、４３１、４４４、

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７、４６８、４９２、４９３、５１５。

矛盾

——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上，４、６—

８、４３、６４—６５、７５—７６、８１—８２、８９—

９７、１０５—１０７、１１２、１１５—１１８、１４６—

１４７、１４９、１６３、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１、１８４—

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９—２０３、２４７—

２４９、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３、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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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５、３０５—３０６、３１９—３２０、３８０、３８８—

３８９、３９３—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１、４０７—４１１、

４１４、４５０—４５１、４７０—４７１、５０３；下，

１９—２０、２８—３０、３３—４０、４２、４３、９５—

９６、１２７、１６１、１９２—１９３、２１６—２２３、

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４、２９７—２９８、３７４—３７５、

４０６—４０７、４３２—４３４、４７１、４７２。

——商品生产的矛盾——下，１２７、４７７—

４７９。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矛盾——上，

５０２—５０３。

——李嘉图理论中的矛盾——上，３２１—

３２２；下，５６。

贸易（商业）

——它的目的——上，９４、１５０—１５１；下，

３８６—３８７。

—— 作为独立部门—— 上，９３—９４；下，

１８４。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上，９３—

９４、１０７。

——它的统治形式——下，４９４。

—— 物物交换—— 上，８６、９４、９５、１１３、

１２１、１２８、１４１、１４６、１４９、１５３、１５４、

１６５、１７５、１７７、２７２；下，１２７、３１７、３６２、

４３８、４９０、４９１。

—— 商业民族—— 上，４０、４５—４６、１７２、

２０７、２１０、４８５—４８６；下，１６、３８８—

３９０、４８３—下，３８８—３９０、４８３—４８６。

——商业城市——下，３８７—３９０。

——转运贸易——下，３８８—３８９。——和

公社——下，３８９。

——和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瓦解——下，

３８９。

——和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上，５１２、

５１５—５１６；下，１８５。

——商业公司——上，４６。

—— 商 业 资 本—— 上，２０６—２０７；下，

３８６—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０。

—— 和生产力的发展—— 下，５０、２７１、

２７２。

—— 和生产—— 上，２１０—２１１、３９１；下，

１４１、３８７—３８８、３８９。

—— 国 际 贸 易—— 上，８７、１０５—１０６、

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９、２１０—２１１、３１７、３２０、

４０１；下，１９、２７２、３１４、４０１—４０２、

４０３—４０４、４３７、４３９—４４０、４８３—４８５。

——国内贸易——上，１０５—１０６、１７９。

—— 零售商业—— 上，２０４、２３９—２４０、

２９６；下，１４５、３３６—３３７、３３８、３３９、

３５４、４３１。

——批发商业——上，２９６；下，３３７—３３８、

４３１。

——用货币进行的商业——上，９３—９４、

９６、２３８。

——用金银进行的商业——上，１７６—１７７。

——谷物自由贸易——下，２７２。

——以货币为媒介的商业——上，１４７—

１４８。

——中世纪的商业——上，２３５。

——和工业——下，３８８—３８９。

——和运输——下，１４１。

——和流通——下，１５１、３４１。

—— 和交换的发展—— 上，１０５—１０６、

１７６—１７７；下，１８４、４７９、４８０。

——和流通中的货币量——下，４４６。

——和利润——上，３１８。

——和信用——上，４００—４０１。

——商品储备——下，１２６、３５４。

——商业阶层——下，１８８。

——商人财产——下，３８６—３８７。

——商人交换——下，３８８—３９０。

媒介—— 上，２６、２８、３０、２９５—２９７；下，

１０８。

美国——上，８、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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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上，４—６、

９、４２；下，２６６。

——同英国的竞争——上，７。

——雇佣劳动——下，７６。

——银行制度——上，７６。

——铁路——下，２４。

——物物交换——下，３０６。

——黑人奴隶制——上，１７４、１７５、５１７。

并见美洲。

美洲——上，３５、１２３、１３３、１７７、２３６、４９０；

下，３３２、４００、４３５、４４０、４４１、４７９、４８０。

并见美国。

秘鲁—— 上，４０、１９０、４７４、４８９；下，３６６、

４６６。

墨西哥——上，１９０、４７４；下，３６６。

Ｎ

内容和形式——上，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０、１８９、

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３、１９７、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５、

２２８、２６０、２６３—２６４、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２—

２７３、２９７、３３０—３３１；下，１７、２９—３０、

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７、１７８—１７９、１９４、

２９２、３８３、４１１、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７—

４７８、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３、４９４—４９５、５０２—

５０４。

农民

——和资本主义——上，２８８。

——和商品关系——下，４６７。

——劳动的中断——下，１７２—１７３。

——和租地农场主——下，４６７。

农业

——和资本——上，２３３—２３７；下，１８１—

１８２、２６６。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农业——上，

４４—４５、１１６、２９０；下，１８１—１８２。

——和土地所有权——上，４４—４５、５１２；

下，２５８、２５９。

——生产力的发展——上，４９３—４９４；下，

８７、１８１、２９７。

——作为一个部门——下，１９。

—— 生产过程—— 上，２５７、２９１、４９４—

４９５；下，１０２、１０３、１８０—１８２、２００、

２２８—２３０、２４２、２５１、２５３、２９３。

—— 再生产过程—— 下，１４６、２４２、２４５、

２４６、２６１。

—— 和工业—— 上，４５；下，１９、２０、１０９、

１４６、１８１—１８２、２７１—２７２。

——生产工具和机器的使用——上，３３３；

下，１９。

——它的科学基础—— 下，１８、１９、１８１、

２１７—２１８、２１９、２７１、２７３。

——土地是自然界的实验室——上，４７１、

４７２、４７５、４７８、４８３、４８７—４９１、４９８；

下，８７、２２８、２３０、２４５、２４６。

——第二次收获——下，１０。

——种子的进口——下，１９。

——化肥——下，１９、２５２、２５３。

——和流通过程——上，２１１；下，３９—４０、

４８４、４８５。

——和家庭手工业——下，１９、１８２。

奴隶制—— 上，３５、１７４、１９８、３８１、４２４、

４６０、４８８、４９１、４９２—４９４、４８６；下，１０、

８６、８８、１０８、４７１、４７２。

Ｏ

欧洲——上，４、８、９、４７、１７７、１７９；下，２４、

３８８、４４０、４３５、４４０、５１７。

Ｐ

票 据—— 上，５３—５４、５８—６１、６２—６３、

６５—６６、７３—７５；下，４０４。

蒲鲁东主义

——它的反历史性质—— 上，２１、２０１—

２０４、２２０—２２２、２８０、４１２；下，３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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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４。

——反对革命的实质——上，６３—６４、７７、

１０６、１８１、１９２；下，４０、３３１、３３２、４７８。

——不理解资产阶级社会中银行的作用

—— 上，５３—５４、５８—６４、６５—６７、

９９—１０１、１０５。

——“劳动货币”的主张——上，６０—６２、

６３—６４、７１—８０、８１—８３、９８—１０１、

１０５—１０７、１１９—１２０、１５７、１９１—１９２；

下，３１９、３２１、３３１、３３２。

——把劳动的社会属性同自然属性混为

一谈——下，１１４。

——“无息信贷”的主张——上，６４、２８０；

下，３７２—３７４。

—— 反对危机的药方—— 上，６６—６９、

７１—７２、７６—７７、８１—８２。

—— 论生产过剩—— 上，３９６、４１２、４１４、

４２３—４２４。

——把价值同价格混为一谈——上，８０—

８２、４１１—４１４、４２３。

——对资本的解释——上，２６９、２７２。

——不理解剩余价值——下，１４７。

——把生产同消费混为一谈——下，１５５。

——论财产的起源——上，４８７。

普鲁士——上，７４。

Ｑ

权利——见法。

Ｒ

人

——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人—— 上，１８、

２２０、３９２、４１０、４８６；下，１６０、１６１。

—— 人的社会性——上，２１、４９７；下，２２１—

２２２、２３０—２３１、４６５—４６６、４７１—４７３。

——人的历史发展——上，４９—５０；下，１０７、

２１８—２２０、２２５—２２６、２６８—２６９。

——个人的相互关系——下，２２６、４６５—

４６７。

——和生产关系——上，３３—３４。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４０９—４１０；

下，３５—３６、２２５—２２６。

——作为生产的主体——上，２２。

——人的再生产——上，４８８、４９１—４９２；

下，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７、１０８、２３０、２３１、３６１、

４７２。

——人的种属本质——上，１９５、４９７；下，

３８２。

——需要劳动——下，１１２、１１３。

——和自由时间——下，２２５—２２６。

——人的生命过程——下，１４５—１４６。

——作为“固定资本”——下，２２５。

——作为主要的生产力——上，４１０。

——和人类语言——上，４８９。

——艺术对人的影响——上，２６４。

——古代世界的人——上，４８５、４８６。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人——上，１４５、

２８７、４８６、５２０；下，３６、１２７、２１８—２１９、

２２５—２２６、３６１。

—— 和自然—— 上，４８８—４８９；下，２１８、

２１９、４５９、４６０。

——机体更新——下，１７１—１７２、１８２。

——人的起源——上，４２、２０４。

人口

——人口规律——下，１０４、１０７。

——人口研究——上，３７、３８。

——人口的再生产——下，１０８。

——人口增长——上，３２１—３２２、４９４；下，

１０６、１０９、１１１。

——必要人口——上，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１。

——劳动人口和过剩人口——上，３７８—

３８１；下，１０、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１、

２２０—２２１、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７、２９８。

——人口过剩——下，１０４—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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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人口——上，４０３—４０７。

——和价值——上，３１５—３１７。

——和劳动——下，２１、２８５、２９３。

——和生产——上，４８４；下，２２０—２２２。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３７９—３８０；

下，１０５、２６８、２７０、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８—

２９９。

——和机器——下，２１４—２１５、２６９。

—— 和资本—— 上，３７８—３８０；下，３３—

３４、２７０。

——和剩余价值——下，２９７。

——和财富——下，２６８、２９３。

——和社会发展——下，２６８。

—— 不同社会形态中的人口—— 下，

１０５—１０８。

——资产阶级的人口理论——上，３２１—

３２２、３８０。

日本——上，１３２；下，４６１。

Ｓ

三段论法——上，２６。

商品

——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上，８４—

８９、９１—９２、９５—９６、１２１、１６９—１７０、

１８２、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８、２５９、２８１—

２８２、３８６、３８８—３８９；下，１３—１４、２１０、

３１９、３２０、４１１、４１２、４４６—４４８、４６２—

４６７、４７５、４７６、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５—４９６、

５０３—５０７。

——作为生产关系——上，８５—８６、８７—

８８；下，４１１。

——劳动时间在商品中的物化——上，

１１４—１１６、２２８—２２９；下，４６２—４６４、

４９５。

——作为财富的要素——上，１６９—１７１；

下，４１１。

—— 它的价值的实现—— 上，８８—８９、

９２—９３、９５、１０６、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

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３、１５８—１５９、１９８—１９９、

２６５—２６６、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４１１、４２５、

４３３—４３５；下，１２—１３、２２—２３、２６、

８０、８１、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５—１３６、１４３、１８５、

４５２、４６５、４６６。

——商品交换——上，８４—９２、９９、１１５—

１１８、１２０、２１５、２２２；下，４１１—４１２、

４８１。

——通过让渡而占有商品——上，１４５。

——作为消费品——上，２３１、２８２。

——和需要——上，１７０、１７５、２０７。

——和积累——上，１８４。

—— 和货币—— 上，９４—９５、９６、１１２—

１１８、１２１、１２７、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４—１６７、

１６９—１７１、 １７６—１７７、 １７８—１７９、

１８５—１８６、１８８、２２４—２２５；下，１２、１９、

２８、２９—３０、３１、１４３、１４５、３３９—３４１、

３４３、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８、４３８、４５８、４５９、

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６、４８７—４８８、４９２—４９７、

５１６。

——商品生产——下，１２３、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３、

４６６—４７０。

商人——上，１４８、１５０、５０８、５１１—５１４；下，

２９、８８、１３８、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８、３８３、３８６—

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０。

商业——见贸易。

上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上，３７—

４３、４６、２０２—２０３、４１４；下，４７８—４７９。

  并见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方法。

社会——资产阶级社会

——它的生产关系—— 上，４—５、７、１６、

１８、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０—

１１１、１９０—１９３、１９７—１９８、２００—２０３、

２２２—２２４、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４、２４７—２４９、

２５１—２５３、 ２５４—２５８、 ２６０—２６２、

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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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４、２８６—２８７、２９１、２９５、３２６—３２７、

