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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托·罗·马尔萨斯１

［（１）马尔萨斯把商品和资本

这两个范畴混淆起来］

  ［ⅩⅢ—７５３］这里要考察的是马尔萨斯的下列著作：

（１）《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１８２３年伦敦版。

（２）《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还要参看约翰·卡泽

诺夫１８５３年在伦敦出版的这一著作及其所附卡泽诺夫的《注释和

补充评论》）。

（３）《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要参看１８２０年或

１８２０年前后的第１版）。

（４）还要注意一个马尔萨斯主义者２（一个反对李嘉图学派的

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下述著作：《政治经济学大纲》１８３２年伦敦版。

马尔萨斯在他《论谷物法的影响》（１８１４年）这一著作中谈到

亚·斯密时还说：

“斯密博士作了这样一番论证［即断言谷物的实际价格永远不变］，显然

是由于他习惯于把劳动〈即劳动价值〉看作价值的标准尺度，而把谷物看作劳

动的尺度……无论劳动或其他任何商品都不能成为实际交换价值的准确尺

度，这在现在已被认为是政治经济学的最明白不过的原理之一。实际上这正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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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交换价值的规定本身得出来的。”①［第１１—１２页］

但是，马尔萨斯在他１８２０年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却

借用斯密的这个“价值的标准尺度”来反对李嘉图，而斯密自己在

他理论上真正有所发展的地方从来没有使用过它。３在上面引用的

那本论谷物法的著作中，马尔萨斯自己采用了斯密的另一个价值

规定：价值决定于生产某一物品所必需的资本（积累劳动）和劳动

（直接劳动）的量。

总之，不能不承认，马尔萨斯的《原理》以及要在某些方面对

《原理》作进一步发挥的上述另两部著作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

由于马尔萨斯嫉妒李嘉图的著作４所取得的成就，并且企图重新

爬上他在李嘉图的著作问世前作为一个剽窃能手所骗取到的首席

地位。此外，在李嘉图的著作中对价值所作的规定尽管还是抽象

的，但它是反对地主及其仆从们的利益的，而马尔萨斯却维护这些

人的利益，比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更为直接。同时，不可否认，

马尔萨斯有在理论上故弄玄虚的某种兴趣。不过，他所以能够反对

李嘉图，以及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反对，只是因为李嘉图有种种自相

矛盾之处。

马尔萨斯在反对李嘉图时用来作为出发点的，一方面是剩余

价值的产生问题５，另一方面是李嘉图把不同投资领域中费用价

格６的平均化看作价值规律本身的变形的观点，以及他始终把利润

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把两者直接等同起来）的做法。马尔萨斯并

没有解决这些矛盾和概念的混乱，而是从李嘉图那里把它们接受

过来，以便依靠这种混乱去推翻李嘉图关于价值的基本规律等等，

４ 第 十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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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作出使他的保护人乐于接受的结论。

马尔萨斯的上述三部著作的真正贡献在于，他强调了资本和

雇佣劳动之间的不平等交换，而李嘉图实际上却没有阐明，按价值

规律（按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的商品交换中，如何产生

出资本和活劳动之间、一定量的积累劳动和一定量的直接劳动之

间的不平等交换，也就是说，实际上没有说明剩余价值的起源（因

为在李嘉图那里资本是直接和劳动相交换，而不是和劳动能力相

交换）。［７５４］后来的为数不多的马尔萨斯信徒之一——卡泽诺夫，

在为马尔萨斯的上述著作《政治经济学定义》所写的序言中觉察到

了这一点，因此他说：

“商品的交换和商品的分配〈工资、地租、利润〉应当分开来考察…… 分

配的规律不完全取决于同交换有关的那些规律。”（该书序言第Ⅵ、Ⅶ页）

在这里这无非是说，工资和利润的相互关系，——资本和雇佣

劳动，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交换，——并不直接同商品交换的规

律相符合。

如果考察货币或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也就是说，不是考

察它们的价值，而是考察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那末，很明

显，剩余价值无非是资本——商品或货币——所支配的劳动超过

商品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的那个余额，即无酬劳动。除了商品本身

所包含的劳动量（它等于商品中的生产要素所包含的劳动与加到

这些要素上的直接劳动之和）以外，商品还买到商品中所不包含的

劳动余额。这个余额构成剩余价值；资本价值增殖的程度取决于这

个余额的大小。商品换得的这个活劳动余额是利润的源泉。利润

（确切些说，剩余价值）并不是来源于似乎与等价物即等量活劳动

相交换的物化劳动，而是来源于在这个交换中没有被支付等价物

７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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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占有的那部分活劳动，来源于资本在这个虚假的交换中占有的

无酬劳动。因此，如果把这一过程的中介环节撇开不谈，——由于

李嘉图著作中没有这种中介环节，马尔萨斯就更有权撇开不

谈，——如果只考察这一过程的实际内容和结果，那末价值增殖，

利润，货币或商品之转化为资本，都不是由于商品按价值规律进行

交换，即与它们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成比例地进行交换而发生的，相

反倒是由于商品或货币（物化劳动）同比它所包含的或者说耗费的

劳动多的活劳动相交换的结果。

马尔萨斯在上述那些著作中的唯一贡献是强调指出了这一

点，而李嘉图对这一点却说得不那么清楚，因为他始终是以在资本

家和工人间分配的成品为前提，却不去考察导致这一分配的中介

过程——交换。可是后来这一贡献却化为乌有了，因为马尔萨斯把

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的价值增殖，因而也就是把它们在执行资

本的特殊职能时的价值，同商品本身的价值混淆起来。因此，我们

将会看到，他在以后的论述中又退回到货币主义的荒谬概念——

让渡利润７，完全陷入最可悲的混乱之中。这样，马尔萨斯不但没有

超过李嘉图，反而在他的论述中企图使政治经济学倒退到李嘉图

以前，甚至倒退到斯密和重农学派以前。

“在同一国家和同一时间，只能分解为劳动和利润的那些商品的交换价

值，是由生产这些商品实际耗费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加上以劳动表示的

全部预付的不断变动的利润额而得出的那个劳动量来准确衡量的。但这必然

和这些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量相同。”（《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１８２３年伦敦

版第１５—１６页）

“商品所能支配的劳动是价值的标准尺度。”（同上，第６１页）

“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指马尔萨斯自己的著作《价值尺度》出版

以前〉这样的表述：某一商品通常支配的劳动量，必定可以代表并衡量生产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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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商品花费的劳动量加利润。”（《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

１９６页）         

和李嘉图不同，马尔萨斯先生想一下子把“利润”包括在价值

规定之中，以便使利润直接从这个规定得出。由此可见，马尔萨斯

感到了困难之所在。

不过，他把商品的价值和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等同起来，

是极其荒谬的。当商品或货币（简单说，物化劳动）作为资本同活劳

动相交换时，它们所换得［７５５］的劳动量总是比它们本身所包含的

劳动量大；如果把交换前的商品同它与活劳动交换后所得到的产

品二者加以比较，就会发现，商品所换得的，是商品本身的价值（等

价物）加上超过商品本身价值的余额即剩余价值。但是，如果因此

说商品的价值等于它的价值加超过这个价值的余额，那是荒谬的。

所以，只要商品作为商品同另一商品相交换而不是作为资本同活

劳动相交换，那末，由于这里它是同等价物相交换，它所换得的物

化劳动量就和它自身所包含的物化劳动量相等。

可见，值得注意的只是，马尔萨斯认为利润已经直接地现成地

包括在商品的价值之中，并且有一点对他来说是清楚的，这就是：

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始终大于它所包含的劳动量。

“正因为某一商品通常所支配的劳动，等于生产这一商品实际花费的劳

动加利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它〈劳动〉是价值的尺度。因此，如果认为商品

的一般价值决定于商品供给的自然的和必要的条件，那末毫无疑问，只有它

通常所能支配的劳动才是这些条件的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

敦版第２１４页）

“基本生产费用恰恰是商品供给条件的等价表现。”（卡泽诺夫出版的《政

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５３年伦敦版第１４页）

“商品供给条件的尺度是商品在其自然和通常状况下所能交换的劳动

９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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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同上）

“某一商品所支配的劳动量，正好代表生产这一商品花费的劳动量加预

付资本的利润，因此，它真正代表并衡量商品供给的自然的和必要的条件，代

表那些决定价值的基本生产费用。”（同上，第１２５页）

“对某一商品的需求虽然同买者愿意并能够用来和它交换的另一商品的

量不相适应，但是它确实同买者为该商品付出的劳动量相适应；其原因是：某

一商品通常所支配的劳动量正好代表对该商品的有效需求，因为该劳动量正

好代表这种商品供给所必需的劳动和利润的总量；而商品在某一时间所支配

的实际劳动量如果偏离了通常的数量，那就代表由于暂时原因而引起的需求

过多或需求不足。”（同上，第１３５页）

马尔萨斯在这里也是正确的。商品供给的条件，即在资本主义

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生产或者更确切说再生产的条件，就在于商品

或它的价值（由商品转化成的货币）在它生产或再生产过程中换得

比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量大的劳动量；因为生产商品仅仅是为了

实现利润。

例如，一个棉织厂主卖掉了他的棉布。新棉布的供给条件是，

在棉布的再生产过程中，厂主以货币（即棉布的交换价值）换得比

棉布原来包含的或以货币表现的劳动量大的劳动量。因为棉织厂

主是作为资本家生产棉布的。他要生产的不是棉布，而是利润。生

产棉布只是生产利润的手段。由此应得出什么结果呢？所生产的

棉布比所预付的棉布包含更多的劳动时间，更多的劳动。这种剩余

劳动时间，剩余价值，也表现为剩余产品，即表现为比用来交换劳

动的棉布多的棉布。因此，一部分产品并不补偿用来交换劳动的那

些棉布，而构成属于厂主的剩余产品。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考察全

部产品，那末，每一码棉布中都有一定部分（或者说每码棉布的价

值中都有一定部分）没有被支付任何等价物，它代表无酬劳动。可

０１ 第 十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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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如果厂主将一码棉布按照它的价值出卖，就是说，用它同包含

等量劳动时间的货币或商品相交换，那他就是实现了一定数额的

货币或得到了一定数量的商品而未付任何代价。因为他出卖棉布

不是按照他支付过报酬的劳动时间，而是按照这一码棉布里所包

含的劳动时间，在这个劳动时间中有一部分，［７５６］厂主并没有支

付过报酬。棉布包含的劳动时间例如等于１２先令。其中厂主只支

付了８先令。如果他按棉布的价值出卖，卖得１２先令，他就赚了４

先令。

［（２）马尔萨斯所解释的庸俗的“让渡利润”

见解。马尔萨斯对剩余价值的荒谬观点］

  至于说到买者，那末，根据假定，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只支付棉

布的价值，也就是说，他付出的货币额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和棉布所

包含的一样多。这里可能有三种情况。（１）买者是资本家。他用来

支付棉布的货币（即商品的价值）也包含一部分无酬劳动。因此，如

果说一个出卖无酬劳动，那末另一个则用无酬劳动来购买。他们各

自实现了无酬劳动，一个以卖者的身分实现，另一个以买者的身分

实现。（２）或者买者是独立生产者。在这种情况下，他以等价物换

取等价物。卖者以商品形式卖给他的劳动是否支付过报酬，与他根

本无关。他得到的物化劳动和他付出的一样多。（３）最后，或者买

者是雇佣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假定商品按它的价值出卖，——

他也和其他任何买者一样，用他的货币买得商品形式的等价物。他

所得到的商品形式的物化劳动和他以货币形式付出的一样多。但

是，他为换取构成他的工资的货币付出的劳动却比这些货币中包

１１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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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的劳动要多。他补偿了货币中包含的劳动，还加上了他无偿地付

出的剩余劳动。因此，他为货币支付的代价，超过了货币的价值，从

而他为货币等价物（棉布等）支付的代价，也超过这种等价物的价

值。可见，对他这个买者来说，费用要比对任何一个商品的卖者来

说都大，尽管他在商品形式上为自己的货币取得等价物；但是，在

货币形式上他却没有为他的劳动取得等价物，相反，他在劳动中付

出的比等价物多。可见，工人是唯一高于商品价值来支付一切商品

的买者，甚至在他按照商品价值购买商品时也是这样，因为他用超

过货币价值的劳动量购买了一般等价物货币。对于卖商品给工人

的人来说并没有因此得到任何好处。工人付给他的并不比其他任

何买者付给的多，工人支付的是劳动创造的价值。资本家把工人生

产的商品又卖给工人，他的确通过这种出卖实现了利润，但这只不

过是他把商品卖给其他任何买者时所实现的那种利润。资本家把

商品卖给这个工人时所得的利润，其来源并不是他高于商品价值

把商品卖给工人，而是在此以前，事实上是在生产过程中，他低于

商品的价值向工人购买了商品。

所以，马尔萨斯先生既然把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变成商

品的价值，也就前后一贯地把所有买者都变成雇佣工人，也就是

说，他硬使所有买者不是用商品，而是用直接劳动同资本家相交

换，硬使他们交回给资本家的劳动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可是实

际上，资本家的利润的产生却是由于他出卖的是商品中包含的全

部劳动，而已经支付的只是商品中包含的一部分劳动。因此，如果

说李嘉图的困难在于，商品交换规律无法直接解释资本和雇佣劳

动之间的交换，反而似乎与这一交换相矛盾，那末，马尔萨斯却用

把商品的购买（交换）变成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换这样一个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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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来解决这个困难。马尔萨斯所不理解的就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

总量和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量之间的差额。正是这个差额构成

利润的源泉。而马尔萨斯下一步就不可避免地这样得出利润：卖者

出卖商品不仅高于他为商品所花费的（资本家正是这样做的），而

且高于商品所值，这就是说，马尔萨斯回到“让渡利润”的庸俗观

点，即认为剩余价值的产生是由于卖者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也

就是换得比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多的劳动时间）。这样一来，某

人作为某一商品的卖者所赚得的，也就是他作为另一商品的买者

所亏损的，因而完全不能理解，通过价格的这种普遍的名义上的提

高，会有什么实际的“赢利”。［７５７］尤其不可理解的是，整个社会怎

能由此而致富，真正的剩余价值或真正的剩余产品怎能由此而形

成。这真是荒唐而愚蠢的见解。

我们已经看到①，亚·斯密曾素朴地表述了一切相互矛盾的

因素，因而他的学说成了截然相反的各种观点的源泉和出发点。马

尔萨斯先生以亚·斯密的论点为依据，作了一种混乱的、然而是建

立在正确地感觉和意识到有待克服的困难的基础上的尝试，企图

用一种新的理论与李嘉图的理论相对抗，从而保持其“首席地位”。

从这种尝试到荒谬的庸俗观点的过渡是这样实现的：

如果我们考察商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即考察商品与活的

生产劳动相交换，那末，商品除了它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即工

人所再生产的等价物——之外，还支配形成利润源泉的剩余劳动

时间。如果我们现在把商品的这种价值增殖变为商品的价值，那末

商品的每一个买者都必须作为工人与商品发生关系，就是说，他在

购买时除了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之外，还要另外再付出一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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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剩余劳动。既然除了工人以外其他买者都不是作为工人与商品

发生关系｛我们已经看到，即使工人单纯作为商品买者出现时，先

前的、原有的差别仍然间接地存在｝，那末就必须假定：买者虽然不

直接付出比商品中包含的更多的劳动量，但是——这其实是一回

事——要付出一个包含更多劳动量的价值。上述的过渡就是靠这

种“更多的劳动量或者说——这其实是一回事——包含更多劳动

量的价值”实现的。总之，问题实质上可归结成这样：商品的价值就

是买者为商品支付的价值，这个价值等于商品的等价物（价值）加

超过这个价值的余额，即剩余价值。于是就得出这样一个庸俗观

点：利润在于商品贱买贵卖。买者购买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或物化劳

动多于卖者为商品所花费的。

但是，如果买者本身是资本家，是商品的卖者，而且他用来购

买的货币只代表他所卖出的商品，结果就只能是：双方都过贵地出

卖自己的商品，从而相互欺诈，而且只要双方都仅仅实现一般利润

率，欺诈的程度也就相同。那末，应该到哪里去找付给资本家的劳

动量等于资本家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加资本家的利润的买者呢？

举个例子。卖者为商品花费了１０先令。他把商品卖了１２先令。这

样，他支配的劳动不只是１０先令，而且多了２先令。但是买者同样

把他值１０先令的商品卖了１２先令。这样，他们各自作为买者所亏

损的正是他们作为卖者所赚得的。工人阶级是唯一的例外。因为，

既然产品价格被提高到它的费用之上，工人就只能买回产品的一

部分，这样，产品的另一部分，或该部分的价格，就构成资本家的利

润。但是，既然利润恰恰是由于工人只能买回产品的一部分而获得

的，那末资本家（资本家阶级）就决不能［仅仅］靠工人的需求来实

现自己的利润，决不能靠全部产品同工资相交换来实现利润，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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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靠工人的全部工资同仅仅一部分产品相交换来实现利润。可

见，除了工人以外，还必须有其他需求和其他买者，否则就不会产

生任何利润。这些买者从哪里来呢？如果他们本身是资本家，是卖

者，那就会发生上述的资本家阶级的自相欺诈，因为他们互相在名

义上提高他们商品的价格，他们各自作为卖者所赚得的正是他们

作为买者所亏损的。因此，必须有不是卖者的买者，资本家才能实

现他的利润，才能“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所以就必须有地

主、年金领取者、领干薪者、牧师等等以及他们的家仆和侍从。至于

这些“买者”怎样占有［７５８］购买手段，也就是说，他们怎样必须不

付等价物而先从资本家那里取得一部分产品，以便用这样取得的

东西买回少于它的等价物的商品，马尔萨斯先生没有加以说明。不

管怎样，由此就产生了他的为下述主张辩护的论据：尽可能多地增

加非生产阶级，好让商品的卖者找到市场，为自己的供给找到需

求。这样，再接下去，人口论小册子８的作者就鼓吹，经常的消费过

度和寄生者占有尽可能多的年产品是生产的条件。除了从他的理

论必然产生的这一论据之外，还有一个进一步的辩护论据：资本代

表对抽象财富的欲望，对价值增殖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只是由

于有代表支出欲望、消费欲望、奢侈欲望的购买者阶级存在，也就

是说，有那些是买者而不是卖者的非生产阶级存在才能实现。

［（３）十九世纪二十年代马尔萨斯主义者和

李嘉图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他们在对

待工人阶级的立场方面的共同点］

  在这个基础上，在二十年代（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３０年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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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说来，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大的形而上学的时代），马

尔萨斯主义者和李嘉图主义者之间发生了一场绝妙的争吵。李嘉

图主义者象马尔萨斯主义者一样地认为，必须使工人自己不占有

自己的产品，这个产品的一部分要归资本家所有，以便使他们（即

工人）有生产的刺激，从而保证财富的增长。但是李嘉图主义者激

烈地反对马尔萨斯主义者的下述观点：地主，国家和教会的领干薪

者，以及一大帮游手好闲的仆从，必须首先占有资本家的一部分产

品而不付任何等价物（正象资本家对工人那样），然后从资本家那

里购买资本家自己的商品，并为他们提供利润，——虽然李嘉图主

义者对于工人却持同样的主张。按照李嘉图主义者的学说，为了使

积累从而也使对劳动的需求增加，工人必须把自己产品中尽可能

大的一部分无偿地让给资本家，以便资本家把由此增加的纯收入

再转化为资本。马尔萨斯主义者也是这样论证的。按照他们的意

见，应该以地租、税收等等形式从产业资本家那里无偿地索取尽可

能大的一部分，以便他们能把余下的部分卖给这些强加给他们的

“分享者”而获得利润。工人不应占有自己的产品，这样才不致丧失

劳动的刺激——李嘉图主义者和马尔萨斯主义者都这样说。［马尔

萨斯主义者说］产业资本家必须把他的一部分产品让给只从事消

费的阶级——“为享受果实而生的人们”①，——好让这些阶级再

拿产业资本家让给他们的东西在对他们不利的条件下和产业资本

家进行交换。否则资本家就要丧失生产的刺激，而这种刺激恰恰在

于，资本家取得高额利润，大大高于商品价值出卖商品。以后我们

还要回过来再谈这场滑稽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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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马尔萨斯片面地解释斯密的价值理论。

他在同李嘉图论战中利用斯密的错误论点］

  现在我们首先来证明：马尔萨斯陷入了一种十分粗俗的观念。

“无论商品要通过多少次中间交换，无论生产者是把他们的商品运到中

国，还是就在产地出卖，商品能否取得适当的市场价格的问题，完全取决于生

产者能否补偿他们的资本并取得普通利润，从而能够顺利地继续他们的营

业。但他们的资本是什么呢？正如亚·斯密指出的，资本是用来劳动的工具、

被加工的材料、以及支配必要劳动量的手段。”

（马尔萨斯认为，这也就是用在商品生产上的全部劳动。利润

是超过这种用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的余额。因而事实上这只不过

是商品生产费用上的名义附加额。）为了使人们对他的看法不留下

任何疑问，马尔萨斯还以赞同的态度引用了托伦斯上校的《论财富

的生产》一书（第６章第３４９页）来证实他自己的观点。

“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费者｛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变成消费者和

生产者之间的对立｝［７５９］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能够和愿意付给商品的

部分，大于生产它们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卡泽诺夫出版的《政

治经济学定义》第７０—７１页）

而马尔萨斯的《定义》一书的出版者、辩护者和注释者卡泽诺

夫先生自己则说：

“利润不取决于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

｛这就是说，如果考察的只是资本家之间的商品交换，那末，由

于这里不存在资本家同工人之间的交换（工人除劳动之外没有任

何其他商品可以交换），马尔萨斯的理论就会表现为这样一种谬

论，即彼此单纯给商品价格加上一个附加额，一个名义上的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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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因此，不得不撇开商品交换，而谈不生产任何商品的人之间的

货币交换｝，

因为同一比例在任何利润高度上都能存在，而取决于对工资的比例，或

者说对抵补原有费用所需的比例，这个比例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定于买者为取

得商品而作出的牺牲（或他付出的劳动的价值）超过生产者为使商品进入市

场而作出的牺牲的程度。”（同上，第４６页）

为了获得这样奇妙的结果，马尔萨斯必须在理论上大耍花招。

首先，在抓住亚·斯密学说的一个方面，即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支

配的劳动量，或支配商品的劳动量，或商品交换的劳动量这一主张

的同时，必须消除亚·斯密本人以及其后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马

尔萨斯，对商品的价值——价值——可以成为价值尺度这一论点

所提出的异议。

马尔萨斯的《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１８２３年伦敦版）一书是

愚蠢的真正典型，它用诡辩来自我陶醉，在自己内在的概念混乱中

辗转迂回；它的晦涩、拙劣的叙述，给天真的、不内行的读者留下这

样一个印象：如果读者弄不清楚这一团混乱，那末其困难不在于混

乱与清楚之间的矛盾，而在于读者的理解力太差。

马尔萨斯首先必须把大卫·李嘉图在“劳动的价值”和“劳动

量”之间所作的划分９重新抹掉，并把斯密的［不同价值规定的］并

列归结到一个错误方面。

“一定的劳动量，必定具有同支配它或者它实际上交换的工资相等的价

值。”（《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１８２３年伦敦版第５页）

这句话的目的就是把劳动量和劳动的价值这两个用语等同起

来。

这句话本身纯粹是同义反复，是荒谬的陈辞滥调。既然工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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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它〈一定的劳动量〉所交换的”东西构成这个劳动量的价值，

那末，说一定的劳动量的价值等于工资或等于这个劳动所交换的

货币量或商品量，就是同义反复。换句话说，这不过意味着，一定的

劳动量的交换价值等于这一劳动量的交换价值，或者叫作工资。但

是，｛且不说直接同工资相交换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能力，正是这

个混淆造成了谬误｝，决不能从上述同义反复中得出这样的结论：

一定的劳动量等于工资中或者说构成工资的货币或商品中包含的

劳动量。假定一个工人劳动１２小时，得到６小时的产品作为工资，

那末这６小时的劳动产品就构成１２小时劳动的价值（因为它是用

来换取１２小时劳动的工资，商品）。不能由此推论说，６小时劳动

等于１２小时，或者代表６小时的商品等于代表１２小时的商品；也

不能说，工资的价值等于代表［同该工资相交换的］劳动的产品的

价值。由此只能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因为它是用劳动能力的

价值，而不是用劳动能力所完成的劳动来衡量的）、［７６０］一定劳动

量的价值所包含的劳动，少于它所买到的劳动；因此，代表所买到

的劳动的那些商品的价值和用来购买或支配这一定劳动量的那些

商品的价值，是大不相同的。

马尔萨斯先生得出了直接相反的结论。因为一定劳动量的价

值等于它的价值，按照马尔萨斯的意见，就可以得出结论：代表这

个劳动量的价值等于工资的价值。按照马尔萨斯的意见，由此还可

以得出结论：商品所吸收和包含的直接劳动（即扣除生产资料后剩

下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并不比为它支付的价值大；它只再生产工资

的价值。所以不言而喻，如果商品的价值由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决

定，利润就无法解释，而必须用别的源泉解释利润，——如果已经

假定商品的价值必须包括它所实现的利润。因为用在商品生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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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包括：（１）被磨损的因而再现于产品价值中的机器等等所包

含的劳动；（２）使用的原料所包含的劳动。这两个要素自然不会因

为它们成为新商品的生产要素而使它们在新商品生产前本来包含

的劳动量有所增加。于是，剩下的是（３）包含在工资中的、与活劳动

相交换的劳动。但是，按照马尔萨斯的意见，这种活劳动并不比它

所交换的物化劳动多。因此，商品不包含任何无酬劳动部分，只包

含补偿等价物的劳动。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如果商品的价值

由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决定，它就不提供任何利润。如果它提供利

润，那末，按照马尔萨斯的意见，这就是商品价格超过商品中所包

含的劳动的余额。因而，为了使商品按照它的价值（包括利润在内

的价值）出卖，商品必须支配这样一个劳动量，它等于用在商品生

产上的劳动加上一个代表商品出卖时所实现的利润的劳动余额。

［（５）马尔萨斯对斯密关于不变的

劳动价值这一论点的解释］

  其次，马尔萨斯为了证明劳动——不是生产所需要的劳动量，

而是作为商品的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他断言：

“劳动的价值是不变的。”（《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第２９页注）

｛这种说法决不是什么创见，而是亚·斯密《国富论》第１卷第

５章（加尔涅的法译本，第１卷第６５—６６页）中下述论点的改写和

进一步发挥：

“等量劳动，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对于完成这一劳动的工人必定具有

相同的价值。在通常的健康、体力和精神状况下，在工人能够掌握通常的技能

和技巧的条件下，他总要牺牲同样多的休息、自由和幸福。他所支付的价格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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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变的，不管他用这一价格换得的商品量有多少。诚然他用这个价格能买

到的这些商品的量有时多有时少，但这里发生变化的是这些商品的价值，而

不是购买商品的劳动的价值。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难于得到或者说要花

费许多劳动才能得到的东西总是贵的，而容易得到或者说花费不多的劳动就

能得到的东西总是便宜的。由此可见，劳动本身的价值永远不变，所以劳动是

唯一真实的和最终的尺度，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可以用这个尺度来衡量

和比较一切商品的价值。”｝

｛其次，马尔萨斯如此引为骄傲的并扬言是他最早提出的一个

发现（即价值等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加代表利润的劳动量的

论点），看来也只不过是把斯密以下两句话拼凑在一起（马尔萨斯

始终不失为一个剽窃者）：

“价格的各个不同构成部分的实际价值，是以每一构成部分所能购买或

支配的劳动量来衡量的。劳动不仅衡量价格中归结为劳动的部分的价值，而

且还衡量归结为地租的部分和归结为利润的部分的价值。”（第１卷第６章，

加尔涅的译本，第１卷第１００页）｝

［７６１］根据这一点马尔萨斯说：

“如果对劳动的需求增加了，那末，工人的较高工资就不是由劳动价值的

提高，而是由劳动所交换的产品的价值的降低引起的。在劳动过剩的情况下，

工人的低工资是由产品价值的提高，而不是由劳动价值的降低引起的。”（《价

值尺度。说明和例证》第３５页，并参看第３３—３４页）

贝利很好地嘲笑了马尔萨斯对于劳动价值不变的论证（指马

尔萨斯的进一步论证，而不是指斯密的论点；也指一般关于不变的

劳动价值的论点）：

“我们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证明任何物品都具有不变的价值；可以以１０码

呢绒为例。因为不管我们对这１０码呢绒付出５镑还是１０镑，付出的金额在

价值上总是等于用这笔钱换得的这块呢绒，或者换句话说，这个金额对这块

呢绒来说具有不变的价值。但是，用来换取具有不变价值的物的东西，本身必

１２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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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是不变的；所以这１０码呢绒必须具有不变的价值……如果说，工资虽然在

数量上有变化，但支配的劳动量不变，因此具有不变的价值，那末这种说法正

同所谓买帽子付出的金额虽然时多时少，但总是买到一顶帽子，因此它具有

不变的价值这种说法一样不足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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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５—１４７页）

贝利在这同一本著作中，非常尖刻地嘲笑了马尔萨斯用来“说

明”他的价值尺度的那些荒谬的、自以为高明的计算表格。

马尔萨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中对贝

利的讥讽大发雷霆，同时他试图这样来证明劳动价值不变：

“随着社会的进步，许多商品，如原产品，和劳动相比，价格上涨，而工业

品的价格却下降。因此，差不多可以这样说：一定的劳动量在同一国家中支配

的商品量，平均说来，在几百年的过程内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变化。”（《定义》

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２０６页）

马尔萨斯还象证明“劳动价值不变”一样绝妙地证明：工资的

货币价格的提高，必然引起商品的货币价格的普遍提高。

“如果货币工资普遍提高，货币的价值将相应地下降；而当货币的价值下

降时……商品的价格总是上涨。”（同上，第３４页）

如果货币的价值同劳动相比降低了，那末恰恰需要证明：所有

商品的价值同货币相比提高了，或者说，不是用劳动而是用其他商

品计算的货币价值降低了。而马尔萨斯证明这一点的办法，却是事

先就把这一点当作前提。

［（６）马尔萨斯利用李嘉图关于价值规律

的变形的论点反对劳动价值论］

  马尔萨斯反对李嘉图的价值规定所持的论据，完全来自李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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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本人最先提出的一个论点，即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变动与生

产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量无关，它是因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资本构

成上的区别——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比例不同，所用固定资本

的耐久程度不同，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不同——引起的。简言之，

马尔萨斯反对李嘉图所持的论据，来自李嘉图的费用价格和价值

的混淆，因为李嘉图把不依各个生产领域使用的劳动量为转移的

费用价格的平均化看作是价值本身的变形，从而把整个原理推翻

了。马尔萨斯抓住李嘉图本人所强调的并且是他最先发现的那些

违反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个规定的矛盾，不是为了解决矛盾，而

是为了倒退到完全荒谬的观念上去，为了把说出互相矛盾的现象

即用语言把这些现象表达出来，当成解决矛盾。我们在考察李嘉图

学派的解体时，还会看到［詹姆斯·］穆勒和麦克库洛赫也使用了

同样手法。他们试图用烦琐的荒谬的定义和区分，把与普遍规律相

矛盾的现象胡说成直接同普遍规律一致，以便在自己的议论中避

开这些现象，不过这样一来，基础本身也就不存在了。

在下面引用的马尔萨斯著作中的一段话里，马尔萨斯利用了

李嘉图本人提供的违反价值规律的材料来反对李嘉图：

“斯密说过，谷物一年就可成熟，而肉用牲畜却需要喂养４—５年才能屠

宰；因此，如果我们拿交换价值相等的一定数量的谷物和一定数量的肉相比

较，那就可以肯定，不考虑其他因素，单是多出的３年或４年的利润（按生产

肉类使用的资本１５％计算）的差额，就会使一个少得多的劳动量［７６２］在价

值上得到补偿。可见，两个商品的交换价值可以相等，而一个商品中的积累劳

动和直接劳动却比另一个少４０％或５０％。对任何一个国家的大量最重要的

商品来说，这是常见的事情；如果利润从１５％降到８％，肉的价值和谷物相比

就会降低２０％以上。”（《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第１０—１１页）

既然资本由商品构成，并且加入资本或构成资本的商品有很

３２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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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部分具有这样一种价格（也就是普通意义上的交换价值），这

种价格不仅包括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而且——就我们考察的只

是这种特殊商品来说，——还包括一个因加上平均利润而形成的

纯粹名义上的价值附加额，所以马尔萨斯说：

“劳动不是用于生产资本的唯一要素。”（卡泽诺夫出版的《定义》第２９

页）

“什么是生产费用呢？……就是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和生产商品时消费的

工具和材料中所包含的实物形式的劳动量，加上一个相当于预付资本在整个

预付期间的普通利润的附加量。”（同上，第７４—７５页）

“根据同样的理由，穆勒先生把资本叫作积累劳动是非常错误的。人们也

许可以把资本叫作积累劳动加利润，但肯定不能单单叫作积累劳动，除非我

们决定把利润叫作劳动。”（同上，第６０—６１页）

“说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和资本量来调节或决定，是

完全错误的。说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量和利润量来调节，是

完全正确的。”（同上，第１２９页）

关于这一点，卡泽诺夫在第１３０页的注释中说：

“‘劳动和利润’的说法可能遭到这样的反驳，说这两者不是互相关连的

概念，因为劳动是动因，利润是效果，一个是因，一个是果。因此，西尼耳先生

用‘劳动和节欲’的说法取而代之〈按西尼耳的说法是：“谁把自己的收入转化

为资本，谁就是节制了如果花费这笔资本就能获得的享受”〉……但是必须承

认，利润的原因不在于节欲，而在于生产地使用资本。”

绝妙的解释！商品的价值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加利润构成；

由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和不包含在商品中但购买商品时必须支付

的劳动构成。

马尔萨斯继续反驳李嘉图说：

“李嘉图断言，利润随着工资价值的提高而按比例地下降，反之亦然。这

种说法只有假定在其生产上耗费相等劳动量的商品始终具有相等价值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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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才是正确的。而这种假定在五百次里难得有一次可以成立，而且必然如

此，因为随着文明和技术的进步，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不断增加，流动资本的周

转时间则越来越不相同和不相等。”（《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３１—３２页）〈在

卡泽诺夫的版本第５３—５４页上，马尔萨斯的这段话，在文字上完全一样：“事

物的自然状态”使李嘉图的价值尺度变了样，因为这种状态造成一种趋势：

“随着文明和技术的进步，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不断增加，流动资本的周转时间

则越来越不相同和不相等。”〉

“李嘉图先生自己也承认他的规则有相当多的例外；但是如果我们考察

一下这些他所谓的例外的情况，即使用的固定资本量不同，耐久程度不同，使

用的流动资本周转时间不同，那末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例外情况如此之多，以

致规则可以看作例外，而例外可以看作规则。”（卡泽诺夫出版的《定义》第５０

页）

［（７）马尔萨斯的庸俗的价值规定。把利润

看成商品价值附加额。马尔萨斯对

李嘉图相对工资见解的反驳］

  根据上面所说，马尔萨斯还提出了这样一个价值规定１０：

“价值是对商品的估价，这种估价的根据是买者为商品付出的费用，或者

说买者为了得到它而必须作出的牺牲，这种牺牲用他为交换这一商品而付出

的劳动量来衡量，
·
或
·
者也可以说用这一商品所支配的劳动来衡量。”（同上，第

８—９页）

卡泽诺夫还指出了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区别：

［７６３］“李嘉图先生同亚·斯密一起，把劳动当作费用的真正尺度；但是

他只是用它来衡量生产者的费用……它同样可以用作买者的费用的尺度。”

（同上，第５６—５７页）

换句话说：商品的价值等于买者所必须支付的货币额，这一货

５２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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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额可以最准确地用它所能购买的普通劳动量来估量①。但这一

货币额又由什么决定，这一点当然没有说明。我们这里看到的是日

常生活中人们对这种事情的十分粗俗的观念。用莫测高深的语言

来表达的不过是肤浅的见解。换句话说，这无非是把费用价格和价

值等同起来，——这种混同，在亚·斯密著作中，尤其是在李嘉图

著作中是和他们的实际分析相矛盾的，而马尔萨斯却把它奉为规

律。因此，这是沉湎于竞争、只看到竞争造成的表面现象的市侩所

特有的价值观。费用价格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由预付资本的

量加利润决定。而利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利润的基金是从哪

里来的呢？代表这一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

问题只在于名义上提高货币价格，那末提高商品的价值是最容易

的事了。预付资本的价值又由什么决定呢？马尔萨斯说，是由预付

资本中包含的劳动的价值决定的。劳动的价值又由什么决定呢？是

由花费工资购买的商品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商品的价值又由什

么决定呢？由劳动的价值加利润。这样，我们只好不断地在循环论

证里兜圈子。假定付给工人的真是他的劳动的价值，也就是说，构

成他的工资的那些商品（或货币额）等于他的劳动物化在其中的商

品的价值（货币额），那末，他要是得到１００塔勒工资，他加到原料

等等上面的，简言之，加到预付［不变］资本上面的总共也就是１００

塔勒的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利润无论如何只能由卖者在出卖商品

时加在商品的实际价值上的附加额构成。所有的卖者都这样做。因

此，只要是资本家彼此交换商品，那就谁也不能通过这种附加额实

现任何东西，根本不能通过这种方法形成一个可供他们从中汲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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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的剩余基金。只有那些生产加入工人阶级的消费的商品的资

本家，才能获得一个实际的、而不是虚构的利润，因为他们卖回给

工人的商品比他们向工人购买的商品贵。他们用１００塔勒从工人

那里购买来的商品，又以１１０塔勒卖回给工人，也就是说，他们只

把产品的
１０
１１
卖回给工人，而把

１
１１
留给自己。但这仅仅意味着，例如

工人做工１１小时，只给他１０小时的报酬，只给他１０小时的产品，

而１小时或者说１小时的产品，无代价地归资本家所有。而这也就

意味着——就这里是同工人阶级发生关系而言——利润的产生是

由于工人阶级把自己劳动的一部分白白送给资本家，因而“劳动

量”和“劳动价值”不相等。但其他资本家却不会有这种出路，因而

只能获得虚构的利润。

此外，下面这一段话令人信服地表明马尔萨斯多么不理解李

嘉图的基本论点，他根本不懂得利润能够不通过价值附加额而通

过别的办法获得。

“可以承认，直接制成并直接供人使用的最初商品是纯粹劳动的结果，因

而它们的价值由这一劳动的量决定；但是这种商品作为资本来帮助生产其他

商品时，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就必然不能使用他的预付，因之也就必然要求

以利润形式取得报酬。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用于生产商品的预付资本比

较小，这种报酬是很高的，而且由于利润率高，这些商品的价值受到相当大的

影响。在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阶段，由于使用的固定资本量大大增加，由于很大

一部分流动资本在资本家从卖得之款中得到补偿前的预付期加长，利润对资

本和商品的价值也发生很大的影响。在这两种情况下，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

都会受到不断变动的利润量的重大影响。”（卡泽诺夫出版的《定义》第

６０页）       

确立相对工资的概念是李嘉图的最大功绩之一。其要点就是：

工资的价值（因而还有利润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工作日中工人为他

７２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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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劳动（为了生产或再生产他的工资）的那一部分和归资本家所

有的那一部分劳动时间的比例。这一点在经济学上非常重要，事实

上这只是对正确的剩余价值理论的另一种表达１１。其次，这一点对

理解两个［７６４］阶级的社会关系是很重要的。马尔萨斯在这里嗅到

了一些不大对头的味道，因而不得不提出这样的异议：

“在李嘉图先生以前我还没有见到有哪个著作家曾在比例的意义上使用

工资或者实际工资这个术语。”

（李嘉图谈的是工资的价值，它实际上也就表现为属于工人的

那一部分产品１２。）

“利润确实是指一种比例；而利润率始终被正确地表达为对预付资本的

价值的百分比。”

｛要说清楚马尔萨斯所谓的预付资本的价值是指什么，那是很

困难的，而要他本人说清楚甚至是不可能的。照马尔萨斯的说法，

商品的价值等于商品中包含的预付资本加利润。既然预付资本中

除了直接劳动外，还包括商品，所以预付资本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

中包含的预付资本加利润。于是利润就等于预付资本的利润加利

润的利润。如此等等，以至无穷。｝

“至于工资，我们在考察它的增减时从来不是根据它对通过一定劳动量

获得的全部产品的比例，而是根据工人所取得的某种产品量的多少，或者说

根据这些产品支配必需品和舒适品的能力大小。”（《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

２９—３０页）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交换价值——交换价值的增殖

——是直接目的，所以弄清怎样衡量交换价值是很重要的。由于预

付资本的价值是用货币（实在货币或计算货币）表示的，所以这种

增殖的幅度用资本本身的货币量来衡量，并以一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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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的资本（货币额）作为标准。

马尔萨斯说：“资本的利润就是预付资本的价值和商品在出卖或被消费

时所具有的价值之间的差额。”（《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２４０—２４１页）

［（８）马尔萨斯的生产劳动和积累的

观点同他的人口论相抵触］

［（ａ）］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收入是用来直接维持生活和取得享受的，而资本是用来取得利润的。”

（《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８６页）

“工人和家仆是用于完全不同目的的两种工具，前者帮助获得财富，后者

帮助消费财富。”１３（同上，第９４页）

下面这个对生产工人的定义倒是不错的：

“生产工人就是直接增加自己主人的财富的工人。”（《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２版］第４７页［注］）

此外，还可以引用下面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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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破坏

…… 资本家使用的工人，自然把他不积蓄的那部分工资，作为用于维持生

活和取得享受的收入来消费，而不是作为用于生产的资本来消费。他对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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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泽诺夫出版的《定义》第３０页）

［（ｂ）］积  累

“现代任何政治经济学家都不能把积蓄看作只是货币贮藏；撇开这种做

法的狭隘和无效不说，积蓄这个名词在涉及国民财富方面只能设想有一个用

法，这个用法是从积蓄的不同用途中产生并以积蓄所维持的各种不同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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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差别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３８—３９页）

“资本积累就是把收入的一部分当作资本使用。因此，现有的财产或财富

不增加，资本也可能增加。”（卡泽诺夫出版的《定义》第１１页）

“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

待结婚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２１５页）

这种话竟出自鼓吹制止人口过剩的人之口！

“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是刺激工人阶级生产奢侈品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

刺激消除或者大大削弱，以致花费很少劳动就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那末我

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用来生产舒适品的时间将不会更多，而只会更少。”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３３４页）

但是，对于这个人口过剩论的说教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这样一

段话：

“按人口的性质来说，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经过１６年或１８年的时间，

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

多，一个国家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是经常有的。”（同

上，第３１９—３２０页）

［７６５］卡译诺夫正确地指出：

“当资本用于预付给工人的工资时，它丝毫不增加用来维持劳动的基金，

而只不过是把这种已经存在的基金的一定部分用于生产的目的。”（卡泽诺夫

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定义》第２２页注）

［（９）］［马尔萨斯所理解的］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积累劳动〈其实应当称为物质化劳动、物化劳动〉是花费在生产其他商

品时使用的原料和工具上的劳动。”（卡泽诺夫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定义》第

１３页）

“在谈到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应当把花费在生产商品所需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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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劳动称为积累劳动，以区别于最后的［即在生产商品最后阶段的］资本家

所使用的直接劳动。”（同上，第２８—２９页）

指出这种区别当然很重要。但是在马尔萨斯那里，这种区别却

没有导致任何成果。

马尔萨斯试图把剩余价值或至少是剩余价值率（不过他总是

把它们同利润和利润率混为一谈）解释为对可变资本之比，即对用

在直接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之比。但是在马尔萨斯那里，这一尝试

是十分幼稚的，而且按照他的价值观，也只能是这样。他在他的《政

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中说：

“假定资本只用在工资上。如果１００镑用在直接劳动上，年终收回１１０、

１２０或１３０镑，显然，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利润决定于总产品价值中用来支付

所使用的劳动的份额。如果在市场上产品的价值是１１０，那末用来支付工人

的份额 是产品价值的
１０
１１
，而利润就是１０％。如果产品价值的１２０，那末支付

劳动的份额是
１０
１２
，而利润是２０％；如果产品价值是１３０，那末必须用来支付预

付劳动的份额是
１０
１３
，而利润是３０％。现在假定资本家预付的资本不单由劳动

构成。资本家对于他所预付的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假定

预付额的
１
４
，用于支付（直接）劳动，其余

３
４
则是积累劳动、利润以及因地租、

赋税和其他支出而产生的利润的附加。在这种情况下，说资本家的利润将随

着他产品的这
１
４
的价值与所使用的劳动量之比的变动而变动，这是完全正

确的。例如，假定一个租地农场主在农业上花了２０００镑，其中１５００镑用于种

籽、马饲料、固定资本的损耗、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利息、地租、什一税、赋

税等等，５００镑用于直接劳动，而到年终收回２４００镑。这个租地农场主的利

润是由２０００镑产生的４００镑，即２０％。同样明显的是，如果我们拿产品价值

的
１
４
即６００镑来同支付直接劳动的工资总额相比，结果得出的利润率完全

一样。”（第２６７—２６８页）

马尔萨斯在这里表现了邓德里尼里勋爵作风１４。他想（他模糊

地感到，剩余价值，从而还有利润，与用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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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关系）证明“利润决定于总产品价值中用来支付所使用的劳

动的份额”。他最初说对了，因为他假定全部资本由可变资本即用

于工资上的资本构成。在这种场合，利润和剩余价值确实是等同

的。但是即使在这一场合，马尔萨斯也只是发表了一些十分荒唐的

见解。如果所支出的资本是１００，利润为１０％，那末产品的价值等

于１１０，利润占所支出的资本的
１
１０
（即它的１０％），占总产品价值

（马尔萨斯已经把利润本身的价值也算在里面）的
１
１１
。这样，利润

是总产品价值的
１
１１
，而预付资本是它的

１０
１１
。１０％的利润同总产品

价值的关系可以表述如下：总产品价值中不包括利润的那一部分

等于总产品的
１０
１１
，或者说，有１０％利润在内的、价值为１１０镑的产

品，包含
１０
１１
的支出，利润就是由这些支出产生的。这个出色的数学

推理使马尔萨斯感到如此有趣，以致他以利润为２０％，３０％等为

例重复了同样的演算。到现在为止，我们看到的不过是同义反复。

利润是对所支出的资本的百分比；总产品价值包含了利润的价值，

而所支出的［７６６］资本是总产品的价值减去利润的价值。因而

１１０—１０＝１００。但１００是１１０的
１０
１１
。让我们再看下去。

假定资本不仅由可变资本，而且由不变资本构成。“资本家对

于他所预付的资本的一切部分，都期望得到同样的利益。”固然，这

违背前面刚刚提出的论断，即利润（应该说是剩余价值）决定于用

在工资上的资本的份额。但这有什么要紧呢？马尔萨斯这样的人

是不会去违背“资本家”的“期望”或想法的。于是，他就大显身手。

假定资本是２０００镑，其中
３
４
即１５００镑是不变资本，

１
４
即５００镑是

可变资本。利润是２０％。这样利润就是４００镑，产品的价值是２０００

十４００＝２４００镑。１５［马尔萨斯接着说，］拿总产品的
１
４
来看，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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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
的价值等于６００镑。所支出的资本的

１
４
等于５００镑，即等于总预

付资本中用于工资的部分；１００镑则构成利润的
１
４
，等于总利润中

分摊在资本家付出的工资总额上的部分。按照马尔萨斯的意见，这

就能证明“资本家的利润将随着他产品的这１
４
的价值与所使用的

劳动量之比的变动而变动”。其实，这不过证明，一定的资本——例

如４０００镑——的一定比率的利润，例如２０％的利润，形成这笔资

本的每一个别部分的２０％的利润，而这是同义反复。但这绝对证

明不了这笔利润同用于工资的那部分资本之间存在某种确定的、

独特的、特有的比例。如果我不象马尔萨斯先生那样取总产品的
１
４

而是取
１
２４
即（２４００镑中的）１００镑为例，那末这１００镑也包含了

２０％的利润，换句话说，其中的１
６
是利润。在这种情况下，资本是

８３１
３
镑，利润是１６

２
３
镑。如果这８３

１
３
镑等于例如生产中使用的

一匹马的价值，那末，按马尔萨斯的方法，就会证明利润随马的价

值的变动而变动，即随总产品的２８
４
５
之一而变动。

马尔萨斯在他不能剽窃唐森、安德森或其他什么人而只好自

己靠自己的时候，就表现得如此可怜。就实质而言（撇开此人的特

点不谈），值得注意的倒是他的这种模糊猜测：剩余价值应按照用

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计算。

｛在利润率已知的条件下，总利润即利润总额总是取决于预付

资本量。而积累则是由利润总额中再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来决定

的。但是，因为这部分等于总利润减去资本家所消费的收入，所以

它不仅取决于利润总额的价值，而且取决于资本家能用这笔利润

总额购买的商品的低廉程度——一部分取决于加入他的消费，加

入他的收入的商品的低廉程度，一部分取决于加入不变资本的商

品的低廉程度。在这里，由于利润率假定为已知，所以工资同样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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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为已知。｝

［（１０）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补充评论］

在马尔萨斯看来，劳动的价值永远不会变动（这是从亚当·斯

密那里继承来的），变动的只是我用劳动换得的商品的价值。①假

定在一种情况下一个工作日的工资等于２先令，在另一种情况下

等于１先令。资本家为同样的劳动时间付出的先令，在前一种情况

下比在后一种情况下多一倍。但是工人为取得同样多的产品付出

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比在前一种情况下多一倍，因为在后一种

情况下，他做完整个工作日才得到１先令，而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

做半个工作日就可以得到１先令。马尔萨斯先生只看到资本家为

换取同样多的劳动付出的先令有时多有时少。他没有看到工人为

换取一定量产品付出的劳动也完全相应地有时多有时少。

“为一定量的劳动付出较多产品，或者用一定量的产品换取较多劳动，在

他〈马尔萨斯〉看来都是一样。然而任何人都会认为这恰恰是相反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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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５２页）

这本书（《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

还非常正确地指出：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在马尔萨斯按亚·斯密的

一种见解所理解的意义上，能完全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充当价值

尺度，而它在这个意义上却不能成为象货币在实际上所充当的那

样好的价值尺度。一般说来，这里只有在货币是价值尺度这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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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才能谈价值尺度问题。

［７６７］一般说来，价值尺度（在货币的意义上）决不是使商品彼

此可通约的东西，——参看我的著作的第一部分第４５页１６。

“相反，正是作为物化劳动时间的商品的可通约性使金成为货币。”

各个商品作为价值是统一体，它们不过是同一统一体即社会

劳动的表现。价值尺度（货币）先要有作为价值的商品为前提，而且

只涉及这一价值的表现和数量。商品的价值尺度涉及的总是价值

转化为价格，它已经把价值作为前提。

上面提到的《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中的那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

“马尔萨斯先生说：‘在同一地点和同一时间，不同的商品所能支配的不

同的日劳动量，正好和这些商品的相对交换价值成比例，反过来也是一

样。’１７如果这对劳动来说是正确的，那末对其他任何东西来说同样是正确

的。”（《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４９页）“货币在同一时间和同一

地点可以很好地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 但是这〈指马尔萨斯的论点〉对

劳动来说看来是不正确的。劳动甚至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也不是尺度。我

们拿一定量的谷物来说，假定它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与一粒钻石在价值上

相等；那末谷物和钻石，如果用它们的实物形式支付劳动，能否支配等量劳动

呢？有人会说：不能，但是钻石可以购买货币，用货币便能支配等量的劳动

……这种决定价值的方法是没有用的，因为这种方法如果不用似乎被它取代

的另一种方法来校正，便不能采用。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谷物和钻石所

以能支配等量的劳动，是由于它们在货币形式上具有相同的价值。但是有人

却要我们作出这样的结论：两者之所以具有相同的价值，是由于它们支配等

量的劳动。”（同上，第４９—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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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生产过剩。“非生产消费者”等等。

［马尔萨斯为“非生产消费者”的挥霍

辩护，把它看成防止生产过剩的手段］

  从马尔萨斯的价值理论引出了他这个人口过剩（因生活资料

不足而产生的人口过剩）论者如此狂热鼓吹的关于非生产消费必

须不断增长的整个学说。商品的价值等于预付的材料、机器等等的

价值加商品中包含的直接劳动量，而直接劳动量，照马尔萨斯的说

法，则等于商品中包含的工资的价值加根据一般利润率的水平加

在全部预付上的利润附加额。马尔萨斯认为，这一名义附加额构成

利润，并且是商品供给即商品再生产的条件。这些要素构成不同于

生产者价格的买者价格，而买者价格也就是商品的实际价值。现在

要问，这一价格是怎样实现的呢？谁应该支付这一价格呢？这一价

格应该从什么基金中支付呢？

在研究马尔萨斯的观点时我们必须先作如下的区分（这一点

他没有做）。一部分资本家生产的商品直接加入工人的消费；另一

部分资本家生产的商品或者只是间接地加入工人的消费（就这种

商品作为原料和机器等等加入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资本而言），

或者根本不加入工人的消费，因为它们只加入非工人的收入。

我们首先来考察那些生产加入工人消费的物品的资本家。他

们不只是工人的劳动的买者，而且是把工人生产的产品再卖给工

人的卖者。如果工人加进的劳动量值１００塔勒，那末资本家就付给

他１００塔勒。而［在马尔萨斯看来］这就是资本家所购买的劳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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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料等等上的唯一的价值。因此工人得到了他的劳动的价值，他

交给资本家的仅仅是这个价值的等价物。但是，工人虽然名义上取

得了这个价值，他实际上得到的商品量却少于他所生产的商品量。

实际上他只收回物化在产品中的自己劳动的一部分。为了简便起

见，我们也象马尔萨斯本人经常做的那样，假定资本只由用于工资

的资本构成。为了生产商品，预付给工人１００塔勒（这１００塔勒就

是所购买的劳动的价值，而且是劳动加在产品上的唯一价值），可

是，资本家却把这一商品卖１１０塔勒，而工人用１００塔勒只能买回
１０
１１
的产品；

１
１１
的产品，即１０塔勒的价值或代表这１０塔勒剩余价

值的剩余产品量，则归资本家所有。如果资本家把商品卖１２０塔

勒，工人得到的只有
１０
１２
，资本家则得到了

２
１２
的产品及其价值。如果

资本家把商品卖１３０塔勒（３０％），工人就只得到
１０
１３
，资本家则得

到
３
１３
的产品。如果资本家加上５０％的附加额，即把商品卖１５０塔

勒，工人就只得到
２
３
的产品，［７６８］资本家则得到

１
３
的产品。资本家

把商品的价格卖得越高，在产品的价值中，从而也在产品的量中，

工人得到的份额就越小，资本家自己所占的份额就越大，工人用他

的劳动的价值所能买回的那部分产品价值或产品本身就越少。即

使在预付资本中除了可变资本外还有不变资本，例如除了１００塔

勒的工资外还有１００塔勒的原料等等，事情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润率为１０％，资本家就不是把商品卖２１０

塔勒，而是卖２２０塔勒（其中不变资本１００塔勒，［直接］劳动的产

品１２０塔勒）。

｛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于１８１９年第一次出版。①｝

７３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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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例中，就生产直接加入工人消费的物品（生活必需品）的

Ａ类资本家来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通过名义附加额，即加

在预付资本价格上的正常利润附加额，确实为资本家创造了一个

剩余基金，因为资本家通过这种转弯抹角的方法只把工人产品的

一部分还给工人，而把另一部分据为己有。但是，这种结果之所以

产生，并不是由于资本家按照提高了的价值把全部产品卖给工人，

而是由于产品价值的提高使工人没有可能用他的工资买回全部产

品，而只能买回产品的一部分。因此非常明显，工人的需求在任何

时候也不足以实现购买价格超过生产费用［ｃｏｓｔｐｒｉｃｅ］
１８
的余额，

即不足以实现利润和商品的“价值”。相反，利润基金之所以存在，

正是由于工人不能用他的工资买回他的全部产品，也就是他的需

求和供给不相适应。于是Ａ 类资本家手里便有代表一定价

值（在上例是２０塔勒）的一定量商品，他不必用这些商品来

补偿资本，而可以把其中的一部分当作收入花掉，把另一部分用于

积累。注意：资本家手里有多少这样的基金，取决于他加在生产费

用上的价值附加额，这一附加额决定资本家和工人分配总产品的

比例。

现在我们来看Ｂ类资本家，他们给Ａ类提供原料和机器等

等，简言之，提供不变资本。Ｂ类只能把自己的产品卖给Ａ类，因

为他们既不能把他们自己的商品卖给与资本（原料、机器等等）毫

无关系的工人，也不能卖给生产奢侈品（即不是生活必需品、不加

入工人阶级日常消费的一切物品）的资本家，也不能卖给生产制造

奢侈品所需的不变资本的资本家。

在上面我们已经看到，在Ａ类预付的资本中有１００塔勒用于

不变资本。生产这一不变资本的工厂主，在利润率为１０％时，用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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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１１
塔勒的生产费用生产了它，但是卖１００塔勒（９０

１０
１１
：９
１
１１
＝１００∶

１０）。于是他靠Ａ类资本家得到自己的利润。也就是说，他从卖２２０

塔勒的Ａ类的产品中得到的是他的１００塔勒，而不只是我们假定

他用来购买直接劳动的９０１０
１１
塔勒。Ｂ绝不是从他的工人那里得到

利润的，他不能把价值９０１０
１１
塔勒的工人的产品按１００塔勒再卖给

工人，因为工人根本不向他购买东西。然而，Ｂ的工人的情况仍然

和Ａ的工人一样。他们用９０
１０
１１
塔勒买到的只是名义上具有９０

１０
１１

塔勒的价值的商品量，因为Ａ的产品的每一部分的价格都均等地

提高了，或者说，它的价值的每一部分都由于相应的利润附加额而

代表较少的一部分产品。

｛但是，这种加价只能到一定程度，因为工人必须获得足够的

商品来维持生活和再生产他的劳动能力。如果资本家Ａ加上了

１００％，把他花费了２００塔勒生产的商品卖４００塔勒，工人就只能

买回
１
４
的产品（假定工人得到１００塔勒）。如果工人需要得到一半

产品才能生活，资本家就必须付给他２００塔勒。这样，资本家只留

下１００塔勒（不变资本１００塔勒，工资２００塔勒）。因此，结果和资

本家按３００塔勒出卖花费２００塔勒生产的商品并付给工人１００塔

勒工资的情况是一样的。｝

Ｂ类资本家不是（直接）靠他的工人，而是靠他把自己的商品

卖给Ａ类资本家获得利润基金的。Ａ的产品不仅为实现Ｂ类资本

家的利润服务，而且构成Ａ自己的利润基金。可是，很清楚，资本

家Ａ靠工人获得的利润不可能通过把商品卖给资本家Ｂ来实现；

资本家Ｂ也和资本家Ａ自己的工人一样，不能对Ａ的产品提出足

够的需求（以保证产品按照它的价值出卖）。相反，这里出现了反作

用。［７６９］资本家Ａ加上的利润附加额越高，与他的工人相对比，

９３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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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总产品中所占有的、资本家Ｂ不能得到的那一部分就越大。

资本家Ｂ以和资本家Ａ同样的幅度加上附加额。资本家Ｂ仍

旧付给他的工人９０
１０
１１
塔勒，虽然工人用这笔钱只能买到较少的商

品。但是，如果Ａ取得２０％，而不是１０％，那末，Ｂ同样取得２０％，

而不是１０％，并且按１０９１
１１
塔勒，而不是按１００塔勒出卖自己的

商品。这样，Ａ支出的这部分费用就增加了。

甚至完全可以把Ａ和Ｂ作为一类来考察（Ｂ属于Ａ的费用，

资本家Ａ从总产品中付给资本家Ｂ的部分越大，他自己剩下的部

分就越小）。在２９０１０
１１
塔勒的资本中，Ｂ占９０

１０
１１
，Ａ占２００。他们总

共支出２９０
１０
１１
塔勒，并取得２９

１
１１
塔勒的利润。Ｂ从Ａ买回的无论

如何不可能多于１００塔勒，而且其中还包括他的９１
１１
塔勒的利润。

正如刚才说过的，两者合在一起共有２９１
１１
塔勒的收入。

现在来谈Ｃ类和Ｄ类。Ｃ是生产为制造奢侈品所必需的不变

资本的资本家，Ｄ是直接生产奢侈品的资本家。首先，这里很清楚，

只有Ｄ向Ｃ提出直接需求，Ｄ类资本家是Ｃ类资本家的商品的买

者。而资本家Ｃ只有把他的商品按照高价，通过把名义附加额加

在商品生产费用上的办法卖给资本家Ｄ，才能实现利润。资本家Ｄ

付给资本家Ｃ的东西，必须多于Ｃ为补偿他的商品的［生产费用

的］一切组成部分所必需的东西。资本家Ｄ的利润则部分地加在

资本家Ｃ为他生产的不变资本上，部分地加在Ｄ自己直接预付于

工资的资本上。Ｃ可以用从Ｄ那里赚得的利润购买Ｄ的一部分商

品，虽然他不能把自己的利润全都这样花掉，因为他还需要为自己

取得生活必需品，而不仅是为工人（为他们，他是用在Ｄ那里实现

的资本去交换的）。第一，Ｃ的商品的实现直接取决于能否把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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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卖给资本家Ｄ；第二，即使已经这样卖出，资本家Ｃ的利润所产

生的需求也不能实现资本家Ｄ出卖的商品的全部价值，正象资本

家Ｂ的需求不能实现Ａ的商品的全部价值一样。因为资本家Ｃ的

利润正是从资本家Ｄ那里赚来的，即使Ｃ把这个利润再用在Ｄ的

商品上，而不用在其他商品上，他的需求也永远不会大于他从Ｄ

那里赚得的利润。资本家Ｃ的利润永远比Ｄ的资本少得多，比Ｄ

的全部需求少得多，并且Ｃ的利润永远不会构成Ｄ的利润源泉

（顶多是Ｄ对Ｃ进行一些欺骗，把他卖回给Ｃ的商品加价），因为

资本家Ｃ的利润是直接从资本家Ｄ的钱袋中来的。

其次，很清楚，如果在每一类（不管是Ｃ类还是Ｄ类）内部资

本家互卖他们的商品，他们之中谁也不会因此赚得或实现任何利

润。资本家ｍ把只值１００塔勒的商品按１１０塔勒卖给资本家ｎ，而

ｎ对ｍ也这样做。在交换之后，每个人都和交换前一样仍然拥有

生产费用为１００塔勒的商品量。每个人都用１１０塔勒只换得值

１００塔勒的商品。附加额并不使他拥有的对别人的商品的支

配权大于附加额使别人拥有的对他的商品的支配权。至于

说到价值，那末，即使ｍ和ｎ都不交换自己的商品而乐于把

商品说成是值１１０塔勒而不是值１００塔勒，其结果也会是完全一

样的。

其次，很清楚，［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Ｄ类（因为Ｃ类包括在

Ｄ类里）的名义剩余价值不代表实际的剩余产品。由于资本家Ａ

加上附加额，工人用１００塔勒买到的生活必需品减少了，这一情况

同资本家Ｄ没有直接关系。为了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资本家Ｄ

必须照旧支付１００塔勒。他付给工人的是工人劳动的价值；除此之

外，工人［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没有把任何东西加在产品上，他们

１４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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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给自己雇主的不过是他们所得工资的等价物。资本家Ｄ只有把

商品卖给第三者才能得到超过这个等价物的余额，因为他向第三

者出卖商品的价格高于生产费用。

实际上，［生产奢侈品，例如］生产镜子的工厂主，在他的产品

中有和租地农场主的一样的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因为产品中包

含着无酬劳动（剩余价值），而且这种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完全一

样地表现在产品中。无酬劳动表现在剩余产品中。镜子的一部分，

工厂主没有花费任何代价，但这一部分也有价值，因为这一部分完

全和镜子的补偿预付资本的另一部分一样包含着劳动。剩余产品

中的这种剩余价值在镜子出卖以前已经存在，并不是由于出卖才

产生的。相反，如果工人在直接劳动中付出的只是他以工资形式取

得的积累劳动的等价物，那就既不存在［７７０］剩余产品，也不存在

与之相适应的剩余价值了。但是，在马尔萨斯看来，事情并不是这

样，他认为工人还给资本家的只是工资的等价物。

很清楚，Ｄ类（包括Ｃ类）不能用Ａ类的办法人为地为自己创

造剩余基金，也就是说，不能象Ａ类那样把自己的商品按照比向

工人购买这种商品时贵的价格再卖给工人，从而在补偿了支出的

资本以后将总产品的一部分据为己有。因为工人不是Ｄ类的商品

的买者。Ｄ类的剩余基金也不能通过Ｄ类资本家相互出卖自己的

商品，换言之，通过Ｄ类内部进行商品交换而产生。因此，它只有

通过Ｄ类把自己的产品卖给Ａ类和Ｂ类才能实现。由于Ｄ类资

本家把价值为１００塔勒的商品按１１０塔勒出卖，Ａ类资本家用

１００塔勒只能买到Ｄ类的
１０
１１
的产品，而Ｄ类资本家自己留下

１
１１
，

这一部分产品他们可以自己消费或者用来交换本类的其他商品。

一切不直接生产生活必需品、因而不是把自己的绝大部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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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卖给资本家Ｄ；第二，即使已经这样卖出，资本家Ｃ的利润所产

生的需求也不能实现资本家Ｄ出卖的商品的全部价值，正象资本

家Ｂ的需求不能实现Ａ的商品的全部价值一样。因为资本家Ｃ的

利润正是从资本家Ｄ那里赚来的，即使Ｃ把这个利润再用在Ｄ的

商品上，而不用在其他商品上，他的需求也永远不会大于他从Ｄ

那里赚得的利润。资本家Ｃ的利润永远比Ｄ的资本少得多，比Ｄ

的全部需求少得多，并且Ｃ的利润永远不会构成Ｄ的利润源泉

（顶多是Ｄ对Ｃ进行一些欺骗，把他卖回给Ｃ的商品加价），因为

资本家Ｃ的利润是直接从资本家Ｄ的钱袋中来的。

其次，很清楚，如果在每一类（不管是Ｃ类还是Ｄ类）内部资

本家互卖他们的商品，他们之中谁也不会因此赚得或实现任何利

润。资本家ｍ把只值１００塔勒的商品按１１０塔勒卖给资本家ｎ，而

ｎ对ｍ也这样做。在交换之后，每个人都和交换前一样仍然拥有

生产费用为１００塔勒的商品量。每个人都用１１０塔勒只换得值

１００塔勒的商品。附加额并不使他拥有的对别人的商品的支

配权大于附加额使别人拥有的对他的商品的支配权。至于

说到价值，那末，即使ｍ和ｎ都不交换自己的商品而乐于把

商品说成是值１１０塔勒而不是值１００塔勒，其结果也会是完全一

样的。

其次，很清楚，［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Ｄ类（因为Ｃ类包括在

Ｄ类里）的名义剩余价值不代表实际的剩余产品。由于资本家Ａ

加上附加额，工人用１００塔勒买到的生活必需品减少了，这一情况

同资本家Ｄ没有直接关系。为了雇用一定数量的工人，资本家Ｄ

必须照旧支付１００塔勒。他付给工人的是工人劳动的价值；除此之

外，工人［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没有把任何东西加在产品上，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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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一部分商品再卖给工人的资本家，［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情

