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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本卷收入了马克思１８６３年７月至１８７５年间写的四篇经济学

著作：（１）《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以及《资本论》第一卷其

他各章的散页；（２）《价值形式》；（３）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

卷法文版片断；（４）《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稿《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

程》。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创作过程。他依据从

四十年代初起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写下了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６卷），后来又写下了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４７、４８

卷）。此后，马克思继续写作和整理《资本论》的手稿，到１８６７年９

月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收入本卷的《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

结果》以及其他各章的散页，就是这一时期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稿

本中唯一留传下来的部分；《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则是这一时

期写的第二卷的稿本。

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按

照马克思原来的设想，这一部分手稿应当成为《资本论》第一卷的

结束部分，由此过渡到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一章总结了对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全面研究，详细揭示了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的

矛盾，它的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制度必然胜利的主客观条件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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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过程。

在这一章中，马克思还分析了劳动异化，指出它实质上就是在

私人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对活劳动的

统治，他把劳动异化和宗教领域中的颠倒现象作对比，指出这是社

会发展的“必经之点”，但终将被消除。马克思还详细论述了劳动对

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问题；阐述了生产劳动和非

生产劳动问题；总产品和纯产品问题等等。马克思在本章中关于资

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问题写道：“社会劳动

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与工人相对立的已

经积累起来的财富也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作为资本，以同样的程

度增长起来……与此相反，工人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

比例发展起来。工人的贫乏化和这种丰饶是互相适应的，齐头并进

的。”（见本卷第１２３页）马克思最后总结说，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

仅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的关系，而且同时也创造出瓦解这种关系的

条件，最终导致它的必然灭亡。

继第六章之后收入本卷的《资本论》第一卷其他各章的一些散

页，包括关于劳动力价值、工资、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地

位、工会的任务等问题的一系列重要论点。

《价值形式》是《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附录，写于１８６７

年６月１７—２２日。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提到，这

个附录是路·库格曼建议他写的。１８６７年春天，库格曼读完《资本

论》第一卷的校样以后建议说，大多数读者需要有一个关于价值形

式的更带讲义性的补充说明。恩格斯也有类似的意见。马克思欣

然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写了这个附录。马克思在这里对货币形成

史这个经济学上最重要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作了科学的而又通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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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懂的说明，把大段的论述分成了一些小节，用特有的标题突出了

每一个辩证转变，使抽象阐述的思路明确地表现了出来。虽然在第

二版以后，这个附录经过删减被合并到正文中去，但这个附录本身

仍然保持着独立的科学价值。

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一些片断，是１８７２

年９月至１８７５年１１月期间出版的《资本论》法译本中马克思作了

比较集中的修订的一些部分。《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是由约·鲁

瓦翻译的，译文比较忠实。马克思认为应当把译文修改得通俗易懂

些。马克思自己写道：“为了使法国人懂得实质，我往往必须把法译

文重新改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３卷第４７０页）法文版

的扉页上注明：“全部经著者校订。”

马克思亲自修订的法文版同德文版比较起来，包括同现在通

用的德文第四版比较起来，无论在篇章结构上还是在内容的论述

上，都有不少的修改和补充。正如马克思自己所说，这个版本在“原

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第

２９页）德文版第一卷共七篇二十五章，在法文版中被改成八篇三

十三章，篇章标题也作了相当多的修改。

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一节作了较大的修订和补充，使整个论

述容易理解了。

马克思还补充和发展了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学说，指出

个人的产品一旦转化为社会的产品，生产劳动的定义就扩大了。这

时要成为生产劳动者，不一定非亲自动手接触材料不可，只要成为

总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或者完成其某一职能就够了。

在研究资本积累问题的第七篇中，马克思作了大量的改写和

补充，所发表的片断反映了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新成果。马克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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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写了与技术进步相联系的相对过剩人口问题，详细论述了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厄运。马克思比别处更充

分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周期性问题，指出工业生产的这

种周期性的独特进程是过去任何时代都不曾见过的，并分析了它

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提出生产周期的持续时间将会逐渐缩短，他

说：“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

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

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

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见本卷第２４１页）这一预见已为历史

所证实。

标题为《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二卷第一稿，

是继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之后关于资本流通理论的第一个系统的

论述，是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写的最早的一个稿本。恩格斯在

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时，没有采用这个编号为第Ｉ稿的手稿。

这个手稿就所考察的问题范围来说，和现在的《资本论》第二卷大

体一致，但在论述上带有明显的手稿性质，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这个手稿共分三大章。第一章论述资本流通。除分析货币资

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以外，还阐述了生产时间、流通

时间和流通费用等问题。

第二章论述资本周转。详细阐述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周

转时间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同时还分析了经济危机的某些原

因。

第三章研究再生产问题。对于流通中的实现问题、不变资本

的再生产问题和作为积累媒介的货币流通问题，作了比别处更为

详细的论述。马克思还指出了充分利用现有设备便可以进行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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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的问题。

这个手稿不仅作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史的一定发展阶段而具有

价值，而且它包含的一些重要原理具有现实意义。

        

本卷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第四十九卷为依据，

其中除《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是根据俄文版翻译的以外，其他

三篇著作是根据原文并参照俄译文翻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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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尖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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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 本 论

第 一 册］

第 六 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１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３年７月—１８６４

年６月

第一次发表于《马克思恩格斯文库》

１９３３年第 （ ）卷

按手稿刊印

原文是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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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 本 论］

第 一 册

资本的生产过程

第 六 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４４１］２本章要考察三个问题：

（１）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的商品；

（２）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３）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是使这个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特殊资本

主义特征的整个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在为了付印而最后加工的时候，这三节的第一节将放在最后，

而不是放在前面，因为它是向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的

过渡。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这里从第一节开始论述。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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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作为资本产物的商品

商品，作为资产阶级财富的元素形式，曾经是我们的出发点，

是资本产生的前提。另一方面，商品现在又表现为资本的产物。

我们叙述的顺序，也是同资本的历史发展相一致的；对于这种

历史发展来说，商品交换，商品贸易是产生条件之一，而这个产生

条件本身又是在这样一些不同生产阶段的基础上形成的，所有这

些不同生产阶段的共同之处是：在这些生产阶段中资本主义生产

还完全不存在，或者还只是零星地存在。另一方面，发达的商品交

换和作为产品的一般必要的社会形式的商品形式本身，又只是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考察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那么在

这些社会中，商品既表现为资本的经常的元素前提，又表现为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

商品和货币两者是资本的元素前提，但是它们只有在一定条

件下才发展为资本。资本的形成，除非在商品流通（包含货币流

通）的基础上，从而除非在商业的既定的、发展到一定范围的阶

段上，是不能发生的；相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却决不以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正如我过去已经阐述过的（１），

不如说属于“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它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历史前提。［４４２］可是，另一方面，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上，商品才变为产品的一般形式，所有产品才必须采取商品的形

（１） ［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一分册］第７４页［《马克

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８６页］。

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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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买和卖才不仅支配了生产的剩余，而且支配了生产的实体本

身，各种生产条件本身才广泛地表现为从流通进入生产过程的商

品。所以，如果说一方面商品表现为资本形成的前提，那么另一

方面，就商品是产品的一般元素形式而言，它在本质上表现为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和结果。在过去的各种生产阶段中，产品

是部分地采取商品的形式。而资本却必然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

来生产（２）。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即资本的发展，关于商品的一

般规律，例如涉及价值的各种规律，也是在货币流通的特殊形式

中实现的。

这里可以看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甚至连属于过

去生产时期的经济范畴，也获得了特殊的历史的性质。

从本身只是商品转化形式的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只能发生在

劳动能力对工人本身来说已经转化为商品的时候，从而只能发生

在商品贸易的范畴已经征服从前不包括在这个范畴中或者只是偶

尔包括在这个范畴中的领域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口或者本身不

再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或者本身不再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

的时候，只有在劳动人口不再出卖自己劳动的产品，而相反地出卖

自己的劳动本身，或者更确切些说，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时候，

生产才在其整个范围内，在其整个深度和广度内，变成商品生产，

一切产品才转化为商品，每个个别生产部门的物的条件本身才作

为商品进入该生产部门。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

在事实上成为财富的一般元素形式。例如，如果资本还没有征服

农业，那么大部分产品还将直接作为生存资料来生产，而不是作为

（２） 西斯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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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来生产，大部分劳动者人口还不会变为雇佣工人，大部分劳动

条件还不会转化为资本。这里也包括：社会内部偶然表现出来的发

达的分工和工场内部的资本主义分工，彼此制约相交互产生。因为

商品作为产品的必要形式，从而产品转让作为占有产品的必要形

式，要以充分发展的社会分工为前提；但是另一方面，只有在资本

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从而也只有在工场内部的资本主义分工的基

础上，所有产品才必然采取商品的形式，从而一切生产者才必然是

商品生产者。因此，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下，使用价值才普遍地以

交换价值为媒介。

三点。

（１）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才使商品成为一切产品的一般形式。

（２）只有在劳动者不再是生产条件的一部分（奴隶制，农奴

制），或者说原始公社（印度）不再是基础的时候，也就是说，从劳动

力本身普遍地成为商品的时候，商品生产才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

生产。

（３）资本主义生产扬弃了商品生产的基础，扬弃了孤立的、独

立的生产和商品所有者的交换或等价交换。资本和劳动力的交换

变成了形式上的。

从这种观点来看，生产条件本身不管以何种形式加入劳动过

程，也都毫无差别；不管生产条件，例如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机器等

等，只是把自己的价值逐渐转移到产品上去，还是例如原料，在物

质上加入产品；不管［４４３］产品的一部分，例如农业中的种子，是直

接被生产者本人再用作劳动资料，还是起初先卖出去，然后再转化

为劳动资料。所有生产出来的劳动资料，除去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作

为使用价值的用途，现在同时也作为价值增殖过程的要素发挥职

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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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这些劳动资料没有转化为实在货币时，它们被转化为计算货

币，被看作交换价值，它们以这种方式或那种方式加到产品上去的

价值要素也得到精确的计算。例如，随着农业变为按资本主义方式

经营的工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把自己的地盘扩张到农

村，——随着农业为市场而生产，生产商品即为了售卖而不是为了

自己直接消费的物品，农业就以相同的程度计算其费用，把费用的

每一项都看作商品（不管农业是把它从第三者买入，还是从自己本

身即从生产中买入），从而看作货币，因为商品被看作独立的交换

价值。因此，由于小麦、干草、牲畜、各种种子等等，都作为商品出卖

（如果不出卖，它们就不能被认为是产品），也作为商品或货币进入

生产。随着产品变为商品，生产条件即产品要素（它们是跟那些产

品相同的东西）也以同样的程度自然而然地变成商品，而且因为考

察的是价值增殖过程，所以它们以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作为货币

量进入计算。在这里，直接生产过程总是不可分的劳动过程和价值

增殖过程，正象产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即商品一样。除

去这个形式上的方面以外，例如，随着租地农场主通过购买才能得

到他要支出的东西，同时通过出售才能实现自己的收入，种子贸

易、肥料贸易、种畜贸易等也就发展起来；因此，对单个租地农场主

来说，事实上这些生产条件也是从流通进入他的生产过程的，流通

实际上变成了他的生产的前提，因为这些生产条件越来越是现实

地买来ＢＦＱ 的商品（或者是能够买来的商品）。即使并不如此，

这些生产条件，作为同时构成他的资本的价值部分的物品，劳动资

料，对他来说也已经是商品。（所以，在他把这些生产条件以实物形

式又提供给生产的时候，他是把这些生产条件算作卖给他这个生

产者自身的东西。）而且正是随着农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

７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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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从而农业越来越按工厂方式进行经营，这种情况也按同样的程

度发展。

商品作为产品的一般必要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专有

的特征，明显地表现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造成的大规模

生产中，表现在产品的片面发展和数量庞大上；这就使产品必然具

有一种社会的性质和同社会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性质，但又使

产品作为使用价值同满足生产者需要之间的直接关系，表现为某

种完全偶然的、无关紧要的和无足轻重的东西。这种大量产品必

须实现为交换价值，必须通过商品的形态变化，这不仅是为维持

以资本家身分进行生产的生产者的生活所必需，而且是为生产过

程本身的更新和连续所必需。因此，这种大量产品也进入了商业

的范围。它的买者不是［４４４］直接消费者，而是把商品的形态变化

当作自己业务来经营的商人（３）。最后，产品发展了自己作为商品的

性质，从而发展了自己作为交换价值的性质，因为生产部门的多种

多样，从而产品能够进行交换的范围，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在

扩展（４）。

我们是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的商品，从产品的

这个特殊社会形式出发的。我们来看一看单个产品，分析它作为

商品所包含的、并给它打上商品烙印的形式规定性。在资本主义

生产以前，大部分产品不是作为商品来生产，没有成为商品。因此，

另一方面，进入生产的大部分产品，不是商品，它们不是作为商品

（３）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系》１８２７年巴黎版第１

卷第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０页］。

（４） 参看［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林版第１分册］第１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２８页］。并见威克菲尔德３。

８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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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生产过程的。产品转化为商品只不过发生在个别地方，只涉及

到生产的剩余或个别生产部门（工业品）等等。产品既没有整个地

作为交易品进入生产过程，也没有普遍地作为交易品走出生产过

程（５）。然而，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与货币流通，从而商业的一定发

展程度，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起点。我们把商

品看作这样的前提，从商品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的元素出

发。但另一方面，商品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和结果。起初表现

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的东西，以后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

的产物。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才成为产品的一般形

式，而且资本主义生产越发展，一切生产的组成部分也就越作为商

品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的商品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出发点的

元素，作为这种前提的商品，是有不同规定的。我们过去的出发点

是单个商品，即物化着一定量劳动时间，从而具有一定量交换价值

的独立物品。

现在，商品表现为从两方面得到了进一步规定的东西：

（１）撇开商品的使用价值不谈，物化在商品中的是一定量的社

会必要劳动；但是，在商品本身中完全不能确定（而事实上这是无

关紧要的）这个物化劳动是从谁那里来的等等，而作为资本的产物

的商品包含一部分有酬劳动，一部分无酬劳动。以前曾经指出，既

然劳动本身不直接买卖，这种说法就是不确切的。但是，在商品中

物化着一个劳动总额。这个物化劳动的一部分（不变资本除外，

（５） 参看１７５２年前后出版的一部法国著作，它断言，（在手稿中，马克思在这里

留下了进行补充的空白。——编者注）在法国只有小麦被看作交易品。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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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对它已支付了等价），是用工资的等价来交换的，另一部分则

被资本家不付等价而占有。两部分都是物化的，因而都作为商品价

值部分存在。为了简便起见，我们把一个称为有酬劳动，另一个称

为无酬劳动。

［４４５］（２）单个商品不仅在物质上表现为资本的总产品的一部

分，表现为资本所生产的大量产品的一个可除部分。在我们面前，

一般地不再是单个的独立的商品，单个的产品。表现为过程的结果

的，不是单个的商品，而是再现着预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

（即被占有的剩余劳动）的商品量，并且每一单个商品都是资本的

价值和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花费在单个商品上的劳

动，——由于要对单纯作为损耗而进入总产品价值中的不变资本

部分进行平均计算，即观念上的估价，由于要对共同消费的生产条

件一般地进行平均计算，即观念上的估价，最后，由于直接社会的、

平均化为并估价为许多合作的个人的平均劳动的劳动，——已经

完全不能再计算出来。花费在单个商品上的劳动，只有作为属于它

的和在观念上进行估价的总劳动的可除部分，才有意义。在规定单

个商品的价格时，单个商品只是表现为总产品（资本在这些总产品

中再生产出来）的观念部分。

（３）商品作为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不同于最初独立地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商品，它是资本总价值加上剩余价值的承担

者，——作为资本的产物，实际上作为已经自行增殖的资本的转化

形式，现在出现在为了实现旧资本价值以及上面讲到的资本生产

的剩余价值所必然要发生的出售范围和领域中。而旧资本价值和

剩余价值的实现是决不能通过单个商品或一部分单个商品按自己

的价值出售来达到的。

０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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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们已经看到，商品为了准备进行流通必须取得双重的

存在方式。商品不仅必须作为具有一定有用属性的物品，不仅必须

作为满足一定需要（不管是个人消费，还是生产消费）的一定使用

价值而同买者相对立，而且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必须取得一种与其

使用价值不同的、特殊的、独立的、尽管是观念上的形式。商品必须

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但同时又必须在这种统一中

表现为二重物。商品的交换价值是在商品的价格中取得这种与其

使用价值完全无关的、表现为物化社会劳动时间的单纯存在的独

立形式的；在价格这个表现中，交换价值表现为交换价值，即表现

为货币，并因此表现为计算货币。

实际上有一些个别商品，例如铁路、巨大建筑物等等，它们一

方面按其性质不可分割，另一方面规模又如此之大，以致预付资本

的全部产品都表现为一个单一的商品。因此，在考察单个商品时已

经揭示的那个规律，即商品价格无非是表现在货币上的商品价值，

在这里仍然有效。资本总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就包含在这种单一的

商品内并表现为计算货币。这种商品的价格规定与以前提出的关

于单个商品的价格规定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资本的总产品在这里

实际上作为单一的商品存在。因此，在这里没有必要进一步讨论

它。

可是，大多数商品都具有可分的性质（甚至连不可分的商品

通常在观念上都可以看作可分的量）；也就是说，如果把大多数商

品看作一定物品的量，那么大多数商品，按照它们作为特殊使用

价值通常使用的尺度，都是可分的；［４４６］例如，ａ夸特小麦，ｂ

 咖啡，ｃ码麻布，ｘ打剪刀等等，在这里，单个商品本身就表现

为计量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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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首先来研究资本的总产品，这个总产品，不管它有多

大，不论它可分还是不可分，总是可以看作单一的商品，单一的使

用价值，从而它的交换价值也表现为总价格，即这个总产品的总价

值的表现。

在考察价值增殖过程的时候已经表明：一部分预付不变资本，

如建筑物、机器等等，只是把它在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所消

耗的一定价值份额转移到产品上去；这部分不变资本任何时候都

不以自己本身的使用价值形式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它在较长时期

内继续在劳动过程中为生产商品服务；这部分不变资本在一定时

期内转移给这个时期内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部分，是按照这个

一定时期与这部分不变资本作为劳动资料被耗尽，从而丧失自己

的全部价值，并把自己全部价值都转移给产品的整个时期之比来

确定的；例如，如果这部分不变资本按照平均计算可以使用十年，

那么它就把自己 １
２０的价值转移给一年的产品，把自己

１
１０的价值加

到资本的年产品上去。只要这部分不变资本在生产出一定产品量

之后还继续作为劳动资料使用，还按上述平均估价继续代表一定

的价值，就这部分而言，它就不加入到已经生产出来的产品量的

价值构成中去。这部分不变资本的总价值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产

品量（这部分不变资本已经使用于该产品量的生产）的价值所以

起决定作用，只是因为这部分不变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所转移的价

值是作为它的总价值的可除部分来估价的，是决定于它已经提供

服务并把它的一部分价值转移出来的时间同它要提供服务和把它

的全部价值都转移到产品上去的总时间之比来决定的。此外，这

部分不变资本中仍继续存在的价值，在确定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

量的价值时是不加考虑的。因此，对于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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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来说，可以假定这部分不变资本中仍继续存在的价值等于

零。或者为了当前的目的，出于简便的考虑，可以把问题看作这

样：总资本，也包括总资本的不变部分中只有在较长生产期间才

会全部进入该时期产品中去的那一部分，都全部包括在，完全溶

解在我们所考察的总资本的产品中。这样做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

果。    

因此，我们假定，总产品＝１２００码麻布。预付资本＝１００镑，

其中８０镑代表不变资本，２０镑代表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

１００％，因而工人半个工作日是为自己劳动，另半个工作日则是白

白地为资本家劳动。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２０镑，

１２００码麻布的总价值＝１２０镑，其中８０镑代表由不变资本加上去

的价值，４０镑代表新加劳动，在这４０镑里一半补偿工资，另一半

代表剩余劳动［４４７］或形成剩余价值。

因为除去新追加劳动以外，资本主义生产的要素本身，已经作

为商品，从而以一定的价格进入生产过程，所以由不变资本加上去

的价值已经作为价格被确定，例如，在上述情况下，８０镑代表亚

麻、机器等等。但是，如果讲到新追加劳动，那么，当必要生活资料

决定的工资＝２０镑，而剩余劳动同有酬劳动相等的时候，新追加

劳动的价格就一定是４０镑，因为代表这种追加劳动的价值取决于

这种劳动的量，而决不取决于这种劳动被支付的比例。因此，１００

镑资本所生产的１２００码麻布的总价格就＝１２０镑。

现在，怎样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在这里即一码麻布的价值

呢？显然，我们要用按照一定的尺度划分为可除部分的产品的数目

去除全部产品的总价格，要用使用价值的尺度单位的数目去除产

品的总价格，例如，在当前的情况下就是１２０镑
１２００码；由此得出，一码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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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的价格是２先令。如果把用作麻布尺度的码，作为一种标准继续

展开，进一步把它划分为可除部分，那么我们同样还可以进一步决

定半码等等的价格。可见，单个商品的价格是这样决定的：把它的

使用价值作为总产品的可除部分进行计算，把它的价格作为由资

本生产出来的总价值的相应的可除部分进行计算。

我们已经看到，由于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的程度不同，同

一劳动时间表现为极其不同的产品量，或者说，同样大的交换价值

表现为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量。假定在当前情况下，织麻布的劳动

的生产率增加三倍。被表现为４０镑的劳动所推动的不变资本即亚

麻、机器等等，过去等于８０镑。如果这种织布劳动的生产率增加三

倍，那么它就要推动多三倍的不变资本，即值３２０镑的亚麻等等。

码数也会增加三倍，从１２００码增加到４８００码。可是，新加的织布

劳动还同以前一样表现为４０镑，因为织布劳动量仍然不变。于是，

４８００码的总价格现在等于３６０镑，一码的价格＝ ３６０镑
４８００码＝每码１

１
２

先令。一码的价格从２先令或２４便士，下降到１１
２先令或１８便

士，即降低了１
４，因为包含在一码中的不变资本在它转化为麻布时

少吸收１
４的追加活劳动，或者说，同量织布劳动被分在较多的产品

量上。可是，为了当前的目的举下面这个例子更好些，即预付总资

本保持不变，可是劳动生产力由于纯粹的自然条件，比如年景的好

坏，而表现为同一使用价值例如小麦的极其不同的量。［４４８］假定

花费在每英亩土地上的劳动量，例如在小麦的生产中，表现为７

镑，其中４镑代表新加劳动，３镑代表已经物化在不变资本中的劳

动。按照假定的比例剩余劳动必要劳动＝
１００
１００，４镑中就有２镑工资和２镑剩余

劳动。而收获则随年景的改变而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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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夸 特 数 每夸特的价格
总产品的
价值或价格

“当他有５夸特的时候——他可以卖２８先令 ７镑   

４ １
２夸特   ——    约３１先令 ７镑   

４夸特   ——    约３５先令 ７镑   

３ １
２夸特   ——    约４０先令 ７镑   

３夸特   ——    约４６先令８便士 ７镑   

２ １
２夸特   ——    约５６先令 ７镑   

２夸特   ——    约７０先令 ７镑”（６） 

  预付在每英亩上的５镑资本的总产品的价值或价格，在这里

始终保持不变，即等于７镑，因为物化劳动和新加活劳动的预付额

保持不变。但是这同一劳动却表现为极其不同的夸特数，因此每

一夸特即总产品的同一可除部分，有极其不同的价格。但是，同

一资本生产出来的单个商品的价格上的这种变化，丝毫不会改变

剩余价值率，不会改变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或整个工作日分

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比。代表新加劳动的总价值仍然不变，

因为追加到不变资本上去的还是同过去一样的同一活劳动量，剩

余价值同工资之比或劳动的有酬部分同无酬部分之比仍然不变，

不管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下一码是值２先令还是１１
２先令。

在个别码上发生的变化，是追加于其上的织布劳动总量；而这个总

量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对于包含在个别码内的这个

总量的每一可除部分来说，则仍然不变，不管这个可除部分是较

大还是较小。同样，在既定的前提下，在第二种场合，一夸特的价格

随着劳动生产率降低而提高这种情况，以及新加劳动被分配在

（６） ［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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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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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少夸特数上，从而较多新加劳动量被分配在个别夸特上这种情

况，［４４９］完全不会改变个别夸特所吸收的这个或多或少的劳动量

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既不会改变资本所生产的总剩

余价值，也不会改变包括在个别夸特价值（这个价值一般来说同新

加到个别夸特上去的价值成比例）中的剩余价值的可除部分。假如

在既定的前提下，较多的活劳动追加到一定量劳动资料上去，那么

较多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就以同一比例追加到它上面去；假如

较少的活劳动追加到劳动资料上去，那么较少的有酬劳动和较少

的无酬劳动就以同一比例追加到它上面去；然而，新加劳动的这二

个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却仍然不变。

撇开个别破坏性的影响（考察这些影响与当前的目的毫无关

系）不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和结果就在于：不断提高劳动

生产率，从而不断增加被同一追加劳动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

数量，也可以说，不断把新加劳动分配在更多的产品量上，从而降

低单个商品的价格，或者使商品价格普遍变便宜。但是，商品价格

的这种便宜化本身，既丝毫不会改变同一可变资本所生产的剩余

价值量，也完全不会改变单个商品中所包含的新加劳动分为有酬

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或在单个商品中实现的剩余价值率。如果

一定量亚麻、纱锭等等为了把自己转化为一码麻布吸收了比较少

的织布劳动，那么，这丝毫不会改变这个较多或较少的织布劳动分

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新加到一定量已经物化的劳动上

去的活劳动绝对量，丝毫不会改变单个商品内这个时而变大时而

变小的劳动量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因此，不管由劳动

生产力的变化所引起的商品价格怎样变化，或者说，不管这种商品

价格怎样降低和商品怎样变便宜，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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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率，可以仍然不变。如果不是新加到劳动

资料上去的劳动的生产力发生变化，而是创造劳动资料的劳动的

生产力发生变化，从而劳动资料的价格或上升或下降，那么同样清

楚的是，这样引起的商品价格的变化，并不会改变包含在商品价格

中的追加活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不变的划分。

反过来说，如果说商品价格的变化并不排除不变的剩余价值

率，不排除追加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不变的划分，那么

商品价格的不变，也不排除剩余价值率的变化，不排除新加劳动分

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划分的变化。为了使问题简化，我们

要假定，在我们讲到的劳动部门中，所有包括在它的产品中的劳动

的生产力都不发生变化，例如，在上述情况下就是织布劳动的生产

率不发生变化，或提供亚麻、纱锭等等的劳动的生产率不发生变

化。按照以前的假定，８０镑用于不变资本，２０镑用于可变资本。假

定这２０镑代表２０个织工的２０日（如周日）。按照假定，他们生产

了４０镑，也就是说，他们半天为自己劳动，半天为资本家劳动。我

们再［４５０］假定工作日过去等于１０小时，现在延长到１２小时，那

么每人就要增加２小时剩余劳动。总工作日就要增加１
５，从１０小

时增加到１２小时。因为１０∶１２＝１６２
３∶２０，所以为了推动同一不

变资本８０镑，从而生产１２００码麻布，现在就只需要１６２
３个织工。

（因为２０人劳动１０小时，是劳动２００小时；１６２
３人劳动１２小时，

也是劳动２００小时。）换句话说，假如我们象以前一样保持２０个工

人不变，那么他们现在追加的就不是２００小时劳动，而是２４０小时

劳动。因为２００小时的价值一周内每天表现为４０镑，２４０小时的

价值一周内每天就表现为４８镑。然而，因为劳动生产力等保持不

变，因为４０镑要有８０镑不变资本，所以４８镑要有９６镑不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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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此支出的资本共计１１６镑，这个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价值＝

１４４镑。但由于１２０镑＝１２００码，所以１２８镑＝１２８０码。因此，一

码值１２８镑１２８０＝
１
１０镑＝２先令。一码的价格不变，因为它象过去一样还

是值那么多物化在劳动资料中的劳动和新加的织布劳动的总量。

然而每码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却增加了。过去１２００码中有２０镑

剩余价值，因此一码中有２０镑１２００＝
２
１２０＝

１
６０镑＝

１
３先令＝４便士。现在

１２８０码中有２８镑剩余价值，一码中有５１
３便士，因为５

１
３便士乘

以１２８０＝２８镑，这就是１２８０码中所包含的实际剩余价值额。同

样，追加的８镑剩余价值也等于８０码（每码２先令），码数实际

上从１２００增加到１２８０。

在这里，商品价格保持不变；劳动生产力保持不变。支出在工

资上的资本保持不变。但是，剩余价值额却由２０增加到２８，或者

说增加８，它是以２１
２或

５
２除２０得出的；因为８×

５
２＝

４０
２＝２０，即

增加了４０％。这就是总剩余价值增加的百分数。但是，如果讲到剩

余价值率，那么它原来是１００％，现在是１４０％。

这些数字在以后可以搞精确。暂时它足以说明：剩余价值在商

品价格不变时［４５１］会增加，因为同一可变资本会推动更多的劳

动，从而不仅生产出具有同一价格的更多的商品，而且生产出包含

更多无酬劳动的更多的商品。

正确的计算已表示在下列对照表中，对此还要先提出以下说

明：

如果起初２０ｖ＝２０个十小时工作日（可以把它作为周日而乘

以６，情况不变），一个工作日＝１０小时，那么这个总劳动就＝２００

小时。

如果把工作日从１０小时延长到１２小时（剩余劳动从５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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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到７小时），那么２０日总劳动就＝２４０小时。

如果２００小时劳动表现为４０镑，那么２４０小时劳动就表现为

４８镑。

如果２００小时推动不变资本８０镑，那么２４０小时就推动不变

资本９６镑。

如果２００小时生产１２００码，那么２４０小时就生产１４４０码。

下面就是这个对照表：

ｃ  ｖ ｍ
总 产
品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剩余
价值
额

麻布
码数

每码麻
布价格

每码中包
含的织布
劳动量

每码中包
含的剩余
劳动

剩余劳动率

８０镑 ２０镑２０镑１２０镑１００％ ２０１２００２先令 ８便士 ４便士 ４∶４＝１００％

９６镑 ２０镑２８镑１４４镑１４０％ ２８１４４０２先令 ８便士 ４２
３便士

４２
３∶４

１
３  

 ＝１４０％

７∶５＝小时数从５增加到７。

  由于绝对剩余价值的提高，就是说，由于工作日的延长，使用

的劳动总量［有酬部分和无酬部分之间］的比例从５∶５提高到７

∶５，从１００％提高到１４０％，并且这个比例同样也表现在个别码之

中。但是，剩余价值总量决定于在这个提高了的比率下所使用的工

人人数。假如工人人数由于工作日的延长而减少，——假如只使用

同从前一样数量的劳动，就是说，由于工作日的延长而使用较少的

工人人数，——那么剩余价值率的提高仍然不变，但这并不是说剩

余价值绝对额的提高仍然不变。

我们现在倒过来假定工作日保持不变，即等于１０小时，但是

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加（既不是织布劳动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劳

动生产率增加，也不是织布劳动本身的劳动生产率增加，而是那些

９１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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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包括在工资中的产品的其他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加），必

要劳动从５小时减少到４小时，于是工人现在不是为资本家劳动

５小时，而是６小时，不是为自己劳动５小时，而是４小时。［４５２］

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的比例，过去是５∶５＝１００
１００，即１００％，现在是

６∶４＝１５０∶１００＝１５０％。

象从前一样地使用２０个人工作１０小时，即２００小时；象从前

一样地推动不变资本８０镑。总产品价值象从前一样＝１２０镑，码

数＝１２００，一码的价格＝２先令，因为生产价格完全没有改变。一

个工人的全部产品（按价值）过去等于２镑，而２０个工人的全部产

品等于４０镑。但是，假如一周内每日５小时等于２０镑，那么一周

内每日４小时就等于１６镑，现在工人用这笔钱购买与从前同样数

量的生活资料。现在每个工人每天只完成４小时必要劳动，２０个

工人的报酬不是等于从前的２０镑，而是等于１６镑。可变资本从

２０镑下降到１６镑，但是它象从前一样还是推动同样多的绝对劳

动量。然而这个劳动量却有了不同的划分。从前是１
２有报酬，

１
２没

有报酬。现在是１０小时中４小时有报酬，６小时没有报酬；就是说

２
５有报酬，

３
５没有报酬；或者说，比例６∶４代替了比例５∶５，即剩

余价值率１５０％代替了剩余价值率１００％。剩余价值率提高了

５０％。一码中有３１
５便士的有酬织布劳动，４

４
５便士的无酬织布劳

动；这就是２４５∶
１６
５或２４∶１６，同上面一样。所以，我们得出：

ｃ ｖ ｍ
总产品
价值

剩余
价值率

剩余
价值
额

麻布
码数

每码麻
布价格

织布
劳动量

剩余
劳动

剩余劳动率

８０６０ ２４１２０镑 １５０％ ２４１２００２先令８便士
４４
５

便士

４４５∶３
１
５＝２４∶１６

    ＝１５０％

０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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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可以看到，剩余价值额只有２４镑，而不是象在表 中

那样等于２８镑。但是，如果在表 中支出同一可变资本２０镑，那

么使用的劳动总量将会增加，因为，如果支出１６镑可变资本，使用

的劳动总量就保持不变。于是，使用的劳动总量增加了１
４，因为２０

镑比１６镑多１
４。不仅剩余劳动同有酬劳动的比例提高了，而且使

用的劳动总量也增加了。因为在这个新的比率下，如果１６镑提供

４０镑，那么２０镑就提供５０镑，其中３０镑是剩余价值。如果４０镑

等于２００小时，那么５０镑就等于２５０小时。如果２００小时推动

８０ｃ，那么２５０小时就推动１００ｃ。最后，如果２００小时生产１２００码，

那么２５０小时就生产１５００码。所以，计算如下：

ｃ ｖ ｍ 总价值
剩余

价值率

剩余

价值额

麻布

码数

每码麻

布价格

织布

劳动量

剩余

劳动
率

ａ １００２０３０ １５０ １５０％ ３０ １５００２先令 ８便士
４４
５

便士
１５０％

  总之要指出，如果由于工资的降低（在这里，工资的降低是

生产力增长的结果），只需要较少的可变资本就可以使用同量的劳

动，也就是说，使用同量劳动会给资本带来更大的好处，因为同

量劳动的有酬部分与无酬部分相比是减少了，那么，当资本家继

续投入同量可变资本的时候，资本家就会得到双重好处，因为他

不仅从同一总量得到一个提高了的剩余价值率，而且在这个提高

了的剩余价值率下剥削更多的劳动量，尽管他的可变资本在量上

没有增加。

［４５３］这样，我们就已说明：

（１）在商品价格改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可以

１２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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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不变；

（２）在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可以

发生变化。

正如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所阐述的那样，商品价格本身只

有当它进入劳动能力再生产费用，从而影响到劳动能力本身价值

的时候，才影响到剩余价值；这种影响可以在较短的时期内被相反

的影响所抵销。

从（１）得出，由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商品价格的降低，

商品的变便宜——撇开这样一部分商品不谈，这些商品通过自己

的变便宜能使劳动能力本身变便宜（反之，这些商品通过自己的涨

价能使劳动能力涨价），——虽然意味着，单个商品中物化着较少

劳动，或者同量劳动表现在较多商品量中，从而劳动的较小的可除

部分分配在单个商品上；但是它本身并不意味着，包含在每一单个

商品中的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比例划分会发生变化。

已经阐明的两个规律对所有商品都有效，因此对这样一些商品也

是有效的，这些商品并不直接或间接地进入劳动能力的再生产，从

而它们的便宜或涨价都与劳动能力本身的价值规定无关。

从（２）得出，——（见表 和表 ａ）——虽然商品价格保持不

变和直接使用在以这种商品为结果的生产部门中的活劳动的生产

力保持不变，但是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可以增长。（反过来同

样可以得出，当总工作日缩短，或者必要劳动时间由于其他商品涨

价而在工作日不变的情况下增加的时候，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

量可以下降。）情况所以会这样，是因为一定量可变资本可以使用

具有一定生产力的极其不等的劳动量（而在劳动生产力不变的时

候商品价格保持不变），或者说，变量的可变资本使用着具有一定

２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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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的等量劳动。简言之，具有一定价值量的可变资本决不总是

推动同量活劳动；所以，只要把可变资本看作是它所推动的劳动量

的单纯标志，［可变资本］也就是一种变量的标志。

后面这个意见——（关于（２）和规律（２））表明：作为资本的产

物的商品，作为资本的可除组成部分的商品，作为资本（这种资本

已经自行增殖，从而包含着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可除部分）的

承担者的商品，我们必须把它看作是与我们以前在开始阐述单个

的独立的商品时所考察的商品不同的东西。

（当我们讲商品价格的时候，在这里总是以下面这一点为前

提：资本所生产的商品量的总价格等于该商品量的总价值，因此单

个商品的可除部分的价格等于这个总价值的可除部分。在这里，价

格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到现在为止，在我们的阐述中还完全没有

出现与价值不同的价格。）

［４５４］５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

它作为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在积累的条件下），同时又是资本的

生产，又是整个资本关系在不断增大（扩大）的规模上的生产和再

生产。但是，剩余价值只是作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被生产出来，它

也表现为一定量商品或剩余产品。资本只有作为商品的生产者才

生产剩余价值和再生产自己本身。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再来研究作

为资本的直接产物的商品。但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就商品的

形式（商品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来看，商品是不完全的结果。在商

品能再作为财富（或者以货币的形式，或者作为使用价值）执行职

能以前，商品先要通过一定的形式转化——商品必须重新进入交

换过程，在交换过程中通过这种形式转化。因此，我们现在要更详

细地考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最直接结果的商品，然后再考

３２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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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商品所通过的进一步的过程。（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元素，商

品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是资本在生产过程的终点上再现出

来的形式。）

这种单个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事实上即作为再生产出

来的并且已经增殖的资本的元素部分——同我们过去作为资本形

成的前提而由以出发的单个商品的差别，同独立考察的商品的差

别，除了前面所考察的关于价格规定这一点以外，还表现在：当商

品按照自己价格出售的时候，预付在商品生产中的资本的价值没

有得到实现，由这个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更没有得到实现。商品

——作为资本的单纯承担者，不仅物质上作为资本由以构成的使

用价值部分，而且作为资本由以构成的价值的承担者——可以按

照与商品价值相一致的价格出售，但却是低于作为资本产物，作为

总产品（已经自行增殖的资本现在首先存在于总产品中）组成部分

的商品价值出售。

在我们上面的例子中，１００镑资本被再生产为具有１２０镑价

格的１２００码麻布。按照以前所提出的说明，因为我们有８０
ｃ

，２０
ｖ

，２０
ｍ

，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表述：８０镑不变资本表现为８００码或总产品

的 ２
３；２０镑可变资本或工资表现为２００码或总产品的

１
６；２０镑剩

余价值也同样表现为２００码或总产品的第二个１
６。假如现在不是

１码按其价格出售，而是例如８００码按它的等于８０镑的价格出

售，而其它两部分则卖不出去，那么１００镑原有资本价值本身就只

有 ４
５再现出来。８００码作为总资本的承担者，也就是说，作为１００

镑总资本的唯一现实的产品，是低于其价值出售的，而且低于其价

值 １
３，因为总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２０镑，８０镑只等于总产品的

２
３，而

不足的价值量４０镑则等于这总产品的其余的１
３。这８００码就其自

４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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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来看也可以高于价值出售却依然是作为总资本的承担者按其价

值出售，例如，当８００码本身按９０镑出售，而其余４００码只按３０

镑出售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完全撇开商品量的个别份额高于或低

于其价值出售的这种情形，因为按照假设，商品一般是按其价值出

售的。

［４５５］这里不仅是说，象在独立的商品的情况下那样，商品按

其价值出售；而且是说，商品作为预付于该商品生产中的资本的承

担者，从而作为资本的总产品的可除部分，按其价值（价格）来出

售。假如在等于１２０镑的这个总产品１２００码中只卖出去８００码，

那么这８００码就不是代表总价值的可除部分 ２
３，而是代表全部总

价值；因此它是代表１２０镑的价值，而不是代表８０镑的价值；单个

商品不是等于８０８００＝
８
８０＝

４
４０＝

２
２０镑＝２先令，而是＝

１２０
８００＝

１２
８０＝

３
２０＝３

先令。因此，假如单个商品不是卖２先令，而是卖３先令，那么它就

贵卖了５０％。单个商品作为生产出来的总价值的可除部分，必须

按其价格出售，从而作为已售出的全部产品的可除部分出售。它一

定不是作为独立的商品出售，而是作为全部产品的（例如）１１２００出

售，从而作为其余１１９９１２００的补充出售。问题在于：单个商品是按其价格

乘以这样一个数目出售的，这个数目是该商品作为可除部分的分

母。

（在这里已经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

发展，随着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商品的变便宜，商品量增加了，必

须出售的商品数增加了，所以市场的不断扩大是必要的，这是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一种需要。不过，这一点最好在下一册论述。）（由

此也得出：例如，如果资本家按２先令供给１２００码，那么他就不能

按这个价格供给１３００码。为什么呢？因为追加的１００码也许需要

５２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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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等发生变化，而这种不变资本等的变化在追加生产１２００

码的情况下会从这个价格得到补偿，在追加生产１００码的情况下

则不会从这个价格得到补偿，等等。）

由此可见，作为资本的产物的商品，与独立考察的单个商品是

多么不同；我们越是进一步探索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这

种差别就越明显，也就越影响商品现实的价格规定，等等。

但是，我在这里还特别要提出下面这样一点：

在这个第１册第 章第３节６中已经看到，一方面，资本产品

的不同价值部分（不变资本价值、可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以自

己的各个比例部分表现在，重复出现在作为生产出来的总使用价

值的可除部分和作为生产出来的总价值的可除部分而存在的每一

单个商品中；另一方面，总产品可以分为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即物

品的一定份数、份额，其中一部分只代表不变资本价值，另一部分

只代表可变资本价值，最后，第三部分只代表剩余价值。尽管这两

种表现象过去说明的那样在事实上是相同的，但它们在表现方式

上是互相矛盾的。因为在后一种解释中，例如，属于第一部分——

这一部分仅仅再生产不变资本价值——的单个商品似乎只代表在

生产过程以前就已经物化的劳动。因此，例如，８００码等于８０镑，

等于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它只代表已经消费的棉纱、机油、煤炭、

机器等的价值，而不代表新加织布劳动的价值部分；然而另一方

面，就使用价值来看，每一码麻布，除去其中包含的亚麻等以外，还

包含着恰好使它具有麻布形式的一定量织布劳动；在每一码麻布

的２先令价格中包含着麻布内消耗的不变资本的再生产１６便士、

工资４便士和物化在麻布中的无酬劳动４便士。这个表面上的矛

盾，——以后将要看到，不能解决这个矛盾，是分析中所以会发生

６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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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错误的原因，——乍一看来，使只着眼于单个商品价格的人陷

于混乱，就象前面刚刚提出的下述论点使人陷于混乱一样：单个商

品或总产品的一定份额，即使是按其价格出售也还是可以低于其

价格出售，即使是高于其价格出售也还是可以按其价格出售，甚至

即使是高于其价格出售也还是可以低于其价格出售。这种混乱的

一个例子就是蒲鲁东７。

（在上述例子中，一码的价格不是孤立地决定的，而是作为总

产品的可除部分来决定的。）

［４５６］（上面所说的价格规定，我以前曾经叙述过，以前叙述中

的个别说法也许应该插入这里的说明。）

起初，我们是把单个商品独立地理解为一定量劳动的结果和

直接产物。现在，当商品是资本的结果，产物的时候，问题就在形式

上发生了如下的变化（以后在生产价格中实际地发生变化）：生产

出来的使用价值量代表一个劳动量，这个劳动量等于包含在并消

耗在产品中的不变资本价值（不变资本转移给产品的物化劳动量

的价值）加上同可变资本相交换的劳动量的价值，其中一部分补偿

可变资本的价值，另一部分构成剩余价值。假如包含在资本中的劳

动时间以货币来表现等于１００镑，其中４０镑是可变资本，剩余价

值率等于５０％，那么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总量就表现为１２０镑。

在商品能够流通以前，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先转化为价格。因此，

假如总产品不是单一的不可分的物，从而整个资本不被再生产为

单一的商品，比如一座房屋，那么资本就必须计算单个商品的价

格，也就是说，必须把单个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计算货币上。按

照劳动生产率的不同，现在总价值１２０镑会分配在较多或较少的

产品中，因而单个商品的价格会同商品总数成反比，各自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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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０镑的一个较大或较小的可除部分。比如，如果总产品＝６０吨煤

炭，那么６０吨就＝１２０镑＝每吨２镑＝１２０
６０镑；如果产品等于７５

吨，一吨就＝１２０
７５＝１镑１２先令；如果产品＝２４０吨，一吨就＝

１２０
２４０＝

１２
２４＝

１
２镑等等。所以，单个商品的价格＝

产品总价格
产品总数 即产品总价格除

以产品总数，而产品总数又是按照不同的尺度、按照产品的使用价

值来计量的。

因此，假如单个商品的价格＝１００镑资本所生产的商品量（吨

数）的总价格除以商品总数（在这里即吨的总数），那么另一方面，

总产品的总价格就等于单个商品的价格乘以生产出来的商品总

数。假如商品量随生产率的提高而增加，那么商品数就会增加，而

单个商品价格就会下降。生产率降低时，情况正好相反，这时一

个要素即价格增加了，另一个要素即这个商品数却减少了。只要

劳动支出量不变，劳动支出量就表现为同样的１２０镑总价格，不

管其中有多少分配在数量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变化而变化的单个商

品上。

如果由于产品数量较大，也就是说，由于劳动生产率较高，单

个产品分担的价格部分（总价值的可除部分）比较小，那么单个产

品分担的剩余价值部分也比较小，即体现剩余价值２０镑的并同单

个产品相联系的总价格可除部分也比较小。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会

改变单个商品中代表剩余价值的价格部分同商品中代表工资即有

酬劳动的价格部分之间的比例。

其实，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时候已经表明，——撇开工

作日的延长不谈，——随着那些决定劳动能力的价值、进入工人必

要消费的商品变便宜，存在着劳动能力本身变便宜的趋势，因此，

在工作日的长短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同时存在着劳动的有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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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和无酬部分延长的趋势。

因此，根据以前的假定，单个商品的价格构成总价值可除部分

时占何种比例，它包含的总价格部分占何种比例，它包含的剩余价

值部分也就占何种比例；而现在，尽管产品的价格下降，这个价格

中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却会增长。然而，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只是

因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剩余价值在产品总价格中占有更大

的比例部分。同一原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同量劳动，同一

１２０镑（价值）表现为更大的产品量，从而使单个商品价格下降，这

就同时会降低劳动能力的价值（在劳动生产率降低时情况相反）。

因此，虽然单个商品的价格下降，虽然包含在单个商品中的总劳动

量减少，从而单个商品的价值也减少，但是，这个价格的由剩余价

值组成的比例构成部分却增加；或者说，同以前劳动生产率较低、

产品量较少、单个商品价格较高的时候相比，单个商品（例如一吨

煤）所包含的总劳动量较少，而它包含的无酬劳动量却较大。现在，

１２０镑总价格包含着更多的无酬劳动，因而这１２０镑的每一可除

部分也包含着更多的无酬劳动。

［４５７］类似的谜把蒲鲁东弄糊涂了，因为他只看到单个的独立

的商品的价格，没有把商品看作是总资本的产品，从而也没有考察

总产品在观念上按各单个商品的价格来划分的比例。

“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这只是具有特殊名称的一部分剩余价值）

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

产品，就不可能了。自食其力的原则，在利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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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页）

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了弄清问题，我们假定，这里所说的工

人，即“Ｉ’ｏｕｖｒｉｅｒ”，就是整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获得的和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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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生活资料等等的周货币额，是花费在这样一个商品量上的：这

个商品量的价格，就每一个个别商品来看和所有商品作为整体来

看，除去等于工资的那一部分以外，都包含等于剩余价值的那一

部分；蒲鲁东所说的利息也许只构成这个剩余价值的一个比较小

的比例部分。现在，工人阶级要用只等于工资的周收入去购买等

于工资加上剩余价值的商品量，怎么可能呢？因为周工资，就整

个工人阶级来看，只等于一周的生活资料额，因此很明显，工人

不能用获得的货币额购买必要的生活资料。因为工人所获得的货

币额等于周工资，即支付给他的自身劳动的周价格，而每周必要

生活资料的价格则等于包含于其中的劳动的周价格加上代表无酬

剩余劳动的价格。因此，“……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

就不可能了”。所以，在这种前提下，“自食其力”就是含有“矛

盾”的。从表面上看，蒲鲁东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如果他不

是独立地考察商品，而是把商品看作资本的产物，那么他就会发

现，一周的产品分为这样两个部分：一部分的价格＝工资＝一周

内支出的可变资本，它不包含剩余价值等；另一部分的价格只＝

剩余价值等等；虽然商品的价格包含所有这些元素等，但是工人

所能买回的正好仅仅是这个第一部分（不过，工人在这种买回中

可能受欺骗以及他在事实上受到小店主的欺骗等等情况，这对于

我们当前的目的没有什么关系）。

蒲鲁东的似乎深奥莫测的经济怪论，一般说来不过如此。这

个怪论就在于：蒲鲁东把经济现象在他头脑中所造成的混乱说成

是这种现象的规律。

（实际上他的论点还要糟糕，因为它包含下述假定：商品的真

正价格等于包含在商品中的工资，等于包含在商品中的有酬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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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剩余价值，利息等等则只是超过商品的这个真正价格的任意

附加。）

但更糟糕的是庸俗经济学对蒲鲁东的批判。例如，福尔卡德先

生（在这里（１）要引用这个地方）
８
不仅指出，蒲鲁东的观点一方面证

明得太过分了，因为按照这种观点，工人阶级根本不能生活；而且

指出，另一方面，蒲鲁东在这个怪论的表述上又作得远远不够，因

为工人所购买的商品的价格，除了工资加上利息等以外，还包括原

料等等（简单地说就是：不变资本的价格要素）。福尔卡德完全正

确。但下一步呢？福尔卡德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比蒲鲁东所提出

的问题还更加困难，——这就是福尔卡德甚至不能在蒲鲁东提出

这个问题的范围内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以空洞的废话回避它的理

由９（见第１个注）。

［４５８］实际上，这是蒲鲁东手法的好的方面：蒲鲁东带着诡辩

的自负同庸俗经济学家们相反公开地说出经济现象的混乱；而这

些庸俗经济学家则力图抹杀这种混乱，但他们没有能力理解它，从

而把自己理论上的贫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例如，威·修昔的底

斯·罗雪尔１０先生就把蒲鲁东的《什么是财产？》一书说成是“混乱

的东西和引起混乱的东西。”１１“引起混乱的东西”一语表示出庸俗

经济学在这种混乱面前无能为力的情绪。庸俗经济学甚至没有能

力以蒲鲁东理解资本主义生产矛盾的那种混乱的、浮浅的与诡辩

的形式（蒲鲁东以这种形式弄昏了庸俗经济学的头脑）来解决资

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矛盾。庸俗经济学只好撇开它在理论上不能克

服的诡辩，求助于“普通的”常识，说什么事情总是有它的道理的。

（１） 福尔卡德［《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篇文章：《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学》，

载于《两大陆评论》新辑第２４卷，１８４８年巴黎版第９９８—９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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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于所谓的“理论家”倒是一个很好的安慰。

（注意：整个关于蒲鲁东的这一段话，大概放在第 册第 章

或者再后一些比较好。）

现在同时解决了第Ｉ章中所讲到的那个困难。假如成为资本

的产物的商品，按照由它的价值决定的价格出售，从而整个资本家

阶级都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那么每一资本家也就实现了剩

余价值，就是说，他卖出了他什么也没有花费、什么也没有支付的

那个商品价值部分。因此，资本家们彼此得到的利益，并不是通过

互相欺骗而得到的，——这只能是一个人从别人那里夺走属于别

人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不是由于彼此高于商品价值出售自己

的商品，而是由于按照商品价值互相出售自己的商品而得到的。商

品按照与其价值相适应的价格出售这个前提，也是下一册所要进

行的研究的基础。

资本主义直接生产过程的最直接的结果，它的产物，是这样一

种商品，在这种商品的价格中不仅补偿了生产商品时所消费的预

付资本的价值，而且同时物化了生产商品时所消费的剩余劳动即

剩余价值。资本的产品，作为商品，必须加入商品交换过程，因而它

不仅要加入实际的物质变换，而且同时要通过我们过去曾作为商

品的形态变化加以阐述的那种形式转化。就问题只涉及形式转化

（这些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来说，这个过程在我们

称之为“简单流通”（商品本身的流通）的地方已经阐述过了。但是

现在，这些商品同时又是资本的承担者；它们又是已经增殖的、孕

育着剩余价值的资本本身。而从这一方面来说，这些商品的流通现

在同时是资本再生产过程，因此包含着商品流通的抽象考察所没

有涉及的进一步规定。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商品流通作为资本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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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来考察。这将在下一册中进行。

［４５９］（２）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当资本还只是表现为它的元素形式即商品或货币的时候，资

本家也表现为商品所有者或货币所有者这种众所周知的特征形

式。但因此，正象商品和货币本身不是资本一样，商品所有者和货

币所有者本身也不是资本家。正象商品和货币只是在一定前提下

才转化为资本一样，商品所有者和货币所有者也只是在同样的前

提下才转化为资本家。

资本起初表现为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或者说表现为还仅仅

在可能性上是资本的货币。

正象经济学家们一方面犯了把资本的这些元素形式——商品

和货币——本身跟资本等同起来的错误一样，他们另一方面又犯

了把资本的使用价值存在方式——劳动资料——本身说成就是资

本的错误。

在资本的最初的（可以说是）暂时的形式即货币（资本形成的

起点）上，资本还只是作为货币存在着，从而还只是在交换价值的

独立形式即其货币表现中作为一个交换价值额存在着。但是，这个

货币必须自行增殖。交换价值必须用来创造更多的交换价值。价

值量必须增加，就是说，现有价值不仅要保存自己，而且它还必须

创造出一个增量，价值的 即剩余价值，从而使已知的价值即已知

的货币额表现为流动量，使增量表现为流数１２。我们在考察资本流

通过程的时候，还将返回来谈资本的这个独立的货币表现。在这

里，当我们还只是同货币这个直接生产过程的起点打交道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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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资本在这里还只是作为一个一切使用价值

都已消失不见的已知的价值额＝Ｇ（货币）存在着，从而是以货币

的形式存在着。这个价值额的量，受要转化为资本的货币额的大小

或数量的限制。因此，这个价值额所以变成资本，是由于它的量会

增大，由于它会转化为一个变动的量，由于它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会

产生流数的流动量。这个货币额所以自在地是资本，也就是说，按

其使命来说是资本，只是因为它被使用、被支出的方式的目的是使

自己增大，只是因为它被支出的目的是使自己增大。这一点，如果

就现有价值额或货币额来说，表现为它的规定，它的内在动力，趋

势，那么就资本家即这个货币额的所有者（这个货币额在他的手中

必须执行这种职能）来说，就表现为意图，目的。但是，在资本（要生

成的资本）的这个最初的简单的价值表现或货币表现中，对使用价

值的一切关系都抽象掉了，消失了，因而，实际生产过程（商品生产

等等）的一切破坏性干扰以及后来出现的引起混乱的偶然因素也

都消失了，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征的特殊性质，也以同样抽

象简单的形式表现出来。如果原来的资本是等于ｘ的价值额，那

么，这里的目的就是使这个ｘ转化为ｘ＋ ｘ，而这个ｘ成为资本

也是由于它转化为ｘ＋ ｘ，即转化为一个等于原有价值额加上这

个原有价值额的余额的货币额或价值额，转化为已知的货币量加

上追加的货币，转化为既定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从而使ｘ变为资

本。于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包括原预付价值的保存），就表现为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决定目的、推动性利益和最终结果，表现为使原

有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那种东西。无论怎样达到这一点，ｘ转化为ｘ

＋ ｘ的实际程序决不会使这个过程的目的和结果发生任何改

变。当然，即使没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ｘ也可以转化为ｘ＋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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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转化就不是发生在既定的条件和前提下：参加竞争的社

会成员作为这样一些人互相发生关系，他们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

彼此对立，并且仅仅作为商品所有者彼此接触（这种情况不包括奴

隶制等等）；其次，这种转化也不是发生在另外的条件下：社会产品

作为商品来生产。（这一点排斥所有这样一些形式，在这些形式中，

对于直接生产者来说，使用价值是主要目的，最多是产品的剩余等

转化为商品）。

［４６０］其次，ｘ转化为ｘ＋ ｘ的过程的这个目的，表明了进

行研究的途径。这个式子必须是变量的函数，或者在过程中转化

为变量的函数。起初，ｘ作为已知的货币额，是一个常量，因而它

的增量是０。所以，ｘ必须在过程中转化为含有可变因素的另一个

量。而问题就在于找出这个组成部分，同时指出通过什么中介过

程使原来的常量变为变量。因为，正如在考察实际生产过程时所

进一步表明的那样，ｘ的一部分会反过来再转化为常量，即转化为

劳动资料，在这里ｘ价值的一部分只是处于特定的使用价值的形

式中，而不是处于这种使用价值的货币形式中，就这一部分是交

换价值来说，不能改变价值量的不变性质的那种变化，一般地说

也不能使这一部分发生什么改变；所以，ｘ在这个过程中表现为ｃ

（常量）＋ｖ（变量）＝ｃ＋ｖ。但是现在，差额 （ｃ＋ｖ）＝ｃ＋

（ｖ＋ ｖ），并且由于ｃ的差额＝０，所以差额 （ｃ＋ｖ）＝（ｖ＋

ｖ）。因此，起初表现为 ｘ的，实际上是 ｖ。而且原ｘ量的这个

增量同ｘ的这一部分（原ｘ量的增量实际上就是这一部分的增

量）的比例，一定是（ ｖ＝ ｘ（因为 ｘ＝ ｖ）），
ｘ
ｖ＝

ｖ
ｖ，这

实际上是剩余价值率的公式。

因为总资本Ｃ＝ｃ＋ｖ，其中ｃ是常量，ｖ是变量，所以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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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ｖ的函数。如果ｖ增加一个 ｖ，则Ｃ就变成＝Ｃ′。

于是得出：

（１）Ｃ＝ｃ＋ｖ

（２）Ｃ′＝ｃ＋（ｖ＋ ｖ）。

从等式（２）减去等式（１），即得Ｃ′—Ｃ的差，Ｃ的增量＝ Ｃ。

（３）Ｃ′—Ｃ＝ｃ＋ｖ＋ ｖ－ｃ－ｖ＝ ｖ

（４） Ｃ＝ ｖ。

于是得出（３），从而（４） Ｃ＝ ｖ。但是，Ｃ′－Ｃ＝Ｃ发生变化

的量（＝ Ｃ），＝Ｃ的增量或 Ｃ，因此得出（４）。换句话说，总资本

的增量＝资本的可变部分的增量，因此 ｃ或资本的不变部分的

变化＝０。所以，在研究 Ｃ或 ｖ时，可以假设不变资本＝０，就是

说，必须撇开不变资本不谈。

ｖ增长的比率＝
ｖ
ｖ（剩余价值率）。Ｃ增长的比率：

ｖ
Ｃ＝

ｖ
ｃ＋ｖ（利

润率）。

因此，资本作为资本所固有的特殊职能，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正如以后将要表明的那样，这不外是剩余劳动的生产，是在实际生

产过程中对表现为和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劳动的占有。

其次得出，为了使ｘ转化为资本即转化为ｘ＋ ｘ，价值或货

币额ｘ必须转化为生产过程的因素，首先转化为实际劳动过程的

因素。在某些工业部门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情况，即一部分生产资料

（劳动对象）虽然是使用价值，但没有价值，不是商品。在这种情况

下，ｘ的一部分只转化为生产资料；并且就ｘ的转化即用ｘ购买进

入劳动过程的商品而言，劳动对象不属于所要购买的生产资料之

列。就价值而言，劳动过程的一个因素即劳动对象，在这里是０。但

是我们要在劳动对象也是商品的完全的形式中来考察问题。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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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对象不是商品的情况下，就价值而言，应该使这个因素等于零，

以便修改计算。

正象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一样，生产过程

即商品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直接统一。正象

商品，即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作为结果，作为产物从这

个过程中出来一样，商品也作为构成要素加入这个过程。任何东西

不以生产条件的形式加入生产过程，它也就根本不可能从生产过

程中出来。

预付货币额即必须增殖和必须转化为资本的货币额转化为生

产过程的因素，这是商品流通，交换过程的行为，它分解为一系列

的购买。因此，这种行为还是处于直接生产过程之外的。它只是引

起直接生产过程，但它是直接生产过程的必要前提；当我们考察的

不是直接生产过程，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和连续性的时候，从

货币到生产过程因素的这种转化，生产资料和劳动能力的购买，这

本身又构成总过程的内在要素。

［４６１］如果我们现在来考察直接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形式，那

么资本就如同简单商品一样，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二重形

式。但是在这种二重形式中却包含着与独立考察的简单商品的规

定不同的进一步规定，即进一步发展了的规定性。

首先就使用价值来说，使用价值的特殊内容，使用价值的进一

步的规定性，对于商品的概念规定来说是完全无关紧要的。物品要

成为商品，从而成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一定要满足某种社会需

要，因而一定要具有某种有用属性。如此而已。至于在生产过程中

执行职能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情况则不同。按照劳动过程的性质，

生产资料首先分为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或者更进一步地加以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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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它一方面是原料；另一方面是工具，辅助材料等等。这是从劳动

过程本身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使用价值的形式规定，因此——就

生产资料来说——使用价值有了进一步的规定。在这里，使用价值

的形式规定本身，对于经济关系的发展，经济范畴的发展，成为本

质的事情。

但是其次，加入劳动过程的使用价值在劳动过程中划分为两

个在概念上有严格区别的要素和对立物（同上面所说的物的生产

资料的情况完全一样）：一方面是物的生产资料，客观的生产条件，

另一方面是活动着的劳动能力，有目的地表现出来的劳动力，主观

的生产条件。从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表现为使用价值而言，这种

划分是资本的进一步的形式规定性。在简单商品中，一定的合乎目

的的劳动——纺纱、织布等等——体现、物化在纱中，布中。产品的

合乎目的的形式，是有目的的劳动所留下的唯一痕迹；而当产品具

有自然产品的形式，如牲畜、小麦等等的时候，这个痕迹本身就会

消失。在商品中，使用价值表现为某种可见的东西，就象这种现存

的东西在劳动过程中只表现为产品一样。单个商品，事实上是完成

的产品，它的产生过程看不见了，在它身上，特殊有用劳动体现、物

化在产品中的那个过程实际上消失了。商品是在生产过程中形成

的。商品不断地作为产品离开生产过程，所以产品本身只表现为生

产过程的要素。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借以体现的一部分使用价值，

是活的劳动能力本身，而它表现为具有一定的、与生产资料的特殊

使用价值相适应的特性的劳动能力，表现为发挥作用的劳动能力，

有目的地表现出来的劳动力，它使生产资料成为发挥作用的物的

要素，从而把生产资料从其使用价值的最初形式转化为新的产品

形式。因此，使用价值本身在劳动过程中经历着一个实际的转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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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管这个过程是机械的性质，还是化学的、物理的性质。在商品

中使用价值是具有一定属性的既定的东西，然而现在使用价值却

从作为原料和劳动资料执行职能的物即使用价值，借助于通过原

料和劳动资料并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活劳动（这个活劳动就是活动

中的劳动能力），转化为改变了形状的使用价值——产品。所以，资

本在劳动过程中作为使用价值所采取的形式分为：第一，在概念上

既互相分开又互相联系的生产资料；第二，在［４６２］概念上从劳动

过程的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和主观劳动条

件（合乎目的地起作用的劳动能力即劳动本身）之间的划分。但是

第三，就这个过程的整体来看，资本的使用价值在这里表现为一种

生产使用价值的过程，生产资料在这种过程中按照这个特殊规定

性，作为合乎目的地起作用的、与生产资料的特定性质相适应的特

殊劳动能力的生产资料执行职能。换句话说，总劳动过程本身，在

其主观和客观要素的活的交互作用中，表现为使用价值的总形式，

即表现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实在形态。

就资本生产过程的实际方面来考察，——或者把它当作通过

有用劳动用使用价值构成新使用价值的过程来考察，——资本生

产过程首先就是实际劳动过程。作为这样的劳动过程，它的要素，

它的概念上特定的组成部分，是一般劳动过程，任何劳动过程的要

素和组成部分，不管这种劳动过程发生在何种经济发展阶段上，发

生在何种生产方式基础上。因为资本存在的实在形态或客观使用

价值形态，资本的物质基础，必然是用来生产新产品的生产资料形

态（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又因为在流通过程中，在商品形式中，

也就是在作为商品所有者的资本家的占有中，这些使用价值在它

们按其特殊目的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以前就已经（在市场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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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也就是说，因为资本——就它表现为劳动的客观条件来说

——按照它的使用价值是由生产资料，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资

料，工具，建筑物，机器等等构成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说，一切生

产资料都是可能的资本，而就它们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来说，又

都是实际的资本；所以，撇开劳动过程的一切历史形式不谈，资本

是人类一般劳动过程的必要要素，从而资本是某种永恒的和由人

类劳动性质决定的东西。同样可以得出结论说，因为资本的生产过

程就是劳动过程，所以劳动过程本身，一切社会形式下的劳动过

程，必然就是资本的劳动过程。于是，资本就被看成这样一种物，它

在生产过程中起着某种物的作用，起着它作为物应有的作用。根据

同样的逻辑，也可以得出结论说，因为货币是金，所以金本身就是

货币；因为雇佣劳动是劳动，所以一切劳动都必然是雇佣劳动。由

此可见，同一性是这样证明的：把与一切生产过程的特殊差别相区

别的它们的共同东西固定下来。同一性是通过抽去差别来证明的。

在本篇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将回过头来更详细地考察这个有决定

意义的重要问题。在这里暂时只谈谈下列内容：

第一：资本家为了在生产过程中或在劳动过程中作为生产资

料来消费而购买的商品，是资本家的财产。这些商品实际上只是

资本家的转化为商品的货币，它们同货币一样是资本家的资本的

存在；而且它们更是资本家的资本的存在，因为它们借以存在的

形式使它们实际上为了增殖即增加价值而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即

作为创造价值的手段执行职能。因此，这些生产资料是资本。另

一方面，资本家又用预付货币额的其他部分购买劳动能力，工人，

或者如第 章所阐述的，这表现为资本家购买活劳动。所以，正

象劳动过程的客观条件属于资本家一样，这种活劳动也同样属于

０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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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里总还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特殊的差别：实际

的劳动是工人作为转化为工资的那部分资本的等价物，作为劳动

的购买价格的等价物而实际地给予资本家的东西。［４６３］这是工

人生命力的支出，是他的生产能力的实现，是他的活动，而不是

资本家的活动。作为人的职能来看，在劳动的现实性中，劳动是

工人的职能，而不是资本家的职能。从交换的观点来看，它是资

本家在劳动过程中从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而不是资本家在劳动

过程中同工人相对立而表现出来的东西。因此就形成了客观劳动

条件的对立物，这种客观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并因而作为资本家的

存在，在劳动过程本身中同主观劳动条件即劳动本身相对立，或

者不如说，同进行劳动的工人相对立。由此可见，不论是从资本

家的观点来看，还是从工人的观点来看，生产资料，作为资本的

存在，作为地道的资本，都同劳动即预付资本所转化成的另一个

要素相对立，因此，生产资料即使在生产过程以外也在可能性上

表现为资本的特殊存在方式。正象以后将要表明的，一方面，由

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一般性质（由于生产资料在这种过程

中作为活劳动的吸收器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特殊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机器等变成活劳动的实际统治者），这种情况

将会进一步发展。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基础上，使用价

值（资本在这种使用价值上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和作为资本

（资本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这些生产资料即这些物的用途，

是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的；这正象在这种生产方式内，对于局

限于这种生产方式中的人来说，产品本身就被当作是商品一样。这

一点构成了政治经济学拜物教的一个基础。

第二：生产资料是作为一定的商品，比如棉花、煤炭、纱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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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从流通进入劳动过程的。这些生产资料是以它们还在作为商品

进行流通时就具有的使用价值形态进入劳动过程的。它们在进入

劳动过程以后，就以与它们的使用价值相符的属性，以它们作为物

在物质上应有的属性，如作为棉花的棉花的属性等来执行职能。但

是，说到我们称之为可变资本的这部分资本，情况就不同了，这部

分资本，只有借助于同劳动能力相交换，才实际地转化为资本的可

变部分。就实在形态来考察的货币——即资本家在购买劳动能力

时所支出的这个资本部分——不过表现为存在于市场上的（或在

一定条件下被抛到市场上的）、加入工人个人消费的生活资料。货

币只是这些生活资料的转化形式，工人一得到货币就把这种转化

形式再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转化，正象这些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后

来被消费一样，也是同直接生产过程（更进一步说即劳动过程）没

有任何直接关系的过程，确切些说，是处于劳动过程以外的过程。

要知道，资本的这一部分，从而总资本，所以转化为可变量，恰恰是

由于换进来的不是货币（不变的价值量）或代表货币的生活资料

（同样是不变的价值量），相反，是活的劳动能力这样一个要素，这

个要素是创造价值的，它作为创造价值的要素是可以变大或变小

的，可以表现为变量，在任何情况下，它作为因素，进入生产过程都

不是作为已经生成的量，而只是作为流动的量，作为正在生成的

量，——从而是作为在不同的界限内正在生成的量。当然，工人对

生活资料的消费本身，实际上可以包括在（包含在）劳动过程中，正

象例如机器对辅助材料的消费包含在劳动过程中一样；所以，工人

不过表现为资本所购买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为了执行它在劳动

过程中的职能也需要消费，也需要加上一定份额的生活资料作为

自己的辅助材料。这种情形的程度大小，取决于对工人剥削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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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残酷性。但是，它在概念上并不是以这样狭隘的方式（这一点我

们在关于（３）１３总关系的再生产中，会进一步看到）包括在资本关

系中。在通常情况下，工人消费自己的生活资料，是在直接劳动

过程间断的时候，而机器消费自己的生活资料则是在机器开动的

时候（动物？）。但是，就整个工人阶级来看，这些生活资料有一

部分要被还不能劳动或者已经再也不能劳动的家庭成员所消费。

实际上，就辅助材料及其消费来看，工人和机器的差别，在实践

中可以归结为动物和机器的差别。然而，这并不是必要的，因此

不属于资本的概念规定。在任何情况下，支出在工资上的那部分

资本，一旦采取自己的实在形态，即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形

态，那么，形式上都表现为已经不再属于资本家的部分，而是属

于工人的部分。因此，支出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在进入生产过

程以前作为商品（作为生活资料）所具有的使用价值形态，完全

不同于它在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形态，不同于活动地表现出来的

劳动力的形态，从而活的劳动本身的形态。这样，就把这部分资

本跟［４６４］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的那部分资本专门地区分开来了，

而这又成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地道的生产资料为什么

会表现为跟生活资料不同的，并且与之相对立的资本本身的根据。

这种错觉（把以后要发挥的东西撇开不谈）仅仅由于下述事实就

破灭了：资本在生产过程结束时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形式，是产

品的形式，而这种产品既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着，又以生活资

料的形式存在着，因此两者都同样是作为资本存在着，从而也都

同活的劳动能力相对立而存在着。

我们现在来分析价值增殖过程。

从交换价值来看，商品和处于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资本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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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又呈现了出来。

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的交换价值，比已经投入市场的或已经

预付的资本的交换价值小，因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仅仅是作为

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的商品的价值，即作为价值进入生产过程

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现在我们所有的，不是可变资本部分的

价值，而是作为一种过程的价值增殖，是实际地处于价值增殖中

的劳动；这种劳动不断地实现为价值，而且还超出已经生产出来

的价值而不断地继续创造价值。

现在首先谈旧价值的保存，即不变部分的价值的保存，这种保

存取决于：进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不大于必需的价值，

就是说，构成生产资料的商品，例如厂房、机器等等，只包含为了生

产的目的而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资本家在购入这些生产

资料时所要注意的事就是：作为使用价值的这些生产资料，无论是

原料，还是机器等等，它们为了形成产品应具有适合于平均水平的

品质，从而以平均的品质执行职能，不给劳动即活因素造成异常的

障碍，例如原料的品质；属于这方面的还有：所使用的机器等等转

移到商品上的不应大于平均损耗，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

事情。然而其次，不变资本价值的保存取决于：不变资本要尽可能

只是生产地被消费而不是被浪费，否则，产品中包含的物化劳动部

分就会大于社会必要的量。这种保存部分地也取决于工人本身，资

本家的监督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资本家知道用计件工资制和克扣

工资来为自己保证这一点。）再其次，还取决于：劳动要有秩序有目

的地进行，从生产资料到产品的转化要适当地进行，表现为目的的

使用价值要作为结果实际地以恰当的形式产生出来。在这里，又会

出现资本家的监督和纪律。最后，取决于：生产过程不被破坏，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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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断，在由劳动过程及其物质条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时间（期间）内

实际地不断提供产品。这部分地取决于随着资本主义生产而出现

的劳动连续性。然而部分地也取决于外部的、不能控制的偶然情

况。就这一点而言，加入生产过程的价值会随着每一生产过程而遇

到风险，但是（１）这些价值在生产过程之外也会遭受风险，（２）这种

风险不仅资本的生产过程有，而且每一种生产过程都有。（资本通

过联合来使自己免遭风险。用自己所有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的直

接生产者，也会受到同样的风险。这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特

有的东西。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风险落到资本家头上，那

只是因为他篡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

至于谈到价值增殖过程的活因素，则（１）要通过补偿、再生

产可变资本价值，就是说，要通过给生产资料追加上一个总计同

可变资本价值或工资价值一样大的劳动量，来保存可变资本的价

值；（２）要通过把超过工资中所包含的劳动量的剩余劳动量即追

加劳动量物化到产品中去，来创造可变资本价值的增量即剩余价

值。在这里，预付资本的使用价值或预付资本借以存在的商品的

使用价值同资本在劳动过程中的使用价值形态之间的差别，

［４６５］与预付资本的交换价值同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的交换价

值的表现之间的差别相适应：在前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不变

资本，是以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以前就有的同一使用价值形式进

入劳动过程的，而代替构成可变资本的现成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

程的，却是在新使用价值中自行增殖的劳动力活因素，现实劳动

的活因素；在后一种情况下，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是生产资料价

值即不变资本价值本身，而可变资本价值却完全不加入价值增殖

过程，它被创造价值的活动所代替，表现为作为价值增殖过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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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活因素的活动。

为了使工人的劳动时间与其持续时间成正比地生产价值，这

种时间必须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说，工人必须在一定时间

内完成合乎目的的劳动的正常社会量，所以资本家要强制工人，使

工人的劳动起码具有正常的社会平均强度。资本家力图把劳动强

度尽可能提高到这个最低限量以上，并且力图在一定时间内从工

人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劳动，因为超过平均强度的任何劳动强度

都会给资本家创造出剩余价值。其次，资本家力图尽可能延长劳

动过程，使之超过为了补偿可变资本价值即工资所必须进行的劳

动的界限。资本家在劳动过程的强度已定的情况下力图尽量延长

劳动过程的长度，在劳动过程的长度已定的情况下力图尽可能提

高劳动过程的强度。资本家强制工人把自己的正常劳动强度提到

尽可能高的程度；而且资本家强制工人尽可能把自己的劳动过程

延长到超过补偿工资所必要的时间以上。

由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这个特有的性质，资本在生产

过程中的实在形态，资本作为使用价值的形态，也发生了进一步

的变化。第一，生产资料不仅必须有足够吸收必要劳动，而且也

必须有足够吸收剩余劳动的数量。第二，实际劳动过程的强度和

外延量改变了。

工人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当然是资本家的

财产；因此，如上所述，这些生产资料是作为资本同工人的劳动相

对立的，而工人的劳动则是工人本身的生命活动力。但另一方面，

正是工人在自己的劳动中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工人在实际劳动过

程中把劳动资料作为自己劳动的传导体来消费，把劳动对象作为

表现自身劳动的材料来消费。正因为如此，他把生产资料转化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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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目的的产品形式。可是，从价值增殖过程的观点来看，情况就不

同了。并不是工人使用生产资料，而是生产资料使用工人。并不是

活劳动实现在作为自己的客观机体的物化劳动中，而是物化劳动

通过吸收活劳动来保存自己和增殖自己，并由此成为自行增殖的

价值即资本，并作为资本来执行职能。生产资料只表现为尽可能多

的活劳动量的吸收器。活劳动只表现为增殖现有价值的手段，从而

只表现为使现有价值资本化的手段。正因为如此，——把以前所讲

的撇开不谈，——生产资料又在本质上在活劳动面前表现为资本

的存在，而且现在表现为过去的死劳动对活劳动的统治。活劳动正

好作为形成价值的东西不断地并入物化劳动的价值增殖过程。劳

动，作为生命力的消耗，作为生命力的支出，是工人本身的活动。但

是，只要工人进入生产过程，他的劳动本身，作为形成价值的东西，

作为处于自身物化过程中的东西，是资本价值的存在方式，并被并

入资本价值之中。可见，这个保存价值和创造新价值的力量，是资

本的力量，这个过程表现为资本自行增殖的过程，并且相反地表现

为工人贫困化的过程，因为工人同时把他所创造的价值作为与自

身相异化的价值来创造。

［４６６］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物化劳动转化为资本的这种

能力，即把生产资料转化为支配和剥削活劳动的手段的能力，表现

为属于生产资料本身的东西（正象生产资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

础上已经潜在地跟这种能力结合起来一样），表现为同生产资料分

不开的东西，从而表现为属于作为物，作为使用价值，作为生产资

料的生产资料的属性。因此，这些生产资料本身就表现为资本，从

而资本——它表现生产条件所有者在生产中同活的劳动能力发生

的特定的生产关系，特定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物，正象价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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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物的属性，物作为商品的经济规定表现为物的物质性质完全

一样，正象劳动在货币中获得的社会形式表现为物的属性完全一

样。（２）实际上，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不过是独立化的劳动条件、

独立于工人的劳动条件（除生产过程的客观条件——生产资料

——以外，保持劳动力和使劳动力得以发挥作用的客观条件即生

活资料，也属于劳动条件）对工人本身的统治，尽管这种关系只有

在这样一种实际生产过程中才能实现，而这种实际生产过程，正如

我们已经看到的，实质上是包括旧价值的保存在内的剩余价值生

产过程，是预付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资本家和工人在流通中只是

作为商品出卖者互相对立，可是由于他们互相出卖的商品品种的

特殊对立性质，工人必然要作为资本的使用价值的组成部分，作为

资本的现实存在和价值存在的组成部分进入生产过程，尽管这种

关系只有在生产过程内部才能实现，而且，只有当工人在特定的情

况下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而转变为雇佣工人，在生产过程中

实际上受资本支配的时候，作为劳动购买者仅仅在可能性上存在

的资本家才变成实际的资本家。资本家所执行的职能，不过是用意

识和意志来执行的资本本身的职能（通过吸收活劳动来自行增殖

的价值的职能）。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作为表现为人的

资本执行职能，正象工人只是作为人格化的劳动执行职能一样，这

种劳动对于工人是一种痛苦，是一种消耗，而对于资本家则是创

造财富和增大财富的实体，劳动本身事实上就是以这种实体的形

式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被并入资本的要素，表现为资本的活的可

变因素。因此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就是物对人的统治，死劳动

对活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因为变成统治工人的手

段（但只是作为资本本身统治的手段）的商品，实际上只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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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的结果，是生产过程的产物。这是物质生产中，现实社会生

活过程（因为它就是生产过程）中与意识形态领域内表现于宗教

中的那种关系完全同样的关系，即把主体颠倒为客体以及反过来

的情形。从历史上看，这种颠倒是靠牺牲多数来强制地创造财富

本身，即创造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必经之点，只有这种无限

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这种对立

的形式是必须经过的，正象人起初必须以宗教的形式把自己的精

神力量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来与自己相对立完全一样。这是人本

身的劳动的异化过程。工人在这里所以从一开始就站得比资本家

高，是因为资本家的根就扎在这个异化过程中，并且他在这个过

程中找到了自己的绝对满足，但是工人作为这个过程的牺牲品却

从一开始就处于反抗的关系中，并且感到它是奴役过程。既然生

产过程同时就是实际劳动过程，既然资本家作为生产过程的监督

者和指挥者必须在实际生产中执行职能，他的活动［４６７］实际上

就获得了特殊的、多种多样的内容。但是，劳动过程本身只表现

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正象产品的使用价值只表现为产品的交

换价值的承担者完全一样。因此，资本的自行增殖——剩余价值

的创造——是资本家的决定性的、占统治地位的和包罗一切的目

的；资本家活动的绝对欲望和内容，实际上只是货币贮藏者的合

理化了的欲望和目的，——这是非常贫乏和抽象的内容，它从另

一方面使资本家完全同工人一样地处于资本关系的奴役下，尽管

是在另一方面，在对立的一极上。

未来的资本家为了使货币价值资本化要从工人那里购买劳动

（在第 章以后，我们可以这样说，而不说劳动能力），工人为了

勉强维持自己的生存要出卖对自己劳动能力的支配权，出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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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这种最初的关系是必要的引子和条件，它本身包含

着那种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商品

所有者变成资本家，即人格化的资本；工人对于资本来说变成劳

动的单纯人格化。正象双方在外表上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的

这种最初的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前提一样，以后我们将会

看到，它也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和产物。但是，这两件事

此后必须彼此区分开。前者属于流通。后者只是在前者的基础上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直接统一，正象生产

过程的直接结果即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直接统一一样。

可是，劳动过程只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实质

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即无酬劳动的物化过程。生产过程的整个

性质就是由这一点专门规定的。

假如我们从两种不同的观点——（１）劳动过程，（２）价值增殖

过程——来考察生产过程，那么这就意味着，生产过程只是单一

的、不可分的劳动过程。劳动并没有进行二次：一次是为了创造合

乎目的的产品即使用价值，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另一次是为了

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为了增殖价值。劳动只能在其一定的、具体

的、特殊的形式、方式、存在方式上来追加，在这种形式和方式上劳

动是一种目的确定的活动，这种活动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一定的产

品，例如把纱锭和棉花转化为棉纱。被追加的劳动只是纺纱劳动等

等，这种劳动通过它的追加而不断生产出更多的棉纱。从这种实在

劳动具有正常的一定强度来说（或者仅仅就这种实在劳动具有正

常的一定强度来计算），并且从这种具有一定强度的实在劳动以一

定的、按时间计算的量物化在产品中来说，这种实在劳动就是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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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劳动。假如劳动过程在以纺纱等形式追加的劳动量与工资

所包含的劳动量相等时就停下来，那就没有生产出任何剩余价值。

因此，剩余价值也表现在剩余产品上，在这里即表现在超过一定量

棉纱（其价值＝工资的价值）以上的剩余棉纱量上。因此，劳动过程

所以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是由于：在劳动过程中所追加的具体劳

动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按劳动过程的强度），它等于一定的社会平

均劳动量；并且由于：这个劳动量除了工资所包含的劳动量以外还

代表剩余的劳动量。这是作为社会必要平均劳动的特殊具体劳动

在量上的计算，而与这种计算相适应的，首先是正常劳动强度（为

了生产一定量产品只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现实要素，和劳

动过程超过补偿可变资本价值所必要的持续时间以上的延长这种

现实要素。

［４６８］从以上的阐述可以得出，“物化劳动”这个用语以及作为

物化劳动的资本同活劳动的对立，能够引起很大的误解。

我以前（３）已经讲过，在所有以前的经济学家那里，把商品归结

为“劳动”的分析，都是模棱两可的、不完全的。把商品归结为“劳

动”是不够的，必须把商品归结为具有二重形式的劳动：它一方面

作为具体劳动表现在商品的使用价值中，另一方面作为社会必要

劳动以交换价值的形式被计算。从前一种观点来看，一切都取决于

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劳动的特殊性质，正是这种性质给劳动所创

造的使用价值打上了特殊的印记，并使它成为不同于其他使用价

值的具体使用价值，成为这种一定的物品。反之，只要把劳动看作

是形成价值的要素，把商品看作是劳动的物化，那么劳动的特殊

（３） 如果没有这种混淆，那就根本不可能发生下述争论：除了劳动以外，自然界

是否也构成产品。这只同具体劳动有关。

１５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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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用性，劳动的特定性质、方式和方法就完全被抽象掉了。这种劳

动本身是无差别的、社会必要的、一般的劳动，同一切特殊内容完

全无关，因为这种劳动在自己的独立表现即货币中，在商品的价格

中，取得了一切商品所共有的、仅仅在量上有差别的表现。从第一

个方面来看，事情表现在商品的一定使用价值上，表现在商品的一

定的物的存在上；从第二个方面来看，事情表现在货币上，不管它

是作为货币存在，还是在商品价格中作为单纯计算货币存在。从第

一个方面来看，事情只涉及劳动的质；从第二个方面来看，事情只

涉及劳动的量。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具体劳动的差别表现在分工

上；从第二个方面来看，则表现在劳动的无差别的货币表现上。在

生产过程中，这种差别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差别并不是

我们制造的，而是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形成的。

物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差别，表现在现实劳动过程中。生产资

料，例如棉花与纱锭等，是体现着一定的有用具体劳动即机器制

造、棉花种植等的产品，即使用价值，而纺纱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则

不仅表现为与生产资料中包含的劳动不同的特殊劳动，而且表现

为活劳动、正在实现着的劳动、同已经物化在自己的特殊产品中的

劳动相对立的不断把自己的产品产生出来的劳动。从这一点也表

现出作为资本的现实存在的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即作为工人的直接

生命支出的活劳动之间的对立。其次，物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表现

为实现活劳动的物质要素、元素。

然而，一旦考察价值增殖过程，考察新价值的形成和创造，情

况就完全不同了。

在这里，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是一定量的一般社会劳

动，从而表现为一定的价值量或货币额，实际上是表现为这些生产

２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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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的价格。追加的劳动是一定的追加的一般社会劳动量，它表现

为追加的价值量和货币额。已经包含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和新加

的劳动是相同的。它们的区别只在于：一个已经物化在使用价值

中，一个正处在这种物化的过程中；一个是过去劳动，一个是现在

劳动；一个是死劳动，一个是活劳动；一个是过去物化的，一个是现

在正在物化的。在过去劳动推动活劳动的范围内，过去劳动本身就

成为一个过程，它自行增殖价值，成为创造流数的流动量１４。过去

劳动对追加活劳动的这种吸收，就是过去劳动的自行增殖过程，就

是从过去劳动到资本的实际转化、［４６９］到自行增殖的价值的实际

转化，就是过去劳动从不变的价值量到可变的、处于过程中的价值

量的转化。当然，这种追加劳动只能以具体劳动的形态追加到生产

资料上，从而只能追加到处于特殊形态上的、作为特殊使用价值的

生产资料上，而且包含在这些生产资料中的价值也只有通过具体

劳动把它们作为劳动资料来消费时才能得到保存。但是，这并不排

斥如下情况：并非单纯是现有价值的量，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劳动

的量增长，而是只有物化在可变资本中的劳动的量增长，并且它是

按照它吸收活劳动以及这个活劳动本身物化为货币、物化为一般

社会劳动的程度增长的。所以，主要在这个意义上——在价值增殖

过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目的的意义上——资本作为物化劳

动（积累的劳动，过去存在的劳动等等）与活劳动（直接劳动等等）

相对立，而且经济学家们也把它们这样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在这

里经常陷于矛盾和混乱（连李嘉图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没有明确

地把商品归结为二重形式的劳动。

只有通过资本家和工人作为商品所有者之间的最初的交换过

程，活的因素即劳动能力才作为资本的现实形态的要素加入生产

３５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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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但是，物化劳动只有在生产过程本身中通过吸收活劳动才转

化为资本，从而劳动转化为资本。①

［４６９ａ］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

一。为了把货币转化为资本，必须把货币转化为形成劳动过程因素

的商品。必须用货币购买：第一，劳动能力，第二，物品；没有这些物

品，劳动能力就不能被消费，就是说，不能工作。这些物品在劳动过

程中除了用作劳动的生活资料，用作劳动的使用价值以外没有别

的意义；——对活劳动本身来说，这些物品是活劳动的材料和资

料；对劳动产品来说，它们是劳动产品的生产资料；对这些生产资

料本身已经是产品来说，它们是充当新产品的生产资料的那种产

品。然而，这些物品在劳动过程中所以起这种作用，并不是因为资

本家购买了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是资本家的货币的转化形式；恰好

相反，资本家所以购买它们，是因为它们在劳动过程中能起这种作

用。例如，棉花和纱锭代表资本家的货币，从而代表资本，支出的货

币按其使命来说是资本，——这些对纺纱过程本身来说是没有关

系的。棉花和纱锭只有在劳动着的纺工手中才成为劳动材料和劳

动资料，而棉花和纱锭所以成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是由于纺工

纺纱，而不是由于纺工用属于他人的纱锭把属于这个人的棉花为

这个人纺成棉纱。由于商品是在劳动过程中消费的，或者说，是生

产地消费的，所以商品不是变成资本，而是变成劳动过程的要素。

既然劳动过程的这些物质要素是被资本家购买的，它们就代表资

本家的资本。但是这也适用于劳动。劳动也代表资本家的资本，因

４５ 卡·马 克 思

① 在手稿中，这句话后面有著者加的一段话：“第９６—１０７页在《直接生产过程》

这个标题下所讲的内容，是属于这里的；要把它同上面所讲的合在一起并加以修改。本

卷第２６２—２６４页同样是属于这里的。”１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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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劳动象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的物的条件一样，也同样属于劳动

能力的买主。不仅劳动过程的单个要素属于资本家，整个劳动过程

也属于资本家。过去以货币形式存在的资本，现在是以劳动过程的

形式存在着。但是，劳动过程并不因为资本掌握了它，从而工人不

是为自己本身工作，而是为资本家工作，就会改变自己的一般性

质。货币在转化为资本的同时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从而必然采

取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的形式，但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并不因

此就天生地成为资本，正如金银并不因为货币例如表现在金银上

而天生地成为货币一样。当货币主义对于“什么是货币？”这个问题

回答说：“金银就是货币”的时候，现代经济学家们嘲笑这种货币

主义的幼稚；可是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却敢于对“什么是资本？”这

个问题回答说：“资本就是棉花”。他们所说的正是这样的意思，因

为他们断言，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生产资料或用于新生产的产

品，简言之，劳动的物的条件，都天生是资本；既然并且因为它

们借助于自己的物质属性在劳动过程中充当使用价值，它们就是

资本。如果其他人补充说，“资本就是肉和面包”，那么这是理所

当然的，因为资本家虽然用货币购买劳动能力，但这些货币实际

上只代表面包、［４６９ｂ］肉，一句话，代表工人的生活资料
（１２７）
。装有

（１２７） “资本是一国财富中用于生产的部分，由推动劳动所必需的食物、衣服、工

具、原料、机器等组成。”（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８９

页）“资本是用于再生产或者打算这样使用的那部分国民财富。（乔·拉姆赛［《论财富

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堡版］第２１页）“资本……一种特殊的财富……也就是说它……是

为了获得其他有用的东西。”（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页］）“资本

……产品……作为新的生产的资料。”（西尼耳［《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选自已出版和

未出版的讲义，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３１８页）“当货币额供物质生产用时，它们就称为资

本。”（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２０７页）“资本是已经生产

出来的财富中用于再生产的部分。”（罗西《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３６—１８３７年讲授，１８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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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条腿和天鹅绒罩布的一把椅子在一定情况下可以代表宝座，但

不能因此就说：这把椅子即这个用来坐的物，由于其使用价值的性

质就是宝座。劳动过程的最本质的因素就是工人本身，而在古代的

劳动过程中这种劳动者是奴隶。同样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者

天生就是奴隶（虽然亚里士多德也不能完全摆脱这个观点１６），正

如不能由于纱锭和棉花现在在劳动过程中是被雇佣工人消费的，

就说纱锭和棉花天生是资本一样。把表现在物中的一定的社会生

产关系当作这些物本身的物质自然属性，这是我们在打开随便一

本优秀的经济学指南时一眼就可以看到的一种颠倒，我们在第一

页上就可以读到这样的话：生产过程的要素，归结到它的最一般的

形式，就是土地、资本和劳动。（１２８）同样也可以说，生产过程的要素

就是土地所有权、刀子、剪子、纱锭、棉花、谷物，简言之，劳动

材料和劳动资料，以及雇佣劳动。一方面，我们说这样一些劳动

过程的要素：这些要素同它们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所具有的特

殊社会性质结合在一起；另一方面，我们又加入这样一种要素：这

种要素属于同所有一定社会形式无关的、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永

恒过程的劳动过程。下面我们会进一步看到，经济学家的这种幻

年布鲁塞尔版第３６４页）罗西在能否把“原料”也算作资本这个“困难”面前感到苦恼。

虽然可以区别“原料资本”和“工具资本”，但是“它（原料）是否真是生产工具呢？不如说

它是否是生产工具要作用于其上的对象呢？”（同上，第３６７页）他没有看到，一旦他把

资本和资本的物质表现形式混淆起来，从而把劳动的物的条件直接叫做资本，那么，这

些物的条件虽然就劳动本身而言区分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但是它们就产品而言却

同样都是生产资料；他在第３７２页上也把“生产资料”直接叫做资本。“资本同财富的其

他任何部分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只是由于特殊的使用方式，物才成为资本，就是说，只

有它被当作原料、工具或生活资料基金在生产行为中加以使用，它才成为资本。”（舍尔

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１８页）

（１２８） 例如见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１卷

第１册［第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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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把资本对劳动过程的占有这件事同劳动过程本身混淆起

来，从而把单纯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转化为资本，因为资本在其中

也转化为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

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这种幻想，在古典经济学家们那里只是当他

们专门从劳动过程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时候才保留

着，因而他们在进一步的叙述中就改正了。但是我们立刻就可以看

出：这种幻想是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性或证明资本是人

类生产本身不朽的自然要素的非常方便的方法。劳动是人类生存

的永恒自然条件。劳动过程从它的创造活动来考察，不外是劳动本

身。因此，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同任何一定的社会发展无关。劳动

资料和劳动材料——其中一部分已经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在任

何时间、任何情况下的任何劳动过程中都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所

以，如果我相信“总有些东西会留下来”这种说法１７，给劳动资料和

劳动材料挂上资本的名称，那么我就已经证明：资本的存在是人类

生产的永恒自然规律，用从俄国人那里偷来的刀割席草１８并且用

这种席草编成自己的船的吉尔吉斯人，是同路特希尔德先生一模

一样的资本家。我同样也可以证明：由于希腊人与罗马人喝酒和吃

面包，他们就是参加了圣餐；由于土耳其人天天洗澡，他们就是每

天都在洒天主教的圣水。这是无耻的肤浅的空谈，它不仅从某个弗

·巴师夏那里，或者从实用知识促进协会１９的经济短评中，或者从

某个马提诺妈妈的儿童读物中，［４６９ｃ］而且甚至从真正的专门作

者那里，煞有介事地放出来。用这种方式，不仅没有能按照预定的

目的证明资本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而且正好相反，连资本在社会

生产过程的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必然性也被否定了，因为断言

资本无非是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或者断言劳动过程的物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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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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生就是资本，当然是与下述回答相对立的：人需要的是资本，而

不是资本家，换句话说，资本不外是为了欺骗群众而发明的名

称。（１２９）

劳动过程既是独立的，同时又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方面，

对这一点的理解上的无能，例如当弗·威兰德先生对我们说原料

是资本，由于对它加工它才变成产品的时候，就更清楚地表现出来

了。这样一来，皮革就似乎是制革者的产品和皮鞋匠的资本了。原

料和产品两者都是属于同劳动过程有关的物的规定；两者同作为

资本的物的规定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当劳动过程被资本家占

有的时候，原料和产品这两者都代表资本。（１３０）蒲鲁东先生以其通

（１２９） “他们对我们说，劳动离了资本寸步难行，资本就象挖土工人手里的铁铲

一样，资本对于生产就象劳动本身对于生产一样必要。工人知道这一切，这一切对他来

说是司空见惯的；但是，资本和劳动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与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毫无共

同之处，并不证明前者必须靠后者生活。资本无非是没有消费掉的生产的产品，当时存

在的一切资本都不依赖特殊个人或特殊阶级而存在，并且决不与它们相一致；即使大

不列颠的一切资本家和所有的富人都突然死光，也不会有丝毫的财富随着他们消失，

国家也不会损失毫厘价值。对生产者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

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象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约·弗·布

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除办法》１８３９年里子版第５９页）

“资本是一种神秘的词，就象教会或者国家，或者由宰割其他人的人为了掩盖拿刀

的手而发明的普通俗语中的其他任何词一样。”（《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１８２５年伦

敦版第１７页）这部匿名著作的作者是托·霍吉斯金，英国最出色的现代经济学家之

一。上面引用的他的这部著作的重要性至今还是被承认的（例如见约翰·莱勒《货币和

道德》１８５２年伦敦版［第 页］）。在这部著作问世后的几年中就引起了布鲁姆勋

爵的匿名反驳著作，后者同这位空谈家的其他经济著作一样肤浅。

（１３０） “我们买来材料，目的是为了同我们自身的（１）劳动相结合，使之成为产

品。这种材料就称为资本；当劳动完成并创造了价值时，它就称为产品；所以，同一个物

品对一个人来说是产品，而对另一个人来说却是资本；皮革是制革者的产品和皮鞋匠

的资本。”（弗·威兰德《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波士顿版第２５页）（接着就是蒲鲁东

的上述废话，应当引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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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１８０、１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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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深刻性”利用了这一点。

“为什么产品的概念突然变成资本的概念呢？是由于价值的观念。这意味

着，产品要变成资本就必须经过准确的估价，必须经过买或卖，它的价格必须

经过争议并用一种合法的协定确定下来。例如来自肉铺的皮，是卖肉者的产

品。如果制革者买了这些皮，那会怎样呢？后者就会立刻把它们或它们的价值

并入自己的生产基金。通过制革者的劳动，这笔资本又成为产品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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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８—１８０

页］

蒲鲁东先生的特点是利用一整套虚伪的形而上学，先把最普

通的基本观念作为资本搬到他的“生产基金”里去，然后高谈阔论

地把它作为“产品”兜售给公众。产品如何转化为资本这个问题本

身是毫无意义的，而回答却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实际上蒲鲁东先生

只告诉了我们两件众所周知的事实：第一，产品有时要作为原料被

加工，第二，产品同时就是商品，就是说，产品具有价值，而这个价

值在其实现以前必须经过买者卖者之间的激烈的讨价还价。这位

“哲学家”指出：

“对社会来说，资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个人

的主观想象。”

他把抽象的社会形式称为“主观的”，而把他自己的主观抽象

称为“社会”。

如果经济学家在单纯从劳动过程的观点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时，把资本只是说成物，原料，工具等等；那么他然后就会忽然想

起，生产过程毕竟也是价值增殖过程，而且就价值增殖过程来看，

这些物只能作为价值来考察。

“同一资本有时以货币额的形式存在，有时以原料、工具、完成的商品的

９５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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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存在。这些物本身不是资本；资本存在于物所具有的价值中。”（１３１）

既然这种价值

“自我保持着，不会再消失，自行增殖……与创造这种价值的商品无关，

［４６９ｄ］象一种形而上学的和没有实体的质，永远掌握在同一个生产者（即资

本家）手里”，（１３２）

那么刚刚还认为是物的东西，现在却被宣布为一种“商业的观

念”。（１３３）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既不是单纯的产品（使用价值），也

不是单纯的商品即具有交换价值的产品，相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的特殊产物是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是这样一些商

品，它们具有更多的交换价值，就是说，它们代表的劳动比为了生

产这些商品而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预付的劳动更多。在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中，劳动过程只表现为手段，价值增殖过程或剩余价值

的生产才表现为目的。当经济学家想到这一点的时候，资本就又被

说成是为了造出“利润”而在生产中使用的财富（１３４）。

（１３１） 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２９页注，

当凯里说：“资本……是具有交换价值的一切物品”（亨·查·凯里《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１册》１８３７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２９４页）的时候，应该说这是在重复我们早在第一章

中已经提到的关于资本的说明：“资本是商品”，这个说明仅仅同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

表现有关。

（１３２）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８９页。

（１３３） “资本是商业的观念。”（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

版］第２卷第２７３页）

（１３４） “资本。这是一国储备中的一部分，它在生产过程和分配过程中被保存成

使用是为了获得利润。”（托·罗·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附约翰·卡泽诺夫的

［序言、注释和补充评论］，１８５３年伦敦新版第１０页）“资本是用于生产的财富的一部

分，而且一般地说来，它的目的在于获得利润。”（托·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

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１８３２年伦敦第２版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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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看到，从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分为两个独立的、属于

完全不同领域的、彼此分离的过程。第一个过程属于商品流通领

域，因而是在商品市场上进行的。这就是劳动能力的买卖。第二个

过程是已经买来的劳动能力的消费或生产过程本身。在第一个过

程里，资本家和工人只是作为货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彼此对立，

他们的交易，象所有买者和卖者之间的交易一样，是等价交换。在

第二个过程里，工人暂时表现为资本本身的活的组成部分，在这里

交换的范畴完全被排除了，因为资本家在这个过程开始以前就通

过购买占有了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既有物的要素也有人的要素。

可是，这两个过程虽然独立并存，但又互为条件。第一个过程引起

第二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完成第一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劳动能力的买卖，向我们表明，资本家和工人只

是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工人与其他商品出售者不同的地方，只是他

所出售的商品的特殊性质，特殊使用价值。然而商品的特殊使用价

值，丝毫不会改变交易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丝毫不会改变买者代

表货币卖者代表商品这一事实。因此，只要把第一个过程孤立起来

并抓住它的形式上的特点，就可以证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

无非是商品所有者之间为了他们彼此的利益和通过自由契约来互

相交换货币和商品的关系。这个简单的手法并不是魔术，但是它构

成了庸俗经济学的全部智慧。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家不仅必须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劳动能

力，而且必须转化为劳动过程的物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可是，我们

如果一方面考察总资本，就是说，考察劳动能力的买者的总体，另

一方面考察劳动能力的卖者的总体即工人的总体，那么，工人所以

不是出卖商品，而是不得不把自己本身的劳动能力作为商品出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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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因为一切生产资料，劳动的一切物的条件，以及一切生活资

料，货币，生产资料和［４６９ｅ］生活资料，都站在另一方面作为他人

的财产同工人相对立，就是说，恰恰是因为所有物质财富都作为商

品所有者的财产同工人相对立。前提是，工人作为非所有者进行劳

动，他的劳动条件作为他人的财产同他相对立。资本家甲是货币所

有者，他从占有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乙那里购买这种生产资料，而

工人用从资本家甲那里得到的货币向资本家丙购买生活资

料，——这丝毫不会改变下述情况：甲乙丙三个资本家加在一起，

是货币、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唯一的占有者。人只有生产自己

的生活资料才能生存，而人只有占有生产资料、占有劳动的物的

条件才能生产生活资料。因此一开始就很清楚，工人被剥夺生产

资料就是被剥夺生活资料，正象反过来说，一个人被剥夺生活资

料就不能创造生产资料一样。因此，早在第一个过程里，在货币

或商品实际转化为资本以前，给货币或商品预先加上资本的性质

的，既不是它们的作为货币的性质，也不是它们的作为商品的性

质，不是这些商品用作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物质使用价值，而

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些货币和这些商品，这些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作为在它们的占有者身上取得人格化的独立力量，与被剥夺

了一切物质财富的劳动能力相对立；因此，为实现劳动所必要的

物质条件对工人本身异化了，确切些说，表现为具有自己意志和

自己精神的偶像，商品表现为人身的购买者。劳动能力的购买者

只是物化劳动的人格化，这种物化劳动把自己本身的一部分以生

活资料的形式转给工人，以便把活的劳动能力并入自己的其他部

分，并通过这种合并来整个地保存自己并使自己增长到原有数量

以上。不是工人购买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而是生活资料购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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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把工人并入生产资料。

生活资料是资本在工人通过自身劳动能力的出卖来取得生活

资料之前就同工人相对立的特殊物质存在形式。但是，只要生产过

程一开始，劳动能力就已经卖出，生活资料就转变成了工人的消费

基金，至少在法律上是如此。这些生活资料并不构成劳动过程的要

素；劳动过程本身和正在发挥作用的劳动能力一道，除去劳动材料

和劳动资料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前提。实际上，工人必须用生活

资料来保持自己的劳动能力，然而工人的这种同时就是他的劳动

能力的再生产的私人消费，是处于商品生产过程之外的。很可能，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所支配的全部时间实际上都被资本所吸

收，从而生活资料的消费实际上表现为劳动过程本身单纯的附属

物，正象蒸汽机消费煤，轮子消费油或马消费草一样，正象劳动着

的奴隶的全部私人消费一样；例如，李嘉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见

上面的注１２７），除原料、工具等以外，还把“食物和衣服”列为“实

现劳动所必需”的东西，从而列为用于劳动过程的“资本”。［４６９ｆ］

但是，不管实际上情况怎样，只要自由工人消费这些生活资料，它

们就是自由工人所购买的商品。当生活资料转入工人手中，尤其是

当生活资料被工人消费的时候，生活资料就不再是资本了。因此，

生活资料并不能成为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所借以表现的物质要

素之一，尽管生活资料构成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而可变资本

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又表现为劳动能力的购买者（１３５）。

当一个资本家把５００塔勒中的４００塔勒转化为生产资料和用

（１３５） 这是罗西反对把生活资料列为生产资本组成部分的论据的正确方面。但

是，我们在以后的一章２０中将看到，他是怎样不正确地理解问题的，从而他的议论混乱

到了何等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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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塔勒购买劳动能力的时候，这１００塔勒就构成他的可变资本。

工人就用这１００塔勒购买生活资料，他或者向这同一个资本家购

买，或者向其他资本家购买。这１００塔勒仅仅是那些实际上构成可

变资本的物质成分的生活资料的货币形式。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可

变资本既不再以货币形式存在，也不再以商品形式存在，而是以活

劳动的形式存在，这种活劳动是资本通过购买劳动能力而占有的。

而且，只是由于可变资本到劳动的这种转化，预付在货币或商品中

的价值额才转化为资本。所以，虽然决定一部分资本向可变资本转

化的劳动能力的买卖，是同直接生产过程分离开来的、独立的、先

于直接生产过程的一个过程，但是当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作

为一个整体来考察，而不是只着眼于直接商品生产的时候，劳动能

力的买卖就构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绝对基础，构成这种生产过

程本身的要素。只是由于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物

质财富才转化为资本。作为劳动的物的条件的东西即生产资料和

作为维持工人本人生活的物的条件的东西即生活资料，只有同雇

佣劳动相对立才能成为资本。资本不是物，正象货币不是物一样。

在资本中也象在货币中一样，人们的一定社会生产关系表现为物

对人的关系，或者一定社会关系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当

个人作为自由人彼此对立的时候，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剩余价值

生产，没有剩余价值生产也就没有资本主义生产，从而也没有资

本，没有资本家！资本和雇佣劳动（我们这样称呼出卖自己本身

劳动能力的工人的劳动）只表现为同一关系的两个因素。如果货

币不同被工人本身当作商品出卖的劳动能力相交换，它就不能成

为资本。另一方面，只有当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作为自私的权力、

作为他人的财产、作为自为存在和坚持独立的价值，简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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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的时候，劳动才能表现为雇佣劳动。因此，

如果说从资本的物质方面来看，或从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方

面来看，资本只由劳动本身的物的条件构成，那么从资本的形式

方面来看，这种物的条件就必然作为异己的独立力量，作为价值

——物化劳动——同劳动相对立，而这种物化劳动又把活劳动看

作是保存和增大自己本身的单纯手段。因此，雇佣劳动对资本主

义生产来说是劳动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形式，正象资本即自乘的价

值是劳动的物的条件为了使劳动成为雇佣劳动所必须采取的必要

的社会形式一样。所以，雇佣劳动是资本形成的必要条件，始终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经常的必要前提。因此，第一个过程，即货币

同劳动能力的交换，或劳动能力的出卖，虽然本身并不加入直接

生产过程，但是它却加入整个关系的生产（１３６）。

如果我们现在从第一个过程即劳动能力的买卖的过程——这

个过程的前提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实际工人面前的独立化，

从而是人格化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这种人格化的生产资料和

生活资料作为买者同作为卖者的工人缔结契约，——如果我们从

这个在流通领域内、在商品市场上发生的过程过渡到直接生产过

程本身，那么这个直接生产过程首先就是劳动过程。在劳动过程

（１３６）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当弗·巴师夏把雇佣劳动解释成资本主义生产外部

的和无足轻重的形式并发现“不是报酬的形式创造了他（工人）的这种从属地位”（《经

济的和谐》１８５１年巴黎版第３７８页）的时候，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是怎样理解的。

这个“发现”——而且还是对真正的经济学家的歪曲的剽窃——是同这位饶舌的

不学无术的人相称的，他在同一部著作里，也就是在１８５１年发现：“更具有决定意义和

确实无误的事实，就是大规模的工业危机在英国消失了。”（第３９６页）

虽然弗·巴师夏在１８５１年宣称英国不再有危机，英国在１８５７年还是经历了一次

大危机，而在１８６１年，甚至在英国商会的官方报告中都可以读到，只是由于美国内战２１

的爆发才避免了一次空前大规模的工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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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人作为工人同生产资料进入了由劳动本身的性质和目的所

决定的正常的实际关系。工人掌握着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作为

自己劳动的单纯的资料和材料。这些生产资料的独立的、自行

［４６９ｇ］保存的、具有自己头脑的存在，它们与劳动的分离，现在实

际上都消失不见了。劳动的物的条件，在它和劳动的正常统一中，

表现为劳动的创造活动的简单材料和器官。工人把自己鞣的皮当

作自己生产活动的单纯对象，而不是当作资本来对待。他并不是鞣

资本家的皮（１３７）。就生产过程是单纯的劳动过程来说，工人在这个

过程中是把生产资料作为劳动的单纯生活资料来消费。但是，就生

产过程同时是价值增殖过程来说，资本家却在生产过程中消费工

人的劳动能力，或者把活劳动作为资本的活命血液来占有。原料，

总的来说劳动对象，只是用来吸收别人的劳动，劳动工具只是用作

这个吸收过程的传导者，传导体。由于活的劳动能力被并入资本的

物质组成部分，资本变成为有生命的怪物，并且“好象是害了相思

病”２２一样开始行动起来。因为劳动只有在一定的有用形式中才创

造价值，因为每一种特殊有用劳动都要求具有特殊使用价值的材

料和资料，纺纱劳动要求纱锭和棉花等等，锻冶劳动要求铁砧、锤

子和铁等等，所以只有当资本采取一定劳动过程所要求的特殊生

产资料形态的时候，劳动才能被吸收，而且资本也只有采取这种形

态才能吸收活劳动。因此在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资本家、工人和

善于把劳动过程仅仅想象为资本所占有的劳动过程的政治经济

（１３７） “我们从经济学家自己的议论中也可以看到，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它在生

产过程中立刻又变成了劳动的基础、劳动的材料；可见，资本和劳动的短暂分离，立刻

又在两者的统一中消失了。”（弗·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德法年鉴》杂

志。［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９９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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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会由于劳动过程物质要素性质而把这些要素看作是资本；为

什么政治经济学家不能够把这些物质要素作为劳动过程单纯要素

的物质存在同那种与这些物质要素结合在一起的、使这些物质要

素变成资本的社会属性区分开来。他所以不能够这样做，是因为：

生产资料通过它作为劳动的单纯生活资料的物质属性来为之服务

的同一劳动过程，实际上把同一生产资料转化为劳动的单纯吸收

手段。就劳动过程本身来看，在劳动过程中，工人使用着生产资

料。在同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劳动过程中，生产资料却使用

工人，从而劳动仅仅表现为一定价值量即一定物化劳动量为了保

存自己和自行增殖而吸收活劳动的手段。于是，劳动过程就表现为

物化劳动借助于活劳动来进行的自行增殖过程（１３８）。资本使用工

人，而不是工人使用资本；只有那些使用工人的物，从而在资本家

身上具有自私性、具有自我意识和自我意志的物，才是资本（１３９）。只

（１３８） “劳动是使资本能够生产……利润的因素。”（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

人阶级的历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６１页）“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不过是

增殖已经积累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

伦敦版第１５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８１页］）

（１３９）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从而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幻想中，生活资料的特定经济

性质，即它购买工人，或生产资料的特定经济性质，皮革与鞋型的特定经济性质，即它

们使用鞋匠帮工，这种物与人的颠倒，从而资本主义的性质，与生产要素的物质性质是

如此不可分地长在一起，以致例如李嘉图在他认为有必要更切近地说明资本的物的要

素时，竟自然而然地、毫无疑问地和不加考虑地使用了经济学上正确的用语：“资本，或

者说，使用劳动的手段”（可见，不是“劳动所使用的手段”，而是“使用劳动的手段”），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９２页），“资本所使用的劳动

量”（同上，第４１９页），“用来使用他们（工人）的基金”（同上，第２５２页）等等。在目前德

语中也称资本家即用来雇用劳动的物的人格化为Ａｒｂｅｉｔｅｒ〔雇主〕，称提供劳动的实际

工人为Ａｒｂｅｉｔｓｎｅｈｍｅｒ〔雇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拥有独立性和个性，而劳动的

个体却被剥夺了独立性和个性。”（［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

［伦敦版］第１６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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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劳动过程不过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和现实形式，就是说，只要

劳动过程是这样一种过程，即除已经物化在工资中的劳动以外，这

个过程就在于将多余的无酬劳动即剩余价值物化在商品中，也就

是生产剩余价值，那么这整个过程的起点就是物化劳动同活劳动

相交换，就是较少物化劳动同较多活劳动相交换。在交换过程本身

中，一个物化在作为商品的货币中的劳动量与物化在活的劳动能

力中的同样大的劳动量相交换。［４６９ｈ］按照商品交换的价值规

律，这是等价物相交换，是等量物化劳动相交换，尽管一个量是物

化在物中，另一个量是物化在活的人中。但是，这种交换只是引起

这样一种生产过程，借助于这种生产过程事实上是换进来了比过

去支出的物化形式的劳动更多的活形式的劳动。所以古典经济学

的巨大功绩就在于，把整个生产过程说成是这样的物化劳动和活

劳动之间的交换过程，从而把与活劳动相对立的资本仅仅说成是

物化劳动，即借助于活劳动来自行增殖的价值。在这方面，它的缺

点只在于：第一，经济学家们不能证明，较多活劳动同较少物化劳

动的这种交换怎样符合于商品交换的规律，即劳动时间决定商品

价值的规律；第二，因此他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定量物化劳动同劳动

能力的交换直接混同于生产过程中发生的、以生产资料形态存在

的物化劳动对活劳动的吸收。他们把可变资本和劳动能力之间的

交换过程与不变资本对活劳动的吸收过程混同起来。这个缺点也

是由于他们的“资本主义”局限性而产生的，因为对于在劳动实现

以后才对劳动进行支付的资本家本人来说，少量物化劳动同多量

活劳动的交换表现为唯一的没有媒介的过程。因此，如果说现代经

济学家把资本作为物化劳动同活劳动对立起来，那么他并不是把

物化劳动理解为具有使用价值和体现着一定有用劳动的劳动产

８６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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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而是理解为这样的劳动产品，它是一定量一般社会劳动的化

身，也就是价值，是货币，这种货币通过占有他人的活劳动的过程

来自行增殖。这种占有是以商品市场上发生的可变资本与劳动能

力的交换为媒介的，可是它只有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才能完成（１４０）。

劳动过程对资本的从属，起初并没有改变现实的生产方式，实

际上它只是表现在下述情况中：工人是在资本家的命令、指挥和监

督之下行动的，当然这只是就工人的属于资本的劳动而言。资本

家监督工人不让他浪费时间，比如，每一小时都要提供出一劳动小

时的产品，生产产品只使用平均的必要劳动时间。既然资本关系

是统治着生产的关系，从而工人不断地作为卖者和资本家不断地

（１４０） 所以，直接劳动和物化劳动，现在的劳动和过去的劳动，活的劳动和积累

的劳动等等，是经济学家们用来表示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各种形式。

“劳动和资本……前者是直接的劳动……后者是积累的劳动。”（詹姆斯·穆勒《政

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５页）“过去的劳动（资本）……现在的劳动。”（爱·吉

·威克菲尔德对他发行的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１８３５

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３０、２３１页）“积累的劳动（资本）……直接的劳动。”（罗·托伦斯《论

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１章［第３３页］）“劳动与资本即积累的劳动。”（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９９页）“资本家的特殊预付，不是由

呢绒（总之，使用价值）构成的，而是由劳动构成的。”（马尔萨斯《价值尺度。［说明和例

证］》１８２３年伦敦版第１７、１８页）

“因为一切人在生产之前都必须消费，所以，贫穷的工人处在从属于富人的地位，

如果工人答应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那些东西不能使工人从富人那里换回食品和

现有的商品，那么工人就既不能生活，也不能工作……为了使他（即富人）允许这样做，

必须同意，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完成的劳动相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

值必须多于前者（工人）。”（西斯蒙第《论商业财富》１８０３年日内瓦版第１卷第３６、３７页）

威·罗雪尔先生显然根本不懂英国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话，此外，他还不适时宜地

想起西尼耳用“节欲说”为资本洗礼的事，并提出下述语法上“很巧妙的”学究式意见：

“李嘉图学派通常把资本当作‘积蓄的劳动’包括在劳动概念内，这是不高明的〈！〉，因

为〈！〉资本所有者不单纯是〈！〉生产〈！〉和保存它〈！〉，而且的确〈！〉还〈！〉做了更多的事

情〈！〉；就是节制了自己的享受，为此，比如说，他要求得到利息。”（威·罗雪尔［《国民

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３版第８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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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买者出现在市场上，那么劳动过程本身基本上就是连续的，而

不是间断的，就象作为独立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者［４６９ｉ］取决于他

的商品对个别顾客的出售那样；因为资本的最低限额必须大到足

以能不断地雇用工人并等待商品的售出（１４１）。最后，资本家强制工

人把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尽可能延长到超过再生产工资所必要的

劳动时间的界限以上，因为正是这个劳动的剩余才给他提供剩余

价值（１４２）。

正象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作为商品交换价值的承担者才受到

商品所有者的关心一样，劳动过程也只是作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承

担者和手段才受到资本家的关心。即使在生产过程内部（就生产过

程是价值增殖过程来说），生产资料也还是单纯的货币价值，同交

（１４１） “如果经过一段时间他们〈工人〉的经济地位发生了变化，并且成了资本家

的工人，由资本家预付给他们工资，那就会产生两种结果：第一，他们现在能够连续地

劳动；第二，出现了这样一种代理人，他的职能和利益就是迫使工人真正连续地劳动

…… 因此，所有这类人的劳动就有了更大的连续性。他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劳动，他们