３６８、３９２、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４、４１３、４５３—

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０、

４８７—４８８、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３、５０５—５０７、

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８、５２０；下，３１—３２、３５—

３７、４７、４８、５３、５４、７６、８４—８５、９４—

９５、１５４、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１、１９０、

１９１—１９２、２１９—２２０、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４、

３１９、３３１、３７４—３７５、３８３—３８４、４６４、

４６５、４７６—４７７、４７８。

——它在政治经济学中的理论表现——

上，４—８、３３—３４、４６、１８３—１８５；下，

５３、９５—９６、１５３、１５５、２７３—２７４、

４７７—４８０。

—— 它的矛盾—— 上，４、６—８、４３、６４、

７５—７６、８１—８２、８９—９７、１０５—１０８、

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５—１１８、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９、

１６３、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６、１８８、

１９１—１９２、 ２００—２０３、 ２４７—２４９、

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３、

２９５、３０５—３０６、３１９—３２０、３８０—３８１、

３８８—３８９、 ３９３—３９４、 ３９６—４０１、

４０７—４１１、４１４、４５０—４５１、４７０、５０３；

下，２０、２８—２９、３３—４０、４２、４３—４４、

９５—９６、１２７、１６１、１９２—１９３、２１６—

２２４、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４、２９８、３７４—３７５、

４０６、４３２—４３４、４７１、４７２。

——竞争的统治地位——上，８、１８、１０２—

１０３、１０５、１５３、３０５、３９７—３９８、４４２；

下，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６—１６７、２４６—２４７。

—— 和资本—— 上，４５、２９５、３９３—３９４、

４３８—４３９、５１６；下，２４、８５、８８—８９。

——和雇佣劳动——上，１７５—１７６、２３４—

２３５。

——和占有规律——下，４６３—４６４、４６５。

——它的结构——上，４６、２０１—２０２、２２０、

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６、３９６；下，４７８、

４７９。

——它的再生产——下，１８。

—— 阶级—— 上，４６、１１１；下，９６、３３２、

３４４、３８１、３８２。

——价值关系的统治地位——上，１０２—

１０６、２１０、３２０、５１３、５１９；下，１５—１６、

４０—４１、４１２、４３５—４３６、４６３、４６４、

４６７、４６８、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３—４８５。

—— 自由和平等的幻想—— 上，１１０—

１１１；下，４６４、４６５。

——它的成员——上，４８６—４８７；下，１８、

１９、２３０、２３１。

——金银的积累——上，１８１—１８２。

——生产力的发展——上，１８、２３４—２３５、

２８７、３０５—３０６、３９２—３９３、３９９—４００、

４０９—４１０；下，２０—２１、３４—３６、８３、

２１０—２１１、２２３、２２４、２６８—２６９、

５１３。

——和生产——下，２２５、２２６。

——和国家——上，４—６、４６、１７８、２１９—

２２０、２９６；下，２４。

——和法——上，１９８；下，１６０、４７２、４７３。

——和资本主义前的关系——上，４—５、

１４、１８、４３、１７４、４５８、４６２；下，４２９—

４３０、５１３。

——和古代世界——上，４８６。

——和劳动力商品——下，２１、５０３。

—— 社会需要—— 上，１０４、１７３—１７４、

３９２；下，１９、２０、２５、２６、２２２、２２３、４６７、

４６８、４７０—４７２。

——公共工程——下，２４。

——社会收入——下，２５。

——社会实践——下，２２０。

——觉悟到社会的不公平——上，４６０。

——它的解体——上，２２０。

并见市民社会。

社会形态——见形态（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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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革命

—— 它的必然性—— 上，６３、７７、１０６—

１０７、１１０、１７８、３９３—３９４；下，２６８、

２６９。

生产

—— 它的社会性质—— 上，１８、２１—２２、

９１、４８７—４８８；下，１３２、４４７、４６８—

４６９。

——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８、３６、２９２—

２９３。

—— 对自然力的利用—— 上，４、２９２—

２９３；下，８、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７—２１８、２１９。

——物质的生产——上，１８、２６４；下，１１３、

２１７—２２０。

——生产的主导作用——上，３６—３７。

——生产工具和资料——上，１１３、１６５—

１６８、１７２—１７４、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５、

３０９—３１０、３３４、３４５、３５０—３５１、３６１；

下，１４—１５、３１、９０、２１９—２２１。

——“生产一般”——上，２２—２３、２５、２５６、

２８１、２８９、４８７；下，２３—２６、２８、１２７。

——生产方式——上，３５、２１１、４９４—４９６。

—— 生产部门—— 上，２３、３９２；下，１０—

１１、１８、１９、２９、４１、１８１、１８２、２３０—

２３１、２７１—２７２、２９２、２９５—２９６、３７６、

３８４、４７０、４７１。

——工业生产——上，１７４、２８８—２８９；下，

５３、４７９、４８０。

——农业生产——上，２５７、２９１、４９４；下，

１０２、１０３、１８０—１８２、２００、２２８—２３０、

２４２、２５２、２５３、２９３。

——交通工具的生产——下，１４、１５。

——机器的生产——下，２１６—２１８。

——它的物质内容和社会形式——上，

２５、２７２—２７３；下，１３２、１４５、１７８—

１７９。

——和再生产——下，１６６、２６０、２６１。

——它的历史性质——上，２８１、４８７。

——它的条件——上，２４—２５、４８８—４８９、

４９１—４９２；下，１０、１５—１６、２７—２８、

２９、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４、１８１、２０６—２０７、

２４２、２４３、２９２、２９３、５０４—５０６。

——它的自然条件——上，４９１—４９２；下，

１９、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８、２３０。

——自然界是生产的对象——上，２２。

——它的目的——上，９４、４６１—４６２；下，

１００。

——和阶级——上，２１９。

——和法——上，２５。

——和国家——下，２４—２６。

——它的结构——上，１７８。

——它所创造的需求——上，４０３、４０７。

——它的连续性——下，２８、３１—３３、４０、

４３、４４、１３１—１３３、１５０—１５１、１７１、

１８１—１８２、２１６、２３４、２３５、２６０。

—— 和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 下，

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６—２２１、２２６、２６９、２８５。

——和资产阶级社会——下，２２５、２２６。

——资本主义的生产——上，７、２２、３４—

３６、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９—１２０、２０９—２１０、

２３４—２３５、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８、

２７０—２７３、２７７—２７８、２８１、２８７、２９５、

３８６、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４—４０１、４０３—４０９、

４４４—４４５、４５５—４５７、４６０—４６２、４６９、

４８６—４８７、５１３、５１６—５１７；下，５、２４、

２７、３７、３９—４１、４３、７７、８３、１０９、１２２—

１２７、１３１、１４３—１４５、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７—

１５８、１６９—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９、１８７—１８８、

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５、２０５—２１２、２１５—

２１６、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５—２３７、

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５—２５８、２６０—

２６３、２９３—２９４、４１１—４１２、４６７、４６８、

４８３、４８４、５０５、５０６、５１３—５１４。

——“为生产而生产”——下，４４８—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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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资产阶级的生产——下，４８０。

—— 和资本积累—— 上，４３８—４３９；下，

３５４。

——和资本周转——下，６、１２、１３１、１３２、

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８。

——和资本循环——下，５。

——和使用价值——上，２２２、２５９、２７１—

２７２、３２４、３３２—３３３；下，３８８。

——和价值——上，２０９—２１１、２７２—２７７、

４４６、５１３；下，１５、２０、１２７、１４３—１４４、

１８６、２１６—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４—２２５、４７９、

４８０。

—— 和分配—— 上，２４、２６、３１—３７、９９；

下，９３、２７９、３６１—３６２。

——和交换——上，２６、３６—３７、１２４、２８５；

下，１６、２０、２９、１３２、１４３、１８６、２６１、

４６７、４６８。

——和消费——上，２６—３１、３６—３７、１０７、

１１９、１６５、２４２、２４７、２５８—２５９、３３１—

３３２、３６１、４９２、５０５、５１６；下，１５５、１６７、

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０、２３１、２７９、４４９。

——和需要的满足——上，２８—３０、３９２；

下，１９、２０、２５、４８３、４８４。

——和货币——上，４００。

——和工资——下，３１、９２—９３、１８６。

—— 直接劳动的作用的降低—— 下，

２１２—２１５。

——和价格——上，１６８、２１１。

—— 和贸易—— 上，２１０—２１１、３９１；下，

１４１、３８７—３８９。

——和流通——上，１６８、１８６—１８７、２０９—

２１１、３８６—３８９、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８、４４６、

４６１；下，５、７、８、１０、１１—１２、１４、１５—

１６、２７、２８、３７、４０、４１、４３、９２、１２５、

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９、１４４、２６３、２９９、

３１３—３１４、４５３、４５４—４５５、４６８、４６９、

４８３—４８５、４９５、４９６—４９７。

——和人口——上，４８４；下，２２０—２２２。

——和市场——下，２７—２８、１２６。

——和信用——下，２８—２９、４０、４４、１６９。

—— 和财富—— 上，３９９—４００；下，３５、

３６２。

——征服对生产方式的影响——上，２４、

３３、３４—３５。

——和艺术的发展——上，４７、１０９、１２０—

１２１、２６４。

——和分工——上，９１、２１０—２１１；下，２１、

４６５—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１。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下，７—８、

４３、１０２、１０３、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１—１３４、

１４０、１４６、１６２—１６６、１６７—１６８、１６９—

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３。

——剩余资本的生产——下，１２１。

——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生产—— 下，

２２０—２２５、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７、２５８。

——商品的生产——下，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７、

１３０、１３３、４６６—４７０。

——订货——下，２８。

——家长制的生产——下，４８０。

——孤立个人的生产——上，１８、２１。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生产——上，

２４２、４２４、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０、５１６；下，

４７１、４７２。

——自然的生产——下，１９。

——大规模的生产——上，５１５。

——过剩生产——下，２２０—２２１。

——不成比例的生产——下，２２０—２２１。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上，９８—

９９、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４、１１９—１２０；下，

１１４、１２７、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５、

２２６、３６１、３６２。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产和分配

—— 上，２４、１８３—１８４、３９４、３９６；下，

４６—４７、５３、１２７、２７９、４４８、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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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不足——下，１２７、２２１。