况是这样的：

假定这种资本家的不变资本是１００塔勒。其次，如果资本家在

工资上付出１００塔勒，他就把工人的劳动价值付给了工人。工人在

１００塔勒的价值上加上１００塔勒，因此产品的总价值（生产费用）

是２００塔勒。而利润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平均利润率是１０％，资

本家就把值２００塔勒的商品卖２２０塔勒。如果他确实把商品卖

２２０塔勒，那末很清楚，要再生产这种商品有２００塔勒就够了：１００

塔勒用于原料等等，１００塔勒用于工资；他把２０塔勒装进自己的

腰包。他可以把这２０塔勒当作收入花掉，也可以用来积累资

本。

但是，他以高于商品“生产价值”（按照马尔萨斯的说法，“生产

价值”和“出售价值”或实际价值不同，所以实际上利润等于生产价

值和出售价值之间的差额，或者说等于出售价值减生产价值）１０％

的价格把商品卖给谁呢？这些资本家靠彼此交换或出卖商品是不

能实现丝毫利润的。如果Ａ把价值为２００塔勒的商品按２２０塔勒

卖给Ｂ，那末Ｂ对Ａ也会耍同样的花招。这些商品换一下手，既不

改变它们的价值，也不改变它们的数量。以前在Ａ手中的商品量，

现在在Ｂ手中；反过来也是一样。以前用１００表示的东西，现在用

１１０表示，事情一点也没有变化。无论是Ａ的购买力还是Ｂ的购

买力，都没有任何变动。

但是，根据假定，这些资本家都不能把自己的商品卖给工人。

因此，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商品卖给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资本家。

后者由于和工人进行交换，事实上拥有实际的剩余基金。名义剩余

价值的形成，使他们实际上掌握了剩余产品。这是到目前为止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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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唯一的剩余基金。其他资本家的剩余基金，则只有靠他们把自己

的商品以高于其生产价值的价格卖给这些剩余基金的占有者才会

产生。

至于生产为制造生活必需品所需的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我们

已经看到，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者必须向他们购买。这些购买包括在

他的生产费用之内。他的利润愈高，他所花费的附加上同样利润率

的预付就愈贵。如果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者按２０％而不是１０％的附

加额出卖生活必需品，他的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也会附加２０％而不

是１０％。他要求用来换取９０１０
１１
的不是１００，而是１０９

１
１１
，或者凑成

整数就是１１０，因此现在产品的［生产］价值是２１０，这个数额的

２０％是４２，因此整个产品的［出售］价值等于２５２。其中工人得到

１００。现在资本家取得的利润就超过总产品的１
１１
；他以前按２２０出

卖产品时，只得到１
１１
。产品的量仍旧是那么多，但是归资本家支配

的部分，在价值上和数量上都增加了。

至于既不生产生活必需品、也不生产加入这些生活必需品生

产的资本的其他资本家，他们只有把自己的商品卖给前两类资本

家，才［能］①取得利润。如果前两类资本家赚取２０％，他们也赚取

［这么多］。

但是，第一类资本家［同工人的交换］和两类资本家之间的交

换有很大的区别。第一类资本家［由于］同工人进行［交换］，形成了

一个生活必需品的实际剩余基金，即［作为］资本的［增殖额］归他

们支配的剩余产品，所以他们可以把其中一部分积累起来，一部分

［作为收入花费］，不管是用来购买他们自己的生活必需品，还是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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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奢侈品。这里的剩余价值实际上［代表］［ⅪⅤ—７７１］剩余劳动和

剩余产品，虽然这一结果［在马尔萨斯那里］是通过笨拙的、转弯抹

角的办法，通过给商品价格加上附加额的办法得来的。假定生产生

活必需品的工人的产品的价值实际上只等于１００塔勒。但是，因为

支付工资只要产品的
１０
１１
就够了，所以资本家只要花费９０

１０
１１
塔勒，

他由此获得利润９
１
１１
塔勒。但是，如果他把劳动的价值和劳动的量

设想为等同的，付给工人１００塔勒，而把商品按１１０塔勒卖给他

们，那末他仍旧会得到产品的
１
１１
。产品的这个

１
１１
现在不是值９

１
１１
塔

勒而是值１０塔勒，这对于资本家来说没有什么好处，因为他现在

预付的资本已经不是９０１０
１１
塔勒，而是１００塔勒。

至于说到其他几类资本家，他们那里［按照马尔萨斯的观点］

不存在任何现实的剩余产品，不存在任何代表剩余劳动时间的东

西。他们把值１００塔勒的劳动产品卖１１０，而只是由于这样给商品

价格加上附加额，这笔资本才转化为资本加收入。

但是，从邓德里厄里勋爵①的观点来看，现在这两类资本家之

间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生活必需品的生产者把价值１００塔勒的新加劳动产品１９卖

１１０塔勒（因为他们支付的工资不是９０１０
１１
塔勒，而是１００塔勒）。

但他们是唯一占有剩余产品的人。如果其他资本家同样把价值

１００塔勒的产品按１１０塔勒卖给他们，那末其他资本家实际上除

补偿自己的资本外也会得到利润。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价值１００

塔勒的生活必需品就已经足以支付自己的工人，从而可以把１０塔

勒留给自己。或者更确切地说，因为他们实际上获得了价值１００塔

５４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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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的生活必需品，而其中的
１０
１１
就足以支付自己的工人，因为他们这

时所处的情况和Ａ类、Ｂ类资本家是一样的。然而Ａ类、Ｂ类资本

家换回的仅仅是代表１００塔勒价值的产品量。产品在名义上值

１１０塔勒，并不能使他们多得分文，因为这些产品在数量上，作为

使用价值，不能代表一个比１００塔勒包含的劳动时间所提供的更

大的产品量，［在价值上］他们也不能用这些产品在补偿１００塔勒

的资本之外再补偿１０塔勒的资本。这种情况只有在他们再卖出商

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虽然两类资本家都按１１０互相出卖值１００的东西，但是在这

种交换中只有在第二类手里的１００才确实具有１１０的效用。第一

类资本家用１１０的价值实际上只换得１００的价值。他们按较高的

价格出卖他们的剩余产品，仅仅是由于他们对加入他们收入的［奢

侈］物品所支付的，高于这些物品的价值。但是，第二类资本家所实

现的剩余价值，实际上仅仅限于他们从第一类所实现的剩余产品

中分享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并不创造任何剩余产品。

说到奢侈品的这种涨价，马尔萨斯非常及时地想起资本主义

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挥霍，而是积累。因此，Ａ类资本家会由于这

种不合算的交易，——这种交易使他们从工人那里剥夺来的一部

分果实重新失掉，——而减少他们对奢侈品的需求。但是，如果他

们这样做了，并且更多地进行积累，那末，对他们所生产的生活必

需品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即生活必需品的市场就会缩小，这个市

场靠工人和不变资本生产者的需求是不可能充足地建立起来的。

因此，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会下降，然而Ａ类资本家就是靠生活必

需品价格的提高，靠加在价格上的名义附加额并且同这个附加额

成比例地从工人身上榨取他们的剩余产品。如果生活必需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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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从１２０降到１１０，他们的剩余产品和他们的剩余价值就会从
２
１２

降到
１
１１
。因而，奢侈品生产者的市场、对奢侈品的需求，还会按更大

得多的比例缩小。

第一类资本家在他们的资本已得到补偿后同第二类资本家交

换时出卖实际的剩余产品。相反，第二类只是出卖他们的资本，为

的是通过这种交易使它从资本转化为资本加收入。这样，整个生产

（特别是生产的增长）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全靠生活必需品的涨价，

而同奢侈品的实际产量成反比的奢侈品价格，又应和这种涨价相

适应。第二类资本家把值１００的东西卖１１０，他们在这种交换中也

不会得到任何利益，因为实际上他们换回的１１０也只值１００。但

是，这１００（以生活必需品的形式）能补偿资本加上利润，而那１００

［以奢侈品的形式］只不过号称１１０罢了。所以结果就是，第一类资

本家在这种交换中得到价值１００的奢侈品。他们用１１０购买价值

１００的奢侈品。但是对第二类资本家来说，这１１０就有１１０的价

值，因为他们用１００支付劳动（补偿他们的资本），而把１０作为余

额留下来。

［７７２］交换双方按同样比率互相贵卖商品，在同样程度上互相

欺骗，利润究竟怎么会由此而产生，这是难以理解的。

如果除了一类资本家同他们的工人交换以及各类资本家互相

交换以外，还有第三类买者——从机器里出来的神①——出现，那

末困难就解决了。这第三类买者按照商品的名义价值付款，但他们

自己不向任何人出卖商品，自己不以这一套骗人的把戏来回敬，就

７４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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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这一类买者经历的过程是Ｇ—Ｗ，而不是Ｇ—Ｗ—Ｇ，他们

购买商品不是为了补偿他们的资本并且得到利润，而是为了消费

商品，他们买而不卖。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实现利润不是靠相互

交换商品，而是靠：（１）同工人交换，把总产品的一部分卖回给工

人，卖得的货币等于先前用来向工人购买全部总产品（扣除不变资

本之后）的货币；（２）把一部分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卖给第三类买

者。因为这一类买者为１００支付１１０，而不再把１００按１１０出卖，

所以资本家就会在事实上，而不仅仅在名义上实现１０％的利润。

利润可以由两种方法取得，即从总产品中尽可能少地卖回给工人，

而尽可能多地卖给用现金支付、自己什么也不出卖、只是为消费而

买的第三类买者。

但是，不兼卖者的买者，必须是不兼生产者的消费者，即必须

是非生产消费者；正是这一类非生产消费者解决了马尔萨斯的矛

盾。但是，这种非生产消费者必须同时是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必

须形成实际的需求，并且，他们所拥有的、每年支出的价值额，必须

不仅足以支付他们购买和消费的商品的生产价值，而且除此以外

还足以支付一个名义的利润附加额、剩余价值、出售价值和生产价

值之间的差额。这一类买者在社会上代表为消费而消费，正象资本

家阶级代表为生产而生产一样；前者代表“挥霍的热情”，后者代表

“积累的热情”。（《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３２６页）资本家阶

级的积累欲望之所以能保持，是由于他们卖得之款经常大于他们

的支出，而利润也就成为积累的刺激剂。尽管他们如此热中于积

累，但不会弄到生产过剩的地步，或者说很难发生生产过剩，因为

非生产消费者不仅是投入市场的产品的巨大排水渠，而且他们自

己没有任何产品投入市场。所以，他们的人数不管怎样多，也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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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对资本家的竞争；相反，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只求不供的代表

者，因此就会抵销资本家方面发生的供过于求。

但是，这一类买者每年的支付手段是从哪里来的呢？这里首先

是土地所有者，他们在地租的名义下把很大一部分年产品价值据

为己有，并把通过这种方法从资本家那里夺得的货币用于消费资

本家生产的商品，他们在购买商品时受到资本家的欺骗。这些土地

所有者自己不必从事生产，而且通常也的确不从事生产。根本的一

点是：虽然他们花费货币购买劳动，他们雇用的不是生产工人，而

只是那些帮助他们消耗财富的食客，家仆，这些人使生活必需品的

价格保持在高水平上，因为他们只是购买生活必需品，而本身不会

促使生活必需品或任何其他商品的供给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地租

所得者还不足以造成“足够的需求”。还必须求助于人为的手段。这

就是征收高额的税，供养大批国家和教会的领干薪者，维持庞

大的军队，支付大量年金，征收供养牧师的什一税，举借大

量的国债，以及不时发动费用浩大的战争。这些就是马尔萨斯

心目中的“灵丹妙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４０８页及以

下各页）

总之，被马尔萨斯当作“灵丹妙药”的第三类买者——他们只

买不卖，只消费不生产——先是不付代价地取得很大一部分年产

品价值，并通过下述办法使生产者致富：生产者首先必须把购买他

们商品所需的货币白白付给第三类买者，然后［７７３］再把这些货币

取回，即把自己的商品按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卖给他们，或者说，

以货币形式从他们那里收回的价值大于以商品形式向他们提供的

价值。而这种交易是年年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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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马尔萨斯同李嘉图论战的社会实质。

马尔萨斯歪曲西斯蒙第关于资产阶级

生产的矛盾的观点。马尔萨斯对

普遍生产过剩可能性的原理所

作的解释的辩护论实质］

  马尔萨斯的结论是完全正确无误地从他的基本的价值理论中

得出来的；不过，这个理论也十分明显地符合他的目的——为英国

现状辩护，为大地主所有制、“国家和教会”、年金领取者、收税人、

教会的什一税、国债、交易所经纪人、教区小吏、牧师和家仆（“国民

支出”）辩护，而李嘉图学派恰好把这一切当作对资产阶级生产的

无益的、陈腐的障碍，当作累赘来加以反对。李嘉图不顾一切地维

护资产阶级生产，因为这种生产意味着尽可能无限制地扩大社会

生产力，同时他不考虑生产承担者的命运，不管生产承担者是资本

家还是工人。他承认这个发展阶段的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

完全生活在他那个时代的历史焦点上，就象他完全缺乏对过去的

历史感一样。马尔萨斯也愿意资本主义生产尽可能自由地发展，只

要这一生产的主要承担者即各劳动阶级的贫困是这一发展的条

件；但是，这种生产同时应该适应贵族及其在国家和教会中的分支

的“消费需要”，并且应该成为一种物质基础，以满足封建制度和君

主专制制度遗留下来的利益的代表人物的过时要求。马尔萨斯愿

意有资产阶级生产，只要这一生产不是革命的，只要这一生产不形

成历史发展的因素，而只是为“旧”社会造成更广阔、更方便的物质

基础。

０５ 第 十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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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存在着工人阶级，由于人口规律的作用，他们同

供他们使用的生活资料相比始终是过剩的，即由于生产不足而造

成人口过剩；其次，存在着资本家阶级，由于这种人口规律的作用，

他们始终能够把工人自己的产品按照这样的价格卖回给工人，使

工人从中取回的仅仅能勉强维持他们的生存；最后，社会上还有很

大一批奇生虫，一群专事享乐的雄蜂，他们一部分是老爷，一部分

是仆役，他们部分地以地租的名义，部分地以政治的名义，无偿地

从资本家阶级那里攫取一大批财富，但是，他们要用从资本家手里

夺得的货币，按高于价值的价格支付向这些资本家购买的商品；资

本家阶级受积累欲望的驱使从事生产，非生产者在经济上则只代

表消费欲望，代表挥霍。而且这被描绘为避免生产过剩的唯一办

法，而这种生产过剩又是和与生产相比的人口过剩同时存在的。处

于生产之外的那些阶级的消费过度，被说成是医治这两种过剩的

灵丹妙药。工人人口同生产之间的失调现象，通过根本不参加生产

的游手好闲者吃掉一部分产品的办法得到消除。资本家引起的生

产过剩的失调现象，则通过财富享受者的消费过度得到消除。

我们已经看到，当马尔萨斯企图根据亚·斯密观点的弱点建

立一种对立的理论来反对李嘉图根据亚·斯密观点的优点建立的

理论时，他显得多么幼稚、庸俗和浅薄。未必还有什么东西比马尔

萨斯关于价值的著作所表现出的那种虚弱的挣扎更滑稽可笑的

了。但是，一当他作出实际结论，从而重新进入他作为经济学方面

的阿伯拉罕·圣克拉２０从事活动的领域时，他又自由自在起来。不

过，即使在这里，他也没有改变他那天生的剽窃者的本性。乍一看

来，谁能相信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竟不过是西斯蒙第的

《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一书的马尔萨斯化的译本呢？然而，事实就是

１５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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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西斯蒙第的书于１８１９年出版。一年以后，马尔萨斯的拙劣

的英文仿制品问世了。象过去剽窃唐森和安德森一样，他现在又在

西斯蒙第那里为自己的一本厚厚的经济学论著找到了理论支柱，

不过与此同时，他还利用了从李嘉图的《原理》一书中学来的新理

论。

［７７４］如果说马尔萨斯攻击李嘉图的是李嘉图著作中对旧社

会说来是革命的资本主义生产倾向，那末他凭着永无谬误的牧师

本能从西斯蒙第的著作中抄来的，却只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对现代

资产阶级社会说来是反动的东西。

在这里，我不把西斯蒙第列入我的历史述评之内，因为对于他

的观点的批判，属于我写完这部著作以后才能着手的那一部分

——资本的现实运动（竞争和信用）。

马尔萨斯利用西斯蒙第的观点来适应自己的目的，这从《政治

经济学原理》的一章的标题就可以看出。这一章的标题是：

《生产力必须和分配手段相结合以保证财富的不断增长。》（［第２版］第

３６１页）

［在这一章中写道：］

“只有生产力，还不能保证创造相应程度的财富。为了把生产力充分调动

起来，还需要有一些别的东西。这就是对全部生产物的有效的和不受阻碍的

需求。看来，最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的，是这样地分配产品并使这些产品这样

地适应那些消费产品的人的需要，以致全部产品的交换价值能不断增加。”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３６１页）

其次，下面一段话同样是西斯蒙第式的和反对李嘉图的：

“一国的财富，部分地取决于靠本国的劳动所获得的产品的数量，部分地

取决于这个数量与现有人口的需要和购买力的适应，这种适应要使它能具有

价值。财富并不单单由这些因素中的一种因素决定，这是十分肯定无疑的。”

（同上，第３０１页）“但是，财富和价值的最密切的联系，也许在于后者是前者

２５ 第 十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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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所必需的。”（同上）

这段话是专门针对李嘉图，针对他的著作第二十章《价值和财

富，它们的特性》的。李嘉图在那里说：

“因此，价值和财富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因为价值不取决于充裕程度，而

取决于生产的困难或容易程度。”（李嘉图《原理》第３版第３２０页）

｛其实，价值也可能随着“生产的容易程度”的提高而增加。假

定某一国家的人口从１００万增加到６００万。１００万人过去每天工

作１２小时。６００万人则把生产力发挥到每人工作６小时就能生产

出以前用１２小时生产的东西。那末，按照李嘉图本人的观点，财富

就增加到六倍，价值增加到三倍。｝

“富并不取决于价值。一个人的贫富取决于他所能支配的生活必需品和

奢侈品的充裕程度…… 只是由于把价值的概念和财富即富的概念混淆起

来，才会断言，减少商品的数量，即减少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享乐品的数量，

可以增加财富。如果说价值是财富的尺度，那末这种说法是不能否定的，因为

商品的价值会由于商品的稀少而增加；但是……如果财富是由生活必需品和

奢侈品构成，它就不可能由于它们的数量的减少而增加。”（同上，第３２３—

３２４页）

换言之，李嘉图在这里是说，财富只是由使用价值构成。他把

资产阶级生产变成单纯为使用价值而进行的生产，这对于交换价

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一种非常美妙的见解。他把资产阶级

财富的特有形式只看成一种不触及这种财富内容的表面的东西。

因此他也就否认在危机中爆发出来的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因此

就产生了他对货币的完全错误的见解。因此他在考察资本的生产

过程时也就完全不注意流通过程，——而流通过程却包括商品的

形态变化，包括资本转化为货币的必然性。无论如何，没有一个人

比李嘉图本人更好地、更明确地阐明了：资产阶级生产并不是为生

３５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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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者（他不止一次地这样称呼工人）
２１
生产财富，因此资产阶级财

富的生产完全不是为“充裕”而生产，不是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奢

侈品的人生产生活必需品和奢侈品，——如果生产只是满足生产

者需要的一种手段，是一种仅仅由使用价值占统治地位的生产，那

末情况本来应当是这样的。可是，同一个李嘉图说：

“如果我们生活在欧文先生的一个平行四边形２２里，共同享用我们的全

部产品，那末谁也不会由于产品充裕而受害；但是，只要社会构成仍然象目前

这样，充裕就往往对生产者有害，而匮乏倒对他们有利。”（《论农业的保护关

税》１８２２年伦敦第４版第２１页）

［７７５］李嘉图把资产阶级的生产，确切些说，把资本主义的生

产看作生产的绝对形式。这就是说，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

关系的一定形式，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同生产本身的目的即充裕发

生矛盾或束缚这一目的，充裕既包括使用价值的量，也包括使用价

值的多样性，这又决定作为生产者的人的高度发展，决定他的生产

能力的全面发展。在这里李嘉图陷入了可笑的自相矛盾之中。当

我们谈到价值和财富时，根据李嘉图的解释，我们只是指整个社

会。而当谈到资本和劳动时，李嘉图认为“总收入”仅仅为了创造

“纯收入”而存在，是不言而喻的事。实际上，他对资产阶级生产赞

赏的，正是这种生产的一定形式同以前的各种生产形式相比能给

生产力以自由发展的天地。当这种形式不再起这种作用的时候，或

者当这种形式在其中起这种作用的那些矛盾显露出来的时候，李

嘉图就否认矛盾，或者确切些说，他自己就以另一种形式表现矛

盾，把财富本身，把使用价值总量本身说成是 ｕｌｔｉｍａＴｈｕｌｅ①，而

４５ 第 十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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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考虑生产者了。

西斯蒙第深刻地感觉到，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

面，它的形式——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

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

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

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他特别感

觉到了这样一个基本矛盾：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无限制的发展和财

富的增加——同时财富由商品构成并且必须转化为货币；另一方

面，作为前一方面的基础，生产者群众却局限在生活必需品的范围

内。因此，在西斯蒙第看来，危机并不象李嘉图所认为的那样是偶

然的，而是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他经常迟疑不决的

是：国家应该控制生产力，使之适应生产关系呢，还是应该控制生

产关系，使之适应生产力？在这方面，他常常求救于过去；他成为

“过去时代的赞颂者”①，或者也企图通过别的调节收入和资本、分

配和生产之间的关系的办法来制服矛盾，而不理解分配关系只不

过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生产关系。他中肯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生

产的矛盾，但他不理解这些矛盾，因此也不理解解决这些矛盾的过

程。不过，从他的论据的基础来看，他确实有这样一种模糊的猜测：

对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生产力，对于创造财富的物

质和社会条件，必须有占有这种财富的新形式与之适应；资产阶级

形式只是暂时的、充满矛盾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财富始终只是获

得矛盾的存在，同时处处表现为它自己的对立面。这是始终以贫困

为前提、并且只有靠发展贫困才能使自己得以发展的财富。

我们已经看到，马尔萨斯用多么巧妙的办法剽窃了西斯蒙第

５５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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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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观点。而马尔萨斯的理论又以夸张的、更丑恶得多的形式包含在

托马斯·查默斯（
·
神
·
学
·
教
·
授）的《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

道德远景的关系》（１８３２年伦敦第２版）中。在这里，不仅在理论上

更明显地表现出牧师的成分，而且在实践上也更明显地表现出一

个“从经济学方面”维护“法定教会”２３的“尘世福祉”和“法定教会”

与之共存亡的整套制度的“法定教会”教徒。

上面提到的马尔萨斯有关工人的论点如下：

“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人的消费和需求，决不能单独成为资本的积累和使

用的动机。”（《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３１５页）

“如果租地农场主的全部产品在市场上出卖时卖价的增加部分正好等于

他付给所雇１０个追加工人的报酬，那末，就没有一个租地农场主会自找麻烦

去监督这１０个追加工人的劳动。在有关商品的过去的供求状况方面或在它

的价格方面，必须——在新工人造成追加需求之前，因而与这种需求无关

——出现某种东西证明雇用追加的工人来生产这种商品是合算的。”（同上，

第３１２页）

“由生产工人本身造成的需求，决不会是一种足够的需求，［７７６］因为这

种需求不会达到同工人所生产的东西一样多的程度。如果达到这种程度，那

就不会有什么利润，从而也就不会有使用工人的劳动的动机。任何商品的利

润的存在本身，必须先有一种超过生产这种商品的工人的需求范围的需求。”

（同上，第４０５页注）

“工人阶级消费的剧增必然大大增加生产费用，因此，这一定会降低利

润，削弱或破坏积累的动机。”（同上，第４０５页）

“生活必需品的缺乏，是刺激工人阶级生产奢侈品的主要原因；如果这个

刺激消除或者大大削弱，以致花费很少劳动就能够获得生活必需品，那末我

们就有充分理由认为，用来生产舒适品的时间将不会更多，而只会更少。”（同

上，第３３４页）

马尔萨斯并不打算掩盖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相反，他是想要

突出这些矛盾，以便一方面证明工人阶级的贫困是必要的（对这种

６５ 第 十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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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生产方式说来，他们的贫困确实是必要的），另一方面向资本家证

明，为了给他们出卖的商品创造足够的需求，养得脑满肠肥的僧侣

和官吏是必不可少的。因此，马尔萨斯证明，要导致“财富的不断增

长”，无论人口的增加，或资本的积累（同上，第３１９—３２０页），或

“土地的肥力”（第３３１页及以下各页）、“节省劳动的发明”、“国外

市场”的扩大（第３５２、３５９页），都是不够的。

“工人和资本同用它们获利的手段比较起来，都可能过剩。”（同上，第

４１４页）

因此，和李嘉图学派相反，马尔萨斯强调了普遍生产过剩的可

能性（同上，第３２６页及其他各处）。

他在这方面提出的主要论点如下：

“需求总是由价值决定，而供给总是由数量决定。”（《政治经济学原理》

［第２版］第３１６页）

“商品不仅同商品相交换，而且也同生产劳动和个人服务相交换，而同这

些东西相比，就象同货币相比一样，可能发生市场商品普遍充斥。”（同上）

“供给必须始终同数量成比例，而需求必须始终同价值成比例。”（卡泽诺

夫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定义》第６５页）

“詹姆斯·穆勒说：‘显然，一个人生产出来而不打算用于他自己消费的

一切东西，就构成他可以用来交换其他商品的储备。因此，他的购买愿望和购

买手段，换句话说，他的需求，正好等于他生产出来但不准备自己消费的东西

的数量。’”①……［马尔萨斯反驳詹姆斯·穆勒说，］“很明显，他购买其他商

品的手段，并不同他生产出来并打算销售的商品的数量成比例，而是同这些

商品的交换价值成比例；除非某一商品的交换价值同该商品的数量成比例，

否则说每一个个人的需求和供给永远相等，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第

６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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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一个个人的需求都同他的确切意义上的供给相等，那末，这就证

明，他永远能够按照生产费用（加上公平的利润）出卖他的商品；那时，甚至连

市场商品的局部充斥也不可能有了。这种论点证明的东西太多了…… 供给

必须始终同数量成比例，而需求必须始终同价值成比例。”（《政治经济学定

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４８页注）

“在这里，穆勒把需求了解为他〈需求者〉的购买手段。但是，这种购买其

他商品的手段，并不同他生产出来并打算销售的商品的数量成比例，而是同

这些商品的交换价值成比例；除非某一商品的交换价值同该商品的数量成比

例，否则说每一个个人的需求和供给永远相等，就不可能是正确的。”（同上，

第４８—４９页）

“托伦斯错误地认为，‘供给增长是有效需求增长的唯一原因’。①如果真

是那样的话，人类在遇到食物和衣服暂时减少的情况时，将会多么难于恢复

啊。但是，当食物和衣服的数量减少时，它们的价值会提高；剩下的食物和衣

服的货币价格的增长程度，在一段时间内会超过它们的数量减少的程度，而

劳动的货币价格可能保持不变。其必然结果是出现了推动比过去大的生产劳

动量的力量。”（第５９—６０页）

“一个国家的所有商品，同货币或劳动相比较，可能同时跌价。”（第６４页

及以下各页）“因此，市场商品普遍充斥是可能的。”（同上）“商品的价格可能

全都跌到生产费用之下。”（同上）

            

［７７７］此外，还值得提到的只是马尔萨斯关于流通过程的观

点：

“如果我们把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算作预付资本的一部分，我们就

必须在年终时把这种资本的残余价值算作年收入的一部分…… 实际上，他

〈资本家〉每年预付的资本只包括他的流动资本，他的固定资本的磨损，以及

固定资本的利息和由用于按期支付各项年开支的货币构成的那一部分流动

资本的利息。”（《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２６９页）

我认为，折旧基金，即补偿固定资本磨损的基金，同时也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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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基金。

［（１３）李嘉图学派对马尔萨斯关于

“非生产消费者”的观点的批判］

  我还想从一本反对马尔萨斯理论的李嘉图学派的著作中摘引

几段话。关于这本著作中从资本主义观点对马尔萨斯的全部非生

产消费者特别是地主进行的抨击，我将在另外一个地方说明：这种

抨击从工人的观点来看，也可以逐字逐句地用在资本家身上（这个

说明要放在《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辩护论的解释》那一篇２４）。

［这位匿名的李嘉图主义者写道：］

“马尔萨斯先生以及象他那样推论的人认为，除非能保证利润率等于或

者大于以前的利润率，否则资本的使用就不可能增大，并且认为，单单是资本

的增加本身并不能保证这样的利润率，而是适得其反，因此他们想找到一个

不取决于生产本身并且处在生产之外的源泉，它能同资本一起不断增长，从

它可以经常取得必要数量的超额利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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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４页）

在马尔萨斯看来，这种源泉就是“非生产消费者”。（同上，第３５页）

“马尔萨斯先生有时说什么存在着两类不同的基金：资本和收入，供给和

需求，生产和消费，它们必须保持步调一致，不要互相超越。好象在生产出来

的商品的总量之外还要有另外一个想必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总量，以便去购买

这些生产出来的商品…… 马尔萨斯所要求的这种消费基金，只有牺牲生产

才能取得。”（第４９—５０页）

“他的〈马尔萨斯的〉论断使我们始终弄不清，究竟是应当增加生产还是

限制生产。假如有人感到需求不足，那末马尔萨斯先生是否会劝他把钱付给

别人，让别人用这笔钱购买他的商品呢？大概不会的。”（第５５页）当然会的！

“你出卖自己的商品，目的就是要得到一定数额的货币；如果你把这个数

额的货币白送给另一个人，让他买你的商品，从而把这笔钱还给你，那就没有

９５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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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意义了。你还不如马上把你的商品烧掉，这样，你的情况也会是一样的。”

（第６３页）

对马尔萨斯来说，匿名作者是正确的。但是，决不能从“生产出

来的商品的总量”是同一基金——既是生产基金又是消费基金，既

是供给基金又是需求基金，既是资本基金又是收入基金——这个

论断中得出结论说，这个总基金在这些不同范畴之间怎样分配是

无关紧要的。

这位匿名作者不理解，马尔萨斯所谓对于资本家来说工人的

“需求”“不够”是指什么。

“至于来自劳动的需求，指的就是以劳动同商品交换，或者说……以将来

在材料价值上追加的价值同现有的、现成的产品交换…… 这是实际的需

求，它的增加对于生产者说来是十分重要的”……（同上，第５７页）

马尔萨斯指的不是劳动的供给（我们这位作者称之为“来自劳

动的需求”），而是工人由于得到工资而能对商品提出的需求，就是

工人作为买者在商品市场上出现时所拥有的货币。关于这种需求，

马尔萨斯还正确地指出，对资本家的商品供给来说，它任何时候也

不可能是足够的。否则，工人就能用自己的工资买回自己的全部产

品。

［７７８］这位作者还说：

“他们〈工人〉［对工作的］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自己拿走产品

中更小的份额，而把其中更大的份额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这会由于

消费减少而加剧市场商品充斥，那我只能回答说：市场商品充斥是高额利润

的同义语。”（同上，第５９页）

按照作者的意思，这种说法象是开玩笑，但是实际上它包含着

“市场商品充斥”的根本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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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尔萨斯的《地租论》
２５
，这位作者说：

“马尔萨斯先生发表他的《地租论》，看来部分地是为了反对当时‘用红字

写在墙上’的‘打倒地主！’的口号，为了起来保护这个阶级，并且证明他们与

垄断者不同。他指出，地租不能废除，地租的增长通常是一种伴随财富和人口

增长的自然现象；但是，‘打倒地主！’这个人民的呼声并不一定意味着不应该

有象地租这样的东西，宁可说是意味着地租应该按照所谓‘斯宾斯计划’２６在

居民中间平均分配。但是当马尔萨斯先生着手为地主祛除垄断者这个可憎的

名称和亚当·斯密关于‘他们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的评语

时，他似乎是在为一个名称而奋斗…… 在他的所有这些议论中，辩护士的

气味太重了。”（同上，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１４）马尔萨斯著作的反动作用和剽窃

性质。马尔萨斯为“上等”阶级和

“下等”阶级的存在辩护］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是一本攻击法国革命和与它同时的英

国改革思想（葛德文等）的小册子。它对工人阶级的贫困进行辩解。

理论是从唐森等人那里剽窃来的。

他的《地租论》是一本维护地主而反对产业资本的小册子。理

论是从安德森那里剽窃来的。

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一本维护资本家利益而反对工人，

维护贵族、教会、食税者、谄媚者等等的利益而反对资本家的小册

子。理论是从亚·斯密那里抄袭来的。至于他自己有所发明的地

方，真是可怜之至。在进一步阐述理论时，西斯蒙第又成了依据。

［ⅩⅠⅤ—７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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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Ⅲ—３４５］｛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原理》（比·普雷沃从英

文第５版译的法译本，１８３６年日内瓦第３版第４卷第１０４—１０５

页）中以他惯用的“高深的哲理”发表了如下的见解，反对向英国茅

舍贫农赠送乳牛的计划：

“有人指出有乳牛的茅舍贫农比没有乳牛的茅舍贫农更勤劳，生活更正

规…… 现在大多数有乳牛的人，是用他们自己劳动所得购买乳牛的。所以，

更正确地说，是劳动使他们得到乳牛，而不是乳牛使他们产生了对劳动的兴

趣。”

那末，还可以正确地说，勤劳（加上对别人劳动的剥削）使资产

阶级暴发户得到乳牛，但是乳牛却使暴发户的子孙养成懒惰的习

惯。如果去掉他们的乳牛支配别人无酬劳动的能力（不是产乳的能

力），那末这对他们养成劳动的兴趣倒是十分有益的。

这位“高深的哲学家”说：

“很清楚，不能所有的人都属于中等阶级。有上等阶级和下等阶级是绝对

必要的〈自然，没有两头就没有中间〉，而且有这两个阶级存在是非常有益的。

如果在社会上人们不能指望上升，也不害怕下降，如果劳动没有奖赏，懒惰不

受惩罚，人们就无法看到为改善自己的处境而表现出的那种勤奋和热情，而

这是［３４６］社会幸福的极重要的动力。”（同上，第１１２页）

必须有下等人，上等人才会害怕下降，必须有上等人，下等人

才能指望上升。为了使懒惰受到惩罚，工人必须贫困，食利者和马

尔萨斯十分心爱的土地所有者必须富有。可是马尔萨斯所谓的劳

动的奖赏是什么呢？正如我们以后将要看到的①，马尔萨斯指的就

是工人必须献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而得不到任何等价物。如果成

为刺激的是“奖赏”，而不是饥饿，那真是美妙的刺激了。上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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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不过是归结为：有的工人可以指望有朝一日也能剥削工人。

卢梭说：“垄断越扩大，被剥削者身上的锁链就越沉重。”２７

“高深的思想家”马尔萨斯却不这样认为。他的最高希望是，中

等阶级的人数将增加，无产阶级（有工作的无产阶级）在总人口中

占的比例将相对地越来越小（虽然它的人数会绝对地增加）。马尔

萨斯自己认为这种希望多少有点空想。然而实际上资产阶级社会

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

马尔萨斯说：“我们应当抱这样的希望，近年来已有很大发展的节省劳动

的方法，终将有一天能以比现在少的人类劳动满足最富裕的社会的一切需

要；如果说，即使到那时工人还摆脱不了目前压在他们身上的重担〈他们仍将

辛勤地做目前一样多的工作，并且，相对地说，为他人的越来越多，为自己的

越来越少〉，那末，承担沉重的劳动的人数毕竟会减少。”（同上，第１１３页）｝

［ⅤⅢ—３４６］

［（１５）匿名著作《政治经济学大纲》对

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原理的阐述］

  ［ⅩⅠⅤ—７７８］１８３２年在伦敦匿名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大纲。

略论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是一部阐述马尔萨斯原理的

著作。

本书作者①一开头就指出了马尔萨斯主义者反对价值由劳动

时间决定的实际动机。

“关于劳动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学说，看来既是错误的，又是危险的，因为它不

幸给一些人提供了把柄，他们可以断言一切财产都属于工人阶级，别人所得的

３６托·罗·马尔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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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仿佛都是从工人阶级那里抢来和骗来的。”（上述著作，第２２页注）

匿名作者下面说的话，比马尔萨斯著作更明显地表现出把商

品的价值和商品或货币作为资本的价值增殖混为一谈。在后一意

义上，它正确地表达了剩余价值的起源：

“资本的价值，即资本所值的劳动量或者说所能支配的劳动量，总是大于

耗费在资本上的劳动量，这个差额就构成利润，或者说资本所有者的报酬。”

（同上，第３２页）

从马尔萨斯那里吸收来的下述关于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生产条

件下利润应列入生产费用的论点，也是正确的：

“所使用的资本的利润｛“如果得不到这种利润，那就没有生产商品的足

够动机”｝是供给的重要条件，而且它作为这样的条件成为生产费用的一个组

成部分。”（同上，第３３页）

下面这段话，一方面包含着资本的利润直接产生于资本同劳

动的交换这一正确思想，另一方面也阐述了马尔萨斯关于出卖中

创造利润的学说：

“一个人的利润，不是取决于他对别人的劳动产品的支配，而是取决于他

对这种劳动本身的支配。〈这里正确地区分了商品同商品的交换和作为资本

的商品同劳动的交换。〉在工人的工资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他［７７９］〈在货币价

值降低的情况下〉能以较高的价格出售他的商品，显然他就会从中获得利益，

而不管其他商品是否涨价。他只要用他的产品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

劳动，因而更大部分的产品就留给他自己了。”（同上，第４９—５０页）

这种情况也会发生在下述场合：例如，一个资本家采用了新的

机器、新的化学过程等等，生产出的商品低于原来的价值，而他却

按照原来的价值出卖，或者至少高于现在降低了的个别价值出卖。

在这种场合，当然工人不是直接为自己劳动了更短的时间，为资本

家劳动了更长的时间。但是，在再生产过程中，“他只要用他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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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较小部分，就足以推动这种劳动”。可见，工人实际上是用他的比

过去更大的一部分直接劳动来换取他所得到的物化劳动。例如，他

仍和以前一样得到１０镑。但是，这１０镑——尽管对社会来说代表

同样多的劳动量——不再是以前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也许少了一

小时）的产品。因此，工人实际上为资本家劳动了更长的时间，为自

己劳动了更短的时间。这就等于他现在总共只得到８镑，但是这８

镑由于他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和原来１０镑

一样多。

对于上面提到的［詹姆斯·］穆勒关于需求和供给等同的论

点①，匿名作者指出：

“每个人的供给，取决于他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他对其他物品的需求，

取决于他的供给的价值。供给是确定的，它取决于他自己；需求是不定的，它

取决于别人。供给可能保持不变，需求则发生变化。某人向市场提供１００夸特

谷物，每夸特在一个时期可能值３０先令，在另一时期可能值６０先令。供给的

数量在两种情况下是一样的，但是，这个人的需求，或者说，他购买其他物品

的能力，在后一场合比前一场合大一倍。”（同上，第１１１—１１２页）

关于劳动和机器的关系，匿名作者指出：

“当商品由于更合理的分工而增多时，无需比以前更大的需求，就可以维

持先前使用的全部劳动

（怎么会这样？如果分工更合理，那末，用同量的劳动就会生产

更多的商品。因此，供给会增加，为了吸收供给，难道不要扩大需求

吗？难道亚·斯密说的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不对吗？其实，谈到

［必须增加］外来需求，那末，［实行更合理的分工和采用机器这两

５６托·罗·马尔萨斯

① 见本卷第２册第５６２—５６３、５７５—５７６页以及本册第５７—５８、１０６—１０９

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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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在这方面是没有差别的，只是在采用机器的情况下［需求

的增加必须］有更大规模。不过，“更合理的分工”可能需要同以前

一样多的甚至更多的工人，而采用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减少用

在直接劳动上的那部分资本），

而当采用机器时，如果需求不增加，或者工资或利润不降低，那末部分工

人无疑会失业。

我们假定有价值１２００镑的商品，其中１０００镑是１００个工人的工资（每

人１０镑），２００镑（按利润率２０％计算）为利润。现在假定，用５０个使用机器

的工人的劳动可以生产出同样的商品，机器的价值等于其余５０个工人的劳

动，并需要１０个工人来维修；这时生产者可以把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降低

到８００镑，而他的资本所得的报酬仍然不变。

５０个工人的工资 ………………………５００镑

维修机器的１０个工人的工资…………１００镑

 

５００镑流动资本的２０％利润

５００镑固定资本的２０％利润｝…………２００镑
            共计   ８００镑”

｛（“维修机器的１０个工人的工资”，在这里代表机器的年磨

损。否则，这种算法就是错误的，因为维修机器的劳动应加在机器

的最初生产费用上。）从前，企业主每年支出１０００镑，但产品当时

的价值是１２００镑。现在，他一次就把５００镑投在机器上，因而他用

不着再以任何其他方式支出这笔钱了。他每年支出的，就是用于

“维修机器”的１００镑和用于工资的５００镑（因为本例中没有原料

一项）。他每年只须支出６００镑，但是他的总资本照旧得到２００镑

利润。利润额和利润率都没有变。但是，他的年产品总共只有８００

镑。｝

“从前为商品支付１２００镑的人，现在可以节省４００镑，这笔钱他可以花

在别的方面，或者购买较多的同一种商品。如果这笔钱花在［７８０］直接劳动的

产品上，只能给３３．４个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但由于采用机器而失业的工人是

６６ 第 十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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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名。因为

３３．４个工人的工资（按每人１０镑计算）…………………………３３４镑

２０％的利润…………………………………………………………６６镑
                       共计  ４００镑”

｛换句话说，这就是：如果４００镑花在作为直接劳动产品的商品上，

而且每个工人的工资是１０镑，那末价值４００镑的商品应当是不到

４０个工人的劳动的产品。如果这些商品是４０个工人的产品，那

末，它们就只包含有酬劳动了。劳动的价值（或者说，物化在

工资中的劳动量）就会等于产品的价值（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量）。

但是，４００镑商品包含着正是构成利润的无酬劳动。所以，这些商

品应当是不到４０个工人的产品。如果利润是２０％，那末只有５
６
的

产品可以由有酬劳动构成，约３３４镑，按每人１０镑计算，相当于

３３．４个工人。而１
６
的产品，约６６镑，是无酬劳动。李嘉图完全以同

样的方式证明：即使机器的货币价格同它所代替的直接劳动的价

格一样高，机器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同样多的劳动的产品。①｝

“如果这笔钱〈即上述的４００镑〉用来购买更多的同一种商品，或者购买

另一种用同样种类和同样数量的固定资本制造出来的商品，那末这笔钱只能

给３０个工人提供就业机会。因为

２５个工人的工资（每人按１０镑计算）……………２５０镑

维修机器的５个工人的工资…………………………５０镑

２５０镑流动资本和２５０镑固定资本的利润………１００镑
                 共计  ４００镑”

｛问题是这样的：在使用机器的情况下，生产价值８００镑的商品要

在机器上花费５００镑；所以，生产价值４００镑的商品在机器上只花

７６托·罗·马尔萨斯

① 参看本卷第２册第６２８—６２９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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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２５０镑。其次，操纵价值５００镑的机器要５０个工人；所以，操纵

价值２５０镑的机器要２５个工人（２５０镑）。再其次，“机器的维

修”——价值５００镑的机器的再生产——要１０个工人；所以，价值

２５０镑的机器的再生产只要５个工人（５０镑）。这样一来，就是固定

资本２５０镑和流动资本２５０镑，共计５００镑。这笔资本的利润，按

利润率２０％计算，是１００镑。于是，产品包含着３００镑的工资和

１００镑的利润，共计４００镑。在这种情况下，被雇的工人是３０名。

在这里无论如何应该假定，资本家（从事生产的）或者从消费者存

在银行家那里的积蓄（４００镑）中借用了资本，或者他自己除了等

于消费者所积蓄的收入４００镑之外还有资本。因为仅有４００镑资

本，他不可能在机器上花费２５０镑，又在工资上花费３００镑。｝

“当１２００镑的总额花在直接劳动的产品上时，产品的价值分为工资

１０００镑和利润２００镑〈工人人数为１００名，工资为１０００镑〉。当这笔钱一部分

按一种方式用，一部分按另一种方式用时……产品的价值分为工资９３４镑和

利润２６６镑〈即在使用机器的企业里的工人为６０名，不使用机器劳动的工人

为３３．４名，工人总数为９３．４名，他们总共得到９３４镑的工资〉。最后，按照第

三种假定即全部款项花在机器与劳动的共同产品上，产品价值便分为９００镑

的工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人数为９０名〉和３００镑的利润。”（同上，第

１１４—１１７页）

［７８１］“资本家除非积累更多资本，否则在采用机器后他便不能使用和以

前一样多的劳动。但是，这种物品的消费者在物品的价格下降后所积蓄的收

入，将会增加他们对这种或其他某种物品的消费，从而能造成对一部分被机

器排挤的劳动的需求，虽然不是对全部这种劳动的需求。”（同上，第１１９页）

“麦克库洛赫先生认为，一个生产部门采用机器，必然会在其他某一生产

部门造成同样大的或更大的对被解雇的工人的需求。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假

定，到机器全部磨损以前为补偿机器价值所必需的年提成，每年都将造成越

来越多的对劳动的需求。２８但是，到一定时期末了，年提成加在一起只能等于

机器的原有价值加机器使用期间的利息，因此很难理解，这种提成到底怎么

８６ 第 十 九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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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造成一个比不采用机器时更大的对劳动的需求。”（同上，第１１９—１２０

页）        

当然，当机器的磨损只是在计算中而实际尚未发生作用的那

段时间里，折旧基金本身也可以作积累之用。但是这样造成的对劳

动的需求，无论如何也比全部投入机器的资本——而不只是补偿

机器每年磨损所必须的年提成——用于工资时所产生的需求小得

多。麦克彼得①始终是一头蠢驴。这段话所以值得注意，只是因为

这里说出了折旧基金本身就是积累基金这个思想。

９６托·罗·马尔萨斯

① 把“麦克库洛赫”写作“麦克彼得”，含有嘲笑的意思。“彼得”一词，来自德文

“ｄｕｍｍｅｒＰｅｔｅｒ”（直译是：“笨蛋彼得”，意为“蠢货”、“笨蛋”）。——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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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１）罗·托伦斯

［（ａ）斯密和李嘉图论平均利润率和

价值规律的关系］

  ［７８２］罗·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

对竞争——生产的外部表现——的考察表明，等量资本平均

说来提供等量利润，或者说，如果平均利润率既定，利润量就取决

于预付资本量（而平均利润率的含义也不过如此）。

亚·斯密记录了这个事实。关于这个事实同他提出的价值理

论如何联系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他丝毫的内心不安；这个问题所以

没有使他不安，尤其是因为除了他的所谓的内在理论以外，他还提

出了其他各种各样的理论，并且可以随便采用其中这一种或那一

种。这个情况使他产生的唯一反应，就是对那种试图把利润归结为

监督劳动的工资的观点进行反驳，因为，撇开其他一切情况不谈，

监督劳动并不是按生产规模扩大的程度增长的，而且生产规模不

扩大，预付资本的价值也能增长（例如由于原料的涨价）２９。在斯密

那里没有决定平均利润和平均利润量本身的内在规律。他只限于

说，竞争使这个ｘ缩小。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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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图到处（除了少数的而且只是偶然的说明以外）都把利润

和剩余价值直接等同起来。因此，在他看来，出卖商品之所以获得

利润，并不是因为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卖，而是因为商品按照它的

价值出卖。然而在考察价值方面（李嘉图的《原理》第一章），是他第

一个一般地考虑到商品的价值规定同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这一

现象的关系。等量资本所以能够提供等量利润，只是因为它们生产

的商品尽管不是按相同的价格出卖（然而可以说，如果把固定资本

中没有被消费的部分的价值加到产品价值上，结果就会有相同的

价格），但提供的剩余价值相同，提供的价格超过预付资本价格的

余额相同。而且，李嘉图第一个注意到，同量资本决非具有相同的

有机构成。他所理解的这种构成上的区别，是他从亚·斯密那里找

到的区别即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也就是说，他只看到从流通过程

中产生的区别。

李嘉图根本没有直接说，有机构成不同从而推动的直接劳动

量不同的各资本生产价值相同的商品并提供相同的剩余价值（他

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这一事实，同价值规律乍看起来是矛

盾的。相反，他是以资本和一般利润率的存在为前提去研究价值

的。他一开始就把费用价格和价值等同起来，而没有看到，这个前

提一开始就同价值规律乍看起来是矛盾的。他只是根据这种包含

着主要矛盾和基本困难的前提去考察个别的情况——工资的变

动，即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为了使利润率保持不变，工资的提高或

降低（与之相适应的是利润的下降或提高）必须对有机构成不同的

资本发生不同的影响。如果工资提高，从而利润下降，那末用较大

比例的固定资本生产的商品的价格就下降。反之，结果也相反。因

此，各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由生产各该商品所需

１７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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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换句话说，有机构成不同的资本具有相同的利

润率这个规定（不过，李嘉图只是在个别的情况下并且通过那样曲

折的途径才得出这个结论），同价值规律是矛盾的，或者象李嘉图

所说，成为价值规律的例外；对此马尔萨斯正确地指出，随着工业

的发展［７８３］，李嘉图的规则成了例外，而例外成了规则。①在李嘉

图那里，矛盾本身没有表达清楚，即没有以下列形式表达：尽管一

种商品比另一种商品包含的无酬劳动多，——因为在对工人的剥

削率相同时，无酬劳动量取决于有酬劳动量，就是说，取决于所使

用的直接劳动量，——但是它们提供的价值相同，或者说，提供的

无酬劳动超过有酬劳动的余额相同。相反，矛盾在他那里只是以这

种独特的形式出现：在某些情况下，工资——工资的变动——影响

商品的费用价格（他说，影响交换价值）。

同样，资本的周转时间的区别，——资本不论是在生产过程中

（即使不是在劳动过程中）３０还是在流通过程中停留时间较长，它

为了本身的周转所需要的都不是更多的劳动，而是更多的时

间，——对于利润的均等也毫无影响。这又和价值规律相矛

盾，——照李嘉图说来，这又是价值规律的例外。

可见，李嘉图把问题阐述得非常片面。如果他以一般的形式来

表达，他也就会使问题得到一般的解决。

但是，李嘉图仍然有很大的功绩：他觉察到价值和费用价格之

间存在差别，并在一定的场合表述了（尽管只是作为规律的例外）

这个矛盾：有机构成不同的资本，就是说，归根结蒂始终是那些使

用不同量活劳动的资本，提供相同的剩余价值（利润），而且，——

２７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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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一部分固定资本进入劳动过程而不进入价值形成过程这一

情况撇开不谈，——提供相同的价值即具有相同价值（更确切地说

是费用价格，但是李嘉图把它们混淆了）的商品。

［（ｂ）托伦斯在价值由劳动决定和利润源泉

这两个问题上的混乱。局部地回到亚·斯密

那里和回到“让渡利润”的见解］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①，马尔萨斯利用这个［由大卫·李嘉图

发现的关于价值规律和构成不同的资本有相同利润这一事实之间

的矛盾］来否定李嘉图的价值规律。

托伦斯在他的著作一开头就从李嘉图的这个发现出发，但是

决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把“现象”本身说成是现象的规律。

“假定所使用的是耐久程度不同的资本。如果一个毛织厂主和一个丝织

厂主各使用２０００镑资本，前者把１５００镑花在耐用的机器上，５００镑用在工

资和材料上，而后者花在耐用的机器上的只有５００镑，花在工资和材料上的

是１５００镑。假定这种固定资本每年消费
１
１０
，利润率是１０％。因为毛织厂

主的２０００镑资本必须有２２００镑的进款，才给他提供１０％的利

润，又因为固定资本的价值经过生产过程从１５００镑减少到１３５０

镑，所以生产的商品必须卖８５０镑。同样，因为丝织厂主的固定资

本经过生产过程减少了１
１０
，即由５００镑减少到４５０镑，所以为了要

给他的２０００镑总资本提供普通利润率，所生产的丝就必须卖１７５０镑
…… 如果所使用的是量相同而耐久程度不同的资本，那末，一个生产部门

生产的商品连同资本余额，跟另一个生产部门生产的产品和资本余额，在交

换价值上将是相等的。”（托伦斯《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２８—２９

页）

这里只是指出了，记录了竞争中暴露出来的现象。同样，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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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假定了一个“普通利润率”，而没有解释它从哪里来，甚至也没

有觉察到必须加以解释。

“等量资本，或者换句话说，等量积累劳动，往往推动不等量的直接劳动；

但是这丝毫不改变事情的本质”，（第２９、３０页）

就是说，不改变下述情况：产品的价值加上没有被消费的资本

余额提供相等的价值，或者同样可以说，提供相等的利润。

托伦斯这个论点的功绩不在于他在这里也只是再次把现象记

录下来而不加解释，而是在于，他确定了资本之间的差别是等量资

本推动不等量的活劳动，尽管他把这说成“特殊”情况而又把事情

弄糟了。如果价值等于生产商品所花费的、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

那就很清楚，在商品按它的价值出卖时，商品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只

能等于其中包含的无酬劳动，或者说剩余劳动。但是在对工人的剥

削率相同的情况下，这种剩余劳动量，对“推动不等量的直接劳动”

的资本来说——不管这种不等是由直接的生产过程引起，还是由

流通时间引起——是不可能相同的。因此，托伦斯的功绩就在于他

作了这种表述。他由此作出什么结论呢？结论是，在这里，［７８４］在

资本主义生产中，价值规律发生了一个突变，就是说，由资本主义

生产中抽象出来的价值规律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现象相矛盾。而他

用什么来代替这个规律呢？什么也没有，他只不过对应该解释的现

象作了粗浅的缺乏思考的文字上的表述。

“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就是说，正好是交换价值——作为商品的产品——

一般说来几乎没有发展，因而价值规律也没有发展的时期〉商品的相对价值

是由花费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总量决定的。但是一

旦有了资本积累，并且有了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一旦在某一工业

部门作为企业主出现的人自己不劳动，而预付给别人生存资料和材料，商品

的交换价值就由花费在生产上的资本量，或者说积累劳动量决定了。”（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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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３—３４页）“只要两笔资本相等，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相等，不管它们所推

动的，或者说它们的产品所需要的直接劳动量如何不同。如果两笔资本不等，

它们的产品的价值就不等，虽然花费在它们的产品上的劳动总量完全相同。”

（第３９页）“因此，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发生上述分离以后，交换价值就开始

由资本量，由积累劳动量决定，而不象在这种分离以前那样，由花费在生产上

的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的总量来决定了。”（同上，第３９—４０页）

这里，又不过是确认了以下现象：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或

者说，商品的费用价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格加平均利润；不过是暗

示了，由于“等量资本推动不等量的直接劳动”，上述这种现象乍看

起来同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这一规定是不相容

的。托伦斯说资本主义生产的这种现象，只有当资本存在——资本

家阶级和工人阶级出现——时，当客观的劳动条件独立化为资本

时才表现出来，这是同义反复。

但是，商品生产的［必要因素］——资本家和工人、资本和雇佣

劳动——的分离是怎样推翻商品的价值规律的，这一点托伦斯只

是从不理解的现象中“推论”出来的。

李嘉图试图证明，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分离丝毫没有改变——

除了某些例外——商品的价值规定，托伦斯以李嘉图的例外为依

据否定了规律本身。托伦斯回到了亚·斯密那里（李嘉图的论证是

反对斯密的），按照斯密的看法，诚然，“在社会发展的初期”，当人

们彼此还只是作为交换商品的商品所有者相对立时，商品的价值

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但是资本和土地所有权一形成，就

不是这样了。这就是说（正如我在第一部分３１已经指出的），适用于

作为商品的商品的规律，只要商品一被当作资本或当作资本的产

品，只要一般说来一发生商品向资本的转变，就不适用于商品了。

另一方面，只有整个产品全都转化为交换价值，产品生产的构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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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本身全都作为商品加入产品，产品才全面地具有商品的形式，就

是说，只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产品才全面地成为商品。因此，商品的规律应该在不生产（或只是

部分地生产）商品的生产中存在，而不应该在产品作为商品存在的

那种生产中存在。这个规律本身，同作为产品的一般形式的商品一

样，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中抽象出来的，而它恰恰不适用于资本

主义生产。

此外，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分离影响价值规定的议论——撇

开所谓在资本还不存在的情况下资本不能决定价格这个同义反复

不谈——又是对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表面的事实的非常肤浅的转

述。只要每个人都用自己的工具劳动，都自己出卖自己生产的产品

｛但是实际上，产品按［７８５］全社会规模出卖的必然性，决不会同用

自己的劳动条件进行的生产相一致｝，无论工具的费用或他自己从

事的劳动的费用就都属于他的费用。资本家的费用是由预付资本，

由他花费在生产上的价值总额构成，而不是由劳动构成，这种劳动

是他没有从事过的而且他花费在这种劳动上的无非是他为它所支

付的。从资本家的观点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理由，可以用来说明

他们不必按照一定资本所推动的直接劳动量，而应按照他们所预

付的资本量彼此计算和分配（全社会的）剩余价值。但是这个理由

决不能说明，这个应这样分配和被这样分配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

来的。

托伦斯认为商品的价值由劳动量决定，就这一点来说，他还是

坚持李嘉图理论的，但是他断言，只有花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积累

劳动量”才能决定商品的价值。在这里，托伦斯又陷入极端混乱了。

因此，例如，呢绒的价值由织机、羊毛等等和工资中的积累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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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决定。这一切形成呢绒生产所需要的积累劳动的构成要素。在

这里“积累劳动”一词不外是物化劳动，物化劳动时间。但是，当呢

绒织成，生产结束的时候，花费在呢绒上的直接劳动也就转化为积

累劳动，或者说物化劳动。因此，为什么织机和羊毛的价值应当由

它们包含的物化劳动（这不外是物化在一个对象中，一个产品中，

一个有用物中的直接劳动）决定，而呢绒的价值却不应当这样呢？

如果呢绒也作为构成要素进入新的生产，例如进入染坊或缝纫工

场，那它就是“积累劳动”，上衣的价值就由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工

具和呢绒的价值决定，而呢绒的价值本身则由呢绒中的“积累劳

动”决定。如果我把商品作为资本，就是说，在这里把它同时作为生

产条件来考察，商品的价值就归结为直接劳动，这种直接劳动叫作

“积累劳动”，因为它以物化的形式存在。相反，如果我把这同一商

品作为商品来考察，作为产品和生产过程的结果来考察，这种商品

的价值就不是由积累在商品本身的劳动决定，而是由积累在它的

生产条件中的劳动决定了。

试图用资本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实际上是一个很妙的循

环论证，因为资本的价值等于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詹姆斯

·穆勒反驳这个家伙的话是对的，他说：

“资本就是商品，说商品的价值由资本的价值决定，就等于说，商品的价

值由商品的价值决定。”３２

这里还要指出下面一点。因为［在托伦斯那里］商品的价值由

生产商品的资本的价值决定，换句话说，由积累和物化在这个资本

中的劳动量决定，所以只有两种情况是可能的。

［在托伦斯看来，］商品包含着：第一，消费掉的固定资本的价

值；第二，原料的价值，换句话说，包含［消费掉的］固定资本和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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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包含的劳动量；第三，还包含物化在用作工资的货币或商品中

的劳动量。

这样，这里只有两种情况是可能的。

包含在固定资本和原料中的“积累”劳动量，在生产过程之后

和在生产过程之前是一样的。至于预付的“积累劳动”的第三部分，

工人则用他的直接劳动来补偿，就是说，在这一场合，加在原料等

等上的“直接劳动”在商品中，在产品中所代表的积累劳动，正好和

工资中所包含的一样多。或者，这种“直接劳动”代表更多的劳动

量。如果它代表更多的劳动量，那末，商品就比预付资本包含更多

的积累劳动。这样，利润就正好从商品包含的积累劳动超过预付资

本包含的积累劳动的余额中产生。这样，商品的价值［７８６］照旧决

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积累劳动加直接劳动，而后者现在在商

品中也是作为积累劳动，而不再作为直接劳动存在了。它在生产过

程中是直接劳动，在产品中是积累劳动）。

或者［也就是在第一种情况下］，直接劳动代表的只是预付在

工资中的劳动量，只是这个劳动量的等价物。（如果直接劳动比这

个劳动量少，那末，要说明的就不是资本家为什么获利，而是资本

家怎么不亏损的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利润从哪里来呢？剩余价

值，即商品价值超过商品生产的构成要素的价值，或者说超过预付

资本的价值的余额，从哪里产生呢？它不是从生产过程本身产生

（因此只有在交换或流通过程中实现），而是从交换，从流通过程产

生了。这样，我们就回到马尔萨斯那里，回到粗浅的重商主义的“让

渡利润”观念。托伦斯先生也前后一贯地得出了这种观念，虽然他

又是那样前后不一贯，以致不是用一个无法解释的从天上掉下来

的基金（这个基金不仅构成商品的等价物，而且构成超过这个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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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余额，它由始终能够高于商品的价值支付商品而自己并不高

于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的这种买者的资金构成）来解释这个名义

价值而把问题化为乌有。托伦斯不象马尔萨斯那样前后一贯地求

助于这种虚构，相反地却认定“有效需求”即支付产品的价值额，仅

仅由供给产生，因而也是商品；在这里，绝对无法理解，双方都既作

为卖者又作为买者怎么能同样地相互欺诈。

“对某一商品的有效需求，总是由资本的组成部分，或者说，消费者为交

换这个商品而能够和愿意提供的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物品的量决定的，在利润

率既定时，总是由这个量来衡量的。”（托伦斯，同上第３４４页）

“供给增长是有效需求增长的唯一原因。”（同上，第３４８页）

马尔萨斯从托伦斯的书中引了这句话，不无理由地对这种观

点提出异议。（《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敦版第５９页）①

下面托伦斯关于生产费用等的论述，表明他确实得出了上述

荒谬的结论：

“市场价格〈马尔萨斯称之为“购买价值”〉总是包括某一时期的普通利润

率。自然价格由生产费用构成，或者换句话说，由生产或制造商品时的资本支

出构成，它不可能包括利润率。”（托伦斯，同上第５１页）

“一个租地农场主支出了１００夸特谷物，而收回１２０夸特，这２０夸特就

是利润，把这个余额或者说利润，叫作他的支出的一部分，是荒谬的…… 同

样，工厂主收回一定量成品。这些成品的交换价值高于材料等的价值。”（第

５１—５３页）

“有效的需求在于，消费者能够和愿意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交换付给商

品的部分，大于生产商品时所耗费的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第３４９页）

１２０夸特谷物无疑比１００夸特多。但是，如果人们象在这种场

合一样，只考察使用价值和使用价值所经历的过程，其实也就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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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过程或生理［７８７］过程，那末，说它们（虽然不是说２０夸特本身，

但确实是说构成这２０夸特的要素）不进入生产过程，就会是错误

的。否则，这２０夸特就不能从生产过程中出来。除了１００夸特的

谷物（种子３３）以外，进入使１００夸特谷物转化为１２０夸特的过程

的，还有由肥料提供的化学成分，土地内包含的盐，以及水、空气、

阳光。这些要素、成分、条件（使１００夸特转化为１２０夸特的自然界

的支出）的转化和进入，是在生产过程本身进行的，而这２０夸特的

要素是作为生理的“支出”进入这个过程本身的，从１００夸特转化

为１２０夸特就是这个过程的结果。

单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这２０夸特不纯粹是利润。这不过是

无机要素被有机部分同化并转化为有机物质罢了。没有作为生理

支出的物质加入，无论如何决不会由１００夸特变为１２０夸特。因

此，事实上可以说（即使单从使用价值的观点来看，从谷物作为谷

物来看），以无机的形式作为“支出”加入谷物的东西，则以有机的

形式作为现有的结果２０夸特，即收获的谷物超过播种的谷物的余

额出现。

但是，这种考察方法本身，同利润问题毫无关系，就好比我们

不能说，通过劳动过程把金属拔成一千倍长的金属丝，因为它的长

度增加到一千倍，就代表一千倍的利润。就金属丝来说，长度增加

了；就谷物来说，夸特数增加了。但是，只和交换价值有关的利润既

不是由增加的长度也不是由增加的数量形成，虽然这个交换价值

也表现为剩余产品。

至于交换价值，则无须再说明：９０夸特谷物的价值可能丝毫

不小于（甚至大于）１００夸特的价值，１００夸特的价值可能大于１２０

夸特的价值，１２０夸特的价值可能大于５００夸特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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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托伦斯是根据一个同利润即同产品价值超过预付资本

价值的余额毫无关系的例子得出关于利润的结论的。即使从生理

方面，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他的例子也是错误的，因为实际上在

他那里，作为剩余产品出现的２０夸特谷物已经以这种或那种方式

（虽然是以另外的形式）存在于生产过程本身了。

不过，托伦斯最后还是脱口说出了利润是让渡利润这种陈旧

的天才的观念。

［（ｃ）托伦斯和生产费用的概念］

托伦斯一般地提出了什么是生产费用这个争论问题，这是他

的功绩。李嘉图经常把商品的价值同生产费用（就它等于费用价格

而言）混淆起来，因此，他看到萨伊虽然也认为生产费用决定价格

但是得出不同的结论①，就感到惊奇。马尔萨斯同李嘉图一样，认

定商品的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而且他同李嘉图一样把利润算在

生产费用之内。但是他用完全不同的方式给价值下定义，就是说，

他不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而用商品能够支配的劳动量来决定

价值。

生产费用这个概念的含混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本身引起

的。

第一，对于资本家来说，他所生产的商品的费用，自然是他为

商品所花费的东西。除了预付资本的价值以外，商品没有花费他任

何东西，就是说，他没有在商品上支出其他任何价值。如果他为了

生产商品，在原料、工具、工资等上面支出１００镑，商品就花费他

１８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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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镑，不会多些，也不会少些。除了包含在这笔预付中的劳动，就

是说，除了包含在预付资本中的、决定为生产过程预付的商品的价

值的积累劳动，商品不花费他任何劳动。他为直接劳动花费的，是

他为直接劳动支付的工资。除了工资，直接劳动没有花费他任何东

西，而除了直接劳动，他只预付不变资本的价值。

［７８８］托伦斯就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生产费用的，而每个资本

家在计算利润时（不管利润率如何），也是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生产

费用的。

在这里，生产费用等于资本家的预付，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

等于为生产过程预付的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任何一个经济学家，

李嘉图也在内，都是从预付、支出等意义上来使用生产费用的这个

定义的。马尔萨斯把这叫作生产价格，而同购买价格相对立。剩余

价值向利润形式的转化同预付的这个定义是相适应的。

第二，按第一个定义，生产费用是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为制造

商品所支付的价格，因而是他为商品所花费的东西。但是，资本家

为生产商品所花费的东西和商品生产本身所花费的东西是完全不

同的两回事。资本家为生产商品支付过报酬的劳动（物化劳动和直

接劳动）和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在量上是完全不同的。它们之间

的差额也就形成预付价值和所得价值之间的差额，形成资本家购

买商品的价格和商品出卖的价格（如果商品按照它的价值出卖）之

间的差额。如果这个差额不存在，货币或商品就决不会转化为资

本。随着剩余价值的消失，利润的源泉也就消失。商品生产本身的

费用是由商品生产过程中消费的资本的价值，也就是由进入商品

的物化劳动量加花费在商品生产上的直接劳动量构成的。在商品

中消费的“物化劳动”和“直接劳动”的总量构成商品生产本身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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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只有通过这个物化的和直接的劳动量的生产消费，商品才能制