的劳动不致因为等待或寻找……主顾而中断。

但是，因此就成为可能的、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由于资本家的监督而得到了保障和

增加。他预付他们的工资，他应当得到他们劳动的产品。他的利益和他的特权就是留心

监视，不让他们工作中断或懈怠。”（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

版］第３７—３８页）

（１４２） “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这个定理是经济学家们公认的。这个原

理对我来说是普遍的和绝对的真理；这是可以当做全部经济科学总结的比例规律（！）

的必然结果。但是请经济学家们原谅，任何劳动必然留下某些剩余的原理，在他们的理

论中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会得到任何证明。”（蒲鲁东《［经济矛盾的体系，或］贫困

的哲学》）我在《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这部著作（１８４７年巴黎版）

第７６—９１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２７—１３７页］上曾证明，蒲鲁东先

生一点也不懂得，这个“劳动的剩余”就是代表工人的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的剩余产

品。因为蒲鲁东先生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实际上看到，任何劳动都留下这样的“剩余”，所

以他就力图用劳动的某种神秘的自然属性来解释这个事实，并想以“比例规律的必然

结果”等冗长之词来招摇撞骗摆脱困境。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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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价值借以表现的特殊物质形态即特殊使用价值无关，劳动本身

在生产过程中也完全一样，它不是被当作具有一定有用性质的生

产活动，而是被当作创造价值的实体，当作社会一般劳动，这种社

会一般劳动正在物化着，而在这种劳动中唯一使人关心的要素就

是劳动的量。因此，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在资本看来仅仅是在其中

投入货币、从货币造出更多的货币、保存并增大现有价值或者说占

有剩余劳动的一个特殊部门。在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中，劳动过程

都是不同的，因而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也是不同的。用纱锭、棉花

和纺工，不能制造靴子。但是，资本投入这个或那个生产部门，社会

总资本分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量，最后，社会总资本从一个生产部

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比例，所有这一切却都决定于社会对

这些特殊生产部门的产品即对这些特殊生产部门所创造的商品使

用价值的需要的变动的比例；因为被支付的虽然只是商品的交换

价值，但商品却总是仅仅由于它的使用价值才被购买。因为生产过

程的直接产物是商品，所以资本家只有为自己的商品找到买主，才

能够实现以商品形式存在于过程终点上的资本，从而也才能够实

现包括在资本中的剩余价值。

但是，资本本身对任何生产部门的特殊性都是同样看待的，哪

里投入资本，怎样投入资本，资本以什么规模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入

另一个生产部门，或者说，改变它在不同生产部门中的分配，这仅

仅决定于这一生产部门或那一生产部门商品出售的困难的大小。

实际上资本的这种流动性是会碰到障碍的，在这里没有必要进一

步研究这些障碍。但是以后将会看到，一方面，资本会给自己创造

出克服这些障碍的手段，因为这些障碍是从生产关系本身的性质

中产生的；另一方面，随着资本所固有的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会

１７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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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使它不能在不同生产部门中自由运动的一切法律障碍和非经

济障碍。首先，资本推翻了阻碍它按照自己的意图购买这种或那种

劳动能力，换句话说，阻碍它任意占有这种或那种劳动的一切法律

限制或传统限制。其次，虽然每一特殊生产部门中的劳动能力，作

为纺纱、制鞋、锻冶等的能力，都具有特殊的形式，从而每一特殊生

产部门都需要在某一特殊方面已经发展了的劳动能力，即特殊的

劳动能力；但是，资本的这种流动性要以资本对它所占有的劳动

［４６９ｋ］过程的特殊性质同样看待为前提，要以劳动中具有同样的

流动性和可变性，也就是工人在运用劳动能力的本领上具有同样

的流动性或可变性为前提。我们将会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

创造着这些与它本身的趋势相对立的经济障碍，然而它又消除着

这种可变性的一切法律障碍和非经济障碍。（１４３）正象资本在劳动过

程中借以表现的特殊物质形态，无论是蒸汽机、肥料、还是蚕丝，对

于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的资本来说是无所谓的一样，工人本身劳

动的特殊内容对于工人来说也是无所谓的。工人的劳动是属于资

本的，劳动不过是工人已经售出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工人出卖劳

动仅仅是为了给自己取得货币和用货币取得生活资料。工人所以

关心劳动种类的变化，只是因为每一特殊种类的劳动都要求劳动

能力的某种发展。如果说工人对劳动的特殊内容抱同样看待的态

度并没有使工人按照命令改变自己的劳动能力，那么他是把这种

同样看待的态度表现在：他把自己的替身即下一代按照市场的命

令从这个劳动部门抛到那个劳动部门。一国的资本主义生产越发

展，就越是要求劳动能力具有可变性，工人就越是对自己劳动的

（１４３） “每一个人，如果他不被法律所束缚，他就会按照交易中各种变化的要求

从一种职业转移到另一种职业。”（《论取消谷物出口奖励金》１７５３年伦敦版第４页）

２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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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内容同样看待，资本从一个生产部门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运

动也就越是频繁。古典经济学把劳动能力的可变性和资本的流动

性定为公理；它有权这样做，因为这种可变性和流动性是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不顾一切障碍（这些障碍大部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本身造成的）而坚决贯彻的趋势。为了纯粹地表现政治经济学的

规律，可以把各种障碍抽象掉，这正象在纯粹的力学中可以把应

用这种力学的每一特殊场合所要克服的各种特殊摩擦抽象掉一

样（１４４）。

虽然资本家和工人在市场上只是作为买者和卖者，作为货币

和商品互相对立，但是，由于他们交易的特有内容，这种关系一开

始就具有特别的色彩，尤其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它的前

提是：双方带着同样的对立使命，在市场上不断地反复出现，或者

说这种出现是一种经常的事情。假如我们只考察商品所有者之间

在市场上的关系，那么同一商品所有者就会交替地表现为商品的

卖者和买者。两个商品所有者作为买者和卖者的相互区别，不过

（１４４） 资本的流动性、劳动的可变性以及工人对自己的劳动内容毫不关心的状

况，在任何地方也不比在北美合众国表现得更突出。在欧洲，甚至在英国，资本主义生

产总还受封建残余的干扰，并且被歪曲。例如，英国面包业、制鞋业等仅仅目前才开始

按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这完全是由于英国资本具有“体面”这种封建偏见所致。把黑

人卖作奴隶是“体面的事情”，而制造香肠、靴子或面包就不是“体面的事情”。所以，使

欧洲的那些“不体面”的企业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机器，也都出自美国。另

一方面，人们对自己所进行的劳动种类在任何地方也不象在美国那样持无所谓态度，

任何地方的人也不象在美国的人那样意识到：他们的劳动始终是提供同样的产品或货

币，任何地方的人也不象在美国的人那样以同样无所谓的态度在极其不同的劳动部门

中转来转去。因此在美国，劳动能力的这种“可变性”就表现为与劳动奴隶相反的自由

工人的一种极其明显的特性，后者的劳动能力是稳定的，只有用当地的传统方式才能

使用它。“奴隶劳动主要是缺乏变化性这一点……如果制造烟草，烟草就变成了唯一的

生产，不管市场状况怎样，不管土壤情况如何，都得生产烟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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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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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断消失的区别，因为他们双方在流通领域中都要互相交替地

扮演同样的角色。当然，在工人出卖了自身的劳动能力，把劳动能

力转变为货币以后，他也要变成买者，资本家们也只是作为商品的

卖者同他相对立。可是，工人手中的货币仅仅是流通手段。在本来

意义的商品市场上，工人实际上跟任何其他货币所有者一样都不

过是作为买者与作为卖者的商品所有者相区别。反之，在劳动市场

上，货币却永远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同工人相对立，从而货币所

有者永远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即资本家同工人相对立；正象从工

人方面来看，工人是作为［４６９ｌ］劳动能力的单纯人格化，从而作为

劳动的单纯人格化，作为工人同货币所有者相对立一样（１４５）。并不

是简单的买者和简单的卖者彼此对立，而是资本家和工人在流通

领域中，在市场上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他们作为资本家和工

人的关系，是他们作为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的前提。这种关系不同于

其他商品出卖者的关系，它不是那种简单地从商品本身性质中产

生出来的关系：即任何人都不能直接生产自己生活所需要的各种

产品，每一个人都要把某种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通过出卖这种

商品来占有他人的产品。这种关系并不是下面这样的社会分工和

不同劳动部门的相互独立化：例如，使鞋匠成为靴子的卖者和皮

革或面包的买者。相反这是生产过程本身互相联系的各种要素的

分离，以及这些要素的一直达到彼此人格化的相互独立化，借助

于这种分离和独立化，货币作为物化劳动的一般形式才变成劳动

能力的买者，即交换价值的从而财富的活源泉的买者。从交换

（１４５） “厂主对工人的关系……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厂主是‘资本’，工人是‘劳

动’。”（弗·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第３２９页［《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中文版第２卷第５６５页］）

４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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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方面来看，现实的财富是货币；从使用价值方面来看，现实的

财富是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它作为一种人格，同财富的可能性，

即同作为另一种人格的劳动能力相对立。

［４６９ｍ］既然剩余价值是这种生产过程的特有产物，这种生产

过程的产物就不仅是商品，而且是资本。劳动在这种生产过程中转

化为资本。劳动能力的活动即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物化着，从而成为

价值；但因劳动在劳动开始以前就已经不再属于工人本人，对工人

来说物化就是异己劳动的物化，所以独立地与劳动能力对立的价

值就是资本。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且产品象各种生产要素一样，在

工人面前代表资本。另一方面，现有价值（或货币）所以实际上变成

资本，第一，只是由于货币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表现为处于过

程中的价值，而货币所以表现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表现为处于过程

中的价值，又由于劳动能力的活动即劳动在生产过程中作为被并

入资本的和从属于资本本身的能力发挥作用；第二，由于作为剩余

价值的货币同作为预先存在的价值的本身区别开来，这又是剩余

劳动物化的结果。

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变成了与活的劳动能力相对立的物化劳动

即资本，此外，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对劳动的这种吸收和占有，预先

存在的价值就变成了处于过程中的价值，从而变成了一种会创造

出同自身有区别的剩余价值的价值。正是由于劳动在生产过程中

转化为资本，过去仅仅在可能性上是资本的预先存在的价值额，才

实现为现实的资本（１４６）。

（１４６） “他们〈工人〉拿自己的劳动〈应该说拿自己的劳动能力〉换取谷物〈即换取

一般生活资料〉。这种谷物成了他们的收入〈消费基金〉……然而他们的劳动变成了他

们主人的资本。”（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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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２６３］就是说，从生产中取回了比资本家投入生产过

程中的和预付给它（生产过程）的价值总额更大的价值。商品的

生产本身只不过表现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正象劳动过程一般

地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一样。在这里，不能把价值增殖

过程按照以前的意义理解为价值形成过程，而要把它理解为剩余

价值形成过程。

但是，所以能达到这个结果，是由于工人所进行的、从而物化

在他的劳动产品中的活劳动大于包含在可变资本中的或支付在工

资上的劳动，或者同样可以说，大于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劳

动。既然预付的价值只有通过剩余价值的生产才变成资本，资本的

产生本身，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一样，首先就要以下述两个因素

页）“在交换中把自己的劳动提供出来的劳动者，把劳动转化成了资本。”（同上，第１０５

页）２４

① “［主人关心的事情是要降低劳动价格，但是，只要劳动价格不变，只要他用既定量

的支出得到既定量的完成的劳动，他的状况就不会有变化。如果农场主可以用１２镑开

垦土地，那么，无论他把全部金额付给］三名有经验的工人还是付给四名普通工人，［对

他来说都是一样的］……假如这三名工人可以用每人３镑１０先令雇到，而这四名工人

需要每人３镑，那么这３名工人的工资虽然较高，但是他们所完成的劳动的价格却比较

低。诚然，使工人工资数量提高的那些原因，常常能同时提高资本家的利润率。但是，如

果一个人由于劳动强度提高而做两个人的工作，那么工资数量与利润率两者通常都会

提高。但是利润率的提高并不是因为工资的提高，而是因为追加的劳动供给，压低了劳

动的价格，换句话说，由于缩短了从前预付这个价格所必需的期限，另一方面，工人主

要关心的是工资的数量。当他的工资数是既定的时候，他无疑要关心劳动价格的提高，

因为人们迫使他付出努力的程度就取决于这一点。”［纳·威·西尼耳《关于工资率的

三篇演讲》１８３０年伦敦版第１４、１５页］手稿中没有这段引文的开头部分，在这里我们把

它放在方括号内。——编者注

同一著作中还说：

“……工人的状况不取决于他在随便哪个时候所获得的金额，而取决于他的一定

时期的平均收入……这个时期越长，估计就越准确。”（同上，第７页）“最好以一年为

期。它包括夏天的工资和冬天的工资。”（同上，第７页）

６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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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

第一，劳动能力的买卖是属于流通领域的行为，但是就整个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能力的买卖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的要素和前提，而且是它的经常结果。劳动能力的这种买卖是以劳

动的物的条件——即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与活的劳动能力本

身的分离为前提的，因此活的劳动能力成为工人所能支配的唯一

财产和工人所能出售的唯一商品。这种分离达到如此程度，致使这

些劳动条件作为独立的人格与工人相对立，因为资本家作为劳动

条件的所有者，只是这种劳动条件的人格化，而与仅仅作为劳动能

力的所有者的工人相对立。这种分离和独立化是使劳动能力的买

卖得以发生的前提，从而是使活劳动作为死劳动自行保存和自行

增大即自行增殖的手段而被合并到死劳动上去的前提。没有可变

资本同劳动能力的交换，总资本就不会自行增殖，因而资本就不会

形成，或者说，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就不会转化为资本。第二个要

素就是实际生产过程，即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买进来的劳动

能力的实际消费过程。

［２６４］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劳动的物的条件即劳动材料和劳动

资料不仅用来使活劳动物化，而且使多于可变资本中所包含的劳

动物化。因此，它充当表现为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的剩余劳动的

吸收手段与榨取手段。所以，如果考察两个要素，第一，劳动能力同

可变资本的交换，第二，实际生产过程（在其中活劳动作为动因被

并入资本）；那么整个过程就要表现为这样一个过程：（１）在这个过

程中，既然资本家用工资换得的实际上是活劳动，较少物化劳动就

是同较多活劳动相交换，（２）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在劳动过程中直

接表现出来的各种物的形式，是生产资料（就是说，也还是物化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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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即榨取和吸收这种活劳动的手段，——所有这一切表现为物化

劳动与活劳动之间进行的一种过程，这个过程不仅把活劳动转化

为物化劳动，而且同时把物化劳动转化为资本，从而把活劳动也转

化为资本。所以，它是一个不仅生产商品，而且生产剩余价值从而

生产资本的过程。（参看第９６—１０７页）

生产资料在这里不仅表现为实现劳动的手段，而且同样表现

为剥削他人劳动的手段。２５

［４６９］对于作为一般社会平均劳动的物化的价值或货币，还必

须指出这样一点：例如，纺纱劳动本身可以高于或低于社会平均劳

动的水平。就是说，一定量纺纱劳动可以等于、大于、小于同一社会

平均劳动量，例如可以等于、大于、小于物化在一定量黄金中的、数

量（长度）相等的劳动时间。但是，假如纺纱劳动是以自己部门内的

正常强度进行的，就是说，例如，花费在一小时生产出来的纱中的

劳动＝正常数量的纱，即一小时纺纱劳动在一定社会条件下平均

提供的纱量，那么物化在纱中的这种劳动就是社会必要劳动。作为

这样的劳动，纺纱劳动就在数量上同作为尺度的社会平均劳动本

身形成一定的比例；因此物化在纱中的劳动就表现为社会平均劳

动的相等的、较大的、较小的量。所以，纺纱劳动本身就代表一定量

社会平均劳动。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劳动过程变成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变成资本自行增殖过程

即生产剩余价值过程的手段。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它是资本本身

的过程），资本家作为管理者、指挥者进入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对资

本家来说，同时又是直接剥削他人劳动的过程。我把这称为劳动对

８７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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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它是所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但

是，它同时又是与发达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列的特殊形式；

因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包含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而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则完全不一定要包括特殊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

［４７０］生产过程变成为资本本身的过程。它是用资本家的货币

所转化成的劳动过程的各种因素来进行的过程，是在资本家指挥

下进行的、旨在从货币中造出更多货币的过程。

当从前独立地为自己本身进行生产的农民变成了为租地农场

主劳动的短工时；当通行于行会生产方式中的等级的划分消失，而

代之以资本家和手工业者的简单对立，即资本家使手工业者作为

雇佣工人来为自己劳动时；当从前的奴隶主把他过去的奴隶当作

雇佣工人来使用时，等等，那么，具有另一些社会规定的生产过程

就转化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于是就会发生前面所阐述的那些变

化。从前独立的农民，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变成为指挥这个生产

过程的资本家的从属物，这种农民的职业本身取决于他作为商品

所有者（劳动力所有者）事先同作为货币所有者的资本家签订的契

约。奴隶不再是属于他的使用者的生产工具了。师傅和帮工的关

系消失了。师傅过去是作为本行业的师傅来对待帮工的。现在，师

傅只是作为资本的所有者与帮工相对立，正象帮工只是作为劳动

的出卖者与师傅相对立一样。在生产过程之前，他们双方都是作为

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他们之间只存在货币关系；在生产过程内

部，他们是作为执行生产过程各因素的职能的人互相对立，资本家

是作为“资本”，直接生产者是作为“劳动”，他们的关系决定于劳动

成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单纯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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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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资本家关心的是劳动要具有正常程度的品质与强度，并

且，资本家尽可能延长劳动过程，因为只有这样，他生产出来的剩

余价值才会增加。劳动的连续性增加了，因为先前依赖于个别顾客

的生产者现在再也没有可出卖的商品，而是有了资本家这个经常

出钱的老板。

内在于资本关系中的神秘性也出现了。劳动的保存价值的能

力表现为资本的自我保存的能力，劳动的创造价值的能力表现为

资本的自行增殖的能力；整个说来，在概念上，物化劳动表现为活

劳动的使用者。

尽管出现了这一切，劳动过程即实际生产过程的实际方法与

方式却决不会一开始就随这种变化而发生本质的变化。反之，合乎

事物本性的倒是：当劳动过程开始从属于资本时，——这种从属发

生在这样一种现有劳动过程的基础上，这种现有劳动过程在劳动

过程从属于资本之前就已经存在，在以前的各种生产过程和其他

生产条件的基础上就已经形成，——资本是使已有的劳动过程从

属于自己，就是说，例如，使适应于独立的小农经济的农业方式的

手工业劳动从属于自己。如果在这些传统的和已经被资本置于自

身支配之下的劳动过程中发生了变化，那么这些变化也只能是已

有的传统劳动过程从属于资本之后逐渐发生的结果。劳动变得更

紧张，或者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延长，劳动更具有连续性，劳动在

利害攸关的资本家的监视下变得更有秩序，等等，这种事实本身并

不能改变实际劳动过程本身的性质，并不能改变实际劳动方式的

性质。因此，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况同在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的前进过程中发展着的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大规模劳

动等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因为后者在变革各种生产当事人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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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同时也变革了这种劳动的方法和整个劳动过程的实际性质。

与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反，我们把一直到现在所考察的劳动

过程对资本的从属（远在资本关系发生以前就已经发展的劳动方

式对资本的从属）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资本关系作为

一种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榨取剩余劳动的强制关系，——这种强

制关系并不是建立在任何人身统治关系和人身依附关系之上的，

而是单纯从不同经济职能中产生出来的，——是两种方式所共有

的，但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榨取剩余价值的其他方式。然

而在某种现有劳动方式的基础上，就是说，在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

展和适应于这种生产力的劳动方式的基础上，剩余价值只有通过

延长劳动时间才能生产出来，从而只有以绝对剩余价值的方式才

能生产出来。因此，与这种生产剩余价值的唯一形式相适应的是劳

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

［４７１］第 章所阐述的劳动过程的各种一般要素，例如，劳动

的物的条件在它们同工人本身的活的活动的关系中分为劳动的材

料和资料等等，与生产过程的任何历史性质和特殊社会性质无关；

对于生产过程的一切可能的发展形式来说，它们是同样正确的规

定，它们实际上是人类劳动的不变的自然条件。这一点我们从下述

事实中就可以明显地看到：劳动过程的各种一般要素同样也适用

于那些在生产中独立地劳动，不和社会进行交换而仅仅和自然进

行交换的人，例如鲁滨逊等等。因此，这一点实际上是人类劳动一

旦脱离纯粹动物的性质就具有的绝对规定。

劳动过程借以进行的规模，也就是说，一方面是预付生产资料

的规模，另一方面是同一雇主所支配的工人人数，——这是仅仅在

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劳动过程一开始就具有的特征，而且这种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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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过程即使在旧的传统的劳动方式的基础上也会由于这种规模而

越来越显示出自己的特征。例如，在行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表现出

来的最大限量（例如就帮工的人数来看），对资本关系来说未必能

构成最小限量。因为实际上资本关系即使完全在名义上也只能在

下述场合产生：资本家雇用的工人至少要有一定数量，以便这些工

人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足够作为资本家个人消费的收入和积累基

金，从而使资本家本人解脱直接的劳动，只作为资本家来工作，只

作为劳动过程的监督者和指挥者来执行处于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资

本的、好象具有意志与意识的职能。劳动规模的这种扩大也是特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其他有利的历史条件下，例如在十六世纪的

历史条件下，借以建立起来的现实基础，尽管这种特殊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当然只能是零星的，是社会上不占统治地位的，它只能出现

在以前的社会形式内的个别点上。

同下述情况比较一下，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特殊性

质就变得极其明显了，这种情况就是：资本已经在一定的从属的职

能中存在，但还没有在它的占统治地位的、决定一般社会形式的职

能中存在，还不是劳动的直接购买者和生产过程的直接占有者。例

如，以货币形式向直接生产者预付原料、劳动工具或者预付这两者

的高利贷资本，如在印度，情况就是这样。它所榨取的大得惊人的

利息，它以这种方式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来的利息（撇开利息的

量不谈），都不过是剩余价值的另一名称。高利贷资本事实上是通

过榨取直接生产者的无酬劳动即剩余劳动来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

资本的。但是高利贷资本并没有干预生产过程本身，生产过程还是

象从前一样以自己的传统方式在高利贷之旁进行着。一方面，高利

贷资本由于这种生产方式的没落而迅速成长，另一方面，高利贷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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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又是使这种生产方式没落和在不利条件下苟延残喘的一种手

段。在这里还没有发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另一个例子

是商人资本；它向许多直接生产者订货，然后收集他们的产品和出

卖这些产品，而且它也可以预付原料等等，或者也预付货币等等。

商人资本是现代资本关系部分地从中发展起来的形式，而且这种

形式在某些地方仍然在向直接的资本关系过渡。在这里也还没有

发生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直接生产者仍然同时是商品出

售者和自己本身的劳动的使用者。但是在这里已经存在着比在高

利贷资本的关系中更多的过渡要素。这两种形式（以后我们有机会

将回过头来阐述它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又作为附属形式

和过渡形式被再生产出来。

［４７２］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

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 章曾经详细地阐述过，随着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对于具

有创造精神的个别资本家来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由于下述

情况所刺激的：价值＝物化在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此只

要他的产品的个别价值低于其社会价值，从而可以在他的产品的

个别价值以上出卖，对他来说剩余价值就创造出来了）生产方式的

整个现实形态也在改变，因而产生出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

工艺方面）；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随着这种生产方式的

发展，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相适应的、各生产当事人之间的、特别

是资本家与雇佣工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也才发展起来。

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直接社会的、社会化的（共同的）劳动的

生产力，由于协作、工场内部的分工、机器的运用，以及为了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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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而把生产过程转化为自然科学、力学、化学等等的自觉的运

用，转化为工艺学等等的自觉的运用，正象与这一切相适应的大规

模劳动等等一样（只有这种社会化劳动能够把人类发展的一般成

果，例如数学等，运用到直接生产过程中去，另一方面，这些科学的

发展又以物质生产过程的一定水平为前提），与在不同程度上孤立

的个人劳动等相对立的社会化劳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以及随之

而来的科学这个社会发展的一般成果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运

用，——所有这一切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而不表现为劳动的生

产力，或者说，无论如何只有在劳动与资本相等同的意义上才表现

为劳动的生产力；既不表现为单个工人的生产力，也不表现为在生

产过程中结合起来的工人的生产力。资本关系本身所包含的神秘

性，现在比只存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时所发生的和能够

发生的情况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另一方面，在这里也只有通过直

接生产过程本身的变革和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

的历史意义才会明显地表现出来（特别地表现出来）。

过去已经证明（第 章），工人劳动的“社会的东西”等等，不仅

“在想象中”，而且“在实际上”，不仅作为异己的东西，而且作为敌

对和对立的东西，作为物化和人格化于资本中的东西，与工人相对

立。

正如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被看作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

属的物质表现一样，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也可以被看作是劳动对

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的物质表现。

无论如何，与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

价值）相适应的，——如果把它们分开来单独地加以考察，绝对剩

余价值永远是存在于相对剩余价值之前，——与这两种形式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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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是劳动对资本的两种不同的从属形式，或者说，是资本主义

生产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其中第一种形式始终先于第二种形式，尽

管比较发展的形式即第二种形式，又可以构成在各新生产部门中

实行第一种形式的基础。

［４７３］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补充

在我们进一步考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以前，还要从

我的笔记本２６中作以下补充。

我把以绝对剩余价值为基础的那种形式称为劳动对资本的形

式上的从属，因为它只是在形式上不同于以前的、作为它的直接产

生（被采用）的基础的生产方式，不管在其中生产者是独立的，还是

直接生产者必须向他人提供剩余劳动。现在所实行的强制即榨取

剩余劳动的方法则是不同的。在形式上从属的情况下，本质的问题

是：

（１）剩余劳动占有者与剩余劳动提供者之间的纯粹的货币关

系：一旦产生这种从属，这种从属就是从售卖的特定内容中产生

的，而不是从售卖以前的从属中产生的，后面这种从属会使生产者

由于政治等关系而同自身劳动的剥削者处在不同于货币关系（商

品所有者与商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的另一种关系中；而在这里，

买者只是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而使卖者在经济上处于从属于自

己的地位；这并不是政治的和社会上固定的统治和从属关系。

（２）包含在头一种关系中的是：工人的客观劳动条件（生产资

料）和主观劳动条件（生活资料），是作为资本，作为被他的劳动能

力的买者所垄断了的东西与他相对立，否则工人就不会出卖自己

的劳动能力了。这些劳动条件越是完全作为他人的财产与工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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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形式上的关系，从而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

的从属，即实际上的从属的条件与前提，也就越是完全。

在这里，生产方式本身还没有发生什么差别。从工艺上来看，

劳动过程完全同以前一样，只不过现在是作为从属于资本的劳动

过程罢了。但是，象以前曾经阐述过的一样，在生产过程本身中，

（１）发展着统治和从属的经济关系，因为劳动能力是由资本家消费

的，从而是受资本家监督与管理的；（２）发展着劳动的巨大连续性

与强度，以及劳动条件使用上的更大的节约，因为一切努力都是为

了使产品只代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不如说，更少的劳动时

间）；不仅对于生产产品时所使用的活劳动是如此，而且对于作为

已使用的生产资料价值、作为构成价值的要素加入到产品中去的

物化劳动也是如此。

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下，对剩余劳动的强制，——从

而这种强制一方面形成了各种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同

样也形成超过工人传统需要量以上的生产量，——这种强制以及

与物质生产无关的自由发展时间的创造，只不过获得了与以前生

产方式中的形式不同的另一种形式，然而这种形式却提高劳动连

续性和劳动强度，增加生产，有利于劳动能力的差别的发展，从而

有利于劳动方式和谋生方式的分化，最后，这种形式使劳动条件所

有者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变为纯粹的买卖关系，或者说货币关

系，使剥削关系从一切家长制的和政治的、或者还有宗教的混合物

中摆脱出来。当然，生产关系本身又要产生出新的统治和从属关系

（它又生产出自己本身的政治表现等）。资本主义生产超出形式关

系的程度越小，货币关系就越少发展，因为形式上的从属的前提只

是这样一些小资本家，他们在构成方式和职业方式上与工人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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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很小的差别。

［４７４］统治和从属关系的性质上的差别，即使还没有触及生产

方式本身，也会在那些单纯为了家庭需要来经营的农村副业和家

庭副业转化为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劳动部门的地方，最明显地呈现

出来。

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劳动和从前的劳动使用方式之间的差

别，与单个资本家所使用的资本量的增长即资本家同时雇用的工

人人数的增长，是以相同的程度进展的。只有具备一定的最低限量

的资本，资本家本人才不再是工人，才能只从事劳动过程的指挥工

作和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交易工作。只有在一定量资本直接掌握了

生产的地方，——不管是商人变成了产业资本家，还是在形式上从

属的基础上形成了较大的产业资本家，——才能发生劳动对资本

的实际上的从属，即本来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ａ）。

（ａ） ［４７４ａ］这个（ａ）不属于最后这一段，而属于前面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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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选择（这个地方要查对一下），奴隶要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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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不用限制奴隶饮食的

方法使奴隶身体衰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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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损害不是单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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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经是生产发展所必要的，正如奴隶制在目前必然是对生产发展的破坏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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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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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种统治和从属关系代替了奴隶制、农奴制、臣仆制、家

长制等从属形式，那么发生的就只是这种关系的形式上的转化。形

式变得比较自由了，因为这种形式还只具有物的性质，在形式上是

自愿的，纯经济的。

［４７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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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雅典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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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时，无论如何也必须给那些不劳动的人取得食物（ —２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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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斯图亚特又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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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从谋生的手段转化成了一种营业。”其后果

是：“一定数量的劳动者从小农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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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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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买者与卖者的关系。工资被支付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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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这种劳动的需要较长或较短学习时间的职业的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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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本人首先要是手工业者，并且他在他自己的手工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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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手工业师傅的关

系，他作为手工业师傅在同业公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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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资本无论就其物质形态来说，还是就其价值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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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样一种一定量物化劳动，不是一般的价值：这种物化劳动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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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能提供自己的

模范作品以后，他才能在这个一定的劳动部门中即在自己本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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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本身劳动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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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８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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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值的一定形式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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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其他师傅之间的关系；师傅作为这种成员是属于具有一定的共

同生产条件（行会联系等）、政治权利、参与市政管理等等的一个同

业公会的。他的工作是按照订货生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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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６］从手工业方式的经营到资本主义经营的单纯形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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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就是说，在这里首先是工艺过程保持不变），就在于所有这些

界限的消失，——而随着这种消失，统治和从属关系也发生了变

化。现在师傅不再是作为师傅的资本家，而是作为资本家的师傅。

资本家的生产的界限，不再取决于他的资本的界限。资本（货币）可

以任意跟任何种类的劳动相交换，从而也可以任意跟任何种类的

劳动条件相交换。他本身可以不再是手工业者。随着商业的突然

扩大，从而商人阶层对商品的需求的突然扩大，超出了自身界限的

行会式经营本身必然会在形式上转变为资本主义经营。

同那些为不相识的顾客进行工作的独立手工业者相比，给资

本家工作的工人的［劳动］连续性，当然会增加；这种工人的劳动不

受个别顾客的偶然需要的限制，它只受雇用他的那个资本的剥削

需要的限制。和奴隶劳动相比，这种劳动由于更紧张而生产率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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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存是有保障的；反之，自

由工人倒是被自身的需要所驱策的。自由地自己决定自己的这种

意识（或者不如说，想象），即自由的意识，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责任

感（意识），使自由工人成为比其他工人好得多的工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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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商品必须

具有一定的质量，否则他就会被同种商品的另一些卖者从市场上

排挤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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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工人却必须自己保持这种关系，

因为他和他的家庭的生存取决于他不断重复地把自身的劳动能力

出卖给资本家。

在奴隶那里，报酬的最低限量表现为一种同他的劳动无关的

不变量。在自由工人这里，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以及与这种价值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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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的平均工资，则不表现在这种预定的、同他自身劳动无关的、

由他的单纯身体需要决定的界限中。在这里，对整个阶级来说的平

均工资象一切商品的价值一样或多或少是不变的；但这种平均工

资对单个工人来说，并不直接存在于这种现实情况中。单个工人的

工资是能够高于或低于这个最低限量的。劳动的价格时而下降到

劳动能力的价值以下，时而上涨到劳动能力的价值以上。工人个性

有较广的活动场所（在狭隘的界限内），从而一方面在不同劳动部

门中，另一方面在同一劳动部门中，由于工人的劳动本领、技巧、力

气等的不同而形成了工资差别，而且这种差别部分地是取决于工

人个人所完成的工作量的。于是，变化着的工资量就表现为工人本

人劳动的结果和个人劳动的质量的结果。这种情况在支付计件工

资的地方特别发展。正象已经表明的那样，虽然这种计件工资并不

能改变资本与劳动之间的一般比例，剩余劳动与必要劳动之间的

一般比例，但由于这一点，这种比例对于单个的工人却表现为有差

别的，并且是按照单个工人所完成的工作量而定的。对于奴隶来

说，特殊的力气或熟练程度可以提高奴隶人身的购买价值，然而这

同奴隶本人无关。自由工人则不同，他是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所有

者。

［４７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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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同情况，工资普遍发生了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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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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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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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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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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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人所挣的货币的价值量完全一样，当

然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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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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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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表现为社会阶段上的一种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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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莎士比亚所描绘的“骄傲

的英国自耕农”２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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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但是

这种活动在行会制度和种姓制度中却被认为是专业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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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的方式，即他的劳动能力的实现方式。所以，既然分工没有使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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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则上就都是可以接受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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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雇佣劳动不受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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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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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奴隶劳动的特定特征（见凯尔恩斯２９），奴隶劳动不是适应生产的

需要而变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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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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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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７８］我们作了关于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的这个补充

之后，现在就来考察：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形式上的从属的一般特征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一般特征就是

劳动过程直接从属于资本，而不管劳动过程在工艺上以什么方式

进行。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一种在工艺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特殊的

生产方式，一种在劳动过程的现实性质和现实条件上都发生了变

化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起来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一经产生，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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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是在与绝对剩余价值不同的相对

剩余价值得到发展的那一切形式中发展起来的。

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在生产方式本身中，在劳动

生产率上，在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上，都发生了完全的（不断继续

和重复的）（ａ）革命。

在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下，我们以前所阐述的一切变

化在劳动过程本身中发生了。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了，随着大规

（ａ）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５—６页。《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５—４７９页］。

５９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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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劳动的发展，科学和机器在直接生产中的应用也发展了。一方

面，现在形成为特殊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出物质生

产的已经变化的形态。另一方面，物质形态的这种变化又构成资本

关系发展的基础，所以资本关系的适当的形态是与劳动生产力的

一定发展程度相适应的。

我们已经看到，单个资本家手中的一定的和不断增长的资本

最低限量，一方面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要前提，另一方面

又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常结果。资本家必须是具有社会

规模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占有者，他们必须拥有的价值的量，是

个人或其家庭进行生产所必须拥有的价值量无法相比的。一个营

业部门越是按资本主义方式来经营，在这个营业部门中社会劳动

生产率发展得越高，那么在这个营业部门中资本的最低限量也就

越大。资本必须在这种规模上增长价值量，具备社会的规模，从而

抛弃一切个人的性质。正是这种生产方式所发展的劳动生产率、生

产量、人口数、过剩人口数，又与游离出来的资本和劳动一起，不断

产生出新的营业部门，在这些部门中资本又可以小规模地进行工

作并重新经过各种不同的发展，直到这些新营业部门也以社会的

规模进行经营为止。这种过程是经常不断的。同时，资本主义生产

的趋势是：征服迄今尚未被它［４７９］支配的、还只存在着形式上从

属的一切工业部门。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征服了农业、矿业、主要衣

料制造业等等，它就会席卷其他一些还只是形式上从属或者还只

是独立手工业者的部门。早在考察机器时就已经指出，在一个部门

中采用机器会推动其他部门采用机器，而且同时会推动其他种类

的同样部门采用机器。例如，机器纺纱会引起机器织布，棉纺织业

中的机器纺纱会引起机器纺羊毛、机器纺麻、机器纺丝等等。在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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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棉纺织厂等等之中集中采用机器，会使机器制造业本身有必要

采用大规模生产方式。撇开这种大规模生产方式要求增加交通工

具不谈，另一方面，只有在机器制造业本身采用机器——即采用大

功率原动机——才使汽船与铁路的采用成为可能，才能变革整个

造船业。大工业会把手工业或形式上的资本主义小企业转化为大

工业所需要的大批人口，投入到还不从属于自己的部门中，或者在

这些部门中制造出这一转化所需要的相对过剩人口。在这方面请

看托利党的下列悲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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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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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外，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结果就

是生产量的提高和生产部门及其分支的增加与多样化；随着这种

情况，产品的交换价值相应地发展起来，产品作为交换价值发挥作

用或实现为交换价值的范围也相应地发展起来。

一旦多多益善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普遍地成为生产的直接目

的，一旦产品的交换价值普遍地变成了决定性的目的，“为生产而

生产”——作为目的本身的生产——就确实会随着劳动对资本的

形式上的从属而发生。然而，只有当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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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以及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随着这种生产方式也发展起来

的时候，资本关系所固有的这种趋势才以适当的方式得到实现

——而且这种趋势本身会成为必要的条件，在工艺上也是如此。

［４８０］前面实际上已经详细地阐述了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

从属，因此这里的阐述非常简短。它是一种没有预先决定和预先被

决定的需要界限所束缚的生产。（它的对立性质包含着生产的界

限，而它总是力图越出这个界限。因而就发生了危机、生产过剩等

等。）这是与过去的生产方式不同的一面，如果愿意的话，可以称之

为肯定的一面。另一面是否定的一面，或者说，对立的性质：生产与

生产者相对立，生产对生产者漠不关心。实际的生产者表现为单纯

的生产手段，物质财富表现为目的本身。因此，这种物质财富的发

展是与个人相对立的，是以牺牲个人为代价的。一般来说，劳动生

产率等于用最低限度的劳动取得最大限度的产品，从而使商品尽

可能变便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成了不以个别资本家

的愿望为转移的规律。而且这个规律只有在包含另一个规律时才

能实现，这另一个规律就是：生产规模不是决定于既定的需要，相

反，产品量决定于生产方式本身所规定的和不断增长的生产规模。

生产的目的是使单个产品等包含尽可能多的无酬劳动，而这一点

只有通过为生产而生产才会达到。一方面，只要以过小规模进行生

产的资本家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量多于社会必要劳动量，这一点

就表现为规律。因此，这一点表现为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

础上才能充分发展的价值规律的恰当的实现。但是另一方面，这一

点又表现为个别资本家的内在动力：个别资本家为了突破这个规

律或者机智地控制这个规律使之有利于自己本身，力图把自己商

品的个别价值降低到该商品的社会决定的价值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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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进行生产所必要的资本最低限量的增长以外，所有这些

生产形式（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形式）的共同之处是，许多直接协

作的工人的共同劳动条件本身，可以实行一种与小规模生产中劳

动条件的分散性根本不同的节约；因为这些共同生产条件的效率

并不要求它们的数量和价值按比例同样增长。不管它们的绝对价

值量增长得多么大，它们的共同的、同时的运用总是会降低它们的

相对价值（就产品来说）。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我们在进一步考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的变化了的

资本形态以前，在这里先要简短地阐述一下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

动。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真正产物是剩余价值，所以

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是生产劳动，只有直接生产剩余价

值的劳动能力的行使者是生产工人，就是说，只有直接在生产过程

中为了资本的价值增殖而消费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

从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的观点出发，实现在产品中的劳动，更

确切些说，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对我们表现为生产劳动。但从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观点出发，则要加上更切近的规定：生产劳动是

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或直接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就是说，它是没

有对工人即劳动完成者支付等价物就实现在剩余价值中的劳动，

就表现为剩余产品的劳动，表现为劳动资料垄断者即资本家的商

品剩余的增量的劳动；只有使可变资本从而使总资本成为Ｃ＋ Ｃ

＝Ｃ＋ ｖ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因此，生产劳动是直接为资本充

当自行增殖的因素，充当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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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劳动过程并不消除劳动过程的一般规定。劳动过程

生产产品与商品。只要劳动物化在商品即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

统一中，这种劳动就始终是生产劳动。可是，劳动过程只是资本的

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因此，表现在商品中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而

当我们考察单个商品时，在单个商品的可除部分中表现为无酬劳

动的，是生产劳动，换句话说，当我们考察全部产品时，只有在商品

总量的可除部分中表现为无酬劳动的，即表现为资本家没有花任

何代价的产品的劳动，是生产劳动。

进行生产劳动的工人，是生产工人；直接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

即直接增殖资本的劳动，是生产劳动。

［４８１］只有把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从而

看作生产的唯一自然形式的这种资产阶级狭隘性，才会混淆下述

两个问题，一个是从资本观点来说什么是生产劳动与生产工人的

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一般的生产劳动的问题；因而才会满足于同义

反复的回答：凡是进行生产，以产品或某种使用价值为结果，总之，

以某种成果为结果的一切劳动，都是生产劳动。

只有工人的劳动过程等于资本或资本家消费劳动能力（即这

种劳动的承担者）的生产消费过程，这样的工人才是生产的。

由此立刻得出两点：

第一，因为随着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或特殊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发展，变成总劳动过程的实际执行者的并不是单个工

人，而是日益以社会的规模结合起来的劳动能力；互相竞争的和构

成为一台总生产机器的各种劳动能力，以极其不同的方式参加直

接的商品形成过程，或者在这里不如说直接参加产品形成过程：有

的人多用手工作，有的人多用脑工作，有的人当经理、工程师、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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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等等，有的人当监工，有的人当直接的体力劳动者或者做十分简

单的粗工，于是劳动能力的越来越多的职能被列在生产劳动的直

接概念下，这种劳动能力的承担者也被列在生产工人的概念下，即

直接被资本剥削的和从属于资本价值增殖过程与生产过程本身的

工人的概念下。如果考察组成工场的总体工人，那么他们结合起来

的活动在物质上就直接实现在同时是商品总量的总产品中，而单

个工人作为这个总体工人的单纯成员的职能距直接体力劳动是远

还是近，那都完全没有关系。但这样一来就变成：这种总劳动能力

的活动就是资本对总劳动能力的直接生产消费，因而也就是资本

的自行增殖过程，是剩余价值的直接生产，从而是剩余价值直接转

化为资本，这一点以后还要再进一步阐述。

第二，生产劳动的更切近的规定本身，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的已有的特征中得出的。第一，劳动能力所有者作为劳动能力的卖

者（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不合理的说法是作为活劳动的直接卖

者，而不是作为商品的直接卖者）与资本或资本家相对立。他是雇

佣工人。这是第一个前提。而第二，他的劳动能力和他的劳动，通

过这个属于流通的先行过程的引导，作为活的要素直接被合并到

资本生产过程中去，它本身成为资本生产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

且是可变的组成部分；这个部分不仅部分地保持预付的资本价值，

部分地再生产预付的资本价值，而且同时增大预付的资本价值，因

而只有通过创造剩余价值才能把预付的资本价值转化为自行增殖

的价值，转化为资本。这种劳动在生产过程中直接作为流动的价值

量物化。

一方面，没有第二个条件，第一个条件也能发生。工人可以是

雇佣工人、短工等等。这种情况即使没有第二个因素也会发生。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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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产工人都是雇佣工人，但不能由此就说，每一个雇佣工人都

是生产工人。当购买劳动是为了把它作为使用价值、作为服务来消

费，而不是为了把它作为活的要素来代替可变资本价值和合并到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去的时候，这种劳动就不是生产劳动，雇佣工

人就不是生产工人。这时，他的劳动是由于它的使用价值而被消

费，而不是作为创造交换价值的东西被消费，是非生产地消费，而

不是生产地消费。因此，资本家不是作为资本家，不是作为资本的

代表与劳动相对立。他把他的货币作为收入而不是作为资本与劳

动相交换。劳动的消费不是构成Ｇ—Ｗ—Ｇ，而是构成Ｗ—Ｇ—Ｗ

（后者是劳动或服务本身）。货币在这里只作为流通手段，而不是作

为资本执行职能。

［４８２］正象资本家为了自己个人消费而购买的商品，不是生产

地被消费，没有变成资本的要素一样，他为了服务的使用价值，为

了自身消费而自愿购买或被迫购买（向国家等购买）的服务，也不

是生产的消费，也没有变成资本的因素。服务并没有成为资本的因

素。所以服务不是生产劳动，服务的承担者也不是生产劳动者。

生产越是一般地发展为商品生产，每一个人也就越是必须成

为和愿意成为商品交易者，越是愿意从自己的产品中赚取货币，或

者，在他的产品按其自然性质仅仅以服务的形式存在时，从自己的

服务中赚取货币，而且这种赚取货币表现为每一种活动的最终目

的（见亚里士多德）（ａ）。现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作为商品

的产品的生产成为绝对的，另一方面，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的形

式也成为绝对的。有许多职务与活动过去具有非常神圣的色彩，

（ａ）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贝克尔编，第１册第８、９章，散见各处］。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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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被认为是目的本身，是免费进行或间接支付的（例如英国的

一切自由职业者，医生，律师等等；在英国，律师和医生过去不

能或者说现在也不能为支付起诉）；现在一方面，直接变成了雇佣

工人，不管它们的内容和支付怎样不同（ｂ）。另一方面，它们——它

们的价值确定，这个从娼妓到国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价格——也

受到调节雇佣劳动价格的同一些规律的支配。对最后这一点的论

述属于有关雇佣劳动和工资的专门著作，而不属于这里。随着资

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所有的服务都转化为雇佣劳动，所有服务的

执行者都转化为雇佣工人，从而都具有这种与生产工人相同的性

质，——这种现象之所以会引起两者的混同，特别是因为，这是

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所造成的现象。另一

方面，这种现象为辩护论者提供了借口，把生产工人——因为他

是雇佣工人——转化为单纯用自己的服务（即自己的作为使用价

值的劳动）与货币相交换的工人。这样一来，就幸运地躲开了这

种“生产工人”的特征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它是作为剩余

价值的生产，作为资本的自行增殖过程，而这种过程的单纯合并

到自身中来的因素就是活劳动。士兵是雇佣劳动者，雇佣兵，但

他并不因此而成为生产工人。

更进一步的错误是从两个来源产生的。

第一：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商品的一部分劳动往往是用一

种属于以前的生产方式的方式进行的，而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中事

实上还不存在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从而与资本主义观点相适

应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范畴在那里是完全不适用的。然而

（ｂ）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５页。《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４６８—４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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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与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相适应，事实上还不从属于这种生

产方式的关系也在概念上从属于这种生产方式了。例如，独立劳动

者是自身的雇佣工人，他本人的生产资料在观念上作为资本同他

相对立。他作为自身的资本家，把自身作为雇佣工人来使用。这样

一来，这种反常的现象就给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废话，提

供了如意的活动场所。

［４８３］第二：一些非生产劳动有可能偶然地同生产过程联系起

来，甚至它们的价格也可能包括在商品的价格之中，因而支出在它

们上面的货币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构成预付资本的一个部分；所

以这些劳动可能表现为不是与收入交换，而是直接与资本交换的

劳动。

现在我们就以赋税、政府服务的价格等作为这种情况的例子。

然而这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对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

来说是偶然的形式、不受这个过程的任何制约的形式，并不是这个

过程的必然的、内在的形式。例如，如果把所有间接税转化为直接

税，那么虽然还是象从前一样支付赋税，但它不再是资本的预付，

而是收入的花费。这种形式转化的可能性表明：它对于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来说是外在的、无足轻重的和偶然的东西。相反，随着生产

劳动的形式转化，资本的收入和资本本身都将不复存在。

又例如，诉讼，有关物质利益的案件等等。这一切都同商品所

有者即商品买者与卖者之间的契约有关，而跟资本与劳动的关系

没有任何关系。官吏由此可以变为资本的雇佣工人，但他们不能由

此变成生产工人。

生产劳动不过是劳动能力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呈

现的整个关系和方式方法的概括说法。因此，如果我们讲生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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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那么我们所说的就是由社会决定的劳动，是包含着劳动的买者

和劳动的卖者之间的完全确定的关系的劳动。生产劳动直接与作

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就是说，与本身是资本的货币相交换，与具

有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规定的货币相交换，与作为资本同劳动能

力相对立的货币相交换。所以，生产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这种劳

动对于工人来说只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的预先确定的价值，相反，

这种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却会增殖资本，使它所创造的价值

作为资本同工人本身相对立。物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特殊关系

使物化劳动成为资本，使活劳动成为生产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特殊产物，剩余价值，只有通过与生产劳

动相交换才能创造出来。

对资本来说，构成生产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不是生产劳动

的一定有用性质，也不是物化着生产劳动的产品的特殊有用属性，

而是生产劳动作为创造交换价值（剩余价值）的要素的性质。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商品的生产。它是吸收无酬劳动的

过程，是使生产资料成为吸收无酬劳动的手段的过程。

由上述一切可以看出，生产劳动是劳动的这样一种规定，这种

规定本身同劳动的一定内容，同劳动的特殊有用性或劳动所借以

表现的特殊使用价值绝对没有关系。

［４８４］所以，同一内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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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非生产劳动者。相反，为书商

提供工厂式劳动的作者，则是生产劳动者。密尔顿生产《失乐园》，

象蚕生产丝一样，是他天性的表现。后来，他把这个产品卖了５镑，

就此而言他成了商品交易者。但是，在书商指示下生产书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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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指南）的莱比锡的一位无产作家却近似于生产劳动者，

因为他的生产从属于资本，而且只是为了增殖资本而进行的。象鸟

一样唱歌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假如她为了货币而出售自己的

歌唱，她就因此而成为雇佣劳动者或商品交易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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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她直接生产资本。给别人上课的教师不是生产劳动者。

但是，如果一个教师同其他人一起作为雇佣劳动者被聘入一个学

院，用自己的劳动来为贩卖知识的学院所有者增殖货币，他就是生

产劳动者。固然，就形式来看，大多数这样的劳动者几乎还不是在

形式上从属于资本，而是属于过渡形式。

整个说来，这样一些劳动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数量相比是微乎

其微的量，这些劳动只能作为服务来享受，不能转化为与劳动者分

开的、从而作为独立商品存在于劳动者之外的产品，但是它们可以

直接地被资本主义利用。所以，可以把它们完全撇开不谈；只有在

研究雇佣劳动时，在论及不同时是生产劳动的雇佣劳动的范畴时，

才能考察它们。

同一工人可以从事同一劳动（例如园艺、裁缝等等）来为产业

资本家服务或为直接消费者服务，等等。在这两种情况下，他都是

雇佣工人或短工；但在一种情况下他是生产工人，在另一种情况下

他是非生产工人；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他生产资本，在另一种情况下

不生产资本；因为在一种情况下他的劳动构成资本自行增殖过程

的要素，在另一种情况下不构成这种要素。

作为收入被消费的和不再作为生产资料重新进入生产中去的

很大一部分年产品，是由满足最令人厌恶的、最可鄙的欲望与幻想

等的产品（使用价值）所组成。这个内容与生产劳动的规定完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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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当然，如果这一部分大得不成比例地再生产出来，不再转化为

重新进入商品再生产或劳动能力本身再生产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简单地说，不再转化为供生产消费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

料，——那么财富的发展自然会受到阻碍）。这种生产劳动生产出

物化在这样一些产品中的使用价值，这些产品预定只能用于非生

产消费，这些产品作为物品在其现实性上对再生产过程没有使用

价值（它们只有通过物质变换，通过跟用于再生产中的使用价值相

交换，才能取得这种使用价值；但这仅仅是变换位置而已。它们一

定要在某个地方作为非再生产性的东西被消费。其他属于非生产

消费过程的这类物品，在必要情况下也会再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关

于这一点的详细考察，属于论述再生产过程的第 册第 章。这里

只预先提出一个论点：庸俗经济学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本身出

发不可能对奢侈品生产的界限说出什么合理的话来。但是，假如能

充分地分析再生产过程的各种要素，事情就很简单了。如果再生产

过程受到阻碍，换句话说，如果由人口的自然增长所决定的再生产

过程的增长，因下述情况而受到阻碍，即因不按比例地使用那些表

现为非再生产性物品的生产劳动而受到阻碍，那么必要生活资料

就会再生产得太少，或者生产资料等就会再生产得太少，在这种情

况下，从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出发，奢侈品是应当受到谴责的。在

其余情况下，奢侈品对这样一种生产方式来说是绝对必要的，这种

生产方式为非生产者生产财富，因而一定会使奢侈品具有必要的

形式，以便使它只能为享受财富的人所占有）。对工人本人来说，这

种生产劳动象任何其他生产劳动一样，不过是再生产工人所必需

的生活资料的手段；对于资本家来说，这种生产劳动则仅仅是赚钱

的手段，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资本家对使用价值的性质和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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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劳动的性质本身是完全无所谓的。

［４８５］力图用劳动的物质内容来确定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的这种企图，有三个来源。

（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

质中产生出来的拜物教观念：这种观念把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如商

品，生产劳动等等，看成是这些形式规定性或范畴的物质承担者本

身所固有的属性。

（２）就劳动过程本身来看，只有以产品（即物质产品，因为这里

只涉及物质财富）为结果的劳动是生产的。

（３）在实际的再生产过程中，—— 如果考察它的现实要

素，——就财富的形成等等来说，表现在再生产性物品中的劳动与

仅仅表现在奢侈品中的劳动之间有很大差别。

（例子：或者我买一条裤子，或者我买布料请裁缝到家里来做，

对他的服务（即他的裁缝劳动）进行支付，这对我来说是完全没有

差别的。我向成衣商买裤子，因为它比较便宜。在这两种情况下，

我都是把我付出的货币转化为用于我个人消费和满足我个人需要

的使用价值，而不是转化为资本。裁缝无论在成衣商那里为我劳

动，还是在我家里为我劳动，他都为我提供了同样的服务。反之，成

衣商所使用的同一裁缝给这位资本家提供的服务却在于：他劳动

１２小时，但只有６小时等等得到支付。因此，裁缝给这位资本家提

供的服务在于：他白白劳动了６小时。在裤子缝制形式中发生的这

件事，只是掩盖了实际的交易。因此，成衣商一有可能就力图再把

裤子转化为货币，即转化为完全消失了裁缝劳动的特定性质的形

式，提供的服务表现在一塔勒变成两塔勒。

服务只是劳动的特殊使用价值的表现，因为服务不是作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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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用，而是作为活动而有用。我给，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做；我

做，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给；３１在这里是同一关系的完全没有差

别的形式；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我给，为了你做；表现出物质财富

与活劳动之间的极其特殊的关系。因为在这种服务的购买中完全

不包括劳动和资本的特殊关系，这种关系或者完全消失，或者根本

就不存在，所以它自然而然地变成了萨伊、巴师夏及其同伙为了表

现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所喜爱的那种形式。）

工人也用货币购买服务，这是支出的一种方式，但不是把货币

转化为资本的一种方式。

没有人会购买医疗的或法律的“服务”作为手段，来把这样支

出的货币转化为资本。

很大一部分服务属于商品的消费费用，例如女厨师等的服务。

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劳动是与作为

货币的货币相交换，还是与作为资本的货币相交换。例如，在我购

买独立劳动者、工匠等的商品的时候，就根本谈不上这个范畴，因

为不是货币和任何种类的劳动直接相交换，而是货币和商品直接

相交换。

［４８６］（在非物质生产的场合，即使非物质生产纯粹是为了交

换而进行的，即使生产商品，也还可能出现两种情况：

（１）非物质生产的结果是这样一种商品，这种商品脱离生产者

而存在，因而可以在生产与消费当中作为商品来流通，如书籍、绘

画，以及所有与艺术家所进行的艺术活动相分离的艺术品。在这

里，资本主义生产只能非常有限地被运用。当这些人作为雕塑家等

不拥有帮工等的时候，他们大多数（如果他们是不独立的）是为商

人资本工作，例如为出版商工作；这种关系本身只是向单纯形式上

９０１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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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形式。在这种过渡形式中，恰恰对劳动

的剥削最大，但这种情况并不会使事情发生什么变化；

（２）产品同生产行为不可分离。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

只能有限制地发生，而且按照事物的性质只能在某些部门内发生。

（我需要的是医生，而不是为他跑腿的听差。）例如在学校中，教师

可以是教育工厂的企业家的纯粹雇佣劳动者。但是，这一类的情况

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整体来说是不必注意的。）

“生产劳动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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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差别对积累是重要的，因为与生产

劳动相交换是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条件之一。

资本家，作为处于自行增殖过程中的资本的代表（生产资本的

代表），执行着一种生产职能，这种职能恰恰就在于管理和剥削生

产劳动。与剩余价值的分赃者们——他们同剩余价值的生产没有

这样直接的实际的关系——不同，这个资本家阶级是道地的生产

阶级。（作为劳动过程的指挥者，资本家能够完成生产劳动是指他

的劳动包括在体现为产品的总劳动过程中。）在这里我们还只是认

识了直接生产过程内部的资本。至于资本的其他职能怎样——以

及资本在这些职能中利用的手段怎样——只能在以后加以阐述。

因此，生产劳动（从而非生产劳动，即生产劳动的对立面）的规

定是建立在下述基础上的：资本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的

生产所使用的劳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

［４８７］总产品与纯产品

（这一点列入第 册第 章也许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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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从而生产劳动的目的）不是为了生

产者的生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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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也适用于资本家的国家。所有只再生产工人的总产品，即不生产

纯产品（剩余产品）的总产品，都是多余的，正如这样的工人本身是

多余的一样。换句话说，如果工人在一定的生产发展阶段上是生产

纯产品所必要的，那么在不再需要他们的进一步的生产阶段上他

们就变成多余的。或者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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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国家。

“一个国家的实际利益难道不也是这样么（象一个私人资本家的实际利

益一样：对于一个私人资本家来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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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他无论‘推动１００人还是１０００人’，都无

关紧要）；只要这个国家的实际纯收入不变，它的地租和利润不变，那么不管

它是由１０００万人组成，还是由１２００万人组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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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益呢？纯收入将仍然是５００万人的食物和衣着。”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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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３
４％的人充当５００万人的单

纯生产机器要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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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什么用处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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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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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纯产品，它实际上仅仅表现在剩余价

值所赖以体现的剩余产品的形式上，这种情况表明资本主义生产

实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这一点例如同下面那种与古老的早期的生产方式相应的观点

是对立的，按照那种观点，市政局等为了使工人不致失去面包曾禁

止发明，因为工人本人被看作目的本身，工人的与自己地位相应的

职业被看作他的特权，而保持这个特权是整个旧制度的利益所在。

这一点与尚有民族色彩的保护关税制度（自由贸易的对立面）的观

点也是对立的，保护关税的观点主张，由国家把工业等作为大多数

人的生活来源加以保护，以免遭受外来的竞争等等。而且，这一点

与亚·斯密的下述观点也是对立的，例如斯密认为，投入农业的资

本“更有生产性”，因为同一资本可以雇用更多的人手。所有这一切

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说都是过时的、不正确的、荒谬的

观点。多的总产品（就资本的可变部分来说）与少的纯产品相比等

于低的劳动生产力，从而等于低的资本生产力。

［４８８］但是，一切传统混乱观念都是与总产品和纯产品之间的

这种区别相联系的。其中一部分来源于重农学派（见第 册），一部

分来源于亚·斯密；斯密还经常在这里或那里把资本主义生产和

直接生产者的生产混为一谈。

假如个别资本家把货币送往国外，在那里取得１０％的利润，

同时他在国内又能使许多过剩人口就业，那么从资本主义观点来

看他就会赢得公民桂冠，因为这位有德行的公民遵循了这样一个

规律：这个规律无论在世界市场上还是在一个社会的范围内都是

按特殊生产部门所提供的利润率来分配资本的，正因为如此，它才

会使各生产部门均衡起来并使生产成比例。（而且，例如是否把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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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供给俄国皇帝去对土耳其进行战争，或者其它等等，都是没有差

别的。）个别资本家这样做不过是遵循资本的这样一个内在规律，

从而不过是遵循资本的这样一个道德：尽可能多生产剩余价值。但

是这同考察直接生产过程完全无关。

其次，人们还常常把非资本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对立起

来；例如，把谋生的农业与贸易的农业对立起来，在前一种农业中

使用人手，后一种农业会给市场提供很多产品，因而使得有可能从

以前从事农业的人们身上榨出一个工业纯产品来。但是，这种对立

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内部的规定。

总而言之，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是，同可变资

本相比增加不变资本，增加剩余价值即纯产品；第二，同补偿资本

的即补偿工资的那部分产品相比增加纯产品。现在这两件事被混

淆了。如果把全部产品称为总产品，那么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总产品

就与纯产品相比而增加；如果把分解为工资的加上纯收入的那部

分产品称为纯产品，那么纯产品就与总产品相比而增加。只有在农

业中（通过将耕地变为牧场等等），由于地租所特有的一定规定（这

些规定不属于这里的研究范围），纯产品才往往靠减少总产品（全

部产品量）而增加。

此外，关于纯产品是生产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目的的这个学说，

只不过是无情而正确地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不顾工人死活地增

殖资本，从而创造剩余价值，是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灵魂。

资本主义生产的最高理想——与纯产品的相对增长相适应

——是尽可能减少靠工资生活的人数，尽可能增加靠纯产品生活

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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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８９］资本的神秘性等等

因为活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已经被并入资本，所以一

切社会劳动生产力，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资本的属性，这与形

成价值的劳动的一般性质在货币中表现为物的属性完全一样，这

种情况由于下述各点而更为明显。

（１）尽管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属于资本家，但劳动作为劳动能

力的表现，作为一种努力，属于单个的工人（它就是工人现实地付

给资本家的东西，就是工人给予资本家的东西）；相反，使单个的劳

动能力纯粹作为形成总工厂的总劳动能力的特殊器官执行职能的

社会结合，却不属于工人，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组织同工人相对

立，强加在工人身上；

（２）这种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历史上只

有随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发展起来，从而表现为资本主义

关系的内在的东西，表现为跟资本关系不能分开的东西；

（３）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客观的劳动条件由于使用

的规模和使用中的节约而采取了改变的形态（完全撇开机器形式

等等不谈）。客观的劳动条件，作为表现社会财富的集中的生产资

料，变得更加发达，而这种情况完全表现在社会结合劳动的生产条

件的规模与效果上。除去劳动本身的结合以外，劳动条件的这种社

会性质——属于劳动条件的，还包括机器这种劳动条件形式，以及

各种形式的固定资本——表现为不依赖工人而存在的、完全独立

的东西，表现为资本的存在方式，从而表现为与工人无关的、由资

本家安排的东西。生产条件作为结合劳动的共同生产条件所含有

的社会性质，比工人自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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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人无关的、属于这种生产条件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

关于３，我们在这里要立即提出以下看法，部分地说这些是要

在以后讨论的问题：

与剩余价值有别的利润——可以通过共同劳动条件使用的节

约而提高，例如建筑物的节约，取暖、照明的节约等等，原动机的价

值不随它的功率按同一程度增加，大规模生产中原料价格的节约、

废料的重新利用、行政费用的减少、仓库的减少等等，所有这些在

不变资本价值绝对提高的情况下发生的不变资本的相对便宜化，

都是建立在共同使用这些生产资料，即共同使用劳动资料和劳动

材料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共同使用又以联合工人的共同的集中劳

动作为绝对前提，因此它本身不过是劳动的社会性质和由此而产

生的社会生产力的物质表现，这些劳动条件的特殊形态，例如机

器，除了由结合的劳动使用以外通常是不能使用的。然而这些劳动

条件对于在这些条件中活动的工人来说表现为既定的、与工人无

关的条件，表现为资本的形态。因此，例如，这些劳动条件的节约

（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的增长和商品的低廉化），也表现为某种与

工人的剩余劳动完全不同的东西，表现为资本家的直接活动和组

织工作，资本家在这里一般是作为劳动的社会性质的人格化，总工

厂本身的人格化来执行职能的。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成

果，在这里也同样表现为直接并入资本的东西（作为同单个工人的

知识和才能相分离的科学，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运用），而且，因

为社会的一般发展被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所利用，所以社会的一

般发展就与劳动相对立而作为资本的生产力发挥作用，就表现为

资本的发展；尤其是因为，它通常是和劳动能力的贫乏化同时并进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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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０］
３４
资本家本身只有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是统治者（因

此，在复式簿记中他经常以两重身份出现，例如，他表现为他自己

资本的债务人）。

就形式上的从属来看，资本的生产性起初仅仅在于强迫进行

剩余劳动；这种强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从前的生产方式所共

有的，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强迫是以比较有利于生产的形式

进行的。

即使考察单纯形式的关系，即使考察比较不发达的资本主义

生产和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共有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形

式，那么生产资料，劳动的物的条件，也不表现为从属于工人，而是

工人从属于生产资料，从属于劳动的物的条件。资本使用劳动。这

种简单的关系已经是物的人化和人的物化。

但是，这种关系所以变得更加复杂，显得更加神秘，是因为随

着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不仅这些物——这些劳动产品，

既作为使用价值，又作为交换价值——起来反对工人，作为“资本”

同工人相对立，而且劳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资本的发展形式，因

此，这样发展起来的社会劳动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作为这

样的社会力，这些物同劳动相对立而“资本化”。事实上，协作中劳

动的社会统一，分工中的结合，自然力和科学的运用，表现为机器

的劳动产品的运用，——所有这一切，都作为异己的、物的、没有工

人参与而且往往排斥这种参与的预先存在的东西，单纯作为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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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它们是物质的，又是资本家或其助手（代表）所体现的总工

厂的意识和意志，尽管它们是工人的结合本身的产物，但表现为存

在于资本家身上的资本的职能。工人自己的劳动的社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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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客观形式——或者说工人自己的社会劳动的形式，是完全不以

单个工人为转移而形成的关系；工人作为从属于资本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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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属于资本的、从资本中产生并被并入资本的结合，同工

人相对立。并且这一点随着两方面的情况的发展越来越具有实在

的形式：一方面，工人的劳动能力本身由于上述形式而发生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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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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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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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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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剥削劳动，资本必然要在生产过程中使用这些手段。所以，劳

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这个发展的条件就表现为资本的行为，

这种行为不仅是不管单个工人的意志如何而完成的，而且是直接

反对单个工人的。

因为资本是由商品组成的，所以资本本身具有二重性：

（１）交换价值（货币）；但是，它是自行增殖的价值，是——因为

它是价值——创造价值、作为价值而增殖、取得一个增殖额的价

值。这种价值增殖归结为一定量物化劳动同较大量活劳动的交换。

（２）使用价值；这里，资本是按照它在劳动过程中所具有的一

定关系出现的。但是，正是在这里，资本不仅仅是劳动所归属的、把

劳动并入自身的劳动材料和劳动资料；资本还把劳动的社会结合

以及与这些社会结合相适应的劳动资料的发展程度，连同劳动一

起并入它自身。资本主义生产第一次大规模地发展了劳动过程的

物的条件和主观条件，把这些条件同单个的独立的劳动者分割开

来，但是资本是把这些条件作为统治单个工人的、对单个工人来说

是异己的力量来发展的。

这一切使资本变成一种非常神秘的存在。

［４９１］劳动条件作为同工人相对立的社会力量积累起来，并且

在这种形式中资本化了。

因此，资本是生产的，

（１）因为资本是对剩余劳动的强制。同样，劳动所以是生产的，

正因为劳动是这种剩余劳动的完成者，由于劳动能力的价值与其

价值增殖之间存在差额。

（２）因为资本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

人格化与代表，即物化的形式。以前已经阐述过，资本主义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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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律（剩余价值的创造等等）是怎样强制地达到这一点的。资本主

义生产的规律表现为资本家互相受到的一种强制和资本家给予工

人的一种强制，——因此它事实上表现为与资本家和工人双方相

对立的资本规律。劳动的社会自然力并不是在价值增殖过程本身

中发展的，而是在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展的。所以，这种社会自然

力表现为资本作为物、作为物的使用价值所固有的属性。生产劳

动，作为生产价值的东西，始终是作为单个工人的劳动同资本相对

立，不管这些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结合如何。所以，当资本代

表与工人相对立的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时候，生产劳动对资本来说

总只代表单个工人的劳动。

在考察积累过程的时候已经看到，这样一种要素，即过去的劳

动以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和生产条件的形式在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

两方面增加再生产（既增加一定量活劳动所保存的价值量，又增加

它新生产出来的使用价值量），怎样表现为资本内在的力量，因为

物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总是作为资本化的东西发挥作用。

“资本就是最道地的民主主义的、博爱主义的和平均主义的权力。”（弗·

巴师夏《无息信贷》１８５０年巴黎版第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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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第３卷第５册第２章第３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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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来看，资本家阶级是处在一种正常的状况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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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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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浅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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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或使用劳动的手段的积累……在所有的情形下都必须取决于劳动

生产力。”（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９２页）

一位李嘉图的评论者关于这一点指出：

“如果说劳动的生产力是指用自己的劳动生产产品的人所获得的那个产

品份额，那么这种论断就几乎是一种同义反复。”（《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

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１页）

经常用资本来偷换劳动——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德斯杜特·

德·特拉西下述天真的论述中：

“靠利润生活的人〈产业资本家〉养活其他一切人，只有他们能够增加公

共财富，创造我们的全部享受资料。情况必定是这样，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

源泉，因为只有他们这些人才有利地运用积累的劳动，从而给现时的劳动指

出有用的方向。”（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思想的要素》，《论意志及其作用》

１８２６年巴黎版］第２４２页）

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资本是一切财富的增加者。

“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我们的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而

任何一种受到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同上，第２４３页）

我们的能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财富。所以，劳动能力不是财

富。劳动生产其他一切财富；这就是说，劳动为自己以外的其他一

切人生产财富，而它本身不是财富，只有它的产品才是财富。任何

一种受到良好管理的劳动都是生产的；这就是说，任何一种生产劳

动，任何一种给资本家带来利润的劳动，都是受到良好管理的。

用资本的物的属性来偷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这种做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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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中已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机器、科学的应用、发明等等的好处，

在它们的这种异化形式中，就被看作是必然的形式，从而所有这一

切都被看作是资本的属性。在这里，作为基础的是，（１）这样一种形

式，即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从而在受这种生产方式束缚的意

识中，事情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２）这样一种历史事实，即这种发

展首次以不同于从前生产方式的形式出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从而这种发展的对立性质也好象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中的。

（３）［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４９２］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不仅是剩余价值，而且是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是Ｇ—Ｗ—Ｇ′，是本身自行增殖的价值，

是产生价值的价值。

首先，即使在预付货币额或价值额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因素

——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以及由可变资本变成的劳动能力——

以后，这个预付货币额或价值额也只是自在的资本，只是潜在的资

本；而在资本转化为现实生产过程的因素以前，资本更只是自在的

资本，潜在的资本。只有在实际生产过程中，通过把活劳动现实地

合并到资本的物的存在形式中，只有通过实际吸收追加的劳动，才

不仅使这种劳动转化为资本，而且使预付价值额也从可能的资本，

从预定的资本转化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和实际的资本。在这个总过

程中发生了什么呢？工人为了必要的生活资料，为了由自己劳动能

力的价值决定的一定的价值，出售了对自己劳动能力的支配权。这

１２１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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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一来，从工人方面来看，结果是什么呢？仅仅是他的劳动能力的

再生产。工人为此交出了什么呢？保存价值、创造价值和增殖价值

的活动，即他的劳动。因此，撇开工人的劳动力的消耗不谈，工人走

出这个过程时，就象他进入这个过程一样，都只是作为必须重新通

过同一过程才能保存自身的主观劳动力。

相反，资本并不是象它进入这个过程时那样走出这个过程。只

有在这个过程中，资本才转化为实际的资本，转化为自行增殖的价

值。现在，全部产品就是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存在的形式，而

资本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则重新作为资本家的财产，作为独立的

力量和劳动本身所创造的力量与劳动相对立。所以，生产过程不仅

是资本的再生产过程，而且是作为资本的资本的生产过程。以前，

生产条件作为资本与工人相对立时，这些生产条件是工人所遇到

的与工人相独立的东西。现在，工人所遇到的已转化为资本的并与

自己相对立的生产条件，则是工人自己劳动的产物。作为前提的东

西，现在是生产过程的结果。

生产过程创造资本这件事，不过是生产过程创造了剩余价值

的另一种说法。

但是事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剩余价值又反过来转化为追加

资本，表现为形成新资本的东西或形成已经增大的资本的东西。所

以，资本创造了资本，而不仅仅是作为资本来实现自己。积累过程

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一个内在要素。积累过程包含着重新

创造出雇佣工人，包含着实现和增大现有资本的手段，这或者是使

从前尚未被资本主义生产所支配的那一部分人口，如妇女和儿童，

从属于资本，或者是使由于人口自然增长而增多的大量工人从属

于资本。更进一步的考察会得出，资本会根据自己的剥削需要来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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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劳动力本身的生产，即受资本剥削的人群的生产。所以，资本不

仅生产资本，它还生产不断增长的大量工人，即这样一种材料，资

本只有借助于这种材料才能作为追加资本发挥作用。因此，不仅劳

动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作为资本同自己相对立的劳动条

件，而且资本也在日益扩大的规模上生产着自己所需要的生产的

雇佣工人。劳动生产着劳动的作为资本的生产条件，资本生产着把

自己作为资本来实现的手段，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资本主义生产

不仅是这种关系的再生产，而且是这种关系在日益增长的规模上

的再生产；社会劳动生产力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发展，

与工人相对立的已经积累起来的财富也作为统治工人的财富，作

为资本，以同样的程度增长起来，与工人相对立的财富世界也作为

与工人相异化的并统治着工人的世界以同样的程度扩大起来。与

此相反，工人本身的贫穷、困苦和依附性也按同样的比例发展起

来。工人的贫乏化和这种丰饶是互相适应的，齐头并进的。同时，

资本的这种活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即劳动无产阶级也在增长着。

［４９３］所以，资本的增长和无产阶级的增加表现为同一过程的

互相联系的、又是分裂为两极的产物。

这种关系不仅被再生产出来，以越来越大的规模生产出来，不

仅给自己创造出更多的工人，不断地席卷从前不从属于自己的生

产部门，而且，正象阐述特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所表明的那样，

这种关系是在对于资本家这一方越来越有利而对雇佣工人那一方

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再生产出来的。

就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来看，工资不过是工人不断生产出来的

产品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转变为生活资料，从而转变

为劳动能力的手段，而这种劳动能力又是资本为了自己的自行增

３２１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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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为了自己的生活过程所需要的。因此，劳动能力的这种保存和

增加本身，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果，又只是表现为属于这个过程的再

生产条件和积累条件的再生产与扩大（请看杨基①）。

与此同时，这种关系在表面上所具有的一种假象也消失了，这

种假象就是：在流通中，在商品市场上互相对立的是平等的商品所

有者，他们象所有其他商品所有者一样，只是以他们的商品的物质

内容，以他们彼此出售的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而互相区别。或者

说，这个关系的这种最初形式只不过是建立在这个关系基础上的

资本主义关系的假象。

这里要区分两个要素，这两个要素使这种关系本身作为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的再生产同最初的形

式互相区别开来，这种最初的形式一方面是指历史上表现出来的

最初形式，另一方面是指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表面上不断重

新表现出来的最初形式。

（１）第一，从流通中发生的引导过程，即劳动能力的买和卖来

看。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仅是价值或商品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

这种商品的一部分拿到市场上去，一部分保留在自己的劳动过程

中；而且这些已转化为资本的产品不是资本家的产品，而是工人的

产品。资本家为了取得劳动而不断地把工人的产品的一部分——

必要生活资料——卖给工人，以保存和增加劳动能力即买者本人，

并且不断地把工人的产品的另一部分即客观的劳动条件，作为资

本自行增殖的手段，作为资本贷给工人。所以，在工人把自己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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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作为资本进行再生产时，资本家也把工人作为雇佣工人，从而作

为自身劳动的卖者进行再生产。单纯的商品卖者的关系包括：这些

商品的卖者交换他们自身的、体现在不同使用价值中的劳动。作为

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常结果，劳动能力的买和卖包括：工人必须

不断地用自己的活劳动买回自己本身的产品的一部分。这样，商品

所有者的单纯关系的假象就消失了。劳动能力的这种不断的买卖，

以及工人本身所生产的商品作为工人劳动能力的买者和作为不变

资本这两者间的不断对立，仅仅表现为一种媒介形式，使工人受资

本支配，使活劳动成为保存和增加与自己相独立的物化劳动的单

纯手段。作为劳动购买者的资本和作为劳动售卖者的工人之间的

关系的这种永久化，是这种生产方式内在的一种媒介形式；但这种

形式仅仅在形式上与生产条件所有者奴役劳动、占有劳动的其他

更直接的形式有所区别。这种形式作为单纯的货币关系掩盖了现

实的交易和通过买卖这种媒介而不断更新的经常依赖性。不仅这

种交易的条件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而且连一方用来买和另一方

必须卖的东西，也是［４９４］过程的结果。这种买卖关系的不断更新

仅仅以特殊依赖关系的经常存在为媒介，同时又使这种依赖关系

的经常存在具有一种虚伪的假象，似乎它是平等的、彼此同样自由

的各个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交易和契约。现在，这种引导的关系本身

又表现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物化劳动对活劳动进行统治的

内在要素。

因此，人们产生了错误的看法：

有些人错误地把雇佣劳动，把劳动向资本的出售，从而把雇佣

劳动的形式看作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东西；这种形式是本质

的、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不断重新生产出来的这种生产关系

５２１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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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介形式；

还有些人错误地把这种表面关系，把这种质的形式化，把资本

关系的假象看作是资本关系的本质本身，因而试图把工人与资本

家之间的关系说成是商品所有者之间的一般关系，以此为这种关

系辩护并抹杀这种关系的特征。

（２）资本主义关系本身的出现，必须以一定的历史阶段和社会

生产形式为前提。在过去的生产方式中，必然发展起那些超出旧生

产关系并迫使旧生产关系转化为资本关系的交往手段、生产资料

和需要。但是，它们只需要发展到使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的程

度。然而，在这种已经改变了的关系的基础上，会发展起一种发生

了特殊变化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一方面创造出新的物质生

产力，另一方面它只有在这种新的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得到

发展，从而在实际上给自己创造出新的现实的条件。由此就会出现

彻底的经济革命，这种革命一方面为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创造并完

成它的现实条件，为它提供一种相应的形式，另一方面，在这个革

命与工人相对立中发展起来的劳动生产力、生产条件与交往关系

中，这个革命又为一个新生产方式，即扬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

对立形式的新生产方式创造出现实条件，因而为一种新形成的社

会生活过程，从而为新的社会形态创造出物质基础。

这是与那些被资本主义观念本身所束缚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的观点根本不同的一种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看到了生产

在资本关系中是怎样进行的，但是他们看不到这种关系本身是怎

样被生产的，同时看不到在这种关系中又怎样同时创造出瓦解这

种关系的物质条件，从而看不到这种关系作为经济发展的、社会财

富生产的必要形式的历史根据是怎样消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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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我们不仅看到资本是怎样进行生产的，而且看到资本本

身是怎样被生产的，以及跟资本进入生产过程时相比资本又是怎

样作为根本改变了的东西走出生产过程的。一方面，资本改造了生

产方式，另一方面，生产方式的这种改变了的形态和物质生产力的

特殊发展阶段，又是资本本身形成的基础和条件，即前提。

［４９５］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不仅生产过程的物的条件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而且物的

条件的特殊社会性质也是如此；社会关系，从而生产当事人彼此的

社会地位，即生产关系本身，被生产出来，是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

的结果３６。

［《资本论》第一卷手稿

其他各章的散页］３７

  ［２４］对工人劳动能力的（暂时的支配）。当工人的劳动实际开

始的时候，劳动就不再属于工人了，因而也就不再能被工人出卖

了。３８

劳动能力这种特殊商品的特性，使出卖的商品只是在买者与

卖者缔结契约时才真正作为使用价值转到买者手中。和任何其他

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它进入流通以前就

已经确定，因为它是作为能力、作为力被出卖的，并且需要一定的

劳动时间来生产这种能力、这种力。所以，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在

它出卖以前就存在，但它的使用价值则只在于以后的力的表现中。

因此，力的让渡和力的实际表现，即力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在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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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上是互相分开的。这种情况正象有人把一座房屋的使用权卖给

我一个月一样。在这里，这个使用价值只是当我在这座房屋里住了

一个月以后才提供给我。同样，它的使用价值只是当我利用了劳动

能力，让它实际为我工作以后才提供给我。但是对于这种使用价值

来说，通过出售而在形式上让渡商品和在实际上向买者转让商品

的使用价值，在时间上是互相分开的，买者的货币正象我们所看到

的那样只是作为支付手段起作用。劳动能力是按日、周等出售的，

但劳动能力只是在一日、一周等时间内被消费以后才付给报酬。在

具有发达的资本关系的一切国家里，劳动能力都是在它执行职能

以后才付给报酬的。因此，到处都是工人把对自己商品的使用预付

给资本家，在工人得到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支付以前，他就让买

者消费这种商品，就把它贷出。在危机时期，甚至在各个破产事件

中都表明，劳动者给予资本家的、由出卖的这种使用价值的特性产

生出来的这种经常的信贷，并不是什么臆想。（５２）

（５２） “工人……贷出自己的勤劳。”（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１５年彼得堡

版第２卷第３６页）但是施托尔希又狡猾地补充说，工人除了会“失掉自己的工资不冒什

么风险……工人没有付出任何物质的东西。”（同上，第３７页）

“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以后付给报酬的。”（《关于需求的性质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版第１０４页）但是，从建立在这种关系的性质的基础上的这种支付方式得出的其他

实际结论，不属于我们研究的范围。然而可以举个例子。在伦敦有两种面包房：一种是

按面包的全价出售的，—种是按低价出售的。后者占面包房总数的 ３
４以上。（政府调查

委员休·西·特里门希尔关于《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１８６２年伦敦版第３２页）这些

按低价出售的面包房所出售的面包大多数掺了明矾、肥皂、珍珠灰、白垩、得比郡石粉

等（见上述蓝皮书和《１８５５年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的报告》，以及哈塞耳医生《揭穿了的

掺假行为》１８６１年伦敦第２版）。约翰·戈登爵士对１８５５年委员会说：“由于这种掺假，

每天靠两磅面包度日的穷人，现在实际上连 １
４ 的养料都得不到，且不说这种掺假对他

们的健康的危害了。”特里门希尔（《面包工人的申诉的报告》第４８页）认为，“工人阶级

的很大一部分”明明知道掺假，可是还得去买明矾、石粉这一类东西，其原因就在于，

对于工人阶级来说，“面包房或杂货店爱给他们什么样的面包，他们就得买什么样的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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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无论货币是作为购买手段还是作为支付手段发挥作用，商

品交换本身的性质都不因此而发生变化。劳动能力的价格在购买

时已由契约确定，虽然它要在以后才能得到实现。这种支付形式

同样不能改变下述情况：这种价格规定涉及的是劳动能力的价值，

它既不涉及产品的价值，也不涉及本身根本不是商品的劳动的价

值。

正象已经表明的那样，如果价格得到支付的生活资料是一定

的社会状态下通常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从而使工人能以必要程度

的力量、健康、生命力运用自己的劳动能力和通过接班人使自己永

远存在下去，那么也就支付了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５３）

包，这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他们只是在劳动周的周末才得到报酬，所以，他们也只有

“在周末才能支付全家一星期消费的面包钱”。特里门希尔还引用了一些证词：“众所周

知，用这种混合物制成的面包是特意为这种主顾做的。”

（５３） 配第把日工资的价值规定为使工人足以“生活、劳动和延续后代”的“一日

生活品”的价值（《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１６９１年伦敦版第６４页），引自杜罗·德·

拉·马尔。

“劳动的价格总是由生活资料的价格构成的。”“如果……工人所得的工资不能依

照他作为一个工人的低下的身分和地位，维持他们当中许多人注定会有的大家庭”，那

他就没有得到适当的工资。（杰·范德林《货币万能》１７３４年伦敦版第１５页）

“只凭双手和勤劳的普通工人，除了能够把他的劳动出卖给别人以外，就一无所有

…… 在一切劳动部门，工人的工资都必定是，而实际上也是限于维持他的生活所必

需的东西。”（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１７６６年），德尔编《全集》１８４４年

巴黎版第 卷第１０页）

“生存资料的价格实际上等于劳动的生产费用。”（马尔萨斯《关于地租的本质和增

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４８页注）“把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以来共五

百年的谷物的价格和工资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在英国，一个工作日的工资经常低于

１配克小麦（＝ １
４ 蒲式耳），而不是高于１配克小麦；１配克小麦是一个中间点，但是，它

比表现为小麦的工资随供求上下波动所围绕的中心点要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

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５４页）

“任何物品的自然价格都是……使用到这种物品的生产中去的东西……它的〈劳

动的〉自然价格……由一定量的生存资料和舒适品构成，这个量是根据一个国家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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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

那么另一方面就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动物能够把自己的需要缩

小到这样不可想象的程度和把自己的生活条件限制到这样的最低

限度，一言以蔽之，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具有象爱尔兰人那样生活的

本领。［２５］在论述劳动能力的价值时，谈的并不是这种身体上需

要的生活资料的最低量。正象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一样，劳动能

力的价格可以提高到它的价值以上，或下降到它的价值以下，因

而可能向这个或那个方向偏离只是价值本身的货币表现的价格。

生活必需品（它的总价值构成劳动能力的价值）的水平可以提高或

降低。但是，分析这种波动，并不是这里的事情，而是属于工资的学

说。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将会表明：不管假定工人的需要水平是高

还是低，都同资本的分析完全无关。但是，正象在理论上一样，在

实践中也要以劳动能力的价值是既定量为出发点。例如，一个货

币所有者要把自己的货币转化为资本，例如转化为一个棉纺织厂

的经营资本，就得首先了解他打算建立工厂的那个地方的工资的

平均水平是多少。他知道，工资同棉花的价格一样经常会偏离平

均水平；但他同时也知道，这种波动会互相平衡。因此，在他的

估算中工资就作为既定的价值量。另一方面，劳动能力的价值是

工联的有意识的和很明显的基础，而工联对于英国工人阶级的重

要性是怎样评价也不会过高的。工联的目的无非是阻止工资水平

降低到各行业中既定的传统水平以下，无非是阻止劳动能力的价

格降低到劳动能力的价值以下。工联当然知道，需求和供给关系

候和习惯，为维持工人并使他有可能抚养家庭以保证市场上劳动供应不致减少所必需

的。劳动的自然价格……虽然它按照不同的气候和随着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变化，

但是在任何既定的时间和地点都可以把它看作非常近似于静止的。”（散见罗·托伦斯

《论谷物外销》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５５—６５页）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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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动，会引起市场价格的变动。但是一方面，这种变动的发生与

买者——在这种场合就是资本家——关于这种变动发生的片面断

言是绝然不同的。另一方面

“在以下两种工资水平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别：一种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

工资水平，即在买者和卖者平等协商时从正当的（公平的）商品交换行为中得

出的水平；另一种是，当资本家同每一个人单独地进行协商并利用个别工人

的偶然困难（与一般的供求关系无关的困难）来决定压低工资的时候，卖者即

工人不得不同意的工资水平。工人联合起来，是为了在出售自身劳动的契约

中在一定程度上同资本家处于平等地位。这就是工联的合理之处（逻辑根

据）。”（５４）

工联的目的是：

“工人一时的直接需要不能强迫工人同意低于一定劳动部门中由供求关

系先前确定的工资”（５５），

从而把一定部门中的劳动能力的价值普遍降低到它的普通水平以

下。“工人本身”把这种劳动能力的价值“看作是工资的最低额，而

资本家则把它看作是一个行业中所有工人的划一的平均工

资。”（５６）因此，工联决不允许它的会员在工资低于这种最低额的情

况下劳动。（５７）工联是工人本身为此目的而建立起来的保险团体。

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工人为了保护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建立起来的

（５４） 托·约·登宁（伦敦装订工人联合会书记）《工联和罢工：它们的哲理和意

义》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６、７页。

（５５） 同上，第７页。

（５６） 同上，第１７页。

（５７） 不言而喻，资本家会把这个“劳动的划一水平”诬蔑为侵犯工人的个人自

由，妨碍资本家按照自己的心愿办事，妨碍资本家对特殊才能等等给予特别报酬。登

宁先生——刚才引用的他的那部著作不仅抓住了问题，而且以巧妙的讽刺阐明了问题

——回答说，工联允许资本家“给卓越的技能和劳动能力支付高的报酬，他愿意支付

多少就支付多少”，但是工联却不同意资本家把９９
１００的工资总额即“普通人”的工资，也就

是每一行业中平均工人的工资降低到“工资的最低额”即平均劳动能力的普通价值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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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联合的目的。在伦敦的所有行业里都有所谓的“血汗榨取者”。

“血汗榨取者就是答应按照普通工资向最初的企业主提供一定量工作而

又让其他人按较低价格完成这项工作的人；形成血汗榨取者的利润的这个差

额，是从实际完成这项工作的工人身上榨取出来的血汗”（５８），

它不过是最初企业主支付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和血汗榨取者支付给

实际工人的、低于劳动能力价值的价格之间的差额（５９）。现在顺便

谈谈一个极富有特征意义的……４１

［３７９（７３）］关于（ｂ）
４２
不同国家

生产资料的不同程度的集中

  “虽然技巧和技术知识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活的要素的优势对于工业的

发展是极为重要的。小农制度阻碍人口的迅速增加，从而间接地阻碍工业的

下。《爱丁堡评论》的一位观察家（１８６０年。《工联》）４０把工人反对资本专制的联合诬蔑

为这些生来自由的不列颠人由于一种不可理解的迷惑而自愿服从的一种奴隶制，这是

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战争中人们都希望敌军不服从纪律的专制。但是，这个道德上被激

怒了的观察家还发现了更糟糕的事情。工联亵渎神圣，因为它破坏了自由贸易的法律！

这是多么可怕啊！登宁先生顺便回答说：“如果一方的一只胳膊受了伤或被捆起来，而

另一方却自由地运用两臂，那么这并不是一拳还一拳的自由交换……雇主愿意单独地

同自己的工人打交道，以便他能够愿意在什么时候就在什么时候给这些工人的劳动支

付‘血汗’价格，而作为卖者的这些工人的右臂则被他们出卖自身劳动的必要性束缚起

来。这就是雇主所说的自由贸易，然而这种自由完全是雇主的自由。假如你愿意，可以

把它叫做贸易，但它并不是自由交换。”（同上，第４７页）

（５８） 同上，第６页。

（５９） “在伦敦建立了一个慈善团体，它的目的是：按照政府目前支付给承办者的

同样价格签订制作军衣的购买契约，然而却给饥饿的女缝工在她们的现有工资之上支

付３０％的附加。这个结果正是通过消除“中间人”才达到的，中间人的利润现在变成了

从前被中间人榨取这种利润的人身材料所得到的好处。尽管这种团体可以提供所有这

些好处，一位女缝工在做军衬衣时连续劳动１０小时（即每天做２件衬衣）所挣的还是不

会多于１先令，而在缝衣料时每天１２小时劳动所挣的也不会多于１先令６便士。在现

在的契约关系下，女缝工们１０小时劳动的工资摆动于５到８便士之间，同时她们自己

还必须提供线等等。”（《泰晤士报》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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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小农制度也以直接的方式造成这种结果。它使相当大部分的人口依附

于土地并在土地上劳动。耕种土地是这些人以自豪和满足的心情从事的主要

职业，而纺纱、织布等工作则是他们维持生存所必需的副业。他们的储备是为

了增加遗产，他们并不愿意离乡背井去寻求新的职业或获得新的技能。”［《工

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８５６年伦敦版第６７页］

（因此，正是在这里，在积蓄或积累比较高并且它们可能在上述

情况下存在的地方，同英国相比，妨碍资本的形成，相对地说，也妨

碍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正是这些有利于积蓄等等的经济条件。）

“所有者的地位，对一座房屋、一块土地的占有，也是工厂工人和几乎每

一个没有财产的穷人的主要目的；实际上，所有的人都追求土地…… 从对

法国人数最多的阶级的性格和职业的这一描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法国的

工业与英国的不同，它是以小企业为代表的。”（同上）

（这表明，剥夺土地对于大工业的发展是多么必要，）

“其中有些企业是以蒸汽和水力发动的，另一些企业则靠畜力当动力，而

且很多工厂一直到现在还只使用手工劳动”。

沙·杜班男爵恰当地把法国工业的特征描述为土地占有制的

结果。他说：

“因为法国是地产分散的国家，是小土地占有的国家，所以它是工业分散

的国家，小工场的国家。”（同上，第６７—６８页）

同一位工厂视察员（亚·雷德格雷夫）调查了法国各种各样的

纺织工业的概况（１８５２年），从中可以看到：（蒸汽动力２０５３（马

力），水力动力９５９，其他机械动力２０５７）（同上，第６９页）（ａ）。他把

（ａ） 表现为资本的预先（原始）积累的东西，实际上不过是生产条件的独立化

——生产条件与独立生产者相分离，独立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在正文中是以工

场手工业为例来说明这一点的。但是，这一点例如在农业资本家和农民等等的关系上

也是清楚的。“大耕作并不比小耕作或中等耕作需要更多的资本量，相反，它需要较少

的资本量，但是在这些不同的制度中，资本必然是以不同的方式分配的，在大耕作中所

使用的资本必然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由他们给自己所雇佣的人手支付工资。”（马蒂约

·德·东巴尔《罗维尔的农业年鉴》１８２５年［巴黎］第２版第２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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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告同１８５０年提交英国下院的关于工厂数等的报告作了比

较，并指出“英法两国纺织工业体系之间的下述显著差别”。即：

［３８０（７４）］“法国工厂数比英国工厂数多２倍，但法国工厂中受雇的人数

却只多 １
５；机器和人力的极其不同的比例清楚地表现在下面的对比中：

法 国 英 国

工厂数…………………… １２９８６ ４３３０

受雇人数………………… ７０６４５０ ５９６０８２ 实际上，在法国列入

工厂范畴的企业，在

英国根本不算在这一

范畴内。

每个工厂的平均

 人数……………………

 

５４

 

１３７

每一受雇人员使用

 的平均纱锭数…………

 

７

 

４３

 

可见英国比法国多５

倍

每台织机（动力织机和

 手工织机）占用的平

 均人数…………………

 

 

２

 

 

２

 

 

（只是动力织机）

  按照这个对比，法国受雇人数多于英国，然而这也只是因为在英国的报

告中删去了一切手工织机；但是，英国每个企业的平均人数比法国多１倍多

（５４１３６＝
２７
６８＝

１３
３４＝约

１
３），因而在同一资本指挥下的人的密集程度也更高。在

法国，工厂多２倍，但在其中就业的人数只多 １
５，因此同企业数相比就业人

数较少。其次，就每人使用的机器数来说，英国的纱锭比法国多５倍。如果所

有这些人都是纺纱工人，那么法国将拥有４９４５１５０个纱锭，在英国则少 １
５。

可见，在英国１台动力织机占用２人，在法国１台动力织机或１台手工织机

占用２人。

 人数 ５９６０８２ 
４３ 

１７８８２４６ 
２３８４３２８ 
２５６３１５２６ 

在英国有２５６３１５２６人。其次，大不列颠工厂

中使用的蒸汽动力＝１０８１１３马力；同受雇人

数的比例是：约５１２人比１马力蒸汽动力；按

照这种比例计算，法国应该有蒸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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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８４０９马力，但是法国１８５２年全部蒸汽动力只有６０８０台蒸汽机所提供的

７５５１８马力，这些蒸汽机的平均功率是每台１２ １
２马力弱；至于法国纺织工厂

中所使用的蒸汽机数在１８５２年则是２０５３台，这些蒸汽机的功率等于２０２８２

马力，并分配如下：

              工厂数    功率（马力）

只用于纺纱……………………… １４３８     １６４９４

只用于织布……………………… １０１     １７３８

用于最后整理等等……………… ２４２      ６１２

用于其它工序…………………… ２７２     １４３８
       
              ２０５３     ２０２８２（马力）

（［《工厂视察员报告。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１８５６年伦敦版］第７０页）

“在法国，由于缺乏工业的骨头和肉即煤和铁，这就必然会阻碍它作为工

业国的发展。”（同上）

英国工厂中单个工人所使用的工作机和动力机（机械动力），

从而他在同一时间内所加工的原料，都比法国工人多得多。因此，

英国工人的劳动生产力大得多，正象雇用他的资本大得多一样。英

国企业数比法国少得多。在英国，一个企业平均雇用的工人人数比

法国多得多，尽管在法国雇用的工人总数比英国多，然而和企业数

相比所多的比数却很小。

上述情况表明，历史等等的条件会与直接生产者群众被剥夺

的相对程度的大小相适应，对生产资料积聚的相对规模发生不同

的影响，由于这种历史等等的条件，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

身的发展阶段是极其不同的。但是，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发展恰恰同直接生产者本身的“积蓄”和“积累”成反比，这种直接

生产者在法国比在英国多得多。生产者的剩余劳动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积蓄”、“积攒”、“积累”和集合为大笔数目，也就是说，被集

中，被用作资本，这种剩余劳动也就在同样大的程度上由生产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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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而不是由生产者本人积累起来等等；因此，相当大部分的实际

生产者也就在同样大的程度上被剥夺掉“积蓄”、“积攒”、“积

累”的可能性和条件，总之，被剥夺掉在一定程度上占有自己剩

余劳动的任何可能性（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被剥夺了自己的生

产资料）。资本主义的积累和积聚，是依靠于和适应于大量占有他

人剩余劳动的能力，以及这些人本身对自身剩余劳动提出任何要

求的相应的不可能性。因此，用下述办法来解释并说明资本主义

积累是最可笑的幻想、谬误或欺骗，这种办法就是：把资本主义

积累混同为并且用术语来说即转化为一种完全同资本主义积累相

对立、相排斥的过程，而与这一过程相适应的那种生产方式正是

资本主义生产在其废墟上得以建立起来的生产方式。这是政治经

济学极力维护的幻想之一。在这种资产阶级社会里，确实会有这

样的情况，即只要一个工人绝顶聪明，善于投机钻营，天生具有

资产阶级的本能，而运气又非常好，那他自己就能变成他人劳动

的剥削者。但是，在没有劳动可供剥削的地方，既不会有资本家，

也不会有资本主义生产。

［２５９（７５）］例如，英国陶器业采用计件工资的形式，为的是用

低计件工资雇用少年学徒（从１３岁起），使他们恰好在他们的成长

时期就“为了他们师傅的最大利益”而进行过度劳动。官方认为这

是陶器业中人口退化的原因之一。（４１）

（４１） “厂主雇佣了很多少年，这些少年在十三、四的幼龄被雇为学徒，制作陶器。

在头两年中每周只付给他们２先令到３先令６便士。之后，他们才开始按计件工资制工

作，取得短工的工资。正如朗所说，‘雇用大量十三、四岁的学徒，这种措施在某种工厂

中非常流行，这种措施不仅非常有害于营业的利益，而且它或者还是引起陶工身体衰

退的另一重要原因。这种制度对宁要货物数量而不要货物质量的资本家非常有利，它

直接促使少年陶工在四、五年内从事劳动，而得到的却是按低价支付的计件工资。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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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刚刚实行计件工资的劳动部门中，只要总工资（如象周工

资）例如由于劳动强度的提高而提高到一定水平，这种提高就会成

为雇主本身降低工资的一个理由，因为他们认为工资已经高于对

工人有利的程度。这样一来，计件工资作为直接降低工资的一种手

段，就暴露出来了。（４２）

不言而喻，用什么方式支付工资，这本身并不能改变工资的性

质，尽管某种支付方式——然而有时按照劳动的技术性质只能使

用这种或那种方式——比其他支付方式更能促进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的发展。

显然，工资的个人差别只是对工资水平的一种偏离，而在采用

计件工资时比采用计时工资时更能扩大这种个人差别。但是，如果

计件工资不被其他情况所抵消，它就有降低这个水平本身的趋势。

工资作为日平均劳动的总价格，是同价值概念相矛盾的。任何

价格都必然可以归结为价值，因为价格本身只是价值的货币表现，

而且实际价格高于或低于同其价值相适应的价格这种情况，并不

能改变实际价格是商品价值的一种在量上不一致的表现，尽管这

种量上的不一致在假定的情况下非常大或者非常小。但是在这里，

在劳动的价格中会有质上的不一致。

注１６，对２４４页的补充。

“当谷物构成工人生存资料的一部分的时候，谷物自然价格的提高必然

样轻的年龄在高温的火炉旁进行这样的过度劳动，其后果是不难预料的。”（《童工调查

委员会。第１号报告》１８６３年伦敦版第 页）

（４２） “的确，反对各种行业中实行计件劳动的主要意见是这样一种控诉：当人们

得到了好工资的时候，雇主就要降低劳动的价格；它往往被利用来作为降低工资的手

段。”（登宁《工联和罢工》１８６０年伦敦版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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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引起劳动自然价格的提高；或者换句话说，当需要大量劳动来获得生存资

料的时候，大量劳动或大量劳动产品就应当作为工人的工资归工人所有。但

是，因为工人的大量劳动或工人的大量劳动产品（这是一回事）成为劳动生产

者生存所必需的东西和他在劳动时所要消费的东西，所以留给雇主的就是较

少量的劳动产品。”（罗·托伦斯《论谷物外销》１８１５年［伦敦版］第２３５页）

［２６０（７６）］因为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所以

一个工作日的价值——当劳动在其他生产条件相同并以平均的、

通常的社会强度和熟练程度进行时——等于包含在价值中的日劳

动，这种说法没有任何意义，也得不出任何规定。因此劳动价值

——即（在质上）摆脱了自己的货币表现的劳动价格——是一个不

合理的用语，它实际上不过是劳动能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和颠倒形

式。（不能归结为价值的那种价格，只是表现着某种东西同货币之

间的偶然的交换，不管是直接表现，还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来表

现。因此，那些按照性质来说并不是商品的物品，从而在这种意义

上是人们交往以外的物品，可以通过它们同货币的交换而转化为

商品。由此就生出了贿赂、收买同货币关系之间的联系。因为货币

是商品的转化形式，所以人们从货币身上看不出它是从哪里来的，

看不出转化为货币的是什么，是良心，贞操，还是马铃薯。）

但是，正象计时工资作为工资的最直接的形式是不合理的一

样，计件工资在它必须直接充当价值关系的表现时也是不合理的。

例如，在一件商品中（撇开包含在商品中的不变资本）物化着１小

时劳动，假定等于６便士。工人得到３便士，或者说，从工人方面来

看，这件商品的价值不是决定于它所包含的、以劳动时间为尺度的

价值。因此，这种计件工资实际上并不直接表现价值关系。问题不

在于这件商品的价值由包含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计量；正好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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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所完成的必要劳动时间由这件商品来计量。工人所得到的工

资是计时工资，因为这件商品只有一种用途：计量工人为取得工资

所需要的时间，保障工人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只以适当的

强度进行劳动，此外还要保障工人的劳动（作为使用价值）具有适

当的质量。所以，计件工资不外是计时工资的特定形式，而计时工

资本身又不过是劳动能力价值的转化形式，或者说，是在量上与这

个价值相一致或相偏离的劳动能力价格的转化形式。如果说计件

工资的趋势是给工人的个性提供巨大的活动余地，从而使个别工

人的工资或多或少地提高到一般水平以上，那么它同样也会导致

其他工人的工资降低到这个水平以下，而且这个水平本身还会由

于工人之间的激烈的、非常紧张的竞争而降低。

只要劳动强度——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是用工人在

一定时间所提供的产品量来计量，那么在比较不同国家中的计时

工资（例如具有既定长度的工作日的工资）时，就必须同时比较这

些工资在它们表现为计件工资时的相互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得到

必要劳动与剩余劳动之间的真正比例，或者说工资与剩余价值之

间的真正比例。于是往往可以看到，虽然富国中表面上的计时工资

较高，但贫国中计件工资却比较高，因而贫国的工人与富国的工人

相比实际上要用更大部分的工作日来再生产自己的工资，因而贫

国的剩余价值率低于富国，贫国的相对工资却因而高于富国。所

以，贫国劳动的实际价格事实上高于富国。就不同国家来看，除了

持续时间和同单个工人无关的生产率以外，强度也同工作日的持

续时间一样会造成很大差别。强度较大的国家的工作日等于强度

较小的国家的工作日＋ｘ。如果把生产金银的国家的工作日作为

国际工作日的尺度，那么，例如强度较大的英国的１２小时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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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比强度较小的西班牙的１２小时工作日表现为更多的黄金；就

是说，它高于实现为金银的平均工作日。就具有既定长度的总工作

日来看，比较高的国民工资不仅在使用价值上比较高，而且在交换

价值上，从而在货币表现上也比较高（假定金银的价值已定，较高

的货币表现就必定总是代表较多的价值，较低的货币表现必定总

是代表较小的价值；如果同时考察不同国家的工人的货币工资，那

么金银的价值始终被假定为既定的，因为即使金银价值发生了变

化，那也是在各个国家同时发生，就这些国家的相互关系来说，仍

然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可见，实际上这并不意味着比一定劳动量

的价格更高的劳动价格。在劳动持续时间较长的情况下和劳动强

度较大的情况下（这在国际范围内是一回事），一国的工资可以高

于另一国；但是第一，它仍然是总工作日的较少的一部分，因而相

对地比较小，第二，它本身代表较低的劳动价格。例如，如果工人每

天１２小时得到３先令，那么这就低于工人每天１１小时获得２１
２

先令的日工资。因为一小时剩余劳动意味着劳动能力的更大的消

耗，从而意味着劳动能力的更快的再生产。如果工人１０小时获得

２１
２先令，那么差别还会更大，如果获得３先令……

７５４３李嘉图实际上是以下述说法来安慰工人的：由于劳动生

产力的提高，总资本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相比会增加，作为收入消

耗掉的剩余价值部分也会增加，从而对家庭仆役的需求会增加（李

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７５页）。

７６“财产……是保证普通非熟练工人不陷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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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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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到这个最低市场价格。”（赛米尔·兰格《国家的贫困》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

４６页）   

７７爱尔兰。移民。就工业十年周期中劳动人口的实际增减能

够对劳动市场发生某种显著的影响来说，那么这种情况只有在英

国才能发生，——而我们把英国作为典型，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在这里已经发展，而不是象在欧洲大陆上那样大部分仍然在

不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而且

这种情况的发生，只是由于资本的价值增殖需要对移民的扩大或

缩小所发生的影响。首先要指出，资本的输出，即作为资本输往

国外也就是投入殖民地和美利坚合众国的那部分年收入，与年积

累基金相比，大大高于与每年人口的增加数相比的移民人数。一

部分移民实际上只是随着资本出去的。其次，就英国移民的主要

部分是农业人口来看，那么这些移民的大部分不是工人，而是租

地农民的子弟等。到目前为止，英国的移民被从爱尔兰移入的移

民绰绰有余地代替了。停滞和危机时期即移居国外的愿望最为强

烈的时期，也正是较多的过剩资本输往国外的时期，而移民减少

的时期，也正是过剩资本输出减少的时期。因此，国内使用的资

本和劳动力的绝对比例很少受到移民增减的影响。如果英国的移

民国外与每年人口的增长相比具有巨大的规模，那么这是由于英

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造成的。１８４８年以来爱尔兰的移民使马尔

萨斯主义者的一切希望和预言都归于破产。第一，马尔萨斯主义

者宣称，超过人口增长数量向国外移民是不可能的。爱尔兰人解

决了这个问题，尽管他们很穷。已经移居国外的那部分人大多数

每年都给留在国内的人寄回资金，以供他们移居国外之用。但是

第二，这些先生们曾经预言，夺去百万人生命的饥馑以及随之而

１４１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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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的“出走”
４４
，在爱尔兰将会引起象英国十四世纪中叶的黑死病

４５

完全一样的影响。事实恰恰相反。生产比人口下降得快，农业工

人的就业手段也是这样，尽管就生活资料的不同价格来看他们的

工资现在并不比１８４７年高。但是，在１５年中人口却从８００万减

少到约４５０万。不过牲畜生产有了一些增长，想把爱尔兰变成单

纯牧羊场的达费林勋爵完全有理由说，人口仍然过多。在这期间，

爱尔兰人不仅把自己身上的骨头搬往美洲，而且把自己本人也带

去了，而“让复仇者诞生”４６，在大西洋彼岸将是令人可怕的。

我们考察一下最近的１８６４和１８６５这两年，就可以看出，主

要作物的情况如下：

１８６４年  １８６５年  减少数  

小麦……………… ８７５７８２夸特 ８２６７８３夸特 ４８９９９夸特

燕麦………………７８２６３３２夸特 ７６５９７２７夸特 １６６６０５夸特

大麦……………… ７６１９０９夸特 ７３２０１７夸特 ２９８９２夸特

毕尔麦４７………… １５１６０夸特 １３９８９夸特 １１７１夸特

马铃薯…………… ４３１２３８８吨 ３８６５９９０吨 ４４６３９８吨

芜菁……………… ３４６７６５９吨 ３３０１６８３吨 １６５９７６吨

亚麻……………… ６４５０６吨 ３９５６１吨 ２４９４５吨

（《爱尔兰农业统计》１８６６年都伯林版第４页）

这并不会妨碍个别人在国家迅速破产的情况下大发其财。例

如，    

年收入从９００镑到１０００镑的人数：１８６４年为５９人，１８６５年为６６人；年

收入１０００—２０００镑的人数：１８６４年为３１５人，１８６６年为３４２人；此外：

１８６４年 １８６５年

收入……在 ３０００— ４０００ 镑之间者 ４６人 ５０人

在 ４０００— ５０００ 镑之间者 １９人 ２８人

在 ５０００—１００００ 镑之间者 ３０人 ４４人

２４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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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１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０ 镑之间者 ２３人 ２５人

１８６４年每人平均收入８７７０６镑的有３人；１８６５年每人平均收入９１５０９镑的

有３人。（《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１８６６年８月７日）

属于这种“超收入”之列的达费林勋爵有理由认为，爱尔兰

现在居民仍然过多。

［１４５（７９）］“只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期，在普鲁士王国的大多数省份

中才确保臣民（农民）有了继承权和财产权。这个命令有助于结束使国家有

遭受人口灭绝危险的农村居民的灾难。因为正是在上一世纪（十八世纪），从

地主开始考虑到要提高自己农场的收入以来，他们认为有利的作法是把自己

的各个臣民赶走，并把农民的耕地并入主人的土地。被驱逐的人们无家可归，

陷入了贫困的境地；但是，由于这一点，负担对于其余的臣民就变得完全不

堪忍受了，因为地主现在还要让他们耕种从前的农民耕地，而这些耕地的所

有者以前用自己的劳动减轻了他们耕种主人的土地的负担。这种‘驱逐农

民’的情况在东德意志特别厉害。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征服西里西亚的时候，在

那里有一千多块的农民土地失去了主人，房屋变成了废墟，耕地落到了地主

手中。所有夺来的地方必须重新建设，在每一块土地上安插主人，提供牲畜

和工具并作为世袭的和拥有所有权的财产交给农民。在吕根，同一恶政远在

摩里茨·阿伦特的青年时代就曾经引起农民的起义，军队被派到那里，把暴

动者投入监狱；农民对此进行了报复，伺机杀死了一些贵族。同样，远在１７９０

年，同一恶政就曾经是萨克森选帝侯国起义的原因之一。”（古·弗莱塔格

［《德国人民生活的新状况》１８６２年莱比锡版第３８—３９页］）

这正确地表明，封建主的高贵感情意味着什么！

［１４４（８０）］虽然资本形成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质上不仅建

立在扬弃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而且建立在剥夺农民、手

工业者的基础上，总之，建立在消灭以直接生产者对自己的生产

条件的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上；虽然已经实行的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随着那种私有制和以那种私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被扬

弃，从而随着这些直接生产者在资本积聚（集中）之下的被剥夺，

３４１第六章 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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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到同样程度的发展；虽然后来以“清扫领地”形式不断重复

出现的这个剥夺过程作为暴力的行动部分地引起了资本主义生产

方式；——但是，不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政治经济学，法

哲学等），而且资本家本人在自己的观念中，都喜欢把自己的所有

制形式和占有形式（这种形式在自己的发展过程中以占有他人劳

动为基础，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自己的基础）与这样一种生产方

式混为一谈，这种生产方式恰恰相反，它是以直接生产者对自身

生产条件的私有制为前提的（在这种前提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在农业和工业等等中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喜欢把对资本主义占

有形式的任何侵犯说成是对任何一种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侵

犯，甚至说成是对一切所有制的侵犯。因此，把对劳动群众的所

有制的剥夺说成是以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生活条件，当然总会

发生很大的困难。（然而，在这种形式的私有制中，至少总是包含

着纯粹被家长驱使和剥削的家庭成员的奴隶制。）所以从洛克到李

嘉图的一般法律观念都是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的观念，而他们所阐

述的生产关系则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这一点成为可能的是：

在这两种形式中买者与卖者的关系在形式上始终是一样的。在所

有这些作者身上都可以发现两重性的东西：

（１）在经济上，他们都反对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证明对

群众的剥夺的优越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优越性；

（２）在意识形态和法律上，他们把以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

意识形态硬搬到以剥夺直接生产者为基础的所有制上来。

［１４６（８１）］例如，关于用国债把现在的负担转嫁给后代的空

话，就是如此。Ｂ实际上或表面上借给Ａ以商品，Ａ为此可以给

Ｂ一张未来产品的债券，因为总是会有未来的诗人和音乐家的。但

４４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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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Ａ和Ｂ加在一起都消费不了未来产品的一个原子。任何时代

都得自己支付自己的战争费用。相反，工人却可以在本年内完成

后三年的劳动。

“［国债制度的辩护者］妄想把目前的花费推延到将来，妄想可以为了满

足现在这一代的需要而把重担加在后代身上，他们主张荒诞无稽之事，仿佛

人可以消费尚未存在的东西，仿佛人可以在粮食的种子播在地里以前就吃这

些粮食…… 我们的政治家们的全部智慧归根到底就在于把财产从一个阶

级的人手里大规模地转到另一个阶级的人手里，就在于建立一笔用来奖励假

公济私和盗用公款的巨额基金。”（皮尔西·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及其影

响》１８２４年伦敦版第８、９页）

［１４７（８２）］煤矿工人

煤矿工人在住宅方面对剥削者的依赖性究竟怎样起作用，这

在每次罢工中都会表现出来。以１８６３年１１月的德勒穆的罢工为

例。工人们在最恶劣的天气中连同妻子儿女一起被赶到露天之下，

家具等等被扔出门外。于是，首先要在寒冷的夜晚找到栖身之处。

大部分人睡在露天，一部分人则闯入自己的已经空无一物的住宅

并在那里过夜。由于这件事，矿井剥削者在第二天就让人把门窗

都钉上封死，从而剥夺了被赶出去的人在严寒的深夜能够睡到空

屋的光地上的恩惠。这样一来，人们又打开小木棚、装泥炭的棚

子作为自己的安身之所，但是这些东西被土地所有者破坏了。在

这次劳动对资本的战役中，大量儿童失去了生命（《雷诺新闻》１８６３

年１１月２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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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马 克 思

价 值 形 式４８

卡·马克思写于１８６７年６月

１７—２２日

第一次作为附录载于１８６７年

９月出版的《资本论》第１卷

德文第１版

按１８６７年德文版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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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分析已经表明，商品是一个二重物，是使用价值和价

值。所以，一个物品要具有商品形式，它就必须具有二重形式，即

使用价值形式和价值形式。使用价值形式，是商品本身，即铁、麻

布等等的形式，是商品体的用手可以捉摸的可感觉的存在形式。

这是商品的自然形式。相反，商品的价值形式则是它的社会形

式。    

一个商品的价值究竟是怎样表现的呢？换句话说，它是怎样

取得自己的表现形式的呢？是通过不同种商品的关系取得的。为

了正确地分析这种关系中所包含的形式，我们必须从它最简单的、

最不发达的形态开始。显然，一个商品的最简单的关系，就是它

同另一个商品（不管是哪一种商品都一样）的关系。因此，两个

商品的关系为一个商品提供了最简单的价值表现。

简单的价值形式４９

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

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

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

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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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

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

  在简单的价值表现中，麻布和上衣这两种商品，显然起着不

同的作用。麻布这种商品通过和它不同种的商品体上衣来表现自

己的价值。另一方面，上衣这种商品则充当价值表现的材料。一

个商品起主动作用，另一个商品起被动作用。一个商品通过另一

个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我们说，它的价值表现为相对价值，或

者说，它处于相对价值形式。相反，充当价值表现材料的另一个

商品（在这里是上衣），我们说，它对前一个商品起等价物的作用，

或者说，处于等价形式。

用不着更深入地分析，以下两点一开始就是很清楚的：

（ａ）两种形式的不可分离性。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依赖、互

为条件、不可分离的两个要素。

（ｂ）两种形式的对极性。

另一方面，这两种形式是同一价值表现的互相排斥、互相对

立的两端，即两极。这两种形式总是分配在通过价值表现互相发

生关系的不同的商品上。例如，我不能用麻布来表现麻布的价值。

“２０码麻布＝２０码麻布”，这不是价值表现，而只是表现一定量的

使用物品麻布。因此，麻布的价值只能通过另一个商品表现出来，

即只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因此，麻布的相对价值形式要求有另一

个与麻布相对立的商品处于等价形式。另一方面，这另一个充当

等价物，从而处于等价形式的商品（在这里是上衣）不能同时处

０５１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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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相对价值形式。它不表现自己的价值。它只是为别一个商品的

价值表现提供材料。

诚然，“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这

种表现也包含着相反的关系：“１件上衣＝２０码麻布，或１件上衣

值２０码麻布”。但是，要相对地表现上衣的价值，我就必须把等

式倒过来。而一旦我这样做，成为等价物的就是麻布，而不是上

衣了。可见，同一个商品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不能同时具有两

种形式。不仅如此，这两种形式是作为两极互相排斥的。

让我们来设想一下麻布生产者Ａ与上衣生产者Ｂ之间的物

物交换。在他们的交易谈妥以前，Ａ说：“２０码麻布值２件上衣

（２０码麻布＝２件上衣）”，相反，Ｂ说：“１件上衣值２２码麻布

（１件上衣＝２２码麻布）”。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他们才取得了

一致意见。Ａ说：“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Ｂ说：“１件上衣值２０

码麻布”。在这里，两种商品麻布和上衣同时处于相对价值形式和

等价形式。但是要注意，这只是对同时出现的两个不同的个人来

说，而且只有在同时出现的两个不同的价值表现上才是这样。对

Ａ来说，他的麻布——因为对他来说，首先是从他的商品出发

——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而另一个商品上衣，则相反地处于等价

形式。在Ｂ看来，情况正好相反。可见，即使在这种场合，同一

个商品也决不能在同一个价值表现中同时具有两种形式。

（ｃ）相对价值和等价物都只是价值的形式。

相对价值和等价物，两者都只是商品价值的形式。一个商品

究竟是处于这一种形式，还是处于与之对立的另一极的形式，这

完全取决于它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位置。这一点，在这里我们首

先考察的简单价值形式上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就其内容来说，下

１５１价 值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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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两种表现没有任何差别：