生产方式——上，３４—３５、２１１、４９４、４９５。

生产费用

——定义——上，２７３—２７４。

——它的再生产——上，２７７—２７８。

——再生产费用——下，１５７。

——非生产的生产费用——上，１６７、２７８；

下，４３、８５、１３８、１３９、１８３、２５８。

——货币形式上的生产费用——上，１５３、

２７７。

——利息形式上的生产费用——上，２７９；

下，２３６、２３７。

——资本的生产费用——上，２７９、２８４—

２８５；下，１６７、１６８、２３６、２３７、２８０—

２８３。

——货币的生产费用——下，１２９、１９０。

——金的生产费用——下，４３５。

——工资的生产费用——下，１６８。

——和产品价值——上，４２０；下，１６７、１６８。

——和剩余价值——下，２３６、２３７。

——和利润——下，２８０—２８２。

——和产品价格——下，２８３。

——和机器——下，２８６、２８７、３４７—３４９。

——和自然要素——下，２２８—２２９。

——和竞争——下，１６６、１６７、３００。

——和产品运往市场——下，２７。

——和国家——下，２４。

——生产费用减至最低限度——下，２２４、

２２５。

生产工具

——作为生产过程的要素——上，１１３、

１６５—１６８、１７３—１７４、２７１、２７３、２７５、

３０９—３１０、３３３—３３４、３４５、３５０、３６１；

下，３１、９０、９１。

—— 作为劳动资料—— 上，２５６—２５８、

２６０—２６１、２８６、５０１。

——和金属—— 上，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７、

１３２、１７９、１８２；下，４５７、４５８。

——它的使用价值和价值—— 上，３６１、

４１６—４１７。

——作为劳动产品——上，５０１。

——作为资本——上，２６９、２８２、２８６；下，

１９２—１９３。

——农业中的生产工具——上，３３３。

——市场上的生产工具——上，２３９。

——作为生产工具的货币——上，１６６—

１６８、１７３—１７５；下，１１。

生产关系

——它的发生和发展——上，２３５—２３６、

４５８、４８７。

—— 它的再生产—— 上，４８７；下，１８９—

１９０、２６０—２６２。

——经济关系中的革命——下，４３４。

——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关系——上，４、

７、１６、１８、２１、４３、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６—

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１、１９０—１９３、１９７、２００—

２０３、２２２—２２４、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５、

２４７—２４８、 ２５１—２５２、 ２５４—２５８、

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１、

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５、３２６—

３２７、３６８、３９２、３９６、４０４、４１３、４５３—

４５６、４５８、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８—４７１、４８７—

４８８、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３、５０５—５０７、５１１、

５１８、５２０；下，３１—３２、３５、３６、４７、４８、

５３、５４、７６、８４—８５、９４—９５、１５３—

１５４、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１、１８９—１９０、

１９１—１９２、２１８—２２０、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４、

３１９、３３１、３７５、３８３—３８４、４６３—４６４、

４６５、４７７、４７８。

——商品生产者的生产关系——下，４６２、

４６６—４７１、４７３—４７７。

—— 和 生 产 力—— 上，４７、２５４—２５５、

５０４—５０５；下，３４—３６、１５９、２６８—

２６９、３６０—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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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结构——上，１７８。

——个人从属于生产关系——上，３３—

３４、１４５。

——和法——上，３５—３６、４７、７４。

——它的改造的方式——上，６３—６４。

——通过思维把它分出来——上，８７、１１１。

—— 它的物化—— 上，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６—

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９０—１９１；下，３６０—

３６１、４３４、４４７、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０。

——它的异化——上，１０７—１０９。

——观念是社会关系的表现——上，１１１。

——和占有方式——下，４６３—４６４、４６５。

——和分配——上，６３。

—— 和流通—— 上，６３—６４、１９２—１９７、

１９８—２０１；下，１４—１６、１４４、１４５。

——和积累——上，１８４—１８５。

——和财富——上，１８６。

——和工业——上，５１５。

——和竞争——下，４７。

——价值作为生产关系——上，８４—８５、

１０２—１０４；下，２１７、２１８、４３５—４３６、

４６３、４６４。

——商品所体现的生产关系——上，８５—

８６、８８；下，４１１。

——货币所表现的生产关系——上，６３—

６４、８９—９０、１０６—１０７、１６５、１７１—

１７４、１７６、１９０—１９２、２０４、２０８；下，

１８２—１８３、４３１、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７、４７６、

４７７、４８２、４８３、４９１、４９２。

——和货币改革——上，９０。

——和金银——下，４５９、４６０。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下，２１２—

２１５、３４６—３４９、３６２。

——国际的生产关系——上，１７８。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的生产关系——

上，４３、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８—１１１、１９７—

１９８、４８７—４８９、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５、

５１０—５１３；下，２６８。

——古代世界的生产关系—— 上，１７６、

１９７—１９８；下，４７７、４７８。

——共产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 上，

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８。

——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在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反映——上，５—

８、３３—３４；下，４７７—４８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劳动和资本之

间的关系—— 下，３０—３１、４８—４９、

７５—７９、９１—９２、９５—９７。

并见经济关系。

生产过剩—— 上，３９４—３９７、３９９—４００、

４０３、４１２、４３７；下，３２、１２７、２２０—２２２、

２９２。

并见经济危机。

生产劳动—— 上，２２８—２３１、２６３—２６５、

２６７—２６８、２９１—２９２、３８１、４６６、４９５；

下，２４—２６、１８１、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７—

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４。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生产劳动的

理论——上，４１—４２、２２９—２３１、２６４、

２６７—２６８、２９２—２９３；下，３７４—３７６。

生产力

——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上，１８、

２３４—２３５、２８７、３０５—３０６、３９２—３９３、

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９—４１０；下，２１、３４、３６、

８３、２１０—２１１、２２３、２２４、２６８、５１３。

——它的社会性质——上，３７８；下，２０—

２１。

——它的发展——上，２３５—２３６；下，１０９。

——它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界限——上，

３２１—３２２。

—— 和生产关系—— 上，４７、２５４—２５５、

５０４—５０５；下，３４、３５—３６、１５９、２６８—

２６９、３６０—３６１。

——和个人的发展—— 上，４１０；下，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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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５、２２６。

——劳动生产率——上，７２、７８—７９、８２—

８３、２９３、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４；下，３３、６７。

——和分工——上，２９３、３５７、３８０；下，５０、

８３、１０９、２１２—２１３、２８７、２９２—２９３、

２９６、２９７、３５６。

——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力——上，１７３、

５０５。

——和意识形式——下，３５。

——和宗教——下，３４。

——社会智慧的生产力——下，２１０。

—— 科学作为生产力—— 上，２３４、３９２；

下，３４—３５、５０、１０９、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９、

２２１、２８７。

——生产力的革命——上，４３８。

——自然要素——下，５１。

——和资本—— 上，２３１—２３３、２６８、２８７、

３０５—３０６、 ３１４—３１５、 ３６７—３７３、

３７８—３７９、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９、４０９—４１０；

下，３４—３６、８３、１３４、２０８—２１２、２１４—

２１５、２１６、２６８—２６９。

——和剩余价值——上，２９８—３１４、３６１—

３６３、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９—４１０；

下，５２、１４７、２９４—２９５、２９７—２９８。

——和必要劳动——上，２９９—３０８、３７６—

３７８、３８４、４０９—４１０；下，１１０、２９４—

２９５。

——和剩余劳动——上，３００—３０８、３７６—

３７８、４１０、４２２；下，２９４—２９８、２９９—

３００。

——和雇佣劳动——上，１６。

——和工人——下，３８、２６９、２８４。

——和资本主义剥削——下，７６。

——和劳动时间——下，２２５。

—— 和自由时间—— 下，１１４、２２１、２２２、

２２５—２２６。

——和工作日——上，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８。

—— 和工资—— 下，５２、６７、７２、７３、７４—

７５、９８。

——和赤贫——下，１０４—１０５。

——和使用价值——上，２９８、３０７、３１６—

３１７、４２０—４２２；下，１８、７１。

—— 和价值—— 上，８３、３１５—３１８、３５９、

４４１—４４２；下，２６９。

——和货币——上，１７３—１７５。

——和价格波动——上，３０７—３０８、４２０—

４２１。

——和流通——上，３１５—３１６；下，２７、２８、

３３、３９。

——和贸易——下，５０、２７２。

—— 和劳动的结合—— 下，２８７、２９２—

２９３。

——和财富——上，３１７—３２０；下，３４、３５、

２６９—２７０。

—— 和利润率—— 上，３０８、４１８—４１９、

４２１、４３８；下，５１、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２—

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５。

—— 和剩余价值率—— 上，３７４—３７６、

４２０—４２１、４３７—４３８；下，２８３—２８４。

—— 和资本积累—— 上，３１５—３１６；下，

２１１。

——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 上，３６５—

３６６、３６８—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５、４２６、４３７；

下，５１、７７、２６６、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５、２９２—

２９９、３６０。

——和固定资本——下，２１０—２１７、２２０—

２２４、２２８—２３１、２３３—２３５、２５６、２５７、

２６５—２６７、 ２７０—２８４、 ２８７—２８９、

３５８—３５９。

——和生产——下，７—９、３６—３７、２９２—

２９３。

——和再生产——下，７６、７７。

——工业中的生产力——下，２２２—２２３、

２８９—２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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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生产资料的生产—— 下，２１９—

２２１。

——和机器的应用——上，３５９；下，１０—

１１、２０９—２１１、２８６、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０、

３４６、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８—３５９。

——农业中的生产力——上，４９４；下，８７、

１８１、２９７。

——和交通工具——下，１４、２３、２４。

—— 和人口—— 上，３７９—３８０；下，１０５、

２６９、２７０、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７—２９８。

——和所有权——上，２３４—２３５；下，７０、

１０５。

——和经济危机——上，４４１。

——和协作——下，８３。

——和消费——下，２２４、２２５。

——水利工程——下，２４。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生产力——

上，１０４、３９９、５００—５０１；下，３４、３５、

２６８。

—— 共同体中的生产力—— 上，４９５—

４９７。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上，

５２０；下，３４、３６、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４—

２２６。

剩余价值

—— 它的源泉—— 上，２７７、２８２、２８９、

２９１—２９３、２９６、３３７、３４８—３４９、４１８、

４２０、４４９—４５２；下，６２—６３、１８２、

２６４—２６６。

——和资本——上，２９８—２９９、３１０—３１５、

３４０—３４５、３８３、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８—４０９、

４３３—４３９、４４６—４４８；下，８—９、１５０—

１５１、２１６、２１７、２３７、２６３、２６４、３４９—

３５０、４０８。

——和资本主义生产——上，３０９、３１５—

３１６、３３６、３８３。

——相对的和绝对的剩余价值——上，

３４０—３４１、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９—４１０；下，

８、８６—８７、９８—９９、２６５、２９０、２９２。

——它的再生产——下，１６７、１８０、１９９—

２００、２１６、２６０—２６２。

——它的积累——上，４３４—４３８。

——它的占有——下，２８１。

—— 它的实现—— 上，２８２、３８６—３９１、

４３４—４３６；下，１７６、２３５—２３９、２６０—

２６２、２８１、３８４。

—— 它的分配—— 上，４１２、４２３、４２６、

４３１—４３２；下，４２、１３７、１６８、１８１、１９９、

２８０—２８１、３１１。

——和消费——上，３９１、４３３—４３９。

——它的循环——下，６。———它的派

生形式——下，１３。

——利息形式上ＴＨ 上，２７８—２７９；下，

１３、１４６、３８２。

——货币形式上的剩余价值——上，３３８、

４４３。

——和价值——上，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７、

３１５—３１６、３７８—３７９、４１５—４１８；下，

５３、５４、１９９—２００、５００—５０３。

——和工作日——上，３００—３０３。

——和劳动力商品——下，５６。

——和必要劳动——上，３０１—３０２。

——和剩余劳动——上，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４、

３６０—３６１、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８、４３８—４３９、

４４６、４６８；下，１３—１４、２５、４５、６３、１７４、

１７６、１８１、２３２。

——和利润——上，３５９—３６０；下，９、４９、

５０、５９、６０、６１、９５、１４６—１４７、１６８、

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３、２８０—２８４、２８９、

３４９—３５０、３８２、４０１—４０２。

——和利润率——上，３７４；下，３４４。

——和一般利润率——上，４２５—４２７；下，

４１、４２、１８１。

——和资本积累——下，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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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追加资本——下，６。

