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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１８６１年８月至１８６３年７月所写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手稿的一部分。全部手稿是继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之

后的《资本论》第二稿，共写了二十三个笔记本，统一用罗马数字编

号。其中第 — 以及第 和 本的一部分，是对经济

学说史的批判部分，以《剩余价值理论》为标题收入本版第二十六

卷第 、 、 册。第 — 、 本和第 本的一部分收入第

四十七卷。其余各部分，即第 、 、 — 本，

以及第 和 本的未发表部分包括在本卷中。

正是在写作本手稿期间，马克思决定放弃原来的想法，不再

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分册的形式发表１８５９年出版的《政治

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续篇，而是打算以《资本论》为标题，以

《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副标题，作为独立的著作发表自己的经济学

巨著。包括在本卷中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部分，涉及他所设想的

未来《资本论》各卷的内容。

发表在本卷中的材料，是参考马克思在本手稿第 本中

所拟定的《资本论》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的写作计划草稿编排的。

这些材料分别编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的生产过程》篇

的第五——八章，这是收在本版第四十七卷的该篇前四章的继续。

在这一续篇里马克思论述的题目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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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上的从属，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和

所谓原始积累。

第二部分是《资本的流通过程》篇，共有两章，阐述资本主

义再生产过程和货币在这一过程中的回流运动。

第三部分是《资本和利润》篇，也由两章组成，论述剩余价

值转化为利润、平均利润的形成、利润率下降趋势、商业资本和

货币资本等有关问题。

最后，第四部分是《其他问题》篇，收入了手稿第 本

和第 — 本中的一些片断。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的多

方面问题。

本卷所收入的材料，有些部分后来在《资本论》第一至三卷

中没有再作过如此详细的阐述；材料中有些论题、思想和结论提

出的角度和侧重点不同于马克思的其他经济学手稿和《资本论》；

这全部材料再现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创立过程的一个阶段。因此，

本手稿具有重大理论价值。

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理论》中，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

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问题只是附带提到的，而在收入本卷的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五章中，这一问题作为中心论题得到最充分

的论证。在这里，马克思详细分析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关系同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剥削方式的区别，论述了劳动对资本

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之间的关系，说明这两者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两种独立形式，其中前一种形式总是后一种形式的先

驱，而后一种更发达的形式又可能成为在新的生产部门中采取前

一种形式的基础。只有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

式本身中，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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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才会发生完全的革命。劳动实际上

从属于资本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就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劳动生产

率的发展过程，创造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前提的过程。所有

权和劳动的这种分离，是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必要

过渡阶段。马克思指出：“如果单个工人作为单独的人要再恢复对

生产条件的所有制，那只有将生产力和大规模劳动发展分离开来

才有可能。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

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

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灭。”（见本卷第２１页）这对于理

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中阐述的社会发展的否

定的否定规律，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生产劳动的实质和内容的阐述，在本

卷中占有重要地位。马克思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总体的角度出发

来考察生产劳动，指出：“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见本卷第４７

页）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人生产剩余价

值的劳动，也就是把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可见，生产

劳动的概念是受社会制约的。此外，马克思还从物质生产总过程

的角度来分析生产劳动问题。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

使各种不同的劳动，如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开来，分配给不

同的人，另一方面，使物质产品成为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

品。而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都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

是这一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马克思在这里论述生产劳

动时所运用的根本原理，对于分析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也

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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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手稿中，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基础

上，对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和所谓原始积累作出进一步的分析。

在原始积累问题上，马克思从先前的成果出发，考察了广泛的新

材料，得出重要的结论，并初步描绘了原始积累的过程。这些论

述可以说是后来《资本论》第一卷中有关论述的雏形。

收入本卷的第二篇第九章《再生产过程》和第十章《插入部

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涉及的是资本流通过程。

在这里，马克思对社会资本再生产作了深入的分析，为了从实物

形式上考察社会生产，他第一次把社会资本再生产的各部门划分

为两大部类，论述了两者的比例关系。不过，与后来《资本论》中

的表述不同，这里把消费资料生产部门称为“第 类”，把生产资

料生产部门称为“第 类”。用语上的这种差异，反映了马克思经

济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

对于研究再生产来说，手稿中的如下原理具有重要意义：“除

了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资本时所表现出来的物化劳动的积累以

外，还有工人个人技能的不断积累，其方式是把已获得的技能传

授给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工人。虽然这种积累在再生产过程中有极

重要的作用，但是资本为此无须花费分文。科学就其被应用于生

产的物质过程来说，其积累也与这里的问题有关。这种积累就是

规模不断扩大的不断再生产。”（见本卷第１５４页）在这里，除了

物化劳动的积累以外，马克思还把人的知识和生产技能的积累当

作再生产的必要条件。

马克思在手稿中分析再生产过程时，对货币在资本主义再生

产过程中的运动作了详细的研究，第一次回答了他在收入《剩余

价值理论》的手稿部分中分析魁奈的再生产理论时提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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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资本家即工业资本家阶级不断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怎么可

能比他们投入流通的货币多呢？”（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

卷第 册第３４７页）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马克思研究了商业资本

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剩余价值在流通中的实现过程，金生产者

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职能，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者之间的

交换，货币资本的积累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的这部分

手稿后来在《资本论》各卷中几乎没有得到系统的反映。

在手稿第三篇第十一章《资本和利润》中，马克思详细考察

了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复杂问题，即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问题。他

在这里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利润理论、平均利润理论和生产价格

理论，分析了利润的实质和剩余价值与利润的关系，由于剩余价

值转化为利润而形成的各种新的规定性，利润率和利润量的变化

与计算，平均利润率的形成以及利润率下降的规律等，并得出重

要的结论。马克思后来在撰写计划中的《资本论》第三册的正文

时，广泛地利用了这些论点。这里应指出的是，在《资本论》第

三卷中马克思对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问题的分析是从生产费用开

始的，而在本手稿中则是从利润开始的，弄清这种差别的性质对

理解马克思的方法是会有帮助的。

在本手稿正文的结束部分，马克思第一次详细考察了商业利

润和利息问题，对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作了仔细的研究，并第一

次尝试用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作用来说明商业利润和利息

问题。

包括在《其他问题》篇中的材料，以片断形式阐述了经济学

的各种论题，其中包括马克思为探讨经济问题而从大量经济学著

作中摘录的材料，许多摘录后来分别收在各卷《资本论》中。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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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材料以及其他篇章中的许多插入段落表明，马克思在展开自

己计划中的研究工作的进程中，时常旁及中心论题以外的各种问

题，及时记下自己对这些问题的想法，并随时摘录对整个经济学

研究有益的各种理论材料和实际材料。这生动地反映了马克思的

经济学研究进程和辛勤劳动的情景。

如前所述，本卷中所收入的材料的编排顺序，同马克思写作

手稿的原来进程不尽相符，没有再现出手稿的原有顺序。为了帮

助读者了解手稿的原貌，本卷正文之后附有一份《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

手稿发表在第四十七、二十六、四十八卷中的页码对照表》。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八卷为依据，

并参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ＭＥＧＡ）第二部分第三卷

第五、六册的德文原文翻译。在本卷中，马克思手稿中原有的方

括号改用花括号｛ ｝。马克思在引文中所加的词句或标点符号，

放入尖括号〈 〉内。编者加的标题和插入的文字用方括号

［ ］标出。马克思手稿的原稿本编号和页码用方括号标出，括号

中的罗马数字表示稿本编号，阿拉伯数字表示页码。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列 宁 斯大林
著作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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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经 济 学 手 稿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 尾 部 分］

资本的流通过程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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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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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１

［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和实际上的从属。过渡形式

  ［ —１３０１］①我们已经分别考察了剩余价值的两种形

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同时还指出了它们两者的相互

联系，以及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发展，绝对剩余价值达到了极限。

我们已经看到，两种形式的划分造成了工资和剩余价值之间

比例上的不同。在生产力的发展既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总是表

现为绝对剩余价值，主要只有通过总工作日的变化，它才可能发

生变化。假定工作日是已定的，剩余价值就只能作为相对剩余价

值来发展，即只有通过发展生产力才能发展。

３

① 在第 笔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下：“１８６３年５月”。——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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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绝对剩余价值的单纯存在，无非以那样一种自然的生产

力为前提，以那样一种自然产生的劳动生产率为前提，即一个人无

须把全部（可能的）（每日的）劳动时间都用来维持他自己的生存，

或用来再生产他自己的劳动能力２。其次，对这件事还只应当再补

充一点，即他被迫——对他来说存在着外部强制——超过必要劳

动时间进行劳动，强制进行剩余劳动。很明显，体现着剩余劳动的

剩余产品的那种身体上的可能性，毕竟取决于两种情况：如果需要

很少，那么即便劳动的自然生产力低，只要一部分劳动时间就能够

满足需要，从而其他部分可留作剩余劳动，即形成剩余产品。另一

方面，如果劳动的自然生产力很高，也就是说，如果土地，水等等的

自然生产力只需使用不多的劳动就能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

料，那么——如果考察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的长度——这种劳动

的自然生产力，或者也可以说，这种自然产生的劳动生产率所起的

作用显然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完全一样。自然产生的高度

的劳动生产力是和人口即劳动能力的迅速增加，从而是和作为剩

余价值来源的那种材料的迅速增加联系在一起的。相反，如果自然

产生的劳动生产力低，因而连满足简单需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也

很长，那么剩余产品（或剩余劳动）的发展，总的来说，只有在一个

人同时剥削很多人的情况下，才可能造成他人的财富。

［ —１３０２］假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１１１
２小时，一个工

作日等于１２小时，那么一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等于１
２小时。但

是，由于维持一个工人的生活就需要２３２小时，于是便得出如下的

计算：

一个工人提供 １
２小时的剩余劳动，２３个工人便提供

２３
２小时。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仅养活一个不劳动而只过工人生活的人，就

４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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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２３个工人。如果要使他的生活好三四倍，此外还能够有一部

分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那就可能需要有２３×８＝１８４个工人为

他一个人劳动。而且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个人拥有的实际财富还

是很少的。劳动生产力越高，非工人和工人相比数量就越多，不

从事必要生活资料生产或完全不从事物质生产的工人的数量就越

多，或者最后，直接构成剩余产品所有者的人数的那些人，或者

甚至构成既不从事体力劳动也不从事脑力劳动，而是提供“服

务”，由剩余产品所有者将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付给他们作为报酬的

那些人的数量就越多。

在所有的场合，和两种剩余价值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

对剩余价值，如果就其本身单独来考察，绝对剩余价值总是先于

相对剩余价值——相适应的，是劳动从属于资本的两种单独的形

式，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的两种单独的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总

是第二种形式的先驱，尽管第二种更发达的形式又可能成为在新

的生产部门中采取第一种形式的基础。

［（ａ）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我把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形式叫作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

的从属。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下述其他的生产方式，在那些生

产方式下，实际的生产者提供剩余产品，提供剩余价值，即超过

必要劳动时间进行劳动，不过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其他的人进行

劳动。

另外的情况是采用强制，即用来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产品或

剩余劳动的那种方法。

５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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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只有在下一节——关于积累的一节
３
中才考察确定的区

别。在这种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中，本质的东西是：

（１）工人作为他自己的人身的所有者，从而作为他自己的劳

动能力的所有者，同作为暂时使用这种劳动能力的买主，拥有货

币的资本家相对立；因此，他们双方作为商品所有者，作为卖者

和买者而互相对立，这样，他们双方在形式上是自由人，他们之

间除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其他关系；不再存

在任何政治上或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的关系；

（２）在这第一种关系里包含着如下内容，——因为在相反的

情况下工人无须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工人的客观劳动条件

（原料，劳动工具，从而还有劳动时的生活资料）４完全地或者至少

部分地不属于工人，而属于工人劳动的买主和消费者，因而作为

资本和工人自身相对立。这些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越是和工

人充分对立，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也就越是充分，

从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也就越是充分。

在这里，在生产方式本身中还没有区别。劳动过程从工艺来

看完全和过去一样进行，只是现在它成了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

不过，正如先前指出的那样（先前关于这点所说的一切，只有在

这里才适用），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第一，由于发生了资本对劳动

能力的消费，因而是在资本的监督和管理之下进行这种消费，所

以统治和从属的关系发展起来了；第二，劳动的更大的连续性发

展起来了。

如果说这种统治和从属关系的产生代替了奴隶制，农奴制，臣

仆的、宗法的从属关系，那么转化只是发生在它的形式上。从属

的形式变得更自由些，因为从属就其性质来说只是物质上的，在

６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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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是自愿的，涉及的只是工人和资本家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的

地位。这也正是过去农奴或奴隶一经变为自由雇佣工人时在农业

中所发生的那种形式变化。

［ —１３０３］５或者，生产过程中的统治和从属关系代替了

生产过程中的从前的独立性，例如在只给国家或地主交纳实物地

租的一切自给自足的农民、农场主的场合，在农村家庭副业或独

立手工业的场合。因此，在这里生产过程中的从前的独立性丧失

了，统治和从属关系本身是实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最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能够代替行会师傅、帮工和

学徒的关系，这是城市工场手工业在其产生时部分地经过的一种

过渡。

中世纪的行会关系——它在雅典和罗马也以类似的形式在狭

隘的范围内得到了发展，它在欧洲一方面对于资本家的形成，另一

方面对于自由工人阶层的形成，都有决定的重要性——是资本和

雇佣劳动关系的一种狭窄的、尚不适合的形式。在这里，一方面存

在着买者与卖者的关系。被支付的是工资，师傅、帮工和学徒作为

自由人互相对立。这种关系的工艺基础是手工业生产；在这种生产

中掌握劳动工具的技巧的高低，是生产的决定性要素；独立的个人

劳动，从而劳动者要经过较长或较短学习时间而达到的职业提高，

在这里都决定着劳动的结果。在这里，师傅当然占有生产条件，手

工工具，劳动材料（尽管手工工具也可以属于帮工），因而产品是属

于师傅的。在这个意义上师傅就是资本家。但是作为资本家他不

是师傅。第一，他本人首先是手工业者，并且他在他自己的手工业

中应是师傅，这一点是前提。在生产过程本身中，他象自己的帮工

一样表现为手工业者，他只是把手工业的秘密传授给他的学徒。他

７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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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自己学徒的关系完全跟教授对自己学生的关系相同。所以，他对

学徒和帮工的关系，并不是资本家本身的关系，而是该手工业中师

傅的关系，他作为手工业师傅在同业工会中，从而在对帮工和学徒

的关系上，处于较高的等级地位，这种地位是以他自身的手工业技

艺为基础的。所以，他的资本无论就物质形态来说，还是就价值量

来说，都是被束缚的资本，它还完全没有取得资本的自由形态。它

不是一定量物化劳动，不是这样一种一般的价值：这种价值在资本

为了占有剩余劳动而任意同这种或那种活劳动形式相交换时，能

够采取并且会任意采取这种或那种劳动条件形式。只有当师傅通

过了事先规定的学徒阶段、帮工阶段，等等，自己能提供本行的典

范作品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一定的劳动部门中，即在自己所在的手

工业中，把货币部分地转化为手工业的客观条件，部分地用来雇用

帮工和维持学徒。只有在自己的手工业中，他才能把自己的货币转

化为资本，就是说，不仅把这些货币用作他自身劳动的手段，而且

把它用作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他的资本被束缚在使用价值的一

定形式上，因而不作为资本与他的工人相对立。他所使用的劳动方

法，不仅是单凭经验，而且是行会所规定的，这种劳动方法被认为

是必然的，因而从这方面来看，表现为最终目的的也不是劳动的交

换价值，而是劳动的使用价值。提供这种质量或那种质量的劳动，

并不取决于他的意愿，整个行会经营就是为了提供特定的质量。正

象劳动的方法不取决于他的意愿一样，劳动的价格也不取决于他

的意愿。其次，阻碍他的财产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狭隘形式表现

在：实际上为他的资本的价值规定了最高限额。他拥有的帮工不能

超过一定数目，因为行会必须保证所有的师傅都能从自己的手工

业得到一定份额的利润。最后是作为同一行会成员的这个师傅同

８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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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师傅之间的关系；师傅作为这种成员是属于一个具有一定的

共同生产条件（行会联系等）、政治权利、参与市政管理等等的同业

工会的。他是按照订货生产，——除去为商人生产以外，——是为

了生产直接的使用价值，与此相应，师傅的人数也是被规定了的。

他并不是作为纯粹的商人同自己的工人相对立。商人更不可能把

自己的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商人只能“转移”商品，不能亲自生产

商品。在这里，表现为剥削他人劳动的目的和结果的，是与他的地

位相当的生活，而不是交换价值本身，不是发财致富本身。在这里，

决定性的东西是工具。在很多劳动部门（例如缝纫业）中，原料是师

傅的顾客供给师傅的。把生产限制在整个现有的消费之内，在这里

是一条规律。因此，生产决不是由资本本身的界限所调节的。在资

本主义关系中，这种界限随着政治的、社会的束缚的消失而消失

了，而在这里，资本还是在这些束缚中运动着，因此还不表现为资

本。

［ —１３０４］６［……］在迦太基和罗马，它受民族的限制，

其中迦太基人［……］发展了商业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因而甚至使

交换价值本身成为生产的直接目的［……］，或者在他们那里，例如

在罗马人那里，通过把财富即地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生产必然已

经不是被用来满足本身的需要，而是用来创造交换价值，从而掌握

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一方面。因为，富有的罗马人的目的是挥霍，

是花费尽量多的使用价值，他只有增加出售产品的交换价值才能

达到这一目的；所以，生产是用来创造交换价值，问题在于从奴隶

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货币，也就是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

和为临时订货人工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相比，为资本家工作的

工人［劳动的］连续性，当然会增加；因此，这种工人的劳动不受推

９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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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种劳动的偶然需要及其大小的限制；相反，工人经常地多少正

规地逐日为资本所雇用。和奴隶劳动相比，这种劳动由于更紧张和

更不间断而生产率更高，因为奴隶只有在外界威胁的鞭策下才能

劳动，而不是为了自身生存而劳动，这种生存并不属于他；反之，自

由工人倒是被自身的需要驱使着而劳动的。自由地自己决定自己

这种意识７，即自由的意识，使雇佣工人成为比奴隶好得多的劳动

者，甚至产生责任感，因为他象任何商品卖者一样对他所提供的商

品是负有责任的，如果他不想被同种商品的另一些卖者所排挤，他

就必须提供一定质量的商品。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的连续性，

是通过直接强制来掌握奴隶的一种关系。反之，自由工人必须自己

保持自己的关系，因为他作为工人而存在，取决于他不断重复地把

自身的劳动能力出卖给资本家。工人和奴隶不同，也和徭役农民不

同，他得到自己劳动的等价物，因为我们已经看到８，工资——虽然

事实上工资所支付的只是必要劳动，实际上工人的剩余劳动也象

徭役或者象奴隶超过再生产他的生活费所必需的时间而从事的那

些劳动一样，没有得到报酬——表现为全部工作目的价值，价格。

差别在这里可能只在于无酬劳动时间的量，虽然这种量的差

别不是必然的，倒不如说取决于劳动能力日常价值的高度。

但是，无论自由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是多还是少，无论平均

工资是高还是低，无论他的总工作日和他的必要劳动时间

每次的比例如何，—— 对于他来说，事情总是采取这样的形

式：他为了他的工资，为了货币而劳动，如果他劳动１２小时而只

得到８小时劳动的等价物，那么劳动这１２小时只是为了赎回８小

时劳动的等价物。奴隶的情况不是这样。甚至他为自己完成的那

部分劳动，即用来补偿他自己的生活费的那部分劳动，在他面前也

０１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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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他为奴隶主完成的劳动，而在自由工人那里，即便是他完成

的剩余劳动，也表现为他为自己的利益完成的劳动，即表现为购买

自己工资的手段。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买和卖的——货币关

系掩盖着无酬劳动，而在奴隶劳动的情况下，奴隶和他的主人之间

的所有权关系掩盖着为自己的劳动。如果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那

么必要的、从而工资所代表的劳动时间可能是６、７、８、９、１０、１１小

时，而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相应地等于６、５、４、３、２、１小时，这种比

例使工人经常认为，似乎他为了一定的、虽然是变化不定的价格而

出卖１２小时的劳动，因此，似乎他全部时间都只是为自己劳动，完

全不是为自己的主人劳动。

［ —１３０５］［……］这种劳动能力的较高价值必须支付给

工人本人并表现为较高的工资。因此在这里，按照特殊劳动是否要

求发展得比较高的、需要较多生产费用的劳动能力这样一些不同

情况，工资便有很大的差别，从而一方面给个人差别开辟了活动余

地，另一方面给劳动能力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刺激。毫无疑问，大量

的劳动必定由或多或少的非熟练劳动组成，从而大量的工资也必

定由简单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来决定；然而单个的工人借助于特殊

的能力、天才等，仍然可能上升到较高的劳动部门，这正象某个工

人本身有成为资本家和他人劳动的剥削者的抽象可能性完全一

样。奴隶属于某个一定的主人；工人固然一定要把自己卖给资本

家，但并不一定要卖给某个一定的资本家，他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

选择把自己卖给谁，他可以换主人。所有这些已经改变的关系，都

使自由工人的活动比奴隶的活动更紧张、更有连续性、更灵活、更

熟练；至于这些关系使自由工人本身能够完成完全不同的历史使

命，那就不必说了。奴隶以实物形式（它无论在形式上或在数量上

１１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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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固定的），以使用价值的形式来获得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

活资料。自由工人则是以货币的形式，以交换价值的形式，以财富

的抽象社会形式取得维持自己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虽然工资

在实际上无非是必要生活资料的银化的、金化的、铜化的或纸币化

的形式，工资必须不断地化为必要生活资料，——货币在这里只是

作为交换价值的转瞬即逝的形式，作为单纯的流通手段执行职

能，——但是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目的与结果仍然是抽象的

财富，是交换价值，而不是特定的、受到习惯和地方限制的使用价

值。工人本人把货币转变为任意的使用价值，用货币购买任意的商

品；他作为货币所有者，作为商品买者，象所有其他的买者一样，同

商品卖者处于完全同样的关系中。工人生存的条件，以及工人所挣

的货币的价值量，当然会强制工人把货币花在十分有限的生活资

料范围内。但是在这里可能存在一些变化，例如，报纸就包括在英

国城市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之内。他可以稍微节省一些、积蓄一

些。他也可以把自己的工资挥霍在饮酒上等等。但是，他作为自由

人这样行动时，他本人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他必须为他花费自己的

工资的方式负责。他和需要主人的奴隶不同，他要学会自己管自

己。当然，这一点只有当考察农奴或奴隶转化为自由雇佣工

人时才有意义。资本主义关系在这里表现为提高到较高的

社会阶段。在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地方，

情况正好相反。在莎士比亚所描写的“骄傲的英国自耕农”９

和英国农业短工之间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别呀！因为雇佣工

人劳动的目的只是工资、货币、一定量交换价值，而在交换

价值中，使用价值的任何特殊性都消失了，所以雇佣工人对

于自己劳动的内容，从而对自己活动的特殊方式都是漠不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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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但是这种活动在行会制度和种姓制度中却被认为是适合天

赋的活动，而对于奴隶来说，就象对于役畜一样，却只是某种特定

的、强加给他的、传统的活动方式，即他的劳动能力的实现方式。所

以，只要分工没有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自由工人对于自身劳动

能力和自己劳动活动的预示着较好工资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

—１３０６］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正象经常流入城市

的农村过剩人口所表现出来的情况那样）。如果说成年工人在某种

程度上不能适应这种改变，那么他认为新的一代总是能适应这种

变化的，新的正在成长的一代工人往往是可以参加到新的劳动部

门或特别繁荣的劳动部门中去并得到使用的。在雇佣劳动不受旧

社会制度等残余的束缚而得到最自由发展的北美，这种变动性，对

劳动的特定内容和从一个部门转移到另一个部门所持的完全无所

谓的态度，实际上也表现得特别明显１０。所以，一切美国著作家也

都把这种变动性与奴隶劳动的单调的、传统的性质的对立强调为

北方自由雇佣劳动根本不同于南方奴隶劳动的特征（见凯尔恩

斯１１），奴隶劳动不是适应生产的需要而发生变化，恰恰相反，它要

求生产适应于一经形成即因袭不变的劳动方式。劳动的新方式的

不断形成，这种经常的变化（与此相应的是使用价值的多样化，因

而也是交换价值的现实发展），从而整个社会内部的不断发展的分

工，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是可能的。这种分工开始于这样

一种自由的手工业方式的行会企业，在这种企业里，分工不会因任

何特定生产部门本身的固定化而受到限制。

在只存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情况下，对剩余劳动

的强制，从而一方面，对创造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强制，

以及对创造超过工人传统需要的产品量的强制，——也是创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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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质生产为转移的用于发展的自由时间，——和以往的生产方

式下相比，只是具有另一种形式，不过这种形式提高劳动的连续

性和强度，增加生产，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从而促进劳动

种类和工资方法的划分，最后，把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工人之间

的关系本身变成新的买卖关系，并使剥削关系摆脱一切宗法的和

政治的束缚。显然，在生产关系本身中，包含着来自资本对并入

资本的劳动拥有所有权和来自劳动过程本身性质的统治和从属关

系。资本主义生产超出这种形式关系的范围越少，这种关系便越

不发展，因为这种关系仅以小资本家为前提，这些小资本家按其

构成和职业种类来说和自己的工人的差别不大。

从工艺上讲，——在这种较早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和这种转变起初只表现为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从

而表现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和劳动能力的所有者之间的买卖关系

的地方，——实际的劳动过程不变，而它发挥职能的性质取决于

它从中发展出来的那种关系。农业仍然未变，虽然短工代替了雇

农；在手工业生产从行会的生产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地方，手工业生产也发生同样的情况。统治和从属关系上的差别，

还没有涉及到生产方式本身，最明显地表现在这样的地方：农业，

或一切家庭副业，或仅为家庭需要而经营的副业劳动，转变为真

正的资本主义劳动部门。

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劳动和过去使用劳动的方式不同的地

方，在这里表现在这一点上：一个资本家使用的资本量的规模本

身增加了，从而一个资本家同时雇用的工人的数目增加了。资本

家只有拥有某一最低限额的资本，他本人才不再是工人，他留给

自己的只是领导工作，同时也出卖已生产出来的商品。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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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要考察的真正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也可能只表现在下述场

合：一定量的资本直接掌握了生产，这或是由于商人成了生产者，

或是由于在真正生产的内部逐渐形成了较大的资本。

“自由工人通常可以自由地更换自己的主人；这种自由把奴隶和自由工

人区别开来，正象把英国军舰上的水手跟商船上的水手区别开来一样……工

人的地位高于奴隶的地位，因为工人认为自己是自由的；不管这个信念多么

错误，它对居民的性格……是有不少影响的。”（托·娄·艾德门兹《实践的、

精神的和政治的经济学》１８２８年伦敦版第５６—５７页）“推动自由人去劳动的

动机比推动奴隶去劳动的动机要强烈得多：自由人要在沉重的劳动［和饥饿

之间，而奴隶要在沉重的劳动］［ —１３０７］和一顿饱打之间进行选择。”

（同上，第５６页）“在货币制度下，奴隶的状况和工人的状况之间的差别是很

微小的；……奴隶的主人很懂得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不会用少给奴隶食物

的办法来使奴隶衰弱；而自由人的主人则给自由人尽可能少的食物，因为对

工人的这种损害不是落在这个主人自己的头上，而是落在整个主人阶级的头

上。”（同上）

“在古代，只有靠奴隶制才能迫使人们超过自己的需要进行劳动，迫使一

国的一部分人白白地为养活另一部分人而工作；因此曾经普遍地实行过奴隶

制。奴隶制在当时曾经是发展生产所必要的，正如奴隶制在目前必然是对生

产的破坏一样。道理是明明白白的。如果不强制人们进行劳动，他们就会只

为自己劳动；如果他们的需要少，他们的劳动也会少。但是当国家形成并需

要空闲人手来保卫自己不受自己敌人的暴力时，无论如何也必需给那些不劳

动的人取得食物；因为，按照假定，劳动者的需要是小的，所以必须找出一

种方法把他们的劳动增加到他们的需要量以上。奴隶制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

的而建立的……或者象斯巴达那样强迫奴隶耕种土地以养活奴隶和空闲的

自由人双方；或者由奴隶来充任现在自由人所充任的一切卑贱职务并象在希

腊和罗马一样用奴隶来向从事国家所需要的职业的人提供工业品。因此，在

这里为迫使人们为获得食物而劳动，使用了暴力的方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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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斯图亚特 ［《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１７７０年］都

柏林版第１卷第３８—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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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中，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即一方面以交换价值

为目的，另一方面以购买劳动为目的的生产的发展，劳动强度增

加，而工人的人数却大大减少，工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随着劳

动强度的这种增长而相应地提高。

“在十六世纪，一方面领主辞退自己的家臣”，已经转化为工业资本家的

“农场主也辞退空闲的人口”。

农业从谋生的手段变成了一种营业。其后果正如斯图亚特所

说：

“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从小农中……被排挤出来，因此，农民不得不提高劳

动强度而在小块土地上用重劳动取得了与大面积土地上轻劳动相同的效果”

（同上，第１０５页）。

｛甚至在城市手工业中，虽然那里产品向来是直接作为商品

生产的，因为它必须先转化为货币，才能使它转化为生活资料，尽

管这样，生产依然主要是生存资料。｝（致富本身并不是它的直接

目的。）｝

［（ｂ）］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因为生产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人的生存，而是剩余价值的

生产，所以一切不生产剩余劳动的必要劳动，对资本主义生产来

说，都是多余的，都是没有价值的。这一点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

家。这个观点还可以这样表述：只补偿工人的生存资料（生活资

料基金）而不生产纯收入的那全部总收入，也和不生产纯收入或

剩余价值的工人本身的生存一样，或者和那些即使在工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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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阶段上是生产剩余价值所必要的，但在进一步发展阶段上对

生产这种剩余价值变成多余的那些工人本身的生存一样，是多余

的。换句话说，只有能给资本带来利润的人数是必要的。这一点

也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

“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难道不也是这样吗〈从一个私人资本家的利益来

看，只要他的２００００镑资本的利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降低到２０００镑以下”，

那么他的资本无论“推动１００人还是１０００人”都无关紧要〉，只要这个国家

的纯收入和实际收入不变，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那么不管它是由１００万人

组成，还是由１２００万人组成，［ —１３０８］１２不也是无关紧要吗？…… 

如果５００万人能够生产１０００万人的食物和衣着，那么这５００万人的食物和

衣着便是纯收入。如果生产同样多的纯收入需要７００万人，就是说，如果生

产１２００万人的食物和衣着需要使用７００万人的劳动，那么国家还能得到什

么利润呢？纯收入将仍然是５００万人的食物和衣着。”［大·李嘉图《政治经

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１６—４１７页］

甚至连慈善事业也不能对李嘉图的这个观点提出什么异议。

因为在１０００万人中只有５０％的人充当５００万人的单纯生产机

器，总比在１２００万人中有７００万人或５８１
３的人充当５００万人的

生产机器要好些。

“在一个现代王国里，〈如果象古罗马初期那样把整个省区的［土地］分

给独立的小农耕种〉，即使他们耕种得很好，又有什么用呢？除了繁殖人口别

无其他目的，而人口繁殖本身是最没有用处的。”（阿瑟·杨格《政治算术》

１７７４年伦敦版第４７页）

｛工厂中的劳动：

“一个人每天看管机器的划一运动十五小时，比他从事同样长时间的体

力劳动还要衰老得快。这种看管机器的劳动，如果时间不太长，也许可以成

为一种有益于智力的体操，但是现在由于这种劳动过度，对智力和身体都有

损害。”（古·德·莫利纳里《经济学研究》１８４６年巴黎版 ［第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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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是在创造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

相对剩余价值的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已经看到，这决不

排斥这些形式在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同时增加绝对剩余价值。

“维持生活的农业……转变为交易的农业……国土的改良……跟这种变

化是成比例的。”（阿·杨格《政治算术》１７７４年伦敦版第４９页注）

｛工资的最低额：

“拥有财产和对财产的某种追求，是保证普通非熟练工人不陷入一个按

最低市场价格买入的机器部件地位所必需的，这是可以生产出这一机器部件

的价格，就是说，这是工人可以生存并繁殖自己的族类的价格；当资本与劳

动的利益完全不同而仍然由供求规律的唯一作用来调节这种利益的时候，工

人迟早必然要被降低到这个最低市场价格。”（赛米尔·兰格《国家的贫困；

［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办法］》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４５—４６页）｝

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在工艺过程，劳动过程中

发生了我们已经叙述过的一切变化，与这些变化同时，工人对自

己的生产和对资本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劳动的生产力发

展了，因为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展了，并且只有随着这些变化一

起，才有可能在直接生产中大规模应用自然力、科学和机器。因

此，在这里不仅是形式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且劳动过程本身也发

生了变化。一方面，只是现在才表现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改变了物质生产的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

变化构成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基础，所以与资本主义关系完全适

合的形态只是与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上面我们

已经考察过，工人在生产本身中的从属关系怎样因此而采取新的

形式。这是应当强调的第一点。劳动生产率的这种提高和生产规

模的这种扩大，部分地是资本主义关系发展的结果，部分地是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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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关系发展的基础。

第二点——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现在完全抛掉了为生活而生产

的形式，变成了为贸易而生产，而且无论是自己的消费，无论是

已有的买者们的直接需要，都不再是生产的界限；只有资本本身

的量才是这种界限。另一方面，因为一切产品都变成了商品（甚

至例如在农业中，产品部分地以实物形式重新加入生产，也是如

此），所以产品的一切要素都作为商品从流通转入生产活动。

［ —１３０９］最后，资本主义生产的所有这些形式的共同

点是：要按照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便要求交换价值的最低限

额，货币的最低限额，即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最低限额不断增

加，以便使取得产品所必需的劳动成为社会必要劳动，也就是说，

使生产单个商品所必需的劳动等于在平均生产条件下劳动所必需

的最低额。为了使物化劳动，使货币能够作为资本发挥作用，在

这里单个资本家手里必须拥有这一物化劳动的某种最低限

额，——这个最低限额大大超过劳动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时

所要求的最低限额。资本家必须是某一社会规模的生产资料的所

有者或占有者，必须是某一价值量，某一集中起来的财产的所有

者或占有者，这种集中起来的财产同个人或单个家庭世世代代通

过私人货币贮藏尚能积累起来的那种财产越来越不能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所要求的劳动条件的规模再也不能和个别工人在顺利

的时候通过节约等等办法所能占有的相对比。一个经济部门在资

本主义方面越发达，这个部门中劳动生产率，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或社会劳动的生产率发展得越高，这种资本的最低限额也就越高。

在资本的规模相同的情况下，资本的价值量必须增加，必须采取

可进行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规模，因此，资本必然会丧失一切个

９１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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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性质。正是生产率，从而这种生产方式所增加的产量、人口

量以及过剩人口量，同游离出来的资本和游离出来的劳动一道，不

断造成新的经济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资本又能够以小的规模活

动，并且重新经过不同的发展阶段，直至在这些新的经济部门中，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劳动将以社会规模得到使用，与此相

适应，资本将表现为大量社会生产资料在一些人手中的集中。这

一过程具有始终不渝的性质。

随着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

生产率中，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在生产内部——的关系中，以

及在双方彼此的社会关系中，都发生完全的革命。

只有最简单的形式，简单协作的形式，才可能也存在于较早

的生产关系下（见早期的埃及等等，在那里这种简单协作不是在

修建铁路时使用，而是在建筑金字塔等等时使用），也存在于奴隶

制关系下（关于这点参看下文）。在这里通过使用妇女和儿童劳动，

从属关系几乎又被贬低到奴隶制关系（参看斯图亚特的著作１３）。

对于所有这些生产形式来说，除生产所需要的不断增长的资

本最低限额外，共同之处是：许多联合起来的工人劳动的共同条件

保证这些共同条件得到节约，这同小规模生产情况下这些条件的

分散情况正好相反，因为这些共同生产条件的效力看来与通过协

作、分工、机器等等来提高劳动本身的生产率直接无关，它不要求

那样增加它们的数量和它们的价值。共同地同时使用生产条件使

它们的相对价值降低，虽然它们所提供的价值的绝对量提高了。

｛这里的积极结果是：为生产已增加的生活资料的量所需要

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这一结果是由劳动的社会形式获得的；个别

人占有生产条件不仅表现为一种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现为和这

０２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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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大规模生产不相容的事情。诚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出现

的情况是，资本家即非工人是这大量社会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实

际上，在对工人的关系方面，他决不代表他们的联合，不代表他

们的社会团结。因此，这一对立形式［ —１３１０］一旦消除，

结果就会是他们社会地占有而不是作为各个私的个人占有这些生

产资料。资本主义所有制只是生产资料的这种公有制的对立的表

现，即单个人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从而对产品的所有制，因为

产品不断转化为生产条件）遭到否定的对立的表现。同时可以看

出，这种转化要求物质生产力达到一定的发展阶段。例如对于小

农来说，他所耕种的那一小块土地是他的一小块。对这一小块的

所有制也象对他的生产工具的所有制一样是他的劳动的必要刺激

和条件。手工业中的情况也是这样。在大农业中，以及在大工业

中，这种劳动和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不需要事先分离，它们已经

在事实上分离了；西斯蒙第１４为之痛哭的所有制和劳动的这种分

离，是生产条件的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的必要过渡阶段。如果单

个工人作为单独的人要再恢复对生产条件的所有制，那只有将生

产力和大规模劳动发展分离开来才有可能。资本家对这种劳动的

异己的所有制，只有通过他的所有制改造为非孤立的单个人的所

有制，也就是改造为联合起来的社会个人的所有制，才可能被消

灭。自然，认为产品是生产者的所有者的那种拜物教，也就同时

结束，并且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发展起来的劳动的一切社会形式，

也就摆脱把它们全都加以歪曲并表现在对立形式上的那种对

立，——例如，劳动时间的缩短不是表现为所有的人都劳动６小

时，而是表现为６个人各劳动１５小时就足以养活１５个人。｝１５

为生产而生产，即超出一切事先决定的和事先被决定的需要

１２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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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来发展人类劳动生产力。下面将更详细地说明，即使是在资本

主义生产的内部，这种生产虽然作为一种趋势也竭力追求达到这

一点，为生产而生产还是和它自己的界限相矛盾的。因为，虽然资

本主义生产是过去一切生产方式中最有生产效力的，但由于它的

对立性质，它自身中包含着生产的界限，它总是力求超出这些界

限，——由此就产生危机，生产过剩等等。另一方面，为生产而生产

从而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物。生产不是作为人的生产率的发展，而

是作为与人的个性的生产发展相对立的物质财富的再生产。

在最抽象的形式上，用来发展相对剩余价值的那一切方法，从

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归结为，这种生产方式力图把单

位商品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因而，在既定的劳动时间里生

产尽可能多的商品，或者在最短的劳动时间里实现劳动对象向花

费尽可能少的劳动量的产品转化。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说无非是用

最少的劳动生产出最多的产品，或者把最少的劳动时间实现在景

多的产品中，也就是把单位产品的价值降到它的最低限度。

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下面这一点看起来是矛盾的：以交换价值为目的和受

交换价值支配的生产竭力追求单位产品的最小价值。但是产品的

价值本身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它的目的是要尽可

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不是由单位产品的价值，单位

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是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由商品中代表可

变资本的部分同这一部分的变化的比例，换句话说，由产品中包

含的超过可变资本价值的剩余劳动的比例决定的。资本主义生产

的目的，并不在于单位产品从而产品总量包含尽可能多的劳动，而

是在于它们包含尽可能多的无酬劳动。这种矛盾重农学派已经感

２２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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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到了。见魁奈。补充笔记本Ｃ（第２９（下半页）、３１页）
１６
。

［ —１３１１］第二：

商品的价值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也就是使商品尽可能便宜，

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直接创造相对剩余价值：这些商品作为必要

生活资料进入工人的消费，因而它们的变便宜和劳动能力的变便

宜是一样的，也就是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从而和有酬劳动时

间的缩短是一样的，如果考察总工作日，这一点象我们已经看到

的１７，表现为劳动价格的下跌。

但是这一规律不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这一特定的领域有效，

而且对于资本主义生产竭力逐渐支配和使之从属于自己的生产方

式的那一切生产领域都有效。我们已经看到，对单个资本家来说，

他生产的单位商品的生产更便宜并不直接使劳动力变便宜（至少，

他的产品这样变便宜不会使劳动力变便宜），并且，当做到这一步

时，并不是给这一个别资本家带来好处，而是给整个资本——资

本家阶级——带来好处，造成劳动力的普遍便宜。

但是，由于在该生产阶段上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商品的平均

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所以用超过该生产阶段平均水平的更有生

产效率的劳动方法作为例外生产出来的那个商品的个别价值，低

于这个商品的一般的或社会的价值。因此，如果它以低于同类商品

的社会价值而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也就是说，按一种不把它的

个别价值和它的普遍价值之间的差别拉平的价值出售，那么它便

是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售，或者说，包含在其中的劳动和通常生产它

的平均劳动相比成了当时较高级的劳动。但是在生产它时所使用

的工人的劳动能力并没有得到较高的报酬。这一差额因而落入资

本家的腰包并形成他的剩余价值。这种建立在生产方式的变化所

３２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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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差额上的剩余价值是一

个暂时的量，一旦新的生产方式成为普遍的并且本身变成平均的

生产方式时，这种剩余价值便等于零。但是，恰恰这一暂时的剩余

价值是生产方式变化的直接结果。因此它成了资本家的直接动机，

因此这一动机在资本所掌握的一切生产领域中同样地占统治地

位，而不以它们生产的使用价值为转移，从而不以该种产品是否进

入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或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为转移。不过这种剩

余价值形式是暂时的；它只能同个别资本家有关，而与总资本无

关，它虽然在个别部门造成劳动能力的相对贬值或劳动价格下降，

但不是因为这种价格下降，而是因为它没有提高。这种形式因此并

不涉及整个的剩余价值，因为它既没有引起它自己的部门的劳动

价格的持久的（相对）下降，也没有引起劳动能力普遍变便宜，从而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因为它的产品不进入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

但是其次，因为在这些生产部门中，由于上述动机的作用，逐

渐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在这里也象在生产必要生活资料

的部门里一样，所使用的劳动被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与此同时

联系在一起的是延长绝对工作日的趋势。因此，在这里也象在其

他部门中一样，劳动力发生完全相同的贬值，这种贬值并不是由

于生活资料变便宜，而是由于劳动变简单，还原为简单平均劳动。

如果工人劳动１２小时，例如１０小时为自己，２小时为资本

家，不管这１０小时是较高级的或较低级的劳动，剩余价值和可变

资本之比不变。可变资本的价值和劳动 ［复杂性的］程度一起提

高或降低，因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具有同样的性质，所以剩余

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不变。

采用机器劳动等等，为延长绝对劳动时间提供了新的刺激，同

４２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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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使这种延长变得容易起来，因为这使劳动丧失了它所固有的所

谓松懈性。采用机器劳动所产生的这种作用完全不取决于采用机

器的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也不取决于 ［ —１３１２］这一部

门的产品是否进入工人的消费。

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控

制了农业，矿业，主要衣着布匹的生产，以及运输，交通工具，它

便随着资本的发展，或是逐渐征服只是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

产的其他部门，或是逐渐征服还由独立手工业者经营的其他部门。

这就是资本的趋势。在考察机器问题时１８已经指出，一个部门采用

机器会造成其他部门采用机器，同时造成同一部门的其他种生产

采用机器。例如，机器纺纱造成了机器织布，棉纺业的机器纺纱

造成了毛、麻、丝业的机器纺纱等等。由于矿井、棉纺织厂等等

使用机器增加，就有必要在机器制造业本身实行大生产。至于这

种生产方式大规模需要的交通工具的增加就不用说了，只是由于

机器制造业本身中采用机器，——特别是大功率的原动机等

等，——才使轮船，蒸汽机车和铁路成为可能（特别是彻底改变

了所有的造船业）。大工业的采用把大量的人投入尚未从属于它的

那些部门，或者在这些部门中引起相对过剩人口，这些过剩人口

是手工业或小的形式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转化为大工业所需要的，

而大工业也经过不同的阶段，并且逐渐游离出资本来。所有这一

切实质上并不是属于这里要谈的。但是象在这里所作的，应当用

几句话来指出大工业的传播和它逐步征服一切生产领域。（在修建

铁路的时候，——我们指的是建筑铁路线，——只是一方面表现

出资本积聚的形式，另一方面表现出工人的协作。机器本身的采

用在这里是很不重要的。）

５２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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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价格。如果不说劳动能力，而是说劳动本身，正确的说

法便是劳动价格，而不是劳动价值。工人真正提供的是一定量的劳

动，因为只有在这当中，才表现出，或者确切些说，才存在工人劳动

能力的使用价值。这种劳动量，用时间来计量的劳动，便是资本家

所获得的东西，也就是他在这项交易中所关心的唯一的东西。因

此，对于资本家来说也象对于工人本身来说一样，工资表现为劳动

本身的价格。而工资所以成为这样的东西，是因为每一商品得到支

付的货币额是它的价格。只要不涉及在偶然的交易中用来交换商

品的偶然的货币量，商品的价格首先就无非是（较发达的市场价格

形式等等，它本身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它的价值——这种价值是同

它的使用价值相区别的价值——在货币形式上的表现；无非是它

的价值本身在货币物质上的表现。虽然情况是这样，但是，象以前

在考察货币时指出的，价格本身包含着价格和价值不一致的可能

性１９。商品的价格不需要同它的价值一致。商品价值是这一价值的

完全恰当的说法。但是，因为在价格中——或在价值的货币形式中

——包含着两个因素：（１）商品价值获得一定的量的表现，包含在

商品中的劳动时间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时间，即表现在作为价值

的一切商品所共有的形式上，表现在价值尺度上，货币形式上；（２）

价值量，数量关系也得到了表现，就是说，商品表现在具有同一价

值量的货币的其一数量上，表现在等价物上；——因为这是该商品

的价值在某种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表现，而不是它直接的、不

通过任何其他东西作媒介的表现；——因为价格包含着这样的意

思，即该商品获得转化形式，完成异化过程，先是在思想上，而后是

在实际上完成，——所以在这当中已经包含着价值和价格可能不

［ —１３１３］一致的情况。例如，如果１码麻布值２先令，如果

６２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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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价格等于１先令，那么它的价值量就不表现在它的价格上，它

的价格就不是等价物，不是它的价值的完全恰当的货币表现。不

过，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表现为一般社会劳动，表现为货币而

言，价格依然是它的价值的货币表现——依然是１码麻布的价值

表现。由于价格和价值之间的这种不一致，人们可以直接说某一物

的价格，但不能直接说它的价值。无论如何，这首先只涉及商品的

价值量和表现在它的价格上的价值量之间的可能的不一致。但是，

价格也可以成为不合理的表现，即成为没有任何价值的物品的货

币表现，虽然价格本身是物品在货币形式上的表现，因此在质上

（如果并不一定也是在量上的话）是在价值形式上的表现。例如，虚

假的誓言可以有价格，虽然它并没有任何价值（从经济上来看；这

里不谈使用价值）。因为，如果说货币只是商品交换价值的转化形

式，是表现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那么另一方面，它们是一定量

的商品（金、银或金银的代表），一切东西可以用一切东西来交换，

长子继承权可以用一碗红豆汤来交换。在这里，价格的情况也象代

数中的无理式０
０等等一样。进一步的研究会发现，在这种不合理的

表现后面是否隐藏着某种合理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它的后面是否

隐藏着实在的价值比例。因为某一商品，某一物的货币表现或价格

是这样一种表现，其中完全抹掉了物的使用价值，从而抹掉了

存在于这一商品的使用价值同它的价值即包含在商品中

的、只在交换价值上得到抽象表现的劳动之间的联系，所以

抽掉了物的使用价值或性质，那么物按其性质是否表现为

价值，也就是说，它是不是某种包含着和可能包含着物化劳

动的使用价值这一点，也就随后被抽掉了。没有价值的物可

能有价格。但是，如果我们现在继续问，什么价值关系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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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实际表现出来的劳动价格的基础，或者象亚·斯密所

说的，什么是劳动的自然价格２０，那么劳动的调节价格取决于劳

动能力的价值，并且无非是劳动能力价值的派生表现。

例如，假定作为１２小时工作日的价格所支付的货币量等于３

先令，或３６便士。如果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６小时，那么３先令便

是每日被使用１２小时的劳动能力的日价值。实现６小时的那一货

币额在这里表现一个１２小时工作日的价格，因为工人必须劳动

１２小时才能得到６小时劳动时间的货币表现，而实际上，他用１２

小时进行交换所得到的只是这一价格，这一货币额。因此，这一

价格不是他的劳动的价值表现，他的劳动的价值是根本谈不到的，

而是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表现，他的劳动能力为了自己的再生产

每天需要六小时劳动。现在这一价格同劳动能力价值的关系究竟

怎样，第二，这一价格同这一劳动能力的消费借以实现，同每日

劳动借以实现的每日的价值的关系究竟怎样；这一方面取决于劳

动能力的价值，另一方面，取决于每日消费劳动能力的时间长度，

或者说取决于正常工作日的长度。但是在劳动价格中，对劳动能

力价值的这种关系，从而必要劳动对剩余劳动的比例，完全被抹

去了。如果１２小时工作日的价格等于３先令，那么６小时的价格

便等于１１
２先令，一个小时的价格等于３便士。这样，全部劳动

时间都表现为支付了报酬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差别无

论如何也没有表现出来。实际上事情表现为这样：似乎３先令就

是十二小时劳动创造的价值，虽然它们只是这一价值的一半，这

样便产生了劳动价值的说法。在这里，和劳动价格不同的劳动价

值只是表示斯密称为劳动的自然价格的那种东西，即只是表示和

劳动的偶然价格不同的、由劳动能力价值决定的、劳动的调节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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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劳动价值完全是不合理的说法，它一方面使商品的价值由商

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同商品的价值由劳动价格决定这两者混

淆起来［ —１３１４］；这两种说法之间绝对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因为某一商品的价值是由其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总量决定的，而

劳动的价格只是表现这一总量中支付给工人的部分。另一方面，劳

动价值这种说法使得找到它的经济学家们（例如，李嘉图２１）反驳

这种矛盾的方法非常无力。但是即使在实践中的某些场合，也会

发现劳动价格同劳动能力价值的这种关系，例如，１８６０年在伦敦

的建筑业者等等的辩论中，以及后来的年代里反对实行小时工资

来代替日工资时的情况就是如此２２。例如，如果工人只受雇６小

时，并且依据上述假定这样来计算，即３先令是１２劳动小时的价

格，因此１１
２先令是６劳动小时的价格，而３便士是一个劳动小

时的价格，那么，工人完成的例如就是１１
２先令或长度为３小时

的剩余劳动，而他的必要劳动６小时就没有支付给他。为了从他

那里榨取３小时的剩余劳动，主人必须使他有可能为他自己完成

６小时必要劳动。当然，这种不让工人有可能完成必要劳动而又要

榨取剩余劳动的企图，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但是，从建筑

者们的辩论演讲中可以看到，他们很好地感觉到了，这种计算方

法至少从较长的时期来说使主人方面的这种企图成为可能，另一

方面，它是降低平均工资，使劳动能力贬值的非常狡猾的方法。劳

动能力的表现在货币上的价值是支付工人整个工作日的价格，所

以表现为整个工作日的直接价格，因为，尽管这一商品的买卖发

生在劳动实现以前，但是支付只是在劳动实现以后进行的。｝

在考察相对剩余价值时所阐述的关于劳动能力的价值和劳动

生产率成反比，并按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一程度而降低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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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２３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过是下述一般原理的个别应用：商品的价

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或劳动时间的多少决定，它的价值在

它可以用较少量劳动制造出来时会降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只不

过表明这样一些条件的发展，在这些条件下，同量商品（使用价

值）可以用已经减少的劳动量生产出来；可见，商品的价值随着

制造商品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降低。

［（ｃ）］过渡形式

｛我在这里谈的不是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向劳动对

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过渡，从而向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

的那些形式，而是谈的这样一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资本主义关

系在形式上还不存在，因而在这种形式下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还处

于资本发展成为它的生产资本的形式，而劳动本身具备雇佣劳动

的形式之前。这类 ［过渡］形式存在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前的

那些社会形态里；另一方面，这些过渡形式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

内部不断再生产出来，并且部分地由它本身再生产出来。

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的各种形式。关于这样一些过渡形式只

有在下述场合才能谈到：在实际生产者和剥削者之间形式上占统

治地位的是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或债务人和债主的变相关系），总

之，双方之间的交易内容不受奴隶和主人关系的制约，而他们彼

此作为形式上自由的人互相对立着。资本在其中出现的两种形式

（关于这一点，以后在第三篇２４再详谈），在资本控制直接生产关系

以前便成了这种意义上的生产资本，因此表现为统治生产的关

系，——这便是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生息资本）。这两种资本

０３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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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生产范围内表现为特殊的和派生的资本形式，而另一

方面，在较早的生产形式中则作为唯一的和原始的资本形式发挥

职能，这两种资本可能同实际生产者发生下述的关系：它们或是

表现为资本的洪水期前的形式，或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

身的条件下——表现为过渡形式，并且有一部分是由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在还没有从属于资本的生产方式中引起的。

［ —１３１５］例如，在印度，高利贷者（他从一开始就从农

民那里把未来的收成在成熟以前拿来作为抵押）预付给农民培育

棉花所必需的货币。农民一年必须支付４０—５０％。这里的劳动在

形式上还没有从属于资本。资本还不是把农民当作工人来雇用；农

民还不是雇佣工人，同样，使用他的劳动的高利贷者还不是产业

资本家。产品不归高利贷者所有，但是抵押在他那里。诚然，农

民用来变为生产资料的货币是他人的财产，但是他象支配自己的

东西一样来支配它，因为这是借给他的。

农民本身是自己的主人，他的生产方式是自主的独立小农的

传统生产方式。他不是在别人的领导下，为某个别人而劳动并且

从属于某个别人，所以不是作为雇佣工人从属于生产条件的占有

者。因此生产条件不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可见，这里甚至还没

有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关系，更没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

高利贷者不仅依然把农民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即用于他的必要

生活资料的再生产以外的全部剩余产品攫为己有，高利贷者还从

农民那里夺去一部分必要的生活资料，结果农民只是过着最可怜

的日子。高利贷者直接占有他人劳动以增加他的资本的价值，就

这一点而言，他的行为和资本家一样。但这是在使实际生产者成

为他的债务人，而不是使他成为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的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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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那样一种形式上进行的。这种形式加强对生产者的剥削，使剥

削达到顶点，根本不会随着采用资本主义生产——虽然起初劳动

还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而保证提高劳动生产率，并向特

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相反，这是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

式使劳动成为没有成效的劳动，把它置于最不利的经济条件下，并

且把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剥削同拥有劳动工具的独

立小私有者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但又没有后一生产方式在 ［社

会］不发达状况时期的那种优越性。在这里实际上生产资料不再

属于生产者，但是名义上从属于生产者，生产方式以小独立经济

的同样关系的形式，不过只是已被破坏的关系的形式保存下来。例

如，我们在罗马的贵族和平民之间，在小农，小块土地所有者和

高利贷者之间发现同样的关系。同时，这也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在

这种形式中，犹太人的资本在中世纪在他们作为债主出现在纯粹

农业民族时期的一切地方被创造出来。（和雇佣工人的奴隶制不同

的债务人的奴隶制。）

其次，在印度，在古老的公社制度已经瓦解的地方，我们发

现不是这样地贷放货币，而是租借劳动工具，例如租借的织布机

占５０—１００％。这种情况在英国完全再现出来，例如，在大工业的

影响下家庭工业所采取的形式，如织袜工人等等的情况便是这样。

由于采用机器而被排挤出来的大量人口，丧失了自己的生产资料，

他们在这种家庭工业的漫画式的形式中继续受生产资料所有者的

剥削，而这些生产资料并没有变成资本，或者说劳动并没有变成

雇佣劳动。在这里表现为利息的东西，不仅是全部剩余价值，而

且还有正常工资的一部分。只有成为凯里先生那样的“批判家”，

才能根据这种关系计算出这一或那一国家的利息率２５。（见另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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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本中所引用的关于财务法庭的引文。①）这种形式可能是向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同时］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副产

品。

适用于高利贷资本的情况，也适用于商业资本。它也能够形

成通往劳动从属于资本（起初是形式上的从属）的过渡形式。在

商人本身作为工业家起作用的一切地方都是这种情况。他预付原

料。开始时表现为独立生产的产品的买者。不过这一点应当在下

一节阐述２６。

而这一点所以必须在下一节阐述，只是因为这是通往资本主

义生产的过渡形式，并且因为这种形式用历史的例子表明，劳动

条件的异化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这种形式作为转化形式再

生产出来，在这种转化形式中资本主义生产再生产出家庭工业，最

令人厌恶的生产形式之一，这种形式只是由于采用机器才消失，和

这种形式相比，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 —１３１６］成了

救星。农业中的大生产和工厂制度所造成的大量过剩人口，在这

里得到这样一种方式的利用，这种方式可以为“资本家”节省一

部分资本的生产费用，并且使资本家能够直接利用工人的贫困来

进行投机。在实行计件活的条件下，——在伦敦的一部分裁缝业，

皮鞋匠，缝纫劳动等制度下情况就是这样。这里创造的剩余价值

不仅建立在加班劳动和攫取剩余劳动上，而且直接建立在对工资

的扣除上，工资降到大大低于它的正常的平均水平。

属于这一制度的有中间人制度和榨取血汗制度。“资本家”本

３３第五章 劳动对资本的从属。过渡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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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要加工的一定量的原料分发给中间人，这些中间人又把这种

材料分配给贫民区的不幸的居民，他们的水平低于正常的联合为

工联的工人的平均水平，如此等等。这些中间人又常常利用其他

的中间人，前者的利润只由他们支付给自己的正常工资和他们付

给别人的低于正常水平的工资之间的差额构成。只要利用这种制

度把足够数量的这类工人组织起来，最初的资本家便常常在中间

人使用这类工人的同一条件下直接使用他们。除此之外，这里明

显地出现管理劳动。用这种办法赚得了大量财产（见另一笔记本

中所引用的女裁缝的例子２７）。

“除了作为劳动供求关系的结果的工资率外，存在着更低的率，这可能是

工人贫困的结果。例如，在实行所谓‘榨取血汗制度’的那些部门里，作为

建立在供求关系上的工资率的适当结果，表现为血汗榨取者得到的金额。”

（托·登宁《工联和罢工：它们的哲理和意义》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６页）

“‘血汗的榨取者’就是承诺按照普通工资完成一定量工作而又让其他人

按较低价格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形成他的利润的这个差额，是从完成这项工

作的人身上‘榨取出来的血汗’。”（同上，注释）｝

（上面
２８
还应当补充关于不同生产领域从属于资本的引文：

“在‘安居乐业’是普遍格言的古老黄金时代，每人都满足于一个职业。

在棉纺织业中有织工、纺工、漂白工、染色工以及其他各种独立部门，所有

的人都靠他们各自行业的收入来生活，所有的人就象能够证明的那样是满足

的和愉快的。然而渐渐地，当行业的衰落发展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起初一

个部门被资本家所掌握，然后另一个部门又被资本家所掌握，直到所有的人

都被赶到和抛到劳动市场上去寻找他们在最好的情况下所能得到的谋生之

道。这样一来，虽然没有任何宪章保证这些人有做棉纺工、织布工、印染工

等的权利，但事情的发展却使他们掌握了一切…… 他们变成了万能行家，

然而就国家来看，他们在职业中恐怕是一行都不精的。”（《公共经济概论》

１８３３年卡赖尔版第５６页）

“采用机器的结果应当是下述二者之一：或者是人们能够劳动得少些，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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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人们能够有更多的生活福利。不幸的是，两者都没有实现。自从采用机

器以来，人们生活福利的数量减少了；人们不得不加倍劳动，人们求助于利

用儿童劳动，儿童甚至仅仅为自己每天的面包而劳动……犹太历史学家在谈

到梯特毁灭耶路撒冷时曾说过，既然一个毫无人性的母亲，竟牺牲自己的婴

儿来解除无法抑制的饥饿的痛苦，那么，耶路撒冷遭到了破坏，如此彻底的

破坏，是不足为奇的。”（同上，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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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

和非生产劳动２９

  ［ —１３１７］我们不仅看到了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

且看到了资本本身是怎样被生产出来的，资本作为一种发生了本

质变化的关系，是怎样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并在生产过程中发展起

来的。３０一方面，资本改变着生产方式的形态，另一方面，生产方

式的这种被改变了的形态和物质生产力的这种特殊发展阶段，是

资本本身的基础和条件，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前提。

因为活劳动——由于资本同工人之间的交换——被并入资

本，从劳动过程一开始就作为属于资本的活动出现，所以社会劳

动的一切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就和劳动的一般社会形

式在货币上表现为一种物的属性的情况完全一样。同样，现在社

会劳动的生产力和社会劳动的特殊形式，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和

形式，即物化劳动的，劳动的物的条件（它们作为这种独立的要

素，人格化为资本家，同活劳动相对立）的生产力和形式。这里，

我们又遇到关系的颠倒，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已经把这种关系颠

倒的表现称为拜物教。３１

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在意大利式

簿记中，他作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资本的这一作用，总是同他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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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单纯的个人相对立，而他作为单纯的个人就是仅仅作为私人

消费者，作为他自己的资本的债务人出现。）

资本的生产性（即使仅仅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首先在于强迫进行剩余劳动，强迫进行超过直接需要的劳动。这

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以前的生产方式所共有的，但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更加有利于生产的方式实行并采用这种强

迫的。

即使考察这种纯粹形式上的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的较不

发达阶段和较为发达阶段所共有的一般形式，生产资料，劳动的

物的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料）——也不是

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

是它们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是资本。资本使用劳动。３２

对工人来说，它们不是生产产品的手段，不论这些产品采取直接

生存资料的形式，还是采取交换手段，商品的形式。相反，工人

对它们来说倒是一个手段，它们依靠这个手段，一方面保存自己

的价值，另方面使自己的价值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吸收剩余

劳动，使自己的价值增殖。

这种关系在它的简单形式中就已经是一种颠倒，是物的人格

化和人的物化；因为这个形式和以前一切形式不同的地方就在于，

资本家不是作为这种或那种个人属性的体现者来统治工人，他只

在他是“资本”的范围内统治工人，他的统治只不过是物化劳动

对活劳动的统治，工人制造的产品对工人本身的统治。

但是，这种关系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显得更加神秘，是因为随

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这些直接物质的东西（它

们都是劳动产品；从使用价值来看，它们是劳动产品，又是劳动的

７３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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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条件；从交换价值来看，它们是物化的一般劳动时间或货币）

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就连社会地发展了的劳

动的形式——协作、工场手工业（作为分工的形式）、工厂（作为以

机器体系为自己的物质基础的社会劳动形式）——都表现为资本

的发展形式，因此，从这些社会劳动形式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

从而还有科学和自然力，也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事实上，协作中

的统一，分工中的结合，机器工业中自然力、科学和劳动产品的用

于生产，所有这一切，都作为某种异己的、物的东西，纯粹作为不依

赖于工人而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资料的存在形式，同单个工人相对

立，正如劳动资料本身在它们作为材料、工具等简单可见的形式

上，作为资本的职能，因而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同单个工人相对立

一样。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 —

１３１８］３３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

系；工人从属于资本，变成这些社会构成的要素，但是这些社会构

成并不属于工人。因而，这些社会构成，作为资本本身的形态，作

为不同于每个工人的单个劳动能力的、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

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下述情况的

发展越来越具有实在的形式。这些情况是：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能

力本身由于上述社会形式而发生了形态变化，以致它在独立存在

时，也就是说，处在这种资本主义联系之外时，就变得无能为力，它

的独立的生产能力被破坏了；另一方面，随着机器生产的发展，劳

动条件在工艺方面也表现为统治劳动的力量，同时又代替劳动，压

迫劳动，使独立形式的劳动成为多余的东西。工人的劳动的社会性

质作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化的东西同工人相对立（例如，在机器

生产部门，劳动的可见产品表现为劳动的统治者），在这个过程中，

８３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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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自然力和科学——历史发展总过程的产物，它抽象地表现了

这一发展总过程的精华——自然也发生同样的情况：它们作为资

本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科学及其应用，事实上同单个工人的技能

和知识分离了，虽然它们——从它们的源泉来看——又是劳动的

产品，然而在它们进入劳动过程的一切地方，它们都表现为被并入

资本的东西。使用机器的资本家不必懂得机器（见尤尔的著作３４）。

但是，在机器上实现了的科学，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而事实上，

以社会劳动为基础的所有这些对科学、自然力和大量劳动产品的

应用本身，只表现为剥削劳动的手段，表现为占有剩余劳动的手

段，因而，表现为属于资本而同劳动对立的力量。资本使用这一切

手段，当然只是为了剥削劳动，但是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

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

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

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反对单个工人的。

因为资本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资本本身是二重的：

交换价值（货币）；但是，它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因为它

是价值——创造价值、作为价值而增殖、取得一个增殖额的价值。

这种价值增殖归结为一定量物化劳动同较大量活劳动的交换。

使用价值；这里，资本是按照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一定关

系出现的。但是，正是在这里，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劳动

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以及

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一起［并

入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物的

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来，但

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

９３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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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力量来发展的。

这一切使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存在。

利润的研究３５不同于剩余价值的研究，不同之处在于，如果剩

余价值不变，利润可以由于劳动的一般条件使用上的节约，由于这

些条件使用上的整个节约而增加，例如，不管这种节约表现在建筑

物、取暖设备、照明设备等等的使用上；或者，表现为原动机的价值

并不和它的功率的提高按同一程度提高（也就是说，大工厂的原动

机的价值并不象分散的小企业中那样大）；或者，通过整批购买而

在原料价格上得到节约（这一点我们往后完全不予考察，因为在这

里，我们的前提是商品的价值不变，而不是市场价格，所以作为这

一点的前提的那些关系的发展不予考虑）；还有，在大规模［生产］

的情况下，传动机构得到节约；或者，边角废料数量很大，这些生产

排泄物本身可以重新成为供出售的商品（或者［ —１３１９］可以

作为生产资料重新进入本部门或另外某一部门的再生产过程）；行

政开支的减少；贮存大量商品的仓库并不按同样的比例变贵，而是

相对地较便宜，等等——所有这些情况，即在不变资本的绝对价值

及其对可变资本的比率不断增大的同时不变资本相对变便宜的情

况，是建立在劳动条件即原料以及劳动资料等等的共同使用上，而

这种共同使用｛这里最主要的事情是集中在较小的空间｝又要以

聚积在一起的工人的共同协作作为绝对的前提。与人的这种聚积

相适应的，是劳动条件的积聚，而与劳动条件的积聚相适应的，是

劳动条件的相对便宜化。可见，不变资本的相对便宜化在剩余价值

不变的情况下能够提高利润｛还应当考虑到运输工具的补偿，以

及生产上所必需的商品贮存手段的补偿｝，这本身只不过是劳动的

社会生产力的物的表现，并且只是来自劳动的社会结合。｛除了直

０４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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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生产过程中的这种节约以外，只可能还有不变资本价值的另一

种变动，这种变动来自从外部提供给这种直接生产过程的那些不

变资本要素的便宜化，——也就是说，这种节约不是这些商品作为

要素进入的劳动过程的组织的结果；但它是另外的生产领域中的

另外的劳动过程的结果。｝不过，所有这些种节约都不以剩余劳动

和剩余价值为转移，因为这些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事先就假定是

不变的。相反，工人所以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产品，是由

于协作，分工，最后，由于工人的劳动同机器（自然力）相结合，以及

由于工人劳动的方法（科学）。机器本身（完全象化学过程等等一

样）首先只是头和手的劳动结合的可感觉的产物，但在使用机器的

过程中，机器导致结合劳动的使用，并且只是作为在工人的劳动能

力和工人结合的更高水平上进行剥削的手段来创造剩余价值。

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

括在资本中的东西（而这种科学作为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技能脱

离开来的东西，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只可能依靠劳动的社

会形式），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社会

本身的普遍发展，由于在对劳动的关系上这种发展被资本所利用，

所以对于劳动来说作为资本的生产力起作用，因而也表现为资本

的发展，而且，越是随着这种发展而发生劳动能力的贫乏化，至少

是大量劳动能力的贫乏化，就越是表现为资本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结果，——除了在这里只是表现为劳动

剥削手段的社会劳动本身的生产力发展以外，——是产品量的增

加，而所有这些劳动剥削手段也是增加和大量增多产品的手段，因

为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现在产品量的这种增加上。如果从这方面

考察资本主义生产，那么这种生产就是物对人的统治，因为创造越

１４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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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多的，质量越来越好的，越来越多种多样的使用价值——创造

大量的社会财富——表现为这样一种目的，劳动能力只是达到这

种目的的手段，并且只有把劳动能力变成片面的和非人的东西，才

能达到这种目的。

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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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２０）绝

对量，从而增加工人的在业人数。”（《韦斯明斯特评论》１８２６年１月第１２３

页）３６

“整个来看，资本家阶级是处在一种正常的状况下，即处在他的福利与社

会进步并驾齐驱的状况中。”（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７５页）

“资本家是最道地的社会人，他代表文明。”（同上，第７６页）“资本的生产力无

非是资本家能够借助于自己的资本来加以支配的现实生产力的数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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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页）

“资本是……集体力量。”（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

伦敦第３版第１６２页）

“资本不过是文明的另一名称。”（同上，第１６４页）

｛生产条件的节约完全建立在集中在一地的并互相协作的大

量工人共同使用这些生产条件上，因而建立在这些工人劳动的这

种社会性质上。因为劳动条件作为许多合作的［工人的］劳动条件，

比孤立的单个劳动者的分散的、重复的、一切俱全的劳动条件要便

宜，或者在较小的程度上比联合起来的、但仍然分得很细的劳动条

件要便宜。应当更详细地考察：（１）许多人所必需的、共同利用的

“主体”劳动条件，如建筑物、取暖设备、照明设备上的节约；（２）由

生产工具的集中所造成的节约，即传动机构上的节约；（３）推动原

动机的能源的节约。不变资本便宜化的其他方式建立在发明的基

２４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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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并且属于不变资本的另一类便宜化，即不是由直接使用不变

资本的那些条件所造成的便宜化，而是由把这些不变资本作为产

品生产出来的那些生产领域中的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所造成的便宜

化。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并不以工人和劳动资料的积聚所造成的

节约为满足。另一类节约是由于轻视“不值分文的”人身材料而造

成的；也就是由于下面这些情况造成的：人们密集在拥挤不堪的通

风很差的工作场所，不遵守安全设备规章制度，如危险的机器缺乏

防护设备、矿山中井筒的数量不足等等。这种情况以后要举一些例

子。｝

因此，资本是生产的：

（１）作为强迫进行剩余劳动的力量；

（２）作为吸收和占有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

学）的力量和作为这些力量的人格化。

试问：既然劳动的生产力已经转给了资本，而同一生产力不能

计算两次，一次作为劳动的生产力，另一次作为资本的生产力，那

么，同资本相对立的劳动，怎样或者说为什么表现为生产的，表现

为生产劳动呢？｛劳动的生产力就是资本的生产力。而劳动能力所

以是生产的，是由于它的价值和它创造的价值之间有差别。｝

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当作生产的绝对形式、因而当作

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的资产阶级狭隘眼界，才会把从资本的观

点来看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同一般说来哪一种劳动是生产的

或什么是生产劳动的问题混为一谈，并且因此自作聪明地回答说，

凡是生产某种东西、取得某种结果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

只有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使可变资本成为

３４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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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变的量，因而［使整个资本Ｃ］等于Ｃ十 的劳动，才是生产的。

假定可变资本在同劳动交换之前等于ｘ，这样，我们得到等式ｙ＝

ｘ，那么，把ｘ变为ｘ＋ｈ、把等式ｙ＝ｘ变为等式ｙ′＝ｘ＋ｈ的那种

劳动，是生产劳动。这是需要说明的第一点。这里谈的是创造剩余

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作为使资本能够形成剩余价值，因而能够

表现为资本，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因素来为资本服务的劳动。

第二，劳动的社会的和一般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但是

这种生产力只同劳动过程有关，或者说，只涉及使用价值。它表现

为作为物的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表现为资本的使用价值。它不直接

涉及交换价值。无论是１００个工人一起劳动，还是他们各自单独劳

动，他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都等于１００个工作日，不管这些工作

日表现为许多产品或很少产品；换句话说，这些产品的价值不取决

于劳动生产率。

［ —１３２１］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只在一个方面涉及交换价

值。

举例来说，如果劳动生产率在某一个生产部门有了发展，例如

用机器织机代替手工织机来生产布，已经不是例外的情况，用机器

织机织１码布所需的劳动时间，只是用手工织机织１码布所需的

劳动时间的一半，那么，一个手工织工的１２小时就不再表现为１２

小时的价值，而只是表现为６小时的价值，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现在

缩短为６小时了。手工织工虽然同以前一样劳动１２小时，但他的

１２小时现在只等于６小时的社会劳动时间。但是，这里谈的不是

这一点。相反，如果我们拿另一个生产部门例如排字来看，在这里

还没有使用机器，那么这个部门中的１２小时创造的价值，同机器

等等最发达的生产部门中的１２小时创造的价值完全一样多。因

４４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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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作为价值的创造者，劳动总是单个工人的劳动，不过表现为一

般劳动。因此，生产劳动，作为生产价值的劳动，总是作为单个劳动

能力的劳动、单个工人的劳动同资本相对立，而不管这些工人在生

产过程中参加什么样的社会结合。所以，同工人相对立的资本，代

表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而同资本相对立的工人的生产劳动，始终只

代表单个工人的劳动。

第三，如果说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和占有劳动的社会生产力，

看来是资本的自然属性，因而看来是从资本的使用价值中产生的

属性，那么，反过来说，把劳动自己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

产力，把劳动生产的剩余产品表现为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的

自行增殖，看来就是劳动的自然属性。

这三点现在要详细探讨一下，并从中得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

劳动的差别。

关于第一点。资本的生产性在于资本同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

相对立，而劳动的生产性在于劳动同作为资本的劳动资料相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货币转化为资本，就是说，一定的交换价值转

化为自行增殖的交换价值，转化为价值加剩余价值，是由于这个交

换价值有一部分转化为在劳动过程中用作劳动资料（原料、工具，

总之，劳动的物的条件）的商品，而另一部分则用于购买劳动能力。

但是使货币转化为资本的，不是货币和劳动能力的最初交换，不是

购买劳动能力这一事实本身。这种购买把被使用的劳动能力在一

定时间内并入资本；换句话说，使一定量的活劳动成为资本本身的

存在形式之一，可以说，成为资本本身的隐德来希①。在实际生产

５４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① 活动、现实、效能的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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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程中，活劳动转化为资本，是由于活劳动一方面把工资再生产出

来，也就是把可变资本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又创造一个剩

余价值；由于这个转化过程，整个［最初的］货币额就都转化为资

本，虽然这个货币额中直接发生变化的部分，只是用于工资的那一

部分。如果原先价值等于ｃ＋ｖ，它现在就等于ｃ＋（ｖ十ｘ），或者同

样可以说，（ｃ＋ｖ）＋ｘ；换句话说，原来的货币额，原来的价值量，在

劳动过程中已经增殖，表现为既保存自己同时又增大自己的价值。

（必须指出：只有资本的可变部分才创造资本的增殖额，这种

情况丝毫也不改变以下事实，即通过这个过程，全部原有价值增大

了，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量；因此，仍然是全部原有的货币额都转

化为资本。因为原有价值等于ｃ＋ｖ（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上

述过程中，这个价值转化为ｃ＋（ｖ＋ｘ）；ｖ＋ｘ是再生产出来的部

分，是通过活劳动转化为物化劳动产生的，而这个转化是由ｖ同劳

动能力的交换，由可变资本转化为工资所决定和引起的。但是，ｃ＋

（ｖ＋ｘ）＝（ｃ＋ｖ）（原有资本）＋ｘ。此外，ｖ所以能转化为ｖ＋ｘ，也就

是说，（ｃ＋ｖ）所以能转化为（ｃ＋ｖ）＋ｘ，，只是由于货币的一部分已

转化为ｃ。一部分货币所以能转化为可变资本，只是由于另一部分

货币转化为不变资本。）

劳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实际上转化为资本，但是，这个转化是

由货币同劳动能力的最初交换决定的。只是由于劳动直接转化为

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的物化劳动，货币才转化为资本，就连已

经取得生产资料即劳动条件的形式的那一部分货币也是这样。在

此以前，货币不论以它本身的形式存在，或者以那种在［实物］形式

上可以充当生产新商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的商品（产品）的形式存

在，都只不过从可能性来说是资本。

６４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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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２２］只有这种对劳动的一定关系才使货币或商品

转化为资本，只有由于自己对生产条件的上述关系（在实际生产过

程中有一定的关系同这个关系相适应）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

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换句话说，只有使那种同劳动能力相对立

的、独立化了的物化劳动的价值保存并增殖的劳动，才是生产劳

动。生产劳动不过是对劳动能力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具

有的整个关系和方式的简称。但是，把生产劳动同其他种类的劳动

区分开来是十分重要的，因为这种区分恰恰表现了那种作为整个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本本身的基础的劳动的形式规定性。

由此可见，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生产劳动是给使用劳动的

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或者说，是把客观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

把客观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转化为资本家的劳动，所以，这是把自己

的产品作为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

因此，我们所说的生产劳动，是指社会地规定了的劳动，这种

劳动包含着劳动的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一个十分确定的关系。

虽然劳动能力的买者手中的货币或商品（生产资料和工人的

生活资料），只有经过上述过程，只有在上述过程中才转化为资本

（这些东西在进入过程之前并不是资本，而只是必将变成资本），但

是，它们从可能性来说是资本。它们所以是资本，是由于它们作为

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劳动能力相对立，而劳动能力也作为某种独立

的东西同它们相对立，在这里有一种关系，它决定着并保证着它们

同劳动能力的交换以及随后发生的劳动实际上转化为资本的过

程。在这里，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它们同工人的关系中，从一开

始就具有一种社会规定性，这种社会规定性使它们变成资本，给它

们以支配劳动的权力。因此，它们在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情况

７４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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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是劳动的前提。

因此，生产劳动可以说是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的劳动，

或者说，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不过是前一说法的简化），也

就是直接同这样的货币交换的劳动，这种货币从可能性来说就是

资本，预定要执行资本的职能，换句话说，作为资本同劳动能力相

对立。“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句话的意思是指劳动同作为资

本的货币交换，并使这些货币在实际上转化为资本。从“直接”一词

产生什么后果，现在就要作更详细的说明。

因此，生产劳动是这样的劳动，它为工人仅仅再生产出事先已

经确定了的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可是同时，它作为创造价值的活

动却增大资本的价值，换句话说，它把它所创造的价值作为资本同

工人本身相对立。

我们在考察生产过程时３７已经看到，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

应该区别两个互相制约但本质上不同的环节。

第一，劳动同资本的最初交换是一个形式上的过程，其中资本

作为货币出现，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现。在这第一个过程中，劳动

能力的出卖是观念上或法律上的出卖，尽管劳动要等到完成之后，

也就是要在一日、一周等等末了才支付报酬。这种情况对于出卖劳

动能力的交易并无影响。这里直接被出卖的，不是包含已经物化了

的劳动的商品，而是劳动能力本身的使用，因此，实际上是劳动本

身，因为劳动能力的使用表现在它的动作——劳动上。也就是说，

这里不是通过商品同商品的交换而完成的劳动同劳动的交换。如

果Ａ把靴子卖给Ｂ，那么他们两人交换的是劳动：一个换出的是

物化在靴子中的劳动，另一个换出的是物化在货币中的劳动。但这

里拿来交换的，在一方，是一般社会形式的，即作为货币的物化劳

８４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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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另一方，是还只作为能力存在着的劳动；在这里，虽然被出卖的

商品的价值不是劳动的价值（一个不合理的用语），而是劳动能力

的价值，但是，被买卖的对象却是这个劳动能力的使用，即劳动本

身。因此，这里发生的是物化劳动同实际上化为活劳动的劳动能力

的直接交换，也就是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交换。因此，工资——劳

动能力的价值——如前所说３８，就表现为劳动的直接的购买价格，

表现为劳动的价格。

在这第一个环节中，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是商品的卖者和买

者的关系。资本家支付劳动能力的价值，即他所购买的商品的价

值。

但是，同时，劳动能力所以被购买，只是因为这个劳动能力

能够完成和有义务完成的劳动量比再生产劳动能力所需要的劳动

量大；因此，这个劳动能力所完成的劳动，表现为一个比劳动能

力的价值大的价值。

［ —１３２３］第二，资本同劳动的交换的第二个环节，实

际上同第一个环节毫无关系，严格地说，这个环节根本不是交换。

第一个环节的特点是货币同商品的交换——等价物的交换；

在这里，工人和资本家仅仅作为商品所有者彼此对立。交换的是

等价物（就是说，交换实际上在什么时候实现，并不会使这个关

系有丝毫变化；劳动的价格究竟高于或低于劳动能力的价值，还

是等于后者的价值，并不会使这个交易的性质有丝毫变化。因此，

这个交易可以按照商品交换的一般规律来进行）。第二个环节的特

点是根本不发生任何交换。货币所有者不再是商品的买者，而工

人也不再是商品的卖者。货币所有者现在执行资本家的职能。他

消费他所购买的商品；工人则提供这个商品，因为他的劳动能力

９４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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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使用就是他的劳动本身。通过前一个交易，劳动本身变成了物

质财富的一部分。工人完成这个劳动，但是他的这个劳动是属于

资本的，从此以后，只是资本的一种职能而已。因此，这个劳动

是在资本的直接监督和管理之下完成的；而这个劳动借以物化的

产品，是资本借以表现的新形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实际

上借以实现为资本的新形式。因此，劳动通过第一个交易已经在

形式上被并入资本之后，在这个过程中，就直接物化为资本，直

接转化为资本。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的劳动量，比以前用于购买

劳动能力的资本量大。在这个过程中，一定量的无酬劳动被占有

了，只是因为这个缘故，货币才转化为资本。

虽然这里事实上没有发生交换，可是，如果撇开中介不谈，我

们看到，结果是，在这个过程中——把两个环节结合在一起——一

定量的物化劳动同较大量的活劳动相交换。整个过程的结果表现

为：物化在自己产品中的劳动，大于物化在劳动能力中的劳动，因

而大于作为工资支付给工人的物化劳动；换句话说，过程的实际结

果在于，资本家不仅收回了他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而且得到

了一个完全是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劳动同资本的直接交换在这

里的意思是：（１）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变成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

这个转化是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２）一定量的物化劳动与等量活

劳动加一个不经过交换而占有的活劳动的追加量相交换。

“生产劳动是直接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个说法，包括上述所

有环节，它不过是从下面这个论点派生出来的提法：生产劳动是

这样的劳动，它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它同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相

交换；因而，它也决不是简单地作为不带特殊社会规定性的劳动

同这些生产条件——在这里不是简单地只作为生产条件出现——

０５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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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关系。

这包括：（１）货币和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彼此对立的关系，货

币所有者和劳动能力所有者之间的买和卖；（２）劳动直接从属于

资本；（３）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实际转化为资本，或者同样可

以说，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这里发生了劳动和资本之间的

双重的交换。第一种交换只表示对劳动能力的购买，所以，从

实际结果来看，就是对劳动的购买，因而也是对劳动产品的购买。

第二种交换是活劳动直接转化为资本，或者说，作为资本的实现

的活劳动的物化。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

也不是商品，即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它的结果，它的

产品，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因而，是货币或商品实际转化为

资本；而在生产过程之前，货币或商品仅仅从自己的目的来说，从

可能性来说，从自己的使命来说，才是资本。生产过程吸收的劳

动量，比购买的劳动量大。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这种对别人无酬

劳动的吸收、［ —１３２４］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目

的；因为资本本身（因而资本家本身）的任务，既不是生产直接

供自己消费的使用价值，也不是生产用来转化为货币再转化为使

用价值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发财致富，是价值的增殖，

是价值的增大，因而是保存原有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资本只有

在同劳动交换（这种劳动因而被称为生产劳动）之后，才能得到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出来的这种特殊的产品。

用来生产商品的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必须生产某种使用价

值，必须表现为某种使用价值。所以，只有表现为商品、也就是

表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才是同资本交换的劳动。这是不言而喻

１５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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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前提。但是，不是劳动的这种具体性质，不是劳动的使用价值

本身，因而，不是由于劳动是例如裁缝的劳动、鞋匠的劳动、纺

工的劳动、织工的劳动等等——不是这一点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

殊使用价值，不是这一点使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打上生产

劳动的印记。构成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用价值的，不是劳动的一

定的有用性质，也不是劳动借以物化的产品的特殊有用性质。劳

动对资本的使用价值，是由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因素的

性质决定的，是由这种劳动固有的抽象劳动的性质决定的；但是，

问题不在于劳动一般地代表着这种一般劳动的一定量，而在于劳

动代表着一个比劳动价格即劳动能力的价值所包含的抽象劳动量

大的抽象劳动量。对资本来说，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在于劳动

能力提供的劳动量超过物化在劳动能力本身因而为再生产劳动能

力所需要的劳动量的余额。劳动当然是以它作为特殊的有用劳动

（如纺纱劳动、织布劳动等等）所固有的一定形式被提供的。但是，

劳动的这种使自己能表现为商品的具体性质，不是劳动对资本的

特殊使用价值。对资本来说，劳动的这种特殊使用价值，在于劳

动作为一般劳动所提供的劳动量，并且在于所完成的劳动量超过

构成劳动报酬的劳动量的余额。

一定的货币额ｘ变成资本，是由于它在它的产品中表现为ｘ

＋ｈ，也就是由于作为产品的货币额所包含的劳动量，大于这个货

币额原来包含的劳动量。而这是货币同生产劳动相交换的结果，换

句话说，只有那种在同物化劳动交换时能使物化劳动表现为一个

增大了的物化劳动量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并不单纯是商品生产。它是一个吸

收无酬劳动的过程，是一个使生产资料（材料和劳动资料）变为

２５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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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生产劳动是对劳动所下的同劳动的一

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效用或劳动所借以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

对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定义。

同一种劳动可以是生产劳动，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

例如，密尔顿创作《失乐园》得到５镑，他是非生产劳动者。

相反，为书商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家，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

出于同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

动表现。后来，他把作品卖了５镑。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编写书

籍（例如政治经济学大纲）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者作家却是生产

劳动者，因为他的生产从一开始就从属于资本，只是为了增加资

本的价值才完成的。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是，

同一个歌女，被剧院老板雇用，老板为了赚钱而让她去唱歌，她

就是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

［ —１３２５］这里产生了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我买一条现成的裤子呢，还是买布请一个裁缝到家里来做一

条裤子，我对他的服务（即他的缝纫劳动）支付报酬，——这对我是

完全无关紧要的，因为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裤子本身。我不请裁缝

到家里来，而是到服装商人那里去买裤子，是因为前一种方式花费

大，而缝纫业资本家生产的裤子，比裁缝在我家做的裤子，花费的

劳动少，也就便宜。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都不是把我用来买裤

子的货币变成资本，而是变成裤子；在这两种情况下，对我来说，都

是把货币单纯用作流通手段，即把货币转化为一定的使用价值。因

此，虽然在一种情况下，货币同商品交换，在另一种情况下，货币购

买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它只是执行货币的职能，确切些说，执行

３５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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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手段的职能。另一方面，［那个在我家里劳动的］裁缝不是生产

劳动者，虽然他的劳动给我提供产品——裤子，而给他自己提供他

的劳动的价格——货币。可能，这个裁缝提供的劳动量，大于他从

我这里得到的报酬中包含的劳动量；这甚至是完全可能的，因为他

的劳动的价格，是由作为生产劳动者的裁缝所取得的价格决定的。

但是，这对我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价格一经确定之后，他劳动８小

时还是劳动１０小时，对我都一样。对我来说，有意义的只是使用价

值——裤子，并且，不论我用前一种方式或后一种方式购买裤子，

我所关心的当然是尽量少支付；在第一种情况下和第二种情况下，

我同样关心的是：我支付的价格在两种情况下，都不应该超过正常

价格。这是用于我的消费的一笔支出，这不是我的货币的增加，倒

是我的货币的减少。这决不是发财致富的手段，正如用于我个人消

费的任何一笔货币支出，都不是发财致富的手段一样。保尔·德·

科克小说中的一位“学者”３９会对我说，如果没有这种购买，就象不

购买面包一样，我就不能生活，因而也就不能发财致富了；因此，这

种购买是我发财致富的一个间接手段，或者说，至少是一个条件。

根据同样的理由，可以认为我的血液循环、我的呼吸过程也是我发

财致富的条件。但是，无论我的血液循环，还是我的呼吸过程，就其

本身而论，都决不能使我发财致富，相反，两者都是以代价昂贵的

新陈代谢为前提的，如果完全不需要这种新陈代谢，世界上也就没

有穷人了。因此，货币和劳动之间的单纯的、直接的交换，既不会使

货币转化为资本，也不会使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什么是这种交换

的最大特点呢？这种交换与货币和生产劳动之间的交换有什么不

同呢？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这里货币是作为货币，作为交换价值

的独立形式支出的，这个交换价值应该转化为某种使用价值，生活

４５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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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个人消费品。在这里，货币不变成资本，相反，为了作为使用

价值来消费，它不再作为交换价值而存在。另一方面，在这里，劳动

只是作为使用价值，作为把布做成裤子的服务，作为依靠它的一定

有用性质给我提供的服务，才使我感到兴趣。相反，同一个裁缝向

雇用他的缝纫业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决不在于他把布做成裤子，而

在于物化在裤子中的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１２小时，而裁缝所得的工

资只等于６小时。因此，裁缝向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在于他无偿地

劳动了６小时。这件事以缝制裤子的形式出现，只是掩盖了实际的

关系。因此，缝纫业资本家一有可能就设法把裤子再转化为货币，

就是说，转化为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缝纫劳动的一定性

质完全消失，而已经提供的服务就不是表现为［ —１３２６］由一

定货币额代表的６小时劳动时间，而是表现为由加倍的货币额代

表的１２小时劳动时间。

我购买缝纫劳动，是为了取得它作为缝纫劳动所提供的服务，

来满足我穿衣的需要，也就是为我的一种需要服务。缝纫业资本

家购买缝纫劳动，是把它当作使一个塔勒变成两个塔勒的手段。我

购买缝纫劳动，是因为它生产一定的使用价值，提供一定的服务。

资本家购买缝纫劳动，是因为它提供的交换价值额大于花在它上

面的费用，也就是说，是因为它对资本家说来，纯粹是一个用较

少劳动交换较多劳动的手段。

凡是货币直接同不生产资本的劳动即非生产劳动相交换的地

方，这种劳动都是作为服务被购买的。服务这个名词，一般地说，

不过是指这种劳动所提供的特殊使用价值，就象其他一切商品也

提供自己的特殊使用价值一样；但是，这种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

在这里取得了这个特殊名称，是因为劳动不是作为物，而是作为

５５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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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提供服务的，可是，这一点并不使它例如同某种机器（如钟

表）有什么区别。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

我给为了你给，４０在这里是同一关系的、意义完全相同的几种形

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给为了你做这个形式所表示的，是

被付出的具有物的形式的价值同被占有的活的活动之间的极为特

殊的关系。因此，既然对服务的购买中完全不包含劳动和资本的

特殊关系（在这里，这个关系或者完全消失了，或者根本不存

在），那么，对服务的购买，自然成为萨伊和巴师夏之流最喜欢用

来表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的形式。４１

这些服务的价值如何确定，这个价值本身如何由工资规律决

定，这是同我们这里研究的关系完全无关的问题，这个问题要在

工资那一章考察。

由此可见，单是货币同劳动的交换，还不能使劳动转化为生

产劳动，另一方面，这种劳动的内容最初是无关紧要的。

工人自己可以购买劳动，就是购买以服务形式提供的商品，他

的工资花在这些服务上，同他的工资花在购买其他任何商品上，是

没有什么不同的。他购买的服务，可以是相当必要的，也可以是不

太必要的：例如，他可以购买医生的服务，也可以购买牧师的服务，

就象他可以购买面包，也可以购买烧酒一样。工人作为买者，即作

为同商品对立的货币的代表，同仅仅作为买者出现，即仅仅把货币

换成商品形式的资本家，完全属于同一个范畴。这些服务的价格怎

样决定，这种价格同真正的工资有什么关系，它在什么程度上受工

资规律的调节，在什么程度上不受工资规律的调节，这些问题，应

当在研究工资时加以考察，同当前的研究完全无关。

可见，如果说单是货币同劳动的交换还不能使劳动转化为生

６５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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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还不能使货币转化为资本，那么，劳动的

内容、它的具体性质、它的特殊效用，看来最初也是无关紧要的；我

们前面已经看到，同一个裁缝的同样的劳动，在一种情况下表现为

生产劳动，在另一种情况下却表现为非生产劳动。

某些服务，或者说，作为某些活动或劳动的结果的使用价值，

体现为商品，相反，其他一些服务却不留下任何可以捉摸的、同提

供这些服务的人分开存在的结果，或者说，其他一些服务的结果不

是可以出卖的商品。例如，一个歌唱家为我提供的服务，满足了我

的审美的需要，但是，我所享受的，只是同歌唱家本身分不开的活

动，他的劳动即歌唱一停止，我的享受也就结束；我所享受的是活

动本身，是它引起的我的听觉的反应。这些服务本身，同我买的商

品一样，可以是确实必要的，或者仅仅看来是必要的，例如士兵、医

生和律师的服务，——或者它们可以是给我提供享受的服务。但

是，这丝毫不改变它们的经济性质。如果我身体健康，用不着医生，

或者我有幸不必去打官司，那我就会象避开瘟疫一样，避免把货币

花在医生或律师的服务上。

［ —１３２８］４２有些服务也可以是强加于人的，例如官吏的

服务等等。

如果我自己购买，或者别人为我购买一个教师的服务，其目的

不是发展我的才智，而是让我学会赚钱的本领，而我又真的学到了

一些东西（这件事就它本身来说，完全同对于教师的服务支付报酬

无关），那么，这笔学费同我的生活费完全一样，应归入我的劳动能

力的生产费用。但是，这种服务的特殊效用丝毫不改变现有的经济

关系；在这里，货币没有转化为资本，换句话说，我对这个提供服务

的人即教师来说，并没有成为资本家，没有成为他的主人。因此，医

７５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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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否把我的病治好了，教师的教导是否有成效，律师是否使我打

赢了官司，对于这种关系的经济性质来说，也完全是无关紧要的。

在这里，被支付报酬的是服务本身，而就服务的性质来说，其结果

是不能由提供服务的人保证的。很大一部分服务的报酬，属于商品

的消费费用，如女厨师、女佣人等等的服务。

一切非生产劳动的特点是，支配多少非生产劳动——象购买

其他一切供消费的商品的情况一样——是同剥削多少生产工人成

比例的。因此，生产工人支配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的可能性，比一

切人都要少，虽然他们对强加于他们的服务（国家、赋税）支付报酬

最多。相反，我使用生产工人的劳动的可能性，同我使用非生产劳

动者的劳动决不是成比例地增长；相反，这里是成反比例。

对我来说，甚至生产工人也可以是非生产劳动者。例如，如果

我请人来把我的房子裱糊一下，而这些裱糊工人是完成我的这项

订货的老板的雇佣工人，那么，这个情况，对我来说，就好比是我买

了一所裱糊好的房子，也就是说，好比是我把货币花费在一个供我

消费的商品上。可是，对于叫这些工人来裱糊的那位老板来说，他

们是生产工人，因为他们为他生产剩余价值。

那些不雇用工人因而不是作为资本家来进行生产的独立的手

工业者或农民的情况又怎样呢？他们——这是农民的典型情况｛

但是，比方说，我在家里雇用的园丁却不是这样｝——可以是商品

生产者，而我向他们购买商品，至于手工业者按订货供应商品，农

民按自己资金的多少供应商品，这些情况并不会使问题有丝毫改

变。在这种场合，他们是作为商品的卖者，而不是作为劳动的卖者

同我发生一定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毫

无共同之处，因此，在这里也就用不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

８５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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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这种区分的基础在于，劳动是同作为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

是同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因此，农民和手工业者虽然也是商品

生产者，却既不属于生产工人的范畴，又不属于非生产劳动者的范

畴。但是，他们是自己的生产不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商品生

产者。可能，这些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生产者，不仅再生

产了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并且，他们的地位容

许他们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或剩余劳动的一部分（因为其余部分

以税收等形式从他们那里拿走了）。这里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社

会所具有的特点，在这个社会中一定的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但是

还不是这个社会的一切生产关系都从属于它。例如，在封建社会

中，连那些同封建主义的实质相距很远的关系，也具有封建的外貌

（这一点我们在英国可以看得最清楚，因为封建制度是现成地从诺

曼底移进英国的，而它的形式给英国固有的、许多方面都和它不同

的社会制度打上了印记）。例如，同领主和陪臣相互间的亲身服务

毫无关系的单纯货币关系，也具有了封建的外貌。关于小农凭封地

权占有自己土地的虚构，也是一个例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

情况也完全一样。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分裂为两重身分。①作为生

产资料的所有者，他是资本家；作为劳动者，他是他自己的雇佣工

人。因此，他作为资本家，自己给自己支付工资，从自己的资本中取

得利润，就是说，剥削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他以剩余价值的形式

向自己支付那应由劳动向资本交付的贡物。同样，也许他还向作为

土地所有者的自己支付第三个部分（地租），就象我们后面要看到

的４３工业资本家那样，工业资本家在自己企业中使用自己的［

９５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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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９］资本，向自己支付利息，并且把这种利息看成他不是作

为工业资本家而是单纯作为资本家所应得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

产中，生产资料（它们表现一定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社会规定性

同生产资料本身的物质存在是这样地结合在一起，而在资产阶级

社会的观念中，这种社会规定性同这种物质存在是这样地不可分

离，以致这种社会规定性（表现为一定的范畴）甚至也被用到同它

直接矛盾的那些关系上去了。生产资料只有当它独立化，作为独立

的力量来反对劳动的时候，才成为资本。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场合，

生产者——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所有者。因

此，这些生产资料不是资本，而劳动者也不是作为雇佣工人同这些

生产资料相对立。然而，这些生产资料被看作资本，而劳动者自己

分裂为两重身分，结果就是他作为资本家来雇用他自己这个工人。

这种表现方式，初看起来虽然很不合理，可是从下述意义来看，实

际上还是表现了某种正确的东西。在我们考察的场合，生产者的确

创造他自己的剩余价值｛假定生产者按商品的价值出卖他的商

品｝，或者说，物化在他的全部产品中的，只是他自己的劳动。但是，

他能够自己占有他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他的产品价值超过他的

譬如一天劳动的平均价格４４的余额没有被第三者即老板占有，这

并不是靠他的劳动（就这方面来说，他同其他工人毫无区别），而是

仅仅靠他占有生产资料。因此，仅仅由于他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他

自己的剩余劳动才归他所有，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作为他自己的资

本家同他自己这个雇佣工人发生关系。在现在这个社会中，分离表

现为正常的关系。因此，在实际上没有分离的地方，也假定有分离，

并且象刚才已经指出的，这在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因为（和例如

古罗马、挪威以及美国西北部的社会关系不同）在这里，结合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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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某种偶然的东西，而分离却表现为某种正常的东西，因

此，即使在各种不同的职能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地方，分离

还是被作为一定的关系来坚持。这里表现得非常明显：资本

家本身不过是资本的职能，工人本身不过是劳动能力的职能。并

且这是一条规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职能分配在不同的人身

上，而且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的手工业者或农民，不是逐渐

变成剥削别人劳动的小资本家，就是丧失自己的生产资料｛最常

见的是后一种情况，即使他仍然是生产资料的名义上的所有者，例

如农民在抵押借款的时候就是这样｝，变成雇佣工人。这是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的发展趋势。因此，在考察资

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关系时，可以假定｛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

接近这个情况；因为这是原则目标，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劳动

生产力的发展才达到最高峰｝，整个商品世界，物质生产即物质财

富生产的一切领域，都（在形式上或者实际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这个假定表示［上述过程的］极限，并且越来越接近于现实

情况的正确表述。按照这个假定，一切从事商品生产的工人都是雇

佣工人，而生产资料在所有物质生产领域中，都作为资本同他们相

对立。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生产工人即生产资本的工人的特

点，是他们的劳动物化在商品中，物化在物质财富中。这样一来，生

产劳动，除了它那个与劳动内容完全无关、不以劳动内容为转移的

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之外，又得到了与这个特征不同的第二个定

义，补充的定义。

在非物质生产中，甚至当这种生产纯粹为交换而进行，因而

纯粹生产商品的时候，也可能有两种情况：

（１）生产的结果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它们具有离开生产者

１６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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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消费者而独立的形式，起而能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一段时间内

存在，并能在这段时间内作为可以出卖的商品而流通，如书、画

以及一切脱离艺术家的艺术活动而单独存在的艺术作品。在这里，

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很有限的规模上被应用，例如，一个作家在

编一部集体著作百科全书时，把其他许多作家当作助手来剥削。

［ —１３３０］这里的大多数情况，都还只局限于向资本主义生产

过渡的形式，就是说，从事各种科学或艺术的生产的人，工匠或

行家，为书商的总的商业资本而劳动，这种关系同真正的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无关，甚至在形式上也还没有从属于它。在这些过渡

形式中，恰恰对劳动的剥削最厉害，但这一点并不改变事情的本

质；（２）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如一切表演艺术家、演说家、

演员、教员、医生、牧师等等的情况。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能够应用，并且就事物的本性来说，只

能在某些领域中应用。例如，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

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

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却是

生产工人。老板用他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

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

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说来，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

说来，是生产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在这个领域中的所有这些表现，

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

在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许多工人共同生产同一个商

品；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这些或那些工人的劳动同生产对

象之间直接存在的关系，自然是各种各样的。例如，前面提到过

的那些工厂小工４５，同原料的加工毫无直接关系；监督直接进行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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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加工的工人的那些监工，就更远一步；工程师 ［对生产的物

品］又有另一种关系，他主要只是从事脑力劳动，如此等等。但

是，所有这些具有不同价值的劳动能力（虽然使用的劳动量大致

是在同一水平上）的劳动者的总体进行生产的结果——从单纯的

劳动过程的结果来看——表现为商品或一个物质产品。所有这些

劳动者合在一起，作为一个生产集体，是生产这种产品的活机器，

就象从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他们用自己的劳动同资本交换，把资

本家的货币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就是说，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

自行增大的价值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

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

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分离开来，分

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

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劳动的产品体现

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

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

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

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

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

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劳动组成的。

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

生产领域，这个领域在自己的发展中，也经历了几个不同的生产

阶段：手工业生产阶段、工场手工业生产阶段、机器生产阶段。这

就是运输业，不论它是客运还是货运。在这里，生产劳动对资本

的关系，也就是说，雇佣工人对资本的关系，同其他物质生产领

域是完全一样的。其次，在这里，劳动对象发生某种物质变化——

３６第六章 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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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位置的变化。至于客运，这种位置变化只不过是企业主

向乘客提供的服务。但是，这种服务的买者和卖者的关系，就象

纱的卖者和买者的关系一样，同生产工人对资本的关系是毫无共

同之处的。如果我们就商品来考察这个过程，那么 ［ —

１３３１］这里在劳动过程中，劳动对象，商品，确实发生了某种变

化。它的位置改变了，从而它的使用价值也起了变化，因为这个

使用价值的位置改变了。商品的交换价值增加了，增加的数量等

于使商品的使用价值发生这种变化所需要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

一部分决定于不变资本的消耗，即加入商品的物化劳动量，另一

部分决定于活劳动量，这同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增殖过程的情况

是一样的。商品一到达目的地，它的使用价值所发生的这个变化

也就消失，这个变化只表现为商品的交换价值提高了，商品变贵

了。虽然在这里，实在劳动在使用价值上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可

是这个劳动已经实现在这个物质产品的交换价值中。可见，凡是

适用于其他一切物质生产领域的，同样适用于运输业：在这个领

域里，劳动也体现在商品中，虽然它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并不留

下任何可见的痕迹。

我们在这里研究的还只是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只是用于直

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后面我们还要谈到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只

有到后面研究资本作为商业资本所采取的特殊形式时，才能答复

这样的问题：商业资本所雇用的工人在什么范围内是生产的，在

什么范围内是非生产的。４６

“生产工人”是“直接”增加“自己主人财富”的人（托·马尔萨斯《政

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４７页）。４７［ —１３３１］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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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４９

  ［ —１３５３］５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由

资本吸收无酬劳动或剩余劳动的结果，首先就在于产品包含的价

值高于资本在进入该过程前所包含的价值。我们假定，产品已经

售出，重新转化为货币。对这一过程更详细的考察属于下一篇，即

流通过程篇。对于我们这里的研究来说，这一流通过程是作为前

提决定了的。如果资本等于５０００镑，其中不变资本＝４０００镑，可

变资本＝１０００镑，如果剩余价值率是１００％，那么产品现在等于

６０００镑（假定全部资本加入价值形成过程）。如果预付资本原有价

值等于５０００镑，那么现在它等于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６０００镑。假定这

６０００镑再转化为货币，那么５０００镑代表得到补偿和保存的资本，

１０００镑代表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５０００镑所以成为资本，实际上

是因为它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作为资本］得到了保存和增长；

５０００镑不仅重新存在着，而且和作为原有资本的自身不同，它们

还创造了１０００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家不仅仅是资本，他要消费掉这种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也

就是说，把这一部分作为流通手段花费掉，以便把它转化为自身

的生活资料，而且完全不管他是否除了商品以外，还要购买“服

务”，即他为了满足某种需要所必需的劳动，不过他购买这种劳动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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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不是把它当作创造交换价值的要素。

在这里，我们把资本家为了满足自己需要而花费的上述那部

分剩余价值撇开不谈。不过应当指出的是，资本家能够以这种方

式每年花费一定的货币额或一定的价值量，却不会由于花掉这部

分价值而使他的资本减少。可见，他花费一部分他占有的剩余价

值，即物化的无酬劳动，而这部分价值并不触及资本本身。在这

里货币是转瞬即逝的形式。剩余价值表现为这样的剩余产品即商

品余额，资本家可以把这个余额完全或部分地消费掉，而不触及

资本本身，不会妨碍同一数额５０００镑作为资本永世长存，也就是

通过和劳动相交换而重新保存这一数额，并用来生产剩余价值。

但是，资本家是资本的积极代表。他本身的目的不是消费，不

是使用价值，而是交换价值的增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资本家

绝对渴望发财致富，对他的资本的任何一种限制，都是对这种发

财致富的渴望的限制，都是必须加以克服的。此外，我们以后会

看到，不断增殖资本，而不只是保存资本，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

必要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

在我们这里所考察的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把资本家消费掉的

那部分剩余价值完全撇开不谈。在这里我们只谈重新加入资本主

义生产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

如果起初资本等于５０００镑，剩余价值等于１０００镑，因而总

价值等于６０００镑，那么５０００镑转化为资本，是因为通过可变资

本同劳动相交换，这５０００镑创造了不同于自身的、等于１０００镑

的剩余价值。如果这１０００镑被完全消费掉，那么重新加入生产的

资本就仍然是５０００镑，资本本身并没有增加。上述５０００镑 ［

—１３５４］由于创造了、生产了１０００镑剩余价值而成为资本，通

６６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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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一过程的重复，它们可以不断地作为资本，作为同一资本而

得到保存；但是要使它们作为数量更多的资本加入生产过程，也

就是在生产的现有水平下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那么在这里就

必须加上某种新的过程。剩余价值本身（撇开用于消费的那部分

剩余价值不谈）必须再转化为资本。

剩余价值怎样转化为资本呢？这一过程的详细条件应当在下

一篇考察。这里只需要确定纯形式上的要素。

如果从物质上来考察剩余价值，那么它无论如何也不能同原

有资本区别开来。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产品，它的一部分补偿原有资

本，另一部分代表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剩余劳动。一部分同另一部

分的差别不是物质上的差别，差别只在于：一部分是有酬劳动即物

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等价物，另一部分是无酬劳动的等价物。例如，

如果产品是棉纱或种子，如果剩余价值等于产品的１
３，那么这

１
３完

全同补偿资本的另外２
３产品一样表现为种子或棉纱。同样，一旦产

品转化为货币（不论是现金，还是价值符号），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在代表资本的那部分货币和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货币之间也没

有任何形式上的差别。如果资本价值等于１００塔勒，产品价值等于

１５０塔勒，那么１００塔勒代表资本，５０塔勒代表剩余价值，但这两

者都是塔勒。剩余产品以补偿资本的产品部分所存在的同一形式

而存在，补偿资本的产品部分最初是以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形式存

在的，然后，一旦售出，就以货币的形式存在。（如果货币起支付手

段的作用，那么两部分都能以债权的形式存在。）

因此，要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除了某个既定价值，从而货

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或生产出剩余价值所必要的条件以外，不需要

任何其他条件。制余价值的占有者要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必

７６第七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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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找到使它同劳动能力相交换的条件，也就是说，他必须在商品市

场上找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简言之，他一

方面必须找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即可以购买的商品，另一方面必须

找到劳动的主观条件，即可以购买的劳动能力。例如，如果资本家

是棉纺织厂主，那么他必须在市场上为自己的１０００镑剩余价值找

到追加的棉花、追加的机器（在劳动时间不延长或强度不增加的情

况下）等等，并且找到追加的纺纱工人。如果工作日的强度和长度

都不能增加，那就只有增加纺纱工人的数目。如果没有为此所需的

足够的人口增长额，上述转化就不可能。另一方面，如果资本家没

有找到追加的棉花，那么上述转化也会是不可能的，至少在这个部

门中是不可能的。在所需要的追加的机器［不足］的情况下，也会发

生这种情况。相反，例如在纺纱厂中，可以通过不需要新工人的办

法，来做到增加机器和原料的数量。在农业中，看来只需要新工人

和工具，而不需要追加的原料（种子）等等。但这一切在这里都与我

们无关。使剩余价值能够转化为资本，或使某个追加价值能够转化

为资本，使某个更大的价值额能够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使剩余

价值能够同劳动能力和剥削劳动能力的条件相交换的那些条件，

在这里都与我们无关。我们假定，同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时一样，

这些条件在市场上都存在。

于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资本家现在除了原有的价值额以外，

还用同剩余价值相等的货币额去同劳动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

料）和劳动能力本身相交换。而进行这种交换的比例，即追加货

币同各种生产要素相交换的比例，是由技术条件决定的。

［ —１３５５］如果剩余价值的量不足以购买上述各种要素

（按照它们之间已知的比例购买），那它就不可能转化为资本（在

８６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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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领域内）；例如，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剩余价值的量足以雇

用１０个新工人，但不足以购买他们所需要的材料等等，或者要给

新增加的工人提供工作就需要扩大整个企业，而对此来说，上述

剩余价值的量还嫌不够。这样，如果说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这种转

化可能受现有人口的限制，那么它同样也可能受自身的量和使用

追加资本的技术条件的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资本家不可能

在自己的领域内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资本家例如

也许能够只改进机器，安装新的部件等等，使机器的功率增大，这

样他就可以不需要使用比以前更多的劳动。或者在农业中购买更

多的牲畜，这样就不需要增加工人的数目等等。或者换掉旧的蒸

汽机而安装新的功率更大的机器。在这种情况下，相对剩余价值

会增长，因为工人不增加劳动量就可以更有效地生产；在个别资

本家那里，这首先表现为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会低于商品的社会

价值，这样一来，劳动能力的价值对他来说就相对地降低了。

所有这些情况和可能性，都属于考察实际再生产过程的范围。

资本家要使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就必须象原有资本一样，用它

同剩余劳动相交换；因此，他必须动用追加的劳动量，不管他是

用支付更多工资的办法从原有工人身上榨取更多的劳动量，还是

雇用追加数量的工人。这就是考察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过程时

应当依据的前提，应当依据的某种事实。这方面的情况和变化应

当在以后考察。

这样，我们假定剩余价值就象货币最初转化为创造剩余价值

的价值那样转化为资本。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不变资本，另一

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可变资本，也就是说，一部分用来购买在生

产过程中充当材料和工具的商品，另一部分用来购买劳动能力。只

９６第七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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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后一部分创造剩余价值，创造的方式完全和以前一样，也就

是说，是由于这个可变资本部分所交换的活劳动量多于它本身包

含的物化劳动量。与以前的过程的不同之处只在于：资本的所有

要素现在都由无酬劳动组成，而剩余价值最初的形成过程，即不

付等价而对他人劳动的占有，现在表现为占有更多剩余价值，即

不付等价而占有更多他人劳动的手段。发财致富的最初的过程表

现为以扩大的规模进行的这种发财致富的手段和条件。

在货币转化为资本的第一个过程中，因而在形成资本的第一

个过程中，预付资本本身的出现不依赖于它所交换的劳动能力。在

这里只有剩余价值是由无酬劳动组成的。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的

货币一部分交换劳动资料，即交换等价物，一部分交换劳动能力，

这种劳动能力是按其价值购买的。因此，这些货币的两个部分，即

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只代表同商品等价物相交换的那些商品，而

且这两个部分都不依赖于工人而存在，而是作为［ —１３５６］以

这种形式花费它们的资本家的财产而存在。这个转化为资本的最

初的货币额，也象所有归它们的所有者占有的其他商品一样，不

依赖于工人而存在，完全同工人自己的商品劳动能力一样，与利

用它们的这些条件相对立而独立存在。只有剩余价值才是资本家

所占有的他人的无酬劳动。

现在，在这第二个过程中，资本，即再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本

身，表现为充当占有更多剩余劳动的手段的物化的他人无酬劳动。

资本家现在用来购买客观的劳动条件，即购买劳动资料和劳动材

料的那些货币，仅仅是剩余价值，仅仅是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值。

在这方面，不管资本家是把剩余价值——一旦它转化为可变

资本——作为资本跟同一些工人相交换，还是跟追加的新工人相

０７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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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都不会引起任何变化。这不会引起事情的任何变化。资本

家购买新的劳动条件的货币，同他购买新的劳动能力的货币一样，

是无酬劳动，这是他在同原有的劳动能力进行交换时所占有的，现

在被他用作购买更多的劳动量，从而购买更多的剩余劳动量的手

段。如果一方面考察的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即资本，另一方面考

察的是工人阶级，即作为总体的工人，那么工人本身的无酬劳动

的产品现在作为资本，作为支配工人劳动的物化的权力，作为他

人的财富而同工人相对立，他只能象下面这样重新占有这种财富

的一部分：用比这部分包含的劳动量更多的劳动量来购买这部分，

并使它重新实现为资本。

假定资本最初等于５０００镑，剩余价值等于１０００镑。如果资

本家每年消费掉５００镑，并且每年把５００镑转化为资本，那么１０

年期间他将消费掉５０００镑，也就是消费掉他的全部原有资本；但

是他现在拥有资本１００００镑，而他１０年期间占有的剩余价值等于

１００００镑。可见，现在他的总资本实际上只是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

值，也就是物化的他人无酬劳动，这种劳动随着它的量的增加，不

断地重新以更大的规模占有他人的劳动。如果资本家每年只消费

掉２００镑，那么他无非会在２５年之内消费掉他的原有资本，而他

的２５０００镑资本无非都是剩余价值，除此而外不会有任何变化。因

此，每一笔资本经过一定的时间以后必定只是剩余价值。如果工

人积蓄１０００镑，自己成了资本家，每年获得２００镑剩余价值，他

吃掉其中的１００镑，那么１０年期间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就等于

１０００镑，也就是等于他的总资本。认为他消费掉的是剩余价值，而

不是自己的原有资本，相反地他保存了原有资本，这种观点当然

丝毫不会改变如下事实：到１０年期末，他占有的资本量等于他积

１７第七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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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消费掉的数额等于他原有资本的量。经济

学家们认为全部现有资本应当被看作是利息和利息之利息，这种

惯用的说法只不过意味着它是资本化的、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

意味着全部资本归根到底只是剩余价值的存在而已。利息——剩

余价值的这种特定的形式——这种名称丝毫不会改变事情本身。

在这里，在我们考察剩余价值一般的地方，当然不应当依据经济

学家们说明资本只是剩余价值的存在，即只是他人无酬劳动的存

在时所采用的这种特定的形式５１。

［ —１３５７］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和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决

无不同。条件是一样的，也就是一定的价值额（从而独立表现的价

值，货币，不管它们在这里是充当计算货币，还是充当实际货币），

即一定的货币额通过同劳动条件和劳动能力相交换而转化为资

本。区别不在于过程本身，因为［在两种情况下］这是相同的过程，

即货币转化为资本。区别只在于：在形成资本的这第二个过程中，

转化为资本的货币不过是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是剩余劳动，即物

化的他人无酬劳动。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这种转化叫作资本积累。

到现在为止说明了两点：

（１）由剩余价值再转化成的资本，它的全部价值都是由无酬

的他人劳动组成的，也就是由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被占有的剩

余劳动组成的；

（２）一切资本的价值经过一定时间之后必定只代表资本化的

剩余价值，因为过了一定年数以后，资本原有的价值额都被资本

家吃光了。这里应当考察价值。因此，在这里并不会由于资本家

自己象下面这样想而发生任何变化：似乎他每年吃掉的只是剩余

价值的一部分，而资本却相反地得到了保存。这种情况丝毫不会

２７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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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如下的事实，那就是任何资本的价值额经过一定的年数以后

都会等于积累起来的重新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原有资本的价

值连一个原子都已不复存在。

形成资本的这第二个过程，有充分理由被看作是极能说明资

本本质和特征的过程，以致人们认为，资本与其他财富不同，表

现为“由收入（利润）中积蓄起来并用来获取……的财富”（见理

·琼斯等）。５２

因此，客观的劳动条件，即具有生产条件（劳动材料和劳动

资料）和生活资料形式的物化劳动，最初作为商品保存者手中的

他人的商品而与劳动能力或与工人相对立，这些商品保存者正因

作为物化劳动的人格化存在而与活劳动相对立，才转化为资本家。

而现在，在形成资本的这第二个过程中，与工人相对立的是工人

自己的劳动，即物化在生产条件和生活资料中的劳动，这些生产

条件和生活资料是资本，即他人的财产，它们作为剥削劳动的手

段而与劳动相对立。

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我们看到：（１）在生产发展阶段已

定的情况下，即生产力水平已定的情况下，只有或者加强劳动强

度，或者延长工作日长度，绝对剩余价值才能增加；或者，如果强度

和长度已定，那么只有增加雇佣工人的人数才能增加；在所有这些

情况下，都必须增加支出的资本量；（２）相对剩余价值只有通过发

展劳动生产力，通过协作、分工、使用机器等才能增加，而这一切又

要求支出的资本量增加。由于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或者同样可

以说，由于资本积累，支出的资本量会增加，［ —１３５８］因为原

有价值量加上剩余价值（即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或

代表原有资本的产品加上剩余产品，现在形成资本；剩余价值不再

３７第七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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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剩余价值同资本相区别，而是作为追加资本加到资本当中去。

换句话说，剩余价值的形成现在表现为加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

增长。这样一来，那些既能增加所使用的劳动量，又能增加劳动生

产力的条件实现了，即劳动以越来越高的程度发展自己的社会生

产力的那些客观条件实现了。因此，现在不论在所使用的劳动量方

面，还是在生产资料发展即这个劳动在其中表现为社会劳动的那

些生产条件的发展方面，都是规模扩大的生产。因此，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一方面扩大剩余价值的形成条件——剩余劳动，反过来，剩

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或资本积累是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

件，是生产的规模，是被剥削的劳动量的增长的规模，以及发展社

会劳动生产力的物质条件的规模。

同时我们已经看到５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造成相对过剩

人口，也就是游离出一定量的劳动能力，使它成为可供支配的，把

它作为多余的劳动力从各种生产领域中排挤出来。因此，资本主

义积累并不是单纯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长；它为已经重新形成的

资本和为不断新形成的资本制造出较多或较少数量的可供支配的

劳动能力，这个数量可以被重新吸收，其途径或是扩大原有的生

产部门，或是形成新的生产部门，这要看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追加

资本究竟怎样使用而定。

如果原有资本等于６０００镑，剩余价值等于１０００镑，那么它

们在物质上彼此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在它们两者再转化为货币以

前，它们都是作为同一产品的两个部分，以同一商品形式而存在，

它们在转化为货币的时候彼此也没有任何区别。因此，１０００镑转

化为资本，就其条件来说，同原有的６０００镑转化为资本没有任何

区别。区别只在于：在这１０００镑上，现在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

４７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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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工人自己的无酬劳动，或者说是工人自己的无酬劳动的产品。

这是第一个区别。

６０００镑转化为资本是由于它们把不同于自己原有价值量的

１０００镑作为剩余价值，作为自身价值的实现生产出来。通过１０００

镑再转化为资本，这种形式上的对立就消失了。现在不是有６０００

镑资本，而是有７０００镑资本，也就是说，资本增长了１
６。或者两

个数额作为两笔资本执行职能，一个数额作为６０００镑资本，另一

个数额作为１０００镑资本。这对总资本增长１
６这件事毫无影响。这

只是表示，追加的 １
６是在别的生产领域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或

者是在同一生产领域中由别的资本家来使用。但是仍然有一个共

同的特征：那个曾经是与资本不同的剩余价值的东西，本身变成

资本，而且实际上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它又生产出剩余价值。剩

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

因此，资本生产出资本，而决不单纯是商品；换句话说，资

本主义关系以扩大的规模创造出资本主义关系。

［ —１３５９］随着资本的这种增长，即随着作为资本而与劳

动相对立的生产出来的财富量的这种增长，

（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到还没有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

那些生产领域；换句话说，资本越来越占领全部生产领域；

（２）资本形成新的生产领域，也就是说，生产出新的使用价

值，使新的劳动部门营业；

（３）只要追加资本在同一生产领域中由同一资本家使用，部

分地是为了使 ［劳动］从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转变为实际上从属于

资本，部分地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发展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因而是为了以更大的资本，以劳动条件的更高程度的联合和

５７第七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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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等等来进行生产，——那么这种资本积累就表现为资本的积

聚，因为同一资本现在指挥更多的工人和更多的生产资料，而社

会财富则以更大的规模联合在同一些人的手中；

（４）在每一个生产领域中，资本的这种形成过程是在社会表

面的各个不同的点上进行的。各种不同的彼此独立的商品所有者

或货币所有者，先是通过货币同劳动能力相交换而把货币转化为

资本，然后再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或者说积累资本。因此，形

成了各种不同的资本，换句话说，资本家和独立资本的数目增加

了。积累同资本的积聚或资本的吸引相反，表现为资本的互相排

斥。这两种对立的形式相互间的关系如何，不应当在这里研究，应

当在考察资本竞争时加以研究。但是现在已经清楚的是：资本的

每一次积累都是生产资料积聚在同一些人手中。而许多资本的积

聚作为特殊过程又是和资本的这种分散化相对立的。

在考察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看到了如下情况。５４

不变资本即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得到保

存；它再现在产品中并不是因为工人为保存这个价值而进行了特

殊劳动，而是因为这些生产条件本身是由活劳动使用的。由于工

人把新劳动加在物化劳动上，并且加进的劳动多于他的工资所包

含的劳动，他同时也就保存了不变资本的价值，即已经物化在劳

动的生产条件中的价值。因此，他所保存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和他

所加进的劳动量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用来劳动的不变资

本的价值的大小即数量。例如，他的劳动的生产率越高，由既定

数量的工人加工的原料的数量也就越多，从而工人所保存的或再

现在产品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也就越大。另一方面，工人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促成工人劳动的一般生产资料和生产条

６７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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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如机器、役畜、建筑物、肥料、排灌渠道等等的价值的规模

即大小。这部分不变资本——物化劳动——作为生产资料和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全部加入劳动过程，而只是部分地和逐渐地，

在较长的时期内加入价值形成过程，因此它不是按照增加产品总

量即 ［ —１３６０］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一程度来增加单位产

品的价值。不变资本的量，即加入劳动过程的劳动资料和劳动条

件的量，同它们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部分价值之间的差额，也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程度而增大。因此，由生产资料组

成的不变资本，它的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而加入劳动过程的总价

值，以自己的整体来增加劳动生产力，同时只有自己的相应部分

作为价值再现在产品中，从而提高产品的价格，——可见，不变

资本的总价值完全和自然力一样，例如和水、风等等一样，提供

无偿的服务，自然力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因此没有交换价值，它

们加入劳动过程，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例如，机器可以服务１５

年；这样就只有它的１
１５的价值加入年产品量，但是它在劳动过程

中不是作为１
１５而是作为

１５
１５起作用的；其中

１４
１５不需要花费什么代价。

因此，大规模地使用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过去劳动使活劳动的生

产率提高。另一方面，这样逐步加入产品的价值量绝对地说是增

加的，不过它不是和不变资本的这一价值组成部分一道并按同一

程度增加。它按所使用的生产资料的规模而绝对地增加。因此，劳

动在加进剩余价值（一般地说，加进价值）的同一过程中保存这

一较大的价值部分，使它再现在产品中。此外，当然必须指出，劳

动过程不仅把再现在产品中的价值，也就是加入产品的不变资本

价值部分保存下来，而且还把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只加入劳动

过程的价值保存下来。这里谈的不是清洗机器、收拾厂房等等所

７７第七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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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的特殊劳动。这种特殊劳动属于维修工作，与使用机器的劳

动本身不同。清洗纺纱机和纺纱本身是不同的劳动。这里谈的只

是通过纺纱，通过机器作为纺纱机起作用来保存纺纱机。通过劳

动过程本身，纺纱机作为机器的使用价值得到保存，从而它的交

换价值得到保存。劳动的这种保存的属性，这种保存价值的属性，

应当看作是劳动的自然力，并且不花费任何劳动，——也就是说，

在上述情况下，除了保存机器所需要的纺纱劳动以外，不花费任

何特殊劳动，——劳动的这种保存的属性在危机时期，也就是在

机器不能作为机器发挥作用，机器的使用价值停止实现的情况下，

以两种方式表现出来。消极的方式——毁坏机器。积极的方式——

在这种时候，人们仅仅为了保持机器运转而工作若干小时。｛这一

切属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考察范围５５。｝在 ［耕种］土地

时，如果把土地看作是农业机器，——在这个过程中，土地也不

会是别的东西，因为在这里加工的是材料，种子，牲畜等等，——

那么劳动过程的结果不仅保存早先通过土地和劳动相结合而产生

的交换价值，而且也提高机器的使用价值，改善机器本身（见安

德森和凯里）５６，可是停止劳动过程就会导致机器的使用价值和属

于机器——物化劳动的存在——的交换价值的消失。（属于这里的

一些说法，应该在后面引证。）

可见，事情可以从两方面来说明：

１．（α）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已经指出，劳动生产率随着大

规模地使用生产资料即劳动的物质条件，随着这些条件的规模的

增大而得到提高５７。

但是资本积累，也就是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所增加、扩

大的是活劳动借以执行职能的物化手段的规模。

８７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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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６１］（β）加入劳动过程而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过

去劳动的量，也就是过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无偿地执行职能的程

度，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发展又取决于资本积累。这两点涉及随着 ［总］资本的积累而积

累的不变资本的增长；或者说，涉及部分剩余价值累进地向不变

资本的转化。剩余价值本身的增长受到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

剩余价值的限制，因为剩余价值总是来源于可变资本。

产品的量，从而剩余产品的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

长，即使剩余价值保持不变。如果必要劳动表现为大量的产品，那

么剩余劳动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剩余劳动在物质上与必要劳动

没有区别。

２．上述两个论点已经强调指出，由于物化劳动以很大的、不

断增多的量加入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得到发展，从而

劳动生产率得到发展，由此，正如前面所证明的，剩余价值也增

长起来。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表现为这样一种生产形式，

这种形式和所有以前的形式不同，在其中物化劳动能够以不断增

长的量加入生产过程。

活劳动再生产出资本的可变部分，如果撇开剩余价值，从而

撇开活劳动所添加的剩余产品不谈的话。这个方面应当在后面详

加规定。

在这里，首先应当指出下面一点。

资本的不变部分中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一部分，也就是说，

全部原料以及全部辅助材料，不管它们是加工原料用的辅助材料，

还是机器用的辅助材料，还是工厂 ［进行生产的］公共条件如取

暖、照明等等，最后，在劳动过程中磨损的全部生产资料，都由

９７第七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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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它们同活劳动接触而再现在产品中。此外，生产资料中不进入

这一产品的那部分价值则得到保存。

这种现象以两种方式重新表现出来：总产品的价值增加了这

个再现的价值部分。其次，产品增长量中的增长部分是不变资本

增长量的等价物。

如果撇开剩余价值，从而撇开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那么

由既定的活劳动量推动的物化劳动量越多｛为再生产服务的物化

财富越多｝，现有的劳动条件越丰富，由同一劳动量再生产出来的

总产品价值就越多（代表这个价值的产品量也就越多）；尽管在工

作日的大小（粗放的和集约的）既定的前提下，同一劳动量加进产

品的只是同一价值；因此，例如一百万工人每天工作１２小时，加进

的是同一价值，不管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如何，不管与这个劳动［生

产率］的程度相适应的劳动的物质条件的量如何，或者说，不管与

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相适应的生产的物质条件的规模如何。

当然，产品的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程度。但是这个生产率

的程度表现为并取决于物质条件的总量［ —１３６２］，劳动在这

个总量作为前提存在的条件下发挥作用。

虽然在上述假定下，同一劳动量加进不变资本的只是同一价

值（必要劳动加上剩余劳动，而且完全不管总工作日分成这两个部

分的比例如何），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总产品）的价值却很不

相同，这就要看同一活劳动量推动的不变资本价值的大小而定。因

为这个产品的价值取决于该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总量，也就是物化

劳动加上追加的活劳动的总量。虽然按照假定，活劳动是相同的，

物化劳动却随着生产条件规模和丰富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活劳动

保存的不变资本价值量并不取决于活劳动的量，而取决于两种情

０８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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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１）取决于活劳动所推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量，这个价值量随

着不变资本的规模而增长（虽然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以

同一比例增长）；（２）取决于这种价值量中加入总产品的那一部分。

（如果处于这样的生产时期，那时这个价值量全部加入产品，那么

就可以完全撇开第二个条件。）因此，随着劳动推动的不变资本价

值量的增长，同一劳动再生产出来的再现在产品中的物化劳动价

值量也就增多，总产品的价值总量也就增多。但是，剩余价值累进

地转化为资本，或资本积累，从它同时就是大量资本累进地积聚在

个别资本家手中来说，从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来说，它

使同一劳动量推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量不断增长。

因此，李嘉图的以下意见是错误的：一百万人（在上述的、但他

没有说出的限制条件下）不管劳动生产率的程度如何，例如每年总

是生产出同一价值。使用机器、牲畜、肥料、厂房、渠道、铁路等等来

劳动的一百万人，同不使用这大量物化劳动来实现活劳动的另一

百万人相比，再生产出来的价值要大得不可比拟。这种情况的原因

很简单：［在第一种情况下，］活劳动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物化劳

动量大得无可比拟；这种再生产不依赖于新加劳动量。

例如，我们拿一个英国棉纺织厂中的纺纱工人来看。他的产

量比２００个印度或中国的用纱锭和纺车工作的纺纱工人的产量还

多。我们还假定，他加工的是印度棉花。假定工作日的长度和平

均强度 ［在英国和印度］是一样的——在比较各国不同的工作日

时，一般价值规律有所变形，我们不考虑这些，因为在这里没有

什么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这样说才正确：２００个英国工人并不会比

２００个印度工人创造、加进更多的价值。但是他们劳动的产品——

１８第七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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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指的是总产品——会有完全不同的价值。问题不仅在于：英

国纺纱工人在同一时间内转化成棉纱的棉花２００倍于印度工人，

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使用价值高达２００倍，因而他的

劳动生产率高达２００倍。

［ —１３６３］英国纺纱工人一个工作日的产品包含：（１）比

印度纺纱工人的产品高达２００倍的棉花，从而高达２００倍的价值。

（２）英国纺纱工人劳动时使用的纱锭量具有较多的价值，但多的

程度并不和它们的数量多于印度纺纱工人推动的一个纱锭的数量

成同一比例，而且这个数量磨损得较快，但快的程度并不和这个

数量代表的较多价值量成同一比例，因为印度的纱锭是木制的，英

国的纱锭是铁制的。但是，加到英国纺纱工人日产品中的贵重得

多的劳动工具的价值部分，比加到印度人产品中的价值部分要大

得无可比拟。因此，英国人的日产品中保存的并且就这个意义来

说再生产出来的价值量，比印度人的日产品要大得无可比拟。正

因为如此，等于不变资本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就不变资本价值加

入总产品的 ［价值］来说）所交换的机器和原料的数量又２００倍

于印度人。

英国纺纱工人以丰富程度大得无限的物质条件开始新的生产

或再生产，因为他的劳动的起点是数量大得无比的生产条件；数

量大得无比的物化劳动已经成为他的基础和起点，并通过新加劳

动而得到保存。这是属于产品的情况。但是这里还要加上一点：不

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由英国人的劳动保存的劳动工具的使用价

值，从而它们的价值，比印度人的劳动工具的价值要大得无可比

拟，印度人以自己的劳动保存的只是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自己

的纱锭的价值。大量的这种物的过去的劳动，象机器等等，无偿

２８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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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服务于英国人的劳动过程（就是说，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

个组成部分是无偿地服务），它们又是这样的条件，这些条件使英

国人的日产品不仅一再创造出大得无可比拟的使用价值，而且也

在产品中保存大得无可比拟的价值量，从而再生产出这一价值量。

因此，那种一部分作为劳动资料，一部分作为劳动材料已经加入

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的价值量越大，活劳动保存的、作为过去

劳动存在的、物化了的价值量也就越大，但是另一方面，他这样

再生产出来的、商品的较大的交换价值量和使用价值量，也是更

广泛的再生产的条件和前提。因为在这些条件下剩余价值量同时

增长，部分地是由于可变资本的量增长，因而使用的工人人数也

增长，部分地是由于工人的生产率提高，从而剩余价值率也提高，

部分地是由于使用价值的量，代表同一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随

着劳动生产率而增长，所以由于这一切原因，剩余价值的较大部

分可以再转化为资本，而且即使剩余价值率保持不变，也可以发

生这种情况；因此可以积累更多的资本，进行劳动时依据的那些

物质条件，即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物化的过去劳动——也可

以得到增加，因而生产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更新，至于劳动条件

本身的这种扩大和大规模存在也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那就

不用说了。（还应当引用魁奈著作中关于农业，关于富人和穷人的

经营［手段］的例子５８。）活劳动进行劳动时用的物质财富越多，作

为再生产的要素加入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越多，不仅使用价值

的量，而且它们的交换价值的量也就越多，在再生产过程中出现

的或可能出现的生产的增长额也就越大。

也就是说，代表着加入生产过程的过去劳动的那些财富决定

活劳动创造的财富的量，即使在这里抽掉活劳动新加进的［ —

３８第七章 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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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４］不断增长的剩余价值，也是如此。

可见，虽然英国人一个工作日的产品量包含的价值大大多于

印度人一个工作日的产品量，因为它再生产出来的即保存在产品

中的和作为不加入产品的劳动资料部分加以保存的财富多得多，

但是 ［英国人的］单位产品，单位商品却便宜得多。因为印度人

在１磅棉花里加进的劳动时间大约和英国人在２００磅棉花里加进

的一样多。也就是说，英国人在１磅棉花里加进的只有 １
２００工作日，

而印度人加进的却是一整个工作日。在英国人一天的产品中再生

产出来的机器磨损额较多，然而这个价值分配在２００磅上，而印

度人的纱锭的磨损额则是整个地加进１磅中。

｛用于补偿资本的那全部产品分解为：可变资本即工资，和不

变资本；这两部分重新加入生产过程，因而不能加入资本家的消

费，如果现有的生产方式——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以同

样的规模继续发挥作用的话。更不用说，再生产出来的生产条件

的这种不断增长的量，资本的不断增长的量，是一种手段，它使

得有可能剥削不断增长的劳动量或由同一劳动量实现的不断增长

的生产额，此外，代表剩余产品的那些使用价值也增加了和多样

化了，变得更加多种多样。活劳动所依据的过去劳动的基础增大

了，活劳动按照这个基础增大的比例再生产出更多的资本，即更

多的生产资料形式上的过去劳动，这种情况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

决不是毫不相干的。单个资本家是商品所有者；整个资本家阶级

当然不能出卖自己的资本，但是单个资本家一旦摆脱他的营业，他

就可能而且必然这样做，而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把他的资本价值

不断增长的量作为财富花费掉。因此，即使撇开剩余价值不谈，对

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他的资本随着剩余价值而增长这种情况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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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毫不相干的。｝

供经营的财富——魁奈，尔后是他的学派即重农学派，这样

称呼过去劳动作为要素加入活劳动过程时所发挥的这种不断增大

的力量，这是完全正确的。５９上述供经营的财富——从价值和使用

价值来说，其大小等于被活劳动当作起点和前提的过去劳动——

越多，活劳动作为自己的结果再生产出来的那些供经营的财富也

就越多，活劳动在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条件下可以重新开始劳动过

程的那种规模也就越容易扩大。资本积累导致生产更新的规模扩

大起来，导致作为劳动的无机体供劳动使用的 ［劳动］条件，物

质财富，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资料不断丰富起来。但是

这些供经营的财富不仅是魁奈所说的那种财富，即作为农业的经

营手段等等的财富。它们同时是用来剥削活劳动的经营财富，是

剥削活劳动的手段的不断增大的规模，是过去劳动支配活劳动的

不断增大的权力。劳动的物质条件的增长不是表现为劳动的不断

增长的力量，反而表现为这些物质条件的不断增长的支配劳动和

反对劳动的权力，这种情况当然是同生产过程本身相异化的。但

这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物化的劳

动条件作为异化的和独立化的条件，是与劳动相对立的特殊力量。

另一方面，过去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范围内第一次以这

样的规模得到发展。

［ —１３６５］｛因此，即使规律本身是正确的——我们以后

会看到，这是不正确的，——如果它被说成永恒的规律，也就是被

说成这样：由于进入生产领域的各等级土地的自然富饶程度下降，

作为基本食物的土地产品，以及一部分原料，也就变贵｛至今谁也

没有断言，例如棉花——丝绸也是一样——随着棉纺织工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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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程度而变贵；事实正相反｝，那么这并不能证明，它们花费的劳动

更多，虽然它们具有较高的价值，虽然价值仅仅决定于商品中包含

的劳动量。我们拿英国为例。农业中直接雇用的工人所占的比重，

换句话说，与产品相比的工人人数，在从十一世纪以来的这段时期

中从 ９
１０减少到

７
１０，也就是说，至少减少了

７
１０，而且每天在减少。因

此，从农业中直接雇用的工人数量来看，这个数量已经和正在不断

地减少。在八个世纪中至少减少了７
１０。因此，从农业工人的劳动来

看，全部农产品的价值必然跌落了 ７
１０；也就是说，单位产品，例如１

夸特小麦的价值也下降了。在十九世纪的英国和十一世纪的英国

之间存在的这种关系，同样也存在于英国和其他现代国家例如俄

国之间。因此，如果说英国谷物的价值不断提高，那么所以会发生

这种情况，只是因为其中加进的物化劳动较多，也就是加进的其他

生产领域的劳动较多。关于这些其他生产领域，人们断言其中的劳

动生产率下降，换句话说，其中的同量使用价值包含较多劳动，因

而包含较多交换价值。恰恰相反。因为，如果说同量谷物的价值，

例如１夸特的价值提高了，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量也必定增长。其

中包含的活的农业劳动的量并没有增长；因此，加入其中的来自其

他生产领域的物化劳动的量必定增长了，在这个量中间可能有这

样的物化劳动量，这种量本身就是农产品，如牲畜。例如，需要有更

多的机器、更多的排水渠等等。

这样，在１夸特谷物中加进的机器等等的价值所占的比重增

大。但是机器所包含的价值不仅是由机器所花费的劳动组成，而且

是由在机器这种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包含在机器中的过去劳动

组成；包含在机器中的这部分价值在自己的再生产中——假定生

产力水平不变——不取决于活劳动，而取决于加入机器生产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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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中保存的过去劳动量。牲畜的情况也是这样。如果在这种形

式上存在的过去劳动较多，那么进入产品的过去劳动的价值组成

部分也就较大，虽然活劳动量仍旧一样。因此，农业中使用的生产

资料的价值可能增长，而生产它们所必需的活劳动量并没有增长，

因为这种活劳动无需本身的任何协助，在产品中再生产出来的价

值也会比它在较贫乏的生产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多。可见，单位商品

［ —１３６６］的价值在某个个别的、特殊的生产领域内可能增长；

因此，例如１夸特谷物在英国可能比在较穷的国家里贵，——完全

撇开不应在这里考察的较穷国家和较富国家中的金银价值的差

别，——虽然实际上只要考察的是活劳动，在英国生产１夸特小麦

会比在小麦较便宜的国家里更便宜。由此决不能得出错误的结论，

认为所有商品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变贵，虽然它们生产得较便宜。因

为，过去劳动一般是大规模地加入劳动过程，——总产品的较大部

分补偿过去劳动，——这种情况所以可能，只是由于活劳动的生产

率提高了，因而这个产品的较大部分可以不加入消费，而加入生

产。例如，如果机器价值的相应部分按照机器数量增加的同一规模

加进单位商品，那么这不过是活劳动的转移。生产机器所需的劳动

增长的程度和使用机器所需的劳动减少的程度相同。机器价值的

较大部分会以使用机器增多的同一程度磨损，因此需要再生产出

来。制造机器的工人需要增加的数量等于例如纺纱工人需要减少

的数量。一方面的所得就是另一方面的所失。因此，机器劳动不可

能排挤掉手工劳动，因为两者进行生产的花费一样贵。可见，如果

不花费可变资本，也就是不花费工资，就不可能生产出更多的使用

价值，不可能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价值，剩余产品，因而也就不可能

在生产过程中加进更多的物化劳动形式上的资本；或者说，只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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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在这个生产领域中使用的机器多于活劳动，才可能出现这种情

况。但这决不会影响下述情况：如果在工业本身中，例如，由于工人

和劳动工具的积聚——劳动工具的积聚在实物上甚至也表现为机

器的形式——而造成劳动生产率增长，那么可以转化为劳动资料

的劳动产品的量也因此而增长，从而同量活劳动用来开始再生产

过程的物质财富也增长，因此，总产品价值也增长，虽然单位商品

的价格和价值下降；在任何个别领域中要生产同一产品，都可能使

用较多的物化劳动，也就是说，不仅是较多的使用价值，而且是较

多的交换价值。在所有这些领域中，再生产出同一交换价值所需的

花费较少，是因为同量活劳动保存的物化劳动较多。因此，为了补

偿土地自然富饶程度的下降，在这些领域中的某个领域的产品中

可能加进较多的物化劳动，从而它可能变贵，因为它包含的活劳动

虽然减少，但它包含的物化劳动增多，——多于减少的活劳动；因

此，整个来说产品包含的劳动增多，并不是一个国家实际上为再生

产出同一产品而更多地进行了劳动。因此，农产品可能变贵，虽然

实际上它所花费的劳动比它较为便宜的地方要少，这是由于加入

其中的较多的物化劳动量实际上并没有使一个国家花费什么，因

为一方面，这个物化劳动量是由同一活劳动量再生产出来的，另一

方面，使用价值的量大大增长，以致它们的较大部分能够补偿这种

［增长的］不变资本。｝

｛顺便说说，如唱歌、芭蕾舞等这些形式的非生产劳动的价格

增长，表明较富的国家在个别产品上的花费可能比较穷的国家要

大，同时并不会变穷。｝６０

［ —１３６７］｛在着手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之前，我想把我

早先的某些论述收入这里，其中符合需要和可以保留的如下。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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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本身又表现为资本，即作为物化劳动进入同活劳动

相交换的过程，并因此分为不变部分——劳动的客观条件即材料

和工具——和劳动存在的主观条件，即活劳动能力生存的条件，也

就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资本的可变部分。

当资本第一次出现时，这些前提条件本身在外部表现为这样：

好象它们是从流通中来的，由流通产生的；对资本的形成来说，对

货币转化为资本来说表现为外在的前提条件。这些外在的前提条

件现在成了资本本身运动的要素，成了它本身的生产过程的结果，

因此资本本身预先要求这些条件成为它自身的要素和条件。

整个客体化的剩余劳动，因而整个剩余产品，现在表现为追

加资本——与本身作为资本实现之前的原有资本相对而言，也就

是说，表现为把活劳动能力作为自己的特有使用价值而与之相对

立的、独立化的交换价值。作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并且作为

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

力的权力来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一切要素，现在表现为活劳动

能力自身的产品和结果。

第一，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无非是无酬劳动的一定量——剩

余劳动量。这个新价值，即作为独立的价值而同活劳动相对立的

价值，是资本家不付等价物而占为己有的劳动的产品。这个产品

无非是 ［总］劳动量超过必要劳动量的客体化的余额。

第二，这个价值为了重新增殖，即为了变为资本而必须采取

的特殊形态——一方面作为原料和工具，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的生

活资料——同样只是剩余劳动本身的特殊形式。

｛这其实属于再生产过程的考察范围。单个资本生产的东西

是一定商品，诚然，它的某一部分价值现在被用来购买新的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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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价值则用来购买劳动工具等等，但是在实物形式上，这

个一定的资本生产的不是自己本身的再生产条件，而只是它们的

价值。如果我们考察总资本的总剩余产品，那么它是由劳动材料、

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组成的。因此，资本再生产出来的不仅是剩

余价值，而且是使这个剩余价值可以重新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物

质形式。在这里考察积累的简单形式时（对积累的考察实际上还

是形式上的，因为具体的考察只能同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一起

进行），首先应该强调指出：在剩余价值中有一部分价值，资本家

可以用来购买新的材料和工具。最初情况表现为这样：资本家用

自己的货币购买工具和材料，以及劳动。在这个购买行为中，他

只是做了每一个买者所做的事，他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差

别只在于，他购买的是将要在生产中消费的商品，不是购买供自

己个人消费的商品，而这本身就是他自吹自擂的巨大功绩。但是

现在情况表现得不同了。实际上他用这些货币购买工人，因为这

些货币无非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无酬的他人劳动。如果工人能

够自己占有自己本身的剩余劳动，那么他就能自己出售自己的剩

余产品，并把其中的某一部分转化为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这些

劳动资料和劳动材料就不会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这些东西就会

是他自己的 ［ —１３６８］更加丰富的劳动条件，而不会表现为

资本家的追加资本。｝

相反地在最初，这样一种情况，即工具或劳动资料具有的规

模，必须不仅能够使活劳动作为必要劳动，而且还能够作为剩余

劳动得到实现这种情况，却表现为同工人本身无关，没有工人的

协助而进行的事情，表现为资本方面的行为，也就是表现为决定

于资本家的财富的偶然数量的情况。但是，现在能够吸收剩余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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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追加生产资料，本身只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第三，在货币（作为价值）形式上的价值的独立的自为存在，

或者——从物质来说——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在生产资料（其

中也包括生活资料）形式上的价值的独立的自为存在，从而价值

作为资本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能力的异己性（这

已经达到如此地步，以致这些条件以资本家的人格的形式，即作

为具有自己的意志和利益的人格化，同工人的人格相对立）；也就

是说，财产即物质财富同活劳动能力的这种绝对的分离，它们的

分裂（以致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另一个法人的实在、作

为这个法人的意志的绝对领域，同劳动能力相对立，而另一方面，

劳动则因而表现为同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价值相对立的，即同劳动

条件相对立的他人的劳动）；也就是说，财产同劳动之间，价值同

创造价值的活动之间的这种绝对的分裂，从而劳动内容对工人本

身的异己性；——这种分离，现在也表现为劳动本身的产品，表

现为劳动本身的要素的物化。因为通过生产行为和在生产行为本

身中，——这种行为只是证实了在它之前发生的资本和活劳动之

间的交换，——劳动（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的全部结果，都表

现为资本。劳动能力占有的只是为再生产它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即

为了把劳动能力仅仅作为同它的实现条件相分离的劳动能力再生

产出来所需要的生活资料，——而且劳动能力本身使这些条件变

成以他人的、对它实行统治的人格化的形式而同劳动能力相对立

的物、价值。劳动能力离开 ［生产］过程时不仅没有比它进入时

更富，反而更穷了。这是因为，劳动能力不仅把活劳动的条件作

为资本创造出来，而且潜藏在劳动能力身上的 ［作为资本］的价

值增殖的可能性，创造新价值的可能性，现在也作为剩余价值，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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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剩余产品，作为追加资本而存在，作为赋有自己权力和意志的

价值而同处于抽象的、丧失了客观条件的、纯粹主观的贫穷中的

劳动能力相对立。劳动能力不仅生产了他人的财富和自身的贫穷，

而且还生产了这种作为自我发生关系的财富的财富同作为贫穷的

劳动能力之间的关系，而财富在消费这种贫穷时则会获得新的生

命力并重新 ［作为资本］来增殖。

这一切都来源于工人用自己的活劳动能力换取一定量物化劳

动的交换，只是现在这种物化，这些存在于劳动能力之外的劳动

能力的生存条件，表现为劳动能力本身的产品，表现为它自身创

造出来的东西，既表现为劳动能力自身的客体化，又表现为它自

身被客体化为一种不仅不依它本身为转移，而且是统治它，即通

过它自身的活动来统治它的权力。

在追加资本中，一切要素都是他人劳动的产品，即转化为资

本的他人的剩余劳动。在这里，初次考察生产过程时还存在的那

种假象，即资本本身似乎会从流通中带来一些价值的假象消失了。

相反，劳动的客观条件现在表现为劳动的产品——无论就这些条

件是一般价值来说，还是就它们是用于生产的使用价值来说，都

是如此。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

产品也表现为资本——物化劳动表现为对活劳动的统治、支配。因

此，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

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

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

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

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

纯的他在，即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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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６９］劳动的这种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也是丧失现实

性的过程。劳动把自己变成客观的东西，但是它把它的这种客体

性变为它自己的非存在，或它的非存在——资本——的存在。劳

动作为创造价值或［作为资本］来增殖的单纯可能性返回到自身，

因为全部现实财富，现实价值世界以及劳动本身实现的实在条件，

都成了同它相对立的独立的存在。孕育在活劳动本身中的可能性，

由于生产过程而作为现实性存在于这种活劳动之外，但这种现实

性对于劳动来说是他人的现实性，它构成同劳动相对立的财富。｝

｛紧接这段摘录后面的话，抄在了下面。６２｝

全部追加资本等于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这

个部分不是全部同活劳动相交换，确切些说，同活劳动相交换的

只是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另一部分剩余价值花在

作为要素加入不变资本的那些形式上的物化劳动上。这方面的详

细情况如何，应该在下面研究流通过程时加以考察。正如货币由

于同生产劳动相交换而转化为资本一样，追加资本的情况也是如

此，它无非就是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正如货币在最初转化

为 ［资本］时，为了同生产劳动相交换，就必须同时同生产这一

劳动的物质条件相交换一样，追加资本也必须同这些东西相交换。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意思就是剩余价值同生产劳动相交换，这

种说法使人们（甚至使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产生错误的看法，似

乎这个追加资本只同活劳动相交换，或只转化为可变资本。正相

反，随着这种资本形成过程的进展，追加资本中同追加的过去劳

动、同劳动条件相交换的部分越来越大，而同活劳动相交换的部

分越来越小。换句话说，相对来说越来越小的剩余产品部分在工

人的生活资料上再生产出来，而越来越大的剩余产品部分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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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和劳动材料上再生产出来。可变资本可以说转化成工人的血

肉，转化成活的劳动材料，不变资本则转化成劳动的物质条件。随

着资本形成过程的发展，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发生变

化。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部分地扩大到还没有从属于它的那

些新的劳动部门（从而在那里改变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

的］原先的比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新的、从一开始就以

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劳动部门；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和

扩大原先的生产方式，增加其中的投资，扩大生产的规模。在所

有这些情况下，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比例，资本分割成的

并在其中被再生产出来的那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会发生变

化。同样大的资本——只要它的量达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要求

的、工业企业所要求的最低限额——会分解为绝对来说较大的部

分即不变资本，和绝对来说较小的部分即可变资本。如果随着由

追加资本的形成而来的资本形成过程的发展，总资本的量发生变

化，如果这个量增长，那么在所有的情况下，可变资本部分会相

对减少，虽然它会绝对增长。增大的资本推动的劳动增多，但是

同资本的量相比，被推动的劳动减少。

只要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发生变化，可变

资本量就只能随着总资本量增长。例如，如果追加资本大得足以

在第一个工厂之外再建第二个工厂，而生产率保持不变，那么大

一倍的资本所使用的工人将比原先小一半的资本所使用的多一

倍。只有当追加资本投入 ［ —１３７０］与物化劳动相比需要较

多活劳动的部门时，才能有较大的追加资本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

也就是说，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使用更多的劳动（与预付资

本相对来说）。这种情况在同其他领域相比的某个一定的领域中，

４９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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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一个领域中是可能发生的。

但是，随着与资本不断增长的量这种资本自己的物质基础相

联系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方式、劳动生产率也发生变化，

从而一定量劳动物质资料要求一定量活劳动来运用这些资料的那

种技术比例，也发生变化。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看到

了这一点。６３［生产］规模的扩大使协作、分工、机器生产、其他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物质辅助资料的生产能够扩大。同一劳动加工

更多的原料，推动更多的劳动资料，在产品中再生产出更多的不

变资本，使用更大部分的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劳动资料。

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增大，从而随着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随着追加资本的形成而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恰恰表现为如下情

况，或者说，等同于如下情况：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发

生变化，同量劳动推动更多的不变资本，或者说，较少量的劳动推

动同一不变资本，或推动较多的不变资本，——也就是表现为，总

资本中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同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部分相比不断

减少。使用的劳动量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增长的比例与

总资本相比不断减少。追加资本的可变部分可能不间断地吸收全

部过剩人口，而追加的可变资本的相对量与总资本相比仍然会不

断减少。由于追加资本的增长和追加资本的加入总资本，同可变资

本相比，不变资本会按照资本增长的同一比例，随着与这种增长同

时发生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地相对增长和绝对增长（要把

劳动生产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生产］扩大的短暂间隙时期除外）。

因此，在发展进程中和作为积累的结果，追加资本中转化为可变资

本的份额，或转化为同活劳动相交换的生活资料的份额越来越小。

这只不过等于，生产规模增长，因而为把不断增长的生产资料量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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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产品所必需的活劳动的相对量不断减少。例如，如果不变资本

［对可变资本］的比是３∶１，那追加资本就必须以１∶３的比例转

化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如果这个比例是５∶１，那就是以１∶

５的比例，如果是１０∶１，那就是以１∶１０的比例，而随着［资本的］

积累，上述比例３∶１就变为４∶１、５∶１、１０∶１等等。

追加资本改变总资本的上述比例——不仅改变自身的上述比

例，而且改变它作为后代从中产生出来的那个原有资本的上述比

例。因为，正是由于它加入原有资本，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才使

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减小。已经

进行的劳动所依据的那些条件越丰富，在总产品的再生产中作为

不变资本再生产出来的那一部分总产品对作为可变资本再生产出

来的那一部分总产品的比例也就越大。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

追加资本也会有同样的划分：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优势还要大。

［ —１３７１〕这样，可变资本，即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

随着资本积累而增长，因为这是生产绝对剩余价值的唯一手段；但

是，这个资本部分同总资本的增长相比相对地减少，或者说，以

日益递减的比例增长，就是说，无酬劳动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

即积累，是使这一比例日益减小的手段和必然的制造者，这不仅

表现在追加资本的划分上，而且反映在总资本上。

任何积累都是更多积累的手段，也就是剥削更多活劳动量的

手段，但它同时又是使活劳动量同总资本相比使用得越来越少的

手段。

如果说过剩人口通过追加资本得到使用和吸收，那么，正如

我们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所看到的６４，这个同化过程或物化劳

动吸收活劳动的过程，由此会引起并伴随有——随着机器的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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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以及在原先没有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方采用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这样的现象：工人被不断地 ［从生产过程中］驱逐

出来，游离出来，排除出来，以致被资本吸收的工人数量的不断

增长是由被排斥被游离的工人数量的不断增长引起的，——这种

情况使积累除自然的人口增长以外，还经常储备有和制造出供它

支配的过剩人口，这是更多地积累资本的活材料。

决不应该把事情想象成这样：似乎可变资本的量同不断增长

的生活资料的量是一回事，后者随着资本规模和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而转化为可变资本，即能够同活劳动相交换；换句话说，下述

看法纯属无稽之谈：似乎一定部分的产品由于本身使用价值的性

质而必定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者说，似乎可变资本对可以作为消

费资料加入劳动能力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或生活资料的材料）的

量保持着某种必然的比例。［ —１３７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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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章］

所谓原始积累

  ［ —１３９５］｛摘自较早的叙述６６。

如果我们现在首先考察已经形成的关系，考察变成资本的价

值（和变成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以及只是作为同资本相对立的使

用价值的活劳动（因而，活劳动只不过是这样一种手段，它使物化

的死的劳动增殖价值，赋予死劳动以活的灵魂，但与此同时也丧失

了它自己的灵魂，结果，一方面把已创造的财富变成了他人的财

富，另一方面只是把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留给自己），那么，问题简单

表现为：现实劳动的物的条件（即用来增殖价值的那些材料，用来

增殖价值的那些工具，以及为了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为了

防止这种火焰熄灭而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物质的那

些生活资料），在过程中和通过过程本身，成为他人的独立的存在

或他人的个性的存在方式，成为自在地同活劳动能力（而活劳动能

力也脱离了这些物的条件并作为主体而存在）相对立的某种东西，

成为坚持独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因而成为这样的价值，这种价

值构成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他人的财富，资本家的财富。活劳动

的客观条件对于作为主观存在的活劳动能力来说，表现为分离的、

独立的价值，活劳动能力对于客观条件来说，也只是表现为另一种

价值（它不是作为价值，而是作为使用价值来同客观条件相区别）。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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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分离一旦成为前提，生产过程就只能再生产、新生产这种分

离，而且是在更大规模上再生产这种分离。生产过程怎样生产这种

分离，我们已经看到了。活劳动能力的客观条件作为与活劳动能力

相对立的独立存在的条件，作为不同于活劳动能力并且与之相对

立的独立主体的客观性而成为前提；因此，这些客观条件的再生产

和它们的价值增殖，即它们的扩大，同时就是这些条件作为与劳动

能力无关的并与之相对立而独立的他人主体的财富所进行的再生

产和新生产。再生产和新生产出来的，不仅是活劳动的这些客观条

件的存在，而且是这些条件的同工人相异己的存在，也就是作为独

立的价值，即属于他人的主体的价值而同这种活劳动能力相对立

的存在。劳动的客观条件取得了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主观的存

在——从资本变成资本家；另一方面，劳动能力与它自己的条件相

对立的单纯主观的存在，使劳动能力具有对于这些条件来说只是

无所谓的客观形式——劳动能力只是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价值，

即商品，而与它自身的条件，也就是与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各价值

即别种商品相并列。［ —１３９６］因此，并不是这些条件在生产过

程中作为劳动能力的实现条件再生产出来，而是仅仅作为增殖和

保存这些条件自身的价值（与劳动能力相对立的自为存在的价值）

的条件从生产过程中出来。劳动能力加工的材料是他人的材料；同

样，工具是他人的工具；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材料和工具这些实体

的附属品，因而物化在不属于他的物中。甚至活劳动本身也表现为

他人的东西而与活劳动能力相对立（虽然活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

的劳动，就是活劳动能力自己的生命的表现），因为活劳动为换取

物化劳动，为换取劳动自身的产品已经出让给资本了。劳动能力把

劳动看作异己的东西，看作强制劳动。劳动能力自身的劳动对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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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来说是异己的东西，并且正如我们看到的，劳动在资本主义生

产中表现为这样的东西，是就其内容，就其管理，就其社会形式来

说的。同样，材料和工具的情况也是如此。因此，对劳动能力来说，

产品也表现为他人的材料、他人的工具和他人的劳动的结合，即他

人的财产，而劳动能力在生产结束后，由于消耗了生命力而变得更

加贫穷；并且沉重的劳动作为由劳动条件所使用的劳动能力的劳

动又重新开始。［工人］认识到劳动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

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是强制的关系，

这是了不起的觉悟，这种觉悟同样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而

且也正是为这种生产方式送葬的丧钟，就象当奴隶觉悟到他不能

成为他人财产的时候，奴隶制度就只能人为地苟延残喘，而不能继

续作为生产的基础一样。

如果我们反过来考察在货币进入价值自行增殖过程以前存在

的原始关系，我们就会看到，历史上必须产生或者必须存在种种

条件，才能使货币变成资本，使劳动变成雇佣劳动。基本的条件

本身已经存在于最初表现出来的关系中：（１）一方面是活劳动能

力作为单纯主观的存在而存在，同它的客观现实的要素相分离，因

此，既同活劳动的条件相分离，也同活劳动能力的生存资料，生

活资料，自我保存资料相分离；处在这种完全抽象中的劳动的活

的可能性，这是一方面；（２）在另一方面存在的价值或物化劳动，

必须是使用价值的足够积累，这种积累不仅要为保存或再生产活

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商品的生产提供物的条件，而且要为生产剩余

劳动提供物的条件，为剩余劳动提供客观材料；（３）双方之间的

自由的交换——货币流通；两极之间的以交换价值为基础而不是

以统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关系，因而也就是这样的生产，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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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直接地而是以交换为媒介向生产者提供生活资料，同样，它不

直接支配他人的劳动，而是必须向这一劳动的承担者本人购买劳

动；最后，（４）其中的一方——代表以独立的形式出现的、劳动

的物的条件的那一方——必须作为价值出现，把创造价值，价值

自行增殖，创造货币当作最终目的，而不是把直接的享用或创造

使用价值当作最终目的。

［ —１３９７］只要双方仅仅以物化劳动——作为表现为商品

的产品——的形式交换自己的劳动，这种关系就不可能存在；同

样，如果工人本人是另一方的财产，属于劳动的客观条件，而不是

表现为参与交换的人，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在资产阶级生产

制度范围内的个别地点可能存在奴隶制，这种情况与上述论点并

不矛盾。但是奴隶制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在其

他地点并不存在，它对资产阶级制度本身来说是一种异常现象。）

这种关系最初得以表现的条件，或者说表现为生成这种关系

的历史前提的那些条件，乍一看来表现出某种二重性：一方面是

活劳动的比较低级形式的解体，另一方面对直接生产者来说是比

较幸福的关系的解体。一方面是奴隶制和农奴制的解体。另一方

面是这样一种形式的解体，在这种形式中，生产资料是直接作为

直接生产者的财产而存在的，不管直接生产者的劳动主要用于创

造使用价值（农业劳动），或者用于创造交换价值（城市劳动）。最

后，是这样一种公社形式的解体，在这种形式中，劳动者作为这

种自然发生的公社的器官同时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

有者。｝［ —１８９７］６７

［ —１４０２］原始积累。我们来看一看普莱斯的著作和反对

他的著作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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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普莱斯博士《评继承支付》第６版第２卷（威廉·摩

尔根发行，１８０３年伦敦版）。

（第３版于１７７３年出版，反对他的作者援引了这一版。）普莱

斯在上述著作的第２卷中指出：

“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么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

指“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

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在

市场上购买生存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

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第１４７页）“劳动也

许加多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同上）“面包的消费将增大，从而谷

物的种植将扩大，因为购买其他食品的可能性将减少。”（同上，第１４７—１４８

页）“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

这就是租地农场的扩大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

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同上，第１４８页）“引起租地农民人数减少的同一些

原因，在某一段时期内，可能有助于耕作的改进。”（同上）

他在第１４９—１５２页上（笔记本第３２页６９）的叙述还证实，劳

动者阶级消费了远为更多的肉，因此，面包的价格，特别是小麦

的价格对这个阶级来说就更是无所谓了。

援引极可尊敬的阿丁顿先生的著作《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

的探讨》１７７２年伦敦版第４３页和第３７页。

“在北安普顿郡和林肯郡，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

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５０英亩，

而过去曾经耕种过１５００英亩，或者至少１０００英亩；现在在方圆数百英里的

广阔土地上几乎见不到一棵麦穗。其后果人们已强烈地感受到了，因为不久

前在这些地区，质量最差的小麦每一温彻斯特蒲式耳平均卖７先令和７先令

６便士，而先前在好多个月内，通常卖３先令６便士和４先令，等等。”（第

４３页）

阿丁顿还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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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安普顿和林肯，几乎在所有被圈围的、［ —１４０３］没有象样的

手工工场的村庄里，居民人口都减少了。显然，凡是二三十年前了解这些村

庄并且现在又亲临这些村庄的人，都会看到这一点…… 这里的过去的住

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向过路的每一个人证明，从前这里的人口

是较为稠密的。在某些地方，１００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８所或１０所。在

大多数不过１５年或２０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

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４—５个

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２０—３０

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

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

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户人家。”（同上，第３７页）

关于阿丁顿著作的这些引文，普莱斯指出：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圈

地减少了耕地面积，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

造成了人口的减少。因此，这种圈地不管目前对少数人多么有利，也是绝对

有害的。相反，圈围处女地和公有地也许是有益的，只要把这些土地分成小

块，以适度的地租租给穷人。但是，如果圈地除了使细羊毛的生产缩减而外，

还加重了穷人的负担，剥夺了他们的一部分生活资料，并且仅仅扩大了本来

已经过大的农场，那么由此而得到的利益就不可能补偿多种损失。”（同上，第

１５５—１５６页注）

（从这些引文中可以看出，麦克库洛赫这位编纂者和彻头彻尾

的剽窃者对问题的理解是多么平庸和乐观，他在他的《政治经济

学文献》（１８４５年伦敦版）一书的第１９４页上写道：

“不管物价上涨可归结为其他什么原因，人们未必可以把扩大圈地列入

其中。实际上，如果说从上一世纪中期起有什么东西曾比任何其他东西在更

大的程度上促进了英国生产的巨大增长，那么这种东西就是对处女地等等的

圈围。”）

圈地过程形成资本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这就是（以后应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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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斯图亚特的话
７０
）土地同它的勤劳的儿女相脱离。我们看到，这

一过程的同时代人是怎样把通过“吞并”（这不过是把许多小租地

农场集中到一个人手里这一情况的另一种说法）而形成大租地农

场这一点看作突出的特征的。正如米拉波把大手工工场叫作“联

合手工工场”一样７１，这种工场把小工场手工业企业集中到一个人

手里。

在自由主义的蠢货们的笔下，原始积累被描绘成一幅田园诗

般的情景，其实这是一部极其可悲的和极其惨痛的历史。

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生产的现存条件集中到少数人手里以及

这些生产条件同直接生产者相分离，而原来这些生产条件曾为直

接生产者所有或占有。关于贵族和资产阶级对教会地产的掠夺，可

参阅科贝特论述宗教改革史７２的著作。随着自由主义制度的产生，

人们用欺骗的办法攫取王室的地产（见弗·纽曼的著作７３）。用欺

骗的办法圈围公有地（见前面的引文以及其他各处）。同时，自耕

农７４即独立耕作的所有者｛以及雇农
７５
｝消灭了，而这些人在１６８９

年还是土地的所有者，全部土地的十分之七可能还掌握在他们手

中７６。［ —１４０４］（见马考莱的著作
７７
以及稍后引证的数处。）由

于耕作的改良，大租地农场主的竞争（因为大约从１７００年起至

１７５０年止谷物价格几乎逐年下跌７８），税务负担（国债等等，常备军

等等）的不断加重，以及由于农村副业不能同工场手工业竞争而日

趋没落，这些农民被消灭了。同样，由于对生活资料征收高额税金

（关于关税和消费税见下面的引文），工人们死于饥饿。（对农业生

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实行保护关税的一整套制度，随同对外贸易、

殖民制度和信用制度的发展，靠牺牲劳动者阶级和旧日小土地贵

族的利益而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积累即资本积累，同样，这也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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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独立生产者向单纯雇佣工人的转变。借助于同交易所欺诈不相

上下的国债，同时也借助于重新出现的中间人、代理人、经纪人等

等而突然形成的大笔资产，使货币加速集中到少数人手中；这些货

币随后作为资本部分地在农业中，部分地在工场手工业中发挥作

用，或者通过购买土地又促进新的出租土地制度的形成，而这种制

度则仅仅以土地所有者取得货币收入为目的。）

这一点是靠清扫领地而有系统地完成的７９。（将克兰的或封建

的土地所有制变成现代的土地所有制，以强制手段使旧日的租地

农民同他们的生产条件相分离，而伴随这一过程的是（蓄意的或非

蓄意的）杀戮，军事审判、强制地将他们变成穷人、焚毁他们的小

屋。在苏格兰高地，从十八世纪中叶起这一过程就开始了；十九世

纪又重演。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至今。最初，这些土地变成牧场，后

来（现在）甚至变成供狩猎用的人造林地；同时，在十八世纪，为了

把这些地区的居民赶进工厂，法律禁止他们迁徙。其中一部分人变

成了渔民，躲到沿海一带。但是，一旦大地主发现同从事大规模经

营的伦敦大鱼商签定合同更加有利可图，他们便再一次从那里被

驱逐出去。）（在英国，在临近十八世纪中叶的前十年中，通过圈围

公有地，把承租的小块土地合并起来的办法，使可耕地变成了牧

场。这一过程直到现在还在进行。在爱尔兰，从１８４６年起再一次

以极大规模清扫领地。一百万爱尔兰人死于饥饿，另一百万人被赶

到大洋彼岸——这就是在爱尔兰进行的清扫领地的成果。这种清

扫还在继续进行着（应引述清扫领地的细节）。清扫领地作为有系

统的过程是在全郡内进行的，它只是表明，在原始积累阶段，由于

生产关系已经改变，清扫领地无处不在进行。）

现在，出来反对普莱斯、阿丁顿等人的是《当前粮食价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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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１７７３年伦敦版）