（１）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

（２）１件上衣＝２０码麻布，或１件上衣值２０码麻布。但就其

形式来看，它们不仅有差别，而且是互相对立的。在第一个表现

中，麻布的价值被相对地表现出来。所以，麻布处于相对价值形

式，而同时上衣的价值却表现为等价物。所以，上衣处于等价形

式。如果把第一个表现换一下位置，我们就得到第二个表现。两

种商品变换位置，上衣便立刻处于相对价值形式，而相反地麻布

就处于等价形式。因为在同一价值表现中这两种商品改变了位置，

所以它们的价值形式也改变了。

２ 相对价值形式

（ａ）等同关系。

因为要表现自己价值的是麻布，所以它是发起者。麻布和上

衣，即和它自身不同的另一种商品，发生一定的关系。这种关系

是相等的关系。“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这个表现的基础，实际上

是“麻布＝上衣”，这个等式用语言来表示，只不过是：上衣这种

商品和与它不同种的商品麻布具有同一性质，具有同一实体。人

们大多忽略了这一点，因为把注意力放到量的关系上去了，即放

到使一种商品和另一种商品相等的一定比例上去了。人们忘记了，

不同物的量只有化为同一单位之后，才能在量上互相比较。不同

物的量只有作为同一单位的表现，才是同名称的，从而是可通约

的。因此，在上面的表现中，麻布把上衣作为和它等同的东西来

发生关系，或者说，上衣把麻布作为同一实体，作为在质上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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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来发生关系。因此，上衣与麻布在质上是相等的。

（ｂ）价值关系。

只有上衣和麻布都是价值时，两者才是同一的。因此，麻布

把上衣作为和自己相同的东西来发生关系，或者说，上衣被作为

同一实体的物来和麻布相等，这种情况表明上衣在这关系中被认

为是价值。上衣所以和麻布相等，是因为麻布也是价值。所以，这

个等同关系就是价值关系，而价值关系首先是表现自己价值的那

个商品的价值的表现，或价值存在的表现。作为使用价值或商品

体，麻布和上衣是不同的。相反地，麻布的价值存在是通过这样

一种关系表现出来的，在这种关系中，另一种商品上衣同麻布相

等，或被认为和麻布在质上相同。

（ｃ）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质的内容。

上衣所以是价值，只因为它是耗费在它的生产上的人类劳动

力的物的表现，是抽象的人类劳动的凝结——抽象劳动，是因为

在上衣中包含的劳动的一定的、有用的、具体的性质被抽象掉了；

人类劳动，是因为劳动在这里只是被当作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

所以，麻布如果不把上衣作为以人类劳动为其唯一材料的物体来

发生关系，就不能把上衣作为价值物来发生关系，或者说，不能把

上衣作为价值来发生关系。但是作为价值，麻布是同一人类劳动的

凝结。可见，在这关系中，物体上衣代表着它和麻布所共有的价值

实体即人类劳动。可见，在这关系中，上衣只被当作是价值的形态，

从而被当作是麻布的价值形态，是麻布价值的可感觉的表现形式。

这样，通过价值关系，一种商品的价值就表现在另一种商品的使用

价值上，即表现在和它自身不同的另一种商品体上。

（ｄ）价值关系中所包含的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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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２０码麻布不仅是价值一般，即人类劳动的凝结，而且

是一定量的价值，即在它们身上物化着一定量的人类劳动。所以，

在麻布与上衣的价值关系中，上衣这种商品不仅作为价值体一般，

即作为人类劳动的化身而和麻布在质上相等，而且是一定量的这

一价值体，即１件上衣，而不是一打等等，因为１件上衣所包含

的价值实体或人类劳动正好与２０码麻布所包含的一样多。

（ｅ）相对价值形式的总体。

可见通过相对的价值表现，第一，商品的价值获得了与商品

本身的使用价值不同的一种形式。例如，这个商品的使用形式是

麻布。但是，麻布具有它的价值形式，却是通过它与上衣相等的

关系。通过这种相等关系，另一种在感觉上和麻布不同的商品体

就成为麻布自身的价值存在的镜子，成为麻布自身的价值形态。这

样，麻布就得到了一个和自己的自然形式不同的、无关的和独立

的价值形式。第二，麻布作为一定量的价值，作为一定的价值量，

它可以通过它与其他商品体相等的那一定的量的关系或比例来计

量。

３ 等 价 形 式

（ａ）直接可交换性的形式。

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是意义相同的，可以互相替代或互相

交换的同一单位，即人类劳动的表现。所以，一个商品，只要它

具有把它表现为价值的形式，它就完全可以和其他商品相交换。一

个商品体，只要它的直接形式，即它自身物体的或自然的形式，在

其他商品面前代表价值或被当作价值形态，它就可以和其他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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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交换。上衣在麻布同它的价值关系中就具有这种特性。否则，

麻布的价值就不能用上衣这种物品来表现。因此，说商品具有一

般等价形式，这只是意味着：由于它在价值表现中所处的地位，它

自身的自然形式被当作其他商品的价值形式，或者说，它具有同

其他商品直接可交换的形式。因此，这个商品不需要采取与自身

直接的自然形式不同的某种形式，就能在其他商品面前表现为价

值，被承认为价值，并作为价值来对其他商品发生作用。

（ｂ）等价形式中不包含量的规定性。

如果具有上衣形式的物品可以与麻布直接交换，或者，具有

金形式的物品可以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换，那么，在物品的这

种等价形式中不包含任何量的规定性。与此相反的错误看法是由

于下述原因造成的：

第一，例如，充当麻布价值表现材料的商品上衣在这个表现

中在量上始终是一定的，比如是１件上衣，而不是１２件上衣，等

等。可是为什么呢？因为２０码麻布在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不仅

表现为价值一般，而且同时是作为一定的价值量被计量的。然而，

包含着与２０码麻布同样多的劳动，从而与２０码麻布相等的，是

一件上衣，而不是１２件上衣，这种事实和商品上衣可以同商品麻

布直接交换的特殊属性没有任何关系。

第二，如果２０码麻布作为一定量的价值表现在１件上衣上，

那么反过来，１件上衣的价值量也表现在２０码麻布上，因此，也

是在量上被计量的，但只是间接的，是由于把等式倒过来，不是

上衣起等价物的作用，而是上衣把自己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麻布

上。    

第三，我们也可以把“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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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１件上衣”这个公式说成：“２０码麻布和１件上衣是等价物，或

二者是同样大小的价值”。在这里，我们不是把两个商品中任何一

方的价值表现在另一方的使用价值上。这样，两个商品的任何一

个都不处于等价形式。在这里，所谓等价物只是意味着，两种物

预先在我们的头脑中默默地被化为“价值”的抽象之后，两者在

量上相等。

（ｃ）等价形式的特点。

（１）等价形式的第一个特点：使用价值成为它的对立面即价

值的表现形式。

商品的自然形式成为价值形式。但是请注意，对商品Ｂ（上衣、

小麦或铁等等）来说，这种转换只有在任何别的商品Ａ（麻布等

等）与它发生价值关系时，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能实现。例如上

衣，如果单独地孤立地加以考察，它就完全和麻布一样，只是有

用的物，只是使用价值，所以它的上衣形式只是一定商品的使用

价值形式或自然形式。但是，因为任何商品都不能把自己作为等

价物来同自己发生关系，从而也不能用它自己的自然外形来表现

它自己的价值，所以它必须把另一商品作为等价物来同自己发生

关系，或者使另一商品体的自然外形成为它自己的价值形式。

为了说明这一点，可以用衡量商品体本身即使用价值的尺度

作例子。塔糖是物体，所以是重的，因而有重量，但是我们看不

见也摸不着塔糖的重量。现在我们拿一些不同的铁块来，这些铁

块的重量是预先确定了的。铁的物体形式，就其自身来说，同塔

糖的物体形式一样，不是重的表现形式。但是，要表现塔糖是重

的，或有重量，我们就要使它和铁发生重量关系。在这种关系中，

铁充当一种只表示重或重量而不表示别的东西的物体。因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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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量的铁充当糖的重量尺度，对糖这个物体来说，它只是重的体

现，重的表现形式。铁只是在糖或其他任何要测定重量的物体同

它发生重量关系的时候，才起这种作用。如果两种物都没有重，它

们就不能发生这种关系，因此一种物就不能成为另一种物的重的

表现。如果把二者放在天平上，我们就会在实际上看到，当作有

重的物，它们是相同的，因而在一定的比例上也具有同样的重量。

在这里，铁这个物体对于塔糖来说，只代表重，同样，在我们的

价值表现中，上衣这个物体对于麻布来说，也只代表价值。

（２）等价形式的第二个特点：具体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即抽

象人类劳动的表现形式。

在麻布的价值表现中，上衣被当作价值体，因而上衣的物体

形式或自然形式就被当作价值形式，也就是被当作无差别的人类

劳动即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但是制作有用物“上衣”并使它具

有一定形式的那种劳动，不是抽象的人类劳动，不是一般人类劳

动，而是一定的、有用的、具体的劳动——裁缝的劳动。简单的

相对价值形式要求商品的价值，例如麻布的价值，只表现在另一

种商品上。至于另一种商品是什么，对简单价值形式来说完全是

无关紧要的。麻布的价值可以不表现在上衣这种商品上，而表现

在小麦这种商品上，或者不表现在小麦这种商品上，而表现在铁

等等商品上。无论是上衣、小麦或铁，麻布的等价物总是充当麻

布的价值体，因而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同时，等价物的一定

的物体形式，无论是上衣、小麦或铁，都始终不是抽象的人类劳

动的化身，而是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即裁缝的劳动、农

夫的劳动或矿工的劳动的化身。因此，生产等价物商品体的一定

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在价值表现中必然总是被当作一般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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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即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定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例如，上

衣所以能被当作价值体，从而被当作一般人类劳动的化身，只是

因为裁缝劳动被当作人类劳动力借以耗费，或者说，抽象人类劳

动借以实现的一定的形式。

在价值关系及其所包含的价值表现中，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

东西被当作具体的、可感觉的现实的东西的属性，而是相反，可

感觉的具体的东西被当作只是抽象的一般的东西的表现形式或一

定的实现形式。例如，包含在等价物上衣中的裁缝劳动，在麻布

的价值表现中并不具有也是人类劳动这种一般的属性。相反，它

是人类劳动这一点被当作是裁缝劳动的本质；而它是裁缝劳动这

一点却被当作只是它的这种本质的表现形式或一定的实现形式。

这种转换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表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劳动，只是

由于它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它才形成价值，以致物化在一种产

品价值中的劳动，与物化在另一种和它不同的产品价值中的劳动

是完全没有差别的。

这种颠倒是价值表现的特征，它使可感觉的具体的东西只充

当抽象的一般的东西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相反地使抽象的一般的

东西充当具体的东西的属性。这种颠倒同时使价值表现难于理解。

如果我说罗马法和德意志法都是法，这是不言而喻的。相反，如

果我说法这种抽象物实现在罗马法和德意志法这种具体的法中，

那么，这种联系就神秘起来了。

（３）等价形式的第三个特点：私人劳动成为它的对立面的形

式，成为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如果劳动产品不是彼此单独进行的独立的私人劳动的产品，

它们就不会成为商品。这种私人劳动的社会联系，是在物质上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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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因为各个私人劳动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的各个环节，因

而它们的产品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需要，而这些需要的总体又构

成了同样是自然形成的社会需要体系。但是，彼此单独进行的私

人劳动所形成的这种物质的社会联系，只有通过他们的产品的交

换才间接地得到实现，因而只有通过这种交换才能实现。所以，私

人劳动的产品只有在它具有价值形式，因而具有可以与其他劳动

产品相交换的形式时，它才具有社会形式。这种产品，只有当它

自身的物体形式或自然形式同时是它可以与其他商品相交换的形

式，或对其他商品充当价值形式的时候，它才具有直接的社会形

式。然而，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对劳动产品来说，只有当它由

于其他商品与它发生价值关系而处于等价形式，或者它在其他商

品面前起着等价物作用的时候，才会发生这种情况。

只要等价物具有能与其他商品直接交换的形式，它就具有直

接的社会形式；只要它被当作其他商品的价值体，从而被当作与

其他商品等同的东西，它就具有这种可以直接交换的形式。因此，

等价物中包含的一定的有用劳动也被当作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

也就是说，被当作与其他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具有等同形式的劳动。

一定的具体的劳动，例如，裁缝的劳动所以能与别种商品例如麻

布所包含的不同种劳动具有等同的形式，只因为它的一定的形式

被用来表现实际上形成不同种劳动的等同性，或不同种劳动中的

等同物的某种东西。它们所以是等同的，只因为它们是一般人类

劳动，是抽象的人类劳动，也就是说，都是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可

见，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因为等价物中所包含的一定的具体的

劳动，被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定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所

以它才与其他劳动具有等同的形式，因而，尽管与其他一切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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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劳动一样是私人劳动，但终究是直接社会形式的劳动。正

因为这样，它才表现在一种能与别种商品直接交换的产品上。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位伟大的研究家，等价形式的后两个特

点就更容易了解。这位研究家最早分析了许多思维形式、社会形

式和自然形式，也最早分析了价值形式，而且在许多地方比他的

现代的后继者们更为成功。他就是亚里士多德。

首先，亚里士多德清楚地指出，商品的货币形式不过是简单

价值形式——一种商品的价值通过任何别一种商品来表现——的

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为他说：

“５张床＝１间屋”

“无异于”：

“５张床＝若干货币”。５０

其次，他看到：包含着这个价值表现的价值关系本身，要求

屋必须在质上与床等同，这两种感觉上不同的物，如果没有这种

本质上的等同性，就不能作为可通约的量而互相发生关系。他说：

“没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换，没有可通约性，就不能等同。”但是

他到此就停下来了，没有对价值形式作进一步分析。“实际上，这

样不同种的物是不能通约的”，就是说，它们不可能在质上等同。

这种等同只能是某种和物的真实性质相异的东西，因而只能是

“应付实际需要的手段”。

可见，亚里士多德自己告诉了我们，是什么东西阻碍他作进

一步的分析，这就是缺乏价值概念。这种等同的东西，也就是屋

在床的价值表现中对床来说所代表的共同的实体是什么呢？亚里

士多德说，这种东西“实际上是不可能存在的”。为什么呢？只要

屋代表床和屋二者中真正等同的东西，对床来说屋就代表一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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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东西。这就是人类劳动。

但是，亚里士多德不能从价值形式本身看出，在商品价值形

式中，一切劳动都表现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因而是等同意义的劳

动，这是因为希腊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的基础上的，因而是以

人们之间以及他们的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为自然基础的。价值表现

的秘密，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

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

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而这只有在这样的社会里才有可

能，在那里，商品形式成为劳动产品的一般形式，从而人们彼此

作为商品所有者的关系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关系。亚里士多德

在商品的价值表现中发现了等同关系，正是在这里闪耀出他的天

才的光辉。只是他所处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现这种等

同关系“实际上”是什么。

（４）等价形式的第四个特点：商品形式的拜物教在等价形式

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更为明显。

劳动产品，如上衣、麻布、小麦、铁等等这些有用物都是价

值，是一定的价值量，总之是商品，当然，只有在我们的交易中，

它们才能获得这些属性，而不是象有重量、能保暖或能充饥这些

属性是天然就有的。但是，在我们的交易中，这些物品是作为商

品互相发生关系的。它们是价值，它们作为价值量来被计量，而

且它们都是价值这一共同的属性，使它们互相结成一种价值关系。

例如，“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只是

表示（１）生产这些物品所需的不同种劳动，作为人类劳动，具有

同等意义；（２）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是根据一定的社会规

律来计量的；（３）裁缝与织工结成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正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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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生产者们才把他们不同种的有

用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等同起来。也正是在生产者之间的一定的社

会关系中，生产者们才按人类劳动力耗费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他们

的劳动量。但是，在我们的交易中，在生产者们看来，他们自身

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却成了劳动产品本身的天然的社会属性，成

了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规定；各种不同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在他

们看来，成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属性；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劳动量，在他们看来，成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最后，生产者之

间因他们的劳动而结成的社会关系，在他们看来，成了这些物品

即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或社会关系。正因为这样，在他们看来，劳

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

一物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

兴奋，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客观形式。但是在视觉活动中，

光确实从一物射到另一物，即从外界对象射入眼睛。这是物理的

物之间的物理关系。相反，商品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

同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以及由此产生的物的关系完全无关的。这

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的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

的关系的虚幻形式。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

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

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

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

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因此拜物教是同商品生产分不开的。

这种拜物教性质在等价形式中比在相对价值形式中表现得更

为明显。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是间接的东西，也就是说，它以该

商品对另一商品的关系为媒介。通过这种价值形式，商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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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与商品自身的可感觉的存在完全不同的东西。同时也表明，

一物的价值存在是一种与物本身相异化的关系，因而一物与另一

物的价值关系，不过是在它们背后隐藏着的某种社会关系的表现

形式。等价形式则相反。它恰恰在于，一个商品的物体形式或自

然形式直接充当社会形式，充当其他商品的价值形式。因此，在

我们的交易中一物具有等价形式，因而在它可感觉的存在中就能

与其他物品直接交换这一事实，表现为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表

现为物天然具有的属性。但因为在商品Ａ的价值表现中，等价形

式是商品Ｂ天然具有的，所以即使在这关系之外，等价形式也似

乎是天然属于商品Ｂ的。由此就产生了例如金的神秘性。金除了

它的其他自然属性，它的光泽、它的比重、它在空气中不氧化等

等以外，似乎还天然具有等价形式，或能与其他一切商品直接交

换的社会性质。

４ 价值一旦独立出现，它就

具有交换价值的形式

  价值表现有两极，即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首先，就充

当等价物的商品来说，它充当其他商品的价值形态，是处于能直

接交换形式上的物体——交换价值。但那个价值被相对地表现出

来的商品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形式，是因为（１）该商品的价值存在

通过另一商品体能与它相交换而显示出来，（２）该商品的价值量

通过其他商品能与它相交换的比例而表现出来。

可见，交换价值就是商品价值的独立的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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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是商品中

 所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的对立的简单表现形式   

  在麻布同上衣的价值关系中，麻布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使用

价值的形态，而上衣的自然形式只是充当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形

态。这样，潜藏在商品中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内部对立，就通过

外部对立，即通过两个商品的关系表现出来，在这种关系中，一

方只是直接被当作使用价值，而另一方只是直接被当作交换价值，

或者说，在这种关系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两个对立的规定，

分别处在作为两极的商品上。

如果我说，麻布作为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那么这是

我通过分析得出的关于商品本性的判断。相反，在“２０码麻布＝

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这种表现中，麻布本身就

说明：第一，它是使用价值（麻布），第二，它是与使用价值不同

的交换价值（与上衣等同的东西），第三，它是这两个差别的统一，

因而是商品。

６ 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是劳动

 产品的简单商品形式   

  自然形式上的劳动产品，就是使用价值的形式。因此，劳动

产品要再具有价值形式，它就会具有商品形式，也就是说，会表

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的统一。可见，价值形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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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商品形式的发展一致的。

７ 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的关系

如果我们用：

“２０码麻布＝２镑”或“２０码麻布值２镑”来代替

“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２０码麻布值１件上衣”，那么，一

眼就可以看出，货币形式无非就是商品的简单价值形式的进一步

发展，从而是劳动产品的简单商品形式的进一步发展的形态。因

为货币形式不过是发展了的商品形式，所以它显然是从简单商品

形式产生出来的。因此，一旦弄清楚了简单商品形式，剩下来要

考察的，就只是“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这种简单商品形式成为

“２０码麻布＝２镑”这一形态所必需经过的那一系列形态变化了。

８ 简单的相对价值形式和个别的等价形式

麻布的价值表现在上衣上，就赋予麻布一个价值形式，使麻

布也只作为价值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它自己区别开来。这种形式使

麻布只同上衣，即与它自身不同的某一种商品发生关系。但作为

价值，麻布与其他一切商品都是相同的。所以，麻布的价值形式

也必定是这样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使麻布同其他一切商品发生质

的等同和量的比例的关系。

与一个商品的简单相对价值形式相适应的，是另一个商品的

个别等价形式。或者说，被用来表现价值的那个商品，在这里只是

作为个别等价物起作用。所以，在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中，上衣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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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麻布这一种商品来说，具有等价形式或能直接交换的形式。

９ 从简单的价值形式到扩大的

 价值形式的过渡     

  简单价值形式的条件是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表现在另一种——

但不管是哪一种都一样——商品上。因此，麻布的价值，不论是

表现在铁上或小麦上等等，都是麻布的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就

象它表现在商品上衣上一样。因此，随着麻布和这种或那种不同

的商品发生价值关系，也就产生出它的种种不同的简单的相对价

值表现。从可能性来说，与麻布不同的各种商品存在多少，麻布

的不同的简单价值表现也就有多少。因此，麻布的完全的相对价

值表现，实际上不是一个个别的简单相对价值表现，而是它的简

单相对价值表现的总和。这样，我们就得到：

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

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１０磅茶叶，或＝４０磅咖啡，或＝

１夸特小麦，或＝２盎斯金，或＝ １
２吨铁，或＝其他。

１ 系列的无限性

这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的系列，就它的性质来说是能够不断

延长的，或者说，是永无止境的。因为，新的商品种类不断出现，

而每一种新的商品都成为一个新的价值表现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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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

现在，一种商品例如麻布的价值表现在商品世界的其他一切

元素上。每一种其他的商品体都成为反映麻布价值的镜子。这样，

这个价值本身才真正表现为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因为形成

麻布价值的劳动现在十分清楚地表现为这样一种劳动，其他任何

一种人类劳动都与之等同，而不管其他任何一种劳动具有怎样的

自然形式，即不管它是物化在上衣、小麦、铁或金等等之中。因

此，现在麻布通过自己的价值形式，不再是只同另一种商品发生

社会关系，而是同整个商品世界发生社会关系。作为商品，它是

这个世界的一个公民。同时，商品价值表现的无限的系列表明，商

品价值是同它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特殊形式没有关系的。

３ 特殊等价形式

每一种商品，上衣、茶叶、小麦、铁等等，都在麻布的价值

表现中充当等价物，因而充当价值体。每一种这样的商品的一定

的自然形式，现在都成为一个特殊的等价形式，与其他许多特殊

等价形式并列。同样，种种不同的商品体中所包含的多种多样的

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现在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同样多

种的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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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扩大的或总和的价值形式的缺点

第一，麻布的相对价值表现是未完成的，因为它的表现系列

永无止境。第二，它由互不关联的而且种类不同的价值表现的五

光十色的镶嵌画组成。最后，象必然会发生的情形一样，如果每

一种商品的相对价值都表现在这个扩大的形式中，那么，每一种

商品的相对价值形式都是一个不同于任何别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形

式的无穷无尽的价值表现系列。

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的缺点反映在与它相适应的等价形式

中。既然每一种商品的自然形式在这里都是一个特殊的等价形式，

与无数别的特殊等价形式并列，所以只存在着有局限性的等价形

式，其中每一个都排斥另一个。同样，每个特殊的商品等价物中

包含的一定的、具体的、有用的劳动，都只是人类劳动的特殊的

因而是不充分的表现形式。诚然，人类劳动在这些特殊表现形式

的总和中，获得自己的完全的或者总和的表现形式。但是它还没

有获得统一的表现形式。

５ 从总和的价值形式到

 一般价值形式的过渡

  总和的或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简单的相对价值表现的

总和，或第一种形式的等式的总和构成，例如：

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

２０码麻布＝１０磅茶叶，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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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每一个这样的等式倒转过来也包含着一个同一的等式：

１件上衣＝２０码麻布，

１０磅茶叶＝２０码麻布，等等。

事实上，如果麻布的所有者用他的商品同其他许多商品交换，

从而把他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一系列其他的商品上，那么，其他

许多商品所有者也必然要用他们的商品同麻布交换，从而把他们

的各种不同的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同一个第三种商品麻布上。

因此，如果我们把“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１０磅茶叶，或

＝其他等等”这个系列倒转过来，也就是说，把本来已经暗自包

含在这个系列中的相反关系表示出来，我们就得到：

一般价值形式

１件上衣＝

１０磅茶叶＝

４０磅咖啡＝

１夸特小麦＝

２盎斯金＝

１
２吨铁＝

ｘ量商品Ａ＝

其他商品＝

 

 

 

２０码麻布

１ 相对价值形式的变化了的形态

相对价值形式现在具有一个完全变化了的形态。一切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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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表现：第一，是简单的，也就是表现在唯一的其他商品体上，

第二，是统一的，也就是表现在同一的其他商品体上。它们的价值

形式是简单的和共同的，也就是一般的。现在，各种不同商品体，都

把麻布当作它们共同的和一般的价值形态。一个商品的价值形式，

即它的价值在麻布上的表现，现在不仅使它作为价值同作为使用

对象的它自身的存在，即同自身的自然形式区别开来，而且，使它

作为价值与其他一切商品发生关系，与作为它的同一物的一切商

品发生关系。所以，商品在这个价值形式上具有一般的社会形式。

价值形式只是由于它的一般性质，才与价值概念相符合。价值

形式必须是这样一种形式，在这个形式上，各个商品彼此只表现

为无差别的、同种类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即表现为同一劳动实

体的物的表现。这一点现在已经达到了。因为，商品都被表现为

同一劳动的化身，即麻布中所包含的劳动的化身，或者说，表现

为劳动的同一化身，即麻布。所以，一切商品在质上是等同的。

同时，一切商品在量上被互相比较，或者说，彼此表现为一

定的价值量。例如，１０磅茶叶＝２０码麻布，４０磅咖啡＝２０码麻

布，因此，１０磅茶叶＝４０磅咖啡。或者说，一磅咖啡所包含的价

值实体即劳动，只等于一磅茶叶所包含的１
４。

２ 等价形式的变化了的形态

特殊等价形式现在进一步发展为一般等价形式。或者说，处

在等价形式上的商品现在是一般等价物。

因为商品体的自然形式麻布充当其他一切商品的价值形态，

所以麻布的自然形式就是麻布与商品世界的一切要素没有差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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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能直接交换的形式。因此麻布的自然形式同时就是它的一般的

社会形式。

对于其他一切商品来说，虽然它们是不同种劳动的产品，但

麻布充当了它们自身所包含的劳动的表现形式，从而充当了同种

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化身。因此，织布这种特殊的具体的劳

动，通过商品世界与麻布的价值关系，现在充当了抽象人类劳动

即一般人类劳动力的耗费的一般的和直接充分的实现形式。

正因为如此，麻布中包含的私人劳动也表现为直接处于一般

社会形式，或处于与其他一切劳动等同的形式上的劳动。

因此，如果一个商品具有一般等价形式或执行一般等价物的

职能，那它的自然形式或物体形式就充当一切人类劳动的可以看

得见的化身，即一般的社会的蛹化。

３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均衡的

 发展关系     

  等价形式的发展程度是同相对价值形式的发展程度相适应

的。但是必须指出，等价形式的发展只是相对价值形式发展的表

现和结果。后者是发起者。

简单相对价值形式把一个商品的价值只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

（无论哪一种商品都一样）。这样，商品就只获得与它自身的使用价

值形式或自然形式不同的价值形式。而它的等价物也只获得个别

的等价形式。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是把一个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其

他一切商品上。所以其他一切商品就获得许多特殊等价物的形式

或特殊的等价形式。最后，由于商品世界把唯一的一个商品分离出

１７１价 值 形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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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他一切商品都用这个商品来表现自己的价值，于是商品世界

就有了一个统一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因此，被分离出来的商

品成为一般等价物，或者说，等价形式成为一般等价形式。

４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对极的发展

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两极对立，或者说，不可分离地

互相联系而同时又不断地互相排斥，以致（１）一个商品要处在一

种形式上，就不能没有另一商品处在和它对立的形式上，（２）一

个商品只要一处在一种形式上，它就不能在同一价值表现中同时

处在另一种形式上，这种价值表现的两个要素的两极对立，是随

着价值形式的发展或完善而按同一程度发展和固定下来的。

在第一种形式中，这两个形式就已经互相排斥，但只是形式

上的。我们从等式的左边读起，麻布是相对价值形式，上衣是等

价形式，从等式的右边读起，上衣是相对价值形式，麻布是等价

形式。在这里，要把握住两极的对立还相当困难。

在第二种形式中，每一次总是只有一种商品可以完全展开它

的相对价值，或者说，它自身具有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是因为

而且只是因为其他一切商品与它相对立，处于等价形式。

最后，在第三种形式中，商品世界具有一般的社会的相对价值

形式，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商品世界的一切商品都不能具有一般

等价形式或可以直接交换的形式。相反，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的或充

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则不能具有商品世界的统一的，从而是一般

的相对价值形式。如果麻布，或任何一种处于一般等价形式的商

品，要同时具有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那么，它必须自己给自己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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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等价物。于是我们得到的就是“２０码麻布＝２０码麻布”，这是一

个既不表现价值也不表现价值量的同义反复。要表现一般等价物

的相对价值，我们必须把第三种形式倒过来。一般等价物没有与其

他商品共同的相对价值形式，它的价值相对地表现在其他一切商

品体的无限的系列上。因此，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即第二种形式，

现在表现为起一般等价物作用的商品所特有的相对价值形式。

５ 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一般等价形式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此，它可以属于任何一

种商品，但总是被排挤于其他一切商品之外。

此外，第二种形式和第三种形式之间的仅仅形式上的差别已

经显示出某种特征，这种特征在第一种形式和第二种形式之间是

没有的。也就是说，在扩大的价值形式（第二种形式）上，一种

商品排挤其他一切商品，以便用它们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这种排

挤可以是一个纯主观的过程，例如，麻布所有者用其他许多商品

来估计他自己商品价值的过程。反之，一种商品处于一般等价形

式（第三种形式），却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它自身被其他一切商品

当作等价物排挤出来。在这里，这种排挤是一种与被排挤的商品

无关的、客观的过程。因此，在商品形式的历史发展中，一般等

价形式可以交替地时而属于这种商品，时而属于那种商品。但是，

一种商品，除非它的被排挤，从而它的等价形式，是一个客观社

会过程的结果，否则决不能真正执行一般等价物的职能。

一般价值形式是发展了的价值形式，因而是发展了的商品形

式。物质上完全不同的劳动产品如果不被表现为同一人类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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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表现，就不能具有完成的商品形式，因而也不能在交换过程

中作为商品起作用。这就是说，为了取得完成的商品形式，劳动

产品必须取得统一的、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但是，它们所以能

够获得这种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只是由于把某种一定的商品作

为一般等价物从它们自身的系列中排挤出来。而只有从这种排挤

最终被限制在一种特殊商品上的时候起，统一的相对价值形式才

获得客观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会效力。

等价形式同这种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会地结合在一起，这

种特殊商品成了货币商品，或者执行货币的职能。在商品世界起

一般等价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会职能，从而成了它的社会

独占权。在第二种形式中充当麻布的特殊等价物，而在第三种形

式中把自己的相对价值共同用麻布来表现的各种商品中间，有一

种商品在历史过程中夺得了这个特权地位，这就是金。因此，我

们在第三种形式中用商品金代替商品麻布，就得到：

货 币 形 式

２０码麻布＝

１件上衣＝

１０磅茶叶＝

４０磅咖啡＝

１夸特小麦＝

１
２吨铁＝

ｘ量商品Ａ＝

其他商品＝

２盎斯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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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从一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

 同以前的各个过渡之间的区别  

  在第一种形式过渡到第二种形式，第二种形式过渡到第三种

形式的时候，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而第四种形式与第三种形式的

唯一区别，只是金代替麻布取得了一般等价形式。金在第四种形式

中同麻布在第三种形式中一样，都是一般等价物。唯一的进步在

于：能直接地一般地交换的形式，即一般等价形式，现在由于社会

的习惯最终地同商品体金的特殊的自然形式结合在一起了。

金能够作为货币与其他商品相对立，只是因为它早就作为商

品与它们相对立。与其他一切商品一样，它过去就起等价物的作

用：或者是在个别的交换行为中起个别等价物的作用，或者是与

其他商品等价物并列起特殊等价物的作用。渐渐地，它就在或大

或小的范围内起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一当它在商品世界的价值表

现中独占了这个地位，它就成为货币商品。只是从它已经成为货

币商品的时候起，第四种形式才同第三种形式区别开来，或者说，

一般价值形式才转化为货币形式。

２ 从一般的相对价值形式

 到价格形式的转化  

  一种商品（如麻布）在已经执行货币商品职能的商品（如

金）上的简单的相对的价值表现，就是价格形式。因此，麻布的

价格形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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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码麻布＝２盎斯金，

如果２盎斯金的铸币名称是２镑，那就是：

       ２０码麻布＝２镑。

３ 简单的商品形式是货币形式的秘密

我们看到，理解本来意义上的货币形式本身并没有任何困难。

只要弄清楚了一般等价形式，那就不难理解，这种等价形式是固定

在一种特殊商品上，例如金上。特别是因为，一般等价形式就其本

性来说，要以某种一定的商品被其他一切商品社会地排挤出来作

为条件，所以，这一点就更不难理解了。现在的问题只是，这种被排

挤获得了客观的社会的固定性和一般的效力；因此，这种被排挤既

不是各种不同的商品交替地遇到的命运，也不是只在商品世界的

特殊的范围内仅仅具有地方性的意义。理解货币形式的困难，无非

是理解一般等价形式，从而理解一般价值形式即第三种形式的困

难。然而第三种形式倒转过来，就化为第二种形式，而第二种形式

的构成要素是第一种形式：“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或“ｘ量商品

Ａ＝ｙ量商品Ｂ”。如果我们知道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是什么，我们

就会发现，第一种形式是使任何劳动产品，例如麻布，表现为商品，

即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统一的最简单、最不发展的

方式。同时我们也就很容易看出，“２０码麻布＝１件上衣”这个简单

的商品形式，为获得它的完成的形态“２０码麻布＝２镑”，即为获得

货币形式所必须经过的一系列形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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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篇

商 品 和 货 币

第 一 章

商  品

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二重性

……更多的使用价值显然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两件上衣可

以两个人穿，一件上衣只能一个人穿，依此类推。然而随着物质

财富的量的增长，它的价值可能同时下降。这种矛盾运动来源于

劳动的二重性。有用劳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取决于它的生产力。

因此，有用劳动成为较富或较贫的产品源泉与有用劳动的生产力

的提高或降低成正比。相反地，这种生产力的变化从来不会直接

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具体的有用劳动，它不

再同抽去了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不管劳动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

化，在同样的时间内执行职能的同一劳动总是凝固为同一价值。但

它在一定时间内提供的使用价值，在生产力提高时就多些，在生

产力降低时就少些。任何能提高劳动成效从而增加劳动所提供的

使用价值量的生产力变化，如果会缩减生产这个使用价值量所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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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劳动时间的总和，就会减少这个增大的总量的价值。反之亦

然。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得出结论，即使严格地说在商品中不存在

两种劳动，但是，随着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看作它的产品，或者把

这个商品的价值看作它的纯客观表现，同一种劳动在商品中就同

自身相对立着。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的力量在生理学意义

上的耗费，而作为相同的人类劳动，它形成商品价值。从另一方面

看，一切劳动是人的力量在某种由特殊目的决定的生产形式上的

耗费，而作为具体的有用劳动，它生产使用价值或效用。商品要成

为价值，首先必须是效用；同样，劳动要被看作抽象意义上的人的

力量、人类劳动的耗费，首先必须是有用劳动［第１８页］５２。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最初一看，商品好象是一种平凡的、简单的东西。相反，我

们的分析却表明，商品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充满形而上学的微

妙和神学的怪诞。商品就它是使用价值来说，不论从它靠自己的

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这个角度来考察，或者从它的属性是人类劳

动的产物这个角度来考察，都没有什么神秘的地方。很明显，人

的活动改变自然提供的物质，使它们变成有用的东西。例如，用

木头做桌子，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可是桌子还是木头，还是一

个普通的可以感觉的物。但是桌子一旦作为商品出现，那就完全

是另一回事了。它同时既是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它不再

满足于用脚站在地上；可以说，它在其他商品面前用木脑袋倒立

着，醉心于比它自己跳起舞来还要奇怪的狂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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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商品的神秘性质不是来源于商品的使用价值，也不是

来源于决定价值的属性。因为，第一，不管有用劳动或生产活动

怎样不同，它们首先都是人体的机能，而每一种这样的机能不管

内容和形式如何，实质上都是人的脑、神经、肌肉、器官、感官

等等的耗费。这是一个生理学上的真理。第二，说到决定价值量

的东西，即这种耗费的持续时间或劳动量，那么，我们不能否认，

这种劳动量可以十分明显地同劳动的质区别开来。在一切社会状

态下，人们对生产消费资料所必要的时间必然是关心的，虽然在

不同的文明阶段上关心的程度不同。（１）最后，一旦人们以某种方式

彼此为对方劳动，他们的劳动也就取得社会的形式。

可是，劳动产品一采取商品形式就具有的谜一般的性质究竟

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这种形式本身来的。

人类劳动的等同性，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用劳动的

持续时间来计量的个人劳动，取得了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的形式；最

后，生产者之间的体现他们的劳动的社会性的关系，取得了劳动产

品的社会关系的形式。正因为如此，这些产品变成了商品，也就是

说，变成了既是可感觉的又是不可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正如一物

在视神经中留下的光的印象，不是表现为视神经本身的主观兴奋，

而是表现为眼睛外面的物的可感觉的形式。必须补充说，在视觉活

动中，光确实从一个外界对象射入另一对象即眼睛；这是物理的物

之间的物理关系。但是，价值形式和劳动产品的价值关系，是同

（１） 在古日耳曼人中，一阿尔庞土地的面积是按一天的劳动来计算的。因此，阿

尔庞又叫做Ｔａｇｅｗｅｒｋ〔一日的工作〕，Ｍａｎｎｅｗｅｒｋ〔一人的工作〕等等（Ｊｕｒｎａｌｅ或ｊｕｒ

－ｎａｌｉｓ，ｔｅｒｒａｊｕｒｎａｌｉｓ或ｄｉｕｒｎａｌｉｓ）。而且，在法国的某些地区今天还用《ｊｏｕｒｎａｌ》作

为土地的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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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产品的物理性质完全无关的。这只是人与人之间的一定的社

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虚幻形式。我

们只有在宗教世界的幻境中才能找到这个现象的一个比喻。在那

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具有特殊躯体的、同人发生关系并彼此发

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

这可以叫做拜物教。劳动产品一旦表现为商品，就带上拜物教的

性质，拜物教是同这种生产方式分不开的。

一般说来，使用物品成为商品，只是因为它们是彼此独立进

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社会劳动。由于

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产品才发生社会接触，因此，他们的

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首先也只有在这种交换中才表现出来。换句

话说，私人劳动在事实上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只是由于交

换使劳动产品之间并间接地使生产者之间发生了关系。因此，在

生产者面前，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就表现为现在这个样子，

就是说，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

表现为物之间的社会关系。

劳动产品只是在它们的交换中，才作为价值取得等同的单一

形式的社会存在，这种社会存在不同于它们的作为使用对象的多

种形式的物质存在。劳动产品分裂为使用对象和价值对象，实际

上在交换已经相当广泛和重要的时候开始扩大，那时使用对象是

为了交换而生产的，因而这些对象的价值性质还在生产它们时就

被注意到了。从那时起，生产者的私人劳动真正取得了二重的社

会性质。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是有用劳动，满足社会

需要，并因而表现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表现为自然形成的社会

分工体系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只是由于每一种有用的私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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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可以同其他一切种类的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也就是说，被

看作与它们相等，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

需要。彼此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

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的力量的耗费、作为

一般人类劳动的共同性质，而只有交换才能完成这一还原，使极

其不同的劳动产品相互处于同等的条件下。

私人劳动的二重的社会性质，只是以实际交易，产品交换赋

予这些劳动的形式，反映在生产者的头脑中。当生产者使他们的

劳动产品作为价值互相对立并发生关系时，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把

这些产品单纯看作包含同种人类劳动的外壳。恰恰相反，他们在

交换中认为他们的不同产品相等，因此也就确认他们的不同的劳

动相等。他们这样做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１）价值没有在额上

写明它是什么，不仅如此，价值还把每个劳动产品变成象形文字。

只是在后来，人们才竭力要猜出这种象形文字的含义，要了解他

自己创造的社会产品的秘密。而使用对象转化为价值，正象语言

一样，是社会的产物。

后来科学发现，劳动产品作为价值，纯粹是生产它们时所耗

费的人类劳动的表现。这一发现在人类发展史上划了一个时代，但

它决没有消除使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物的性质、产品本身的性

质的幻象。仅仅对于这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即商品生产来说，下述

情况才是合理的：极其不同的劳动的社会性质就在于它们作为人

类劳动而彼此相等，并且这种特殊的社会性质采取一种客体的形

（１） 因此，当加利阿尼说价值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关系时（加利阿尼《货币

论》，载于库斯托第编《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名家文集》现代部分，１８０３年米兰版第３卷

第２２１页），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这是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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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劳动产品的价值的形式，这一事实在受商品生产的机制和关

系束缚的人们看来，无论在价值性质发现以前或以后，都是不变

的和自然的，就象空气的气态在空气的化学元素发现以前或以后

没有变化一样。

交换者实际关心的问题，首先是他们在交换中用自己的产品

能换取多少，就是说，产品在他们之间按什么样的比例交换。当

这种比例由于习惯而达到一定的稳固性时，它就好象是由劳动产

品的本性产生的。似乎这些物具有按一定比例进行交换的属性，正

如化学物质会按固定的比例化合一样。

实际上，劳动产品的价值性质，只是在它们确定为价值量时

才表现出来的。这些价值量不以生产者的意志和设想为转移而不

断地变动着。因此，在这些生产者看来，他们本身的社会运动具

有物的运动形式。不是他们控制这一运动，而是他们受这一运动控

制。要有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

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

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这是

由于什么原因呢？因为在私人劳动产品的偶然的不断变动的交换

关系中，生产这些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起调节作用的自

然规律起决定作用，就象房屋倒在人的头上时重力定律会使人感

到它的存在一样。（１）因此，价值量由劳动的持续时间决定是一个隐

藏在商品价值的表面运动后面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发现表明，价

（１） “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个只有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规

律呢？这不过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的《德法年鉴》１８４４

年巴黎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卷第６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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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量并不象表面上可以看到的那样是偶然决定的，但是，这一发

现并没有消除那种把这个量表现为物与物之间、劳动产品本身之

间的量的关系的形式。

对社会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遵循着一条同

实际运动完全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是从已经完

全确定的材料、发展的结果开始的。给劳动产品打上商品烙印，因

而已经决定着商品流通的那些形式，在人们试图了解它们的内在

的含义而不是了解它们的历史性质（这些形式在人们看来是完全

不变的）以前，就具有社会生活的自然形式的固定性。因此，只有商

品价格的分析才导致商品价值的量的决定，只有商品共同的货币

表现才导致商品的价值性质的确定。但是，商品世界的这个已经

获得的固定的形式，商品的货币形式，只是掩盖了私人劳动的社

会性质以及生产者的社会关系，而不是把它们揭示出来。如果我

说，小麦、上衣、皮靴等等把麻布当作抽象的人类劳动的一般化

身而同它发生关系，这种说法的虚假和荒唐是一目了然的。但是，

当这些商品的生产者使这些商品同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麻布、金或

银（这都是一回事）发生关系时，他们的私人劳动同社会总劳动

的关系正是通过这种荒谬形式呈现在他们面前。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各种范畴，是具有客观真实性的理论形式，

因为它们反映着现实的社会关系，不过这些关系只属于商品生产

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的这个一定的历史时期。因此，如果我们考察

其他的生产形式，我们就会看到，在当前时期使劳动产品模糊不

清的一切神秘性都立即消失了。

既然政治经济学喜欢鲁滨逊的故事（１），那么就先来看看孤岛

上的鲁滨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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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他生来怎样简朴，他终究要满足各种需要，要从事各种

有用劳动，如制家具，做工具，驯动物，捕鱼、打猎等等。关于

祈祷以及其他类似的琐事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因为我们的鲁滨

逊从中得到快乐，他把这类活动当作消除疲劳的休息。尽管他的

生产职能是不同的，但是他知道，这只是同一个鲁滨逊的不同的

活动形式，也就是说，只是人类劳动的不同方式。需要本身迫使

他分配自己从事各种工作的时间。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这种或那

种职能所占比重的大小，取决于他为取得预期效果所要克服的困

难的大小。经验告诉他这些，而我们这位从破船上抢救出表、帐

簿、笔和墨水的鲁滨逊，马上就作为一个道地的英国人把他每天

的全部活动记录下来。他的财产清册里详细地记载着他所有的使

用物品，生产这些物品所需要的不同的劳动方式，最后还记载着

他制造这种种一定量的产品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鲁滨逊和构成

他自己创造的财富的物之间的全部关系是如此简单明了，连博德

里亚尔先生用不着费什么脑筋也能了解。但是，价值的一切本质

上的规定都包含在这里了。

现在，让我们离开鲁滨逊的明朗的孤岛，转到欧洲昏暗的中

世纪去吧。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

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师。物质生产的社

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其他一切生活领域，都是

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而正因为社会建立在人身依附的基础上，

（１） 李嘉图本人也有他的鲁滨逊故事。在他看来，原始的猎人和原始的渔夫是

按照鱼和野味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交换鱼和野味的商人。在这里他犯了奇特的时

代错误，他竟让猎人和渔夫在计算他们的劳动工具时去查看１８１７年伦敦交易所通用

的年息表。看来，除了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以外，“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５３是他所知道

的唯一的社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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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切社会关系就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不同的劳

动及其产品也就用不着采取与它们的实际存在不同的虚幻形式。

它们以劳役、实物税和实物贡赋的形式出现。劳动的自然形式，劳

动的特殊性——而不是象在商品生产中的劳动的共性，它的抽象

性质——也是劳动的社会形式。徭役劳动同生产商品的劳动一样，

是用时间来计量的；但是每一个徭役劳动者都无须请教亚当·斯

密就清楚知道，他为主人服役而耗费的，是他本人的一定量的劳

动力。缴纳给牧师的什一税，是比牧师的祝福更加清楚的。所以，

无论我们怎样判断人们在这个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人们在劳动

中的社会关系清楚地表现为他们本身之间的个人的关系，而没有

披上物之间即劳动产品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外衣。

要考察共同的劳动即直接的社会劳动，我们没有必要回溯到

一切文明民族的历史初期都有过的这种劳动的原始的自然形

式。（１）这里有个最近的例子，就是农民家庭为了自身的需要而生产

牲畜、粮食、麻布、亚麻、衣服等等的那种农村家长制生产。对于

这个家庭来说，这种种不同的物都是它的劳动的不同产品，而不是

互相交换的商品。生产这些产品的种种不同的劳动，如耕、牧、织、

缝等等，一开始就具有社会职能的形式，因为它们是这样一个家庭

的职能，这个家庭就象商品生产一样，有它自己的分工。家庭内的

分工和每个成员的劳动持续时间，是由随季节而改变的自然条件

（１） 近来流传着一种可笑的偏见，认为公社所有制的原始形式是斯拉夫族特有

的形式，或者只是俄罗斯的形式。这种原始形式我们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

那里都可以见到，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印度人那里遇到这种形式的一整套图样，虽然

它们已经残缺不全。深入研究一下亚细亚的、尤其是印度的公社所有制形式，就会得

到证明，从这些形式中怎样产生出解体的各种形式。例如，罗马和日耳曼人的私人所有

制的各种原型，就可以从印度的公社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中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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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年龄性别上的差异来调节的。在这里，用劳动时间来计量个

人劳动力的耗费，直接表现为劳动本身的社会性质，因为个人劳

动力只是作为家庭共同劳动力的器官发挥作用的。

最后，让我们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

资料进行劳动，并且按照商定的计划，把他们许多个人劳动力当

作一个社会劳动力来使用。我们关于鲁滨逊的劳动所谈到的一切，

在这里重演了，不过不是在个人身上，而是在社会范围内重演。鲁

滨逊的一切产品只是他个人专有的产品，因而直接是他的使用物

品。联合劳动者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

料，仍然是社会的；但另一部分用于消费，因此必须在所有成员

之间进行分配。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和劳动者的历史发

展程度而改变。为了把这种情况同商品生产进行对比，我们假定，

每个劳动者得到的份额同他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这样，劳动时间

就会起双重作用。一方面，劳动时间在社会中的分配，精确地调

节着各种职能同各种需要的比例；另一方面，劳动时间计量每个

生产者在共同劳动中所占的份额，同时也计量每个生产者在共同

产品的消费部分中所占的份额。在这里，人们在劳动中的社会关

系以及对他们的劳动生产出来的有用物品的关系，无论在生产上

还是在分配上，都是简单明了的。

宗教世界只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对于劳动产品普遍采取商品

形式，因而生产者之间的最普遍的关系在于比较他们的产品的价

值并在这种物的外壳下把他们的私人劳动作为等同的人类劳动加

以比较的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它的资产阶级

的类型，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补充。在古亚

细亚的，一般说来，古代世界的生产方式下，产品变为商品，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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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从属的作用，但是随着共同体接近于解体，这种作用越来越重

要。真正的商业民族只存在于古代世界的空隙中，就象伊壁鸠鲁

的神５４只存在于世界的空隙中，或者犹太人只存在于波兰社会的

缝隙中一样。这些古老的社会机体在生产方面比资产阶级社会简

单明了得多；但它们或者以个人——可以说历史尚未割断把他同

原始部落的天然共同体联系在一起的脐带——尚未成熟为基础，

或者以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条件为基础。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

发展阶段，是这些古老的社会机体的特征，因而也给整个物质生

活领域打上了自己的印记，决定了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人们同自

然之间的关系的狭隘性。生产力的这一低级发展阶段观念地反映

在古代各民族的宗教中。总之，只有在劳动条件和实际生活条件，

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明白而合理的关

系时，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物质生产和它所包含的关

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这种社会生活只有在它一旦表现为自由结

合、自觉活动并且控制自己的社会运动的人们的产物时，它才会

把神秘的纱幕揭掉。但是，这需要在社会上有一系列的物质生存

条件，而这些条件本身又只是长期的、痛苦的发展的产物。

诚然，政治经济学曾经分析了价值和价值量（１）（虽然分析不

（１） 最早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富兰克林，继威廉·配第之后揭示了价值的

真正内容，他能为我们提供一个资产阶级经济学如何进行自己的分析的例证。他说：

“既然贸易无非是一种劳动同另一种劳动的交换，所以一切物的价值用劳动来估计是

最准确的。”（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１８３６年波士顿版第２卷第２６７页）富兰克

林认为，物具有价值就象物体具有重量一样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在他看来，问题仅仅

在于如何能最准确地估计这一价值。他甚至没有注意到，既然他认为“一切物的价值用

劳动来估计是最准确的”，他也就抽掉了各种互相交换的劳动的差别，把这些劳动化为

相同的人类劳动。否则，他就应该说：因为长靴或鞋子同桌子的交换只不过是制鞋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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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但它从来也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劳动表现为价

值，用劳动持续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产品的价值量呢？有一

些形式一眼就可以看到它们属于生产及其关系支配人而不是人支

配生产及其关系的社会时期，但在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意识中，

它们却完全同生产劳动本身一样是自然必然性。政治经济学对待

资产阶级生产以前的社会形式，就象教父对待基督教以前的宗教

一样（２），这是丝毫也不值得奇怪的。

细木制造业的交换，所以，用细木工的劳动可以最精确地估计长靴的价值！由于他一

般地使用劳动这个词，他就抽象掉了不同劳动的有用性质和具体形式。

李嘉图对价值量的分析并不充分，——但已是最好的分析，——这一点人们将

在本书第三卷和第四卷中看到。至于价值本身，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明确而有

意识地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同体现为产品使用价值的劳动区分开。当然，古典政治经

济学事实上是这样区分的，因为它有时从质的方面，有时从量的方面来考察劳动。但

是，它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也

就是说，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例如，李嘉图就曾表示他同意德斯杜

特·德·特拉西的说法。德斯杜特说：“很清楚，我们的体力和智力是我们唯一的原始

的财富，因此，这些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是我们的原始的财宝，凡是我们称为财富的

东西，总是由这些能力的运用创造出来的…… 同样也很清楚，所有这些财富只是代

表创造它们的劳动，如果它们有价值，或者甚至有两种不同的价值，那也只能来源于创

造它们的劳动的价值。”（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思想的要素》，第４、５部分１８２６年巴

黎版第３５、３６页）（参见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３３４页）我们只

指出，李嘉图赋予德斯杜特的话以更深刻的意义。一方面，德斯杜特确实说过，凡是构

成财富的东西都代表创造它们的劳动；但是另一方面，他又说，这一切东西的两种不同

的价值（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来自劳动的价值。这样，他就陷入庸俗经济学的平庸浅

薄之中。庸俗经济学先假设一种商品（例如劳动）的价值，以便决定其他商品的价值。

李嘉图把德斯杜特的话理解为：劳动（而不是劳动的价值）既表现为使用价值，也

表现为交换价值。不过他自己也不善于区别劳动的二重性质，以致在关于《价值和财

富》这整整一章中，不得不经常同让·巴·萨伊这个人的庸俗见解苦苦纠缠。因此，最

后他不禁楞住了：在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这一点上，德斯杜特虽然同他是一致的，可是

另一方面，在价值概念上，德斯杜特却同萨伊是一致的。

（２） “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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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品世界具有的拜物教性质或劳动的社会属性所具有的物的

外观使大部分经济学家产生了幻觉，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们关于自

然在交换价值的形成中的作用所进行的长时期的枯燥无味的争

论中得到证明。既然交换价值只不过是计算在某个物的生产中所

使用的劳动的特殊社会方式，它就例如象汇率一样不包含物质要

素。   

在我们的社会中，劳动产品所具有的最普遍、最简单的经济形

式是商品形式，所有的人都习以为常，谁也没有从中看出什么诡诈

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

面，经济学家很象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

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 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卡

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生的〈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７年版第１１３页［《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５３—１５４页］）最滑稽可笑的是巴师夏，他竟认为

希腊人和罗马人专靠掠夺为生。如果人们几百年来都靠掠夺为生，那就得经常有可供

掠夺的东西，或者说，被掠夺的对象应当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可见，希腊人和罗马

人看来也要有某种生产，从而有某种经济，这种经济构成他们社会的物质基础，就象

资产阶级经济构成当代社会的基础一样。也许巴师夏的意思是说，建立在奴隶劳动上

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掠夺制度吧？如果是这样，他就处于危险的境地了。既然象亚里士

多德那样的思想巨人在评价奴隶劳动５５时都难免发生错误，那么，象巴师夏这样的侏儒

在评价雇佣劳动时怎么会正确无误呢？——借这个机会，我要简短地回答一下美国一

家德文报纸就我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出版）对我的指责。在那本书中我

曾经说过，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

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可是据上述报纸说，这个观点固

然适用于物质利益占统治地位的现今世界，但却不适用于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中世

纪，也不适用于政治占统治地位的雅典和罗马。首先，居然有人以为这些关于中世纪

和古代世界的老生常谈还会有人不知道，这真是令人惊奇。很明白，中世纪不能靠天

主教生活，古代世界不能靠政治生活。相反，当时的经济条件表明，为什么在中世纪天

主教起着主要作用，而在古代世界政治起着主要作用。例如，只要对罗马共和国的历史

稍微有点了解，就会知道，地产的历史构成罗马共和国的秘史。另一方面，人人都知道，

唐·吉诃德由于相信游侠生活可以同任何社会经济形式并存而付出了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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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看其他比较复杂的经济形式。例如，重商

主义体系的幻觉是从哪里来的呢？显然是从货币形式赋予贵金属

的拜物教性质中来的。而大力夸耀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不倦地重复

对重商主义拜物教的乏味的嘲笑的现代政治经济学，不也同样受

到了假象的欺骗吗？它的头一个教条不就是：物（例如劳动工

具）按其本性是资本，如果要想揭示它们的纯社会性质，那就是

犯了违犯自然罪？最后，在许多方面非常卓越的重农学派，不也

是认为地租不是从人那里取走的贡赋，相反，是自然本身给予所

有者的礼物吗？但是，我们不想涉及以后的问题，仅仅再举一个

关于商品形式本身的例子。

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很

感兴趣；对我们来说，我们作为物，对使用价值毫不计较。我们

关心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彼此之间作为买卖的物所发生的关系

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只是相互把对方看作交换价值。难道你们

不认为经济学家下面所说的是商品内心的话吗？经济学家说：“价

值〈交换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使用价值〉是人的属性。从这个

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换，财富则不然。”（１）“财富〈使用价值〉

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金刚

石是有价值的，珍珠或金刚石作为珍珠或金刚石是有价值的。”（２）

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化学家在珍珠或金刚石中发现交换价值。可

是那些发现或发明这类化学物质并吹嘘自己看问题深刻的经济学

家，却发现物的使用价值同它们的物质属性无关，而它们的价值倒

（１） 《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１８２１年

伦敦版第１６页。

（２）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１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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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们作为物所具有的。在这里使他们确信这种看法的正是这样

一种奇怪的情况：物的使用价值对于人来说没有交换就能实现，就

是说，在物和人的直接关系中就能实现；相反，物的价值则只能

在交换中实现，就是说，只能在一种社会关系中实现。在这里，我

们不禁想起善良的道勃雷和他对巡丁西可尔的教导：５６

“一个人长得漂亮是环境造成的，会写字念书才是天生的本

领”（１）。

第 二 章

交  换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形式只是一切种类的商品的价值关系在

一种唯一的商品上的反映。因此，只有在那些把商品的完成的形

态当作出发点然后由此开始分析商品的人看来，“货币本身是商

品”才是一种发现。对于交换运动使之转化为货币的那个商品，交

换运动给予它的，不是它的价值，而是它的特殊的价值形式。有人

由于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混淆起来，曾误认为银和金是纯粹

想象的价值。由于货币在它的某些职能上可以用它本身的单纯的

符号来代替，又产生了另一种误解，以为货币只是一种单纯符号。

（１） 《评政治经济学上的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和赛·贝利责备李嘉图，

说他把纯粹相对的交换价值变成了某种绝对的东西。恰恰相反，李嘉图是把珍珠、金

刚石这种物在作为交换价值时所具有的表面的相对性，还原为这种外表所掩盖的真实

关系，还原为它们作为人类劳动的单纯表现的相对性。如果说李嘉图派对贝利的答复

既粗浅而又缺乏说服力，那只是因为他们在李嘉图本人那里找不到关于价值和价值形

式即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关系的任何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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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这种误解确实使人预感到，在外在物的表面下，货

币实际上掩盖着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商品都是一个

符号，因为它只有作为在生产它时所耗费的人类劳动的物质外壳，

才是价值。但是，当人们只把物在特殊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所具有

的社会性质，或者说，把劳动的社会规定在特殊生产方式的基础

上所具有的物的性质看成是单纯的符号时，他们就使这些社会关

系和规定具有了由所谓人们的普遍同意认可的约定俗成的虚构的

意义。这是十八世纪流行的说明方法；人们既不能解释社会关系

的谜一般的形态的起源，也不能解释这些形态的发展，于是他们

避开这些形态，说：这些形态是人类的发明，而不是从天上掉下

来的［第３６—３７页］。

我们已经看到，在ｘ量商品Ａ＝ｙ量商品Ｂ这个最简单的价

值表现中，好象表现另一物的价值量的物不通过这种关系就具有

自己的等价形式，好象这种形式是它天然具有的社会属性。我们

已经探讨了这种假象，直到它确立起来的时候为止。当一般等价

形式专门同一种特殊商品结合在一起，即结晶为货币形式的时候，

这种假象就完全确立起来了。一种商品成为货币，似乎不是因为

其他商品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相反，似乎因为这种商品

是货币，其他商品才都通过它来表现自己的价值。起中介作用的

运动在它本身的结果中消失了，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商品没

有出什么力就发现它们自己的价值表现并固定在一个与它们并

存、在它们之外的商品体中。这些简单的物，即银和金，一从地

底下出来，就立即表现为一切人类劳动的直接化身。货币的魔术

就是由此而来的［第３８页］。

００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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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

货  币

以上我们从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这两个方面考察了贵金属。

第一个职能，它是作为观念货币完成的；在第二个职能中，它可

以由符号来体现。但是在有些职能中，它必须以其贵金属体表现

为商品的实际等价物或表现为货币商品。另外还有一种职能，它

可以亲自执行，或者通过代表来执行，但是它在这里在普通商品

面前始终表现为它们的价值的唯一合适的化身。在所有这些场合，

我们认为，贵金属同它的价值尺度职能和流通手段职能相反，执

行了真正意义上的货币的职能［第５３页］。

１０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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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二 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 四 章

资本的总公式

商品的价值在简单流通中所采取的独立形式，即货币形式，只

是充当产品交换的媒介，运动一结束就消失。相反，在Ａ—Ｍ—Ａ′

流通中，商品和货币这二者仅仅是价值本身的不同形式，货币是一

般形式，商品是特殊形式，也可以说是隐蔽的形式。（１）价值不断地

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永不消失。如果停留

在价值交替出现的这些形式中的这一或那一种形式上，就会得出

两个说明：资本是货币，资本是商品。（２）但是实际上，价值在这里表

现为具有自己的生命的自动的实体，这个实体不断地改变着自己

的形式，也改变着自己的量，而且作为原价值自发地生产出新的

增长额，即剩余价值，最后自行增殖起来。总之，似乎价值因为

（１） “构成资本的不是物质，而是这些物质的价值。”（让·巴·萨伊《论政治

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２９页）

（２） “用于生产目的的货币（ｃｕｒｒｅｎｃｙ！）就是资本。”（麦克劳德《银行业的理

论与实践》１８５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１章第５５页）“资本就是商品。”（詹姆斯·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７４页）

２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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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价值，就获得了生出价值、产仔，或者至少是生金蛋的神秘能力。

价值一旦成为资本便不断改变形式和量，因此它首先需要一

个用来确定它同自身的同一性的专门形式。它只有在货币上才具

有这种专门形式。价值以货币形式开始、结束并重新开始自行增

殖的过程。它以前是１００镑，现在是１１０镑，等等。但货币本身

在这里只是价值的一种形式，因为价值有两种形式。货币不采取

商品形式，就不能成为资本。同一商品两次变换了位置：第一次

是在它取代预付货币的买中，第二次是在货币重新流回的卖中；正

是这两次位置变换促使货币流回它的起点，而且流回的货币比投

入流通的货币还多。因此，货币在这里不象在货币贮藏的情况下

那样，采取一种与商品相敌对的立场。资本家非常清楚地知道，一

切商品，不管它们外表如何，气味如何，“在信仰上和事实上”都

是货币，而且是造出货币的奇妙手段［第６４页］。

３０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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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篇

关于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研究

第 十 六 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人创造出产品，使外在物适合自己的需要，在这一行为中，正

象在自然机体中手和头缺一不可一样，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不可

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了。

但是，一旦个人的产品转化为社会的产品，转化为集体劳动

者的产品，而这一集体劳动者的不同成员以极其不同的程度参与

材料的加工，或近或远，或者甚至根本不接触材料，生产劳动、生

产劳动者的定义就必然获得更广泛的意义。要成为生产的，不再

有必要亲自动手；只要成为集体劳动者的一个器官或者完成其某

一种职能就够了。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产生出来的关于生产劳

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被看作一个人的集体劳动者来说，始终是

正确的，但是对于集体劳动者的每一单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

了……［第２１９页］５７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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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篇

资 本 的 积 累

导  言

一个货币额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是要执行资本职能

的价值的第一个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市场上，在流通领域内进行

的。

生产过程，运动的第二个阶段，在生产资料转化为商品时就

告结束，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组成部分的价值，或者说，除了

预付资本以外还包含剩余价值。

这时，商品必须被投入流通领域。必须出售这些商品，把它

们的价值实现在货币上，然后把这些货币又重新转化为资本，这

样周而复始地不断进行。

这种通过这样一些连续阶段的循环运动，就是资本流通。

积累的第一个条件，是资本家能够卖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

此得到的绝大部分货币再转化为资本。在下面的叙述中假定资本

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过程的。我们将在第二卷分析这

一流通过程。

生产剩余价值即直接从工人身上榨取固定在商品中的无酬劳

５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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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资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个占有者，但决不是剩余价值的

最后所有者。相反，以后他还必须同在整个社会生产中执行其他

职能的其他资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

因此，剩余价值分为各个不同的部分，份额，这些份额为不同

类的人所有，具有表面上互相独立的不同形式，如产业利润、利息、

商业利润、地租等等。但是，这种分割既不会改变剩余价值的性质，

也不会改变使它成为积累源泉的那些条件。无论资本主义企业主

为自己留下的或者转交给别人的份额如何，他始终是第一个占有

全部剩余价值，并且只是他一个人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因此，

我们不谈剩余价值的分配和转化，把它们放到第三卷中去研究。在

这里，我们把产业资本家，如工厂主、农场主等等，看作剩余价值的

唯一所有者，或者也可以说，看作所有瓜分掠夺物的人的代表。

流通的中介运动，剩余价值分割为具有不同形式的不同部分，

使积累的基本过程复杂化了，模糊了。因此，为了使分析简化，我

们必须预先抛开掩盖积累机制的内部作用的一切现象，从生产的

观点来研究积累。

第二十三章

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具有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

者说，它必须周期地经过同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

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如果不是

从它的孤立的方面，而是就它的不断更新的过程来考察，它同时

６０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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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一个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

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再转化为新产品的要素，它就

不能再生产，即不断地生产。在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

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劳动资料、原料、辅助材料，总之，所消费

的生产资料，只有为数量相等的其他同类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

在原有的规模上保持自己的财富。因此年产品中必须定期地分离

出来的、以便不断重新并入生产过程的部分，是属于生产的。这

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大部分是这样一些东西，这些

东西的存在方式本身使它们不适合于充当消费资料。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

前一场合，劳动过程是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在后一场合，劳动

过程是把已经预付的价值作为资本，也就是作为产生价值的价值

再生产出来或者使之永久化的手段。

一个人只有让他的货币执行资本的职能，他才具有资本家的

经济特征。比如说，如果他今年预付１００镑，把这些钱转化为资本，

从中得到２０镑剩余价值，那么，他在明年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

剩余价值作为预付价值的周期增加额，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

收入的形式。（１）

（１） “但是，这些消费别人劳动产品的富人，只有通过交换才能获得这种产品。

如果他们把已经得到的和已经积累的财富拿去交换那些成为他们的嗜好品的新产品，

那么，他们似乎很快就会花光自己的准备金。我们曾经说过，他们完全不劳动，他们

甚至不会劳动。因此，人们相信，他们原有的财富会日益减少，而当他们完全没有这

些财富的时候，他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用来同只为他们劳动的工人相交换…… 但

是在这种社会制度下，财富获得了一种没有它的所有者的参与而通过别人劳动再生产

出来的能力。财富，和劳动一样，并且通过劳动，每年提供果实，这种果实每年可以被

７０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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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资本家只是把这种收入当作消费基金来使用，周期地获

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么，在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

简单再生产，或者换句话说，资本继续执行职能但不会增殖。周

期地重新开始的生产过程，总是在一定时期内通过同一些阶段，但

它总是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不过，这种重复或连续性，赋予这

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作为孤立行为表现

出来的虚假特征。

我们首先考察预付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或可变资本。

开始生产前，资本家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而在规定的期

限届满，即在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之后，重

新开始这一交易。但是，资本家只是在工人已经发挥了作用并在产

品上加进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和一定的剩余价值之后才支付。因此，

除了剩余价值即资本家的消费基金以外，工人还生产了付给他自

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

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

雇用。由此产生了经济学家的公式（见第 章），这个公式把工

资表现为成品的一部分。（２）实际上，工人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商品中

有一部分不断地以工资形式流回工人手中。当然，这个部分是用货

币支付给工人的，但是这些货币不过是商品的价值形式。

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新的产品时，他的过去劳动

的产品在市场上流通，在那里转化为货币。因此，工人今天的劳动

消费掉，但不会使富人变穷。这种果实就是来源于资本的收入。”（西斯蒙第《政治经

济学新原理》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８１、８２页）

（２）“工资和利润一样，都应该看成成品的一部分。”（拉姆赛《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

年爱丁堡版第１４２页）“产品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等等属于工人。”（詹·穆勒《政治

经济学原理》，帕里佐译自英文，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３４页）

８０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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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

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及其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

级和工人阶级，商品流通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资本家阶

级定期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票据，让他们用来领取由工人

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阶级也

不断地把这些票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

它自己的产品中属于它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

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１）不过是所谓的维持劳动的基金［ｆｏｎｄｓｄ’ｅｎ

ｔｒｅｔｉｅｎｄｕｔｒａｖａｉｌ］
（２）
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可能

的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如果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一基金以工资的形式即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

的形式回到工人手里，那么这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

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这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工人所

得到的作为资本家的预付（３）的东西，只是工人自己的过去的和已

经实现的劳动的一部分。

以徭役农民为例。比如说，他每周３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

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３天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他不断地再

生产出维持自己的基金，他是这一基金的唯一所有者，而这一基金

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预付给他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

（１） 可变资本在这里只是被看作工资基金。我们知道，实际上，可变资本只是在

它所购买的劳动力已经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时才是可变的。

（２） 英国人说ｌａｂｏｕｒ ｆｕｎｄ〔劳动基金〕，法语从字面上来说是ｆｏｎｄｓ ｄｅ ｔｒａ

ｖａｉｌ，但这样表达在法语中是有歧义的。

（３） “当资本用于预付工人的工资时，它丝毫不增加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卡

泽诺夫对他出版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加的注。１８５３年伦敦版第２２页）

９０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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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同样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

劳动的形式。现在我们假定，他的主人把他的耕地、耕畜、种子，

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剥夺了，那么，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

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主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

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６天，３天为了养活自己，３天为了现

在变为雇主的过去的主人。他继续使用同样一些生产资料并把它

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产品的一定部分同以前一样进入再生产。

但是，一旦徭役劳动变成了雇佣劳动，过去的徭役农民自己不断

再生产出来的维持自己的基金就立即会采取前面提到的那个主人

预付给他的资本的形式。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区别形式和本质，他们无视这样一个

事实：甚至在欧洲大陆和北美的农民那里，维持劳动的基金也只

是例外地采取资本的形式，（１）即资本主义企业主付给直接生产者

的预付金的形式。

诚然，只是由于生产过程的周期更新，可变资本才失去从资本

家的私人基金中拨出的预付金（２）的性质。但是，这一过程在更新之

前，总必须已经开始进行并继续一定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工

人还不能从他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得到报酬，也不能靠空气为生。是

否应该假定：资本家阶级第一次出现在劳动市场上时，就已经靠自

己的劳动和节约积累起一笔财富，从而使它能够以货币形式预付

（１） “在地球上的大部分地区，劳动者的生活资料不是由资本家预付给他们的。”

（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３６页）

（２） “制造业工人的工资虽然由雇主预付，但实际上雇主没有破费什么，因为

工资的价值通常总是带着利润，在工人的劳动加于其上的对象的增大的价值中又被创

造出来。”（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２篇第３章第

３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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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生活资料？我们暂时先这样解决问题，在所谓的原始积累

一章中再进行更详细的考察。

无论如何，只要同一资本不断执行职能，或者以经常不变的

规模不断重复生产过程，连续再生产就会引起另一种变化，改变

预付资本的可变部分和不变部分的原有性质。

如果１０００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２００镑，而资

本家每年把这２００镑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年生产过程重复五次

以后，剩余价值量就等于５×２００，即１０００镑，也就是预付资本的

全部价值。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消费掉，例如消费掉一半，

那么在１０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总

之，预付资本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

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生产期间，原有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

因而消失了。

资本家无疑认为，他消费了剩余价值，保存了资本价值，但

是他的这种看法丝毫也不会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经过一定时期以

后，他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同一时期内无偿地占有的剩余价值

额，而他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他预付的价值额。因此，他从自己

的基金中预付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诚然，他手中始终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

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

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要素。如果

某人借债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么他的财产的价值就只代表他的

债务的总额。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

那么这些资本的价值就只代表他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

因此，撇开一切真正意义上的积累不说，简单再生产就足以

１１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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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全部预付资本或早或迟地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

值。即使这些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时是企业主靠自己的劳动获得

的，但在经过了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也会成为不付等价物

而获得的价值，成为别人的无酬劳动的化身。

我们在开始分析的时候（第二篇）已经看到，要使资本产生出

来，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这样的条件：

拥有货币的人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其他的人，这些人是自由的，但因

为他们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出售，他们不得不自愿出卖自己的

劳动力。产品和生产者的分离，拥有实现劳动所必需的一切东西的

人和只有自己的劳动力的人的分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

但是，起初是起点的东西，后来由于简单的再生产而成为不

断重新出现的结果。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

本和资本家的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象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走

出生产过程：他是财富的人身源泉，被剥夺了他自己的实现［劳

动］的手段。他的劳动还在过程开始以前就已经异化，成为资本

家的财产，并入了资本，所以很清楚，他的劳动在过程中只能实

现在迅速离开他的产品中。因为资本主义生产同时就是资本家对

劳动力的消费，所以它不断地把雇佣劳动的产品不仅转化为商品，

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统

治生产者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购买工人本身的生活资料。因此，资

本主义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或者周期重复本身会再生产出它的基

础，即作为雇佣工人的劳动者，并使之永久化。（１）

（１） “确实，一种工场手工业最初采用时，会使许多贫民得到工作；但他们依然贫

穷，而且这种工场手工业的继续经营又会造成更多的贫民。”（《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

１６６７年伦敦版第１９页）“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 际上，穷人被维

２１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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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劳动者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行为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

费生产资料，以便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

品。这就是他的生产消费，这种生产消费同时是他的力所从属的

那个资本家对他的力的消费。（２）但是，购买这个力的货币被劳动者

用于生活资料，而这就是他的个人消费。

可见，劳动者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

种情况下，劳动者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

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者的结果

是资本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诚然，在《工作日》和《大工业》等章中已经有许多例证向

我们表明，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

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维持他的力的食物所起的作用同供给

蒸汽机的水和煤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食物只是为了工人能从事

生产，或者换句话说，工人的个人消费同他的生产消费结合在一

起了。但是，这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

会发生的浪费。（３）

但是，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

持在贫困生活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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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第３１页）

（２） “这就是生产消费的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生产中所消费的东西就是

资本”，并且通过消费才成为资本。（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３年巴黎版

第２４２页）如果詹·穆勒懂得生产消费，他就不会在这种“特别值得注意的属性”中

发现什么令人奇怪的东西。

（３） 那些把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的这种合一看作正常情况的经济学家，必然会

把工人的生活资料列入辅助材料，如象劳动工具所消费的、因而构成生产资本的要素

的油、煤等等一样。罗西激烈地反对这种分类法，他完全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

工人的生活资料不进入生产资本，但工人本身是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

３１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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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生产行为，而是在社会范围内进

行的并且不断更新的整个资本主义生产，那情况就不同了。

当资本家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由此就为保

存和增殖自己的总资本作好了准备。但事情不止于此。他一举两

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

西中获取利益。

为了取得劳动力而让渡的资本，被工人阶级用来交换生活资

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劳动者的肌肉、神经、

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劳动者。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

绝对必需的限度内，是把它通过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购买到的生

活资料转化为新的劳动力，转化为可供资本剥削的新的材料。这

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工具即劳动者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

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再生产的

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间歇中进行，总

是资本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

劳动者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确实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资

本家。但是，役畜同样要吃东西，有谁会断言，役畜的饲料不是

租地农场主所关心的事情呢？而资本家在这里没有必要进行监督；

他可以大胆地信任自由劳动者保存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

因此，资本家同粗暴的南美洲矿山主相比有着天壤之别，这

些矿山主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１）而

（１） “南美洲矿工每天的劳动（也许是世界上最繁重的劳动），就是把重１８０—

２００磅的矿石从４５０呎深的地下背到地面上来，但他们只靠面包和豆子过活；他们宁愿

只吃面包，但他们的雇主发现他们光吃面包不可能干这样的重活，所以强迫他们吃豆

子；豆子含磷酸钙比面包多得多。”（李比希《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应用》１８６２年

第７版第１卷第１９４页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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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唯一所操心的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

之内。

因此，资本的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认为，个人消费中只有

工人阶级为了延续自己并增加人数所必要的部分，才是生产的消

费，没有这一部分，资本就找不到可供消费的劳动力，或者就找

不到足够数量的劳动力。除此以外，劳动者为了物质的满足和精

神的满足而可能花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１）假使资本积累引

起工资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使工人的花费增加却不会使资本家有

可能扩大劳动力的消费，那么追加资本就非生产地被消费掉。（２）实

际上，劳动者的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它再生产出

来的只是贫困的个人；它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

生产出创造资本家和国家的财富的力量。（３）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同其他一切劳动工具一样，

是资本的附属物，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在一定限度内甚至包含着劳

动者的个人消费。这个过程不断地从劳动那里夺取它的产品，并

把产品转移到对立的一极，即转移到资本那里，不让有自我意识

的工具逃离资本。个人消费维持并再生产出这些工具，同时毁灭

掉它们的生活资料，从而迫使它们不断地重新出现在市场上。罗马

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

（１） 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３８页及以下各页。

（２） “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

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

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６３页）

（３） “唯一真正的生产消费，就是资本家为了再生产而对财富的消费或破坏＜

他指的是生产资料的消耗＞…… 工人对于使用他的人、对于国家是生产的消费者，

但严格说来，对自己本身就不是生产的消费者。”（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５３

年伦敦版第３０页）

５１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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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只不过这个所有者——不是个别的资本家，而是资本家阶级。

不久之前，这个阶级还采取法律强制手段来实现对自由工人

的所有权。１８１５年以前，英国曾以严厉的刑罚来禁止机器工人向

国外迁移。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世代相传的技能的积累。（１）这

种技能列入了资本家的财产清单，资本家只把工人的存在看作他

的可变资本的存在方式，这是确实无疑的事实，每当危机使这种

珍贵的财产有丧失的危险时，资本家就会毫无顾忌地公开承认这

一事实……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会再生产出劳动者同劳动条件

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那些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

使资本家有可能购买工人以发财致富的条件（２），并使这些条件永

久化。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市场上相对立，已经

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

力的卖者投回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

的购买手段。劳动者在把自己出卖给个别资本家以前，实际上就

已经属于资本家阶级。劳动者在经济上的奴隶地位，是由这种出

卖行为的周期更新、自由契约的假象、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

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３）

（１） “人们可以说真正储存起来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熟练劳动的

积累，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资本也可以完成。”（霍吉斯

金《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１２、１３页）

（２） “工人为了生活而需要生活资料，工厂主为了获利而需要劳动。”（西斯蒙

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９１页）

（３） 我们记得，在儿童劳动等方面，甚至连这种形式上亲自去出卖的必要性也

不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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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从其连续性来考察，或作为再生

产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出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社会关系，并使之永久化［第２４６—２５３页］。

第二十四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

 如何转化为资本主义占有权     

  我们在前几篇中已经看到，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

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

如果剩余价值不是被花费掉，而是作为资本被预付和使用，那

就会形成一个新的资本并加入原有资本。因此，积累是通过剩余

价值的资本化进行的。（１）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

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２５００００法郎，其中４
５用于棉花、机

器等等，其余１
５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２４００００磅，价值

为３０００００法郎。５００００法郎剩余价值包含在４００００磅纯产品中，

它占总产品的 １
６。这笔剩余价值将由于出售而变成５００００法郎

总额。５００００法郎就是５００００法郎。它们的剩余价值的性质，

（１） “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作资本使用。”（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

定义》，卡泽诺夫出版，第１１页）“收入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３２０页）

７１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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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我们表明它们是如何落入资本家手中的，但是丝毫也不会影响

它们的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因此，纱厂主为了把５００００法郎追加金额资本化，在其他条

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只需要预付４
５去购买棉花等物，

１
５去购买追

加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

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５００００法郎新资

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１００００法郎剩余价值，等等。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

就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同

货币相交换，那么资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

价值则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资本价值

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后来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转化

为资本。纱厂主预付这二者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

造自己的产品，而这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

这些产品的构成要素，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要素。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

市场，正象其他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

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即已

经存在于由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资本在一年中转化成的各

种物品的总额中了，而每个单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相应部

分。市场上进行的活动只是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转移或易

手，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能改变产品的本性。可见，

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绝不取决于

流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以便能在实物形式上补偿

８１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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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

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

但是这种纯产品是由什么构成的呢？

当然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该

阶级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如果完全是这样，剩余价值就会被挥霍

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纯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

是出现了奇迹，那么，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那些能够在劳动

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那些能够维持劳动者

生存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除了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生产

资料和生活资料以外，还要有一部分年剩余劳动用来生产追加的

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

因为纯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

要素。（１）

要使这些要素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

劳动，而这种追加劳动，除了在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更多地剥削

就业工人以外，资本家阶级只有靠吸收追加劳动力才能得到。资

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经提供了这个条件，它把工人阶级作为雇佣

工人阶级再生产出来，他们的通常的工资水平不仅能维持生存，而

且还能用来进行繁殖。

现在剩下的事情只是要把工人阶级每年所提供的各种年龄的

（１） 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化

为生产资料或必要生活资料，或者相反。为了使一般的分析摆脱没有用处的偶然情况，

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

切产业部门。

９１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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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同年产品已经包含的追加生产资料结合起来。

因此，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增大的再生产。简

单再生产的循环扩大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１），变成螺旋形了。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亚伯拉罕生以

撒，以撒生雅各等等的老故事。２５００００法郎原有资本带来５００００

法郎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５００００法郎资本又

带来１００００法郎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或者说变

成了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２０００法郎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

追加资本是作为增量加在原有资本上，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执行

职能，是由积累它的同一个人使用，还是由他转入别人手中，这

也无关紧要。只是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

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起来的

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２５００００法郎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从哪

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过所有者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

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２）而他们

的这种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

５００００法郎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

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

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

（１） 西斯蒙第对积累的分析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他太满足于“收入转变为

资本”这句话，而没有深究这个行为的物质条件。

（２） “最初的劳动是他的资本产生的由来。”（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１９

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０９页）

０２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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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纯产品，即

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组成部分。如果资

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部分来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公平的价格

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这仍然是征服者的做法，

他们乐于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购买被征服者的商

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它自己的生产者，那么后者在继

续使原有资本增殖的同时，必须对自己过去的无酬劳动的产品用

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作资本家阶级

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么，用已经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

雇用追加的工人，事情也是一样的。新资本也可能用来购买机器，

以便把生产这种新资本的那些人抛向街头，用若干儿童来代替他

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

雇用追加劳动的追加资本，（１）这就是所谓的资本创造资本。

第一个资本５００００法郎的积累的前提，是作为原有资本而预

付的２５００００法郎来自它的所有者的自己的基金，来自他的“最初

的劳动”。而第二个追加资本１００００法郎的前提只能是５００００法郎

资本的预先积累，因为前者只是后者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由此

产生的结果是，资本家已经积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换

句话说：他过去占有他人的无酬劳动越多，现在就越能更多地占

有。在这里，甚至等价物交换、交换者的劳动产品的交换的假象

也看不见了。

尽管这种发财致富的方式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十分矛盾，

（１） “在资本使用劳动以前，劳动就已经创造了资本。”（爱·吉·威克菲尔德

《英国和美国》１８３３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１１０页）

１２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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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必须清楚懂得，它的产生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

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略微回顾一下

导致积累的那个运动的依次发生的各个阶段就够了。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

规律进行的。交换双方中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

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这种商品的使用即劳动，就

让渡给后者。于是，后者就借助于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归他所有

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理所当然归他所有。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

但如果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

费这些生产资料，而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就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

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新产品的价值还包含了劳动力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这是由

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

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劳动者得到了他的劳动

力的交换价值，因而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商

品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的使用会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

这种情况丝毫也不会改变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

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再现在产品中，而且还带有一个余额，那么，

这决不是由于卖者受到损害，——因为他得到了自己商品的等价

物，——而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物品的交换价值相等，但它要以

这些物品的使用价值即它们的效用的不同为前提，它同这些物品

的消费无关，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以后才开始的。

２２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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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同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

此产生的所有权是相一致的。

尽管如此，这种转化会产生如下结果：

（１）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生产者；

（２）这一产品的价值既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也包含剩余价

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

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

（３）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

卖。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的周期反复；因而它每一

次都是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规律的作用的连续性，显然是规律

的违反的对立面。

“好多次连续发生的交换，不过使最后一次成为最初一次的代表。”（１）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简单再生产根本改变了第一个行为就

其孤立的方面来考察时所具有的性质。

“在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间，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获

得新的分配权；另一部分人〈资本家〉则通过最初劳动已经预先取得了永久

的分配权。”（２）

此外，劳动领域并不是长子继承权创造奇迹的唯一领域。

如果简单再生产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为积累所代替，会发

生什么变化呢？

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况

下，他只花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币，以

（１）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７０页。

（２） 同上，第１１１页。

３２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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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表现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因此，他预

付剩余价值时，就象他第一天进入市场时那样，是从自己的基金

中预付的，尽管这一次他的基金来自他的工人的无酬劳动。如果

工人Ｂ是用工人Ａ所生产的剩余价值来雇用的，那么，应该看到，

一方面，Ａ提供这种剩余价值时，资本家对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

合理价格，分文也没有少给；另一方面，这一交易同工人Ｂ毫无

关系。Ｂ所要求的而且有权要求的，是资本家把他的劳动力的价值

付给他。

“双方都有利，因为对工人来说，他在劳动前〈应当说：在他自己的劳动

带来成果前〉就预先得到劳动〈应当说：别的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果实；对

雇主来说，这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应当说：他生产的

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１）

诚然，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不断更新的过程，如果

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级和工人

阶级，那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

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

们之间的关系在他们的契约所规定的期限到期以后即告结束。要

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这同旧的契约没有什

么联系，同一卖者和同一买者订立契约纯粹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按其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

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易孤立起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的和以后的交

（１）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１３５页。

４２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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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联系。此外，由于卖和买总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应

该在这里寻找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

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假定每一个单独

考察的交易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

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所有权在产品归生产

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

期，是有效的；在财富由于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的无酬劳动而越

来越大规模地积累起来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１）

一旦劳动力由劳动者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

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

的生产方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越来越是为卖而生产，而

且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

时，商品生产才不仅强加于整个社会，而且第一次发挥出自己的

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

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越是变成资本主

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就越是必然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占

有规律。某些社会主义学派以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应用商品生

产的永恒规律可以摧毁这一制度，他们的这种想法多么荒唐！

大家知道，最初预付的资本，即使它的存在完全归功于它的所

有者的劳动，迟早也会由于简单再生产而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

本化了的剩余价值。但除此以外，全部预付资本会象一滴水一样

（１） 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产品的所有权“是占有规律的严酷的结果，但这个规律

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的劳动产品拥有唯一的所有权”（舍尔比利埃《富或

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第５８页）。——作者感觉到了辩证的矛盾，但错误地加以解释。

５２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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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在越来越大的积累的洪流中。经济学家们如此熟知这一事实，

以致他们热衷于把资本说成是

“重新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１），而把资本家说成是“纯

产品的占有者”（２）。

这种看法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全部现存的资本是积累

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伦敦《经济学家》５８杂志写道：“资本加上储蓄资本的每部分复利，将以

这样的方式增加，以致全世界能提供收入的一切财富早就成了资本的利息。”

《经济学家》实在太克制了。既然它步普莱斯博士的后尘，它

就应当用准确的计算来证明，为了把应该还给资本的一切东西还

给资本，只有地球是不够用的，还必须加上其他的星球。

对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５９

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显然对

他不能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ｖａｌ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３）
手段的作用；他为

了同一目的而购买的劳动也不是生产劳动。购买这些商品和购买

这种劳动，不会使他致富，相反会减少他的财富。他这样做就是

把剩余价值当作收入来消费，而不是把它作为资本来获利。

（１） “资本就是用来获取利润的积累起来的财富。”（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

理》［第２６２页］）“资本……就是由收入中节约下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

（理查·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１６页）

（２）“纯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

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

（３）我们认为，《ｖａｌｏｒｉｓａｔｉｏｎ》这个术语最准确地反映了使价值成为它自身的增殖

的手段的运动。

６２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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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贵族竭力要消费比自己的财产更多的东西，炫耀自己有

不计其数的游手好闲的侍从，以示自己的阔绰。与此相反，资产

阶级政治经济学则必然宣扬积累是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

人们，为了积累，需要明智，不应该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应

该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生产劳动者，他们提供的东西比

他们得到的东西更多。

此外，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斗争，

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以为积累就是使

构成财富的那些物品不被消费掉，或者说，把货币从流通的危险

中救出来。不过，把货币锁起来，是使货币避免资本化的最可靠

的方法，而为了货币贮藏而积累商品，这只有发狂似的悭吝鬼才

会这样做。（１）商品的积累，如果它不是商品流通本身的暂时现象，

就是市场商品充斥或者生产过剩的结果。（２）

在日常生活用语中，人们还把资本主义积累（它是生产过

程）同其他两种经济现象混为一谈，这两种现象是：富人消费基

金中供慢慢消费的财物的增长（３）和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或

库存的形成。

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的最富有特征的地方

是，靠纯产品维持生活的人应该是生产劳动者，而不是非生产劳动

（１） 例如巴尔扎克曾对各色各样的贪婪作了透彻的研究。在他的作品中，那个

老高利贷者高布赛克在他开始为了货币贮藏而积累商品时就已经失去了理智。

（２） “商品积累……变换停滞……生产过剩。”（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

因和方法的研究》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１０４页］）

（３） 奈克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谈到了“奢侈品”的“积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

长”，谈到了“财产法使奢侈品集中在一个社会阶级手中。”（《奈克尔著作集》１７８９年

巴黎和洛桑版第２卷《论法国财政的管理》第２９１页）

７２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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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１）
，这是完全正确的。但它的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当·斯

密的任何理论都没有象下面这一点一样被认为是无可辩驳的真

理：积累无非是纯产品由生产劳动者消费，或者说，剩余价值的

资本化无非是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

例如，我们可以听听李嘉图的说法：

“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生产新价值

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新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

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

生产劳动者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劳动者消费。如果认为资本可以由于不消

费而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２）

认为“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劳动者消费”，这就

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

为可变资本，并且只能预付在工资上。相反，剩余价值和产生它

的资本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

动力。纯产品要转化为追加劳动力，它必须包含必要生活资料的

余额；但是，这个劳动力要能够被利用，纯产品还必须包含追加

生产资料，这种追加生产资料既不进入劳动者的个人消费，也不

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

既然从积累产生的追加价值额转化为资本的方式同任何其他

价值额一样，那就很清楚，亚当·斯密的错误的积累理论只能是

他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分析的根本错误造成的结果。他实际上断言，

（１） “现代任何经济学家都不能把储蓄看作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狭隘和无

效的做法不说，储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法，这个用法是

从储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储蓄所维持的各种不同劳动的实际差别为基础的。”（马

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第３８、３９页）

（２）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６３页注。

８２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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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每一单个资本分为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分为工资和生产资

料价值，但单个资本的总和即社会资本却不是这样。社会资本的

价值等于它支付的工资的总和，换句话说，社会资本只是可变资

本。例如，一个呢绒厂主把２０００００法郎转化为资本。他把这些货

币的一部分用来雇织工，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毛纱和织毛机等等。这

样转到生产毛纱、织毛机等等的厂主手中的货币，首先要支付他

们的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扣除剩余价值以外，货币又要用于

支付工人的劳动，购买其他厂主所制造的生产资料，依此类推。因

此，呢绒厂主预付的２０００００法郎逐渐消费在工资上：一部分由呢

绒厂主用于工资，另一部分由卖给他生产资料的那些厂主用于工

资，依此类推，直至全部价值额，除了预先依次扣除的剩余价值

外，或者完全预付在工资上，或者这一价值额所体现的产品完全

为生产劳动者所消费。

这个论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们推来推去的“依此类推”这

几个字。这几个字并没有使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手中握有的不

变资本即生产资料的价值最终会消失不见的资本家。亚当·斯密

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１）

如果我们只考察年生产基金，那么年再生产就是一个很容易

理解的过程；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市场。各个资

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

运动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观察者的视线，

（１） 尽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著有《逻辑》６０一书，但从未怀疑他的老师

们的这种错误的分析；他满足于以门徒的教条主义态度重复这些错误。在这里也是这

样，他说：“从长远来看，资本本身终归要全部分解为工资，当资本因产品出售而得到

补偿时，会再转化为工资。”（约·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学的某些

应用》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１７３页）

９２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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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

们在自己的《经济表》６１中，首次试图画出一幅通过流通表现出来

的年再生产的图画。他们的论述在许多方面比他们的继承者的论

述更接近于真理。

既然亚当·斯密把执行资本职能的全部社会财富归结为可变

资本或者说工资基金，他就不可避免地得出确实荒谬绝伦的教条，

这个教条在今天仍然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石：商品的必要价格由工

资、利润（包括利息）和地租构成；换句话说，由工资和剩余价

值构成。从这一点出发，施托尔希至少幼稚地承认：“把必要价格

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是不可能的”（１）。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

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

级的利益服务。

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迄今为止，我们考察剩余价值，有时把它看作消费基金，有

时把它看作资本家的积累基金。剩余价值同时既是前者又是后者。

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被消费，（２）另一部分剩余价值作为资本

积累起来。

在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中，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

（１） 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１５年彼得堡版第１卷第１４１页注。

（２） 读者会注意到，“收入”一词有双重用法：第一是指剩余价值，即从资本周

期地产生的果实；第二是指这一果实中被资本家周期地消费掉或加入他的消费基金的

部分。我们保留了这一双重意义，因为它同英法两国经济学家的通常的用语相一致。

０３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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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

积累量。这种分割是由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来进行的。因此，

这是他的意志行为。至于他所征收的贡物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

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他执

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他才有历史的价值，

才有历史存在权和社会意义。只有以这样的身分，他本身的暂时

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因此，他的

活动的决定性的目的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

价值的不断的增殖。他狂热地追求积累，无情地、无休止地迫使

人们为生产而生产，因而本能地推动人们发展那些唯一能为新的、

更高级的社会创造基础的生产力和物质条件。

资本家只是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

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为盲目的追求抽象财富即价值的欲望所支

配。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

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

构中的一个齿轮罢了。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

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

一个资本家。竞争使资本家只有扩大资本才能保存资本，而他扩

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

资本家的意志和意识只反映他所代表的资本的需要，所以他

的个人消费对他来说就象是偷窃积累，至少是向积累的借贷；实际

上，私人开支在簿记中记在借方，作为资本家欠他的资本的债务。

最后，积累意味着征服社会财富世界，扩大资本家的私人统

１３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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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１）
，增加他的臣民的人数，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毁坏一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

己的亚当，对他的肉体具有“人的同情感”，他非常开明，多疑，

以致敢于把严肃的禁欲主义嘲笑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老派

的资本家谴责一切不是必需的个人消费，认为这些消费仅仅是积

累的损失，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剩余价值的资本化过程看作

是自己的欲望的障碍。前者说，消费意味着“节制”积累；后者

说，积累意味着“放弃”享受。“啊，我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

要想同另一个分离！”（２）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而每个产业暴发户都个别地经

过这个历史阶段，——贪欲和致富欲绝对占统治地位。但是生产

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新的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

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第２５４—２６０页］。

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

 但决定积累规模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劳动生产率。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

 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我们知道，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３）。在

（１） 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更新但是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很清楚

地说明了统治欲是“求金”６２欲的一个要素。

（２） 引自歌德的《浮士德》６３。

（３） 靠提高劳动生产力来加速积累和靠提高对劳动者的剥削程度来加速积累，

这是完全不同的二个过程，而经济学家却常常把它们混为一谈。

２３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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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察剩余价值的生产时，我们总是假定工人得到正常工资，就是

说，工人得到的工资同他的劳动力价值相等。但是在实际生活中，

对工资的扣除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

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劳动者的必要消费基金转

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第２６２页］。

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剩余价值既定，代表这一价值的纯产品的量就同所用劳动的

生产率相一致。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纯产品就包含着更多的

消费资料和积累资料。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中资本化的那一部

分甚至会牺牲构成收入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增加，但不会缩减

资本家的消费，因为较小的价值现在实现为较大量的使用价值。

扣除收入，余下的剩余价值作为追加资本发挥作用。劳动

生产力的发展使生活资料变得更便宜，从而也会使劳动者的价格

下降。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影响生产资料的效率、数量和价格。

因此，新资本本身的进一步积累，不是取决于该资本的绝对价值，

而是取决于该资本所掌握的劳动力、工具、原料和辅助材料的数

量。    

通常，由于新的追加资本的参与，更完善的组合、方法和工

具会首先得到应用。

至于原有资本，它的一部分是劳动资料，这种劳动资料是逐

步被消费掉的，而且只是在经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以后才需要

再生产出来。但是，这些劳动资料每年都有相当大一部分走到自

己生命的终点，就象衰弱的老年人结束自己的一生一样。于是，在

这些劳动资料提供积极服务的时期内所取得的科学技术的进步，

就有可能用另一些效率更高的而且相对来说更便宜的工具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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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已经损坏的工具。因此，原有工具除了不时有细小的改变以

外，它的大部分每年都要彻底更新，因而会成为生产效率更高的

工具。

至于原有资本的另一个不变要素，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如果

它们是农业的产品，那么它们大部分至少需要一年才能再生产出

来；如果它们是矿产品，那么它们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再生

产出来，等等。因此，任何不会引起工具的改变的工艺上的改良，

几乎会同时既影响到追加资本，又影响到原有资本。

化学会发现新的有用物质或已经被使用的物质的新的有用的

属性，从而会扩大积累资本的投资领域。化学会创造出一套方法，

把生产和社会消费的残余物即废物重新投入再生产循环过程，从

而在没有资本参与的情况下把这些非价值变成积累的补充要素。

因此，同劳动力所具有的伸缩性能一样，科学技术的不断进

步，也会使资本具有一种在一定范围内不取决于构成该资本的已

有财富量的扩张能力。

毫无疑问，劳动生产力没有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参与也可

以发展，但是，资本一旦采取新的形式就可以从这种发展中获得

利润，从而使资本在它以原有形式执行职能的时期内或多或少地

贬值。例如，投在机器上的资本会由于出现更好的同类机器而丧

失其价值。但是，一旦竞争使资本家感觉到这种贬值，他就会通

过降低工资的办法来弥补所受到的损失。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

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随着劳动的

生产效率的提高而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

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转移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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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上的原有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第２６４—２６５页］。

第二十五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对劳动的绝对需求与资本的绝对量无关，而是与资本中

仅仅同劳动力相交换的可变部分的绝对量有关。资本对劳动的相

对需求，即资本的量本身和它吸收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取决于

资本的可变部分的相对量。我们刚才已经说明，积累会使社会资

本增大但同时又会缩小资本的可变部分的相对量，从而会减少对

劳动的相对需求。现在我们要问，这一运动对雇佣工人阶级的命

运有什么影响呢？

很清楚，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研究这样一个问题，即

资本的可变部分在积累过程中的减少是如何影响这一部分的绝对

量的，从而也就是，对劳动的相对需求的减少是如何影响对劳动

的绝对需求或者现实需求的。

只要资本的量没有变化，资本的可变部分的每一次相对减少

同时就是它的绝对减少。要避免出现这种情况，就必须增加预付

资本价值的总额来抵销［资本可变部分的］这种相对减少。因此，

充当工资基金的可变部分的减少，同它的相对量的减少成正比例，

同总资本的同时的增加则成反比例。从这一前提出发，我们可以

得出以下几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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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如果可变资本的相对量的减少同总资本的增加成反比

例，那么工资基金的绝对量就不变……

第二，如果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减少的程度大于总资本增加的

程度，那么，尽管预付资本价值绝对增加了，但工资基金会绝对

减少。

第三，如果可变资本的相对量减少的程度小于总资本增加的

程度，那么，尽管工资基金的相对量减少了，但却会绝对增加。

从社会积累的观点来看，这些不同的情况会对形式发生影响，

会对分配在不同生产领域中的各个社会资本所依次经历的（常常

是不同方面的）各个阶段发生影响，也会对不同生产领域同时所

代表的各种不同的条件发生影响……

我们在大工业那一章中详细地考察了那些使雇佣工人队伍不

顾对抗性趋势而随着积累的增长不断扩大的原因。我们在这里简

要地谈一谈直接与我们的题目有关的问题。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会使某些大工业部门雇用的工人人数不仅

相对减少，而且往往是绝对减少，同时还会使这些部门廉价提供

越来越多的产品。因此，这些部门会刺激其他的工业部门，即从

它们那里得到生产资料或者向它们提供原料、工具等等的部门；它

们使这些部门不断扩大。如果在这些部门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手工

劳动，那么对这些部门的劳动市场所产生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新生产部门为劳动提供了补充市场。这些

新部门在出现时所采取的形式有手工业、工场手工业，或者，最

后是大工业。在前两种场合，它们必须转化为机器生产；在最后

一种场合，资本的集中使这些部门有可能建立起一支如此巨大的

产业军，人们不禁为之目瞪口呆，似乎它是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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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但是，不管这样雇用的工人人数有多大，他们的相对人数

同投入企业的资本数量相比，一开始就显得微不足道，一旦这些

工业部门扎下根以后，他们的相对人数就会立即减少。

最后，有这样一些间歇时期，那时技术变革不太明显，积累则

更多地表现为在已经达到的新的技术基础上的量的扩张运动。在

这种场合，不管资本的实际构成如何，对劳动的需求按照资本增长

的同一比例而增加的规律，就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重新开始发

生作用。但是，在资本所吸引的工人人数达到最大限度的同时，产

品会变得如此之多，以致于只要这些产品的销路稍遇到一点障碍，

社会机制就会停滞下来；资本就会立即以最大的规模和最粗暴的

方式排斥劳动，紊乱本身迫使资本家要以最大的努力节约劳动。逐

渐积累起来的许多细小的改良，可以说，就在这种高压下集中起来

了；它们体现为使全部大的生产领域里的资本构成发生革命的技

术变革。美国的南北战争６４曾促使英国的纺纱业者用更强大的机

器来装备自己的工厂，并减少工厂中劳动者的人数。最后，积累最

能促进对劳动的需求的那些间歇时期的长度会逐渐缩短。

因此，一旦机器工业占了优势，积累的增长就会成倍地加大那

些趋向于减少可变资本相对量的力量，并且减弱那些趋向于增加

可变资本绝对量的力量。可变资本随着社会资本（可变资本是它的

一个组成部分）的增长而增长，但是增长的比例越来越小。（１）

对劳动的实际需求，不仅要由已经投入周转的可变资本的量

（１） 这种比例越来越小的增长的明显例子，是生产花布的工厂的变动。我们比

较下述数字：在英国，这类工业１８５１年出口５７７８６７２２９码（１码等于０９１４米），价值

１０２９５６２１镑，而在１８６１年出口８２８８７３９２２码，价值１４２１１５７２镑。雇佣工人人数，１８５１

年为１２０９８，１８６１年只增加到１２５５６，也就是只增加４５８人，或者说，在整整十年时期

内约增加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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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调节，而且还要由可变资本不断增长的平均量来调节，劳动的

供给只要紧随这一运动，就是正常的。但是，一旦可变资本的增

长平均降到较低的水平，那时，原来正常的劳动的供给就成了不

正常的、多余的供给，于是工人阶级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对资本

的增殖来说就不再是必要的，失去了存在的理由，成为多余的、过

剩的。既然这种情况还会随着积累的增长过程不断反复出现，积

累就会带来不断增长的过剩人口。

因此，可变资本相对减少以及对劳动的相对需求相应减少的

规律所引起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可变资本按越来越小的比例的

绝对增长，对劳动的需求按越来越小的比例的绝对增长，最后，作

为补充的是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我们说“相对的”，因为这种过

剩不是工人人口超过正在积累的财富的界限的实际增长的结果，

而相反是社会资本加速增长的结果，这种加速增长使社会资本不

再需要它的相当大部分的工人。既然这种过剩人口只是对资本主

义剥削的暂时需要相对而言才存在，它就可以突然膨胀，也可以

突然收缩。

因此，雇佣工人阶级生产出资本的积累并随着它在这一方面

所取得的成功，同时它自身就生产出解雇自己或者把自己变成相

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标志着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并且同它

的特殊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人口规律。实际上，每一历史的社会

生产方式都有它特有的人口规律，这一规律只适用于它，同它一

起存亡，因此只具有历史意义。抽象不变的人口规律只对植物和

动物来说才存在，而且还只有在这些植物和动物不受到人的影响

的情况下才存在。

古典学派的某些著名的经济学家，与其说理解，不如说是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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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了可变资本相对量递减的规律和这一规律对雇佣工人阶级状

况所产生的影响。在这一方面，最大的功绩应归于约翰·巴顿，虽

然他把不变资本同固定资本混为一谈，把可变资本同流动资本混

为一谈……

因此，如果说，积累，即财富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发展，必

然会生产出过剩的工人人口，那么，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

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成为处在全面发展过程中的资本主义生

产的存在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

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培养并训练出来的一样。这支后

备军不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长，为波动的资本增殖需要提供随时

可供剥削和随时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

这种产业后备军的存在，它有时部分地、有时全部地转入现

役的情况，它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新建立，所有这一切都出现在现

代工业所经历的充满变化的生活过程的深处，现代工业经历着由

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有规

则的大约十年一次的周期（其他不规则的动荡除外）。

工业的这种独特的进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

不到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技术进

步缓慢，技术进步的普遍推广更慢，社会资本构成的变化几乎还感

觉不到。在同一时期，不久前建立的殖民地市场的扩大，需要以及

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的相应增加，新的工业部门的出现，所有这些

增加了积累，同时扩大了对劳动的需求。尽管从我们时代的观点来

看，积累增长的速度不快，但是这种增长还是碰到了人口的自然界

限，我们将在以后看到，这种界限只有靠剧变才能扩大。只有在大

工业制度下，过剩人口的生产才成为财富生产的经常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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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个制度使社会资本具有突然膨胀的力量，令人惊异

的伸缩性，那么，这是因为，在有利情况的刺激下，信用使大量不断

增长着的社会财富涌入生产，使新资本涌入生产，这些新资本的所

有者都急不可待地要增殖资本，总是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另一方

面，这是因为，大工业的技术手段使得有可能把大量增长的产品非

常迅速地变成追加的生产资料，并且更加迅速地把商品从世界的

一端运到世界的另一端。如果这些商品的低廉价格最初为它们开

辟了新的市场并扩大了旧的市场，那么这些商品的过剩会逐渐地

缩小整个市场，直到它们突然被排挤出市场为止。因此，商业的兴

衰就同社会资本的交替运动结合在一起，社会资本在自己的积累

过程中有时在构成上发生根本变革，有时又在已经达到的技术基

础上增长。所有这一切影响，都会促使生产规模突然膨胀和收缩。

生产通过不规则的运动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首要原因；诚

然，后者又会引起前者，但是，如果没有可供资本支配的后备军，如

果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的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形成起点

的生产的过度膨胀难道是可能的吗？劳动者人数的这种增加是通

过工人每天被抛向街头这样一个十分简单的过程达到的，是通过

使劳动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从而缩减对劳动的需求这种办法达到

的。因此，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而复始地不断变成半失业的或者完

全失业的工人，这是现代工业运动具有的典型形式。

正如天体一经投入它们的轨道就会无限期地围绕着轨道旋转

一样，社会生产一经投入这个膨胀和收缩的交替运动，也会由于机

制的必然性不断重复这一运动。结果又成为原因，最初是不规则

的、表面上是偶然的变动，越来越表现为正常周期的形式。但是，当

机器工业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对整个国民生产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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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当对外贸易由于机器工业而开始超过国内贸易时；当世界市场

逐渐兼并了新大陆，亚洲和澳洲的广阔地区时；最后，当走上竞赛

场的工业国家为数众多时；——只是从这个时候起，才开始出现不

断重复的周期，它们的各个相继的阶段都为时数年，而且它们总是

以一场普遍危机的爆发而告终，这场危机既是一个周期的终点，也

是另一个新周期的起点。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

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

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

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当工业兴衰的周期性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事情时，甚至在经

济学家中也有一些人准备承认，资本不能没有由过剩人口中的“贱

民”构成的后备军……

伴随着积累的工业进步，不仅会越来越减少推动日益增长的

生产资料量所必需的工人人数，而且同时还会增加单个工人必须

提供的劳动量。在发展劳动生产力并保证用较少的劳动生产出较

多的产品的同时，资本主义制度既通过延长工作日也通过提高劳

动强度发展着从雇佣工人身上汲取更多劳动的手段，或者在表面

上增加雇佣劳动者的人数，用较低级的劳动力代替较高级的劳动

力，用较便宜的劳动力代替较贵的劳动力，用女工代替男工，用

少年儿童代替成年人，用三个中国人代替一个美国人。这些就是

减少对劳动的需求、创造出过多的供给，总之，生产出过剩人口

的办法。

雇佣工人阶级中服现役的那一部分被迫从事的过度劳动，会

扩大后备军队伍，增加后者的竞争对前者造成的压力，迫使前者

更听命于资本……

１４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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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被迫无所事事，不仅迫使它的另一部

分从事过度劳动，使单个资本家发财致富，而且同时也有利于资

本家阶级，这种情况维持着一支同积累的发展齐头并进的产业后

备军。我们以英国为例：英国为了节约劳动而采用的技术手段规

模之大、数量之多、完善程度之高是十分令人惊奇的！但是，如

果明天劳动减少到与雇佣工人的年龄、性别相适应的正常程度，那

么，为了进行国民生产，现有的工人人口就会不够，而且远远不

够。不管愿意不愿意，这时就必须把所谓的“非生产劳动者”变

成“生产劳动者”……［第２７６—２８１页］。

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积累的规模和能力

越大，从而工人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

备军人数也就越多。发展资本的膨胀力的同一些原因，也会产生出

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此，产业后备军必然会同财富的增长一起增

大。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

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雇佣工人阶级中的

这个贫苦阶层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

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

律的作用当然也会由于各种特殊情况而有所变化。６５

因此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不断向劳动者说教，要

他们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难道

资本的机制不是在经常地实现所期望的这种适应吗？这种适应的

２４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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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是创造出产业后备军，结尾是贫困越来越深地浸入现役劳动

军，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劳动的集体力量的不断发展，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

推动越来越多的财富组成要素，这个规律使社会的人有可能用较

少的劳动生产出更多的东西，但在不是生产资料为劳动者服务而

是劳动者为生产资料服务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却会转化为相反的规

律，即：劳动的资源越多，力量越大，劳动者对他们的就业手段

的压力越大，雇佣工人的生存条件，劳动力的出卖就越没有保证

［第２８４—２８５页］。

３４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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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篇

原 始 积 累

第三十二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６６

因此，资本的原始积累、资本的历史起源的本质，就是直接

生产者被剥夺，是以所有者的个人劳动为基础的所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是集体所有制的对立物，它只存在于劳动工具和劳动

的其他外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但是，私有制的面貌，却依这

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

表现出的无数色彩不同的形式，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

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活动的资料的私有权，是农业或工业的小

生产的必然结果，而这种小生产是社会生产的技艺养成所，是培

养劳动者的手艺、发明技巧和自由个性的学校。诚然，这种生产

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隶属形式中也是存在的。但

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所有者、农民是

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

的自由所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

量，才获得完整的典型的形式。

４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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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自理的独立小生产者的生产制度是以土地的分割和其他

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这种生产制度既排斥这些生产资料的

积聚，也排斥大规模的协作。它排斥工厂和农业劳动中的分工，机

器，人对自然的科学统治，社会劳动力的自由发展，集体活动的

目的，手段和努力的协调一致。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状态相

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

“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６７。但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自己就会产生

出使它自身解体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受它束缚的力

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

在消灭。它被消灭的过程，即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

的积聚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

产，——这种对劳动人民的痛苦的、残酷的剥夺，就是资本的起

源。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

有最重要意义的原始积累的方法。

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在最无耻的动机，最卑鄙而又可憎

的下流的贪欲驱使下使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完成的。以自己

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这种把孤立的、自主的劳动者同劳动的

外部条件结合在一起的私有制，被以剥削他人劳动即以雇佣劳动

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所排挤。（１）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从下到上充分瓦解，一旦生产者

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最后，一旦资本主

义制度建立在唯一的经济力量的基础上，那时，劳动的进一步社会

化，以及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向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资料逐步转

（１） “我们是处于社会的全新状态中……我们努力使任何一种所有制同任何一

种劳动完全分离。”（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１８２７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４３４页）

５４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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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总之，私有制的进一步消灭，就会获得新的形式。现在要剥

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的劳动者，而是资本家，即雇佣工人大军或

一队雇佣工人的指挥员。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的作用进行的，这

些规律会导致资本的积聚。随着这种集中，即少数资本家对多数

资本家的剥夺，科学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被应用于技术方面，土

地的利用日益讲究方法和整体性，工具仅仅由于共同使用而转化

为强大的手段，由此生产资料越来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

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

掠夺和垄断这一社会进化时期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

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

由资本主义生产机制本身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

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

的庇护之下成长、繁荣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劳动的社会化和

劳动的物质资料的集中已经达到了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再容

纳它们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丧钟敲

响了。剥夺者自身就要被剥夺了。

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资本主义占有，是这种仅仅作

为独立的个体劳动的必然结果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

本主义生产本身由于自然变化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

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劳动者的私有制，而是在

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在协作和共同占有包括土地在内

的一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建立劳动者的个人所有制。

当然，作为个人劳动的目的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

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集体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

６４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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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必然要有更长的时间、更多的努力和痛

苦。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群众，后者是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

［第３４１—３４２页］。

７４２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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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一章。资本流通

（１）资本的形态变化。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

（２）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

（３）流通费用

第二章。资本周转

（１）周转的概念

（２）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周转的周期。周转时间对产品和价

值生产的影响以及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影响

第三章①６９

１５２

① 手稿第一页的背面有马克思作的下列标记。

“损失。第１４、１５页。

同一资本由于它执行职能时的流通速度不同而造成的量的差别。第１６页。

储备的形成。第２４、２５页。

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第３０—３２页。

周转（流通时间）和商品的物理性质。第３５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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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第 二 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 一 章

资 本 流 通

（１）资本的形态变化

我们必须研究资本在流通过程本身中所采取的新的形式规定

性，并且仍然假定，商品按照现在形成的并由商品的价格所决定

的价值出售，换句话说，商品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从以前的论

述中可以得出结论，商品低于或高于其价值出售，同剩余价值的

生产毫无关系，而只是表示现有价值的转移，表示商品价值本身

以及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在不同的资本家之间，在资本家阶级

的各成员之间进行的另一种分配。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重

要的是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无关的要素本身撇

开。因此，特别是在这第一章中，我们要撇开许多甚至对流通过

程很重要的现实的规定，在本书第三章中再加以考察。

２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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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象在第三章中那样把流通过程看作再生产的实际过程和

积累过程，那么，除了形式以外，还要考察下列实际要素：

（１）实际再生产（其中包括积累；这里指的只是规模扩大的

再生产）所必需的各使用价值的再生产和它们互相制约的方式；

（２）再生产受确定价值和价格的一定关系的那些要素的制约，

而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这些关系就可能变化；再生产

受商品实际价值的变化的制约，而商品的实际价值取决于劳动生

产力的变化。

（３）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关系，这种关系被表

现为由流通过程作媒介的东西。

相反地，在这第一章中应该阐明的只是新的形式规定性（范

畴），即资本在依次通过整个流通过程时，它的新的形式规定性的

形成。

［２］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总产品表现为一个商品量，这个

商品量的各组成部分由它们的自然尺度或习惯尺度来衡量，或者

说，这些组成部分作为独立的商品，作为总产品的总价值的相应

部分，它们的价格由它们的比例决定。这些商品同任何商品一样，

必定要经受商品的形态变化；一方面，它们必须把它们的交换价

值本身表现在货币上，也就是说，必须转化为货币，必须卖出去，

然后才能重新转化为消费资料，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资料，转

化为由于有使用价值而被购买的商品，即为了消费而被购买的商

品。它们首先必须实现它们的只是观念地在自己的价格上得到独

立表现的价值。

因此，商品的第一个形态变化，商品转化为货币，商品的出

售，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第一个形态变化，资本现在以能产生剩

３５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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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的商品的形式存在。

但是在这里，立即产生了同商品，同作为商品的商品的简单

形态变化不同的差别，而不管这种商品是哪一种生产方式的结果。

过去是商品的第一个形态变化，现在表现为资本的第二个形态变

化。过去是商品的转化，现在表现为资本重新转化为它的最初的

形式。如果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量，在资本仅仅表现为自己的产

品的地方按照它的价格出售，那么，我们就会得到Ｇ—Ｗ—Ｇ′这

种形式。这个循环是以实际的生产过程为媒介的。资本最初是以

货币形式存在，或者说，作为某个价值额存在。现在它以能产生

剩余价值的商品的形式存在。由于这些商品被出售，由于它们转

化为货币，资本就重新转化为货币。最初它作为货币资本存在

（这种货币就其使命来说是潜在的资本）；然后，它作为商品资本

存在，这时商品只是增加了价值的资本的承担者，存在方式；再

往后，它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存在，但现在不仅按其使命来说，而

且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它作为被实现了的资本存在。（按隐德来

希７０。）资本回到了它自身，转化为第一种形式，不过是它作为资

本被实现了的形式。它在自己的出发点上是１００塔勒。现在也和

最初一样，这也只是某一货币额，但数额不同，是发生了变化的

货币额，它不仅在量上不同于最初的货币额，而且同时把这个量

的增长额表现为质的关系，表现为资本的关系；表现的方式不同

于直接生产过程中的方式。最初的价值额１００塔勒，是作为资本，

作为某种能生产的东西，同它的增长额１０塔勒发生关系，它是这

个增长额的基础或原因。它把这个增长额看作是它的结果或成果，

看作是它的产物，它所产生的东西，从它本身中分出来的东西。不

仅存在增长额，而且最初的量也把作为自己的增长额的自己的增

４５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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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额看作是自己的增长额。实质上我们看到的是最初的量同自己