造出来。这也是商品作为产品，作为商品以及作为使用价值从生产

过程中出来的必要条件。在现实的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不变时，或

者同样可以说，在劳动生产力的一定的发展水平毫无变化时，不管

利润或工资怎样变动，商品的这个内在的生产费用保持不变。在这

个意义上，商品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花费在商品上的活劳

动和资本家支付过报酬的活劳动是不同的东西。所以，对于资本家

来说的商品的生产费用（他的预付）从一开始就和商品生产本身的

费用，和商品的价值不同。商品的价值（就是商品本身所花

费的东西）超过预付资本的价值（即资本家为商品所花费的

东西）的余额形成利润，因而，利润的产生不是由于商品高于它的

价值出卖，而是由于商品高于资本家所支付的预付资本的价值出

卖。

商品的生产费用，即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等于商品的价值，

也就是等于商品生产所必需的（物化的和直接的）劳动时间总量

——这个定义表达了商品生产的基本条件，并且在劳动的生产力

不变时保持不变。

第三，但是，我在前面已经指出①，每一个别行业或个别生产

部门的资本家决不是按照商品即特殊行业或特殊生产部门或特殊

生产领域的产品本身所包含的价值出卖商品的，因此，这个资本家

得到的利润量不会和剩余价值量，剩余劳动量，或者说物化在他所

出卖的商品中的无酬劳动量相等。相反，资本家在他的商品中平均

说来能实现的剩余价值，只是和这种商品作为社会资本一定部分

３８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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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品所分摊到的剩余价值相等。如果社会资本等于１０００，某个

［７８９］生产部门的资本等于１００，如果剩余价值（从而剩余价值物

化在其中的剩余产品）的总量等于２００，即２０％，那末，投入这个生

产部门的资本１００将按照１２０的价格出卖它的商品，而不管这个

商品的价值是１２０，还是多于或少于１２０，就是说，不管这个商品中

包含的无酬劳动是否等于预付在商品上的劳动的
１
５
。

这就是费用价格，如果谈到本来意义上的（经济学意义上的，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费用，那末这就是预付资本的价值加平均

利润的价值。

很清楚，不管个别商品的这种费用价格怎样偏离商品的价值，

它都是由社会资本的总产品的价值决定的。各个资本，由于它们利

润的平均化，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相互发生关系，并且作为

这样的一定部分从剩余价值（剩余产品），剩余劳动或无酬劳动的

总基金中获得股息。这丝毫没有改变商品的价值，丝毫没有改变下

述情况：不管商品的费用价格等于、大于或小于商品的价值，只要

商品的价值没有生产出来，就是说，只要生产商品所必要的物化劳

动和直接劳动的总量没有花费在商品上，商品是决不能生产出来

的。这个劳动（不仅是有酬劳动而且是无酬劳动）量必须花费在商

品上；虽然有些生产部门的一部分无酬劳动由“资本家同伙”３４占

有，而不是由推动这个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的资本家占有，但是这

丝毫不改变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一般关系。其次，很清楚：不管商品

的价值和费用价格之间是什么关系，费用价格总是随着价值的变

动，也就是随着生产商品所必要的劳动量的变动而变动，而提高或

降低。此外，很清楚：一部分利润始终必须代表剩余价值，代表物化

在这个商品本身中的无酬劳动，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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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包含的在它上面花费的劳动，比推动这个劳动的资本家支付

过报酬的劳动多。一部分利润可能由不是花费在一定行业所提供

的或一定生产领域所生产的商品上的劳动构成；但是这样一来，就

有其他某个生产领域生产的其他某个商品，它的费用价格降到它

的价值以下，或者说，它的费用价格中计算和支付的无酬劳动，比

它包含的无酬劳动少。

因此很清楚，虽然大多数商品的费用价格必定偏离它们的价

值，就是说，虽然它们的“生产费用”必定偏离它们包含的劳动总

量，但是，不仅这种生产费用和费用价格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并同

价值规律相符合（而不是和它相矛盾），而且甚至生产费用和费用

价格的存在本身，也只有在价值和价值规律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没

有这个前提，它们的存在就是不可思议的和荒谬的。

同时我们也就可以理解，那些一方面看到了竞争中的实际现

象，另一方面又不理解价值规律和费用价格规律之间的中介过程

的经济学家，为什么求助于虚构，说是资本而不是劳动决定商品的

价值，或者确切些说，价值根本不存在。

［７９０］利润加入商品的生产费用；亚·斯密正确地把利润作为

构成要素包括在商品的“自然价格”中，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

础上，如果商品不提供等于预付资本价值加平均利润的费用价格，

它就——最终地、照例地——不会拿到市场上去。或如马尔萨斯所

说（虽然他不理解利润的起源，不理解利润的真正原因），因为利

润，从而包括利润在内的费用价格，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的）

商品供给的条件。商品要生产出来，要进入市场，它至少必须为卖

者提供这个市场价格，这个费用价格，而不管它本身的价值比这个

费用价格大还是小。对于资本家来说，只要他的商品的价格中包含

５８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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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从无酬劳动或固定了无酬劳动的剩余产品的总基金中取得的

量，同其他任何等量资本从这个总基金中获得的量相等就行了，至

于他的商品比其他商品包含的无酬劳动多还是少，那是无关紧要

的。在这个意义上，资本家是“共产主义者”。自然，在竞争中每个

人都力求得到比平均利润多的利润，而这只有在别人得到的利润

比平均利润少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正是由于这种斗争，平均利润

才得以形成。

以预付资本（不管是不是借的）的利息形式在利润中实现的一

部分剩余价值，对资本家来说，也表现为支出，表现为他作为资本

家的一项生产费用，就象利润根本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

一样。而在利息上（特别是对借入的资本说）这一点也表现为资本

家的生产活动的实际前提。

这一点同时表明了生产形式和分配形式的区别是怎么回事。

利润、分配形式，在这里同时又是生产形式、生产条件、生产过程的

必要的构成要素。因此，约·斯·穆勒等把资产阶级的生产形式看

成绝对的，而把资产阶级的分配形式看成相对的，历史的，因而是

暂时的，是多么愚蠢，——这一点以后还要回过头来谈。分配形式

只不过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生产形式。构成资产阶级分配的界限

的特征——也就是特殊的局限性——作为控制生产和支配生产的

特定性质加入生产本身。但是，资产阶级的生产，由于它本身的内

在规律，一方面不得不这样发展生产力，就好象它不是在一个有限

的社会基础上的生产，另一方面它又毕竟只能在这种局限性的范

围内发能生产力，——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

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

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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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

其次，这一点被例如西斯蒙第粗浅地但又相当正确地看成是

为生产的生产同因此①而排除了生产率的绝对发展的分配之间的

矛盾。

（２）詹姆斯·穆勒［解决李嘉图

体系的矛盾的不成功的尝试］

  ［７９１］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１８２４

年伦敦第２版）。

穆勒是第一个系统地阐述李嘉图理论的人，虽然他的阐述只

是一个相当抽象的轮廓。他力求做到的，是形式上的逻辑一贯性。

“因此”，从他这里也就开始了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在老师［李嘉

图］那里，新的和重要的东西，是在矛盾的“肥料”中，从矛盾的现象

中强行推论出来的。作为他的理论基础的矛盾本身，证明理论借以

曲折发展起来的活生生的根基是深厚的。而学生［穆勒］的情况却

不是这样。他所加工的原料已不再是现实本身，而是现实经老师提

炼后变成的新的理论形式了。一部分是新理论的反对者们的理论

上的不同意见，一部分是这种理论同现实的往往是奇特的关系，促

使他去进行把不同意见驳倒，把这种关系解释掉的尝试。在进行这

种尝试时，他自己也陷入了矛盾，并且以他想解决这些矛盾的尝试

表明，他教条式地维护的理论正在开始解体。穆勒一方面想把资产

阶级生产说成是绝对的生产形式，并且从而试图证明，这种生产的

７８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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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矛盾不过是表面上的矛盾。另一方面，他力图把李嘉图的理论

说成是这种生产方式的绝对的理论形式，并且同样用形式上的理

由把有些已为别人所指出、有些是摆在他本人眼前的理论上的矛

盾辩解掉。不过，穆勒在某种程度上也还是比李嘉图的观点前进了

一步，越过了李嘉图本人阐述观点时所划的界限。穆勒还维护了李

嘉图所维护的历史的利益——反对土地所有权的产业资本的利

益，而且更加坚决地从理论中作出了实际结论，例如，他从地租理

论做出了反对土地私有权存在的实际结论，他想或多或少直接地

把土地私有变为国有。穆勒的这个结论和他这方面的观点，我们不

打算在这里研究。

［（ａ）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利润率

平均化问题上的烦琐哲学。把对立

的统一归结为对立的直接等同］

  在李嘉图的学生们那里，也象在李嘉图本人那里一样，看不到

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李嘉图本人只是在工资的变动可能对有

机构成不同（这在李嘉图那里也只是涉及流通过程时谈到）的各资

本产生的不同影响中，才注意到两者的区别。无论是李嘉图本人还

是他的学生们都没有想到，即使我们考察的不是各个不同部门的

资本，而是单独的每一笔资本，只要它不是仅仅由可变资本构成，

不是只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那末，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就有区别，

因而利润就必然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进一步发展了的、发生了特殊

变化的形式。只是在谈到不同生产领域的、由不同比例的固定部分

和流动部分构成的各资本的相等的利润——平均利润率时，他们

才注意到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在这方面，穆勒只是把李嘉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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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论价值》中陈述的东西重复一遍，加以通俗解释罢了。穆勒

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的唯一新的疑问是：

穆勒指出，“时间本身”（就是说，不是劳动时间，而是单纯时

间）不生产任何东西，因此也不生产“价值”。在这种情况下，一笔资

本，象李嘉图所说，由于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周转，和另一笔使用

了更多的直接劳动但周转得更快的资本提供同样多的利润这个事

实，怎么会同价值规律相符合呢？我们看到，穆勒在这里只是抓住

了一个非常个别的情况，这个情况概括起来可以这样说：费用价格

以及作为它的前提的［７９２］平均利润率（从而包含十分不同的劳动

量的商品的相同价格），怎么会同利润无非是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

间的一部分，也就是资本家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一部分这种情况

相符合呢？然而在考察平均利润率和费用价格时，提出的是同价值

规定毫无关系的、纯粹外在的观点，例如这样的观点：如果有个资

本家的资本因为要——譬如说——象葡萄酒那样较长久地停留在

生产过程中（或者，在其他场合，较长久地停留在流通过程中），必

须完成较长时间的周转，那末，这个资本家就应该得到不能使他的

资本增殖的那段时间的补偿。但是，没有使价值增殖的时间怎么能

创造价值呢？

穆勒关于“时间”的论点是：

“时间什么也做不出来…… 因此，它怎么能够增加价值呢？时间只不过

是一个抽象的术语。它是一个词，一种音响。无论把一个抽象的单位说成是价

值尺度，还是把时间说成是价值的创造者，在逻辑上都同样是荒谬的。”３５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９９页）

其实，在说明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之间的补偿理由时，问题并

不涉及剩余价值的生产，却涉及剩余价值在不同类别的资本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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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分配。因此，在这里有意义的是同价值规定本身绝对没有任何

关系的观点。在这里，迫使某一特殊生产领域的资本放弃在其他领

域可能生产更多剩余价值的条件的一切，都是补偿理由。例如，使

用的固定资本多而流动资本少；使用的不变资本多于可变资本；资

本必须较长久地停留在流通过程中；最后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资本

必须较长久地停留在生产过程中而不经历劳动过程，这种情况，每

逢生产过程按其工艺性质要求中断以便使制造中的产品经受自然

力的作用时（例如，葡萄酒置于窖内），都会发生。在所有这些场

合，——穆勒特别注意的是其中最后一种，可见，他把他所遇到的

困难看得十分狭窄，只看作一种个别现象，——都会发生补偿。其

他领域生产的剩余价值，有一部分会纯粹按照这些在直接剥削劳

动方面条件比较不利的资本的数量转给这些资本（这种平均化是

由竞争实现的，在平均化的条件下，每一笔个别资本都只是作为社

会资本的一定部分出现）。只要理解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关系，其次

理解利润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这种现象是十分简单的。但是，如

果想不经过任何中介过程就直接根据价值规律去理解这一现象，

就是说，根据某一个别行业的个别资本所生产的商品中包含的剩

余价值即无酬劳动（也就是根据直接物化在这些商品本身中的劳

动）来解释这一资本所取得的利润，那末，这就是一个比用代数方

法或许能求出的化圆为方问题更困难得多的问题。这简直就是企

图把无说成有。但是，穆勒正是企图用这种直接的形式来解决问

题。因此，这里实质上不可能解决问题，而只能口头上诡辩地把困

难辩解掉，就是说，只能是烦琐哲学。穆勒开了这个头。而在麦克

库洛赫这样一个无耻之徒那里，这种做法就具有故作高深的无耻

性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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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的话最能说明穆勒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穆勒先生作了一次把时间的作用归结为耗费劳动的独特尝试。他说

（《原理》１８２４年第２版第９７页）：‘如果窖中的葡萄酒因放置一年而价值增

加
１
１０
，那末，认为在葡萄酒上多耗费了

１
１０
的劳动，是正确的。’…… 一件事

只有当它确实发生了，［７９３］认为它已经发生才是正确的。在所举的例子中，

根据假定，任何人都没有接近过葡萄酒，没有为它花费一刹那时间，或稍微动

一动肌肉。”（《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

２１９—２２０页）

在这里，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不

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

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

决。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

（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一场“用语的争论”３６，但是它之所以是“用语

的”，是因为他们企图用空话来解决没有得到实际解决的实际矛

盾。）这种手法在穆勒那里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它比反对者的一

切攻击更严重得多地破坏了李嘉图理论的整个基础，这一点在考

察麦克库洛赫时可以看出来。

穆勒只是在他绝对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时候，才求助于这种方

法。但是，他的基本方法与此不同。在经济关系——因而表示经济

关系的范畴——包含着对立的地方，在它是矛盾，也就是矛盾统一

的地方，他就强调对立的统一因素，而否定对立。他把对立的统一

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

例如，商品隐藏着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这种对立进一

步发展，就表现为、实现为商品的二重化即分为商品和货币。商品

的这种二重化作为过程出现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

卖和买是一个过程的不同因素，但是这一过程的每一行为同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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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着它的对立面。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
３７
曾经指出，穆勒摆脱对

立的办法是仅仅抓住买和卖的统一，从而把流通变成物物交换，又

把从流通中搬来的范畴偷偷塞到物物交换里。还可参看我在那里

关于他的货币理论所说的话，他在货币理论中对问题也采取了类

似的态度。３８

在詹姆斯·穆勒那里有一些不适当的章节划分：《论生产》，

《论分配》，《论交换》，《论消费》。

［（ｂ）穆勒使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同价值规律

相符合的徒劳尝试。局部地回到供求论］

  关于工资，穆勒写道：

“人们发现，对工人说来，更加方便的是以预付的方式把工人的份额付给

工人，而不是等到产品生产出来和产品的价值得到实现的时候。人们发现，适

合于工人取得其份额的形式是工资。当工人以工资的形式完全得到了产品中

他应得的份额时，这些产品便完全归资本家所有了，因为资本家事实上已经

购买了工人的份额，并以预付的方式把这一份额支付给工人了。”（《政治经济

学原理》，帕里佐的法译本，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３３—３４页）

穆勒最大的特点是：正象货币在他看来只是为了方便而发明

的一种手段一样，资本主义关系本身，按照他的意见，也是为了方

便而想出来的。这种特殊的社会生产关系，是为了“方便”而发明出

来的。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是由于工人不再以商品生产者和商

品所有者的身分参加交换，相反，他们被迫不是出卖商品，而是把

自己的劳动本身（直接把自己的劳动能力）当作商品卖给客观的劳

动条件的所有者。工人与客观劳动条件的这种分裂，是资本和雇佣

劳动的关系的前提，正象它是货币（或代表货币的商品）转化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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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前提一样。穆勒以这种分离，这种分裂为前提，以资本家和雇

佣工人的关系为前提，为的是以后再把以下的现象说成是方便的

事情：工人不是出卖产品，不是出卖商品，而是出卖在他生产出产

品之前他自己在产品（产品的生产丝毫不决定于他，生产的进行不

由他作主）中所占的份额，［７９４］或者更确切地说，在资本家出卖、

销出包含工人的份额的产品之前，工人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就已

经由资本家支付了，就已经转化为货币了。

穆勒想通过这种对工资的观点来回避与这里所考察的关系的

特殊形式相联系的特殊困难。对于认为工人是直接出卖自己的劳

动（而不是出卖自己的劳动能力）的李嘉图体系来说，困难在于：既

然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那末在构成

资本主义生产基础的、一切交换中最大的交换——资本家和雇佣

工人之间的交换中，为什么这个价值规律不实现呢？为什么工人以

工资形式取得的物化劳动量不等于他为换取工资而付出的直接劳

动量呢？为了排除这个困难，穆勒把雇佣工人变成了商品所有者，

说他向资本家出卖自己的产品，自己的商品，因为他在产品，商品

中所占的份额是他的产品，他的商品，是他以特殊商品的形式生产

出来的价值。他解决困难的方法是把包含着物化劳动和直接劳动

的对立的、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交易，说成物化劳动的所有者

之间、商品所有者之间的普通交易。

尽管穆勒由于耍了这样一个花招而使自己不可能理解资本家

和雇佣工人之间发生的过程的特殊性质、特点，但是他决没有给自

己减少困难，却增加了困难，因为，对于结果的特殊性，现在已经不

可能依据工人所出卖的商品（它具有这样的特性：它的使用价值本

身是形成交换价值的要素，因而这个商品的消费创造出比它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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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更多的交换价值）的特殊性来理解了。

在穆勒看来，工人是和任何其他商品所有者一样的商品出卖

者。例如，他生产６码麻布。这６码中２码所代表的价值等于他所

加入的劳动。因此，他是把２码麻布卖给资本家的卖者。既然这时

工人是和其他任何麻布所有者一样的麻布卖者，那他为什么不能

象其他任何出卖２码麻布的卖者一样从资本家那里全部取得２码

麻布的价值呢？恰恰相反，与价值规律的矛盾这时表现得尖锐得

多。工人这时出卖的决不是和其他一切商品不同的特殊商品。他

出卖的是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也就是这样的商品：它作为商品并

没有由于具有某种特点而与其他任何商品不同。这样，如果１码麻

布的价格——即代表１码麻布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货币量——是

２先令，那末为什么工人所得到的是１先令，而不是２先令呢？如

果工人得到２先令，资本家就不能实现剩余价值，李嘉图体系也就

全部被推翻了。我们也就会被迫退回到“让渡利润”。６码麻布使资

本家花费的，等于它的价值，即１２先令。但是资本家按照１３先令

出卖它。

或者事情是这样：当资本家出卖麻布的时候，它和其他一切商

品一样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卖，但是当工人卖它的时候，则低于它的

价值出卖，这样，价值规律就被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交易破坏了。

而穆勒所以求助于虚构，恰恰是为了逃避这一点。他想把工人和资

本家之间的关系变成商品的卖者和买者之间的普通关系。那末，普

通的商品价值规律为什么在这里不应决定这种交易呢？但是，据说

工人的报酬是“以预付的方式”支付的。可见，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毕

竟不是普通的商品买卖关系。这种“预付”在这里应该是什么呢？

（按照穆勒的假设和按照实际情况，）一个工人，譬如说按周领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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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在他从资本家那里领到对一周产品中属于他的份额的“报

酬”之前，就“预付了”自己的劳动，创造了这个份额，即已把自己一

周的劳动物化在产品之中。资本家“预付了”原料和劳动工具，工人

“预付了”劳动，而在周末支付工资的时候，工人把商品，自己的商

品，即自己在全部商品中所占的份额卖给资本家。但是，穆勒会说，

资本家还在他自己把６码麻布转化为货币，卖出去之前，就付款给

工人了，也就是替工人把２码［７９５］麻布转化为银，转化为货币了！

可是，如果资本家制造的是定货，如果他还在商品生产出来以前就

已经把它卖出，那又当如何呢？更广泛地说，资本家向工人买这２

码麻布是为了再卖，而不是为了自己消费，这对于工人——在这里

是２码麻布的卖者，有什么关系呢？买者的动机同卖者有什么相干

呢？买者的动机又怎么可能进而使价值规律也发生变化呢？如果

前后一贯的话，那就必须承认，每个卖者都应当低于商品的价值出

卖他的商品，因为他交给买者的是使用价值形式的产品，而买者交

给他的是货币形式的价值，转化为银的产品形式。在这种情况下，

麻织厂主也应当少付给麻纱商人、机器厂主、煤炭生产者等等。因

为他们卖给他的商品，是他不过准备使之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而他

不仅要在自己的商品卖出之前，而且要在自己的商品生产出来之

前就把这个商品的组成部分的价值“以预付的方式”付给他们。工

人供给他的是麻布，是制成的、适于出卖的形式的商品；相反，上述

那些商品卖者供给他的是机器、原料等等，这些东西还必须经过一

定的过程才能具有适于出卖的形式。对于穆勒这个极端的李嘉图

主义者（在他看来，买和卖、供和求不过是等同的，货币则不过是一

种形式）来说，妙不可言的是：商品转化为货币（在把２码麻布卖给

资本家时，发生的无非就是这种转化）要以卖者不得不低于商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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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出卖他的商品，而买者用自己的货币买到比货币价值大的价

值为前提。

由此可见，穆勒把事情归结为这样一个荒谬的论断：在这笔交

易中，买主购买是为了再卖并赚取利润，因此卖者不得不低于商品

的价值出卖他的商品；这样，整个价值理论就被推翻了。穆勒为解

决李嘉图的矛盾之一而作的这第二个尝试，实际上毁掉了李嘉图

体系的整个基础，特别是毁掉了这个体系的优点：把资本和雇佣劳

动的关系看作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之间的直接交换，即从这种关

系的特定性质去考察它。

为了设法摆脱困难，穆勒必须再进一步说，这里所谈的不是单

纯的商品买卖的交易；工人和资本家的关系不如说是出借货币或

从事贴现业务的资本家（货币资本家）对产业资本家的关系，因为

这里涉及的是支付，是把等于工人在总产品中所占份额的产品转

化为货币。以生息资本（资本的特殊形式）的存在为前提来解释生

产利润的资本（资本的一般形式）；把剩余价值的派生形式（它已经

以资本为前提）说成剩余价值产生的原因，——这倒是一种满不错

的解释。此外，穆勒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持前后一贯，撇开李嘉图

所发展的关于工资和工资水平的一切已确定的规律，而相反地从

利息率中引伸出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却又不能说明利息率

应该由什么决定，因为按照李嘉图学派和其他所有值得一提的经

济学家的意见，利息率是由利润率决定的。

所谓工人在他自己产品中所占的“份额”这种空话，实质上是

以下述情况为根据的：如果考察的不是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单独

交易，而是他们在总的再生产过程中的交换，如果注意的是这个过

程的实际内容，而不是它的表现形式，那末在实际上就会看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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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用来支付工人的东西（以及作为不变资本同工人对立的那部

分资本），不外是工人本身的产品的一部分，并且不是尚须转化为

货币的那部分产品，而是已经卖出、已经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产

品，因为工资是以货币而不是以实物支付的。在奴隶制度等等的条

件下，不存在由于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产品先要转化为货币而产

生的假象，因此看得很清楚，奴隶作为工作报酬取得的东西，实际

上不是奴隶主的“预付”，而只是奴隶的物化劳动中以生活资料的

形式流回到奴隶手中的部分。在资本家那里情况也是如此。他只

是在表面上“预付”。他作为工资预付给工人的，或者更确切地说，

他付给工人的［７９６］报酬——因为他要到工作完成后才付给报酬

——是工人已经生产出来而且已经转化为货币的产品的一部分。

资本家所占有的、从工人那里夺来的工人产品，有一部分以工资形

式，作为对新产品的预付——如果愿意用这个名称的话——流回

到工人手里。

抓住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易所特有的这种表面现象来解释

交易本身，对于穆勒来说是完全不相称的（这种作法对于麦克库洛

赫、萨伊或巴师夏来说倒是相称的）。资本家除了他以前从工人那

里夺来的东西，也就是由其他人的劳动预付给他的东西之外，没有

任何东西可以用来预付给工人。要知道，甚至马尔萨斯也说，资本

家所预付的东西，不是“由呢绒”和“其他商品”，而是“由劳动”构成

的３９，也就是恰恰由资本家没有从事过的东西构成的。资本家预付

给工人的是工人自己的劳动。

但是，所有这种代用语都丝毫不能帮穆勒的忙，就是说，丝毫

不能帮助他回避解决这个问题：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之间的交换

（李嘉图以及追随他的穆勒等人就是这样理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

７９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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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过程的）如何同直接与它矛盾的价值规律相符合。从穆勒的以

下论点中可以看出，上述代用语是丝毫帮不了他的忙的：

“产品按什么比例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或者，工资水平按什么

比例调节？”（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的法译本，第３４页）“确定工人

和资本家的份额，是他们之间的商业交易的对象，讨价还价的对象。一切自由

的商业交易都由竞争来调节，讨价还价的条件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

（同上，第３４—３５页）

付给工人的是工人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穆勒这样说，是为

了使工人在他同资本的相互关系中变成一个普通的商品（产品）卖

者，是为了掩盖这种相互关系的特殊性质。工人在产品中所占的份

额，可以认为是他的产品，即工人的新加劳动物化于其中的那部分

产品。但是情况并不是这样。相反，现在我们问工人在产品中所占

的“份额”是怎样的，即他的产品是怎样的（因为属于工人的那一部

分产品，就是他所出卖的他的产品），这时，我们就听到说，他的产

品和他的产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还应该先搞清楚工人

的产品（即他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因而也就是属于他的那一部分

产品）是什么。可见，所谓“他的产品”只是一句空话，因为工人从资

本家那里得到的那一份价值，并不由他本身的产量决定。所以，穆

勒只是把困难推远了一步。在解决困难方面，他仍在开始研究时的

出发地点踏步不前。

这里表现了概念的混淆。如果认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交

换是不断的行为——凡是不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个别行为、个别因

素固定化、孤立化的人都会认为它是这样的行为，那末，工人所取

得的就是他自己的产品的一部分价值，他已经补偿了这部分价值，

还加上了他白白送给资本家的那部分价值。这是不断反复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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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实际上工人不断取得他自己的产品的价值的一部分，他所创

造的价值的一个部分或份额。他的工资多少，不决定于他在产品中

所占的份额，倒是他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决定于他的工资量。工人

实际上取得产品价值中的一个份额。但是，他所取得的那个份额决

定于劳动的价值，而不是劳动的价值反过来决定于他在产品中所

占的份额。劳动的价值，即工人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

是一个已固定的量；这个量是由于工人的劳动能力出卖给资本家

而固定下来的。实际上，工人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也是由此固定下

来的。而不是相反，不是先把他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固定下来，然

后由这个份额决定他的工资的水平或价值。其实，这也正是李嘉图

的最重要的、最强调的论点之一，因为，不然的话，劳动的价格就会

决定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而按照李嘉图的见解，劳动的价格

只决定利润率。

那末，穆勒现在如何确定工人所取得的产品“份额”呢？他用供

求，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来决定它。穆勒在这里提出的说

法，可以适用于一切商品：

“确定工人和资本家〈卖者和买者〉的份额〈应读作：在商品价值中的份

额〉，是他们［７９７］之间的商业交易的对象，讨价还价的对象。一切自由的商业

交易都由竞争来调节，讨价还价的条件随着供求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同上，

第３４—３５页）

可见，问题就在这里！这就是穆勒说的话，他这个热诚的李嘉

图主义者曾经证明：需求和供给固然能够决定市场价格在商品价

值上下的波动，但是不能决定商品价值本身；需求和供给如果用来

决定价值，就成了两个没有意义的字眼，因为它们本身的决定要以

价值的决定为前提！而现在——萨伊早已在这一点上指责过李嘉

９９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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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０
——穆勒为了决定劳动的价值，即一种商品的价值，竟求助于

用需求和供给来决定它！

但是，问题还不止于此。

穆勒没有说——其实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无关紧要的——双方

当中哪一方代表供给，哪一方代表需求。但是，既然资本家付出货

币，工人相反地提供某种东西来交换货币，我们就可以假定需求是

在资本家方面，供给在工人方面。但是，这时工人“出卖”的是什么

呢？他提供的是什么呢？是他在还不存在的产品中所占的“份额”

吗？但是要知道，他在未来的产品中所占的“份额”恰恰还要由他和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由“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来决定！这个关系的一

个方面，即供给，不可能由本身不过是供求斗争结果的东西构成。

那末，工人到底拿出什么来卖呢？自己的劳动吗？但是这样一来，

穆勒就又遇到了他想回避的最初的困难，即积累劳动和直接劳动

之间的交换。当他说这里发生的不是等价物的交换，或者说所卖的

商品即劳动的价值不是用“劳动时间”本身来衡量，而是由竞争，由

供求来决定的时候，他也就承认，李嘉图的理论遭到破产，而李嘉

图的反对者是对的，后者认为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主张是

错误的，因为最重要的一种商品即劳动本身的价值同商品价值的

这个规律相矛盾。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威克菲尔德就直接说过这

样的话。①

穆勒愿意怎样打转转和兜圈子都可以，但是他找不到摆脱这

个左右为难的窘境的出路。用他本人的表达方法来说，工人的竞争

最多只能使他们按照这样的价格提供一定的劳动量，这个价格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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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供求关系等于他们将要用这个劳动量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一个较

大的或较小的部分。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换取的这个价格，这

个货币量等于应当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价值的一个较大的或较小的

部分这一点，无论如何从一开始就不妨碍一定的活劳动（直接劳

动）量在这里换得一个较大的或较小的货币（积累劳动，而且是以

交换价值形式存在的劳动）量。从而，这也不妨碍不等量的劳动在

这里相互交换，不妨碍较少的积累劳动换取较多的直接劳动。而这

些恰恰是穆勒应该加以解释的现象，也是他为了避免违反价值规

律而想用自己的解释搪塞过去的现象。这种现象丝毫也不会由于

以下情况而改变它的性质并得到解释：工人用自己的直接劳动换

得货币的那个比例，在生产过程结束后表现为付给工人的价值和

工人所创造的产品的价值之间的比例。资本和劳动之间最初的不

平等交换，在这里只是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罢了。

穆勒进一步阐述的一段话，也可以表明他如何固执地回避劳

动和资本之间的直接交换，而李嘉图还是毫无拘束地以此为出发

点的。穆勒是这样说的：

［７９８］“假定有一定数目的资本家和一定数目的工人。假定他们分配产品

的比例也通过某种方法确定了。如果工人人数增长了而资本量没有增加，增

加的那一部分工人就会试图排挤原来在业的那一部分。他们只有按较低报酬

提供自己的劳动，才能作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必然降低…… 

在相反的情况下结果也相反…… 如果资本量同人口的比例不变，工资水平

也就保持不变。”（同上，第３５页及以下各页）

穆勒应当确定的，恰恰也就是“他们〈资本家和工人〉分配产品

的比例”。为了让竞争决定这个比例，穆勒就假定，这个比例已经

“通过某种方法确定了”。为了让竞争决定工人的“份额”，他就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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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这个份额在竞争之前就已经“通过某种方法”确定了。这还不

够。为了表明竞争如何改变已经“通过某种方法”确定了的产品分

配，他还假定工人在他们的人数比资本量增加得快的时候，就“按

较低报酬提供自己的劳动”。可见，穆勒在这里直接说出了工人的

供给是由“
·
劳
·
动”构成的，工人提供这种劳动以换取“报酬”，即换取

货币，换取一定量的“积累劳动”。为了避开劳动和资本之间的直接

交换，避开直接出卖劳动，他求助于“产品分配”论。为了解释产品

分配的比例，他又假定直接出卖劳动以换取货币，以致于资本和劳

动之间的这种最初的交换后来就表现在工人在他的产品中所占的

份额上，而不是这种最初的交换决定于工人在产品中所占的份额。

最后，当工人人数和资本量不变时，“工资水平”也保持不变。但是，

当需求和供给彼此适应时，这种工资水平是怎样的呢？这也正是应

当说明的。说工资水平在这种供求的平衡遭到破坏时就会变动，在

这里并不说明任何问题。穆勒的同义反复的说法只能证明，他在这

里感到李嘉图的理论中有一种障碍，要克服这种障碍，只有根本脱

离这个理论。

            

反对马尔萨斯、托伦斯及其他人。穆勒反对商品价值决定于资

本价值，他正确地指出：

“资本就是商品，说商品的价值由资本的价值决定，就等于说，商品的价

值由商品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值由它本身决定。”（《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

年伦敦第１版第７４页）

            

｛穆勒并不掩盖资本同劳动的对立。他说，为了使不依靠直接

劳动的社会阶级壮大，利润率必须高；为此，工资也就应该相对地

２０１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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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为了使人类的（社会的）能力能在那些把工人阶级只当作基础

的阶级中自由地发展，工人群众就必须是自己的需要的奴隶，而不

是自己的时代的主人。工人阶级必须代表不发展，好让其他阶级能

够代表人类的发展。这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７９９］社会以及过去的

一切社会所赖以发展的对立，是被宣扬为必然规律的对立，也就是

被宣扬为绝对合理的现状。

“人类进步，即不断地从科学和幸福的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更高的阶

段的能力，看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样的人所组成的阶级：他们是自己的

时代的主人，也就是说，他们相当富有，根本不必为取得过比较安乐的生活的

资财而操心。科学的领域就是由这个阶级的人来培植和扩大的；他们传播光

明；他们的子女受良好的教育，被培养出来去从事最重要、最高雅的社会职

务；他们成为立法者、法官、行政官员、教师、各种技艺的发明家、人类赖以扩

大对自然力的控制的一切巨大和有益的工程的领导者。”（《政治经济学原

理》，帕里佐的法译本，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６５页）

“资本的收入应当大到足够使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能够享受余暇所提供

的好处。”（同上，第６７页）｝

            

对以上所谈的再作一些补充。

在穆勒这个李嘉图主义者看来，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区别只是

劳动的不同形式之间的区别：

“劳动和资本：前者是直接劳动，后者是积累劳动。”（《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２１年伦敦英文第１版第７５页）

在另一个地方他说：

“关于这两种劳动应当指出，它们并不是始终按照同样比率取得报酬

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帕里佐的法译本，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００页）

可见，他在这里接近了问题的实质。既然用来支付直接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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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酬的始终是积累劳动即资本，那末不按同样比率支付报酬，在这

里只能意味着较多的直接劳动同较少的积累劳动交换，而且“始

终”如此，因为，不然的话，积累劳动就不能作为“资本”同直接劳动

交换，它不仅不能象穆勒所期望的那样提供足够大的收入，而且根

本不会提供收入。因此，这里就承认了，——因为穆勒正象李嘉图

一样，把资本同劳动的交换看作积累劳动同直接劳动的直接交

换，——这两种劳动是按照不相等的比例进行交换的，而在这样交

换的情况下，以等量劳动相互交换为内容的价值规律便遭到了破

坏。

［（Ｃ）穆勒不理解工业利润的调节作用］

穆勒把李嘉图实际上为阐明自己的地租理论而假定的东

西①，作为一条基本规律提出来。

“农业的利润率调节其他利润率。”（《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４年伦敦第２

版第７８页）

这是根本错误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工业中，而不是在农

业中开始的，而且是逐渐支配农业的；这样，农业利润只是随着资

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才和工业利润平均化，而且只是由于这种平均

化才开始影响工业利润。所以，首先，上述论点从历史上看是错误

的。其次，只要存在这种平均化，就是说，只要存在这样的农业发展

状况，即资本随着利润率的高低从工业转入农业或从农业转入工

业，那末，说农业利润从这时开始起调节作用，而不说这里是两种

利润相互发生作用，同样是错误的。其实，李嘉图本人为了说明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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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是以相反的情况为前提的。谷物价格上涨，结果利润下降，但不

是在农业中下降（在较坏土地或第二笔生产率较低的资本提供新

的供给之前），——因为谷物价格的上涨绰绰有余地给租地农场主

补偿谷物价格上涨所引起的工资的提高，——而是在工业中下降，

因为这里不发生这种补偿或超额补偿。这样，工业利润率下降了，

只得到这种较低利润率的资本就可以用于较坏土地。如果利润率

不变，情况就不会这样。而且，只是由于工业利润下降对较坏土地

上的农业利润的这种反作用，整个农业利润才下降，［８００］较好土

地上的一部分农业利润才以地租形式从利润中分出来。这就是李

嘉图对这个过程的说明。可见，按照他的说明，是工业利润调节农

业利润。

如果现在由于农业的改良，农业利润又提高了，那末工业利润

也会提高。但是这决不能排除下述情况：正象最初工业利润的减少

决定农业利润的减少一样，工业利润的提高也会引起农业利润的

提高。每当工业利润的提高同谷物价格以及加入工人工资的其他

农产必需品的价格无关的时候，也就是说，每当工业利润的提高是

由于构成不变资本的商品等等价值降低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如

果工业利润不调节农业利润，地租反而绝对不能得到解释。平均利

润率在工业中是由于资本利润的平均化以及价值因此转化为费用

价格而形成的。这种费用价格——预付资本的价值加平均利润

——是农业从工业获得的前提，因为农业中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

在，上述平均化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农产品的价值因而高于由工

业的平均利润决定的费用价格，那末这个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余

额就形成绝对地租。但是，为了能对价值超过费用价格的这种余额

进行衡量，费用价格应当是第一性的，也就是说，它应当作为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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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工业强加给农业。

            

穆勒的下述论点值得注意：

“生产中消费的东西总是资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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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

济学原理》，帕里佐的法译本，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ｄ）］需求，供给，生产过剩［直接把需求

和供给等同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

  “需求意味着购买愿望和购买手段…… 一个人所提供的等价物品〈购

买手段〉就是需求的工具。他的需求量就是用这个等价物品的价值来衡量的。

需求和等价物品是两个可以相互代替的用语…… 他的〈一个人的〉购买愿

望和购买手段，换句话说，他的需求，正好等于他生产出来但不准备自己消费

的东西的数量。”（同上，第２５２——２５３页）

我们在这里看到，需求和供给的直接等同（从而市场商品普遍

充斥的不可能性）是怎样被证明的。需求据说就是产品，而且这种

需求的量是用这种产品的价值来衡量的。穆勒就是用这同样的抽

象“证明方法”证明买和卖只是等同，而不是彼此相区别；他就是用

这同样的同义反复证明价格取决于流通的货币量；他也就是用这

同样的手法证明供给和需求（它们只是买者和卖者的关系的进一

步发展的形式）必然是彼此平衡的。这还是同样的一套逻辑。如果

某种关系包含着对立，那它就不仅是对立，而且是对立的统一。因

此，它就是没有对立的统一。这就是穆勒用来消除“矛盾”的逻辑。

我们首先拿供给作出发点。我供给的是商品，是使用价值和交

换价值的统一体，譬如说，一定量的铁，它等于３镑（这笔钱又等于

一定量的劳动时间）。根据假设，我是一个制铁厂主。我供给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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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价值——铁，也供给一定的价值，即表现为铁的价格３镑的

价值，但是，这里有下面一种小小的差别。一定量的铁确实是由我

投入市场的。相反，铁的价值却只是作为铁的价格存在，这个价格

还要由铁的买者去实现，买者对我来说代表对铁的需求。铁的卖者

的需求，则是对铁的交换价值的需求，这种交换价值固然包含在铁

里，但是还没有实现。同样大的交换价值可以表现在数量极不相同

的铁上。由此可见，使用价值的供给和有待实现的价值的供给决不

是等同的，因为数量完全不同的使用价值可以表现同量的交换价

值。

［８０１］同样是３镑的价值，可能表现在１吨、３吨或１０吨上。

可见，我供给的铁（使用价值）的量和我供给的价值的量决不是互

成比例的，因为无论前者怎样变化，后者的量可能始终不变。无论

我供给的铁的量是大还是小，根据我们的假设，我始终要实现的是

不以铁本身的量为转移，一般说来不以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为

转移的价值。由此可见，我所供给的（但是还没有实现的）价值和我

所供给的、已经实现的铁的量，决不是互成比例的。因此，没有丝毫

理由认为一种商品按照自己的价值出卖的能力和我所供给的商品

量是成比例的。对买者来说，我的商品首先是作为使用价值而存在

的。买者把它作为使用价值来购买。但是他所需要的是一定量的

铁。他对铁的需要并不决定于我所生产的铁的量，正象我的铁的价

值本身不和这个量成比例一样。

当然，购买的人手中持有商品的转化形式，货币，即具有交换

价值形式的商品，而且他之所以能作为买者出现，只是由于他或其

他人曾经作为现在以货币形式存在的那个商品的卖者出现。但是，

这决不能作为理由来说明他把自己的货币再转化为我的商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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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明他对我的商品的需要决定于我生产的商品量。就他对我的

商品提出需求来说，他需要的量或者可能比我供给的量少，或者可

能完全一样，但是要低于商品的价值。正象我供给的某种使用价值

的量和我供给它时所依照的价值不是等同的一样，他的需求也可

能和我的供给不相适应。

但是，全部关于供求的研究都不是这里所要涉及的。

既然我供给铁，我需求的就不是铁，而是货币。我供给的是某

种特殊的使用价值，需求的是它的价值。因此，我的供给和需求，正

象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一样，是不同的。既然我在铁上供给了某一

价值，我需求的就是实现这一价值。可见，我的供给和需求就象观

念和现实一样，是不同的。其次，我供给的量和它的价值绝不是互

成比例的。而且，对我供给的某种使用价值的量的需求，不是决定

于我想要实现的价值，而是决定于买者按照一定价格需要买到的

量。

我们再引证穆勒如下的论点：

“显然，每个人加在产品总供给量上的，是他生产出来但不准备自己消费

的一切东西的总量。无论年产品的一定部分以什么形式落到这个人的手里，

只要他决定自己一点也不消费，他就希望把这一部分产品完全脱手；因此，这

一部分产品就全部用于增加供给。如果他自己消费这个产品量的一部分，他

就希望把余额全部脱手，这一余额就全部加在供给上。”（同上，第２５３页）

换句话说，这无非是指，全部投入市场的商品构成供给。

“可见，因为每个人的需求等于他希望脱手的那一部分年产品，或者换一

种说法，等于他希望脱手的那一部分财富

｛且慢！他的需求等于他希望脱手的那一部分产品的价值（在

这个价值一旦实现时）；他希望脱手的东西是一定量的使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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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希望取得的东西是这个使用价值的价值。这两种东西决不是等

同的｝，

并且因为每个人的供给也完全与此相同

｛决不是这样，他的需求不是他希望脱手的东西，即不是产品，

而是这种产品的价值；相反，他的供给现实地是这种产品，而这种

产品的价值则只是在观念上被供给｝，

所以，每个人的供给和需求必然是相等的。”（第２５３—２５４页）

｛这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的价值和他以这个商品去要求、

但并不拥有的那个价值是相等的。如果他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

品，那末他供给的价值（以商品形式）和取得的价值（以货币形式）

就是相等的。但是，不能由于他希望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卖商品，就

得出结论说实际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一定量的商品由他供给，并

出现在市场上。他想要得到他所供给的商品的价值。｝

“供给和需求处于［８０２］一种特殊的相互关系之中。每一个被供给的、被

运往市场的、被出卖的商品，始终同时又是需求的对象，而成为需求对象的商

品，始终同时又是产品总供给量的一部分。每一个商品都始终同时是需求的

对象和供给的对象。当两个人进行交换时，其中一个人不是为了仅仅创造供

给而来，另一个人也不是为了仅仅创造需求而来；他的供给对象，供给品，必

定给他带来他需求的对象，因此，他的需求和他的供给是完全相等的。但是如

果每一个人的供给和需求始终相等，那末，一个国家的全体人员的供给和需

求，总起来说，也是这样。因此，无论年产品总额如何巨大，它永远不会超过年

需求总额。有多少人分配年产品，年产品总量就分成多少部分。需求的总量，

等于所有这些部分的产品中所有者不留归自己消费的东西的总额。但是，所

有这些部分的总量，恰恰等于全部年产品。”（同上，第２５４—２５５页）

既然穆勒已经假定每个人的供给和需求相等，那末，说全体人

员的供给和需求因而也彼此相等的全部冗长的高明议论，便是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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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多余的了。

            

和穆勒同时代的李嘉图学派是如何理解穆勒的，例如，从下面

的引文就可以看出：

“可见，在这里｛这是指穆勒关于劳动的价值规定｝我们看到至少有这样

一种情况：价格（劳动的价格）经常决定于供求关系。”（普雷沃《评李嘉图体

系》，载于麦克库洛赫《论政治经济学》，普雷沃译自英文，１８２５年日内瓦—巴

黎版第１８７页）

麦克库洛赫在上述《论政治经济学》一书中说，穆勒的目的在

于——

“对政治经济学原理进行逻辑演绎。”（第８８页）“穆勒几乎阐述了所有成

为讨论对象的问题。他善于解开和简化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并且把各种不

同的科学原理纳入自然秩序。”（同上）

从穆勒的逻辑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他把我们在前面①分

析的李嘉图著作的十分不合逻辑的结构幼稚地当作“自然秩序”原

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

［（ｅ）］普雷沃［放弃李嘉图和詹姆斯·穆勒

的某些结论。试图证明利润的不断

减少不是不可避免的］

  至于上面提到的普雷沃（他把穆勒对李嘉图体系的说明作为

他的《评李嘉图体系》一文的依据），他的某些反对意见是纯粹幼稚

无知地误解李嘉图的结果。

但是，下面一段谈到地租的话值得注意：

０１１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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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象应该做的那样，注意到较坏土地的相对数量，就会对这种土地在

决定价格上所发生的影响提出怀疑。”（普雷沃，同上第１７７页）

普雷沃引用了穆勒以下一段话，这段话对于我所作的分析也

很重要，因为穆勒在这里为自己设想了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

级差地租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新的需求——追加的需求——通过

向较好土地而不是向较坏土地推移，即按上升序列运动而得到满

足：

“穆勒先生用了这样一个例子：‘假设某一国家的全部耕地质量相同，并

且对投入土地的各资本提供同样多的产品，只有一英亩例外，它提供的产品

六倍于其他任何土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版第７１页）毫无疑问，

正象穆勒先生所证明的那样，租用这一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并不能提高他

的租地收入〈即不能比其他租地农场主取得更高的利润；普雷沃把这个思想

表达得很拙劣４１〉，六分之五的产品会属于土地所有者。”

｛可见，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在利润率不降低和农产品价格不提

高的条件下的级差地租。这种情况一定会更加常见，因为［８０３］不

论自然肥力如何，土地的位置随着一国工业的发展、交通工具的发

展和人口的增长必然不断改善，而位置（比较好的位置）是和自然

肥力同样发生作用的。｝

“但是，如果这位机灵的作者想到对相反的情况作同样的假设，他就会相

信结果是不同的。我们假设全部土地具有相同的质量，只有一英亩较坏土地

除外。在这唯一的一英亩土地上，所花费的资本的利润只等于其他任何一英

亩土地的利润的六分之一。能不能设想，千百万英亩土地的利润会因此而降

低到普通利润的六分之一呢？这唯一的一英亩土地想必根本不会对价格发生

丝毫作用，因为，任何进入市场的产品（特别是谷物）不会由于如此微不足道

的数量的竞争而受到显著的影响。因此我们说，对李嘉图拥护者关于较坏土

地的影响的主张，应该考虑到不同肥力的土地的相对数量而加以修正。”（普

雷沃，同上第１７７—１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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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伊为康斯坦西奥翻译的李嘉图著作所加的注释，只有一个

关于对外贸易的正确意见。４２通过欺骗行为，由于一个人得到了另

一个人失掉的东西，也可能获得利润。在一个国家内，亏损和盈利

是平衡的。在不同国家的相互关系中，情况就不是这样。即使从李

嘉图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一点是萨伊没有注意到的，——一个

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价值

规律在这里有了重大的变化。或者说，不同国家的工作日相互间的

比例，可能象一个国家内熟练的、复杂的劳动同不熟练的、简单的

劳动的比例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

国家，甚至当后者象约·斯·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

解决的问题》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从交换中得到好处４３的时候，情

况也是这样。

            

［关于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的相互关系问题，普雷沃说道：］

“我们承认，总的说来，农业利润率决定工业利润率。但是，我们同时应该

注意到，后者必然也对前者发生反作用。如果谷物的价格达到一定的高度，工

业资本就会流入农业，不可避免地使农业利润降低。”（普雷沃，同上第１７９

页）

反驳是正确的，但是提得十分狭隘。参看前面所说的①。

李嘉图学派认为，只有工资增长，利润才会下降，因为随着人

口的增长，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提高，而这种情况又是资本积累的结

果，因为随着资本的积累，较坏土地逐渐投入耕种。但是李嘉图本

人承认，当资本增加得比人口快的时候，也就是当资本相互竞争使

２１１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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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提高的时候，利润也会下降。这是亚·斯密的观点。普雷沃说：

“如果资本的需求的增长使工人的价格即工资提高，那末，认为这些资本

的供给的增长会使资本的价格即利润降低，难道是不对的吗？”（同上，第１８８

页）

按照李嘉图的观点，利润降低只能由于剩余价值减少，也就是

由于剩余劳动减少，也就是由于工人消费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上

涨，也就是由于劳动价值提高，尽管工人得到的实际报酬这时不但

不会提高，反而可能降低；普雷沃就以这种错误的观点为依据，试

图证明利润的不断降低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第一，他说：

“繁荣状态首先使利润提高

（这里指的正是农业利润：随着繁荣状态的到来，人口增加，从

而对农产品的需求也增加，从而租地农场主的超额利润也增加），

而且这是在新地投入耕种以前很久的时候，所以，当这种新地开始影响

地租，使利润降低的时候，利润尽管马上降低下来，但依然和繁荣以前一样高

…… 为什么在某个时候会转而耕种质量较坏的土地呢？这样做只是指望至

少能获得等于普通利润的利润。那末，什么情况能使质量较坏的土地创造这

种利润率呢？人口的［８０４］增长…… 增加的人口形成对现有的生存资料的

压力，因而使食品（特别是谷物）价格上涨，结果是农业资本获得高额利润。其

他资本流入农业：但是因为土地面积有限，所以这种竞争也有限度，最终结果

是耕种较坏土地仍然获得比商业或工业更高的利润。从这时起（在这种较坏

土地有足够数量的前提下）农业利润便不能不决定于投入土地的最后一批资

本的利润。如果以财富开始增长时〈利润开始分为利润和地租时〉存在的利润

率作为出发点，就会发现利润决没有降低的趋势。利润会和人口一起增长，直

至农业利润增长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利润（由于耕种新的、较坏的土地）会显

著下降，但是决不会降到低于它原来的比率，或者（更确切地说）降到低于各

种不同的情况所决定的平均比率。”（同上，第１９０—１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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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雷沃显然错误地理解了李嘉图的观点。在普雷沃看来，由于

繁荣，人口增加，这又使农产品的价格提高，从而使农业利润提高

（尽管令人不解的是：如果农业利润的这种提高是经常性的，地租

为什么在租佃期满后不会提高，这种农业上的超额利润为什么不

会甚至在较坏土地投入耕种之前就以地租形式被人占有）。但是，

促使农业利润提高的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会使一切工业部门的工

资提高，因而引起工业利润的下降。这样，工业中会形成一个新的

利润率。即使质量较坏的土地在现行农产品市场价格下只提供这

个降低了的利润率，资本也会投入质量较坏的土地。把资本吸引到

这里来的，是高的农业利润和高的谷物市场价格。只要还没有足够

多的资本转入农业，这些被吸引来的资本甚至还能象普雷沃所说

的那样提供比已经降低的工业利润更高的利润。但是，一旦追加供

给够了，市场价格就下降，因而较坏土地只能提供普通的工业利

润。较好土地的产品所提供的超过这种利润的东西，就转化为地

租。这就是李嘉图的观点，普雷沃接受了这个观点的基础，并且以

这个观点作为自己立论的出发点。现在，谷物比农业利润提高之前

贵。但是，它给租地农场主提供的超额利润则转化为地租。这样，

较好土地的利润也降到因农产品涨价而下降的、较低的工业利润

率水平。令人不解的是，如果没有某些其他情况出现并引起变化，

利润为什么就不会因此降到低于它“原来的比率”。当然，其他情况

是可能出现的。根据假定，不管怎样，农业利润在生活必需品涨价

之后都要提高到工业利润以上。但是，如果这时工人消费的生活必

需品中由工业生产的那一部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而降价，以致工

人的工资（即使它按照它的平均价值支付）因农产品涨价而提高的

程度，没有达到不存在这种起抵销作用的情况时所应达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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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如果同样由于生产力的发展，采掘工业所提供的产品的价格

以及不加入食物的农产原料的价格也降低了（固然，这种假定未必

是现实的），那末，工业利润就可能不下降，尽管它还会低于农业利

润。这时，因资本转移到农业中以及因形成地租而引起的农业利润

的下降，［８０５］只会使利润率恢复原来的水平。

［第二，］普雷沃还试图用另一个论据：

“质量较坏的土地……只有当它提供的利润同工业资本的利润一样高或

者更高时，才会被投入耕种。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新地投入耕种，谷物和其他

农产品的价格往往仍旧很高。这种高价格使工人人口陷于穷困，因为工资的

提高赶不上雇佣工人消费的物品的价格的提高。农产品的高价格会成为全体

居民或多或少的负担，因为工资的提高和生活必需品价格的提高几乎影响一

切商品。这种普遍的穷困加上人口过多造成的死亡率的提高，引起雇佣工人

人数的减少，并因而造成工资的提高和农业利润的下降。从这时起，进一步的

发展方向便同以前相反。资本从较坏土地抽出，又流回工业。但是，人口规律

很快又发生作用：一旦贫困消失，工人人数就增加，他们的工资就下降，因而

利润就提高。这种向两个不同方向的波动会交替发生，但是并不触动平均利

润。利润可能由于其他原因或者就由于这一原因而提高或下降，可能轮流地

时而朝这一方向时而朝另一方向变动，但是不能认为利润的平均提高或下降

是由于新地必须投入耕种造成的。人口是一个调节器，它可以恢复自然秩序

并把利润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同上，第１９４—１９６页）

尽管叙述的方式非常混乱，但是从“人口规律”来看，这是正确

的。不过这同下面的假定不一致：农业利润不断增长，直到与人口

的增长相适应的追加供给创造出来为止。既然这里发生的是农产

品价格的不断提高，那末由此得出的就不是人口减少，而是利润率

普遍下降，这又引起积累的减少，只有这样，才造成人口的减少。根

据李嘉图—马尔萨斯的观点，人口的增长是比较慢的。而普雷沃立

论的基础是这样的思路：上述过程会使工资降到它的平均水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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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随着工资的这种下降和工人的贫困会出现谷物价格的下跌，因

而利润又会提高。

但是，这条思路会把我们引向与这里的问题无关的研究，因为

我们在这里的前提是：劳动的价值总是被全部支付的，就是说，工

人得到他本身的再生产所必需的生活资料。

普雷沃的这些论断之所以重要，是由于它们表明了，李嘉图的

观点以及李嘉图所接受的马尔萨斯的观点虽然能够解释利润率的

波动，但是不能解释利润率为什么不断下降而无回升：要知道，在

谷物价格达到一定高度和利润降到一定程度时，工资就会降到它

的水平以下，这又会造成强制性的人口减少，因此造成谷物价格和

全部生活必需品价格下降，而这又必然会引起利润的提高。

（３）论 战 著 作

［８０６］从１８２０年到１８３０年这个时期是英国政治经济学史上

形而上学方面最重要的时期。当时进行了一场拥护和反对李嘉图

理论的理论斗争，出版了一系列匿名的论战著作；这里引用了其中

一些最重要的著作，特别是只涉及那些和我们论题有关的论点的

著作。不过，同时这些论战著作的特点也是，它们事实上都只是围

绕价值概念的确定和价值对资本的关系进行论战的。

（ａ）《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

［政治经济学上的怀疑论；把理论

的争论归结为用语的争论］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特别是有关价值、供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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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１８２１年伦敦版。

这部著作不无一定的尖锐性。书名很说明特点——《用语的争

论》。

它部分是反对斯密、马尔萨斯的，但是也反对李嘉图。

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是：

“……争论的产生，完全是因为不同的人用语含义不同，是因为这些争论

者象故事中的骑士那样从不同方面去看盾脾。”（第５９—６０页）

这种怀疑论总是某种理论解体的预兆，也是某种无思想、无原

则的适合家庭需要的折衷主义的先驱。

关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匿名作者首先谈到：

“假设当我们谈到价值或者与名义价格相对立的实际价格的时候，我们

指的是劳动，那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困难；因为我们常常要谈到劳动本身的

价值或价格。如果我们把作为某物的实际价格的劳动理解为生产该物的劳

动，那末就产生另一个困难；因为我们常常要谈到土地的价值或价格；但是土

地不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因此，这个规定只适用于商品。”（同上，第

８页）      

谈到劳动，这里对李嘉图的反驳是正确的，因为李嘉图认为资

本直接购买劳动，也就是说，他直接谈论劳动的价值，而实际上，被

买卖的是劳动能力——它本身是一种产品——的暂时使用权。匿

名作者在这里并没有解决问题，而只是强调问题没有解决

罢了。     

说不是劳动产品的“土地的价值或价格”，表面看来直接同价

值概念相矛盾，不能直接从其中得出来，这也是完全正确的。但是

这句话用来反驳李嘉图就格外没有意义了，因为匿名作者并不反

对李嘉图的地租理论，而李嘉图恰恰在那里阐明了怎样在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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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生产的基础上形成土地的名义价值，以及土地的名义价值和价

值规定并不矛盾。土地的价值不过是支付资本化的地租的价格。因

此，这里假定的关系比从商品及其价值的简单考察中乍一看就得

出的关系要深刻复杂得多；这正象虚拟资本４４（这种资本是交易所

投机的对象，而且事实上不过是对部分年税的某种权利的买卖）不

能用生产资本的简单概念去说明一样。

第二个反驳——说李嘉图把价值由某种相对的东西变为某种

绝对的东西——在后来出版的另一部论战著作（赛米尔·贝利著）

中，成了攻击李嘉图整个体系的出发点。我们在论述贝利的

著作时还将提到《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中与此有

关的观点。

关于支付劳动的资本产生的源泉，作者在一个顺便作出的评

论中作了中肯的表述，但是他是不自觉的（相反，他是想借此证明

下面那些我没有加上着重号的话，即劳动的供给本身阻碍劳动下

降到它的自然价格的水平的趋势）。

“已经增长的劳动供给就属已经增长的用来购买劳动的东西的供给。因

此，如果我们和李嘉图先生一起，说劳动总是具有下降到他称为劳动的自然

价格的水平的趋势，那末我们就应该想到：引起这种趋势的劳动供给增长本

身，就是阻碍这种趋势农业作用的对抗原因之一。”（同上，第７２—７３页）

如果不从劳动的平均价格即劳动的价值出发，理论就不可能

进一步展开；这就象不从一般商品价值出发，理论也不可能展开一

样。只有那样，才能理解价格波动的实际现象。

［８０７］“这并不是说，他〈李嘉图〉主张，如果两类不同商品中分别取出的

两件商品，例如，一顶帽子和一双鞋，是由等量劳动生产的，那末，这两件商品

就能互相交换。这里所说的‘商品’，应该理解为‘一类商品’，而不是单独一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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帽子，一双鞋等等。英国生产所有帽子的全部劳动，为此必须看作是分配在所

有帽子上面的。在我看来，这一点从一开始以及在李嘉图学说的一般阐述中

都没有表示出来。”例如，李嘉图谈到，“机器制造工人的一部分劳动”，包含在

例如一双袜子上。“可是制造每一双袜子的全部劳动，——如果我们说的是个

别的一双袜子，——包含机器制造工人的全部劳动，而不只是他的一部分劳

动；因为，虽然一台机器织出许多双袜子，但是缺少机器的任何一部分，连一

双袜子也制造不出来。”（同上，第５３—５４页）

后一段话是以误解为基础的。全部机器进入劳动过程，但只有

一部分机器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除此之外，这个评论中也有些正确的东西。

我们现在从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前提的商品——产品

的这个特殊的社会形式——出发。我们考察个别的产品，分析它们

作为商品所具有的，也就是给它们打上商品烙印的形式规定性。在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很大一部分产品

不进入流通，不投入市场，不作为商品生产出来，不成为商品。另一

方面，在这个时期，加入生产的很大一部分产品不是商品，不作为

商品进入过程。产品转化为商品，只发生在个别场合，只涉及产品

的剩余部分等等，或只涉及个别生产领域（加工工业产品）等等。产

品既不是全部作为交易品进入过程，也不是全部作为交易品从过

程出来。但是产品发展为商品，一定范围的商品流通，因而一定范

围的货币流通，也就是说，相当发达的贸易，是资本形成和资本主

义生产的前提和起点。我们就是把商品看成这样的前提，因为我们

是从商品出发，并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最简单的元素的。但

是，另一方面，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产物、结果。表现为资本主义

生产元素的东西，后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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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才成为产品的普遍形式，而且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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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愈发展，具有商品形式的产品就愈作为组成部分进入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从资本主义生产中出来的商品，与我们据以出发的、

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元素的商品不同。在我们面前的已经不是个别

的商品，个别的产品。个别的商品，个别的产品，不仅实在地作为产

品，而且作为商品，表现为总产品的一个不仅是实在的、而且是观

念的部分。每个个别的商品都表现为一定部分的资本和资本所创

造的剩余价值的承担者。

在总产品例如１２００码棉布的价值中，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加

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譬如说１２０镑的价值（假设预付资本

是１００镑，剩余劳动等于２０镑）。每码棉布等于２０１２００镑，即１

１０镑或２先令。作为过程的结果表现出来的，不是个别商品，而是

商品总量，其中总资本的价值被再生产出来并加上了剩余价值。所

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

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现在决定个别产品的

价值并使个别产品成为商品的，不再是花费在个别的特殊的商品

上的劳动（这种劳动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无法计算出来；它在某一

个商品中可以比在另外一个商品中多），而是总劳动，总劳动的相

应部分，即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得出的平均数。因此，为了补偿总资

本连同剩余价值，商品总量中的每一商品也都必须按其由上述方

式决定的价值出卖。如果１２００码只卖出８００码，资本就得不到补

偿，更得不到利润。但是，每一码也都低于它的价值出卖，因为它的

价值不是孤立地，而是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决定的。

［８０８］“如果你们把劳动叫做商品，那末它也还是不同于一般商品。后者

最初为交换的目的而生产，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和同时在市场上出售的其他

商品按照适当的比例相交换。劳动只有当它被带到市场上去的那一瞬间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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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出来，或者不如说，劳动是在它被创造出来以前被带到市场上去的。”（同

上，第７５—７６页）

实际上，被带到市场上去的不是劳动，而是工人。工人卖给资

本家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对他自身作为劳动力［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ｏｗｅｒ］

的暂时使用权。在资本家和工人订立的合同中，在他们商定的买卖

中，这才是直接的对象。

如果实行计件工资制，工人按件得到报酬，而不是按劳动能力

受资本家支配的时间得到报酬，那末，这只是决定这种时间的另一

种方式。时间用产品来计量，在这里一定量的产品被看作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的表现。在伦敦许多盛行计件工资制的工业部门中，工资

就是这样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小时支付的，但是这件或那件

劳动产品是否代表“一个小时”，常常引起争执。

不管个别的工资形式如何，劳动能力虽然在被使用以前按一

定条件出卖，却要在完成劳动以后，才得到报酬（无论是按日、按周

等等），不仅在计件工资制下如此，而且普遍如此。在这里，货币先

在观念上作为购买手段，然后成为支付手段，因为商品在名义上转

移到买者那里和实际的转移是不同的。商品（劳动能力）的出卖，使

用价值在法律上的转让和它在实际上的转让，在这里从时间上说

是不一致的。因此，价格的实现迟于商品的出卖（见我的著作的第

一部分，第１２２页）４５。这里也表明，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在预付；

正如出租房子，不是租赁人，而是出租人预付使用价值。诚然，工人

在他生产的商品卖出以前得到工资（或者，至少可能得到工资，如

果商品不是预先订购，等等）。但是，在他（工人）得到工资以前，他

的商品，他的劳动能力，已经消费在生产上，已经转到买者（资本

家）的手里。问题不在于，商品的买者打算怎样处理商品，不在于他

１２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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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商是为了把它保存下来当作使用价值，还是为了把它再出卖。

问题在于第一个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直接交易。

［李嘉图在他的《原理》中说：］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
·
资
·
本，或者说，

·
使
·
用
·
劳
·
动
·
的
·
手
·
段的积累，速度有快有

慢，它在所有情况下都必定取决于劳动生产力。一般说来，在存在着大量肥沃

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最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

敦第３版第９２页）

关于李嘉图的这个论点，匿名著作的作者说：

“假如第一句话中的劳动生产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

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那末这句话就是同义反复，因为其余部分形成一个基

金，只要它的所有者高兴，便可以用来积累资本。”

（因此，就不言而喻地承认：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劳动生产

力是指每一产品中属于亲手生产该产品的人的那一部分很小”。这

句话非常好。）

“但是，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大多不会有这种情况。”

（这个反驳是愚蠢的。李嘉图是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的。他

不是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土地肥沃的地方容易发展，还是在土

地相对来说不肥沃的地方容易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存在的地方，

资本主义生产在土地最肥沃的地方生产率最高。劳动的自然生产

力，即劳动在无机界发现的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一样，表

现为资本的生产力。李嘉图本人在上面一段话中，把劳动生产力和

生产资本的劳动——它生产的是支配劳动的财富、而不是归劳动

所有的财富——等同起来，这是正确的。他的用语“
·
资
·
本，
·
或
·
者
·
说，

·
使
·
用
·
劳
·
动
·
的
·
手
·
段”，实际上是他把握资本的真正本质的唯一用语。

他本人局限于［８０９］资本主义观点，以致对他来说这种颠倒，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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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的混淆是不言而喻的。劳动的客观条件（而且是劳动本身创造

的），原料和劳动工具，不是劳动作为自己的手段来使用的手段，相

反，它们是使用劳动的手段。不是劳动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劳

动。劳动是这些物作为资本进行积累的手段，而不是给工人提供产

品、财富的手段。）

“在北美是这种情况，但这是一种人为的情况”

（即资本主义的情况）。

“在墨西哥和新荷兰①不是这种情况。从另一种意义来说，在有许多肥沃

土地的地方，劳动生产力确实最大，——这里是指人（只要他愿意）生产出与

他所完成的总劳动相比是大量的原产品的能力。人能生产出超过维持现有人

口生活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食物，这实际上是自然的赐予。”

（这是重农学派学说的基础。这种“自然的赐予”是剩余价值的

自然基础，它在农业劳动（最初几乎所有的需要都由农业劳动满

足）中表现得最明显。在工业劳动中不是这样明显，因为工业劳动

的产品首先必须作为商品出卖。最先分析剩余价值的重农学派，就

是在剩余价值的实物形式上理解剩余价值的。）

“但是‘剩余产品’（李嘉图先生的用语，第９３页）一般是指某物的全部价

格超过生产该物的工人所得部分的余额

（这个蠢驴没有看到，在土地肥沃，因而在产品价格中工人所

得的份额虽然不大却能购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的地方，资本家所

得的份额是最大的），

是指一种由人的协议确定而不是由自然规定的关系。”（《评政治经济学

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第７４—７５页）

３２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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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最后结尾的这句话有什么意义，那就是，资本主义意义上