——和资本周转——下，８—９、１３１—１３５、

１５０—１５１、１６１—１６６、１７３—１７６、１７７、

１７８、２３２—２３４、２６３、２６４。

——和流动资本——下，２３２—２３４、２８８。

——和固定资本——下，２３２—２３４。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２９８—３１４、

３６１—３６２、 ３９１—３９２、 ３９９—４００、

４０９—４１０；下，５２、１４７、２９４、２９５、

２９７—２９８。

——和非生产阶级——上，３８１。

——和需要——上，３９１。

——和交换——上，４０９—４１０。

——和收入——下，２５０、２５１。

——和人口——下，２９７。

——和机器的应用——上，３６５；下，２５７、

２５８、２８９、２９８—３００、３４６—３４９、３５５、

３５６。

——和运输费用——下，１３。

——和生产——下，１１１、１７０。

——和生产劳动——下，２５。

——和流通——上，２８２、３９０；下，３３、３７、

４０、４１、４３、１６９—１７０、２５９—２６２。

——和流通费用——下，４３、１２９。

——和生产费用——下，２３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剩余价值的产

生——上，２８８—２９４；下，５３—５６、９５。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剩余价值和

利润混为一谈—— 上，３４４—３４５、

３４６—３４７；下，４７—５０、１９９、２７３、２７６。

剩余价值率

—— 定义—— 下，２６５、２７３、２８５—２８６、

２８９。

—— 它的计算—— 上，３４８—３５３、３５６—

３６０、３６２—３６３、３７４—３７５；下，６０—

６１、９４—９５、３５７—３５９。

—— 和 利 润 率—— 上，３４５—３—２８６、

３５８—３５９。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３７４—３７６、

４２０—４２１、４３７—４３８；下，２８３—２８４。

——和资本积累——上，４３８。

剩余劳动

——定义——上，２８７。

—— 它的形式—— 上，３７８、４４７、４５０—

４５１；下１５７。

——它的条件——上，４４８。

——它的组成部分——上，４５１—４５２。

——它的社会性质——下，２０—２１。

——总剩余劳动和个别剩余劳动——下，

４１—４２。

——作为需要——上，３８７。

——剩余劳动率——下，２９７。

——强迫进行的剩余劳动——下，３５０。

—— 它的分配—— 上，４１２、４２３、４２６、

４３１—４３２；下，４１、４２、１３７、１６８、１８１、

１９９、２８１、３１１。

——在国际交换中对剩余劳动的占有

——下，４０２。

——对它的分化——上，３９１。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３００—３０８、

３１５、３７６—３７８、４０９—４１０、４２２；下，

２９４—２９８、３００。

——和科学——下，２９３。

——和剩余价值——上，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４、

３６０—３６１、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８、４３８—４３９、

４４６、４６８；下，１３—１４、２５、４５、６３、１７４、

１７６、１８１、２３２—２３３。

——和资本——上，３０８、３１２—３１３、３２６、

３３６、３７５—３８０、３８６、３９２、３９７、４０２、

４０７—４０９、４２３、４４８—４４９；下，２６、８７、

１１８—１１９、１４３、１７４、１８２、２８１。

——绝对的和相对的剩余时间—— 上，

３２９、３３９、３４７、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３、

４０９—４１０；下，２９３、２９６、２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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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剩余产品—— 上，４４６—４４７；下，

４５。

——和利润——下，５０、２８１。

——和利息——下，２８１。

——和必要劳动——上，３２１、３７７—３７８、

３８１—３８２；下，２６、１０４、２１８—２１９、

２２１、２２２。

——和工作日——下，２９８。

—— 和机器—— 上，３６５；下，２５７、２５８、

２８９、２９８—３０１、３４６—３４９、３５５、３５６。

——和原料的量——上，３０９—３１０。

—— 和财富—— 上，３８１；下，２１８、２１９、

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２。

——和生产劳动——下，２５。

——和非生产劳动——上，３８１。

——和对外贸易——上，４０１。

——和竞争——下，２６。

——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剩余劳动

——上，４２３、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７、５１０。

——和使用价值——下，１３。

——和人口——下，１０４、２９３。

——和自由时间——下，１１４、１４７、２２０—

２２２。

——和生产过剩——下，２２１、２２２。

十字军远征——下，３８８。

什一税——上，４３。

实践——上，４２；下，２２０。

实现

—— 商品价值的实现—— 上，８８—８９、

９２—９３、９５、１０６、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４—

１１６、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３、１５８—１６１、１９８—

１９９、３６５—３６７、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４１０、

４２５、４３３—４３５；下，１２—１３、２３、２６、

８０、８１、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６、１４３、１８５、４５２、

４６５、４６６。

——资本价值的实现——上，３８３—３８５、

３８７—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８—４０９、

４２４、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５、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２—

４４３；下，８—９、１２—１３、１７—１８、２５、

３７—３８、８０、８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２１—１２２、

１３９、１６８—１６９、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６、１９０—

１９１、１９４、２３５—２３６、２３７—２３８、２３９、

２８１—２８２、３５０—３５１、３８４—３８５。

——剩余价值的实现——上，２８２、３８６—

３９０、４３４—４３６；下，１７６、２３５—２３８、

２６１、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８、３８４。

—— 利润的实现—— 上，４２５、４３４；下，

１４７、２３８、２７３—２７４、２８０—２８１、３７２。

——劳动力的实现——下，１０４。

——和大规模交换——下，１６。

使用价值

——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对象—— 上，

２２２—２２５、２２８、２８１—２８２；下，１５４、

４１１。

—— 它的社会性质—— 上，２２３—２２４、

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１、３８９；下，１７—１８、４１１、

４１２、４６５—４６９、４８６、４８７、４９０、４９１、

５０６、５０７。

——作为人对自然的关系—— 下，４５９、

４６０。

——作为劳动时间的产品——上，２２４—

２２５。

——和价值——上，２２４—２２６、２７１—２７２、

２７６、３８６、３８９、４００、４１０—４１１、４４２；

下，２６、３０、３６、１５４、１５５、１６７、２１７—

２１９、３５０、４０１、４１１、４１２、４３６、４５９、

４６０、４７０、４７１、４９８—５００、５０６、５０７、

５０９—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５。

——和资本——上，２２５、２２７—２２８、２７１—

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０、３２９—３３５、３３９；

下，１９４、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０。

——和剩余劳动——下，１３—１４。

——和资本流通——下，１５３—１５４。

——和流动资本——下，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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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２０１、２０２。

—— 和生产—— 上，２２２、２５９、２７２、３２４、

３３２—３３３；下，３８８。

——和消费——上，２７１—２７２、３３０—３３３、

３８６—３８９；下，１９２、２６９。

——和需要——上，１６４—１６５、２２２、３９１。

—— 和生产力的发展—— 上，２９８、３０７、

３１６—３１７、４２０—４２２；下，１８、７１。

——和财富——上，３１７。

——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上，３９２。

——和劳动——下，３０３、５１１、５１２、５１４。

——和产品的质——上，４１５—４１６。

——和交换——下，４７０、４７１。

——和价格——上，４２２。

——和产品运往市场——下，４３。

——它的再生产——下，１７９、２６０—２６２、

２６９。

——它的价值丧失——下，１０。

氏族制度——见部落体。

市场

—— 作为经济范畴—— 上，２３８、２３９—

２４０。

——作为经济流通的领域——下，１６。

——和生产——下，２７、１２６。

——资本的市场——上，５１６。

——工业的市场——上，５１５。

——资本的无限扩大市场的趋势——下，

３３。

——市场的开创——下，１５１。

——世界市场——上，６—８、６９—７０、１０５、

１０７—１０８、１７６—１７８、２３８、３９１、

５１７；下，２０、３６、１５８、４３７—４４３、

４５０、５１７。

——国内市场——上，７１、２３８；下，２００。

——国外市场——上，５１４—５１５；下，２００、

２４６。

——货币市场——上，６５—６６、２０４、２３３、

２３８；下，３８２。

——生产条件的市场——下，２９。

—— 产品的市场—— 上，２３８—２４０；下，

１１。

——原料的市场——上，２３８—２４０。

—— 劳动的市场—— 上，５１０—５１２；下，

１１、２９。

——交换的市场——上，５１１。

——销售市场——下，１２。

—— 和流通—— 下，３６、１４１、１５１、２６０、

４５０。

——和资本周转——下，１５１、２００。

——和资本循环——下，１７８。

——和资本的相互作用——下，１６７。

——和交通运输工具—— 下，３６、１８４—

１８５。

——和资本额——下，２６８。

——和价格——下，２８６。

——和使用价值——下，４３。

——和消费——下，２９、１７８。

市民社会——上，１８、２１、４７。

并见社会——资产阶级社会。

收入

——和货币——上，４６５、５１８。

——和资本——下，２４８—２５２、２７８、２７９、

３１１。

——和剩余价值——下，２５０、２５１。

——和利润——下，３８１—３８２。——资本

家的收入——上，４６７；下，２４８—２４９。

——工人的收入——下，２５、９２—９３、９４、

２４９。

——社会的收入——下，２５。

——国家的收入——下，２６。

——和公共工程——下，２４。

—— 和消费—— 上，２２９、４６５—４６７；下，

２４９、２５０—２５１。

——它的交换——上，２２９、４６５—４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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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平均数——上，７４、８０—８２。