一书的作者。

这个家伙对他们嗤之以鼻，认为他们的哲学“除了看到穷人

的肚皮以外，别无他物”。当然，不能对现代政治经济学进行这种

指责。

“土地的耕种不可能过头。”（第６２页）

这个家伙是一个自由贸易论者，他说：

废除谷物法，“把贸易变成自由的和开放的贸易，在各个时期和各种场合

都容许进出口，而不要有一丝一毫的限制……让粮食象水一样地流吧，这样，

粮食的必要水平就会确定下来。”（第８８页）

｛自由贸易，如果把废除国际贸易的限制撇在一边，不外就意

味着资本主义生产及其规律的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发展，这

种发展无视生产当事人，无视 ［ —１４０５］关于资本发展的规

律和条件的各种并不隐讳的见解，而不管这种见解是民族的，人

道的或其他什么样的。从前的限制只要还是以手工工场主和土地

所有者本身等等为出发点，这些限制本身从一开始就必然创造一

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资本可以把自身当作前提而从中出发。资

本只要达到自身发展的一定程度，就不再需要外界的帮助。｝

“一般说来，完全的贸易自由是绝对必要的，然而谷物的贸易自由尤为必

要。”（同上，第１３５页）

对普莱斯的反驳如下：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

论，这是不对的。”（第１２４页）

“如果小农转变成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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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那么，这是国民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第１２８页）“如果他们的结合

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

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

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第１２９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率的提高，不仅仅创造了剩余产品。例

如，如果从前在一块土地上需要４人劳动，现在只需要３人，而

与此同时，可变资本由不变资本所代替，并且这３个人被抛向手

工工场，那么租地农场的部分不变资本就要同手工工场主的可变

资本相交换。这３个工人现在从手工工场主那里以工资形式领取

的面包量，也就是他们从前作为农民消费的面包量。可见，投入

市场的面包所以增多，不是由于生产出了剩余产品，而是由于这

３个工人从前作为农民直接消费的那部分产品，现在要由这３个

身为手工工场工人的劳动者来购买。投入市场的东西所以增多，是

因为从农业中投入工场手工业中的消费者增加了。结果，得到的

不是追加产品谷物，而是更多的工场手工业产品。｝

他认为，甚至在１６９７年工人还享用肉类食品。（同上，第１３０

页）

的确，关于肉类和谷物的相对价格的变动和拉平现象，他已

有正确的概念（可见，他的认识早于亚·斯密）：

“只要产品不变成一样的东西，某种产品的价值就要下降，或者另一种产

品的价值就要上升…… 要想知道某种产品应具有怎样的价格才能同另一

种产品的价格相适应，其唯一方法就是划分出一定货币额用于生产谷物并划

分出同量货币额用于育肥牲畜；同一的利润决定着每一种产品的实际价值。”

（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在所引证的地方，生产费用中不包括地租。）这个地方对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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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价格是很重要的。

“如果不需要劳动，就不会有价格。”（第１３８页）

此人在下面这一点上同意普莱斯博士的见解：工资不是按

照食品价格上涨的比例而提高的。并且他补充了一段颇为自得的

话：

“（普莱斯）博士关于劳动价格不是按照食品价格上涨的比例而提高的各

种条件的见解，证实了阿瑟·杨格先生的重要著作中的论述，并且我希望会

使某些人的头脑冷静下来，这些人以为食品价格腾贵必然毁灭我们的工场手

工业。”（同上）

（后一论点是当时的普遍看法。）

［ —１４０６］“我最感痛心的是……我们的自耕农，即那群实际上维持

这个国家的独立的人消失了；我惋惜的是，看见他们的土地现在都掌握在垄

断的地主的手里，并被分租给小租地农民，而小租地农民承租的条件并不比

隶农好多少，他们一旦遇到不幸就会被赶走。至于谈到所谓雇工阶级，我想

他们多半处在同以前一样的境况中，他们的好处就在于他们现在有工可做，

而用不着在公有牧场上和在未开垦的土地上游荡。”（第１３９页）

下面涉及到斯密关于谷物创造自己的消费者并永远具有价值

的见解：

“土地的耕种不可能过头。”（第６２页）

“谷物或多或少是同它的消费相适应的。如果嘴多了，谷物也将增多，因

为耕种土地的人手也将增多；如果谷物多了，就会出现更多张嘴，因为丰裕

会使人口增多。”（同上，第１２５页）

“工场手工业的城市由于过于富裕，不会提供更多的劳动，而是正好相

反。这方面的行家所熟知的事实是，某种东西的短缺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生

产的发展；如果手工工场工人靠三天劳动就可生存下去，他在一周的其余几

天就会怠惰下去和纵饮无度。”（第９３页）

８０１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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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伙对租地农民的收支算得十分仔细（在第１４６、１０３—

１０７页上），他说：

“根据上面的计算……看起来，租地农民因勤奋努力在顺利的情况下每年

大约可得２５％［的利润］，但是为此他必须按４６先令８便士出售自己的小

麦，等等。并不是所有的土地都能获得这样高的利润。”（前引著作，第１０７页）

我们看到，大租地农场主当时是怎样通过使劳动者贫困化和

剥夺小租地农民而富裕起来，即积累起资本的。从十四世纪末

（或十五世纪初）至十六世纪，发生了耕地变成牧场的过程。英国

法律的抵抗。在十七世纪，在伊丽莎白时期，以及从革命时期到

１６９７年，小农和小租地农场主的数量又增加了，这部分地是由于

谷物的生产得到了发展，部分地是由于工场手工业把自身的一部

分准备工作（如纺纱）放到乡村去进行。

……① 工人的贫困化同“资本的积累”是齐头并进的，这一

情况从普莱斯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

普莱斯说８０：

培根在他的《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２９章中写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

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它们

就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

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②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还说道：“圈

地这时（１４８９年）越来越经常了，结果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场。

这使人民衰落…… 他们（国王和议会）采取措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

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形成。法律规定，凡拥有２０

９０１第八章 所谓原始积累

①

② 此处和下面（至页底）的手稿破损，——编者注

此处手稿破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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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亩或２０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户，必须连同一定量的土地永远保持下去，这些

土地应由这些农户耕种，决不允许脱离这些农户。这些农户必须通过上述措

施保持下去，决不应沦为乞丐。”

在亨利八世时期，这一法令规定，凡将耕地变为牧场者，其

一半耕地应予没收。（［普莱斯］前引著作，第１５６、１５７页）

［ —１４０７］①在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中谈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

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粮价猛涨，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为此

法律规定，任何人都无权拥有２０００只以上的羊并承租两块以上的租地。”８１

在爱德华六世时期，为了穷人的利益曾提出一项关于恢复被

毁的租地农民房屋、鼓励耕种土地和禁止大规模圈地的法律草案。

１６３８年，查理一世任命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监督伊丽莎白执政第

３０年所颁布的一项法律的强制实施，根据该项法律，在任何乡村

地区，均不得修建未附有至少４英亩土地的小屋，以便确保穷人

的生活资料，防止穷人人数增长；为了使人们居住得更加分散，以

保证全部土地都得到耕种，小屋中居住的人数又受到限制。（［普

莱斯，前引著作］第１５７、１５８页）根据克伦威尔时代的法律，伦

敦周围１０英里的地区内禁止修建未附有４英亩耕地的房屋。（同

上）

普莱斯博士说：“昔日的政治就是如此。当然，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

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

（第１５８页）

０１１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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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昔日种地的人数较多，而且有更大的可能为自己劳动，所

以可由此合理地得出如下结论：情愿为他人劳动的人数必然较少，

而一个工作日的价格必然较高。现在我们的美洲殖民地的情形就

是如此，并且正如调查的结果所披露的，我国过去的情况也是如

此。（第１５８、１５９页）现在一个工作日的名义价格不过提高３倍，

或者最多不过提高４倍…… 因此，劳动价格的提高远远赶不上

生活费用的上涨，现在的劳动价格同生活费用相比较，看来大概

还抵不上过去的一半。（第１５９页）

普莱斯引证说：

｛肯特先生《奉告土地所有者先生们》１７７５年伦敦版（第２版

于１７９３年出版）第２７３页：

“目前，收支表对工人是非常不利的…… 急剧提高税收对穷人有利，这

用几句话就可以说明。土地及其产品 ［价格］至少提高了６０％；劳动 ［价

格］的提高超不过２０％。自然，差额不利于工人；一俟工人的工资不足以购

买绝对生活必需品，他们就不可避免地寻求援助。”｝

接着，普莱斯本人指出：

“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他们从小土地所有

者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了。”（第

１５９页及以下各页）［ —１４０７］８２

［ —１４３８］原始积累。

在考察强制劳动以及依靠国家政权等等创造条件来加速资本

积累和把工人阶级变成实现资本价值的简单工具，变成最迅速地

和大规模地增加资本的简单工具的时候，应当很好地引用这个家

伙８３的著作。

强制性立法最初始于爱德华三世的法律，这项法律规定了工

１１１第八章 所谓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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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的长度（同时试图把工资保持在低水平上），其精神同现代的

工厂法恰好相反。前一种立法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形成时期相适应，

那时这种生产的条件正在逐渐成熟；后一种立法适用于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取得统治地位的时期，这时这一生产方式已扫清了它的

前进路上的一切障碍，并造成了“自然规律”自由发挥作用的条

件。前一种立法就工作日作出规定，旨在依靠不受经济规律制约

的强制手段迫使工人每天完成一定量劳动；这是对付工人阶级的

所谓“怠惰和偷懒”的法律。相反地，后一种立法，即禁止过度

劳动的法律，是对经济规律的“自然作用”的侵犯。前一种法律

同后一种法律的相反的性质，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行强制

劳动的方法的特征：一种法律实行强制劳动，另一种法律则强制

限制工作日。

这个家伙８３开始是这样说的：

“在爱德华六世执政时期，英国人确实似乎非常认真地奖励工场手工业

和使用贫民。这一点可以从一条值得注意的法令中看出来”，这条法令说：

“一切流浪者均应打上烙印，在两年内应成为他们的告发者的奴隶；应以

面包和水维持其生命”

〈后来，这就成了农业工人的标准食谱〉

“在脖子、手和脚上戴上铁圈或铁环；他们若试图逃跑，应再打一次烙印，

并判处终身奴隶，若再图逃跑，应予绞死。”（《爱德华六世颁布的第一号法

令》第３章）［《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５—６页］

食品昂贵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在没有强制性法律的情况下）：

贫苦的劳动者“既不能较轻易地活下去……也不能更加紧张地干

活”，因此，值得自豪的英国农民赢得了“合理的幸福”。［第１４—

１５页］

在食品价格日趋腾贵的情况下：

２１１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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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迫切的是普遍渴求劳动；工人们聚集在厂主住房的周围，要求工作，

几乎接受任何报酬；他们现在每周劳动５、６天，而不是３、４天。既然劳动

是一种商品，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就具有使劳动价格降低的趋势。”（同上，第

１５—１６页）

（这种所提供的劳动的数量决不单纯是指劳动量，而是指所提

供的劳动的数量，这种量是这样决定的：［ —１４３８ａ］如果工

人人数已定，它就由工作日的长度决定；如果工作日的长度已定，

它就由工人人数决定。）

因此，我们的朋友十分正确地指出：

“强制人们从事劳动和竭尽全力的……任何措施，都会达到同增加劳动

人手量一样的结果。”（第１８页）

食品涨价可能首先是人口同地域相比有所增加的自然后果。

“在不大的地域内聚居大量人口，这会使食品价格上涨，然而与此同时，

如果管理得法，则应将劳动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上，使工人勤奋并自愿施展自

己的全部能力来改进工场手工业的生产。”（同上，第１９页）

因此，用吸收国外工人的办法来增加人口，将会加剧工人之

间的竞争。

“但是，要想增加居民人数，把劳动价格保持在低水平上，实行强制劳动

并改进我国的工场手工业，最恰当的途径就是实行普遍的归化。”（同上，第

２０页）

（自从采用机器的时候起，爱尔兰人就涌向工业地区等等，实现

了这个卑鄙的家伙期望从“普遍的归化”中赢得的一切。其实，令人惊奇

的是，在英国大工业时期，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这名卑鄙告密者所散

布的一切虔诚的愿望全都实现了，这些愿望就是：提高农产品价

格，增加国债，征收生活必需品税，吸收国外工人，货币贬值，变贫

３１１第八章 所谓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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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习艺所为恐怖之所，人为地制造经常性的“劳动剩余”。）

非常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个家伙在历数“强制人们从事劳动

和竭尽全力”的种种手段时，竟没有想到改进报酬即提高工资。相

反地，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恰好在采用机器生产的前夕，英

国对劳动的需求比劳动的供给增长得更快；以嫉妒的目光注视着

农业工人已经赢得的“合理的幸福”的工业资产阶级，正竭尽全

力反对日益提高的工资标准。机器的采用恰好发生在这样的时候，

这时，资产阶级的首领们为了在劳动求过于供的情况下增加供给

而又不致提高工资，已经绞尽了脑汁。只有当人们千方百计要降

低工资时，机器才真正被采用。

当时，劳动的需求比劳动的供给增长得快，这是一个事实，这

从以下的论述（范德林特以及后来的福斯特８４等人都曾注意到资

产者力图利用较高的工资以保证取得较大量劳动的情况）也可以

看到：

“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

手。”（同上，第２７页）

“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劳动量变得不足时，工人就会感

觉到自己的力量〈决不应如此〉，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

奇的；但是这帮家伙的心思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

来，终日游惰，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同上，第２７—２８页）

（试把范德林特和福斯特的说法同这种“令人惊奇的”［

－１４３８ｂ］事实和闻所未闻的“坏透了的心思”作一比较。）

“如果小麦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昂贵，就决不会发生这种情形；这时，

劳动就会有所富余和变得非常需要，以致不可能发生那种反常的结社。”（第

２８页）

４１１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 ［结尾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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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应当“发现”某种“方法”，“以便把干劲普遍地激发

出来”。（２８—２９页）

除了生活必需品价格的自然增长和普遍的归化而外，人们还

设想出另一种方法——征收生活必需品税。

“怠惰和贪图安逸，这是穷人的奢侈；为了不使这种奢侈成为习惯，人们不应

姑息这种习惯，因为不然的话它就会成为致命的东西。而向穷人消费的生活必需品

征收各种税金，好处极大，因为这类税收可以防止这种致命的姑息态度，鉴于

这一点，上述税收应成为应予废除的最后一种税收。”（第４５页）

“英国下层居民所缴纳的税金中有一半属于因过度消费而被征收的税金

和因吵架而被征收的罚款，而不是属于生活必需品税。如果注意到工厂区的

平民百姓消费的各种奢侈品，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

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那么令人奇怪的是，有些人

明明知道穷人消费了如此大量的非必需品，却认为税收将使劳动价格提高，

也就是说鉴于我国的税收，应提高劳动的价格，好使穷人能够体面地活下

去。”（第４６页）

“税收决不会使我国的外贸招致损失，因为它会使我国的工厂制品在国

际市场上的价格变贵……因此我相信，如果各种税收完全被废除，或者由于

诸如此类的其他原因，我国在工厂中做工的穷人只要付出比他们近２０年来

的生活费用少一半的费用就可以维持生活，那么，在我国就不会有供出口用

的工厂制品。”（第４７页）

“在大都会阿姆斯特丹，一年内被判处死刑的不超过４名罪犯，并且在街

上很少见到穷人；这是高额税金、食品昂贵和出色警察的杰作…… 伟大的

德·维特在他的荷兰《箴言》８５中断言：‘重税有利于发明、勤勉和节俭。’”

（第４９页）

“劳动价格高”是英国人在各个地区都比法国人“卖得便宜”

的主要原因。（第６７页）

他在下面的一段话中描述了他所设想的英国工人所赢得的

“合理的幸福”状态，并且他还歪曲了真相，因为他所说的法国工

５１１第八章 所谓原始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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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指农业工人，而据他自己证明，当时的英国农业工人也已经

处在同样的“合理的幸福”状态之中。（当时的定居法８６规定了工

厂工人和农业工人在工资上的不一致。）

“把我国同法国拉平，这……是必要的。一位自称是北安普顿郡的工厂主

的作者断言……‘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 １
３，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

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 ［ —

１４３９］和干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这篇文章的

作者接着说道：而且他们喝的只是白水或清淡饮料。因此他们花的钱极少，等

等。”（同上，第６９—７０页）“这种状况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

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这种状况，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第７０—７１

页）

他援引了一些权威人士的话，这些人断言，要“强制人们普

遍勤劳”，昂贵的食品价格是必要的。

“威廉·坦普尔爵士在对爱尔兰总督的一席谈话中指出：‘食品应该昂贵

到足以强制人们普遍勤劳的程度’。威廉·配第爵士、约瑟亚·柴尔德爵士

（此人是十七世纪中叶交易所投机家的始祖）、波累克斯芬先生、吉先生（重

商主义的首领）等人全都赞同这样的意见：如果生活必需品非常便宜，工业

永远也不会达到巨大的规模。”（第８３页）

接着他援引了［同上，第２９０—２９４页］收税人和英国土地贵

族的告密者，可鄙的阿瑟·杨格的话，此人在农学方面的成绩被

大大夸大了，其经济学观点则不值一提。这个家伙向来就幻想高

价销售食品，其一部分原因正如他所表白的，是由于食品的高价

格可以使缴纳税金的小土地贵族受到“奖赏”，并保证他们能应付

税收而获得必要的自由，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食品的高价格一方面

可降低工资水平，另一方面可迫使工人为取得日益减少的工资而

更加勤奋地劳动。为了使“谷物的高价格”为工厂主即其主要对

手所接受（同样也是为了说明谷物出口补贴的好处），他依据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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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在《在威尔士的六星期旅行》（１７６９年伦敦版）
８７
中证实：

“劳动价格和食品价格根本不一致。”（第１８页）

恰恰相反，两者之间存在着反比例关系：

“一个价格同另一个价格相差如此之大，以致两者大多正好相反。”［同

上，第１９—２０页］

他的《自由输出谷物的合理性》（１７７０年版）一书就是为证明

这一点而写的。

“请问，按照常情，有哪些事实和哪些论据能证明食品的高价格是工厂生

产的敌人呢？”［第２７页］“只有普遍的勤劳才能使工厂工人维持生活，只要

这种勤劳在他们中间还没有牢牢扎下根子，生活资料就应当不断涨价。”［第

２８页］“做工的穷人每周劳动的天数不应多于维持他们的生活所必需的天

数；其余时间应当是空闲的。”（杨格，前引著作，第２９页）

权威人士就是这样说的。

所以，国债大有好处，因为国债使税收增加，而值得庆幸的

是，“财富的增加”又导致国债的增加。

“财富的增加有使国债增加的趋势……使政府在必要时有可能极容易地

借到低息贷款。”（［《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１６４—１６５页）

作者援引荷兰国债和荷兰税收的资料，［并得出结论］说：

“归根到底，这里的劳动毕竟比在英国便宜。”（第１７０页）

［ —１４４０］货币贬值，这也是一种好办法。

“从１６１３年起，法国人屡次提高本国货币价值，用这种办法改变白银和

商品之间的比值；换句话说，他们改变了价值尺度；由于采用这种办法，他

们对一日劳动所支付的还不到他们在１５０年以前所支付的银量的一半。”（第

２１１页）“法国购买同量劳动要比我国所花费的银量少些；因此，劳动在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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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比在英国便宜。”（第２１３页）

因此，他期望

在“货币价值”方面作“某些改变”。（同上）

“在英国，劳动价格始终不变，而小麦有时一蒲式耳值１０先令，有时值

２先令６便士；我想，在其他国家里小麦价格同样很少影响劳动价格。”（第

１６０页）

但是我们设想，

“我国税收的增加可能会使工厂穷人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涨，使他们

每天多花费两便士；在充分就业的前提下，这可能造成的一种最大的不幸，就

是工厂穷人在一周等等期间内每天不得不多干一两小时；他们只要多干一两

小时，就能买到在提高税金之前所能买到的那么多的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

（第１６１页）

“我们看到，如果小麦歉收，价格昂贵，为了维持生活，工厂工人会心甘

情愿多做工作…… 可见，对穷人生活必需品征税，在一定程度上会产生同

样的作用，会大大地激发劳动和干劲……这决不影响劳动价格，而只会影响

劳动的数量。”（第９４页）只要波斯耳思威特及其同伙之类的家伙们“保持沉

默”，工人们也许就察觉不出这种课税手续而会加以容忍。（第９５页）８８

国家的措施，为榨取一定劳动量而颁布的强制性法令。首先是

上面援引的爱德华六世的法令。其次是伊丽莎白时期的各种法令。

（补充笔记本Ｇ
８９
，第３２页）（第４０页）安女王的第一号法令。（同

上，第４０页）１５３１年１０月７日查理五世对荷兰颁布的法令。（同

上，第４５页）（反对行乞）１６１４年３月１９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

第一号告示。（同上，第４５、４６页）（鞭打，驱逐，给穷人打上烙印）以

及１６４９年１月２５日联合省的公告。（同上，第４６页）

但是，他 ［《论手工业和商业》一书的作者］认为，这些公

开的强制性法令对英国不适用。应该用不易察觉的方法来达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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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结果：

“英国的下层居民由于对自由抱有幻想，总是拒绝和反对强加给他们的

一切；虽然在惩罚的威胁下，你可以迫使人们为一定的工资劳动一定的时间，

但你不能迫使他们应份地劳动。”（第９２页）“虽然贫困本来是任何一种强制

人们普遍勤劳的制度的基础，但是，鉴于不列颠平民的心理和性格，不应当

那样十足地和直接了当地使这种强制达到议会的某些法令所规定的那种程

度，因为这些法令的实施几乎总是引起非法的结社、暴动和骚乱。在可能的

范围内，应当几乎是不被察觉地和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达到这些法令的效

力。”（第９３页）［ —１４４０］９０

［ —１４６１］我们重新回到这一点上来：

（２）所谓原始积累９１。

（ａ）如果我们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历史上既定的生产方

式，那么就存在着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产资料通过

生产过程本身不断地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而劳动则不断地作为

雇佣劳动再生产出来，因为生产过程不仅是使用价值（物）和商

品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使用价值（这些物）和商品借以进行再生

产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再生

产是这样进行的：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以不断扩大的规模

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它们的特点，它们的内在趋势使现实具

有与 ［资本主义生产］的原则越来越相符合的形式。如果已假定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是既定的，那么就当前的问题来说，对这

一方式的考察甚至仍保有自身的重要意义，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借以传播开来（占有社会舞台的越来越大的空间）并使从前尚

不从属于自身的生产领域得以从属于自身的那种方式，即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另一方面借以从劳动的单纯形式上的从属过渡到劳动

的实际上的从属的那种方式，完整地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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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借以发生的那种方式。因此，在本节中我们可以始终注目于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上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可归结如下：

资本的发展不是始于创世之初，不是开天辟地就有。这种发

展作为凌驾于世界之上和影响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某种力量，实

际上最先出现于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这是它的童年时期。因此，

必须回顾一下不久前方才出现的状态。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只有随同大工业一起才得到充分的发展（虽然还仅仅是散见的

发展），因此，它作为某种整体只是从十八世纪后三十年起才开始

出现。甚至劳动对资本的单纯形式上的从属，即延长工作日和把

工人阶级的全部自由时间都当作归资本所有的时间来占有的这一

基础，也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际发展而以相同的程度

向前发展的。因而，先前在奴隶制度（现代殖民地就是以这种制

度为基础，或者古代商业民族或古代人如罗马人都曾实行过这种

制度）下，只有当商品生产通过地产集中而控制了农业，大规模

生产，从而为出卖而进行的生产才出现。

有的地方，如意大利、西班牙、君士坦丁堡、弗兰德等地，我

们发现早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以前就出现了工场手工业，不过

这种工场手工业，（１）局部说来带有手工业性质（采矿业和金属

加工业除外），（２）总是建立在商业上，运输业的垄断上，这两者

把货币资本、商业资本积聚到当时 ［ —１４６２］世界市场的

这些垄断者手中。

然而，为了批驳关于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流行观点，在这里

仍应回过头来考察早先的各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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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三点。］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是：人必须出卖自己的

劳动，因为他没有能力出卖商品，从而没有能力生产商品；从而，

生产商品的手段——劳动的客观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同他相

对立。

一个地方只要以某种形式存在着私有权和商品交换，存在着

这种私有权的产品的交换，那里就可以产生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

丧失了生产资料，劳动条件的个人，迫于种种使他丧失这种私有

权，从而丧失这些生产资料的原因，已经再也不能取得这种生产

资料。如果考察的是单个人，那么这些条件就纯粹是偶然的，同

人民大众普遍丧失即普遍失去这些条件没有任何关系，从而同人

民大众普遍变为雇佣工人没有任何关系。单个人可以在私有权的

各种可能的形式下，从而在以私有权为前提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各

种可能的转化形态下赤贫化。其实，罗马和雅典等地的情况告诉

我们（甚至在古代共和国忒拜，自由的雇佣工人也是这样产生

的），单靠单个人以及甚而平民大众等等的这种赤贫化，还决不可

能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毕竟应当在没有

奴隶制的情况下产生。

如果说在这里我们看到，甚至连（自由的）人民大众丧失生

产资料也还不能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在雅典、西西里岛

等地造成了大致相同的情况），那么，下述情况和偶然机会就更不

能偶然地造成自由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和机会下，单个人丧失

了自己的生产资料，然而他们同时还不是作为国家贫民而存在

（给以面包和娱乐）。自由雇佣工人的偶然存在并不影响整个社会

生产方式，从而并不影响社会生产关系，因此在当前的研究中我

们对此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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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第四点。］
９２
蒲鲁东在他的《贫困的哲学》中论述了所有

权的非经济起源问题，他把所有权理解为土地所有权９３。这种神话

是在资产阶级以前的（资本主义以前的）［个人］同自己的劳动条

件，首先同劳动的天然条件，从而同土地的关系中找到谜底的。他

同样也完全可以把资本和雇佣劳动当作所有权形式而归之于非经

济的起源。因为工人找到作为资本的劳动客观条件，资本家找到

作为丧失所有权的工人即抽象工人的工人，这要以历史过程为前

提，尽管 ［资本和雇佣劳动］会在某一天已经存在的基础上再生

产这种关系，既在广度上又在深度上发展这种关系，即发展构成

资本和雇佣劳动形成史的历史过程。换句话说，所有权的非经济

起源不外是资产阶级生产形式的历史起源，而这些形式则在政治

经济学的范畴中获得理论的或观念的表现。资产阶级以前的历史

以及这一历史的每一阶段，同样也有自己的经济和自身运动的经

济基础，不过这种情形实际上可归结为这样一种简单的同义反复：

自古以来人的生活 ［ —１４６３］就以生产为基础，而人一旦

摆脱纯粹的动物状态，人的生活就开始以各种社会生产为基础，正

是这种社会生产关系，我们也称之为经济关系。 ［ —

１４６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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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９５

［第 九 章］

［再 生 产 过 程］

  ［ —９０１］９６｛资本的各种形式。

（ ）抽象形式，Ｇ—Ｗ—Ｇ和Ｇ—Ｇ′。但是，后者只是作为

结果。这种抽象形式适用于资本的一切形式，以及产业资本以前

的各种形式。Ｇ—Ｗ—Ｇ的形式甚至只是直接地表现为商业资本

的公式，而Ｇ—Ｇ′这种形式，只要不是理解为商业资本的结果，则

直接表现为生息资本。商业资本作为资本的独立形式，不必以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前提，并同作为商品的产品生产相矛盾，因为

商品是由它们的价值，不仅是由出售中的劳动时间，而且是由生

产本身中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商业资本只要是资本的统治形式，就

要求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生产方式。作为生息资本形式的Ｇ—Ｇ′，更

可以这样说。它是以商品生产、货币、货币流通和商品流通为前

提的；它作为资本的统治形式，把资本完全排除于生产本身之外。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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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资本或已支配生产方式的资本的基本形式。这种形

式本身只能是支配生产过程本身的资本形式，从而也就是“生产

资本”。（这应当是这样一种形式，它以流通为前提，并在生产过

程本身中或生产过程的条件中显示出自己的特性。）作为资本的劳

动条件在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面前独立化。劳动条件表现为劳动

本身的统治者，但是这种统治是以简单商品交换、流通、买卖为

媒介的。生产的目的是增殖交换价值。

（ ）生产过程本身中的资本的特殊形式：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这就是同作为自身要素的商品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和同作为

商品的活劳动相交换的那部分资本。

（ ）（１）生产资本和流通资本。

第一种形式：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第二种形式：流通过程中

的资本。

（２）从生产资本的流通形式中产生的区别：固定资本、流动

资本。或者，就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来说，一部分只表现为流动资

本，另一部分表现为固定资本。

（ ）流通资本。流通过程中的资本。

第一个区别：资本在流通过程中采取的形式不同。商品资本、

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在这后一种形式中，资本又分解为自身的

各生产要素，并总是表现为商品和劳动。但是，资本一旦转化为

生产资本，同时便从流通领域又回到生产领域，——也就只表现

为再生产。

第二个区别。只有已经购买到劳动，而原料等等商品，简言

之，也就是劳动过程的要素本身已经具备，回到生产领域才是现

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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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流通过程本身中会出现间歇期间。（１）商品资本直到

转化为货币为止，一直处于间歇期间。因此，这一期间就是商品

转化为货币的过程，或者说商品的售卖。（２）货币转化为商品。第

二个间歇期间。第二个过程：购买。为买而卖和为卖而买 因为货

币转化为生产条件，只是为了使这些条件重新转化为商品，而商

品则重新转化为货币；因此， ［资本］在这里表现为 ［ —

９０２］流通过程中的资本，而包含着作为流通过程要素的生产过程

本身和作为生产过程要素的流通过程的再生产过程，则表现为资

本的职能，表现为由这一特定职能所决定的资本。

在资本的运动中，这种从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和从货币资本

到商品资本的过渡，只表现为过渡，表现为这样一些形式，这些

形式是资本要不断经历的，但只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要素。总

要有一部分资本（尽管不是同一资本）不断作为商品处在市场上，

等待转化为货币，并作为货币处在市场上，等待转化为商品，而

且这部分资本始终处于运动中，从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货币转化

为商品，再从商品转化为货币。处于流通中的资本的这种职能只

要成为资本的特殊职能，发挥特殊职能的作用，这种资本就是贸

易资本，商业资本，等等。｝［ —９０２］

        

［ —９０７］我们看到，资本在流通中被确定为商品资本还

是货币资本，这取决于资本在流通过程中，或者也可以说在再生

产过程中所处的阶段。如果我从作为过程开端的Ｇ，货币，价值开

始，那么，这些货币首先应投入流通，才能转化为资本。货币购

买劳动材料、劳动资料和劳动能力。这只是把货币转化为商品，是

流通行为。正是构成简单商品流通结束阶段的流通行为，成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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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流通的第一个阶段Ｇ—Ｗ，因为资本流通正是从货币，从商品的

转化形态，从本身已是商品流通的产物的商品形式开始。继这第

一个行为之后的就是生产过程本身，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资料、劳

动材料和发挥作用的劳动能力被投入同一口锅中，在同一过程中

毁灭。这实际上是所买进的商品的消费过程，但这种消费按其特

性来说是工业消费，只要它是生产的；它是资本主义的生产，这

是劳动能力的消费的特殊方式所致。这种生产过程构成流通的间

歇，把消费本身纳入经济过程，作为这种生产过程的结果而出现

的是商品，或者——因为单个商品在这里是微不足道的——商品

总体，其价值等于原有价值加上所吸收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出

现的是目前构成资本的商品量。接着发生的是被生产过程或工业

消费所打断的流通的第二个行为，也就是商品被投入市场，投入

流通，商品转化为货币，即出售商品。这种货币 ２不同于货币

１。货币 １是前提，货币 ２是结果。前者是应转化为资本的

货币；后者是已转化为货币的资本。前者是出发点，后者是向自

身的复归，是不仅保存下来而且已经增殖的价值。前者等于１００，

后者是１１０，即１００＋１０；等于自身的价值和作为余额的原有额相

应部分。流通的两个行为在这里被生产过程隔开，并且两者都是

在生产过程之外进行的。生产过程处于两者之间。流通的一个行

为导入生产过程，另一个行为接在生产过程之后。再生产就是这

样地进行的。用作 ［生产］资料的商品中所包含的价值，在作为

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商品中被保存下来并增大了。另一方面，形成

起点的货币，在形成终点的货币中保存下来并增大了。因此，总

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而表现为再生产过程。

同时单个过程的这种统一，实际上不是再生产，而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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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考察纯粹的形式；我们用Ｗ′表示货币转化成的商品，

即应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各组成部分，这种商品不同于从生产过程

出来的商品 ［Ｗ］。

［ —９０８］（ ）单个生产周期。

   （１）   （２）      （３）

   Ｇ—Ｗ′  —过程中的Ｗ′   —Ｗ—Ｇ′

流通的第一个行为 结果：  Ｗ 消费Ｗ′， 流通的第二个行为

Ｗ 的生产过程

在这里，被称作再生产的只是原有价值的保存。价值Ｇ保存

在Ｗ′中，Ｗ 中和第二个Ｇ中，并在Ｇ′中又重新出现。剩余价值

生产出来了，这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由此可见，价值Ｗ＞Ｗ′。

更大的价值Ｗ 表现在更大的货币量上，这一货币量大于表现在Ｇ

上的［价值］Ｗ′或表现在［价值］Ｗ′上的Ｇ，这不过说明，在Ｇ′

中实现的不仅是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保存的，而且是增大了的价值

Ｇ和Ｗ′。实际上，整个过程的产物是Ｇ′，而不是Ｇ；但是这个Ｇ′

只是Ｗ 的而不是Ｗ′的改变了的形式。同一个Ｗ′不会作为再生产

物而出现，而Ｇ 则只表现为以它为起点的过程的结果。它本身并

不表现为这个过程运行上的要素，而只表现为这个过程的结晶。

相反，生产和流通的连续性——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所决定

的连续性，使流通的两个行为的作用和地位都不同于单个生产过

程。在单个生产过程中，Ｇ—Ｗ′只是表示生产过程已开始（不是

更新）的流通行为，而Ｗ—Ｇ 只是表示生产过程已结束的流通过

程，因而后者更不表示生产过程的更新。如果我们把过程看作连

续过程，从而看作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流动的统一，我们就可

以把表现为过渡点或终点的任何一点当作起点。这样，我们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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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从作为单个生产过程起点的货币开始；其次从作为生产过程

直接结果的商品（产品）开始；最后从这个生产过程本身，从作

为过程的Ｗ′开始。

（ ）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再生产。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Ｇ—Ｗ′—过程中—Ｗ′—Ｗ—Ｇ′— Ｇ′—

Ｗ′—

过程中
Ｗ′的

—Ｗ
等等

—

Ｇ

流通的第
一个行为

—生产过
程 Ｗ
 

—流通的第
二个行为

—流动的第
三 行为

—生产过
程 Ｗ
 

—流通的第
四个和最
后的行为
等等  

 （１）

（ｂ）Ｗ—Ｇ

流通的第
一个行为

 （２）

—Ｇ—Ｗ

—流通的第
 二个行为

  （３）

—过程中的Ｗ′

—生产过程Ｗ

  （４）

 —Ｗ

—（过程的结果。
  再生产Ｗ）

  （１）

（Ｃ）过程中的Ｗ′

（生产过程Ｗ）

  （２）

—Ｗ—Ｇ

流通的第
一个行为

  （３）

—Ｇ—Ｗ

流通的第
二个行为

 （４）

 —过程中的Ｗ′

（生产过程的更新，
因而这个过程表现
为再生产过程） 

  只有从货币开始，如在（ａ）［形式］中那样，再生产过程最初

一看才仅仅表现为重复。它总是可以重新从Ｇ开始，但也能以Ｇ

结束。

但是，如果从Ｗ 出发，或从生产过程本身出发，因而只要循环

完成时也以它结束，那就很清楚，应继续进行下去的再生产过程在

某个时候会中断。生产过程的结果应以（ｃ）［形式］进入流通，而商

品应以（ｂ）［形式］转化为货币。所有这三种形式在 中同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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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下述区别：在 中，即在单个生产过程中，实际生产过程处

于中间阶段，而在它的两个彼此被隔开的端点上，居于前面的是

Ｇ—Ｗ′，居于后面的是Ｗ—Ｇ′。［ —９１０］９７相反，在再生产过程

的所有三种形式中，商品形态变化或总流通（Ｗ—Ｇ—Ｗ′）的两个

对立的阶段（Ｗ—Ｇ和Ｇ—Ｗ′），表现为先于更新生产过程的运

动。Ｗ—Ｇ—Ｗ′在再生产过程中表现为流通阶段本身，或者说商品

形态变化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诚然，［形式］（ｂ）和（ｃ）表明：

一种形式说明商品Ｗ 的再创造，再生产；另一种形式说明生产过

程本身的更新；但它们两者都说明，它们的终点都只是下一个过程

的环节。相反，在从Ｇ开始的［形式］（ａ）中，货币的回流，即商品重

新以货币形式出现，是可以构成再生产的起点，同样又可以使生产

过程结束的唯一形式。在我们于货币流通章９８中所考察的简单形

态变化Ｗ—Ｇ—Ｗ′中，商品的消费是在经济形式以外进行的。而

在这里，商品的消费本身作为工业消责，作为生产过程构成实际的

商品形态变化的一个环节。如果我们撇开货币，那就得出：（１）Ｗ—

Ｗ′。商品同商品存在的要素相交换。（２）过程中的Ｗ′。这些要素

通过劳动被消费。生产过程。最后是第三个Ｗ。因而是Ｗ—Ｗ′—

Ｗ（过程中的）—Ｗ。每个流通行为，以及总形态变化，即对立阶段

的统一，Ｗ—Ｇ—Ｗ′，都只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要素。另一方面，生

产过程本身表现为整个循环的、本身被包含在流通中的一个要素。

（ ）的第三种形态向我们表明，生产过程不同于流通总过程。

要使生产过程更新，就要实现Ｗ—Ｇ—Ｗ′，并且生产过程的更新

速度取决于这种形态变化的速度。另一方面，这种形态变化更新的

速度，只表现生产过程更新的速度。

在（ ）的第二种形态中，我们是从商品出发。商品再创造的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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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实质上取决于它经过生产过程的速度。

最后，在（ ）的第一种形态中，包含了全部条件。Ｇ首先作为

Ｇ′而生产的速度，取决于Ｇ转化为Ｗ′的速度，取决于Ｇ—Ｗ′（１）

的速度；第二，取决于生产过程的持续时间，取决于过程中的Ｗ′

（２）的停留时间；第三，取决于形态变化Ｗ—Ｇ—Ｗ′的速度。［

—９１０］

        

［ —１３７１］再生产。９９

关于再生产的详细规定性，将只在下一篇中进行考察。
１００
这里

先要指出的只是下列各点。生产作为不断更新的行为来看，或者联

系它的不断更新来看，就是再生产。生产过程作为整体（只要没有

出现新的劳动部门，而在新的劳动部门开始发挥职能的时刻已不

能说再生产的是同一产品）必定是再生产过程。在总产品中再生产

出：（１）不变资本，（２）可变资本，以及（３）重新产生的剩余产品，也

就是剩余价值。不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在这里可

以撇开不谈。下一篇将更详细地考察这一点。产品中所包含的上

述三个组成部分存在于同一的物的形式中。这是同一产品量，同一

商品，其中的每一部分都同上述三个部分相适应。在这里，首先再

生产出原有价值，并重新生产出剩余价值。构成剩余价值的那一部

分，可以进入消费（尽管不是全部都如此，这以后再谈）。这样，我们

首先来考察前面两个［ —１３７２］部分。如果生产应以同一规模

重新开始，那么，构成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那两部分产品，就必

须重新转化为它们原有的使用价值形式。（这一切最好在下一篇中

加以考察。）在再生产的情况下，产品是起点；在简单生产过程中，

一定的产品应首先出现，或再生产的东西在产品中取得它从前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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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的形式，而在再生产情况下，这种形式是不断重复出现的。

在再生产本身中，生产的前提表现为生产的过去的结果，而生产的

结果表现为生产的前提。在一切再生产中，任何前提都表现为结果

（设定），而任何结果都表现为前提，产品既表现为生产过程的条

件，又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整个生产过程必定是再生产过程，

虽然在每一特定的生产领域中和对单个资本来说：（１）生产过程的

前提会表现为万事开头时成为起点的那种最初的条件；（２）产品会

不经过生产过程的更新而转化为货币。生产就其过程中的状态

——就其真正形态——来看，总是表现为再生产。积累无非是扩大

规模的再生产。如果剩余价值全部被消费掉，再生产规模就会不

变。

由此产生下述论点。

我们且撇开以下两点：（１）追加资本无非是剩余劳动，（２）任何

·
原
·
有资本，不管是不是积累起来的，经过一定时期后，按其价值来

说都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产物，从而，作为原有资本，作为独立的，不

是来自对他人劳动的剥削，而是在剥削前就已经存在的财富消失

了。

如果资本等于１００，剩余价值等于２０，那么，或者是进行积累，

或者不进行。如果不进行积累，生产过程不断以同一规模反复进行

｛再生产（α）就其产品，或作为其结果的使用价值来看是同一生产

过程的不断反复；（β）这一过程的结果是商品，或者说这一过程作

为单个过程以产品而结束，但是除了这一过程的不断反复以外，再

生产同时还包含这样的意思：产品价值有一部分作为前提进入生

产，然而又作为结果重新从生产中出来，并且，这部分价值在劳动

过程中所具有的物的形式，由于转化为产品价值又复原了｝，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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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剩余价值被消费掉，那么，它就总是表现为对资本的既定比

例，例如利润的情况就是如此；例如，２０∶１００＝１∶５。因此，如果这

一过程反复进行５次，那么，所消费掉的剩余价值就等于原有资

本，而从价值方面来看，不管是假定剩余价值被消费掉，资本被保

留下来，还是资本价值被消费掉，剩余价值被积累起来，这实际上

并没有什么两样。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价值经过５年就会等于５年

中以剩余价值形式被侵占的价值；换句话说，如果从价值方面来

看，工人在资本价值上就只是同资本家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剩余

价值总量相对立。如果工人把自己的剩余价值留给自己，而资本家

一如既往把相当于这一剩余价值的总量消费掉，那么，在５

年终了时，原有资本价值就会等于０，而工人就会拥有相当

于原有资本的价值。但是，如果［一半］剩余价值又转化为资

本，因而，例如在上述场合也就是１０％，那么这在计算上只会引起

下述变化：被消费掉的剩余价值现在不象从前那样等于原有资本

的１
５，而是等于

１
１０。原有资本价值不是５年间就被消费掉，现在是

２×５，即１０年间被消费掉。但同时，它由一个等于１０×１０，即等于

原有资本的价值来补偿，因为１０年中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总量正

好等于［ —１３７３］原有资本价值。然而，象过去一样，原有资本

价值消失了，现在只有全部资本价值才等于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

总量。（如果资本＝Ｃ，年剩余价值＝ｙ，并且ｙ＝
Ｃ
ｘ（或ｘｙ＝Ｃ；ｘ∶Ｃ

＝１∶ｙ），那么，ｘｙ＝Ｃ。或者，如果剩余价值＝ Ｃ
ｘ，那么，Ｃ＝

ｘＣ
ｘ＝

Ｃ
ｘ

＝Ｃ。因此，如果
Ｃ
ｘ是一年的剩余价值，那么，原有资本在ｘ年中就

应由剩余价值得到补偿。而且，不管是原有资本价值被保留下来，

剩余价值的一半（在１０年中）被消费掉，等于原有资本的另一半被

积累起来，还是全部资本价值被消费掉，而１０年间所创造的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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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原有资本价值一倍的剩余价值被积累起来，事实都不会因此而

发生什么变化。）

因此，如果撇开这两种情况不说，——撇开积累，因而撇开追

加资本的性质，以及原有资本价值和已被消费掉的剩余价值总量

的关系不说，——那么这里还涉及以下一点。

（３）①如果考察简单再生产过程，考察同一资本在过程连续进

行，过程不断流动，过程不断反复的条件下与同一劳动能力相交换

这一行为的简单重复，简言之，如果把同一过程当作再生产过程来

考察，那么，这里的情况就不同于这一过程表现为简单的和孤立

的，即单独的生产过程的场合。｛如果撇开同下一篇有关的正确理

解生产过程的问题，即把生产过程理解为再生产过程的问题不说，

那么，使生产过程成为再生产过程的，正是产品重新转化为产品生

产要素这一情况。可见，由于产品的转化，不变资本又在其实物形

式上被生产出来，同样，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可变部分也同劳动能力

重新相交换。充当资本的这部分产品向产品的生产要素的这种再

转化，是以交换为媒介的；在某些生产部门，如农业中，这种转化是

以实物形式进行的。一部分产品，如种子、肥料、牲畜等等，是作为

同一生产过程的要素重新进入这一过程的。

在一定的生产领域中，即在只生产某一定商品，即具有一定使

用价值的商品的生产领域中，发生的是向具有同一物质规定性的

生产要素的再转化。相反，产品作为货币可以从自身的形式转化为

其他任何生产要素，可以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这时，资

本就不是以同一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但是，从本身也是产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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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方面来看，这也是再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再生产的形式发生了

变化。｝

｛利润率（平均利润率）。我过去已指出１０１，如果剩余价值率例

如＝５０％，并且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构成分别为：ｃ＝５０，ｖ＝５０，

Ｍ＝２５（Ｍ 为剩余价值），那么，利润率就等于２５％；如果ｃ＝９０，ｖ

＝１０，Ｍ＝５，那么，利润率就等于５％；如果ｃ＝８０，ｖ＝２０，Ｍ＝１０，

那么，利润率就等于１０％；如果ｃ＝２０，ｖ＝８０，Ｍ＝４０，那么，利润

率就等于４０％，而平均利润＝２５＋５＋１０＋４０
４ ＝ ８０

４＝２０％。据此，２０％

就是平均利润率。但是，为了更确切地说明问题，还应当补充一点：

这里同时应当计算投入各单个领域的资本量。例如，在上述情况

下，如果投入的资本中有两个资本利润率为２５％，两个资本利润

率为５％，两个资本利润率为１０％，还有两个资本利润率为４０％，

那么，我们就有８个资本。因此，２×８０２×４。利润率仍旧不变，因为总资

本和利润之比仍旧不变。如果资本总是协调一致地倍增或普遍增

长，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以相同的程度增长；因而它们之间的比例就

保持不变。相反，例如，如果我们面前出现２０个利润率为５％的各

为１００的资本，２０个利润率为１０％的资本，１０个利润率为２５％的

资本和５个利润率为４０％的资本，那情况就不同了。在这种情况

下，可以得出下述结果：

资本   剩余价值  资本  全部剩余价值  利润率

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５００    ７５０    １３１４２２％

２０×１００＝２０００  ２００

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  ２５０

５×１００＝ ５００  ２００

［ —１３７４］因此，我们看到，平均利润取决于：（１）不同生

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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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领域中不等的利润率的平均数；（２）总资本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

的分配比例。在这里，不同生产领域应当理解为资本有机构成不同

的生产领域。｝

这里所说的关系如下。

如果考察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过程，——资本的再生产是在同

一生产领域中还是在其他某个生产领域中进行，是无关紧要

的，——那么，在可变资本转化为劳动这种行为不断反复的情况

下，工人不断再生产出：（１）可变资本，（２）剩余价值。作为可变资本

同工人相对立的，同剩余价值一样，也是他本人的产品。他再生产

出可变资本，而这种可变资本又被用来购买他的劳动。他再重新再

生产出可变资本，后者再购买他的劳动。他的昨天的劳动或前半年

的劳动被用来购买和支付他的今天的劳动或后半年的劳动。他的

过去的劳动被用来购买他的现在的劳动。结果，工人在产品中首先

再生产出本身的未来的工资，很可能是现在的工资（例如，如果工

资是按周支付的，商品也是在一周内售出，那么，工人的报酬实际

上是用自己的已转化为货币的产品支付的；对于只有经过一年才

转化为货币，即经过一年才取得自身唯一能借以作为工资发挥职

能的这种形式的其他商品来说，情况也完全一样；这种情况丝毫不

会改变所考察的关系），以及剩余价值。

在一部分经济学家（如李嘉图１０２）中间，广泛流行一种看法，即

认为工人和资本家彼此间分配产品价值（如果考察的是总资本的

总产品，那就是分配产品，如果考察的是个别资本，那就是分配产

品价值）。这种看法所表达的正是这样的意思。这一看法并不是臆

断的。如果考察的是不断更新的连续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如果不

使单个生产过程固定起来，那么，工人往生产资料［价值］上追加的

５３１第九章 再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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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形成下述基金：（１）用来更新可变资本，从而支付工资；（２）从

中获得剩余价值，而不管这一剩余价值的分配情况和转化为资本

家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的情况如何。工人要能不断地被使用，他就

只有不断地再生产出用作他自身的报酬的那部分产品价值，从而

实际上也就是不断地再生产出他自己的劳动的支付手段。虽然所

考察的关系起初表现为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交换，然而在产品的

价值中不仅包含了物化劳动，而且还物化着活劳动。因此，工人的

物化劳动成为支付工人活劳动的基金。

假定工人使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或者同样也可以假

定他使用别人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但是他所劳动的时间只等于

再生产自己的工资所必需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的生产资

料所有权只是名义上的；这种生产资料不会给资本家创造任何剩

余价值，而只是被用来再生产工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用来支

付工人报酬或工人为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所必需的这笔基金，

即作为更新工人劳动的自然条件的这笔生活资料基金，就不是作

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不是这笔基金雇用工人，而是工人使用这笔

基金，不断再生产这笔基金，以维持自己作为工人的生命。因此，这

种劳动基金作为可变资本，总之也就是作为资本组成部分同工人

相对立，这只是这种基金的特殊的社会形式，这种形式同这种基金

作为劳动基金的性质和这种基金所提供的服务，也就是同工人以

及因而同工人的产品本身的再生产毫无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条

件下，这种劳动基金作为属于资本家所有的商品量不断被再生产

出来，工人必须不断赎回这个商品量，而为此付出的劳动大于这个

商品量所包含的劳动。但是，他所以必须不断赎回这个商品量，是

因为他把这个商品量不断作为资本再生产出来。如果他把这一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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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量不断作为自己的劳动基金再生产出来，那么这个商品量就不

会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可见，这只是他的产品（或更确切些说，他

的部分产品）的一定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诚然，这种形式对于生产

过程，或更确切些说，对于再生产过程的形成是很重要的，［ —

１３７５］但是，这种形式既不会使这种劳动基金本身发生任何变化

（就它是使用价值来看），也不会使下述情况发生任何变化：它是工

人自己的产品，是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物化。

可能有这样的情况：这种劳动基金不具有资本的形式，然而劳

动者仍应不断完成剩余劳动，并且在得不到等价物的情况下让出

自己的产品的部分价值。例如，过去所考察的多瑙河各公国徭役农

民的［生产］关系就是这样１０３。他们再生产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劳动

基金本身（在一切社会形式下，劳动者都要这样做），不过这种基金

对于他们从来不具有资本形式。这种基金不仅表现为他们的产品，

而且表现为属于他们所有的产品，表现为他们的生活资料基金，他

们不仅通过自己的劳动不断更新这种基金，而且是为自己进行这

种更新，是为了把这种基金当作自己的劳动基金消费掉。因此，他

们为领主完成的徭役劳动，表现为无酬劳动，而雇佣工人的劳动却

表现为有酬劳动，不过，这种劳动表现为有酬劳动只是因为：（１）它

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基金不断转归资本家所有，从而不断作为可变

资本，作为他人的财产同工人相对立，工人要不断从第三者手里作

为支付手段赎回这种财产；（２）他的必要劳动的价值，即他为自己

所耗费的那部分劳动的价值，作为整个工作日的价格，作为必要劳

动加剩余劳动的价格同他相对立，因此整个工作日都表现为有酬

的；（３）因此，他的剩余劳动并不表现为同他的必要劳动相分离的

劳动（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的劳动）。如果工人每天６小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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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劳动，６小时为自己的资本家劳动，那么，这同在一周的６天

中３天为自己劳动（并且在这３天中把生产资料当作自己的东西

为自己所用）和３天为资本家劳动，从而３天白白劳动是完全一样

的。但是，表面上没有这种划分，所以工人的６个工作日看来好象

全部都是有酬的。相反，摩尔达维亚的徭役劳动者有３天是在自己

的土地上为自己劳动的，谁也没有为此向他付酬；他是自己向自己

付酬；他每周劳动的这３天的产品不转化为资本，即不作为第三者

所掌握的生产条件同他相对立。其余３天他是在领主领地上白白

劳动的。他的这种剩余劳动象其他任何剩余劳动一样，表现为无酬

的、在得不到等价物的情况下完成的强制劳动，但是，它所以表现

为这样的东西，只是因为劳动者的必要劳动的产品没有转入领主

手中，因而领主无须把它偿还给徭役农民以交换６天［劳动］。否

则，徭役农民的全部劳动对他说来就会表现为有酬劳动，因而他自

己所生产的劳动基金就会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如果领主把徭役

农民的全部劳动产品据为己有并付给农民生存所必需的一切，以

便使他重新（１）赎回每周值３天劳动，或每日值６小时劳动的那个

部分，即再生产出这个部分，此外，（２）白白劳动３天，或每日６小

时，那么，徭役劳动就会转化为雇佣劳动，而劳动基金就会转化为

可变资本的一定形式。另一方面，比如在印度（成为英国殖民地以

前），农民以实物地租形式生产自己产品的一定部分，或从事剩余

劳动。但是，他从不使自己的劳动基金异化；这种基金一刻也不会

转化为资本；农民自己不断为自己再生产这种基金。但是，由于资

本要作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再生产自己，就必须把部分产

品价值，即同再生产这种劳动能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相等的

产品价值部分不断转交给劳动能力，由于资本象领主或莫卧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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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一贯无偿地占有剩余劳动，所以很明显，劳动基金的这一形

式规定性——表现为资本，也就是表现为可变资本——只能是它

的一定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本身不管对于整个生产过程

以及对于工人和剩余劳动占有者之间的关系是多么重要，也丝毫

改变不了实际状况，丝毫改变不了下述事实：劳动基金［ —

１３７６］只能是劳动者为不断消费而不断再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价值

或产品。有所不同的只是劳动者消费这部分产品的方式。在一种

情况下，劳动者把自己的这部分产品当作归自己所有的产品而与

之直接相对立，并建立直接归自己支配的消费基金。在另一种情况

下，劳动者的这部分产品一开始就发生异化，表现为他人的财产，

表现为他的劳动的独立化的，对工人来说是独立的产品；他的过去

劳动表现为某个要人，他能一再占有这个人，用大于这个人所包含

的活劳动量不断赎回这个人。在［劳动基金］的其他形式下，劳动者

同样必须通过更新自己的劳动不断赎回这种基金，但不是作为商

品从第三者那里赎回。如果说在徭役劳动者那里一部分劳动，即剩

余劳动表现为徭役劳动，无酬的强制劳动，或者，如果说在印度农

民那里，剩余劳动的物化，即剩余产品表现为他的总产品中必须在

得不到等价物的情况下而让出的一个部分，那么，产生这种情况的

唯一原因，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必要劳动和这种必要劳动的产品

都表现为属于徭役农民或印度农民自己的劳动，表现为属于他们

的产品，从来不表现为属于第三者的劳动和产品。相反，在雇佣工

人那里，全部劳动都表现为有酬劳动，因为他的劳动的任何部分都

表现为属于他的劳动，而他的劳动的全部产品，包括只形成他本身

的消费基金，即用于更新他自己的生活资料的产品在内，不断地在

某个时刻表现为属于资本家的产品，表现为资本。只因为他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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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本身表现为异己的劳动，他的总劳动才表现为有酬劳动。只因

为他的必要劳动的产品甚至表现为不属于他的产品，这种产品才

能表现为他的劳动的支付手段。为了充当支付手段，它必须首先转

入第三者之手，然后通过买卖又从第三者手里转入工人之手。可

见，必要劳动的产品所以表现为支付手段，或劳动基金所以表现为

资本，只是因为这种产品不直接归工人所有，而归资本家所有，它

先被夺走，然后被还回。这种不断进行的异化就是劳动基金不表现

为直接消费基金，而表现为劳动支付手段基金，表现为资本的条

件。

于是，我们看到：

（１）追加资本——或作为追加资本的资本——就其全部要素

来说都是由资本家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劳动组成，并且是反

复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手段；

（２）各个资本的价值，包括原来不同于追加资本的价值，在整

个生产中消失了，都转化为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３）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可变资本在生产总过程中只表现为劳

动基金的特殊的历史表现形式，工人自己为自身的再生产而不断

更新和再生产这种基金。

经济学家们以下述方式来说明这一点：

（１）指出积累就是收入（利润）转化为资本（其中也包括不变资

本）；

（２）指出产品总价值｛撇开不变资本｝或工人的产品，是用来

支付工资和构成剩余价值的基金，或资本家和工人彼此间进行分

配的基金；

（３）认为可变资本只是劳动基金的特殊的历史表现形式，大卫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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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图就是这样做的，他指出，这种基金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

的形式１０４。

［ —１３７７］｛重农学派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考察了再生

产过程。他们精辟地说明（见勃多的著作１０５），在生产中表现为预付

的东西，在再生产中表现为回收。对于预付来说，回收表现为产品

的组成部分从产品的实物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流通过程）再转

化为生产要素，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表现为等于不变资本的产品

部分再转化为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相反，作为预付，产品的

这些前提表现为同来自流通的前提无关的东西。差别是不断表现

出来的。如果资本投入一定的生产领域，那么，它的预付表现为不

断再生产的预付，表现为产品组成部分再转化成的［再转化成生产

要素的］形式。如果生产中投入新资本，那么货币就转化为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对个别资本家来说这不是回收，而只是预付，虽然

——因为这种新资本是追加资本——这种预付从总资本来看也是

回收。｝

｛旧资本１０６，以及追加资本会以改变了的实物形式再生产出

来。这可以通过两种形式进行。

第一，资本（旧资本或追加资本，原有资本或补充资本）不是以

它原先构成其中一部分的那同一种产品形式进行再生产，而是以

先前已生产出来的另一种产品形式进行再生产。这就是资本从一

个生产领域向另一个生产领域的移动（转移），这或者是由于旧资

本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分配简单地发生了变化，或者是由于补

充资本，追加资本不再留在它从中产生的生产领域，而是投入原先

就已存在的领域。这也是资本的形态变化，而且甚至是非常重要的

形态变化，因为各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竞争，从而一般利润率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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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就是建立在这种形态变化的基础之上。可以采取各种形式的、

最容易变化的那部分资本，就是同活劳动相交换的可变资本本身。

要改变这部分资本的实物形式，只要劳动能力不是以同一方式，而

是以另外的方式来使用就够了。这是以人的劳动能力的可变性为

基础的。劳动越简单（而在一切大的生产部门中劳动都是简单的），

越不需要专门训练，具体劳动形式的这种转化就越容易。其次，至

于流动资本，那么这种资本自然具有转化为任何现存商品形式的

绝对能力；这就是货币的特征。但是，这种转化能力完全是幻想的，

因为货币只是流动资本的暂时形式｛在这里它被看作不是由工人

的生活资料组成；因而被看作不是由固定资本、劳动工具等等组成

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并且货币量同流动资本量没有任何关系。例

如，如果不去生产更多的小麦，而要生产更多的黑麦，那么就要有

更多的货币转化为黑麦麦种，如果黑麦原先的收获量正好够原先

的消费，因此不必进口黑麦，那么，黑麦生产投资只有在下述情况

下才会扩大：由于黑麦价格提高，黑麦的消费减少，从而有一部分

黑麦被腾出来用作种子。至于其他条件，那么劳动可以不变，固定

资本也可以不变，只不过同一劳动和同一工具被分配在小麦和黑

麦生产上的情况有所变化。另一方面，例如在棉纱支数等等发生变

化的情况下，固定资本只须实现微小的形态变化。劳动种类和材料

可以保持不变。这一般发生在下述情况下：同一生产部门的规模

［ —１３７８］的［变化］引起其中所使用的总资本量的变化。因此，

这发生在原料保持不变的地方。另一方面，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原

料发生变化，但固定资本和劳动种类不变，或者后者只发生很小程

度的变化。例如，这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更喜欢某种木材，更

多地捕捞某种鱼类，更多地生产某种金属。但是，当生产部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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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变化时，某一部分固定资本不可能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

形式。构成可以不变，但机器等等将完全变样；投在土地上的资本

的情况也是这样。因此，在发生这种变化的情况下，固定资本会贬

值和失去自己的价值。如果只是追加资本的使用情况发生了变化，

那么，结局总会是这样的：同一原料被其他机器等等加工。人类劳

动的可变性始终是资本的这种形态变化的基础，不管是旧劳动能

力的某一部分改变自己的劳动也好，还是新劳动能力不使用在旧

的生产领域中，而主要使用在其他生产领域中也好，结果是完全一

样的。

资本的这种形态变化只关系到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实际形态变

化，关系到资本重新转化成的原料、机器劳动的改变了的形式。它

同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毫无关系，后者不过是商品资本到货币资本，

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实际上是作为商品的商品资本的再

转化，而这些商品则构成劳动过程的各个要素。这第二种形态变化

只关系到货币再转化为资本时所重新转化成的、已经改变了的实

物形式（使用价值形式）。

第二①。旧资本或补充资本投入新的生产部门。为此或者需要

有新原料，或者旧原料有新发现的使用价值。铁路就是一个例子。

在这里，除了煤、铁、木材等等外，不需要任何新材料。橡胶则与此

相反。在电报业中也只是以新方式应用旧原料。在后两个部门中，

主要的变化只是发生在劳动方式上。

劳动越有生产能力，劳动部门的数量就越有可能扩大；在旧生

产中对于这一生产的原有规模的或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来说已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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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剩的劳动，可采取新方式加以使用，其途径或者是以新的方式利

用旧原料，或者是发现新原料，或者是扩大已发现的新原料的贸

易。随着资本的积累，生产部门也越来越多样化——由此就发生劳

动的分化。｝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部门的［扩大］，生产的和消费的排泄物

的利用范围也扩大。我们所说的生产排泄物，是指生产废料，不管

是工业废料还是农业废料（如粪肥等等）。我们所说的消费排泄物，

一部分是指再生产的自然过程所产生的排泄物（人的粪便等等），

一部分是指消费品被使用后留下的形式（如破布等等）。例如在化

工厂中，这就是副产品，这种副产品在小规模生产中不能再利用，

但是在大规模生产中又可以成为其他化工生产部门的原料；在大

规模机器制造生产中，铁屑又变成铁；在大规模木器生产中，碎木

又可用作肥料，因此，排泄物或者可以在同一生产领域中，或者可

以在其他生产领域中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动物的粪、人的粪

便又进入农业、皮革生产等等。废铁在同一生产部门中又用作生产

资料；破布被用于造纸厂；废棉被用作肥料；以利用化学物质为例。

这一部分同自然的物质变换有关，一部分也同工业的形式变化有

关。｝

［ —１３７９］｛剩余价值总是体现在剩余产品中，即体现在

资本家所支配的某一部分产品中，也就是体现在这样一部分产品

中，这部分产品是超过补偿原先耗费的资本的那部分产品而形成

的一个余额。因此，不应当认为，剩余产品似乎只是由于再生产过

程中的产品量大于原有量而产生的。一切剩余价值都体现在剩余

产品中，只有这样的东西我们才称之为剩余产品。（体现着剩余价

值的剩余的使用价值。）相反，并不是任何剩余产品都代表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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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托伦斯
１０７
等人把两者混为一谈。例如，假定今年的年收获量比

去年增加一倍，虽然在生产上耗费了同量物化劳动和活劳动。收获

物的价值（在这里，我们撇开供求引起的价格偏离价值的各种情况

不谈）不变。如果同一英亩所出产的小麦不是４夸特，而是８夸特，

那么，１夸特小麦只值过去的一半，而８夸特的价值并不大于４夸

特。为了显示出各种外部情况，我们假定种子是从一块特别的土地

上得到的，这块土地的产品同上年相同。那么，一夸特种子就要用

两夸特小麦支付，而资本的一切要素以及剩余价值仍会不变（剩余

价值同总资本之比仍会不变）。如果在这个例子中情况有所变化，

那只能是因为不变资本部分是以实物形式补偿的；因此，只需较少

部分产品用来补偿种子；因此，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被腾出来并表现

为剩余产品。｝

｛这同再生产有关１０８。

剩余价值体现在剩余产品形式上，而剩余产品形式就是总产

品的形式，即资本在某部门所生产的某种使用价值形式。如果产品

是小麦、木材、机器、棉纱、锁、小提琴等等，那么，剩余产品也表现

为小麦、木材、机器、棉纱、锁、小提琴等等。

其次，剩余产品可以有以下情况。

（ ）第一，不转化为追加资本，而被消费掉。（１）资本家可以以

实物形式把这一产品全部或部分地吃掉。如果只消费掉一部分，那

就属于第２点中所应考察的情况。资本家要能够以实物形式消费

掉剩余产品，这种产品就必须存在于能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上。其

中也包括工具、器皿等等，它们作为工具，如针、剪刀、瓶子等等进

入［个人］消费过程。或者，如半成品，即缝纫材料之类，其加工本身

属于［个人］消费范围。（２）资本家以其他使用价值形式消费掉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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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他出售剩余产品，并用卖得的货币购买进入［个人］消费基金

的各种物品。如果他的产品是不能进入个人消费的物品，那么，这

种产品的买者就应当购买它用作生产消费，也就是说，它应当作为

补偿要素进入这个买者的资本，或者作为新的不变资本要素进入

他的追加资本。可见，虽然剩余产品价值的每个部分并没有被剩余

产品的所有者转化为追加资本，而是被他消费掉了，但不能由此得

出结论说，这种剩余产品本身是以实物形式进入个人消费的。它能

进入资本。它实际上能被这种剩余产品的买者用作资本。这里又

可能有两种情况，那就是：剩余产品补偿原有资本或追加资本，或

者成为买者把他的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手段。如果大

部分剩余产品是以只能用于不变资本的实物形式生产出来的，那

么，进入个人消费（或者是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者是进入资本家［个

人］消费基金）的剩余产品部分就相应地是［较小的部分］，这样一

来，就会出现不变资本的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如果再生产出来的

剩余产品的过大部分所具有的形式使它不能构成不变资本，而只

能用作个人消费，不论是作为可变资本用于工人的个人消费，还是

用于非工人的个人消费，那么，就会出现不进入不变资本的那部分

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这种对比关系在单独一个国家里是被严格

规定了的。但是，通过对外贸易，某国内以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

和机器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部分，可以转化为别国中以［个人］消

费品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形式［ —１３８０］。因此，对外贸易消除

了这种限制。所以，对外贸易是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因为这种

生产是按照本身的生产资料的规模行事的，而不问某一定需要的

满足情况如何。交换价值对生产的统治，在单个人面前表现如下：

他的生产（１）不以他的需要为根据，（２）不直接满足他的需要；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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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单个人生产的商品只有转化为货币以后才能转化为他本人的

使用价值。但是，所有这一切现在表现为这样：整个国家的生产既

不是用它的直接需要，也不是用扩大生产所必需的各种生产要素

的分配来衡量。因此，再生产过程并不取决于同一国家内相互适应

的等价物的生产，而是取决于这些等价物在别国市场上的生产，取

决于世界市场吸收这些等价物的力量和取决于世界市场的扩大。

这样，就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失调的可能性，从而也就是危机的可能

性。

如果某个国家闭关自守，那么，它的剩余产品就只能以这一剩

余产品的既有的实物形式消费掉。在这个国家中，剩余产品可以交

换的范围就会受到不同生产部门的数量的限制。这种限制通过对

外贸易才能消除。以棉纱形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可体现在葡萄酒、

葡萄干、丝绸等等形式上。因此，对外贸易可以增加某个国家的剩

余产品能转化的形式和能用来消费掉的形式。但是，虽然存在这种

外部形式，剩余产品仍然只能是本国工人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

因此，必要生活资料生产的规模越大和生产率越高（并且资本

积累越多），可用于生产种种可供［个人］消费的剩余产品形式的劳

动部分就越大。

进入［个人］消费基金的物品，较慢或较快地被消费掉。生产规

模越大，进入这种［个人］消费基金的可较长期或较短期使用的大

量使用价值的量就越大，因而消费基金按其数量和种类来说就越

是会扩大。这部分消费基金必要时可转化为资本。

可是，至于说到剩余产品，只要它不转化为追加资本，而被自

己的所有者消费掉，那么，我们就可以撇开国内外贸易这种媒介。

进入消费基金的，始终只能是体现在适于个人消费的形式上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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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产品。资本家不能亲自把一切都消费掉，他的猫、狗、马、鸟、仆

人、情人等等也要吃东西。或者说，一部分［剩余产品］也要被非生

产劳动者消费掉，他们的服务，就是用这部分产品购买来的。

（ ）①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资本：

这时，剩余产品就转化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剩余产品无须

增加或减少，这种产品中只以进入工人消费的必要生活资料形式

存在的那一部分无须发生变化，可变资本仍可以增加或减少（可变

资本对于扩大生产来说是相对必要的；但是，这种关系不是由扩大

生产所依据的关系决定的）。剩余产品的这一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会

被马、狗、情人等等消费掉，或者在或大或小程度上被用来交换非

生产劳动的服务。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的剩余产品部分，会由于这

种非生产消费受到限制或扩大而增大或缩小。例如，如果剩余产品

中有更大的部分固定在这样一种不变资本（固定资本）上，这种不

变资本不直接进入再生产过程，而只是形成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按

其性质来说不适合出口，并且不可能在别国市场上转化为可变资

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在第二年，可转化为可变资本的剩余产品部

分就会缩小（至少同本年重新推动的生产工人人数相比是缩小

了）。［ —１３８１］例如，这发生在下述情况下：剩余产品转化为铁

路、运河、建筑物、桥梁，转化为沼泽地的排水，转化为船坞和工厂

的不动产，转化为打铁炉、煤矿等等。这些东西是不便搬运的；它们

也不能直接扩大再生产规模，尽管它们都是扩大再生产的手段。由

于它们的投资不成比例，剩余产品在第二年就会减少，特别是可表

现为可变资本以及表现为一般流动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会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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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由于固定资本生产过剩，又产生危机的可能性。

我们以前就已指出１０９：

如果生产规模不变，如果再生产以同一规模反复进行，那么，

生产不变资本的生产者的产品，——只要这种产品是由可变资本

（工资）和剩余产品构成，因而一般说来构成这个［生产者］阶级的

收入，——应当正好等于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者］阶级每年所需

要的不变资本。如果这种产品更多一些，那么，它就不会有等价物

——同它相适应的价值等价物——并会相应地跌价。上面已经指

出，这种界限通过对外贸易才被打破。在国外市场上，生产者能使

自己的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可变资本和使收入用于［个人］消费的物

品。

但是，我们撇开对外贸易。这样，在再生产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第 类（不变资本生产）的可变资本以及特别是剩余产品，不能就

其本身来考察。只是对第 类的资本家来说，而不是对总资本来

说，剩余产品才成为剩余产品，因为它是第 类的不变资本部分。

因此，问题可以这样看：第 类１１０的全部产品只补偿社会不变资

本，而第 类的全部产品构成社会收入，因此，这一产品在扣除可

变资本，即扣除作为工资而消费的那部分以后，便构成每年以各种

形式消费掉的剩余产品，——［个人］消费，这是以交换，买卖为媒

介的，因而剩余产品得以根据需要在它的不同所有者之间进行分

配。

但是，只要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资本，情况就不同了。

应当先撇开货币进行考察，然后再考虑货币。

撇开货币：为了使剩余产品部分能转化为追加资本，它的某个

部分从一开始就应当以能够用作补充的可变资本的形式再生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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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首先涉及到一年的产量应当用于第二年消费的那些部门所

生产的可变资本部分，例如，在谷物等等的生产中就是这样，并且

在各种植物性原料——棉花、亚麻以及羊毛等等的生产中，也是这

样。剪羊毛可以在一年内的不同时间里进行，但是羊毛的收获量却

取决于一年内绵羊的现存头数，等等。相反，这不牵涉这样一些生

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的数量本身在一年内可以随同生产而扩大，

只要具备进行这种追加生产的条件，不管是机器和劳动，还是机

器、劳动和原料。煤、铁、一般金属、木材等等要进行追加生产，要求

有更多的劳动，更多的煤，如果在业工人人数有所增加，则要求有

更多的机器和更多的劳动工具。相反，如果只延长工作日，那么在

一种情况下就只需要更多量的原料，在另一种情况下则需要更多

的辅助材料，更快地补充生产机器或工具以代替已磨损的。追加资

本不必同时或以同一份额投入一切部门。如果用机器建造和装备

新的棉纺厂（如果这不只是原有资本的重新分配），那么剩余产品

在这时就无须以棉花形式存在，只要在新工厂投产时，也许是在一

年以后拥有棉花就够了。但到那时应准备好补充的棉花。而在此

以前，只须使剩余产品的一部分补充转化为工资（可变资本），另一

部分补充转化为更多量的铁、木材、石头、皮带以及追加生产这些

物品所需要的辅助材料、机器［ —１３８２］和工具的补充量就够

了。

部分剩余产品可以以实物形式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本身可

以直接进入自身的再生产。例如，小麦用作种子，煤用作煤炭生产

中的辅助材料，机器用于机器制造，等等。或者，不变资本的生产者

可以相互交换这一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它会从一个人手里转入另

一个人手里，成为他们每个人的不变资本，但是，剩余产品的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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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部分就其整体来看，是直接地转化为不变资本的，新的补充的

不变资本是直接形成的。

同样，剩余产品部分也可以直接转化为可变资本，为此往往只

须改变必要生活资料的分配，即用来交换生产工人，而不再交换非

生产工人。

剩余产品部分对一个人来说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而对另一

个人来说则转化为不变资本。例如，租地农场主购买新机器，劳动

工具等等。机器制造者用从租地农场主那里交换来的生活资料雇

用更多的工人。

由于第 类（生活资料的生产）所使用的不变资本增大，第

类所生产的并分为可变资本和剩余产品的那部分产品就能增长。

但是［第 类］的不变资本可以直接增长，这部分地是以实物形式，

部分地是通过剩余产品以交换为媒介进行的分配，而无须同第

类进行交换，因而在第 类的生产中不会遇到直接的障碍。在这

里，同样会发生［第 类］的不变资本直接同第 类的剩余产品（不

是同它的不变资本）的交换。这种剩余产品对第 类来说转化为补

充的可变资本，而对第 类来说则转化为补充的不变资本。但是这

样一来，必要的比例遭到破坏，变成更加偶然的东西，产生了危机

的新的可能性。

但是，第 类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产品中被第 类作为可变资

本使用（占有）的部分越大，产品中以剩余产品形式被非生产劳动

者和资本家本人所消费掉的数量就越小；因此，对第 类中以消费

资料形式为非工人生产剩余产品的那些生产者［的产品］的需求就

会减少。因此，他们的再生产就会停滞，投入这个类的资本部分就

会贬值。实际上，在任何一个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民族的发展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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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奢侈品形式消费掉的和用于非生产劳动者报酬的剩余产品

部分，相对说来都是很小的。随着资本的积累，剩余产品在数量上

和价值上不断增大；因此，它的一个越来越大的部分可以以奢侈品

形式进行再生产或同非生产劳动者的服务进行交换，并且它仍可

以有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在积累不断向前发展

的这种情况下，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资本会以更大的程度增

长，而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则不断相对减少；因此，在形

成追加资本时，转化为可变资本或不再进入非生产消费的那部分

生活资料不断减少；也就是说，虽然资本增长了，但非生产消费量，

现存产品量不断增加。转化为不变资本要素的剩余产品量不断增

加，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那部分剩余产品也以同一程度增加，而

工人阶级在其中占有的份额，即应当转化为补充的可变资本的那

部分剩余产品则不断减少。

因为——部分由于对外贸易，部分由于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

余产品［比重］发生变化，——总资本在［生产者的］两个类之间进

行分配的一定比例关系，或产品各组成部分在一定地方进入再生

产过程时所依据的一定比例关系遭到破坏，这里就产生失调的新

的可能性，从而产生危机的可能性。这种比例失调现象不仅会发生

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在再生产它们时），可变资本和不变

资本之间，不变资本各部分之间，而且也会发生在资本和收入之

间。

把货币考虑在内的情况，应在下面进行考察。｝

［ —１３８３］为了我们目前的目的，剩余产品到追加资本

的转化可以最简单地表述如下。

剩余产品表现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产品。部分剩余产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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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进入劳动者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形式存在。（通过对外贸易，这

部分也可以表现为任何一种使用价值形式，但这里必须完全撇开

对外贸易。）这部分产品全部进入剩余产品占有者的消费，并且必

须首先从剩余产品中扣除。第二部分剩余产品由可以进入一般消

费的消费资料组成。它们之中的一个或大或小的部分直接由剩余

产品占有者消费掉，或间接由他们的狗、马、仆人或非生产劳动者

消费掉，后者的服务是剩余产品占有者用剩余产品交换来的。因

此，剩余产品第二部分的这一［份额］也应当扣除。这种消费资料的

另一部分用来购买劳动。它转化为可变资本。最后，有一部分［剩

余产品］由种子、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牲畜、机器和工具组成。

这部分转化为不变资本。剩余产品中以这样的方式转化为可变资

本和不变资本的各部分的总量，形成追加资本，后者是由部分剩余

产品或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例如，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转化为资本的

剩余产品等于５００塔勒，其中４００塔勒为不变资本，１００塔勒为可

变资本；如果用这１００塔勒可购买１００名工人的日劳动，而这１００

名工人的工作日实现在２００塔勒中，那么，用１００塔勒购买到的劳

动就会比这些塔勒中所包含的劳动多一倍，从而就使５００塔勒转

化为６００塔勒，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产品同

更多量的劳动相交换，也就是成为无偿占有新的补充劳动部分的

手段。但是，这１００塔勒本身也象４００塔勒补充的不变资本一样，

是无偿占有的他人劳动，因而工人的这全部剩余劳动在资本家手

中成为占有新的剩余劳动和迫使［工人］白白地再生产已被占有的

剩余劳动的手段。

劳动生产率以及劳动再生产出的产品的价值取决于多种物质

条件，取决于进入生产过程的过去劳动的量，从而取决于资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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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这种情况象任何劳动生产力一样，表现为同劳动直接相对

立的资本的生产力。活劳动在再生产过程中所推动的并决定不断

提高的活劳动生产率的过去劳动的这种不断增长，表现为这种过

去劳动的功劳；或者可以这样说：作为资本的过去劳动的这种异

化，使过去劳动成为生产的这一极其重要的要素。实际上，在资本

主义生产中，这种过去劳动不断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因此，

这种对立，这种对立的这种异化的、社会转化的形式，被看作隐蔽

的过程，资本通过这个过程使劳动具有更大的生产能力，尽管劳动

者的这种过去劳动所提供的服务同这种劳动作为劳动者财产而发

挥作用时所提供的服务完全一样。以上所考察的这种观点是不可

避免的，这是因为：（１）同过去的各种生产方式不同，只有在资本主

义生产中过去劳动才以这样越来越大的规模进入再生产；因而，同

过去的生产方式相比，它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２）物

化劳动在这里同活劳动发生关系时所表现的对抗形式，被看作它

的内在性质，即同它在再生产过程中所完成的职能密不可分的性

质。

除了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资本时所表现出来的物化劳动的积

累以外，还有工人个人技能的不断积累，其方式是把已获得的技能

传授给正在成长的新一代工人。虽然这种积累在再生产过程中有

极重要的作用，但是资本为此无须花费分文。［ —１３８４］科学

就其被应用于生产的物质过程来说，其积累也与这里的问题有关。

这种积累就是规模不断扩大的不断再生产。过去所获得的认识成

果被当作认识要素传授下来和再生产出来，并作为这种要素由徒

弟继续进行研究。在这里，再生产费用同原生产费用完全不成比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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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防止两种看法：

（１）防止把积蓄和积累混为一谈；

（２）防止把资本积累过程和单纯进行货币贮藏时所形成的积

累混为一谈。

关于第（１）点。积蓄。产品中可以自行支配的部分，剩余产品，

可以由资本家个人消费。因此，资本家如果把这种产品的某个部分

转化为资本，那就要放弃享受而进行积蓄。有一种看法，认为全部

剩余产品都可以消费掉，这本身首先就是错误的，因为在直接生产

过程以及在流通过程中，产品会遇到种种危险，因此，必须要有准

备金，这不仅是为了弥补通常的亏损，而且也是为了应付非常事

故。这种准备金只能由剩余产品构成。同样，没有分工的不断扩大，

没有经过改进的和新的追加机器等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不能

存在下去，而为此又要求有一部分剩余产品。一般说来，资本主义

生产就是追求扩大交换价值，特别是扩大剩余价值的生产，只有剩

余产品不断转化为资本，才能达到这种不断的扩大。自然，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只有具备同它相适应的条件才能存在，这些条件完全

不同于追求直接［供给］生活资料的那种生产方式的条件。这首先

涉及到这样一种幻想：似乎全部剩余产品都可以消费掉。

现在来谈谈一个十足的幻想：似乎资本家会消费掉自己的全

部资本，而不去把它用作资本。首先，这个资本的大部分是以［只］

能作为生产资料消费的形式而存在的；以只能用于生产消费的形

式而存在。整个观点是以个别货币占有者的观点为依据的。他可

以不把１０００镑转化为资本，而把它们消费掉。（显然，他只有不消

费掉自己的这１０００镑，而把它们转让给他人作为资本使用，才能

把它们作为有息贷款贷出。）但是，如果再生产总过程中断，哪怕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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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１４天，那么，“可以消费掉”的东西就不存在了。

但是，这就是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立下的功劳。它同劳

动毫无关系。可是，资本家所积蓄，所节约的东西，就是无酬劳动的

产品，从而是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工人的产品。“富人是靠牺牲

穷人进行储蓄的。”（萨伊）１１１这是积累劳动，但不是他的［资本家

的］积累劳动。

关于第（２）点。积累过程。上面已指出积累和积蓄的区别。

就积累被理解为储备的形成，或商品在生产和消费的间隔期

间的存在来说，这属于流通过程。

有一种说法，断言对资本积累过程最表同情的莫过于工人自

己。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这种说法的意思是，如果工人被支付以

尽可能最低的工资（而剩余价值率以及利润率则尽可能最高），那

他应当感到高兴，因为随着剩余价值量，或剩余产品量的增长（在

下面的考察中还包括利润量），转化为追加资本的部分也增长了，

而随着追加资本的增长，补充的可变资本量，即转化为生产劳动的

工资或同劳动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的量也增长了。如果这个部

分比劳动人口增长得快（而劳动的补充需求就是由这个部分决定

的），那么劳动价格就会超过劳动的价值或劳动的平均水平。起初，

他们断言，似乎工资的降低（或至少工资的相对低水平）是有好处

的；换句话说，工人用自己的时间的尽可能多的部分白白地为资本

家劳动，因而得到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尽可能少的部分，这似乎是有

好处的，因为这会使所使用的资本量增大。接着，他们把这一资本

量的增长看作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一来，剩余劳动会减少，或者

说工资会提高。为了在一定情况下使自己的更大部分无酬劳动重

新作为工资流回到自己手里，工人应当预先把自己的劳动的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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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作为工资来占有。圈子兜得多么［ —１３８５］美妙而又

——特别对工人来说——荒唐！

随着资本的积累，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那部分资本不断相对减

少。这是第一。

第二，随着通过资本积累所实现的生产能力的发展，成为多余

的人口量，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不断产生的过剩人口量也

增长。

但是，如果撇开这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具有决定的意义），那

么，积累就有利于工人，不管它会一再给工人带来多么大的不幸：

（１）因为追加资本会由于剩余产品中更小部分被资本家消费

而更大部分转化为追加资本而增大；也就是，追加资本的增长不是

由于剩余劳动（因而剩余产品）增长了，而是由于这种剩余产品分

为收入和资本时其中的更大部分转化为资本；

（２）但是，在剩余产品量不变的情况下，这取决于劳动生产率，

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所以，各资本集

中地，大规模地被使用，而不是分散在许多资本家之间，不是无效

能地被使用，这对工人有利（只要已经存在雇佣劳动）。

既然积累过程等同于积聚过程，那么，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进

步就在于：越来越打破私人生产，即这样一种形式的生产，对于这

种生产来说，实际上分立的生产者对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表现

为生产本身的条件。工人对生产条件的关系作为对共同的，社会的

量的关系而发展起来。

｛从以前的阐述中摘录的一段论述的结尾部分１１２。

既然剩余产品被当作追加资本重新用来增殖价值，重新进入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那么它就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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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用来和劳动能力相交换的生活资料，这部分资本可以称为

劳动基金。这种劳动基金用来不断维持增长中的劳动能力，因为这

部分追加资本不断增长，尽管它的增长程度同追加资本本身的增

长程度决不相同。这种劳动基金现在也同样表现为异化的，转化为

资本的劳动，以及

（２）各种物质组成部分，使用补充劳动的物质条件。

现在，资本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是由劳动创造出来的，并且被当

成劳动的前提。最初成为资本本身内部划分的东西现在是这样表

现出来的：劳动本身的产品——客体化的追加劳动——分解为两

个组成部分，从物质方面来看，一部分就是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

另一部分就是维持和再生产劳动能力的物质条件；但从形式上看，

实现劳动的这些条件表现为这样：它们作为异己的独立的力量，作

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劳动本身创造了使用新的劳动的新的基金，

但与此同时，劳动还创造了这样的条件：这种基金只有在追加资本

的其余部分会吸收新的剩余劳动的情况下才能被使用。因此，在劳

动所生产的追加资本中，在剩余价值中，新的剩余劳动的现实必然

性（和可能性）同时也就被创造出来，因而追加资本本身同时就是

新的剩余劳动和新的追加资本的现实可能性。从以上的叙述可以

看到，通过劳动本身，客观的财富世界作为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

权力越来越扩大，并且获得越来越广泛和越来越完善的存在，因此

相对地来说，活劳动能力的贫穷的主体，同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和

创造价值的现实条件的范围相比较，形成越来越鲜明的对照。劳动

本身越是客观化，作为他人的世界，作为他人的财产而同劳动相对

立的客观价值世界就越来越扩大。劳动本身通过创造追加资本［

—１３８６］而迫使自己不得不一再地去创造新的追加资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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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等。

同原有的非追加资本相比较，劳动的状况发生了以下变化：

（１）同必要劳动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是由这种劳动本身再生产

出来的，也就是说，它不再是从流通中归于劳动的，而是劳动本身

的产品；（２）在原料和工具的形式上代表实现活劳动所需要的实在

条件的那一部分价值，是活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保存的；但是，

因为任何使用价值就其本性来说都是由非耐久材料构成的，而交

换价值只有在使用价值中才存在，所以这种保存等于防止资本家

所占有的价值的灭亡，或者说等于否定资本家所占有的价值的非

耐久性质，因而等于把这些价值变成自为存在的价值，长久的财

富。因此，这种最初的价值额也只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活劳动才变

为资本。

如果考察的是追加资本，那么，资本通过占有他人的劳动就代

表自为存在的价值，这是因为追加资本的每一种要素，即材料、工

具、生活资料，都归结为资本家不是通过同现有价值的交换，而是

不经过交换就占有的他人劳动。当然，对这种追加资本来说，最初

的条件是把属于资本家所有的一部分价值，或者说资本家所占有

的一部分物化劳动，同劳动能力相交换。追加资本 ——我们这样

称呼从最初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追加资本——的形成条件，也就

是占有他人劳动即占有物化的他人劳动的条件，在资本家方面来

说，乃是占有价值，资本家用这种价值中的一部分在形式上同活劳

动能力相交换。无论如何，追加资本 的形成条件，毕竟是归资本

家所有的、由他投入流通并由他提供给工人的价值的交换，这种价

值不是从资本家同活劳动的交换中产生的，也就是说，不是从他作

为资本同劳动的关系中产生的；这样的条件，就是预先发生的所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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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积累，这种情况例如就每一个作为新资本家出现在市场上的

个人来说仍是不断发生的。

现在我们设想，追加资本 又投入生产过程，又在交换中实现

了它的剩余价值，并在第三次生产过程开始时又作为新的追加资

本 出现。这个追加资本 的前提和追加资本 的前提不同。追

加资本 的前提是归资本家所有的并由他投入流通的价值。追加

资本 的前提不是别的，正是追加资本 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

这样一个前提：资本不经过交换就占有他人劳动。这使资本家能够

不断地重新开始过程，而且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固然，为了

创造追加资本 ，资本家必须用追加资本 的一部分在生活资料

的形式上同活劳动相交换。但是，他这样拿去进行交换的东西，从

一开始就不是由他从自己的基金中投入流通的价值，而是他人的

物化劳动，他没有支付任何等价物就占有了这种物化劳动，并且现

在又用它来同他人的活劳动相交换；同样，这种新的劳动借以实现

自己并创造新的剩余价值的劳动资料等等，不经过交换，只是通过

占有便落入资本家的手中。对他人劳动的过去的占有，现在表现为

对他人劳动的新占有的简单条件；换句话说，他人的劳动以物质的

客观的形式，以现有价值的形式成为资本家的财产，这是使资本家

能够不支付等价物而重新占有他人的活的劳动能力的条件。资本

家已经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这表现为［ —１３８７］资本

家不仅作为资本保存自己，而且作为日益增长的资本越来越多地

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劳动的唯一条件。财产——过去的客体

化了的他人劳动——表现为进一步占有现在的活劳动的唯一条

件。

由于追加资本 是通过物化劳动（原有资本）和活劳动能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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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简单交换创造出来的，——建立在商品作为等价物进行交换

这一基础之上的规律，这些商品是以其所包含的可比较的劳动时

间或劳动量进行估价的，——并且，由于从法律上来看这种交换的

唯一前提是每个人对自己产品的所有权和自由支配权（从工人方

面来说，是自由支配自己的个人能力的权利），以及由于追加资本

只是追加资本 的结果，因而是上述这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所

以，所有权在资本方面就辩证地转化为对他人的产品的权利，或者

说转化为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转化为不支付等价物便占有他人

劳动的权利，而在工人方面则辩证地转化为必须把他本身的劳动

或把他本身的产品看作他人财产的义务。不过，表现为最初行为的

等价物交换，现在发生了变化：对一方来说只是表面上进行了交

换，因为同劳动能力相交换的那一部分资本，第一，本身是没有支

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他人的劳动，第二，它必须由劳动能力附加一

个剩余额来偿还，也就是说，这一部分资本实际上并没有交出去，

而只是从一种形式变为另一种形式。可见，交换的关系成了流通过

程所固有的纯粹的假象 其次，所有权最初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

的。现在所有权表现为占有他人劳动的权利，表现为劳动不能占有

它自己的产品。所有权或财富同劳动之间的分离，现在表现为以它

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结果。

最后，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是资本和劳动的

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不断扩大规模的再生产。

因此，随着资本量的增长，失去生存资料的、贫困的劳动能

力即“劳动贫民”的数量也增加，并且反过来看也是一样。伊

登、查默斯１１３等人就指出过这种对抗性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主

体在其中表现为生产当事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

１６１第九章 再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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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每一方都由于再生产对方，再生

产自己的否定而再生产自己。资本家生产的劳动是他人的劳动；劳

动生产的产品是他人的产品。资本家生产工人，而工人生产资本

家。

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一旦成为前提｛确切地说，只有当

以再生产（１）和追加资本 的新生产（２）为结果的第一个生产过程

结束时，货币才转化为资本。但是，只有当追加资本 本身再生产

出来（３）并生产出追加资本 （４），也就是说，只有当货币到资本的

转化的那些还处于现实资本运动之外的前提已经消失，因而资本

本身根据自己的内在实质事实上创造出它在生产中当作出发点的

那些条件本身时，追加资本 才设定为即实现为追加资本｝，那么，

这样一个条件，即资本家必须把通过他自己的劳动或通过其他方

式（只要不是通过已经存在的过去的雇佣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投

入流通这样一个条件，就属于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

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

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

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

［ —１３８８〕例如，如果说农奴逃往城市是中世纪城市制

度的历史条件和前提之一，那么这决不是发达的城市制度的条件，

决不是它的现实的要素，而是城市制度的过去的前提，是城市制度

形成时的前提，这些前提在城市制度存在时已被扬弃。资本生成，

产生的条件预示着，资本还不存在，而只是正在生成；因此，这些条

件随着现实的资本［出现］就消失了，在资本从自己的现实性出发

而创造出自己的实现条件时就消失了。举例来说，如果说货币或自

为存在的价值最初生成为资本时，要以资本家作为非资本家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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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的原始积累——即使是靠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的节约，自己

的劳动等等——为前提，也就是说，如果说货币生成为资本的前提

表现为资本产生的一定的外在的前提，那么，一旦资本成为资本，

它就会创造它自己的前提，即不通过交换而通过它本身的生产过

程来占有创造新价值的现实条件。这些前提，最初表现为资本生成

的条件，因而还不能从资本作为资本的活动中产生；现在，它们表

现为资本自身实现的结果，是由资本造成的现实的结果，它们不表

现为资本产生的条件，而表现为资本存在的结果。资本不再从自己

的前提出发，它本身就是前提，它从它自身出发，自己创造出保存

和增殖自己的前提。因此，在创造追加资本 之前存在的条件，或

者说表现资本的生成的条件，不属于以资本为前提的生产方式的

范围，而是资本以前的资本生成的史前阶段，就象地球从流动的火

海和气海的状态变为地球现在的形态所经历的过程，处于已经形

成的地球的生命的彼岸一样。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把资本看作永

恒的和自然的生产形式，然后又竭力为自己对资本的这种看法辩

护，把资本生成的条件（而且是幻想的条件）说成是资本现在实现

的条件，换句话说，把资本家还是作为非资本家——因为他还只是

正在变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要素，说成是资本家已经作

为资本家用来进行占有的条件。

｛自然的生产规律！当然，这里是指资产阶级生产的自然规

律，即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生产所遵

循的规律。如果没有这些规律，资产阶级生产体系就是根本不可思

议的。当然，这里指的是表现这一定生产方式的性质，从而也就是

它的自然规律的问题。但是，正象这种生产方式本身是历史的一

样，它的性质和这种性质的规律也是历史的。亚细亚的，或古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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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封建的生产方式的自然规律是实质上不同的规律。另一方面，毫

无疑问，一切形式的人类生产都具有某些不变的规律或关系。这种

共同之处很简单，可以概括为很少几个共同点。｝

这些辩护的企图证明他们用心不良，并证明他们没有能力把

独特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同资本的社会自身所宣扬的所有权的一

般规律调和起来。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方法表明必然

包含着历史考察之点，或者说，表明仅仅作为生产过程的历史形式

的资产阶级经济，包含着超越自己的、对早先的历史生产方式加以

说明之点。因此，要揭示资产阶级经济的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

的真实历史［ —１３８９］。但是，对这些生产关系正确地加以考

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这些方程式会说明

这个制度之前的过去。一方面，如果说资产阶级前的阶段表现为仅

仅是历史的，即已经被扬弃的前提，那么，现代的生产条件就表现

为正在扬弃自身，从而把自身设定为未来社会的历史前提的那些

条件。｝

以上的阐述有一部分属于对所谓原始积累的考察１１４。

但这里应当作一些补充。

在货币转化为资本，因而在追加资本 形成时，［必须遵循］两

个［条件］：

第一，必须使货币能够自由地同劳动相交换，为此应当实现的

那些历史条件，应在以后考察。现在来到市场上的货币所有者发

现，这些条件统治着生产方式。货币（以及它们所代表的东西）已自

在地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而且必须只作为资本表现自己。

第二，如果个别人现时想成为资本家，他必须拥有货币。如果

这是一位新形成的资本家，他没有继承到货币（但拥有已经是以资

４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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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主义方式获得的货币），也没有通过借贷取得货币（因为，只要口

袋里有钱，什么人同工人相对立，这完全无关紧要），也没有偷窃货

币，又没有作为商人、金融家、投机者等等在资本的某个其他领域

（除了真正的生产领域）中取得货币，况且资本的这些第二级的职

能同生产资本的关系后来才表现出来（在这里我们完全没有涉及

现存资本的分配，它们从一些人手中到另一些人手中的转

移），——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些货币就应当是他积攒起来的或挣

来和保存起来的。（如果他把积蓄贷放出去以取得利息等等，那么

在这里就应当把积蓄除外，因为这已经是以资本主义方式利用价

值。）他只是从自己剥削工人的时候起才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如果

他自己是生产工人，那他所积蓄起来的货币量不会很大。但是，例

如获得“资本”的医生、作家、律师等等，他们所以获得它，只是因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这些非生产劳动的报酬，完全取决

于实际当事人——生产参与者的财富，因此，他们所完成的劳动的

实际使用价值也完全不取决于劳动价格。密尔顿写作自己的《失乐

园》得到５镑。

真正的货币贮藏是不存在的。货币贮藏者从来也是高利

贷者。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以不断再生产出上述条件，是因为它：

（１）在简单生产过程中，把劳动条件关系作为资本再生产出

来，而工人关系则作为雇佣劳动再生产出来；

（２）通过使剩余价值不断转化为资本（积累），创造大量这种作

为资本而存在的条件，而这些条件的存在则依靠扩大作为雇佣工

人而现存的劳动能力；

（３）通过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推广到新的领域，消除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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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还存在于直接生产者及其生产条件之间的统一；使直接生

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同作为雇佣工人

的他们相对立的资本；

（４）通过资本积聚（和竞争）扼杀各小资本，并把它们联合成大

资本，虽然和发达领域中的这种吸引过程同时发生的，还有新出现

的就业部门等等的排斥过程。如果没有这种情况，资产阶级生产就

会很容易地和很快地到达自身的崩溃。

［ —１３９０］｛再生产过程图表（绘制时没有考虑货币流

通，并假定再生产规模不变）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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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９１］不进入产品，即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的那一部分

不变资本（从而在这里也就是固定资本），在各处一律略去［

—１３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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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项目（ ）中看到，不变资本等于４００，又完全表现在产

品中。这一产品全部由生活资料组成，后者进入消费基金，尽管只

有一部分进入第 类的消费基金。可变资本等于１００，除了自身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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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中再生产出来以外，还创造剩余价值２００。这１００单位的可变

资本以工资形式用货币支付；从总产品７００中取出产品１００用于

这种工资。这样一来，货币又流回到第 类资本家的手里。全部剩

余价值表现为利润，但又分解为工业利润、利息和地租，其中至少

后两部分全部用货币支付。这种收入的所有者从产品量中得到

２００单位。因此，第 类从它本身所生产的产品量中消费掉３００；同

时货币流回到资本家手里，因而资本家可以重新以货币支付工资、

利息和地租。没有被消费掉并且可加以利用的产品余量等于

４００，——产品的这一价值部分［ —１３９２］是补偿不变资本

４００所必需的。

在项目（ ）中，全部产品由原料和机器组成。可变资本１３３１
３

用于工资（货币）；用这些货币获得第 类产品量的１３３１
３。这样一

来，１３３１
３以货币形式从第 类流往第 类，而第 类的产品则以

同一数量转往第 类。剩余价值２６６２
３的一部分以货币形式支付

利息和地租，并以同一数量购买第 类的产品量。这一货币量连同

由该类［第 类］的工资、利息、地租流回的货币，连同第 类的工

资，用来以货币形式向第 类提供４００是绰绰有余的，而第 类则

用这些货币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４００，这样一来，第 类的资本家

就可以用自己的工业利润来从第 类的产品量中获得生活资料。

结果，第 类的全部产品转入消费基金，而第 类产品量中有４００

转入第 类被用来补偿它的不变资本，有５３３１
３［第 类］要用于

补偿它本身的不变资本。

的确，情况就是这样。

第 类中１００以货币形式用来支付工资。工人用这１００获得

第 类产品量中的１００；从而，１００又以货币形式流回到第 类的

９６１第九章 再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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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手里；他们可以用这１００重新购买劳动。［第 类］资本家的

剩余价值２００中有一部分用来支付上年的利息和地租；利息和地

租的［所得者］用这些货币从第 类产品量中购买与自身相应的部

分。因此，货币迅速返回到第 类的资本家手中；第 类的资本家

用这些货币重新支付利息和地租，即重新开出获得下年产品的取

货单。至于工业利润，一部分被［第 类］的资本家以实物形式消费

掉，一部分则通过支付货币来相互交换［这种利润］。

第 类把１３３１
３（货币形式）用于工资。第 类的工人阶级用

这些货币购买第 类［资本家］的产品。因此，这１３３１
３以货币形式

迅速回到第 类［资本家］的手中，他们用这一数额购买第 类的

产品。同时，第 类利息和地租［所得者］的货币迅速转到第 类

［资本家］手里，后者用这些货币从第 类产品量中获得自己的份

额。第 类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购买第 类的产品，因此，这些

货币又流回到第 类［资本家］手里；后者可以重新用这些货币支

付工资以及利息和地租。他们用这笔货币中等于他们的工业利润

的那部分购买第 类的产品。第 类的［资本家］用这些货币购买

第 类的产品量中他们所必需的其余部分。总之，他们从第 类的

产品中购买了相当于他们的不变资本的４００，并补偿不变资本。第

类的全部产品转入消费基金。另一方面，回到第 类［资本家］手

里的，是他们用于支付劳动、利息、地租以及用于本类内部资本家

之间货币交易所需要的全部货币。

关于项目（ ）。第 类的总产品表现为社会不变资本，而第

类的总产品一部分表现为第 类和第 类的可变资本总额，一部

分表现为两个类中在各种项目下消费掉的收入总额。｝

［ —１３９３］｛关于上述各个经济表，必须指出下面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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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变资本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固定资本中不进入

价值形成过程的那部分一律略去。或者，同样可以说，不变资本项

目在这里只包括进入年再生产，从而进入年总产品的那部分固定

资本。

一部分资本由货币组成。只有可变资本在这里表现为货币资

本。相反，利息和地租表现为货币所有者手中拥有的货币额。流通

中的货币量比它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量，即一部分作为可变资本

的货币表现，另部分作为利息和地租的货币表现而表现出来的量

实际上要少得多。

（２）商业资本和货币商业资本在这里不能单独表现出来，因为

这会使图表变得太复杂。

（３）再生产由于同一原因假定是不变的，因为要描绘积累过

程，同样会使对于基本运动的简明理解陷于纷乱。

（４）图表 和 的［各项目］表明，第 类的总产品表现为社会

不变资本，第 类的总产品实现在两个类的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

上。这一过程在图表 的［项目］中被当作前提，所以在这里第 类

的产品直接表现为不变资本，而第 类的产品直接表现为可变资

本和剩余价值总和。

（５）虚线总是表示费用的来源，表示流通的起点，即表示费用

上升的方向；实线［也］表示费用的来源，但表示费用下降的方向。

整个图表画在下一页上１１６。

［ —１３９４］［简单］再生产总过程的经济表［见第１７２页

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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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

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１１８

［（１）资本再生产过程中货币形式的变化。

商业资本在货币流通中的作用］

  ［ —１０３８］首先考察一下生产资本家、小店主和工人之

间的流通。假定小店主代表全体出售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的人。

资本家将货币作为工资付给工人；工人把这些货币当作流通

手段支出，购买小店主的商品；小店主用这些货币在我们所假定的

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那里补偿自己的［商品］储备。

货币只要被资本家用来同劳动相交换，就变成转化为生产资

本的货币。这是Ｇ—Ｗ—Ｇ这一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形式的第一个

环节（撇开转化为原料等等的货币部分不谈）。

此外，从这个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货币是执行购买手段，即流

通手段的职能。Ｗ—Ｇ—Ａ（Ｗ１）
１１９
。资本家已使商品转化为货币，

现在使这些货币转化为劳动，即另一种商品。

从工人的观点来看，货币不过是铸币。Ａ（他的商品）—Ｇ—Ｗ

（他在小店主那里购买的商品）。这不过是他的商品为转化为生活

资料而采取的货币形式。

３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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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店主那里，货币首先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即实现Ｗ—

Ｇ—Ｗ。他不断出售商品，又用［卖得的］货币买进新商品。但是，如

果考虑到小店主是在出售商品以前先买进商品，他完成的过程就

表现为Ｇ—Ｗ—Ｇ′，Ｇ′—Ｗ 等等，而这种［货币］回流在这里就是

资本主义运动。

资本家手中的这些处于Ｇ—Ａ（作为商品的劳动）行为中的货

币，撇开它们是流通手段（购买手段）这一点不说，表现为资本，但

只是经历某种形式变化的资本。它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劳动形

式，即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不过，资本在再生产过

程中的这种形式变化，并不表示资本价值的增殖；因为资本家支

付的货币等于他购买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就这个过程本身来看，从

这个过程中不会产生任何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只能从商品的生产

消费中产生。

工人手里的货币只是铸币，只表示收入。每当货币只表示简单

的形态变化Ｗ—Ｇ—Ｗ，即从商品到货币，然后再到生活资料的转

化时，情况就是这样。实际上这是商品同生活资料的交换。图克先

生把这样花费的货币称之为收入１２０，因为事实上它们必然来自某

种收入；来自工资，利润——利息或地租。

［ —１０３９］最后，如果我们考察小店主，那么对他来说货

币不仅是他的资本的形式，而且货币的回流运动是他的资本的运

动。Ｇ—Ｗ—Ｇ′，从流通中以增大的量流回的货币，是自行增殖的

价值。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考察。

但是，首先很明显，图克把货币的不同形式规定性同货币代表

资本还是代表收入这一点直接混为一谈，这是再错误不过了。例

如，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是收入，但是在货币不是作为收入花费的地

４７１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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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货币就是资本。

货币在这里的所有三个过程中，首先是作为流通手段出现。对

于资本家来说是Ｗ—Ｇ—Ａ′。对于工人来说是Ａ—Ｇ—Ｗ。对于小

店主来说是Ｗ—Ｇ—Ｗ′。其次，同一货币在这里只是执行资本形

式变化的职能，收入的职能，资本＋收入的职能，也就是同自身发

生关系的资本的职能。

如果考察生产资本家的总过程，那么货币只是他的资本的形

式之一，他通过用货币交换劳动而使这个形式发生变化；从内容来

看，这是［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同一货币在工人手中成为收入

并作为收入流通。同一货币回到小店主手里时＝资本＋利润，而在

离开小店主重新向生产资本家购买时，它们就只表示小店主的资

本的形式变化，这种形式变化是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因此，说

这些货币是收入，或资本，或任何类似的东西，都是可笑的。

我们假定，生产资本家用１００镑购买劳动能力；工人用这１００

镑购买商品（它是小店主从资本家那里买来的），这样小店主的货

币就回到了小店主手里。这种回流对小店主来说是他的一部分资

本的终结过程：Ｇ—Ｗ—Ｇ′。他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多于他投入流

通的货币。如果利润等于１０％，那么他在按１００出售的商品上原

先只花费了９０
１０
１１
。（９

１
１１
是１００的利润。）小店主按１００卖给工人

商品，而按９０１０１１向资本家购买这些商品。不过，资本家在向小店

主出售商品时实现的实际上并不是商品的全部价值，不是商品的

全部生产价格；他把商品价值的１
１１让小店主去实现。因此，工人得

到的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等于１００。他们用自己的１００得到一个

等价物。而小店主在这上面获得的利润不过是资本家的利润的分

５７１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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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

我们以前看到１２１，在我们考察总资本的各不同部分怎样相互

交换，它们的价值怎样相互实现以及它们的使用价值怎样得到补

偿时，如果我们把小店主包括到生产资本家中或者完全略去，交易

就表现为这样：资本家支付１００镑购买工人的劳动；工人用这１００

镑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这样，１００镑又流回到资本家手里。但是在

这个交易中资本家毫无所获。资本家不是直接把具有１００镑价值

的商品付给工人，而是以交换价值的形式（现金或价值符号）付给

他们，而他一旦收回这１００镑，他是用商品支付的。虽然商品的每

一部分都包含价值，并且每一单位商品都按同一比例等于Ｋ＋Ｐ，

即费用和利润，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但是总产品（或总产品价值）

中作为工资支付的那一部分，如果孤立地来考察，就同总产品中补

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完全一样，不包含任何剩余价值，因为扣除

［预付资本的］补偿之后剩下的全部产品在这里被算作只是由剩余

劳动组成的。

因此，要使小店主（他同工人做生意）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总

是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只要流通中的货币足以支付工人的工

资就够了。小店主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币，是

因为实际上他投入流通的价值多于他从流通中抽出的价值。诚然，

他向资本家购买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我们在这里说价值而不说生

产价格，因为我们研究的是总资本，而把每一个特殊的领域只看作

是总资本的一部分）等于［ —１０４０〕１００，但是它们的得到实

现的价值只是９０１０１１。而小店主是按这些生活资料的应分的十足的

价值表现１００把它们投入流通的。商品被投入流通时的价值是否

由于商品的价值增长了，或者只是由于潜在的价值表现出来、得到

６７１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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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而高于它最初从流通中被抽出时的价值，这对于这里考察的

问题是完全一样的。我们说：在这里，在我们考察流通的货币和再

生产过程的关系的地方，这种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假定，小店主吃掉自己的全部利润，而且是以他向资本家

购买的同一些产品的形式吃掉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最初是用

９０１０１１镑购买商品，那么他是把这个商品按１００卖给工人，并且他

用这１００不仅可以重新购买足够的商品量来补偿他应当卖给工人

的商品资本（也就是用９０１０１１镑购买１００的商品价值），而且也可以

重新购买商品价值１００的 １
１１部分供自己消费。因此，在这种情况

下，他会用１００镑向生产资本家再购买商品。于是，资本家要用来

支付工人的货币额（１００镑）就总是从小店主那里全部流回到自己

手中。如果小店主用９０１０１１镑购买，那么他就获得１００镑的商品价

值，并且按１００镑卖给工人。如果他用１００镑购买，那么他就获得

１１０镑的商品价值。因此，在他按１１０镑卖给工人之后，他就剩有

１０镑商品价值供自己吃掉。

因此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这样的例子：资本家只须按周（或按

其他某个周期）支付工人工资，也就是使等于工人工资总额的货币

进入流通，就可以使小店主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总是多于他投入

流通的货币。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为支付工资所需要的通货的１０１１

（９１
１１×１１＝９９＋

１１
１１＝１００）就总是从小店主那里流回到资本家手

中。但最后的那一部分１１，资本家不得不通过另外的途径去获得，

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说。但是第二，如果小店主在资本家本身的商品

上实现他的９１
１１镑的利润，那么资本家支付的１００镑工资就不仅

足以使工人获得他们的工资和使小店主补偿他的资本，同时还足

以使小店主实现他的利润。资本家为了定期支付工人工资，除了他

７７１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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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他的工人和小店主之间的这种流通以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的

基金。就小店主而论，他从流通中抽出的（表现价值的）价值总是会

多于他投入流通的价值，也就是抽出１１０镑，而他投入流通的只

有１００镑。不过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同他从流通中抽出的仍

然总是会一样多，也就是１００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从流

通中抽出的总是１１０镑商品，而投回流通的只是１００镑商

品。对问题的这种说法看来同前面的说法似乎相矛盾。起先

我们说，小店主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

币，因为他投入流通的商品价值多于他抽出的商品价值。现在

我们说，他投入流通的货币同他抽出的一样多，因为他从流通中抽

出的商品价值多于他投回流通的商品价值。实际上两种说法是一

样的。在一种情况下小店主是在商品上实现他的剩余价值，在另一

种情况下他是在货币上实现他的剩余价值。小店主总是用１００镑

从流通中抽出１１０的商品价值，而他投入流通的，卖给工人的只是

１００镑的商品价值，这是下面这样一种情况的结果：他总是从流通

中抽出９０１０１１镑的（已实现的）商品价值，而投回流通的是１００镑的

（同一商品量所实现的）价值。

然而不管怎样，我们面前的例子表明，同一通货（１００镑）足以

使资本家支付工资；同时也足以使小店主实现１０镑的剩余价值；

最后，同一数额足以使小店主实现资本和收入，并足以使资本家不

断支出同一数额来重新购买同一劳动量。

我们假定，小店主的资本是１２００镑，每年周转４次，这样，他

每年用４８００镑向资本家购买，每月４００镑，每周１００镑。小店主的

资本在第一个季度就会得到补偿。现在假定利润率每年是

１０％，——从而，商业资本的平均周转数是４次，——那么小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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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１００镑上就会追加上２
１
２，因为１２００的１０％是１２０，而１２０

是４８００的２１
２。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小店主用１００镑购买，那么他

就会获得１０２１０２１
２［ —１０４１］的商品价值，但因为他现在是

按１００镑，即只是把１００镑的商品价值卖给工人，所以他为这１００

镑的商品只是花费了９７２３４１镑。因此，在这里，每周流通１００镑（这

１００镑每月周转４次，每年周转４８次）就可以：（１）支付年价值

４８００镑的劳动；（２）实现４８００镑的商品价值。实现的价值总共等

于９６００镑。此外，在全部过程终结时回到资本家手中的是他的资

本１００镑，而且，不管这１００镑本身是１００镑价值（如果这是金币

等等），还是只代之以价值符号或者信用证券，这对这里的考察都

是一样的。１００镑在实现这些商品价值的同时，会使小店主的１２００

的资本得到补偿，并实现一个为数１２０的利润。

（按照所作的假定，这个计算本身是不合理的。因为小店主既

然只需要１００用于周转，他就可以不投入１２００的资本。这样我们

就必须假定，他除了常备一笔数额，但最多只是处在周转中的数额

的 １
３，即最多是４０镑以外，其余的数额则算在他的小店和工资等

等上，算作流通费用。但是这样我们就必须把［商业］追加额算得高

些，即算入１０％的利润和若干数额等等用于补偿固定资本。此外，

我们还必须把小店主和他自己的工人之间的流通计算进来。）

但是，这里同我们有关的并且不以上述假定为转移的一点是：

在资本的一个流通周期中，资本家在劳动上支出１００镑，工人用这

１００镑向小店主购买商品，小店主又用这１００镑向资本家购买商

品；这１００镑先后购买１００镑的劳动和２００镑的商品，即工人向小

店主购买１００镑的商品和小店主向资本家购买１００镑的商品。虽

然这一切从我们考察货币流通的角度来说，不过只表示货币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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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即Ｇ—Ｗ—Ｇ—Ｗ 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考察隐藏在这种货币

流通背后的过程，那么这里同时又表现出再生产过程的总周期，后

者包含有互相交错的生产、消费、分配、流通和再生产等因素。这

１００镑在一年中的４０次周转表示这个总周期重复４０次。个别周

期可能进行得慢些或快些，流通的数额可能多些或少些，但是货币

必须完成这些周转。反之，这些货币足以实现一个大到４０倍的数

额，这是由周期的既定重复次数决定的，也就是由一年中再生产总

周期的再生产速度决定的。

我们假定，资本家是从自己的口袋里（在他开始同小店主进行

交易之前）支付给工人１００镑。小店主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１００镑

向资本家购买１１０镑商品价值（即用９０１０１１镑买的商品是为了出

售，用９１
１１镑买的商品是为了自己消费）。这样，现在支出的货币数

额是２００镑。其中１００镑留在工人口袋里。资本家自己通过出售

商品补偿了１００镑。但是只要周期一开始，１００镑从工人手里一转

到小店主手里，并由于向资本家购买又从小店主手里返回到资本

家手里，资本家的口袋里便会有２００镑。但是，他是用他从小店主

那里收回的１００镑，而不是用还在周期开始以前他从小店主那里

得到的１００镑向工人支付的。现在有１００镑货币从这个流通中抛

出。换句话说，资本家现在要保持在货币形式上的数额减少了１００

镑。他可以把它们投入其他事业。这笔货币从小店主那里流回到

他这里。这完全是专用于商业的资本所提供的服务。但是，资本家

由此并没有赢得任何资本，因为他为最初的１００镑提供了１１０镑

商品，而为小店主的１００镑（他以后又用来付给工人）他必须一再

提供商品。但是他赢得的是，他可以把这１００镑价值投入其他事

业。１００镑最初是否是属于小店主的，这在第一个周期终结时就可

０８１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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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显示出来。如果１００镑是属于他的，那么他现在仍然拥有它们，

因为他以商品形式吃掉的是１０镑的剩余价值。如果这１００镑是属

于资本家的，小店主就必须把它们支付出去。他要重新购买，实际

上就得求助于新的信贷。

［ —１０４２］就实际的再生产过程来说，我们必须假定，一

部分利润作为收入吃掉，另一部分积累起来。我们假定，小店主在

资本１００上（这１００只须是他的资本的相应部分，在这里通常代替

ｘ）获得１０％的利润，他把这１０％的
１
２用于消费，

１
２积累起来。按照

假定，工人向他购买１００镑的商品，这些商品花费了他９０１０１１镑。他

的利润等于９１
１１镑。不过为了计算简便起见，在比例保持不变的前

提下，我们宁可这样说：工人用１１０镑购买商品，这个商品花费了

小店主１００镑。在这里，１１０镑是资本家应当付给工人的数额，而

且只有小店主总是消费掉１０镑的利润，并且是在资本家的商品的

形式上消费掉这笔利润，这１１０镑才会由资本家从小店主那里全

部收回。如果小店主消费掉５镑，那么回到资本家手里的就是１０５

镑。如果这是有规律地进行的，那么上述数额就总是处在流通中。

面对这种情况，资本家就必须在这一流通周期之外，从其他的来源

中不断把５镑追加额作为工资投入流通，不过有一些情况除外，这

些情况我们马上就要加以说明。

上述由小店主积累起来的５镑，是小店主首先在货币形式上

积累起来的，这是小店主能够积累的唯一最方便的直接形式，这是

他不同于生产资本家之处。生产资本家可以用实物形式积累，只要

他的产品本身作为生产条件加入他的产品的［生产］，例如在农业

中小麦作为种子，或者通过交换来达到这一点，例如机器厂主和铁

生产者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小店主的场合，如果他扩大他的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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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资本的流通费用的那一部分资本，例如建筑物等等，看来情况

也会与此相符。但是，为此必须使商品预先转化为货币。）

｛当然，所有资本家的积累都可能表现为未售出的商品的积

累（这里假定：补偿他们的资本的那一部分商品他们已经出售了）。

但是，这是非自愿的积累，它破坏再生产，但是只有一种情况除外：

资本家可能认为有必要（自然，只有能够保存一定时期的商品，如

衣料及其原料等等，牲畜、机器等等，金属等等，才会有这种情况）

增加所生产的商品储备，以满足增长的需求（小店主也可能有这种

情况），就这一点来说，所有积累都归结为年剩余生产，这种剩余生

产是不断扩大的、非停滞的生产的规律。｝

这样，我们的小店主可以立即把这５镑确实作为资本积累起

来，也就是把它们转化为资本，或者把它们只是作为资本的材料，

作为要用于再生产的、暂时处于静止状态的货币资本积累起来。实

际上，它们只是贮藏货币，但具有闲置资本的规定。

小店主用１００镑购买了价值１１０的商品；资本家付给工人

１１０镑工资；工人付给小店主１１０镑购买价值１１０的商品，但是这

些商品只花费了小店主１００。按照我们最初的假定，小店主在同一

资本家那里除支出１００用来补偿自己的商品资本（价值１１０）以

外，还支出１０用于自己的消费。小店主用１１０获得了价值１２１的商

品，但是他自己吃掉这一价值的１１，或者把它卖给自己。这个商品

只花费了小店主１０，虽然具有１１镑的价值；但是对于身为自己的

买者的小店主来说，这个商品［也］有１１镑的价值。这和他用１００

获得１１０（［或者用９０１０１１获得１００〕，如果他的资本是９０
１０
１１的话），

但是吃掉１０的情况完全一样。不过处在流通中的总是１１０镑，工

人的工资转化为货币，又使小店主的商品，以及小店主重新买来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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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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偿自己的资本和构成自己的利润的商品转化为货币。

如果小店主现在总是消费掉５镑，把５镑积累起来（这不同于

货币贮藏，后者总是资本家所不自愿的，但是无论对于他来说，或

者对于货币贮藏者来说，那是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是静止在货币

形式上的交换价值），那么事情并不会因此而有所变化，只要他仍

旧购买１１０镑的商品：１００镑的商品补偿自己的资本，５镑的商品

作为追加到资本中的利润，５镑的商品供自己消费。但是这里产生

某些差别。就小店主本身消费的５镑来说，一切照旧。他用这５镑

购买他自己的５１
２镑的商品价值。［ —１０４３］相反，另一个

［积累起来的］５镑的情况却不同。

这是错误的。我们现在假定，小店主总是把５％追加到资本中

去，因此他的资本是１００、１０５、１１０等等。１２２他为了把这一数额积累

起来，用作资本，就必须使工人向他增加购买，从而资本家增加劳

动的购买（不管这是表现为资本家使用更多的工人，还是由于工人

完成更多的劳动而必须给以更多的支付。市场价格的提高我们在

这里不加考虑，虽然在货币流通方面这种提高会导致相同的结果。

同样，商品的生产价格也可能提高，也就是说，或者资本家为生产

同量商品使用了更多的劳动，或者原料等等可能变贵。这一切情况

我们在这里都不加研究。我们假定商品价值保持不变）。如果工人

用不着增加购买，那么小店主的单纯积累（如果他不花掉自己的利

润）丝毫无助于他把节约下来的货币作为资本积累起来。所以我们

假定，这正是小店主的活动的特点，并且在这里我们撇开小店主靠

牺牲别的小店主来扩大自己营业范围的那种竞争不谈。（这在考察

资本家的竞争时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里的一个小店主是代表

小店主阶级。）诚然，小店主可能例如扩大自己的小店等等并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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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店员。为此他的资本的积累（或者说得确切些，他的潜在资

本的积累）就要有显著的增长。因此，他只有进行了比较长期的积

累（生产的），或者潜在资本增大，才能出现这种情况。

但是我们假定，工人增加购买，而小店主的积累恰好同工资的

增长（从而同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再生产的增长）相适应。（如果工

资增长得更快，小店主就要向资本家借贷。这时，他的利润就会比

他的资本增长得更快。）

我们假定这个过程例如继续５年。

第一年。小店主的资本等于１００。小店主向资本家购买１００镑

的商品，价值１１０镑。资本支付１１０镑工资。工人在小店里购

买价值１１０镑的商品。｛ 如果情况正常，工人就象任何别的

买者一样，是按商品价值购买商品。商品对他来说所以变

贵，只是因为他为取得他用来购买商品的那些货币所提供的

劳动多于这些货币所代表的劳动；而不是因为这个商品具有的价

值低于工人为这一商品所花费的货币。这些货币使工人花费的劳

动多于货币本身的所值。｝

第二［年］。资本等于１０５。小店主向资本家购买１１０镑的商品

（因而，商品价值１２１镑）。但是，小店主在自己的小店里只保存有

１０５镑的商品，因而其价值等于１５５１
２镑。他吃掉价值１１５

１
２镑的

商品，而为此花费了５镑（１２是５的１０％）。资本家支付工资１１５

１
２镑，工人用这一数额向小店主购买１１５

１
２镑的商品价值。

第三［年］。资本等于１１０。小店主向资本家购买１１５１
２镑的商

品，因而商品价值是１２６ １
２镑＋

１１
２０镑，或者１２７

１
２０镑。但是，

小店主在自己的小店里只保存有１１０镑的商品［价值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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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因而，他吃掉６
１
２０镑的商品价值。他花费１１０镑得到的

这个商品的价值等于１２１。资本家支付１２１镑工资。工人在小店里

购买１２１镑的商品。

第四［年］。资本等于１１５。小店主向资本家购买１２１镑的商

品，等于１３３１
２镑的商品价值。但是，小店主在小店里只保存有

１１５的商品，其价值等于１２６１
２。因此，小店主吃掉６

６
１０的商品价

值。资本家支付给工人１２６１
２镑；工人用这一数额购买商品，这些

商品花费了小店主１１５镑。

［ —１０４４］第五［年］。资本等于１２０。小店主向资本家购

买１２６１
２镑的商品。然而在小店里只保存有１２０镑的商品。因而

小店主吃掉６１
２镑，或者６＋

１
２＋

６
１０＋

１
２０＝６＋

１０
２０＋

１２
２０＋

１
２０＝７

３
２０

镑的商品价值。

小店主在小店里保存有１２０镑的商品，因此其价值为１３２镑。

资本家付给工人１３２镑；工人用这一数额在小店里购买商品等等。

这里假定存在两个条件，使小店主每年能把５％追加进自己

的资本１２３。第一，假定小店主本身的个人消费年年有所增长。否则

积累就必定会更快些。第二，假定资本家（我们在这里这样称呼多

半直接从事生产的资本家）进行积累，因为这会表现为他的可变资

本量的增长，也就是表现为购买劳动的支出年年有所增长。但同时

我们在这里看到，如果说在以前小店主没有进行积累，而是在商品

形式上吃掉自己的１０镑利润的时候，有１００镑的通货就足够了，

那么现在当小店主开始进行积累的时候，情况就不同了。在过程开

始时，小店主用９０１０１１镑购买，而卖１００镑，因此资本家必须往流通

中追加进９１
１１镑，从而有１００镑就足够了。同样，现在在每年开始

时，资本家也必须从自己的资本中把一个追加额加进流通，以便维

５８１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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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再生产。

第一年。小店主使用１００镑。资本支付１１０镑的工资，因此投

入流通的货币多１０镑。

第二年。小店主使用１０５镑。资本支付１１５１
２镑的工资。投

入流通的货币多５１
２镑。

第三年。小店主使用１１０镑。资本支付１２１镑的工资，因此投

入流通的货币多５１
２镑１１５

１
２＋５

１
２＝１２１。

第四年。小店主使用１１５镑。资本支付１２６１
２镑的［工资］，因

此，投入流通的多５１
２镑。

第五年。小店主使用１２０镑。资本支付１３２镑，因此，投入营

业的多５１
２镑。

注意：参看第１０４７页。①

资本家在５年内往流通中追加的总额等于１０＋４（５＋ １
２）镑

＝１０＋２０＋ ４
２＝３２镑。这个数额补偿了小店主的全部利润，因为

一部分利润他是在资本家的商品的形式上消费掉的，因而是卖给

了自己。

此外，这一切都归结为上面阐述的规律。工资可支付小店主的

全部资本连同利润。因此，如果只是向工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就是

说只是靠可变资本为生的小店主进行积累，那么，作为工资支出的

货币就必定增长。实际上因果关系正好相反。只有在生产资本以

扩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情况下，并且只有在这种扩大引起可变资

本即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增长的限度内，小店主本身才能进行积

累（也就是说，在自己的营业活动中把自己的利润再转化为资本）。

６８１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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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货的增大的数量必须——适应于小店主的积累——由资

本来提供。

现在我们假定另外一种情况。小店主没有可能扩大自己的

营业，因为用于购买劳动的资本没有增长，或者没有按照小

店主可能积累的比例增长。如果他的资本例如等于１００，他

所购买的商品的价值是１１０，如果他吃掉这个１０［利润］的 １
２，

那么５年间他将积累２５镑，如果他的资本是１０００，那么是２５０

镑。因此，在这里资本积累首先表现为货币的积累，这种积累不过

是贮藏货币，虽然贮藏货币在这里具有潜在资本的使命。任何实现

为货币的剩余价值首先都是采取这种形式，直到它再转化为生产

资本为止。潜在资本也可能有其他的形式，如固定资本的形式等

等。但在这种情况下，除了未售出的供个人消费（工人的生活资料

除外）的商品以外，潜在资本已经作为实现的（不是在货币形式

上）、现有的生产条件而存在。

［ —１０４５］但是，这种货币形式上的资本积累是唯一能

够不以生产资本其他领域的同时再生产为前提而进行的积累。因

此，我们的小店主可能不得不贮藏２５０镑作为货币储备，因为可变

资本没有增长。可变资本没有增长这种情况并不会妨碍小店主每

年贮存５镑，或者，由于他的贪欲或积累欲望而贮存更多的货币，

但是他不能把这个数额直接当作资本用于自己的营业。这对于说

明再生产过程的许多现象是一个重要的情况。

在上述情况下，小店主向资本家购买的情形如下：

第一年是１００镑。资本家必须投入流通１１０，因此，比他从小

店主那里得到的多１０镑。

第二年是１０５镑，也就是１００用于小店营业，５镑用于小店

７８１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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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５镑由小店主积累起来，或者说得确切些，贮藏起来。资本家照

旧必须投入流通１１０镑。小店主用５镑获得价值５１
２镑的实物形

式的商品。而用１００镑获得１１０的商品价值，这１１０是资本家必须

作为工资付给自己的工人的。但是，因为他从小店主那里获得１０５

镑，所以他必须往流通中追加５镑。

第三年，情况相同，第四年情况相同，第五年情况相同。

因此，资本家必须在第一年往流通中追加１０镑，在以后４年

中追加２０镑（每年５镑），５年共３０镑。他追加进了３２镑，而小店

主不是［每年］把５镑存入银行（简言之，把它们放在一边），而是用

来购买资本家的商品以从事生产。因此，这种情况从流通的观点来

看，乍一看来就象小店主进行生产积累一样。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应当假定，小店主每年

把这个数额存放在银行家那里。他是否获得这笔数额的利息，在这

里无关紧要。但是对于整个再生产来说，这点应当加以考察。不过，

很清楚，小店主在这种情况下积蓄的数额，等于资本家在５年中每

年必须追加的数额，即５镑。起初，小店主在第一年末积蓄５镑；因

此，５年中积蓄２５镑。资本在第一年投入流通１０镑，但其中５镑

留在流通中，或者从小店主那里又回到资本手中。除了资本家第一

年投入流通的这１０镑以外，现在他每年只须投入５镑，因为另外

５镑仍留在流通中。因为在流通中留有１０５镑（５镑是资本家永久

投入流通的），所以除了这一数额以外，——它们处在流通中，不断

流回来，——资本家在５年中追加进流通的只是２５镑，也就是小

店主在银行中存放的那个数额。这些货币——小店主的闲置资本，

积累起来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形成资本所需要的通货追加额的

源泉。因此，流通可以每年用１１０镑的数额继续下去。小店主的利

８８１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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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是直接用他自己的货币支付给他自己的。１０５镑是他自己每年

投放回来的，而５镑是用他存在银行家那里的货币支付给他的。

（这里假定，小店主自己没有获得利息，否则就必须从某一方面增

加通货。）资本家用小店主自己每年存在银行家那里的５镑付给小

店主每年５镑的差额。现在情况如下。

第一年。资本家从小店主那里得到１００镑。付给工人１１０，工

人用这一数额向小店主购买商品。小店主支付１０５，而５交给银行

家。

第二年。资本家从小店主那里得到１０５镑（其中５被资本家投

入流通）。他从银行家那里取走小店主存入的５镑。付给工人１１０

镑，这１１０镑又回到小店主手里。小店主把同一个５镑交给银行

家，这是回到他手中的１１０镑中的一个部分。

第三年。资本家从小店主那里得到１０５镑。他从银行家那里

取走５镑并且第二次付给小店主；在第四年他第三次付出它们；在

第五年第四次付出它们。因此，小店主存在银行家那里的２５镑总

是仅仅以５镑的形式存在。而实际上资本家只是在营业开始时投

入流通１０镑，这１０镑照旧完成同一的过程。可见，在积累起来的

并不断由资本家支出的货币中，即２５镑中，只有５镑是在银行家

那里；这５镑不断地从银行家那里流到资本家那里，并从［

—１０４６］小店主那里流到银行家那里。小店主每年只是通过迂回

的道路投入流通１１０镑。他存在银行家那里的２５镑资本转变为

２５镑银行存款，这２５镑（只要银行家完全是用自己的资本营业

的）会以有价证券，索取未来收入的单纯凭证的形式，以公债券、商

业票据、股票等等的形式而存在。实际上这里积存的是小店主对银

行家的索取凭证，是银行家向国家、股份公司、生产资本索取未来

９８１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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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凭证。实际上这里的积累不过是索取来自生产资本的收入

的各种凭证的积累。（因为国家收入也归结为每年由生产资本交付

国家的收入。）其实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是属于信用部分。这里重要

的是我们看到，虽然２５镑作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积累起来，但是

１１０镑仍然足以实现流通。从这里可以看出本来意义的货币积累

（表面的）和通货流入这二者之间的本来区别。在这里必须作为通

货积累起来的东西，不过是同一的最初的１１０镑，虽然小店主每年

从流通中抽出其中的５镑。

｛即使小店主进行生产积累和每年向资本家多购买５镑等等

的商品，资本家也是以同一方式从银行家那里获得追加额。不过在

这种情况下，流通中增加的全部货币也就是小店主没有以商品价

值形式吃掉的货币，就是小店的购买基金。资本家为了支付不断增

长的、超过这个购买基金的工资，必须从其他来源得到货币。｝诚

然，资本家每次欠银行家５镑，这是他每年每次以这种方式提取的

价值５镑的资本（价值）。因此，到第五年末，这个数额就是２５镑。

但这决不是说，资本家因此就改变了他同银行家的帐单。例如，如

果他增加自己的不变资本，而不增加可变资本，那么他为自己的商

品就必须从银行家那里（他给资本家记上帐）获得更多的数额。可

见，这并不是说，资本家借这２５镑。诚然，他每年必须在货币形式

上多花费５镑自己的资本。但是，为此并不需要使他自己经由小店

主提供的通货增加。

０９１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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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剩余价值在流通中的实现。金生产者

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因此，就向工人出售生活资料的商人（小店主）来说，——就一

部分资本（商业资本部分）来说，——我们看到，商人“从流通中抽

出的货币”怎样总是“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币”。他以“商品价值”的

形式抽出一部分“剩余价值”，但这必然成为一般规律，因为所有靠

利润｛利息和地租｝为生的人都必须将一部分利润花在自己的个

人消费上。为了进行营业，只要有支付工人周工资所必需的，也就

是支付工人消费的商品价值所必需的货币额处于流通中就够了。

这一流通所必需的货币大部分是由小店主本人的资本（如果他不

是靠向工厂主借贷来从事经营的话）提供的（并构成他的资本的一

部分）。最初由生产资本家本身提供的那一部分，等于小店主的利

润，不过不是等于他的资本的年利润，而是等于一周的周转应得的

利润部分。（实际上，［小店主所实现的］余额不仅包含利润，同时还

包含在流通费用上支出的资本的损耗［的价值］。）我们假定，小店

主把１０００镑资本投入流通，一年周转４次，［年］利润（连同费用等

等）等于１６％。因此，三个月等于４％，一个月等于３
４％和一周等于

４
１２％，或者

１
３％。（１０００镑乘以３个月的４％＝４０镑，１２个月＝１６０

镑。１０００镑乘以每年的１６％＝１６０镑。）这样，１０００镑的每周追加

额就会是１
３％。１００镑——

１
３镑。３００镑——３×

１
３镑＝１镑。９００

镑——３镑，１０００镑—３１
３镑，或３镑６

２
３先令。而这就是工厂主

必须向１０００镑通货追加的数额。（当然，一切追加额实际上都必须

稍有提高，因为［货币］回流运动并不是毫无阻力的；例如，一部分

１９１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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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可能顺着另一些渠道流走，可能被工人贮存起来等等。另一方

面，我们在这里几乎完全没有考虑信用代偿。）我们看到，［

—１０４７］如果一方面工资（和雇佣工人人数）保持不变，另一方面

小店主在资本家的商品形式上吃掉自己的全部利润，那么这个数

额就保持不变。如果小店主取走自己的一部分利润，上述数额就有

少许变化。如果他进行生产积累，也就是扩大自己的营业，那么这

要在资本家使用的可变资本增长的前提下才有可能。但就是在这

种情况下，资本家追加进［流通］的也只是等于小店主的利润，说得

确切些，只是等于小店主的每周的利润表现。因此，１６％是一个很

小的比率。此外，请看下文。

｛对第１０４４页的注①。

第一年。小店主用１００镑为自己的小店购买１１０镑的商品价

值。工资等于１１０。资本家投入流通１０镑，等于小店主的利润，等

于１
１１的通货额。

第二年。小店主将５镑作为收入花掉；为小店购买１０５镑商

品。因此，他花掉从工人那里得到的１１０镑。他用１０５镑获得价值

１１５１
２的商品。资本家应支付１１５

１
２镑工资。其中１１０镑由小店投

入流通。资本家现在应投入流通５２
２镑。

第三年。小店主投入流通１１５１
２镑，资本家应支付工资１２１，

因此，资本家应投入５１
２，第四年和第五年情况相同。

因此，计算终究是正确的。１２４此外，资本家在这里作为追加额

投入流通的数额比他最初投入流通的数额差不多少一半，即５１
２

代替了１０。｝

２９１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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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起来，以下问题似乎难以解决：资本家从流通中抽出的货

币怎能总是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币；何况，全部货币实际上都是他

投入流通的，也就是说，他是货币流通的起点，也是货币流通的复

归点。

在小店主面前，——如果再生产过程保持不变，并且小店主吃

掉自己的全部利润，——资本家必须一举永远地将一部分投入流

通，这部分等于小店主的商业资本的每周的利润表现。这样，小店

主本人每周投入流通的资本的这一追加额（小店主视情况可能每

月购买一次，或者每三个月购买一次，但总是按周出售，由此而产

生的差别可以放到以后来考察｝，连同这笔资本本身的每周的货币

表现，就足以使小店主每周从流通中抽出的比他投入流通的例如

多１０镑，虽然每周的通货照旧等于１１０镑。而资本家一举永远地

投入流通的，只是他的可变资本的每周表现的１１１；也就是说，由

于每周的可变资本等于一年的１５２，所以它的
１
１１就是资本家每年

支出的可变资本的 １
（５２×１１），也就是

１
５７２。我是在年终一下子支付价值

１２００塔勒，还是每月支付１００塔勒，还是每周支付２３１
１３塔勒，这

对于我全年必须付出的价值总额毫无影响。但是，在前一种情况

下，要实现这一价值必须有１２００塔勒。而在［例如］３塔勒不断流

回的另一种情况下，这３塔勒就足以支付１２００塔勒，因为３塔勒

一年周转４００次就能实现１２００塔勒。不过，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以

上的研究对于说明商业资本在再生产过程期间发生的货币流通中

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但问题还没有因此得到解决。在两个

方面还没有解决。

（１）因为商业资本本身是现在考察的资本的不可分离的部分，

所以我们暂且把它并入生产资本本身。于是事情就成为这样：资本

３９１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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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支付１１０的工资，工人用这１１０向他购买商品，这样，货币就流

回到他手中。这自然就告诉我们，如果资本家每年必须支出总额达

５７２０镑的可变资本，那么为此只需要每周支出１１０的货币资本

（作为通货的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就足够了。工人在一年中

要从资本家那里得到５７２０镑商品价值。但是为了支付它们，全年

中有１１０镑的数额就足够了。简单的货币流通不过是同一铸币经

过不同人的手，相反，回流运动，连续不断的运动则意味着，［

—１０４８］同一铸币，总之，同一货币额，不断地作为购买手段或支

付手段一再经过同一些人的手。因此，资本家为了向工人支付自己

的可变资本而必须拥有的货币资本，同这个可变资本本身的量根

本不相一致，虽然Ａ和Ｂ两笔可变资本每周的可变资本货币表现

的相互比例，同Ａ量和Ｂ量本身的相互比例自然是一样的。如果

Ａ量比Ｂ量大到５０倍，那么它的每周货币表现也比Ｂ量的每周

货币表现大到５０倍；这并不影响以下事实：在这两种情况下，Ａ和

Ｂ的货币表现在整年间各自决不会多于Ａ
５２和

Ｂ
５２。回流运动的这个

因素对于理解货币流通的机制来说是很重要的。但是，不管资本家

是在周末支付１１０，还是年终支付５７２０，从这个运动还不能说明哪

怕一个生丁的利润究竟是怎样流到他手中的，从而实现为货币的

利润是怎样流到他手中的。因为这个过程可归结为更简单的表现

形式：资本家起先用货币支付一定数额，然后以商品形式支付这同

一价值额，这样他就收回货币。过程归结为资本家每周支付工人

１１０镑价值。从这一支付过程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资本家起先付

出凭证（货币），然后收回这些凭证并付出实际的商品价值，这最不

会带来什么好处。

（２）但是，其次，就小店主的商业资本来说，情况归结如下：他

４９１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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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的利润所要求的无非是他所出售的商品的价值得到支付，

而由于他的商品的购买者是工人，所以无非要求劳动的报酬等于

小店主出售给工人的商品的价值。但是，如果概括地表述这一点，

我们会看到，问题本身（撇开商业资本的特殊性质不谈）不过是以

另一种形式加以重复而已。如果概括地来表述这个问题，那么它不

过是这样：为了使资本家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多于他投入流通的

货币，只须使他的商品价值得到支付，或者说只须有足够的货币来

支付他的商品的价值就行了。换句话说，只须使每周存在的货币

额，也就是周期流通的货币额正好可以支付周期处于流通中的、由

资本家提供的待售商品的量就行了。但是，因为他的商品的价值包

含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所以他为购买这个商品的各种要

素而支出的货币有所减少，因此（周期）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额正好

使他能够从流通中抽出多于他投入的货币额。因此，这样概括地解

决问题，不过是重复问题本身罢了。

首先，我们必须试一下把问题本身归结为问题的最简单的表

现形式。

问题并不在于资本家收回的价值多于他支出的价值，因为这

本来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此，问题在

于，这个剩余价值在流通中是如何实现的。在资本的第一个行为

Ｇ—Ｗ 中，资本购买商品，这些商品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已经阐述过

的方式被加进了剩余价值，即资本家没有偿付的，但是由他出售的

价值。在第二个过程Ｗ—Ｇ中，即在再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出售中

则相反，资本家投入流通的价值实际上多于他在Ｇ—Ｗ 行为中从

流通中抽出的价值。要使这个增大的价值实现，只须使它在流通中

找到等价物。这是怎样进行的，我们在考察不同资本的使用价值

５９１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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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价值在总再生产过程中互相补偿、支付和实现的方式方

法时，已经讨论过了。１２５因此，问题也不在于此。在说明上述

过程时，我们抽去了货币流通，或者把货币只是看作价值表

现，看作计算货币。因此，当时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的：假定产品出

售，它将怎样得到补偿？或者，另一方面，谁购买它，谁拥有价值来

补偿它？现在问题涉及用来购买的货币。资本从流通过程中抽出

的商品价值多于它最初投入流通的商品价值，这是由于：它实际上

先是以一种形式将这个余额投入流通，然后以另一种形式抽出这

个余额。而它是怎样以［不同于抽出时的］另一种形式投入这个余

额的，已经阐明了。

［ —１０４９］但是，这里的问题如下：这个余额怎样实现为

货币？剩余价值怎样采取追加货币的形式？资本家在过程开始时

支出的货币不加入生产过程；相反，资本家是从自己的手中付出它

们的。他付出它们，是开始实际生产过程的条件。因此，不管在生

产过程中价值如何增殖，发生增殖的总是最初由货币所代表的价

值，而这种价值增殖则绝对不会改变货币的量。不论在生产过程

前，还是在生产过程后，处在流通中的货币本身的数量不变。发生

的只是转手。如果说现在通过再生产的循环它们流回到资本家的

手中，那么它们怎能以增长的量流回到资本家手中呢？假定，总生

产资本等于１０００镑，并且同一数额的商品处在商人手中。好了。现

在商品有一部分处在生产过程中，一部分由工人消费。相反，

１０００镑则处在商人手中。一旦生产过程结束，价值１１００镑

的商品就会处在生产资本家的手中。商人怎样用１０００镑购

买价值１１００镑的商品呢？把问题推脱开来，说什么商人按１１００

镑把商品卖给消费者，这是毫无用处的。谁是这些消费者呢？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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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消费者和个人消费者。生产消费者就是资本家本身和工人。但

是他们只是在１０００镑转化为１１００之后才买回［商品］。个人消费

者——利润（利息，地租）和服务。但是这个利润及其分支利息、地

租、以及非生产工人的工资，这些必须首先得到实现。它们正好是

这１００镑。因此，这实际上是说，资本家付给商人１００，好使后者能

够付给他１１００镑购买价值１１００的商品，因为商人从先前的营业

中只取得１０００镑。

这样明白地提出问题，回答是自然的。从提出问题的形式来

说，考察的只是流通中的货币，生产过程被撇开了。｛这里我们不

考虑信用货币，通过信用货币，流通本身起着造币厂的作用。｝货币

是作为货币而不是作为商品才成为这样的货币。作为商品它们本

身是来自生产过程。货币（金、银）在它们作为货币在流通中流通之

前，起先也是商品。让我们把金银的生产从它们的产地转移到国

内，这样就不致由于一开始就引入对外贸易而造成无益的复杂化。

要开采金银矿，资本家就必须象在任何其他工业部门中一样，支出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但是，他的不变资本只是由固定资本和辅助

材料构成。活劳动占总支出的相当大部分。我们假定，资本家以货

币形式支出１００镑，获得１３０镑。在这种情况下，３０镑是剩余价

值。｛（利润和地租。）金银生产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不同的地方

是，在这里不是产品价值同支出的价值相比较，而是支出的货币价

值，即表现在货币上的支出同产品总量相比较。１００镑的支出等于

一定量的金。１００镑这一支出价格不过是用计算货币的语言表示

了这样一点：支出等于一定量的金。因此，如果产品是１３０镑，也就

是说，如果它包含的金比支出多３
１０，那么利润就等于３０％。利润率

（这里包括地租在内）在这里纯粹决定于获得的使用价值（金）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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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也是在金的形式上）的余额，并且是以同一使用价值金来表

示的。这一切完全同金的价值无关。在这里利润的平均化也只能

发生在这样的范围内：如果利润率等于１０％，而金的余额等于３０，

那么这３０会分解为地租和利润。相反，支出本身当然取决于金的

价值，因此取决于在金银的生产中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这种生产

率在既定的生产方式下决定于矿藏的自然富饶程度，而在矿藏的

自然富饶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取决于生产方式。如果由于矿贫｛我

们在这里想撇开生产方式不谈，虽然象在其他任何生产中一样，生

产方式在这里对于剩余价值来说是很重要的；资本家［ —

１０５０］如果采用分工、机器等等，就能够取得至多的剩余劳动。｝大

量的劳动只能提供很少的产品，因而金银的价值很高，那么也许用

２０镑就能买到平常用１００所能买到的一样多的劳动（即工人的生

活资料）、劳动工具和辅助材料。因此，如果支出１００镑只提供３镑

剩余产品，那么剩余价值率实际上只是３％。但是，用这３镑购买

的数量可以和另一种情况下用３０镑购买的相等。｝｝

或者，剩余劳动表现为３０镑。我们假定，资本［１００镑］是由４０

镑不变资本和６０镑可变资本组成，即６０镑花在工资上。在这种情

况下，投入流通的１００镑从生产过程本身出来时是价值１３０镑的

金或银。全部资本并不需要通过流通过程才转化为金和银，它在实

物形式上已经转化为金或银。在这里，第一个形态变化并不是商品

转化为金或银（货币），而相反，是金和银转化为商品。金和银只是

作为商品而实现的，并通过同其他商品相交换而转化为货币，我们

的金生产者首先必须将自己的６
１３的产品付给工人。对他来说，这

６
１３

或者６０镑不会流回。工人用它们向小店主购买，但小店主不需要

用这个本身就是金的６０镑向金生产者购买。相反，他花６０镑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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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购买商品。因此，这６０镑就流向这个资本家。

（小店主的利润照旧是这样形成的：他用６０镑在资本家那里获得

比如说６６镑（１０％）的商品价值，而他按６０镑提供的当然只是６０

镑的商品。）而４０镑被金生产者再转化为机器、辅助材料等等。这

样，它们就流向机器厂主、煤炭业者等等那里。最后，３０镑的利润

和地租中一部分或者作为生活资料和奢侈品来消费，或者花在非

生产工人身上（国家、仆役等等）；一部分则应积累起来，也就是投

入借贷市场。当它没有借出时，它就作为贮藏货币闲置着。一旦它

被借出，它本身又被花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上，从而又被投入流

通。这样，金生产者投入流通的金本身就从流通中流回到他手里，

不过是以商品的形式流回；金以金本身的生产领域的［产品形式］，

即作为金和银流回到他手里（连同余额）。因此，１３０镑新的金作为

货币流入流通，一部分同生活资料相交换，不管那是供工人使用的

还是供其他阶级使用的生活资料，一部分同机器和辅助材料相交

换。同其他一切商品不同，这个商品不需要转化为货币；它通过自

身转化为商品就成为货币；因此它完成的是和其他商品的运动相

反的运动。因此，如果说一方投入流通的是商品价值的余额，那么

另一方投入流通的就是金的余额。按照假定，现存的通货足以开始

再生产过程的新的周期。按照同一假定，只是剩余价值才需要新的

通货。从另一方面，即从金生产方面来说，投入流通的不仅是余额

（３０镑），而且是总产品（积累起来的、然而尚且闲置的金除外）。因

此，例如按照上述假定①，如果资本由１０００构成，而利润（总剩余

价值）由１００构成，那么就只需要投入流通１００镑的金。因此，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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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这个金［在利润率为３０％的情况下］，有７６
１２
１３的资本就足够了，

因为它的产品等于１００。（利润为２３１
３。）在这里有比较少的资本

就足够了，因为用来支付上述商品价值余额的不是该资本创造的

余额，而是资本和利润——总产品，资本就是在这个总产品的形式

上再生产出来的。

年产品中同金银相交换的（国内不生产金银的地方情形就是

这样），或者直接用于生产金和银的全部产品代表：（１）比金或银的

生产费用更多的金或银；它直接以金或银的形式，作为金或银的

余额代表剩余价值；（２）它以金或银的形式再生产出全部所

花费的资本。这个金（为简便起见撇开银不谈），就它作为材

料加入金银产品的生产来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１２６，也是贮

藏货币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在这里同我们无关。它补偿首饰

匠、金匠、钟表匠等等的不变资本。另一部分则加入流通，这或者是

为了补偿已经耗损的［ —１０５１］、磨损的铸币，或者是由于要

实现商品价值就需要有更多的通货。第三部分成为贮藏货币，并以

这种形式或者构成单纯的贮藏货币（闲置资本），或者构成支付手

段和购买手段的储备基金，最后，构成平衡国际支付差额的基金或

用于国外的购买手段基金。条块形状的金只有在世界市场上方能

用作支付手段；在国内它必须真正转化为铸币，或者至少折合为计

算货币。

按照我们的假定，金的生产是在国内进行的。

金生产者必须用自己的产品交换：（１）可变资本，这要借助于

付给工人的工资；（２）不变资本，即机器和辅助材料；（３）生活资料

等等，它们由利润（包括地租）来支付；（４）一部分利润积累起来。如

果这一积累不单纯是货币贮藏，那么它就必须重新花费在可变资

００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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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不变资本上。

我们从第（４）点谈起，即从作为利润积累起来的那部分新生产

出来的金谈起；如果它没有被直接使用，它就必然被贮藏起来，而

如果它被使用，它就补偿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在后一种情况下，

金生产者可以把它投入自己的企业，或者作为生息资本贷出。至于

第一种情况，那么金生产者的状况会同所有把自己的［利润］

余额实现为货币的生产者的状况一样：这个余额暂时成为

闲置的贮藏货币，潜在的货币资本。这个余额本身存在银行

家那里，不耐烦地等待着转化为生产资本。唯一的区别在

于：在第一种情况下它可以以价值符号的形式（国家纸币），或者

作为银行券，或者作为任何另外一种信用货币形式而存在，而在这

里［在金生产者这里］它本身作为价值，即作为金而存在。第二种情

况是，金生产者进行积累，也就是使作为金的余额而存在的利润资

本化。这发生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或者把上述余额投入自己的企

业，或者把它贷出去。

我们假定，他把上述余额投入自己的企业。这时他的积累在这

种情况下与其他资本家的积累不同。其他资本家只有在他自己的

产品作为生产条件实际加入他自己的生产的情况下，才能把自己

的产品重新用作生产条件。例如煤加入煤的生产，机器加入机器的

生产，金属加入金属的生产，谷物加入谷物的生产。但是，这些生产

者总是只能在实物形式上把自己的产品作为不变资本再生产出

来。有人可能会说，生活资料生产者可以保存例如活的牲畜、谷物、

服装等等，他们生产出以实物形式积累起来的可变资本。但是，畜

牧业者、农场主、服装厂主等等先要出售牲畜、谷物、服装，然后才

能用这些生活资料支付工人。工资必须用货币支付。当然，从一定

１０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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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上说，生产资料生产者是为了社会，而不是直接为了自己而积

累可变资本（谁也不会为了积累生活资料而生产生活资料；最多是

生产一个余额，这个余额可望在年内出售，因为预计生产会比上年

普遍增长）。此外，每一特殊生产部门只生产一种可变资本，这种可

变资本只有转化为货币，才能重新转化为可变资本的全部组成部

分。相反，金生产者从不可能在实物形式上再生产出自己的任何一

部分不变资本。金既不是用来生产金的工具，也不是用来生产金的

辅助材料。金不能以实物形式加入金的生产。相反，金生产者与其

他生产者不同，他能够直接再生产出自己的可变资本，也就是直接

形式上的可变资本，即作为工资付给工人的金。诚然，为了使工人

能够实现这个金，在市场上必须存在这样的商品，工人可以把这些

商品当作生活资料而使自己的工资朝它们转化。（可变资本生产者

可能为社会积累可变资本，即商品，但不是处在直接供他们自己用

作可变资本的那种形式上的商品。生产条件以及属于社会消费基

金的商品可以积累，而且前者的积累程度可以大些，后者可以小

些。）这个付给工人的金会直接进入流通。在雇用的工人增多的情

况下，流通的货币可能增多，也必须增多，因为必须在一定的期限

内同时支付工人。但是这里有一个区别。金生产者必须为流通预

付的，是他必须在一年内支出的新可变资本的每周货币表现。他必

须支付的，是乘以５２的一周货币表现。情况是这样：他每年多使用

例如１０个工人；比如说，这等于５２０镑，一个工人每周１镑，或者

１０个工人每周１０镑。［ —１０５２］但是，他必须每周支出这１０

镑，因为这些支出不是作为货币而是作为商品流回到他手中。小店

主获得这１０镑，用它们向工厂主购买商品。如果说以前流通的是

１００，——我是指工厂主、小店主和工人之间的流通，——那么现在

２０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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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等于１１０。工厂主照旧获得他在自己的工人身上支出的１００镑；

它们由小店主补偿；其次，工厂主从小店主那里获得由小店主补偿

的１０镑，那是由金生产者花在自己的工人身上的。小店主在１０镑

上也象在１００上一样获得自己的利润。他按１０镑付给工人价值

１０镑的商品，但是，如果他在１００上的利润＝１０％（但是由于资本

周转，利润大大减少），那么这个商品就［少］花费了他１０１１镑，或１８

２
１１先令。因此，第一周小店主付给工厂主１１０。但是工厂主付给自

己工人的只是１００。因此，由金生产者投入流通的１０镑，没有流回

到工人和小店主之间的这一流通中。但是小店主现在必须

每周用１１０镑向工厂主购买。他每周从生产金的工人那里

获得这１０镑追加额用于流通。尽管如此，每周流通的只是

１１０镑。因此，从金生产者一年中花在追加劳动上的５２０镑

中，进入工厂主和小店主之间的流通的决不多于１０镑。５１０

镑的基本数额是由工厂主的资本补偿的货币，也就是这一

数额的商品，这种商品中包含资本和利润。我们假定，要向

工厂主多购买 １
１０的小店主，在第二周，在他从金生产者的工人

那里获得１０镑以前，用１１０镑购买，也就是说从自己的资本中预

付这１０镑。因此，工厂主把１０镑放在一边（在这个流通范围内），

因为他只须付给自己的工人１００镑。第二周小店主获得１１０镑：

１００是从工厂主的工人那里获得，１０是从金生产者的工人那里获

得。但是他已经拥有１１０镑的商品（他给自己留下的除外）。他付

给工厂主的工人１００镑的商品，付给金生产者的工人１０镑的商

品。因此，他重新拥有１１０镑。

区别只在于：如果小店主预付１０镑，那么在周期中断时他就

握有１０镑，这是从金生产者的工人那里流到他手中的。如果他用

３０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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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金生产者的工人那里收入的进款来支付这１０镑，那么他就必须

把这１０镑付给工厂主。

不管怎样，工厂主的５２０镑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工厂主实际上

只是在第一周用货币支付工资。以后他总是用商品支付工资，因为

他的商品的货币形式从第二周开始就从小店主那里流回到他手

中。金生产者每周用金支付。但是，这个金不加入这里所考察的流

通，或者只是在金生产者同自己的工人进行交换时加入这个流通。

它只有一次充当工人的支付手段，以后就在工厂主手中转化为他

的资本中这样一个部分的货币表现，这个部分不以实物形式加入

他的工人的消费。这就是说，它转化为（在一定范围内）工厂主产品

中代表他的不变资本和他的利润的那一部分的货币表现。金生产

者的 １
５２的可变资本加入小店主的流通的货币资本，因而充当小店

主、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通货。相反，５１５２成为工厂主的不变资本和

利润的表现。（我们在这里不考虑在这个５１５２上获得货币表现的小店

主利润。）

我们假定，工厂主预付的资本是７００镑。这样，金生产者的１０

个工人给他补偿５２０镑。他的工人使他花费１００镑的“通货”，这一

数额处在他和小店主之间的流通中。因此，他还只需要把１５０镑的

商品价值转化为货币，［ —１０５３］就能把自己的全部资本，即

资本和利润转化为货币。［的确］，因为他的不变资本等于６００，所

以他用上述５２０镑补偿自己的除了８０镑（６００—５２０）以外的全部

不变资本。如果利润等于１０％，那么他还必须补偿８０镑不变资本

和７０镑利润，总共是１５０镑。

工厂主［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分解为不变资本生产者

的可变资本和利润。如果工资在这里也是 １
７［的预付资本和

１０
１７的新

４０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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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价值］，那么［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不变资本分解成的［不变

资本生产者的］可变资本就是３５２１６１７，而利润等于２４７
１
１７。如果所

有这些都花费［在个人消费上］，那么６００镑就为购买商品而流回

到工厂主手中，因为他提供［这个数额的］生活资料。［这样］他还只

需要出售１７０镑的商品。

首先很明显，甚至金生产者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也不是

作为铸币留在流通中，而最多是周工资的货币表现追加到这个流

通中。他把这部分作为工资支付。他就是通过这条途径把这个部

分投入流通。但是，它不是留在流通中供支付工资，而是转化为生

产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如果工厂主由于金的生产增长（我们不是指

金矿的生产率提高等等，而是指投入金生产的劳动和资本的量增

长了）而增加自己的生产，例如在上述情况下①必须多使用１０个

工人（这个比例不对：如果金生产者多使用１０个工人，那么工厂主

顶多多使用１个工人），那么过程就是这样：以前他必须付给１００

个工人１００镑工资，现在他必须付给１１０个工人１１０镑工资。而小

店主，按照假定，每周从金生产者的工人那里获得１０镑。因此，我

们曾在计算中假定，工厂主的产量除了他自己的［原有数量的］工

人以外，还足以给１０个工人提供商品。

第一周。小店主从金生产者的工人那里获得１０镑，从工厂主

的工人那里获得１００镑。用它们向工厂主购买１１０镑的商品。工

厂主从这个数额中付给自己的工人１００镑，而１０镑用于其他目

的。从工厂主的工人那里流向小店主的只有１００镑，而１０镑是从

金生产者的工人那里流来的。前者，即１００镑总是在这一范围内流

５０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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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后者，即１０镑每周总是重新投入这个流通，但是并不再流回到

这个流通中来。

第二周。假定工厂主由于金生产者有新的需求而扩大自己的

生产，增加１０个工人。因此他支付１１０镑工资。现在小店主按１１０

镑卖给工厂主的工人，按１０镑卖给金生产者的工人。小店主用

１２０镑向工厂主购买。但是工厂主只需要１１０镑用来支付工资。因

此，１０镑就流回［到他手中］。因此，如果他由于金生产的增长而增

加自己的可变资本，那么，就流通来说，他增加的只是他加在可变

资本上的追加额的每周表现。金生产者的除上述数额外每周新流

入流通的金，不流回到这一流通阶段中来。

其次，我们现在来看被金生产者作为收入花掉的那部分利润。

除了特殊的花费以外，他有时要购买价值较大的商品，有时购买价

值较小的商品。某些商品，例如家具、宝石、马、车等等的价格可能

很高，因此要买它们就必须一下子花费许多金。但是我们可以得出

一个平均数。在１０周中，金生产者或许［每周］投入流通１００镑，在

２周中每周投入１００镑。不管怎样，在１２周中他投入流通１２００

镑。每周１００镑。在一年中他以金的形式［平均每１２周］投入流通

１２００镑。但是，我们可以把总是留在这个金生产者、他的小店主以

及工厂主和农场主之间的这一流通中的货币量计算为大约１００

镑。其余的１１００镑进入工厂主和农场主的口袋（一部分进入小店

主的口袋），以便在另一个流通阶段中发挥作用，或者作为潜在资

本存放着。如果生产由此而增长，那么追加工人的工资的每周货币

表现就加入流通。但是，这个金的绝大部分既从小店主、工人和工

厂主之间的流通中被抽出，也从小店主、工厂主和生产金的［

—１０５４］资本家之间的流通中被抽出。

６０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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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金生产者的第三部分产品同不变资本相交换，在那里它

重新支付工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到此为止所阐述的是关于

前者的情况。这第三部分的绝大部分从它投入的流通领域中被抽

出来，不再流回到这个流通领域中来。我们假定它等于１１０

镑，其中１０镑代表不变资本生产者的利润。假定在１００镑

中他的 １
５的支出，即２０镑花在劳动上。这２０镑不流回到这

里所考察的流通中来（或者由于花在劳动上的费用增加，只

流回很小的一部分）。它们以货币形式补偿１
４的不变资本，因为

８０
４

＝２０。连同利润还要补偿７０。但是处在不变资本的交换领域中的

通货，足以使８０镑转化为货币。在为可变资本支付的２０镑中，有

一半即１０就足以使利润转化为货币。因此，在不变资本生产者获

得的１００镑中，９０镑对于他的流通来说是多余的。（或者，如果他

由于金生产者的需求而扩大自己的企业，那么至少这９０镑的绝大

部分会是这样。）现在这９０镑的情形如何？对于不变资本生产者来

说，它们不是利润的等价物，而是资本的等价物。不变资本生产者

用自己的资本以货币形式取回多于等价物的数额，他获得一个货

币余额，这个余额是他为了在他的资本的实物形式上补偿他的资

本所必需的。

我们假定，全部年生产资本由６００万组成，换句话说，这是作

为商品进入市场的资本部分，因此包括不变资本的年损耗。假定这

个资本的可变部分等于１
６，即１００万。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在流通

中只需有１
５２百万的货币，即［大约］１９２３０镑。实际上是这１９２３０的

自身价值的５２倍以商品形式进行流通。因此，要转化为货币的还

有５００万＋１９２３０。其次，假定利润（包括地租）等于３０％，也就是

在６００万资本上等于１８０万。假定这个利润全部吃掉。如果资本

７０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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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象工人那样，每周差不多同样地，以同样的份额花费自己的收

入，那么每周需要３４６１５５
１３。但是，假定由于较大量的偶然的和定

期的购买，这一数额比如说需要１０万。这样，我们大约有１１９２３０

通货，这是作为利润而花费的。这笔数额不仅补偿生产资料生产者

的利润，而且也补偿他们的可变资本；它不仅补偿不变资本生产者

的利润，同时也补偿他们的可变资本。我们假定，可变资本对不变

资本的比例一般是１∶５。这个比例在６００万的分配中显示得不很

确切，因为计入这个比例的只是固定资本的损耗，而不是固定资本

本身。按照我们先前的计算，２８０万由生活资料组成（１００）万用来

补偿社会总可变资本，１８０万用来补偿总资本的利润），按照这第

一种计算，它们是以１１９２３０镑流通。因为这２８０万的商品是生产

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产品，所以他们的总产品等于２８０万镑。这包

括他们的预付资本十２０％的利润。因此，这个数额的１
６是由他们

的利润构成，而其余部分由预付资本构成。因此，在２８０万镑中，利

润是４６６６６６４
６，预付资本是２３３３３３３

２
６。这些生产者以他们自己

的互相提供的商品形式吃掉的利润，或者说得确切些，这些生产者

以他们相互提供的商品形式互相吃掉他们的利润这一行为，可以

通过三种方式发生。他们同时购买，或者互相赊购。在这两种

情况下，最多是有时这个生产者，有时另一个生产者要支付

差额。或者是今天第一个生产者用现金向第二个生产者购

买，而明天是第二个用现金向第一个购买。在这种最不利于

减少流通中的现金的情况下，一定会发生货币的回流运动，

并且由于这种回流运动而发生货币流通。在这里有一定的

货币额在进行流通，它由同一人的手多次支付不同的商品

价值份额，比如说，经每一人的手流通１０次。这样，为了使

８０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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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利润经过流通，只需要通常需要量的
１
１０就够了。假定上述

４６６６６６４
６的利润等于１８０万的

１
４，它是１８０万的相应部分。（这稍

多一些１２７。）因此，如果为了使１８０万镑经过流通需要１０万镑的

话，那么为了使这个数额的１
４经过流通就需要２５０００镑。但是这个

２５０００必须减少到它的 １
１０。因此，以利润形式存在的通货总额为

７５０００＋２５００或者７７５００镑。其次，如果［ —１０５５］这个生产

领域中的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比例等于１∶５，那么资本

２３３３３３３２
６的

１
５是可变资本，

４
５是不变资本。可变资本等于４６６６６６

２
３，或者可以说４６６６６７，不变资本等于１８６６６６６。为了使可变资本

流通，需要［它的量的 １
５２，即］８９７４镑，这已经计算在总可变资本的

流通中。其余的１８６６６６６由生活资料生产者用来支付自己的不变

资本，并由从事不变资本生产的工人和资本家用来补偿自己的可

变资本和实现自己的利润，简言之，支付工资和利润。

从６００万资本中扣去用在生活资料生产领域中的２３３３３３３，

还有３６６６６６７；其中可变资本是５３３３３３镑（因为全部可变资本等

于１００万，而４６６６６７应归于第 领域，即生活资料生产领域的工

人）。剩下３１３３３３４不变资本。第 领域的资本家用来实现自己的

利润和自己的不变资本的同一数额，足以使第 类补偿自己的不

变资本。第 类（为了进行本类范围内的流通）用于利润的有２５００

镑，用于工资的有８９７４镑就足够了。因此，剩下要做的就是对第

类和第 类等等之间的流通［进行结算］。

这一结算应按稍许不同的方式进行。

｛我们有一笔资本６００万；它的３０％的利润是１８０万。因此，

流通商品总量的价值等于７８０万。如果２８０万由生活资料构成，那

么其余的５００万就是不变资本。生活资料和不变资本之比在这里

９０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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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高，因为，不变资本中只有作为损耗加入商品的那一部分计入

一年中的流通商品的价值。｝

因此，（第 ）［类］是２８０万镑——用于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

的领域。

在这些价值２８０万镑的商品中，约４６６６６７是利润，等于［预付

资本的］２０％，而其余的是资本，等于２３３３３３３。在这笔资本中，可

变资本［将近１
６，即］３８８８８８；其余为不变资本１９４４４４５

１２８
。

在这个领域内用于可变资本流通的是３８８８８８∶５２，这是可变

资本的每周货币表现，大约等于７４７９（确切一些是７４７８３２５２）。用于

利润（按照假定全部被吃掉）流通，比如说一般用于各种收入开支

（不是工资）的流通的数额有总额的１
１０就够了，这大约是４６６６７。但

是，因为利润的消费者彼此是他们吃掉的商品的卖者，所以这里发

生回流。屠宰业者向面包业者购买，面包业者用同一货币向屠宰业

者购买，屠宰业者又向面包业者购买。这样，通过回流运动，同一货

币额经过同一些人的手完成周转。平均周转数比如说等于１０。因

此，为使利润转化为货币，只需要上述数额的１０。所以剩下大约

４６６７镑，而且小店主等等以自己原有的商品形式吃掉的并未计算

在内。

因此，在这个领域内，为了使工资完成本领域内的流通需要

７４７９镑，而为了使利润完成这种流通需要４６６７镑。总共需要货币

１２１４６镑。

第 类的余下的总额１９４４４４５镑的商品卖给第 类，卖给不

变资本生产者。

因此，（第 ）类的资本连同利润总共为５００万镑商品价值。其

中利润［等于１
６，即］８３３３３３多一点。在５００万中，１９４４４４５补偿由

０１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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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和利润组成的产品部分，因此１１１１１１２是工资。为了支付这笔

工资，需要１１１１１１２∶５２，即［大约］２１３６７镑。为了支付利润，比如

说需要利润总额的 １
１０，即需要８３３３３。这样，流通货币总量必须等

于［ —１０５６］８３３３３＋２１３６７＝１０４７００镑。第 类的资本家和

工人用这１０４７００镑向第 类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而第 类向第

类购买在实物形式上补偿自己不变资本的数额。这里发生［这些

货币的］回流。例如，第 类用１００镑向第 类购买生活资料；第

类用这同一１００镑向第 类购买不变资本。这很象一辆车子往返

行驶，先是从Ａ地运货到Ｂ地，然后又从Ｂ地运货回到Ａ地。因

此，用这些货币实现的商品价值不是１９４４４４５镑，而是２×

１９４４４４５镑，即３８８８８９０镑。同一数额的货币实现第 类的不变资

本以及第 类的可变资本和利润。因此，在第 类的５００万中还剩

有

（ ）５００万减去１９４４４４５的余额，即３０５５５５５镑。我们还假

定，只有这个数额的 １
１０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在农业方面则少得

多。因此，这部分完全不加入流通，也不需要转化为货币。就是说，

大约３０５５５５不需要实现。还有２７５００００镑的商品，第 类内部的

这第二次流通不过是以货币为媒介的资本的互相转移。铁生产者

向煤生产者购买煤，后者向机器制造业者购买机器，机器制造业者

向铁生产者购买铁等等。在这里货币多半作为支付手段流通，而只

是用货币来支付差额。然而，即使货币本身进入流通，最多也只需

要它们的１
２０，也就是说２７５００００∶２０，即１３７５００。

因此，为了实现资本６００万连同利润１８０万（又错了：应该是

１２０万，因为它们是６００万的 １
５，或２０％；但这没关系。）；为了实现

资本６００万连同利润１２０万，或者７２０万镑的商品，总共需要：

１１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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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２１４６镑（在第 类内部流通）；