的“剩余产品”应该同劳动生产率本身严格区别开来。劳动生产率

只有当它对资本家来说作为利润实现时，才引起资本家的关心。这

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

“如果对某一物品的需求超过了从供给的现状来看的有效需求，因而价

格上涨，那末，或者，能够在生产费用的比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大供给的

规模，——在这种情况下，供给的规模将一直增大到这种物品同其他物品按

原先那样的比例进行交换为止。或者，第二，不能增大原来的供给规模，这样，

上涨的价格将不下降，而是如斯密所说，将继续为生产这种物品所使用的特

殊的土地、资本或劳动提供更多的地租，或利润，或工资（或所有三者）。或者，

第三，供给的可能增加，相应地要求比原先供给的商品量的周期生产〈注意这

个用语！〉有更多的土地，或资本，或劳动，或所有三者。这样，在需求增加到足

以（１）按提高的价格支付追加供给；（２）按提高的价格支付原先的供给量以

前，供给就不会增加。因为生产追加商品量的人，不会比生产原先商品量的人

有更多的可能获得商品的高价…… 这样，这个行业就会得到超额利润……

 超额利润或者只落到一些特殊的生产者手里……或者在追加的产品和其

余的产品不能区别时，由大家分享…… 人们为了加入能得到这种超额利润

的行业，将付出一些东西…… 他们为此而付出的就是地租。”（同上，第

７９—８１页）

这里要注意的只是，在这一著作中地租第一次被看作固定的

超额利润的一般形式。

［８１０］“‘收入转化为资本’这一用语，是这些用语争论的另一个根源。一

个人以为这是指资本家把他的资本所赚得的一部分利润用于增加他的资本，

而不是象他在另一种情况下可能做的那样，用于个人消费。另一个人则以为

这是指某人作为资本支出的，决不是他作为他自己的资本的利润得到的，而

是作为地租、工资、薪金得到的。”（同上，第８３—８４页）

最后这些说法——“这些用语争论的另一个根源”，“一个人以

为这是指”，“另一个人则以为这是指”——表明了这个自作聪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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拙劣作者的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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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匿名作者的资产阶级

的局限性。他对李嘉图的积累理论的解释。

不理解引起危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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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图学派的著作。对马尔萨斯驳斥得好。表现出这些人的

无限局限性。这里暴露出，当他们考察的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资本

的时候，他们的敏锐性就变为无限的局限性了。虽然如此，这部著

作还是上面提到的十年内最好的论战著作之一。

“如果用于刀的生产的资本增加１％，并且只能按同样的比例增加刀的

生产，那末，假定其他物品的生产不增加，刀的生产者支配一般物品的可能

性，将按较小的比例增加；正是这种可能性，而不是刀的数量的增加，构成企

业主的利润，或增加他的财富。但是，如果其他所有行业的资本同时也增加

１％，并且产品同样增加，那末结果就不同了，因为一种产品和另一种产品交

换的比例不变，从而每种产品的一定部分所能支配的其他产品和以前一样

多。”（上述著作，第９页）

首先，如果象假定的那样，除了刀的生产，其他的生产（以及用

于生产的资本）都不增加，那末，刀的生产者的收入将不是“按较小

的比例”增加，而是根本不增加，甚至绝对亏损。这时，刀的生产者

只有三条路可走。或者，他必须拿已增加的产品去交换，就象他拿

较少量的产品去交换一样；这样，他的增产将造成真正的亏损。或

者，他必须努力找到新的消费者；如果他限于原先的消费者范围，

那末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从其他行业把买主吸引过来，把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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亏损转嫁到别人身上；或者，他必须超越原先的界限扩大他的市

场，——但是，这两种办法都既不取决于他的美好愿望，也不仅仅

取决于已增加的刀的数量的存在。或者，最后，他必须把他的产品

的剩余部分转到下一年去，并相应地减少下一年的新的供给，这

样，如果他的资本追加额不仅包括追加的工资，而且包括追加的固

定资本，也会造成亏损。

其次，如果其他所有资本都按相同的比例积累，决不能由此得

出结论说，它们的生产也按相同的比例增加。即使是这样，也不能

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需要多用１％的刀，因为它们对刀的需求，

既同它们自己产品的增加没有什么联系，也同它们对刀的购买力

的增长没有什么联系。这里只会得出同义反复：如果每一个别行业

的资本的增加，与社会需要所造成的对每一个别商品的需求的增

加成比例，那末，一种商品的增加就会为其他商品的增加供给提供

市场。

因此，这里假定：（１）是资本主义生产，其中每一个别行业的生

产以及这种生产的增加，都不是直接由社会需要调节，由社会需要

［８１１］控制，而是由各个资本家离开社会需要而支配的生产力调节

的；（２）尽管如此，生产却是这样按比例地进行，好象资本直接由社

会根据其需要使用于各个不同的行业。

按照这个自相矛盾的假定，即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完全是社会

主义的生产，那末，实际上就不会发生生产过剩。

此外，在资本积累相等的不同行业内（说资本在不同行业按相

等的比例积累，又是一个不妥当的假定），与所用资本的这种增加

相应的产品量，是极不相同的，因为不同行业的生产力，或者说，所

生产的使用价值量与所使用的劳动之比，是大不相同的。这里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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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生产出相同的价值，但是同一价值表现出来的商品量却大不相

同。因此，当Ａ行业的价值增加１％，商品量增加２０％，而Ｂ行业

的价值同样增加１％，但商品量只增加５％时，就完全无法理解，为

什么Ａ的商品量必定在Ｂ行业找到市场。在这里忽视了使用价值

和交换价值的区别。

萨伊的伟大发现——“商品只能用商品购买”，４６只不过是说，

货币本身是商品的转化形式。这决不能证明，因为我只能用商品购

买，所以我就能用我的商品购买，或者说，我的购买力和我所生产

的商品量成比例。同一价值可以表现为极不相同的商品量。但是

使用价值——消费——和产品价值无关，而和产品量有关。完全不

能理解，为什么因为现在六把刀的价钱和以前一把刀一样，我就要

买六把刀。且不说工人出卖的不是商品，而是劳动，而且有许多人

不生产商品，但是用货币购买。商品的买者和卖者不是同一的。土

地所有者和货币资本家等在货币形式上获得其他生产者的商品。

他们是“商品”的买者，却不是“商品”的卖者。不仅产业资本家之间

有买卖，而且他们还把自己的商品卖给工人和不是商品生产者的

收入所有者。最后，他们作为资本家进行的买卖和他们花费自己的

收入的购买，是大不相同的。

“李嘉图先生（第二版第３５９页）在引证了斯密关于利润下降的原因的观

点之后，补充说：‘但是，萨伊先生曾经非常令人满意地说明：由于需求只受生

产限制，所以任何数额的资本在一个国家都不会不加以使用。’”

（多么聪明！当然，需求受生产限制。对那种不可能按定货生

产的东西，或需求不能现成地在市场上找到的东西，是不可能产生

需求的。但是，绝不能因为需求受生产限制就得出结论说，生产受

需求限制或曾经受它限制，生产永远不能超过需求，特别是不能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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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与当前市场价格适应的需求。这是萨伊式的敏锐思想。）

“‘在一个国家中，除非工资由于必需品的涨价而大大提高，因而剩下的

资本利润极少，以致积累的动机消失，否则积累的资本不论多少，都不可能不

生产地加以使用’〈匿名作者自己在括号内写道：〉（我认为，这是指“为所有者

带来利润”）（同上，第３６０页）。”

（在这里李嘉图把“生产地”和“有利润地”等同起来，而在资本

主义生产中，只有“有利润地”才是“生产地”，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

同绝对生产的区别，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了“生产地”进行

生产，必须这样生产，即把大批生产者排除在对产品的一部分需求

之外；必须在同这样一个阶级对抗中进行生产，［８１２］这个阶级的

消费决不能同它的生产相比，——因为资本的利润正是由这个阶

级的生产超过它的消费的余额构成的。另一方面，必须为那些只消

费不生产的阶级生产。必须不仅仅使剩余产品具有成为这些阶级

的需求对象的形式。另一方面，资本家本人，如果想要积累，也不应

当对自己的产品按其生产的数量提出需求——就这些产品加入收

入来说。否则他就不能积累。因此，马尔萨斯把那些任务不是积累

而是消费的阶级同资本家对立起来。一方面假定所有这些矛盾是

存在的，另一方面又假定，生产的进行完全没有冲突，好象这些矛

盾都不存在。买和卖是分离的，商品和货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

是分离的。可是又假定，这种分离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物物交换。

消费和生产是分离的；生产者不消费，消费者不生产。可是又假定，

消费和生产是同一的。资本家进行生产是直接为了增加他的利润，

为了交换价值，而不是为了享受。可是又假定，他进行生产是直接

为了享受，而且仅仅为了享受。如果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中存在的矛

盾——这些矛盾诚然不断在平衡，但是这一平衡过程同时表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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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表现为互相分离、彼此对立、但又互相联系的各因素的通过

暴力的结合——不存在，那末这些矛盾自然就不可能发生作用。在

每个行业，每个资本家都按照他的资本进行生产，而不管社会

需要，特别是不管同一行业其他资本的竞争性供给。可是又

假定，他好象是按社会的定货进行生产的。如果没有对外贸

易，据说，奢侈品就会不管生产费用多少而在国内生产。在

这种情况下，除了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以外，劳动就确实是非常不

生产的了。因此，资本的积累也不多了。这样，每个国家就可以使

用全部在国内积累的资本，因为按照假定，在国内只积累少量资

本。）

“如果李嘉图前一句中的‘不会不加以使用’是指‘不可能不生产地加以

使用’，或者更确切地说，‘不可能不有利润地加以使用’，那末后一句就把前

一句限定了（不说同它矛盾）。如果它单单指‘加以使用’，这一论断就没有意

义了，因为，我想，无论亚当·斯密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否认：如果不计较利

润的多少，资本是能够‘加以使用’的。”（同上，第１８—１９页）

实际上，李嘉图是说，在一个国家中，一切资本，无论是以什么

样规模积累起来的，都能有利润地加以使用；另一方面，资本的积

累又阻碍“有利润地”使用资本，因为资本的积累必定引起利润的

减少，亦即积累率的缩减。

“他们〈工人〉［对工作的］需求的增加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自己拿走产

品中更小的份额，而把其中更大的份额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这会由

于消费减少而加剧市场商品充斥，那我只能回答说：市场商品充斥是高额利

润的同义语。”（同上，第５９页）

这的确是市场商品充斥的隐秘基础。

９２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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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由于使用机器而价格变得便宜的物品，不是工人因为便宜就能使

用的东西，那末，作为消费者的工人在繁荣时期并不能（如萨伊先生在《论政

治经济学》第四版第一卷第６０页上所说的那样）从机器得到任何好处。从这

方面来看，脱粒机和风磨，对于工人来说，可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截夹板机，滑

轮制造机或花边织机的发明很少使他们的状况得到改善。”（同上，第７４—７５

页）

“在分工发达的地方，工人的技艺只能在他学得这种技艺的特殊领域应

用；工人本身就是一种机器。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很长的失业时期，就是说，

一个失去劳动，即从根本上失去财富的时期。因此，象鹦鹉那样喋喋不休地

说，事物都有找到自己的水准的趋势，是丝毫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看看周

围，我们会发现，事物［８１３］长时期都不能找到自己的水准；即使找到了，也比

过程开始时的水准低。”（同上，第７２页）

这位李嘉图主义者，效法李嘉图，正确地承认了由商业途径的

突然变化引起的危机４７。１８１５年战争以后英国的情况就是这样。因

此，所有以后的经济学家每次都认为，每次危机的最明显的导火线

就是引起每次危机的唯一可能的原因。

他也认为信用制度是危机的原因。（第８１页及以下各页）（好

象信用制度本身不是由“生产地”即“有利润地”使用资本的困难产

生的。）例如，英国人为了开辟市场，不得不把他们自己的资本贷到

国外去。在生产过剩、信用制度等上，资本主义生产力图突破它本

身的界限，超过自己的限度进行生产。一方面，它有这种冲动。另

一方面，它只能忍受与有利润地使用现有资本相适应的生产。由此

就产生了危机，它同时不断驱使资本主义生产突破自己的界限，迫

使资本主义生产飞速地达到——就生产力的发展来说——它在自

己的界限内只能非常缓慢地达到的水平。

匿名作者对萨伊的评论非常正确。这在分析萨伊时应该引用。

（见第Ⅶ本第１３４页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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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工人〉同意用他的一部分时间为资本家劳动，或者——其结果一样

——同意把生产出来并拿去交换的总产品的一部分归资本家所有。他不得不

这样做，否则资本家将不给他提供帮助

（即提供资本。妙极了，按照匿名作者的意见，不论资本家占有

全部产品而以其中一部分作为工资付给工人，还是工人把自己的

一部分产品留下给资本家，“其结果一样”）。

但是，因为资本家的动机是盈利，并且因为这种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总是

既取决于积蓄的能力，又取决于积蓄的意愿，所以资本家愿意提供这种帮助

的追加量；而同时，因为他将发现，需要这种追加量的人比过去需要原有量的

人少，所以他只能指望，归他自己的那一部分利益少些；他不得不同意把他的

帮助所创造的利益的一部分作为（可以说是）礼物〈！！！〉送给工人，否则他就

得不到另外一部分利益。这样，利润就由于竞争而降低了。”（同上，第１０２—

１０３页）

真妙极了！如果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积累十分迅速，

以致对劳动的需求使工资提高，工人白白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少

些，并在一定程度上分到自己生产率较高的劳动所创造的利益，那

末这就是资本家送给工人“礼物”！

同一位作者详细地证明，高工资对工人是一种不良刺激，虽然

在谈到土地所有者时，他认为低利润会使资本家心灰意懒。（见第

Ⅻ本第１３页４９）

“亚·斯密认为，资本的一般积累或增加会降低一般利润率，其原理与每

个个别行业的资本的增加会降低该行业的利润是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个别

行业的资本的这种增加，意味着这里资本增加的比例比其他行业同期内资本

增加的比例大。”（同上，第９页）

驳萨伊。（见第Ⅻ本第１２页
５０
）

“可以说，劳动是资本的直接市场或直接活动场所。在一定的时间，在一

定的国家，或在全世界，能按照不低于既定利润率投放的资本量，看来主要取

１３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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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决于因支出该资本而可能推动当时实有人数去完成的劳动量。”（同上，第２０

页）

［８１４］“利润不是取决于价格，而是取决于同费用比较而言的价格。”（同

上，第２８页）

“萨伊先生的论点５１决不证明，资本为自己开辟市场，而只证明，资本和

劳动相互为对方开辟市场。”（同上，第１１１页）

（Ｃ）托马斯·德·昆西［无法克服

李嘉图观点的真正缺陷］

  ［托马斯·德·昆西］《三位法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对话，主

要是关于李嘉图先生的〈原理〉》（载于１８２４年《伦敦杂志》第９

卷）。

试图反驳一切对李嘉图的攻击。从下面这句话可以看出，他是

知道问题所在的：

“政治经济学的一切困难可以归结为：什么是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述著

作，第３４７页）

在这一著作中常常尖锐地揭露李嘉图观点的不充分，虽然在

这样做的时候，其辩证法的深度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矫揉造

作的。真正的困难（这些困难不是由价值规定产生的，而是由于李

嘉图在这个基础上所作的说明不充分，由于他强制地和直接地使

比较具体的关系去适应简单的价值关系）根本没有解决，甚至根本

没有觉察到。但是，这本著作具有它出版的那个时期的特征。可以

看出，那时在政治经济学中人们对待前后一贯性和思维还是严肃

的。

（同一作者后来一本较差的著作；《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

爱丁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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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昆西尖锐地表述了李嘉图观点和前人观点不同之处，并

且没有象后来人们所作的那样，企图通过重新解释来削弱或抛弃

问题中所有独特的东西，只在文句上加以保留，从而为悠闲的无原

则的折衷主义敞开大门。

李嘉图学说中有一点德·昆西特别强调，在这里我们也必须

指出，因为它在我们马上就要考察的同李嘉图的论战中起作用，这

个论点就是：一种商品支配其他商品的能力（它的购买力；事实上

就是它用其他商品表示的价值）和它的实际价值根本不同。

“如果得出结论说，实际价值大是因为它购买的量大，或者实际价值小是

因为它购买的量小，那完全是错误的…… 如果商品Ａ的价值增加一倍，它

支配的商品Ｂ的量并不因此就比以前增加一倍。情况可能如此，但是也可能

支配的量是５００倍或只是
１
５００

 ……谁也不否认，商品Ａ由于本身的价值加

倍，所支配的一切价值不变的物品的量也将加倍…… 但是，问题在于，是不

是在一切情况下，商品Ａ在它的价值加倍时所支配的量都将加倍。”（散见

《三位法学家的对话》第５５２—５５４页）

（ｄ）赛米尔·贝利

［（ａ）《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作者和

贝利在解释价值范畴中的肤浅的相对论。等价物

问题。否认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寨米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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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

书的作者著，１８２５年伦敦版。

这是反对李嘉图的主要著作（也反对马尔萨斯）。试图推翻学

说的基础——价值。除了“价值尺度”的定义，或者更确切地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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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这一职能的货币的定义以外，从积极方面来看，没有什么价值。

（并参看同一作者的另一著作：《为〈韦斯明斯特评论〉杂志上一篇

关于价值的论文给一位政治经济学家的信》１８２６年伦敦版）

因为正如前面讲的①，这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是赞同《评政治经

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所以这里还要回头去谈后一著作并引

用其中有关的地方。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作者责备李嘉图，说他

把价值由商品在其相互关系中的相对属性变成某种绝对的东西。

在这方面，李嘉图应该受责备的只是，他在阐述价值概念时没

有把不同的因素，即没有把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出现或者说表现出

来的商品交换价值和商品作为价值的存在（这种存在与商品作为

物、产品、使用价值的存在不同）严格区分开来。

［８１５］《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中谈到：

“如果用来生产大部分商品或除一种商品以外的所有商品的绝对劳动量

增加了，那末能不能说，这一种商品的价值仍然不变？因为它将同较少量的其

他各种商品相交换。如果实际上断定，应当把价值的增加或减少理解为生产

这种商品的劳动量的增加或减少，那末，我刚才加以反驳的结论，可能在一定

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象李嘉图先生那样，说生产两种商品的相对劳动量是

这两种商品相互交换的比例的原因，即两种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原因，这就同

所谓每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示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而完全与其他商品或其

他商品的存在毫无关系的说法完全不一样。”（《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

争论》第１３页）

“李嘉图先生的确告诉我们，‘他希望引起读者注意的这个研究，涉及的

是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而不是商品绝对价值的变动的影响’②，在这

里他好象认为，有一种是交换价值而又不是相对价值的东西。”（同上，第９—

４３１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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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页）

“李嘉图先生离开了他对价值这个词的最初用法，使价值成为某种绝对

的东西而不是相对的东西。这一点在他的《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这一章

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那里讨论的问题，其他经济学家也曾讨论过，那纯粹是毫

无益处的用语的争论。”（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我们在评论这个人以前，还要谈谈李嘉图。他在其《价值和财

富》一章中证明，社会财富不取决于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虽然后

一点对于单个生产者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他更应该理

解，仅仅以剩余价值为目的即以生产者群众的相对贫困为基础的

生产形式，绝不能象他一再说明的那样，是财富生产的绝对形式。

现在，我们来谈这位在“用语”上自作聪明的人是怎样“评”①

的。

如果除了一种商品以外，所有商品都因为比以前花费了更多

的劳动时间而增加了价值，那末，劳动时间没有变动的这种商品，

就同较少量的其他所有商品相交换。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就它实

现在其他商品上来说），即表现在其他所有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交

换价值减少了。“然而能不能说这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仍然不变？”

这只是提出了所谈的问题，这里既没有肯定的回答，也没有否定的

回答。如果生产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而生产其他所

有商品的劳动时间不变，结果仍旧一样：一定量的这种商品将同较

少量的其他所有商品相交换。在这里，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了同样的

现象，虽然发生的原因是直接相反的。反之，如果生产商品Ａ所需

要的劳动时间不变，而生产其他所有商品的劳动时间减少了，那

５３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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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它将同较大量的其他所有商品相交换。由于相反的原因，即生

产商品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增加了，而生产其他所有商品的劳动

时间不变，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此，在第一种情况下，商品Ａ

同较少量的其他所有商品相交换，而这可能是由于两种相反的原

因。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同较大量的其他所有商品相交换，这也可

能是由于两种相反的原因。但是请注意，按照假定，它每次都是按

它的价值进行交换，因而是同等价物相交换。商品Ａ每次都把它

的价值实现在它所交换的一定量的其他使用价值上，而不管这些

使用价值的量怎样变动。

由此显然可以得出结论：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相互交换的量的

比例，诚然是商品价值的表现，是商品的实现了的价值，但不是商

品价值本身，因为同样的价值比例可以表现在完全不同的使用价

值量上。商品作为价值的存在不表现在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上

——不表现在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上。商品的价值是在商品

用其他使用价值来表现时显现出来的，也就是在其他使用价值同

这一商品相交换的比例中显现出来的。如果１盎斯金＝１吨铁，也

就是说，如果少量的金和大量的铁交换，难道表现在铁上的一盎斯

金的价值因此就比表现在金上的铁的价值大吗？商品按它们所包

含的劳动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就它们代表等量劳动来说，它们是

相等的，同一的。因而这也是说，每一商品，就本身来看，是和它

［８１６］自己的使用价值，和它自己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不同的东西。

同一商品的价值，依照我把它表现在这种或那种商品的使用

价值上，可以表现为极其不同的使用价值量，但是价值本身不变。

这虽然使价值的表现改变了，但是没有使价值发生变动。同样，所

有可以表现商品Ａ的价值的不同使用价值的不同量，都是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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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它们不仅作为价值，而且作为等量的价值互相发生关系，因此，

当这些极不相同的使用价值量互相代替时，价值仍然不变，就象它

没有在极不相同的使用价值上获得表现一样。

如果商品按照它们代表等量劳动时间的那种比例进行交换，

那末它们作为物化劳动时间的存在，它们作为物体化劳动时间的

存在，就是它们的统一体，它们的同一要素。作为这样的劳动产品，

商品在质上是同一的，只是在量上根据它们代表的同一物即劳动

时间的多少而有所不同。它们作为这个同一要素的表现，是价值，

而就它们代表等量劳动时间来说，它们是相等的价值，是等价物。

为了可以在量上把它们加以比较，它们必须首先是同名的量，是在

质上同一的。

正是作为这种统一体的表现，这些不同的物是价值，并且作为

价值互相发生关系，而它们的价值量的差别，它们的内在的价值尺

度，也就由此得出来。而且只是因为如此，一种商品的价值，才能体

现、表现在作为它的等价物的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上。因此，单个

商品本身——完全撇开它的价值在其他商品上的表现不谈——作

为价值，作为这个统一体的存在，也和它本身作为使用价值，作为

物不同。作为劳动时间的存在，商品是价值；作为一定量的劳动时

间的存在，它是一定的价值量。

因此，我们这位自作聪明的人的下面说法是很典型的：“如果

我们是这样理解，那我们就
·
不
·
是这样理解”，反之亦然。我们的“理

解”和我们所说的事情的本质特征没有一点关系。当我们说某物的

交换价值时，我们当然首先把它理解为能够同某一种商品相交换

的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相对量。但是，经过更进一步的考察，我们

将发现：要使某物同其他根本不同的无数物品——即使它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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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然的或其他的相似之处，在交换时也不会加以注意——相交

换的比例成为稳定的比例，所有这些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物品都必

须看成是同一的共同的统一体的相应表现，即看成与它们的自然

存在或外表完全不同的要素的相应表现。其次，我们还将发现，如

果我们的“理解”有一些意义，那末某一商品的价值就不仅是某种

使该商品与其他商品不同或相同的东西，而且是某种使该商品与

它本身作为物，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不同的质。

“Ａ物的价值的提高，只是指用Ｂ、Ｃ等物衡量的价值，即同Ｂ、Ｃ等物交

换时的价值。”（同上，第１６页）

为了Ａ物（例如书）的价值可以用Ｂ物煤和Ｃ物葡萄酒来衡

量，Ａ、Ｂ、Ｃ作为价值必须是与它们作为书、煤或葡萄酒的存在不

同的东西。为了Ａ的价值可以用Ｂ来衡量，Ａ必须具有不以Ｂ对

这种价值的衡量为转移的价值，并且二者［在质上］都必须等于表

现在二者上的第三物。

说商品的价值因此就由某种相对的东西变为某种绝对的东

西，是完全错误的。正好相反。作为使用价值，商品表现为某种独

立的东西。而作为价值，它仅仅表现为某种设定的东西５２，某种仅

仅由它与社会必要的、同一的、简单的劳动时间的关系决定的东

西。这是相对的，只要商品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发生变动，它

的价值也就变动，虽然它实际包含的劳动时间并未变动。

［８１７］我们这位自作聪明的人陷入了拜物教多深，以及他怎样

把相对的东西变为某种肯定的东西，下面的话是最清楚的说明：

“价值是物的属性，财富是人的属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必然包含交

换，财富则不然。”（同上，第１６页）

在这里财富是使用价值。当然，使用价值对人来说是财富，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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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物之所以是使用价值，因而对人来说是财富的要素，正是由于

它本身的属性。如果去掉使葡萄成为葡萄的那些属性，那末它作为

葡萄对人的使用价值就消失了；它就不再（作为葡萄）是财富的要

素了。作为与使用价值等同的东西的财富，它是人们所利用的并表

现了对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相反，在我们的作者看来，“价

值”竟是“物的属性”！

商品作为价值是社会的量，因而，和它们作为“物”的“属性”是

绝对不同的。商品作为价值只是代表人们在其生产活动中的关系。

价值确实包含交换，但是这种交换是人们之间物的交换；这种交换

同物本身是绝对无关的。物不论是在Ａ手中还是在Ｂ手中，都保

持同样的“属性”。“价值”概念的确是以产品的“交换”为前提的。在

共同劳动的条件下，人们在其社会生产中的关系就不表现为“物”

的“价值”。产品作为商品的交换，是劳动的交换以及每个人的劳动

对其他人的劳动的依存性的一定形式，是社会劳动或者说社会生

产的一定方式。

我在我的著作的第一部分５３曾经谈到，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

劳动的特征是：劳动的社会性质以歪曲的形式“表现”为物的“属

性”；社会关系表现为物（产品，使用价值，商品）互相之间的关系。

我们这位拜物教徒把这个假象看成为真实的东西，并且事实上相

信物的交换价值是由它们作为物的属性决定的，完全是物的自然

属性。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自然科学家发现，鼻烟和油画由

于什么自然属性而彼此按照一定比例成为“等价物”。

可见，正是他这位自作聪明的人，把价值变为某种绝对的东

西，变为“物的属性”，而不是把它仅仅看成某种相对的东西，看成

物和社会劳动的关系，看成物和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劳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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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在这种社会劳动中，物不是作为独立的东西，而只是作为社

会生产的表现被规定的。

但是，“价值”不是绝对的东西，不能把它看成某种独立存在的

东西，这跟下面一点完全不同：商品必然会使它的交换价值具有一

种不同于它的使用价值，或者说不同于作为实际产品的存在并且

不依赖于这种存在的独立的表现，也就是说，商品流通必然导致货

币的形成。商品使它的交换价值在货币中，首先是在价格中具有这

种表现，在价格中，所有商品都表现为同一劳动的物化，都不过是

同一实体在量上的不同表现。商品的交换价值在货币上的独立化

本身，是交换过程的产物，是商品中包含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

矛盾以及商品中同样包含的矛盾——一定的、特殊的私人劳动必

然表现为它的对立面，表现为同一的、必要的、一般的并且在这种

形式上是社会的劳动——发展的结果。商品表现为货币，不仅包含

这样的意思，即商品的不同价值量，是通过它们的价值在一种特殊

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表现来衡量，同时也包含下面的意思：所有商

品都表现为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它们作为社会劳动的化身而

存在，因而可以同其他任何商品交换，可以随意转化为任何使用价

值。所以，它们表现为货币——价格——最初只是观念的，只有通

过实际的出卖才能实现。

李嘉图的错误在于，他只考察了价值量，因而只注意［８１８］不

同商品所代表的、它们作为价值所包含的物体化的相对劳动量。但

是不同商品所包含的劳动，必须表现为社会的劳动，表现为异化的

个人劳动。在价格上，这种表现是观念的。只有通过出卖才能实现。

商品中包含的单个人的劳动转化为同一的社会劳动，从而转化为

可以表现在所有使用价值上，可以同所有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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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化，交换价值的货币表现中包含的这个问题的质的方

面，李嘉图没有加以阐述。商品中包含的劳动必须表现为同一的社

会劳动即货币，这种情况被李嘉图忽视了。

资本的发展，从它自己这方面看，已经是以商品交换价值的充

分发展，因而也是以商品交换价值在货币上的独立化为前提。在资

本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作为独立形式的价值是出发点；这个

价值保存下来，得到增加，在它赖以表现的商品所经历的一切变化

中通过与其原有量的比较来衡量自己的增加程度，并且更换着作

为它的躯壳的商品，而不管价值本身表现在极不相同的使用价值

上。作为生产的先决条件的价值和由生产中产生的价值二者之间

的关系，——而作为先决条件的价值的资本是同利润相对立的资

本，——构成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包罗一切的和决定性的因

素。这里不仅是象货币形式那样的价值的独立表现，而且是处于运

动过程中的价值，也就是在使用价值经历极不相同的形式的过程

中保存下来的价值。因此，价值在资本上的独立化程度比在货币上

要高得多。

从以上所说可以判断我们这位在“用语”上自作聪明的人是多

么高明，他把交换价值的独立化看成是空洞的词句、表达的手法、

经院式的虚构。

“‘价值’或法文的ｖａｌｅｕｒ不仅被绝对地，而不是相对地当作物的属性，甚

至被一些作者当作可衡量的商品。‘占有价值’，‘转移价值的一部分’〈固定资

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价值总额或总和’等等，我不知道这一切都说明

什么。”（同上，第５７页）

因为货币本身是商品，从而具有可变的价值，所以独立化的价

值本身，在货币上也只获得相对的表现，这一点丝毫不会使问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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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变化，而是一种缺陷，这种缺陷的产生是由于商品的性质，由于

商品的交换价值必然具有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的表现而产生

的。我们的这位作者已经充分暴露了他的“我不知道”。这种情况

从他的批判的全部性质可以看出。这种批判企图用空谈来回避事

物本身的矛盾的规定性中包含的困难，并把困难说成是思考的产

物或定义之争。

“‘两物的相对价值’可能有两种含义：指两物互相交换或将要互相交换

的比例，或者指各自交换或将要交换的第三物的相对量。”（同上，第５３页）

不用说，这是个绝妙的定义。如果３磅咖啡今天或明天同１磅

茶叶相交换，那绝不是说，这里是等价物相交换。照这种说法，每种

商品能够永远只按它的价值进行交换，因为它的价值是它偶然交

换的另一种商品的任何量。但是当人们说３磅咖啡同它们的等价

物茶叶交换时，通常不是“指”这个意思。这里是假定，在交换后和

交换前一样，每个交换者手里都有价值相等的商品。不是两种商品

互相交换的比例决定它们的价值，而是它们的价值决定它们互相

交换的比例。如果价值不过是商品Ａ偶然交换的商品量，Ａ的价

值怎样表现在商品Ｂ、Ｃ等等上呢？因为［８１９］在这种情况下两种

商品之间既然没有内在的尺度，在Ａ同Ｂ交换之前，Ａ的价值就

不能表现在Ｂ上。

相对价值，第一，指价值量——不同于是价值这种质。因此，后

者也不是某种绝对的东西。第二，指一种商品表现在另一种商品的

使用价值上的价值。这只不过是它的价值的相对表现——即就价

值和它借以表现的商品的关系而言。一磅咖啡的价值只是相对地

表现在茶叶上。要绝对地表现一磅咖啡的价值，——即使以相对的

形式，即不按它和劳动时间的关系，而按它和其他商品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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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就必须把它表现在它和其他所有商品的无限系列的等式

上。这将是咖啡的相对价值［在相对形式上］的绝对表现。价值的

绝对表现就是价值在劳动时间上的表现，通过这种绝对表现，价值

就会表现为某种相对的东西，然而是在那种使价值成为价值的绝

对关系中表现的。

            

现在我们来谈贝利。

他的著作只有一个积极的贡献：他最早比较正确地阐明了价

值尺度，实际上就是阐明了货币的一种职能，或者说，阐明了具有

特殊的形式规定性的货币。为了衡量商品的价值——为了确定外

在的价值尺度——不一定要使衡量其他商品的商品的价值不变。

（相反，我在第一部分５４已经证明，它必定是可变的，因为价值尺度

本身是商品，而且必须是商品，否则它和其他商品就没有共同的内

在尺度了。）例如，货币的价值变了，那它的变动对其他所有商品来

说都是相同的。因此，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就象货币保持不变一样

正确地表现在货币上。

这样，就把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问题排除了。但是，这个

问题本身（把不同历史时期的商品价值加以比较的兴趣，实际上不

是经济学本身的兴趣，只是纯学术的兴趣①）是由误解产生的，它

隐藏着一个深刻得多和重要得多的问题。“不变的价值尺度”首先

是指一种本身价值不变的价值尺度，就是说，因为价值本身是商品

的规定性，“不变的价值尺度”就是指价值不变的商品。例如，金和

银或谷物，或劳动，是这种商品，那我们就可以通过同这种商品的

比较，通过其他商品同这种商品交换的比例，用其他商品的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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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银价格、谷物价格或它们和工资的比例，准确地衡量这些其他

商品的价值的变动。因此，在这样提出问题时，一开始就假定，“价

值尺度”只指其他所有商品赖以表现其价值的商品——不管这是

指其他所有商品真正赖以表现其价值的商品即货币，具有货币职

能的商品，还是指由于自己价值不变而成为理论家用于计算的货

币的那种商品。但是，很显然，无论如何这里涉及的仅仅是作为价

值尺度——在理论上或实际上——而本身价值不会变动的货币。

但是要使商品能把它们的交换价值独立地表现在货币上，表

现在第三种商品，即特殊的商品上，其前提已经是存在商品价值。

余下的问题只在于在量上比较它们。为了使它们的价值和价值差

别能够得到这种表现，已经有了一个使它们成为相同的东西（价

值），使它们作为价值在质上相同的统一体作为前提。例如，一切商

品都用金表现它们的价值，那末它们在金上的这种表现，它们的金

价格，它们和金的等式，就是可以说明并计算它们之间的价值比例

的等式，因为现在它们表现为不等量的金，并且商品以这种方法在

它们的价格中表现为［８２０］同名称的可以比较的量。

但是要这样表现商品，商品必须已经作为价值而成为同一的。

如果商品和金，或任何两种商品，不能作为价值，作为同一的统一

体的代表互相表现，那末，每种商品的价值都用金来表现的问题就

不能解决。换句话说，问题本身已经包含了这个前提。在谈得上用

一种特殊的商品来表现商品的价值以前，商品已经被假定为价值，

被假定为和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同的价值。为了使两个不同的使用

价值量可以作为等价物彼此相等，已经假定，它们都等于第三物，

它们在质上相同，并且都只是这个等质物的不同量的表现。

因此，“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问题，实际上只是为探索价值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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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性质，价值规定——它本身不再是价值，因此也就不会作

为价值发生变动——所作的错误表达。这种价值规定就是劳动时

间——在商品生产中特殊地表现出来的社会劳动。劳动量没有价

值，不是商品，而是使商品转化为价值的东西，是商品中的统一体，

而商品作为这个统一体的表现，在质上相同，只是在量上不同。商

品是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的表现。

假定金具有不变的价值。这样，如果一切商品的价值用金表

现，我就能够用商品的金价格来衡量商品价值的变动。但是要用金

来表现商品的价值，商品和金作为价值必须是同一的。金和商品只

有作为这个价值一定量的表现，作为一定的价值量，才能是同一

的。金的不变价值和其余各种商品的可变价值，并不妨碍它们作为

价值是同一的，由同一实体构成。在金的不变价值帮助我们哪怕前

进一步以前，商品的价值首先必须用金表现，用金估计——就是

说，把金和商品当作同一的统一体的表现，当作等价物。

｛为了用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衡量商品，——时间是劳动量的

尺度，——商品中包含的不同种类的劳动就必须还原为相同的简

单劳动，平均劳动，普通的非熟练劳动。只有这样，才能用时间，用

一个相同的尺度衡量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这种劳动在质上必须

相同，才能使它的差别成为纯粹量上的差别，纯粹大小的差别。但

是，还原为简单的平均劳动，这不是这种劳动（一切商品的价值都

还原为这种作为统一体的劳动）的质的唯一规定。某种商品所包含

的劳动量是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量，因而劳动时间是必要的劳

动时间，这是一种只和价值量有关的规定。但是构成价值统一体的

劳动不只是相同的简单的平均劳动。劳动是表现在一定产品中的

私人劳动。可是，产品作为价值应该是社会劳动的化身，并且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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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劳动的化身应该能够由一种使用价值直接转化为其他任何使

用价值（劳动赖以直接表现的一定的使用价值，对劳动来说应该是

无关紧要的，这样，产品就能够由使用价值的一种形式转化为使用

价值的另一种形式）。因此，私人劳动应该直接表现为它的对立面，

即社会劳动；这种转化了的劳动，作为私人劳动的直接对立面，是

抽象的一般劳动，这种抽象的一般劳动因此也表现为某种一般等

价物。个人劳动只有通过异化，才实际表现为它的对立面。但是，

商品必须在它让渡以前具有这种一般的表现。个人劳动必然表现

为一般劳动，就是商品必然表现为货币。就这些货币当作尺度，当

作商品价值的价格表现来说，商品得到了这种表现。但是商品只有

实际转化为货币，只有通过出卖，才作为交换价值得到自己的这种

适当的表现。第一个转化只是理论的过程，第二个转化才是实际的

过程。

［８２１］因此，谈到作为货币的商品的存在时，应该指出，不仅商

品在货币形式上取得了衡量其价值量的一定尺度，——因为它们

都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在同一商品的使用价值上，——而且它们都

表现为社会的抽象的一般劳动的存在。这是这样一种形式，通过这

种形式，它们都取得相同的外形，它们都表现为社会劳动的直接化

身；并且作为这样的化身它们都起着社会劳动的存在的作用，能够

直接地——与它们的价值量成比例地——同其他一切商品相交

换；其实，商品在已经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人手中，不是表现为具

有特殊使用价值形式的交换价值的存在，而仅仅表现为作为交换

价值承担者的使用价值（例如金）的存在。商品可以低于或高于它

的价值出卖。这只和它的价值量有关。但是当它每一次出卖，转化

为货币时，它的交换价值都具有一种独立的、和它的使用价值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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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现在它只是作为一定量的社会劳动时间存在，它用来证明

这一点的就是它能够直接同任何商品相交换，能够（按照它的量）

转化为任何使用价值。在考察货币时，这一点就同商品中包含的劳

动作为商品的价值要素所经历的形式上的转化一样，不能忽视。但

是通过货币——通过作为货币的商品所具有的这种绝对可交换

性，通过它作为交换价值的绝对效能（这和价值量毫无关系，这不

是量的规定，而是质的规定）——可以看到：由于商品本身所经历

的过程，它的交换价值独立化了，实在地表现在某种和商品的使用

价值并列的、独立的形式中，就同曾经观念地表现在它的价格上一样。

这一切表明，《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作者和贝

利都不懂得价值和货币的本质，因为他们把价值的独立化看成是

经济学家的一种经院式的虚构。价值的这种独立化在资本中表现

得更加明显，资本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为处于运动过程中的价

值，——这样一来，因为价值只是在货币中独立地存在，——又可

以称为处于运动过程中的货币，这种货币经历一系列过程，在其中

保存下来，从自身出发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现实的怪异也表现

为用语的怪异，它和人们的常识相矛盾，和庸俗经济学家所指的以

及他们认为是他们所说的相矛盾，这是不言自明的。在商品生产的

基础上，私人劳动表现为一般的社会劳动；人与人的关系表现为物

与物的关系并表现为物——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存在于事物本身，

而不是存在于表达事物的用语中。｝

看起来李嘉图经常认为，事实上有时也谈到，好象劳动量解答

了错误的或者说被错误地理解的“不变的价值尺度”问题，就象从

前把谷物、货币、工资等看作解决这个问题的秘方而提出来一样。

在李嘉图那里所以会发生这种错误的假象，是因为确定价值量，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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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他来说，是决定性的任务。因此，他不懂得劳动在其中成为价值

要素的特殊形式，特别是不懂得，个别劳动表现为抽象的一般劳

动，并以这个形式表现为社会劳动的必然性。因此，他不懂得货币

的形成同价值的本质，同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这一规定有什么联

系。

贝利的著作有一些贡献，因为他通过自己的反驳，揭露了表现

为货币——一种与其他商品并列的商品——的“价值尺度”同价值

的内在尺度和实体的混淆。但是，如果他本人把货币作为“价值尺

度”，不只是作为量的尺度，而且作为商品的质的转化来分析，那末

他本人就会对价值作出正确的分析。他没有这样做，却满足于对已

经以价值为前提的外在“价值尺度”作表面的考察，停留在毫无意

义的议论上。

［８２２］但是在李嘉图著作中还是可以找到个别段落，在那里他

直接强调，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所以是衡量它们的价值量、它们的

价值量的差别的内在尺度，只是因为劳动是使不同的商品成为相

同的东西，是它们的统一体，它们的实体，它们的价值的内在基础。

他只是忘掉去研究，劳动在什么样的一定形式上才是这种东西。

“如果我们把劳动作为商品价值的基础，把生产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

量作为确定商品相互交换时各自必须付出的相应商品量的尺度，不要以为我

们否定商品的实际价格或者说市场价格对商品的这种原始自然价格的偶然

和暂时的偏离。”（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８０

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说：］‘衡量……就是找出它们〈被衡量的物〉包

含……多少同类的单位。’如果法郎和要衡量的物不能还原为某个对两者
·
共

·
同
·
的另一尺度，法郎就只是衡量铸成法郎的金属本身数量的价值尺度。我认

为，它们是可以这样还原的，因为它们两者都是劳动的结果；并且，因此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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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劳动是它们的动因〉是共同的尺度，用这个尺度可以计量它们的实际价

值和相对价值。”（李嘉图《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３３３—３３４页）

一切商品都可以还原为劳动即它们的统一体。李嘉图没有研

究的，是作为商品的统一体的劳动赖以表现的特殊形式。因此他不

懂得货币。因此，在他那里，商品转化为货币，纯粹是形式的、没有

深入到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实质的东西。但是，他告诉我们一点：只

因为劳动是商品的统一体，只因为一切商品都是同一统一体——

劳动——的表现，所以劳动是商品的尺度。劳动是商品的尺度，不

过因为劳动是作为价值的商品的实体。李嘉图对表现在使用价值

上的劳动和表现在交换价值上的劳动没有加以应有的区别。作为

价值基础的劳动不是特殊的劳动，不是具有特殊的质的劳动。在李

嘉图那里，到处都把表现在使用价值上的劳动同表现在交换价值

上的劳动混淆起来。诚然，后一种形式的劳动只是以抽象形式表现

的前一种形式的劳动。

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李嘉图所谓的实际价值是指作为一定

劳动时间的体现的商品。他所谓的相对价值是指一种商品中所包

含的劳动时间在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上的表现。

现在来谈贝利。

贝利紧紧抓住作为商品的商品的交换价值赖以体现、表现的

形式。如果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充当货币的第三种商品（其

他一切商品同样把它们的价值表现在它上面）的使用价值上，即表

现在商品的货币价格上，商品的交换价值就表现为一般的形式。如

果我把任何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现在其他任何一种商品的使用

价值上，即表现为谷物价格，麻布价格等等，商品的交换价值就表

现为特殊的形式。事实上，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对其他商品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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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只表现为它们进行交换的量的关系。单个商品本身不能表现

一般劳动时间，或者说，单个商品只能以它和充当货币的商品的等

式，即以它的货币价格的形式，表现一般劳动时间。但是在这种情

况下，商品Ａ的价值始终表现为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Ｇ的一定量

的使用价值。

这是直接的现象。贝利就是紧紧抓住了这种现象。交换价值

表现为商品进行交换的量的关系这种最表面的形式，在贝利看来，

就是商品的价值。从表面进入深处，是不允许的。贝利甚至忘记一

个简单的道理：如果ｙ码麻布＝ｘ磅麦秆，那末，不同物品即麻布

和麦秆间的这个等式就使它们成为等量。它们作为相等的东西的

这种存在，必须不同于它们作为麦秆和麻布的存在。［８２３］它们不

是作为麦秆和麻布相等，而是作为等价物相等。因此，等式的一方

必须表现和等式的另一方相同的价值。因此，麦秆和麻布的价值必

须既不是麦秆，也不是麻布，而是二者共同的同时又跟二者作为麦

秆和麻布不同的东西。这是什么呢？贝利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

没有这样做，而是把政治经济学的所有范畴逐一论述，以便不断重

复千篇一律的老调：价值是商品的交换比例，因而不是别的什么东

西。

“如果某个物品的价值就是它的购买能力，那末就必须有供购买的东西。

因此，价值除了仅仅表示两个物品作为可交换的商品相互间的比例之外，不

表示任何肯定的或内在的东西。”（《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

第４—５页）

事实上贝利的全部智慧已经包含在这段话里了。“如果价值无

非是购买能力”（一个绝妙的定义，因为“购买”不仅以价值，而且以

价值的货币表现为前提），“那它就表示”等等。但是，我们首先要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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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这段话中去掉荒谬地偷运进来的东西。“购买”就是把货币转

化为商品。货币已经以价值和价值的进一步发展为前提。因此，首

先必须抛开“购买”这个用语。否则就是用价值解释价值。我们必

须用“同其他物品交换”代替“购买”。“必须有供购买的东西”，是一

个完全多余的说明。如果“物品”作为使用价值被它的生产者消费，

如果它不是仅仅占有其他物品的手段，不是“商品”，那自然就谈不

上价值。

贝利首先谈的是“物品”。但是接着，“两个物品相互间的”比例

在他那里变成“两个物品作为可交换的商品相互间的比例”。其实

这里所谈的物品相互间只处于交换关系中或者说可交换的物品的

关系中。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是“商品”，是和“物品”不同的东西。另

一方面，“可交换的商品的比例”，或者是废话（因为“不可交换的物

品”不是商品），或者是贝利先生自相矛盾。物品不应随便按照什么

比例进行交换，它们应该作为商品进行交换，也就是说，应该作为

可交换的商品，作为各自具有价值并应按照自己的等价程度相交

换的物品，互相发生关系。这样，贝利就承认了：它们交换的比例，

因而每种商品购买其他商品的能力，是由它的价值决定的，而不是

这种能力决定它的价值，这种能力只是价值的结果。

总之，如果我们从贝利这段话里，去掉一切错误的，偷运进来

的或没有意义的东西，这段话就是下面这样。

且慢！我们还必须去掉另外的陷阱和废话。在我们面前有两

种用语：一种是“物品的交换能力”等等（因为“购买”一词在没有货

币概念的情况下是不成立的，没有意义的），另一种是“一个物品同

其他物品交换的比例”。如果“能力”应该表示某种和“比例”不同的

东西，那就不能说，“交换能力”“仅仅表示比例”，等等。如果两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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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应该表示同一个东西，那末同一个东西用两个彼此迥然不同的

用语来表示，只能产生混乱。一物对另一物的比例是两物间的比

例，不能说这个比例是属于其中某一物。相反，一物的能力是该物

内在的东西，尽管它这个内在的属性只能［８２４］表现在它对其他物

的关系上。例如，引力是物本身的能力，虽然这种能力在没有东西

可以吸引时是“潜在的”。在这里贝利试图把“物品”的价值说成是

它内在的，而同时又只是作为“比例”才存在的东西。因此他先用

“能力”这个词，然后又用“比例”这个词。

因此，贝利思想的精确表达是这样的：

“如果某个物品的价值就是它同其他物品交换的比例，那末，因此〈即因

为“如果”〉，价值除了表示两个物品作为可交换的物品相互间的比例之外，不

表示任何东西。”

这个同义反复谁也不会否认。不过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物品的“价值”“不

表示任何东西”。例如，１磅咖啡＝４磅棉花。在这里，什么是１磅咖

啡的价值呢？４磅棉花。什么是４磅棉花的价值呢？１磅咖啡。既

然１磅咖啡的价值是４磅棉花，而４磅棉花的价值＝１磅咖啡，所

以很清楚，１磅咖啡的价值＝１磅咖啡（因为４磅棉花＝１磅咖

啡）。Ａ＝Ｂ，Ｂ＝Ａ；所以Ａ＝Ａ。因此，从这种说明中可以得出以下

的结论：某个使用价值的价值等于该使用价值的一定量。因此，１

磅咖啡的价值不过是１磅咖啡。如果１磅咖啡＝４磅棉花，那很清

楚，１磅咖啡＞３磅棉花，１磅咖啡＜５磅棉花。１磅咖啡＞３磅棉花

以及＜５磅棉花，也表示咖啡和棉花之间的比例，就同１磅咖啡＝

４磅棉花表示这种比例完全一样。这个＝并不比＞或＜表示更多

的比例，而只是表示另一种比例。为什么正是等号（＝）关系把咖啡

的价值表现在棉花上，把棉花的价值表现在咖啡上？难道这个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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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是由于一般地说这些量相互交换而得出来的吗？这个＝只是

表示交换这个事实吗？不能否认，如果咖啡随便按照什么比例和棉

花交换，那末它们就是相互交换，如果商品之间的比例只由交换这

个事实来确定，那末咖啡无论是和２磅、３磅、４磅或５磅棉花交

换，咖啡的价值同样都表现在棉花上。但是比例这个词是指什么

呢？咖啡本身决不包含什么“内在的、肯定的东西”来决定它按什么

比例同棉花交换。贝利所说的比例，不是由咖啡内在的并和实际交

换不同的某种属性决定的。这样，比例这个词有什么用呢？贝利所

说的比例是什么呢？就是同一定量咖啡交换的棉花量。严格地说，

贝利没有理由说，咖啡按照什么比例进行交换，而只能说，它现在

或过去是按照什么比例进行了交换的。因为如果比例的确定先于

交换，那末交换就由“比例”决定，而不是比例由交换决定了。因此，

我们也必须把作为某种超越于咖啡和棉花之外并和它们脱离的东

西的比例抛开。

［这样，上面引证的贝利的话就具有以下的形式：］

“如果某个物品的价值就是同它交换的另一物品的量，那末，因此，价值

除了表示同它交换的另一物品的量之外，不表示任何东西。”

一种作为商品的商品，只能把它的价值表现在其他商品上，因

为对于它作为［单个］商品来说，一般劳动时间是不存在的。［于是，

贝利认为，］如果一种商品的价值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这种商品

的价值就无非是它和另一种商品的等式。贝利不知厌倦地到处玩

弄他的聪明（在他的表述中，这就是同义反复，因为他［实质上是］

说：如果一种商品的价值无非是它和另一种商品的交换比例，那末

价值就无非是这个比例），这就格外使读者厌倦。

他用下面这段话表明了他的哲学的深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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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某物没有另一物同它存在距离的关系，我们就无法谈某物的距离，

同样，如果某种商品没有另一种商品［８２５］同它相比较，我们也就无法谈某种

商品的价值。一物如果不同另一物发生关系，其本身就不能有距离，同样，一

物如果不同另一物〈同商品的价值有关的社会劳动不是另一物吗？〉发生关

系，其本身就不能有价值。”（同上，第５页）

一物和另一物有距离，这个距离的确是该物和另一物之间的

关系；但是距离同时又是跟两物之间的这种关系不同的东西。这是

空间的一维，一定的长度，它除了能够表示我们的例子中两物的距

离外，同样能够表示其他两物的距离。但是还不止于此。当我们说

距离是两物之间的关系时，我们是以物本身的某种“内在的”东西，

某种能使物互相存在距离的“属性”为前提的。语音Ａ和桌子之间

有什么距离呢？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当我们说两物的距离时，

我们说的是它们空间位置的差异。因此，我们假定，它们二者都存

在于空间，是空间的两个点，也就是说，我们把它们统一为一个范

畴，都作为空间的存在物，并且只有在空间的观点上把它们统一以

后，才能把它们作为空间的不同点加以区别。它们同属于空间，这

是它们的统一体。①

４５１ 第 二 十 章

① ［ＸＶ—８８７］｛关于贝利的荒谬观点，还要指出：

当他说Ａ物和Ｂ物有距离时，他并不是比较它们，不是把它们统一为一

个范畴，而是在空间上区别它们。据说，它们不是占有同一空间。但是，

关于二者，他［实质上是］说：它们是空间的并且作为空间的物而不

同。可见，他已预先把它们统一为一个范畴，使它们有了同一的统一

体。而这里讨论的正是纳入统一范畴的问题。

如果我说，三角形Ａ的面积等于平行四边形Ｂ的面积，意思不

只是说，三角形的面积表现在平行四边形上，平行四边形的面积表现

在三角形上。而且是说，如果三角形的高＝ｈ，底＝ｂ，则Ａ＝ｈ·ｂ
２
，这是

它本身具有的一种属性，平行四边形也具有这种属性，它同样＝ｈ·ｂ
２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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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互相可以交换的物品的这个统一体是什么呢？这种交换

不是物品作为自然物互相保持的关系。它也不是物品作为自然物

同人的需要的关系，因为不是物品的效用程度决定物品互相交换

的量。那末使它们能按照一定比例互相交换的同一性是什么呢？它

们作为什么才变得能够互相交换呢？

事实上，贝利在这整个问题上都只是追随《评政治经济学上若

干用语的争论》的作者。

“它〈价值〉不能对相比较的物品中的一个物品来说变动了，而对另一个

物品来说又没有变动。”（同上，第５页）

这仍然只是说：一种商品的价值在另一种商品上的表现只能

作为这种表现发生变化；而这种表现本身不是以一种商品，而是以

两种商品为前提的。⒇

贝利先生认为，如果谈的只是在互相交换中的两种商品，那末

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发现他所谓的价值的纯粹相对性。蠢驴！似

乎在两种商品互相交换，两种产品作为商品互相发生关系时，就用

不着象在千万种商品互相交换时那样，说明它们的同一性在什么

地方。此外，在只有两种产品存在的地方，产品决不会发展成商品，

因此商品的交换价值也决不会发展。包含在产品Ⅰ中的劳动就没

有必要表现为社会劳动。因为产品不是作为生产者的直接消费品

生产出来，而只是作为价值的承担者，也可以说，是作为支取所有

５５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⒇三角形和平行四边形作为面积，是同一的，是相等物，虽然它们作为三角形和平

行四边形是不同的。为了使这些不同的东西相等，每一个都必须独自表现同一

的统一体。如果几何学，象贝利先生的政治经济学一样，只满足于说，三角形和

平行四边形相等是指三角形表现在平行四边形上，平行四边形表现在三角形

上，那几何学就不可能有什么成就了。｝［ＸＶ—８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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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劳动体现物的一定量的凭证生产出来，所以一切产品作为价

值都必须具有一种和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不同的存在形式。正

是它们中包含的劳动作为社会劳动的这种发展，它们的价值的发

展，决定了货币的形成，决定了商品必须互相表现为货币，即表现

为交换价值的独立的存在形式；产品所以能这样，那只是因为它们

把一种商品从商品总额中分离出来，所有商品都用这种分离出来

的商品的使用价值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从而把这种特殊商品中包

含的劳动直接转化为一般的社会劳动。

贝利先生用他那种只抓住现象表面的古怪的思维方法，得出

了相反的结论：价值概念所以会形成，——这个概念把价值由商品

进行交换的纯粹量的关系，变为某种同这种关系无关的东西（他认

为，这是把商品的价值变为某种绝对的东西，变为一种和商品分离

的、烦琐的本质）——只是因为在商品之外存在货币，使我们习惯

于不是从商品的相互关系来考察商品的价值，而是把商品的价值

看成和第三物的关系，看成一种［８２６］和商品相互的直接关系不同

的第三种关系。在贝利看来，不是产品作为价值的规定性，导致货

币的形成，并表现为货币，而是货币的存在导致价值概念的虚构。

下面一点历史地看是完全正确的：对价值的研究最初是根据商品

作为价值的可以看得见的表现，根据货币，因此，探索价值规定就

（错误地）表现为探索“价值不变”的商品，或探索作为“不变的价值

尺度”的商品。因为贝利先生证明，货币作为价值的外在尺度——

和价值表现——虽然具有可变的价值，却执行着它的任务，所以他

认为这样就排除了价值概念——它不受商品价值量的可变性的影

响——的问题，并且事实上根本用不着再去考虑价值是什么了。因

为商品的价值在货币上——在特殊的第三种商品上——的表现并

６５１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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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排除这第三种商品的价值的变动，因为“不变的价值尺度”的问

题消失了，所以价值范畴本身的问题也就消失了。贝利非常得意地

用成百页的篇幅写出这么一些空空洞洞的废话。

在下面一些段落中，他喋喋不休地重复着同样的意思，其中一

部分是逐字逐句从《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上抄来的。

“假定只有两种商品，它们按照它们所包含的劳动量的比例互相交换。如

果……在后来一个时期生产商品Ａ需要的劳动量增加一倍，而生产商品Ｂ

所需要的劳动量不变，商品Ａ的价值就会比商品Ｂ增加一倍…… 但是，虽

然商品Ｂ是用和过去一样多的劳动量生产的，它的价值却不会保持不变，因

为它只和商品Ａ——根据假定，它是商品Ｂ可以相比较的唯一商品——的半

数相交换。”（同上，第６页）

“当我们谈两种商品之间的比例时，经常同其他商品〈不是把价值仅仅看

成两种商品之间的比例〉或同货币比较，这就产生了关于价值是某种内在的

和绝对的东西的观念。”（第８页）

“我的主张是：如果所有商品都是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生产出来的，例如

都只是由劳动生产的，那末，始终需要花费同量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在其他各

种商品的价值都发生变动时，不会保持不变。｛即该商品的价值在其他商品上

的表现不会保持不变。这是同义反复。｝”（同上，第２０—２１页）

“价值决不是内在的和绝对的东西。”（同上，第２３页）

“除了通过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就无法
·
表
·
示或

·
表
·
现一种商品的价值。”

（同上，第２６页）

（同样，除了通过一定量的音节，就无法“表示”或“表现”一种

思想。贝利由此得出结论：思想不过是音节。）

“他们〈李嘉图及其信徒〉不是把价值看成两个物之间的比例，而是把价

值看成由一定量劳动生产出来的肯定的成果。”（同上，第３０页）

“因为按照他们的学说，商品Ａ和商品Ｂ的价值相互之间是作为生产它

们的劳动量发生关系，或者说……是由生产它们的劳动量决定的，所以，看来

他们作出了结论：商品Ａ的价值，撇开同其他任何东西的关系，等于生产它

７５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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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量。最后这个论断无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同上，第３１—３２页）

李嘉图及其信徒“把价值说成是一种一般的和独立的属性”。（第３５

页）              

“商品的价值必定是它在某物上的价值。”（同上）

我们看到，为什么把价值限定在两种商品上，把价值看成两种

商品之间的关系，对贝利来说是如此重要。但是这里发生了

困难：         

“因为每种商品的价值都表示该商品和另一商品的交换比例

（在这里“交换［８２７］比例”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不是商品的

“交换”呢？但同时在交换中应该表现一定的比例，而不只是交换的

事实。因此，价值＝交换比例），

所以根据它用来比较的商品，我们可以称它的价值为货币价值、谷物价

值、呢绒价值；因此有千万种价值，有多少种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它们都同

样是现实的，又都同样是名义的。”（同上，第３９页）

原来如此！价值＝价格。在它们之间没有区别。在货币价格

和其他任何价格表现之间也没有“内在的”区别，虽然实际上正是

货币价格，而不是呢绒价格等等，表现商品的名义价值，一般

价值。          

但是，虽然商品有千万种价值，或者说千万种价格，有多少种

商品，就有多少种价值，这千万种表现都始终表示同一价值。最好

的证明就是：所有这些不同表现都是等价物，它们不仅在表现上可

以互相代替，而且在交换本身中也互相代替。我们谈到其价格的商

品的这种关系可以表现为所有不同商品的千万种不同的“交换比

例”，然而这里始终表现同一关系。因此，这种始终同一的关系和它

的上千种不同的表现是不一样的，或者说，价值和价格是不一样

８５１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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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只是价值的表现：货币价格是价值的一般表现，其他各种

价格是特殊表现。但是，甚至这个简单的结论，贝利也没有得出。在

这里，不是李嘉图是虚构家，而是贝利是拜物教徒，因为他即使没

有把价值看成（被孤立地考察的）个别物的属性，毕竟把价值看成

物和物之间的关系，而实际上价值只不过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

会关系在物上的表现，它的物的表现，——人们同他们的相互生产

活动的关系。

［（β）劳动价值和资本家利润问题上的混乱。

贝利把内在的价值尺度同价值在商品

或货币上的表现混淆起来］

  ［关于劳动的价值，贝利说：］

“李嘉图先生相当机智地避开了一个困难，这个困难乍看起来似乎会推

翻他的关于价值取决于在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量的学说。如果严格地坚持这

个原则，就会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取决于在劳动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劳动

量。这显然是荒谬的。因此，李嘉图先生用一个巧妙的手法，使劳动的价值取

决于生产工资所需要的劳动量；或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劳动的价值应当由

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估量；他这里指的是为生产付给工人的货币或商

品所必需的劳动量。那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呢绒的价值不应当由生产呢绒所

花费的劳动量来估量，而应当由生产呢绒所换得的银所花费的劳动量来估

量。”（同上，第５０—５１页）

以上所述，对李嘉图关于资本直接和劳动相交换而不是和劳

动能力相交换的错误观念来说，是正确的。这也就是我们以前在别

的形式上听到的①那种指责。仅此而已。对劳动能力来说，贝利的

９５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① 见本册第１１７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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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比是不适用的。他不应该拿呢绒，而应该拿一种生物产品例如羊

肉来和活的劳动能力比较。生产家畜所必需的劳动，除了照料家畜

所花费的劳动以及生产其生活资料所花费的劳动以外，不应指家

畜本身花费在消费行为即饮食行为上，一句话，花费在消化这些产

品或生活资料的行为上的“劳动”。劳动能力的情况也完全一样。生

产劳动能力所花费的劳动是什么呢？除了在培养劳动能力、教育、

学徒上花费的劳动——这在谈到非熟练劳动时几乎是用不着考虑

的——以外，劳动能力的再生产所花费的，不过是工人消费的生活

资料的再生产所花费的劳动。生活资料的消化并不是“劳动”，

［８２８］正如呢绒中包含的劳动，除了织布工人的劳动和羊毛、染料

等等包含的劳动以外，并不是还包含羊毛本身的化学作用或物理

作用——由于这种作用，羊毛象工人或家畜吸收食物那样吸收染

料等等。

其次，贝利企图推翻李嘉图关于劳动的价值同利润成反比的

规律。而且他企图推翻的恰恰是这个规律的正确部分。问题在于，

他和李嘉图一样，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他没有提到这个规

律的唯一可能的例外，那就是：工作日延长，工人和资本家均等地

分得工作日延长的成果。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因为劳动力

［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ｏｗｅｒ］的价值将更快地（在更少的年份内）被消费掉，剩

余价值也会靠牺牲工人的生命增长起来，工人的劳动力同它给资

本家提供的剩余价值相比就贬值了。

贝利的论据极为肤浅。他是从他的价值概念出发的。在贝利

看来，商品的价值是商品价值在一定量的其他使用价值（其他商品

的使用价值）上的表现。因此，劳动的价值等于劳动所交换的其他

商品（使用价值）量。｛商品Ａ的交换价值怎么能表现在商品Ｂ的

０６１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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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价值上这个实际问题，他根本没有考虑。｝这样一来，只要工人

得到同量商品，劳动的价值就仍然不变，因为它仍旧表现在同量的

其他有用物上。利润则表示对资本的比例，或者说，也是对总产品

的比例。但是，虽然在劳动生产率提高时资本家所得的总产品的比

例增大了，工人所得的产品份额却可能仍旧不变。既然资本家得到

的东西的价值不是由比例决定，而是由“这一价值在其他商品上的

表现”决定，那就不能理解，贝利在谈到资本时怎么突然得出一个

比例，这个比例对资本家有什么用处。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考察马尔萨斯时已经谈到的那种妙

论①。工资等于一定量的使用价值。而利润是价值的比例（但是贝

利不得不回避这种说法）。如果我按使用价值来计量工资，而按交

换价值来计量利润，那就很明显，在二者之间既不存在反比，也根

本不存在任何比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是拿两个不能相比的

量，两个没有共同基础的物来互相比较了。

但是，贝利在这里所说的关于劳动价值的观点，按照他的原

则，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任何一种商品的价值无非是同

它交换的其他物的一定量。如果我用１镑换得２０磅棉纱，那末，在

贝利看来，即使用来生产１磅棉纱的劳动这一次比另一次多一倍，

这１镑的价值也始终是同一的，就是说始终得到支付的。一个最普

通的商人也不会相信，如果在物价昂贵时和产品丰富时都用１镑

买得１夸特谷物，他这１镑换得了相同的价值。在这里，任何价值

概念都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个没有解释也无法解释的事实：若干

量商品Ａ和若干量商品Ｂ按照随便什么样的比例相交换。不管这

１６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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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比例怎样，它总是表示等价物。这样，连贝利关于“表现在商品Ｂ

上的商品Ａ的价值”这一说法本身，也失掉了任何意义。如果商品

Ａ的价值表现在商品Ｂ上，那末就必须假定，同一价值一次表现

在商品Ａ上，另一次表现在商品Ｂ上，因而Ａ的价值当它表现在

Ｂ上时，仍和原先一样。但是照贝利看来，不存在可以表现在Ｂ上

的Ａ的价值，因为除了这种表现之外，无论Ａ或Ｂ都没有价值。照

贝利的看法，表现在Ｂ上的Ａ的价值和表现在Ｃ上的Ａ的价值，

必定是完全不同的，就好象Ｂ和Ｃ是不同的一样。我们在这里看

到的，不是在两种表现上等同的同一价值，而是Ａ的两种比例，这

两种比例彼此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而且要说它们是等价表现，那是

荒谬的。

［８２９］“劳动价值的提高或降低，意味着用以交换劳动的商品量的增加或

减少。”（同上，第６２页）

真是胡说！［从贝利的观点看来］劳动的价值或其他任何物的

价值都不可能提高或降低。我今天用１Ａ换得３Ｂ，明天换得６Ｂ，后

天换得２Ｂ。但是在这一切情况下，［照贝利看来］Ａ的价值都无非

是Ａ所换得的Ｂ量。它以前是３Ｂ，现在是６Ｂ。贝利怎么能说Ａ的

价值提高或降低呢？表现在３Ｂ上的Ａ，和表现在６Ｂ或２Ｂ上的

Ａ，有不同的价值。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就不是同一个Ａ在同一个

时间换得３Ｂ或２Ｂ或６Ｂ了。同一个Ａ在同一个时间总是表现在

同量的Ｂ上。只有就不同的时间而言，才能说Ａ的价值变动了。但

是Ａ只能和“同时存在的”商品相交换，并且只有和其他商品相交

换这个事实（而不只是交换的可能性）［照贝利的看法］才使Ａ成

为价值。只有现实的“交换比例”形成Ａ的价值，而现实的“交换比

例”当然只有对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个Ａ才能发生。因此贝利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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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不同时期商品的价值加以比较，是荒谬的。
５５
但是，由此他本来