——数——上，４４５。

——小数——下，１３７。

——数学演算——下，１３６。

税收——上，７４；下，１８、２０、２２、２５、４３０。

思维——上，３７—４０、８６—８７。

苏格兰

——货币制度和银行制度—— 上，７３—

７４、７５。

所有权（所有制，财产）

——它的历史性质——上，２８０。

—— 作为占有—— 上，４５７—４５８、４７２—

４７４、４８４、４９１—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４—４９５、

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４、５１３、５１８—５１９；下，

４６２、４６３。

—— 和生产条件—— 上，２４—２５、２３５—

２３６、４９１—４９４；下，１０５。

——它的规律——上，４６８—４６９。

—— 它的起源—— 上，４８７—４８８、４９０—

４９１。

——和社会形式——下，３５。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２３４—２３５；

下，７０、１０５。

—— 和劳动—— 上，２５２、２８６、３３９、４４８、

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４—４５６、５０４—５０５、５１３、

５１６、５１８—５２０；下，４６２、４６３。

——和分工——下，１３８。

——和流通——下，１４４、１４５、４６２—４６４。

——和货币关系——下，４４６—４４７。

——它的转让（让渡）——下，１９３、４４６、４４７。

——它的再生产——下，１０５。

——所有制形式——上，２４、２５、４４—４５。

——公社所有制（公有制）——上，１４、２５、

４３、４４—４５、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６—４８５、

４８８—４９８、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５；下，２５８—

２５９、４１２。

——它的亚细亚形式——上，４７３—４７４、

４７７—４７８、４８１、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４—４９５、

４９６、４９８。

—— 它的古代形式—— 上，４７４—４８１、

４９６、４９７—４９８。

——它的日耳曼形式——上，４７７—４８２、

４９６、４９８。

——斯拉夫的所有制——上，４９６、４９８。

——它的资本主义前的诸形式—— 上，

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９、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９—５２０；

下，７６、１０５、４１２。

—— 私有制—— 上，２４、１８９、１９５—１９６、

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５、４７８、４８１、４８４、５１３；

下，１３８、１８７、２５９、４６３、４６４。

——和大工业——上，５１５。

——资本主义所有制——上，１８９、２６６—

２６７、２６８、４６８—４６９、４９９—５００；下，

１０５、１７０。

—— 动产和不动产—— 下，２５８—２５９、

４４６—４４７。

——它同劳动的分离——上，２５２—２５３、

２８６、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５—４５６，４５９—

４６０、４７１、４９８—５０１、５０４—５０６、５１３、

５１６、５１８—５２０。

——工人对劳动力的所有权——下，５１３。

——劳动者对劳动工具的所有权——上，

４９８—５０３、５０４。

——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上，５１３—

５１４、５１８—５２０；下，３５。

——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上，

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４。

——对劳动产品的所有权——上，５１８—

５２０；下，１８７。

——国家所有制——上，４７４—４７５、４７６、

４８１、４８４。

——财产法——上，１４２—１４３、１６１、４５４—

４５５、５１８—５１９；下，４４６、４６３—４６４。

２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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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 和占有—— 上，３９、４７７—４７８、４８１、

４８４、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３。

——和法的关系——上，２８０。

——对财产的保护——上，２４。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所有制——下，

１３８。

  并见土地所有权。

Ｔ

铁路——见交通工具。

统计——上，１０７。

投机——上，１４８、１４９。

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地产）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所有权——

上，３４—３６、４５、２０５—２０６、２３３—２３７、

２８９—２９０、４７０—４７１；下，２２８—２３０、

２５８—２６０。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土地所有权

—— 上，１１０—１１１、２０５、４７１—４８５、

４８９—４９４、４９７—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５、

５１２、５１９；下，２５８—２６０、３６２、３６６。

——古罗马的土地所有权——上，３５。

——它的形成过程——上，２０６、４７１—４７３。

——作为经济制度的基础——上，４８２。

——土地私有制——上，４７５—４７６、４８１。

——国家土地财产——上，４８１。

——小块土地所有制——上，４９７。

——劳动者的土地财产——上，５００—５０２。

——和价值关系——下，２５９。

——和雇佣劳动——上，２３３—２３８。

——和货币地租——上，２３３。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２３４。

——和工业——上，２３４—２３５。

——和地租——上，２３６。

——和农业——上，４４—４５，５１２；下，２５８、

２５９。

——自然要素——下，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０。

——和收入的消费——上，４６５。

——和立法——上，３５—３６。

——它的解体——上，４７１。

——要求地产国有化——上，２３６—２３７。

——资产阶级的地租理论—— 上，２８９、

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７；下，４８、５１、９６。

Ｗ

威尔士——上，４８９。

唯物主义——上，４７；下，２０２。

唯物主义历史观——上，４７、４８。

  并见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生产关

系，生产力，形态（社会的），唯心主

义，唯物主义。

唯心主义——上，４７；下，２０２。

乌拉尔——上，１２３

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

物理

——物理过程——上，３５５。

Ｘ

西班牙——上，１７５。

西方——下，４４０。

希腊（古代）——上，４７７、５１７。

相互作用——上，３５、３７。

消费

——作为经济关系——上，２４２—２４３。

——个人的消费——上，２７、９４、１５０；下，

２９、１５６、１５７、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２、２０２、

２０８、２２０、２３０—２３２、２４４、２４５、２６１—

２６２、２６８、３５１、４６５、４６６。

——生产的消费——上，２７—３１、３７、９４、

１０７、１１９、１５０、１６５、２４２—２４３、２４７、

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４、３３０—３３４、３６１、３９６；

下，３０、１５５、１８９、１９２、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０、

２０２、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６、２２３—２２５、２３０、

２３１、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５、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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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３５１、４９７—４９８、４９９、５１０—５１２、

５１４—５１５。

——非生产的消费——下，２７０。

——大量的消费——上，２４０。

——精神的消费——上，２４６。

——商品的消费——上，２３１、２８２。

——资本的和收入的消费—— 上，２２９、

２３０、４６５—４６７；下，２５０、２５１。

——资本消费劳动——上，２６５—２６７。

——工人的消费——上，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４—

２４７、２４９、３９６、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７—４０９、

４１３、４２７—４２９、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７；下，

８７、９３、９９、１８９、１９０、２１３、２１４。

—— 资本家的消费—— 上，２７７—２７８、

３３８、４３２—４３８；下，８７、１４０。

——财富的消费——上，２４１—２４２、４６５；

下，２３。

——最终产品的消费——上，４０７—４０８。

——过剩人口的消费——下，１０９。

——和使用价值——上，２７１—２７２、３３１—

３３３、３８６—３８９；下，１９２、２６９。

——和需要——上，２８—３１、３８６—３８７。

——和价值——上，１１７；下，１３７、１３８。

—— 和资本—— 上，３８９；下，１４５、１８８、

１８９。

——和剩余价值——上，３９１、４３３—４３９。

—— 和交换—— 上，１２４—１２５；下，２９、

４６７、４６８。

——和市场——下，２９、１７８。

——和再生产——上，２１８；下，５０４、５０５。

——和工资——上，３３７—３３８；下，９３。

——消费能力——上，３８７。

——消费费用——下，２４。

——它的扩大——上，４１０；下，２３４。

——它的界限——下，１０９。

——它的连续性——下，２３４。

——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２２４、２２５。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消费—上，１１９—

１２０；下，１３８、２２５—２２６。

消费费用——下，２４。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上，５、６、１６、７８、

７９—８０、１４８、２０１—２０２、２６２、２６８—

２６９、３９６—３９７、５１７；下，１５５、１６１、

３３１、３３２、３９６、４７７—４８０。

  并见空想社会主义，普鲁东主义。

协作——上，１０５；下，８３—８４、１０９。

信用

——作为生产关系——下，２８—２９。

——它的基础——上，３３９。

——它在银行中的集中——上，６３、６４、

６５—６６。

——信用制度——上，１０５。

——和资本积聚——上，６３；下，１６９。

——和资本间的相互影响——下，１６７。

——信用流通——上，——和贸易——和

贸易１。

——和生产——下，２８—２９、４０、４４、１６９。

——和资本流通——下，１５、２８—２９、３７、

３８、４０、１６９、１７０、１８５。

—— 和资本周转—— 下，９—１０、１６９—

１７０。

——和货币——下，１７０。

——期买——下，４３１。

——和虚拟资本——下，１６９。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上，４００；

下，１２７。

——和经济危机——下，４３２—４３３。

——和高利贷——下，２９。

形态（社会的）——下，４１２。

—— 社会形式—— 上，１４、２４、３９—４６、

１０４、１４６、２１１、２２０；下，３４、３５—３６。

并见部落体（氏族制度），封建主义，共产

主义，公社，古代世界，奴隶制，原始

共产主义，资本主义前诸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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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和供给——上，１０７—１０８。

——供求关系——上，６０、６４、６９—７０、７１、

９９、１０４、１１８、１２４。

——供求规律——上，７２、１４９。

——作为抽象的范畴——上，３８９—３９０。

——和生产——上，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８；

下，１２６。

——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上，１４７、４０７。

——工人的需求——上，４０４—４０７。

——劳动的供求关系——下，３４４。

——战时的供求关系——下，３１０。

—— 手工业生产条件下的需求和供给

——上，５１６。

——和价值——上，８１。

——和货币——上，９６、１１２、１８５。

——和价格—— 上，６０—６１、６９—７０、７２、

８１、２６６、４６６；下，４１、３８１。

——和工资——上，１５—１６、４３２。

——和资本——上，３９０。

——和利息——下，３８１。

——和竞争—— 上，４２６—４２７；下，１６６—

１６７。

——和经济危机——上，９４。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认为供和求一

致——上，３９５、４１１。

需要（需求）

——它的社会性质——上，１０４、１７４、３９２；

下，１９、２０、２５、２６、２２２、２２３、４６７、４６８、

４７０—４７２。

——它的历史性质——下，１９、２０、１４７。

——必需的需要——下，２０。

——工人的需要——上，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６—

２４７、２５１—２５２、２８７。

——直接生产者的需要——上，３９０。

——对劳动的需要——下，１１１—１１３。

——农业的需要——下，１９、２０。

——美学的需要——下，４５８—４６０。

——无支付能力的需要——上，３８７。

——和消费——上，２８—３１、３８６—３８７。

——和生产——上，２６、２８—２９、３９２；下，

１９、２０、２５、４８３、４８４。

——和交换——上，８５—８６、８８、９２、１９４—

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下，１９、２０、２５。

——和分工——上，１４８；下，１９。

——和使用价值——上，１６４—１６５、２２２、

３９１。

——和商品——上，１７０、１７５、２０７。

——和货币——上，１７０。

——和流通——上，２１０；下，１６９。

——剩余劳动作为需要——上，２８７。

——和剩余价值——上，３９１。

——和科学的发展——上，３９２—３９３。

——和必要劳动——下，１９、２０。

——和财富——下，１９。

Ｙ

牙买加——上，２８８。

亚洲——上，１２８、１３２、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１、２４２、

４８０、４９０；下，２４、４３５、４４０、４４９—４５０、

５１７。

一般—— 特殊—— 个别—— 上，２２、２３、

２５、２６、４１、４２、２１９—２２０、２３２—２３３。

一般（平均）利润率——下，９。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上，４２５—４２７。

——和竞争——上，４２６—４２７；下，４７、５１、

１６６—１６７、２７０—２７１、２８２—２８３。

——和价值——下，３４４。

—— 和剩余价值—— 上，４２５—４２７；下，

４１、４２、１８０—１８１。

——和利润——下，１９８—１９９。

——和工资——上，４２７—４３２。

——和资本流通——下，４１—４３。

——和资本周转——下，１７２—１７３。

——和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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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１８０—１８１。