    １０４７００镑（在第 类和第 类之间流通）；

    １３７５００镑（在第 类内部流通）。    

总额：２５４３４６镑（在货币形式上）。

在这里我们也假定，在６００万资本中，可变资本是３８８８８８＋

１１１１１１２，也就是说等于１５０万；即可变资本等于预付资本的 １
６。上

述总额稍多于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的１
６。这里完全没有把支付的

相互抵销和信用计算在内。如果金生产者提供的金量只要能使花

在工资上的资本的１
６转化为金或银，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如果出口

的商品量正好可以从有金矿等等的国家换回用于上述需要的金，

那么这就足以提供出全部通货。如果这个金量已经进口进来，那么

只要生产方式保持不变，这个量就始终是够用的（金的磨损不算在

内）。

一般说来，要使资本家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多于他投入流通

的货币，只须使流通的货币额足以使流通中的商品价值转化为货

币就行了。为此，不仅要有１
６的资本，即每年必须以货币形式全部

花在工资上的资本存在于货币形式上，而且要通过直接同金相交

换的那一部分资本，即卖给金银生产者而换回金银条块的那些商

品，来提供所需要的数额。但是，资本的一部分作为贮藏货币积累

起来，负有各种不同的使命。因此，一部分总是闲置着的。我们假

定，每年以商品形式流通的资本等于１１０镑，而为了使它转化为货

币需要这个数额的１
１１，即１０镑。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出口１０镑商品

去同金相交换，那么这１０镑就在生产１１０镑商品的整个类别内进

行分配。

２１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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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０５７］消费资料生产者补偿所有各个类的可变资本

和作为收入花费的产品部分，同样，为全社会而进口金的那部分生

产者（生产这个金的那部分生产者也一样）则提供为使全部资本完

成流通所需要的货币。

在作了以上说明以后，首先要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同一货币额通过回流完成的流通总是伴随着同一些货

币个体的流通，而同一些货币个体所完成的不同的流通决不包含

回流。例如，１００镑从小店主手里转到工厂主手里，从工厂主手里

转到工人手里，又从工人手里转回到小店主手里。在这里同一些货

币完成三次流通。无论如何会是二次：从工厂主手里转到工人手

里，从工人手里转到小店主手里。此外，回流包含着按同一货币额

（不管是不是由同一些铸币组成）进行的这一周期的重复。相反，同

一铸币可以例如一天流通１０次，而不出现一次回流。我用５先令

购买商品，小店主收进１镑而把这５先令找给另一个买者，后者又

用这５先令支付工人，工人又用这５先令购买，等等。同一铸币的

单纯流通速度——大多同铸币量成反比——不同于一个周期通过

自身的各个阶段和重复进行的速度。

第二。在货币表现为铸币的地方，在第一种意义上的即在商品

转化为商品生产者或所有者的生活资料的Ｗ—Ｇ—Ｗ 行为中，货

币首先只是作为付出的工资执行职能，即出现在Ａ—Ｇ—Ｗ
１２９
行

为中；其次，在利润、利息、地租等等（还有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作

为收入花费的地方执行职能；因为在这里他们所花费的货币代表

为以后转化为生活资料而出售的那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即表

现为Ｗ—Ｇ—Ｗ。这样花费的货币同时又使资本（资本＋利润）得

到补偿，这对于问题并没有什么影响。相反，货币在流通中所执行

３１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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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一切职能，总是货币借以构成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某一阶段

的一些形式，这个阶段或者根本不会达到零售商业的阶段（例如不

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交换），或者至少是先于［零售商业］的过程。

只要货币以这样的方式流通，它们就是货币资本。诚然，对于小店

主来说，他所获得的其他人的收入也是货币资本。但这是不同的事

物。货币在这里并不是来源于资本本身的形态变化，而是来源于从

资本中产生并独立于资本的收入。

我们考察了同一货币额在小店主、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流通，

如果我们略去作为这个周期的中介的小店主，那么这一流通实际

上就是同一货币额在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流通。工厂主总是用同

一些货币购买新劳动，而工人总是用同一些货币购买新商品。最初

由工厂主（如果我们撇开小店主）把这些货币投入流通。因此，他最

初必然是从流通中得到它们，不过是从有金生产者参加的流通中

得到它们。或者这个过程是以前发生的，而工厂主拥有的这

些货币是他的以货币形式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一部分，就象

他以机器形式拥有另一部分一样。如果他每周生产的商品

等于６００镑（其中１００镑是利润，等于［预付资本的］２０％），

而每周支付的工资等于１００镑，那么工厂主必须将自己的

商品的 １
６卖给金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一举永远拥有必

须用来支付每周工资的１００镑。我们假定，他的全部资本是

１５００，其中１０００是固定资本，３９８是每周耗费的原料和辅助材

料，１００是每周的工资。我们假定，固定资本在十年的周期中完全

损耗。在这种情况下，每年为［补偿］损耗，工厂主需要１００镑，而每

周（我们将一年算作５０个工作周）需要２镑。因此，他每周要有２

镑用于［补偿］损耗，３９８用于原料和辅助材料和１００用于工资，全

４１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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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预付是５００镑，它的２０％的利润是１００镑。１００镑的损耗，他也

许每年只须补偿一次（也许时间还要长些）。第一周，他获得６００

镑，其中１００不是同商品相交换，而是同金相交换。因此，工厂主把

自己的全部利润转化为金。或者说，他除了自己的执行职能的资本

以外，还要有１００镑（实际上它们是小店主预付的），或者说他第一

周根本不能用自己的利润供自己消费，因为他以金的形式拥有 １
６

的商品，１６由他的工人吃掉，
４
６补偿不变资本。下一周他就不需要

用自己的一部分商品来向金生产者购买金。但是在第一周，他的资

本的一部分两度成为必要。第一次是将由工人吃掉的那１
６要以商

品形式存在；第二次要以货币形式存在，以便用来使工人［

—１０５８〕能够向他购买他们的１
６。因此，在这一周工厂主必须有

货币储备，以供自己吃用，这些货币不是从这一营业中流到他手里

的，而是他继承的等等，或者他要靠借贷生活，如果他用５００镑开

始自己的生产，他很可能要这样做。

第二周工厂主就不需要使自己拥有的商品的１
６处于商品和货

币这二重形式上，因为１００镑工资通过工人付钱购买商品而从工

人那里流回到他手里。

因此，为了维持他同工人之间的这种流通，他只需要用一周产

品的１
６向金生产者购买金。

仍然有一个问题要解答：谁第一个把处在流通中的那部分货

币投入流通？这终归是资本家，而不管他是生产者还是商人，但决

不是工人或者利息或地租的获得者。放款取息的人把资本投入流

通，也就是说把资本转移给生产资本家，但是生产资本家第一个把

资本实际上投入流通。

地租获得者得到的货币，——部分是由资本家农场主付给他

５１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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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是由工业资本家付给他的（工业资本家开矿等等；

为建筑物支付的，还有房租）；其次是由工人付给他的（一部

分地租以及房租）。就地租通过工人转化为货币来说，地租

的这一部分货币表现（就象把生活资料卖给工人的小店主

的情况一样）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流通中抽出，因此它包

含在为支付工资而流通的那些货币中。诚然，这一部分不象

花费在生活资料上的那部分工资那样很快就流回（只要工

厂主或农场主本身不是土地所有者，就经常有这种情况）。

然而，工厂主或农场主本身也是土地所有者，这是特殊的情况。工

厂主或农场主在这里作为工资支出的同一些货币，使他作为土地

所有者获得的地租，或作为房屋所有者获得的房租得以实现，至于

这些货币补偿他的商品的损耗，就不必说了。工人获得价值，即他

每周租用的房屋。但是这个价值的一部分分解为房租和地租。而

工厂主作为工厂主付出的数额，同时把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和出租

房屋的资本家获得的收入转化为货币。为此所需要的通货，在他本

身购买劳动时已预付了。而工人则还给他地租和房租。

工厂主同工人完成两笔交易。［第一，］他用货币购买工人的劳

动，第二，他向工人出售房屋，并为此收回这些货币的一部分。但

是，他在这里出售给工人的那个价值，并不是全部都由他支付了

的。这个价值包含无酬劳动。因此，工人在向他支付这个价值的同

时，也就支付给他地租和房租。因此，以下事实并没有任何矛盾：资

本家在收回他本身投入流通的货币时，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多于

他投入流通的货币，也就是说，抽出的货币多于他投入流通的、已

经支付过的价值。对于一切土地所有者和房屋所有者来说，在工人

向他们支付地租和房租的情况，（这里的情况同支付税金的情况一

６１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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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同一些货币使工资得以流通，并且使资本的一部分地租和房

租得以实现，也就是说，使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剩余价值

中分解为由工人支付的房屋地皮租１３０和房租的这整个部分，要

转化为货币，——就象同工人做生意的小店主的利润一样，——只

需要有支付工资所必需的那些通货就够了。

建筑物的地皮租等等属于固定资本的费用。因此，生产资本家

为固定资本预付的一部分通货，同时也使一部分剩余价值，即地皮

租转化为货币。

私人房屋的租金等等属于资本家用自己的利润支付的开支；

农场主、矿业资本家等等支付的本来意义的地租，构成他们的产品

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土地所有者用他作为地租收到的货币向工厂主和农场主购买

商品；或者他向小店主购买商品，小店主用这些货币支付工厂主和

农场主。因此，这部分通货一旦存在，它就象用作工资的货币那样

不断流回到生产资本家手里，虽然资本家必须通过商品从流通中

重新抽出这个部分。然而这足以使他们不断以货币形式重新支付

地租，然后再用商品去收回货币。但是，流回到他们手中的货币增

多，也就是说，流回的有工人作为房租付给土地所有者的那部分地

租，或者是工厂主作为建筑物的地租支付的那一部分。因此，使地

租转化为货币的那些通货不仅足以不断用来重新支付地租，而且

足以支付分解为地租的那一部分工资和分解为地租的那一部分固

定资本费用。只有通常不是来源于工资和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地

租，才需要经过特有的货币流通，需要自己的特有的通货额。

［ —１０５９〕适用于［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和［债权人的］利

息的东西，也适用于利润本身（不管利息是否付给另外一个人，也

７１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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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不管是否应该把利息包括在生产资本家的收入之内），只

要生产资本家花费这一利润，而他是必须花费一部分利润的，因为

他靠利润为生。用于花费利润的货币，投入流通的货币，以及用来

实现地租和利息的货币，都有助于提供向资本家进行支付的货币

手段。

地租、利息、利润的货币表现，只要被用来购买供个人消费的

商品，就必定象工资的货币表现一样，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流

回到生产资本家手中。利润、地租、利息是在前一年花费的；为此支

出的货币已经不在土地所有者、食利者、资本家手中，而是在小店

主手中，小店主把它们付给批发商，而后者又把它们付给生产资本

家。这些货币以怎样的程度流回到小店主手中，他的储备的消耗和

补充也就会达到怎样的程度。因此，货币走过的是它最初走过的同

一条路，不过是走的回头路。由于它们通过这种方式会实现生产资

本家的商品价值，所以后者能够用这些货币重新支付地租和利息，

而把另一部分剩余价值花在自身的消费上。

为了使生产资本家从流通中抽出的货币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货

币，只要使流通的货币足以支付商品价值就行了。如果发生的是物

物交换，那么丝毫也用不着怀疑，资本家在循环终结时从流通中抽

出的商品价值会多于他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因为，在循环

终结时他应当换得更高的商品价值。因此，所以会产生令人困惑的

问题，完全是由于人们不清楚，构成这个增大的价值的现实货币表

现的那些通货应当从哪里取得。引起困惑的是，资本家从流通中抽

出的必然多于他投入流通的；还要更加令人困惑的是，他本身——

作为阶级——实际上占有全部货币财产（所以能占有 ，是因为他

直接占有全部剩余价值，而不管他交出了其中的哪一部分）。但是

８１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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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区别以下情况：作为资本家，他投入流通的只是自己的资本

（也就是资本的货币表现），而作为实现利润的人（或者，如果他还

没有实现利润，他就必须拥有其他的资金），他投入流通的是自己

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货币表现，就象土地所有者和食利者投入流

通的总是这种剩余价值的其他部分——地租和利息——的货币表

现一样，最后，就象工人投入流通的是自己的工资的货币表现一

样。如果某个资本家把１０００镑投入流通，也就是用于再生产，同时

（以利润的形式）吃掉２００镑，并且，如果他的利润等于２０％，那么

他投入流通的货币额正好是使他的为数１２００的商品，即他

的资本加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所必需的。他既没有把１０００

镑，也没有把２００镑奉送给流通，而是用它们来从流通中抽

出商品价值：用２００镑抽出的数额等于他投入流通的数额，

而用１０００镑抽出的数额比他投入的数额多了２０％。然而，

他提供了能够用来向他支付１２００镑商品价值的那个货币额。

如果我们把资本家同他谋取剩余价值方面的伙伴看作是一个人，

（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１９日《泰晤士报》［第９页］称郎卡郡的工厂主为

“财富吸收器”，而称他们的工人为“财富赢得者”｝①，那么他实际

上是自己提供了用来向他自己支付的货币；不过他是在同商品的

交换中提供货币，而货币本身（就这是金等等来说），他最初是在同

自己的工人的劳动进行的交换中获得的。

９１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① 这是关于曼彻斯特的贫困１３１的社论，那时曼彻斯特工厂主为“自己贫穷的工
人”向全英国请求施舍，然而却胆怯地扎住了——正如科布顿先生完全正确地

指出的那样——自己的钱袋。是的。没有直接参与剥削这些工人的那些人的

施舍是慈善行为。但是，资本家本身一旦不能剥削自己的工人，而不得不［

—１０６０］向工人交纳贡物，而不是支付工资，那么这是“违背政治经济学的

合理原则”的，并且正如《晨星报》所暗示的那样，这“会带有社会主义倒错的色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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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社会生产两个类之间的交换关系］

生产资本家的第一类由生产最终形式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本

家组成，这种最终形式的生活资料进入个人消费。这些人的年产

品价值由两部分组成：［第一，］不变资本，它们包含每年加入产

品的固定资本的损耗。固定资本尚未被消费掉的另一部分同产品

价值没有关系（虽然 ［在确定］平均利润率时，这一部分预付资

本也完全象所有其他部分预付资本一样要加算利润和利息。但甚

至在这种场合，固定资本在这里也象在第二类中一样，只作为它

的年扣除额，作为它的损耗及其利润进入［产品价值］。我们在这

里把这部分撇开，因为我们单独考察剩余价值）。其次，不变资本

包含原料和辅助材料，它们部分地以实物形式存在，但每次都以

自己的全部价值进入产品，因为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全部被消费。第

二，［年产品价值还包括］可变资本。它在资本家手中作为货币存

在，而它们一旦得到实现，就作为劳动存在。对于提供商品来使

这部分资本得到实现的工人来说，这部分资本作为工资存在。最

后，产品价值的第三部分——剩余价值，它分解为利润（利息）和

部分地分解为地租。

从这个类的全部年产品加入年消费来说，它是进入个人消费。

在这里我们暂时把积累完全撇在一边，只考察简单再生产。这种产

品的一部分［ —１０６０］由这第 类的工人购买，也就是说，由

工人从资本家那里作为工资得到的那些货币来支付。换句话说，用

来支付这个类的可变资本的那些货币，买回和它相当的那部分产

品价值。于是，这些货币重新流到生产资本家手中。这不是被工人

０２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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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掉的那部分资本的补偿，但这是生产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用来

重新购买工人的那些通货，流回到生产资本家手中。这个类在实物

形式上消费掉的比较小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需要转化为货币，因

为这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被生产者占有，不进入流通。至于另外一

部分［剩余价值］，那么第 类总产品中和它相当的那一部分价值

由上一年度支付的（或者，如果企业已在经营，那就是按照再生产

支付的（只要谈的是生产资料），或者，如果企业是新开业的，那就

是用生产资本家的货币储备支付的）地租、利息、利润买回。这样，

生产资本家支付地租和利息的那些通货又流回到他手中。不是作

为他所支付的那些东西的补偿，而是作为他在商品形式上重新出

售的那些东西的补偿，结果就得到他自己所提供的货币。这不是对

上一年度支付的利息、地租等等的补偿，而是生产资本已经支付给

地主和食利者并且还将重新支付给他们的那些通货流回到生产资

本那里。生产资本家再把这些货币符号支付给他们，作为他们索取

应归他们所有的那个商品余额的相应部分的凭证，这是他们在这

些商品的剩余价值中应当分享的部分。最后，如果在这个分成象生

活资料本身那样众多的特殊领域的类中，例如资本家ａ向资本家

ｂ、ｃ、ｄ、ｅ购买生活资料，那么他就为他们把ａ产品中由他本人消

费掉的那个相应部分转化为货币——这是生产资本家自己消费的

部分，他们也为他这样做，直到每个人把自己产品中消费掉的那个

部分的货币表现从别人的口袋里吸引出来。这样，他已经用来购买

并将重新购买别人商品的那些货币就重新流回到每个人手中。于

是，第 ［类］的产品中由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

组成的那部分价值全部转化为货币。

至于第 ［类］的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它的不变部分，那么必须

１２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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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物形式上得到补偿，必须从最终商品形式再转化为它的各生

产要素，转化为原料、机器、辅助材料等等（这些产品中本身作为生

产条件重新加入它们自身再生产的那部分产品，例如谷物、煤等

等，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归之于第 ［类］。而且，谷物不是直接的

生活资料，只有面粉才是，然而，水果、蛋类等等，鸡等等，自然是直

接的生活资料）。或者，第 ［类］的这部分资本必须从第 类购买。

因此，我们现在来考察这两个类之间的货币流通。

第二类。它的产品也包括不变资本（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

资本的损耗），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分为利润（利

息）和地租形式。但是，这个类的产品不进入个人消费（可以不

算住房，它既进入个人消费，也进入生产消费。但为了明确起见，

这种划分是必要的）。（如果它进入个人消费，它就属于第 类，属

于这个类中的其产品同时既是可变资本要素又是不变资本要素的

那个部门。）代表这个类的可变资本的那些货币，在这个类的产品

上所实现的剩余价值，都不能花费在这个类的产品上。

现在为了弄清这两个类之间的流通，我们从最明显的一点开

始。

第 类象第 类一样，用货币支付自己的可变资本，但这些货

币并不象第 类那样直接流回到生产资本家手中。工人向第 类

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因此，第 类的可变资本的全部货币表现流

到第 类的生产资本家手中。这些生产资本家用它们向第 类生

产资本家购买产品，即购买不变资本、原料等等，其价值等于第

类的可变资本的价值。通过这种迂回的途径，第 类的资本家为支

付工资所必需的和他们自己最初所花费的那些货币就流回到他们

手中。同时，通过这种迂回的办法，他们把自己的等于可变资本价

２２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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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那部分产品卖给第 类，而第 类又把和这个量相当的自己

的那些产品转化为这种产品［生产］的组成要素。｛在第 类中也

是这样，在那些生产不进入工人消费的这种生活资料的人那里，必

然发生这样的媒介形式。他们的工人向第 ［类］的其他资本家购

买［生活资料］，从而向这些人提供货币，这些人用这些货币把一部

分利息、地租、利润转化为货币，并用这些货币（作为收入来花费）

向第 类中不为工人生产生活资料的那些资本家购买。这样，这些

人就为他们补偿作为他们的可变资本的通货。同时，这种流通使他

们把一部分利润等等转化为货币。｝｛一旦银行得到发展，用于工

资的货币［ —１０６１］实际上每周都回到生产资本家手中，而

不管它们是否通常只有通过迂回的道路才回到他手中。｝无论如

何，我们在这里看到，同一货币额如何在［第 类］生产资本家和他

的工人之间流通，然后，这一货币额如何被这些工人付给另一个类

的生产资本家，这些生产资本家又如何把它们作为资本支出，购买

［第 类］生产资本家的商品，这样，它们又流回到后者手中。第

类对不变资本的购买，——由于这是把资本转化为它的各种要素，

而不是把收入转化为生活资料，——按照第 类每一特殊部门中

进行生产的规模和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是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和以

较大的数量进行的。因此，［第 类资本家］作为工资付出的货币不

是每周流回第 类，而是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和以较大的数量流

回，结果，在这些货币上根本看不出它们来自何处。不过，就是在农

业中和一定的城市工业部门中，即使是每周支付工资，那也是在一

定期间使用许多的劳动，因而支付许多的工资，而在一年的另一些

期间则使用很少的劳动。也就是说，回流的进行不会象钟表机械的

运转那样简单。不过这里谈的只是本质的运动。它的进一步的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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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过程只能在论信用的部分加以研究；但为了理解信用，必须具备

关于这种本质运动的初步知识。第 类中代表它的剩余价值的那

部分产品同第 类中以生活资料形式存在的不变资本之间的交

换，明显地表现在世界市场上，例如，英国的细布同棉花相交换，或

英国的机器和纱同外国的小麦相交换等等。最后，至于利润（利息、

地租）形式上的适于在这个领域使用的收入，那么它的上一年转化

为货币的存在等等，是在第 类最后余下的那部分产品的形式上

被消费掉的。这样，第 类向第 类购买自己尚未得到的那部分不

变资本所用的货币，就流到第 类。因此，第 类用于剩余价值的

货币又流回到第 类。

通过这种方式，第 类和第 类的生产资本家除了他们的收

入基金在货币形式上得到恢复以外，能够用货币向提供资本的放

债人和土地所有者支付利息和地租；然后，借助于这些货币，整

个过程重新开始。这里应当再一次指出，第 类的资本的再生产，

就是第 类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其次，货币从第 类流到第

类的方式——正因为这是以每日花费的形式或者有时（不经

常）以较大量花费的形式进行的，正因为这是收入的花费，从而

与个人消费者的需要和偏好相适应——必然与同一货币额从第

类流回到第 类的方式和形式不同，因为这是以货币形式存在的

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并且这里进行购买的数量和期限必须符

合两种资本的生产条件。

如果资本家作为收入花费２００镑，作为资本投入流通１０００

镑，而从流通中取回１２００镑，那么很明显，他从流通中取回的货

币比投入流通的多，因为他作为资本家只投入流通１０００镑，把

２００镑花费在同一价值的生活资料上，这些生活资料进入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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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基金。他只是作为货币所有者，作为支出货币的人，而不是

作为资本家花费这些货币的。

第 类现在以实物形式补偿了自己的全部不变资本，以货币

形式补偿了自己的可变资本，同样以货币形式补偿了自己的收入

基金（利润（利息、地租）），并且（因为我们在这里暂时还不谈

积累）不用向第 类购买更多的东西，不用向他们作更多的支付。

一部分农业，例如谷物生产等等，畜牧业等等，同时又属于第

类，即同时是不变资本的生产者，这种情况丝毫不会使事情发生

变化。就这一部分农业属于第 类而言，那么现在将进行的关于

第 类的进一步阐述也适用于这一部分。

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假定以同样规模的再生产为前提，那

么一年中加进的新劳动或生产出来的价值，等于再生产出来的可

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它们所能购买和支付的不会超过刚刚考察

过的东西，也就是说，不会超过进入消费的物品（第 类）的年

产品和不变资本生产者的产品中代表这个第 类的可变资本和收

入的那一部分。

亚·斯密如果指出这一部分年产品只归结为以工资、利润、利

息、地租形式支付的收入，那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必须在

这里补充说，这个总收入补偿第 类的全部不变资本。当亚·斯

密断言这是指年总产品，竟说第 类的不变资本也由它本身的收

入和第 类的收入来补偿时，他就不对了。因此，亚·斯密往下

说的内容也不对了。事先 ［ —１０６２］还应当指出的是，斯

密所说的实业家［ｄｅａｌｅｒｓ］是指参加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全体资

本家，而消费者是指工人、资本家、土地所有者等等，以及他们

的仆从，这是就他们花费收入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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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实业家之间的流通，实业家和

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些货币，纸币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

个流通，时而用于那个流通，但这两个流通是不断同时进行的，因此，要使

流通进行下去，各自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币。各种实业家之间流通

的商品的价值，决不能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无

论实业家购买什么，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国富论》麦克库洛赫版

［第１卷］第１４１页）

这段话同斯密把商品的价值错误地分为工资、利润和地租的

做法相一致。关于这一点请看前面的叙述１３２。这个错误的观点本身

又是建立在下面这一点上：积累起来的资本——其中也包括不变

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最初来自剩余劳动，也就是说，利

润转化为资本，但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已经转化为资本的利

润由“利润”组成。

各种实业家之间流通的价值总是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

通的商品的价值，因为前一种流通包括不变资本实物组成部分之

间的交换，这种交换使消费者从来不用支付的一部分资本价值得

到补偿。运动的同时并行——而形态变化和再生产的每一相继进

行的要素也表现为同时并行——妨碍了斯密看到运动本身。否则

他就会看到，他从对自然价格进行的错误分析所得出的看法１３３，不

是被资本的货币流通所证实，而是被否定。“实业家”和“消费

者”的说法也是不对的，因为实业家——生产资本家——在上述

交换中同时表现为最终“消费者”，当然，表现为工业消费者，而

不是个人消费者。

图克把亚·斯密的上述说法用作自己货币理论的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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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这段话评论说：

“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一切交换，也就是从生产者或进口商起，通过加

工制造等中间过程的各个阶段，直到零售商或出口商为止的一切出售，都可

以归结为资本的运动或转移。资本的转移不必有这样的前提，而实际上也不

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在大多数交换中，在转移的时候，要有货币即银行券或

铸币的转让——我指的是物质的而不是虚拟的转让。所有资本运动都可以并

且大量的交易也都是通过银行业务和信用来进行的，而无须通过实际支付铸

币或银行券，即实际的、看得见和摸得着的银行券，而不是想象的银行券，这

些银行券从一个人手中支出并由另一个人手收回，或者更确切些说，这些银

行券在账簿的一方记作收入，在另一方记作支出。另一个重要考虑是，实业

家和实业家之间的交换总额，归根结底必须由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额

决定，并受它的限制。”（托·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版

第３４—３６页）

在最后一句话中，图克以他作为实践家特有的粗率重复斯密

的说法，使这种说法失去了理论的尖锐性。“实业家和实业家之间

的交换总额归根结底”必须由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交换额决定，

这一点不应受到任何怀疑，并且是一种老生常谈。这整个类的一般

用于生产的资本，“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者能够出售的产品量，从

而由这个量决定，因为他只有从他出售的这种产品中得到自己的

利润。但亚·斯密没有说这一点，虽然图克认为他是重复斯密的说

法。斯密说：“实业家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等于“实业家和消费

者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图克在上述著作中只迷恋于反对“通

货原理”１３４的斗争。［ —１０６３］图克所说的实业家和实业家之

间的流通归结为“资本的运动
·
或转移”｛在这里，与他的敌人相对

来说，他关心的只是再生产过程中资本流通所产生的相互债务如

何结算，这在理论上是完全次要的问题｝，表明整个考察方式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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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备。“资本的运动”？正是应当确定和分析这些运动。图克的原

理的基础是，他指的总是流通领域中的资本运动，因此，他在这里

所理解的资本总是货币资本或商品资本。“资本的转移”，这虽然也

是运动，但同资本的运动大有区别。资本的转移实际上只属于商业

资本，实际上只意味着，资本从一个买者手中转到另一个买者手中

的那些不同的阶段只是资本本身在流通领域中的运动。而资本的

“运动”则是再生产过程各种性质不同的阶段。当可变资本作为工

资转到工人手中，在那里转化为“通货额”的时候，也发生资本的

“转移”。全部问题只在于，在资本本身的运动中——在它作为商品

同消费者最终交换之前——货币只作为支付手段流通；因此，它们

部分地只作为计算货币执行职能，部分地只是为了支付收支差额，

如果存在这种差额的话。图克由此得出结论说，货币的这两种职能

之间的差别就是“资本”和“通货额”之间的差别。总之，第一，他把

货币和商品同作为资本存在方式的货币和商品混淆了，同货币资

本和商品资本混淆了，第二，他把使资本流通的一定的货币形式看

成“资本”和“铸币”之间的差别。

图克下面这段话是很好的：

“银行家的业务，除了发行凭票即付的银行券以外，可以分成两部分，这

同斯密博士指出的实业家与实业家之间的交易和实业家与消费者之间的交

易二者的区别是一致的。银行家的业务，一部分是从那些不能直接运用资本

的人那里收集资本，把它分配给能够运用它的人。另一部分是从顾客的收入

接受存款，并在顾客需要把它用于消费的时候，如数付给他们。前者可以看

作是柜台后的业务，后者可以看作是柜台前或通过柜台的业务。前者是资本

的流通，后者是货币的流通。”

（换句话说，前者是货币资本的流通。但这不是资本的流通本

身，而是资本的转移。实际的流通总是包括资本再生产过程的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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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要素。资本的转移，就象商业资本的情况那样，使一个人代替

另一个人，但资本还是象以前一样处于同一阶段。这每一次都是

货币或所有权证书（或者，还有商品）从一个人手中转到另一个

人手中，但货币在这里并没有发生形态变化。这更适用于借贷等

等时货币资本通过银行的转移。当资本家把自己的转化为货币的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分给食利者，一部分分给土地所有者时，也会

发生这种转移。在后面这种情况下是收入的分配；在前一种情况

下是资本的分配。只有商业资本从一类商人转移到另一类商人，才

使商品资本本身接近于它向货币的转化。）

“因此，把属于一方面是集中资本，另一方面是分配资本的那部分银行业

务，同为周围地区的地方需要而调节流通的那部分银行业务区别开，或在想

象中区分开，是非常重要的”等等。（前引著作，第３６—３７页）第 类的总

产品也象第 类的一样，分成三部分。

｛这里顺便指出：资本和利润不同，表示预付的价值额。但它

不是价值额。它是资本，因而在这种形式上包括同利润的关系。只

要剩余价值没有实现，也就是，只要资本作为资本的运动还没有

结束，总产品（包括剩余价值）就叫作资本；它孕育着剩余价值，

但剩余价值还没有 ［ —１０６４］脱离它而独立。这还是正在

实现的资本，即资本本身。｝

 （１）   （２）   （３）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地租、利息）。

我们已经看到，［第 类的］（２）和（３）部分在同 ［第 类

的］（１）部分交换中如何实现，它们如何流通。现在我们应当考

察 ［第 类的］的第一部分，不变资本。

它包括（ａ）固定资本没有消费的部分，这部分不进入产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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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因而不加入计算；

（ｂ）第二，代表固定资本的损耗，还有辅助材料和原料的

（如果有这些东西的话）、必须加以补偿的那部分价值。

就象在第 类中，由利润组成的那部分产品，即作为收入花

费的那部分产品，通过产品在实物形式上被消费掉，或通过本类

的各不同生产部门内部的交换而得到实现一样，在第 类中，不

变资本或是通过在本生产部门内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或是通过

本类各不同部门之间的产品交换而得到实现。在这里，产品又作

为生产条件进入自身的生产（例如，谷物作为种子，种畜等等），

或者，例如，Ａ部门的产品作为生产条件进入Ｂ部门的产品，Ｂ部

门的产品进入Ａ部门的产品，例如，铁进入机器的生产，或机器

进入铁的生产。Ａ部门的产品可以进入Ｂ部门，Ｂ部门的产品可

以进入Ｃ部门，而Ｃ部门的产品进入Ａ部门。这种互相交错——

这些部门的总平衡不要求 ［任何］两个部门恰好互相平衡——丝

毫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实质上货币在这里表现为支付手段，因

此，［商品的］运动将不用货币而通过补偿来平衡。但是，由于产

品Ａ进入产品Ｂ的那段时间可能不同于产品Ｂ进入产品Ａ的那

段时间，等等，那么在这里也可能发生并且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

将会发生货币流通；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得到充分发展之前会

发生。无论如何，在这里这样看是重要的。

因为事实上这里是不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交换，产品只是在

生产过程中互相换位，所以货币不断地流回到支出它们的人手中。

例如，如果机器厂主购买铁，以补偿他的制造机器的机器，那么

这种补偿包括：（１）制造机器的机器本身的磨损；这一磨损是他

为自己预付的，（２）铁等等。他从制铁厂主那里购买铁；制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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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从他这里购买机器，以补偿自己的机器的磨损，这样货币就流

回到机器制造业者手中。

甚至在产品直接进入自身再生产的场合，由于分工的关系也

可能发生货币流通，资本的再生产可能伴随有货币流通。一个租

地农场主可能卖掉自己的全部谷物，并从另一个租地农场主手中

购买种子。在这种情况下，后一个租地农场主既要为自己也要为

别人培育种子。对于一个人来说，谷物的一部分价值代表他必须

为补偿种子而支付的购买价格，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则代表他的

可变资本加上剩余价值。在这种情况下，货币不是直接从一个人

手中流回到另一个人手中。但在这种情况下，种子生产者必须花

费货币来购买生活资料，包括谷物。他用这些货币支付给自己的

工人并且作为自己的收入来花费。他的工人的货币又有一部分流

回到租地农场主 ［谷物生产者］手中。谷物生产者的工人也是属

于那些使谷物生产者有可能卖掉自己全部谷物的人群中的。畜牧

业的情况也是如此。一个人只饲养作为生活资料出售的牲畜，另

一个人则培育补偿牧畜业的不变资本的种畜。

这种为第 类生产不变资本的生产资本家的归结为不变资本

的产品部分，也象任何其他产品部分一样，是年劳动的产品，即

只有通过劳动过程才能再生产出来。但它的价值是过去的、上一

年的等等劳动的结果。但作为这种价值，这部分产品买回它进行

再生产所需要的那部分产品。资本主义生产越是发展，从而过去

劳动的结果越是作为动因进入生产，这种进入生产并永远不再离

开生产领域的产品部分也就越大，归结为补偿不变资本的不变部

分的产品价值组成部分也就越大。而劳动的生产率也就越高。这

个价值本身不取决于它所耗费的劳动，而是取决于它的再生产所

１３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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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费的劳动。因此，一方面，随着它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一道不

断地积累起来，另一方面它也在比较长的时期内不断地贬值。只

有当生产方式还没有发生变化时，它的价值才是不变的。

［（４）商业资本的总运动。

货币资本的积累］

  ［ —１０６５］现在还必须考察：

（１）积累，专就货币而言。

（２）运动的同时并行。

（３）金和银的生产者。

（４）总运动中的商业资本。

首先，关于第（４）点，商业资本，我们已经用一个例子，即向工

人出售生活资料的小店主的例子阐明了它的运动。我们把这些小

店主的整个阶级放在Ａ领域
１３５
的这个商人的地位上。他们的营业

照旧是向工人出售生产者的商品，从工人那里收回货币工资。他们

的资本以货币得到补偿，而他们的利润通过同一些货币得到实现，

这些货币最初作为可变资本存在，然后作为工人的货币收入存在，

现在又由工人以铸币形式付给小店主，以便实现总产品中属于工

人份额的这个产品的相应部分。小店主自己的货币资本，只要不投

入流通费用，就是他的流通货币资本。如果他每次采购时用２００镑

购买，１００镑是赊购，１００镑是现金，那么他就是预付了１００镑不断

处在流通中的货币资本。如果这２００镑流通４０次，他就用这些货

币不断地购买价值８０００镑的商品。这个Ａ领域中的一个小店主

向五十个不同的生产者购买，而这个领域中的五十个小店主又向

２３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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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产者购买，这种情况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这个小店主以自

己的商品形式吃掉自己的一部分利润，用一部分利润向其他小店

主购买商品，这些小店主由于分工又向他购买商品；这样，使这个

阶级的利润得到实现的那些货币，又完成这个阶级的不同当事人

之间（在花费收入的过程中）的中间流通，这种情况也不会使事情

发生变化。小店主通过向其他的小店主购买而消费掉的东西，实现

他们的利润，而其他小店主通过向他购买而消费掉的东西则实现

他的利润。但是，由此他们每人都必须用这些货币（在这些货币中

实现着他们的利润）再向生产者购买一部分商品，以便使这种消费

更新。例如，这个小店主阶级中的小店主，ａ用１００镑向生产者购

买，并获得值１１０镑的商品，为此他从工人那里获得１１０镑，那么

他的利润就是１０％。但是，如果他购买值１１０镑的商品，并消费掉

值１０镑的商品，那么他照旧卖给工人１００，而获得１１０。但是，这个

１０代替小店主消费掉的商品而流回到生产者手中。可见，小店主

为１０而获得商品的全部价值，如果利润是１０％，他就获得值１０

１
１０镑的商品，但是这个商品他消费掉了。如果他用１０镑向小店主

ｂ购买，那么小店主ｂ就在这１０镑上实现自己的利润，但是必须

还给自己的生产者９１
１１镑，以便补偿商品。如果小店主ｂ用１０镑

向小店主：ａ购买，那么小店主ａ也要这样做。

我们假定，第 类的生产者（生产生活资料，而且是生产卖

给工人的那部分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生产者）卖给Ａ领域中的上

述小店主阶级的全部产品，等于５０万镑。

我们假定，有５个批发商购买这５０万，他们的资本１年周转

５次。他们每１
５年总共购买１０万。５个批发商每人都购买２万。这

样，他们每人全年购买１０万，因而总共购买５０万。假定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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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是１０％。这样，２万的年利润是２０００镑，每
１
５年是４００镑。

因此，表面看来资本家每１
５年按２万镑卖给５个批发商每人

值２０４００镑的商品。这５个批发商每 １
５年向Ａ类的小店主即零售

商出售。零售商假定有１００人；他们每日每时都在出售，而向批

发商也许只是每 １
５年或者经过较短的一段时间——每月——购买

一次。假定在这些小店主那里价格的附加额是２０％，即１０％是利

润，１０％补偿他们的流通费用（在５个批发商那里也应该扣除流

通费用，但为了简便起见没有扣）。商品价值在一个批发商手中等

于２０４００镑，在５个批发商手中等于１０２０００镑（因为这是１
５年，

所以全年就是值５１００００镑的商品）。从这１０２０００镑中，每个小店

主必须购买１０２０镑。１个批发商分摊到２０个小店主，而２０４００的

１
２０是１０２０镑。这１０２０镑的１０％办是１０２。但是我们假定，这个

小店主１年采购１０次。这样，为了１
５年购买１０２０镑的商品，他

就只需要 ［这个数额的一半，即〕５１０镑。１３６

［ —１０６５ａ］我们假定，第 类和第 类的全部工资等于

５５万镑。也就是说，这是Ａ领域中的小店主阶级卖给工人的商品

价值。小店主要获得１０％的利润，他就必须为５５万少付其中包含

的１
１１。这等于５万镑。这样，他为５５万的商品价值只付５０万镑。

但是我们假定，小店主使自己的资本１年周转１０次，换句话说，１

年重复采购１０次，也就是每１
５年采购２次。这样他就只需要预付

５５０００镑资本。而这个资本的年利润是１０％，等于５５００镑，而每 １
５

年是１１００镑。如果假定有１００个小店主，那么每个小店主就只要

预付５５０镑资本。每１
５年摊到１１镑利润。但是小店主每

１
５年卖给

工人１１００镑。１个小店主１年就是５５００，１００个小店主１年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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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万。小店主从这１１００镑中获得１１镑利润。因此，商品只花费他

１０８９镑，而１年只花费他５４４５镑。１００个小店主在商品上的花费

就是５４４５００。因此，价值５５万镑的商品，生产者是按５４４５００镑卖

给他们的。不过，其次应该扣除小店主投在流通费用、小店等等

上的资本所获得的利润；然后应该扣除这个资本的损耗，最

后应该扣除投在零售商业的生产劳动上的资本所造成的价

格附加额，即等于资本的费用和利润的那部分价格附加额。假

定这一切等于为采购而不断流通的资本的利润。因此，还必须扣除

每 １
５年摊到的１１镑。这样，从１０８９镑中必须扣除１１镑，剩下

１０７８镑。但是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假定这第二个１１镑就是包含资

本生产部分的费用（流通费用和生产费用）和利润的那个价格的附

加额。按１年１个小店主计算，１１镑变成５５镑，按１００个小店主

计算，就是５５００。这样，我们把这５５００扣除，因为它们不包含在所

购买的商品的价值中，而是由小店主附加在这个价值上的。剩下的

是５４４５００。这是小店主每年向生产者购买的实际商品价值。从其

中再扣除５５００的利润。剩下的是５３９０００。可见，小店主每年付给

生产者５３９０００，为此从他那里获得５４４５００商品价值，在其中加上

５５００，一部分是流通费用，一部分是生产费用（包括利润，不过这是

小店主本身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者所创造的）。因此，我们现在看到：

工人每年购买５５万

的商品价值。

１００个小店主每年卖给工人５５万；这花费

他们５３９０００（而且５５００的价值是他们自

己追加的）。他们花费５３９０００从生产者那

里获得５４４５００的商品价值。

  １００个小店主每人每年出售５５００镑， １
１０年出售５５０，

１
５年出

售１１００镑。从这１１００镑中扣除小店主追加的１１镑价值；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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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０８９镑（
１
５年）。这１０８９镑使小店主花费１０７８（

１
５年），全年

花费５３９０，而１００个小店主１
５年花费１０７８００，全年花费５３９０００。

因此，［分摊给１个批发商的］这２０个家伙１
５年购买２１５６０，为此

而获得商品价值１０８９×２０＝２１７８０镑。［ —１０６５ａ］

［ —１０６８］１３７我们假定，１００个小店主只有５个批发商。

因此，后者每年卖给前者５４４５００商品价值，而１
５年是１０８９００。但

是，批发商为这个商品价值只获得小店主支付的１０７８００。

５个批发商每人每１
５年必须向２０个零售商出售。换句话说，

每人必须出售２１７８０镑商品价值，为此而获得２１５６０货币。但是，

每个批发商必须首先为这２１５６０从生产者那里获得２１７８０镑商品

价值。不过他用这些必须获得更多，因为他必须有自己的利润。假

定他的资本１年流通５次。全部５个批发商１年向生产者购买

５３９０００镑。但是他们用１０７８００资本做这笔生意。这笔资本１年

的，１０％是１０７８０镑。而１
５年是２１５６镑。因此，５个批发商每人

每１
５年获得４３１

１
５镑利润。这样，５个批发商每人每

１
５年向资本家

购买２１７８０镑的商品，花费他们２１５６０镑减去４３１１
５镑的货币。因

此，批发商为这种商品付出２１１２８镑，换句话说，５个批发商 ３
４年

付出１０５６４４，而全年付出５２８２２０。因此，生产者为５２８２２０实际

上必须提供５４４５００商品价值；因此，如果撇开零售商的价值附加

额不谈，［批发商的价值附加额］不到资本家卖出的商品价值的３

１
２％。

这里重要的只是，批发商的介入丝毫没有改变原先描述的小

店主、生产者和工人之间的循环，但是，工人在这里不仅是为工

人生产生活资料的第 类的工人。生产者卖给零售商商品时所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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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折扣不是 ［ —１０６９］由零售商一人独吞，这个折扣在批

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分配。换句话说，归结为商业利润的那部分剩

余价值，在他们之间分割。不是资本家付给自己工人的货币工资

通过小店主流回到他手中（但现在已经不仅是为了再购买工资

——以商品形式，而且再购买小店主的利润），而是第 类和第

类中的全体工人的货币工资通过小店主和批发商（再购买应归于

工人的那份商品，加上在商品上实现批发商和零售商的利润）流

回到第 类的生产者手中，这些生产者用它的一部分在货币形式

上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用一部分向第 类购买不变资本，第

类以这些货币重新获得它支付工资的货币基金。

正如小店主和批发商Ａ的情况一样，向占有和吃掉剩余［价

值］的人出售生活资料的小店主和批发商Ｂ的情况也是这样。

我们看到，第 类生产者的产品，不管有多少，都汇集在５个

批发商的储藏库里，然后分配到１００个零售商的储藏库里，从那

里不断地、每日每时地进入零售商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在货币

的回流中，相反地并不象在商品的流通中这样发生货币的不断扩

大的分配。情况正相反。工人的货币积聚在１００个零售商手中，然

后汇集到５个批发商的蓄水池中，只有在它们流回到各个生产者

手中时才被重新分配。

在商品流通中，发生的只是从生产者到批发商、从批发商到

零售商的转移，只有零售商才最后出售商品。同样，在货币回流

中，发生的是那些流回到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如果资本家赊卖，就

是资本回流，如果他按现金出售，就是货币回流，即作为购买手

段的货币回流，也就是他的资本以货币的形式回流）从零售商到

批发商、从批发商到生产者的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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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变资本的买卖起媒介作用，即为生产消费而买卖的那些

商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 ［商业］利润也在于：他们以低于

商品的价值购买商品，而按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由此在商品的

剩余价值中获得自己的一份。这种流通本身并不说明什么特殊问

题。例如，批发商向纺纱业者购买棉纱，向织布业者出售棉纱，或

者向农场主购买亚麻，向麻纱工厂主出售亚麻。实际上是织布业

者向纺纱业者支付。这些特殊商业资本的流通掩盖实际的运动，掩

盖实际的相互关系，因为在这里是不断地出售一定的商品。例如，

在亚麻生产者、商人和纺纱业者之间的流通中，所表现出来的只

是纺纱业者不断地向亚麻生产者购买。这样，再生产过程的每一

单个行为都是分别地独立地出现的。

现在我们来研究积累。

｛但在这之前还要讲一点。在估计总剩余价值时，把商业利润

计算进去是很重要的，因为在这里包藏着一部分剩余价值，而看

起来这部分剩余价值似乎来源于某个特殊的生产领域。｝

现在让我们回到第 笔记本的第１０６５页，回到第（１）和

第（３）点（积累和金生产者）①上来。在再生产过程中我们看到：

（１）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者这个类，由可变资本以及作为剩

余价值生产出来并作为收入花费的那部分产品所构成的那些要

素。

（２）为上述第一类生产不变资本的生产者这个类。这个类归

根结底是由这样一些部门组成，这些部门向第 类提供不变资本

的各要素：原料、种子（不论是谷物还是种畜；动物界的种子是

８３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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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畜本身，植物界的种子是本来意义上的种子），并且生产机器、

容器和工具（我们看到，甚至在农业中，不论是动物界还是植物

界，种子的生产都可以作为独立的生产部门而同为消费而进行的

生产分开来）。

［ —１０７０］，诚然，房屋可以用作不变资本，或者加入个人

消费，或者同时用在这两方面。煤炭、木柴、马也是这样；车子、一些

小工具和容器作为消费的不变部分，作为消费的工具进入消费。这

并没有使事情发生变化。只要生产者是向个人消费者出售，他们就

属于第 类，只要他们向生产者出售，他们就属于第 类。对于一

个类别的生产者来说，有意义的是对它有用的东西，对于另一个类

别的生产者来说，有意义的是对这另一个类别有用的东西。

除了这些类以外，执行货币职能的那些商品的生产者，贵金

属的生产者，构成一个特殊的类别。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把金生

产者只看成货币材料生产者。为了简便起见（因为生产贵金属的

国家所固有的某种特征，不属于这里一般考察的范围），我们把金

生产者放到本身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里。

顺便指出，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撇开了对外贸易；进出口

商人本身不过是一种批发商。出口商输出以成品形式进入消费的

生活资料；在这种情况下他属于批发商，这些批发商在再生产过

程中只是起媒介作用，使产品转移到零售商那里，然后从零售商

那里直接流入消费领域。或者他出口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机

器、劳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在生产者本身之间的交换中起

媒介作用。在一种情况下是Ｗ—Ｇ，而在另一种情况下是Ｇ—Ｗ，

即商品资本转化成货币，或者货币资本转化成商品。因此，出口

商本质上同批发商的两个基本类别没有区别。而进口商和出口商

９３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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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出口商对于另一个国家就是进口商，一个

国家的进口商对于另一个国家就是出口商。诚然，在同一个国家

内，例如在英国，有出口商和进口商。但是出口商是向其他国家

进口，而进口商是从其他国家出口。

金作为原料和辅助材料加入奢侈品的一系列生产。从金生产

者向这些奢侈品的生产者出售金来说，他属于生产和出售不变资

本各要素的第 类。

每一部分产品——如果考察的是每一单个商品或商品的每一

份额本身——都包含同样份额的剩余价值。（但是，在实际上也同

样存在着我们这样的划分。如果产品的 ２
３由费用组成，而

１
３是剩

余价值，如果资本家只售出 １
３，那么他只能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

如果他售出２
３，那么他能补偿自己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而不能

实现任何收入，虽然每一部分商品和每一单个商品同样都是按自

己的生产价格出售的，因而一部分剩余价值得到了实现。）金生产

者在每一部分商品上实现的利润与在任何其他部分商品上实现的

利润一样多，因为在金中包含无酬劳动，所以他也就相应地实现

这个无酬劳动。但是，他只是在形式上实现这个无酬劳动，因为

他并没有获得任何其他商品，而是把金从条块形式变成货币形式，

他只要把金送到造币局，也能做到这一点。（诚然，造币究竟是无

代价的，例如在英国；还是要付造币税，例如在法国，对他来说

并不是无关紧要的。）金生产者一般都很清楚，剩余价值不是来源

于流通，而是来源于生产，因为它在生产中就已拥有能够流通的

形式。但是，金生产者和消费金的生产者之间的这种流通由于以

下情况而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个交易中，金生产者是从流通中抽

出货币，而不是把货币投入流通，因为他投入流通的金不是作为

０４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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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而是作为生产要素进入流通的。

因此，在有金矿等等的国家，形成金的平均生产消费，就象

成为其他商品的 ［劳动］对象或辅助材料的一切别的商品形成平

均生产消费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种消费是如此之大，以

致抵偿了金生产者的 ［工人的］工资和他的利润（也就是他作为

收入花费的那部分利润），那么就会有两种情况。

（１）金的这整个年生产部分在货币的形式上，既不作为通货

（铸币）进入零售商和个人消费者之间的流通，也不作为货币资本

处在生产消费者之间的交易中。｛铸币和货币之间的区别，在这里

是随着货币资本以铸币形式付给工人而产生的，因为货币资本必

须在零售商和最终消费者之间的流通中流通；在货币资本在生产

消费者即生产资本家之间流动的那些领域中，它不进入这种流通，

主要是用作支付手段，而在生产资本家手中它不再象在最终消费

者手中那样代表资本。流通的各种不同的相继进行的阶段同时总

是各种不同资本的相反的阶段，这些不同阶段的同时并行产生出

一方面使资本流通，另一方面使收入流通的各种不同的货币。一种

货币形式借助于交换而过渡到另一种货币形式。｝

［ —１０７１］（２）这里发生的是货币（从流通中）流回到

——而且是不断重复地流回到——金生产者手中。例如，如果金

的消费者、珠宝业者等等每１
４年向金生产者支付或每

１
４年向他购

买一次，那么在这里，也就是在我们假定的情况下，就会发生货

币为了支付工资而从流通本身中流出的情况。金生产者只需要以

铸币形式储备１
４年的工资，因为这个工资每

１
４年就从流通中流回

到他手里。珠宝业者等等用那些花费收入的人（金生产者本身部

分地也属于这些人）的货币来补偿自己用来购买金的货币资本。如

１４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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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金的这种消费很大，那么它足以不仅向金生产者提供用于工资

的货币，而且提供用于收入的（用于生产者作为收入花费的那部

分利润的（也用于地租的））货币。在这里应当注意到，金生产者

象任何其他资本家一样，只需要有年工资的货币表现的一个相应

的部分，而且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就能支付工资，而且在花费自

己的收入时，他也只需要有收入的年价值的很少的货币表现，因

为同一些货币会流回并重新完成自己的服务。

我们假定，金生产者必须每年支付自己的工人１２０００镑。这

就是说，每月１０００镑，如果每年劳动５０周，那么每周大约２４０镑。

假定这个生产者在第一个１
４年开始时每周预付货币，而因为这些

货币不流回到他那里，所以他在整个这 １
４年期间都预付货币。在

这 １
４年末尾，他卖给珠宝业者等等３０００镑的金（也就是说，如果

１年等于５０周，而每周预付２４０镑，那么１
４年等于１２

１
２周，这样

就是３０００镑）。因此，在第二个 １
４年，他不必再新增加３０００镑通

货，他把这３０００镑留在自己手里或者留在自己的银行家那里，从

中每周取出２４０镑重新投入流通。毫无疑问，在工业国家情况就

是这样。只需要把一小部分产品卖给金的生产消费者，就能使工

资这样不断地从流通中流回来。因此，今生产者不需要为他的这

部分资本和为他的收入的货币表现（视情况而定）而往流通中

（就个人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进行的流通而言）进行任何追加。李

嘉图在自己的假设中完全忽视了这种情况，按照他的假设，金矿

存在于本身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例如英国。１３８

对于金生产者的这部分产品来说，会发生货币回流，因为在

把金作为商品出售时，他不是用金购买，不是把金作为货币花费。

｛在资本主义生产内部，费用价格１３９决不等于价值。如果出现

２４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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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情况，生产价格就能等于价值：（１）赋予商品以最后形式的

资本，（２）提供机器和原料的资本，两者都具有平均的有机构成。

不管构成可变资本的那些商品的生产价格怎样不同于它们的价

值，构成工资的这些商品的量总是等于（平均来说）工人为再生

产出这个量所必需的劳动时间，总是等于资本的可变部分与之交

换的那个劳动能力的价值。这个部分不论其价格如何，总是等于

自己的价值。因此，要使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商品的价值，只需

要使两个剩下的部分——剩余价值和不变资本——具有平均构成

就行了。｝

这样，往后我们将完全撇开作为原料加入其他商品生产，因

而加入其他生产领域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金。

至于在金的生产（如上面所描述的）中生产者的状况，那么

这种状况是特殊的。他所生产的产品即商品，不能作为要素加入

其他生产领域的不变资本，也不能加入可变资本，因此，如上面

所看到的，它不进入现实的再生产过程。这个商品也不加入金生

产者自己的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同样，它也不进入收入直接花

费在上面的那些商品的类别。但是，另一方面，这个商品直接拥

有使它能够作为货币进入世界市场的那种形式，而且它只要通过

技术改造就能转变成各国的货币。它能够直接起货币的作用，也

就是说，可以直接购买。商品的转化形式是它的最初形式。因此，

它也直接拥有流通资本的绝对形式，即货币资本的形式。

因此，金生产者可以直接购买，而不必出售。他的商品可以

直接转化成任何其他商品，而完全不管它同它与之 ［ —

１０７２］交换的即它购买的那些商品的现存生产条件的关系如何。

我们已经把金生产者移到进行资本主义生产的国家。凡是对

３４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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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的任何其他领域有意义的事情，对这个领域也有意

义：要使利润率不致下降到平均利润以下，它就只能吸收自己的

资本和劳动的成比例部分。在其他生产领域，在剩余价值分解为

利润和地租的地方，这些领域中资本的相对充斥，首先只会触及

地租，而只有当这些领域中资本和劳动甚至在利润吞没了地租以

后还继续相对充斥的情况下，才会触及利润。我们假定，投入金

生产的资本带来３０％，１０％是利润和２０％是地租。如果这个领域

增加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量，是从其他领域中抽出的量，那么，例

如金生产者的生活资料和不变资本（即他必须购置的机器等等）

［的支出］会从１００增加到１２０。这１２０会照旧支付生产资料的同

一物质量，即同一劳动量，而机器等等和这个劳动量之间的比例

会照旧不变。产品会照旧等于１３０，而不管预付资本是等于１００、

１１０还是１２０。如果我们假定是最后一种情况，那么不仅地租会消

失，而且利润也会消失将近２０％，因为１２０∶１０＝１００∶８１
３。这

样，２０％的地租会消失，而利润会从１０％降到８１
３％。可见，在

金生产中使用的资本和劳动与其他生产领域中使用的资本的量有

一定的比例，或者通过利润率的平均化而导致这种比例。

金生产者可以用金购买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即他在市场上

找到的任何商品）；也就是说，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生

产资料。他可以把自己的代表剩余价值（利润、地租）的那一部

分产品金，在原有形式上使用，也就是说，实际上是把这部分金

贮藏起来，以便以后或是把它转化为收入，或是转化为资本。只

要金生产者这样做，他就是以实物形式积累自己的一部分产品，这

完全象农民或机器制造者一样。

其次，至于他用来同生活资料或生产资料交换的那一部分，那

４４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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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这些商品的生产者卖给金生产者的那一部分产品今后就完全以

金的形式存在，也就是说，以这样的形式存在，这种形式使他们的

商品的再生产过程不能更新。要使他们能够以同样的规模进行再

生产，他们的产品的同一部分（假定他们进行生产的各组成要素的

价值，没有发生变化）必须再转化成原料、机器等等。例如，生活资

料的卖者，即具有进入个人消费这种最后形式的商品的卖者，既不

需要金作为原料（半成品、辅助材料）（因为已经为珠宝业者等等把

金分出去了），也不需要用金来补偿自己的生产资料。其次，假定流

通领域已经充分装满，足以通过自己的流出和流入以货币形式补

偿全部可变资本等等，同样也补偿一部分必须作为货币资本流通

的流通资本。这个类向金生产者出售生活资料，现在通过这一交换

而拥有金。这个类可以把生活资料这种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以

金的形式积累起来，保持金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把这个剩余价值

以金的形式保存下来，贮藏起来，存起来。但是，生活资料生产者这

个类必须为自己补偿原料和机器（假定为奢侈品消费而进行的金

的生产，给金生产者补偿他的通货，这样他就不必为此目的而把另

外的货币投入流通；但是，他吃掉的那一部分商品，而且撇开这一

部分不说，他吃掉的商品中包含的那一部分劳动，必须由这种商品

的生产者通过购买新的劳动来补偿），因为我们假定，迄今己有的

通货足以支付货币形式上的可变资本。因此，生活资料生产者用他

所得到的那一部分金——他作为自己的剩余价值（利润）的直接形

式而保存的那一部分——购买半成品、辅助材料、机器等等。这些

商品的生产者全都处于这种状态。每人只能保存一定份额的金＝

自己的一部分利润或剩余价值一般。另一部分他用来补偿原料等

等。这一部分金进入原料生产者手中，这些原料生产者为此出售自

５４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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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全部商品，并且除原料生产者本身之间的交换之外，他们不能

把这一部分再转化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可

见，对他们来说，这个金不过是以金的形式积累起来的他们的剩余

价值的一部分。而他们这样间接地卖给金生产者的那些商品，构成

他们用来实现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中的一个部分。

我们考察了金生产者购买生活资料的过程。他购买生产资料

和辅助材料的情况也是这样。［ＸＶ —１０７３，因此，金生产者的全

部年产品｛在这里我们有意地把对外贸易撇开不谈｝被用来使剩

余价值转化为货币；全社会的一部分剩余劳动直接体现在金上，转

化为金。对于他即金生产者来说，他的总产品，象任何其他资本

家的总产品一样，由以下各部分组成：（１）再生产不变资本的部

分，（２）补偿可变资本的部分，（３）代表剩余价值的这第三个部

分。但是，就全社会来说，金生产者的总产品不过是剩余价值或

剩余劳动的化身。就这个剩余价值来考察，金生产者与其他资本

家不同的只是：金对他来说是直接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形式，而

对于其他资本家来说，这个形式要以交换为媒介，以流通为媒介。

其他生产者，不论是生活资料的生产者还是不变资本的生产者，都

要用自己的代表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产品中的某一部分同金生产

者的金相交换；这样，他们就为他补偿他的资本，而他就向他们

提供他们用来实现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那种商品。因此，金

生产者同第 类和第 类的关系，就是第 类和第 类彼此间的

关系。换句话说，他的全部年产品归结为收入，也就是同生活资

料和生产资料中代表它们的生产者的收入即代表剩余劳动的实现

的那一部分相交换。正如第 类以自己的产品实现自己的一部分

剩余价值一样，金生产者也能这样做。但是他只能对一部分剩余

６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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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这样做。他必须吃掉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另一方面，其

他生产者如果要在金的形式上拥有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就不

应当吃掉这部分剩余价值。因此，就这种补偿形式来看，金生产

者和其他类之间的交换不是什么新现象。但这种交换所以是新现

象，是因为一部分剩余价值在这里直接转化为货币材料，因而简

单再生产过程包含着这样的因素：商品价值的实现直接就是金的

积累，也就是潜在货币资本的积累。

如果我们撇开资本主义生产形式，那么很清楚，生产者必须

互相交换自己的一部分产品，部分地是为了个人消费，部分地是

为了生产消费。这一部分——而且是他们的产品的最大部分——

平均来说，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的时期中正常存在的

那种停滞状况下，可以看作是既定的。他们只能用余额同金或银

的生产者的产品相交换。而实际上，他们的贮藏货币就是这样形

成的，并且总的来说奠定了金属货币流通的基础。只有这一余额

才有可能转化为金，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仍然适用。

其次，就金生产者和其他生产者把自己的在货币形式上的

［余额］（作为对已经在他们之间流通的货币的追加额〉再转化为

资本来说，这个问题不是什么特殊问题。在这里为此所需要的条

件，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所需要的条件。

可见，到现在为止只弄清楚了如下一点：货币积累——等同

于金的新生产——要求把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剩余劳动投入金的生

产。

现在我们按另一种提法，即完全撇开金的新生产，来研究这

个问题。我们知道，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大约从１８０８年到

１８３０年，新输入的金或银正好足以补偿欧洲货币资本的磨损等

７４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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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补偿这些货币资本的损耗。考察资本主义积累过程本身——

恰恰就货币来说——也不应该把金和银的生产加进来。

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并不是在上面研究再生产时已经考察过

的问题：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或者说得确切些，并非吃

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怎样能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我们在这里研

究的问题是，一部分剩余价值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能够以货币形

式积累起来，而不是花费掉，而且同生产金和银的资本家的交换

完全无关？

让我们来考察不同的各类：

第 类，生产生活资料；

第 类，为这些生活资料 ［的生产］生产不变资本和为这种

不变资本 ［的生产］生产不变资本；

第 类——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只是为前两类之间的运动

起媒介作用。

［ —１０７４〕关于第 类。这个类必须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它用自己的产品来补偿可变资本，它借助于自己产

品的交换来购买不变资本。

其次，至于剩余价值，那么第 类必须自己消费一部分剩余

价值；但是它的全部产品，不论剩余价值还是资本，存在于直接

用于消费的商品上，或者至少是存在于加入消费基金，因而脱离

流通领域的商品上。这些产品必定在它的任何一部分以货币形式

存在之前卖出，而它的出售意味着它被买去消费。不论代表剩余

价值的那部分产品，还是代表资本的那部分产品，情况都是如此。

因此，如果说这个类只需要消费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而全部

剩余产品都有待消费，那么这些产品就必须卖给消费者。如果它

８４２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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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卖出去，它就会以未消费的和未出售的商品形式堆满这个类

的商品仓库。

按照假定，第 类同第 类交换的只是代表它的不变资本的

那一部分产品，因而没有任何来自收入的部分。因此，只要谈的

是第 类，那么在考察上述问题 ［关于剩余价值的实现］时，就

完全不必考虑同这第 类的交换。我们必须回来研究这第 类。

因此，在第 类本身的范围内，同工人的交换应当不予考察。

第 类的工人已经包括在第 类同第 类的交换中；这个交换，我

们说，应当不予考察。第 类资本家自己的工人只是用货币还给

资本家以商品形式付给工人的那一资本价值。这种交换同剩余价

值的实现毫无关系，只是涉及预付的可变资本。

因此，我们必须考察第 类本身的这样一些部分，这些部分

分享该类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并通过它们进行的交换把货币

价值还给生产资本家：一部分是他的预付资本的货币价值，一部

分是他的利润的货币价值。不论是同第 类的交换，还是第 类

内部对可变资本的支付，都同这里所提出的问题毫无关系。

我们已经看到，一部分资本怎样能够作为货币资本积累起来，

因为不仅金生产者以实物形式消费的那一部分收入，而且他必须

拿出去交换以便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资本的那一部分产品（金）

（撇开这个产品中被他作为原料卖给其他生产部门的那一部分不

谈），都构成其他生产者直接以金的形式保存的一部分收入，而且

开始时这是贮藏的金，然后这个金能够实际上执行货币资本的职

能，也就是能够直接加入资本积累过程。

现在我们提出以下问题：如果撇开通过同金生产者的交换而

以金的形式积累起来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不谈，生产资本怎么能

９４２第十章 插入部分。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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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不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花掉，而是先以金的形式取得它们，然

后把这个金作为货币资本积累起来呢？

资本家支出了１００镑。他的商品等于１１０。我们以前说，除了

资本以外，等于１０镑的剩余价值也转化为货币，我们那是假定，

收入全部被吃掉，因而实际上，是花费在收入消费上的货币使剩

余价值转化为货币，也就是支付剩余价值。但是，如果资本家

（而且是每一个资本家，因为应当一般地来考察问题，应当把过程

看作是由资本完成的过程，而不是由个别资本家靠牺牲别人的利

益来完成的过程，例如，一个资本家按照１１０出售他只花费１０５

［的商品］，这不能由另一个资本家未能出售自己的一部分产品来

解释。）补偿１００，花费５和积累５，那么在全社会范围内这怎么

能够进行呢？这就是必须提出并且应当给予回答的问题。

如果我们考察第 类的一些特殊的生产部门，那么考察某些

生产部门的某一部分产品怎样重新作为条件加入这些部门，同样

是重要的。而在这里，这种考察没有什么意义。１００是这个类的总

资本，１０是它的总利润。它必须把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在这个

类本身的产品的实物形式上）吃掉。比如说吃掉５。在这种情况下，

试问，在什么条件下——首先是在收入再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下

——这个类能够把５镑以货币形式存放起来呢？第一个条件是，这

个类按１０５出售［自己的产品］。上述１００——资本的补偿——已

经被阐明，因而这里不用再进一步考察。试问，５镑的商品卖给谁

呢？它们是由这样一些商品构成的：这些商品一部分只是进入以

上各个类的收入，一部分是由进入生产工人或非生产工人的消费

的商品构成。

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考察，应当推迟。［ —１０７４］１４０

０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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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 篇

资 本 和 利 润

［第 十 一 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生产费用。平均

利润率。利润率下降的规律］１４１

  ［ —９７３ｃ］（１）剩余价值和利润。

（２）利润总是把剩余价值表现得很小。

（３）［表现剩余价值的］比例在数字上和形式上发生变化。

（４）同一剩余价值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利润率；同一利润

率可以表现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

（５）利润 ［率］同剩余价值 ［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同总资

本之比。

（６）生产费用。

（ａ）利润等于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费用价值的余额；它不是单个

资本生产费用的一部分。

（ｂ）利润是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费用的一部分。

（ｃ）商品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售而能够得到利润。

１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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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剩余价值已定时，利润率由于固定资本价值的降低，由

于固定资本使用上的节约而提高。

（ｅ）一定量的资本１００是利润的尺度。

（ｆ）利润，而非剩余价值，是总资本的积累率和资本家实际赢

利率。

（ｇ）利润率和利润量。利润同资本量之比或平均利润率。

（ｈ）固定资本和劳动时间。

（７）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规律。［ —

９７３ｃ］

        

［ —９７３］（１）［剩余价值和利润。］

从总体（整体）来考察（或从整个范围来考察）（或从完整性

上来考察）的资本运动，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

某一流通期间（例如，拿一年作为尺度，见上述第二章）１４２所

产生出来的剩余价值，按照同预付总资本之比来计量，就是利润。

（在这里，利润的概念不仅包括利息，我们知道，后者只是总利润

的一部分；利润的概念还包括地租，而地租不过是投在农业中的

资本的 ［利润的］一部分。这个资本由于投入特殊领域而具有怎

样的特性，属于对土地所有权的考察范围。这里只应着重指出，利

润不能只理解为所谓工业利润或商业利润。）

利润从实体来考察，不过是剩余价值本身。因此，利润从绝

对量来考察，也同资本在某一定周转时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没

有区别。利润就是剩余价值本身，不过是按不同的方法计算。按

性质来说，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中通过交换而产生出剩余价值的

那一部分有关，因而按这一部分预付资本来计算。流通时间既然

２５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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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生产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被看作创造剩余价值的限

制。相反，作为利润，剩余价值不是从它同预付资本的某一部分

的关系来看的，而是从它同全部预付资本的关系来看的，因而是

按全部预付资本来计算的，而完全不管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在创

造剩余价值过程中，以及整个说来在商品价值的生产中所起的完

全不同的作用。

例如，我们假定某一资本等于６００塔勒。资本的不变部分，即

原料和机器，占总额的５
６；投在工资上的可变部分占其余的

１
６。如

果一年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等于６０塔勒，就是说年总产品的价值

等于６６０塔勒，那么，这６０塔勒的剩余价值就是利润，因为它不

是按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交换１６０塔勒的那１００塔勒来计

算，不是按照剩余价值从中产生出来的那１
６资本来计算，而是按

照构成预付资本的６
６来计算，即按照预付总资本６００塔勒来计算。

虽然这６０塔勒是同一价值量，但６０比１００是６０％，而６０比６００

只是１０％。可见，在总是表现某种关系①，表现某种比例的利润上，

剩余价值获得新的、和自己原来的形式不同的数量表现。当然，同

一个量，如果不是按照同某一整体的一部分的有机比例来计算，而

是按照同整个整体的比例来计算，它的数量表现就会有所改变。

［ —９７４］上述区别不仅是数量上的区别，而且是概念上的

区别，实质上的区别。问题不仅是估价不同，计量或计算不同。恰

恰相反。这种计算上，计量上，估价上的区别，对资本来说是必然

的，表现出它特有的新关系，表现出某种新形式的形成，这种新形

式，例如就象交换价值形式和货币之间的区别一样，是本质的。

３５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① 这里应当加以补充。见马尔萨斯的著作等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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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到，剩余价值同资本可变部分的关系是有机的关系。它

实际上表明资本作为资本而形成和增长的秘密，表明资本作为资

本而存在的秘密。在利润同资本的关系上，这种有机的关系消失

了。剩余价值获得了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连产生剩余价值的

秘密的一点迹象都没有了。由于资本的所有部分都同样表现为新

创造的价值的原因，资本主义关系被完全神秘化了。在剩余价值

本身中，表现出来的始终是资本同它所占有的劳动的关系。在资

本同利润的关系中，资本不是同劳动发生关系，而是同自己发生

关系。一方面，这只是某一价值额或货币额的自我数量关系。例

如，我要是说１００塔勒资本每年得到１０塔勒利润，那我就只是拿

塔勒和塔勒相比较。这一基本的，原本的，主要的数额，一方面

表现为一定的量；另一方面，这１００塔勒所以表现为主要的，基

本的，原本的数额，正是因为它们带来某一追加数额。这个基本

额表现为原因，而这一追加额则是它的结果。这一追加额是它的

自然果实。（参看亚里士多德关于高利贷的论述１４４，以及西斯蒙第

的有关段落１４５。西斯蒙第说，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动］每

年提供果实。但是，由于他加上了“和劳动一样”以及“通过劳

动”这样的话，就说过头了。）

因此，在这种形式上，资本和它的各个特殊形式之间的区别

也消失了，从而，资本还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出现以前就表现出

来的那些职能之间的区别也消失了。于是，资本成了既存在于古

代又存在于今天的物。

“资本家对于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润。”（马尔萨斯）１４６

一方面，在这里正确的是，利润表现为剩余价值的形式之一，

４５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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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形式下，剩余价值同资本的所有各部分都同样发生关系，因

而同样地按照同资本总额的比例来计量。另一方面，在这里正确的

是，资本家对资本的本质毫无所知，在他的意识中，剩余价值只存

在于利润的形式中，即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中，这种形式完全抽象

掉了剩余价值在其中产生出来并成为剩余价值条件的那些关系。

当然，在直接生产过程进行的时候，剩余价值的性质不断地进入资

本家的意识，这些资本家，正象我们在考察剩余价值时已经看到

的，贪求别人的劳动时间等等。１４７但这只是隐蔽的情况。事实上，资

本家自己把资本看作自动机，这种机器不是作为关系，而是在自己

的物质存在上就拥有增殖自己并带来利润的性质。正是在一些社

会关系下，价值以及被价值当作自己的肉体（使用价值）而存在于

其中的各种物质获得了这种性质，而这些关系表现为永恒的自然

关系，或者相反，人们顶多认识到，一定的（人为的）障碍（关系①）

会阻止这种自然的发展，并妨碍这种发展达到全面繁荣。

例如，把资本看作这种自动机的观念，是普莱斯的利息和复

利计算法的基础，这种计算法甚至使威廉·皮特也完全受了骗１４８。

（参看路德关于利息［同资本］结合在一起的论述１４９。）由此甚至出

现了我们在经济学家们那里看到的下列一些荒谬现象。例如，他

们认为利润必须存在，否则资本家就会把自己的资本放债取息。资

本家就会没有理由［ —９７５］把资本投入生产而不去放债取息

（于是，事情仿佛成了这样：如果不往生产中投入任何资本，资本

就会带来利息）。例如，杜尔哥就说，如果资本不带来利润，那么

每个人都会用自己的资本去买地产。（参看杜尔哥著作的有关章

５５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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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１５０
，在这些地方，一定的投资方式因而被看作自动带来果实的东

西。）

然而，在资产者的头脑中，剩余价值必然采取利润的形式，而

这也不单纯是认识方式；作为利润关系的剩余价值关系，支配着

资产阶级生产，决定着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可以说

是自由竞争中的决定因素（即资本之间的竞争中的，也就是各资

本的实际运动中的决定因素，只有在这种运动中，资本的规律才

得到实现。这些规律实际上一方面无非是这个运动的一般条件，是

这个运动的结果，另一方面无非是这个运动的趋势）。

某一价值额——货币，商品，特殊的使用价值，而价值就是

在这些形式上重新进入生产的——借以成为资本，即这一价值额

的所有者借以成为资本家的那种关系，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同资本家的存在是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以

致例如威克菲尔德１５１必须先到殖民地去，才能发现这种关系决不

是不言而喻的东西，并且发现，没有这种关系，价值就不能变成

资本，价值的所有者就不能变成资本家。这件事是如此明白，而

一般说来又如此不明白，以致威克菲尔德的这种发现实际上竟能

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划了一个时代。

其实，资本的生产过程总是同资本的流通过程联系在一起的。

这两个过程是生产过程本身的要素，而生产过程同样也表现为流

通过程的要素。这两者不断地交织在一起，从一个过程过渡到另一

个过程，因而总是以虚假的形式表现出自己的特征。然而在流通过

程中，一方面剩余价值获得新的规定，另一方面资本经历多次转

化；最后，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从自己的可以说是内部有机的生活

进入外部生活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互相对立的不是资本和劳动，

６５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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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一方面是资本和资本，另一方面是处在简单流通关系中的各

个个人，是处在商品所有者即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中的各个个人。流

通时间和劳动时间在这一途程中交错在一起，因而看起来好象这

两者都在同样程度上决定剩余价值。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彼此对立

所采取的最初形式仿佛消失了，而产生出仿佛与这一形式无关的

关系；剩余价值本身已经不再表现为占有劳动时间的产物，而是表

现为商品的出售价格超过商品价值的余额，而首先是表现为货币，

这样，就完全想不起剩余价值的最初性质了，或者说，剩余价值的

这种最初性质从来就没有被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性质顶多表现为

一个合理的要素，而同不以它为转移的来自流通的运动相并列，因

而同属于资本而和资本对劳动的关系无关的那种运动相并列。因

此，另外一些经济学家（例如，拉姆赛、马尔萨斯、西尼耳、托伦斯等

人１５２）直接用流通的这些现象来证明：仿佛资本在自己的物质形态

上同社会生产关系无关（而只有社会生产关系才使资本成为资

本）、在劳动之旁并且不依赖于劳动而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

但是，我们在考察资本生产过程时１５３已经看到，在这种关系的性质

中包含着如下的内容：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转移到资本身上

的生产力；实际上，以资本家的形态而存在的过去劳动和价值的独

立化和人格化，构成资本实质的过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此外，

工人就他作为客体化的存在来说不过转化为物质劳动能力，转化

为商品，转化为资本生产性的［源泉］——所有这一切，都不表现为

社会生产关系的结果，而是相反，社会生产关系倒表现为作为生产

过程各特殊要素［ —９７６］的上述各种东西和劳动之间的物质

关系的结果。在作为关系的资本中——即使撇开资本的流通过程

来考察这种关系——实质上具有特征的是，这种关系被神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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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歪曲了，在其中主客体是颠倒过来的，就象在货币上所表现出来

的那样。由于这种被歪曲的关系，必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相应的

被歪曲的观念，颠倒了的意识，而这些东西由于流通过程本身的变

形和变态而完成了。然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无非是资本本身的这

种运动。他在现实中是怎样的，他在意识中也是怎样的。因为他体

现着关系的肯定的统治的一方，所以这些矛盾并不使他不安，相

反，只有处在这些矛盾中间，他才感到很美好，而受这同一种被歪

曲了的观念束缚的雇佣工人，则只是处在这种关系的另一极上，是

被压迫的一方，实践迫使他反对所有这种关系，从而反对与这种关

系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方式。

还有，在实际的流通过程中，不仅我们所考察过的那种转化已

经完成（这甚至迫使优秀的经济学家们也只是带着更多的学究气

去看待资本家的观念），而且这种转化同实际的竞争，同高于和低

于价值来进行买卖是一致的，因此，实际上对每个资本家来说，利

润不表现为由劳动剥削程度所决定的剩余价值，而是表现为由互

相欺诈所决定的东西，——这种观念不仅得到过去的经济学家们

的认可，而且也得到最新的经济学家们的认可（例如托伦斯１５４。还

可参看西尼耳著作中关于货币等等以及关于工资的论述１５５）。

事实上，资本实际上关心的事情，支配资本的实际运动，支

配资本竞争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润，而不是剩余价值，就是说，是

剩余价值同预付资本总额的关系，而不是剩余价值同购买劳动能

力的那个资本的关系。这就促使我们（这是真正的过渡）去考察

生产费用及其与产品出售价格的关系。

但事先还要指出几点。

第一，从资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角度来看，无论

８５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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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资本在怎样的程度上表现为自动机，由于某种秘密特性而拥有自

我增殖属性的那种价值，特别明显地表现在生息的，放债取息的

货币资本上。在这里，一定的价值额作为潜在的资本出售，就是

说，资本本身表现为商品。某一价值额或支取价值的凭证作为自

行保存和自行增殖的量来出售。即使这个价值额不是货币本身，而

是货币能够转化成的商品，也丝毫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因为，商

品作为自行保存和自行增殖的价值，只是被看作交换价值和作为

这样的价值出售的，即只是被看作货币和作为货币出售的。这种

成为资本的属性，是作为价值额内在固有的属性出售的。因此，这

个价值额带着利润回到自己的所有者手中。

第二，在这里无须说明：如果某一商品高于或低于自己的价

值出售，那只不过是剩余价值在不同资本家之间，在买者和卖者

之间的分配发生了变化。这种分配的变化，或者说，不同的人们

在自己中间分割剩余价值的比例的变化，丝毫不改变剩余价值的

量，也不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

第三，竞争关系在这里作为实例（而不是作为同发展本身有

关的东西）来考察的情况下，会得出如下一点：事实上，单个资

本家所取得的剩余价值，对他来说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９７７］因为形成了平均利润，即普遍尺度，并且资本家们是按

照另外一些规律来计算和分割提供给资本家阶级的全部价值的

（关于这一点，还可参看琼斯的著作１５６）。由于这种情况，商品的实

际价格——撇开市场价格的波动不谈——发生了重大变化，并且

成为和商品价值不同的东西。因此，任何一个资本家都不能说出

也不能知道，他自己所榨取的剩余价值在怎样的程度上进入或不

进入他所得到的利润，资本家阶级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中究竟有怎

９５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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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部分会进入单个资本家的商品的价格。这一点，以及资本的

规律在竞争的条件下所呈现出来的被歪曲的方式，最好在考察生

产费用时来论述。竞争造成的对支配着资本家的那种关系的看法

（因为，事实上在竞争中正是资本本身的规律在资本家面前表现为

外部强制，既是他的资本对其他资本的强制，也是其他资本对他

的资本的强制），使资本家完全不能理解他在其中活动的那些关系

的内部实质，而资本家本人只不过是这些关系的有关代表或职能

执行者而已。

第四，如果事情本身只在于正确地说明问题，那么，剩余价

值和利润的混淆或区分不清，正是政治经济学中产生极大谬误的

根源。杰出的经济学家们，例如李嘉图，当然没有把这两者绝对

混淆起来，不过他们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表明他们明确理解这两者

之间的区别。但是，正因为如此，在他们那里，一方面实际规律

表现为实际运动的抽象，因而实际运动到处都在局部上同这种抽

象相矛盾。另一方面，他们想用价值的或剩余价值的性质来强制

地说明那些只是从利润形式的剩余价值中所产生出来的特殊现

象。由此就得出错误的规律。李嘉图在考察资本的一般性质时把

竞争抽象掉了。另一方面，在考察价值的规定时，从一开始他就

把固定资本的概念作为决定的要素引了进来，等等，因而正象马

尔萨斯公正地指出的１５７，李嘉图拒绝了自己虚构的规律，或把这个

规律只归结为它的一个影子。其次，举例来说，他的门徒，如

［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１５８，又狂妄地企图把流通时间变为

劳动时间，最后，不仅把活物的活动，而且把死物的活动，把死

物的任何自然运动，都叫作劳动。在这方面，萨伊１５９也是一样。不

过，这种批判属于本章最后部分１６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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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从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特有区别可以得出：利润表现

的比率总是小于实际剩余价值的比率，因而，利润率总是把资本

占有别人劳动的比率表现得比实际的比率小得多。认清这个（同

义反复的）规律，至少意味着获得了这样的成绩：推翻所有错误

的统计。这对于理解那些不推翻这些错误的统计就无法理解、并

作为难以理解的现实要素而伴随有理论的现象是很重要的。

很明显，ａ这个量如果按ｂ＋ｃ＋ａ计算，比它按ｃ＋ａ计算所

表现的比率要小，也就是说，某个量究竟表现的是某个第三量的

较大或较小的部分，要看这第三个量本身的大小而定。所以，总

资本总是大于总资本中同工资交换的那部分。

［ —９７８］（３）可见，利润首先在形式上是另一种比例，其

次在数字上［与剩余价值］不同。利润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剩

余价值在这种形式中首先改变了自己的数字表现，其次改变了自

己的概念规定。

（４）因此，如果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也就是说，如果从数

字表现上看，剩余价值按照它同预付资本总额的比例计算，那么，

可以从这个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得出如下原理：

同一利润可以表现不同的剩余价值率。我们以１０％的利润为

例。如果一笔资本等于６００，其中５００是不变资本，１００是可变资

本，那么６０塔勒剩余价值［与可变资本之比］是６０％，而与６００塔

勒资本之比是１０％。如果６００的资本由４００塔勒不变资本和２００

塔勒可变资本组成，那么，６０塔勒剩余价值与２００塔勒可变资本

之比是３０％。利润仍然等于１０％。最后，如果６００的资本由５５０塔

勒不变资本和５０塔勒可变资本组成，那么，６０塔勒与５０塔勒之

比是１２０％剩余价值（５０∶６０＝１００∶１２０），而［利润］仍然等于

１６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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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０％。在第一种情况下，剩余劳动时间是［必要］劳动时间的
３
５或

６
１０；在第二种情况下是１０；最后，在第三种情况下

１２
１０是或

６
５。［在１２

小时的劳动时间中，剩余时间分别是］４１
２，２

１０
１３和６

６
１１小时。

（５）因为利润［率］无非是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总额之比，

所以，利润率或利润百分比的大小，显然取决于两种情况：

第一，取决于预付资本总额，第二，取决于预付资本的可变

部分与它的不变部分之比。这种情况的前提是，剩余价值是

既定的。通常，利润，第一，取决于剩余价值与资本可变部

分之比；第二，取决于这个可变资本与资本总量之比，换句

话同样也可以说，取决于资本的可变部分与不变部分之比。例

如，５０是１００的１
２，但也是６００的

１
６中的

１
２。如果５０＝Ｍ（剩余

价值），１００＝ｖ（可变资本），那么
５０
１００就是剩余价值率，等于

１
２，或

者说５０１００，等于
ｍ
ｖ。如果总资本６００等于ｃ（５００）＋ｖ那么 ［利润

率等于］５０
６００＝

１
１２＝８

１
３％。利润 ［率］等于

Ｍ
（ｖ＋ｃ）；

Ｍ
ｖ∶

Ｍ
（ｖ＋ｃ）＝ （ｖ

＋ｃ）∶ｖ；也可以说 Ｍ
（ｖ＋ｃ）（利润率）和

Ｍ
ｖ（剩余价值率）之比等于

ｖ（可变资本）和ｖ＋ｃ（总资本）之比。因而， Ｍ
（ｖ＋ｃ）∶

Ｍ
ｖ＝ｖ∶

（ｖ＋ｃ）。

利润 ［率］和剩余价值 ［率］之比等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之比（在这里，我们不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因为可变

资本是流动资本，而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也是流动资本，可见，这

种对立与我们这里的问题无关），而这种比例显然取决于不变资本

和可变资本以怎样的比例构成总资本［Ｃ］的组成部分，因为ｖ＝

Ｃ－ｃ，而ｃ＝Ｃ－ｖ。如果ｃ等于０，那么可变资本就达到了最大限

度；这意味着预付资本总额是可变的，也就是说，是直接用于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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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工资的资本。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等于
Ｍ
ｏ＋ｖ，即［ —９７９］等

于剩余价值。这是最大限度利润的表现。利润下降的程度与ｃ增长

的程度相一致，从而与预付资本总额ｃ＋ｖ或Ｃ偏离ｖ或可变资本

的程度相一致。如果看一下 ｍ
ｖ＋ｃ这个表现形式，那么，它的大小显

然与ｍ的绝对量成正比，而这个绝对量又由ｍ
ｖ的比例所决定；同

时与ｖ＋ｃ即预付资本总额的大小成反比。如果舍尔比利埃（见笔

记本）１６１不把产品和产品价值混为一谈，或者说不把商品的使用价

值和交换价值混为一谈，那他的利润规定就是正确的。

（６）生产费用。

（ａ）我们已经看到
１６２
：资本的一般形式是Ｇ—Ｗ—Ｇ ，换句话

说，货币，一个价值额，被投入流通，为的是从流通中取出一个更大

的价值额。创造这个更大的价值额的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实现这

个更大的价值额的过程是资本流通过程。

资本家生产商品不是为了商品本身，不是为了商品的使用价

值或消费。资本实际上关心的产品并不是物质产品，而是利润，是

产品价值超过投入商品生产的预付资本价值的余额。如果资本家

把１０００镑变成机器、棉花和工资，那么，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他所

生产出来的棉纱，而是因为机器、棉花和工资现在——在它们变成

棉纱之后——已不再是原来的１０００镑，而是１２００镑。货币贮藏者

把一定价值的商品，例如价值１０００镑的棉纱，从商品的形式变为

货币的形式，把货币从流通中抽出来，并且使自己的商品具有独立

的、与商品本身无关的货币形式的交换价值。资本家不赞同货币贮

藏者的迷信。对于资本家来说，交换价值所表现的形式，无论是商

品还是货币，都是转瞬即逝的形式，因为一切实际财富事实上对于

他不过是各种交换价值的化身。他先是把货币变成商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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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交换价值高于预付的货币，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物

化在这个商品中的劳动时间多于商品的各生产因素中原来包含的

劳动时间，而这些更多的劳动时间是通过占有无偿的他人劳动时

间实现的，——而在流通过程中又把这些商品变成货币，不过现在

变成了比这个过程开始时的货币额更大的货币额，在超出原来的

货币额的余额中，一部分成为他的收入，被他吃掉，另一部分又变

成资本，用来重新开始同样的循环。每一部分资本，无论资本家把

它变为可变资本还是不变资本，变为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资本

家都必须同样从他的个人消费中抽出来，一方面用于工业消费，另

一方面，一旦资本获得产品的形式，就让它去经受流通的波折。资

本家一视同仁地预付全部总资本，而不管这个资本在剩余价值的

生产中所固有的质的区别，这不仅是为了再生产出预付的资本，而

且为了生产出超过这个预付资本价值的余额。资本家只有同活劳

动交换，同时为这个活劳动的实现提供条件，即提供生产条件——

原料和机器——把他所拥有的价值额变成生产条件的这种形式，

才能剥削劳动，把他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转化为更大的价值；他

所以是资本家，所以能够对劳动过程进行剥削，只是因为他作为生

产条件的所有者同作为单纯劳动能力的拥有者的工人相对立。无

论把事情看成是资本家预付不变资本，以便从可变资本中获得利

润，还是预付可变资本，［ —９８０］以便从不变资本中获取利润；

看成是资本家把货币花在工资上，以便使机器和原料获得更高的

价值，还是把货币预付在机器和原料上，以便能够剥削劳动，这对

资本家来说全然是一样的。虽然他获得的利润，即他在流通过程中

实现的商品的剩余价值，只是由他占有的无酬劳动超过他支付的

劳动的余额组成，虽然他的商品具有剩余价值，只是因为商品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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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包含一定份额的无酬劳动时间，他出卖这些无酬劳动时间，并

没有为此支付过报酬，——虽然如此，他的利润的大小却决不仅仅

取决于剩余价值，而且还取决于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总额之比。如

果预付资本是１０００，它所转化成的商品的［剩余］价值是２００，那么

利润只是２００和１０００之比，也就是２００：１０００＝２０％。用在机器和

劳动材料上的那部分资本和用在工资上的那部分一样，都是资本

家预付的，虽然剩余价值只是后一部分资本创造的，但是这后一部

分资本只有在同时预付了其他部分资本，即提供了劳动所必需的

生产条件的情况下，并且在资本的所有这些部分都同样加入产品

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剩余价值。因为资本家只有预付不变资本才

能剥削劳动，因为他只有预付可变资本才能实现不变资本的价值，

所以在资本家的观念中所有这些资本是结合在一起的，尤其是，资

本家的实际利润不是由剩余价值和可变资本之比决定，而是由剩

余价值和总资本之比决定，因而不是由剩余价值决定，而是由利润

决定，正象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利润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能同时表

现不同的剩余价值率。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开始考察资本的一般形式时的起点上来。

利润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并在流通过程中实现的交换价值超

过资本家原来转化为资本的货币额或交换价值而形成的余额。第

一，这种关系决定着资本家获得利润的实际比率，从而是资本增

长和积累的实际比率。第二，由此造成了资本之间的竞争。第三，

关于这种利润的实际来源的所有记忆，关于各种因素之间存在的

质的区别，或这些因素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存在的质的区别

的记忆，都随之而消失了。

因此，利润等于产品价值，或确切些说，产品在流通中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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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额超过加入产品形成的资本价值而得到的余额（因而，资

本主义过程中的利润等于一定的周转时间内的这个余额）。由此总

资本就表现为这个利润的生产资料，而因为这些生产资料是价值，

它们的一部分在这里被用于工业生产过程，一部分被用于流通，以

创造这个价值余额或利润，所以预付资本总额表现为商品的生产

费用，实际上表现为通过商品所得到的收入或利润的生产费用。

生产费用是一切，是资本家支付的产品的所有组成部分。如

果他按１２００镑出售商品，其中的２００是剩余价值，那么，他支付

的就是１０００镑，他购买这些组成部分，并且把它们从他原先占有

的货币形式即交换价值的形式变为商品的形式，也就是说，从交

换价值的观点来看，变为低级的形式。如果他不出售他并不是为

了其使用价值而生产出来的商品，那么预付的１０００镑就会丧失。

在任何情况下，这些商品都是费用，必须通过出卖而得到补偿，这

样才能使资本不断地重新回到它的原有状态，简单地保持它自身。

［ —９８１］这１０００镑，或确切些说，这些镑的预付——因为它

们必须得到补偿——就是为了购买上述１２００镑而支付的价格，因

而是资本家支付的费用。

由此可见，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看的商品的生产费用，和

商品的实际生产费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商品本身包含的生产费用等于生产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时

间。换句话说，商品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物化在商品中的

劳动既包括把加入商品的原料生产出来的劳动，又包括把商品上

所花费的固定资本生产出来的劳动，最后，还包括生产商品所花费

的［活］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

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生产费用只由他所预付的货币组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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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只由他所支付的那部分商品生产费用组成。对商品中包含

的剩余劳动，资本家并没有支付报酬。正是这个没有支付报酬的

剩余劳动构成资本家的收入。这个剩余劳动没有花费资本家分文，

当然，对于工人来说，这个剩余劳动完全象有酬劳动一样花费劳

动，并且完全象有酬劳动一样作为形成价值的要素加入商品。

由此可见，剩余价值，从而利润——因为利润只是剩余价值

的另一种形式——虽然加入商品的生产费用，但不加入出卖商品

的那个资本家的生产费用。他的利润恰恰是由于他出卖那些他没

有支付的东西才获得的。对于资本家来说，利润恰恰在于商品价

值（价格）超过商品生产费用的余额，换句话说，这只是表明，利

润在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总额超过资本家支付报酬的劳动时

间所形成的余额。

这解决了关于利润究竟是否加入生产费用的争论。（这个问题

需要进一步研究，参看萨伊、琼斯，尤其是托伦斯等等的论述１６３。）

（ｂ）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说，利润是否加入生产费用，也就是

说，它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是否必不可少，这个问题（见萨伊、施

托尔希等人的谬论１６４）归结为：剩余价值，从而利润，决不只是收

入形式，而且是资本的生产关系（用于积累等等）；总之，这里显

示出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之间的抽象区别的荒诞。只有根本不理

解资本的本质，从而根本不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才会提出

这样的问题。在利息的形式上，利润已经作为组成部分加入生产

费用。

（ｃ）资本的生产费用小于资本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正是

商品价值超过商品中包含的生产费用价值的余额，或者说，商品中

包含的劳动超过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的余额，构成利润），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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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规律可以得出，商品低于自己的价值出售而能够得到利润。只要

能够实现超过生产费用的某些余额，就总是能够实现利润。只要商

品高于它的生产费用的价值出卖，商品的出卖就能够带来利润，虽

然由此并不能说，买者支付生产费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之间的全部

差额。假定一磅棉纱的价值是１先令，其中生产费用占４
５，无酬劳

动即构成剩余价值的要素占１
５。如果把一磅棉纱卖１先令，那么，

它就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卖，其中实现的利润是１
５先令，也就是

１２
５

＝２２
５便士。如果一磅棉纱卖

４
５先令，或者说卖４×

１２
５＝

４８
５＝９

３
５

便士，那么，它就是低于自己的价值 １
５出卖，这就完全没有实现利

润。但是，如果这一磅棉纱卖得比９３
５便士贵些，例如卖１０便士，

那么，［ —９８２］尽管还是卖得比自己的价值低２便士或２０
１０便

士，却可以得到２
５便士的利润。只要一磅棉纱卖得高于自己的生产

费用，即使低于自己的价值，也能实现利润。如果这一磅棉纱按自

己的价值出卖，那么，资本家就能实现全部剩余价值，即商品中包

含的超过商品中的有酬劳动的全部无酬劳动余额。可见，这里为利

润的提高或降低规定了整个的范围，这个范围取决于剩余价值，也

就是取决于商品的价值，商品生产费用的价值，取决于商品的价值

和商品生产费用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取决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总

额和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之间的差额。

如果资本家出卖商品获得了利润，但他是低于商品的价值出

卖的，那么，一部分剩余价值就不是被卖者占有，而是被买者占有。

剩余价值在不同的人中间的这种不同的分配，当然丝毫不会改变

剩余价值的性质，这就如同对于工人来说（即使他本人偶尔也会成

为这个商品的买者），他的无酬剩余劳动无论是由直接剥削他的那

个资本家占有，还是由资本家阶级等等占有，都完全是一样的。

８６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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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资本家虽然低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但也能够得到利润，这

个规律对于说明竞争的一些现象是很重要的。

否则，尤其是完全不能说明这样一个主要现象，即我们以后

还要详细谈到的这个现象，这就是一般利润率，或资本家之间分

割资本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的方式。这种一般利润率所以可能，

只是由于一些商品按高于自己的价值出卖，另一些商品按低于自

己的价值出卖，或者说，只是由于各个资本家实现的剩余价值不

是取决于他本身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而是取决于整个资本家阶级

所生产的平均剩余价值。

（ｄ）因此，如果剩余价值（无论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

值）已定，也就是说，如果一方面正常工作日的界限已定，劳动时间

的延长不能超过这个界限，另一方面劳动生产力已定，从而必要劳

动时间的最低限度不能再缩短，那么，只有当生产商品所需要的不

变资本的价值能够减少时，利润才能增加。从不变资本进入商品生

产，为商品生产所必需来说，人们注意的并不是它的价格（不是它

的交换价值），而只是它的使用价值。究竟能吸收多少劳动，例如，

纺纱厂中的亚麻究竟能吸收多少劳动，在生产水平已定，也就是在

工艺发展水平已定的情况下，不取决于亚麻的价值，而取决于亚麻

的量；例如，这就如同一台机器给１００名工人所提供的帮助一样，

这种帮助并不取决于机器的价值，不取决于机器的价格，而是取决

于机器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它作为机器的生产率。在工艺发展的某

个阶段，一台不好的机器可能很贵，而在工艺发展的更高阶段，一

台非常好的机器可能很便宜。只有在发明了轧棉机（１７９３年）之

后，棉花才从昂贵的材料变成廉价的材料｛自从发明这种机器之

后，一个中年以上的黑人妇女一天可以轧除５０磅棉纤维的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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籽
１６５
，而在以前，生产一磅棉花的这道工序就需要一个黑人花费一

个工作日｝，棉纺织业才能在英国发展起来。

只有在下述情况下，一定的工艺发展水平所需要的不变资本

的价值才能下降，从而利润，即 ｍ
（ｃ＋ｖ），才能在剩余价值不变的情

况下增加，这种情况就是：

或者［第一］，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直接下降，

即这两种资本成为花费较少劳动时间的产品，也就是说，把它们

直接生产出来的那些劳动部门中的生产力提高了。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劳动部门的利润提高，是因为向这个劳动部门提供 ［ —

９８３］生产条件的其他一些劳动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从而剩

余劳动也增加到一定的程度）。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如此得到的利

润（或者说利润的增长，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利润和剩余价值之

间的差额的减少），或者说资本的较高的生产率（因为利润是资本

的直接产物）是劳动生产率增长并为资本所占有的结果。只不过

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的。可见，资本家由于棉花和纺纱机变便

宜而得到的利润的提高，虽然不是棉纺厂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但

它是机器制造业和亚麻种植业（或棉花种植业等等）生产率提高

的结果。

这是有利的，因为资本生产率成倍提高了。为了使既定量的

劳动物化，从而，为了占有既定量的剩余劳动，需要用在劳动条

件上的花费减少了，用在其价值仅仅再现在产品中而不是得到提

高的资本不变部分上的花费减少了。也就是说，今天为占有一定

量的剩余劳动所需要的生产费用降低了。这一点表现为，资本的

可变部分与不变部分之比提高了，从而资本的可变部分与总资本

之比提高了。利润也随着增加了，因为，如果ｃ的价值，ｃ的数量

０７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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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降低了，
ｍ

（ｃ＋ｖ）这个量就会明显地增大，因为，如果ｃ等于零，这

个量就达到最大限度。

［或者］第二，我们假定，例如为了雇用一定量的纺工，并占有

这些纺工的既定量的剩余劳动，最初需要一定量的不变资本。在一

定的生产阶段，雇用这１００名纺工需要具有一定性质的和一定数

量的机器（固定资本）①，同样需要一定数量的原料——棉花、羊

毛、丝等等。但是，这个不变资本的价值同它所加入的纺织过程没

有任何关系。如果这个价值降低一半，那么第一，纺织过程中生产

出来的剩余价值仍然和以前一样多，但利润增加了。如果不变资本

原先是总资本的５
６，可变资本是

１
６，也就是说，如果６００镑中例如

有５００镑用于不变资本，１００镑用于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于

３０％，那么，按６００镑资本来计算，就是５％（［每］１００镑资本得５

镑［利润］，６００镑资本就是６×５＝３０）。利润率是５％；剩余价值是

３０％；１００（ｖ）∶６００（ｃ）；（５×６００＝３０００，３０×１００同样＝３０００）。利

润率是５％。如果现在不变资本的生产费用降低一半，就是说，如

果提供这个不变资本的劳动部门的生产力提高一倍，也就是说，如

果不变资本从５００降低到２５０，那么，所使用的资本总额就从６００

降到３５０。剩余价值３０和可变资本１００仍然不变。可见，现在是３０

与３５０相比，利润率不再是 ３０
（５００＋１００）而是等于

３０
（２５０＋１００）；就是说

利润不再是５％，而是８４７％（３５０∶３０＝１００∶８
４
７）。可见利润增

长了，因为在第一种情况下，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等于１００∶

６００＝１∶６。在第二种情况下，它们的比是１００∶３５０＝１∶ ７
２。在第

１７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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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情况下可变资本等于总资本的
１
６，在第二种情况下等于１∶

７
２＝

２
７。而

１
６比

２
７等于

７
４２比

１２
４２。因此，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从

７
４２

提高到１２４２，即提高了
５
４２。随着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的提高程度，

利润率也按同一程度提高，［ —９８４］因为 ７
４２∶

１２
４２或７∶１２＝５

∶８４
７；（５×１２＝６０，７×（８＋

４
７）＝５６＋７×

４
７＝５６＋４＝６０）。

可见，这是第一种好处，或者用一般形式来表达，就是３５０的

资本现在带来的利润同以前６００的资本带来的利润一样多，这是

因为剩余价值保持不变；但是，花在工资上的同一资本只需要２５０

镑不变资本就能得到使用，而不再是以前的５００镑不变资本。生产

剩余价值，从而生产利润所需要的生产费用减少了。

但是第二，从以前生产同量商品和同量剩余价值所需要的

６００镑总资本中腾出了２５０镑，这２５０镑或者可以投入另一个生

产部门，以便占有别人的劳动，或者可以用于本生产部门（以生

产水平相同，从而资本各部分之间的比例相同为前提）；在这种情

况下，不必增加任何不变资本，就能够雇用数量多一倍的工人，从

而占有数量多一倍的剩余价值。要想得到６０镑利润（剩余价值），

只需要再增加１００镑用于工资，即需要７００镑总资本（６０∶２００也

就是３０∶１００，剩余价值和以前一样是３０％）。以前（在原来的

［利润］率下）生产６０镑利润需要１２００镑。或者说，如果把２５０

镑（在技术上可能的情况下）作为新资本加到旧资本上，并且按

照相同的比例分为ｃ和ｖ，那么，这个数额中有７１
３
７花在劳动上，

有１７８４
７花在不变资本上，按照以前的比例计算，在７１

３
７中，剩

余价值是２１３
７（或３０％）（１００∶３０＝７１

３
７∶２１

３
７）。６００镑资本

的总利润（虽然剩余价值率没有变，但剩余价值本身增加了，因

为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提高了）现在等于３０＋２１３
７＝５１

３
７。

２７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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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原先的水平相比，利润率从５％增加到８
４
７％，利润量——

象剩余价值量一样——从３０增加到５１３
７。不变资本价值的任何

减少——这种减少能使利润率提高，因为它能使总资本与可变资

本之比降低，我们撇开这一点不谈——总是能够花费较少的总资

本而剥削同量的劳动，因而使剩余价值保持不变，并且能够腾出

一部分资本来，这部分资本现在可以不再象以前那样变成不变资

本，而是变成可变资本，变成自行增殖的资本部分。不变资本价

值的任何增加（只要生产水平不变，从而生产的工艺条件不变）都

会增加生产同量剩余价值所需要的生产费用，从而降低利润率。不

变资本价值的任何减少——只要生产水平保持不变——都会增加

可以转化为可变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资本，而不是仅仅保存

自身的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因此，不仅会提高利润率，而且由于

剩余价值量增加，利润量本身也会增加。

［ —９８５］另一个例子。

如果有一笔既定的资本，例如９０００镑，如果过去花费６０００镑

购买来的并在一年内由１００名工人（每人３０镑）加工和推动的那

么多亚麻、机器等等，现在用３０００镑就能买到，那么，资本家用

６０００镑资本所得到的利润（与总资本相比来计算的剩余价值）同

他以前用９０００镑资本所能得到的一样多。这个资本家为了吸收和

占有同样多的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资本比以前少１
３。可见，在他那

里腾出了３０００镑。如果［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例不变，那么，

现在他可以从腾出来的３０００镑资本中把１５００镑花在机器和亚麻

上，把１５００镑花在工资上，并且和以前使用９０００镑资本时的工人人数相

比，可以多吸收５０个工人的剩余劳动。在第一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只使

用６０００镑，利润率就提高了，因为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提高了。

３７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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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第二种情况下，如果资本家继续把９０００镑投入生产，那么，除了

利润率提高以外，利润量也增加了，这是因为：（１）在９０００镑中用

于交换活劳动的是４５００，而不是原来的３０００；（２）由于多占有５０

人的剩余劳动，剩余劳动量不仅相对增加了，而且绝对增加了。在

这两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就它影响不变资本而言，只使利润（利

润率）增加，因为它使剩余劳动相对——与预付资本相比——增

加，或者绝对增加（绝对增加是指如下情况：在既定的即相同的生

产规模下，过去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资本，现在被腾出

来，或者说能够转化为可变资本）。

利润率的提高——由于可变资本和预付资本总额之比降低，

或者同样可以说，由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因把它生产出来的那种劳

动的生产力提高而减少——在这两种情况下只是来源于：剩余价

值与它的生产费用相比，即与生产它所需要的资本总额相比，相

对增加或者绝对增加。或者说，利润率的提高来源于：利润和剩

余价值之间的差额缩小了。可见，利润率的这种提高建立在如下

基础上：不是某个资本的劳动部门中的生产力发展了，而是把这

个劳动部门所必需的不变资本作为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个劳动部门

中的生产力发展了。

｛实际上，作为固定资本存在的那部分资本，以及在旧的生产

条件下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资本——由于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或

者，由于这个资本的相对贬值——会相对贬值；同样，由于这个

资本的价值因生产力降低而提高，——在铁、木头、棉花等等以

及那些加入不变资本而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其他要素变贵

的场合，——在剩余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从而利润同资

本之比，会降低，而这个资本的价值本身会提高。这种结果应该

４７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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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论竞争的那一部分加以考察。这种情况在进行新投资时，不论

是往同一企业投资，还是往新建的企业投资，都不会被注意到；同

样，对于必须购买的新原料来说，也不会考虑这种情形。｝

｛其次，利润率可以靠缩短流通时间而提高，也就是说，靠各

种各样的发明，交通运输工具的改进，以及商品形式转化过程的

缩短，因而，靠信用的发展等等。但是，实际说来，这属于对流

通过程的考察。｝

利润率提高的另一渠道，不是节约生产不变资本的劳动，而

是节约不变资本的使用。一方面，由于工人集中、协作和大规模

生产，不变资本得到节省。同样的厂房、取暖、照明等等，如果

用在大规模的生产中，要比用在小规模的生产中相对地便宜。在

这种情况下，生产费用的减少是由于共同使用同一使用价值。同

样，某些［ —９８６］机器等等，例如蒸气锅炉的费用，并不是

和蒸气锅炉发挥的马力数量成比例地增加。（见例子１６６。）蒸气锅炉

的绝对价值虽然提高了，但是它们的相对价值同生产规模和使用

的可变资本量相比，或者同被剥削的劳动力的量相比下降了。某

个资本在本生产部门，例如纺纱厂中实现的节约，直接建立在劳

动的节约上，即以尽可能少的物化劳动换取尽可能多的活劳动，创

造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而这只有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才能达到。

相反，前面提到的节约在于：尽量利用节约的方式占有尽可能多

的他人无酬劳动，即在既定的 ［生产］规模下，使用尽可能少的

生产费用。这种节省也是或者靠剥削这一定生产部门之外的社会

劳动的生产力，即剥削在不变资本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

力，或者象上面考察的情况那样，靠节约不变资本的使用，这种

节约或是直接通过协作等等，通过在 ［相应］规模的资本主义生

５７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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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中采用劳动的社会形式而成为可能，或是创造新规模的机器生

产等等的可能性，在这种生产中，机器的交换价值并不与它的使

用价值成比例地增加。在这两种情况下，生产率的提高，从劳动

的社会形式中产生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这次不是来自这种劳动

本身，而是来自劳动在其中进行并用来进行生产的那些条件。这

里还有一种情况：大规模 ［生产］中的废料比小工业分散的废料

更容易变成新工业部门的材料，结果生产费用也会减少。

资本的趋势是，在直接使用活劳动时把活劳动缩减为必要劳

动，并且通过剥削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来不断缩减制造产品所必需

的劳动，即节约活劳动，使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来制造这种或那种商

品，同样，资本的趋势也是要把这种节约了的、已缩减为必要劳动

的劳动用在最节约的条件下，即把不变资本的交换价值缩减到尽

可能小的限度，总之，也就是把生产费用缩减到最小限度。这样一

来，我们看到，如果说商品的价值实际上不是由其中所包含的劳动

时间决定，而是由其中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那么，资本起

初实现这个规定，但同时它又不断地缩减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

动。这样一来，商品的价格便减少到自己的最低限度，因为生产商

品所需要的劳动的一切要素都减少到最低限度。

（ｅ）为了确定利润的大小（以及剩余价值的大小），我们不仅举

出一定的资本在既定时间内（周转时间）生产的剩余价值，而且以

一个资本量，例如１００，作为尺度；以便把比例表现在百分比上。

（ｆ）很清楚，积累率，即资本的实际增长率，由利润决定，而不

是由剩余价值决定，因为正如我们看到的，同一利润和同一利润率

可以表现极不相同的剩余价值率。但是，利润表现的只是剩余价值

与预付资本总额的关系，即表现的是总资本的实际增长（或实际增

６７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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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的比例）。因此，资本家得到的赢利不是由剩余价值表现出来，而

是由利润表现出来。剩余价值只同直接把它生产出来的那部分资

本有关。利润同为了生产这种剩余价值而预付的总资本有关，也就

是说，这个总资本不仅包含直接同活劳动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同时

还包含一部分资本，即生产条件的价值额，只有在这些生产条件

下，资本的另一部分才能同活劳动交换并剥削活劳动。

［ —９８７］剩余价值只表现交换来的并在生产过程中占有

的那部分活劳动超过通过工资以物化劳动形式交换活劳动的那个

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而利润表现产品价值超过全部生产费用价

值的余额，也就是说，实际上表现总资本在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

结束时所得到的价值超过它在这个生产过程之前，即它进入这个

生产过程之前就具有的价值所形成的增长额。

因此，利润也是资本直接关心的唯一形式，并且关于利润起

源的记忆在其中完全消失了。因此，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使一种

神秘化完成了，这种神秘化把资本表现为自动机和与劳动相对立

的人，这种神秘化使生产过程的客观要素主观化。

（ｇ）［利润率和利润量。平均利润率。］

假定剩余价值相同，那么，利润同资本量是什么关系呢？这

个问题等于如下的问题：利润量同利润率是什么关系呢？

第二，只取决于资本的量而不取决于一定的资本在一定的生

产部门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或者说，不取决于一定的生产部

门中的生产率（即占有他人劳动的比率）的一般利润率，是怎样

产生的呢？

对这两个与生产费用有关的问题，应该在我们转入解决本节

中最重要的问题，即利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下降的问题之

７７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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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就作出回答。

｛不过事先还有一个涉及６（ｃ）①的评述。因为商品低于自己

的价值出售而能够得到利润——就是说，只要商品高于资本家的

费用出售，高于资本家本人支付的、从他自己的钱袋里预付的那部

分生产费用出售，就是如此；又因为商品的价值和它的生产费用之

间的差额给资本家提供了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并且使商品能够有

低于它本身价值的极不相同的价格水平，而又不致使一切利润都

丧失掉；所以很清楚，竞争能够到处——不仅在一个生产部门，而

且在许多生产部门，甚至在所有的生产部门——通过使［商品］价

格逐步下降到它的价值以下来降低利润率。如果社会仅仅由工业

资本家［和工人］组成，那么这就能够得到平衡，因为每一个人不仅

作为个人消费者，而且作为工业消费者，能够廉价地获得他的劳动

条件，由于全部预付资本的贬值，又由于劳动能力生产费用的减

少，从而，由于剩余价值相对地——与可变资本相比——增加，利

润率到处都会重新提高。然而，社会上存在着拿固定收入的阶级，

食利者阶级等等，债权人等等，也就是说，要从剩余价值或利润中

扣除硬性规定的扣除额，这种扣除额不会随着利润率的下降或商

品价格降低到它们的价值以下而减少。这些阶级能获得双倍的利

益。落到他们手中的地租具有较高的交换价值，因为这些地租仍然

保持不变，而商品的价格平均会降到它们的价值以下。食利者将会

获得上述扣除额的较大部分，并且用它来购买较多的东西。诸如此

类的事情曾经发生在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的英国。（见布莱克。１６７）在这

种情况下，真正的工业资本家的状况可能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地

８７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① 见本卷第２６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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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获得者是把工业资本丧失的很大部分剩余价值攫为己有了。但

是，这种状况只能是暂时的，因为它会导致工业家破产（就象

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在英国租地农场主中间发生的那样），并且会阻止

资本积累。而这又必然引起反抗。因此，虽然竞争不仅能够在某个

一定的工业部门中降低利润率，——直至降低到这个率不高于平

均率为止，——而且［ —９８８］正如斯密１６８所说的，竞争还能够

在所有的部门中降低利润率，然而这种降低只会是暂时的。

固定收入占有者和食利者阶级手中积攒的资本，或是必然

被用来购买供消费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它能使商品的价

格重新接近于商品的价值，从而重新提高利润率，这些资本或是

又被作为资本借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会加剧竞争，从而使

已经降下来的利润率因商品价格进一步降到它的价值以下而降得

更低，以致会引起危机、爆炸和反抗；另一方面，与降低了的价格相

适应，新的投资将会按照更低的率投放，无论是作为利息还是作为

地租都一样，这样就会造成一种局面，似乎所有的资本家都低于商

品的价值出卖商品，也就是——通过拉平——按照商品的价值出

卖。结果利润率又会提高到自己正常的高度。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看到，一方面斯密的观点中有被他的对手

们忽略了的正确的一面，这就是，他的观点说明的是现代工业的

某些暂时现象，没有说明利润率通常下降时的普遍现象；他的观

点只是说明暂时的一般波动，这种波动以后又会得到平衡。

其次，被斯密当作前提的实际上不是利润率本身的下降，而

是直接表现为工业利润的利润率下降。似乎发生的只是另一种分

配，按照这种分配，事实上很大部分剩余价值不是被工业资本家

本身装入腰包，而是被食利者和占有固定收入的人装入腰包。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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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发生的只是利润本身的另一种分配，而利润本身实际上似乎并

没有改变自己的率，因为它现在表现为其他阶级手中的较高的收

入。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会导致危机和反抗。因此，斯密

没有说明真正的现象。固定收入的价值所以会提高，一方面是因

为固定收入的占有者能够得到较高的单利润率，尽管这个率在名

义上并没有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实际上不仅能用自己的那一

份利润购买更多的产品，而且能购买更大量物化的但他们并没有

支付报酬的劳动。｝

很明显，如果剩余价值是既定的，并且表现剩余价值的利润

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剩余价值相同的情况下，利润率可

能是极不相同的｝是既定的，那么利润量，利润的绝对大小，完

全取决于所使用的总资本的大小。如果１００塔勒资本的利润是１０

塔勒，那么，１０００００资本的利润就是１００００，也就是１０×１０００，因

为资本１００与１０００００之比等于１０与１００００之比。在这种情况下，

利润量完全按照价值或预付资本大小的增长程度增长；同样，如

果资本是既定的，利润量就取决于利润率。

（１）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同一剩余价值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

的利润率，这取决于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

（２）但是其次，按照事物的本质，剩余价值本身对于不同的

资本来说不是相同的，而是不同的。第一，真正的流通时间与生

产时间之比，从而与不同资本的周转时间之比是不同的，而实际

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同流通时间与生产时间之间的关系成反比。

第二，对于不同的资本来说，正常的工作日是不同的，从而剩余

劳动时间是不同的，不过这种不同只应该理解为不同的劳动方式

在对简单平均劳动的关系上已被拉平。第三，流动资本和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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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比例是不同的，而且最后，固定资本周转的比例是不同的。不

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是不同的，同样，这些部门加入其他工业部

门的生产率的程度也是不同的。例如，某个雇用很少工人的工业

部门，不能象雇用很多工人、推动许多活劳动的工业部门那样按

照相同的程度分担农产品的降价，一句话，分担生活资料的降价；

这就如同一个使用少量机器的工业部门不能象使用许多机器的工

业部门那样以同样的程度分担机器的降价一样。

［ —９８９］一般说来，在资本的不同生产部门中利润率不

同，而不是相同的情况下，所谈的只能是平均利润率。

对这一点的更详尽的考察属于论竞争的那一章。但是在这里

仍然应该说明一些最重要的一般要素。

那么首先，普遍利润率或一般利润率的性质意味着：它是平

均利润，是极不相同的利润率的平均数。

其次，平均利润率的前提是，如果投入一定企业的一定资本带

来的利润高于或低于某一点，——如果它的利润高于或低于通常

的利润率，——那么，通常的利润率正是由标志着上述测量点的那

个水平决定的。这个水平的利润率被认为是正常的，总的说来是这

个资本本身所能接受的。我们所说的这些还没有触及关键之点。

利润率，只要它不能由于投资的特殊性质而得到平衡，——就

象不同劳动部门的正常工作日的不同长度会由于竞争的附带情

况，由于劳动的特性等等而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形那样，——只要它

高于或低于平均水平，就被认为是存在这种现象的那些特殊投资

部门中资本的例外状况，并且会由于竞争，通过他人的资本流入享

有特权的部门，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通过本部门中的资本流出这

个部门，而把这种利润率降低到或提高到一般的水平。结果，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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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水平在第一种情况下降低，在第二种情况下提高。某一特殊投

资部门（领域）中个别资本家所得到的超额利润或利润的减少，都

完全不属于这里所考察的问题。相反，这里考察的是所有特殊生产

部门或社会分工所造成的每一特殊投资领域中资本的利润，是每

个在平均或正常条件下投资的资本所得的利润。这种限制的重要

性在于，通过分析更深入地从本质上研究什么是平均利润率。

如果我们以任何一定量的资本，例如１００镑，作为资本的尺

度，即作为不同量的资本与之作比较的尺度，那么，平均利润率

就意味着，这１００镑资本将得到例如１０镑利润，等于预付资本的

１１０，或者说１０％，——这完全不取决于这１００镑作为资本投入

的那个生产领域的特殊性质或规定性。决不能由此得出，价值额

１００镑能够作为资本投入任何生产领域。从这里只能得出：在这些

领域中的任何一个领域，［每］１００镑［资本］都得到１０％［即１０

镑利润］，而不管在这一或那一特殊生产领域中发挥职能所需要的

资本有多大。因此，一般利润率实际上只不过意味着，总利润量

绝对地由预付资本量决定。资本可能大可能小，但它的平均利润

率是１０％，而且指的是在同样的流通时间内，同样的周转时间内，

也就是说，例如，在作为流通时间尺度的一年内。因为前提是所

有资本的流通时间是无差别的（或者同样可以说，完全相等的），

其次，因为假定存在 ［一般］利润率，所以利润量完全取决于资

本的大小。换句话说，利润量等于ａ×ｘ，ａ是不变量，ｘ是可变量，

表现资本的大小。或者也可以说，如果资本的大小已定，那么利

润量也就已定，就是说，它取决于一般利润率。［ —９９０］一

般利润率例如等于１０％，这无非就是说：资本无论投入任何部门，

资本的１
１０都会作为利润返回来，换句话说，利润与资本量保持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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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例，利润的特点是本身的大小同预付资本比例一致，也就是

说，它的量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大小，同资本量成正比；因此，利

润量不取决于资本的实际周转时间（因为对于既定的流通时间来

说，利润率是相同的），不取决于资本的特殊流通时间，即资本的

流通时间与它的生产时间之比；同样，利润量不取决于每一特殊

生产部门中资本不同组成部分间的有机关系，也就是不取决于实

际剩余价值，即每一特殊生产部门中每一单个资本所吸收或生产

出来的实际剩余劳动量。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不仅改变了数字的比例，——或者确

切些说，改变了数字比例的表现，——而且也改变了形式本身。剩

余价值表现为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相交换的关系，或者说，物化劳

动不经过交换而占有活劳动的关系。在这里看到的或明显表现出

来的，是预付资本不同部分之间的有机关系，从而是剩余价值与

资本的这一或那一特殊组成部分的关系。一旦剩余价值作为利润

来表现，这种情况便消失了。预付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表现为相同

的、只在量上有差别的价值量，都表现为交换价值量，表现为这

样一种价值额，它们比例于自己的量，或者确切些说，从自己的

整体上看，都在同样程度上不仅具有生产出自身的特性，而且具

有超过自己原有的量而生产出余额即生产出利润的特性。资本是

基本额，利润是这个基本额在一定的流通时间内产生出来的追加

额。基本额即资本对追加额的关系，是根据（原因）对有根据的

东西（结果，后果）的关系。这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活动

规律。如何、从何和为何——所有这些，在资本和利润的关系中

表现得是如此不清楚，以致那些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者们，政治

经济学家们，对这些现象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和极其矛盾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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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尽管如此，剩余价值在它转化为利润的过程中，从它的

绝对量来看仍然等于利润。不论１００与１０００相比得出１０％的利

润，还是与这１０００中包含的不变部分例如５００相比得出２０％的

剩余价值，这１００仍然表现为同一价值量，只不过算法不同而已。

｛计算的不同包含着形式的不同，这个超过预付资本以外的余额

同资本不同组成部分间的有机关系所发生的联系已经消失。｝这种

不同本身仅仅是形式上的。因此，不同投资部门的不同剩余价值

在这里仍然表现为不同的利润。

然而，一般利润率却完全是另外的情况，它的最一般的规律

表现为：利润率对于所有资本都是相同的，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利

润量彼此之间完全象资本量彼此之间一样直接互相发生关系。

一般利润率，从而在实际形态上，在经验形态上的利润，已经

以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从而以剩余价值率转化为利润率为前提。

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剩余价值的不同（剩余价值率的不同，从

而相对来说剩余价值总量的不同），这种不同出现在各个特殊的投

资领域中，部分地说是由于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不同，部分地

说是由于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之比不同（撇开从生产时间和流通

［ —９９１］时间的关系中所产生出来的一切关系不谈）；可见，不

同的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剩余价值的不同继续存在，尽管采取的

是利润不同或者说具有不同的利润率这种改变了的形式。这后一

种不同成为一般利润率的实体，前提，因而也是处于有机形式中的

利润的实体，前提。它们被平均化，化为它们的平均数，这个平均数

就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资本的所有特殊生产领域中实际的（正常

的）利润率。因此，在第一种转化［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的基础上，

发生了第二种转化［利润转变为平均利润］，这第二种转化所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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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再只是形式，而是除形式外还涉及实体本身，也就是说，改变

利润的绝对量，从而改变在利润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剩余价值的绝

对量。第一种转化并没有触及这个绝对量。

无论任何一个特殊生产领域的生产费用（从资本家的观点来

看）是怎样的，也就是说，无论任何一种特殊商品的生产费用是

怎样的，资本家例如都把１０％（一般利润率）加在预付额上，他

是这样计算的：让一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 ［价值］额得到１０％

［的利润］。然后这１０％加入商品的价格，如果商品按照这个价格

出售，正常利润或平均利润便得到实现。如果资本家在上半年内

例如得到高于这个平均利润２％的利润，在下半年内得到低于这

个平均利润２％的利润，那么一年内所生产的商品 ［价值］总额，

或者说，他在一年内得到的利润的平均数，就是正常利润，或者

说，就是一定量资本的平均利润，因为，在每天的交易中所发生

的利润的提高或降低被平均化为这种平均利润。

但是，利润从本质上说是由剩余价值组成的，而不是由对产

品所作的形式上较高的估价组成的，比如说，这就象当货币材料

例如金的价值降低，而商品的价值没有同时降低时，货币价格在

名义上提高了。剩余价值是新价值的实际创造。它是比资本中原

有的物化劳动更多的物化劳动，从而实际上是比原有的交换价值

更多的交换价值。这个剩余劳动量实现在剩余产品量中，或者说，

实现在剩余的使用价值量中。认为较大量的使用价值或较大量的

产品，由于它们的量较大，便是较大量的物化劳动，这是错误

的，——相反，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这较大量的产品可

能代表较少量的劳动，——而在劳动生产率水平已定和生产发展

阶段已定的情况下，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同时也表现为剩余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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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剩余使用价值，这是正确的。如果从总资本来看，那么，总剩

余价值是劳动的全部余额，这个余额体现在超过补偿资本的不变

部分和再生产全体工人阶级所必需的那些产品而形成的全部剩余

产品中。剩余产品的一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一部分形成以各种

名义支配他人劳动的、靠各自在这些剩余产品中分享的份额为生

的所有各阶级的收入。

如果把利润追加到价格上仅仅是形式上的，那么，这个追加额

就是名义上的，这就如同总产品的价值仅仅由于总产品按照降低

了价值的金来估价而不同于预付资本的总价值完全一样，或者同

样可以说，如同［总产品价值的］数字表现由于总产品不再按照金

而是按照银来估价，因而增大了完全一样。［ —９９２］这样，就既

不能设想有新价值，也不能有剩余产品。所有的资本家都按照较高

的货币价格出卖同一价值，这就如同资本家全都按照较低的货币

价格或按照与价值相符的货币价格出卖同一价值一样。在这种情

况下，不论是把１０％的利润还是把１０００％的利润追加到生产费用

的价格上，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单纯表现价格名义上的提

高的那一些较大数字，就象这种名义上的提高是由于计算标准较

低一样，完全不涉及事情的本质。这种名义上的提高的百分比完全

是无关紧要的。工资，即用来再生产劳动能力的那部分资本，同用

来补偿预付不变资本的那部分资本一样，在数字较大，货币表现较

高的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比例不变。

每个特殊生产领域中单个资本的剩余价值是利润绝对量的尺

度，——因为利润只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同样，总资本生

产的，从而全体资本家阶级生产的总剩余价值，是总利润、总资本

的绝对尺度，而且利润应当理解为剩余价值的所有形式，如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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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等等（正如前面所指出的，总利润包括除工资以外的［对生产

费用的］侵占，这与问题本身无关），也就是说，利润是各种各样的

资本家可以在不同的名义下瓜分的绝对的价值量（从而是绝对的

剩余产品，绝对的商品量）。这样，经验利润或平均利润只能是这个

总利润（从而总利润所表现的总剩余价值，或全部剩余劳动）在各

个特殊生产领域中的各个资本之间按照相同的率所进行的分配，

或者同样可以说，按照各个资本量的比例的差别，而不是按照这些

资本在直接生产这个总利润时占有的比例的差别所进行的分配。

可见，总利润不过是一定的计算方式的结果，按照这种计算方式，

各个不同的资本各自分配到总利润的相应部分。至于它们之间应

该分配的东西，只能由总利润或总剩余价值的绝对量来决定。各个

不同的资本分配总利润所依据的率，就是等量的资本得到相等的

利润，或者说，不等量的资本得到不等的利润。在第一种转化中只

是形式上不同的东西，——即［利润形式上的］剩余价值被算作全

部单个资本得到的同样的、无差别的价值额，而不管资本各组成部

分间的有机关系如何，——在这里变成了物质上的不同，因为，分

享总利润或总剩余价值的份额，是按照相同的程度由一定的百分

数决定的和衡量的，也就是由资本的大小决定的和衡量的，而不管

每个特殊生产领域中每一单个资本参与创造总利润或总剩余价值

的比例如何。在第一种转化中，［单个资本的］剩余价值在形式上被

确定为产品价值超过预付资本价值的余额，而这里，在物质上——

在对预付资本价值的关系上——确定了各预付资本价值在总资本

所生产的总产品的价值超过总资本的总价值所形成的余额中应占

的份额。使这种计算得以实现的因素是资本之间的竞争。从剩余

价值转化为利润，即转化为超过预付资本而形成的余额时起，就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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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第二个实践结论，这就是，从同预付资本的关系上来看的一定

余额，构成利润，或者说，构成这个预付资本得到的、与资本的数量

——生产费用的数量——成比例的剩余价值，而生产费用的数量

归结为预付资本价值。这样拉平的、均等的利润，对于一个生产领

域的资本来说，表现为比这个资本实际上直接产生出来的剩余价

值更高的剩余价值，［ —９９３］对于另一个生产领域的资本来

说，表现为更低的剩余价值，对于这两个生产领域来说，表现为这

种较高的和较低的剩余价值的平均数。这种［平均］利润率的绝对

量当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与全部预付资本之比。

实际上，事情的本质可以表现如下。

作为剩余价值第一种转化的利润——以及这第一种转化中的

利润率——表现为剩余价值对产生剩余价值的全部单个资本的关

系；利润使这全部资本的各个部分均等起来，把资本整体当作同

样的价值额发生关系，而不管这个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与它的剩

余价值的生产保持怎样的有机关系。

经验利润或平均利润表现同一转化，表现同一过程，也同样

表现剩余价值总额即整个资本家阶级所实现的剩余价值额对总资

本的关系，或者说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所使用的资本的关系；平均

利润作为利润同这个社会总资本发生关系，而不管这个总资本的

各组成部分的有机关系；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各特殊生产

领域的各个独立资本或各个资本家，直接参加这总剩余价值的创

造。这就如同单个的资本例如９００镑获得９０镑的剩余价值一样，

这时，这个利润同这９００镑的各个组成部分发生同样的关系，而

且这个资本的每一组成部分都增加１０％的价值。也就是说，例如，

３５０镑用于固定资本，３５０镑用于预付在原料上的资本部分，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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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用于支付工资，其中每一部分都得到１０％的利润，因此，每一

部分产生的利润都同它本身的量成比例：“资本家对于资本的一切

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润”（马尔萨斯）１６９。因此，总资本Ｃ在

对剩余价值Ｍ 的关系上表现为社会资本，或者说，表现为各个资

本家的全部资本总额，表现得符合利润率ｒ，这个总资本的每一部

分都比例于ｒ，因而比例于各自的价值量来分享Ｐ或Ｍ，而不以它

同Ｍ 的生产的直接职能上的关系为转移。

第二种转化是第一种转化的必然结果，而第一种转化是由资

本本身的性质造成的，通过这种转化，剩余价值转化为价值超过

生产费用的余额，即超过预付资本价值的余额。在第一种情况下，

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等于利润的绝对量；但是利润率小于剩余价值

率。在第二种情况下，总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等于总利润的绝对量；

但是平均利润率小于平均剩余价值率（即小于剩余价值与包含在

总资本中的可变资本总价值之比）。

在第一种情况下，转化是形式上的，在第二种情况下，转化

同时是物质上的，因为这时单个资本分摊到的利润，事实上不同

于该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它要么大于要么小于剩余价值。

在第一种情况下，计算剩余价值时不考虑资本的各个有机组成部

分，这只是按照本身的量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的资本。在第二种

情况下，计算总剩余价值分摊到各个独立资本上的份额时，不考

虑资本同这个总剩余价值的生产在职能上的关系，而只是按照资

本的量来计算。

因此，在第二种情况下，既会出现利润和剩余价值之间的差

别，又会出现商品的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别。而且，商品的实际

价格——甚至商品的正常价格——与它的价值不同。对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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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详细研究［ —９９４］属于论竞争的那一章，在那一章里还应

当说明，尽管商品的正常价格和它们的价值之间存在着这种差别，

商品价值的变革如何使商品的价格发生形式变化。

但是，一开始就很明白的是，怎样由于把经验利润同利润以

完全转化的形式所表现的剩余价值混淆起来（同样由于把商品的

正常价格同价值之间的相应差别混淆起来）［而产生了混乱］，迄

今为止的一切政治经济学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具有这种混乱

（区别只在于，较为深刻的经济学家，如李嘉图，斯密等人，直接

把利润归结为剩余价值，即希望直接以经验利润的 ［形式］表现

剩余价值的抽象规律，因为否则对规律性的任何认识都是不可能

的；而政治经济学的庸人们则相反，他们把经验利润的现象直接

当作并说成是剩余价值的规律；实际上就是把毫无规律性的现象

说成是规律本身）。

资本的竞争不外是资本的各内在规律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各内

在规律的实现，这时，每一个资本对于另一个资本都表现为这些

规律的司法执行官；资本事实上是通过它们由于彼此发生关系，由

于它们的内在性质而彼此施加的外部强制来表现自己的内在性质

的。但在竞争中，资本的各内在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各内在规

律，表现为资本相互间发生机械作用的结果，因而，事情颠倒了，

头足倒置了。这样一来，结果表现为原因，转化的形式表现为原

始的形式等等。因此，庸俗政治经济学把它不理解的一切都用竞

争来解释，换句话说，在庸俗政治经济学看来，以最浅薄的形式

说明现象，就是对这种现象的规律的认识。

如果一年内周转六次的资本得到的利润仅仅是周转三次的资

本所得利润的一半；如果使用较多劳动的资本得到的利润不比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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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较多固定资本的资本所得到的多；如果生产过程中间断时间较

长的资本得到的利润同没有间断时间的资本所得到的一样多，等

等，——那么，这不过意味着，所有这些资本得到的利润是按照

它们的量来分配的，而不是按照它们 ［与剩余价值的］直接原有

的关系来分配的。

如果每一个资本家在自己的生产费用上追加了１０％，那么这

无非就是说，一个资本家追加的比他超出这些生产费用而实际生

产的多出若干，而另一个资本家追加的比他超出这些生产费用而

实际生产的少了若干。

从某些方面来说，这就如同单个资本家高于或低于价值出卖

自己的商品，尅扣买主或自己少赚。一个人实现的剩余价值多于

他创造的，另一个人实现的剩余价值少于他创造的。但是，这两

个人是在他们自己中间分配他们的资本所生产的全部剩余价值，

尽管分配是按偶然的因素，并且是不平均的。平均利润或经验利

润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只是表现为与资本家个人之间的欺诈完全

无关的一般规律，表现为不管这种欺诈并在这种欺诈之外实现的

一般规律。

亚·斯密１７０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利润不与资本的量成比例，

资本家就没有理由使用较大的资本来代替较小的资本了，这种说

法是天真的，而且是错误的。撇开他的浅薄不谈，其实在［ —

９９９］１７１一定的限度内，较大的资本在利润［率］较小时实现的利润

量能够大于较小的资本在利润率较大时所实现的利润量。可见，使

用较大资本的动机仍然存在。在斯密那里重要的只是，他实际上

感觉到，要说明这个在庸俗经济学家看来是不言而喻的问题是困

难的，就象说明这些家伙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所有问题都是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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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

问题不过在于，随着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预付资本价值转

化为各个资本家的生产费用；因此，这些生产费用的量转化为预

付资本的量，这同时意味着，资本家按照这种生产费用的比例把

同一产品量，——资本的特有产品是利润，——算归自己，以便

象在经验利润的条件下那样分配总剩余价值。［每个］特殊生产领

域的供给比例本身产生出这种平均化和平均计算。

在这一节里还应当考察的最后一点，是资本同时采取的完全

固定了的形式，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神秘化的完成。

对于这一点，应当回头来谈。

由此（托伦斯）谈到，随着文明的进步，不是劳动而是资本

决定商品的价值，同时还谈到，资本是生产的，与资本所使用的

劳动无关（拉姆赛、马尔萨斯、托伦斯等人）１７２。

（ｈ）与生产费用相联系，还应当考察一个问题：为什么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从而随着固定资本规模的扩大和发展，疯

狂追求延长正常工作日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到处都必须由政府

出来直接干预。不过，关于这一点以后再谈。

（７）［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利润率下降的一般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６（ｇ）①），对于单个资本来说，实际利润即通

常的平均利润和这种利润的率，与利润从而与利润率是不同的，因

为利润就是单个资本家实际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率

等于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总额的比率。但是，同样也可以看到，从

使用于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资本总和来看，即从社会资本的总量

２９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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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或者同样可以说，从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来看，平均利润

率无非就是总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比，并且是用这个总资本来衡

量的；因此可以看到，总利润同总资本之比，恰好象利润——从

而利润率——同单个资本之比一样，因为利润只是被看作形式上

变化了的剩余价值。这样，我们又有了牢靠的基础，不必考虑许

多资本的竞争，一般规律就可以从以上所阐述的资本的一般性质

中直接得出来。这个规律也是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规律，即：利

润率在资本主义生产进程中有下降的趋势。

［ —１０００］因为一般利润率不外是剩余价值总额与资本家

阶级使用的资本总额之比，所以，在这里不涉及剩余价值所分成的

各个分枝，如产业利润、利息，地租。剩余价值的所有这些不同形式

都不过是总剩余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因此，其中的一个部分能够

增加，是因为另一个部分减少。但是，这里谈的是总剩余价值率的

下降。正如亚·斯密已经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

发展，甚至地租都在下降，而不是提高，这种下降不是与地租表现

为其产物的那一定面积的土地成比例，而是与投入农业的资本成

比例，因而地租正好表现为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地租直接

表现为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１７３。这一规律已经得到整个现代农学

的证实。（见东巴尔１７４、琼斯
１７５
等人的著作）

那么，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这种趋势是从哪里产生的呢？在回

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可以指出，这个趋势曾引起资产阶级经济

学的很多忧虑。整个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学派都认为这个过程必然

导致世界末日而为此发出悲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利润的生

产，所以随着利润的下降，它也就失去自身的刺激，失去活生生

的灵魂。另外的经济学家对这种情况提出一些很有特色的安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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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然而，除了理论之外，说明问题的是实践，即来源于资本过

剩的危机，或者同样可以说，资本由于利润率下降而进行疯狂冒

险。由此，危机——见富拉顿１７６——被看作是对付资本过剩，恢复

正常利润率的必要的强制手段。

｛利润率的波动，可以与资本的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变化无

关，或与资本的绝对量无关，而由下列原因引起：预付资本的价

值，——无论是束缚在固定资本形式上的资本的价值，还是作为原

料、完成的商品等等存在的资本的价值，——由于不以已有资本为

转移的、为进行资本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时间的增减而提高或

降低，因为，每一个商品——从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

的价值不仅是由它本身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且还是由

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那种必要劳动时间，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

定；而这种再生产可能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较困难的情况下

进行，也可能在较容易的情况下进行。假定在变化了的情况下，整

个说来再生产同一资本所需要的时间二倍于生产这些资本所花费

的劳动时间，或者相反，只需要这种劳动时间的一半，那么，只要货

币的价值永远不变，它以前如果值１００塔勒，现在就值２００塔勒，

或者，以前值１００塔勒，现在就只值５０塔勒。如果价值的这种增加

或减少同样影响到资本的所有部分，那么利润也同资本一样，现在

表现为多一倍的或少一半的塔勒。［利润］率仍然不变：５比５０，同

１０比１００或２０比２００一样。假定只有固定资本和原料的名义价

值提高了［或降低了］，在［预付］资本１００中它们占 ４
５，即８０，可变

资本是１
５，即２０。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从而利润，仍然表现为

［ —１００１］和以前一样的货币额。也就是说，利润率会提高或降

低。在第一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等于１０塔勒，是１００的１０％。但以

４９２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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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８０现在值１６０，也就是总资本等于１８０。１０∶１８０＝
１
８＝

１００
１８％

＝５５
９％，不再是以前的１０％。在第二种情况下，是４０而不是８０，

总资本等于６０，比率是１０∶６０＝ １
６＝

１００
６％＝１６

２
３％。不过，这种

波动要成为普遍的，就不能不影响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也就是

说，不能不影响可变资本，从而整个资本。而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

仍然不变，尽管利润量在名义上有所改变。｝

一般利润率决不会因为预付资本总价值的提高或降低而提高

或降低。如果预付资本表现在货币上的价值提高了，剩余价值的

名义上的货币表现也随之提高。［利润］率并不改变。在［预付资

本价值］降低的情况下，道理相同。

一般利润率的下降，只能由于：

（１）剩余价值的绝对量降低。相反，这个绝对量在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中有增长的趋势，因为它的增长与资本主义生产所发展

的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一致的；

（２）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下降。正如我们看到的①，利润

率总是小于利润率所表现的剩余价值率。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

比越大，利润率就越小。或者说，预付资本总额与其可变部分之

比越大，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部分越大，同一

剩余价值率就表现为越小的利润率。剩余价值表现为利润，即

Ｍ
（ｃ＋ｖ），ｃ的部分越大，从而越是与剩余价值率

Ｍ
ｖ不同，这个量就越

小。因为，当ｃ＝０时，也就是 Ｍ
（ｃ＋ｖ）＝

Ｍ
ｖ时，

Ｍ
（ｃ＋ｖ）就达到了最大限

度。

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规律就在于（见舍尔比利埃１７７等

５９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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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可变资本，即用于支付工资，支付活劳动的那部分资本——

资本的可变部分——同资本的不变部分相比，即同用于固定资本

以及用于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流动资本的那部分资本相比不断地降

低。正如我们看到的１７８，相对剩余价值的整个发展，即劳动生产力

的整个发展，也就是资本的整个发展就在于：必要劳动时间，从

而与劳动相交换的资本的总额会由于下述原因而减少，即通过分

工，使用机器等等，通过协作和由此造成的价值量和不变资本量

的增加，会产生出更多的剩余劳动，而预付在劳动上的资本却减

少了。

由此可见，由于可变资本与资本总量之比的减少，利润率也

就下降，也就是说，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越小， ［ —

１００２］剩余价值与资本总量之比也就表现得越小。

例如，如果在印度的生产中，作为工资支付的资本与不变资本

之比等于５∶１，在英国等于１∶５，那么很清楚，印度的利润率必然

高很多，尽管那里实际上实现出来的剩余价值少得多。我们以［总

资本］５００为例。如果可变资本等于５００５＝１００，剩余价值是５０，那

么，剩余价值率就是５０％，利润率就只是１０％。相反，如果资本的

可变部分是４００，剩余价值率只是２０％，那么，４００就可得到８０，对

资本５００来说，利润率是８０∶５００，即８∶５０，或１６∶１００。因此是

１６％。（１００∶１６＝５００∶８０或５０∶８＝２５０∶４０或２５∶４＝１２５∶

２０；２５×２０＝５００；４×１２５＝５００。）所以，即使在欧洲劳动被使用的

强度二倍于印度，印度的利润率与欧洲的利润率之比为１６∶１０＝

８∶５＝１∶ ５
８；也就是１∶０．６２５（５∶８＝０．６２５；６２５∶１０００＝１２５∶

２００＝２５∶４０＝５∶８。）这是因为在印度，总资本的４
５用来交换活劳

动，在欧洲只用１
５。如果在利润率高的这类国家里，实际的财富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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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那是因为劳动生产力低，而这种劳动生产力恰好表现在这种高

利润率上。［剩余价值率］２０％是劳动时间的１
６。因此，印度只能供

养１
６不直接参加产品生产的人口，而在英国［剩余价值率］是

５０％，有１
３即有多一倍的人口不工作而生活

１７９
。

可见，一般利润率下降的趋势等于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也就

是等于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相交换的比例的提高。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表现在已经生产

出来的生产力的大小上，表现在新的生产借以进行的那些生产条

件的价值规模和量上，即表现在已经积累起来的生产资本的绝对

量上。第二，它表现在支付工资的资本与总资本相比相对缩小上，

也就是表现在较大资本的再生产和使用所需要的活劳动，即大规

模生产所需要的活劳动的相对缩小上。

这同时意味着大量的资本积聚在少数的点上。同一笔资本，当

它在一个人手中雇用１０００名工人在一起工作的时候，它就是大

的，当它分散在５００个人手中，每人雇用两个工人的时候，它就

是小的。

资本的可变部分对不变部分或对总资本的比例较大，如象上

述例子那样是５∶１，这种情况表明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一切手段没

有被使用，一句话，社会劳动力没有发展，因而较多的劳动量生

产出来的东西较少，［ —１００３］而在相反的情况下，（相对）较

少的劳动量生产出来的东西较多。

固定资本的发展（它本身也造成用于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流动

资本的发展）（见西斯蒙第１８０）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特殊标志
１８１
。

这种发展直接包括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减少，也就是活劳动量的

减少。这两者是一回事。这种情况在农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

７９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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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里减少不仅是相对的，而且是绝对的。

｛ 亚·斯密对于通过竞争压低一般利润率所作的解

释１８２，——假定只有资本家和工人互相对立着，或者，假定不考虑

剩余价值在各个阶级之间的进一步分配，——可以归结为，利润

的下降不是因为工资的提高，但是可以说，工资的提高是因为利

润的下降，因此，从结果来看，与利润的下降相适应的是工资的

提高——这同李嘉图完全反过来的解释是一样的１８３，在李嘉图那

里，利润的下降是因为工资变贵等等，或者如凯里１８４所说，利润的

下降不仅是因为生产费用（交换价值）提高，而且是因为工资的

使用价值提高。利润往往由于资本之间的竞争——即资本之间在

劳动需求方面的竞争——而下降，这一点为所有的经济学家所承

认（见李嘉图１８５）。亚·斯密的解释——如果他不是单纯谈论产业

利润的话——会使这一点上升为一条与他自己阐述的工资规律完

全相反的普遍规律。｝

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两个方面：表现在剩余劳动的增加，即

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上；还表现在与活劳动相交换的资本组成部

分同资本总量相比的减少上，即同进入生产的资本总价值相比的

减少上。（见剩余价值，资本等等１８６）或者换一种说法，表现在对

使用的活劳动进行较大的剥削上（这种情况来源于活劳动在一定

时间内生产出较大量的使用价值；从而缩短了再生产工资所需要

的时间，延长了资本家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劳动时间），也表现在

普遍使用的活的劳动时间相对量的减少上，也就是表现在活的劳

动时间量与推动它的资本相比的减少上。这两种变动不仅齐头并

进，它们互相制约，并且不过是同一规律所表现的不同形式和现

象。然而，就利润率来看，它们按相反的方向发挥作用。利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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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对总资本的关系，利润率是按照资本的一定尺度，例如

按百分比来计算的这个剩余价值的比率。然而，剩余价值，——

作为总量，——第一，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第二，由按照这个率

所同时使用的劳动的量决定，或者同样可以说，由资本可变部分

的量决定。从一方面看，剩余价值率提高，从另一方面看，同这

个率相乘的数字（相对）下降。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使所雇用的

劳动的必要部分（得到支付的部分）减少，它同时提高剩余价值，

因为它提高这个剩余价值的率，换句话说，它提高剩余价值的百

分比。然而，随着它使受既定资本雇用的劳动的总量减少，它就

使同剩余价值率相乘的数字即剩余价值的量减少。

剩余价值既由表现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比的率决定，又由

所使用的工作日的量（数字）①决定。不过，后者——或者说资本

的可变部分——与投入的资本相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

如果Ｃ＝５００，ｃ＝１００，ｖ＝４００，Ｍ＝６００，而Ｍ
ｖ＝

６０
４００＝１５％，

那么利润率等于６０５００＝１２％。［ —１００４］其次，如果Ｃ＝５００，ｃ

＝４００，ｖ＝１００，Ｍ＝３０，而
Ｍ
ｖ＝

３０
１００＝３０％，那么利润率等于

３０
５００＝

６％。剩余价值率增加一倍，利润率减少一半。剩余价值率精确地

表现劳动被剥削的率，而利润率则表现活劳动按既定的剥削率被

资本使用的相对量，或者说，表现支付工资的资本即可变资本与

预付资本总额之比。

如果Ｃ＝５００，ｃ＝４００，ｖ＝１００，那么要使利润率等于１２％或

利润等于６０，剩余价值就必定是６０，而Ｍ
ｖ必定是

６０
１００＝６０％。

可见，为了使利润率保持不变，剩余价值率（或劳动受剥削的

９９２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① 在手稿中“（数字）”一词写在“量”这个词的上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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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率）就必须随着预付在劳动上的资本量即可变资本量的相对下降，

或者说，随着不变资本量的相对增长，以相同的比例增长。从一种

唯一的情况就可以明确地看出，这种情况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是

可能的，反过来宁可说，占统治地位的必定是利润下降的趋势——

或者说，剩余价值额随着剩余价值率的增长而相对下降——这一

点已为经验所证明。资本新再生产和生产出来的价值部分等于被

资本在它的产品中直接吸收的活劳动时间。这些劳动时间的一部

分补偿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时间，另一部分是在此以外的无酬的

余额，即剩余劳动时间。但是，这两部分共同组成生产出来的价值

总量，而只有所使用的这些劳动的一部分构成剩余价值。如果正常

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那么，２个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所追加的决

不会多于２４个小时（从事较高级劳动的工人也决不会多于这样一

个数字：２４小时乘以表现他们的工作日对简单工作日之比的那个

数字），这２４小时中有一定的部分补偿工人的工资。他们生产出来

的剩余价值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是这２４小时中的一个相应部分。如

果既定量的资本（与资本的既定量成比例）不再雇用２４个工人，而

只雇用２个工人，或者说，在旧的生产方式下，既定量的资本需要

２４个工人，现在在新的生产方式下只需要２个工人，那么，如果在

旧的生产方式下剩余劳动等于总工作日的 １
１２，或等于［２４个工人

中每人］１小时，生产力的任何提高都不能使——不管他们如何提

高剩余劳动时间的率——２个工人所提供的剩余价值量同旧生产

方式下的２４个工人提供的一样多。就生产力的发展和利润率没有

按比例这样厉害地下降来看，对劳动的剥削大大加剧了，而令人惊

异的并不是利润率下降，而是它没有更大幅度地下降。这种情况一

方面可由在资本竞争篇考察的那些原因来说明，另一方面，总的说

００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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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是由于：迄今为止一些部门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被其他部门生产

力很缓慢的发展所抵销或受到限制，因此，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

一般比例的下降——从社会总资本来看——同某些特殊生产领域

中明显看到的这种下降并不保持一致。

总起来说，平均利润率的降低表明：劳动或资本的生产力提

高，从而一方面对所使用的活劳动的剥削加剧了，［另一方面］以

一定量的资本来计算，按照提高了的剥削率所使用的活劳动的数

量相对减少了。

从这一规律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的积累会下降，或者说，利

润的绝对量（从而表现为利润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不是相对

量）会下降。

［ —１００５］让我们沿用上面的例子①。当不变资本仅仅是

预付总资本的１
５时，这种情况表明生产力的发展处于低级阶段，表

明生产规模有限，资本小而分散。一笔这样的资本５００，带来１５％

的剩余价值（可变资本为４００），提供数额为６０的利润。［不变资

本与可变资本］相反的比例则表明生产规模大，生产力发展，协

作，分工和大量使用固定资本。我们假定有一笔２０倍的这样的资

本，那么，５００×２０等于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中６％的利润就是６００（或

者说，如果可变资本等于２０００，剩余价值是３０％）。因此，一笔

１００００的资本在利润为６％时比一笔５００的资本 ［在利润率为］

１２％时积累得要快。一笔资本实现的 ［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４００，

另一笔实现的是２０００，因而［必要］劳动时间的绝对量５倍于前，

尽管比例于资本的量，或者说比例于资本的一个既定额例如１００，

１０３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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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使用的 ［必要劳动］时间少
３
４ （见李嘉图的例子

１８７
）。

在这里象在整个叙述中一样，我们完全撇开了使用价值。很

明显，在资本的生产率较高的情况下，同一价值在生产力较高的

阶段比生产力较低的阶段表现为大得多的使用价值量，因而为人

口的，从而为劳动力的更迅速得多的增长率，提供了物质条件

（见琼斯１８８）。

随着利润率的这种下降，资本的最低额——或者说生产资料

积聚在资本家手中所需要的水平——提高了，一般说来，这种最

低额是生产地使用劳动所需要的，是既包括剥削劳动，又包括只

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某种产品所需要的。同时积累即积聚

也增长了，因为具有较低利润率的较大资本比具有较高利润率的

较小资本积累得更迅速。这种不断增长的积聚达到一定的水平，又

使利润率发生新的下降。因此，大量小的分散的资本是乐意冒险

的。由此就发生危机。所谓的资本过剩，始终只是指不能通过资

本的数量来抵销利润率下降的那种资本的过剩（见富拉顿１８９）。

但是，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力量，资本所以被生产出

来，只是因为它能够和利润一起被生产出来。因此，英国的经济

学家为利润率的下降而忧虑不安。

李嘉图已经注意到，在利润率下降的情况下，利润量的增长

并不是绝对的，而可能的情况是：尽管资本在增长，利润量本身

却能够下降。令人奇怪的是，他没有把这一点作总的概括，而是

仅仅举了一个例子１９０。然而事情是很简单的。

［资本］５００按２０％ ［的利润率］计算时得到利润１００。

［资本］５０００按１０％［的利润率］计算时得到利润５００，可是

５０００按２％ ［的利润率］计算时只得到利润１００，并不比５００按

２０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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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的利润率］计算时得到的多，而如果按１％［的利润率］计

算，就只得到利润５０，也就是只有５００按２０％［的利润率］计算

时得到的一半。总起来说，只要利润率的下降比资本的增长慢，那

么利润量从而积累率就提高，尽管利润相对下降。

如果利润下降与资本增长的程度相同，那么，尽管资本增长，

利润量，——从而积累率，——仍然象利润率较高而资本较小时

一样。最后，如果利润率以大于资本增长的比例下降，那么利润

量，从而积累率，也随着利润率而下降，而且降得比生产不太发

达而利润率较高的相应的不发达生产阶段还低。

［ —１００６］｛除了使用价值决定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或

者决定资本（如固定资本）的性质以外，我们没有考察使用价值，

因为我们考察的是资本一般，而不是资本的实际运动或竞争。但

是，这里可以顺便说一下，处于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和降低了利润

率的较高阶段的这种生产，是大规模生产，因此，以消费使用价

值为前提，并因而不断地周期性地导致生产过剩，而生产过剩通

过市场的不断扩大而周期性地得到解决。生产过剩不是因为缺乏

需求，而是因为缺乏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这是因为，这个过程以

规模越来越大的无产阶级为前提，因而就大大地限制并越来越限

制超过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而这个过程又同时造成需求范围的

不断扩大。马尔萨斯说得对：工人的需求从来不会使资本家满

足１９１。资本家的利润恰好在于工人的贡献超过工人的需求而形成

的余额。每一个资本家实际上在对自己工人的关系上感到了这一

点，只是对购买他的商品的别人的工人没有感到这一点。对外贸

易，奢侈品生产，国家的挥霍（国家支出的增加等等），固定资本

的大量花费等等，阻碍着这个［生产过剩的］过程。（所以，马尔

３０３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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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查默斯等人把高薪闲差，国家的和非生产阶级的挥霍宣布

为灵丹妙药１９２）令人奇怪的是，同一些经济学家承认周期性的资本

生产过剩（周期性的资本过剩是一切现代经济学家所承认的）而

否认周期性的商品生产过剩。似乎极简单的分析并没有表明：这

两种现象不过是在不同的形式上表现出来的同一二律背反。｝

这种 ［利润率下降的］单纯可能性使李嘉图（同样使马尔萨

斯和李嘉图学派）忧虑不安，这恰恰证明李嘉图对资本主义生产

的条件有着深刻的理解１９３。李嘉图被谴责为对“人”漠不关心，在

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只看到生产力的发展，而不管这种发展以怎

样的牺牲为代价，——不顾及分配，从而不顾及消费，——这恰

恰是李嘉图最有意义之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

任务和权利。正因为如此，资本无意之中为一个更高的生产方式

创造物质条件。这里李嘉图所不安的是，利润——资本主义生产

的刺激力和积累的条件以及积累的动力——受到生产的发展规律

本身的危害。而数量关系在这里就是一切。

在这里他所预感到的东西事实上有其深刻的原因。这里以纯

经济的方式，从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出发，表明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界

限，表明了它的相对性，即它不是绝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历史的

并与一定的物质生产条件的有限发展时代相适应的生产方式。

为了使这个重要问题得出决定性的结论，事先必须研究：

（１）随着固定资本，机器等等的发展，追求过度劳动，追求

延长正常工作日的欲望，简言之，追求绝对剩余劳动的欲望在增

长，恰恰是随着进行相对剩余劳动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长，这

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２）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利润——从单个资本的角度来看等

４０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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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怎样表现为必要的生产条件，因而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绝

对生产费用呢？

（如果我们拿剩余价值来看，那么，对于剩余价值来说，可变

资本越小，剩余价值率就越大，可变资本越大，剩余价值率就越

小。［剩余价值率］ｍ
ｖ的提高或降低与ｖ的提高或降低成反比。如

果ｖ等于０，那么剩余价值率最大，因为完全不需要把任何资本花

费在工资上，完全不需要对劳动支付报酬就可以占有无酬劳动。相

反，如果ｃ等于０，即利润率等于［ —１００７］剩余价值率，如

果完全不需要支出不变资本ｃ就可以把可变资本ｖ用在工资上，

并实现剩余劳动，那么，表现形式 ｍ
（ｃ＋ｖ）或利润率就最大。可见，表

现形式 ｍ
（ｃ＋ｖ）的提高或降低同ｃ的提高或降低成反比，也同ｖ的提

高或降低 ［成反比］。

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比越小，剩余价值率就越高。可变资

本与总资本之比越大，利润率就越高，而不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

越小，也就是说，在这个比例中不变资本构成的总资本部分比可

变资本小，那么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就越大。然而总资本与可

变资本之比，从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之比越大，可变资本与总

资本之比就越小。

如果ｍ＝５０，ｖ＝５００，ｃ＝１００，那么，ｍ′＝
５０
５００＝

５
５０＝

１
１０＝１０％，

而ｐ′（利润率）＝ ５０
６００＝

５
６０＝

１
１２＝８

１
３％。

这样，ｖ越小，
ｍ
ｖ就越大，而在ｍ已定的情况下，ｖ［对于总

资本来说］越大，并且ｃ越小，就越大；但是，如果ｃ增加，
ｍ

（ｃ＋ｖ）

就提高。如果现在ｃ增加了二倍，
ｍ
ｖ变成了

３ｍ
ｖ，那么［利润率］就

等于 ３ｍ
（ｖ＋３ｃ）；如果ｖ与Ｃ之比原来是ｖ∶（ｖ＋ｃ），那么现在的比例

是ｖ∶（ｖ＋３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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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ｖ＝
Ｃｖ
（ｖ＋ｃ）＝

Ｃ

（１＋ｃｖ

； ［现在是：］ Ｃｖ
（ｖ＋３ｃ）＝

Ｃ

（１＋３ｃｖ

。

如果ｍ本身的量大于ｖ，同时ｃ增加了，也就是ｖ小于ｃ＋ｖ，

也就是说，如果由于使用较多的不变资本，剩余价值率按可变资

本与总资本之比下降的同一程度而提高，那么利润率仍然不变。

原来是 ｍ
ｃ＋ｖ＝ｐ′。现在是

３ｍ
３ｃ＋ｖ＝ｐ′。

首先人们要问， ｍ
３ｃ＋ｖ比

ｍ
ｃ＋ｖ少多少？

  ｍ
ｃ＋ｖ－

ｍ
３ｃ＋ｖ＝

ｍ·（３ｃ＋ｖ）－ｍ（ｃ＋ｖ）
（ｃ＋ｖ）（３ｃ＋ｖ）

  ＝ｍ·（３ｃ＋ｖ－ｃ－ｖ）（ｃ＋ｖ）（３ｃ＋ｖ） ＝
ｍ（２ｃ）

（ｃ＋ｖ）（３ｃ＋ｖ）

［ —１００８］假定剩余价值等于１２０，可变资本等于６００。在

这种情况下，ｍ′或剩余价值率等于
１２０
６００＝２０％。如果不变资本等于

２００，那么ｐ′＝１２０
８００＝

１２
８０＝

３
２０＝１５％。如果现在不变资本增加了二

倍，从２００增加到６００，其他一切都保持不变，那么ｍ′仍然和以

前一样等于２０％，但是ｐ′现在等于
１２０
１２００＝

１２
１２０＝

６
６０＝

３
３０＝

１
１０＝１０％。

利润率从１５％下降到１０％即下降１
３，而不变资本增加了二倍。可

变资本原来是总资本的６００８００，现在是
６
８＝

３
４，仅仅是

１
２或

２
４，也就

是说，［它与总资本之比也］减少了１
３。

但是，如果剩余价值由于不变资本增加了二倍而增加二倍，即

从１２０增加到１２０×３＝３６０，那么ｍ′现在等于
３６０
６０＝

６０３６
６０＝

６
１０＝

３
５＝

６０％，但是ｐ′等于３６０１２００＝
３６
１２０＝

６
２０＝

３
１０＝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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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因为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原来是６００∶８００＝
６
８或

３
４，现在是

６００
１２００或

１
２，所以这意味着，这个既定的比例按照

１
２∶

３
４

＝ ２
４∶

３
４＝２∶３的比例降低了，也就是降低了

１
３。可见，［为了使

利润率保持不变］，剩余价值同样必须只增加１
３，而不是增加二倍；

１２０
３＝４０；１２０＋１２０的

１
３＝１２０＋４０＝１６０。［剩余价值率等于］

１６０
６００＝

４
１５＝２６

２
３％

１９４
。［ —１００８］①

［ —１００９］ｍ＝１２０；ｖ＝６００；ｃ＝２００；ｍ＝
１２０
６００＝２０％；ｐ

＝１２０
１２０８００＝１５％。

ｍ＝１２０；ｖ＝６００；ｃ＝２００；ｍ′＝
１２０
６００＝２０％；Ｐ′＝

１２０
１２００＝１０％。

１５∶１０＝３∶２＝１∶ ２
３。也就是说，ｐ 减少了

１
３，ｃ增加了二倍，总

资本从８００增加到１２００，即增加了１
２；最后，原来的

ｖ
ｃ是６００∶

２０。现在ｃ增加了二倍，也就是ｖ与ｃ相比减少了
２
３。最后，原来

的ｖ比ｃ是６００∶８００＝６∶８＝３∶４，即ｖ＝
３
４ｃ。现在这个比是６００

∶１２００＝６∶１２＝２∶４；ｖ＝
１
２Ｃ或

２
４Ｃ；也就是ｖ∶Ｃ降低了

１
４。

为了使利润率保持为１５％，剩余价值必须从１２０增加到１８０，

即增加６０（而６０∶１２０＝１∶２），所以是增加１
２。其次，ｍ 从

１２０
６００或

２０％ ［增加］到１８０６００或３０％，即又增加了一半。

剩余价值 ［率］应该按照总资本从８００增加到１２００即增加

５０％的比例增长，因此是从２０％增长到３０％。原来ｖ与总资本之

比是３
４，现在等于

２
４。然而

３
４×２０＝

２
４×３０，也就是等于１５％。｝

｛很明显，可变资本，从而工人的绝对人数，能够不断地绝对

增加，尽管就它对总资本的比例来说，从而对固定资本的比例来

说，这些量不断地减少。由此产生了荒谬的争论：机器是否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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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手稿第１００８页的下半页上，写满了与上述比例有关的数字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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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人人数。在采用机器的初期，它们几乎总是减少工人人数，但

不是在采用机器的领域内，而是压倒那些处在较早生产发展阶段

上的从事同种劳动的工人。例如，机器纺纱工排挤手工纺纱工，机

器织布工排挤手工织布工，等等。但是，在使用机器的工业部门，

工人人数｛虽然男工在很大程度上被女工和少年工所排挤｝能够

不断地绝对增加，尽管相对地减少。｝［ —１００９］

［ —９９５］首先，我们来比较一些事实。

Ｃ＝ｖ＋ｃ；ｍ是剩余价值；ｍ′是剩余价值率；ｐ′是利润率；ｍ′

＝ ｍ
ｖ；Ｐ＝

ｍ
ｃ或

ｍ
（ｃ＋ｖ）。

（ａ）于是，Ｃ＝８００；ｃ＝２００；ｖ＝６００；ｍ＝１２０。在这种情况

下，ｃ＝
１
４Ｃ（

８００
４＝２００），ｖ＝

３
４Ｃ（

３
４×８００＝６００）；ｍ＝

１２０
６００＝２０％。

如果不变资本ｃ从２００增加到６００，即增加了二倍，那么总资本Ｃ

就从８００增加到１２００，即增加５０％。

因为ｃ＝
１
４Ｃ，所以它由于增加了二倍而从

１
４增加到

３
４，即增

加了２
４［Ｃ］。总资本现在等于

３
４Ｃ＋

３
４Ｃ＝

６
４Ｃ。所以，它增加了［

２
４

Ｃ］。原来［ｖ是］３４Ｃ（＝６００）。所以，它由于增加了二倍而从
３
４Ｃ增

加到 ９
４［Ｃ］，从６００增加到１８００，总资本增加到２０００（［＝

１０
４］Ｃ）；

可见，和原来的资本 ６
４Ｃ＝１２００比较起来，总资本增长到１２００＋

８００＝２０００。因此，总资本由于不变资本ｃ的一定增加而［增加］多

少，取决于原来的比例ｃ∶Ｃ，这个比例同时能够由一定的比例ｃ∶

ｖ［……］①来表现。因此，比例ｃ∶ｖ或比例ｃ∶Ｃ＝ｃ∶（ｃ＋ｖ）越大，

总量Ｃ通过［ｃ的增加］也就增加得越多，利润率也就越是下降，剩

余价值率必须增长得越多，才能使利润率保持不变。

在剩余价值率已定的情况下，总资本的增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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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这种情况下，Ｃ从８００增加到１２００，不变资本ｃ从

２００增加到６００，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增加了二倍，总资本增加到

［６４，即］增加５０％，那么，剩余价值率或ｍ 仍然等于２０％，而

ｍ等于１２０。但是ｐ＝
１２０
１２００＝１０％。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 ［都没

有改变，而利润率］从１５下降到１０，即下降了１
３或３３

１
３％。利

润率降低了３３１
３，［而总资本］增加了５０％，这个差别是从哪里

来的呢？它的产生是因为，利润率与两个相比的资本的量成反比。

［……］①或１２００。资本以８００∶１２００＝２∶３的比例增长，也就是以

２∶（２＋１）的比例增长，或者说增加了５０％。利润率正相反，它

的比率从１２０８００下降到
１２０
１２００；换句话说，

１２０
８００∶

１２０
１２００＝３∶２，因此，下降了

１
３或３３

１
３％。

因此，在可变资本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的下降直接决定于

总资本的增长。它的下降与资本的增长成反比。如果资本增长的

比例是２∶３，利润率下降的比例就是３∶２。其次，在可变资本不

变的情况下，总资本只能由于不变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但是，不

变资本一定的增加能够引起总资本多大程度的增加，取决于原来

的比例ｃ∶Ｃ。这种反比例部分地说明，为什么即使剩余价值率不

变，利润率也不按资本增加的同一比例下降。如果２增加到４，那

就是增加了１００％。如果４下降到２，那就是下降了５０％。

（ｂ）如果在上述第二种情况下利润率保持不变，那么利润，从

而剩余价值，必须从１２０增加到１８０，即增加６０或１２０的１
２，增

加原数量的一半。所以，剩余价值必须按总资本增长的同一比例

增长，即增长５０％，也就是说，按照比剩余价值不变时利润率下

降的比例更高的比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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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变资本ｃ增加到１２００，而不是增加到６００，那么总资本

就增加到１８００，因为ｃ增加了１０００，也就是［对于原有的总资本

量来说］增长了１２５％。［要使利润率］保持不变，与利润额相等

的剩余价值额必须增加到２７０。而２７０∶１２０意味着增加了１５０，或

对于１２０来说，增加了１２５％。（１２０∶１２０是１００％，而３０∶１２０

是１
４或２５％（４×３０＝１２０）。［……］

①）

（ｃ）ｍ′和剩余价值在上述（ｂ）项情况下如何增长呢？

剩余价值率原来是１２０６００＝２０％，或等于可变资本的
１
６。如果

［在第二种情况下］资本增加到１２００，或ｃ增加了二倍，那么，

［剩余价值率在利润率不变的前提下增长］到１８０６００或３０％。在第三种

情况下总资本增加到１８００，［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来说 ［增加］

到２７０６００＝
９
２０，即增加到４５％。［在第二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从

２０％增加到３０％，即增长了５０％，——恰好和总资本在这种情况

下增长的百分比一样，——而 ［在第三种］情况下，绝对剩余价

值，或 ［剩余价值率］从２０％增加到４５％，即多出了２５。但是，

２５∶２０是１１
４；（２０＋２０的

１
４或＋５），就是说，剩余价值率增长

了１２５％。｛这个 ［例子］只与增长量的增长 ［有关］，与这些量

本身的相互比例无关。｝因此，剩余价值率必须直接按总资本增长

的［同一比例增长］，或者说按绝对剩余价值必须增长的同一比例

增长，利润率才能在 ［总资本］增长时保持不变。

在第一种情况下，总资本是８００时，可变资本是６００，即１
４Ｃ；

不变资本等于２００，即３
４Ｃ。

在第二种情况下，总资本是１２００时，可变资本是６００，即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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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不变资本等于６００，即２
４Ｃ。

在第三种情况下，总资本是１８００时，可变资本是６００，即 １
３

Ｃ；不变资本等于１２００，即
２
３Ｃ。

如果在总资本是３６００时可变资本是６００，即等于１
６Ｃ，不变资

本等于３０００，即 ５
６Ｃ，那么，剩余价值或利润，［在利润率不变的

情况下］必须增加到５４０。剩余价值率等于５４０６００，
９
１０或９０％，与２０％

相比［就是多出了］７０。而７０与２０之比是３５０％。资本的增长是

３６００—８００＝２８００，同样［是３５０％］。在这种情况下，剩余劳动是

总工作日的 ９
１０也就是说，１０小时的工作日中有９小时是剩余劳

动。［……］①［ —９９６］［……］
①
虽然［在上述例子中剩余价值

率的增长］与总资本在可变资本不变情况下的增长完全一致，

［——在剩余价值率不变时］利润率在同一价值表现中变动，但是，

同 ［总］资本 ［价值的］提高或降低成反比。如果资本从２增加

到４，那么利润率就按照４∶２的比例降低。资本增长了１００％，

［利润率降低了５０％］，而在可变资本不变时表现为相同比例的剩

余价值率，并不象 ［总］资本那样增长，或者说，可变资本 ［并

不象］总资本［增长那样下降］。根本没有任何合理的理由，可以

使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精确地保持同一的数字比例。［这里只是表现

出］相对剩余价值在增长，并且它的增长与可变资本的降低成比

例。［……］①，但是，［劳动］生产力，从而剩余劳动，并不按这

种比例下降的同一比例增长。［……］①我们假定，１个人能够生产

９０个人生产的那么多使用价值。他一天生产的价值从来不会多于

等于１２小时的平均价值，并且剩余价值始终不会多于１２小时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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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这里的ｘ代表生产他自身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剩余价值