应当宣称，价值的提高或降低也是荒谬的（既然商品在一个时间的

价值同它在另一个时间的价值不能比较，价值就不可能有提高或

降低），——因而“劳动价值的提高或降低”也是荒谬的。

“劳动是一种可交换的物，即在交换中支配其他物的物；‘利润’这一用语

却只意味着商品的份额或比例，而不是一种可以同其他物品相交换的物品。

我们问工资是否提高了，我们的意思是：一定量的劳动是否换得比以前更多

的其他物

（因此，当谷物贵了，劳动的价值就是降低了，因为它换得的谷

物少了；另一方面，如果与此同时呢绒贱了，劳动的价值同时就是

提高了，因为它换得的呢绒多了。这样，劳动的价值在同一个时间

又提高又降低；它的价值的两种表现——在谷物上的和在呢绒上

的——不是等同的，不是等价的，因为它的提高了的价值不可能等

于它的降低了的价值）；

但是我们问利润是否提高了，我们指的是……资本家的收入对所使用的

资本是否有更大的比例。”（同上，第６２—６３页）

“劳动的价值不单取决于总产品中为换得工人的劳动而给予工人的那个

份额，而且也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同上，第６３—６４页）

“劳动的价值提高时利润必定下降的论点，只有在这种提高不是由劳动

生产力的增长引起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同上，第６４页）

“如果劳动生产力增长，就是说，如果同一劳动在同一时间生产更多的商

品，那末，劳动的价值可能提高而利润不降低；后者甚至还可能提高。”（同上，

第６６页）

（按照这个观点，对于其他任何商品也可以说，它的价值的提

高不会引起和它交换的其他商品的价值的降低，甚至还会引起对

方价值的提高。例如，假定同一劳动以前生产１夸特谷物，现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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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３夸特。以前生产１夸特花费１镑，现在生产３夸特也花费１

镑。如果现在２夸特和１镑交换，货币的价值就提高了，因为它现

在表现在２夸特上，不是表现在１夸特上。这样，谷物的买者就用

他的货币换得更大的价值。但是，谷物的卖者，把他只花费２
３
镑的

东西卖１镑，赚了
１
３
镑。结果，他的谷物的价值就在谷物的货币价

格降低的同时提高了。）

［８３０］“不管６个工人劳动的产品是多少，不管它是１００夸特谷物还是

２００夸特或３００夸特，只要资本家在产品中所占的比例始终是四分之一，这

四分之一表现在劳动上就始终是不变的。”

（归工人所得的
３
４
产品，如果把它们表现在劳动上，也可以这

么说。）

“如果产品是１００夸特，就会有７５夸特付给６个工人，因而归资本家所

得的２５夸特将支配２个工人的劳动。”

（而付给工人的７５夸特将支配６个工人的劳动。）

“如果产品是３００夸特，６个工人就会得到２２５夸特，归资本家所得的７５

夸特，仍然将仅仅支配２个工人的劳动，不会更多。”

（同样，归６个工人所得的２２５夸特仍然将仅仅支配６个工人

的劳动，不会更多。）（既然如此，为什么万能的贝利不许李嘉图把

工人得到的产品份额，也象资本家得到的产品份额那样表现在劳

动上，并且把表现在劳动上的这两份产品的价值互相比较呢？）

“归资本家所得的比例的这种增加，就是表现在劳动上的利润的价值的

增长，

（既然“利润意味着……不是一种可以同其他物品相交换的物

品”（见上述），因而不是意味着“价值”，贝利怎么能说利润的价值

和利润的价值的增长呢？另一方面，归工人所得的比例不减少，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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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所得的比例难道能够增加吗？）

或者换句话说，也就是利润支配劳动的能力的增加。”（同上，第６９页）

（资本家占有别人劳动的能力的这种增加，和工人占有自己劳

动的能力的减少，岂不是正好一致吗？）

“对于利润和劳动的价值同时增长的学说，如果有人反驳说，生产出来的

商品是资本家和工人能够取得他们的报酬的唯一源泉，从而一方得到的必然

是另一方失掉的，那末，对这种反驳的回答是明确的。当产品量保持不变时，

这种反驳不可否认是正确的；但是同样不可否认，如果产品增加一倍，即使一

方所得的比例减少而另一方所得的比例增加，归双方所得的产品份额也可能

都增加。”

（这正好是李嘉图所说的。双方的比例是不能同时增加的；即

使归双方所得的产品份额同时增加，它们也不能按同一比例增加，

因为不然的话，份额和比例就成了一回事了。一方比例的增加，只

能靠另一方比例的减少。５６贝利先生把归工人所得的产品份额叫

作“工资的价值”，而把资本家所得的比例叫作“利润”的价值，换句

话说，他认为同一商品有两个价值——一个在工人手里，另一个在

资本家手里，这是他自己的胡说。）

“当产品量保持不变时，这种反驳不可否认是正确的；但是同样不可否

认，如果产品增加一倍，即使一方所得的比例减少而另一方所得的比例增加，

归双方所得的产品份额也可能都增加。而正是归工人所得的产品份额的增

加，形成工人劳动价值的增长

（因为这里所说的价值是指一定量的物品），

然而，正是归资本家所得的比例的增加，形成资本家的利润的增长

（因为这里所说的价值，是指不按量而按所花费的劳动来估量

的同一些物品）。

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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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由荒谬的双重尺度：一次是物品，另一次是同一些物

品的价值）

可以十分明确地得出结论说，关于二者同时增加的假定一点也没有矛盾

的地方。”（同上，第７０页）

这个针对着李嘉图的荒谬论断完全没有击中［８３１］目标，因为

李嘉图只是断言，两个份额的价值的提高和下降必定成反比。贝利

却只是反来复去地说：价值是同某一物品相交换的物品量。他在考

察利润时不可避免地会陷入困境，因为这里是资本的价值同产品

的价值相比较。于是他就寻找一条出路：他在这里把价值理解为物

品表现在劳动上的价值（照马尔萨斯的样子）。

“价值是同时存在的各商品之间的比例，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

交换；而如果我们把商品在一个时间的价值同它在另一个时间的价值相比

较，那末所比较的就只是该商品在这些不同时间内对其他某种商品的比例。”

（同上，第７２页）

因此，如前面所说的，既没有价值的提高，也没有价值的降低，

因为价值的提高和降低总是意味着商品在一个时间的价值同它在

另一个时间的价值相比较。同样，商品既不能低于它的价值，也不

能高于它的价值出卖，因为它的价值就是它卖得的东西。价值和市

场价格是等同的。实质上，甚至不能说“同时存在的”商品，现在的

价值，而只能说过去的价值。一夸特小麦的价值是什么呢？就是它

昨天卖得的一镑。因为它的价值只能是它所换得的东西，在它没有

被交换的时候，它“对货币的比例”不过是想象的比例。但是交换一

经完成，我们持有的就不是一夸特谷物，而是一镑，因而已经不能

再说这一夸特谷物的价值了。贝利在谈到把不同时期的价值相比

较时，只是指，比如说，对十八世纪和十六世纪的商品的不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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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研究，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困难，因为价值的同一货币表现，

由于货币本身价值的变动，在不同时间表示不同的价值。这里的困

难就在于把货币价格还原为价值。但是贝利真是一头蠢驴！在资

本的流通过程或再生产过程中，把一个时期的价值同另一个时期

的价值相比较，难道不正是生产本身赖以进行的经常业

务吗？             

贝利先生根本不懂得“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价

值决定于劳动价值”这两种说法是什么意思。他根本不懂得这两者

之间的差别。

“请不要以为我不是主张商品价值相互之比等于生产这些商品所必要的

劳动量相互之比，就是主张商品价值相互之比等于劳动价值相互之比。我只

是主张：如果前一种说法是正确的，后一种说法也就不会是错误的。”（同上，

第９２页）

各种商品的价值由一种商品的价值决定（如果它们由“劳动价

值”决定，那末，它们就是由另一种商品决定；因为劳动价值是以劳

动作为商品为前提的），和各种商品的价值由一种没有价值、本身

不是商品而是价值实体并且最先使产品成为商品的第三物决

定，——在贝利看来是一回事。可是，在第一种情况下，谈的是商品

的一种价值尺度，实际上也就是货币，就是其他商品借以表现自己

价值的商品。要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必须已经有各种商品的价值存

在作为前提。无论是计量的商品还是被计量的商品，在第三物上必

须已经是同一的。相反，在第二种情况下，最先确定了这种同一性

本身，然后它表现在价格上，表现在货币价格或其他任何价

格上。           

贝利把“不变的价值尺度”和对内在的价值尺度的寻求，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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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和价值概念本身等同起来。只要把这两个东西混为一谈，寻求

“不变的价值尺度”甚至就成为一种理性的本能。而可变性正是价

值的特点。对“不变的东西”的寻求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内在的价值

尺度本身不能也是商品，也是价值，相反，它必须是某种构成价值，

因而形成内在的价值尺度的东西。贝利证明说，［８３２］商品价值可

以获得货币表现，而且如果商品的价值比例是既定的，一切商品都

可以把自己的价值表现在一种商品上，虽然这种商品的价值也会

变动。但是这种商品的价值不管怎么变动，它在同一时间内对其他

商品来说总是不变的，因为它是对一切商品同时发生变动的。贝利

由此得出结论说，不需要什么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因而也用不着

去寻找它。因为他发现它已在货币表现上反映出来，所以他就用不

着去“了解”这种表现为什么是可能的，它是怎么决定的，它在事实

上表示什么。

一般说来，以上所述，既可以用来反驳马尔萨斯，也可以用来

反驳贝利，因为贝利认为，无论以劳动量还是以劳动价值作为价值

尺度，涉及的是同一个问题，同一回事。其实，在后一种情况下，价

值已经作为前提，问题是要找到衡量这些已经作为前提的价值的

尺度，找到它们的外在尺度，它们作为价值的表现。在前一种情况

下，研究的是价值本身的发生和内在性质。在后一种情况下，研究

的是商品到货币的发展，或交换价值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取得的形

式。在前一种情况下，研究的对象是价值，它不依这种表现为转移，

相反地是这种表现的前提。贝利和其他蠢驴都认为，决定商品的价

值就是指找到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找到商品价值的外在尺度。但

是，其他蠢驴出于理性的本能，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尺度必须具

有不变的价值，即在实际上它本身必须处于价值的范畴之外。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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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说，这里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因为我们在实践中已经找

到了现成的价值表现，这种表现本身具有并且可以具有可变的价

值而不损害它的职能。

［问题的一般提法就是这样。］特别是贝利本人在前面曾经告

诉我们，６个工人劳动的产品，即同一劳动量的产品，可以是１００

夸特或２００夸特或３００夸特谷物，而“劳动价值”，在贝利看来，只

是这６个工人从１００、２００或３００夸特中得到的份额。这个份额可

以是每个工人５０、６０或７０夸特５７。这样，就是照贝利本人所举的例

子看来，劳动量和这个劳动量的价值也是两种极不相同的表现。怎

么能认为，价值表现在劳动量上，同表现在与劳动量根本不同的劳

动量的价值上是一样的呢？如果同样的劳动以前提供３夸特谷物，

现在提供１夸特，而同样的劳动以前提供２０码麻布（或３夸特谷

物），现在仍旧提供２０码麻布，那末，用劳动时间来计量，１夸特谷

物现在就等于２０码麻布，或２０码麻布等于１夸特谷物，而３夸特

谷物就等于６０码麻布而不是等于２０码麻布。因此，１夸特谷物的

价值和１码麻布的价值，相对地变动了。但是它们按“劳动价值”来

说却丝毫没有变动，因为１夸特谷物和２０码麻布仍旧是同以前一

样的使用价值。并且很可能１夸特谷物现在支配的劳动量不比以

前多。

如果拿单个商品来说，那末，贝利的论断是毫无意义的。如果

生产一双长靴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减少十分之九，那末一双长靴的

价值就减少十分之九；表现在其他一切商品上——生产这些商品

所必要的劳动保持不变或不按同一程度减少——也相对地减少。

但是劳动价值——例如制靴业以及其他一切生产部门的日工资

——可能保持不变，甚至可能提高。现在在一双长靴中包含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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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了，因而包含的有酬劳动也少了。但是当谈到劳动价值时，这并

不是说，对一小时劳动，一般地说对较小量的劳动，要比对较大量

的劳动，支付较少的报酬。贝利的命题只有对资本的总产品来说才

会有某种意义。假定２００双长靴和以前１００双长靴一样是同量资

本（和同量劳动）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２００双长靴的价值就和以

前１００双长靴的价值一样。于是这里可以说，２００双长靴对１０００

码麻布（假定这是２００镑资本的产品）之比，等于这两笔资本所推

动的劳动的价值之比。在什么意义上呢？难道在一双长靴对一码

麻布之比也［８３３］可以这样说的意义上吗？

劳动价值是商品包含的劳动时间中由工人自己占有的那一部

分；是产品中体现属于工人自己的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所以，如

果商品的全部价值分解为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并且无

酬劳动时间对有酬劳动时间之比是同一的，就是说，如果一切商品

中的剩余价值在总价值中占有同一比例，那末很明显，既然各商品

相互之比等于它们中包含的总劳动量之比，各商品相互之比同时

必定等于这些总劳动量中相同比例部分之比，因而也必定等于一

种商品中的有酬劳动时间对另一种商品中的有酬劳动时间之比。

Ｗ∶Ｗ′＝ＧＡ∶ＧＡ，这里，ＧＡ表示总劳动时间。
ＧＡ
ｘ
＝Ｗ 中

的有酬劳动时间，
ＧＡ
ｘ
＝Ｗ 中的有酬劳动时间，因为我们假定，

这两种商品中的有酬劳动时间在总劳动时间中占有相同的比例部

分。

Ｗ∶Ｗ ＝ＧＡ∶ＧＡ；

ＧＡ∶ＧＡ＝
ＧＡ
ｘ
∶
ＧＡ
ｘ
。

所以，

Ｗ∶Ｗ ＝
ＧＡ
ｘ
∶
ＧＡ
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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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各商品相互之比等于它们包含的有酬劳动时间之比，或者

说，等于它们包含的劳动的价值之比。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劳动价值并不是象贝利所希望的那样来

决定，而是它本身由［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决定。

其次，——撇开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不谈而只考察价值，——

各个资本是由不同比例的可变资本部分和不变资本部分构成的。

所以，在考察价值时可以看出，不同商品包含的剩余价值在量上是

不相同的，或者说，有酬劳动在总预付劳动中所占的比例对各种商

品来说是不相同的。

总之，工资——或者说，劳动价值——在这里是商品价值的指

数，并不是因为它是价值，并不是因为工资会提高或降低，而是因

为某种商品包含的表现在工资上的有酬劳动量，是该商品所包含

的劳动总量的指数（与其他商品相比）。

一句话，全部问题归结为：既然商品价值相互之比等于Ａ∶

Ａ′（即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量之比），那末，它们相互之比也等

于
Ａ
ｘ
∶
Ａ
ｘ
，即商品中包含的有酬劳动时间量之比，——如果一切

商品中有酬劳动时间对无酬劳动时间之比是相同的，就是说，如果

不管总劳动时间是多少，有酬劳动时间总是等于总劳动时间除以

Ｘ。但是，这个“如果”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假定各生产部门

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是相同的，各生产部门中有酬劳动时间对所

耗费的劳动时间之比也是不同的，因为耗费的直接劳动对耗费的

积累劳动之比不同。比如有两笔资本：５０ｖ＋５０ｃ和１０ｖ＋９０ｃ。假定

在这两种情况下无酬劳动都等于有酬直接劳动的十分之一。这样，

在第一种商品中包含的价值是１０５，在第二种商品中是１０１。有酬

劳动时间在第一种情况下占预付劳动的１
２
，在第二种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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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占
１
１０
。

［８３４］贝利说：

“如果商品相互之比等于生产它们的劳动量之比，它们相互之比也必定

等于这种劳动的价值之比；因为否则就必然含有这样的意思：两种商品Ａ和

Ｂ可能在价值上相等，虽然在一种商品上所耗费的劳动的价值比另一种商品

上所耗费的劳动的价值大或小；或者说，商品Ａ和Ｂ在价值上可能不等，虽

然它们各自耗费的劳动在价值上是相等的。但是，由价值相等的劳动生产出

来的两种商品在价值上的这个差别，就会和公认的利润的均等相矛盾，而利

润的均等是李嘉图先生和其他作者一致承认的。”（同上，第７９—８０页）

在最后一句话里，贝利无意中摸索到对李嘉图的正确的反驳，

李嘉图是直接把利润和剩余价值等同起来，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

同起来的。这个反驳的正确表述就是：如果商品按自己的价值出

卖，它们就提供不同的利润，因为这时利润等于商品本身包含的剩

余价值。这个反驳是正确的。但是它不是反对价值理论，而是反对

李嘉图在应用这个理论方面的错误。

不过，在上面引用的话里，贝利本人对问题的理解多么不正

确，可以从下面这段话看出来：

“相反，李嘉图认为，‘劳动在价值上可以提高或降低而不影响商品的价

值’。这个论断和另一个论断显然有很大的不同。它是否正确，实际上要看另

一个论断是否错误，或者说，要看相反的论断如何。”（同上，第８１页）

这个蠢驴自己以前说过，同量劳动的结果可以是１００、２００或

３００夸特谷物。这一点决定一夸特谷物对其他商品的比例，而不管

劳动价值如何变动，就是说，不管１００、２００或３００夸特中归工人自

己所得的是多少。假如这个蠢驴要在某种程度上保持前后一贯，他

就应该说：劳动价值可以提高或降低，但是商品价值相互之比仍然

等于劳动价值之比，因为——按照错误的假定——工资的提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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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是普遍的，而且工资的价值在所耗费的劳动总量中始终占相

同的比例部分。

［（γ）把价值同价格混淆起来。贝利的主观主义

观点。关于费用价格和价值的差额问题］

  ［贝利说：］

“表现商品价值的能力同商品价值的不变性没有关系

（确实没有关系！但是它同表现价值以前首先找出价值大有关

系；同找出彼此极不相同的使用价值怎样归入价值这个共同的范

畴和共同的名称，从而使一物的价值可以由另一物表现，大有关

系｝，

无论是把商品互相比较，还是把它们同所使用的尺度比较，都是如此。同

样，把这些价值表现加以比较的能力也同价值的不变性没有关系。”

｛如果不同商品的价值都表现在同一的第三种商品上（不管后

者的价值如何变动），那末，把这些已经具有共同名称的表现加以

比较，当然是很容易的。｝

“Ａ值４Ｂ还是６Ｂ

｛困难是怎样使Ａ和若干数量的Ｂ相等，这只有当Ａ和Ｂ有

一个共同的统一体，或者说，Ａ和Ｂ是同一个统一体的不同体现

物时，才有可能。如果所有商品都必须表现在金上，表现在货币上，

困难仍然一样。在金和其他每种商品之间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统一

体｝，

以及Ｃ值８Ｂ还是１２Ｂ，这对于把Ａ和Ｃ的价值表现在Ｂ上的能力是无

关紧要的，而且——既然Ａ和Ｃ的价值都表现在第三种商品Ｂ上——对于

把Ａ和Ｃ的价值加以比较的能力，当然也是无关紧要的。”（同上，第１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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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页）

但是，Ａ怎样表现在Ｂ或Ｃ上呢？必须把Ａ、Ｂ、Ｃ看成某种和

它们作为物、产品、使用价值不同的东西，才能使“它们”互相表现，

换言之，才能把它们当作同一的统一体的等价表现。Ａ＝４Ｂ。因而，

Ａ的价值表现在４Ｂ上，而４Ｂ的价值表现在Ａ上，结果等式的两

方表现同一的东西。它们是等价物。它们两者都是价值的相等的

表现。如果它们是不相等的表现，如Ａ＞４Ｂ或Ａ＜４Ｂ，也是一样。

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只要［８３５］它们是价值，它们就只是在量上不

同或相等，但是始终是同一个质的量。困难在于找到这个质。

“在对价值进行计量的过程中，必要条件是使被计量的商品具有共同的

名称

｛例如，为了把三角形和其他一切多角形加以比较，只须把多

角形化为三角形，把它们表现在三角形上。但是要这样做，三角形

和多角形事实上就被看成等同的东西，看成同一个东西——空间

——的不同表现形式｝，

这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同样轻而易举地做到；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是现成

的，因为这就是记录下来的商品价格，或者说商品对货币的价值比例。”（同

上，第１１２页）

“决定价值也就是表现价值。”（同上，第１５２页）

这里我们把这个家伙弄清了。我们看到价值已用价格来计量

和表现了。因此，［贝利认为］我们也就可以满足于不知道什么是价

值。贝利把价值尺度到货币的发展，进而把货币作为价格标准的发

展，同价值作为商品交换的内在尺度的发展中价值概念本身的确

立混为一谈。他正确地认为，这种货币没有必要成为价值不变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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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是他由此得出结论：独立于商品本身之外、与商品本身不同

的价值规定是没有必要的。

只要把商品的价值作为商品的共同的统一体，商品相对价值

的计量和这种价值的表现就一致了。但是，在我们找到和商品的直

接存在不同的统一体以前，我们将看不到这种表现。

就拿贝利关于物品Ａ和Ｂ之间的距离的例子①来说，也可以

看出这一点。当我们说它们之间有距离时，我们已经假定，它们二

者是空间的点（或线）。如果把它们看成点，而且是同一线上的点，

那它们的距离就可以用寸、尺等表示。Ａ和Ｂ这两种商品的统一

体，乍看起来，就是它们的可交换性。它们是“可交换的”物品。作

为“可交换的”物品，它们是同一名称的量。但是，“它们”作为“可交

换的”物品的存在必须和它们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不同。这种存在

是什么呢？

货币本身已经是价值的表现，是以价值为前提的。货币作为价

格标准，又已经以商品转化（理论上）为货币作为前提。如果所有商

品的价值都表现为货币价格，我就可以比较它们；事实上它们已经

被比较了。但是要把价值表现为价格，商品的价值必须先表现为货

币。货币只不过是商品价值在流通过程中借以表现的形式。但是

我怎样才能把ｘ棉花表现在ｙ货币上呢？这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

般地说，我怎样才能把一种商品表现在另一种商品上，或者说，把

商品表现为等价物？只有离开一种商品在另一种商品上的表现去

分析价值，才能回答这个问题。

“认为……不同时期的商品之间可以存在价值比例，是错误的，按照事物

的性质，也是不可能的；而既然不存在这种比例，也就不能进行计量。”（同上，

５７１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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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１３页）

这种谬论前面已经有过①。在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时，就已

经存在“不同时期的商品之间的价值比例”。整个流通过程都是不

同时期商品价值不断比较的过程。

“如果它〈货币〉不是不同时期商品进行比较的好手段，那末，这就意味

着：它不能在不存在任何可以由它执行的职能的地方执行职能。”（同上，第

１１８页）

作为支付手段和贮藏货币，货币就是要执行这种比较不同时

期商品价值的职能。

事实上，这全部谬论的秘密由下面一段话透露出来了，这段话

完全是从《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作者那里抄来

的②，它使我相信，贝利作为剽窃者利用了被他小心翼翼地隐瞒起

来的《用语的争论》。

［８３６］“财富是人的属性，价值是商品的属性。人或共同体是富的；珍珠或

金刚石是很有价值的。”（《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第１６５页）

珍珠或金刚石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们是珍珠或金刚石，也就

是由于它们的属性，由于对人有使用价值，——也就是由于它们是

财富。但是在珍珠或金刚石中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确定它们和其他

［使用价值］之间的交换比例。

贝利突然成了高深莫测的哲学家：

“在作为价值原因的劳动和作为价值尺度的劳动之间，总之，在价值的原

因和尺度之间，是有区别的。”（第１７０页及以下各页）

的确，在“价值尺度”（指货币而言）和“价值原因”之间有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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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的区别（而且被贝利忽略了）。价值的“原因”把使用价值转化

为价值。外在的价值尺度已经以价值的存在为前提。例如，金所以

能成为棉花的价值尺度，只是因为金和棉花作为价值具有和二者

都不相同的统一体。价值的“原因”是价值的实体，因而也是内在的

价值尺度。

“一切在商品交换中间接或直接对人的意识起决定性影响的……情况，

都可以看作价值的原因。”（第１８２—１８３页）

实际上，这不过是说：那些使卖者或者使买者和卖者把某种东

西看成商品的价值或等价物的情况，是商品价值的原因或两种商

品等价的原因。把决定商品价值的“情况”，说成影响交换者的“意

识”而本身又存在于交换者的意识中（也许不存在，也许以歪曲的

形式存在），这样，就根本不能进一步认识它。

这些（虽然影响意识、但是独立于意识之外的）迫使生产者把

他们的产品作为商品出卖的情况，——这些使一种社会生产形式

区别于另一种社会生产形式的情况，——赋予他们的产品（也给他

们的意识）一种与使用价值无关的交换价值。这些产品的生产者的

“意识”可以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商品的价值实际上是怎样决定的，

或者说，是什么东西使他们的产品成为价值的，——对于意识来

说，这甚至可能不存在。产品的生产者被置于决定他们的意识的条

件下，而他们自己却不一定知道。每个人都可以把货币作为货币使

用，而不知道货币是怎么一回事。经济范畴反映在意识中是大大经

过歪曲的。贝利所以把问题转入意识领域，是因为他在理论上走进

了死胡同。

贝利不说，他自己所理解的“价值”（或“价值的原因”）是什么，

而对我们说，这是买者和卖者在交换活动中所想象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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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作为这个貌似哲理的词句的基础的是：

（１）市场价格是由表现在供求关系中的不同情况决定的，而这

些情况本身影响市场上的交易者的“意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２）在商品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时要考虑到作为“补偿理由”

影响意识或在意识中出现的“不同的情况”。但是，所有这些补偿理

由只影响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家的意识，并且它们是由资本主义生

产本身的性质产生的，而不是由买者和卖者的主观理解产生的。在

买者和卖者的头脑中，它们毋宁说是作为不言而喻的“永恒真理”

存在的。

贝和和他的前辈一样，抓住李嘉图把价值和费用价格混淆起

来这一点来证明，价值不是由劳动决定的，因为费用价格同价值相

偏离。用这一点反对李嘉图的［把价值和费用价格］等同是完全正

确的，但用来反对［价值决定于劳动的］论点本身则是不正确的。

在这方面，贝利首先引证了李嘉图本人谈到的商品相对价值

［８３７］由于劳动价值提高而变动的论点①。其次，他引证了“时间的

影响”（在不延长劳动时间情况下生产时间的差别），即已经引起穆

勒疑问的同一情况②。贝利没有看到真正的普遍的矛盾——虽然

资本构成不同，资本周转时间不同等等，却存在着平均利润率。他

只是重复了李嘉图本人和后来的作者已经注意到的这个矛盾的个

别表现形式。因此，他在这里不过是一个应声虫：他没有使批判前

进一步。

其次，他强调生产费用是“价值”的主要原因，因而是价值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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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素。但是，他象李嘉图以后的其他作者一样，正确地指出，生产

费用概念本身有不同的含义。最后他本人宣称，他同意托伦斯的价

值由预付资本决定的观点，这个观点对费用价格来说是正确的，但

是如果它不从价值本身的发展得出，也就是说，如果想由更发达的

关系，即由资本的价值得出商品的价值，而不是相反，那是毫无意

义的。

他最后的一个反驳是：如果一个行业的劳动时间不等于另一

个行业的劳动时间，以致例如体现工程师１２小时劳动的商品的价

值比体现农业工人１２小时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大一倍，那末，商品

的价值就不能用劳动时间计量。这可以归结为：例如，简单劳动日

如果有其他劳动日作为复杂劳动日与之相比，就不是价值尺度。李

嘉图已经证明，如果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之比是既定的，上述事实

并不妨碍用劳动时间计量商品。５８诚然他没有说明，这种比例是怎

样发展和决定的。这属于对工资问题的说明，这归根到底就是劳动

能力本身的价值的差别，即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由劳动时间决

定）的差别。

下面就是贝利对前面已经概括的观点加以表述的段落：

“事实上，说生产费用是决定这类商品〈不存在垄断，而且只要扩大生产

就可以增加产量的商品〉交换量的主要情况，是不会引起异议的；但是什么是

生产费用，我们最优秀的经济学家的理解是不完全一致的；有些人主张，耗费

在商品生产上的劳动量构成它的费用；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应该把用在这上

面的资本叫做生产费用。”（同上，第２００页）

“劳动者没有资本而生产的东西，花费他的是他的劳动；资本家生产的东

西，花费他的是他的资本。”（第２０１页）

（正是这个理由决定了托伦斯的观点。资本家使用的劳动，除

了他用在工资上的资本以外，没有花费他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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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商品的价值是由用在商品上的资本决定的。”（第２０６页）

贝利对商品价值仅仅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的论点提出

了以下反驳意见：

“只要我们能够找到任何下面这类例子，这种看法就不可能是正确的。第

一种情况是：由同量劳动生产的两种商品，卖得不同量的货币；第二种情况

是：以前价值相等的两种商品，虽然使用的劳动量没有任何变动，但在价值上

变得不等了。”（第２０９页）

“如果我们和李嘉图先生一样，说‘对不同性质的劳动的估量，能够在市

场上迅速地而且对所有实际目的都十分准确地确定’；或者和穆勒先生一样，

说‘在估量等量劳动时当然要注意不同的繁重程度和不同的熟练程度’，这都

不是〈对第一种情况的〉回答。这种例子完全破坏了规则的普遍适用性。”（第

２１０页）

“比较一个劳动量和另一个劳动量，只可能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按照耗费

的时间，另一种是按照生产出来的结果〈这种方法用于计件工资制〉。前一种

方法适用于一切种类的劳动；后一种方法只能用于比较耗费在同类物品上的

劳动。因此，如果在估量两种不同劳动时，所耗费的时间不决定劳动量之间的

［８３９］５９比例，那末这种比例就必然始终是不确定的和无法确定的。”（第２１５

页）

“关于第二种情况：试举任何两种价值相等的商品Ａ和Ｂ为例；一种是

用固定资本生产的，另一种是不用机器由劳动生产的，并且假定，在固定资本

或劳动量没有任何变动的情况下，劳动价值提高了。按照李嘉图先生自己的

论据，Ａ和Ｂ之间的价值比例马上会发生变化，就是说，它们的价值将变得

不等了。”（第２１５—２１６页）

“对这两种情况我们还可以加上时间对价值的影响。如果生产一种商品

比生产另一种商品需要的时间多，那末，即使它不需要较多的资本和劳动，它

的价值也较大。李嘉图先生承认这个原因的影响。但是穆勒先生主张”……

（第２１７页）

最后，贝利还谈到下面一点，这是他在这方面提出的唯一的新

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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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类商品｛这一点，即这三类商品，又是从《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

语的争论》的作者那里抄来的｝〈即（１）在绝对垄断下生产的商品；（２）在有限

的垄断下生产的商品，如谷物；（３）在完全自由竞争下生产的商品〉不可能绝

对分开。它们不仅毫无区别地互相交换，而且在生产过程中混合在一起。因

此，一种商品的一部分价值可能由垄断造成，而另一部分价值则可能由那些

确定非垄断产品价值的原因造成。例如，一种物品可以在最自由的竞争下用

原料生产者依靠完全的垄断按照六倍于实际费用的价格出卖的原料生产出

来。”（第２２３页）“在这种情况下很清楚，尽管可以正确地说，物品的价值由工

厂主花费在它上面的资本量决定，但是任何分析也不能把这笔资本的价值归

结为劳动量。”（第２２３—２２４页）

这个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垄断在这里和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

们所涉及的只是两个范畴，即价值和费用价格。很明显，价值转化

为费用价格有双重作用。第一，加到预付资本上的利润可以高于或

低于商品本身包含的剩余价值，即利润所代表的无酬劳动可以大

于或小于商品本身所包含的。这一点适用于商品中的可变资本部

分及其再生产。但是，除此之外，不变资本——或者说，作为原料、

辅助材料和劳动工具，总之作为劳动条件加入新生产的商品的价

值的商品——的费用价格，同样可以高于或低于它们的价值。因

此，加入新生产的商品的价值的，是偏离了价值的价格部分，这个

价格部分不取决于新加劳动量，或者说，不取决于使这些具有一定

费用价格的生产条件转化为新产品的劳动量。总之很清楚，对商品

本身——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的商品——的费用价格和价值之间

的差额适用的东西，同样适用于以不变资本的形式，作为组成部

分，作为前提进入生产过程的商品。可变资本，无论它的价值和费

用价格之间有多大差额，总是由构成新商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的一

定劳动量补偿的，至于新商品的价值是恰好表现在新商品的价格

上，还是高于或低于价格，那是无关紧要的。相反，如果说的是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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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新商品本身的生产过程而加入该商品的价格的价值组成要素，

那末费用价格和价值的这种差额将作为先决要素转入新商品的价

值。

因此，商品的费用价格和价值之间的差额是由双重原因产生

的：一方面是那些构成新商品生产过程的前提的商品的费用价格

和价值之间的差额，另一方面是实际加到生产费用上的剩余价值

和［按预付资本］计算的利润之间的差额。但是，每一种作为不变资

本加入另一种商品的商品本身都是作为结果，作为产品从另一个

生产过程出来的。因此，一种商品交替地时而表现为其他商品的生

产的前提，时而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其他商品的

存在又是这种商品的生产的前提。在农业（畜牧业）中，同一商品时

而表现为产品，时而表现为生产条件。

费用价格对价值的这种有重要意义的偏离——这种偏离是由

资本主义生产决定的——丝毫没有改变费用价格照旧是由价值决

定这个事实。

（４）麦克库洛赫

［（ａ）在彻底发展李嘉图理论的外表下使李嘉图

理论庸俗化和完全解体。肆无忌惮地为

资本主义生产辩护。无耻的折衷主义］

  ［８４０］麦克库洛赫是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庸俗化者，同时又是使

这个经济理论解体的最可悲的样板。

他不仅是李嘉图的庸俗化者，而且是詹姆斯·穆勒的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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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而且，他在一切方面都是庸俗经济学家，是现状的辩护士。使

他担心到可笑地步的唯一事情，就是利润下降的趋势；他对工人的

状况是完全满意的，总而言之，他对沉重地压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资

产阶级经济的一切矛盾都是满意的。在这里，一切都生气勃勃。在

这里，他甚至知道，

“一个生产部门采用机器，必然会在其他某一生产部门造成同样大的或

更大的对被解雇的工人的需求”。６０

在这个问题上他背离了李嘉图，正象他在后来的一些著作中

开始对土地所有者大加奉承一样。但是，鉴于利润率下降的趋势，

他把全部温情脉脉的关怀都倾注在可怜的资本家身上。

“麦克库洛赫先生看来和其他科学代表人物不同，他不是寻求具有特征

的区别，而只是寻求类似之处；按照这个原则，他就把物质对象和非物质对

象、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资本和收入、工人的食物和工人本身、生产和消

费以及劳动和利润，统统混淆起来。”（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定义》１８２７年伦

敦版第６９—７０页）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伦敦版）一书中，把

价值区分为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即交换价值。他在第２１１和２２５页上说，前

者‘取决于耗费在占有或生产商品上的劳动量，而后者取决于商品换得的劳

动或其他任何商品的量’；而且，他说（第２１５页），在通常状况下，即当市场上

的商品供给和对商品的有效的需求完全一致的时候，这两种价值是等同的。

但如果它们是等同的，那末他谈的两个劳动量也应该是等同的。但是，他在第

２２１页告诉我们，它们不是等同的，因为一个包括利润，另一个不包括利润。”

（［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１８３２年伦敦版第２５页）

麦克库洛赫在他的这本《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２２１页上是这样

说的：

“事实上它〈商品〉换得的总是更多｛即比生产该商品所用的劳动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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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而且正是这个余额构成利润。”

这是这个苏格兰大骗子所用的手法的鲜明例证。

马尔萨斯、贝利等人的争论，迫使他把实际价值和交换价值即

相对价值区别开来。但是他所作的这种区别实际上就是他在李嘉

图那里发现的区别。实际价值，就是从生产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来看

的商品；相对价值就是各种不同商品的比例，这些商品可以用同样

的时间生产出来，因而它们是等价物，因此，其中一种商品的价值，

可以用花费同样多劳动时间的另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量来表现。

商品的相对价值，按李嘉图的这种见解，不过是它的实际价值的另

一种表现，不过意味着各种商品按照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进行交

换，或者说，它们各自包含的劳动时间是相等的。因此，如果商品的

市场价格等于它的交换价值（在需求和供给相符时就是如此），那

末买进的商品包含的劳动就同卖出的商品包含的一样多。如果在

交换时商品换回的和在商品中付出的劳动量相同，那末商品仅仅

实现它的交换价值，或者说，商品不过按它的交换价值出卖。

这一切，库洛赫都加以确认，象鹦鹉学舌那样正确地加以重

复。不过，他在这里走过了头，因为马尔萨斯的交换价值规定——

交换价值是商品支配的雇佣劳动量——已经深入他的内心。他因

此把相对价值规定为“商品换得的劳动
·
或其他任何商品的量”。李

嘉图在考察相对价值时，始终只谈劳动以外的商品，因为在商品交

换时，利润所以实现，仅仅因为商品同劳动交换并不是等量劳动相

交换。李嘉图在其著作一开头就特别强调指出：商品价值决定于

［８４１］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和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可以买到的

劳动量，这两者是根本不同的。６１这样，他一方面把商品包含的劳

动量同商品支配的劳动量区别开来；另一方面，他从商品的相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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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中排除了商品同劳动的交换。因为一种商品同另一种商品相交

换，是等量劳动相交换。商品同劳动本身相交换，则是不等量劳动

相交换，而资本主义生产正是以这种交换的不平等为基础的。李嘉

图没有解释这个例外如何同价值概念相符合。李嘉图以后的经济

学家们的争论就是由此产生的。但是，正确的本能使他看到了这种

例外（事实上这根本不是例外，只是他把它理解为例外）。由此可

见，库洛赫比李嘉图走得还远，表面上比李嘉图还彻底。

在他那里毫无破绽。一切完美无缺。无论商品同商品相交换，

还是商品同劳动相交换，这种交换比例都同样是商品的相对价值。

如果交换的商品按它们的价值出卖（也就是说，如果需求和供给相

符），这种相对价值就始终是实际价值的表现，也就是说，在交换的

两极有相同的劳动量。因此，“在通常状况下”，商品所交换的也仅

仅是和该商品包含的劳动量相等的雇佣劳动量。工人以工资形式

得到的物化劳动，恰好等于他在交换时以直接劳动的形式还给资

本家的劳动。这样，剩余价值的源泉就消失了，李嘉图的整个理论

也就瓦解了。

可见，库洛赫先生一开头是在使李嘉图理论贯彻到底的外表

下破坏这个理论。

下一步怎么样呢？下一步，他无耻地从李嘉图投奔到马尔萨斯

那里去了，——按照马尔萨斯的学说，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商品买到

的劳动量，这个劳动量必须始终大于商品包含的劳动量。麦克库洛

赫和马尔萨斯的区别仅仅在于，马尔萨斯把这一点按其本来面目，

即把它作为李嘉图的对立面说出来，而库洛赫先生却以一种使李

嘉图理论失去意义的表面的彻底性（即彻底的浅薄无知）采用李嘉

图的说法，然后又采用这个对立面。因此，李嘉图学说的最内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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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在商品按其价值进行交换的基础上利润如何实现——库

洛赫是不理解的，而且对他来说这个核心是不存在的。既然交换价

值——按照库洛赫的说法，交换价值“在市场的通常状况下”等于

实际价值，但是“事实上”总是大于实际价值，因为利润就建立在这

个余额上（借“事实上”一词作了一个出色的对比和出色的分

析）——是商品换得的“劳动
·
或其他任何商品的量”，所以，适用于

“劳动”的，也适用于“其他任何商品”。换句话说，商品不仅同比它

包含的劳动量大的直接劳动量相交换，而且同比它包含的劳动量

大的其他商品中的物化劳动量相交换；这就是说，利润是“让渡利

润”，这样，我们就又回到重商主义者那里去了。马尔萨斯直截了当

地作出了这个结论。在库洛赫那里，这个结论则是不言自明的，不

过他却把这妄称为李嘉图体系的发展。

而李嘉图体系的这种完全解体（变成一堆废话）——被自夸为

李嘉图体系的彻底发展的这种解体——却被那些无知之徒，尤其

是大陆上的无知之徒（其中当然包括罗雪尔先生）当作从这个体系

出发而得出的走得太远、走到极端的结论，他们因而相信库洛赫先

生所学到的李嘉图的“咳嗽和吐痰”６２的姿态（库洛赫用这种姿态

来掩盖自己的不可救药的、浅薄无知的和无耻的折衷主义），真的

就是把李嘉图体系贯彻到底的科学尝试！

麦克库洛赫纯粹是一个想利用李嘉图的经济理论来发财的

人，而他确实令人吃惊地做到了这一点。萨伊也曾经这样利用斯密

的理论，不同的是，他至少还有点贡献：他使斯密的理论有一定的

形式上的条理化，而且，除了误解的情况之外，有时他还敢于提出

一些理论上的疑问。因为库洛赫起先是靠李嘉图的经济理论在伦

敦登上教授的席位，所以他最初势必以李嘉图主义者的身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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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还要参加反对土地所有者的斗争。一旦他站住了脚，并踏着

李嘉图［８４２］的肩膀获得了一定的地位，他就主要致力于在辉格主

义范围内讲述政治经济学，特别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而把其中

使辉格党人讨厌的一切结论全部剔除。他的最后论货币、税收等等

的著作，不过是为当时的辉格党内阁作的辩护词而已。此人由此谋

得了一个肥缺。他的统计著作纯粹是骗钱的东西。在这里，对理论

的浅薄无知的糟蹋和庸俗化，也暴露出此人本身就是一个“庸夫俗

子”，关于这一点，下面我们在结束有关这位苏格兰投机家的问题

之前，还要谈到一些。

１８２８年麦克库洛赫出版了斯密的《国富论》。这个版本的第四

卷包括麦克库洛赫本人所写的“注释和论述”，其中一部分是为了

增加篇幅把他从前发表过的、与问题毫无关系的蹩脚文章，例如关

于“长子继承制”等等的文章，重新刊印出来；另一部分几乎逐字逐

句重复他的政治经济学史讲义，或者象他自己所说的，“有许多是

从其中借用来的”；还有一部分则竭力把穆勒以及李嘉图的反对者

在这段时间里提出的新东西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同化。

麦克库洛赫先生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６３一书中，只是把

他的“注释”和“论述”抄了一遍，而这些“注释”和“论述”又是他本

人从自己过去的“零散的著作”中抄下来的。不过在《原理》中情况

更加糟糕一些，因为在“注释”中，前后矛盾的地方还比在所谓的系

统叙述中容易过得去。所以，上面从麦克库洛赫的《原理》引述的一

些论点，有一部分虽然是从“注释和论述”中一字不改地抄来的，但

是它们在这些“注释”中毕竟不象在《原理》中那样显得前后矛盾。

｛此外，他的《原理》还包括从穆勒那里抄来并加上极其荒谬的解释

的东西，以及重新刊印的论谷物贸易等等的文章；这些文章他大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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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用二十个不同的标题在各种不同的期刊上，甚至往往在不同

时间的同一刊物上一字不改地一再发表过。｝

麦克在上面提到的他出版的亚·斯密著作的第四卷（１８２８年

伦敦版）中说（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逐字逐句重复了这些话，

但是他在“注释”中还认为是必要的那些区别却没有了）：

“必须把商品或产品的交换价值和实际价值（即费用价值）区别开来。前

者，即商品或产品的交换价值，是指它们交换其他商品或劳动的能力或可能

性；后者，即商品的实际价值或费用价值，是指为生产或占有商品所必需的劳

动量，更确切地说，是指在所考察的时间内生产或占有同种商品所必需的劳

动量。”（麦克库洛赫出版的亚·斯密的《国富论》１８２８年伦敦版第４卷第

８５—８６页）

“用一定量劳动生产的商品｛在商品的供给和有效的需求相等的情况

下｝，始终将交换或者说购买用同样多的劳动生产的其他任何商品。但是，它

决不会交换或者说购买和生产它所用的劳动正好同样多的劳动；但是，尽管

它不会这样做，它交换或者说购买的劳动量，总是象其他任何在相同条件下

（即用和它本身相同的劳动量）生产出来的商品交换或者说购买的一样多。”

（同上，第９６—９７页）

“事实上〈麦克库洛赫在《原理》中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个词，因为这个

“事实上”事实上构成他的全部论据〉它〈商品〉换得的总是更多｛即比生产该

商品所用的劳动更多的劳动｝，而且正是这个余额构成利润。资本家不会有任

何动机〈好象在进行商品交换和考察商品价值时，问题就在于买者的“动机”〉

去用一定的已完成的劳动量的产品交换［８４３］相同的待完成的劳动量的产

品。这就等于贷款｛“交换”竟等于“贷款”！｝而不收任何利息。（同上，第９６

页）

让我们从末尾谈起。

如果资本家取回的劳动不比他在工资上预付的多，他就是“贷

款”而没有“利润”。问题是要解释，如果商品（劳动或其他商品）都

按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利润怎么可能产生。麦克库洛赫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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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果是等价物进行交换，利润就不可能产生。起初假定资本家

同工人进行“交换”。然后，为了解释利润，又假定他们“不是”进行

交换，而是其中一方贷出（即付出商品），另一方借入，即在取得商

品之后之才付出。或者，为了解释利润，说资本家如果没有利润，他

就没有“任何利息”。在这里，问题本身的提法就是错误的。资本家

用来支付工资的商品，与他作为劳动成果取回的商品，是不同的使

用价值。因此，他取回的并不是他预付的东西，正象他用一种商品

交换另一种商品时取回的不是原来那种商品一样。他是购买另一

种商品还是购买为他生产这另一种商品的特殊［商品——］劳动，

这都是一回事。正象在一切商品交换的情况下一样，他付出了一种

使用价值，而换取了另一种使用价值。相反，如果考虑的只是商品

的价值，那末，用“一定的已完成的劳动量”去交换“相同的待完成

的劳动量”（尽管资本家实际上只是在劳动已经完成之后才支付

的），就没有任何矛盾，正象用一定的已完成的劳动量去交换相同

的已完成的劳动量是不矛盾的一样。后一种情况是毫无意义的同

义反复。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待完成的劳动”物化于和已完成的

劳动不同的使用价值之中。所以在这种场合，［交换对象之间］存在

差别，因而也就存在由这种关系本身产生的交换动机；而在另一种

场合就不存在这种动机，因为，在这种交换中问题［仅仅］在于劳动

量，Ａ只是同Ａ相交换。因此，麦克先生求助于动机。资本家的动

机，是要取回比他付出的更多的“劳动量”。利润的产生用资本家有

赚取“利润”的动机来解释。但是，在商人出卖商品的情况下，在一

切不以消费而以利润为目的出卖商品的情况下，也完全可以这样

说：卖者没有用一定的已完成的劳动量去交换相同的已完成的劳

动量的动机。他的动机是要换得比他付出的更多的已完成的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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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必须以货币或商品形式取得比他以商品或货币形式付出

的更多的已完成的劳动。从而，他必须贵卖贱买，贱买贵卖。这样，

我们看到的便是“让渡利润”，其产生的原因，并不在于它符合价值

规律，而在于买者和卖者据说都没有按照价值规律来买或卖的“动

机”。这就是麦克的第一个“卓越的”发现，这在力图阐明价值规律

如何不顾买者和卖者的“动机”而为自己开辟道路的李嘉图体系中

真是个绝妙的发现。

［８４４］此外，麦克在“注释”中的叙述和他在《原理》中的叙述只

有以下的不同：

在《原理》中，他区别了“实际价值”和“相对价值”，并且

说，“在通常情况下”两者是相等的，但是“事实上”，如果必

须取得利润，两者就不能相等。可见，他不过是说：“事实”和“原

则”相矛盾。

在“注释”中，他区别了三种价值：“实际价值”，商品在同其他

商品交换时的“相对价值”，同劳动交换的商品的“相对价值”。商品

在同其他商品交换时的“相对价值”，是商品表现在其他商品即“等

价物”上的实际价值。相反，商品在同劳动交换时的相对价值，则是

商品表现在另一种实际价值上的实际价值，而这另一种实际价值

比商品的实际价值本身大。这就是说，商品的价值是同一个更大的

价值进行交换，同非等价物进行交换。如果商品同劳动等价物进行

交换，那就不会有利润了。商品在它同劳动交换时的价值，是一个

更大的价值。

问题：李嘉图的价值规定同商品和劳动的交换相矛盾。

麦克的解答：在商品同劳动交换时，不存在价值规律，存在的

是它的对立面。否则就无法解释利润。［然而］对于他这个李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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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者来说，利润是应该用价值规律来解释的。

解答：价值规律（在这个场合）就是利润。“事实上”，麦克所说

的只是李嘉图理论的反对者所说的话：如果价值规律在资本和劳

动的交换中起支配作用，那就不存在任何利润了。他们说，因此李

嘉图的价值规律是错误的。他说，就这个场合而言（这个场合他本

来是应该根据价值规律加以解释的），这个规律是不存在的，在这

个场合“价值”“意味着”某种别的东西。

由此清楚地看出，麦克库洛赫对李嘉图的规律丝毫也不理解。

不然的话他就应该说：在按照本身包含的劳动时间相交换的商品

进行交换时产生利润，是由于商品中包含“无聊”劳动。因此，资本

和劳动的不平等交换可以说明商品按其价值相交换和在这种商品

交换中实现的利润。麦克库洛赫却不是这样，他说：包含同样多的

劳动时间的商品，可以支配同样多的不包含在它们之中的劳动余

额。他想用这个方法把李嘉图的论点和马尔萨斯的论点调和起来，

硬把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和商品价值决定于支配劳动的能力

等同起来。但是，包含同样多的劳动时间的商品，可以支配同样多

超过它们包含的劳动的劳动余额，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仅仅意味

着，包含一定的劳动时间的商品，可以支配一定量的超过它包含的

劳动的剩余劳动。不仅包含ｘ劳动时间的商品Ａ是如此，而且同

样包含ｘ劳动时间的商品Ｂ也是如此，——这一点已经包含在马

尔萨斯的公式的表述中了。

可见，矛盾在麦克那里是这样解决的：如果李嘉图的价值规律

发生作用，就不可能有利润，也就是说，不可能有资本和资本主义

生产。这正是李嘉图的反对者的论断。而麦克也正是用这一点来

回答他们，反驳他们。在这里，他完全没有觉察到，对于同劳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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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换］的交换价值的解释——价值就是同某种非价值的交换——

是多么妙不可言。

［（ｂ）通过把劳动的概念扩展到自然过程而对劳动

的概念进行歪曲。把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

等同起来。把利润解释为“积累劳动

的工资”的辩护论观点］

  ［８４５］麦克先生在这样抛弃了李嘉图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以后，

还更进一步，破坏了这个基础的基础。

李嘉图体系的第一个困难是，资本和劳动的交换如何同“价值

规律”相符合。

第二个困难是，等量资本，无论它们的有机构成如何，都提供

相等的利润，或者说，提供一般利润率。实际上这是一个没有被意

识到的问题：价值如何转化为费用价格。

困难是从这里产生的：具有不同构成（不管这是由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的比例不同或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比例不同引起的，

还是由周转时间不同引起的）的等量资本，推动不等量的直接劳

动，从而也推动不等量的无酬劳动，所以，它们在生产过程中不可

能占有相等的剩余价值或相等的剩余产品。因此，既然利润无非是

按总预付资本的价值计算的剩余价值，它们就不能得到相等的利

润。如果剩余价值是某种别的东西而不是劳动（无酬的），那末，劳

动也就根本不是商品价值的“基础和尺度”６４。

这里产生的困难，李嘉图自己已经发现（尽管不是在其一般形

式上），并且把它们当做价值规则［即规律］的例外。马尔萨斯把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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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例外连同规则一起抛弃，因为例外成了规则。也同李嘉图论战的

托伦斯，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表述了这个问题，说等量资本虽然推动

不等量的劳动，但是仍然生产出“价值”相等的商品，因此，价值不

是由劳动决定的。贝利等人也是这样。至于穆勒，则承认李嘉图所

确认的例外是例外，而且这些例外，除了唯一的一个形式外，没有

使他发生任何怀疑。他发现只有一个造成资本家利润平均化的理

由是和规则相矛盾的。这个情况就是：某些商品停留在生产过程中

（例如，葡萄酒置于窖内）而没有在它们上面花费任何劳动；这是一

段使它们经受某种自然过程的作用的时期。（例如，在农业和制革

业中，在开始采用某些新的化学药剂以前劳动长时间中断，就是这

种情况，而这一点穆勒没有提到。）然而这段时间仍被算作提供利

润的时间。商品不经受劳动过程的这段时间也被算作劳动时间。

（在流通时间比较长的场合，情况也总是这样。）穆勒可以说是这样

“摆脱了”困境：他说，例如葡萄酒置于窖内的时间，可以算作它吸

收劳动的时间，尽管根据假定，实际上并非如此。不然，［穆勒指

出，］就得说“时间”创造利润了，而时间本身，据说“不过是一种音

响和烟云”６５而已。库洛赫附和穆勒的这种胡说，更确切些说，他以

其惯用的、矫揉造作的剽窃手法，以一般的形式重复了这种胡说，

在这种形式下，隐蔽的荒谬思想就暴露出来了，李嘉图体系的以及

整个经济思想的最后残余也就被顺利地抛弃了。

上述种种困难，加以进一步考察，可以归结为下面这个困难：

以商品的形式作为材料或工具进入生产过程的那部分资本加

在产品上的价值，始终不会大于它在这个生产过程开始前所具有

的价值。因为，这部分资本只是由于它是物体化的劳动才具有价

值，而它包含的劳动并不由于它进入生产过程而发生任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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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根本不取决于它所进入的生产过程，而完全取决于生产它

本身所需要的社会规定的劳动，因而，在再生产它所需要的劳动时

间多于或少于它包含的劳动时间时，它本身的价值才发生变动。因

此，这一部分资本作为价值，原封不动地进入生产过程，又原封不

动地从生产过程中出来。如果说它毕竟实际进入生产过程并且发

生了变动，那末，这是它的使用价值所经受的变动，是它本身作为

使用价值所经受的变动。原料所经受的或者劳动工具所完成的一

切操作，只不过是它们作为一定的原料和一定的劳动工具（纱锭等

等）所经历的过程，是它们的使用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同它

们的交换价值毫不相干。交换价值在这个［８４６］变动中保持不变。

全部情况就是这样。

同劳动能力交换的那部分资本，则不是这样。劳动能力的使用

价值，是劳动，是创造交换价值的要素。因为劳动能力在它的生产

消费中所完成的劳动，比劳动能力本身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多，

比提供工资等价物的劳动多，所以，资本家以付给工人的工资从工

人那里换得的价值，大于他为这个劳动支付的价格。因此，在劳动

剥削率相同的前提下，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两个等量资本中推动

较少的活劳动的那个资本，——这无论是由于它的可变部分对不

变部分的比例本来就小，还是由于它的流通时间，或者说它不同劳

动交换、不接触劳动、不吸收劳动的生产时间［较长］，——创造较

少的剩余价值，并且一般说来创造价值较小的商品。在这种条件

下，创造出来的价值怎么还会相等，而剩余价值怎么还会同预付资

本成比例呢？李嘉图没有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样提出的问题

是荒谬的，实际上，这里既没有生产出相等的价值，也没有生产出

相等的剩余价值。但是，李嘉图不理解一般利润率的起源，因而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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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理解价值怎样转化为和它迥然不同的费用价格。

麦克依靠穆勒的荒谬的“遁词”排除了困难。排除困难的方法

是，用空洞的辞句避开了困难所由产生的具有特征的区别。这个具

有特征的区别是：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就是劳动，因此它也创造交

换价值。其他商品的使用价值，则是和交换价值不同的使用价值，

因此，这种使用价值所经受的任何变动，都不影响商品的预先决定

的交换价值。排除困难的方法是，把商品的使用价值称为交换价

值，而把这些商品作为使用价值所经历的各种操作，把它们作为使

用价值在生产中提供的各种服务，称为劳动。是啊，在日常生活中

也确实谈到役畜劳动和机器劳动，而在诗的语言中还有这样的说

法：铁在熊熊烈火中劳动，或者在锻锤的锤击下呻吟，劳动。甚至铁

在呼号呢。可以最容易不过地证明，一切“操作”都是劳动，因为劳

动是一种操作。同样可以证明，一切有形体的东西都有感觉，因为

一切有感觉的东西都是有形体的东西。

“有充分理由可以把劳动下定义为任何一种旨在引起某一合乎愿望的结

果的作用或操作，而不管它是由人，由动物，由机器还是由自然力完成的。”

（麦克库洛赫《为斯密〈国富论〉写的注释和补充论述》第４卷第７５页）

而这决不［仅仅］适用于劳动工具。实质上，这同样适用于原

料。羊毛在吸收染料时要经受物理的作用，即物理的操作。总而言

之，对任何物施加物理的、机械的、化学的等等作用以“引起某一合

乎愿望的结果”，物本身都必然发生反应。这就是说，它在经受加工

的同时本身必然也在劳动。于是，一切进入生产过程的商品之所以

增加价值，不仅因为它们本身的价值被保存下来，而且因为它们依

靠本身“劳动”——不单单是作为物化劳动——而创造了新的价

值。这样一来，当然一切困难都被排除了。实质上，这不过是萨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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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本的生产性服务”、“土地的生产性服务”等说法的改头换面；

李嘉图始终反对这种说法，而麦克，说来奇怪，就在这同一

“论述”或“注释”中也反对这种说法，他在这里傲慢地捧出

了他从穆勒那里抄来并加以修饰的发现。在同萨伊的论战

中，麦克库洛赫对李嘉图倒还念念不忘，他还记得这种“生产性服

务”实际上只是作为使用价值的物在生产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属性。

但是，当他把“劳动”这个神圣的名称赋予这种“生产性服务”时，一

切当然就完全改变了。

［８４７］在麦克顺利地把商品变为工人之后，不言而喻，这些“工

人”也要取得工资，而且除了它们作为“积累劳动”具有的价值外，

对它们的“操作”或者说“作用”也必须付给工资。商品的这种工资，

资本家受权装入自己的腰包，它是“积累劳动的工资”，换句话说就

是利润①。［按照麦克库洛赫的看法］这就证明，相等的资本提供相

等的利润（不管这些资本推动的劳动多少），是直接从价值决定于

劳动时间得出来的。

最令人吃惊的是，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麦克就在他从穆勒的理

论出发剽窃萨伊的观点的同时，又用李嘉图的话去反对同一个萨

伊。从下面李嘉图反驳萨伊的一些话里，可以最清楚不过地看到麦

克是怎样逐字逐句地抄袭萨伊的，所不同的只是在萨伊谈到作用

的地方，他把这种作用叫作
·
劳
·
动：

“萨伊先生……硬说他〈亚·斯密〉犯了一个错误，说‘他把生产价值的能

力仅仅归于人的劳动。更正确的分析告诉我们，价值是由人的劳动的作用，确

切地说，是由人的勤劳的作用，同自然所提供的各种因素的作用以及同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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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结合起来产生的。斯密不懂得这一原理，所以他就不能提出有关机器

在财富生产中所发生的影响的正确理论’。６６同亚当·斯密的看法相反，萨伊

先生……谈到了自然因素赋予商品的价值”等等……“但是，这些自然因素尽

管能够大大增加使用价值，却从来不会给商品增加萨伊先生所说的交换价

值。”（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３版第３３４—３３６页）“机器和自然因素能

大大增加一国的财富……但是……它们不能给这种财富的价值增加任何东

西。”（同上，第３３５页注）

李嘉图，象所有值得提到的经济学家一样，象亚·斯密一样

（虽然斯密有一次出于幽默把牛称为生产劳动者）①，强调指出劳

动是人的、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李嘉

图和其他经济学家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前后一贯地把商品的

价值看作仅仅是社会规定的劳动的“体现”。所有这些经济学家都

多少懂得（李嘉图更懂得）应该把物的交换价值看作仅仅是人的生

产活动的表现，人的生产活动的特殊的社会形式，看作一种和物及

其作为物在生产消费或非生产消费中的使用完全不同的东西。在

他们后来，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以物表现出来的、人的生产活动即人

的各种劳动的相互关系。李嘉图引用德斯杜特·德·特拉西的下

面一段话来反驳萨伊，这段话，正如他明确地声明的那样，也表达

了他本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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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能力〉的运用，某种劳动〈可见，劳动是人的能力的实现〉，是我们唯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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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此外，这一切
·
东
·
西确实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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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嘉图，同上第３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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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商品所以有价值，一般说，物所以有价值，仅仅由于

它们是人的［８４８］劳动的表现——不是因为它们本身是物，而是因

为它们是社会劳动的化身。

可是有人竟敢于说可悲的麦克把李嘉图的观点发展到了极

端。就是这个麦克，轻率地力图把李嘉图的理论同相反的见解折衷

主义地混在一起加以“利用”，把李嘉图理论的原理和整个政治经

济学的原理，把作为人的活动而且是社会规定的人的活动的劳动

本身，与作为使用价值、作为物的商品所具有的物理等等的作用等

同起来！就是他，把劳动的概念本身都丢掉了！

麦克库洛赫凭着穆勒的“遁词”而变得厚颜无耻，他抄袭萨伊

的观点，同时又用李嘉图的话来反驳萨伊，而他抄袭萨伊的那些

话，恰巧就是李嘉图在第二十章《价值和财富》中作为同他本人的

观点以及斯密的观点根本对立的东西坚决加以驳斥的。（罗雪尔当

然要重复说，麦克是发展到了极端的李嘉图。６７）不过，麦克比萨伊

更荒谬，因为萨伊并没有把火、机器等的“作用”称作劳动。而且麦

克更加前后矛盾。在萨伊那里，风、火等可以创造“价值”，而麦克认

为只有那些可以被独占的使用价值，物，才创造“价值”。风或蒸汽

或水在不占有风磨、蒸汽机、水车的情况下，好象也可以被当作动

力使用！占有和独占那些为使用自然力所必须占有的物的人，好象

并没有把这些自然力也独占下来！空气、水等等，我要多少就能有

多少。但是它们只有在我占有了能用来使它们起生产因素作用的

那些商品、那些物的时候，对我来说才是生产因素！由此可见，麦克

在这方面还比不上萨伊。

所以，在这样一些把李嘉图的观点庸俗化的言论中，我们看到

了对李嘉图理论的最彻底、最无知的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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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既然这种结果〈由任何一种东西的作用或者说操作产生的结果〉

是那些不能被一定数目的个人在排斥他人的情况下独占或占有的自然力的

劳动或者说作用创造出来的，那末，这种结果就没有任何价值。这些自然力所

完成的东西，是它们无代价地完成的。”（麦克库洛赫《为斯密〈国富论〉写的注

释和补充论述》第４卷第７５页）

似乎棉花、羊毛、铁或机器所完成的东西，并不是同样“无代价

地”完成的。机器有价值，机器的作用则不要付报酬。任何商品的

使用价值在商品的交换价值被支付后，就什么也不值了。

“卖油的人并不要求为油的自然属性付任何费用。他在估计油的生产费

用时考虑的是为获得油而使用的劳动的价值，这也就是油的价值。”（凯里《政

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７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卷第４７页）

李嘉图在反驳萨伊时恰恰强调，例如机器，它的作用同风或水

的作用一样什么也不值：

“自然力和
·
机
·
器为我们提供的服务……由于增加了使用价值，对我们是

有用的；但是，由于它们做工不需要费用……它们为我们提供的帮助就不会

使交换价值有丝毫增加。”（李嘉图，同上第３３６—３３７页）

可见，麦克连李嘉图的最简单的原理都不懂。但是这个狡猾的

家伙这样想：如果说棉花、机器等等的使用价值什么也不值，如果

说除了它们的交换价值外，它们的使用价值不要另付报酬，那末，

这种使用价值却会由使用棉花、机器等等的人出卖，——他们出卖

对他们来说什么也不值的东西。

［８４９］这个家伙的极端浅薄无知从下面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接

受了萨伊的“原理”，然后利用非常详细地从李嘉图那里抄来的东

西大讲其地租理论。

因为土地是“一定数目的个人在排斥他人的情况下独占或占

有的自然力”所以它的自然的生长作用或者说“劳动”，即它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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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具有价值，从而地租就可以象重农学派那样用土地的生产力来

解释。这个例子清楚地说明了麦克把李嘉图观点庸俗化的手法。一

方面，他抄袭了李嘉图的只有在李嘉图提出的前提基础上才有意

义的论点，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别人的（他自己保留的只是“名词

术语”或者小小的更动）直接否定这些前提的东西。他想必会说：

“地租是”被土地所有者装进腰包的“土地的工资”。

“如果一个资本家在支付工人工资、饲养马匹或租用机器上花费同样金

额，又如果这些工人、马匹和机器能够完成同样的工作量，那末，工作无论是

由工人、马匹还是机器来完成，它的价值显然都是相同的。”（麦克库洛赫《为

斯密〈国富论〉写的注释和补充论述》第４卷第７７页）

换句话说，产品的价值与所花费的资本的价值相适应。这是有

待解决的问题。照麦克看来，问题的提出“显然”就是问题的解决。

但是，既然比如说机器完成的工作量比被它排挤的工人完成的工

作量大，那末更加“显然”的是：机器产品的价值和“完成同样工

作”的工人的产品的价值相比不会降低，而只会提高。因为

机器在一个工人制造一件产品的时间里可能制造出一万件来，

而且每件都具有相同的价值，所以机器的产品比工人的产品一定

会贵一万倍。

麦克竭力要表示和萨伊不同，——他认为创造价值的不是自

然力的作用，而只是被独占的或由劳动产生的力的作用；不过，他

还是无法在用词上克制自己，又回到了李嘉图式的用语上去。例

如，他写道：

“风的劳动对船产生了合乎愿望的作用，使船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这种

变化的价值不会由于有关的自然力的作用或者说劳动而增大，它根本不取决

于它们，而取决于参与生产这一结果的资本量或者说过去劳动的产品，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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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小麦的磨粉费用不取决于推动磨的风或水的作用，而取决于在这种操作中

所耗费的资本量一样。”（同上，第７９页）

这里，磨粉之所以增加小麦的价值，忽然又只是由于资本即

“过去劳动的产品”在磨粉的操作中被“耗费”。这就是说，不是因为

磨盘“劳动”了，而是因为在“耗费”磨盘的时候，也“耗费”了它所包

含的价值，即物化在其中的劳动。

麦克在发表了这番堂皇的议论以后，把他从穆勒和萨伊那里

借来的、他用以使价值概念同一切与之矛盾的现象调和起来的深

奥道理归纳如下：

“在有关价值的一切讨论中……劳动一词表示……人的直接劳动或人所

生产的资本的劳动，或兼指两者。”（同上，第８４页）

可见，劳动［８５０］应理解为人的劳动，其次应理解为人的积累

劳动，最后还应理解为使用价值的有益利用，即使用价值在消费

（生产消费）中表现出来的物理等等的属性。而离开了这些属性也

就无所谓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只有在消费中才实际表现出来。这

就是说，要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交换价值理解为这些产品的使用价

值，因为这种使用价值仅仅在于它在消费（不管是生产消费或非生

产消费）中的实际表现，或者如麦克所说，在消费中的“劳动”。但

是，使用价值的“操作”、“作用”或“劳动”的种类以及它们的自然尺

度，都象这些使用价值本身一样是各不相同的。那末，什么是我们

能够用来把它们加以比较的统一依据即尺度呢？［在麦克库洛赫那

里］这个统一依据是由一个共同的词“劳动”来造成的，在把劳动本

身归结为“操作”或“作用”这些词之后，就用这个词暗中替换了使

用价值的这些完全不同的表现。可见，对李嘉图观点的这种庸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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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就是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等同起来，因此，我们必须把