——和资本家阶级——下，１９９。

——价格的平均化——下，３４４。

移民——见殖民。

艺术——上，２９、３９。

—— 和物质生产—— 上，４７、１０９、１２０—

１２１、２６４。

——和社会发展——上，４８—５０、３８１。

——和竞争——上，２４０—２４１。

——和人——上，２６４。

——和神话——下，３１６。

—— 古代世界的艺术—— 上，４８—５０、

１２０、１８１。

——作曲家的劳动——下，１１３。

异化（社会经济意义上的）——上，１０７—

１０９、１７６、２６７—２６８、２８４、４４８、４５０、

４５８—４５９、４８６、５１９—５２０；下，３６、

１８７、３６０—３６２、４６３、４６４。

意大利——上，１２７、１３２。

意识——上，３８—３９、４７。

银行

—— 银行业务—— 上，５３、５４、５７—６３、

６４—６８、７３—７５、２３８。

——作为流通的媒介——上，１３４、２９６。

——银行制度——上，１０５。

——和资本主义经济——上，６２。

——和资本的分配——上，４４５。

——发行银行——上，７３—７４、１４４。

——商业银行——上，７４。

——垄断银行——上，７６。

——苏格兰银行——上，７４、７６。

——工人储蓄——上，２４６。

——和货币积累——上，１８１。

银行券——上，５４、５８—６０、６２—６３、６７—

６８、７３—７５、７８、７９、９９、１０１、１８２；下，

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２。

印度——上，５、３５、４７４、４８９；下，２１、３８１、

４１２、４３５。

英国——上，４、５、８、１３１、１６７；下，３２５。

——对世界市场的统治——上，６、７、２１１；

下，１３、２００、２４６、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４。

——工业和铁路——下，２３、８５、２３５、３０８、

３８６。

——农业和土地所有权——上，３５、２３５。

——雇佣劳动——下，２９２。

—— 金融关系—— 下，１８５、３１４—３１５、

３１８、３２１、３２５、３２６、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６、

３３７、３８１、３８５—３８６、４３６。

——英格兰银行—— 上，１４、６１、６６、７３、

７６、９９。

——国民财富——上，１３９。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上，４８９、

５１４；下，２４６。

——同革命的法国的战争——下，３２５。

并见爱尔兰，苏格兰。

庸俗政治经济学—— 上，４—１６、２１、２２、

１９５、２０２；下，４７９—４８０。

并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语言—— 上，２１、２２、６１、１０９、４７２、４８９、

４９１、４９４；下，３２０。

预付资本

—— 它的构成—— 上，３５２—３５５、３６３、

３６４、３６６、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３。

——它的价值丧失——下，２４。

——和产品价值——上，４１６、４１７。

——和分工——上，３５５。

——和剩余劳动——下，１５７。

原料

—— 作为劳动的对象（材料）—— 上，

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１、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３、

２７５、２８６、３３２—３３４；下，２０５—２０７。

——作为资本的组成部分—— 上，２８２、

２８６。

——作为生产条件——下，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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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价值——上，４１６—４１７。

——和剩余劳动——上，３１０。

原始共产主义——下，４１２。

运输（和通讯）——见交通工具。

Ｚ

再生产

——它的条件——下，１０８、１１６。

——简单的再生产——上，２７８；下，４９７—

４９８。

——扩大的再生产——上，４５９。

——使用价值的再生产——下，１７９、１８０、

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８。

——价值的再生产——上，２１９；下，１６６、

１７１、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６、２６１、２６２、４９７—

５０７。

—— 资本的再生产—— 上，２７５—２７８、

３０９、３２４—３２６、３２８、３８４、４５１—４５２；

下，３１、３５、３８、７６、１０３、１１１、１２１、１４３、

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７—１７２、

１７８—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５、１９６、

２００—２０１、２１６、２２０—２２５、２３２—２３７、

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５、

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７、２８５、２８６、

２８８、２８９、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４、３７２—３７４。

——剩余价值的再生产——下，１６７、１８０、

１９９—２００、２１６、２６１—２６２。

——工资的再生产——上，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８、

３４７、３４８；下，１９５。

—— 劳动力的再生产—— 上，２５０、３０９、

３２１、４０９、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０、４２３、４４７、

４４８、４６１、５０７；下，２５、６６—６７、７２—

７３、７５、９９、１１０、１１１、１３９、１８６—１８７、

１８９—１９０、２６０—２６１、２８４、２８５、２９４—

２９５。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下，１１１。

——劳动和资本之间关系的再生产——

上，４５５—４５６、４５９、４８７；下，１８９—

１９０、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２。

——社会个人的再生产——上，４８８、４９２；

下，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０８、２３０—

２３１、３６０—３６１、４７１—４７２。

——所有制形式的再生产——下，１０５。

——资产阶级财富的再生产——上，４５９；

下，２５、２６８、３５０—３５１。

——资产阶级社会的再生产——下，１８。

——机器的再生产——下，７６、２３５—２３６、

２８８。

——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７６—７７。

——和生产——下，１６６、２６０—２６１。

——工业中的再生产——下，２３４—２３５、

２４２。

——农业中的再生产—— 下，１４６、２４２、

２４５—２４６、２６４。

——再生产时间——下，１９５—１９６、２３４—

２３５、２４５—２４６。

——和消费——上，２１８；下，５０４—５０５。

——和人口过剩——下，１０８。

——和流通——下，２３０—２３１、２６０—２６２、

２６４。

—— 和资本周转—— 下，６、１０３、１６２、

１７３—１７４、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６、

２６３—２６４。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资本主义前诸关

系的再生产——下，７６。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下的再生产——

上，５１９；下，３５。

——公社中的再生产—— 上，４７３、４７７、

４８３—４８５、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２—４９６；下，

２５９、４６４—４６６。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 上，

２８７、３４６；下，３６１。

—— 自然界的再生产—— 上，３３０；下，

１０７、２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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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

——和资本的分配——上，４４５。

——国债——下，３２８、３３０、３７４。

占有——上，３９、４７８、４８１、４８４、４８９、４９１、

４９２—４９３。

战争

——它的经济意义——上，７０、１８１。

——战时货币补贴——下，４３５。

——战时需求——下，３１０。

——十字军远征——下，３８８。

——公社的军事组织和战争——上，４７４、

４７５、４７６—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２、４８５、

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４。

  并见军队。

征服（征服在历史上的作用）——上，２４、

３３、３４—３５。

政治经济学

—— 研究的对象—— 上，１８—３７、１２１、

２０６、２８１—２８２、４５８、４９７；下，１３２、

１５４、３８３、４１１、４５５。

——从具体到抽象——上，３７—３８。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上，

３７—４３、４６、２０３、４１４；下，４７８、４７９。

——分析和综合——上，３７—３８；下，３４４。

——研究中的历史主义——上，１８—２１、

３４、４０—４３、４５８。

——经济范畴是现实关系的抽象——上，

７—８、３８—４６、１８３、１９９—２０１、２９５、

４１４、４８７—４８８；下，１６０、２９９。

——经济规律——上，７４、７８、８０、８２—８３、

１１９—１２１、４１４、４５８、４６８—４６９；下，

４７、５３、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６、１８０、１８７、２６７、

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３、２８２。

——经济学研究计划的制定——上，２３、

４４—４６、９７、１５１—１５２、１７８、２０４、

２１９—２２０、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０、

２４７、３５６、２８０—２８２、２９５、３０６、３３３、

３３９、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５、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９—

３９０、４１４、４２０、４２６—４２７、４４２—４４３、

４４５、４９７—４９８、４９９；下，７、８、１１、１４、

２０、２２、２５、３４、６２、８１、９４、９９、１１１、

１１５、１５８、１８４、１８８、１９１、１９２、２２８、

２３０、２３９、２４８—２５０、２７０、２７４、２８３、

２９１、３１３、３１４、３３２、３４４、３８５、４１５—

４２６、４３４、４４５、４４６、４５５、５２１—５４９。

——叙述的辩证形式——下，５１３。

——数字例证——上，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６—

３５７、３７４；下，５９—６２、３５５—３５９。

——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下，２２５、

２２６、２２８。

——对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研究——上，

３８８—３８９、４１４。

——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批判

——上，６８—６９、２２９—２３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上，

５１２—５１３。

——劳动范畴——上，４１—４２、４０３—４０４。

——价值范畴——下，２９９。

——使用价值的作用——上，２２２—２２５、

２２８—２２９、２８１—２８２；下，１５４—１５５、

４１１。

——和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上，４５８、４６２。

——和共产主义——上，４５８。

并见科学。

政治经济学的对象——上，１８—３７、１２１、

２０６、２８１—２８２、４５８、４９７—４９９；下，

１３２、１５４、３８３、４１１、４５５。

——劳动范畴——上，４１—４２、４０３—４０４。

——价值范畴——下，２９９。

——使用价值的作用——上，２２２—２２５、

２２８—２２９、２８１—２８２；下，１５４—１５５、

４１１。

并见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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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具体到抽象——上，３７—３８。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上，３７—４３、

４６、２０２—２０３、４１４；下，４７８、４７９。

——分析和综合——上，３７—３８；下，３４４。

——研究中的历史主义—— 上，１８、２１、

３４、４０—４３、４５８。

——叙述的辩证形式——下。５１３。

——数字例证——上，３５２—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６—

３５７、３７４；下，５９—６２、３５５—３５９。

  并见政治经济学。

直观——上，３８—３９。

殖民——上，１７５、２３６；下，１０５。

——资产阶级的殖民理论—— 上，２３６；

下，５７—５８。

中国——上，９、６１、１３１、１３２；下，１２、４６１。

中世纪——见封建主义。

重农学派—— 上，４１，２８９—２９３；下，８７、

１５８。

重商主义——上，６９、１７５、１７７、１８３、２９０—

２９１；下，４３８、５１７。

贮备（储备）—— 上，４２３、４５７；下，１２６、

３４５、３９９、４４０、４４４。

资本

——定义——上，２０４、２５３、５１８；下，１１。

—— 作为生产关系—— 上，２１２、２２０、

２３３—２３４、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３、２７８—２７９、

５０３、５１１、５１８；下，５３、１９０。

——它的物质内容和经济形式——上，

２２、２６８—２６９、２８２、３３９；下，８９—９０。

——资产阶级社会中占统治的形式——

上，４５、２９５、４３９、５１６；下，２４、８５、８８、

８９。

——和国家——下，２４。

—— 占有他人劳动—— 上，１８９、２０８、

２９２—２９３、４５３—４５５、４６０、４７０；下，

８７、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４、１５３、１７０、１７２、１８２、

１８７、１８９、２０８—２１５、２１６—２１９、２２１—

２２３、２３８、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７、２５８、２７８、

２８１—２８４、２８８、２９０、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１、

３６０—３６２、５１１。

—— 它的形成过程—— 上，２０６、２７０、

２８１—２８２、 ４５５—４５７、 ４６１—４６２、

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７、４９９、５０６—

５１６、５１９；下，２１、８４、８５、１８４、２５３—

２５５、２６６、４８４、４８５。

——生产的基础——上，２６８、２７１—２７５、

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２、２９６；下，２５—

２８、３９—４０、５３。

——它的发展趋势——上，３９９—４００；下，

１９—２０、３３、１５８、１６０、２４６。

——它的历史的合理性——上，２４７、２８７、

３９３、３９８；下，２３、３７、１３９、２１４、２１５、

３６１。

——“资本一般”——上，２６９—２７０、３１３、

３９０、４４４—４４５；下，９、１２、１２６、１５８、

１６６、３８２、３８３—３８４、５１４。

——和价值——上，１７６、１８７、２００—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７、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７、２２０、