［……］①产生于他本身参加劳动的那段劳动时间，而不是产生于

他所补偿的那些工作日。如果９０个人每天只提供１
２的剩余时间，

那么，［这个剩余时间总共是４５］小时。如果一个人只需要１小时

的必要劳动时间，那么，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提供多于１１小时

的剩余价值。［……］①二重的过程。他增加了工作日的剩余劳动时

间，但也减少了这些工作日数。［……］①资本。第二，生产力的发

展是不平衡的；某些工业部门生产效率甚至可能较低，［……］①但

是，生产力的发展是由资本的一般生产率决定的。

［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首先［可能发生在］生产水平保持不

变，生产力同它已有的［水平］相比没有发生显著变革的场合。我

们假定有两笔资本，一笔资本等于１０００，［利润率为］１０％，它生

产出１１００的价值，一笔资本例如等于８００，其中ｖ＝６００，ｃ＝２００，

而剩余价值＝１６０，利润率等于２０％。这样，１０００００的资本会产

生 ［……］① ［假定这后一资本的可变资本部分］不是
３
４，而只是

１
６（

３
４＝

１８
１４，而

１
６＝

４
２４），就是说，它使用的可资本相对地少了

１４
２４

或７
１２。［……］

①还是５０００。它的可变资本和它所使用的活劳动总起

来说是１６６６６４
６，即几乎还是比第一种情况下大２７倍。可是，在

剩余价值 ［不变］时，利润率由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决定。在

单利 ［每年为５％］的情况下，１０００００镑过２０年后就增加到

２０００００镑，而８００镑［资本］利息为２０％的情况下，它的积累过

二十年后只是３２００（１６０×２０）。再过２０年，２０００００在利息为５％

的情况下，变成４０００００。另一笔资本［３２００］在利息为２０％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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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只达到１２８００。

（α）通常｛关于例外情况，即关于劳动的强化，因而关于事

实上劳动借助机器而增加的情况，见剩余价值部分１９５｝，机器只

创造相对剩余价值，其途径是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延长剩余

劳动时间。这一成果是借助直接或间接进入工人消费的商品变便

宜而达到的。

剩余价值是由两个要素创造的。第一，是单个工人每日的剩

余劳动。这种劳动决定剩余价值率，从而也决定可变资本由于同

活劳动交换而增殖的比例。第二，是同时受资本剥削的工人人数，

或同时存在的工作日数。

如果剩余价值率已定，那么剩余价值量——作为独立量的剩

余价值本身——就取决于雇用的工人人数。如果雇用的工人人数

［和同时存在的］工作日［数］已定，那么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剩

余价值率。

［机器具有］按彼此相反的两个方向影响剩余价值两个要素的

明显趋势。它们会提高 ［剩余价值］率和减少工人人数｛无论如

何是相对地减少，是对一定数量的资本而言的减少，例如表现为

百分比｝，［这些工人的］工作［日］按照提高了的率而得到利用。

［我们假定１２个工人］每人每日提供１小时剩余劳动。由于

使用机器，６个工人每人每日应当提供两小时剩余 ［劳动。在这

种］场合，６个工人提供１２小时剩余劳动——和从前１２个工人所

提供的一样多。１２个工人每天 ［工作］的那些时间，［在假定正

常］工作日为１２小时［的情况下，就可以］认为是长度为１４４小

时的一个总工作日，其中 ［１３２小时为必要劳动］时间，１２小时

３１３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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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为剩余劳动时间。在第二种场合，总工作日为７２小时，其中６０小

时为必要劳动时间，［１２小时为剩余劳动时间］。因为现在在７２小

时的总工作日中包含的剩余劳动和１４４小时的工作日一样多，所

以，这１４４小时中的［７２小时，或者说６个工人］，现在对于生产

１２小时的剩余价值来说，［就成为无用的，］多余的了。因此，他

们由于使用机器而被排挤出去。

构成一切相对剩余价值基础的 ［过程］，是通过 ［缩短必要］

劳动时间来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不过，以前只是涉及单个工人

的工作日的过程，现在适用于由同时雇用的工人的工作日数组成

的 ［总工作日］。［劳动时间的］缩短现在采取了 ［解雇工人的形

式］。在第一种场合，劳动小时的总数不变。改变的只是这个总数

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在［……］①之间的划分。而现在，改

变的不仅是划分，而且还有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总数。

为了［提供］２小时剩余劳动，自从使用机器时起，例如，长度

为１４４小时的总工作日就不是必要的了，它的［缩减］会排除过剩

的、无用的劳动。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凡［创造剩余价值］所不

需要的，从而只是再生产工人自身所需要的一切劳动，都是无用劳

动，即非生产劳动。在上面举的例子中，７２［小时劳动］即６个工作

日［是必要的］。这就意味着１２个工人中的６个工人被解雇。在第

一种场合，［总工作日的］大小（［以及］它所包含的小时［数］）不变。

改变的只是它们的划分。在第二种场合，这个大小发生了变化，［所

耗费的劳动时间］总数［以及］它的划分发生了变化。可见，在第一

种场合，价值不变，剩余价值增大。在第二种场合，产品中物化的劳

动时间发生变化，同时剩余价值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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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简单协作和分工。象在使用机器的场合那样，在对产

品的关系上会发生 ［……］①。［……］
①
［ —９９７］在使用机器

的条件下，（对于一定资本来说）会发生［工人人数的］绝对减少。

在某些生产部门，例如在农业中，也不断［发生上面这种］减少；

这种减少并不象其他生产部门那样受到如下情况的抑制：在 ［必

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形成新的比例的情况下，［不仅］能够把以前

的工人人数顺利地吸收进来，甚至能够把绝对量更大的 ［工人人

数］吸收进来，虽然相对量要小得多。

利润率如何变化，——甚至在上述场合，即在剩余价值率按

照工人人数减少的同一比例或 ［更大比例］提高，也就是说，一

个因素引起的减少由于另一个因素引起的增加而得到补偿，或得

到更大的［补偿］，可见，也就是在剩余价值量保持不变或甚至增

大的场合，——这取决于 ［……］①比例，取决于总资本各组成部

分的变化，或取决于发生这种变化的比例。［……］①资本所得到的

剩余价值只能由这个资本所剥削的那些工人生产出来，只能由

［……］①那些工人生产出来。社会，换句话说，整个资本家阶级，

通过它解雇的工人的游离来影响 ［……］①

随着使用机器的进展，［工人］人数 ［不应当］不变，相反，

人数必定减少，不言而喻，这可以看作是一般规律；这意味着

（对于一定的资本量来说）［工人］数量的减少 ［……］①，也就是

说，［工人］数量的减少不可能通过剩余价值率即剥削单个工人工

作日的 ［那个比率］的相应提高不断地得到平衡。

我们假定，５０个工人每人只提供２小时剩余劳动，那么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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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等于１００。其次，我们假定１个人代替了１０个

人，那么５个工人便代替了５０个工人。他们劳动时间的 ［总量］

等于５×１２＝６０小时；这就是他们的产品的总价值。他们创造的

剩余价值［……］①少于６０，因为这一价值等于６０减去必要劳动时

间。可见，这一价值更大大少于１００。结果，［剩余价值的减少］比

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的所使用的劳动绝对量的减少 ［即剩余价值率

的相应提高所不能补偿的减少］还要厉害，——这种情况发生在

如下一些场合，在那里，虽然剩余价值率提高了，但是剩余价值

减少了。［……］①剩余价值量——或者说所耗费的剩余劳动的总

量——的减少必然要引起机器生产的发展。这里［暴露出，］资本

主义生产同生产力的发展发生矛盾，它决不是生产力的绝对的

［……］①和最终的形式。

｛如果按照新的 ［剩余价值］率，雇用全部５０个工人，或者

也许只雇用２５个工人，那么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剩余价值率

——同上述场合相比就提高了。由此得出使用机器的规模的重要

性，以及机器所具有的尽可能多地占用工人人数的倾向和尽可能

少地支付必要工作日数的倾向。｝

（β）我们以资本６００为例，其中４００花在劳动上，２００花在不

变资本上：工具上５０，原料上１５０。上面的４００代表１０个工人。如

果所使用的机器的［价值］——连同原料——为５２０，而花在劳动

上的资本只有８０，那么１０个工人为两个工人所代替，或者说，５个

工人为１个工人所代替。预付资本总额不变，生产费用也不变。两

个工人每人劳动１２小时，所生产的剩余劳动时间［不比］１０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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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产的剩余劳动时间［多］，因为工资不变。但是，现在在改变了

的生产条件下所生产出来的商品，在某些前提下，变得便宜了，不

过前提是商品的［数量］没有增加，或者说，同一资本在新生产过程

条件下同以前相比，即同以前的生产过程条件下相比，没有生产出

更多的商品。因为加工的原料数量没有变，仍然象以前那样等于

１５０，所以机器的开支现在便从５０增加到３７０。｛也就是说：３７０花

在机器上，１５０花在原料上，８０花在劳动上；３７０＋１５０＋８０＝６００。｝

现在我们假定，所使用的这些机器的周转时间为１０年｛再生

产时间｝。为补偿机器的磨损，进入每年的商品中的价值是３７即

３７０
１０。商品的生产费用额｛在这里，不用考虑利润和剩余价值，因

为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未变｝现在等于３７＋１５０＋８０＝２６７。商品

的生产费用在以前的过程中等于６００，而且我们假定，进入这一过

程的工具（估价为５０）每年必须更新。于是商品价格便以２６７∶

６００的比例下降。商品的跌价只要进入工人的消费，就会引起再生

产工人所必需的劳动数量的减少，从而使剩余劳动时间延长。不

过在开始时，象在任何使用机器的场合一样，［使用机器的］资本

家 虽然比资本家 卖得便宜，却不会按照他的生产费用降低的

比例出卖。实际上这是在借助机器降低劳动生产费用时所预料到

的。［如果］工人得到和以前一样多的工资，那么，他们虽然可以

购买更多的｛他们自己生产的｝商品，不过多的程度不如他们的

劳动生产效率提高的程度。如果资本家用自己的商品向工人支付

报酬，那就等于他虽然在数量上给了工人更多的商品，但这个商品

量所表现的交换价值较少。即使撇开这层关系，考察经验的形式，

即资本家给他的总资本，给他的总资本中没有消耗的那部分加算

上利息（比如说５％）这种形式，结果也会是，给３００（第一年没有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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耗的资本部分）加算上５％，等于１５，而例如５％的利润也是１５，总

共为３０。这样，商品的价格就是２８０＋３０＝３１０，也就是说，几乎还

是比第一种场合的［预付总资本的价值］少一半１９６。

实际上花在固定资本上的只有３７［即大约５０］塔勒，花在原

料上的是１５０，劳动上的是８０，即［花在活劳动上的是］８０，［花

在物化劳动上的是］２００。总预付资本为２８０，其中８０用于工资。

以前是２００花在固定资本上，４００花在工资上，总共为６００。在第

一种场合，花在劳动上的资本同总资本之比为４００６００。在第二种场合

为８０２８０。在第一种场合，这个比例等于
２
３，在第二种场合等于

２
７。可

见，并不象起初年看到的１９７，在第一种场合是
２
３，在第二种场合是

２
１５；那时

３０
４５和

６
４５之间的差别意味着，第一种场合 ［预付资本中的

可变资本部分］比第二种场合多４倍。［实际上这个份额］从 ２
３变

到２
７，或从

１４
２１变到

６
２１，这就意味着，上述比例在第一种场合只比

第二种场合多１１
３倍。

①

但是，如果１个工人代替了１０个工人，那么花在机器上的资

本就［不是］从５０增加到３７０［象在２个工人代替了１０个工人的

场合那样］，而是增加到接近２０００，可见，总资本增加到２３００；这

样一来，现在每年为了补偿磨损就要在商品中包括进２０００１０＝２００。生

产费用等于２５０＋１５０＋８０＝４８０，连同等于２０００的１０％即２００的

利息和利润，共为６８０。结果，在这种场合，生产费用等于

［……］②

［ —９９８］［由此得出］两个结论。

［……］②［由于］固定资本的特殊周转时间——由于它的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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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进入产品价值的［……］①固定资本的相应部分比生产中

实际需要的固定资本小得多。只有它的磨损即它每年消耗掉的部

分才进入［产品价值］，因为只有这部分才真正处于流通中。可见，

如果资本和以前一样多，如果变化只发生在 ［固定］资本同花

［在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的比例上，那么产品就要降价，其最后

结果就是劳动的生产［费用减少］，因此，剩余价值率提高，即剩

余劳动时间增加。

［如果］资本和以前一样多，如果剩余时间也没有增加（也就

是说，原有的工资没有减少），［那么……］①按照固定资本周转时

间（再生产时间）减少的同一程度 ［……］①。

已转化为固定资本的原有资本相应部分 ［……］①，但是资本

应当 ［……］①，如果总资本增加了，那么这种增加的程度对工人

人数 ［……］①是必要的，在机器生产的商品比手工劳动生产的商

品贵的地方，会发生 ［……］①

［……］
①
假定少量工人生产的商品量不比不使用机器的 ［较

多］工人生产的 ［商品量］多，或者，假定同一资本使用机器时

［生产的］商品不 ［比］它以前不使用机器时生产的 ［商品多］。

［如果使用机器的两个］工人［中每人］所生产的比不使用机

器的１０个工人所生产的还多，那么他们也许能创造出以前２０个

工人所创造的那么多东西。［……］①总是一定的数量，但是也许超

出他们所排挤的数量。在这种场合，一个 ［工人］代替了

［……］①，也许只有在使用上述两个工人的场合才能得到使用。不

管怎样，预付在 ［机器上］的那部分资本必须增加一倍。这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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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资本量不是不变的。

不过，如果 ［固定］资本周转较慢，甚至在不增加原有资本

的情况下，从而在生产的商品不比从前多的情况下，都会使产品

变便宜，那么在另一种情况下就会更是如此。

这属于论生产费用的那一部分１９８，同样，上面关于剩余价值的

论述应当在《剩余价值》部分１９９中考察。

｛预付资本总量进入劳动过程，但是，进入价值形成过程或产

品价值的只是在劳动过程的一定期间内消耗的资本部分。（见马尔

萨斯２００）由此可见，如果使用同一资本５００进行生产，其中
４
５用于

不变资本，１５用于可变资本，那比起按与此相反的比例所进行的生

产来，生产的商品价值较小，或者说，生产的商品较便宜。（甚至利

润和利息按全部资本来计算，那么进入商品价值的仍然只是这个

资本的相应部分，而不是全部资本，就象在全部资本或这个资本的

大部分投在活劳动上的场合那样。）不过，利润是按照全部资本计

算的，就是说，还包括资本的未被消耗的部分。虽然就资本本身来

考察，资本未被消耗的部分不进入单个资本的产品价值，但是这个

部分在利润（利息）形式上进入资本主义生产的平均生产费用，因

为它形成平均利润的一个要素，因而形成计算的项目之一，资本家

就是根据这一种计算在他们中间分配资本的总剩余价值。｝

｛利润率取决于，或者说，无非就是剩余价值（作为绝对量来

看）同预付资本量之比。不过，剩余价值本身——即它的绝对量

——可能下降，尽管剩余价值率提高和显著提高。甚至剩余价值

率不管有怎样的提高，只要受机器排挤的劳动的价值 ［……］额

大于代替这种劳动的劳动的价值额，或者说，只要被排挤的工人

的剩余时间大于代替这些工人的工人的总劳动时间，剩余价值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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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就必然下降。如果５０个工人被５个工人所代

替（在正常工作日为１２小时的情况下），５０个工人每人提供的剩

余劳动时间是２小时，那么他们的剩余劳动时间或他们创造的剩

余价值就等于１００小时。总劳动时间或 ［５个工人］创造的价值

（即必要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等于６０小时。假定上述５个

工人提供的剩余时间多一倍，或提供的剩余价值多一倍，就是说

每人每日提供４小时。这样，５个工人提供的就是２０小时。剩余

价值率提高了１００％；剩余价值额或剩余价值本身只等于４×５＝

２０小时。这个剩余价值只是１００的 １
５，即５０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

值的２０％。但是，如果现在在新的［剩余价值］率下雇用１５个工

人，那么剩余价值额就增加到６０；如果雇用２０个工人，剩余价值

额就增加到８０，如果是２５个工人，就增加到１００。在新的［剩余

价值］率下，为了生产原有的 ［剩余价值］率下所生产的那么多

剩余价值，就要雇用以前半数的工人。但是，如果现在雇用５０个

工人，那么他们生产的就多一倍，即２００。不仅剩余价值率提高了

一倍，而且剩余价值本身也增加了一倍。｝｛我们假定，上述５个

工人按照以前５０个工人生产剩余价值时的比率生产剩余价值，也

就是说，剩余时间仅为１０小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生产以前的

剩余价值，就应当象以前那样使用５０个工人，虽然他们生产的商

品１０倍于前。这种情况发生在产品不进入工人本身消费的那些工

业部门中。在这里，利润只产生于：某一平均期间内的必要劳动

时间超过了使用新机器的资本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此，后者

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然而，这不同于纯粹的欺诈。他们高

于他们为商品花费的价值，高于普遍使用机器以前社会为商品花

费的价值来出卖商品。他们出头自己 ［工人的］劳动 ［……］①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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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劳动，直到 ［……］
①
购买劳动。在按照新的 ［剩余价值］率

［使用］工人时， ［固定资本］ ［和以前相比］也大大增加了。

［……］①剩余价值额不仅仅 ［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①。

在 ［剩余价值］率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取决于 ［雇用的］

工人人数；在使用机器的条件下，由于机器生产所固有的规律的

作用，通过固定资本的更有成效的使用、实行更好的分工和更好

的劳动联合，［剩余价值］也会提高。｝［ —９９８］

［ —１００９］［上接插入页的最后一页］

｛在后一场合，资本家出卖单位商品比在普遍保持原有生产

费用的情况下所能生产出来的商品便宜，他低于商品的平均价值

出卖，但是便宜的程度不会低于他本人低于商品的平均价值来生

产这一商品的程度。他出卖一小时、一天所生产出来的商品量｛

他用新的生产资料在同一时间内提供更大量的商品｝时高于它们

的价值，比它们所包含的一小时或一天的劳动时间要贵。如果他

用别人生产 ［例如］５码 ［布］时的生产费用生产了２０码，并且

低于平均价格（等于ｘ）的
１
５出卖这些布，那么，他就是高于商品

价值３
５出卖它们。如果２０码 ［布］值１０ｘ，资本家出卖它们得到

２０×４
５ｘ＝

８０
５ｘ＝１６ｘ，那么，他出卖这些布时所得到的比它们等于

１０［ｘ］的价值高出６［ｘ］。１０的
１
５是２，或者１０的

３
５等于６；对

资本家来说，２０［码布］值１０［ｘ］，或者２［码即１０的
１
５］值１

［ｘ］。在这里，［资本家］同他的工人们是怎样的关系呢？如果工

人仍得到以前那么多的工资，那么他们用自己的工资也会按照

［ —１０１０］已变便宜的商品进入他们消费的程度而得到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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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全体工人来说是种情况，其中每一个工人用自己花在这种特殊

商品上的相应的工资部分都能购买更大量约商品。

然而资本家生产了３
５或６０％的追加利润。他向工人出卖商品

时便宜１
５，但是他所出卖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却比平均劳动贵

３
５，

可见，这是超出平均劳动３
５的劳动。１２劳动小时的

３
５是１２×

３６
５＝

７１
５。工人由于他们的劳动具有较高的潜力而向资本家提供的这

些剩余劳动，被资本家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我们假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１０，而在 ［资本家和他的工人

之间的以前的比例下，工人从１２小时劳动产品中获得１０１２即１０［劳

动小时的产品］。按照以前的比例，１小时劳动创造１个工作日产

品的１０１２；可见，１０小时创造产品的
１
１２，例如，等于８塔勒。按照

现在的比例，工人用１小时劳动创造１６１２＝
４
３＝１

１
３塔勒，用３小时

劳动创造４塔勒，而用６小时创造上述的８塔勒２０１。可见，他们提

供６小时剩余劳动，而以前只提供２小时。｝

｛亚·斯密２０２在平均利润——即单纯由资本量规定的利润

——方面正确地看出，如果在所有其他生产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例

如用银代替铁充当原料，或者用金代替银充当原料，总之，使用

某种贵重的原料，那么对于平均利润来说是全然一样的。在这里，

以原料形式预付的资本部分可能增加百倍或者更多，从而利润也

是这样，——在平均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不过丝毫不会改

变资本各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有机比例。｝

｛美国经济学家威兰德２０３十分天真。因为只有直接或间接属

于供工人消费的商品的生产领域的那些工业部门，才创造相对剩

余价值，从而特别在这些部门中，资本实行协作、分工和使用机器，

而在奢侈品的生产中，实行的程度要小得多，所以他得出结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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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是为穷人的利益而不是为富人的利益工作的，因此，资本发

展自己的生产率是为了穷人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富人的利益。｝

平均剩余价值——这里撇开绝对剩余价值不谈，只考察借助

劳动生产力发展而从缩短必要劳动时间中产生出来的相对剩余价

值——是所有各生产部门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总额同花在活劳动

上的总资本的关系。其次，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在各个工业部门中

（这些部门生产直接或间接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极不平衡，

不仅不平衡，方向还常常相反，因为劳动生产率也同自然条件息息

相关，而自然条件可能降低［总］生产率［ —１６１］，虽然劳动生

产率提高了｛整个说来，研究自然条件在怎样的程度上影响劳动

生产率，而不管社会生产率的发展如何，并且往往同这种发展相反

——，这种研究属于对地租的考察｝，所以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平均

剩余价值必定大大低于按照个别（最重要的）工业部门中生产力的

发展来看所能期待的那种水平。这又是产生下面这种情况的基本

原因之一：剩余价值率虽然提高了，但不是按照可变资本同总资本

相比减少的同一比例提高。在可变资本同固定资本等等相比极大

地降低了的那些工业部门中，如果它们的产品以同样的比例进入

工人的消费，那么这种情况就会发生（前提条件是，这一比例总地

说来是正确的；如上所述①，它对于剩余价值率来说是正确的，而

不是对于剩余价值［量］来说是正确的）。不过，举例来说，如果我们

拿工业品同农产品的关系来看，那么这一比例恰恰相反２０４。

我们来研究一下某一个别生产部门。如果这个部门的生产力

提高了，那么决不会由于这个部门发生了这种提高｛农业除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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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它的产品作为种子是农业本身的原料，而这又是农业的特征｝，

就直接使向这个部门提供原料的、开始时完全没有被生产力的这

种提高触动的、后来也可能不被触动的那个工业部门的生产力得

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同类原料不变便宜，就不会有较便

宜的原料来代替原来的原料，就象棉花不会代替羊毛一样。｝不过，

生产率 ［的提高］表现在这一点上：为了吸收同一劳动量就要有

数量更多的原料。可见，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固定资本的这

一部分一开始必然要无条件地增加。如果５个工人生产的东西和

［以前］５０个工人或更多的工人所生产的一样多，那么，［现在］５０

个工人加工的原料 ［比过去５０个工人加工的］大９倍。［被加工

的］原料数量首先必须按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一比例提高。或

者我们假定，［现在］５个工人生产的东西和［以前］５０个工人生

产的一样多，４５个工人被解雇，于是５个 ［留下来的工人］现在

所需要的［用于原料］的资本比以前供５个工人用的资本大９倍，

或者说等于以前供５０个工人用的资本。这一部分资本同花在劳动

上的资本相比至少增加９倍。｛在大规模使用［原料］的情况下，

一方面，如果由于劳动质量较高而相对地减少了废料，另一方面，

如果将这些废料绝对地、大量地、充分地集中起来，并作为原料

很好地再用于其他新的生产；也就是说，如果在现实中同一些原

料比它的价值用得时间更长，那么资本的这种增加可能会受到一

定程度的限制。这种情况是有的，不过程度不大。｝相反，这决不

是表明，固定资本——建筑物、机器（照明等等，总之，除固定

资本以外的辅助材料）都按同一比例增加，也就是说，现在５个

工人需要的固定资本比以前５个工人需要的大９倍。相反，虽然

机器随着规模的加大而绝对地变贵了，但它相对地变便宜了。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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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适用于动力、蒸汽机等等，因为随着机器马力或其他功率指

标 ［的增加］，机器的生产费用 ［相对地］降低了。可见，这一部

分即总固定资本［相对地］没有增加，虽然绝对地大大增加了，不

过决不是按照生产力提高的比例增加。因此，总资本也相对地增

加了 ［ —１０１２］，但不是按照生产力提高的比例增加。

如果在资本５００中，３００用于雇用工人，１５０用于原料，５０用

于劳动工具，那么，在使用机器而使生产力提高一倍时，原料的

花费至少应为３００，而如果这个增加一倍的产品是由３０个工人生

产的，那就要有３０用于劳动；不过，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３０

个工人使用的机器等等的费用从５０增加到５００，即增加９倍；我

们假定它增加到１００，这样，总资本从５００减少到４３０。在这种场

合，可变资本同总资本之比会是３０∶４３０，即［大约］＝ ３
４５＝

１
１５＝

１∶１５。以前，这个比例表现为３００∶５００＝３００
５００＝３∶５的比例；

１
１５

＝ ３
４５，而

３
５＝

２７
４５。［因此，可变资本同总资本之比多８倍，］虽然

为生产一定的剩余价值所需要的总资本减少了。我们假定，在第

一种场合，剩余价值等于１２小时中的２小时，即２
１２，而在第二种

场合，则为４
１２或

１
３
２０５
。

在第一种场合，３００的１
６ （如果一个工人的 ［工资］＝１塔

勒）提供 ［剩余价值］５０。而资本５００的 ［利润率］为１０％。

在第二种场合，３０的 １
３提供 ［剩余价值］１０。为了生产这个

１０，［大约］需要资本４５０。我们假定，按照这个新的率使用３００

个工人，这时他们会生产出［剩余价值］１００。总资本会增加到４５０

×１０＝４５００，这些资本会生产出［剩余价值］１００。按照以前 ［剩

余价值同预付资本之］比，为生产１００就要有１０００。

不过我们假定，固定资本减少得还要多，可能同生产力的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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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不成比例。如果３０个工人生产的东西和以前３００个工人生产的

一样多，那么，他们仍然把５００中的１５０花在原料上，３０花在劳

动上（以前是３００），然而可能只有１００花在固定资本上。总资本

现在等于２８０，其中可变资本是３
２８，或 ［大约是］，［ —１０１３］

而以前它等于３
５ （５００中的３００）。

如果剩余价值现在增加了４倍，那么在３００个工人提供剩余

价值１０的地方，现在３０个工人提供剩余价值５０。因此，如果３００

个 ［工人提供剩余价值］３０，那么３０个 ［工人在新的生产率下］

提供１５０。

总资本在第一种场合等于５００，在第二种场合等于２８０，这

２８０现在提供［剩余价值］１５０，可见比以前５００［资本］提供的多。

生产力的提高使得有可能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更多的商

品。也就是说，它不增加由此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只

是增加商品的数量；相反，它减少单位商品的交换价值，而在一

定时间内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的价值依然不变。

提高了的生产率意味着，同一原料在变成产品时吸收的劳动

较少，或者说，同一劳动时间需要吸收更多的原料才能变成产品。

例如，纺成１磅纱所需要的棉花数量是一样的，这同把棉花

变成纱所需要的劳动多少无关。如果纺纱者的生产率提高了，那

么包含在１磅纱中的一定量棉花就会吸收较少的劳动。因此，１磅

纱的价值降低了，变得便宜了。如果１小时加工成棉纱的棉花同

以前相比多１９倍，例如，是２０磅而不是１磅，那么每１磅纱就

降低到纺纱劳动加到棉花上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的１
２０，同样，１磅

棉花和１磅纱（不包括在此之外纱中所包含的固定资本的价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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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价值差额也降到
１
２０。虽然在同一时间内创造的产品所具有的

价值现在比以前多，但并不是因为创造了更多的新价值，而只是

因为有更多的棉花变成了纱，根据假定，这些棉花的价值没有变。

２０磅纱中新创造的价值就其量来说，同以前１磅纱中一样大。在

新的生产方式下生产出来的１磅纱中，新创造的价值减少到以前

的１
２０。

可见，假定商品按价值出卖，那么生产力的提高只有在商品

降价使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变便宜的情况下，才创造（除了上述①

的例外）剩余价值，因为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了，剩余劳动时间延

长了。

因此，每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只能在这一特殊产品平均进入

工人消费的情况下并且按照进入的程度，创造剩余价值。不过，每

个这样的产品——因为发达的社会分工是商品［生产］一般的，尤

其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基本前提——只构成工人总消费的相应

部分。因此，每个部门生产力的提高决不是按照生产力提高

的比例创造剩余价值，而只是按照大大小于这个部门的产

品构成工人总消费相应部分的比例创造剩余价值。如果一

种产品占工人总消费的 １
１０，那么生产力提高１倍，就会在以

前生产出工人总消费 １
１０的同一时间内生产出工人总消费的

２
１０。工资的

１
１０便减少到

１
２０，或减少５０％，而生产力提高了

１００％。１
１０ｘ的５０％＝ｘ的５％。例，５％加到１００上是１０５，而

１００
１０

或１０的５０％是５，也就是说，数字是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生

产力提高１００％，工资下降５％。［ —１０１４］由此可以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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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为什么各个工业部门生产力的惊人增长同工资的下降或相

对剩余价值的增加绝对不成比例。因此，资本的增长——这在多

大程度上取决于剩余价值，应当在下面更详细地研究——远远不

是按照劳动生产力增长的比例。

不过，如果生产力在所有直接或间接为工人消费创造产品的

工业部门中按照相同的程度提高，剩余价值提高的比例就能同生

产力提高的比例相一致。然而，这种情况是没有的。在这些不同

的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程度是极不相同的。在这些不同的部门

中，甚至往往发生截然相反的运动（这部分地根源于竞争的无政

府状态和资产阶级生产的特性，部分地根源于劳动生产力同自然

条件之间的联系，这些自然条件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

提高而往往变得生产效率更低），以致一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提高

了，另一些部门降低了。｛例如，可以简单地想一下，工业用的各

种原料 ［的生产］大部分取决于一年四季的影响，想一下森林的

毁灭，煤矿、矿山的枯竭等等。｝因此，平均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无疑总是大大低于某些特殊生产部门生产率的提高；直到目前为

止，在生产进入工人消费的产品的主要部门之一，即在农业中，这

种提高远不能同加工工业中生产力的提高并驾齐驱。另一方面，许

多工业部门中生产力的发展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影响劳动能力的生

产，从而不影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虽然如此，生产力的提高

不仅表现在它提高了剩余价值率这一点上，而且表现在它（相对

地）减少了工人人数这一点上。

因此，剩余价值的增加，［第一，］决不同各个生产部门的生

产力的提高成比例，第二，总是小于一切工业部门中（可见，也

包括那些产品既不直接也不间接进入劳动能力生产的工业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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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生产力的提高。因此，资本积累不是按照某个部门中生产力

提高的比例增加，也不是按照所有部门中生产力提高的比例增加，

而只是按照其产品直接或间接进入工人总消费的所有工业部门中

生产力提高的平均比例增加。

商品价值取决于进入这个商品的、包含在这个商品中的总劳

动时间，既有过去劳动时间又有活劳动时间，也就是说，它不仅

取决于商品本身从中出来的最后一个生产过程中所加进的劳动时

间，而且取决于包含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中的或包含在生产条

件中的最后加进的劳动，即包含在机器等等、辅助材料和原料中

的劳动时间，这些生产条件的价值再现在商品中，原料和［ —

１０１５］辅助材料的价值是全部再现在产品中，固定资本的价值只

有一部分即按照固定资本磨损的程度而再现在产品中。

如果某一商品的价值１
４由不变资本组成，

３
４由工资组成；如

果这个部门的生产力提高了，所使用的活劳动量从３
４减少到

１
４，从

而为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从３
４减少到

１
４，那么在

１
４的劳动

和以前３
４的劳动具有同样的生产效率（不是更多）的条件下，新

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除了占１
４的原料以外，会提高到

２
４。

这时商品的价值不变，虽然劳动的生产效率提高了，比例为 ３
４∶

１
４＝３∶１，就是说，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两倍。也就是说，因为原

料的价值不变，所以要想使商品变便宜，使商品的生产费用真正

降低，新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就不能增加到商品以前价值的 ２
４。

或者说，新旧劳动时间的差额必须大于新旧不变资本（扣除原

料）价值之间的差额。不应当是活劳动减少多少，就把过去劳动

作为劳动条件多加进去多少。如果１
４的工人生产的东西比以前

３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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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所生产的还多，以致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超过了

工人人数或总劳动时间的减少，那么新的不变资本就能够｛我们

在这里把剩余价值撇开了，我们只说决定剩余价值的那种商品的

剩余价值，因为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的减少取决于那种商品的价

值降低｝提高到 ２
４，甚至超过

２
４，只是它应当按照新劳动的生产

力提高的比例来提高。

但其次，［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这种比例也是由下面两点

造成的：（１）固定资本只有一部分进入商品的价值；（２）辅助材

料，例如所耗费的煤、取暖、照明等等，由于劳动规模比较大，会

相对地得到节约，虽然它们的总价值增加了；这样，进入单位商

品的，是它们的价值的减小了的组成部分。不过在这里原来的条

件不变，就是说，代表机器磨损以及辅助材料并进入单位商品中

的价值组成部分［的增加］，小于新旧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额。这

仍然不排除下面一点：对于商品总量来说，例如对于一定期间如

一天内生产出来的若干磅纱来说，所需要的新不变资本的数量和

以前以工资形式花费的资本一样多，或者甚至更多。只不过单位

商品所需要的［不变资本］较少罢了。如果假定１
４ｎ工人在一天内

生产的东西和以前３
４ｎ工人生产的一样多，那么规律仍然是绝对

的，因为对于这１
４ｎ工人来说，生产出来的商品量同以前

３
４ｎ工人

生产的一样多。因此，单位商品的价值只有在新的不变资本少于

以前用在工资上、而现在已经抽出来的资本的情况下，才会下降。

因此，可以绝对地说，进入商品中的不变资本｛实际上，还有进

入生产过程但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的总不变资本所得到的利息和

利润｝必须按照较少的劳动量代替较多的劳动量的比例——这里

并 ［ —１０１６］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但可以大于，而且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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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工人人数（工人的相对人数）减少的比例——大于新的不变

资本（这里把原料撇开了）增加的比例。这不过是与单方面考察

剩余价值时不同的着眼点。应当把它包括在“生产费用”部分中①。

然而这并不妨碍（由于固定资本进行再生产的方式）总资本

｛从而也包括劳动过程中没有耗费的、但已进入这一过程的那部

分总资本｝绝对地大于以前的总资本。

可见，事情是这样的：如果１个工人例如代替了１０个工人，

那么以机器等等形式和辅助材料形式用于这个工人的资本——就

资本进入这个工人创造的产品来说——会少于以前１０个工人所

需要的资本。在这里，花在劳动上的资本部分减少了９
１０，但新的

不变资本却可能只增加７倍。可见，从这个角度来看，花在劳动

上的资本部分的减少不是与为了使花在劳动上的资本得到实现所

必需的那种资本 ［的增长］成比例。换句话说，进入１个工人生

产中的资本总额，少于进入这个工人所代替的１０个工人生产中的

资本总额。虽然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同以前相比减少９
１０，但它

毕竟大于这个新资本的１
１０部分，因为进入１个工人生产中的这个

新资本本身少于进入１０个工人生产中的旧资本。

然而，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的这种提高所需要的作为劳动

条件的总资本，——也就是说，包括不是作为磨损进入产品、而

只是在一系列劳动期间被使用的那部分资本在内，——大于以前

的总资本，也可能大得多，以致花在劳动上的总资本部分同劳动

生产率的提高相比以更大的比例减少。固定资本越发展，也就是

说，劳动生产率越发展，资本的这一非损耗部分就越大，花在劳

２３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① 见本卷第２６３—２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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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上的资本部分同总资本相比就越小。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表明｛

不过，总资本不可能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总资本的利息和利润

按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程度提高商品的生产费用｝，仿佛资本量比

劳动生产率增加得更快。这只不过意味着，每年生产出来的资本

中变成固定资本的部分同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相比不断增加；

不过这丝毫不意味着，一部分变成固定资本、一部分变成工资的

那个总资本，会象劳动生产率那样迅速地增加。

因此，花在劳动上的资本部分减少了，而如果同时估计到由

原料构成的那部分资本的增加，那么减少的程度还要厉害。

［ —１０１７］我们试看一种极端的情况（具有现代规模的养

羊业，以前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小农业）。在这里把两种不同的

生产部门对比一下。劳动量——或者说花在这里并不存在的工资

上的资本量——是巨大的。因此，不变资本也能以巨大的程度增

加。在这里，是否用于个别牧人的总资本就大于以前用于数百个

牧人的资本总额呢，这是大成问题的。

还有一点不清楚的是：总资本极大增加的个别生产部门中的

利润，是否是从这些部门生产的剩余价值中产生的，而不是反过

来借助于资本家之间的核算，从全部资本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中产

生的。

提高生产力的许多方法，特别是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完全不

要求相对增加资本的支出；它们往往只要求相对廉价地改进传送

动力等等的那部分机器。见例证２０６。在这里，生产力的提高同相对

地用于１个工人的投资相比，从而同用于单位商品的投资相比是

异常大的。可见，在这里——即使花在原料上的资本部分增加得更

３３３第十一章 剩余价值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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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快——利润率并没有发生引人注目的下降，至少就这部分资本的

增加所可能引起的下降来说是如此。另一方面，虽然在这里资本相

对地增加不那么大，但这里也象通常情况下发生的那样，实际上大

多数绝对地使用的资本量，从而资本的积聚或进行劳动的那种规

模，必然显著地增大。功率大的（马力大的）蒸汽机比功率小的绝对

地说要贵些。但是它们的价格相对地说降低了。不过，它们的使用

要求花费较多的资本，要求资本较多地积聚在一些人的手里。较大

的厂房绝对地说变贵了，但是同不大的厂房相比相对地说变便宜

了。如果总资本的每一相应部分同节省了的劳动所使用的总资本

比起来较小，那么在大多数场合，这一相应部分只能使用于倍数关

系中，而这种倍数关系会极大地增加所使用的总资本额，特别是会

增加一次周转中没有消耗的那部分总资本，即经过多年的周转期

才会消耗的那部分总资本。生产力只有在这种大规模劳动的条件

下才会极大地提高，这只是因为：

第一，能够正确地采用倍数原则，这种原则是简单协作的基

础，并在分工和使用机器时反复地起作用。（参看拜比吉２０７论这一

原则如何增大生产的规模，即增大资本积聚。）

第二，一般说来，以新的规模使用的工人人数越多，作为建

筑物等等的磨损而进入 ［生产费用中］的固定资本部分就相对地

越小，通过共同利用同一使用价值，如照明、取暖、动力的联合

等等来减少生产费用的原则就越是广泛地起作用，［ —１０１８］

并且越是能够使用绝对地较贵但相对地较便宜的生产工具。

［应当指出］这样一种情况：某些使用巨额固定资本的生产部

门——铁路、运河等等，——不是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因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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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的劳动同所花费的资本之比在这里是很小的。

对上一页①还必须指出如下一点。

可能是：如果２０个工人过去需要５００资本，而现在２个工人

只需要４００总资本，那么现在必须使用２０００个工人，也就是说，

必须使用４０００００资本，才能这样生产地使用等于４００的 ［所有］

相应部分。如上所述②，甚至在剩余价值率提高的情况下，被剥削

的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也许只有通过劳动量的极大增加才能得到

平衡。

这表现在竞争中。一旦新发明在这里得到普遍推广，对于小

资本今后在本生产部门中继续经营来说，利润率就变得太低了。总

之，必要生产条件的数量会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会形成某种最

低额，而且是相当可观的最低额；这种情况将来会把所有较小的

资本从这一生产部门中排挤出去。只有在机械发明的初期阶段，小

资本才能在每个生产领域利用这些发明。

资本的增加只有在下述场合才包含着利润率的下降：随着资

本的这种增加，资本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发生了上面所考察

的那种变化。不过，虽然生产方法总是随时不断地在变化，但资

本或资本的大部分会在或长或短的某一期间内，在这些组成部分

之间保持一定的平均比例的基础上继续进行积累，以致随着资本

的增加，资本的组成部分不发生任何有机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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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只要利润率没有按照资本增加的同一比例下降，利

润率就能由于资本的增加而下降，——因为利润的绝对量 ［在增

加］２０８。与此对抗的障碍，在上面已经研究过了①。

资本的绝对过剩。

虽然可变资本或花在工资上的资本相对减少，但是，工人人

数的增加等等并不发生在所有的 ［ —１０１９］生产领域中，例

如，不发生在农业中。在这里，活劳动要素的减少是绝对的。

劳动量在新的生产基础上的增加是必要的，这部分地是为了

使利润率的下降通过利润量得到补偿，部分地是为了在剩余价值

率提高的情况下使剩余价值量的减少，——这是由于被剥削的工

人人数绝对减少造成的，——通过在新的生产水平上工人人数的

增加得到补偿。最后，是上面谈到的倍数原则。

但是可以说，如果某个生产领域 中可变资本减少了，那么

在另一些领域中，即在那些把生产领域 所消费的不变资本生产

出来的领域中，可变资本增加了。其实在这里，例如在机器生产

中，在原料、辅助材料以及诸如煤炭之类的生产中，出现了同一

比例。这一趋势具有普遍性，虽然它只是逐渐地实现在不同的生

产领域中。与此对抗的力量在于，生产领域本身的数目不断增加。

不过，只有资产阶级经济才要求单纯靠劳动生活的人数绝对增加，

虽然这些人数也相对地减少。因为在资产阶级经济条件下，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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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不再需要剥削劳动能力长达１２—１５小时，劳动能力便过剩

了。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会减少工人的绝对人数，也就是说，实际

上使整个民族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自己的总生产，——生产

力的这种发展将会引起革命，因为它意味着大部分居民丧失价值。

在这里再一次暴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界限，也暴露了资产阶级生

产决不是发展生产力的绝对形式，恰恰相反，在一定的时刻，它

就同这种发展发生冲突。部分地说，这种冲突不断地通过危机等

等表现出来。而危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时而工人阶级的这一部

分，时而工人阶级的那一部分在他们以前就业的部门中交替地变

成过剩之物。资产阶级生产的界限就是工人的剩余时间；资产阶

级生产对社会所赢得的绝对剩余时间不感兴趣。因此，生产力的

发展只是由于它增加了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对资产阶级生产来

说］才是重要的，但决不是由于它缩短了物质生产的劳动时间；因

此，资产阶级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

剩余价值率——即一个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同必要劳动时间

之比（就是说，只要各个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没有因资本的有机

组成部分的比例、周转时间等等而发生变形）——在所有生产领

域中自己拉平了，这是一般利润率的基础。（象这样涉及必要生产

费用的变形，通过资本家的竞争，通过资本家彼此间瓜分一般剩

余价值时考虑的各种因素而拉平。）

［ —１０２０］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只不过意味着，劳动能力的

生产费用，从而必要劳动时间按照这一定生产领域的变便宜的个

别产品进入工人一般消费的比例而减少。可见，劳动能力的这种

低廉化，必要劳动时间的减少，绝对劳动时间的增加，是均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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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并且均衡地影响所有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即不仅仅影响

生产力业已发展的那些部门，而且也影响那些产品完全不进入工

人消费，从而其生产力的提高不能创造相对剩余价值的领域。（由

此可见，在竞争的条件下，对新发明的垄断一旦停止，产品的价

格便随之缩减为产品的生产费用。）

可见，如果每人完成２小时剩余劳动的２０个工人被２个工人

所代替，那么，正如我们在上面看到的①，这２个工人在任何情况

下都不可能完成以前２０个工人所提供的那么多剩余劳动，这一点

是正确的。但是在所有生产领域中剩余劳动按照２个工人的产品

变便宜的比例增加，并且它在这些领域中增加时工人们所使用的

资本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另一方面，这种普遍影响的结果就是，加入再生产劳动能力

的那些生产领域的产品涨价了，而这种涨价可能全部或部分地取

消已有的剩余价值。

不过，在第一种场合，对于所赢得的剩余劳动时间，不应当用生产

力得到提高的生产领域中的剩余劳动时间的量来估价，而应当用所有

资本主义生产领域中必要劳动时间减少的总额来估价。

而在所有的或大部分的生产领域中，在总资本和可变资本保

持同一比例的情况下，２个工人代替２０个工人的这一比例越是普

遍，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比例就越是会接近于个别生产部门

中的比例。这就意味着，必要劳动时间的任何减少都不可能创造

出以前那么多的剩余价值额，因为那时不是２个工人而是２０个工

人在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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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利润率在各种情况下都下降了，即使资本增加到能在

新的生产条件下使就业的 ［工人］人数和以前一样多，甚至超过

以前的人数。

资本的积累（从物质方面看）是两重的。一方面，它在于过

去劳动的增长的量或劳动条件的现有量；在于新生产或再生产借

以进行的物质前提，即现有的产品量和一定的工人人数。第二，它

在于积聚，资本的数目减少，个别资本家手中的资本增多，简言

之，在于资本、社会资本的某种新分配。因此，资本本身的权力

增加。社会生产条件人格化为资本家而同 ［ —１０２１］它们的

真正创造者相对立，——这种生产条件的独立化越来越引起人们

的注意。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只有资本家才是这个力量的

执行者，而且这个力量同一个个人的劳动创造或能够创造的东西

毫无关系），然而是异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这个力量作为物并

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因而另一

方面，越来越多的 ［个人］失去了生产条件，处于同生产条件的

对立之中。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控制这些社

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触目惊心，并预示着这

种关系的消灭，因为它同时包含着把物质生产条件改造成为普遍

的、从而是公有的社会生产条件。

［这种矛盾的］发展是由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决定

的，也是由生产力完成这种发展的方式决定的。

现在要问，就生产力的发展表现在剩余价值和利润率的改变

上而言，这一发展如何反映在资本积累上，而资本积累又在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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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程度上受到其他的影响？

李嘉图说２０９，资本能够通过两种方式增长：（１）由于较多的产

品量中包含着较多的劳动，因而产品的交换价值随着使用价值量

一同增加；（２）由于使用价值量增加，但不是它们的交换价值增

加，因而单纯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２１０。

［ —１０２２］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２１１。

开始时已经指出２１２，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的区别具

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

的基础，因为这是全部资本理论（剩余价值，利润等等）的基础。

但是还发现与这种区别有关的另外一些十分重要的关系。

首先，在考察固定资本时我们看到，固定资本全部加入劳动

过程，但只是部分地，按照损耗的程度，作为损耗加入价值形成

过程。这是通过使用机器来使商品变便宜的巨大杠杆之一，从而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的手段。同时也是利润率下

降的原因。

但是撇开固定资本不谈，不花费任何代价的一切生产力，即

来自分工、协作、机器的一切生产力（所谓不花费任何代价，例

如指的是水、风等等动力，或由于工厂的社会环境所产生的好

处）；还有自然力——自然力的应用不需要任何费用，或者至少在

自然力的应用不需要任何费用的限度内——加入劳动过程而不加

入价值形成过程。

这里又发现另一个方面：最初我们所看到的只是充当经济关

系的物质基质的使用价值，现在对经济范畴怎样起决定性的影响。

最初我们在考察货币时看到了这一点，在那里充当货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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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那种基质的性质，即起货币作用的那种商品的使用价值，本

身是由经济职能决定的。

其次，工资对资本的全部关系的基础是，劳动能力作为交换

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但是，因为它的使用

价值本身就在于劳动，所以它的交换价值虽然得到支付，而它在

与资本的交换中所付出的交换价值仍然多于它获得的交换价值。

［ —１０２３］第三，固定资本——也就是这种特殊的经济形

式——主要决定于使用价值。它决定于使用价值，也就是决定于

机器等等的寿命长短，决定于机器磨损的持续时间的长短，也就

是决定于机器在一定的周转期间以怎样的程度加入商品的价格，

而它所代表的资本组成部分以怎样的程度处在流通中。因此，总

资本的周转时间由此决定；资本有机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的变化

在相当的程度上也是由此引起的。

第四，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之间的全部区别，从而在劳

动时间保持不变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全部区别，——生产力的

整个发展，——涉及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但会使经

济关系和交换价值关系本身发生变化和变形。

利润率减少。

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不管它的生产效率多高，或以怎样的程

度提高剩余价值率，只要它降低利润率，就没有一个资本家会自

愿地使用它。但是，每一这种新生产方式都会使商品变便宜。因

此，资本家最初是高于这种商品的生产费用，也就是高于这种商

品的价值，出售这种商品。他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生产这种商

品的社会必要的平均劳动时间大于新生产方式下所需要的劳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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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包含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中的劳动时间总额）。他的生产方

式高于社会平均水平。竞争使这种生产方式普遍化并使它服从于

一般规律。那时利润率就会下降；因此，这是完全不以资本家的

意志为转移的规律。

————

不变资本。资本的绝对量。

为了使用产生动力的机器而有利可图｛也就是说，例如，使

用蒸汽机来代替作动力用的手和脚｝，为了使用推动工作机的机器

而有利可图，也就是说，在应用这种产生动力的机器时，可以使

［ —１０２４］新生产方式下所需要的总资本不致引起商品变贵，

而是使商品变便宜，那就必须使这种发动机的应用也能推动大量

工作机，因而使工人相对［减少］。而且随着这种大量工作机增加

的比例，生产费用相对减少；因此，必须使资本不断地绝对增长，

并使资本的最低额增长，才能使生产商品所使用的劳动时间不多

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由此 ［不变资本］又增长起来（因为这里

包括原料和辅助材料），可变资本同预付资本量相比减少，但首先

必须有资本的 ［一定的］绝对量。

利润率下降。

研究的结果是：首先，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不与生产力的增长成

比例，或不与雇佣工人人数的（相对）减少成比例。资本不按生产力

增长的同一比例增长。或者说，剩余价值率不按可变资本与资本总

量相比下降的比例而提高。由此而来的是剩余价值量相对减少。由

此而来的是利润率下降，利润率有不断下降的趋势。

关于这一点还应当指出，商品价值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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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时间决定这一规律，促使个别资本家为了能够高于商品的社会

价值出售自己的商品，而去通过分工、采用机器等等缩短他自己的

必要劳动时间，甚至在那些产品既不直接也不间接加入工人消费

或工人消费品的生产条件的那些生产领域内，就是说，甚至在生产

力的任何发展都不会降低劳动能力再生产的费用，即不会缩短必

要劳动时间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那些生产部门内，都会如此。一

旦实际上得到证明，这些商品可以更便宜地生产出来，那么在旧的

生产条件下进行生产的资本家们就不得不低于价值出售这些商

品，因为他们生产这些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现在已经大于生产

这些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一句话，——这也表现为竞争的作

用，——他们也必须［ —１０２５］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在这种新的

生产方式下，可变资本对预付资本总额的比例下降。因此，在这里

发生了商品价值的下降和被剥削的工人人数的减少，而相对剩余

价值没有任何增加。如果考察的是整个社会的资本，即资本家阶级

的资本，那么，上述生产效率低的——不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

生产领域中的这种比例，就会对总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相比的减

少，从而对利润率的下降，产生很大的影响。

这类商品由于变得便宜而可能成为工人消费的商品，甚至成

为工人消费的必要组成部分。这些商品的影响决不是直接的，而

总只是局部的。它们使消费量发生改变，并没有提高其价值。首

先它们使资本家的 ［消费］量发生变化——这是生产率的任何增

长都会引起的因素，但对我们的考察毫无关系。它们甚至产生经

济上的影响，因为交换领域的任何扩大，某一商品的交换价值得

以展开的那个系列的任何扩大，都同时会表现它们作为商品的性

质，从而促进其唯一目的在于生产商品，而不是生产使用价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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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那种生产方式。

另一方面，可变资本与总资本相比不断减少，并且这是伴随生

产力的任何发展同时发生的，但不是以生产力发展的同一程度减

少；其所以如此，诚然，是由于资本的一个越来越可观的部分只以

年支付的形式加入商品价值，加入价值形成过程；诚然还由于，在

一定期间在某种商品的生产中资本不断增长，而有机组成部分的

比例并没有同时发生变化，也就是说，资本是在原来的生产方式的

基础上不断增长。因此，虽然资本的增长——就生产力发展基础上

的增长而言——总是伴随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但是利润率不会

以资本增长的同一比例（更不会以更大的程度）下降。

因此，一方面我们说，资本的增长不象生产力那样快。另一方

面我们说，利润率的下降不象资本的增长那样快。一方面我们说，

可变资本与总资本相比的减少，或者说，总资本与可变资本相比的

增加，不象生产率的增长那样快。另一方面我们说，可变资本创造

的剩余价值的增加不象可变资本的减少那样快，而这种剩余价值

的减少不象不变资本（总资本）的增加那样快。

［ —１０２６］虽然剩余价值率随着可变资本或总资本中花在

工资上的相应部分的减少而增长，但与预付资本相比的剩余价值

绝对量则减少。不过剩余价值绝对量比可变资本减少得慢。因此，

利润率的下降不象总资本的增长那样快。另一方面，总资本的增

长不象生产力和随之而来的不变资本代替可变资本的速度那样

快。但这是否意味着，可变资本的减少比总资本的增长快呢？就

总资本加入价值形成过程而言，这是错误的。而生产力的增长比

资本的增长快只是意味着，剩余价值率的增长与生产力的增长不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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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使用的不变资本较大而实际上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较

多］，那么一个工人所需要的资本总额的相应部分必定少于这个工

人所代替的全部工人人数所需要的资本总额。但是，与这笔资本所

使用的每个工人相对来说，资本相应部分的这种相对减少｛与这

单个工人相对来说是绝对增长，而与这个工人所代替的工人人数

相对来说是减少｝在大多数场合——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则总是

——只在资本同时绝对增长，也就是在资本的这些相应部分的总

额同时绝对增长的情况下发生。例如，如果以前是资本５００用于

２０个工人，现在是资本４００用于１个工人，那么在这种方式下，这

４００也许只有在使用１００００×４００资本的情况下才能得到使用。因

此，虽然单个工人的劳动条件——不是与原先的单个工人相比，而

是与原先的２０个工人相比——变得便宜了，但是，为了在这些新

的条件下完成生产效率更高的劳动过程，必须只由一个工人使用

的那些劳动条件的总价值提高了。这意味着，与劳动相对来说，资

本的力量增长了，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工人自己占有这些劳动条件

的可能性减少了。作为他人支配活劳动的权力，过去劳动的独立化

大大地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凯里这个家伙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２１３。单

个纱锭变便宜了，但是工厂要使用这样的机械纱锭，所需要的资本

比原先手工纺纱者所需要的资本大大提高了。

在许多生产领域发展的开始阶段，在工具变成工作机——但

还没有发展成机器体系——的时候，所需要的资本甚至可能减少；

例如，如果１个工人代替了１０个工人，那么，原料数量不变，机器

型的工具的价值反而少于１０个工人一年的工资。凯里先生抓住这

些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劳动的过渡因素而使自己受到愚弄。但是，这

些小机器以后将落入资本控制之下，资本将把协作以及分工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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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 —１０２７］把相对缩减生产费用的原则运用于它们，最后使

这整个工厂服从于发动机或自然力。

绝对剩余劳动时间借助机器和固定资本而增加。①积累。

生产力的增长使资本积累增加，其最直接的方式是，减少必

要劳动时间和增加剩余价值，因为剩余价值从收入形式转化为资

本形式，这种转化一般来说就是积累。

生产力任何增长的直接结果都是商品变得便宜，因为这些商

品的生产领域中的生产力提高了。其次，这些商品不管能否进入

工人的生活资料，从而进入劳动能力的再生产，它们总是会——

即使在它们没有使剩余价值量和利润量（利润的价值量）增加的

场合——使表现一定量价值，从而表现一定货币额｛在货币实体

的价值不变的情况下｝的那些使用价值的量增加，或者说，使表

现一定量劳动时间的那些使用价值的量增加。因此，虽然资本家

消费的规模同时增大，或者说，他用于消费而不是再转化为资本

的那些使用价值的量增大，但还是有相对来说较大的一部分收入

——利润、剩余价值——可以再转化为资本。何况奢侈品生产领

域中的生产力也在增长，在这里奢侈品生产是指 ［产品］既不直

接也不间接加入劳动能力再生产的那一切生产。可见，资本积累

所以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增长，不仅是因为表现为利润形式的价

值量增长，而且是因为收入的一个较大的、不断增长的部分由于

商品普遍变便宜而能够再转化为资本。

这里我们撇开以下这点不谈：由于生产力的增长导致上述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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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品生产中原料和工具，即不变资本［的消费增长］，因此，同一

总资本总是吸收更多的劳动，可以雇用、实现更多的劳动。这是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源泉，因为在这里即使相对剩余价值没有增长，

绝对剩余价值也增长了，因为使用、剥削的工作日增加了。

［ —１０２８］不变资本的支出减少。

这里包括对一切保障工人安全、舒适和健康的原则的践踏，如

煤矿的情形就是这样；真正工厂中产业大军的伤亡公报（见工厂

视察员的半年报告）大部分是由此而来的２１４。这也与厂房不足等等

有关。

不变资本由于新的发明而贬值，由于新的发明，不变资本变得

便宜和质量更好，可以更有效地再生产出来，因此它包含的劳动时

间不再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是说，新机器一旦用到生产

中去，对这种机器的各种改进就会接踵而来，——这一切就是随着

机器的采用而发生过度劳动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额外时间等现

象的主要原因（见拜比吉的例子２１５）。机器等等以及固定资本其他

组成部分的价值得以再生产出来的流通时间，实际上不是由机器

的存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机器被用作生产资料的劳动时间量决

定的，一般来说，是由机器在其中发挥作用和被使用的劳动过程的

长度和持续时间决定的。如果工人劳动１８小时而不是１２小时，那

么１周就会多出３天，或者说，１周就会变为１１
２工作周；因此，５２

周就会变为５２＋５２２＝５２＋２６＝７８周，５年就会变为３９０周，也就

是变为将近７年。如果额外时间没有报酬，而正常的剩余时间等于

２小时，那么３天的３６小时中得到支付的是３０小时。这样，工人

就会在正常的剩余时间之外，每２周白送１周，每２年白送１年。

这样，机器价值的实现也会加快５０％，并且只需要在相反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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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即１２小时工作日的情况下］所必需的时间的
２
３就行了

２１６
。

因此，在资本家占垄断地位而不会由于竞争被迫用新机器来

替换旧机器等等的场合，例如就象在铁路上那样，他们是尽可能

长期地不进行改善。１８６２年３月１日《手术刀》［第２３３页］上指

出，乘火车旅行引起的大量疾病，是由于车箱内缺乏弹性和支撑

车箱的弹簧缺乏弹力造成的。

“任何一项取得专利权的发明者，通常是把专利权卖给使用这项发明的

人，并以作者酬金的形式获得报酬。每年都有大量专供铁道公司使用的精巧

的改进措施取得专利权，而对发明者实行的制度是，在提出的方案得到赞同

以后就要等待使用，直到专利期满为止。结果人们仍然使用旧资本，这样，专

利权的作者酬金就节省下来了，虽然某些不幸事故还是可以得到预防的，但

是人们认为公众已经习惯于这样的待遇了，所以人们唯一关心的事情只是不

让这种发明的消息见报，或者尽可能地加以冲淡。”［ —１０２８］２１７

８４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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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第十二章］

［利润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２１８

［（１）货币资本的流通。利息的历史形式］

  ［ —９３３］２１９因为商品（货币）是作为资本贷出的，所以它

们可以作为流动资本或作为固定资本贷出。货币可以在两种形式

上贷出，例如，如果货币以每年还本付息的形式偿还，因而总是

有一部分资本带着利息回来，那么，货币是作为固定资本贷出的。

其他一些商品，如房屋、机器等等，按它们使用价值的性质，往

往只能作为固定资本贷出。但是，任何贷出的资本，无论它的形

式怎样，无论它的偿还形式由于它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的特性而

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始终只是货币资本的特殊形式。因为这里

所贷出的，都是一定的货币额，并且按照这个货币额计算利息，而

不管这一货币额以怎样的使用价值存在。如果贷出的不是货币，也

不是流动资本，而是固定资本，那么，它的偿还方式也就是固定

资本的支付方式。贷出者定期收回利息和固定资本本身使用价值

的一部分，即它的定期磨损的等价物。贷出的固定资本未消费的

部分，最终以实物形式返回。

９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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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出的资本流通时所采取的形式，具有以下特征：

（１）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也就是说，资本被转让或

出售，但只有经过一定的时期才得到支付。我们已经知道２２０，货币

支付手段的职能，是从简单商品交换产生出来的。因此，这里没

有任何货币资本的特征。

（２）经过一定时期，资本或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连同利息一起，

或是整个地连同利息一起回到贷出者手里，或者，在一段时期内

只支付利息，只有在一系列时期终了时，资本才连同最后时期的

利息回到贷出者手里。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偿付方式，或者说，资本流回到贷出者

手里，无非是资本在它的循环中所完成的运动，无非是流回到它

的出发点。例如，如果资本是逐年一部分一部分地连同利息偿还，

那么，这就是固定资本的回流方式，是它在自己的流通中回到它

的出发点的方式。相反，如果资本是在年底或任何别的时期终了

时整个地连同利息一起流回，那么，这就是流动资本的回流方式。

贷出的资本回流两次：在实际过程中，它回到产业资本家手中，然

后再一次发生回流，它被转交给货币资本家，资本偿还给在法律

上作为它的出发点的它的实际所有者。

在实际的流通过程中，资本总是表现为商品或货币。通过卖和

买，它从一种形式转到另一种形式。在这里总是等价物相交换。要

商品转化为货币，资本家必须出售商品；要货币转化为商品，资本

家必须购买商品。在前一场合，他付出商品，用商品换得货币，在后

一场合，他付出货币，用货币换得商品。简言之，流通过程归结为商

品的形态变化，因而归结为一系列的交换。如果我们把每个流通阶

段看作整个过程的要素，从资本作为商品或作为货币执行职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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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一般地来考察资本，那么，资本的运动就必然表现为卖或买。

如果我们考察整个过程，情况就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从货币出发，

那就是某一货币额被支出，经过一定时期以后又流回来，而且流回

来的既有最初的货币额，又有超过最初支出额的货币余额。流回来

的是增殖了的货币额。如果我们从商品出发，那么，它——在生产

过程以前——以生产条件的形式表现为出发点，而生产条件本身

是商品，它们的总额，即它们的价值总额，在它们的总价格中代表

一定的货币额。如果我们考察经过生产过程以后重新出现的商品，

那么，它的使用价值形式已经改变了。但是在这里，这丝毫也没有

改变实质。商品现在是价格比过去更高的商品量，它是更大的货币

额，既补偿了最初的价值，又加上了剩余价值。它在完成了一定的

周期以后被保存下来并且增殖了。

但是，只要货币作为资本贷出，那它们正是作为这种能保存和

增殖自己的货币额贷出的，因为这个货币额经过一定的时间又带

着利润流回来，并且能够不断地一再完成同一过程。它们不是作为

货币，也不是作为商品支出，也就是说，不是用来交换商品，也不是

作为商品卖出去换取货币。它们不是作为商品，也不是作为货币，

而是作为资本被支出。在考察整个过程时所表现出来的［资本］对

自身的关系，在这里不经过起中介作用的中间运动，就单纯作为资

本的性质，作为资本的规定性而加到资本身上。而资本就是在这种

规定性中被出售的。但是，这种规定性本身只是这一过程和使［

—９３４］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得以运动的那些条件的结果。因此，进

行斗争反对这种结果，只反对过程的结晶，而不触及它的根源——

它的根源是雇佣劳动——，不触及过程，想用空话来摆脱它的结

果，这是十足的蒲鲁东式的聪明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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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种商品的生产价格只能由于两个原因而发生变化：［第

一，］利润率改变，平均利润率改变。这所以可能，只是由于剩余

价值本身的平均率改变，或这个率对预付资本的平均比例改变。只

要剩余价值率 ［的改变］不是以工资降低到它的最低限度以下或

提高到最低限度以上为依据，只要把这种运动仅仅看作是波动，那

么上述改变所以能够发生，就或者是由于劳动能力的价值降低了，

或者是由于它提高了；如果生活资料较便宜地再生产出来，就会

发生第一种情况，如果生活资料较昂贵地再生产出来，就会发生

第二种情况。生产生活资料的劳动的生产率不改变，从而进入工

人消费的那些商品的价值不改变，这两种情况就都不可能发生。或

者，这种平均剩余价值率对社会不变资本的比例改变了。因为在

这里，改变不是由率的 ［改变］引起的，所以它必定是由不变资

本的改变引起的。不变资本的量——从技术上来看的量——与可

变资本相比增加或减少，因而它的价值额随着它本身的量的增减

而增减。在这种场合，生产方式发生了改变。如果推动更多的不

变资本只需要同一劳动，那么，这种劳动就变得更有生产效率了。

在相反的场合，情况就相反。因此，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化，一

定商品的价值就必定发生变化。因此，如果某种商品的生产价格

由于一般利润率的改变而改变，那么，虽然它本身的价值可能仍

然不变，但其他商品的价值必然发生变化。

第二，一般利润率不变。这时商品的生产价格只可能由于商

品本身价值的改变而改变。因为，不论是由于生产这种最后形式

的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化（例如，如果一磅棉纱花费的劳

动较少，那就需要较少的必要劳动，较少的工资，由此费用也就

减少），还是由于生产作为该商品组成部分的那些商品的劳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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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发生了变化，要生产这同一商品，就需要较少或较多的劳动。如

果作为生产价格来看的不是一个固定的数额，而是预付资本的价

值，费用加上平均利润，即Ｋ＋ＡＰ
２２２
，那么很明显，无论商品的

价值怎样改变，生产价格可能仍然不变。不论Ｋ的价值怎样改变，

ＡＰ的大小始终是同一个率。如果Ｋ＝１００，利润＝１０％，那么Ｋ

＋ＡＰ＝１１０＝Ｋ＝ １
１０Ｋ。如Ｋ的价值下降到５０，那么生产价格＝５０

＋ＡＰ＝５５＝Ｋ＋
１
１０Ｋ。

商品生产价格的一切变化归结为价值的变化；但并非商品价

值的一切变化必定表现在生产价格的变化上，因为生产价格不仅

由单个商品的价值决定，而是由一切商品的价值决定；也就是说，

商品Ａ［价值］的变化可以由商品Ｂ［价值］的相反的变化而抵消，

也就是说，总的比例仍然不变。假定我用１００资本能生产２０００磅

纱，而不象过去那样只生产１０００磅。如果利润等于１０％，那么，

在前一种场合，１０００磅纱值１１０镑，在后一种场合，２０００磅纱也

值１１０镑。在前一种场合，１磅纱值２１
５先令，在后一种场合，１

磅纱只值１１
１０先令。在两种场合，生产价格是相同的。其实在前

一种场合，１磅纱的生产价格＝２先令（费用）＋１
５先令，后者等

于费用的１０％或１
１０。因此，生产价格＝Ｋ（２先令）＋１０％（

１
５先

令）。在后一种场合，Ｋ＝１先令＋ １
１０先令或１０％。也就是说，生

产价格同样＝Ｋ＋１０％。在这里改变的是商品的价值，但不是生产

价格。诚然，价值的改变表现在商品价格的改变上：不再是２１
５

先令，而是１１
１０先令，但在这些不同的价格中包含着费用与利润

的同一比例，也就是说，包含着同一生产价格。）

在生息资本中，资本的运动只是被缩短了；中介过程被省略

了，于是，资本，例如１０００，被确定为这样一种物，它潜在地是

３５３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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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０，并在一定时期内转化为１１００，就象酒藏在酒窖里一定的时

间，会改善它的使用价值一样。资本现在是物，但作为物，它是

资本。所以它可以同其他一切商品并列，作为特殊商品被出售，或

者更确切些说，货币，商品现在可以作为资本被出售。这就是资

本在它的［ —９３５］最独立的形式上的表现。货币现在害了相

思病２２３。它们一旦被贷出——或者处于生产过程中（因为正是它们

给产业家带来同利润分开的利息），——不论它们是睡着还是醒

着，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会在它们身上生长出利息。

应该立即考察一下路德为反对资本上这样生长的利息所进行

的幼稚论战２２４。

李嘉图那里的一般利润率：

“余下的价值或剩余部分在各种行业中都会与所用资本的价值成比例”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８４页］）。

在生息的货币资本上，实现了货币贮藏者的虔诚愿望。［

—９３５］２２５

        

［ —９４４］２２６看来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

一旦存在着两个阶级，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利润划分

为利息和产业利润就变得明显了。这两个阶级的存在是这种划分

的表现，但是上述分裂必须存在——必须有可能，——才能在两

个阶级的划分中表现出来。但不管利润怎样低，例如是２％，以致

小资本家不能作为货币资本家生活，然而，大资本家仍然能够以

这种身份存在，因为利息的总额，绝对量，不仅取决于利息率，而

且取决于生息资本的量。

利息的高水平对普通的农民来说，例如对印度的农民来说，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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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表示利润特别大。第一，利润以及利息和一部分工资，是以利

息形式被占有的（间接地还是对资本本身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在

这种场合，是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第二，生产方式越低，也就

是说，可变资本同总资本相比投入的越多，［ —９４５］辅助资

本［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 ｃａｐｉｔａｌ］的量同支付在劳动上的资本相比越小，利

润率就越高２２７。第三，当然还要考虑到，印度人由于（身体上的）

特殊情况而缺乏需求；由此造成了他的劳动能力价值低。

一方面，劳动者还是独立的，从而不是雇佣工人，另一方面，他

劳动的物质条件或产品已经和他一道具有独立的存在，形成高利

贷者特殊阶级的共同财产，——这样一种关系在或多或少以交换

为基础的一切生产方式中，必然随着货币财产的发展（货币财产本

身就是这种发展）而发展，这种发展是同较为狭隘的农业财产和手

工业财产的形式相对立的。这种关系表现为越来越多地来自流通

并依赖于流通的劳动条件同劳动者的经济存在相独立。另一方面，

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还没有从属于资本。因此生产方式还没有

发生本质的变化。在资产阶级经济中，这种关系重复出现在落后的

工业部门或仍在抵制向现代生产方式过渡的部门中。在这些部门

中也存在着对劳动的凶狠剥削，而且在这里劳动和资本的关系既

不包含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也不包含新的历史形式的萌芽。这

里，无论是在手工业生产中，还是在小农业中，在生产方式本身中

资本在物质上还是从属于单个劳动者或他的家庭。这里存在着资

本剥削，但还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息率很高，这是因为（１）由

于辅助资本２２８［同支出在劳动上的资本相比所占］的比例小，所以

利润率高；（２）利息包括利润，而且（３）甚至包括一部分工资；（４）利

息不仅是剩余价值和工资，而且是对劳动条件本身的占有。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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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不可能偿清；劳动条件（如在印度）本身被作为抵押。在产业资

本的条件下，代表劳动条件［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归资本家所有，这

是不言而喻的。在上述高利贷形式下，资本没有掌握生产方式，因

而只在形式上是资本，这种高利贷形式的前提是资产阶级前的生

产方式占统治地位，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它又——在从属的领

域里——再现出来。从这种资本的作用不是具有政治意义——如

象在古代等等所发生的情况那样，使已有的关系解体，——而是具

有历史意义来说，它是劳动条件同劳动者相分离，这是一方面；换

句话同样也可以说，它是后来购买作为商品的生产条件的那种货

币财产的形成。２２９

利息的另一种历史形式（在还存在着奴隶制、农奴制和以此

为基础的财产和收入的地方），就是把资本贷给消费财富。在这里，

这种形式在历史上是重要的，因为它本身就是资本的产生过程，因

为收入，租金，往往还有土地所有者的土地，都在高利贷者手中

积累起来并且变成资本。这是货币——流通的资本——在一个不

依赖土地所有权的阶级手中进行积累的形式之一。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业发展起来，同时生产者有必

要生产商品，部分地购买商品的［生产］要素，部分地出售产品，

在一定时期内进行支付等等。总之，商品的货币形式对生产者来

说成了本质的东西。同时高利贷广泛发展，它现在在更大的程度

上执行着现代意义上的生息资本的职能。但是，货币一部分还在

旧式高利贷者、少数货币经营者和专卖商人手中，因此他们统治

着正在兴起的工业。由此就发生了斗争，例如在十七世纪２３０。

很清楚，只要商业和手工业在城市中发展起来，货币经营业

也就发展起来，在这里，高利贷已经在更大的程度上从属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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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形式（商业资本）。但是，只有随着信用形式的发展，当不

再需要用现金即金银偿付时，高利贷才变成完全从属的。但是在

此基础上一个新的寄生阶级发展起来。

高利贷的发展，只需要商品生产有某种发展和用货币进行支

付的必要性有所发展。一方面存在着以农奴主、封建主身份出现的

剩余劳动的占有者，高利贷者就是从他们那里拿去或者与他们分

享剩余劳动。还存在着商人阶级，与他们一道，产生出货币贮藏者，

并发展成为高利贷者，商人同这些人分享自己的利润，这些利润大

部分是让渡利润２３１。最后，对于小生产来说，［高利贷是］使它的收

入单纯变成工资并占有它的劳动条件的一种方式。

［ —９４６］只要货币资本保持着它的旧式的高利贷结构，利

息率就要由法律强制降低。一旦产生出使社会的全部潜在货币资

本提供给工业生产支配的信用形式，一旦货币资本变成商品，受竞

争支配，那么使它从属于工业资本并把它变成后者的单纯形式，变

成后者的要素的强制方法就会消失。

我们已经看到２３２，产品作为商品的性质越是不发达，交换价值

控制生产的整个广度和深度越是小，货币就越是表现为真正的财

富，表现为抽象的财富，而同财富在使用价值上所具有的有限形式

相对立。货币贮藏就是建立在后者上面的。如果撇开作为世界货

币和作为贮藏货币的货币不谈，那么货币正是在支付手段的形式

上表现为商品的绝对形式。而恰恰是货币支付手段的发展，主要引

出利息并使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来发展２３３。挥霍浪费的或奢侈腐化

的财富想要的是作为货币的货币，是作为一般购买力的货币（也是

为了偿付债务）。小生产者需要货币首先是为了支付。在这两种场

合，货币都被作为货币使用。另一方面，货币贮藏第一次变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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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高利贷中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人们向高利贷要求的并不是资本，

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高利贷通过利息把这种贮藏货币为自己转

化为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转化为它用来部分地占有剩余

劳动和部分地占有生产条件本身——即使这些条件在名义上仍然

和它相对立——的一种手段。高利贷看来存在于生产的毛孔中，就

象神存在于伊壁鸠鲁的体系中的情形一样２３４。诚然，这种生息资本

形式需要有如下的前提条件：生产已使商品流通得到了足够的发

展，以致商品流通达到了形成货币的地步，并且使货币在它的各种

不同职能上得到了发展。但高利贷是建立在下面这样的既存条件

上的：转化为商品的那一部分产品，还只构成生产的相对较小的部

分，［商品］转化为货币还有困难，而货币本身，商品作为交换价值

的存在，还只是一种例外现象。这种货币资本，虽然也是以商品生

产为前提，但不可能直接从商品和货币的关系中派生出来。商品越

是作为商品得到发展，货币就越是作为商品的单纯形式得到发展，

而商品的出售价格也就越是由它们的价值决定。只有通过竞争这

种资本实现的形式才能达到这一步。人们所以为贷款而支付货币，

仅仅是由于人们无论如何都需要拥有货币，而进行货币贮藏的高

利贷者就利用这种需要。因此，他花货币所取得的，同货币的价值

无关，也同商品的价值无关，这是因为价值增殖的一般尺度，从而

平均利润率，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基础上才能形成①。货币

是条件，是必要条件，商品形式越不是产品的一般形式，拥有货币

就越困难。货币是生产的条件，虽然还是非常外在的条件，甚至是

挥霍浪费和满足奢侈需求的条件。它们正是作为这样的条件，作为

８５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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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被出售的。商人财产就它直接来自商品流通而言，它比生息货

币资本要古老。相反，货币资本是由流通中所生长起来的货币特权

产生的，因而是从货币作为条件的必要性中产生的。在第一种场

合，流通形式是Ｇ—Ｗ—Ｇ（或Ｗ—Ｇ—Ｗ）。在第二种场合，是结果

Ｇ—Ｇ′，它意味着借助于货币可以得到更多的货币。只要货币资本

同商业资本连接在一起，它同商业资本的关系就如同在资本主义

生产基础上生息资本同资本的关系一样。只要货币资本剥削小的

财产或挥霍浪费的财富（这种财富本身占有奴隶或农奴的劳动），

它就只是来源于作为货币的货币，来源于作为贮藏货币的货币，来

源于货币支付手段的职能等等，而它的贷出价格，完全取决于高利

贷者所能选定的价格。“什么也不会白给”，从而谁也不会白白地贷

给，这是由以下事实得出来的：［ —９４７］随着商品的发展，任何

转让都表现为占有。

［（２）商业资本是资本的第一个

历史形式。高利贷］

  商业资本，或者作为商人财产出现的货币，是资本的最初形

式，也就是说，只来自流通（交换）的价值在流通中得到保存、再生

产和增殖；所以，这个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交换价值；［存在］两种

运动，为卖而买和为买而卖，但占统治地位的是Ｇ—Ｗ—Ｇ。货币

及其增殖，作为活动的唯一目的，占统治地位。商业资本是为生产

担负中介运动的货币。同样，货币在这里表现为目的本身，但并不

因此而凝固在它的金属存在上。在这里发生的是：价值生动地转化

为两种形式——商品和货币；价值对它所采取的一定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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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一视同仁，同时价值发生形态变化而成为所有这些形式，但这

些形式不过表现为价值形态的改变。因此，如果说一方面，总括流

通条件的商业行为，商人财产，是资本最初的存在形式，——这种

行为在历史上也表现为这样的东西，——那么另一方面，这种形式

却表现为与价值概念相矛盾的东西。贱买，为了贵卖，这是商业的

规律。也就是说，不是等价交换。整个说来，价值概念就是，各种不

同的商品都是价值，从而是货币，是社会劳动的相等的——从质来

说——表现。但它们并不是相等的价值量。一般来说，如果产品最

初作为商品交换，那么应该看到，它们直接交换时所依据的量的比

例最初是偶然的。它们所以被认为是商品，因为它们有进行交换的

能力，也就是说，是同一种东西的表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包

含同样多劳动时间这种意义上的等价物。持续不断的交换和再生

产越来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首先一方面不是对生产者而言，

另一方面也不是对消费者而言，而是对两者之间的中介运动即对

商人而言，商人对货币量进行比较，并把差额占为己有。通过他本

身的运动，他确立起等价。他对价值进行比较。如果说整个生产以

产品的交换价值为基础，那么商品的价值是作为商品中在质上和

量上等同的东西来调节的。货币作为商业财富，是各种极其不同的

社会形式所固有的，并出现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极其不同的

阶段上，它们不过是不受它们支配的两极之间，以及不是它们所创

造的前提条件之间的中介运动而已。

来自简单商品流通形式Ｗ—Ｇ—Ｗ 的货币，不仅是作为价值

尺度和流通手段，而且是作为商品的绝对形式，从而作为财富的

绝对形式，作为贮藏货币等等，而它们作为货币的自我保存和增

殖，表现为目的本身，同样，来自单纯商人财产形式Ｇ—Ｗ—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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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货币，贮藏货币，是作为某种通过转让可以增殖和保存的东西，

是作为通过单纯的转让可以增殖的价值。高利贷资本与商人财产

的关系，就如同生息货币资本与工业资本的关系一样。正如以让

渡利润为基础的商人财产本身没有内在尺度一样，高利贷资本也

没有内在尺度。前者尽可能依赖欺骗，后者尽可能依靠暴力。这

两者都使货币财产发展，这事实上意味着，它们以货币形式把社

会财产占为己有，垄断着社会的货币财产。

独立的商人财产作为占统治的资本形式，是流通过程对它的

两极的独立化，而这两极就是进行交换的生产者本身。这两极对

这一过程始终是独立的，反过来，这一过程对两极也始终是独立

的。产品在这里通过商业而变成商品，但是商业 ［所以存在］并

非因为产品从一开始就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或者这只发生在狭

隘的范围内）。在这里，正是商业使产品转化为商品形式；并非生

产出来的商品的运动是商业。在这里资本本身首先出现在流通过

程中，因为这一过程是交换价值首先在其中自然而然地运动和加

以占领的形式；这种形式的发展也就是流通过程。这种在流通过

程中发展成为资本的货币的结果，不管怎么说，就是货币资本，高

利贷资本。

［ —９４７ａ］简言之，在资本的实际形态出现以前，也就是

在资本使生产从属于自己，资本借以构成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的

那种形态出现以前，为什么资本作为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

作为这两种形式上的货币财富——得到发展，关于这一事实的全

部历史可以归结为：产品首先作为交换价值在流通中得到发展，在

流通中它首先变成商品和货币。在资本开始统治它的两极，即统

治以流通过程为中介的各种不同的生产领域以前，资本可以在流

１６３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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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程中形成，而且必定在流通过程中形成。货币流通和商品流

通——从而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可以对于极不相同的、按其

内部结构来说主要还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各种组织的生产领域起中

介作用。使各个生产领域借助某种第三要素来彼此发生关系的这

种流通过程的独立化，表现为二重的东西：一方面，流通还没有

占领生产，而是把生产当作漠不关心的前提，当作已有的前提，另

一方面，生产过程没有把流通过程单纯作为自己的要素包括在内。

［相反地］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两种情况都已发生。生产过程完

全建立在流通上，而流通只是生产的要素，只是作为商品生产出

来的产品的实现。资本从流通中直接获得的资本形式，商业资本

形式，在这里只表现在资本在它的再生产运动中的形式；同样，资

本作为货币资本所采取的每种形式，以及货币资本本身的增殖

——只通过它作为商品的转让——不过表现为由资本在生产过程

本身中的增殖 ［所决定的］一定形式。

享用的财富。按其本质来说，它更近似生产资本，而不是更

近似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因为它是通过拥有生产条件而对

（奴隶、农奴等等的）剩余劳动进行的直接占有。但劳动者本身在

这里无论如何还属于生产的客观条件。占统治地位的是使用价值。

当事人不是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交换价值作为货币和作为

商品的独立形式并不决定过程本身。奴隶（不是农奴）可以作为

商品购买。但是对他的剥削不是以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商品

交换形式进行的。奴隶制、农奴制是由不以生产本身为转移——

就生产的目的是交换价值而言——的关系创造的。奴隶主或封建

主占有单纯使用价值形式上的剩余劳动。商人向他提供商品，用

一小部分商品换到大量的这些产品。高利贷被加到这个过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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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的是把收入提前使用，给封建主等等提供购买这些商品用的资

金，总之，是把财富形式预付给他，因为财富始终支配着人和物。

与此有关的是支付的必要性。

生产阶级。

只要把高利贷加在商人财产上，商人财产就要有利可图。因

此，［商人］支付利息，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在这里，利息已

经有所减低，因为它必须让人有利润可得；但是，在不发达的关

系下，利息只能导致价格提高，因为利息以及相应地还有利润都

要加到价格上。这种提高有自然的界限。商人不能迫使别人以超

过一定水平的价格购买他的商品。这样，尽管价格高昂，再生产

仍在缓慢地进行，因为市场有限。这样，在这里高利贷统治着小

的正在产生的商业和工业。另一方面，商业的财产只存在于流通

中，这种商业会导致这种财产绝对依赖于流通，［ —９４７ｂ］使

支付期限的体系发展起来，加强对 ［货币］收入，对他人支付的

依赖性。但是，只要货币是支付手段，那它们无论如何一定要绝

对地筹措到。因此，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高利贷，它必定贷出

货币，规定出自己的条件。

市民和农民的小生产

他们需要货币，或是作为购买手段，或是作为支付手段。

他们需要货币作为购买手段，主要只是在下述场合：在劳动

者还必定是自己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必定掌握着生产条件的这些

生产形式下，劳动者偶然地或由于意外的损失而丧失生产资料，或

者至少是劳动条件不能由通常的再生产过程得到补偿，例如，歉

收、牲畜瘟疫等等。［谷物、牲畜等等］，作为生活资料和原料也

属于生产条件。只要它们涨价，劳动者就不再可能用出售自己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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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所得到的货款来重新购买它们，或者用实物来补偿它们。例子：

罗马贵族不断进行战争，强迫平民服兵役，阻碍了他们劳动条件

的再生产，因而使他们贫困化（在这里，这是主要的形式；贫困

化在这里意味着再生产条件的丧失）。正是这些战争使罗马贵族的

仓库和地窖里藏满了作为战利品掠夺来的铜，即当时的货币。贵

族不是把商品如谷物、马等等直接给他们，而是把对自己没有用

处的铜借给他们，并利用这个地位来榨取惊人的高利贷利息。在

查理大帝统治下，农民也是因战争而破产的，他们除了由债务人

变为农奴外，再没有别的出路。这样，我们知道，在非洲以及罗

马尼亚各邦２３５等，例如，饥荒逼迫［农民］出卖自身去给富人当奴

隶。这一切是划时代的要素，因为货币作为高利贷资本得到了发

展。如果就个别情况来说，那么，单个生产者是保持还是丧失生

产条件，取决于无数偶然事故，而每一次这样的丧失事故——贫

困化——都使高利贷寄生虫得以乘虚而入。对农民来说，只要死

一头母牛，对小皮靴匠来说，只要皮革的价格上涨，他们就不能

按原有的规模重新开始他们的再生产。于是高利贷者就插手进来。

他使这些人的生产条件如果还不是在经济上，那么就是在法律上

发生异化，把他们的剩余劳动等占为己有。这里需要货币只是作

为购买手段，但不是为了消费，也不是为了获得“利润”，而是为

了重新占有已经丧失的劳动条件。

支付手段。这是高利贷的真正的、广阔的和独有的地盘。货币

在这里是绝对地出现的，而且出现在生产过程的通常的领域中，出

现在流通过程的习见的领域中，出现在最狭隘的范围内。每一笔在

一定期限到期的交款，如贡赋，赋税，都必须用货币来支付。所以从

在最小分工情况下的商品生产本身中，从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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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出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关系，正如我已经指出的
２３６
，这部分地是从

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所产生的特殊转让形式中，部分地是从各不

同部门中不同生产时间及生产期间的不一致中发展起来的。在这

里，在一定时期，绝对需要有货币形式的商品。使用价值本身，即商

品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无用的东西。而货币是绝对的，它意味着一

切，它的这种囊括一切的力量就是高利贷者的力量。

［ —９４８］甚至在现代资本的基础上，例如，在发生货币

危机时，利息等于２０％，商品的价格大大低于它的生产费用，甚

至在这样的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是高利贷。高利贷本身又是使

货币充当支付手段的必要性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主要手段，因为它

使生产者越来越深地陷入债务，使他自己因他的总产品同他应支

付的利息不相适应而失去了通常的支付手段。在这里，高利贷产

生于货币的支付手段职能，而又形成和扩大货币的这种形式，即

形成和扩大自己的本来的地盘。

购买手段［在下述场合是必要的］，即通常的再生产由于受到

干扰而保证不了劳动条件的补偿，也就是说，劳动条件必须来自

流通。支付手段是货币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上，货币与具体

的财富相比表现为绝对的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上，需要的不是作

为资本的货币，而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在一种场合，作为例外，劳

动条件必然首先是从货币转化来的。在另一种场合，这是转化为

货币的必要性。在两种形式上，货币资本在不以资本主义生产为

转移的基础上发展。在两种形式上，货币资本能够导致资本主义

生产。高利贷和商业一样，在它的直接形式上只是剥削已有的生

产关系，而不是创造这种生产关系，它是从外部和这种生产关系

发生关系。商利贷力图直接维持这种生产关系，为的是不断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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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们进行剥削；高利贷是保守的，只会使这种生产关系处于日

益悲惨的境地。生产条件越是不作为商品进入过程和不作为商品

离开过程，由货币再创造生产条件的行为就越是表现为个别的行

为。整个生产越不是以流通为基础，——只用现金支付，商品出

售的领域很窄，积累很少，流通中的货币很少，形态变化缓慢并

且发生间断，因而很少有一种 ［商品的］生产过程同另一种商品

的流通互相交错的现象，——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权力就越强。

因而高利贷就越是有发展余地。正如交换价值越不发展，货币作

为贮藏货币就越重要完全一样，货币越不是生产方式的一种正常

形式，货币就越是作为高利贷资本起作用。

货币财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财产发展这一事实，就高利贷资本

来说，意味着它以货币索取权的形式拥有它的一切索取权。一个

国家生产的大部分越是限于实物等等，也就是限于使用价值，该

国的货币财富就越是发展。

关于商品资本，亚·斯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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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从世界上最遥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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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返于相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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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尔门

·加尔涅译本，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３册 ［第４５２—４５３页］）

正如货币首先是在共同体之间［的交换中］发展起来一样，商

业首先是作为对外贸易和转运贸易发展起来的。大规模的商业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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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作为转运贸易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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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间兴起的有热那亚、威尼斯、比萨，这些城市的兴起部分地通过运送人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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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５４页］）

［ —９４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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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上，第４５４—４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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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第４５６—４５８页）

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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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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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不如说，象犹太人存在于波兰社会的缝隙中一

样２３７。

最先独立地取得很大发展的商业民族或城市，从事转运贸易，

它们是以生产民族的野蛮状态为基础的。这些商业民族或城市在

这些生产民族之间起着中间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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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依赖于产品的直接消费；它使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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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体，使货币流通扩大，它不仅掌握了生产 ［产品］的余额，而

且逐渐地吞没了生产本身。（在它自己的基础上还建立了各单独的

生产部门。）不过，［商业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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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中的欺诈是以独立形式表现

出来的商业的基础。

商业财产与高利贷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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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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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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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得不紧张

地工作；人们开始珍惜时间；于是，商业和商人兴起了，商人是劳动者和消

费者之间的中间人。”（同上，第１７１页）

“兴办商业就是把（产品）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同上）

（商业首先把产品集中起来，但是在流通中集中的，同时，劳

动本身始终是孤立的）

（［产品］的这种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还不是在生产过程本身

中发生的。）

“消费者购买不是为了转卖；商人买卖只是为了赚钱。”（同上，第１７４

页）“最简单的商业是从事最必要的生活资料交换〈租地农场主的剩余 ［粮

食］和“自由人手”２３８之间的交换〉的商业。”（同上，第１７５—１７６页）“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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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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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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９５０ａ］由商人代表。”

｛一方面，货币是商品的第一个形态变化，是它作为交换价值

的存在。而第二，货币是第二个形态变化的开始，是使一种商品

转化为另一种商品的形式。商人代表这两点；货币的这两个要素

包含在Ｇ—Ｗ—Ｇ中，但它们本身就表现为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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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商人做买卖可以说不是为了需要，而是为了利润。”（同上，第２１０页）

［ —９５０ａ］
２３９

［（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利润率的影响］

［ —９５０ｂ］｛资本周转次数的［增加］能够增加利润量，只

是因为它在同一时期内增加再生产周期的次数，从而增加剩余劳

动或再生产的量（再生产的规模）。投入的资本不可能用来扩大生

产的规模。但商业资本则是另一回事。

如果工业生产率提高，那么，商品的单位价格就下降。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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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较少的劳动，即较少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假定生产的麻

布不是１００码，而是３００码。这３００码麻布（麻纱等等的价格不

变）现在是１０个工人的劳动产品，而在过去，１００码麻布也是１０

个工人的劳动产品。在后一种场合，１０码麻布包含着一个工人的

劳动。例如，如果工作日等于１２劳动小时，那么１０码麻布包含

１２劳动小时，而１码麻布包含１２１０＝
６
５＝１

１
５劳动小时。在前一种

场合，３０码麻布包含１２劳动小时，而１码麻布包含１２３０＝
４
１０＝

２
５劳

动小时，在一种情况下，１码麻布包含６
５劳动小时，在另一种情况

下，包含２
５劳动小时，也就是说减少了三分之二。假定１劳动小

时＝１先令，那么，在第一种场合是１码麻布值１１
５先令，在第二

种场合是值２
５先令。在第一种场合它值１先令２

２
５便士，在第二

种场合值４４
５便士。现在假定包含在１码麻布中的不变资本（麻

纱等）＝１先令。那么，在第一种场合，１码麻布值２先令２２
５便

士，在第二种场合值１先令４４
５便士。假定工资＝新加价值的

１
２，

那么在第一种场合，１码麻布包含７１
５便士［工资］，在第二种场

合包含２２
５便士［工资］。剩余价值仍然不变。工资与剩余价值之

比仍然不变。如果从单位商品来看，那么它包含的利润（和工

资），在一种场合比在另一种场合减少了三分之二。但是，如果从

［商品］总量来看，那么工资和利润额仍然不变，因为１０×７１
５＝

３０×２２
５相反，利润率下降了，因为投在麻纱等等上的资本增加了

二倍。只有在麻纱等等的价值减少三分之二，或者工资减少三分

之二的情况下，利润率才仍然不变。

在第一种场合，１０码麻布值１０×（２先令２２
５便士）＝１镑

２先令。

在第二种场合，３０码麻布值３０×（１先令４４
５便士）＝２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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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先令（但在第一种场合，这３０码麻布值３镑６先令）。

现在假定，麻纱等等在第二种场合的价格下降了三分之二。

那么，在第一种场合，１０码麻布值１镑２先令，而１码值２

先令２２
５便士。

在第二种场合，３０码麻布值１镑２先令，而１码值８４
５便士。

在这种情况下，３０码麻布的利润（和工资）额同以前１０码麻

布的利润（和工资）额一样大，不过１码麻布的商品价格大大下

降了。１码麻布的利润率不变，因为在第一种场合，利润率是７１
５

便士同预付资本１先令７１
５便士之比，在第二种场合，［这个比例

等于］２ ２

５∶６ ２５
。在两种场合，［这个比例］是３∶８。但如果从１码

麻布的利润来看，那么利润量减少了。在第一种场合，利润量等

于７１
５便士，在第二种场合，只等于２

２
５便士

２４０
。

［ —９５０］如果３００码麻布是１０个工人的劳动成果，而在

过去他们的劳动成果是１００码，那么，在一种场合，一个工人的

劳动成果是３０码，在另一种场合是１０码。在第一种场合，１码麻

布包含１
１０工作日，在第二种场合，包含

１
３０作日。

这样，我们假定，麻纱等等的价格仍然和过去一样，例如等

于ｘ；在这种情况下，１码麻布的价格在第一种场合等于ｘ＋
１
１０

Ｍ①，在第二种场合等于ｘ＋
１
３０Ｍ。在第一种场合，１００码麻布值

１００×（ｘ＋１
１０Ｍ）＝１００ｘ＋１０Ｍ，在第二种场合，３００码麻布值３００

×（ｘ＋
１
３０Ｍ）＝３００ｘ＋１０Ｍ。因此，很显然，如果工资仍然不变，

例如等于１
２工作日，那么利润量在两种场合也就仍然一样。在第

１７３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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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场合，１００码麻布的利润是
１００
２０Ｍ＝５Ｍ；在第二种场合，３００码

麻布的利润等于：３００６０＝
１００
２０＝５Ｍ。在这里，利润额仍然一样，因为

１００×１
２０并不比３００×（

１
６０）大。但是，第一，利润率下降了，因

为在第一种场合，１码麻布的支出是ｘ＋
１
２０Ｍ，利润是

１
２０Ｍ；在第

二种场合，［１码麻布上的费用是］ｘ＋１
６０ ［Ｍ］，利润是

１
６０。如果

１个工人的［工作日］等于２０先令，ｘ（麻纱等等）＝１先令，那

么ｘ＋２０Ｍ＝１先令＋１先令＝２先令。所以利润也等于
１
２０Ｍ＝１

先令。因此，价格等于３先令，其中１
３是利润。在另一种场合，ｘ

＋ １
６０Ｍ＝１先令＋４便士＝１先令４便士。所以利润等于

１
６０Ｍ＝４

便士。因此，价格在这里是１先令８便士，其中１
５是利润。撇开

这利润率的下降不谈，１码麻布的利润量，在第一种场合是Ｍ，在

第二种场合是１
６０［Ｍ］，也就是说，少了三分之二；但是，这时在

第二种场合，借以取得利润的麻布码数比第一种场合大了二倍。

假定存在着第二种情况，即随着纺织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麻

纱按同一程度变便宜。

那么，在旧的生产方式下，１００码麻布由１０个工人来生产。总

产品的价格等于１００＋１０Ｍ。１码麻布的价格等于ｘ＋
１
１０Ｍ，其中

利润是１
２０Ｍ。

在第二种场合，３００码麻布所用的麻纱等等值３００
３ｘ＝

１００ｘ。这３００码麻布值１００ｘ＋１０Ｍ。１码麻布的价格等于
ｘ
３

＋ １
３０Ｍ。利润等于

１
６０Ｍ。这样，如果ｘ又等于１先令，Ｍ 等于２０

先令，那么，１码麻布值１
３先令＋

２０
３０先令＝

１
３先令＋

２
３先令＝１先

令，其中利润是１
６０Ｍ＝

２０
６０先令＝

１
３先令。因此，利润率等于总体的

１
３，象在旧的生产 ［方式］下一样。但１码麻布的利润量在第一

种场合等于 １
２０Ｍ 或１先令，在第二种场合只等于

１
６０Ｍ＝

１
３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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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少了三分之二。就麻布的总码数来说，利润还是一样，

因为１００×１先令或１００先令＝３００× １
３先令＝

３００
３先令＝１００先

令。

假定存在着第三种情况，即随着纺织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按

同一程度降低的不是麻纱的 ［价格］，而是工资。

在旧的生产方式下，１码麻布值ｘ＋
１
１０Ｍ。利润等于

１
２０Ｍ。在

新的生产方式下，１码麻布值ｘ＋１
３０Ｍ。但利润将是

２
９０Ｍ。［１码麻

布的］费用等于ｘ＋
１
９０［Ｍ］。因此，如果ｘ＝１先令，Ｍ＝２０先令，

那么，［ —９５１］１３０Ｍ＝
２０
３０先令＝

２
３先令，同样

３
９０Ｍ＝

１
３０Ｍ＝

２
３

先令。而１
９０Ｍ＝

２
９先令。因此，利润将等于

４
９先令。

商品的价格等于１２
３先令。其中包含的利润等于

４
９先令。商

品的价格等于１５９先令，其中先令
４
９，也就是说，

１
４以上是利润。

假定存在着第四种情况：麻纱 ［价格］和工资以相等的程度

下降。

可见，假定有下列四种情况：

第 种情况。麻纱等等的价格在两种生产方式下都仍然一样，

在每码麻布上都等于１先令。一个工人或一个工作日的价值等于

２０先令。

（ａ）１０个工人生产１００码麻布，１个工人生产１０码；因此，１

码麻布包含 １
１０Ｍ＝

２０
１０先令＝２先令。也就是说，１码麻布值：１先

令（麻纱）＋２先令（劳动）＝３先令；１００码麻布值３００先令＝

１５镑。如果剩余价值率是劳动的一半，那么，１码麻布的利润等

于１先令＝产品 ［价格］的１
３。换句话说，与费用相比来计算的

利润率等于１先令∶２＝５０％。１００码麻布 ［的利润］等于１００先

令＝５镑＝５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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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１０Ｍ 生产３００码麻布，１Ｍ 生产３０码；也就是说，１码

麻布等于１
３０Ｍ＝

２０
３０先令＝

２
３先令。因此，１码麻布值１先令（麻纱

等等）＋２
３先令（劳动）＝１

２
３先令，３００码麻布值３００×（１＋

２
３

＝５００先令＝２５镑。如果剩余价值率和以前一样，那么１码麻布

的 ［剩余价值为］先令＝产品 ［价格］的１
５。或者，就剩余价值

对费用的比例来计算，等于２
６或

１
３先令：（１＋

１
３）先令或

４
３先令；

也就是说，１∶４。利润率等于２５％。３００码麻布值３００×（１＋ ２
３

先令）＝５００先令，［其中利润］是３００３先令＝５镑＝５Ｍ，和以上情

况一样。

在这种场合， ［（ｂ）］，利润率下降，１码麻布的利润量从

１先令下降到１
３先令，即从

１
２０Ｍ 下降到

１
６０Ｍ。总产品的利润量仍然

不变。

第 种情况。在第二种生产方式下，麻纱等等的价格随着纺

织业生产率［提高］按同一程度下降，也就是说，下降三分之二。

在这种条件下，３００码麻布所用的麻纱等等和以前１００码麻布所

用的麻纱所值一样多，即１００先令。因此，１码麻布值１
３先令（麻

纱等等）＋２
３先令（劳动）＝１先令，３００码麻布值３００先令＝１５

镑，和第 （ａ）种情况下一样。利润等于
１
３先令＝产品［价格］的

１
３。换句话说，与费用相比来计算的利润率等于

１
３∶

２
３＝５０％。

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仍然不变，１码麻布的利润量同第

（ａ）情况下相比，从１先令下降到
１
３先令。总产品的利润量仍然不

变，因为３００３＝１００先令＝５镑＝５Ｍ。

第 种情况。麻纱等等的价格仍然和第 种情况下一样，剩

余价值率随同劳动生产率一起提高二倍。

３００码麻布所用的麻纱值３００先令。１码麻布值１先令（麻纱

等等）＋２
３先令（劳动）＝１

２
３先令，和第 （ｂ）种情况下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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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 ［新加］劳动
２
３先令中，现在只有

１
３部分即

２
９先令是工

资。因此，利润等于４
９ ［先令］，［大约］是费用的

２
５，即４０％

２４１
。

［ —９５２］费用等于１先令（麻纱）＋２
９先令（工资）＋

１１
９先令，利润等于

４
９先令；它们之间的比是４∶１１；利润率等于３６

４
１１％。也就是说，利润率比第 （ａ）和第 种情况下低，但比第

（ｂ）种情况下高。

同第 （ｂ）种情况下一样，３００码麻布值３００×（１＋２
３）５００

先令＝２５镑。１码麻布的利润量是４
９先令，而在第 （ａ）种情况

下，它等于１先令，在第 （ｂ）种情况下等于
１
３先令，在第 种

情况下等于 １
３先令。也就是说，跟利润量等于

９
９的第 （ａ）种情

况相比，下降了二分之一以上；跟利润量为 １
３或

３
９先令的第

（ｂ）种情况相比，增加了
１
９先令，跟利润量也是

１
３或

３
９先令的第

种情况相比，情况也是一样。总产品的利润量从１００先令增加

到１３３１
３先令。现在利润量等于６

２
３Ｍ，而不是５Ｍ。

第 种情况。在新的生产方式下，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麻

纱价格按同一程度下降，工资率也一样。

１０个工人仍旧生产３００码麻布，１个工人生产３０码；在１码

麻布上花费１
３０Ｍ。

［１码麻布所需要的］麻纱的价格等于１
３先令。因此，３００码

麻布所需要的麻纱等等的价格等于３００３先令＝１００先令，同第

［ａ］和第 种情况下一样。

［单位］产品的价格等于 １
３先令（麻纱）＋

１
３０Ｍ，或者等于

１
３先

令（麻纱）＋２０３０先令＝
１
３＋

２
３先令＝１先令，同第 种情况下一样。

但是在这１先令或９
９先令中，利润是

４
９先令。如果我们计算费用，

那么我们就会得出１
３先令（麻纱）＋

２
９先令（工资），即

３
９＋

２
９＝

５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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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利润［对费用］的比例
４
９∶

５
９，或者说４∶５，所以利润率等于

８０％。１码麻布的利润量是４
９先令，同第 种情况下一样；也就是

说，它比第 （ｂ）和第 种情况下高，但是与第 （ａ）种情况相比，

还是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总产品的利润量等于３００×４
９＝１３３

１
３

＝６２
３Ｍ。也就是说，它同第 种情况下一样。

如果我们现在把这四种情况加以比较，那我们就会看到，在

所有这些情况下，当劳动生产率提高时，不仅单位产品的价值下

降，它的价格也随之下降，而且单位产品中包含的利润量也减少，

而利润率可能提高或降低。同一劳动生产了多二倍的产品量；从

而单位产品上的劳动就减少了２
３，因为利润量可能只是这包含在

单位产品中的劳动量的一部分，所以单位产品上的利润量必定减

少。在一切情况下，总产品的利润量不会下降到最初的利润量以

下，因为产品量是按单位产品利润量减少的同一比例增加的。

只要剥削率仍然不变，只要雇用的工人数不变，利润量就仍

然一样，不管上述利润量分配在多少商品上；商品数量既不会改

变利润量，也不会改变利润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如在

第 （ａ）种情况下，１００码麻布带来的利润是每码１先令，共计

是１００先令或５镑利润；在第 （ｂ）和第 种情况下，３００码麻

布带来的利润是 ［每码］ １
３先令。

我们应当把利润率仍然一样的第 和第 （ａ）种情况比较一

下，因为在第 （ａ）种情况下，２先令费用所得的利润为１先令，

在第 种情况下， ２
３先令费用所得的 ［利润］为

１
３先令。如果第

一，工资率仍然不变，第二，如果随着某一领域中劳动生产效率

的提高，那些提供不变资本即麻纱等等的领域中的劳动生产效率

以同一比例提高，那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在这种场合，利润率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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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不变，因为包含在单位商品中的原料等等和有酬劳动的相对价

值，即它们之间的比例，同有酬［ —９５３］和无酬劳动之间的

比例一样，仍然不变。

在第 （ｂ）种情况下，利润率下降，纺织业的生产率提高了

二倍，工资仍然不变，麻纱等等仍保持原来的价格。在这种场合，

利润率从５０％下降到２５％，也就是说，下降了一半。利润率所以

下降，是因为新加劳动的价值不仅与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量（如

在第 种情况下）相比下降了，而且与这种资本的价值相比下降

了，而这新加劳动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仍然不变。在第

种情况下，利润率仍然不变，单位商品的总价格按劳动生产率提

高的同一比例下降。过去 ［在第 （ａ）种情况下］，１码麻布值３

先令，在第 种情况下它值１先令，在第 （ｂ）种情况下则相反，

它值１２
３先令。在这里，利润率下降，因而 ［单位］商品的总价

格不按织布过程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一比例下降。

在第 种情况下利润率也下降，那里工资按劳动生产率 ［提

高］的同一比例减少。但是原料等等的 ［价值］，如同在第 （ａ）

种情况下一样，仍然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二倍以前的价值。在这里，

总劳动的价值与不变资本相比下降了，利润率也随之下降了。但

是这里总产品的利润量增加了。而在上述三种情况下，即 （ａ），

（ｂ）和 下，总产品的利润是始终未变。

这就是说，在第 ［（ａ）］种情况下，利润量等于１００［码麻

布］×１先令＝１００先令，在第 （ｂ）种情况下，利润量等于３００

× １
３先令＝１００先令，在第 种情况下，利润量［也］等于３００码

×１
３先令＝１００先令。不过在第 （ａ）种情况下，１００码麻布的利

润等于１００先令，即每码１先令，在第 （ｂ）种情况下是每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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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
１
３先令乘以３００码麻布，利润是１００先令，在第 种情况下

［也］是每码利润１
３先令乘以３００码麻布，但是，１码麻布在第

（ａ）种情况下值３先令，在第 （ｂ）种情况下值１１
３先令，在第

种情况下只值１先令。在第 （ａ）种情况下也象在第 种情况

下一样，利润为产品 ［价格］的１
３。

在第 种情况下，利润量增加，因为３００×（４９）大于１００×

１或３００×（１３）；后者只等于３００×
３
９。单位产品的利润量从

９
９减

少到４
９（与第 （ａ）种情况相比），也就是说减少一半以上，但是

麻布的码数增加了二倍。也就是说，１码麻布的利润量没有按麻布

码数增加的同一比例减少。因此，总产品的利润量增加了。

最后，在第 种情况下如同在第 种情况下一样，与第

（ａ）种情况相比，价值下跌了
２
３，从３先令下降到１先令。但是利

润率和总产品的利润量增加了。１码麻布的利润量，如同在第 种

情况下一样，等于４
９先令，但是这个利润量对包含在１码麻布中

的不变资本形成较高的比率。

［将所有这四种情况］对比一下
２４２

：

码数
每码麻布的
价格（先令） 总产品（先令） ［每码麻布］费用

１（ａ） １００ ３ ３００ １先令（麻纱）＋１先令（工资）

１（ｂ） ３００ １２３ ５００ １先令（麻纱）＋１３先令（工资）

３００ １ ３００ １
３先令（麻纱）＋

１
３先令（工资）

３００ １２３ ５００ １先令（麻纱）＋２９先令（工资）

３００ １ ３００ １
３先令（麻纱）＋

２
９先令（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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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码麻布
包含的劳动 剩余价值率 每 码 麻 布

的 利 润 量 总产量的利润

（ａ） １
１０Ｍ １００％＝ １

２０Ｍ １先令＝ １
２０Ｍ １００先令＝５Ｍ

（ｂ） １
３０Ｍ １００％＝ １

６０Ｍ
１
３先令＝

１
６０Ｍ

３００
３先令＝５Ｍ

１
３０Ｍ １００％＝ １

６０Ｍ
１
３先令＝

１
６０Ｍ

３００
３先令＝５Ｍ

１
３０＝

３
９０Ｍ ２００％＝ ２

９０Ｍ
４
９先令＝

２
９０或

１
４５Ｍ ３００× ４９ 先令＝６

６
９先令Ｍ

１
３０＝

３
９０Ｍ

２００％＝ ２
９０Ｍ

４
９ 先令＝

２
９０或

１
４５Ｍ

３００× ４
９
先令＝６ ６９先令Ｍ

利 润 率
总 费 用
（先 令）

资 本 构 成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剩余价值 利 润 量

（ａ） 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Ｂ） ２５％ ４００ ３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２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３６４１１％ ３６６２３ ３００ ６６２３
１３３ １
３１１ １３３１３

８０％ １６６２３

１００ ６６２３ １３３ １３１１ １３３１３

     ［ＸＶ－９５３］２４３

  ［ —９５６］从引用的材料中可以得出结论：如果劳动生产

力的增长如同在第 和第 情况下那样，均衡地影响商品的所有

组成部分，那么，商品的价格就按照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一比例

减少。也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提高二倍时，１码麻布的价格就减

少三分之二，从３先令下降到１先令。这时，商品中包含的直接

劳动对商品中包含的已实现的劳动的比例也仍然不变。因此，如

果工资价值或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比例，即直接劳动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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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仍然不变，那么，可变资本和不变

资本之间的比例，从而利润率也仍然不变。试把第 种情况同第

（ａ）种情况比较一下。

相反，如果工资（劳动能力的价值），从而必要劳动时间按照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一比例减少（中等程度，例如，［工资］下降，

但并不如此厉害，而只会引起程度上的改变），那么，正如在第

种情况下一样，利润率提高，从而总产品的利润量增加。

第 种和第 种情况的对比就是这样，在这些情况下，价值

从３先令下降到１先令，在第 种情况下，利润率和利润总量仍

然不变，而在第 种情况下，利润率和利润总量增加了。

相反，在第 （ｂ）和第 这两种情况下，劳动生产率在终结过

程中提高了二倍，但原料等等的价值仍然未变。这里在第 （ｂ）种

情况下，如果工资仍然不变，那么，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就

按照不变资本增加的同一比例而减少。因此，利润率下降。但是，

如果象在第 种情况下那样，劳动价值减少，那么，虽然利润率由

于剩余价值按照更大的总资本来计算而下降了，但是，第一，总资

本的增长不如第 （ｂ）种情况下那样高，在第 （ｂ）种情况下，首

先不变资本从１００增加到３００，其次，可变资本１００仍然不变，也

就是说，总资本增加了２００（第 （ｂ）种情况下的不变资本超过第

（ａ）种情况下的不变资本的余额），同时，剩余价值仍与第 （ａ）

种情况下一样，而在第 种情况下，虽然不变资本从１００增加到

３００，但可变资本却相反地从１００减少到６６２
３，因此，总资本不是

按不变资本的全部增殖额增加。第二，在第 种情况下，剩余价值

从１００增加到１３３１
３，也就是说，同第 （ａ）种情况相比，增加３３

１
３％。因此，利润率下降，但不是按照第 （ｂ）种情况下的同一程

０８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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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下降，总产品的利润量增加了，因为，虽然利润率在第 种情况

下比在第 （ａ）种情况下低，但是总剩余价值较大，或者换句话说，

第 种情况下的利润率与第 （ａ）种情况相比的下降比例，小于第

种情况下的预付总资本与第 （ａ）种情况相比的增长比例。

因此，我们看到，在单位商品的价格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

降低，从而这些廉价商品的数量同时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率可能

仍然不变，可能降低或提高。如果雇用的工人人数一样（工资也

不提高），那么，利润总量至少总是不变；如果在这些条件之外，

再加上工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那么，利润总量就可

能增加。但利润总量只有在雇用的工人数仍然不变时才仍然不变。

这种情况——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发生变化——只有当预付资

本增加时才有可能。例如，把第 （ｂ）种情况同第 （ａ）种情

况比较一下。如果待花费的资本在第 （ｂ）种情况下仍然同在第

（ａ）种情况下一样，即２００，那么，利润量就不可能仍然不变。

现在应该从这２００中把３
４支付在不变资本上，把

１
４支付在可变资

本上。也就是说，把１５０支付在不变资本上，把５０支付在可变资

本上。１００［利润］代表５Ｍ，因此，５０［利润］只代表２１
２Ｍ。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

不 变
资 本

可 变
资 本

剩 余
价 值 产  品 麻 布

码 数
每 码
价 格 利 润 率 利 润 率

１５０ ５０ ５０ ２５０ １５０ １
２
３ ２５％ ５０

先令 先令 先令 先令 先令 先令

预付资本不变。麻布码数从１００增加到１５０，也就是说，增加

５０％。相反，利润量从１００减少到５０，也就是说，减少５０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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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劳动的剥削，从而剩余价值率仍然不变。如果在那些生产不变

资本的生产部门及消费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中，［劳动］生产率同

时按同一程度提高，就象在第 种情况下那样，那么，不仅利润

量，而且利润率都可能仍然同以前一样。只有在这一条件之外再

加上工资也减少时，利润率才可能提高。［ —９５６］２４４

［ —９５４］由此可见，利润率看来不可能下降，只有下列

情况例外：

（１）劳动力的相对价值提高（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变的情况

下）。这是李嘉图的论断，但没有加上限制的附带条件，而没有这

个条件，这一论断是绝对错误的２４５；

（２）或者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相对价值提高。而这种对比

看来又受下述情况的限制：在参加商品生产的一切部门中，劳动

生产力并不是同时按同一程度提高的。

假定纺纱业和织布业中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二倍。如果同

时在棉花本身的生产中生产率也提高了二倍，那么，从把原料也考

虑在内来说，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仍然不变。如果１００镑支

配５个工人，他们过去加工价值３００镑的棉花，现在加工多二倍的

棉花，那么，现在这增大了二倍的数量，即３ 棉花，只值３００镑，

也就是说，和过去 棉花所值一样，因为棉花价值降低了三分之

二。甚至在这种场合，利润的下降也并不证明棉花生产的生产效率

降低了，只是证明棉花生产的生产效率和棉花加工的生产效率不

是按同一程度提高。因此，这只意味着棉花生产的生产率相对下

降，尽管它绝对地增加了。但是，李嘉图认为，农业的生产效率似乎

必然绝对降低。利润的减少只是证明，在资产阶级生产条件下，工

业和农业不是按同一程度发展。如果工业和农业的发展不平衡，那

２８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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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单单这一点就足以说明利润率的降低。

但是，尽管不变资本的量增加，它的价值随着
·
劳
·
动生产率的

提高而按同一比例下降，这个前提归结为下述前提：不变资本的

价值只由现在的劳动组成，没有任何过去的劳动加入再生产。只

要过去劳动的产品能够更便宜地再生产出来，过去劳动的价值就

必然降低。如果纺纱的生产率提高了二倍，一个工人运转的不再

是６００个纱锭，而是１８００个纱锭，那么可以认为，现在用同样的

劳动可以再生产１８００个纱锭，而过去只再生产６００个纱锭。我们

暂且不再对这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考察，让我们来看看我们这里重

新进行这种研究时所要解决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一切场合，也就是说，在

同量劳动表现为更多的商品量，从而单位商品量的价格下降的一

切场合，单位商品的利润量都会减少，而不管利润率是仍然不变，

还是提高或降低，甚至在总产品的利润量增加时也是如此。

｛顺便指出，事实证明，如果考察单位商品的价格本身，或者

只是就劳动所生产的商品数量来计量劳动，那么，研究总是不正确

的。一切取决于预付资本总额的大小。甚至如果我们是分析单位

商品的价格，如象上述情况那样，１码麻布的价格从３先令下降到

１２
３先令，如果我们知道，１先令是麻纱等等，

１
３先令是工资，

１
３先

令是利润，那么我们还是不知道，利润总量是否仍然不变。例如在

第 （ｂ）种情况下，如果预付资本同以前一样只是２００，那么利润

量就会减少；如果预付资本等于４００，那么利润量就仍然不变。甚

至在第 种情况下，如果上述每码麻布的价格为１２
３先令，资本仍

然不变，而工资率下降，那么全部产品的利润量就不会增加。

因此，得出如下的比例２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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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产  品麻布码数 每码麻布价格 利 润 率 利 润 率

１６３７１１ ３６
４
１１ ７２８１１ ２７２８１１ １６３７１１ １２３ ３６

４
１１ ７２８１１

２００

  而它以前等于１００
２４７
。｝

［（４）商业利润。流通领域中的生产资本。

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特殊职能］

  ［ —９５５］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产生这样的现象：在劳动

生产力增长的情况下，单位商品的价格降低，商品的数量增加，单

位商品的利润量必定减少，利润率仍然不变、提高或降低，商品总

量的利润量保持不变或增加｛在所说明的情况下，即资本本该增

加但仍然不变时，即使商品总量的利润量减少了，它实际上也会不

变或者甚至增加，因为采用改进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以低于旧的

市场价格，换言之，以高于他的个别生产价格的价格来出售他的商

品，直至竞争使价格拉平为止；在价格的平均化时期，同时会出现另

一个要素，即预付资本增长｝，这个现象在表面上只是表现为：单位商品的

利润量减少，它的价格下降，增加了的商品总量的利润量仍然不变或增

加。因此，这可以这样理解：资本家乐意在单位商品上少加些利润，

但是由于他出售的商品数量增加而得到补偿，这种观点以“让渡利

润”２４８观念为基础，而让渡利润观念又是从商人资本、商业资本观

念中抽象出来的。如果某个商人每年买进１００码麻布，他每码花３

先令（第 ａ情况），总共花３００先令，他把这１００码麻布加上１０％

的加价卖出，那么，他就可获得３０先令的利润，这样，每码麻布就

４８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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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卖３先令３
３
５便士（３

３
５便士或

１８
５便士或

３６
１０便士＝

３
１０先令，因为

３先令＝３×１２便士＝３６便士，因此，３１０先令＝
３６
１０便士）。相反，如

果他出售３００码麻布，而每码是花１先令买进的，（第 情况），那

么，他要使３００先令的资本获得１０％的利润，也必须实现３０先令

的利润。但前一商人每码加价１
１０先令，后一商人只须加价

１
１０先令；

前者加价３３
５便士，后者只须加价１

１
５便士。也就是说，他每码麻

布卖１先令１１
５便士，而前一商人每码麻布卖３先令３

３
５便士，而

且他所获得的利润和前一商人一样多。如果他每码麻布卖１先令

１１
２便士，那么他就可得到比前一商人多得多的利润，虽然他在每

码麻布上的加价少得多，而且售价便宜一半以上。

如果我们现在整体地来考察商人资本，例如在这里，也就是

投在麻布销售上的全部商业资本，那么，很清楚，他到底应出售

１００码还是３００码麻布，３００先令到底应预付在１００码麻布上还是

３００码麻布上，他的每码麻布的生产费用到底是１先令还是３先

令，这完全不取决于商人。也就是说，他到底是在较少量麻布上

每码加价３３
５便士还是在较大量麻布上每码加价１

１
５便士才能得

到１０％的利润，这也不取决于商人。加价率本身——如果仍从整

体上来考察 ［商人资本］——也同样不取决于商人；它是由平均

利润的一般规律决定的：等量资本，不论它被投在什么特殊领域，

不论它推动多少劳动量，总是带来相同的利润，例如１０％。这一

点适用于始终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资本，同样也完全适用于从来不

在直接生产过程领域以外（以实物形式）使用的固定资本。产业

资本的生产价格，对商业资本来说表现为生产费用。但是，因为

产业资本是在市场上购买、补充自身的要素，即一部分是它的不

变资本的要素，另一部分是它的可变资本的要素（后者是以这样

５８３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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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定为限：劳动能力的价值是由工人消费资料的价格决定的），

而且因为这些要素是从商人手里转到产业家手里 ［ —９５５］２４９

［ —９５７］，所以很清楚，不仅一种商品的生产价格转入另一种

商品的生产费用，而且一种商品的工业生产价格＋这一价格的商

业加价，表现为另一种商品的生产费用的要素。

即使产业家们是直接互相交换，没有商人做中介，一种商品的

工业生产价格也总是会进入另一种商品的生产费用。例如，［资本

家］织布业主支付纱的生产价格。因此，这生产价格就形成他的一

笔支出，进入他的不变资本，对他来说成为预付，生产费用的要素。

因此，从单个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剩余价值不仅以利息的形式，而

且它本身进入他的预付，进入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但是，这种情

况对他的不变资本的所有要素和对工资（可变资本）来说也是适用

的，因为劳动能力的价值是由工人的消费资料的生产价格决定的。

利润——从而生产价格和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对单个资

本家来说，只是同他自己的商品相联系才表现为超过生产费用的

金额。如果联系进入他自己的商品的生产价格的其他一切商品，那

么对他来说，生产费用，即他的生产的费用，表现为是由生产价

格决定的东西，因而利润表现为
·
进
·
入生产价格的要素，而不是表

现为由生产价格
·
产
·
生的结果。

完全撇开商人资本的中介来考察生产价格，这是对的。商人

资本与生产价格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把商人资本所作的加

价单纯看作价格超过价值的名义上的增量或别的什么呢？如果通

常发生的是前一种情况——因为商品的商业价格是作为要素进入

商品的再生产的——那么，一切商品就会高于它的价值出售，因

为算入生产价格的是：（１）全部预付资本，（２）在各不同资本之

６８３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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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按各资本量的比例进行分配的全部剩余价值。但是，预付资本，

第一，是由物化在劳动资料等等中的劳动组成的，第二，它被等

量的活劳动所补偿（工资），第三，全部剩余价值包括全部剩余劳

动。因此，如果再增加一个能提高生产价格的要素，那么，总商

品的价格就会超过它的价值，单位商品的价格就会超过它的生产

价格，也就是说，正好超过它的由总商品价值决定的价格。但是

商业资本的情况似乎正是这样。

流通过程内所包括的资本必须区分下列情况：

第一，属于生产过程本身的职能同商人资本的职能被混淆起

来，或者说实际上或多或少是结合在一起的，尽管前一职能并不

是在生产者的工作场所内进行的。

这些职能中的第一个职能，就是运输业（商品的转运）。商品

的使用价值诚然是现成的，但是这个使用价值还会发生变化。它

的位置，空间存在会改变。这个过程属于生产过程本身。商品不

发生这种位置变化，就不会出现在市场上，从而不会处于流通中。

凡是与这个过程有关的都属于生产过程。

第二，商品在真正作为商品存在以前，它的使用价值首先必

须按照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相适应的数量进行分配，分离。例

如，一夸特小麦只有在这一夸特被过秤并从小麦总量中分离出来

以后等等，才作为一夸特存在。这种计量，过秤，即把商品实际

上化为若干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相适应的，并且最初只在观

念上存在的计量单位，这属于商品的加工，属于它的生产过程。商

品必须经过这个过程，才能在批发业中或零售业中作为商品而存

在，所以这是使用价值［ —９５８］本身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而

准备好以前必须完成的一种活动。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大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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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而个人消费是小规模地进行的，所以上述活动就构成零售

商业的极为重要的部分。因为工作场所中的包装工，仓库管理员、

过秤员等等同纺纱工、染色工等等完全一样，属于生产工人，而

这样花费的资本也和直接投在纺纱等上的资本一样，是生产资本，

所以资本的这样的使用，即使是在流通领域内发生的并反复进行

的，也完全属于商品的生产过程。

第三，当商品出现在市场上，也就是说，已经离开自己的生

产过程而进入流通领域时，固定资本和保管商品、库存商品、保

藏商品所必需的流动资本的情况又怎样呢？

如果我们首先考察的商品是一年只能再生产一次，因而一年

只被投入市场一次的商品，例如谷物、棉花等等，那么，这里的回答

将是十分明白的。假如，利物浦的棉花进口商如果没有仓库、码头

等等，那么，曼彻斯特的工厂主等等就得自己把一年内所需的大量

棉花库存起来，他一方面要把资本（固定资本）花在仓库上，即建筑

物上，另一方面要花可变资本去购买雇佣劳动，以完成保藏棉花所

要做的事情。谷物和磨坊主，面粉和面包师等等也会有同样的情

形。所有这一切都是生产条件，而保存和保管方面的作业和费用等

在这里属于生产条件本身。差别恰恰只在于，生产棉纱和面包所需

要的资本中应实现这些特定职能的部分，是存在于棉花进口商、谷

物商人等等手里并在这些人手里发生作用，而不是存在于棉纱工

厂主、磨坊主和面包师手里并在这些人手里发生作用。但是执行这

些职能的资本就是直接的生产资本，包括在生产过程中，虽然它们

是处于流通领域内。它们是生产资本的处在外部（也就是在直接的

工作场所外）的各个部分。这适用于一切投在商品库存上的资本，

只要商品的保存和保藏构成以后的生产过程的要素；如果这些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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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没有由于分工而被交给处在［工厂］外部的资本家去执行，那么，

商品的库存和保藏就得由直接生产者去进行。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直接进入个人消费的第二类商品。首先很

明显，既然这些商品构成工人的消费资料（实际上是蜕掉了货币

形式的可变资本），这些商品的保藏和库存就属于生产过程的直接

条件。它们列入可变资本，正如第一类商品列入不变资本一样。因

此，适用于第一类商品的，同样也适用于第二类商品。至于那些

既不列入不变资本也不列入可变资本的商品的库存，那么，能不

能说这种商品库存所需要的资本和劳动包括在商品的直接生产过

程内呢？当然不能。但是，它们终究是以迂回的途径达到这一点

的。它们列入直接的消费费用。第一类商品的库存列入生产消费

费用，从而列入直接生产费用；第二类商品的库存列入个人消费

费用，从而列入消费费用。如果所有这些商品不是陆续买进，而

是必须一下子就把例如一年中所生产的商品全部买进 ［ —

９５９］，那么，私人消费者就得在设置商品的贮存场所和为保持这

些商品的适用状态而使用的雇佣劳动上花费资本。一般来说，消

费费用——例如，我必须让人给我擦拭家具，收拾房间，煮肉，擦

皮靴——不包括在商品的生产过程内，从而不列入商品的生产价

格。只有当商品不再是商品而成为单纯的使用价值后，消费费用

才会出现。但是，只要消费费用是事先预计到的，消费者得到的

就是供消费的现成形式的商品，即不需要向生产价格作私人追加

的那种形式上的商品。例如，如果纱是在工厂中生产的，而麻布

是在家中织造的，那么，织布过程就属于纱的消费费用。如果麻

布是以工业方式织造的，那么织布过程就属于生产费用。上述场

合也是如此。如果我让人在家中煮肉，那么，肉的烹调就属于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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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费用。如果我从小店买回熟肉，那么，肉的烹调就属于肉

的生产费用，进入肉的生产过程，然而它是以更进一步的形式走

出生产过程并以更为成熟的形式进入消费过程的。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第二类商品即作为要素既不列入

不变资本也不列入可变资本的商品的库存，同样也包括在直接生

产过程中。因而花费在这上面的资本，直接就是生产资本。总的

说来，生产资本可以有两种意义：（１）直接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

（２）进入再生产过程（包括流通）的资本。

关于这第三个类别，即投在商品库存（包括商品的库存和保

藏）上的资本，应当看到：这些行为只有在平均生产条件需要它们

的时候才是生产性的。相反，如果市场商品充斥或者商品滞销，从

而，在流通蓄水池中商品堵塞，也就是说，由于流通过程的中断而

发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对个别生产者来说，这属于非生产费用，对

他来说，这会增加生产费用，也就是说，缩小生产价格和生产费用

之间的差额。最终的市场价格不会因此而提高，而是相反，多半会

同这种非生产费用成反比，这完全象流通过程受到诸如此类的阻

碍时所造成的运输费用一样。例如，假定商品从曼彻斯特运到中

国，发现那里的市场已经充斥，于是又从中国运到澳大利亚，但在

澳大利亚又遇到同样的命运，结果最后不得不运到南美洲卖掉。

但是，所有这些用于商品运输、使商品按大小和重量分开以

及用于商品库存的投资，有一点是共同的：这些投资是用在这样

一些过程上，这些过程直接改变和影响商品的
·
使
·
用
·
价
·
值，也就是

使商品的使用价值获得另一种形式，而不管这是通过位置变换，或

者通过按使用价值的自然量把它分成各个部分，还是通过保持这

些使用价值而实现的。正是这些过程对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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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直接关系使这些过程成为直接的生产过程，而使这些过程

中所使用的资本成为按照一般分工用于直接生产各特殊领域的生

产资本。

揭示流通资本的这些特征，换句话说，使它们从流通资本中

分离出来，这曾是很必要的。这是在流通领域内继续进行下去的、

延伸到直接生产过程以外的生产过程。因为只在流通中执行职能

的资本，特别是商人资本，部分地也把这些职能同它自己的特殊

职能结合在一起，从而不是以自身的
·
纯
·
粹形式出现的，所以揭示

这些特征就更加必要。但是在这种分离以后，流通资本就以它的

纯粹形式出现。

［ —９６０］在我们转来谈这种特殊种类的资本以前，还必

须指出以下两点：

第一，用于运输、零售（分装）（计量）和商品库存的资本，

因而显然属于流通过程的资本，事实上与其他生产资本的差别仅

仅在于，它形成一些特殊的领域，正如农业中、采掘工业中、加

工工业中的资本以及它们的所属部门只是作为创造各种不同的使

用价值的特殊领域而互相区别完全一样。因此，从这里不会产生

资本一般的任何新的形式差别，即同资本生产过程的各种来自资

本所创造的使用价值性质的特征无关的形式差别。

第二，如同在资本的所有其他领域中一样，利润在这里部分

地也是直接来自这些领域中被剥削的雇佣劳动，部分地是——如

果资本的有机构成在这里不是平均构成，例如，如果资本包含较

少的可变资本，较多的固定资本——来自其他生产领域中所生产

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与资本量的大小成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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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再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挤入流通过程内并与商品使用价值

及其各种不同的完成程度绝对无关的各种特殊的资本形式。这些

特殊的资本形式，不仅作为资本的各种特殊的使用领域而彼此不

同，而且形成一种与生产资本本身不同的资本。

因为这些特殊的资本形式所执行的只是流通过程本身的职

能，所以它们的独特职能必须用商品的形态变化形式，也就是说，

用流通本身所固有的形态运动来加以阐明。

在流通中资本只作为商品或货币而存在；即作为商品资本或

货币资本而存在。商品的运动（从而商品资本的运动）是Ｗ—Ｇ—

Ｗ，即为买而卖，而如果这个过程是不断地反复进行的，那么，这

一运动就是为买而卖和为卖而买。正是后者使商品的形态变化转

化为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因为从这里可以看出，在这一过程中

不仅发生了商品和货币的形式变换，而且价值得到保存并增殖了。

也就是说，商人资本的职能就是这样。商品形态变化的总运动表

现为商品资本的运动，所以除了这种形式变换及其运动外，商人

资本作为商人资本没有任何其他的职能。

第二是货币，既然货币除了充当单纯的流通手段（货币作为

商人资本（商品资本）本身，即作为不过是瞬息间的商品形式而

执行职能的唯一形式）这一职能以外，还有其他一些职能。正如

我在第一部分２５０中已指出的，货币的这些从商品的形态变化中产

生的特有的、表面上独立的运动，可以归结为：（１）货币贮藏；

（２）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３）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货

币在这一职能中进行着双重的运动，一方面是在各国流通领域之

间的来往运动，［另一方面是，］从它们的产地到世界市场的运动，

以及这种流入在各国流通领域之间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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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贮藏，正如我们看到的
２５１
，从商品交换的观点来看，——

纯粹作为货币形式来考察——是商品在它的第一形态变化上的凝

结或独立。但是在这里，沉淀为贮藏货币的货币作为资本的存在，

是资本（或者不管怎样，总是它的相应部分），是生产资本，它已

完成了自己的生产过程，已从货币转化为商品，又从商品转化为

更多数量的货币。货币作为贮藏货币所具有的各种不同规定现在

表现为货币资本的规定。贮藏货币的第一种形式，或者贮藏货币

的职能［ —９６１］过去是充当铸币准备金。现在，具有这种属

性的货币，即当它们可作为现成的流通手段，即作为购买手段执

行职能时，它们是流通资本的一部分，因为产业资本家（或者商

业资本家，这对货币资本来说是一样的）必须经常现成地拥有作

为货币资本的流通资本以应付经常的开支，也就是说，支付工资，

抵补自己的个人开支（他作为收入所花掉的），和购买必须用现金

支付的其他生产组成部分。

货币作为贮藏货币的第二个职能是充当支付准备金，即充当

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来源的基金。所以，一当我们开始考察作

为支付手段的货币，我们就将立即转到这个问题上来。

货币作为贮藏货币的第三个职能是充当世界货币的准备金，

即充当国外市场上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基金，此外，就是专门

代表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上，由于从货币等的产地流出的

货币被用来交换商品，就有新的货币流入世界市场。

既然贮藏货币或者应充当国内市场上的支付手段的准备金，

或者应充当国外市场上的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所以它的这种形

式，即作为支付手段或世界货币而执行的职能，对于资本来说，绝

对不会改变这样一种情况：货币是工业家要以货币形式经常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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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部分流通资本，就象铸币准备金的情况一样。

最后，贮藏货币原来只要不是作为铸币准备金、支付手段和

世界货币执行职能，它就是贮藏货币本身，就是凝结在第一形态

变化上的、独立化的和被保存起来的商品。但是对资本来说，这

是闲置的资本，以货币形式闲置的一部分资本，是资本不可能在

自己的企业中直接加以利用的那部分。资本家并不抱有货币贮藏

者的那种错觉，并且对他来说货币不是作为商品的绝对形式，而

只是作为资本的绝对形式，即作为自行增殖的和发挥职能的价值

的绝对形式才具有价值，所以对他来说，这种闲置的资本形式是

非生产资本，是可以贷出的资本，如果资本家自己不能把它当作

能带来利润的资本加以利用，那么，它至少应转化为生息资本。因

此，对于资本家来说，这是作为货币资本存在于市场上的货币。这

可能是新积累起来的，即转化为资本的利润。但是，这一闲置资

本的一部分也可能来自非生产劳动者（甚至生产劳动者）的利息

和其他收入来源，因为他们想把自己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收入的

一部分作为资本出售，也就是说，把它借贷出去。

至于说到贮藏货币本身，不管它是否执行某种职能，那么它

本身只是使一种活动，即保管活动成为必要。它的保管费用归结

为建筑物费用、保险箱费用，从而归结为某一数额的固定资本，归

结为贮藏货币的计算费用；如果贮藏货币的数额很大，那么，也

许还要归结为“保卫”（但不是防虫蛀和生锈，而是防盗）２５２贮藏货

币的非生产劳动者的雇佣劳动费用。

如果说特殊的资本必须完成的只是那些从资本流通中产生的

活动，那么，这些活动只能是从流通本身的职能中产生的活动，即

从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中独立出来的、为流通过程所固有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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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现这个过程特色的职能。

因此，商品资本、商人资本、商品经营者本身作为进行特殊活

动的资本，即作为只从事于这种活动的资本，所从事的无非只是商

品的买与卖，即要花费劳动时间的活动，这一活动在这里既要占用

资本家本人的全部劳动时间，也要占用他的雇佣工人、店员等等的

全部劳动时间。在这里，体现商品的不断的形态变化的运动，表现

为商品经营者的唯一的活动，表现为通过他的中介活动，或者更确

切些说，通过他借以发挥职能的资本的特殊活动而进行的活动。

［ —９６２］某种作为货币资本出现的特殊资本的职能，简

单地说，货币经营业，也同样只能从货币——从而从作为货币的

资本，即作为货币而存在的方式上的资本——的特殊职能中取得

自己的内容，而货币的这一职能不同于货币作为商人资本（在那

里，货币经常起着购买手段的作用）所执行的职能。

因此，这些职能首先就是货币贮藏本身，后者不过归结为保

管流通中沉淀下来的货币（流通中沉淀下来的货币形式的资本、利

润或各种收入）。我们在考察货币时就已经看到２５３，在资产阶级以

前的生产阶段，货币贮藏很分散，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货

币贮藏则集中在较大的贮藏库中。这就是货币经营者或货币经营

业的第一种职能。

产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也一样）必须使自己的流通资本的一

定部分现成地保持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即贮藏货币（按形式来

说）的形式上，来作为铸币准备金和支付手段准备金，不管它们是

存在于国内，还是存在于国外。而且这个部分同资本家进行生产的

规模，例如同他每周必须支付的工资等等，以及日常的现金营业

额，如商人的现金营业额保持一定的比例。可是，虽然这个部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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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当然，在再生产的各不同时刻它是会改变的），它却会不

断地被重新花掉，也就是说，充当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在这个场

合作为支付差额的手段）而失去自己的贮藏货币的形式，即贮藏货

币会被用光，并且通过出售商品或对所售商品的付款又不断重新

得到充实。因此，贮藏货币的各部分是经常改变的，一方面，贮藏货

币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被花掉，另一方面，它又由于商品不断

再转化为货币而不断地被恢复。它始终处于不断的运动中，而决不

是货币贮藏者的静止的贮藏货币。因此，货币经营业的第二个职能

是：不断地接受来自工业家和商人的货币，把它们作为贮藏货币收

起来，又不断地作为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交出去。这一活动使簿

记、经常性的付款和计算成为必要。货币贮藏（货币资本）的这种运

动——它的不断形成和花费——以及它的平衡，是以它所进行的

活动，即专门从事货币经营者的活动为中介的。既然货币专门作为

支付手段执行职能，——在这种职能上，正如以前已指出的，２５４要

计算的是彼此的债权，并且用货币支付的只是差额，——那么，货

币经营者就必须执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这一职能，必须实现平

衡，或者是作为差额而支付货币，或者是作为差额而接受货币。作

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这种平衡和中介活动，特别在资本主义生产

下日益得到发展。因为在那里，全部生产是以交换价值、流通为基

础，从而必须经常进行生产者（和商人）之间的结算。

因为在国外市场上进行的支付或购买使一些特殊活动成为必

要，造成了寄送差额或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的特殊形式（汇率等

等），所以，这些活动又构成了货币经营业的特殊职能。

同样，货币由产地进入商品交换这一行为，也会作为特殊的

活动和职能而独立化（贵金属贸易等等）。这又是货币经营业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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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职能。

最后，闲置的货币，换言之，作为货币资本被投到市场上去

的货币，被贷出，被其他的人借去，而这——以各种不同的形式

（贷款、贴现等等）——又表现为货币经营业的特殊职能，而且，

这种货币经营业对于借贷货币资本来说，就象商人对于商品来说

一样，表现为同样的东西，即表现为中介，通过这一中介，货币

资本的供求得到平衡和集中。

最后，还可以补充说一下：货币作为世界货币抛弃了它作为

本国货币的民族［ —９６３］性质，还原为它的含金量和含银量，

而金和银这两种作为世界货币流通的商品则应还原为它们的不断

变化的价值比例。这又是以货币经营者为中介，并使本国货币同

世界货币的平衡成为货币经营者的专业。（汇率；这里还要考虑各

该时期的支付差额水平，这类详细情况不属于这里论述的范围。）

另一方面，这种活动又归结为各不同国家的各种货币的单纯的相

互兑换，就象归结为一国内属于各特殊流通领域的各种货币的相

互兑换一样。（单纯的货币兑换人。）所有这些职能合在一起，形

成一种企业——货币经营业，后者又象商品经营业一样分成许多

不同的部门。

商品经营者（商人）的各种活动，无非是商品，从而处于商

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在自身的流通总过程或总形态变化的运动中

所必须完成的各种已独立化的运动即职能，同样，货币经营者的

各种活动（特殊的货币资本的活动）也无非是从不同于作为流通

手段（如它们作为商业资本执行职能那样）的货币本身的职能中

产生的运动，因而也是处于货币形式上的资本，即作为货币资本

的资本所固有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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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更详细地分析一下，实际上就会发现，——｛也会发

现，货币作为资本出售，即货币作为资本投入流通，只是以货币

为起点的生产过程的开始；这种把资本表现为以货币形式开始整

个过程的东西的行为，在这里表现为特殊的职能；贷出货币的人，

把货币作为资本投入生产或流通只是间接的，即通过产业资本家

或商人；这种中间活动，即货币开始这种过程以前的转手，丝毫

也不改变事物的本质｝，——所谓商业资本，也就是作为特殊资本

的商品资本，另一方面，货币资本，也就是作为投入特殊营业即

货币经营业并被闭锁在那里的资本，无非就是货币资本和商品资

本这两种形式的已经独立化的存在方式，而这两种形式是生产资

本在通过总再生产过程时所采取的形式，是资本在它的流通领域，

即在它离开和回归本来的生产过程这一间隙期间所采取的形式。

把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在这里是就货币经营业而言）看作

是生产资本的特殊部类，例如就象对待投入采矿业、渔业、农业、

加工工业的资本等等那样，那是再错误不过的了。相反，每一生

产资本，就它不断地完成它的生产过程的总运动，即Ｗ—Ｇ—Ｗ

或Ｇ—Ｗ—Ｇ，并在这个形式上被孤立地加以考察来说，它就是商

业资本。实际上这是生产资本作为流通资本的形式，只要后者被

看作形态变化各对立阶段的统一。同样，每一生产资本在某一阶

段上又是货币资本，这或者是在它表现为Ｇ—Ｇ的场合，或者是在

它以货币形式所执行的职能，即它的货币职能被孤立地考察的场

合。尽管商业资本作为特殊种类资本，即作为投入特殊领域并处

于特殊资本家集团管理下的资本介入进来，同样，货币资本也作

为特殊种类资本即作为货币经营者的资本介入进来，可是生产资

本一方面决不会不再执行商业资本的职能，并且决不会在某一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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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上不再作为商业资本出现，另一方面，它也同样不会不再成其

为货币资本并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

［ —９６４］于是就产生了二重化（至少在表面上）。一方面，

商业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是生产资本的一般形式规定性

以及生产资本作为商业资本（商品经营业）和货币资本（货币经

营业）所通过的特殊运动，是生产资本在自身的再生产过程中以

上述两种形式执行的特殊职能。另一方面，特殊资本（从而各特

殊资本家集团）是独自地进行活动，这或者是以商业资本的形式，

或者是以货币资本的形式。作为生产资本的特殊形式，它们也就

成了各个特殊资本领域，即利用资本的特殊领域。

［（５）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

利润和一般利润率］

  人们都知道，严格说来，银行家有了他的主顾的资本，就不

需要有自己的资本了；人们也同样知道这一事实：例如商业当事

人只是作为他的主顾（工业家）的资本的管理人来进行经营的，所

以他不需要有任何另外的特殊资本。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

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而且，这个

基础同他们投入周转的并用来从事他们的经营的他人资本不成任

何比例（基础越大，就越不成比例）。

假定某商人有资本１０００镑，在一年中周转４０次，那么，在

一年中他付出货币资本４００００镑，并购买总共４００００镑的商品资

本，这样，经过他手的总共是８００００镑的资本。这种商人资本的

周转（就它同构成商人的特殊资本的１０００镑的关系来说）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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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周转有很大的不同。实际上，商人资本的周转所表现的无

非就是货币流通的规律：货币所实现的价格额，取决于货币的流

通速度，即某一定时期内货币的流通次数。凡适用于货币的东西

——作为流通手段、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的货币，而货币作为商

业资本正是这样执行职能的——在这里都可看作是资本的职能。

诚然，在每次周转中商人会获得利润，而这就使商人用来开始营

业的货币额成为资本。｛个别商人可能从总的营业中或多或少地

得到好处，从而获得额外利润，因为他的同行获得的利润小于平均

利润。所以，对个别商人来说，下面这一点是正确的：如果利润率和

商品价格已定，那么，他的利润总额就取决于一年的周转次数或他

所完成的营业总额。如果利润率和周转次数已定，那么，利润总额

就取决于商品价格。如果价格和周转次数已定，那么，利润总额就

取决于利润率。｝但是这个利润的决定和生产资本的利润的决定毕

竟不一样。生产资本的周转决不表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所完成的

流通次数。相反，货币流通次数在这里表示，再生产过程以怎样的

速度更新，货币以怎样的速度转化为资本。在这里，货币所以能流

通这么多次，是因为它作为资本执行这么多次职能。货币作为资本

以商业资本形式发挥这么多次作用，是因为它流通这么多次。因

此，周转次数对生产资本来说十分重要，因为周转次数表示反复创

造剩余价值从而创造利润的周期数。在这里，周转对利润率发生决

定性的影响，因为它表示资本剥削一定量劳动即把无酬劳动据为

己有所经历的流通时间。周转本身同创造利润没有任何关系，但是

它表示：（１）实现利润的周期；（２）劳动时间在多大程度上受流通时

间的限制。就商业资本来说，有两种情形：第一，利润只有通过周转

才能获得，而周转无非表示货币的流通，同一货币额的流通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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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卖和买的行为的反复。在生产资本的流通过程中，甚至简单的

Ｗ—Ｇ—Ｗ′也具有别的意义。在这里，Ｗ 是生产过程的结果，是作

为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而Ｗ′是作为商品要素进入商品生产过程

的商品，是代表商品的生产条件的商品。与此相反，在商业资本的

Ｗ—Ｇ—Ｗ′过程中，Ｗ 与Ｗ′的差别只表现在价格上，而不是表现

在商品上，［ＸＶ—９６５］即使Ｗ 是另一种使用价值，这个使用价值

与Ｗ 的关系，也和它们是同一种使用价值时没有什么不同。

第二，尽管这里的利润不同于生产资本的利润，它是通过周转

本身得到的，而不只是在周转中才实现的，但是另一方面，周转次

数在这里并不是利润率的决定性因素，相反地利润率（平均利润

率）倒是决定着每一次周转所带来的利润。如果一般利润率例如

是１０％，那么商人资本的利润率也同样是１０％。在这种情况下，

例如要使１０００镑商人资本在一年内实现１０％的利润，并且这一

资本如果一年周转１０次，那么，每一次周转时，每１００镑商品量只

须增加１％的利润，也就是说，１０００［镑］共增加１０［镑］。因此，例如

价格１镑的商品的利润只是 １
１０镑＝

２０
１００先令＝

２
１０先令＝

１
５先令＝２

２
５便士。如果这笔资本［一年］周转２０次，那么，它在每一次周转时

只须增加 １
２％，因为２０×

１
２％＝１０％；１００增加

１
２＝１０００增加

１０
２

或５。因此，例如价格１镑的商品的利润就只是 １
２００镑＝

２０
２００先令＝

２
２０

先令＝１１
１０先令＝１

１
５便士。商品贸易的各个不同领域的平均周转

次数在这里被假定为已定的。可见，这一切在商人资本中表现得十

分明显。

我们拿使用在棉布生产中的资本的周转为例。例如，产品

１００００码棉布＝１０００镑。工厂主把这１００００码布卖给商人，即棉

布商人，商人付给工厂主１０００镑。（我们不考虑信贷，因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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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还没有加以考察。）现在这１００００码棉布在商人手中，并在他

的手中代表商品资本，商人资本。这１００００码棉布过去在工厂主

手里代表资本＋利润。假定这棉布商人是商人 。再假定工厂主

用这１０００镑买了７００镑的棉纱，１００镑的煤等等，他还买了１００

镑的劳动，并把１００镑作为收入花掉。如果对后一种交易作进一

步的分析，那么，工人将他们陆续得到的１００镑陆续用来向零售

商购买商品，同样，工厂主也用１００镑向零售商购买消费资料。棉

纱经营者即商人 现在所拥有的不是棉纱，即他的商品资本，而

是７００镑；同样，煤炭经营者即商人 所拥有的不是他的煤，而

是１００镑，最后，零售商即商人 所拥有不是他的商品，而是２００

镑。首先很清楚，虽然棉布从工厂主手中转到了商人手中，但它

仍和以前一样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上。这是工厂主的还没有完成

第一次形态变化的资本，也就是还没有从商品重新转化为货币的

资本。对工厂主来说这种转化已经发生。他现在所拥有的是１０００

镑而不是他的棉布。但是对棉布本身来说，上述变化还没有发生。

棉布还没有转化为货币，它既没有作为使用价值转入工业消费，也

没有转入个人消费。商人 现在在市场上所代表的，就是当初工

厂主所代表的那个商品资本。对工厂主来说，形态变化过程通过

商人 被缩短了，但只是为了使这个过程在商人 手里继续进行。

如果工厂主必须等待，直等到他的棉布确实不再是商品，而被转

化为货币，完成它的第一次形态变化，被卖给实际的买者——工

业消费者或个人消费者，——那么，他的再生产过程就会中断。或

者，为了使再生产过程不致中断，工厂主就得缩减他的活动，他

在棉纱等、雇佣劳动等上面，一句话，在生产过程的各要素上面

花费的资本部分就得减少，而以货币形式作为准备金保存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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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部分则应增大，以便有可能当一部分作为商品处于市场上时，

把另一部分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而当后一部分作为商品进入市

场时，前一部分又返回来。资本的这种划分在存在商业时也是必

要的。但是，如果没有商业，那么，以货币形式保存在储备中的

那部分流通资本，就必须总是大于处于生产过程中的那部分资本，

从而必须缩小再生产的规模。工厂主现在可以不这样做，而把他

的资本的较大部分保留在本来意义的生产过程中，保留较小部分

作为货币准备金。但是这样一来，社会资本的某一部分——首先

是处于商人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就会始终处于流通过程中，而

决不会直接进入再生产过程。这部分资本只是不断地被用于购买

商品。这样发生的似乎只是这部分资本的拥有者之间的交换。

［ —９６６］如果商人不是购买１０００镑的棉布，而是用这

１０００镑来自己生产，那么，生产资本就会增加。诚然，这时工厂

主就得把资本的相当大一部分作为货币准备金保存起来，并且现

在已转化为工厂主的商人 也必须这样做。在一种情况下，工厂

主的资本的生产部分会增加；然而商人的全部资本却离开了生产。

在另一种情况下，两者都必须增加自己的货币准备金，然而商人

资本的很大部分被投入生产。因此，不管怎样，结果似乎总是一

样：一方之所得，就是另一方之所失。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如果

商人资本没有超越它的必要比例）。而且事情之所以并非如此，是

因为商人资本的再生产和生产资本的再生产是两个不同的过程，

尽管前者只是总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棉布工厂主在情况

顺利时，也就是说，如果他为订货而生产，并且商品一制造出来

就立即获得他的货币，那么，他的资本一年例如只能周转４次，因

为他在３个月中能生产和再生产的棉布不多于１００００码。决定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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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再生产过程的反复情况的，不仅是流通行为Ｗ—Ｇ—Ｗ 本身，

即当他的商品作为成品离开 ［生产］过程以便以商品生产要素的

形式重新进入生产过程时他的商品必须开始经历的流通。而且，决

定上述反复的还有生产过程本身的持续时间。如果棉布工厂主的

资本等于９００镑，他必须总是把其中的１
３用作货币准备金，那么，

不断处于生产过程中的就只有６００镑，所以在一次周转中他只能

生产６０００码棉布，因此，如果他的资本周转四次，就生产２４０００

码棉布，而在另一种情况下２５５他却能生产４００００码棉布。他在什么

时候和把多少货币重新转化为资本，这决不取决于他的货币作为

货币的属性，而货币到生产资本的这种再转化以及这种再转化的

反复，倒是取决于他的生产资本的特殊性质，取决于生产资本所

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特殊的劳动以及生产这些使用价

值的劳动的条件。如果我现在考察同这一个别工厂主发生关系的

商人 的１０００镑，那么，他的资本的再生产实际上完全取决于这

个生产资本的再生产。他今天买进１００００码棉布，又把它们比如

说在一周内售出。直到工厂主的资本的第二个周转期到来以前，即

上半年底，工厂主把１００００码棉布重新投入市场等等以前，商人

不可能把以上述方式使用的货币重新转化为棉布。但在工厂主

的１００００码棉布被卖掉以后，商人资本又能用卖得的货币向工

厂主 、 、 购买１００００码布。假定该商人需一个月出售［１２０００

码棉布］，那么，他每月就能购买１２０００码棉布，也就是说，一年

能购买１２×１２０００＝１４４０００码棉布；因而，他用他的１０００镑资本

能购买和出售３６个工厂主的商品，如果每个工厂主一年中可生产

４０００码棉布，并且投入他们企业的总资本等于３２４００镑（每人９００

镑）２５６的话。当然，我们这里是假定，商人比工厂主出售得快。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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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商人资本就完全成了工厂主的闲置资本

的代表。这就好象工厂主始终有１０００镑处于生产过程中，有１０００

镑作为准备金或作为购买手段处于流通过程中。但是这种较快的

出售，即 ［商人］较快地找到买者，是分工原则的成果，因为商

人要做的事情只是寻找买者和卖者。因此，第一个要素是，工厂

主的商品，即他的棉布通过商人不仅较早地转化为货币，而且，这

棉布本身较快地完成它的第一个形态变化，即较快地被出售。

在这样的假定下，商人资本的周转决不表示工厂主 的再生

产过程的周转或反复——商品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决不

表示特殊领域内的单个资本的周转或反复，但是它们也许表示在

该特殊领域内发挥职能的３６个或其他某一数目的资本的周转或

反复。

［ —９６７］或者，如果这个商人是经营多种多样商品的，那

么，他在卖掉１００００码棉布以后，可以购买１０００镑的丝绸等等，

所以，他的资本的周转不仅可以代表一个生产领域中的许多资本

的周转，而且可以代表不同生产领域中若干资本的周转。

因此，商人的货币资本在作为商品资本存在于市场上的生产

资本面前所执行的职能，同货币在它依次实现其价格的商品面前

通过一定时期内的周转次数而发挥的职能是一样的。它的周转

［货币资本的周转］无非只是作为购买手段的货币的周转，即流通

手段的周转，因为实际上它只是表现Ｗ—Ｇ—Ｗ—Ｇ等等。商人把

（工厂主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商品以后，

他又把这些货币重新转化为商品等等。他的货币资本作为购买手

段，即作为商品流通的中介而实现的这些周转，取决于（对单个

商人来说）总再生产过程，或者至少取决于总再生产过程的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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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而不取决于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只要商人通过总过程

总是能在市场上找到商品，——这对他来说是前提条件，——他

的周转就只是买的反复，即以卖的反复为中介的反复。他的周转

只表示货币流通的反复。他的周转与简单的货币流通的区别在于：

用同一货币反复进行购买。例如，Ａ用１０镑向Ｂ购买，Ｂ又用这

１０镑向Ｃ购买，而Ｃ又用这１０镑向Ｄ购买，如此等等。在这里

虽然这１０镑始终还是１０镑，但买者却不断换为另外一个人。货

币在不断地转手。但是那个向工厂主购买了１０００镑棉布的商人，

又把这些棉布卖给了第三者，于是同一货币额又回到了他的手里。

这一货币额是否仍由原来的铸币组成，这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

时这是Ｇ—Ｗ—Ｇ，即资本的形式。但是商人能够更新这同一活动

的次数，取决于这同一货币额，即他的作为货币资本的资本，流

回到他的手里的次数。如果我们从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商人出

发，——而他所以成为商品所有者，是由于他购买了１００００码棉

布，——那么，他要出售商品，并用这些商品所转化成的货币购

买新的商品。Ｗ—Ｇ—Ｗ。同一货币两次换位：落入作为卖者的商

人手里，又从作为买者的这一商人手中离开。这就是一般商品形

态变化的运动，就是商人所表现的运动，因为他先出售（商品），

又用这一商品的价格去购买商品；先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然后把

货币转化为商品。在这里，货币纯粹是流通手段，虽然对商人来

说它们代表资本。然而这毕竟不是商人资本特有的运动，虽然就

这一运动包含着同一铸币的两次运动来说，它也构成商人资本特

有运动的要素。但是，就生产资本本身处于流通中这一点来说，商

人资本作为同生产资本相分离的资本，最初总是表现为买者，表

现为必须转化为商品的货币。它决不会一开始就表现为商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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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品在第一者手中表现为产品，并且作为产品它决不会出现在

真正的商人手中。商人资本的实际运动是：

（１）  （２）（３）  （４）（５）  （６）（７） （８）（９）

 Ｇ ——  Ｗ   ——   Ｇ  ——  Ｗ  ——   Ｇ等等。

货币交换成商品，这同一商品交换成货币，这些货币交换成

商品，这同一商品交换成货币，等等。这一运动同货币在其中只

作为流通手段发挥职能的那种商品形态变化的区别是：在后者那

里，只是同一铸币转手两次，并且在同一个人手里它具有双重规

定性（首先，作为已实现的商品价格，其次，作为购买手段），而

两极，即两种不同的商品只换位一次，然后便退出流通。而在前

者那里，同一商品转手两次。它被出售两次，最初被生产者卖给

商人，后来又被商人卖给消费者，即工业消费者或个人消费者。在

后者那里，同一铸币的两次换位是实际商品交换，即现实物质变

换的中介。相反，在前者那里，同一商品的两次换位却是一种手

段，是为了使增殖了的而不是同一的货币额回到同一个人手里。只

有通过这同一商品的两次换位（商品是再获得货币的手段），货币

在这里才不断地流回，从而，虽然它在过程中不断地作为流通手

段执行职能，但它的运动却表现为资本的运动。

［ —９６８］商品的出售——它的形态变化的同一个阶段

——在前者那里完成两次。

如果我们考察第一个周转Ｇ—Ｗ（１，２）—Ｇ，就会看到这种

情况。相反，在再生产中，在这一过程的不断反复中，情况就不

一样，而商人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不断的反复。

Ｇ—Ｗ—Ｇ   Ｇ—Ｗ—Ｇ等等

在第一个周转中，同一个商品只是换位两次，同一货币额又流

７０４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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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回。（同一货币额从而同一价值额的这种回流（即资本的回流，因为

每个价值额在回流中总是表现为自我保存的、增殖的、并与自身发

生关系的价值），完全不同于同一铸币的两次职能上的换位。铸币

是在它作为货币的规定上，而且是作为流通手段完成这种换位的。

当然，这种回流也可能纯然是形式上的，例如，如果资本家用货币

支付工资，工人又用同一货币购买资本家的商品。只有当同一些人

可以交替地作为卖者和买者互相对立，因而同一些货币能为两者

充当购买手段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形。）但是这样流回的货币额

——它对过程开始时所投的货币来说是资本；但是它也是已售商

品的已实现的价格，因而是这一商品的第一形态变化，——即同一

些铸币现在重新购买商品，这商品又重新被出售，等等。因此，在这

里，除商品两次换位外，同一些货币也发生两次换位，即货币作为

流通手段的换位。作为资本的货币的回流是由商品的两次换位或

它的两次（或多次）反复出售引起的。但是，这个过程的反复，从而

商品的购买，是以流回的货币的两次换位，即以货币作为流通手段

执行的职能为中介的。因此，商人资本的周转速度取决于两个要

素：（１）取决于他的充当流通手段的货币资本的周转速度，或者同

样可以说，取决于货币资本更新购买的速度。在这里，购买是靠流

回的货币而不断更新的。因此，这种周转速度同货币两次换位的速

度，即从商品买者手中转到商人手中，又从商人手中转到别种商品

的卖者手中的速度是一致的。所以，在这里，商人资本周转的速度

和货币流通的速度是一回事。当然，这种更新取决于不断有新的商

品上市，也就是说，取决于再生产的不断进行。如果这样更新的商

人资本很大，那么，商品的再生产必须不仅是不断的和迅速的，而

且是大规模的；（２）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速度还取决于同一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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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转手的速度，也就是说，取决于同一商品的流通速度。商品必

须很快地从生产者手中转到商人手中。这一点也已经包括在要素

（１）中。但是，在这里，重要的还有这样一点：商品必须很快地从商

人手中转到最后的买者手中。商人必须很快地出售。或者卖给工

业消费者｛在这里，我们不谈由于商人本身的分工而出现的批发

商向零售商的出售等等｝，或者卖给个人消费者。如果他卖给工业

消费者，那么，这种再次出售的速度就直接取决于再生产的速度。

如果他卖给个人消费者，那么，消费实际上就构成再生产过程的一

个要素。这是第一个意义上的Ｗ—Ｇ—Ｗ′，在这里，商品以货币为

中介，转化为消费手段。全部生产越是以流通为基础，也就是说，每

个生产者越是只以商品或货币的形式拥有自己的产品，因而他的

消费越是以卖（就商品而言）和买（就货币而言）为基础，那么，消费

的速度，即商品退出流通的速度，也就越是取决于生产过程本身的

性质。

因此，商人资本周转的速度取决于两个要素：取决于同一货

币完成换位的速度，即货币流通速度，从而取决于货币作为流通

手段（表现在其中）的流通速度；其次，取决于同一商品完成它

的双重换位的速度，即完成它作为商品资本（不是作为单纯的商

品）所固有的特殊流通的速度。这两个要素又取决于总再生产过

程的速度。但是，商人资本的周转与某一同样大小的生产资本的

周转或再生产 ［周期］数并不是等同的。倒不如说，它表示某一

数量的这样的资本的周转额，而不论这是同一领域的资本，还是

不同领域的资本。［ —９６９］商人资本周转越快，它本身与生

产资本量相比就越小。它周转越慢，总货币资本中作为商人资本

执行职能的那个部分就越大。在流通不发展的生产方式下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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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上，因为生产的交换价值性质以及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尚不

发展，所以相对说来商人资本总额（虽然绝对量不大）同投入流

通的商品量相比较大。因此，真正的货币资本的绝大部分被掌握

在商人手里，而他们的财产不同于其他人的财产，形成货币财产。

（真正的货币经营业也是这样。但这一点以后再谈。）

从这些估计中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

就商人资本表现为商品资本而言，它无非就是以商品资本面

貌出现于流通领域中的生产资本本身。诚然，在这里它出现在另一

个商品所有者的手中，但是，只要商品资本在商人手里卖不出去，

因而他的货币资本不能流回到他那里，从而不能重新购买商品，那

么，立即就会看到，这一资本实际上只是生产资本本身的一个阶

段。这样，再生产同样会发生中断，就象资本，即处于商品资本形式

上的资本，停在它的流通过程的第一个阶段上，即留在生产者手中

卖不出去而发生中断一样。没有必要使商人资本只完成以上所考

察的那种周转。但商人是同时完成两种运动。而且他的资本分成

两部分。一部分是商品资本，另一部分是货币资本。他向一个人购

买，从而使他的资本转化为商品。他向另一个人出售，从而使他的

资本的另一部分转化为货币。一方面，他的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流回

到他那里，而另一方面，他的货币资本同时又转化为商品资本，或

者说，作为商品资本流回到他那里。以某一形式存在的那部分［资

本］越大，以另一形式存在的另一部分就越小。但是这种划分必须

相互平衡。例如，商人资本等于３００镑。商人最初留下１００镑作为

准备金，用２００镑购买商品。只要这２００镑以商品形式存在，他就

不能用它们来购买商品。他现在用１００镑来购买。于是２００镑从

商品转化为货币，１００镑从货币转化为商品。但是，在这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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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同一时间里，商人用他的资本的一部分购买，用另一部分出

售。假定他买的商品３星期后付款，他卖的商品同样也在３星期后

得到付款。这样，３星期后他必须支付２００镑并得到１００镑。也就

是说，他必须支付１００镑的差额，同时拥有２００镑商品。在这种情

况下，他用不着有３００镑，他只要有１００镑就可以实现这笔交易。

但是，如果他在３星期内将商品［１００镑］售出，那么他就能用得到

的货币支付差额，从而也就完全不必预付货币了。

这就是：

  用２００镑购买Ｘ码

  ３星期后付款 

  应支出２００镑

  出售Ｘ夸特

  ３星期后得款 

  应收入１００镑

  这样，他用已得到的１００镑和他应得到的１００镑为Ｘ码支付

２００镑，但在整个交易中他只需要１００镑。也就是说，为了用２００

镑购买２００码，并以１００镑出售１００夸特，他只需要１００镑。

如果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的流通同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这

种使用相结合，那么：

用２００镑购买Ｘ码

３星期后付款；

这些东西在３星期结束前就被售出        

欠款２００镑          应收进１００镑

拥有款２００镑

可见，商人是用他出售所得的货币额，支付１００镑来购买

码的。这就是说，他用２００镑购买 码时，不需要支出货币。他

没有花货币就实现了购买，而出售则得到了货币，因此他没有追

加支付１００镑，而是仍然占有１００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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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把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信用制度也

考虑在内，那么，构成商业资本的货币资本量同商业资本所完成的

交易量相比还会进一步减少。如果我购买１０００镑商品，３个月后

付款，并且我在这３个月结束以前就把商品售出，那么，在这笔交

易上我不必［ —９７０］预付一文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看得很清

楚，这里表现为商业资本的货币资本无非是处于货币资本形式上

的生产资本本身，是它以货币形式向自身的回流。（出售１０００镑商

品并将在三个月后得到款项的工厂主可以贴现商人的汇票，这丝

毫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质，同商人资本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如果

商品的市场价格在这期间下跌，例如下跌１０％，那么，商人只能收

回９００镑，因而他就得追加１００镑，才能［同工厂主］清帐。因此这

１００镑就不过是补偿可能的价格差额的储备金。但是对工厂主来

说，情况照旧。如果工厂主自己按下降了的市场价格出售，那么，流

回到他那里的将是９００镑，而不是１０００镑，因此，他如果没有１００

镑的准备资本，就不能以原有规模重新开始经营。

现在我们来考察上述过程的另一个阶段。

工厂主把棉布卖给商人，从该商人那里得到１０００镑。他用这

１０００镑向棉纱经营者即商人１１购买棉纱，这样，他的资本（工厂

主的资本）就完成了它的流通过程，并重新处于生产领域中。棉纱

经营者手中的１０００镑，一方面，表现了他的货币资本的回流，即他

的货币向货币的再转化。但是对棉纱本身来说，从而对生产资本来

说，这１０００镑实际上表现了生产资本最初的形态变化，即向货币

的转化（虽然这对棉纱工厂主来说已经完成，因为他把他的棉纱卖

给了商人 ）。不同领域中的各个资本的各个生产阶段是相互交错

的，因为从某一生产领域中作为产品（成品）出来的东西，会作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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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条件进入另一生产领域，而且它们甚至可以相互进入对方的领

域，铁进入煤的生产，煤进入铁的生产。与此完全相同，各流通领域

也是相互交错的。所以在这里，棉布工厂主的货币资本向生产资本

的再转化，就是棉纱向货币的再转化，即棉纱工厂主的货币资本的

回流。同时，这也是棉纱经营者货币资本的回流。棉布工厂主支付

给棉纱经营者的货币不是商人 的货币，因为商人 用这些货币

得到了总额为１０００镑的商品。那是棉布工厂主自己的处于货币形

式上的资本。这１０００镑在棉纱经营者手中现在表现为商业资本，

但是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这样的资本而不同于这些作为棉布的已

被放弃了的和棉纱的已被接受的货币形式的货币呢？如果棉纱经

营者例如赊购棉纱，并在到期支付以前就把它售出，那么，这１０００

镑中就没有一文商业资本，即不同于生产资本本身在它的流通过

程中所采取的货币形式的那种商业资本。因此，商业资本——就它

不单纯是生产资本的表现为特殊资本的形式来说，因为生产资本

在市场上以它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形式被掌握在商人手中

——不外乎是属于商人本身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这部分货币资

本无非是——在大大缩小的规模上（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商业资

本就完全不需要了），在大大压缩的规模上——生产资本的一部

分，它作为购买手段的准备金，即作为货币，必须总是存在于工厂

主手中；实际上它就是生产资本部分中必须作为货币资本不断流

通的那一部分。（当这部分作为流通手段，作为购买手段处于准备

金中时，它也流通。但是它实际上也会流通。例如，工厂主不是拥

有１０００镑的货币，而是拥有１０００镑的商品。他不能用这些商品来

开始他的再生产过程。他除此以外还需要有１０００镑货币，以用来

购买生产资料等等。）这一大大缩减的部分现在处于特殊资本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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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手中，而且不断地处于流通中，不断地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

（商人扩大市场，从而扩大分工等等，这一切的结果是：他可以较快

地找到买者。因为找到更多的［ —９７１］买者这件事本身，只是

意味着为更多的商品找到买者。这部分资本所以大大缩减，因为它

不是为一个资本的周转服务，而是为许多资本的周转服务。生产资

本中除了必须不断地作为供经常性开支之用的货币而存在的那部

分以外，其另一部分还必须不断地作为购买手段在市场上流通，而

决不应转化为生产资本，以用于整个资本家阶级，用于总资本的再

生产过程，即用于保持这一过程的连续性。这个部分构成商业资

本。总的再生产过程进行得越快，从而货币的流通越快，而且作为

支付手段的货币越发展，从而信用制度越发展，这部分资本相对说

来就越少。

在考察总再生产过程时我们已经看到２５７，资本部分地同资本

交换，部分地同收入和资本交换，最后，资本同收入交换。但在

商业资本中这表现如下：就它和工业消费者相交换来说（这里撇

开从一个买者手里转到另一个买者手里的运动，从批发商手里转

到零售商手里的运动等等不谈），它只是资本的换位，而就它和个

人消费者相交换来说，这是和收入的交换。

商业资本无非是在流通领域内部执行职能的资本。流通过程

是总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但是在流通过程中不生产价值，因

而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发生的只是同一价值量的形式变化。实际

上发生的只是商品的形态变化，它与价值的创造或价值的变化本

身没有任何关系。如果商品在出售时实现了剩余价值，那是因为

剩余价值已经存在于商品中；因此，在第二个行为，即货币资本

同商品的再交换中，不会实现任何剩余价值（只是在这里通过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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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同劳动的交换，［为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了准备］
２５８
。相反地，既然