的增长额的关系，即同它自己所造成的增长额的关系。只有在这

种不仅量上有区别，而且也包括质的区别、差别的表现中，最初的

价值额１００塔勒才表现为资本。１００塔勒所以表现为资本，是由于

它们把１０塔勒看作由最初的量产生的剩余价值，把产品看作最初

的量的价值的增加。这不仅是１００塔勒被保存下来，而且［３］这

１００塔勒增加了１０塔勒，因此，正是由于这样，它们既作为自行保

存的价值——因为又有了１００塔勒——，又作为增殖的价值——

因为这１０塔勒是剩余价值——发生作用，所以它们在这里表现为

资本。由于这种情况，１００塔勒不仅是货币，而且是货币资本，是表

现为资本的货币。不言而喻，只要这１１０塔勒作为资本被预付，只

要它们重新作为资本被使用，这种差别就又会立即消失。在这种情

况下，它们被看作是出发点，而不是复归点。它们与这１００塔勒的

区别，仅仅在于现在有比过去更多的货币执行资本的职能，现在执

行职能的资本代表着更大的价值量。但是它的两个组成部分之间

的关系消失了，正如不管我们从哪一个最初的价值额出发，从１００

塔勒出发还是从１１０塔勒出发，我们关于货币转化为资本的最初

观念依然是相同的一样。如果这１１０塔勒重新作为资本执行职能，

那么１０塔勒和１００塔勒之间的特殊差别就会消失，无差别地混为

一体，这１１０塔勒的任何部分都只被看作它们的相应部分。

在“１００塔勒资本和１０塔勒剩余价值”这种说法中，这１１０

塔勒表现为本身有差别的、内容不同的、表示资本主义关系的价

值额，表现为１００塔勒同作为资本的本身的关系，因为这是对１０

塔勒，即对从资本分出来的增长额的关系；在这种说法中，使１００

塔勒成为１０塔勒的生产者的（生产过程的）媒介被消除了，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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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扬弃了。它仅仅还以这样的形式存在：１００塔勒是基本额，１０塔

勒是它的增长额，它的补充额，派生额。资本的这种货币表现，正

因为它只表示结果，而媒介过程的任何痕迹在这里消失了，所以

是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任何使用价值正是归结为货币，或固

定的交换价值（表现在价格上），而任何商品都具有同其他任何商

品一样的形态。在这种转化的形式上，商品最初的具体形式，从

而它的特殊差别消失了。

这样，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内容不同的具体形式无影

无踪地消失了，从而在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中它们彼此的实际关

系也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价值增殖本身没有它的中间环节而存在。

所以在１１０塔勒各部分之间占统治地位的是绝对的同一性，即内

容的无差别性。１０塔勒同样地既可以构成总额的１
１０，也可以构成

预付资本总额的１
１０。把最初额减掉，不管怎样的１０塔勒都形成增

长额，这增长额本身与流动量７１并无不同。完全象在积分学中一

样，只要ｄｘ，ｄｙ不再起作用，并且一个数中的过程停下来，ｄｘ，

ｄｙ作为增量就会消失。

由于这里资本在过程结束时在它的货币表现中表现出来的这

种没有概念的形式，１００塔勒即使根本没有生产出任何剩余价值

（或者，剩余价值是在其他的生产过程中而不是在资本主义生产过

程中生产出来的），它在形式上现在也作为资本存在。如果货币所

有者，例如，通过在流通过程中的欺骗行为，或者通过把货币贷

给某个挥霍者等等而把１００塔勒变成１１０塔勒，那么，等于１００塔

勒的价值部分总是基本额，而等于１０塔勒的增量是它的成果，它

的增长额。对单个货币所有者来说，他所预付的货币转化成了资

本，因为资本主义的关系表现在基本额对超过基本额的剩余额，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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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的多余部分的关系中。使这一点得以实现的媒介方式在这里

完全没有意义。由此可以得出结论，资本主义生产阶段以前的这

种形式，可以是和资本主义阶段共同的形式，并且在资本主义生

产内部，甚至在这种生产方式本身内部，在这种形式上能够表现

异己的关系。

［４］第二，应当重复讲一下在第一册第六章中已经说过的内

容。

在简单商品流通的情况下问题仅仅在于：形式规定性的差别

表现在它作为商品和货币等等的存在上。但作为资本的承担者的

商品量，必须全都完成这个形态变化，才能转化为货币资本。售

出的商品的数量在这里是十分重要的。单个商品只是作为全部商

品量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执行职能，而资本现在首先存在于这个

商品量中。

因此，既然资本的形成过程在历史上从货币开始，既然重新

投入的资本总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发，既然我们在这一研究中的出

发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即以商品再转化为货币而结束的形态变化

Ｇ—Ｗ—Ｇ′表示资本的下一个循环，那么，首先应该考察这一形态

变化的形式规定性。

为了使叙述简便起见，我们首先从这样的假定出发：全部预

付资本现在以可以被出售的商品形式存在，或者同样也可以说，我

们把不是在这种形式上再生产出来的那部分资本撇开不谈。

如果考察整个过程，那么，它可以从三种不同的循环的观点来

看，这三种不同的循环之间具有共同之处，即流通，由于这种流通，

商品和货币会改变它们的所有者，并且流通的出发点同时始终是

流通的复归点，同时它就是资本所经过的形态变化的循环，这种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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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包含着在形式和内容上都与商品形态变化不同的新的规定。

第一个循环：Ｇ—
（１）

Ｗ。（１）（货币转化为劳动过程的各因素，

或生产过程的各实际因素，转化为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过程中的

商
（２）

商品。直接生产过程。作为过程结果的商
（３）

品。商品重新
（４）

转化为

货币。因此是，Ｇ—Ｗ —
（１）

生产过
（２）

程或生产消费Ｗ—Ｗ
（３）

′—Ｇ′：过

程的产品重新转化为货币。

这就是我们应该首先考察的形式。

第二个循环：Ｗ
（１）

。（生产资料形式的商品。）过程中
（２）

的商品。直

接生产过程。Ｗ′—Ｇ
（３）

—Ｗ。生产出来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再

转化为商品。（劳动过程的各因素。）

因此是，商品
（１）

—过程
（２）

—Ｗ′—Ｇ
（３）

—Ｗ。

生产过程
（２）

中的商品—Ｗ′—Ｇ
（２）

—Ｗ（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再

转化为构成劳动过程各因素的商品。）—生产过程
（３）

中的商品。

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循环中，生产过程表现为流通过程的简单

要素；在第三个循环中，流通过程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简单要素。

如果我们把生产过程称为Ｐ，而把商品的全部形态变化或商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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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称为Ｃｋ，那么，这些形式就表现为：

（１）Ｇ—
（１）

Ｗ…Ｐ
（２）

…Ｗ′—
（３）

Ｇ′。（Ｗ′——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商

品。Ｇ′——得到实现的货币资本。）

或者：（２）Ｗ
（１）

…Ｐ
（２）

…Ｗ′—
（３）

Ｇ′—Ｗ…Ｐ…Ｃｋ。（Ｗ 是流通的终

点）。      

（３）Ｐ—Ｃｋ—Ｐ。

在考察了第一种形式的商品形态变化以后，应该从其他两种

形式的观点来研究它的形态变化。

其次，还应当补充一个从Ｗ′出发，即从生产出来的商品出发

的循环。诚然，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包含在形式（２）中，因为

Ｗ 虽然在这里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先决条件，但它是以前

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为了全面起见，我们在这里再举出

第四种可能的形式。在这研究进程中将会看到，它在什么程度上

形成新的观点。

于是：（４）Ｗ′—
（１）

Ｇ—Ｗ…Ｐ
（２）

…Ｗ
（３）

′。

在形式（１）中，过程从货币（Ｇ）开始，在形式（２）中，过程从形

成劳动过程各因素的商品开始，在形式（３）中，出发点就是直接生

产过程本身，而在形式（４）中，出发点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产品（但不

是象在形式（２）中那样是作为生产过程的前提）的商品。在所有这

四种形式中，复归点就是充当出发点的东西。注意 。

［５］ 第一种循环形式：Ｇ—
（１）

Ｗ…Ｐ
（２）

…Ｗ′—
（３）

Ｇ′。我们用Ｗ′、Ｇ′

来表示增加了 Ｗ 或 Ｇ，即获得了某一增长额的价值Ｗ 和Ｇ。

因为这一形式只是就它是流通形式来考察，只是就它在商品流通

内运动来考察，所以它归结为Ｇ—Ｗ—Ｇ′，归结为我们一开始

 注意。在付排的叙述中，这个图式应当呈现为结果，而不是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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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研究的资本形式。

Ｇ—Ｗ—Ｇ′这一形式

（１）在形式上不同于简单商品流通形式Ｗ—Ｇ—Ｗ，后者的后

一个要素，即Ｇ—Ｗ，在这里是前一个要素，而前一个要素，即

Ｗ—Ｇ，在这里是后一个要素。这个转化形式表明，货币在这里不

是作为流通手段花掉，而是作为资本预付，因此只是资本的货币

形式，是货币资本。其次，这个转化形式表明，交换价值本身是

决定性目的，是运动的目的本身，而在Ｗ—Ｇ—Ｗ 中，交换价值

只表现为转瞬即逝的形式，其目的只是对商品的实际的物质变换

起媒介作用，并把要出售的商品转化为卖者的使用价值，因此，目

的只是对使用价值的物质变换起媒介作用。

（２）而在Ｗ—Ｇ—Ｗ 这个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中，同一交换价

值以不同的形式出现三次，即作为第一个Ｗ 的价格，作为和这一

价格相等的货币，最后，又作为后一个Ｗ 的价格，Ｇ—Ｗ—Ｇ这

一形式则表示增长，表示流回的货币额超过预付额的余额，因此，

实际上是表示最初投入流通的价值在量上的改变。

在直接生产过程即Ｐ中，资本只采取同它作为Ｗ′和Ｇ′时所

具有的形式不同的形式；它作为生产资本，是与作为商品资本和

货币资本的资本不同的。后两者是资本在流通过程中所表现的形

式，而形式Ｐ是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形式。这一形式我们从第一

册中就知道。其他两种形式，我们将在本篇的进一步叙述过程中

更详细地加以考察。但是预先就可以指出，商品资本是以双重方

式出现的：作为Ｗ 和作为Ｗ′，作为过程的前提和过程的结果，作

为预付和作为取得的结果。很可能，代表劳动过程各客观因素的某

一部分Ｗ 即商品，不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而是作为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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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生产过程的结果（例如，奴隶生产的棉花，独立经营的农民、印

度的农民、农奴等等生产的谷物）进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但是这

丝毫也不会改变这样一种情况：当Ｇ—Ｗ 这一行动完成时，当资

本家购买了这些印度的、俄国的等等劳动资料时，它们就成了他的

资本形式。为了简便起见，这里到处应当假定，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的一切要素本身都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而不是某种其他

特定的生产过程的结果。货币也同样出现两次，一次作为潜在的资

本，另一次作为实现了的资本。这丝毫也不会改变如下情况：它们

两次都是作为货币资本，作为资本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

［６］Ｐ，即生产过程，在这里表现为内在要素，同时表现为流通

过程的中断，间歇。

Ｐ处在作为它的先导的Ｇ—Ｗ 和作为它的必然终结的Ｗ′—

Ｇ′之间，因为Ｗ′，即最初的货币资本现在转化成的商品资本，是

这样一个阶段上的商品，它在这个阶段上如果不转化为货币，就

什么也不值；它在这个阶段上必须完成自己的形态变化。

在简单商品流通Ｗ—Ｇ—Ｗ 中，不会有这种中断；Ｗ—Ｇ—Ｗ

是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互相直接补充的阶段即卖和买的交替。

其次，货币资本转化成的商品资本Ｗ，表示劳动过程的各实

际因素，因此，从商品资本Ｗ′的存在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从生产

过程中出来，并且必须通过资本流通的第二个阶段来说，也表示

商品资本Ｗ′存在的物质条件。Ｐ是实际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

仅发生了资本的最初价值的增长，而且同时发生了资本的形态变

化，从劳动各因素的存在形式，转化为它在市场上作为过程的产

品，作为第二阶段的出发点所表现的形式。这是Ｗ（其中也包括

劳动力）向Ｗ′的实际转化。在Ｗ
（１）

—Ｇ—Ｗ
（２）

′中Ｗ
（１）

和Ｗ
（２）

′代表具有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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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使用价值的商品。它们交换的媒介是，Ｗ
（１）

转化为货币并转化为商

品Ｗ
（２）

′，或者，如果只考察Ｗ
（１）

，那么，它同Ｗ
（２）

′的物质变换，即它转化为

它的卖者的实际使用价值，是以转化为货币并从货币的再转化为

媒介的，也就是说，是以商品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为媒介的。但是

在这种流通过程中，无论是Ｗ
（１）

，还是Ｗ
（２）

′，都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变

化，没有发生任何实际的形态变化。它们只是改变了它们的所有

者。相反，在资本的形态变化中，形式上的形态变化只表现为实际

的形态变化的形式，表现为Ｗ 到Ｗ′的转化，在这种转化中，前者

不仅改变了它的价值量，而且改变了它的物的形式，它的使用价

值。它最初的使用价值是生产资料的使用价值，它最后的使用价值

是产品（新产品）的使用价值。这实际的转化发生在生产过程中，或

者说，它就是生产过程本身。其次，虽然资本流通的终结阶段Ｗ′—

Ｇ′只属于商品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但是最初阶段的情况却不是

这样。这个形态变化取决于：Ｇ必须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也就是说，

必须表现在生产过程的各要素上。根据这一过程是否以缝靴的形

式或以织布的形式来进行的不同情况，货币必须转化为特定的劳

动力和具有特定性质的商品，或是转化为纱或是转化为皮革等等。

因此，Ｇ—Ｗ—Ｇ′作为资本流通的形式，除了包含着商品的形

式上的形态变化，除了这种形式变换外，还包含着抽象意义上特定

的物质变换，实际的形态变化，我们只有在考察其他的流通形式时

才能认识这种实际形态变化的全部形式。这一要素同简单商品形

态变化与资本形态变化之间的其他差别有内在的联系。

［７］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有在消费过程中才能作为使用价值实

现。因此，使用价值只是由于消费才成为使用价值，因而是处在

简单商品流通Ｗ
（１）

—Ｇ—Ｗ
（２）

之外，而且与这一流通中所发生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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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是不相容的。Ｗ
（２）

是供消费用的，但是一当它占据了Ｗ
（１）

的位置，

流通过程和Ｗ
（１）

的形态变化就告结束。它是什么，它又怎样被消费，

这个问题同商品的形态变化本身毫无关系。资本的形态变化不是

这样。Ｇ—Ｗ 取决于特殊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必须从货币对商品

的这种交换开始。Ｗ
（１）

所代表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在这里是抽象地

决定的，这一商品的消费，与生产过程一致的它的生产消费，成

了形态变化中或流通过程中的要素，成为经济的形式规定性的要

素，而不是象在Ｗ—Ｇ—Ｗ 中那样，作为某种物质上无关紧要的

东西，处在这一过程之外。

从以上所说可以得出结论：生产过程Ｐ，一方面，是流通过程

或伴随着这一过程的资本形态变化的中断，另一方面，又是这一

过程或伴随这一过程的资本形态变化的中介环节。这是包含在两

个流通行为Ｇ—Ｗ 和Ｗ′—Ｇ′之间的必须经过的阶段。如果没有

生产过程，那么，既不会产生Ｗ′—Ｇ′，从而也不会产生Ｗ—Ｇ—

Ｗ。因此，如果考察资本的全部运动，那么，生产过程在这里就表

现为包含在流通过程中的要素，它使流通过程中断，对它起媒介

作用并决定着流通过程。

Ｇ—Ｗ—Ｇ′这种形式也包含着特殊的货币流通，这种货币流

通不同于简单商品流通中所表现出来的货币流通，因为在简单商

品流通中货币是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的。在后一种流通形式中，

货币从一些人手中转入另一些人手中。货币回到花掉它们的人手

中，这对于这种流通形式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这对于这种流通形

式来说具有偶然的、外在的性质，因而并不是必然发生的，即使

发生了，也并不算作流通的条件。

相反，预付货币流回到预付它们的人手中，是作为资本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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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流通的本质表现。把货币投入流通，只是为了再从流通中取出

来。但是，除了这种质的要素外，除了特殊的货币流通，即货币

流回到它们的表现资本形态变化的出发点之外，在这里还有第二

个要素，即量的要素，因为Ｇ′＞Ｇ。也就是说，从流通中可以得

到比投入流通的货币更多的货币。这对表现资本形态变化的前一

种流通形式来说，对这里考察的Ｇ—Ｗ—Ｇ′这一形式来说，似乎

是奇怪的事情。既然资本家阶级是货币所有者，那么试问，他们

怎么能从流通中取得比他们投入的更多的货币呢？显然，这只是

如下事实的表面的表现：从流通中取得比投入的更多的价值（不

管这个价值是以何种形式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又只是资本能生产

更大的价值，能增大它的价值这一事实的另一种表现。由于资本

主义生产过程，作为资本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商品的量和商品的

价值增长了。而流通所完成的不过是对这种剩余产品以及最初产

品的实际形式在资本家阶级的不同成员之间的分配比例起媒介作

用。这里没有奇怪的事情，相反，这种奇怪的事情由于对生产过

程的分析而得到了解释。

［８］至于预付资本Ｇ的补偿，那么，这个问题已经通过对简

单货币流通的分析解决了。这个分析表明，同一货币额是如何把

一个比商品额大ｘ倍的货币价值投入流通的；至于这种情况发生

的比例，显然取决于（１）流通的速度，形态变化的速度，（２）作

为支付手段的货币的发展以及归根到底必须实现的差额的大小。

在随后的流通形式中，即包括Ｗ—Ｇ—Ｗ′这种资本流通过程的简

单要素的形式中，这一情况表现在这种形式本身中；而不是表现

在我们现在所考察的Ｇ—Ｗ—Ｇ′形式中。

但是，剩余价值转化为金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在这里我们必

４６２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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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须始终不变地假定是金属流通。）

预付了１００塔勒。必须有１１０塔勒流回来。１００塔勒可以作为

新的资本预付，虽然处在流通中的货币量并不增加。问题只在于

花费这１００塔勒的特定的方式。但是，既然剩余价值的生产本身

并不包含流通的货币量（与流通的商品量相比）在速度上和节约

方面的变化，而是相反地假定这个比例始终不变，那么，使１０塔

勒超额货币价值转化为金所需的货币从何而来呢？

这个问题——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在

简单商品流通中，假定商品量和商品价值是既定的——完全抽象

地来表现，也就是说，简化为最简单的表现，可以归结为这样一

个问题：增加了自己的使用价值量和交换价值量的商品量所需的

货币从何而来？这种增加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

如果考察直接生产金（或无论何种货币材料）的资本家，那

么，这里什么问题也没有。如果这个资本家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

力始终不变，那么，他生产的剩余价值就直接表现为剩余货币。如

果劳动的生产力下降，那么，这一劳动的产品，同其他商品相比，

就被表现为增大了价值的（等于最初的价值加上超额部分）货币。

因此，同一些货币，而实质上已经改变了的货币，由于它们价值

的提高，可以保证具有较大货币价值的商品量的流通和实现。

但是，因为实际上需要更多的货币才能体现不断增长的价值

量，所以，要在事实上达到这种增加，就只有把社会全部预付资

本的更大部分直接投入金的开采，或者同样也可以说，把与剩余

产品一起增长的某一部分总产品同开采金的国家的黄金相交换，

同它们的剩余的黄金相交换，然后按不同的比例在资本家阶级各

成员之间分配这种剩余的黄金。如果考察各类资本家，那么，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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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似乎是无所谓的。把自己的资本投入黄金生产的资本家，同

任何别的资本家一样，得到他所生产的商品形式上的剩余产品。其

他的资本家使自己的剩余产品具有货币形式，价值的绝对形式。但

是整个资本家阶级或社会，会把社会产品中日益增大的部分逐渐

投在一种商品即金的生产上，这种商品作为金，既不可能是生产

消费的要素，也不可能是个人消费的要素。这是相应地由交换形

式本身产生出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浪费，这种浪费既限制了

消费，又限制了实际的再生产。货币材料的这种生产，实际上是

流通费用的非常大的一项开支（以后将谈到这一点），并且属于资

本主义的（整个说来建立在商品生产基础上的）生产方式的非生

产费用。

［９］Ｇ—Ｗ—Ｇ′形式在这里造成困难，因此实际上只是表面的

形式，但是这个表面形式反映着最初投入流通的商品量的价值增

长。

如果全部剩余产品都实际表现在追加的货币上，那么，（１）剩

余产品的任何一部分就都没有作为收入花费掉，因而资本家只得

靠空气为生，（２）不可能进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从而不可能进

行生产，因为这以再生产为前提），因为追加的Ｇ必须转化为Ｗ，

所以，如果追加的Ｇ象假定的那样是剩余产品唯一的实际形式，

追加的Ｇ就不可能转化为Ｗ。

一部分剩余产品作为收入被消费，也就是说，在实物形式上

被消费，部分地由它的生产者直接消费，部分地是通过交换被消

费。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部分剩余产品直接由它的生产者在实

物形式上消费，那么，对于生产者来说，它不会转化为货币，因

而并不需要货币来进行这种转化。如果它是通过交换被消费，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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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考虑到：资本的形态变化，也就是说，为实现这种形态变化而

流通的、由这种形态变化所决定的货币，少于全部商品量的流通所

必需的在社会上流通的货币量。不言而喻，它包括工人之间，工人

和资本家之间以及资本家之间流通的货币量。但是资本家必须“生

活”。Ｇ—Ｗ—Ｇ不包含资本家为他的个人消费而投入货币流通的

任何一分钱。如果他把Ｇ作为资本预付，那么，按照假定，他还没

有实现他作为资本的货币，从而还没有创造剩余价值，从而也还没

有实现超过这剩余价值的任何货币余额。但是，他要预期得到这种

剩余价值，他手头必须有货币，在他从工人身上榨取收入以前，他

必须把货币作为收入来花费。而且——我们假定Ｇ—Ｗ—Ｇ′过程

需要一年——他必须在这一整年中给自己预付货币，来花费在他

收入的流通上，花费在他个人的消费上，为此他必须有货币，不论

他是作为货币的所有者，还是作为货币的借入者。

因此，除了Ｇ（他作为资本投入流通的货币额）以外，他还投入

了Ｇ＋Ｇ′；比如说，１０００塔勒作为资本＋５００塔勒作为收入，也就

是说，共１５００塔勒。因此，如果在过程终了时，由于他获得了１０％

的利润，他从流通中取得１５００塔勒，那么，他的资本的流通就表现

为１０００Ｇ塔勒—１０００Ｗ 塔勒商品—生产过程—１５００Ｗ′塔勒商品

—１５００Ｇ′塔勒，也就是说，它表现为１０００塔勒转化为１５００塔勒。

他自己作为收入的花费者把５００塔勒投入了流通，因为他把它们

抽出来是为了把他的以剩余产品形式存在的、超过预付资本达

５００塔勒的这５００塔勒转化为金。他把这５００塔勒吃掉了，但它们

处在流通中，而且在他把它们作为简单的流通手段（不是作资本）

花光以后，又作为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返回到他手中。

相反，如果一部分剩余价值重新转化为资本，而且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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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７００塔勒，而他作为收入的花费者投入流通的只是５００塔勒，

那么，这就要求在另一方面存在着其价值大２００塔勒的产品，即

资本家用价值２００塔勒的追加商品来交换的产品。这些彼此互相

补充的剩余产品，能够不增加货币量而在各资本家之间进行交换。

在需要更多的货币量时，那就必须增加金的生产。如果金的

生产没有增加，货币的价值就会提高。同样的货币额就会以增大

的资本价值流通，等等。

关于这一点，我们只有在第 册第 章中才较详细地论述。一

切困难都是由Ｇ—Ｗ—Ｇ′形式产生的，在这个形式中，（１）货币

只表现为转瞬即逝的要素，表现为简单的流通手段，（２）资本家

只是预付资本（也包括与他的资本流通无关的收入）的人，所以，

作为资本的货币与一般预付的货币之间的差别显不出来，依然是

不明显的。

［１０］（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在于，他们认为流通过程的本质

形式不是形式 ，而是形式 和形式 。）

我们已经指出，在流通的或资本形态变化的第一阶段，即在

Ｇ—Ｗ 阶段，——因为它同时是实际形态变化的要素，——Ｗ 按

其物质内容被规定为（１）客观的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过程生产要素

的商品）和（２）用可变资本交换的劳动力。Ｇ分成只作为不变资本

（不变资本的要素又是抽象地决定的）的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部

分，和作为可变资本的简单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的另一组成部分。

现在我们要在这两个部分各自与体现这种转化的货币流通形

式的关系上分别对它们进行单独的考察。因为Ｗ 在这里分解为

Ｗ（商品本身）和Ａ（劳动力），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把Ｇ—

Ｗ 称为Ｇ转化为生产资料的形态变化部分，把Ｇ—Ａ称为Ｇ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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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劳动力的形态变化部分。

两个部分Ｗ 和Ａ，是Ｇ所转化成的Ｗ 的组成部分，但是一

种转化发生在商品市场上，另一种转化发生在劳动市场上。首先，

如果说到Ｇ—Ｗ，那么，Ｗ 在这里在物质上是一定的；这是Ｇ必

须转化成的、构成劳动的客观因素的物质使用价值。这是货币资

本与商品资本之间的交换。但是这些要素的更为详细的规定，只

有在较晚的流通形式中才能展开。相反，Ｇ—Ａ在这里就可以考

察。一部分货币Ｇ，采取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它们与劳动力相交

换，从而投在工资上。工人用这些货币购买必要的生活资料，这

些生活资料或者是资本家本人生产的，或者是这个资本家的同行

生产的。如果考察整个工人阶级和整个资本家阶级，那么，前者

向后者赎回总产品的一部分，即总产品中由必要生活资料组成的

部分。资本比如说每周平均支付给工人一定的货币额Ｇ，而工人每

周又把这些货币支付回去，赎回与它的量相应的商品，或者说，按

照表现在他们工资的货币量上的商品总价格赎回商品。

资本家给工人货币，工人用这些货币向资本家购买由工人的

工资数额决定的一部分商品，即必要生活资料，这样，他作为买

者，就把他作为卖者从资本家那里获得的货币又还给了资本家；所

以，同一货币额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种流通是不间断的，作

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它被花在工资上，而作为工人的购买手

段，工人把自己的工资转化为必要的生活资料。

如果我们只考察流通形式，那么，我们就会重新发现Ｇ—Ｗ—

Ｇ，即被资本家作为工资花费的那部分资本又流回来。资本家用一

只手作为劳动价格支付给工人的东西，他用另一只手又作为他出

售给工人的商品的价格再收回来。（这涉及整个阶级，而不管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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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类的媒介，这将在以后加以考察。）资本家把货币支付给工人，

工人以这些货币向资本家购买商品，工人也以货币来偿付资本家

的商品，资本家又以这些货币购买劳动。

［１１］但是，如果首先只考察形式，那么，Ｇ—Ｗ—Ｇ与货币

流通Ｇ—Ｗ—Ｇ′决不是一回事，这后一形式我们在上面已经考察

过了，在那里以货币流通形式表现出来的是货币流回其出发点，是

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是资本从它在货币形式上的最初的支出到

它重新转化为货币形式为止的整个形态变化。

资本家作为劳动价格所花费的货币，重新流回到作为必要生

活资料的卖者的资本家手中，这种形式只是在表面上与上面考察

过的形式相同。如果我们较详细地考察一下过程，并用Ａ来表示

劳动（也是劳动力，因为它们实际上是相同的），那么，我们就会

发现，在这里发生了两个不同的、完全的、因而在两个对立的阶

段上互相补充的形态变化，其中Ｇ—Ｗ 是Ｇ—Ｗ—Ｇ形式的第一

个环节，即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货币流通运动，它属于这些形态

变化中的一种形态变化，第二个环节Ｗ—Ｇ，属于另一种形态变

化。作为可变资本的资本的实际流通具有如下的形式：

Ｇ—Ａ…Ｐ…Ｇ＋ Ｇ
（１）价值增殖过程（２）

或Ｗ（＝Ｇ）和 Ｗ（＝ Ｇ），因为产品最初

不是作为Ｇ，而是作为Ｗ 存在。

因此，其结果为Ｇ—Ｇ′的这个过程，并不是只属于流通的过

程。这个过程被生产过程所中断并以生产过程为媒介，即以实际

消费购买来的劳动为媒介，这种劳动是资本家通过Ｇ—Ａ把自己

的可变资本转化成的。这个过程也并不以货币的直接回流而告终，

这种货币的回流只是以资本的第二个形态变化，即Ｗ＋ Ｗ 的卖

为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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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同一交易，对资本家来说是购买

劳动（不是出售商品给工人），对工人来说则表现为：

Ａ或
（１）

Ｗ（因为Ａ是他所出售的劳动），Ａ—Ｇ
（１）

（工人劳动的出

售），Ｇ—
（２）

Ｗ （用他的工资购买商品），因此，Ｗ
（１）

—Ｇ—Ｗ 就是出

售他的商品即劳动，以取得货币，并用这些货币购买商品（生活

资料）。在这里从工人方面来说，实现的是简单商品流通形式，因

此货币对工人来说只起流通手段的作用，只是交换价值的转瞬即

逝的形式，因为交换价值要转化为满足必要的需求所需的生活资

料。但是后一行为Ｇ—Ｗ，对买者即工人来说，如同任何Ｇ—Ｗ 一

样，表现为卖者的Ｗ—Ｇ，在这种场合，表现为资本家的Ｗ—Ｇ，

表现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资本家和工人

不是在劳动市场上，而是在商品市场上互相对立，一个（资本

家）是商品的卖者，另一个（工人）是货币的所有者，即商品的

买者（而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实际交易中，资本家表现为买者，

工人表现为商品的卖者，即他自己的劳动力的卖者）。

［１２］Ａ（或Ｗ）—Ｇ—Ｗ 这一行为，是简单的流通行为，对

资本家来说，Ｇ—Ｗ—Ｇ（连同Ｇ—Ａ—Ｇ＋ Ｇ行为的第一个环节

一起）就是它的结果，在这简单的行为中，作为它的媒介的各种

联系没有了，看不出来了，而如果从这种简单的流通行为中引申

出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从而引申出资本价值的增殖，那就会得

出很荒谬的结果。

在第一个过程中，资本家购买劳动。这是资本家把自己的货

币转化成的商品，而这些货币转入工人手中，对工人来说，是他

的商品的转化形式。

在第二个过程中，工人就用这些货币向资本家购买商品，但

１７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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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用已经转入他手中的资本家的货币来购买商品的。他通过这

第二个行为，以货币形式交还资本家多少，他就在资本家那里以

商品形式拿走多少，就象肉商向面包师购买面包，他给面包师的

货币就是面包师向他买肉时所用的货币完全一样。

使资本家发财致富或使他成为资本家的，并不是他在支付劳

动价格时花费的那些作为他的商品价格的货币的这种回流。不然

的话，只要商品所有者Ａ把Ｇ给予商品所有者Ｂ，而后者用这Ｇ

来向他购买商品，他就会发财致富了。因而，他的货币返回到了

他手中，但是他以前以货币形式无偿地付出的，他现在以商品形

式无偿地付出了，而他和他的买者之间的货币流通只是把这一交

易伪装起来而已。

资本家并不是对工人的劳动力支付两次：一次以货币形式支

付，另一次以商品形式支付。资本家不是直接支付给工人以商品，

他支付给工人的是货币，既是工人的（作为商品）劳动力价值的

转化形式，又是工人用这些货币来购买的那些商品的转化形式。资

本家的货币只起票证作用，支票作用，是从资本家那里支取与工

资价格相等的商品量的凭证。工人一旦拿出这一凭证，资本家实

际上就要拿出与劳动力价值或工资相等的商品来和它相交换。这

种回流只是票证的注销，也就是说，票证又回到付出票证的人手

里。这只是把真正的交易掩盖起来的一种交易，真正的交易是：表

现在生活资料上的某一部分资本同活劳动相交换。工人要重新从

商品市场上得到商品，他就得重新出售Ａ，等等。

因为货币流通，货币流回到资本家手中，无非意味着资本家

实际上把一部分商品（事实上是工人产品的一部分）作为工人劳

动力的实际报酬给予工人，所以，认为资本家会由于这种回流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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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富的看法可以归结为：他之所以会致富，不是由于他从工人那

里有所取，而是由于他对工人有所给，不是由于创造价值的劳动

的活动，而是由于他有能力，因而资本家花的劳动越多，他就必

然越富有，因为按照这一点，由于工人购买他的商品，就会有更

多的货币回到他的手中。

不言而喻，在这里，正如在我们的全部研究中一样，我们迄

今都是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的：所有的商品，从而卖给工人的商

品，都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售的。

［１３］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虽然资本的流通表现为货币的回

流，表现为货币流通的这种一定形式，但是，并非任何货币回流，

也并非总是这种形式，代表资本的流通本身；虽然回流的经常性

必然既表示这个场合下的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也表示任何

场合下的隐藏在这种关系后面的买者与卖者之间的特殊关系。

可见，形成可变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必须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存

在，而且，它先是作为在劳动市场上流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

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然后作为在商品市场上流通于工人和资本家

之间的流通手段执行职能。因而，如果考察货币流通，那么，这

部分资本必定归结为流通手段，而且按照交易的性质，也必然具

有一定的货币形式，铸币形式，或者说，以适合于零售商业的铸

币形态存在，因为工人只能在小的数量上实现他的购买。对于单

个资本家等等来说，——因为并非任何资本家都直接出售生活资

料，而且，即使他也出售一部分生活资料给工人，那也不是直接

地，而只是间接地出售，——只有当货币经过了Ｗ′—Ｇ′时，货币

才会存在，因为资本家不断地出售自己的商品。也就是说，如果

这里遇到了阻碍，那么，资本家就必须有货币或必须有可以由他

３７２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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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配的货币，才能继续购买劳动力（从而才能继续进行生产过

程），而不必等待货币流回。这部分资本，即可变部分，必须经常

在货币形式上供资本家支配。这部分资本在货币资本形式上构成

他的货币资本的必要部分。如果市场滞销或其他某种危机要素使

资本家不能支配这些货币家本，工人就不可能购买商品，因为资

本家不能出售市场上的商品，因为市场上卖不出去的商品可能正

是工人所需要的商品。其次，如果商品市场、投资渠道等过度充

溢，以至产生这样的结果，例如货币形式上的过剩资本等等，重

新形成的剩余资本没有任何希望可以在使用时得到利润，或者说

相反，它转化为生产资本会冒很大的风险，那么，就会是一方面

存在着剩余资本，而另一方面相应地存在着剩余劳动，而且，在

一方面创造出剩余劳动的同一提高了的劳动生产力，在另一方面

又会创造出剩余资本，而不能使它们两者互相平衡。

如果每周（平均）例如支付工资１００镑作为１００个工人的周

工资，那么，这１００镑在他们正常的消费情况下，能代表５２００镑

可变资本（５２个工作周的工资），并为５２００镑工资总额所得到的

并在一年内消费掉的商品充当流通手段。此外，正如以后将看到

的，这１００镑还会经过其他的渠道。所发生的阻碍在一定程度上

会使流通手段即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流通的货币的数量增加。在

工人的总工资不很多的情况下，工人阶级的货币贮藏几乎可以不

予注意，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扩展时期，更不应加以考虑，那

时，工人在储蓄银行等处的积蓄，以预付货币资本的形式流回到

资本家手中，因为资本家花在工资上的货币并不是作为他卖给工

人的商品的出售价格流回到他手中。整个信用事业的发展使这种

运动失去了它的同偶然性联系在一起的原始的自发性质，使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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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受到控制并使它尽量简化以便缩减流通费用。

［１４］我们继续叙述在第１２页末尾中断了的思想。

问题丝毫也不会由于商品的实际价格与它们的价值不同而发

生变化，甚至工人在货币再转化为商品时，在交换自己的提货单时

可能受骗，问题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变化，事实上，工人是经常受骗

的，有时是受他的直接雇主的骗，例如，在采用实物工资制时就是

这样，有时是受卖给他假货的小铺老板、房东等等的骗，最后，是受

资本家阶级的骗，这个阶级以国家的身份通过巧妙的征税办法对

工人进行盗窃。因此，工人每周得到２０先令的名义工资，只能买回

１５先令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实际工资就只有１５先令。他

只是形式上获得５先令，因此，他不能用这笔钱买到任何东西，他

用这笔金额没有从商品市场上得到任何商品就又把这５先令退还

了。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并不是靠货币的回流，而是靠欺骗发财致

富。当然，助长这种欺骗的是货币流通形式。但是，货币流通形式

与本身并不包含这种欺骗的关系的本质无关。甚至从资本主义的

观点来看，这也是用欺诈的办法扣除工资，是公然的盗窃。

其次，同一货币流通形式也会掩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实际

交易：资本家付给工人的无非是工人自己的一部分产品，这种报

酬简单说来就是：工人获得的不是全部。（在我们以后将要考察的

流通形式中，这一点将得到更详细的叙述。）

研究院院士７２，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先生甚至被李嘉图看

作是深邃的有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他自己也对他阐明流通时倾

注的那种“光辉”（见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思想的要素》，第

４、５部分《论意志及其作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感到惊讶。

他在企图表明工业资本家的收获“每年都比他们所播种的更

５７２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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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同上，第２４０页）时发现，这是由于（我们在以后总还要回

过来谈到这个问题）他们把一切卖得“太贵”（同上，第２３９页）。

而且，工业资本家在对工人的关系上是这么做的：

“他们把产品卖给他们自己雇用的和有闲资本家雇用的雇佣工人。通过

这种途径，他们从雇佣工人那里收回工人的全部工资，或许只有工人的少量

积蓄除外。”（同上）

完全可以一字不差地照抄这种“光辉”，尤其是德斯杜特自鸣

得意的地方：

“这种一致和这种清晰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我们遇到了的真理。这使人

想起了镜子的作用。如果我们站在适当的角度，事物就会清楚地并按照它们

的正确比例反映出来。如果离得太近或太远，一切事物就会显得是混乱的和

歪曲的。”（同上，第２４２—２４３页）

［１５］我们在考察简单商品流通形式Ｗ
（１）

—Ｇ—Ｗ
（２）

时看到，首先，

Ｇ代表Ｗ
（１）

的已实现的价格，代表它的交换价值的独立的形式，并且

看到，Ｗ
（１）

在再转化为Ｗ
（２）

以前，可能在这种货币形式上停留一段不定

的时间。它可以作为货币独立存在，从而它的形态变化过程会中

断。我们以前已经说过，它可以停留在这种货币蛹的形式上。但是，

在这种形式上，即使它作为价值，作为金属货币或仅仅作为货币符

号（价值符号，纸币）或作为信用货币而存在，Ｇ总是代表已经过去

的劳动，因为Ｇ只是Ｗ
（１）

的转化形式，即这种现有的一定量已物化的

或过去的劳动的转化形式。但是，第二，Ｇ在这个过程中是充当流

通手段，充当对Ｗ
（２）

的购买手段，按自己的使命充当Ｗ
（２）

的转化形式。而

现在正是因为Ｗ
（１）

可以在不定的时间内停留在蛹的形式Ｇ上，所以

Ｗ
（１）

—Ｇ和Ｇ—Ｗ
（２）

，即卖和买，可以在空间和时间上分离开来，Ｗ
（１）

—Ｇ

可以在今天完成，而Ｇ—Ｗ
（２）

可以过了一年等等才完成。由此可以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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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两种情况。因为对商品Ｗ
（２）

来说，Ｇ—Ｗ
（２）

是它的形态变化的第一阶

段，所以它可能在这个阶段上受阻；在Ｗ
（１）

—Ｇ行为完成以后，Ｇ只

有在较晚的时期才重新进入流通；虽然Ｗ
（１）

—Ｇ—Ｗ
（２）

归根到底归结为

Ｗ
（１）

—Ｗ
（２）

的交换，因而，一种商品的卖归根到底包含着另一种商品的

买，但这个过程并不是顺利地通过的，Ｗ
（２）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卖

不出去，它的流通过程受阻，因而在生产中可能产生耽搁，尤其是，

如果Ｗ
（２）

必须在一定的时期售出才能及时完成支付义务，这种情况

就更为明显。这样，在流通过程中可能发生阻碍，因而，即使没有支

付关系牵扯在内，在再生产过程中也可能发生阻碍；在有支付关系

牵扯在内的情况下，阻碍将以更尖锐的形式发生。但是，第二，Ｇ对

Ｗ
（２）

来说，可以代表那些在市场上根本还没有、只是在将来才会在市

场上出现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因为Ｇ—Ｗ
（２）

行为通常只有在Ｗ
（２）

重新被

再生产出来以后才会完成。虽然Ｇ对Ｗ
（１）

来说代表物化劳动，代表已

经存在的商品，而对Ｗ
（２）

来说，它即Ｇ可能代表未来劳动的价格，或

代表现在劳动的价格，只要Ｇ是Ｗ
（１）

的转化形式，那么从这个观点来

看，不论它是以货币本身的形式等等（简言之，价值的形式）存在，

还是只作为价值符号或作为债券存在，它总是代表过去的劳动。而

且，只要Ｇ以实在的货币形式存在，那么就在它自己的存在形式

上，它也总是过去的物化的劳动的货币表现。但在两种情况下，它

对Ｗ
（２）

来说，可能代表刚在进行中的劳动，或者也代表或远或近的未

来劳动。在一定范围内，工资常常是这种情况。工人可能用工资

来购买只是在下周才能缝好的上衣，或者用来购买明天才能出版

的报纸。很多必要生活资料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啤酒、面包、

牛奶等等，这些东西几乎刚刚生产出来就应该被消费，否则就要

腐坏。诚然，母牛不可能在下一周生产出来，但是在下一周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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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挤它的奶，挤奶本身就已经是牛奶的生产过程了。在这一周或

下一周，人们不能把庄稼种熟，但是，有可能就在这一周磨出面

粉，并在下一周的每天用这些面粉烤出面包来，等等。因此，工

人在作为工资支付给他的那些货币上，取得了未来劳动——他自

己的劳动或别的工人的劳动——的转化形式。资本家把工人过去

劳动的一部分给予工人时，他也就给了工人可以支取他自己的未

来劳动的支票。工人自己现在的或未来的劳动构成资本家的尚不

存在的储备用以支付工人的过去劳动。在这里，关于储备的概念

完全消失了。

［１６］如果银行以资本家Ａ的商品所得到的期票为抵押（在贴

现时），或者直接以资本家Ａ尚未出售的商品为抵押，把银行券预

付给资本家Ａ，那么，这些银行券依然代表物化劳动，代表已经

物质化在资本家Ａ的商品中的劳动，代表现有商品的转化形式。

只不过商品或支付手段（期票）转化为货币的时间提前了，目的

是缩短流通过程，加速再生产过程等等，——这只不过是把商品

向货币蛹的转化提前了。由于这一过程，卖就变得不以实际需求

为转移，而人为的Ｗ—Ｇ—Ｗ 可能取代实际的Ｗ—Ｇ—Ｗ，从而

促使危机（生产过剩等）扩展开来。

但是，如果银行把银行券预付给也许是身无分文的资本家Ａ，

指望资本家Ａ把银行券如同其他货币一样转化为资本，并且逐渐

地从产品中不仅取回投在产品上的预付额，而且还把他所生产的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贴现等形式付给银行，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在这种场合，Ｇ实际上不是现有商品的转化形式，而只是这个形式

的外表。实际上，Ｇ是那些还需要被生产出来的商品的转化形式，

或者是即将使用的劳动的转化形式。因此，这是支取工人将来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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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到支付的未来劳动的支票，虽然Ｇ具有商品即过去劳动的形

式，具有商品即过去劳动的货币形式，并作为这种形式起作用，对

工人来说是没有关系的。由此可见，从认为资本家似乎为工人积

累劳动资料和生存资料的看法中会得出什么结果。同时也可以看

到，“
·
未
·
来
·
劳
·
动
·
的
·
预
·
先
·
实
·
现
·
的
·
货
·
币
·
形
·
式”（与上述过去劳动的

·
预
·
先

·
实
·
现
·
的
·
货
·
币
·
形
·
式不同）必定会对生产“制度”的发展产生有利的

影响。以后还要从另一方面来考察这种“未来劳动的预先实现的

货币形式”。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构成可变资本的同一些货币是如何把

构成可变资本实际存在形式的那部分商品量转化为货币，又如何

由于工人用这些货币购买上述商品而把这部分商品量再转化为货

币的。这实际上是工资对工人阶级的关系，是整个资本家阶级对

工人阶级的关系。实际上在第一阶段Ｇ—Ｗ 中，一部分Ｇ转化为

Ａ（劳动力），它形成价值的一部分。但在生产过程以后的资本的

第二阶段中，在Ｗ′—Ｇ′中，这些商品的一部分转化为工人的Ｇ，

转化为流通的货币（处于流通中的货币）的一部分，即转化为代

表工资的一部分货币。

如果就总资本而言，那么这时回到资本家手中的就只是资本

可变部分的货币表现。但是，如果就单个的生产部门而言，例如，

就只生产直接进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那些部门而言，那么，它

们的全部预付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都会在货币形式上流

回来。（通过媒介过程，这将在以后考察。）应该记住这一点，因

为它是解决下述问题的关键：使Ｗ—Ｇ这个资本主义形态变化的

第二阶段得到实现的货币，或者说，使资本再转化为货币的货币，

是从哪里和怎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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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现在我们来看看资本流通的第二阶段，Ｗ′—Ｇ′阶段。其

实在这里，本来应该（因为我们首先是从作为生产过程结果的Ｗ′

开始的，所以只是在此之后才应该回过去说明整个Ｗ—Ｇ—Ｗ′周

期的特性）援引专门论述商品资本、货币资本（论述市场、储

备）等所必需说的话。但是，关于这方面，在我们对资本流通所

表现的各个不同的流通形式或形态变化系列逐个地，并在它们的

相互差别上先进行分析以后，在下面将要谈到。

Ｗ′—Ｇ′。根据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Ｗ′的使用价值的不同，它

或者可能必需重新进入某一其他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或者必须进

入个人消费；换句话说，它可能按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消费，由个

人消费或由生产消费。因此，Ｗ′所转化成的货币可能代表不变资

本和可变资本，或者，——因为可变资本只有在工人手中才转化

为自己实际的实体，转化为生活资料，——这些货币可能代表收

入。（它们当然也可能成为其他各阶级的收入。）因为一部分Ｗ′

（如果我们所说的Ｗ′是指资本的全部产品）所转化成的Ｇ′代表工

资，所以工人可以用他在第一阶段Ｇ—Ｗ 中所获得的Ｇ来赎回他

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从而把资本家购买他的劳动力时付给他的一

部分货币又还给资本家。

总之，Ｗ′或者进入一般商品流通，或者重新转化为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的因素。因为一个资本转化为货币，它再转化为货币，是

一个资本或其他几个资本（或是它们的全部或是它们的一部分，因

为劳动的各因素是由极不相同的各种商品组成的）从它们的货币

资本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形式，正象Ｗ—Ｇ在简单商品流通中

是Ｗ 转化为Ｇ和Ｇ转化为Ｗ 完全一样，只是Ｗ—Ｇ在这里分为

买者和卖者两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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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Ｇ—Ｗ—Ｇ′形式中，过程因此表现为：资本在经过

它的形态变化时放弃了它作为产品时所采取的商品形式，即它作

为生产过程的结果离开生产过程时的形式。只要一部分Ｗ′是作为

把它当作商品生产出来的那个劳动过程的因素重新直接进入生产

过程，那么这无论如何也丝毫不会改变它的性质。消失的只是一

部分Ｗ′的价值向实在货币或货币符号的转化，或者说，它只表现

在计算货币上，只作为某一定量的货币的表现才被人考虑。但是，

这并不表现在Ｇ—Ｗ—Ｇ′形式上。（其次，正如尚未消费的固定资

本的那部分价值一样，这部分按其价值也并不进入流通。）因此，

进入商品生产过程（及价值增殖过程）的价值，并不进入它们的

流通过程。对于固定资本来说，我们以后会在这种形式上发现这

样的情况；对于资本中会重新作为因素，直接进入它们作为商品

被生产出来的那同一劳动过程的其他部分来说，我们只有在考察

再生产的实际要素时才会看到这样的情况。

Ｇ—Ｗ—Ｇ形式是流通的最直接的形式和资本的形态变化系

列。这是（在简化的形式Ｇ—Ｇ′上的）借贷资本的表现和在展开

的形式（Ｇ—Ｗ—Ｇ′）上的商品资本的表现，这些我们在以后将会

看到。这是为了能在其他生产领域中象以前一样得到使用，也就

是说，为了从一个生产领域转到另一个生产领域（后一点很重

要）而重新投入的资本的形式，而不管这个资本是以货币形式重

新积累的资本，还是过去已完全转化为货币的旧资本。所以，对任

何资本来说，这实际上都是它的流通形式之一。在这种形式上表现

得最明显的，不仅是价值的自行增殖，Ｗ（它的价值）向作为资本主

义生产目的的Ｗ＋ Ｗ 的转化，而且是价值向它的货币形式的转

化，也就是说，作为货币资本的资本的增殖，即作为创造货币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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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的资本的增殖。这其实只是［１８］货币贮藏的合理化的形式，但

是，在这种形式中，下述假象消失了：货币贮藏家所以能贮藏货币，

似乎是靠自己的节欲，或者，似乎是由于他把自己的劳动转化为货

币。因此，这种形式是最接近于重商主义体系的一种形式。相反，

古典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重农学派（他们的重大功绩在于，他们

把流通过程理解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相同的过程），力图把价

值的货币形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完全抽象掉。古典政治经济学是

这样做的，而且做得不对（在这方面，重商主义体系本身的摹仿者

加尼耳是正确的）７３。因为它要把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说成是生产

的绝对形式，所以把它特有的局限性抽象掉了。

流通过程的第二种形式

Ｗ
（１）

—Ｐ
（２）

—Ｗ′—Ｇ
（３）

′—Ｗ（流通）Ｗ
（４）

（作为全部形态变化的结果）。

这里的出发点是商品，它们以自己的使用价值构成劳动过程

的各因素，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另一方面

是购买的劳动力。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不仅在劳动资料形式上

只表现生产过程顺序性的那部分不变资本，而且由原料和辅助材

料构成的另一部分不变资本，都必须具有资本家所必需的数量，以

便通过对它们进行逐步的生产消费，来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为

了保存它们，就必需有货栈等等，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劳动过程各

客观因素的一部分。

这些因素进入劳动过程，而它们的结果就是商品量Ｗ′，这个

商品量作为产品，不仅具有和各生产因素不同的另一种形式，而

且具有更大的价值，体现着更多的劳动，自身中包含着剩余价值。

现在让我们来分析流通过程的这种形式与形式 的差别，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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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看生产过程在Ｇ—Ｗ 和Ｗ—Ｇ两个阶段之间作为两者的媒介

和间歇时所处的环节。相反，在这里，资本的整个流通过程本身，

或者说，资本在流通领域内所完成的形态变化的全部系列，Ｗ′—

Ｇ′—Ｗ，被包含在过程中，是过程的特殊阶段之一，是一个单独

的阶段。整个流通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总过程的简单要素。

流通形式Ｗ′—Ｇ′—Ｗ 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形式。资本的货币

形式在这里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过程的简单手段，表现为转瞬即

逝的要素，表现为流通手段，但是表现为资本的流通手段，而在

第一种形式上，货币资本表现为目的本身。Ｗ′在价值上大于最初

的Ｗ，因而它代表的货币多于表现在Ｗ 价格上的货币。但正是剩

余价值的某一部分被资本家作为收入花费在他的个人消费上，因

为他要生活；也就是说，这部分剩余价值花费在供他个人消费的

商品上。这部分Ｇ′进入一般商品流通（并把被资本家作为收入消

费的那部分商品转化为货币），但不是进入资本本身进一步的流

通。因此，在这里一部分Ｇ′被排出资本流通，而不是象形式 中

所发生的那样是Ｗ′被排出去。在第一种形式Ｇ—Ｗ—Ｇ′中没有发

生这种一部分Ｇ被排出去的现象。正如前面已经看到的，在资本

家所生产的某一部分商品能够直接重新进入资本的生产过程以

前，某一部分这种商品也可能直接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因此，

被资本家个人消费掉的这部分完全不进入流通，不需要转化为货

币，所以在流通中没有货币供它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一部分

生产资料，一部分生产出来的商品，以及一部分消费资料，从来

不进入流通，从而也不需要有供它流通的货币，因为它除了采取

计算货币的形式外，从来不采取别的货币形式，也就是说，它只

采取簿记核算中的货币的形式。）第三部分（固定资本）总只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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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地，按照它逐步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的程度，进入流通。

最后，货币起着特殊的作用。它们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

直接的生产过程，而始终是流通过程的不变的工具（如果它们不

重新转化为商品的话）。

［１９］因为在这一形式中，和形式 不同，整个流通过程本身，

即在流通领域中发生的过程，资本在流通领域中所经过的彼此联

系的形态变化系列，表现为某种特殊要素，表现为总过程的简单

阶段，所以在这里，也显示出资本的形态变化不同于商品本身的

形态变化。Ｗ′转化为货币，但货币又转化为Ｗ′的存在条件，转化

为它的各生产要素。

如果我们只考察资本的流通（因而抽象掉了作为收入花费的

那部分Ｇ′），那我们就看到，Ｗ′转化为货币，转化为货币资本，是

为了使货币再转化为Ｗ′的各物质生产要素。商品的形式上的形态

变化，在这里只表现为它们实际上的形态变化的形式媒介。因此，

正象最初在Ｗ 这种形式上，由于它进入生产过程，各生产因素转

化为产品，转化为商品一样，商品在这里也重新转化为自己的各

生产因素。

整个流通本身在这里只表现为一个环节。

Ｇ′等于Ｇ＋ Ｇ，即等于最初Ｗ 的价值＋独立的价值形式或

货币形式上的剩余价值。一部分 Ｗ 作为收入被花掉，并被排出

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以这种方式花掉的超过了 Ｇ，那么，生产

就不可能以同样的规模更新。如果 Ｇ以这种方式全部被花掉，那

么就不可能有积累或扩大规模的再生产。 Ｇ的一定部分被积累

起来（如果考察整个资本的话）。就是说，被重新作为起点的Ｗ 因

此代表比最初的Ｗ 更大的价值。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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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同样的Ｗ 重新开始，因为积累过程在形式上不会使问题发生任

何改变，而且流通过程中出现积累时的实际情况，只有在本册第

章中才能加以考察。

过程的终点如同在形式 中一样，是它的前提，是Ｗ，即处

在构成生产过程各要素的那种形式上的商品。但对形式 来说却

有这种差别。在Ｇ—Ｗ—Ｇ′中，过程的更新所以包含在形式本身

中，只是因为Ｇ′在这里是象Ｇ那样的简单的、必须资本化的货币

额，不过是一个更大的货币额；因此，资本内在固有的增加自己

价值的冲动，货币作为资本所具有的冲动，无论是对过程的结果

Ｇ′来说，还是对过程的出发点Ｇ来说，都是现实的。但是，这只

表现为抽象的东西，并且看来取决于单个资本家重新把Ｇ′作为资

本来预付的愿望。

相反地，由于形式 的整个流通周期的结果，作为生产要素

的Ｗ，它的使命是要重新进入生产过程，这从物质上来看也是存

在着的，而且表现为一种必然性。因此，在这当中包含着过程的

连续性。资本的整个流通过程（生产过程是它的一个要素）在这

里表现为再生产过程，而流通本身Ｗ′—Ｇ—Ｗ 只表现为这再生产

过程的特殊的、流动的要素。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及它从货币再

转化回来，也就是说，资本所完成的简单商品形态变化，在这里

表现为简单要素，但同时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必要要素，更确切

些说，表现为劳动的客观条件与主观条件的再生产过程的必要要

素。（生产条件。）在流通领域发生的Ｇ向Ａ的转化，在形式 中

表现为资本价值增殖的条件之一和它的整个过程的简单要素。在

这里，劳动力在出发点上就已经是购买来的，而它的再生产的实

际条件，同Ｗ′的再生产的实际条件一样，都没有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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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流通过程的第三种形式

Ｐ
（１）

（生产过程）—Ｃ
（２）

ｋ（流通过程。Ｗ′—Ｇ—Ｗ）—Ｐ
（３）

。

生产过程在这里表现为运动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因而表现为

再生产过程，而流通本身Ｃｋ以及它的形态变化系列Ｗ′—Ｇ—Ｗ，

则只是起媒介作用的要素（在中断时），而在以前的形式上，情况

正相反。

但是，在流通过程本身中发生的形态变化系列，同时表现为

再生产过程的必要条件。Ｗ′必须转化为货币，不论这些货币是以

流通手段的形式执行职能，还是作为单纯平衡差额的支付手段执

行职能 。在Ｗ′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商品量，而是物化着剩余

价值的商品量。但为了实现这个剩余价值，必须把Ｗ′无保留地售

出（上面提到的情况除外），或者说，Ｗ′必须取得独立的价值形式，

货币形式。在流通中不创造价值，但赋予它以简单的货币形式，即

它作为价值起作用的那一固有形式。如果商品低于它的价值被售

出，——只要商品被售出，——那么，始终体现在剩余产品上的

剩余价值并不会消失，因为买者花同样的价格得到了更多的产品。

但是，这样的出售受到资本再生产过程的阻碍，因为在这种场合，

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不是为资本本身而实现的。而货币在这里更加

强了流通所造成的一种假象，似乎剩余价值是从流通过程中产生

出来的，属于流通领域本身，因为它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才得到实

现，而没有这种实现，它对它的所有者来说就不存在。但是，这

 见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实际应用》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３８页］和

托·查默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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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版第７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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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下述错觉是一回事，即认为价值是从流通中产生的，因为价值

只有在流通中才取得发生作用的货币形式，才被实现，才表现为

发生作用的价值。在上述场合，未实现的剩余价值（可能还有一

部分原有价值）也进入买的实现过程，而不创造价值。只可能有

两种情况。或者是包含着价值＋ 价值的商品量Ｗ′进入直接消

费。这时，消费者用自己的货币换得了比他的货币应该换到的商

品更多的商品，但却是贬值的、价值降低了的商品。他没有支付

包含在这些商品中的无酬劳动（可能也没有支付包含在这些商品

中的一部分有酬劳动）。他有更多的使用价值。他不付报酬就得到

了资本家未付报酬的劳动。因此，每个消费者都相应地无偿享有

这种无酬劳动的成果。或者是Ｗ′重新进入生产过程。但是，作为

创造价值的因素，Ｗ′只以自己现有的价值进入生产过程。总之，不

论资本家低于价值购买原料等等会有多少好处，但这种原料等等

不形成价值。（不过，它们使资本家有可能节省资本支出，并使他

能以较少量的投资而剥削同样的或更多的劳动量。）（只是有一点，

如果在商品贬值以后不久它们的价格重新上涨，那么资本家所生

产的但未实现的剩余价值等，就会作为资本家未花费分文的价值

不断地进入生产过程。这时，资本家Ａ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不是

被资本家Ａ占有，而是被资本家Ｂ占有，就象资本家Ａ剥削劳动

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别人一样。）因此，可能产生商品资本的绝对

贬值，由于贬值，不论这种贬值对买者如何有好处，商品只作为

贬值的商品为买者私人所有，而不管这买者是作为消费者出现，还

是作为生产者出现。这是货币形式上的资本——资本的一定部分

——的绝对消灭，即作为价值量的资本的绝对消灭。但这是这样

一种贬值形式，这种形式就它会对再生产产生阻碍作用来说，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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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作为使用价值的资本形式。此外，现有资本常常由于劳动生

产力的提高而发生这种贬值，因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会降低资本

的个别组成部分的价值。

［２１］ 流通过程的第四种形式

Ｗ
（１）

′— （Ｗ′—Ｇ
（２）

（Ｃｋ）
—Ｗ）…Ｐ

（３）

…Ｗ
（４）

如果在生产过程只作为媒介环节出现的所有三种形式中，把

生产过程只作为转瞬即逝的要素和只作为前提条件的运动来考

察，那么，

（１）表现为Ｇ—Ｗ—Ｇ，

（２）表现为Ｗ—Ｇ—Ｗ，

（４）表现为Ｗ′—Ｇ—Ｗ′，

这一点与第（２）点相一致；因此，Ｇ—Ｗ—Ｇ和Ｗ—Ｇ—Ｗ

表现为两种形式，为卖而买和为买而卖。

只有在形式（３）Ｐ—Ｃｋ—Ｐ中，再生产才在形式本身中表现

为过程的性质。这还属于形式 。

在第四种形式中，从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和作为前提的商品

资本出发，又回到作为整个过程终点的商品资本。

形式（２）实际上包含在形式（４）中。商品资本和它具有的

构成劳动过程因素的那种形式，是Ｗ′本身，是生产过程的产品，

这种产品仅仅就使用价值来说是一定的。从Ｗ′代表生产出来的商

品总量来说，它也代表重新构成劳动过程各因素的那些商品。所

以这Ｗ，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与任何其他的商品资本一样，在

它的价值中也包含着剩余价值。它是劳动的产品，这种劳动中有

一部分是无酬劳动，它是表现在商品资本上的产品，而不管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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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是什么。因为连表现为有酬劳动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以自己的

产品（这种自己产品的一部分）为报酬的劳动，所以，特别是在

Ｗ′—Ｇ—Ｗ…Ｐ…Ｗ′形式中，下面这种假象就消失了：形式Ｇ—Ｗ

就它转化为Ｇ—Ａ来说，似乎仅仅表示由商品流通作媒介的用劳

动力的一部分产品来购买劳动力。工人在Ｇ—Ｗ（就它＝Ｇ—Ａ来

说）中得到支付的货币，是他在Ｗ′—Ｇ阶段中的产品Ｗ′所体现

的货币的一部分，而他在Ｗ′—Ｇ中，也就是他靠他所购买的一部

分Ｗ′而获得的产品，则是工人阶级产品的一部分。因此，在这种

形式中，似乎资本家是从他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给工人这种假象就

完全消失了。使工人自己所生产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

本并和工人对立起来的，只是生产过程的特殊的社会规定性。不

论是在哪个出发点上，也就是说，不论是在Ｇ即货币上，在Ｗ 即

商品上，在它的生产条件的形式Ｐ即生产过程中，还是在Ｗ′即作

为生产过程结果的商品上，工人都不表现为出发点；但在（１）、

（２）、（４），表现为出发点的是物化劳动，而在（３）中，则是隶属

于这种物化劳动的所有者的生产过程，在这种生产过程中工人只

作为主观因素被并入各个物的因素。因此，如果考察所有这些形

式，那么，过程的结果只可能是整个资本及其条件的再生产。

作为形式（２）的出发点的商品处于市场上，这只是一部分Ｗ′

以各种劳动因素的形式被生产出来的结果。至于主体部分Ｗ，劳

动力，那么它的再生产并不是再生产过程的直接结果，再生产过

程的结果是Ｗ′。而这是因为，第一，Ｗ′代表工人所购买的并代表

他自身再生产的物质条件的必要生活资料；第二，工人在过程结

束时只作为劳动力的卖者重新被再生产出来，并且第三，他的产

品重新作为资本和他相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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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消费过程本身就它进入资本的再生产过程来说，只表现

为包含在流通过程中或资本形态变化系列中的东西，就消费是生

产消费来说，它是这一生产过程的要素之一。（废料的再次进入生

产过程，无论是个人消费的废料，还是生产消费的废料，属于对

再生产过程各实际要素的考察，因而属于第 章。）消费所以会出

现在资本的循环中，只是因为在资本的一切形式中都包含着Ｗ′—

Ｇ，即商品再转化为货币。但是，在一方面为卖，是Ｗ—Ｇ，在另

一方则是买，是Ｇ—Ｗ；人们买商品仅仅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为

了它最终进入消费过程，而这种消费过程是个人消费过程还是生

产消费过程，则要取决于商品的特殊性质。

工人的消费过程是进入资本周转的唯一的个人消费过程（ａ），

因为在一切形式中的Ｇ—Ｗ 行为上，包含着Ｇ—Ａ行为，即资本

家和工人之间的货币流通；因此，在形式本身中包含的先决条件

是：工人总是作为适于资本剥削的材料存在着；因此，必要生活

资料转化为工人的血肉；因此，这Ｇ—Ｗ（Ｇ—Ａ）是通过Ｗ′—Ｇ′

部分，即把生产出来的商品卖给工人并对商品进入工人个人消费

起媒介作用而实现的。对资本家来说，形式中包含着同样的情况，

因为资本家为了要作为资本家执行职能，他就必须存在，必须通

过自己的保存和再生产来使自己永存，因而，他必须消费。但是，

为此，他和工人一样，实际上只需要消费，因此，在资本的这个

流通过程的简单形式中丝毫不包含更多的东西。

消费过程对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实际关系在第 章中考

察。

（ａ） 参看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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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里重要的是要着重指出从所有四种形式中所得出的结论。

除了上述假象外，这个结论是：如果考察整个再生产过程，那么，

似乎个人消费表现为生产消费，——因为它再生产出过程的人的

前提，即资本家和工人，——个人消费过程本身在形式上不进入

资本循环。当Ｗ′被售出，转化为货币时（这种情况的发生，无论

是由于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还是作为平衡价值差额的支

付手段执行职能，是完全没有差别的），它可能再转化为劳动过程

的各实际因素，从而也是再生产过程的各实际因素。Ｗ′究竟是由

真正的最终消费者购买，还是由打算把它转卖出去的商人购买，这

丝毫也不会直接改变问题的实质。因此，在一定的界限内——因

为在一定的界限外，这会导致市场充斥，从而阻碍再生产过程本

身——再生产过程能够以扩大的或原有的规模进行，虽然来自这

个过程的供个人消费的商品——生产过程的结果——实际上并未

转入这个领域。而如果这个过程扩大，——这包含着生产资料的

生产消费扩大，——那么，这样的资本再生产就可能引起工人个

人消费（即需求）的扩大，因为这个过程进入生产消费。因此，剩

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的繁荣兴旺，工人的消费和需求，都

可能增长，整个再生产过程可能处于最繁荣兴旺的状态，但是很

大一部分商品可能只是看起来转入消费领域，［２３］而实际上，它

们可能仍然在转卖商手中没有售出，因此，事实上仍然在市场上。

但商品流一个接着一个，最后会发现，以前的流只是看起来被消

费吸收了。商业资本家互相争夺市场上的地位。到达市场较晚者

以降低的价格出售商品，才能把商品售出。前几次商品流还没有

转化为现金，商品的付款期已经来到。这些商品的所有者不得不

宣布自己无力支付等等，或者为了进行支付而以任何价格出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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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出售与实际的需求状况毫无关系。它只与对支付的需求有关，

只与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性有关。这时就会爆发普遍的破

产，危机。危机不表现为消费需求的直接减少，即以个人消费为

目的的需求的直接减少，而是表现为资本同资本交换的缩减，即

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小。这种现象所以发生，是因为商品向货币

转化的完成——由于世界市场和信用制度——与商品是否出售给

最终的买者无关；因此，商品向货币转化的提前和完成，不取决

于——在一定界限内——这些商品的真正的个人消费过程。但是，

这种预先实现的各种形式的创造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本身是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的，这种生产方式的产品是由这种生产的

规模和对这种生产不断扩大的要求所决定的，而决不是由预先决

定的需求的范围，由应当得到满足的需求的范围所决定的。在信

用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自己创造出适合于生产过程规模的、缩

短流通过程的必要形式，而由这种生产方式同时形成的世界市场，

有助于在每个个别场合把这种形式的作用掩盖起来，并且为这种

形式的扩大提供非常广阔的余地。把危机解释为滥用信用，就等

于把危机解释为资本流通的表现形式。

第二个要素如下：大规模生产可能只有批发的买者作为自己

的直接买者。因此，这种生产用虚构取代了实际的买者。如果这

种买者确实能够花现金购买全部产品，那么财富就应增加一倍，或

者实际上财富应减少一半，因为它的一半必须以货币再生产出来。

第三个要素：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始终是狭隘的，群众的消

费，工人的消费，只限于必要生活资料。

只要我们谈论信用或商人资本，这一切显然都要考虑到。但

这里要谈到这些，是因为资本的各流通形式表明，它们不包括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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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消费本身，一当创造出使商品资本向货币转化得以预先实现的

形式，它们就能实现，甚至在一定的界限内以扩大的规模实现，而

这种形式——能缩短流通的形式——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其条

件的必然产物。

［２４］Ｗ′—Ｇ—Ｗ 这一环节构成形式（２）中的第三个环节，和

形式（３）中的第二个环节，但它决不会出现在形式（１）（Ｇ—Ｗ—

Ｇ′）中，如果构成Ｗ′本身的商品按其性质被用作生产资料进入再

生产过程，那么，Ｗ′—Ｇ—Ｗ 这一环节就获得独特的性质。这时，

Ｗ′如同Ｗ 一样，代表生产资料，代表不变资本的物质要素，但是，

它所转化成的生产资料Ｗ 的各种形式，是别的生产过程的产品，

而不是它产生出来的那个生产过程的产品。如果我们站在出售Ｗ

的资本家的立场上，那么，他必须把这个Ｗ，至少必须把它的一

部分，重新转化为来自别的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这样，他就处

在与出售Ｗ′的资本家同样的地位。因而，Ｇ在这里代表人们互相

交换的不变资本（从物质方面来考察的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而

Ｇ既是它的货币形式，又是流通手段。Ｇ作为资本的这种流通手

段，不论它是直接作为流通手段的形式还是作为平衡差额的交换

手段的形式出现，它都能象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所流通的货币一样，

采取货币的特种形式。不断地从一些资本家手中转入另一些资本

家手中的货币，不包括在为了实现进入收入的那些商品流通所必

需的货币额中，或不包括在为了实现收入向货币形式转化即向它

的货币表现转化所必需的货币额中。相反，亚·斯密却肯定地说，

使收入的货币形式得到实现的那些货币，归根到底也必定保证全

部不变资本的流通。这样的结论是建立在他的下述错误观念上的：

似乎商品的价值归根到底分解为收入的各种简单形式——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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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地租；而这是极大的错误。如果这种观念是正确的，如果商品

的价值分解为可变资本的价值（在工人方面表现为收入）＋剩余价

值（利润、利息、地租），那么，用来使这些商品流通的货币，也足以

使全部产品流通。政治经济学直到现在还以极庸俗的借口认可这

些明显的错误，这就是政治经济学卑鄙的不诚实的证明。

迄今我们的出发点不仅是商品按其价值出售这一前提，而且

是它们的价值在再生产过程中是始终不变的。但这个价值是会改

变的。处在流通中的商品Ｗ′，它的价值可能减少或增加，因为处于

生产过程中的同一商品会由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的生产力的改变

而发生变化。这个商品的价值是由它的再生产的价值决定的，所以

这里发生的变化，对于已经处于流通中的商品来说，表现为高于或

低于它的价值出售，表现为它的价值的提高或降低。

商品再生产的价值，就商品本身的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劳动

来考察，可能是不变的，但是，作为各生产要素即原料等等进入这

一生产过程的商品可能发生这类变化。两者也可能同时发生变化。

因此，从这一部分转移到它的总价值上的价值会发生变化。如果价

值提高，那么，生产就会紧缩，或者花费的资本就会增加。如果价值

降低，那么，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这种情况对个别资本会产生什

么影响，部分地取决于个别资本划分为Ｗ′—Ｇ和Ｇ—Ｗ′的比例。

如果商品的再生产费用变便宜，那么商品处于市场上待出售的部

分也同时会变便宜。如果价值提高，则会发生相反的情况。但是，

如果把应该重新投入的资本撇开不谈，那么这种情况每一次都会

引起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其尖锐形式就是危机），因为，如果商品按

其价值出售，例如，按１００出售，那么这１００就不可能重新以同样

的比例完成自己实际的形态变化，即转化为劳动的材料等等。这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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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到再生产的实际过程。重要的只是，为了形态变化顺利进行，必

须使Ｗ—Ｇ—Ｗ 的补偿不仅是形式上的，而且是以同样的比例进

行的。另一方面，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时已经看到，这些比例的经

常的持续的变化，仅仅由于劳动生产力的经常变化而成了资本主

义生产所固有的现象，因此，流通过程的要求（就它不仅在形式上，

而且在实际上包含着形态变化而言）与生产过程的规律互相矛盾。

一个要求比例不变，另一个生产出不断改变着的商品价值比例，包

括每一单个商品的价值比例和这些商品的相对价值比例。

［２５］商品的实际形态变化取决于它们形式上的形态变化，这

不仅是从Ｗ′应转化为货币，而货币应转化为Ｗ，即Ｗ′的生产要

素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首先是从Ｗ′应按其价值被售出这个意

义上说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Ｗ′价值的降低可能只限于资本家

个人消费的减少或积累的减少，因为Ｗ′价值的降低只涉及剩余价

值，但是，在简单再生产中，这两者都不会发生。于是，这个资本的

再生产过程被破坏了（另一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可能由于消费的

这种缩减等等而受到破坏），因为商品价值的降低使资本不可能重

新把等量的资本转化为Ｗ。而第二，如果Ｗ 按其价值售出，那么，

问题就不仅是Ｇ的再转化为Ｗ，而且是这种转化以同样的或任何

别的规模发生。如果价格提高了，例如，原料的价格提高了，那么，

Ｇ就不够以这种比例并根据这种生产规模购买同量的生产资料

了。生产规模是既定的和不断扩大的。与这一规模相适应的，是必

需的各生产要素的量的既定比例或不断扩大的比例（它们的相互

比例，同它们的总量一样，是由生产过程的规模和性质决定的）。但

是已定的比例会由于各生产要素的价值的改变而改变。

我们在这一研究中的出发点是，商品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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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或者由于劳动生产力在它们本身的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了

相应的变化，或者由于作为生产要素加入进去的那些商品的价值

发生了变化，或者由于这二者的结果，它们的价值在整个再生产

过程中是变化的。至于市场价格的变化对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

的影响，那么，这个问题的阐述属于对竞争等等的研究，超出了

本册的范围。

如果我们现在考察整个流通过程或资本形态变化的总系列，

那么就会发现：

第一，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是分开的，与此相适应，资本在

生产阶段中被规定为生产资本，这是对另一领域中的同一个资本

而言，在这另一领域中，它是流动资本，并以两种形式即商品资

本形式和货币资本形式流通着。但是第二，如果考察整个过程，那

么，两个阶段就表现为资本所完成的同一过程的各阶段，但只表

现为不同的并轮流地从一个转入另一个、彼此互为条件的阶段。在

形式（１）中，出现的是实际流通过程在其中运动的两个阶段，Ｇ—

Ｗ 和Ｗ—Ｇ；其中一个阶段是在生产过程之前，另一个阶段是在

生产过程之后；而生产过程处在它们两者中间，是它们的间歇和

媒介。在形式（２）和（４）中出现的是在流通领域本身中所完成

的总的形态变化Ｗ—Ｇ—Ｗ，它既是生产过程的媒介和间歇，又是

生产过程的准备和继续；同样也会发生相反的情况。最后，在形

式（３）中，流通过程本身连同它的两个互为补充的阶段，只表现

为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和间歇和媒介。只有在形式（１）中价值才被

表现出来，它的货币形式才被再生产出来，虽然货币就它存在于

某种一定的商品上来说本身就是商品，等于Ｗ，应该是其他三种

形式的环节（它们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并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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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这种独立的价值形式即货币形式再生产出来）。在其他一切形式

中，流通过程的整体表现为形态变化系列，其中也包括商品在生

产过程中所完成的形态变化；而这个系列是资本在它的不同形式

规定性上的再生产过程——商品，货币，生产过程，即创造剩余

价值和存在于不同要素中的资本的过程，既是物质实体的再生产

过程，又是资本的不同形式的再生产过程。但是，这个再生产过

程同时也是流通过程，不仅是作为形态变化的循环，依次进行的

各阶段的循环（资本进入其中一个阶段，离开别的阶段以及相反

的情况），而且是作为交换行为的系列，在交换中，在不同的交换

时刻，所有者会改变。就资本本身来考察，资本不断完成由这些

交换行为相伴随的运动，资本在这个运动中依次经过这些阶段，又

重新返回到它的出发点。因此，整个再生产过程是流通过程，而

资本本身是在两个领域即流通领域本身和生产领域中流通的流动

资本。另一方面，流通过程是再生产过程，因为只有在这种也包

含着流通领域本身所包含的运动的总运动中，资本才能作为资本

再生产出来；这些流通行为本身是资本再生产的要素，而且甚至

是不同形式的资本的再生产行为。但是第三，如果说资本这样一

来在本质上是流动的资本，因为它的整个流通过程等于它通过其

不同阶段的再生产的运动，那么，它在每一个时刻都是固定的。如

果它被固定为商品资本，它就不是货币资本；如果它在生产领域

中被固定为生产资本，它就既不是商品资本，也不是货币资本。它

的再生产过程要受这种差别和这种差别的消除所制约，要受它的

流程所制约，如果它在其中一个领域中停留太久，或者不能离开

这个领域，或者只是在克服障碍后才能离开，这个流程就会在或

大或小的程度上受到阻碍，甚至完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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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全部资本表现为流动的，就是说，表现为不断完成它的

不同形态变化各阶段的循环的资本。另一方面，出现了资本在其

中作为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流通领域本身和资本在其

中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直接生产领域之间的差别。只要它处

在一个阶段上，它就不处在另一个阶段上。因而，它在每个阶段

上都表现为固定的。如果从一个阶段和一种形式不能顺利地过渡

到另一个阶段和另一种形式，再生产过程就会受到阻碍。

第三，过程的一切前提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自己

产生、自己建立的前提），并且过程的一切结果表现为过程的前提。

每个要素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

循环过程就整体来看，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所以，

就象直接生产过程表现为流通过程的媒介要素一样，流通过程也

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媒介要素。

事情所呈现出来的下述形式，是各阶段的顺序形式，因此，资

本过渡到另一阶段，同时意味着离开前一阶段。就是说，例如，资

本作为生产条件进入生产过程，然后从这个过程转入完成Ｗ′—Ｇ

阶段的商品资本形式，然后离开这个阶段，去完成Ｇ—Ｗ 行为，即

再转化为生产条件等等。

但是我们看到，全部过程表现在四种形式中，整个循环包含

着四个不同的特定的循环形式，这四种形式，一方面，只表现为

形式上的差别，也就是说，它们彼此之间的差别仅仅在于观察者

依次把资本所呈现的不同的形式规定性确定为出发点，因而也确

定为复归点。但是另一方面，资本的整个循环过程，实际上是这四

个不同循环的统一。换句话说，这只意味着，在这四种不同形式中

表现着整个过程的连续性。因为整体是运动着的圆圈，所以每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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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的点都完成它自己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它同时作为出发点和

复归点执行职能，因此，对这些特殊点中的每一点来说，整个流通

表现为它的特殊的循环，就是说，作为这一或那一形态变化出发点

表现出来的每一资本规定性，其循环运动决定着整个过程的连续

性，从而决定着任何其他规定性上的资本的循环。对整个再生产过

程来说，这是它能够同时成为它的每一个要素的再生产过程的必

要条件，因而同时成为它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的必要条件。

例如，如果生产条件没有被再生产出来，因而，如果循环（２）没

有完成，那么，生产过程等等就不可能更新。如果应当作为商品资

本执行职能的Ｗ′，即生产过程的产品，没有被再生产出来，那么，

就不可能有Ｇ—Ｇ′行为，Ｗ′的某一部分就不可能作为Ｗ，作为生

产条件重新出现等等。

［２７］但是，这种连续性——从而整个过程作为这四种形式的

统一——只有当资本同时不断地以不同的形式存在，被分割在不

同阶段之间，并且这些部分中的每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资本，不断

地完成它自己的周转时，才是可能的，才是现实的。因此，资本的总

运动同时表现为所有这四种形式的统一，而资本的每一个抽象地

规定的部分的周转，是资本的作为这些部分总体的周转的要素。

例如，当资本以Ｗ 形式，即生产条件的形式，进入生产过程

时，另一部分资本以Ｗ′形式离开生产过程，而当这一部分资本完

成Ｗ′—Ｇ行为时，另一部分资本同时完成Ｇ—Ｗ 行为等等。

资本代表着存在于（除Ｇ以外）一定量使用价值中的一定价

值额。因此，只有当资本不是完全处于一个领域中，而是被分割为

各特定部分，同时处在不同的领域中（在它本身的抽象划分的阶段

上）的时候，它才能同时处在不同的领域中。资本作为整体，作为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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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它被分割，同时处在它的不同的在空间上并列的阶段上。这

样，作为整体，资本就被分割，而只是部分地处在其中每个阶段

上，或者说，处在其中每个阶段上的只是它的某一部分。但是它

的统一——它本身作为这些不同部分的统一——恰恰包含在为这

些部分的并存作媒介的过程中；它的这种分在不同阶段上的分配

的同时性是由下述情况作媒介的：每一部分不断地离开自己的阶

段，转入下一阶段，每一部分跟在另一部分之后，又走在别一部

分之前，并且一种形式中的再生产同时决定着另一种形式中的再

生产；因此，这种分配也不断地被再生产出来，但它所以被再生

产出来，恰恰由于它只是作为形态变化进行。资本的各个不同部

分的同时并存是以各形态变化的进行为条件的，而各形态变化的

进行是以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的同时并存为条件的，是以分割为

各个彼此不同的部分为条件的。

因此，一部分资本（但它经常变化着并且补偿自己，也就是

说，被再生产出来并不断地是新的部分）不断地处在生产过程中，

而经常变化的、不断被再生产出来的另一部分，作为会转化为货

币的商品资本存在，第三部分，作为会重新转化为各生产条件的

货币资本存在。因此，直接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本身，如同流通

过程的两个对立的阶段Ｗ′—Ｇ和Ｇ—Ｗ 一样，是彼此并列地进

行的。但是，这些不同过程的这种彼此并列的进行，是通过下述

媒介实现的：资本的一部分作为流通形式的出发点，不断地依次

完成作为它的再生产过程阶段的形态变化，而另一部分则作为另

一流通形式的出发点，依次完成另一形态变化。以后将指出资本

同时分配在它的不同阶段或各流通阶段上的重要性，因为没有这

种分配，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是完全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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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可见，第一，资本是它的各不同要素的实际统一，虽然

它在其中每种要素中形成这些要素在别的形式规定性中的整体，

并且所有这些不同的存在形式就是它的各存在形式；但是第二，由

于其中每个要素向另一要素过渡，资本把这种统一作为流动的统

一来保持。

但是，作为抽象的统一，资本只存在于预付的价值额中，并

且只是作为使这个价值额增加、成为自行增殖的价值额的过程。这

价值额，作为预付资本，表现在货币形式上，表现在计算货币上，

例如５０００镑。价值额本身对它在再生产过程中所采取的各种不同

存在形式是一视同仁的。价值额作为增殖的价值额，——虽然价

值增殖行为本身只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因而生产过程的

不断重复和连续性形成资本再生产过程本身，——一方面，依次

存在于一切阶段上，直到全部预付额在轮流地表现为整个过程的

出发点和复归点的各形式（商品、货币、生产条件）中的某一形

式上成为增大的价值额；直到这个预付额作为价值额＋ 价值额

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一部分价值额存在于过程中，另一部

分价值额作为会转化为货币的商品存在，还有一部分价值额作为

会转化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但是，所有这些部分构成作为一个整

体的资本的总额或统一体。在这个意义上，Ｇ—Ｗ—Ｇ′始终是再生

产过程的占统治地位的、占支配地位的形式，虽然货币（无论是

金属货币，信用货币，还是价值符号）在这里与最初看起来的情

况不同，它们既不是出发点，也不是复归点，而仅仅是在价格上

表现出来的被固定为交换价值的交换价值。这个规定的重要性将

在考察资本周转时谈到（本章第三节）。

第四，表面所说的形态变化，——我们以形态变化Ｗ′—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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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在流通领域本身中的两个行为为前提，——只是意味着，一只

手出售生产出来的商品，另一只手用卖得的货款再购买充当生产

条件的商品。前一部分纯粹是形式上的；另一部分取决于待生产

的商品作为特殊制品，作为使用价值所具有的性质，以及生产出

来的商品以转化为货币蛹为媒介再转化为它们实际的存在条件，

实际的形态变化。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考察正在完成这一过程的

资本，例如，重新同煤、纱锭、棉花等等相交换的棉纱，那么，这

种形态变化也是形式上的，是再生产过程的要素。因为在这个资

本的运动时期，它自己的再生产条件不会被再生产出来。它在市

场上找到商品形式的再生产条件；这只是在简单商品形态变化下

的流通行为Ｗ（１）—Ｇ—Ｗ （２），在简单商品形态变化下，甚至

只是商品Ｗ（１）转化为Ｗ（２），转化为自己的所有者的使用价值。

但为了不断地进行这种交换，就必需不断地进行Ｗ（２）的实际再

生产，在这里就是生产条件例如棉纱的实际再生产，而再生产它

们的那个资本完成Ｗ′—Ｇ行为，同时它们作为再生产条件进入的

那个资本，完成Ｇ—Ｗ 行为。因此，当一些资本的流通阶段是另

一些资本的对立的阶段时，要以各个不同资本的平行的再生产过

程为前提，以它们在流通阶段所发生的平行性为前提。（如果这些

商品的某一部分不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这丝毫也不会改变

问题的实质。除非这些商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也表现为商人资

本。）所以第一阶段Ｗ′—Ｇ的前提条件是，Ｇ或者是Ｗ′作为生产

条件进入其中的其他资本的某一阶段的转化形式，或者是收入的

转化形式。因为这些要素不出现在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和它的

周转中，因为在这里互相交换的只是货币和现有商品，所以这个

再生产过程就其本身来看，孤立地来看，只是形式上的过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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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的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只能理解为许多资本的过程，理解为

分解成各个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总资本的过程。因此，与以前

的考察方式不同，必须把这个过程作为实际的再生产过程来考察；

这个过程将在本册第 章加以考察。

［２９］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是两种资本形式，它们使流通

领域本身中的资本同作为生产资本的自身区别开来，同它在生产

领域本身中的存在形式区别开来。这两种形式在这里应当较详细

地加以考察。

商品资本。Ｗ′—Ｇ

Ｗ′—Ｇ行为同时是Ｇ—Ｗ 行为；一方的每一次卖，同时是另

一方的买。如果现在买者是商人，而不是实际的消费者，不论是

个人消费者还是生产消费者，那么Ｗ′—Ｇ行为虽然从存在于Ｗ′

中的单个资本来看是完成了，但是不管商品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而

从商品资本Ｗ′来看却没有完成。过程对生产了Ｗ′的资本家来说

是完成了。但对购买了Ｗ′的资本家来说，它还是必须实现的过程。

过去，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处在生产资本家Ａ手中；现在，它作为

商品资本处在商人资本家，即经营商品贸易的资本家的手中。它

在一切情况下仍然作为这样一种商品资本处于市场上，即必须和

以前一样完成它的最后一个形态变化，转化为货币，只不过现在

是在Ｂ的手中，而不是在Ａ的手中。因此，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我

们看到的就不是Ｗ′—Ｇ行为（在这种行为中，Ｗ′转化为货币的过

程表现为生产资本的运动），而是Ｇ—Ｗ—Ｇ过程，因为资本家Ｂ

先是购买Ｗ′，然后再把它售出，他购买这个Ｗ′是为了把它出售。

这个过程可以分解为一系列这样的过程，直到Ｗ′被商人卖给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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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消费者为止，而这种最后的消费者购买Ｗ′或者是花费自己的收

入，或者是为了进行生产消费。换句话说，商人Ｂ可以把同一商

品资本出售给商人Ｃ等等。Ｗ′的所有这种流通，从买者方面来说

始终表现为Ｇ—Ｗ—Ｇ，是这样一种流通：它只完成，只实现作为

再生产的资本的周转阶段的Ｗ′—Ｇ。因此，这个阶段表现为商品

经营资本的特殊运动，表现为Ｇ—Ｗ—Ｇ，因为它表现为和生产资

本不同的商人资本的独立活动。

如果我们考察资本在流通领域中运动的第二阶段Ｇ—Ｗ，就

会得到这个结果。直接的买者在这里总是沿着自己各阶段来运动

的生产资本的所有者。卖者是商人。对他来说，事情表现为Ｗ—

Ｇ，表现为Ｗ 的出售。但是我们已经看到，这Ｗ—Ｇ只构成他的

Ｇ—Ｗ′的第二个环节，构成他的Ｇ—Ｗ—Ｇ运动的第二个环节。

因此，在资本运动中，商人资本表现商品资本向货币的转化，

Ｗ—Ｇ，它在这里只表现为单个资本取得独立存在的职能，因而表

现为被吸引到流通领域中的单个资本的独特职能。

形式：为买而卖，Ｗ—Ｇ—Ｗ，在这里也不是商品经营资本的

原始形式，而是派生形式。这种形式最初只出现在生产者自己出

售自己商品的地方。

如果把Ｇ—Ｗ—Ｇ过程作为连续不断的过程来考察，那么，它

就是Ｇ—Ｗ—Ｇ—Ｗ 等等，正如Ｗ—Ｇ—Ｗ 表现为不断重复的过

程完全一样。这是属于第 册第 章论述的问题。

作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而存在的是商品量，使用价值（制

品）量，在其中除物化着资本最初的价值外，还物化着剩余价值。

［３０］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品是商品。同每个并不直接

生产自己的生存资料，即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的生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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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一样，这个商品现在也必须完成它的第一个形态变化，必须

转化为货币，被售出。如果它卖不出去，或者只是卖出去一部分，那

么就不仅剩余价值实现不了，而且甚至原预付资本的价值也将得

不到补偿。为了使原预付资本的价值得到补偿，生产出来的全部商

品量不仅必须售出，而且必须按照由它的价值决定的价格售出。

资本的价值增殖就它实现在作为资本产品的商品中来说，或

者实现在它向商品资本的转化中来说，同时就是资本的价值丧失。

但是，价值丧失在这里属于价值的形式，属于资本可以在其中同一

切商品相交换的货币价值形式，现在资本已经不具有使它可以直

接作为价值执行职能的形式，所以必须通过形态变化Ｗ—Ｇ，即通

过卖来重新获得这种形式。因此，一方面，如果说资本在由货币转

化为生产条件并从处于静止状态中的资本的形式转入生产过程

时，会遭受生产过程的风险，遭受自己的失败，——这是任何生产

过程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这个过程具有何种社会形式，——那

么，它现在要遭受商品第二次转化为货币的风险，遭受包含在商品

使用价值中的价值转化为这同一价值的货币形式的风险，这是任

何商品生产都会遭受的风险，而不管它是不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这种任何商品生产所固有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任何生

产所固有的风险，——在这里实质上表现为资本的风险，因而表现

为资本家的风险，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及生产条件）作为资本和

他相对立，从而工人所遭遇的偶然性必定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财

产的偶然性，而且只表现为与他相异化的并不以他为转移的运动。

资本价值增殖只发生在生产过程中。在这里生产出剩余价值，

剥削劳动，占有剩余劳动。当生产过程结束时，当生产过程消失

在产品中，当资本作为商品被生产出来时，这一切就会结束。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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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是否会并在多大程度上得到实现，这

取决于商品的出售。这里所说的实现，只应理解为商品转化为货

币，使交换价值具有它的货币形式，或者是交换价值在它的抽象

的、独立的形式上的实现。因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只

有在流通过程中才得到实现，所以产生了一种假象，似乎资本家

取得的剩余价值不是来自对工人的剥削，不是来自直接的生产过

程，而是来自流通过程，来自他的商品的出售。在后面这种交易

中，是资本家和资本家相对立，而不是资本家和工人相对立。（即

使商品直接卖给工人，工人也不是作为工人，而是作为货币所有

者出现；资本家对工人来说只是商品所有者，工人对资本家来说

是买者，资本家对工人来说是卖者。）这种假象由于存在下述情况

而更加严重起来：单个资本家等等根据变化着的市场条件，高于

或低于商品价值出售商品，而如果假定存在着平均市场条件，那

么，由于买者或卖者的狡猾程度等，一方会欺骗（少给）另一方。

这里发生的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只是现有价值的再分配，或

者说，各个资本家从总资本所生产的总剩余价值中得到不同的份

额。但是，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获得剩余价值等等是重要的。因

此，对他来说，剩余价值实际上可能从流通中产生，同样，他在

这个流通过程中可能全部地失去或者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失去他

的企业中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

［３１］资本在这里被专门称作商品资本，不只是为了表示它现

在是以特殊的商品形式存在。资本两次出现在商品形式上，出现

在资本在流通领域的运动中。它作为Ｗ′从生产过程中出来，并作

为Ｗ′构成Ｗ′—Ｇ行为的出发点。但是第二，它在它自己的第二

个流通行为即Ｇ—Ｗ 行为中，又重新成为商品。如果我们在这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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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行为Ｇ—Ｗ 的情况下站在商品出售者的立场上，那么，这个

行为就等于Ｗ—Ｇ行为，而且与我们在这里遇到的Ｗ′—Ｇ毫无

差别。这只是作为Ｗ′走出生产过程并且必须经过Ｗ′—Ｇ行为的

另一个资本。对于那个资本来说，即对于Ｗ 表现为其流通结果，表

现为Ｗ′—Ｇ—Ｗ 的结果的那个资本来说，这个Ｗ 总是另一个资

本。他的资本现在又以商品形式存在，就象从生产过程出来时那

样（这时我们抽象掉了下述情况：这Ｗ 的一部分必须等于劳动力

Ａ）。但这不是它从生产过程出来时所具有的那种商品形式。这是

商品流通第二行为的结果，实际上是它的第二个形态变化，也就

是说，现有的商品处在这样的形式上：它作为使用价值，必须作

为生产过程的各要素，为它的所有者即买者服务。相反，第一个

Ｗ′是还没有经过形态变化的商品，它还必须作为Ｗ′—Ｇ行为的

出发点完成它的第一个形态变化，即转化为货币。作为Ｇ—Ｗ 行

为的终结出现的商品，它作为商品所具有的使命是转瞬即逝的，它

在这里必须进入生产过程，必须作为使用价值执行职能，必须在

生产中消费。如果它继续作为商品存在，——这或者是因为它

（作为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比生产过程存在的时间更长，或者是因

为它只是准备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但暂时尚未进入生产过程，或

者是因为过程还未实现，——那么，在所有这些场合，只要并且

当它没有完成它作为生产过程的因素的使命时，它仍将重新作为

商品处于流通中。

相反，Ｗ′是资本现在所处的商品形式，是具有特征的形式规

定。资本作为商品，是表现在某种使用价值上的交换价值，但只

有通过转让和抛弃它的使用价值的形式（Ｗ 形式的具有特征的内

容，恰恰包含在Ｇ—Ｗ 行为中），它才能作为这样的交换价值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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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和出现。资本现在是道地的商品资本，因为在它的规定性中，它

作为商品执行职能。但是，商品本身除了转化为货币，从一定的

使用价值的存在形式转化为交换价值的独立的和抽象的形式，转

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即被出售以外，没有任何别的职能。它通过

被转让，变换自己的位置，完成周转，从卖者手中转入买者手中，

来实现这一职能，这对它的卖者来说，是第一个形态变化，是它

的形式的变换，是它向货币的转化，因而在它的第一形式中，它

不再与卖者有关，更确切些说，从对资本循环的关系来看，它被

排出了循环，脱离了循环。商品的出售——而被出售则是它作为

Ｗ′的职能——究竟是以作为流通手段的货币为媒介，还是以作为

支付手段的货币为媒介，这对这一形态变化本身来说是一样的。商

品可能在最初的商品资本形式上完成它的形态变化，而它的流通

并没有因此而结束（因而，也要在新的人手中完成它的新的形态

变化）。如果商品被商人买去，被转卖商买去，——而这在资本主

义生产中是平常的事情，——那么，这个商品以后就要不断转手，

直到最后落入让它充当使用价值的一些人手中，也就是说，将被

个人消费或被生产消费。［３２］但是，它的这种进一步的流通行为

和它的第一个形式变换的重复，同它的第一个卖者没有直接关系，

脱离了把这个商品作为自己生产过程的结果的那个资本的运动。

因此，商品资本确切地说是只在资本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形

式上并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资本，也就是说，是具有这样一种形

式的资本：它在这种形式上必须作为商品被售出（取得它作为预

付资本所固有的货币形式），必须完成它的第一形态变化。

商品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存在于市场上，也就是说，只要它作

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就是待出售的。资本借以存在的商品，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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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一般商品市场的一部分，既是待出售的其他商品的一部分，也

是由其他资本家所生产和占有的同一类商品的一部分。为了能把

商品资本拿去出售，是否必须一开始就把它运到中国，还是它可

以储存在自己生产者的仓库里并从那里拿去出售，还是可以就地

出售，——所有这一切丝毫不会改变它的形式规定，因此，在研

究抽象形式时，不应该考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没有意义）。

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不同于生产领域，因而是这

样一个流通领域的总表现，在这个领域中发生Ｗ′—Ｇ—Ｗ，并且

商品所有者（在这里资本家是商品的卖者）和货币所有者（买

者）表现为该市场的主体；但是进入流通领域的，不仅有作为资

本家进行购买的资本家，而且还有为个人消费而购买商品的买者。

因为对同一个人来说，买和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不可能同时发生，

所以，完成Ｗ′—Ｇ行为的市场的空间规定性，即实现商品资本的

市场的空间规定性，可能不同于完成Ｇ—Ｗ 行为的市场，即不同

于使货币再转化为生产条件的市场，也不同于使货币转化为个人

消费资料的市场。在这方面，市场表现为许多的市场（Ｗ′—Ｇ行

为，同样还有Ｇ—Ｗ 行为，可能在不同的市场上完成；同一的纱

可能在不同的市场上出售，而用卖纱所得的货币可以在不同的市

场上重新买到同样的或各种不同的其他商品）。正如Ｗ—Ｇ和

Ｇ—Ｗ 独立地并列出现和相继出现一样，各个市场也是孤立地出

现的，许多的市场彼此并列，互相分离，是孤立的。（不言而喻，

这不仅与这个商品资本有关，而且与不同种类的商品资本有关。）

但是，每一个市场包含着商品的卖者和商品的买者，所以对资本

运动的整个周期来说，市场既包括使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出售的市

场，也包括使资本作为货币资本进行购买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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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已经谈到过的那样，商品Ｗ′构成商品市场的一部分。但

是另一方面，它寻找市场，也就是寻找买者，而这些买者的人数

越多，并且他们为购买商品所拥有的价值额越大，这个商品的市

场也就越宽广。

以前我们看到，生产越多样化，劳动的具体形式越多样地表

现在各种商品上，交换领域，从而实际上商品的市场也就越宽广。

在这里，我们不再进一步论述这个问题了；它属于第 章的内容，

正如关于这个问题所能说的一切（只是说法不同而已），——除市

场所包含的空间规定以外（而这恰恰是流通领域在其现实中所固

有的规定），——是属于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要素一样。

只是有一点应当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Ｇ—Ｗ—Ｐ—Ｗ′—Ｇ′

循环

货币
（１）

—商品—生产过
（２）

程—商品
（３）

—货币

循环

Ｗ′—Ｗ′—Ｇ—Ｗ—Ｐ—Ｗ′

Ｗ′—ＣＫ—Ｐ—Ｗ′（或Ｗ ）

这个循环也就是Ｗ（进入生产过程的）—Ｐ—Ｃｋ—Ｗ，因为，对

一个资本家来说的Ｇ—Ｗ，也就是对另一个资本家来说的Ｗ—Ｇ。

循环

Ｐ—ＣＫ—Ｐ

Ｐ—Ｗ′—Ｇ′—Ｗ—Ｐ（或Ｐ′）。

［３３］处于市场上的商品的数量和多样性不仅取决于产品的数

量和多样性，而且取决于作为商品生产出来，因而必须作为商品

投入市场出售的那个产品部分有多大。而这又取决于把产品只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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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程度，也取决于这一生产

方式支配一切生产领域的程度。因而在象英国这样一些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和象印度和中国这样一些国家之间的交换上出现了很

大的不平衡。这是危机的原因之一，而那些对于产品同产品交换

阶段感到心满意足的蠢驴们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他们在这里忘记

了，产品本身还决不是商品，因此，产品也可能不同其他产品相

交换。这同时是一种刺激因素，它促使英国人等等摧毁中国、印

度等等的旧生产方式，把它改造成为商品生产，其中也包括以国

际分工为基础的商品生产（也就是改造成为具有适合于资本主义

生产的形式的生产）。例如，对于毛纺业主或棉纺业主来说，部分

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的办法是按低于现有的价格出售，从而摧

毁了旧的生产方式，因为这种生产方式不能同较便宜地生产商品

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竞争。

虽然商品资本本身按照自己的使命处于市场上，也就是说，是

供出售的，但是资本家可以（根据商品的性质，或者是长时间地，

或者是短时间地）把商品囤存在自己身边，而不把它们运到市场

上去，因为出售的机会不好，或者是为了投机等等。资本家可以

把商品从商品市场抽出，但他在这种场合将不得不在晚一些时候

把商品投到市场上去。这丝毫也不会改变概念的规定，虽然在考

察竞争时是重要的。

流通领域，市场本身在空间上也不同于生产领域，这完全同

流通过程本身在时间上不同于生产过程一样。现成的商品处在生

产它们的资本家的仓库、货栈中等等，这些商品放在那里（它们

就地被出售时的情况除外）大部分只是暂时的，是为了把它们输

送到别的市场上去。对这些商品来说，这只是准备阶段，它们以

１１３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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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从这个阶段实际地转入商品流通领域，这同储备起来的生产因

素作为商品只是为了处在预备阶段上，等待转入实际的生产过程

完全一样。一些商品作为过程的因素进入进行直接生产过程的场

所，另一些商品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离开那里。市场与商品生产

过程地点间的空间距离（从位置的观点来考察市场），在一国范围

内，然后在该国以外，构成重要的要素，特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

基础上是如此，因为对资本主义生产的大部分产品来说，资本主

义生产的市场是世界市场。

商品也可能是为了一开始就把它们从市场抽出而被购买。但

是，这与上面谈到的生产者把商品囤存在市场之外一样，也同本

问题没有关系。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生产的直接目的是资本价值的增殖，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的积累；在这里，生产是以巨大的规模，而

且是以日益扩大的规模进行的。生产的规模不是由现有需要的范

围决定的，而是由生产力发展所达到的规模要求的。因此，市场

必定不断扩大。此外还要加上一种情况，就是在每一单个生产领

域中，每一个资本家都是按照他所支配的资本等等进行生产的，并

不关心他的邻居在干什么。但是构成这个领域和每个个别领域供

出售的商品资本的，不是他的产品，而是投入这个个别生产领域

的资本的总产品。经验的因素是，虽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

生产领域的数量，投资的数量增加了，同时它们也日益多样化，这

种分化在各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永远也不会同资本本身

（应当用于投资的总资本）的积累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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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储备的形成

当资本以它的产品的形式，以商品的形式处在市场上，作为

商品资本执行职能时——而我们已经看到，它是作为Ｗ′—Ｇ，作

为商品资本处在市场上的，按照它的外表不能断定，它是重新进

入别的资本的再生产领域，还是进入个人消费，还是既进入前者

又进入后者，因为某些商品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而且

因为，如果考察整个再生产过程，不断形成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

的商品在这两种性质上也是作为Ｇ—Ｗ，即作为商品资本提供服

务的，根据商品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作用可以看出，它是作为劳

动因素直接地重新进入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那么，这个总

商品资本就处在这样的阶段上：它必须被售出，但还没有被售出，

只是Ｗ—Ｇ行为的出发点，即它向货币转化的出发点。一旦商品

资本被售出，被售出的商品就或者是直接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

费，或者是它要事先经过商人，才能最后出售给最后的买者，即

个人消费者或生产消费者，于是，它在离开流通领域本身，并且

或是转入个人消费领域，或是转入生产过程领域以前，可能会经

过一系列的流通行为，并多次重复同一形态变化。在两种场合，商

品都处于过渡阶段上，停留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阶段上，停

留在流通领域本身中，在市场上，在仓库中，它是供出售的。因

此，它形成储备，而这种储备的经常存在是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条

件。生产的规模越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处在市场上的商

品的储备，即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储备的规模也就越

大。生产之流越大，处在这中间阶段上的商品流也就越大，而且越

多样化。个人消费者也就越能找到他所必需的产品，而每一个别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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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也就越有把握在市场上现成地找到自己再生产的条件。情况所

以如此，还因为按照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每一个别资本

（１）进行生产的规模，并不决定于个人需求（订货，私人需

要等等），而是决定于力求实现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并用现有的

资本提供尽可能多的商品量的欲望；

（２）力求在市场上占据尽可能大的地盘，并竭力排挤、消除

自己的竞争者。资本竞争。

“凡是生产和消费比较大的地方，在任何时候自然都会有比较多的剩余

存在于中间阶段，存在于市场上，存在于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道路上，除非

物品卖出的速度大大加快，消除了生产的增加本来会引起的这些后果。”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１８２１

年伦敦版第６—７页）

储备的形成并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既然在资本主义生

产下生产和消费最大，那么储备在这里也最大。除此以外，还有

一种情况：在过去一切生产方式下，只有比较不大的一部分产品

成为商品，从而作为商品被投入市场，所以只能以初具规模的储

备形式存在；也就是说，仅由于这个原因，处在市场上的储备同

资本主义条件下所形成的储备相比，显得微不足道。

一般人（还有经济学家，当他们想强调资本家的功绩是为再

生产创造必要的储备时）常常把这种储备的形成同［３５］积累，甚

至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

这种“积累”只是外观，只是商品资本在作为商品进入消费或

进入再生产以前所处的中间阶段。这是商品在市场上作为商品的

存在。其实，它作为商品，只在这种形式上存在。如果这被称为“积

累”，那么积累无非是意味着流通，或商品作为商品的存在，更确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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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说，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的存在。这类“积累”是“货币贮藏”的直接

对立物，因为后者力图使商品永远保存在它的适合于流通的状态

中，而且只有把商品在货币形式上从流通中抽出来才能达到这一

点。如果生产，从而还有消费，是多种多样的和大规模的，那么，形

形色色的大量商品经常处在这种停顿状态，处在这种中间阶段上，

一句话，处在流通中，处在市场上，因此，如果从量的方面来考察这

种情况，那么，大规模的储备无非是意味着包括消费过程在内的再

生产过程的大规模实现；所以作为它的结果，除了商品以外，它的

生产者和消费者本身也应被考察，而且是把他们放在他们作为资

本家、雇佣工人等等的一定的经济特性中来考察。

商品一旦制成并适合于流通，它们就离开它们的生产地点，并

被分配在生产者的货栈，仓库中，转卖商的商店，仓库和小铺中，港

口商品仓库中等等。它们只是在它们处在中间阶段，处在流通阶段

这一段时间内才停留在货栈中，它们一旦被售出，最终被售出，它

们就离开那里，转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作为使用价值被消费和

被消灭。这种停顿状态，商品处在过程的这一环节上，它们在市场

上的存在，而不是在工厂或私人家中的存在（作为消费品），这在它

们生活过程中只是转瞬即逝的，只是短暂的时刻。

如果再生产过程处于它的流动不息的状态，那么，同一些商品

就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生产出来，不断地存在于市场上，并

不断地被消费掉。这不是同一些商品，然而是同一类商品；它们总

是同时处在这三个阶段上。同一类的一个商品资本被消费时，另一

个商品资本随着市场上的下一个所在地而进入货栈，第三个商品

资本则在生产过程中形成，以便去占据离开了货栈的商品流的位

置。储备不断地存在，而且以不断增大的规模存在，因为它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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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更新，而且以不断增大的规模被更新，被再生产出来。火车站经

常挤满了人，但经常不是同一些旅客。一部分资本以其商品资本形

式作为储备在市场上的这种经常存在，使这个商品世界具有独立

的、静止存在的外观。人们看到的是这个商品世界的经常存在，而

不是它的流动性。这种独立性和静止性的外观，不仅使一般人，而

且使庸俗政治经济学得出错误的认识。如果真的发生静止，那么，

就会出现再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停滞，市场商品充斥，好象中了

风一样，因为新的商品流使货栈更加塞满了老的商品。正如柯贝特

所说，这种“聚集”，积累，引起“交换停滞”７４，因而显示出，好象是

商品在这个阶段上的实际静止，而不是它们的运动，破坏了整个再

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如果由于自然的或社会的障碍而被缩小了的

再生产停顿下来，那么，商店、货栈等等就会变空，这时就会立即显

示出，现有财富表面上所具有的经常性，只是它的不断更新，它的

不断补偿，它的再生产的经常性，是社会劳动的不断物化，但是这

种东西也不断地被耗费掉。因此，这种大量集中在各单个点上时特

别令人惊讶的物质财富，是微不足道的，而且同再生产过程的无限

源流相比，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这种物质财富就是再生产过程

的凝结了的波浪，只在这个瞬间凝结了的波浪。

［３６］以后我们将发现，虽然储备的数量会绝对地增加，但储备

整个说来会减少，因为储备的补充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再

生产的同时性，取决于再生产更新的速度，也就是说，事实上存在

于储备中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商品，同全部产量相比，例如，产业资

本家的储备会减少。除了存在于一般流通领域的储备以外，它也存

在于个人消费领域，这种储备的一部分被缓慢地消费，而一部分被

每日每时地消费。这种储备，特别是保存时间较长的储备，会随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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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过程的规模的发展和扩大而不断增长，增加。

“必须把为了保证完成整个生产（消费）而留下的那部分储备，同作为再

生产它本身和生产某种收入的手段而被留下的那部分储备区别开来”（爱·

吉·威克菲尔德。为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所加的注释，

第２卷第３８７页）。

实际上，一部分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于生产者的生产储备

中；另一部分存在于市场上，不论是为了个人消费还是为了生产消

费；还有一部分存在于转运阶段。

［３７］货币资本

货币资本出现在如下两种形式上：

Ｇ—Ｗ—Ｇ′和

Ｗ—Ｇ—Ｗ′。

在国内流通的一部分货币（不论是金银、价值符号还是信用货

币）始终代表资本或货币形式的资本，虽然它的构成要素，它的小

分子，可以说是不断改变的。

流动的资本（它的总价值）的各个份额本身，能够在货币形式

或商品形式上以经常变动的比例出现。这取决于生产过程和它的

周转的其他各种要素。

至于使资本转化为货币的金银（等等），那么，它们的情况正好

与我们在简单流通中所见到的一样，也就是说，金是通过资本用来

购买商品的某一数量的流通货币来同商品发生关系的。同一货币

额今天代表一个资本的货币形式，明天代表另一资本的货币形式。

如果把Ｗ—Ｇ—Ｗ′过程作为资本的流通过程，从而作为各个不同

资本的流通过程来考察，那么很显然，当资本家Ａ的Ｗ 转化为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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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时，资本家Ｂ的Ｇ则转化为商品，最后，资本家Ａ的资本现在以

货币形式存在，他用这些货币向资本家Ｃ购买Ｗ′，如果需要，也

可以说向出售各种商品的许多资本家购买。这样，同一货币额就代

表了两个商品资本即资本家Ａ和Ｃ的价值，并且它两次作为货币

资本存在。如果资本家Ａ把棉纱卖给织布业主资本家Ｂ，而向资

本家Ｃ购买棉花等等，那么，同一Ｇ就以货币形式最初代表棉纱

的价值，然后代表棉花的价值，此外（只要它是金银，本身就具有价

值）还作为第三个价值，同它作为货币资本所暂时代表的这两个价

值量并列存在。这种情况在一个银行家那里同样也会发生。一个

人提取货币额ｘ，另一个人存入货币额ｙ，这样就形成了某个平均

的货币量，足够为不同价值量的资本充当支付手段。

如同在简单流通中一样，在这里同时发生一定数量的Ｗ—Ｇ

行为，为此必需有一定数量的货币存在（或者，必须通过信用货币

来按照需要保证这些行为的实现）；另一方面，Ｗ—Ｇ—Ｗ 各行为

是依次发生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能，

那么这些行为的实现就取决于资本形式上的形态变化的速度及其

交错的程度，取决于同一货币额所能保证实现的这些连续交易的

价值额有多大，或者，如果货币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那么这些

行为的实现就取决于这些支付的技术的发展，并取决于互相抵偿

的支付的数额。

纯粹从形式上来考察货币，它们在资本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

中，同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一样，都是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执

行职能；而当形态变化中断时，它们就作为货币执行职能。这丝毫

也不会改变货币在这里是代表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这一情况。

租地农场主在一定的期间进行他的基本购买，在其他的期间

８１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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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他的基本出售。因此，他的流动资本交替地时而以很大的比例

表现为货币资本，时而表现为商品资本。所有产业资本的情况或多

或少都是如此。但是，因为这些波动并不是一样的，而且是随着不

同时期内的不同的投资而发生的，所以，一定的然而不断变动的货

币额，足以在某个一定期间代表资本，而在某个另一期间代表另一

资本，主要是表现为货币资本。

［３８］甚至在假定这个资本的生产过程连续不断的情况下，它

的买和卖在时间上仍然可能是不一致的；例如，购买煤、棉花等等

作为一定的储备，供以后一定的时期使用；同样，支付发生的日期

和支付应当完成的日期也是不一致的。整个来说，这些运动应该互

相抵偿（虽然同一流动资本的价值量，时而大部分作为商品资本存

在，时而大部分作为货币资本存在）。但是，必需有货币资本形式上

的一定的货币额或Ｇ——如果由于互相抵偿的流动，这个货币额

不能经常地流来流去的话——才能实现这些流动的职能，才能抵

偿这些流动，也就是说，抵偿那些与资本运动不可分割的偶然性，

以便没有出售，没有支付，即没有到支付期，也能实现购买。在这

里，我们把信用抽象掉了，虽然信用本身丝毫也不会改变这个问

题。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货币形式上的一定的准备资本是必要

的。

除了这个准备资本以外，还必须经常存在货币形式的可变资

本，而且它必须以这种形式不断地再生产自己。工资在大多数场合

是按周支付的。（工资支付期限，对保证工资流通所需的货币量来

说，是决定性的要素。）究竟必需有多大的货币量才能实现这些支

付，而且是这样实现，即同一索维林在一年间可以支付同一种周工

资五十次，这种情况现在要取决于——如果不考虑同时雇用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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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数或可变资本的大小的话——支付给工人的货币进入零售商

业，又从零售商业重新回到银行家手中，并从银行家手中又回到雇

用了工人的资本家手中的那套机制完善的程度如何。另一方面，货

币量取决于不同资本周转的差别，主要取决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

生产时间，从而取决于商品取得上市状态的时间，取决于支付工资

所需的货币由于商品出售而不断回流的速度。按照这种情况，在不

同的生产部门中，（为了可变资本的）准备资本必须具有较多或较

少的量。但是，撇开这些差别不说，在这里为了抵偿职能，就需要一

定的货币形式的准备资本，以便资本家能够经受住通常卖不出去，

支付尚未到期等情况，并仍能经常不断地预付货币形式的可变资

本。

其实，在不断的生产过程中，这种准备货币资本不断形成，因

为，例如，今天得到了付款，而一系列的支付却要到以后进行，今天

出售了大量的商品，而重新购买大量商品却不得不在以后进行；于

是，在这些间歇期间内，一部分流动资本经常以货币形式存在。

准备货币资本的第三个变种，是由于已转化为货币的剩余价

值再转化为资本而形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于投入了新的追加资本

而形成的，例如，这种新的追加资本在等待使用，或者往往随着它

作为资本逐渐被花费，从而开始执行职能。（作为货币，它在那时就

可以为其他资本执行职能。）在资本被消灭以后，如果资本被从旧

的生产部门中抽出来，这种场合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那时会出现

一个间歇时期，它们在这段时期内成为闲置的货币资本。

货币资本的两种特征形式

（１）一个国家商品资本的一部分每年同拥有金银矿的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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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银相交换。（或者，如果货币额不能进行任何其他有利的周转，这

部分商品资本甚至也同没有金银矿的国家的金银相交换。）作为货

币材料，金银本身具有充当资本的行为能力，首先是充当货币资本

的行为能力。对这个问题的较详细的研究，属于第 册第 章（如

果这个问题将在这本书中考察的话）。

［３９］（２）有价证券作为货币资本的存在形式。

关于这一点，另见本章第三节。

［４０］只要Ｗ—Ｇ—Ｗ 等于资本家相互之间的商品的买卖，或

他们的各种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的交错，那么Ｇ就作为资本的流

通手段而进行流通：它充当一个商品资本同另一个商品资本相交

换的媒介。

但是Ｗ′，从生产过程出来的商品资本，孕育着剩余价值。Ｗ′

所以是增殖了的资本，正是因为它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加上剩余

价值。只要Ｗ′被出售，获得货币形式，那么这个货币额的一部分就

代表原预付资本，另一部分代表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可以再转

化为资本，积累起来。这种行为虽然在进行，但对当前的研究并无

意义，因为资本代表Ｇ—Ｗ—Ｇ′这个过程。（也就是说，这和我们考

察新资本投入和预付的形式，从而首先以货币资本形式投入或预

付的形式，是一回事。）这里只有下面一点值得注意：一部分货币，

可能至今还只是作为通货［Ｃｕｒｒｅｎｃｙ］处于流通中的那一部分货

币，现在又投入流通，但已经充当货币资本。（实际追加的金银或银

行券也可能把一定部分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货币。）目前应当注意的

唯一的一点，就是同一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职能，它交替地先是表

现为货币资本，然后又表现为货币，或简单的流通手段。

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作为收入被资本家花掉，这个资本家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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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在我们面前一直代表他的所有同伙，他们同他一起花去这个剩

余价值，或者，他在以后必须同他们一起分掉这个剩余价值。这一

部分不再转化为资本，不再进入这个资本的流通。如果我们拿这个

出发点，Ｗ—Ｇ—Ｗ′来说，那么这是简单的商品流通，也就是说，一

定份额的商品量是供消费用的一部分剩余价值，并且转化为货币，

用来购买生活资料。货币在这里只作为铸币，作为流通手段执行职

能，并且在货币在此以前使商品资本（它孕育着剩余价值）具有货

币形式之后，进入一般流通。（例如，工厂主出售价值１０００镑的棉

纱，其中１００镑是剩余价值，而在这１００镑中，例如５０镑作为收入

被花掉。他得到值１０００镑的支票，并把它转给自己的银行家。他

从银行提出５０镑索维林或五镑一张的一些银行券用于自己的个

人消费。这不是应当完成两种职能的同一货币范畴。）在体现着出

售以后的商品资本的货币中，有一个部分以铸币形式花费在购买

生活资料上。预付资本只是逐渐地增大自己的价值，应当作为收入

花掉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也逐渐地被取出和花掉，而为使这部分剩

余价值转化为货币所必需的部分，不断从流通中取出，又不断地、

逐步地投入流通。在资本周转持续长时间（如一年以上）的地方，这

种收入就要事先预付，因为需要维持生活。因此，把收入转化为货

币的那部分资本也要投入流通。

但是，我们还没有结束对Ｗ′—Ｇ—Ｗ 这种形式的论述，因为

对我们在这里作为例子考察的资本Ａ来说，这种形式只是它的商

品的一部分花费在个人消费上，从而Ｇ在这里只是铸币，或作为

铸币流通。这个Ｇ同时使第二个Ｗ，资本家Ｂ的商品资本借以构

成的那些生活资料具有货币形式。零售商应把生活资料直接卖给

消费者。因此，他从流通中取出铸币作为他的资本的货币形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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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假定，他所得到的简单辅币，他也不断地花掉，或不断作为