２２１—２２４、２３３、２５５、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７、

２６９—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９、２８６、２９１、２９５、

３０４—３０８、３１４—３１５、３２２、３２８—３２９、

３３５、３３９、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５—３７３、３７９、

３８４—３８８、３８９—３９１、４０８—４１０、４４２、

５１７；下，２４、２７、２９—３３、３６、３７、３９—

４２、１０９—１１０、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３、１４４、

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３、１６８、１７２—

１７４、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３—

１９４、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８—２０９、２０９—２１０、

２２１、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４、２６３—２６５、２７８、

２８０、２８８、２９９—３００、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１、

４０１—４０２、 ４０７—４０８、 ４９６—５０２、

５０５—５０９。

——和劳动——上，２１３、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８—

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３、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０—２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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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２５８、 ２５９—２７１、 ２７８—２８１、

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７、３１７、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５—

３３６、３３８、３８６、３８８、４０４、４０８—４０９、

４５０—４５３、４６０—４６１、４６８—４７０、４８７、

４９８—５０１、５０６—５０９、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６、

５２０；下，７、１１、２１、２６、４０—４１、４５、４６、

７３—７４、７６—７８、８２—８３、８５—８９、

９１—９２、９３—９４、２０６、３５０、３５９、３６０—

３６１、３７４—３７５、５１１。

——和剩余劳动——上，３０８、３１２—３１３、

３２５—３２６、３３６、３７５—３８１、３８６、３９２、

３９７、４０３、４０８—４０９、４２３、４４８—４５０；

下，２６、８７、１１８—１１９、１４３、１７４、１８２、

２８１。

——和剩余价值——上，２９８—２９９、３１０—

３１５、３４０—３４５、３８３、３９０—３９１、４０８—

４０９、４３３—４３９、４４６—４４８；下，９、１５１、

２１６、２３７、２６３、２６４、３４９—３５０、４０８。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２３１—２３３、

２６８、２８６—２８７、３０４—３０７、３１４—３１５、

３６７—３７３、３７８—３７９、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９、

４０９—４１０；下，３３—３６、８３、１３４、２０８—

２１２、２１５、２１６、２６８。

——和使用价值——上，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７—

２２８、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９—２８０、

３２９—３３５、３３９；下，１９４、２０７、２１０。

——和利润—— 上，２１２—２１３、２３２、２９９、

３１８、３２８；下，２６、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８—

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４、３４９、３８３、４０８。

—— 和利息—— 上，１６８、２０２、２３２、２８０、

２９９、４３７、４４４；下，２０２、２３７、２３８、３７４、

３８３、４０８。

—— 它的积累—— 上，１８４、２３２、２８０—

２８１、３０８、３１２—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６、３３９、

３４７、３６２、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２、４０２—４０３、

４２３、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６、５１０—５１１；下，

２４、８７—８９、１５０、２９７、３５４。

——它的分配——上，４４５。

—— 它的价值丧失—— 上，２７８、３７５—

３７６、３８５、４００、４１０、４４０—４４２；下，１０、

２４、４０—４２、１２６、１４０、１７３、２３７、２６９。

——它的集中——上，５；下，１６９。

—— 它的积聚—— 上，７、６３、１０５、２３２—

２３３；下，２１、８３、８８、１６９、３８４、４８０。

——和信用——上，２３３；下，１６９、１７０。

——和货币市场——上，２３３。

——和土地所有权——上，３４—３６、４４—

４５、２０５—２０６、２３２—９—２９０、４７１；下，

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０、２５８—２５９。

——和地租——上，２３３、２３６—２３７。

—— 和农业—— 上，２３３—２３７；下，１８１、

２６６。

—— 和 工 资—— 下，９０—９１、９２—９４、

１８９—１９０、２１３。

——它的再生产——上，２７５—２７７、３０９、

３２４—３２６、３２７—３２８、３８４、４５１—４５２；

下，３１、３５、３８、７６、１０３、１１１、１２１、１４２、

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２、１６７—１７２、

１７９、１８２、１８８—１９０、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０、

２０１、２１６、２２１—２２４、２３２—２３７、２３９—

２４３、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５、２５６、

２６０—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７、２８５、２８６、２８８、

２８９、３５１、３５４、３７２。

—— 使用资本要有利可图——下，２２—

２５。

—— 它的组成部分—— 上，３２２—３２３、

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７、４３４—４３５、４３７—

４３８、４４３、４５１；下，６—７、８、２０５—２０９、

２８３、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７。

——货币形式上的资本——上，９０、１６７—

１６９、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４、２１６—２１９、

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７—２２８、２５３、２５５—２５６、

２６５、２８０、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６、３２８—３２９、

３３８—３３９、３８４、４２４、４４２—４４４、４４６、

０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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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４５６、５０７—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４、５１６、

５１８；下，１０、４０、８０、８１、８３、８５、８７、

１００、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０、１３１、１４３、

１４４、１５３—１５４、１７８—１７９、１８３、１８４、

１９１、２３９—２４０、２８８、３８４—３８５、４０３、

４０４—４０５、 ４３６—４３７、 ５０２—５０６、

５０８—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２。

——商品形式上的资本——上，２０７、２１６、

３８４—３８７；下，１２１—１２２、１４３、１４５、

１５３—１５４、１９１、２３９—２４１、３８１、４０８、

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５、５０８—５０９。

—— 和消费—— 上，２２９；下，１４５、１８８、

１８９、２７０。

——和收入—— 下，２４８—２５２、２７８、２７９、

３１１。

——和竞争——上，２３２、３９７、４０８；下，１１、

４２、１５９、１６６。

—— 和资本家—— 上，２６２、２７７—２７８、

２８３—２８４、３３８、４５９—４６０、５１７—５１８；

下，３０。

——它增殖的必要性——上，２９９、４０８—

４１０；下，１５—１６、１４３。

—— 和必要劳动—— 上，３７７—３８１；下，

２６。

——和雇佣劳动——下，２４６。

—— 和自由时间—— 上，３７８；下，１１４、

１３９。

——和工作日——上，３７９。

——和人口——上，３７８—３８０；下，２６９。

—— 和劳动力—— 上，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３、

３３９、４１０、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２—４５５；下，

１１、１０９、１８７、５１０、５１３。

——和不动产——下，２５８—２５９。

——和生产费用——上，２７８—２７９、３８４；

下，１６７、１６８、２３７、２８０—２８３。

——资本的维修费——下，３７７。

——和财富——上，２５３、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０—

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５、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４、３８８、

４００、４４３、４４４、４５２—４５３、４８６、５０７—

５０９；下，２３、２５、３５、３６、８７、８８、１５９、

２１９、２２０、２７８、３５０、３５１。

——和世界市场——上，３９１。

——它的形态变化——下，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５、

１４４—１４５、１６８、１８４、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７—

２０９、２３６—２３８。

—— 它的解体—— 上，５０３；下，３６—３８、

１６０、２１２、２２５—２２６。

—— 和资本主义前诸形态—— 上，４６、

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４、２８８、３９１、５１７；下，３４、

１５９—１６０、３８４、５１３。

——信贷资本——上，２８０；下，３７２、３７３。

—— 股份资本—— 上，４６、６３、１０５、２３３、

２３７—２３８、２９６；下，２２、２４、１６７。

—— 产业资本—— 上，２３５、２７９、２９０、

２９５—２９６、５０７；下，１０、２３、２３９、４８５。

——剩余资本（追加资本）—— 上，３７８、

４４６—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１—４５７、５０７；下，６、

１１１、１２１、１７６。

——虚拟资本——下，１６９。

—— 生产资本—— 下，１１、２３、８３、１７２、

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３、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９、２５６、

２５７。

—— 流动资本—— 下，１２２—１２７、１７３—

１７４、１９０、１９２、２０２—２０３。

—— 固定资本—— 下，１２３—１２７、１４８、

１４９、１８２、１９２、２００。

——闲置资本——下，８０、１２４、１２５、３１０、

３５４。

——资产阶级的资本理论——上，２０４—

２０５、２０８、２１１—２１３、２２７、２６８—２７０、

２９２—２９４、 ３９３—３９５、 ３９８—３９９、

５１７—５１８；下，４１、４２、４４、４５、４７—４９、

８９—９０、９１—９２、１１２—１１３、１７３、

２０２—２０５、２１３—２１６、２３７—２３８、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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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５。

  并见剥削——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

受到的剥削，不变资本，股份资本，固

定资本，可变资本，流动资本，预付资

本，资本的技术构成，资本的集中，资

本的有机构成，资本输出，资本循环，

资本周转。

资本的积聚——上，７、６３、１０５、２３２—２３３；

下，２２、８３、８８—８９、１６９、３８４、４８０。

资本的集中——上，５；下，１６９。

资本的技术构成——上，３７２。

资本的有机构成

——和生产力的发展——上，３６５—３６６、

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５、４２６、４３７；下，

５１、７７、２６６—２６７、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５、

２９１—２９９、３６０。

——和资本积累——上，３６９—３７０、３７２。

—— 和 利 润 率—— 上，３７３—３７４；下，

２６５—２６９、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６、３４４。

——和一般利润率——上，４２５—４２７。

——和资本之间的交换——上，４３８。

——和分工——下，６１。

——和资本额——下，７７。

——和工人状况——下，７８、７９。

——和机器的应用——下，３４６。

资本的原始积累——上，２８０—２８１、４５６—

４５７、５０６—５０７。

资本输出——上，６１、６２。

资本循环

—— 它的阶段—— 下，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０—

２６１、４０８。

——和生产——下，５。

——和流通——下，５、２４７、２４８。

——和价值——下，２４５。

——和剩余价值——下，６。

——和固定资本——下，２３３—２３５。

——和流动资本——下，３０。

——各种循环的同时并存——下，１４５。

——和工资——下，１９５。

——和个人消费——下，１８８。

——和市场——下，１７８。

资本周转

——它的出发点和复归点——下，６。

——它的阶段——下，１０、１１、１２１—１２５、

１３２、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５、１４３、１４４、１７０、

１７１、１７４、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８—１７９、１８１—

１８２、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２、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

２０６—２０７。

—— 它的速度—— 下，８—１０、３２、１０２、

１０３、１５０—１５１、１８０、２３２—２３３。

—— 周转时间—— 下，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６、

１４６、１５０—１５１、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６、１９６—

２０１、２３１—２３５、２８３。

—— 周转次数—— 下，１３１—１３４、１４４、

１５０—１５１、１６２—１６５、１６９、１７４、１８０、

２００—２０１、２３２—２３５。

—— 年是资本周转的尺度——下，１４６、

２３３—２３５、２４５、２４６、２６３。

——它的连续性——下，１７６—１７７、１９１。

——和生产——下，６、１１、１３１、１３２、１６１—

１６３、１６６—１６７。

—— 和再生产—— 下，６、１０３、１６２、１７４、

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５、２６３、２６４。

——和资本流通——下，７、１１—１２、１０３、

１６９—１７０。

——和利润——下，８—９、１５０、１７７—１７８、

１９８、２８３。

——和一般利润率——下，１７２—１７３。

—— 和资本额—— 下，８—９、１７０、１７１、

２３２—２３３。

——和价值——下，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５、２３２—

２３３。

—— 和剩余价值—— 下，９、１３１—１３５、

１５１、１６１—１６６、１７２—１７６、１７７—１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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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２３３、２６３、２６４。