这种形态变化要花费流通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不生产东

西，因而也不生产剩余价值，——这个时间就会限制价值的创造，

表现为利润率的剩余价值会正好和流通时间的长短成反比。因此，

商业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就是说，它不直接

创造它们。但既然它有助于流通时间的缩短，而且对形态变化起

中介作用，而没有这种形态变化资本就不能重新开始它的生产过

程，所以它就能执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必需的职能，就能间接

地有助于生产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加，或者，至少使它表

现为较高的利润率，或者，使两者同时实现。既然商业资本有助

于市场的扩大，并对资本之间的分工起中介作用，——因而也使

单个资本有可能按更大的规模来经营——它的职能就会提高生产

资本的生产效率和促进积累过程，促进利润再转化为生产资本。既

然商业资本会缩短流通时间，它就会提高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

比率，也就是提高利润率。最后，既然商业资本会把资本（货币

资本）的一个较小部分束缚在商品的流通领域中，束缚在资本的

流通过程中（就这一流通过程中不可能有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

交换而言），它就会扩大直接用于生产的那部分资本。但是如上所

说，就它影响价值量本身，影响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率来说，

它只是间接地，即通过它对生产资本的影响实现这一点的。商业

资本本身在流通领域中，即在它唯一借以执行职能的领域中，除

了从直接生产领域流入流通领域的价值或剩余价值以外，它并不

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因此，商业资本带来的利润只是总生产资

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剩余价值中归商业资本所得的

相应部分。商业资本与之交换的，不论是资本还是表现为收入、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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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利息）、地租、工资的货币，它们都是现成的价值量，它们在

这一交换中仍然和过去一样。但是，不仅商业资本的利润不是从

自身特有的源泉中产生，而 ［ —９７２］只是生产资本所生产、

榨取的剩余价值的转移，而且商业资本本身只有通过生产过程的

不断更新才能作为资本保存下来。但是，后一种情况已经决定于

下面这一点：商业资本实际上无非是处于自身的流通领域中的生

产资本，它们所以在生产资本之旁表现为同生产资本可以区别开

并且不同的商业资本，是因为生产资本中本应不断地作为流通的

货币资本存在于产业资本家手中的那一部分，现在以大大缩小的

规模存在于那个在真正的生产过程之外执行职能的特殊资本家集

团的手中。

虽然商业资本在真正的生产过程中不执行职能，但它在商品

的再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在这个过程中，流通过程构成一个特

殊部分。产业资本家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或者说是生产资

本的人格化，同样，商人是资本主义流通的当事人，实际上是流

通资本的人格化。但是，任何在生产过程中或再生产过程中被使

用的、执行资本的某种必要职能的资本，都按照其量的大小而在

总资本于一定时期内，因而例如在一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获

得一个部分。因此，虽然商业资本同这一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从

而同对工人的直接剥削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它也会得到剩余价值。

（就零售商等等剥削工人来说，他是作为卖者剥削买者的。我们在

这里根本不涉及这种掠夺，欺诈，这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固

有的形式。）有一笔１０００镑的生产资本，它虽然也许只雇用别的

１０００镑资本所雇用的工人数的１
３，而且也许一年只周转一次，不

象另一资本那样一年周转四次，也就是说具有较长的流通时间，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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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较少的可变资本，但是这一资本获得同样多的平均利润。商

业资本的情况也是这样。这里的问题只在于预付资本的量，以及

这一资本应在一定时期内，例如在一年内，以某种方式执行职能。

但是，因为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特殊的生产效率就在于生产利润，并

且因为商业资本可以和产业资本生产同样多的平均利润（利息＋

商业利润＝利息＋工业利润），所以，商业资本不是表现为与生产

资本并列的特殊种类的资本，而是表现为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种

类，只是表现为生产资本进行分布和执行职能的一个特殊领域。因

此，我们把采掘工业、农业生产、加工工业、运输业和商业中的

资本看作各种并存的生产资本种类。商业资本似乎只是从物质上

看不同于生产资本的其他领域，这或者是由于它（象采矿工业和

农业生产那样）创造特殊种类的使用价值，或者是由于它（象加

工工业和运输业那样）以特殊方式进一步赋予使用价值以某种形

式。但是商业资本并不是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领域，而是一个从

生产资本领域中分离出来的资本领域。商业资本与使用价值本身

没有关系，而只与这些使用价值的交换有关系，同样，它与交换

价值也没有关系，而只与交换价值的形式变换有关系。相反，商

业资本和货币资本属于同一领域。商品经营业和货币经营业是总

资本的两个部分，分属于流通过程的两个特殊领域或职能。由于

伟大的经济学家如斯密、李嘉图等人正确地考察的是资本的基本

形式，即生产资本，而对流通资本，事实上只是在它本身是资本

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的时候才加以考察，因此，他们遇到商

业资本这种特殊种类的资本，就陷入了困境。考察生产资本时直

接得出的关于利润等等的原理，并不直接适用于商业资本。因此，

他们事实上把商业资本完全搁在一边了，在顺便提到它时，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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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它当作生产资本的一种。在他们特别论述商业资本的地方，例

如在李嘉图论述对外贸易的时候，他们总是力图证明，［ —

９７３］它不创造价值，因而也不创造剩余价值。但是，关于对外贸

易的论述也适用于国内贸易。商品交换的简单行为，即买和卖，要

以商品作为具有一定价格的使用价值的存在为前提，这种交换行

为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２５９

另一方面，因为商业资本是资本在历史上最初的自由存在方

式，而且它本身是与行会生产和封建生产，与小市民生产和小农

生产相对立而出现的，所以，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体系把它看作

是资本的基本形式，并从这一基本形式中引出他们关于剩余价值

和利润的概念。让渡利润２６０。事实上商人是从流通中取得他的利润

的，而且是在流通行为中获得利润的。但是，他所取得的只是流

通中已经存在的东西；他只是把已经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

一部分占为己有，因而他是和他的资本家同伙分享剩余价值。因

为对商人来说剩余价值是从流通中产生的，所以，剩余价值本身

似乎来自于流通。

如果商业资本能比产业资本带来更高的平均利润率，那么，一

部分产业资本就会转化为商业资本。如果商业资本带来较低的平

均利润率，那么，就会发生相反的过程：一部分商业资本会转化

为产业资本。任何别的资本都不可能更容易地改变自身的规定性，

自身发挥职能的领域。

现在的问题是：商业资本是怎样把它应得的剩余价值率和利

润率据为己有的？显而易见的现象是，商业资本把平均利润率添

加到商品的价格上。我们已经看到２６１，单位商品的生产价格，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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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整个资本来说——每个特殊生产领域的生产价格，不同于

商品的价值；它可能等于、大于或小于商品价值。但是，商品的

生产价格总额总是等于它们的价值总额。因此，如果每个产业资

本家把他的商品卖给商人时所得到的平均价格等于他的商品的生

产价格，那么，商业资本所支付的商品价格总额就等于价值总额。

如果把商业资本当作一个整体来看，那么，商品的价值就构成生

产费用或购买价格。又因为商业资本的利润等于购买价格和出售

价格之间的差额，所以商业资本就会把一切商品高于它们的价值

出售。对于每一单个商品来说，它的生产价格可能就是商业资本

的生产费用，并且商业资本可能高于商品的生产价格出售商品，对

于全体商品来说，这就和商业资本高于商品价值出售商品是一样

的。因此，商业资本的利润——如果把商业资本当作一个整体来

看——似乎是这样产生的：商业资本按商品价值购买商品，而高

于商品的价值出售。通过这种活动，一部分剩余价值（一部分利

润）或代表这部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商品就粘在商业资本的手上

了。如果我例如以每码２先令购买［棉布］，而以每码２先令２
５便

士将它出售，那么，这就无异于说，我只把１０１１码按２先令出售，而

把１
１１码或其价格

２
１０先令据为己有了。不过，我所以做到这一点，只

是由于买者买１码棉布支付了１＋ １
１０码的价格。这是分享剩余价

值的一条迂回途径。或者，产业资本出售时所依据的生产价格不

等于商品的实际生产价格，而等于商品生产价格减去应归商人的

那部分利润。在这种场合，商品的生产价格等于它的生产费用＋

工业利润（包括利息）＋商业利润。正如产业资本在流通中只实

现作为剩余价值已存在于商品中的利润一样（虽然对于个别资本

来说，它所实现的那份利润不同于这种特殊资本所创造的那份剩

９１４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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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似乎商业资本在这里所以能实现利润，只是因为在产业

资本所实现的商品价格中得到实现的还不是全部剩余价值。商业

资本的出售价格所以高于购买价格，并不是［因为它］①高于商品

总量的价值，而是因为在它的购买价格中价值得到了实现，［也就

是说，在］①剩余价值中，应归商人的那部分价值得到了实现。［

—９７３］２６２

        

［ —１０２９］２６３总之，商业资本参与剩余价值到平均利润

的转化过程（虽然它并不参与这一剩余价值的生产），所以，平均

利润率已经包含着剩余价值中应当归商业资本所有的扣除部分，

即生产资本利润中的商业折扣。

例如，采掘工业中       剩余价值

的资本   ２００      ３０

农业资本   ３００      ４５

加工工业中的资本   ２００      ２５

商业资本          １００          

              ８００     １００

如果商业资本在这里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那么，利润率等

于１２１
２％；如果不参与分配，那么，利润率等于１４

２
７％。１００镑

的商业资本必须周转８次，才能购买并出售总额为８００镑的商品

（因为商品的价值等于７００镑（生产费用）＋１００镑（利润）＝８００

０２４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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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因此，要使商业资本也带来１４
２
７％，就必须在每次周转时

增加１４２
７的，或１＋

３
４＋

１
２８＝ （１＋

１１
１４）％。从８００镑资本中应扣

除１４２
７。因而，剩下７８５

５
７。７００镑资本带来的实际利润就等于

８５５
７＝１２

１２
４９％，也就是说，少于 ［商业资本］参与 ［剩余价值］

分配时之所得，因为，［如果］商业资本实际上带来等于１４２
７％

的利润，那么，其他资本反过来就必须满足于１
８的资本获得１４

２
６

的利润后所剩下的那一部分。但是实际上，如果７８１１
２镑的资本

的周转（在 ［利润率为］１２１
２％时）需要１００镑的商业资本，那

么，８００镑资本的周转就需要更多的商业资本，也就是说，需要１０２

５７４
１５６３镑的资本。要有更多的产业资本转化为商业资本。因此，剩余

价值量就会减少，因而利润率也会降低，但商业利润率始终会比

产业利润率稍高一些。

如果棉布工厂主在他出售１２０００码棉布所得的１０００镑中实

现了这１２０００码棉布的全部生产价格，那么，他似乎一开始就同

商人的加价，例如１０％的加价完全无关。但是，首先，工厂主一

旦购买棉纱、机器、煤等等，他就也要购买加价。［第二，］如果

棉布进入工人消费，那么，工人的工资就会提高。在这两种场合，

棉布工厂主的利润率都会下降。如果他的产品进入某一别的资本

的不变资本，那么，这对于利润率的平均化来说，就同他的产品

进入他自己的资本是一样的。其次，利息率随着利润率名义上的

提高而提高，但无须补偿。如果产品进入非劳动者的消费，那么，

工厂主的积累能力就会降低，等等。

［ —１０３０］但是整个思考方式都是错误的。

第一，它违背了这样的历史事实：商业资本不仅参与平均利

润的调节，而且作为资本最初的自由形式第一个介入平均利润的

１２４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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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过程。最初是商业利润决定生产资本的利润。只有在资本主

义生产得到巩固，而生产者本身成了商人之后，商业利润才被归

结为依照商业资本在总资本中占有的相应部分而应归商业资本所

有的剩余价值相应部分。

第二，这一思考方式甚至与一般利润率概念相矛盾，因为对

一般利润率概念来说，参与剩余价值总量分配的资本的特殊职能

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并且资本促进剩余价值生产的程度对这一概

念也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商业资本甚至只要表现为资

本主义生产的要素，它就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就不会违背下面

这个规律：商品平均价格的总额，即商品生产价格的总额等于商

品的价值总额，而利润总额（包括利息和地租）等于剩余价值总

额或无酬剩余劳动总额。商业资本只是同生产资本一道参加利润

的分配，而生产资本直接从工人身上以剩余价值的形式榨取利润。

从利润中扣除的商业利润的量，即商人的购买价格（生产者

的出售价格）同商人的出售价格（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之间的差

额，从而商人在商品单位价格上的表面“加价”，决定于——因为

一般利润率已定——商业资本周转的平均次数，即商业资本循环

的平均次数，而这一点又通过商业资本对总资本的比例而表现出

来。例如，要使１００［商业资本］实现２０％的利润，如果商人的

资本周转４次，那么，它就得在每１００镑价格的商品总额上加价

５％；如果周转５次，就得加价４％；如果周转１０次，就得加价２％。

因此，直接参加生产的那部分资本的比例越大，商人的出售价格

同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就越小。

２２４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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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商人资本费用。商业中的

雇佣劳动。货币经营业］

  现在还只剩下这样的问题：因为商人除了自己的资本以外，他

自己也能使用劳动｛只要商人花费自己的劳动，这一劳动就构成

工资的一部分，正如在产业资本家那里一样｝，不过，他通过这种劳

动是否也生产剩余价值呢？他所获得的那部分利润是不是由于他

自己的资本执行职能而直接产生的呢？商人同他的雇佣工人（伙计

等）是什么关系呢？

正如生产资本家所以能获得利润，是由于他出售了包含在商

品中的、但他没有付酬的劳动一样，商业资本所以能获得利润，也

是由于它支付给生产资本的，不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包含在作为资

本产品，作为总资本的相应部分的商品中的）全部无酬劳动，而只

是无酬劳动的一部分，但出售的却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全部］无酬

劳动。２６４对于产业资本来说，它没有投入生产，即没有预付的那部

分价值表现为余额，表现为费用的附加额，同样，对于商业资本来

说，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加价，出售价格同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表现

为不以商品本身的生产价格和价值为转移的东西，虽然由于竞争

的规律这个差额的程度是适度的和受到限制的。

因此，如果我们说到最终价格，即与工厂价格不同的商业价

格，那么，只有在这种价格中才能充分表现商品的生产价格。

如果我们把商人阶层本身之间的中间交易，即这里毫不令人

感兴趣的交易撇开不谈，那么，商人是出售商品给（１）产业消费

者，即生产资本家；在这里，商业利润作为费用进入生产。（２）是

３２４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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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商品给个人消费者，而且因为商人本身属于个人消费者，所

以应该把这看作是商人把自己利润的一部分作为使用价值直接占

为己有。而［ —１０３］他自己这样吃掉的，是从总剩余价值

借以得到实现的商品量中所作的扣除；因此，商人出售给产业资

本家——利润和利息——的东西，在这两个范畴上表现为剩余价

值的直接扣除，对于工人就是出售给可变资本。最后是出售给地

租获得者。

对生产资本家来说，商人使购买者的数量减少，对消费者来

说，商人使出售者的数量减少。在产业家面前，商人把消费者集中

在少数几个人身上；在消费者面前，商人把生产者集中在少数几个

人身上。因此，这就使这种交换过程大大缩减或者使单纯由于流通

而造成的劳动时间等等的损失大大缩减。从生产活动在流通过程

中的上述①延续过程中分离出来的纯粹商人资本的职能，如运输

等等职能，无非归结为买和卖。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了的

分工下，我们在一定的范围内仍可发现商人资本以纯粹的形式执

行职能，而不同其他活动交织在一起。例如，货物运送和运输，只有

在它们作为商品的费用项目——商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加入商

品购买价格时，才涉及商人资本。商品库存费用也是这样，因为它

也要落到投资于港口建筑的其他资本手里。最后，零售商业所涉及

的不是商业资本，而是另一类商人。

单纯的买和卖要求商人除了必须直接预付的资本，从而或者

是货币资本形式上的，或者是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以外，也就

是说，除了实际上属于他的那部分资本以外，还要求商人支付费

４２４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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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第一，是买和卖本身；这种劳动（职能）所花费的时间，文

书、核算、簿记、旅费、通信费用等等。而在较大的资本那里，是

为商人工作的办事员和学徒；最后，是商人的事务所。他自己花

费在这种讨厌的事情上的劳动，如同在任何他种资本中的情形一

样，可以从利润中扣除。由这一切引起的费用，构成资本的第二

部分，这部分并不直接投在商品上。这是买和卖在直接投入这一

职能的那部分资本以外所引起的费用。而商人在这部分资本上追

加了同在其他资本上所追加的一样多的利润，也就是说，商品的

价格不仅必须补偿他的这笔费用，而且在这笔费用上带来利润。因

此，这一切作为一个要素进入商人加在商品价格上的加价中，或

者说，进入出售价格超过购买价格的余额中。因此，这个余额就

清偿了由买和卖的活动本身产生的以及对商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

已计入商品购买价格的费用的一部分，虽然这些费用商人不必支

付给卖者，而必须自己预付。

这些流通费用，或纯粹商人资本费用，分解为一个很小的部

分和一个很大的部分。前者是由商品本身的消费引起的，也就是

说，例如分解为旅费、邮递费用、纸张、墨水、办公 ［费用］等

等。后者是付给形式上表现为雇佣劳动的他人劳动的报酬，因为

这种劳动直接同资本相交换，而且只是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同

资本相交换。这两种流通费用部分地可以存在于生产资本本身那

里（它的商业费用或办公费用），因为流通也就是生产资本自身的

过程。相反，在商人资本那里，流通费用独立化。在那里，事务

所和工厂、矿山、农场等等相并存。在这里，事务所——连同其

费用——是作为纯粹的事务所而存在的。

这些费用不是在商品生产本身中支出的，也就是说，不是在

５２４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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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商品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劳动过程中支出的，而是在商品的流

通中或者为商品的流通而支出的；它们是使商品实现为价值所必

需的；它们是商品的再生产过程所必需的。商品是交换价值和使

用价值的统一；但是商品是使用价值，［ —１０３２］它的交换

价值只作为价格在观念上存在，还需要实现。既然这种实现要支

出费用，所以这些费用就进入商品的再生产费用，虽然不进入商

品的直接生产费用。只要生产是商品生产，那么，就是在没有资

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也会有这些再生产费用。流通过程不仅是剩

余价值的实现，而且只有当这一过程同时并且首先是价值的实现

的时候，它才是这样。

商人资本绝对地说无非就是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生产资

本的独立化形式，所以，应当这样来解决所有同商人资本有关的

问题：首先以这样一种形式提出问题，在这种形式上，商业资本

所特有的现象还没有独立地表现出来，而是表现为同生产资本直

接结合在一起的，直接发生联系的东西。生产资本以不同于工厂

的事务所形式继续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因此，首先应该在事

务所表现为生产资本本身面向流通的一个侧面的地方来考察事务

所、它的费用以及这些费用对商品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比例。

事务所费用首先归结为房屋租金，而房屋租金本身又是由地

租，投在房屋上的资本的利息，最后，是由为补偿这一资本而扣

除的年耗损组成。

地租只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利息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资

本家自己没有把它们占为己有；而是把它们支付给别的资本家。这

丝毫也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对资本家来说，它们表现为费用。但

它们终究是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扣除部分。因此，这部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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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费用归结为这样一点：生产资本必须以房屋租金的形式把一部

分剩余价值支付给其他资本家和地主。

在事务所的房屋租金中只有一部分是实际的预付，即应每年

补偿的房屋耗损。

此外的一些营业所费用，可归结为：纸张、墨水、钢笔以及

办事员和推销员等的薪金。这些伙计所需要的固定资本，除了纸

张等的原材料外，可归结为房屋的耗损（这部分房屋租金）和他

们为建立事务所所必需的几件简陋家具。生产资本家根据其营业

的性质而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必须偿付即以现金支付的费用就

是这样；这些费用构成实际的预付资本，而不是隐蔽的剩余价值，

因为剩余价值对于必须把它支付出去的人来说，表现为费用，而

对于获得它的人来说，则表现为利息或地租，也就是说以剩余价

值的形式出现。

资本家在计算利润率的时候，总是把这部分预付资本同预付

在原料、机器等上的那部分预付资本一样地计算在内。这是要被消

灭并且必须被消灭的价值，但不是为了生产商品本身，即商品的使

用价值，而是为了使商品作为商品来流通；没有这些价值就不可能

再生产商品，因为商品在再生产以前必须被转化为货币，必须先实

现它的价值。这些价值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也就是说，属于

这样一种再生产费用，这种费用不是生产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而

是从商品作为商品的经济形式中产生的费用。这些费用同实际的

生产支出相比，相对说来总是微不足道的，而且这些费用显得越

大，它们就越是无足轻重，因为当被推动的是一笔大资本的时候，

这些费用才引人注意，它们同大资本发生关系——由于它们很集

中——才显得醒目，然而它们比在小资本的场合相对说来是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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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在这里我们不涉及数量。我们要谈的是质的规定性。

这些费用无论如何总是具有其特殊性，这使它们不同于真正

的生产费用：如果说利润率（在这里它等于剩余价值率，因为我撇

开了平均化不谈）在最好的情况下取决于生产费用，那么在这里费

用却同利润量成比例。如果企业不大，因而利润量很小，那么，事务

所费用就会极少，因为生产者几乎可以亲自办理这一切；如果企业

很大，因而利润量很大，那么，事务所费用就会增加并引起分工。这

些费用同利润究竟有多大联系，这例如表现在下面这一点上：在费

用增加的情况下，一部分工资要靠从利润中扣除一定百分比来支

付。只要工资采取这种形式，这部分事务所费用就归结为资本家利

润的扣除，但是仍使资本家能得到平均率，因为他是在比平均生产

条件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进行生产的。

因此，这一要素也应排除在考察之外。

不管怎样，事务所费用——只要它们不是由资本家本身的劳

动构成，而是必须被支付，必须作预付——进入这种预付。它们

进入商品的价格，［ —１０３３］并且为了使商品能够被再生产

出来，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必须转化为事务所、钢笔、墨水、纸张

和办事员工资等等，也就是说，商品本身的一部分要同这些东西

相交换。因为这些支出丝毫也不会增加商品的使用价值，因为它

们是不进入直接生产过程的支出，所以资本家总是力图尽可能地

限制这些支出。就归结为工资的那部分商品价值要被实现这一点

来说，这些费用属于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的生产条件（即使不存

在任何资本家），从而属于工资的再生产条件，属于劳动条件。因

此，一个国家的年劳动的一部分要从事于这些条件的再生产。因

此，工人必须把这些条件即使不作为利润，也得作为资本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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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既然需要这些条件是为了再生产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商

品价值，所以它们同工人本身没有关系。在所有情况下，这些条

件作为必须不断再生产的费用，都会由于这部分资本不可能被花

费在原材料和工资等等上面而导致利润率和利润量的减少。

这里发生的唯一问题是：事务所的办事员和其他成员在形式

上都是雇佣工人。他们把自己的劳动能力直接出售给资本。在这

种情况下，生产资本家是否生产利润，是否从这类雇佣工人身上

直接榨取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否进入并且怎样进入商品的价

值？应提起注意的是，这里所谈的不是在生产行为中担任指挥的

监工和经理，而是纯粹的商业工人，他们只和商品价值的实现有

关，和来自商品流通过程的各种劳动有关。

办事员和雇佣工人的相似之处，首先在于：如果在他们中间

例如实行分工，那么，同样的人数就会完成更多的劳动，但是他

们是作为单个的人得到他们的工资的。工资和他们的劳动生产率

不保持任何比例。相反，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对他们来说表现

为资本的生产力，表现为属于资本本身的形式。

其次，他们的工作的强度越大或时间越长，资本家对他们的需

要就越少，资本的一定部分（例如１００）的利润率就越高，该项费用

就越少，相应地预付资本同剩余价值相比就下降得越多。利润量也

就越大，因为资本中可以直接用在生产上的部分就越大。

工人同直接生产的关系是怎样的，办事员同他人财富的直接

再生产的关系也就是怎样的。办事员的劳动如同工人的劳动一样，

只是再生产资本这一统治着他的力量的一种手段，同时，正如工

人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办事员办公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帮助

资本实现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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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些商业工人同处于生产过程中的雇佣工人之间仍

然存在着以下差别：资本家从雇佣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越多，他得

到的剩余价值就越大。雇佣工人提供的无酬劳动越多，他们生产的

可供出售，但没有得到报酬的价值就越大。因而在既定生产阶段上

使用的工人人数越多，剩余价值的量就越大。只有劳动才能够创造

剩余价值，而劳动的实现取决于劳动的量（把劳动是有酬还是无酬

抽象掉）。商业雇佣工人的情况则相反：他们加在商品上的价值决

不会大于花在他们身上的费用。这个价值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劳动，

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资本家只有低于工人劳动能

力的价值支付其报酬，但是在费用项目中又按劳动能力的价值来

计算劳动能力，这时，才能从工人身上榨取到剩余价值。这种情况

不属于这里谈论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我们始终假定，价值是被支付

了的。资本家支付给商业工人的越少，也就是说，他用同样的价格

迫使工人劳动得越多，他的非生产费用就越少。这就意味着，他为

实现剩余价值所花费的费用就越少。但是这不涉及剩余价值本身

（只是间接地涉及，因为更大部分资本能够用于生产支出）。因此，

只有当需要实现更多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从而需要更多的这类劳

动时，才会有这类工人本身数量的增加。这种劳动的增加始终是剩

余价值增殖的结果，而决不是其原因。

此外，商业工人毕竟也具有与真正的雇佣工人共同之处：支

付给他的是价值，即再生产他特有的劳动能力的费用，而他的劳

动能力比 ［真正的］雇佣工人的劳动能力贵（但这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竞争；而且随着文明的进步，［商业工人的劳动能力］将变

得日益便宜）。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因而随着文明的发展，

劳动能力的价格将下降，它的再生产费用将日益便宜，这是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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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出现了分工，因而，［ —１０３４］必然产生出更为片面的

劳动能力，并且这种劳动能力的部分生产费用不需要资本家担负，

而劳动能力——正如工人的技能一样——通过使用本身发展起

来，并且它随着分工的发展而变得越是片面，它就发展得越迅速。

（２）随着科学的进步，基本教育、知识等等，阅读、书写、计算

以及商业知识和语言知识等等，就会越来越迅速地、越容易地、越

普遍地、越便宜地再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占统治地位，

因而科学和教学方法越是面向实际，就越是这样。（３）国民教育

普及了，于是就可以从那些以前受不到教育并且习惯于较差的生

活条件的阶级中招收这种工人。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这些人的劳动能力会贬值，他们的工资会下降，而他们的劳动能

力却提高了，这部分地是由于基本教育的改善，由于分工的扩大

和传统的继承而使技能提高了。同样，这种劳动的辅助手段，如

商业上所需要的各种账簿等等，簿记学等等也日益完善。

不过，这些人必须从事的劳动时间同再生产他们的劳动能力

的必要劳动时间没有任何联系。他们在后一劳动时间以外所进行

的全部劳动都是无酬劳动时间，因为资本没有付等价物就把它占

为己有了。反之，如果资本在交换中用它支付给这些劳动能力的

价值仅仅取回一个等价物，那么，资本的费用就会大大增加，而

它的利润率就会大大降低。但是，不管这类工人为资本提供的无

酬劳动时间对有酬劳动时间的比例如何，这种无酬劳动决不会使

商品价值增大，因此也不会在商品上追加任何剩余价值。无酬劳

动只会减少价值实现上的非生产费用，从而降低预付资本对剩余

价值的比例，从而按它没有被付酬并且没有使它的等价物进入生

产费用的同一程度提高利润率。无酬劳动给商品价值增添的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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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大于自身的价值，也就是说，决不会大于自身的费用，不管它

的费用怎样小于它发挥作用的劳动时间。如果资本家能把这个劳

动缩减到零，那么，利润率和利润量就会更高得多。相反，如果

（真正的）雇佣劳动被缩减到零，那么，利润以及资本本身连同剩

余价值就不再存在。

因此，资本转向流通的那一方面表现为两重的东西：［表现为

必须不断出售的商品资本，并］表现为必须经常进行购买的货币资

本。在商业资本那里，这两者作为不断处于流通中的资本而获得独

立性，这一资本既交替地采取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也不断地同时

以两种形式存在，虽然在不同时期存在于不同的比例上。

但是，生产资本不仅仅交替地在流通过程中采取商品形式和

货币形式，因而其职能表现为卖与买的职能；它不仅仅为了使生产

过程不致中断而必须不断地表现为一定数量的，由货币构成的流

通资本。买和卖需要劳动，而这种劳动又要支付费用，即流通费用。

流通费用表现在生产场所之旁的事务所和事务所的费用中，这种

费用部分地可以归结为为了完成流通［所引起的］劳动而发生的商

品消费，部分地归结为只执行商品流通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种职能

的工人的工资，这些工人部分地从事于价值的实现，部分地从事于

把实现了的价值再转化为生产条件，或者从纯粹形式方面来说，从

事于买和卖。商品被出售是为了实现它的价值，（生产资本家）购买

商品是为了进行再生产，为了开始或者更新工业消费。这部分预付

资本，例如在农场主那里并不存在；在小工业家那里几乎看不出

来，在大工业中获得明显的形式，但是正如生产资本作为流通资本

所具有的一切规定性一样，它也独立地出现在商业资本中。除了作

为商品或货币执行职能的那部分商业资本外，另一部分作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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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费用和在事务所内外执行职能的办事员的工资而预付出去。事

务所是商业资本的唯一工作场所。这样使用的资本部分在大商人

那里显得比在工业家那里大得多，因为除了同每一生产场所发生

联系的真正商业事务所以外，本来应该由整个生产资本家阶级这

样来使用的那部分生产资本，被集中在单个商人的手中，这些商人

既承担使流通职能继续运行下去的任务，也承担由这种继续运行

所产生的进一步的流通费用。适用于这部分商业资本的情况，也适

用于其他部分商业资本。每一单个商业资本都代替一定量的生产

资本而执行职能，而全部这样花掉的商业资本则代替了本应由整

个［ —１０３５］生产阶级以这种形式使用的资本，而且以减

少了的数量代替了这个资本，因为由于分工和劳动的集中，这些流

通费用额也减少了。商业资本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增加了用于生产

本身的资本，因而间接增加了生产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量。

既然这些费用包括在商业资本的职能中，所以它们本身当然

不会构成商业资本利润的任何部分。正如我们在生产资本那里会

直接看到这种情况一样，这些费用作为预付资本，作为生产费用

进入商品的价格。既然这些用于实现价格（出售）的费用，或把

价值转化为商品（购买）的费用，也就是这些流通费用，进入商

业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之间的差额，所以这部分差额不构成任何

利润，因而也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只是预付资本的再生产。

因此，如果我们是谈商业利润，那么，它就是这些费用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是出售价格的应扣除部分，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出售

价格与购买价格之间差额的应扣除部分。

但是，商业资本对它的商业雇佣工人的比例和生产资本对它

的商业办事员的同类比例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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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不言而喻，正如商业资本（生产资本的商业部分也一样）

的职能根本不会创造剩余价值一样，商业资本所雇佣的工人也不

会创造任何剩余价值。流通费用总是会使资本支出增加，并总是会

使利润率降低。在流通中消费的商品既不用于工业消费，也不是用

于个人消费。这里进行的劳动总是生产劳动的扣除部分。

商业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不同于生产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

系。前者将后者的剩余价值一部分占为己有，即将它的一部分转给

自己。后者通过对劳动的直接剥削，即直接占有他人的劳动来生产

剩余价值。对生产资本来说，流通费用表现为非生产费用；对商业

资本来说，则表现为它的利润的源泉，这一利润——假定符合一般

利润率——同这一资本的量成比例。因此，对商业资本来说，在这

些流通费用上的投资是生产投资，因此，它所购买的商业劳动对它

来说，也直接地是生产劳动。商业资本只有通过自己实现价值的职

能，才能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它所获得的利润量取

决于它在这个过程中所能使用的资本量，而办事员的无酬劳动越

多，它能使用的资本就越多（它在买卖过程中能使用的资本就越

多）。然而商业资本多半是迫使它的工人去完成那种使它本身成其

为再生产资本（不只是生息资本）的职能，可是商业资本是把这些

工人作为劳动能力支付报酬的。虽然事务所办事员的无酬劳动不

创造剩余价值，如同商业资本决不创造剩余价值一样，但是它使商

业资本能够占有剩余价值——这对单个资本来说完全是一样

的，——因此对于商业资本来说，它是利润的源泉。不然，商业就决

不可能大规模地，以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经营２６５。因此，商人同他的

“办事员等等”的关系，同他对附属于工厂的商业事务所的办事员

等的关系相比，更近似于生产资本同生产雇佣工人的关系，虽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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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种场合对商业工人本身的剥削是一样的。

货币经营业中所使用的资本同商品经营业中所使用的资本都

同样是一种特殊的商业资本；一个是商品资本的发展，另一个是

货币资本的发展，或者说，一个是作为商品的资本的发展，另一

个是作为货币的资本的发展。两者都只是处于流通过程中的生产

资本的独立化的形式和存在方式。商业资本作为资本的第一个自

由形式，存在于生产资本以前，同样，货币经营业和货币经营业

中所使用的资本（货币资本、生息资本也属于这一资本）仅仅以

商人资本为前提，［ —１０３６］因此，同样作为先于生产资本的

资本形式而存在。

商业资本——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范围内——一方面无非

是处于Ｗ—Ｇ—Ｗ 这一流通中的生产资本一般（但是，流通同时

采取某种特殊的形式，因为这里的商品是资本，Ｇ—Ｗ′ Ｗ —

Ｇ）即处于自身的买与卖的职能中的，或者说，处于自身在自己的

流通领域中完成的总形态变化运动中的生产资本一般；另一方面，

是同生产资本相分离的，独立化的生产资本部分，对于这部分来

说，流通领域是它所固有的生产领域，——货币经营业中所使用

的资本的情形也完全一样。

流通资本（而任何资本都在流通，固定资本也在流通，因为它

的磨损是作为价值的组成部分进入商品的）在完成周期时作为货

币沉淀下来，或表现为自身的出发点。对于要转化为资本的价值额

来说，货币孤立地表现为出发点。只有对于新投入的资本来说才是

这样。但是对于已处于流通过程中的资本，从而处于不间断的再生

产周期中的资本来说，终点和出发点都只表现为经过点。从资本在

停留于生产阶段和返回到这一阶段之间的期间必须完成［形态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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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Ｗ—Ｇ—Ｗ′来说，货币实际上只是形态变化的一个阶段的结

果，［然后］成为对立的阶段，即补充前一阶段的阶段的出发点。但

是资本是同时进行Ｗ—Ｇ和Ｇ—Ｗ 行为的，换句话说，并不是一

个资本只处于Ｇ—Ｗ 阶段，而另一资本只处于Ｗ—Ｇ阶段，而是

同一个资本因生产过程的连续性而在同一时间里不断地买和不断

地卖。资本在同一时间里总是处于两个阶段上。当一部分资本转

化为货币，以便然后重新转化为商品时，另一部分资本则同时转化

为商品，以便然后再转化为货币。货币在这里是作为流通手段执行

职能，还是作为支付手段，——因而在后一场合支付的是差额，在

前一场合价值总是以双重形式存在，在一极作为商品而存在，在另

一极作为货币而存在，——这取决于商品交换本身的形式。但在这

两种场合，资本家必须不断支付货币（而且向许多人支付货币；生

产资本家向许多商人支付，商人向许多资本家支付，等等）才能不

断获得货币付款。这种单纯技术性的业务，付出货币和收进货币的

业务，本身就构成劳动，而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来说，在

差额被计算出以后，这一劳动就使平衡行为成为必要。这一劳动是

流通费用之一。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经常作为贮藏货币而存在（作

为铸币准备金即购买手段准备金，以及支付基金即支付准备金），

并且资本的一部分不断地以这种形式流回来。除了付出和收进货

币以外，这还使保管这种贮藏货币成为必要，而这又是一种特殊的

业务。因此，贮藏货币不断转化为流通基金和支付基金，以及它作

为出售时所得的货币或作为到期的付款而重新形成，这实际上是

不断作为货币而存在的那部分资本的不断运动，是和职能本身分

离开来的运动，——这一技术性的运动产生了特殊的劳动和费用，

即流通费用。分工造成这样的结果：这些由资本的职能产生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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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业务，落到了一定的人身上，这些人为整个资本家阶级完成这些

业务，而且这一切都集中在他们手中。在这里，同在商人资本那里

一样，分工具有双重意义。这些技术性业务渐渐成为特殊的业务，

特殊的行业，而由于它们日益成为特殊的行业，并且是为了整个阶

级而完成的，所以它们被集中起来，被大规模地经营，而且，由于划

分为各种不同的，相互依存的部门，也由于这些部门内各企业的发

展，在这些业务内部又出现了分工。处于这一运动中的生产资本的

一部分同生产资本相分离，并只被使用在这些业务上，——首先是

使用在保管货币、支付货币、收进货币、清偿差额等等上，——即使

用在这样的业务上，这种业务同那些使这种技术性业务本身成为

必要的行为分离开来了。在货币经营业中独立化的［ —１０３７］

生产资本就是这样。

此外，如果我们考察某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那么，被实

现的剩余价值以货币形式流回。利润的一部分作为收入被花掉，一

部分必须重新转化为资本。再生产过程不仅仅是简单的再生产过

程，而是积累过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过程。后者部分地表现

为货币积累。单个资本家能否立即把他的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利润

再转化为资本，也就是说，能否把它使用在他的再生产过程中，这

取决于：（１）市场情况，因为这种情况也许不容许立即扩大一定

的企业；（２）但也取决于生产资本的有机构成，因为并非任何

［货币］额都能马上转化为生产资本，反之，这部分地取决于技术

条件（我可能有足够的货币来扩大工厂，但是还不足以增建新

厂），部分地取决于这样一点：这一货币额必须大得足以 ［把它］

在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之间］以适当的比例进行分配。只要做

不到这一点，那么，货币就是闲置的贮藏货币，而现在就是闲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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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闲置资本的保管是货币经营者的事情。这是货币经营者

的业务，是从首先表现为货币积累（至少是部分地）的资本主义

积累过程的要素中产生的业务。只要资本家不可能把货币投入他

自己的企业，他就力图把这种闲置的贮藏货币用作生息资本，即

把它贷出。这一业务是货币经营者为整个阶级而完成的；贷出和

借入，以及付款和收款，日渐成了使用在货币经营业中的资本的

特殊职能，这是从资本再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的职能。过去是贮

藏货币的集中，现在同时表现为可以作为资本贷出的货币的集中。

处在这种情况下的是这样的资本家，他积攒了很大数额的货

币，但是不愿把它作为货币花掉，而是要作为资本花掉，也就是

说，想靠利息生活。

所有的生产资本家，就他们要把一部分利润作为收入花掉，但

不是一下子花掉，而是逐渐地花掉这一点来说，也是处于这种情

况。这种消费基金（真正的铸币准备金）可以在间歇期间作为资

本贷出，并在一切情况下都必须作为货币按一定的数额积累起来。

地租所得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他除此以外，还想把自己收入的一

部分用作生息资本。所有非生产劳动者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

收入的一部分资本化，一部分被逐渐吃掉，但是收入的大部分是

在一定时期获得的。

所有这一切都作为可以贷出的资本集中在货币经营者手里，

货币经营者除此以外还自己贷出货币并且不得不保留一定的现

金，以便能够随时进行支付。他的特殊资本的职能不过是从资本

的再生产过程中（利润转化为资本的过程中）所产生的那些过程

的独立化形式，这些过程部分地是从流通形式中，是从重新出现

的资本以货币形式出现的过程中产生的。货币经营者为整个阶级

８３４ 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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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贷出和借入，更确切些说，完成整个阶级的借贷。

汇兑业务和票据业务是从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中，即从

各国铸币的差异中产生的。最后，金银贸易［促使货币作为世界货

币执行职能：］２６６部分地是由于平衡国际支付，由此形成货币资本

的转移（在这里，它是资本，因为［货币在这里是以］资本的形式［出

现的］）；部分地是从金银产地输入新的金银。后者实际上是通过对

外贸易完成的。但是事情的技术方面，即金银的输送由货币经营者

承担。货币贮藏——高利贷资本——国际铸币的兑换，金银贸易

（英国的金匠）２６７构成货币经营业独立发展的基础。货币经营业同

商品经营业有特殊联系［ —１０３８］，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

以前，只有商人资本经常进行大规模的买和卖，贷出和借入，付款

和收款，简言之，始终拥有主要是货币形式的财产。

只有随着信用事业的发展，货币资本和货币经营业才获得由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产生的形式。

要理解货币经营业的利润并不象理解商业资本的利润那样困

难。在后一场合，困难来自这样一点：这种利润是由于商品加价而

产生的，并且商品贱买贵卖，而这似乎同商品生产价格——归根到

底就是商品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相矛盾。相反，在前一

场合，商品完全置身于局外，并且货币经营者的绝大部分利润是由

他贷出的资本所得的利息构成的，而他借入这一资本是不付代价

的，或是来自他贷出的资本所得的利息超过他借入的资本所付的

利息的余额。因此，剩余价值本身的一部分直接表现为他的利润的

源泉，并且他的利润只表现为这一剩余价值的一个份额。

对此的详细论述只能放在关于作为信用２６８的资本那一节中进

行，因为这不是我们在这里的研究任务。［ —１０３８］２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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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生产价格是分配资本和劳动的

调节者。商品各组成部分的价值

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变化］

  ［ —１０７５］商业资本

关于资本在各个不同行业之间的分配。

“资本投向各个不同的行业，取决于利润率。这一一般原理会发生变化是

由于：（１）因投资条件的改变而引起的困难；（２）各不同投资所经受的风险。

亏损风险由保险公司决定，但同时成功风险也由他们决定。如果我们注意到

一切商人所遭受的巨大亏损，破产的数量，以及异常成功的情况，那么可以

看出，商业中的平均利润率同投在其他生产部门中的资本的平均利润率没有

差别。”（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安多佛和纽约版第８３—８５

页）

“在社会的现有经济制度中，居于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商人的真正业

务，是把资本预付给前者，并得到产品作为报酬，然后把这个产品交给后者，

由此把资本收回。这种交易既便利了社会的经济过程，也会把价值加入它所

经营的产品。”（同上，第１７４页）

“这样，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因为商人的介入而节省了金钱和时间。这种服

务需要预付资本和劳动，因为它把价值加入产品，因为同一些产品在消费者

手中比在生产者手中有更多的价值。”

｛这是根本错误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在消费者手中比在生产

者手中大，是因为它只有在消费者手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商品

的使用价值，只有在商品进入消费领域以后，才能实现。它在生

产者手中只是以潜在的形式存在。但是，谁也不会为一个商品支

付两次：先支付它的交换价值，然后又支付它的使用价值。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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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支付了它的交换价值，我就占有了它的使用价值。商品从生产

者手里转到消费者手里时，它的交换价值不会增加。｝

“［商业］严格地说是一种生产行为。”（同上，第１７５页）（这是错误的。）

“我们可以说，商业是有用的，但是不能说，商业是生产的。”（弗·维达

尔《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９８页）

关于商业资本有一部出色的著作：柯贝特（托马斯）《个人致富的原

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１８４１年伦敦版。

柯贝特在这里并不指望去阐述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他把

商业资本看作是某种特殊的东西，并论述了它发挥作用的特殊方

式。他并没有去阐发商业资本同一般原理的联系，而只是稍加提

示。而且柯贝特也并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个任务。他把这一任务交

给研究一般原理的经济学家去解决。我们在这里只想谈谈柯贝特

的某些基本论点。

“一切贸易都是不同种物品的交换，而利益正是由于这种不同而产生的。

用一磅面包交换一磅面包……这不会带来任何利益…… 因此，贸易同赌博

相比形成有利的对照，因为赌博只是用货币交换货币。”（上述著作，第５

页）

在Ｗ—Ｇ—Ｗ′中，利益来自Ｗ 和Ｗ′之间的差别，即所交换

的使用价值之间的差别。商品只有通过这种交换，从一个人手里

（它在这里只充当交换价值的承担者）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它在这

里成为真正的使用价值）才能作为使用价值而实现。交换价值表现

为这个过程的单纯中介形式，而在这一过程中并不意味着要发生

任何变化。相反，资本的整个运动［ —１０７６］Ｇ—Ｗ—Ｇ′意味

着两极Ｇ和Ｇ′的质的同一性。如果两极不发生任何量的变化，那

么，这一行为就会成为同义反复，荒谬而毫无用处。实际上这就是

假定某一商人买了１００镑的商品，而市场情况迫使他又以１００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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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它们重新出售。这等于说，从他或他的１００镑这方面来看，他手

里仍保持着原来的１００镑。如果他被迫以较小的货币额出售这些

商品（这是可能发生的），那么，这一行为就意味着绝对的亏损，这

决不可能是这一行为的任务或目的。这就是资本的一般公式，不论

它是工业资本还是商业资本，是商品经营业还是货币经营业，反正

都一样。这始终是为卖而买；因此，如果我们把Ｇ′和Ｇ相比的量上

的变化撇开不谈，那么，这就是用货币交换货币，用交换价值交换

交换价值。在这里，被交换的商品并没有类的差别。因此，在这里，

不会从这种差别中得到好处。这样，在柯贝特看来，资本的任何运

动都是赌博，而真正的赌博同其他各种资本主义赌博之间的差别

可归结为这样一点：在一种情况下｛不过，这也适用于本来意义的

货币资本的各种业务｝，货币同货币的交换被中介运动掩盖起来；

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没有被掩盖起来。赌博者直接拿出货币（而这是

他和贷出资本的资本家，即银行家等的共同之处），为的是获得更

多的货币，要么就失去所拿出的货币。生产资本家，不论是产业资

本家，还是商业资本家，首先要用自己的货币去交换商品，然后才

能用商品去交换货币。在一种场合，货币同货币的交换是公然的，

直接的，直截了当的交换。在另一场合，它被中介运动掩盖起来，而

总是表现为复杂运动的结果。可见，如果说柯贝特所以称赌博，是

因为它是货币同货币的交换，那么，任何资本的运动都可归结为赌

博。因此，例如品托也把商业看作“赌博”。但是，如果赢家总只是

一方，赌博很快就会结束，因而要使这一活动继续下去，就得互有

输赢：时而这一方输或赢，时而另一方输或赢。这里不过反映出这

一矛盾：让渡利润表示一方的亏损，因而不可能是持久的、一般的

生产关系。品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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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是一种赌博，不过从乞丐那儿是赢不到任何东西的。如果有人在长

时间内赢了所有的人的所有的钱，那他只有心甘情愿地把赢得的绝大部分钱

退回去，才能再赌。这种吞没一切的贸易会毁灭自己。”（［伊·品托］《关于

流通和信用的论文》１７７１年阿姆斯特丹版第２３１页）

而我们的朋友麦克库洛赫实际上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力把投机

原理，即赌博原理同贸易原理和资本主义运动——为卖而买——

原理区别开来。他说道：

“任何交易，只要一个人购买产品是为了再卖出去，实际上就是投机。”

（约·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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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伦敦版第１００９页）

考察分工时应加的注释。

柯贝特提出了在同一生产领域内实行分工的很重要的崭新原

理。但是，这里涉及的只是分工的一般性质，所以这种分工原理

不可能在这里阐述，因为它要以资本的现实运动为前提。这一原

理就是在较长的年份里商品价格平均化为商品生产价格。在真正

的工业中，固定资本的特殊流通不仅使生产者固定在特殊生产领

域中，而且固定在这一领域的一定部门。在商业（批发商业）中，

由于商品价格 ［ —１０７７］即市场价格的平均化周期长达许

多年，同样会产生从属于特殊种类的商业以及从属于这种商业的

特殊部门的现象。柯贝特十分出色地指出，初看起来显得很抽象

的平均价格，怎样

（１）表现为调节分工的原理；

（２）仅仅以平均 ［价格］为基础的各特殊种类的商业，即使

用资本的各种领域是怎样重新形成的。

“商业的第三个原理是：总是经营同一种商品或几种特定的商品。”（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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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第１２页）“这部分地是以商业波动趋于平均化的必然性为基础的，并

且是靠此来维持的。”（同上）“因此，当商业取得最大的进展并几乎达到完善

程度时，就出现这样一种职业分工，如出现同俄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同美国

进行贸易的商人，同荷兰进行贸易的商人，木材商人，水果商人等等。”（同

上，第１４页）

“根据一般原理，不论价格有多高，利润总是一样；它象一个在涨落的浪

潮中飘浮的物体一样，保持着一定的位置。因此，在价格上涨时，商人就会

提高价格，在价格下跌时，商人就会降低价格；也就是说，当对商人提高或

降低价格时，商人就对他的买者提高或降低价格。”（同上，第２０页）

对商人来说，下述事实是以表面的和颠倒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利润不是来自加价，但它形成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对他来说，这

是以对立的形式出现的：“利润”总是产品的实际价值或价格的附

加额。

利润的平均化（以及已经提到过的涉及平均水平的问题），在

下述论点中说得很好。

“任何必要的商业都必须带来或确会带来利润，如果商业不再能做到这

一点，它就不再是必要的了。”（同上，第２２页）“一种营业并不比另一种营

业更有利可图。”（同上，第２４页）“一种营业并不比另一种营业更担风险。”

（同上）

例如，造船业；对一般商业来说，

“全部风险应由运费补偿或偿付，而对个人来说，风险通过保险而得到补

偿或化为乌有，这是靠大家来分担亏损的一种方式。”

｛说亏损由于靠大家
·
分
·
担，就不再

·
存
·
在，这是愚蠢的，这正象

说，由于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比例减少，或由于固定资本的周

转延长，或由于某几种流动资本的回流变得缓慢，或由于某些对

不同生产领域的利润平均化起调节作用的情况——不测事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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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领域中的大小亏损风险，都可算入这些起调节作用的情况——

利润减少了，可是这种减少却不会使资本总利润由于上述情况而

减少｝；

“或者商业必须给予在平衡商业关系方面承担费用和风险的人，即保险

商很好的报酬，以补偿每个成员的亏损。”（同上）“可以假定，属于大不列颠

的所有船只在１７年内都会沉没（遇险或由于毁坏）。”（同上，［第２６页］）

“如果把收取的少量保险费同保险公司必须付出的巨额款项比较一下，那么，

防火保险似乎是十分冒险的事业…… 但是，由于这种事业的巨大规模和这

种规模所决定的平均数据，这种保险变成了很普通的事业，常常带来可观的

利润或资本利息，如此而已；就它所遇到的极端情况来说，所发生的情况是

极其准确的和确定不变的。”（同上，第２７页）“当我们说，一种营业并不比

另一种营业更有利可图时，应当把这理解为对营业一般状况的估计，并考虑

到这样一个事实：
·
每
·
一个别营业在某一时期可以比在另一时期带来更多的利

益或更少的利益，或带来更多的收入或更少的收入。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

是否经常地或在一切企业的经常活动中发生利润以及价格的变动，这已经是

另外的问题。这已经是从供求的相适应中产生的问题。”（同上，第３３页）

“波动会互相抵销。”（同上，第３５页）“波动、涨落，在任何营业和每项营业

中都不断地或在或大或 ［ —１０７８］小程度上经常地发生。”（同上，第

３６页）

关于竞争

“适用于竞争的有下列一般原理：任一商品的最低价格，调节该商品的市

场价格。第二，控制竞争的不是大多数人，而是少数人。第三，规定价格的

是资本家，即最大的或有权威的资本家。从这个意义来说，在英国只存在一

家公司生产任何型号的镜用玻璃，这就是郎卡郡雷文黑德的不列颠镜用玻璃

制造公司，别的公司都是没有能力同它竞争的；而希鲁兹贝里的一些大轴线

厂则迫使王国的所有其他轴线厂都步它们的后尘，正象苏格兰的所有铸铁厂

都受大卡伦公司控制，并总是做它的尾巴一样。”（同上，第４２—４４页）“租

赁，例如土地和房屋的租赁，是有条件的出售，或在限定时间内对一物的使

用权的出售。”（同上，第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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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平均数为基础的营业。

“任何保险，不论是海运保险，人寿保险还是火灾保险，它所赖以经营的

基本原理，是
·
平
·
均
·
数原理，即把总亏损分摊给所有受保险者，或者说，是个

别事件的不确定性和一般事件或事件总体的确定性。例如，某人的寿命是完

全不能确定的，但是人的平均寿命却是完全可以确定或很好地计算出来的。

因此，在海运保险或火灾保险中，任何个人财产或私有财产的损坏是一个无

法确定的量，但是已损坏或在一定时期内将损坏的财产的平均数或平均价值

额却是一个可以很好地计算出来或确定下来的量。所以，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风险（即每一个人风险）总计越少，而接受保险的人数越多，那么，营业就

越可以达到精确的平均数，从而也就经营得越好。”（同上，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企业总是做得过分。”（同上，第１１５页及以下几页）“社会对任何物品的需

要或需求不论怎样大，所提供的食品，即储备的食品量总是超过需求。正如

马尔萨斯主义的繁殖原理一样，社会上有才能的人总是为数太多，过多，过

剩。（例如，在报刊的撰稿方面。）…… 这在城市中尤为明显。城市总是房

屋建筑过密，因为城市中总是房屋多于需要，特别是在近郊或远郊区，那里

的房屋从来是无利可得的，但似乎是为了社会的福利，或者是为了有利观瞻，

或者是为了本地区声誉而建筑的——只是遥望将来有利可得。”（同上，第

１１６—１１７页）

在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中，下面这种情况是重要的：在资本支

出和资本回流之间（即使它是回流的），需要经过一定的时间。这段

间歇期间，视其长度，产生双重影响。第一，对使用价值的影响。时

间使使用价值不断遭到绝对损坏，也就是说，任何物品经过一定时

期都会损坏，直至最后报废，变成无用之物并丧失构成其使用价值

的性质；有些物品坏得快些，有些物品坏得慢些。有些物品必须迅

速出售，才不致毁坏或完全不能使用；还有些物品可以保存较长时

间。所有物品经一定时间后如仍不能进入消费，或者也可以说，仍

作为待售商品放在那里，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投入使用，那么它们

或多或少都要毁坏。因此，这是商品会遇到的第一个风险，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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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货币转化为供个人消费或工业消费之用的商品形式的资本所

遇到的第一个风险。此外，就商品是使用价值或消费品来说，要保

存［ —１０７９］商品，就得在商品上支出资本和劳动，有的场合

支出多些，有的场合支出少些。进入商品商业价格的只能是平均费

用，其必要性是由商品处于市场上时对商品的保存所引起的。商品

的平均费用是由它处于上述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间歇期间的平均时

间所决定的，或是由它作为商品留在市场上的平均时间所决定的。

显然，对
·
不
·
同
·
商
·
品来说，这些保存费用不仅是由商品存在于市场上

的平均时间所决定的，而且，视不同商品的性质，也是由它们被保

存的平均期间，或由同一期间内为防止它们变质而付出的费用所

决定的。如果平均时间已定，那么，不同商品的保存费用取决于它

们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如果由商品的不同性质所决定的费用已

定，那么，商品的保存费用只取决于它们的平均周转时间的差别，

或取决于它们堆满市场，作为商品（待售商品，这只是同义反复）存

在于市场上的平均时间的差别。因此，这构成流通费用的项目之

一。但是，很显然，这项费用不会增加产品总量的价值，而只能是产

品总量价值的扣除额。假定，一切商品存在于市场上的平均时间是

一样的，再假定，商品的毁坏和防止毁坏的费用也是一样的，也就

是说，假定所有各种产品在同一流通时间内的不可避免的毁坏以

及防止过度毁坏的费用都是一样的，那么，很显然，一方面，这种不

可避免的毁坏，以及为使毁坏减少到最低限度而支出的费用，是商

品交换价值的扣除额（归根到底，是商品剩余价值的扣除额），第

一，因为在一定时间内，商品总生产中的某一百分数被简单地耗费

掉了，第二，因为产生了生产的一定的非生产费用，而且不是发生

在创造剩余价值的进程中，而是发生在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中。决

７４４第十二章 商业资本。货币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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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不能认为，这应当由消费者来支付。再说，他应从什么来源来支付

这笔费用呢？他的支付来源是他的产品或他在他人产品中占有的

份额。如果情况是这样，那么他的产品显然减少了，而他的生产费

用则显然增加了。由于生产基金减少和生产费用增加，他就完全没

有能力来补偿其他生产者所受的同样亏损。因此，就上述［费用］项

目进入价格来说，只要商品的这些流通费的比率是一样的，那么，

这项费用就不会改变各商品价格的比例。如果它改变了价格的比

例，甚至利润的比例，那么，这只能构成特殊企业部门所遭受的巨

大亏损的补偿，而这种企业的性质所固有的这种特殊亏损，通过利

润的平均化被分摊在使用资本的整个领域。

［ —１０８０］时间的第二个影响（撇开使生产者能够进行

再生产的［资本］回流的一般影响不谈）在流通过程内不涉及使用

价值（也不间接涉及交换价值，因为交换价值只存在于使用价值

中），而是直接涉及交换价值，并同物品本身的变化，或商品使用价

值的变化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商品只有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阶段，

或在商品处于市场上时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我们在这里不谈商品市场

价格的变化，因为我们在这里进行的论述总是以这样一个假设为基

础：商品是按照同它们的实际价值相一致的价格出售的。

但商品的实际价值在某一间歇期间会发生变化，而且时间越

长，可能发生这种价值变化的余地就越大。我们不去考虑商业资

本。虽然商业资本低于商品价值购买商品，但是该商品的价值可能

在商业资本把它售出以前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购买价格和出售价

格之间的差额或者可能减少，以至完全消失，或者出售价格随商品

价值在间歇期间的变化可能下跌到甚至低于购买价格。

但是，已经说过，这里没有必要专门考察商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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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流通过程分为两部分，两个时期，或两个阶段：第一，商

品转化为货币，第二，货币再转化为商品，即转化为这样一些商

品，这些商品构成前一种商品的生产或形成上的各个组成部分

（以下我们简称之为生产组成部分）。现在我们来研究一下，在这

两个阶段的任一阶段上所发生的价值的任何偏离或变化，会对价

格和利润有多大影响。我们先从第二阶段，即货币转化为生产组

成部分的过程开始。

假定，生产的商品是棉纱。棉纱已被出售，转化为货币；包

含在棉纱价格中的剩余价值已实现，现在 ［棉纱价值］应转化为

棉纱的生产组成部分。

棉纱应转化为棉花和辅助材料，如煤、肥皂、油脂等等。此

外，棉纱应通过用已实现的基金重新支付工资的途径而转化为劳

动。棉花的价值，如同其他各种原料的价值一样，不取决于人的

意志或预付的资本，而取决于气候。就老的棉田来说，由于气候

好坏不同，或就新开垦的棉田来说，由于土地肥力不同，同量的

劳动可以生产出完全不同数量的棉花。因此，同一数量的棉花，比

如说，一担或一磅，可以有完全不同的价值。现在假定，棉花的

价值提高了，这或者是由于天气不好，或者是由于对棉花的需求

增加了，不得不靠肥力较差的土地的生产来满足。在这种情况下，

纺纱业主为了补偿他的资本中必须用于补偿棉花的部分，就得从

已实现的货币中花掉较多的货币。［ —１０８１］棉花价值的这

种提高可能吞没或甚至超过他的资本在第一次周转中所获得的全

部利润。此外，由于生活必需品价值提高，劳动价格会提高。他

又得付出他的进款的很大部分，以补偿他的资本中转化为工资的

部分。如果这两种情况同时发生，那么，很可能，即使他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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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货币进款——资本和利润——他也不可能｛如果不求助贷

款，而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要考察的｝按同样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

生产活动。总之，这将是他用他最初预付的同一资本额所不可能

做到的。如果我们不是考察他的资本的一次周转，而是两次连续

的周转，他的营业就可能是亏本的营业。假定，在第一次周转中

他预付了１００镑，而回到他手里的是１２０镑。假定，在第二次周

转中，用于数量减少的不变资本的支出增加了，可变资本在价值

上也增加了，但在数量上减少了（使用的劳动量减少了），因而他

的利润只是５％。在第二次周转中他获得了 ［大约］５％或５１５２１的

利润。但是，他预付了１２０镑，即不仅预付了资本，而且预付了

第一次周转中所获得的利润。因此，他损失了１４６
２１镑，

２７０
因为他在

第一次周转中所实现的这部分利润没有了。在两种场合，他都实

现了剩余价值，但在第一次周转中所实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在

第二次周转中失去了。在第二次周转中，如果单独地来考察这次

周转，那么，资本家是受损失了，因为他过去有１００镑资本，２０

镑利润，而现在他有资本１２０镑，利润却只有５１５２１镑了。显然，他

的平均利润必定取决于不同周转期间的这些波动的平均化。因此，

他必须坚持同一营业，才能获得平均利润率。

他的固定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可能发生价值变化。如果煤

或铁的价值提高了，那么，［固定资本］的磨损就不可能按它最初进

入生产过程时的价格得到补偿。它的补偿费用可能大于最初的费

用价值。此外，撇开这部分固定资本，即应补偿的上一年磨损不谈，

一切机器、工具等的价值，可能由于它们的再生产的价值下降，或

由于它们的新价值的减少而降低。实际上，如果补偿磨损的费用较

贵，那么，机器的未消费部分的价值也会提高；如果一切机器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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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都降低，那么补偿机器磨损的费用也就降低。

我们现在来看看Ｗ—Ｇ，即产品在流通中等待转化为货币的

阶段。我们不谈因供求相对量的变化而引起的市场价格的任何下

跌或上涨，因为我们假定，价格是和价值相等的。如果在上述例子

中， 磅棉纱的价格等于１２０镑（包括生产费用１００镑，其中，８０

镑比如说花在原料，即棉花上，另加上２０镑剩余价值），如果棉花

的价值由于特大丰收而突然下降到６０％，那么，已加工制成棉纱

并在市场上流通的棉花，其价格将和未加工的棉花一样下降。因

此， 磅棉纱的价格从１２０镑降到８８镑（包含在其中的棉花的价

值从８０镑降到４８镑）。纺纱业者将遭受３２镑的直接亏损，虽然他

实现了２０镑利润，或［ —１０８２］２０％［以上］的利润，实际上这

一利润可能是５０％以上的剩余价值。这就象他用８０镑购买 磅

棉花，是为了以４８镑将它们出售一样。如果他所出售的棉纱中没

有剩余价值，那么，他的进款将只等于４８＋２０＝６８镑。因此，把实

现的剩余价值考虑在内，就比现在少２０镑。实际上，如果棉花的价

格保持在这一低水平上，那么，工厂主在新的再生产周期中只要在

棉花上花掉４８镑，在其他支出上花掉２０镑，他就能以同样的规模

继续进行生产。而且他能够通过生产获得同以前一样的２０镑利

润。（同预付资本相比，利润率甚至提高了。）如果棉花完全或大致

恢复到以前的价格，他就没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原有规模的再生产。

如果他必须还债（例如，１００镑借款的利息，或根据向棉花、煤等供

应者开出的票据），他就可能破产。总之，他的资本的货币价值可能

贬值，虽然货币的价值并没有贬值。总之，８８镑代表比以前的１００

镑（连同利润为１２０镑）更少的资本。当然，如果棉花的价格是上涨

而不是下跌，那么，结果就会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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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价值的变化发生在第一阶段Ｗ—Ｇ期间，那么，它就直

接使资本（生产资本）贬值；如果它发生在第二阶段Ｇ—Ｗ 期间，

那么，它就会破坏再生产并使利润减少。

但是，因为资本总是同时处于两个阶段上（当然，新预付的

资本或追加的资本，只受在Ｇ—Ｗ 阶段上发生的价值变化的影

响），所以价值的变化以相反的方向影响着作为资本流通的（在

Ｗ—Ｇ阶段）那部分资本，以及从货币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组成部

分形式的那部分资本。例如，如果棉花的价值下降，那么，棉纱

和棉布在市场上就会贬值，但是纺纱业者等的重新转化为棉花的

资本将产生比过去更高的利润，并可以使他扩大他的生产规模。

（当然，如果他在价值发生变化以前就储存了大量原棉，那他就会

遭受亏损。这种原棉同已加工为棉纱的棉花一样都会贬值，不过

前者贬值得更快。）另一方面，如果棉花的价值提高，那么，处于

流通中的棉纱等的价格（从而利润，因为费用仍然和以前一样），

简言之，凡有棉花包含在其中的一切商品的价格都会提高，因而

流回的资本就会大大超过预付的资本（已经投在棉花储备上的生

产资本的情况也一样），而应当转化为棉花（Ｇ—Ｗ）的资本将产

生更少的利润，结果可能不得不或者缩减生产（如果工资并没有

同时降低），或者投入追加资本，以便生产出同样数量的产品和吞

并与过去同样多的剩余劳动量。只有市场充斥（假定是棉纱、商

品［棉布］等充斥市场），或者上年收获的棉花的大量存货还堆满

在商人的商品仓库里，或堆满在工厂主的库房里，棉花价格的下

跌（或任何其他的生产组成部分价格的下跌）才可能在某种程度

上使生产资本家遭受损失。但是，棉花等价值的提高总是会大大

妨碍再生产，同时，只有在市场充斥的情况下，它才会给生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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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带来利润。

总之，由商品生产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化所引起的这种风险，因

而在生产和出售之间的间歇期间，或商品的货币形式和商品重新

转化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间歇期间对商品产生影响的这种风险，不

可能 ［ —１０８３］进入流通费用，即进入在产品价格上得到补

偿的流通费用。首先，很清楚，由一切生产领域所固有的这种价

值变化而造成的平均风险，不可能给予任何特殊生产领域以补偿

的权利。其次，对那些例外遭受到这种突然价值波动的商品来说

（例如，所有含有土地年产品的商品，它们不同于那些含有特殊矿

产品的商品），当它们遭受异常亏损的风险时，它们也就有获得异

常利润的机会。因此，这一切就得到了平衡。

在因美国南北战争而产生的现代棉花危机的情况下，这两种

情况都有所表现２７１。一方面是工厂区的极度贫困和极大规模的工

厂停工。另一方面，由于自１８６０年以来市场上商品充斥，处在市

场上的棉纱和棉布的价格提高，因而拥有这些商品的工厂主，尤

其是拥有棉花储备并在利物浦进行棉花投机的工厂主的利润也提

高了。

现在再回过来看看柯贝特的话。

“时间产生价格差别。但是商业的原理是假定，不断的出售是由一个人进

行的，而由另一个人购买；因此，这样的人将不会拥有任何会受时间作用或

影响的储备。这是确实不会有的事情，甚至在食品商人那里也不会有，更不

用说布商了。在这里，价格涨落的影响特别是针对工厂主而言的，因为在他

那里，从他购买原料到他把它们以加过工的成品形式重新投到市场上，常常

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价格的变化必然影响到一切资本，其影

响程度同它们退出营业时属于每一资本的量成比例，同这一时期的价格和它

们进入营业时的价格之间的差额相一致。”（前引著作，第１２１页）“至于小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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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利润或工厂主为加工原料而付出的劳动价值，那么，如果不论在其中哪

一种情况下，某人都能按减少的价格补偿他的资本，而这一价格的减少额等

于上述利润额或上述劳动的价值额，则不论商品的购买价格和出售价格间存

在着怎样的其他差额，他都不会受任何威胁。例如，如果他生产了１００镑的

商品，以８５镑将它们出售，并以８０镑补偿他的资本或原料，或者如果他只

以８０镑出售商品，以７５镑补偿他的资本或原料，那么在这两种场合，他都

是以获得资本的５％的纯利益、利润或收入而退出交易的；而且由于价格提

高，他永远不能处于较有利的地位，因为在这种场合如果他要获得更多利益，

那么，当他回到市场时，他也必须付出更多的东西。由此可见，资本的利润

和价格的涨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它和后者是完全不同的。”（同上）

（但是，不管怎样，他的资本是贬值了。此外，这里正确的只

是这样一点：他不断地获得５镑利润。说他不断地获得５％的利

润，这是错了，因为５比１００是５％，５比８０是６１
４％，而５比

７５是６２
３％。如果资本价值由于价值变化而降低，那么，在利润

额仍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将提高；如果资本价值由于价值变

化而增大，那么，在利润额仍然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将下降。在

商人那里才纯粹具有这种形式，不论商品价格多高，商人总是例

如添加５％。对于生产资本家来说这却是错误的。对他来说，利润

率在一种场合必然提高，在另一种场合必然下降，只要他出售的

是同过去一样的剩余劳动。

据此，很显然，必须把资本的一次周转和一系列周转，或者

说，资本在再生产经济周期中所完成的多次周转加以区别。如果

我们考察单独一次周转，那么，利润等于剩余 ［价值］对预付资

本之比。而如果资本家低于生产费用出售他的商品，那么，这就

意味着纯亏损。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指的只是购买价格（或者，对

生产资本家来说，也就是生产费用）和出售价格（或生产价格）之

间的差额：最初的预付资本的价值和转化为商品的资本被出售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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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得的价值之间的差额。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的不仅仅是一次

生产 ［ —１０８４］周转，而是长达数年的经济周期的连续的再

生产过程，情况就不同了。这里重要的同样是——而且，不仅是

对已实现的利润来说，而且也是对应该得到补偿的原有资本的价

值来说——各单个周转的相互联系或它们之间的关系；一句话，是

周转开始时资本的原有价值同第二次等等周转中补偿资本的价值

之间的差额。例如，如果资本等于１００，第一次周转结束时的利润

为１０，而第二次周转开始时被补偿的价值等于１１０，那么，利润

就等于０，并且再生产将是在更不利的状况下开始的，因为预付资

本虽然增加了，但吸收的剩余劳动量仍然一样，生产费用将增加，

而利润率将降低。这些波动会在一系列周转所构成的整个周期中

（即使资本最终贬值，亏损也会由于利润得到补偿）得到平衡）。

“但是，价格的下跌对商业有非常不利的影响，因为起码被看作商人的资

本家虽然实际上并没有因为价格下跌而遭受亏损，但看起来似乎遭受了亏

损，实则破产的是非资本家。因此，如果某人在没有资本的情况下购买比如

１００镑的商品，因而必须开出这一数额的期票，又如果他被迫以８０镑把这些

商品出售，也就是说，不能以更大的数额把它们出售，那么，他就短缺２０镑，

因而就无力偿付已开出的期票，势将被迫停业。通常的情况是，这种处境下

的人通过低于成本的出售来支付第一张期票，可能第二张期票也是这样；但

是很显然，这种方法很快就会产生影响，并导致危机。非资本家经常遭此命

运，并且他的处境很类似于持有定期契约的票据投机者的处境，其差别是，他

缺少必要的资本，以便在清帐日到来时支付对他不利的差额。”（同上，第１２２

页）

“如果我们假定，原料价值的变化影响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某些商

品的价值，特别是呢绒的价值受它的影响更大——并因而假定，某人由于拥

有这些商品的储备而可能受益或受损……投机主要是投在原料上（虽然看起

来，并非如此），因而能达到目的的最好办法是只在较粗糙的和较简单的商品

上进行投机，因为这些商品不受时尚的影响，而且所需生产费用也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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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第１２８页及以下各页）

“储备的积累，或交换的中止……生产过剩。”（同上，第１０４页）

“其实，１蒲式耳谷物或１码棉布并不具有不断增大的价值；价值就其性

质来说是固定的，不变的，所以能够影响它的只有其他物品的价值变化，因

为视情况的不同，这种价值变化可能有利，或可能不利。”（同上，第２０４

页）

“……以有价证券签订的定期契约……被打上赌博的印记，因为一个人

所失的，似乎正是另一个人所得的……所以，这当然是赌博。”（同上，第

２０７—２０８页）

“关于后者（这种票据投机的道德方面），那么，我们实际上不可能把它

看作与任何投机中所发生的事情有所不同的东西，就不同时期价格发生差

异，以及就未来和偶然性来说，投机也可以归入赌博一类；事实上，商品契

约规定着未来交货的条件，或者要么就规定着差额的偿付。”（同上，第２０９

页）［ —１０８４］２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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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篇］

［其 他 问 题］２７３

［（１）第 笔记本的片断］

  ［ —１０６６］２７４关于复利问题
２７５
，还必须补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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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在制定［国债］还债基金２７６的条例

时，把这些幻想当作他的财政智慧的基础。

“生复利的钱，起初增长得很慢，以后就不断加快，过了一段时期之后，

其速度就超出任何想象。一个便士，在耶稣降生那一年以５％的复利放出，到

现在会增长成一个比１５０００万个纯金地球还要大的数目。可是如果以单利放

出，在同样长的时间里，它至多只能变成７先令４ １
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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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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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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著作，第 页注）“因此，一个国家总是能摆脱困难

的；因为它只要有一小笔积蓄就能在它的利益所要求的短期限内清偿大笔的

债务。”（同上，第 页）

对于轻信的皮特来说，由此得出了多么美妙的原理啊！

普莱斯简直为几何级数的庞大数字所迷惑。因为他完全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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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象马尔萨斯把人类看作按几何级数增

长一样２７７），所以他竟然以为，他已经在下述公式中发现了资本增

长的规律：Ｓ＝Ｃ（１＋ｉ）ｎ。在这个公式中，Ｓ＝资本＋复利的总

和，Ｃ＝预付资本，ｉ＝利息率（１００的相应部分），ｎ代表过程进行

的年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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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７８６年〈见罗德戴尔的著作２７８〉，下院通过决议，为了公共利益举债１００

万镑。”（罗德戴尔。上述著作，第１７５页）

按照皮特所相信的普莱斯的说法，为了“积累”这样借到的金

额，当然最好是向人民征税，并且用复利的神秘法术来驱除国债。

“还债基金”［《ｓｉｎｋｉｎｇ ｆｕｎｄ》或者Ａｍｏｒｔ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ｓｆｏｎｄｓ］税。

“在 ［下院］通过这个决议后不久，接着就颁布了皮特提出的一项法律

（乔治三世二十六年第３１号法令），规定积累２５万镑，直至包括到期的终身

年金在内的基金增长到一年４００万镑为止。”

皮特在他１７９２年提议增加［还债］基金金额的演说中，认为

机器和信用等等也是使 ［英国］商业占优势的原因，但是，

“积累是最广泛和最持久的原因。这个原理在斯密这位天才的著作中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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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得到完全的发挥和充分的说明……资本的这种积累得以实现，是因为人们

至少把年利润的一部分再投回去以增加本金，而本金在次年按同样的方法被

使用，连续地提供利润。”

皮特认为，普莱斯的复利，即普莱斯对复利的计算，和亚·

斯密的积累理论是相同的。这一点很重要。

［ —１０６７］此外，柴尔德，英国银行家的始祖，他是高利

贷者“垄断”的敌人，完全同“摩西父子”在他们的通告中自称

是小裁缝“垄断价格”的敌人一样。

在约瑟亚·柴尔德这位伦敦银行家之父于１６６９年写成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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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话：

“１００镑按１０％的利息率以复利计算，经过７０年，就会生出１０２４００镑。”

（第１１５页）

第一种积累观点是贮藏的积累观点，完全和第一种资本观点

是商业资本观点一样。第二种 ［积累］观点是复利观点，就象生

息资本或放款取息是资本的第二种历史形式一样。政治经济学当

它把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关系的洪水期前的表现重新当作这些关

系的表现时，例如把复利当作资本积累的表现时，就陷入困境。

普莱斯博士的见解怎样不知不觉地混入了现代的和相对来说

进行批判的经济学家的见解，可以由《经济学家》上的下面这段

话得到说明：

“如果说在英国有过这样的情况，即土地虽然附有许多权利和特权，但并

没有被一再地买卖〈因此，正如他的非常英明的结论一样：“土地不是为它所

支付的货币的简单代表”〉，对此我们表示怀疑，——那么我们并不怀疑……

每６便士的地租是地主积蓄的并在土地没有被出售的情况下重新投入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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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笔资本的代表……资本，在积蓄资本的每个部分都按复利积累时，会无

所不吞，以致人们由以取得收入的世界全部财富早已变成资本的利息。虽然

土地在一些地方比另一些地方贵，但所有的地租现在也是对以前已经投在土

地上的资本支付的利息。”（《经济学家》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９日）

根据《经济学家》那个虚构的观点可以说，能在无数个世纪

中实现的全部劳动，将不过是在这个期间积累起来的资本的利息。

我摘引这段话，只是针对人们认为积累就是复利这种虚构的观点。

此外，顺便说说，《经济学家》在这里指出，社会本身

“作为团体……提出把土地（作为共同财产）的要求，并且永远不会放弃

这种要求”。（同上）

花费资本购买土地的人

“实际上是丧失自己的［财产］权，把仅仅而且专门属于私人财产的某些

特权转交给社会”。（同上）

最后，还有“浪漫主义的”弥勒
２７９
的如下胡说：

“普莱斯博士所说的复利的惊人增长，或人的自行加速的力量的惊人增

长，如果要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就要以许多世纪不分割的或不中断的划一

的秩序为前提。资本一旦分割开来，分成许多单个的自行生长的幼芽，力量

积累的全部过程就重新开始。自然赋予每个工人增长力量的期间平均是

２０—２５年。过了这个期间，工人就离开人生道路，就要把那由劳动按复利积

累起来的资本，转交给新的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给许多工人或儿童。

这些工人和儿童在能由他们得到的资本取得自己的复利以前，必须先学会怎

样去推动和运用这些资本。其次，市民社会所获得的巨额资本，即使在最活

跃的共同体内也要经过多年才会逐渐积累起来，并且不是用来直接扩大劳

动，而是相反地，一旦聚积成相当数额，就以贷放的名义，转移给另一个人，

一个工人，一个银行或一个国家。然后接受的人在实际运用资本时从中收取

复利，从而［ —１０６８］能够容易地向贷放者提出支付单利的保证。最后，

如果只有生产或节约的规律发生作用，人的力量及其产物固然会以惊人的速

０６４ 第四篇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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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增长，但消费、贪婪和浪费的规律会对这种增长起反作用。”（亚·弥勒

《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林版第３册第１４７—１４９页）

在少数几行内再也不能拼凑比这更令人恶心和更一目了然的

胡言乱语了。首先只应当提醒一点，——且不说他可笑地把工人

和资本家，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资本的利息等等混为一谈，——这

就是获得复利的原因在于，资本“贷放出去”，“在这之后”资本

就带来“复利”。例如，这种“深刻思想”，或者说得确切些，这

种“胡言乱语”的令人吃惊的庸俗性表现在下面这句话里：

“决定物品价格时，无须考虑时间；决定利息时，主要的是考虑时间。”

（同上，第１３８页）

弥勒在这里说的是流通时间。因为在考察利息时他把流通时

间看作决定性的，而在考察商品价格时不看这一点，所以深刻思

想的内容，就是抓住表面，并在这个基础上把论述进行到底。就

是这个家伙对我们说：

“城市生产的周转包括数日，相反，农村生产的周转包括数年。”（同上，

第１７８页）

他所说的“城市生产”是与农业相对立的工业，按非资本主

义方式经营的农业——而他说的正是这种农业——当然是年周

转。大工业（由于使用固定资本）则相反，是１２—１５年的周转，

在某些运输业部门（铁路等等）则是２０年的周转。我们这位弥勒

所用的方法，具有各行各业的浪漫主义的特征。它的内容是由最

庸俗的日常的偏见构成的，是从表面的假象取来的陈腐之见。然

后，这种错误的平庸的内容被用神秘的表达方法“提高”和诗化

了。［ —１０６８］２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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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０］｛利息。《经济学家》关于利息指出：

“如果一定量的贵金属价值下降，那么这并不是为使用这个量而少收货

币的理由，因为对于借款者来说，如果资本的价值减少，那么他支付利息的

困难也同样减少。在加利福尼亚，由于局势不稳定，月息３％，年息３６％。在

印度斯坦，人们把货币贷给印度王公们供非生产花费之用，贷放者为了补偿

自己资本的平均损失而收取非常高的利息，收取３０％，同经营工业所能取得

的利润根本不成比例。”（《经济学家》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２日第４９１号第８９页）

但是，高利贷者为提供种子等等，或者为出租织布机等等而

收取的利息同样和莱特①等等获得的“利润根本不成比例”。换句

话说，上述利息和这个耕种土地的印度人和织布者所获得的利润

根本不成比例。同样，英国工人向当铺交付的利息（平均每年

１００％，见塔克特的著作②）和他们的工资率，尤其是和“他们实

现的利润”根本不成比例。相反，这些高利贷者所获得的利息，不

仅包括全部利润（全部剩余价值），而且部分地是工资的扣除额，

这种工资甚至低于印度的水平，而印度的水平本身所以低，一部

分是由于印度人缺乏需要，一部分是由于土地肥沃，这成为大米

等等价格低廉的原因。然而，例如，工人的这种状况所以会在英

国再现出来，是由于那里“家庭工业”这种简单形式还没有在实

际上（只是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等。这与蠢

驴凯里说的相反，凯里例如拿印度的莱特所支付的利息同英国统

治阶级按照票据支付的利息相比，以便证明工资在英国比在印度

高得多２８１。不过，我们还是回来谈《经济学家》杂志，它给上面引

用的那段话作了如下的补充：

２６４ 第四篇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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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放人“在这里收取的利息，其高度足以补偿短期的贷款额，或者说，至

少可以用别的场合获得的过份利益来抵销个别场合下受的损失”。（同上）

关于利息率，《经济学家》写道：

“利息率决定于（１）利润率，（２）所获得的全部利润在贷放人和借款人

之间分割的比率。”（同上）

当然，《经济学家》杂志也和一切英国经济学家一样，认为利

润等于扣除了地租以外的全部剩余价值，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

“贵金属的充裕或不足，一般价格水平的高或低，只决定实现借款人和贷

放人之间的交换，以及一切其他形式的交换所需要的货币量的多少……区别

只在于，为再提供和转让借贷的资本所需要的货币额更多……为使用资本而

支付的数额和这个资本的量之间的比例，表示用货币计量的利息率。”（同上，

第８９—９０页）

［ —１１４１］关于当铺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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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用资本估计约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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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获得这１００万镑临时贷款，每年必须支付１００万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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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务法庭。霍默控告汤顿，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２１日《雷诺新闻》

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２５日第４８９号第１１页和第１页）。（织袜工。）

“这是霍默（针织品经售商和食品杂货商；他的妻子在莱斯特郡靠近亨克

莱地方的希尔顿伯爵的领地上开了一个小店）以诽谤罪控告《内地快报》的

出版者汤顿，因为他两次诽谤原告压迫和虐待他所使用的工人，还说原告是

３６４（１）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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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物易物的雇主。”

｛也就是说，这个家伙不是给自己的工人支付工资，而是拿自

己妻子小店里的商品支付他们的工钱。｝

“他雇用了２００到３００工人。作了一切扣除以后，他们的工钱是平均每周

３先令６便士到４先令。针织机的费用是２镑，雇主每年向每个工人收取２镑

１０先令使用机器的费用（每周１先令；５２周中有５０个工作周）。”

｛因此，他每年花４０先令而获得５０先令，或１２５％。这向凯

里先生表明，在真正的工业国家，例如英国，利息（租金）是怎

样的，在这样的地方，利润表现在特殊形式上，总是包括利息在

内，也就是说，作为资本家供给工人机器而从工人那里获得的利

息或租金而包括在内。在这里，关于监督劳动的胡言乱语也失去

了意义。这些针织工中的某些人早就是机器的所有者，不过这些

机器的改进会造成它们的贬值。

“工人现在看到了这一点，不打算购买这些机器。在针织机的结构进行一

定的更换之前，熟练而勤劳的人每周可以赚得９到１０先令。”（同上，第１

页）

至于说到机器的改进对工人本身的好处，那么在十八世纪

“珍妮”纺纱机接二连三的改进，使得独立的织工（特别是农业地

区的）没有可能用落入资本家手中的新机器来替换他们的贬值的

机器。（更不用说，人们一旦学会了用机械力推动这些机器，它们

就会形成工厂体系了。）

拜比吉在自己１８３２年于伦敦出版的著作《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的第二

十九章中说：“几年来，网布的生产进行了许多重大的改良，以致一台保养得

很好的原来价值１２００镑的机器，几年后就只能卖６０镑了。在这个工业部门

４６４ 第四篇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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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机盛行的时刻，改良迅速地接连出现，以致机器在其制造者手中半途而废，

因为其他的机器由于旨在达到同一目的的成功的发明而超过了它们。”（第

２８１页）｝

“一个工人带着妻子和４个孩子，有可能每周挣６先令到６先令６便士，

但通常扣除了机器租金、房租、清洁费等等以后，最多剩下２先令来维持自

己和一家人的生活。另一个十分熟练的、在这个生产部门工作了２０年的工

人，每周最多可以挣１２先令，但他每天必须工作１５小时……一个在试用期

中的工人说，他的所有衣服，除了外套，都是借的。”《雷诺新闻》接着说：

“因此，赚钱就是驱使无数挨饿［ —１１４２］和贫困的人做苦工，他们过的

就是不停地无报酬地劳动这种以凄凉的苦行赎罪的生活。”（第１页）

新闻记者揭露这种监工，被以诽谤罪罚款５镑。｛在资本主义

生产只是形式上存在的地方，资本家不过是勒索过多租金的“中

间人”，在用爱尔兰农业或印度农业那样的方式经营工业的地方，

都存在这种情况。请看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泰晤士报》发表的一

篇简讯，标题是《挨饿的缝纫女工》：

“三月十一日，一个代表团晋谒了陆军部乔·路易斯爵士。最初由贝利小

姐建立而现在得到大力支持的一个团体，提议根据政府现在向承包人提供的

条件签订缝制军服的合同，但是，要给挨饿的缝纫女工的现有工资附加

３０％。这正是取消‘中间人’的结果，今后，他的利润必须归一直被他榨取

这种利润的人享有。虽有社会保障的一切有利条件，但一个普通缝纫女工不

停地劳动１０小时，缝制士兵衬衫（即一天缝制两件衬衫），最多只能挣１先

令，而缝制呢衣服，一天劳动１２小时最多只能挣１先令６便士。在现在的合

同下，缝纫女工１０小时劳动的工资在５到８便士之间。”

｛１周７天，就是３５—５６便士，也就是每周２先令１１便士—

４先令８便士。｝｝

｛“我不否认，对工人的掠夺是相当严重的；但掠夺是取得利润的首要

的、最可靠的基础，没有什么东西可使商业信誉感到脸红的。最可尊敬的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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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也可以这样做：从工人那里掠取一切，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这就是这种

掠夺的两股势力。”（《理查·阿克莱爵士或大不列颠棉纺织业的产生（１７６０—

１７９２年）》，圣热尔门－勒迪克爵士著，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４４页）

不管平均利润率怎样，只要雇主例如以特殊方式的过度劳动

来剥削自己的工人，这就是纯利润。任何让渡利润２８２都是未定的。

在现有的平均商业条件下，对工人的欺骗总是“取得利润的首要

的、最可靠的基础”。｝

｛资本家的实际利润２８３，有很大一部分是让渡利润，而且资本

家的“个人劳动”在不是涉及剩余价值的创造，而是涉及整个资

本家阶级的总利润通过商业途径在其各个成员之间进行分配的场

合，有着特别广阔的活动余地。这一点在这里与我们无关。某些

种类的利润——例如，以投机为基础的利润——只有在这种场所

才能获得。因此，这里就不去考察这些利润了。庸俗政治经济学

（特别是为了把利润说成是“工资”）把这种让渡利润同来源于剩

余价值的创造的利润混为一谈，这表明庸俗经济学象畜生一样愚

蠢。例如，请看看可敬的罗雪尔２８４。因此，对于这类蠢驴来说，把

分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时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核算和资本

补偿理由，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由，同所谓的利润本身的来由

混为一谈，这也是十分自然的。｝

［ —１１４３］｛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各种比例：

“爪哇的棉纺织品的价格。籽棉论担（大约等于１３３磅）出售。棉花……

占这个重量的将近 １
４或

１
５；当地人用粗糙的轧棍在１个工作日内可以将１

１
４磅脱籽。这样，棉花的原价值就增加３—４倍；棉花在各个加工阶段的价

格如下（以担为单位）：

籽棉——２—３元；

原棉——１０—１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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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线——２４元；

蓝色棉线——３５元；

上等普通棉纺织品——５０元。

因此……在爪哇纺纱的费用使原料的价值增加１１７％……在英格兰，把

棉花纺成细线的费用将近 ［棉花价值的］３３％。”（查·拜比吉《论机器和工

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１６５—１６６页）

“在１７９２年，手工劳动主要是由成年人完成的，不吸收儿童；各种工人

或劳动者的总数在１７９２年可能增加到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当时总人口将近

１５００万。机械动力在这个时期超过手工劳动的价值近２倍。因此，如果手工

劳动等于３７５万人的劳动，那么超过这个数目２倍的机械劳动就等于１１２５

万人的劳动，这一切为总产品提供了１５００万人的劳动的价值。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人口和积累起来的生产力总量互相一致。但是，采用改进的蒸汽机和

机械纺纱机及其他机器，使大不列颠的生产力发生了无数变化。由于几乎不

断地吸收妇女和儿童从事工厂的普通劳动，手工劳动增加了。因此，现在手

工劳动可能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总人口在１８１７年增长到１８００万，可见，在

２５年内增长了３百万。但是从把阿克莱和瓦特的改进的机器用于生产时起，

［生产］财富的生产力的实际增加，相当于２亿强有力的、训练有素的工人的

劳动；换句话说，生产财富的手段的这种增长，在今天等于不列颠群岛的人

口增加到１０倍，或者手工劳动增加到３０倍。

在１７９２年到１８１７年期间，发生了如下变化：

人口增长——从１５００万到１８００万；

手工劳动增长——从 １
４到

１
３，与１８００万相比是６００万人。

新创造的生产能力等于２亿人的劳动。

机械劳动量在１７９２年超过手工劳动量２倍，相当于１１２５万人的劳动。

生产力增长总量在１８１７年相当于２１７２５万人的劳动，或者与１８１７年人

口相比，表现为１２．６∶１的比例２８５。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英国在上述２５年间，工业发展和生产力达到的水

平曾使它可以把财富——通过每年的增长——增加１１倍，这在过去是不可

能的，那时或者有军事费用，或者进行无利可图的对外贸易，此外还曾使它

可以实现居民的进步和提高。”（亨·格·麦克纳布《对罗伯特·欧文先生的

新观点之冷静考察》１８２１年巴黎版第１２８—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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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４４］｛生产领域中劳动时间间隙的节约。

“漂白……用氯和石灰化合可加速自然作用过程。”（查·拜比吉《论机器

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４０页）｝

｛费用的节约和追加资本。

“有时需要修理和调整机器；这一工作由熟悉这种机器制造的工人来做

比起只是管理机器运转的工人要容易。因为现在机器工作的均匀和连续性几

乎完全取决于细心照料，而一旦使用机器，就要立即注意排除某一部分上可

能突然发生的微小的颠簸和不完善。所以，很明显，甚至调一名工人到适当

的岗位上也能大大缩减修理机器和使用机器的费用。但是，为一台生产透花

花边的机床这样做花费就太大了；因而直接的结果是，只有一定数量的这种

机床才能使用一个这样的工人，这样，工人的全部时间都可以用来维持机器

的正常运转，对机器进行必要的意外修理。按照广义的经济原则，必须把机

器数量增加一倍和二倍，才能把二个或三个工人的全部时间适当地用在这类

劳动上。”（拜比吉《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３年巴黎版第２２章第２８０

页）｝［ —１１４４］２８６

        

［ —１１５６］商业阶层的优势２８７。在伦敦名叫哈姆雷特塔的

地区，家具作坊非常多，在这些作坊中实行这样的分工：全部生产

划分为许多互不依赖的独立部门。一个企业只生产椅子，另一个企

业只生产桌子，第三个企业只生产柜子等等。但是，在这些小企业

中，生产多多少少是以手工业方式进行的，是由一个师傅带几个帮

工完成的。但是，生产的量太大，以致不能直接为私人订货者劳动。

这些作坊的商品的购买者是家具商店的老板。每星期六师傅就到

他们那里去，把自己的产品卖给他们，这时［……］①进行着讨价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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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就象在当铺中典当衣服等等物品时讨价还价一样。这些师傅必

须每周出售产品，以便可以重新［购买］下一周的原料。在这种情况

下，师傅实际上不过是商人和自己的工人之间的中间人。商人是把

大部分剩余价值装进自己腰包的真正资本家。这样，起先是以手工

业方式生产或者作为［真正］工业企业的辅助生产单位的企业就过

渡到工场手工业。因此，在里昂、诺定昂等地，商人被称为工厂主，

虽然［实际上］使用工人的是上述中间人。这种向工场手工业或者

甚至向大工业的过渡，是按照独立小生产的技术发展水平来实现

的。在生产已经建立在手工业机器的基础上，——或者建立在［手

工业］生产范围内使用的机器的基础上的地方，企业就过渡到大工

业。

例如：

“美国西部的大多数移民在对他们的土地进行了支付以后，除了斧子、

锹、马、猎枪、母牛、几件家具和［衣服］以及一、二套换洗的衣服之外，没

有任何财产。土地上长满了树，这种 ［ —１１５７］状态不利于耕种。移民

们向邻近的商人用未来的收成作抵押，以糖、茶叶、咖啡、面粉、谷物、马

铃薯、种子、盐、粮食、冬天的衣服等等形式借一部分资本。每个移民用这

笔借来的资本开始生产，收获时再用谷物和其他产品支付给商人，而移民借

助于贷款得以占有［产品］余额，其中一部分足以维持他一家人来年的生活；

但如果商人拒绝贷款，那么这一切就成泡影……种棉花的各州有相当大一部

分种植场主用来年的收成作抵押向邻近的商人借款，为自己的奴隶储备大量

衣服和生活资料，也贮备自己用的各种消费品……至于向移民和种植场主供

货的农村商人本身，他们很少有人或根本没有人拥有足以按照自己的经营规

模来营业的资本。他们自己必须向内地和大西洋沿岸各大城市的批发商借

款，以获得自己较大部分的储备；而这些批发商也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利用

欧洲工业家的信贷……往往有这种情况：住在密苏里州遥远地区的移民，依

靠他们可能通过三、四个中介环节从北明翰的金属制品生产者或曼彻斯特的

服饰用品生产者那里获得的贷款，来耕种自己的土地和栽培作物。”（康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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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盖《论通货和银行业务》１８４０年费拉得尔菲亚第２版第５０—５２页）［

—１１５７］２８８

［（２）第 笔记本的片断］

［ —１３３１］２８９｛大生产、协作和机器在工业 ［和农业］中

的应用。

“在农业中不可能实行象工业中那样大的分工，因为在工业中一切必要

的工序都可以由不同的个人同时完成，而在农业中，这些工序必须按照四季

的变化一个接一个地进行。”（乔·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

第３３２页注）“在用手工深翻土地的制度下可以比在任何其他耕种制度下得

到更多的产品——因此，用土地产品可以养活任何一个国家的更大量的人

口。”（同上，第３３９页）“虽然在小规模耕种的情况下总产品多些，但这里的

劳动成效较低，存在着劳动的浪费。如果说土地的总产品多些，那么，另一

方面，在一切其他方面又会出现不足之处。”（同上，第３３７页）

“１３９０年，一个拥有５７英亩土地的农场，每英亩收获６蒲式耳小麦〈现

在英国平均得到３２蒲式耳〉，另一个农场收获５蒲式耳燕麦。当时人口数量

不超出２３５３２０２人。”（伊登２９０）［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７年费拉得尔

菲亚版第１卷第６１页］“我们都很懂得，收获谷物也和栽培谷物一样重要，如

果在收割的时候不能得到必要的帮助，栽培起来的东西有许多会毁掉。例如，

在南方各州，种植园主的耕地面积不得不受他的工人收割能力的限制。１３８９

年（按伊登的说法）收获２００英亩的谷物一天要占用２５０个收割手，次日要

占用２００个堆垛工。在这一年，收割和上垛１３英亩小麦和１英亩燕麦一天要

占用２１２人（伊登）。１英亩土地收１２蒲式耳谷物被后成是中等收成；结果，

过去收获１６８蒲式耳谷物需占用２１２人，现在这项工作６个工人轻而易举地

便完成了。”（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７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卷第５８

页）

“一旦铁铣代替了木棍，就能够挖４吋深，而且比用木棍挖２吋深还省

力。”（凯里《过去、现在和将来》１８４８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１页）“我们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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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拓荒者情愿占领丘陵斜坡上没有树木的干燥土地，认为它们比肥沃的

和覆盖着森林的河谷土地好。我们到处都看到，由于人口逐渐增加，他们也逐

渐地从丘陵的斜坡和山坡下到山脚下的肥沃土地上来；正象各地的情况一

样，［ —１３３２］随着他们人数的增加，他们便转移到更低的土地，在那里他

们只好把粘土或沙土的表层和低层的灰泥或石灰相混合，用不同的物质为自

己创造出……一种土壤，这种土壤能比他们起初不得不花费劳动才能取得的

收入带来更多的收入。随着人们实力的加强，我们到处都看到，他们支配土地

的力量增加了。凡是耕种新的土地并且能够获得大量收入的地方，我们可以

看到人口的增加也较快，这引起不断增长的力的联合这种趋势，结果，单个劳

动者的力量增加了两倍，等等。”（同上，第４８—４９页）

“１７６０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是６４７９０００人。所生产的谷物总量估计

为１５３４９０００夸特，谷物出口超过入口４０００００夸特。土地总量近３７００００００英

亩。现在耕种的土地数量至少比乔治三世执政初期多一倍。随着播种面积的

这种扩大，相应地采用了深耕，低层在很大程度上已和表层相混合。在诺福克

和林肯地方，下层灰泥和沙土相混合，而在整个王国，数量无法估计的石灰和

粘土相混合，只是由于耕种富于铁和煤的土地，耕种完全由于铁或煤的吸引

而投入使用的土地，才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关于成果，可以根据以下事实来判

断：先前除谷物外还提供近４０吨麦秸的同一些土地，现在提供同样数量的谷

物和５００吨以上的饲养牲畜的麦秸、干草和芜菁，这对于满足肉类市场的需

求是必要的……肉类市场的需求已超过以往两倍。从一英亩土地所获得的饲

料的重量远远超过以往一倍以上；但是，由于英亩数增加了一倍，于是我们便

得到了多出四倍的牲畜饲料，同时人口只增长了１５０％。”（同上，第５２页）

“在十四世纪，农人的收益每英亩平均不到１夸特，如果从中扣除２蒲式耳种

子，那么，作为劳动产品便只剩下６蒲式耳了。现在人口多了五倍半，但是靠

农业劳动生活的人数增加不到２倍，而耕地数量大约增加了９倍；一英亩的

平均收获，包括变为牛羊肉的草的收获并把马铃薯和其他各种植物性食物的

收获计算在内，至少多５倍。”（同上，第５４页）｝

正象凯里所说的（前引著作，第４８—４９页），“力的联合使单

个劳动者的力量增加了两倍”和两倍以上，这是完全正确的。但

是，单个劳动能力的价值并没有由于社会劳动能力的这种发展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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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相反，减少了，绝对减少了。工人照旧把自己个人的劳动

能力卖给资本，这种劳动能力是跟他个人的身体长在一起的，但

决不是把自己的劳动作为结合劳动的这种社会力量的要素来出

卖。我们已经看到，２９１上述劳动的结合对单个工人来说是异己的形

式，是资本的形式，因此，这种结合的生产力是资本的生产力，而

不是劳动的生产力。只要谈的是决定劳动价值的那种劳动能力的

价值（也就是说，不是谈的决定上述价格高于或低于这一价值的

那些特殊情况，那些情况总是一种波动），那么，这种价值也和一

切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必然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下降。它

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劳动能力有 ［更高水平］的

教育，在更复杂的劳动使这一劳动能力的更高的个人发展成为必

要，以致创造这种劳动能力所需要的价值（劳动）量增加的情况

下，才能提高。这一点不涉及受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如说是

相反影响的广大工人群众。

［ —１３３３］对于上述劳动价格和劳动能力价值的意见的补

充：｛正象蒸汽机的价值不会由于它的功率增大而增加一样，劳动

能力的价值也不会增加。｝

“不错，提高工人工资数量的原因也往往会增加资本家的利润。如果由于

更加辛勤，一个人做两个人的工作，那么工资数量和利润率通常都会提高。但

是利润率通常提高，并不是因为工资提高，而是因为这种追加的劳动供给，压

低了劳动能力的价格，或缩短了先前必须支付这一价格的那段时间。”（纳·

威·西尼尔《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１５页）①

生产工人
２９２
。如果一个工人虽然生产了可以出卖的商品，但

２７４ 第四篇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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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生产的数额仅仅相当于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因而没

有为资本生产出剩余价值，那么，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看来，这

种工人不是生产的，这一点，在李嘉图那里已经可以看出，他的

书中表明，这种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累赘２９３。这就是资本的理论

和实践。

“关于资本的理论，以及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

生产利润的那个点上的实践，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托·霍吉

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２３８页）

“他〈工人〉愿意劳动ａ［小时］挣工资ｂ，但是不愿意劳动２ａ［小时］

挣工资２ｂ。因为，如果你为１ａ而给他２ｂ，那么难道不会出现他乐意少干，因

而甚至不再劳动ａ［小时］这样的结果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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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７页）

“资本主要是民主的、博爱的和平均主义的权力。”（弗·巴师夏《无息信

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第２９页）

劳动价格，也和土地价格一样，是［无理的或］虚假的说法，

就象０
０或 －２一样。

同劳动相交换的货币被货币所有者作为资本来花费，但只是

作为货币支付给工人，——这一点讲得很好，尽管是无意的：

“货币给商人、手工业者、土地所有者以及另一些向穷人提供工作并用货

币付工资来给别人以援助和自己致富的人带来那么多个人好处。他们给只靠

挣这些货币来劳动过活的所有这些穷人带来那么多个人好处。”（《高利贷受

到控告和谴责》１６２５年伦敦版第３页）

开始时总应当举现代农业中的例子来说明剩余价值，因为下

面举的是百年以前的材料。大麦（四年多轮作一次的第二年）；第

一年——饲料甜菜，第二年——大麦，第三年——三叶草，第四

年——小麦。一英亩的计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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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             先令

种子（３蒲式耳）           ９

损耗 １

附加开支 １

篱笆 １  

１２先令

可变资本：

耕地、耙地、重耕、挖渠、收割、搬运和上垛、脱粒、运往市场的工资

——１镑

剩余价值： １２先令６便士

地 租—— ３先令

什一税—— １先令２便士

税 款——              ２镑８先令   

利 润—— ３镑４先令８便士

产品：

４夸特（每夸特２４先令）——４镑１６先令

干草 ——   １５先令

羊饲料 ——   ２先令６便士

５镑１３先令６便士

可见，预付总资本等于１镑１２先令（［约·阿伯思诺特］

《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 —１３３４］一个

租地农场主著，１７７３年伦敦版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以后，在考察地租的时候，引用这一著作来作为农业利润下

降而地租上升的例子。

简单协作

“由于他们（过去的农人）在一个农场里联合劳动，与每一个人必须在一小块

土地上为自己劳动相比，能保证增加更多的产品。”（前引著作，第１２８页）

“这时候（当同样数量的劳动者由一个租地农场主用在３００英亩土地上，

而不是由３个租地农场主中的每一个农场主各用在１００英亩土地上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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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会因劳动者的相对人数较多而具有优越性。除了有实际经验的人，是不容

易认识到这种优越性的。人们自然会说：１∶４等于３∶１２；但实际情况却并

非如此，因为在收获时期和许多其他要求上述相对人数的紧急工作上，把许

多劳动力结合在一起，工作就会做得更好更快。例如在收获工作上，２人赶

车，２人装车，２人传送，２人使耙，其余的人安排在禾堆上或谷仓内，他们

一起干完的活要比同样多的人分成组分别在各个农场里所干完的活多一

倍。”（前引著作，第７—８页）

“假定有一群绵羊１００头，对于这样的农场（１００英亩的农场）来说，这

是很多的了；人们将不会为这群绵羊雇用一个牧人，尽管这群绵羊所需要的

照料也和头数多一倍的并且一个人也很容易照看的羊群是一样的。”（同上，

第９—１０页）

土地的自然生产率。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地方，自然生产率的差别——土壤、气

候以及一切有关的东西——造成所使用资本的相对生产率的差

别，因为劳动的自然生产率也完全和它的社会生产率一样，表现

为资本的生产率，所以，这一生产率的程度表现为资本生产率的

程度。但是，并不是这一自然生产率促进资本的发展或引起资本

对自身关系方面的发展。这一点使我们能深刻地理解剩余价值

（即剩余劳动）的性质，从而立即发现重农学派（部分地是斯密）

的臆造以及马尔萨斯为土地所有权辩护的观点，即似乎剩余价值

是自然界的某种恩赐。假定某一个国家有很多野兽。如果猎人满

足于猎获或者捕获他所遇到的野兽，他便不会生产剩余的野兽。如

果人都满足于从丰富的自然界取得他所必要的东西，那么他便不

会生产出资本。土地的肥沃会使他少劳动并把自己的劳动用在１
４０

英亩的面积上。在这种场合，他生产的剩余不比他整日劳动去耕

种４０英亩贫瘠的土地多。生产无论在哪里都不是从资本开始。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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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开始于其他生产方式下——无论它们是怎样的生产方式——工

业人口已经发展了的地方。这取决于自然需要的量，从而取决于

对劳动的自然推动。这种推动同土地的自然生产率成反比，取决

于行动的必要性，取决于必须克服的障碍。当然，如果土壤和气

候过于恶劣，那结果就象它们过于肥沃的情况一样。

“我觉得，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

就能生产出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物。”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不是劳动的结果，不是推动人类 ［

—１３３５］活动发展的结果｝，

“而气候又使人们不必为穿和住担忧……当然也可能有另一方面的极

端。投入劳动不能带来任何结果的土地，同不投入任何劳动就能产出丰富产

品的土地是一样坏的”（［纳·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１７６７年伦

敦版第１０页）。

机器。

“如果由于这类改进〈机器和各种减少劳动量的改进和发明〉而劳动被节

省下来的工人，绝对地未被使用……那么这些改进便会成为真正的祸害，因

为无工可做是最坏的祸害之一。另一方面，这些发明的益处是明显的，很大

的，即便不是以自己的作用来完全消除这些发明起初引起的祸害，也总是具

有减少这种祸害的倾向。产品在市场上按较便宜的价格出售；因此生产扩大

了，使用了更多的工人。工人生产的数量大大增加而费用降低。结果是粮食

更丰富，粮食的价格更低。”（同上，第２１页注）

劳动价格。只要价格这一用语乍一看来起初是不合理的，也

就是说，它不单纯表明与某物以货币表现的价值量不符，而且也

表明与价值概念本身不符，那我们就总是应当找出两个要素：

或者价格纯粹表现偶然的关系，即两个不能比较的物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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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等式或关系，这种价格，无论它们对某一社会状态来说可作

为怎样的特征，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只适用于物的无限小

的数量；唯一同这种价格有关的问题，是弄清能够为没有价值的

物支付这种价格的买主是哪里来的；

或者价格是一种隐藏在它后面的价值关系的表现形式，不过

这种价值关系在这一形式上不能直接被认识。于是 ［劳动的］平

均价格问题成了真正的问题。只有价格的这第二种不合理的形式

是政治经济学的真正的问题。劳动价格和土地（或一切自然力）价

格——是两个特别的不合理的说法。适当的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

现，在不存在物化在物中的劳动的地方，不可能有价值，就这一

点来说，土地价格是不合理的。因此，研究这一价格的秘密是政

治经济学的主要问题之一。

劳动价格这种说法同样是不合理的。这种说法也和土地价格

的说法一样，在这种场合是表现实际的关系。价格是价值的货币

表现。某一定数额的货币的价值是由包含在其中的劳动量决定的。

因此，一定量劳动的结果是一定数额的货币价值，不过这一货币

额不是包含在货币里的劳动的价格，而货币只是作为这一 ［劳

动］量的表现才有价值，因为由于这一点，货币成为衡量一切其

他商品的同一种能的表现。劳动价格也不表示这种意思。它表示

用来购买一定量劳动的货币额，而不是表示代表同一劳动量的那

一货币额。因此，劳动价格不表示代表劳动的那些货币的价值，而

是表示某种不同的货币额。因此，这种情况乍一看来是不合理的

表现，是同价值概念矛盾的，从而是同价格本身矛盾的，因为价

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它或符合或不符合这一价值量。但是，如

果提出下列问题：什么是平均的或自然的劳动价格，那么回答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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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劳动能力的价值。因此，劳动价格只是劳动能力的价格，这

种价格支付了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

［ —１３３６］资本的生产过程。

我们已经看到２９４：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商品的生产过程，

而且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是剩余劳动的吸收，因而是资本的

生产过程。货币和劳动之间或者说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最初的、形

式上的交换行为，仅仅从可能性来说是通过物化劳动对别人的活

劳动的占有。实际的占有过程只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才完成的，

对这个生产过程说来，资本家和工人单纯作为商品所有者相互对

立，作为买者和卖者彼此发生关系的那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

已经是过去的阶段了。因此，一切庸俗经济学家，例如巴师夏２９５，

都只停留在这种最初的、形式上的交易上，其目的正是要用欺骗

手法摆脱特殊的资本主义关系。在货币同非生产劳动的交换中，这

个区别就十分清楚地表现出来了。这里，货币和劳动只作为商品

相互交换。因此，这种交换不形成资本，这种交换是收入的支出２９６。

地租。

马尔萨斯说：

“所使用的资本得到的公平利润，当然也包括劳动报酬在内，这将总是耕

种土地的充分的推动力。”（托·罗·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１８１５

年伦敦版第３页注）

没有比这更正确的了。但是拥有自己的劳动工具的劳动者的

情况也是这样。为了纺纱或织布，只有公平的工资才是他的充分

的推动力。但是，正象我们在一切必须和工场手工业或工厂竞争

的手工业者那里所看到的，很不公平的工资是常见的。对于同一

个劳动者农人或小佃农来说，耕种土地的充分的推动力是，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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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劳动报酬在比较好的情况下能提供超过平均工资的某种余

额，也就是说使他能够取得一部分他自己的剩余劳动，至于他不

顾自己不多的财物（并非资本）而为取得低于平均工资的最低工

资额（维持身体的工资额）去耕种土地的情况（爱尔兰等等），这

里撇开不谈。因此，整个来说，如果只支付利润（生产价格）的

土地是耕种土地的“充分的推动力”这一事实，是不存在地租的

唯一原因，那么同样，生产费用（和生产价格不同）是促使劳动

者劳动的充分的推动力这一事实，也是不存在利润的原因。正象

劳动者这样做的结果不会有资本一样，前者 ［即资本家］也不会

有土地。如果土地由农场主资本家耕种，那么他的产品的价格必

定会提供超过生产价格的某种余额，即超额利润。相反，如果土

地由小土地租佃者和农人耕种，那么价格能提供超过生产费用的

余额便足够了；因此，剩余价值的某一部分不是转变为利润，而

是转变为地租。在这里这并不构成利润的余额，同一剩余价值在

另一场合被称为利润，而在这里被称为地租，或者说某一部分利

润不是落到拥有不多财物的所有者手里，而是落到土地所有者手

里。重农学派｛他们的错误更严重，因为他们认为利润等于工资，

从而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只表现在地租中｝的全部错误充分反映

在马尔萨斯牧师的下述论点上：

“但是我们想知道，为什么消费和供给（原料）是这样的：价格那样大大

地超过生产费用。这一点的主要原因显然是生产生活资料的土地肥沃。降低

这种充裕程度，降低土壤的肥力，上述超过之数就会减少；如果肥力进一步

降低，超过之数就会消失。生活资料的价格高于生产费用的原因，与其说必

须在它们的匮乏中去寻找，倒不如说必须在它们的充裕程度中去寻找。”（前

引著作，第１３页）“例如，假使土壤的情况是，无论对人的劳动管理得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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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在这种土壤上的生产不可能超过只够养活那些为获得土地产品而必须

操心费力的人，那么，虽然在这种情况下食物和原料显然比现在更贫乏，但

土地却和现在一样能够被私有者垄断，不过非常明显，任何地租，任何高额

利润形式上的大量土地剩余产品，都不可能存在。”（同上，第９页）

第一，如果人在土地上的劳动只生产出人生存（包括他的暂

时没有劳动能力的家属）所必需的那样多，那么土地便不可能被

私有者垄断，因为只能存在和农人一样多的所有者。“垄断”在这

里意味着通过劳动占有，因此，这也就是洛克的理解２９７。这一“垄

断”的范围正好是每个人的个人劳动所达到的界限。可见，这是

一个错误的假设。但是，所有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再生产

出一个人本身的劳动能力需要他的全部劳动，那就不会有任何剩

余劳动，也就没有任何实现剩余劳动的剩余产品。［ —１３３７］

也就没有任何利润，任何地租，因为无论利润和地租，都只是占

有剩余劳动的形式，从而都只是剩余价值的范畴。重农学派象马

尔萨斯所说的那样，认为被称作利润的那种东西，只不过是资本

家的工资，它

“和资本所有者的需要以及必要生活资料成比例”。（前引著作，第１６页）

也就是说，这种工资只再生产出他们的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所

必需的生活资料，因而有理由把地租看作唯一的剩余产品，即看作

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唯一形式，因为在这种条件下，唯独地租才

是超过工人生存所必需的劳动的劳动余额。所以，地租以及利润，

简言之，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以土地的肥力为基础，即以劳动的

自然生产率为基础，为了生产比工人绝对必需的生活资料更多的

量，在任何情况下都以建立在它的——土地等等的——无机自然

界的本性上的自然生产率为基础。但是土地的这种肥力对“价格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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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大大地超过生产费用”有什么关系呢？劳动的自然生产率和土地

的自然肥力有怎样程度的增长，一定的劳动量也在怎样的程度上

表现为更大的产品。同一劳动量表现在同一价值上，因而总产品也

表现在同一总价格上。但是单位产品的价格下降了。这种肥力不

是表现在一夸特小麦的高昂价格上，而是表现在它的低廉价格上。

无论如何——重农学派在这里陷入混乱——这种肥力表现在劳动

能力的低廉价值上，表现在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短暂上。因此，如

果人们劳动了同样的劳动时间，完成了同样的劳动量，那么剩余劳

动（和剩余产品）就按工作日的必要部分减少的同一程度，从而必

要产品价值减少的同一程度而增加。这一剩余产品因而具有更高

的价值，但并不是由于单位产品的价格提高了，而是由于它降低

了；如果人们没有劳动同样的小时数，［商品］总量的总价格就仍然

不变，或者甚至会下降。如果必要劳动等于６，工作日等于１２，由于

肥力提高，必要劳动等于３，剩余劳动等于７，那么总产品的价值便

降低１
６，商品的价格降低

１
２，而剩余产品的价值提高

１
６。剩余价值

或剩余产品的这种增加只是建立在大量占有他人劳动的基础上

的，这种占有只是由于商品的价值降低了才成为可能。剩余产品的

价值提高了，而不只是它的数量提高了，这一事实使重农学派陷入

谬误，他们没有看到，如果总劳动时间按照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

例而减少，那么剩余产品的价值便会降低。例如，如果在上述场合

不是劳动１２小时，而是劳动６小时，那么工人３小时的收入和过

去６小时一样多，占有３小时剩余劳动的人的情况也是一样。但是

总产品的价值，从而剩余产品的价值，也会下降１
２。不管劳动生产

率怎样变化，劳动量——例如一天１２小时——仍然不变这样一种

情况，在重农学派看来是“自然界的创造”，马尔萨斯也认为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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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界对人的恩赐”（同上，第８—９页），即自然界对“人的自然优

越性”的恩赐。无论如何，取决于自然界的这种善意安排的

是马尔萨斯先生的“高额利润”，但不是地租超过利润的余

额或“价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同上，第９页］。如果农业

劳动的生产力比任何其他劳动高，那么这只能表现在这一点上：这

里要使用过去劳动的产品（不变资本）进行再生产，即把它们转化

为新产品，需要较少的活劳动。因此，任何一定的资本在农业中所

产生的价值低于同一资本在别的地方所生产的价值。不象其他部

门中那样，总产品的价格会超过生产费用而形成某种余额，相反，

在这里是负数。｛早在安德森２９８那里就可以看出，级差地租规律在

没有清楚理解价值性质的情况下也能发现。实际上，要做到这点只

须懂得，平均市场价格或可以称为市场价值的东西（即使不知道这

种市场价值由什么决定，以及它同商品的价值规定有什么关系）对

于具有不同生产率（由于生产同一种原料的各种土地的优点不同）

的劳动所生产的原料来说是相同的。马尔萨斯在他把从安德森那

里取得的东西据为己有的地方（更不用说他把他据为己有的东西

和重农学派以及和亚·斯密的论点混淆起来，从而歪曲了这种东

西），依据自己的错误理论把问题发展了，更确切些说，把问题弄乱

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论，商品价值（从而作为价值的货币表现的商

品价格）是由商品能够支配的劳动量决定的。他的叙述是可能想象

的最大的混乱。他说：

［ —１３３８］“但是，资本积累如果超过用在自然肥力最高和位置最好

的土地上的资本的费用，必然会降低利润，而人口增长趋势如果超过生存资

料，过一些时候，必然会降低工资。”（托·罗·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

增长》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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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工资由于上述的“人口趋势”而下降，那么利润（剩余

价值①）就会增加。结果，原料昂贵（利润也由于不变资本昂贵而

发生变化），而利润（和剩余价值）并不下降，——首先是在非农

业资本那里，——这又引起后者增长，剩余价值率即使在工人能

够支配的粮食等等的数量由于涨价而减少的情况下也会提高。上

述利润的提高，由于是工资下降造成的，所以连投在最坏土地耕

种上的和不带来任何地租的资本的利润也会提高。诚然，这种利

润在这里表现在较少量的原料上，在较好的土地上，一部分利润

会作为超额利润分出来，从而采取地租的形式。这并不是利润率

的下降，而是利润率在那种可形成地租的较好土地上的提高。如

果随着原料的涨价，剩余价值率降低，——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把

它说成是利润率，因为马尔萨斯也象李嘉图等人一样把两者混为

一谈，两者对他来说是一样的，——那么这种情况所以能够发生，

只是因为在较坏的土地上需要较多的必要劳动时间，因而余下的

剩余劳动量较少（假定工作日的长度不变）。因为一切地方的粮食

价格等等都已提高，为了取得同样的工资，所有地方的工人都必

须劳动更长的必要时间。因此，剩余劳动，从而剩余价值，会在

一切生产部门中减少，所以利润也会减少。对于承租较好土地的

租佃者来说，如果全部产品都留给他，利润的这种减少便是名义

上的，因为他的产品中的较小部分现在比过去具有更大的价值，他

的总产品的价值会提高。但是，如果和马尔萨斯一道假定工资降

低了，因为生产工资需要更多的劳动，那么，利润率怎样由此而

必然降低呢？他接着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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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费用将由此下降，但是产品的价值，——即劳动量和除粮食外可

由粮食支配的其他劳动产品的数量，——将不会下降，而是上涨。人的数量

的不断增长需要生活资料，并且可在他们能够被使用的一切部门中提供自己

的服务。因此，食物的交换价值将把农业中使用的资本按照现行的实际利润

率应得的十足利润包括在生产费用中，从而超过生产费用。而这种余额便是

地租。”（同上，第１７—１８页）

可见，生产费用下降，而产品的价值上涨。但是生产费用为

什么下降呢？马尔萨斯所理解的生产费用（所使用的资本的价值

不包括在内，马尔萨斯没有谈到这种资本，认为这同他的叙述无

关）是工资加上利润。这个总额下降。原因何在呢？因为工资降

低，利润下降。为什么工资降低呢？因为粮食变贵了。为什么粮

食变贵呢？因为较坏土地上的生产费用提高了。如果工人仍旧取

得和过去一样多的粮食等等，那么他的工资——即工资的价值

——一定会提高，因为工人必需用一天中更大的部分为自己劳动，

才能再生产出同一数量的生活资料。如果他的工资的价值下降了，

那么这种情况所以发生，是因为他所获得的粮食数量减少了——

这是由于人口 ［增长］的趋势。如果粮食上涨１
３，工人得到的粮

食少１
３，那么他仍旧在同样的剩余劳动时间内为自己的雇主劳动。

当然，同样的劳动时间表现在较少的粮食量上，但是雇主从这较

少的量上得到的价值部分仍和过去一样。（此外，在使用这种研究

方法的时候不应该无视耕种较坏土地的原因，因为人口的增长不

会造成大量粮食的生产，而只会使人口吃更少的食物。）因此利润

率不变，从而雇主的生产费用也不变。但是就粮食来说，生产费用

会增加，因为相同的劳动量和过去一样分配，表现在较少量的粮食

上，粮食单位数量的价值或价格会提高。但是粮食的这种已增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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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并不表示价值超过最坏土地上的生产费用的任何余额，因为

利润和工资的价值会等于粮食的价值，从而生产费用［ —

１３３９］会等于产品的价值。这一点马尔萨斯也是同意的，因为较坏

的土地不会带来地粗，因此，它的产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费用，只支

付工资和利润。所以，如果工资降低，至少利润率不变。如果劳动

价值降低了，也就是说，如果工资的降低不只是涉及到使用价值的

量的减少，那么利润率甚至会提高。较少量的粮食现在能支配与过

去一样多的劳动；因此，同量的粮食能比过去支配更大量的劳动。

但是这并不会创造出产品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这完全不会

影响产品价值和生产费用之间的等同，其结果只能是工资和利润

之间的比例不变。粮食的价格和其他产品相比会提高，因此少量的

粮食会支配更大量的其他产品，这也不会引起任何变化。

那么较好的土地的地租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产品的价值超

过生产费用的余额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不过来自较好土地上的产

品卖得比它的生产费用贵；它按较坏的土地上的生产费用出售。因

此，这里的利润会提高一倍：第一，因为工资降低了，第二，因为产

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但是实际上这里会创造出价值的余额，因为

最坏的土地上的生产费用会增加，结果所有土地上的粮食价格都

会提高，而较好土地上的实际生产费用仍旧不变。价值对它们的生

产费用来说会增长，因为它不是按照它们的生产费用决定的，而是

按照最坏土地上的生产费用决定的。可见，由于它们的名义价值增

长，它们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减少的原因是坏地上生产的粮食的生

产费用增加了），但是它们的名义价值增长并不是由于生产费用减

少，而是相反。例如，从较好的土地上把每夸特值１镑的粮食以３

镑出售，而这种情况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坏地上的同一夸特粮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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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镑。因为它们粮食的名义价值提高到３镑，所以它们１镑的费用

由于仍旧未变而相对减少，但是它们的名义价值提高并不是由于

生产费用减少。马尔萨斯先生的这种歪曲的解释，是要保全他的第

一个论点：用重农学派的说法，地租是自然界的恩赐，而粮食变贵

是由于它充足；农业的生产率是它的产品价高的原因。因此，照马

尔萨斯的看法，产品的价值必然增长，因为它的生产费用减少。这

一点与同量粮食“支配更大量的劳动和除粮食外的其他产品”绝对

没有任何关系。因为根据马尔萨斯的假定，即使是最坏的土地上的

工资也会减少，况且如果各种土地上的工资都是相同的，工资哪能

不减少呢？最坏的土地上的粮食尤其能支配更大量的除粮食外的

其他产品，因为其他产品的价值不变并且不与粮食同时上涨。但是

这些情况并没有在坏地上创造任何地租。因此，它们对于地租的形

成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不过，在马尔萨斯看来，利润率不会下降，而

较好的土地上的地租只会妨碍它提高。利润率不会下降并不是因

为同量粮食支配更大量的剩余劳动，而是因为它支配较少量的剩

余劳动，因为工人为了再生产同样数量的粮食或它的价值，必须在

总工作日中比过去有更大的一部分为自己劳动。因此在这里，在马

尔萨斯认为生产费用降低而产品价值提高的这种错误说法里，暴

露出他不懂得级差地租理论。诚然，在别的地方为了说明地租不是

垄断，他说了下列这些话：

“于是，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对于它的全部数量来说，已增长的那部分原

料按照自然价格或必要价格出售，即按照为取得现有产品量所必需的价格出

售，尽管很大部分是按照比生产它所必需的那一价格高得多的价格出售；这

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这一部分以较少的费用生产出来，而它的交换价值仍

然没有降低。”（同上，第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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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这一部分以较少的费用生产

出来，这是因为它的名义价值的提高超过了自己原有的水平。如

果它的很大部分都高于它的必要价格出售，那么全部数量怎么会

是按其必要价格出售，这就无法理解了。相反，全部是按照生产

它的最小部分所必需的价格出售的，因此，要加上其实际价值和

名义价值之间的差数。｝

［ —１３４０］｛在马尔萨斯那里也象在其他著作家那里一

样，我们发现地租不过是以余额为前提的某种形式。

“所指的是最一般的余额……既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利润，也包括土地所

有者的地租。”（同上，第１６页）“产品的这种余额（在某些情况下）……主

要出现在特别高的利润和特别高的工资上，并且表现在——但很少——地租

形式上。”（同上，第１７页）“地租不可能始终是资本利润的一部分或工资的

一部分……把（地租）同利润在本质上分开也是不可能的。如果资本的一般

利润是２０％，而某些地块给投资提供３０％的利润，那么很明显，３０中的１０％

便是地租，不管由谁得到它。”（同上，第１８—１９页）“一个民族获得相当大

程度的财富等等以后……就会把地租作为固定在一定质量的土地上的东西

分出来等等。”（同上，第２０页）｝｛“利润和工资一旦降低，地租……便开始

从利润中分出来。”（同上，第２０—２１页）｝

工资。它的平均水平和运动。

“在社会发展中没有任何东西象降低工资那样绝对必需，也就是说，这样

的工资降低同劳动阶级的习惯结合在一起，将调节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人口

增长。”（同上，第１９页）

马尔萨斯先生在《论谷物法的影响》１８１５年伦敦第３版中和

亚·斯密相反（也就是和《人口原理》著作中所表述的他自己的

错误假定相反）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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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工资整个说来根本不可能与粮食价格的变动成比例地提高或

降低。”（第６页）

就是这个家伙在他的《关于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策的意见的

理由》（１８１５年伦敦版）一书中说：

“这种工资归根到底将取决于粮食的通常货币价格等等。”（第２６页）

为了表明地租从利润和工资分出来的必要性，同一观点贯彻

在他的《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１８１５年伦敦版）这一著作中。

那么为什么这个家伙在《论谷物法的影响》中要反驳这个观点呢？

这个观点是亚·斯密传给他并且由他自己在别的场合引用的，但

完全和亚·斯密那里不同，是片面而目光短浅地引用的。这个问

题的答案包括在詹姆斯·迪肯·休谟的著作《关于谷物法》（１８１５

年伦敦版）一书中：

“马尔萨斯先生为了反驳亚·斯密关于‘劳动的价格取决于粮食的价格

……’这一论断，花了很大力气；在这个原理中包含着问题的实质，但是马

尔萨斯在这里所使用的方法让人怀疑，他力求说出别人可以用来支持土地所

有者的过分要求的那些观点和理由，但没有直接去做这种卑贱的事。”（第５９

页）

（马尔萨斯到处是一条讨厌的狗，是诬告者。）

（不列颠合作团体的书记艾尔兰先生在该团体三周年的时候，

在１８６３年５月底宣称：

“在政府的报告和其他可靠的资料中包含的充分证据表明，工人为使用

土地、机器，为监督和劳动自由，为支配和保护每１２小时中的８小时劳动；

付给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６小时，付给零售商１小时，付给政府１小时，给

自己留下的只有４小时。”｝“生存资料的价格实际上等于劳动的生产费用。”

（托·罗·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长》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４８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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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萨斯同意工资（计日工资）随计件工资的发展而降低。从

十八世纪末起，由于粮食变贵和纸币贬值，也就是，由于在同样

程度上影响降低工资的两种情况，发生了这种现象（其中也包括

在农村）。［ —１３４１］正好生活在当时的李嘉图，他的几乎不

可思议的大错误之一，就是他认为工作日是固定的，因而看不见

剩余价值率可以提高，或者至少不变，尽管生存资料变贵并且撇

开劳动能力价值的下跌不说。

“谷物和劳动很少会完全齐头并进。但是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超过这个界

限它们就不再能互相分离。至于劳动阶级在物价上涨时期作出的异乎寻常的

努力，引起工资下降，这种下降在证词｛向议会委员会作的证词｝中已经得

到证实。这种努力对个人来说是十分光荣的，并确能促进资本增长。但是任

何一个有人性的人，都不希望这种努力永远不变地坚持下去。作为权宜之计，

这种努力是十分值得赞扬的，如果这种努力永远坚持下去，其结果就和一个

国家的居民在饮食上濒于绝境差不多……我承认，我怀着不满的心情看待计

件工资的广泛施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每天干１２—１４小时的繁重劳

动，对人类来说实在是太多了。”（同上，第４８—４９页）

根据伊登的材料
２９９
，中等大小的工人家庭的生活资料大约可

以分为五部分：面粉或面包占２
５，住房、燃料、肥皂、照明、茶叶、糖、

衣着的费用占 ２
５，肉类、牛奶、油、干酪和马铃薯占

１
５（见托·罗·

马尔萨斯《论谷物法的影响》１８１５年伦敦第３版第５—６页）。｛可

见，即使根据这种计算，２３的生活资料也直接是农产品。｝

“当亚·斯密谈到‘粮食’的时候，他指的是‘食物’，因为一切农产品

的价值……都有拉平的自然趋势，这是由于租地农场主总会竭力种植更值钱

的东西等等。”（詹·迪·休谟《关于谷物法》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５９页）３００“至

于住房、燃料、肥皂、照明、茶叶、糖和衣着的费用……那么，几乎所有这

些东西的大部分价格中由税收构成的部分，也象由劳动构成的部分一样大。”

（同上，第６０页）“面包和面粉所占的份额，比非熟练工人的生活资料的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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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多得多。”（同上）

“人们企图证明，生产资料的价格不影响劳动，相反，如果粮食较贵，劳

动总是较便宜。为证实这一无疑会使作者有权在勒普塔３０１大学讲学的光辉发

现，只能引用棉纺织工厂初期的例子，那时的工资比非熟练劳动的报酬高得

多，那时由于这种原因以及由于机器的改良，工资总有下降的趋势。织布工

人的实际收入比从前大为减少：同普通工人相比，他的优越性以前是很大的，

而现在几乎消失了。事实上，或者由于非熟练劳动的价格上涨，或者由于居

住法和学徒法的改变所造成的迁徙自由，熟练劳动和普通劳动的工资间的差

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小得多。”（《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主要是评它

同谷物贸易的关系》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４８页）

［ —１３４２］（洛克、奥吉尔维和斯宾斯对于十八世纪土地

所有权观点的历史来说是很重要的。３０２）

人口理论中唯一正确的东西是，资本的发展把大量人口置于

这样一种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口的再生产也象动物和植物一

样，除阻碍它的因素外没有其他界限。贫苦人的再生产比劳动者

在其自然条件下要快，因为他的再生产条件是无限小的。赤贫的

人们生殖得很快，完全象在动物界一样：种类越小，它再生产的

量就越大。

资本。在亚·斯密那里连资本也表现为人。

“资本耕种土地，资本使用劳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三卷集，附大·布坎南的注释和补充，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３卷第５册

第２章第３０９页）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布坎南３０３（２）（３）

工资通过商品降价而提高。

“说地租、利润或工资增长了，因为它们能买到更多的便宜商品，这是不

正确的。”（同上，第１卷第４１７页，布坎南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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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于机器缩短劳动时间。博克斯霍恩谈到来顿地方的织带

机（《政治原理》１６６３年阿姆斯特丹版）：

“大约２０年前，这个城市有人发明了一种织机，使用这种织机，在同样

时间内，一个人能够比较轻松地织出比过去几个人不用这种织机所织的还要

多的东西。因此引起了织工的骚动和控告，直到市政局禁止使用这种织机。”

（约·贝克曼《发明史文集》１７８６年莱比锡版第１卷第１２７页）

劳动和资本。

“认为富人养活他的仆人、商人、承租者和工人，是错误的；他们养活富

人才是正确的。”（威·佩利《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１７８５年伦敦版第１

卷第１４４页）

粮食的和劳动的普通价格和平均价格。

“在可以被称作粮食的普通价格的那种东西和它的平均价格之间存在着

差别……假定粮食的普通价格在５年中有４年是大约２镑１夸特，而在第５

年是６镑。那么５年的平均价格就等于２镑１６先令，但是普通价格仍旧是大

约２镑，正是这一价格，而不是歉收年的价格，甚至不是包括这后者在内的

平均价格，通常决定工资。”（托·罗·马尔萨斯《关于限制外国谷物进口政

策的意见的理由》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２６页）

协作。

“难道把许多人的技巧、勤劳和竞争心结合在同一个工作中不是推动这

一工作的办法吗？英国难道能用其他方法使自己的毛纺织工业达到这样完善

的程度吗？”（乔·贝克莱《提问者》１７５０年伦敦版第５６页第５２１节）

“英国的毛纺织工业不是分成不同的部分或部门，固定在一定地方，在那

里只是或主要是生产一种东西吗？索美塞特郡不是生产细呢，约克郡不是生

产粗呢，埃克塞特不是生产双幅呢，萨德贝里不是生产丝绸，诺里奇不是生

产绉纱，肯达耳不是生产羊毛织品，惠特尼不是生产毛毯，以及如此等等吗？”

（同上，第５２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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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和平均工资。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工资按同一比例下降。虽然机器使生活必需品便宜

了，但是也使工人便宜了。”（《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文》［

—１３４３］１８３４年伦敦版第２７页）

自从机器同人类劳动发生竞争时起，这种劳动的报酬本身便

开始由生产机器的较少的费用调节。

“１８２７年，牧师特纳先生是柴郡威耳姆兹洛工业区的教区长。移民委员

会提出的问题和特纳先生的回答表明，手工劳动同机器的竞争是如何维持下

来的。问：‘动力织机的使用排挤了手工织机的使用吗？’答：‘毫无疑问是这

样；如果手工织布工人不屈从于工资的降低，那就会比现在受到更大程度的

排挤。’问：‘但是，他们在屈从后所得的工资是不是维持生活的……？’答：

‘……手工织机和动力织机的竞争，事实上是靠济贫费维持的。’可见……令

人受辱的赤贫或向国外移民，这就是采用机器给劳动者带来的好处；他们从

受人尊敬的、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手工业者被降低为靠低声下气地哀求别人

施舍面包过活的穷汉。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暂时的不便’。”（同上，第２９

页）

“于是，机器的这一维护者〈就象尤尔３０４那样〉，表示赞同停止革新是对

工人有益的……认为社会的缺陷会使革新成为有害的事情。这种制度使我们

抱怨人类发明的进步，这是这种制度维护者的耻辱。”（同上，第３０页）

“它们（机器）使工人能靠他的收入购买更多的东西……如果这种收入是

经常的；但是，如果机器夺走了工人的工作，那它们就夺走了工人的收入，找

不到工作的工人便会同有工作的工人竞争。”（同上，第２７页）

“除机器使工人的工资降低外，它们还使工人为了挣这已经降低的工资

而劳动更长的时间。过去工人在２４小时中有９小时用在自己的工作上，他还

有更多的地方性节假日。”（同上，第３０页）

作者引用了马尔萨斯的话：

“工人看到一个接一个的机器发明，似乎可以指望明显地降低手工劳动

的量，但是，尽管这些发明仿佛是保证所有的人富裕、空闲和幸福的手段，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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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却看到，社会大部分人的劳动并没有减少，而他们的生活条件如果不是

变得更坏，那也没有什么重大改善。”（［托·罗·马尔萨斯］《人口原理》，三

卷集，１８１７年伦敦第５版第２卷第２７２—２７３页）

积累的劳动。

“说资本是积累的劳动，也是没有意义的。人们说积累的知识，积累的技

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积累的知识和积累的技能，一旦

涉及到创造财富，便不能和劳动人手分开。”（［托·霍吉斯金］《财产的自然

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较》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１５３页注）

《论国民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１年伦敦版）这一著作包含着一些

非常好的、独创的思想。

第一，关于资本的起源，——在资本和储备相一致的情况下：

“大部分自然产物都是有期限的，必须保存起来以便在各次收获之间逐

渐消费。这便是资本的最初起源。”（第３页）

“资本的利润是各式各样的，这一概念通常既包括利息，也包括企业家的

工资。”（同上，第８页）

［ —１３４４］“无论资本在中间环节上是怎样的，归根到底产品同……

劳动相交换。”（同上，第１３页）

（这种情况只适用于可变资本。）

不变资本的单纯保存和可变资本的再生产之间的区别。

“归根到底，真正意义上的唯一再生产消费，只是劳动在同商品的交换中

所实现的那种消费，——劳动创造一种新商品来代替被消灭的商品。整个生

产看来就是通过一切中间的交换行为和过程的一种过程，也是商品受农业劳

动或工业劳动支配，这些劳动补偿新价值，或是把价值整个创造出来，或是

使已经存在的价值更加完善。”（同上，第１３—１４页）

“产品只有当它为了再生产消费（最终地，而不是在中间行为中，例如被

布匹吸收的靛蓝）——就象食物、衣服或住宅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到达补

偿价值的劳动那里时，才成为资本。”（同上，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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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同再生产的联系。

“资本可以被规定为周期性生产出来的产品中用来保证下一次再生产的

那一部分。”（同上，第２４页）

生产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区别。

“在农业和工业中，资本直接和劳动服务相交换。在商业中，资本常常和

资本相交换；这只是对供给和各种不同的需求源泉进行投机。”（同上，第４３

页）

绝对剩余劳动。相对剩余价值。

“劳动，即社会的经济时间，是已知的量，比如说，１００万人中每人１天

１０小时，换句话说是１０００万小时。”（同上，第４７页）

“资本有其增长的限度。这种限度在每一既定时期内能够利用事实上运

用的经济时间达到，尽管社会的生产力还有能力更趋完善。通过增加劳动量

或者使劳动更有成效，换句话说，通过扩大人口、分工、机器数量和科学知

识，社会能够不断发展。”（同上，第４９页）“如果资本得到的不能比等价物

或劳动活动所生产的价值多〈也就是说，如果经济时间或工作日是既定的〉，

如果这是当前即现存社会状态下不可克服的资本界限，那么，工资的份额越

大，利润便越少。这是一般的原则，但在个别场合并不是这样，因为这种增

长的工资通常是特殊需求的结果，而这种需求总是使价值同其他商品及其利

润比较起来有所增加。”（同上）

｛利润——甚至剩余价值率——在某一个别部门可能会超过

一般水平，虽然在这一部门中工资也同时超过一般水平。但是，如

果资本家提高工资的程度等于商品的需求超过平均水平的程度，

那么（撇开决定利润的其他情况不谈）他的利润便不会增加。总

的来说，个别部门利润和工资与一般水平相比的这种提高或降低，

同一般比例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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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３４５］“除时间外，必须注意他的效果，这是分工、强化他的紧

张程度、应用机器的结果。”（同上，第５４页）

“在棉纺织工业中……有分工，但是有资本的联合。”（同上，第５１页）

劳动能力的价值。平均工资。计件工资。计日工资。

如果我们考察同既定量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发生关系的资本，

或者说得通俗些，考察作为既定的平均劳动报酬的资本，那么，这

个既定的现实——它的界限——便是每一单个资本家在把货币变

成资本时由以出发的前提。他在每一工业部门中都遇到一定的平

均工资。这种工资可能是高的或低的；但是，在资本家以进款形

式得不到超过这一劳动能力价值的余额的情况下，他的货币便不

会转化为资本。

保持这种平均水平是工会的任务之一，而个别资本家为了把

各个工人的工资降到平均水平以下，就起来反对保持上述平均水

平。所有这一切都应当列举在这里，以便表明工资的这种平均水

平的重要性，其中包括实际的重要性。对这一切来说，伦敦装订

工人联合会书记托·约·登宁《工联和罢工：它们的哲理和意

义》（１８６０年伦敦版）一书是很重要的：

“〈工资的〉划一率这种说法只能表明它适用于普通工人，对工人来说实

际上是最低率，对主人来说是划一率。”（第１７页）

计件工资，计日工资，［工资的］最低额。

“凡某一部门‘计件’支付劳动报酬的地方，都是按一定的活支付若干报

酬，例如，在伦敦，排字多半按１０００字为单位支付一定的金额，在这种地方

并不存在工人获得的划一率。笼统地说，在这种地方有划一率或某种类似的

东西，这是不同活计的价格的划一率；但是，因为工人以不同的动作速度和

熟练程度按同一计件价格完成大量或者小量的活，所以他们的工资数量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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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不同。”（同上）“不过在实行计日工资的情况下，总的来说，无论雇

主或被雇的人都承认存在作为该部门普通工人工资水平的划一率……某些

工人的价值会高于这一数额，另一些则会低于这一数额……雇主喜欢取得价

值高些的工人所生产的利润，但同时他又担心，如果他增加这些工人的工资，

那么想必也会要求他增加其他工人的工资，另一方面，工人可能会反对达不

到普通率的工人取得较少的收入，因为他们担心其他人的工资也会降低到这

一水平。”（同上，第１７—１８页）

但是，因为企业主只要有可能，就总是辞退较差的工人，所

以整个说来

“他们由于这种划一率，便只拥有较好的工人”。（同上，第１８页）［ —

１３４５］

［（３）第 笔记本的片断］

［ —１３４６］３０５（工联决不会允许自己的会员的劳动报酬低

于这个平均率。）

“假定该部门的全体工人拥有足够的熟练程度，能够挣得通常的工资率

（在特殊部门中）……实际上他们全体具有足够的熟练程度，例外的太少了，

以致不能计算在内。”（同上，第２０页）

如果在支付计日工资的同一生产部门中，一个工人一天生产

的比另一个工人多得多，那么

“通常企业主本人竭力想从工人的这种技巧中得到好处，一般来说，这样

做的结果是使工人的技巧转化为正常的劳动量”。

如果一个工人特别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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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会多付给他工资，如果多付给他工资，那么也不会与他完成的剩余

劳动相适应。这就是指责工人不愿意干多于一定量的活的真正原因……希望

工人多干活，实质上就是希望缩减工资，如上所述，这就是对划一工资率极

度不满的原因”。（同上，第２０—２１页）

计日工资和计件工资。

“伦敦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在他们那里是例外。相反

地，各地的排字工人通常是拿计时工资，计件工资是例外。伦敦港口的造船

工人拿计件工资，英国其他港口的造船工人则拿计时工资。其实，各部门反

对计件工资，主要是对以下情况不满：如果工人在计件工资中有可能挣得很

多，企业主就会力图降低劳动价格；这种制度常常被用来作为降低工资的手

段。”（同上，第２２页）

登宁关于企业主的冒险讲得很好。（笔记本第１７页及以下各

页３０６）

工资。

“因为工人的社会状况完全取决于他们得到的工资，所以他们大多数人

都明白，他们的神圣职责是利用这些手段〈工会〉来维护他们的工资。”（同

上，第７页）［ —１３４６］３０７

        

［ —１３５１］｛为提高利润率而节约不变资本。（煤矿。）

在所有者或煤矿主之间，由于向不同的市场供应煤炭而在每个地区盛行

竞争的情况下，除了为克服最明显的肉体上的困难所必需的费用之外，不再

花别的费用；在煤矿工人（他们的人数通常总是过多）之间存在着竞争的情

况下，煤矿工人情愿冒极大的危险，忍受最有害的影响，为的是挣得比附近

的农业人口略高的工资，此外，还因为此类劳动能使他们的儿女找到挣钱的

机会。这种双重的竞争……使大部分煤矿只有极不完善的排水设备和通风设

备；往往是竖井建造得很差，支架很糟，机械师不够格，坑道〈采煤的工作

面〉和车道设计和修建得不好；结果是生命、肢体和健康遭到损害，关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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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统计展示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景象。”（《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

１号报告。１８４１年４月２１日》第１０２页）｝

［ —１３５２］｛儿童劳动。过度劳动。如果说，儿童在工厂

里的劳动妨碍他们的肌肉发育，那么在煤矿则相反。工人，特别

是儿童和少年的

“过度劳动引起肌肉过份发达、身高受阻、步态畸形、头疼、背疼等等”。

（同上，第１３４页）

童年（矿工）肌肉用力过度会引起肌肉反常的发达。

“肌肉的发达如此不成比例完全不是机体健壮的标志，相反，是整个机体

由于过度供给这些肢体营养而衰竭的证明；肌肉的这种营养过度使整个机体

衰弱而不是增强，这种现象可以从现在收集的材料中看到，这些材料无疑证

明：在这种情况下，机体一般地停止生长，特别容易害病和早衰早亡……在

煤矿中使用儿童劳动，使童年期延长，成年期缩短和过早地衰老和死亡。”

（同上）“成年矿工的工作几乎完全是在天然煤矿‘采’煤；根据天然的矿层

及其分布状况，有各种不同的采煤方法。儿童和少年的工作主要或是开关煤

斗车必须经过的小门，这些小门必须即时关上，不使通风受影响；或是从掘

煤的坑道或工作面把煤沿着地下运输坑道搬运到井筒的基地上；而且，在英

国北部大煤矿区中，这段距离从最近的到几英里长的不等，在那里开采的深

度要求费用昂贵的同一矿井采掘大面积的矿床。”（同上，第１０７页）“不管这

种事实如何令人吃惊，正是在这种矿井中，儿童健康不遭受巨大的和无可挽

救的损害，活就干不完，儿童在最小的年龄就干活，哪怕是把他们当作活的

和会动的蜡台〈参看狄奥多洛斯的著作３０８〉，或者为了不让老鼠偷食；恰恰在

这样糟糕的矿井下，还使用女孩子。”（同上）

反对工业家的强大舆论引起了工业家们的反控诉，而他们感

到满意的是，童工调查委员会证明，在其他许多部门中资本也使

用儿童劳动，甚至比煤矿中更恶劣。｝

｛非熟练劳动在工人阶级中占多大比重，可以从赛米尔·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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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在《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防止办法》（１８４４年伦敦版）一

书中所作的以下估计大致看出来。据他计算，从事非熟练劳动的

全部人口为１１３０万人｛其中包括仆役｝。中等阶级（其中有下层

职业的人，还有作家、商人等等，小店主和各种零售商，租地农

场主，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本身的贵族）为４６５万人。人口中的

贵族（资本家、贵族和上层职业的代表）有１００万人，而赤贫、罪

犯、娼妓、流浪人口有１５０万人。但是，作者本人说，这个计算

数字不确切，因为后者的人数有２００万到２２５万，或者占全部人

口的１
７至

１
８ （第５１—５２页）

３０９
｝

［ —１３５２］３１０

        

［ —１４００］｛土地的资本主义耕种：

“土地要种得比较好，就必须减少播种一英亩所需的种子和完成这一工

作所需的动力（马力等等）。”（《联系奢侈品、通货、税收和国债对当前谷物

价格提高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３年伦敦版第１３页）

（作者：狄克逊；他也是《古代人的耕作》［１７８８年爱丁堡

版］一书的作者。）

地租。上引著作中也摘引了《论苏格兰和英格兰等地最近的

商业灾难》一书（１７７２年伦敦版），该书作者（除其他一切之外，

他力求增加流通中的货币量，而《原因的研究》的作者则表示反

对；见厚笔记本第２４５页３１１）抱怨地租急剧增长。他说，土地所有

者持这样的意见：

“地租增加是改善农业的第一步〈《论苏格兰》第３６页〉，地租在全国

（苏格兰）普遍急剧增长，而在某些地区增长到这种程度，几乎不能满足租地

农场主绝对必要的消费。”（同上，第３８页）因此，许多租地农场主不得不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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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美国去。（同上，第５１—５２页）

在《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３年）这部书中，把英格兰谷物价格提

高的部分原因说成是，随着肉类需求的增长，大部分土地变为牧

场，在英格兰

“耕地不停地种，而其他土地，不论是草地或山地牧场，则不断留着种

草”。（第１５页）

按照苏格兰的土地不断轮换种草和谷物的办法，谷物和肉的

产量增长了。按照英格兰的办法，谷物减少了，肉增加得不多，不

过肉来自饲养得很好的牲畜。因此，他认为英格兰土地耕种得不

合理是（撇开歉收年不谈）谷物价格等等增长的原因。

“实情是，从前作为耕地的我们的大量好地，现在种草了。”（同上，第９

页）“谷物总量减少，因此谷物价格必定增长。”（同上，第１７页）降低谷物

价格的手段之一，是“自由输入”谷物。（同上，第７３页及以下各页）

但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制造业摆脱困境，除非

“降低材料和劳动的价格，但这只有降低谷物价格才能做到。租地农场主

的情况与制造业主不同。因为所有不久前出租的农场的地租，与它们产品的

目前的高价是相适应的，所以，如果这个价格下降，这些农场的租地农场主

无疑要破产”。（同上，第８１页）“为维护农场主的利益应该怎么办呢？是否

应该求土地所有者对农场主开恩呢？”（同上，第８２页）“有这样的人（土地

所有者），他们对自己的租地农场主的同情，还不及对孟加拉的穆斯林或者圣

文孙特岛上的加勒比人的同情。他们沉湎于淫逸放荡的生活或者吝啬到极

点，把管理土地的事务委托给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的全部功劳就在于他们是

做生意的行家，他们越是精于卑鄙的欺骗和狡诈的技俩，身份就越高。”（同

上，第８３页）

因此，如果通过“自由输入”或“调整货币流通”（第８４页

及以下各页）来重新降低价格，那就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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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坏他们的租地契约…… 如果地租按照商品的价格下降，那么他们

（土地所有者）将照旧能生活得象现在这样好”（同上，第８４页），

（原因就是商品价格下降）。

［ —１４０］他认为，［谷物价格提高］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纸币发行量

过多。他赞同《通货原理》３１２。谷物价格提高的下一个原因，他认为是税收。

“税收使所有商品的价格提高。”（同上，第８９页及以下各页）

他还把谷物价格的提高同国债的增长联系起来。只有一种税

收不产生

“这样坏的结果——股票持有者的税收”。（第８９页）

除了税收以外，［提高商品价格的还有］

“收税人的花费”。（第９２页）

他建议，

“在薪金和养老金开支这一项中，每年节约１００万或２００万”。（第９３

页）

对什一税实行货币估价，就象苏格兰早就实行的那样。（第

１０３页）瓜分公有地。（第１０４页）

“在国内，由国家出资修建道路。”（第１０５页）

有了道路，农场主不仅可以打开市场，而且

“可以买到外国肥料来改良自己的土地…… 位置的优越性由全体分

享”。（同上，第１０６页）

地租增长的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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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歉收，因为

“如果谷物价格由于收成不好而提高，那么土地价值照旧，农场主就不能

……按照这样的提价来支付更高的地租；他运往市场的产品量减少”。（同上，

第６页）

改良土地也不可能是地租增长的原因。

“地租不仅在没有进行任何改良的地方几乎按相同的程度增长，而且在

它们（这些改良）预先防止了通常可能发生的谷物价格急剧增长的情况下也

能增长。”（第７页）

“如果价格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由于歉收）提高，那么土地产品就会变

贵，相应地农场主能够支付更高的地租。因此，如果价格提高与谷物价格相

一致，那么这就完全证明，农场主认为价格提高不来自歉收的看法是正确

的。”（第６页）

但是地租增长了，特别是在英格兰南部，

“几乎与谷物和牛的价格增长程度相同”。（第６—７页）｝

｛查理·斯密斯《略论谷物贸易和谷物法》１７５８年伦敦版。

（论谷物的文章应该在以后引用。）这部著作的倾向可以从如下内

容看出来：

“虽然普遍的意见认为，目前谷物价格昂贵的原因主要是农场主的吝啬

和中间人、商人、磨坊主、面包业主和粮商的不公道，但是有理由认为，昂

贵的主要原因（也许是唯一原因）是最近４—５年来歉收引起的谷物实际不

足；１７５６年是在全国，１７５２—１７５５年是在西部和西北部。”（上述著作，１７６７

年版第５页）

作者阐述供求规律来反驳国民的偏见。｝（这是１７６７年同时出

版的论谷物贸易和谷物法的三篇文章中的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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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蒙·伯克（已故）《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１７９５

年１１月向最尊敬的威廉·皮特提出的报告》１８００年伦敦版。

“劳动居民所以贫穷，只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人数众多就其本性来说就

是以贫穷为前提。”（第２页）

“深刻的”思想家认为，如果ｘ除以１００，那么所得出的每一

份比这个ｘ除以１０００所得出的要大。这个思想多么深刻，这同他

的以下论点形成极其显明的对照。

剩余价值。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那些劳动的人……实际上既养活称为富人的领年金者，也养活自己。”

（同上，第２１３页）

“在他（农场主）活动的一切手段中，工人（古人称为会说话的工具）的

劳动是农场主用来补偿自己资本的最可靠的东西。其他两种工具：半会说话

的工具，按古代的分类，即役畜，和不会说话的工具，［ —１４０２］即车、

犁、铲等等……没有一定量的人类劳动，就毫无用处。”（第１０页）

斯宾斯写的很俏皮的诗：《艾·伯克对贫民大众的演说》（１７９５

年用自由诗体写成的。）３１３

劳动价值。使用许多工人。

“毫无疑问，由于体力、技巧和勤劳的差别，各种不同工人的劳动价值有

很大的差别。但是根据我的仔细观察，我完全可以肯定，任何５个工人共同

提供的劳动量和我所说的那种年龄的其他５个工人所提供的劳动量是相等

的；这就是说，在这５个工人中一人具备优等工人的一切特质，一人是劣等

工人，其他３人是中等，接近优等工人或劣等工人。所以，即使在５个人这

样小的队伍中，也能发现任何５个工人所能提供的全部总量。”（同上，第１６

页）

资本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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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垄断在任何情况下和在任何程度上都是坏事；但资本垄断却相

反。”（第２５页）

（似乎“资本垄断”不是“权力垄断”！）｝［ —１４０２］
３１４

［（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 —１４０８］｛价值和单位价格。假定７镑的货币额代表

每英亩土地（种小麦）上所花费的劳动量。

“他的即租地农场主的费用将始终大致相同，但他的收成可能变化，因

此，他的小麦应当按照与他的收成相应的价格出售”（［约翰·阿伯思诺特］

《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一个租地农场主著，１７７３年

伦敦版第１０７页）。

例子很好，因为大概地假定了劳动始终完全一样。

往下又说：

“如果租地农场主的收成每英亩是５夸特，那么，他可以每夸特按２８先令出售，

总共可得７镑；如果他每亩收获４ １
２夸特，那么，他可以每夸特大约按３１先令

出售，总共也可得７镑；［同样，要卖得７镑，他就得］在收成为

４夸特时，每夸特按３５先令出售

３ １
２夸特时，每夸特按４０先令出售

３夸特时，每夸特按４６先令８便士出售

２ １
２夸特时，每夸特按５６先令出售

２夸特时，每夸特按７０先令出售。”

（同上，第１０８页）｝３１５

这位租地农场主 ［约翰·阿伯思诺特］在其著作《当前粮食

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中代表双重意义上的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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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一方面，自由输入和输出。另一方面，市场上的充分自由：

对商品出售的任何限制，都是贸易的障碍，因而必然提高商品的

价格。（同上，第１１０页）同时，资本的这种绝对自由的运动是和

它特有的内在规律相一致的，对劳动人口表现得最为残酷无情，劳

动人口只属于资本的“非生产费用”〔《ｆａｕｘ ｆｒａｉｓ》〕项目。只要

资本主义生产还没有为自己造成自由发展的一切条件，——其中

最主要的条件，是绝对依赖于资本的雇佣工人阶级的形成，——

资本就调整并干预一切，直到使上述条件完全适合于自己为止。资

本对付国外竞争的措施，表现为保证劳动人口有工可作的手段。国

内的强制手段，部分地表现为达到国家目的——尽可能“大量”生

产——的手段，部分地表现为达到下述目的的手段：使劳动不致

白费，并“使外国人卖得不比我们便宜”。（同上，第３页）

这个租地农场主 ［一方面］通过资本主义式的土地耕作，促

进（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生产力的发展。另一方面，使不变资

本节约。小租地农场主没有必要数量的马匹，此外，他必须有相

对较多的现金和较多的工人。（同上，第５、６页及以下各页）

“几乎在任何一种土地上，都有一些作业……它们在不同的时候需要不

同数量的马匹；例如，有时为了翻耕一块休闲地，一架犁得套上６匹马；在这

种情况下，拥有３００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将用２架犁干活，而连一架犁也

没有的小租地农场主就得等待，以致也许［ —１４０９］要到很晚的时候才

能收割；或者，至少他将错过所有适合翻耕休闲地的暖和天气的有利时机。另

一方面，在翻耕休闲地和播种时，有许多作业只要３匹马驾犁就够了；在这种

情况下，在３００英亩土地的农场上，将有４架犁作业，每架犁套３匹马，而小

租地农场主可能只有一架犁…… 因此，拥有３００英亩土地并有相当资本和

马匹的租地农场主，能够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较多的工作量，而且能够在最

紧要关头完成它们〈关于这一点，还可参看李比希的著作３１６〉，这具有更大的

效果。这样，他的土地当然耕作得更好，翻耕休闲地、播种、施肥，总之，每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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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在他那里都完成得较好，因为每种作业都能很快完成；既然他的土地的情

况较好，那么，不容否认，他的产品量必定较高。”（第６—７页）

“大租地农场主的大车和大篷车也有很大的优势…… 他还有很好的

耙、滚子和许多其他劳动工具。”（第８—９页）

接着还说：

“家畜饲养：公牛或绵羊以及其他一些家畜。也许人们会问……难道在３

个小农场中不能饲养同样数量的家畜吗？不能，其所以不能，原因很多：购

买家畜并为之弄到人工饲料，不仅需要资本，还需要从事大事业的人有决心

…… 这是租地农场主的许多巨大优越性之一，因为他可以把牲畜养肥了去

屠宰，同时借助人工牧场，可以比在天然牧场上放牧和储备干草的场合向市

场提供更廉价的牲畜。”（第９、１０页）

小租地农场主同大租地农场主相比，相对地需要同样多或更

多的工人。如果他自己的孩子 ［劳动］，那么

“他们的生活费就不会象雇佣工人的生活费那么少。［第１１页］

如果租地农场主自己劳动，那么

“他会因此而受到损失。他的事务应当是全面照料：他必须监督打谷人

……监督割草人、割麦人等等；他必须经常巡视自己所有的土地；他必须查

看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如果他只局限在一处，那么别处就难免有疏忽。”［第

１２页］

至于这些租地农场主自己，那么

“监督３００亩需要３个人，但是一个人骑着马，至少也可以同样很好地完

成这件事。”（同上）

“大农场的劳动同小农场的劳动相比具有许多优越性，这只是就租地农

场主的日常工作而言，并不涉及用泥碳往土地上施肥、排除积水等各种大规

模的劳动……因为小农场缺乏进行这类事情的足够资本，这类劳动即使偶尔

会有，也是很少的。”（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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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有些人赞扬

“以三种地租计算租地农场主利润的老方法。在农业的幼年时期，这是财

产的公平而合理的分配。在不太开化的国家中，现在仍采用这种方法。在法

国和德国以及我们在美洲某些殖民地的大部分地区，是一方提供土地和资

本，另一方提供知识和劳动。但是在耕作得好的肥沃的土地上，地租现在具

有最小的意义。人们必然按照他能够作为资本和作为自己劳动的年支出所投

入的总额来计算自己货币的利息，或者说自己的收入。”（第３４页）

［ —１４１０］｛赤贫。

“贫民总是得到社会的救济，因此，如果说他们以此来生活，他们至少总

得量入为出。”（《贫民管理的研究》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８４页）

因此，这种社会救济是赤贫的原因。不对吗？｝

｛纳萨涅尔·福斯特《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两卷集），

１７６７年伦敦版。

粮价提高的原因。

（１）“一国的财富，或国内积累起来的并在各个地区流通的大

量货币”（第１页），（２）奢侈和（３）赋税。

天然富饶程度过高对于一国的发展是不利的。（同上；见补充

笔记本Ｂ
３１７
第８页）

为机器生产辩护。（同上，第８页和第９页）

阶级对立。

“土地所有者和产业家始终互相敌视并忌嫉彼此的利益。”（上述著作，第

２２页注）

“由于大多数制造业和许多种生产的状况不稳定，以及由于工资的不断

波动，不幸的是，业主和他们的工人彼此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同上，第６１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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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奢侈、工人的恶习。福斯特援引说：

“人们希望，不幸者是完美无瑕的。”（克·爱尔维修《论智慧》［载于

《爱尔维修全集》］１７７７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４９页）

“懒惰、奢侈这些对贫民来说始终是不可宽恕的恶习，他们到底是从哪里

学来的呢？完全是从地位比他们高的人那里学来的。奢侈还从来不是自下而

上地形成的。”（福斯特，上述著作，第６２—６３页）

为谷物投机等辩护（［补充笔记本Ｂ］第９页；［福斯特，上

述著作，第８９—９０页］）

福斯特为较小的租地农场主辩护，反对

“大的租地农场主商人”。（同上，第１１１页注）３１８

“当然，土地所有者……在最近没有理由抱怨。土地的价值及其产品的价

值提高到现在的高水平，只是由于我们的商业和工业。这不仅实际上是正确

的，而且……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如果对土地的产品没有需求，它就没有任

何价值。相反地，这种需求只可能来自工业，也就是来自商业和制造业。”

（同上，第２１３页）｝

自耕农
３１９
的消失。

“当时〈在１６８８年革命时期〉在国内除了贵族和租地农场主以外，还有

一类叫作自耕农的人，他们在自有的产业中劳动，这种产业主要是每年能带

来４０至８０镑收入的农场…… 这些人是勇敢［ —１４１１］的规矩的人。

由于财富的大量流入和风俗的改变，他们到１７５０年几乎完全被消灭了，而现

在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关于济贫说和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爵士的一

封信，建议减税和降价》，萨福克一绅士著，１７９５年伊普斯维奇版第４页）

｛“粮食供应不足的原因：第一……人口的增长…… 另一个主要原因

是……总产品量中比过去更大的一个部分花费在马和其他牲畜的饲养上，而

这反映在供人食用的粮食数量上，等等。”（波纳尔总督《论谷物和面包的缺

乏与价格高昂》１７９５年剑桥版第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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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的合并。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他所列举的教区〉现在存在的农场不是２４

个〈每个占５０至１５０英亩土地〉而是只有３个。”（托马斯·莱特〈马克街

的〉《论大农场垄断的简短的公开演说》１７７９年伦敦版第２—３页）

“在王国的所有地区，把单独的庄园合并起来形成大的农场，已成为贵族

土地所有者通常的实际做法，或者，把彼此离得很近的庄园出租给一个人，这

成了许多土地所有者的实际做法，由于这样做的结果，租佃者富裕起来，而

他们的人数则不断减少，所以他们很容易建立联合。”（《论面粉业和谷物昂

贵的两封信》，一个企业家著，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９—２０页）

劳动的贬值是由于货币价值下降。（货币贬值，甚至人为地提

高货币的价值，会产生同样的作用。）

“商人和工业家不论从事什么事业，他们总是能够把一切东西的价格提

得比货币价值减少的程度更高；但是，工人为了自己的生存，除了他每天的

劳动外，一无所有，所以他在提高自己的劳动价格方面总是被迫落后于人，因

为他不能等待他的劳动获得适当的价值，他只好经受非常的贫困。”（［索·

杰宁斯］《论现在食品价格高昂的原因和后果》１７９７年伦敦版第１８页）

（人口是谷物价格上涨的原因。

“在１７７１年至１７８９年的一段时期内，商业、制造业和人口增长得很快。”

（埃德加尔·科里（利物浦的商人）《论谷物法》１７９１年伦敦版第３３页）｝

［ —１４１２］｛地租。下述著作对地租理论史很重要。虽

然安德森发现了级差地租理论，但他远没有用这种理论来说明谷

物和 ［整个］粮食价格的上涨。在这里，在下述著作中，第一次

作出了这种说明，这是和以前的一切著作不同的。在任何场合，作

者通常把地租看作是生产费用的项目之一，特别是，他把肉类昂

贵的原因，部分地说成是公有地的圈围，由此，大量租佃者已不

能象过去那样喂养自己的牲畜，不能以此偿付地租了。地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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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直接看作牲畜等涨价的结果，而看作其原因，这不仅符合斯密

的地租理论，而且也符合李嘉图等的地租理论，因为斯密关于

［除谷物外］其他一切农产品的价格是由谷物价格决定的理论｛关

于这一点，还可参看拉姆赛的著作３２０｝，没有人提出过导议，甚至

也没有人分析研究过。上述著作的书名为《圈围荒地的后果和当

前肉价高昂的原因的政治分析》（１７８５年伦敦版）。

“并不是充裕或不足使这种或那种物在某一长时期内［便宜或］昂贵，因

为价格取决于生产这种物所必需的费用。”（第６５页）“实际上，我们有理由

抱怨的，并不是物不足，而只是这种物昂贵或价格高。”（第７１页）“我国现

在牲畜很充裕……但是肉类的价格还是比３０年前几乎贵一倍；可见，正是生

产费用决定着这种商品的价格。”（第７２页）

“归根到底，生活资料的充裕或不足并不决定商品的价格，虽然它们也可

能有引起价格暂时提高或下降到一定水平的趋势。生产费用是始终决定着所

有各种商品的平均价格的东西…… 例如，荷兰麻布或纤薄的印度凡而纱可

能很充裕，但这些商品的价格从来也不可能在某一长时期内降低到粗麻布价

格的水平，因为生产这些优质商品要比生产各种粗劣商品昂贵得多。”（第２０

页）“金可能买得很贵，正如谷物或干草或其他某种有用的自然产物一样。”

（同上）“其次，假定生产费用决定着所有各种商品经常的平均价格，那么我

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虽然在我们国家里通过更好地耕作土地，我们能够生产

的谷物和干草将比我们现在所生产的多一倍，但是，如果说一定量这样生产

的谷物和干草，由于地租的增加和在土地耕作上的花费过多，仍然会使国家

或生产它们的租地农场主花费比这些商品现在的花费贵一倍的费用，那么，

不论是国家还是租地农场主，都不会由于这种充裕而改善自己的状况。另一

方面，只要贫苦人的工资不增加一倍，那么，他们的贫困遭遇就将比现在更

甚一倍；如果他们的工资增加一倍，那么，其结果将是现在为供应国外市场

而工作的全部工业的告终。”（第２０—２１页）“虽然在土地天然贫瘠的国家，居

民的高度技艺和勤劳有时胜过土地天然肥沃的其他国家的居民，但是，这难

道就可以证明，在这些或那些国家任何贫瘠或不毛的土地上，劳动都可以获

得象在［ —１４１３］天然肥沃异常的土地上所获得的那么多报酬吗？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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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程度或贫瘠程度有许多种。”（第２３—２４页）

“我曾到过一些国家，那里只有播种时的耙地是培育最高收成所需的唯

一耕作形式。至于肥料，在那里哪怕使用很少一点，谷物也会在没有长到成

熟之前就烂掉。另一方面，存在着各种程度的贫瘠；例如，有些天然贫瘠的

土地，耕作它所得到的报酬却很好；而有一些土地，花了很大劳动之后，只

有很少的收获；收获的价值还抵不上栽培的费用；有这样一种贫瘠的土地，在

我们王国中这种土地有几百万英亩，对国家来说，完全不耕种它们，比用所

能找到的最好的实践方法来耕种，反而更有利得多。”（第２４页）

“应该把需要排水的‘沼泽地’，例如，狗岛，以及大河两岸的其他许多

土地加以区别；每个租地农场主都知道，如果对这些土地适当地进行排水，它

们将成为王国中最富饶的草地。”（第２６页）“现在英格兰未耕种的土地……

主要或是带有不多松土层（或根本没有）的坚硬粘土，在上面种植植物能够

获利，或是单纯的沙石，除了帚石南外，什么绿物也不生长，或是含石灰的

土，只生长覆盖在崖岩上的薄草皮。”（同上，第２７页）

地租进入生产费用。

“现在肉类价格高昂的原因何在呢？为什么非肥育牲畜价格昂贵，这种价

格昂贵的原因何在呢？——因为在公有地上饲养牲畜的费用与必须支付地

租的土地上饲养牲畜的费用之间存在着差额。”（第８１页）｝

对茅舍贫农①的剥削。（见前引著作《圈围荒地的后果和当前

肉价高昂的原因的政治分析》）

“租地农场主禁止茅舍贫农在他们自身以外保有任何其他生物，其借口

是：如果他们饲养牲畜或家禽，他们就会从谷仓中偷窃饲料。他们还说：如果

你们使茅舍贫农处于贫困状态，你们就能使他们保持勤劳。实际上事情是这

样：租地农场主用这种办法夺取对公有地的一切权利。”（同上，第７５页）“虽

然租地农场主、他们的妻子女儿在相当大程度上放弃了旧的生产体系〈蛋、鸡

肉、奶油和牛乳的生产体系〉，但是我没有发现，茅舍贫农或他的妻子……不

１１５（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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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于从事旧的生产体系；但是公有地的圈围与租地农场主在许多地方的暴政

结合在一起，剥夺了他们表现自己天生勤劳所必需的手段。”（第７６页）

｛关于英国人民对谷物的消费（１７５９年），以及１７５９年对大

麦、黑麦、燕麦的消费，见补充笔记本Ｂ第１６页：

“自１７５２年至１７６５年期间，喂马的燕麦年消费量仅伦敦一地就超过了

５２０００夸特。”（查·斯密斯《论谷物贸易和谷物法的三篇论文》１７６７年伦敦

第２版第１４０页注）｝

｛单个工人对谷物的消费：每年１夸特，也就是１夸特面粉，

等于５１２磅，或等于１夸特和１蒲式耳谷物，这显然是健康工人

的平均消费率。这每天是１磅６盎斯面粉。（同上，第１８７页）｝

［ —１４１４］｛英国情况的改变；它从出口谷物的国家变

为进口谷物的国家。委员会（１７９０年）把这种变化的原因解释为

人口增长、财富增加，从而解释为需求增加。这种变化得到如下

说法的证实：

“王国在过去时期生产的谷物通常超过它的居民消费的需要，可是最近

几年来，却不得不依赖其他国家的谷物生产，以便部分地供应自己的居民。”