兑换手段从顾客那里得到，并通过为索维林找零钱的形式返还回

去，等等。他把得到的铸币随时交给银行家，而当他自己要进行相

当数额的支付时，他就向自己的银行家开支票，而银行家又用支票

或银行券来支付。但是，那些把实现自己的收入的货币存放在银行

家那里的个人，又从这个银行家手里把同一些铸币取出来，这样，

这些铸币就又投入流通，重新回到零售商手中。

［４１］（２）流通时间

商品资本的流通过程，Ｗ′—Ｇ—Ｗ，是在时间和空间中进行

的。    

空间上的流通，就是指商品运输，不管是指生产出来的商品运

往市场出售，还是指它在产地被购买，然后进入再生产过程。一方

面，运输业是真正的生产部门，而在这个部门中使用的资本是生产

资本的各大类之一。但是另一方面，运输业同其他工业部门不同的

地方，在于它是（一定的）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范围内和为了流通

过程的继续。从这一点来看，它在流通费用中起一定的作用。（见

本章第四节。）

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考察由商品形态变化必然产生的抽象

要素，而且，既然这样依次通过各个不同阶段（这些阶段持续时间

有长有短，例如商品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也象任何

运动一样，都以时间作为自己的尺度，那么我们就从量上来衡量这

种运动。

空间要素即作为这个过程的物理条件的位置变换，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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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可以简单归结为时间要素。市场的遥远，商品出售地点和商品

产地的分离在这里所以重要，只是因为在各阶段中有一个阶段的

持续时间就是这样花费和确定的。空间的规定在这里本身表现为

时间的规定，表现为流通时间的要素，在本节中也必须只从这个角

度来注意这一要素。

商品资本为了完成Ｗ′—Ｇ—Ｗ，为了被出售，转化为货币，再

从货币转化为自己再生产的各条件，转化为自己的各生产因素所

需要的那段时间，我们称为它的流通时间。这种时间显然包含在流

通领域本身范围内，包含在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

能的领域本身范围内。

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Ｇ—Ｗ—Ｇ这个流通形式，或者也是

Ｐ—Ｃｋ—Ｐ这种形式，是货币或者是生产过程（最好是生产过程，

因为在这里Ｐ—Ｗ′—Ｇ—Ｗ—Ｐ和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上的货

币，并不是象在第一种形式中那样被生产过程分开），如果我们再

假定，全部资本作为商品资本立即离开过程，它全部转化为商品资

本，——这种假定对它的作为商品资本离开过程的那部分来说是

现实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假定就在于，为了简便起见而把其余的

部分撇开不谈，——如果这样，那么再生产过程，即重新表现资本

作为生产资本的职能的过程，显然取决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而

流通时间本身只是衡量商品资本完成总形态变化，从一个阶段过

渡到另一个阶段所需要的速度快慢的抽象尺度。

但是，既然资本只是在生产过程中创造价值和增殖自己的价

值，生产剩余价值，那么，衡量资本在流通领域中停留在市场的持

续时间，从而衡量它不在生产领域的持续时间的流通时间，也衡量

着生产过程的中断时间，这是资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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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时间。

［４１］这里出现了和积累（首先是以货币资本形式进行的积累）

中相同的情况。同量的流通手段以货币资本形式不断地凝结和不

断地聚集，集中起来和从流通中抽出来，又以货币形式，流通手段

形式进行分配和重新投入流通。这些流通手段的各种形式，如铸

币、银行券、各种名称的银行券等等，取决于它们流通的领域，这属

于信用事业的研究范围。

这里只须作下列一般性的评述。

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全部产品都以商品形式生

产，作为商品资本来实现，然后又必须以其他商品资本来补偿，所

以表现出资本形态变化的自然交织，既是它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

又是实际上的形态变化的自然交织；而由此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

展起来，这就为发展不同形式的信用制度和信用货币形成了自然

的基础。但是，我们在这里考察货币仅仅是（１）作为金属货币，并且

（２）主要考察货币的作为购买手段的职能，而不是作为支付手段的

职能。我们所以要这样考察货币，第一，因为信用制度的发展并不

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倒不如说，我们的这种研究是研究信用制度

发展的前提；第二，因为在考察信用事业本身的时候，纯金属流通

始终应当作为基础，从而应当事先以它的纯形式出现。

在考察简单流通时，流通速度被看作其原因不可能从简单货

币流通本身产生的要素。现在表明，流通速度的先决条件是资本形

态变化的速度和资本整个再生产过程的速度。

最后，还必须指出一点。

资本的一般形式Ｇ—Ｗ—Ｇ是作为起点和终点的资本的货币

形式。但是，同贮藏货币的形成不同，这里不执行职能的货币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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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闲置资本，而资本不断地竭力要获得货币形式，它又竭力抛掉这

种形式。

［４２］这种情况最明显地表现在Ｐ—Ｃｋ—Ｐ这种形式中。

在自己经历商品形态变化的过程中——而流通时间只计量这

种经历的持续时间——商品资本从一种价值形式转化为另一种价

值形式，而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表现在商品资本总价格上的价值

额转化为货币，转化为已观念地表现在它的价格上的同一货币额；

这个货币额又转化为另一商品资本，并实现作为价格表现出这个

商品资本价值的货币额。这样，这里就发生形式变化。同一价值轮

流代表商品，代表货币，又代表商品。这里根本没有创造价值。

因此，流通时间远非象劳动时间那样是创造价值的时间，而是

价值创造和资本价值自行增殖中断、间断的一段时间。

我们拿５００镑资本来说，其中１００镑是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

等于１００％；转化为产品的时间需要一个月。产品在这种情况下等

于６００镑。比如说，这是２００００磅棉纱，如果棉纱每磅值１２先令的

话。这种产品作为价值６００镑的２００００磅棉纱的商品资本进入市

场。假定它售出和重新转化为自己的生产条件需要三个月。这就

意味着，资本在四个月内生产出６００镑价值和１００镑剩余价值，而

这也就等于说，它一个月内只生产２５镑剩余价值和１５０镑价值。

如果流通时间只延续两个月，那么同一资本就会在三个月内产生

出６００镑价值和１００镑剩余价值，从而一个月内产生出２００镑价

值和３３１
３镑剩余价值；如果流通时间只有一个月，那么两个月内

就会创造出６００镑价值和１００镑剩余价值，而一个月内创造出３００镑

价值和１００镑剩余价值，从而比第一种假定增加一倍，因为流通时

间缩短一半。这里关于价值所说的情况，同样适用于使用价值，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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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产品和剩余产品的量，比如一个月内生产出来的棉纱量。

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或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完成自己的形态

变化所需的持续时期，代表创造资本的价值的时间和决定资本自

行增殖的程度，或生产剩余价值的程度的时间。除劳动时间外，流

通时间表现为决定要素。

但是，在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期间，在用资本的流通时间计量

的这种停留的时间内，资本并不剥削工人，同作为工人的工人不发

生任何关系，资本同工人的关系至多是买者同卖者的关系，资本一

般只同别的资本进行交换，或者说，如果商品进入消费，资本只同

商品的买者和卖者，其实只同货币占有者发生关系。它在流通领域

中的运动，一般就是通过一系列交换和流通行为来使它的形式转

化，因而表现为它作为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或商品资本所固有的独

特的运动或职能，这种运动或职能是在劳动剥削范围以外，在它作

为生产资本这种存在形式本身以外实现的。由此产生一种假象，似

乎价值创造和剩余价值创造——正因为这种创造由流通时间决定

——还从资本作为货币资本或商品资本所固有的神秘的、隐藏的

其他属性产生出来，这些属性同资本对劳动剥削的量或同对无酬

劳动的占有毫无关系，根本不把劳动时间当作自己的尺度。以后我

们会看到，这种假象不仅使“平民”，而且也使优秀的经济学家迷惑

不解。

但实际上，如果流通时间等于零，因而资本只是在想象中完成

自己的形态变化，在这方面不花费时间，以致它在全部生产过程中

的职能是连续不断的（而在一定的情况下，例如在实行订货生产等

等的情况下，流通时间可能等于零），资本便会最大限度地创造价

值和自行增殖。相反，如果流通时间等于无限，那么创造价值和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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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增殖就会等于零。

可见，流通时间对价值的创造和资本价值的自行增殖只起消

极作用，而劳动时间却起积极作用。流通时间对于劳动时间起界

限的作用。如果流通时间等于零，那么这个界限就不存在。这个

界限随着流通时间的扩大、增长、［４３］变得大于零的程度而不断

扩大。

因此，流通时间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中断而起作用。如果资本

周转的全部时间等于Ｐ，Ｐ′（生产时间，劳动时间）加上Ｃｋ（流通时

间），那么，Ｐ减去Ｃｋ就等于全部周转中价值形成的时间。

资本的价值形成是资本流通时间的函数（“函数”这个词在

这里是数学含义）。但是，价值形成会按照流通时间增加的同一程

度而减少。正象某些曲线图中的纵横座标那样，一个减少多少，另

一个就增加多少。

根据我们的假定，如果总资本一下子都作为商品资本离开生

产过程，那么价值增殖的多少显然同流通时间成反比，同劳动时

间成正比。如果资本有一部分处于生产领域，而另一部分处于流

通领域，那么，处于价值增殖过程中的资本的量，从而价值增殖

程度的增减，同流通时间成反比。

关于延长或缩短流通时间的一些情况，以后再作较详细的考

察。

但是，目前清楚的首先是下述情况。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有三种情况必定影响流通时

间的相对量。

（１）商品资本在自己的两个阶段上必须克服的实际空间长度，

或市场远离产地的距离，比较一般的说法就是市场的边沿；市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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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代表圆周或弧线的大小，如果把产地算作中心，其半径就不断延

长，例如市场从最近点开始，直至世界市场的最远点结束。

（２）所花费的资本的相对量，从而资本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相

对量。因为很清楚，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要使更大的商

品量转化为货币，进而使货币转化为商品，同完成较小的商品量的

这种转化相比需要更多的买卖行为。诚然，这些行为可以同时地，

在空间上并行发生，但它们更可能连续发生，也就是说，一种场合

所花的时间多些，另一种场合少些。

（３）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生产过程的周期性、和这种周期性的

不断划分即把各个周期分开的那段时间的相对长度。

前两点自然是清楚的。至于最后一点，我们拿农业来作为例

子。比如说，从播种到收割要一年。因此，商品资本如小麦或燕麦

的新的流通只经过一年就又开始了。另一方面，商品小麦或燕麦的

流通期间持续整整一年以上。在这里，商品资本只是不断注入流通

蓄水池，而它流出这些蓄水池并转入消费或再生产（如在出卖时）

要持续一年以上。它只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地离开这些蓄水池。因

此，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前，商品流通或货币流通多少有些发

展，耕作农为购买其他商品和纳税，至少要出售自己的一部分产

品，农业成了商人资本的猎物，更成了高利贷资本的猎物。这样农

村生产就比城市生产有较大的依赖性（ａ）。由此债务奴隶制就在农

业民族中，在与较大的地产相对立的小农中迅速发展起来，古罗马

和查理大帝时代的德意志就是这种情况。

［４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随着本身的发展而扩大市场，从而扩

（ａ） 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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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市场的边沿，市场远离中心产地的距离，不断延长市场的半径，

从而延长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内在的增殖欲望——更不用说资本

内在的使商品低廉化的规律了——就采取下述办法来对付这种情

况：发展交通运输工具，创造这些实际的条件，不仅为了扩大市

场，而且为了缩短商品通过市场的时间，从而为了缩短流通时间。

另一方面，同其他两点也有关系的和必然从资本主义生产中产生

出来的信用事业，表现为缩短流通时间和保持整个再生产过程持

续性的手段。

如果撇开这些决定流通时间长度的一般情况不谈，那么，在

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这种流通时间长度显然取决于影响

商品买卖的市场关系的波动，这种关系时而加速商品的买卖，时

而使之呆滞。同一投资在同一平均流通时间内，对于价值和剩余

价值以及对于产品和剩余产品，可能会由于每一时刻存在的和不

断波动的市场行情而具有较高或较低的生产能力。因此，要是从

行情的效果来看，行情不是作为不变的力量，而是作为可变的力

量起作用（ａ）。

时间本身对商品的使用价值，从而对商品的交换价值起破坏

作用（土地除外，土地属于地租篇，信用券完全不属于这里）。因

此，即使不谈流通时间对劳动时间的较大或较小的限制，它也不

仅影响价值增殖，而且影响预付资本的价值保存。（我们撇开预付

资本还要受偶然性的更大影响这一点不谈。）

其次，流通时间越长，商品资本停留在市场上的时间越长，商

品生产时间缩短的可能性就越大，从而在市场上流通的商品的价

（ａ）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６３、

６４、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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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减少的可能性，商品价值丧失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然可能有相

反的情况，从而可能由此造成价格提高。由此就产生投机倒把。但

这仅仅从整体说来是对的，而不考虑由于供求关系的变动，例如原

料，特别是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动，所造成的市场价格的波动。）

谈到流通时间，还必须研究一个问题。既然流通分为两个阶

段：Ｗ—Ｇ和Ｇ—Ｗ，那么这两个阶段是否各有不同的特征呢？

第一，在考察简单商品形态变化时表明，困难在于卖，而不在

于买，因为在第一个行为实现以后，商品在其货币形式上具有同其

他一切商品相交换的绝对能力，而第一个交易则取决于商品的使

用价值等等。一般说来，对于商品资本来说实际上也是这样，因此

它的流通时间主要是由Ｗ′—Ｇ决定的。这里也有使货币资本推迟

再转化为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资本的存在条件的例外情况，这种例

外情况属于再生产各实际方面的研究，但不属于这里。

这里应当只作一般的评述，如果考察各个投资和甚至全国的

投资，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同时并进的世界市场的发展，会对

Ｗ′—Ｇ和Ｇ—Ｗ 发生相反的影响。

［４５］诚然，一方面，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会缩短市场距离，但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被缩短的距离的绝对长度不

仅增大，而且总商品资本中有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随着资本

实际上越来越支配一切生产领域，因而在越来越大的和日益扩大

的规模上生产一切商品——进入世界市场的流通，并且必须运到

更远的市场，以便转化为货币。这样，世界市场的发展就会使Ｗ—

Ｇ这个阶段中的流通时间延长。

另一方面，从出产国来看的世界市场的这种发展，不仅对下面

这样的国家来说是存在的（其实，这又是那些力图直接保证以适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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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发财致富形式获取利润的卖者在国际范围内促成的），这样的

国家就是，人们从数量与种类都越来越多的产地向它运来出售的

商品，而且也运来使Ｇ再转化为商品资本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商品

所使用的那些手段。由于商品来源的这种多面性的增长，气候、季

节的特性，生产的周期性，相互代替的产品的特点，都混在一起而

消失了。这样延长Ｗ′—Ｇ行为中的流通时间的同一些原因，也缩

短Ｇ—Ｗ 行为中的这种时间，即货币再转化为再生产过程的各物

质因素所需要的时间。因此（参看以下的论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的国家中，实现新的投资比有利地使用原有资本更容易。

第二，Ｇ在Ｇ—Ｗ 行为中可能是被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

因而是要重新转化为资本的货币（或者是这样的原有资本，它要投

入某个其他的、对它来说是新的生产领域，或投入全新的生产领

域）。如果撇开刚才提到的情况不谈，那么为此就要求有建筑物，可

能还要求有现在还不是现成存在的、但必须去订购的机器等等。资

本主义生产越发展，规模越大，劳动生产力越高，已经生产出来的

生产力越大，以及手头经常有的、可以供支配的过剩人口越

多，——而这一切只是表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这种订

购的完成也就越快，货币就能越快地再转化为必须重新制造出来

的那些生产条件。因此，Ｇ—Ｗ 行为，或一部分流通时间，即资本为

从货币资本形式转化为商品资本形式所必需的时间，也就越短。

［４６］（３）生产时间

除了流通时间，即作为商品资本的资本在市场上完成其形态

变化的那种时间以外，资本要求一定的时间来转化为商品资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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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话说，为了实现这种转化，资本要在生产过程中，在直接生产领

域中停留一段时间。显然，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等于资本为

重新开始再生产过程，Ｇ—Ｗ—Ｇ或Ｐ—Ｃｋ—Ｐ，为更新生产过程

所必需的总时间。这就是资本从某一形式的出发点（无论是Ｇ、Ｗ、

Ｐ还是Ｗ′）到同一形式的复归点所走的道路的那段总时间。由资

本的生产时间和它的流通时间之和来计量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周

期，换句话说，这样来计量生产周期性的资本整个再生产过程，被

称为资本周转。可见，资本周转就是作为周期性的过程来规定的资

本再生产过程。

资本的生产时间，对于所有资本来说，无论如何与资本所购买

的劳动力的劳动时间不一致。撇开生产过程的偶然被破坏或通常

的中断（例如休息日）不谈，在所有生产领域中，劳动时间并不是连

续的，或者说，劳动时间不是在同样范围内连续的。中断发生在如

下场合：产品在制成之前或基本上制成之后，必须经受自然过程的

作用，以致人的劳动只在很小程度上参加进来或根本不参加进来。

例如，在农业中种子被播下以后；酿酒时的发酵过程；漂白、鞣皮时

的化学过程等等。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在于，或者这种过

程被缩短，或者按照物的性质不可能这样做的地方，如象在农业本

身中，就把劳动或一部分劳动在整个生产期间按照可能性同时分

配在所有的生产领域（ａ），使得生产过程的不同部分在不同的时间

内得到实现，这样，通过轮换的办法来作到连续性。

自然，由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来计量的周转周期，等于再

生产时间，等于再生产开始和结束之间的时间，而不管我们是把Ｇ、

（ａ） 《经济学家》。摩尔顿（关于农业）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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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Ｐ还是把Ｗ′看作出发点。在这里，较为合适的只是下面两个公

式：Ｇ—Ｗ—Ｇ和Ｐ—Ｃｋ—Ｐ。但是，周转本身的相对大小也要求有

另外的尺度。我们已经看到，在确定劳动时间时，充当时间自然尺

度的是工作日。对于计算资本周转来说，这样的自然尺度是年，因

为年是最重要的生活资料和农产品，即整个生产的物质基础的自

然再生产时间，至少在温和的气候条件下，也就是在资本主义生产

的祖国是如此。这样，在谈到一年中重复若干次再生产周期的资本

时，我们就说它一年完成几次周转；在谈到再生产周期延续一年以

上的资本时，我们就说它几年又几分之几年周转一次，或它的某一

部分一年周转一次（ｂ）。如果我们考察再生产形式Ｐ—Ｃｋ—Ｐ，或者

说考察Ｐ（１）—Ｗ′—Ｇ（２）—Ｗ—Ｐ也一样，那我们就会看到一个

特点，即［４７］在资本的生产时间已定时，资本的周转速度取决于流

通时间，在流通时间已定时，资本的周转速度取决于生产时间。

至于谈到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必须事先指出下列情况。流通

时间受商品使用价值的限制，这种使用价值决定着商品的寿命。商

品可能有较长或较短的最大限度流通时间（就是说，这里指的是商

品在售出之前处在市场上，处在Ｗ—Ｇ阶段的时间，即作为商品

执行职能的时间），这取决于商品保持自己作为使用价值的性质的

时间如何，是长还是短，取决于商品腐坏的时间是快还是慢；商品

要依然是使用价值，它们就必须或快或慢地进入消费。按照物的性

质在生产出来以后必须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马上进行消费的那种

商品，也就是说，Ｗ′必须迅速转化为Ｇ，以防止Ｗ′在丧失自己使

用价值的同时也丧失自己的价值，那种商品的生产只有当直接市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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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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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即临近产地的市场（它的半径可以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而

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延长）随着人口的聚集等等而变得足够大的

时候，才能大规模地实现，才能真正从属于资本。（例如，如果一个

独一无二的资本家垄断了全部供应等等，这个市场就可以达到相

当大的规模。）然而，被极端例外的条件所证实的一般规律始终是，

某种商品最大可能的流通时间——即产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的期

间——越长，它就越适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适于大规模的生产

等等。

和劳动时间不同的生产时间，劳动过程的中断，其持续时间越

是不规律，不正常，不断发生的和正常地插进来的自然过程越是不

听命于事先进行的准确计算，而这种自然过程的作用又是有保证

的，经常发生的，那么上述劳动过程的中断就越是会使商品不适于

专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适于大规模的生产方式。这是例如烤

面包业仍然被排除在真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外的原因之一。

生产可以是连续的，即一部分资本可以不间断地处在生产阶

段上，而只要一定的生产阶段等于一定的生产周期，那就能够有这

种生产周期的连续性，换句话说，有这种再生产周期的连续性，而

其中没有劳动过程的连续性，没有生产过程中的连续性，或者说，

没有这种情况：生产过程的连续性必须包括劳动过程的连续性，或

必须包括原有规模的劳动过程的连续性。劳动过程完全可以被打

断，或劳动的规模可以缩小，也就是说，在一个生产阶段可以使用

和推动的劳动力数量大大少于另一个生产阶段。

只要生产时间不同于劳动时间，这就等于是劳动时间的间断，

停止，中断。因为，如果劳动过程没有完全被打断，而只是使用的劳

动量减少了，那么对于减少额来说，即对于被中断的一定量劳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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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或对于一个阶段上和另一个阶段上劳动过程的规模之间的差

别来说，这就是劳动时间的绝对间断。这样，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

之间的差别，总是或者归结为（１）劳动过程的绝对间断，或者归结

为（２）劳动过程规模［４８］的缩小，也就是说，在两种情况下，归结为

劳动过程的中断，归结为劳动时间或大或小规模的缩短。

因此很明显，和劳动时间不同的生产时间，——这种时间等于

劳动时间＋非劳动时间（在非劳动时间等于零时，不发生任何中

断，这时生产时间等于劳动时间＋０，即等于劳动时间，因此，两个

范畴相重合，相一致），——也象资本的流通时间一样，不生产价值

或剩余价值，这是包含在前提中的。如果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是一

致的，那就不存在和劳动时间不同的生产时间。如果一部分生产时

间变成独立的，从劳动时间分离出来，那么它就等于非劳动时间，

等于这样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被生产的商品，从而一部分生产

商品的生产资本，继续处在生产过程中，这样，这部分资本就不能

离开生产过程，不能作为成品，作为现成的使用价值投到市场上

去，也就是说，如果不对它追加人类劳动，如果它不经历劳动过程，

它就不能作为商品投到市场上去。但是，既然价值无非是用这种劳

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的物化劳动，而剩余价值无非是这种物化劳

动的无酬部分，那么，和劳动时间不同的生产时间，也象流通时间

一样，不能创造价值或剩余价值。因此，这种生产时间的任何可能

的缩短，也完全象流通时间的缩短一样，会使价值增殖过程增加。

在这方面，必须把生产某种产品时生产时间的缩短同劳动时间的

缩短区分开。后者意味着，使用一定的手段来使同一劳动时间物化

在较大数量的产品上，或者花费较少的劳动时间来生产同样数量

的产品。前一种情况下生产时间的缩短意味着，劳动时间中断的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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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劳动过程中断的缩短，因而是资本在这段时期内所剥削的劳动

量的增加。

对于这两者来说，对于流通时间和这种生产时间来说，共同之

处是，它们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剩余价值，因此，它们限制资本

自行增殖的过程，对这个过程起着限制要素的作用。但是另一方

面，这两者之间有重大的区别。要成为产品，要作为使用价值找到

一定的用途，产品必须经过生产时间。例如，种子不埋在地里一些

时间，不经受自然力的作用，就不能发芽生长；酒必须经过发酵过

程，而且为要得到某种品质，它在以后必须存放起来等等。例如，新

建的房子需要有一段时间使之干燥，这样才适于居住。

因此，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同，是商品使用价值生产中的内

在要素。生产过程延续着，但是作为自然过程延续着，人类劳动不

再参加进来。相反，流通过程只同商品的交换价值形式有关。就流

通过程是出售商品所必须的时间，是商品转化为货币所必须的时

间来说，那么这显然是不言而喻的。就流通过程也是Ｇ—Ｗ 的行

为来说，那么它也是形式的东西，因为：

（１）从Ｗ 的角度来看，这个行为＝Ｗ—Ｇ，

（２）但是，虽然这里发生的是实际的物质变换，而在最初的Ｗ′

方面，则是现实的形态变化，也就是说，它转化为它的各生产条件，

转化为生产过程的各因素，恰恰代表这些生产条件的商品Ｗ，也

象Ｇ一样地存在着（或者说，只有当商品存在时，阶段才结束）。这

是存在于不同形式上的商品价值的简单交换，一方面是作为货币，

另一方面是作为商品。

［４９］和劳动时间不同的生产时间，也象流通时间一样，在资本

的“玄妙”性质方面，产生出同样的神秘性，返两者都是资本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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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过程的必要的和内在的因素。这两者都对资本的自行增殖起作

用，然而是否定地起作用，作为这种自行增殖的限制要素起作用。

这些限制本身在表面上考察时表现为——既然一切限定即否定，

因而，一切否定即限定——起肯定作用的因素；这样，资本就表现

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独立的与剥削劳动无关的源泉。在考察生产

时间时造成一种假象，仿佛这一源泉来自资本的各物质因素所固

有的性质，来自例如作为种子等等的资本所固有的性质，来自资本

作为物，作为自然过程加入生产过程所固有的性质；同样，在考察

流通时间时，价值的创造看起来来自流通，来自交换过程本身，因

而来自价值所发生的形式变化。（这种外观恰恰由于下述原因而变

得更加强烈起来：在以形成一般利润率为前提的生产过程中，资本

自行增殖的上述限制充当各个生产领域中的资本计算利润等等时

的基础。）

如果由于发明、科学方法、化学的应用等等（例如，用化学漂白

代替普通漂白），劳动过程的连续性增加了，即生产商品时劳动过

程的中断被消除了，或至少缩短了，那么，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

下，周转时间（等于生产时间＋流通时间）就会缩短（ａ），而在这段时

（ａ） 发生一个问题，第一章的这整个第三节是否应当单纯考察生产时间，就象第

二节考察流通时间一样？是否应当这样来叙述：被称为《资本周转》的第１１章，包含关

于资本流通的这种一定形式的全部内容，而同样被称为《资本流通》的第 章，只限于

分析资本的一般要素？这看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应当选定（这里也象到处一样，说的是关于范畴的规定）的那些规定如下。

流通时间等于循环时间，或者确切些说，等于商品资本在市场上通过Ｗ—Ｇ—Ｗ

过程，即形态变化所要求的时间。

生产时间等于这样一段时间，在其中一定量的资本处在生产过程中，以便转化为

产品，而且是转化为供出售的产品，确切些说，是转化为成品并离开生产过程。

周转时间——生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即一定量的资本为了完成生产过程，从

而为了重复生产过程所必需的时间，它等于两个再生产过程之间的周期，等于生产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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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就会增加。可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两种

方式：

（１）通过加入同一活劳动（以面包业为例），得到较多数量的产

品；

（２）加在同量产品上的，是较少数量的物化在不变资本各组成

部分中的劳动。

对后面这一点，我们再补充几句。

在现有生产方式下的许多过程中，在劳动时间中断时，例如，

把酒存放在大桶里，在进行发酵过程的器具中发生化学化合的时

候等等，这种为实现过程所必需的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会逐渐地

损耗，按照事先进行的计算，经过一定的时期把自己价值的一定部

分转到产品上去。如果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不同——缩短，那

么，转到这段时间内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上的这种价值组成部分也

相应地较少。因此，同一产品包含着较少的物化劳动，或者说，物化

在这种产品中的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

由于这种情况，在价值增殖方面，或者确切些说，在作为价值

形成过程来看的生产过程方面，产生了问题。在生产过程的一定时

期，材料等等只受自然过程的作用，而劳动过程本身已经间断（或

相应地不是全部间断），在这一时期，不在物质上进入产品或不作

为生产产品的物质成分进入产品，而只是作为这个过程的条件起

作用——如建筑物、桶、管、过滤设备等等——的那部分不变资

程的两次重复之间的周期。

虽然应当做出这种改变，但在这里已经能够事先（但不迟于把材料送出付排以前）

对下述范围的资本周转作出一般分析，即这种分析还没有以研究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等等之间的差别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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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则按照自己使用价值磨损的程度，把自己交换价值的一定部分

转移到产品上去，虽然这一部分现在并不在劳动过程本身中作为

条件（要素）起作用。总的说来，这是原来阐述的那些原理的例外情

况。但是，问题在于：不变资本所以把价值追加到产品上去，只是因

为它自己的使用价值，从而它自己的价值，在这个产品的生产中被

消耗；它的消耗是产品生产的条件。因此，包含在产品中的劳动是

这样的劳动，不把它追加进去，产品就不能生产出来，也就是说，这

是产品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从而重新包含在产品价值中的必要

劳动。它的使用价值的这种消耗不论是发生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

还是发生在由劳动过程目的本身所决定和产品［５０］受自然过程作

用的必要性所决定的劳动过程的中断时期，都不会改变问题的本

质，因为在两种情况下，这部分不变资本都在产品生产中被消耗。

但这是唯一的例外情况，即包含在生产条件中的价值，没有追加的

人类劳动的直接介入，就转移到产品上去，转给产品。

除了总生产时间中的差别可以由劳动时间的中断，由与劳动

时间不同的生产时间（在这种生产时间里，同量资本处在生产过程

中）引起以外，——而且，这种中断可以发生在一个生产领域中，而

不发生在另一个生产领域中，或者，如果发生，那持续时间也不相

同，它形成不同的间隔，——这种差别甚至可以在下述情况下发

生，即对两个资本来说，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相一致，或者说，生产

过程完全进入劳动过程（象我们刚才看到的，价值增殖过程甚至没

有劳动过程也能发生），也就是说，甚至当劳动过程的连续性在这

种和那种投资体系中，在这一和那一生产部门中未被破坏时，也能

发生。

这取决于为重新进行劳动所必需的劳动过程的周期不同；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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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取决于不同工业部门中生产一定量成品所要求的劳动时间

量不同。例如，同一可变资本每周雇用５００工人，并且假定等于

５００镑，在三个月过程中，例如在棉纱生产中，把一定量的棉花、煤

炭、机器等等转化为产品——棉纱，并再生产出它所消耗的作为商

品资本的不变资本。不断保证５００工人工作的同一可变资本，例如

在铁路建筑业，房屋修筑业等等中，只生产出局部产品，这个产品

的完成要求继续进行劳动过程。显然，Ｗ′形式上的资本的再生产，

只有当Ｗ′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离开这个过程时才能开始。这样，

不同的资本按照它们所提供的一定商品即一定使用价值的性质，

会有再生产过程的不同周期，有不同周期性，甚至我们如果让流通

时间等于零，或假定商品的形态变化只在观念上发生，即不需要花

费时间，那情况也是如此。

在只考察价值增殖过程时，这一点初看起来不是本质的东西。

假定资本 的再生产周期是两个月，资本 是十二个月。在这

样的前提下，再生产过程连续进行的资本 ，也花费象资本 一样

多的可变资本。如果两个月的花费（工资）＝４０００镑，那么十二个

月的花费＝２４０００镑。资本 也是同样的情况，它的再生产周期等

于十二个月。

在劳动所受的剥削相同时，可变资本 在十二个月中再生产

出来的价值加上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其数量和资本 生产的一

样多，而如果资本 只在自己两个月的周期内执行职能，另一资本

在自己十二个月的周期内执行职能，那么资本 再生产出来的价

值（补偿花费的工资的价值）＋剩余价值，则按照生产过程周期的

长度而相对地较多。

差别如下。只有产品制成，它的价值才能实现。一旦价值再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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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各生产因素，那么下述情况在开始时看来就是没有差别

的，——宁可说是一种优越性，——这就是，对资本 来说，只有经

过较长的周期才需要这种再转化。但是，至于剩余价值，它的一部

分被作为收入花费掉，一部分可以用作积累基金，并且重新转化为

新资本或旧资本的追加部分。从它作为收入花费来说，那么很清

楚，资本 只有到年终才能从自己的产品中得到这种收入，因此，

它必须在全年中预付出去，而资本 只需要两个月。从剩余价值重

新转化为资本，或从剩余价值转化为积累基金来说，那么资本 只

有到一年结束后才能开始这样做，而资本 则相反，这是每两个月

就重复一次的连续过程。在最初两个月结束时，资本 也象资本

一样，包含着同一剩余价值，但它所具有的形式，不能用来剥削追

加的新劳动，即不能作为追加资本来使用。

［５１］此外，他不能把他必须作为收入预付给自己的那部分货

币，拿来作为资本预付给自己，因此，资本家 必须比资本家 更

富，才能开始自己的经营。或者说，他能够作为资本来预付的货币

较少，因为他必须作为收入来预付的部分较多。

如果假定，有人和他全家一道生产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和生

产资料的全部或大部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下，农村

居民在相当大的规模上这样做，——那么很明显，劳动过程直到不

同产品的生产完成为止究竟有多长，从而再生产周期究竟有多长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毫无疑问的是，例如他一旦建成了房子，他就

象伦敦的企业主一样不再开始修建新的），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事情。这要看这些产品变成他的使用价值有多快，而只有作为这种

使用价值才能满足他的需要。因为他和他的家庭在新产品制成以

前必须生活，必要储备的量就取决于把构成储备的生活资料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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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来所必需的时间的长短。另一方面，同一个人，由于周期持续

时间较短，他就可以较早地使用一部分成品，以便或者使家庭以前

所使用的劳动变得更有生产效能，或者当家庭或后代没有充分就

业时，去扩大家庭的劳动场所，从而增大再生产的规模。无论是从

满足家庭的需要方面来说，还是从更快地发展家庭财富的可能方

面来说，不同产品再生产周期的长短在这里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而家庭本身，只有当它自己拥有足够的必需品储备以后，或者至少

能够拿出自己每日等等的总劳动的足够部分把这种任务作为首要

任务来完成以后，才去生产那种生产周期较长的产品。

我举出这个古时的例子，是为了消除看起来是困难的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既然在（１）生产时间同劳动时间一致，从而劳

动过程的连续性未受破坏，（２）流通过程，或者确切些说，这个过程

所必需的流通时间等于零时，可以得到产品的最大量（既从物质量

来说，也从价值来说）；也就是说，既然劳动过程的连续性等于产品

和价值的最大量，那么下面这种情况看起来就是矛盾的：在再生产

的周期性较短，而这种周期性也形成一种定期重复的中断或间断

时，也必然象在周期性较长时一样，资本的生产率比较高。或者说

看起来，例如正象Ｗ
（１）

—Ｐ
（２）

—Ｃｋ
（３）

—Ｗ
（４）

或Ｇ
（３）

—Ｐ
（３）

—Ｇ
（３）

的公式所表明的那

样，在生产的周期性较短时，流通时间或产品在流通领域中的停

留，当然依旧重复得较快，而且它不仅起反面的限制的作用，而且

起正面的创造的作用。但是，这种停留同占有或消费他人的劳动力

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如果假定，例如产品生产得较快或产品作为使

用价值的原先存在，从满足需要的角度来说表现为优越性，那么在

这里仍然可以表明，和原先阐述的原理完全相反，价值增殖过程中

的差别只是来自流通过程，而不是来自生产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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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的例子表明，如果某一个家庭自己在实物形式上生

产自己的全部产品，来满足直接的天然的需要，无论是生活资料还

是生产资料，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家庭不生产商品，如果没有交换，

从而没有一系列由货币作媒介的并且彼此作为两个对立的阶段互

为补充的交换，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商品的形态变化，流通时间如

果等于零，那么就象上面已经表明的那样，在再生产的周期性较短

时，不仅满足需要较快和较有保证，以致这个家庭实际上在开始时

必定只限于进行周期性最短的生产，而且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的

发展，总之，这个家庭的财富的发展也较快。这就最好不过地证明

了，这个原理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性所造成的再生产过程的形式

毫无共同之处。

［５２］在那里生产过程的周期较长的情况下［表现为］必须储备

较长期间的事情，在这里［表现为］收入的较长期的预付；

在那里［表现为］财富等等（福利）较快发展的较大可能性的事

情，在这里表现为较大的积累能力。但是很清楚，后面这种情况的

产生只是由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下，在周期较短时，剩余价

值或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能够较快地或者转化为提高所使用劳动

的生产力的手段，或者在谈到直接增加剩余价值时，转化为占有和

“剥削”追加劳动的手段；而在周期较长时，剩余价值继续处在它不

适于达到这些目的中任一个目的的形式上。

（周期性同劳动过程的连续性没有共同之处，因为后者——既

然它是由使用价值的性质造成的——在极其不同的周期以及周转

条件下，总是不间断的。但是，处于这种状态的始终只是总资本的

一定部分，这始终是用于生产过程的资本的一部分，但只是它的一

部分。）在这里周期性同商品的制造有关，因此，谈论的也是一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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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转化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所经历的周期，也就是说，谈论的是重

复这一过程所经历的间歇期间。

下面这种意义上的再生产时间，即无非是制造每一商品，从而

更新每一商品所必需的周期这种意义上的再生产时间，作为同一

商品能够重新开始生产的那段时间，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总之，在

商品生产中）是通过商品形态变化作媒介的。Ｗ′—Ｇ和Ｇ—Ｗ 在

这里是实现这种再生产的条件和形式。因此，这一或那一商品生产

周期较短或较长，看起来是或者表现为：这种形态变化时间较短；

因此，这一商品和另一商品相比，可以较早地重新进入出售阶段，

可以较早地卖出去，因而又可以用它卖得的货币较早地重新进行

购买。因此，商品的出售重复得较快。但这并不是为进行在这里产

生出价值增殖的较大可能性的那种形态变化所必需的时间，这里

只是形态变化由于商品生产周期较短而重复得较快，并同时提供

了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可能性，因为（１）指的是现有产品较快更新

之流的价值，（２）指的是使用价值。

在考察直接生产过程时已经指出，由生产部门决定的劳动（商

品生产）过程周期的长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会通过增加所使用

的资本，也就是说，增加同时行动的并在空间上彼此并存的工人的

数量，来相对地加以缩短。例如，铁路、房屋等等，如果在许多地方

由许多工人同时开工和同时进行，那就会修建得较快。由于生产规

模在空间上扩大（这种扩大也是工作同时性的扩大），制造一定产

品所必需的劳动过程的时间，劳动过程的长度，就会缩短。

在我论述货币等等的著作７７中已经指出，由于不同商品生产

期的不同，先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发展起来，然后是信用发展起

来。信用制度的发展也造成如下情况：由于形成股份公司等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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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那些延续很长时间，也许是延续许多年的劳动过程结果的商品

成为可能（通过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而不是国家建设和国家企业

等形式上的生产）。（关于这种情况参看威克菲尔德的著作，论殖民

地，连续性……）（ａ）作为使用价值的这些商品拖延很长时间的回

流，和剩余价值的拖延时间的实现，甚至会使大资本家的资本闲置

多年。（更不用说为实现这类工程所需要的大量资本了。）

［５３］（４）流通费用

我们已经看到，流通时间本身决不会给商品添加价值，或增加

资本的价值；相反，它应该被看作是生产时间的扣除，看作是对资

本价值增殖的障碍。

但是，资本在流通领域的停留和它的流通的实现会花费费用，

流通费用，现在我们应当比较详细地来规定这些费用的性质。

（ａ）流通费用是从资本的纯粹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产生的，完全

与空间和时间中等等的实际流通无关。不论这纯粹观念上的流通

的费用怎样，它们也不会给商品增添任何价值，相反，它们是商品

价值的扣除，而因为假定工资等于劳动力的价值，等于最低额，所

以它们是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的必然扣除。

商品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或观念上的流通，局限于价值从商

品形式转入货币形式，再从货币形式转入商品形式，也就是说，这

种形态变化归结为买和卖。

商品的价值并不因商品被出售，或它的价值被实现在货币上

（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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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３

年伦敦版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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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发生变化。商品的价值最初以一种形式存在，然后以另一种形式

存在。因为，按照我们的假定，商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所以买者和

卖者不论在过程前还是过程后，他们手中都有同一价值，或等价

物。卖者所拥有的不是价值为１００镑的纱，而是１００镑货币，买者

所拥有的１００镑已经不是在货币形式上，而是在纱的形式上了。

对卖者来说是Ｗ—Ｇ，对买者来说是Ｇ—Ｗ。因此，资本形态

变化的第二部分Ｇ—Ｗ，具有与它的第一部分Ｗ—Ｇ同样的力

量。买者和卖者无论在卖与买之前还是以后，都拥有同一价值。

买和卖，交换一般，商品价值实现在货币上或货币价值实现在

商品上，既不会增加货币的价值，也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不会改

变被交换的价值。

但是这些行为伴随着支出。第一，商品价值的计算需要劳动时

间，但是，这种劳动时间不是花费在价值的创造上，而只是花费在

把已经创造出来的价值转换为计算货币上。除了活劳动以外，在这

个过程中还消费某些商品：纸、墨水、写字台等等，即代表着过去劳

动的劳动材料和劳动工具。不论这些支出如何必要，它们也不会给

商品增添任何价值，它们所以被花费，只是为了实现已经存在的价

值，首先是在观念上实现。因此，它们是价值的扣除。同时，如果资

本家花费的不是他自己的时间，而是雇佣工人的时间，那也决不会

有丝毫变化。差别只在于，因为雇佣工人取得报酬的只是他的时间

的一部分，所以，对资本家来说，费用因而减少了，在他能利用自己

的时间来取得更大的利益时更是如此。

此外，买者和卖者必须互相寻找，而当他们互相找到时，他们

还要花时间来商谈交易。他们就商品的价值进行讨价还价，直到达

成协议。这又是跟想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或把自己的货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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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商品的资本家的职能分不开的劳动时间。但这不是创造价值

的劳动时间。双方在交易时都失去了同量的时间，在这里，任何一

方也不会使另一方受到损失。如果资本家Ａ从曼彻斯特旅行到利

物浦去购买棉花，那么，这决不是要求棉花卖者以较便宜的价格把

棉花卖给他的理由，哪怕比卖给自己的经常在利物浦的买者便宜

一文钱也罢。

［５４］最后，每个资本家一只手支付，另一只手接受付款。货币

的计算，将它们记在收入项下和支出项下要花费时间，但这种时

间，如同地主为收取他的地租并把地租的收入和支出登帐所需的

时间一样，都不是创造价值的时间。这是资本家的必要职能，因为

他代表流通的资本，而且，因为［这个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

在他这方面是不同的职能。由于这些职能花费劳动时间，甚至引起

商品的消费，引起过去劳动的消费，所以它们是对创造价值的时间

的扣除。

在零售商业的情况下问题显得很简单，但不是对零售商而言，

而是对在零售商那里购买的消费者而言。他们花费在购买上的时

间，这些购买可能引起的其他费用，他们对自己的收入和支出必须

进行的记帐，丝毫也不会改变他们必须支付的商品价格，而且，由

于这会给他们的劳动时间带来损失，或者还会引起某些费用，所以

这是他们的收入或他们的劳动时间的扣除。

资本在它的流通时间（或资本滞留在流通领域的那部分）不能

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由于特殊种类的资本家，商人，把自己的

资本（全部资本的一定部分）只投入这个领域，所以全部资本在再

生产过程中的间断时间能够相应地大大缩短，因此，资本的一般生

产率能够大大地提高。但是这丝毫也不会改变问题的本质。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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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本的一部分不生产产品，也不生产价值，虽然，由于资本家当

中的这种分工，这个总资本中不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部分为

数不大。但是，并非每一单个生产资本家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价

值，而是总生产资本把它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交给商人资

本，也给它补偿商品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中的费用。（不言而喻，随

着一般利润率的形成，在再生产总过程中执行某种必要职能的任

何资本，会按照自己的大小得到一部分利润，而与它本身所生产的

剩余价值量无关。）

流通过程是资本再生产总过程的必需的要素。因此，资本在这

个过程中所执行的职能是必要的职能，而由此引起的劳动时间等

等上的花费是必要的花费，虽然它们并不形成价值和产品，而只是

资本生产时间的扣除和资本生产出来的价值及剩余价值的扣除。

（因此，商人资本就它只执行流通资本的职能，只完成形式上的形

态变化而言，不是狭义的生产资本。商人资本把生产资本的流通过

程部分地承担起来，它本身与生产资本相比越小，那么价值额，剩

余价值额，以及它们两者所体现的产品额就越大。）

（ｂ）商品停留在流通领域中，就要花费劳动和商品，以便把商

品资本保留、保存在仓库中，等等。关于这一点，已经在其他地方谈

过了。

第一，至于各单个商品资本停留在流通领域中时间的偶然延

长（延长多少，取决于各种情况），从而这些流通费用的相应增加，

那么，它们对卖者来说是纯粹损失，在把商品滞留在流通领域内以

便在以后投入市场的投机中，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投机者按提高的

价格出售他的商品，不取决于流通的这些补充费用，而取决于他出

售时的市场价格水平，不论他的这些补充费用是否会得到补偿（ａ）。

９４３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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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第二，如果拿不同商品的平均流通时间来说，那么，它们在贮

藏、保管、防止遭受破坏性影响等等方面的费用是不同的。在一定

程度上，它们是生产的补充过程，因为它们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有

关，而不只是实现［５５］商品交换价值的过程。因此，这样花费的劳

动（无论是以活劳动的形式花费，还是以过去劳动的形式，以贮藏

手段的形式等等花费）进入商品的价值。但是，这种劳动只有在劳

动生产力的降低使商品价值提高的情况下，才会使商品的价值提

高，因为劳动生产力降低时，生产同量的甚至更少的产品，就得耗

费更多量的劳动。

（ｃ）构成商品流通费用第三部分的是运输费用，以及为了把商

品量分成一些部分，以便它们能够进入个人或生产消费所必需的

那种劳动时间等等。

首先，至于运输费用，那么很清楚，运输业虽然只发生在商

品流通领域内，但它可以被看作特殊的工业。它不会增加被运输

的商品的量，而且丝毫也不会改变商品作为独立的使用价值所固

有的属性。棉花不论是在亚拉巴马还是在曼彻斯特，都具有同一

属性。

但是，凡是在运输同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的实际流通发生关

系而且绝对不是商品形式上的形态变化的简单行为，不是观念上

的流通的简单行为的地方，运输所使用的劳动的结果就是使用价

值的改变。也就是说，这种结果就是商品空间存在的改变。这就是

与商品的使用价值有关的规定。因此，运输费用，或者运输业本身

可以被看作是商品生产过程在生产领域本身之外的延长，而且

（ａ） 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１９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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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过程是在流通领域内部发生的，虽然它同时又是商品价值的

实现所固有的过程。（制造业等等内部的运输和生产资本各不同组

成部分的运输。）

我们知道，一方面，生产资本的市场越大，——因为它可以大

规模地发挥职能，——也就是说，它的范围越不是局限于某一地

方，它的生产性就越高。但市场的这种扩大，是由运输业造成的。另

一方面，享受的多样性，即商品使用价值的多样性，会随着这种商

品能够交换别的国家、别的气候条件等等产品的其他使用价值的

程度，而不断增加起来。

另一方面，运输费用越小，或者转运的必要性越小，花费在运

输业中的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就越省，使用在直接生产中的劳动

时间和劳动资料就越多（ａ）。但是，运输业的这种［规律性］是固定资

本的生产所共有的。生产一定量的产品所需的固定资本越小，这些

产品的量就越大。产品的消费地点离开它的生产地点越近，运输费

用就越小（但是，计量远近的不只是绝对的物理上的距离，而且是

克服距离所使用的那些手段的速度和低廉程度）（１）。

（ａ） “（国内的）交换进行得越多，进行这些交换所使用的人、车厢、船舶和水手的

数量就越少，生产中所使用的人数就越多，生产的商品量就增长得越多；而交换的规模

随着生产规模的增大而增大，虽然生产的规模会随着交换的必要支出的每一次增加而

缩小。”（亨·查·凯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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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第２４４页）

“此外，实现交换所必需的资本量，随着贸易的接近生产地点而有减少的趋势。开

往中国的船舶在一年内所完成的交换，并不比航行于城市间的船舶在一个月内所完成

的交换多。”（同上，第２４５页）“在出口规模的扩大中找到安慰——这也许是缩减国内

消费可能性的直接后果。”（同上）

（１） 除了通过扩大市场的途径——这可能要以运输费用的增加（在这种场合是

负数）为其条件——直接提高生产力外，还有一种情况：为了生产某种商品，某一国、某

一地区等等与其他国家、地区相比，需要的劳动较少。因此，尽管运输会给商品增添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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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缩短距离，也就是说，减少花

在交通运输工具上的费用。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还有一种

趋势，就是使这样一种形式的出售成为必要，在这种形式上，资本

主义生产把生产者（工人）群众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而转化为它自

己的产品。

［５６］除了运输费用以外，还有一种费用（劳动和劳动资料的花

费），把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按照它们进入生产消费或非生产消费

的大小、重量等等进行分类的费用。这是把使用价值变得适合于消

费的准备工作，因此，这样的准备工作是直接的生产劳动，它不仅

增大产品的价值，而且增大产品的使用价值，所以不是用在实现产

品预先决定的价值上的专门费用。如果这个产品预定用于生产消

费，那么可以把它看作直接与生产过程有关的产品；如果它进入

加的价值，但是同商品在国内生产等等相比可能较为便宜（ｂ）。

（ｂ） 李嘉图在考察对外贸易时，没有注意到所使用的资本的生产力由于市场的

扩大而提高。但是他正确地强调指出，运输费用等等起着与其他一切流通费用完全同

样的作用，也就是说，会提高价值，在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效率降低时就出现这种情

况。但是，李嘉图从这个正确的原理没有得出下面这个正确的结论：整个商业资本属于

现代制度所必然引起的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

李嘉图援引平庸的萨伊的话：“商业使我们能够从商品产地取得商品，把它运往另

一个消费它的地点。所以商业使我们能够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商品价格之间的

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７８关于这一点，李嘉图说：“这话说得对，但是，这个追加的

价值是怎样加上去的呢？是在生产费用上首先加上运费，其次再加上商人预付资本的

利润。这种商品之所以有更大的价值，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增加的原因一样，因为它在

被消费者买去以前，在生产上和运输上已经费去更多的劳动。这不能算作商业的一种

好处。如果更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商业的全部好处可以归给为使我们能够

取得更有效用而不是更有价值的东西的一种手段。”（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

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３０９—３１０页脚注）现代商业政策的总趋势是以近的市场

取代远的市场。英国把自己的人输往澳大利亚，让他们在那里从事羊毛生产，因为在那

里生产的羊毛可以比国内生产的要便宜些”（凯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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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第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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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流通，那么可以把它看作是对生产过程的补充，看作是在流通

时间所发生的生产过程之一（ａ）。

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以不断增长、扩大的规

模进行生产。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趋势，是越来越扩大

产品的分配领域，随着现挣现吃、越来越进行小量购买，并因此使

商品量的分割（把商品分成各个部分）成为必要的那部分居民的增

长而扩大这个领域。预定用于直接消费、用于消费过程的某一部分

商品量，以及花在这部分商品量上的时间，属于消费时间。因此，流

通时间越缩短，处于零售商业中的商品的价值就越增大。因此，吸

引劳动和劳动资料用于实现这种逐渐消费的趋势在不断增长。劳

动和劳动资料的消费是资本主义生产制度所固有的。对工人来说，

这种浪费是：名义上付给他的工资的一部分被盗窃，并且出现了一

批只靠欺骗人民群众为生的中间寄生虫。

最后，货币本身，因为它们是由贵重的实体构成的，所以属于

流通费用，而且是很大的流通费用，一个国家年劳动的一部分毫无

益处地体现为金和银，而不是体现为生产资料或可以转入消费基

金的商品。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就是用货币的不具有任何价值的

代表来代替货币。但是，从制度的必要条件产生的结果是，生产出

来的财富的很大部分采取这种本身无益的形式；这种形式是流通

的条件所要求的固定资本（ｂ）。

（ａ） 托·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１８２７年伦敦

版第１４７页注］。

（ｂ）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爱·吉·威克菲尔德发行，

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２卷第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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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第 二 章

资 本 周 转

（１）流通时间和周转

这里应当讨论在前一章第三节中已预先谈到的关于周转的一

般概念。

首先，我们在这里研究一下周转的特征，尽可能不涉及应该在

本章第二节中考察的问题，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那

仅仅表现补充性特征。

假定资本为５００镑；其中１００镑为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等于

１００％。（产品，不管什么产品，只要是指使用价值，我们就称为Ｐ，

也就是一个周转期间的产品。）这５００镑的生产时间等于２个月，

流通时间等于１个月。因此，周转时间等于３个月。在三个月期间，

全部预付资本周转一次，也就是说，在这期间内可以完全再生产出

它的全部价值＋剩余价值，即全部原有资本价值＋它在上述条件

下３个月内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再生产出６００镑，其中

５００镑为预付资本，１００镑为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这一次周转的

产品就等于Ｐ。

这个资本一年内可以周转４次。它每３个月周转一次，因而在

４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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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个月即３×４个月内周转４次。它的周转次数已知，如果我们把

它本身的周转时间称为ｕ，而用Ｕ表示年，那就得出，在这里就是

１２
３。

因此，资本在一年内可以生产出４×（５００＋１００）＝２０００＋

４００，也就是说，可以四次生产出自己的原有价值＋四次生产出它

每次周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其次，它可以生产出４Ｐ，或一个周转

期间的产品乘以４。

如果我们把周转次数称为ｎ，原有资本称为Ｃ，剩余价值称为

ｍ，那么这时资本所生产的价值＝ｎ（Ｃ＋ｍ）＝ｎＣ＋ｎｍ，但我们现

在就可以看到，ｎＣ同ｎｍ相比，意义完全不同。

至于产品，那么，如果Ｐ是一次周转的结果，ｎＰ则是ｎ次周转

的结果。

［５８］实际上，４次周转结束时，５００镑原有资本只有一次处在

资本家手中，而不是４次或ｎ次；另一方面，如果他还没有把这

５００镑吃光，剩余价值ｍ就会处在他手中４次或ｎ次，因为实际

上，他在４次周转中所生产的剩余价值ｍ，不是１００镑，而是４００

镑，因此，１００镑预付可变资本生产出４００％剩余价值，尽管按照前

提来说，剩余价值率，即劳动剥削率只等于１００％。（我们完全抽象

掉一年内可能积累的剩余价值部分，因为这同所考察的形式没有

直接的关系。）

（如果Ｕ等于一年时间，而ｕ等于一次周转时间，那么周转次

数ｎ＝
Ｕ
ｕ。所以Ｕ或资本年周转等于ｎｕ，就是说在上述场合＝４×

３个月，或４×１
４年。如果ｕ大于Ｕ，例如，如果资本两年只周转一

次，那么情况就是：Ｕ等于１２个月，而ｕ＝２４，因此，
Ｕ
ｕ＝

１２
２４个月＝

１
２，或者说，资本一年只周转

１
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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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如果我们用ｐ表示代表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的量，在

第一次周转后产品Ｐ就＝ｐ＋ｐ，Ｐ＝６００镑，其中ｐ＝５００镑，而

ｐ＝１００镑。这个转化为货币的总产品Ｐ现在＝６００镑。然而这

６００镑中（因为我们在这里不考察积累，根本不关心剩余价值的进

一步使用），１６即１００镑等于ｐ 的价值，等于剩余价值，并不进入

再生产过程。它被搁置在一旁或被消费等等。在任何情况下，这

就是资本家获得的超出原耗费资本的东西。这就是资本家作为剩

余价值搁置起来的资本的产品。而这反复进行四次。在其他一切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每经过３个月被售出并且在每次新周转

开始时又以自己原有的量执行职能。因此，１００镑所推动的用来生

产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劳动力，被资本家生产和占有４次。相

反，起初总只是预付５００镑旧的原有资本，而这个资本只有在我

们从总产品价值中扣除剩余价值以后，才能返回。然而，原有资

本在不计算剩余价值的情况下，经过４次周转实际上增加为四倍。

就我们考察它的价值来说，它等于４×５００＝２０００镑，而就我们考

察产品来说（扣除代表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即剩余产品），它

等于４Ｐ或ｎＰ。

周转（一年）结束时重新恢复的资本，在这里还是同它当初

一样。它只是被再生产出来。相反，剩余价值却等于一次周转中

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乘以周转次数。但是，虽然一定量可变资本

通过ｕ次周转而带来的剩余价值增加这么多，预付资本总价值一

年结束时决不会被再生产出来。而后来，它继续以生产过程开始

前所具有的形式存在。（这一点将在考察固定资本的第二节更详细

地说明。）

［５９］第一次周转结束时，生产出来的价值等于６００镑，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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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下来的不变资本为４００镑，再生产出来的可变资本为１００镑，

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为１００镑；

但从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产品）的角度来看，它等于Ｐ，其

中Ｐ＝５００镑，Ｐ＝１００镑。

全部产品Ｐ被售出，处在市场上的商品量的每一相应部分增

加了。

虽然全部Ｐ被售出，但重新进入生产过程的只有ｐ，它等于

Ｐ—ｐ′，即等于总产品的价值减去剩余价值。

但是，同ｐ相交换的是一个等价物，其中４
５是不变资本，

１
５

是可变资本。

如果不进行这种交换，那就需要有４００镑新资本，用来购买

必要的不变资本，这些不变资本要由１００镑重新购买了３个月的

新劳动力来推动；如果需要１００镑新资本，用来购买必要的不变

资本，这些不变资本要由１００镑重新购买３个月的新劳动力来推

动；用来购买３个月的新劳动力或再购买３个月的原有劳动力，也

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第一个３个月内，４００镑不变资本变成ＩＰ（产品）。

第二个３个月内，４００镑不变资本变成ＩＰ。

第三个３个月内，４００镑不变资本变成ＩＰ。

第四个３个月内，４００镑不变资本变成ＩＰ。

１２个月内，  １６００镑不变资本变成４Ｐ（其中包含剩余产品

ｐ）（变成４ｐ＋４ｐ）。

这样，所使用的劳动力在３个月内消耗掉１００镑可变资本，而

在１２个月内消耗掉的可变资本量为４×１００＝４００镑。因此，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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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１２个月内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为１６００镑，可变资本为４００镑，

总资本为２０００镑，尽管我们的资本家所掌握和花费的并没有超过

５００镑。但是，他所获得的总剩余价值等于４００镑执行职能的资本

的１００％，也就是等于４００镑，而不是他所投的１００镑可变资本的

１００％，也就是说，不是１００镑。这个数额只相当于他每三个月周

转一次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由一年内执行职能的可变资

本的量决定，而不是由资本家最初拥有的和最后返回他手里的可

变资本量决定。

［６０］上面我们在考察货币流通时已经知道，同一货币额，如

果它一年周转ｎ次，则代表货币额Ｇ，或实现ｎ×Ｇ的商品量，这

里ｎ等于周转次数，而Ｇ等于周转的货币额。最初作为资本预付

的５００镑货币额，情况也是这样。它通过４次周转实现了２０００镑

价值额。同时它来回流通４次，被最初把它投入流通的同一个人

支出和收回４次。最后，同一５００镑货币额（这里撇开剩余价值

不谈），在它实现２０００镑的商品量以后，重新落到他的手中。但

采取什么办法呢？每一次的办法都是变成价值５００镑（或６００

镑）的产品。虽然每次周转开始时所支出的资本从来不超过５００

镑，但它实际已上生产出价值２４００镑的商品。

如果Ｐ是一次周转的产品量，生产出来的产品量就等于Ｐｎ。

如果不进行４次周转，用同一预付资本就不能生产出这样多的产

品。如果ｎ＝ｎ－ｘ，那么总产品就＝Ｐ（ｎ－ｘ）。

一次周转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等于４００镑，四次周转就是１６００

镑或ｎｃ，其中ｎ是周转次数，ｃ是每次周转所使用的不变资本。

其次，一次周转所使用的可变资本等于１００镑；四次周转所

使用的就是４００镑或ｎｖ（其中ｎ是周转次数，ｖ是一次周转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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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可变资本）。

一次周转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是１００镑；四次周转就是４００

镑或ｎｍ（其中ｍ为一次周转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

因此，一年中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等于４ｃ（４×４００），或ｎｃ，

可变资本等于ｎｖ（或４×１００）；整个说来，执行职能的资本等于

（ｃ＋ｖ）×ｎ，与此相适应，剩余价值量等于ｎｍ，生产这个剩余价

值的是ｎｖ，而不是ｖ。但是，所花费的资本的量决不会超过原有

的量，因为再生产重复４次，所以资本返回４次，这样就能４次

形成新的完全的再生产周期的出发点。

如果一年不是周转４（ｎ）次，而是只周转一次，那么，要在

一年中剥削同量劳动并在这一年内生产出同量产品（和剩余价

值），那就必须预付不变资本４ｃ（ｎｃ），可变资本４ｖ（ｎｖ）。假定应

当预付的不是４００镑，而是２０００镑，即１６００镑不变资本和４００镑

可变资本。这时，同一年内执行职能的资本量不变，但资本家所

预付的资本量则会增长为４倍。然而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并不

决定于预付资本的量，而是决定于执行职能的可变资本的量，决

定于资本家一年内所推动的劳动量，而不决定于资本家为推动劳

动量所预付的可变资本的量。在后一种场合，他预付４００镑并生

产出４００镑剩余价值。尽管剩余价值量不变，而剩余价值率象上

述情况那样，只是１
４。也就是说１００％。在另一种场合，剩余价值

率是４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４００％。或者说，它等于一次周转所得到的剩余

价值乘以周转次数。或者说，它等于一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

４００镑，除以一个分数，其分子是一年内所预付的全部可变资本，

而分母是一次周转所预付的可变资本；就是说，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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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０（ｍ）
４００（ｖ）
１００ｖ

＝
４００
４００
１００。

全部可变资本＝４００镑。在第一种场合，剩余价值率等于４００４００＝
ｍ
ｖ

（一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与一年内所预付的可变资本之比）。在

第二种场合，它等于

４００
４００
４
＝
ｍ
ｖ
ｎ，

其中ｎ＝周转次数。作为全部剩余价值除数的那个分母，在［６１］

第一种场合等于一年内预付的可变资本；在第二种场合等于这个

资本除以周转次数。

（作为利润率来表现，它在后一种场合等于４００
２０００＝

１
５＝预付资

本的２０％。在另一场合，它等于４００５００＝
４
５＝８０％。因此，虽然利润

量在两种场合相同，但利润率大３倍。一种场合的三个月利润率

等于另一种场合的年利润率。至于利润，问题的实质表现为：必

须预付更多的总资本（可变资本＋不变资本），才能实现同量剩余

价值，或者说，必须在较长时期内预付同一资本，才能生产出同

一利润。因为利润率的计算同剩余价值率的计算相同，如按年计

算，就是指资本在一定周转期间所生产的利润。）

作为一定的生产或再生产周期的起点，从而实际上作为一定

的周转的起点，作为这种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的起点而执行职能

的资本，称为预付资本。它总是预付价值额，或者用交换价值来表

现，它总是预付货币额，而且预付是以货币形式还是以商品形式进

行，是通过Ｇ—Ｗ—Ｇ形式还是Ｗ—Ｐ—Ｃｋ—Ｗ 等等形式进行，

都是一样的。资本被预付的时间的长短，显然是由它作为价值已经

０６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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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殖的资本，作为Ｇ＋ Ｇ，而不管以什么形式回到自己的出发点

以前所经历的那段时间计量的，也就是说，资本被预付的时间的长

短，是由它的生产时间＋流通时间的总和，即它的周转时间计量

的，从而是由它的周转时间的相对量计量的。很清楚，这种周转时

间越久，预付资本就要越多，才能推动一定量的劳动（从而，使用一

定量的不变资本），从而生产出一定量的剩余价值。因为，只有当资

本经历了自己的周转时间，并作为已经增殖自己价值的资本而重

新获得自己的最初形式时，同一预付价值额，或既定量的预付资

本，才能重新作为资本执行职能，重新成为预付资本，因而重新创

造剩余价值。假定资本的周转时间为既定量，那么资本所能生产的

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它的可变组成部分的量（在其他一切条件相

同的情况下），而这个可变组成部分的量又同不变资本，从而同整

个资本的量成一定的比例（各生产部门的比例不同）。如果周转时

间已定，那么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原预付资本的量（同

时假定，全部资本量只表示它的可变部分的量）；或者说，如果预付

资本只由可变资本组成，那就会产生这种情况；而回流总额的量由

预付资本的量决定，因为它等于Ｋ＋ Ｋ，等于预付资本量＋预付

资本的增殖额。但是，如果预付资本量已定，那么生产出来的剩余

价值量就由资本的周转时间决定，因为周转时间决定同一资本在

一定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内，能够重新开始剥削过程多少次。因此，

一定时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由预付资本的量和周转时间

（或资本被预付的持续时间）的长短这两方面的结合来决定；或者

说，它是由预付资本的量及其周转次数决定。（由此可见，生产出来

的剩余价值量同资本量成正比，同周转时间成反比；同预付资本的

量成正比，同资本被预付的持续时间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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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因此同量资本（就是说，实际上这里只是指可变资本；不

变资本的量，从而全部预付资本的量，等以后研究利润时再进行考

察）例如在一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同其周转次数成正比，或同

这些资本为实现自己的价值增殖过程而被预付的时间成反比。所

以，如果资本周转时间不同，要生产出同一剩余价值，就要预付不

同量的资本。（在周转时间不同或预付持续时间不同的情况下，在

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年内周转时间越快，或周转次数

越多，为在一年内剥削一定量劳动，从而生产一定量剩余价值所需

的预付资本量就越少；而周转时间越慢，从而一年内周转次数越

少，为在一年内［剥削］同量劳动，从而生产出同量剩余价值所需的

预付资本量就越多。这样，速度和数量就象货币流通时那样，可以

按照反比例互相替换。在两种情况下，同量的剩余价值都是在一年

内（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剥削同量劳动的结果，从而是

同量可变资本在一年内被消耗或执行职能的结果。但是，剩余价值

率决定于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之比，而不是对执行职能的资本之

比。因此，剩余价值率在一种场合比在另一种场合高；其提高的程

度相当于预付资本量减少的程度。一年内执行职能的资本和同一

个资本家在一年内所预付的资本之间的差别，由再生产重复的次

数决定，由周转次数决定。在一种场合，５００镑被预付四次，因而在

一年内执行２０００镑的职能，但在一年的任何一个四分之一时间内

所预付的都不超过５００镑。在另一种场合，一年内预付２０００镑，而

且在年周转结束前，这２０００镑的任何一部分都不能作为资本重新

被预付。因此，剩余价值率在一种场合比另一种场合高３倍，而如

果按比例考察资本，那么剩余价值量就会高３倍。

至于社会，那么无论在这种场合还是那种场合，一年内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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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都是２０００镑，但是在一种场合，资本在一年内是一部分一部分

地不断以产品形式回到社会手中，但在另一种场合，现有资本价

值在一年内不在社会手中，现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在年终以前不能

以产品（和价值）形式返回社会手中。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如果５００镑资本周转４次，剩余价值

率为１００％，可变资本量为１００镑，那么一年内所生产的剩余价值

等于４００镑，而同预付资本相比，剩余价值率等于４００％；在这种

情况下，年利润率等于８０％。如果２０００镑资本在资本构成相同的

情况下一年只周转一次，那么剩余价值就会等于４００镑，年剩余

价值率就等于１００％。利润率是会等于１
５或２０％。在这里，如果

假定资本的构成相同，不同的利润率就来自不同的周转时间所决

定的不同的剩余价值率。此外，如果现在资本的构成不同，例如，

资本的不变部分不是１６００镑，而是２０００镑，那么预付资本就会

是２４００镑，而剩余价值是４００镑；剩余价值率就会不变；利润率

就会等于１６２
３％。在这里，不同的利润率由两种情况造成：（１）

可变资本的预付期间较长；（２）预付可变资本和预付总资本之间

的比例较小。）

［６３］上面在考察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时都表明，它们的持续

时间（第二种场合是周期性的持续时间）的长短，对剩余价值的

生产等等有多么大的影响。这里表明，预付资本量同周转时间量

或一年内的周转次数成反比，因此，在劳动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

下，剩余价值率（而对预付资本来说是剩余价值量）不同，所以

实际上在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劳动剥削量的多少取决于总再

生产过程重复的快慢。由此可见，同量预付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所

提供的剩余价值量是不同的，这就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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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在流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资本的］内在属性，或者说，似

乎资本与它所剥削的劳动无关而成为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这涉

及投入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

其次，由此可见，投入同一生产领域的同一资本，——要看

它的周转时间的延长或缩短，而不管这是由流通时间的变化还是

由生产时间的变化所造成的，——在同一时间内生产的既是不同

量的产品，也是不同量的剩余价值。这又一次证实，不能把资本

说成是资本生产过程中的不变量。（ａ）

最后，重要的是还要稍为详细地谈谈这种已获得进一步发展

的预付的规定。

预付在生产中的资本量（虽然不是生产在一定时间内所提供

的资本量，不是对成品再生产过程周期所提供的资本量），不管

５００镑资本一年内周转４次还是一年内只周转１次，始终是相同

的量。假定两个资本在全年内不断地日复一日地（或在平均日内）

推动同量劳动，为简便起见，假定同量劳动推动同量的不变资本和

同量的不变资本价值。在第一次周转的３个月内，用１００镑来推动

一定量的劳动，把价值４００镑的不变资本变成产品。产品量等于

Ｐ。Ｐ的价值＝６００镑。（但这里我们抽象掉了积累，完全不谈１００

镑即重新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的使用。）周转结果又产生出产品价

值的货币形式，其中４００镑重新用来购买新原料，而１００镑重新用

在持续时间为３个月的新补充的劳动上等等。重新花费５００镑资

本，其中１００镑由工人消费，４００镑作为新Ｐ的生产资料而被消费

掉，等等。这样，在４次周转中，４００镑由工人消费，１６００镑作为生产

（ａ）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

其信徒的著作》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２０—２１、２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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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被消费，而２０００镑全部投资再生产出价值２４００镑的４Ｐ。然

而，２０００镑资本一年只周转一次时，也会产生同样的情况。无论在

前一种场合还是在后一种场合，这个资本都消费在生产过程中，支

出在、预付在生产过程上。

但在这里，由于周转时间不同，或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周期性不

同，预付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量同由资本家和为资本家所预付的

资本量之间就产生了差别。对前一个资本家来说，他预付５００镑以

后，第一个３个月结束时再生产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继续处在

再生产过程中，不论是生产时间还是流通时间。为了［６４］不破坏过

程的连续性，他必须再预付５００镑，并因此在第７个月开始时重新

预付５００镑，第１０个月开始时再预付５００镑。这样，他到年底就陆

续向再生产过程投入即预付２０００镑。相反，后一个资本家在第一

个３个月周转结束时重新实现了自己的资本，因而也就能使用同

一数额５００镑开始新的周转，购买进行再生产的新劳动和各种新

要素。他不必预付追加的５００镑，因为他重新预付原来的５００镑，

因为对他来说，这５００镑已经在它们能够重新被当作资本来使用

的形式上再生产出来了，而不是存在于它们不能作为资本执行职

能的形式上。

假定没有任何流通，假定资本家自己直接生产生活资料和生

产资料。

如果再生产过程连续进行一年，那么，为了使工人不断进行劳

动，这个资本家就必须储备价值４００镑的（工人的）生活资料，以及

价值１６００镑的生产资料。于是，全年所需的２０００镑资本，分别以

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形式，一部分被个人，一部分被生产逐渐消

费掉，而这个资本只有到年底才能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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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再生产过程只连续进行３个月，那么生活资料和生产资

料到第二个再生产过程开始时，即第一个３个月结束时，就又更新

了；而它们的预付期从不超过３个月，这正因为它们的更新期限为

３个月。如果考察全年的情况，那么这段时间所耗费的和再生产出

来的生活资料为４００镑，尽管生活资料的预付额没有一次超过

１００镑，然而它们一年更新４次，而这４次更新所产生的作用，同３

×４个月的储备所产生的作用是一样的；它们在一年内会推动同

一劳动量；因而也会产生出同样多的价值或剩余产品。另一方面，

至于不变资本，生产资料，那么它们每次只贮存３个月；因此，实际

上每３个月所预付的不变资本总只是４００镑，而不变资本现有储

备量总是只够３个月使用，它决不会超过４００镑。但是，在每次３

个月的周期中，价值４００镑的不变资本总是处于过程中；因此，在

３×４个月或一年内所使用的不变资本为１６００镑。然而，３个月内

所耗费的生产资料在过程中不断更新，所以它们从３个月内新生

产出来的产品量得到补偿。因此，它们永远存在，因为不断得到补

偿。但是，如果它们不是经过３个月，而只有经过１２个月才得到补

偿，那么它们就必须在１２个月内存在而得不到补偿。（因此，它们

不断从现存储备进入再生产过程。）但是，如果资本家自己不生产

自己的生产资料，那么他一年内就要４次换进产品，每次用４００镑

换取生产资料，而如果假定他的产品形成别的资本家的储备，那么

后者就会掌握１６００镑的产品，而支付工资就要花４００镑；因此，他

在全年内用５００镑资本就会推动２０００镑资本。形成储备的可能不

是他自己的产品，而是另一种产品，在这种产品中，４００镑预付价

值（通过交换）不断更新。区别显然在于，——这在年周期结束时会

显示出来，——资本家Ｉ有价值２０００镑的储备（不包括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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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资本家 只有价值５００镑的储备。由此就可以看出，虽然这

５００镑在一年内逐渐地执行了２０００镑资本的职能，实际上在每一

个周期中，资本的存在和预付都不超过５００镑，这就象１个塔勒，

不管它循环１次还是２０次，在１次和２０次流通结束时还是１个

塔勒一样。但是，资本家 所创造的产品并不少于（撇开剩余价值

不谈）资本家 所创造的产品，因而表现为２０００镑执行职能的资

本所创造的产品。这５００镑４次执行５００镑资本的职能的时间，相

当于２０００镑仅仅一次执行资本职能的时间。

［６５］在考察原始积累（第 册第 章第２节）时已经指出，对

工人预付生活资料，是简单的、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形式，这种

形式促成和掩盖资本家占有一部分总产品用于他个人消费的现

象。如果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把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看作连

续不断的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本身中，总资本（可变资本和不变

资本）的预付，表现为简单形式，表现为过程返回到自己的起点，或

者不如说，表现为过程从它的起点开始的重复。如果工人的劳动体

现在产品中，而这些产品的再生产过程一年内以不同的次数更新，

那么这就表现为这样使用的资本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因为它的预

付较频繁，所以每次周转的预付量就少些，也就是说，因为同一资

本在同样的时间内可以较频繁地被预付，可以较频繁地剥削同一

劳动力，而在再生产时期较长的情况下，从而在预付的重复较晚的

情况下，对同一劳动力的剥削就要使用更多的资本。预付就是资本

再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而一年内这种再转化的次数决定于它

的周转次数或再生产次数；（如果资本一年内只周转一次，例如是

２０００镑资本，那么为此就没有必要预付全年的全部资本。假定

１６００镑不变资本由机器４００镑和原料等等１２００镑组成。这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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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就只要预付４００镑以及原料上预付３００镑。这样，可变资本就是

１００镑。因此，全年就要预付８００镑。四分之三年预付４００镑。半

年预付４００镑。四分之一年也预付４００镑。但是，预付的２０００镑

中任何部分都不能从生产过程本身流回到资本家手中；它们都固

定在产品中。因此，如果资本家不利用信贷，他全年内就必须拥有

２０００镑。至于其中的一部分从另外的某个企业流到他的手中，这

本身同所考察的前提毫无关系）。

在考察资本周转时已经阐明：在研究各种流通时间、生产时间

以及整个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时，本身就包含了一种内容，这就

是剩余价值的新规定。

在生产过程中，日、工作日等等都是我们的尺度，而我们只考

察被一定量可变资本所利用或推动的劳动时间（或剩余劳动时

间）。

但是，因为周转长短是已定的，而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取

决于同一可变资本在一年（周转尺度）内重复周转多少次，由此就

应当更详细地把剩余价值率规定为年剩余价值率，规定为在生产

过程不间断的进行、而可变资本较多或较少周转的情况下一年中

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也就是剩余价值率。因此，在日、周剩余价

值率下表现出来的劳动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年剩余价值率的

表现形式不同，因为它是以一年中的周转次数为转移按较大的或

预付期间较长的可变资本来计算的。

例如，如果资本５００镑，其中１００镑是可变资本，在剩余价值

为１００％的情况下，３个月周转一次，一年周转４次，那么年剩余价

值率就等于４００％，因为同一可变资本１００镑一年４次生产出剩

余价值，每次１００镑。于是，４００∶１００＝４×１００％＝４００％年剩余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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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率。

如果它一年周转３次，那么年剩余价值率就＝３００％。

如果它一年周转２次，那么年剩余价值率就＝２００％。

由此可见，同量可变资本（因为不变资本在这里也象在所有计

算剩余价值的场合那样等于零）在劳动剥削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具

有不同的年剩余价值率。因为，由于同一剥削过程一年内重复的次

数不同，同量可变资本在同一剥削率下所推动的劳动量不同。

（这只形成年利润率范畴的基础。）

［６６］（２）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周转的周期。再生产过程的连续性

  已经清楚看到，资本按其性质来说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它

始终处于这两种状态之中，其中一种状态总是向自己的对立面过

渡。

资本是流动的，因为它不断地进行周转，从生产阶段进到流通

阶段本身，在这里始终经过两个相反的阶段，然后又进入生产阶段

等等。但是，它同时固定在这两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中。它只能通

过下述办法经历这两个阶段：它停留在每个阶段中，也就是固定在

这两个阶段中，而停留在这两个阶段仅仅是为了离开它们。

但是第二，流动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是有区别的；在较确切的

规定上，前者通过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双重面貌表现出来。作为

生产资本，它处于过程中，处于劳动过程中；作为商品资本或货币

资本，它被交换，转手，并且在这种物质变换中轮流采取商品形式

和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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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考察同一资本，第一个区别一方面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

统一，另一方面表现在这个过程的不同的流动阶段上，表现在它的

各个环节上。

第二个区别只显示出矛盾，资本在一个阶段——生产过程

——中与另一个阶段即流通阶段相对立时所采取的那些可以识别

的形式。

在两个区别中，这是同一资本表现为不同的职能以及与这些

职能相适应的形式。

但是现在，我们必须考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或基本投

资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新区别。

在分析价值增殖过程时弄清楚的是，如果撇开辅助材料和原

料本身不谈，劳动资料——不论是过程实现的一般条件，厂房、储

藏库等等，还是劳动资料本身，工具、机器等等——在较长时期内

继续执行自己的职能，因此，它们在一定劳动过程中或在劳动过程

的一定时期内发挥作用以后，还能在或长或短不断反复的劳动过

程中继续使用。它们在相当数量的劳动过程系列中以自己最初的

实物形式，作为劳动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继续执行职能。因此我们

看到，它们只是逐步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它们在其中执行职能的，

反复进行的各个劳动过程的产品上去，随着它们失去自身的使用

价值，并同时失去自己的交换价值的过程，而转移自己的价值，但

价值的这种转移，或劳动资料的价值向产品价值的这种过渡，是由

某种从它们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得出的观念上的平均计算决

定的。

因此，这部分资本的特性是：第一，这种资本的价值在较长或

较短的持续时期内分配在从一系列反复进行的劳动过程中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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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量上。第二，这种资本（至少就它执行自己的职能而言；牲畜可

以例外，先是充当劳动工具，以后又可以作为畜牧业的产品被吃

掉，而不是作为劳动工具被消费）从来不在自己的实物形式上离开

生产阶段（因此，总是留在资本家手中，不作为产品被让渡）。后一

种情况比如说与辅助材料有共同点，因为辅助材料一旦进入生产

过程，就不再离开，而是按照它们性质的不同，或是单纯作为价值

组成部分，或是作为产品成分进入产品。（其实，这里所考察的问题

只涉及煤、煤气等等辅助材料，它们不作为物质组成部分进入产

品。）只要它们没有报废，它们就保持自己的实物形式，作为生产的

因素，同产品并存。

［６７］我们所以涉及这种区别，是因为这同价值增殖过程有关。

可见，这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体现在独

特的使用价值上，体现在如厂房、机器、工具、铁路、船舶等等独特

的物的、与其职能相适应的形式上。这部分资本由劳动资料组成，

而不同于这里包括辅助材料在内的劳动材料。这部分资本的物的

形式，是由它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所应起的与概念相符的作用决

定的。这部分资本实现的独特形式，是这种物的形式的结果，是这

部分资本作为这种特定生产因素具有和应当具有的形式的结果。

由此也产生了这部分资本在整个资本流通过程中不同于资本

的其他组成部分而具有的独特形式，形式规定性。而在这种形式规

定性中，在流通过程中，这部分资本被称为固定资本。固定资本并

不是上面提到的固定起来的资本，虽然它在它存在于生产阶段的

全部时间内仍然是本来意义上的固定起来的资本，处在资本在本

身周转时所采取的变化着的形式规定性中的一种规定性上。正由

于在劳动过程中有自己的物质存在方式，固定资本便成了资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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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组成部分，成了它的独立部分。它是不变资本的组成部分；但

只有一部分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作为固定资本而存在。

我们立即看到两个主要的规定。

因为固定资本只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上（这就是它同部分辅助

材料的共同点），所以从生产阶段过渡到流通阶段的不是它自己，

而只是它所转移的价值部分，即产品价值部分（产品价值的组成

要素之一）。进入流通阶段的只是它的价值，而不是它本身具有的

实物形式，并且不是作为产品的物质组成部分。因此，它只有在

与它并存并在它的协助下生产出来的产品离开它，进入流通并经

历形态变化时，才进入流通并经历形态变化。它只是作为资本的

价值部分，——就资本的全部价值在进行流通而言，——并且只

是在它自身的价值又出现在产品价值中时，才经历整个过程。但

它不是在自己的实物形式上，不是作为产品的物质组成部分，不

是作为使用价值经历这个过程（虽然使用价值的特征可以在产品

形式中存在）。

固定资本在不同的劳动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存在，并在这些

过程之后继续存在，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在这些劳动过程结束

时，这种资本有两个组成部分：（１）劳动资料，它以自己的实物

形式继续存在，然后在重复的过程中起同样作用；（２）产品量，其

中原料等等取得了某种使用价值的具有确定目的的形式，现在这

种使用价值应作为商品经历自己的形态变化。劳动资料不管丧失

多少价值，它总是把价值加到产品量上，而这种丧失了的价值现

在作为产品量价值的相应份额存在。就其余的来说，这部分资本

继续以自己最初的实物形式在生产阶段内在重新进行的生产过程

中发生作用。因此它不更新（不被再生产），而是以同种新物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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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由劳动资料转移到产品上的价值，会逐步与自己的原有价

值相等，这种价值在劳动资料一旦损坏并报废时，就会转化为货

币，或者形成由产品量所转化成的那部分货币额。这样，它就形

成价值基金，已磨损的劳动资料最终要在自己的实物形式上从这

种基金得到补偿。但是，这种基金再转化为劳动资料不是直接在

劳动资料磨损以后，而是当劳动资料失去了自己的使用价值并同

时把自己的全部交换价值逐步转移到产品量上去的时候，才再转

化为劳动资料。

例如，假定固定资本在２０次或长或短的周转时间内起作用，

它在这种情况下逐步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这２０次周转的总产品

上去，出售总产品所得的货币就是这种产品周转２０次结束时的价

值。这个价值归根到底又要转化为劳动资料，转化为同一种固定资

本。因此，固定资本实际的再生产过程，不同于总资本的再生产过

程。但是，这并非指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固定资本从自己的货币

形式再转化为自己的商品形式，也就是使用价值形式。

［６８］其实，这部分资本并不是同资本的其他部分在同一时期

内更新。而且它也不必进行这种更新，因为它经过一次周转等等以

后，形式仍然象过去那样不变，并仍能以自己过去的形式重新执行

自己的职能。在自己完全磨损的时期到来以前，这部分资本的价值

陆续不断地加入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加入商品到货币形

式的转化，但它在相当长时间内参加Ｗ—Ｇ这一行为，而不参加

Ｇ—Ｗ 这一行为。

这部分资本被规定为固定资本，——虽然这种规定基于这部

分资本在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作为资本的特有物质组成部

分，作为资本的存在形式而起的独特作用，——这是从资本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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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产生的规定，是从这样一种过程产生的规定，这种过程的连续性

包含再生产过程的一般形式，或者说本身就是这种再生产过程的

抽象形式。

不同于这种固定资本的任何其他资本，被规定为流动资本，规

定为非固定资本。

第一，是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任何不变资本，减掉它的固定

资本以后，都是流动资本。它的组成部分有：原料，辅助材料，每个

加工阶段上的半成品，最后，还有那些虽能以其现有形式加入个人

消费，但又充当新产品的原料的商品。（例如，沙糖充当酿造罗木酒

的原料等等。）

原料完全（这里撇开生产中的废料不说）进入产品，从而就

进入产品的价值。一部分辅助材料，当它们组成产品的化学成分

等等时，也是这样。有一部分辅助材料，象煤、煤气等等（轮子

等等上的润滑油）（这些辅助材料或者直接由机器本身消费，或者

由被看作总机构的工场消费，例如照明等等），并不进入产品，从

它的使用价值的角度来看，它只是在它被应用于生产过程中时才

被消耗（被消灭）。这部分辅助材料不再以某种形式存在。因此，

它的价值立即转到由于消费它而生产出来的那种产品上。不变资

本中的所有这个部分，只要在生产过程中一完成自己的职能，就

以物质形式存在于产品中，而它的价值也就成为这种产品的价值

部分。在作为商品的产品的这种形式中，它必须离开生产阶段，并

经过流通阶段，而在流通阶段中经历商品形态变化。它必须作为

流动资本执行职能。

第二，是可变资本；它实际上归结为生活资料；形成已经生产

出来的、处在商品市场上的即将加入个人消费的商品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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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这样一种产品或总商品量，这个商品量是作为生产过

程的结果而获得的，然后被抛到市场上，在那里作为等于流动资本

的发挥职能的商品资本进行流通；它决不是只由不变资本的流通

要素和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组成。它包括其他一切直接进入

非劳动阶级的个人消费的商品，或者只有通过交换才获得进入个

人消费的形式的商品。所有这些商品形成流动资本部分。（ａ）

显然，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对立，包括种类极其不同的物

品。而最主要的就是，不变资本的一部分，它的流动部分，作为流动

资本同可变资本一起列入一个范畴，因为它们作为流动资本同不

变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或固定资本相对立。这种情况掩盖着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本质矛盾，并且使得有可能把不是流动资

本作为流动资本所固有的属性，而只是在流动资本是可变资本的

情况下所固有的属性，看作是流动资本本身的属性。

［６９］资本中并入产品的价值永远不会大于它自身拥有的价值

的那个部分，是不变部分，也就是说，不变资本在它所进入的一定

的生产过程中作为既定的不变的价值量，而不是作为不断增长的

可变量执行职能。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完全同它的固定部分一样，

都是这种情况。商品资本不管其物质基质如何，也是同样的情况，

因为这种商品资本决不处在价值增殖过程中，而只处在使商品资

本所包含的价值获得独立形式，获得货币形式的过程中。

另一方面，我们来考察可变资本。

它先是作为货币资本，仅以流动资本的形式存在。作为货币

（ａ） 固定资本本身从它是供出售的产品即商品这方面来看，是流动资本部分。不

管它现在是实际地流通，如机器，还是观念地流通，如房屋等等（房屋的买卖），丝毫不

会改变问题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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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可变资本是既定的、不变的价值量，它同转化为各物质生产

因素的货币资本一样，本身不是可变的价值量。但是，它通过同活

劳动力相交换，变成可变的价值量，而所以称为可变资本，是因为

它的使命恰恰在于变成这种可变要素。它在它作为货币资本的本

质上，同任何其他货币资本一样，也不是可变的量。

第二，它作为商品资本，作为以商品资本的身分处在市场上的

必要生活资料存在。它作为这种东西被出售给工人，而工人是把自

己的工资变成这种东西的。因此，它在自己的物质存在方式上不是

同劳动力相交换，而是同在货币上独立起来的这种劳动力的价格

相交换。它的价值变化很小，宁可说它象任何其他商品资本一样，

通过出售来把自己表现在价格上的价值实现为价值，转化为货币。

因此，只要可变资本以自己的物质存在形式作为商品资本处在市

场上，那它就不是可变资本，不是作为这种资本执行职能，虽然它

充当保持和再生产劳动力的手段，因而，就工人体力的再生产来

说，充当使整个关系持续不断的手段。

可变资本本身，只要它被规定为流动资本，就不是可变的。它

只有从自己的流动资本的形式，从货币资本或商品资本的形式（工

资直接用商品支付，或者说不采取间接的方式）转化为可变的量，

而劳动转化为生产因素的可变部分，它才成为可变资本。

在分析生产过程时，已经弄清楚的是：

（１）劳动资料本身——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所以执行职能，

只是因为它以自己原有的、独立的实物形式继续存在。它对原料等

等，对不变资本的其他部分以及对产品，都保持着这种独立的形

式，存在方式。就它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物质变化来说，这是磨损过

程。这第一个规定是从它在实际劳动过程中所起的特有作用产生

６７３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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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来的（肥料等等的情况应当在以后考察。）

（２）至于资本的生产过程，那么劳动资料只是逐步地把自己的

价值转移到它所加入的不断重复的劳动过程的产品量上去，而生

产过程中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其他部分的价值，则完全和立即进

入产品，把自己的全部价值并入产品。

劳动资料的这些规定性，在直接生产过程中，使劳动资料所组

成的那部分资本在全部资本的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中具有特殊

的形式规定性，而它的这种形式规定性就是同流通过程和再生产

过程有关、并使作为固定资本的资本区别于流动资本的那种形式

规定性。这种区别来自劳动资料的规定性在直接生产过程期间在

流通中所表现的方式。可见，这是属于这种过程的形式规定。这种

规定实质上包括以下几方面：

（１）劳动资料，就它本身执行职能来说，现在离开生产阶段，并

把它本身所包含的资本部分变成使用价值的固定形式，它在较长

或较短的持续的一系列劳动过程期间，甚至说资本周转期间，被固

定在这种形式中；

（２）劳动资料的价值只是逐步地，即把它的价值中只代表一定

时期内它的平均损耗的部分，转移到产品上，并被产品引入流通；

劳动资料本身虽然不流通，但它的价值进行流通，或者说它的转到

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进行流通；

（３）劳动资料的一部分价值，即进行流通、并同作为这部分价

值承担者的产品的价值一起取得货币形式的那部分价值，并不随

着它取得这种货币形式而经历商品形态变化的这个第一阶段

［７０］，它不再转化为特种使用形式，不再转化为代替物，这与不变

资本的各流通部分的情况不同，例如，原料被出售之后，便由新的

７７３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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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代替。但是，因为它的价值只是逐步转移，所以处于流通中，存

在于产品之中，而劳动资料同时却以自己旧有的使用价值形式继

续执行职能，也就是说，恰恰在它的价值部分进行流通并再转化为

货币、获得货币形式的同时，继续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它只有

在完全被磨损的时候才被代替，因此，平均说来，它的总价值是在

它的使用价值被消灭的同时才逐步转化为货币。劳动资料只有这

时候才从它逐步转化成的货币形式Ｇ过渡到Ｇ—Ｗ，或者说完成

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二个阶段，并被新的劳动资料所代替，而新的劳

动资料又在劳动过程中执行同样的职能。可见，虽然劳动资料总是

作为价值流通，因而总是再转化为货币，但只有当它的全部价值进

入流通并转化为货币时，它才重新从货币转化为自己的不变形式；

与此相适应（抽象地）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已

完全被消耗，因而劳动资料作为使用价值应该得到更新，为同一种

新的使用价值所代替。劳动资料的价值始终作为它所生产出来的

那个商品的价值部分处于流通中。随着这种商品转化为货币，它的

价值也不断转化为货币。因此，劳动资料的价值以两种方式存在：

一部分作为货币存在，另一部分作为仍继续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

的剩下来的价值存在。它的价值具有货币形式的部分越大，它作为

固定资本的价值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就变得越小。只要劳动资料

的价值连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耗尽，劳动资料就完全转化为货币，

并从货币再转化为自己的作为固定资本的存在形式。在价值增殖

过程中情况表现为：劳动资料继续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同时它

逐步地把越来越多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直到最后，它的价值完全

转移到产品上，这时它便同使用价值一起耗尽自己的价值，从而结

束自己的生命过程。在流通过程中同一事实表现为：当劳动资料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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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在生产阶段执行职能时，它所转移的价值由商品带入流通并转

化为货币。它的价值在多大范围发生变化，它的一部分价值也就在

多大范围转化为货币。最后，它的全部价值存在于货币中。但这时

它已耗尽自己的全部价值和使用价值，并且必须由新的替代物来

代替，或者说必须完成Ｇ—Ｗ 这一行为。但这并不是随着劳动资

料转化为货币而产生的，相反，劳动资料从货币再转化为同一种劳

动资料的另一个代替物，取决于即决定于劳动资料生命过程的长

短，决定于它转移价值时间的长短，以及它通过磨损耗尽自己全部

价值的时间的长短。

因此我们看到，固定资本不断处于流通中，但是：

（１）作为价值，不是作为使用价值，处于流通中的是执行职能

的机器的价值，而不是执行职能的机器本身。固定资本不断通过商

品，即固定资本所转移的它的那部分价值的承担者，完成Ｗ—Ｇ

这一行为；

（２）固定资本价值的流动部分不断转化为货币，而固定资本却

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它只有不再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

的时候，才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Ｗ。固定资本转化为货币，是同

Ｗ—Ｇ这一行为同时进行的，并由这种行为决定，即由把它的价值

带进流通的商品向货币的转化决定，但这些货币的再转化，是由劳

动资料的再生产时间本身所决定，即由这样的时间决定，在这段时

间结束时［７１］，固定资本耗尽了自己的使用价值，并应由同一种新

替代物来代替。这就是——平均地说，按照观念上的平均计算——

它把自己的全部价值转移到在它参与下生产出来的总产品上去的

那些时间，是它的全部价值转化为货币的那些时间。只有这时固定

资本才更新，或者说这些货币才再转化为同一种固定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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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商品价格中等于固定资本转移的价值部分的那部分，就

形成积累基金，这种基金在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期到来以前会不

断增大，而当它必须以实物形式更新时，就必须为同一种劳动的新

因素所代替。

一定生产规模所必需的固定资本应当一次预付，因为只有当

固定资本具有充分的规模以保证生产过程不断实现的时候，生产

过程才能以这种规模进行。而且，固定资本不仅应当一次预付，它

应当以适用于它本身再生产或它再生产时期的全部持续时间的适

当形式预付。预付量取决于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和规模，而

预付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时间。固定资本处于生

产过程中的时间越长，它被预付的时期就越长。如果它处于生产

过程中２０年，因而，如果它只是经过２０年才必须再生产，那么

它的预付时期就１０倍于固定资本只处于生产过程中２年的场合

等等。

它不必更新，因为它以自己旧有的存在形式继续执行职能，因

为它并没有象原料等等那样停止以自己旧有的使用价值形式存

在，没有转化为和它本身不同的产品。

然而，固定资本的全部价值，并不是在它执行职能的整个时期

即它的再生产时期的预付资本价值。例如，如果固定资本等于

１００００镑，并且经过１０年应当被代替，因此它一年的磨损等于

１０００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第一年年终，它的价值以１０００镑

的货币形式和以价值９０００镑的固定资本的形式存在；在第六年年

终，它的价值等于６０００镑货币和４０００镑的固定资本。但在生产过

程中，实际预付的只是它的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价值。因此，预

付固定资本的价值量随着固定资本已经运行的自己再生产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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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线而减少。

从固定资本流通的特点方面所作的说明可以看出，固定资本

进入流通本身就给资本周转加进新的规定。投入不同生产领域的

资本的周转之间也有很大区别，在不同的生产领域中，不变资本按

极不相同的比例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甚至表明：同固定资本

的周转期间相等的再生产期间本身是极不相同的。

（这里应当指出，固定资本的更新不同于不变资本其他各要素

的更新。例如，当一包棉花被加工后，它就被另一包棉花所代替，如

果假定厂主没有棉花储备和资本储备来代替原有的棉花，那么例

如这包棉花所加工成的棉纱就会被出售，并且在其他条件相同的

情况下，会用它的价值中与棉纱所包含的棉花价值相等的那部分

购买新的一包棉花。但是，只要假定棉花始终处于市场上，从而始

终在再生产，那么，作为生产过程的原料的棉花的这种更新，或新

棉花进入过程，以及这样做所经历的时间，都与棉花的实际再生产

毫无关系。固定资本的更新决定于……①）

［７２］因为固定资本的价值只是产品价值中的这样一个部分，

这个部分作为商品资本不断从生产阶段进入市场，只通过商品被

引进流通，所以全部资本的周转只是通过这种资本或者说流动资

本的周转来进行。另一方面，因为全部资本的价值等于流动资本的

价值＋固定资本的价值，所以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就必须有多有

少，才能通过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的多少来代表全部资本的周转。

如果流动资本周转的持续时间是已知的，那么全部资本通过流动

资本的多少次周转才完成自己的周转，就取决于固定资本的相对

１８３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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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假定预付固定资本等于１０００００镑，预付流动资本等于３００００

镑，其中５０００镑应为工人劳动３个月的工资或可变资本。假定剩

余价值率等于１００％。假定３００００镑流动资本３个月周转一次，也

就是一年周转４次。再假定固定资本使用期为１０年，因而这段时

间就是它执行职能的时间，它在这段时间期满以后应该再生产出

来。它每年转移到产品上１００００镑，也就是四分之一年转移２５００

镑。因此，第一次周转结束时，商品价值就会等于２５００镑＋３５０００

镑＝３７５００镑。如果我们完全撇开剩余价值，那么商品价值就等于

３２５００镑。如果它一年周转４次，那么它就等于１３００００镑。虽然在

这里流动资本一年周转４次，但全部资本只周转一次。

如果固定资本使用期不是１０年而是２０年，那么它每年转移

到产品上的只有５０００镑，而每四分之一年转移１２５０镑。如果我们

撇开剩余价值，那么四分之一年结束时所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

就等于３１２５０镑，４次周转以后就等于１２５０００镑。因此，全部资本

并不是一年周转一次，尽管它的流动部分一年周转４次。全部资本

的周转时间会比一年长。这种差别所以产生，正是由于价值的周转

较慢或执行职能的时期较长，从而再生产时间较长（不是它能够被

再生产出来的时间，而是它必须被再生产出来的时间。在谷物、牲

畜等等的生产中，再生产期间同生产时间一致）。

我们现在研究第一个例子，看一看年终的情况。如果撇开剩余

价值，那么得到的就是流动资本３００００镑和固定资本的损耗

１００００镑，共计４００００镑。而９００００镑继续以固定资本的形式存

在。它并没有进入流通，资本家仍以固定资本形式掌握着这个价值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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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必须指出下面一点：我们以前看到，如果３００００镑资本一

年周转４次并作为１２００００镑资本执行职能（因为问题涉及的是商

品和剩余价值生产），那么，如果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它就只是作为

３００００镑资本返回。返回的只是资本家所预付的资本，更确切地

说，重复的只是它的周转次数，因为在每次新的周转中只有这个资

本是起点。返回的资本量，取决于资本预付量，而不取决于资本执

行职能的量。现在我们看到，在第一个例子中（在一种场合），虽然

全部预付资本一年内通过其流动部分４次周转而周转，但这

１３００００镑预付资本没有返回。而且这来自第一种假定。３００００镑

流动资本周转４次，一年内作为１２００００镑资本执行职能，因为这

里涉及的是商品量和剩余价值量。然而，它只是由于一年内本身更

新４次而执行职能。因此，它在年终只是作为预付，作为重新开始

又一个四分之一年的资本，即作为３００００镑预付资本返回。至于固

定资本，那么它返回的只是它所转移的量，按我们的假定是它的

１
１０。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其余

９
１０经过１０年才返回，在这１０

年间，这个资本的全部价值进入流通，即从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

域。

［７３］按照我们的假定，固定资本等于１０００００镑；一年的损耗

率为１
１０；流通时间等于１０年。

流动资本等于３００００镑，其中５０００镑为可变资本。剩余价值

率等于１００％。

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等于４。

在这些前提下，我们确定全部资本一年周转一次，而它的流动

部分周转４次。

为什么流动资本这样周转４次同全部资本周转１次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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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

预付资本额等于１３００００镑。

然而，因为固定资本在一年中把自己价值的 １
１０或在四分之一

年中把１
４０加进产品，所以１０００００镑—１００００镑＝９００００镑，也就是

说，固定资本额，除了它的流动资本额以外，必须由流动资本的周

转来补偿，也就是：

固定资本 流动资本

９００００镑＋３００００镑＝１２００００镑。这个数字除以３００００镑＝

４；４×３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剩下来的１００００镑由固定资本的周转——

它的价值流通来补偿。

由此可见，如果全部资本减去固定资本的损耗，除以流动资

本，我们就可以得出全部资本周转所必需的周转次数。ｆ－δ＋ｃｃ ＝ｎ，

其中ｆ表示固定资本，δ表示损耗，ｃ表示流动资本，ｎ表示全部资

本周转所必需的周转次数。

其次，ｆ—δ＋ｃ＝ｃｎ；或全部资本减去固定资本年损耗等于流

动资本乘以其周转次数。

如果我们假定ｆ—δ＝ｆ，那就很清楚，ｆ′越小或ｆ与ｆ′之差δ越

大，ｆ＋ｃｃ 互就越小，也就是说，为使全部资本完成周转，一年中固定

资本的损耗越大，或在它的量不变时它的流通时间越短，流动资本

的周转次数ｎ必定越小。另一方面，δ越小，ｎ就越大。

其次，从这个公式中可以得出：如果固定资本的流通时间已知

（一年中固定资本的损耗已知），那么，ｆ越小，ｆ－δ＋ｃｃ 或ｎ就越大，ｆ

越大，ｎ就越小。或者说，周转次数由流动资本的量同固定资本之

比，或全部资本的两个部分之比决定。

于是，我们现在得出下述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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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资本额减去固定资本（一年中）的损耗，除以流动资本，就

得出全部预付资本在一年内完成周转所必需的流动资本的周转次

数。

如果固定资本的量（同全部资本相比的相对量）已知，那么，全

部资本在一年内完成周转所必需的流动资本的周转次数，同固定

资本的流通时间或固定资本的年损耗量成反比。

如果固定资本的流通时间或损耗量已知，那么，周转次数就同

固定资本的相对量成反比。

［７４］如果我们已知固定资本一年转移１０％的价值，或一年完

成本身流通的 １
１０，那么可以清楚地看到，因为这里δ为已知量，

即固定资本的１
１０，所以

ｆ－δ＋ｃ
ｃ 始终＝ｎ，也就是说，表示全部资本一

年周转一次所必需的周转次数。例如，１３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３００００ ＝４，而周转时

间ｃ（资本在一次周转中的流通时间）有多长，是完全没有

关系的。如果全部资本一年要周转一次，那么流通时间就应当是

＝ 年
４＝

１２
４＝３个月。（如果流通时间只有２个月，我们就会得出４

×３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镑，而因为８个月的损耗＝６６６６２
３，所以８个

月的周转额＝１２６６６６２
３镑。全部资本的流通时间就会稍为超过８

个月。如果流通时间等于４个月，那么３×３００００＝９００００，损耗

＝１００００；总共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就不会一年周转一次。流动资本

周转４次就等于１年零３个月，而周转额就会等于４×３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０镑，但这时１２００００镑＋１００００镑（损耗）＋２５００镑

（损耗）＝１３２５００镑，即等于超过周转１年零３个月的预付数额

的数额。）

如果它的流通时间较长或较短，那么周转次数就会比它一年

中周转所需要的少些或多些，或者说，全部资本就周转一年＋ ４
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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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１年—
４
Ｘ年。但是，周转次数的增减，同周转时间与一年中周转

所需要的时间相比的增减并不完全一致。在一种情况下，如果它的

周转持续一年以上，进入流通的固定资本的损耗额就较大，在另一

种情况下，这个数额就小于年损耗。

全部资本的周转时间持续一年以上的情况，可以这样来表现：

某一部分周转一年，它一年周转若干次，它在一年中的某一部分时

间全部周转。

在上述例子中，全部资本的周转时间＝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
１
１０，即１００００镑（全部资本价值的

１
１０）周转的时间＋流动资本周转

４次的时间。
１
１３＝１００００＝

１
１０固定资本；周转一年＝１２个月。

３
１３＝３００００＝流动资本；周转

１
４年＝３个月。

１
１３周转一年＝１２个月。因此，

１
１３×１２周转１个月；因此，

３
１３×

１２周转３个月；因此，１
１３×４周转３个月，从而全部资本的

１
５２周转３

个月。

［７５］如果同年内所周转的是固定资本的 １
１０＝全部资本的

１
１３，

而 １
４年所周转的是流动资本＝全部资本的

３
１３，那么全部资本在

１
４

年的流通时间是多少呢，从而在一年内是多少呢？

假定固定资本＝ｆ，流动资本＝ｃ，全部资本＝Ｃ。

那么ｆ＝
Ｃ
１３和ｃ＝

３Ｃ
１３。

Ｃ
１３＝ｆ在１２个月内的周转，从而３个月内周转

Ｃ
１３×４＝

Ｃ
５２。

其次，３Ｃ１３＝ｃ在３个月内的周转；从而３个月内周转
３Ｃ
１３。

因此，３个月所周转的是 Ｃ
５２＋

３Ｃ
１３；因此，３个月所周转的是

１３Ｃ
５２×１３＋

１５６Ｃ
５２×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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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３个月周转的是
１３Ｃ＋１５６Ｃ
５２×１３＝

１６９Ｃ
５２×１３＝

１６９
６７６。

因此，４×３个月周转的是：４×１６９６７６＝
６７６
６７６＝

１３
１３。

或者说，在这种情况下，全部资本１３１３周转一年。

因此，如果一方面：

（１）固定资本的总流通时间已决定，从而一定时期内（例如一

年内）它的相应部分的流通时间已决定，最后，固定资本同全部资

本之比，从而资本＝ Ｃ
ｘ已决定，

（２）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已决定，那么它占一年中的那部分时

间呢？

第一，我们算一下一年中流通着的固定资本有那一部分是在

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内周转的，我们就会得到等式Ｃ
ｘ＝

ｆ
４，即在流

动资本流通的时间ｕ′内进行周转。

但是，ｍＣｘ（全部资本中流动资本所组成的比例部分）也在ｕ′内

进行周转。因此，Ｃｘ＋
ｍＣ
ｘ或

Ｃ＋ｎ＝ｍＣ
ｘ 在ｕ′内进行周转，而如果一年内

包含ｎ次ｕ′，那么ｎｕ′就等于全部资本的年周转。因此，ｎｕ′＝

ｎ（Ｃ＋ｍＣ）
ｘ ＝Ｃ。

［７６］因此，在与流动资本周转时间相等的一定时间内流通的

全部资本量，是由下述几方面决定的：（１）流动资本本身的周转时

间，（２）固定资本的流通时间，（３）固定资本同全部资本相比的相对

量。（全部资本也包括流动资本的比例量。）在流通时间已定时，固

定资本的量越小，表明固定资本对全部资本之比的数字越小，全部

资本中在流动资本周转时间内进行周转的那部分就越大；在固定

资本的量、从而它对全部资本的比例已定时，固定资本的流通时间

越长，全部资本中在流动资本周转时间内进行周转的那部分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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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如果固定资本为全部资本的１
２，比如说３００００镑，流动资本也

是３００００镑。如果流动资本象以前一样一年周转４次，而固定资本

１０年周转一次，即一年周转它的 １
１０部分，那么一年就有３０００镑固

定资本周转，每月为３０００１２，３个月为
９０００
１２＝

３０００
４＝７５０镑。因此，３个月

内周转的是７５０镑＋３００００镑＝３０７５０镑。全部资本的周转时间就

会不到６个月。为什么？因为流动资本占全部资本的一半，而固定

资本的一部分也在流动资本周转时间内进行周转。如果固定资本

＝６００００镑，而不是１０００００镑，一年周转的是６０００镑，那么每月

就是６０００１２＝
２０００
４＝

１０００
２＝５００镑，而３个月就是１５００镑。因此，在四分

之一年内就是：１５００＋３００００＝３１５００镑，全部资本的周转时间就

会少于３个月，因为流动资本＝全部资本的１
３，所以它如果独自流

通，它就会进行周转。但这里包括在同一时间内进行流通的那部分

固定资本。

另一方面，如果１０００００镑固定资本的流通时间（在第一个例

子中）不是１０年，而是＝２５年，那么一年进入流通的就是它的 １
２５

部分，即＝１００００
２５＝４０００镑，也就是说，在四分之一年内为１０００镑。

因此，在四分之一年内周转１０００镑ｆ＋３００００镑ｃ，或３１０００镑，而

一年只周转１２４０００镑。对全部资本流通来说，３个月需要周转

３１０００镑，因此，周转１３００００镑需要的时间略少于１２１
２个月。

因此，毫无疑问，在资本的流动部分的周转时间已定的情况下

（我们不再把注意力放在资本的这个部分的运动上，因为这个部分

先前已经单独地考察过了），全部资本的周转时间受固定资本（同

流动资本或全部资本相比）的相对量和流通时间的影响而发生相

当大的变化，而且固定资本的相对量越大，它的流通时间越长，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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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变化就越大。

现在问题在于（虽然这个问题只属于本章下一节即第三节的

范围，但我们在这里要对这个问题就它同固定资本有关的方面考

察一下），这种情况对价值、商品量、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的形

成会产生什么影响？（这里顺便为第 册第 章考察一下利润率。）

如果处在流通中的不是由１０００００ｆ和３００００ｃ组成的全部资本，而

只是流动资本，而ｆ＝０，也就是说，如果流通的只是这３００００ｃ，其

中５０００是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那么生产出来的商品

量会相同，其价值中固定资本的损耗量较少，剩余价值相同，剩余

价值率相同，但用预付可变资本来计算，则增加到４倍，因为它会

在一年中由于４次实现四分之一年的１００％而实现为４００％。（但

是，至于利润率，那差别就更大了，因为２００００镑比３００００镑＝６６

２
３％，而２００００镑比１３００００镑＝１５

５
１３％。）

［７７］在上述场合，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不变，而利润率却会

提高（利润率比剩余价值率变化程度更大，因为增加的不仅是预付

可变资本，而且是预付总资本；第二种场合同第一种场合相比）。

因此，如果流动资本量，它的周转时间，它的可变组成部分以

及剩余价值率在周转时间内已知（周转时间在这里相当于年的相

应部分），那么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就不变，但利润率下降，它

按照全部资本周转时间根据固定资本的相对量和流通的持续时间

发生变化的那个比例下降。

如果我们让流动资本的不变部分２５０００镑等于零，而保留原

有的一切其他条件，那么情况就不同了。

 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率总是＝一年４００％＝２００００镑，但这２００００镑，在一种

场合同３００００镑相比，在另一种场合同１３００００镑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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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种场合，固定资本等于１０００００镑；其中１００００镑一年周

转一次；５０００镑一年周转４次。也就是说，２５００镑３个月周转一

次。因此，７５００镑３个月周转一次，而一年周转３００００镑。一年

只应周转３
１３，因此

１３
１３周转４

１
３年。在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量相

同，剩余价值率也相同，因为它３个月为１００％，而１２个月为

４００％。 （但利润率等于２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１
５＝２０％，而不是

４００％。）一年内所创造的价值量只等于３００００镑，而在另一种情

况下，它等于１５００００镑，即１３００００镑资本＋２００００镑剩余价值。

或者说，如果只有３００００镑流动资本周转４次，它就等于４×

３００００＝１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

相反，如果我们把全部资本１５００００镑当作流动资本，其中

２００００镑当作可变资本，并假定它一年只周转一次，那么价值还是

＝１５００００镑，其中１３００００镑为预付资本，２００００镑为剩余价值。但

正象第一种情况那样，剩余价值率只等于１５５
１３％，因为一年中不

仅５０００镑可变资本使用４次，而且４×５０００执行职能一次。全部

差别就在于：全部资本不仅一年周转一次，而且完全被代替，因为

进入年产品价值的不是损耗部分，不是１３００００的１
１３和流动资本周

转４次形成的１２１３，而是大３＋
１
３倍的流动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所形

成的１３１３。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并

不会造成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区别。

这样，如果一个资本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而流动资本

包含的可变资本和周转的时间与另一个仅仅由流动资本组成的资

本一样，这后一个资本的周转时间（同第一个资本）一样长，包含着

同样多的可变资本，那么，不管第一个资本中固定资本占何种比

例，不管全部资本的流通时间由于固定资本的不同的流通持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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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而发生多大的变化，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会是相同的。只有利

润率因此而发生变化。（情况似乎不同，因为在固定资本较多的大

多数场合，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对不变资本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

本的总额的比例一般比较小。）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只能由可

变资本的量决定，也就是由可变资本在这部分资本的这一次周转

中所占的份额和一年内这些周转的次数决定。但价值的形成就极

不相同，这取决于固定资本的量和流通时间，因为流动资本全部加

入产品的价值。

相反，如果有两个相等的资本，其中一个只是流动资本，另一

个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而后者的年周转由于它的流动部分周

转不同而等于每年只周转一次的前者的年周转，那么流动资本的

较长的流通时间对利润率所起的作用，同后者的固定组成部分所

起的作用完全相同；剩余价值率则会更小，因为在后一场合，全部

可变资本预付一年，以便在每四分之一年预付这个资本的 １
４部分

（以便它通过４次更新推动这个数量的劳动）。

［７８］因为固定资本只有通过代表流动资本或全部资本的流动

部分的商品，才被投入流通，因为可变资本总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

（在某些场合，如在采矿业、捕渔业、运输业等等中，它是流动资本

的主要部分，机器所消费的一切辅助材料等等），所以，在剩余价值

率，劳动剥削率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如年剩

余价值率，完全取决于这种流动部分周转的快慢。如果它的可变部

分的量与不变资本主要由流动资本组成的场合相同，那么剩余价

值和剩余价值率在一年内就一样大，因为这种流动部分在一定时

期内，在一次周转中一样多，一定时期内周转次数也一样多，或者

说，这一年中推动同一资本的劳动量一样多。（利润率较小，因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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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计算利润率的预付总资本较大，每次周转中全部资本进行流通

的部分较小。加入年产品的价值较小，虽然它由下列两个要素决

定：固定资本的量及其年损耗或流通。）

在后一场合，全部资本比如说等于１０００００镑，其中９００００镑

为不变资本和流动资本，１００００镑为可变资本和流动资本，而且

１０００００镑流动资本一年只周转一次，那么剩余价值等于１００００

镑，剩余价值率等于１００％，利润率等于１０％，商品的价值等于

１１００００镑。

同样，如果９００００镑为固定资本，１００００镑为只用于劳动的

流动资本，而且这１００００镑一年只周转一次，固定资本的 １
１０为损

耗，那么剩余价值等于１００００镑，年剩余价值率等于１００％，利润

率为１０％，商品的价值等于２００００镑。商品的价值出现差别，是因

为在第一种场合，加入商品价值的是预付资本的全部价值即１００

０００镑，在第二种场合，加入的只有固定部分的 １
１０和流动资本的

１
１０。

这里产生的问题如下：在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流动部分具

有相同的量和相同的周转时间时，利润率相同。显然，在两种场合，

预付一年的资本相同，它所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相同，因而 ｍ
Ｃ＝

ｐ′，即利润率。但在这种情况下，一个资本预付１０年，另一个资本

只预付１年。而在第二年，第一种场合重新预付的是同一个

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第二种场合只是重新预付９００００镑资本（８００００镑

固定资本和１００００镑流动资本），因为固定资本的价值减少了 １
１０。

（在观念上，这由下面这种情况来补偿：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减少

了，固定资本按平均计算丧失本身使用价值的 １
１０；因此，它通过同

一劳动已无法生产出没有受磨损的固定资本所应生产出来的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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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商品量。如果一方面，由于固定资本的性质所决定的持续时间长

的生产周期，它同流动资本相比会因新的发明等等，会因它的再生

产时间较短而遭受贬值，那么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它不断加剧的贬

值，以及与此同时总是在观念上一起发生的它作为使用价值的贬

值，超额利润就可能产生。这种观念上的计算，在每一场合在多大

程度上确切地反映实际情况——这是偶然的事情，最初的质量，等

等。）流通期间相同。因此，在每次新的周转中所预付的是同量资

本。不管是流动资本在这种场合每年更新，还是固定资本不进行更

新而继续存在，这丝毫不会改变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率、利润率。如

果有一个资本只由流动资本和流动的可变资本部分（或与它的量

成比例的部分）组成，另一个则是固定资本，其流动部分只是可变

部分，在前一个资本流通时间内推动的劳动量同后一个资本流通

时间内推动的一样多，而且这两个资本的量也相同，那么，不仅剩

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相同，而且利润率也相同。然而，如果说这些

差别是由预付资本的不同量造成的，那么在这里表现出来的就是

在流通时间相同的情况下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一般关系，

而这同资本大部分是流动资本还是固定资本这个问题毫无关系，

同这种规定毫无关系。

因此，问题只在于，——从固定资本改变全部资本的流通时间

来说，——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它改变利润率，因为这

时同一剩余价值分摊在较多的预付资本和较长的资本预付时间

上。如果总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两者都需要一年，一个是全

部资本需要一年，另一个是它的流动部分＋损耗需要一年，那么进

行较长时间的预付不会产生任何差别。

［７９］一部分不变资本的固定性本身从来不会在剩余价值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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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上造成某种差别，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也不会在剩余价

值率上造成某种差别（在上述条件下，它只影响利润率），因为一般

在计算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时不变资本的全部存在＝０，而且这

样一来，这种不变资本在怎样的程度上是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就

完全无关紧要了。错误的产生是由于：（１）把固定资本和不变资本

混为一谈，把流动资本和资本的可变部分混为一谈；（２）把利润和

剩余价值混为一谈；（３）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同不变资本的流动部

分占多数的情况相比较，较大量固定资本的使用实际上往往同相

对小量的可变资本联系在一起；（４）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把由较长

的生产时间或较长的流通时间所引起的全部资本的流动部分的流

通时间的差别，归咎于固定资本本身。如果有两个等量资本，其中

一个完全是流动资本，而另一个只是固定资本，例如，全部资本的

１
４为流动资本，那么这两个资本就一年周转４次。

（想象地独立执行职能的固定资本，完全和想象地独立执行职

能而不推动劳动的流动资本一样，将在考察利息时加以研究。）

为了正确地考察利润问题，在这里，在本书中十分重要的是要

精确地研究固定资本对剩余价值等等的形成的影响。

从差别总是由固定资本造成来说，只有当我们考察流动资本

本身时，这种差别才会产生。这种流动资本的量同具有相同的可变

组成部分的这全部资本的流动部分相比，或者相等，或者略多一

些。在这种情况下，资本 的利润率就要低些。

（在固定资本量已定的情况下，流通时间越短，它转移到年产

品上的价值越少，商品就越便宜。为了加工同量的流动的不变资本

（原料等），就必须有较多的劳动，由此就产生较多的剩余价值。因

此，如果流通时间量使预付总资本增加，那它就使商品的价值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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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在这里，商品价格的降低同利润率的减少相联系。）在流通时