这种庸俗化看成是这个学派作为一个学派解体的最后的最丑恶的

表现。

“资本的利润只是积累劳动的工资的别名”，（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

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２９１页）

也就是对商品作为使用价值在生产中提供服务而付给商品的

工资的别名。

而且，这种“积累劳动的工资”在麦克库洛赫先生那里还有一

种独特的奥妙的含义。我们已经提到过，除了他从李嘉图、穆勒、马

尔萨斯和萨伊那里抄来的、构成他的著作的基本内容的那些东西

以外，他自己还不断把他的“积累劳动”以不同的标题一再翻印出

售，经常从他以前已经得过报酬的著作中“大量抄录”。对于这种赚

取“积累劳动的工资”的手法，早在１８２６年就有一本专门著作进行

过详细的分析，而从１８２６年到１８６２年，麦克库洛赫在赚取积累劳

动的工资这方面又进一步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就啊！６８（作为修昔的

底斯的罗雪尔也使用过“积累劳动的工资”这个可悲的词句。６９）

上面提到的著作叫作：莫迪凯·马利昂《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１８２６年爱丁堡版７０。这本著作说明

我们这位骗子手是怎样成名的。他
９
１０
是从亚·斯密、李嘉图和其他

作者那里抄来的，其余
１
１０
则是不断地从他自己的积累劳动中抄来

的，“他最无耻最恶劣地一再重复这种积累劳动”。［第４页］例如，

马利昂指出，麦克库洛赫不仅把同一些文章当作自己的“论述”，当

作新的著作，轮流卖给《爱丁堡评论》７１、《苏格兰人报》
７２
、《英国百

科全书》７３，而且他比如说还在不同年份的《爱丁堡评论》杂志上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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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些文章一字不差地重新发表，只是多少颠倒一下次序，换上新

的招牌。在这方面，马利昂是这样评论“这个最不可相信的修鞋

匠”［第３１页］、“这位所有经济学家中最经济的经济学家”［第６６

页］的：

“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文章不管和天体多么不一样，但是有一点却和星辰

相似，就是它们总是定期再现。”（第２１页）

麦克库洛赫信仰“积累劳动的工资”，这是毫不奇怪的！

麦克先生获得的名声，说明这种骗子手的卑鄙行为可以有多

么大的神通。

［８５０ａ］只要顺便看一下１８２４年３月《爱丁堡评论》（那篇拙劣

文章的名称是《论资本积累》），就知道麦克库洛赫怎样利用李嘉图

的某些论点来抬高自己。在那篇文章里，这位“积累劳动的工资”之

友对利润率的下降发出了真正的哀鸣。

“作者……这样表达了他对利润下降的忧虑：

‘英国所表现的繁荣外貌是虚假的；贫困的瘟疫悄悄地侵害着市民大众，

国家富强的基础已被动摇…… 在象英国这样利息率低的地方，利润率也是

低的，国家的繁荣已经越过了它的顶点。’

这种论断不能不使每一个熟悉英国美好状况的人感到吃惊。”（普雷沃

《评李嘉图体系》第１９７页）

麦克先生不必对“土地”比“铁、砖等”得到优厚的“工资”感到

不安。原因想必是土地“劳动”得更勤快。［ⅩⅣ—８５０ａ］

            

［ⅩⅤ—９２５］｛瞎眼睛的猪有时也能找到橡实。麦克库洛赫有

一次就是这样。但是即使如此，照他那样表达，这也不过是一些前

后矛盾的说法，因为他没有把剩余价值和利润区别开来；其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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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又一轻率的折衷主义的剽窃。照托伦斯之流看来（他们认为

价值是由资本决定的），同样照贝利看来，利润应该从它对（预付）

资本的比例加以考察。和李嘉图不同，他们不是把利润和剩余价值

等同起来，但是这只是因为他们根本不感到需要在价值的基础上

解释利润，因为他们把剩余价值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作为剩

余价值对预付资本的比例的利润——看作原始形式，实际上不过

是把表现出来的形式用文字表达出来。

下面麦克著作中的两段话，说明（１）他是李嘉图主义者；（２）他

直接抄袭李嘉图的反对者：

“利润只能由于工资降低而提高、只能由于工资提高而降低这一李嘉图

的规律，只有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

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３７３页）。这里是指提供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

的劳动生产率。

“利润取决于它对生产它的资本的比例，而不取决于它对工资的比例。如

果所有生产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了一倍，由此得到的额外产品在资本

家和工人之间分配，那末，虽然按预付资本计算利润率提高了，资本家和工人

之间的比例仍旧不变。”（同上，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正象麦克也指出的，可以说工资同产品相

比也相对地降低了，因为利润提高了。（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的

提高正是工资降低的原因。）但是这种计算是以工资作为产品的一

部分这种错误算法为依据的，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约翰·斯图亚

特·穆勒先生就企图用这种诡辩的办法把李嘉图的规律普遍

化。７４｝［ⅩⅤ—９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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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威克菲尔德［在“劳动价值”和地租

问题上对李嘉图理论的局部反驳］

  ［ⅩⅣ—８５０ａ］威克菲尔德在理解资本上的真正功绩，已在前

面《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这一节中阐明了７５。这里只涉及和“本

题”直接有关的地方。

“如果把劳动看成一种商品，而把资本，劳动的产品，看成另一种商品，并

且假定这两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相同的劳动量来决定的，那末，在任何情况下，

一定量的劳动就都会和同量劳动所生产的资本量相交换；过去的劳动就总会

和同量的现在的劳动相交换。但是，劳动的价值同其他商品相比，至少在工资

取决于［产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分配的情况下，不是由同量劳动决定，

而是由供给和需求的关系决定。”（威克菲尔德在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

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２３０页上所加的注）

因此，照威克菲尔德看来，如果劳动的价值被支付了，利润就

无法解释。

威克菲尔德在上述他出版的斯密著作第二卷中指出：

“剩余产品７６总是形成地租。但不是由剩余产品构成的地租也还是可能

被支付的。”（第２１６页）

“如果象在爱尔兰那样，大多数人弄得只能吃马铃薯，住小屋，穿破衣，并

且为了求得过上这种生活，必须把他们除了小屋、破衣和马铃薯之外所能生

产的一切都交出来，那末，即使资本或劳动的产品照旧，他们赖以生活的土地

的所有者得到的东西，也会随着他们聊以为生的东西的减少，而增加起来。贫

困的佃户所交出的，都被土地所有者占有。所以，土地耕种者生活水平的下降

是剩余产品的另一原因…… 当工资降低时，它对剩余产品的影响，和生活

水平下降所起的影响是一样的：总产品不变，剩余部分增大了；生产者得到的

更少，土地所有者得到的更多。”（第２２０—２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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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称为地租，就同例如在印度，劳动者用资本

家的贷款从事劳动（纵然劳动者在名义上是独立的），把全部剩余

产品交给资本家时利润称为利息完全一样。

（６）斯特林［用供求关系对资本家

的利润作庸俗解释］

  “每种商品的量必须这样调节，也就是使该商品的供给与商品的需求之

比小于劳动的供给与劳动的需求之比。商品的价格或价值，同耗费在商品上

的劳动的价格或价值之间的差额形成利润或余额，这种利润或余额是李嘉图

根据他的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帕特里克·詹姆斯·斯特林《贸易的哲学》

１８４６年爱丁堡版第７２—７３页）

［８５１］同一个作者对我们说：

“如果商品的价值按照它们的生产费用互成比例，这就可以叫作价值水

准。”（同上，第１８页）

因此，如果劳动的需求和供给相符，劳动就会按照它的价值出

卖（不管斯特林如何理解这个价值）。如果劳动耗费在其上的商品

的需求和供给相符，商品就会按照它的生产费用出卖，这个生产费

用就是斯特林所谓的劳动的价值。于是，商品的价格等于耗费在商

品上的劳动的价值。而劳动的价格又和劳动本身的价值处于同一

水准。从而，商品的价格等于耗费在商品上的劳动的价格。因此在

这种场合就不会有利润或余额。

于是，斯特林这样来解释利润或余额：

劳动的供给与劳动的需求之比必须大于劳动耗费在其上的商

品的供给与这个商品的需求之比。必须设法使商品的卖价高于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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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被支付的价格。

斯特林先生把这叫作对余额现象的解释，其实这不过是对必

须解释的现象的另一种表达。进一步考察，只有三种情况是可能

的。（１）劳动的价格合乎“价值水准”，就是说，劳动的需求和劳动的

供给相符，劳动的价格等于劳动的价值。这时，商品必须高于它的

价值出卖，就是说必须设法使商品的供给低于商品的需求。这是纯

粹的“让渡利润”，不过加上了它得以实现的条件。（２）劳动的需求

超过劳动的供给，劳动的价格高于劳动的价值。这时，资本家付给

工人的多于这些工人所生产的商品的价值，买者必须付给资本家

双重余额：第一，资本家起初付给工人的余额；第二，资本家的利

润。（３）劳动的价格低于劳动的价值，劳动的供给超过劳动的需求。

这时，余额的产生是由于劳动低于它的价值被支付，而［以商品的

形式］按照它的价值或至少高于它的价格被出卖。

如果从斯特林的议论中把无稽之谈去掉，那末，在斯特林那

里，余额的产生是由于劳动低于它的价值被资本家购买，而以商品

形式高于它的价格再被出卖。

如果前面两种情况把所谓生产者必须“设法”使他的商品高于

它的价值或高于“价值水准”出卖这一可笑的形式去掉，那无非是：

如果一种商品的需求超过商品的供给，市场价格就提高到价值
·
以

·
上。这当然不是什么新的发现，它所解释的这种“余额”，无论对李

嘉图还是对其他任何人从来没有造成丝毫困难。［ⅩⅣ—８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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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直接从价值

理论中得出李嘉图关于利润率和工资

量成反比的原理的徒劳尝试］

［（ａ）把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混淆起来。“让渡

利润”见解的因素。关于资本家的

“预付利润”的混乱见解］

  ［Ⅶ—３１９］前面引证过的那本小册子７７，实际上包括了约翰·

斯图亚特·穆勒先生关于政治经济学问题的全部创见（这与他的

大部头的概论７８不同）。在这本小册子的第四篇题为《论利润和利

息》的“论文”中写道：

“工具和原料象其他物一样，最初除劳动外并不花费别的任何东西……

制造工具和原料所耗费的劳动，加上以后依靠工具加工原料所耗费的劳动，

就是生产成品所耗费的劳动总量…… 因此，补偿资本无非是补偿所耗费的

劳动的工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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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４页）

这一点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所耗费的劳动和所支付的工资

决不是等同的。确切地说，所耗费的劳动等于工资和利润之和。补

偿资本意味着既补偿有酬劳动（工资），也补偿资本家没有付酬但

被他出卖的劳动（利润）。在这里，穆勒先生把“所耗费的劳动”和其

中由使用该劳动的资本家付酬的那一部分混淆起来了。这种混淆

本身，对于他理解他自称在传授的李嘉图理论，并不那么有利。

关于不变资本，还要顺便指出：尽管不变资本的每个部分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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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结为过去劳动，因而可以设想它在某个时候曾经代表利润或

工资，或者代表两者，但是，这个不变资本一旦形成，它的一部分

（例如种子等等）就既不可能再归结为利润，也不可能再归结为工

资。

穆勒没有把剩余价值同利润区别开来。因此他宣称，利润率

（这对于已经转化为利润的剩余价值来说是正确的）等于产品的价

格对花费在产品上的生产资料（包括劳动在内）的价格之比。（同

上，第９２—９３页）同时，他又想直接从李嘉图关于“利润取决于工

资，工资下降则利润提高，工资提高则利润下降”［同上，第９４页］

的规律得出利润率的规律，而李嘉图在他的这个原理中把剩余价

值同利润混淆起来了。

穆勒先生本人甚至对于他试图解决的问题也不十分清楚。因

此，我们在听取他的解答之前，先把他的问题简要地表述一下。利

润率是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额（不变资本加可变资本）之比，而

剩余价值本身则是工人所完成的劳动量超过以工资形式预付给他

的劳动量的余额；就是说，剩余价值只是就它对可变资本或者说对

花费在工资上的资本的关系，而不是就它对全部资本的关系来考

察的。因此，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是两种不同的比率，虽然利润本

身不过是从一定角度来考察的剩余价值。就剩余价值率来讲，说它

完全“取决于工资，工资下降则提高，工资提高则下降”，那是正确

的。（就剩余价值量来讲，这样说就不对了，因为它在同一时间内不

仅取决于单个工人的剩余劳动被占有的比率，而且取决于同时被

剥削的工人人数。）既然利润率是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价值之

比，它当然要受到剩余价值的下降或提高，也就是受到工资的提高

或下降的影响，并由这种情况决定；但是，除了由这种情况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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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利润率还包括［３２０］不取决于工资的提高或下降并且不能直接

归结为这种情况的其他因素。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先生一方面同李嘉图一起把利润和剩

余价值直接等同起来，另一方面（在同反李嘉图派的论战中）又不

是在李嘉图的意义上，而是在利润率的真正意义上，把利润率理解

为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可变资本加不变资本）总价值之比，因而

煞费苦心地力图证明，利润率直接由决定剩余价值的规律决定，这

个规律简单地归结为：工人在自己的工作日中占有的那部分越小，

归资本家所有的那部分就越大，反之亦然。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他

这种煞费苦心的努力，而在这番努力中最糟糕的是，他自己也不清

楚他要解决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如果他把问题本身正确地表述出

来，那他就不会错误地以这种方法去解决了。

所以，他说：

“尽管工具、原料和建筑物本身都是劳动的产物，然而，它们的价值总量

毕竟不能归结为生产它们的工人的工资。｛他在上面说过，补偿资本就是补偿

工资。｝资本家因付出工资而取得的利润必须计算在内。生产成品的资本家，

不仅应该用成品补偿他自己和工具生产者付出的工资，而且应该补偿他从自

己的资本中预付给工具生产者的利润。”（同上，第９８页）因此，“利润不单单

代表［成品生产者］在补偿费用之后的余额；它还加入费用本身。［成品生产者

的］资本一部分用于支付或补偿工资，一部分用于支付其他资本家的利润，这

些资本家的协力是取得生产资料所必需的”。（第９８—９９页）“因此，一种物品

可能是和以前同量的劳动的产品，而如果最后的生产者应付给先前那些生产

者的利润的某一部分能够节约下来，物品的生产费用还是会减少的…… 然

而，利润率的变动和工资的生产费用成反比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第

１０２—１０３页）

在这里，我们当然始终是从商品的价格等于它的价值这个前

提出发的。穆勒先生本人也是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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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指出，在刚才引证的穆勒的论述中，利润看上去和

“让渡利润”十分相似。但是我们且不去说它。硬说一种物品（如果

按照它的价值出卖）可能“是和以前同量的劳动的产品”，而同时由

于某种情况，“物品的生产费用”会“减少”，这是再荒谬不过的了。

｛这一点只有在我最先提出的那个意义上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把

物品的［实际］生产费用和［它对］资本家［来说］的生产费用区别开

来，因为这种生产费用中有一部分是资本家不支付的。７９在这种情

况下，说资本家靠自己工人的无酬剩余劳动获取利润，正象他可能

通过对提供不变资本给他的资本家支付不足而获取利润，就是说，

通过对这个资本家商品中包含的、未由这个资本家付酬的剩余劳

动（这种劳动正是因此形成他的利润）的一部分不支付而获得利润

一样，——这确实是对的。这始终归结为：他低于商品的价值对商

品支付。利润率（即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价值之比）的提高，既可

以由于同量预付资本在客观上变便宜了（生产不变资本的生产部

门中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结果），也可以由于它对买者来说在主观上

变便宜了，即买者低于它的价值支付。在这种情况下，对买者来说，

它始终是较小劳动量的结果。｝

［３２］在上面引证的那段话里，穆勒首先表述的是这样一个思

想：生产成品的资本家的不变资本，不仅分解为工资，而且分解为

利润。在这里他的思路是这样的：

如果最后的资本家所预付的不变资本仅仅归结为工资，那末

利润就是他在补偿构成预付资本总额的全部工资后剩下的余额

｛而预付在成品生产上的全部（支付的）费用就归结为工资｝。预付

资本总价值就等于产品中包含的全部工资的价值。利润就是超过

这个总额的余额。既然利润率等于这个余额对预付资本总价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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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那末，它的提高或降低显然就取决于预付资本总价值，即取决

于全部构成预付资本的工资的价值。｛如果考察的是利润和工资的

一般关系，这个论据本身事实上就是荒诞无稽的。其实，穆勒先生

只要把总产品中分解为利润的部分（不管这笔利润是付给最后的

资本家，还是付给参与商品生产的先前的那些资本家，都无关紧

要）放在一边，把分解为工资的部分放在另一边，那末，利润额就仍

然会等于超过工资额的价值的余额，而李嘉图的“反比例”就可以

直接适用于利润率了。但是，说预付资本总额分解为利润和工资，

是不正确的。｝然而，最后的资本家预付的资本不仅分解为工资，而

且分解为预付利润。因此，最后的资本家的利润不仅是超过预付工

资的余额，而且是超过预付利润的余额。可见，利润率不仅由超过

工资的余额决定，而且由留在最后的资本家手里的超过工资和利

润的总额（根据假定，这个总额构成全部预付资本）的余额决定。因

此，这个比率显然不仅会因工资的提高或降低而变动，而且会因利

润的提高或降低而变动。如果我们把利润率由于工资的提高或降

低而发生的变动撇开不谈，如果我们假定，——其实在实践中时常

会遇到这种情况，——工资的价值（即工资的生产费用，包含在工

资中的劳动时间）保持不变，那末，跟着穆勒先生走下去，就会得出

一条绝妙的规律：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取决于利润的提高或降低。

“如果最后的生产者应付给先前那些生产者的利润的某一部分能够节约

下来，物品的生产费用还是会减少的。”

这一点在事实上是很正确的。假定先前那些生产者的利润中

没有任何一部分是纯粹的附加额，或如詹姆斯·斯图亚特所说的

让渡利润，那末，“利润的”某一“部分”的节约｛只要这种节约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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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后来的生产者欺骗先前的生产者，也就是说不是由于没有把

先前的生产者的商品中包含的价值全部付给他｝都是商品生产所

需的劳动量的节约。｛在这里，我们把，比如说，为资本在生产期间

闲置不用的时间等等而支付的利润撇开不谈。｝举例来说，为了把

原料，比如煤，从矿井运到工厂去，以前需要两天，而现在只要一天

就够了，这样就“节约了”一个工作日；但是，这一点既与这个工作

日中分解为工资的部分有关，也与其中分解为利润的部分有关。

穆勒先生在自己弄清楚了最后的资本家的余额的比率，或一

般地说利润率，不仅取决于工资和利润的直接比例，而且取决于最

后的利润或每个特定的资本家的利润对预付资本总价值，即（花费

在工资上的）可变资本加不变资本的总和之比以后，换句话说，

［３２２］在弄清楚了利润率不仅仅决定于利润对花费在工资上的资

本部分之比，即不仅仅决定于工资的生产费用或者说工资的价值

以后，又接着说：

“然而，利润率的变动和工资的生产费用成反比这一点，仍然是正确的。”

尽管这是错误的，“然而……仍然是正确的”。

穆勒在这方面所作的例证，可以看成是政治经济学家所特有

的例证方法的典范，而且由于这个例证的作者还写过一本逻辑学

的书８０，这就更加令人惊异了。

“例如，假定有６０个农业工人，他们领取６０夸特谷物作为工资，他们用

去价值也是６０夸特的固定资本和种子；他们的劳作的产品是１８０夸特。假定

利润率是５０％，那末，生产１８０夸特谷物所用的种子和工具就必然是４０个

工人劳动的产品；因为这４０个工人的工资连同他们的雇主的利润共６０夸

特。因此，如果产品是１８０夸特，那就是总共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结果。

现在再假定，仍旧是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但是由于某种发明，不需要任何

３１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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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固定资本和种子了。以前只有支出１２０夸特才能取得１８０夸特的结果；现在

只支出１００夸特就可以了。

１８０夸特谷物仍然是和以前同量的劳动，即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的结果。

因此，一夸特谷物仍然是一个工人劳动的
１０
１８
的产品。因为作为一个工人

的报酬的一夸特谷物，实际上是和以前同量的劳动的产品；然而，它的生产

费用却减少了。现在一夸特谷物是一个工人劳动的
１０
１８
的产品，再没有别的；

以前生产一夸特谷物，则需要这一劳动量同补偿［先前那个资本家的］利润的

费用结合在一起，即多支出
１
５
。如果工资的生产费用仍然和以前一样，

利润就不可能提高。每个工人以前取得１夸特谷物；但是以前１夸

特谷物是现在１１
５
夸特的生产费用的结果。因此，为了使每个工人取得和

以前一样多的生产费用，每人就应该有１夸特加
１
５
夸特的谷物。”（同上，第

９９—１０３页）

“因此，假定付给工人的是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那就很明显，当这种产

品的生产费用有了某种节约而工人照旧得到以前的生产费用时，他得到的产

品就必然会同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但如果是这样，资本家的

支出和他所得到的产品之间的比例，就会和以前完全一样，利润也不会提高。

因此，利润率的变动和工资的生产费用的变动是同时发生的，是不可分割的。

由此可见，如果李嘉图所说的低工资不仅指作为较小劳动量的产品的工资，

而且指用较少的费用——包括劳动和先前的资本家的利润在内——生产的

工资，那末他的意见就是完全正确的。”（同上，第１０４页）

关于这个出色的例证，我们首先要指出：在这个例证中假定，

由于某种发明，谷物不用种子（原料），不用固定资本就可以生产出

来；不用原料，不用劳动工具，就是说，光凭两只手，就可以用空气、

水和土地制造出来。［３２３］在这个荒谬的假定下掩盖的不外是这样

一个假定：不用不变资本，就是说，只靠新加劳动，就可以生产产

品。在这种情况下，当然可以证明原来应该证明的东西，即利润和

剩余价值是等同的，从而利润率也仅仅取决于剩余劳动对必要劳

动之比。可是，困难正好是由于下面这一点产生的：因为剩余价值

［不仅和资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和资本的不变部分发生比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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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这个比例关系我们称为利润率，——所以剩余价值率和利

润率彼此是不同的。因此，如果我们假定不变资本等于零，那末，由

于不变资本的存在而产生的困难，就被我们用撇开这个不变资本

的存在的办法排除了。换句话说，我们用假定困难不存在的办法排

除了困难。这倒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现在我们把问题，或者说穆勒对问题的例证，正确地表述一

下。

在第一个假定中，我们看到：

 不 变 资 本  可 变 资 本 总产品 利 润

（固定资本和种子） （花在工资上的资本）

  ６０夸特 ６０夸特（６０个工人） １８０夸特 ６０夸特

在这个例子中假定：加到不变资本上的劳动等于１２０夸特。因

为每一夸特是一个工作日（或一个工人的年劳动，它可以看作由

３６５工作日构成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所以１８０夸特总产品只包

含６０工作日［新加劳动］，其中３０补偿工人的工资，３０构成利润。

可见，我们实际上是假定，一个工作日物化在两夸特中；因此，６０

个工人把他们的６０工作日物化在１２０夸特中，其中６０是他们的

工资，６０形成利润。换句话说，工人用半个工作日为自己工作，补

偿工资，用另外半个工作日为资本家工作，从而为资本家创造剩余

价值。因此，剩余价值率在这里是１００％，而不是５０％。但是，因为

可变资本只占全部预付资本的一半，所以利润率就不是表现为６０

夸特比６０夸特，而是６０夸特比１２０夸特，就是说，不是１００％，而

只是５０％。如果资本的不变部分等于零，全部预付资本就仅仅由

６０夸特，仅仅由预付在工资上的等于３０工作日的资本构成；利润

和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也就等同了。这样，利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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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１００％，而不是５０％。两夸特谷物是一个工作日的产品，１２０夸

特谷物是６０工作日的产品，尽管作为一个工作日的工资只有一夸

特谷物，作为６０工作日的工资只有６０夸特谷物。换句话说，工人

只得到自己的产品的一半（５０％），而资本家得到的却是自己的费

用的两倍，即得到１００％的利润。

那６０夸特不变资本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它同样是３０工作

日的产品。假定在这笔不变资本中，它的生产要素相互间的比例和

上面假定的一样，即
１
３
是不变资本，

２
３
是新加劳动；其次，假定剩余

价值率和利润率也和上面假定的一样，我们就会得出如下的计算

数字：

  不 变 资 本  可 变 资 本 总产品 利 润

   ２０夸特   ２０夸特 ６０夸特 ２０夸特

（２０个工人的工资）

在这里，利润率又是５０％，剩余价值率１００％。总产品是

［３２４］３０工作日的产品，但是其中１０工作日（＝２０夸特）是过去劳

动（不变资本），２０工作日是２０个工人新加的劳动，但是他们每人

只得到自己的产品的一半作为工资。两夸特仍然是一个工人劳动

的产品，尽管其中一夸特仍然是一个工人劳动的工资，一夸特是资

本家的利润——资本家占有了工人劳动的一半。

生产成品的资本家作为剩余价值取得的６０夸特，形成５０％

的利润率，因为这６０夸特的剩余价值不仅按预付在工资上的６０

夸特，而且按预付在种子和固定资本上的６０夸特，即总共按１２０

夸特计算。

由此可见，如果穆勒把生产种子和固定资本（总价值为６０夸

特）的资本家的利润也按５０％计算，如果他还假定这里不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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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可变资本的比例也同生产１８０夸特谷物时一样，那末他就应当

说，不变资本生产者的利润等于２０夸特，工资等于２０夸特，不变

资本等于２０夸特。既然工资等于一夸特，６０夸特就包含３０工作

日，正象１２０夸特包含６０工作日一样。

但穆勒是怎样说的呢？

“假定利润率是５０％，那末，生产１８０夸特谷物所用的种子和工具就必

然是４０个工人劳动的产品；因为这４０个工人的工资连同他们的雇主的利润

共６０夸特。”

第一个资本家雇用了６０个工人，付给每人每天１夸特（就是

说，这个资本家在工资上花费６０夸特），另外，他还在不变资本上

花费６０夸特；在这个资本家那里，６０工作日物化在１２０夸特中，

但是工人从其中仅仅得到６０夸特作为工资。换句话说，工资只占

６０个工人劳动产品的一半。因此，６０夸特的不变资本总共只等于

３０个工人劳动的产品；如果这６０夸特仅仅由利润和工资构成，那

末工资占３０夸特，利润占３０夸特；因此，工资等于１５个工人的劳

动，利润也是如此。但是，如果利润只占５０％，那是因为，按照假

定，在６０夸特不变资本所包含的３０天中，１０天是过去劳动（不变

资本），分解为工资的只有１０天。总之，１０天包含在不变资本中，

２０天是新加的工作日，然而在这２０天中，工人仅仅为自己劳动１０

天，另外１０天则为资本家劳动。但是，穆勒先生却硬说这６０夸特

是４０个工人劳动的产品，而以前１２０夸特却是６０个工人劳动的

产品。以前一夸特包含半个工作日（虽然一夸特是整个工作日的工

资），而现在则是３
４
夸特等于半个工作日。其实，花费在不变资本上

的
１
３
产品（６０夸特）具有的价值，即包含的劳动时间，同其他任何

一个１
３
的产品完全一样。即使穆勒先生想把６０夸特的不变资本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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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分解为工资和利润，那也丝毫改变不了其中包含的劳动时间量。

其中包含的仍旧是３０工作日；只不过利润和剩余价值一致了，因

为这里没有不变资本需要补偿。因此，利润是１００％，而不象以前

那样是５０％。以前剩余价值也是１００％，但是利润只是５０％，这正

是由于在计算利润时把不变资本算进去了。

这样，我们在这里就看到穆勒先生的双重错误手法。

就前一个１８０夸特来说，困难在于剩余价值同利润不一致，因

为６０夸特的剩余价值不仅应当按６０夸特（总产品中等于工资的

部分）计算，而且［３２５］应当按１２０夸特即６０夸特的不变资本加

６０夸特的工资计算。因此，剩余价值是１００％，而利润只是５０％。

就构成不变资本的那６０夸特来说，穆勒先生是这样排除上述困难

的：他假定在这里全部产品是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的，也就是

说，在创造由总价值６０夸特的种子和劳动工具构成的不变资本

时，没有任何不变资本参加。对资本Ⅰ来说应该加以说明的情况，

对资本Ⅱ来说被事先假定不存在，从而问题本身就消失了。

其次，穆勒先假定在构成Ⅰ的不变资本的６０夸特的价值中只

包括［直接］劳动，这里不存在过去劳动，不存在不变资本，从而利

润同剩余价值——也就是说，还有利润率同剩余价值率——是一

致的，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然后又反过来假定，象在Ⅰ的场合

一样，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因此利润也象在Ⅰ的场合一样只占

５０％。如果在Ⅰ的场合产品中１
３
不是由不变资本构成，那末利润同

剩余价值就一致了。总产品只有１２０夸特，等于６０工作日，其中工

人取得３０（＝６０夸特），资本家取得３０（＝６０夸特）。利润率便等于

剩余价值率——１００％。实际上它等于５０％，因为６０夸特的剩余

价值不是按６０夸特（工资），而是按１２０夸特（工资、种子和固定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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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计算的。在Ⅱ的场合，穆勒假定生产是不用任何不变资本的。他

还假定这里的工资也没有变动，仍是一夸特。然而他还是设想利润

和剩余价值在这里是彼此不同的，即利润只占５０％，虽然剩余价

值达１００％。实际上穆勒所假定的是：占总产品１
３
的这６０夸特所

包含的劳动时间，比总产品其他的
１
３
包含的多；这６０夸特是４０工

作日的产品，而其余１２０夸特仅仅是６０工作日的产品。

可是，实际上这里流露出关于“让渡利润”的陈旧谬见，这种利

润同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以及同李嘉图的价值规定，是毫无关

系的。这就是说，穆勒假定：一个工人的一个工作日的工资，等于他

的一个工作日的产品，或者说，他劳动了多少时间，工资中就包含

多少劳动时间。如果作为工资付出的是４０夸特，利润等于２０夸

特，那末，作为工资付出的４０夸特就包含４０工作日。４０工作日的

报酬等于４０工作日的产品。如果６０夸特总产品有５０％即２０夸

特的利润，那末，由此得出结论，４０夸特等于４０个工人的劳动的

产品，因为根据上述假定，４０夸特构成工资，而且１个工人１天领

取１夸特。那末其余２０夸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４０个工人劳动

了４０工作日，因为他们取得了４０夸特。因而，１夸特是１工作日

的产品。４０工作日也就只生产４０夸特，不会多生产１蒲式耳。那

构成利润的２０夸特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穆勒的这个例子所依据

的，是关于“让渡利润”——产品价格超出产品价值之外的纯粹名

义上的余额——的陈旧谬见。但是在这里，价值不是以货币表现，

而是以产品本身的相应部分表现的，因此这种“让渡利润”是绝对

荒谬的，是不可能的。如果４０夸特谷物是４０个工人的劳动的产

品，他们每人每天（或每年）取得１夸特的工资，即取得自己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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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作为工资，如果以货币表示，１夸特谷物等于３镑，４０夸特等

于１２０镑，那末，资本家把这４０夸特卖了１８０镑，就取得了６０镑

的利润，即５０％的利润（６０镑＝２０夸特谷物）——这样设想是最

容易的。但是，如果硬说资本家从他的４０个工人在４０工作日中生

产的、由他支付了４０夸特工资的４０夸特谷物中卖出了６０夸特，

那末上述设想本身就显得妄诞无稽了。他手里只有４０夸特，可是

他卖出了６０夸特，也就是说，比他拥有供出卖的量多卖了２０夸特。

［３２６］总之，穆勒首先是企图利用下列美妙的假定来证明李嘉

图的规律（即李嘉图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的错误规律）：

（１）假定生产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本身不需要任何不变资本；这

样，穆勒就用他的这个假定把不变资本带来的困难全部排除了；

（２）假定在没有不变资本的情况下，不变资本带来的剩余价值

和利润之间的区别仍然继续存在，尽管这里没有任何不变资本；

（３）假定生产４０夸特小麦的资本家可以卖出６０夸特小麦，因

为他的总产品是作为不变资本卖给另一个资本家的，而那个资本

家的不变资本等于６０夸特；还因为资本家Ⅱ用这６０夸特取得一

笔５０％的利润。

后面这个谬论就是“让渡利润”的观念，它所以在这里表现得

如此荒唐，只是因为应该构成利润的不是以货币表现的名义价值，

而是所出卖的产品本身的一部分。这样，穆勒先生想为李嘉图辩

护，却离开了李嘉图的根本观点，并远远落在李嘉图、亚·斯密以

及重农学派的后面。

可见，穆勒为李嘉图学说作的第一个辩护，就是他从一开始就

推翻了这个学说，也就是说推翻了它的这样一个根本原理：利润只

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就是说，只是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中由资

０２２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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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家随着他的产品出卖但没有给工人付报酬的那一部分。穆勒认

为，资本家对工人的全部工作日付了报酬，但是仍然取得利润。

我们再看看穆勒接着是怎样做的。

他假定由于某种发明在生产谷物时不再需要使用种子和农具

了；也就是说，根据他的这一假定，对最后的资本家来说，不再需要

不变资本了，就象他已为用在种子和固定资本上的先前那６０夸特

的生产者作的假定一样。现在，穆勒本应这样推论下去：

资本家Ⅰ现在就不必在种子和固定资本上花费６０夸特，因为

我们已经说过，他的不变资本等于零。因而，他只须在劳动６０工作

日的６０个工人的工资上花费６０夸特。这６０工作日的产品等于

１２０夸特。工人只得到６０夸特。因此，资本家得到６０夸特的利润，

即１００％。他的利润率恰恰等于剩余价值率，也就是恰恰等于工人

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资本家劳动的劳动时间［对他们为自己劳动的

劳动时间之比］。他们一共劳动了６０天。他们生产１２０夸特，得到

６０夸特作为工资。因而，尽管他们劳动了６０天，可是他们作为工

资得到的是３０工作日的产品。２夸特所需的劳动时间量，仍然等

于１工作日。由资本家付酬的工作日，仍然等于１夸特，即等于已

完成的工作日的半数。产品减少了
１
３
，从１８０夸特减少到１２０夸

特；但是利润率提高了５０，即从５０％增长到１００％。为什么？以前

１８０夸特有
１
３
是专门补偿不变资本的支出的，因此，它既不加入利

润，也不加入工资。另一方面，工人为资本家生产的那６０夸特（工

人为资本家劳动的那３０工作日），不是按花在工资上的６０夸特

（不是按工人为自己劳动的那３０工作日），而是按花在工资、种子

和固定资本上的１２０夸特（６０工作日）计算的。因此，尽管工人在

６０天中为自己劳动了３０天，为资本家劳动了３０天，尽管资本家

１２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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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资上的６０夸特支出为他提供了１２０夸特产品，他的利润率也

不是１００％，而只是５０％，这是因为利润率的计算方法不同：在一

种情况下按２×６０计算，在另一种情况下则按６０计算。剩余价值

［３２７］在这两种情况下是相同的，但是利润率不同。

可是穆勒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的呢？

他不是假定资本家［在采用了那个可以不用不变资本的发明

之后］在支出６０夸特时得到１２０夸特（从６０工作日中占有３０工

作日）；根据他的假定，资本家现在雇用１００个工人，他们向他提供

１８０夸特，而且始终假定１工作日的工资等于１夸特。这样，就得

出如下的计算数字：

所花费的资本

（只指可变资本，即只指花在工资上的资本）

１００夸特（１００工作日的报酬）

总产品

１８０夸特

利 润

８０夸特

这样，资本家现在得到８０％的利润。利润在这里等于剩余价

值。因此，剩余价值率也仅仅等于８０％；它以前等于１００％，即比现

在高２０。于是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利润率提高了３０，

而剩余价值率降低了２０。

如果资本家在工资上仍然只花费６０夸特，那就会得出如下的

计算数字：

１００夸特提供８０夸特的剩余价值

１０夸特提供８夸特的剩余价值

６０夸特提供４８夸特的剩余价值

但是以前６０夸特提供了６０夸特的剩余价值（可见降低了

２０％）。或者用另一个方式来表示，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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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品 剩余价值

６０夸特提供 １２０夸特 ６０夸特

１０夸特提供 ２０夸特 １０夸特

１００夸特提供 ２００夸特 １００夸特

由此可见，剩余价值（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都应该按１００夸

特计算）从１００夸特降低到８０夸特，即降低了２０％。

  （６０∶４８＝１００∶８０；６０∶４８＝１０∶８；６０∶４８＝５∶４。

  ４×６０＝２４０，４８×５＝２４０。）

下面我们分析一下物化在一夸特中的劳动时间，即一夸特的

价值。以前是２夸特等于１工作日，或者说１夸特等于半个工作

日，即等于一个工人一天劳动的９
１８
。而现在，１８０夸特是１００工作

日的产品；因此，１夸特是１００
１１
工作日的产品，即

１０
１８
工作日的产品。

换句话说，产品贵了１
１８
工作日，或者说劳动的生产率降低了，因为

以前一个工人生产１夸特，只需要
９
１８
工作日，而现在需要

１０
１８
工作

日。尽管剩余价值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因而也降低了，也就是说，尽

管工资的实际价值（生产费用）提高了１
１８
，即１１

１
９
，但是利润率提

高了。以前，１８０夸特是９０工作日的产品（１夸特是９０
１８０
工作日即

９
１８

或
１
２
工作日的产品）。而现在，１８０夸特则是１００工作日的产品（１

夸特是１００
１８０
即
１０
１８
工作日的产品）。假定１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或６０

×１２＝７２０分。［３２８］这样，１
１８
作日就等于

７２０
１８
分，即４０分。从这７２０

分中，工人在第一种场合提供给资本家７２０分的半数，即３６０分。

因此，６０个工人一共提供给他３６０×６０分。在第二种场合，工人从

７２０分中提供给资本家８
１８
，即仅仅３２０分。但是，第一个资本家雇

用６０个工人，从而占有３６０×６０＝２１６００分。第二个资本家雇用

１００个工人，从而占有３２０×１００＝３２０００分。于是第二个资本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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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就多于第一个，因为１００个工人每人每天提供３２０分，多于

６０个工人每人每天提供３６０分。可见，所以发生这种情况，仅仅因

为第二个资本家多雇用了４０个工人；但是他从每个工人身上取得

的却少于第一个资本家。第二个资本家获得了更多的利润，尽管这

里剩余价值率和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实际工资的生产费用（即工资

中包含的劳动量）提高了。然而穆勒先生却想证明与此截然相反的

事情。８１

假定没有采用这种使生产谷物可以不用种子和固定资本的

“发明”的资本家Ⅰ，也（象资本家Ⅱ那样）使用了１００工作日（而在

上面的计算中他只使用了９０工作日）。这样，他就要多使用１０工

作日，其中３１
３
用于他的不变资本（种子和固定资本），３

１
３
用于工

资。在生产保持原来的发展水平的条件下，这１０工作日的产品等

于２０夸特，但是其中６２
３
夸特补偿不变资本，１２

４
３
夸特是６

２
３
工

作日的产品。在这些产品里，６２
３
夸特构成工资，６

２
３
夸特构成剩余

价值。

于是，我们就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

不变资本 工   资 总 产 品 剩余价值
剩 余

价值率

６６
２
３
夸特

（３３
１
３
工作日）

６６
２
３
夸特

（６６
２
３
工作日的报酬）

２００夸特

（１００工作日）

６６
２
３
夸特

（３３
１
３
工作日）

１００％

资本家Ⅰ在１００工作日的总产品中取得３３
１
３
工作日的利润，

即在２００夸特的总产品中取得６６２
３
夸特的利润。或者说，如果我

们把他支出的资本按夸特来计算，那末他就是用１３３
１
３
夸特（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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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工作日的产品）取得６６

２
３
夸特的利润。然而资本家Ⅱ支出１００

夸特取得８０夸特的利润。可见，资本家Ⅱ的利润多于资本家Ⅰ的

利润。但是，资本家Ⅰ生产２００夸特所用的劳动时间，与资本家Ⅱ

生产１８０夸特所用的劳动时间一样多。资本家Ⅰ的一夸特等于半

个工作日，而资本家Ⅱ的一夸特等于
１０
１８
（即

５
９
）工作日，即多包含

１
１８

的劳动时间，因此比前者贵
１
１８
。所以，资本家Ⅰ就必定会挤垮资本

家Ⅱ。后者则不得不放弃他的发明，安于象以前一样使用种子和固

定资本来生产谷物。

资本家Ⅰ用１２０夸特取得的利润是６０夸特，即５０％（这和用

１３３１
３
夸特取得利润６６

２
３
夸特是一样的）。

资本家Ⅱ用１００夸特取得的利润则是８０夸特，即８０％。

Ⅱ的利润：Ⅰ的利润＝８０∶５０＝８∶５＝１∶
５
８
。

与此相反，Ⅱ的剩余价值：Ⅰ的剩余价值＝８０∶１００＝８∶１０＝

１∶１０
８
＝１∶１

２
８
＝１∶１

１
４
。

Ⅱ的利润率比Ⅰ的利润率高３０。

Ⅱ的剩余价值则比Ⅰ的剩余价值低２０。

资本家Ⅱ多雇用了６６２
３
％的工人，而资本家Ⅰ则每个工作日

从每个工人那里只多占了１
８
（即１２

１
２
％）的劳动。

［３２９］总之，穆勒先生事实上证明了：资本家Ⅰ——他共使用

９０工作日，其中
１
３
包含在不变资本（种子、机器等等）中，他雇用６０

个工人，但是只用３０天的产品付报酬——用半个（即９
１８
）工作日生

产１夸特谷物，用９０工作日生产１８０夸特，其中６０夸特补偿不变

资本中包含的３０工作日，６０夸特补偿６０工作日的工资（即３０工

作日的产品），６０夸特补偿剩余价值（即３０工作日的产品）。这个

资本家Ⅰ的剩余价值等于１００％。他的利润则等于５０％，因为６０

５２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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夸特剩余价值不是按６０夸特，不是按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计

算，而是按１２０夸特，也就是按多一倍的资本（可变资本加不变资

本）计算的。

其次，穆勒证明了：资本家Ⅱ——他使用１００工作日，但是他

（由于自己的发明）丝毫没有把工作日花费在不变资本上——生产

１８０夸特的产品，因此１夸特等于
１０
１８
工作日，即比资本家１的夸特

贵
１
１８
工作日（４０分）。他的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

１
１８
。既然工人仍旧

一工作日取得１夸特作为报酬，那末他的工资就实际价值来说，即

就生产它所需的劳动时间来说，提高了
１
１８
。尽管现在工资的生产费

用提高了１
１８
，尽管资本家Ⅱ的总产品同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相比减

少了，而且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只占８０％，而资本家Ⅰ的剩余价

值是１００％，但是资本家Ⅱ的利润率还是８０％，而资本家Ⅰ的利润

率只是５０％。为什么呢？因为在资本家Ⅱ那里，尽管工资的生产费

用提高了，可是他雇用工人多了；还因为资本家Ⅱ的剩余价值率同

利润率相等，其所以如此，则是由于他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只按花在

工资上的资本计算，而不变资本等于零。但是，穆勒恰恰与此相反，

想要证明，利润率的提高，根据李嘉图的规律，是工资的生产费用

减少的结果。我们已经看到，尽管工资的生产费用已经增加，利润

率还是提高了；因此，如果把利润和剩余价值直接等同起来，而又

把利润率理解为剩余价值或总利润（它等于剩余价值）对全部预付

资本总价值之比，那末李嘉图规律就是错误的。

穆勒先生接着说：

“以前只有支出１２０夸特才能取得１８０夸特的结果；现在只支出１００夸

特就可以了。”

穆勒先生忘了，在第一种场合，支出１２０夸特等于耗费６０工

６２２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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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日，而在第二种场合，支出１００夸特等于耗费５５
５
９
工作日（也就

是说，在第一种场合，１夸特等于９
１８
工作日，而在第二种场合，等

于，１０
１８
工作日）。

“１８０夸特谷物仍然是和以前同量的劳动，即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的结果。”

对不起！这１８０夸特，以前是９０工作日的结果，而现在是１００

工作日的结果。

“一夸特谷物仍然是一个工人劳动的１０
１８
的产品。”

对不起！以前这是一个工人劳动的
９
１８
的产品。

“因为作为一个工人的报酬的一夸特谷物，实际上是和以前同量的劳动

的产品。”

对不起！第一，１夸特谷物现在“实际上”是
１０
１８
工作日的“产品”，而

以前是
９
１８
工作日的产品；因此多耗费了

１
１８
工作日的劳动；第二，一个工

人的报酬，不管它耗费了９
１８
工作日还是

１０
１８
工作日，任何时候都不能同

他的劳动的产品混为一谈；它始终只是这种产品的一部分。

“现在一夸特谷物是一个工人劳动的１０
１８
的产品，再没有别的〈这是正确

的！〉；以前生产一夸特谷物，则需要这一劳动量同补偿［先前那个资本家的］

利润的费用结合在一起，即多支出
１
５
。”［同上，第１００—１０３页］

且慢！第一，［３３０］我们再说一遍，认为一夸特以前耗费
１０
１８
工作

日，那是错误的；它只花费９
１８
工作日。更加错误的是（如果绝对错误

的东西可以有程度差别的话），这９
１８
工作日再加上“利润的补偿，即

多支出１
５
”。９０工作日（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计算在一起）生产了

１８０夸特。１８０夸特＝９０工作日，１夸特＝ ９０
１８０
＝
９
１８
＝
１
２
工作日。可

见，在这９
１８
工作日上面，即在Ⅰ的场合１夸特所耗费的半个工作日

７２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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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没有任何“附加额”。

但是，我们在这里发现一种十足的谬论，所有上述一派胡言都

是以隐蔽的形式围绕着它提出的。穆勒愚弄了自己，首先是因为他

假定：如果说１２０夸特是６０工作日的产品，并且这项产品在资本

家和６０个工人之间平分，那末，构成不变资本的那６０夸特便是

４０工作日的产品。实际上，不管资本家和生产这６０夸特的工人按

照什么比例分配产品，它们只能是３０工作日的产品。

但是，我们且不谈这一点。为了把穆勒的谬论彻底弄清楚，我

们假定归结为利润的不是６０夸特不变资本的
１
３
（即不是２０夸

特），而是全部６０夸特。由于这种假定对穆勒有利而不是对我们有

利，由于它使问题简化，我们就更可以作这样的假定。此外，与其认

为穆勒的资本家有一种“发明”，使他不用种子和固定资本就能生

产出１８０夸特谷物，还不如认为生产６０夸特不变资本的资本家有

一种发明，使他能够强迫３０个工人白白地、不要任何报酬地（就象

徭役劳动形式那样）劳动３０工作日，生产出６０夸特或６０夸特的

价值。总之，我们假定：上述６０夸特仅仅包含给资本家Ⅰ生产不变

资本的资本家Ⅱ的利润；资本家Ⅱ应该卖出３０工作日的产品，而

对他的３０个各劳动了一个工作日的工人不付分文。能不能说这笔

仅仅归结为利润的６０夸特加入资本家Ⅰ的工资生产费用，并同他

的工人所完成的劳动时间“结合在一起”呢？

当然，资本家Ⅰ和他的工人如果没有那构成他们的不变资本

并仅仅归结为利润的６０夸特，是不能生产出１２０夸特的（根本连

一夸特也生产不出来）。对于他们说来，这是必要的生产条件，而且

是应该付酬的生产条件。可是，他们需要这６０夸特，是为了生产出

１８０夸特。在这１８０夸特中，有６０夸特是用来补偿上述６０夸特

的。对不变资本的这种补偿，丝毫也不触动他们的１２０夸特，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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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６０工作日的产品。如果他们不用构成他们的不变资本的那

６０夸特也能生产出１２０夸特，那末他们的产品，即６０工作日的产

品，会照旧是那些；可是，总产品少了，这正是由于以前的那６０夸

特没有再生产出来。资本家的利润率提高了，因为在使他有可能取

得６０夸特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上的支出，或者说费用，不加入他

的生产费用。绝对利润照旧，即６０夸特。但是这６０夸特只要他花

６０夸特的支出。而现在他却为此支出１２０夸特。因而，这种花在不

变资本上的支出，加入资本家的生产费用，而不加入工资的生产费

用。

假定由于某种“发明”，资本家Ⅲ也可以不给自己的工人付酬

而用１５［不是３０］工作日生产出６０夸特，这部分地是因为他采用

了更好的机器等等。这个资本家Ⅲ会把资本家Ⅱ排挤出市场，并把

资本家Ⅰ变成自己的固定买者。这样，资本家Ⅰ的支出现在便

［３３１］由６０工作日减少到４５工作日。可是，工人为了用６０夸特

［不变资本］生产１８０夸特的产品，仍旧要花费６０工作日。而且他

们还是需要用３０工作日来生产自己的工资。对他们来说，１夸特

等于半个工作日。然而这１８０夸特要资本家花费的只是４５工作

日，而不是６０工作日。但是，认为谷物在称为种子时比称为谷物时

花费较少的劳动时间，那是荒谬的，因此，我们应该假定：在第一个

６０夸特中，种子花费的代价和以前是一样的，但是需用的种子少

了；或者，作为固定资本包含在这６０夸特中的那个价值组成部分

便宜了。

            

我们首先把迄今分析穆勒的“例证”得出的结果写下来。

第一，弄清楚了以下一点：

９２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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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曾经假定，１２０夸特谷物是在没有任何不变资本的条件

下生产出来的，并且仍旧是６０工作日的产品，而以前，包括６０夸

特不变资本在内的１８０夸特，是９０工作日的产品。在这种情况下，

花在工资上的６０夸特资本——它等于３０工作日，但是支配了６０

工作日——仍旧提供同样多的产品，即１２０夸特。这项产品的价值

也保持不变，即１夸特等于半个工作日。固然，产品在以前是１８０

夸特，而不是现在的１２０夸特；但是这６０夸特差额只是代表不变

资本中包含的劳动时间。可见，工资的生产费用和工资本身——无

论是它的使用价值，还是它的交换价值——都保持不变：１夸特谷

物等于半个工作日。剩余价值也不变，即６０夸特比６０夸特，或
１
２

工作日比
１
２
工作日。剩余价值率在两种场合都是１００％。但是利润

率在第一种场合只是５０％，而现在是１００％。这仅仅是因为６０∶

６０＝１００％，而６０∶１２０＝５０％。在这里，利润率的提高，并不是由

于工资的生产费用变动，而只是由于假定不变资本等于零。在下述

情况下，结果也大致相同：不变资本的价值、从而预付资本总价值

减少，剩余价值对资本之比因此提高，而这个比例也就是利润率。

作为利润率，剩余价值不仅按实际增加的、创造剩余价值的那

部分资本计算，即不仅按花在工资上的那部分资本计算，而且按仅

仅是重新出现在产品中的原料和机器的价值计算，并且，还要按全

部机器设备的价值，即不仅按机器设备中确实进入价值形成过程、

因而其磨损应该得到补偿的那部分价值，而且按仅仅进入劳动过

程的那部分价值计算。

第二，

穆勒的第二个例子假定：资本Ⅰ提供了１８０夸特的产品，这些

０３２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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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等于９０工作日（从而６０夸特或３０工作日构成不变资本；６０

夸特为可变资本，即６０工作日的工资，从６０工作日中工人得到

３０工作日的报酬；６０夸特构成剩余价值），资本Ⅱ也提供了１８０夸

特，但是这１８０夸特等于１００工作日，从而１８０夸特中１００夸特为

工资，８０夸特为剩余价值。在这里，全部预付资本用于工资。这里

的不变资本等于零；工资的实际价值提高了，尽管工人所取得的使

用价值仍旧是１夸特；但是现在１夸特等于１０
１８
工作日，而以前１夸

特只等于９
１８
工作日。剩余价值从１００％下降到８０％，即降低了

１
５
或

２０％。利润率则从５０％上升到８０％，即提高了３
５
或６０％。由此可

见，工资的实际生产费用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不是［象在“第一”的情

况下那样］仅仅保持不变，而是增加了。劳动的生产率降低了，因而

工人所完成的剩余劳动量减少了。虽然如此，利润率却提高了。为

什么呢？第一，因为这里没有不变资本，利润率因而等于剩余价值

率。在资本不是完全花在工资上——而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

资本完全花在工资上几乎是不可能的——的一切情况下，利润率

始终应该低于剩余价值率，而它低于剩余价值率的程度，应该同预

付资本总价值高于资本中花在工资上的那个组成部分的价值的程

度相适应。第二，利润率提高了，是因为资本家Ⅱ比资本家Ⅰ雇用

的工人多得多，比补偿这两个资本家各自使用的劳动在生产率上

的差额所需的工人人数还多得多。

第三，如果从事情的一个方面来看，那末，上文中“第一”和“第

二”两段所引证的事例就足以证明利润率的变动可以完全不取决

于工资的生产费用的论点。因为“第一”这一段已经指出，尽管劳动

的生产费用保持不变，利润率也会提高。“第二”这一段则指出，资

本Ⅱ与资本Ⅰ相比，尽管劳动生产率降低，因而工资的生产费用提

１３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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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但是利润率还是提高了。因此，这种［Ⅷ—３３２］情况本身向我们

证明，如果我们反过来以资本Ⅰ与资本Ⅱ相比，那末，尽管剩余价

值率提高，劳动生产率增长，因而工资的生产费用下降，但是利润

率降低了。对Ⅰ来说，［一夸特］工资的生产费用只是９
１８
工作日，对

Ⅱ来说，则是１０
１８
工作日，尽管如此，Ⅱ的利润率还是比Ⅰ高６０％。

在所有这些场合，利润率的变动不仅不决定于工资生产费用的［方

向相反的］变动，反而与它的方向一致。诚然，必须指出，不能因此认为

一个运动是另一运动的原因（例如，不能认为利润率降低是由于工资

的生产费用降低；也不能认为利润率提高是由于工资的生产费用

提高），而只能认为其他情况抵销了这些变动的对立作用。但是无

论如何，李嘉图的下述规律是错误的：利润率按照和工资变动相反

的方向变动，一方因另一方降低而提高，或者反过来。这个规律只

有对剩余价值率来说才是正确的。但是利润率与工资的价值不是

按照相反的方向，而是按照相同的方向提高或降低，这里甚至有

（固然不是永远有）某种必然的相互联系。哪里劳动的生产率较低，

哪里就使用更多的手工劳动。而凡是劳动的生产率较高的地方，使

用不变资本就更多。因此，在这里，引起剩余价值率提高或降低的

同一些情况，必定引起利润率相反的变动，也就是说，必定在剩余

价值率提高时引起利润率降低，等等。

［（ｂ）成品的生产和生产这个成品的不变资本的

生产结合在一个资本家手里会不会影响利润率］

  我们现在且按照穆勒原来的设想讲一讲这个情况，尽管他没

有正确表述它。这样同时也可以弄清他关于资本家的预付利润的

种种议论的真正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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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依靠什么样的“发明”和“结合”①，照穆勒那样举出的例

子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这个例子包含着绝对的矛盾和绝对的荒谬，

它本身的各种前提是互相抵触的。

按照穆勒的意见，１８０夸特产品中有６０夸特（种子和固定资

本）等于利润２０夸特和４０工作日的工资４０夸特。这样，如果２０

夸特的利润不存在，４０工作日仍旧存在。根据这个假定，工人也就

取得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这样就绝对无法理解，２０夸特的利润

及其价值是从哪里来的。如果假定它只不过是价格的名义附加额，

也就是说，如果它不代表被资本家据为己有的劳动时间，那末它不

存在，也应当盈利，完全象在６０夸特中有２０夸特算作没有作过工

的工人的工资一样。其次：６０夸特在这里只是不变资本的价值的

表现。但是按照穆勒的意见，这是４０工作日的产品。而在另一方

面，其余１２０夸特又被假定为６０工作日的产品。但是，这里应该把

工作日理解为相等的平均劳动。因此，这个假定是荒谬的。

由此可见，首先必须假定１８０夸特的产品只包含９０工作日，

构成不变资本价值的６０夸特只包含３０工作日。假定等于２０夸特

即１０工作日的利润可以不存在，也是荒谬的。因为，这等于假定用

来生产不变资本的３０个工人虽然不是为资本家工作，但是又甘愿

只领取相当于他们劳动时间的一半的工资，而不把其余一半算在

自己的商品内。一句话，他们要比价值低５０％出卖自己的工作日。

所以，这个假定同样是荒谬的。

但是我们假定，资本家Ⅰ不是向资本家Ⅱ购买自己所需的不

３３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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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资本然后进行加工，而是在他自己的企业中把不变资本的生产

和加工结合起来。这样，他就是自己向自己提供种子、农具等等。此

外，我们也把那种可以不用种子和固定资本的“发明”撇开不谈。总

之，假定这个资本家在生产他的不变资本所需的不变资本上花费

２０夸特（等于１０工作日），在［每］１０工作日的工资上花费１０夸

特，其中５日是工人白白工作的。

于是，就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

［３３３］

不变资本
８０个工人所需的

可变资本
剩 余 价值 总 产 品

２０夸特

（１０工作日）

６６＋２０＝８０夸特

（８０工作日的工资）

（＝４０工作日）

６０＋２０＝８０夸特

（＝４０工作日）

１８０夸特

（＝９０工作日）

工资的实际生产费用仍旧是那些，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也没

有发生变化。总产品仍旧是那样多，即１８０夸特，并且和以前一样

具有１８０夸特的价值。剩余价值率也没有变化：８０夸特比８０夸

特。剩余价值的绝对额即绝对量则从６０夸特增加到８０夸特，即增

加２０夸特。预付资本从１２０夸特减少到１００夸特。以前是以１２０

夸特赚得６０夸特，即利润率为５０％。现在则是以１００夸特赚得８０

夸特，即利润率为８０％。预付资本总价值１２０夸特减少了２０夸

特，利润率则从５０％提高到８０％。撇开利润率不谈，利润本身现在

是８０夸特，而以前是６０夸特；所以，它增加了２０夸特，这就是说，

其增加程度和剩余价值量（不是剩余价值率）是相同的。

因此，在这里，实际工资的生产费用没有任何变动，没有任何

４３２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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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改变。这里利润率的增长是由于：

（１）尽管剩余价值率没有提高，但是剩余价值绝对量从６０夸

特增加到８０夸特，即增加了１
３
；它所以增加

１
３
或３３

１
３
，是因为资

本家不是象以前那样雇用６０个工人，而是现在直接在他自己的企

业里雇用８０个工人，即多剥削
１
３
或３３

１
３
％的活劳动，此外，他是

在剩余价值率和以前只雇用６０个工人时相同的条件下雇用这８０

个工人的。

（２）当剩余价值绝对量（因此，还有总利润）这样提高３３
１
３
％

即从６０夸特增加到８０夸特时，利润率则从５０％增加到８０％，增

加了３０，即提高了３
５
（因为：５０的

１
５
是１０，５０的

３
５
是３０）或６０％。

问题在于，尽管资本中花在工资上的那个组成部分从６０夸特增加

到８０夸特（从３０工作日增加到４０工作日），但是所花费的资本的

价值却从１２０夸特减少到１００夸特。资本的前一部分增加了１０工

作日（＝２０夸特）。相反，资本的不变部分却从６０夸特减少到２０

夸特，或者说从３０工作日减少到１０工作日，即减少了２０工作日。

这样，如果我们从这２０工作日中扣除所增加的用于工资的那一部

分资本１０工作日，结果，所花费的全部资本就减少１０工作日（＝

２０夸特）。它以前是１２０夸特（＝６０工作日），而现在总共只有１００

夸特（＝５０工作日）。可见，它减少了１
６
，即１６

２
３
％。

不过，利润率的这一切变动，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只不过是

从一本账簿转到另一本账簿上。资本家Ⅰ现在取得了８０夸特的利

润，而不是６０夸特，即多取得了２０夸特的利润；但是这恰恰是不

变资本的生产者以前得到而现在失去的利润，因为资本家Ⅰ自己

生产不变资本，而不再购买不变资本，就是说，不再［３３４］付给不变

资本的生产者２０夸特（１０工作日）的剩余价值（这笔剩余价值是

５３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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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资本的生产者从他雇用的２０个工人身上榨取来的），而把它

装进自己的腰包。

１８０夸特象以前一样，有８０夸特的利润，只不过以前这笔利

润是在两个人中间分配的。利润率看起来高了，这是因为资本家Ⅰ

以前把上述６０夸特仅仅看作不变资本，而且对于他来说，这６０夸

特也确实是不变资本，这样，他就没有把注意力集中在不变资本生

产者所取得的利润上。利润率也象剩余价值或包括劳动生产率在

内的任何生产条件一样，没有变动。以前［也是这样］，［不变资本］

生产者所花费的资本是４０夸特（２０工作日），而资本家Ⅰ支出的

［可变资本］是６０夸特（３０工作日），共计１００夸特（５０工作日）。前

者的利润是２０夸特，后者的利润是６０夸特，共计８０夸特（４０工

作日）。相当于９０工作日（１８０夸特）的全部产品，给花在工资和不

变资本上的１００夸特提供８０夸特的利润。对社会来说，这时仍象

以前一样，来自利润的收入没有变化；剩余价值对工资之比，也没

有变化。

差别是这样产生的：当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在商品市场上的

时候，他只是一个商品所有者；他必须支付商品的全部价值，支付

商品所包含的全部劳动时间，而不管资本家和工人过去或现在按

照什么比例参加分配这些劳动时间的果实。可是当他作为买者出

现在劳动市场上的时候，他实际上买到的劳动就多于他所支付的。

由此可见，当他不再购买他所需要的原料和机器，而自己也生产这

些东西的时候，他把否则就得向原料和机器的卖者支付的剩余劳

动据为己有了。

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不是对利润率来说，——是他自己取

得一笔利润，还是他把这笔利润付给别人，当然不是没有差别的。

（因此，在计算利润率因不变资本增加而降低的情况时，永远要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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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整个社会的平均数，即社会在某一时间作为不变资本使用的价

值总量，以及这个总价值对直接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量之比。）但是，

这个着眼点，甚至对于单个资本家实行联合化——譬如，往往同一

个资本家兼营纺纱和织布，而且还自己烧制所需要的砖，等等——

时也很少起（并且很少能起）决定性作用。在这里起决定性作用的，

是运输时间的节约所造成的生产费用的实际节约，厂房、燃料、动

力等的节约，以及对原料质量加强监督，等等。如果资本家想要自

己制造所需要的机器，他就得象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或满足若干

固定用户的个人需要而工作的小生产者那样，小规模地生产机器，

而且他为机器花费的代价，比他向为市场生产的机器制造业者购

买机器要高。如果他同时纺纱、织布和制造机器，不仅是为了自己，

而且是为了供应市场，那他就需要一笔更大的资本，可是，他如果

把这笔资本投入他原来的事业，也许更加合算（分工）。只有当资本

家为自己建立了相当大的市场，以致能够以有利可图的规模自己

生产自己的不变资本的时候，上述着眼点才具有决定性作用。为

此，他本身对不变资本的需求应该是相当大的。在这种情况下，即

使他的劳动的生产率低于专门从事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的人，他

也把一部分否则就得向另一个资本家支付的剩余劳动据

为己有。          

我们看到，这和利润率没有任何关系。因此，如果象穆勒所举

的例子那样，以前使用了９０工作日和８０个工人，那末，尽管产品

中包含的４０工作日（＝８０夸特）的剩余劳动以前由两个资本家占

有，而现在由一个资本家独吞，生产费用也决不会因而有丝毫节

约，２０夸特的利润（１０工作日）在一本账簿上消失，仅仅是为了在

另一本账簿上重新出现。

７３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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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离开劳动时间的节约，从而离开工资的节约，这种先前

利润的节约就不过是一种幻觉。８２

［（ｃ）关于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对剩余价值、

利润和工资的影响的问题］

  ［３３５］可是第四，现在还剩下这样一种情况：不变资本的价值

因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降低；在这里要研究，这种情况是否关系到以

及在多大程度上关系到工资的实际生产费用，或者说劳动的价值。

因此，问题在于：不变资本实际价值的变动会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引

起利润和工资之间的比例的变动？不变资本的价值——它的生产

费用——可能保持不变，然而产品中包含的这种不变资本的量却

可能有时较多，有时较少。甚至假定不变资本的价值是不变的，不

变资本的总量也会随着劳动生产率和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而增长。

因此，所使用的不变资本的相对量在它的生产费用不变甚至增长

的条件下发生的变化，即对利润率始终发生影响的变化，从一开始

就被排除在这里研究的范围之外。

其次，产品既不直接、又不间接加入工人消费的一切生产部

门，也被排除在对这一问题的考察的范围之外。但是，这一类生产

部门中发生的实际利润率的变动（即这一类生产部门中实际生产

的剩余价值对所花费的资本之比的变动），却同产品直接或间接加

入工人消费的生产部门中的利润率的变动完全一样，对因利润平

均化而形成的一般利润率发生影响。

此外，问题必须归结为：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怎样才会对剩余

价值本身发生反作用？因为既然假定剩余价值是既定的，那末剩余

劳动对必要劳动之比也就是既定的，从而工资的价值，即工资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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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费用也就是既定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价值的任何变

动，都根本不会触动工资的价值以及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之比，尽

管这种变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影响利润率，影响资本家的剩余价

值的生产费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即当产品加入工人消费时）还

会影响体现工资的使用价值的数量，虽然并不影响它的交换

价值。          

假定工资是既定的。譬如说，棉纺织厂中的工资等于１０劳动

小时，剩余价值等于２劳动小时。再假定子棉由于丰收而落价一

半。同量棉花以前要工厂主花费１００镑，现在只花费５０镑。同量

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和织布的劳动量同以前一样。这样，资本家现在

在棉花上只花费５０镑，就能吸收同以前花费１００镑时一样多的剩

余劳动；或者，如果他还是在棉花上花费１００镑，那他现在用同样

的价格所换取的棉花数量，就可以使他多吸收一倍的剩余劳动。在

这两种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即剩余价值对工资之比，依然保持不

变；但是剩余价值量在后一种情况下增长了，因为，尽管剩余劳动

率相同，所使用的劳动却增加了一倍。在这两种情况下，利润率都

提高了，尽管这里工资的生产费用没有任何变动。利润率所以提

高，是因为在利润率中，剩余价值按资本家所支付的生产费用，按

他所花费的资本的总价值计算，是因为这种生产费用减少了。现在

资本家花费比以前少的资本，就可以生产出象以前一样多的剩余

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不仅利润率提高，而且利润量也增加，因为

剩余价值本身由于使用较多劳动而增加了，可是原料费用这时并

没有增加。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和利润量也是在劳动价值

没有任何变动时提高的。

只一方面我们假定，棉花的价值由于歉收提高了一倍，因此，

９３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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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多的［３３６］棉花，以前值１００镑，而现在值２００镑。在这种情况

下，利润率无论如何都会降低，而利润量，或者说利润的绝对量，在

一定的条件下，也可能减少。如果资本家使用同以前一样多的工

人，这些工人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多，而且条件同以前完全一样，那

末，尽管剩余劳动对必要劳动之比，从而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都保持不变，资本家的利润率还是下降。利润率所以下降，是因为