（第８页）｛《议会上院审查贸易和外国种植园事务委员会关于谷物进出口法

现状的说明》１８００年新版（１７９０年３月８日向国王提出）｝

在１７６５年以前，实行谷物出口，自１７７１年起，实行谷物进口。

｛计件工资制。（自由劳动和奴隶劳动。）

“在全部劳动必须由奴隶来完成的地方，计件劳动方式不为人所知，农场

主或大地产所有者必须……整年供养收获时所必需的那么多奴隶。”（威·米

特福德《论议会上院委员会的意见》１７９１年伦敦版第５９页）｝

｛移民法。

“完全可以把现在的移民法看作是妨害农业的障碍，因为它禁止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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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国内需要他们的地区移居，从而迫使他们无可奈何地处于无事可干的状

态。问题是使贫民摆脱他们现在束缚在土地上的状态。”（同上，第５３页）｝

｛肥力的差别。

阿瑟·杨格《贫乏问题浅说》１８００年伦敦版。（阿·杨格——

农业部秘书。）

按照他自己的统计，以及按照农业部的统计等等，英格兰１英

亩的平均产量等于２３蒲式耳，也就是大约３夸特。（第９页）在英

格兰共计有４０个郡；在最坏土地上（杭廷登郡）平均１英亩生产

１５蒲式耳，而在最好土地上（林肯郡和拉特兰德郡）为２８蒲式耳。

由此可见，在８个郡中，最低平均收成是１５、１８和２０蒲式耳，

相反，在２１个郡中，平均收成在２３蒲式耳到最高限度２８蒲式耳

之间。｝

｛资本处于生产领域。

“现在——１８１４年——种了燕麦或豆类并已收获的田地，在来年１８１５

年将休闲，至少翻耕和耙地五遍或六遍，以便把土弄松，为在１８１５年９月或

１０月播种小麦备好土地；到秋季，将种上小麦，到１８１６年９月，小麦收割；

因此，在收成上支付了［ —１４１５］两年地租、税收和各式各样的贡赋。”

（《大不列颠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抗辩》１８１４年伦敦版第４—５页）

“最低的地租是每英亩３０先令至４０先令。”（同上，第４页）｝

｛计件工资制等。在同一本小册子中说：

“绝大部分农活是由按日或按件雇用的工人来完成的。他们的工资或收

入每周只表现为１２先令；虽然可以假定，一个人在采用计件工资的情况下，

严格地说，由于劳动有较大的刺激，比在采用周工资的情况下能够多挣１先

令或许２先令，但是在计算他的总收入时就会发现，他在一年中由于天气不

好或疾病所造成的损失抵销了这一增加部分。一般说来，我们还会发现，这

些工人的工资同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保持着一定的比例；所以，有两个孩子

３１５（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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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可以不靠教区的救济而维持一家的生活。”（同上，第３４页）“劳动

价格的降低更可以说是每年雇用的仆役的状况…… 他们必不可少的需要

通常只限于他们自己。”（第３５页）｝

｛地租和休闲。

“如果说，在近几年谷物普遍涨价之前，耕地一般只提供不多的地租主要

是因为有公认的必要的经常休闲，那么现在就应该再减少地租量，以便有可

能回到原来的休闲制。”（詹·迪·休谟《关于谷物法及其同农业、商业和财

政的关系的看法》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７２页）｝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１００英亩土地上收入和支出的计算。

（补充笔记本Ｂ
３２１
，第２１—２２页）｝

伯克在上面引用的小册子中把“劳动贫民”的说法看作是可

憎的政治伪善；此人把大商人看作是伪君子，而且对大地主等等

来说是可憎的伪君子。“劳动贫民”的说法出现在法律中，其次，

也出现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几乎所有作家的著作中（其中包括

亚·斯密的著作。例如，见论述分工后果的那一段３２２），在伊登等

人的著作中，部分地是同闲散贫民（赤贫者）相对而言，部分地

是同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相对而言３２３。

｛地租。

在我们的史册上，自１７４０年至１７５０年，是谷物最便宜，也是谷物出口

最多的时期。（《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主要是评它同谷物贸易的关系》１８１５

年伦敦版第３３页）从上院议员的报告中（第１４３页）可以看出，耕作１００英

亩的费用，在１７９０年是４１１镑１５先令１１ ３
４便士，而在１８１３年是７７１镑１６

先令４ １
２便士，但前一个数额同后一个数额的比例，几乎等于第一年小麦的

价格６先令同第二年小麦一蒲式耳的价格１１先令的比例。（同上，第４２页）

［ —１４１６］地租的提高。在大多数领地，地租从２提高

到５，而在许多领地提高得还要多。（同上，第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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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随着租金率的降低而提高。追加资本所进行的生产较贵。

（同上，第４４—４５页）（补充笔记本Ｂ第３０页）

劳动价值和生活资料的价格①。

“有人曾企图证明，生活资料的价格并不影响劳动，相反，如果谷物较贵，

劳动总是更低廉。这一卓越发现，无疑会使作者有权在拉普特大学执教。要证

实这一发现，只要从棉纺工业的幼年时期举一例子就可以了，那里的工资比

非熟练劳动的工资高得多，而且由于这一原因以及改良机器的结果，工资总

是有下降的趋势。织工现在的实际收入比过去少得多；他同非熟练工人相比

的优越性，过去曾是很大的，现在几乎完全消失了。事实上，或是由于非熟练

劳动价格的提高，或是由于居住法和学徒法的改变所引起的迁移自由，熟练

劳动的工资和非熟练劳动的工资之间的差额，现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大大缩

小了。”（同上，第４８页）

自１７７０年以来，贵金属输入欧洲增加了一倍。此后不久，谷物价格开始

大涨。（同上，第７６页）“自１７００年至１７７０年，银的输入几乎始终未变。当时

（按洪堡的材料），银输入欧洲达６００万利弗尔（４００万输入欧洲，２００万后来

转输到亚洲）。自从那时以来，银的输入不断增加。”（同上，第７６—７７页）

流通量。

“必须在星期六晚上支付５００工人工资的工厂主，如果工人的工资是

５００镑，那么，他不可能用工资只是３００镑时他支付工人工资所用的那些货

币来支付这些工资，一国的流通总是受必须交换的那些商品的价值调节。航

行于新堡和伦敦之间的少量商船，引起了这两个城市间贸易的扩大，反过来，

大量商品成了利用大量商船的原因。”（同上，第８６页）

谷物价格高昂的原因。

“因此表明，谷物价格高昂，部分地是由于银价值降低，部分地是由于流

通中货币价值发生变化，并且部分地是由于投机引起的。”（同上，第８８页）

清扫领地。

５１５（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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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国家的风俗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剩余产品的等价物的

性质。凡是这种等价物由工厂制品构成的地方，财富和工业将会繁荣，但是

在没有工厂制品来向土地所有者交换他的剩余产品的地方，剩余产品照例由

游手好闲的仆从们消费。封建制度下的风俗状况就是这样……那时土地所有

者把自己的剩余产品［ —１４１７］在依附于他的人们的侍从当中进行分

配，并且获得的等价物是他们为他服兵役。在欧洲，封建制随着商业和工业

的发展而衰落。在苏格兰山区，这种变化还没有完全完成，虽然旧的所有权

状况随着现代风俗的发展而日益被破坏了。土地所有者不顾世袭的租佃者，

现在把土地给予出价最高的人，给予这样一种人，如果他改良土地，他就会

立即采用新的耕作制度。在先前广布着小租佃者或小农的土地上，居住的人

口是同它的产品数量相适应的；在这种耕作改良和地租增加的新制度下，人

们力求以尽量少的费用，获得尽量多的产品；因为由此变得无用的工人都要

被赶走，所以人口不断减少，但不是减少到土地将供养的人数，而是减少到

土地将使用的人数。被剥夺了土地使用权的租佃者〈被赶出小屋——见第

１４５页〉或者到工业城市去找生路，或者，如果他们有迁移的资金，就移居

到美洲去。”（大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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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３—１４４页）｝

资本的人格化。

“资本耕种土地，资本使用劳动。”（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大·布坎南发行，第３卷第５篇第２章，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３０９

页）

｛通过机器减少劳动。工人对此进行的斗争。约·贝克曼３２４。

补充笔记本Ｃ第４—５页。织带机。

由于改良磨面方法而赢得的小麦。（同上，第５页）

在英格兰为反对锯木机而进行的斗争。（同上，第５页）德国

的发明。（同上）｝

｛反对马尔萨斯。（见恩索尔。补充笔记本Ｃ，第６—７页）

清扫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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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剥夺这些家庭使用他们刨去了树墩的原属森林地段的那片土地的

权利；他们象害怕野兽的印地安人对老虎进行报复那样来对待村庄及其居民

…… 他们用人换羊毛或羊胴，甚至更贱…… 当蒙古人入侵中国北部各省

的时候，曾经商议要消灭那里的居民，并把他们的土地变成牧场。苏格兰高

地的许多土地所有者已经在自己土地上对自己的同胞实现了这个方案。”（乔

治·恩索尔《各国人口的研究》１８１８年伦敦版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物化劳动交换活劳动。

“因为每个人在进行生产以前必须消费，所以贫穷工人处于对富人的依

赖地位，如果他从富人那里得不到食品和其他商品来同他答应用自己的劳动

生产的东西相交换，也就既不能生活，也不能劳动。”（西蒙·德·西斯蒙第

《论商业财富》１８０３年日内瓦版第１卷第３６页）“为了使他〈富人〉对此

〈即这一交易〉表示同意，必须约定：每当过去的劳动同［ —１４１８］将

来的劳动相交换时，富人获得的价值将多于工人。”（同上，第３７页）｝

关于资本补偿的区别。（西斯蒙第，前引著作 ［第１３０—１３１、

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２页］补充笔记本Ｃ，第８页）同样，关于商业资本。

（同上）［ —１４１８］３２５

        

［ —１４２０］｛《论促进机械工业发展的必要性》１６９０年

伦敦版。

儿童劳动。

同德国相比，英国人使用年纪更小的儿童劳动［上述著作，第

１３页］。（补充笔记本Ｃ，第２４页。）（相反，参看历史伪造者马考

莱３２６。）

非生产劳动（这种劳动是纯脑力劳动）。

“必要的祸害。”他赞扬汉堡，因为在这个城市中人们正是这

样解释脑力劳动的。［上述著作，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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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金和银。这是理解货币所必需的基本知识，因为货币是

一种商品，它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发展为货币，获得这一职能，并

且只有在其他商品把它作为商品来交换的情况下，这些商品才能

在它上面表现自己的价值。

“应该把金和银本身（我们可以统称为金银条块）看作只是质量很好的商

品；而作为这样的商品，它们的价格可以提高和降低，可以说，在不同的地

方，由于它们的充裕或不足而具有较大或较小的价值。当重量较小的金银条

块可以购买数量较大的本国［农产］品或工业品时，我们可以认为金银条块

的价值较高。”（［西·克雷门特］《论货币、贸易、汇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

念》，一个商人著，１６９５年伦敦版第７页）

“金和银，已铸币的或未铸币的，虽然被用作计量其他一切物的尺度，但

是它们和酒、油、烟、布或毛织物一样，也是商品。”（［约·柴尔德］《论贸

易，特别是东印度贸易》１６８９年伦敦版第２页）“王国的财产和财富严格地

说不能只限于货币，金和银也不能被排除在商品之外。”［ —１４２１］３２７

（［托·帕皮隆］《东印度的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１６７７年伦敦版第４

页）｝

“铸币的输出可能使智力薄弱者惶恐不安……但是……金和银，如同谷

物、酒和油一样都是商品，所以它们应象所有其他各种财产一样流通，并且

和它们一起流通；而它们的数量，如同其他一切财富或商品的数量一样，将

按市场的需求而增加或减少；由于它们的这种很大优点，所以不论何时，只

要存在着商业，存在着用来购买金银的商品和财产，我们就完全不可能感到

需要铸币。”（《致一友人书信论公共信贷。因有价证券行市下跌而作》１７４８

年伦敦版第１６页）

［ —１４２２］｛《论新建筑和扩展大小城市给国家带来的

巨大利益》１６７８年伦敦版。

正象后来用极不合理的原因来说明地租的提高等等一样，当

时 ［十七世纪］也是用这些原因来说明土地价值的下降。此外，

“罪过”就在于伦敦的大量新建筑。该著作是对此的反驳。首先，

作者指出 ［土地价值下降的］实际原因，同时也断定，土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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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租取决于农产品的价格。

“一年内因鼠疫死亡２０万人，这引起了地租的下降；这２０万人过去为了

吃穿需要有谷物、肉类和毛料，现在什么也不需要了，所以这些东西在市场

上的价格下跌了，而土地价格必然按它的产品的价格而变化。”（上述著作，第

１页）

“国内地租下降”的原因是，

“一国的产品超过该商品的消费，也就是说，国内的谷物、毛料和其他商

品超过了居民能够消费的量；这就造成了充裕，而充裕使物品便宜。现在土

地价值应按照土地上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下降；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国内

［土地的］改良大大超过人口的增长。土地的改良是多种多样的，这就是，沼

泽地排水，用精选种子播种，利用公地，圈围树林……而人口没有相应的增

长。人口所以没有增长，首先是由于严重的鼠疫……第二是由于人们移居到

新殖民地和为耕种 ［土地］而移居到爱尔兰。”（同上，第１４页）

第二，该书的作者考察房屋的级差地租，并且把房屋价值的

这种不断提高看作是财富的生产。

“在这些工人被使用在所有其他场合时……例如，生产布匹和其他各种

商品时，市场有时商品充斥，因此，商品的价格猛跌……以致以前生产的商

品所受的亏损，超过了生产新的一批商品时使用工人而获得的赢利；因此，在

这种情况下，来自穷人劳动的利润将会丧失，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让他

们白吃饭。但是，在建造新房屋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永远不会发生，因为建

造新房屋将使旧房屋的租金增加；正确的事实是：在任何城市的郊区和近郊，

房屋的价值比在城市中心要低。”（同上，第３页）“现在城市如此繁荣，这促

进了建设的发展，由于新建筑物的增加，那些本来是在郊区和近郊的房屋，现

在离市中心近了；因此，这些房屋的租金按照它们与市中心接近的程度［

—１４２３］而增加。”（同上，第３—４页）

作者以伦敦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相对肥力的提高对于土地的

关系，正如位置对于房屋的关系一样。这里着重指出了表明级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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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特征的那种价值创造的特点，这就是，追加生产不是降低原

有土地及其产品的价值，而是提高其价值。｝

｛约瑟亚·塔克尔的著作。

针对重商主义贸易差额的俏皮玩笑。３２８（补充笔记本Ｃ，第２７

页）

反对普遍生产过剩的可能性。（同上）

人口就是财富。人越多，意味着劳动越多，而劳动是“一国

的财富”。（同上）

反对休谟的理论，按照休谟的理论，较富有的国家，由于货

币源源不断，生产必定较贵，等等。３２９（同上，第２８页）｝

｛土地价值。它的提高是任何贸易的目的。

“凡是不能使土地价值提高的任何贸易，不论国内贸易还是对外贸易，都

应完全放弃。”（［约·柴尔德《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贸易》１６８９年伦敦

版第１页）｝

重商主义对剩余价值的观点：

“局限于本国范围内的贸易只能给王国带来很少的利益，不会带来比买

卖土地更多的利益；一人所得利益较多，另一人所得利益就较少，所有者改变

了，而土地仍然不变。对王国来说，具有最大利益和意义的是对外贸易。”（［托

·帕皮隆］《东印度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的贸易》１６７７年伦敦版第１页）

和货币主义相反：

“如果金银必须限制在我们疆界之内，也就是说，限制在我们四海之内，

那么，它们……就会变为不生产的，因而不会增加王国的资本。”（同上，第

４—５页）

计算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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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通常被看作资本或财富的尺度，这是对的，但这只是想象而不是现

实。说某人有１００００镑价值时，也许他连１００镑现金也没有；但如果他是农

场主，他的财产就是他的土地、谷物或牛和农具，如果他是商人，他的财产

就是商品等等。”（同上，第４页）

在贸易活跃的情况下，货币周转速度加快。

“认为货币的充裕或不足是贸易情况好坏的原因，这是极大的错误，虽然

这种错误看法非常普遍。诚然，如果贸易兴隆和顺利，就可以看到更多的货

币，它们的转手比贸易停滞和完全停顿时快十倍；因此，贸易兴隆时的一百

镑是比贸易停滞时期的一千镑更大的数额。重要的不是货币影响贸易，而是

贸易寻求货币，不然的话，货币就会闲置不用。”（同上，第５页）

［ —１４２４］｛《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１６７７年伦敦版。

该书维护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他们认为他们的不幸是

由于羊毛价廉所致，因为禁止羊毛出口，这样做是为了使工厂主

得到便宜的原料。整个小册子是针对“羊毛降价”的。（上述著作，

第１６页）

这是揭示土地所有者和产业家之间对立的最初著作之一。（通

常，这个时期总的来说更大的特点是土地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之

间的对立。）

先前他指出，羊毛出口总是单纯为了临时目的而中断。

在１６４７年，羊毛出口被禁止，

“其借口是，羊毛缺乏，满足不了我们自己的需要，这种情况（如果这是

正确的话）可能是由于战争时期羊的总头数大大减少造成的。但是，这种禁

止看来还有另一个原因。毛纺织业的大量工人（他们非常愿意一天去抢劫和

掠夺半克朗，也决不愿意为一天挣６便士而去干乏味的工作）在内战时期帮

了当时政府的忙，因此，我可以断言，政府禁止羊毛出口是为了鼓励和奖赏

工人而削弱小地主贵族。”（同上，第８页）

１２５（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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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手中储存着大量羊毛，由此引起价格下跌，租地农场主、

畜牧业者以及不得不自己经营农场的土地所有者破产。

“其结果是，由于羊毛跌价，农场必须卖掉。”

但是，地租大大下降，而出卖土地的数量很大，以致无人购

买。（第１６页）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羊毛价廉”。另一方面，

“羊毛价格低廉迫使数量很多的人从事农业，所以谷物总是变得不值钱，

以致它的价格刚刚能使租地农场主支付地租”。（同上，第１８页）｝

贫民——工业影响的罪恶结果。

“凡是工厂较多的地方，那里总是——或在大多数场合——穷人较多。原

因是明显的。诚然，当最初开办工厂时，它确使许多穷人得到工作，可是穷

人依然是穷人，而工厂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却使许多其他的人也成为穷人。”

（同上，第１９页）“雇主付给工人很低的工资，只够他们能劳动而不致饿死。”

（同上，第４页）

“现在假定，羊毛的价格每磅下降到３便士…… 英格兰所有土地的价

格也必定同样下降，因为那里没有一亩土地不生产羊毛（在可耕地上，至少

从收割到播种期间是这样，而在其他土地上，如果它们休闲的话，时间还要

更长）。因此，一般土地上所课的并常常与地租成比例的税收也减少了，因为

旧的课税方式，即抽取收获的 １
１０或

１
１５，最近已不再采用了，这对高利贷者很

有利，但不利于从事农业的贵族。”（同上，第５页）

由此可见，当时羊毛还是主要的土地产品，赋税还在相当大

程度上落在土地所有者身上，他们后来才通过间接税摆脱了这些

赋税。

现在谈该书最有意义的地方。

由于羊毛过剩，没有销路，

“某一个人〈租地农场主〉不能支付地租，另一个人〈土地所有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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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赋税。而这难道不是使地租下降，租地农场主破产和整个国家贫困的原

因吗，即使不是唯一的原因也是主要的原因…… 国家现在最大的利益和关

心［ —１４２５］应该表现为保存有爵位的贵族和小地主贵族，以及保存

本国土地的一切所有者，至少要比保存那些从事我国过剩羊毛加工的为数不

多的手工业者或那些因出口我们的工厂制品而获得利益的商人更关心得多。

这显然，（１）因为他们〈土地所有者〉是构成国家一切财富基础的那些东西

的主人和所有者；所有利润都是属于他们的土地产生的〈重农学派〉；（２）因

为一切赋税和社会福利都由他们承担，实际上归根到底落在那些只购买而不

出售的人肩上，因为所有的卖者按照自己的赋税而相应地提高自己商品的价

格，或降低商品的质量。”［同上，第４—５页］

（洛克，范德林特，重农学派。只是对洛克来说，不论什么赋

税反正都一样，因为归根到底，一切赋税都落在购买者身上，即

使他们是直接而不是间接支付赋税。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有人只

买而不卖，也就是说，拥有货币即商品的转化形式而不向市场抛

出商品，这当然是讲不通的。因此，这种理论首先是代表土地所

有者的。）

“（３）因为土地所有者维持着大家庭的生活，这就大大促进了我们工厂

制品的消费，许多的人依靠他们，也许是既依靠他们，又依靠织布生产。”

［同上，第５页］

（这些人作为“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①，作为消费者，是促进

工业发展所必需的。重农学派。后来的马尔萨斯及其同道者。）

“（４）因为土地所有者必不可免地要完成一切管理的和社会的职责，而

不论职责如何繁重〈可见，作者是要结束官僚制度〉，所以只有他们才能防止

发生随着平等的建立而来的骚乱。”（同上）｝

３２５（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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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谴责羊毛商人和出售羊毛的经纪人是社会的沉重负担。关

于商业资本各种不同形式的形成史。（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５３—１５６

页］：《我们英国羊毛业的状况》１６８５年版，以及《服装制造业衰

落的原因》１６９１年伦敦版）｝

｛理·坦普尔爵士《论赋税》１６９３年伦敦版。在该著作第３—

４页上，著者扼要地叙述了资本主义以前的赋税制度（它的原则）。

他维护土地所有者和平民，反对高利贷者、商人和自由的土地所

有者。

他说：“对国内生产的商品所征收的一般消费税，实际上也就是土地税

……因为两者都是对同样的商品，即都是对土地产品所征收的赋税。”（上述

著作，第１０—１１页）

（对羊毛生产者等，洛克也是同样的思想。
３３０
）也就是说，如果

“卖者”的“需要”大于“买者”的“需要”，那么，对消费者来

说，商品的赋税不会使商品的价格提高，而对生产者来说却会使

商品的价格降低，英国国内生产的商品就是这种情况。（魁奈也是

这样的主张。３３１）“现在地租和商品价格下降的基本原因”似乎就是

如此。（同上，第１２页）（这一切都在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５６—１５８

页］中。）（反对消费税，见第１２页。）他反对消费税，从政治观

点看来，是很好的。（同上，第１４页）｝（指出了［第１６页及以下

各页］与魁奈那里完全一样的荷兰方面的对立。）

｛土地所有者和货币巨头的斗争。见［约翰·阿斯吉尔］的著

作《评上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农业银行的法令执行委员会委员

会议》１６９６年伦敦版（匿名出版）。（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５８—１６０

页］。）农业银行反对英格兰银行。对立：如果利息下降（货币所

有者不希望这样），那么土地价值就提高。拥有货币的人希望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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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利息等等，使他们有可能在几年内把土地占为己有，

“因而在这样的［利息］率下，商人将在几年内把旧的小地主贵族的财产

据为己有，并占据他的位置和地位”。（同上，第３—４页）｝

｛资本的残酷。

“英国商人中间盛行的那种残酷精神，是在任何其他社会和世界上任何

其他国家所看不到的。”（《论信贷和破产法》１７０７年伦敦版第２页）

（这在考察债务人和债权人问题时加以利用。）｝

［ —１４２６］｛只要产品作为商品进行交换，它们本身就

是货币。在谈到商品形态变化时，引用３３２下面的一段话：

“交易的进程在这里改变了，现在不是以货换货，或者说不是供货和进

货，而是出售和支付；现在世界上一切交易都建立在存在着货币价格这一事

实上，虽然在任何时候都能够以货换货，但是双方也是以货币来估计这些商

品的。”（第８页）｝

｛ 凡是问题涉及交换价值的地方，政治便微不足道。《论借

款》１７１０年伦敦版。３３３｝

｛尼古拉·巴尔本《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于提高货币价

值的意见》１６９６年伦敦版。

从巴尔本著作的序言以及《美与支柱》这一著作 ［１６９６年伦

敦版］（洛克拥护者之一）可以得出结论：银行所有者巴尔本博士

个人对“提高铸币价值”３３４感兴趣。

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

“一切物品的价值是由它们的效用产生的；不具有效用的物品就没有价

值。”（巴尔本，第２页）

效用可能是由身体的需要或精神的需要，在这里即“欲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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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

“存在着两种一般的效用…… 或是物品对满足身体的需要有用，或是

对满足精神的需要有用（这样一些物品能满足欲望）…… 欲望包含着需要，

这是精神的食欲，就象肉体的饥饿那样自然，欲望是精神所固有的。”（同

上）“大部分物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满足精神的需要。”（同上，第３页）

“欲望和需要与财富同时增长。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只有得到充分满足的

人才是富有的人，因为他没有任何需要。”（同上，第３页）“如果说有什么物

品也能具有它们本身所固有的内在价值，那么这样的物品就是牲畜和谷物”，

（同上）也就是，“满足身体需要并维持生命的物品”。（同上）“稀有和缺乏是

装饰用的那些物品价值的主要基础，而不是它们某种美好的质本身。”（第５

页）［价值］只取决于看法。（第４页）（施托尔希①。）

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同价值和属性之间区分不清这一点比较起来，再没有什么东西会给这

一争论带来更大混乱的了。价值只是永远不能确定的物品价格…… 任何东

西都不可能有内在的价值。物都有内在的长处，这种长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

样的，如磁石吸铁的长处就是如此。这些物品虽然能够有许多属性，但随着

它们在当地是充裕还是缺乏的不同情况，它们可能有不大的价值或价格，或

者可能完全没有价值或价格。”（同上，第６页）

交换价值对物品的使用价值同样看待。

“只要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价值相等的物是没有任

何差别或区别的…… 价值１００镑的一定量的铁或铅与价值１００镑的一定

量的银或金具有相等的价值。”（同上，第７页）［ —１４２７］“金和银是

与铅或铁一样的商品。”（同上）

“在工业和商业中，如果商品的价值相等，商品之间就没有区别。”（第１１

页）

６２５ 第四篇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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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东西本身没有价格或价值；每个物品的价格或价值是对它的

需要或它的效用的结果。对物品的需要是充裕还是不足，使它具有较大或较

小的价值。”（第１６页）

“但是，如果一切物品的价值是它们的效用的结果，如果充裕或不足使物

品较贵或较便宜，如果银是用于各种不同需要的商品，而且它在一些地方比

别的一些地方更为充裕，那么，由此必然得出结论，银不可能有一定的或内

在的价值；而如果银有不确定的价值，那么，它永远不可能是贸易和交易的

工具，因为本身价值不确定的东西从来不可能是别的价值的确定尺度。”（第

８页）

计算货币。（同上，第１７、１８、２７页）这是票面价值的改变

等。（同上，第３０，３１页）

流通手段。

“人们更注意铸币的名称和花纹，而不注意其中的含银量。”（同上，第２９

页）

“铸币经常从一个人的手中转入另一个人的手中，它不断地被磨损，从而

日益变轻。”（同上）

巴尔本为反对贸易差额进行的辩论。（同上，第３５—４０、４２、

４４—４５、５１—５２页）（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８３—１８７页］）

“只要价值相等，一种商品就同另一种商品一样。”（同上，第５３页）

簿记。荷兰。（同上，第５４页）

世界货币，金银条块，商品。（同上，第５４—５５页）平衡贸

易差额并不是金流动的原因。（同上，第５７页）西班牙人。（同

上）各不同国家金条的相对价值是金流动的原因。（同上，第５９—

６０页）｝

｛《美与支柱：或我们的新货币》１６９６年伦敦版。

辅币。铜币。（上述著作，第６—７页）但是，他从巴尔本那

里接受了这样一个论点：金银条块流动到国外，不是为了支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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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充当购买手段。（同上，第５１页）｝

｛“显然，圈围［公有地］在很大程度上是邻近各教区贫民增加的原因。”

（《关于维持贫民生活的几点看法》１７００年伦敦版第１０页）｝

｛土地是财富的基础。

土地（自１６８９年以来的１１年战争期间）每年在每镑固定资本和利息上

支付１０先令，而土地这个词指的是农业、工业生产和商业，因为它们都是靠

土地而存在的，并且只是作为固定资本的土地的产品和利用；是土地产生它

们并维持它们的。（［詹·德雷克］《论平等赋税的必要性》１７０２年伦敦版第

２页）

关于因贫困（必需）而订立的合同的义务。这也适用于资本

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合同。（同上，第１６页）（后面的说法在补充

笔记本Ｆ第４页。）１６９９年的利息比１６８８年的全部费用还要多。

（第９页）｝

｛“交易所投机——社会秩序的破坏。”（第２页）３３５

（对乔治一世时代证券交易所的解剖。）

交易所投机者——“真正的窃贼和扒手。”（同上，第８页）“一伙骗子和

狡猾之徒。”（同上，第６页）

交易所投机的鼻祖是约瑟亚·柴尔德。（第１３页）关于他在

交易所的投机，可参看同上，第１３—１５页。

［ —１４２８］价值。

“物品能带来多少，它就值多少”３３６，或者，按照尼古拉·巴尔

本所援引的“老规则”［上引著作，第２页］，“物品能值多少，就

值多少”。｝

｛马修·德克尔爵士３３７：一种统一的赋税，即按照房屋所支付

的租金征收的房屋税。见补充笔记本Ｆ第６页上的这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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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４年，该著作已出了五版。作者是国会议员。还可参看霍斯利

先生的著作，１７４４年版。３３８（补充笔记本Ｆ，第６页；见同上 ［第

６—９页］，著作：《论我们现在赋税的不平等，特别是土地税》１７４６

年伦敦版。）在后一著作中说：

“不久前的赋税（消费税）是我国贫民饿死的原因。”（第２５页）

宣称，消费税落在贫民肩上。（第３７页）

“为自己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而劳动的工厂工人……是既纳关税又纳消费

税的商品的主要消费者。”（第３７—３８页）

谈到英国的家庭总数中有６０万户什么也不必支付。其他９０

万户必须为每镑年收入支付２先令，即按照孩子数和收入而变化

的所得税。（第３８—３９页）｝

｛《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１７３８年伦敦

版。这是非常重要的著作。

地租

“地租和土地所生产的那些物品的价格，总是同时提高和降低，并且必须

同时提高和降低。”（上述著作，第３页）

｛他援引洛克的话，认为这与货币跌价（由于银充裕）有关，

因此，与粮价昂贵有关，而使货币跌价（货币充裕）的同一原因

也使利息降低。（同上，第１２页）｝

“货币利息减少是生活资料价格提高的原因之一，或者更确切些说，尺度

之一。”（第６—７页）

｛洛克是这一著作的作者认为的主要权威。｝

利润（利息）下降和地租提高在这里第一次被看作是互相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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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事实，虽然按照洛克的基本论点，这种现象被解释得十分荒

诞。例如以下的论点：

“地租或（土地）年价值的提高……必然是由于土地产品价格和普通生活

资料价格的上涨引起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利息下降是地租或生活资料价格

上涨的直接原因；但是这意味着，在它们之间有这样的联系，即它们是相互

伴随的；所以，引起一种情况的原因，不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必然也会引起

另一种情况。”（同上，第３６页）

他确认地租在数年内的下降，但他并不认为这是普遍的。（同

上，第５７—５８页）（［补充笔记本Ｆ］第１６页）

价值。这是自配第和富兰克林以来对正确的价值理论最充分

的论述。（补充笔记本Ｆ，第１２页及以下各页）；（在第１４页上，他

三言两语就把关于供求的讨论应付过去了；也在第１５页上）。关

于价格方面下跌的东西：金或银，或是商品。 （同上，第１５

页）３３９

地租下降。（关于级差地租的猜测。）“各个租地农场的地租下

降”，因此，部分地说，租地农场中的许多农场

“地租在以前高于租金，而现在又下降了；其他一些租地农场的土地是肥

沃的和不能改良的，而贫瘠的和不肥沃的土地由于施肥和改良耕作，开始生

产更多的产品，较为肥沃的土地依然如故；但一些土地的这种改良必定降低

其他一些土地的价值和地租，因为，如果消费这种粮食的人口数，或购买粮

食用的货币数，没有按照产品数量增长的比例增长，土地的价值和价格，以

及所有土地［ —１４２９］上所获得的粮食将不会比过去更多。”（同上，第

５８—５９页）“在产品数量这样增加的情况下，人们确实会生活得更好并得到

更多的供应，但是现在大量产品的价值和价格并不会比过去小量产品的价值

和价格大；而且地租……从总体来看，也不会更大。”（同上）

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和劳动的价格。

“贫民身上的负担是否会因粮食价格提高而增加，这也是个很大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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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同上，第７２页）“至于农业中的劳动或工厂中的劳动，那么观察表明，

当粮食最便宜时，它总是最贵，因为生活水平很低的人中有许多人只是为了

自己最起码的生活资料而劳动，如果他们一周中劳动三天就能获得最起码的

生活资料，那么其余三天他们就可以闲着，或者规定他们自己的劳动价格。如

果更高的粮食价格迫使他们一周多劳动一天，或一天多劳动一小时，或者更

确切些说，比现在少玩一天或一小时，这并不严重地损害他们的利益，那么，

这一天或这一小时的工资，就可以把他们因充当他们普通生活资料的物品涨

价而遭受的损失，绰绰有余地加以补偿；而使用他们的人完全能够促进他们

的勤劳，还能够提高他们的工资，因为他们的利润增长的程度大得多。”（同

上，第７３页）

作者研究因劳动昂贵而引起的商品价格的上涨。

“我知道，人们经常抱怨的事情是在英国劳动昂贵，所以这个国家栽培或

生产的产品在国外或国内市场上都很贵，但是我想，它们所以昂贵，宁可说

是由于在最初的生产者和最后的消费者之间存在着许多作为中介人的经纪

人，也是由于这些中介人获得巨大利润。产业家即老板、中介人、小店主或

商人的利润的最轻微减少，都会引起非熟练工人和高度熟练工人工资的巨大

提高。因此我认为，某些外国的商人所以卖得比我们便宜，其真正原因就在

于，我们的商品在到达消费者手中以前经过的路太长，而经手商品的各种代

理人把本应属于最初生产者和产业家的利润的很大部分侵吞了（但在我们这

里也象在别的国家里一样，不论是中介人还是商人，都不满足于这样小的利

润），而不在于，在我们这里来自第一手的商品比在别的国家里贵。”（同上，

第７３—７４页）

赋税的全部重担应落在土地上。作者在这里引用了一位现代

的作者和洛克。（见补充笔记本Ｆ，第１８页）消费税对消费者来说，

使价格提高，等等，但同时对生产者来说，又常常使价格降低。

（同上，第１９页）｝

“劳动是未来的财富。”（［查理·唐森。］《从全国出发建议严重注意社会

舆论的一些想法。附有附录，说明因谷物奖励金而造成的损失。一土地所有

者著》１７６７年伦敦版第２６页）

１３５（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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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物等出口奖金和反对进口税。（上面引用的《从全国出发建

议严重注意社会舆论的一些想法》；补充笔记本Ｆ，第１９页）
３４０

［ —１４３０］｛《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

食价格的比较研究》１７７７年伦敦版。

阶级相对状况的改变。

“［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上述著作，第５页；补充笔记本

Ｆ，第２１页）

地租。在粮食价格提高的情况下，土地所有者获得双倍的利

益：地租额增加，“地租提高”［同上，第８页］，从而土地价值提

高；第二，土地所有者由于利息降低而得到好处。（同上）

帮助租地农场主提高粮食价格的一些原因。（同上）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他们从错误的观念

出发，似乎他们只有相应地减少自己的收入，才能增加工人的工资。”（同上，

第１１页）

现在和４０年前工人生活资料的统计（补充笔记本Ｆ，第２２

页）还表明，工资远不是按照生活资料价格上涨的同一比例增加

的。

“工人所受的损失，变为土地所有者获得的利润。”（同上，第１９页）｛还

可参看 ［补充笔记本Ｆ］第２３页，前引著作第２０—２２页｝

关于贫民浪费这种论断的荒谬性（补充笔记本Ｆ，第２３页）。

（小麦面包、茶叶。）

所有者和资本家的观点。

“认为富人经常养活穷人，这种思想中包含着根本的错误。富人惯于把穷

人看作赋税，看作他们财产的附加开支，而实际上，如果没有穷人，他们的

财产也就没有价值。”（前引著作，第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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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节工资的规律。伊丽莎白。詹姆斯一世。

赤贫、租地农场主、工业家。极重要的话。（同上［补充笔记

本Ｆ］第２３—２４页；［前引著作，第２６—２８页］）

土地价值。

“土地本身……必须被看作是［离开］工人［便］没有价值的东西，土地

因工人而获得的价值，必定能够按工人的力量和勤劳而相应地提高和降低。”

（前引著作，第２９页）

过去如何对待工人贫民，现在又如何对待他们。（同上［补充

笔记本Ｆ］，第２４—２５页；［前引著作，第３０—３５页］）（工人贫民

受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剥削。）

资本家和工人。

“租地农场主断言，说什么他养活穷人。这是荒谬的。实际上穷人处于赤

贫状态。”（前引著作，第３１页）

关于对赤贫的荒谬解释和关于摆脱赤贫的精神手段。（同上，

［补充笔记本Ｆ］第２５页）

过去和现在的工资。（同上，［补充笔记本Ｆ］第２５—２６页；

［前引著作，第３６—４２页］）

出色的著作！｝

｛亨·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人民幸福的原理》第１

卷１８１５年 ［圣彼得堡版］。

土地——机器。（上述著作，第１卷第１６８页）（各种功率的

机器）

“土地的肥力有时表现在产品的充裕上，有时表现在产品的多样化上。”

（同上，第１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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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的缺点。在分工的情况下，工人只是附属物。（同上，第

２０４页）

农业中工人的分离。（同上，第２０９页）

运输。俄国的雪橇。（同上，第２２６—２２７页）

［ —１４３１］企业主和工人。

“在小企业中……企业主常常是他自己的工人。”（同上，第２４２页）

收入的来源同时就是生产的动机。（同上，第２５９页）（补充

笔记本Ｇ，第８页）

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般表现（“不以劳动为转移的收入”）。

（同上，第２６０页）

“消费基金的永恒财富可以充当资本。”（同上，第２７３页）

固定资本始终在“工业劳动者”手中，并且不“改变自己的形式”，而流

动资本“多半都转化为新产品”。（同上，第２９５页）

捕鱼人没有任何流动资本，但他的固定资本却相当大。（第２９６页）

共同劳动下费用的集中。（同上，第３０５—３０６页）但是，施

托尔希说，积聚是必要的。（同上）

收入。（同上，第３３１页）

斯密那里的资本利润，斯密把资本的利息同企业主的利润混

为一谈。

“斯密……在被称为资本利润的一种收入上，把企业主的利润同资本利

息混为一谈。”（同上，第３３４页注）

监督工资。

“当问题涉及到把它〈企业主的工资〉同这种利润分开时，那么，如果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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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雇用工人来完成这一工作，企业主的工资不外就是通过他应支付给工人

的那种工资来计算。”（同上，第２卷第１页）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补充笔记本Ｇ，第５５—５６页；前引著

作，第２卷第３６—３７页）周转时间的差别。（补充笔记本Ｇ，第

５６—５７页）

“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同上，第２卷第３６页）

但是，狡猾的施托尔希指出，工人除了会

“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有任何风险……工人没有［向生产］付出任

何物质的东西”。（同上，第２卷第３６—３７页）

施托尔希在这里表现了两重混乱：（１）有时把必要价格只归

结为“收入”，而不归结为不变资本加收入；（２）有时商品的必要

价格由工资的价格决定等等，而工资的价格又由商品的价格决定。

关于第一点：

（１）“花在材料上即原料和已实现的劳动上的流动资本〈为什么也不是固

定资本呢？〉，本身是由商品组成的，这些商品的必要价格是由同样一些要素

构成的；所以，如果考察一国的全部商品，那么，把这部分流通资本包括进

必要价格要素之中，就等于把一定的数额计算两次。”（同上，第２卷第１４０

页）

（２）“诚然，工人的工资以及代表工资的那部分企业主利润，如果把它们

作为生活资料的一部分来看，它们也是由按现行价格购买的并有工资、资本

收入、地租和企业主利润包含在内的那些商品构成的…… 这一考察只能证

明，不可能把必要价格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同上，第２卷第１４０—

１４１页注）３４１

杨格——计算一英亩土地的总产品。（补充笔记本Ｇ，第５９页）

（平均）地租。（同上，第６０页；前引著作，第２卷第２２３页）

货币（作为借贷手段和作为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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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如果同样一些铸币能够充当超过它们价值二倍……二

十九倍的不同贷款的手段，那么它们也能够以同样多的倍数充当

支付手段。”（同上，第３卷第１６１页）

亚当·斯密。分工（［施托尔希。前引著作］第６卷注２）

（补充笔记本Ｇ，第１１４页）

［ —１４３３］３４２社会中的商品交换和分工。

“为了产生交换，仅仅有可以进行交换的物品是不够的，必须有……各种各样

的物品。”（施托尔希，前引著作，第１卷第７５页）“分工……至少在交换之初，

与其说是交换的结果，倒不如说是交换的原因。”（同上，第８２页注）

商品的价格。价格不过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一种商品的交换

价值表现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这并不使后者成为前者的

价格。在这里，从货币流通中得出的范畴，混进了简单商品交换

的东西。例如，施托尔希写道：

“例如，如果４磅茶叶同１码呢绒相交换，那么，很显然，呢绒的数量构

成茶的价格，正如茶叶的数量构成呢绒的价格一样。”（同上，第８７页）“互

相关联的量构成商品的价格。”（同上）｝［ —１４３３］３４３

        

［ —１４３５］｛约·肯宁安｝《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

对我国工厂中劳动价格的影响》１７７０年伦敦版。（这一著作中最重

要的论点已由其作者在《论赋税》１７６５年伦敦版中叙述过了。）

这个家伙疯狂反对工厂工人，说什么应该使他们回到当时农

业工人已经有的“幸福状态”。他的著作非常重要。从他的著作中

部分地可以看出，在大工业建立前不久，工厂中的纪律还很不够；

劳动的供给还不符合需求；工人还远没有把自己的所有时间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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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属于资本的时间。（当然，当时工人中间还有不少粗鲁行为，但并

不比他们的天然首长中间多。）为了消除这些缺点，作者建议：对生

活资料征收高额税，因为这正如歉收一样，会迫使工人劳动，实行

普遍归化，以促进工人中间的竞争，以及伪造铸币（增加货币量）等

等。除了机器以外，这家伙要求的所有其他东西，实际上很快就出

现了：粮食的高价格、大量的人头税、流通货币的贬值——这些情

况导致了工资水平的下降，而且在１８１５年使工厂的赤贫者有幸和

那些代表“精明强干的英国农民”的“贫民”并列。下面这些话，在一

定程度上对阐明当时工厂工人实际进行劳动的劳动时间来说，同

样地对阐明资本力图迫使工人以全力劳动（以及使他们养成勤劳

的习惯，不断劳动的习惯）来说，是最为重要的：

第一，工人的全部劳动时间属于“商业阶层”，这个阶层的标

志在这里应理解为全体产业资本。

“每天损失一个劳动小时，会给一个商业阶层造成莫大损害。”（《论手工

业》第４７页）

强迫人劳动：

“强迫人劳动和勤勉的任何方法……都将有同增加工人人数一样的结

果，并将使在相反情况下成为国家负担的东西变为国家的财富和力量。”（同

上，第１８页）

（粮食高价就是这种方法，而促成粮食高价的，是对生活资料

课税，等等。）

“赋税有使劳动价格降低的趋势。”（同上，第１４页）

劳动价格和劳动量。（工作日的长度。）

“干的活较少而又不便宜，这是粮食价格低的结果。”（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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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工人拥有能使他们游手好闲的资金，他们就不劳动；而一旦这些资

金用完，贫困就重新促使他们劳动。由于这个原因，凡是用不多的劳动就能获

得生活资料的国家，从来都没有在商业中起过多大作用。”（同上，第２６页）

因此，必须

“寻找某种方法来创造普遍的勤勉，强制人们在一周６天内进行适度的

劳动，以便将来使这样的劳动成为习惯，就象荷兰人那样；因为如能达到这

一点，就等于工厂人口将大约增加三分之一，并且商品的年生产将增长许多

亿…… 这就是对商业阶层很重要的适度、勤勉和不断劳动的结果。”（同上，

第２８—２９页）“当由于生活资料价格高昂，人们不得不每周劳动６天时，他

们始终是冷静的，而这些工人的劳动总是完成得最好”等等。（同上，第３０

页）“威廉·坦普尔爵士说，习惯势力具有很大的力量：从经常劳动转入经常

安逸，就象从经常安逸转入经常劳动一样困难和令人难受。”（同上，第３０—

３１页）

［ —１４３６］“假如每周的第七天休息是上帝的安排，那就是说，其

余６天属于劳动，所以毫无疑义，强制实行每周６天的劳动不能说是残忍的

行为。”（同上，第４１页）

“如果我们的穷人想……过奢侈的生活并每周只工作４天，他们的劳动

就必然昂贵。”（同上，第４４页）

“我希望，我说的这些已足以表明，一周进行６天适度的劳动并不是什么

奴隶制。”（同上，第５５页）

对波斯耳思威特（《工商业大辞典》的作者）的反驳。波斯

耳思威特在自己的著作《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商业利益》（１７５９年

伦敦第２版）中写道：

“高赋税必定会使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生活资料的高价格必定会使劳

动的价格提高，而劳动的高价格必定会使商品的价值提高；所以，劳动最便

宜的国家出售的商品总是能够比其他国家更便宜，因而能够夺取商品市场。”

而我们这位卑劣的家伙在他的第一部著作中反对这一点，这

一著作的标题揭示了它的全部内容：《论赋税。赋税对我国工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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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价格的影响，以及关于我们王国内工厂居民的一般行为和

心情的某些想法，这些想法通过来自实践的论据证明：除了贫困

以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强迫人去劳动｛因此，必须经常把工资保

持在这样的水平上，即每天，今天和昨天一样，都有贫困发生，以

强迫人去劳动，并使工人永远也不能摆脱这种“贫困”｝，并且，凡

是生活资料价格低廉的国家，从来都没有在商业中起过而且也不

可能起重大的作用》（１７６５年伦敦版）。波斯耳思威特在他的《工

商业大辞典》的最近一版中回答了这个家伙３４４。（下面我们援引作

者激烈反对波斯耳思威特的话。）

“我国农业工人就是这样干活的［一周干６天活］，看来他们是我国所有

劳动贫民中最幸福的人。”

（下面，这个家伙在他的著作中自己也承认，这些“幸福的”

人的工资已达到了生理上的最低额，因此，如果不提高工资的话，

即使生活资料税只增加一点，他们也负担不了。）

“但是荷兰人在工厂中也是这样干活的，而且看来是一个很幸福的民族。

法国人也是这样劳动，只要不是中间插入假日的话。”（《论手工业和商业》

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５５页）

工人阶级应当对自己的首长有依从感。

“但是我们的工厂居民却有一种成见，好象他们作为英国人生来就有一

种特权，应该比欧洲任何一国的 ［工厂居民］都享有更大的自由和独立。这

种思想使我们的士兵勇敢起来，就这一点来说，它可能有些好处；但是工厂

贫民受这种思想的影响越小，他们本身和国家得到的好处就越大。工人无论

什么时候都不应当认为自己可以不依靠自己的上司而独立。”（同上，第５６

页）“在我们这样一个大概占总人口 ７
８的人只有一点财产或没有财产的商业

国家里，怂恿不良分子是非常危险的。”（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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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价格决定的是劳动的量，而不是劳动的价

格３４５；如果大大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那你们自然就会相应地减少劳动的

量。”（同上，第４８页）“人一般说来天生是好逸恶劳的，［ —１４３７］我

们从我国工场手工业工人〈不良分子〉的行为就不幸地体验到这一点。除非

生活资料涨价，不然他们每周平均顶多干４天活。”（第１５页）

“工厂主们知道，除了改变劳动价格的名义价值以外，还有各种提高或降

低劳动价格的方法。”（第６１页）

“只有我们的工场手工业贫民情愿每周做６天工而依旧领取现在做４天

工所得的工资，情况才能根本好转。”（第６９页）“必须这样做，才能使我国

同法国相等。”（第６９—７０页）

“工作日是个不定量：可长可短。”（第７３页）

“在我们王国……工场手工业工人劳动４天，就可以有余钱维持一周其

余几天的闲适生活。现在假定，小麦的价格一蒲式耳（从５先令）上涨到７

先令，那么，工场手工业工人势必抱怨的唯一不幸就是，他们不得不每周多

劳动一天半或两天，并必须象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工人和英国的农民那样节约

和谨慎。”（同上，第９７页）

如果习艺所必须有个名称，那它们应当成为恐怖之所：

“如果习艺所的计划应当符合……根除懒惰、放荡不羁、鼓励勤勉精神、

压低我们手工工场的劳动价格方面的某种善良目的……那么，这样的习艺所

就应当成为恐怖之所，而不应当成为贫民收容所。”（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这样的“习艺所”，他称之为“理想的习艺所”，并提出，

“他〈贫民〉在那里每天劳动１４小时，不过其中包括他自己的吃饭时间，

因此净剩的劳动时间是１２小时”。（第２６０页）

我们看到，如果他一方面（见同一个波斯耳思威特
３４６
）证明，

每周劳动６天，这对工场手工业工人来说，并不是“奴隶制”，并

把荷兰贫民在手工工场中也劳动６天这一事实当作某种不寻常的

事情来宣布；如果他另一方面建议，让人们在他的“恐怖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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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理想的习艺所”劳动１２小时；如果把这种情况同下面两

件事对照一下，即同（在１８３３年？）尤尔及其主子们象反对可怕

的侵害行为一样，反对把手工工场的儿童、妇女和少年的劳动限

制为１２劳动小时这一事实３４７，以及同法国工人把限制劳动时间为

１２小时看作是［１８４８年］二月革命的唯一成就这一事实（见《工

厂视察员报告 ［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年》第８０

页］３４８）对照一下，那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强制延长劳动时间

（工作日）这一点就变得很清楚了。

“王国的劳动贫民大量地消费奢侈品；工业人口尤其如此；他们同时还消

费自己的时间——这是他们各种消费中最有害的一种消费。”（同上，第１５３

页）

如果工人劳动得较多，他们也不应当挣得更多，因为贫困应

当始终是激励他们劳动的推动力；工人应当始终是贫穷的，但必

须创造“商业阶层的”财富，换句话说，也就是为自己的资产阶

级创造财富。

“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 —１４３８］

合理的幸福的直接道路，也是通向国家富强的直接道路。”（同上，第５４页）

他所谓的穷人的“合理的幸福”
３４９
，究竟是什么东西，从下面

这一点就可以一目了然：他曾把农业“工人”描绘为“最幸福的

人”①。他自己就在他的著作的另一个地方说：

“但是，农民……能够生活得不错时，也正是粮食最便宜的时候…… 他

们的劳动力常常是紧张的；他们既不可能生活得比现在更坏，也不可能劳动

得更加紧张。但对工场手工业工人来说，情况远非如此。”（同上，第９６页）

１４５（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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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穷人的“合理的幸福”就是这样。

波斯耳思威特著作中上面提到的那一段话３５０就是针对他的，

（这一段话应当引用在论正常工作日的那一节中；见补充笔记本

Ｇ，第５０—５２页）。｝［ —１４３８］３５１

        

［ —１４４１］计件工资。理·康替龙《试论一般商业的性

质》（１７５６年阿姆斯特丹版，它是《政论集》１７５４—１７５７年阿姆

斯特丹版第３卷。）

“从事每种手艺的帮工一天能完成多少工作，业主师傅大体上是心中有

数的，所以他们往往根据完成的工作量付给帮工报酬；这样，即使没有监督，

这些帮工为了切身的利益也会尽量劳动。”（上述著作，第１８５页）

“手工业帮工的劳动，是按日或按件计算的。”（同上，第２０２页）

新教也是增加剩余劳动的一种手段。

“信奉新教的国家……由于废除了许多节日而得到好处，因为在天主教

国家中，在这些节日是不劳动的，这使居民的劳动几乎一年减少八分之一。”

（同上，第２３１页）

（沙·加尼耳《政治经济学理论》，两卷集，１８１５年巴黎版。

生产劳动。

“这种出售价值是生产劳动的特征〈！〉”（上述著作，第１卷第２６６页）

工业的发展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

“工业的发展不仅不需要大量的工人人手，而且使工人人手减少。”（同

上，第１卷第３０８页）“甚至很难说，什么时候工业产品的增加要求增加熟练

人口。”（同上，第１卷第３０７页）

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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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如同任何其他产品一样〈！〉……完全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

（同上，第２卷第７７页）

“生息的资本究竟是属于土地所有者还是属于租地农场主，这是没有意

义的。”（同上，第２卷第８０页）

“耕地的出售价格〈而非耕地的出售价格呢？〉既不可能低于，也不可能

高于投在土地耕作上的资本额。”（同上，第１卷第５４页）

价值。并不存在内在价值。价值取决于对产品的需要。

“可见，产品值多少，值得多还是少，都是无关紧要的。”（同上，第２卷

第３３５、３３４—３３７页）（补充笔记本Ｇ，第１２６页）｝

｛弗·维·福尔邦奈《经济学原理》（１７６７年），（载于《政治

经济学文选》，附欧·德尔和古·莫利纳里评注，１８４７年巴黎版第

１卷）。

收入。

“收入是能够给商业或流通每年带来新价值的财产的结果。”（上述著作，

第１７４页）

固定资本。

“新土地的排水和开垦需要劳动，但只有过了几年之后，土地才能使劳动

得到报酬。”（同上，第１７９页）

“利润的水平……是必要的条件。”（同上，第１８５页）

在１８４—１８５页上，福尔邦奈关于高价格和低价格谈得很好。

［ —１４４２］土地变为鱼塘。

“养鱼之风曾一度达到了使人民象贵族一样破产的狂热程度。当时有许

多土地变成了池塘。由于兴趣改变，这些池塘又改为牧场。”（同上，第１８７

页注２）

低价格（反对经济学家）（补充笔记本Ｇ，第１２９页；前引著

作，第１８７页），这也同从事土地耕作的人数的减少和这些“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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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的转业有关。（同上，第１３０—１３１页；前引著作，第１８７—

１８８页）

可怜的加尼耳及其同伙，把出售价格看作是生产劳动的标志

和奢侈品大量消费的标志等等。下面福尔邦奈的论点，作为对他

们的反驳，说得很好：

“当某些国民通过消灭其余国民的剩余而获得大量剩余时，”较无用物品

的涨价是很有害的；“因为这时会发生强制的财产转移，形成穷奢极欲的不良

风气”。（前引著作，第１８７页）“因为将有更多的人由于把别人的财产强制转

移到他们手中而享有更多的剩余，所以，赋税越大，奢侈越甚”。（前引著作，

第２０６页）｝

｛［热尔门·加尔涅］《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１７９６年巴黎版。

这个家伙，斯密著作的翻译者，重农主义者，曾追随亚当

［学派］，他首先是康替龙著作的剽窃者。只要援引下面这段话就

够了：

“数量的增加要受人支配的任何商品，其平均价值和一般价值……是使

用于产品生产及其出售目的上的土地和劳动的［价值］量总额。”（上述著作，

第６１—６２页）

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不同于工资和利润，它

“只是由于法律的虚构，即承认并支持个别人的所有权，才由所有者白白

获得的”。（同上，第２８页）

亚·斯密。

加尔涅说：“他的目的是要阐明，国民财富的增长只是由于两个原因，即

（１）劳动能力的提高；（２）资本的积累。”（同上，第 页前言）

资本预付。

“消费者很少直接雇用工人。同样，工人在他劳动时也很少个人拥有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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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用来获得材料及工具的资金。但是，这种预付，不论是谁进行的，都是一

种不同于劳动并值得特殊报酬的服务。”（同上，第３４页）

可见，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情况下，劳动条件是和劳动分离

的，消灭这种分离是一种服务，应该特别得到报酬——由工人支

付。（利润是工人创造的，加尔涅在第３５页上承认这一点。）因此，

这种服务的可能性，只是由上述分离的现实产生的。按照加尔涅先

生的意见，如果一切商品出售者和［也是他们］商品购买者只出售

自己的产品，那么，他们必定通过加价来为他们在劳动时自己为自

己所预付的劳动所必需的生活资料而互相支付“报酬”。

［ —１４４３］这家伙的消费理论和他反驳斯密区分生产劳

动和非生产劳动的论战。（补充笔记本Ｇ，第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８、１３９页）

不过，偶尔也能看到一些合理的论点，例如，下面两个论点，但是他

使用得不对：

“人民天天靠最必需的东西生活。”（前引著作，第１９３页）“他只有同时既

增加自己的消费量，又增加自己的生产量，才能致富。”（同上，第１９４页）

在流通领域中，商品等于财富。

“财富在落入消费者手中以前，在它们必须经过的领域中被考察时，通常

被称为商品。”（同上，第５４—５５页）

重农学派的理论（补充笔记本Ｇ，第１３５页）：生活资料（谷物

等）使劳动具有价值，而不是劳动使生活资料具有价值。｝

｛埃·博·孔狄亚克《商业和政府》（１７７６），载于《政治经济

学文选》第１卷，附欧·德尔和古·莫利纳里的注释，１８４７年巴

黎版。

价值建立在“物品”的“效用”上，即建立在我们对物品的“需

要”上，即我们关于它们的效用的“看法”等等上，即我们关于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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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用性质的“判断”上。（上述著作，第２５１、２５２页）这种“看法”也

包括我们关于物品的稀少和充裕程度的“看法”，也就是说，关于它

们的价值水平的“看法”。（第２５３页及以下各页）

“它们的价值主要在于……我们对它们的效用等等所作的判断。”（第

２５５页）

（施托尔希先生
３５２
在“这种哲学”中汲取他关于价值本质的知

识。）

价值不是某种绝对的，内在的东西（与巴尔本比较一下①）。

“人们认为价值是物品内在固有的绝对的质，而不以我们对它们的判断

为转移，这种不明确的概念是幼稚论断的来源…… 物品所以具有或大或小

的价值，只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有或大或小的效用，或者——如果它们具有

同样效用的话——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较为稀少或较为充裕。”（同上）

剩余价值。相等价值的交换。

“如果……用一定价值的产品去交换相等价值的另一产品，那么很明显，

不论怎样增加交换的次数，价值额或财富仍然照旧不变。”（同上，第２６６—

２６７页）

“认为在交换时是付出等价而换得等价，这是错误的。相反，契约当事人

的每一方总是付出较少的价值去交换较大的价值。”（同上，第２６７页）“的确，

如果人们总是以相等的价值互相交换，那么，不论哪一方契约当事人都不可

能得到任何利益。而实际上他们两方都会得到利益或者至少应当得到利益。

怎样得到的呢？问题在于，物品只是对我们的需要来说具有价值；对一个人

来说是加号，对另一个人来说是减号，反过来也是一样。”（同上）“假定我们

不是出售我们自己消费所必需的物品，而是出售我们多余的物品…… 我们

力图付出我们无用的东西，以便获得必需的东西；我们希望付出的较少，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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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的较多。”（同上）

“关于物品价值的思想”，由于贵金属作为货币量使用而完全

被搞乱了：

“过去人们想用一种尺度来表示物品的价格，这种尺度，例如一盎斯金或

银，总是同一的，所以人们毫不怀疑，物品有绝对的价值；但是，当时人们

在这一方面只有模糊的观念。”（同上，第２８８页）

“十分自然地得出的结论是，如果在交换时人们认为，交换的是价值等于

同一货币量的物品，那人们是付出一个价值，换得与它相等的价值…… 但

必须注意事情的另一个方面：难道契约双方当事人不是用多余的东西［

—１４４４］交换他们每人必需的东西吗？”（同上，第２９１页）

资本主义生产中的货币运动。

“如果它们（货币）处于运动中而不引起交换，就没有流通。例如，来自

税收的货币经过许多人的手才进入国王的国库。但这并不是流通，这只是货

币的转移…… 必须靠流通使货币在一定意义上转化为能够维持生活的一

切物品，等等。”（同上，第２９５页）｝

｛《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给一位朋友的几封信。附带指出，

谷物价格不调节土地的价值；土地的价值随着各种土地产品的廉

价而增长》１７５３年伦敦版。这些信最初发表在《晚邮报》上。

这些信的作者是绝对的自由贸易派；他也（关于马·德克尔３５３

就不用说了）赞成废除航运法
３５４
。但是他除了想废除航运法外，还

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道路上的一切障碍。

“提高国内谷物的价格，不论以何种方式这样做，都意味着对谷物的消费

课税，而这样做同时又减低国外的谷物价格，这就意味着，采用这种赋税是

为了外国人的利益。”（上述著作，第４页）

“商业的利益要求谷物和一切其他食品尽可能便宜；凡是会使谷物和一

切其他食品昂贵的事，必然也会使劳动昂贵，并且减少我国工业商品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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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同上，第３页）

降低工资。英格兰十八世纪上半叶的劳动时间量。取消行会

法、学徒法、垄断法等等的限制。资本的自由运动在对粮食价格

的关系上是降低工资的手段。

但“商人本身并不赞同这样的事情：由于废除奖励金，从而谷物跌价，平

民的勤勉程度下降……我国各工业城市中的商人，每当国外对我们的工业制

品有非常需求的时候，他们就会在自己的事业中遇到最大的困难，工人是按

照对工业商品的需求来衡量自己的劳动价值的。”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在十八世纪的最初几十年中不断减少的

人口，后来大约到１７６０年又增长了，虽然增长得有限；而且，尽

管人口在农业地区已经过剩了，但在一些城市中，由于实行了居

住法，行会法，学徒法等，城市工人的队伍并没有同样地补充起

来。大约自１７００年至１７６０年，谷物的价格下跌。而资产者不愿

意工人“按照对工业商品的需求来衡量自己的劳动价值”；他不想

要供求规律，因为这一规律是针对他自己的；相反，工人应当把

自己劳动的价值作为劳动能力的价值限定为一定数量的生活资

料。但就是在现在，几乎任何类似的企图都会引起工人的罢工，所

以，这种企图只有在最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成功。）因此，如果三天

劳动的价格可以维持工人家庭一周的生活，工人就不愿劳动六天

（更确切些说，只有增加工资，他才肯劳动六天。要经过［ —

１４４５］一定的时间，资本才能实际上得到对本来由工人支配的一

切时间的权利）。

“但是，如果生活资料可以更便宜地得到，那么，情况就会更糟…… 这

对英格兰的一切劳动来说都是对的，因为在那里，几乎每一种生产都是垄断

的，所以不准许企业主雇用他们认为合适的并能为他们劳动的工人，他们只

８４５ 第四篇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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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满足于使用法律规定的那些工人…… 在劳动没有受到限制的一切国家

中，粮食的价格必定影响劳动的价格。如果生活资料变便宜，劳动的价格总

会降低。”（同上）

在妨害劳动的“困难”和“障碍”中，他说出了学徒法。

“在许多生产部门中，没有经过学徒阶段的工人按照法律无权劳动；其

次，他不能和别的工人联合；再其次，他不能不顾行会的限制而劳动…… 

每个工人，如果法律对他不加限制，都可以象不同情况所要求的那样，从一

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 我们现在的限制，常常使工人能够要求比他们

的劳动所应得的更高的工资，这就妨害了我们的工业商品的出售。”（同上，第

４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规律——和行会生产相反——在于劳动

和资本从一个使用领域到另一个使用领域的自由转移。劳动作为

劳动一般同资本相对立，这种劳动的特殊内容对资本来说，正如

它所生产的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完全一样，是偶然的和无关紧要

的。因为对资本来说，问题在于生产剩余价值，把不论哪种形式

的他人剩余劳动占为己有，而究竟是哪种形式，当然由市场的需

要来决定。另一方面，在资本中，同劳动相对立的是价值本身，物

化劳动本身，独立形式上的货币，它们对活劳动的关系是它们作

为资本的属性，但不是同自己的使用价值或资本家的特殊技能结

合在一起的资本的属性。（这属于第四章。３５５）

这一切摘自第一封信。在第二封信中，土地所有者的代表作

了回答，他直截了当地（而在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还只是少数人这样

做）说出，对土地所有者来说问题的实质何在。

地租和粮食价格。（见补充笔记本Ｈ，第２—３页；［前引著作，

第５—６页］）

９４５（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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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三封信中，我们的作者提出了反驳。

劳动能力价值的下降。

“工人的费用〈或者，象他的另一种说法那样，粮食价格——前引著作，

第３页〉以怎样的比例减少，如果同时取消了对劳动的限制，工人的工资也

就以怎样的比例减少。”（同上，第７页）

地租。后来他打算证明——这很有意思——地租不取决于谷

物的价格水平。（补充笔记本Ｈ，第３—４页；［前引著作，第８—

９］）｝

｛１７６５年伦敦的混乱，１７６５年和１７６６年农村中由于粮食价

格 ［上涨］而引起的混乱。（见《论赋税》作者前言及《农村租地

农场主就粮食价格致尊敬的下院议员的三封信》１７６６年伦敦版

［第３、３１页］；补充笔记本Ｈ，第４页）｝

｛《就有关麦酒和啤酒等的消费税法令的为难情况致英明人

士和穷人朋友的几封信》１７７４年伦敦版。这是反对土地所有者的

最为激烈的著作。因此，这部著作非常重要。（补充笔记本Ｈ，第

５—９）｝

［ —１４４６］｛《论大不列颠穷人现状》１７７５年伦敦版。

（第一版于１７７３年出版）

１６８０年英格兰有利于穷人的赋税共计６６５３９２镑，到１７７３年

增长了３—４倍，从而等于３００万镑。（上述著作，前言第 页）

反对出租穷人。（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０页；［上述著作，第９

页］｝

｛贝阿尔岱·德·拉贝伊［《关于取消税收办法的研究》］１７７０

年阿姆斯特丹版。反对重农学派。（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１页；［上

述著作，第４０—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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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地租法和移民法。姆·弗莱彻［《关于影响谷物价格的

原因的几点想法》伦敦版］１８２７年。（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２页；

［上述著作，第９—１０、１８页］）｝

｛姆·弗莱彻《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８年伦敦版。自乔治二世

时期以来靠土地税进行的欺诈行为。（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２—１３

页；［上述著作，第２５页］）｝

｛地租。《评进口外国谷物》１８２８年伦敦版［第８４页］。土地

的位置比自然肥力更重要。｝

｛《政治经济学论文集》１８３０年伦敦版。（补充笔记本Ｈ，第

１３—１４页）

关于资本和地租在反雅各宾战争３５６时期是怎样增加的；但这

种增加的基本原因是工人阶级的贫困，以及部分地是妇女和儿童，

部分地是其他工人的劳动时间的增加。这个地方很重要；应该在

所谓原始积累那一章中加以利用３５７。（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４页；

［上述著作，第２４７—２４８页］）｝

｛［爱·吉·威克菲尔德］《英国和美国。两国社会状况和政治

状况的比较》，两卷集，１８３３年伦敦版。

劳动的联合。（上述著作，第１卷第１６页）（补充笔记本Ｈ，

第１５页）

别针工厂中

“每个别针都是许多人联合劳动的产品。”（上述著作，第１９页）

因此，首先是“力量的联合”。（第２０页）

农业分为各种彼此独立的部门。（第２７页）（补充笔记本Ｈ，

第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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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积聚（或大量资本集合）在少数人手中，是资本主义生

产的条件。凡是资本被平均分配在各生产者之间的地方，资本就

不会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这妨碍“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并妨害

大规模的劳动等等。［前引著作，第１７—１８页］既然分散的资本

的联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那么这种分散的资本是怎样联合

起来的呢？威克菲尔德称这种积聚｛实际上积聚和原始积累是一

致的｝是

“大规模地和以固定形式进行资本积累和利用资本的前提”。

人们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呢？

“他们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

而且，说起来真可怕，

“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或结合的结果”。（同上，第１８页）（补充笔记

本Ｈ，第１５—１６页）

威克菲尔德说英国和美国之间的差别是：美国的雇佣工人只

占总人口的１
１０弱，而英国则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即“以

劳动为其唯一财产”的阶级。（同上，第４２—４４页）（补充笔记本

Ｈ，第１６页）

会不会有一个蠢驴说，这种情况所以发生，是因为大部分英

国人懒惰，而只有几个资本家劳动，或者说，这种对比是由于美

国生产者和英国生产者之间勤勉和节约上的差别而产生的呢？

资本家的人数与资本积累同时增加，但不是以同一比例增加。

“工厂主的人数……增加了，但增加的比例小于工业资本。”（同上，第８７

页）

［ＸＸ —１４４７］在美国，可以更快地从工人变为资本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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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的情况（现在那里的情况也已经不同了）。（同上，第１３０—

１３１页）（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８页下边）

［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比例工资。

威克菲尔德说：

“当然，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简单分配，同应当分配的产品量相比

是不足道的…… 整个问题在于，双方彼此分的产品是多少？”（同上，第１

卷第１２３页）

（１）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一，工资和利润被看作是产品的各

个部分。这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相矛盾，但是，实际上工人的产品

始终是工人由以得到报酬的基金。他在这一周所得到的货币，是

他在前天或在一周或一个月等等以前所生产的商品已经实现的价

值的一部分。

（２）作为工资支付的货币，或者说，可变工资，按其物质构成，

即按其使用价值来说，（主要是）消费资料（这些消费资料的某一部

分，工人可以而且必须花在所谓非生产劳动上），是物化劳动，它们

对于活劳动来说总是表现为过去劳动。但正因如此，这种过去劳动

能够是现在的劳动或将来的劳动。例如，工人在星期六得到他一周

的工资。工人把他的工资花在面包、牛奶、肉类、蔬菜等等上，只有

在下一周内，才能在它们进入个人消费的这种最终形式上把它们

生产出来。因此，工人的工资无非是取得现在劳动的产品，甚至取

得将来劳动的产品的支票，是工人得到的领取自己现在产品或将

来产品的支票。因此，认为资本家积累了这一切并为工人储备这一

切，是可笑的。但是，由于独自占有物化着过去劳动的产品，不论这

是劳动资料还是生活资料，资本家就能够用自己的货币去交换活

劳动，第二，既然他把货币作为工资支出，他就能够把货币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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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现在和将来劳动产品的支票。但这里应当肯定的最重要的事

情是，资本家用货币，也就是过去劳动的独立表现，价值，去同活劳

动相交换。至于后来工资怎样实现，这是另一个问题，应当在研究

普通储备和流通中的资本时加以考察。

（３）威克菲尔德先生忽略了一点：应当分配的产品量，同生

产出这个量的方式有某种关系，并且产品的分配同分配的方法有

某种关系。威克菲尔德先生当然完全明白这一点，因为在他那里

全部关键问题就在于，只有在一定的产品分配方法下，才会产生

资本、雇佣劳动、资本主义生产和以这些为转移的产品量。

积累过程。

“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已经创造了资本。”（同上，第２卷第１１０

页）

资本积累并不就是可变资本的增长。（见第１４４８页上的继续

部分）３５８［×× —１４４７］

［×× —１４４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劳动被资本使用，所以资

本总是可以找到使用劳动的领域。”（同上，第２卷第１０３页注）“资本往往不

断增长，而劳动不能得到任何使用。”（同上，第２卷第９９页）“认为是整个

资本使用劳动，这是错误的。”（同上）“虽然在资本以外并不存在劳动的使用，

但是好几百万资本积累起来，不是为了使用本国的劳动，而是为了资本的利

益才使用劳动，不是为了把它闲置起来，也不是为了把它花费在长久的并使

人破产的投机上。”（同上，第２卷第９７页）［×× —１４４８］

［×× —１４４８］工人世代的迅速交替。

“工厂中从事过度劳动的儿童死得惊人地快；但死者的空位，马上又有人

补充上，人物频频更换，但总的情景并不因而发生变化。”（同上，第１卷第

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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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贫民。见上面第１４４６页①——《论大不列颠穷人现状》

（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０页）；参看罗伯特·布莱基
３５９
（１６０２年）《古

今政治文献史》１８５５年伦敦版；这里参看威克菲尔德论许布纳先

生等。（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７页；［前引著作，第１卷第６７页］）

反雅各宾战争时期的巨额利润。

“利息率是判断利润率的相当正确的标准。在最近战争期间，利息率是很

高的。”（同上，第１卷第９１页）

但是，战争是不是伴随这种资本积累的状况呢？１８３０年“重

新揭示”的情况十分准确；

“英格兰南部的农民……不是自由人，也不是奴隶，他们是贫民。”（同上，

第１卷第４７页）

关于科学工作者的低微工资（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７页；［前

引著作，第１卷第９６页］）。

普选权，工人阶级和１８３０年 ［选举制度］改革的法令。（补

充笔记本Ｈ，第１９页；［前引著作，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工资。詹姆斯·穆勒（威克菲尔德所引用的）。《教育》词条，

载于《英国百科全书附册》（１８３２年版）

“良好的饮食是良好教育的必要部分……对大部分人民来说，没有良好

的饮食，任何教育都无能为力。”（反对朗福德）［前引著作，第１卷第２０６

页］

地租。［土地的］位置几乎是殖民地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同

上，第２１７—２１８页）（补充笔记本Ｈ，第２０页）

“地租…… 是由于土地利用的竞争产生的。”（同上，第２１８页）

５５５（４）第 笔记本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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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能减少生产费用的改良，会给土地所有者带来怎样的利

益。（见同上，第２２４页；补充笔记本Ｈ，第２０页）决定英格兰

土地利用竞争的各种情况。（同上，第２２７—２２８页；补充笔记本

Ｈ，第２０—２１页）

工资的最低额。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哪个国家农业中使用的自由劳动

的报酬多少明显地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活资料呢？”（同上，第２４６页）“毫无

疑问，在英国役马是宝贵的财产，它们可以得到比英国农民更好的营养。”

（同上）｝

｛简单劳动（威克菲尔德所引用的）。

“除自己的普通劳动外拿不出任何别的东西来换取食物的一个庞大阶

级，占人口的大多数。”（詹姆斯·穆勒《殖民地》词条，载于《英国百科全

书附册》１８３１年版）

美国农业与家庭工业的结合等等。（上述著作，第２１—２２页；

补充笔记本Ｈ，第２５页）｝［×× —１４４８］３６０

        

［×× —１４５２］匿名作者者３６１援引曼或李的下列重商主义观

点：

“大不列颠如果没有对自己有利的贸易差额，那么，它所能指望得到的财

富也不会比这样一个家庭多，这个家庭的家长除了从自己的妻子和孩子那里

赢得货币以外，别无他业。”（《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第１１４页）

他在附录［第７页］中援引了前面提到过的安德森
３６２
关于长期

租佃等的一段话。关于自耕农。

｛［乔·惠特利］《贸易原理》１７７４年伦敦版。

工资不是由粮价决定这一原理，在这种场合由土地所有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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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者，即主张政府发放谷物出口奖励金的辩护者说出。（补充笔

记本Ｈ，第４４—４５页；［上述著作，第１８、３９页］）｝

过度劳动和青年妇女的死亡。（《泰晤士报》１８６３年７月２日；

补充笔记本Ｈ，第１６８页
３６３
）

｛（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１８１５年伦敦版。

反对马尔萨斯的著作。（补充笔记本Ｇ，第９页）

谷物（粮食）生产领域的扩大。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随着生产粮食的土地面积的扩大，一年中不

同时期生产率的不平衡状况，或它的不平衡性将减少。”（上述著作，第２、２４

页）

（劳动能力的价值。很好的概括。（补充笔记本Ｇ，第１０页；

［前引著作，第６２—６５页］）在那个时期（部分地也在十八世纪｝，

［劳动价格］的这种“自然规律”，被自由贸易派为了工业家的利

益而利用来反对土地所有者和国家赋税（谷物税）。另一方面，土

地所有者的辩护者，赋税征收者的辩护者等等，表示赞成不以生

活资料价格为转移的现行价格，并赞成因生活资料涨价而引起的

剩余劳动的 ［增加］和工资水平的下降（因此，赞成工人阶级直

接从属于资本家）。这些家伙在十八世纪是这一学说的辩护者｛本

来由工人阶级支配的一切劳动时间一旦从属于资本，这一学说就

多半失去了它的意义｝，其中除辛克莱及其他赋税征收者和国债清

偿委员会的代表以外，还有（很有系统地深入研究的）《论赋税》３６４

（１７６５年和１７７０年）的作者；威·坦普尔爵士（荷兰人的模仿

者）｛也是重农学派的模仿者，有一半不是由于自己的过错｝；［惠

特利，］《贸易原理》（１７７４年）的作者，他赞成支付政府的谷物出

口奖励金；阿瑟·杨格，《威尔士的六周游记》（１７６９年）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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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输出谷物的合理性》（１７７０年）这两部著作的作者（颂扬生活资

料高价格的品得，也是《论赋税》的作者）；与此有关的还有他的

其他一切著作，例如，《政治算术》［１７７４年］；［约·阿伯思诺特，］

《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１７７３年伦敦版）的

作者等等。（这实际的信念究竟是什么，可以从范德林特在１７３７年

左右所进行的论战中看出来。）

反对者：范德林特；反对政府的谷物出口奖励金，见１７５３年

《晚邮报》上发表的信；［又见］［约·格雷］《致英明人士的信》（１７７４

年），《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１７９７年）等。波斯耳思威特。

在十九世纪，赞成政府对谷物出口发奖励金的有马尔萨斯、威

·斯宾斯、罗德戴尔、帕涅尔，总之，拥护谷物法的整个舞台；反

对的有布坎南、威斯特、李嘉图、《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１８１５

年伦敦版）的作者、托伦斯、詹姆斯·迪肯·休谟以及其他许多

人，其中一部分人，在我们分析谷物法引起的闹剧时还要提到。应

当指出，就是这些自由贸易派，从三十年代起就向工人断言，［谷

物法的废除］并不触及 ［劳动价格的］自然规律，同时，他们部

分地引用了土地所有者的辩护者反对自由贸易派时所引用的同一

些论据。在十八世纪前七十年，当谷物价格不断下跌时，这个问

题对资产阶级来说，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也就是说，直到

资产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建立而不再能顺利地迫使城市工人为取得

与劳动价值相一致的价格而进行充分的劳动时为止，——只有在

生活资料昂贵的年代，这些法律才是反对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的。）

［×× —１４５３］不过，托伦斯先生承认，这种［劳动价格自

然规律的作用］产生于反雅各宾战争３６５时期，当时英国拥有（１）对

机器的垄断，（２）世界市场上的垄断，（３）当时由于采取特殊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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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人还未受到货币贬值的影响。但所有这些一旦终止，世界

市场上的竞争就产生了危害。此外，工资部分地已被降低到它的

自然价格的很低的水平，再降低就会发生危险了；而且，正是在

那个时候，工人已经开始愤怒并且开始进行他们反对延长工作日

的斗争。（这里还应该加上一种情况：因为原料进入不变资本，所

以由于原料涨价，利润率不以工资为转移而降低，在世界市场上

进行着竞争，并且在垄断已经消除的情况下，劳动价值名义上的

提高必定会严重影响利润率。）

凡是粮食价格提高而工资等没有相应提高的地方，只要劳动

的价格不提高到“谷物的货币价格的水平”，那里的工人就会生病

和死亡。（托伦斯，前引著作，第７８—７９页；补充笔记本Ｇ，第１２—

１３页）

［劳动自然价格］原理中的例外情况：（１）谷物价格不断上涨，

导致“以马铃薯替代面包”，导致“生活资料标准降低”（也就是

说，导致劳动价值下降）（补充笔记本Ｇ，第１４页［前引著作，第

９０页］）；（２）在物价格突然上涨时，暂时 ［没有发生工资的提

高］，如同 ［平时］谷物涨价时的情况那样（同上，第１４—１５页；

［前引著作，第９０—９１页］）；（３）由于赋税减轻，工厂的商品或

其他生活资料跌价，使谷物的涨价由此得到补偿。（同上，第１５页；

［前引著作，第９１—９２页］）

“有一些同任何合理的理论和经验直接矛盾的人，他们希望粮食昂贵，断

言谷物价格并不影响工资，因而不可能使工业品涨价，或者不可能使外国人

具有胜过本国工厂主的任何优越性。”（前引著作，第２２７页）

托伦斯认为，——而且这是在亚·斯密以前和他以后直至李

嘉图时期占统治地位的观点，——工资的提高会使商品价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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涨。这种观点在十八世纪反对粮食高价格，从而反对工资名义上

的高价格的论战中占优势。但这种观点丝毫也不会改变问题的实

质：在威斯特、李嘉图等人那里，［工资的提高］是（直接）由于

利润率下降，在托伦斯及其前辈那里，则是由于在世界市场上廉

价出售的商品数量增加，因此，间接地是由于利润下降。

托伦斯向上院引用了罗德戴尔的证词。（这一切应当在考察劳

动价格时引用。）

问题归结为：在物价昂贵的年代，工人加班劳动，因此，提

供的劳动量增加；这就是说，如果需求不变，那么劳动价格降低

了，而劳动时间延长了。这个地方很重要，也就是说，无须增加

工人的人数，所提供的劳动就能增加。（关于劳动价格问题。）（补

充笔记本Ｇ，第３３—３４页；［前引著作，第２２７—２３０页］）

与 ［罗德戴尔］相反，托伦斯断言：

“对劳动来说，也象对不论什么东西来说一样，市场［价格］有时不同于

自然价格。”（前引著作，第２２９页）

此外，罗德戴尔断言：

“在１７９０年，１夸特小麦值２镑１６先令，织１埃耳３６６凡而纱的费用是１５

便士，而在１８１２年，１夸特小麦值６镑，花６便士可以完成同样的劳动……

 在１８１２年，粮价昂贵，而工资很低。”（前引著作，第２３０页）

对这一点，《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１８１５年伦敦版）一书

的作者已经指出，这 ［工资的降低］当然是指价值大大超过非熟

练劳动的工厂劳动而言。况且，工厂劳动也在拉平。相反，［罗德

戴尔］向上院和下院所作的证词证明，（把济贫法制度撇开，因为

根据这一制度，在英国一部分工资是作为施舍发放的）劳动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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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价格平均来说大大提高了，虽然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它

才按粮食价格提高的同一比例提高。见托伦斯的论述。（补充笔记

本Ｇ，第３４—３６页；［前引著作，第２２９—２３６页］）（总的来说，在

农业中，工资提高了一倍，而生活资料的价格提高了二倍）（在

１７９０至１８１３年期间）（指谷物价格，而肉类价格上涨得更多）。

［×× —１４５４］托伦斯援引亨利·帕涅尔先生的话，他的论

谷物贸易的小册子３６７（１８１５年）。这家伙是下院谷物法委员会的主

席，他反对那些断言谷物昂贵会提高工资，从而提高工厂制品价

格的工厂主。（补充笔记本Ｇ，第３７页；［前引著作，第２３８页］）

托伦斯说，帕涅尔

“坚持他关于市场工资率的看法”。（前引著作，第２３９页）

进口谷物的数量。（补充笔记本Ｇ，第３９页；［前引著作，第

２９０—２９１页］）

“如果３６８为了生产生活资料而需要较多的劳动，那么，较多的劳动，或这

些劳动的产品，必须作为工资留给工人。但是，因为他的较多的劳动，或者

同样可以说，他的这些劳动的产品，成为工业工人生存所必需，并且在工人

劳动时为工人所消费，所以企业主剩下较少的劳动产品，而一定量的工业资

本运到市场上去的工业商品数量比过去少〈似乎供工人用的商品也不进入市

场〉。”（前引著作，第２３５—２３６页）

谷物货币价格的每次降低都会使劳动的货币价格下降。（前引

著作，第７６页）谷物货币价格的提高会使工资提高。（同上）

如果谷物关税突然取消，那么，

“以前在土地上劳动的农业３６９工人，由于土地现在不再耕作，他们就会丧

失他们在正常工作中所能够获得的技能和技巧的任何好处；而丧失了自己的

精神资本的农业工人，不得不到他们的生产力必定会降低的地方去寻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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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同上，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但是，这涉及所有那些因改良而离开自己正常工作的工人。

通过人为地提高粮食价格来人为地提高地租，会引起人民的

报复。（补充笔记本Ｇ，第１８—１９页；［前引著作，第１９９页］）

１８１３—１８１４年议会会期。《（下院）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

报告和证词》和《上院委员会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状况

以及有关法律的报告》。１８１４—１８１５年会期。３７０｝

｛格·纽纳姆（律师）３７１。

按照１８０４年法律规定，低于６３先令的价格禁止出售谷物，而

１８１５年法律规定的这一价格为８０先令，但在可以进口谷物的地

方，关税规定为２先令６便士。（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１８页；［上述

著作，第２页］）

工资。

在工资只以最必要的生活资料为限的地方，面包价格的提高

引起工资的提高；在相反的场合，这种提高使我们失去不多的剩

余，迫使我们

“从我们已习惯的地方降到一般水平”。（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１８页；［前

引著作，第５—６页］）

可怜的马尔萨斯向安德森抄袭有关剩余的论点，除面包外，这

种剩余也进入工资。实际上，在伊登的著作中针对１７９５年以及以

后几年，就曾列举过这种剩余的几种形式。农业工人的剩余到

１８１５年就完全消失了。实际上，这种剩余已归结为旧时英国监狱

的饮食，即面包和水。（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１８页下半页，第１１９

页开头；［前引著作，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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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１７７３年到１８１２年时期谷物等等［价格］以及工资提高

的程度，见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１９页；［前引著作，第７页］）

［×× —１４５５］关于农业工人的工资如何由治安法官，贫民

习艺所的蠢货们用粮价来直接计量的问题。由父亲、母亲和３个

孩子组成的家庭每周需一加仑谷物（８磅１１盎斯）和３便士（也

是每周）用于衣着。贝奈特先生的证词３７２。（《上院的报告》第９７

页；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１９—１２０页；［前引著作，第２０页］）

啊，这些无耻之徒！弗·伊登先生在自己的著作的第１卷第

５７７页上写道：伯克郡的地主们（这些人以治安法官的身份为农业

工人规定工资，关于这一点同较早期的法律的联系，见上面关于

“贫民”的另一著作３７３）

“１７９５年在斯宾诺姆兰德规定了如下工资率：如果８磅１１盎斯重的一

加仑或半配克谷物卖１先令，工人的收入就应当等于３先令，在面包价格上

涨，而没有达到１先令５便士之前，收入可以适当增加；如果面包价格超过

上述价格，那么，收入应适当减少，直到面包价格达到２先令为止，这时工

人的食量应比 １
５以前减少 。”（纽纳姆，前引著作，第２０页注）

当时耕种的劣等地。地租。（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前引著作，第５１、１７页］）有一位下院议员公开说：

“这是一种措施，其作用主要就是提高地租。”（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２１页；

［前引著作，第１７页］）

可以根据证词判断劣等地的比重，证词的结论是劣等地并不

太多。（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２１—１２３页；［前引著作，第５２—５３

页］）

见有关粮食进口的图表。（同上，第１２３—１２４页；［前引著作，

第５８—５９页］）从图表来看，很难理解，亚·斯密怎么能想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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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土地所有者大公无私的荒唐话
３７４
。

尽管地租提高了，但土地所有者们没有为反雅各宾战争提供

分文，相反，他们仍在战争中捞取好处。（补充笔记本Ｅ，第２３

页）３７５｝

｛查理·亨·帕里医生《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

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必要》１８１６年伦敦版。

该书反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关于级差地租的观点。（补充笔记

本Ｅ，第１７页）在实践中，甚至在产品价格下跌时，地租往往也

不会减少。（上述著作，第１１页）

地租在哪些情况下才“妨碍”土地的耕种。（补充笔记本Ｅ，第

１８页；［上述著作，第１３—１４页］）

在下院和上院的证词。（补充笔记本Ｅ，第１９页；［上述著作，

第４０页］）

根据阿·杨格本人的证词，较贫困的租地农场主（由于资本

不足而对土地耕作得不够好）

“只是为了较大的资本家，自己的竞争者的利润而不让面包价格下跌”。

（上述著作，第５１页）

帕里这个地道的自由贸易派资产者指出，租地农场主完全靠

工人来补偿自己的一部分亏损，并把贫民救济金算进工人的收入，

阻碍改变

“工资和食品之间的通常比例”。（同上，第６９—７０页）

生活水平。帕里抱怨英格兰“工人”不愿吃“掺有杂粮的混

合粉”面包，并且说：

“在教育比较好的苏格兰可能不会有这种偏见。”（同上，第６９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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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伊登认为，１７９２—１７９６年时期物价昂贵的水平几乎相

当于１８１２年及以后的几年。但是，工人在１８１２年和以后几年的

境况还更坏。（补充笔记本Ｅ，第２０—２１页；［前引著作，第７３—

７８页］）面包约占工人支出的一半，在伊登那里并不完全是这样：

平均超过２
５。而在多子女的家庭中超过的还要多得多。在１７９５年

至１７９６年尚且存在的一些消费品，到１８１５年就不见了。租地农

场主的粗暴行为。（见补充笔记本Ｅ，第２１页和第２２页。［前引著

作，第７７页和８０—８１页］）在补充笔记本Ｅ第２２页上 ［前引著

作，第７８—８１页］也有材料证明，尽管名义工资有相当提高，但

工人的实际工资大大降低。参看伊登的论点。（补充笔记本Ｅ，第

２６页；［前引著作，第２１３页］）

猪猡——土地所有者，通过地租摆脱一切税收，同时还捞到

好处。（关于这一点以及这类形形色色的骗子，见补充笔记本Ｅ，第

２３—２４页；［前引著作，第１００—１０４页］）

［×× —１４５６］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

“如果……已经肯定，租地农场主由于有义务交付地租而必须得到利润，

那么，没有什么能比这更加痛心的了，等等。”（前引著作，第１５８页）

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马匹。计有１８０万匹；它们值１６２０万镑；

把人吃掉了。（前引著作，第１７６页；补充笔记本Ｅ，第２５页）｝

｛约翰·洛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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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７年伦敦第８版第２卷。

在国内感到短工｛农业短工｝不足，必须迎合他们，否则他们不会为我

们劳动，等等。（上述著作，第１７页）如果工人得到的工资比较少，他花在

面包、油、干酪、肉上的钱也必定比较少。（同上，第４８页）

任何物的自然价值（使用价值）都在于它能满足必要的需要，或者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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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活带来方便。（同上，第２８页）

“市场价值”不同于自然价值。

“如果两种或两种以上商品的任何一定量相互交换，那么，它们的市场价

值……是相同的。”（同上）“一切商品（在交易中实际发挥职能的货币是其中

的一种）的价值，或价格也就是一种比例；你们改变其他一切比例，提高某

种［商品］的价格或降低另一种商品的价格，你们同时也就改变这种比例。”

（同上，第３０页）｝

｛彼得罗·维里《政治经济学研究》，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

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１５卷。

“货币是一般商品。”（上述著作，第１６页）

（反对重农学派。）（厚笔记本
３７６
，第９５页下半页；［前引著作，

第２０、２２页］）

重商主义者也象货币主义追随者那样主张：

“尽量增加每一种商品的卖者的人数，尽量减少买者的人数，这是政治经

济学的一切措施的枢纽。”（同上，第５２—５３页）

请看，他怎样摆脱困境，怎样把这一点别出心裁地同年再生

产的扩大联系在一起！（厚笔记本，第９６页下半页；［前引著作，

第５３—５６页］）

“政治经济学的任务就是用尽量少的劳动量来尽量扩大年产品〈作者把

这理解为纯产品，剩余价值〉，或者说用最少的劳动来生产一定量产品；用一

定劳动量生产尽量多的产品，尽量增大劳动，并从中取得最大的生产效用。”

（同上，第１９０页）

斐迪南多·帕奥累蒂。［《农业思想概论》，库斯托第编《现

代部分》第２０卷］重农学派的追随者。（厚笔记本，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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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詹诺韦西《市民经济学讲义》（１７６５年版），载于

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８卷。

“人的力量看来是极其多方面的、灵活的，它象肌肉一样，只有承受巨大

的负荷，才能充分发挥出来。”（上述著作，第１０—１１页）

“虽然商人并不轻视已经获得的利润，但他的目光却总是盯着未来的利

润。”（同上，第１３９页）｝

［×× —１４５７］｛勃多（尼古拉）《经济哲学第一篇导言或文

明国家的分析》（１７７１年版〉，载于《重农学派》，欧仁·德尔编，

１８４６年巴黎版。

“因此，财富这个名称要求两种东西：第一，通常的质，它使那些可供我

们消费的物品成为有用的或适意的物品，并使它们成为财货；第二，交换这

些物品的可能性，由此财货能为你们提供其他财货，而这就使它们成为财

富。”（上述著作，第６６１页）

“由于教育方法的连续性、一致性和臻于完善，人们早就占有了许多代和

好几百年来的思维、经验和成就的成果，并且这种占有发展了才能等等。”

（同上，第６６５页）｝

积累过程。

“简单劳动只是靠人数的扩大而进行的。”（弗兰西斯·威兰德《政治经济

学原理》１８４３年波士顿版第２９８页）

人口的自然增长是再生产的结果之一；第一，它本身是积累

（人的积累），第二，是积累过程的前提（在一定范围内）。它并不

花资本家分文，技能也是一样，工人阶级只是通过实践来积累技

能，并把它作为成果（作为劳动特长）传授给自己的接替者。（见

霍吉斯金３７７）最后，是科学的积累和再生产，科学或多或少直接决

定物质生产过程。在各种物化劳动中，科学是这样一种物化劳动，

在这里再生产，即“占有”这种物化劳动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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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生产上所要求的劳动时间相比是最小的。

积累过程和对劳动的需求。

在全部剩余产品中，有一部分重新转化为资本，而在这一部

分中某一份额转化为可变资本，也就是用来支付工资。如果以此

为前提，那么，针对所谓工资实际上取决于现存资本量的荒谬经

济学理论应当指出下列几点（在这里也撇开对外贸易和投放资本

到国外生息这一点不谈）。

（１）如果有人说，所使用的劳动量取决于现存资本量，那么，

这种说法只在下述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绝对地说）：这是绝对的同

义反复，这种同义反复所以不表现为同义反复，只因为在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下，从而在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劳动的各要素表

现为独立的、异己的和相互独立的要素。这只是表明，从事劳动

的人数的增长取决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或者说，至少以这种生

产率为界限），即取决于这样的劳动生产率：它一方面表现为他们

本身的生产能力的发展，以及这种能力在现在和过去被运用时所

表现的精力、知识和合乎目的的程度。而第二，它表现为它借以

发生作用的各种已建立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基础，并且也表现

为年再生产的这样一种规模，这种规模应足以满足下一年的原料、

生活资料和生产本身的需要。土壤。土地。

［×× —１４５８］（２）全部剩余产品（从它的价值来看）是由新

加进的劳动组成。因此，转化为追加资本或形成积累源泉的那一部

分劳动也是如此。不过，这全部追加资本虽然来源于剩余劳动，但

是认为它在剩余产品实际转化为资本时似乎完全同新的追加劳动

相交换，那就大错特错了。它一开始就以它形成不变资本要素的形

式而存在，它只有一部分，相当小的一部分转化为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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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剩余产品中新转化为可变资本的

那部分就越小，生产过程使之不断变为剩余的那部分人口就越多，

不增加工人人数而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劳动量就越大。应当指出，劳

动的供给不仅取决于（见罗德戴尔的有关论述①）工人人数，而且

取决于工作日的长度。其次，与此有关的还有这一情况：大工业

在不断造成人口人为缩减的同时，另方面又为工人阶级造成这样

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工人阶级作为大量穷人被大规模地再生

产出来。

（４）其次，还有一部分 ［剩余产品］直接（或通过对外贸易

转化为 ［别种产品］）进入上层阶级的消费。

从亚·斯密那里当作教条接受下来的关于对劳动的需求不断

增长的论点（在斯密看来，因为这里的工资在增加，所以对劳动

的需求加速增长），对生产资本的积累来说是一种幻想；然而这种

论点对工场手工业来说是正确的，他的观点正是建立在对工场手

工业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的。这一切在威克菲尔德那里也造成可

笑的矛盾。在美国和在老资产阶级国家开拓的新殖民地中，在某

一时期以前工资（对劳动的需求）是随财富的增长而迅速增加的，

因为在这里占全部从事农业者９９１００并可能提供全部产品
４
５的人，是

独立劳动的农民，因而不是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而在城

市中则采用资本主义方式进行生产，并且所有殖民地也使用老牌

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过没有它们的弊病。威克菲尔德本

人承认这一点。但是，另一方面，他想在殖民地强制推行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消灭殖民地的主要特点——土地的免费的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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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特隆《就价值、流通、工业、国内外贸易论社会利益》，载

于《重农学派》，欧仁·德尔先生编，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部。

“它〈货币〉除了产品赋予它的运动之外，没有别的运动。”（上述著作，

第８８５页）

“价值就是一物和另一物、一定量的这种产品和一定量的别种产品之间

的交换关系。”（同上，第８８９页）

“全部同类产品其实只是一个量，这个量的价格是整个地决定的，而不以

特殊情况为转移。”（同上，第８９３页）

（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３８页）

“产品只有用产品来支付。”（列特隆，前引著作，第８９９页）“产品只能

用产品来购买。”（萨伊，上述著作，第４４１页）“交换按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契

约，这种契约以平等为基础，也就是说，是在两个相等的价值之间订立的。因

此，它不是致富的手段，因为所付和所得是相等的。”（列特隆，前引著作，第

９０３—９０４页）

［×× —１４５９］“出售就是……交换…… 它也是这样进行的：两个相

等的价值相交换，而不是致富的手段。”（同上，第９０９页）

“不是……契约当事人决定价值；价值在成交以前就已经决定了。”（同

上，第９０６页）“有货币参与的贸易，不是以卖的行为……而结束……因为只

有买者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对卖者来说事情并没有全部完结：他所得的货

币并不是可供消费的物品。因此，为了消费这些货币，他也必须成为买者。”

（同上，第９０８页）“由此可见，从当前的买方来说，任何购买都要求在购买

之前先出卖，而任何出卖都要求在出卖之后必定购买……每人每天都把他所

得的货币付出来，把它们投入流通；只要货币一停止流通，它就表明付出货

币者的需要已得到满足，也表明债务已经履行，并且货币获得者继续打算清

账或满足需要。”（同上，第９０８—９０９页）

“交换直接达到目的，而目的就是消费；交换只在两方进行，而且只经过

一次交易就结束。但有货币参与的交易没有结束，因为卖者必须自己或通过

接受他所转让的货币的人成为买者。因此，要以下一步的目标即消费而结束，

至少就要有四个点和三个契约当事人，其中一个人参加两次交易。”（同上，第

９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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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货币〉不是单纯的符号，因为它本身就是财富；它不代表价值，它

是价值的等价物。”（同上，第９１０页）“货币在它的获得者手中是抵押品或票

据，有了它，他什么时候想取得东西就去取得东西，并且想取得什么东西就

取得什么东西。”（同上）

超过年再生产的积累。

（但是，所有没有被消费的固定资本是再生产的结果，没有这

种再生产它就会贬值，并失去自己的使用价值。｝

“一国所拥有的相当可观的财富基金，是存在于可在相当长时间内存在

的劳动产物的形式上，这种财富不以该国每年的再生产为转移；这种基金形

成资本，这种资本是长时间积累起来的，起先是由产品偿付的，它不断更新

和增长。”（同上，第９２８—９２９页）｝

｛里维埃尔的迈尔西埃《政治社会天然固有的秩序》（１７６７年

版），载于《重农学派》，欧仁·德尔先生编，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

部。

“人们不会用货币去交换货币。”（上述著作，第４８６页）

“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价值，其实无非是以产品形式存在的价值，它
·
只
·
改
·
变

·
了
·
自
·
己
·
的
·
形
·
式。”（同上）

“让卖者和买者通过自己的购买相互付出他们通过自己的出卖而得到的

货币，这是绝对必要的。”（同上，第５４０页）“每个卖者也要通过他所进行的

购买向别人提供货币，以便使别人能购买他想卖给此人的商品。”（同上，第

５４１页）

［×× —１４６０］“人们用货币购买商品，用商品购买货币；因此，买卖

总是……某一价值同另一价值相交换，这两个价值中有一个是货币，还是两

个都是普通商品，这件事本身是毫无关系的。”（同上，第５４３页）

“因此，任何一个卖者通常不能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否则他购买其他卖

者的商品时也必须付出高价。根据同样的理由，任何一个消费者通常不能以

低价购买商品，否则他也必须降低他出售的商品的价格。”（同上，第５５５页）

“每个消费者不是交替地成为同一数额的买者和卖者吗？”（同上，第５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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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货币在我们手中代表我们要买的东西，它也代表我们取得货币时卖出

的东西。”（同上，第５８６页）

价值增殖过程。

“把其他许多物的价值归到一种物上〈例如，把织工所消费的物的价值归

到麻布上〉，把几个价值可以说层层相加成一种价值，这种办法会导致价值相

应地膨胀起来。”（同上，第５９９页）“相加这种说法很好地表现了劳动产品价

格借以形成的办法；这种价格只是许多已消费的和相加在一起的价值总量；

但是相加并不等于相乘。”（同上）

（其实，相加就等于相乘：２＋２＝４和２×２＝４。）｝

｛《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１７２０年伦敦版｝［×× —

１４６０］３７８

        

［×× —１４６４］利息的计算。

单利。１００∶５＝８６０∶４３（利息）。一百（１００）同ｉ（利息，例

如等于５％）之比，等于本金同利息量之比。假定ｉ是１００的利息，

ｐ是本金，则１００∶ｉ＝ｐ∶ｘ；ｘ＝ ｉｐ
１００

复利。为简便起见，假定利率等于５％；１０５１００或
２１
２０。年数等于ｎ。

本金等于ａ。总额等于Ｓ。这样，复利的公式就是：Ｓ＝ａ（
２１
２０）

ｎ
。如

果用对数来求解，我们就有：ｌｏｇＳ＝ｌｏｇ ａ＋ｌｏｇ（
２１
２０）ｎ＝ｌｏｇ ａ

＋ｎ ｌｏｇ（２１２０）＝ｌｏｇ ａ＋ｎ（ｌｏｇ ２１－ｌｏｇ ２０）。

假定ａ＝１０００；ｎ＝１００年，利率＝５％，Ｓ＝ｘ？

Ｓ＝１０００·（２１２０）；ｌｏｇＳ＝ｌｏｇ１０００＋１００（ｌｏｇ２１－ｌｏｇ２０）。

ｌｏｇ２１＝１３２２２１９３

  ｌｏｇ２０＝１３０１０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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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２１
２０＝００２１１８９３

  Ｘ      １００  

１００·ｌｏｇ
２１
２０＝２１１８９３ 

＋ ｌｏｇ１０００＝３０００００  

５１１８９３

因此，ｌｏｇＳ＝５．１１８９３，与此相应，自然数为１３１５０１镑。

根据列·欧勒的计算（在这里诚然不是计算到小数点后７位，

而 是１５位），本金１镑，放债５００年，复利（５％），应得

３９３２３２０００００镑；这５００年中每年平均得７８６４６４００镑。

［×× —１４６５］如果每年加入本金的不仅仅是利息，而且还

不断加入新的数额ｂ，那么，原本金ａ每年的增长情况如下：

第一年后：２１２０１＋ｂ；

第二年后：（
２１
２０）
２
ａ＋（

２１
２０）
２
ｂ＋ｂ

第三年后：（
２１
２０）
３
ａ＋（

２１
２０）
２
ｂ＋（

２１
２０）ｂ＋ｂ

第四年后：（
２１
２０）
４
ａ＋（

２１
２０）
３
ｂ＋（

２１
２０）
２＋（２１２０）ｂ＋ｂ

第ｎ年后：（
２１
２０）
ｎ
ａ＋（

２１
２０）
ｎ１＋（

２１
２０）
ｎ２ｂ＋…＋

（
２１
２０）ｂ＋ｂ

如果我们把这个公式中表示ｂ的部分倒过来写，那就形成一

个累进的几何级数，这就是：

ｂ＋（
２１
２０）ｂ＋（

２１
２０）

２
ｂ＋（

２１
２０）

３
ｂ＋…＋（

２１
２０）

ｎ－１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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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系列的分母是（
２１
２０）。其次，几何级数的公式是：

ａ（第１页）·（ｂｎ－１）
ｂ－１

假定ａ是第一项，ｂ
ｎ１是最后一项，因而ｂ

ｎ
＝ｂ

ｎ１，以及ｂ是分

母。这样，在我们的场合ｂ是第一项，（２１２０）是分母。我们的全部

几何级数总额等于：

ｂ（（
２１
２０）
ｎ
１）

（２１２０）１
＝
ｂ（（

２１
２０）
ｎ
１）

１
２０

＝２０·（
２１
２０）

ｎ
ｂ２０ｂ

因此，整个公式等于：

（
２１
２０）

ｎ
ａ＋２０（

２１
２０）

ｎ
ｂ－２０ｂ＝（

２１
２０）

ｎ
·（ａ＋２０ｂ）２０ｂ为

了用对数计算这最后一个公式，我们先单独考察它的第一部分，即

（２１２０）
ｎ
·（ａ＋２０ｂ），然后从中减去２０ｂ。假定ａ＝１０００镑，５％为复

［ —１４６６］利量，ｂ（每年追加量）＝１００，ｎ（年数）＝２５。

在这种情况下，公式（２１２０）
ｎ
·（ａ＋２０ｂ）－２０ｂ转化为（

２１
２０）

２５

·（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２０００。

ｌｏｇ（
２１
２０）＝００２１１８９２９９

２５×ｌｏｇ（
２１
２０）＝０５２９７３２４７５０

ｌｏｇ（１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４７７１２１３１３５

总额等于４．００６８５３７８８５，这就是１０１５９．１这个数的对数；从

其中减去２０ｂ＝２０００，就得出８１５９镑２先令。

如果本金１０００镑不断增长，经过２５年变成８１５９．１镑，那

么要问：它经过多少年会变为１００００００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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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等式：

（
２１
２０）

ｎ
·（ａ＋２０ｂ）２０ｂ＝１００００００镑，也就是

３０００·（
２１
２０）

ｎ
－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０。

（
２１
２０）

ｎ
＝１００２０００３０００＝３３４。

ｎｌｏｇ（
２１
２０）ｌｏｇ３３４。

ｌｏｇ３３４＝２５２３７４６５，而ｌｏｇ（
２１
２０）＝００２１１８９３；

ｎ＝２．５２３７４６５∶０．０２１１８９３＝１１９年和１个月零７天。

［ —１４６７］上面得出的公式

（
２１
２０）

ｎ
·（ａ＋２０ｂ）－２０ｂ，或

（
２１
２０）
ｎ
ａ＋２０·（

２１
２０）

ｎ
·ｂ－２０ｂ转化为

（
２１
２０）

ｎ
ａ２０（

２１
２０）

ｎ
ｂ＋２０ｂ，或者，如果ｂ这一数额不是每

年加进本金，而是从中扣除，则转化为

如果ｎ不是表示完整的年数，而是表示小于一年的量，那么，

它就成为分数，不过计算时可象过去那样使用对数。

例如，如果本金量在第一天末收回，那么ｎ＝
１
３６５；如果经过２

天收回，那么ｎ＝ ２
３６５，等等。

假定ａ＝１０００００镑，利息为５％。根据复利来计算８天中本金

的 ［增长］。

那么，Ｓ＝ａ·（
２１
２０）

８

３６５
＝１０００００·（

２１
２０）

８

３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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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ｇｓ＝ｌｏｇ１０００００＋ ８３６５ｌｏｇ（
２１
２０），但是

ｌｏｇ（
２１
２０）＝０·０２１１８９３；

８
３６５００２１１８９３＝０００４６４４

ｌｏｇ１０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００

总共为５．０００４６４４，相应的自然数为１００１０７。

如果我们从这个数中减去原有本金１０００００，我们就得出８天

的利息量１０７镑。

利息计算理论的首批成就应归功于伟大的莱布尼茨，他在莱

比锡的１６８３年的《学者札记》中发表了这个理论的要点。

如果ａ为第一项，ｂ为级数的分母，（ｎ－１）为最后一项的幂

数，那么，级数的总数就等于ａ（ｂ
ｎ－１）
ｂ－１ ；如果ｂ＝

ｂ
ｃ，因而

ｂ
ｃ＜１，即

ｃ＞ｂ，那么，级数的总数Ｓ［大约］等于
ａ

１－ ｂｃ
＝ ａｃ
ｂｃ

［ —１４６８］计算一定年数后才应偿还的现有货币量的价

值，也属于要考察的问题。因为正象现有的２０镑一年后就成了２１

镑一样，与此相适应，在年底以前不可能得到的２１镑，实际上只

值２０镑。因此，如果我们用字母ａ表示应在年底偿还的量，那么，

这个量的现有价值就等于（
２１
２０）ａａ；因此，要求得一年后应偿还

的本金ａ的现有价值，我们应当用（
２１
２０）来乘本金；要求得偿还

前两年的本金的价值，我们应当用（
２１
２０）

２
来乘本金；而偿还期以

前ｎ年的本金价值一般用（
２１
２０）

ａ
×ａ这个公式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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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定某人应连续五年得到１００镑年租金，并想在利息为５％

的情况下让出这一租金以获得现金。现在要算一下他应得多少。

代替１００镑，经过１年他得到９５．２３９

      经过２年   ９０．７０４

      经过３年 ８６．３８５

      经过４年 ８２．２７２

      经过５年   ７８．３５５

     五年内总共  ４３２．９５５，

这是他代替５００镑 ［租金］而得到的现金。

如果年租金等于ａ，那么，从现在算起经过ｎ年，它实际上将

值ａ＋（
２１
２０）ａ＋（

２１
２０）

２
ａ＋（

２１
２０）

３
ａ＋…＋（

２１
２０）

ｎ
ａ；分母＝

（
２１
２０）。
这就是几何级数。全部问题在于求得这个级数的总量。

（
２１
２０）

ｎ＋１

·ａ－ａ

（
２１
２０）－１

＝
（
２１
２０）

ｎ＋１

·ａ－ａ

－１２

＝－２１

（
２１
２０）

ｎ＋１

ａ＋２１ａ＝２１ａ－２１·（
２１
２０）

ｎ＋１

ａ

必须用对数计算最后部分，然后从２１ａ中减去。

［ —１４６９］如果只由本金生息，这一利息就称之为单利。

如果利息一偿付就加入本金，然后合在一起生息，这种利息

就称之为复利。

单利：ｐ是贷出的本金，ｒ是１镑的年息，ｎ是年数，ｉ是借贷

利息｛从而ｒ是利息率｝，ｍ是总额（某一时期内本金和本金利息

的总额）。

ｒｐ是ｐ镑的年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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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ｒｐ是ｎ年内ｐ镑的利息；

ｉ＝ｎｒｐ；ｍ＝Ｐ＋ｎｒｐ＝ｐ（１＋ｎｒ）。

这两个等式，即（１）ｉ＝ｎｒｐ和（２）ｍ＝ｐ（１＋ｎｒ），足以解

决同单利有关的任一问题。

如果ｑ是利息率［用于１００镑］，那么，由于ｒ是１镑的利息

率，ｑ＝１００ｒ或ｒ＝
ｑ
１００所以，（１）ｉ＝ｎ（

ｑ
１００）ｐ和（２）ｍ＝ｐ

（１＋ｎｑ１００）＝（
１００＋ｎｑ
１００）ｐ

试算一下单利和１２５镑６先令８便士本金在年利率为５％的

情况下经过４年所变成的总额。

ｐ＝１２５１３；ｒ＝
５
１００＝

１
２０＝００５；ｎ＝４；ｉ＝４·（

１
２０）（１２０）·

１２５１３＝
１
５·１２５

１
３＝２５

１
１５＝２５镑１先令４便士；ｍ＝１５０镑８先

令。

按单利计算的贴现额 ［期票贴现］：ｐ是现有价值；该数额应

经过ｎ年偿还，利率为ｒ，现［确定］其贴现额为ｍ。现有价值ｐ

在利率为ｒ的情况下经过ｎ年就同ｍ相等。

ｍ＝ （１＋ｎｒ）·ｐ；ｐ＝＝ （ ｍ
１＋ｎｒ）。现有价值ｐ就是如此。

贴水ｄ＝ｍ－
ｍ
１＋ｎｒ，因为贴水等于经过ｎ年应得到的货币量减

去现有价值ｐ；因为ｐ＋ｄ或ｄ＋
ｍ
１＋ｎｒ＝ｍ，所以

  ［ＸＸＩＩＩ－１４７０］ｄ＝ｍ
ｍ
１＋ｎｒ＝

ｍ＋ｍｎｒ－ｍ
１＋ｎｒ ＝

ｎｒｍ
１＋ｎｒ

如果ｑ为利息率，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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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ｍ
１＋ｎｒ＝

ｍ

１＋（
ｎｑ
１００）

＝ １００ｍ
１００＋ｎｑ；

ｄ＝ ｎｒｍ１＋ｎｒ＝

ｎ（
ｑ
１００）

ｍ

１＋（
ｑ
１００）

＝
（
ｎｑｍ
１００）

（１００＋ｎｑ１００）
＝ ｎｑｍ
１００＋ｎｑ

因为ｍ中的ｉ（利息）在利率为ｒ的情况下经过ｎ时期后等于

ｎｒｍ，或ｎ·（
ｑ
１００）·ｍ，而ｄ＝（

ｎｑｍ
１００＋ｎｑ），那么很清楚，在

相同的情况下利息总是大于贴水。

复利。Ｍ－（１＋ｒ）
ｎ
·Ｐ。如果Ｉ为利息，那么，Ｉ＝Ｍ－Ｐ＝（１＋ｒ）

ｎ

·Ｐ－Ｐ＝Ｐ（（１＋ｒ）
ｎ
－１）。如果Ｒ＝１＋ｒ，即等于１镑及其年息，那么，

Ｍ＝Ｐ·Ｒ
ｎ
，而因为Ｉ＝Ｍ－Ｐ＝ＰＲ

ｎ
－Ｐ，所以Ｉ＝（Ｒ

ｎ
－１）·

Ｐ；

Ｍ
Ｒｎ；ｎ＝

ｌｏｇＭｌｏｇＰ
ｌｏｇＲ

如果复利已定，那么现有价值按下列公式计算：

Ｐ＝
Ｍ
Ｒｎ，而贴水Ｄ＝Ｍ－Ｐ＝Ｍ－

Ｍ
Ｒｎ＝

Ｍ（Ｒｎ１）
Ｒｎ 。

［ －１４７１］如果Ｐ为年租金 ［Ａ］的现有价值，这个价值

应按复利经ｎ年后偿还（Ｒ＝１＋ｒ；１镑加它的年息），那么，Ｐ量经过

ｎ年就等于Ｐ·Ｒ
ｎ
（这个量在前面用ａ·（

２１
２０）这个公式表示）。

Ｐ·Ｒ
ｎ
（或Ｍ）＝Ａ

（Ｒｎ－１）
Ｒ－１ ，即Ｐ＝Ａ

（Ｒｎ－１）
Ｒｎ（Ｒ－１）

；如果

Ｐ＝
Ａ（Ｒ

ｎ
－１）
Ｒｎ

Ｒ－１ ＝

Ａ（１－１Ｒ２）
Ｒ－１

，并且我们假定ｎ为无限大

（＝ ）那么，１Ｒｎ＝
１＝０，因此，Ｐ＝

Ａ（１－１Ｒｎ）
Ｒ－１

＝Ａ（１－０）Ｒ－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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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Ｒ－１

因此，Ｐ＝ Ｑ
（Ｒ－１）也就是说，除以１镑及其利息减１这两者之

后的年租金，等于年租金Ａ的现有价值或所值，这一租金可以永

久地不断被偿付。假定Ｒ＝２１２０即等于１＋
１
２０，或５％，那么，如果

年租金等于８００镑，永久租金价值就是Ｐ＝
８００

（
２１
２０－１）

＝
８００

（
１
２０）

＝２０·８００＝１６０００镑。如果利息率等于３％，那么

［ －１４７２］Ｐ＝
８００

（
１０３
１００－１）

＝
８００

（
３
１００）

＝８００００３ ＝２６６６６２３。

如果利息率等于２１２％，那么，Ｒ＝
１０２１２
１００ ，而因为２

１
２＝

５
２，

所以就有Ｐ＝
８００

（
４１
４０ＨＴ５ＳＳ －１）

＝
８００

（
１
４０）

＝３２０００这一数额相

当于利息率为５％的场合下的Ｐ价值１６０００。

这就是完全保有的不动产［Ｆｒｅｅｈｏｌｄ Ｅｓｔａｔｅｓ］的买卖的调节

公式；同时很明显，视货币利息率的高低不等，被偿付的货币额也

应多少不等（参看欣德《代数学》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

１４７２］３７９

０８５ 第四篇 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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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下面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正文，是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

卷上的《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一篇的直接继续。在手稿第 本的第

１２９１ａ页上，在关于《相对剩余价值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第四章的末尾，

有如下的笔记：“在作进一步考察以前，我们还要摘引一些与上述整个

第一篇有关的引文和论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

６３２页）。往后，手稿第 本第１２９１ａ—１２９４ａ页以及手稿第 本

第１３００—１３０１页接下去的正文内容与《剩余价值理论》有关（关于这

个正文，马克思在手稿第 和第 本的封面上写下“插入部分，

休谟和马西。利息”，“休谟和马西（利息）”）。因此，上述内容作为正

文的附录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上（中文版第１册第３７７、

３９０—３９３、４００—４０４页）。在论休谟和马西这一部分结尾的第１３０１页

上，有一道分篇线，下面是马克思标上数字“５”的《劳动对资本的形

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这一部分的开始。这相当于马克思１８６３

年１月在手稿第 本上所编制的第一篇计划（《资本的生产过程》）

的第五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４６页）。

这一点的第一部分（《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雇佣劳动

和剩余价值的比例》）构成第一篇第四章的内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二部分（《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

上的从属。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构成发表在本卷

的第一篇第５章和第６章的内容。

  在包括第５章和第６章内容的手稿第 本封面的第２页上，写下

了相同的标题：《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过渡形

式》，《资本的生产性，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第３页。

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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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劳动能力”原文是《Ａｒｂｅｉｔｓｖｅｒｍｏｇｅｎ》。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马

克思也几次使用“劳动力”这个术语，两者的含义是一样的（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９０—１９１页）。——第４页。

３ 这里指的是马克思１８６３年１月在手稿第 本上编制的第一篇计

划（《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６点：《（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原

始积累。威克菲尔德的殖民学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

卷第１册第４４６页）。——第６页。

４ 在《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根据马克思最初的设想，是

《资本论》第一册的最后一章）中，马克思把作为“主观劳动条件”的

生活资料同作为“客观劳动条件”的生产资料相对比（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９卷第８５—８６页）。并见注５。——第６页。

５ 马克思在写作《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手稿的过程中，把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中的某些页贴在《第六章》相应的页上，把

它们转入了这一章的正文。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档案

馆对写在贴起来的那些页的反面上的正文所做的恢复工作，使手稿第

本的正文差不多完全恢复了。可以看出，这些页反面上的内容，部

分地或完全地被马克思再用到《第六章》手稿的相应地方，用到下列各

节：《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补充》、《总产品与纯产品》、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资本的神秘性》（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４９卷第８５—９５、１１０—１１３、９５—９９、１１４—１２１页）。

  马克思把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第１３０３页贴在《第六章》手稿的第

４７５页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９卷第８８—９０页）。——

第７页。

６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第１３０５页和第１３０６页上部被马克思贴到《第六

章》的第４７７页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９卷第９２—９５

页）。马克思把１３０５页从一个手稿挪到另一个手稿时剪去了这页的上

部，因此，１３０４—１３０５页正文的第１０—１４行我们没有找到。不过可以

设想，《第六章》第４７６页的最后一段相当于１０３５页上部的正文（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９卷第９１—９３页）。——第９页。

７ 在《第六章》的手稿上，马克思在“意识”这个词的后面加了：“（或

４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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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如说，想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９卷第９１

页）。——第１０页。

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６１３—６３２页。——第１０

页。

９ 自耕农是英国独立（自由）农民，由于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特别是由于

所谓公有地的圈围即土地被大地主强行没收，这些农民大约于１７５０年

消失。自耕农被小农场主——租佃者所取代。自耕农曾是熟练的弓箭

手，直到枪炮广泛传播之前，他们通常是英国军队的基本力量；他们以

自己在战斗中坚定勇敢而著称。马克思曾经写道，在十七世纪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他们是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的领袖奥利弗·克

伦威尔的主力。在英国的文艺作品和科学文献中都反映了自耕农个人

的勇敢精神、他们的作战艺术以及他们作为“英国民族”独立的真正支

柱和捍卫者的作用。“骄傲的英国自耕农”（《ｐｒｏｕｄ ｙｅｏｍａｎ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看来是莎士比亚笔下的“好农民”，“战吧，英国人！勇敢战

吧，农民们！”（《ｇｏｏｄ ｙｅｏｍｅｎ》，《ｆｉｇｈｔ 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ｆｉｇｈｔ ｂｏｌｄｌｙ ｙｅｏｍｅｎ》）的代用语。见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三

幕第一场）和《理查三世》（第五幕第三场）。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５２页；第１６卷第１６５页。——第１２页。

１０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２页。——第１３页。

１１ 这里指的是约·埃·凯尔恩斯《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及其可能的

前途》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１３页。

１２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１３０８页的上部被贴在《第六章》第４８７页的当中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９卷第１１１—１１２页），同时，为了

避免重复，马克思划掉了１３０８页开头的两个词。——第１７页。

１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６９—３７０页。——第２０页。

１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３卷第８３０—８３１页）引用了西斯蒙第著作《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

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４３４页的相应地方。——第２１页。

５８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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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 包括在花括号里的这段话，马克思在边上划了一条线，写了一句提示它

的内容的话：“社会劳动的对抗形式”。——第２１页。

１６ 马克思指的是他为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写的《补充笔记本》（《Ｂｅｉｈｅｆｔｅ》）之

一，在这些笔记本中，他在１８６３年春（从１８６３年５月２９日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可以

看出）“阅读与……所加工的那部分政治经济学有关的文献，并且作了摘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０卷第３４６页）。我们找到了标上Ａ、Ｂ、Ｃ

、Ｄ、Ｅ、Ｆ、Ｇ、Ｈ字母的八个《补充笔记本》。

  在补充笔记本Ｃ的第２３、２９—３１页上，有马克思从１８４６年发表在

《重农学派》文集（欧 德尔编）第一部上的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

劳动的问答》（１７６６年）这一著作中所作的摘要。在第２９页的下部，有马

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５６

页）上作过评论的魁奈上述著作的摘要。——第２３页。

１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６０３—６３２页。——第２３页。

１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３５９—６０２页，特别是第４１０—

５４２页。——第２５页。

１９ 马克思指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这一著作。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５６—６１页。——第２６页。

２０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亚 斯密的“劳动的自然价格”概念进

行了考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７５—７７页；第

２册第３５９—３６０页）。——第２８页。

２１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大 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观点进行了

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５４—４６０、４７４

页）。——第２９页。

２２ 关于１８６０年以及随后的年份里伦敦建筑工人的罢工，还可以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２６—２２８、６３１页；第２３卷第５９７—５９９

页。——第２９页。

２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６４—２９０、５１１—５１４页。——

第３０页。

６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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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马克思指的是他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第３篇，标题为《资本和利润》（见

本卷第１２章）。——第３０页。

２５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和在《资本论》第３卷中指出了凯里反历史

的态度，因为他把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上的利息水平和发达的资

本主义条件下的利息率水平相比较（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４６卷下册第３８１—３８２页；第２５卷第６７３页；见注２８１。——第３２页。

２６ 指的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部分，它包括在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篇的

计划草稿的第６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４６

页）。后来在《资本论》第１卷中，这个问题在《所谓原始积累》这一章

的《工业资本家的产生》这一节里作了阐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１８—８２９页）。——第３３页。

２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５３３—５３４页；第２３卷第５１８—

５２０页。——第３４页。

２８ 马克思在写了下一部分（本卷第六章）的标题以后，随即作了这个补

充。——第３４页。

２９ 本章的正文曾部分地作为《剩余价值理论》第１册的附录发表（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１８—４４５页）。在本章的标题前

马克思写了拉丁字母ｈ。——第３６页。

３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并见本卷第５章。——第３６页。

３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７—３９、１４４—１４６页；第２６卷

第３册第４９９—５１８、５３３—５５３页。——第３６页。

３２ “资本使用劳动”是套用了李嘉图的说法：“资本，或者说，使用劳动

的手段”。在另一个地方，李嘉图说资本是使工人阶级“就业”、“使用这

个阶级”的“基金”。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分析了李嘉图的这些

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７９页；第３册第１２２

页）。——第３７页。

３３ 马克思把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的第１３１８页（除去最后９行以外）从第

笔记本上剪下来，贴在《第六章》手稿的第４９０页上作为该页正文

７８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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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９卷第１１７—１１８页）。——第

３８页。

３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２４页。——第３９页。

３５ 马克思打算把下面的正文（第１３１８—１３２０页）部分地用在《资本和利

润》篇中，在这些页的页边上三次注明“利润”表明了这一点。——第

４０页。

３６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把这篇论文的作者叫做“庸人”（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３１２页）。

  《韦斯明斯特评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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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页。

３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３０—２６２页；第４７卷第１

章。——第４８页。

３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４章。——第４９页。

３９ 指的是索西萨尔——保尔 德 科克的轻浮小说《拜月者》中的人物；老

滑头和酒鬼的典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８卷第３１１页。——

第５４页。

４０ 罗马法的契约关系的公式（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

５９１页；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６４页；第４９卷第１０９页）。——第５６页。

４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１—２０３

页。——第５６页。

４２ 在这里，马克思把手稿的页码写错了：应当是“１３２７”，但写成了

“１３２８”。——第５７页。

４３ 见本卷第１２章。——第５９页。

４４ 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写的“平均价格”，是指生产价格。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７６页；第２册第９６—９７页。——

第６０页。

４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５２０—５２３页。——第６２页。

８８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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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见本卷第１２章。——第６４页。

４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９页。——第６４页。

４８ 第 笔记本往下的正文（第１３３１—１３４５页），在手稿中被用一道线和

本章的正文隔开，现在发表在《其他问题》篇。见本卷第４７２—４９８

页。——第６４页。

４９ 构成本章内容的《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这一部分，包括在第 笔

记本的第１３５３—１３７１页上。这个笔记本的封面上写着日期“１８６３年５

月”，并写着第一篇（《资本的生产过程》）计划的按顺序往下排的一点：

“４．（α）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β）所谓原始积累。（γ）现代殖民体

系。”这一点的表述几乎完全和马克思在１８６３年１月拟定的并写在第

笔记本第１１４０页上的第１篇计划的第６点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４６页）。——第６５页。

５０ 第 笔记本第１３４６—１３５２页上的原文，除了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发

表的关于威 配第的简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

第３７８—３８６页）以外，都载于《其他问题》篇（见本卷第４９６—４９９

页）。——第６５页。

５１ 关于庸俗政治经济学在考察生息资本形式上的资本时得出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骗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１０—

５１２、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７—５５０、５７６—５７８页。——第７２页。

５２ “资本……就是由收入中积蓄起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

（理 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１６页）参看《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５６页；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６２页；第４９卷

第２２６页。——第７３页。

５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５４２—６０２页。——第７４

页。

５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５４—６８、１９５—２０３页。——第

７６页。

５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５４—６８页。——第７８页。

９８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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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引用了安德森和凯里关于农业生产率增长

的有关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１５７—１５９、

６７３页。——第７８页。

５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５４９—５５０页。——第７８

页。

５８ 看来马克思指的是魁奈著作中魁奈拥护资本主义大农业的那些地方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９—４１页）。并见注

５９。——第８３页。

５９ 魁奈在以下著作中谈到土地的“供经营的财富”：《农业国经济管理的一

般原则》（载于《重农学派》，附欧 德尔的绪论和译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

第１部第９６页）。——第８５页。

６０ 马克思放在括号里的后两段话，在页边上加了一个批注：“地租”。——

第８８页。

６１ 以下的原文（本卷第８９—９３页）马克思转抄自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４６—４５１页），同时作了一系

列修改和补充。——第８８页。

６２ 见本卷第９８—１０１页。——第９３页。

６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００—４０２、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７

页；第４７卷第５４３—５４４页。——第９５页。

６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５４５、５６４—５６６页。——

第９６页。

６５ 接着在第 笔记本第１３７１—１３９４页上，是《再生产》部分（见本卷第

９章）。——第９７页。

６６ 下面在本卷第９８—１０１页上，马克思转录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一段原

文，并作了修改和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

４５８—４６２页）。——第９８页。

６７ 接下去在手稿第１３９７—１４００页上所写的原文，曾以《剩余价值理论》附

０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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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的形式发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８５—

３８９、４０８—４０９页）。手稿第１４００—１４０２页上所包括的原文不属于本章所

讨论的问题，这段原文收在《其他问题》篇中（见本卷第４９９—５０４

页）。——第１０１页。

６８ 指约翰 阿伯思诺特的著作《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

究》，匿名出版，１７７３年伦敦版。——第１０１页。

６９ 马克思指自己的补充笔记本Ｂ，在该笔记本第３１—３４上有理 普莱斯

《评继承支付》（１８０３年伦敦第６版）一书的摘录。——第１０２页。

７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１４页。——第１０４页。

７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１４—８１５页。——第１０４

页。

７２ 威 科贝特《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１８２４年伦敦版。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８９页。——第１０４页。

７３ 弗 威 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９２页。——第１０４页。

７４ 见注９。——第１０４页。

７５ 雇农是指为土地所有者或租地农场主做工而从他们那里得到一所农村

小屋和宅旁一小块土地的农民。——第１０４页。

７６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９１页。——第１０４页。

７７ 托 巴 马考莱《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英国史》１８５４年伦敦第１０

版第１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８５页。——第１０４

页。

７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１４２—１４７、１５４—１５７

页。——第１０４页。

７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２６４页。—— 第１０５

页。

８０ 马克思下面在第 笔记本第１４０７页上援引了普莱斯的话。——

１９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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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０９页。

８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８７页。——第１１０页。

８２ 下面在第 笔记本第１４０８—１４３８页上所写的原文，除收在《剩余价

值理论》第１册附录中的片断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

卷第１册第３９４—３９８、４０５—４０７页），均收在《其他问题》篇中（见本卷

第５０４—５４２页）。——第１１１页。

８３ 指约 肯宁安，即《论手工业和商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一书的作者。马

克思在手稿第１４３５—１４４０页上对该书作了详细摘录（见本卷第５３６—

５４２、１１１—１１９页）。——第１１２页。

８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杰 范德林特和纳 福斯

特的著作，马克思把他们称为“为工人辩护”的人（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０４页）。——第１１４页。

８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２５页。——第１１５页。

８６ 定居法（Ｌａｗｓ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１６６２年起在英国实行的法律；根

据这一法律，农业工人实际上被剥夺了从一地迁往另一地的移居权。该

法律是有关穷人的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规定，经法院判决，农业工

人得返回原籍和永久住地。立法通过限制工人迁徙自由，为企业主创造

了把农业工人的工资降到最低限度的条件。——第１１６页。

８７ 下面引证的引文出自《自由输出谷物的合理性》一书１７７０年伦敦版第１８

页。——第１１７页。

８８ 在《资本论》第１卷中考察了波斯耳恩威特和《论手工业和商业》一书

的作者之间的争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０４—３０６

页）。——第１１８页。

８９ 在补充笔记本Ｇ第２０—３２、４０—５２页上，马克思对《论手工业和商

业》（１７７０年伦敦版）一书作了摘录。——第１１８页。

９０ 第 笔记本第１４４１—１４６０页上所写的原文，除收在《剩余价值理

论》中的片断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１０—４１４

２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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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均收入《其他问题》篇中（见本卷第５４２—５７２页）。——第１１９页。

９１ 在第 笔记本封面上，论《所谓原始积累》一节被列入“β”点之

内。——第１１９页。

９２ 第（４）点的原文马克思摘自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并作了某些修

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８７—４８８页）。——

第１２２页。

９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８０—１８１页。——第１２２页。

９４ 下面在第 笔记本第１４６４—１４７２页上包含一些计算，马克思冠以

《利息的计算》的标题，现收入《其他问题》篇中（见本卷第５７２—５８０

页）。——第１２２页。

９５ 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标题下的几个部分，原

来分别包含在第 、 、 和 笔记本中。这几个部分原先马

克思也是打算作为第一篇和第三篇而写的。例如，《再生产》部分（见和

笔记本第１３７１—１３９４页）是在《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题目的范围

内写成的（见马克思在这部分开头的话——本卷第１３０页）。《资本主义

再生产过程中货币的回流运动》这一片断（见第 和 笔记本第

１０３８—１０７４页），马克思原打算编入《资本和利润》这一篇（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４７—４４８页）。

  上述材料放在《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篇中发表，是从其实际内容来

考虑的。——第１２３页。

９６ 收入本章的手稿第 本中的片断（见第９０１—９０２、９０７—９１０页），包含

在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手稿中，这些手稿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９９—６００页上。——第１２３页。

９７ 马克思在这里把手稿的页码写错了，应是“９０９”，但写成“９１０”。——第

１２９页。

９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７—７８页。——第１２９页。

９９ 第 笔记本的前面一些页码（第１３５３—１３７１页）中包含了《货币再转

化为资本》这一部分（见本卷第７章）。——第１３０页。

３９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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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这里和下面都是指考察《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篇。见注９５。——第１３０

页。

１０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６５页。——第１３４页。

１０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７４—４８３页。——第１３５

页。

１０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３２—２３７页。—— 第１３７

页。

１０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６２—４６９、４７４页。——

第１４１页。

１０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５３—３５４页。——第１４１

页。

１０６对花括号中的这整段话，马克思在页边上作了标记，这段话的内容被说

明如下：“再生产中劳动和产品的变化。再生产中资本的实际形态变

化”。——第１４１页。

１０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７９—８７页。——第１４５页。

１０８对括号中的这整段话在页边上作了标记，这段话的内容被说明如下：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再生产。交换。积累。流通”。——第１４５页。

１０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１１—１２６、２３７—２４９页；

第２册第５３７—５４１页；第３册第２６９—２７４页。——第１４９页。

１１０在前两句话中，马克思说的第１类是指不变资本的生产，第 类是指生

活资料的生产。从这句话开始以及在下面的论述中，他把第 类说成是

生活资料的生产，而把第 类说成是不变资本的生产。——第１４９页。

１１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５１—６５３页。—— 第１５６

页。

１１２ 下面，本卷第１５７—１６４页上的文字，马克思摘自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

但作了某些修改和补充（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

４５０—４５８页）。又见注６１、６６、９２。——第１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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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７５—６７６页；第２６卷第３册第

３４４—３４５页。——第１６１页。

１１４见本卷第８章。——第１６４页。

１１５再生产过程图表及其说明，也包含在１８６３年７月６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

信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０卷第３５７—３６３页）。——第１６６

页。

１１６第１３９３页的后三分之一没有写满。——第１７１页。

１１７下面，第 笔记本第１３９５—１３９７页和第１４０２—１４０６页所包含的《所谓

原始积累》这一节，发表在本卷第８章。——第１７２页。

１１８本章发表的《插入部分》包含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第１０３８—

１０６５ａ页）和第 本（第１０６８—１０７４页）中。在第 本面的背面上，

这个插入部分标题如下：《资本主义流通中的货币回流运动。（再生产过

程）》。但是，在马克思在１８６３年１月拟定的《资本论》第三篇（即后来的第

三卷）的计划草案中（这个插入部分原来打算收入这一篇——见本卷注

９５），这个插入部分的标题有些不同：《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中货币的回

流运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４７页）。本章标

题与手稿中的标题一致。

  在第 本中，直接写在这个《插入部分》之前的（第１０２９—１０３８页）

是《商业资本》（见本卷第１２章）。——第１７３页。

１１９字母Ａ（劳动，劳动能力，劳动力）马克思用来表示劳动力，也就是工人

出卖给资本家的那种特殊商品。——第１７３页。

１２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５００—５０５页。—— 第１７４

页。

１２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３２—３４９页。——第

１７６页。

１２２严格地说，如果每年的积累率是５％，那么零售商的资本就等于１００、

１０５、１１０１４、１１５
６１
８０，等等。——第１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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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３见注１２２。——第１８５页。

１２４最初，马克思怀疑，他对资本家、他的雇佣工人和零售商之间的货币流

通的计算是否有误。马克思在自己加的注释的开端写道：“这个计算是

错的，因为这里计算的始终是小店主用作资本的那一部分货币，因而没

有考虑到小店主用于自己消费的，作为收入花费的货币。因此，情况将

会如下。”接着就是注释的正文，实际上是重复前面的计算。马克思在确

信这些计算是正确的之后，就抹去了这里所摘引的那个注释的开

端。——第１９２页。

１２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８９—１４１、２３３—２５８页；第

２册第５４８—５４９页。——第１９６页。

１２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５—１２７页。—— 第２００

页。

１２７ 如果生活资料生产者的利润占总资本利润的 １
４，那它就等于４５００００。

实际上它多了一些，是４６６６６６４６。——第２０９页。

１２８马克思在前面的计算中所根据的是：“在这个生产领域中可变资本同不

变资本的比例是１５”（本卷第２０８—２０９页），而不是他现在假定的１

６。——第２１０页。

１２９见注１１９。——第２１３页。

１３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１４—４１５页。——第２１７

页。

１３１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５卷第５７７—５８０、５８２—５８３

页；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３７１—３７２页，第３０卷第２９９—３００、６３５页。—— 第

２１９页。

１３２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７８—１４０页。——

第２２６页。

１３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７５—７８页。——

第２２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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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通货原理”（《Ｃｕｒｒｅｎｃｙ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或“通货学派”——是十九世纪

四十年代出现在英国的、主张货币数量论学派的变种之一。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４章。——第２２７页。

１３５“Ａ领域”或“Ａ类”，马克思在这里以及在以后，都是指社会生产的第

类，即生活资料的生产。——第２３２页。

１３６往下是马克思没有完成的计算，用三条直线划掉了：“这就是小店主在

一年中为此目的所需要的全部资本。５１０的１０％一年是５１镑，１５年是１０

１
５镑。因此，小店主用５１０镑获得价值５２０

１
５镑的商品。而小店主用１０２０

获得１０４０２５的商品。每
１
５年他用５２０

１
５镑的数额向批发商购买。对于向

一个批发商购买的２０个小店主来说，这就是２０×５２０１５＝０４１０４镑，而

对于１００个小店主来说，１５年是５２０２０。
２
５年或１年是［２６０１００镑］”。——

第２３４页。

１３７在第 笔记本的开头第１０６６—１０６８页上，写有研究利息计算问题的

正文。在本卷中，这部分正文载于《其他问题》篇（见第４５７—４６１页）。

  马克思把《插入部分》关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回流运动》的

继续部分题为：《第 笔记本的继续（第１０６５ａ页）》。这个继续部分写

在第 笔记本的第１０６８—１０７４页上。——第２３６页。

１３８这个前提是李嘉图在自己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的第 和

章中提出来的，在手稿的这一部分中，马克思的出发点也是：“金

的生产是在国内进行的”（本卷第２００页）。马克思认为这个“假设”是正

确的（见《资本论》第２卷中的论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

第５２８—５２９页），同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指出李嘉图在这个问

题上非常不彻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６０—１６１

页）。——第２４２页。

１３９“费用价格”（《Ｋｏｓｔｅｎｐｒｅｉｓ》，《Ｋｏｓｔｐｒｅｉｓ》，《ｃｏｓｔ ｐｒｉｃｅ》）这一术语，马

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用在三种涵义上：手稿的这个地方表示“生

产价格”；其次表示同商品的价值一致的商品“内在的生产费用”（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７７页）；最后表示生产费用；在

最后这种场合，这个术语译成“生产费用”。——第２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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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０往下，在第 笔记本的第１０７５—１０８４页上，是关于商业资本的部分，

收入本卷第１２章中。——第２５０页。

１４１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包含着本章正文的大部分，马克思注明的

日期是：“１２月”（１８６２年）。

  在这个笔记本封皮的反面（第９７３ｃ页）上，有表明本章开始并相当

于本章内容的计划草稿，马克思加的标题是：《第三章。资本和利润》。这

个标题证明，在手稿的这个地方开始了《资本和利润》这一篇。在第

本的第一页（第９７３页）上也重复写了上述标题。马克思在这里把《第三

章》理解为他对《资本一般》进行研究的整个第三部分。马克思还把这一

部分叫作《第三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２７２、

４４７页；第２册第１８７页），后来又叫作《第三册》（见１８６５年７月３１日马克思

致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３１卷第１３５页）。——

第２５１页。

１４２马克思指的是《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篇，它也象《资本的生产过

程》、《资本和利润》一样，最初被马克思叫作“章”，然后叫作“篇”，最

后叫作“册”。

  马克思最初是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提出把年作为资本流通时间

的自然尺度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１４５—１４６

页）。——第２５２页。

１４３马克思指的是马尔萨斯的如下说法：“实际上，利润可理解为某种比例，

而利润率总是表现为对预付资本价值的百分比”（马尔萨斯《政治经济

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３０页）。——第２５３页。

１４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中引用了亚里士多德关于高利贷的论述（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８７页）。——第２５４页。

１４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２２页。——第２５４页。

１４６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６８页。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６８页；第３册第３０—３２页。——第２５４页。

１４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０３—２６３页。——第２５５页。

８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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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４８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第一次考察了普莱斯博士的“荒诞无稽

的幻想”，英国首相威廉 皮特对这些幻想曾“深信不疑”（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３７１—３７２页）。——第２５５页。

１４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８６—５９７页。——第２５５

页。

１５０对杜尔哥关于资本带来利润的看法所作的评论，见《剩余价值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３—３５页；第３册第５３０

页）。——第２５６页。

１５１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第１卷中用专门一章考察了威克菲尔德的殖民

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３３—８４３页）。——第２５６

页。

１５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２—２６、７３—８２、８８—９１、

１９３、２５０—２５１、３６５—３６９页。——第２５７页。

１５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９７、３５１、３６３、５１４—５１５、５６６

页。——第２５７页。

１５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７０—８７页。——第２５８页。

１５５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马克思把西尼耳当作“经济学家不懂剩余劳动

和剩余价值的例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０３页；并见

第２１８—２２３、５９５页）。——第２５８页。

１５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９１—４９６页。——第２５９

页。

１５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２—２５页。——第

２６０页。

１５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１９２—１９９页。—— 第

２６０页。

１５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１９６—２０２页。——第２６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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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０在马克思１８６３年１月制定的第三篇《资本和利润》（马克思在谈到“本章”

时指的就是这一篇）的计划中，包括若干节批判资产阶级理论的内容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４７—４４８页）。——第

２６０页。

１６１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考察了舍尔比利埃关于利润和利润率的观

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０６—４１８页）。“见笔

记本”这句话可能是指我们没有找到的笔记本。马克思１８４４—１８４７年期

间在这个笔记本上对舍尔比利埃的著作《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作了

一些摘录。——第２６３页。

１６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３—１６页。——第２６３页。

１６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１４２、２３８—２４０、５３４—５３６

页；第３册第８１—８７、１９６—２０２、４９１—４９６页。——第２６７页。

１６４ 见注１６３，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２６—

２２７页。——第２６７页。

１６５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２９页；第４７卷第３８９页。——

第２７０页。

１６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３８３—３８４页。—— 第２７５

页。

１６７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３０９—３１１页；第２６卷第２

册第５２４—５２５页。——第２７８页。

１６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２５１—２５２、４９７、５３３—５３５

页。——第２７８页。

１６９见注１４６。——第２８９页。

１７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６９—７１页。—— 第

２９１页。

１７１ 第９９９页上的正文直接接第９９４页的正文。马克思后来把第９９５—

９９８页组成的一个印张（这几页的幅面尺寸比第 笔记本的其他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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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面尺寸大一倍，被保存下来的这几页损坏得很厉害）插在这个笔记本

中，然后把所有笔记本编了连贯的页码。为了不破坏叙述的连贯性，上

述四页的正文编入了第１１章第７节，后面直接接马克思标有“接插入页

的最后一页”的正文（见本卷第３０８—３２２页）。——第２９１页。

１７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２２—２５、７３—８１、３６４—

３７０页。——第２９２页。

１７３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洛贝尔图斯的地租理论时写道：“地租

率首先应当按资本计算…… 洛贝尔图斯先生按英亩和摩尔根计算，

这样计算，内部联系就没有了，他抓住了事物的表面形式…… 一英亩

提供的地租是地租额，是地租的绝对量。地租额在地租率不变甚至下降

的情况下也可以增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７１

页）。马克思引用了理查 琼斯的话，琼斯援引斯密的著作《国富论》第２

篇第３章中的下述论断：“随着农业改良的发展，地租同耕地面积相比虽

然增加了，同土地产品相比却减少了”（同上，第３册第４５２页）。——第

２９３页。

１７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１５—１６页；第２５卷第

８５６—８５７页。——第２９３页。

１７５在手稿中，马克思不是写的琼斯，而是写成英国农业化学家詹姆斯 约

翰斯顿这个人的姓名，看来这是弄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３卷中引

用了詹姆斯 约翰斯顿的观点，但谈的是别的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６９６、７５４—７５８页）。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详

细考察了琼斯的地租理论（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

卷第３册第４３９—４５６页）。在《资本论》第３卷中（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８５６—８５７页），马克思联系资本主义农业进

步和由此产生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问题引用了东巴尔和琼斯的观

点。——第２９３页。

１７６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和《剩余价值理论》中考察了富拉顿关于危

机问题的观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７０—２７１、

３８０页；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５６８页）。——第２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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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２０—４２１页。——第２９５

页。

１７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６４—３９０页。—— 第２９６

页。

１７９ 在印度，活劳动的耗费（ｖ十 ｍ）是４００＋８０＝４８０。在总劳动时

间中剩余劳动时间所占的份额等于 ８０
４８０＝

１
６。这就是非生产人口所

能得到的份额。

  在英国，活劳动的耗费等于１００＋５０＝１５０。剩余劳动时间和

非生产人口所能得到的相应份额是 ５０
１５０＝

１
３ ，即比印度多一

倍。——第２９７页。

１８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１５５—１５６页。——第２９７

页。

１８１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１９—２２０页及以下各

页。——第２９７页。

１８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２５１—２５５、４９７、５３３—５３５

页。——第２９８页。

１８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７４—５３６页。——第２９８

页。

１８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３４４—３４５页；下册第１４７—

１４８、２７３—２７４页。——第２９８页。

１８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９１页。—— 第２９８

页。

１８６ 马克思指的是《相对剩余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

卷第３章）和《资本和利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

第４４７页）。——第２９８页。

１８７马克思这里指的是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

１２４—１２６页上的论断，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对这种论断作了详细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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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６１８—６２３页）。——第

３０２页。

１８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５９—４６０页。——第３０２

页。

１８９见注１７６。——第３０２页。

１９０见注１８７。——第３０２页。

１９１在《剩余价值理论》中引用了马尔萨斯的这种论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６页）。——第３０３页。

１９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３５—４９页；第１册第３１２—

３１３页。——第３０４页。

１９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９—６１页。—— 第

３０４页。

１９４ 马克思在他的未完成的计算中考察了影响利润率大小的两个因

素，—— 剩余价值率；可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 并规定了利

润率保持不变的条件。因为ｐ′＝ｍ′× ｖ
ｃ＋ｖ，所以为使利润率保持不变，

剩余价值率的增长显然应该与总资本中可变资本部分的下降相适应。

马克思在这里进行的计算中，剩余价值增加了 １
３，从１２０增加到１６０，可

变资本仍然等于６００，剩余价值率增长了 １
３，从２０％增长到２６

２
３％。在

这种条件下，不变资本应该增加 ２
３，应该是１０００而不是６００。这时可变

资本与总资本之比将是６００１６００＝
３
８，利润率仍将等于

１６０
１６００＝１０％１０％。在下

面的计算中，马克思在解决这个任务时假定利润率等于１５％。——第

３０７页。

１９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３７８—３８４、４０３—４１０页。——第

３１３页。

１９６马克思从这里往后的计算所依据的是：补偿机器年磨损的不是３７塔勒，

而是５０塔勒。此外，未消耗的预付资本部分在第一年结束时是３７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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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０或３７０－３７＝３３３，而不是象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３００塔勒。——第

３１８页。

１９７马克思指的是这种场合：机器的价值（３７０塔勒）全部包括在预付

总资本的价值中。这时，可变资本同预付资本之比等于 ８０
６００＝

２
５——第３１８页。

１９８指本章第６点。——第３２０页。

１９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章和第３章。—— 第３２０

页。

２００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３０—３４页。——

第３２０页。

２０１ 工人用新的生产资料劳动１小时不是象以前那样创造 ８
１０塔勒，而是比

这个数大 ３
５即

８
１０＋

３
５×

８
１０＝１

７
２５塔勒；因此，工人劳动６小时提供７

１７
２５

塔勒，这与手稿中说的等于８塔勒略有不同。——第３２３页。

２０２《剩余价值理论》一书引证了斯密的有关见解（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６８—７２页）。——第３２３页。

２０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第３２３

页。

２０４ 马克思指的是，在工人的消费中农产品占的份额（农业中的资本有

机构成低于工业）比工业产品大。——第３２４页。

２０５往下有一个附带的计算，约占第１０１２页的四分之一。——第３２６页。

２０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３７２—３９０页，特别是第３８３

页。——第３３３页。

２０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３２９—３３０页。—— 第３３４

页。

２０８ 在利润量增加的情况下，利润率的下降只能发生在下列场合：利润率

下降的程度小于预付资本的增加。——第３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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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６１２—６１３页。——第３４２

页。

２１０手稿第１０２１页（第 笔记本的最后一页）的下半页没有写满。在这一

页的背面（第１０２１ａ页）载有表明该笔记本的某些页内容的提纲：

      “李嘉图和学派。第９７７页。

      威克菲尔德。第９７５页。

      利润率下降趋势。

      平均利润。９８２

      竞争。９７６

      资本主义生产。９７９”。——第３４０页。

２１１第 笔记本的开头（第１０２２—１０２８页）是第 笔记本的直接继续，

按内容来说是属于本章的材料。这也涉及关于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

程这个篇幅不大的部分（见第１０２２—１０２３页），这个部分从这里的上下

文来看与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分析有关。——第３４０页。

２１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５４—１１２页。——第３４０页。

２１３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７５—７９页。—— 第

３４５页。

２１４ 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１９０—１９１页。—— 第

３４７页。

２１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５２、３７６—３７７页。——第３４７

页。

２１６在手稿中，后两句话是这样写的：“这样，工人就会在正常的剩余时间之

外，每２周白送１周；每２年白送１年。这样，机器价值的实现也会加快一

倍，并且只需要在相反的情况下所必需的时间的一半就行了。”这个计

算同马克思的规定（１８小时工作日代替１２小时工作日）相矛盾，这里是

按照《资本论》第３卷相应的正文改正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５卷第９３—９４页）。——第３４８页。

２１７接着，从第１０２９页开始的正文是第 笔记本正文的继续（在第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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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本的末尾第９７３页上，马克思注明：“下接第 笔记本”；在第 笔

记本的第１０２９页的开端也记着：“第 笔记本的继续”），就问题的范

围来说，这属于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部分（见本卷第１２章）。——第３４８

页。

２１８ 本章正文包括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第９３３—９３５、９４４—９７３

页），第 本（第１０２９—１０３８页）和第 本（第１０７５—１０８４页）中。标

题是按照马克思１８６３年１月在手稿第 本第１１３９页上所写的第三篇

《资本和利润》的计划提纲的第８项加上的（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４７页）。——第３４９页。

２１９第 笔记本的封面上写有日期“１８６２年１０月”，它的前几页的正文收

入《剩余价值理论》第３册中（手稿第８６２—９０１、９０２—９０７、９１０—９３２页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８４—３４８、４９９—５８０

页），也收入本卷第９章（手稿第９０１—９０２页和第９０７—９１０页——见本卷

第１２３—１３０页）。——第３４９页。

２２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７—１３８页，特别是第１３１

页。——第３５０页。

２２１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６３—６４页。—— 第

３５１页。

２２２ 在生产价值公式中，Ｋ 表示费用，ＡＰ表示平均利润。——第３５３页。

２２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２１７页；第４７卷第１２３页；第

２３卷第２２１页。——第３５４页。

２２４马克思在他的手稿第９３７—９４３页上考察了路德针对利息所进行的论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８６—５９７页）。——第

３５４页。

２２５以下正文（手稿第 本第９３５—９４４页）收入《剩余价值理论》第３册（参

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８１—５９８页）。——第３５４

页。

２２６ 以下正文包含在手稿第 本第９４４—９５０ａ页上（本卷第３５４—３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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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是马克思部分地摘自他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的手稿并作了一些修改（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３８１—３９２页）。——第３５４页。

２２７理查 琼斯用了“辅助资本”这一用语，马克思写道，琼斯所理解的“辅助

资本”，是不变资本中“那个不是由原料构成的部分”（《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８１页）。——第３５７页。

２２８见注２２７。——第３５５页。

２２９前面在手稿９３９页上，马克思就这个问题写道：“高利贷者在资本主义前

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只是在政治上有革命的作用，是因为他会破坏

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

固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它们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９０页）。——第３５６页。

２３０在手稿第９４１页上指出：“英国。十七世纪。争论已不再是针对高利贷本

身，而是针对利息的大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

５９３页）。——第３５６页。

２３１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阐明，让渡利润（《ｐｒｏｆｉｔ ｕｐｏｎ ａｌｉｅｎａ－

ｔｉｏｎ》或《ｐｒｏｆｉｔ ｕｐｏｎ 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

卖而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１２页）。——

第３５７页。

２３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第３５７

页。

２３３ 在手稿中往下是这句话的结尾，但被马克思删掉了：“在货币执行它

的其他职能以前，在资本主义生产得到［发展］以前，因而在资本本身作

为统治一切的生产关系出现以前，在它的基本形式，即它形成现代社会

基础的那种形式得到发展以前”。——第３５７页。

２３４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３８９页；第２５卷第３６９、

６７７页。——第３５８页。

２３５在手稿中，“各邦”这个词写在已划掉的“各州”一词的上方。关于对“罗

马尼亚各州”农民的剥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６５

７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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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并参看第２５卷第６７７页。——第３６４页。

２３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７—１３８页。—— 第３６５

页。

２３７ 见注２３４。——第３６７页。

２３８关于詹姆斯 斯图亚特的用语“自由人手”（《ｆｒｅｅ ｈａｎｄｓ》），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４６６页；下册第３０４页；第４７卷第２１８、

３３６页；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２２页；第２册第６３２页；第２５卷第８８５页。——第３６８

页。

２３９以下正文包含在第 笔记本第９５０ａ—９５０ｂ页上，发表在《剩余价值

理论》第３册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９９—６００

页）。——第３６９页。

２４０接下去是手稿第９５０ｂ页末尾已经开了头但没有写完的一句话：

“如果工资下降到 １
３ ，因而，［如果加进的价值下降了］约

２
５ 先

令”。——第３７１页。

２４１在手稿中，数字 ２
５，或４０％被错误地看作产品的利润对其价格的比例，

而不是看作产品的利润对它的生产费用的大约比例。实际上上述比例

应是 ４
１５，或２６

２
３％。——第３７５页。

２４２在表中，被马克思引用过二次的那些指标，只再现了一次。——

第３７８页。

２４３ 在表后，在手稿第９５３页的末尾，有马克思所作的标记：“（下接第９５６

页）”。——第３７９页。

２４４在手稿第９５６页的末尾和第９５４页的开头，马克思标明，第９５４页直接接

第９５６页。——第３８２页。

２４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７４—４８３、４９１—４９９、

５２６—５３６页。——第３８２页。

２４６马克思在这里是从第 种情况下所出现的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之间的比例，可变资本与剩余价值之间的比例等等出发的。——第

８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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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８３页。

２４７如果这里指的是利润量，那么，在第 种情况下，它等于１３３。——第３８４

页。

２４８见注２３１。——第３８４页。

２４９在手稿第９５５页的末尾和第９５７页的开头，马克思标明，第９５７页直接接

第９５５页。——第３８６页。

２５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１—１４３页。——第３９２页。

２５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１７—１１８页。——第３９３页。

２５２《圣经》。《马太福音》第６章第１９行：“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

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第３９４页。

２５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２７页。——第３９５页。

２５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１３４—１３６页。——第３９６页。

２５５马克思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棉布工厂主的资本为１０００镑，并且一年周

转４次。——第４０４页。

２５６在手稿中假定每个棉布工厂主的年生产为４００００码。这就要求他们的资

本在一年中周转数次，然而这一数字实例的所有其他数据是应适于以

下情况的：上述资本在一年中仅周转一次并生产４０００码棉布。

  如果假定，棉布工厂主的资本（９００镑）一年周转４次，那么，一年中他

能生产３６０００码棉布。这时，每个商人就能购买并出售四个工厂主的商

品。——第４０４页。

２５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２３３—３１８、３２３—３６６

页。——第４１４页。

２５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１１—３１２页。——第４１５页。

２５９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６２—３６３页；第４４卷第１１５—

１１７页。——第４１８页。

２６０见注２３１。——第４１８页。

９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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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１马克思指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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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２、２７—２８、６４—７１、１９２—２６１页；第３册第８３—８６页。——

第４１８页。

２６２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笔记本的正文到此结束。其后是马克思加的

注：“下接第 笔记本。”在第 和 笔记本（第１０６６ｂ页）的总封

面上标明：“从１０２９页起上接第 笔记本……商业资本。从事货币经

营业的资本”。——第４２０页。

２６３关于第 笔记本开头部分，即第１０２２—１０２８页上的手稿正文，可参看

注２１１。——第４２０页。

２６４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２６—３２８页。—— 第

４２３页。

２６５ 在手稿中，这句话被马克思勾掉了。——第４３４页。

２６６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５５—３５６页。—— 第

４３９页。

２６７ 在《资本论》第３卷中指出，“在英国１７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金匠还执

行着银行家的职能”（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３５６

页）。——第４３９页。

２６８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论述了《作为信用的资本》，成为他的经

济学著作的一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１９、２３３

页）。并见马克思１８５８年４月２日致恩格斯的信。——第４３９页。

２６９往下，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第１０３８—１０６５ａ页上和第 本

第１０６８—１０７４页上，包含着关于货币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回流运动

的《插入部分》（见本卷第１０章）。——第４３９页。

２７０如果利润率在第二周期中也是２０％，那么，利润就等于２４镑，而不是如

马克思所预计的２０镑。这意味着，资本家所损失的不是１４６２１镑，而是１８

６
２１镑。——第４５０页。

２７１美国南北战争（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特别使美国棉花向英国的出口陷入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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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状态，这就引起了英国纺织业的危机。许多工厂倒闭，工人被解雇。棉

花价格上涨，这导致了利物浦棉花市场上投机猖獗。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１４５—１５４页。——第４５３页。

２７２往下，在第 笔记本第１０８４—１１５７页上，正文在手稿中用横线与本章

正文分开。前一正文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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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３５２、３６０—４９６页），不过《其他问题》篇中所收入

的几段除外（见本卷第４５７—４７０页）。——第４５６页。

２７３本篇包括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关于各种不同题目的片断，这些片断包

含在第 、 — 笔记本中，没有收入前三篇——《资本的生产

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资本和利润》。本篇标题——《其他问题》

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三章提纲草稿的最后一篇的标题相一致（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５４８—５４９页）。——第４５７页。

２７４马克思在１８６３年１月写的第 笔记本的正文从１０６６页开始。——第

４５７页。

２７５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和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中，以及在《资本论》第３卷

中，都谈到了复利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

３７１—３７２页；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２６３、３２９—３４６页；第２５卷第４４４—４４７、４４８

页。并见本卷第５７８—５８３页。——第４５７页。

２７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４７９—４８０页。——第４５７页。

２７７ 见［托马斯 罗伯特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１７９８年伦敦版第２５—２６

页。——第４５８页。

２７８马克思引自罗德戴尔《论公共财富的性质和起源及其增加的方法和原

因》一书，爱 拉让蒂 德 拉瓦伊斯译自英文，１８０８年巴黎版第１７３—１８２

页。罗德戴尔在自己的著作中引用了马克思提到的威 皮特１７９２年２月

１７日发表的演说中的话。——第４５８页。

２７９亚 弥勒是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浪漫主义学派的代表人物。——第

４６０页。

２８０接着，在第 笔记本的第１０６８—１０７４页和第１０７５—１０８４页上包含的

１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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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分别收入本卷第１０章和第１２章中（见第２３６—２５１、４４２—４５８页）。

在第 笔记本第１０８４—１１４０页上的正文，属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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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９—３５２、３６０—４７４页；第１

册第４４６—４４８页）。——第４６１页。

２８１亨 查 凯里《论工资率》１８３５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１２页及以下各页；并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３８２页；本卷第３２页。——

第４６２页。

２８２见注２３１。——第４６６页。

２８３以下这段话也载于《剩余价值理论》第３部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５３页。——第４６６页。

２８４威 罗雪尔《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版第３８４页及

以下各页。——第４６６页。

２８５按照最初的材料，这个比例是１２．０７１。——第４６７页。

２８６接着，在第 笔记本第１１４４—１１５６页上，写的是有关理查 琼斯的内

容，载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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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４—４９６页）。——第４６８页。

２８７这个片断被用横线同前面和后面的正文分隔开。——第４６８页。

２８８在结束第 笔记本第１１５７页末尾，有关于理 琼斯的一小段话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４６０—４６１页）。——

第４７０页。

２８９第 笔记本第１３０１—１３３１页上的正文，是本卷第５章和第６章的内容。

并见注１４８。——第４７０页。

２９０在这里和下面，凯里引用了弗 伊登的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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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７０页。

２９１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９７、３００、３１８—３１９页。——第

４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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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２这一段和下一段发表在《剩余价值理论》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３８页）。——第４７２页。

２９３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１５—４１７页（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４卷第１４５—１４６页）。——第４７３页。

２９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９９—１１２页。——第４７８页。

２９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上册第２８４—２８５页；第４７卷第

１２５—１２６、１６５页。——第４７８页。

２９６这一段话发表在《剩余价值理论》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３８—４３９页）。——第４７８页。

２９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９０—３９３页。——第４８０

页。

２９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２７、９２、１２０—１２４、１５７—

１６３、１７７、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１、３６２、６７５页。——第４８２页。

２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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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集，１７９７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４８９页。

３０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５７页。——第４８９页。

３０１指卓纳森 绥夫特《格列佛游记》第三部——《勒普塔纪行》，在这部分里

对伪科学作了讽刺性的描绘。——第４９０页。

３０２马克思指的是下述著作：约翰 洛克《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

果》（１６９１年），载于《约翰 洛克全集》１７４０年伦敦版第２卷；威廉 奥吉尔

维《论土地财产权，关于它在自然规律中的基础；现在欧洲国内法对土

地财产权的承认》１７８１年伦敦版；托 斯宾斯《苦恼的结束或价值两便士

的四磅的面包……一个老技工和一个年轻技工关于建立人权的对话》

１７９５年伦敦版。——第４９０页。

３０３马克思引用《剩余价值理论》中布坎南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０１页）。——第４９０页。

３０４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４７３—４７４页。—— 第

３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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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２页。

３０５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笔记本头一页即１３４６页上的以下正文，是

第 笔记本最后几页正文的直接继续。——第４９６页。

３０６马克思指的是自己的补充笔记本Ａ（见注１６），从这个补充笔记本的第

１７页开始，是对这里所引的登宁的著作《工联和罢工：它们的哲理和意

义》（１８６０年伦敦版）所作的摘录。——第４９７页。

３０７接着在第 笔记本第１３４６—１３５１页上，是关于配第的概述，发表在

《剩余价值理论》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

３７８—３８６页）。——第４９７页。

３０８ 马克思在这里是指狄奥多洛斯关于古埃及儿童教育的看法（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８８页和第２３卷第５６０

页）。——第４９８页。

３０９对赛 兰格的计算所做的进一步分析，包括在《资本论》第１卷中（见《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２４页）。——第４９９页。

３１０接着，第 笔记本第１３５３—１３７１页上的正文，构成本卷第七章

的内容；第１３７１—１３９４页上的正文，构成《再生产》篇（见第九

章）；第１３９５—１３９７页上的正文，构成《所谓原始积累》篇（见第八章）；最

后，第１３９７—１４００页上的正文，发表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８５—３８９页和第４０８—４０９页）。——第

４９９页。

３１１马克思指的是第 笔记本，该笔记本的前６４页是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的

结尾部分，而其余部分全是１８５９—１８６３年期间对各个作者的著作所作

的摘录。在这个笔记本的第２４５页上，是摘自《论苏格兰》第３９页和４５页

上的引文。——第４９９页。

３１２见注１３４。——第５０１页。

３１３在补充笔记本Ｂ（见注１６）上有马克思的如下评语：“这个家伙［伯克］对

于上层阶级来说是个怎样的伪君子，在斯宾斯的诗中描绘得惟妙惟肖”

（第２９页）。并见本卷第５１４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

４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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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９页和第８２８—８２９页。——第５０３页。

３１４在第１４０２—１４０７页上（第 笔记本的结尾和第 笔记本的开

头），是《所谓原始积累》篇（见本卷第八章）。——第５０４页。

３１５对阿伯思诺特这一例子的进一步分析，包含在《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

的结果》这一手稿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９卷第１５—１６

页）。——第５０４页。

３１６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中援引了李比希的著作《农业的理论与实践》

（１８５６年不伦瑞克版）中的相应说法（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２３卷第３６５页）。——第５０６页。

３１７在补充笔记本Ｂ（见注１６）第８页上，开始出现马克思所引用的福斯特著

作的摘录；其中，马克思在这里摘录了福斯特的著作第１０页上关于自然

肥力过大对国家发展产生不利影响的论断（见本卷第４７５—４７６页和《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６１页）。——第５０７页。

３１８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９３页。——第５０８页。

３１９见注９。——第５０８页。

３２０乔治 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２７８—２７９页。见《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３９５页；第２５卷第８６５页。——第

５１０页。

３２１在补充笔记本Ｂ第２１—２２页上，有《关于谷物法对国民收入的重要性致

议会两院书》（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８—１１、３２页的摘录。——第５１４页。

３２２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本上援引了亚 斯密的相应言论（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３４９页）。——第５１４页。

３２３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２８页。——第５１４页。

３２４在补充笔记本Ｃ第４—５页上，有约 贝克曼的五卷本著作《发明史文

集》（１７８０—１８０５年莱比锡版）第１卷和第２卷的摘录。马克思所作的摘录

采自第１卷第１２３—１２７页和第２卷第５７—５８、１０１、２６１—２７５页。—— 第

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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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５接着，在第 笔记本第１４１８—１４２０页上，包含有对诺思关于“剩余

价值理论”观点的分析（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

３９４—３９８页）。——第５１７页。

３２６马考莱关于十七世纪英国使用儿童劳动的相应言论，马克思引用了两

次，分别包含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 和 本上（见《马克思恩格斯

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４３、５０６页）。——第５１７页。

３２７第 本笔记本第１４２１页的大半页没有写满。——第５１８页。

３２８约瑟亚 塔克尔《略论法国和大不列颠在商业中的盈亏》１７５３年伦敦第３

版第３５—３７页。——第５２０页。

３２９约瑟亚 塔克尔《关于政治和商业问题的四篇论文》１７７６年格罗斯特第３

版第３５—３７页。——第５２０页。

３３０约翰 洛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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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７７年伦敦第８版第２卷第２０—２１、３４—３５、３９、４８

页。——第５２４页。

３３１弗 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１７６６年），载于《重农学

派》，附欧 德尔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部第１４５—１４６、１６３

页。——第５２４页。

３３２马克思在这里援引丹尼尔 笛福的匿名著作《论公共信贷》（１７１０年伦敦

版）。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中引用了这一引文（见《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６１页）。——第５２５页。

３３３这一著作的匿名作者是丹尼尔 笛福。——第５２５页。

３３４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４９页。——第５２５页。

３３５马克思在这里援引丹 笛福的匿名著作《交换的解剖；或投机证券交易

体系》１７１９年伦敦版。——第５２８页。

３３６套用了赛 巴特勒的长诗《休迪布腊斯》第二部第一首中的一句话。——

第５２８页。

３３７［马修 德克尔］《认真思考使整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商业）受困的某些高

６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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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建议以单一税阻止货物流动，解除对商人的任何检查并提高一切

公共供给》一个祝愿善良的大不列颠人民幸福的人著（１７４３年版）。１７７４

年伦敦第５版。——第５２８页。

３３８威 霍斯利《认真思考高赋税：致马修 德克尔爵士》１７７４年伦敦版。——

第５２９页。

３３９在补充笔记本Ｆ第１２—１５页上，写有这里引用的著作《对货币利息，特

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看法》第４—５４页的摘录。——第５３０页。

３４０在补充笔记本Ｆ第１９页上，写有《从全国出发建议严重注意社会舆论的

一些想法。附有附录，说明因谷物奖励金而造成的损失。一土地所有者

著》这一著作第１—３６页的摘录。——第５３２页。

３４１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４７—６４８页。——第５３５页。

３４２马克思把页码编错了，把直接接在第１４３１页后面的那一页错编为第

１４３３页。——第５３６页。

３４３往下包含在第 笔记本第１４３３—１４３４页上的正文，发表在《剩余价

值理论》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０５—４０７

页）。——第５３６页。

３４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０４—３０５页。—— 第５３９

页。

３４５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９６页。——第５４０页。

３４６见注３４４。——第５４０页。

３４７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５８１页。——第５４１页。

３４８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２４１—２４３页；第２３卷第３０６—

３０７页。——第５４１页。

３４９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７５页。——第５４１页。

３５０见注３４４。——第５４２页。

３５１往下在第 笔记本第１４３８—１４４０页上，包含收入本卷第８章的《原

７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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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积累》那一节。——第５４２页。