间已定的情况下，固定资本加进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这一资本的

量。）

可见，
·
不
·
管
·
价
·
值
·
的形成多么不同，在不变资本由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造成不同构成的情况下，价值增殖和价值增殖程度，在其他

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反而不一定就不同。如果资本量相同，它

们又要求同一流通时间，那利润率也就相同。如果流通时间相同，

要是由固定资本组成的全部资本的流动部分小于不是由固定资本

组成的流动资本，或者，要是在两个资本不等量的情况下，一种场

合的流动部分相对地大于另一种场合，而周转次数相同，那利润率

就不相同。

关于固定资本还应该更详细地考察的问题，——关于作为商

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流动资本问题，前面已经论述过了，——就是

以下的问题：

（１）固定资本的总周转期间也同固定资本的周转相联系；

以及不间断的再生产过程的较长的生命周期；（危机、劳动的不间

断性）。

（２）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较；一个的形态变化，另一个

的被使用。

（３）这两种资本中每一种在何种程度上成为较充分意义上

的资本。固定资本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起发展为这种生产方式

所特有的现象；固定资本是信用制度等等的基础，因为它总是预定

要支取未来劳动本身。两种资本的神秘化。

（４）固定资本（它的大规模生产）；为了减少存在于生活资

料中的资本量，使用过剩人口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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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各种固定资本。货币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固定资

本？种子、牲畜、肥料等等是固定资本吗？

（６）固定资本同消费的关系。从物质上看，固定资本也进入

消费。其次是一切消费资料，如刀、叉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有

家具）。

（７）流动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亚·斯密说７９，任何固定资

本都来源于流动资本，这种说法对吗？

（８）固定资本以出售，以有价证券等等的形式进行的流

通。    

（９）固定资本本身在何种程度上流通？例如买进的机器，等

等？（这些问题应当按罗马字母标出的顺序考察。）

［８０］关于第 点。在一切大规模的并有大量固定资本的生产

部门中，以一定的形式被使用的并以厂房、机器、船舶等等形式存

在的固定资本的执行职能的过程，要或多或少持续若干年，因而它

包含着：（１）全部资本的许多周转，只要全部资本一年或一年多周

转一次，（２）如果全部资本周转所必需的资本流动部分的周转数一

年中等于ｎ次，而固定资本损耗的总价值流通的年数等于ｘ年，那

么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总再生产过程（这个过程只有当预付固定资

本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时才结束）就包含全部资本的流动部分的

ｎｘ次周转和它的总价值的ｘ次周转。我把这种时期叫做资本周转

周期。固定资本的总流通不取决于预付资本总价值的周转时间，而

取决于固定资本总价值的周转时间，转化为货币的时间。因此，按

平均计算，它的使用价值已消灭，它作为使用价值已耗尽，从而应

该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真正再生产出来。因此，它的流通时间由

它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时间决定，由它的总价值进入流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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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决定，或者说，它的流通时间同它的总价值的逐步流通相适应。

只有在预付资本的这种周转周期结束时，固定资本才以自己的总

价值转化为货币，从而必定通过Ｇ—Ｗ 这个流通阶段，再转化为

同种生产的各因素。

这样，在上述例子中，固定资本＝１０００００镑，每年的损耗为

１０％，一定生产部门所使用的资本的流通时间，从而周转周期持续

１０年。在这段时间里，全部资本的价值周转１０次，而其流动部分

周转４×１０＝４０次。

因此，固定资本所具有的不同的规模，——而这种不同的规模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可

以说是延长了投入各工业部门的每一单个资本的生命期，从而使

各工业部门中劳动和再生产过程的不间断性变成生产方式本身所

要求的物质上的必要性，因为固定资本也在空间上固定下来，在某

些地方扎下根，这就使工场手工业本身今后不可能再不受干扰地

生存下去，而农业则不同 。包含整个周转周期的再生产过程的不

间断性意味着：生产的规模作为永恒的规律起作用，不是受偶然

的、变化着的市场需求的支配，相反，必然使市场条件符合自己的

需要，必然取得完全相当的市场。

“浪漫主义的”亚·弥勒 谈到了城市工业的日周转，来同

农业的年周转相对立！

如果考察一下个别资本，例如棉纺织工业中所使用的资本，在

这里，固定资本占很大比重，其价值流通例如延长到１２年，也就是

 参看理查·琼斯８０。又见尤尔８１关于短期繁荣和尚未以机器为基础的工场手

工业本身状况的迅速改变。

 引用亚·弥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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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在１２年这段时间，也要使用这个工业部门的资本家的流动资

本，那么很清楚，这种资本所遭受的命运波折，其程度比经过三个

月就可取出的那个部门所使用的资本要大。所使用的原料价格的

变动，市场、货币市场等等条件的改变，竞争引起的生产的下降或

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变化等等，都互相交替，互相补偿，同时发生。

从这一点出发，可以进一步阐述如下论点：固定资本所决定的工业

周转周期如何构成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

［８１］为了避免混乱，必须指出以下问题。

我们所理解的固定资本再生产期间，就是再生产进行的时间，

也就是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反复执行职能，直到它必须为同种

新固定资本所替代的那段时间。

我们所理解的固定资本再生产时间，就是生产固定资本所必

需的劳动时间，不是生产固定资本本身时曾经必需的、这种固定资

本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是为生产出同种新代替物所必需的时

间，也就是为把它再生产出来所必需的时间。

价值由商品所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这一点会发生变化，

或者说，如果把再生产过程作为整体来看，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

就是说：商品的价值由再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决定。商品的

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

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决定，因为商品不能马上卖出，或者说，因为商

品流通过程有足够的时间偏离商品所包含的并为商品再生产所必

需的劳动量。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固定资本的量已定，那么固定资本例如在

一年内并入商品量的价值，总之并入作为一定生产期间等等（哪怕

是一天）内的产品的任何商品量的价值，取决于固定资本本身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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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时间，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取决于一定生产时间内固定资本

的平均耗损量。然而，固定资本的流通时间越长，它使商品增加的

价值就越小。

在这里比例是用年来计量的。但是，如果劳动过程每天继续

１８小时，而不是９小时，那么这就完全等于固定资本在一年内执

行两年的职能，而不是执行一年的职能。这时固定资本就分配在包

含持续２年的劳动过程的商品量上。而且固定资本流通（而这里完

全撇开下述情况：虽然固定资本在同一时间内的职能增加一倍，但

它在同一时间内的损耗并不按同样程度加快）的速度快一倍。在上

述例子中，是５年而不是１０年。在这里，预付资本不按流动资本的

比例增长，因为被推动的可变资本增加一倍，等等（或更确切地说，

被推动的劳动增加一倍，而无需可变资本增加一倍）。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劳动过程不延长１００％，那么，要获得同一结果，就必须使

预付固定资本增加一倍。（这个情况对利润率很重要）

我们在前面已看到，虽然固定资本（作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

分）有长９倍的流通时间，例如１０年，而同量的流动资本（在这里，

同量只对利润率是重要的，而不是对剩余价值，只要流动资本的可

变部分不变，或者说，只要不同量的资本按相同的比例（这对利润

率是重要的）划分各个组成部分）只有一年的流通时间，但这种情

况既不会在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形成上造成差别，也不会在

利润和利润率的形成上造成差别。为什么这不会在剩余价值的形

成上造成差别，原因就是预付流动资本在这两种场合都要求同样

的流通时间，来在剥削率相同的情况下推动同样多的劳动量。一段

时间内例如一年内所预付的可变资本，在这两种场合是一样的，其

量相同，预付期间相同，剥削率也相同。因此，无论在剩余价值量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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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率上，都不可能产生差别。（但在上述前提下，也不可能在

利润率上产生任何差别。）

［８２］因为利润率抽象地说等 ｍ
Ｃ，这里Ｃ等于预付资本。年利

润率也等于ｍ
Ｃ，但这里ｍ表示一年中实现了的剩余价值，而Ｃ是

一年中预付的资本。但按照前提在两种场合都是ｍ
Ｃ＝

ｍ
Ｃ，虽然在一

种场合 ｍ
Ｃ＝剩余价值对一年中预付的流动资本之比，而在另一种

场合则是剩余价值对一年中预付的流动资本＋固定资本的损耗＋

固定资本一年中未损耗的部分之比。但这个数额就是同一周转时

间内所预付的流动资本的数额。因此，利润率ｍ
Ｃ在两种场合是没有

区别的。全部区别在于：商品的价值，以及流动资本的价值，在一种

场合比在另一种场合要多。然而这里周转周期是１０年，那里只要

一年，一部分资本的预付期，在前一场合比在后一场合长９倍，但

不算两种场合下在每个执行职能时期内所预付的资本划分的比

例。这里可以看到，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如果没有进

一步的与此有关的规定，就既不会引起剩余价值和剩余价值率的

变化，也不会引起利润率的变化。显然，第一年结束后，流动资本便

能投入某个新的生产部门，但固定资本的产品却需要较小的市场，

因为它生产的产品价值较小。如果它在本身再生产时间内发生较

大变化，那么另一个则全部会在自己的各要素的价值量上，在一年

内发生更大的波动，等等。

［８３］关于第 点。亚·斯密说：

“任何固定资本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并且需要不断靠流动资本来补充。一

切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都来源于流动资本；它们由以制成的材料和制造它

们的工人所需的给养是由流动资本提供的。它们也需要有流动资本用来对它

们进行经常的维修。”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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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的亚当对第一个论点“任何固定资本都来源于流动

资本”作这样的解释：机器等等来源于“流动资本”，因为流动资本

提供机器的原料和生产机器等等的工人的给养费。他在这里只是

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在直接生产过程即实际劳动过程中表现出

来的物质形式上来区分这两种资本。这一切并不涉及“固定”资本

和“流动”资本本身之间的区别，如果机器等等没有原料就不可能

造出来，即劳动资料没有劳动材料（而且这不一定是原料或任何一

种“资本”）就不可能造出来；但同样，劳动材料没有劳动资料也不

可能生产出来。它们互为条件，互为前提。铁来源于生产过程的各

个不同阶段上用来生产铁的机器等等，同样，机器来源于作为造机

器的原料的铁。作为劳动过程的各要素，铁和机器是同样重要的和

本源的东西，而斯密在这里却只是以“机器和劳动工具”不同于它

们所加工的“材料”这种形式把它们区别开来。

其次，斯密认为，“流动”资本应当提供“制造它们的工人所需

的给养”。转化为机器的，并不是工人所需的“给养”，而是工人的

“劳动”，正象劳动转化为“流动”资本所提供的商品完全一样。

工人靠自己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生活，但当然并不靠生活资料

对工人所采取的“资本形式”生活，或者说不靠这些生活资料的资

本化生活。由于与另一类资本即固定资本相对立的特种资本即流

动资本，硬被说成具有维持工人生活这种特别属性，下列谎言就更

加有理由了：似乎工人不是靠生活资料组成的自己的一部分产品

生活，似乎工人能生活下去，并不是因为这些产品是生活资料，而

是因为它们作为资本同他相对立。

然而，亚·斯密在这里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所作的区别，为

后来一切经济学家无谓地重复的一种混淆，即对流动资本和可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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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混淆，奠定了基础。但可变资本不是同固定资本相对立，而

是同不变资本相对立。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是由资本

流通过程产生的区别，而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区别，是属于

生产过程的区别，这些区别对于理解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十分重要。

一部分流动资本，即它的所有不是由生活资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ｉｅｓ）组成

的部分，都是不变资本。

但在这里，斯密还有一种暗含着的思想。（见第三节周转和价

值形成，关于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一节的第一页。）这种思想

就是：总劳动投入生产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固定资本中补偿

一年的损耗或直接为扩大直接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部门所需要的

部分除外，——到年终既不用有用产品来补偿，也不用那种可以实

现，交换，转换，花费在工资、其他流动资本（和已损耗的固定资本

部分）上的价值来补偿。一年内从生产基金和消费基金抽出的部

分，到年终并不重新投入流通，从而不进入这两种基金。

［８４］至于保存固定资本所必需的维修工作，那它们应归入固

定资本的生产体系，虽然保存固定资本所必需的劳动是逐渐地，只

有在这些工作已成为生产过程中使用的不变资本的各要素以后才

分配在固定资本的全部量上。

关于第 点。（固定资本本身流通多长时间？和

关于第 点。固定资本以出售，以有价证券等等的形式进行的

流通。）

（其实，首先应当考察各种固定资本。但这可以在以后适当地

进行。）

一部分产品——存在于劳动资料（不同于劳动材料等等）形式

上的部分——由于它同流通过程发生关系时所采取的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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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获

得固定资本的规定。（这些劳动资料同在生产过程中消费而不作为

产品的物质组成部分进入产品的辅助材料，如煤、机油、煤气等等

的区别，在于这些劳动资料逐渐地随着磨损的程度而把自己的价

值转移到产品上，它们的价值借助产品而流通，而辅助材料的价值

全部（由于它们的使用价值完全被消费）转移到产品上，因而立即

被产品引入流通。它们同原料的区别是，它们的使用价值不进入产

品，因而不同产品一起流通。）总之，——马上就要考察的某些情况

除外，——正因为如此，它在落入自己的在生产过程中把它作为劳

动资料来用的消费者（工业消费者或生产消费者）手里以前，象任

何其他产品一样作为产品，也就是作为商品进行流通。

只要它作为商品存在，它本身就形成流动资本的流动量的组

成部分，而且本身就是自己的卖者的流动资本。它只有从流通领域

转入生产领域（自己的消费领域）时，才成为固定资本。它作为产品

从一个生产过程出来，而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生产过程。

说任何固定资本来源于流动资本，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

对的。（但是，说流动资本来源于固定资本也是正确的，因为固定

资本用于自身的生产。）但是，这里的转化，同亚当·斯密所说的

意思不同。这也意味着，固定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品，

是商品，因而是流动资本，是商品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商品资本

本身；相反，当它不再作为产品走出过程，而是作为抽象的特别

的生产资料在这个过程中执行职能时，它就具有了固定资本的一

定形式。

但是，如果说的是流动资本转化为固定资本，那么意思指的并

不是这个，而是劳动（以及劳动资料，作为辅助材料，劳动力）和原

３０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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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等真正从物质上转化为这样一些产品，这些产品按其使用价

值预定要作为劳动资料，作为不变资本的特殊组成部分执行职能，

而由于它们的这种使命即充当生产资本的物质上预先决定的要

素，由于它们对流通的特殊关系，它们获得了固定资本的性质，获

得了这种经济的形式规定性。但是，它们的这种来自流通过程的形

式规定性的物质基础，是由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所起的物质作

用来保证的，因为产品的使用价值的特殊物质存在方式又被规定

为特种产品。

产品变成固定资本，只是因为它们变成资本，这同劳动过程的

任何另一个物质要素变成资本并非来源于这种要素的性质一样，

也不是来源于产品作为使用价值，作为劳动资料的性质。只是由于

它们在全部资本流通过程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它们才获得了作为

固定资本的进一步的形式规定，虽然这一点的基础存在于它们的

物质性中，但它们的物质性不是这个基础的产物。

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物的经济形式规定或社会规

定，都表现为它本身内部所固有的属性。商品的情况和货币的情况

就是这样。象亚·斯密所说的那样，情况似乎是流动资本养活工

人；如果生活资料不是作为资本同工人对立，便不能养活工人；这

样，劳动资料的特殊规定性（１）也被看作资本，（２）也被看作同这些

劳动资料在流通过程中产生的作为固定资本，作为这些物本身所

固有的性质的那些特殊形式联系在一起。因此，经济学家们就混乱

了。我们已经知道，一方面，同一物既表现为劳动资料（就劳动资料

是商品而言），又表现为流动资本，并且轮流地时而处于一种规定，

时而处于另一种规定。这使得那些把劳动资料看作固定资本，看作

劳动资料作为物质的物的存在方式所固有的性质的人陷入了死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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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是第二，［８６］这种混乱变得还要严重，因为劳动资料作为固

定资本所获得的形式规定性，一方面，其基础在于这些劳动资料在

生产过程中所起的物质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物质规定性对于各种

劳动资料来说又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对这一个是合适的东西，对

那一个并不合适。因此，如果经济学家们试图在这些物本身中探索

它们作为固定资本的性质，那么这种性质就会把他们弄糊涂，并从

他们的手上溜走。如果说一方面，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物质作用形

成它们在流通过程中的本身关系的基础，那么，另一方面，这又只

是一种决定这种流通方式的职能，而且可能有这样的情况：同一物

可以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作为不变资本的物质上一定的

部分执行职能，——从而也获得固定资本的规定性，——但在另一

些场合，它也可以以另外的方式，例如作为流通手段或作为原料，

如牲畜，执行职能，从而又丧失掉自己作为固定资本的规定。因此，

平庸的经济学家把这种经济形式规定性肤浅地看作物的属性，他

由于这些规定的辩证法而陷入困境，于是聊以自慰地认为，似乎固

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是不可捉摸的或任意得出的。（ａ）例如，收

入和资本这两个规定就是这样。同一产品是商品资本，然后变成为

满足自己生活需要而购买这个产品的消费者的收入。从物本身既

看不出资本的经济形式规定性，也看不出收入的经济形式规定性。

因此，经济学家认为明智的做法，就是不要再去考虑这种区别，不

要在这些相互排斥的范畴的诡辩当中陷入混乱，也就是说，根本不

要深入思考和理解。

要成为固定资本，不变资本的这个组成部分就要预先充当劳

（ａ） 参看施泰因。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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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资料，因而必须按自己的物质存在，根据自己的使用价值，在可

能性上具有充当劳动资料的属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同一物不能

再在另一种性质上执行职能。这样，虽然它的充当固定资本的这种

职能同物质基础有联系，但这种物质基础决不是一定必须作为固

定资本执行职能。例如，马可以充当役畜，这时马就是劳动资料；马

可以充当坐骑，这时它属于消费基金。同一头牲畜可以充当役畜，

这时它就是固定资本；牲畜可以充当种畜，这时它就是繁殖其他牲

畜的原料；它可以充当肥育牲畜，这时它按照用途来说就是消费资

料。在一定情况下，同一栋房屋，既可以充当劳动场所，也可以充当

私人住宅，又可以两者兼而用之。

固定资本的特点，就是它呆在生产领域；固定在一定地方的资

本甚至在最高程度上在物质方面具有这种性质；这并不妨碍其他

固定资本不断加入生产过程，从而不断在物质上处于流通中，例如

船舶（ｂ）及一切运输工具。

固定资本的另一个主要规定在于，正因为它加入生产过程，它

就不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不投入流通。因此，它只是由于自己

的交换价值而流通，而不是由于使用价值而流通。但这并不妨碍例

如运输工具加入个人消费。如果我乘火车，那么不管怎么说，我是

利用交通。而实际上，火车车厢等等由于这种个人消费而磨损。然

而，车厢从不离开生产过程，在这一定的情况下，这种过程对于乘

客等等来说，同时就是个人消费过程。

整个说来，至于这些物，以及上面刚刚提到的例外（但是，这种

例外具有相当大的规模，因为它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已波及到一

（ｂ） 参看亚·安德森。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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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交通工具和运输工具），那么，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劳动资

料的特点，就是它不进入个人消费。但这并不是说，同样一些物不

能作为消费资料执行职能，例如建筑物等等。这里包括一切消费工

具，如刀、叉、斧等等。这些消费工具中有许多可以直接充当生产工

具。因此，虽然它们作为固定资本的职能预先决定它们的物质规定

性，但它们的物质规定性决不预先决定它们作为固定资本的职能。

可见，那种把它们本身看作物的经济形式规定性的拜物教，必然要

陷入混乱。

［８７］下述场合还会发生更大的混乱：逻辑被破坏，把仅仅从流

通过程中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简单区别，事先想象成作

为固定资本和作为流动资本借贷出去的资本的区别，这本身已经

包含着生息资本的规定，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本身同这种

规定毫无关系；虽然反过来说，生息资本的这种区别显然同固定资

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有关。

从劳动资料的职能可以得出，劳动资料所处的生产过程越长，

它的磨损越慢，从而它的再生产时期越长，即从它进入生产过程时

起直至它正常灭亡并由同一种新代替物代替时为止的这个时期越

长，它就越是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固定资本。但由此决不能说，有些

产品，由于它们同其他产品相比有更长的再生产时期，就成为固定

资本，而同这种再生产期限的指数相比，就在更高的程度上成为固

定资本，例如，在李嘉图（ａ）看来，同蔬菜相比，靴子是固定资本，同

衣服相比，油料是固定资本，等等。这又是上面所谴责的拜物教，这

种拜物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也就是说，是那些被资

（ａ）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２６—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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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主义生产方式缠住的人所产生的思维方式所特有的。相反，从固

定资本的规定性显然可以得出，劳动资料再生产期间越长，它就越

是在更大程度上成为固定资本。因为它的使自己不同于原料等等

的质就越是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出来，——不仅只是作为价值流

通，而且作为价值逐步进入流通，这也使它不同于辅助材料的某些

部分。

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期间越长，它的周转期间就越长；它所包含

的价值，它所包含和凝结的劳动量，因而它为本身生产而从年产品

量中抽出的价值，就越晚得到补偿，越晚返回流通，重新投入流通。

因此，固定资本在我们看作流动资本尺度的一年当中对自己的价

值补偿越少，固定资本就越多（ｂ）。

经济学家立即把这种情况归入收入形式。但是，本身带来收入

的固定资本，已经预先要求有并非来自它作为固定资本的规定性

的进一步规定。但是，金字塔、方尖碑以及其他非生产性的创造物，

在更高程度上具有这种性质——为自己的生产而抽取它们并不补

偿的价值。

在固定资本和资本本身周转方面，还必须指出下述情况：我们

先把周转看做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组成的全部资本的周转。但

这种周转由下述两方面组成：（１）流动组成部分的周转，例如一年

周转４次，（２）固定资本的周转，可能一年周转１
１０次。但是第二，因

为固定资本本身又是由不同的各种要素组成，由不同种类的固定

资本组成，具有较长或较短的再生产期间，所以它的各个部分具有

不同的周转期间，而它的总周转时间只是这些不同周转的平

（ｂ） 《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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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量。

在劳动资料本身当中，存在着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和直接加

入生产过程的劳动资料之间的区别。例如，厂房是劳动过程的条

件，但它并不象机器等等那样直接加入材料加工。由此就有不同种

类的固定资本，这要看它们是在物质上作为实现劳动过程的这种

条件执行职能，还是作为直接的积极的生产工具执行职能。铁路，

运河，桥梁，甚至土壤改良，如排灌渠，如果进入劳动过程本身的新

资本，如实际经营改良土壤的农业资本，不发挥职能，它们就不具

有生产职能。交通工具、运输工具和实际应当运输的商品等等的情

况都是这样。最后这几种固定资本所以能发挥职能，只是因为它们

本身不是直接存在，［８８］而是作为直接的资本所推动的生产过程

存在。因此，就本身来看，它们是现有价值的消耗，这些价值不仅通

过相当长的时期返回流通，而且只有在它们本身不断产生产品和

为此而必须的资本时才返回流通。这样，现有的劳动力和资本就有

相当一部分最初可能是无益地耗费的。但固定资本的这种消耗，无

论如何要求资本主义生产达到这样的生产率和这样的规模：使得

有可能从年再生产过程中把相当一部分现有的财富和现有的劳动

力抽出。

一方面，资本流通带有纯抽象性质，即只表现经历它的不同的

形态变化的情形。

另一方面，资本流通在物质上又表现实际的商品流通，表现商

品的换位，使商品从卖者手里转到买者手里。

固定资本事先总是产品，商品，从而是流动资本，从这方面来

说，它在成为固定资本以前，总是在前一种意义上进行流通。但是，

它在后一种意义上越少能够流通，因而实际上固定在一定地方，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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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扎在地里，扎在土地上，固定在土中，它就越是在更大程度上成

为固定资本。

如果我们说固定资本，固定的程度有大有小，那就应当这样来

理解：它同流动资本的区别越大，它的特征就越是表现出来，因为

它只是同流动资本相区别才成为固定资本。

任何固定资本都进行流通，因为它经历一系列不同的形态变

化，这一点所以是对的，是因为它被作为商品出售。如果它是订货，

那么这也象一切被作为订货的商品那样，只是形式上的区别，这时

货币是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而不是作为购买手段来流通，或者是

作为预付货币来流通，而不是作为支付手段来流通。

但是，我们现在研究第二种意义上的商品流通。

通常的劳动工具也象其他一切商品一样，能在这种意义上流

通。机器本身只有当它离开市场，并作为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

时，它才（在一定地方）固定起来。机器被输出，等等。它一旦进入

劳动过程，便同用于生产消费和存入商品仓库的原料等等有了这

样一种唯一的区别：它要再成为可动的东西就比较难，而对它的某

些部分来说，这根本就不可能。现在它把自己的根扎到地里，并成

为固定的机器。别种固定资本——如建筑物、船坞、运河、铁路、土

壤改良、桥梁、河流航道的改善、经营矿山所必需的工程等等——

则相反，只要它们从市场一转入生产过程，就不仅被固定在和限制

在一定的地方，而且它们是作为不动的和（物质上）不能流通的物，

作为产品从制造它们的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它们在这种形式上出

世。它们在更高程度上是固定资本，机器等等应当在不同的程度上

列入第二位，等等。

这种不动的劳动资料既不能移动位置，也不能运往国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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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它们必须在一定的地方，并且为了它们被投入的那一定的目的

执行职能，或者，它们会完全变成无用，而其他的商品可以从它们

过剩的地方运往需要它们的地方，或者，它们也可以运往国外，同

别种商品相交换。

当然，只要它们开始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它们的价值就流

通，也就是说，它们只是随着它们在生产过程中的损耗而不断得到

支付。这就是固定资本的一般流通方式。但这里谈的不是这种情

况。这里谈的是作为使用价值的这些固定资本的不动性，而且这是

在它们本身作为成品进入生产过程以前的情况。

它们的能够在国内外流通的东西，就是它们的所有权证书。这

种所有权证书可以在市场上流通，以有价证券的形式进行买卖。但

这样做的结果，只是不动的固定资本的所有者改变了，而决不是它

们同流动资本的关系改变了。它们的职能就象土地的职能一样，被

限制在一定的地方，而它们的价值，只有在它们完成它们最初一次

投放时确定的那种使命的情况下，才能得到实现。它们的所有者的

更换，并不能改变它们的这种性质。这样一来，由于它的所有权证

书能够流通，就产生了一种诡辩，人们用这种诡辩来同流动资本纠

缠（ａ）。

［８９］关于第 、 、 点。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主要区别被

认为是，后者进行经常的形态变化，而前者不是这样。这里应当更

详细地研究这种区别。

第一，因为两者都是产品和商品，所以它们经历同样的形态变

化。它们被自己的生产者卖出去，而它们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各要

（ａ） 参看安德森。对照《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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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又被用卖得的货币买进来。这是资本真正的形式上的形态变化，

是两种资本所共有的。

第二，但是，只要产品按其使命和使用价值作为劳动资料形成

固定资本的物质形式，它本身一旦进入生产过程并作为固定资本

执行职能，就在这个一定形式上并按照这种一定的使用方式（有一

些变化，现在就要谈到）继续被使用下去，而只有它的价值被它所

协助生产的那个产品带进流通。产品本身，流动资本的承担者则相

反，被排出生产过程并转入流通领域，它在这个领域中转到别人手

中，或是作为消费资料转入消费资金，或是作为原料、辅助材料、产

品的任何生产阶段上的半成品，又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生产过程，作

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而固定资本作为生产资本的经常不

断执行职能的组成部分，在实物上始终留在工业资本家手中（这并

不妨碍资本家Ａ被资本家Ｂ所代替；固定资本所有者的更换丝毫

改变不了它的这种规定性），流动资本必须在商品资本等等的形式

上转让。同时，如果过程是不间断的，如果生产过程同时也必须不

断地表现为不间断的再生产过程，那么所有者的更换也就没有什

么意义。这属于资本所完成的现实的形态变化。它在成品的形式

上变成商品，并作为商品被投入流通领域；但它在形式上转化为货

币以后，又进行交换，重新转化为自己原来的各生产要素，也就是

转化为各存在要素。棉纱又转化为自己的组成部分：棉花、煤、纱锭

等等。因此，全部形态变化归结为：生产要素结合成为产品，产品再

转化为同一些（同种）生产要素，因而特殊的流动资本完全和固定

资本一样，总是以同一形式处于生产过程，唯一的区别是，在生产

过程中的这种同一存在形式的连续性是通过产品和各产品要素之

间的不断交换来作媒介的，而对固定资本来说，在它的整个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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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并没有这种媒介作用。

第三，从物质形式来看，作为使用价值，同一种原料——铁、谷

物、植物件原料、木材等等——适于各种各样的用处。绝大部分的

辅助材料也是如此；如煤、煤气、机油等等可用于完全不同的生产

过程。同一些食物可以用来喂养各种不同的牲畜和推动各种工人。

因此，流动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可以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用于各种

不同的生产过程，从而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各种形式（或更进一步

说，转化为消费基金的各种不同要素的形式）。这种情况较少适用

于未完成的产品，半成品，或者只是部分地适用。如果它们可以运

送，不一定非在一个地方使用不可，它们就可以运往国外并同其他

产品相交换，因而就转化为同它们自己的使命毫无关系的形式，这

对大部分固定资本来说是做不到的事情。

最后，只要流动资本已经转化为货币资本形式，那就没有必要

在它原来的形式上把它再生产出来。它可以任意（或多或少）地在

任何新形式上被再生产出来，因为它被投入新的物质对象，劳动力

被它在新的形式上加以使用。

［９０］如果我们先在流动资本的货币资本形式上来考察流动资

本，就会最简单不过地弄清这种区别的原因。

货币本身总是能够转化为处于市场上的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

按订货计划进行生产的任何商品的形式。因此，流动资本在它是

货币资本时所具有的这种性质，来源于它作为货币的存在，而不

是来源于它作为资本的存在。而这一点所以成为它作为流动资本

的规定性，只是因为全部流动资本在自己作为流动资本的职能中

暂时地采取货币形式；它作为流动资本的职能之一，甚至就是采

取货币形式。固定资本所以采取货币形式，只是因为它所转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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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本身形成流动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因而与它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不是作为固定资本，而是作为流动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就流

动资本的转化能力等于货币在形式上转化为任何其他商品的能力

而言。）

另一方面，从流动资本不是货币资本而言，那怎么能说它有转

化能力呢，这种能力的基础是什么呢？

一方面，这种能力的基础是商品所固有的活动性（从而是商品

可以输出的性质）。这一点已在上面谈过了。

另一方面，这种能力的基础是劳动力的可变性，从而是劳动力

的表现即劳动的可变性，以及产品的有效使用的多样性，而不管产

品是否作为原料、辅助材料进入生产过程（它们可以是成品，如谷

物，并重新用于新的有效使用）；这一点只是部分地适用于有时有

某种用途的半成品（但是，如果有这样的意图，那么，在形式上存在

的东西，只是在短时期内存在，因而很快就会从生产过程中消失）。

商品资本部分地是由工人的生活资料组成，而这些生活资料

的单一性并不妨碍劳动性质的不断改变。

商品资本部分地也是由这样的商品组成，它们作为原料等等

进入生产过程，并在这里得到不同方面的有效使用，或者可以按照

不同方式用于各种不同的劳动过程。

因此，流动资本（在这种意义上）发生形态变化的能力，可以归

结为：（１）流动资本的可变部分所推动的劳动的可变性，（２）流动资

本中可以作为原料等等进入生产过程的部分的有效使用的可变

性。流动资本所以具有第一种性质，只是因为可变资本的各物质要

素由于同固定资本的这种对立而归入流动资本的范畴。第二点实

际上归结为生产资本各要素的区别，这种资本有一部分（原料、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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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材料、一部分半成品）适合于不同的有效使用，而由劳动资料组

成的另一部分则由于自己的使用价值形式，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

同一定的有效使用联系在一起。但是，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形成流

动资本的承担者而与固定资本相对立。而这种情况所以产生，并不

是因为它们是流动资本，因为只要劳动资料是商品，它们也形成流

动资本的组成部分。相反，这是从商品资本各要素之间的物的对立

产生出来的，这些要素作为原料等等以及它的其他成分或者作为

劳动资料重新加入劳动过程。流动资本的物质承担者之间在劳动

过程的关系上的这种区别，是在流动资本本身内部存在的区别。但

同时，这种区别因而也形成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同

仍然作为流动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之间的区别，因此，总的来

说表现为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之间的区别（ａ）。

当然，这也只是逐步的并且情况是不同的。例如，厂房可以用

于各种工业活动；发动机和传动装置可以用于其他的工作机等等。

（ａ） “在富强的国家，大量的资本都投在机器上；而在较贫穷的国家，固定资本相

对来说要少得多，而流动资本要多得多，因而更大部分的工作是靠人的劳动来进行的。

因此在富强的国家，商业和工业上的突然变动所带来的灾难，比在较贫穷的国家大。把

流动资本从使用它的部门中抽出来，并不象固定资本那样困难。为一个工业部门而制

造的机器，往往不能转用于另一个工业部门；但一个部门的工人的衣服、食物和住房却

可以用来维持另一个部门的工人的生活。或者说，同一个工人虽然改变了他的职业，但

可能得到同样的食物、衣服和住房。〈李嘉图在这里把流动资本和可变资本完全混为一

谈了。〉然而，这是富裕国家必须容忍的不幸。抱怨这种不幸，就好比一个富商为了他的

船只在海上会遇到各种危险，可是他的穷邻居的茅屋完全没有这种危险而长吁短叹一

样，是没有道理的。”（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伦敦第３版第３１１页）“但是

有人说，资本不可能被从土地上抽出，因为资本是以肥料、排水设备、篱笆等这样的形

式花费的，在这些形式中，资本同土地密不可分。这种说法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

是投在牛、羊、谷仓和干草贮藏室、车辆等等上的资本是可以抽出的。只是要考虑决定，

是否值得还用这些东西来耕作土地，而不管谷物价格如何低廉，或者把它们卖掉并把

所得的价值转用到其他企业中去。”（同上，第３１４—３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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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资本是自行增值的价值，而资本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的

形式本身是没有关系的，从这方面来说，那流动资本比固定资本更

加符合资本的概念，因为在这里价值是使用价值的一定形式和这

种使用价值的一定职能。

另一方面，固定资本是为自己创造出独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现实基础，而资本的这种形式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同

样规模和程度（不仅在机器本身的形式上，而且在一切可能的形式

上）发展和扩大。因此，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年产品的不断增大的

部分便转化为固定资本，而这种资本的不断增大的部分是必需的，

为的是补偿一年内已消费的固定资本，对它进行修理并使它处于

完好的状态。因此，在固定资本的生产和构成固定资本的各要素的

生产中，也使用（消费）总劳动的不断增大的部分。随着固定资本的

使用，劳动生产力增长起来，从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产品量也增长

起来。（而固定资本所加入的价值部分至少应该等于它可以代替的

劳动，但实际上应该小于它可以代替的劳动。）

固定资本是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它们是再生产过程得以

实现的物质基础、前提和条件。

同时，固定资本是先进科学的体现，也就是用来使自然物品和

自然过程为劳动服务的那些手段的发现。

因此，我们已经看到，例如正象亚·斯密使流动资本神秘化，

把它说成养活工人并为工人创造必要的有利条件那样，固定资本

也被神秘化了，因为固定资本中所体现的科学进步被看作这些社

会智力产物所固有的性质，

（１）因为，它们是资本，并且

（２）因为，它们是固定资本的特殊规定性上的资本。（例如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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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戴尔。
８６
）

固定资本发展到某种规模，要以社会劳动生产力达到一定的、

比较高的程度为前提，因为任何直接用来生产固定资本的劳动，都

是从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中抽出来的；同样，生产资料进行再生产

的那种形式，在一年内无法补偿同年内所消耗的产品和价值。这

样，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必须拥有剩余劳动；一方面，流动资本生产

中所使用的劳动的生产率和规模，必须足以为从事固定资本生产

的人们生产出生活资料等等。

另一方面，这样一来固定资本的生产就表现为（而按其结果来

看，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或完全不使用劳动来达到一定目的，这

种生产成为把劳动人口变成多余人口的进步手段）吸收多余劳动

的手段，或保证追加人口有工作可做的手段（ａ），使他们不去从事供

应生活资料（包括工人必需品）市场的那种财富的生产；因而不生

产这个领域的剩余物，不生产导致价格下降的剩余物（完全象对外

贸易和国内奢侈品生产一样，它们是一种手段，赋予剩余产品以一

种形式，使之不能充斥生活必需品的市场）。

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增长起来的是：（１）劳动的不变性和不

间断性；（２）预付总资本的再生产期间；（３）与当前市场状况及其暂

时波动无关而继续在一定的和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进行生产的必要

性。

同时，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生产过剩的现实因素也发展起

来。

［９２］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固定资本中首次为自己创造出自己

（ａ） 见杨基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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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条件。因此，固定资本的发展程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

展程度的指示器，这种生产方式同历史上划时代的一切阶段一样，

与其说把自己的特征表现在它为消费而创造的产品的使用价值

上，不如说表现在生产资料上，因为研究古代的人们的本能和他们

的普通观察使他们想到，要按照生产资料的物质（从而，依然是按

照生产资料的一定性质）来划分史前的时代，也就是说，把它们划

分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和铁器时代，根据生产资料的进步和已

达到的状况来说明这些时代。

固定资本所构成的那部分国民财富，只是逐步地——而且是

随着这种固定资本越来越作为固定资本形成的程度，也就是说，越

来越形成或造成自己不同于流动资本的特征区别的程度，——补

偿自己的价值，经过远远超出一年期间（流动资本再生产的时间尺

度）的那段时期再生产出自己的价值。而流动资本，即它的使用，更

多地以现时劳动为基础，而我们把任何在一年内完成的劳动叫做

现时劳动。相反，固定资本的使用，在高得无可比拟的程度上以未

来劳动为基础，而不管固定资本是作为狭义的劳动资料，例如机器

直接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还是仅仅作为独立于它的生产过程

的一般条件，例如厂房、铁路、运河等等执行职能。作为必须再生产

出自己的价值（此外，以后将会说明，有的资本必须保证自己的所

有者在其他资本家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占有一份）的资本，它是支

取未来劳动的凭证（但在后一种场合，是支取剩余劳动的凭证）。因

此，有价证券的量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而增加；有价证券不仅是对

资本价值的所有权证书，从而也是对这种价值的未来再生产的所

有权证书，而且同时是对未来的价值增殖的所有权证书，即对整个

资本家阶级必然从工人阶级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的份额（利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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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所有权证书。这样，信用事业的发展获得了新的物质基础；但

同时，这是货币资本的那样一部分的发展，这部分货币资本只不过

是对未来劳动和剩余劳动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这部分货币资本

的积累由对预定的未来财富的所有权证书构成，因而它本身不是

实际存在的国民财富的要素，或者说所以成为这种要素，仅仅是因

为它代表现有固定资本的现有价值（而不是它的价值增殖）的所有

权证书。但是，所有权证书在这种价值生产出来以前总是存在，并

且它们所直接代表的只不过是为生产出这种价值而消耗或预付的

资本价值。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也不能把这种价值计算两次，如铁路

的价值和股东手中的铁路股票的价值。在这里，情况完全同国债一

样。国债券不是价值，但年产品中由这些证券保证其占有者占有某

一份额的价值部分不包括在内。但是，由于对这种证券的价格支付

——它的行情的波动——起决定作用的那些情况跟这种证券作为

所有权证书所代表的价值没有直接联系，所以上述表面现象就更

为严重。但是，资本主义社会极有权势的那部分人竭力追求这种积

累形式，以便支配生产和积累的实际运动。

［９３］关于第 点。

货币是流动资本还是固定资本？

在这里，应当把货币理解为实现实际的货币职能的金和银（充

当价值尺度的商品），不管它们是金银铸币，还是金银条块。

（第一，我们这里说的是作为资本的货币，虽然它们也作为收

入不断流通。但是，在被设想为唯一占绝对统治方式的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下，一切产品都以商品形式进行生产，因而全部产品量首先

以流动资本的形式表现出来。一切收入只能是这种商品量的一部

分价值，是可以首先以货币形式支付的那一部分价值。因此，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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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一部分价值借以进入流通的那些货币，一开始就应当是资本。

而至于准备资本，那么这种资本的一部分，例如，总是存放在个人

的私人保险柜里，而不是存放在银行家那里的那一部分，可能只是

不动的货币。

研究货币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的前提是：货币就是资本，

或者至少是同一货币量有时作为货币资本，有时作为收入而不断

进行流通，因此，同一货币量执行着这两种不同的职能；同一货币

量有时执行资本的职能，有时用来把收入转化为金银，这种看法部

分地说是正确的。同样正确的是，流通中的一部分货币也不断落在

人们的手里，并不执行资本职能。另一方面，一部分货币总是准备

中的货币，而不是储存起来的资本。我们将在第 册第 章详细地

考察这个问题。在这里只需要指出一点，即误解和含糊不清的思想

是由于错误地把“资本”理解为价值的同义词而产生的。）

我们已经知道，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是流动资本的两种形式。

其次，固定资本不断加入生产领域，货币资本不断加入流通领

域。

但是，如果考察一下为使货币资本实现自己的职能（流通或储

备）而流通的货币的实际量，那么这种货币量只是流通过程的劳动

资料，因而它在这里所实现的职能同固定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实

现的职能相同。从这一点来看，不是对个别资本家，而是对整个资

本家阶级来说，可以把这种货币量看作固定资本。年产品量中为此

目的必须转化为金银的那一部分越小，为实际再生产而保留的商

品量就越大。

［９４］种子是否固定资本？牲畜是否固定资本？肥料等等。

肥料是辅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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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是原料，这种原料作为有机物只是以另外的方式进行再

生产的。一部分产品会在自己的实物形式上重新进入同样的生产

过程，这不会使问题发生改变。全部收获可以卖出去，而种子可以

从别的生产者那里买进来。

牲畜。作为种畜是原料；作为肥育牲畜是流动资本；作为役畜

是固定资本。

［９７］（３）价值的周转和形成

这个问题在前一节即第二节中详尽地研究过了，如果指的是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话（而且那里所说的内容，应当挪到

这里来）。

在这里只应当重复一点。不仅同量资本在一年内会生产出不

同的剩余价值额（因而，它们的年剩余价值率也必然是不同的），而

且它们会形成不同的价值量（撇开这个价值量中与剩余价值相等

的相应部分不谈），这些都已经阐明。尽管每年生产出来的价值量

是不同的量，但剩余价值率可以相同，剩余价值额也可以相同。

例如，如果预付的固定资本等于９００００镑，可变资本等于

５０００镑，而这个可变资本一年周转４次，年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

那么这部分年产品的价值就等于２００００＋５０００＝２５０００镑。如果损

耗率等于１０％，那么这个数字还要加上９０００镑，总产品的价值就

等于３４０００镑。

（固定资本的损耗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３）除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比例的影响以外，要注意到停

留在生产过程中的时间不等，而停留时间的长短不等可以由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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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引起。或者是：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不同，尽管不间断的劳动

过程要延续比较长的时间才能制造出产品。盖房子比纺ｘ磅纱需

要更多的时间。某些固定资本的生产，例如铁路（以及牲畜等等），

可以延续一年以上。在这种场合，产品的任何部分都不能进入流通

并充当使用价值。全部预付资本实现在这样一种唯一的产品上，这

种产品的劳动过程延长到一年——周转时间的尺度——以上。因

此，从事这种生产的劳动不会提供任何在一年时间内能够加入流

通，或者加入形成年收入的产品量，或者能够作为生产要素进入新

生产过程的产品。因此，在一年内这样使用的国民劳动部分，并不

补偿在一年内已消费掉的工人的生活资料或已消费掉的原料、机

器等等。这个部分在一年内不体现在任何有效的使用价值上，也不

体现在任何可以流通的价值形式上。这种情况在流动资本向固定

资本发生所谓的转化时起着主要的作用。这样使用的劳动，不管它

按其使命具有多高的生产效率，但并不形成一年内的消费过程或

再生产过程的任何要素。它既不会使民族能够在下一年生活，也不

会使民族能够补偿已消费的生产资料。它也不形成在一年内或在

一年结束时可以输往国外的产品，并在那里交换生活资料或生产

资料。因此，如果我们使用年总劳动中一个不成比例的部分，那么

在一年结束时就会有一个大得不成比例的劳动部分消耗在这样一

种形式上，这种形式就使用价值来说在目前是没有用处的，就交换

价值来说则是不能实现的；与此同时，总产品中必须补偿资本、不

断用于积累并用于更新消费基金的部分却过小了。除某些奢侈品

以外，正是固定资本的生产总是会超过一年的期限。（牲畜的情况

也是这样。）关于固定资本，必须注意到第二种情况。如果固定资本

是厂房、船坞、桥梁、铁路、运河，甚至土壤改良工程（如排水或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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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灌溉设施等等），那么它们会以特殊的方式带来收入。（但是

这一点不属于这里要谈的。这种见解属于有关再生产过程的第三

章。）

［９８］或者：劳动在生产过程期间中断，但这是由后者决定的。

（γ）由于市场距离产地远近不等，资本流回的时间长短不一。

在这一节（３）的叙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流动资本和固定

资本的区别所产生的结果问题，应该在最后考察，而（γ）和（β）这两

节应该首先考察。

同资本周转的不同时间有关的有下述情况：（１）第一，周转时

间的长短在物质上受商品的使用价值可以保存的时间的限制。因

此，不同的商品可以在不同的时间内得到实现，出售的推迟会对它

们发生不同的影响。

在对周转时间作这种考察时，问题只涉及商品完成的时刻和

它售出的时刻之间的间歇期间，商品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上和它

转化为货币即被卖出去之间的间歇期间。因此，在这里考察周转时

期的差别时，只是考虑流通时间的差别对它所发生的影响。（显然，

这种考察属于有关周转时间的那一节。）

（２）但是第二，具有一定的使用价值的一定的物品或商品，可

以有或长或短的流通时间，但是，这些物品或商品中有相当大一部

分（象酒这一类东西除外，它们在进行了初步加工以后还要进一步

经受自然的作用），它们的使用价值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会损坏或

变坏。随着它们使用价值的变坏，它们的交换价值也会降低。

（３）第三，商品处在流通中的时间越长，它的价值的变化就越

大，因为它的再生产的价值会发生变化，这就象从远方市场运来的

商品，它们的市场价格在它们出售的市场上会发生较大的变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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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一样。

（４）第四，——显然，这一点属于周转时间对价值形成的影响

这一节，——商品的流通费用，特别是贮藏和保存费用，会随商品

流通时间的长度而相应地增加，也就是随商品必须处在市场上，未

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过程之前的那段时间长度而相应地增

加。

关于第（１）和（２）点。在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中重要的是这样

一点：在资本的预付和流回之间有一段时间。这段间歇期间按照它

的长短对使用价值发生影响。时间会毁坏使用价值。任何物品（土

地除外）都会变坏，最终变得没有用处，失去构成它的使用价值的

质；这种情况在一些物品上发展得比较快，在另一些物品上发展得

比较慢。某些物品必须迅速卖出去，这样才能不变坏或者说不变得

完全没有用处；另一些物品可以搁置很长的时间。如果所有商品在

过了一定的时间以后没有进入消费，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如果它们

继续作为待出售的商品而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被使用，那么这些商

品就会毁灭。因此，这是商品所遇到的，而实际上是从货币转化为

用于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商品形式的资本所遇到的第一个风

险。

［９９］关于第（４）点。既然商品是交易品，是使用价值，它们的保

存就要求在它们身上支出资本和劳动，在一些场合支付的数量少

一些，在另一些场合支付的数量多一些。

加入商品的出售价格的，只能是在商品必须停留在市场上的

时间内保存该商品所需要的平均费用。

该商品的这种平均费用是由它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间歇期间

的平均时间决定的，或者说，是由它作为商品停留在市场上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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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时间决定的。显然，决定不同商品的保存费用的，不仅是商品

处在市场上的平均时间，而且还有商品的容易损坏的平均程度，或

者说，在同一时间内根据不同商品的性质、不同商品的不同的质防

止这种损坏所花的费用。如果这种平均时间已定，那么保存费用就

取决于不同使用价值的特殊性质。如果作为不同使用价值的特殊

性质的结果的保存费用已定，那么平均时间就只取决于这些使用

价值流通的各种平均条件。于是，这些平均条件构成流通费用的特

定项目。（ａ）显然，这些费用如果是平均量（而不是个别量），会追加

到商品价值上，因为在流通时期内，商品价值上追加了更多的劳

动，而不管这是在过去劳动的形式上还是在现在劳动的形式上追

加的。就整个生产来考察，它们会增大商品的价值，但不会增大商

品（作为使用价值）的量。这只是为了减少损失而支出的费用。这

是总生产的扣除。就价值而言，这些费用属于非生产的生产费用。

我们假定流通时间相同，不同商品由于停留在市场上而遭受的损

耗也相同。由于流通而遭受的损耗不同于生产过程中的损耗，为了

把使用价值的这种损耗限制在最小限度内而支付的费用也不同于

生产过程中的费用。所有这些商品在它们转化为价值时会具有较

高的价格或价值，因为在流通时间内又给它们追加了过去劳动或

活劳动形式上的劳动时间。但是，既然这种追加劳动并没有实现在

投入市场的原有商品量以上的剩余产品中（相反，市场上的商品由

于商品的损耗而减少了），既然这种追加劳动没有给商品追加新的

使用价值（例如，在某个阶段，以前的并在某种意义上的运输费

用），——相反，这个使用价值在某个阶段以前已经损坏，——

（ａ） 这里要引用柯贝特的例子。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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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实际上用来支付这种追加劳动的基金是从哪里来的呢？显

然，这是投入市场的原有商品量。它们的某一部分要为保存其余的

商品而牺牲掉。如果不谈原有商品量中由于商品长期停留在市场

上遭受损耗而实际上失掉的那一部分，那么另一部分就必须耗费

在为保存它们的使用价值所必需的劳动的支付上。事情归结为这

样一点：为了保存已经减少的商品量，需要一定数量的追加劳动；

这种劳动本身由这样保存的、已经减少的商品量来支付。这种情况

同劳动生产力下降而商品的使用价值由此得到提高完全一样。这

种追加的劳动支出是非生产的生产费用。如果流通时间以及由此

产生的保存费用在所有部门都相同，那么情况就会是下面这样。我

们假定这种费用每年占５％；因此，如果资本家Ａ的产品等于５００

镑，资本家Ｂ的产品也等于５００镑；如果每个资本家扣除２５镑作

为保存费用基金，并把其余的产品按４７５镑售出，那么，这就同他

们每个人按５２５镑售出产品一样。２５镑追加价值使这两方的情况

完全同以前一样，因为这两方虽然都按５２５镑出售，但是他们得到

的商品同他们按照４７５镑出售时得到的一样多，所以它们并没有

推动更多的劳动，因为劳动价值不是由货币价格决定的，而是由该

商品量的价值所决定的实际价值决定的。

［１００］（在实际价格中，如果撇开这些追加费用加入不同商品

价格的不等性不谈，还要加上这样一种情况：由于根据耗费在商品

上的追加劳动所进行的加价，那些买商品而不卖商品的阶级就不

得不支付它们的相应的份额。）无论如何，流通费用会随着流通时

间长度的增加而增加。刚才所说的内容属于论述流通费用的那一

部分，也就是说，属于本册第一章第四节。

资本的整个周转所以会放慢速度，或者是由于流通时间的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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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而流通时间的延长则可能是资本回流的不同持续时间引起的；

或者是由于生产时间的延长。

（１）长时间停留在生产领域而劳动过程不中断

因为劳动过程在这里是连续不断的，所以使用的资本推动全

部劳动，从而也推动这个资本在现有剩余价值率下所能推动的全

部剩余劳动。例如，如果建筑房屋的资本等于１０００００镑，其中

１００００镑花在劳动上；如果剩余价值率等于１００％，那么到一年结

束时，这个资本就等于１１００００镑。这个资本实现在尚未完工的房

屋中。在１１
２年结束时，如果再预付５００００镑，而且５０００镑花在劳

动上，那么资本将等于５５０００镑。总价值在这１１
２年结束时生产出

来的，就是我们将要作为房屋的生产时间来考察的。当然，还应当

加上流通时间，即房屋在专门为了出售，为了投机而不是根据订货

修建的情况下未被售出的那段时间。但是，后一种时间在我们所考

察的场合没有典型意义。

在我们的例子中预付的可变资本是１５０００镑，这１５０００镑创

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就是在现有剩余价值率每年为１００％的情况下

所能创造的那么多，即１５０００镑；我们在这里撇开积累能力（或者

说，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能力）不谈。

但是，如果１０００００镑（以及１５０００镑可变资本）一年周转一

次，然后，５００００镑半年周转一次，那么这就等于说，在第一种场合

１５００００镑３年周转２次，而在第二种场合１０００００镑２年周转２

次。我们考察一下后一种场合的这个例子。或者，我们提出两个假

定：（１）１０００００镑一年内周转一次，（２）它们一年周转二次。因此，

这是不正确的比较。在第二种场合，用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一年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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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０镑剩余价值，而２年会实现２００００镑，在另一种场合，３年会

实现３００００镑。但是，实际预付的（不是使用的）资本在一种场合只

等于１０００００镑，而在另一种场合等于１５００００镑。所创造的剩余价

值额相同（虽然剩余价值的实现时间不同），但是资本家预付的资

本额不同，因为在第一种场合一年的预付不超过１０００００镑，而在

第二种场合一年半的预付不超过１５００００镑。

（１）剩余价值实现的不同时间（不同时期），不管它们如何不同

于从劳动中榨取剩余价值，对不同的资本来说可以是不同的。只要

它们占有的可变资本不变，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只要它们所推动的

劳动量不变，这个劳动量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量也就不变，撇开剩余

价值向资本的再转化不谈，而在过去，在先前的周转中，这种再转

化是可能的。但是，这不属于与积累的可能性无关的剩余价值的单

纯创造。

（２）不同的资本投入流通的商品也是不同的。正如我们的例子

中的情况那样，一个资本在第一年结束时把产品投入流通，另一个

资本只是在一年半结束时把产品投入流通。这丝毫也不会改变所

创造的剩余价值的量，虽然剩余价值在一种场合可以比在另一种

场合早实现。

（３）生活资料、收入的预付，在一种场合是一年得到实现，在另

一种场合是一年半得到实现。但是，这仍然丝毫不会改变所得到的

剩余价值的量。

［１０１］但是，剩余价值率在这两种场合是不同的。

在第一种场合，第一年预付的资本等于１０００００镑。从这

１０００００镑预付资本得到１００００镑剩余价值。在第二年的上半年，

尽管产品没有实现，又预付同一个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的一半，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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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００００镑，而剩余价值为５０００镑。如果我们假定时期为一年半，那

么就是每半年预付５００００镑；剩余价值（虽然在第二个半年内尚未

实现）等于５０００镑。因此，每半年是５０００∶５００００，也就是说，剩余

价值等于１０％，或者说，因为可变资本等于１５０００镑，所以半年的

剩余价值率为１００％。

在另一种场合，第一年预付１０００００镑，第二年的上半年预付

追加资本５００００镑，或者第一年预付可变资本１００００镑，第二年预

付可变资本５０００镑。这对于三个半年中的每半年来说，就是

１５００００∶３＝５００００镑，或者，从可变资本来说：１５０００镑。剩余价值

等于１００００镑的一半。或者说１００００镑是可变资本。在第二年内

重新预付那１００００镑可变资本。在第三年又是预付那１００００镑。从

三年内不断重新预付出去的１００００镑可变资本中得到３００００镑剩

余价值，或者说，在三年内同一预付资本可以得到３００％的剩余价

值。在另一种场合，第一年预付的是１５００００镑，或者说１５０００镑可

变资本和１５０００镑剩余价值。在第二个半年中预付的１００００镑可

变资本，在一年半结束时提供１５０００镑剩余价值。这就是１５０００镑

预付资本的３００００镑，或者说每三年的剩余价值率２００％。一种场

合的率比另一种场合大１
３。

在第一种场合，１００００镑可变资本每年带来１００００镑剩余价

值，然后同一资本的一半又带来５０００镑。

在另一种场合，１００００镑在第一年带来１００００镑剩余价值，而

５０００镑追加资本在第二年上半年带来５０００镑。因此，１５０００镑资

本在１１
２年带来１００％。

因此，全部差别就在于，由于不同的周转，在一种场合，当周转

时间比另一种场合长１
２年时，尽管使用的可变资本不变，一种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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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预付可变资本却比另一种场合大一半。

因此，在周转时间既定的情况下，在这里只有由这种差别引起

的使用的资本量和预付的资本量之间的差别才能影响剩余价值

率。

利润的情况则不同。第一，在这里作为补偿基础的可能是由周

转引起的差别（１）流通时间不等；（２）产品投入市场的时间不等，因

而，剩余价值可能实现的时间不等。实际上，后一种差别本身包含

着积累能力的差别。

我们现在撇开这些补偿的基础，在纯粹的最简单的形式上考

察利润率同剩余价值率的关系。前一个人在第一年内把自己的资

本１０００００镑周转一次，带来１００００镑剩余价值。利润率１００００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
１００

＝１０％。

第二年的上半年，５００００镑资本的５０００构成１０％；这是与半

年内的资本５００００镑相比，或者说年利润率是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的

１０％。

［１０２］后一个人在第一年内从１０００００镑得到１００００镑，每年

为１０％，而第二年上半年从５００００镑得到的５０００镑，也等于

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的１０％；因此，后一个人在１１
２年内得到１５％。

但是，他预付第一笔１０００００镑的期限是１１
２年，因此，它们必

须同追加的５００００镑的利润一起实现。

在１１
２年内从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得到的利润１００００镑，如果按照

一年计算就是６ ２
３％，而５００００镑资本在半年内的１０％或者

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一年的５％，就是１１２
３％。

１５００００镑资本在１１
２年内的１５０００镑剩余价值，构成１

１
２年

内的１０％或者１年内的６２
３％。

０３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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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５００００镑按每年１０％等于１５０００镑，而按每半年１０％等于

７５００镑。

因此，在１１
２年内是２２５００镑。但是我们已经看到，１５００００镑

尽管剩余价值为ｘ，在１
１
２年内只提供１５０００镑。因此是

３
２年内的

１０％，或者１
２年内的３

１
３，或者１年内的６

２
３。

相反，在另一种场合是一年１０％，也就是说，一年内１０００００

镑的１０％和半年内同一１０００００镑的５％。

因此，６２
３％比１０％等于１００％比１５０％。实际上，如果１００００

镑资本（可变资本）（在１１
２年内）的剩余价值是１５０％，那么１５０００

镑资本（可变资本），（第二个场合预付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就只有

１００％。因此，利润率的差别在这种场合正好同剩余价值率的差别

相一致。只有在出现能够影响利润率，但既不会影响剩余价值也不

会影响剩余价值率的情况时，这两个术语之间（除了它们内在的区

别，即ｍ′＝ ｍ
ｖ和ｐ′＝

ｍ
ｃ＋ｖ以外）才存在区别。

因此，如果投入一定工业部门的资本周转时间的延长是由于

商品完成以前劳动过程的持续时间较长，那么这种情况（撇开积累

不谈）丝毫不会影响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这种情况所以

同年剩余价值率等等有关，只是因为周期的延长造成的结果是：为

了剥削同一劳动量，必需预付更多的可变资本。

［１０３］（２）长时间停留在生产过程中

或劳动过程的中断

  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在生产过程中的停留并不是在劳动过程

中的停留；因此，长时间的停留并不是对劳动的较长时间的不间断

的剥削。显然，处在劳动过程的同一期间内的资本所剥削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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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劳动过程不发生中断所剥削的少。因此，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

下，在这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减少了，因而剩余价值率的下降也就

完全确定无疑了。

［１０４］由于资本流回的时间或流通时间（循环时间）

很长而引起周转时间的延长

  自然，这里谈的不是那些目的在于把商品保持在市场上并延

迟或加速其出售的个别冒险企业。这里谈的也不是投入同一部门

的处于流通中的资本的不同量所引起的流通时间的差别。这里谈

的是由于市场离商品产地遥远所造成的资本流回时期的延长，因

而也是收入款项回流的迟缓。

很清楚，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因

为实际的距离，克服这段距离所必需的时间，取决于这些工具。事

情仅仅归结为这一点，而不是地理上的距离本身。

至于谈到这些部门中直接占用的资本，那么很清楚，如果由

于流通时间持续得更长，也就是说，由于Ｗ′—Ｇ—Ｗ 行为的持续

时间更长，而造成资本周转时间延长，为了经常雇用同一数量的

工人，就必须使用更大的资本（可变资本和其他资本）。这是为了

保证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所必需的。但是，如果我们设想生产过程

的连续性受到破坏，生产过程只有在资本流回以后才能重新开

始，那么就很清楚，同一资本如果不提前流回，就不能剥削同量

劳动。

随着流通时间的延长而增加的

（１）第一，只是流通时间，而流通时间从来不创造价值；相

反，它必须始终只被看作生产时间的扣除（虽然它在分工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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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在形成商人阶层的情况下，可以表现为一定的资本家阶级的

收入源泉）；

（２）流通费用，只要这种流通费用构成价值（因此，不能简单地

归结为时间和劳动的损失，不能归结为单纯的交换，单纯的形式上

的买和卖的行为），那就等于在考察整个国家时劳动生产率下降而

造成的价值增加。

［１０５］我们得出的一般结果如下。

只要不同的周转时间是由于流通时间的不同长度引起的，这

本身就包含着生产时间的减少，即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减少。第

二，这本身包含着流通费用的增加，只要这种费用不应该简单地看

作生产出来的价值的扣除，从而不应该简单地看作剩余价值的扣

除，而应该看作形成价值的费用，那么这种费用的增加就等于劳动

生产率下降而造成的价值增加。因为流通时间本身意味着劳动时

间的减少，所以，由于流通时间的增加而造成的周转期间的延长，

等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的减少。

但是总的说来，周转期间的差别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把由于

劳动过程固有的中断所引起的生产时间的延长撇开不谈）：

（１）周期延长了，或者确切些说，周期变慢了：因此必须预付更

多的可变资本（在这种情况下，特别要强调可变资本；对利润来说

重要的是总资本），才能剥削同量的劳动，实现同一剩余价值，例如

一年内的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率下降了。

（２）既然这里加进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差别，那么较

大的资本量会引起（每年）价值形成的减少，因为固定资本只有经

过较长的周转时间才能得到补偿。但是，这可以由——如果我们考

察年产品的话——资本流动部分的周转速度来弥补。这种较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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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形成也同（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周转较慢的资本部分有关，

这部分资本与周转较快的部分相比周转较慢。

总资本（一年内，见前面举出的变化的情况）的预付会随着固

定资本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这只同利润率有关，而同剩余价值率

无关。只要可变资本的预付不变，总资本较大的预付同剩余价值率

的规定完全无关（尽管对利润率的规定是重要的）。

（３）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快慢或积累能力的快慢，取决于

周期，或者说周转持续时间的长短。但这是与实际的价值形成无关

的要素。

为了确定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差别对剩余价值的形成

所产生的影响，首先必须始终从这样一个前提出发：在这两种情况

下，资本不变部分的构成不同，而可变的流动资本部分或花费在工

资上的流动资本部分是等量的。为了弄清楚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本身之间的差别在价值和剩余价值形成中影响有多大，这个前提

是必要的。如果可变组成部分不同，那么差别就是由此产生的，与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本身之间的差别无关。

下述情况（不使用原料等等的某些工业部门除外）不仅是可能

的，而且是相当普遍的：在使用较多固定资本，机器等等的部门，不

变资本的流动部分，从而不变资本的总额与可变部分相比增加了，

而这是与使用流动资本较少的其他部门不同的。但是，这时候剩余

价值形成中的差别就是产生于资本的可变部分与其不变部分相比

而言的量的不同，而不是产生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差别。

这种差别［１０６］在这里与本问题没有丝毫关系，这一点我们从下述

情况中立刻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在银行家那里或在商业企业中，预

付的不变资本几乎不包含固定资本，并且几乎只由流动资本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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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使用的可变资本同使用相当多固定资本的大部分其他工业部门

比较起来要少得多。因此，这些部门中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确实比

较小（虽然它们的利润可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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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７］第 三 章

流通和再生产

（１）资本同资本交换，资本同收入交换

 以及不变资本的再生产   

我们以资本的年周转作为出发点。

假定有一个资本等于５００镑，其中４００镑是不变资本；（固定

资本的损耗，或固定资本中其价值进入产品、而且其使用价值必须

得到补偿的那一部分，虽然这两件事不一定在同一段时间内发生，

但对于固定资本的一定部分来说，却可能要求以实物形式进行这

种每年等等的补偿；然而我们完全不考察固定资本中不需要补偿、

不需要更新的那一部分，即不进入损耗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是辅

助材料和原料）；１００镑是可变资本，是工资。剩余价值率等于

１００％，因此，剩余价值等于１００镑。这样，年产品的总价值等于

６００镑。（我们假定，不变资本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原料和辅助

材料）组成，因为这是资本的完整形式。在个别生产部门中缺少其

中的一个要素，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任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缺

少的要素应该等于零，完全象在数学公式（解析形式）中一样，例

如，我们从对于曲线的同一个阶的同一个一般形式出发，虽然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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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定的形式，这个或那个要素应该等于零。此外，如果我们整

个地考察资本，那么资本就包括所有这些要素。）

当价值６００镑的产品售出时，４００镑不变资本必须再转化为

它的实物形式，１００镑必须再用于工资，或者实际上同样也可以

说，必须再转化为工人生活必需品的实物形式。（在这里，假定不同

生产部门的生产力不变。因为这类变化丝毫不改变我们现在所考

察的问题，所以我们把它抽象掉，或者假定它是不变的。）代表剩余

价值的那１００镑，资本家（根据目前阶段我们研究的需要，我们不

仅把他看作最先的获得者，而且看作花费全部剩余价值的人，即看

作应该与他分享这种剩余价值的所有人的代表）必须把一部分花

费在生活资料上，用于个人的消费，另一部分被积累起来，再转化

为资本。我们已经看到，积累就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但是在考察

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之前，我们自然要先考察简单再生产。所以我们

暂时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这件事抽象掉，只考察用于资本家

个人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我们暂时使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

剩余价值等于零，或者同样可以说，把它抽象掉。

以上我们在研究资本的流通全过程或再生产过程时，只是在

形式上考察资本所经历的环节或阶段。相反，现在我们应当研究使

这个过程能够进行的现实条件。

从迄今所考察过的情况中可以得出，货币只是充当经过点；一

方面，货币被用来使商品进入一般消费基金，在资本是可变资本的

情况下，货币转化为工人的货币，工人用这些货币购买生活必需品

供自己消费；另一方面，货币被用来使资本从成品形式［１０８］再转

化为资本进行生产的各种物质要素的实物形式。因此，资本的货币

形式所执行的职能，就象货币在商品的形态变化Ｗ—Ｇ—Ｗ 中一

７３４第二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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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也就是说，只是作为再生产的起媒介作用的和转瞬即逝的形式

执行职能，和再生产的实际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唯一的例外是

这样一种情况：货币资本或具有货币形式的资本，是闲置资本，是

处于间歇中的资本，在这种间歇中资本预定要作为生产资本执行

职能，但是实际上还没有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在这种形

式上资本暂时还完全不进入流通过程和再生产过程。所以，从上面

所说的情况可以得出结论，当货币实际上作为资本的形式执行职

能时，货币只是在形式上和瞬息间对再生产的实际过程起媒介作

用。当货币保存自己的独立形式时，它完全不进入再生产过程，而

只是预定要进入这一过程。因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在考察再生产

的实际过程时可以暂时把货币抽象掉（因为我们曾经假定，资本在

形式上转化为货币，资本周期地取得货币形式，是没有困难的，而

且我们从一开始就是这样假定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中抽掉了货币

流通（也抽掉了在货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只有当从实际再生产

过程的研究本身中引申出作为这一过程的环节的货币流通的特殊

规定时，货币流通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进一步的规定，我们将只

在第三册的最后一章中考察，在考察过商人资本等等以及剩余价

值所分割成的各特殊范畴之后，才进行考察。）

迄今在我们的研究中还没有考察过个人消费过程，或者，如果

说进行过考察，那也只是形式上的考察。就是说，只是假定商品资

本的一部分转为消费基金，不管是工人的还是资本家的消费基金，

他们是迄今我们所知道的仅有的一些消费者。然而个人消费是再

生产总过程的一个环节，它现在应当作为这样一个环节被考察。

已经说过，我们所注意的剩余价值，只是不用于积累的，即仅

仅用于资本家的个人消费的剩余价值。我们把剩余价值的这种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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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叫作剩余价值作为收入的花费。另一方面，至于说到可变资本，

它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工人，工人为换取货币而提供自己的劳动，再

用得到的货币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因为事先假定工资等于劳动

的价值，或者确切些说，等于劳动力的价值，所以我们同时也就是

假定：工人把自己的全部工资用于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力，因而用于

购买生活必需品。所以，全部可变资本实际上是作为收入花掉，或

者对工人来说是转化为收入，而对资本家来说是转化为劳动。因

此，如果撇开货币形式所起的媒介作用，可变资本就存在于构成工

人阶级的收入的生活资料形式中。在考察实际生产过程时，产品中

不论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消费的那一部分，还是工人作为工资消

费的那一部分，统统归到收入的一般范畴。因此，可变资本本身，就

它不是转化为工资，因而不是转化为工人的收入，而是对资本家来

说转化为劳动（等于必要劳动＋剩余劳动）这方面而言，在这里暂

时不属于我们的研究范围。

其次，因为假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是占统治地位的，而且

是普遍的和唯一的生产形式，所以构成资本家或工人的收入的商

品，以及构成不变资本的组成要素的商品，都必须先作为资本的产

品，因而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所以，必然也会发生加入收入的商品

资本同其他加入收入的商品资本之间的交换，也会发生这种资本

同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资本之间的交换，以及构成不变资本的商

品资本相互之间的交换。研究这种交换的现实条件也是我们的下

一个题目。

［１０９］这样，我们现在必须从另一个角度，即从构成商品资本

并作为生产资本自己的产品体现生产资本这样的使用价值的角

度，来考察商品资本和实现在商品资本中的生产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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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本是创造直接生活资料的资本，或者说，是创造这样一

些产品的资本，这些产品具有的最终形式使它们能够进入个人消

费或加入消费基金。生产资本所生产的商品资本由生活资料（比较

狭义的）构成。

或者，生产资本是创造生产资料的资本，或者说是其产品要重

新进入生产过程、进入生产消费的资本。它们所生产的商品资本由

生产资料构成。

一种类型的生产性商品资本提供生活资料，花费在这种生活

资料上的收入，第一是剩余价值，第二是工资，或者说资本家和工

人的收入实现在这种生活资料上。工人把自己的工资花费在上面

的那种生活资料，实际上是可变资本在转化为工资之前借以存在

的物质形式，因为资本家支付给工人的货币资本只是一种媒介形

式，资本家以这种形式交给工人以支付凭证，工人凭此凭证得到由

生活资料构成的一定数量的商品资本，把这一定数量的商品资本

从市场抽出来转为消费基金。可见，实现收入的商品资本也包含着

构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

另一种类型的生产性商品资本提供生产资料，提供不变资本

的各要素，商品资本必须不断地转化为这些要素，才能不断地更新

自己的再生产过程，使这一过程不致间断。

最后，第三种类型的生产资本提供产品，因而自然地也就是提

供这样一些商品资本，这些商品资本既可以直接用作生活资料，也

可以用作不变资本的要素，既可以以其实物形式进入个人消费过

程，也可以进入生产过程。下面在我们的研究中将会表明，这第三

种类型可以不必注意，因为它实际上总归是进入两个领域中的一

个：或者进入生活资料，或者进入生产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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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考察第一种类型的生产生活资料的生产资本。作为社

会总资本的一部分，我们把它称为资本Ａ。

假定这第一种类型的资本或资本Ａ等于５００镑。（把５００换

成５亿或任何其他数字，都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

这５００镑中，４００镑是不变资本（机器、各种固定资本、辅助材

料和原料），１００镑是可变资本，或用于工资的资本。４００镑不变资

本只包含在一定的生产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内所消费的、因而必须

得到补偿的固定资本。其余的在原有形式中继续执行职能的固定

资本，对我们的研究没有意义，因此让它等于零，或者说我们把它

抽象掉。

如果剩余价值率等于１００％，剩余价值就＝１００镑，生产出来

的商品资本总价值就＝６００镑。

于是，现在包含着５００镑预付资本的商品资本，其中 ２
３＝４００

镑只代表为生产它自己而预付的不变资本，必须再转化为它自己

的不变资本的各要素，再转化为它自己的原料等等。剩下的 １
３＝

２００镑，第一，代表工资或可变资本，第二，代表剩余价值。但是，全

部商品资本由供个人消费用的生活资料构成。

［１１０］总商品资本的这 １
３由参加生产它的全体资本家和工人

作为他们的总收入来消费，这一部分由生活资料构成的商品资本

一旦从市场上被抽出并转为消费基金，也就是到达了最后的消费

者手里，我们就把它看作被消费的部分。下面这种情况，即一方面，

Ａ这个领域的资本家生产的生活资料极不相同，他们互相出售自

己的产品和互相购买这些产品，因而他们不是直接在他们自己所

生产的实物形式上消费自己的收入，另一方面，工人用他们作为工

资而得到的货币去交换他们所消费的商品，把自己的收入从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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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转化为商品（生活资料）形式，——这种情况丝毫不会使事情

发生变化。如果考察整个过程，你就会看到，全体资本家和工人消

费自己产品的１
３，虽然在分别考察过程的情况下，这种消费要以相

应的商品的转手为媒介，而这种转手又以货币流通为媒介。单个资

本家和单个工人把剩余价值和工资消费在与他们自己所生产的使

用价值不同的使用价值上，但是他们所消费的他人产品的价值量

是用他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和工资价值来计量的。因此，这种情况

同他们直接把自己的工资和剩余价值花费在他们自己所生产的商

品上是一样的。

因此，至于说在这 １
３已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被它们自己的生

产者消费时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那么这丝毫也不会改变下面

这样一点：如果从整体上来考察这些生产者，他们就是直接消费自

己产品的１
３。

第一，我们考察从工人出发的这种货币流通。工人把自己的工

资从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这样，工人就把曾作为可变资本预

付的货币还给了资本家，因而恢复了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或者说

工人通过自己的购买为资本家补偿了应该再作为可变资本执行职

能的货币资本，这样，全体工人还回货币１００镑，于是，预付可变资

本又以原先的货币形式处于资本家Ａ的手中。

第二，Ａ领域的资本家之间通过货币流通互相促成他们的收

入的消费，如果说到这种货币流通，那么我们应当说，为了在商品

上实现他们的全部剩余价值１００镑，为了作为他们买卖的媒介，需

要５０镑。在这里，我们还必须指出一种本来在考察简单货币流通

时就应该指出的情况。这里所考察的资本家之间的货币流通和商

品流通实际上是简单流通，是并非作为资本家的他们而是互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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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方商品消费者的他们之间的流通。在Ｗ—Ｇ—Ｗ′等形式中，

资本家Ａ是商品的卖者，资本家Ｂ是握有货币的买者。于是货币

从资本家Ｂ手里转到资本家Ａ手里。资本家Ａ用这些货币购买

Ｗ′，货币又从资本家Ａ手里转到Ｗ′的卖者资本家Ｃ的手里。如

果我们考察的只是连续不断的形态变化，那么货币就是从一些人

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但是货币总是要处在一些人的手里，即使

我们考察的只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在每一次Ｗ—Ｇ—Ｗ′结束

时，货币总是留在最后一个卖者手里。但是资本家Ａ、Ｂ、Ｃ不仅购

买自己消费的商品，而且还经常出售他人消费的商品。他们本身和

那些有一部分流通的货币即通货停留在自己手中的人毫无差别。

因为每一个消费者在这里同时又是生产者，所以他经常一只手交

出货币，另一只手同样经常地得到货币。因此，所有处在流通中的

货币经常分成各个部分处在所有人的手里，即处在所有这些同时

又是消费者的生产者的手里。这种情况造成的结果是：他们不是消

费自己的全部收入，而是必须用一部分收入同金银的生产者进行

交换（间接或直接地），以便有可能把这种收入的另一部分投入流

通并实现为任何商品。他们不是两次拥有这一收入，——他们在流

通的货币形式上占有的那一部分收入，金银生产者是在实物形式

上占有的。如果［１１１］处在流通中的不是金银铸币，而是比如说纸

塔勒，情况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以纸塔勒形式拥有的那部分

自己的收入，他不会以生活资料的形式拥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把

它实现在生活资料中。虽然他经常付出纸塔勒，但是纸塔勒也经常

回到他手里。他必须在口袋里经常装着纸塔勒，才能在明天象今天

一样满足自己每日的需要等等。

因此，在Ａ领域的资本家作为彼此有关的商品消费者之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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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这种货币流通中，或者说，以资本家的收入进入流通为目的的

这种货币流通中，经常发生着为了上述目的而在他们之间进行流

通的货币总量的分配，而不管这个总量的各个部分怎样经常变化。

他们经常彼此把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作为货币交还给对方，他们中

的每个人都经常拥有自己的一部分收入，但这部分收入不是处在

他们自己能消费的形式上，而是处在他人（交出货币的人）能消费

的形式上。

他们的一部分收入在货币形式上的这种回流，或者说，作为他

们互相购买自己的生活资料（简言之，实现自己的收入）所需要的

货币量的这种回流，同资本的回流毫无共同之处。这只是表示资本

家彼此之间是他们的商品的消费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除了自己

的商品以外，还必须经常在货币形式上拥有自己的一定部分的收

入；这只是表示货币在这类消费者范围内不断进行的再分配，表示

处于流通过程的货币中为了使资本家的收入进行流通所需要的那

部分货币的再分配。

这个问题在以后，当剩余价值不仅仅是资本家的收入而且还

分解为地租和利息的时候，将会具有重要的意义。

至于工人，如果从物质的观点考察问题，那么情况就象他们中

的每个人以实物形式得到他的产品中归自己所有的一部分，并用

这些产品彼此相交换一样，因而就象收入与收入相交换一样。当

然，工人通过向资本家购买商品，也就把作为工资预付给他们的货

币还给资本家（因为资本家也要出售预定给他的那部分商品，所以

各个资本家之间也要间接地交换他们的一部分产品）；因此，工人

通过花费自己的货币收入补偿了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但是他们

补偿的并不就是这个资本。他们消费１００镑的商品价值，这些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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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永远地从资本家Ａ的手里转到工人手里。所以，他们还给资

本家的只不过是资本家给予他们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最终的产

品份额，而仅仅是从商品市场上取得自己的份额的手段。因此，他

们通过花费自己的收入，——如果从物质观点考察问题，实际上是

通过彼此交换直接构成他们的收入的产品，——同时补偿可变资

本的货币形式；就这方面来说，他们花费收入同时就表现为他们的

货币收入（或他们收入的货币形式）再转化为用来预付工资的货币

资本，或者说，表现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的更新。但是我们已经

说过，这只涉及形式。同一些货币交替地以工资的货币形式和以可

变资本的货币形式存在。实际的可变资本的消费和补偿并不是通

过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这种交换，而是通过可变资本的新的再生

产进行的。

另一方面，至于资本家之间的流通，那么他们是收入同收入相

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流通并且经常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再分配的那

些货币，并不补偿他们的任何一部分资本，而只补偿他们为了实现

他们的收入所必需的货币，或者说，总只是为他们补偿他们的收入

中经常以处于流通中的货币形式存在的那一部分。

因此，如果把工人的货币收入不断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货币形

式这种现象或者相反的现象撇开不谈，那么Ａ领域的
１
３产品的全

部消费就归结为收入同收入相交换。

假定加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完全与加入资本家消费的生

活资料不同，那么情况就有些不一样，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一样。因

为Ａ领域的工人消费１００镑的商品，所以可以说，这些商品是Ａ

领域的某一部分资本家的商品资本。而另一部分就等于只生产供

资本家用的生活资料。把价值１００镑的供工人用的商品生产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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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部分资本家没有以他们自己的产品形式消费他们的任何一

部分剩余价值。他们的剩余价值会实现在［１１２］另一部分资本家生

产的一部分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中。相反，另一部分工人不购买自己

资本家的商品，而只向生产工人必需品的生产者购买商品。因为我

们假定，全部资本５００镑生产出价值６００镑的商品，所以这一部分

的资本２５０镑就会生产出价值３００镑的商品，其中２００镑应当补

偿不变资本，５０镑补偿可变资本，另外５０镑构成剩余价值。收入

总额等于１００镑。其中５０镑由他们自己的工人消费，从而工人也

就恢复了这部分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５０镑由另一部分

的工人消费，从而这些工人把价值５０镑的货币交给他们，这些货

币不是他们自己支出的工资，而是另一些资本家支出的工资。他们

用这５０镑去购买供资本家用的价值１００镑的商品的一半，这样，

他们就实现了自己的收入，从而把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还给了另

一些资本家，而在前面提到的场合，这种情况是直接发生的。最后，

剩下的价值２００镑的商品，不论在前一场合还是在后一场合，都必

须去交换不变资本。我们看到，这种循环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本

质。

至于说他们的商品资本的其余部分，即等于４００镑的部分，那

么Ａ领域的资本家不能消费它。它不能进入他们的收入，因为它

只代表被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它必须再转化为这种不变资本各

要素的实物形式。为此在生产生活资料的Ａ领域的资本家和生产

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的Ｂ领域的资本家之间必须进行交易。因

此，我们来考察这第二个领域的资本家。

假定他们的生产资本的划分比例和Ａ领域的资本家的资本

一样，即１
５等于可变资本，

４
５等于不变资本。如果他们的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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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８００镑（即固定不变资本机器等等和流动不变资本原料等等，

而未被消费的不变资本部分照旧等于０），那么他们的可变资本等

于２００镑，他们的预付总生产资本＝１０００镑。如果剩余价值率等

于１００％，那么剩余价值就等于２００镑，他们创造的总商品资本的

价值等于１２００镑。

在这１２００镑的商品资本中，１３＝４００镑代表收入，即２００镑

等于工资，２００镑等于剩余价值。因此，这４００镑花费在购买生活

资料上，也就是说，Ｂ领域的消费者范畴（在这个领域从业的人）的

收入花费在生产生活资料的Ａ领域的商品上。Ｂ领域的消费者不

能把这４００镑实现在自己的产品上，因为这些产品只由生产资料

构成，它们不能进入个人消费，而必须进入生产消费。于是，他们将

在Ａ领域的资本家那里购买４００镑的生活资料，而Ａ领域的资本

家又会用这４００镑去向Ｂ领域的资本家购买不变资本，从而把自

己的商品资本中必须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在实际上转化成了

不变资本。Ａ和Ｂ领域之间的这种货币流通，只是作为媒介促成

Ａ领域的商品资本中代表Ａ领域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同Ｂ领域的

收入（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的实物形式之间进行交换。

如果我们从每个交换者方面来看这一交换，那么对于Ａ领域

的资本家来说，这一交换是资本转化为资本（从它的一种实物形式

转化为另一种实物形式）；或者说是商品资本（以相应的规模）再转

化为生产资料或资本不变部分的各要素。资本把自己的总产品（自

己的商品资本）中等于资本所包含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重

新转化为使资本可以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活动）的实物形式。

不论在交换之前还是在交换之后，它按其价值来说只是不变资本。

（Ａ领域必须以产业方式来消费商品资本的这个价值部分；但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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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价值部分所存在的实物形式上，在使用价值的形式上，就做不

到这一点，因此必须把这个价值表现在Ｂ领域的资本家的商品

上。）对于Ｂ领域，对于不能用于个人消费的产品的生产者来说，

这种交换反而是收入从一种形式简单地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已经

生产出来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是收入（工资和剩余价值），但是

［１１３］存在于这样一种使用价值中，这种使用价值使它不能进入个

人消费，不能在实物形式上被消费。生产者能够消费的，只不过是

他的这部分商品资本的价值，而且他只有通过把这部分价值实现

在Ｂ领域①的资本家的产品中才能消费它。）他把自己总产品中构

成他的收入的那部分（等于总产品中新加劳动的部分）先转化为使

它能作为收入被消费的实物形式。不论在交换之前还是在交换之

后，这个部分按其价值来说只是他的收入。

如果我们从两方面来考察关系，那就是Ａ领域的资本家用自

己的资本交换Ｂ领域的资本家的收入，而Ｂ领域的资本家用自己

的收入交换Ａ领域的资本家的资本。Ｂ领域的资本家的收入补偿

Ａ领域的资本家的不变资本，而Ａ领域的资本家的不变资本补偿

Ｂ领域的资本家的收入。

至于（在Ｂ领域的资本家的收入同Ａ领域的资本家的不变资

本进行这种交换中的）货币流通，那么对于Ｂ领域的资本家来说：

（１）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流通的货币，供他们不断地预付自己工人的

工资，或者说实现自己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２）如果他们生产

直接被他们消费的产品，或者，如果他们象Ａ领域的资本家那样

彼此直接交换他们自己的收入，那就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流通的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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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在他们自己之间流通。可见，这就是他们为了支付工资和消费自

己的收入始终必须拥有的那个流通货币量。这些货币在工人手中

只不过是货币，是铸币形式的货币，工人用自己的商品（劳动）换取

这种铸币，然后把它花费在生活资料上。这也象我们在Ａ领域所

考察的货币一样，是为满足个人消费而支付、而花费的铸币的简单

流通。因此，它们同Ａ领域流通的货币完全没有差别，也只不过是

货币。但是Ｂ领域的工人不在雇用他们的Ｂ领域的资本家那里购

买商品，因此不能把作为工资预付给他们的货币还给资本家。相

反，工人用他们的２００镑向Ａ领域的资本家购买商品。Ｂ领域的

资本家在花费自己的收入时也不相互购买商品。相反，他们把自己

的２００镑收入花费在Ａ领域的资本家的商品上。这样，Ａ领域的

资本家得到４００镑，他们用这４００镑向Ｂ领域的资本家购买商品

来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这样，Ｂ领域的资本家通过迂回的方式又

得到了货币，他们用这些货币一方面重新支付工资，另一方面实现

自己的收入，或者确切些说，为实现自己的收入而花费这些货币。

只有这种迂回的方式才把从Ｂ领域资本家出发的货币运动和从

Ａ领域资本家出发的货币运动区别开来。但是还有一种补充的区

别。Ａ领域的资本家从Ｂ领域的资本家那里得到的４００镑，只是Ｂ

领域的资本家的收入的货币形式（他们不断用来购买生活资料和

支付工资的铸币），这些被Ｂ领域的资本家投入流通的货币，同时

又是Ａ领域的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中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分所转

化成的货币形式。它作为货币资本（或者说这个商品资本部分的货

币化Ｗ—Ｇ），在它从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即转化为构成Ａ领

域资本家的不变资本的各物质要素之前，代表这个部分。所以，这

部分货币不断转化为Ａ领域资本家的货币资本，又不断再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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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领域资本家的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或者说，转化为Ｂ领域工人

的工资即收入的货币形式和该领域资本家的收入的货币形式）。而

全社会货币中的这一部分是唯一的（这里我们暂且不涉及商人资

本引起的变化）经历这种双重过程并执行这种双重职能的部分。因

为在Ａ领域内流通的货币只是把Ａ领域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工资

和收入投入流通，不过它们转化为不变资本①的货币形式或商品

资本中现在作为收入来消费的那部分资本的货币形式。另一方面，

Ｂ领域的工人和资本家用来向Ｂ领域②的资本家购买生活资料，

或者说把自己的收入投入流通的那４００镑，是这里唯一这样花掉

的货币：第一，用来支付工资，第二，实现收入。因此，处在流

通中的这部分社会货币，既是唯一的用作花费收入的部分，同时

作为货币资本又是社会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最后［１１４］应当指

出：

除了把Ａ领域和Ｂ领域的资本家的收入转化为货币的那部

分流通的货币之外，其余部分的流通货币是这样的货币：通过这种

货币（１）工人的工资或收入表现为货币收入，（２）社会上的总可变

资本获得自己的货币形式，或表现为货币资本。

（最后叙述这一节时，最好把它分成两部分：（１）商品资本在再

生产总过程中进行的实际的物质变换；（２）对这种物质变换起媒介

作用的货币流通。因为在这一节当前所采取的形式下叙述的思路

往往被打断，所以我们将只限于考察货币流通问题。）

现在我们先考察在Ａ领域范围内被消费的收入。这种收入是

什么呢？它是一年内加到Ａ领域的资本家的４００镑不变资本上的

０５４ 卡·马 克 思

①

② 俄文如此，似应为Ａ领域。——译者注

俄文如此，似应为可变资本。——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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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新劳动量，所以，它一方面是商品资本中表现工人的有酬劳动或工

资的那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商品资本中表现工人的无酬劳动或资

本家的剩余价值的那一部分，即剩余价值。虽然从物质观点来看的

全部产品是一年劳动的产品，是不变资本（已消耗的机器等等，原

料等等）由于劳动而获得的新形式，但是产品的总价值决不是一年

内新加的劳动量的产品或结晶。相反，产品价值中等于已消费的不

变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是过去的劳动，它不是在Ａ领域的生产过

程期间加进的或结晶的劳动量。我们在前面（第 册第 章第２、３

节）曾经指出，虽然每一单个商品的价值可以分为代表过去劳动的

部分和代表追加劳动的另一部分，其次，虽然商品的每一部分从使

用价值的观点来看都是新产品，但是，总商品资本却可以分为只代

表不变资本的价值，只代表过去劳动，只代表过去劳动的生产时

间，因而必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各要素的部分和只代表新的追加

劳动（它的一部分是有酬劳动，另一部分是无酬劳动，因而一部分

转化为工资，另一部分转化为剩余价值或资本家的收入）的另一部

分。所以，Ａ领域的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中由Ａ领域的工人和资本

家消费的那一部分，是商品资本中的这样一个部分，它的价值是追

加劳动量的产物，是一年中新加到该领域的不变资本上的劳动量

的产物。

Ｂ领域的商品资本中体现Ｂ领域的工人和资本家的收入的那

一部分，情况也是这样，它只不过是他们的总产品中由他们新创造

的价值即结晶在商品中的新的追加劳动量同商品资本总价值之比

决定的部分。因而，如果象我们假设的情况那样，新加劳动等于结

晶在商品资本中的过去劳动的 １
２（４００∶８００，前面是２００∶４００），

或者说＝商品资本中包含的总劳动量的１
３，那么新加劳动就实现

１５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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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产品（价值１２００镑）的三分之一中，或者说，实现在由总价值

的１
３或由４００镑所决定的那部分商品量中。

所以，如果我们把Ａ领域的商品资本中作为收入消费的那一

部分和Ｂ领域的商品资本中首先代表Ｂ领域的工人和资本家的

收入的那一部分加在一起，那么总商品资本中代表收入的总和部

分就等于［１１５］每年生产的商品资本中的这样一个总和部分，它的

价值决定于，或者说它的价值中结晶着，Ａ和Ｂ领域（因而是所有

生产领域）一年内加进的新的活劳动的总量。

Ａ领域的收入等于Ａ领域总产品的
１
３，等于２００镑，Ｂ领域

的收入等于Ｂ领域总产品的
１
３，等于４００镑；换句话说，总数６００

镑代表在自己的价值中实现了全部追加劳动量，即一年中全部新

加劳动量的那全部产品。全部年产品，从物质观点来看，是年劳动

的产品，但同样也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因为过去劳动体现在生产资

料中，而且没有过去劳动，年劳动就不能造出年产品来。但是从价

值观点来看，——正是这一点决定着年产品中有多大部分可以用

来补偿资本，有多大部分可以作为收入消费，——年劳动产品的价

值不同于劳动的年价值产品。

于是，全年加进的新的活劳动量表现为６００镑，等于全部年产

品的价值，或等于Ａ领域的商品资本的价值，或等于一年内生产

出来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我们可以随意假定，一部分商品资本是Ｂ

领域的产品，是等于４００镑的收入，即等于Ａ领域不变资本的价

值。而且很明显的是，（我们假定商品按其价值出售）这种收入必须

进行交换，或者说，必须实现在Ａ领域的商品中；而Ａ领域在Ｂ领

域购买商品只限于补偿不变资本所必需的范围，即只限于价值

４００镑；因此，这４００镑在实际发生交换的情况下就是Ｂ领域收入

２５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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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度。我们在这里所以这样假定，是因为我们考察的只是不同生

产领域的商品资本之间的实际物质变换。在这种情况下，Ａ领域

的不变资本的价值总是等于Ｂ领域的收入的价值。

这样，第一，在Ａ领域的商品资本上消费的社会总收入（工资

和剩余价值），或者说Ａ领域的商品资本，构成社会的实际收入，

如果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考察这种收入，那它就是构成年产品中

转入消费基金的那一部分。

第二，Ａ领域的总商品资本的价值，或者说生产生活资料的资

本的总产品的价值，等于一年中新加总劳动所生产的或所结晶的

总价值（这里我们把流通抽象掉）。情况就是这样，虽然Ａ领域的

等于本领域商品资本总价值的１
３
①或等于本领域预付资本总价值

的４
５的不变资本，不是由新加劳动构成（不代表新加劳动），相反代

表过去劳动。但是，既然他消费自己的收入，从而消费自己新加劳

动的价值，那么Ｂ领域就提供等于Ａ领域 ２
３产品的新加劳动价

值，不是以他自己创造的产品形式，相反是以补偿Ａ领域不变资

本的产品形式提供。因而，对Ｂ领域的资本家来说，他的新加劳动

实现在——通过交换——Ａ领域的
２
３产品中（如果我们考察的不

是Ａ领域的产品，而是预付资本，那就是实现在 ４
５的预付资本

中）。因此，把Ａ和Ｂ领域合在一起来看，Ａ领域产品的价值代表

总收入的价值，也就是说，Ａ领域产品的价值等于一年中全部新加

劳动所结晶的价值。如果不计算Ａ领域产品中代表Ａ领域资本家

和工人的收入的那１
３，其余的

２
３就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因而必须

［１１６］用只提供生产资料的Ｂ领域的年劳动产品来补偿。换句话

３５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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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用直接以Ｂ领域的产品形式存在的Ｂ领域的收入来补偿，Ｂ领

域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新加劳动来支付，它的新加劳动全部体现在

同Ａ领域的其余
２
３产品进行交换的那部分Ｂ领域的产品中。因

此，Ａ领域的全部产品同收入相交换，或者说全部进入个人消费。

另一方面，社会的全部收入也溶化在Ａ领域的产品中。Ａ领域的

生产者在Ａ领域内消费自己的收入，Ｂ领域的生产者也在Ａ领域

内消费自己的收入。而且，除了这两个领域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

领域。Ａ领域的全部产品用于消费，虽然其中包含着２
３的不变资

本，这 ２
３不能由Ａ领域的生产者消费，而必须再转化为它们的各

生产要素的实物形式。Ａ领域的总产品等于社会的总收入。而社

会总收入的价值代表社会一年内加到现有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时间

总额。虽然Ａ领域的总产品价值
１
３由新加劳动组成，

２
３由过去的

劳动或应该得到补偿的劳动组成，但是这个总产品可以全部由新

加劳动购买，因为这种年总劳动的 ２
３不应该以它自己产品的形式

被消费，而应该以Ａ领域产品的形式被消费。补偿Ａ领域的
２
３的

新加劳动量，是一个大于Ａ领域本身所包含的新加劳动量的量，

因为这２
３代表Ｂ领域内追加的劳动，Ｂ领域只能在Ａ领域内以个

人的方式消费这 ２
３的价值，同样，Ａ领域也只能在Ｂ领域内在生

产上消费这同一个２
３的价值。因此，Ａ领域的总产品，一则，可以

完全作为收入被消费，同时它的不变资本可以得到补偿。或者确切

些说，Ａ领域的总产品仅仅作为收入全部被消费，因为它的２
３由不

变资本的生产者来补偿，这些生产者不能以实物形式消费自己产

品中构成他们收入的那一部分，而必须在Ａ领域内，即通过交换

Ａ领域的 ２
３产品，来消费自己的这部分产品。

既然我们把Ａ领域的 ２
３产品看作新加劳动的代表，自然我们

４５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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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把Ｂ领域总产品的
１
３（等于Ａ领域产品的

２
３），即实际上代表

Ｂ领域产品（它的商品资本）中新加劳动的那一部分，看作过去劳

动，而且一旦它作为Ａ领域的不变资本执行职能，它也就立即作

为这种过去劳动执行职能。

总之，我们已经考察了Ａ领域的全部产品和Ｂ领域的
１
３产品

的运动。（Ｂ领域的１
３产品同Ａ领域的

２
３产品之间的交换，是新加

劳动同过去劳动即非当年加进的劳动之间的交换。）现在我们应当

考察Ｂ领域的其余
２
３产品，或者说Ｂ领域商品资本中只代表本领

域使用的不变资本（机器、原料等等）价值的那一部分，从而必须再

转化为不变资本各物质要素的那一部分。

我们已经看到，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供个人消费的商品资本，

虽然它的一部分必须补偿不变资本，但全部都可以由消费者仅仅

作为收入来消费（购买），因为另一部分收入生产出来时所具有的

形式，使它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而是相反地去补偿生产生活资料

的资本的不变部分。Ａ领域的商品资本中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

分，可以作为收入来消费，因为Ｂ领域的资本中作为收入生产出

来的那个同样大的部分，不能作为收入来消费，而是补偿上述的不

变资本。

至于Ｂ领域商品资本的
２
３，即代表Ｂ领域的预付不变资本部

分并且必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的那部分，那就要提出这样一个问

题：谁应该购买它，用什么货币购买它？毫无疑问，不是工人，他们

已经把自己的全部工资花费在Ａ领域的商品上了。就资本家是消

费者或他们花费收入来说，也不是资本家，因为他们的全部收入都

花费在Ａ领域的商品上了。而因为Ａ领域的资本家可以并且必须

用自己的商品购买不变资本，所以这是［１１７］通过Ａ领域资本家

５５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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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资本中代表不变资本的那
２
３同Ｂ领域资本家的总收入进

行交换而进行的。

在这里情况很简单。Ｂ领域内代表不变资本的那 ２
３商品资本

的情况，完全同Ａ领域内被消费的代表收入的那
１
３商品资本的情

况一样。上述 １
３的相应份额，不是由它们自己的直接生产者消费

的，而是由Ａ领域的全体生产者通过互相交换这些份额（或者说，

通过互相买卖这些份额）来消费的。

或者，Ｂ领域的商品资本中代表它的不变部分的那 ２
３直接由

这２
３的每一组成部分的生产者来消费。这种情况发生在产品可以

重新作为生产资料直接进入它作为产品从中出来的那同一生产过

程的场合。例如，一切作物的种子等等就是这样（稍后，我们要更详

细地研究这个问题）。

或者，这 ２
３在Ｂ领域的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家之间进行转

手，从产品不能在实物形式上重新用作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手中转

到产品可以用作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手中。可见，Ｂ领域的这部分商

品资本向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全部再转化，就是它们的转手，就

是它们的不同的分配（通过流通），就是它们的转移，从把它们只当

作商品资本的人手里转移到把它们重新用作生产资料（无论是用

作劳动资料，还是用作劳动材料）的人手里。它们依然留在本领域。

流通在这里只是对它们的转移起媒介作用，使它们从一个资本家

的商品仓库或储藏室里转移到另一个资本家的生产过程中去。

固定资本中没有消耗掉的那一部分，在这里也象在Ａ领域中

一样，不在考虑之列。

整个这一部分，即按照假定是Ｂ领域商品资本的那
２
３，从使

用价值的观点来看，只是劳动的产品，和Ｂ领域中再生产出工资

６５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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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和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完全一样。不过这个部分代表过去的劳

动，而不是新加的劳动（它的价值不是新加劳动的产品），因此，它

是产品中补偿这种过去劳动并必须重新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

一个价值部分，——也是用这个价值部分来计量的产品部分。另一

方面，Ｂ领域商品资本中直接体现Ｂ领域资本家收入的最后 １
３部

分，本身也包含过去劳动的产品，机器、原料等等，它也象其余的 ２
３

一样耗费了机器、原料等等。然而在它身上结晶的只是新加劳动，

而且只是在这个范围内结晶的新加劳动，所以这种劳动的价值转

化为工人的工资和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在Ｂ领域里，这部分不应

该补偿过去劳动，虽然在Ａ领域里这部分补偿过去劳动。

我们已经知道，如果Ａ领域的全部商品资本只是收入（它的

１
３是Ａ领域资本家的收入，

２
３是Ｂ领域资本家的收入），那么Ｂ领

域的全部商品资本就只是资本（不变的），其中 １
３是Ａ领域的不变

资本，２３是Ｂ领域的不变资本。因此它只补偿资本。

因此，在代表Ａ和Ｂ领域的总商品资本的１８００镑中，１３补偿

收入，２３补偿资本。（收入是指可变资本的补偿，因为这种资本只有

在资本家手中才是资本，一当它转到工人手中，它就变成了收入。）

我们已经知道，Ｂ领域的产品中同生活资料相交换的那
１
３是

如何流通的。至于现在要谈的Ｂ领域的资本家之间的流通，这只

不过是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之间的流通，是彼此互相补偿的资本

的流通；货币在这里主要是作为［１１８］平衡彼此债务的支付手段执

行职能。（如果流通的是信用货币，那么这些货币会按照这种流通

的需要所要求的那样出现和消失。）但是，不论这些货币是作为支

付手段或是作为流通手段（购买手段）执行职能，这个领域所需要

的货币（我们在这里假定是金属货币）只在Ｂ领域资本家之间流

７５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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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为他们的不变资本的周转服务。同一些货币可能偶然转入其他

流通领域，但是一定数量的货币总是在这一领域内流通，总是包括

在这一领域内。这些货币往返于同一些资本家之间。但是，如果我

们把这些货币放在它们的出发点上来看，或放在每个资本家投入

这一流通的那部分货币回到他手中的那一时刻来看，那么就会发

现，每个资本家除了生产资本形式上的资本之外，还必须有一部分

货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因此，他必须通过售卖来获得某一部分总

是处于流通中的货币，或者必须通过其他办法来得到这些货币。这

个领域的货币，由于生产条件、支付期限以及周转期限的不同，会

在不同的时间按不同的数目在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同样，这个

领域的总流通也代表它的特殊货币资本（不同于代表它的可变资

本的货币资本，也不同于为使它的收入进行流通所需要的货币）。

我们已经看到，Ａ领域的货币流通只不过是代表Ａ领域的收

入花费的货币流通，同时通过这一流通使Ａ领域的预付可变资本

重新具有它的货币形式。Ａ和Ｂ两个领域之间唯一发生的货币流

通所使用的货币，只是对Ｂ领域的收入的花费起媒介作用，同时

对Ａ领域商品资本的不变部分同Ｂ领域商品资本的收入部分之

间的交换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所以，处在流通中的这部分货币（１）

对Ｂ领域资本家的收入的花费起媒介作用；（２）对Ｂ领域的工资

的花费起媒介作用，并通过迂回的方式使Ｂ领域预付的可变资本

再具有货币形式；（３）同时保存Ａ领域不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在Ａ领域内流通以及在Ａ和Ｂ领域之间流通的货币，尽管有

这些不同的职能，仍然只是处在流通中的货币，它们作为货币收入

代表两个领域的收入，包括工人的收入和资本家的收入。因此，它

们在作为Ｂ领域不变资本的所有者的资本家之间发生的货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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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中不执行任何职能。它们不购买也不支付这些资本家的这部分

商品资本。

Ａ和Ｂ领域的全体资本家和工人，作为消费者——即作为收

入的花费者——来看，不支付也不购买Ｂ领域不变资本的任何一

部分。因此，亚·斯密的论点是极其错误的，他认为，消费者似乎归

根结底支付每年预付在生产上的资本和他们每年生产出来的商品

和资本的全部价值，因此，他们的货币流通似乎补偿总货币流通，

或不断地使总商品资本（即总商品资本中所包含的等于预付的生

产资本的那部分）具有它的货币形式。（ａ）他所以发生错误，是由于

错误理解资本和收入的关系，由于错误分析我们已经叙述过的那

种总商品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实际的物质变换。以后我们会看

到，与此有关的还有其他一些极其错误的见解（参看第 册第

章）。

全部后来的政治经济学都已习惯于不动脑筋，满足于象鹦鹉

（ａ）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都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实业家（商人）〈亚·斯密解释说，

他这里所说的实业家不仅指商人，而且也包括工业家等等，一句话，是指该国工商业的

全体当事人〉之间的流通，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流通。即使同一些货币符号——纸币

或者金属货币——可以时而用于这个流通领域，时而用于那个流通领域，但只要这两

个流通领域不断同时并存，要使流通进行下去，各自就需要有一定量的这种或那种货

币。各种实业家之间流通的商品的价值，绝不能超过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流通的商品

的价值，因为实业家购买的一切，最终必然会卖给消费者。”（［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

质和原因的研究》，热尔门·加尔涅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２

卷第２篇第２章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亚·斯密的下述论点是根本错误的，他认为实业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贸易额，应该

等于实业家之间的贸易额，应该实际上是完全平衡的（所说的消费者指个人消费者，而

不是指生产消费者，斯密本人把后者列入实业家）。这个论点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论点

上，按照这个错误论点，全部产品都归结为收入，而事实上这不过是说，由资本和收入

的交换构成的那部分商品交换，等于全部商品交换。图克８８根据这个论点对于货币流通

所做出的实际结论，和这个论点一样，也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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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重复斯密关于流通的这种错误论点，并且重复进一步发展了

的错误前提（如对商品价格的全部分析），这种政治经济学不去进

行真正的分析，而是用这样的词句安慰自己，说什么对一个人是收

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资本等等，它暴露出这种所谓科学的非

批判的懒惰性。

Ｂ领域的不变资本，即生产生产资料，生产不变资本各物质要

素的资本家的不变资本，无论如何不会由消费者来支付。它只能由

本领域的商品资本来补偿，Ｂ领域把自己的一部分产品直接从他

们自己生产的商品资本中抽出，然后使这些产品以自己的形式在

本领域中重新作为生产资料起作用，以代替磨损了的生产资料，

［１１９］或者，通过自己的这部分商品资本的交换，即以流通为媒介

的交换来进行补偿。因此，如果Ｂ领域的不变资本经常直接或间

接地从生产中回到资本家手里，已消耗的不变资本价值部分被经

常补偿给这些资本家，那么为什么要对这个部分进行第二次支付

呢，又由谁来支付呢？

在这里，由于净收入和毛收入不同，由于纯收入和总收入不同

而产生很大的混乱。开始时作为货币但实际上作为生产资本预付

出去的资本，是预付。产品——生产资本所转化成的商品资本，与

预付不同，可以叫做收入（毛收入），虽然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它还要

经历自己的形态变化。如果考察的是整个国家，那么总商品资本就

形成它的总收入，因为流通对这种商品资本的分配只是起媒介作

用，这种分配一部分在各资本家本身之间进行，一部分在全体消费

者之间进行。但是，如果在这个意义上考察收入这个词，那么就应

该理解为——对单个资本家和对资本家全体都是这样——既是资

本（不变的和可变的），又是可以当作收入消费或转化为积累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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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收入”这个范畴毫无价值。然而另一

方面，某一个资本家的净收入则理解为：第一，扣除所预付的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之后所剩下来的东西，也就是扣除在此之前包括

在收入概念中的那个部分之后所剩下的东西；第二，剩余价值中扣

除了资本家必须再交给其他人的那些部分（如租金和利息）之后所

剩下的东西；可见，实际上资本家的净收入无非就是留在资本家手

中的相应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份额。由此看来，国家的净收入

不同于单个资本家的净收入，不同于所有工业资本家全体的净收

入。一个规定包括剩余价值（剩余产品）的所有部分，即剩余价值总

额，另一个规定，除掉剩余价值中转化为工业利润的那个特殊部分

之外，不包括所有这些部分。从这个意义上看，说国家可以消费毛

收入，单个资本家只能消费自己的净收入，这是对的。但是第三，从

后一种意义上看，工资不包括在净收入中，甚至不包括在等于剩余

价值（它等于利润、利息和租金的总额）的毛收入中。

全部可变资本在物质上由生活资料构成，即由工人的生活资

料构成。我们已经看到，可变资本完全由工人作为收入消费，而且

必须不断被再生产出来。但是，它在自己的可变资本形式上，作为

劳动的购买者（乡村雇农等等的某些实物贡赋除外），在对工人的

关系上表现为货币资本，这也就是每个资本家预付可变资本的形

式。作为各种实际的物质要素，它是处在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手

中的商品资本。因此，只要它实际被卖出去并且进行消费，它就会

被工人通过花费构成他们收入的工资而购买。它只是以货币形式

被预付，而且只要它为了购买而作为可变资本预付出去，它就是以

这种货币形式执行职能。相反，当它作为物质要素进入消费时，它

就不是作为可变资本，而是作为工人把自己的收入花费在上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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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对于出售这些商品的资本家来说是商品资本，对于购买这些

商品的工人来说仅仅是商品）同工人相对立。在这方面，国家的毛

收入又与资本家的毛收入不同，前者，即国家的毛收入，包括可变

资本（作为它的物质要素来看），后者，即资本家的毛收入，不包括

可变资本。但即使在这个意义上，国家的毛收入和它的总收入也会

不同。由此可以看出，这个术语能够掩盖怎样的混乱！如果说毛产

品不同于剩余产品，那么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毛产品不是别

的，正是总商品资本。

我们已经看到，不论是总资本还是单个资本，其年产品的总价

值都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不变资本，另一部分是收入（工资，即可

变资本，和剩余价值）。把年产品中直接留在生产者手里的那部分

（不管是用作他们的消费基金，还是用作他们的生产基金）撇开不

谈，年产品的每一部分起初都要被出售，也就是说，使它们的价值

在货币上具有独立自主的形式。它们的价值在货币上取得了同它

们的使用价值分开的和独立的形式。每个资本家用自己产品的这

个价值去购买（完全象工人用他的同样独立地存在于货币中的工

资价值去购买一样）总产品中由这个价值转化成的部分，无论是消

费资料，还是生产资料。因而，实际上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只是商

品形态变化的另一种表现，施托尔希下面的话是完全正确的，他

说：

“很明显，年产品的价值分成资本和利润两部分，年产品价值的这两部分

中，每一部分［１２０］都要有规则地用来购买国民所需要的产品，以便更新该国

的资本和补偿它的消费基金…… 构成一个国家的资本的产品，是不能消费

的。”（施托尔希《政治经济学教程》第５卷《论国民收入的性质》１８２４年巴黎

版第１３４—１３５、１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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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在Ｂ领域——资本生产生产资料，生产不变

资本各要素的那个生产领域——中，新加劳动，即用来补偿在Ａ

领域中生产生活资料时消耗的不变资本的那个劳动，也完全象Ａ

领域的新加劳动一样，转化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因此，也完全可以

作为收入被消费，虽然不是在自己直接产品的形式上被消费，而是

在它交换来的Ａ领域的一部分资本的形式上被消费。因此，Ｂ领

域的新加劳动实际上是在Ａ领域的产品上得到支付，为此，Ｂ领

域的产品中价值等于新加劳动结晶的那个部分就要替换不变资

本。可见，为补偿不变资本而新加的劳动可以作为收入（工资和剩

余价值）来实现，因为Ａ领域中只代表过去劳动（不变资本）的一

部分商品资本，可以在自己的实物形式上被消费，也就是说，因为

在过去劳动和活劳动之间，在Ｂ领域的收入和Ａ领域的不变资本

之间进行着这种交换，因为Ａ领域的一部分商品资本只代表过去

劳动，从而不能在Ａ领域内被消费。

这是为了理解这个过程必须弄清楚的第一点。

第二，——这一点关系到所生产出来的全部商品资本，关系到

Ａ领域和Ｂ领域的全部产品，——必须弄清楚下面这种情况。

我们拿一段时间例如一年来说，或者如果愿意，也可以拿一天

来说。在这段时间内加到不变资本上的全部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

无酬劳动。因此劳动所结晶的那部分产品价值，分为工资和剩余价

值，或者说收入（我们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或积累这个问题撇

开不谈），这部分价值本身是可以消费的。相反，产品价值中其余

的、等于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部分，不是产品，不是这种新加劳动

的结晶。因此，新加劳动的价值（工资＋剩余价值）只体现为总产品

的一部分，即体现为总产品减去总产品中现在作为预付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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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存在的那部分。这样，事情就直接地表现出来了。如果我们在

这里考察流通，即产品（商品资本）预先转化为货币或产品价值的

独立表现，那么，能够转化为资本家和工人的收入的，只是新加劳

动所结晶的那部分价值（工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现有商品资

本的一部分必须转化为收入，才能加入资本家和工人的消费基金。

产品价值的另一部分则应当再去购买不变资本的各物质要素。（下

面这样一些货币的情况也完全一样：资本家把自己的商品卖给工

人而得到这些货币，这些货币由于这种出售而回到资本家手中，但

不是作为收入回来，而是作为必须重新以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来

花费的那种货币回来。）尽管新加劳动只体现为产品总价值的一部

分，从而用它所创造的价值也只能买回产品的一部分，——因为产

品的每一部分，只有当它的价值得到支付时，才能被购买，——但

全部产品，从它们的物质方面来看，不管是生活资料还是生产资

料，都是新加劳动（也是从它的物质方面来看，不是作为劳动的量，

而是作为实际的生产劳动来看）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是这种劳动的

产品，是新产品。全部棉花变成纱，取得了产品的这种新形式或新

产品的形式，虽然棉纱的价值可能只有 １
３是新加的纺纱劳动，其余

２
３只是棉花、纱锭等等的价值。这个问题早在第 册第 章（２、３）

中叙述过了。在这里我们看到，纺纱劳动作为这种一定种类的生产

劳动，使全部产品纱具有新的形式，如果因此而把纺纱劳动同只是

创造纱的总价值的一部分即１
３的一定劳动量混淆起来，那会产生

多么大的混乱。只有为使棉花变成纱而追加的劳动量才创造价值，

而追加这种劳动所采用的方式，从而这种劳动的现实的改造作用

（由于这种作用，生产资料被消费），所创造的只是商品的使用价

值，同劳动本身的执行职能的使用价值或劳动的一定有用性所具

４６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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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使用价值完全一样。但是新加劳动所能购买的那部分产品，只

由这种劳动追加的价值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的价值部分决定。

［１２１］第三，虽然Ａ领域的商品资本——Ａ和Ｂ领域的工人

和资本家即全体消费者（因为迄今我们还没有谈到过任何其他消

费者）的收入实现于其中的生活资料——从价值观点来看，一部分

是新加劳动的产品，一部分是过去劳动（这从Ａ领域的商品资本

使用价值观点来看也是正确的，因为它要表现为某种使用价值，除

了活劳动之外，还必须有生产资料）的产品，但全部商品资本还是

可以看成体现了全部新加劳动，因为Ｂ领域中那些与Ａ领域的不

变资本相等的新加劳动，是实现在（通过交换）Ａ领域的产品中的。

这些商品资本，虽然在自己的产品中不仅包含新加劳动，而且包括

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即工具、机器、原料等等的价值，可是它

所代表的不仅是自己产品中的新加劳动，而且是总产品中的新加

劳动，即社会新生产出来的劳动。这个总资本的价值实际上等于追

加的新劳动本身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加上在生产资料的生

产中新加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因此，这个价值（等于全体工人的工

资额＋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可以购买这全部产品，所以可以认为这

种产品的全部价值归结为与工资＋剩余价值相等的收入。但是，在

不变资本的再生产中新追加的劳动必须等于零，因为这种劳动不

构成总产品这部分价值的任何份额，由新生产出来的不变资本的

各物质要素所组成的总产品应该这样来看：似乎在它当中没有物

化任何新加劳动，因而（１）似乎只有不变资本的价值被保存下来，

（２）它被赋予新的形式。困难的产生是由于：直接体现新加劳动的

产品的实物形式（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不同于这样创造出来的价

值借以实现的产品（生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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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点就象迄今为止没有被理解一样，在今后得不到理

解，那就会产生不可解决的困难。这些困难表现在各种不同的形式

上。

第一，全部商品资本的价值归结为劳动，这个价值无非是一定

的物化劳动量。这个劳动量本身又分解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前

者等于工人的工资，后者等于资本家的剩余价值。因此，全部商品

资本的价值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即收入。难

道有什么地方完成的劳动不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而只是为了

补偿生产中已经消费掉的但却是再生产的条件的那个价值吗？但

是，既然雇佣工人的一切劳动都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用来保存工

人自己的生产能力，另一部分形成资本的剩余价值，那么，谁来完

成这种劳动呢？

第二，既然总商品资本的价值等于不变资本的价值＋新加劳

动所形成的新价值（等于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那么

只构成总产品一部分价值的新加价值怎样才能买回这个总产品

呢？

第三，可以做这样一种错误的设想：一个国家可以每年把自

己的全部资本作为收入吃光，第二年初它在没有生产资料和生活

资料的情况下重新开始生产过程。

“我们要问，靠自己的劳动来满足自己的全部需要的家庭（我们在俄国可

以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其收入是否等于这个家庭的土地、资本和劳动

的总产品？难道一家人能够住自己的粮仓和畜棚，吃自己的谷种和饲料，穿自

己役畜的毛皮，用自己的农具当娱乐品吗？按照萨伊先生的论点，对所有这些

问题必须作肯定的回答。”（施托尔希，同上，第１３５—１３６页）

（虽然当萨伊在这里轻率地重复亚·斯密的观点时，施托尔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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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他是完全正确的，然而施托尔希本人也完全不能理解和解释

这种现象。他的功绩是指出了这种现象。）

［１２２］下面简要地叙述一下由于不正确地分析再生产过程中

实际的物质变换而产生的困难。

在第 册第 章第２节中曾经指出，每个等于ｃ＋ｖ即等于资

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资本，都表现为等于ｃ＋ｖ＋ｍ的产

品；它分为几个价值组成部分：一部分产品只代表不变资本的价

值，一部分产品只代表再生产出来的资本可变部分的价值，最后剩

余产品ｍ只代表剩余价值或所推动和结晶的剩余劳动。ｖ＋ｍ部

分是凝结总资本所推动的全部新加活劳动的价值部分。ｃ部分只

代表过去的劳动，即在产品生产出来的那个生产过程之前就存在

的劳动。现在资本家必须售出产品，并且用一部分产品再换回ｃ的

各要素。换句话说，他必须补偿他的商品中已经消耗的不变资本。

但是这里出现一个问题：既然全部工作日表现为ｖ＋ｍ，没有花费

任何更多的劳动，那么谁来劳动以补偿这个不变资本呢？补偿这个

不变资本的劳动又在哪里呢？

制成品例如麻布的价值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重新用来购买

不变资本的各要素，另一部分花费在消费品上。那么要问，资本家

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的部分，比如说产品的２
３，卖给谁呢？

简单的中间交易行为因为只起媒介作用，在这里应该完全撇

开不管。举例来说，如果８码麻布（代表不变资本）经过２０个商人

的手，那么第２０个商人对买者来说就代表第一个商人，即麻布生

产者，而买者则代表实际进行支付的最后一个买者。

有意避开困难的偷懒的聪明人惯用的手法是，把问题束之高

阁，从而忘掉困难，忘掉解决不了的问题。于是，举例来说，就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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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字句安慰自己：对一个人来说是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