——和信贷——下，１０、１６９。

——和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之比——下，

１０３、１９６—２０１、２０７、３５１、３５４。

——流动（流通）资本——下，１２３—１２７、

１７３、１９０、１９２、２０３。

—— 和固定起来的资本—— 下，１２４—

１２７、１４７—１４９、１８２、１９２、２００—２０１。

——和经济周期——下，１２６。

——和收入——下，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０。

——和年产品——下，１３４。

——和市场——下，１５１、２００。

——和机器——下，２８８。

资本主义前诸形态

—— 社会关系—— 上，１０３—１０５、１０８—

１１１、１９７—１９８、４８７—４８９、５０２—５０３、

５０４—５０５、５１１—５１３；下，２６８。

—— 劳动性质—— 上，１９７、２５４；下，２６、

８４、８９、２９５、４７１—４７２。

——服务——上，４６６。

—— 生产力的发展—— 上，１０４、３９９、

５００—５０１；下，３４、３５—３６、２６８—２６９。

——生产和消费——上，２４２、４２４、４８７—

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０、５１６；下，４７１—４７２。

——再生产——上，５１９；下，３５。

—— 劳动者的状况—— 上，４６２—４６３、

４９５—４９６；下，８８—８９。

——剩余产品——上，４２３、４７３、４７７、５１０。

——积累——上，５０９。

——财富——上，２９０、２９２、４８５、４８６、５１１；

下，３４。

——所有制形式——上，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９、

５１１—５１３、５１９—５２０；下，７６、１０５、

４１２。

—— 手工劳动—— 上，４９８—５０２、５０４—

５０５、５１０、５１２、５１５；下，１９、２１、８６、

１５８、１５９、３８３—３８４。

—— 行会制度—— 上，１０４、５０８—５０９、

５１２、５１９。

——城市制度——上，４５６。

——家长制——上，１０４—１０５；下，１９、４８０。

——亚洲各社会——上，４６６。

——土地所有权——上，１１０—１１１、２０５、

４７１—４８５、４８９—４９４、４９７—５０１、５０２、

５０４—５０５、５１２、５１９；下，２５８—２５９、

３６２、３６６。

——农业的发展——上，４４—４５、４６、１１６、

２９０；下，１８１—１８２。

——剩余人口——下，１０８。

—— 货币关系和交换的发展—— 上，

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０、１４７—１４８、４０３、５１１—

５１２；下，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６、１８７、３６２—

３６３、３６５、３６８、３６９、３８３—３８４、３９４、

４９１、４９２。

——雇佣劳动的发展——上，１４、２９０；下，

２９２、３８３—３８４。

——商品生产——下，１２３、１２７。

——竞争——下，１５８。

——高利贷——下，３６５、３８４。

—— 它们的解体———上，４６８、４９８—

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５、５０８—５１３；下，３４、

３９４。

——和资产阶级经济——上，４３—４４、４６、

２４８、２５４、２８７—２８８、３９１、３９３、４５７—

４５８、４６２、４６７、４６８、５１７；下，３４、７６、

１６０、４３０、５１３—５１４。

并见部落体（氏族制度），封建主义，公社，

古代世界，罗马（古代），奴隶制，希腊

（古代），原始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见生产关系，资

本。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上，４、３４、

１９５、２８９—２９０、３２２；下，９５—９７、４７９、

４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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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对抗的反

映—— 上，３４；下，５３、９５—９６、９７、

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２７３—２７４。

—— 劳动价值论—— 上，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８、

２８９、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７、３１６—３２２；下，

４４、４６、４８—５７、９５—９６、３０３、３７５—

３７６、４６７。

并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一般评述——上，３、４；下，２０２。

—— 它的历史——上，３、１８、２１、３８、４１、

１１６、１８３、１８４、２８８—２９４；下，４５０—

４５３、４９３。

——对它的科学的批判——上，６８—６９、

２２９、２３０。

——它的辩护性质——上，１４、１５、２２、９５、

１４６、１９２、２０１—２０３、２２９—２３０、２５０、

２８３—２８５、２９３、４５７—４５８、５０６—５０７；

下，７６—７７、７９、９６、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６—

２７９、４７９、４８０。

——它的反历史观——上，９、１０、２４、２５、

４３、２００—２０３、２１１—２１２、２２０、２６１、

２８３—２８５、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７、３９４、３９５、

４５７；下，８９—９０、１１８—１１９、１６１、２７２、

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９、３６１。

——它所特有的叙述性质—— 上，２３—

２８、３０—３４。

——它的社会主义反对者——上，４—６、

１６、３７７、４０１、４０２、５１７；下，５４、４８０。

—— 它的古典学派—— 上，４、３４、１９５、

２８９、３２２；下，９５—９６、９７、４７９、４８０。

——李嘉图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对立的反

映—— 上，３４；下，５３、９５、９６—９７、

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２７３—２７４。

——庸俗经济学家——上，４—１６、２１、２２、

１９５、２０２；下，４７９、４８０。

——货币主义——上，４１、１６４—１６５、１７５、

１７９、１８３、２９０；下，１０１、４３１—４３２、

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３、４４８—４５２。

——重商主义——上，６９、１７５、１７７、１８３、

２９０；下，４３８、５１７。

——重农学派——上，４１、２８９—２９３；下，

８７、１５８。

——劳动价值论——上，１１４、１１６、１１８、２８９、

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７、３１６—３２２；下，４４、４６、

４８—５７、９５—９６、３０３、３７６、４６７。

——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性质

—— 上，４６９—４７０；下，１１２—１１３、

１１５、１１６。

——关于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对立

——下，２２５—２２６。

—— 生产劳动的各种理论—— 上，４１、

２２９、２３０、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８、２６９、２９２—

２９３；下，３７５、３７６。

—— 货币数量论—— 上，６８、１４０、１６４、

１７９、２８９、２９４；下，３０４、３２９—３３０、

３４１、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７。

——关于货币单位（尺度）—— 下，１１６、

３１４—３２１、 ３２４—３２８、 ３２９—３３２、

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７、３７７、３９４。

——劳动货币的主张——下，３３１—３３２。

——对资本的解释——上，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８、

２１１—２１３、２２７、２６８、２６９、２９３、２９４、３９４、

３９８、３９９、５１７、５１８；下，４１—４２、４４、４５、

４７—４９、９０、９２、１１３、１７３、２０２—２０４、

２１４—２１６、２３８、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４。

——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下，

１２５、１４６—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７、

１９２—１９４、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３、２２３、２２４、

２３１—２３２、 ２３６—２３８、 ２４３—２４４、

２４８—２５２、２５７—２６０。

—— 关于剩余价值的产生——上，２８８、

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３；下，５３—５６、９４—９５。

——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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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７；下，４８—５０、１９８—

１９９、２７３、２７６。

——对利润的解释——上，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９、

２９３、２９７、３４８、３６０；下，９５—９７、１１７、

２８１—２８２、３０３、３１２、３７９。

——关于利润率的降低——上，３６０；下，

５１、９５、１４７—１４８、２７０—２７８。

——关于利润平均化——上，４４５。

——关于工资——上，１１—１７、２０３、２９３、

２９４、３２２；下，９４—９７、１８９—１９０。

——关于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下，

３１、３２、４８、７６—７９、９１—９２、９４—９７。

——要求工人节约——上，２４３—２４８。

——关于生活资料基金——上，２５７。

——“节制”理论——下，４４９。

——关于风险的“补偿”——下，２３７。

——关于分工——上，２９３；下，４７０—４７３。

——关于生产力的发展——上，３９９。

——关于机器——上，３６５；下，２１４—２１５。

——人口理论——上，３２１、３２２、３８０。

—— 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关系的反映

——上，５—８、３４；下，４７７—４８０。

—— 财富的概念—— 上，２８９、２９４、２９７、

３１６—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２；下，４２９—４３０。

—— 关于资本积累—— 上，３１２、３１７、

３１８—３２２、３４５、３４７、５０６—５０７。

——关于储备——下，１１７。

—— 关于生产过剩和危机—— 上，６９、

１８３、３９４—３９７、４０１、４１１、４１２、４４１—

４４２；下，３２０。

——关于资本主义规律——下，１５９、１６０。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占有——下，

４６３—４６５。

—— 关于生产和分配—— 上，１８３、１８４、

３９４、３９６；下，４６、４７、５３、１２７、２７９、

４４８、４４９。

—— 对生产费用的解释—— 上，２７５—

２７６、２７９。

——把生产和消费混为一谈——上，３９６。

—— 关于竞争—— 上，３９７；下，４７、５３、

１５９—１６１。

——把供和求混为一谈——上，３９５、４１１。

—— 地租理论—— 上，２８９、２９２、２９３—

２９４、２９７；下，４８、５１、９６。

——关于对外贸易——上，２７６、３１７。

——保护关税主义——上，１６４。

——对信用的解释——下，１８５。

—— 关于利息—— 下，３１２、３８５—３８６、

３９２。

—— 关于资本流通—— 下，１８２、１８３—

１８４。

——关于价格——下，３９７、３９８。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前提—— 下，

４６３—４６４。

——关于资本主义前诸形态——上，４４。

——关于高利贷——下，３７９、３８６。

——殖民理论——上，２３６；下，５７—５８。

并见马尔萨斯主义。

自然

—— 自然力—— 上，４、２９２—２９３；下，８、

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７—２１９。

——作为生产的对象——上，２２。

——作为人类生存的条件——上，４８８—

４８９；下，４５９、４６０。

——对自然的认识——上，３９２；下，３６。

——自然必要性——下，１９—２０。

——对自然的占有——上，３９３；下，２９８、

４６３、４６４。

——自然的生产条件——上，４９１—４９２；

下，１９—２０、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９、２３０。

——和生产力的发展——下，５１。

——土地是天然的实验场—— 上，４７１、

４７２、４７４—４７５、４７８、４８３、４８７—４９２、

４９８；下，８７、２２９、２３０、２４５、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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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产——下，２２８—２２９。

——地球的形成——上，４５７。

—— 再生产过程—— 上，３３０；下，１０７、

２４２—２４３。

——物质变换——下，１７１—１７２。

——自然科学中的经验数据——上，４５８。

——和劳动——上，４８３。

——和工业——上，２９２；下，２１７—２１９。

——和生产时间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别

——下，１８２。

——和使用价值——下，４５９、４６０。

——金银的自然属性——上，１２１—１２４；

下，４５５—４６１。

自然科学——上，３９２、３９３、４５８；下，２１１、

２１２、２１６—２１９。

并见科学。

自由——上，４８、１９５—２０２；下，１５８—１６１、

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６—４７９。

自由时间

——它的历史性质——下，１１４。

——它的社会性质——下，１３９。

——它的创造和占有——上，３８１。

——和文明——下，１３９。

——和个人的发展——下，２２５、２２６、２９８。

——和财富——上，３７７；下，２２１、２２２。

——和生产力的发展—— 下，１１４、２２０、

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５—２２６。

——和资本——上，３７８；下，１１４、１３９。

——和剩余劳动——下，１１４、１４７、２２１—

２２２。

——和劳动时间——下，１１４、２２５—２２６。

——和必要劳动——下，２２１、２２２。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自由时间——下，

１１４、２１８—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７。

宗教——上，３９、４４、４７、１８１、２９５；下，３４、

２８７、３２０、３６８。

最终产品——上，４０７—４０８；下，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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