３５２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８１页，在这一页上，马克思

在这一方面提到了威 罗雪尔。——第５４６页。

３５３［马修 德克尔］《认真思考使整个国家（特别是它的商业）受困的

某些高赋税》一个祝愿善良的大不列颠人民幸福的人著（１７４３年

版）。１７７４年伦敦第５版第２１—２２页。并见本卷第５２８—５２９页。——第５４７

页。

３５４航运法——保护关税法，英国议会于１６５１—１６７３年通过，其目的是维护

英国的航运业；该法令禁止用外国船舶转运英国商品；航运法在１８４９—

１８５４年被废除。——第５４７页。

３５５大概马克思这里指的是，他于１８６３年１月写的论述相对剩余价值的《资

本论》第１部分的计划草稿的第４点。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

卷第１册第４４６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３５５—３５６

页。——第５４９页。

３５６反雅各宾战争——指的是英国从１７９３年至１８１５年进行的反对法国的战

争。在战争期间，英国政府在国内建立了反对劳动群众的残酷的恐怖制

度。特别是，在这期间镇压了一系列人民骚动，并通过了禁止工人联合

的法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６卷第１５９—１６０页。——第

５５１页。

３５７后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

一篇中，援引了这一段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７８

页）。——第５５１页。

３５８马克思指的是手稿第１４４８页下半页上的一段话。这段话被一道横线同

该页其余的正文隔开。按照马克思的提示，这段话作为手稿第１４４７页正

文的直接继续发表。——第５５４页。

３５９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９０页。——第５５５页。

３６０在第 笔记本第１４４９—１４５１页上的正文，发表在《剩余价值理论》

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１０—４１４页）。——第

８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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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６页。

３６１指的是《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驳亚当 斯密博士等人的某些错误

论点》（１７９７年伦敦版）的作者约翰 格雷。——第５５６页。

３６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１０页。—— 第５５６

页。

３６３ 在补充笔记本Ｈ 第１６８页上，载有１８６４年２月２６日《泰晤士报》

的摘录（《饿死事件》—— 致该报编者的信；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１８页）。而１８６３年７月２日《泰晤士报》的摘录包含在补

充笔记本Ｈ的最后一页上，这一页只有一部分保存下来。——第５５７

页。

３６４大概指的是《论手工业和商业，兼评赋税对我国工厂中劳动价格的影

响。论赋税的作者著》１７７０年伦敦版。该书的作者据认为是约 肯宁安。

并见本卷第５３６—５４２、５５０页。——第５５７页。

３６５见注３５６。——第５６０页。

３６６１埃耳等于４５时或１．１４米。——第５６０页。

３６７大概指的是亨利 帕涅尔《亨 帕涅尔爵士在下院的演说内容，评谷物

法》１８１４年伦敦版。——第５６１页。

３６８在该段页边上马克思注明：“劳动价格和剩余价值”。——第５６１页。

３６９在该段页边上注明：“劳动贬值”。——第５６１页。

３７０在《资本论》第１卷中对这两本蓝皮书（英国议会的官方出版物）作了评

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０９页）。——第５６２页。

３７１格 耳 纽纳姆（律师）《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词》１８１５年伦敦

版。——第５６２页。

３７２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１页。——第５６３页。

３７３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７卷第４５页。——第５６３页。

３７４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４２２页。—— 第５６４

９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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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３７５ 查理 亨 帕里《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

行谷物法的必要》１８１６年伦敦版第１００—１０１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６１页。——第５６４页。

３７６见注３１１。——第５６６页。

３７７马克思大概是指霍吉斯金关于工人技能的积累的论点（见《马克

思恩格 斯全 集》中 文 版第２６卷 第３册 第３０６、３４８页及其他各

页）。——第５６７页。

３７８第 笔记本第１４６０页下半页未写满，可能马克思打算以后在这里

记入《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一书的摘录。

  接着，在手稿第１４６１—１４６３页上写有论述《所谓原始积累》的正文

（见本卷第８章）。——第５７２页。

３７９ 第 笔记本第１４７２页（最后一页）的下半页未写满。—— 第

５８１页。

０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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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伯思诺特，约翰（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Ｊｏｈｎ）——

英国农场主，十八世纪济学家和实践

家。——第１０１、１０６—１０９、４７４—４７５、

５０４—５０７、５６０页。

阿丁顿，斯梯芬（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Ｓｔｅｐｈｅｎ 

１７２９—１７９６）——英国教士，写有一些

教科书。——第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５页。

阿克莱，理查（Ａｒｋｗｒｉｇｈｔ，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３２—１７９２）——英国企业家；占有他

人在英国的许多发明专利权。——第

４６５—４６６、４６７页。

阿斯吉尔，约翰（Ａｓｇｉｌｌ，Ｊｏｈｎ，１６５９—

１７３８）——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议员。——第５２４—５２５页。

艾德门兹，托马斯 娄（Ｅｄｍｏｎｄｓ，Ｔｈｏ－

ｍａｓ Ｒｏｗｅ １８０３—１８８９）——英国经

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利用李嘉

图的理论得出社会主义的结论。——第

１５页。

艾尔兰（Ｉｒｅｌａｎｄ）——１８６０年创办的英国

各业评议会的书记。——第４８８页。

爱 德 华 三 世 （Ｅｄｗａｒｄ １３１２—

１３７７）—— 英 国 国 王 （１３２７—

１３７７）。——第１１１页。

爱德华六世（Ｅｄｗａｒｄ １５３７—１５５３）——

英国国王（１５４７—１５５３）。——第１１０—

１１２、１１８页。

爱尔维修，克劳德 阿德里安（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

Ｃｌａｕｄｅ－Ａｄｒｉｅｎ，１７１５—１７７１）——杰

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

人物，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

的思想家之一。——第５０８页。

安（Ａｎｎｅ１６６５—１７１４）—— 英国女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１１８页。

安德森，詹姆斯（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７３９—

１８０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

研究了级差地租理论的基本特征。——

第７８、４８２、５５６、５６２页。

奥吉尔维，威廉（Ｏｇｉｌｖｉ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３６—

１８１９）——英国哲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拥护土地公有制。——第４９０页。

Ｂ

巴尔本，尼古拉（Ｂａｒｂｏｎ，Ｎｉｃｈｏｌａｓ 

１６４０—１６９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

的；所谓货币国定说的先驱。—— 第

５２５—５２８、５４６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鼓吹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

论。——第５６、４７３、４７８页。

巴特勒，赛米尔（Ｂｕｔｌｅｒ，Ｓａｍｕｅｒ １６１２—

１６８０）——英国讽刺诗人，《休迪布腊

斯》一诗的作者。——第５２８页。

拜比吉，查理（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２—

１２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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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１）——英国数学家和机械专家，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３３４、３４７、４６４、

４６７、４６８页。

邦伯里（Ｂｕｎｂｕｒｙ）——第５０８页。

贝阿尔岱 德 拉贝伊（Ｂéａｒｄé ｄｅ ｌ’Ａｂ

ｂａｙｅ １７０４—１７７１）——法国经济学家

和农学家。——第５５０页。

贝克莱，乔治（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Ｇｅｏｒｇｅ １６８５—

１７５３）——英国反动哲学家，主观唯心

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主教；在政治经

济学方面是重商主义的批评者；认为劳

动是财富的主要源泉；货币名目论的代

表。——第４９１页。

贝克曼，约翰（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Ｊｏｈｎ １７３９—

１８１１）——德国资产阶级学者，写有一

些工艺学和经济学方面的著作。——第

４９１、５１６页。

贝利，埃林（Ｂａｒｌｅｅ，Ｅｌｌｉｎ）——英国社会

女活动家，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慈善协会

的创办人。——第４６５页。

贝奈特，阿 （Ｂｅｎｎｅｔ，Ａ）——大租地农

场主，治安推事，贫民院主管。——第

５６３页。

波累克斯芬，约翰（Ｐｏｌｌｅｘｆｅｎ，Ｊｏｈｎ 约

生于１６３８年）——英国商人和经济问题

的作家，主张取消东印度公司垄断

权。——第１１６页。

波纳尔，托马斯（Ｐｏｗｎａｌｌ，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２２—１８０５）——英国政治活动家，马

萨诸塞殖民总督，议员，辉格党人，主

张废除谷物法，古玩家。——第５０９页。

波斯耳思威特，麦拉基（Ｐｏ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ｙｔ，

Ｍａｌａｃｈｙ １７０７—１７６７）——英国经济

学家，《工商业大辞典》的编者。——第

１１８、５３８—５４２、５６０页。

伯克，艾德蒙（Ｂｕｒｋｅ，Ｅｄｍｕｎｄ １７２９—

１７９７）——英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辉格党人，后为托利党人，议会议员；写

有一些经济问题的著作；在活动的初期

倾向于自由主义，后来成为反动分子，

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凶

恶敌人。——第５０３、５１４页。

勃多，尼古拉（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 １７３０—

１７９２）——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

学派的代表。——第１４１、５６７页。

博克斯霍恩，马尔库斯 聚埃里乌斯（Ｂｏｘ

ｈｏｒｎ，Ｍａｒｃｕｓ  Ｚｕｅｒｉｕｓ  １６１２—

１６５３）—— 荷兰历史学家和语言学

家。——第４９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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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０、５１６、５６０页。

布莱基，罗伯特（Ｂｌａｋｅｙ，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９５—

１８７８）——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第５５５页。

布莱克，威廉（Ｂｌａｋｅ，Ｗｉｌｌｉａｍ）——十九

世纪上半叶的英国经济学家，写有关于

货币流通的著作。——第２７８页。

Ｃ

查 理 大 帝 （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 约７４２—

８１４）——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

帝（８００—８１４）。——第３６４页。

查理一世（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００—１６４９）——英

国国王（１６２５—１６４９），十七世纪英国资产

阶级革命时期被处死。——第１１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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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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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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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１６１、３０３页。

柴尔德，约瑟亚（Ｃｈｉｌｄ，Ｊｏｓｉａｈ １６３０—

１６９９）——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

银行家和商人。——第１１６、４５９、５１８、

５２０、５２８页。

Ｄ

德尔，欧仁 （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９８—

１８４７）——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

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第５４３、

５４５、５６７、５７０、５７１页。

德克尔，马 修 （Ｄｅｃｋｅｒ，Ｍａｔｔｈｅｗ 

１６７９—１７４９）—— 英国商人和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的最著名的

前辈之一，议员（１７１９—１７２２）。——第

５２８、５４７页。

德雷克，詹姆斯（Ｄｒａｋｅ，Ｊａｍｅｓ １６６７—

１７０７）——英国政论家，写有抨击性的

文章，反对交易所舞弊和投机；托利党

人；医生。——第５２８页。

登宁，托马斯 约瑟夫（Ｄｕｎｎｉｎｇ，Ｔｈｏｍ－

ａｓ Ｊｏｓｅｐｈ １７９９—１８７３）——英国工

会活动家和政论家。——第３４、４９５—

４９７页。

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Ｄｉｏｄｏｒｕｓ Ｓｉｃｕ

－ｌｕｓ公元前８０左右—２９），——古希

腊历史学家。——第４９８页。

狄克逊，亚当（Ｄｉｃｋｓｏｎ，Ａｄａｍ １７２１—

１７７６）——英国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关

于农业史的著作。——第４９９页。

笛福，丹尼尔（Ｄｅｆｏｅ，Ｄａｎｉｅｌ １６６０左右

—１７３１）——著名的英国作家和政论

家，小说《鲁滨逊飘流记》的作者。——

第５２５页。

东巴尔，克利斯托夫 约瑟夫 亚历山大

马蒂约 德（Ｄｏｍｂａｓｌｅ，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Ｍａｔｈｉｅｕ ｄｅ 

１７７７—１８４３）—— 法国著名的农学

家。——第２９３页。

杜尔哥，安 罗伯尔 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

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 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２７—

１７８１）——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

家；重农学派的最著名的代表；财政总

稽核（１７７４—１７７６）。——第２５５页。

Ｅ

恩索尔，乔治（Ｅｎｓｏｒ，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６９—

１８４３）——英国政论家，批判过马尔萨

斯主义。——第５１７页。

Ｆ

范德林特，杰科布（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ｔ，Ｊａｃｏｂ 

死于１７４０年）——英国经济学家，重农

学派的先驱，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

物之一。——第１１４、５２３、５６０页。

弗莱彻，姆 （Ｆｌｅｔｃｈｅｒ Ｍ．）——《关于

影响谷物价格的原因》（１８２７年）和《政

治经济学经验》（１８２８年）的作者。——

第５５１页。

福尔邦余，弗朗斯瓦 维隆 杜韦尔瑞 德

（Ｆｏｒｂｏｎｎａｉｓ，Ｆｒａｎｃｏｉｓ－Ｖéｒｏｎ－Ｄｕ

ｖｅｒｇｅｒ ｄｅ １７２２—１８００）——法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

者。——第５４３页。

福斯特，纳萨涅尔（Ｆｏｒｓｔｅｒ， 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１７２６左右—１７９０）——英国教士，写

有一些经济学著作，维护工人的利

益。——第１１４、４７６、５０７页。

富拉顿，约翰（Ｆｕｌｌ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 １７８０—

１８４９）——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写有关于货币流通和信贷问题的著作，

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第２９４、３０２

页。

富兰克林，本杰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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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０６—１７９０）——杰出的美国政治活动

家和外交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北

美独立战争的参加者；大学者，物理学

家和经济学家。——第５３０页。

Ｇ

歌德，约翰 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 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的

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３５４页。

格雷，约翰（Ｇｒａｙ，Ｊｏｈｎ）——十八世纪

末英国资产阶级作家，写有一些关于政

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著作。—— 第

５５６—５５８页。

Ｈ

贺雷西（昆图斯 贺雷西 弗拉克）（Ｑｕｉｎ－

ｔｕｓ Ｈｏｒａｔｉｕｓ 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元前６５—

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５２３页。

亨利七世（Ｂｅｎｒｙ １４５７—１５０９）——

英国国王 （１４８５—１５０９）。——第１０９

页。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 １４９１—１５４７）——

英国国王 （１５０９—１５４７）。——第１１０

页。

惠特利，乔治（Ｗｈａｔｌｅｙ，Ｇｅｏｒｇｅ）——十

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研究贸易问

题。——第５５６—５５７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阶

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他利用李嘉

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第

４７３、４９３、５６７页。

霍默（Ｈｏｍｅｒ）——１８５９年英国商人（莱

斯特郡）。——第４６３页。

霍斯利，威廉（Ｈｏｒｓ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约１７０１—

约１７７６）——翻译德文和法文有关政治

和经济内容的书籍的英文译者。——第

５２９页。

Ｊ

吉，乔舒亚（Ｇｅｅ，Ｊｏｓｈｕａ）——英国商人，

写有一些关于经济和贸易方面的著作，

重商主义者。——第１１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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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４４—５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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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的摹仿

者。——第５４２、５４４页。

杰宁斯，索姆（Ｊｅｎｙｎｓ，Ｓｏａｍｅ １７０４—

１７８７）——英国作家和国家活动家，议

员（１７４２—１８７０）；写有关于政治问题和

经济问题的著作。——第５０９页。

Ｋ

凯尔恩斯，约翰 埃利奥特（Ｃａｉｒｎｅｓ，Ｊｏｈｎ

 Ｅｌｌｉｏｔ １８２３—１８７５）——英国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和政论家；反对美国南部

的奴隶制度。——第１３页。

凯里，亨利 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 Ｃｈａｒ－

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

俗经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

利益调和论的创始人。——第３２、７８、

２９８、３４５、４６２、４６４、４７０—４７１页。

康替龙，理查（Ｃａｎｔｉｌｌｏ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６８０—

１７３４）——英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

先驱，商人。——第５４２—５４４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ｍａｓ）——

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４１１、４５３—４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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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贝特，威廉（Ｃｏｂｂｅｔｔ，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６２—

１８３５）——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主张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第１０４

页。

科布顿，理查（Ｃｏｂｄｅｎ，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８０４—

１８６５）——英国工厂主，资产阶级政治

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领袖之一和反谷

物 同盟法的创始人之一；议会议

员。——第２１９页。

科克，保尔 德（Ｋｏｃｋ，Ｐａｕｌ ｄｅ １７９４左

右—１８７１）——法国资产阶级作家，写

过一些轻浮的消遣小说。——第５４页。

科里，埃德加尔（Ｃｏｒｒｉｅ，Ｅｄｇａｒ）——英

国商人和经济学家。——第５０９页。

克雷门特，西蒙（Ｃｌｅｍｅｎｔ，Ｓｉｍｏｎ）——

英国商人，匿名著作《论货币、贸易、汇

兑的相互关系的一般概念》（１６９５年伦

敦版）的作者。——第５１８页。

克伦威尔，奥利弗（Ｃｒｏｍｗｅｌｌ，Ｏｌｉｖｅｒ 

１５９９—１６５８）——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

级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

贵族的领袖；１６５３年起为英格兰、苏格

兰和爱尔兰的护国公。——第１１０页。

肯宁安，约翰（Ｃｕｎｎｉｎｇｈａｍ，Ｊｏｈｎ）——

十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第１１２—

１１８、５３６—５４１、５５０、５５７、５６０页。

肯特，纳萨涅耳（Ｋｅｎｔ，Ｎａｔｈａｎｉｅｌ １７３７—

１８１０）——英国农学家，写有一些农业

方面的著作。——第１１１页。

孔狄亚克，埃蒂耶纳 博诺 德（Ｃｏｎｄｉｌ－

ｌａｃ，毦Ｅｔｉｅｎｎｅ－Ｂｏｎｎｏｔ ｄｅ １７１５—

１７８０）——法国经济学家和自然神论哲

学家，感觉论者；认为物的价值是由物

的有用性决定的。——第５４５—５４８页。

库斯托第，彼得罗（Ｃｕｓｔｏｄｉ，Ｐｉｅｔｒｏ 

１７７１—１８４２）——意大利经济学家，因

出版十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初意大利

经济学家的著作而闻名。——第５６７页。

魁奈，弗朗斯瓦（Ｑｕｅｓｎａｙ，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６９４—１７７４）——法国最大的经济学

家，重农学派的创始人；职业是医

生。——第２３、８３、８５、５２４页。

Ｌ

拉盖，康迪 （Ｒａｇｕｅｔ，Ｃｏｎｄｙ １７８４—

１８４２）——英国外交家，出版家和经济

学家。——第４６９—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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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７、２９２、４７０、５１０页。

莱布尼茨，哥特弗利德 威廉（Ｌｅｉｂｎｉｚ，

Ｇｏｔｔｆｒｉｅｄ  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６４６—

１７１６）——伟大的德国数学家，唯心主

义哲学家。——第５７６页。

莱特，托马斯（Ｗｒｉｇｈｔ，Ｔｈｏｍａｓ）——十

八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从事农业问题研

究。——第５０９页。

兰格，赛米尔（Ｌａｉｎｇ，Ｓａｍｕｅｌ １８１０—

１８９７）——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

家，曾任英国铁路公司某些高级行政职

务；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１８、４９９

页。

朗福德——见汤普逊，本杰明，朗福德伯

爵。

勒迪克，皮埃尔 艾蒂安 德尼（Ｌｅｄｕｃ，

Ｐｉｅｒｒｅ－Ｅｔｉｅｎｎｅ－Ｄｅｎｉｓ，绰号是圣热尔

曼 勒 迪克——Ｓａｉｎｔ－Ｇｅｒｍａｉｎ－

Ｌｅｄｕｃ，生于１７９９年）—— 法国政论

家。——第４６６页。

李（Ｌｅｅ）——第５５６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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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始人之一。——第５０６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ｅｖｉ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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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

第１７、２９、３７、８１、１３５、２４２、２６０、２９０、２９８、

３０２—３０４、３４０、３５４、３８２、４１８、４７３、

４８３、５１０、５５８、５６０、５６４页。

列特隆，吉约姆 弗朗斯瓦（Ｌｅ Ｔｒｏｓｎｅ，

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 － 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７２８—

１７８０）——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重

农主义者。——第５７０—５７１页。

路德，马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德

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

等级的思想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

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

贫民。——第２５５、３５４页。

路易斯，乔治 康瓦尔（Ｌｅｗｉｓ，Ｇｅｏｒｇｅ 

Ｃｏｒｎｅｗａｌｌ １８０６—１８６３）——英国国

家活动家，议员，辉格党人；财政部秘

书长（１８５０—１８５２），１８５２—１８５５年为

《爱丁堡评论》的出版者和编辑；财政大

臣（１８５５—１８５８），内务大臣（１８５９—

１８６１），陆军大臣（１８６１—１８６３）。——第

４６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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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济学的观点对亚 斯密的理论进行批

评。——第４５８—４５９、５５８、５６０、５６９页。

罗雪尔，威廉（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１８１７—

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莱比锡

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历史学

派的创始人。——第４６６页。

洛 克，约 翰 （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 １６３２—

１７０４）——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

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摇摆于

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第

４８０、４９０、５２３、５２９、５３１、５６５页。

Ｍ

马尔萨斯，托马斯 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 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６６—１８３４）——

英国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

主贵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６４、

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７、２６０、２８９、２９２、３０３、

３２０、４５８、４７５、４７８—４９１、４９２、５１７、

５２３、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２、５６４页。

马考莱，托马斯 巴宾顿（Ｍａｃａｕｌａｙ，

Ｔｈｏｍａｓ  Ｂａｂｉｎｇｔｏｎ  １８００—

１８５９）——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政

治活动家，辉格党人，议会议员。——第

１０４、５１７页。

迈尔西埃（里维埃尔的），保尔 比埃尔

（ＭｅｒｃｉｅｒｄｅｌａＲｉｖｉèｒｅＰｕａｌ－Ｐｉｅｒｒｅ

１７２０—１７９３）——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农主义者。——第５７１—５７２页。

麦克库洛赫，约翰 雷姆赛 （ＭａｃＣｕｌ

ｌｏｃｈ，Ｊｏｈｎ  Ｒａｍｓａｙ  １７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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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３、２２６、

２６０、４４３页。

麦克纳布，亨利 格雷（Ｍａｃｎａｂ，Ｈｅｎｒｙ 

Ｇｒｅｙ １７６１—１８２３）——英国评论家，

原籍苏格兰；罗伯特 欧文思想的追随

者和宣传者。——第４６７页。

曼，托马斯 （Ｍｕ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７１—

１６４１）——英国商人和经济学家，重商主

义者，贸易差额论的创立者，１６１５年起为东

印度公司董事之一。——第５５６页。

弥勒，亚当 亨利希（Ｍüｌｌｅｒ，Ａｄａｍ 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 １７７９—１８２９）——德国政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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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经济学家，德国经济学中反映封建贵

族利益的所谓浪漫学派的代表人物；亚

斯密经济学说的反对者。——第４６０—

４６１页。

米拉波，奥诺莱 加布里埃尔（Ｍｉｒａｂｅａｕ，

Ｈｏｎｏｒé－Ｇａｂｒｉｅｌ １７４９—１７９１）——十

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著名活

动家，大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贵族利

益的代表者。——第１０４页。

米特福德，威廉（Ｍｉｔｆｏｒｄ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４４—１８２７）——英国历史学家，托利

党人，议员。——第５１２页。

密尔顿，约翰（Ｍｉｌｔｏｎ，Ｊｏｈｎ １６０８—

１６７４）——杰出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

者。——第５３、１６５页。

摩尔根，威廉（Ｍｏｒｇａ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５０—

１８３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抨击性文章，反对增加军费开支和公

债；理 普莱斯著作的出版者。——第

１０２页。

莫利纳里，古斯达夫（Ｍｏｌｉｎａｒｉ，Ｇｕｓｔａｖｅ

 １８１９—１９１２）——比利时资产阶级庸

俗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 第

１７５４３、５４５页。

穆勒，约翰 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

派的摹仿者。——第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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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哲学

上是边沁的追随者。——第２６０、５５６页。

Ｎ

纽曼，弗兰西斯 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８０５—１８９７）——英国语

言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写

有一些关于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著

作。——第１０４页。

纽曼，赛米尔 菲力浦斯（Ｎｅｗｍａｎ，Ｓａｍ

－ｕｅｌ Ｐｈｉｌｉｐｓ １７９７—１８４２）——美国

哲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

４４０—４４１页。

纽纳姆，格 耳 （Ｎｅｗｎｈａｍ，Ｇ．Ｌ．）——

英国律师。——第５６２—５６３页。

Ｏ

欧勒，列奥纳特 （Ｅｕｌｅｒ，Ｌｅｏｎａｒｄ 

１７０７—１７８３）—— 伟大的数学家、

力学家和物理学家，瑞士人，曾在彼得

堡科学院（１７２７—１７４１和１７６６—１７８３）

和柏林科学院（１７４１—１７６６）工作。——

第５７３页。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４６７页。

Ｐ

帕奥累蒂，斐迪南多（Ｐａｏｌｅｔｔ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

－ｄｏ １７１７—１８０１）——意大利牧师，

经济学家，重农主义者。——第５６６页。

帕里，查理 亨利（Ｐａｒ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ｅｎｒｙ

 １７７９—１８６０）——英国医生，写有一

些关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著作，自由贸

易论者。——第５６４页。

帕涅尔，亨利，第一代康格尔顿男爵（Ｐａｒ

－ｎｅｌｌ，Ｈｅｎｒｙ，ｆｉｒｓｔ Ｂａｒｏｎ Ｃｏｎｇｌｅｔｏｎ

 １７７６—１８４２）——英国国家活动家，

议员，辉格党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写

有一些有关货币流通、财政和贸易问题

的著作。——第５５８、５６１页。

帕皮隆，托马斯（Ｐａｐｉｌｌｏ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６２３—１７０２）——英国商人和政治活动

７２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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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东印度公司董事之一，议会议

员。——第５１８、５２０页。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Ｂａｃｏｎ，

Ｆｒａｎｃｉｓ，Ｂａｒ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ｕｌａｍ １５６１—

１６２６）——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国唯

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

家。——第１０９页。

佩利，威廉（Ｐａｌ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４３—

１８０５）——英国神学家，哲学家和经济

学家。——第４９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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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６、５３０页。

皮特，威廉（小皮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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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５５、４５７—４５９、５０３页。

品得（Ｐｉｎｄａｒ约公元前５２２—４４２）——古

希腊诗人，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

第５５８页。

品托，伊萨克（Ｐｉｎｔｏ，Ｉｓａａｃ １７１５—

１７８７）——荷兰交易所大投机商，经济

学家。——第４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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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３５１、４７３页。

普莱斯，理查（Ｐｒｉ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１）——英国激进派政论家，经济学

家和道德论哲学家。——第１０２—１０３、

１０６—１１１、２５５、４５７—４６０页。

Ｑ

乔治一世（Ｇｅｏｒｇｅ １６６０—１７２７）——英

国国 王（１７１４—１７２７）。——第５２８

页。

乔治二世（Ｇｅｏｒｇｅ  １６８３—１７６０）——

英国国王（１７２７—１７６０）。——第５５１页。

乔治三世（Ｇｅｏｒｇｅ  １７３８—１８２０）——

英国国王（１７６０—１８２０）。——第４５８、

４７１页。

琼斯，理查 （Ｊｏｎ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９０—

１８５５）——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

的著作反映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衰

落和瓦解，同时在一些政治经济学问题

上超过了李嘉图。——第７３、２５９、２６７、

２９３、３０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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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５６、２６０、２６７、５７０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 大 的 英 国 作

家。——第１２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 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 Ｅｌｉｓéｅ  １７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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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说的基本原理结合在一起。——第

４２、２６３、２９５页。

圣热尔门－勒迪克（Ｓａｉｎｔ－Ｇｅｒｍａｉｎ－Ｌｅ

－ｄｕｃ）——见勒迪克，皮埃尔 艾蒂安

德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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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８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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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２６７、５２６、５３３—５３６、５４６页。

斯宾斯，托马斯（Ｓｐｅｎｃ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５０—

１８１４）——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

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建立农业社会主

义。——第４９０、５０３页。

斯宾斯，威廉（Ｓｐｅｎｃ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３—

１８６０）——英国昆虫学家，同时也研究

经济问题。——第５５８页。

斯 密，亚 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１７９０）——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

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

第２８、１０７、１０８、２２５—２２７、２７９、２９０—２９１、

２９３、２９８、３２３、３６６—３６７、４１７、４５９、４７５、

４８２、４８８—４９０、５１０、５１４、５１６、５３４、

５３６、５４４、５５９、５６３、５６９页。

斯密斯，查理（Ｓｍｉｔｈ，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１３—

１７７７）——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从

事谷物贸易问题研究。—— 第５０２—

５０３、５１２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

一。——第１５、２０、１０４、３６８—３６９页。

绥夫特，卓纳森（Ｓｗｉｆｔ，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１６６７—

１７４５）——著名的英国讽刺作家，《格列

佛游记》一书的作者。——第４９０页。

Ｔ

塔克尔，约瑟亚（Ｔｕｃｋｅｒ，Ｊｏｓｉａｈ １７１２—

１７９９）——英国教士和当时的大经济学

家，他的观点是亚 斯密理论的来源之

一。——第５２０页。

塔克特，约翰 德贝尔（Ｔｕｃｋｅｔｔ，Ｊｏｈｎ 

Ｄｅｂｅｌｌ 死于１８６４年）——１８４６年伦敦

英文版《劳动人口今昔状况的历史》（两

卷集）的作者。——第４６２、４６３页。

坦普尔，理查（Ｔｅｍｐｌｅ，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６３４—

１６９７）——英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

家。——第５２４页。

坦普尔，威廉（Ｔｅｍｐｌ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８—

１６９９）——英国外交家和政治活动家，

写有一些经济和政治问题的著作，重商

主义者。——第１１６、５３８、５５７页。

汤普逊，本杰明，朗福德伯爵（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Ｒｕｍｆｏｒｄ 

１７５３—１８１４）——英国物理学家，一度

供职于巴伐利亚政府，在英国举办过贫

民习艺所，出生于北美。——第５５５页。

汤顿（Ｔａｕｎｔｏｎ）——１８５９年在英国莱斯特

郡出版过《中部快报》。——第４６３页。

唐森，查理（Ｔｏｗｎｓｈｅｎｄ，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２５—

１７６７）——英国国家活动家，自１７４７年

起为议员，辉格党人；在政府中担任重

要职务，１７６１—１７６２年为陆军大臣，

１７６６年为财政大臣。——第５３１页。

特纳（Ｔｕｒｎｅｒ）——第４９２。

梯特 弗拉维 韦斯帕西安（Ｔｉｔｕｓ Ｆｌａ－

ｖｉｕｓ Ｖｅｓｐａｓｉａｎｕｓ ４１—８１）——罗马

皇帝（７９—８１）。——第３５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７４—

１８５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追

随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李嘉图货币理论

的批评者。——第１７４、２２６—２２９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 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

谓“通货原理”学派的拥护者。——第

１４５—１４６、２５７、２５８、２６７、２９２、５５７—

５６２页。

Ｗ

瓦特，詹姆斯（Ｗａｔｔ，Ｊａｍｅｓ １７３６—

１８１９）——杰出的英国发明家，万能蒸

汽机的设计者。——第４６７页。

威 德，约 翰 （Ｗａｄｅ，Ｊｏｈｎ １７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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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７５）——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

学家和历史学家。——第４２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 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ｄ

ｗ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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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５５１—５５６、５６９

页。

威兰德，弗兰西斯（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７９６—１８６５）——伦理学、政治经济学

和其他科学通俗教科书的著者，美国普

罗维登斯城大学校长，教士。—— 第

３２３、５６７页。

威斯特，爱德华（Ｗｅｓｔ，Ｅｄｗａｒｄ １７８２—

１８２８）——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

地租问题。——第５５８、５６０页。

维达尔，弗朗斯瓦（Ｖｉｄａｌ，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８１４—１８７２）——法国经济学家，小资

产阶级社会主义者，１８４８年卢森堡委员

会书 记，立 法 议 会议 员 （１８５０—

１８５１）。——第４４１页。

维里，彼得罗（Ｖｅｒｒｉ，Ｐｉｅｔｒｏ １７２８—

１７９７）——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重农学派学说的早期批评者之一。——

第５６６页。

维特，杨 德（Ｗｉｔｔ，Ｊｏｈａｎ ｄｅ １６２５—

１６７２）——尼德兰国家活动家，大商业

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第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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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制度的辩

护士，反对缩短工作日。—— 第２５７、

２５８、４７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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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５４、２９７、５１７页。

辛克莱，约翰爵士（Ｓｉｎｃｌａｉｒ，Ｓｉｒ Ｊｏｈｎ 

１７５４—１８３５）——苏格兰政治活动家，

农学家，在农业、统计和财政方面写有

一系列著作；议员（１７８４—１８１１）。——

第５５７页。

欣 德，约 翰 （Ｈｉｎｄ，Ｊｏｈｎ  １７９６—

１８６６）——英国数学家。——第５８０页。

休谟，詹姆斯 迪肯（Ｈｕｍｅ，Ｊａｍｅｓ Ｄｅａ

－ｃｏｎ １７７４—１８４２）——英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自由贸易论者。—— 第

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０、５１４、５２０、５５８页。

许布纳（Ｈｉｂｎｅｒ）——第５５５页。

Ｙ

亚里士多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公元前３８４—

３２２）——古希腊的伟大思想家，在哲

学上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

间，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按其经济观

点来说是奴隶占有制自然经济的维护

者，他最先分析了价值的形式。——第

２５４页。

杨格，阿瑟 （Ｙ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ｒ １７４１—

１８２０）——英国农学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货币数量论的拥护者。——第１７、１８、１

０８、１１６—１１７、５１３、５３５、５５７、５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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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８、３６７页。

伊登，弗雷德里克 摩尔顿（Ｅｄｅｎ，Ｆｒｅｄ－

ｅｒｉｃＭｏｒｔｏｎ１７６６—１８０９）——英国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亚斯密的学生。——第１６１、

４７０、４８９、５１４、５６３—５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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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一世（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１５３３—

１６０３）—— 英 国 女 王 （１５５８—

１６０３）。——第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８、５３３页。

尤尔，安得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工业经济方面的著

作。——第３９、４９２、５４１页。

Ｚ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  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第５３３页。

詹诺韦西，安东尼奥（Ｇｅｎｏｖｅｓｉ，Ａｎｔｏｎｉｏ

 １７１２—１７６９）——意大利唯心主义哲

学家和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第

５６７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基督（耶稣基督）——传说中的基督教创

始人。——第４５７页。

索西萨尔——保尔 德 科克的小说《拜月

者》中的人物；老滑头和酒鬼的典

型。——第５４页。

１３６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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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阿伯思诺特，约 ］《当前粮食价格和农

 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兼评对人口的

影响》，一个租地农场主著，１７７３年伦敦

版（［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ｒｉｃｅｏｆ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

ｆａｒｍｓ．Ｗｉｔｈ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

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ｒｅｂｙ．Ｂｙａｆａｒｍｅ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７３）。—— 第１０１、１０５—１０９、４７１—

４７５、５０４—５０７、５５８页。

阿丁顿，斯《赞成和反对圈地的论据的探

讨》１７７２年伦敦版（Ａｄｄｉｎｇｔｏｎ，Ｓｔ．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ａｎｄａｇａｉｎｓｔ

ｉｎｃｌｏｓｉｎｇ ｏｐｅｎ － ｆｉｅｌｄｓ．Ｌｏｕｄｏｎ，

１７７２）。——第１０２—１０３页。

［阿斯吉尔，约 ］《评上次会议通过的关于

建立农业银行的法令执行委员会委员

会议记录》１６９６年伦敦版（［Ａｓｇｉｌｌ，Ｊ．］

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ｆｏｒｐｕｔｔｉｎｇｉｎｅｘｅｃｕｔｉｏｎ

ｔｈｅＡｃｔｐａｓｔｌａｓｔ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ｆｏｒ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ｉｎｇａｌａｎｄｂａｎｋ．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６）。——

第５２４—５２５页。

艾德门兹，托 娄《实践的、精神的和政

治的经济学》１８２８年伦敦版（Ｅｄ

ｍｏｎｄｓ，Ｔ．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８）。——第１５

页。

爱尔维修，克 《论智慧》，载于《爱尔维

修 全 集》１７７７年 伦 敦 版 第２卷

（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Ｃ．Ｄｅｌ’ｅｓｐｒｉｔ．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

ｃｏｍｐ－ｌèｔｅｓｄｅＭｒ．Ｈｅｌｖéｔｉｕｓ．Ｔｏｍｅ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７７７）。——第５０８页。

安德森，詹 《关于农业、博物学、技艺及

其他各种问题的通俗讲座》１７９９—１８０２

年伦敦版第１—６卷（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Ｒｅｃ－

ｒｅ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ｈｉｓ－

ｔｏｒｙ，ａｒｔｓ，ａｎｄｍｉｓｃｅｌｌａｎｅｏｕｓ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Ｖｏｌｕ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９—

１８０２）。——第４８２页。

［安德森，詹 ］《谷物法本质的研究；关于

为苏格兰提出的新谷物法案》１７７７年爱

丁堡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ｎｌａｗｓ；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

ｔｏｔｈｅｎｅｗｃｏｒｎ－ｂｉｌｌｐｒｏｐｏｓ－ｅｄｆｏｒ

Ｓｃｏｔｌａｎｄ．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７７７）。——第４８２

页。

安德森，詹《关于至今阻碍欧洲农业进步

的原因的研究》１７７９年爱丁堡版（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２３６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在本索引中只注出该书的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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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ａｕｓ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ｈｉｔｈｅｒｔｏ ｈｉｔｈｅｒ

ｔｏ ｒｅｔａｒｄｅｄ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１７７９）。——第４８２页。

安德森，詹 《关于导致不列颠目前粮

荒的情况的冷静考察》１８０１年伦敦

版（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 Ｃａｌｍ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ａｖｅ ｌ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ｏｆ ｇｒａｉｎ ｉｎ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０１）。——第７８、４８２页。

安德森，詹 《论农业和农村事务》１７７５—

１７９６年爱丁堡和伦敦版第１—３卷（Ａｎ

－ｄｅｒｓｏｎ，Ｊ．Ｅｓｓａｙｓ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ｇｒｉ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

ｕｍｅｓ —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ａｎｄ 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７５—１７９６）。——第４８２页。

奥吉尔维，威 《论土地财产权，关于它在

自然规律中的基础；现在欧洲国内法对

土地财产权的承认》１７８１年伦敦版

（Ｏｇｉｌｖｉｅ，Ｗ．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ｒｉｇｈｔ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ｒｅｓｐｅｃｔｔｏｉｔｓ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ｌａｗｏｆｎａｔｕｒｅ；ｉｔｓｐｒｅ

ｓｅｎｔ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ｂｙｔｈｅ ｍｕｎｉｃｉｐａｌ

ｌａｗｓ  ｏｆ  Ｅｕｒｏｐｅ．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８１）。——第４９０页。

Ｂ

巴尔本，尼 《新币轻铸论。答洛克先生关

于提高货币价值的意见》１６９６年伦敦版

（Ｂａｒｂｏｎ，Ｎ．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ｃｏｎｃｅｒ－

ｎｉｎｇ ｃｏ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ｍｏｎｅｙ 

ｌｉｇｈｔ－ｅｒ．Ｉｎ Ａｎｓｗｅｒ ｔｏ Ｍｒ．

Ｌｏｃｋ’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 ｏｆ ｍｏｎｅ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６９６）。——第５２５—５２８页。

巴师夏，弗 《经济的和谐》１８５１年巴黎第

２版（增补了作者的遗稿）（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

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ｓ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２－ｍｅ éｄｉ

－ｔｉｏｎ，ａｕｇｍｅｎｔéｅ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 

ｌａｉｓ－ｓéｓ ｐａｒ ｌ’ａｕｔｅｕｒ．Ｐａｒｉｓ，

１８５１）。第１版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版。——

第５６、４７８页。

巴师夏，弗《无息信贷。弗 巴师夏先生和

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

（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é ｄｕ 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 ｅｎｔｒｅ 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 ｅｔ 

Ｍ．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第３５１、

４７３页。

拜比吉，查 《论机器和工厂的节约》１８３２

年伦敦版（Ｂａｂｂａｇｅ，Ｃｈ．Ｏｎ ｔｈｅ ｅｃｏ

－ｎｏｍｙ ｏｆ ｍａｃｈｉｎｅｒｙ ａｎｄ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３３４、

４６４—４６５、４６６—４６７、４６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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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ｉｔé ｓｕｒ 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

 ｄｅｓ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ｅｔ ｄｅｓ ｍａｎｕ

ｆａｃｕｔｒｅｓ．Ｔｒａｄｕｉｔ ｄｅ ｌ’ａｎｇｌａｉｓ ｓｕｒ

 ｌａ 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 Ｅｄ．

Ｂｉｏ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３）。英文第１版１９３２年在

伦敦出版。——第３４７、４６８页。

贝阿尔岱 德 拉贝伊《关于取消税收办法

的研究》１７７０年阿姆斯特丹版（Ｂéａｒｄé

 ｄｅ ｌ’Ａｂｂａｙｅ．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 ｓｕｒ ｌｅｓ

 ｍｏｙｅｎｓ ｄｅ ｓｕｐｐｒｉｍｅｒ ｌｅｓ ｉｍ

ｐｏｔ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７０）。——第５５０页。

贝克莱，乔 《提问者。几个提交公众讨论

的问题》１７５０年伦敦版（Ｂｅｒｋｌｅｙ，Ｇ．Ｔｈｅ

 Ｑｕｅｒｉｓ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ｅｖｅｒａｌ 

ｑｕｅｒｉｅｓ，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ｉｄｅ－

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５０）第１版１７３５—１７３７年在都柏林出

版。——第４９１—４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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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曼，约 《发明史文集》１７８０—１８０５年

莱比锡版第１—５卷（Ｂｅｃｋｍａｎｎ，Ｊ．Ｂｅｙ

－ｔｒａｇｅ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Ｅｒｆｉｎｄ－ｕｎ

ｇｅｎ．Ｂａｎｄ — ．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７８０—

１８０５）。——第４９１、５１６页。

波纳尔，托《论谷物和面包的缺乏与价格

高昂》１７９５年剑桥版（Ｐｏｗｎａｌｌ，Ｔ．Ｃｏｎ

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ｃａｒ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ｉｇｈ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ｂｒｅａｄ ｃｏｒｎ ａｎｄ 

ｂｒｅａ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１７９５）。——第５０８—

５０９页。

波斯耳思威特，麦《阐明并增进大不列颠

商业利益》，两卷集，１７５９年伦敦第２版

（Ｐｏ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ｙｔ，Ｍ．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ｓ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Ｉｎ ｔｗｏ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Ｔｈｅ

 ｓｅｃ－ 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５９）。——第５３８页。

波斯耳思威特，麦 《工商业大辞典》１７７４

年伦敦第４版（Ｐｏｓｔｌｅｔｈｗａｙｔ，Ｍ．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４）。——第５３８—５４２页。

伯克，艾 《关于贫困的意见和详情，原系

１７９５年１１月向最尊敬的威廉 皮特提出

的报告》１８００年伦敦版（Ｂｕｒｋｅ，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ａｎｄ ｄｅｔａｉｌｓ ｏｎ ｓｃａｒｃｉ

ｔ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Ｐｉｔｔ，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ｎｔｈ ｏｆ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７９５．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００）。——第５０３、５１４页。

勃多，尼 《经济表说明》（１７６７年），载于

《重农学派》，附欧 德尔关于重农学派

学说的绪论、评注和史料，１８４６年巴黎

版第２部（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

 Ｔａｂｌｅａｕ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１７６７）Ｉｎ：Ｐｈｙ

－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 ｕｎ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ｐａｒ Ｅ．

Ｄａｉｒｅ．Ｄｅｕｘｉèｍｅ  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１４１页。

勃多，尼《经济哲学第一篇导言或文明国

家的分析》（１７７１年），载于《重农学

派》，附欧 德尔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

巴黎版（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Ｐｒｅｍｉèｒｅ 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à ｌａ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éｃｏｎｏ

－ｍｉｑｕｅ，ｏｕ ａｎａｌｙｓｅ ｄｅｓ éｔａｔｓ 

ｐｏｌｉｃéｓ （１７７１）．Ｉｎ：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

 ｕｎ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ｔ ｄｅｓ ｃｏｍ

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５６７页。

博克斯霍恩，马 聚 《政治原理》，载

于马 聚 博克斯霍恩《各种政治论

文》１６６３年阿姆斯特丹版（Ｂｏｘｈｏｒｎ，Ｍ．

Ｚ．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ｅ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ｅ．Ｉｎ：Ｂｏｘ

ｈｏｒｎ，Ｍ．Ｚ．Ｖａｒｉｉ ｔｒａｃｔａｔ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ｉ．

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６６３）。——第４９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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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ｏｆ ｉｎ Ｄｒ．Ｓｍｉｔｈ’ｓ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１４）。——第４９０、５１６页。

布莱基，罗 《古今政治文献史》１８５５年伦

敦版第２卷（Ｂｌａｋｅｙ，Ｒ．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ｔｉｍｅｓ．Ｖｏｌｕｍｅ ．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５）。——第５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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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ｐ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ｎｄｉｔｕｒ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

４３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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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ｓｈ 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３）。——第２７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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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ｃ－

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Ｄｕｂｌｉｎ ａｎ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

１６１、３０３—３０４页。

［柴尔德，约 ］《论贸易，特别是东印度的

贸易》１６８９年伦敦版（［Ｃｈｉｌｄ，Ｊ．］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ｔｈａｔ

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ｅ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６８９）。——第５１８、５２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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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ｉｔéｓ

ｓｕｒ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ｓａ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ｑｕｉｒéｓｕｌｔｅｎｔｄｅｌａｒé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ｉｎ

ｔｅｒｅｓｔｄｅｌ’ａｒｇｅｎｔ．Ａｖｅｃｕｎｐｅｔｉｔｔｒａｉｔé

ｃｏｎｔｒｅｌ’ｕｓｕｒｅ，ｐａｒＴｈｏｍａｓＣｕｌｐｅｐｅｒ．

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ｄｅｌ’Ａｎｇｌｏｉ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ｅｔ

Ｂｅｒｌｉｎ，１７５４）。柴尔德一书的第１版１６６８

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伦敦出版。１６６９—

１６７０年柴尔德对该书补写了１０章，此后

该书曾多次再版。——第４５９页。

Ｄ

《大不列颠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的抗

辩》１８１４年伦敦版（Ａ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ｏｗｎｅｒｓ ａｎｄ ｆａｒｍｅｒｓ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４）。——

第５１３页。

［德克尔，马 ］《认真思考使整个国家（特

别是它的商业）受困的某些高赋税：建

议以单一税阻止货物流动，解除对商人

的任何检查并提高一切公共供给。一个

祝愿善良的大不列颠人民幸福的人著》

１７７４年伦敦第５版。１７４３年在伦敦出版

第１版（［Ｄｅｃｋｅｒ，Ｍ．］Ｓｅｒｉｏｕ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ｓｅｖｅｒａｌＨｉｇｈＤｕ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ｓｗｅｌｌａｓｉｔｓ

Ｔｒａｄｅｉｎ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ａｂｏｕｒｓｕｎｄｅｒ：ｗｉｔｈ

ａ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ｕｎｎｉｎｇ

ｏｆＧｏｏｄｓ，ｄｉｓｃｈａｒｉｎｇ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ｒ 

ｆｒｏｍ ａｎｙ 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ｒａｉｓｉｎｇ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ｋ Ｓｕｐｐｌｉｅｓ，ｂｙ Ｏｎｅ 

Ｓｉｎｇｌｅ Ｔａｘ （１７４３）．Ｂｙ ａ Ｗｅｌｌ－

Ｗｉｓ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ｅ Ｇｏｏｄ Ｐｅｏ－ｐｌ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５ｔｈ 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７４）。——第５２８、５４７页。

［德雷克，詹 ］《论平等赋税的必要性》

１７０２年伦敦版（［Ｄｒａｋｅ，Ｊ．］ＡｎＥｓｓａ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ｅｑｕａｌｔａｘ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０２）。——第５２８页。

登宁，托 约 《工联和罢工：它们的哲理

和意义》１８６０年伦敦版（Ｄｕｎｎｉｎｇ，Ｔ．

Ｊ．Ｔｒａｄｅｓ’ Ｕｎ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ｓｔｒｉｋ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第３４、４９５—４９７页。

狄奥多洛斯（西西里的）《史学丛书》，尤

弗 乌尔木译，第１—１９卷，１８２８—１８４０

年斯图加特版第１卷（Ｄｉｏｄｏｒｕｓ Ｓｉｃｕ

ｌｕ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ｓｃｈｅ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ｅｋ，üｂｅｒｓｅｔｚｔ

 ｖｏｎ Ｊ．Ｆ．Ｗｕｒｍ Ｂａｎｄｃｈｅｎ —

．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１８２８—１８４０．Ｅｒｓｔｅｓ 

Ｂｕ－ｃｈ．）。——第４９８页。

狄克逊，亚 《古代人的耕作》，两卷集，

５３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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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８年爱丁堡版（Ｄｉｃｋｓｏｎ，Ａ．Ｔｈｅ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ｓ．２ 

Ｖｏｌ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７８８）。——第４９９页。

狄克逊，亚 《联系奢侈品、通货、税收和

国债对当前谷物价格提高原因的研究》

１７７３年伦敦版（［Ｄｉｃｋｓｏｎ，Ａ．］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ｉｎｇｈ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

ｓ，ａｓ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ｌｕｘｕｒｙ，ｃｕｒ

ｒｅｎｃｙ，ｔａｘｅｓ ａｎｄ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ｄｅｂｔ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３）。——第４９９—５０２页。

笛福，丹 《交换的解剖；或投机证券交易

体系》１７１９年伦敦版（Ｄｅｆｏｅ，Ｄ．］Ｔｈｅ

 Ａｎａｔｏｍｙ ｏｆ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 ａｌｌｅｙ；ｏｒ，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ｓｔｏｃｋ ｊｏｂｂｉｎｇ．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１９）。——第５２８页。

［笛福，丹 ］《论公共信贷》１７１０年伦敦第

３版（［Ｄｅｆｏｅ，Ｄ．］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ｕｐｏｎ

 ｐｕｂ－ｌｉｃｋ ｃｒｅｄｉｔ． Ｔｈｅ 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１０）。——第５２５页。

［笛福，丹 ］《论借款》１７１０年伦敦版

（［Ｄｅｆｏｅ，Ｄ．］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ｌｏａ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１０）。——第５２５页。

东巴尔，马 《罗维尔的农业年鉴，或关于

农业、农业经济和农业法的各种材料》

１８２４—１８３７年巴黎版（Ｄｏｍｂａｓｌｅ，Ｍ．

Ａｎｎａｌｅｓ ａｇｒｃｏｌｅｓ ｄｅ Ｒｏｖｉｌｌｅ，ｏｕ 

Ｍéｌａｎｇｅｓ ｄ’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ｒｕｒａｌｅ ｅｔ ｄｅ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 ａｇｒｉ

ｃｏｌ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４—１８３７）。——第２９３页。

《东印度贸易对英国的利益》１７２０年伦敦

版（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ｓｔ

－Ｉｎｄｉａ ｔｒａｄｅ ｔｏ Ｅｎｇｌ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２０）。——第５７２页。

杜尔哥，安 罗 雅《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

配的考察》（１７６６年），载于欧 德尔新编

《杜尔哥全集》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卷

（Ｔｕｒｇｏｔ，Ａ．Ｒ．Ｊ．Ｒé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ｓｕｒ 

ｌａ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ｔ ｌａ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１７６６）．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 

ｄｅ Ｔｕｒｇｏｔ．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Ｔｏｍｅ 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

第２５５—２５６页。

《对货币利息，特别是公债利息的一些

看 法》１７３８年 伦 敦 版 （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 ｏｆ 

ｍｏｎｅｙ 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ａｎｄ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ｋ ｆｕｎｄ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３８）。——第５２９—５３１页。

Ｅ

恩索尔，乔 《各国人口的研究，驳马尔萨

斯先生的〈人口论〉》１８１８年伦敦版（Ｅｎ

ｓｏｒ，Ｇ．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ｃｏｎｔａｉｎ－

ｉｎｇ ａ 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ｒ．Ｍａｌｔｈｕｓ’

ｓ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８）。——第５１７页。

Ｆ

范德林特，杰 《货币万能，或试论怎样才

能使各阶层人民都有足够的货币》１７３４

年伦敦版（Ｖａｎｄｅｒｌｉｎｔ，Ｊ．Ｍｏｎｅｙ ａｎｓ

－Ｗｅｒｓ ａｌｌ ｔｈｉｎｇｓ；ｏｒ，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ｔｏ ｍａｋｅ ｍｏｎｅｙ 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 ｐｌｅｎ

ｔｉｆｕｌ ａｍｏｎｇｓｔ ａｌｌ ｒａｎｋｓ ｏｆ ｐｅｏ

ｐｌ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３４）。——第１１４页。

弗莱彻，姆《关于影响各物价格的原因的

几点想法》１８２７年伦敦版（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Ｍ．

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ｗｈｉｃｈ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７）。——第５５１页。

弗莱彻，姆 《论政治经济学，怎样防止谷

物价格波动》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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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ｌｅｔｃｈｅｒ，Ｍ．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ｈｅｗｉｎｇ ｉｎ ｗｈａｔ 

ｗａｙ ｆｌｕｃ－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ｃｏｒｎ ｍａｙ ｂｅ ｐｒｅｖｅｎｔｅà．ｐａｒｔ 

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８）。——第５２３页。

福尔邦奈，弗 维 《经济学原理》，载于

《政治经济学文选》第１卷，附欧 德尔和

古 莫利纳里评注，１８４７年巴黎版（Ｆｏｒ

ｂｏｎｎａｉｓ，Ｆ．Ｖ．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éｃｏｎｏ－

ｍｉｑｕｅｓ．Ｉｎ：Ｍéｌａｎｇｅ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Ｔｏｍｅ Ｉ．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ｅｔ ｎｏｔｅｓ，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 ｅｔ Ｇ．Ｍｏｌｉ

ｎａｒ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７）。——第５４３—５４４页。

［福斯特，纳 ］《论当前粮价昂贵的原因》，

两卷集，１７６７年伦敦版（［Ｆｏｒｓｔｅｒ，Ｎ．］

Ａｎ Ｅ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ｔ ｈｉｇｈ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ｓ．Ｉｎ ｔｗｏ ｐａｒｔ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６７）。——第１１１、１７６、５０７—５０８页。

《服装制造业衰落的原因。一位祝愿该业

兴旺和英国获得实在利益者著》１６９１年

伦敦版（Ｒｅａｓ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ｅｃａ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ｔｈｉｎｇ－ｔｒａｄｅ… Ｂｙ ａ 

Ｗｉｌｌ－ｗｉｓｈｅｒ ｔｏ ｔｈａｔ ｔｒａｄ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ｒｕｅ Ｅｎｇｌｉｓｈ Ｉｎｔｒｅｅｓ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９１）。——第５２４页。

富拉顿，约 《论流通手段的调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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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银行和国家其

他银行机关的发行活动》１８４４年伦敦第

２版（Ｆｕｌｌａｒｉｏｎ，Ｊ．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ｃｉｅｓ；ｂｅｉｎｇ ａｎ ｅｘａ

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ｎ 

ｗｈｉｃｈ ｉｔ ｉｓ ｐｒｏｐｏｓｅｄ ｔｏ 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ｗｉｔｈｉｎ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ｆｉｘｅｄ ｌｉｍｉｔｓ，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ｉｓ－ｓｕｅｓ ｏｎ ｃｒｅｄ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ｎｋ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 ｂａｎｋｉｎｇ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ｓ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２９４、３０２页。

Ｇ

《高利贷受到控告和谴责》１６２５年伦敦版

（Ｕｓｕｒｉｅ ａｒｒａｉｇｎ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ｄｅｍｎ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２５）。——第４７３页。

［格雷，约 ］《国民财富基本原理的说明。

驳亚当 斯密博士等人的某些错误论

点》１７９７年伦敦版（［Ｇｒａｙ，Ｊ．］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ｉｎ 

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ｏｍｅ ｆａｌｓｅ ｄｏｃ

ｔｒｉｎｅｓ ｏｆ Ｄｒ．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７）。——第５５６页。

《公共经济概论，或论流通手段、农业和工

业》１８３３年卡赖尔版（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ｒ，ａ 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ｆ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ｕｒｅｓ．Ｃａｒｌｉｓｌｅ．１８３３）。——第

３４—３５页。

《关于济贫税和食物价格高昂给邦伯里

爵士的一封信，建议减税和降价》，

萨福克一绅士著，１７９５年伊普斯维奇

版（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Ｓｉｒ Ｔ．Ｃ．Ｂｕｎ

ｂｕｒｙ 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ｏｒ ｒａｔ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Ｗｉｔｈ 

ｓｏｍ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ｓ ｆｏｒ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ｂｏｔｈ．Ｂｙ ａ Ｓｕｆｆｏｌｋ ｇｅｎｔｌｅｍａｎ．Ｉｐ

ｓｗｉｃｈ，１７９５）。——第５０８页。

《关于维持贫民生活的几点看法。致议员

的一封信》１７００年伦敦版（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ａｉｎｔｅ－

ｎ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ｏｒ．Ｉｎ 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ｔｏ ａ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００）。——第５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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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惠特利，乔 ］《贸易原理》１７７４年伦敦版

（［Ｗｈａｔｌｅｙ，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４）。——第５５６、５５７页。

［霍吉斯金，托 ］《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

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关于当前

雇佣工人的团结》，一个工人著，１８２５年

伦敦版（［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Ｌａｂｏｕｒ 

ｄｅｆｅｎｄｅｄ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ｌａｉｍ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ｅ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

ｍｏｎｇｓｔ 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Ｂｙ ａ ｌａｂｏｕｒ

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第５６７页。

［霍吉斯金，托 ］《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

权利的比较》１８３２年伦敦版（［Ｈｏｄｇ－

ｓｋｉｎ，Ｔｈ．］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

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 ｏｆ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４９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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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ｐｕｌａ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

ｃｏｎｏｍｙ．Ｆｏｕ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Ｌｏｎｄ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７）。——第４７３、５６７

页。

霍斯利，威 《认真思考赋税：致马修 德

克尔爵士》１７４４年伦敦版（Ｈｏｒｓｌｅｙ，Ｗ．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ｈｉｇｈ 

ｄｕ－ｔｉｅｓ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Ｓｉｒ  Ｍａｔｈｅｗ  Ｄｅｃｋｅ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４４）。——第５２９页。

Ｊ

［加尔涅，热 ］《政治经济学原理概论》

１７９６年巴黎版（［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Ａｂｒéｇé

 éｌéｅｍｅｎｔａｉｒｅ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ｅ 

ｌ’ éｃｏ－ 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

１７９６）。——第５４４—５４５页。

加尼耳，沙 《政治经济学理论》１８１５年巴黎

版第１—２卷（Ｇａｎｔｉｌｈ，Ｃｈ．Ｌａｔｈéｏｒｉｅ

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５）。——第５４２—５４３页。

［杰宁斯，索 ］《论现在食品价格高昂的原

因和后果》１７６７年伦敦版（［Ｊｅｎｙｎｓ 

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ａｕｃ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ｈｉｇｈ ｐｒｉｃｅ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６７）。——第５０９页。

《就有关麦酒和啤酒等的消费税法令的为

难情况致英明人士和穷人朋友的几封

信》１７７４年伦敦版（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ｍｅｎ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ｆｒｉｅ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ｏｏｒ，ｏｎ

ｔｈｅｈａｒｄｓｈｉｐｓｏｆｔｈｅｅｘｃｉｓｅｌａｗｓｒｅｌａｔ

ｉｎｇｔｏ ｍａｌｔ ａｎｄ ｂｅｅ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７４）。——第５５０页。

Ｋ

凯尔恩斯，约 埃 《奴隶劳力：它的性

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１８６２年伦

敦版（Ｃａｉｒｎｅｓ，Ｊ．Ｅ．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ｐｏｗ

ｅｒ：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ａｒｅｅｒ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

ｂｌｅ ｄｅｓｉｇ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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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 ｔｒａｄ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ｗｈｙ ｉｔ ｅｘｉｓｔｓ，ａｎｄ 

ｈｏｗ ｉｔ ｍａｙ ｂｅ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

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５３）。——第３４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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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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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ａｓｔ，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ｕ

ｔｕｒｅ．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４８）。—— 第７８、

４７０—４７１页。

凯里，亨 查 《论工资率：世界劳动人民

状况差别的原因的探讨》１８３５年费拉得

尔菲亚版（Ｃａｒｅｙ，Ｈ．Ｃｈ．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ｒａｔｅ ｏｆ ｗａｇｅｓ：ｗｉｔｈ ａｎ 

ｅｘａ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ｕｔ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１８３５）。——第３２、４６２页。

凯里，亨 查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１册：

《财富生产的分配的规律》１８３７年费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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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ｍｙ．Ａ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ｆ

ａｃｅ，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

ｍａｒｋｓｂｙｊｏｈｎ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３）。——第２５７、２６０、２９２、３２０页。

马尔萨斯，托 罗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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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应用》１８２０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

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ｗｉｔｈ ａｖｉｅｗ ｔｏｔｈｅｉｒ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０）。——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马尔萨斯，托 罗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

际应用》，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杂记作了

大量补充，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Ｍａｌ－

ｔｈｕｓ，Ｔｈ．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ｔｏ

ｔｈｅｉ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ｗｎ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ａｎｄ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ｍｏｉ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６）。——第６４、２５４、２８９、３０３、３２０

页。

马考莱，托 巴 《詹姆斯二世登极以来的

英国史》１８５４年伦敦第１卷第１０版

（Ｍａｃａｕｌａｙ，Ｔｈ．Ｂ．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Ｊａｍｅｓ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Ｖｏｌｕｍｅ ．

Ｔｅｎ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４）。——

第１０４、５１７页。

马克思，卡 《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７—

１８５８年草稿）》（Ｍａｒｘ，Ｋ．Ｇｒｕｎｄｒｉｓｓｅ

ｄｅ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毸Ｏｋｏｎｏ－

ｍｉｅ．Ｍａｎｕｓｋｒｉｐｔ１８５７—１８５８）。——

第８８—９３、９８—１０１、１２２、１５７—１６４、

３５４—３６９页。

马克思，卡 《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

林版第１分册（Ｍａｒｘ，Ｋ．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 Ｅｒｓｔｅｓ

Ｈｅ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第２６、３６、

１２９、２００、３５０、３５７、３６４—３６５、３９２、

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６页。

麦克库洛赫，约 雷 《商业和商轮航运业

的实用、理论和历史辞典》１８４７年伦敦

增订新版（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Ｒ．ＡＤｉｃ

－ｔｉｏｎａｒ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

ｃｏｍ－ ｍｅｒｃｉａｌｎａｖｉｇａｔｉｏｎ．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７）。第１版

１８３２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４３页。

麦克库洛赫，约 雷 《为斯密〈国富论〉写

的注释和补充论述》（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Ｒ．

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ｔｏＳｍｉｔｈ’ｓ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

ｔｉｏｎｓ）——见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

质和原因的研究》，附麦克库洛赫写的

作者传记、序言、注释和补充论述。

麦克库洛赫，约 雷《政治经济学文献。各

科分类书目。附史评、论述和作者介绍》

１８４５年伦敦版（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Ｒ．Ｔｈｅ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ｅｄ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ｏｆｓｅｌｅｃｔ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ｓｏｆｔｈａｔｓｃｉｅｎｃｅ，ｗｉｔｈｈｉｓ－

ｔｏｒｉｃａ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ｎｏｔｉｃ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５）。——第１０３

页。

麦克纳布，亨 格《对罗伯特 欧文先生的

新观点和他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的措

施之冷静考察》，拉丰 德 拉德巴翻译，

１８２１年巴黎版（Ｍａｃｎａｂ，Ｈ．Ｇ．Ｅｘａｍｅｎ

ｉｍｐａｒｔｉａｌｄ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ｓｖｕｅｓｄｅＭ ．

Ｒｏｂｅｒｔ Ｏｗｅｎ， ｅｔ ｄｅ ｓｅｓ

éｔａｂｌｉｓｓｅｍｅｎｔｓà Ｎｅｗ－Ｌａｎａｒｋｅｎ

Ｅｃｏｓｓｅ．Ｔｒａｄｕｉｔ ｐａｒ Ｌａｆｆｏｎ ｄｅ

Ｌａｄéｂａ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第１版１８１９年

在伦敦出版。——第４６７页。

《美与支柱：或我们的新铸造的足重、足赤

的货币——英国的荣誉、安全和利益的

保证》１６９６年伦敦版（Ｄｅｃｕｓｅｔｔｕｔ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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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ｏｒ，ｏｕｒｎｅｗｍｏｎｅｙ，ａｓｎｅｗ

ｃｏｉｎｅｄ，ｉｎｆｕｌｌｗｅｉｇｈｔａｎｄｆｉｎｅｎｅｓｓ，

ｐｒｏｖｅｄｔｏｂ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ｎｏｕｒ，ｓａｆｅ－

ｔｙｅｔ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６９６）。——第５２５、５２７页。

弥勒，亚 亨 《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

林版第３册（Ｍüｌｌｅｒ，Ａ．Ｈ．ＤｉｅＥｌｅ－

ｍｅｎｔｅｄｅｒＳｔａａｔｓｋｕｎｓｔ．Ｔｈｅｉｌ ．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０９）。——第４６０—４６１页。

米拉波，奥 加 《弗里德里希大帝时代的

普鲁士君主制度》１７８８年伦敦版第３卷

（Ｍｉｒａｂｅａｕ，Ｈ．Ｇ．Ｄｅｌａｍｏｎａｒｃｈｉｅ

ｐｒｕｓｓｉｅｎｎｅ，ｓｏｕｓＦｒéｄéｒｉｃｌｅＧｒａｎｄ

Ｔｏｍ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８８）。——第１０４

页。

卡特福德，威 《论议会上院委员会的意

见》１７９１年伦敦版（Ｍｉｔｆｏｒｄ，Ｗ．Ｃｏｎｓｉｄ

－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ｔａｔｅｄｂｙ

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ｏｕｎ

－ｃｉ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９１）。——第５１２—

５１３页。

莫利纳里，古 《经济学研究》１８４６年巴黎

版 （Ｍｏｌｉｎａｒｉ，Ｇ．毦Ｅｔｕｄｅｓ éｃｏｎｏ－

ｍ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１７页。

穆勒，约 斯 《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

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Ｍｉｌｌ，Ｊ．

Ｓ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ｏｍｅ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４２页。

［穆勒，詹 ］《教育》，载于《英国百科全

书附册》１８３２年版（［Ｍｉｌｌ，Ｊ．］Ｅｄｕ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Ｅｎｃｙ

ｃｌｏｐａｅｄｉａ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１８３２）。——第

５５５页。

［穆勒，詹 ］《殖民地》，载于《英国百科

全书附册》１８３１年版（［Ｍｉｌｌ，Ｊ．］Ｃｏｌｏｎｙ．

Ｉｎ：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Ｅｎｃｙｃｉｏｐａｅ－

ｄｉａＢｒｉｔａｎｎｉｃａ．１８３１）。——第５５６页。

穆勒，詹 《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４年伦敦

修订第二版（Ｍｉｌｌ，Ｊ．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

ｖｉｓｅｄ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４），第１版１８２１年在伦敦出版。——

第２６０页。

Ｎ

纽曼，赛 菲 《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５年

安多佛和纽约版（Ｎｅｗｍａｎ，Ｓ．Ｐｈ．Ｅｌｅ

－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

ｄｏｖｅｒ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８３５）。——第

４４０页。

纽曼，弗 威 《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

年伦敦版（Ｎｅｗｍａｎ，Ｆ．Ｗ．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１）。——第１０４页。

纽纳姆《评议会两院谷物法委员会上的证

词》１８１５年伦敦版（Ｎｅｗｎｈａｍ，Ｇ．Ｌ．

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ｂｅｆｏｒｅ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ｗｏＨｏｕｓｅｓｏｆ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ｎｌａｗ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１５）。——第５６２—５６３页。

农村租地农场主就粮食价格致尊敬的下

院议员的三封信》１７６６年伦敦版（Ｔｈｒｅｅ

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ｏａ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ｈｏｎ

ｏｕｒａｂｌ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ｆｒｏｍ

ａｃｏｕｎｔｒｙｆａｒｍｅｒ，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ｔｈｅ

ｐｒｉｃｅｓ ｏｆ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６６）。——第５５０页。

Ｐ

帕奥累蒂，斐 《农业思想概论》，载于

《意大利古典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

代部分，１８０４年米兰版第２０卷（Ｐａｏｌｅｔｔｉ，

Ｆ．Ｅｓｔｒａｔｔｏｄｅｐｅｎｓｉｅｒｉｓｏｐｒａｌ’ａｇｒ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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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ｌｔｕｒａ．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

－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ｏ ．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４）。——第５６６页。

帕里，查 亨 《从农业工人、佃农、土地

所有者和国家方面来看现行谷物法的

必要》１８１６年伦敦版（Ｐａｒｒｙ，Ｃｈ．Ｈ．

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

ｔｈｅｅｘｉｓｔｉｏｎｃｏｒｎｌａｗｓ，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ｉｎｔｈｅｉ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

ｒａｌ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ｔｈｅ ｔｅｎａｎｔｒｙ，ｔｈｅ

ｌａｎｄｈｏｌｄ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１６）。——第５６４页。

帕涅尔，亨 《亨 帕涅尔爵士在下院的演

说内容，评谷物法》１８１４年伦敦版（Ｐａｒ

ｎｅｌｌ，Ｈ．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ｏｆＳｉｒＨ．Ｐａｒｎｅｌｌ…ｉｎｔｈｅ

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ｄｄｉｔｉｏｎ

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ｎｌａｗ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４）。——第５６１页。

帕皮隆，托 《东印度贸易是对王国最有利

的贸易》１６７７年伦敦版（［Ｐａｐｉｌｌｏｎ，Ｔｈ．］

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 ｔｒａｄｅａ ｍｏｓｔ

ｐｒｏｆｉｔａｂｌｅｔｒａｄｅｔｏｔｈｅＫｉｎｇｄｏｍ．

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７７）。——第５１８、５２０—５２１

页。

培根，弗 《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载于：

约 密尔顿《特洛伊人、罗马人、萨克森

人统治下的不列颠》。——托 莫尔《理

查三世时期的英国》。——弗 培根，维

鲁拉姆勋爵《亨利七世的执政时代》。全

文转载自１７１９年肯尼特《英国》，１８７０年

伦敦版（Ｂａｃｏｎ，Ｆ．ＴｈｅＢｅｒｇｎｏｆＨｅｎｒｙ

．Ｉｎ：Ｍｉｌｔｏｎ，Ｊ．ＢｒｉｔａｉｎｕｎｄｅｒＴｒｏｊａｎ，

Ｒｏｍａｎ，Ｓａｘｏｎｒｕｌｅ．—Ｍｏｒｅ，Ｔｈ．Ｅｎｇ

ｌａｎｄｕｎｄｅｒＲｉｃｈａｒｄ ．—Ｂａｃｏｎ，Ｆ．，

ＬｏｒｄＶｅｒｕｌａｍ．ＴｈｅＲｅｉｇｎｏｆＨｅｎｒｙ

．—ＶｅｒｂａｔｉｍｒｅｐｒｉｎｔｆｒｏｍＫｅｎｎｅｔ’ｓ

Ｅｎｇｌａｎｄ，ｅｄ１７１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７０）。——

第１１０页。

培根，弗 《文明与道德论文集》（Ｂａｃｏｎ，

Ｆ．ＴｈｅＥｓｓａｙｓｏｆｃｏｕｎｓｅｌｓｃｉｖｉｌ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生前最后一版１６２５年在伦敦出

版。——第１０９页。

佩利，威 《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

１７８５年伦敦版（Ｐａｌｅｙ，Ｗ．Ｔｈｅ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８５）。——第４９１

页。

《贫民管理的研究》１７６７年伦敦版（ＡｎＩｎ

－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

ｐｏｏ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６７）。——第５０７页。

品托，伊 《关于流通和信用的论文》１７７１

年阿姆斯特丹版（［Ｐｉｎｔｏ，Ｉ．］Ｔｒａｉｔéｄｅ

ｌａ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Ａｍ－

ｓｔｅｒｄａｍ，１７７１）。——第４４３页。

《评大不列颠的商业政策，主要是评它同

谷物贸易的关系》１８１５年伦敦版（Ｒｅ－

ｍａｒｋ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ｐｏｌｉｃｙｏｆ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ｌｙａｓｉｔｒｅ－

ｌａｔｅｓ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ｎｔｒａｄｅ．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５）。——第４９０、５１４—５１５、５５８、５６０

页。

《评进口外国谷物》１８２８年伦敦版（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ｏｎ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ｃｏｒ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８）。——

第５５１页。

蒲鲁东，比 约 《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

困的哲学》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ｔ－

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ｏｕＰｈｉｌｏ－

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ｌａｍｉｓèｒｅ．Ｔｏｍｃｓ －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１２２页。

蒲鲁东，比 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

６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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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０年巴黎版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ｕ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ｕ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

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第３５１页。

蒲鲁东，比 约 《无息信贷》（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Ｊ．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见巴师

夏，弗《无息信贷。弗 巴师夏先生和蒲

鲁东先生的辩论》。

普莱斯，理 《关于国债问题告公众书》

１７７２年伦敦第２版（Ｐｒｉｃｅ，Ｒ．ＡｎＡｐ－

ｐｅａｌｔｏ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２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７２），于１７７１年初次公布。——

第２５５、４５７页。

普莱斯，理 《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

、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１７７２年伦

敦第２版（Ｐｒｉｃ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ｅ

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ｙ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

ｆｏｒ 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ｎｎｕｉｔｉｅｓｆｏｒ ｗｉｄ

ｏｗｓ，ａｎｄｆｏｒｐｅｒｓｃｎｓｉｎｏｌｄａｇｅ；ｏｎ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

ｕｅｓｏｆ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ｏｎ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２），第１版１７７１年

在伦敦出版。——第２５５、４５７—４５８页。

普莱斯，理 《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

案、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１７７３

年伦敦第３版（Ｐｒｉｃｅ，Ｒ．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ｒｅ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ｒｙｐａｙ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

ｆ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ａｎｎｕ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ｗｉｄｏｗｓ，ａｎｄ

ｆｏｒｐｅｒｓｏｎｓｉｎｏｌｄ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ｓｓｕｒａｎｃｅｓｏｎ

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Ｔｈｉｒ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３）。——第１０２页。

普莱斯，理 《评继承支付、孀老赡养金方案

、人寿保险金计算法以及国债》威摩尔根发

行，第２卷，１８０３年伦敦第６版（Ｐｒｉｃｅ，Ｒ．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ｒｅｖｅｒ－ ｓｉｏｎａｒｙｐａｙ

ｍｅｎｔｓ；ｏｎｓｃｈｅｍｅｓｆｏｒｐｒｏｖｉｄｉｎｇ

ａｎｎｕ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ｗｉｄｏｗｓ，ａｎｄｆｏｒｐｅｒ

ｓｏｎｓｉｎｏｌｄａｇｅ；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ｓｓｕｒ

ａｎｃｅｓｏｎｌｉｖｅｓ；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Ｓｉ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ＢｙＷ ．

Ｍｏｒｇａｎ． Ｖｏｌ． ．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０３）。——第１０２—１０３、１１０—１１１页。

Ｑ

琼斯，理 《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

泉》，第１部分：《地租》，１８３１年伦

敦版 （Ｊｏｎｅ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

．—Ｒ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

第２９３页。

琼斯，理 《１８３３年２月２７日在伦敦皇家学

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座

大纲》１８３３年伦敦版（Ｊｏｎｅｓ，Ｒ．ＡｎＩｎ

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Ｋｉｎｇ’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Ｌｏｎ

ｄｏｎ，２７ｔｈ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３３．Ｔｏｗｈｉｃｈｉｓ

ａｄｄｅｄａｓｙｌｌａｂｕｓｏｆａ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ａｇｅｓ ｏｆｌａｂｏ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３）。——第３０２页。

琼斯，理《在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讲授的

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

（Ｊｏｎｅｓ，Ｒ．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Ｈａｉｌｅｙｂｕｒｙ． Ｈｅｒｔｆｏｒｄ，

１８５２）。——第７３、２５９、２６７页。

《圈围荒地的后果和当前肉价高昂的原因

的政治上的分析》１７８５年伦敦版（ＡＰｏ

７４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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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ｎｓｅ－

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ｅｎｃｌｏｓｉｎｇｗａｓｔｅｌａｎｄｓ，

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ｈｉｇｈ

ｐｒｉｃｅｏｆｂｕｔｃｈｅｒｓｍｅａｔ．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８５）。——第５１０—５１２页。

Ｓ

萨伊，让 巴 《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

财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

１８１４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Ｓａｙ，Ｊ．

Ｂ．Ｔｒａｉ－ｔé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Ｓｉｍｐｌｅ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ａ 

ｍａｎｉèｒｅ ｄｏｎｔ ｓｅ ｆｏｒｍｅｎｔ，ｓｅ 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ｅｎｔ ｅｔ ｓｅ ｃｏｎ－ｓｏｍｍｅｎｔ ｌ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４），第１版１８０３年在

巴黎出版。——第２６０、２６７页。

萨伊，让 巴 《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

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１８１７年

巴黎第３版第２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Ｓｉｍｐｌｅ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ｍａｎｉèｒｅｄｏｎｔｓｅ

ｆｏｒｍｅｎｔ，ｓ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ｅｎｔｅｔｓｅｃｏｎ－

ｓｏｍｍｅｎｔｌ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

第５７０页。

萨伊，让 巴 《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

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１８２６年

巴黎第５版第１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Ｓｉｍｐｌｅ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ｍａｎｉèｒｅｄｏｎｔｓｅ

ｆｏｒｍｅｎｔ，ｓ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ｅｎｔ，ｅｔｓｅｃｏｎ

－ ｓｏｍｍｅｎｔ ｌ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

Ｃｉｎｑｕ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第１５６页。

舍尔比利埃，安 《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

（ Ｃｈｅｒｂｕｌｉｅｚ， 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ｏｕ

ｐａｕｖｒｅｔé．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１版１８４０年

在巴黎和日内瓦以《富人和穷人》

（《Ｒｉｃｈｅｏｕ ｐａｕｖｒｅ》）的 书 名 出

版。——第４２、２６３、２９５页。

圣热尔门－勒迪克《理查阿克莱爵士或大不

列颠棉纺织业的产生（１７６０—１７９２年）》１８４１

年巴黎版（Ｓａｉｎｔ－Ｇｅｒｍａｉｎ－Ｌｅｄｕｃ．Ｓｉｒ

ＲｉｃｈａｒｄＡｒｋｗｒｉｇｈｔ，ｏｕＮａｉｓｓａｎｃｅ

ｄｅｌ’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ｃｏｔｏｎｎｉèｒｅｄａｎｓｌａ

Ｇｒａｎｄｅ－Ｂｒｅｔａｇｎｅ（１７６０ à１７９２）．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４６６页。

施托尔希，亨 《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

定人民幸福的原理》１８１５年圣彼得堡版

第１—６卷（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

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

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ｓ — ．

Ｓ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１５）。——第

５９、５３３—５３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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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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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１７８３年出版。——第５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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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ｏｒ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ｎｌｏａｆｆｏｒｔｗ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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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１６、２０、１０３—１０４、３６８—３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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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８５年伦敦版（ＴｈｅｃａｓｅｏｆｏｕｒＥｎｇ

－ｌｉｓｈｗｏｏｌ，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ｒｅ ｏｆｔｒｕｌｙ ｓｔ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６８５）。——第５２４页。

Ｘ

西尼耳，纳 威 《关于工厂法对棉纺织业

的影响的书信。附莱 霍纳给西尼耳先

生的信以及艾 艾释华特先生、汤普逊

先生和西尼耳先生之间的谈话记录》

１８３７年伦敦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Ｌｅｔ－

ｔｅｒｓｏｎ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ｃｔ，ａｓｉｔａｆ

ｆｅｃｔｓｔｈｅｃｏｔｔｏｎ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Ｔｏ

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ａｐｐｅｎｄｅｄ，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

Ｍｒ．ＳｅｎｉｏｒｆｒｏｍＬ．Ｈｏｒｎｅｒ，ａｎｄ

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ａ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

Ｍｒ．Ｅ．Ａｓｈｗｏｒｔｈ，Ｍｒ．Ｔｈｏｍｓｏｎ

ａｎｄ Ｍｒ． Ｓｅｎｉｏｒ．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７）。——第２５８页。

西尼耳，纳 威《关于工资率的三篇演讲，

并附关于现行的不合理现象的原因和

纠正办法的导言）》１８３０年伦敦版（Ｓｅ

ｎｉｏｒ，Ｎ．Ｗ．Ｔｈｒｅｅｌｅｃｔｕｒｓｏｎｔｈｅｒａｔｅ

ｏｆｗ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ｆａｃｅｏｎｔｈｅ

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

第２５８、４７２页。

西尼耳，纳 威 《政治经济学科学大纲》１８３

６年伦敦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ＡｎＯｕｔ－

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

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第２５８页。

西斯蒙第，让 沙 列 西蒙 德《论商业财

富，或商业立法中运用的政治经济学原

理》１８０３年日内瓦版第１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

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 ｏｕ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ｐｐｌｉｑｕéｓàｌａ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ｏｍｅ ．

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０３）。——第５１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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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Ｃ．

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９）。——第２５４页。

西斯蒙第，让 沙 列 西蒙 德《政治经济

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

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Ｓｉｓ－ｍｏｎ

ｄｉ，Ｊ．Ｃ．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

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

ａｖｅｃ ｌ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７）。——第２１、２９７页。

《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１６７７年伦敦版

（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ｅｘ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ｏｏ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７７）。—— 第

１５６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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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５２４页。

欣德，约 《代数学》１８５５年剑桥第６修订

版（Ｈｉｎｄ，Ｊ．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Ａｌ－

ｇｅｂｒａ．Ｓｉｘ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１８５５），第１版１８２９年在剑桥

出版。——第５８０页。

休谟，詹 迪《关于谷物法及其同农业、商业

和财政的关系的看法》１８１５年伦敦版

（Ｈｕｍｅ，Ｊ．Ｄ．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ｃｏｒｎ

ｌａｗｓ，ａｓ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ｆｉｎａ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５）。——第４８８—４９０、５１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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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

ｌｉｂｒｉ ．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

ｃｅｎｓｉｏｎｅ ．Ｂｅｋｋｅｒｉ．Ｔｏｍｕｓ ．

Ｏｘｏｎｉｉ，１８３７）。——第２５４页。

杨格，阿 《贫乏问题浅说》１８００年伦敦版

（Ｙｏｕｎｇ，Ａ．Ｔｈｅ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ａｒ－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ｉｎｌｙ ｓｔａｔ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００）。——第５１３页。

杨格，阿 《自由输出谷物的合理性》１７７０

年伦敦版（Ｙｏｕｎｇ，Ａ．Ｔｈｅｅｘｐｅｄｉｅｎｃｙ

ｏｆａ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ｈｅｆｒｅｅｅｘ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ｒ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０）。——第１１６—

１１７、５５７—５５８页。

杨格，阿《在英国南部各郡和威尔士的六星

期旅行》１７６９年伦敦版（Ｙｏｕｎｇ，Ａ．ＡＳｉｘ

ｗｅｅｋｓ’ｔｏｕｒ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Ｗａｌｅ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６９），第１版１７６８年在伦敦出

版。——第１１６—１１７、５５７页。

杨格，阿 《政治算术。兼评大不列颠目前

状况》１７７４年伦敦版（Ｙｏｕｎｇ，Ａ．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４）。——

第１７、１８、５５８页。

《一篇比较竞争和合作的利弊的得奖论

文》１８３４年伦敦版（ＡＰｒｉｚｅｅｓｓａｙｏｎ

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ｍｅｒｉｔｓｏｆｃｏｍｐｅ－

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４）。——第４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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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

ｔｈｅｌａｂｏｕｒ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ｔｈｅｃｏｎｑｕ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Ｉｎ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９７）。——第１６１、４７０、４８９、５６３—５６５

页。

尤尔，安 《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

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１８３５

年伦敦版（Ｕｒｅ，Ａ．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ｆ，ａｎ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

－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ｓｙｓ

ｔｅｍ ｏｆ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５）。——第４９２页。

尤尔，安 《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

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１８３５

年伦敦第２修订版（Ｕｒｅ，Ａ．ＴｈｅＰｈｉ－

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ｒ，ａｎＥｘ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ｒａｌ，

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ａｃ

－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Ｓｅ

－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５）。——第５４１页。

Ｚ

詹诺韦西，安 《市民经济学讲义》（１７６５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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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载于《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

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７—９卷

（ＧｅｎｏｖｅｓｉＡ．Ｌｅｚｉｏ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ｃｉｖｉｌｅ（１７６５）．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

ｉａｎｉ ｄｉ 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Ｐａｒ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ａ． Ｔｏｍｏ ． 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３）。——第５６７页。

《政治经济学论文集。论当前国家贫困的

主要原因》１８３０年伦敦版（Ｅｓｓａｙｓ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ｉｌ

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０）。——第５５１页。

《致一友人书信论公共信贷。因有价证券

行市下跌而作》１７４８年伦敦版（ＡｎＥｓ

－ｓａｙｕｐｏｎｐｕｂｌｉｃｋｃｒｅｄｉｔ，ｉｎａｌｅｔ

－ｔｅｒｔｏａｆｒｉｅｎｄ．Ｏｃｃａｓｉｏｎｅｄｂｙ

ｔｈｅ ｆａｌｌ ｏｆ ｓｔｏｃｋｓ．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４８）。——第５１８页。

《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

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１７７７年伦敦版

（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ｈｅ

ｐｏｏｒ－ｒａｔｅｓ：ｏｒ，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７）。——第

５３２—５３３页。

议会报告和其他官方文件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

 报告——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

半年》１８５６年伦敦版（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

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

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

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５．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６）。——第５４１页。

《关于谷物和谷物法的报告：上院委员会

受命研究关于谷物的生长、贸易、消费

状况以及有关法律的第１、２号报告》，根

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１４年１１月２３日刊印

（Ｒｅｐｏｒｔｓ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ｇｒａｉ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ｒｎ

ｌａｗｓ：ｖｉｚ：Ｆｉｒｓｔ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ｒｅ－ｐｏｒｔｓ

ｆｒｏｍｔｈｅＬｏｒｄｓ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ｔｏｅｎｑｕｉｒ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

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ｇｒａｉｎ，

ａｎｄａｌｌｌａｗ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ｅｔｏ．Ｏｒ

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

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３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１８１４）。——第

５６２—５６３页。

《关于谷物法对国民收入的重要性致议会

两院书》１８１５年伦敦版（Ａｄｄｒｅｓｓｔｏｔｈｅ

ｔｗｏｈｏｕｓｅｓｏｆ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ｎｌａｗｓｔｏ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１５）。——第５１４页。

《关于每一季度末拨给委员们一定量的款

项用来减少国债的法令（乔治三世二十

六年第３１号）》（ＡｎＡｃｔｆｏｒｖｅｓｔｉｎｇ

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ｕｍｓｉｎ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ｓ，ａｔ

ｔｈｅｅｎｄｏｆｅｖｅｒｙｑｕａｒｔｅｒｏｆａｙｅａｒ，

ｔｏｂｅｂｙｔｈｅｍａｐｐｌｉｅｄｔｏｔｈｅｒｅｄｕｃ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ｂｔ（ａｎｎｏ２６

Ｇｅｏｒｇｉｉ ．Ｒｅｇｉｓ，ｃａｐ．３１）——第

４５８页。

《矿山童工调查委员会的第１号报告。１８４１

年４月２１日》（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ｒｓｉｎ ｍｉｎｅｓａｎｄ ｃｏｌｌｉｅｒｉｅ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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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ｒｉｌ１８４１）。——第４９８页。

《王国谷物法请愿特别委员会的报告：附

证词和附录》，根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１４年７

月２６日刊印（Ｒｅｐｏｒｔ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ｎ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ｉｓＫｉｎｇ－

ｄｏｍ：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ｎ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ｏｆａｃ－

ｃｏｕｎｔｓ．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

Ｃｏｍ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６Ｊｕｌｙ

１８１４）。——第５６２页。

《议会上院审查贸易和外国种植园事务委

员会关于谷物进出口法现状的说明》

１８００年新版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ｌｏｒｄ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ｆ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ｐ

ｐｏｉｎｔ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ｌｍａｔ

ｔｅｒ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ｒａｄｅ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ｐｌａｎ

ｔａｔｉｏｎｓ，ｕｐ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ｈｅ

ｌａｗ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

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ｒｎ．Ａ ｎｅｗ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１８００）。１９７０年３月８日向国王提出。——

第５１２页。

期  刊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伦

 敦出版。——第２１９页。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出

版。

  ——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９日。—— 第４５９—

４６０页。

  ——１８５３年１月２２日。—— 第４６２—

４６３页。

《雷 诺 新 闻》 （《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

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伦敦出版，１８５９年１２月

２５日。——第４６３—４６５页。

《内地快报》（《ＭｉｄｌａｎｄＥｘｐｒｅｓｓ》）。——

第４６３页。《手术刀》（《ＴｈｅＬａｎｃｅｔ》），

伦敦出版，１８６２年３月１日。——第３４８

页。《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

出版。

  ——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第４６５页。

  ——１８６２年１１月１９日。——第２１９页。

  ——１８６３年７月２日。—— 第５５７页。

《晚邮报》（《ＴｈｅＥｖｅｎｉｎｇＰｏｓｔ》），伦

敦出版。——第５４７、５５８页。

《韦斯明斯特评论》（《Ｔｈｅ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伦敦出版，１８２６年１月。——

第４２页。

《学者札记》（《ＡｃｔａＥｒｕｄｉｔｏｒｕｍ》），１６８３

年在莱比锡出版。——第５７６页。

文学著作

巴特勒《休迪布腊斯》。——第５２８页。

保尔 德 科克《拜月记》。——第５４页。

歌德《浮士德》。——第３５４页。

贺雷西《书信集》。——第５２３页。

密尔顿《失乐园》。——第５３页。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１２页。

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１２页。

绥夫特《格列佛游记》。——第４９０、５１５页。

        

圣经。——第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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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７和４８卷
名 目 索 引

Ａ

埃及—— １４７、２８８、２９３、３１０、３２５； ２０。

爱尔兰—— ４５４、４６１、４６８—４７０、５９７、

６１２； １０４—１０６、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６、４７８、

５１９、５６５。

奥地利—— ２４１、２５０。

澳大利亚—— ３８９—３９０。

Ｂ

罢工—— ３８４—３８５、４８３、６３０； １１４—

１１５、５４８。

拜物教（资本拜物教）—— ２１—２２、３６—

３７。

半成品—— １５３、２３９、２４４—２４６。

保护关税政策—— １０４。

保险—— ３９３； ４４４、４４５。

保险机关—— ４４４。

北美—— １３、５５６。

北明翰—— ４６９。

辩证法—— ６１４—６１６； １６１。

波兰—— ３６７。

剥夺—— １０８—１０９、５１１—５１２、５３３。

剥削——见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不变资本

——定义—— １９９—２００、４０３； １２４。

——作为劳动的物质条件—— ８９、９３—

９４、１２４—１２５、１４７—１４９、１６８—１６９、

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４、２３７—２３８、

２４３—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３—２５４、３４２。

——不变资本的要素—— ５１２—５１３；

４０—４１、７６、７７、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８—１４９、

１５２—１５３、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９—２３０、

２３８—２４０、２５３—２５４、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８—

３８９、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８—５６９。

——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１２４、

１４７—１４９、１７０、１７１、１９７、２２０、２２９—

２３０、２６２、２９４—２９６。

—— 不变资本的量—— ７７、７９—８１、

９４—９６、１０７、１４８—１４９、２３１、３４２、３５２。

—— 不变资本的价值—— ２００—２０１、

２０２、２１２—２１３、２６７、３９２、４０３、５１３；

４０—４２、７６—７７、７９—８１、１４８—１４９、

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０、２３１、２６９—２７４、

３２５、３３０、３５２。

——不变资本的贬值—— ３７５—３７６；

１４３、２３１—２３２、３４７。

——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再生产—— １９９

５５６

本索引包括两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７卷和第４８卷， 表示第４７卷， 表

示第４８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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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０、２６７； ７９—８０、８８、１４４、１４７—

１５０、１６９、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５、２３１、２３６—

２３８。

——固定资本的耗损和它的价值向产品

的转移—— 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３、

２６７、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３—４０４、

５４７； ７６—７７、７９—８０、８４、１４４—

１４５、１６８—１６９、２０７、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２、

２２９—２３０、３１７。

——不变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补偿——

３９１—３９２、５４７； ８４、８８、１４４、

１４９—１５０、１６９、２００—２０２、２２１—２２２、

２３０—２３１。

——和劳动生产率—— ７７、１０７、３００—

３０２、３２５—３２７、３５１—３５３。

——和产品价值—— ７６—７７、７９—８１、

８４、８８、１７６、２２１—２２２、２３１、３５１、

３５２—３５３。

——和生产规模—— ３０１。

——和产品量—— ７６—７７、８０—８１。

——和商品价格—— ３９７—３９９、５１３；

２４３。

——和追加资本—— 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０—

１５４。

—— 资本家力求减少不变资本的开支

—— ３４７。

—— 和可变资本—— ３６８、５１３、５４７—

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０、５５９、５６５； ４０、４６、

９５—９６、１４８、１９０、２０３—２１０、２６１—

２６３、２７２—２７４、３１８、３３１、３３３、３３６、

３４０、３５２、４９３、５０３、５１４、５６８—５６９。

—— 和 总 资 本—— 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８、

３２５—３２７、３３３。

——和劳动—— ５４７； ２３１、３３１。

—— 和剩余价值—— １０３、１１２、１２２、

１７４—１７５、 １８６—１８９、 ２８７—２８８、

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４、３１１—３７２、３７６—３７８、

３９６—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５１２—５１３、５３２、

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９、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４、５６５；

４０、９３、１４６、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３、

２７０—２７３、３０８—３０９。

——和剩余价值率—— ３０８—３１０。

——和利润—— ３７８、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

４０２、５５９； ４０、２０４—２０５、２７１—２７４。

—— 和利润率—— ３７５—３７６、３９６—

３９８； ２５２、２７１—２７４、３０８—３１０、

３５２、４９７—４９８。

部落—— １０６、３３４。

簿记—— ４２４—４２５、４３１。

Ｃ

财富（社会财富）

——商品是它的元素形式—— １４—１５、

２４—２６、２５７、２７４、３４０； ６１、５４５。

——物质财富—— ３９、２５７、２７４； ４—

６、４２、６３、８０、８３—８５、８８、９０、９２—９４、

２６１—２６２、３５６—３５７、４６７、５７１。

——长久财富—— １５９。

—— 现实财富—— １５—１６、２７４；

２６１—２６２、２９７。

——以劳动条件形式体现的财富——

４０２—４０３； ８０、８３—８５、９０—９４、

３６２—３６３、５７１。

——消费财富—— ３６２—３６３。

——以土地所有制形式体现的财富——

８—１０、４７５。

——以人口形式体现的财富—— ５２０。

——以货币（资本）形式体现的财富——

１４—１５； １９、８４—８５、３５６—３５７、

３６４—３６５。

——作为自由时间—— ２１７。

—— 财富的源泉—— ３９—４０、２３３—

２３４、２５６； ８４—８５、４６７。

——财富的社会形式—— ３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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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财富的创造—— ４９２—４９３。

——财富归结为劳动时间—— ２０５—

２０６、２５７。

—— 财富的再生产—— ８０、８３—８５、

４２９、５７１。

——对财富的占有—— １４—１５； ９１—

９２、９８。

——财富的积累（积聚）—— ８—１０。

——作为剥削活劳动的手段—— ８４—

８５、９８、１５７—１５９。

—— 作为同工人相异己的力量——

１９３—１９４； ９８、１５７—１５９。

——财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增长——

２１４—２１５、２５６、３４５—３４６； ４１—

４２、８３—８５。

——和劳动—— 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１。

——和无产阶级的人数—— ３４４—３４５；

４。

——和公债—— １１６—１１７。

—— 和贫困—— １５１、３４５； ９１—９２、

９８、１５７—１５９、５４１。

——和收入—— ４５９—４６０。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财富——

２５—２７、１００—１０１、２５６、２６０、６００－

６０２； ８３—８５、１１７—１１９、２５４—２５５、

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６—４６７、４９２—４９３、５１８、

５２５—５２６、 ５３６—５３７、 ５４０—５４１、

５４４—５４５、５４６、５６６—５６７、５７０—５７１。

财产——见所有制、所有权。

采矿工业—— ２４—２６、１２０、３９８、４１７。

产业革命（工业变革）—— ２６８、３７２、

４０６、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７、５６４。

产业资本—— １１９。

  并见资本，生产资本。

成本——见生产费用。

城 市—— １６２、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７—３６８、

４４６、４６９、５１９。

赤贫—— ４９２、５０７、５２２、５３３、５３７—５３８、

５５５。

抽象

——考察社会关系时的抽象—— １７２—

１７３； ２５５。

——分析劳动时的抽象—— ５６、３１７、

３４２—３４３； １００、４２９。

——分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的抽象

—— １６９； ３３０—３３１、４１６、４４３。

——考察价值时的抽象—— ２５５；２７—２８、

９１—９２、３３０—３３１、３４６—３４７。

——抽象掉市场价格的偶然性—— ２７、

４５０。

—— 抽象掉固定资本—— ３３９—３４０、

３４６—３４７。

—— 抽象掉对外贸易—— １５１—１５３、

２３９、２４６、５６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抽象方法的缺

点—— ２５９—２６０。

抽象劳动

——作为社会劳动的形式—— ７８、８１、

８２、１３８、１４０； ４４—４５、５２、５５—５７、

１４４。

——作为交换价值的实体—— ８１、８６—

８８、１３８。

——作为具体劳动的对立物—— ５４—

５６。

出口——见对外贸易（世界贸易）。

储蓄—— 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５。

慈善事业—— ２１９。

从属关系—— ３、１０８、５１６。

Ｄ

大不列颠（联合王国）—— ４９１—５１２；

４４４、４６７、５５６、５６５。

大地主—— ６—７、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８、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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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４５９、５１３—５１４。

大工业—— ２０８、３２８、３５２、４４７、４７５、

５１７、５３３、５５０、５９６—５９７、６０３； ２１、

２５、３１—３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０、４６１、４６９、

５３６—５３７、５５８、５６９。

  并见工厂。

代数学—— ６３１； ２７。

贷款—— １１７—１１９； １５５、１６５、３４９、

４６８—４６９。

当铺—— 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８—４６９。

道德—— ９、５９、２３７、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５、３２１、

４０８、５１１、５３０、５３３、５３９、５７３、５９０。

德国—— ４２３、４２４、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２、４７４—

４７５、５９８； ５０７、５１７。

等级—— ４６７—４６８、５３９—５４０。

等价交换—— ８—９、１８—１９、２０、２２、２３、

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３１、５２、６９、７６、８６、

９０、９２、９４、１１５、１２０、１９６、５６０、６１５、

６２７、６３１； １０、２７、４９—５０、７０、８９、

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６—１４０、１４９、１６０—１６１、

１９５—１９６、２７７、３６０、５１５—５１６。

抵押—— ６０—６２。

地产——见土地所有制。

地理学—— ５８４。

地质学—— ４７２、５８４。

地租

——地租的来源—— ４８４—４８５、５４９—

５５０。

——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 １７７—

１７８、２３０—２３３； ５９—６０、１６８—１７５、

２１３、２１５—２１８、２５２、２９３、４２４、４２６、

４３７—４３８、４７８—４７９、５３４。

——级差地租—— 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９—５３０、

５４９、５５５、５６３。

——和自然条件—— ３２４、５４９。

——和农业改良—— ４９９、５１３、５５５。

——和生产的积聚—— １０９—１１０。

——和利润—— 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８—４７９、

４８２、４８４—４８７、５０６、５２９、５６５。

——和利息—— ５７６—５８０。

——工业地租和房屋地租—— ２１６—

２１７、４２６、５１９。

——地租的涨落—— ４９９—５０２、５１４—

５１５、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１、５２２、５２８—５２９、

５３１—５３２、５５０—５５２、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４。

——和农产品的价值（价格）—— ４８４—

４８５、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１、５２９、

５３１—５３２、５４８—５４９、５６１。

——作为生产费用的一部分—— ２１６—

２１７、４２６、５０９—５１１。

—— 地租的资本主义前的形式——

２３０—２３４。

—— 和土地价格—— ４７３、５２１、５３１—

５３２。

——和租金—— ４４５、５２９、５５４—５５６。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地租——

２９３、４５９、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７、

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９—５０２、５０９、５２３、５２９、

５３１—５３４、５４２、５４４、５６２—５６５。

  并见租金，租佃，租赁。

电—— ３５９、３６３、４９０、５６９； １４３—１４４。

订货（商品供应合同）—— ８—９、１０、５８。

对抗（对抗性矛盾）—— ２１５—２１７、２５７、

３５０、４００—４０１、５１４、５１６、５６１、５６６；

２０—２２、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１、５２１、５２３—

５２５。

对立

——资产阶级生产中的对立—— ７６、

１１２、３２９、３３６—３３７。

——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对立——

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３—２０４、２１７、３１５、５６４—

５６７、５９４； ７４—７５、９２—９３、３０５。

——资本的积聚和分散化—— ７６。

——雇佣工人和奴隶的对立——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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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间的对立——

３２、３８—３９、４０； ２１—２３。

——有酬时间同无酬时间的对立——

２１—２３。

——劳动时间同自由时间的对立——

２０３。

——流通阶段的对立—— ５； ２４０—

２４２、４３５—４３６。

——劳动的社会形式的对立—— ２１—

２２。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对立—— ２１—

２２、３２４。

对外贸易（世界贸易）

—— 一般原理—— ２６１、５６３； １０４、

１４６—１４７、３６６—３６７、４３９、４６７、５２０。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提高的结果——

３５４、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８—４０９、４２６—

４２８、４７２—４７３、５４５、５６３； １０４—

１０７、１４８—１４９、４６７、５６８—５６９。

—— 生产出口产品的部门—— ４２７、

５８６—５８９； １４６、１４７、５１２—５１３、

５２１—５２２。

——进口—— ５１２—５１３。

——和资本主义再生产—— １４５—１４７、

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３、１９７、３０３—３０４、

４３９、５６８—５６９。

——和生产过剩—— ３０３—３０４。

—— 和剩余价值实现问题—— １４６、

１４７、１４９。

—— 抽象掉对外贸易—— １５１—１５３、

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６、５６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对外贸易——

５８９； １０５—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４—１１５、

４１７、５２０、５２１。

多瑙河各公国—— ２０４—２０５、２３３—

２３４； １３７。

Ｅ

俄国—— ２０５、２３３； ８６、４４４、５３４。

儿 童 劳 动—— 、４６、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１、

２４３—２４４、 ２４９—２５０、 ２５２—２５３、

４５４—４５５、４５６—４６７、４９０—４９５、４９５、

５０５、５０８—５０９、５１１、５１２、５２１—５２３、

５２８—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４、５６０、５７９—５８１、

６０４； ，２０—２２、４６７、４９７—４９８、５１７、

５４０—５４１、５５１—５５２、５５４。

二律背反—— ，１８４、２０８； ，３０４。

Ｆ

发明和改良（机器的发明和改进）——

２３６、３１１—３１２、３４８、３６４、３７２—３７３、

３７５—３７６、３８４、３８５、３９４—３９５、４０５—

４０６、４０７—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４、

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７—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２、

４４９—４５０、４７７—４７９、４８６—４８７、５０４、

５２５、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６、５７４—５７５、５７７；

３７—３９、４２、６９、１４３、３３５、３４７—３４９、

４６４、４６６—４６７、４７６、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３、

５１６—５１７。

法——见权和法。

法国—— ２４１、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２、４７５、５９８、

６０４； １１５—１１７、２４０、５０６、５３８—

５４１。

法人—— ９１。

非物质（精神）生产—— ３４５； ６２。

非洲—— ３６４。

  并见埃及。

费用价格——见生产费用。

废料（生产和消费中的废料）—— ３８７、

３８９、４５２、５９９； ３９—４０、１４３—１４５、

２７５—２７６、３２５。

分工

—— 定义—— ３０１、３０４—３０５、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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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３４１、３４２、３６３、５５３、６０２。

—— 作为生产力—— ２９５、２９７、３０１、

３０４—３０５、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９、５５３； ２０、

３３４。

——分工的前提—— ３３２、３３６—３３８。

——分工的类型（形式）—— ３０３、３０４—

３０５、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８、５１９。

—— 分工的发展—— ３３２、３５３、３５６—

３５７、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０—４１１、５２４；

７５—７６、２３２—２３３、３２２、４１３—４１４、

４２４、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６—４３７、４４３。

——自然分工—— １８５。

——家庭分工—— ３３４、３４２。

——企业（工场手工业、工厂）内部分工

—— ２５４、３０５—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５、

３３３—３３４、３５０—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２、

３６３、４０１—４０２、４１０—４１１、４１３、４２８、

４２９—４３０、 ４３８—４３９、 ４４６—４４７、

４５１—４５２、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４—４７５、５１６、

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１—５２４、５４８—５４９、５６１、

５９３—５９４、６０２； ４６８—４６９。

——社会分工—— ５６、１８４—１８５、２１８、

２５９、２６０、２８９—２９２、３００—３０４、３０５—

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０、３１５、３３３—３３４、３４１、

３５０—３５１、 ３５２—３５４、 ３５５—３５７、

４０６—４０７、４２０； １３、２０、３２８、４０５、

４３６—４３７、４６８—４６９、５３５—５３６。

——农业中的分工—— ４６９—４７０、５３３。

—— 和劳动协作—— 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２、

３００—３０１、 ３０１—３０２、 ３０４—３０５、

３０５—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０、３１５、３３３、３４１、

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７、４０６—４０７、

４２０； ３７—３８。

——和工厂—— ３０８—３０９、３２８、３３３—

３３４、３６２、３６３、４０９—４１０。

—— 和工人人数—— 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５、

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７、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５—３５６、

５４８—５４９、５６２。

——和机器—— 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３—３１４、

３２８、３３７、３３８、３６２—３６３、４１０—４１３、

４２０、４３８—４３９、４５３—４５４、５１８、５２３、

５６０、５６１、５７８。

—— 和人口—— ３３２、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６、

３３７。

——和生产—— ３２８、３６４—３６５、３８８—

３８９、４１３—４１４、４３２—４３３。

——和时间节约—— １４１—１４３、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１、

３３１；３８８—３８９、４０４—４０５。

——和生产费用—— ３２８、３３０； ３８９、

４３２—４３３。

——和资本积累—— ３４８。

——和劳动生产率—— ２６０、２９０、２９１、

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９—３１０、３１５、３１９、３３１、

３６３、５１３、５１６、５５２； ２０、９４—９５、

３３４。

——和工人的技能—— 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３、

５６２； １３、５３４。

——和等级—— ３２５。

——和可变资本—— ３３６—３３７、５４９。

——和不变资本—— ５４５。

——和剩余价值—— ３３１、５５４； ２９５—

２９６。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分工——

１８４—１８５、 ３００—３０１、 ３０３—３０６、

３０９—３１２、３１５、３１６、３１９—３２７、３２８—

３３０、３３３—３３４、３３８—３４３、３４７—３４９、

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７、５６２、６０１—６０２；

４４３—４４４、４６９—４７１、４９４、５１３—

５１４、５３３、５３５—５３６。

分配

—— 劳动（劳动力）分配—— ３５０；

１２—１３。

——产品分配—— ５５２。

—— 剩余价值分配—— １７８—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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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０３。

——工资分配—— １７８—１７９。

—— 资产阶级的分配概念—— ７２、

１７８—１７９； １３５—１３６、３０４、５５２。

封建主义—— ３０、１０１、１４６、１５１、２０４、

２１２、２３１—２３４、３３１、３３５、３３６、４３１—

４３２、４７４； ６—８、１２—１３、３１—３３、

５９、１０４—１０５、１３７—１３９、１６２、３５６—

３５８、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７—３６８、４１８、５１５—

５１６。

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１２—１４、３０—

３３、３７、９３、１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１５４、１６３—

１６４。

服务

——一般原理—— １５１、１５３； ５４—５６、

５４４—５４５。

——服务的种类—— １５１—１５２； ５４—

５８、１４６—１４８。

——商品体现的服务—— ５４—５８。

——劳动形式的服务—— ５７—５８、６３—

６４、６６、１４７—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３、１８０—

１８１。

——服务需求的增加—— １５２。

——服务的价值（价格）—— ５６—５７。

——购买服务—— ５５—５７、６３—６４。

——服务的酬金—— ４—６、５３、５７—５８、

６３—６４、１９８—１９９、５４３—５４５。

—— 资产阶级用于服务的花费——

１５１； ４—６、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２。

—— 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５５—５７。

——资产阶级对服务的评述—— ５６—

５７、５４３—５４５。

辅助材料—— １２９、１４９、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１、

１８８—１８９、３４０； ７９—８０、１４０—１４１、

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３、１９７—１９９、

２００、２１４—２１５、２２０、２２２、２３０、２３９—

２４０、２４１、２４５—２４６、２９６、３２５、３３０—

３３２、３３６。

副业—— ４１４； １４。

妇女 劳动—— ２４９—２５０、４５４—４５５、

４５６—４６７、４９１—４９６、４９９、５１１、５１２、

５２２、５２８—５３１、５３３—５３４、５６０、５８２—

５８３； ２０、４６７—４６８、５４０—５４１、５５１、

５５７。

Ｇ

概念—— ２５３、２５８、２６１、２６２。

高利贷（高利贷资本）

——一般评述—— ３５９、３６６。

——作为借贷资本的资本主义前的形式

—— ３０—３３、３５４—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５、

４３９、５２２、５２４。

—— 高利贷的发展—— ３５６—３５７、

３６０—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６、４３９、５２２。

—— 和产业资本—— ３０、１６５、３５７—

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６、４３９。

——和商业资本—— ３６０—３６１。

——和小生产者的破产—— ３５５—３５７、

３６３—３６４。

—— 和对乡村的剥削—— ３０—３３、

５２２—５２３。

——和财富的集中—— ３５５—３５６。

——古代哲学家、路德、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论高利贷—— ２５４、２５５、３５５。

革命

——生产力的革命—— ４７２—４７３。

——劳动生产率的革命—— ２０。

——劳动资料中的革命—— ８４、４１１—

４１２、４１４。

——工艺革命—— ４７２—４７３。

——工业中的革命—— ４１３—４１５。

——生产关系中的革命—— ４１１、４１２、

４７２—４７３、５０１—５０２； ２０。

１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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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方式中的革命—— ４１１、４１２、

５０１—５０２、５１６； ２０。

—— 社会革命—— ４３５； ２０、１０９、

３３６—３３７、５４１。

个人消费——见消费。

个人依附——见农奴制，奴隶制。

工厂（工厂制度）—— １３０、１３４、２９１、

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７—３１９、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２、

３３７、３４１、３４５、３６２、３６３、３７３、３７４、

３７６、３９２、３９９、４０２、４０３、４１４、４１５、

４２６、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２、４４０、４４８、４５１、

４５４、４５５—４７１、４７４、４９０—５１２、５１６、

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６、５３９—

５４０、５６４、５６６—５６８、５７１—５７６、５７８、

５８０、５８２—５８３、５８５—５８７、６１０；

３２—３４、３８、４０、６２、６８、７９—８１、９４、

１０５、１４４、１４８—１５１、２０１—２０２、３４５—

３４６、３８７—３８９、４６６—４６７、５２１—５２２、

５３６—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０、５６０。

工厂法—— １９２、１９３、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０、

２６２—２６３、３５７—３６０、３８０—３８２、４０５、

４０９、５０５、５０７、５２１、５２７、５２９—５３１、

５３８、５７１、５７７、５８６、５８８、６０３、６０４、

６１０—６１１； １１２、３４７。

工场手工业

—— 作为分工的形式—— ３０５、３１４、

３２８、３３４、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１、３５７、３６２、

３６３、３６７、４０２、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５、４３９、

４４７、５２１、５２４、５２６、５６１、５６２、６０１—

６０２； ３８。

—— 作为工业发展的阶段—— ３０５、

３３８、３４７、３５７、３６７、４１５、４２６—４２９、

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５、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７、４５０、

４５２、４５３、４７０—４７３、４７５—４７８、５１６—

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７、５３４、５４０、

５６３—５６５； ７、６３—６４、１０３—１０５、

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３、１２０、４６９、５６９。

工联—— ６０９； ３４、４９５、４９６。

工人

—— 一般评述—— ３６—３７、７４、１０２、

１２２、１６１、１７９—１８１、２５８、５１４； ５、

３７、９０、９１、２５８。

——作为主要的生产力—— １２３、１６３、

５６３。

——作为劳动力和劳动时间的人格化

—— ４０、７４、１０２、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４、

１２２、１４９、２０７—２０８、２９７、３４３、５２８—

５２９； ４、５、９０、９１、１７５。

——作为他人财富的生产者—— ９１—

９２、９８、１３１—１３２、１６１—１６２、４８８、

５０７。

——作为资本所购买的工具—— １４５—

１４６、１６１、２９９。

——工人的需要是强迫他从事劳动的力

量—— １０、１１１。

——工资是工人劳动的目的—— １３、

１７４。

——工人在历史上的产生和发展——

３６—３７、３４４、５１５、５２４、６０３—６０４；

１０３—１０４。

——资本剥削工人—— ４０５—４０６、５１４、

５３４—５３５； ４、５、３７、９０、１１０、１１１、

１３１—１３２、１６１—１６２、２５７—２５８、３３７、

４６５、４８８、５３３。

——工人人数的增加和工人之间竞争的

加剧—— １６、１１２—１１３。

——工人的积聚—— ３３６—３３７、４０１—

４０２、４０３、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３—４６４、５０２—

５０３、５１４； ２５、４０、２７５。

——工人的专业化—— ５１８、５２０、５２２、

５２４—５２６。

——工人职能的同一化—— ３７３—３７４、

５１８、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６、５３７—５３８、

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５—５６８、５７１—５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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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机器的附属物

—— ５２５—５２７、５３８—５４０、５６８—

５６９； ９９。

——劳动力是工人的商品—— １１２—

１１３、１１８—１２３、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９、１５１、

１７９—１８０、２０７—２０８、３４３； １０、１７５、

２５７—２５８、４２８—４２９。

——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生活条件

—— １５１、１９０—１９１、２３６—２７９、

２８３—２８４、３４５、５０１—５０２、５３３—５３６、

６０５； １１０—１１１、４８８、５０８、５３３。

——工人的学习和精神发展—— ３４３—

３４５、５０４—５０８、５２７—５３３、５３６—５３７、

５６０、５７１—５７２； １５３—１５５、４７２。

—— 工人被抛向街头—— ２２７—２２８、

３７８—３７９、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８—４０９、

４１０、４５３、５１８、５３３—５３５、５３８—５３９、

５４２、５４５、５５５、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０、５６１、

５６３—５６８、５７６、５７７、５７９、５８０、５９４、

５９６； ７４、３３７。

—— 工人被吸收进行劳动—— ５６６、

５６７、５７６、５７７； ５６０。

——粗工代替有技能的工人—— ５３８—

５４０、５５６、５７３—５７４。

——女工代替男工，童工代替成年工人

—— ３４４、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４、３８２—

３８３、４５４—４５５、４９１—４９６、４９８、５０７—

５０８、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９—５４０、５６０、５６４、

５７７、５７９—５８０。

——利用国外工人—— １１３。

——和资本家—— ２１—２２、３６—３７、４０、

８３、８８、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８—

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６、１４５—１４７、１５１、

１６１、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９—１８０、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８—１９９、２５７、２６１、２６５—２６６、２９７—

２９８、３１５、３１９、３６１—３６３、３７３—３７４、

５１４、５２９—５３０、５６８—５６９、６２５、６３１；

５—７、１０—１２、１４—１５、１８、２５—２６、

３６—３８、４６、４９、５５、５９—６１、７１、９０、

９１、１６１—１６２、１７３、１７５、１８２、１９３—

１９４、２５７、２９７、４２８、４７８、５０７—５０８、

５２８、５３３、５５７。

——和物质劳动条件—— ３６—３７、１２２、

１４５—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４、

２９７、５１４、５６６； ５—６、３７、３８、１５６—

１５７、３５４—３５５、５３３、５４５。

—— 和工人劳动内容—— １２、４７１—

４７２。

——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 ５３、

５４、５８、６１、６２、１５１—１５２、１６５、１９８—

１９９、３８７—３８８、４７２—４７３。

——生产工人和商业工人—— ４２８—

４３０。

——季节工人—— ６３０—６３６。

——农业工人—— ５８０、５８６、５９７； １２、

１１２、５３６、５３９、５４１。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工人——

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９—１２０、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２—

１６４、１７６—１７７、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３—５３４、

５３５—５３６、 ５７０—５７１、 ５７３—５７４、

５７９—５８１、 ５８２—５８４、 ５８６—５９１、

５９８—５９９； １５、１６、６４、１１０—１１１、

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８、４６０—４６１、４６４—４６５、

４８８、４９０、４９５—４９６、５０３、５０７—５０８、

５３４—５３９、５４９、５６５。

  并见工人阶级。

工人后备军——并见失业，相对过剩人

口。

工人阶级

—— 一般评述—— １８０—１８１、３９５—

３９６； ７０—７１、５０４。

——作为增殖资本的工具—— １１１。

——工人阶级人数—— １３０—１３２、１６１、

２１２、２１４、３４３—３４５、３６０、３６９、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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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９、３９４、３９５、４００、４０２、４５２、４５４、

４９５、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８、５３３、

５４２、５４５、５５６—５５９、５６２—５６６、５８１；

１６、５６９。

——工人阶级各个部分的生活条件——

２１２—２１６、２３７、３４５、３８７、５０１—

５０２、５７４—５７５； １１０—１１１、５０４、

５０８、５５１。

——工人阶级的体力、道德和智力状况

—— ４０７—４０９； ５０８。

—— 工人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

１００。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再生产

—— １９６—１９７； ５６９。

——工人阶级的自由时间—— １１９—

１２０。

——和其他社会阶层—— ３４５、３４６。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

２０８—２０９、 ２２６—２２８、 ３８４—３８５、

４０７—４０８、 ４８３—４８４、 ５２８—５２９、

５３４—５３５、５４０—５４１、５６１、５６６—５６７、

５７２—５７３、５７４—５７６、５７８、６０４；

１１３—１１４、５０７—５０８、５４８。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工人阶级——

１５５、２６３、３４４、３４６—３４７、５３５—

５３６、５６２—５６６、５８５—５９１、５９８、６０５；

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３—１１５、４８８—４８９、

５０７—５０８、５３８—５３９。

  并见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工人，劳动

力，农业工人。

工业

—— 工业作为生产领域的特点——

２１８； １４４。

—— 工业史—— ２０８—２０９、５８６—５９０；

３５６—３５７。

——工业部门—— ３９４、４６６、５０５。

—— 工业发展—— ３４２—３４３、５８６—

５８７； ３５６—３５７、５４２—５４４。

——工业中的生产积聚—— ８７—８８。

—— 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 ６０７、

６０８； ８７—８８、３２９—３３０。

——采掘工业—— ５７、１９９； ６３、３９１、

３９８、４１７、４２０。

——加工工业—— ９６、１９９—２００、５８６—

５８７、６１２； ６３、３９１、３９８、４１７。

——家庭工业—— ３１—３３、４６２—４６４、

５５６。

——城市工业—— ２２３。

—— 大工业—— ２０８—２０９、３２８、３５２、

４４７、４７５、５１７、５３３—５３４、５５０、５９６—

５９７、６０３—６０４； ２１、２５、３２、１１３—

１１４、１２０、４６１、４６９、５６９。

——小工业—— ２７５—２７６。

——和工人人口—— ５９４、６１２； ４４３、

５４２、５６９。

—— 和赤贫—— ４９２、５０７、５２２、５３３、

５３７—５３８、５５５。

——和自然力的利用—— １４４。

——和农业—— ２１８、５９４； ２８１、４６１。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工业——

５８５—５９３、６０８—６０９、６１２； １１６、

５１６、５４２—５４４。

  并见采矿工业，加工工业。

工业化——见大工业。

工艺学

——作为生产的工艺方式—— ９９、１９０—

１９２、３６８、３６９、４１１、４１２、５０１—５０２、５１６、

５６１、５６４； ６—９、１４、６８—６９。

——作为技术学说—— ５６。

——劳动条件在工艺上对工人的统治

—— ３８。

——工艺的进步—— １８。

工资

——工资的本质—— ５２、８７、１２９—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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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１４９、１７８—１７９、４０８—４０９；

９—１３、２５—２７、２４９。

——作为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 ５２—

５４、８２、１４８—１４９、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８—

２０１、２２７—２３０、２６６—２６７、２７８—２７９、

３９８—３９９、５１６、５２９—５３１、６０１—６０７、

６１３、６１４—６１５、６１６、６１８—６２１、６２７、

６３０、６３１—６３２； １０—１２、２５—２７、

４５—４６、４８—４９、１７７—１７９、２８６。

——作为生活资料的形式—— ５２—５４、

１２７—１３０、１４９、１６１、３４４—３４５、３６１—

３６２、６０７、６２１—６２２； １１—１３、５５３—

５５４、５６０—５６１。

——作为换取产品的支票— ５５３—５５４。

—— 作为收入—— ３５１—３５２； １４９、

１６９—１７１、１７４、２１３、５５３—５５４。

—— 作为总产品价值的一部分——

１７６、３８３—３８４。

——工资额的变化—— ４０、８０—８１、８７、

８８、１２８、２３０—２３３、２５５、２６５—２６６、

３８０—３８１、４０８—４０９、４１０、５２９—５３１、

５４５、５７８、６０５—６０７、６１８—６２２、６２８；

２８—３０、１１４、１８６、２０６、３３５、４６２、

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７—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１、

５３２、５３７、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７—５６２。

—— 工资的最低额—— ２２８—２３０、

６２１—６２２； １７—１８、４９５—４９８。

—— 工资标准—— １１３—１１５、４９５—

４９８。

——工资的拉平—— ５６０—５６２。

——平均工资—— ２５４、２５５、２７９、３６３、

５３０—５３１、 ５５９—５６０、 ６０６—６０８、

６１０—６１１、６２２—６２３； ２８—３０、４６２、

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７、４９５—４９８。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 ２４６—

２４７、６０７—６０９、６２２—６２３； ５６０—

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５。

——计时工资—— ２２７—２２８、２２９、２５４、

２５５、６１０—６１１、６２２—６２３； ２８—３０、

４９５—４９８、５４１—５４２、５６４—５６５。

—— 计件工资—— 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０—

１２１、２２８—２２９、２４６—２４７、２５４、２５５、

６０４； ３３—３４、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５—４９８、

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１—５４２。

——相对工资—— ６０７、６０８、６１０、６１１。

—— 工资的货币形式—— １６８—１７０、

１７６—１７８、 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７、

２１３—２１４、２３６—２３７。

——工资水平的民族差异—— ４３、８７、

５７８； １１５—１１６、４６２—４６３。

—— 工资围绕劳动力价值摇摆——

２２８、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０、４０８—４０９、５２９—

５３１、６０６、６１８—６２０、６３０—６３１；

１０—１２、７６—７７、５３６、５３７。

——科学工作者的工资—— ５５５。

—— 和劳动时间—— ９６、２２７—２２８、

２５５、３６１—３６２、３８０—３８１、４０８—４０９、

６０６。

——和劳动生产率—— １２９、２２８—２３１、

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４、３４５、

４０４—４０５、５４８—５４９、５７８、５８４—５８５、

６０５、６０８、６１０、６１２—６１３； １１３—

１１４、４２９。

—— 和劳动强化—— １９２—１９３、２５８、

２５９、３４４、３７８、３８２、４０４—４１０、５０８、

５５９、５８４—５８６、６１８—６１９； １４—１６。

——和“血汗制度”—— ３３—３５。

—— 和工人向资本家提供信贷——

５２—５３、１２６； ４８。

——和可变资本—— １６１—１６２、１８６—

１８７、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４、２１４、３９０—３９１、

５４２—５４３； ４５—４６、８４、８７—８８、

１４８—１５１、１５６、１６８—１６９、２０１、２０４—

２０６、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８、２４３、２５３、３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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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２、５６７—５６８。

—— 和剩余价值—— １２９、１６０、１８８—

１８９、１９５—１９６、２１３、２２８—２３３、２５５、

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５、３６１—３６２、

３９０—３９１、５４２、５４８、５５６、５５７、６０６—

６１０、６１１—６１２、６１５—６１９、６２０—６２１、

６２２、６２４、６２５； ３、３２—３４、５０—５１、

１３５—１３６、１５１、２０４—２０５、４８２—４８３。

——和剩余价值率—— １９８—１９９、５４２、

６０８、６１８—６１９、６２０—６２１； ３５２。

—— 和利润—— ２６５—２６６、３８０—３９１、

６１２—６１３、６１８—６２０； ３４、１７７、２９８、

４２７—４２８、４５１、４８２—４８３、４８４、４９４、

４９５、５３４—５３５、５５３。

—— 和利润率—— ４８４—４８５、５５９—

５６０。

——和利息—— ３５５—３５６、４２７—４２８。

——和商品价格—— １４８—１４９、３９０—

３９１； ２５—２６、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６—

１１７、４９０—４９２、５１０、５３６—５３７、５４７、

５５９—５６４。

——和工人之间的竞争—— ２２９—２３０、

２５８、５２９—５３１、５６０、５６５、５８１—５８２、

５９６； ４３０—４３１、１９７—１９８、５３６—

５３７。

——和资本积累—— ５４４； １８５—１８６、

５６７—５６８。

——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１２７、１２８、

２０３—２０４、２６５、３７２—３７３、５５６、６０７；

１３４—１３６、１６８—１７０、２８６。

——和工联—— ４９４—４９６。

—— 和工人为提高工资而斗争——

２２７、４８３、５２８—５２９、６０３—６０４。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工资——

４４—４６、１２８—１２９、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５—

１６７、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６、２３０—２３１、

２８４—２８５、５７８、５７９、６００—６０２、６０８—

６１０、６１２—６１３、６１６、６１８—６１９；

１１３—１１６、１１８—１２０、１５５—１５７、２５８、

４６２—４６５、４７１—４７２、４８２、４８７—４９２、

４９４—４９７、５１２—５１３、５２２、５３０—５３１、

５３４—５３５、５５９—５６４。

工作日

——作为劳动时间的尺度—— ８６—８７、

９１—９２、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７—２０８、５６４；

８４。

——工作日长度—— ９１、９８、２０４—２０６、

２０７—２０８、２５０—２５１、２７５、２８０、２８１、

２９０、３５９—３６０、３７２—３７３、４０６—４０８、

５１２、５５７、５５９、５６５、６０３、６０６、６０９—

６１０、６１２、６１４—６１５、６１７—６２０、６２１—

６２２； ３、１０、２４、２７—２８、４４、８１—８２、

８４、１１３、１１９—１２０、１５０、２６９、２９２、

４２９、４８３、５３７、５４７、５６９。

—— 总工作日—— 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８—

２２９、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３—２７４、

２７６、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６、３７２—３７３、

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５—４０６、４０７—４０８、５５２、

５６４、６１０—６１１、６１１—６１２、６１５—６１７、

６２２—６２６、６２８—６３１； ３、２２—２３、

８０、１３７、３１３—３１５。

——同时并存的工作日—— ２０９—２１０、

２１１、２２８—２２９、５５１、５５２、５６４、６２３—

６２４。

——工作日的法律调节—— １９１—１９２、

２３５—２３６、 ２４１—２４３、 ２４７—２４９、

２５０—２５１、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２、４０４—４０６、

４０７—４０８、５０８、５７７、６０３、６１０、６１１；

２８、２８０、２９２、２９９—３００、５４１。

——正常工作日—— ２１０—２１１、２２７—

２２８、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６—２４７、２６４、２７６、

２９０、３７２—３７３、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５—４０６、

４０７—４０８、５５２、５５３、５５９、６０９—６１１、

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３、６２６、６２８、６３０； ９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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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６—１３７、４８０—４８１。

——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１１３—

１１５、２１０—２１１、２３５—２３６、３８４—３８５、

４０７—４０８、６０３； ５５６—５６０。

——工作日的有酬部分—— ３５９、６１０、

６１５； ９、３０、１３６—１３７、４８０—４８１。

——工作日的无酬部分—— ３５９、６１０；

９—１１、３０、１３６—１３７。

——和剩余价值—— ５４２、５５２； ４。

——和劳动生产率—— ２７０； ４４。

——和劳动强度—— ５０７—５０８； ８２—

８３。

——和工资—— ２７０； １１１。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工作日—— ３７６—

３７７、３７８—３８２、５０８—５１２、５２９—５３０、５７７、６０３—６０４；

５３６—５４１。

公社（公社制度）—— ２３３； ３２、１０１、

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０６、３６６—３６８。

公债—— ５８６。

  并见银行，借款，金融。

公债偿还基金—— ４５７—４５９。

供求—— ３０９、４７２； １４５、１８１—１８２、

３０３、５２９—５３０。

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共产主义的历史前提—— １６４。

——共产主义的生产力—— １６６。

——生产资料公有制—— １５７； ２０—

２２。

——劳动的性质—— ３００。

——直接保证生活资料—— １５５。

——“人类社会主义结构”—— １９０。

古巴—— ２０６。

古代的生产方式—— １３—１４、３０—３３、

３７、９３、１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１５４、１６３—

１６４。

  并见雅典（古代雅典），希腊（古希

腊），罗马（古罗马）。

古代世界—— ２８８、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６、３１０、

３１５、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５、４１５； ３５６、３６７、

３６８。

  并见古典古代世界，雅典（古代雅

典），希腊（古希腊），古代东方，罗马

（古罗马）。

古代东方—— 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５。

  并见亚述。

古典古代世界—— １２１。

股份公司—— １８９。

股票—— １８９、５０１。

固定资本

—— 定义—— １５７； １２４、３４１、５３３—

５３４。

——作为流通中的资本形式—— １２４、

１４２、１４３、２１３—２１５、３８８、４３５—４３６。

——作为不变资本的部分—— １７０—

１７２、１９７、２１３—２１４、２９３—２９４。

—— 固定资本的要素—— ３２５、３８８、

４４９—４５０、５３４—５３６。

——固定资本的生产—— ５９７； １４８—

１４９、３１６—３１９。

——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 ２８０—

２８１、３１６—３１９、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７—３４８、

５３４—５３６。

—— 固定资本的增加—— ２３１—２３２、

２９１—２９３、３００—３０２、３２５—３２６。

——固定资本的有形损耗—— ６４—６５、

１３１—１３３、１４１—１４３、１８７、３６７—３６９、

３７５、３９３、３９７、５５５、５５８； ８４、１９１、

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５、２２０、２２１、３２９—３３１、

３３５、３４０、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９—４５１。

——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 ３９３。

——固定资本实物形式的保存和修理

—— ３７５—３７６、３９２、４４８； ５３４。

——固定资本的完善化—— ２３６、３０５、

３４８、３６４、３７５—３７６、３８４、３８５、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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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５、４０５、４０７—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４、

４１９、４２４、４２８、４３２、４４９—４５０、４７８、

４８６、５０４、５２５、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６、５７５、

５７７； １４２、２９２、３４７。

——固定资本的更新和积累—— ３７５；

３４０—３４１。

—— 固定资本在生产中的运用——

３２１—３２２、３４７。

——固定资本的贬值—— ３７５； １４２—

１４３、２３１—２３２、３４７、４４９—４５０。

—— 固定资本的再生产和补偿——

１３０—１３３、２４６、３６８、３７５—３７６、４０１、

５５５； １５２—１５３、１７１、１７８—１８０、

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０、２３０—２３２、３３２、３４１—

３４２、３４６—３４８、４５０—４５１、５７１。

—— 和生产力的发展—— ３６８、５６９—

５７０； ２９７—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２。

—— 和劳动时间—— ２５２、３０４、３２９—

３３０、３４５—３４８。

——和劳动生产率—— ２９０、３６３、３６１、

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８、３８７、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６—

４０７、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２、５５７、５６４、５９９；

３２６—３２７。

—— 和商品价值—— 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５、

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３、３７８、３９７、４０１、５１２—

５１３、５４２、５４５、５４９、５５５—５５８、５６０、

５６９； ２２０、２６６—２６７、３２９—３３０。

——和流动资本—— ５１８； １５２—１５３、

２６２、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４、３８８、５３３—

５３４。

—— 和剩余价值—— １８８、３６１—３６２、

３６４、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８、３９７、４００、５３２、

５４２、５４９、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４、５６５；

３０４—３０５、３２２。

——和利润—— ３７８、３９９、４０１、５５９；

２６６—２６７。

——和利润率—— ３７５。

——和排挤工人—— ２２８、３７８、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６、

４０９、４１０、４５２、５１８、５３４、５３９、５４２、５４５、５５５、５５７—

５５８、５６０、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７、５７６—５７７、５８０、５９４、

５９６。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 １５５； ５３３—５３６。

  并见不变资本，生产资料，劳动资料。

雇佣劳动

—— 雇佣劳动的产生—— １０４—１０５、

１２１、１２２。

——作为资本主义的特征—— ７１—７２、

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６、１２８、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６、

１５９、１６４、１７９—１８１、２６０、５１７、５６３、

６３１—６３２； １６５、３５１—３５２、５５２—

５５３。

——作为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 ５、

６１、８１、８３、１５２、５１３。

—— 作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５５—５６、６１、７８—８２、８３、８６—８８、１３７、

１４０。

—— 作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１２１、１４３、１８６—１８７、２００、２０３、２０９—

２１１、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７—２３０、２３６、２４６—

２４７、２５４、２５７、２５９—２６０、２７１—２７２、

２９０、２９５、３７４、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１、５５３、

５５７、５６４、６１７、６２１—６２４、６２７—６３１。

——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 ３４７、

３６０、３７３—３７４、４００、５２７—５２８、５３６—

５３７、５６６、５７６、５７９—５８０； １１０—

１１２、５０４—５０５。

—— 和资本—— ６７、８７、９６、９９—１００、

１０２、１２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７５—１８０、３１９、

３３１、５１６、５１７、５５１、５６７、６１４、６１５、

６２１； １１０—１１２、１６５、４２１—４２２、

５０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雇佣劳动——

１６４—１６５、３３１—３３２； １０６—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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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３５２、５５２。

雇农—— １４。

关税—— １０４、５２８、５３１—５３２。

官僚制度—— ５２２—５２３。

管理

——作为人的一种活动—— ２１５、４１７、

４３１、４５１； ７—９、３３—３４。

——作为资本家的职能—— ４５２、５４１；

１４—１５、３３—３４、４９—５０。

——管理费用—— ４５１； １９８—１９９。

贵金属—— ８７； ４６２—４６３、５１５、５４７。

  并见金（和银）。

贵族—— ２３３—２３７； １０３—１０５、１１０、

１１６、１３６—１３９、５０８、５０９、５２２、５２３、

５４３。

国家

—— 古 代 国 家—— ２９５、３２２—３２３、

３２４—３２５。

—— 作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２１５、

５６５； １１１—１１２、５３７—５３８。

—— 国家财富—— ２２４、２３４—２３５；

６—８、１７—１８、５７—５８、１８９—１９０、

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１。

——国家开支—— １９９、３０３。

——和生产—— ３５５、５７１—５７２、５９３—

５９４； １７—１８。

——和货币—— ２００—２０１。

——和工人—— １５５、２０５—２０７、２０８—

２０９、２４３—２４４、５２８—５２９、５６５、５７１—

５７２、５７６—５７７、６０３、６０４； １１１—

１１２、１１８—１１９、２９２、５３７—５３８。

——和阶级斗争—— ２０８、６０３—６０４。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国家垄

断）——见垄断。

国家有价证券—— １８９。

  并见股票，交易所，借款，支票。

国家政权—— １１１。

国内市场——见市场。

国 债—— １０４、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７、１１８、

４５８—４５９、５００—５０１、５５７—５５８。

  并见借款，金融。

Ｈ

海运业—— ５８４； ４４４。

汉堡—— ５１８。

行 会（行会制度）—— ４０、１５１、２１２、

３０７—３０８、３３１、３５７、４３１、４３２、４７４—

４７５、５６１—５６２； ７—９、１２—１５、

３６７—３６８、４１８、４６０、５４７—５４８。

航运法—— ５４７。

荷兰（尼德兰）—— ３０７、３１０、４２０、４２４、

４２６、４２７、４３１、４８７； １１７—１１８、

４４３—４４４、５２４、５２７、５３８—５４０、５５６—

５５７。

化学—— ３５９、３６３、４２９、４４１、５７１、５８４、

５９８； ４１、１４４、４５７。

货币

—— 货币的产生—— １６２、３５９—３６１、

３６５—３６７。

——作为货币所包含的社会劳动的一般

形式—— ４—５、３２—３３； ２６—２８、

５４、４７７—４７８、５５３—５５４。

——作为交换价值和抽象财富的存在形

式—— ５—７、８—９、１４—１５、２８—

２９、４０、９４、１０７—１０８、３５２； １０—１３、

１８—１９、２６—２８、４６、５３—５５、２５４、

３５６—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５。

——作为一般等价物—— ７７、８１。

—— 作为商品形式—— ５—６、８—９、

１４—１５、１７、２４、３２—３３； ２６—２８、

５３—５５、１２５—１２７、１９６—１９７、３４０—

３４１、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９、３９１—３９３、５１８。

——商品生产所特有的货币存在——

３７—３９； ３５８—３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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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形成的出发点—— ３０—

３１、１０７—１０９、３５２、３５３； １８—１９、

４５—４６、７０、７１—７３、９９—１０２、１２５—

１２７、１７３—１７４、１９２—１９３、３５０—３５１、

３５３—３５４、４０７—４０８、４７３。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

１０—１７； ４６、９９—１０１、１７４、１７５—

１７６、３５８—３５９。

—— 作为价值尺度—— ３０—３１、３２—

３３、１０７—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１； ２６—２８、

７１—７３、１１７—１１８、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１、

２２８、３５９—３６０、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７。

—— 作为购买手段—— １３—１４、３０—

３１、３２—３３、１５０、６２７； １７３、１９３—

１９５、２００、２１８、２３７、３５７、３６２—３６６、

３９３—３９６、 ３９８—３９９、 ４１２—４１３、

４３６—４３７。

——作为流通手段—— ３０—３１、１１０—

１１１、１５４； １０—１３、５４—５６、６６、

１７３—１７５、 ２１６—２１７、 ３５９—３６１、

３９１—３９２、 ３９９—４００、 ４０７—４０８、

４１３—４１４、４３５—４３６、５２７。

——铸币；价值符号—— １１３—１１４；

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４、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３—２１４、

２２１、２２７、２４１—２４２、３９３—３９４、４０７、

４０８、４３６—４３７、５２５、５２７、５３７。

—— 作为支付手段—— １３—１４、３０—

３１、３２—３３、３７—３８、１１０—１１１、６２５、

６２７； ６６—６８、１９３—１９５、２００、２０３—

２０４、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７—２１８、２３０、２４１—

２４２、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７—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２—

３６６、３９１—３９６、３９９、４１３—４１４、４３５—

４３６、５３５—５３６。

——作为货币贮藏的手段—— １２—１６、

３７—３８； １８—１９、１５５、１６５、１８１—

１８３、１８６、１９９—２０１、２１２、２４７、２６３—

２６４、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６—３６１、３６４—３６６、

３９２、４３６—４３９。

——世界货币（金）—— １７８—１８０、１９７、

２４２—２４３、３５７、３９２—３９５、３９７、４３９、

５１８、５２７。

——流通中的货币量—— １４—１５、１０７—１０８、

１１０—１１１； １７６、１９１、１９４—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０、

２０７—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２、３９５、４９９—５０２、５０６—

５０７、５３７。

——货币的回流运动和周转—— ４—７、

１１１—１１２； １２５—１２７、１７３—１７５、

１９２—１９７、 ２０８—２０９、 ２１１—２１２、

２２０—２２３、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７、５４７、５６８—

５６９。

—— 货币流通的速度—— ２４７—２４８、

３９９—４００、５２０—５２１。

—— 货币的积累—— ２４６—２４８、３９５、

４３７—４３９。

——货币转化为资本—— ３—１９、３６—

３７、５４—５６、６９、７１—７２、７７—７８、９４—

９６、９９—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７—１０８、

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４—１１５、１２３、１２５、１５３—

１５４、３５３； １８—１９、４５—５０、５７—５９、

６６—７０、７２、８９、９２—９３、９９—１０１、

１０４—１０５、１２６、１４２—１４４、１６２、１６４—

１６５、１７３—１７４、２４６—２４８、３５１、３５３—

３５４、３９７、４７３、４９４—４９５、５５３。

——货币的拜物教性质—— ２５６—２５８。

—— 货币积聚在少数人的手中——

１０４、４３６—４３７。

—— 货币的贬值—— ６２２—６２３；

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７—１１８、５３７、５５８。

——追加的货币—— １９５—１９６。

——作为资本的形式—— ３—１７、２８—２９、

３０—３１、１０７—１１２、１１８—１１９、１５０、１５３、

３５２； １８—１９、４５—４６、１７３—１７４、

２４０—２４１、 ３５０—３５１、 ３５３—３５４、

３６５—３６６、３９７—３９８、４３６—４３８。

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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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收入—— ２１６—２１８、２４１—

２４２、３５８—３５９、３９５。

——纸币（和信用货币）—— １７８—１８０、

１９７、２１２、２２６—２２８、４８８—４８９。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货币和货币流

通—— １０８—１０９； １７４、２２８、

２５７—２５８、３６８—３６９、４９９—５０１、５１８、

５２０、５３５—５３６、５４７、５６５—５６６、５６９—

５７２。并见金（和银），铸币。

货币财富—— ３６５—３６６、４０９—４１０、

４３９。

货币储备—— ４０２—４０４、４１２、４１３。

货币流通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

３—９、１０—１１； １００—１０２、１９２—

１９３。

——货币流通的规律—— ３９９—４００。

——金属货币流通—— ２４７—２４８。

——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货币的回流运

动—— １７３、１９０—１９４、２０８—２１４、

２２０—２２３、２３９—２４２、４０７—４０８。

——生产资本家、零售商和工人之间的货

币流通—— １６８—１８４、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５—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５、２１８—２２３。

—— 和商品流通—— ３—９、１０—１１、

１６—２０、２５—２８、３１—３２、１１６—１２０、

３５２—３５４； １００—１０１、１２４—１２７、

１５５—１５７、１７３—１８４、２４４—２４６。

——和商业资本—— １７３、１９２—１９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货币流通——

２２６—２３０。

  并见银行，货币，信用，借贷（货币）资

本。

货币危机—— １０４； ３６５。

  并见经济危机。

货币主义—— ４１８、５１９—５２０、５６６—５６７。

货币资本

——定义—— ３９３。

——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周转阶段——

３—９、１０—１１、１４—１８、２６—３１；

３４９、３５６—３５８、４２４—４２５。

—— 货币资本的职能—— ３８４—３８５、

３９５、３９７—３９８。

—— 货币资本的流通—— ２２８—２２９、

２３２、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８—２５０、３４９、３９２—

３９３、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０—４０１。

—— 货币资本的积累—— １２０—１２１、

２３２、２４６—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０。

——货币资本的转移（移动）—— ２２８—

２２９、４１３—４１４、４３９。

—— 货币资本的增长—— ３６１—３６３、

３６４—３６６。

——货币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 １２５、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９—２４０、

３６５—３６７、３９９—４００、４１３—４１４。

—— 和生产资本—— ３—１７； １２５—

１２７、１９２—１９４、３５７、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

３６６、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５—４０６、４１２—４１３。

—— 和商品资本—— １２５、１９２—１９４、

２３９—２４０、 ３６０—３６２、 ３９３—３９４、

３９７—３９８。

——和可变资本—— １９２—１９５。

——和利息—— ２５８—２６０、３４９。

——和货币流通—— ３—１８、２６—３１；

１００—１０１、 １２５—１２７、 ２２８—２２９、

２３２—２３３、 ２４４—２４６、 ３５６—３５７、

４０７—４０８。

——和商业资本—— １９２—１９４、２２８—

２２９、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０—３６２、３９３、３９７—

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１、４１２—４１３、４３１—４３２。

——和金（金块）—— 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６—

２５０、３９６—３９７、４３９。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货币资本——

２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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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见银行，货币，信用，借贷（货币）资

本。

Ｊ

机器（机器生产）

—— 一 般 原 理—— ３５９、４０６—４０７、

４１１—４１２、４４２、４４３、４５３—４５４、５７１、

５７４—５７５； ４１、１５３。

—— 机器发展史—— ３３８、３６５、３７３、

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９—４２８、４５０、

４５４、５６３、６０２； ４６４。

——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 ６４、６５、

１１２、１８８、３６２、３６５—３６６、３６８、３６９；

７７、１４３、１５０、１６９、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

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３—２４５、２６４—２６５、３４８、

４２７—４２８。

——作为不变资本（固定资本）的一部分

—— １１２、３６４、３６８、３７３、３９６、４０２；

７７、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９—１５０、１６９、１９９、

２００—２０１、２２１—２２２、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０、

２４２—２４３、 ２４４—２４５、 ２５２—２５３、

２７０—２７１、３２５、３２９—３３２、３４７—３４８、

３４９、４２６—４２８。

——和技术的历史进步—— ３６２、３７３、

６０２； ４６４。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物质基础

—— ３３８、３７２、４０８、４１１、５６６。

—— 作为压制劳动要求独立性的工具

—— ３８５、５６６、５７４。

——作为资本在工艺上统治劳动的工具

—— ４０６、５６６。

—— 作为商品或资本形式—— ３６４、

３８５； ３４９。

—— 作为生产力—— １３０、３５９、３６３—

３６４、５６６、５７４—５７５； ４６６—４６８。

—— 作为动力—— ４１４—４１８、４２５—

４２８、４３５、４３６、４５０—４５３、４７３、４７５、

５１９—５２１、５３６； ３２５—３２６。

—— 工作机—— ４１３、４１６、４１７、４２７、

４３５、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４、４６５、４７１、４７４、

４７６—４７７、 ４８０—４８１、 ４８５—４８６、

５１９—５２１； ３４２、３４５。

——传动机构—— ４２７、４５０、４７７、５２０；

４０、４２。

——脚踏式纺车—— ４１３。

—— 原动机—— ４７５—４７８、５１３、５１７、

５２０、５２１、５３５—５３６、５６７； ２５、４０、

４２—４３、３４２。

—— 蒸汽机—— １３０、１４２、３６３、３７５、

３８４、３９２—３９３、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４、４２５—

４２６、４３６、４４９—４５０、４７２—４７４、４７５—

４７８、４８２、４８７、５２０、５４０； ６９、３２５、

３３４、３４２、４６７。

——汽锤—— ４５２。

—— 纺纱机—— １３０—１３１、１４２、２９２、

３６６、３７２、３８５、３８８、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８、

４３６、４５０、４５３—４５４、４６２—４６３、４６７—

４７０、４７２、４９７—４９８、５０２—５０３、５１７、

５７８、５７９； ７７—７８、４６４、４６６—４６７。

—— 机器织机—— ５９、６１—６２、１３０、

２４７、３６８、３７２、３７９、３９４—３９５、４１２、

４１３、４１８、４３７、４４７、４４９—４５０、４５１、

４５３—４５４、 ４５５—４５６、 ４６２—４６３、

４６５—４７０、４９４、４９７、５０２—５０３、５１７、

５２０； ４４、５１６。

——车床—— ４８６、５２０。

——磨—— ４１５—４２８、４８９—４９０、６０２。

——缝纫机—— ４０２、４１２、４３８、５１７。

—— 自动机—— ２９１、２９２、３２９、３８６、

４１２、４１４、４２６、４２８、４４１、４４２、４７２、

５２０、５２６、５３６—５３８、５４１—５４２、５６７。

——钟表—— ５６。

——机器体系—— ３３８、３８４、４０２、４１４、

４１９、４２６、４２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３、４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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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５、４８４、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３、５２５—５２６、

５３６—５３８、５５３、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７、

５６８； ３７—３８、３４５。

——自动工厂—— ５１７、５１８、５２５、５２６、

５３７—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０。

——机器的发明和改进—— ２３６、３１１、

３４８、３６４、３７３、３７５、３８４、３８５、３９４—

３９５、４０５、４０８、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９、

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２、４５０、４７８、

４８６、５０４、５２５、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６、５７５、５７７；

４２、６９、１４３、３３５、３４７—３４８、３４９、４６４、４６７、４７６、

４９０、４９１—４９２、５１６—５１７。

—— 机器生产的提高—— １３０—１３１、

３６２、４１３、４５０； ２５、１５０、３３６—３３７、

４６４—４６５。

—— 机器生产的发展—— １３０—１３１、

２５４、３８３、４０１、４０５、４１１、４４７、４５１、

４５４—４５５、４７２—４７４、４７５、４９６—４９７、

５００—５０３、５１７、５３８—５３９、５６１、５６３、

５７４—５７５； ２４—２５、４４—４５、６３、９５、

１１２—１１４、３１５—３１７、３２１—３２２、４５８、

４６４—４６５、５０７—５０８。

—— 机器的价值—— １２９、１６６—１６８、

３６４—３６６、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５—３７６、

３９６、４０２、５１２—５１３； ８６—８８、２７５、

２８０—２８１、３２５—３２６、４５０—４５１。

——机器的价值变化对资本有机构成的

影响—— ４０１—４０２。

—— 机器的生产费用—— ３６５、３８３、

３９２—３９３； ２７５—２７６、３２５—３２６、

４５０—４５１。

——机器的专业化—— ５２４。

—— 机器的生产率（效率）—— １２９、

１６６、３６５、３６６、３９０、３９６、５１４、５７９、

５９９； ６９、４６６—４６７。

——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 ６４、

１３０—１３３、１６１、１９１、２５４、２９１、３５９、

３６２—３６４、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８、４４７、

４４８、４７２、４７３、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６、５１７、

５３８、５４５、５６４、５６６、５７４—５７６、５９４、

５９８； ２４、２５、８６—８８、９４—９５、１１３—

１１４、３１５—３１７、３２１—３２２、３４１—３４２。

——机器的有形损耗—— ６４、６５、１２９、

１３１—１３３、１４１、１４３、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５、

３９２—３９３、３９５、３９７、５５５、５５８； ８４、

８６—８７、３１８、３２９—３３１、４５０。

——机器的无形损耗—— ３９３。

——机器的再生产和机器价值的补偿

—— １３０—１３３、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５、

３７６、４０１、５５５； ８４、８６—８８、３１７—

３１８、３４７—３４８、４５０—４５１。

——机器维修费—— ３９２、４４８； ８４。

—— 和人—— ４１７、４５０—４５１、５３７—

５３８、５６１、５６６、５６７； ４６６—４６７、４９２。

—— 和生产工具—— ３４８、３６２、３６５、

３６６、３７３、３９７、４０２、４１０—４１５、４３９、

４５０—４５４； ３４５—３４６、４５０—４５１、

４６９、５０３。

——和产业革命（工业革命）—— ２６８、

３７２、４０６、４１２—４１４、４９５—４９６。

——和劳动—— 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８—

３６９、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６—３７７、３７８—３７９、

３８３、３９７、５２０、５２５、５２６、５４０、５４８—

５４９、５５５—５５７、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６—５６９、

５７４—５７５、５７９； ２４—２５、４１、７６—７７、

９９—１００、３２０—３２１、３４６—３４７、４６６—４６７、

４６８、４７６、４９２、４９３、５１６—５１７。

—— 和劳动的连续性—— ２９６、３８７、

４３２—４３３、４５１、５４０。

——和劳动生产率—— ２９０、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４、３６６

、３６９、３７８、３８７、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７—４０８、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２

、５５７、５６４、５９９； ２０、７６—７７、９４—９５、４６６—

４６７。

——和劳动时间—— 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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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３７０—３７４、３７６、３７８、３８５、３８８、

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０、５３１—５３２、５５１、５５８、

５５９、５６４、５６６； ２４—２５、３１６—３１７、

３２１、３４４—３４７、４９０—４９３。

——和劳动协作（联合）—— ３６２—３６３、

３８４、４５１—４５３、５１７、５６４、５７０； ４１、

３１５。

—— 和分工—— ３０９、３１３、３２８、３３８、

３４８、３６２、３６３、４１１—４１３、４１９、４３９、

４５３、５１８、５２３、５６０、５６１、５７８； ３１５、

３４５—３４６。

——和劳动的划一—— ５２６、５６０、５７２。

——和劳动力的专业化—— ５１８、５２０、

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５、５３７、５３８、５６０、５６４—

５６６。

——和工人的熟练程度—— ５７２、５７４。

—— 和生产力的发展—— ３６８、５６９—

５７０； ４６７—４６８。

——和对自然力和自然对象的占有——

５６９—５７０； ３７—３８。

——和生产的工艺方法—— ９９、１９１—

１９２、３６８、３６９、４１１、４１２、５０１、５１６、

５６１、５６４。

—— 和生产关系—— ４１２、４７２—４７３、

５０１。

—— 和 资 本 量—— 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０、

４００—４０１； ３１８、３３４。

—— 和可变资本—— １８８、２１３、５４３—

５４５、５４８、５４９—５００、５５９。

—— 和产品数量—— ３５９、３６５—３６６、

３６９、３７８—３７９、３９７—３９８、４１４、５６８—

５６９、５９９； ３１９—３２０。

——和产品质量—— ４５０。

——和生产费用—— ４４８： ３４２、３４４—

３４６。

—— 和商品价值（价格）—— ３５９、３６１、

３６５、３６８、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８、３９６—

３９８、４０１—４０２、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２、５４５、

５４９、５５５—５５８、５６１、５６６、５６８—５６９；

８１—８２、３１９、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２。

——和原料—— ３８７—３８９、５９９。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 １８８—１８９、

４０２、５４３—５４４、５５０。

——和资本的技术构成—— ４９４—４９５、

４９７—４９８。

——和社会关系—— ４５４、６０５—６０９；

４９２—４９３。

—— 和劳动纪律—— ４１２、５２２、５２６—

５２８、５３６—５３７、５６６。

—— 和工人人数—— １３０—１３３、１６１、

３６０、３６９、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９—３９０、３９４—

３９５、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３、４５２、４５４—

４５５、５３４、５４２、５４５、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６—

５５９、５６２—５６６、５８１—５８２； ３０７—

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７、４６６—４６８、４７６、４９２。

——和工人的职能—— ３７３—３７４、５１８、

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７、５３７—５３８、５６０、

５６５—５６８、５７２。

——和劳动的强化—— 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２、

４０３—４０９、５０７、５４０—５４１、５５９、５７９、

５８５、６１８； ３１１—３１２。

——和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加强资本的专

制—— ３４７、３６０、３７４、４００、５２７—

５２８、５３７、５６６、５７６、５７９—５８０； ４１、

３４５—３４６、４９２—４９３。

—— 和工资—— １８８—１８９、３５９、３６１、

３６４、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８、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７、

５３０—５３１、５４５、５５６—５５７、５５９、５６５、

５７８、５９６； ３４５—３４６、４９２—４９３。

——和劳动力价值—— ３９８、５１６、５２０、

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７—５３９、５４２、５５６、５５７、

５６４、５７４、５７６。

—— 和剩余价值—— １８８、３６１、３６４、

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６—３７８、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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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５４２、５４９、５５６—５５８、５６４、５６５。

——和剩余价值率—— ４００、５４２、５５１、

５５６； ３１３—３１４。

——和利润—— ３７８、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

４０２、５５９。

——和利润率—— ３７５—３７６； ３３９—

３４１。

——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３５９、３７１—

３７２、３７８、５５６、５６１。

——和工人被抛向街头—— ２２８、３７８、

３９４—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８、４１０、４５２、５１８、

５３４、５３９、５４２、５４５、５５５、５５７—５５８、

５６０、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７、５７６、５７７、５８０、

５９４、５９６； ３２—３３、９６—９７、３１３—

３１５、４９２。

—— 和吸收、吸引工人—— ５６６、５６８、

５７６、５７７； ９６—９７。

——熟练工人由非熟练工人代替——

５３９、５５６、５７４。

——男工由女工代替，成年工由童工代替

—— ３４４、３６１、３７４、３８２—３８３、

４５４—４５５、 ４９１—４９６、 ４９８—４９９、

５０７—５０８、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９、５６０、５６４、

５７７、５７９； ３０８。

—— 和过剩人口—— ５６２、５６５、５６６、

５７７、５８１—５８２； ４９２。

——和工人的健康—— ２４４—２４５、３６０、

３７９、５１０—５１１、５２８—５３０； ３４７。

——和工人成为机器的附属品—— ５２５—５２６、

５３８—５４０、５６８： ９９—１００。

——和赤贫—— ４９２。

—— 和工人的迁移—— ３３６； １３、

１０９—１１１、４９１—４９２。

——和工人的教育，精神的发展——

３４３—３４５、 ５０５—５０７、 ５２７—５３２、

５３６—５３７、５６０、５７１—５７２。

——和工人罢工—— ３８４—３８５、４８３—

４８４、５２９、５４０、５４２、５６６、５７２、５７５、

５７８、６０４； ５１６—５１７。

——和工人之间竞争的加剧—— ２３０、

２５８、５３０、５３１、５６０、５６５、５８１—５８２、

５９６； ４９２—４９３。

——和小生产者的破产—— ５３３、５５５、

５６５、５８０、５８３； ３２—３４。

——资本主义以前的形态中的机器——

４６８—４６９。

——农业中的机器—— ５１７、５６３、５６８、

５９４。

—— 工场手工业中的机器—— ５６２、

５６４； ４６８—４６９。

——共产主义社会中的机器—— １６６。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机器——

１６６—１６８、３２８、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３、

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６—３７９、３８１—

３９０、３９３—３９４、３９９、４１０—４１１、４１６、

４１７、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８—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７、

４４９—４５０、４７１、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６—４９０、

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５、５０７—５１０、

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７、５３２—５４１、５６５—５６７、

５７２—５７７、 ５７９—５８１、 ５８５—５８８、

５９４—５９６、６０９； ３４—３５、４２、３４７—

３４８、４７６、４８９—４９３。

  并见发明和改良，机器制造业，生产

工具，固定资本，不变资本，生产资

料，劳动资料，技术（生产技术）。

机器制造业—— ９７、４４９、４５３、４８４、５２１、

５４５； ２５、８７、１４４、１５０—１５１、１８２、

１９９、２１１、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５、２７０。

基础和上层建筑—— １４６—１４７、２１５—

２１７、２５７； ３９９。

  并见国家，法，生产关系，宗教。

基督教—— ４２４、４２７。

几何级数—— ４５８、５７３、５７７。

技术（生产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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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史—— ２６９—２７０。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技术进步——

４０５—４６６； ２６９—２７０、４６８。

——工场手工业的技术基础—— ４６８。

——大工业的技术基础—— ４６８。

——技术的生产率—— ２６９—２７０。

——和劳动生产率—— ２６９—２７０。

——技术进步和生产条件—— ４０５—

４０６； 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３—２７４。

——技术进步和固定资本的贬值——

２６９—２７０。

——和工人劳动—— ９６。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技术—— １６７。

  并见发明和改良，大工业，机器，科

学，生产工具，社会生产力，劳动资

料，生产资料，工厂。

计算——见簿记，统计。

济贫法—— ２６２—２６３、５８７—５８８；

１０９—１１１、５６０、５６２—５６３。

加工工业—— ９６、１９９、５８５—５８７、６１２。

家庭—— １０６、１６３、１８５、２１４、２３３—２３４、

３２６、３３４、３７３、４５２、５２９—５３１、５６０、

５８６—５８７、５９１、５９８； １４—１５、１９、

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９—１１１、３５５、５２２—５２３、

５４８、５５７。

家长制关系—— ６、１４。

迦太基—— ９。

价格（商品价格）

——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问题——

４７６—４７７。

——定义—— ２２、６１５； ２５—２９、３８６—

３８７、４７６—４７７、５３５—５３６。

——作为不合理的和虚假的说法——

２７、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６—４７７。

——组成价格的各要素—— １４２—１４６；

３６２—３６３、３８６—３８７、４８９—４９０、

５３４—５３５。

——价格变化—— ５５８、６０５、６２１； １０２—１０５、

１０９—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６、４９９—５０３、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４—

５１５、５１９、５３６—５３７。

——工厂价格—— ４２２—４２３、４４６、４４７。

—— 商业价格—— ３８５—３８７、４８９—

４９０。

——市场价格—— ６１５、６２７； ２６、３９—

４０、１０７、１１６、１８２—１８４、２５９—２６０、

３８３—３８７、４１２、４４２—４４３、４４８、４５０—

４５１、４８１—４８２。

——和价值—— １２、２２、１４３—１４５、６０５、

６１５； ２５—２９、１４５、２４２—２４３、２５９、

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９—２９０、３２２、３５７—３５８、

３８６—３８７、４１８、４１９、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２、

４７６—４７７、５０２—５０３、５３０—５３１。

——农产品价格—— 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７、５０７—５０８、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３、

５３１—５３２、５３６、５３７。

——生活必需品价格—— １１３—１１６、

５３０—５３１、 ５３１—５３２、 ５５６—５６１、

５６３—５６４。

——和劳动生产率—— ３８３—３８４。

——和剩余价值—— ５５６、５５７、５８１—

５８２、６２７。

——和利润—— 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４—２８６、

３６３—３６４、３８６、４４７—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２。

—— 和生产费用—— ３６５、３８５—３８６、

４１８—４１９、 ４４６—４４７、 ４７８—４７９、

４８１—４８２、４８６—４８７、５０９—５１０。

——和流通费用—— ４５２—４５３。

——和利润率—— ３８１—３８３、４１８。

——加价—— ４２４—４２５。

——和税收—— ５４７—５４８。

——和生产价格—— １０７—１０８、２４０—

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３、３８３—３８７、４１８、４１９、

４２２—４２３、４３８—４３９。

—— 和劳动力价值（价格）——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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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８—１４９、６１５； ２６—２９、１１０—１１２、

１１５、１３８、４７１—４７３、４７６—４７７、５３０—

５３１。

——和工资—— １４８—１４９、３９０； ２５—

２６、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１、１１６—１１７、４９０—

４９２、５１０、５３６—５３７、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９—

５６０。

—— 和竞争—— ３８４—３８５、５３６—５３７、

５６３—５６４。

—— 价格史—— ２７８—２７９、５４７—５４８、

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０—５６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商品价格——

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８—１１９、４５２—４５３、４６１、４６５—４６７、

４７６—４７７、 ４８７—４９０、 ４９９—５０４、

５０９—５１０、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９、５２２、５２６—

５２７、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４—５３６、５３８—５３９、

５４３、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９、５７２。

  并见价值，生产价格。

价值

——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

８５、１８４、１８９—１９０、２５５、２６７—２６８、

３５３、６３０—６３１； ２３、２６、２８、８０、

２９３—２９４。

——作为物化的一般社会劳动—— １７、

３２—３３、３４—３５、３９、４０、７５、７７、８２、

１０３、２５５、２６６； ２８、８０、３６０、４７７、

４８２。

—— 价值的各组成部分—— ８０—８２、

８６、８９、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１、２００—２０１、

３９１—３９２、４０３、６２４； ３３０。

—— 价值存在的形式—— ７—８、３４—

３５、４０、７７—７８、８３； ８９、２５９—２６０。

——价值量。—— １７、３２—３３、８１—８２、

２００—２０１、２９６、３５３、３６１、４０２—４０３、

４０４—４０６、５５８； ２３、２６、２８、２６７—

２６８、２７６、３３０、３６０、４７７、４８１—４８２。

——价值流通—— ２３、３１—３２。

——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５—９、１１—１６、１９—２０、３４—３５、６９—

７０、８２—８３、５０１—５０２。

——价值的变化—— ６—８、３１、７８、８０—

８２、８４—８５、２６７； ２２—２４、８７、２５９—

２６０、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２、３３０、３５９—３６０、

４８０—４８１。

——劳动价值（价格）是不合理的说法—

２６—２９、４８—４９、４７６—４７７、５０３、

５１５、５３１、５４８。

——生活费用—— １１０—１１１。

——市场价值—— ４００—４０１； ４８２。

——劳动的客观条件的价值—— ８９—

９０。

——单位商品价值—— ８８、３２２。

—— 总（年）产品价值—— ２６８、２７５、

２９６、３９１、４０３、６２４、６２５； ７９—８２、

８８、１７６、１７８、２２０、２８５—２８６、４８１。

——货币材料的价值—— ２８５—２８６。

——农产品的价值—— ８５—８６、４８１—

４８２。

—— 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 ３８０、

４０１、５５８、５５９、５６１、６０５； ２３。

—— 新（新创造的）价值—— ２２、２３、

８０—８３、１３１—１３２、１４４—１４６、１９１、

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２； ８９—９０、２８６—２８７、

３２７—３２８。

——旧（原有的）价值—— ８２、１３１；

４６、６８。

——价值的自行增殖—— １２—１５、９０。

——价值量—— ４０５； ２６。

——商品形式上的价值—— １７７—１７９、

１８３、１９０、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５、２１８—２１９、

２３２—２３７。

——货币形式上的价值—— ５—８、１２—

１３； ２６、１７５、１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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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劳动生产率—— １５、８４、８５、

１４１—１４２、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３６４、

４００—４０１、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９、５５８—５５９、

５６１、６０５； ２３、２９—３０、８０、８１、２６９—

２７０、３３０。

——和使用价值—— ８、１０、１２、１４、５８—

６１、６２—６５、６７—７０、７３—８０、８６、１０２、

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７４、１７９—１８０、２１６、

２１８、２６６、３０１—３０２、３４１、３５５、３６７、

３７１、６２７； ２６、２７５—２７６、３６０。

—— 和生产费用—— ２６７、２６８、３２２、

４８４—４８７。

—— 和剩余价值—— ２０—２２、３９２；

４６、４８１。

——和不变资本的价值—— ２６９。

——和利润—— ２２； ２５１—２５２、２６７—

２６８。

——和利息—— ５２４、５２５。

——和商品价格—— ２６—２８、１１３、３２２、

４４４、５０４、５１５、５３７—５３８。

—— 和生产价格—— １０８、１７５、１７６—

１７７、２４２—２４３、４２３、４３８—４３９。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价值——

１０８—１１０、１７４； ２７—２８、２２６、２２７、

２５９—２６０、２９１—２９２、４５５、４８５—４８６、

５２５—５３０、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２—５４５、５６５、

５６９—５７２。

  并见交换价值，价格。

价值形成过程—— ３６７、３９８、４０３、５１３、

５１４、５６９； ６５、７７—８０、８２—８３、９５、

１６７、３２０、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４。

价值增殖过程—— ６８、７０、７８、８３、８５—

８６、９８、９９、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２、１２９、

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３、１４８、１６７、１７１、１９３、

２０６、２９６； ６４、７８、１５７、１６１、３４０、

３４１、５７２。

建设—— ５０１、５１９。

建筑物—— ４０１—４０３； ７７、８１、１４３、

１４８、１８１、３２５、３３４。

奖金—— ５３１—５３２、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７—

５５８。

交换

——作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的

方式—— ３—４、１７—１８； １０１、

１４９—１５０、３６７—３６８、４１１。

—— 作为个人活动的物质交换——

３５４； １０１。

——作为自然和人之间的物质交换——

６５、８２； ５４—５５、１４４—１４５。

——资本主义以前的形态的交换——

２２—２３； ３６７—３６８。

——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的特征

—— ２０—２１； １００—１０１。

——交换的形式—— ２３。

——交换的发展—— ３５４； ３５９—３６１。

——商品交换—— ３—８、１０—１６、１７—

１９、６９、９４、３５４； ４８—４９、５３、９３、

１００、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５、１７３—１７４、

１９９—２００、２２４、３５９—３６１、４０７、５２５、

５３５—５３６。

——商品同货币的交换—— ５２５。

—— 资本同劳动力之间的交换——

３２—４０、５０、５２—５４、５９、６９、９４、９５、

１０３、１０７、１１４、１２６、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４、

１６１、１６３、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０—１８１、１９５—

１９６、５１５、６１４、６２５； ４６—５１、５４—

５７、８８—８９、９１、９２、１００、１３５—１３７、

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７—１６１、１７３—１７４、１８２—

１８５、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２—２０４、２０６—２０７、

２１２—２１６、２２３—２２６、２４８—２４９。

——剩余价值同生产劳动的交换——

９３—９４、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７—１５８。

——资本家之间的交换—— １８、１９—

２１、２３； １４８—１５０、１７３—１９０、１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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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２０２—２０４、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５、２２１—

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１、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５—２４９。