是收入，因此，归根到底对所有的人来说，商品的价值必然归结为

收入（工资＋剩余价值）。为了举例说明这一点，我们假设所有生产

领域的总资本都由 ２
３的不变资本和

１
３的可变资本构成，并假定剩

余价值到处都等于１００％；或者说，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感兴趣

的不是全部新加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即工资和剩余价

值，而只是商品价值中等于ｖ＋ｍ的那个部分，即体现新加劳动总

额或整个工作日的那个部分，同产品中等于ｃ的那个部分的比例，

即同其价值只由进入生产的过去的、预先存在的劳动决定的那个

部分的比例，所以我们假定，在所有工业部门，在所有生产部门，包

含在资本不变部分中的劳动同新加劳动时间之比为２∶１。这样，

在等于３６先令的１２码麻布中，等于２４先令的８码补偿麻布织造

厂主的不变资本，１２先令补偿归结为收入即工资＋剩余价值的新

加劳动。在１２码中体现着３６劳动小时；因而２４劳动小时体现在

８码中，等于２４先令，１２小时体现在４码中，等于１２先令。４码麻

布代表在这里可以消费、可以加入收入的产品，因而可以由它们的

生产者本身来消费；８码必须卖出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发

生在生产麻布这种产品的Ａ生产部门的情况。这样，我们就把
１
３

产品转化成了收入。为了减轻下一步的任务，我们假定Ｂ部门的

全部收入２４先令都花费在麻布上。根据前提，Ｂ部门的产品应为

７２先令，即等于１２劳动小时的１２先令（新加劳动中的剩余价

值），等于８码麻布的２４先令＝２４劳动小时的新加劳动，４８先令

是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４８劳动小时。因此，包含在Ｂ部门产品中

的总劳动时间等于６个工作日。但我们在Ｂ部门的产品上会比在

Ａ部门的产品上遇到更多的困难。因为Ａ部门的１
３产品由它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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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者消费；相反，Ｂ部门的生产者要把他们的全部收入，把他

们新加在自己不变资本上的全部价值，消费在Ａ部门的产品上；

因而他们必须把Ｂ部门自己的全部产品，即等于７２先令，等于６

个工作日的产品，卖给第三者。现在Ｃ部门的全部收入花费在这

种产品上。这样，Ｃ的收入就应该等于７２先令，等于６个工作日，

与此相应，就要有１２个工作日包含在Ｃ部门的不变资本中。

［１２３］于是，Ｃ部门的产品中就包含着１８个工作日，等于２１６

先令，其中７２先令是工资和剩余价值，即新加劳动，１４４先令是包

含在不变资本中的１２个工作日的价值。现在Ｃ的全部产品再加

入Ｄ部门的收入。这样，Ｄ的收入就应该等于２１６先令，即１８个新

加工作日，与此相应，就要有３６个工作日＝４３２先令，构成Ｄ的不

变资本，等等。这个问题继续推来推去是无济于事的。用黑格尔的

话说，我们陷入了恶的无限的进程，也就是说，陷入了使我们研究

的问题和困难无止境地拖延下去的进程。如果全部产品的价值分

解为工资＋剩余价值，分解为新加劳动，并且不仅是新加在本部门

商品上的劳动，而且是新加在另一生产部门的不变资本上的劳动，

那我们就会陷入这样的进程。然而我们不仅是不断地把问题从Ａ

部门转移到Ｂ部门，从Ｂ部门转移到Ｃ部门，从Ｃ部门转移到Ｄ

部门。通过这种转移，我们使原来的困难在数量上更加扩大了。在

Ａ部门，我们只要解决结晶着２个工作日的不变资本。在Ｂ部门，

我们必须解决结晶着４个工作日的不变资本，在Ｃ部门是结晶着

１２个工作日的不变资本，最后，在Ｄ部门是结晶着３６个工作日的

不变资本，也就是说，比Ａ、Ｂ、Ｃ部门的不变资本加在一起还要多

一倍。于是，我们又面临着我们最初的问题，所不同的只是，现在问

题已经不再是体现着２个工作日的不变资本，而是体现着２×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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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工作日的不变资本，是原来的１８倍。假定计算改变，比如说，如

果Ａ部门不把自己的全部工资＋剩余价值投到它自己的产品麻

布上，而是有一部分也投到Ｂ、Ｃ、Ｄ部门的产品上，那也无济于事。

花费的大小，包含在Ａ、Ｂ、Ｃ、Ｄ部门的所有产品中的新加劳动的

小时数，总是能够只决定它们的价值，决定所实现的等于它们自身

的劳动时间。一种产品购买得越多，另一种产品购买得就越少。这

种情况只能使计算混乱，丝毫改变不了结果。

所以，收入的价值等于全部产品的价值这种情况是不会有的。

但是，既然能够用来支付生产者卖给消费者（个人消费者）的产品

的，除了收入以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基金，那么产品价值中多于产品

所包含的收入价值的部分就不可能被卖出，被支付，或者说，被消

费。然而另一方面，每一个产品又必须按其价值出卖和得到支付。

在Ｂ、Ｃ、Ｄ部门的商品中，新加劳动（分解为工资和剩余价值）

同包含在不变资本中的劳动之比，可能是不同的。然而不管不同生

产部门中的这个比例如何不同，我们总可以算出一个平均数；因此

我们假定，在全社会或整个资本家阶级的产品中，在资本的总产品

中，新加劳动等于ａ，不变资本中的过去劳动等于ｂ。或者说，我们

为生产麻布的Ａ部门所采用的２∶１这个比例，只是ａ∶ｂ这个比

例的象征性的表现。如果我们假定，Ａ部门集中了社会总产品，那

么这种总产品只有 １
３能够由生产者买来用于他们自身的消费，并

由他们的工资和剩余价值总额来支付，这个总额等于新加劳动总

额，等于他们的总收入额。他们没有基金用来购买、支付和消费其

余的２
３。

即使不看这样一种困难，即总产品的一部分由按其性质来说

不能加入个人消费的使用价值构成这种困难，即使象斯密在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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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上所做的那样求助于这样一个命题，即虽然已经卖出的商品

的价值分解为新加劳动（工资＋剩余价值）＋不变资本，但用这一

价值所购买的等价物却只由新加劳动构成这一命题；那也不能忘

记，任何一种商品在它被卖出之前都是要被卖的商品，只是由于形

式变化才成为货币。因此，以为每一种商品作为被卖的商品似乎不

同于已经卖出的商品，是由另一些价值要素构成的，这是胡说八

道。

［１２４］其次，认为社会例如在一年内完成的劳动不仅仅补偿自

身，——以至于，如果把全部商品量分为两个相等的部分，那么年

产品的一半就应该形成另一半的等价物，——而且年产品所包含

的构成全部年劳动的现在劳动即１
３劳动，要补偿

３
３劳动，即要等于

超过它自身２倍的那个量。这更是胡说八道。

如果从相反的方面来看问题，试图解决１２码麻布的销售（这

１２码在这里可以被消费，因而全部是构成收入的产品），让这１２

码不仅在它们的直接生产者即织布者之间分配，而且也在纺纱者、

机器制造者、亚麻种植者等人之间，总之，在用自己的生产促成了

麻布制造的所有人之间分配，那么我们就会发现，这样就可以把全

部１２码麻布处理好，其全部价值会得到支付，但只是用所有这些

生产者的新加劳动（他们的工资＋剩余价值）来支付；然而他们自

己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价值——这个价值应该得到补偿，因而对

于１２码麻布的生产者来说也是需要的——不能用这１２码的价值

来购买和支付，就象作为使用价值来看的麻布本身不能作为麻布

自己的生产资料来发挥职能，因而不能以其实物形式来补偿它们

的不变资本一样。这第二种方式同样没有得出任何结果（如果它使

用的是迄今为止通常的方式），它同第一种方式的区别在于：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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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方式时，我们摆脱困难的办法是，以麻布来支付第三种商品

生产者们的收入，从而补偿织布者的不变资本价值，把不变资本变

成社会的收入。采用第二种方式时，我们把麻布的价值看作是全体

资本家生产的，他们的产品以原料、劳动资料等等形式加入麻布的

生产，然而，即使借助替换的办法，我们在这里也未能把生产麻布

所必需的和在这种生产中所消耗的全部不变资本变成收入，或者

说，未能通过把亚麻生产过程中的新加劳动包括进来的办法来补

偿这一不变资本的价值。

我们已经看到，在Ｂ领域——生产生产资料的领域——中一

年内加进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追加价值，补偿Ａ领域的不变资

本，反过来在Ａ领域的产品中代表它的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上，Ｂ

领域的追加价值即新创造的价值则作为收入得到实现，作为收入

被花费，因而，Ｂ领域的收入或追加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等于工

资＋剩余价值），对于它的生产者来说实际上是以Ａ领域产品的

形式表现为收入。

在Ａ领域的不变资本同Ｂ领域的收入进行的这种交换中，在

它们的相互补偿中，同时也就消除和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一年中

在各生产领域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那部分不变资本，在怎样

的程度上其实只不过是同一年在其他生产领域执行职能的可变资

本所采取的变化了的形式。或者更确切些说，不是预付可变资本，

而是实现在产品中的可变资本。预付可变资本只等于工资的价值。

实现在产品中的可变资本等于再生产的工资价值加上新生产的剩

余价值，即一年内新加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总额的结晶。例如，

麻布形成Ａ领域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定数量的麻布

首先是麻布织造者的不变资本的存在方式，这个数量会再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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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不变资本的各构成要素——纱、煤、机器等等。但是，他用自己

麻布的已实现的价值来补偿的那些已消耗的纱、煤、机器等等，只

不过是纱、煤、机器等等中转化为自己生产者的收入的那一部分，

或者说，在这些纱、煤、机器等等的价值中实现着自己生产者所预

付的可变资本。所以，对一个生产者（Ｂ领域）来说表现为已实现的

可变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个生产者（Ａ领域）来说表现为不变资本，

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下面一种说法的另一种表达方式：Ｂ生产领域

的收入同Ａ生产领域的不变资本相交换。决定性的东西是，两个

价值额不要作为不变资本计算两次，或作为已实现的可变资本计

算两次。［１２５］虽然由于Ａ和Ｂ领域之间的交换，Ａ领域的不变资

本以Ｂ领域产品的形式在实物上得到补偿，从而现在作为不变资

本在Ａ领域执行职能，而Ａ领域的产品中代表它的不变资本的那

一部分，在Ｂ领域作为收入，作为已实现的可变资本，在实物上得

到消费，实际上，Ａ的产品价值只有一部分是不变资本，是过去劳

动的产品，Ｂ的产品价值也只有一部分是已实现的可变资本，是新

加劳动的结晶。过去劳动的产品作为收入消费，而新加劳动的产品

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但是这只涉及体现过去劳动和追加劳动

的使用价值的位置变换，而不涉及它们的价值。互相交换的这两个

商品资本总额，其价值有一半代表社会的不变资本部分，另一半代

表已实现的可变资本。

如果Ａ和Ｂ领域的产品不是在年终互相交换和补偿，而是在

一年的过程中一部分一部分地互相交换和补偿，例如，昨天生产的

纱、煤等等变成今天生产的麻布，后天纱和煤的生产者又购买麻布

供自己消费，那么这并不会使问题发生变化。如果拿年的一个平均

日来看，那么他们互相以麻布或其他任何消费品的形式，即Ａ领

３７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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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产品的形式，所能购买的会超过他们用自己的追加劳动加在他

们的生产资料即他们的不变资本上的价值，另一方面，每天消费的

纱、煤、机器等构成麻布织造者不变资本的相应部分的情况也是如

此。

如果不变资本本身经历不同的生产阶段和生产领域，以致对

一个人来说是不变资本的东西，对另一些人来说是产品，因此，如

果从价值观点来考察，这种产品就等于他们自己消费的不变资本

＋已实现的可变资本之和，这同样也不会使问题发生变化。例如，

纱是麻布织造者的不变资本，但它是纺纱者的产品，纺纱者自己的

不变资本则由亚麻、机器等等构成。亚麻、机器等等又是亚麻种植

者和机器制造者的产品，而他们的不变资本是亚麻种子、肥料、耕

作土地的价值等以及铁、木材、皮带、机器、煤等等。由此可见，所发

生的变化只可能是流通方面的。麻布（总之Ａ领域的消费品）的出

售者重新购买纱，从而购买纱、亚麻和机器等等的产品，或者说，亚

麻种植者、机器制造者等等用于购买生活资料的货币，由这样一种

不变资本的生产者补偿给他，即所采取的最后形式能使自己作为

Ａ领域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那种不变资本的生产者

补偿给他。如果纱或Ｂ领域生产的不变资本的某些部分全部进入

Ａ领域，也就是说，本身不能重新作为生产资料在Ｂ领域执行职

能，那么与此相平衡的是，Ｂ领域生产的另一部分商品完全不进入

Ａ领域，只形成进入Ａ领域的不变资本的各要素以及为生产这些

不变要素所需要的资本的各要素。为简便起见，我们假定Ｂ领域

生产的、因而要同Ａ领域产品相交换的剩余价值＋工资，即已实

现的可变资本，是４００镑，假定必须补偿的只有Ｂ
１
类资本家的产

品，而另一组Ｂ
２
类资本家只须要去补偿资本家Ｂ

１
所消费的不变

４７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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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而无须去直接补偿Ａ领域的任何一部分不变资本。因此，Ｂ
１

类资本家的产品等于４００镑，其中３００镑是预付资本，即２００镑不

变资本，１００镑可变资本。产品包含２００镑不变资本和２００镑工资

＋剩余价值。这样，资本家Ｂ
１
在Ａ领域用２００镑进行购买，资本

家Ｂ
２
在Ａ领域也用２００镑进行购买。Ａ领域的资本家用这４００

镑再向Ｂ领域的资本家买产品，从而补偿为开销工资（可变资本）

和支付剩余价值所需要的货币。接着Ｂ
１
用这些货币向资本家Ｂ

２

购买不变资本，从而为资本家Ｂ
２
补偿支付工资和取得剩余价值所

需要的２００镑。全部差别就在于：这２００镑从Ａ领域不是直接地

而是迂回地通过资本家Ｂ
１
进到资本家Ｂ

２
的手里。然而，Ｂ领域由

于实现自己的收入而花费在Ａ领域的总额，仍然是４００镑，等于

实现在它的总产品中的可变资本的价值或①它的新加劳动所创造

的剩余价值。他们所创造的由生产资料即不变资本的各物质要素

构成的产品，也只有 １
３同Ａ领域相交换，补偿Ａ领域在它的生产

中所消费的不变资本。它的总产品仍然余下２
３，［１２６］既不以实物

形式也不按其价值同Ａ领域相交换，也不能向Ａ领域出售；这依

然是Ｂ领域的８００镑不变资本，它们既不能由Ａ领域购买，也不

能由Ａ领域支付，尽管Ｂ
１
的资本家把自己的全部产品卖给了Ａ

领域，但是Ｂ
２
的资本家却没有向Ａ领域出售自己产品的任何部

分。现在在流通方面要补充的仅仅是这样一点，即在Ｂ领域也发

生着流通，这种流通使Ｂ１的资本家得以购买不变资本，使Ｂ
２
的资

本家为支付工资和花费收入所预付的货币得以返回，这就象我们

在Ａ领域看到下述情况一样：如果工人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者在资

本家的生活资料的生产者之旁构成特殊的一组，那么货币就会执

５７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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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这样的双重职能，但这些货币仍然只是为使收入流通所必需的。

可是，第二，至于说到实际的物质变换，那我们会发现，Ｂ领域中生

产的即由Ｂ领域的一定投资生产的一部分生产资料，会进入数量

越来越多的生产部门，直至产品取得这样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

中，产品的全部使用价值或至少它的全部价值构成Ａ领域消耗

的、消费的不变资本要素，即构成直接用来生产生活资料的不变资

本要素。（例如纱，它的全部使用价值进入麻布的生产，而它的一部

分价值却由已消费的煤、机器等构成，煤、机器等的使用价值并不

包含在纱中，因而只有它们的价值进入织布资本家的不变资本。）

Ｂ
２
的资本家所生产的其他生产资料不直接进入Ａ领域，它们一部

分进入Ｂ
１
的资本家的生产，因而进入更大规模的生产。可见，当另

一部分生产资料进行循环并作为生产资料重新进入它作为产品从

其中出来的那同一生产过程时，发生了扩大规模的生产。

因此，如果说在一年内实现的一部分可变资本，在某些领域表

现为不变资本，那么在一年内消费的另一部分不变资本，则表现为

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于是两者相抵销。

现在我们弄清了Ａ领域的全部产品和Ｂ领域的
１
３产品；Ｂ领

域——用于生产生产资料的社会总资本。Ａ领域产品的
１
３由它自

己的生产者消费。这部分产品的价值等于生产者通过一年当中花

费的劳动加在自己的不变资本上的价值。除了他们以自己产品的

形式吃掉的这一劳动之外，他们没有花费任何其他劳动。Ａ领域

产品的其余２
３，通过Ｂ领域实物形式的产品作为Ａ领域的不变资

本而得到补偿，并为Ｂ领域的生产者所消费。这部分产品的价值

等于Ｂ领域生产者加在自己不变资本上的劳动所体现的价值。他

们没有追加更多的劳动量，他们也不可能消费更多的收入。

６７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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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领域的产品，就其使用价值来说，代表年产品中每年进入个

人消费的那整个部分。就其交换价值来说，它代表一年中生产者新

加的劳动总量。

但是这样一来，我们就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即Ｂ领域产品的

２
３作为剩余保留了下来，这部分既不能参加收入同收入的交换，也

不能参加资本同收入的交换。这就是Ｂ领域产品中代表该领域产

品中所消费的不变资本价值的那个部分。这部分不进入Ｂ领域的

收入，因而也不能作为构成部分进入Ａ领域的不变资本。这部分

是生产地消费的不变资本，这种不变资本既加入Ｂ领域的劳动过

程，也加入Ｂ领域的产品的价值增殖过程，而且要在实物形式上

以最初构成该不变资本的同类新产品得到补偿。另一方面，这种不

变资本不用自己的新劳动量进行补偿。因为新加劳动总量等于包

含在Ａ领域产品中的劳动时间，这个劳动时间所以完全得到了补

偿，只是因为Ｂ领域在Ａ领域的
２
３产品上消费自己的收入，反过

来向Ａ领域提供生产资料，这些生产资料［１２７］完全在Ａ领域消

费。因为Ａ领域产品中由它自己的生产者消费的第一个１
３，就其

交换价值来说，只由他们本身追加的新劳动构成，并不包含不变资

本的任何价值部分。

现在我们较详细地考察Ｂ领域的产品中余下的这 ２
３，我们面

临的任务是弄清这部分产品 。

Ｂ领域的产品中有
１
３作为不变资本进入Ａ领域，这部分生产

资料的生产者本身需要由各种生产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以便去

生产形成他们的收入的那１
３。这些生产资料在上述生产中被消费，

７７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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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辅助材料上的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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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必须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用再生产来补偿。他们的全部商品资

本代表价值１２００镑。但是，其中只有８００镑代表他们自己消费的

生产资料的价值或他们自己的不变资本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个价

值必须由他们没有卖给Ａ领域的 ２
３产品来补偿，或者说，留在他

们手中的这２
３产品必须再转化为不变资本。

（假定：（１）再生产过程必须按原有规模更新，（２）所使用的劳

动的生产力不变，从而产品的价值不变。）然而，Ｂ领域的这
２
３产品

由什么构成呢？恰恰由它们必须去补偿的同一类商品构成，即由原

料、辅助材料、机器和其他各种固定资本构成。它们可以部分地重

新直接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它们作为产品从中出来的那同一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它们的一部分由它们自己的生产者进行生产性的

消费。这样，这个部分就不进入流通。这些商品的另一部分不能以

其实物形式重新进入它们从中出来的那个过程。因而，它们彼此作

为商品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借助流通过程，借助买和卖进行交换，

或者说，通过它们的价值的预先的独立表现进行交换。某种生产资

料的生产者把该生产资料卖给另外的某一生产者，以便用该生产

资料的价值去购买其他生产者等等所生产的生产资料。关于这里

所发生的货币流通，最必要的话前面已经说过了，它就象由它引进

流通并加以实现的价值一样，无论如何最终不会由消费者所消费

的商品的货币流通来补偿。

Ｂ领域的产品中可以直接以实物形式再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它

们从中出来的那个过程的，首先是一切植物性原料的种子、种畜、

饲料（由肥料重新进入饲料购买者的生产中去的东西，等等）等等，

总之，包括一切经济的再生产同自然的（植物的或动物的）再生产

相一致的材料。年产品的或年产品不变部分的这一大部分，自己直

８７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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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用作自己更新的材料，自己再生产自己。但是，撇开自然的再生

产不谈，这个领域的许多产品是自己为自己充当生产资料的；例

如，煤用于煤的生产过程，机器用于机器的生产过程等等。产品变

成自己的生产资料。

另一方面，Ｂ领域不同部门的产品互相作为生产资料补偿。例

如，金属作为原料进入机器的生产，机器作为劳动资料进入原料的

生产。各种固定资本（机器、工具、容器）和辅助材料（如化学产品

等）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农业，而农产品（如木材、毛皮、植物性原料、

油脂等等）则进入机器或机器的辅助材料等等。

不同生产领域的和各类不变资本的产品，互相作为生产条件，

作为原料、辅助材料或各种固定资本（机器等等）进入对方。

非直接消费品的生产者，是为直接消费品生产者提供不变资

本的生产者。但同时，他们的产品轮流地（或者有一部分是直接地，

见上面）充当他们自己的不变资本各要素，也就是说，他们互相生

产性地、在产业中消费自己的产品。在Ｂ领域的一个部门中作为

不变资本消费的东西，是从另一个部门中出来的产品，在这后一个

部门中作为不变资本消费的东西，是前一部门中再生产出来的，等

等。

这种不变资本的价值以及不变资本本身，不是由新加劳动时

间来补偿的，虽然是由一年内新花费的劳动时间的产品来补偿的。

［１２８］现在对Ｂ领域的不变资本必须以实物形式进行补偿。

但是Ｂ领域的产品恰好代表全部实物形式的不变资本。而当Ｂ领

域的某一特殊部门不能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不变资本时，买和

卖，商品的转手，又会把一切都安排好。

Ｂ领域资本的这部分产品，既不分解为剩余价值，也不分解为

９７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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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它不包含新加劳动。它不同收入交换。它既不由消费者直

接支付，也不由消费者间接支付。（至于不变资本之间的这种补偿

是否以商人（从而以商人资本）为媒介，这丝毫不会改变问题的实

质。）

在农业中，表现得最明显的是，租地农场主的一部分不变资

本，总是用从他自己的每年返回土地即返回生产的产品中扣除（以

实物形式）的办法进行补偿。这个部分，即种子，留在租地农场主手

中，不进入流通，不出售，也不由消费者支付。例如，磨坊主不必支

付或补偿租地农场主的种子，这是租地农场主本人进行支付和补

偿的部分，面包师不必支付或补偿磨坊主，面包消费者也不必支付

或补偿面包师。

关于实现着收入的消费品，从一开始就应该注意到：它的价值

等于它的所有要素的价值总额；全部产品，不论比例如何，都应该

归入各种生产者的消费基金，即作为消费者的全体生产者（资本家

＋工人）的消费基金。因此，这种产品的全部价值也必须能够分解

为剩余价值和工资，分解为收入，即新加年劳动，虽然单独地考察

产品，它是由新加劳动和不变资本构成的。这一点说明如下：

（１）生产Ａ领域的产品所必需的一部分不变资本，不论从使

用价值观点看，还是从交换价值观点看，都不进入消费基金，例如，

农业中的种子。（租地农场主购买种子也好，或者从他自己的产品

中进行扣除也好，这都不会使问题发生变化。如果产品等于１２０夸

特，种子出售者的产品也等于１２０夸特，那么前者如果自己留种

子，他就在市场上出售比如说１２０—１２夸特＝１０８夸特；而后者如

果只留自己的种子，同样出售１０８夸特；两人共出售２１６夸特。前

者投入市场１２０夸特，后者仍旧投入１０８夸特（因为假定生产１２０

０８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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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特产品只需要１２夸特种子）。市场上现在处于流通中的是１２０

＋１０８＝２２８夸特，而原先只有２１６夸特。处在流通中的资本（同原

来的相比）多了１２夸特种子。但是，租地农场主必须向种子商人购

买１２夸特的种子，因此要拿自己资本的１
１０（等于１２夸特）去交换

种子，这部分资本补偿他的不变资本部分。这１２夸特依然是从消

费中扣除的。只不过是发生了更多的流通行为。）

（２）在那些预备性生产阶段上，即为生产作为直接生产资料以

自己的使用价值或者以价值进入消费品的生产资料——固定资

本、原料、辅助材料——所必需的一切预备性生产阶段上，每年新

加劳动的总额（等于剩余价值＋工资，等于总收入，等于直接用在

消费品生产上的不变资本总价值），并不是在这些部门本身的产品

中消费或实现，而是在消费品中消费或实现。因此，这同全部消费

品只由一年中的新加劳动，即Ａ领域＋Ｂ领域的新加劳动总额构

成一样。全部消费品的价值总额形成以后，这个总额可以分解为所

有生产领域新加劳动总额。实际上得到补偿的资本，由于它不断新

生产出来和部分地直接再生产出来而成为不变资本。然而进入消

费品的不变资本部分，是由进入非直接消费的产品的追加劳动来

支付的。由于这种劳动不是用它自己的产品进行支付，全部直接消

费品就可以转化为收入。进入总产品的不变资本部分，既不作为价

值组成部分，也不作为使用价值进入消费品，而是在实物形式上得

到补偿，始终被包括在生产中。因此，消费品的全部价值要素分解

为每年新加劳动总额，因而分解为收入；但是，起初是分解为新加

劳动＋不变资本所包含的、通过再生产而永存的总劳动的总额。只

由追加劳动构成的收入，可以支付［１２９］一部分由新加劳动、一部

分由过去劳动构成的消费品，也就是说，新加劳动可以用这个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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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自己和过去劳动的余额，因为另一部分也是由新加劳动＋过

去劳动构成的年产品，只补偿过去劳动。

全部年生产过程的进行只是为了生产年收入。然而，为使这个

过程不断继续下去，——成为经常的再生产过程，——从年总产品

中必须得到补偿的，不仅有为每年再生产直接消费品所必需的生

产资料（不变资本），而且还有每年为再生产这些生产资料所需要

的生产资料；必须得到补偿的，既有直接用于生产生活资料的那部

分不变资本，也有用于生产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不变资本。

我们曾假定只有两个部类的产品：Ａ部类——直接消费品，Ｂ

部类——非直接消费品。如果某些产品从它们的使用价值来看，可

以列入两个部类，那么问题也不会改变。煤用于私人住宅取暖是个

人消费，用在工业中是生产消费等等。谷物可以由人和牲畜消费，

小麦可以用作种子或者用作烤面包和制淀粉的原料。但事实上，它

们总是必须归入Ａ部类或归入Ｂ部类；而且把产品分为两类的

（如果不考虑积累而只考察简单再生产），不仅是它们的使用价值，

不仅是它们可以消费，并且还有一种情况，即界限在这里由新加劳

动创造的价值和不变资本的价值来决定。

这个有决定意义的理论归结为两个原理：

（１）某个资本Ｃ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或Ｐ＝ｃ＋ｖ＋ｍ，等于

不变资本的价值或产品中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可变资本

的价值或工资的价值，加上剩余价值，即作为无酬劳动结晶的价值

部分。创造出来的新价值等于ｐ减去ｃ，等于产品价值减去生产资

料价值，这个价值等于ｖ＋ｍ。新价值只由新加劳动量决定。追加

新加劳动的那种形式，纺纱劳动或织布劳动等等，使总产品具有它

一定的外貌和独特的使用价值。把一定产品和生产资料区别开的

２８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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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外貌，只不过是它们作为不同的商品或使用价值之间的区别。

这种区别本身同它们的价值毫无关系，由于这种价值，一定量的

生产资料也可以代表同一价值，代表一定量的它自己的产品的等

价物。虽然产品的每一价值部分相应地由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新创

造的价值，由过去劳动和新加劳动，由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产生，

产品却可以相应地分为三部分：一部分只代表ｃ，另一部分只代表

ｖ，第三部分只代表ｍ。一当商品再转化为自己的货币形式，就可

以立即看出这种情况。如果ｃ＝４００镑，ｖ＝１００镑，ｍ＝１００镑，那

么产品的货币价值就＝６００镑。这６００镑中 ２
３＝ｃ＝４００镑。也就是

说，它们当中只包含不变资本的价值。然而我可以用这４００镑购

买２
３产品，或者说，该产品的

２
３代表的只是这一价值。因此，无

论产品在生产过程中采取什么形式，产品的情况始终是：产品的

２
３只代表全部产品所包含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或只代表耗费

在产品上的过去劳动。另一方面，我可以用１００镑，用产品价值

的１
６，购买

１
６产品；在这１００镑中，在工资中，包含的正是工人

为再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而花费的劳动量，劳动力的价值所体

现的是他的一部分劳动时间，即他本人得到的价值。因而，这也

就等于是：这１００镑或产品的１
６只不过是有酬劳动的结晶。最后，

ｍ，最后的１００镑，也购买
１
６产品，也就是说，这

１
６中结晶的只是

无酬劳动。可见，我可以把全部产品分为三个价值部分：ｃ、ｖ和

ｍ，一部分只包含过去劳动，不包含任何新加劳动；另一部分只包

含新劳动的表现在工资中的有酬部分，但既不包含过去劳动，也

不包含无酬的新劳动；第三部分只包含无酬劳动，但既不包含过

去劳动，也不包含有酬劳动。

［１３０］如果没有这个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区别开的依据（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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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依据在第 册第 章中曾经考察过），那么蒲鲁东所说的话就确

实无法理解，他说工人购买的产品除他的工资外还包含着利润，也

无法理解福尔卡德的补充，他说这种产品还包括不变资本。资本家

用自己的利润购买的商品中包括工资和不变资本这种情况，也同

样不能理解。没有这种依据，根本不可能理解整个再生产过程。

（２）当考察生产过程以及流通过程时，在问题只涉及形式变化

的情况下，我们在Ｐ＝ｃ＋ｖ＋ｍ这个公式上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如

果ｃ＝ ２
３Ｃ，ｖ＝

１
３Ｃ，那么在ｃ＝

１
２Ｐ，ｖ＝

１
４Ｐ，ｍ＝

１
４Ｐ（或ｖ＋ｍ＝

１
２Ｐ）这个公式上，也没有遇到任何困难。在考察生产过程时Ｃ总

是单个资本；我们把它向货币的转化和它从货币再转化为ｃ＋ｖ看

作是实现了的转化，没有更多注意它的实现过程。在流通过程中我

们记下了该过程所完成的形态变化，没有更多注意这些变化的条

件，而且不论在前一场合和后一场合，我们所考察的都是仅仅代表

资本一般的单个资本。

在考察实际的再生产过程时情况就不同了。

这里从一开始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困难，就是我们所要考察

的不是单个资本，而是运动中的社会总资本。我们知道，在ｖ＋ｍ

中，或者更确切些说，在实现着ｖ＋ｍ的产品中，包含着代表过去

劳动的要素。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这是最主要的，——商品生

产过程中消耗的不变资本，必须通过新劳动量，通过追加劳动量来

生产，同样，生产资料，ｃ本身必须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要把生活资

料的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生产出来，必须花费劳动；此

外，还必须不断地把这些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再生产出来。

相反，在Ｐ＝ｃ＋ｖ＋ｍ公式中，假定产品Ｐ转化为货币之后，

这些货币会毫无困难地再转化为ｃ。但是，只有当ｃ由于花费了追

４８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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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劳动已被再生产出来的情况下，才能找到ｃ。然而在Ｐ＝ｃ＋

ｖ＋ｍ公式中，ｃ只代表过去劳动，ｖ＋ｍ只代表追加劳动。全部追

加劳动归结为ｖ＋ｍ；那么再生产ｃ（不变资本）的追加劳动在哪里

呢？另一方面，再生产等于ｖ＋ｍ的那部分产品的资本，它们的产

品，即可以当作收入消费的产品，象所有其他资本的产品一样，也

等于ｃ＋ｖ＋ｍ。这样一来，这种产品的价值怎么能够仅仅归结为ｖ

＋ｍ，归结为新劳动呢？如果这种产品的价值不归结为新劳动，那

么等于ｃ＋ｖ＋ｍ的商品资本怎么能够用ｖ＋ｍ来购买呢？后一困难

的产生是由于，ｖ＋ｍ，即收入借以消费的产品，表现为资本的产

品，表现为社会资本自身中等于ｃ＋ｖ＋ｍ的那个特殊部分的产品，

而我们当初只考察个别资本的产品时，ｖ＋ｍ表现为这种个别资本

的产品的单个组成部分，而在再生产过程中，ｖ＋ｍ即表现为许多

生产部门的大量单个独立资本的特殊产品，独立产品。另一个困难

的产生是由于，如果Ｐ＝ｃ＋ｖ＋ｍ，那就是假定，产品再转化为货

币以后，又有了现成的ｃ。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全部（新）劳动都转

化为ｖ＋ｍ，那么什么样的新劳动给我们创造ｃ呢？另一方面，ｖ＋ｍ

怎么能够象所有其他资本的产品一样，来支付资本的等于ｃ＋

ｖ＋ｍ的产品呢？

这个问题这样来解决：新劳动的一定部分花在ｃ的再生产上，

因此只有一定量的ｖ＋ｍ体现在产品ｃ即生产资料中，但是，这种

新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并不用产品ｃ本身的形式进行消费，ｃ产品

中等于ｖ＋ｍ的那个部分补偿生产个人消费品的资本家的ｃ。收入

ｃ同创造ｍ＋ｖ的资本ｃ的这种交换，只解决了一部分困难。另一方

面，至于生产资料ｃ，它作为一定量资本的产品也等于ｃ＋ｖ＋ｍ，

它虽然也是再生产出来的［１３１］使用价值，但它决不代表新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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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不代表新加劳动的结晶。这些产品互相进行补偿，它们的补

偿决定于它们的价值量，然而等于ｖ＋ｍ的Ｐ，既不以价值也不以

使用价值补偿它们。由此看来，社会总产品分为两部分：收入（等于

可变资本的价值＋剩余价值）和补偿资本（不变资本）的部分。

因此，我们在再生产中研究：Ｐ＝ｃ＋ｖ＋ｍ这个公式在社会生

产的全部商品资本的物质变换中，怎样表现自己并且得到实现；每

一单个资本的产品，即Ｐ＝ｃ＋ｖ＋ｍ（它的再生产过程要求，ｃ在另

一个领域里由另一个资本再生产出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仍然是

等于ｃ＋ｖ＋ｍ的社会总资本的产品，在这种产品中，全部新加劳动

可以体现为价值ｖ＋ｍ，因此可以作为收入消费。

（２）收入和资本。收入和收入。资本

  和资本（它们之间的交换）   

  我们已经看到，商品资本的物质变换——当商品资本表现为

再生产过程的要素时——或商品资本的流通（如果我们把伴随这

种物质变换的形式变化包括在商品资本的流通内），包括收入同收

入的交换，不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交换，以及商品资本（＝ｃ＋

ｖ＋ｍ）同收入和不变资本的交换（例如，出卖麻布来补偿纺纱者的

进入麻布的全部商品资本，即他的收入和纱中包含的不变资本）。

第一，虽然有各种规定说明商品资本——即年总产品——的

各部分之间交换的性质，如收入同收入交换，收入同资本交换，资

本的相互补偿，但这里所涉及的总只是各商品资本的交换，它们

的买和卖，而不论是卖给生产者还是卖给消费者。因此，买和卖

的实际目的，商品资本划分为消费基金和生产基金，进行这种划

６８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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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条件，都丝毫不会改变资本流通过程的简单规定性，它们早

就出现在这种规定性中了。

第二，收入同资本的区别，从一方面看，只不过是主观的，仅

仅从相应的买者和卖者的观点来看并且对他们来说才表现为某种

区别。例如，当Ａ和Ｂ交换时，同一交换对Ａ来说表现为不变资

本的实现和补偿，对Ｂ来说表现为收入的实现和花费。这种主观

的区别在这里同客观的区别相反，客观的区别是：实现自己收入

的资本家Ｂ的商品，在客观上是社会不变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要

素，而连同价值一起实现自己不变资本的资本家Ａ的商品，则表

现为社会消费基金一定部分的再生产。

第三，但是这些区别同时又是客观的。如果不去注意单个资

本家，那么这些区别就反映了总商品资本——即年产品——的各

个组成部分被分开的条件，而且，为了实现一定的职能，这些组

成部分必须分开，以便使生产以同样的规模继续进行，也就是使

生产表现为不断的再生产过程。

因为政治经济学直到现在没有对再生产过程作出过正确分

析，它以特有的浅薄，一方面认为，从商品本身不能断定商品不

具有表现收入或资本的属性（似乎产品具有表现商品的属性），另

一方面却说，收入同资本的区别纯粹是主观的，似乎对一个人是

收入的东西，对另一个人就是资本等等。

［１３２］（３）在我们转入研究积累之前，必须对固定资本在再

生产过程中的作用做些补充。

固定资本在年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受到磨损，它把自己的价值

转移到年产品上，——而且必须在实物形式上或按其价值通过年

再生产来进行补偿，——这些在谈到不变资本的再生产时已经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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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过了。

但是，固定资本，只要它还没有磨损完，从而没有把价值转

移到产品上，因此没有进入再生产过程（就它的价值的再生产和

补偿而言，它是在劳动过程中，因而是在再生产过程中被应用，执

行职能的），那它就会在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中起作用。这部分固

定资本所起的作用象纯自然力一样是无偿的 。

因此，每年使用的固定资本同每年消耗的固定资本相比越多，

已生产出来的生产力部分，即劳动资料部分就越大，这些劳动资

料是过去劳动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起着自己的作用，会提高所

使用的活劳动的生产力，从而增加体现这种活劳动的年产品量，但

并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因而这些劳动资料会使补偿收入和资本

的年产品增加，而不会在年产品上加进价值，所以不会使它变贵。

这些劳动资料虽然是社会劳动创造的社会生产力，但起的作用却

类似为生产目的服务的自然力。

同每年消耗的、因而应该用产品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相比，

每年使用的固定资本（它进入劳动过程而不进入价值增殖过程）的

８８４ 卡·马 克 思

每年消耗的固定资本部分无须每年以实物形式补偿。例如，机器的价值一年有
１
１２转移到产品上，但机器继续执行职能，不需要以实物形式补偿这

１
１２。建筑物和其他

固定资本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用货币向机器的卖者支付这些固定资本的代价，从

而形成机器卖者的货币资本。这些固定资本或者以金属货币或者只是以价值符号得到

支付。在前一种场合，工厂主再把货币存到银行家那里，银行家把它们预付给另一些

生产者，也可能就是同一个工厂主，作为他支付工资等等所需要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

不论在哪种场合，一部分年产品必须转化为一定数量的货币，这个数量要足够补偿这

些开支。但如果流通的全是金属货币，那么工厂主就只是为未来的生产而积累价值符

号。当他必须补偿机器时，他就向银行家开出支票，也可能把支票交给机器所有者，后

者又把它存到自己的银行家那里，于是价值符号从Ａ转到Ｂ，机器从Ｂ转到Ａ。可见，

不论处在流通中的是金属货币还是纸币，这种准备金都会转化为对未来生产的要求

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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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取决于两种情况：

（１）取决于在每一个既定时刻总固定资本同总预付资本相比

的一定量；

（２）取决于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

关于（１）。为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部分

同所消耗的部分的比例，即后者的周转时间，看作是不变的，而

把固定资本的量看作是可变的。

假定每年消耗的固定资本同每年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平均比例

是１
１０。这样，如果固定资本是每年预付总资本的

１
１０，那么在这个

总资本价值中，每年就有９
１０的流动资本和

１
１００的固定资本必须得到

补偿。总共要补偿的是９０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９１
１００，所以一年中有

９
１００在无偿地执

行职能。如果固定资本是预付总资本的 ２
１０或

１
５，那么在总资本的

价值中就有４
５或

８
１０的流动资本必须用年产品来补偿，而要补偿的

固定资本是１
５０或

２
１００。这样一来，全部资本中每年有

８０
１００＋

１
１００＝

８２
１００必

须得到补偿，比前一场合少了 ９
１００，而在一年中有

１８
１００＝

９
５０无偿地执

行职能。如果固定资本是总资本的１
４，流动资本就是

３
４。在这种

情况下， １
４０或

１０
４００的固定资本和

３０
４０或

３００
４００的流动资本必须得到补偿，

因而总共是３１０４００和
３０
４００
①，换句话说，是９

４０无偿地执行职能。

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是固定资本的绝对量不断增

长。固定资本部分越是绝对增加，在年产品的生产中作为生产力

发挥作用而无须用年产品补偿的那个资本部分，就越是绝对增加。

然而流动资本，即流动不变资本，也在增长；相反，流动可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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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同预付总资本相比却在减少。所以，固定资本的增加虽然和流

动不变资本的更大的相对增加联系在一起，但也和流动可变资本

的相对减少联系在一起。

［１３３］首先很清楚，如果所消耗的固定资本部分同所使用的

部分的比例保持不变，那么总固定资本越多，产品中必须补偿固

定资本的那个部分以及固定资本中无偿地执行职能的那个部分就

越大。如果固定资本等于５００００，应该补偿的就是５０００，如果固

定资本等于１０００００，应该补偿的就是１００００，而在前一场合无偿

地起作用的是４５０００，在后一场合是９００００（因此，虽然必须补偿

的应该多一倍，无偿起作用的却多了一倍多）。如果固定资本是

２０００００，应该补偿的就是２００００，而在固定资本为１０００００的情况

下，应该补偿的只是１００００。但是，在一个场合无偿起作用的是

９００００，在另一场合却是１８００００。应该补偿的绝对增大的部分，只

不过是无偿地起作用的绝对增大的部分的指数。

因此，如果在固定资本绝对增长（虽然它的价值决不会同它

的量和效力按同一比例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在固定资本中每年

使用的部分和每年消耗的部分之间的比例不变的情况下，产品中

应该补偿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每年的绝对增长只是无偿地执行职

能的固定资本每年增长的指数，——就是虽然使用但并没有消耗

掉的固定资本绝对增长的指数，——那么在任何情况下，即使所

使用的和所耗费的固定资本的比例不变，也决不需要产品中必须

补偿固定资本的那个相对部分增长。如果固定资本从５００００增长

到１０００００，每年有１
１０被耗费，那么产品中预定用于补偿固定资本

的，在前一场合只有５０００，在后一场合是１００００。如果不变流动

资本（原料等）在前一场合是１００００，在后一场合（由于劳动生产

０９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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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提高）是３００００，而可变资本在前一场合是５０００，在后一场合

是５５００镑，那么年产品在前一场合＝５０００
ｃ

＋１００００
ｃ

＋５０００
ｖ

＋５

０００
ｍ

（如果ｍ＝１００％），因而等于２５０００，其中
１
５补偿固定资本。

在后一场合：１００００
ｃ

＋３００００
ｃ

＋５５００
ｖ

＋５５００
ｍ

＝５１０００，其中
１
６补偿

固定资本，可见，这个部分在总产品中虽然绝对增大了，但却相

对变小了。我们说这是可能的。这种情况既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

的构成，也取决于所使用的固定资本提高生产力（从而增加所加

工的原料量）的程度。在有原料进入生产的地方，生产力的提高

会表现为这部分不变资本的量和价值的增加。但是这部分不变资

本越多，固定资本中每年耗费的那部分尽管绝对增长，却会相对

地越少。另一方面，可变资本不论同固定资本相比还是同流动不

变资本相比都相对减少，并且，随着可变资本本身减少而流动不

变资本部分增加的比例，每年耗费的固定资本的相对量，即总产

品中必须由资本补偿的相对部分，会增加或减少。

在没有原料的工业部门（采掘业、运输业等），诚然由辅助材

料代替原料，但它们所起的作用同预付固定资本相比是不大的，虽

然它们绝对地增长，但是并不与固定资本的使用，从而不与固定

资本的耗费按同一程度增长。此外，可变资本随着固定资本使用

的增长而减少，无论如何，在相对地减少。因此，由于两个原因，

产品中必须补偿不断增长的固定资本每年耗费部分的那个部分在

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所使用部分而不是所耗费部分绝对增长的

指数。产品量比产品价值增长得快，因而体现新加劳动价值部分

的产品量也在增长。

关于（２）。我们原先曾假定，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所耗费的

１９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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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的比例是不变的，而总固定资本的量是可变的。现在我

们假定，总固定资本的量是不变的，而上述比例是可变的。这个

比例只不过是固定资本周转时间的另一种说法。如果固定资本等

于１０００００镑，它的周转时间等于５年，它每年加到产品上的就是

２００００镑；如果它的周转时间＝１０年，它每年加到产品上的就只

是１００００镑；如果周转时间等于２０年，每年加到产品上的就只是

５０００镑。可见，一年所耗费的固定资本部分同所使用的相比，同

它的周转时间成比例地减少。

［１３４］固定资本的规模增加得越大，它的存在形式就变得越

庞大，周转时间就变得越长。于是它的平均周转时间不断延长。因

此，虽然随着固定资本绝对量的增长，它的再生产的绝对量——

或它的磨损——也一道增长，但它的再生产的绝对量同平均周转

时间的延长相比，相对地在减少。

注意。（前面对（３）所作的说明，最好移到考察资本周转的

本册第 章。）

在固定资本中体现着一部分现有资本——已经生产出来的生

产力的量，可以作为现有基础，为再生产的扩大，为再生产规模

的扩大或积累服务，而并不一定从一开始就创造这个基础本身。在

这种情况下，只是固定资本的周转加速了，它的周转时间或它被

耗费的时间缩短了。或者说，这样增加的只是它的年磨损，但这

种增加并不与生产的现有规模或产品的现有量成比例，而是与产

品的增长量成相等的比例（往往要快些）。固定资本耗费得更快了，

但只是因为它被使用得更多了，或者总的来说，它在生产过程中

执行职能更多了（内含上增加或外延上扩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越发展，固定资本的规模就越增大。因而，无须扩大这种基础本

２９４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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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就能在一定界限内扩大生产过程的那种潜力也就越大。如果铁

路得到更多的使用，它就磨损得更快，但是使用这条现有铁路的

运输业也就越发达。工作机的情况也是这样，对工作机的购买加

快了，或者它们在同一劳动过程中运转的时间更长了。因而，现

有的固定资本可以成为再生产过程的极其不同程度的基础。这就

是最新工业所创造的条件，这个条件可以使再生产过程在外延和

内含方面更加多样化；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越发展，这种潜

力，或能够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服务的这种现有资本，就越大。

如果考虑到，在采掘业（采矿业、煤炭业、捕鱼、伐木等

等）中，也就是说，恰恰在为生产追加固定资本（特别是还有机

器）提供这些最重要的原料（金属、木材）和辅助材料（煤炭等

等）的生产领域中，固定资本（在机器、船舶等形式上）起着多

么大的作用；那就会自然地弄明白，固定资本已有的发展规模在

多么大的程度上方便和推动了追加固定资本的生产，即积累或规

模扩大的再生产的这个部分的生产。完全撇开上面提到的那种因

素不谈，已经存在的固定资本（建筑物、工作机和交通运输工具

等）能够作为扩大生产过程的要素执行职能。

除了固定资本的这种能力以外，在这里同扩大固定资本作为

生产要素的效力有关的还有，随着科学不断取得成就和科学的应

用，固定资本中经常或每年应该补偿的那部分以更具有生产效率

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所以固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同它的生产力

的经常扩大联系在一起（这至少同一部分固定资本有关）。这一点

作为首要因素，并不涉及到以固定资本形式存在的、或快或慢地

被消耗的、因而为较大或较小规模的生产服务的一定基金；而是

涉及到固定资本的生产力的增长，或者更确切些说，涉及到固定

３９４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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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所协助的那种劳动的生产力的增长。

但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是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决定

性因素之一。

［１３５］除了固定资本以外（我们这里没有涉及农业，虽然它

在考察扩大的再生产过程进行中的变化时，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

要素），还存在着其他的主要生产条件，可以在外延或内含的不同

程度上被采用和运用的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力，现有的劳动力。

（我们在这里撇开同时是积累的天然基础的人口自然增长，撇开非

生产劳动者变为生产劳动者、原先不劳动的那部分人口进入劳动

者的行列等等情况不谈。）现有的劳动力在外延或内含方面被利用

的程度大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生产出的相对过剩人口能够

得到实现的程度大小；在既定的工作日长度和强度下就业是否充

分；在一周中实际劳动的日数多少等等，这些都取决于市场条件。

可见，一定的劳动力——可变资本与之相交换的要素，而这种交

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可以在不同程度上被利用，从

而形成生产过程的可以延长或者可以缩短的可变基础，也是再生

产过程以及扩大的再生产过程或积累的可以延长或者可以缩短的

可变基础。如果不是全部现有的劳动力被利用到极限，那么它就

总是可以在较大或较小的程度上被使用。

可见，虽然固定资本和劳动力是既定的量（后者的价值等于

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然而，如果谈的是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执行

职能的能力，它们又是可变的量。它们可以充当较狭小和较广阔

的生产的基础。在它们发挥作用的能力的这种可变性中，积累获

得了自然基础（这同时就反驳了关于现有生产效率较高的资本具

有绝对不变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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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把科学称为生产的另一个可变要素，而且不仅指科学不

断变化、完善、发展等方面而言。科学的这种过程或科学的这种

运动本身，可以看作积累过程的因素之一。但是现有的工艺知识

范围永远不会在所有生产领域中、在每一个生产领域的各个投资

中以相同的程度得到采用（得到实现）。如果把积累过程或再生产

过程的扩大完全撇开不谈，那么每年应该补偿的现有的固定资

本，——例如在逐步实行改良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会以生产

效率更高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被补偿，或者象在农业中那样，在

整个再生产过程中连续引进普遍改良的方法，如较好的轮作制等。

所有这些情况经常以较大或较小的规模发生，量的界限是极有伸

缩性的。如果考察整个国家，那么既定量的劳动力和资本总是在

经常变化的条件下被使用的，合理性有大有小，节约的程度有多

有少，而且是在生产力水平变化的条件下被使用的，虽然这些变

化有时在这一生产领域较为明显，有时在那一生产领域较为明显；

有时在这个地区（例如在农业地区），有时在那个地区；在同一生

产领域内，这些变化有时涉及这一个别资本，有时涉及另一个别

资本，或者逐步普遍地实现。这种变化是不间断的，是在资本主

义生产的基础上发生的，而且是比较有效的原则（这种原则是在

资本主义生产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上得到实现的）。

因此，虽然实际使用的资本和劳动的量在既定的时刻是既定

的量，或者可以看作不变的量，然而，这个量（１）就其可以被使

用的潜在能力而言，——或就其使用的规模而言，在一定范围

内，——是可变的量，因为现有的固定资本，它的价值象它本身

（作为物）一样是不变的、既定的量，在它本身增加以前，可以由

于它的使用而增加（或由于延长劳动过程，或由于增大该过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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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如果机器转速增加一倍，那么它就会更快地被耗费，它

的再生产时间就会缩短；但它会作为比运转慢一半的机器大一倍

的量来运转。）同量固定资本——作为生产过程的实际因素——可

以由于使用条件不同而以极其不同的规模发生作用，可以代表固

定资本的极不相同的量，虽然它本身是既定的不变量，是具有一

定规模的资本。但是，既然可变［１３６］资本交换来的同一劳动力，

可以提供极不相同的劳动量，那么固定资本作为再生产过程的实

际因素，就可以以极不相同的规模执行职能。

（２）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这种可变量依据使用的可能性而发

生变化，如果这种可变量在不断变化的条件下被使用，——劳动生

产率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么这种可变量的生产率大小就不断

变化。（对积累，对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来说，这一点恰恰特别重要，

因为正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量，而不是它们的价值，才是扩大

的再生产过程的物质基础。）至于现有价值由于它们借以存在的商

品转化为新商品的要素而得到保存，至于价值通过再生产过程而

得到的这种保存，那么这种保存会随着劳动生产率以及与这种劳

动生产率相适应的更大规模的生产一起增长，这已经说明过了。

（因为工资从一开始就包括人口的增加，即扩大规模的工人的

再生产，所以这个要素是已知的。）

可变性的另一个因素是由再生产过程的性质产生的，因为再

生产过程同时又是流通过程。

延长到平均周转时间（与生产时间不同）以上或缩短到平均

周转时间以下，——也就是说，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在市场上的停

留时间，同它的平均停留时间相比较长或较短，——或者能够使

同量预付资本可以进行较大量的再生产（其结果，剩余价值率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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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从而利润即积累的源泉之一也增长），或者能够让现有固定

资本和现有劳动力的使用加强强度（撇开更大量的劳动力被卷入

不谈）。加速或延缓再生产过程的条件，形成市场行情的那些对这

方面或那方面发生影响的情况，在这里我们都不研究。对于我们

研究的这一部分的目的来说，只需着重指出，再生产机制把年产

品量的可变性算做自己的规律之一。这是由下述简单情况产生的，

即（１）流通时间对资本中实际进入直接生产过程或再生产过程的

那部分资本形成一个界限，（２）这个界限本身不是不变的量，而

是可变的量，是有一定伸缩性的量，所以这个界限可以在较大或

较小的程度上起界限的作用。

固定资本，虽然它的价值是既定的量，但是就它的实际使用程

度而言，就它的价值的实际保存持续一定时间，例如一年这一点而

言，它是可变的量；劳动力（不谈它的不断增长，尽管它被看作既定

的量，因而被看作不变的量，它的价值由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决

定），如果指的是它在一年中实际保存的程度，它是可变的量。

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如果不谈这种应用的不断发展，如果只

注意它的实际发展程度，而且不把它看作既定的或不变的量）可以

是不同的，较普遍或较不普遍，处在变动的界限内；对于同量资本

和劳动可以用来再生产商品的所有劳动生产力来说，情况也是这

样；最后，对一年周转不同次数的每一个流动资本来说，同平均界

限相比，同量预付资本的流通时间可以在极其宽广的界限内变动，

即使是在与土地产品有关的情况下，即再生产在它的自然界限内

实现的情况下；流通时间在一定界限内可以把期限推迟或提前（以

一年时间为转移），如果有对外贸易的情况参加进来，而且是按照

世界市场扩大的相应程度参加进来，这些产品的流回甚至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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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由于从国外进口产品而或多或少地加快。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撇开积累和一年四季的变

化不说，一定量资本和劳动力每年再生产出来的产品量是可变量，

而不是不变量，这个量会扩大或缩小。这种伸缩性或可变性也形成

积累的自然基础，从有了这样一种基础时起，再生产的扩大就成为

可能，而不需要由于被推动的追加资本和追加劳动力才得以完成

的那种再生产所需要的一切要素。

最后，在第 册第 章中已经指出，自然要素，土地等等，不构

成资本的任何一部分，——就它们的价值而言，——但是作为生产

资料却包括在资本中，这些要素构成在一定程度内不以实际资本

的任何增加为转移的扩大再生产的持久基础。

［１３７］（３）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如果说既定规模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表现为圆圈，那么

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正象西斯蒙第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表

现为螺旋形。

在第 册第 章，我们考察了积累的公式。当资本的产品被

卖出以后，因而剩余产品或产品中代表剩余产品的那个部分也被

卖出以后，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价值就购买作为消费者的资本家的

生活资料，或者说被作为收入花费。剩余产品的另一部分价值用

来重新购买构成作为生产资本的资本的要素，而剩余产品的这部

分价值为了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必须再转化为这种要素。已

经实现的剩余产品中作为收入花费的那一部分和再转化为资本的

那一部分之间的比例是可变的，在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时代是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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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同一个时代的不同民族中也是不同的。因此，在不同的民

族或同一个民族的不同时期，剩余价值相同，追加资本的生产

（因为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可以归结为追加资本的这种生产） 

却会极不相同（ａ）。另一方面，在剩余价值这两个部分之间的比例不

变的情况下，积累的程度也会变化。这是由于劳动生产力不同，如

果撇开不同的自然劳动条件下的不同生产率，或撇开这些自然条

件的自然生产效率的差别不谈，这种劳动生产力就取决于资本主

义发展已经达到的程度。以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为转移，同量劳动，

从而同一价值，以及再转化为资本的相应份额的剩余价值，将体

现为较大或较小的使用价值量，——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

如果根据规模来看，这些使用价值作为资本的职能取决于它们的

量，而不取决于它们的价值。另一方面，正是生产力的这种发展

决定着同量的生产劳动能够推动多少生产资料的问题。鉴于我们

当前的目的，劳动生产力被看作是既定的。

在第 册第 章中我们曾假定，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剩余

价值被用来购买生产资本的各要素；只有在这些要素中，这部分

剩余价值才能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现在我们应该了解这种再

转化的实际条件。

应该转化为生产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必须转化为可变资

本和不变资本，而且要按照与不同生产部门相适应的比例。

要使这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可变资本，首先必须有追加劳动，

至于这种追加劳动是同一劳动力受到更多的剥削，因而得到更多

的报酬（否则，必须有追加可变资本这个前提就不存在了），还是来

（ａ） 托·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版第１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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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过剩人口，或者利用人口的增长，或者非生产工人变成生产工

人，即人口中过去同雇佣劳动有关的部分现在加入雇佣劳动，这都

是一样的。我们假定这种追加劳动已经有了，我们并且知道，在发

达的资本主义生产阶段这种劳动总是现成的（在资本的支配下）。

追加可变资本从物质方面来说，由工人阶级的追加生活资料构成，

而且对工人阶级来说表现为追加收入。可见，体现剩余价值的一部

分剩余产品，并不是由资本家当作收入消费，而是由他当作资本预

付出去；同样体现剩余价值的这部分剩余产品，必须以进入工人消

费的形式生产出来，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如果这个部分不以这种形

式生产出来，就必须用它到国外去交换生活必需品。

所以，这部分剩余价值必须，（１）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直

接地或间接地）再生产出来；（２）这个部分不是由资本家而是由

工人作为收入来消费，换句话说，如果资本家把自己的收入用于

非生产目的，那就不是用于生产劳动者，而是用于非生产劳动者。

在这里应该避开的［１３８］而且先前已经指出过的唯一错误，是把

转化为追加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同全部剩余价值混为一

谈，看不到全部剩余价值一部分转化为追加可变资本，一部分转

化为不变资本。追加可变资本由工人作为收入进行个人消费，追

加不变资本由劳动本身进行生产消费。

对于必须转化为追加不变资本的那部分剩余价值来说，一般

规律是适用的。要使这种转化成为可能，剩余产品必须以追加生

产资料的形式再生产出来，即以它能够作为不变资本执行职能的

形式，以工具、机器、各种固定资本、原料、辅助材料形式再生

产出来。或者同样也可以说，如果剩余产品不以这种形式直接再

生产出来，就必须用它向其他民族交换这样的商品。对外贸易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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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改变问题的实质——因此我们在这里可以不考虑它。另一方

面，对外贸易当然会破坏再生产的各要素在没有对外贸易的情况

下所形成的严格比例。另一方面，对外贸易这样也就会取消再生

产的内在尺度。

如果不考虑对外贸易，那么当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时候，

就不发生一个资本家的收入（应该由作为消费者的资本家消费的

价值）和另一个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之间的交换。只会发生资本和

资本的交换，因为剩余价值正是由双方当作资本预付出去，当作

资本花费。但是，Ａ领域资本家的剩余产品可以构成Ｂ领域资本

家的可变资本，即应该预付给工人的资本的物质要素，同样，Ｂ领

域资本家的剩余产品可以构成Ａ领域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例如，

农场主的剩余产品可以构成机器制造业者的可变资本，而机器制

造业者的剩余产品可以构成农场主的不变资本等等。以布匹的形

式存在的剩余产品可以直接同鸟粪交换，鸟粪又可以同农场主的

谷物交换等等。

一部分剩余产品可以直接作为追加不变资本（也许同样可以

作为可变资本，但是可变资本总是用货币形式预付）进入它作为

产品从其中出来的生产过程，例如，农场主的谷物作为种子，牲

畜商的牲畜，机器制造业者的机器等等。另一部分只有通过资本

家之间的交换才能进入生产过程。

我们假定全部剩余价值由工业资本家占有。（如果不占有，那

么剩余价值必须回到工业资本家手里，才能作为追加生产资本执

行职能。）全部追加资本，可变的和不变的，代表剩余价值，因而

完全是一年内新加劳动（剩余劳动）的结晶（从价值观点来看）。

因而它是再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利润、利息、租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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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但是，因为直接表现为资本家的一部

分收入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那么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发

生从资本向相反方面的转化，即这种追加资本转化为剩余价值，也

就是转化为剩余价值表现为收入的那种形式。这部分剩余价值一

旦再转化为资本，它就不再作为剩余价值构成任何人的收入。它

现在只作为资本执行职能，而且由于它存在的形式本身，它可以

以自己的更大量仅仅作为资本执行职能。它为生产新收入服务，但

它本身并不是收入。其实，归根结底剩余价值或收入向资本的这

种再转化，无非是工人无酬的、剩余的劳动的一部分实现在生产

资料中，这些生产资料作为资本重新同原来的那些工人发生关系，

或者无非是资本家把自己占有的一部分剩余劳动作为资本献给居

民，不是把这个部分当作收入消费掉，而是用它建立追加资本。这

样，他就是作为资本家而不是作为消费者来发财致富。

［１３９］有一些生产部门，在它们的生产过程中资本周转时间

超过平均量，也就是说持续一年以上，例如畜牧业、林业、某些

种类的固定资本的生产，如生产过程持续一年以上的铁路、运河

等等的生产，在这些生产部门中，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直

接同简单生产过程合而为一。换句话说，产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

或构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剩余价值，起初不转化为货币，而是完

全地和不断地进入产品，直到产品完全制成。因此，在这里积累

和简单生产过程直接合而为一。但是，由于这些生产部门在它们

延长了的生产过程期间，不断从商品市场上（１）抽出生产资料，

（２）抽出这些部门的资本家和工人的生活资料，也就是在一年时

间内不反过来向市场投入其他形式的产品，那么很明显，这些生

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抽出和它们的规模，取决于一年中不断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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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其他生产部门的规模和生产率，也就是说，取决于其他生

产部门的发展程度和生产率，取决于整个社会生产，取决于这个

国家已有的财富（我们撇开信贷不说，信贷本身又以另一个国家

存在同样的财富为前提），取决于财富已经达到的程度；换句话说，

现有的一部分生产资料和一部分生活资料能够以这种方式花费多

少，取决于国民再生产过程的规模和生产率。

因此，任何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都可以说是经常的相对

的剩余生产，即同仅仅再生产出现有资本（即使是在资本生产率

的不同阶段上）的再生产相比较的剩余生产。而且，这种剩余生

产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的、不断的和内在的因素，积累本

身也是如此，如果从物质的角度来考察过程，积累只不过是剩余

生产的另一名称而已。

在任何一种比较发达的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这种剩余生产或

积累都是再生产的内在因素，（１）因为生产过程的扩大被人口的

自然增长所决定；（２）因为必须建立准备金以防现有生产资料遭

到危险、意外等情况（生产风险），生产资料不能自己补偿自己，

而必须由追加的生产来补偿（ａ）。但是，以前的生产方式下的这种剩

余生产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剩余生产的量相比，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量。

（１）因为在这些不太发达的生产方式下，货币贮藏本身就是

剩余生产的一部分目的，也就是说，剩余产品的这种形式被看作最

（ａ） 到处的社会都必须完成一定的剩余劳动，一部分作为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基

金，一部分作为补充现有资本的准备金。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无酬地完成这种剩

余劳动，而表现出来则相反，似乎是资本家——由于他所占有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被用

于这一目的——节制自己，为形成这种准备金“节约”资金。所以可敬的罗雪尔也说，

如果没有资本家的节约，恐怕社会就难以维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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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目的；

（２）因为，由于同这些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或从这些生产方式

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组织的存在，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巨大部分

被花在担任国家和宗教职务的非生产人员身上，如在古代的亚洲、

非洲等等；

（３）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和过剩工人人

口的形成以空前的规模进行着，所以这里用于这种人口的准备金

更多；

（４）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原有的规模再生产资本本

身所需要的准备金必须不断增加，这是由于采用巨大的自然力等

等，以及建立在与世界市场相联系的基础上的生产的出现，使得

现有资本覆灭的危险性大大增加了；此外，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

完全不受人注意的准备金，由于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而变成必要

的了，［１４０］这些变革一方面迫使人们不断扩大生产规模，另一

方面迫使人们不断用更新的和更优良的生产资料去代替尚未磨损

完的生产资料，而这是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的规律；

（５）因为资本主义的动力只有在这种生产方式本身的基础上

才能充分发展；

（６）最后，因为在这里，必须实现这些动力的手段，只有随着劳

动生产力的发展，随着以储备形式在市场上保存更多商品资本的

手段的发展，随着市场本身的扩大，随着各民族生产的互相交错，

随着生产部门的不断增加，随着各种形式上的固定资本的发展，随

着一个领域生产出来的剩余资本能够轻易地在另一个领域执行职

能（总之，积累资本化）的那些条件的建立，才能充分发展。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国内以怎样的比例发展，那么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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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要性、积累的欲望和用来实现积累或生产新资本的手段，就以

同样的比例增长；或者说，规模不断扩大的经常的剩余生产（在我

们迄今所考察的意义上的剩余生产）变成再生产过程的内在因素。

还必须补充如下内容。追加不变资本和追加可变资本一样，只

是新加劳动。但是为了推动它，充当基础的是固定资本形式上的

旧资本（这一点在上一节已经叙述过）。这种固定资本越多，生产

新的机器、厂房、辅助材料等等就越容易。因而一部分追加资本

——当它借助旧的工作机和工具不能转化为产品，而是一开始就

需要建立追加固定资本的时候——首先是投入这样一些生产部

门，在这些部门中，旧的固定资本，生产机器等等的机器，可以

作为生产要素加进来。

（４）对积累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

必须弄清楚的是：对积累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是否会提

出某个还需要特别加以考察的问题？迄今为止的前提是，全体资

本家必须具有这样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足以（１）支付他们的

可变资本，也就是说，预付给工人一定时期内即较长或较短的一

段时期内的工资价值，（２）彼此交换自己的收入，也就是说，作

为消费者支出自己的花费。于是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果：由

于资本家把他们的商品卖给工人，预付给工人的货币重新流回到

作为阶级来看的资本家手中；至于为使资本家的收入在他们自己

之间流通而预付的货币，则是不断地重新在资本家之间分配。

现在，下述情况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差别：预定用于收入流

通的货币是否（１）不在资本家之间使用，而首先用来支付给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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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而追加工人又购买生活资料，把这些货币重新还给资本家；

在资本家花费自己的全部收入的情况下，一部分货币本来只是作

为货币在资本家之间流通，现在则作为货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

流通；（２）在资本家花费自己的全部收入的情况下，为了使收入

在资本家之间流通所必不可少的那部分货币，现在在资本家之间

为了相互买卖追加的不变资本而流通。所有这一切都没有提出任

何新的问题。

［１４１］但是，如果生产规模不变，流通中已有的货币量就够

用了，我们把为了使内部流通和外部流通的差额得到平衡用的现

有贮藏货币也包括在内。但是，由于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应

预付的可变资本的价值会增加，应作为收入进入每年流通的那部

分产品的价值也会增加，还有各资本之间的价值周转额也会增加。

如果我们撇开阻碍流通扩大，或阻碍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发展，阻

碍信用事业及其形式的发展，阻碍货币由于人口密度提高和交通

运输工具改良而加速流通的那些情况不谈，此外，假定是纯金属

流通，那么很清楚，同金银相交换的那部分年国民剩余产品起先

是作为个别资本家已出售的商品资本的货币形式流回来，然后作

为流通手段进入流通，而不管是收入的流通还是资本的流通。当

然，在扩大再生产的情况下，取得追加金银的困难在比较富裕的

再生产情况下必然比在比较不富裕的再生产下和年国民产品量较

小的情况下要小些。

现在剩下来还需要研究的，是作为资本积累特殊形式的货币

积累本身。

首先，至于所谓的货币资本，它仅仅是对现有资本或未来收

入（例如国债等等）的所有权证书的积累，——恰恰是这些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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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构成所谓的货币市场和货币资本的绝大部分，——至于这种

所谓的货币资本，那么，正如李嘉图在谈到国家债权人的货币资

本时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这在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在考察

生息资本时要稍为详细地谈谈这种“理想资本”的形式。（第 册

第 章）李嘉图在上面提到的那个地方是这样说的：

“公债券持有者的资本决不可能成为生产资本，它实际上根本不是资本。

如果公债券持有者想把它们卖掉，并将卖得的资本生产地加以使用，他就只

有使购买他的有价证券的人的资本离开某种生产用途才能做到。”（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２８９页注）

因此，这是需要弄清楚的第一件事情。

就货币资本的积累是指收入中必须再转化为资本的部分暂时

作为贮藏货币不加使用而言，那么，这个问题应该在第 章，即

关于生息资本的那一章，更详细地加以考察。

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能谈到一国

的金或货币的真正积累：随着再生产过程的扩大，收入中同金或

银相交换的部分也在扩大，既包括处在流通中的部分，也包括不

断形成货币贮藏去执行不同职能的部分，我们以前曾经指出需要

有货币贮藏的那些职能。

［１４２］（５）再生产过程的平行性、

    相继性、增长、循环  

  整个说来我们看到，在再生产过程（或者生产过程）不断进

行的过程中，一部分商品处于生产过程中，另一部分商品处于流

通过程中，并且在这里又经历两个阶段——作为商品资本，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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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化为货币或货币资本，而货币资本又必须转化为构成生产资

本各要素的商品。一切运输业，即资本不断处于生产过程中的一

切产业，是例外。这种产业的真正产品，是被运输的商品（或者

也包括人）的位置变换，即变动场所。商品只要处于运输业手中，

就总是处于流通中。因此，运输业给商品添加的价值，按照商品

被运送的程度而得到支付。它用这些货币不断地支付煤、工人等

等，总之，支付运输业部门的消费资料（以及修理等等）。当然，

这个价值的一部分总是处于流通过程中，而另一部分继续处于生

产过程中。但是，铁路本身总是处在生产过程中，是投入运输业

的固定资本的一部分。情况比如说与棉纺业不同，在棉纺业中，一

部分棉花作为原料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另一部分作为棉纱处在市

场上。铁路则是以它处在生产过程中或处在变换位置的过程中的

那种形式，处在市场上，也就是说被出售。但是，铁路经常被出

售的，是它完成的生产服务，例如，出租的发动机。被出售的是

它协助完成的运动。铁路、机车等等不象商品那样处在流通过程

中。轮船和公共马车的情况也是这样。被出售的是它们的产品，即

被运输的物品的位置变换。但是，这种产品不同于其他商品，在

它仍然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同时就被出售，而不是在它离开生产过

程以后被出售，例如，不是象棉纱那样在离开纺纱过程以后被出

售。我不是购买公共马车，而是对它的运动进行支付，对它处在

生产过程中进行支付，这种生产过程对我来说是流通过程，是位

置移动。公共马车本身只要执行职能，它就永远不会离开生产过

程；但是，在它的生产过程中，它被它所运送的商品和人所消费。

因此，运输业是特种产业，它不同于其他的产业，因为它的产品，

即它创造的使用价值，不能同它的生产过程相分离，因而不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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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那样在这个生产过程本身之外流通。

它的特点是，同一资本的一部分处在生产过程中，而它的另

一部分作为商品资本同时停留在市场上，因而是在两个不同的形

式和阶段上的两方面的而又是同时的存在方式；这个特点就是作

为整体来看的再生产过程的平行性。

我们在考察再生产过程时看到，商品的生产过程只能不间断

地进行，或者说，商品只能不间断地再转化为它的各生产要素

（并在这种形式上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因为商品的各生产要素是

同时被再生产出来的。

商品在自己的最终形式上或是进入个人消费，而当它进入消

费基金时总是具有自己的最终形式，并且它是在生产过程中获得

这种最终形式的。另一方面，商品能够重新进入生产过程，但不

保留自己的最终形式，而当它作为原料（任何程度的半成品）进

入新的生产过程时就总是会出现这种情况。

整个再生产过程归结为给任何商品提供不同生产要素的各生

产过程的彼此并存和同时性，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平行性。

首先，如果考察单个商品的再生产过程，那么它表现为循环。

商品起先存在于它的各生产要素的形式上；然后存在于生产过程

中；再往后成为商品；在这之后成为货币；然后重新存在于它的

各生产要素的形式上，等等。

但其次，如果考察生产过程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互相制约的那

些不同的商品，那么我们看到的就是生产流程的逐步升级的相继

性。例如，亚麻是从一定的生产过程或一定的资本主义企业中出

来的商品；在另一个生产过程中，亚麻充当原料，变为纱；纱是

这第二个生产过程的成品或商品。纱本身又作为原料进入织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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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这个生产过程的成品或商品是麻布。麻布又作为漂白过程的

原料等等。最后，成品麻布从这里出去作为原料进入不同的行业，

在那些行业里变成供消费的商品或生产资料。

［１４３］在这里，商品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由于它依次从一

个生产阶段转入另一个生产阶段，而且是更高的阶段，也就是受

到更多媒介的并使商品更接近于它的最终形式的阶段，它达到了

自己的最终形式，在这种形式上，它或者是进入消费，或者是在

自己的最终形式上作为劳动资料（已经不是作为劳动材料）进入

新的生产过程。不同商品的这些不同的生产过程彼此联系在一起，

互相制约着，如果考察产品的最终形式，这些过程实际上是按照

上升序列彼此依次进行的各生产阶段的序列，以致后一阶段是把

前一阶段引向前进并受前一阶段的制约。过去的劳动，例如，实

现在亚麻种植业中的劳动，在这里不断地表现为现在的劳动例如

纺纱劳动的条件。产品依次经历的不同的生产过程，是为使产品

获得自己作为使用价值的最终形式所必需的各个阶段，是它的生

产和再生产总过程的各个阶段，即现实的形态变化系列的各个阶

段。产品在更高阶段上的再生产，始终是由于它在前一阶段上的

生产已经发生、已经完成。如果前一阶段的生产没有完成，那么

过程就会中断。如果市场上纱的数量不足，那么织布生产过程就

会中断，就不能以原有的规模继续进行。（１）

除了产品从一个阶段上升到另一个阶段的这种互相联系的各

生产过程所具有的逐步提高的顺序性以外，在其他互相联系的各

（１） 这种体现在亚麻中的过去的劳动对纺工来说始终存在，因为在他纺的同时，

亚麻也在不断地生产出来。因此，商品生产过程的不同阶段是同时的、平行的，尽管

某批商品在它的不同的完成阶段上始终同时代表过去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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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之间还存在着相互交错或相互作用，存在着循环，但不

是逐步提高的顺序性。这种情况发生在不同的生产过程互相提供

生产资料的场合。例如，煤作为辅助材料进入机器的生产，而机

器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煤的生产。这两个生产领域的产品互相代替。

在这里，一个生产过程中现在的劳动受到另一个生产过程中过去

的劳动的制约。这种情况与前面的情况不同，织布生产仅仅以过

去的纺纱劳动为前提，而机器的生产以煤的预先生产为前提，煤

的生产又以机器的预先生产为前提；两个同时进行的生产过程中

现在的劳动互相以两个生产过程中过去的劳动为前提。

除了生产的这种联系和运动——在这里，或者是产品经历

（各生产过程的）相继的一系列阶段，相继离开其中的每一个阶段，

进入更高的阶段；或者是不同阶段的产品相互作用，作为生产条

件互相进入对方，但在它们之间并没有这种顺序性——以外，既

然全部生产过程同时是再生产过程，就还会发生产品在其所有不

同阶段上的同时的再生产。这里的特点是经常的同时性，一切生

产过程经常的彼此并行或者说平行性，而不管这些过程的产品相

互之间处于何种统治和从属关系或相互依赖关系。例如，在亚麻

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从农业转入纺纱厂，从纺纱厂转入

织布厂，从织布厂转入漂白厂等等的同时，在亚麻完成这些现实

的形态变化的同时，亚麻、纱、麻布等等彼此并行地不断被生产

出来。商品同时在它的最初形式上、后来的形式上及其最终形式

即终结形式上并行地被生产出来。而它们的依次进行和互相渗透

是由它们的这种彼此并存或者说各生产过程在不同阶段上的平行

性造成的。如果在织工把纱变成麻布的同时没有人纺纱，而在纺

纱的同时没有人生产亚麻，那么织工不能再把自己的麻布变成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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纺工不能再把自己的纱变成亚麻等等，或者说，在相应的产品作

为商品被卖出以后，这些商品不能再转化为它们的生产条件或生

活条件。因此，这不只是循环，不只是不同过程的产品的顺序运

动，而是属于特殊生产领域（它们构成特殊劳动部门）的一切生

产阶段上同时进行的平行生产。单个商品，如果向它提供生产要

素的一切部门不是同时地、不断地进行生产，那它就不可能继续

自己的生产过程，或者说，就不可能再生产出来。

因此，如果在考察当前这一生产中所使用的单个商品的生产

过程时，劳动取决于其他部门中过去的生产，并且以此为基础

（互相联系的劳动部门的协作，在这里始终表现为一种趋势，而这

种趋势本身是现在劳动的条件），那么，［１４４］在考察单个商品的

不间断的生产过程或再生产过程本身时，再生产单个商品的生产

条件的那些同时进行的活劳动情况也是如此。任何过去劳动，一

切被资本主义观点所确认的物质财富，仅仅表现为总再生产过程

的转瞬即逝的要素，只不过表现为某一过程的要素。

（为了重新开始再生产，商品中所包含的一切要素必须在这些

要素的再生产应该重新开始的那段时间里得到补偿。因此，一个

商品的生产时间决定着另一个商品的流通时间，从而也决定着另

一个商品的再生产时间。）

（在再生产中，产品是出发点，在简单生产中，产品还需要产

生出来。生产的前提在再生产中表现为它过去的结果，而生产的

结果在再生产中表现为它的前提。在一切再生产中，一切前提表

现为结果，而一切结果表现为前提。）

（勃多说得好８９：在生产中表现为预付〔ａｖａｎｃｅｓ〕的东西，在

再生产中表现为为了生产的回收〔ｒｅｐｒｉｓ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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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产条件下资本的现实的形态变化

除了以前指出的再生产过程的可变性以外，如果指的是再生

产过程的规模（甚至是在同一生产规模上），如果从预付价值的角

度来考察再生产过程（例如，使用劳动力和固定资本的能力不同，

另一方面，为生产原料而预付的同一劳动在一年中不同的季节里

实现为不同的量，而这一点也会发生在再生产各要素得到更有效

的使用，因而劳动生产力无须追加开支就得到提高的场合），那么，

必须指出资本在一定范围内能够在其中得到再生产的那种实物形

式的可变性。

第一：资本（原来的旧有的资本或者追加资本）不是在同一

产品的形式上再生产出来，而是在先前已经存在的另一种产品的

形式上再生产出来。这是资本从一个生产领域到另一个生产领域

的转移，不管是通过旧有资本不等地分配在不同生产领域之间，还

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追加资本即剩余资本不是投入它产生出来的

那个生产领域，而是投入与它并存的另一个领域。这也是资本的

形态变化，而且是很重要的形态变化，因为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

就是建立在这种形态变化上的。

最富有可变性的资本部分是同活劳动相交换的可变资本本

身。为了使这个资本部分改变自己的实物形式，必须只使用一定

形式的劳动力，而不是使用任何另一种形式的劳动力。这个部分

建立在人的劳动力的可变性的基础上。劳动越简单，——而在一

切主导的生产部门中劳动是简单的，——需要的专门训练越少，

各种不同的具体劳动的这种转化就越容易。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趋势总是要使一切生产部门中的劳动简化，这种方式本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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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它所必需的这种适应变化的能力，尽管随着分工也会出现起

相反作用的因素。

至于货币资本，那么它的形态变化的绝对能力只是形式上的，

从而转化的这种能力只是幻想的，因为它受生产过程实际的多样

性的限制。

现有的机器可以被用于（还有建筑物和其他固定资本部分，如

运输工具，因为它们是发动机和传动机）不同的生产过程。

新的追加的机器可以在不同的形式上再生产出来。

同一种饲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种的牲畜；

同一种肥料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种的农产品。同一种原料可以加工

成不同的形式。同一种辅助材料可以用在不同的生产部门。

第二：旧有资本或者追加资本投入新的生产部门。为此或者

需要新的原料（例如橡胶、古塔波胶），或者需要对旧的原料开辟

新的需要（如电铸术等等）。

［１４５］消费过程形成再生产过程的内在环节。

从消费过程是生产的或产业的消费过程来说，它同生产过程

是一回事。因此，这里不谈这个问题。

至于个人消费，那么乍一看来它并不包括在个别商品的再生

产过程中。如果商品按实物形式来说预定要进入个人消费，那么

Ｗ—Ｇ，即商品形态变化的第一个部分，最终就会在实际上等于商

品进入消费过程，从而以消费过程为前提。但是，商品不一定必

须是被消费的物品，或者说，如果它是这样的物品，它可以重新

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外某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如果它进入个

人消费，它不一定要进入自己生产者的个人消费。对于生产者来

说，问题只在于要实现Ｗ—Ｇ这一行为。商品在流通领域里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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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运动与资本本身的形态变化无关。相反，商品在这种形式上

从生产它的资本的循环中被排出来。

如果考察整个再生产，那么消费就是它的内在环节。

如果商品资本Ｂ的生产者不把自己的收入同商品资本Ａ的

不变部分相交换，因而不把这一部分投入个人消费，那么商品资

本Ａ的全部不变部分就不能用它的生产资料来补偿。

可变资本同劳动力的交换所以连续不断，只是因为工人本身

通过消费生活必需品再生产和保存自己。

年商品资本Ａ中一切按性质来说不能执行生产资料职能的

部分，或者说，只有它的能够执行生产资料①职能的部分，一旦从

市场上取走并加入消费基金，就只能完成Ｗ—Ｇ的行为；第一，为

了防止它的损坏，这一行为必须在较长或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这

取决于它的使用价值的性质。第二，由于商品较长时间地停留在

市场上，它的再生产会受到阻碍，只有商品转化为货币，这种再

生产才能继续进行。或者说，如果现有资本大到足以不顾这种阻

碍而能继续生产，那么市场就会被商品充斥，从而必然导致再生

产过程的中断。

但是，虽然个人消费是再生产过程的必要的和内在的环节，消

费和生产决不是一个东西，个人消费决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决定性动机。后面这种情况只能出现在生产者就是消费者的场合，

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恰恰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直接生产者、生

产者大众、工人的消费和生产彼此完全不成比例；相反，它们随

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越离越远。另一方面，这些环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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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异化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或者说，它们的相互依赖，会在它

们被强制地达到一致即在危机中表现出来。因此，反对危机的一

种论据，即认为生产和消费处于一定的内在均衡性中并且相互之

间有一定的比例，而生产量最终总是必然受消费量调节，——这

种论据恰恰是说明危机不可避免的论据，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

基础上并不直接存在这种相互的调节。

消费过程直接进入再生产过程，是指消费过程的废料以不同

的形式构成新生产的要素而言的。但是，消费的发生是为了生产

出它的这些废料。

［１４６］（６）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产品）

我们已经看到，不管我们是考察个别资本还是社会资本，必

要劳动对工人来说体现在工人用工资（假定工资等于劳动力价值，

或者说等于劳动的价值）买回来的那部分总产品中，而无酬劳动

体现在与表现这个无酬劳动的价值相等的那部分产品中。对工人

本身来说，必要劳动表现在生活必需品上，对资本家来说，剩余

产品表现在这样一些产品上，这些产品一部分由生活必需品组成，

一部分由奢侈品组成，一部分形成用于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

（资本家同工人一样，可以用他们得到的、作为收入来消费的一部

分产品同服务相交换，他们必须自愿地或不自愿地向这种服务支

付报酬。）总产品的这两个部分加在一起，只是总产品中由新加劳

动新加进来的价值所决定的部分。总产品中只代表由过去劳动生

产出来的产品价值部分的那个部分会变小。

通过（一年内）新加劳动来保存只代表不变资本的那部分产

６１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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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虽然对工人来说，他的必要劳动只表现在生活必需品上，而

对资本家来说，剩余劳动只表现在剩余产品上，但是，如果考察

再生产过程本身，这种新加劳动的一部分就表现在生产资料上，另

一部分则表现在生活资料上。

从整个再生产过程的角度出发，事情的实质可以用另一种方

式表达。

对于那些直接生产生活必需品的工人，以及那些再生产这些

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所消费掉的不变资本（因此，也保存不变资

本的再生产中所消费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工人来说，他们的一

部分劳动是有酬劳动（必要劳动），另一部分是无酬劳动或剩余劳

动。如果考察整个社会，它的劳动就是必要劳动；也就是说，表

现在不断地以原有规模再生产出整个工人阶级加上资本家阶级

（这里包括其他一切非劳动者和他们的仆役）所必需的总产品上。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的这种必要劳动，已经包含着社会中就业的那

部分工人的全部剩余劳动，并且表现在这样一些剩余产品上，依

靠这些剩余产品过活的，既有其他的工人（他们在劳动交换中什

么也不给予上述那部分工人，因为他们的生产既不间接也不直接

进入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也有资本家以及得到自己生活必需品即

必要生活资料的仆役。

至于工人阶级本身，如果考察全社会的再生产过程，那么我们

不能对工人阶级的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或者说必要劳动和剩余

劳动计算两次。例如我们假定，２００个工人每人劳动１２小时，因而

总共劳动２４００小时，或者说２００个１２小时工作日。假定其中 １
２是

有酬劳动，１２是无酬劳动。其次，如果１００个工人被雇用来生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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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必需品（间接或直接地被雇用来直接生产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

些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中所必需的原料、辅助材料和固定资本），而

１００个工人被雇用来生产剩余产品，那么这就同下述情况一样：

１００个工人或１００个工作日只提供必要劳动，因为全部有酬劳动

等于一部分工人的５０个工作日加上另一部分工人的５０个工作

日，而１００个工人则只从事剩余产品的生产。如果把２００个工人作

为一个阶级，作为整体，那么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似乎他们的半

数即１００个人每天一道为再生产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而劳动１２００

小时，另外１００个人每天只为再生产剩余产品而劳动１２００小时。

前１００个人生产出生活必需品，为自己和为其他１００个工人完成

必要劳动，后１００个人为自己和为其他１００个工人完成剩余劳动；

一批人完成整个阶级的必要劳动，有酬劳动；另一批人完成整个阶

级的剩余劳动，无酬劳动。最后我们假定，１００个工人被雇用来为

自己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生产生活必需品。在这种情况下，１５０个工

人＝１５０个工作日每天只生产工人阶级的生活必需品，而［１４７］

１５０个工人无酬地（只为资本家）劳动，于是他们的剩余产品的 １
３

代表资本家所消费的生活必需品，而２
３则是剩余。因为我们曾经假

定，第二批１００个工人只为自己和整个资本家阶级生产生活必需

品，所以我们在以后的叙述中可以完全不考虑他们（只是不应当忘

记，除了表现在奢侈品和积累基金上的１００个工作日的剩余产品

以外，还存在另外的５０个工人的剩余产品，即资本家阶级的生活

必需品，不过这些生活必需品与我们的研究无关）。

现在，为了研究这些剩余产品的哪种消费方式适合于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我们先假定积累基金等于零，从而剩余产品完全不

进入积累基金，然后假定奢侈品等于零，于是全部产品构成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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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

如果全部剩余产品以奢侈品的形式被消费，那么是在这样的

物品上被消费的，这些物品在最终形式上作为生活资料不构成可

变资本的任何部分，而且，就它们是制造这些奢侈品（大部分是

珍珠、金等等这样一些东西）的生产资料来说，它们也不能充当

其他产品的生产资料；即使它们也可以被用于这一目的，它们也

不会被这样来用。因此，积累基金等于零。但是积累基金是必要

的，一方面是作为收入基金应付生产遭受到的危险，一方面是为

了人口的增长，一方面它所以必要，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

立在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上。如果没有这种基金，不仅简单再生

产会受到威胁，而且连作为价值增殖过程本身的动因和动机，从

而作为为生产而生产（在一定的限度内）的动因和动机的资本主

义生产精神也熄灭了。代之而起的是享受本身被看作最终目的。因

此，这样消费剩余产品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和精神相矛

盾的。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越多消费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直

到接近于积累基金等于零的极限，就越不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但是，在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这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最初解释者那里，我们可以看到对这种消费的赞扬。这可以由如

下情况来解释。首先说重商主义者。资本家阶级当时力量还弱，尚

未成年。主要财富还掌握在封建主和专制君主手中。他们的挥霍，

是商人、厂主和金融家发财致富的直接手段，是封建主阶级转化

为新形成的资本家阶级的手段，同时也是封建主阶级丧失政治权

力和这种政治权力转到资本家手中的手段。由此，在重商主义者

那里产生了在当时是正确的本能。在基督教国家，特别是在英国

和荷兰这些国家，整个民族充满了商业精神，经济的繁荣建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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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成的世界市场上，发财致富被看作是目的本身，重商主义者

宣传节欲、俭省，愤怒地反对挥霍，只是竭力推动别的国家浪费，

而自己则想成为财宝的收藏者。特别宣扬挥霍的是法国重商主义

者，而这是同资本家阶级在法国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重农主义者的情况完全不同。按照他们的学说，全部剩余产

品掌握在土地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土地所有

者得到的剩余产品最初是货币形式上的预付。如果他们没有把它

全部消费掉，那么租地农场主等等的一部分商品资本就卖不出去，

从而年再生产就会发生困难，而在重农主义者看来，年再生产构

成真正的财富。其次应当注意到，在重农主义体系中，土地所有

者手中所掌握的剩余产品：（１）必须补偿全部国家支出；（２）补

偿宗教（学校）方面的支出；（３）土地所有者的职能是，他们必

须把自己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花费在农业中永久性的固定资本上；

（４）租地农场主在利息形式上从他们那里取走一部分剩余产品。

只有在热·加尔涅９０（督政府和波拿巴的人）和加尼耳
９１
那

里，重商主义者和重农主义者关于（非生产）消费的观点才接近

起来。    

亚·斯密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精神，他宣布积累（规

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是最高规律；但他还是按照与当时那样一

个社会发展阶段相符合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是郑重其事地并且

以旧式的风格）来这样做的，那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刚刚开始

建立自己特有的生产资料（机器等等），国家还没有完全隶属于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而经营大［１４８］工业所必需的资本还处在幼年

时期；因此，这种资本的增长是必然的；此外，那时商业资本家

与工业资本家相比还占着优势。亚·斯密宣传节约。他对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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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霍浪费表示不满。他把生产工人人数最大限度的增长看作是任

何健康的经济的最终目的。这样，他描绘了他对生产工人的善意，

这种善意在他那里一直扩展到公牛身上，把公牛看成生产工人。而

且他还认为（这一点对当时的发展水平来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正

确的），随着剩余产品转化成生产资本，因而随着积累，对劳动的

需求会增长，从而工资会提高，生产工人的状况会得到改善，与

此同时，资本家由于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得到补偿。

如果说亚·斯密是向大工业过渡的工场手工业时期的经济学

家，因而他主要是从中等资产者的角度来看积累，那么，李嘉图是

大工业的经济学家，他是从大资产者的角度来看事物。为生产而生

产，再生产最大可能地增长，特别是劳动生产力的增长，是最终的

和决定性的目的。但是，李嘉图认为，为了这个目的没有必要宣传

节约。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他来说是自然的和绝对的社会生

产方式，而消费是任何生产的自然目的，那么，生产的自由发展必

然包括一切形式的消费的发展，因此同资本一样，分为奢侈品的消

费和其他产品的消费，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决定的，也就是

说，是由利润率在不同资本之间的平均化决定的。李嘉图不再同意

亚·斯密的下述偏见：对劳动的需求会随着积累的增长而增长，因

而工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会相应地得到改善。相反

他指出，如果随着积累和伴随着积累的大工业的发展，对劳动的需

求绝对增长，那么相对来说这种需求减少，而且会形成经常的过剩

人口。（一些人成为多余的。）生产的工人阶级在这里只是作为机器

而存在，这种机器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即为资本家和地主的私人

需要）和为国家的集体需要（即为国家所能支配的国民财富）而生

产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斯密认为财富就是最大可能的生产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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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李嘉图则相反，他认为，与同一剩余产品和靠这个剩余产品

为生的另一部分人口相比的尽可能少的生产人口，这只是劳动生

产力得到最大限度发展的证明。说到奢侈品的消费，他甚至证明，

对工人来说，地主消费这些奢侈品比资本家消费这些奢侈品更为

有利，因为这些商品的消费会推动大量的工人，因为地主消费这些

商品需要更多的食客、仆役等等，而头脑清醒的资本家却宁愿获得

永久性的奢侈品。因此，地主通过自己的需求也会在劳动市场上产

生有利于非生产工人的影响，地主通过自己的消费会比资本家更

多地提高对劳动的需求。亚·斯密曾担心，数量大到不能容许地步

的一部分生产工人会转化为非生产工人，这种担心对李嘉图来说

已不存在，他知道，大工业会不断地创造出过剩人口，因此，他始终

面临着充斥的劳动市场。

但是另一方面，地租即地主的收入随着积累一起发展起来，而

这种情况阻碍着再生产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在李嘉图时

代的英国）对农业实行的国家限制（通过谷物法）人为地提高了影

响积累的这个因素。因此，第一条戒律就是：取消提高地租的这种

国家原则，实行谷物自由贸易等等。李嘉图就是用这种方式为了资

本而同土地所有权作斗争，并且力图以此来保证尽可能多的剩余

产品落入工业资本家手中。利润是对生产的刺激，如果地租提高，

利润率就会下降。因此，通过消除提高地租的人为手段来燃起追求

积累的欲望［１４９］，而且使这种欲望保持应有的高度。李嘉图在这

里是彻底的。但是，当他试图把这样造成的积累过程的某种程度的

活跃，说成是工人阶级的利益时，他就变成不彻底的了，并且返回

到亚·斯密那里去了。

“但是，谷物价格相对低廉总会带来这样一种好处，即现有产品的分配在

２２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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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价格下可能增加维持劳动的基金，因为在利润的名义下归生产阶级〈资

本家〉的部分将较多，而在地租的名义下归非生产阶级〈地主〉的部分将减

少。”（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３１７页）

西斯蒙第感觉到大工业的矛盾，坚决反对为生产而生产，反对

生产力在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绝对发展，在这种生产方式

中，现有资本的价值增殖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是最终目的。因此，他

希望使一定条件下的一定消费成为生产的调节者。因此，他特别关

心资本（从而生产消费）和收入的比例；虽然他在任何地方都没有

对这个问题作出经济学上多少有些意义的发现。但是，收入同资本

的交换以及收入同收入的交换，从而再生产的整个均衡性，经常由

于剩余产品过多地再转化为资本而遭到破坏，这种再转化就是有

积聚相伴随的积累，不断扩大机器和固定资本的使用，结果也就是

工人阶级状况不断恶化。

马尔萨斯一方面追随西斯蒙第；一方面在他那里又冒出重农

主义的传统，这种传统认为，非生产阶级的消费基金实际上是与生

产基金完全不同的基金，为了使它的再生产不致停顿，它必须被消

费掉。但是，在马尔萨斯那里（与重农主义者不同，而且与李嘉图相

反），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力图保护土地贵族、国教会、寡头官僚集

团以及它们的所有走卒不受另外的工业化主义的影响，并在经济

学上为之辩护。这种情况就象是：“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

要想同另一个分离！”９２也就是说，在资本家的胸中积累欲和消费

欲并存。这两种欲望是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所必需的。但是，这

两种结合在一个人身上的欲望会互相损害。如果积累欲压倒了消

费欲，这时就会出现生产过剩。如果消费欲压倒了积累欲，这时

资本主义生产的精神和火焰就会熄灭。因此，这两种欲望必须分

３２５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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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而在这种情况下，地主、教会和国家的消费欲越是迅速地得

到它的满足手段，资本家的积累欲就越会得到热心的支持。不过，

因为剩余生产在这个基础上必然同剩余消费结合在一起，所以在

马尔萨斯的这种奇谈怪论中也有某种正确的东西。只是他忘记了，

（１）国家在资产阶级手中要比在寡头统治者手中更浪费；（２）从

工业资本家阶级中不断地分出一个不断追求消费的“货币阶级”；

（３）地主阶级的地租的自然增长得到保证；（４）不管政治经济学

如何明智等等，工业资本家随着文明的发展学会胡乱花钱。

第二，我们来看看另一极端，即（同前面一样，撇开生活必

需品不谈）全部剩余产品以生产资本的形式再生产出来（或者相

反的情况也一样，通过对外贸易进行交换），也就是，假定奢侈品

的消费等于零。

在这里必然会出现生活必需品的相当多的生产过剩，因而会

出现再生产的中断。剩余产品的任何部分都没有以奢侈品的形式

生产出来（或者说，即使生产出来了，那也是同外国的生活必需

品进行了交换，尽管下述说法是荒唐的：在没有奢侈品消费的国

家，也会发展起生产奢侈品的兴趣等等）。当然，相当大一部分年

剩余产品可能转化为——这在资本主义生产的高级阶段是常有的

事——固定资本，这种固定资本的生产要持续一年以上，而且很

可能，它只有经过若干年才会发挥生产作用。但是它最终必然要

发挥作用。而如果这种转化年年发生，那么最终必然会加大生活

必需品的剩余生产的损失。另一部分可能同别的国家的货币等等

相交换。但是，单纯的货币储藏是同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相矛盾

的。首先，对劳动的需求会增加，从而工资会提高。但是，劳动

生产力的发展很快就会成为这种增长的障碍，危机就会一次接着

４２５ 卡·马 克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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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地发生。

如果没有相当多的奢侈品，那么建立在工人阶级和生产资料

所有者对立基础上的任何生产方式都不可能长时期存在。

其次，积累欲必然压倒消费欲，而这是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相一致的，尽管这种压倒部分地也表现为这样一种欲望形式：通

过投机达到突然发财致富，以便以后来享受。

（７）再生产过程的破坏

在第 册第 章加以考察。

因此，这第 章的各节如下：

（１）流通（再生产）的现实条件。

（２）再生产的伸缩性。

（３）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３ａ）对积累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

（４）平行性、上升序列的顺序性。

再生产过程的循环。

（５）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

（６）再生产过程的破坏。

（７）向第 册过渡。

５２５第二册 资本的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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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卡·马克思的手稿《第六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是马克思１８６３年

７月至１８６４年６月期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手稿的一部分。马克思

这时基本上是按照１８６３年１月拟定的计划写作的。这个计划包含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的第 本中（第１１４０页），它预先规定了

第一卷的结构如下：

（１）引言：商品，货币；

（２）货币转化为资本；

（３）绝对剩余价值；

（４）相对剩余价值；

（５）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

（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

（７）生产过程的结果；

（８）剩余价值理论；

（９）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

  但是，在写作过程中，“引言”没有写，因此原定的编号发生了改变，

第七节变成了第六章。

  在《第六章》的正文中，包含对基本题目的直接说明，因而包含前面

一些章的内容。例如，关于第二章说，它叙述劳动过程的一般要素，如劳

动的物质条件在它们同工人的活动的关系上分为劳动材料和劳动资

料，而不管生产过程特有的社会历史特征如何。关于第三章说，它包含

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详细论述。

  《第六章》的手稿于１９３３年第一次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

（ ）卷上。——第１页。

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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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这里以及后面放在（编者加的）方括号中的数字，表示手稿中作者的页

码。在此以前的各页手稿没有找到。——第３页。

３ 马克思可能指的是，威克菲尔德在他所出版的亚·斯密的著作《国民财

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１卷）上所加的注释。——

第８页。

４ 马克思究竟指的是哪部著作，暂时还没有弄清楚。——第９页。

５ 在手稿的这个地方，马克思写了一个注：“从本章第（２）和（３）节过渡到

我们在这里暂时作为第（１）节来考察的第（３）节。”这就是说，马克思打

算以后把第（２）节改成第（１）节，把第（３）节改成第（２）节，把第（１）节改

成第（３）节。——第２３页。

６ 在这里以及在这一手稿的其他地方，当马克思说第１册及其各个部分

（章）时，都是指当时已经写好了的《资本论》第１册（第１卷）手稿。这个

手稿留下来的只有本卷所发表的第六章。其他各章的情况目前不得而

知。第１册的第六章和前面的各章都还没有反映出《资本论》第１版

（１８６７年版）的最终结构。——第２６页。

７ 在手稿的这个地方，马克思写了一个注：“见反面！”。在手稿这一页的反

而即第４５７页上（本卷第２９—３１页），马克思批判地分析了蒲鲁东在这

个问题上的观点（“蒲鲁东的经济怪论”）。——第２７页。

８ 马克思在这里指的是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欧·福尔卡德的《社会主义的

战争》（第二篇文章）中的一个地方。该文载于《两大陆评论》杂志新辑第

２４卷（１８４８年巴黎版）第９９８—９９９页。福尔卡德在文章中批判了蒲鲁

东的如下论点：“工人不能买回自己的产品，因为产品包括了附加到成

本价格上的利息”（这个论点包含在蒲鲁东的著作《什么是财产？》１８４０

年巴黎版第４章第５节中）。（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５卷第

９５４页注５３；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９５页；第４７卷第３９０页。）

  《两大陆评论》是资产阶级文学、艺术和政论双周刊，从１８２９年起

在巴黎出版。——第３１页。

９ 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的手稿中和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福尔卡德

在这个问题上的论点进行了详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０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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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７卷第３９０—３９２页；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９５页；第２５卷第９５４页。）

——第３１页。

１０ 马克思在这里讽刺地用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修昔的底斯的名字来称呼

罗雪尔，因为这个庸俗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第一版

序言中，“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见《马克思

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２４４页注３０；第２６卷第３册第５５８页。）

——第３１页。

１１ 见威·罗雪尔《国民经济体系》，第１卷《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

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３版第１３３页。——第３１页。

１２ 流数和流动量是伊·牛顿的计算概念，是微积分的最早形式。伊·牛顿

把同时不断变化的数列称为流动量（来自拉丁ｆｌｕｅｎｓ——流动的），而

把流动量变化的速度称为流数（来自拉丁文ｆｌｕｘｉｏ——流）。——第３３页。

１３ 指的是本著作第三节《资本主义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

和再生产》（本卷第１２１—１２７页）。——第４３页。

１４ 见注１２。——第５３页。

１５ 按照马克思的这一指示，编者在这个地方把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两处插

论包括了进来；第一段插论的各页，原来写的页码是从第９６页到第

１０７页，后来马克思把它改为第４６９ａ—４６９ｍ页。第二段插论紧接着第

一段插论，包括在手稿的第２６２页到２６４页中。——第５４页。

１６ 见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载于伊·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

津版第１０卷第１册第２页。亚里士多德关于奴隶劳动的观点表现在他

的《政治学》第１册第２章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１卷第１章中考察

了这一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９９页）。——第５６页。

１７ “总有些东西会留下来！”（《Ｓｅｍｐｅｒ ａｌｉｑｕｉｄ ｈａｅｒｅｔ》）——摘自拉丁文

名言“大胆诽谤吧，总有些东西会留下来！”（《Ａｕｄａｃｔｅｒ ｃａｌｕｍｎｉａｒｅ，

ｓｅｍｐｅｒ ａｌｉｑｕｉｄ ｈａｅｒｅｔ》）。——第５７页。

１８ 席草是一种植物，它的茎可以用来制作各种编织品。——第５７页。

１９ 实用知识促进协会，显然是指《Ｓｏｃｉｅｔｙ ｆｏｒ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ｕ

１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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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ｏｎ ｏｆ Ｕｓｅｆｕｌ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这个协会由亨利·布鲁姆１８２７年在

英国成立。协会本身的目的是通过出版通俗的廉价的读物在广大人民

群众中间传播知识。——第５７页。

２０ 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４６卷下册第８９—９４页）和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３０４—３１１页）中对罗西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分析；

见本卷第２１３页。——第６３页。

２１ 指的是１８６１年４月到１８６５年４月美国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先进的北

方诸州和奴隶占有制的南方诸州之间进行的内战。从北方来看，战争具

有进步的和革命的性质。这场战争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保全联邦的宪

法战争时期和消灭奴隶制度的革命战争时期。战争进程中的转折点是

林肯政府在１８６２年９月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具有重要意义的还有：通

过宅地法（土地无偿分配法），清洗军队和国家机关中的叛变分子，接受

黑人参加军队，封闭反动报刊以及其他一些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措施。

战争向革命方式的转变，造成了军事行动中的根本转变，保证了北方的

胜利。人民群众，工人、农民、黑人居民在推翻南方奴隶主的战争中起了

决定性的作用。北方诸州的胜利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

路。——第６５页。

２２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五场（《莱比锡的欧北和酒寮》）。——第６６页。

２３ 马克思对蒲鲁东的这个“定理”的批判意见包括在《哲学的贫困》中（《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２７—１３７页），以及《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

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６卷下册第１１４页）和

《资本论》第１卷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６２—５６３

页）。——第７０页。

２４ 包括手稿第４６９ａ—４６９ｍ页的第一段插论到此结束。按照马克思的指

示（见注释１５），我们在第一段插论之后接着放上了第二段插论，这第

二段插论包括马克思手稿的第２６２—２６４页。在我们所拥有的原手稿中

没有第２６２页。——第７６页。

２５ 包括手稿第２６３—２６４页的第二段插论到此结束。下面紧接着的是被两

２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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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插论所中断的正文的继续（见注释１５和２４）。——第７８页。

２６ 大概指的是包括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经济学手稿的笔记本。——第８５页。

２７ 马克思在写完这句保留的话以后，把引文写在了另一页没有编页码的

纸上。——第８７页。

２８ 自耕农（Ｙｅｏｍｅｎｒｙ）是英国独立的（自由的）农民，由于资本原始积累的

过程，特别是由于所谓圈用公有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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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ｙｅｏｍｅｎｒｙ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看来是

莎士比亚“好农民”，“战吧，英国人！勇敢战吧，农民们！”（《ｇｏｏｄ 

ｙｅｏｍｅｎ》，《ｆｉｇｈｔ ｇｅｎｔｌｅｍｅ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ｆｉｇｈｔ ｂｏｌｄｌｙ ｙｅｏｍｅｎ》）

的同意语（见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第三幕第一场；莎士比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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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页。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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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页。

３０ 关于亚里斯多德对赚钱术（“货殖”）的看法，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

中作了较详细的考察（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７４

页）。——第１０２页。

３１ 马克思在这里使用了罗马法上契约关系的四条公式：“我给，为了你

做”，“我做，为了你做”，“我做，为了你给”，“我给，为了你给”（参看《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９１页；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３５页）。

——第１０９页。

３２ 这些实际上不是马尔萨斯的话，而是马尔萨斯这一著作的第二版（他死

３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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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版本）编者的话。——第１１０页。

３３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４１６—４１７

页。——第１１１页。

３４ 马克思把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１３１８页从第 本剪下来贴到这手稿

的第４９０页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２２页

以及卷末注１５１）。——第１１６页。

３５ 大概是指安·尤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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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

４２４页注；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４２１页和卷末注１５０）。——第１１７页。

３６ 本章第三节即最后一节的正文到此中断。——第１２７页。

３７ 下面这些页手稿同《第六章》手稿一道保存下来，但是，按照内容和页码

编号来看，它们不仅属于《资本论》第一卷手稿的本章，而且属于未保留

下来的其他章。这些页手稿的写作日期不得而知；这当中引用的一些引

文包含在遗留下来的马克思从五十年代开始写的手稿中。——第１２７

页。

３８ 在手稿的这个地方，作者加了一个注码（５１），但是在我们所找到的手稿

中没有这个注释。——第１２７页。

３９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了托伦斯著作的这段缩减了的引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９５页），在引文后面加了一句

话：“‘劳动’一词在这里错误地当作‘劳动力’一词来使用”。——第１３０

页。

４０ 指的是匿名作者的评论文章《工联秘密组织》，载于三月刊《爱丁堡评论》

杂志十月号上（第５２５—５６３页）。看来，马克思引用这篇文章是在１８６０

年，因为批判这篇文章的登宁的著作《工联和罢工》出版于１８６０年。

  《爱丁堡评论，或批判杂志》（《Ｔｈ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Ｒｅｖｉｅｗ，ｏ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是英国资产阶级文学政治杂志，１８０２—１９２９年出版。十九世

纪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机关报，每三个月出版一期。十九世纪

五十年代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第１３２页。

４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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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手稿第２５页至此中断。——第１３２页。

４２ 从迄今我们所找到的手稿来看，无法确定马克思所说的“关于（ｂ）”究竟

是指哪一节。——第１３２页。

４３ ７５这个数字和后面的数字７６、７７、７９是马克思的注释的注码；注释所

注的正文没有找到。——第１４０页。

４４ 《出走》即《出埃及记》（《Ｅｘｏｄｕｓ》）——是圣经中的篇名，内容谈的是犹

太人从埃及出走。在这里，马克思是指１８４８年以后爱尔兰居民大批移

居美国。——第１４１页。

４５ 指的是１３４７—１３５０年在欧洲流行的鼠疫。根据一些材料记载，当时死

于鼠疫的近２５００万人，占当时欧洲全部居民的近四分之一。——第

１４２页。

４６ “让复仇者诞生”（“Ｅｘｏｒｉａｒｅ ａｌｉｑｕｉｓ ｕｌｔｏｒ”）——味吉尔《亚尼雅士之

歌》第４章第６２５行诗。——第１４２页。

４７ 毕尔麦（Ｂｅｒｅ）——大麦的一种。——第１４２页。

４８ 卡·马克思的著作《价值形式》写于１８６７年６月１７—２２日，并首次作

为１８６７年９月问世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附录发表。后来，

为了第二版和以后各版，马克思又把价值形式一节的正文和附录重新

改写为一个整体（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１—８７

页）。在第一卷第一版的附录和各章正文中，有许多字，甚至整句整句

的话，都是用斜体字和加空排印的，在以后的各版中，为了排版和使用

的方便，马克思把斜体字和加空排印取消了。因此，在这次发表时，我

们把斜体字和加空排印都取消了。——第１４７页。

４９ 《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的结构与马克思后来从德文第二版开始所

采用的结构不同。第一版中的第一章（《商品和货币》）变成了由三章组

成的《第一篇》，第一版中的第一章第一节变成了《第一章》（《商品》）。在

德文第二版和以后各版的这第一章中，《附录》经过修改以后，被收入第

三节，标题为《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第１４９页。

５０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

５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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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津版第９卷第９９、１００页。

  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床”，大概是指古希腊人在宴会和就餐时所坐

的豪华的软榻。——第１６０页。

５１ 本卷发表的片断选自著者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个法文版

本，该版本从１８７２年９月至１８７５年１１月在巴黎分册出版（分成若干

部分）。——第１７７页。

５２ 这里以及以下各处，在每个片断末尾注明的是原文的相应页码。——第

１８６页。

５３ 李嘉图在他的著作《论农业的保护关税》（１８２２年伦敦第４版）中提到

了欧文的“平行四边形”。欧文在阐明他的关于社会改造的空想计划时

证明，从经济上以及从家庭生活的安排来看，把居民村建设成为平行

四边形或者正方形最为合理。由此产生了“欧文先生的平行四边形”的

说法。——第１９２页。

５４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无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身

的自然规律产生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界之外，存在于世

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人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第１９５

页。

５５ 见注１６。——第１９７页。

５６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三幕第三场。——第１９９页。

５７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５５５—５５６页。——第２０４

页。

５８ 见《经济学家》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９日。《经济学家》是英国的经济、政治问题

周刊，１８４３年起在伦敦出版，是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喉舌。——第２２６

页。

５９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６４５—６４８页。——第２２６

页。

６０ 指约·斯·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

６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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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第一版于１８４３年在伦敦出版。马克思指出，企

图论述“逻辑体系”的约·斯·穆勒，作为经济学家，是肤浅的，没有遵

循逻辑分析的起码要求。——第２２９页。

６１ 《经济表》是重农学派魁奈制定的说明社会总产品的再生产和流通的图

表。在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第六章，马克思写的恩格斯《反杜

林论》第二篇第十章，以及《资本论》第二卷第十九章中都对经济表作了

较详细的分析。——第２３０页。

６２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３卷第５７行。——第２３２页。

６３ 套用了歌德的悲剧《浮士德》第一部第二场（《城门之前》）中歌德的一句

话。——第２３２页。

６４ 见注２１。——第２３７页。

６５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７０７—７０８页。——第２４２

页。

６６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８２９—８３２页。——第２４４

页。

６７ 见康·魁尔《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

１８４２年巴黎版第４３５页。——第２４５页。

６８ 马克思以《第二册。资本的流通过程》为标题的手稿，是《资本论》第二卷

的第一个稿本。弗·恩格斯证明，马克思留下了《资本论》第二卷全书的

“两个稿本”和个别部分的“六个稿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３６卷第２６４页）。

  《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册）的第一个稿本或者说《第 稿》（弗·恩

格斯的编号），马克思很可能写于１８６４年下半年至１８６５年春天。这个

稿本是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经济学手稿的一部分。马克思在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

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论》所有三个理论卷的问题作了新的系统的分

析。而后，他集中精力研究了第一卷和第二卷的问题，为出版而从实质

上和形式上完善了这二卷著作的叙述。

  《资本论》第二册或第二卷的第二个稿本（《第 稿》），马克思写于

１８６７年８月至１８７０年７月。

７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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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本论》第二册的第一个稿本虽然“实质上

已经大体完成”，但是“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有些地方“是按照作者当

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

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文版第２４卷第３页）。

  可以看到许多重复的地方，大段大段离题的话，尽管总的说来思想

深刻、内容丰富，但与本书主题《资本的流通》无关，而是关于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的一般问题的论述。

  在为出版而准备《资本论》第二卷的正文时，恩格斯大约利用了第

稿的三分之一，但是正如他说的那样，第 稿“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７页）。这个“第 稿”在这里是

第一次发表。——第２４９页。

６９ 第三章及其各节的标题，马克思写在本章的正文中：第一页上是本章标

题，末页上是各节的标题（见本卷第４１１页和第４９８页）。——第２５１

页。

７０ 隐德来希（希腊语ｅｎｔｅｌｅｃｈｅｉａ），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学说的一个术语，表

示已达到的目的或活动的、创造的本源。后来这个术语被用于活力论哲

学中，即关于生命本质的唯心主义学说中，表示一种特殊的创造生命的

本源。——第２５４页。

７１ 见注１２。——第２５６页。

７２ 指的是法国研究院——法国的最高科学机构，由若干分院即学院组成，

１７９５年成立。德斯杜特·德·特拉西是伦理学和政治学学院院士。

——第２７５页。

７３ 加尼耳在自己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

和其中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学说》（１８２１年巴黎版）中，在实质上发展

了重商主义关于交换价值、交换、劳动和财富的观点，因此，马克思称该

书著者实际上是重商主义体系的见解的复辟者（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６卷第１册第２０２页）。——第２８２页。

７４ 见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

８３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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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１８４１年伦敦版第１０４页。——第３１６页。

７５ 看来指约翰·查·摩尔顿于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７日在艺术和手工业协会上

所宣读的报告《论农业中使用的动力》，载于《艺术协会杂志》周刊１８５９

年１２月９日第７卷第３６８期。

  《艺术和手工业协会》（艺术协会）是资产阶级教育性质和慈善性质

的团体，于１７５４年在伦敦成立。——第３３３页。

７６ 本著作的作者不详。——第３３４页。

７７ 指的是卡·马克思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７—１７７页）。——第３４５页。

７８ 见让·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巴黎第３版第２卷第４３３页。

——第３５２页。

７９ 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爱·吉·威克菲尔德发

行，１８４３年伦敦四卷集新版第２卷第２０４页。——第３９６页。

８０ 见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第１６、２１页及其

他各页。——第３９７页。

８１ 见安·尤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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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第１９—２３、３６７—３７０页及其他各页。——第３９７页。

８２ 指亚当·亨·弥勒的著作：《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林版。

  马克思在《第二册》第二稿中实现了引用这一著作中有关段落的打

算，这个手稿标明的日期是１８７０年，并收入弗·恩格斯所出版的《资本

论》第二卷。

  马克思在《第 稿》的有关地方作了下面的注释：“与城市的生产相

联系的是日周转，相反，与农村的生产相联系的是年周转。”（亚当·亨

·弥勒《治国艺术原理》１８０９年柏林版第３册第１７８页）“这就是浪漫

主义者关于工业和农业的天真的观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２４卷第２０７页）。——第３９７页。

８３ 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爱·吉·威克菲尔德发行，

１８４３年伦敦四卷集新版第２卷第１８８页（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

９３５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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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版第２４卷第２３３页）。——第４００页。

８４ 马克思在进一步写作手稿《第二册》的过程中，在《第 稿》中对正文的

类似的地方作了下述注释：“由于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下一个定义有

困难，罗仑兹·施泰因先生就认为，这样加以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上的方

便。”《第 稿》的这个部分收入弗·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二卷（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１８１页）。——第４０５页。

８５ 看来指苏格兰经济学家、《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一书的作者亚当·安

德森。该书第一版１７６４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０６页。

８６ 马克思可能指这样一本书：詹姆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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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０４年伦敦版。——第４１７页。

８７ 见托·柯贝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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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２５页。

８８ 散见托·图克《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３４—３６页

（共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５３５页）。——第４５９页。

８９ 很明显，马克思指重农主义者勃多的解说：《经济表说明》，载于《重农学

派》，附欧·德尔的绪论和评注，１８４６年巴黎版第２部第８２２—８６７

页。——第５１２页。

９０ 大概指热·加尔涅对他自己出版的亚·斯密著作所作的注释。热·加

尔涅《译者的注释》，载于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热

尔门·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者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５卷。

——第５２０页。

９１ 见沙·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

最有利于财富增长的学说》１８２１年巴黎版第１—２卷。——第５２０页。

９２ 见注６３。——第５２３页。

０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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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租地农场主，十八世纪经济学实践