对资本家来说，剩余价值的生产费用增加了，也就是说，他必须在

原料上多花费１００镑，才能占有同以前一样多的别人的劳动时间。

但是，如果资本家现在不得不把以前用在工资上的钱的一部分花

在棉花上，譬如说，用１５０镑购买棉花，而其中５０镑以前是加入工

资的，那末，无论利润率或利润量都会下降，而利润量所以下降，是

因为使用的劳动少了，尽管这时剩余价值率没有变动。如果由于歉

收而没有足够的棉花用来吸收同以前一样多的活劳动，情形也会

如此。在这两种情况下，利润量和利润率都下降，尽管劳动的价值，

也就是说，剩余价值率，或资本家取得的无酬劳动量与他以工资付

酬的劳动之比，都没有任何变动。

总之，在剩余价值率不变，也就是说，劳动的价值不变的条件

下，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必然引起利润率的变动，而且可能伴随着

利润量的变化。

另一方面，现在就工人来说，情况如下：

棉花价值降低了，因此有棉花加入的产品的价值也降低了，而

工人仍象以前一样取得等于１０劳动小时的工资。但是，他自己消

费的那部分棉纺织品，现在可以按便宜的价格买到了，因此，他以

前在棉纺织品上的支出，有一部分可以用在其他东西上。他能够得

到的生活资料的数量，只能与此相应地增加，即与他在棉纺织品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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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上的节约相应地增加。因为就其他方面来说，他现在用较多的棉

纺织品换得的，并不比他以前用较少的棉纺织品换得的多。与棉纺

织品价值的降低相应，其他商品的相对价值提高了。简言之，现在

较多的棉纺织品所具有的价值，并不比以前较少的棉纺织品所具

有的价值多。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价值仍会和以前一样，不

过它代表较多的其他商品（使用价值）。但是利润率还是会提高，尽

管剩余价值率在前提不变的情况下不可能提高。

在棉花涨价时，情况则相反。如果工人仍然一天劳动那样多时

间，所取得的工资仍然等于１０劳动小时，那末，他的劳动的价值就

仍然是那些，可是［他的工资的］使用价值，就他自己消费棉纺织品

来说，却减少了。在这种情况下，工资的使用价值减少，工资的价值

保持不变，尽管利润率下降了。由此可见，虽然剩余价值和（实际）

工资１２的降低和提高彼此永远成反比例（工人参加分配靠劳动时

间绝对延长而获得的果实这种情况例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

的劳动能力会损耗得更快），利润率却可能在工资价值不变而其使

用价值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在工资价值不变而其使用价值减少的

情况下降低。

因此，利润率由于不变资本的价值降低而提高，这与工资的实

际价值（工资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任何变动毫无直接关系。

这样，如果棉花的价值象上面假定的那样降低５０％，那末，

［穆勒著作中的］以下说法就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工资的生产费用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了；或者说，既然以棉纺织品形式领取工资的工

人取得和以前一样多的价值，也就是说，取得比以前更多数量的棉

纺织品（因为１０劳动小时仍和以前一样等于譬如说１０先令，但由

于子棉的价值降低了，现在我用这１０先令就能够买到比以前多的

１４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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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纺织品），那末利润率就仍和以前一样。剩余价值率仍和以前一

样，但［３３７］利润率提高了。产品的生产费用会减少，因为产品的一

个组成部分，即产品中包含的原料，比以前耗费较少的劳动时间。

工资的生产费用仍和以前一样，因为工人为自己劳动的时间和为

资本家劳动的时间仍象以前一样多。（要知道，工资的生产费用并

不取决于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所耗费的劳动时间，而取

决于他为补偿自己的工资而花费的劳动时间。在穆勒先生看来，由

于工人加工的譬如说是铜而不是铁，或者是亚麻而不是棉花，他的

工资的生产费用就会贵些；或者说，如果工人种的是亚麻种子而不

是棉花种子，或者如果他劳动时使用昂贵的机器，而不是根本不用

机器或只用简单的手工业工具，那末，他的工资的生产费用就会贵

些。）利润的生产费用会减少，这是因为，为生产剩余价值而预付的

资本的总量即总额会减少。剩余价值的费用，永远不会大于花在工

资上的那部分资本的费用。相反，利润的费用则等于为创造这个剩

余价值而预付的资本的费用总额。因而，利润的费用就不仅决定于

花在工资上并创造剩余价值的资本组成部分的价值，而且决定于

为推动和活劳动交换的资本组成部分所必需的那些资本组成部分

的价值。穆勒先生把利润的生产费用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费用混淆

起来了，也就是说，他把利润和剩余价值混淆起来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原料的贵贱对于加工这种原料的工业的

重要性（至于机器的相对跌价① 就不必说了），——甚至假定市场

价格等于商品的价值，即商品的市场价格下降的程度同商品中包

含的原料的价值下降程度完全一致，也是这样。

２４２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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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托伦斯上校关于英国的说法是正确的：

“对于英国这样的国家来说，某个国外市场的重要性不应当根据它从这

个国家得到的成品的数量，而应当根据它还给这个国家的再生产要素的数量

来衡量。”（罗·托伦斯《就英国状况和消除灾难原因的手段致尊敬的从男爵、

议员罗伯特·皮尔爵士的信》１８４９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７５页）

｛但是托伦斯论证这一点所使用的方法是拙劣的。那是关于供

求的老生常谈。在托伦斯那里，事情被归结为这样：从事例如棉花

加工的英国资本的增长速度，高于从事棉花种植的例如美国资本，

棉花的价格就会上涨。托伦斯说，这时，

“棉纺织品的价值和用于它的各要素的生产费用相比将会降低”。［同上，

第２４０页］

也就是说，当原料的价格由于英国的需求增长而提高的时候，

因原料价格提高而变贵的棉纺织品的价格将会降低；例如我们在

目前（１８６２年春）实际上就看到，棉纱比子棉贵不了多少，棉布比

棉纱贵不了多少。然而托伦斯假定：棉花尽管贵，但是足够供英国

工业消费。棉花的价格涨到它的价值之上。因此，如果说棉纺织品

按照它的价值出卖，那末，这所以可能只是由于：棉花种植者从全

部产品中取得多于他应得的剩余价值，实际上占有了应该属于棉

纺织厂主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后者不能通过提高价格来为自己

补偿这一部分剩余价值，因为价格提高，需求就会减少。由于需求

减少，棉纺织厂主的利润甚至反而会下降到低于因棉花种植业者

加价而应下降的程度。

对原料例如棉花的需求，每年不仅决定于实际的、当时存在的

需求，而且决定于当年的平均需求，从而，它不仅决定于开工工厂

的需求，而且决定于来年——根据现有的经验——开办的工厂所

３４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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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的需求，就是说，决定于一年内工厂的相对增加，或者说与工

厂相对增加相适应的［３３８］追加需求。

相反，如果棉花等等的价格下跌了（例如，由于收成特别好），

那末它多半会降低到棉花的价值之下——这依然是由于供求规律

的作用。因此，利润率，有时如上所述还有利润量，不仅仅按照它们

在降低的棉花价格等于棉花价值的情况下所应提高的程度而提

高，它们还会由于以下原因而提高：成品价格的降低并未完全达到

棉花种植业者出卖棉花时其价格低于价值的程度，也就是说，棉纺

织厂主把应当归棉花种植业者的一部分剩余价值装进了自己的腰

包。这不会减少对他的产品的需求，因为产品价格反正由于棉花价

值降低而降低了。不过，它降价的程度并没有达到子棉价格降到子

棉本身价值以下的程度。

此外，需求在这时还会由于以下原因而增长：工人的就业率和

报酬都很高，以致他们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消费者，成为他们

自己的产品的消费者。在原料价格的下降不是由于它的平均生产

费用继续不断降低，而是由于收成特别好（天气条件）的情况下，工

人的工资不会下降；相反，对工人的需求还会增加。这种需求造成

的结果，不只是与它的增长成比例地发生作用。相反，如果产品价

格突然上涨，一方面许多工人被解雇，另一方面工厂主设法把工资

压低到它的正常水平以下，借以避免遭受损失。这样，工人的正常

需求下降，而且，这就进一步加快已经发生的需求普遍下降，以及

加强需求普遍下降对市场价格的影响。｝

穆勒关于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李嘉图式的）观

念，主要使他产生这样一个想法：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可以引起劳

动的价值即劳动的生产费用的变动，因此，例如预付的不变资本价

４４２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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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降低，就会引起劳动的价值，劳动的生产费用的降低，就是说也

会引起工资的降低。由于原料譬如说棉花的价值降低，棉纱的价值

就降低。它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它包含的劳动时间减少了。举例

来说，如果一磅棉纱是一个工人一个（１２小时的）工作日的产品，

而这一磅棉纱所包含的棉花的价值降低了，那末，这一磅棉纱的价

值的减少数就正好等于用在棉纱上的棉花价值的减少数。例如，一

磅二级品４０支细纱的价格在１８６１年５月２２日是１２便士（１先

令）。它在１８５８年５月２２日是１１便士（实际上是１１６
８
便士，因为

棉纱价格的降低并没有达到子棉价格降低的幅度）。但是在第一种

情况下，一磅标准质量的子棉的价格为８便士（实际上是８１
８
便

士），在第二种情况下为７便士（实际上是７
３
８
便士）。可见，这里棉

纱价值的降低数正好等于子棉价值即棉纱原料价值的降低数。因

此，穆勒说，劳动仍和以前一样；如果以前劳动是１２小时，那末产

品仍然和以前一样是这１２小时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所

加的过去劳动比在第一种情况下少１便士；劳动没有变化，可是劳

动的生产费用减少了（即减少１便士）。

尽管一磅棉纱作为棉纱，作为使用价值，仍和以前一样是１２

小时劳动的产品，然而１磅棉纱的价值无论现在或过去都不［仅

仅］是纺纱工人１２小时劳动的产品。在第一种情况下，１２便士中

有２
３
即８便士是子棉的价值，而不是纺纱工人的产品；在第二种情

况下，１１便士中有２
３
即７便士不是纺纱工人的产品。在第一种情

况下，作为１２小时劳动的产品的是４便士，在第二种情况下同样

是４便士。在这两种情况下，［纺纱工人的］劳动仅仅加进了棉纱价

值的
１
３
。所以说，在第一种情况下，一磅棉纱中只有

１
３
磅是纺纱工

人的产品（如果撇开机器不谈的话），在第二种情况下也是如此。工

５４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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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人和资本家应该象以前一样仅仅分享等于
１
３
磅棉纱的４便士。如

果工人用４便士购买棉纱，那末他在第二种情况下得到的棉纱比

第一种情况下多，但是现在较多的棉纱的价值，和过去较少的棉纱

的价值完全相同。可是，４便士在资本家和工人中间的分配，仍和

以前一样。如果工人花费在自己工资的再生产或生产上的时间是

１０小时，那末他的剩余劳动就等于２小时，这和以前的情况是一

样的。工人仍和以前一样从４便士即
１
３
磅棉纱中取得

５
６
，而资本家

从其中取得１
６
。由此可见，产品即棉纱的分配没有发生任何［３３９］

变化。虽然如此，利润率还是提高了，因为原料的价值降低了，因而

剩余价值对总预付资本即对资本家的生产费用之比提高了。

如果我们为了使例子简化而抛开机器等等不谈，那末这两种

情况就可以表示如下：

１磅棉砂

的 价 格

不变

资本

加进的

劳 动
工 资

资本家的

总 支 出

剩 余

价 值
利润率

第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１２便士

１１便士

８便士

７便士

４便士

４便士

３
１
３
便士

３
１
３
便士

１１
１
３
便士

１０
１
３
便士

２
３
便士

２
３
便士

５
１５
１７
％

６
１４
３１
％

可见，这里的利润率提高了，尽管劳动的价值没有变动，而以

棉纱表示的工资的使用价值增加了。利润率提高了（在工人自己占

有的劳动时间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仅仅是由于棉花的价

值、从而还有资本家的生产费用的总价值降低了。２
３
便士对１１

１
３

便士的支出之比，当然小于
２
３
便士对１０

１
３
便士的支出之比。

          

６４２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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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所说，可以看到，穆勒在结束他的例证时提出的以下

论点①是错误的：

“如果工资的生产费用仍然和以前一样，利润就不可能提高。每个工人以

前取得１夸特谷物；但是以前１夸特谷物是现在１
１
５
夸特的生产费用的结

果。因此，为了使每个工人取得和以前一样多的生产费用，每人就应该有１夸

特加
１
５
夸特的谷物。”（同上，第１０３页）

“因此，假定付给工人的是工人自己生产的产品，那就很明显，当这种产

品的生产费用有了某种节约而工人照旧得到以前的生产费用时，他得到的产

品就必然会同资本的生产力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但如果是这样，资本家的

支出和他所得到的产品之间的比例，就会和以前完全一样，利润也不会提高。

〈这一点恰恰错了。〉因此，利润率的变动和工资的生产费用的变动是同时发

生的，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可见，如果李嘉图所说的低工资不仅指作为较小劳

动量的产品的工资，而且指用较少的费用——包括劳动和先前的资本家的利

润在内——生产的工资，那末他的意见就是完全正确的。”（同上，第１０４页）

由此可见，按照穆勒的例证，李嘉图的观点只有在这样的情况

下才是完全正确的：所说的低工资（或一般说来，工资的生产费用）

指的不仅同李嘉图所说的相反，而且简直是一种极端荒谬的东西，

也就是说，工资的生产费用不是指工人用来补偿自己的工资的那

一部分工作日，而且还是指工人加工的原料和使用的机器的生产

费用，即工人既没有为自己也没有为资本家劳动过的劳动时间。

            

第五，现在来谈谈本来的一个问题：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会对

剩余价值发生什么影响？

如果我们说，平均日工资的价值等于１０小时，换句话说，在工

人劳动的整个工作日譬如说１２小时中，要用１０小时来生产和补

７４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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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他的工资，他在这１０小时之外劳动的时间才是无酬的劳动时

间，才构成资本家［３４０］没有付酬而取得的价值，那末，这无非是

说，在工人所消费的生活资料总量中包含１０小时的劳动时间。这

１０劳动小时表现为工人用来购买他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一定的

货币额。

但是商品的价值决定于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不问这种劳

动时间是包含在原料中，在磨损的机器中，还是在工人利用机器新

加到原料上的劳动中。因此，如果加入该商品的原料或机器的价值

发生了永久性的（而不只是暂时性的）变动，——造成这种变动的

原因，是生产这些原料和机器的劳动生产率，简言之，即生产商品

中包含的不变资本的劳动生产率发生了变化——而且如果由于这

种变动，现在要用比以前多的或比以前少的劳动时间来生产商品

的各该组成部分，那末，商品本身就会因而变贵或变贱（在把原料

变为产品的劳动的生产率不变，以及工作日的长度不变的条件

下）。结果，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即劳动能力的价值，会提高或降

低；从而，如果工人以前在１２小时中为他自己劳动１０小时，那末

现在他就必须为自己劳动１１小时，或者在相反的情况下只劳动９

小时。在前一种情况下，他为资本家完成的工作，即剩余价值，将减

少一半，从２小时减少到１小时；在后一种情况下，剩余价值将增

加一半，从２小时增加到３小时。在后一种情况下，资本家的利润

率和利润量都会增长：前者增长是由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了，两

者都增长是由于剩余价值率（及其绝对量）提高了。

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变动，仅仅以这种方式影响劳动的价值，影

响工资的生产费用，或者说影响工作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划

分，从而也影响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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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仅仅说明，对于资本家，例如纺纱的资本家来说，他自

己的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决定于纺纱业中的劳动生产率，而

且决定于棉花、机器等等生产部门中的劳动生产率，同样地还决定

于所有这样一些生产部门的生产率：这些部门的产品虽然不作为

不变资本——既不作为原料，也不作为机器等等——加入这个资

本家的产品（根据假定，这种产品加入工人消费）即棉纱之内，但是

构成花在工资上的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同样地还决定于

生产食品等等的劳动生产率。在某一生产部门中作为产品的东西，

在另一部门会成为劳动材料或劳动资料；因此，某一生产部门的不

变资本是由另一生产部门的产品构成的，它在另一生产部门不是

不变资本，而是那个部门的生产的结果。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劳

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还有劳动能力价值的下降）是发生在他自己

那个生产部门，还是发生在那些为他的企业提供不变资本的部门，

不是没有区别的。而对资本家阶级——对资本整体——来说则是

一样的。

由此可见，这种情况（即不变资本的价值下降（或相反的变动）

不是由于使用这种不变资本的生产部门扩大了生产规模，而是由

于不变资本本身的生产费用变动了｝，完全没有超出就剩余价值所

阐明的那些规律的范围。８３

一般说来，当我们谈到利润和利润率的时候，总是假定剩余价

值是既定的，因而影响剩余价值的一切因素都已经起过作用。这都

是假定了的前提。

            

第六，这里还可以再研究一下，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之比，因

而还有利润率，如何由于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即由于劳动时间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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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到正常工作日以上而发生变动。［３４１］由于这种情况，不变资本

的相对价值，或者说，不变资本在产品总价值中所占价值的比例部

分减少了。不过我们把这一点留在第三章８４里讲，因为这里所研究

的东西，一般说来，大部分是属于那一章的。

            

穆勒先生根据他所作的出色例证，提出了一个（李嘉图式的）

一般原理：

“利润规律的唯一的表现……是利润取决于工资的生产费用。”（同上，第

１０４—１０５页）

应该说情况正好相反：利润率｛穆勒所谈的也正是利润率｝只

是在唯一的一个情况下才仅仅取决于工资的生产费用，这个情况就

是：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等同。不过这只有在以下那种在资本主义

生产中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全部预付资本直接预付

在工资上，任何不变资本——不论是原料还是机器、建筑物等等

——都不加入产品；或者，原料等等虽然加入产品，但是它们本身

都不是劳动的产品，都没有价值。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率的变

动才和剩余价值率的变动等同，或者换句话说，才和工资的生产费

用的变动等同。

但是一般说来（刚才谈到的例外情况也包括在内），利润率等

于剩余价值对预付资本总价值之比。

如果我们用Ｍ 代表剩余价值，用Ｃ代表预付资本的价值，那

末利润率就是Ｍ∶Ｃ，或
Ｍ
Ｃ
。这个比例既取决于Ｍ 的量｛而决定Ｍ

的量时，是把决定工资的生产费用的一切情况包括进去的｝，也取

决于Ｃ的量。但是Ｃ，预付资本的总价值，是由不变资本ｃ与（花在

工资上的｝可变资本ｖ构成的。因此，利润率等于
Ｍ
ｖ＋ｃ
，即
Ｍ
Ｃ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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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本身，剩余价值，不仅决定于它本身的比率，即剩余劳动对必要

劳动之比，或者说工作日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划分，工作日划分为

有酬劳动时间和无酬劳动时间。剩余价值量，即剩余价值的绝对

量，还决定于同时被资本剥削的工作日数。而这个按一定无酬劳动

率使用的劳动时间量，对一定的资本来说，则取决于产品在不再投

入劳动或不再投入以前那样多劳动的情况下停留在生产过程本身

（例如，在酒窖中酿制的葡萄酒，已经种在地里的谷物，在一定的时

间内经受化学作用的皮革和其他材料，等等）的时间，也取决于商

品流通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商品形态变化时间的长短，即从它作为

产品被制成时到它作为商品投入再生产时这段时间的长短。多少

工作日可以同时使用｛在工资的价值从而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情况

下｝，总的说来，取决于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量。而刚刚谈到的情况总

的来说可以改变一定量资本在一定时期譬如说一年内所能使用的

活劳动时间的总量。这些情况也决定着一定资本能够使用的劳动

时间的绝对量。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以下事实：剩余价值仅仅决定于

剩余价值率乘以同时使用的工作日数。上述那些情况只决定这两

个因素中的后一个因素——所使用的劳动时间量。

剩余价值率等于剩余劳动在一个工作日中所占的比例，也就

是等于一个工作日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工作日

等于１２小时，剩余劳动等于２小时，那末这２小时就等于１２小时

的１
６
，或者更正确地说，我们应当拿这２小时按必要劳动（或者说

按支付必要劳动的工资——同量的物化形式上的劳动时间）来计

算，这样，剩余劳动所占的份额是１
５
（１０小时的

１
５
是２小时；

１
５
＝

２０％）。在这里（一个工作日的）剩余价值量完全决定于剩余价值

率。如果现在资本家使用１００这样的［３４２］工作日，那末剩余价值

１５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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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绝对量）就等于２００劳动小时。剩余价值率仍和以前一样：

２００小时比１０００小时必要劳动，即１
５
或２０％。如果剩余价值率是

既定的，那末剩余价值量完全取决于所使用的工人人数，就是说取

决于花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绝对量，取决于可变资本。如果所使用的

工人人数，即花在工资上的资本或可变资本的量是既定的，那末剩

余价值量就完全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即取决于剩余劳动对必要劳

动之比，取决于工资的生产费用，取决于工作日在资本家和工人之

间的划分。如果１００个工人（他们一天劳动１２小时）给我提供２００

劳动小时，那末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就等于２００小时，剩余价值率则

是一个［有酬的］工作日的１
５
，即２劳动小时。剩余价值在这里等于

２小时乘以１００。如果５０个工人给我提供２００劳动小时，那末剩余

价值的绝对量就等于２００劳动小时，剩余价值率则等于一个（有酬

的）工作日的２
５
，即４劳动小时。剩余价值在这里等于４小时乘以

５０。既然剩余价值的绝对量等于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数相乘之积，

那末，在两个因数按反比例变化时，它也会保持不变。

剩余价值率永远表现为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因为可变

资本等于有酬劳动时间的绝对量，而剩余价值等于无酬劳动时间

的绝对量。所以，剩余价值对可变资本之比，永远表示工作日的无

酬部分对有酬部分之比。假定上例中的１０小时的工资等于１塔

勒，这里１塔勒就是包含１０劳动小时的白银量。在这种情况下，

１００工作日的报酬是１００塔勒。如果这里剩余价值等于２０塔勒，

那末剩余价值率就是２０
１００
，即
１
５
或２０％。换句话说，资本家用１０劳

动小时（等于１塔勒）取得２劳动小时，用１０×１００即１０００劳动小

时则取得２００劳动小时，等于２０塔勒。

总之，尽管剩余价值率仅仅决定于剩余劳动时间对必要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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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之比，换言之，决定于一个工作日中工人为生产他的工资所需

的相应部分，即决定于工资的生产费用，但是剩余价值量此外还决

定于工作日的数量，决定于按一定的剩余价值率使用的劳动时间

的绝对量，也就是说，决定于用在工资上的资本的绝对量（如果剩

余价值率是既定的话）。但是，既然利润是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不

是剩余价值率）对全部预付资本总价值之比，那末利润率显然就不

仅仅决定于剩余价值率，而且决定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这个绝

对量则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工作日数的复比例，取决于用在工资

上的资本量和工资的生产费用。

如果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那末剩余价值量就仅仅取决于（用

在工资上的）预付资本量。平均工资到处都是相同的。换句话说，

假定一切生产部门中的工人都领取譬如说１０小时的工资。（在工

资高于平均工资的部门中，这对于我们的研究以及对于问题本身

来说，就好象资本家使用了较多的普通工人一样。）这样，假定剩余

劳动到处都是相同的，就是说整个正常工作日也是相同的（不相同

的程度，由于一小时的复杂劳动等于譬如两小时的简单劳动，得以

部分地拉平），［３４３］那末，剩余价值量就仅仅取决于［花在工资上

的］预付资本量。因此，可以说，剩余价值量的相互之比等于（花在

工资上的）预付资本量的相互之比。但是对利润就不能这样说，因

为利润是剩余价值对全部预付资本总价值之比，而在同量资本中，

花在工资上的资本组成部分，或者说可变资本对全部资本之比，可

能是而且常常是极不相同的。利润量在这里则取决于——不同资

本中的——可变资本对全部资本之比，即取决于 Ｍ
ｃ＋ｖ
。因此，如果

剩余价值率是既定的——它始终表现为ｍ
ｖ
，表现为剩余价值对可

变资本之比，——那末利润率就仅仅决定于可变资本对全部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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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比。

总之，利润率首先决定于剩余价值率，或者说，决定于无酬劳

动对有酬劳动之比；它随着剩余价值率的变动而变动——提高或

降低（只要这种作用没有被其他决定因素的运动抵销）。剩余价值

率的提高或降低则同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而同工资的生产费用，或

者说同必要劳动量成反比，也就是同劳动的价值成反比。

其次，利润率决定于可变资本对全部资本之比，决定于 Ｖ
Ｃ＋Ｖ

。

问题在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在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条件下仅仅取

决于可变资本量，而可变资本量，在我们假定的前提下，决定于或

者说只是表示同时使用的工作日数，即所使用的劳动时间的绝对

量。利润率则取决于这个由可变资本提供的剩余价值绝对量对全

部资本之比，也就是取决于可变资本对全部资本之比，取决于
Ｖ
Ｃ＋Ｖ

。既然在计算利润率时剩余价值Ｍ 假定是既定的，因而ｖ也

假定是既定的，那末 Ｖ
Ｃ＋Ｖ

的一切变动就只能由ｃ，即不变资本量的

变动产生。这是因为：如果ｖ是既定的，那末Ｃ＋Ｖ的总额，即Ｃ，

只有当ｃ变动时才能变动，而随着ｃ的变动，
Ｖ
Ｃ＋Ｖ

，即
ｖ
Ｃ
的比例也

会变动。

如果ｖ＝１００，ｃ＝４００，那末ｖ＋ｃ＝５００，而
Ｖ
Ｃ＋Ｖ

＝
１００
５００
＝
１
５
。可

见，如果剩余价值率等于５
１０
，即
１
２
，剩余价值就等于５０。但是，既然

可变资本仅仅等于全部资本的１
５
，那末利润就等于全部资本的

１
５

的
１
２
，即
１
１０
。实际上，５００的

１
１０
，等于５０。利润率就是１０％。

Ｖ
Ｃ＋Ｖ

这

一比例随着ｃ的每一次变动而变动，当然不是按相同数值变动。我
们假定ｖ和ｃ最初都等于１０，也就是说，总资本的半数是可变资

本，半数是不变资本，那末
Ｖ
Ｃ＋Ｖ

＝
１０

１０＋１０
＝
１０
２０
。这样，剩余率［ｄｉｅ

Ｍｅｈｒｒａｔｅ］如果等于ｖ的
１
２
，那就等于Ｃ的

１
４
。或者说，如果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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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为５０％，那末在可变资本为
Ｃ
２
的这一情况下，利润率就等于

２５％。现在假定不变资本增加一倍，从１０增加到２０，那末 Ｖ
Ｃ＋Ｖ

＝

１０
２０＋１０

＝
１０
３０
＝
１
３
。（以前剩余率是１０的

１
２
，现在等于Ｃ的

１
３
的
１
２
，

也就是说等于３０的
１
６
，即等于５。而１０的半数也等于５。５比１０，

得５０％。５比３０，得１６
２
３
％。而在以前，５比２０，得

１
４
，即２５％。）不

变资本增加一倍，即从１０增加到２０；但是ｃ十ｖ的总额只增加一

半，即从２０增加到３０。不变资本增加１００％，ｃ＋ｖ的总额只增加

５０％。 Ｖ
Ｃ＋Ｖ

这一比例最初等于
１０
２０
，现在不过减少到

１０
３０
，从
１
２
减少到

１
３
，即从

３
６
减少到

２
６
，也就是只减少了

１
６
，而不变资本增加一倍。不

变资本的增加或减少怎样影响 Ｖ
Ｃ＋Ｖ

这一比例，显然取决于ｃ和ｖ

在最初构成全部资本Ｃ（ｃ＋ｖ）的两个部分时的比例。

［３４４］首先，不变资本（也就是它的价值）在所使用的原料、机

器等等的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可以增加（或减少）。因此，在这种

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变动不是决定于它作为不变资本进入的那个

生产过程的生产条件，而是与它无关。但是，无论不变资本价值的

这种变动的原因是什么，它们总会影响利润率。在这种情况下，同

量原料、机器等等的价值所以比以前多或少，是因为生产它们所需

要的劳动时间比以前多或少。在这里，价值的变动是由不变资本的

各组成部分作为产品从中出来的那些过程的生产条件决定的。我

们在前面①已经考察了这种情况是如何影响利润率的。

但是，当同一个生产部门的不变资本（例如原料）的价值由于

这种不变资本本身的生产变贵或变便宜而提高或降低时，这种情

５５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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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对利润率的影响，同在下述情况下产生的影响完全一样：在某一

生产部门（甚至是同一生产部门），在工资支出相同的条件下，一种

商品比另一种商品采用了较贵的原料。

如果工资支出相同，而某一资本加工的原料（例如小麦）比另

一资本加工的原料（例如燕麦）贵（或者是银和铜、羊毛和棉花，等

等），这两笔资本的利润率都应该同原料价格的提高成反比。因此，

如果这两个生产部门平均说来取得相同的利润，那末所以能够如

此，仅仅是因为在资本家阶级内部，剩余价值在各个资本家之间的

分配，不是根据每笔资本在它的特殊的生产领域内生产的剩余价

值，而是根据所使用的资本的大小。这可能有以下两种情况。加工

比较便宜的材料的Ａ，按照商品的实际价值出卖他的商品，从而以

货币形式取得他自己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他的商品的价格等于商

品的价值。加工比较贵的材料的Ｂ，高于商品的价值出卖他的商

品，并规定这样的价格，［这个价格能使商品提供给他同样多的利

润，］就象他加工比较便宜的材料一样。如果后来Ａ同Ｂ交换他们

的产品，那末，对Ａ来说，这无异于他算在自己商品的价格里的剩

余价值少于商品中实际包含的剩余价值。或者Ａ和Ｂ两者事先按

照所花费的资本量来规定利润率，也就是说，他们按照他们支出的

资本量来分配总剩余价值，结果也一样。而这正是一般利润率的含

义８５。

十分明显，当某一资本的不变部分（例如原料）的价值由于收

成好坏以及诸如此类的影响而有短时期的降低或提高的时候，是

不会出现这种平均化的，虽然譬如说纺纱厂主在棉花收成特别好

的年份取得的特别多的利润，毫无疑问会把大量新资本吸引进这

个工业部门，促使建造大批新的工厂和棉纺织机。因此，如果继之

６５２ 第 二 十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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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来的是棉花歉收的年景，［棉花价格突然提高所带来的］损失就

会更大。

其次，在机器和原料——简言之，不变资本——的生产费用没

有变动的条件下，可能需要更多的这种不变资本，从而它的价值会

相应增加，其原因在于：不变资本的上述各组成部分作为生产资料

进入的那些过程的生产条件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和在上述情况

下一样，不变资本的价值的增加当然会引起利润率的下降；但是，

从另一方面来看，生产条件的这种变化本身却证明，这里劳动具有

更高的生产率，从而剩余价值率提高了。要知道，原来那样多的活

劳动，现在消费比以前多的原料，只是因为它加工这些原料所需的

时间少了；现在使用更多的机器，也只是因为机器的价值比它所代

替的劳动的价值低。可见，利润率的降低在这里由于剩余价值率的

提高，从而也由于剩余价值绝对量的提高，而多少得到补偿。

最后一点，引起不变资本价值变动的两种情况可能通过极不

相同的结合共同发生作用。举例来说，［３４５］子棉的平均价值降低

了，但是与此同时，在一定时间内加工的棉花总量的价值却更增加

了。再举一个例子：一磅羊毛的价值和在一定时间内加工的羊毛总

量的价值都增加了。第三个例子：更大量地使用机器，绝对地说变

贵了，但是与其效率相对来说便宜了，等等。

到目前为止一直是假定可变资本保持不变。但是，可变资本本

身也有可能不仅相对地——与不变资本量相比——减少，而且还

绝对地减少，例如，在农业中就是这样。此外，可变资本也可能绝对

地增加。但是，那时的结果仍旧同它保持不变时一样，只要不变资

本由于上述原因以更大程度或以同样程度增加。

如果不变资本保持不变，那末它同可变资本相比每次增加或

７５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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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的原因，仅仅在于不变资本的这种相对增加或减少是可变资

本绝对减少或增加的结果。

如果可变资本保持不变，那末不变资本每次增加或减少的原

因，只在于它本身的绝对增加或减少。

如果两种资本同时发生变动，那末在除去这两者相同的变动

之后，所得的结果仍旧和一种资本保持不变而另一种资本有所增

加或减少一样。

但是，如果利润率是既定的，那末利润量就取决于所使用的资

本量。利润率低的大量资本提供的利润，多于利润率高的小量资

本。

            

这个插入部分到此可以结束了。

此外，在约·斯·穆勒的著作中还应当注意的只有以下两个

论点：

“严格说来，资本并不具有生产力。唯一的生产力是劳动力，当然，它要依

靠工具并作用于原料。”（同上，第９０页）

严格说来，穆勒在这里把资本与构成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混

为一谈了。可是，这个论点对于那些同样把两者混为一谈，但又认

为资本有生产力的人来说，却是好的。当然，这里说穆勒的论断正

确，也仅仅就所指的是价值的生产而论。要知道，如果指的只是使

用价值，那自然界也是会生产的。

“资本的生产力不外是指资本家借助于他的资本所能支配的实际生产力

的数量。”（同上，第９１页）

在这里，资本被正确地看作生产关系。［Ⅷ—３４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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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ⅩⅠⅤ—８５］在以前的一本稿本中
８６
，我曾经详细地分析了

穆勒在《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

版）一书中，如何对剩余价值和利润不加区分，粗暴地试图直接从

价值理论中得出李嘉图关于利润率（关于利润与工资成反比例）的

规律。

［（８）结 束 语］

以上关于李嘉图学派的全部叙述表明，这个学派的解体是在

这样两点上：

（１）资本和劳动之间按照价值规律交换。

（２）一般利润率的形成。把剩余价值和利润等同起来。不理解

价值和费用价格的关系。

９５２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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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

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８５２］在政治经济学上的李嘉图时期，同时也出现了［资产阶

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共产主义（欧文）和社会主义（傅立

叶、圣西门）（社会主义还只是处在它的发展的最初阶段）。但是，依

照我们的计划，这里要考察的只是本身从政治经济学家的前提出

发的反对派。

从我们在下面引用的著作中可以看出，所有这些人实际上都

是从李嘉图的形式出发的。

（１）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ａ）把利润、地租和利息看成工人的剩余劳动。资本

的积累和所谓“劳动基金”之间的相互关系］

  《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

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匿名）。

这本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册子（约４０页），是在“这个不可相

信的修鞋匠”８７麦克库洛赫开始被人注意的时候出现的，它包含一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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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它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李嘉图所说

的“利润”（李嘉图常常也把它叫作“剩余产品”），或这本小册子作

者所说的“利息”，看作“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也

就是工人除了补偿他的劳动能力价值的劳动量，即生产他的工资

的等价物的劳动量以外而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

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这一

点其实亚·斯密已经说过①，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

要因素。但是，李嘉图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

来。

李嘉图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的兴趣仅仅在于理解资本主义生

产关系，并把它说成是生产的绝对形式，而我们所考察的这本小册

子以及要在这里考察的其他这一类著作，则是要掌握李嘉图和其

他政治经济学家所揭露的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以便从工业无产

阶级的立场出发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

［小册子的作者说：］

“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从资本的立场出发〉，他总是只能占有

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上述著作，第２３页）

这些必要的生活条件，工人能够维持生活所需要的这种最低限度，

从而能够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量，的确都是相对的量。

“如果资本的价值８８不按照资本量增加的比例而减少，资本家就会超过

工人能够维持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从工人那里榨取每一个劳动小时的产

品。不管这种情况看起来多么可怕和多么令人讨厌，资本家最后还是可以把

希望寄托在只须花费极少量劳动就能生产出来的那些食物上，并且最后可以

对工人说：你不应当吃面包，因为大麦面更便宜；你不应当吃肉，因为吃甜菜

１６２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① 见本卷第１册第５７—６４页和第２册第４６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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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马铃薯也可以过活。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同上，第２３—２４页）

“如果工人能够做到用马铃薯代替面包生活，那就毫无疑问，从他的劳动

中可以榨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靠面包生活，他要维持自己和他的家

庭，他必须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如果靠马铃薯生活，他就只需

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游离出

来，以使国家或资本家得利。”（同上，第２６页）

这里利润等等直接被归结为对工人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的那

部分劳动时间的占有。

“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还

是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同上，第２３页）

由此可见，地租、借贷利息和企业利润都只是“资本利息”的不

同形式，这种资本利息又归结为“工人的剩余劳动”。这种剩余劳动

体现在剩余产品中。资本家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剩

余产品就是资本。

“假定……没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积累起

来。”（同上，第４页）

他马上接着说：

“剩余产品的所有者，或者说，资本的所有者……”（同上）

作者用与伤感的李嘉图学派截然不同的口气说：

“资本增加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是资本价值的减少。”（第２２页）

关于李嘉图，他说：

“既然已经发现，如果人口不是随着资本的增加而增加，工资就会由于资

本和劳动之间的不平衡而提高，如果人口增加，工资就会由于得到食物的困

难而提高，那末，为什么要竭力向我们证明，说因为只有工资的提高才能使利

润降低，所以资本的任何积累都不会使利润降低呢？”（第２３页）

２６２ 第 二 十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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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８５３］如果“资本价值”，即“资本利息”，也就是资本所支配、占

有的剩余劳动，不随资本量的增加而减少，那末复利就会按几何级

数增长；这个级数用货币计算（见普莱斯），就要以不可能有的积累

（不可能有的积累率）为前提，同样，如果把这个级数归结为它的真

正要素，即归结为劳动，它就不仅会把剩余劳动，而且会把必要劳

动作为资本“得到的份额”一齐吸收。（关于普莱斯的幻想，还要回

过头来在收入及其源泉一节８９中谈到。）

“如果能使资本不断增加，并使资本价值保持不变（其标志是借贷利息率

不变），那末，为使用资本而支付的利息很快就会超过全部劳动产品…… 资

本有快于算术级数增加资本的趋势。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

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

支付的。因此，如果资本继续积累，在利息率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为使用资本

而支付的劳动必然越来越增多，直到社会上全体工人的全部劳动都被资本家

吸收为止。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他总是

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第２３页）

但是“资本的价值”怎样减少，小册子的作者是不清楚的。他自

己说，照李嘉图的看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或者是由于资本积

累比人口增加快时工资提高了，或者是由于人口增加比资本积累

快时（或甚至两者［同样地］同时增加时），工资的价值（但不是用生

活资料表示的工资的量）因农业生产率降低而增加了。但是

我们的匿名作者怎样来说明这一点呢？后一种说法他没有

接受；照他的看法，工资会越来越降低，直至降到可能的最

低限度。他说，［资本“利息”降低］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虽

然工人被剥削得更厉害，或者仍旧那样厉害，用来交换活劳动的那

部分资本却相对减少。

不管怎样，匿名作者把利息按几何级数增长这句毫无意义的

３６２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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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还原为它的真正意义，即还原为毫无意义，这是他的功绩。①

此外，匿名作者认为，有两种办法可以阻止资本在剩余产品或

剩余劳动增加时把它掠夺来的赃物的越来越大的部分交还给工

人。

第一种办法是把剩余产品转化为固定资本，这就可以阻止“劳

动基金”，或者说，工人消费的那一部分产品必定随着资本的积累

而增长。

第二种办法是对外贸易，它使资本家能够拿剩余产品去交换

外国的奢侈品，从而自己把它消费掉。因此，即使是由必需品构成

的那部分产品，也完全可以增加，而不必以工资的形式按其增加的

某种比例流回给工人。

必须指出，第一种办法只是定期发生作用，而随后又失去作用

（至少在固定资本由加入必需品生产的机器等等构成的情况下是

这样），它以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为条件，而第二种办法则以资本

家消费剩余产品的部分越来越大，资本家的消费不断增加为条件，

而不以剩余产品再转化为资本为条件。如果这种剩余产品以它直

接存在的形式保留下来，那末其中就会有很大一部分必须作为可

变资本同工人相交换，其结果就会提高工资和降低绝对或相对剩

余价值。马尔萨斯宣扬“富人”必须增加消费，以便使那部分用来同

４６２ 第 二 十 一 章

① ［ⅩⅤ—８６２ａ］由于剩余价值和剩余劳动的同一性，资本积累就有了质的界限，

这种界限是由整个工作日的长度（２４小时内劳动能力能起作用的时间）、当时

生产力的发展程度以及能够限制同时遭受剥削的工人人数的人口数目决定

的。相反，如果在不可理解的利息形式上来考察剩余价值，也就是把剩余价值

看作是资本通过一种神秘的魔术而使自身增长的比例，那末，资本积累的界限

就仅仅是量的，就绝对不能理解，为什么资本不天天早上把利息作为新的资本

一次又一次地并入自身，从而创造出复利的无穷级数。［ⅩⅤ—８６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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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交换、转化为资本的产品具有很高的价值，带来很多的利润，

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其真正的秘密也就在此。不过马尔萨斯不是

让工业资本家本身增加消费，而是把这一职能给了土地所有者、领

干薪者等等，因为积累的欲望和消费的欲望结合在一个人身上便

会互相干扰。这里也暴露出巴顿、李嘉图等人观点中的错误。工资

不是由产品总量中可能作为可变资本被消费，或者说，可能转化为

可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决定，而是由产品总量中实际转化为可变资

本的部分决定。这些产品中有一部分甚至可能以实物形式被各种

食客吃掉，另外一部分则可能通过对外贸易等等作为奢侈品消费

掉。

我们这位小册子的作者忽略了以下两件事：

由于采用机器，大批工人经常失业，这就造成过剩人口；于是

剩余产品找到了可以同它交换的现成的新劳动，而人口不必增加，

绝对劳动时间无须延长。假定以前雇用５００个工人，现在雇用３００

个工人，这３００个工人提供相对来说更多的剩余劳动。只要剩余产

品有足够的增加，其余的２００个工人便可以用剩余产品来雇用。原

有［可变］资本的一部分转化为固定资本，另一部分用来雇用较少

量的工人，但是同他们的人数相比，却从他们身上榨取了更多的剩

余价值，特别是榨取了奥多的剩余产品。其余的２００个工人就是为

了使新的剩余产品资本化而创造出来的材料。

［８５３ａ］正如这个小册子所说的，必需品通过对外贸易变成奢

侈品，本身是很重要的：

（１）因为这种情况结束了这样一种谬论：似乎工资取决于所生

产的必需品的量，似乎这些必需品必然以这种形式由它们的生产

者或者甚至由从事生产的全体民众所消费，也就是说，必然再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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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可变资本，或者说，象巴顿和李嘉图所说的那样，再转化为“流动

资本”；

（２）因为这种情况决定了某些同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

的世界市场有联系的落后国家——例如北美合众国奴隶占有制各

州（见凯尔恩斯９０）或波兰等等——的整个社会形式（老毕希已经

理解到了这一点，如果他不是从斯图亚特那里剽窃来的话）。无论

这些国家从它们的奴隶的剩余劳动中榨取的简单形式即子棉或谷

物形式的剩余产品量有多大，它们仍然能够保持这种简单的、没有

等级差别的劳动，因为对外贸易使它们能够把这种简单的产品变

成任何形式的使用价值。

说年产品中必须以工资形式花费的部分取决于“流动资本”

量，这就等于说，当产品中有很大一部分由“建筑物”构成时，当与

工人人口相比建筑了大量的工人住宅时，由于住宅的供给比对住

宅的需求增加得快，工人一定会得到良好的和便宜的住宅。

相反，以下的说法是正确的：如果剩余产品很多，资本家又打

算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作资本，那末（假定这么多剩余产品本身不

是通过把大批工人抛向街头的办法取得的），对劳动的需求一定会

增长，因而剩余产品中作为工资来交换的部分也必然会增长。无论

如何，不是剩余产品（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存在，甚至以必需品的形

式存在）的绝对量迫使人们把剩余产品用作可变资本，因而使工资

增加。而是除非机器经常造成过剩人口，除非资本的越来越大的部

分（特别是也通过对外贸易）和资本交换而不是和劳动交换，资本

化的欲望就会迫使人们把剩余产品的很大一部分用作可变资本，

因而随着资本的积累，引起工资的增长。剩余产品中以只能用作资

本的形式直接生产出来的部分，以及其中由于同外国交换而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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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形式的部分，比其中必须和直接劳动相交换的部分增长

得快。          

工资取决于现有的资本，因而资本的迅速积累是引起工资提

高的唯一手段，这一句话可归结如下：

一方面，如果把劳动条件表现为资本的形式撇开不谈，那就是

这样一个同义反复：在工人生活条件不降低的情况下工人人数能

够增加多快，取决于一定数量的工人所实现的劳动生产率。他们生

产的原料、劳动工具和生活资料越多，他们就会有越多的钱，不仅

用来抚养自己还不能工作的子女，而且用来实现新的正在成长的

一代人的劳动，从而使人口的增长和生产的增长相一致，甚至使生

产的发展超过人口的增长，因为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人的技能会提

高，分工会增多，采用机器的可能性会增大，不变资本会增加，一句

话，劳动生产率会提高。

如果人口的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那末劳动生产率便取决

于人口的增长。这里是互相发生作用。但是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

表达，这就是说，工人人口的生活资料取决于资本的生产率，取决

于工人的产品中尽可能大的一部分作为工人劳动的支配者同他们

相对立。李嘉图本人正确地表达了这一点（我指的是同义反复），他

认为工资取决于资本的生产率，而资本的生产率取决于劳动生产

率。①

劳动取决于资本的增长这一点，一方面只不过是意味着如下

的同义反复，［８５４］即工人人口的生活资料和就业手段的增长取决

于他们自身的劳动生产率，第二，用资本主义的术语来表达，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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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这样一种情况，即他们自己的产品作为别人的财产和他们

相对立，因此，他们自己的生产率作为他们所创造的物的生产率和

他们相对立。

这一点实际上意味着，工人在自己产品中占有的部分必须尽

可能小，以便使他们的产品中作为资本和他们相对立的部分尽可

能大；工人无偿地让给资本家的东西必须尽可能多，以便使资本家

用来再购买工人劳动的资金（无偿地从工人那里榨取来的东西）尽

可能多地增加。在这种场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如果资本家让

工人无代价地劳动得太多了，现在，为了换取这些没有付给等价物

而得到的东西，他就可能让工人无代价地劳动得略微少一些。但

是，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正好妨碍资本家所追求的目的，即尽可能快

地积累资本，所以工人必须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以至于工人无酬

劳动的减少又会因工人人口的增加（无论是由于采用机器而造成

的相对增加，还是由于早婚而造成的绝对增加）而停止。（这也就是

马尔萨斯主义者作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来宣扬，而

为李嘉图学派所嘲笑的那样一种关系。）工人必须把自己产品中尽

可能大的一部分无代价地交给资本，以便在较为有利的条件下用

自己的新劳动买回这样让出的一部分产品。但是，由于这种有利的

转变会同时消灭有利转变的条件，所以它只能是暂时的，它一定会

再转化为它自己的对立面。

（３）适用于必需品通过对外贸易转化为奢侈品的，一般也适用

于奢侈品的生产，但是，要使奢侈品花样繁多和增加，对外贸易的

确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条件。虽然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为他们的

雇主生产资本，但是他们的产品不能以实物形式再转化为资本，既

不能再转化为不变资本，也不能再转化为可变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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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把运往国外交换必需品（这些必需品全部或部分加入可

变资本）的那部分奢侈品除外，那末，奢侈品所代表的只是一种剩

余劳动，并且是直接以富人作为收入来消费的剩余产品形式出现

的剩余劳动。诚然，奢侈品不只是代表生产它们的那些工人的剩余

劳动。相反，这些工人完成的剩余劳动平均来说同其他生产部门的

工人所完成的一样多。但是，正象可以把包含
１
３
剩余劳动的

１
３
产品

看作这些剩余劳动的体现，而把产品的其余２
３
看作预付资本的再

生产一样，构成奢侈品生产者的工资的必需品生产者的剩余劳动，

也可以体现为整个工人阶级的必要劳动。整个工人阶级的剩余劳

动体现在：（１）资本家及其仆从所消费的那一部分必需品上；（２）全

部奢侈品上。对单个资本家或单个生产部门来说，这就表现得不同

了。对于单个资本家来说，他生产的奢侈品的一部分只是预付资本

的等价物。

如果剩余劳动中直接表现为奢侈品形式的部分过大，那末，很

明显，它一定会妨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因为剩余产品中再转化为

资本的部分太小。如果剩余劳动中表现为奢侈品形式的部分过小，

那末，资本（即剩余产品中能够以实物形式再用作资本的部分）的

积累将快于人口的增加，利润率将会下降，除非有必需品的国外市

场存在。

［（ｂ）简单再生产条件下和资本积累条件下

资本和收入的交换问题］

  我在解释资本和收入的交换时①把工资也看作收入，并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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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说来只考察了不变资本和收入的关系。工人的收入同时表现为

可变资本，这一情况只有在如下的条件下才是重要的，那就是，在

积累过程中（在新资本形成过程中），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由

生活资料（必需品）构成的余额，能够同生产不变资本的资本家的

由原料或工具构成的余额直接交换。在这里，一种形式的收入同另

一种形式的收入交换，［８５５］这种交换一经完成，资本家Ａ的收入

就转化为资本家Ｂ的不变资本，而资本家Ｂ的收入就转化为资本

家Ａ的可变资本。

在考察资本的这种流通、再生产和相互补偿方式等等的时候，

首先必须把对外贸易撇开不谈。

其次，必须区别以下两种现象：

（１）既定规模的再生产，

（２）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或者说，积累——收入转化为资本。

关于（１）。

我曾经指出：

生活资料生产者必须补偿（１）他们的不变资本，（２）他们的可

变资本。他们的产品中代表超过这两部分的余额的那一部分价值，

构成剩余产品，构成剩余价值的物质存在，这种剩余价值又不过是

剩余劳动的代表。

可变资本——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产品中代表可变资本的部分

——构成工资，构成工人的收入。这一部分在这里已经以实物形式

存在，它以这种实物形式重新用作可变资本。这一部分，即工人再

生产出来的等价物，被用来重新购买工人的劳动。这是资本和直接

劳动之间的交换。工人以货币形式得到这一部分，他用这些货币买

回他自己的产品或同一部类的其他产品。这是在工人以货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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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他应得的那一份产品的凭证以后可变资本各个不同组成部分

相互之间的交换。这是同一部类（生活资料）内部新加劳动的一部

分同另一部分的交换。

剩余产品（新加劳动）中由（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自己消费

的部分，或者是被他们以实物形式消费，或者是在他们之间用一种

可消费形式的剩余产品同另一种相交换。这是收入同收入的交换，

同时这两种收入都归结为新加劳动。

上述交易其实不能说是收入同资本的交换。资本（必需品）是

同劳动（劳动能力）交换。因此，这里不是收入和资本相交换。当然，

工人一得到工资，就会把它消费掉。但是他用来同资本交换的不是

他的收入，而是他的劳动。

［生活资料生产者的产品中的］第三部分［代表他们的］不变资

本，它同生产不变资本的生产者的产品的一部分相交换，也就是同

他们的产品中代表新加劳动的那一部分相交换。不变资本生产者

的产品的这一部分，是由工资的等价物（也就是由［这些生产者的］

可变资本）和剩余产品，剩余价值，即以只能用于生产消费而不能

用于个人消费的形式存在的资本家的收入组成。所以，一方面，这

是这些生产者的可变资本同生活资料中代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

不变资本的部分相交换。实际上是不变资本生产者的产品中代表

他们的可变资本而以不变资本形式存在的那一部分，同生活资料

生产者的产品中代表不变资本而以可变资本形式存在的部分相交

换。这里是新加劳动同不变资本的交换。

另一方面，不变资本生产者的产品中代表剩余产品而以不变

资本形式存在的那一部分，同生活资料中代表生活资料生产者的

不变资本的部分相交换。这里是收入同资本的交换。生产不变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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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资本家的收入，同生活资料相交换，并补偿生产生活资料的资

本家的不变资本。

最后，生产不变资本的资本家的产品中本身代表不变资本的

部分，部分地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部分地通过不变资本生产者之

间的（被货币掩盖了的）实物交换得到补偿。

这一切都是在假定再生产规模和原有生产规模相同的情况下

发生的。

如果我们现在要问，全部年产品中哪一部分代表新加劳动，那

末，计算是非常简单的：

（Ａ）［个人］消费品。分为三部分。［第一，］资本家的收入，等于

一年内加进的剩余劳动。

第二，工资，即可变资本，等于工人用以再生产自己的工资的

新加劳动。

最后，第三部分是原料、机器等等。这是不变资本，即产品价值

中只被保存而不被生产的部分。因此，这不是一年内的新加劳

动。        

［８５６］如果我们用ｃ′表示［这一部类的］不变资本，用ｖ′表示可

变资本，用ｒ′表示剩余产品，表示收入，那末，这一部类就是由ｃ′和

ｖ′十ｒ′组成。

ｃ′只是保存的价值，而不是新加劳动（这个ｃ′代表产品的一部

分）；相反，ｖ′十ｒ′是一年内加进的劳动。

［Ａ部类的］总产品（或它的价值）Ｐ
ａ
扣除ｃ′，就代表新加劳

动。

因此，如果从Ａ部类的产品中，即从Ｐ
ａ
中扣除ｃ′，我们便得出

一年内的新加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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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生产消费品。

ｖ＋ｒ在这里也是代表新加劳动。在这一领域里执行职能的

不变资本ｃ不代表新加劳动。

但是，ｖ＋ｒ＝它们所交换的ｃ′。ｃ′转化为Ｂ部类的可变资本

和收入。另一方面，ｖ和ｒ转化为ｃ′，转化为Ａ部类的不变资本。

如果从Ｂ部类的产品中，即从Ｐ
ｂ
中扣除ｃ，我们便得出一年

内的新加劳动。

但是，Ｐ
ｂ
－ｃ＝ｃ′。因为全部产品Ｐ

ｂ
扣除ｃ即Ｂ部类使用的不

变资本后，同ｃ′相交换。

在ｖ＋ｒ同ｃ′交换后，情况可以表述如下：

Ｐａ只由新加劳动构成，新加劳动的产品分解为利润和工资，

分解为必要劳动的等价物和剩余劳动的等价物。因为现在代替ｃ′

的ｖ＋ｒ等于Ｂ部类的新加劳动。

因此，全部产品Ｐ
ａ
，不论是它的剩余产品，还是它的可变资本

和它的不变资本，都由一年内新加劳动的产品组成。

相反，全部产品Ｐ
ｂ
可以这样来看：它不代表新加劳动的任何

部分，而只代表被保存的过去劳动。因为它的ｃ部分不代表任何新

加劳动。同样，它的用ｖ＋ｒ换得的ｃ′部分也不代表新加劳动，因

为这个ｃ′在Ａ部类代表预付不变资本，不代表新加劳动。

由此可见，年产品中所有作为可变资本构成工人收入，作为剩

余产品构成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部分都归结为新加劳动，而产品

中其余所有代表不变资本的部分只归结为被保存的过去劳动，仅

仅补偿不变资本。

因此，那种把年产品中所有作为收入，作为工资和利润（包括

利润的分枝——地租和利息等，也包括非生产劳动者的工资）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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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分都归结为新加劳动的看法是正确的，而把全部年产品都归

结为收入，归结为工资和利润，即只归结为新加劳动中某些部分的

总和的看法却是错误的。年产品中有一部分归结为不变资本，它按

价值来说不代表新加劳动，而作为使用价值，既不加入工资，也不

加入利润。这部分产品，按其价值来说，代表真正意义上的积累劳

动，按其使用价值来说，代表这种积累的过去劳动的消费。

另一方面，认为产品中归结为工资和利润的部分不能全部代

表一年内加进的劳动，这种看法同样是正确的。因为这种工资和利

润可以用来购买服务，即购买不加入代表工资和利润的产品的劳

动。这种服务，这种劳动，是人们在消费产品的过程中使用的，它们

不加入产品的直接生产。

［８５７］关于（２）。

关于积累，关于收入转化为资本，关于扩大规模的再生产（就

这种再生产的发生不单单是由于更有效地使用原有资本而言），情

况就不同了。在这里，全部新资本是由新加劳动构成的，而且是由

利润等等形式的剩余劳动构成的。不过，说这里新生产的全部要素

都是由新加劳动——工人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构成和产生，

虽然是正确的，但是象政治经济学家们又一次假定的那样，认为剩

余劳动转化为资本时只归结为可变资本或工资，却是错误的。例

如，假定租地农场主的一部分剩余产品同机器厂主的一部分剩余

产品交换。这种交换使机器厂主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把小麦转化为

可变资本，雇用更多的工人。另一方面，由于这种交换，租地农场主

就把他的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不变资本，由于这种转化，他可能

不是雇用新的工人而是解雇一部分原有的工人。其次，租地农场主

可能耕种更多的土地。那样一来，一部分小麦就将不转化为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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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化为不变资本，等等。

只有在进行这种积累时才能看出，所有的一切，不论是收入还

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都是被占有的别人劳动，不论是工人赖以

工作的劳动条件还是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换得的等价物，都是资本

家不付等价物而得到的工人劳动。

甚至在原始积累的条件下也是这样。假定我从工资中节约

５００镑。那末，这５００镑实际上所代表的不是单纯的积累劳动，而

是和资本家的“积累劳动”不同的、我自己的、由我自己和为我积累

的劳动。我把它转化为资本，购买原料等等和雇用工人。假定利润

是２０％即每年１００镑。在五年中（如果始终没有新的积累，并且每

年得到的１００镑都被吃掉），我以收入的形式把我的资本“吃掉”。

到第六年我的这５００镑资本本身就代表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

劳动了。如果我总是把我的利润的一半积累起来，那末［把我的原

有资本吃掉的］过程就会慢一些，因为我不吃掉那么多，并且［占有

别人劳动的过程］会快一些。

             资 本    利 润   被吃掉的

第一年………………………５００     １００     ５０

第二年………………………５５０     １１０     ５５

第三年………………………６０５     １２１     ６０

第四年………………………６６５     １３３     ６６

第五年………………………７３１     １４６     ７３

第六年………………………８０４     １６０     ８０

第七年………………………８８４     １７６     ８８

第八年………………………９７２     １９４     ９７

                        

                         ５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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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第八年，虽然我吃掉的比原有资本多，我的资本却几乎增加

了一倍。在９７２镑资本中，已经没有丝毫有酬劳动，或者说，我曾为

之支付过等价物的劳动了。我以收入的形式把我的全部原有资本

消费掉了。就是说，我得到了原有资本的等价物，我又把这个等价

物消费掉了。新资本仅仅是由被占有的别人劳动所构成。

在考察剩余价值本身的时候，产品的实物形式，从而剩余产品

的实物形式，是无关紧要的。在考察实际再生产过程的时候，它却

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是为了理解产品形式本身，另一方面是为了

弄清楚奢侈品等等的生产对再生产过程的影响。这里我们又有了

一个说明使用价值本身具有经济意义的例子。

［（ｃ）小册子作者的功绩及其观点在理论上

的混乱。他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

中的对外贸易的作用以及“自由时间”

是真正的财富等问题的意义］

  ［８５８］现在再回过头来谈我们的小册子。

［小册子的作者写道：］

“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所生产的恰好足够维持全部人口的生活；在

这种情况下，很明显，就没有剩余劳动，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作为资本

积累起来。假定一个国家的全部劳动一年中所生产的足够维持该国人口两年

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很明显，或者是足够维持全部人口生活一年的消费资

料必须毁掉，或者是人们必须停止一年的生产劳动。但是，剩余产品——或者

说资本——的所有者在下一年中既不会让人们无事可做，也不会让这些产品

毁掉；他们会把人们的劳动用于某种不是直接生产的工作，例如用来安装机

器等等。但是到第三年，全部人口会重新从事直接生产劳动，并且，由于上一

年安装的机器现在已经开始运转，所以很明显，这一年的产品将比第一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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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还要加上机器的产品。因此，这种剩余产品就更加要或者毁掉，或者象上

面所说的那样被使用；而这种使用会重新增加社会的劳动生产力，直到人们

必须停止一段时间生产劳动，否则他们的劳动产品就要毁掉。这便是最简单

的社会状态下［资本积累］的明显后果。”（第４—５页）

“其他国家的需求不仅受我们的生产能力的限制，而且受他们的生产能

力的限制。”

｛这是对萨伊的论断的回答，萨伊认为，不是我们生产得太多，

而是其他国家生产得太少９１。他们的生产能力不一定和我们的生

产能力相等。｝

“因为，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在若干年内整个世界从我们这里拿走的未必

会比我们从世界取得的多，所以我们备受赞扬的整个对外贸易从来没有、从

来不能、也决不可能为我国的财富增加一先令或一文钱，因为每有一包丝绸、

一箱茶叶、一桶酒进口，就有价值相等的某种东西出口，甚至我们的商人从他

们的对外贸易中取得的利润，也由这里用出口换得的进口商品的消费者支

付。”（第１７—１８页）

“对外贸易只是为了资本家舒适和享乐而进行的一种商品交换：资本家

没有一百个躯体和一百双脚，他不能以衣服和袜子的形式把国内生产的全部

呢绒和棉针织品都消费掉，因此它们被用来交换酒和丝绸。但是这些酒和丝

绸象那些呢绒和袜子一样代表我们本国人的剩余劳动；通过这种办法资本家

的破坏力无限度地增大了：由于对外贸易，资本家得以巧胜自然，突破自然对

他们的剥削要求和剥削愿望设置的成千的自然限制；现在无论对于他们的实

力或者对于他们的愿望，都没有什么限制了。”（第１８页）

我们看到，小册子的作者接受了李嘉图的对外贸易学说。在李

嘉图的著作中这一学说只是用来证明他的价值理论，或者说明这

一学说和价值理论并不矛盾。在小册子里则着重指出，体现在对外

贸易结果上的不仅是国民的劳动，而且是国民的剩余劳动。

如果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只表现在国民的剩余产品中，那末，

为了价值而增加价值，从而榨取剩余劳动，就会受到［国民］劳动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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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的价值借以表现的使用价值的局限性或狭隘范围的限制。但

是只有对外贸易才使作为价值的剩余产品的真正性质显示出来，

因为对外贸易使剩余产品中包含的劳动作为社会劳动发展起来，

这种劳动表现在无限系列的不同的使用价值上，并且在实际上使

抽象财富有了意义。

“只有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所必需的商品种类的无限多样性｛因而还有

生产这些不同种类的商品的具体劳动的无限多样性｝，才使对财富的贪欲｛从

而占有他人劳动的贪欲｝成为无止境的和永远无法满足的。”（威克菲尔德在

他出版的亚·斯密《国富论》１８３５年伦敦版第１卷第６４页上所加的注）

但是，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

展为世界货币，抽象劳动发展为社会劳动。抽象财富、价值、货币、

从而抽象劳动的发展程度怎样，要看具体劳动发展为包括世界市

场的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的程度怎样。资本主义生产建立在

价值上，或者说，建立在包含在产品中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动的发

展上。但是，这一点只有在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基础上［才有可

能］。因此，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

的结果。

［８５９］这本小册子不是理论性论著。它是对政治经济学家们为

当时的贫困和“国民困难”所找到的虚假原因的抗议。因此，它在这

里并没有奢望，而且也不能对它提出要求：把剩余价值理解为剩余

劳动，就要对经济范畴的整个体系进行总的批判。相反，作者以李

嘉图体系为依据，只是前后一贯地作出了这一体系本身中所包含

的结论，并且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提出这一结论来反对资本。

可是，这位作者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就象李嘉图由于把

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一样，他也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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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剩余价值命名为资本利息而陷入同样的矛盾。

诚然，他在以下方面超过了李嘉图：首先，他把一切剩余价值

都归结为剩余劳动，其次，他虽然把剩余价值叫作资本利息，同时

又着重指出，他把资本利息理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而与剩余

劳动的特殊形式即地租、借贷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区别：

“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借贷利息的性质〈应当说：形

式〉，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性质……”（第２３页）

可见，小册子的作者把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它

们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了，李嘉图和亚·斯密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至少是没有有意识地和前后一贯地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还是把这

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作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以

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中。

“在一个巩固地建立起来的社会里，资本的不断增长会由借贷利息的下

降表现出来，或者同样可以说，会由为使用资本而付出的他人的劳动量的减

少表现出来。”（第６页）

这有点象凯里的话。但是小册子的作者认为，不是工人使用资

本，而是资本使用工人。既然他把利息理解为任何形式的剩余劳

动，那末全部问题（即“解决我们的国民困难”）就归结为提高工资，

因为利息的减少也就是剩余劳动的减少。但他的意思是：在劳动同

资本交换的时候，对别人劳动的占有必须减少，或者说，工人从他

自己的劳动中占有的必须多些，而资本占有的必须少些。

要求减少剩余劳动可能有两方面的意思：

（１）工人除了再生产劳动能力、创造工资的等价物所必需的时

间以外，从事的劳动必须少些；

（２）在劳动总量中采取剩余劳动（即工人无代价地为资本家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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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时间）的形式的部分必须少些；从而，在体现劳动的产品中采

取剩余产品形式的部分必须少些；也就是说，工人从他自己的产品

中得到的必须比以前多些，而资本家从这一产品中得到的必须比

以前少些。

作者自己对这个问题是不清楚的，这一点也可以从下面一段

话——其中实际上包含着他的著作中的结论性东西——看出来：

“一个国家只有在使用资本而不支付任何利息的时候，只有在劳动６小

时而不是劳动１２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

间，如此而已。”（第６页）

因为这里“利息”被理解为利润、地租、借贷利息，一句话，被理

解为任何形式的剩余价值，因为在小册子的作者本人看来，资本只

不过是劳动产品，是积累的劳动，用它来交换，不仅能够得到等量

劳动，而且能够得到剩余劳动，所以在他看来，“资本不提供利息”

这种说法的意思就是没有任何［８６０］资本存在。产品不转化为资

本。既没有剩余产品，也没有剩余劳动。只有到那时国家才真正富

裕。

但是，这一点的意思可能是：除了工人的再生产所需要的产品

和劳动以外，既没有产品，也没有劳动。或者是：工人自己占有这个

余额，无论是产品的余额，还是劳动的余额。

不过作者所指的不只是后面一点，这从以下的事实可以看出：

他把“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６小时而不是劳动１２小时的时候，才

是真正富裕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这两

个论点和“使用资本而不支付任何利息”这一论点结合起来了。

这可能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须劳动，如果过度劳动者和有闲者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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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消灭了，——而这一点无论如何只能是资本不再存在，产品不

再提供占有别人剩余劳动的权利的结果，——如果把资本创造的

生产力的发展也考虑在内，那末，社会在６小时内将生产出必要的

丰富产品，这６小时生产的将比现在１２小时生产的还多，同时所

有的人都会有６小时“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

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

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

天地。大家知道，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认为雇佣工人的奴隶劳动是

合理的，说这种奴隶劳动为其他人，为社会的另一部分，从而也为

［整个］雇佣工人的社会创造余暇，创造自由时间。

或者这一点也可能有这样的意思：

工人现在除了自己的再生产（现在）所需要的以外劳动６小

时。（不过这大概不会是小册子作者的观点，因为他把工人现在所

需要的说成是非人道的最低限度。）如果资本不再存在，那末工人

将只劳动６小时，有闲者也必须劳动同样多的时间。这样，所有的

人的物质财富都将降到工人的水平。但是所有的人都将有自由时

间，都将有可供自己发展的时间。

显然，小册子的作者本人对这一点是不清楚的。不过下面这段

话无论如何仍不失为一个精彩的命题：

“一个国家只有在劳动６小时而不是劳动１２小时的时候，才是真正富裕

的。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

李嘉图在《价值和财富，它们的特性》一章中也说，真正的财富

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

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这里，“可以自

由支配的时间”以及对别人劳动时间里创造出来的东西的享受，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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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为真正的财富，但是正象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切东西一样，因