—— 社会生产部类之间的交换——

１４８—１５０、 ２０７—２１３、 ２２０—２２４、

２２９—２３０、２４８—２４９。

—— 和价值—— １９—２１、２２—２３；

１８４—１８５。

——和剩余价值—— ２２—２３、２８—２９、

９０、９８。

——和生产—— １３３。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交换—— １８、

２１—２３、７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５３、１７７—

１７８； ２２６—２２７、４７８、４９２—４９３、

５４５—５４８、５７０—５７２。

交换价值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

１４—１５、３４１； ７—１３、４５—４６、

１４６—１４７、３５９—３６０、４０９—４１０、５２５。

——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 ５—８、

１１—１６、１９—２０、３４、７０、８２—８３：

９—１０、２７—２８、３９、１８３。

——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

８、１２、１３； １１—１２、２７—２８、３７—３８、

５４—５５、１８２—１８３。

——物化的社会抽象劳动是交换价值的

实体—— １９、３２、７２—７６； １０—

１２、３７—３８、８９。

——作为流通的前提和作为流通的结果

—— ６、１９—２０、２２； １００—１０１、

１８２—１８３、４０９—４１０。

——和使用价值—— ８、１０、１２、１４、１９、

３２、６２—６５、６７—７０、７２—７５、７７—８０、

８５—８７、１０２、１１２、１１６—１１７、１７４、

２１７—２１８、２５６、２６６、３４１、３６７。

——和商品交换—— １４、２２、２７、１１６—

１１７、１９３—１９４； １００—１０１、１８１—

１８３、４０９—４１０。

  并见价值。

交通工具—— ５８４； ２５、２７５。

  并见运输业。

交易所—— １０５、１１６、４５５、５２７—５２８。

教会—— １９０、２３５、４２３、４２４； １０４—

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１。

教育—— ４３１、４７２、５５５、５６４。

阶级

—— 一般原理—— ８、２５、１４６—１４７、

１５６、１７７、２０２、２０３、２１４—２１７、２５７、

２６３、２６９、３２７、３３１、３４３—３４４、３４６—

３４７、３９６、５１５、５７６、５８０—５８３、５８９—

５９１、５９５、６０４； ４３０—４３１、５３２。

——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 ８—９、

２４—２５、１５６、２１５—２１７、２５７、２６３、

３４３—３４４、３４５—３４９； ３０３—３０４、

３６３、４３３。

——奴隶占有制社会的阶级—— ６１２。

——劳动者阶级—— 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

——工人阶级—— ７８、１３０—１３２、１５５、

１６１、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２—２０３、２０８、２１２—

２１６、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７、２６３、２６９、３４４—

３４７、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９、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７、

３９０、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３、４０８—

４０９、４５２、４８３—４８４、４９５—４９６、４９８—

４９９、５０１—５０３、５０８、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３—

５３４、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６—

５５９、５６２—５６７、５７２—５７５、５７８、５８１—

５８３、５８６—５９３、５９８—５９９、６０４；

７０—７１、１２０、１９８—２００、２５０、２９７—

２９８、３３６—３３７、４３０—４３１、５０５。

—— 资本家阶级—— ２１—２２、１５８—

１５９、１９２、２０８、２１９、２６９、２８７、３０２—

３０３、３４６—３４７、３９６、５３４—５３５、５６５；

２３、４２、７０—７１、８４—８５、１０３—１０４、

１１０、１７０、１８３、２１８、２５９—２６０、２７８、

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７—２９８、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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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６、３４３、３５４、４３６—４３７。

——阶级对立—— ５０７—５０８、５２１。

——阶级斗争—— ２０８、２２７、４０８、４８３、

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４、５７４—５７６、６０３—６０４；

１１３—１１５、５０７—５０８、５４８。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阶级—— １５、

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８—１１９、５３１—５３２。

  并见资产阶级，资本家，工人，工人阶

级。

节约

—— 节 约 劳 动—— １９１—１９２、３４７、

４５１—４５２、４６２—４６３、５１４、５４９；

４２—４３、２７４—２７６、４６７—４６８。

—— 节约生产的物质条件（不变资

本）—— １９１—１９２、３４７、３７８、３９７、

４５１—４５２、 ４６２—４６３、 ４７０—４７１、

５０３—５０４、５１３、５１７、５２２、５４７； ２０—

２２、３９—４０、４２—４３、２７４—２７６、３４７、

４６７—４６８、５０５。

——牺牲工人的健康和生命所实现的节

约—— １９—２０、３４６—３４７。

——节约养老金—— ５００—５０１。

借贷利息

——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 ５８１；

３２、７２、１５６、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４、

２１６—２１８、 ２５２—２５３、 ２８６—２８７、

２９２—２９３、３４６、３５４—３５５、３５７—３５８、

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４、４２６、４３８—４４０。

——作为财富的分配形式—— ５８１；

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１、２１３—２１４、２５４—２５５、

３４９、３５３—３５５、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３—３６５。

——作为资本所有制的产物—— ３３、

１５６、３５５—３５６、３５７—３５８、４１６。

——单利—— ５７２、５７７—５７８。

—— 复利—— ２５５、４５７—４５９、５７２—

５８０。

——和利润—— ２５２、３５３—３５６、４１６、

４３８—４４０、４６１—４６４。

——和利润率—— ３５５—３５６。

——和地租—— ５７６—５８０。

——和资本积累—— ４５８—４６０。

——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神秘化——

２５５、４５７。

——资本主义以前的形态下的借贷利息

—— ３１—３３、３４９、３５５—３５７、３６３—

３６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借贷利息——

４５７—４６４、５２８—５２９。

  并见利息率。

借贷资本（货币资本）

—— 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

１４—１６； ２１、３５９、３９６。

——作为资本的历史形式—— ４５９。

——作为货币贸易—— ３９６、４３４—４３５、

４３８、４３９。

——作为最典型的资本拜物教形式——

１５—１８。

——高利贷资本是借贷资本的资本主义

前的形式—— ３０、３５７—３５９。

—— 和生产资本—— ２７—３１、１１１—

１１２、２９８； ３５０、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７—

３５９、３９２—３９４、３９６—３９８、４３４—４３５。

——和商业资本—— ４３４—４３５、４３９。

——和借贷市场—— １９９、３９３—３９４。

——和利息—— ２８—３０、１１８—１１９；

１１７、１５５、１６５、２０１、２１５—２１６、３５０、

３５３—３５５、３５７—３５８、４３８—４３９。

  并见信用，高利贷（高利贷资本），贷

款，借贷利息。

借款—— 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９、２０１、２１５、２２４、

２７８—２７９、３９６—３９７。

金（和银）

—— 作为货币—— １０４； １７８—１８０、

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４、２１５、２１９、２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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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６、２４９—２５０、３５６—３５７、

３９６—３９７、５１８、５２９—５３１。

——作为商品—— 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２、２１９、

２４２—２４３、３９６—３９７、５１０、５１８。

——作为货币材料—— ４０４—４０５、５４６；

８７、１９７、２００、２４０—２４１、２８５、３２３、

３９６—３９７、５２７。

—— 金银的条块形式—— ２４０、３９６—

３９７、５１８、５２７。

—— 金银的生产—— ２００—２０３、２０５、

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８。

——金银的消费—— ２４１—２４２。

——金银价值的变动和商品价格——

４０４—４０５； ８７、１９７—１９８、３９７、

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８、５２８—５２９。

——金银的生产者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

用—— 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０—

２０６、２１３—２１５、２３２、２３７—２４３、２４４—

２４５、２４６—２４７。

金融—— １６４—１６５。

  并见银行，借款，税收。

进口——见对外贸易（世界贸易）。

经纪人—— ５２４。

经济（资产阶级的经济）—— ３３６—３３７、

３５５—３５６。

经济范畴—— ３５３。

经济关系——见生产关系。

经济规律

——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规律——

４７１—４７３。

——作为经济关系的表现—— ６０—６１、

８５—８６。

——经济规律的作用的性质—— １１１—

１１２、３４１—３４２。

——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

１６３—１６４。

——古代的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

１６３—１６４。

——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规律——

１６３—１６４。

—— 一般经济规律—— ４０４—４０５、

４７１—４７２、４７３； １６３—１６４。

——商品流通（交换）规律—— ６９、９２、

１１４—１１５； ４９—５０、１６０—１６１。

——劳动和资本自由转移的规律——

５４９。

——价值规律—— ３９８—３９９、６２６； ８１——

８２、８４—８６、２６９、３４３、４２１—４２２。

——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规律——

６０—６２、１０５—１０７、１６３—１６４、２５５—

２５６、２８３、２９０、２９５—２９６、３０４—３０５、

３２１—３２２、４７２—４７３。

——所有制规律—— １６３—１６４。

——一般（平均）利润率规律—— ２６８—

２６９、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１—２９２、３８５—３８６。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 ２５１—

２５２、２７７、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６—２９７、２９９—

３００、３０２—３０５、３４１—３４３。

——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规律——

４２１—４２２。

—— 供求规律—— ３０９—３１０、３５０；

１８、４５０—４５１、５０３、５４７—５４８。

——占有规律—— １６３—１６４。

——节约劳动时间的规律—— ３０１—

３０２。

——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规律—— ４０４—

４６５； ３３１。

——强制劳动的规律—— １１１—１１２。

——分工的规律—— ３５６—３５７。

——剩余价值规律—— ２５６、２８５、３６２、

５５４； ２８９—２９０、５４９。

—— 利润规律—— ２６８—２６９、４２１—

４２２。

—— 地租规律—— ４８１—４８２、５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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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０。

——工资规律—— ６０５、６０７、６２１—６２２；

５６、２９８—２９９、５３３。

—— 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

５４３—５４４。

——日益减少的工人人数所推动的生产

资料量不断增加的规律—— ３１５—

３１６。

—— 竞争规律—— ２６８—２６９、４２２—

４２３。

——再生产规律—— ５４６。

——生产过剩规律—— ２１—２２、１８２。

——货币流通规律—— ３９９。

——分配规律—— ３５０。

——商品交换规律—— 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５、

６１４； ３５８—３６０。

——人口规律—— ５４９—５５０。

——批判关于经济规律的反科学的观点

—— ２５９—２６０、２９７—２９８。

“经济时间”—— ４９４。

经济危机

——一般评述—— ８３—８４、５８６—５８７。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结果——

２１—２２、１４６—１４７、２７８—２７９、

３３６—３３７。

——相对生产过剩是经济危机的主要现

象—— １４７—１４９、３０３、５１９—５２０。

——经济危机的可能性—— １４６—１４９、

１５０—１５３、２７８—２８０。

—— 经济危机的原因—— ２９３—２９５、

３０２—３０４。

——生产过剩的周期性—— ３０４。

——和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 １４６—

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３、３３６—３３７。

—— 和不变资本—— ７８、１４７—１４９、

２９３。

——和价格—— ４５２—４５３。

—— 和市场问题—— １４６—１４７、３０３、

４５２—４５３。

—— 和工人阶级状况—— ５３、２３９、

２４０—２４１； ３３７、４５２—４５３。

——和货币危机—— １０４； ３６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经济危机——

１０３、１０７、５８６—５８８； ４５５。

  并见生产过剩（相对生产过剩）。

经济周期—— ４５４—４５５。

精神生产——见非物质（精神）生产。

竞争

——一般评述—— １５９、２７０—２７１、４０８、

６２１； １８３—１８４、２５８、２７４—２７５、

２８９—２９０、３０３、３２９、３５８、４４５—４４６、

４７８—４７９。

——部门内的竞争—— ２７１、３０９、３５０、

３５２、３９４； １０４、１８３、３３７—３３８、

３４７—３４８、 ３５６—３５７、 ４４５—４４６、

４９７—４９８、５０４—５０５。

——部门间的竞争—— 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２；

３５６—３５７、５０４—５０５。

——手工业者同工场手工业和工厂的竞

争—— ４７８—４７９。

——工人间的竞争—— ２３０、２５８、５３０、

５３１、５６０、５６５、５８２、５９６； ４３０—４３１、

４９７—４９８、５３６—５３７。

—— 资本家间的竞争—— ７５—７６、

１４１—１４２、 １６５—１６６、 １８３—１８４、

２５５—２５６、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３、

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３、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７、５０４—

５０５。

——世界市场上的竞争—— ５０４—５０５、

５５８—５５９。

——竞争的规律—— ２６８—２６９、４４５—

４４６。

——和剩余价值—— ２５９、３３７。

——和价格—— ２９０、３８４—３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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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利润—— ２９８。

——和利润率—— 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１、

３３５。

——和一般（平均）利润率的形成——

１４１—１４２、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８。

——和对劳动的需求—— ２９８。

——和信用—— ３５７—３５８。

——和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实现——

２４８—２４９、２６４—２６５。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竞争——

６００； ２９７—２９８、４４５—４４６、５０４、

５０５—５０６、５５５—５５６。

居住法—— ４８９—４９０、５１３、５４７—５４８。

居住条件（无产阶级的居住条件）——

２１６—２１７。

巨头（货币巨头）—— ５２４。

具体劳动—— ５５—５６、６１、７８—８２、８３—

８４、８６—８８、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１。

绝对剩余价值

——一般评述—— １９５、２０３、２１２、２１７、

２６４、２７４—２７５、２８５—２８８、２９３、５１４；

７３。

—— 绝对剩余价值量—— ２６４、３９７、

５４３、５４９。

——和有酬劳动—— ２８５—２８６、５４９。

——和工作日—— １８９、２６４、２８６、５４９；

７３。

—— 和在业工人人数—— ５４４、５４８、

５６５； ７３。

——和资本—— １８６—１８７； ７３—７４。

——和机器—— ３７１、４０６。

——和原材料数量—— ５４９。

—— 和相对剩余价值—— ２２８、２７８—

２８０、２９３、３５１、５５４—５５５、６０３； ５、

１７—１８、７３、９６、２６９、３２３—３２４。

军队—— １０４。

君士坦丁堡—— １２０。

Ｋ

科学

——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的精神产物

—— ２１５； ３８—３９、４１、６１—６２、

５６７—５６８。

——作为对本质的认识—— ６３１。

——作为人类理论上的进步—— ４２５—

４２６、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１、５７０、５７２—

５７３、６３１； ６２、４３０—４３１。

—— 作为生产力—— １８５、２９０、３３４、

５５３、５６６、５６７、５７０； ３７—３８、４１、４３、

４９４。

—— 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 ５７０、

５７２、５７６； １８、１５４、５６７—５６８。

—— 作为财富的生产手段—— ５７０、

５７２、５９８。

—— 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

４２５—４２６、４２７—４２８、５７２、５９８；

６１—６２、１５４—１５５、４３０—４３１、５６７。

—— 发现和发明—— ４７２、５７０、５７２、

５９８。

——科学同工人劳动相分离—— ３４７、

５７０、５７１、５９８； ４１。

—— 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１９１、

３１４、３４７、３５９、４２７—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１、

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４、５６２、５７０—５７２、５７６、

５９８—５９９； １８、３９、４１、１５４、４３０—

４３１、５６７。

——资本利用科学—— ３８６、５５３、５７０—

５７２、５７６、５９８； ３９、５５５。

——和固定资本—— ５３８、５７３； ３９。

——和工人—— ５７６； ３９。

——和科学工作者—— ５７２； ５５５。

—— 和统治阶级的献媚者—— ２１９、

５７１—５７３、６３１。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科学——

３８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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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２、５７２、５７５、５９３、５９７—５９９、６３１；

５５５—５５６。

  并见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自然科

学，历史，数学，力学，政治经济学，物

理，化学。

可变资本

—— 定义—— １２９—１３０、４０３、５４２；

９６、１２４、２９５—２９６。

——作为劳动基金的方式—— １４０—

１４１。

——作为原有的资本价值的部分—— ４６、７０、

１２４、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９—２４０、

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３—２５４、２６４、２９４—２９５、３１８、３８８、

３８９。

——可变资本的价值在生产过程中的变

化—— ２０３； ２４、４３—４４、６９—７０、

１４０—１４２、１６８—１６９、３４１—３４２。

——可变资本存在的形式—— ５９５；

８４、８７—８９、１２４、１４２、１４８—１５０、

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５、２２０、２４５—２４６、３８９。

——作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 ２２１—

２２２、２２９、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０、３８７—３８９。

—— 可变资本同劳动力的交换——

１２９、１５０、１６１、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９—２００、

３６８； ４４—４６、６９—７０、７９、８９、１５２—

１５４、２２９、２４３。

——可变资本的再生产—— １４８、１６８—

１６９、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７—２０８、２３７—２４０、

２４５—２４６。

—— 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 １８７、

１８８、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９、５５０； ９４、１０７、

１８５—１８６、３４２。

—— 和生产劳动—— ４３—４４、１４７—

１４８、３３２—３３３。

—— 和工人人数—— 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６—

５４７、５４８； １４７—１４８、３３６。

——和生活资料—— １２９—１３０、５９５；

９７、１４８—１５０、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４—２０５、

２３８—２３９。

——和价值增殖过程—— ２００—２０１；

４６。

—— 和 总 资 本—— ２５１—２５２、２７０、

２７２—２７３、 ２８０—２８１、 ２９５—２９７、

３２６—３２７、３３３、３４３—３４５。

——和不变资本—— １８８—１８９、２１２—

２１３、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９； ４６、

６９—７０、９５—９６、１０７、１４７—１４８、１９０、

２０４—２１０、２２９、２６１—２６３、２７０—２７１、

２７３—２７４、２８４、２９５—２９６、３１７—３１８、

３３１、３３６、３４０、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４９３、

５０３、５１４、５６８—５６９。

——和货币资本—— 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２—

１９４、２１９、２４５。

—— 和追加资本—— ９３、１４７—１４８、

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６、２０６。

—— 和工资—— １５５、１８７、２０３—２０４、

２１４、３９０—３９１、５４２； ４５—４６、８４、

８７—８８、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６、１６９、１９８、

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７、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８、

２４２—２４３、２５３、３４１、５６８。

—— 和剩余价值—— ２０２—２０３、５４６、

５５４、５６５； ２４、４６、８３、９３—９４、１４７—

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２、２５３—２５４、５６７—５６８。

——和消费—— １４７—１５０。

会计—— ５２７。

魁奈经济表——见重农学派。

Ｌ

莱斯特郡—— ４６３。

劳动

——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 ３３、３８—

４０、５５、５９—６１、６３、６５、６７、７３—７４、

７９—８３、１００、１０３、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

１４１、１４９、１６０、１７４、１７９—１８１、１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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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４７４、５１５、６１４、６２５、６２７； １０—

１２、５５—５７、７７—７８、９１、９２—９４。

——作为财富的源泉和交换价值的实体

—— ４０、８６、１０３、１２３、１５２、１８０—

１８１、１９３—１９４、６１４； １５７—１５９、

５３０—５３２。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 ５、６１、

８１、８４、１５２、５１３、５１５； ２６—２７、３７—

３９、７２—７４。

——社会必要（平均）劳动—— ８６—８７、

８９、２５４、３６１、５５３、５５８； １８—２０、２３、

２４、２６—２８、７９。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５５—５６、

６１、７８—８０、８２—８４、８６—８８、１３７、

１３９—１４０； ４４—４５、５１—５８、１４２。

—— 活（新）劳动和物化（过去）劳动——

３３、５５、６０—６３、６５、７８—８２、８３—

８４、９７、１０２—１０３、１２３、１２６、１３９—

１４１、１４５—１４６、１７６—１７７、１８０、１９６、

２５７、２６１、２６７、３９６—３９７、５１５—５１８、

５６１—５６４、５６７、５６８、６１４、６２４、６２５；

３６、３７、３９、４５—４７、４９—５３、６３—６４、

７３、７６—８３、８５—９６、９８—１０１、１３６—

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５、１５３—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０、

１９７、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１—２３２、２５７—２５８、

２６６、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３、２９６—２９７、３１８、

３２９—３３０、 ３４５—３４６、 ３８６—３８７、

５１６—５１７、５５３。

——必要（有酬）劳动和剩余（无酬）劳动

—— ９１—９４、９６、９７、１２１、１２９、

１４３—１４４、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８、

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３—２１０、２１５—２１８、

２２７—２３０、２３６、２４６—２４７、２５３—２５５、

２５７、２５９—２６０、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１—

２７３、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５、３７４—

３７５、４０３—４０５、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８、５５０—

５５３、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４、６０３、６０５、６１０、

６１３、６１７、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３—６２５、６２７、

６２８—６３１； １０—１１、１６、２８—３０、

４２—４４、４９—５０、６５、６７—６８、７２、７９、

８９—９１、９６、１００、１３６—１３９、１５２—

１５７、１７６、２４０、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７、２７５—２７６、

３２３、３８６—３８７、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９—４３１、

４３３—４３４、４７５、４８０—４８１、５５６—５５８。

—— 追加劳动—— ５８２； １５２—１５４、

２８６—２８８。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４２、８６、

９６—９７、２５４、３２０、３４８、３６１、３７２、３８２、

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５、５５８—５６０； １４２、

２８０、３００、４７１—４７２、５５５—５５６、５６６—

５６７。

—— 平均劳动—— ３６１、５５８； １９、

２８０—２８１。

——夜间劳动—— ２５１—２５２、３７４、３７７。

—— 工业劳动—— ５６３； １０１、４７１—

４７３。

——农业劳动—— ２１８、２３５、５６３、５６９—

５７０； １０１、４８１—４８２、５０６—５０７。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５５；

６３、５１６—５１７。

—— 奴隶劳动—— ８—１４、５１２—５１３、

５６６—５６９。

—— 强制劳动—— ３０７、６３１； １１１—

１１４、１３８、１３９、５３６—５３９。

—— 雇佣（他人）劳动—— ７１—７２、

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８、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６、

１５９、１６４、１７８—１８１、２６０、５１７、５６３、

６３１； ５—７、９１—９２、９９—１００、１５３—

１５４、１５９—１６２、３８９。

——“血汗制度”—— ３３—３５。

—— 劳动的推动力—— ４７５—４７６、

５３７—５４１。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６７—

６８、１７９、１８１、２１５—２１６、２５４、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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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１； １６、４３—４５、４７、４８、５０—５８、

６１、７６—７７、８６、８８、９２—９３、１５４、１６５、

３１４、３１７—３１８、４３３—４３４、４８９—４９１、

５１６—５１７、５４１—５４３、５５３。

—— 过度劳动—— 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６—

２０９、２１５、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０、２４２、２５８、

４０９—４１０、５３３—５３４、５６８、６１１；

９９—１００、４９７—４９８、５５６—５５７。

——适度劳动—— ５３７—５３８。

——手工劳动—— ２１２—２１３、２３４、３４５、

４５０、４５３、４７５、５２０、５６７、５９９； ８７—

８８、４６６—４６７。

—— 机器（工厂）劳动—— ３７３—３７４、

３９６、４０４、４５４、４７２、５２０—５２４、５３２、

５６３； １７—１８、４１、８７—８８、４６６—

４６７、４９４—４９５。

——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 １９２、

２５４、３７４、５９７； １１—１２、１５５、４９５—

４９６、４９８—４９９、５６０—５６１。

——维修劳动—— ７８。

——“监督劳动”—— ２９９、３１８、４７１、

５２２； ４６４—４６５、５０６、５３４。

——管理劳动—— ３４、９９—１００。

—— 劳动的物质条件—— １４６、１５９、

３５１、５１３—５１４、５６６、５６９； ４６—４７、

５０、９８、１００、１５７—１５９、５４３—５４５。

—— 劳动量—— 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０、５１８、

５６０； ２５、５２—５３、７３—７４、１１３、１１８、

１５０、３２０—３２１、４８１—４８２、５０２—５０４、

５３６—５３７、５６８—５６９。

—— 劳动生产率（质）—— １２１、１２９、

１４０、１４２、２２８、２５４、２６６、２７７、２８３、

２８５、２９０、２９３、３４５、３６１、３６３、３６６、

３６９、３７３、３７８、３８７、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４、

４０６—４０７、４０８、５１２—５１３、５３３—５３４、

５４２、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７、５６４、５９９、６０６、

６１０； ７—１０、４０—４１、７３—７４、７６—

７７、８７、１４３—１４４、３２５、５０２—５０４。

—— 劳动长度—— ３４４； ８—１１、６８、

５４１—５４２。

——劳动强度—— １９２—１９３、２５８、２５９、

３４４、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３、４０２—４１０、

５０７、５４０—５４１、５５９、５７９、５８４—５８６、

６１８； ８—１６、６８、３１２—３１３、４９４—

４９５。

——劳动的连续性—— ２９６、３８７、４４２、

４５１、５４０； ６—７、８—１４。

——社会劳动组织是生产力—— ４１４；

４０—４２。

——珍惜劳动和摆脱劳动—— ６０２；

１９—２０、３８—３９。

——排挤劳动—— ５６１； ３８—３９。

—— 劳动效果—— ２９６、３５４； ４９４—

４９５。

——劳动的浪费—— ４６９—４７１。

——劳动的贬值—— ５０９。

——资本剥削劳动—— ３４７、３６０、３７４、

４００、５２７—５２９、５３６—５３７、５６６、５７６、

５７９—５８１； ８—１０、３８—３９、４４—４５、

７７—７８、９９—１００。

——劳动同一化—— ５２６、５６０、５７２。

——劳动的不同种类—— ７５、８１—８３、

１５１、１５２、２１８、２５４、２５９、３０１—３０２、

３０３—３０４、３５４、３５５、３５７、３９５、４１０、

４４６—４４７、５１７、５３９、５６１、５６８； １２—

１４、３６、４６—４７、５２—５３、６３、１４３—

１４４、４２８—４３０。

——劳动性质的变化—— １４３。

—— 劳动专门化—— ５１８、５２０、５２２、

５２４、５２５、５３７—５３９。

——劳动的分化—— １４３—１４４。

—— 劳动协作（结合、联合）—— ５６、

１９１、２９０—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７、３１７、４１４、

５１６、５５４、５６１； ４１、５５０—５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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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工—— ５６、１４２—１４３、１８５、１９１、

２１８、２５４、２５９、２６０、２９０—２９２、３００—

３１０、３１５、３１８、５５４。

——劳动纪律—— ４１２、５２２、５２６—５２８、

５３６、５６６； ５３６—５３７。

——和资本—— ６７、９６、９９—１０１、１０２、

１２３、１６４、１７５—１７８、３１９、５１５、５１７、

５５１、５６７、６１４、６１５、６２１； ５—７、１９—

２１、３６—３９、４３—４５、４８、５０—５１、７２—

７３、９２、９３、９９—１００、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４、

２６４、４９０—４９２、５６７—５６８。

—— 和科学—— ５９７—５９８； ５６７—

５６８。

——和劳动产品—— ３８—３９、５０、９１—

９２、９９—１００、１５７—１５８。

——和商品的使用价值—— ２７５—２７６；

５１—５２。

—— 和商品价值—— ３４、４３、８２、８３—

８４、２９９、３３２、５５５—５５６； ２６—２８、

４５、７７—７８、８０、９１、４７９—４８０、５３０—

５３１。

——和剩余价值—— ７７—７８。

——劳动保护—— ２４４—２４６。

—— 和工人健康—— １９２、３６０、３７８—

３７９、５１１、５１２； ４９７—５００。

——和社会生产力—— ７３—７４。

—— 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 ４０９、

５４５、５５９、５６２—５６３、６０５、６２６； １１４、

５３６—５３７、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７—５６９。

——人为造成的“劳动过剩”—— １１３—

１１４。

——资本主义以前的形态中的劳动——

２３０—２３２、２３３—２３４； ８—１１。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劳动—— ９７、

１０３、１０６、１２５—１２６、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８、

１６２、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５、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４、

２３０—２３２、２５１—２５３、２６０—２６３、２９６、

３１４—３１６、３４６—３４７、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２、

４７１、５２９、５７１、５８１—５８２、５９３—５９４、

５９７； １７—１８、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７、

１１２—１１９、２６０、４８８—４９０、４９２—４９６、

４９８—５０１、 ５１４—５１５、 ５１６—５１７、

５３０—５３２、５３６—５４８、５６０—５６１、５６６、

５６８—５７０。

  并见抽象劳动，儿童劳动，妇女劳动，

劳动强化，具体劳动，雇佣劳动，劳动

生产率，生产劳动，劳动力，资本剥削

劳动力。

劳动剥削程度——见剩余价值率，资本对

劳动力的剥削。

劳动材料—— ５６—５９、６３—６９、７１—７３、

７５—８０、８１—８５、８６、８９、１００、１０１、

１０３、１０４、１１２、１１７—１１８、１２４、１２６、

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７—１５０、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４、

１７１、１９６、１９７、５１４、５２３； ３７、３９、６８、

６９、７０、７６、８３、８９、９０、９３—９４、９８—

１００、１４２、２６５。

  并见劳动对象。

劳动的强化—— １９２、２５８、２５９、３４４、

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２、４０２—４１０、５０７—５０８、

５４０—５４１、５５９、５７９、５８４—５８６、６１８；

８—１６、６８、３１３、４９４—４９５。

劳动对象—— ６０、５２３； ６３。

  并见土地，劳动材料，自然，原料。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３—４、

５—６、１６—１８、２０—２１、２４—２５、２９—

３１、７４—７５、１１９—１２０、４６２。

  并见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１００—

１０１、２９８、３００、３１８、３３２、３５１、４０６、

５１６； ３—８、１３—１５、１９、２９—３４、３７、

７６、１１８—１２１、４６２、４６４—４６５。

  并见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劳动过程（劳动的工艺过程）——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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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５９—７１、７４、７６、７８、８２—８５、８７、

９６、１００、１０４、１１２、１２６、１４０—１４１、

１４７—１５０、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５、１６９、

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６、１８３、２９６—２９８、

３６７、５１３—５１４、５６９—５７０； ８—９、

１４、１８、３６、３８—３９、６２—６３、７６—７９、

８３、８５、１２４、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１、２３１、３２０、

３４０—３４１。

劳动工具——见生产资料，劳动资料。

《劳动基金》

—— 定义—— ５５０； 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９、

１５８。

——作为属于资本家的工人的生活资料

量—— 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０、１５８。

——作为异化的、转化为资本的劳动——

１５８。

——作为劳动力工资基金—— ５５０；

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０、１５８。

——作为可变资本—— １３６—１３７、１５８。

—— 作为工人阶级再生产基金——

１３６—１３７、１５８。

——《劳动基金》的形式—— １３６—１３７、

１３９—１４０。

——《劳动基金》的再生产—— １３５—

１３７。

——批判资产阶级对《劳动基金》的解释

—— １４０—１４１。

劳动阶级—— １０２、１０４、１５３、４８８—４９０。

劳动力

——一般评述—— ３８—４０、５０、５１、６６、

６８、７４、１９３—１９４； ９１、１２１、２５７—

２５９。

—— 作为特殊商品—— ３５—３６、４６—

４７、５０、５２—５４、６６—６８、８６、９２、９３、

１２１—１２２、１２４、１４６、１９３—１９４、３１９、

３５３、３５６； ４８、６８—６９、９９、１７３—

１７４。

——作为物质财富的源泉—— ３９。

——作为生产的主观条件—— ６８—７０、

８９、９８—１００、１２１。

——劳动力的使用价值—— ３５、３９—

４１、５１—５４、８６—８７、９２—９３、９５、

１２２—１２４、１９３、２０７； ５１—５２、９９。

——劳动力的价值—— ４１—４３、４５、４６、

４９—５０、５２—５４、８１、８６—８７、９２—９３、

９５、９８—９９、１２４、１４８—１４９、１８０、

１９９—２０１、２０７、２２８、２２９、２６６—２６７、

２７８—２８０、２８４、２８８、３９８—３９９、５１６、

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７、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９、６０６、

６０７、６１０、６１１、６１３—６１６、６１８—６１９、

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６—６２９、６３１； １０—１２、

２３、２７—３０、４３—４４、４９、５１—５２、９９、

１５６、３５２、３８５—３８７、４７１—４７３、４８１、

４９４—４９５、５０３、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７、５５９—５６０。

—— 劳动力的价格（劳动价格）——

２６５—２６７、２８６、２８８、５２０、５３０—５３１、

５５９—５６０、５６５—５６６、６０２、６１０—６１１、

６１７—６１８、６１９—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３、６２６；

２２—２４、２７—２９、５４、１１１—１１６、

１５６、３３７—３３８、４３０—４３１、４７２、４７３、

４７６—４７９、４８７—４８９、５０３、５３７—５３８、

５５７—５６０。

——劳动力的过剩—— ５６１、５６４、５６５；

３３６—３３７。

—— 劳动力同劳动条件的分离——

７１—７２、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９、１６１、２５７；

１８—１９、３１、９０—９１、９９—１００、１２１—

１２２、３５５—３５６。

——和资本—— ３５—３６、３８—４３、４５—

４７、５０—５４、６６—６８、８６—８７、９０、９２—

９５、９８—９９、１２１—１２８、１４８—１５０、

１５４、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４—１６５、１７５—１７６、

１７９—１８１、 １９２—１９４、 ２０６—２０９、

２２７—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０、２６５—２６６、２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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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９—— ２８０、２８５—２８６、２８７—２８８、

３１９、３３１、３５３、３５６、３７１—３７２、３９８—

３９９、４０３—４０４、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８—５２０、

５２２—５２５、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８、

５５９、５６１、５６４—５６５、５６９—５７１、５７３—

５７４、６０６、６０７、６１０—６１１、６１３—６１７、

６１９—６２３、６２６—６２９、６３１； ２３、３７—

３８、４３—４６、６０—６１、６２—６３、６９—７１、

９９—１００、１４０—１４２、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１—

１６２、２５６—２５８、３３６—３３７。

——和生活资料—— ４２—４３、４５—４６、

１２４、１２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１、

１６３—１６４、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２、５５７、６２１—

６２２； ２３—２４、９１、９８、１３７—１３９、

１５６—１５８、３５２。

——和可变资本—— ５４８； １４０—１４２。

——使用劳动力的尺度—— ２０６、２０７—

２０８、２１１； ６９—７０、９９—１００。

—— 劳动力的发展—— ５７、１６０、５２４、

５６０； １１—１２、４１、４７１—４７２。

—— 劳动力的专业化—— ５１８、５２０、

５２２、５２４、５２５、５３７—５３８、５３９、５６０、

５６４—５６６； １３—１４。

——和劳动的变换—— １３。

——社会结合的劳动力—— ４１。

——劳动力的再生产—— ４８—５１、５３—

５４、８９、９１、９８、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７、１５４—

１５５、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６、２０７、２２９—２３０、

２６７、２７７、２８８、３５９、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８、

４０３、５５６、５６１、５６９、６０６、６１４—６１５、

６１９—６２０、６２９—６３１； ２３—２４、４９、

５１—５２、９１、１００—１０１、１３７—１３９、

３１７、３２９—３３０、３４６。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劳动力——

４６、４７、５４、１５９、１７９、５３１、５６５、５７１、

５７３—５７４； １７—１８、１０２、１０８、１１４、

１５６—１５８、 ４６０—４６１、 ４７１—４７２、

４８７—４８９。

劳动期间—— ３３２。

劳动人口—— 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５。

劳动时间

——工人的（活）劳动时间—— ８１、８２、

１１３、１３８—１４１、１９５、２１５—２１７、２５８、

３４４、３７２—３７３、３８２、３９５—３９６、３９９、

５３２、５６６、６１９—６２０； ２６２、３０１—

３０２、３２１、３３０、３９５、５３７。

——物化（过去）劳动时间—— ７５—７７、

８１、８３—８５、８７、８８、１９５、２６７、３４５。

——个人劳动时间—— ３７９—３８０、４００、

５５８、５５９、５６１、５６５—５６６； ２６１—

２６２。

——必要（有酬）劳动时间—— ８４、８５、

８７、１０１、１１３、１４２、１９６—１９９、２０９—

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６、２５８、２６１、２６４、

２６５、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２、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７、

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４、

３５９、３７２—３７３、３８３、３９９、４０３、４０６、

４０９、４２８、５１２、５４３、５６３—５６５、６０３、

６０６、６０７、６１０、６１１、６１６—６２０、６２２—

６２３、６２７—６３０； ４、１０、１１、２３—２４、

２８、４４、２９６、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３—

３１４、３２１、３２８、３３７、３４１—３４３、４３１—

４３２、４８１。

—— 剩余（无酬）劳动时间—— １２１、

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５、

２１６、２３６、２４６—２４７、２６１、２６４、２６５、

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２、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７、２７９、

２８１—２８４、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４、３５９—３６０、

３７３、３８３、３８５、４００、４０３、４０６、５１６—

５１７、５３２、５４３、５５７、６０６、６０７、６１０、

６１１、６１７—６２０、６２２—６２３、６２７；

１０—１１、２６２、２８０、２９８—３００、３１３—

３１４、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０—３２１、３２８、３３７、

３４３、３４６、３４７、４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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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加（超额）劳动时间—— ５８２、

６２０、６２２、６３０—６３１； ３４７。

—— 劳动时间的长度—— ２０４—２０６、

２０７—２０９、 ２３７—２４０、 ２４１—２４４、

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７—２５９、３１７、３４４、３５９—

３６０、３７３、４０４—４０５、４０７—４０８、５３２、

５３３、５４０、５５４—５５５、５５９、６０３、６０４、

６１０—６１１； ２６９、５４８、５５１、５５７、５６０。

—— 和工资—— ９６、２２７—２２８、２５５、

３６１—３６２、３８０—３８１、４０８—４０９、６０６。

—— 和剩余价值—— ２５５、２５６、５３２、

５４２、５５１—５５２； ４。

——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８９、２００—

２０１、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６、２７７、３５９； ４、

４３１。

——和利润率—— ４３１—４３２。

—— 和自由时间—— ２０３、２１５—２１７、

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１、３４３—３４４、４０８、６０１；

１３—１４、１２０。

——和交通工具—— ５８４。

劳动生产力——见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

—— 一般原理—— ８４、１４２、１８１、２６６、

２８７、２９０、３６４、５４９—５５０、５６６—５６７、

６０３； ２１—２２、２９—３０、３２６—３２７。

—— 自然劳动生产率—— ４、４０—４１、

１９８、２０５、３２４、３２９、４７５—４７６、４８０—

４８１。

—— 社会劳动生产率—— ４、４０—４１、

４３—４４、２７５—２７６、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９—

３３０、４７５。

—— 部门劳动生产率—— ３２３—３２４、

３２９—３３０。

——农业劳动生产率—— ５８５、５９７；

３２９。

——劳动生产率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

的提高—— １８—２０、６１、８７—８８、

１０７、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７、１９８、２０５、２７０、

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１、２８５、２９６—２９７、３００—

３０２、３２３—３２４、３２８、３３３—３３４、５６８。

——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因素——

８４、８５、１８９、２２８、２２９、２５６、２６６、２９０、

２９１、４０７—４０８、５４９、５８４、６０４； １８、

２１—２２、４０、６９—７０、８０—８１、８３—８４、

８７—８８、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７、１９８、２７５—

２７６、３２４、３３３、３５２—３５３、５６７—５６８。

——和商品量—— ３４４、４０７、５４５； ４、

２１—２２、２９—３０、４０—４１、７６—７７、

７９—８４、８７—８８、１０７、１５３—１５４、１９８、

２８５、３２６—３２８、３４１—３４２、３６９—３８４、

４８０—４８１。

——和加工的原料的数量—— ７６—７７、

８１—８２、３２４—３２５、３７０—３８４。

——和生产方式—— １９８、３８４、５６８。

——和生产发展阶段—— ２８５、５６８。

—— 和不变资本—— ２８７、２８８、５６６—

５６７； ３６—４５、７３—８１、９４—９５、

１５３—１５４、１９８、２５７、２９７—２９８、３２４—

３２９、３４３、３８２—３８３、４５０—４５２。

——和可变资本—— ２９７—２９９、３３２—

３３３、３４２—３４４。

——和资本积累—— １５３—１５４、３２９—

３３０、３３９—３４０。

——和商品的社会价值（价格）—— １５、

８４、８５、１４１—１４２、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４—

２７７、３６４、４０１、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９、５５８—

５５９、５６１、６０５； ２２—２４、２９—３０、４４、

６９—７０、３４１—３４２、３５１—３５３、３６９—

３８４、４７２—４７３、４８０—４８２。

——和劳动力价值—— ２６６—２６７、２６８、

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３、２７７、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

５１２、５４３、５４８、５４９、６０６、６０７； ２９—

３０、６９—７０、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７—３３８、

３４６、３５２、３６９—３８４、４７１—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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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必要劳动同剩余劳动之间的比例

—— ６０５、６０７—６０８、６１０、６１３、

６２１—６２２； ２９７—２９９。

——和工资—— １２９、２２８—２３０、２５４—

２５５、２６６、２６８—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３、３４４—

３４５、４０４—４０５、５４８—５４９、５７８、５８５、

６０５、６０７—６０８、６１０、６１３； ２９７—

２９９、３２８—３２９、３６９—３８４、４２８—４３０。

—— 和在业工人人数—— ５４３、５４４、

５４８、５５２、５６３； ４—５、３２５、３３０—

３３１、５６８—５６９。

——和人口的增加—— ５５２； ４。

—— 和剩余价值—— １２９、２２８、２２９—

２３０、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６、２７５、２７７、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５、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３、

３４５、３６４、４０４—４０５、５１３、５４８、５４９—

５５０、６０６、６１０、６１３； ３—４、７９—８０、

８１—８４、２７５、２９７—３０２、３１１—３１２、

３２６—３３０、 ３３７—３４０、 ３４４—３４５、

３６９—３８４、５５７—５５８。

—— 和剩余价值率—— ２２８、５５１；

２４—２５、３００—３０１、３２９—３３０。

—— 和利润量—— ３４５； ２７０、２７３—

２７４、３００—３０２、３７０—３８４。

——和利润率—— ２８２—２８３； ２７３—

２７５、３００—３０１、３３３—３３４、３３７—３４２、

３４４、３６９—３８４。

—— 和资本有机构成—— ３４１—３４２、

３４４。

——和劳动量—— ２８５、２９７—２９９、３３０、

３３８、４８１—４８２。

——和活劳动量—— ２９７—２９９、３００—

３０２、３３０、３３８、３４１。

——和协作（联合）—— 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５—

２９８、３６３、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６、５５２； ４０—

４１。

—— 和分工—— ２６０、２９０、２９１、３０１、

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５、３１９、３３１、３６３、５１２—

５１３、５１６、５５２； ４０—４１、３４３。

—— 和使用机器—— ２９０、３６１、３６３、

３６４、３６６、３６９、３７８、３８７、３９４—３９６、

４０６—４０８、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２、５５７、５６４、

５９９； １８、４０—４３、３８４—３８５。

——和交通工具—— ５８４。

——和科学力量的应用—— ２９０、５８４；

１８、４０—４１。

——和教育—— ５８４。

——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２６８、２７７、

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４、３６４、６０７； ３２９、３４３。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劳动生产率

—— ２８７、３００—３０１、３３３、３４７、５９７、

６１２—６１３； ３０４、３８２—３８３。

劳动 者—— １６０—１６１； ３５５—３５６、

３６２、３９４、４３８、４７８。

劳动者的专业发展—— ４３１； ７—８。

劳动资料

——一般评述—— ３８—３９、５６—５８、６０、

６４—６８、７１、７２、９６、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３、

１５１、２８９。

——作为劳动的客观条件—— ８９—９１、

９３—９５、９８—１００、１４０—１４１、２３８—

２４０、５５３。

——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 ３８—３９、

５６—５９、６３、７５—７７、７８—７９、８０、８２—

８４、８６、８９、９６、１０５、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８、

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９、

１６０、１７１—１７２、１９６、１９７、２１２、２９９、

３４０、３６７、４１０—４１８、４２７—４２８； ７—

８、９、４５、６８—７１、７３、７６—７７、８３、９８、

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９、２３８—２４０、

３３４、５５３。

——劳动资料的革命和生产方式——

４１２、４７０—４７１、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３、５２４、

５６１； ３７、３９、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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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资本形式—— ３９、４５、６８、７０、

７１、８８、８９、９３、１４０—１４１、１６０。

—— 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手段

—— ５—７、３７、３９、４５、７１、１６０。

——劳动资料的发展、分化、专门化和简

化—— ４１０—４１１； ３９。

——劳动资料的使用—— ４１０； １４９—

１５０。

——劳动资料的集中—— ３３７、３９７；

８８。

—— 劳动资料的价值—— ３９７、４００—

４０１； ７６、７７、８２—８３。

—— 劳动资料的量—— ４０１； ７７、

１４９—１５０。

——和工人—— ３７、３８、４５、１４９—１５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劳动资料——

４１０。

  并见机器，固定资本，不变资本。

里昂—— ４６９。

理论和实践—— ４２５—４２６、４２７—４２８。

力学—— ３５９、３６３、４１１、４１８、４２４、４２９、

４３６、４３８、４４１、４７２—４７３、５４１、５９８。

历史（历史主义）—— ４７４—４７５； １０１、

１０９、１１９—１２２、１３６—１３９、１６２—１６６、

３０４、４２１—４２２。

历史的和逻辑的—— １３—１４、３０—３１、

３６—３８、７２、１５２、３５３； ５０７—５０８、

５３１—５３２、５５０—５５２、５５４、５６７、５６８。

利润

—— 定义—— ２７—２８、９８、１７７—１７８、

１８６、５４４、５４７； ２５１—２５５、２５８—

２５９、２６１—２６８、２７３—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８、

２８６—２８８、２９８—３００、３８６—３８７。

——利润的产生—— ２７—２８； ２６５—

２６６、３９１—３９２、４３３—４３４。

——作为剩余价值的形式—— ２５４—

２５５、２５８、２６６—２６７、２８６—２８８。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和调节器

—— ２５８—２５９。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和刺激力

—— ２５８—２５９、３０２。

—— 作为收入—— １７３—１７５、２０６—

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６—２１８、３９５—３９６、

４３７—４３８。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条件—— ３０４—

３０５。

——影响利润量的因素—— ５４３—５４４、

６１３、６１８—６１９； ３９—４０、１３３—１３５、

１９７—１９８、２５１—２５２、２６１—２６２、２６５、

２６６、２８１—２８３、２９８—２９９、４２９—４３０、

４６５—４６６、４８２—４８３。

—— 利润率—— １９１、２８３、３７５—３７６、

３９８、５１７、５１８、５３３、５５０； １３４—１３５、

１７５—１７６、１７８—１７９、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７、

２１４、２４４、２５１—２５３、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２、

２６４—２６５、２７０—２７３、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０、

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８、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３、

２９８—３００、３８４—３８５、４２７—４２９、４８３、

５５５。

——利润量—— １２５、６１３、６１８—６１９；

４０、５９—６０、１９７—２００、２０７—２０９、

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７—２１８、２２０、２５２、２６５、

２７１—２７２、２８１—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８、２８９、

２９１—２９２、 ３５４—３５５、 ３８３—３８４、

４２７—４２９、５５４—５５５。

—— 平均（正常）利润—— ２８４—２８９、

２９１—２９３、３２０、３２２、４１７、４１８、４４４、

４４８。

——利润的种类—— ４６６。

—— 追加（超额）利润—— ２３９—２４０、

２４６—２４７； ２８２、３２３、４７９。

——纯利润—— ４６６。

—— 产业利润—— １２０、１２５； １６９—

１７０、２０７—２０８、２５２、２７９、２９３、３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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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４、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１、４５２—４５４。

—— 商业利润—— １７７—１７９、１９１—

１９２、１９５、２３６—２３８、２５２、３５６—３５７、

４１５—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１。

——“让渡利润”—— ３５７、３８４、４１８、

４４２、４６６。

——总利润—— ２８６—２８７。

——利润的分配—— 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６—

２８８、２９１—２９２、３４９、３５４—３５６、４６６。

——利润的实现—— ２３２—２３３。

—— 和劳动生产率—— ３４５； ２７０、

２７３—２７４、 ３００—３０２、 ３７０—３７２、

３８２—３８４。

—— 和工资—— ２６６、３８１、６１３、６１８—

６１９； ３３—３４、１７７、２９７—２９８、４２８—

４２９、４５２、４８３、４８４—４８５、４９４—４９６、

５３４—５３５、５５３—５５４。

——和资本—— ２５１—２５４、２７０、２７３—

２７４、２８１—２８４、２８６—２８８、３９３—３９４、

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８—４３０。

——和不变资本—— ３７７—３７８、３９８—

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２、５５９； ２６８—２７１、

４８３—４８４。

——和固定资本—— ２７０—２７１、４４４。

——和流动资本—— ２７０—２７１、４４４。

——和资本积累—— １８１—１８２、２００—

２０１、２２６、２５２、３９３—３９４。

—— 和资本有机构成—— ２８２—２８５、

２８６—２８９、４４４—４４５。

——和竞争—— ２９８。

——和生产费用—— ２６７—２６８、２７１—

２７２、２８５、３０５、３８６—３８８、４２７—４２９、

４８３—４８５。

——和生产价格—— ３８５—３８７。

——和商品价格—— ４８９—４９１。

——和剩余价值—— ２５１—２５４、２５９—

２６３、２６５、２７７、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８—２９１、

２９２—２９３、３３３、４７８—４７９。

——和剩余价值率—— ２６１、２６５。

——和地租—— ４７４—４７５、４７８—４８０、

４８２、４８５—４８８、５０７、５２９—５３０、５６５。

——和利息—— ２５２３５３—３５６、５５５。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利润——

１２０—１２１、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６、３８０、５１５、

６０９、６２４； １７、２５４—２６０、２６３、２６７、

２８９—２９１、２９８、３０２、３２３、３８５、４１８、

４４３—４４６、４５３—４５４、４５９、４６５—４６６、

４７２—４７３、４８０、４９１、４９３—４９６、５１９、

５２３—５２４、５３１—５３４、５５５—５５６、５６７。

  并见利润率，剩余价值，商业利润。

利润率

—— 定义—— ２８３、３９８、５４９； １４５、

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８、２６１—２６２、２９８—２９９、

３２０。

——利润率的调节作用—— ２９２—２９４。

——决定利润率高低的因素—— １９１、

３７６、５１７、５１８、５３３； １３３—１３５、

２３４—２３５、２４５、２５１—２５２、２６０—２６２、

２７０—２７２、 ２７３—２７５、 ２７９—２８１、

２９３—２９８、３２０、３４１—３４５、３５２、３５４—

３５６、５５９。

——个别利润率—— １３４—１３５、２３２—

２３５、２４３—２４４、２８１—２８２。

——平均（一般）利润率—— １３４—１３５、

２２０、２４３—２４４、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３、２７５—

２８５、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４—２９５、３００—３０１、

３３７—３３８、３５１—３５４、３５８—３５９、４２３、

４２８—４２９、４４９—４５１、４６５—４６６。

——年利润率—— ２３４—２３５。

——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 ２５１、

２５２、２７７—２７８、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６—２９７、

２９９—３００、 ３０２—３０３、 ３４１—３４２、

３４３—３４４。

—— 和利润量—— ２５２—２５３、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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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４、２７７、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２、３０２—３０３、

３３５—３３６。

—— 和剩余价值—— １３４、２５１、２７７、

２８７—２８８、 ２９５—２９６、 ３０６—３０８、

３５１—３５２。

—— 和剩余价值率—— １９１、５４９；

２５１—２５２、 ２７６—２７７、 ２８９—２９０、

２９５—２９７、 ２９８—３００、 ３０４—３０６、

３０８—３０９、 ３１４—３１５、 ３４１—３４２、

３４３—３４４、３５１—３５２、４２７—４２９。

——和工资—— ４８４—４８５、５５９—５６０。

—— 和资本—— ３７５—３７６、３９６—３９８；

２５１—２５２、２７０—２７１、２８２—２８３、

２８８—２８９、 ２９３—２９５、 ３０１—３０２、

３０４—３０７、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７—３１８、３３５、

３４３—３４４、３５１—３５２。

——和再生产费用—— ３５２、４３１—４３２、

４３３—４３４。

——和生产价格—— ３５２。

——和生产方式—— ３５４—３５６。

——和利息—— ２２０、４２１—４２２。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利润率——

２７８—２８０、 ２９７—２９８、 ３０２—３０３、

３５４—３５５、４７１—４７３、４８３—４８４。

利物浦—— ３８８、４５３。

利息——见借贷利息。

利息率

——作为货币价格—— ３２、４５８、４６１—

４６２。

——利息率的变化—— ３５５—３５６、３５７、

４５８、５７２、５７７—５８０。

—— 和利润率—— ３５５—３５６、４６２—

４６３。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利息率——

４６２—４６３。

  并见借贷利息。

联合工厂—— ４５４、４６２—４６４、４６７—

４６９。

联合王国——见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

林业—— １０４—１０６、３２９。

流动资本

——定义—— １２４。

——作为流通中的资本形式—— １１０；

１２４—１２５、１４２、３８８。

——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 １４２、

２４１—２４２。

——货币是流动资本的暂时形式——

１４２。

—— 流动资本的要素—— ３２９—３３０、

５３５。

——流动资本的周转和全部资本的周转

—— ３２９—３３０、５３４—５３６。

——流动资本的再生产—— １２４—１２５、

１５２—１５３、１７１。

——可变资本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

５１８； １４８—１４９。

—— 和固定资本—— １２１、１３８、１４８—

１５０、１６９、２５８、２７６、２７８—２８０、３２６、

３８１—３８２、５２２—５２４。

——和生产资本—— １２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流动资本和固

定资本—— １５５； ５３３—５３６。

流通

——作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阶段

—— ２４—２７； １５６、２０３、３８４—

３８５、３９０—３９１。

——作为再生产过程的阶段—— １２４—

１２６、１５５、２６３、２７４—２７５、３５０—３５１、

３９１—３９２、 ４１３—４１４、 ４２５—４２６、

４４６—４４７。

—— 流通时间—— 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６—

２５７、４１３—４１５、４４６—４４７。

—— 流通速度—— １７８—１８０、１９３—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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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通阶段—— ２４１—２４２、３５０—

３５１、４４８—４４９。

——流通周期—— １７９—１８０、２０４、２１４。

——商品流通—— ３—８、１０—２０、２５—

２８、３１、１１６—１２０、３５２—３５４； １２４—

１２６、１５６—１５７、１７５—１９０、２０３、２３７—

２３８、３５０—３５１、４１３。

——货币流通—— ３—８、１０—２０、２５—

２８、３１、１１６—１２０、３５２； １２４—１２６、

１７５—１９０、２０３、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６—２１８、

２２１—２２３、３５０—３５１。

——金流通—— ２４０—２４１。

—— 资本流通—— １７—１８、５４７；

１２４—１２６、１７３—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７、１９０、

２０３、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３、２６３。

——资本家之间的流通—— ２２６。

——资本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

２２６、２４０—２４２。

—— 和剩余价值—— ２２、２５、９０、９８、

２１４—２１５、２８１、５９１。

——和使用价值—— ４４６—４４８。

—— 和生产—— １２４—１２８、２５６—２５９、

２６３、３５０—３５１、３６１—３６２。

——和消费—— ４４６—４４７。

——和积累—— １５５—１５７。

—— 和再生产—— １２４—１２６、１５４—

１５５、４４６—４４８。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流通——

２２５—２２７、 ２４１—２４３、 ２５７—２５９、

２６０—２６１、４６１、５１５—５１６。

  并见流通时间。

流通费用

——用于出售和购买商品的费用——

１７８—１８０、１９０—１９２、２３４、４２１—４２５、

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６—４４７。

——用于计算的费用—— ４２４—４２７。

—— 办公费用—— ４２４—４２８、４３２—

４３３。

——同货币流通有关的费用—— １７８—

１８０、１８２、１９０—１９２、２３４、４３５—４３６。

——同商品保存有关的费用—— ４０—

４１、１７８—１８０、２３４、３９４—３９５。

——运输费用—— ４０—４１、１７８—１８０、

４２４—４２５。

——通信费用—— ４２４—４２７。

——用于雇佣劳动的报酬的费用——

４２５—４３３。

流通时间

——是周转时间的一部分—— 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

——和生产时间—— 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６—

２５７、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５。

——和剩余价值—— 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６—

２５７、２８０—２８１。

—— 和利润率—— ２７４—２７５、２８２—

２８３。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流通时间——

４６１。

垄断—— ３１５； １０８、１２０—１２１、３３７—

３３８、３４８、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１、４５８—４５９、

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６—４８７、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８—

５５９。

垄断价格—— ４５８—４５９。

伦敦—— ４７５、５３３—５３４、６３０； ２９、３３、

１０５、１１１、１１７、４６３、４６８、５１２、５１５、

５１８、５２０、５５０。

罗马（古罗马）—— ２９３、４１７、４１９、４２４；

６、８—１０、１７、３２、６０、１２０—１２２。

罗马尼亚—— ３６４。

Ｍ

马尔萨斯主义—— ３０３—３０４、４５８。

买和卖

—— 劳动条件的买和卖—— 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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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５１、２３７—２３８。

—— 劳动力的买和卖—— ５４、１１２—

１１３、１１４—１１５、２０８； ５—６、１３—１５、

２８—３０、４８—５１。

——商品的买和卖—— ３—８、１０—２０、

２４—２７、１１４—１２０、３０８—３０９、３４１、

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５； 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９—

１４０、１４９—１５０、２５７—２５９、３５０、３９４—

３９５、４０９、４１７—４１８、４２４—４２５、４３１—

４３５。

曼彻斯特—— ３８８、４６９。

矛盾

——商品生产的矛盾—— ３９—４０、９０、

２０７—２０９、６１４。

——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 ２２、５９—

６０、１２３、２５７—２５８、３１５—３１６、３３６—

３３７、３５９—３６０、４３９、４４２。

—— 资产阶级社会的矛盾—— ５５３、

５５５； ５９—６１、５６９。

——本质和现象之间的矛盾—— ６３１；

４４２。

——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

—— ２８—２９。

——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

—— ２８—２９。

——劳动价格和劳动力价值之间的矛盾

—— ２８—２９。

——劳动力和劳动的物的条件之间的矛

盾—— 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０、３９８—４００、

５１４、５１６、５５３、５５５； ３１—３２、５５３—

５５４。

——作为社会力量的资本和资本家对这

种社会力量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 ３３９—３４０、５６９。

——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

２０８—２０９、４００、５６４、６１５—６１６；

５６９。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矛盾——

９５、５５３、６３１—６３２； ２１９、２８３、２９７—

２９９、４２１—４２２、４７３、５５９—５６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主义的矛

盾—— ３９８—３９９。

贸易——见商业。

美利坚合众国—— ２５８、３８８、３９２、４１９、

４２６、４２７、４７５； １３—１４、６０、４６１、

４６９、５５２、５５７。

  并见美洲。

美索不达来亚—— ２９５。

美洲—— ２５８、３８８、３９２、４１９、４２７、４７５、

６００； ６０、１１１、４４４、５００、５０７、５１６、

５５２。

  并见美利坚合众国，南美洲。

蒙古人—— ５１７。

名义工资——见工资。

摩尔达维亚—— ２３４—２３５； １３８。

莫斯科—— ２０５、４０６。

莫卧儿—— １３９。

Ｎ

南美—— ３８９—３９０。

能 源—— ４３６、４４９—４５０、４５４—４７１、

４８４、４９４、４９６—４９７、４９８、５００—５０４、

５１０。

尼德兰——见荷兰。

年支付—— ３４９。

农场—— ７—８、１０１—１０５、１０８、１５０—

１５２、２０１、２３０—２３１、２７８—２７９、４９９—

５００、５０３、５０５—５０９、５１１、５２０—５２２、

５３３、５６３—５６５。

农村副业—— ３０８、５６３； ６—８、１０４。

农耕业—— ５７、２１７、２５９、２７６、３４０—

３４１、３５４、４１８、４２０、４７３—４７４、５１７、

５６３、５６９—５７０、５８３—５８４、５８５、５９４—

５９５、５９７、５９９—６００、６２１—６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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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６、１８—１９、２１、２４—２６、３２—３３、

６３、６８—６９、８３—８７、１０４、１０７、１０９、

１１９—１２０、１３２—１３４、１８０—１８２、２１１、

２２３—２２４、２３８—２３９、２９３、２９７—２９８、

３１５、３２４—３２５、３３６、３５５、３９０—３９１、

３９８、４６１、４６９—４７２、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６、

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２—５１３、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１。

农民—— １２２、１２８、１９０、２１４、２３１—２３５、

２５９、４１７、５９７； ６—７、９—１０、２１、

３０—３３、５８—６０、１０６—１０７、１１２、

１３８—１４０、２４４—２４５、３６３—３６４、４１８、

５１３—５１４、 ５３６—５３８、 ５５５—５５６、

５６９—５７０。

  并见雇农，土地所有制，农场。

农奴制—— １２２、１９０、２０４、２３１—２３７、

２５８； ６—７、１１—１２、１０１、１３７—１４０、

１６２、３５６、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４。

  并见封建主义。

农业

—— 农业特征—— ４７３—４７４、５６３；

５—７、２２４—２２５。

—— 农业状况—— ５８４—５８５、５９７—

６００； １０４—１０５、４７１—４７２、５２２。

—— 农业管理方法—— ５９９—６００；

１６、５５１—５５２。

——耕作—— ５７、２１７、２５９、２７６、３４０—

３４１、３５４、４１８—４２０、４７３—４７４、５１７、

５６３、５６９—５７０、５８３—５８５、５９４—５９５、

５９７、５９９—６００、６２１、６２２； ２２４—

２２５、４７３—４７４。

—— 畜牧业—— ５７、２１７、４２０、５６３、

５９９—６００； ８６—８７、２２４—２２５、２３１、

５２１—５２２、５２３。

——施肥—— ７６—７７、８１。

——土壤改良—— ７６—７７、８１。

——农业劳动组织—— ４００、４７３—４７４、

５９７； ５５１—５５２。

——和工业—— ４７３—４７４、５３３—５３４、

５６３。

——和剩余价值—— ４７３。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农业——

５８３—５８４、５９４—５９５、５９７—６００；

１６、５５１—５５２。

  并见农耕业，畜牧业。

农业工人—— ５７９、５８５、５９７； １３、６８、

１１４、１１６、５６０、５６２—５６６。

  并见雇农，工人，工人阶级。

奴隶占有制—— １４７、１６０—１６１、１７３、

２０８、２３３—２３４、２５７—２５９、６０２、６１２—

６１３； 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２。

奴隶制—— ３０—３１、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９—

１６１、１７０—１７４、２０８、２３３—２３４、２５７—

２５９、２９９、３１５、３４６、４０６—４０７、５２７—

５２８、６０２、６１２—６１３； ６、９—１２、１４、

３０—３２、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２、

１２０—１２１、３５６、３５８、３６２、３６３、５１２。

挪威—— ６０。

诺定昂—— ４６９。

诺曼底—— ５９。

Ｏ

欧洲—— ４２６—４２７； ７、２９６—２９７、

３６７、５１５—５１６、５３９。

Ｐ

排泄物（生产和消费中的排泄物）——见

废料（生产和消费中的废料）。

票面价值改变—— ５２７。

贫困化（劳动者的贫困化）—— １０９、

３６３—３６４。

  并见资本积累；相对过剩人口，资本

对劳动力的剥削。

贫民习艺所—— ４５； １１４、５４０、５６３。

平均量—— ４４５—４４７、４５２—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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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 ２７９、

４５３。

蒲鲁东主义—— １７２—１７３、３９０—３９２。

葡萄牙—— ４２７。

Ｑ

期票（票据）—— １１８—１１９； ３２—３３、

１８９、２２８—２２９、４１２、４３９、４５１。

期票行情—— ３９６、３９７。

企业家的活动—— ４４５—４４６、４４７—

４４８。

权和法

——所有权—— ６１２； １６０—１６１、５４４。

——封建社会中的权和法—— ２３４—

２３６； ９。

—— 资产阶级社会中的权和法——

４０５—４０６、５０５—５０６、５２７—５２８、５８４、

６０３； ９、５７—５８、９１。

—— 和生产—— ８、３５９—３６０、５８７—

５８８。

——和强制劳动—— ２６２、５８９—５９０；

１６１。

——和国家—— ５７７、６０３。

——法律关系—— ５２７； ４８、１６１、３５０、

３６４。

——国际法—— ５８６—５８７。

——法人—— ９１。

Ｒ

人—— ３８—３９、１０５、１０６、１９０—１９３、

２１８、３５９、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８、４２１、４３６、

４５０—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４、４７３—４７４、４８７、

５２０、５２５—５２６、５２９—５３２、５３７—５３８、

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６、５６７、５７１—５７２、５８２—

５８３、５８５—５８６、５９１、５９５、６０１—６０２、

６０９、６１２； ４—５、１７—１９、４１—４３、

９０—９１、９８、１４２—１４５、４７５、４８９—

４９０、４９７—４９９、５６５。

人的精神发展—— ４１７、４２７、４５０—４５１、

６０１。

人口

——作为生产力—— ２１２、５５２—５５３；

４。

——作为财富—— ５２０。

——生产人口—— ３４４—３４６； ４９８—

４９９。

—— 非生产人口—— ３４５—３４６；

４９８—４９９。

—— 工人人口（劳动人口）—— ２１２、

２１４、２２８、３３２、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４、３４５、

５４４、５５０—５５２、５６０； ６９、９６—９７、

１０９—１１０、１５６—１５７、３３７、４９８—４９９、

５３８。

——非劳动人口—— ３４５—３４６。

——相对过剩人口—— ３４５、５３４、５４４、

５５１、５５３、５６１—５６２、５６４—５６６、５６８、

５７７、５８１—５８２、６１２。

——农村人口—— ３３６、５６８； １２—１３、

１０９—１１０、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０、５４８。

——工业人口—— ３３６； ５３７—５３８。

——人口密集—— ３３７。

——人口数目—— ２１２—２１５、２２８、３３６、

３４４、３５４、５４４—５４５、５５２、５５３； ４、

６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９、１１３、３０１—３０２、

３３６—３３７、 ４６６—４６７、 ４６９—４７０、

４８４—４８５、５１２、５１９、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８、５６７。

——人数的增加和工人之间竞争的加剧

—— １４—１６、１１２—１１４。

——人口分散和密集—— ３３２、３３６；

１０９—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４、５３６—５３７。

—— 移民—— ３３６； １３、１０９—１１０、

５１６、５１９。

—— 人口归化—— １１２—１１４、５３６—

５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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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 ３３２； ６９、５１２—５１３。

——和粮食—— ５０９、５１２。

—— 和生产力的发展—— １５７、４６６—

４６８。

—— 和商品价格—— １１２—１１４、５０８、

５０９。

——和资本—— ４９０—４９１、５１６。

——和剩余价值—— ２８８。

——和地租—— ５１８—５１９。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人口——

２６３、３３２、５５３、６１２； １０８—１０９、

１１２—１１４、４６６—４６７、４８２—４８４、４８８—４９１

、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７—５０８、５１８—５１９。

  并见相对过剩人口。

人口过剩——见马尔萨斯主义，人口，相

对过剩人口。

瑞典—— ５９８。

瑞士—— ２５０。

Ｓ

商品

—— 一般原理—— ３６—３８、７０、１３９—

１４０、３３２、３５５—３５６； ６２、３５０—３５１、

３８７—３８８。

——作为占统治地位的产品形式——

３７、１７１—１７２、３４０、３５３、３５４、３５６；

１９、３７、６２、２９４—２９５、３６１—３６２。

——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条件和前提——

３７—３８、３５５—３５６； １９、３５９—

３６０。

——作为物化劳动—— １０９、３０１—３０２；

６１、６２—６４。

——作为交换价值的体现—— ５—６、

８—９、３４—３５、７１、５０２—５０３、５０４—

５０５、６１４。

—— 作为财富的一般等价形式——

３６—３７、７２、３４０、３５２、３５３； ６１—６３、

５４４—５４５。

——货币形式上的商品—— ５—６、３４；

３６５。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

—— １１—１７、７１、９７、３３２、３５２—

３５３、３５６； １９、３７、９３、９９—１００、

１２５—１２９、３５０—３５１。

——作为资本的产品—— ３５６； ３５０—

３５１。

——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承担者——

９７； ３５０—３５１。

——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的

体现—— ７—８、７０、８５； ４２５—

４２６、４４１—４４２。

——商品的使用价值—— ３—５、７—８、

１９、２４、３４、７０、３５３； ３８７—３８８。

——商品的价值—— ２２—２４、３４、４０８；

２２—２４、２５—２７、８７、１９６、２３３—

２３４、３２９—３３１、３５２、３８６—３８７。

—— 商品价格的变化—— １１２—１１４、

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２、３３０、３３７—３３８、３５０—

３５１、３８６—３８７。

—— 商品交换—— ３—９、１０—１７、２４、

２５、１１６—１２０、３５３； ５６、３５９—３６１。

——商品异化—— ２６、９９—１００。

——商品运输—— ３９０—３９１。

——商品保存—— ３８８—３９１。

—— 和货币—— ３—９、１０—１７； ５６、

３６１—３６２、３９６、４４８。

  并见商品流通，商品生产。

商品的形态变化—— ７、１１９、３５４、３５５、

５３８； １２８—１３０、３６５—３６６、３９２—

３９４、４０１—４０２、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２、４１４—

４１５、５２５。

商品经营资本——见商业（商人）资本。

商品流通

——简单商品流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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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点—— １０—１１、３５２； １２５—

１２７、３５９。

—— 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流通的发展

—— ３５２、３５４； ３５９、３６１—３６２。

——和货币流通—— ３—１６、３１、１１６—

１２０、３５２； １２５—１２７、３５９、３６１—

３６２。

商品生产

—— 对商品生产的评述—— ７０—７１、

３５２、３５３； ３６４—３６５。

—— 商品生产的存在条件—— ３５２、

３５３； ３２８。

—— 不同生产方式下存在的商品生产

—— ３５２； １２３、４２５—４２６。

——简单（一般）商品生产—— ７０—７１；

４２５—４２６。

——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７０—７１、

３５２、３５３； ４２５—４２６。

——和流通—— ３５２； １２３。

——和借贷资本—— ３６４—３６５。

——和市场—— ３６４—３６５。

商品生产者—— ８—９、３５５； ５８—５９。

商品所有者—— ８—９、１６—２４、３１、２１１、

３５４、５１４； ６、７５—７６、２５６—２５７、

４０６、４７８。

商品贮藏—— １５５—１５７、４５３—４５４、

４６８—４６９、４９３、５２１—５２２、５５３—５５４。

商品资本

——作为流通中的资本形式—— １７—

１８； １２４—１２６、２３９—２４０、３６１—

３６２、３９２、３９７、４２４—４２５、４３１—４３４。

——作为生产资本—— ４１０。

——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过渡——

１２４—１２６、 １７６—１７８、 ２２８—２２９、

２３９—２４０、３６１—３６２、３９２、３９７、４１０、

４３１—４３５。

—— 作为商品价值量—— １７６—１７８、

１８２—１８３、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４、２１８、２３３—

２３６、３９７—３９８。

——商品资本的贬值—— ２７３—２７５。

——商品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 １２４—１２６、３９７、４０９—４１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商品资本——

２２８。

商人—— １６５、１９０、１９６—１９７、３５６—

３５９、４２２、４２３、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３、５２０—

５２３。

商人资本—— ２６—２８； ９、３３、３５８—

３５９、３６２—３６３、３８４—３８７、４２３。

  并见商业，商业资本。

商业（贸易）

——一般原理—— ４３０。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

３６６—３６８。

—— 以 货 易 货—— ２１８、３９６—３９７、

４３８—４３９。

—— 商品贸易—— 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１—

４０２、４１７、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１—４４２。

—— 货 币 贸 易—— ３９６—３９７、４１７、

４２１—４２２、４３３—４３８、４４１。

——商业的发展—— ５１６。

—— 批 发 商 业—— ２１８、２３３—２３７、

２３９—２４０、４０８、４１４、４６９。

—— 零 售 商 业—— １７２—１７４、１７６、

２３３—２３７、 ３８７—３８８、 ３９０—３９２、

４０８—４０９、４１４、４１６、４２４。

—— 对外贸易（世界贸易）—— ２６１、

３５４、４０４—４０６、４０８—４０９、４２６—４２７、

４７２—４７３、５４５、５６３、５８６—５８９；

３６６—３６７、５１９—５２０。

——中间贸易—— ３６６—３６８。

——和生产—— １２０、３６８、４０１—４０２。

——和交通工具—— ５８４。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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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１—６０２； ３６６—３６９、４３９—４４４、

４５４、４９３—４９４、５１４—５１５、５１９—５２０、

５２５、５４７—５４８、５６０、５６９—５７２。

  并见对外贸易（世界贸易），市场。

商业利润

——商业利润额变化的因素—— ３９９—

４００。

——和一般（平均）利润率—— ３８４—

３８５、３９９—４０１、４２１—４２２。

——和额外利润—— ３９９—４００。

——和商业加价—— ３８４—３８６、４２０—

４２５。

商业（商人）资本

—— 作为资本最初的历史形式——

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７—３６８、４１０、４１８、４２０—

４２１。

——作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媒介——

２６—２７、１１１—１１２； ８—１０、１２４—

１２６、１８０—１８１、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４、

３４９、３６０—３６１、３８６—３８７。

—— 商业资本的职能—— ３８４、３８７、

３９０—３９５、４１４—４１７、４２４、４２５、４３２—

４３３。

—— 商业资本的积累—— １２０、４１５、

４１７、４３１—４３３、４３８—４３９。

—— 商业资本的周转—— １７８、２３７—

２３８、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９、３９９—４０１、４０３—

４０５、４０８—４１０。

—— 商业资本的运动—— ２２８—２２９、

２３２、３５９—３６１、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７—３９８、

４０６—４０７。

—— 商业资本的费用—— ４２５—４２６、

４３３—４３４。

——和生产资本—— １１１—１１２： ３０—

３１、１２４—１２６、１９３—１９４、２１８、３６０—

３６３、３６７—３６８、３８４—３８５、３９８—４０１、

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２—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５—４２６、

４３２—４３５、４９４。

——和借贷资本—— １１１—１１２、１７０；

３５６—３５７、３６１—３６２。

——和生产—— １２３—１２４、３６１—３６２、

３６９、３８７。

—— 和再生产—— ４０２—４０４、４１５—

４１６。

——和商业雇佣工人—— ４２３、４２８—

４３０、４３３—４３４。

——和商人变成产业资本家—— １１１—

１１２； ８—１０、３０。

—— 和货币资本—— １９４、２２８—２２９、

３５８—３５９、 ３６０—３６１、 ３９１—３９２、

３９７—３９８、４１７、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８—４３９。

——和货币流通—— １９１、２３７—２３８。

——和剩余价值—— ４１４—４１５、４１８—

４２１、４３３。

——和利润率—— ４１５、４１８—４２１。

—— 和商业利润—— １７６—１８０、１９５、

２３７—２３８、 ２５２—２５３、 ３５６—３５７、

４１５—４２０、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８—４３９。

——和生产价格—— ３８５—３８７。

——和市场—— ４１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商业资本——

３６６—３６７、４１７、４３９—４４１、５２２—

５２３。

  并见货币资本，商人资本，商业。

商业作为一种产业—— ４１６—４１７。

上层建筑（社会上层建筑）—— ２１５、

２１６。

社会

——一般原理—— １３—１４。

——社会的产生—— ３４６、４２７。

——社会生产关系—— ３６、１２３。

—— 社会的发展—— ３６—３７、５５３；

４９３—４９４。

—— 社会的各种形式—— １３７—１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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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０—３６１。

——社会矛盾—— ２１５—２１７、２５７、６０９。

——社会需要—— ４３、２５７、３４２—３４３。

——社会文明—— ４３、２５７。

——资产阶级社会—— ５９—６１、１６３—

１６４、１７０、１７１、２４５—２４６、２５０—２５１、

２５５—２５６、 ３５５—３５６、 ３６１—３６２、

３６７—３６８。

—— 和资本—— １２３、１７３、２６９、２８９、

３３３、５５３； １４８—１５０、２８８—２８９、

３４３—３４４。

—— 和生产—— １５６、２２３、４０８； １３、

１４、４１、７５—７６、２４５—２４６、３１５—３１６、

３２１—３２２、３２８。

社会财富——见财富（社会财富）。

社会（年）产品

—— 社会产品的本质—— ２２９—２３０、

２４５—２４７。

—— 社会产品在价值上的划分——

６２４、６２５； ２２９—２３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社会（年）产品

—— ２２５—２２６。

  并见总产品。

社会分工——见分工。

社会关系—— ６６、１１５、１４７、１５６、１６５、

１６６、１７３、２５５、２９９、３３２、３５４—３５６、

５０１、６０５—６０９； ６、６０—６１、１１８—

１２０、１６１—１６２、２５４—２５８。

社会进步—— ４０８、６０９。

社会经济结构—— ２７、２８、２５８。

社会经济形态—— ６５、２１７、２８７、４７２、

５９１、５９４、５９６、６１２； ３０、６１、１１９—

１２０、１３７—１３８。

  并见资本主义前的社会经济形态，资

本主义，共产主义，奴隶制，生产方

式，封建主义。

社会生产力

——社会生产力的性质—— １８１、１９１、

２９７—２９８、３００、３５１、５５３； ４２、８４—

８５、３１６—３１７、５６８。

——社会生产力的要素—— ８４——８５、

４９４。

——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增长）——

３６—３７、１２３、１３０、１５２、１６２—１６３、

１７０、１８１、１９１、２１２、２５８—２５９、２７７、

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８、３０９—３１０、３３１、３４４—

３４５、３５１、３５９、３６３、４０７—４０８、４１２、

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６、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１、５５３、

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６—５７０； １８、３７—３８、

４０—４１、４４、７３—７５、８６—８７、９４—９５、

２７３—２７４、 ２９６—２９７、 ２９８—３０１、

３０３—３０４、 ３１５—３１６、 ３３７—３３８、

３３９—３４０、３４４、３５５、４３３、４６６—４６７、

５０５—５０６、５６７—５６９。

—— 社会生产力的变革（革命）——

４７２—４７３、５０１。

——社会的（人创造的）社会生产力——

３５１、３６３、５４５、５５３、５６６—５６７；

４３—４５、２５７、３０４、５６７—５６８。

——自然的（无偿的）社会生产力——

１９１、３３２、３５８—３５９、３６３、５１３、５１７、

５５３、５６６、５６９—５７０； ３７—３９、３４０。

——物质的社会生产力—— ２１。

——劳动者是主要的社会生产力——

１２３—１２４、１６３、５６３； ３３７。

——生产资料是生产力—— １９１、３３５、

３４８、３５９、３６４、５５１、５６１； ２０—２１、

３４０、４９４。

——科学是生产力—— １８６、２９０、３３４—

３３５、５５３、５６６、５６７、５６９—５７０； ３８、

４１、４３、４９４。

——社会劳动组织（协作和分工）是生产

力—— １８５、２９５、２９７—２９８、３００、

３０１、３０４—３０５、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９、３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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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３４、３３５、３４８、３６４、５５２—５５３、

５７３—５７５； ４１、３４０、４７１—４７２、４９４。

——人口增长是生产力—— ２１２、３３４、

５５２、５５３； ４９４。

——和生产方式—— １５２、１９１； ２０—

２１、９４—９５、３１６—３１７。

—— 和资本—— ３６—３７； ３６—３９、

４１—４４、３４４—３４５。

——和人口—— １５７、３３７、４６７。

—— 和生产关系—— ３６—３７、１６２—

１６３、４１１、４１２、４４０—４４１、４７３、４７５—

４７６、５０１。

——和工作日—— ５５１。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社会生产力

—— ３０４、４６７、４９４。

  并见劳动协作，科学，劳动力，分工，

生产资料。

社会总产品——见社会（年）产品。

生产

—— 一般评述—— １０５、１０７、１６７；

２５６、３８７—３８８、４７５。

—— 生产形式—— １６４、１６７、３４０；

３５９—３６１、４１８—４１９。

—— 资产阶级以前的生产阶段——

３９５、４１８—４１９。

—— 物质生产—— ３４５—３４６； ６１—

６２、４７５—４７６。

—— 生产资料生产—— ３６８—３６９；

８７—８８。

——生存资料生产—— １６。

——劳动力生产—— ３２９—３３０。

——非物质（精神）生产—— ３４５—３４６；

６１—６２。

——局部生产—— １５７—１５８。

—— 社会生产—— ３５４—３５５； ９９—

１００。

——生产时间—— ２５２—２５３、３６５。

—— 生产条件—— １６４、１９１； １５７—

１５８。

—— 生产的发展—— ２２７、２５９、３４０、

３５１、３６６； １２—１４。

—— 生产规模—— ５６９—５７０； ７５—

７６、９４—９６、９９、１５０。

——生产领域和部门，它们的相互联系

—— １９２； ６１—６２、７５、７６、８７—

８８、１３０、１３４—１３５、１４２—１４４、２４３—

２４４、２６３、４５２—４５３。

——生产要素—— １０５、１０６、２８８； ７—

８。

——生产组织—— ４３１—４３２。

——生产积聚（集中）—— １５９、１９１—

１９２、２９５、４５７、４６３、５０２、５０３、５１４。

——生产集中—— ２１４。

——大生产—— ５９６—５９７； ２５、１１９—

１２０、１４４、１５７、２７５、３０２—３０３、３８７—

３８８、４６９—４７０。

—— 小生产—— ４１７、５９９； ２５、１４４、

３０２—３０３、 ３５６—３５８、 ３６３—３６４、

４６８—４６９。

—— 工业生产—— ５７、９６、１９８—２００、

２０４—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８、３４２—３４３、

５８６—５９４、６０７—６０９、６１２； ３６３—

３６４、４６１、４９４—４９６。

—— 农业生产—— ５７、２１７、２５９、２７６、

３４０—３４１、３５４、４１８、４２０、４７４、５１７、

５３４、５６３、５６９、５８４—５８５、５９４—５９５、

５９７、５９９—６００、６２１—６２２； ３６３—

３６４、４１７—４１８、４６１。

—— 必要生活资料的生产—— ６８、

１０１—１０２、１２４、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１、１７６—

１７７、３４４—３４５、３６１—３６２。

——奢侈品生产—— ２６１、３４６、５９６；

３２３、３４６—３４７。

—— 和科学—— １９１、３１４、３４７、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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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７、４３１、４３２、５６２、５６９—５７３、５７５—

５７６、５９３—５９４、５９８—５９９。

—— 和自然力的利用—— １２２、２８７—

２８８。

——和分配—— ５５３—５５４。

—— 和流通—— １２５—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０、

１５５、２５６—２５７、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４—３６６。

—— 和消费—— ６１—６２、１２６—１２７、

１２９、１４２、４４８、５１７。

—— 和需要—— ２１—２３、１０８—１０９、

１４６—１４７。

—— 和再生产—— ２２、９９、１２８—１３２、

１３５—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１、１５４—１５５。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产——

１０５、１６４—１６５、１６７、２６１、５９８—５９９；

１０３—１０４、４９３、５１７。

  并见再生产，生产时间，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生产方式，生产资料。

生产方式

——一般评述—— ２８—２９、６６、６７、７２、

１３０、１６９、１９０—１９１、２０３、２１２—２１３、

２３１—２３２、２９９、３０８—３０９、３３６、４０４—

４０５、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０—４１１、４１９、５６２、

５６４、５６５； ５—７、３６、１６３、３０４。

——亚细亚生产方式—— １６３—１６４。

——古代的生产方式—— １２—１３、３０—

３３、３７、９３、１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１５３—１５４、

１６３—１６４。

—— 封建主义生产方式—— １２—１３、

３０—３３、３７、９３、１０１、１２０—１２２、１５３—

１５４、１６３—１６４。

—— 和生产力发展—— ３６—３７、９４—

９６、３０４、３４３—３４５。

——和劳动过程（工艺过程）—— ６—７、

５８—６０、２１１—２１２。

—— 和利润率—— ３４１—３４２、３５４—

３５５。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

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封建主义。

生产费用

——定义—— ２６５—２６７。

——作为价值的组成部分—— ８４、１５６、

１８３、１８４； １０８、１７６、１９７、２０６—２０７、

２３５、２４０、２５１—２５２、２６３、２６５—２６７、

２７７—２７８、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０、３８５—３８６、

３８８—３８９、４１８—４１９、４４７—４４８、４８３、

５３３—５３４。

——生产费用的要素—— １５６、１８４；

３９—４０、８５、１９７、２０６—２０７、２６６、３２０、

３８８—３８９、４２５—４２６。

——生产费用的大小—— ５４７； ３２—

３４、１９７—１９８、２３４—２３５、２６５—２６６、

２７０—２７１、２７５—２７７、２８７、２９７—２９９、

３１６—３１７、 ３３０—３３１、 ３３４—３３５、

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４１８—４１９、４４７—４４８。

—— 不生产的费用—— １９１—１９２；

１９９。

—— 非生产费用—— ３８９、４２６—４２７、

４４７。

——作为生产费用组成部分的消费费用

—— ５７—５８、３８９。

——和机器—— ４４８—４４９； ３２—３４、

３１６—３１７。

——和剩余价值—— １８４； ２４０、２７２、

２７７。

——和利润—— ２５１—２５２、２６６—２６７、

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７、３５３、４５３—４５４、４７８—

４７９、４８３—４８５。

—— 和生产价格—— １７５、１７６、２４２—

２４３、３８５—３８６、４５３—４５４、４７８—４７９。

—— 和商品价格—— ２５８、４３２、４８３—

４８７、５０９—５１０。

——劳动力的生产费用—— ４６—４７、

４９—５１、１２８、１４９、３６３； １０—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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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５８、２７８、３０３、３２８—３３０、３３７—

３３８、３９３—３９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生产费用的理

解—— １８４、３４７； １０８、４６６、４８３—

４８４、５３３—５３４。

生产工具—— ５７、１０５、１６４—１６５、１９９、

４０９—４１８、４２７、４３９、４５０—４５１、４７０；

６９、２３８—２３９、５０３。

  并见生产资料。

生产关系

—— 一般评述—— ６５、６６、１０４、１１４—

１１５、１６２—１６３； ５９—６０、１６１—１６４、

２６７。

——和生产力—— ３６—３７、１６２—１６３、

４１１、４１２、４４０—４４１、４７２—４７３、４７５—

４７６、５０１。

——和劳动资料的革命—— ４１２、４７２—

４７３、５０１。

—— 资本主义前的形态中的生产关系

—— ３６、９９、１０１、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１、

２３２—２３３、２９９—３００； ５、８—１０、

１９—２０、３０—３３、１０４—１０５、１３７、

１６３—１６４、３６４—３６６。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３７、３９—

４２、４４、４６—４７、５１、５２—５５、５７、７２、

７８、９３—９４、９６、１０２—１０４、１１１—１１２、

１１４—１１６、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１—

１５２、１５９、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５—１６７、１７３、

１７８—１７９、１９７、２５７、２６２、２８７—２８８、

２９９—３００、３１８、３５１、４１２、６２５； ５—

６、９—１０、１１—１４、１８、３０—３１、５９—

６１、１１９、１２２、１６１—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４、

２５６—２５８、３６４—３６５。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生产过剩（相对生产过剩）

——作为扩大生产的规律—— １８１—

１８２。

——商品生产过剩—— ３０３—３０４。

——资本生产过剩—— １４６、３０２—３０４。

——生产过剩的周期性质—— １８１—

１８２、３０３—３０４。

——和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３０３—

３０４。

——和市场问题—— １８１—１８２、３０３—

３０４。

——和对外贸易—— ３０３—３０４。

—— 和工人阶级状况—— ５３、２３９—

２４０； ３０３—３０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产过剩——

１０３、１０７、２７５—２７６； ３０３—３０４。

  并见经济危机。

生产过剩危机——见经济危机。

生产积聚—— １５９、１９１、２９５、４５７、４６３、

５０２—５０３、５１４； ４０—４３、８７—８８、

１０１—１０５、１０９—１１０。

生产价格（费用价格，平均价格）——

６１６； ６０、２４２—２４３、２８５—２８７、

３５２—３５３、 ３８５—３８７、 ４１８—４１９、

４２２—４２３、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３。

  并见生产费用。

生产劳动

——简单劳动过程条件下的生产劳动

—— ６７—６８。

——和服务—— ５３—５８。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

１７９、１８１、２１５—２１６、２５４、２７６、３５１；

４３—６４。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劳

动—— ５８—６１。

——非物质生产中的生产劳动—— ６２。

—— 是非生产劳动的物质基础——

２１５—２１６。

——和全体工人—— ６２—６３。

生产劳动者和非生产劳动者——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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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５７—５９、６１—６３、３９４—３９５、４３８—

４３９。

生产能力—— ４６７。

生产时间

——和劳动时间（工作时间）—— ２５６—

２５７。

—— 和流通时间—— ２５２、２５６—２５７、

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４。

——和剩余价值—— ２５２—２５３、２８０。

生产条件（劳动条件）—— ３５、３６、３８、

５６—５８、１０２、１０３、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６、

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６—

１７７、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６、２６７、２８８、

２９０、２９９、３０７—３０８、３４０、３５１、３５３、

３６７、３９７、４０２、４１２—４１３、５１４、５１６、

５６６、５９７—５９８； ５—７、９、１９—２１、

３６—４３、４６—４８、５０、６７—６９、７１、７２—

８９、９１—９３、９６、９９—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６、

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２、１５７—１５９、

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７、２００—２０２、２２１—２２２、

２２９—２３０、 ２４３—２４４、 ２６４—２６５、

２７０—２７１、 ２９６—２９７、 ３１５—３１７、

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９—３４０、３５０—３５１、３５４—

３５６、３６３—３６５、３８８—３８９、５４３—５４５。

  并见生产，生产资料。

生产中的不幸事故—— ２４４—２４５。

生产贮备—— １５６—１５７。

生产资本—— ２９、６７、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２；

８—９、３６—４３、６４、９０—９１、１２３—１２４、

２９７、３６２、３８４—３８５、３８８—３９０、３９３、

３９８—４０１、 ４０３—４０５、 ４１２—４１７、

４３１—４３３。

生产资料

——定义—— １２５、１５７。

——作为生产因素—— ５７、６７、６８、８６、

１０５、１２５、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１、１７４、１８３、

３６８、５１５、５２３、５６１； ７—８、１９—２０、

３７、４６、７４、１４４、１５０、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０、

２４３—２４６、２６６、３３４—３３５、３４７—３４８、

５５３。

——作为生产发展的指标—— ５７、３６８、

５６１。

——作为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

７６—７７、８３—８４、３３４—３３５。

—— 作为不变资本的物质形式——

３６８； ３７、４７—４８、７９—８０、９０—９１、

１４９—１５０、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４。

——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手段

—— ６—７； ３７、４７、５２—５３、５９—

６０、９０—９１、２４４。

—— 生产资料的积聚—— １９１—１９２、

３３７、３９７、４１９。

——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同劳动分离——

１９１； ６—７、５９—６０。

——生产资料的发展和使用—— １５７、

１６０、３６８； ７３—７４、１５０。

——生产资料的价值—— ３９６—３９７；

７９—８０、８６—８７、３３３—３３４。

——生产资料的再生产—— ３６８—３６９；

３９—４０、７９—８０、８３—８４、１４４。

——和劳动—— ７９—８０、８４—８６、１４９—

１５０、２４４。

——和使用价值量—— ８３—８４。

——和产值—— ８３—８４。

——生产资料公有制—— １５７； ２０—

２１。

—— 和生产规模—— ８３—８４、１４９—

１５０、３３４。

  并见不变资本。

生活水平—— ５６４。

生活资料

——一般评述—— ３９、４３、４５、１５５；

２２１—２２２。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活资料的商品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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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 ４３、４５、１１３—１１４、３４０；

３７、４７、１６９、２４４—２４５。

—— 作为劳动条件—— ４６、６８、１０１、

１２４、１２９—１３０、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９—

１６０、１７６—１７７； ５—６、１０—１２、３７、

４７—４８、７３、８９、９０、９５—９６、９８、１００—

１０１、１５０—１５１、１６０、１６９、１９９、２００、

２４４、３２４、３６２—３６４、４６９、５５８、５５９。

—— 作为使用价值—— １０—１２、５４、

１７２—１７３。

——作为工资的实物形式—— ５３—５４、

６８、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０、１４９、１６１、

３４５、３６４—３６５、６０７、６２１—６２２；

１５１。

——必要生活资料—— ３８—３９、４３、４５、

４６、６８、１０１—１０２、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４、

１２９、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０、１７６—

１７７、３４５、３５４、３６１—３６３、５５７、５５９、

６０７、６２１—６２３； １１—１３、２２、２４、３７、

５４、６６、８９—９０、１１０、１４７—１４９、１７３、

１９９、２００、３２４、４６８—４６９、４８８—４８９、

５３０。

—— 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１４８、１７３、２０１、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４—２４７、

３２３—３２４、４７６。

——生活资料的量—— ６０７； ２０、１４８、

４８９、５５８、５５９。

——生活资料价值—— ４３、１２８、１９６—

１９７、６０５、６２１—６２２； １７６、４８８—

４８９。

——生活资料分配—— １５１。

—— 生活资料价格—— １１４—１１６、

４８９—４９０、５３０、５３２、５５７—５５９。

——和奢侈品—— ２６１、３４６、５９６—５９７；

１１５、１１８、１５２、１９９、２４５、５４１、５４４。

—— 生活资料变便宜—— ３５４、５５７、

５５９； ２８１。

—— 和劳动力价值—— ４２—４３、４５—

４７、１２４、１２８、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１、１６３—

１６４、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２、５５７、６２１—６２２；

１１１、５３０—５３１、５３７。

—— 和剩余价值—— ３９６—３９７、５５７、

５９５—５９６、６２１—６２２； １５１—１５２、

１５８、１６８—１７０。

——和资本—— １５６、５９５； ５—７、４７—

４８、１６０。

——和可变资本—— １２９—１３０、５９５；

９７、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２、２００—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５、２３８—２３９。

——和生产力的发展—— ３４５； ３—４。

——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４１—４３、

４８—４９、１１３—１１４、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

１４９、１７６—１７７、２６６—２７０、２７８、２８６—

２８８、３４５、３５４、３６１、５５７、５９５、５９６；

２２—２４、１５７—１５８、１９０—１９１、３４６—

３４７、４６８—４７０、４８８—４８９。

——和资本家的再生产—— ５９５—５９６；

６６、２２２—２２３。

——和非生产劳动者—— ５９６； １９８—

１９９。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活资料——

４７６、４８７—４９０、５３７—５３９、５４４—

５４７、５４８—５４９。

  并见消费品（个人消费品）。

生活资料基金—— １５８、１６３、３９３；

１３５—１３７。

牲畜（作为人的工具）—— ４１６—４１８、

４２４、５９５； １３、７７、８１、８６—８７、１５３、

１８２、２０１。

剩余产品—— ２１６； ４—５、６６—６８、

７３—７５、７９、８７—９０、１４４—１４８、１４９—

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８、２４８、２８５—２８７、

４８１、５６８—５６９。

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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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 ７、９、１３、２５、９１、９４、１１２、

１２１—１２２、１８４、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８—１９９、

２０１—２０２、２１７、５３２、５４９—５５０、６２７；

２２—２４、６９—７０、７１—７３、８９、２５１—

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５、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７、２８５—

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８—２９９、３２３—３２４。

—— 作为无酬劳动，剩余劳动——

２３３—２３４、２５７、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７—２８８、

５３２、６０６、６１７、６２７； ３９—４０、５９—

６２、７０—７２、７４—７５、８９—９１、１３１、

１７６、２６６—２６７、３００、３８６—３８７、４３１—

４３２、５０３。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有产物——

２５、９８、１２２、１５２、１８４、６３１—６３２；

４５—４６、６５。

——作为收入—— １７７—１７９、３５２、３５４；

５９—６０、６５—６７、１５７、１６９、２２４、

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６、２８６、３８６—

３８７。

——作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 ９７、

１８４、２００—２０１； ８９—９０、１２５—１２６、

１２９—１３０、１６９、１７６、１９１、２２０—２２２、

２３８—２４１、２４３—２４６、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７、

３５０—３５１、３８６—３８７。

—— 剩余价值的形成（生产）—— ２５、

９０、９１、１２０—１２２、１５２、１７４—１７５、

１８４、２２３； ４５—４６、７３—７４、８７、８８、

１２７、１３０、１９６、２４０、２８９—２９０、３１５—

３１６、４２２、４４７—４４８、４６６、４７５、４７８。

——剩余价值生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决定目的—— １０７、１５２、１７０、１７８、

２１３—２１４、３７４； ２２—２４、６７。

——剩余价值的源泉—— ９１、９７—９９、

１７４—１７５、４００； ３２—３３、４５—４６、

６９—７０、１９５、２４０、２５７、４２２、４３１—

４３２、４７５。

——绝对剩余价值—— １８６—１８７、１９５、

２０３、２１２、２１７、２６４—２６５、２７４—２７５、

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３、３５１、３７１、

３９６、４０７、５１４、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９、５５４—

５５５、５６５； ３—６、１８、７３、９６、２６８—

２６９、３２４。

——相对剩余价值—— １８７、２６４、２６５、

２６７、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３—２７５、２７８—２８１、

２８４—２８６、２９３、３５１、３７１、３８０、３９６、

３９７、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８、５１２、５１６、

５４２—５４４、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０、５５４—５５６、

６０３、６１８—６１９、６２１； ３、５、１７—１８、

２１—２３、６９—７０、７３、２６８—２６９、２９６、

３１３—３１４、 ３２３—３２４、 ３３７—３３８、

３４３—３４４、４９４。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

合—— ２２８、２９３、３５１—３５２、５５４—

５５５、６０３； ３—５、１７—１８、７３、９６、

２６８—２６９、３２３—３２４。

——超额剩余价值—— ３６２； ２３—２４。

——总剩余价值—— ２８５—２９３、２９８—

３０２、３２０、４２４。

——平均剩余价值—— ３２４。

——影响剩余价值量的因素—— ２０３—

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３—２１５、２５６、２６６、

２８０、２８５—２８６、２８７—２８８、３０７、３４５、

３５１—３５２、３７６、３９９—４００、５１６—５１７、

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１、５５６、６０６—

６０７、６１０、６１６—６１８、６２０—６２１、６３０—

６３１； ３—４、２２—２３、３２—３３、２７５—

２７７、２８０、２９８—３００、３１２—３１４、３２０—

３２１、３４２—３４３、４３１—４３２。

——剩余价值规律—— ２８９—２９０。

——剩余价值的增加—— ２７８、４８０—

４８１。

——剩余价值率—— ２１０—２１１、２２５—

２２６、２２８、２５１、２８８、２９３、４００、５４２—

５４３、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１、５５４、５５６、６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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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８、６１８、６２０—６２１、６２２—６２５； ２２、

６５、８３、２５８—２５９、２６２、２８３—２８４、

２９９、３００、３１３、３２０—３２１、４８３。

——剩余价值量—— ２０９—２１２、２２８—

２２９、２８８、２９３、３０７、５１８、５３４、５４３、

５４４、５５０—５５１、５５６、５５９、６０６—６０７、

６１７—６１８、６２７、６３０； ８２—８４、１９９—

２００、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６—２８８、２８９、３２０—

３２１、３４２—３４４。

—— 剩余价值在流通中的实现——

１９１、１９５—１９６、２４６—２４７、２４８—２４９、

２６８—２６９、 ２８８—２８９、 ４２９—４３１、

４４７—４４９。

——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收

入）和积累基金—— １３５—１３６、

１５７、２４７—２４９、３４６—３４７。

——剩余价值的积累和向资本的再转化

（资本化）—— ２１１—２１２、５４４；

６５—７６、７８—８０、８３—８４、８８—８９、

９２—９５、９８、１３０—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６、

１４０、１４７—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５、

１５７—１６０、１６５、１９６、２０１、２４７—２５０、

２６３—２６４、 ２８５—２８６、 ３４６—３４８、

５６８—５６９。

—— 剩余价值的分配—— １７８—１７９、

２０２—２０３； １４９—１５２、２２８—２２９、

２４９、２５９、２６８—２６９、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８、

３８６—３８７、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２、４７９。

——剩余价值的消费—— ６５—６６、１３６、

１４７—１４９、 １５１—１５２、 ２２０—２２１、

２４６—２４７、２４８—２４９。

——剩余产品形式上的剩余价值——

２１７； ４—５、６６、６７、７３—７４、７９、８７—

９２、１４４—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８、２４５—２４６。

——产业利润形式上的剩余价值——

２７、１２０—１２１、１７８、２６６、３４５； １７、

３９—４０、１６９、１７２、１９５—１９７、１９９—

２００、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９、２４４、４７８—

４７９。

——商业利润形式上的剩余价值——

１７６—１７７、２３７—２３８、４１８—４２０。

——利息形式上的剩余价值—— １７８；

７１—７２、１６９—１７１、１９５—１９７、

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８—２２９、３６４、３８５—

３８６、４２４、４２６—４２７。

——地租形式上的剩余价值—— １７７—

１７８； １６—１７、１０４—１０５、１６９—１７１、

１９５—１９７、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９、２４４、

４２６—４２７、４７８—４８０。

—— 和劳动量—— ５５６、５５９； ２９８—

３００、３１５—３１６、３２１—３２２、３３７—３３８、

４３０。

——和工业消费—— １７３—１７４。

——和生产力—— ３—４、７３。

——和生产劳动—— １６、４６—４７、１９８。

——和劳动生产率—— １２９、２２８—２３０、

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６、２７５—２７６、２７７、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３、

３４５、３６４、４０４、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８、５４９—

５５０、６０６、６１０、６１３； ３—４、７９、１９８、

２９４—２９６、２９８—３００、３２６、３２９、３３７—

３３８、３４４—３４５。

——和劳动强化—— ２５８—２５９、３７８—

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３、４０３—４１０、５０７—５０８、

５５９、５７９、５８５、６１８； ７３、１９８。

—— 和工作日的长度—— ７３、３２１—

３２２。

—— 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 ２２８、

５４２—５４４、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１、５５６、５５８—

５５９； ３—５、１７、７３、８２—８４、３１５—３１６、

３２１—３２２、３３６—３３８、３４２—３４４、４３０。

—— 和劳动时间—— ２５５、２５６、５３２、

５４２—５４３、５５１—５５２。

——和工资—— １２９—１３０、１６０、１８８—

９０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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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８９、１９５—１９６、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８—２３３、

２５５、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９、２７５、３６１—３６２、

３９１、５４２、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６、５５７、６０６—

６１０、６１１—６１２、６１６—６１９、６２０—６２２、

６２４—６２５； ３、３２—３４、５０、１３５—

１３６、１５０—１５１、２０４—２０５、４８３。

——和生产费用—— ２７１—２７３。

—— 和资本—— ７２—７５、１４７—１４８、

１５３—１５６、 １５７—１５９、 １９９—２００、

２４８—２５０、 ２８３—２８４、 ２８８—２８９、

３０９—３１０、３２６—３２７、３３３、３４４—３４５、

４３１—４３２、４３３—４３４。

—— 和不变资本—— １１２、１２２、１７４—

１７５、１８６—１８８、２８８、３６１、３６４、３７１—

３７２、３７６—３７８、３９６—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１、

５１２—５１３、５３２、５４２、５４９、５５６—５５８、

５６４、５６５； ４０—４１、７３、７７—７９、９２—

９４、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４、２６９—２７１、２８３—

２８４、３４４—３４５。

—— 和可变资本—— １１９、１８６—１８７、

２０３、２６２、４５１—４５２、５４６、５４７—５４８、

５５４、５５６、５６５、６１８—６１９； ７９、８３—

８４、９３—９４、９６、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３、２５４、

２８３—２８４、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５、３１０—３１２、

３４４—３４５。

—— 和利润—— ２５１—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３、

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３—２８７、２８９—２９３、

２９４—２９５、３３３、４２４。

—— 和利润率—— ２５１—２５２、２７９—

２８０、２９５—２９７、４１４—４１５。

—— 和生活资料—— ３９６—３９７、５５７、

５９５—５９６、６２１—６２２； １５１—１５２、

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８—１７０。

——和资本流通—— ２１—２２、２４—２５、

９０、９８。

—— 和资本积累——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

２４９—２５０、３４６—３４８。

——和资本有机构成—— ３３６—３３８。

——和准备金—— １５５。

——和商品价格—— ５５６、５５７； ２５９—

２６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剩余价值——

９—１０、２３—２５、９５—９６、１２０—１２１、

１７４—１７５、２０３、２２４—２２５、６０９、６２４、

６３１—６３２； １４４—１４５、２５６—２６０、

２９０、４８３、５４６。

  并见绝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相

对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

——定义—— １９９、２０１、２２５—２２６、２２８、

２５１、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９、６０５—６０６、６２２—

６２３； ２２、２４—２５、２５２—２５３、２５４、

２５８、３３７。

—— 作为劳动剥削程度的表现——

４００、６２２—６２５； 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８—

２５９、２９６—２９７。

——剩余价值率的高低—— ３０２—３０３、

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３—３２５、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１、

３５１、４７２—４７３。

——决定剩余价值率高低的因素——

１９１、１９９、２１０—２１１、２２８、２８８、２９３、

４００、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４、５５６、

６０６、６２２—６２５； ２２、２４、２８３—２８５、

３３７—３３８、３５１—３５２。

——平均剩余价值率—— ２８９。

—— 和劳动生产率—— ２２８、５５１；

２４—２５、３０１、３２９—３３０、３４１—３４２。

——和劳动量—— ３３４—３３５。

—— 和可变资本—— ３０５、３２４—３２５、

３４１—３４２。

—— 和总资本—— 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０—

３１１、３２４—３２５、３４１—３４２。

—— 和利润率—— １９１、５４９； ２５８—

２５９、２７６—２７７、２９５—２９６、２９８—３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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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２—３０７、３４１—３４２。

——和剩余价值量—— ２００—２０３、２２５、

２２８； ２７２—２７３、２９８—３００、３１４—

３１６、３２１—３２２。

——和生产规模—— ３０２—３０３。

——和劳动力价值—— ３５１—３５２。

——和工人人数—— ５５０—５５１、５５６；

２９８—２９９、 ３１４—３１５、 ３２１—３２２、

３３４—３３５、３４２—３４３。

—— 和工资—— １９８、５４２、６０８、６１８—

６１９； ３５２。

  并见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剩余劳动

——定义—— ９１、９４、９６、９７—９８、１２９、

１８８、１９５、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２、２１５—

２１６、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７、４０３、５３２。

—— 作为致富的源泉—— ２０４、２１５—

２１７、６０５； ４—５、８、１０—１１、１００—

１０１、１３７、１４０、２２６、３５７—３５８、３６４、

４７５、４７８—４７９。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因——

１８８—１８９、２０３—２０４、２１５、３７４—３７５；

１００—１０１。

——强制进行剩余劳动—— ４—５、１３—

１４、３７、４２—４５、３６４、４７９。

—— 剩余劳动的尺度—— ２０３—２０４、

２０７—２０９、２１７。

—— 剩余劳动量—— ２０６—２１２、２１５、

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６、２４７、２８８、２９０、２９３、

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４—４０５、５４２、５４８、５５２、

５５６、５５７、６０３、６１７、６２５； １０—１１、

４０、３５７—３５８。

——和必要劳动—— 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３—

２０４、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７—２３０、

２５４、２５７、５４８、５５１—５５２、５５６、５５７、

５６０、６１０、６１３； １００—１０１、３１５、４８１。

——和不变资本—— ４０—４１、２２６。

—— 和剩余产品—— ２０３、２１５—２１６、

２５３—２５４； ４、８９、４８１。

—— 和工资—— ２５５、２６６； １０—１１、

５５６—５５９。

——和自由时间—— ２６２。

失业—— ２２８、３７９、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８、４０９、

４５２—４５３、５１８、５３３—５３５、５３９、５４２、

５４４—５４５、５５５、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０—５６８、

５７６、５７７、５７９—５８２、５９４，５９６； ３２—

３３、９６—９７、３１４、４９２。

  并见相对过剩人口。

实践和理论——见理论和实践。

食利者—— 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２７８—２７９、２７９—２８０。

使用价值

—— 一般原理—— １１—１２、５８—６５、

６７—７０、７２—７６、７８—８０、８４、１０２—

１０３、１３７—１３９、１７４、１７９、２１８、２６６、

３０１—３０２、３４１、３５５、３６７、３７１、６２７；

８—１０、２７、４４、５４—５６、８２—８４、８７—

８８、１００—１０１、１４７、１５９、３０２、３５３、３６５、

３９０—３９１、４２５—４２６、４４０—４４１、５６５。

—— 作为经济关系的物质基础——

３４０—３４１。

——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和基础——

６２—６５、６７—７０、７２—７６、７７—７９、

８６—８７、１０２、１１２、１１６—１１７、１７４、

２１７—２１８、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６—２６７、３４１、

３６７； ８—９、２７、３９、５４—５５、８８、

１４６—１４７、３５３—３５４、３６２、４４０—４４１、

４４８、５２５—５２７。

——劳动力商品的使用价值—— ８６—

８７、１７９—１８０、１９３—１９４； ３０３。

——和价值—— ７、１１—１２、１４、７７—８０；

２７、８１—８３、８８、９２、２７５、３４０、４２５—

４２６。

——和剩余价值—— １４４—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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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资本—— １１２、１７４、１７５； ３９、

４４、３０３。

——和消费—— ７８—８０、３５５； １４７。

世界市场——见对外贸易（世界贸易）。

市场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

３４５、６２６； ４０１—４０２、４０８。

——和资本主义生产规模—— １０６—

１０７、４０２—４０３。

—— 市场的容量—— ５８６—５８７；

３８９—３９０、３９１、４１３、５０１—５０２、５１９。

——商品市场—— ６８、１０６—１０７、１２６、

３８９—３９０、４０１—４０２、４０８、４１３、４４６—

４４７、５０１—５０２、５０４。

——劳动市场—— ３４５； ６８。

——国内市场—— ３９３—３９４。

—— 国外市场（世界市场）—— ３５４、

４０５—４０６、４０９、４２６—４２７、４７２—４７３、

５４５、５６３、５８６—５８７； １２０—１２１、

２２４、３９３—３９４、３９６、５１０、５５８、５５９。

——市场充斥—— ５８６—５８７； ３８９—

３９０、４５２—４５３、５１９。

——和再生产—— ４０８。

——和价格波动—— ４４６—４４７。

  并见对外贸易（世界贸易）。

市场价格—— ６１５、６２８； ２６、４０、１０７、

１１６、１８３、２５９—２６０、３８３—３８４、３８９—

３９０、４１２、４４３。

  并见价格。

收入

—— 作为商品价值的—部分—— ９７、

１６３、１８４、２００—２０１。

——总收入—— １６。

——纯收入—— １６、１７。

——年收入—— ２２５。

——工人收入—— ２５０、４８９。

——资本家收入—— １４９—１５０、２４６—

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０、２８５—２８６、３９３。

——非生产劳动者的收入—— ２４９—

２５０。

——国家（社会）收入—— ３４４—３４６；

１４８—１５０、１８９—１９０。—— 财政收入

—— ２７８—２８０。

——工资形式上的收入—— ２２５—２２６、

４１５。

——利润形式上的收入—— ２７—２８、

１１９—１２１、１７７—１７８、２６５—２６６、３４５；

１７、３９—４０、１６８—１７１、１９５—１９７、

１９９—２００、 ２２０—２２２、 ２２４—２２６、

２４９—２５０、４１５。

——地租形式上的收入—— １７７—１７８；

１７、１０４—１０５、１６８—１７１、１９５—

１９７、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５、２４９—２５０、

３５６—３５７、４１５。

——利息形式上的收入—— １７７—１７８；

７０—７２、１６８—１７１、１９５—１９７、

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６、２２８—２２９、２５０、

４１５。

——收入的最初源泉—— １７７—１７８。

——收入的消费（吃光用尽）—— １７７—

１７９； １４８—１５０、２２３—２２４、２４７、

２４８—２５０、４３８—４３９。

——收入的资本化—— ４３８—４３９。

——和资本—— １６３、５４５； １５２—１５３、

１８９、２１３—２１５、２４９—２５０、３５６、４１３—

４１４、５０６。

—— 和剩余价值—— １７７—１７８、１７９、

３５１—３５２、３５４； １６—１７。

——和货币流通—— ３３５、３４７； ３９５。

—— 和生活资料基金—— １６、２２３—

２２４。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收入——

１７７—１７８、２６１； １７、２２５—２２６、

４４４—４４５、５３３—５３５、５４２—５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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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支前额—— ３９７。

手工业生产—— １０１、１２２、１８９—１９０、

２１１—２１３、２５４、３２３—３２４、３３６—３３７、

３４４、３４７、３６７、４１１—４１５、４１５—４１６、

４２７—４２８、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０、４３１—４３２、

４４１—４４２、 ４４６—４４７、 ４４９—４５０、

４５１—４５４、４７０—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５、５１７、

５１９、５２３、５３４—５３５、５６０—５６４、５６６、

５９４； ６—１０、１３—１４、１６、２１、２４—

２５、５８—６１、６３、１２０—１２１、３５５—３５６、

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３、４７８、５１３—５１５、５２２—

５２３、５４２。

数学—— １９５、２０２、４５０、４８４； ２７、４７３。

税收—— ３９２； ５８、５９、１０４、１１０、１１４—

１１８、２１７—２１８、３６３、４５８、５０１、５２２、

５２４、５２８、５３１—５３２、５３７—５３８、５５１、

５５７、５６５。

私有制

—— 作为剥削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基础

—— ２３３—２３４。

——作为社会关系的基础—— ２３３—

２３４。

——封建主义私有制—— ２３３—２３４。

  并见土地所有制，财产。

斯基台人—— ４１５。

斯拉夫国家—— ２３２—２３３。

苏格兰—— ４５、４５４、４６０—４６１、４６７—

４６９、５０８； １０４—１０６、４４４—４４５、

４９９—５０１、５１６—５１７、５６５。

所有权——见所有制、财产。

所有制（财产、所有权）

——财产的起源—— ３４６； １２０—１２２。

—— 作为占有—— ５８１； １６０—１６１、

３５５。

——财产的异化—— ３５—３６、１２３、１２５、

１４６—１４７、１７６—１７７、１９３—１９４、２１４、

４７４—４７５； ９０—９１、９９—１００、１３９。

—— 财产的历史性—— １２２—１２３；

２０—２１、１２０—１２２。

——生产资料所有制—— ３５—３６、１００、

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５、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６—１４７、

１５１、１５７、１５９、１９６、１９７、２０３、２１４、

２５７、５８０—５８１、５９３—５９４； ５—７、

１９—２２、６０—６２、７０、９０—９１、１０１—

１０４、１２１、１３５—１３７、１６０—１６１、３５５、

４７９—４８０、５３２、５３９—５４０、５４３—５４４、

５５５—５５６。

——劳动产品所有制—— ４—５、１６０、

１８０—１８１； ２１、３０—３２、９９、１００、

１３６—１３９。

—— 所有制形式—— １２２—１２３；

１２０—１２２。

——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上的私有制

—— ２３３—２３４； ２１、１０１、１０９、

１２０—１２１、１６１、３６３—３６４。

—— 封建所有制—— １４７、１５１、２３３—

２３５、４７４—４７５； １０４—１０６。

——资本主义私有制—— １０６、１２２—

１２３、１２５、１４６、１５９、１７６—１７７、１９３—

１９４、２８７、５８１—５８２、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４、

５９６； ２０—２２、７０、９０—９１、９９—１００、

１１９—１２２、１３５—１３７、１６１、４７９—４８０、

５５２—５５３。

——公有制—— １５７； ２０—２２。

——所有权规律—— １６３—１６４。

——和劳动—— １８０—１８１、１９３—１９４、

２０３—２０４、２１４、４７４； １２—１５、２１、

７３、９１、９９—１００、１２０—１２２、１５４、

１６０—１６１、５５２。

—— 和工人—— １００、１２２—１２３、１４６、

１５６； １７—１８、７３、９９—１００、１０９、

１２１—１２２、１５３—１５４、５３９—５４０、５２２。

——和阶级—— １４６—１４７、２０３、２５７。

——和占有—— １４６—１４７、２３１—２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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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１０３—１０４。

——和权（法）—— ６１２； １６０—１６１。

—— 和生产方式—— １２２—１２３；

１２１—１２２。

—— 资产阶级对所有制的看法——

２８７、４２３—４２４、５８１、６１２； １７—１８、

１２０—１２２、４６０、４６９、５０６、５１６、５１８、

５２５、５３２、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３—５４４、５５２。

  并见土地所有制。

Ｔ

忒拜—— １２１。

天文学—— ２９５、４７２、５８４。

贴现—— １１７—１１８、１１９； ３９６、４１２、

５７８。

贴现率——见银行，借贷利息。

铁路—— ４１６、４１８、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１—

４８２、５９７； １９—２０、２５、８１、１４３、１４８、

３３４—３３５、３４８。

  并见运输业。

同事关系—— ６２５。

统计—— ４０８、５１０； １１６—１１７、２６１。

投机—— ３２—３３、１６４。

土地

——作为行星地球—— １６３。

——作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 ５７、

１２２、２３３—２３４； ２１、７７—７９、１１０—

１１２。

——作为机器—— ５３２—５３３。

——作为财富的基础—— ５２８。

—— 作为农业生产的基础—— ２１７、

２３３—２３４； ２１、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７—

１１１、４６８—４６９。

——土地的自然生产效能（生产率）——

２８７—２８９； ３—５、８５—８６、８８、

４４９、４７５、４７６、４８０—４８１、５０６—５０７、

５１０—５１３、５１９、５３３。

——土地同劳动者相分离—— １００—

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２、３５７。

—— 土地的耕种—— １２２、１４５—１４６、

２８７—２８９； １７—１８、２１、１０８—１１０、

４６８—４６９、４７８—４７９、４９８—４９９、５４３、

５６２—５６３。

—— 土壤改良—— １４７—１４９、５００—

５０１、５０５—５０６、５１０—５１１、５１８—５１９、

５４２—５４３。

——土地的使用价值—— ７７—７９。

——土地的交换价值和价格—— ７７—

７９、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２、４２７—４２８、

４７６—４７７、 ４８０—４８１、 ５０６—５０８、

５１８—５１９、５４２—５４３。

—— 土地的产品—— ８５—８６、１０８—

１１１、４５２—４５３、４６９—４７１、４７８—４７９、

５０１—５０３、５０６—５０８、５１５—５１６。

——矿山产品—— ４５２—４５３。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土地——

２８８—２８９； １７—１８、７７—７９、４５９、

４７０、４７９—４８１、４９８—４９９、５０５—５０９、

５１１、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８—５１９、５２７—５２８、

５３３、５４２—５４３。

土地价格（价值）—— ２７、４７２—４７３、

４７６—４７７、５２１、５２２、５３１—５３２。

土地所有者—— １０２—１０４、２１６—２１７、

２１９、２２１、２２４—２２５、２２９、４８７—４８８、

４９９—５００、５０６、５１１、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７、

５２０—５２３、５３１—５３２、５４２、５５６—５５７、

５６２—５６５。

土地所有制（土地所有权，地产）——

１２２—１２３、１４６； ８—１０、５９—６０、

１１９—１２２、２５２、２５６、３５６、４５９—４６０、

４８６—４８７、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９、５００。

Ｗ

瓦拉几亚—— ２３４、２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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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 ４５４、４５５、４５７。

文化（文明）—— ４３、４５、５２、２５７。

文明—— １８１、２１５、４１５； ２９２、４３０。

文学艺术—— ２１５、４３２； ５２—５４、５７、

６１—６４、８８。

无产阶级—— ３３８； ３０３。

  并见工人阶级，工人，农业工人。

物理学—— ５４０、５４１、５９９。

Ｘ

西班牙—— ４２７； １２０、５２７。

西西里岛—— １２１。

西印度—— ４２７。

希腊（古希腊）—— ３２０—３２１、４１５；

３６８。

乡村—— ４１９； １０８—１１０、４８８—４８９。

相对过剩人口—— ３４５、５３４、５４４、５５１、

５５３、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６、５６８、５７７、５８１—

５８２、６１２； ７４—７５、１５７。

相对剩余价值

—— 相对剩余价值的定义—— ２６７、

３８０、５４２。

——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１８７、

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９、２７２—２７５、２７８—２８１、

２８４—２８６、３７１、３９６、３９７、４０３—４０５、

４０７、５１２、５１６—５１７、５４８、５４９、６１９；

３—５、１７—１８、２１—２２、６８—７０、２９５—

２９６、３１３、３１４、３２３—３２４、３３６—３３８、

３４３—３４４。

——和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３—４、

２１—２２、７３—７４、２６８—２６９、３３７—３３８。

—— 和绝对剩余价值—— ２２８、２９３、

３５１、５５４、５５５、６０３、６１８—６２１； ３—

４、１７—１８、２６８—２６９、４９３—４９４。

——和劳动—— ５４４； ２１—２２。

——和工人人数—— 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８。

—— 和工资—— ２８６、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７、

６１９、６２２。

——和人口—— ５４４。

——和资本—— ７２—７４、２６８—２６９。

消费

——作为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要素——

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５、１７６； ６４、

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９。

——作为经济过程的阶段—— １２５—

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０。

——生产消费—— ５８—５９、６４、６８、６９、

８４、９４、１００—１０２、１２７、１５１、１７６；

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６、１５５、２２２、２２６、２４１、

２４７。

——工业消费—— １２６、１２９、１９７、２２６、

２３８、２６４、３８９—３９０、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７、

４０９、４３４、４４６—４４７。

——个人消费—— ６０—６１、６４、６５、６８、

８０、１５１、１５４—１５５、１６３、２７０； ９、

５４—５５、８４、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５、

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０、１９６—１９７、２２０—

２２２、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７、２６４、

３８８、４０２、４０７、４０９、４２４、４３４、４４７、５５３。

——工人的消费—— １２７、１２９、１５４—

１５５、１９７、２６７—２６８、２７０、３９６、６０７；

１４６、１９６—１９７、２２０—２２１、３１７、３２４、

３２８—３３０、３４３、５１２、５２３—５２４、５４１、

５５３。

——非生产劳动者的消费—— １５４；

１４７—１４８、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３、１９７、４２２。

—— 剥削阶级的消费—— １５４—１５５、

１６３、２７０、３９６； ８４、１４５—１４７、１５１—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７、

３４３—３４４、４２１。

——金的消费—— ２４０—２４１。

—— 资本对劳动力商品的消费——

５４—５５、９５、１００—１０２、１１４—１１５、

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１、２０６、６２０、６２７；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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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４９—５０、１２５—１２６。

——消费工具—— １４５—１４６、２３９。

——消费费用—— ３８９。

——消费基金—— １４６—１４８。

——和生产—— ９、８７、１２６、１４２、１４７—

１４８、５１７、５２４。

——和货币流通—— １２６—１２７。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消费—— ７２、

１２６、１５１、１５３—１５５、１７５—１７６；

３０４、４９３—４９４、５１６—５１７、５４１、５４５。

消费基金—— １０２、１６１； １３９—１４０、

１６８—１７０、２０２、２２４—２２５、４３７—４３９、

５３３—５３４。

消费品（个人消费品）

—— 生活必需品—— ３９、４３、４５、４６—

４７、６８、１０１—１０２、１１３、１２４、１２９—

１３０、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９—１６１、１７６—

１７７、３４４、３５４、３６２、５５７、５５９、６０７、

６２１—６２２； １２、２３—２４、３７、５４—５５、

１１２—１１８、１４３—１４５、１４９、１５３、４４６—

４４７、４４９、５６５—５６６。

——侈奢品—— ２６１、３４６、５９５—５９６；

１１５、１１７—１１８、１５１—１５２、２４５、５４１、

５４４。

  并见生活资料。

消费税—— １０４、５２４、５２９、５３１。

消费资料—— ９７、１４９、１５２、１３３、５５３。

小商品生产—— ４１７、５９９。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１７２。

  并见蒲鲁东主义。

协作（劳动协作，劳动联合）

——作为社会发达劳动的形式—— ５６、

１９１—１９２、 ２９０—３００、 ３０７—３０８、

３１７—３１８、 ３５０—３５１、 ３５２—３５８、

３６２—３６３、３８４、３９６、４０２、４１２、４４８、

４５１—４５２、４７０—４７１、４７４、５１６、５１７、

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２、５２６、５３６、５４８、５６１—

５６４、５６７、５７０、６０２； ２０—２１、２５、

３７—３８。

—— 简单协作—— ２９０—３００； １９—

２１、３３４、４７４—４７５。

—— 和分工—— ５６、１９１、２９０—２９３、

３０１、３１７、３２９—３３０、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８、

３８４、３９６—３９７、４４８、４５２—４５３、５１６、

５２２、５４８、５６１； ３３４、４７４—４７５。

—— 和机器—— ３６２—３６３、３８４、４５１、

４５２、５１７、５６４、５６９—５７０； ３３４、４７０。

——和劳动生产率—— ２９０、２９１、２９５—

２９８、３６３、５１３、５１６、５５２； ９５、３３４。

——和剩余劳动—— ２９６。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协作劳动——

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６； ４７１—４７２、４９１—

４９２。

新教—— ５４２。

信用

——信用发生和发展的条件—— ３５７—

３５８、４３８—４３９、４６８—４６９。

—— 和资本主义生产—— １８０—１８１、

１８３—１８４、 ２２３—２２４、 ４３８—４３９、

４５８—４５９。

——和商业—— 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４、

２１５—２１６、 ２３７—２３８、 ２７４—２７５、

４１２—４１３、４３８—４３９、４６９。

——和资本流通—— １８０—１８１、１９１—

１９２、２０８、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５、２２７、

２３７—２３８、２７４—２７５。

—— 和资本积累—— 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２、

２１１—２１２。

——作为加速再生产过程的手段——

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４、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８、

２１１—２１２、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８—４６９。并见

银行，货币资本，借贷资本。

信用券—— ５４６。

信用制度—— １０４—１０５、４１２、４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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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４。

形态（社会形态）——见社会经济形态。

匈牙利—— １９０。

修理—— ７８。

  并见机器，固定资本。

需要

—— 需要的社会性质—— ２５９、２６０、

３５５； ３５５、５２５—５２７。

——需要的发展—— ３５４、４７２—４７３；

１４。

—— 需要的历史性质—— ２６０、３４０、

４７２—４７３。

——有形需要和无形需要—— ５２５—

５２６。

——资本需要—— ２６０。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需要和这种

需要的满足—— ２５９、２６０、３４０；

４、１３—１４。

——和劳动生产率发展水平—— ２６０、

３４０、３４３、３５４、４７２—４７３； ４。

——必要需要—— ４７５—４７６。

——自然需要—— ４７６。

——和劳动力价值—— ３５５。

——和资本主义下的生产—— １４６—

１４７。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需要——

３６８—３６９、５２５—５２７。

畜牧业—— ５７、２１７、４２０、５９９—６００；

８６—８７、２２５、２３１、２３８—２３９、５０９—

５１０。

选举制度—— ５５５。

学徒—— ５３１、５３８、５７２。

学 徒 法—— ５３９、５７２； ４８９—４９０、

５４７—５４８。

雅典（古代雅典） ３２０； ７、１２０—１２２。

亚麻业—— ３５０； ２７０。

亚述—— ２９５。

亚维亚生产方式—— １６３—１６４。

亚洲—— ２９２、２９３、４２４； ３６８、５１５。

徭役—— ２０４、２３１—２３６； １０、１３７—

１３９。

冶 金 业—— ４２８、４３０； １２０—１２１、

１８１—１８２。

一般等价物——见货币，金（和银）。

移民国外—— ４０９。

异化（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异化）—— １８、

２９—３０、３６、３８、９３、１０２、１０４、１２３—

１２５、１４６、１５０、１５６、１８０、１９３—１９４、

２９８、３００、３１８、３５１、３５２、５１３—５１４、

５１６、５６６、５７１、５９８； ３３—３４、３７—

３８、４０、８４—８６、９０—９４、９８—１０１、

１２１、１３８—１４０、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７—１６２、

３３９、３４５—３４６、３５６—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５、

３８４、４１８—４１９、４４２、４６５—４６７、４７１—

４７２。

役畜——见牲畜（作为人的工具）。

意大利—— １２０、３６７—３６８。

意识形态—— ５６７—５６８。

银——见金（和银）。

银行—— １８８—１８９、２２３、２２７—２２８。

  并见信用，借贷资本。

银行家—— １６； １８８—１９０、２０１、２２８—

２２９、２４２、３９９、４５９。

银行券—— ２０１、２２７。

印度—— １４７、３８８； ３０—３３、８０—８４、

１３８—１３９、２９６、３５４—３５６、３６８、４６１—

４６２。

英格兰—— ５５、１９０、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９、

２２５、２３３、２３６、２５０、２５１、２５５、３１０、

３４６、３７４、３８２、３８８—３８９、４０５、４０６、

４０８、４０９、４１１、４２７、４３２、４３８—４３９、

４５５—４６１、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５、４７６、４９０—

５１２、５７８、５７９、５８３—５８５、５９７、５９８、

６０３—６０５、６１２、６２２； ３２、５９、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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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８４、８６、８７、１０５、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９、

１３８、２２４、２４０、２４２、２７８、４４５、４５８、

４５９、４６２—４６４、４６６、４６７、４６９、４９９、

５１２、５１６、５２２、５２５、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７、

５３９—５４１、５４７—５５２、５５４—５５５、５５８、

５６０、５６２。

  并见大不列颠，爱尔兰，苏格兰。

英国谷物法—— 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０、１１１—

１１９、４２１—４２３、４３４—４３５、５５６—５５８、

５６０—５６１。

有价证券—— ４５５—４５６。

  并见股票，交易所，借款，支票。

余暇—— ６０１。

渔业—— １０５、３９８。

原料（原材料）—— ５８、６７、６９、１０２、１１７、

１５８、１７１—１７２、１７４、１８９、１９６、１９９、

２１２—２１３、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０、３６３、３６４—

３６５、３６９、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６—

３９７、４０３、４０５、４１２、４７４、５３６、５５５、

５５８、５９９； ５、９、３２、４０、４５、６２、６８、

７９、８９—９０、９５、１２４、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４、

１５０、１５９、１６９、１７１、１８２、２１４—２１５、

２２０、２２２、２３０、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３、

２４５、２５３、２６４、２７０—２７１、２９４、３２４—

３２５、３３０、３３６、３６３—３６４、４２７、４４９、

４６８—４６９、４８２、４８３、５５９。

原始公社制度—— ３４９。

运输业

—— 作为物质生产部门—— ６３—６４、

３８７—３８８、４１６—４１７。

——位置的转移是运输业的产品——

４１６； ２４—２５、６３—６４、３８７—３８８、

３９０—３９１。

——铁路运输—— ４１６、４１８、４７９、４８２、

５９７； ２５、４６１。

——水运—— ４１６； ２５。

——运输业的垄断—— １２０。

——运费—— ３８９—３９０、４１６—４１７。

——和生产力的提高—— ２４—２５。

——和流通时间的缩短—— ２７５。

——和资本周转—— ４６１。

  并见交通工具。

Ｚ

再生产

——定义—— ５４６； 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４。

——作为生产和流通过程的统一——

６９、９９、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８、１２９、１７３、

２３７—２４０、 ３５５—３５６、 ３６１—３６２、

３６５—３６６、４０３—４０４、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６。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的特征和

实现—— ８７、８８、１１９—１２０、１４８—

１５０、１５４、１６６—１６８。

—— 再生产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２、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３、

１６６—１６８、２２３、２５０、３６２—３６６、３９９—

４００、５６６。

——再生产过程的形式—— １２８—１３１、

１３３、１７３、４０７—４０８。

—— 消费是再生产的必要要素——

１１１—１１２、１１４、１７６—１７７； １２６、

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６、２３９—２４０、

４０９、４３１—４３２、４４６。

——生产资本的再生产—— １８７、２２２—

２２４、２９３—２９５、３９０、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３、

４０９、４３３。

——商业资本（商人资本）的再生产——

４０２—４０４、４０７—４０９。

——和预付资本的补偿—— １３０—１３１；

８２、８３、８７、８８、９９、１２６、１３３—１３４、

１６６—１７１、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８—

２２１、２２９—２３０、２６４、２８６、４３１—４３２。

——和产品在实物形式（物的形式）上的

补偿—— ８８、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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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４、１６６—１７１、１７５、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９—

２３０。

——和流动资本的补偿—— ２４５—２４６。

——再生产的速度和周期的持续——

１２９、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１、３９９—４００、４０９、

４３５、４４６、４４８。

——简单再生产—— ５４６； １２７、１３０—

１３５、１４４、１４８—１４９、１６６—１７１、１９２—

１９３、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５、２４５、２４６—２４７、

３６３—３６４、４３６—４３７、４５１。

——扩大再生产—— １２７—１３２、１９６—

１９７、１９８、５４６； ８２—８４、９９、１３１—

１３２、１３５—１３６、１４４、１５３—１５５、１６０、

１６１、１８０—１８１、１８６、２３８—２３９、４３６—

４３７、５６７、５７１。

——单个资本的再生产—— １８５—１８６。

——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 ５４６；

９６、１３０、１６８—１７１、１９５—１９６、２０９—

２１０、２５０。

—— 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再生产——

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１、５４６； ８１—８４、８８

、９６、９９、１１９、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４、

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６—１７１、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６—２１０、２２２—２２３、２２５、２２９—２３０、

２４４—２４６、２４７—２４８、２８６、４２８、５７１。

——可变资本的再生产—— １８６—１８７、

５４６； ９６、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３—１３４、１３５、

１６６、１６９—１７１、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６、１９０—

１９１、２０８、２１０、２２５、２４５、２９８—２９９。

——生活资料的再生产—— １６６—１７１、

１９０—１９１、２０９、２３８—２３９、２４８。

——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

１２７—１３１、１９６—１９７、１９８； ２２—２４、

９７、１１９—１２０、１３３—１３７、１３８—１３９、

１４１、１５３—１５５、２８５—２８６、３１６—３１７、

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３、３４５、４２８、４３１、４５８。

——剩余价值的再生产—— １３４—１３５、

１６６—１７１、２０８、２１０—２１１、４２８。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

１２７—１２８、１９７—１９８； ７５、９９、１１９—

１２０、１６１—１６２。

——资产阶级财富的再生产—— ９９、

１３０—１３１。

—— 再生产的总过程—— １７９—１８０、

１９６、１９９—２００、４０５—４０６。

——和生产—— １３０—１３４、１４０—１４１、

１４４、１４７、４０２—４０３。

——和社会生产部类之间的比例——

１４８—１５０、 １５１—１５３、 １６６—１７１、

２０７—２１２、 ２２０—２２５、 ２２９—２３０、

２４４—２４９。

——和商品的形态变化—— １２８—１３０。

——和资本形式的变化—— １７３—１７４。

——再生产的阶段—— ２２８、４５１。

——再生产费用—— ４２５、４３０。

——和利润—— ４５１。

——和货币流通—— １２５—１２７、１６８—

１７７、１８２—１８６、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４—２１０、

２１３—２１５、 ２１８—２２３、 ２２９—２３８、

２３９—２４２、 ２４４—２４６、 ２４７—２４９、

３９９—４００、４４６。

——和资本价值的变化—— １７２—１７４、

４５１—４５２。

——收入基金的再生产—— ２２４—２２５。

——和商业资本与货币资本—— ２４７—

２４９、４０１—４０２。

——和实现问题—— ４０１—４０２、４０８。

—— 和金的生产者—— １９０—１９１、

１９７—１９９、 ２００—２０６、 ２１２—２１３、

２１４—２１５、２３２、２３７—２４４。

——和世界市场—— １４６—１４７。

——和消费—— １３０—１３１、１５０—１５２、

４４６。

——和奢侈品生产—— １５１—１５２、２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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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范围的增加—— １５１—１５２。

——再生产的矛盾和危机—— １４６—

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３、４１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的再生产

—— ２２０—２２３； １３９—１４１、２４２、

５６６。

造船业—— ５８４； ２５、４４４。

债券—— ５４６； ６７—６８。

债权人和债务人—— ３０、２７８—２７９、

３６４—３６５、５２４—５２５。

占有—— １４７、２３１—２３２； ５９、１０４。

—— 占有方式和形式—— ４８０、５６７—

５６８。

——通过个体劳动占有—— ４８０、５６７—

５６８。

——占有剩余劳动—— ２６６； ３３—３４、

１６０—１６１、２７５、２７７、４７９—４８０。

—— 占有劳动条件—— ３４５—３４６、

４７９—４８０。

—— 占有自然力和自然界对象——

５６９—５７０。

——占有经验—— ５６７。

——占有科学—— ５６７。

——和财产—— １６０—１６１、４７９。

——和生产方式—— ４７８。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占有——

１７８。

战争—— ２６、２１５、２９１—２９２； ３６４、

４６５、５２１、５５１、５５５、５６４。

  并见军队。

爪哇—— ４６７。

哲学—— ２５３； １０６。

“哲学仪器”（科学仪器）—— ４５０、４９０、

５９９。

政治经济学——并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

学，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尔

萨斯主义，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的

方法，货币主义，重农主义。

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１６３—１６４。

支票—— ５４６； １６９—１７０、１８９、２２１、

２５９、５５３—５５４。

殖民—— ２８６、５９８； ５６９。

殖民地—— ７８、１２７—１２８、２９２、４２７；

１１１、１２０、２５６、５６９。

殖民国家—— ４２０。

殖民体系—— ４７２—４７３； １０４。

植棉业—— ２７０—２７１、４５２—４５３。

中国—— ８１、３９０、５１７。

种姓（种姓制度）—— １４７、３２５、３３１、

３３５； １２—１３。

重农学派—— ２５、１７５、１９０、２１７； １４１、

４７５、４７９—４８２、４８５、５２２—５２３、５２３—

５２４、５４３、５４５—５４６、５５０—５５１、５５６—

５５７、５６６。

重商主义—— １７４； １１６、４１８、５１９—

５２０、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６。

周转期——见周转时间。

周转时间

——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 ２８０—

２８１、３１７、３１８—３２０。

—— 总资本的周转时间—— ５４７；

２７６—２７７、２８２—２８３、３４１。

——和流通时间—— ２８０—２８１。

——和剩余价值量—— ３３７—３３８。

铸币—— １１３； １７３、１７４、２０４—２０５、

２１３、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７、２４０—２４２、３９３—

３９５、４０７、４０８、４３７—４３９、５２５、５２７、

５３７。

准备金—— ２３３—２３４； １５５、１８１—

１８２、１９９—２００、２１４—２１６、３９３—３９５、

４０２—４０３。

资本

——资本的本质，定义—— ６—８、１２—

１３、１５—１６、２３、２５、２９—３０、３８—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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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３—１０４、１０７—１０８、

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８—１２９、１５０、１６８—１７３、

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３—２０４、５１５、５６５；

１９—２０、４３、４５、７０—７２、９０、２２９、

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７、２９０、３３９、３６１—３６２。

——作为社会力量—— ３３９。

——作为生产关系—— 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４、

１７２—１７３、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８—１７９、２５７、

３１８； ２５６—２５７、３３９。

——作为剥削他人劳动的工具—— ８、

４５、７０、７３、９０、１３１。

——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 ５—７、

１２—１５、２３、２８—２９、７３、９０、９４、１０２、

１０８—１０９、１５０、２０３—２０４、２８６—２８７、

５６４—５６５； ３９、６６、１００—１０２、１３９、

１７４、２５５—２５６、２５８—２５９、３５８、３９３—

３９４、４５７—４５８。

——作为自动机—— ２７７、４５８。

——作为财富的特殊形式—— ２３、２５；

７５、１３１—１３２。

——资本的起源—— ３５—３６、９０、２０３—

２０４、３５１—３５３； ６—８、７０、７２、８９、

１１９—１２１、１６２、３５５—３５６、４７５。

——资本形成的历史前提—— ５６、６７、

７２、３５３； ８９、１６２、４７５。

—— 资本的原始积累—— ９８、１００—

１０６、１１１、１１９、１２０、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２—

１６４。

——高利贷是资本的古老方式—— ３０、

３３、３５８。

—— 资本一般—— ３０３—３０４、３９０—

３９１。

——资本的生产（形成）—— １７５—１７７、

１７８—１７９、３５１； ３６、４９—５０、６５、７２、

７３、７６、８９、９３、９４、４７５、４７７—４７８。

——资本的增长—— ５—７、１４—１６、２６—２７、

１０７、１７４—１７５、２０３—２０４、２６２、３５１—

３５２、５４４； ４９—５０、６５—６７、６９、

７５、８４、８９、１６１、３２２、５５０—５５１。

—— 资本的贪婪—— ４０７—４０８、５４５、

５５４—５５５； １８７。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的职能——

１１２、１１８—１１９、１７４—１７５、２０３—

２０４、２６２、５５４—５５５； ３６、６５—６７、

７０、４７７—４７８。

——资本的总公式及其矛盾—— １６—

１７、２４—２６、２７—２８、１０７—１０８；

２６３、２６５、４４１—４４２。

——资本的形式—— ２６—２９、３０—３１、

１１８—１１９、１８８—１８９、３５１； ６—８、

３７—３８、９１、１２３、１２４、１７３—１７４、

２５４—２５５、２９２、３５４、３６１—３６２、３９１—

３９２、４３４—４３５。

—— 不变资本—— １０３—１０４、１８６—

１８８、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２、２１２—２１３、２６７、

３６８、３９２、３９５—３９９、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４、

５１３、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９、５６５； １９、

４０—４１、６５、７０、７６—７７、８４、８９、９３、

９４、１２４、１４８、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３、１６８—

１７１、１７６、１９７、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２、

２０４—２０９、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６、２３６—２３９、

２４３、２４６、２５３—２５４、３１６—３１７、３２５—

３２６、３４２、３５２、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５５９、

５６８—５６９。

——可变资本—— １２９、１５０、１６１、１８６—

１８９、１９９—２００、２１２—２１３、３６８、３７５—

３７６、３９２—３９３、４０２—４０３、５４２—５４５、

５４６—５５０、５５４、５５５、５５８、５５９、５６５、

５９５； １９、４６、６５—６７、７０、８４、９３、９４、

９６、１０７、１２４、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７—１５１、

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６、１６９、１７１、１９０、１９２—

１９４、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４—２１０、

２１４—２１５、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８、２４０、２４９、

２５３、２６４、２９４—２９７、３１８、３２６、３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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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３５、３３６、３４１、３４２、３４４、３４９、

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９、４３４—４３５、４４９、４９３、

５０３、５１３—５１４、５６８—５６９。

——固定资本—— ６３—６５、１１０、１３０—

１３４、１４０—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５、１５７、

１８６—１８７、１８８—１８９、２２７—２２８、２３６、

２４６—２４７、２９０、３１１、３４８、３５９、３６１、

３６４、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９、３８４、

３９２—３９６、 ３９７—４０２、 ４０５—４０６、

４０８—４１４、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８—４２９、４３２、

４４７—４４８、 ４４９—４５０、 ４５２—４５３、

４７７—４７９、 ４８６—４８７、 ５０３—５０４、

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８、５２５、５３２—５３５、５４２、

５４５、５４９、５５５—５５８、５５９—５６８、５７４—

５７７、５７９—５８１、５９６—５９７、５９９； ８４、

１２４、１４２、１４３、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３、

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９—１８０、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７、

２１４、２２０、２３０—２３１、２６２、２７１、２８０—

２８１、２８４、２９２、３０１、３０４、３１７、３１８—

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５、３２７、３３０—３３４、３４０、

３４６—３５０、３８５—３８６、３８８、４３５、４５０、

５３４、５３５、５７０—５７１。

——流动资本—— １１０—１１１、１５５、５１８；

１２４、１４２、１５３、１７０、３４９、３５０、３８８、

３９２—３９３。

——社会总资本—— ２６９、５４９—５５０；

２４、７１—７２、７５、９０、９４—９６、１４０—

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３、１７５、１７６、

１９６、２２７、２６１—２６４、２６６、２７２—２７３、

２７６—２８０、 ２８６—２８７、 ２８８—２８９、

２９２—２９３、３１７—３１８、３３１—３３３、３４２、

３４４、４２２—４２３、４９５、５３６—５３７。

——产业资本—— １１８—１１９； ３８５—

３８６、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９４、５３６—

５３７。

—— 农业资本—— ３５４； １４３、４２０、

４９４。

——商业（商人）资本—— ２５—２８、１１１—１１２

； ３０、３３、６４、１２３、１７１、１７８、１８０、１９１、

１９３、２２８、３８４—３８５、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４、

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１、４９４。

——货币（借贷）资本—— １４—１８、２７—

３１、１１１、１１７—１１９； ３０、７４—７６、

１００、１２０、１２４—１２６、１４３、１７１、１９４、

２０４、２０５、２１５、２３２、２３７、２４９、３９２—

３９３、３９５、４１１—４１２、４３６—４３７。

—— 生产资本—— ２８—２９、６７、１１１—

１１２、１１７—１１９； ９、６４、９１、１２３、１２４、

１４３、１６４—１６５、１７２、１８５—１８８、１８９、

１９１、１９６—１９１、２０１、２０５、２０７、２２４、

２４８、２４９—２５０、２９７、３６２—３６３、３８４、

３８８—３９１、３９５、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２—４０５、

４１１—４１２、４１５—４１７、４１９、４３１—４３２、

４９４、５１３—５１４、５６８—５６９。

——商品资本—— １７—１８； ７４—７５、

１２４、１４３。

—— 预付（原有）资本—— １２、１７８—

１７９、１８３、１８９、１９７—１９８、２１０—２１１、

２４７、２９５、３６４、３６８、５４５、５４８； ４５、

４６、６５—６７、７０—７４、８９、９４—９６、１３１、

１３２、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６、１５８、１７６、２０３—

２０５、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４、２６２—２６６、２７８、

２８０、２８４、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５、

３１８、３２６、３５３、３８３—３８７、４２６—４２７、

４２９、４３２—４３３、４４９、４５１、４５４—４５５、

５４４—５４５。

—— 后备资本—— ２３３—２３４； ２００、

２１２、４１２。

—— 潜在资本—— ５４６； １８４、１８７—

１９０、２０６。

——固定起来的（被束缚的）资本——

７—８。

——自由资本—— ８、１９—２０。

——行使职能的（运行中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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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５。

—— 不起作用的（闲置的）资本——

１８８、２００、２０１、２１２、３９４。

——追加资本—— ５５２； ６９、７３—７６、

８９—９１、９３—９６、９８、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９—

１４６、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１—１６２、１６４、４５１、

４６８、５６８—５６９。

——资本的规律—— ２５６、２５９—２６０。

——资本的量—— １４—１５、７２—７４、８４、

９４。

——资本的最低额—— ２１１、５５０； ８、

１４、１５、１９—２０、９４、３３５、３４２。

——资本剩余（过剩）—— ３０２、３３６。

——资本的形态变化—— １１０—１１２；

１４１、１４２、１６１、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６、２５６—

２５７。

—— 资本的物质要素—— １６５、１６９、

５５０； ３６、２２３。

——资本转移—— ２５、１４１—１４２、２２７、

２２８、２５２、２５６、２７４—２７５、２８１—２８２、

３０３、３５０、４１４、５０５、５４７。

—— 资本的有机构成—— １８８—１８９、

４０１—４０２、５４３—５４４、５５０； ９３—９６、

１３４—１３５、３３５、３４４。

—— 资本的技术构成—— ４９４、４９７—

４９８； ９５。

——资本的职能—— ２５４。

—— 资本流通—— ５４７； １７３—１７６、

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４、３５０、３８５—３８６、３９４、

４３４—４３５、４４８、５５３。

——资本价值自行增长率—— ２１４—

２１５、２６２、２８６—２８７。

——资本价值—— ７２、７３、２９４。

—— 资本贬值—— ５４５； １４３、４５３—

４５４。

——资本的生产率—— ２８７—２８８、３４５、

３５１； ３７、４２—４３、４５、１５４、２７０、３０２、

３２９—３３０、 ４１６—４１７、 ４２９—４３０、

４３２—４３３、４７５。

——资本的产品—— ３９９—４００、５６５。

——资本积累—— １８８—１８９、３４８、３５１、

３９３—３９５、５４４、５４６、６２５； ７１—７６、

９０、９５—９６、１３１—１３３、１４７、１５７—

１５８、１６１、１８０—１８２、２１２、２１４、２２６、

２４９—２５０、２６５、３３５、５５０—５５２。

——资本积聚—— ３３７、５５０； １９—２０、

２５、４０、４２、７５—７６、８１、８８、１５６—１５８、

１６５、２２８—２２９、３３４、４２７—４２８、５０３、

５５０—５５１。

——资本集中—— ２１４。

——资本垄断—— ５０３。

—— 资本的分配—— １５１、１６５、２２８—

２２９、２５６、４３９—４４０、５５２。

——资本的实现—— ２１１。

——资本转化为生产要素—— ２２２—

２２３、２２５、２６３—２６４。

—— 资本再生产—— ８４、１３８、４３８—

４３９、４９４、５１７；

——资本输出—— １４９、２１２。

—— 资本的拜物教性质—— ２１、３９、

２７７、２９２。

——和劳动生产率—— ３４３。

——和生产力—— １２３—１２４、１６３、１８０—

１８１、２１２—２１３、３４４、５４５—５４６、５４８—

５４９、５５３；４２—４３、９４—９５、２５７。

——和人口—— ３４４、５４４—５４５、５５３；

１９—２６、７４、９５—９７、４７５。

——和劳动—— ６７、９６、９９—１０１、１０２、１２３、

１６４、１７５—１７８、３１９、５１５、５１７、５５１、

５６７—５６８、６１３—６１４、６１４—６１５、

６２１—６２２； １８、１９、３７—４０、４３—４５、

４８、５０—５１、７３、８４、９１—９２、９５、１５７—

１５９、１６４、２５４、２５６—２５７、２６４、２７５—

２７６、３４５、３４６—３４７、４７７、４９０、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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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６、５５２、５５３、５６７—５６８。

—— 和劳动力—— ３４—３６、３８—４３、

４５—４７、５０—５４、６６—６８、８６—８７、９０、

９２—９４、９８—９９、１２１—１２５、１２７、

１４６—１５０、１５４、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４—１６５、

１７５—１７６、 １７９—１８１、 １９２—１９４、

２０６—２０８、 ２２７—２２８、 ２２９—２３１、

２６５—２６７、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５—２８６、２８７—

２８８、３１９、３３１、３５３、３５６、３７２、３９８—

３９９、４０３—４０４、５１５—５１６、５１８—５２０、

５２２—５２５、５２９—５３１、５３７—５３８、５４８、

５５９、５６１、５６４—５６５、５６９—５７１、５７４、

６０６、６０７、６１０—６１１、６１２—６１７、６１９—

６２３、６２６—６３２； ６、１８、５０—５２、６１、

６５—６６、８３、８６、９８、１３９、１９４—１９５、

２２４—２２６、２２８、４７７—４７８、４８８、４９４—

４９５、５５０—５５２。

—— 和劳动产品—— ９１—９２、５６７—

５６８。

——和生产—— ９—１０、１８—１９、７５。

——和流通费用—— ４３３—４３４。

——和使用价值—— ３９、７５。

—— 和剩余价值—— ２２、２４—２６、９０、

９８、１１２—１１３、１１８—１１９、１７４—１７５、

１８６—１８７、２６２、２８７—２８８、４５１—４５２、

５１２—５１３、５４８、５５４、５５６、５９７、６１８—

６１９； ５０—５１、７２—７５、１４４、１４６、

１５４—１５６、 ２８９—２９０、 ２９４—２９５、

３０８—３１０、４１５—４１６。

——和利润—— ２２： ２２６、２５１—２５３、

２７１—２７２、２７７、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１—２８４、

２８６—２９１、２９４—２９５、３０２—３０３、３１８、

４２０—４２１、４５１—４５４。

——和利润率—— ３９８—３９９； ２９４—

２９５、３０２—３０３、３０４、３０８—３１０、３３５—

３３６、４５３—４５４。

——和收入—— １６３、５４５； １５１—１５３、

１８９、２１３—２１４、２４９—２５０、３５６、４１３—

４１５、５０６—５０７。

——和竞争—— ５０４—５０５。

——和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

１２２。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 ６—７、８、

６７、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９、１２８—１３０、１５４—

１５９、１６５、１６８—１７４、１８２、２０３—２０４、２２

４、２６２、２８８—２８９、５５３、５８３—５８４；

１７—１８、４２、７１—７３、１５５—１５７、１６３、

１７４—１７５、２２７—２２９、２５４、２５７—２５８、

２５９—２６０、２９１—２９２、３２３—３２４、

４１７、４３９—４４０、４４２、４５７、４７２—４７３、

４７８、４８９—４９４、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６、５１５—

５１８、５５０—５５５。

  并见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可变资本，

不变资本。

资本的技术（物质）构成—— ４９４、４９７—

４９８； ９５。

资本的形态变化—— １１１； ３５８—３５９、

３９８—３９９、４３４—４３５。

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 ３４７、４５１—

４５２、５３３—５３５、５４３、５６０、６２２—６２５；

３１—３４、１０９、２１８—２１９、２５７—２５８、

２６４—２６５、 ２７６—２７７、 ２９５—２９７、

３００—３０２、 ３２６—３２７、 ３５５—３５６、

３６２—３６３、４１５—４１７、４３３、４６５、４８８、

４９７—４９９。

资本家

——一般评述—— 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４—１０５、１０

７—１０８、２６１、５５０； １４—１５、３９、６５—

６６、７３、８９—９０、１６４—１６５、１８７—１８８、

２５４—２５８、２６３—２６４。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 １５、１０１、

２５７； ３６—３７、６５—６６、７３、９０—９１、

２５５—２５８、５１６—５１７。

——作为生产条件的所有者—— 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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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 １９—２１、４７—４８、７３、９０—９１、

１９２—１９３、２５５—２５８、５１６—５１７。

——作为商品所有者，劳动产品所有者

—— ３、１８、８３、９０； ８４—８５、１４９、

２１８—２１９、５５３—５５４。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代理人——

１５１、１７９—１８０； ６８—６９、１７３、１７４、

４６５。

——作为剥削他人劳动的人—— ２１—

２２； １１—１２、９０、１６５、１７３、２６８。

——生产资本家（产业资本家）—— ６６、１１９；

１６、５９—６０、１７５—１１８、１８１—１８２、

１８５、１９１—１９２、２０５、２１５—２２４、

２２５—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１、２４０—２４１、

２４８—２４９、２６４—２６５、２７８、３５４、３９３、

３９５、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３—４２４、４３２、４３６、

４３７—４３８、４４２、４５２—４５５、５３３—５３４。

——商业资本家—— １７５—１７８、１８２—

１８３、２１５—２１６、２４０—２４１、３９３、３９５、

４２３、４３５—４３６、４４２。

——货币资本家—— １１９； ２４０—２４１、

３５４—３５５、３９３、４３７—４３８。

——资本家的人数—— ５５２。

——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１７７—１７９；

６５—６６、８４、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８—１４９、１７６—

１７７、１８６、２１６—２１９、２６３—２６４。

——和工人—— ２１—２２、３６—３７、４０、８３、

８８、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５、１１９—１２０、１２３、

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１、１６１、１７３、

１７９—１８０、１９０—１９１、１９８—１９９、２５７、

２６１、２６６、２９７—２９９、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９—

３２０、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３—３７４、５１４、５３０、

５６８、６２５、６３１—６３２； ６—８、１１、１４、

２５—２６、３６—３８、４７—５０、５４—５５、５８—

６０、１６１—１６２、１７４—１８４、２０２—２０４、

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２—２２３、２６４、２９７—２９８、

３２２、４７８、５２８、５３３—５３４、５５７。

——和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其他阶级——

１７３、１７５—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２、２１５—

２１６、２８５—２８６。

——和中间人—— ３３—３４、４６５。

——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结合为一人

—— ５９—６０、２１５—２１７、４６５。

—— 租地农场主资本家—— ５９７；

１０２、１０５、１０８—１０９、２１５—２１６、４７９、

４８３、４９９、５１６、５２０—５２１、５３２、５５４—

５５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评述资本家——

１０７、１６２—１６３、２６１、３４８、５７５—

５７６； １６、３４、３９、４２、２２５—２２６、２５４、

４５９—４６１、４８０、４９０—４９１、４９４—４９６、

５３１—５３５。

资本基金—— ２９０； ２００。

资本积聚—— ３３７、５５０； １９—２０、２５、

４０、４２—４３、７５—７６、８１、８７—８８、

１１９—１２０、 １５７—１５８、 １６５—１６６、

２９７—２９８、３３４。

  并见股份公司，资本积累，资本集中。

资本积累

——定义—— ５４４； ７２—７３、７５—７６、

７８—７９、９６、１３１、１５４—１５７、３４６、４５９。

——一般原理—— １８８、３５２、６２５； ６、

８４—８５、１０４—１０５、２４７—２４８、４５９、

５５４、５６８—５６９。

——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向资本的转化

—— ５—７、１５、２６、１０７、１７５、２０３—

２０４、２６２、３５２、３９４、５４４； ７２—７６、

７８—７９、８９—９０、９５—９６、１４７—１４８、

１６５、１８１—１８７、２００—２０１、２３７—２３８、

２６６、３０１—３０２、３３９、３４６—３４７、４３７—

４３８。

—— 通过资本积聚—— ３３７、５５０；

１９—２６、７５—７６、８１—８２、１７９—１８２、

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１、３０１—３０２、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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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４３８。

——通过资本集中—— ２１４。

—— 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３４８； ８４—８５、１５３—１５４、３２９—３３０、

３４４—３４６。

——资本积累的必要条件—— ３９４；

１１１—１１２、１８５—１８７。

——资本积累的增长和加快—— １０４—

１０５、１４７—１４８、２６６、２７６—２７７、３０１—

３０２、３４４—３４６。

——货币形式上的资本积累—— １８８、

５４６； １８１—１８７、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８—

１９９、２３２、４３７—４３８。

——商品形式上的积累—— １８１—１８２。

——作为扩大再生产的条件—— １７９—

１８２、２３７—２３８、３３９、４３７—４３８。

—— 资本积累率—— ７３—７４、１４７—

１４８、２７６—２７７、３０２—３０３。

——和资本的数目—— ５５２。

——和必要劳动时间—— ３４５—３４６。

—— 和不变资本的增加—— ７８—７９、

８１８２、８４—８５、９５—９６、１５２。

——和机器—— ３４８、３９４—３９５。

—— 和生产的发展—— ７３—７５、８４—

８５、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１—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４、

１５７、３３９。

——和生产条件的独立化—— ３３９。

——和工人人口—— ７４—７５、９６—９７、

１５６—１５７、１８３—１８４、５０８、５６８—５６９。

——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９５—

９６。

——和剩余价值—— １５１—１５２、３４５—

３４６。

—— 和利润—— １８０—１８２、２７６—２７７、

３０４。

——和利润率—— ３０１—３０２。

—— 和可变资本—— ９６、１５２、１８３—

１８５、５５３—５５４。

—— 和 工 资—— ５４４； １８５—１８８、

５６７—５６８。

—— 和工人状况—— １０９、１５７、５０６—

５０８。

——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积累

—— １５５—１５６、３４０、４５８—４６０、

４８２—４８４、５５４。

  并见资本积聚，资本集中。

资本集中—— ２１４。

  并见资本积聚。

资本生产率—— ２８７—２８８、３４５； ３７、

４２—４６、１５４、２７０、３０２、３２９—３３０、

４１７、４２９、４３３、４７５。

资本输出——见资本。

资本循环

—— 货币资本循环—— １２７—１２８、

２３６—２３７、２６３—２６４。

—— 商品资本循环—— １２８—１２９、

２１７—２１８、２３６—２３７。

  并见再生产，资本周转。

资本有机构成

——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 ５４３—

５４４、５５９； ９３—９４。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标志—— １８８、

４０２、５４４； ９３—９６、１３４—１３５、２９５—２９６、

２９７—２９８、３９１—３９２。

—— 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 ３０１、

３２３、３３５、３４１—３４２。

——和生产规模—— ３００—３０１、３３４—

３３５、４３７—４３８。

——和剩余劳动—— ３３７—３３９。

——和劳动生产率—— ３００—３０２。

——和资本技术构成—— ４９４、４９７；

９４—９５。

——和剩余价值—— ３９１—３９２。

——和利润—— ２８２—２８３、２９３—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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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４３８。

—— 和利润率—— ４０１、５４４、５５９；

３３４—３３５。

资本原始积累—— ９８、１００—１０５、１１１、

１１９、１２０、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２—１６４、５５１—

５５２。

资本周转

——一般评述—— １１０。

——预付资本的周转时间—— ５４７；

３９９—４００、４５４—４５６。

—— 周转次数—— １７８—１７９、１９１—

１９２、１９３—１９４、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４、

２３４—２３６、３９９—４０１。

——年是资本周转的尺度—— １７９—

１８０。

——周转周期—— ２１３。

—— 影响资本周转速度的因素——

２１３—２１４、３９９—４０１。

—— 生产资本的周转—— ３９９—４０１、

４１３—４１４。

——货币资本的周转—— ４０５—４０８。

——流动资本的周转—— ２１０—２１１。

——可变资本的周转—— ２１０—２１１。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５４７； １７８—１８０、１９１—１９２、１９３—

１９４、４０５—４０６、４５４—４５６。

——和剩余价值—— ３９９—４０１、４４９—

４５１、４５４—４５６。

——和利润—— ２１１、３６９—３７０、３９９—

４０１、４４９—４５１。

—— 和利润率—— ３９９—４０１、４４９—

４５１、４５４—４５６。

资本主义前的社会经济形态—— １４６—

１４７、１５９—１６１、１７３—１７４、２０８、

２３３—２３４、２５７—２５９、４７４—４７５ 、６０２；

１６３—１６４、３５５—３５６、３６１—３６２、３６３—

３６４、３９５、４０９、４１８、４６８—４６９、５６９。

  并见亚细亚生产方式，古典古代世

界，古代的生产方式，古代东方，古代

世界，农奴制，公社，原始公社制度，

奴隶占有制，奴隶制，封建主义，封建

生产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

——一般评述—— ３０—３１、３６—３７、７０—７１、

９９—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４—

１１５、１４８、１５０、１５１、１７０、１７７—１７８、

１９０、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６、２５８—２５９、

２８７、２９８、３０６、３５１—３５４、３５６—３５７、

４００、５１３—５１４、５１８、５２８—５２９、５６６—

５６７； ７、１４—１６、１８—１９、２１—２２、

３０—３１、３７、３９—４２、５１—５３、５９—６３、

６６—６７、７９、８４—８６、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１—

１１２、１２０、１２５—１２６、１５４—１５８、２６３、

２６７、２９３—２９４、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６、４７５、

５０５、５６８—５７０。

——它的出发点和前提—— ２７、３６—

３９、７０—７２、１５９、１９１、２１３、３０８、３３６、

３５２—３５４； １３—１５、３０—３３、１０１、

１２０—１２２、３６６、４７５—４７６。

——它的起源—— ９９—１００、１５９、３５２—

３５４、４１１、５６６； １３—１５、３０—３２、３６、

１１１—１１２、１２０—１２２。

——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

—— ３０—３４、６１—６２。

——它的物质基础—— ３３８、３７２、４０７—

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１、５６６； １８、３２—３４、

９４—９５、１２０—１２１。

——交换价值是它的基础—— ３９６—

３９７、４０９—４１０。

——它的历史必然性、扩张和发展——

１５２、１９０—１９１、２５４、２８７、４０８、４１２、

５３４、５６６—５６７、６０３—６０４； １９—２２、

２４—２６、３２—３４、６２、７５、７８—７９、９３—

９５、１１９—１２０、１５６—１５８、１６５—１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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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３—３４４、３５１、４２４、４３０—４３１、４７５、

５０４—５０５、５６８—５７０。

——剩余价值生产是它的决定目的和动

因—— １０７、１２７、１４８、１５２、１７０、

１７８、２１３、３７４； ４—９、１６、２２—２３、

５１、６５、１２４、１５５—１５６、２２６、２９２—

２９４。

——资本的增加是它的提高的条件——

６６—６７、７２—７５、７８—７９、８０—８１、

９４—９６、１５７—１５８、１６５—１６６。

——它的矛盾—— １４８、１５０、２０８、３９９—

４００、５１６、５５３、５５５、５６４、６１５； ２０—

２４、８４—８５、３２９、３３６—３３７、３８３、

５６８—５６９。

——它的界限（局限性）—— １８—１９、

２１—２２、６１—６２、３３６—３３７。

——和它所固有的神秘化—— ２９２。

—— 和生产资料—— １９１、４１２； ３７、

３９—４０、４２—４３、７７—７９、８４—８６、

１５３—１５４。

——和劳动—— １９０、２６０、３１８、３５６、５６６—

５６７； １２—１５、３７、３９—４３、１１１—１１２、

１１９、１５３—１５４、２２６、４７１—４７２。

—— 和资本的最低额—— ２１１、５４９—

５５０； ８—９、１４—１５、１９—２０。

—— 和生产力的发展—— １２４、１３０、

１５２、１８１、１９１、２５８—２５９、２７７、２８６—

２８７、２９５、３４４—３４５、３６３、４０８、４１２、

４１４、５４５—５４６、５５１、５６１—５６３、５６６—

５６７； １８、３６、４１、９４—９５、１５７、３１６—

３１７、３３７。

—— 和其他生产方式—— ９４、１１８—

１２１、３５５—３５６、４１８—４１９、４７５、５６９—

５７０。

——和劳动生产率—— ２８７—２８８、５６６—

５６７；１９—２２、３１—３２、４１、６１—６２、９４—

９５、１５７、３２９、４３０—４３１、５６８。

——和工资—— １６１、１８７、２０２、２０４、２１４—

２１５、３９０—３９１、５４４； ４３０—４３１。

——和赤贫—— ４９２、５０６—５０７、５２２。

—— 和人的个性—— １９０； ２１—２２、

３９—４２。

—— 和科学—— ５４４、５５３、５７０—５７３、

５７５—５７６、５９７—５９９。

—— 和相对过剩人口—— ７４—７５、

３３６—３３７。

—— 和自然力—— １２２、２８７—２８８；

７７。

——和需求—— ２１—２２、１４６—１４７。

—— 它的历史过渡性质—— ５０１；

２０—２１、１６３—１６４、３０３—３０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主义生产

—— ７２、１６２、１６３—１６４、６２５；

２２—２３、３４—３５、４３、３０３—３０４、３２３—

３２４、５６９—５７０。

  并见资本，资本家，竞争，雇佣劳动，

剩余价值，工人阶级，经济危机，资本

剥削劳动力。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一般评述—— ７１—７２、７８、９３—９４、

９６、１０１—１０４、１１４—１１５、１２６—１２７、

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１—１５２、１７８、２５７、２６２、

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９、３１８、３５１、４１２、６２５；

６、８—１０、１２—１５、１８、３０—３１、５９—

６０、１１９—１２２、１６１、１６３—１６４、２５７—

２５８、３６１—３６２。

——工人同作为劳动前提的劳动条件相

分离—— ７１—７２、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９、

１６１、２５７； １８、３０—３１、９０—９１、９９—

１０１、１２１—１２２、１６１—１６２。

——作为统治和从属的关系—— １１５、

１４６—１４７、２５７； ５—７、１３—１５、１８、

３０—３１、１０１—１０３。

——作为经济关系—— １２１—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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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对抗性—— １４７、２１５—２１７、

２５７、３５０、４００、５１４、５１６、５６１、５６６—

５６７； ２０—２１、１６１—１６２。

——作为分配关系—— ７２、１７８—１７９、

３５０； １２０—１２１。

——它的再生产—— １２７—１２８、１９７；

７５、９９、１１８—１２０。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它的解释——

１６４—１６６、１７９、２６２—２６３、２８９—

２９０、６２５； １６１—１６２。

资产阶级—— １０４、１１２—１１４。

  并见资本家。

资产阶级社会—— ３４１、４２７—４２８；

１０１、２５６、３６７—３６８。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 它的剽窃性和虚伪性—— ７２、

６３１—６３２； ４６６、４７８。

——替资本主义辩护—— １５５—１５７。

——仅仅考察表面现象—— ７２、６３１—

６３２； ２９０、４６１、４７８。

——掩饰资本主义矛盾—— ６３１—６３２。

——论资本—— ４６５—４６６、４７９。

——论劳动—— 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１—４８２。

——论价格和生产费用—— ４７９—４８４。

—— 论工资—— １５５—１５６、４６５—４６６、

４８３—４８９。

—— 论利润—— １５５—１５６、４６５—４６６、

４７９、４８３、４８５—４８７。

——论地租—— ４７８—４８０、４８３—４８７。

——论竞争—— ２９０。

——论再生产—— ２２０—２２３； ４８３—

４８４。

  并见马尔萨斯主义。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一般评述—— ３９—４０、７２； １０５—

１０６、４５９。

——它的反历史主义—— ４５９。

——它的局限性—— ２９２。

——货币主义—— ４１２、５１１、５５２。

—— 重商主义—— １７４—１７５； １１６、

４１８、５２０、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６。

——重农学派—— ２５—２６、１７４—１７５、

１８９—１９１、２１７； １４１、４７５、４７９—

４８２、４８５—４８６、５２２、５２３、５４３、５４５—

５４６、５５０、５５６—５５７、５６６。

——“斯密教条”—— ５６８—５６９。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７２、

２２０—２２３、６３１—６３２； １５６、２９０、４６１、

４６６—４６７、４７８、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２—４８８。

  并见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重商

主义，货币主义，重农主义。

自动机（自动机器）—— ２９１、２９２、３２９、

３８６、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５、４２６、４２７—４２８、

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２—４４３、４７２、５２０、５２６、

５３６—５３８、５４１—５４２、５６７—５６８。

自然

——作为创造产品的要素—— ６８、１０５、

１０６。

—— 作为生产要素和条件—— １０５、

１０６； ３２３—３２４。

——无机自然界—— ４８０—４８１。

—— 自然力—— １９１、３５９、３６３、５１３、

５１７、５５３、５６６、５６９； ３８—３９、４１、７７、

３４６。

——自然界的产品—— ４７５。

——资本剥夺自然力和自然界物质——

１２２、２８７—２８８； ３８—３９、３４５—

３４６。

——和人—— ６８、１０５、１０６； ３８。

自然科学——见天文学，地理学，地质学，

科学，物理，化学。

自由

—— 奴隶占有制社会中的自由——

３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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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制度下的自由—— ２３３—２３５、

４７４。

—— 资产阶级自由—— ３６—３７、１４６、

１５１、３５５—３５７、４２０、５２７—５３０、５８２—

５８３； ５—８、９—１２、１５、１１８、１６０—

１６１。

—— 和劳动—— ２３３—２３４、４７４—４７５；

５—８、９—１２、１５。

自由贸易—— １０６、５０４、５４７、５５６—５５７、

５５８、５６３—５６４。

自由时间—— ２０３—２０４、２１５—２１７、

２５７、２６０、２６１、３４４、４０７—４０８、６０１、

６０３—６０４； １４、１１９—１２１。

宗教—— １４６—１４７、２３３、４２０、４２７。

  并见基督教，教会。

总产品—— ５３５。

  并见社会（年）产品。

总收入——见收入。

租地农场主（租佃者）—— ５９７； １０１—

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８—１０９、２１５—２１６、４７８—４７９

、４８３、５１６、５２２、５３２、５５４—５５５。

租金——见地租。

租金，租佃，租赁

——作为物品使用权的出卖—— ４４５、

５５４、５５７。

—— 短期的和长期的租赁—— ４４５、

５５７。

作物栽培—— ４７４、５６３、５９７、５９９—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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