家，１７７３年在伦敦出版的有关粮食价格

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匿名著作的作

者。——第１５页。

阿伦特，恩斯特·摩里茨（Ａｒｎｄｔ，Ｅｒｎｓｔ

Ｍｏｒｉｔｚ１７６９—１８６０）——德国作家，历

史学家，语言学家；曾积极参加德国人

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受民族

主义的束缚；主张君主立宪；１８４８年是

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

右翼。——第１４３页。

艾德门兹，托马斯·娄（Ｅｄｍｏｎｄｓ，Ｔｈｏ

ｍａｓＲｏｗｅ１８０３—１８８９）——英国经济

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他利用李嘉图

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第８７

页。

爱德华三世（Ｅｄｗａｒｄ １３１２—１３７７）——

英国国王（１３２７—１３７７）。——第１２９

页。

安德森，亚当（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ｄａｍ约１６９２—

１７６５）——苏格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写有贸易史方面的著作。——第４０６、

４１１页。

Ｂ

巴尔扎克，奥诺莱·德（Ｂａｌｚｓｃ，Ｈｏｎｏｒéｄｅ

１７９９—１８５０）——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

作家。——第２２７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éｄé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

者。——第２９、５７—５９、６５、１０９、１１９、

１９７页。

巴顿，约翰（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十八世纪末至

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经济学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２３９页。

贝魁尔，康斯坦丁（Ｐｅｃｑｕｅ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

１８０１—１８８７）——法国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第２４５页。

贝利，赛米尔（Ｂａｉｌｅｙ，Ｓａｍｕｅｌ１７９１—

１８７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

学家；从庸俗经济学的立场反对李嘉图

的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正确地指出了李

嘉图的经济学观点中的一些矛盾。——

第１９８、１９９、３３０、３６４页。

波拿巴——见拿破仑第一。

勃多，尼古拉（Ｂａｕｄｅａｕ，Ｎｉｃｏｌａｓ１７３０—

１７９２）——法国神父，经济学家，重农

学派的代表。——第５１２页。

博德里亚尔，昂利（Ｂａｕｄｒｉｌｌａｒｔ，Ｈｅｎｒｙ

１８２１—１８７２）——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和政治家。——第１９２页。

布坎南，大卫（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９—

１８４８）——英国政治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１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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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亚·斯密的追随者和注释者。

——第１１９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空

想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发展

了“劳动货币”的理论。——第５８页。

布鲁姆男爵，亨利·彼得（Ｂｒｏｕｇｈａｍ，

ＨｅｎｒｙＰｅｔｅｒ，Ｂａｒｏｎ Ｂｒｏｕｇｈａｍ ａｎｄ

Ｖａｕｘ１７７８—１８６８）——英国法学家和

著作家，二十至三十年代是辉格党的著

名活动家，大法官（１８３０—１８３４）。——

第５８页。

Ｃ

查理大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７４２左右—８１４）

——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帝

（８００—８１４）。——第３２９页。

查默斯，托马斯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０—１８４７）——英国基督教神学家和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追随

者。——第６０、２８６页。

Ｄ

达费林侯爵，弗雷德里克·坦普尔·汉密

尔顿·坦普尔·布莱克伍德（Ｄｕｆｆｅｒｉｎ，

ＦｒｅｄｅｒｉｃｋＴｅｍｐｌｅＨａｍｉｌｔｏｎＴｅｍｐｌｅ

Ｂｌａｃｋｗｏｏｄ，Ｍａｒｑｕｅｓｓｏｆ１８２６—１９０２）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自由党

人，爱尔兰大地主，加拿大总督（１８７２—

１８７８），印度总督（１８８４—１８８８）。——

第１４２、１４３页。

德尔，欧仁 （Ｄａｉｒｅ，Ｅｕｇèｎｅ １７９８—

１８４７）——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政

治经济学著作的出版者。—— 第１２９

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都昂·路

易·克劳德（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ｏｕｉｓ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５４—

１８３６）——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

哲学家；君主立宪的拥护者。——第

１２０、１９６、２７５、２７６页。

登宁，托马斯·约瑟夫（Ｄｕｎｎｉｎｇ，Ｔｈｏ

ｍａｓ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９９—１８７３）——英国工会

活动家和政论家。——第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７

页。

东巴尔，克利斯托夫·约瑟夫·亚历山大

·马蒂约·德（Ｄｏｍｂａｓｌ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

Ｊｏｓｅｐｈ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Ｍａｔｈｉｅｕｄｅ１７７７—

１８４３）——法国著名的农学家。——第

１３３页。

杜班，皮埃尔·沙尔（Ｄｕｐｉｎ，Ｐｉèｒｒｅ

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８４—１８７３）——法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海洋工程师。——第１３３

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Ｔｕｒｇｏｔ，

Ａｎ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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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财政总稽核

（１７７４—１７７６）。——第１２９页。

杜罗·德·拉·乌尔，阿道夫·茹尔·塞

扎尔·奥古斯特（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ＪｕｌｅｓＣéｓａｒＡｕｇｕａｔｅ １７７７—

１８５７）——法国诗人和历史学家。——

第１２９页。

Ｅ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Ｅｎｇｅｌｓ，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２０—１８９５）——第８６、６７、７４、９５、１０３、

１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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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４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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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一。——第１２９页。

弗莱塔格，古斯达夫（Ｆｒｅｙｔａｇ，Ｇｕｓｔａｖ

１８１６—１８９５）——德国资产阶级作家。

——第１４３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１２—

１７８６）——普鲁士国王（１７４０—１７８６）。

——第１４３页。

福尔卡德，欧仁（Ｆｏｒｃａｄｅ，Ｅｕｇèｎｅ１８２０—

１８６９）——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庸俗

经济学家。——第３１、４８４页。

富兰克林，本杰明（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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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页。

Ｇ

戈登，约翰（Ｇｏｒｄｏｎ，Ｊｏｈｎ）——第１２８

页。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

ｈａｎｎ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伟大

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６６、２３２、

５２３页。

Ｈ

哈塞耳，阿瑟·希尔（Ｈａｓｓａｌｌ，ＡｒｔｈｕｓＨｉｌｌ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英国医生，写有一些

主要是关于公共卫生问题的著作。——

第１２８页。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Ｈｅ

ｇｅｌ，ＧｅｏｒｇＷｉｌｈｅｌ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１７７０—

１８３１）——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代表，

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

主义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第４６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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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无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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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８、２１６、３５３页。

Ｊ

加尔涅，热尔门（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ｅｒｍａｉｎ１７５４—

１８２１）——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

家，君主主义者；重农学派的摹仿者；亚

·斯密的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

第５２０页。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

ｄｏ１７２８—１７８７）——意大利资产阶级

经济学家，重农学派学说的批评者；认

为物的价值是由物的有用性决定的，同

时对商品和货币的本性做了一些正确

的猜测。——第１８９页。

加尼耳，沙尔（Ｃａｎｉｌ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５８—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追随者。

——第２８２、５２０页。

Ｋ

卡泽诺夫，约翰（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ｏｈｎ十九世

纪）——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追随者。——第６０２０９、２１７

页。

凯尔恩斯，约翰·埃利奥特（Ｃａｉｒｎｅｓ，Ｊｏｈｎ

Ｅｌｌｉｏｔ１８２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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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９４页。

凯 里，亨 利 · 查 理 （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

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社会反动

的阶级利益调和论的创始人。——第

６０、３５１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ｍａｓ）——

３４５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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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２２７、３１６、３２９、４２５页。

库斯托第，彼得罗（Ｃｕｓｔｏｄ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７１—

１８４２）——意大利经济学家，十六世纪

末到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著作

的出版者。——第１８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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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０页。

Ｌ

拉姆赛，乔治（Ｒａｍｓａｙ，Ｇｅｏｒｇｅ１８００—

１８７１）——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

——第５５、２０８页。

拉沙特尔，莫里斯（Ｌａｃｈａｔｒｅ，Ｍａｕｒｉｃｅ

１８１４—１９００）——法国进步的新闻记

者，巴黎公社的参加者，马克思的《资

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者。——第

１７９页。

莱勒，约翰（Ｌａｌｏｒ，Ｊｏｈｎ１８１４—ｌ８５６）——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经济学家。——

第５８页。

莱文斯顿，皮尔西（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ｉｅｒｃｙ死

于１８３０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

的追随者，反对马尔萨斯主义。——第

１４５页。

兰格，赛米尔 （Ｌａｉｎｇ，Ｓａｍｕｅｌ１８１０—

１８９７）——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议会议员，自由党人。——第１４０—１４１

页。

朗（Ｌｏｎｇ）——第１３６页。

雷德格雷夫，亚历山大（Ｒｅｄｇｒａｖｅ，Ａｌｅｘ

ａｎｄｅｒ）——英国工厂视察员。——第

１３３页。

李比希，尤斯图斯（Ｌｉｅｂｉｇ，Ｊｕｓｔｕｓ１８０３—

１８７３）——杰出的德国学者，农业化学

的创始人之一。——第２１４页。

李嘉图，大卫（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２—

１８２３）——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第５３、５５、６３、６７、６９、１１１、１２０、１４０、

１４４、１９２、１９６、１９９、２１５、２２８、３５２、

４０７、４１５、５０７、５２１—５２３页。

卢格，阿尔诺德（Ｒｕｇｅ，Ａｒｎｏｌｄ１８０２—

１８８０）——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

子；资产阶级激进派；１８４８年为法兰克

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五十年代

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

袖之一；１８６６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第１９０页。

鲁瓦，约瑟夫（Ｒｏｙ，Ｊｏｓｅｐｈ）——马克思

的《资本论》第一卷和费尔巴哈著作的

法文版译者。——第１７９页。

路特希尔德，詹姆斯（Ｒｏｔｈｓｃｈｉｌｄ，Ｊａｍｅｓ

１７９２—１８６８）——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

行长。——第５７页。

路 德，马 丁 （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１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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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２页。

罗德戴尔伯爵，詹姆斯 （Ｌａｕｄｅｒｄａｌｅ，

Ｊａｍｅｓ，Ｅａｒｌｏｆ１７５９—１８３９）——英国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家；从庸

俗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对斯密的理论进

行批评。——第４１７页。

罗西，佩勒格里诺（Ｒｏｓｓｉ，Ｐｅｌｌｅｇｒｉｎｏ

１７８７—１８４８）——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久居

法国。——第５５、６３、２１３页。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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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Ｇｅｏｒｇ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

历史学派的创始人。——第３１、６９、５０３

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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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４

页。    

Ｍ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ａ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１８３４）——英国

牧师，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化的地主贵

族的思想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

宣扬仇视人类的人口论。——第６０、６９、

１１０、１２９、１４１、２０９、２１５、２１７、２２６、

２２８、２８６、２９０、４９９、５２３、５２４页。

马克思，卡尔（Ｍａｒｘ，Ｋａｒｌ１８１８—１８８３）

——第４、８、６７、７０、９５、１０３、１７９、１９０、

１９７页。

马提诺，哈里埃特（Ｍａｒｔｉｅｅａｕ，Ｈａｒｒｉｅｔ

１８０２—１８７６）——英国资产阶级女作

家，马尔萨斯主义的鼓吹者。——第５７

页。

麦克劳德，亨利·丹宁（Ｍａｃｌｅｏｄ，Ｈｅｎｒｙ

Ｄｕｎｎｉｎｇ １８２１—１９０２）——英国法学

家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发展了所

谓信贷创造资本的理论。——第２０２

页。    

密 尔顿，约翰 （Ｍｉｌｔｏｎ，Ｊｏｈｎ１６０８—

１６７４）——伟大的英国诗人和政论家，

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参加者。

——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弥勒，亚当·亨利希（Ｍüｌｌｅｒ，ＡｄａｍＨｅｉｎ

ｒｉｃｈ１７７９—１８２９）——德国政论家和经

济学家，反映封建贵族利益的所谓浪漫

学派的代表人物，亚·斯密经济学说的

反对者。——第３９７页。

摩尔顿，约翰·查默斯（Ｍｏｒｔｏｎ，Ｊｏｈｎ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１８２１—１８８８）——英国农学

家，写有一些关于农业问题方面的著

作。——第３３３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

ａｒｔ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

济学家和实证论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

学派的摹仿者，詹姆斯·穆勒的儿子。

——第５６、１２０、２２９页。

穆勒，詹姆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１８３６）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

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同时从中得出

某些激进的结论。——第６９、２０２、２０８、

２１３、２１５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

ＬéｏｎＩ，Ｎａｐｏｌéｏｎ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１７６９—

１８２１）——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第５２０页。

奈克尔，雅克（Ｎｅｃｋｅｒ，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３２—

１８０４）——法国政治活动家和经济学

家，在十八世纪七十——八十年代数度

被任命为财政总管，在资产阶级革命前

夕曾企图进行某些改革。——第２２７

页。

牛顿，伊萨克（Ｎｅｗｔｏｎ，Ｉｓａａｃ１６４２—

１７２７）——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天文

学家和数学家，古典力学的创始人。

——第３３页。

Ｏ

欧文，罗伯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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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第１９２页。

Ｐ

配 第，威 廉 （Ｐｅｔｔｙ，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６２３—

１６８７）——杰出的英国经济学家和统计

学家，英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创始人。——第１２９、１９５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ｉｅｒ

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１８６５）——法国政论

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

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第２７、２９—３２、５８—５９、７０、１９７、

４８４页。

普莱斯，理查 （Ｐｒｉ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２３—

１７９１）——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

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派。——第

２２６页。

Ｑ

琼 斯，理 查 （Ｊｏｎ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９０—

１８５５）——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

——第７０、２１０、２２６、３９７页。

Ｓ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第一个系统地阐述了“生产三

要素”的辩护理论。——第６０、１０９、１９６、

２０２、３５２、４６６页。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米格尔（Ｃｅｒ

ｖａｎｔｅｓｄｅＳａａｖｅｄｒａ，Ｍｉｇｕｅｌ１５４７—

１６１８）——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

家。——第１９７页。

莎士比亚，威廉（Ｓｈａｋｅｓｐｅａｒ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５６４—１６１６）—— 伟大的英国作家。

——第９４、１９９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éｅ１７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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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

本原理结合在一起。——第５６、１１９、２２５

页。   

施泰因，罗仑兹（Ｓｔｅｉｎ，Ｌｏｒｅｎｚ１８１５—

１８９０）——德国法学家，国家法专家，历

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第４０５页。

施托尔希，安得列依（昂利·亨利希）·

卡尔洛维奇（ ， （ ，

） １７６６—１８３５）——俄

国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历史学家，彼

得堡科学院院士，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

济学的摹仿者。——第５５、１２８、２３０、

４６２、４６６—４６７页。

斯巴克斯，杰雷德（Ｓｐａｒｋｓ，Ｊａｒｅｄ１７８９—

１８６６）——美国历史学家和出版者。

——第１９５页。

斯密，亚当（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１７２３—１７９０）

——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

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第

６９、１１２、１１９、１９３、２１０、２２７—２２８、２２９、

２９３、３１７、３５３、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４、４１６、

４５９—４６０、４６６、４７０、５２０—５２２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

论的反对者。——第８８页。

Ｔ

特里门希尔，休·西摩尔（Ｔｒｅｍｅｎｈｅｅｒｅ，

ＨｕｇｈＳｅｙｍｏｕｒ１８０４—１８９３）——英国

官员和政论家，曾多次参加政府的工人

劳动条件调查委员会。——第１２８—１２９

页。

图克，托马斯（Ｔｏｏｋｅ，Ｔｈｏｍａｓ１７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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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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价格的历史的多卷本著

作的作者。——第４５９页。

托伦斯，罗伯特（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０—

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李

嘉图经济学说的庸俗化者，他否认劳动

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

件。——第５５、６９、１３０、１３７—１３８页。

Ｗ

威德，约翰（Ｗａｄｅ，Ｊｏｈｎ１７８８—１８７５）——

英国资产阶级政论家，经济学家和历史

学家。——第６７、１１９页。

威克菲尔德，爱德华·吉本（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

ＥｄｗａｒｄＧｉｂｂｏｎ１７９６—１８６２）——英国

国家活动家，经济学家，曾提出资产阶

级殖民理论。——第８、６９、２２１、３１７、

３４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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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页。

味吉尔（普卜利乌斯·味吉尔·马洛）

（ＰｕｂｌｉｕｓＶｅｒｇｉｌｉｕｓＭａｒｏ公元前７０—

１９）——杰出的罗马诗人。——第１４２、

２３２页。

Ｘ

西尼尔，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５５、６９、７６、

１８１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éｏｎａｒｄ

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１７７３—１８４２）——瑞士经济

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

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第５、８、６０、６９、７５—７６、２０７—２０８、

２１６、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４、２４５、４９８、５２３页。

修昔的底斯（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约公元前４６０—

３９５）——古希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第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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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１０２、

１６０、１６１、１９７、２５４页。

杨格，阿瑟（Ｊｏｕｎｇ，Ａｒｔｈｕｔ１７４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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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５、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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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页。

尤尔，安得鲁 （Ｕｒｓ，Ａｎｄｒｅｗ１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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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３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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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Ｄ

道勃雷——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自大而愚蠢的官吏的化身。

——第１９９页。

Ｆ

浮士德——歌德的同名悲剧中的主人公。

——第２３２页。

Ｇ

高布赛克——巴尔扎克的同名小说中的

主人公。——第２２７页。

Ｌ

鲁滨逊·克鲁索——丹尼尔·笛福的小

说《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人公。——

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Ｔ

唐·吉诃德——塞万提斯的同名小说中

的主人公。——第１９７页。

Ｘ

西可尔——莎士比亚的喜剧《无事烦恼》

中的人物。——第１９９页。

Ｙ

雅各——据圣经传说，是以撒的儿子，是

古犹太人的始祖。——第２２０页。

亚伯拉罕——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

族长。——第２２０页。

亚当——据圣经传说，是上帝用泥土造的

第一个人，后来犯了罪。——第２３２页。

以撒——据圣经传说，是古犹太人的族

长，是亚伯拉罕的儿子。——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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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Ａ

［阿伯思诺特，约·］《当前粮食价格和农

 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附关于受到影

响的人口的评论》，一个租地农场主著，

１７７３年伦敦版（［Ａｒｂｕｔｈｎｏｔ，Ｊ．］Ａｎ

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ｂｅ

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ｐｒｉｃｅｏｆ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ｏｆｆａｒｍｓ．Ｗｉｔｈ

ｒｅｍａｒｋｓｏｎ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ｆｆｅｃｔｅｄ

ｔｈｅｒｅｂｙ．Ｂｙａｆａｒｍｅ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７３）。——第１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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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

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８）。——第

８７页。

《爱尔兰农业统计》１８６６年都柏林版（Ａ

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ａｔｓａｔｉｃｓ，Ｉｒｅｌａｎｄ．Ｄｕｂｌｉｎ，

１８６６）。——第１４２页。

安德森，亚·《商业起源古今编年史》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Ａ．Ａ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ａｎｄ

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ｒｉ

ｇｉｎｏｆ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ｅａｒｌｉｅｓｔ

ａｃｃｏｕｎｔｓ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ｉｍｅ）。第１

版１７６４年在伦敦出版。——第４０６、４１１

页。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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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ａｓｔｉｏ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Ｐｒｏｕｄ

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第２９、５８—５９、

１１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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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ｍｏｎｉｅｓ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ｓ．２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 ａｕｇｍｍｅｎｔéｅ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ｔｓｌａｉｓｓéｓｐａｒＩ’ａｕｔｅｕｒ．

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１）。第１版１８５０年在巴黎出

版。——第６５页。

贝魁尔，康·《社会经济和政治经济的新

理论，或关于社会组织的探讨》１８４２年

巴黎版（Ｐｅｃｑｕｅｕｒ，Ｃ．Ｔｈéｏｒｉｅｎｏｕｖｅｌ

ｌｅ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ｏｃｉａｌｅｅｔ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Ｅ
′

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１’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ｓｏｃｉéｔéｓ．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２）。——第２４５页。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

因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利用的著作的版本，只注出该著作第一版的出版日期

和地点。

放在四角括号［］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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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信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

表》一书的作者著，１８２５年伦敦版

（［Ｂａｌｌｅｙ，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ａｕｓ

ｅｓｏｆｖａｌｕｅ；ｃｈｉｅｆｌｙｉｎ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

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ａｎｄｈｉｓ

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ｏｐｉｎｉｏｎ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第１８９、

３３０、３６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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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ａｕｄｗａｕ，Ｎ．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ｄｕＴａｂｌｅａｕ éｃｏｎｏｍｉｑｕｅ（１７６７），Ｉｎ：

Ｐｈｙｓｉｏｃｒａｔｅｓ．Ａｖｅｃｕｎｅ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ｅｔ

ｄｅｓ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ｓ ｐａｒ Ｅ．Ｄａｉｒｅ．

Ｄｅｕｘｉèｍｅｐａｒｔｉ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６）。——第

５１２页。

布雷，约·弗·《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

及其消除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

代》１８３９年里子版（Ｂｒａｙ，Ｊ．Ｆ．

Ｌａｂｏｕｒ’ｓｗｒｏ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ｓｒｅ

ｍｅｄｙ；ｏｒ，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ｍ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

ａｇｅｏｆｒｉｇｈｔ．Ｌｅｅｄｓ，１８３９）。——第

５８页。

Ｃ

查默斯，托·《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

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１８３２年格拉

斯哥、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第２版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Ｔｈ．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ｉｎ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 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ｐｒｏ９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

ｅｔｙ．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Ｄｕｂｌｉｎ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

１版也是１８３２年在上述各地出版。——

第６０、２８６页。

Ｄ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安·路·克·

《思想的要素》，第４、５部分《论意志及

其作用》１８２６年巴黎版（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

Ｔｒａｃｙ，Ａ．Ｌ．Ｃ．Ｅｌéｍｅｎｓｄ’ｉｄéｏ１ｏｇｉｅ．

ＩＶｅｅｔＶ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Ｔｒａｉｔéｄｅｌａｖｏｌｏｎｔé

ｅｔｄｅｓｅｓｅｆｆｅｔｓ，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６）。第１版

１８１５年在巴黎出版。《思想的要素》第４

部分以《政治经济学概论》（《Ｔｒａｉｔé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为书名于１８２３

年在巴黎出版单行本。——第１２０、１９６、

２７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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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ｒｉｋ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ｐｈｉｌｏｓｏｏｐｈｙ 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０）。——第１３１—１３２、１３７

页。

东巴尔，马·《罗维尔的农业年鉴或关于

农业、农业经济和农业法的各种材料》

１８２４—１８３７年巴黎版（Ｄｏｍｂａｓｌｅ，Ｍ ．

ＡｎｎａｌｅｓａｇｒｉｃｏｌｅｓｄｅＲｏｖｉｌｌｅ，ｏｕ

Ｍé１ａｎｇｅｓ 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ｒｕｒａｌｅｅｔｄｅ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ａ

ｇｒｉｃｏｌｅ．Ｐａｔｉｅ，１８２４—１８３７）。——第

１３３页。

杜尔哥，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

和分配的考察》（１７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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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ｓｕｒ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ｔｌ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ｄｅｓ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１７６６）．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

ｄｅＴｕｒｇｏｔ．Ｎｏｕｖｅｌｌｅé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Ｅ．

Ｄａｉｒｅ．ＴｏｍｅＩ．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

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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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

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２

卷（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Ａ．Ｊ．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 Ｒｏｍａｉｎｓ．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

第１２９页。

Ｅ

恩格斯，弗·《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根据

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１８４５年莱比锡版

（Ｅｎｇｅｌｓ，Ｆ．ＤｉｅＬａｇｅｄｅｒａｒｂｅｉｔｅｎ

ｄｅｎＫｌａｓｓｅ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Ｎａｃｈｅｉｇｎ

ｅｒ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ｕｎｄ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ｓｃｈｅｎ

Ｑｕｅｌｌｅ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４５）。——第７４

页。

恩格斯，弗·《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载

于阿尔诺德·卢格和卡尔·马克思编

的《德法年鉴》１８４４年巴黎版第１分卷

和第２分卷（Ｅｎｇｅｌｓ，Ｆ．Ｕｍｒｉｓｓｅｚｕ

ｅｉｎｅｒ 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ｅｋｏ

ｎｏｍｉｅ．Ｉｎ：《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ｈｅｒａｕｓｇｅｇｅｂｅｎ ｖｏｎ

ＡｒｎｏｌｄＲｕｇｅｕｎｄＫａｒｌＭａｒｘ．１ｓｔｅ

ｕｎｄ２ｔｅＬｉｅｆｅｒｕｎｇ．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

第６６、１９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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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ｎｓｗｅｒｓａｌｌｔｈｉｎｇｓ；ｏ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ｔｏｍａｋｅ

ｍｏｎｅｙ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ｐｌｅｎｔｉｆｕｌａｍｏｎｇｓｔａｌｌ

ｒａｎｋｓ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３４）。——

第１２９页。

弗莱塔格，古·《德国人民生活的新状

况》１８６２年莱比锡版（Ｆｒｅｙｔａｇ，Ｇ．Ｎｅｕｅ

ＢｉｌｄｅｒａｕｓｄｅｍＬｅｂｅｎ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

Ｖｏｌｋｅｓ．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６２）。—— 第１４３

页。    

福尔卡德，欧·《社会主义的战争》第二

篇文章：《革命的和社会的政治经济

学》，载于《两大陆评论》新辑第２４卷，

１８４８年巴黎版（Ｆｏｒｃａｄｅ，Ｅ．Ｌａｇｕｅｒｒｅ

ｄｕ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ｅ． ：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ｅｔｓｏｃｉａｌｅ．Ｉｎ：《Ｒｅ

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Ｍｏｎｄｅｓ》，ｎｏｕｖｅｌｌｅ

ｓéｒｉｅ，ｔｏｍ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８）。

——第３１页。

富兰克林，本·《试论纸币的性质和必要

性》，载于斯巴克斯编《富兰克林全集》

１８３６年波士顿版第２卷（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

ＡＭｏｄｅｓｔ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ａｐａｐｅｒ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Ｉｎ：

ＴｈｅＷｏｒｋｓｏｆＢ．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Ｂｙ

Ｓｐａｒｋｓ． Ｖｏｌｕｍｅ ． Ｂｏｓｔｏｎ，

１８３６）。——第１９５页。

Ｇ

《工厂视察员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所作的

报告》（Ｒｅｐｏｒｔ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ｓｐｅｃｔｏｒｓｏｆｆａｃ

ｔｏｒｉｅｓ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

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

ｍｅｎｔ）。

 —《截至１８５５年１０月３１日为止的半

年》１８５６年伦敦版（ｆｏｒｔｈｅｈａｌｆｙｅａｒ

ｅｎｄｉｎｇ３１ｓｔＯｃｔｏｂｅｒ１８５５．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６）。——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公共经济概论，或论流通手段、农业和工

业》１８３３年卡赖尔版（Ｐｕｂｌｉｃｅｃｏｎ

ｏｍｙ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ｏｒ，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

ｖｉｅｗｏｆ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Ｃａｒｌｉｓｌｅ，１８３３）。——

第９７页。

《关于所得税和财产税的报告》１８６６年８

１５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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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７日（Ｉｎｃｏｍｅａｎｄ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Ｔａｘ

Ｒｅｔｕｒｎ．７．Ａｕｇｕｓｔ，１８６６）。——第

１４３页。

《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

·罗素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

（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Ｉｎ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Ｌｏｒｄ

Ｊｏｈｎ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

２２６页。

Ｈ

哈塞尔，阿·希·《揭穿了的掺假行为，或

鉴别掺假食物和药品的通俗指南》１８６１

年伦敦第２版（Ｈａｓｓａｌｌ，Ａ．Ｈ．Ａｄｕｌ

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ｔｅｃｔｅｄ；ｏｒ，Ｐｌａｉｎｉｎｓｔｒｕｃ

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ｆｒａｕｄｓｉｎｆｏｏｄ

ａｎｄ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６１）。——第１２８页。

霍吉斯金，托·《通俗政治经济学。在伦

敦技术学校的四次演讲》１８２７年伦敦版

（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Ｐｏｐｕｌａ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Ｆｏｕ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７）。——第３５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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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ｄｅｆｅｎｄ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ｃｌａｉｍ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

ｏｒ，ｔｈｅ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ｖｅｄ．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ｓｔ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Ｂｙａ

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第５８、

２１６页。

Ｊ

加尔涅，热·《译者的注释》，载于《亚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热尔门·加尔涅新译本，附译者的

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５卷

（Ｇａｒｎｉｅｒ，Ｇ．Ｎｏｔｅｓｄｕｔｒａｄｕｃｔｅｕｒ．Ｉｎ：

Ｓｍｉｔｈ，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

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

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

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Ｇｅｒｍａｉ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Ｔｏｍｅ ｃｉｎｑｕｉèｍ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０２）。——第５２０页。

加利阿尼，斐·《货币论》第１—５篇（１７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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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卷

（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ｅｔａ．Ｌｉｂｒｉ —

（１７５０）．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

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Ｐａｒ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ｉ — ．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３）。——第１８９页。

加尼耳，沙·《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体系，

及其学说的比较价值和其中最有利于

财富增长的学说》１８２１年巴黎第２版第

１—２卷 （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Ｄｅｓｓｙｓｔèｍｅｓ

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ｖａｌｅｕｒ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ｌｅｕｒ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ｅｔ

ｄｅｃｅｌｌｅｑｕｉｐａｒａｌｔｌａｐｌｕ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ａｕｘｐｒｏｇｒè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

第１版１８０９年在巴黎出版。—— 第

２８２、５２０页。

《就面包工人的申诉向女王陛下内务大臣

的报告。附证词》１８６２年伦敦版（Ｒｅ

ｐｏｒｔａｄｄｒｅｓｓｓｄｔｏＨｅｒＭａｊｅｓｔｙ’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ｅｆｏｒｔｈｅ

Ｈｏｍ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ｃｏｍｐｌａｉｎｅｄ ｏｆｂｙ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ｂａｋｅｒ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ｏｆ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１２８

２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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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Ｋ

卡泽诺夫，约·《为托·罗·马尔萨斯

〈政治经济学定义〉的新版本所作的序

言、注释和补充评论》（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

Ｐｒｅｆａｃｅ，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

ｍａｒｋｓｔｏａ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ｌｔｈｕｓ’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见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

学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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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Ｓｌａｖｅｐｏｗｅｒ：

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ａｒｅｅｒ，ａｎｄ ｐｒｏｂａｂｌｅ

ｄｅｓｉｎｇ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７３、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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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伦敦版（Ｃａｒｅｙ，Ｈ．Ｃ．Ｔｈｅ

Ｓｌａｖｅｔｒａｄ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ｆｏｒｅｉｇｎ：

ｗｈｙｉｔｅｘｉｓｔｓ，ａｎｄｈｏｗｉｔｍａｙｂｅ

ｅｘ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３）。——

第３５１页。

凯里，亨·查·《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１

册：财富生产和分配的规律》１８３７年费

拉得尔菲亚版（Ｃａｒｅｙ，Ｈ．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ｒｔ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ｏｆ

ｔｈｅｌａｗ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１８３７）。

——第６０页。

柯贝特，托·《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

研究；或贸易和投机原理的解释》１８４１

年伦敦版（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

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ｍｏｄ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ｏｒ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１）。——第２２７、３１６、３２９、３５０、４２５

页。

Ｌ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

丁堡版（Ｒａｍｓａｙ，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３６）。——第５５、２０８页。

莱勒，约·《货币和道德：献给时代的一

本书》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Ｌａｌｏｒ，Ｊ．Ｍｏｎｅｙ

ａｎｄｍｏｒａｌｓ：ａｂｏｏｋ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５２）。——第５８页。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

１８２４年 伦敦版 （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

第１４５页。

兰格，赛·《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

其防止办法》１８４４年伦敦版（Ｌａｉｎｇ，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ｉｔ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

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

１４０—１４１页。

李比希，尤·《化学在农业和生理学中的

应用》两卷集，第１卷《植物摄取营养

的化学过程》１８６２年不伦瑞克第７版

（Ｌｉｅｂｉｇ，Ｊ．ＤｉｅＣｈｅｍｉｅｉｎｉｈｒｅｒＡｎ

ｗｅｎｄｕｎｇａｕｆ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ｕｎｄＰｈｙｓ

ｉｏｌｏｇｉｅ．ＩｎｚｗｅｉＴｈｅｉｌｅｎ，Ｓｉｅｂｅｎｔｅ

Ａｕｆｌａｇｅ．Ｔｈｅｉｌ ：Ｄｅｒｃｈｅｍｉｓｃｈｅ

Ｐｒｏｃｅ ｄｅｒ Ｅｒｎａｈｒｕｎｇ ｄｅｒＶｅｇ

ｅｔａｂｉｌｉｅｎ．Ｂｒａｕｎｓｃｈｗｅｉｇ，１８６２）。第

１版１８４０年在不伦瑞克出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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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大·《论农业的保护关税》１８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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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２）。——第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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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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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１２８、

３１４、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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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封信》１７５３年伦敦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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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ｓｓｉ．Ｐ．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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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Ｂｒｕ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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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雪尔，威·《国民经济体系》，第１卷

《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斯图加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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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１８５８）。第１版１８５４年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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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ｙ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

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第

１２９页。

马尔萨斯，托·罗·《价值尺度。说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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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３）。

——第６９页。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

附约翰·卡泽诺夫的序言、注释和补充

评论的新版本，１８５３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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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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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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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量补充，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Ｍａｌ

ｔｈｕｓ，Ｔｈ．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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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ａｎ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ｍｏｉｒ．Ｌｏｎｄ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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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０、２１７、２２６、２２８、２８６、２９０、

４９９页。

马克思，卡·《哲学的贫困。答蒲鲁东先

生的〈贫困的哲学〉》１８４７年巴黎—布鲁

塞尔版（Ｍａｒｘ，Ｋ．Ｍｉｓèｒｅｄｅ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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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１９７页。

马克思，卡·《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

柏林版第１分册（Ｍａｒｘ，Ｋ．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

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ｓ

Ｈｅｆ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第４、８、１９７、

３４５页。

马克思，卡·《资本论》，约·鲁瓦先生

译，全部经著者校订，莫里斯·拉沙特

尔公司出版，１８７２—１８７５年巴黎版

（Ｍａｒｘ，Ｋ．Ｌ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ｄｅ

Ｍ．Ｊ．Ｒｏｙ，ｅｎｔｉèｒｅｍｅｎｔｒｅｖｉｓéｅｐａｒｌ’

ａｕｔｅｕｒ．ＥｄｉｔｅｕｒｓＭａｕｒｉｃｅＬａｃｈａｔｒｅｅ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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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工人的申诉等等》 （Ｇｒｉｅｖａｎｃ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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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ｓｆｉｎａｎｃｅｓｄｅｌａ

Ｆｒａｎｃｅ（１７８４）．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ｄｅＮｅｃｋｅｒ．

Ｔｏｍｅｄｅｕｘｉèｍｅ．ＬａｕｓａｎｎｅｅｔＰａｒｉｓ，

１７８９）。——第２２７页。

Ｐ

配第，威·《爱尔兰政治剖视。１６７２年。

附〈献给英明人士〉》１６９１年伦敦版

（Ｐｅｔｔｙ，Ｗ．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ａｔｏｍｙｏｆ

Ｉｒｅｌａｎｄ．１６７２．ＴｏｗｈｉｃｈｉｓａｄｄｅｄＶｅｒ

ｂｕｍｓａｐｉｅｎｔｉ．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１）。——第

１２９页。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

是有关价值、供求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

ｐｕｔｅ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

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ｏ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１２０、

１９８、１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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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ｙｓｔèｍｅｄｅｓｃｏｎｔｒａ

ｄｉｃｔｉｏｎｓéｃｏｎｏｍｑｕｅｓ，ｏｕ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

ｌａ ｍｉｓèｒｅ．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６）。——第７０、１９７页。

蒲鲁东，比·约·《什么是财产？或关于

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１８４０年巴黎版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Ｊ．Ｑｕ’ｅｓｔｃｅｑｕｅｌａ

ｐｒｏｐｒｉéｔé？ｏｕ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ｅ

ｄｕｄｒｏｉｔｅｔｄｕ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

１８４０）。——第３１页。

Ｑ

琼斯，理·《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在海

利贝里东印度学院的讲义》１８５２年哈特

福版（Ｊｏｎｅｓ，Ｒ．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ｎ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

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ａｉ

ｌｅｙｂｕｒｙ．Ｈｅｒｔｆｏｒｄ，１８５２）。——第７０、

２１０、２２６、３９７页。

Ｓ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７年

巴黎第３版第１—２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é

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ｏｉｓｉèｍ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７）。第

６５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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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版１８０３年在巴黎出版。——第６０、

２０２、３５２页。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

版（Ｃｈｅｒｂｕｌｉｅｚ，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ｏｕｐａｕｖ

ｒｅｔé．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１版以《富人或

穷人》（《Ｒｉｃｈｅｏｕｐａｕｖｒｅ》）为书名１８４０

年在巴黎和日内瓦出版。——第５６、

１１９、２２５页。

施托尔希，亨·《论国民收入的性质》

（《政治经济学教程》第５卷）１８２４年巴

黎版（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ｎｓｉｄéｒａｔ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ａ

ｎａｔｕｒｅｄｕｒｅｖｅｎｕ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ｏｍｅ ｄｕ

《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４）。——第４６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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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卷（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

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ｑｕｉ 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 ｌａ

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ｓ — ．

Ｓｔ．Ｐéｔｅｒｓｂｏｕｒｇ，１８１５）。——第１２８、

２３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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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卷

（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

ｑｕｉｄé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ｏｓｐéｒｉｔé ｄｅｓ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

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Ｊ．Ｂ．Ｓａｙ．

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第１版

１８１５年在圣彼得堡出版。—— 第５５

页。

《食物掺假调查委员会（１８５５）》（Ｃｏｍｍｉｔ

ｔｅｅｏｆ１８５５ｏｎｔｈｅＡｄｕｌ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Ｆｏｏｄ）。——见《食物等掺假调查特别委

员会的第１号报告。附证词和附件》，根

据下院决定于１８５５年７月２７日刊印。

《食物等掺假调查特别委员会的第１号报

告。附证词和附件》，根据下院决定于

１８５５年７月２７日刊印（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ｅｌｅｃ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ａｄｕｌ

ｔｅ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ｏｄ，＆ｃ．；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ａｐｐｅｎｄｉｘ．

Ｏｒｄｅｒｅｄ，ｂｙｔｈｅＨｏｕｓｅｏｆＣｏｍ

ｍｏｎｓ，ｔｏｂ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２７Ｊｕｌｙ，１８５５）。

——第１２８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热尔门·加尔涅的新译本，附译

者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

４卷（Ｓｍｉｔｈ，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

ｔｕｒｅ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

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ｄｅｓ

ｎｏｔｅｓｅｔ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ＧｅｔｍａｉｎＧａｒ

ｎｉｅｒ．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

第２１０、４５９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附大卫·布坎南的注释和增补，

三卷集，１８１４年爱丁堡版（Ｓｍｉｔｈ，Ａ．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

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ｓ．Ｗｉｔｈ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ａ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ｖｏｌｕｍｅ， ｂｙ Ｄａｖｉｄ

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１４）。——

第１１９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

吉·威克菲尔德］的注释，１８３５—１８３９

年伦敦版第１—４卷（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

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

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 ａｎｄ

Ａｍｅｒｉｃａ》［Ｅ．Ｇ．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Ｖｏｌｕｍｅｓ

—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９）。——第

７５５本卷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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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３１７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

研究》，爱·吉·威克菲尔德发行，１８４３

年伦敦四卷集新版（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

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Ｅ．Ｇ．

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Ａ 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ｆｏｕｒ

ｖｏｌ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第８、

３５３、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４页。

斯图亚特·詹·《政治经济学原理研究》，

三卷集，１７７０年都柏林版第１卷（Ｓｔｅｕ

ａｒｔ．Ｊ．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

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ｔｈｒｅ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Ｖｏｌ． ．Ｄｕｂｌｉｎ，１７７０），第

１版１７６７年在伦敦分两卷出版。——第

８８页。

Ｔ

《童工调查委员会（１８６２年）。委员会委员

的第１号报告》１８６３年伦敦版（Ｃｈｉｌ

ｄｒｅｎ’ｓ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１８６２）．Ｆｉｒｓｔｒｅｐｏｒｔｏｆｔｈｅ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ｅｒ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３）。——第１３６—

１３７页。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

敦版（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５５、６９页。

托伦斯，罗·《论谷物外销》１８１５年伦敦

版（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ａｎｔｈｅｅｘｔｅｒ

ｎａｌｃｏｒｎｔｒａｄ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５）。——第

１３０、１３８页。

图克，托·《对货币流通规律的研究；货

币流通同价格的关系；纸币发行同银行

业务分离的合理性》１８４４年伦敦第２版

（Ｔｏｏｋｅ．Ｔ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ｕｒ

ｒ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ｃｙｗｉｔｈｐｒｉｃ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ｐｅｄｉｅｎ

ｃｙｏｆａ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ｉｓｓｕｅｆｒｏｍｂａｎｋ

ｉｎｇ．Ｓｅｃ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

１版同一年即１８４４年在伦敦出版。——

第４５９页。

Ｗ

威德，约·《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

史》１８３５年伦敦第３版（Ｗａｄｅ，Ｊ．Ｈｉｓｔｏ

ｒｙｏｆｔｈｅ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ｅｓ．

Ｔｈｉｒ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第１

版１８３３年在伦敦出版。——第６７、１１９

页。   

威克菲尔德，爱·吉·为亚·斯密《国富

论》所加的注释（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Ｇ．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ｏＳｍｉｔｈ’ｓ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

ｔｉｏｎｓ）——见亚·斯密《国民财富的性

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

作者［爱·吉·威克菲尔德］的注释。

［威克菲尔德，爱·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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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

Ｇ．］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ｔｅｏｆｂｏｔｈ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３）。——第２２１、

３４６页。

威兰德，弗·《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３年

波士顿版（Ｗａｙｌａｎｄ，Ｆｒ．Ｔｈｅ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ｏｓｔｏｎ，１８４３）。

——第５８页。

《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

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黎版（Ｇｒａｔｕｉｔéｄｕ

ｃｒéｄｉ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

ｔｉａｔｅｔＭ．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见巴师夏，弗·《无息信贷。弗·

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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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巴黎版。

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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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ｒｅ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

ｒａｔｅｏｆｗａｇ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ｆａｃｅｏｎ

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

ｓｅｎｔｄｉｓｔｕｒｂａｎｃ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

第７６页。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基本原

理》，让·阿里瓦本伯爵选自纳·威·

西尼耳先生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讲义，

１８３６年巴黎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 ．Ｐｒｉｎ

ｃｉｐｅｓｆｏ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ｕｘｄｅ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ｉｒéｓｄｅｌｅ汅ｏｎｓéｄｉｔｅｓｅｔ

ｉｎéｄｉｔｅｓｄｅＭｒ．Ｎ．Ｗ ．Ｓｅｎｉｏｒｐａｒ

ｌｅｃｔｅＪｅａｎＡｒｒｉｖａｂｅｎｅ．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

——第５５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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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ｓ

ｍｏｎｄｉ，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Ｄｅｌ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ｏｕ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

éｃｏｎｏｍ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ａｐｐｌｉｑｕéｓ ａ ｌａ

ｌé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Ｔｏｍｅ ．

Ｇｅｎèｖｅ，１８０３）。——第６９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德《政

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

版第１—２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Ｃｈ．Ｌ．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ｓ — ．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７—

１８３８）。——第６０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德《政

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

系》１８２７年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Ｓｉｓ

ｍｏｎｄｉ，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

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ｅｃｏｎｄｅ é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７），第１版１８１９年在

巴黎出版。——第８、６０、７５—７６、２４５

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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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ｐｒｉｎ

ｃｉｐｅｓｄ’é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

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

ｌａ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ｍｅ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９）。——第２０８、２１６、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４

页。

《限制羊毛出口的理由》１６７７年伦敦版

（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 ａｌｉｍｉｔｅｄ ｅｘ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ｗｏｏ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７７）。——第２１２

页。   

Ｙ

亚里士多德《尼科马赫伦理学》，载于伊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

牛津版第９卷 （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Ｅｔｈｉｃａ

Ｎｉｃｏｍａｃｈｅａ．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

ｃｅｎｓｉｏｎｅ ．Ｂｅｋｋｅｒｉ．Ｔｏｍｕｓ ．Ｏｘｏｎｉ

ｉ，１８３７）。——第１６０页。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

牛津版第１０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ｒ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ｌｉｂｒｉ ．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

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ｃｅｎｓｉｏｎｅ ．Ｂｅｋｋｅｒｉ．

Ｔｏｍｕｓ ．Ｏｘｏｎｉｉ，１８３７）。——第５６、

１０２、１９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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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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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ｒｉｔｈｍｅｔｉｃ．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ｅｏｆ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４）。——

第９５、１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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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ｏｒ，ａｎ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ｍｏｒａｌ，ａｎｄ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ｒｙ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Ｇｒｅａｔ

Ｂｒｉｔａｉ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第１１７、３９７

页。

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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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ｅａｓ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ｌａｔ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

ｔｈｅｐｏｏｒｒａｔｅｓ：ｏｒ，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ａｎｄｐｒｏ

ｖｉｓ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７）。——第２１３

页。   

期  刊

Ａ

《爱丁堡评论或批判杂志》（《Ｔｈｅ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Ｒｅｖｉｅｗ，ｏ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

１８６０年。——第１３２页。

Ｄ

《德法年鉴》 （《ＤｅｕｔｓｃｈＦｒａｎｚｏｓｉｓｃｈｅ

Ｊａｈｒｂüｃｈｅｒ》）１８４４年巴黎出版。——第

６６、１９０页。    

Ｊ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出

版。——第３３３、４０８、４１１页。

 ——１８５１年７月１９日第９卷。——第

２２６页。

Ｌ

《雷诺新闻》（《Ｒｅｙｎｏｌｄｓ’ｓＮｅｗｓｐａｐｅｒ》），

伦敦出版。１８６３年１１月２９日。——第

１４５页。

《两大陆评论》（《ＲｅｖｕｅｄｅｓｄｅｕｘＭｏｎ

ｄｅｓ》）新辑第２４卷第９９８—９９９页，

１８４８年巴黎版。——第３１页。

Ｔ

《泰晤士报》（《ＴｈｅＴｉｍｅｓ》），伦敦出版，

１８６２年３月１３日。——第１３２页。

Ｙ

《艺术协会杂志》（《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ｏ

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伦敦出版。

——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９日第７卷。——第３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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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巴尔扎克《高布赛克》。——第２２７页。

Ｄ

笛福《鲁滨逊飘流记》。——第１９４页。

Ｇ

歌德《浮士德》。——第６６、２３２、５２３页。

Ｍ

密尔顿《失乐园》。——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Ｓ

塞万提斯《唐·吉诃德》。——第１９７页。

莎士比亚《亨利四世》。——第９４页。

莎士比亚《理查三世》。——第９４页。

莎士比亚《无事烦恼》。——第１９９页。

Ｗ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第１４２、２３２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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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目 索 引

Ａ

爱尔兰——第１３０、１４１—１４３页。

澳大利亚——第２４１页。

Ｂ

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第４１、６２、１６１—１６２、

１８６—１９９、４０７页。

——货币拜物教——第１９８页。

——资本拜物教——第１０８、１１４、１１６、

１１８、４０７页。

半成品——第３７４、４１２—４１３、５０９页。

保护关税——第１１２页。

辩证法——第４０５页。

剥夺——第１３５、１４３—１４５、２４４—２４６页。

不变资本

——定义——第３７５页。

——不变资本的要素——第１４、４４、３７０—

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４、４０５—４０６页。

——不变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第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５、３７６—

３７７、３９３—３９６、４０５、４３６页。

——和不变资本价值—— 第１２、１１５、

３３９—３４１、３６９—３７８、５１６—５１７页。

——不变资本各个部分的价值转移——

第６—７、１２—１３、３３９—３４１、３７０—

３７３、３７６—３７８页。

——农业中不变资本补偿的特点——第７

页。

——不变资本的再生产——第２３３—２３４、

３７６—３７７、３８０—３８１、４３６—５２５页。

——和价值形成过程——第３３９页。

——和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第３３９—

３４０、３９４、４３３—４３５页。

——和利润率——第３９４、４３３—４３５页。

——和可变资本——第３７４—３７７、４０２、

４３３—４３５页。

——和经济危机——第３９８页。

簿记——第２３１、２８３页。

Ｃ

财产——见所有制。

财富（社会的）

——商品是财富的原素形式——第２３页。

——物质财富——第１０８—１０９、１８５页。

——劳动条件形式上的财富——第１２０

页。

——货币形式上的财富——第７５、９３页。

——财富的源泉——第１０８、１２０、２１２页。

——财富的物质内容——第６４、９７—９８、

１０８、１１４—１１５、１８５、２１１—２１２、３１６、

４１８—４１９页。

——财富的社会形式——第９３—９４页。

——财富的生产——第４９、２３９—２４０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财富的增长——第

２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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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９７—９８、１０６页。

——财富的再生产——第３１５—３１６页。

——财富的占有——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财富的积累——第１２３、３１６、４１９、

５０６—５０８页。

——发财致富的欲望——第５２０页。

——和资本的浪费——第５２０页。

—— 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下的财富

——第５１９页。

—— 财富的资产阶级概念—— 第１２０、

２０７—２０８、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０、５２０—５２２

页。

采掘业——第９６、２３４、４９１、４９３页。

采矿业——第９７、３９１、４９３页。

产业资本——第２０５—２０６、３１９页。

超额利润——见额外利润。

成本核算——第１３０页。

抽象劳动

——作为社会劳动形式——第１８６页。

——作为具体劳动的对立面——第１５７—

１５８、１５９页。

储备（商品储备）——第２２７、２７８、３１３—

３１７、３４２—３４３、３４４页。

  并见生产储备。

纯产品——第１１０—１１３、２１８—２２０页。

  并见剩余产品。

Ｄ

大不列颠——第５７、６５、７３、１３０、１３２—

１３５、１４１、２０９、２１６、２３０、２３４、２４２、

３１１、５１９、５２２页。

德国——第１８７、１９３、３２９页。

地主——第５２２、５２４页。

地租——第８８、１１３、１９８、５２２、５２４页。

订货（供货合同）——第９０、９１—９２、４１０、

４１３页。

对立——第５２页。

对外（世界）贸易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第２４１

页。

——和资本主义再生产——第２２０、４１０、

４１７、５００、５２４页。

——为输出服务的生产部门——第４１０、

４１３页。

——和剩余价值的实现问题——第２１９

页。

——对外贸易被抽象掉——第２１９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对外贸易——

第３５１页。

Ｅ

俄罗斯——第１１３、１９３、２６１页。

儿童劳动——第２１６、２４１页。

Ｆ

发明——第１１２、３３８、３９３页。

法（权）——第１４４、１５８页。

法国——第１３３—１３５、１８７、２０９、２３０、５２０

页。

非洲——第５０４页。

分工

——自然分工——第１９３—１９４页。

——社会分工——第６、７４、９４、１８８、１９０

页。

——部门内部的分工——第６、２４５页。

——和协作——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共产主义下的分工——第１９４页。

封建主义——第１４３、２２６—２２７页。

服务——第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８—１０９、１１０页。

辅助材料—— 第４０、４２—４３、２３４、３７１、

３７２、３７４、３９１、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８、４１２—

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５、４２０、４３６、４９１、４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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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劳动——第２４１页。

赋税——第１０４、２７５页。

Ｇ

高利贷资本——第８２、２３２、３２９页。

革命——第９５页。

个人消费——见消费。

个人消费品

——生活必需品——第４２、４８、６２、６７、９３、

２１９、３２２、４４０、４４１页。

—— 奢侈品—— 第４１７、５１６—５１９、５２２、

５２４页。

  并见生活资料。

个人依附——见农奴制，奴隶制。

工会——第１３０—１３２页。

工人

—— 一般评述—— 第６１—６２、８６—８８、

９１—９２、３１５页。

—— 作为人格化的劳动——第４８、５０、

７３—７４页。

——作为资本购买的工具——第４２—４３、

９７—９８、２１５页。

——工人的历史发展——第５６页。

——工人的劳动力——第４９—５０、７３—７４

页。

——工人的劳动时间——第４６、５１、７０—

７１、１３８—１３９页。

——工人活动的异化——第５—６、４８—

４９、２１２—２１３页。

—— 工人的需要—— 第９１、１０８—１０９、

２１４—２１５页。

——工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状况——

第４７、７０—７１、２１４—２１５、２７５页。

——和资本家——第４８、５０、５４—５５、５７—

５８、６１、７０—７１、７３—７４、２１５—２１６、

３０６、３１４—３１５页。

——和劳动的物质条件——第４７、６１—

６２、７７、９７—９８、３０５页。

——生产工人和非生产工人——第１００—

１０３、２２６—２２７、２４１—２４２、４９４、４９９—

５００、５２１页。

——总体工人——第１００—１０１页。

——农业工人——第９３—９４、１４１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主义制度

下工人的状况—— 第６９—７０、７５—

７６、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５、５２１、５２３页。

  并见工人阶级。

工人的阶级斗争

——为改善生活条件而斗争——第１４４—

１４５、２４６页。

——和增强工人的组织性——第２４６页。

工人的住宅条件对剥削者的依赖性——

第１４５页。

工人阶级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状况

——第２１４—２１５、５２１—５２２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再生产

——第２９—３０、４２—４３、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３—

２１４、２２４—２２５、２６９—２７０、５１７—５１８

页。

—— 工人阶级人数的绝对增加—— 第

２３６—２３７页。

  并见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工人，劳动

力，农业工人。

工人阶级贫困化——第４７、１２３页。

  并见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资本

积累，相对人口过剩，资本主义制度

下对劳动力的剥削。

工业

——作为生产领域的工业的特征——第

９７—９８、２０６、２２２、５１９—５２０页。

——工业的发展——第２３９—２４０、５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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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０页。

——和机器的应用——第９６—９７、１３３—

１３５、２３４、５１９—５２０页。

——和人口——第９７、５２２页。

——和自然力的应用——第１１２页。

——和科学的应用——第９５—９６、２４５页。

——采掘工业——第９６—９７、２３４、４９１、

４９３页。

——加工工业——第１３３—１３４页。

工业周期

——一般评述——第２３９—２４０页。

——工业周期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变化

——第２３９—２４２、３９８页。

——周期的变换和劳动人民的状况——

第２３９—２４２页。

  并见生产过剩，经济危机。

工艺学——第８４、８６、９１、９４、９８、２３３、２３４

页。

工资

——作为劳动力价值（价格）的转化形式

——第１３７—１４０、２７８页。

——作为生活资料的形式——第９３—９４、

１２３—１２４页。

——工资的量——第１３、９１—９２、１３０、５２４

页。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第２７５页。

——工资水平的民族差异——第１３７—

１３８、１３９—１４０、２４１—２４２页。

——工资的界限——第９１、１３０页。

——工资的货币形式——第１４０页。

——计时工资——第１３７—１３９页。

——计件工资——第４４、９２、１３６—１３９页。

——工人的工资花费——第９３页。

——工资提高和降低的原因——第９２、

９４—９５、１３０—１３１、１３６、５２４页。

——工资在社会总产品不同部分的交换

（和再生产）中的意义——第２７４—

２７５、２７９页。

——和货币流通——第２７４、３１９页。

——和劳动生产率——第２１—２２页。

——和劳动的强化——第１３６—１３８页。

——和资本家给工人的信贷——第１２８

页。

—— 和资本积累—— 第１２３—１２４、１３６、

２１５、２３３页。

——和可变资本—— 第２１、４５、７５—７６、

２０９—２１０、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９—２８０、３１９、

３７５—３７６页。

——和剩余价值——第１４—１６、１３９页。

——和剩余价值率——第２１—２２页。

——和劳动力再生产——第７０—７１页。

——和工会——第１３０—１３２页。

——和工作日——第７０—７１页。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工资—— 第

６９—７０、７５、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０、２７５—

２７６、５２０—５２１页。

工作日

——作为劳动时间的尺度——第１７、１８—

１９页。

——工作日的组成部分——第１９—２０、

２１—２２页。

——工作日的长度——第８０、２４１—２４２

页。

——和工人人数——第１９—２０页。

——和工资——第７０—７１页。

——和劳动的强化——第４６、７９、８５—８６、

８７、１３７—１４１、２４１—２４２、４９４页。

——和劳动生产率——第２２—２３页。

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共产主义的生产力——第４９页。

——社会关系——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劳动的性质——第１３６、１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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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和分工——第１９４页。

——和分配——第１９４页。

古代世界——第１９４—１９５、４１８页。

  并见古希腊罗马世界，雅典（古代），

希腊（古代），罗马（古代）。

古希腊罗马世界——第１９４—１９５页。

  并见雅典（古代），希腊（古代），罗马

（古代）。

股份公司——第３４５、４１９页。

股票——第４１９页。

固定资本

——定义和评述——第４０５—４１０、４１５—

４１８、４９５—４９６页。

——固定资本的组成——第３７０—３７３、

４１０页。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第

３７０—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７、４０５、４０７、４０９—

４１２、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８—４１９页。

—— 固定资本周转的一般期间—— 第

３８０—３８１、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８、４１０页。

—— 固定资本规模的绝对扩大—— 第

３９５、４１６—４１８、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１、

４９２—４９４页。

——作为不变资本的部分——第３７１—

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７页。

——固定资本的有形损耗——第２３３—

２３４、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６—３７９、

３９６页。

——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第２３４页。

—— 固定资本实物形式的维持和修理

——第３７２、３７６—３７９、４０２、４１６页。

—— 固定资本的完善—— 第２３３、２３７、

４９５—４９６页。

——固定资本的相对贬值——第２３４页。

——固定资本全部磨损后的补偿——第

２３３、３５１、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２—３７４、３７６—

３８０、３９６、４３６页。

——固定资本的再生产周期——第３９８、

４０７、４０８、４１８、４２２—４２３、４８８—４８９

页。

——和预付资本量——第４３４、４８８—４８９

页。

——和生产力的发展——第１１４—１１５、

１１６—１１７、 ４１６—４１７、 ４８８—４９０、

４９３—４９４、５０４—５０５页。

——和科学——第２３３、２３７、４１６、４９３、４９５

页。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４１７页。

——和自然要素——第１１６、４８８页。

——和经济危机——第１４１—１４２、２９４—

２９５、４１７—４１８页。

——固定资本寿命的平均周期和经济危

机的周期性——第３４６—３４９、３９８页。

——和流动资本——第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２—

３７６、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５页。

——和剩余价值——第３９３—３９４页。

——和工人被排挤——第４１７页。

——和工人被剥削——第４１７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固定资本和流

动资本—— 第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３、

４０７、４０８、４１５、４１６—４１７页。

  并见固定资本折旧，不变资本，生产

资料，劳动资料。

固定资本折旧——第２３３、２３４、３７０—３７１、

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６—３７９、３９６、４３６页。

雇佣劳动

——作为资本主义的特有现象——第６２、

６４—６８、７３—７４、７９、９３—９５、１００—

１０１、２２５—２２６页。

—— 和资本—— 第６８、７５、１１５—１１６、

１２２—１２４、１４１、１４４—１４５页。

６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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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雇佣劳动——

第４０、５５—５６、６５、６９—７０、１２０、１２５—

１２６、１２９、２２１、２３８、５２０—５２１页。

规律——见经济规律。

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

——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第５７—５８、

５１９—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４页。

——作为收入的消费者——第８８页。

国家有价证券——第４１９—４２０、５０６—５０７

页。

国内市场——见市场。

国债—— 第１４４—１４５、４１９—４２０、５０６—

５０７页。

Ｈ

行会制度——第７９、８１—８２、８８—９１、９３—

９４页。

行情（商品市场的）——第４９７页。

荷兰——第５１９页。

化学——第８４、１９８、２３４、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０、

３７４页。

汇率——第１９７—１９８页。

货币

—— 作为社会劳动的一般形式—— 第

７４—７５、７８页。

——作为商品的转化形式——第５、１３８—

１３９页。

——一般商品——第２００页。

——和商品流通——第２００、３１９—３２０页。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

第８９—９０页。

——价值尺度——第２００—２０１页。

——计算货币——第６—７、１１、２８３—２８４

页。

——购买手段——第１２９、３２５、４５７—４５８

页。

——流通手段——第９３—９４、２００—２０１、

２８３—２８４、３２１页。

——贮藏手段——第４９、２０３、３１４—３１５、

３２５—３２６、５２４页。

——支付手段——第１２７—１２８、１２９、３２５、

３４５、４５７—４５８页。

—— 金属货币—— 第２００—２０１、３２５—

３２６、５０６—５０７页。

——铸币——第３２２—３２５页。

——流通中的货币量——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货币转化为资本——第５—６、５４、６１、

６２、７４—７５、９０、２２２—２２３页。

——货币的拜物教性质——第１９７—１９８

页。

—— 作为资本的形式—— 第７３—７４、

２５４—２５５、３１７、３２１、４１９—４２０页。

——作为财富的形式——第７４—７５、９３—

９４页。

——资产阶级货币理论和货币流通理论

——第３９—４０、２９３—２９４、４５９页。

  并见一般等价物，金（和银），铸币。

货币流通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第８—

９、２５６—２５７、３２７页。

——和商品流通——第４—５、８—９、３２—

３３、６１、７３—７４、１２３—１２４、２００、３１０—

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５、３１９—３２０页。

——流通中的货币量——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货币资本

——定义——第４２０、５０６—５０７页。

—— 它的形式和周转阶段—— 第７４、

２５４—２５９、 ２６０—２９７、 ２９８—３０８、

３１７—３２４页。

——它转化为生产资本——第２０５、２５７—

２５８页。

——它的积累——第４１９、５０６—５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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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在社会资本再生产中的作用——

第６２—６３、２６０、２７３、２９５—２９６、２９８、

３２３—３２４、３９９、４２０—４２１、４３７、４４２—

４４６、４４８—４５１、４５７—４５８、５０５—５０６

页。

——和货币流通——第２７３、４２０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货币资本——

第４５９—４６０、５０６—５０７页。

  并见银行，信用（信贷），借贷资本。

货币主义——第５５页。

Ｊ

机器

——作为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第４０、

３７０—３７１、３９６、４０１、４１０、４１５页。

——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第４０—４１、

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１１８、２２１、４９２—４９３

页。

——机器的更新——第５０４页。

—— 机器的改进—— 第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７

页。

——机器的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第

４４、２３４、３７０—３７１、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５页。

——机器的相对贬值—— 第２３４、４９２—

４９３页。

——和生产力的发展——第８３—８４、９６—

９７、４１６、４９２—４９３、５０４—５０５页。

——和劳动生产率——第８３—８４、４１６—

４１７页。

——和竞争——第２３４页。

——和再生产过程的加快——第４９２—

４９３、４９５页。

——和资本积累的加快——第５０４—５０５

页。

——和工人被排挤——第２２１、２３６—２３７

页。

——和工资——第２３４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机器——第１２０

页。

  并见固定资本折旧，固定资本，不变

资本，劳动资料。

机器制造业——第９６—９７页。

基督教——第１９６页。

技术——第２３３、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６

页。

家庭工业——第８６—８７页。

家庭劳动——第８６—８８页。

价格

——定义——第１３—１５、２３、２６—２８页。

——和价值—— 第１０—１１、１５、２３—２５、

２７４页。

——和劳动生产率——第１４—２５、２８、２９、

９５—９６、１８５、２９３—２９４页。

——和剩余价值——第１５—１６、２１—２２、

２８页。

——和剩余价值率——第１５—１７、２１—２２

页。

——和利润率——第３９５页。

—— 和劳动力价值—— 第２８、９２、１０３、

１３０、１３８—１３９页。

——和工资——第９２、１３０页。

——价格变化对资本周转的影响——第

３９８页。

—— 市场价格—— 第２３９—２４０、２９５—

２９６、３４９—３５０、４２３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商品价格——

第２２９—２３０页。

  并见市场价值，价值，生产价格。

价值

——作为社会关系——第１４９、１８９—１９０

页。

——价值实体——第１８９—１９０页。

——价值量的规定——第１３８、１９０、３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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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页。

——交换价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第

６—７、１４９页。

——价值的变化——第５２、５３、２９４—２９５

页。

——市场价值——第２９５页。

——总产品价值——第２６、２７、２２２页。

——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第８３—８４

页。

——新价值——第５２页。

——和使用价值——第７１—７２、４２４—４２５

页。

—— 和劳动生产率—— 第１４—２２、２９、

９５—９６、１８５、２９３—２９４页。

——和工资——第２２、９２—９３页。

——劳动力的价值——第２２、９１、９２—９３、

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８、２２２页。

——和生产价格——第２７页。

——价值规律——第２５、３１—３３、９８—９９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价值——第５１、

１８９—１９０、 １９５—１９６、 １９７—１９９、

２９３—２９４页。

  并见交换价值，价值形式，价格。

价值形式

——价值形式的两极——第１５０页。

——价值形式的发展——第１４７—１７６页。

——简单的价值形式——第１４９—１６６页。

——总和的价值形式——第１６６—１６９页。

——一般的价值形式——第１６９—１７４页。

——货币价值形式——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并见交换价值，货币。

简单再生产（社会范围的）

——它的本质和与扩大再生产的区别

——第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９、２２３、４３７页。

——消费是简单再生产的要素——第４３８

页。

——简单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比例——

第 １１２—１１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１—２１２、

４３７页。

——部门内部的交换和部门之间的交换

——第４４１—４９８页。

——和年产品的补偿—— 第２０７、２１８、

４３９—４４０、４５１—４５３页。

——可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第２０８—

２１１、４３７、４３９、４４４—４４６、４８３页。

——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第２０７、

２１０—２１１、 ２３３—２３４、 ４３７—４３９、

４４６—４５７、４６２、４８３页。

——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简单再生产

—— 第 ２０７—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６、４３７、４３９、

４４４—４４６、４７２页。

——生产关系的简单再生产——第２１５—

２１６、２１７页。

——货币作用和货币流通的简单再生产

—— 第４３７、４４２—４４５、４４８—４５０、４５７—

４５８页。

——工人花费工资的意义——第４３９页。

——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第４３８—

４３９页。

——简单再生产的矛盾——第２２３—２２４、

２９４—２９５页。

  并见再生产，扩大再生产。

建筑物——第４０７页。

交换

——作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社会联系的形

式——第１８８—１８９、１９９—２００页。

——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形态下的交换

——第１８８—１８９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商品交换的特点

——第２２１、３１０—３１１页。

——作为资本循环和再生产过程中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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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变换——第３２、１０７、４８６页。

——交换的形式——第４８６页。

——商品的交换——第６—７、３２—３３、６８、

１０９、１８８、１８９、４８６—４８７页。

——活动的交换——第２２１页。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第６—７、

１０９—１１１、１２３—１２４页。

——资本家之间的交换——第２９１—２９２、

４３７—４９８页。

——社会生产各部类之间的交换——第

４３７—４９８页。

——国家之间的交换——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和价值——第３４６—３４８页。

——和生产——第６８页。

——资产阶级对交换的观点——第４５９

页。

交换价值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

第６—７、２３１页。

——作为价值的表现形式——第１１７—

１１８、１６３、３３０—３３１页。

——货币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存在——第

１１７—１１８页。

  并见价值。

交通工具——第９６—９７页。

  并见交通。

教会——第５７、１９６、５１９、５２３、５２４页。

借贷资本——第２８１—２８２、４０７页。

  并见信用（信贷），高利贷资本。

金（和银）

——作为商品——第１７５—１７６页。

——作为货币——第５５、１３９—１４０、１７５—

１７６、１９１—１９３、２００—２０１、３１７、３２０、

３２１、４１９、５０６页。

——作为货币材料——第３２０—３２１、３５３、

４１９页。

——它的价值变动和商品价格——第２６５

页。

——它的积累——第５０６—５０７页。

经济范畴——第５、２５３、３３８、３６９、４０５页。

经济关系——见生产关系。

经济规律

——资本主义积累规律——第１３３、２３５

页。

——人口规律——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剩余价值规律——第１１８—１１９页。

——价值规律——第９８—９９页。

——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第９０、１１２—

１１３、１３３、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６、３９７、４９７、

５００页。

——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第２２５页。

——交换规律——第２２１—２２２、２２４—２２５

页。

——所有权规律——第２２５页。

——商品流通规律——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 商品生产规律—— 第２２０—２２３、

２２４—２２５页。

经济危机

——一般评述——第２２７、２３９—２４０、５２４

页。

——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矛盾的结果——

第９７—９８、２９４—２９５、５２４—５２５页。

——经济危机的原因——第２４０—２４１、

２９１—２９２、 ２９４—２９６、 ３１０—３１１、

４１７—４１８页。

——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第２３９—２４０、

３９８页。

——经济危机的循环性——第２３９—２４１

页。

——和实现问题——第２２６—２２７、２７３—

２７４、２７８、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４—２９６、３１１—

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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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人阶级状况——第１４１—１４２、

２４０页。

——和资本贬值——第１４１—１４２、２９４—

２９５、４１７—４１８页。

——和货币危机——第２９１—２９２页。

——和破产——第１２８、２９１—２９２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经济危机——

第６５—６６、２０７—２０８页。

  并见生产过剩，工业周期。

竞争

——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第１３９—

１４０、２３１、２４１—２４２、３１３—３１４、３９８

页。

——部门内部的竞争——第３１３—３１４页。

——工人之间的竞争——第１３９—１４０、

２４１—２４２页。

——国家之间的竞争——第３１０—３１１页。

——和市场价值的形成——第２９５—２９６

页。

具体劳动—— 第５０—５１、５３、１５７—１５８、

１５９—１６０、１８５—１８６页。

绝对剩余价值

——它的基础——第８１—８２页。

——它的生产——第１８—１９、８４—８５页。

——和相对剩余价值——第８４—８５、９５—

９６页。

Ｋ

科学

——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产物——第８４、

１１５、１１６、２３３页。

——作为生产力——第８４、９５—９６、１１６、

４９３—４９５页。

——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第８４、９５—

９６、２４５、２４６、３３８、４９３—４９６、４９７页。

——资本利用科学的成就——第１１５—

１１８、２３４页。

——科学的费用和科学的有效性——第

４９４—４９６页。

——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第５０４—５０５

页。

—— 和固定资本—— 第２３３、２３７、４１６、

４９３、４９５—４９６页。

可变资本

——定义——第２０９、３７６、５１３—５１４页。

——作为流动资本的部分——第１３、２６、

３７５—３７７、４８９页。

——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

——第４１—４２、６２—６４、４４０页。

—— 可变资本与劳动力的交换—— 第

４１—４２、７７、１２１—１２２、２０９—２１０页。

——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第４９１—

４９２页。

——和价值形成过程——第７５—７６页。

——和价值增殖过程——第４５—４６、７５—

７６页。

——和不变资本—— 第３７４—３７７、４０２、

４３４页。

——和货币资本—— 第２７３、２７９—２８０、

３７５—３７６页。

——和商品资本——第３７５—３７６、４３９—

４４０页。

——和工资——第２０—２１、４４—４５、７５—

７６、２０９—２１０、２７４—２７６、２７９、３１９—

３２０、３７５—３７６页。

——和剩余价值率——第３６８—３６９页。

矿业——见采矿业。

扩大再生产（社会范围的）

——它的本质和与简单再生产的区别

—— 第 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３、２５２、４９４—

４９６、４９８、５０２—５０４、５０９—５１０页。

——它的必要条件和比例——第４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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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５—５１６页。

—— 消费是它的必要要素—— 第４３８、

５１４—５１６页。

——货币资本的积累——第５０７页。

——和积累率——第４９８—４９９页。

——不变资本的扩大再生产——第２２３、

４３６、４９３—４９４、４９６—４９７、５００、５０４—

５０５页。

——和追加不变资本——第２１９—２２０、

４９３、４９８—５００、５０１、５０５页。

——生活资料的扩大再生产——第４９６、

４９９—５００页。

—— 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扩大再生产

——第２２２、４９６、４９８、５００页。

——和追加劳动力——第２２０、２２１、４９９—

５０１页。

—— 和追加可变资本—— 第２１９、２２０、

５００、５０４—５０５页。

——和追加货币资本——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为积累起媒介作用的货币流通——

第５０５页。

——再生产过程的并行——第５０７—５１２

页。

——和实现问题——第３０５、３１５—３１６页。

—— 扩大再生产的矛盾和危机—— 第

２２３—２２４、 ２９４—２９５、 ５１５—５１６、

５２４—５２５页。

  并见再生产，简单再生产。

Ｌ

劳动

——作为有目的的活动——第４６、５６—

５７、６５—６６、７４—７５、８１—８２、１１３、１２１

页。

——作为价值源泉和价值实体——第４６、

５１—５２、６６—６７、７４—７５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的二重性——

第９—１０、５１、５２、１８５、１８６页。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第１５８—

１５９页。

——社会必要劳动——第５１、５２页。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第５０、５１、

５３、１５７—１５８、１５９—１６０、１８５—１８６

页。

——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第９—１０、

１３、１５—１７、１９—２２、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３、

２２４、２８７、３２７、４６３、５０２、５１７、５１８页。

——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第９２、１３９、

２７４、５１６—５１７页。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第１３—１６、

３８—３９、４７—４９、５１—５３、６７、６８、７６—

７７、１２４—１２６、４６３—４６５、４７０、５０１、

５１７页。

——追加劳动—— 第４５、５３、１２１、２２１—

２２２页。

——雇佣劳动——第６２、６４—６８、７４、７５、

７９、９３—９４、１００—１０１、１１５—１１７、

１２２、１２３、１４１—１４２、１４４—１４５、２２５

页。

——自由劳动——第１３６页。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第９２—９３

页。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第９９—

１１０、１１８—１２０、２０４、２２６页。

——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第２４１—

２４２页。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第２０４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对自己劳动的

内容漠不关心——第７２、９３—９５页。

—— 劳动长度—— 第 １４０、１９３—１９４、

２４１—２４２、４９４页。

——劳动强度——第４６、７９—８０、８５—８７、

２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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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９１、１３７—１４０、２４１—２４２、４９４页。

——劳动的不间断性——第４５、７９、８０、

８６—８７、９１页。

——劳动的协作——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劳动的变动性和新劳动种类的形成

——第７２—７４、９４—９５、５１３—５１４页。

——对劳动的浪费——第３５３页。

——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第６—

７、４０—４１、６５—６８、６９—７０、７５—７６、

３３９—３４０页。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第６—

７、１２、３６—３７、３８—３９、４０—４１、４３—

４４、４５、４６—４７、５０—５４、６６—６７、７０—

７１、７５—７６、７８、１１８—１１９、３３９—３４０、

３７０—３７２、４０２—４０３页。

——活劳动是致富的源泉——第４７、６６

页。

—— 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下的劳动

——第７９页。

——共产主义下的劳动——第１３６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劳动——第３３、

４０、５５—６１、６３、６７—６８、６９—７０、７５—

７６、１１９—１２０、１９５—１９８、２０２、２２０—

２２２、２２５—２２８、３１６、５２２—５２３页。

  并见抽象劳动，儿童劳动，妇女劳动，

劳动强化，雇佣劳动，生产劳动，劳动

生产率，劳动力，脑力劳动和体力劳

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劳动力的剥

削。

劳动材料——第５４、５５、５７、７７、８１—８２、

３７１—３７２、５０９—５１０页。

  并见劳动对象。

劳动对象

——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第３６、３７、

３９—４０、５４、６６页。

  并见土地，劳动资料，自然，原料。

劳动工具——见生产资料，劳动资料。

劳动过程（工艺的）——第８５—８６页。

劳动后备军——见相对人口过剩。

劳动力

——作为商品——第５—７、６１—６２、１２６—

１２８、１３８—１３９页。

——劳动力商品的买卖——第６１—６２、

６５、９１、１２４—１２６、２２２页。

——劳动力价值（价格）—— 第２２、９１、

９２—９３、１３８—１３９、２２２页。

—— 劳动力使用价值的特殊性—— 第

３８—３９、４５、５３、６１、１２６—１２８、２２２页。

——和资本——第６６—６７、６８—６９、１１６—

１１７、１２７—１２８、２３４页。

——和可变资本——第４８、１２１、２０９—２１０

页。

——劳动力的再生产——第１２１、１２２—

１２３、２６８—２７０、２８９页。

——社会结合的劳动力——第１００—１０１、

１１４、１１６页。

——劳动力的发展和劳动量——第８６—

８７、４９４—４９７、５１３—５１４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劳动和劳动力

混为一谈—— 第４０—４１、７５—７６、

１２０、１２９页。

劳动强化——第４５—４６、７９、８０、８５—８７、

９１、１３８—１４１、２４１—２４２、４９４页。

劳动人口——第５—６、１４３—１４４页。

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

——定义——第９８页。

——决定劳动生产率水平的因素——第

１４、９５—９６、１８５、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０、４９６、

４９９、５２４页。

——和商品价值（价格）——第１４—２２、

２９、９５—９６、１８５、２９３—２９４页。

——和商品的使用价值——第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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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对工资量的影响

——第２１—２２、１３６—１３７页。

——和剩余价值——第１７—２２、２９页。

—— 和剩余价值率—— 第１６—１７、１８、

１９—２０页。

——和资本有机构成——第１６页。

——和资本积累——第２３３页。

——和再生产过程——第３９８、４９９—５００

页。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劳动生产率

——第１４０、５２１页。

劳动时间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４５—４６、

５１、７０—７１、１３８—１３９页。

——和自由时间——第８５—８６页。

——和生产时间——第３３３—３４０页。

劳动受剥削的程度——见剩余价值率，资

本主义制度下对劳动力的剥削。

劳动条件——第５—６、３８—４０、６５、８１—

８２、８５—８６、９８—９９、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

１１８、１２２—１２３、２８５页。

劳动在实际上从属于资本——第６９—７０、

８３—８５、９４—９９页。

劳动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第７８—８３、

８５—９０、１２５—１２６页。

劳动者的职业发展——第８８—８９页。

劳动资料

—— 一般评述—— 第３７０、３７６—３７９、

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８页。

——作为劳动过程的要素——第３７—４０、

５４—５５、５７、７７、８１、３７０—３７１、４０４、

４１２、４１４—４１６、５０９—５１０页。

——作为不变资本或固定资本的实物形

式—— 第３７０—３７１、３７７—３７９、４０２

页。

——劳动资料的作用——第６—７、３７０—

３７１、３７７—３７９、４１１—４１２页。

——劳动资料的有形损耗和无形损耗

——第６—７、３７７—３７９页。

——劳动资料的再生产——第４１０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资料的浪费

——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并见机器，固定资本，不变资本。

力学——第８３—８４页。

利润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因——第５２２

页。

——利润的源泉——第３１—３２页。

——影响利润量的因素——第１１４—１１５

页。

——利润率——第３３８、３４８—３４９、３６０

—３６９、３９５、３９９—４００、４３４、５１３

页。   

——平均利润率的形成——第３３８、３４８—

３４９、５１３页。

——超额利润——第３９３页。

——利润的计算——第３３８页。

——和地租——第５２２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利润的解释——

第７５—７６、３９４页。

  并见利润率，剩余价值。

利润率

——平均（一般）利润率——第３３８、３４８—

３４９、５１３页。

——年利润率——第３９９—４００页。

——利润率的计算——第３３８、３５９—３６９、

３９９—４００、４３４页。

——影响利润率高低的因素——第３９５、

３９９页。

——和剩余价值率——第３６０—３６１、３９９

页。

——和资本量——第３９５、３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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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利润率——第

７５—７６、３９４页。

利息——第２２６、５２０页。

林业——第５０２页。

流动资本

—— 定义—— 第３６９—３７０、３７４—３７５、

４２０—４２１页。

——作为流通中的资本形式——第２９５—

２９６、３１８—３２０、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５、

４１２、４２０页。

——作为不变资本的部分——第３７４页。

——流动资本的要素——第３７４页。

—— 流动资本的周转和总资本的周转

——第３８１—３８９页。

——流动资本的实现——第４１２—４１４页。

——流动资本的再生产——第４１３—４１４

页。

——流动资本的循环——第３６９—３７０页。

—— 可变资本是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

——第１３、２６、３７４—３７５、３７６—３７７、

４８９—４９０页。

——和生产资本——第３６９—３７０、４１２—

４１３页。

——和固定资本——第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３—

３７６、３８１—３８２、４０２、４０５、４１５—４１６

页。

——和不变资本——第３７３—３７４、３７５、

４１４—４１５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流动资本和固

定资本—— 第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３、

４０７、４０８、４１５—４１７页。

流通

—— 作为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阶段

——第２５３—２５４、３１３—３１５页。

——作为再生产过程的一个阶段——第

６５、２５２—３２３页。

—— 流通时间—— 第３２３—３３２、３３７—

３３９、３５４—３６９、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６

页。

——商品流通——第８—９、３２、６１、７３—

７４、１２３—１２４、３１０—３１２、３１４—３１５、

３２７—３２８页。

——货币流通——第９、３２７页。

——资本流通——第３９、２０５、２５２—３１２、

３２７页。

——和剩余价值量——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和生产——第６５—６６页。

——和再生产——第２５２—３２３页。

  并见流通时间。

流通费用

——商品买卖的费用——第３４６—３４８、

３５２—３５３页。

——簿记的费用——第３４８—３４９页。

——货币流通费用——第２６６—２６７、３５３

页。

—— 商品保存费用—— 第３４９—３５０、

４２３—４２５页。

—— 运输费用—— 第３２３—３２４、３５０—

３５１、３５２、４２５—４２６页。

流通时间

—— 定义—— 第 ３２３—３２７、３３２—３３３、

３３７—３３９页。

——作为周转时间的一部分——第３５４—

３６９、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５—４２６页。

—— 和预付资本量—— 第３２７—３２９、

３３７—３３８、３４６—３４７、４９７页。

——和生产时间—— 第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０、

３３２—３３５、 ３３６—３３７、 ３４０—３４２、

４２６—４２７页。

——和流通费用——第３４６—３４８、４２３—

４２４页。

垄断——第３３４—３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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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古代）——第８８、１９３—１９４、３２９页。

Ｍ

马尔萨斯主义——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买和卖—— 第 ８６—８７、９１、１２４—１２５、

３０８—３０９、３１９、３２８—３２９、３４７页。

矛盾（资产阶级社会的）

——生产的社会性和私人占有形式之间

的矛盾——第７１—７２、９７—９８、１２１—

１２２、２２４—２２５、２９４—２９５、５２４—５２５

页。

——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矛盾——第２２３—

２２４、２９４—２９５页。

——生产和流通之间的矛盾——第２９４—

２９５页。

——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第２９５—

２９６页。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矛盾——第８８、

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７、２２４—２２５、２４６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主义矛盾

——第３１、１２６—１２７、５２２—５２３页。

美国——第６５、７３、９４、１４１、２１０、２３７、２４１

页。

美洲——见美国，南美洲。

名义工资——见工资。

磨损（损耗）——见固定资本折旧。

Ｎ

南美洲——第２１４、２４１页。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第２０４页。

农村——第７页。

农民—— 第７９、８８、９３—９４、１４１、１４３—

１４４、１９３、２０９—２１０、２４４、２６１、３２９页。

农奴制——第６、１９２、２１０、２４４、２６１页。

农业——第７、８６、９６、１１２—１１３、２３４、３２９、

３３３、３９７、４７９—４８１、４９５、５１４、５２０、

５２２页。

  并见农村经济。

农村经济——第３２９、３４２—３４３页。

  并见农业，畜牧业。

农业工人——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并见工人，工人阶级。

奴隶制—— 第６、７９、８７—８８、９１—９５、

１６０—１６１、２１５—２１６、２４４、２６１、３２９

页。

Ｏ

欧洲——第７３、８８、１４１、１９２、２１０页。

Ｐ

平均价格——见生产价格。

平均利润率——第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８—３４９、

５１３页。

蒲鲁东主义——第２６—２７、２９—３２、５８—

５９、７０—７１页。

Ｑ

期票——第２７８页。

契约——第２１７、２２４页。

Ｒ

人——第５６、１３０、２０４页。

人口（国家人口）

——生产人口—— 第５—６、９６—９７、４９４

页。

——非生产人口——第４９４、５１７页。

——过剩人口——第９７页。

——和生产———第１３６、３５２—３５３页。

——人口规律——第２３８页。

——人口增长——第１２２、１４１—１４２、２３９、

３５３、５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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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第１４１—１４２页。

人口过剩——见相对人口过剩。

Ｓ

商品

——一般原理——第４—１１、１８５—１９９页。

——产品的一般形式——第４—６、７—８

页。

——作为物化劳动——第８—９、５２、６８—

６９页。

——作为财富的原素形式——第４页。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前提

——第８—９页。

——作为资本的产物——第３、９、２３—２４、

２６、２７、３０页。

——作为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承担者

——第９—１０、２４页。

——产品转化为商品的条件和前提——

第４—５、６—７页。

——商品的二重存在形式——第９、１１、

３７、５０、１４９、１８５—１８６页。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第

９—１０、１８５、１８６页。

——商品的使用价值——第５—６、１１—

１２、１４、３８—３９、７１—７２、１４９、１８６—

１８７、１９７—１９８、３３０—３３１、３５２、４２３—

４２５页。

——商品的价值——第６—７、１１、２５—２７、

５２—５３、７１—７２、８３—８４、１３８、１４９、

１８９—１９１、１９７—１９８、２２２、２９３—２９５、

４２３—４２５页。

——商品价值的实现——第１１页。

——商品交换—— 第６—７、３２、６８—６９、

１０９—１１０、 １８８—１９０、 １９７—１９８、

４８６—４８７页。

——劳动力是商品——第６—７、６１—６２、

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８页。

——商品的拜物教性质——第４１—４２、

６２、１６１—１６３、１８６—１９９、４０７页。

——商品的历史性质——第８页。

  并见商品流通，商品生产。

商品的形态变化——第８、３２—３３、２５２—

３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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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点——第８—９页。

——和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再生产——第

２５２—３２３页。

商品生产

——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第５—６页。

——对商品生产的评述——第１９３—１９５

页。

——不同生产方式下的商品生产——第

８—９页。

——简单商品生产——第５—６页。

——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第５—６、８—

９、２２５—２２６页。

商品市场——第２６９页。

  并见世界市场，市场。

商品资本

—— 作为资本在流通中的形式—— 第

２５４—２５５、３０３、４１４—４１５页。

——作为商品量——第３７４—３７６页。

——商品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第２５４—３１７、４１４—４１５页。

商人资本——第９０、３０８—３０９、３２９、３４８—

３５０页。

  并见商业资本。

商业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第７—

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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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第７—８、３５２—３５３页。

——和农业——第７—８页。

——零售商业——第３１９、３５３页。

  并见对外贸易。

商业（商人）资本

——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

——第８３、２９２—２９３、３０２页。

——它的职能——第８３页。

——和工业资本——第２９２—２９３页。

  并见商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

社会财富——见财富（社会的）。

社会分工——见分工。

社会（年）产品

——它的本质——第１１０—１１１、４６２页。

——按价值划分——第４６２、４６７、４８２—

４８３、４８６页。

——按实物形式划分——第４６２、４６４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年产品——第

４５９—４６２、４６６—４６８页。

  并见总产品。

生产

——一般评述——第１０２、３１４页。

——物质生产——第９８、１９５页。

——非物质生产——第１０９页。

——生产的条件——第６、１２２页。

——生产领域和生产部门，它们的相互关

系——第７０—７３、９７、３１２—３１３、３９６、

５１０—５１１页。

——生产过程的要素——第３６、３７页。

—— 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

——第１４３、２４５页。

——资本主义生产——第８、７０—７１、９６—

９９、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５、１１２、１１３、１２１—

１２２、２０５—２０６、２９２、３０５—３０６、３１１—

３１２、３１４页。

——工业生产—— 第９６—９７、１３３、２０６、

２０７、２２２、２３４、４９１、４９３、５２０页。

——农业生产——第９６、１４２—１４３页。

——交通工具的生产——第９７、３２３、３５０、

３５１、３９１、４０６、４９１、５０８页。

——和机器的使用——第９６—９７、１３３—

１３５、２３４、２４５、５２０页。

——和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第９５、

２４５页。

——和利用自然力——第１１２页。

——和交换——第６８—６９页。

——和市场——第３１１—３１４、３９７页。

——和消费—— 第２９２、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５、

３５２、５１４页。

——和积累—— 第１３３、２３５、２３８—２３９、

３１２页。

——和需要——第８６、２１４—２１５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产——第６５、

１２６、１４４、５２１页。

  并见再生产，生产时间，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生产方式。

生产储备——第３１６—３１７页。

生产方式——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

主义，奴隶制，封建主义。

生产费用

——作为价值的组成部分——第９２页。

——生产费用的要素——第１０４页。

——生产的非生产费用——第１０４、４２６

页。

生产关系

——资本主义以前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关

系——第４、８８、８９页。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第６９、８０—

８１、８５—８８、９３—９４、９８、１２３—１２５、

１２６—１２７页。

——共产主义的生产关系——第１９５页。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共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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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剩

—— 作为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 第

２２７、５２４页。

——生产过剩的周期性——第２３９、２４０、

３９８页。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第３１１、

３１２页。

—— 和市场商品充斥—— 第２２７、２７４、

３１１—３１２页。

——和工人阶级的状况——第１４１、２４０

页。

——对资产阶级摆脱生产过剩理论的批

判——第９５、２０７—２０８页。

  并见工业周期，经济危机。

生产过剩危机——见经济危机。

生产集中——第１３５、２４５页。

生产价格——第２７页。

生产劳动

—— 定义—— 第９９、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９、

２０４页。

——简单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劳动——第

９９—１０１、１０８、２０４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第

９９—１０１、１０８、２０４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产劳动——

第１００—１０１、１０３—１１０、１１９、１２０、２２６

页。

生产力

——生产力的社会性——第４９、８４、１１４、

１１８—１１９、４８８页。

——生产力的要素——第８３—８４页。

——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第４９、９５—

９６、１２６、１３５、２３３、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２—

４９３、４９５页。

——生产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的特

征——第８３—８４、１１４—１１７页。

——物质的和精神的生产力——第９５—

９６页。

——劳动力——第４９３—４９４页。

—— 生产资料—— 第１１４—１１５、１１６—

１１７、４８８、４８９、４９３、４９４页。

——科学作为生产力——第８３—８４、９５—

９６、１１７、４９３、４９５页。

——协作和分工——第８３、１１６页。

——生产力的自然因素——第１１６—１１７、

４８８页。

——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力——第４９

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生产力——第

５２１页。

  并见科学，劳动力，生产资料。

生产时间

——定义——第３２０、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８—３３９

页。

——和劳动时间（工作时间）——第３３３—

３３４、３３５—３３６、３３７—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１

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缩短生产时间的条

件和方法——第３３６—３３７、３３９—３４０

页。

——是周转时间的组成部分——第３３３—

３３４、４２６—４２７页。

——和流通时间—— 第３２８、３２９—３３０、

３３２—３３５、３３７、３４１、４２６—４２７页。

——和预付资本量——第３３７、３４６—３４７

页。

生产条件——见生产，生产资料。

生产条件的节约——第８６、９９、１１５、２８７

页。

生产中的废料——第３７４页。

生产资本——第６５、２６０、２９６、２９８、３２３、

３５１、３９９、４０４、４１２—４１４、４４０、４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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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４页。

  并见资本循环。

生产资料

——定义——第５２、１１４—１１５、４１８页。

——作为生产要素——第３６、３９、４０、７８、

８５、２１９、２３３、２３４页。

——作为生产发展的指标——第４１７—

４１８页。

——和生产方式的变革——第５０４—５０５

页。

——作为不变资本的物的形式——第４１、

４２—４３、４６、４７、６６—６７、１２１、２１９、４４０

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手段——第

７８、２４２—２４３页。

——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的手段——

第８４、８５—８６、１１６页。

——社会生产资料——第２４５—２４６页。

——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第２３３、２３４、

２９２—２９３、４１０、４１７、４４０、５１６页。

  并见不变资本。

生活资料

——一般评述——第４８、６２、６７、４４０页。

——生活资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商品

形式——第４１—４２、６７、９３、４４０、４４１

页。

——作为劳动的主观条件——第８５、２１９、

３２２、４４０页。

——和实物工资形式——第４１—４２、９３、

１２３—１２４页。

——和可变资本——第４２、６３页。

—— 和劳动力的再生产—— 第６３、７１、

９３—９４、２１９、２７５—２７６、２８９—２９０、

４３９、５１７页。

——和资本家的再生产——第５１６页。

——和劳动力价值——第９２、１３０页。

  并见个人消费品。

生活资料的掺假——第２７５页。

剩余产品——第５１、１１１、２６６、４９８、５００、

５１６、５１７、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４页。

剩余价值

——作为无酬剩余劳动——第１０、６８页。

——作为商品价值的部分——第２３、２６、

５１、２０５—２０６、３２１页。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特殊产物——

第７５、９９、１０５、１２２、３０５—３０６页。

——剩余价值的来源——第３２、４５、３０５—

３０６页。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制度下

的决定性目的——第３４、４８、４９、３０５、

３１２页。

——相对剩余价值——第４６、８３、８４、９５、

９９页。

——绝对剩余价值——第１９、８１、８４、９５

页。

——影响剩余价值量的因素——第４６、

３６０—３６９页。

——剩余价值率——第１３、１５、１７、２１—

２２、３５—３６、３６０—３６９、３９９、４２１、４３４

页。

—— 剩余价值量—— 第２０、３６０—３６９、

３９９、４２１页。

——剩余价值分成各个部分——第２０６、

２３０、４４４、５０１—５０２页。

——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第２１１—２１２、

２１７、２２０、２２３—２２４、２３０、４９８—４９９、

５００—５０２页。

—— 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被花费—— 第

２０７、２１８、２２６—２２７、２３０、３２１—３２２、

４３６、４４４、４９８、５００—５０１页。

——利润形式上的剩余价值——第２０６、

５０１—５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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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形式上的剩余价值——第２０６、

４４４、５０１—５０２页。

——地租形式上的剩余价值——第２０６、

４４４、５０１—５０２页。

——和劳动生产率——第１７—２２、２９页。

——和劳动强度——第４６页。

——和工资——第１５、１３９页。

——和资本——第２３、２４、３３—３４、２１７、

３６３页。

——和资本周转——第３６９、３８９—３９３、

４３４页。

——和固定资本——第３９４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剩余价值——

第７０、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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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３、３６２页。

——年剩余价值率——第３９９、４２１页。

——决定剩余价值率高低的因素——第

３５—３６、２３２、３６２、３９９、４３３—４３４页。

——和劳动生产率——第１７—１８、１９—２０

页。

——和利润率——第３６０—３６９、３９９页。

——和剩余价值量——第２０、３６２—３６９、

３９９、４２１页。

——和工资——第２１—２２页。

——和资本周转——第３６２、３６８、３８９—

３９３页。

  并见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工人的剥削。

剩余劳动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第８５、

１１８页。

——和必要劳动——第２１、１３５—１３６、５１７

页。

失业——见相对人口过剩。

使用价值

——使用价值的转化——第３６、４２４页。

——作为交换价值的承担者——第６、１２、

１４、７１页。

——和资本——第１１８页。

——和价值——第７１、４２４页。

——和消费——第３５２页。

——使用价值的贬值——第３３０、４２４页。

世界市场——第１４１、２３９—２４０、２４６、２９１、

２９２、３１２、３２９、３３１、４９７—４９８、５０４、

５１９—５２０页。

市场

——作为经济流通的领域——第２５、２０５、

３０８—３０９、３２８—３２９页。

—— 国内市场—— 第３１１—３１２、３２９—

３３０、３３４—３３５页。

—— 国外（世界）市场—— 第１４１、２４０、

２４１、２４６、２９１、２９２、３１１—３１２、３２９、

３３１—３３２、４９７、５０４、５１９—５２０页。

——商品市场——第７、２５、４２、６５、６９、７３、

２０５、２６９、２７４、２７５、３３５、３７４、３９７、

３９８、５０８页。

——货币市场——第３９８、５０６—５０７页。

——劳动市场——第６５、６９—７０、７４、１４０、

２３９—２４０、２６９、２７３—２７４页。

——和资本周转——第３３４—３３５、３９８页。

——和生产规模——第３１２、３９７页。

  并见世界市场。

市场价格——见价格。

市场价值——第２９５—２９６页。

收入

——作为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第１０４、

１０６、２０７、２２９—２３０页。

——总收入——第１４１、２３０、４６０—４６２页。

——纯收入——第１１３、２３０、４６０—４６２页。

——年收入——第４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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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别资本家和资本家阶级的收入

——第１０４、２３０、２６６页。

——社会收入——第１４１、４５３页。

——和资本——第４０５、４８６—４８７页。

——和积累基金——第１４１、５１６—５１８页。

——和消费基金——第２０７、２３０、２３１页。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收入—— 第

２０７—２０８、４０８、４６０—４６２、５２１页。

手工业生产——第７９、８８—９１、９４、９５、９６、

１１３、２４４页。

输出——见对外（世界）贸易。

输入——见对外（世界）贸易。

数学——第８４、３２８、４３６页。

私有制——见土地所有权，所有制。

所有权——见所有制。

所有制（所有权，财产）

——作为占有——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它的历史性质——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公社所有制——第１９４页。

——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第

１４３—１４５、２４４、２４５页。

—— 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４６、１４３—

１４４、２４５、２４６页。

——小资产阶级所有制——第１４３—１４４、

２４５页。

——公有制——第２４５—２４７页。

——所有权（证书）——第４１１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所有权（财产）

——第１４４—１４５、５２２页。

  并见土地所有权。

Ｔ

铁路——第９７、３１６、４１９、４２２、４９３、５０２、

５０８页。

  并见运输。

同业公会——第８８、８９页。

土地——第２４６、３３０页。

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制，地产）——第

１４３—１４４页。

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第５２０、

５２３页。

土耳其——第１１３页。

Ｗ

维修——第４０２页。

  并见固定资本折旧，机器，固定资本。

无产阶级——第１２３页。

  并见工人阶级，工人，农业工人。

物理学——第１６２、１８７、１９０页。

Ｘ

希腊（古代）——第１６１页。

消费

——作为资本再生产过程的要素——第

６３、２１３—２１４、２９２、３５２、４３８、５１４页。

——生产消费——第１０１、２１３、２１４、２１６、

２６６、２８０、２９０、３１３、３１５、３１６、３５２、

４０３、４１０、４２４、５１４页。

——非生产消费—— 第１０７—１０８、２１５、

３５２页。

——个人（私人）消费—— 第６３、１０８、

２１２—２１６、２６６、２８０、２９０、３１３、３１５、

３１７、３７４、４２４、５１４页。

——大规模消费——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第７７、２１２—

２１３、２１４、３１９页。

——消费的扩大——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和需要——第８６、２１５页。

——和生产—— 第２９２、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５、

３５２、５１４页。

——和交换——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和积累—— 第１２３、２１５、２３１—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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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５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和消费之间的

矛盾——第２９５—２９６页。

——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消费—— 第

２１２—２１５、２２７—２２８、５１９—５２０、５２１、

５２３、５２４页。

消费资料——第３９６、４０７页。

协作——第２４５页。

需要

——需要的社会性——第１８８—１８９、２１５

页。

—— 需要的历史性—— 第１８８—１８９、

２３９—２４０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的满足——第

８６、２１５页。

需求和供给——第２４１、２９１—２９２页。

畜牧业——第５０２页。

相对人口过剩—— 第９４、９７、１１２、２３５、

２３７—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２、２４３、３９５、４１７、

４９４、４９９—５００、５２１、５２２页。

相对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４６、８３—

８５、９９页。

——和绝对剩余价值——第８４、９５页。

信用（信贷）

——产生和发展的条件——第３２５、３４５、

５０６—５０７页。

——它的基础——第３９５页。

——和资本主义生产——第２４０、４１８—

４１９页。

——和商业——第３１９页。

—— 和资本流通—— 第２７４、２９２、３１９、

３２５、３２９—３３０、４１８—４１９、５０６页。

——和资本积累——第３９５页。

——资本家给工人信贷——第１２８页。

——和经济危机——第２９２页。

  并见银行，货币资本，借贷资本。

信用货币——第３３０页。

信用制度——第２９１—２９２页。

Ｙ

亚洲——第１９３、１９４、２４１、５０４页。

雅典（古代）——第８８页。

一般等价物——见货币，金（和银）。

异化（社会经济意义上的）——第５—６、

４９、２１２、２２２—２２３页。

银——见金（和银）。

银行——第２７８、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３、４３４页。

  并见信用（信贷），借贷资本。

银行券——第２７８、３２２—３２３、３２５页。

印度——第６、８２、１９３、２６１、３１１页。

英国——见大不列颠。

有价证券——第３２１、３９６、４０２、４１１、４１８—

４１９页。

语言——第１８９页。

预付资本

——作为最初的预付价值——第１０、３４、

４４、７５—７６、２０７、３２１、３２２、３６０页。

——预付资本的形式——第３６—３７页。

——组织新企业所必需的预付资本最低

额——第８７、９６、９９页。

——可变资本预付的特点—— 第２７４、

３６１、３６２页。

—— 不变资本预付的特点—— 第１２、

２７６—２７７、２７９、３６０—３６２页。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第３６０、３６１—３６９、３８８—３９３、４２１—

４２３页。

——预付资本的补偿——第２６４、２７４页。

——和总资本的周转——第２７９页。

原料（原材料）——第３６、４０、６６、２３４、３３１、

３７０、３７４、３７７、３９４、４０３—４０４、４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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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０、４１２、４１５、４２１、４３６、４９１、４９３、５１０

页。

运输

——作为物质生产领域——第３５０、４０６—

４０７页。

——空间位置移动是运输的产物——第

３１６、３２３、３５０、４０６、４０９页。

——和生产力的提高——第９７页。

—— 和再生产过程的加快—— 第３３０、

３３１、４０６、５０６页。

——运输费用——第３５０—３５２、４２５页。

—— 运输业—— 第３２３、３５０、３５１、３９１、

４９１、４９３、５０８页。

——和资本周转——第３２９—３３０、４０６—

４０７、５０８页。

  并见交通工具。

Ｚ

再生产

—— 定义—— 第８、２０６—２０７、２０８、３４４、

４３７、５０９页。

——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第７—８、

２８５—２８８、３１５、３３２—３３３页。

—— 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和比例—— 第

１１２—１１３、２０６—２０７、２１２、４３７、４９９—

５００、５１５页。

—— 消费是再生产的必要因素—— 第

４３８、５１４—５１６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的特征——

第 １０５—１０７、２０９—２１０、３４３—３４４、

３６７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再生产实现的条件

—— 第２０５—２０６、２９４—２９５、３１３—

３１５、３４２—３４３、４３７、４９７、４９９—５００、

５１６页。

——由于再生产而实现的价值补偿——

第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６、２８５—

２９０、３６９、３９６、４６７页。

——和产品的实物形式——第２０７、２１２、

２１８—２１９、３９６、４３６—４３７、４３９—４４０、

４５１—４５３页。

——再生产的延续性——第３４４—３４５、

４２２—４２３页。

—— 简单再生产—— 第２０６—２１７、２９１、

２９４—２９６、４３６—４９８页。

——扩大再生产—— 第２１７—２３５、２５４、

２９１、３４５、４３６—４３７、４９３—４９６、４９８—

５２５页。

——个别资本的再生产——第２０９、２１０—

２１１、２１７、３０２、３４１—３４２、５０９、５１１—

５１２、５１５、５１６页。

——全社会资本的再生产—— 第２１４、

３０２—３０３、３９６、４３６—５２５页。

——生产资料的再生产——第２１１、２２２、

２３３—２３４、３４２、４２２、４３６—４３９、４４６—

４５７、４６２、４８３、４９３—４９４、４９６、４９８、

５００、５０４—５０５页。

——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第

２２、７０、７６、１０７、１４０、２０７、２０８—２１１、

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６、２２２—２２３、２８９、３７６、

４３７、４４４—４４６、４７２、４９８—５００页。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第

２３、４３、１２３—１２５、２１６、２１７页。

——货币作用和货币流通的再生产——

第４３７、４４２—４４５、４４８—４５１、４５７—

４５８、５０５—５０６页。

——资产阶级财富的再生产——第３１５—

３１６页。

——和实现问题——第３１５—３１６、４３８—

４３９、５１５、５１６页。

——再生产的矛盾和危机——第２２３—

２２４、２９４—２９５、５１５—５１６、５２４—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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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

——农业中的自然再生产——第３４２—

３４３页。

——对资产阶级再生产理论和资本流通

理论的批判—— 第２２６—２２７、２２８、

３１６、４６０、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３页。

  并见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

造船业——第９７页。

战争——第６５、２３７页。

哲学——第１４４页。

政治经济学——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马尔萨斯主义，重

商主义，货币主义，重农学派。

中国——第３０９、３１１、３５１页。

重农学派——第１１２、１９８、２３０、２６８、２８２、

５１９、５２０页。

重商主义——第１９８、２８２、５１９、５２０页。

周转期间——见周转时间。

周期——见工业周期。

周转时间

——定义——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第３８１—

３８９页。

——固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第３８０—

３８１、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８、４１０、４８９—４９０、

４９１—４９２、５０２页。

——总预付资本的周转时间——第３３３—

３３４、３４１—３４２、３５４—３６１、３６４、３８８—

３９３、３９６、４２１—４２４、４２６—４２７、４９２—

４９３页。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第４３３—４３４页。

—— 造成周转时间差别的原因—— 第

３４１—３４２、４２３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缩短周转时间的条

件和方法——第３３８—３３９页。

—— 和剩余价值率—— 第４２６—４３３、

４９６—４９７页。

——和剩余价值量——第４２６—４３３页。

——和再生产——第４９６、５０２—５０３页。

铸币——第３２２—３２５页。

准备金——第５０３、５０４页。

资本

——作为生产关系—— 第４１—４２、４７—

４８、６４页。

——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第４７、６７—

６８、１２１、１２２、２０３、４１６页。

——剥削雇佣劳动力是资本产生和存在

的出发点—— 第４７、４８、６７—６８、

２０５—２０６、２１１、２４５页。

——增加价值是资本运动的目的——第

３３—３４、４８、２８１—２８２、３０５—３０６、３１２

页。

——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的职能——第

３６、４８、１１３、２１７页。

——资本的原始积累——第１４３—１４４、

２４４—２４７页。

——资本总公式及其矛盾——第２０２—

２０３页。

——不变资本—— 第６—７、１２—１４、４４、

１１４—１１５、 ２３３—２３４、 ３３９—３４０、

３６９—３７２、３７３—３７８、３７９—３８１、３９４、

３９５、４３３—４３６页。

——可变资本——第１３、２１、２６、４２、４５、

６３、６４、７５—７７、１２１、２０９、２７３—２７６、

２７９、３１９、３２０、３６８—３６９、３７５—３７６、

４０２、４４０、４８９—４９０、４９１、５１３页。

——固定资本——第２３３、２３４、２３７、２９７—

２９８、３５１、３６９—３７９、３８０—３８１、３９５—

３９９、４０５—４１１、４１６—４１９、４３６、４８８—

４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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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资本——第２９６、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０、

３６９—３７１、３７４—３７５、３８１—３８９、４０２、

４０５、４１２、４１３—４１４、４１５、４２０页。

——产业资本——第２０５—２０６、３１９页。

——农业资本——第４０９页。

——信贷资本——第２８１、４０７页。

——生产资本——第６３、２６０—２６１、２６９、

２９８—３０２、３２３、３５０—３５１、３９９、４０４、

４１２—４１４、４４０、４９８、５２４页。

—— 货币资本—— 第６３、７４、２０５、２５５、

２５８—２５９、２９６—３０３、３１７—３２３、３９９、

４２０、４３７、４４２—４５０、４５７—４５８、５０５—

５０８页。

—— 商品资本—— 第２５４—３１７、３７５—

３７６、４１４页。

——准备资本——第３１９、３２０、４２０页。

——执行职能的资本——第１２１、１２２、２２５

页。

——闲置资本——第３４６页。

——过剩资本——第１４１、２７４页。

——追加资本——第１２３、２１５、２２０、２２１、

２３３、２３４、３２０、４９８、５１３页。

——资本形成的前提——第４、８、３３—３４、

２１２、２５７页。

——资本的形态变化——第２５２—３１２页。

—— 资本对生产领域一视同仁—— 第

７０—７２页。

——资本的有机构成——第２３７、２３９页。

——资本流通——第２７４、２９２、３１９、３２４、

３２９—３３０、４１８、５０６页。

——资本增殖——第４７、６７—６８、７７、１０１、

１１３、１２３—１２４页。

——资本的相对贬值——第２３４、２８７—

２８８、３０５、３９３页。

——资本积聚——第１４３页。

——资本集中——第１４３页。

—— 资本拜物教性质—— 第１０８、１１４、

１１６、１１８、４０７页。

——和雇佣劳动—— 第６２、６６—６８、７４、

７５、１１６、１２２—１２４、１４１、１４４页。

——和收入——第４０５、４８６—４８７页。

——和剩余价值——第２３、２４、３３、２１７、

３６３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第３３、

４０、５５—６１、６３、６７、７０、１１９、１２０、１９８、

２０２、２２０、２２１、２２６、３１６、５２３页。

  并见股份资本，资本循环，资本周转，

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可变资本，不变

资本。

资本的生产率（性）——第１１６、１１７—１１９

页。

资本的形态变化——第２５２—３１２页。

资本的有机构成——第１６、２３３、２３７、２３９

页。

资本积聚——第１３３、１３６页。

  并见资本积累。

资本积累

——一般原理——第１２２、２２０、２３１、２４２、

４３７页。

——资本职累的必要条件—— 第１２３、

１３３、２０５、２２０页。

——作为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第１１９、

２０６、２１１、２１７、２２０、２２３、２３０、４３７、

４９８、５００—５０２页。

——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 第

１３３、２３５页。

——作为连续不断的过程——第２３１、５０２

页。

——货币资本（财宝）形式上的资本积累

——第５０６—５０７页。

——债务、存款、有价证券形式上的资本

积累——第４１９—４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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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简单再生产向扩大再生产过渡

的条件——第１２４、２３８—２３９、４３７页。

——资本积累量——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资本积累率——第４９９页。

——资本积累界限——第２３９页。

——积累基金——第１４１、５１７—５１９页。

——和资本积聚——第１３６页。

——和劳动生产率——第２３３页。

——和可变资本——第２３５—２３８页。

——和工人状况——第１２３、１３６、２１４—

２１５、２３３、２３５—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１—２４３

页。

——和工人的数量——第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２

页。

——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第２３３、

２３９—２４０页。

—— 和资本家个人消费的提高—— 第

２３１—２３２、５２５页。

——和经济危机——第２３９—２４１、５２４—

５２５页。

—— 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 第２３１、

２４４—２４７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积累——

第 １３６、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０、

２２７—２３０、２３２、５０３、５２０—５２４页。

  并见资本积聚，资本集中。

资本集中——第１３２、２４６页。

  并见资本积聚，生产集中。

资本家

—— 一般评述—— 第８２、８７、１１０、１２４、

１４４、２０８、２６８、３１５页。

——作为人格化的资本——第４８、４９、６２、

６７、７４、１１６、１２２页。

——作为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第４４—

４５、６１—６２、２１６页。

——作为劳动产品的所有者——第２２２

页。

——资本家活动的决定性目的——第４９、

２３１页。

——和资本最低额——第８７、９６、９９页。

——资本家对工人的监督——第４４、４５、

４９、８２、２１４页。

——工业资本家——第２０５—２０６、５１９—

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４页。

——商业资本家——第５２０页。

——货币资本家——第５２４页。

——资本家的收入和个人消费——第２１１

页。

——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第４８、７０

页。

——和对工人的剥削——第４４、５７、７０、

３０５—３０６页。

资本家阶级——第２０８—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３—

２１４、２１６、２２４、２６４—２６５、２６９、５１７、

５２４页。

资本循环

—— 货币资本循环—— 第２５７—２５９、

２９８—３０３页。

—— 生产资本循环—— 第２５９—２６１、

２９８—３０２页。

—— 商品资本循环—— 第２６１—２６２、

２９８—３０３页。

资本周转

——定义和一般评述——第３３３、３５４—

３５５页。

——预付资本的周转时间——第３３３—

３３４、３４１—３４２、３５４—３６１、３６４—３６５、

３９６、４２１—４２４、４２６—４２７、４９２—４９３

页。

——周转数——第３３３—３３５、３５４—３６１、

３９６页。

——年是资本周转的尺度——第３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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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６、４２１—４２２页。

——周转周期——第３９６—３９８、４００页。

—— 改变资本周转速度的要素—— 第

３５４—３６１、３９６、４２１—４２３页。

——单个资本的生命期——第３９７页。

——流动资本周转的特点——第３９１—

３９２、３９６—３９７页。

—— 固定资本周转的特点—— 第３９２、

３９６—３９７、４２１—４２３页。

——可变资本周转——第３８９—３９１页。

——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第３６２—３６９、３８９—３９３、４２１—４２３页。

——和价格变化——第３９８页。

——和利润率——第３８８—３９３页。

——和剩余价值——第３６８—３６９、３８８—

３９３、４３４页。

——和剩余价值率——第３６２—３６３、３６８、

３８８—３９３页。

——和市场——第３３４、３９８页。

  并见周转时间。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

——一般评述——第３、５—７、２３、３４—３５、

７６—７７、９５—９８、１１４、１１７—１１８、

１２４—１２５、１３５、３２５—３２６、４１７—４１８、

５２５页。

—— 它的出发点和前提—— 第９、７７、

１４３—１４４页。

—— 它的产生—— 第８３—８４、８８—８９、

１２５—１２６、１４３—１４４页。

——它的历史必然性——第８３—８４、８８、

９６—９７、１２５—１２６页。

——它的特殊性——第７—８、４８、５９—６０、

７１—７２、７７、９５—９６、１１４、１１７—１１８、

２１２—２１３、３５２—３５３页。

——作为剩余价值的生产——第３２、４８、

５０、５９—６０、９７—９８、１１１—１１２、３０５—

３０６页。

——和消费——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抗性和矛盾

—— 第７１—７３、９７—９８、１２１、１２３—

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７、５２３页。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

生产——第１２１—１２５、２１７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

——第１２５—１２７、２３１、２４４—２４７页。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论资本主义生产

——第６５—６６、１２６—１２７页。

  并见再生产，资本，资本家，竞争，工

人阶级，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劳动力的

剥削。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 它的特性—— 第６９—７０、８０—８１、

８５—８８、９３—９４、９７—９８、１２３—１２５、

１２６—１２７页。

—— 它的对抗性—— 第８８、１２４—１２５、

１２６—１２７页。

资本主义制度下对劳动力的剥削——第

４２—４３、４７、８５—８７、２８７、３０５—３０７、

３６７、４９４页。

  并见资本，剩余价值率，剩余价值，工

人，工人阶级。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第２３５、

２４２—２４３页。

  并见资本积累，工人阶级贫困化，相

对人口过剩。

资产阶级——见资本家，资本家阶级。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第６８、７３、

１１２、１９１、２２７—２２８、２８２页。

  并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以前的社会形式——第４页。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它的剽窃和捏造性质——第６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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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第３１—３２、

１２６—１２７、５２３页。

——只研究表面现象——第３１—３２页。

——否定劳动价值论——第３０—３１页。

——关于资本——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关于雇佣劳动——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 关于工资和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第３１—３２页。

——关于生产——第１０７—１０８页。

  并见马尔萨斯主义。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一般评述——第１９１—１９２、５２４页。

——它的辩护性质——第６０—６１、３１４页。

——它的反历史观——第１９１—１９２页。

——货币主义——第５５页。

—— 重商主义—— 第１９７—１９９、２８２、

５１９—５２０页。

——重农学派——第１１２、１９８、２２９—２３０、

２６８、２８２、５１９—５２０页。

—— 它的古典学派—— 第６８、７３、１１２、

１９１—１９２、２２７—２２８、２８２页。

——论劳动——第６９—７０、７５、１２０、１９５—

１９６页。

—— 把劳动和劳动力混为一谈—— 第

４０—４１、７５、１２０、１２９页。

—— 论价值—— 第５１、１８７、１９５—１９６、

１９８、２９３—２９４页。

——不了解货币的本质——第４０、２９３—

２９４页。

——论货币流通——第４５８—４５９页。

——论资本——第３３—３４、３９—４０、５５—

６１、６３、６７—６８、６９—７０、１１８—１２０、

１９７—１９８、２０２、２２０—２２２、２２５—２２６、

３１５—３１６、５２３页。

——论雇佣劳动——第４０、５６—５７、６５、

６９—７１、１２０、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９、２２１、

２３８、５２１页。

——论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过程的性质

——第５６—５７、５８—５９、７０—７１、１２５

１２６页。

——论劳动生产率——第１４０、５２１页。

—— 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第

１０７—１０８、１９５—１９６页。

——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第３９３—

３９４、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７、４０８、

４１５—４１７页。

——论所有制——第１４４—１４５、５２２页。

—— 论资本主义生产—— 第６５—６６、

１２６—１２７、１４４—１４５、５２１页。

——论剩余价值——第７０—７１、３９３—３９４

页。

—— 论利润和利润率—— 第７５—７６、

３９３—３９４页。

——论商品价格要素——第２３０页。

——论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第４５９—

４６２、４６６—４６８页。

——论收入——第２０７—２０８、４０８、４６０—

４６２、５２３页。

——论地租——第１９８页。

——论工资——第７０、７５—７６、２０８—２１０、

２７５—２７６、５２１页。

——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状况——

第６９—７０、７５—７６、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４—

２１５、５２１、５２３页。

——论机器——第１２０—１２１页。

——论生产力的发展——第５２１页。

——论商业——第４５８—４５９页。

——论资本流通——第４５９—４６０页。

——论对外贸易——第３５１—３５２页。

——论消费——第２１３—２１５、２２７—２２８、

５２０—５２１、５２３—５２４页。

—— 论资本积累—— 第１３６、２０９—２１１、

９８５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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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７、２１９、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２、５０３—５０４、

５２０—５２４页。

—— 论再生产—— 第２２６—２２８、３１５—

３１６、５２１、５２３页。

——论生产过剩和危机——第６５、２０７—

２０８页。

——论财富——第１２０、２０７—２０８、２２６—

２３０、５１９—５２２页。

——论资本主义的矛盾——第３１—３２、

１２６—１２７、５２３页。

  并见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马尔

萨斯主义，重商主义，货币主义，重农

学派。

自然

——是制造产品和资本物质要素的原始

因素——第５１页。

——资本利用自然力和自然材料——第

１１６—１１８页。

——因自然条件引起的生产过程的中断

——第３３７页。

自然科学——第８３—８４页。

自由贸易——第１１２页。

自由时间——第８６页。

宗教——第４９、８６、１６２、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４—

１９７页。

总产品——第１１０—１１３、２１８页。

  并见社会（年）产品。

总利润——第２１８页。

总收入——见收入。

租地农业——第７—８、９０页。

租佃——第３１８、５２０页。

租金——见地租。

０９５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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