而正象资本主义生产的解释者所认为的那样，这是以对立的形式

表现出来的。财富和价值的对立后来在李嘉图的著作里表现为这

样的形式，即纯产品在总产品中占的比例应当尽量的大，而这（又

是在这种对立的形式上）意味着，社会上那些虽然享受物质生产成

果、但是其时间只有一部分被物质生产吸收或者完全不被物质生

产吸收的阶级，与时间全部被物质生产吸收、因而其消费仅仅构成

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仅仅构成一种使其充当上层阶级的驮畜的

条件的那些阶级比较起来，人数应当尽可能地多。这一点总是意味

着期望社会上注定陷入劳动奴隶制即从事强制劳动的部分尽可能

地小。这就是那些站在资本主义立场上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点。

小册子的作者批驳了这一点。即使交换价值消灭了，劳动时间

也始终是财富的创造实体和生产财富所需要的费用的尺度。但是

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一部分用于消费产品，

一部分用于从事自由活动，这种自由活动不象劳动那样是在必须

实现的外在目的的压力下决定的，而这种外在目的的实现是自然

的必然性，或者说社会义务——怎么说都行。

不言而喻，随着雇主和工人之间的社会对立的消灭等等，劳动

时间本身——由于限制在正常长度之内，其次，由于不再用于别人

而是用于我自己——将作为真正的社会劳动，最后，作为自由时间

的基础，而取得完全不同的、更自由的性质，这种同时作为拥有自

由时间的人的劳动时间，必将比役畜的劳动时间具有高得多的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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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莱文斯顿［把资本看成工人的剩余产品。

把资本主义发展的对抗形式同资本主义

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由此产生的对

生产力的资本主义发展成果的否定态度］

  ［８６１］皮尔西·莱文斯顿硕士《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１８２４年

伦敦版。

这是一部非常出色的著作。

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是就剩余价值

的原始形式，即剩余劳动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的。所以劳动时间的

长短成了他的主要着眼点。他主要是就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绝

对形式，即在工人本身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以外延长劳动

时间的形式，而不是通过劳动生产力的发展缩减必要劳动的形式，

来考察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的。

缩减这种必要劳动是李嘉图的主要着眼点，但是，在资本主义

生产的情况下，缩减必要劳动是延长属于资本所有的劳动时间的

一种手段。与此相反，小册子的作者却把缩短生产者的劳动时间和

停止为剩余产品的所有者劳动宣布为最终目的。

莱文斯顿似乎以工作日既定为前提。因此，他论述的主要对象

——在这些论述中，也和小册子《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

的作者一样，只是附带涉及到一些理论问题——是相对剩余价值，

或者说，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归资本所有的剩余产品。就象抱

这种观点的人一般所做的那样，这里多半是就剩余产品的形式来

考察剩余劳动，而小册子的作者则多半是就剩余劳动的形式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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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剩余产品。

“教导人们说一国的富强取决于它的资本，就是要使劳动从属于财富，使

人变成财产的奴仆。”（第７页）

李嘉图的理论在它自己的前提基础上产生的对立面具有如下

的特点：

政治经济学，随着它的不断发展，——这种发展，就基本原则

来说，在李嘉图的著作里表现得最突出，——越来越明确地把劳动

说成是价值的唯一要素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的］创造者，把生

产力的发展说成是实际增加财富的唯一手段，而把劳动生产力的

尽可能快的发展说成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实际上，这也就是资本主

义生产的基础。特别是李嘉图的著作，在它证明价值规律既不受土

地所有权也不受资本积累等等的破坏的时候，其实只是企图把一

切和这种见解矛盾或似乎矛盾的现象从理论中排除出去。但是，正

象劳动被理解为交换价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积极源泉一

样，“资本”也被同一些政治经济学家，特别是大卫·李嘉图（在他

以后，托伦斯、马尔萨斯、贝利等人更是这样）看作是生产的调节

者、财富的源泉和生产的目的，而在他们的著作里，劳动表现为雇

佣劳动，这种雇佣劳动的承担者和实际工具必然是赤贫者（而且这

里还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起作用），他们只是生产费用的一个项

目和单纯的生产工具，注定只能拿最低限度的工资，每当工人对资

本来说成为“多余的”时候，还不得不降到这一最低限度以下。在这

个矛盾中，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也可

以说，雇佣劳动，即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

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

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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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和它相对立。但

是，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

这种一定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说成是一般的、永恒的形式，说成

是自然的真理，而把这种生产关系说成是社会劳动的绝对（而不是

历史地）必然的、自然的、合理的关系。由于受到资本主义生产视野

的局限，他们把社会劳动在这里借以表现的对立形式说成和摆脱

了上述对立的这一劳动本身一样是必然的。这样，他们一方面把绝

对意义上的劳动（因为在他们看来，雇佣劳动和劳动是等同的），另

一方面又把同样绝对意义上的资本，把工人的贫困和不劳动者的

财富同时说成是财富的唯一源泉，他们不断地在绝对的矛盾中运

动而毫不觉察。（西斯蒙第由于觉察到了这种矛盾而在政治经济学

上开辟了一个时代。）“劳动，或者说，资本”——在李嘉图的这种说

法９２中，矛盾本身以及把这种矛盾当作等同的东西说出来的那种

天真，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但是很明显，既然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作了这种

毫不留情的表述的那同一种现实的发展，又发展了现实本身所包

含的实际矛盾，特别是发展了英国日益增长的“国民”财富和日益

增长的工人贫困之间的对立，其次，既然这些矛盾在李嘉图以及其

他政治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得到了理论上中肯的、尽管是无意识的

表现，那末，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思想家［ⅩⅤ—８６２］抓住了在

理论上已经给他们准备好了的矛盾，是十分自然的。劳动是交换价

值的唯一源泉和使用价值的唯一的积极的创造者。你们这样说。另

一方面，你们说，资本就是一切，而工人算不了什么，或者说，工人

仅仅是资本的生产费用的一个项目。你们自己驳倒了自己。资本

不过是对工人的诈骗。劳动才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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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从李嘉图的观点，从李嘉图自己的前提出发来维

护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切著作的最后的话。李嘉图不懂得他的体系

中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的等同，同样，这些著作的作者也不懂得他

们所论述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因此，即使是他们中间最出色

的人物，如霍吉斯金，也把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经济前提看作是永

恒的形式，他们所希望的只是消灭资本——这些前提的基础，同时

也是必然结果。

莱文斯顿的主要思想是：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资本，或者说，财产，即为“有闲

者”——游手好闲者、非劳动者——创造剩余产品，同时劳动还生

出了它的寄生赘瘤；劳动生产力越发展，这个寄生赘瘤就越把劳动

的骨髓吸尽。非劳动者获得占有这种剩余产品的权利，或者说，获

得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权力，是由于他已经拥有财富，还是由于他

有土地、土地所有权，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两者都是资本，即

都是对别人劳动产品的支配权。财产——ｐｒｏｐｅｒｔｙ——在莱文斯

顿看来，只是对别人劳动产品的占有，而这一点只有在生产劳动发

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而且只可能是与生产劳动发展的程度相适

应。莱文斯顿把生产劳动理解为生产必需品的劳动。非生产劳动，

“消费劳动”９３是资本或财产发展的结果之一。莱文斯顿和小册子

《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一样，表现为一个禁欲主

义者。在这里，他本身又是为政治经济学家的概念所束缚。没有资

本，没有财产，工人消费的必需品便会生产得极其丰富，但不会有

奢侈品的生产。或者也可以说，既然在小册子的作者看来，资本生

产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劳动以外的剩余劳动，并且引起机器（小

册子的作者称为“固定资本”）的制造以及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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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部分是为了利用从工人那里榨取的剩余产品去增进生产力，

部分是为了使这种剩余产品成为必需品以外的多种多样的使用价

值，——既然如此，那末莱文斯顿同小册子的作者一样，是理解，或

者至少是在实际上承认资本的历史必然性的。同样，在莱文斯顿看

来，没有资本和财产，就既不会有“舒适品”、机器或奢侈品生产出

来，也不会有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不会有靠余暇或靠富人从非劳动

者那里取得自己“剩余产品”的等价物的欲望才能存在的精神产

品。

小册子的作者和莱文斯顿说这些话并不是为资本辩护，而是

以此作为攻击资本的出发点，因为所有这一切都纯粹是违背工人

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工人。但是他们这样实际上也就承认这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结果，承认资本主义生产因而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

形式，尽管这种历史形式是和构成整个这一发展基础的那一部分

人口的利益相矛盾的。在这方面他们（虽然是从相反的一极出发）

也具有政治经济学家们的局限性，即把这一发展的对立形式和这

一发展的内容本身混淆起来。一些人为了这种对立的成果而希望

这种对立永世长存。另一些人则为了摆脱对立而决心牺牲在这种

对立形式范围内产生的成果。这就使这种对于［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的反对不同于同一时期的欧文等人，另一方面也不同于为了

摆脱尖锐形式的对立而想回到古老的对立形式的西斯蒙第。

［莱文斯顿写道：］

“穷人的贫困创造了他的〈富人的〉财富…… 如果一切人都是平等的，

那末谁也不会为别人劳动。必需品将会有余，而奢侈品将会绝迹。”（第

１０页）         

“生产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父亲，帮助别人消费产品的劳动是财产的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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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第１２页）

“财产的增加，维持有闲者和非生产劳动的能力的增长，这就是政治经济

学上称为资本的东西。”（第１３页）

“因为财产的使命就是花费，因为没有花费，财产对于它的所有者来说就

完全是无用的东西，所以财产的存在是和消费劳动的存在［８６３］密切地联系

在一起的。”（同上）

“如果每个人的劳动刚够生产他自己的食物，那就不会有任何财产了，也

就不会有任何一部分人民的劳动用来满足想象的需要了。”（第１４—１５页）

“在社会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随满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由于人口的增

长和技术设备的改良而提高，劳动的人数会逐渐减少…… 财产由于生产资

料的改良而增加；财产的唯一使命就是鼓励懒散。当每一个人的劳动勉强够

维持他自己的生活的时候，因为不可能有财产，所以不会有有闲者。如果一个

人的劳动能够养活五口人，那末一个从事生产的人就将负担四个有闲者的生

活，因为只有这样产品才能消费掉…… 社会的目标就是牺牲勤劳者来抬高

有闲者，从富裕中创造出实力。”（第１１页）

｛莱文斯顿关于地租所说的话（不完全正确，因为正是在这里须要说

明为什么地租落到土地所有者手里而不落到租地农场主，产业资

本家手里）适用于因劳动生产力增长而发展的一般剩余价值：

“在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人们还没有人造的辅助手段来促进他们的劳

动生产力，他们的收益中可以作为地租支出的部分是极小的；因为土地没有

自然价值，它的全部产品都靠劳动。但是劳动技能每有提高，都会增加可以用

来支付地租的那部分产品。在维持十个人的生活需要九个人的劳动的地方，

总产品中只有
１
１０
可以用作地租。在一个人的劳动足够维持五个人的生活的

地方，就会有
４
５
的产品用作地租或用于国家的只能由劳动的剩余产品来满

足的其他需要。前者似乎是英国被征服时期的情况，后者就象英国的现状，现

在只有
１
５
的人口从事农业。”（第４５—４６页）“社会把每一种改良都只用来增

加懒散，这种情况是千真万确的。”（第４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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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莱文斯顿的著作是独特的。它的直接的题目，正如书名写

的，是现代的公债制度。其中莱文斯顿谈到：

“反对法国革命［后来反对拿破仑］的全部战争，除了把一些犹太人变成

绅士和把一些笨蛋变成政治经济学家以外，没有作出任何高尚的事情。”（第

６６—６７页）

“公债制度也有一个好的结果：尽管它从国内老贵族那里夺取其一大部

分财产，以便把这些财产转交给新出现的西班牙式绅士，作为对他们的欺骗

和盗窃国库的高超手段的奖励……既然它鼓励欺骗和卑鄙行为，给招摇撞骗

和自命不凡披上智慧的外衣，把全体人民变成从事证券投机的民族……既然

它破坏了关于等级和门第的一切偏见，使货币成为人与人之间唯一的区别标

志……它也就破坏了财产的永恒性。”（第５１—５２页）

（３）霍 吉 斯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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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托马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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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部匿名的著作也是霍吉斯金写的。如果说前面谈到的那

些小册子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小册子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那末

霍吉斯金的这两部著作，特别是第一部著作，却引起了强烈的反

应，至今仍然可算是（参看约翰·莱勒《货币和道德》１８５２年伦敦

版［第ⅩⅩⅠⅤ页和第３１９—３２２页］）英国政治经济学方面的重要

著作。这里我们将依次考察这两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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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资本的非生产性的论点是从李嘉图

理论中得出的必然结论］

  在《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明》这本

小册子中，作者正象书名所表明的那样，想证明“资本的非生产

性”。

李嘉图从来没有断言资本就生产价值的意义来说是生产的。

李嘉图认为，资本加到产品上的只是它自己的价值，而它自己的价

值则取决于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只是作为“积累劳

动”（更确切地说，作为［８６４］物化劳动）才具有价值，它只是把它的

这一价值加到它所加入的产品中去。的确，李嘉图在一般利润率问

题上犯了前后矛盾的错误。而这也正是他的反对者们用来抓住他

的一个矛盾。

至于谈到生产使用价值意义上的资本的生产性，那末，在斯

密、李嘉图等人看来，一般说，在政治经济学家看来，它不过是指过

去的有用劳动的产品重新用作生产资料，即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

工人的生活资料。劳动的客观条件不是象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

为简单的自然物（作为简单的自然物，它们从来不会是资本），而是

表现为已被人类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物。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资

本”这个词完全是多余的，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小麦可以食用并

不是因为它是资本，而是因为它是小麦。羊毛的使用价值是它作为

羊毛所固有的，而不是作为资本所固有的。同样，蒸汽机的作工人，

它会提供同样的服务。在实际的劳动过程中，所有这些物之所以能

提供服务，是因为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而不是作为交换价值，更不

是作为资本，同加到它们身上的劳动发生关系。它们在这里是生产

０９２ 第 二 十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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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劳动生产率实现在作为自己的物质的它们身

上，原因在于它们作为实际劳动的客观条件的属性，而不在于它们

作为独立地同工人相对立、同工人相异化的条件、作为体现在资本

家身上的活劳动支配者的那种社会存在。按照霍普金斯（不是我们

的霍吉斯金）的正确说法９４，它们在这里是作为财富，而不是作为

“纯”财富，是作为产品，而不是作为“纯”产品被消费和被使用的。

固然，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里，也和在资本家的头脑里一样，这

些物在同劳动的关系上所采取的一定的社会形式，是和它们作为

劳动过程的因素的实际特性交织在一起，并且彼此不可分割地结

合在一起的。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一到着手分析劳动过程的时

候，他们便不得不把“资本”这个用语完全抛开，而去谈论劳动材

料、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但是在产品作为材料、工具和工人的生

活资料这种特性中所反映的只是它们作为物的条件同劳动的关

系；劳动本身在这里表现为支配它们的活动。在这方面绝对没有劳

动和资本的关系，而只有人类合乎目的的活动在再生产过程中同

它自己的产品的关系。它们仍然是劳动产品，仍然不过是劳动自由

支配的对象。它们只是表示一种关系，在这种关系的范围内，劳动

把它本身所创造的，至少是在这种形式上所创造的物的世界占为

己有；但是，除了表示活动必须和它的材料相适应外，它们决不表

示这些物对劳动的任何其他支配权，否则它就不是合乎目的的活

动，就不是劳动了。

只有把资本看作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表现，才能谈资本的

生产性。但是如果这样来看资本，那末这种关系的历史暂时性质就

会立刻显露出来，对这种关系的一般认识，是同它的继续不断的存

在不相容的，这种关系本身为自己的灭亡创造了手段。

１９２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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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成是这样一种关系，因为

他们不敢承认它的相对性质，也不理解这种性质；相反，他们只是

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受资本主义生产支配

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际家们的观念。

霍吉斯金本人在［反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论战中是从政

治经济学家们的狭隘的观念出发的。既然这些政治经济学家把资

本描述成永恒的生产关系，他们就把资本归结为劳动对它的物质

条件的一般关系，这种一般关系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并不包

含资本的特殊性质。在他们认为资本创造“价值”时，他们中间一些

最优秀的人——［特别是］李嘉图——都承认，它除了创造它从劳

动中过去得到以及现在不断得到的价值以外，并没有创造别的价

值，因为一个产品所包含的价值是由再生产它所必需的劳动时间

决定的，即由产品作为活的现在劳动的结果而不是过去劳动的结

果这样一种关系决定的。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正象李嘉图着重指

出的那样，恰好表现在过去劳动的产品的不断贬值上。另一方面，

政治经济学家们经常把这些物借以表现为资本的一定的特殊形式

同它们作为物以及作为一切劳动过程的简单因素的属性混为一

谈。作为“劳动的使用者”９５的资本所含的奥妙，他们却没有说明，

他们只是不断无意识地把这种奥妙说成是某种同资本的物的性质

不可分离的东西。

［８６７］９６第一本小册子
①从李嘉图的理论中作出了正确的结

论，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这一点同李嘉图的反对者和追随

者所做的相反，因为他们死抱住李嘉图对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混淆

２９２ 第 二 十 一 章

① 指匿名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

法》。——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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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

第二本小册子①也和李嘉图的反对者和追随者相反，更准确

地规定了取决于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的相对剩余价值。李嘉图也

谈到了这一点，但是他避开了莱文斯顿所作的结论：劳动生产力的

提高只是增加了别人的、支配劳动的财富即资本。

最后，第三本小册子②把作为李嘉图论述问题的必然结果的

总的论点表达出来了：资本是非生产的。这一点是针对托伦斯、马

尔萨斯等人的，因为这些人继续发展李嘉图学说的一个方面，把他

的“劳动是价值的创造者”这个论点变成了“资本是价值的创造者”

这样一个相反的论点。同时，在这本小册子里还反驳了劳动绝对取

决于作为劳动存在条件的现有资本量这个论点，这个论点贯穿在

从斯密到马尔萨斯的著作中，特别是被马尔萨斯（也被詹姆斯·穆

勒）奉为绝对教条。

第一本小册子是以这样的命题结束的：

“财富就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如此而已。”③

［（ｂ）反驳李嘉图的资本是积累劳动的定义。关于

并存劳动的见解。对物化的过去劳动的意义

估计不足。现存财富同生产运动的关系］

  霍吉斯金认为“流动资本”只不过是不同种类的社会劳动的并

３９２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①

②

③ 见本册第２７９—２８２页。——编者注

指霍吉斯金的匿名小册子《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或资本非生产性的证

明》。——编者注

指莱文斯顿的小册子《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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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并存劳动”），而积累只不过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积累，所以工

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识（科学力量）的积累是主要的积累，比和它一

同进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种积累，即这种积累活动的现存客观

条件的积累，重要得多，而这些客观条件会不断重新生产和重新消

费，只是名义上进行积累：

“生产资本和熟练劳动……是一个东西……资本和工人人口完全是一个

意思。”［《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第３３页］

这一切都只是加利阿尼的命题的进一步发展：

“真正的财富是……人”（《货币论》，库斯托第编，现代部分，第３卷第

２２９页）。

整个客观世界，“物质财富世界”，在这里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

生产的人的因素，不过是作为从事社会生产的人的正在消失而又

不断重新产生的实践活动而退居次要地位。请把这种“理想主义”

同李嘉图的理论在“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８７麦克库洛赫的著作

中变成的粗野的物质拜物教比较一下，在他的著作中，不仅人和动

物的区别不见了，甚至连有生物和物之间的区别也不见了。让人们

还去说什么在崇高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唯灵论面前，无产阶

级反对派所鼓吹的只是以满足鄙俗的需要为目的的粗野的唯物主

义吧！

霍吉斯金的错误在于：在研究资本的生产性时，他没有区别在

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使用价值的生产，在什么程度上涉及到交换价

值的生产。

其次（但是从历史上说这是有它的理由的），他所考察的资本

是他在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发现的资本。一方面，资本（在它加入

实际劳动过程的情况下）被说成是劳动的单纯的物的条件，或者说

４９２ 第 二 十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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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具有劳动的物质要素的意义；而且（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只不过

是用时间来计算的一定的劳动量，也就是和这一劳动量本身没有

什么区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尽管资本在它出现在实际生产过程中

的情况下，实际上不过是劳动本身的名称，是劳动的别名，它却被

说成是支配劳动和决定劳动的力量，是劳动生产率的基础，是同劳

动无关的财富。而这是没有任何中介过程的。这就是霍吉斯金在

他的前辈那里发现的东西。他针对资产阶级关于经济发展的欺人

之谈，阐述了这一发展的真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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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中的其他任何词一样。”（《保护劳动》第１７

页）

其次，霍吉斯金按照他在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发现的传统，区

分了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而且他所理解的流动资本，主要是指流

动资本中由工人的生活资料构成的或用作这种生活资料的部分。

“政治经济学家们断言，没有过去的资本积累，分工是不可能的”……但

是“那些被认为由名叫流动资本的商品储备产生的结果，是由并存劳动引起

的”。（第８—９页）

面对着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粗陋的理解，霍吉斯金有权说“流动

资本”只是特殊“商品”的“储备”的“名称”。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没

有说明在商品的形态变化中表现出来的特殊社会关系，所以他们

只能从物质上去理解“流动”资本。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资本的一

切［８６８］区别，——其实是资本流通过程本身，——事实上都不过

是作为再生产过程因素的（由于同雇佣劳动的关系而取得资本性

质的）商品的形态变化。

从某种意义上说，分工无非是并存劳动，即表现在不同种类的

５９２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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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商品）中的不同种类的劳动的并存。在资本

主义的意义上，分工就是生产某种商品的特殊劳动分为一定数量

的简单的、在不同工人之间分配而又相互联系的工序，它以行业划

分这种社会内部即作坊外部的分工为前提。另一方面，作坊内部的

分工又扩大了社会内部的分工。产品本身越片面，它所交换的商品

越多样化，表现它的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的系列越大，它的市场越

大，产品就越能在更充分的意义上作为商品来生产，它的交换价值

就越不取决于它作为使用价值的直接存在，或者说，它的生产就越

不取决于它的生产者对它的消费，越不取决于它作为它的生产者

的使用价值的存在。情况越是这样，产品就越能作为商品来生产，

因而也就越能大量地进行生产。产品的使用价值对产品生产者无

关紧要这一事实，会在产品生产的总量中在量上表现出来，即使该

产品的生产者同时又是他自己产品的消费者，这个总量同该

产品生产者的消费需要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作坊内部的

分工是这种大规模生产的方法之一，因而也是［作为商品

的］产品的生产方法之一。因此，作坊内部的分工是以社会内部

的行业划分为基础的。

市场的大小有两层意思：第一，消费者的数量，他们的人数；第

二，也包括彼此独立的行业的数量。即使前者的数量不增加，后者

的数量也可能增加。例如，当纺纱和织布从家庭工业和农业中分离

出来时，所有土地耕种者就都成了纺纱者和织布者的市场。同样，

后两者由于他们的行业划分现在也互为市场。社会内部分工的前

提首先是不同种类劳动的相互独立，即它们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

相互对立，并且通过交换，完成商品的形态变化，作为商品相互发

生关系。（因此，在中世纪城市禁止农村从事尽可能多的职业。其

６９２ 第 二 十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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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不仅是为了排除竞争，——亚·斯密在这里只看到这一

点，——而且是为了给自己开辟市场。）另一方面，社会内部的分工

要得到适当的发展，就必须以一定的人口密度为前提。作坊内部分

工的发展更是以这种人口密度为前提。以前一种分工的一定发展

程度为前提的这后一种分工，又从自己这方面同前一种分工相互

发生作用，并增进前一种分工，因为它把从前相互有联系的行业分

为彼此独立的行业，增加和分化它们所间接需要的准备工作，同

时，由于生产和人口的增加，资本和劳动的游离，它还创造出新的

需要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新的方法。

因此，霍吉斯金说“分工”不是被称为流动资本的商品储备的

结果，而是“并存劳动”的结果，如果这里他所说的分工是指行业划

分，那就是同义反复。这只是意味着分工是分工的原因或结果。因

此，霍吉斯金所指的只能是：作坊内部的分工是以行业划分、社会

分工为条件，并且在一定意义上是社会分工的结果。

不是“商品储备”造成这种行业划分，从而造成作坊内部的分

工，而是上述行业划分（和分工）表现在商品的储备上，或者更确切

地说，表现在产品的储备变为商品的储备这一点上。｛但在政治经

济学家们的著作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属性、

特征，即资本本身的属性、特征（就资本表示生产者相互之间以及

同自己产品之间的一定关系而言），说成是物的属性。｝

［８６９］但是，如果在经济意义上（见杜尔哥、斯密等的著作）说

“过去的资本积累”就是分工的条件，那末，这是指作为资本的商品

储备事先在劳动的买者手里的积聚，因为作为分工的一个特点的

这种协作形式，是以工人的集结，因而以他们在劳动期间所需的生

活资料的积累为前提，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而以劳动不断进行

７９２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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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必需的原料、工具和辅助材料数量的增加为前提（因为劳动不断

需要大量这些东西），一句话，以大规模生产的客观条件为前提。

在这里，资本积累不可能指“作为分工条件的生活资料、原料

和劳动工具数量的增加”，因为，如果把资本积累理解为这种资料

的积累，那它就是分工的结果，而不是分工的前提。

在这里，资本积累也不可能意味着在新的生活资料生产出来

以前，工人的生活资料一般就必须具备，或者说，工人已经生产出

来的劳动产品必须用作新的生产的原料和劳动资料。因为这是一

般的劳动条件，在分工发展以前也同样是如此。

一方面，从物质要素的观点来看，积累在这里无非是指：分工

使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积聚成为必要，而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

资料在以前，当劳动者在各个行业中（在这种假定下，行业不可能

是很多的）自己一个接一个地去完成生产一种或几种产品所需要

的所有不同工序的时候，是零星分散的。这里的前提不是绝对的增

加，而是积聚：把较大量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集结在一点，而且

比集结在一起的工人人数相对地多。例如，在工场手工业中工人所

需要的亚麻（与其人数相比）就比一切以副业方式纺麻的农民和农

妇所需要的多。因此就有工人的集结以及原料、工具和生活资料的

积聚。

另一方面：在产生这一过程的历史基础上（工场手工业，即以

分工为特点的工业生产方式，就是从中发展起来的），这种积聚只

能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即这些工人作为雇佣工人，作为被迫出卖自

己劳动能力的工人集结在一起，因为他们的劳动条件作为别人的

财产，作为别人的力量独立地同他们相对立，而这一点包括：这些

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同他们相对立，也就是上述生活资料和劳动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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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或者同样可以说，依靠货币而拥有的对它们的支配权，掌握在

单个的货币所有者或商品所有者手里，他们因此变成了资本家。劳

动者丧失劳动条件表现为这些劳动条件作为资本离开劳动者而获

得独立，或者说，表现为资本家支配这些劳动条件。

所以，象我指出的那样９７，原始积累无非是那些作为同劳动和

工人对立的独立力量的劳动条件的分离。历史的过程使这种分离

成为社会发展的因素。既然资本已经存在，那末，这种分离的保持

和再生产就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中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发展起

来，直到发生历史变革。

使资本家成为资本家的不是对货币的占有。要使货币转化为

资本，必须具备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上述分离就是资本主义生产

的第一个历史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范围内，这种分离，因

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的存在，是既定的；这是生产本身的不断再

生产出来和不断扩大的基础。

积累现在通过把利润，或者说剩余产品，再转化为资本而成为

经常的过程，因此，数量已经增加了的、同时是劳动的客观条件、再

生产条件的劳动产品，经常作为资本，作为从劳动异化出来的、支

配劳动的和在资本家身上个性化了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但是这

样一来，积累，即把一部分剩余产品再转化为劳动条件，就成了资

本家的特殊职能。愚蠢的政治经济学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种事情

如果不在这种对抗的特殊形式上进行，就根本不可能进行。在他的

脑子里，扩大规模的再生产是和这种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

积累——分不开的。

［８７０］积累只是把原始积累中作为特殊的历史过程，作为资本

产生的过程，作为从一种生产方式到另一种生产方式的过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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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表现为连续的过程。

政治经济学家们为资本主义生产代理人的观念所束缚，陷入

了双重的、但是互为条件的概念的混淆。

一方面，他们把资本从一种关系变成一种物，变成“商品储备”

（这时他们已经忘掉商品本身不单纯是物），这些商品由于被用作

新劳动的生产条件而被称为资本，并按其再生产方式被称为流动

资本。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物变成资本，即把表现在物上并通过物表

现的社会关系，看成物本身只要作为要素加入劳动过程或工艺过

程就具有的属性。

因此，［一方面，］作为支配劳动的力量，作为分工的先决条件

的原料和对生活资料的支配权在不劳动者手里的积聚（后来，分工

不仅使积聚增多，而且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也使被积聚的总量

增多），就是说，作为分工条件的资本的预先积累，在政治经济学家

们看来意味着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的量的增加或积聚（他们没有

区别这两者）。

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如果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不具有成为

资本的属性，如果构成劳动条件的劳动产品不消费劳动本身，如果

过去劳动不消费活劳动，如果这些物属于工人而不属于自己本身

或受委托的资本家，那末，这些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就不会作为生

产的客观条件起作用。

如果劳动条件属于联合起来的工人，如果这些工人同劳动条

件的关系，就象同自然的劳动条件的关系一样，也就是象同他们自

己的产品和他们自己活动的物的要素的关系一样，那末，分工似乎

就不是同样可能的（虽然分工在历史上不可能从一开始就以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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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作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结果才能表现出来的那种形式出现）。

其次，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资本占有工人的剩余产

品，因为资本已经占有的那些劳动产品现在因此而以资本的形式

同工人相对立，所以很明显，剩余产品转化为劳动条件，只能从资

本家那里开始，并且只能采取这样的形式，即资本家把不付等价物

而占有的劳动产品变成获取新的不付等价物的劳动的生产资料。

因此，扩大再生产就表现为利润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资本家的节

约，资本家不是把他无代价地得到的剩余产品吃光，而是把它重新

变为剥削劳动的手段，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只能通过把它重新转化

为生产资本，其中也包括把剩余产品转化为劳动资料。因此，政治

经济学家得出结论说：如果剩余产品事先不从工人的产品转化为

他的雇主的财产，以便以后重新用作资本并重复过去的剥削过程，

剩余产品就不能充当新的生产的要素。一些蹩脚的政治经济学家

把贮藏和货币贮藏的观念也归入这一点。甚至一些优秀的政治经

济学家，如李嘉图，也把关于禁欲的观念从货币贮藏者那里移到资

本家身上。

政治经济学家们没有把资本看作是一种关系。他们不可能这

样看待资本，因为他们没有同时把资本看作是历史上暂时的、相对

的而不是绝对的生产形式。霍吉斯金本人也没有这样来理解资本。

只要这样的理解是为资本辩护的话，它就不是为政治经济学家们

对资本的辩护进行辩护，而是相反地否定他们的辩护。因此，霍吉

斯金同对资本的这种看法没有任何关系。

就霍吉斯金和政治经济学家们之间存在的情况来看，他的论

战的性质看来是预先确定了的并且是很简单的。霍吉斯金本来只

是应该借助政治经济学家们“科学地”发展了的一个方面，来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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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不加考虑地、无意识地和天真地从资本主义的思想方式接受

来的拜物教观念，并且大致这样说：

如果工人想利用自己的产品来进行新的生产，那就必须把过

去劳动的产品（一般说，劳动产品）当作材料、工具和生活资料来使

用。他的产品的这种一定的消费方式是生产性的。但是，对工人的

产品的这种使用，工人消费自己产品的这种方式，同这种产品对工

人本身的支配，同这种产品作为资本的存在，同原料和生活资料的

集中掌握［８７０ａ］在个别资本家手中，以及同工人被剥夺了对他们

产品的所有权，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这同工人首先必须白白地把自

己的产品交给第三者，以便后来用自己的劳动再从第三者那里把

它赎回来，为此他不得不付给第三者比产品里包含的劳动更多的

劳动来交换这一产品，并且这样来为资本家创造新的剩余产品，又

有什么关系呢？

在这里，过去劳动表现在两种形式上。第一，表现为产品，使用

价值。生产过程要求工人把这一产品的一部分［作为生活资料］消

费，而把另一部分用作原料和劳动工具。这一点属于工艺过程，它

只是表明，工人为了把他们的产品变成生产资料，他们在工业生产

中应当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劳动产品，怎样对待他们自己的

产品。          

第二，过去劳动表现为价值。这一点只是表明工人的新产品的

价值不只是代表他们的现在劳动，而且代表他们的过去劳动，表明

工人以自己的劳动扩大旧价值，同时正因为他们扩大了旧价值，于

是就保存了旧价值。

资本家的要求同这一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既然资本

家占有劳动产品，占有过去劳动的产品，他就因此拥有占有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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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活劳动的手段。但这正好是引起抗议的行动方式。“分工”所必

需的预先的积聚和积累恰恰不一定表现为资本的积累。从它们是

必需的这一点出发，决不能得出结论，说资本家必须支配那些由昨

天的劳动为今天的劳动创造的条件。如果资本的积累［根据政治经

济学家们的意见］无非就是劳动的积累，那末这决不包含它必须是

别人劳动的积累这样一种意思。

但是霍吉斯金没有走这条简单的道路，初看起来这是很奇怪

的。在反对资本的生产性（首先反对流动资本的生产性，但是更反

对固定资本的生产性）的论战中，他好象是在反对或者否定过去劳

动本身或它的产品作为新劳动的条件对再生产的重要性，也就是

反对或者否定过去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对于作为当前正在进

行的活动的劳动的重要性。这样的转变是怎样引起的呢？

因为政治经济学家们把过去劳动同资本等同起来——过去劳

动在这里既从具体的、物化在产品中的劳动的意义上来理解，也从

社会劳动，即物化劳动时间的意义上来理解，——所以很明显，他

们作为资本的品得①，当然会把生产的物的要素提到首位，并且同

主观要素即活的、直接的劳动相比，过高地估计物的要素的意义。

在他们看来，只有当劳动成为资本，当它和自身相对立，当它的被

动的一面和它的能动的一面相对立的时候，它才是适合的。因此，

产品支配生产者，物支配主体，已实现的劳动支配正在实现的劳

动，等等。在所有这些见解当中，过去劳动不是仅仅表现为活劳动

的物的因素，从属于活劳动的物的因素，而是相反；不是表现为活

劳动的权力要素，而是表现为支配这种劳动的权力。为了也从工艺

３０３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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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为特殊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劳动和劳动

条件的相互关系被颠倒了，以致不是工人使用这些条件，而是劳动

条件使用工人）辩护，政治经济学家们赋予劳动的物的因素以一种

和劳动本身相对立的虚假的重要性。正因为这样，霍吉斯金才相反

地坚持认为，这种物的因素——从而一切物化财富——同活的生

产过程比较起来，是极不重要的，它实际上只是作为活的生产过程

的因素才具有价值，而它本身是没有任何价值的。这里，霍吉斯金

有点低估过去劳动对现在劳动的意义，不过这一点在反对政治经

济学家们的拜物教时是很自然的。

如果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从而在它的理论表现上，即在政治经

济学上，过去劳动只表现为劳动本身给劳动创造的基础等等，那末

这种争论便不可能发生。争论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生

产的现实生活中，以及在它的理论中，物化劳动表现为同劳动本身

的对立，同活劳动的对立。正象在受宗教束缚的思维过程中，思维

的产品不仅要求支配思维本身，而且实现了这种支配一样。

［８６５］因此，霍吉斯金的命题

“那些被认为由名叫流动资本的商品储备产生的结果，是由并存劳动引

起的”（第９页）

其意思首先是说：

活劳动的同时并存，引起了大部分被认为由名叫流动资本的

过去劳动产品产生的结果。

例如，流动资本的一部分是由生活资料的储备构成的，资本家

积累这些生活资料，照政治经济学家们的说法，是为了在工人劳动

时维持工人的生活。

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生产和消费都最大，所以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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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在流通领域）商品量也最大，虽然如此，储备的形成却根本不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在资本家积累生活资料的储备这一见解

中，仍然流露出对货币贮藏者所实现的积累即贮藏的回忆。

这里首先应当把消费基金撇开，因为这里谈的是资本和工业

生产。一切属于个人消费范围的东西，无论它消费得较快还是较

慢，都不再成为资本｛虽然其中一部分可能再转化为资本，例如房

屋、停车场、容器等等｝。

“当时，欧洲所有的资本家是否都拥有供给他们所雇用的全部工人一个

礼拜的食物和衣服呢？让我们首先来考察食物问题。人民的一部分食物是面

包，它经常只是在食用以前几小时才烤出来…… 面包业主的产品不能贮

藏。做面包的原料，无论是小麦还是面粉，没有不断的劳动就根本不能保存

…… 纺纱工人确信在需要面包的时候就能得到面包，他的雇主确信他付给

工人的钱能使工人买到面包，这些都不过是由以下事实产生的：在需要面包

的时候，总是可以得到面包。”（第１０页）

“工人的另一种食物是牛奶，而牛奶的生产……一天两次。如果说乳牛已

经有了，那末对于这一点应当这样来回答：它需要经常的照料和经常的劳动，

它的饲料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饲料作物每天生长的结果。它放牧的田

野需要人手…… 肉类的情况也是一样。肉类不能贮藏，因为肉类刚一上市，

就已经开始要坏。”（第１０页）

甚至拿衣服来说，由于怕虫蛀，“衣服的储备，同衣服的总消费比较起来，

只是一个很小的数量”。（第１１页）

“穆勒说得对：‘一年内生产出来的东西一年内就被消费掉’，所以实际上

不能积累起使人们能够完成持续一年以上的全部工作所需的商品储备。因

此，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不应当指望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而应当指望由其他

人劳动和生产出他们在完成自己产品的劳动期间为自己生存所必需的东西。

所以，即使工人同意，为了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必须积累一些流动资本……

那末很明显，在进行持续一年以上的全部工作的过程中，工人不指望也不可

能指望积累的资本。”（第１２页）

“如果我们适当地注意到那些创造财富的、不能在一年内完成的工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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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和重要性，也注意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无数的、每天劳动的产品，而这

些产品在生产出来以后又立即被消费掉，那末，我们就会懂得，每一项
·
不
·
同
·
种

·
类
·
劳
·
动的成效和生产力取决于其他人的并存生产劳动的程度，总是比取决于

流动资本的任何积累的
·
程
·
度
·
大。”（第１３页）

“资本家能够养活，并因而雇用其他劳动者，不是由于他拥有商品储备，

而是由于他有支配一些人的劳动的权力。”（第１４页）

“可以说储存起来和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的东西，就是工人的技能。”（第

１２页）

“通常被认为是由流动资本的积累产生的一切结果，都是由于熟练劳动

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流动资本也

可以完成。”（第１３页）

“工人人数总是必须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
·
或
·
者，照我的说法，取决于允

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第２０页）

［８６６］“流动资本……只是为了消费才创造出来；固定资本……不是为了

消费，却是为了帮助工人生产消费的物品而生产出来。”（第１９页）

所以，我们首先指出：

“每一项不同种类劳动的成效和生产力取决于其他人的并存生产劳动的

程度，总是比取决于流动资本的任何积累（即“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程度

大。”这些“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和“并存劳动的产品”对立的。

｛在每一单个的生产部门内部，资本中归结为劳动工具和劳动

材料的部分总是作为“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而成为前提。不能纺

还没有“生产出来的”棉花，不能使尚待制造的纱锭转动，不能烧还

未从矿井里开采出来的煤。因此，它们总是作为过去劳动的存在形

式加入［生产］过程。在这个意义上，现存的劳动取决于以前的劳

动，而不只是取决于并存劳动，尽管这种以前的劳动，无论以劳动

资料还是劳动材料的形式出现，总是只有作为活劳动的物的因素

（仅仅作为生产消费即劳动消费的因素）同活劳动相接触，才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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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用处（生产上的用处）。

但是在考察流通和再生产过程时，我们同时还看到，商品被制

造出来并转化为货币以后，它之所以能再生产出来，只是因为它的

一切要素被“并存劳动”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９８。

在生产中有两种运动。我们拿棉花作为例子。它从一个生产

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最初它作为子棉生产出来，然后经过许

多道工序，直到适合出口，或者，如果是在本国进一步加工，它就要

直接转到纺纱者手里。然后，它从纺纱者手里转到织布者手里，从

织布者手里转到漂白者、染色者、整理者手里，从他们手里又转到

各种各样为了专门目的而把它加工为衣服、床单等等的工厂。最

后，如果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不是材料）进入生产消费，它便从最后

的生产者手里转到消费者手里，即转为个人消费。但是这样一来，

无论是为了生产消费还是个人消费，棉花都取得了它的使用价值

的最终形式。在这里作为产品从一个生产领域出来的东西，又作为

生产条件进入另一个生产领域，这样经过连续的阶段，直到最后制

成为使用价值。在这里过去劳动不断表现为现在正在进行的劳动

的条件。

但是在产品这样地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在它完成这

一现实的形态变化的同时，它又在每一个阶段上被生产出来。当织

布者在加工纱，纺纱者在纺棉花的时候，新的子棉又处在自己的生

产过程当中。

因为不断的、重新开始的生产过程就是再生产过程，所以它同

样是由并存劳动决定的，当产品完成自己的形态变化，从一个阶段

转到另一个阶段的时候，并存劳动就同时生产出产品的不同阶段。

棉花、棉纱和布——所有这一切不只是一个在一个之后，一个由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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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生产出来，而且也是同时并行地生产出来和再生产出来。当我

在考察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时，表现为以前的劳动的结果的东西，

在我考察该商品的再生产过程时，也就是说，当我从该商品的不断

进行的生产过程，从这个生产过程的条件的总和，而不只是从一个

孤立的行为或有限的空间来考察该商品的生产过程时，就同时表

现为并存劳动的结果。这不只是经过不同阶段的循环，而且是商品

在其属于特殊生产领域和形成不同劳动部门的一切阶段上的并行

生产。如果同一个农民先种亚麻，然后把它纺成纱，再把它织成布，

那末这些工序就有连续性，但是没有同时性，而同时性则以建立在

社会内部分工基础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

如果从单个商品的生产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来考察单个商品的

生产过程，那末以前的劳动，固然，只是由于它为之提供生产条件

的活劳动才具有意义。但是另一方面，这些生产条件（没有它们，活

劳动就不能实现）总是作为以前的劳动的已完成的结果加入这一

过程。因此，提供生产条件的那些劳动部门的协作劳动总是表现为

被动的，并且作为这种被动的因素而成为前提。政治经济学家们都

强调这一方面。相反，在再生产和流通中，每一个特殊领域的商品

生产过程所依靠的和作为其先决条件的社会中介劳动，则表现为

现在的、并存的、同时的劳动。商品以它的最初形式和它的已完成

形式或连续形式同时生产出来。没有这一点，商品在完成了它的现

实的形态变化以后，就不能从货币再转化为它的生存条件。

［８７０ｂ］因此，商品只有同时表现为同时的活劳动的产品，它才是

以前的劳动的产品。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所认定的全部物质财

富只是包括流通过程在内的总生产源流中的一种迅速消逝的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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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所谓积累不过是一种流通现象

（储备等是流通的蓄水池）

  霍吉斯金只是从流动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来考察流动资本。

但是一部分流动资本会不断转化为固定资本和辅助材料，只有另

一部分才转化为消费品。而且，即使那部分最终转化为供个人消费

的商品的流动资本，除了它作为从终结阶段出来的最终产品所具

有的最后形式外，在它较早的各个生产阶段，也一直同时以还不能

进入消费的最初形式存在，也就是以在不同程度上有别于产品最

终形式的原料或半成品的形式存在。

霍吉斯金所谈的问题是，工人现在给资本家提供的劳动与由

工资转化成的物品（这些物品实际上就是构成可变资本的使用价

值）所包含的劳动之间有什么关系。必须承认，如果没有这些供消

费的物品，工人就无法劳动。所以政治经济学家们说，流动资本

——过去劳动，资本家积累的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是劳动的

条件，其中也包括分工的条件。

谈到生产条件，特别是谈到霍吉斯金所说的流动资本，通常是

说，在工人生产出新的商品之前，也就是在工人劳动期间，在工人

自己生产的商品还处在形成状态的时候，资本家就应当积累起工

人消费所需的生活资料。这里透露出一种看法，即认为资本家就象

货币贮藏者那样从事积累，或者说，他就象蜜蜂采蜜那样收集生活

资料的储备。

但是这只不过是一种说法而已。

首先，我们这里谈的不是做生活资料买卖的零售商。他们当然

经常要有充足的商品储备。他们的栈房、店铺等只不过是蓄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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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在可以进入流通之后就分配在这里。这种积累不过是商品从

流通转入消费之前所处的中间阶段。这是商品作为商品在市场上

的存在。其实，它作为商品也只有以这种形式存在。至于它是不是

已经不在第一个卖者（生产者）手里，而是在第三个或第四个卖者

手里，它是不是最终转入把它卖给真正消费者的卖者手里，这对问

题毫无影响。这只关系到：在中间阶段商品代表着资本（其实是资

本加利润，因为生产者在商品中出卖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他的

资本所赚得的利润）同资本的交换，在最后阶段商品代表着资本同

收入的交换（就是说，如果商品象在这里假设的那样预定不转入生

产消费，而转入个人消费）。

已经最后成为使用价值并已进入可以出卖状态的商品，作为

商品处于市场，处于流通阶段；一切商品，当它们必须完成它们的

第一形态变化，即转化为货币时，都处于这个阶段。如果这叫作“积

累”，那末积累就无非是商品作为商品的“流通”或存在。因此，这种

“积累”就会同货币贮藏正好相反，因为货币贮藏是要使商品永远

保持在这种可以流通的状态，而这也只有以货币的形式把商品从

流通中抽出来才能办到。如果生产，从而还有消费，都是多种多样

和大规模的，那末就会有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商品经常处于这种停

顿状态，即处于这种中间阶段，一句话，处于流通中，或者说，处于

市场上。所以，如果从量的方面来考察，那末，大量的积累在这里无

非是指大量的生产和大量的消费。

商品的停顿——商品停留在过程的这一时刻，它存在于市场

而不存在于工厂或私人家里（作为消费品），即存在于商人的店铺、

栈房中——只是［８７１］它生命过程中的一个很短暂的时刻。这种

“财物世界”，“实物世界”的静止的、独立的存在只是一种表面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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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驿站始终客满，但始终都是新的旅客。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

品）不断地在生产领域中重新生产出来，出现在市场上并被消费

掉。它们，不是同一些商品，而是同一种商品，始终同时存在于这三

个阶段上。如果中间阶段延长，以致新商品从生产领域出来时，市

场还是被旧商品占据着，那末就会产生停滞，阻塞；出现市场商品

充斥，商品贬值；出现生产过剩。所以，流通的中间阶段在什么地方

成为一种独立的存在，而不只是向前运动的源流中一个短暂的停

留，以及商品在流通阶段的存在在什么地方表现为积累［Ａｕｆｈａｕ

ｆｕｎｇ］，这绝不是生产者的一种自由行动，绝不是生产的目的或者

生产的内在的生命因素，正如血液涌向头部引起中风并不是血液

循环的内在因素一样。资本作为商品资本（在这个流通阶段，在市

场上，它就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不应该停滞不动，而应该只是在

运动进程中作短暂的停留。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会遭到破坏。整个

机构就会紊乱。所以，这种在个别点上以集中形式出现的物质财富

同生产和消费的持续不断的源流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也只能是微

不足道的。因此，斯密也认为，财富是“年度的”再生产。所以，它所

注明的日期不是什么遥远的过去，而只不过是昨天。另一方面，如

果再生产由于受到某些干扰而停顿下来，那末仓库等等就会空起

来，就会出现匮乏，就立刻会显示出：现存财富看起来所具有的那

种经常性不过是它的更替、它的再生产的经常性，是社会劳动的不

断的物化。

在商人那里也存在着Ｗ—Ｇ—Ｗ 的过程。商人从中获取“利

润”这一点，在这里和我们没有关系。他出卖商品，又购买同样的商

品（同一种商品）。他把商品卖给消费者，又从生产者那里把商品买

进来。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在这里不断地转化为货币，货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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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再转化为同样的商品。但是这种运动只不过是不断的再生

产，即不断的生产和消费；因为再生产包含着消费。（为了能够进行

商品的再生产，商品就必须卖掉，必须加入消费。）商品必须用事实

证明自己是使用价值。（因为对于卖者来说是Ｗ—Ｇ，对于买者来

说就是Ｇ—Ｗ，也就是货币转化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再生产

过程既然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它就包含着本身是流通因素的消

费。消费本身就是再生产过程的因素和条件。如果就整个过程来

考察，商人向生产者购买商品所支付的货币，实际上是消费者向商

人购买商品所用的货币。对于生产者来说，商人代表消费者，而对

于消费者来说，商人就代表生产者；他是同一商品的买者和

卖者。他用来购买商品的货币，纯粹从形式上看，实际上就

是消费者的商品的终结形态变化。消费者把他的货币转化

为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以，货币转入商人之手就意味着

商品的消费，或者从形式上看，意味着商品从流通转入消费。只要

商人再用这些货币向生产者购买，这就是生产者的商品的第一形

态变化，表示商品转入中间阶段，在这个阶段它作为商品停留在流

通中。只要Ｗ—Ｇ—Ｗ 这个过程是商品转化为消费者的货币，并

且是现在为商人所有的货币再转化为同样的商品（同一种商品），

那末这一过程就无非表示商品不断地转入消费，因为进入消费的

商品所空出的位置为此就必须由从生产过程出来现在进入这一中

间阶段的商品所填补。

［８７２］商品在流通中停留以及它被新商品所取代，当然还要取

决于商品处在生产领域的时间的长度，因而取决于商品再生产时

间的长度，随着这种时间长度的不同，商品停留的时间也不同。例

如，谷物的再生产需要一年时间。例如，今年（１８６２年）秋季收获的

２１３ 第 二 十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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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谷物，只要不再用作种子，就必须足够供来年全年——直到１８６３

年秋——的消费。它立即被投入流通（即使在农场主的粮仓里，它

也是已经处于流通中了），在这里它被流通的各种蓄水池——仓

库、谷物商、磨坊主等等——所吸收。这些蓄水池既是生产的排水

渠，又是消费的引水渠。只要商品处于蓄水池中，它就是商品，因而

就处于市场上，处于流通中。它只是点点滴滴地被年消费从流通中

抽出。把它排挤出去的新商品所进行的补充，新商品的源流，只有

在一年以后才会到来。因此，这些蓄水池也只是随着对已消费的商

品的补充的到来而逐渐地变空。如果还有剩余，如果新的收成超过

平均收成，那末就会发生阻塞。这种一定的商品在市场上占有的空

间就会显得充斥。为了都能在市场上给自己找到位置，商品就会降

低自己的市场价格，这样就会使它们重新运动起来。如果商品作为

使用价值的量太大，那末它们就会通过降低自己的价格的办法来

适应它们应占的空间。如果这个量太小，那末它们就会用提高自己

的价格的办法来扩大自己。

另一方面，作为使用价值会迅速坏掉的那些商品，在流通的蓄

水池中也只有瞬息间的停留。它们必须转化为货币和必须被再生

产出来的时间，是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性质所规定的，这种使用价

值如果不是每天或几乎每天被消费掉，就会坏掉，因而也就不再是

商品。因为如果使用价值的消失本身不是生产行为，交换价值就会

和它的承担者即使用价值一起消失。

一般说来很清楚，虽然聚集在流通蓄水池中的商品的绝对量

会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增长，但是由于生产和消费的增长，这个

量同年生产和年消费的总量相比，还是会减少。商品从流通到消费

的转移会加速，而且是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再生产的速度在下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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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会加快：

（１）商品迅速地通过它的各个生产阶段，生产过程在每个生产

阶段缩短；这取决于商品在它的每一种形式上的生产所必需的劳

动时间的缩短；所以，这是和分工、机器、化学过程的应用等等的发

展同时发生的。｛随着化学的发展，人为地加速了商品从一种聚集

状态到另一种聚集状态的转变，加速了它和其他物体的结合，例如

染色；加速了它和其他物质的分离，例如漂白，——一句话，无论是

同一些物质的形式（它们的聚集状态）的变化，还是必然产生的物

质变换，都人为地加速了；至于会给植物和动物提供较便宜的物

质，即花费很少劳动时间的物质，以进行植物性的和有机的再生

产，那就更不用说了。｝

（２）部分地由于不同生产部门的联合，即由于形成了把一定生

产部门联合起来的生产中心，［部分地］由于交通工具的发展，商品

迅速地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换句话说，缩短了间

歇期间，减少了商品在一个生产阶段和另一个生产阶段之间的中

间阶段的停留时间，或者说，缩短了从一个生产阶段到另一个生产

阶段的转移。

（３）所有这些发展——各个不同生产阶段的缩短以及从一个

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转移的加快——都是以大规模生产，大量生

产为前提，同时也以大量不变资本，特别是固定资本基础上的生产

为前提；因而也以生产的不断进行为前提，所谓不断，不是指我们

刚才考察这种不断进行时所说的不断，即不是指通过各个生产阶

段的彼此接近和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不断，而是指在生产中不会发

生有意的中断。这种中断在为订货而生产的情况下总是会发生的，

就象在［８７３］手工业者那里出现的那样，在本来意义上的工场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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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只要工场手工业本身尚未被大工业改造）也还是那样。而现

在生产是按资本所容许的规模进行的。这个过程并不等待

需求，而是资本的一种职能。资本不断以同样的规模（且不

说积累或扩大）进行工作，同时生产力不断发展和提高。因

此，生产不仅进行得很快，使得商品很快就获得适合于流通的形

式，而且是不断地进行。生产在这里仅仅表现为不断的再生产，同

时也是大量的生产。

因此，如果商品长期滞留在流通的蓄水池中，如果商品积存在

这里，那末，由于生产浪潮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涌来，由于它们不

断注入流通蓄水池大量材料，这些蓄水池很快就会充斥。例如，柯

贝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市场总是商品充斥。”９９可是造成再生

产这样迅速、这样大量的这些情况，也会减少商品在这些蓄水池中

聚集的必要性。就生产消费来说，这种情况已部分地包含在商品本

身或其组成部分所必须通过的各个生产阶段的彼此接近中。如果

煤炭每天大量生产，并且经由铁路、轮船等运送到工厂主的大门

口，那末工厂主就不需要储备煤，或者只需要储备少量的煤，或者，

如果有一个商人介入其中，情况也是一样，这个商人除了每天卖出

和每天得到补给的以外，也只需要有很少的储备。纱、铁等的情况

也是如此。可是，把生产消费（在生产消费领域中，商品储备，即商

品各组成部分的储备，必然会这样减少）撇开不谈，［经营个人消费

品的］商人也同样有：第一，迅速的交通工具，第二，可靠的、不断

的、迅速的更新和供给。因此，虽然他的商品储备在数量上可能增

加，但是这种储备的每一个要素存在于他的蓄水池，即存在于这种

过渡状态的时间会缩短。同他出卖的全部商品量相比，也就是同生

产量和消费量相比，他的仓库在每个一定时刻所保存的、聚集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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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储备是不大的。在生产比较不发达的阶段，情况就不一样了，在

这些阶段再生产进行缓慢，——因而必然有较多的商品滞留在流

通的蓄水池中，——交通工具缓慢，联络困难，因此储备的更新往

往发生中断，从蓄水池变空到它重新装满，即商品储备的更新，这

中间要经过很长的间歇期间。这时就会发生和下述产品类似的情

况：这些产品由于其使用价值的性质，它们的再生产要经过一年或

半年，总之，要经过比较长的期间才能实现。

｛交通工具对于蓄水池变空所产生的影响，可以棉花为例来说

明。由于利物浦和美国之间经常有船舶来往，——交通的迅速是一

个因素，经常性是另一个因素，——所以用不着把全部棉花一下子

运出去。棉花可以逐渐上市。（生产者也不希望商品一下子充斥市

场。）棉花存在利物浦货栈内，诚然已经是在流通的蓄水池中，但是

其数量——同这种商品的总消费量相比——已不象在船舶要经半

年的航程、一年只从美国开来一两次时所需要的那样多了。曼彻斯

特的工厂主等可以大致根据他直接消费的多少来充实他的仓库，

因为有了电报和铁路，就有可能随时把棉花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

特。｝

流通蓄水池的特殊的充满现象（不是由于市场负担过重造成

的充满，市场负担过重在这种情况下发生，要比在宗法式的生产速

度缓慢的情况下容易得多）只是投机性的，只有在与价格的实际涨

落或预料中的涨落有关的例外场合才会发生。

关于储备的这种相对减少，即处在流通中的商品量同生产和

消费的总量相比而言的相对减少，见莱勒的著作、《经济学家》１００、

柯贝特的著作（有关的引文放在霍吉斯金之后）。［８７４］西斯蒙第错

误地认为这是值得遗憾的事（也请参阅他的著作）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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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另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市场的不断扩大，随着商品在

市场停留的间歇期间的缩短，空间的范围相应扩大，或者说，市场

在空间上相应扩大，以商品生产领域为中心画出的圆的半径越来

越大。）

“挣多少吃多少”的消费者，改变衣着就象改变意见一样迅速，

而不是一件上衣等等一穿就是十年，这种情况和再生产的速度有

关，或者说，不过是再生产速度的另一种表现。甚至那些不受使用

价值的性质制约的物品的消费，也越来越在时间上和生产趋于一

致，因而也越来越依附于现在劳动，并存劳动（因为实际上这里是

并存劳动的交换），这一切都是同过去劳动越来越成为生产的重要

因素的程度相适应的，虽然这种过去本身总是很近的，而且只是相

对的。

（下面一个例子说明储备的建立同生产的不发展是多么紧密

相联。在牲畜很难过冬的时候，冬天就没有鲜肉。一旦畜牧业克服

了这一困难，由于必须以腌肉或熏肉代替鲜肉而产生的储备也就

会自行停止。）

产品只有在它进入流通的场合，才成为商品。产品作为商品的

生产，因而还有流通，会由于以下原因随着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异常

扩大：

（１）大规模的生产，量，大批，也就是同生产者［对他自己的产

品］的需要在数量上丝毫没有关系的生产；事实上，他是不是哪怕

在最小的程度上消费自己的产品，这纯粹是偶然的。生产者只有在

他生产自己资本的一部分构成要素时，才会大量地消费自己的产

品。相反，在社会发展的较早阶段，只是——或者主要是——超过

自己需要的多余的产品才成为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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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同需要的日益增加的多样性成反比的产品的质的单一性。

这一点会引起以前彼此联系着的生产部门较大程度的分离和独

立，一句话，会使社会内部的分工增多，此外还会引起新的生产部

门的建立和商品种类的多样性的增加。（最后，在论述霍吉斯金之

后，还要列举威克菲尔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商品的这种多样化

即分化，有两类。第一，同一产品的不同阶段，以及加在产品上的中

间劳动（也就是生产它的构成要素等的劳动）分化为不同的彼此独

立的劳动部门；换句话说，同一产品在它的不同阶段转化为不同种

类的商品。第二，由于有劳动和资本（或者说，劳动和剩余产品）游

离出来，另一方面，由于发现利用同一使用价值的新方法［从而出

现新的种类的商品］。由于第一点中所谈到的那些变化，于是产生

新的需要（例如，随着蒸气在工业中的利用，就出现对迅速和全面

的交通工具的需要），因而也产生满足这些需要的新方法，——或

者是发现利用同一使用价值的新方法，或者是发现新原料，或者是

发现对旧原料进行不同处理的新加工方法（如电铸术），等等。

这一切归结为一个产品在其一个接一个的阶段或者说状态中

转化为不同的商品，或者归结为创造作为商品的新产品或者说新

的使用价值。

（３）以前以实物形式消费①大量产品的人口中的大多数转化

为雇佣工人。

（４）租地农民转化为产业资本家｛地租随之转化为货币地租，

总之，所有的实物交纳（赋税等，地租）转化为货币支付｝。总之：土

地以工业方式经营，因而它的化学和机械的生产条件，甚至种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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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牲畜等等，肥料等等都要新陈代谢，而不象从前那样只限于使

用自己的粪肥。

（５）大量以前“不可让渡的”财物的变卖使它们转化为商品，仅

仅由流通券构成的财产形式被创造出来。一方面是地产的让渡（在

广大群众变得连任何财产都没有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他们例如把

自己的住房当作商品的现象）。另一方面是铁路股票，简言之，各种

各样的股票。

［（ｄ）霍吉斯金对资本家为工人“积累”

生活资料的见解的驳斥。霍吉斯金

不了解资本拜物教化的真正原因］

  ［８７５］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谈霍吉斯金。

所谓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当然不是指商品从生

产转入消费时存在于流通蓄水池中，存在于流通中，存在于市场上

这种情况。如果这样来解释这种“积累”，那就等于说，产品是为了

工人而流通，为了工人而成为商品，总之，产品作为商品的生产是

为了工人而进行的。

同其他任何人［商品所有者］一样，工人必须首先把他实际上

（虽然不是在形式上）出卖的商品即他的劳动转化为货币，然后才

能把这些货币再转化为供消费的商品。非常明显，如果没有消费品

以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存在于市场，那末，分工（既然它以商品生

产为基础），雇佣劳动，总之，资本主义生产，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

有商品流通，没有商品停留在流通蓄水池中，这种生产就不可能进

行。因为真正说来，产品只有在流通中才是商品。工人必须在

商品形式上取得他的生活资料，这对他来说，就象对其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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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一样。

此外，工人与经营生活资料的商人相对立不是作为工人与资

本家相对立，而是作为货币与商品，作为买者与卖者相对立。这里

不存在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除非是涉及商人自己的工人。然而

即使是这样的工人，只要他们是向商人购买，他们就不是作为工人

与商人相对立。只有在商人向他们购买时才会发生这种情况。所

以我们要把这种流通的当事人撇开。

至于工业资本家，那末构成他的储备，即他的“积累”的是：

第一，他的固定资本——建筑物、机器等等，这些东西工人是

不消费的，或者，他如果消费，那是在劳动过程中为资本家生产地

消费；这些东西虽然是工人的劳动资料，但绝不是工人的生活资

料。

第二，他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不直接加入生产的那部分原料和

辅助材料的储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减少的趋势。这些东西也

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资本家为工人进行这种“积累”，不过是表示

资本家为工人效劳，从工人那里夺走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并把

他的这些劳动资料（这些东西本身不过是他的劳动的转化了的产

品）变为剥削劳动的手段。当工人把机器和原料当作劳动资料使用

时，他无论如何不是靠它们生活的。

第三，他的进入流通以前存在于仓库、货栈中的商品。这些商

品是劳动的产品，而不是在生产期间为维持劳动自身而积累的生

活资料。

因此，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不过是表示资本家必须

拥有足以支付工资的货币，工人用这些货币从流通蓄水池中取得

自己的消费资料（如果就整个阶级来考察，就是买回工人自己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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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产品）。但是这些货币不过是工人所出卖和提供的那种商品的

转化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资料是为工人“积累”，如同生活

资料是为他的资本家积累一样，因为资本家也用货币（同一商品的

转化形式）购买消费资料等等。这些货币可以是单纯的价值符号；

所以它们根本不一定是“过去劳动”的代表，而只是在每个人手中

表示他所实现的价格——不是过去劳动（或以前的商品）的价格，

而是这个人所出卖的同时劳动或商品的价格。是单纯的形式存

在１０２。或者说，因为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工人也必须吃饭，而且不

管他的产品的生产时间有多长，在生产时他总得消费生活资料，所

以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就是指工人必须首先把自己的劳动产

品转化为资本家的产品，转化为资本，然后才能以货币的形式再拿

回一部分这样的产品作为报酬。

［８７６］在这一过程中（对于这一过程本身说来，工人得到的是

同时劳动的产品还是过去劳动的产品，是并行劳动的产品还是自

己以前的产品，实际上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使霍吉斯金感兴趣的是

下面一点：

工人每天消费的产品（不管他自己的产品是否已经制成，他都

必须消费）的一大部分以至绝大部分决不是以前的积累劳动。相

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工人在他生产自己的商品的同一天、同一周

所生产的劳动产品。面包、肉、啤酒、牛奶、报纸等等就是这样。霍

吉斯金也许还会说，其中有一部分是未来劳动的产品，因为工人要

用六个月内积攒的工资来购买只是在这六个月的末尾才制成的上

衣等等。（我们已经看到，全部生产都以加入其中的各组成部分和

表现为原料、半成品等不同形式的产品的同时再生产为前提。一切

固定资本则以未来劳动作为其再生产的前提，它也要以未来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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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再生产自己等价物的前提，没有这个等价物，它就不能进行再

生产。）霍吉斯金说，在一年之内，工人（由于谷物的再生产的性质，

由于植物性原料等的生产的性质）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指靠”过

去劳动。｛例如关于住房就不能这样说。有的使用价值，因其性质，

只是逐渐磨损，它不是一下子被消费掉，而只是被使用，在这种情

况下，以前的劳动的这种产品存在于“市场”，决不是为工人而想出

的某一特别行动的结果。工人在资本家为他“积累了”脏得要命的

贫民窟之前，就早已“有了住房”。（关于这一点见兰格的著作１０３。）｝

（且不说特别对工人具有决定意义的大量日常需要，而工人是几乎

只能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的，——我们已经看到，生产和消费一般

说来在时间上越来越趋于一致，所以，如果就整个社会来考察，社

会全体成员的消费就越来越依赖于他们的同时生产，或者更确切

地说，依赖于同时生产的产品。）但是如果劳动操作延续若干年，工

人就只得“指靠”自己的生产，“指靠”生产其他商品的工人的同时

劳动和未来劳动。

工人总是必须在市场上取得作为商品的生活资料（因而他所

购买的这些“服务”只是在它们被购买时才被创造出来），因此，这

些生活资料相对地说是以前的劳动（即在它们作为产品存在之前

就存在的劳动，但决不是在工人自己的劳动——即工人用其价格

购买这些产品的劳动——之前存在的劳动）的产品。这些生活资料

可能是与这种劳动在时间上一致的产品，对于“挣多少吃多少”的

人来说，它们在大多数场合正是这样的产品。

如果考虑到这一切，那末资本家为工人“积累”生活资料可归

纳为如下几点：

（１）商品生产的前提是，人们可以在市场上取得他们自己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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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的作为商品的消费品，或者说，商品一般作为商品被生产出

来。

（２）工人消费的绝大部分商品，在其作为商品同工人相对立的

最后形式上，实际上是同时劳动的产品（因此，它们根本不是由资

本家积累的）。

（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工人自己生产的劳动资料和生

活资料是同工人相对立的，前者作为不变资本，后者作为可变资本

同他相对立；他的所有这些生产条件都表现为资本家的财产；而这

些生产条件从工人手里转到资本家手里以及工人的产品或其产

品的价值部分地流回到工人手里，就叫作为工人“积累”流

动资本。工人在他的产品完成之前总是必须消费的这些生活

资料所以成为“流动资本”，是因为工人不是以自己过去的产品的

价值或未来的［８７７］产品来直接购买生活资料或者进行支付，而是

必须先从资本家那里得到领取生活资料的凭证，即货币；资本家只

是由于工人过去生产的、将来生产的或现在生产的产品才能够发

给这种凭证。

霍吉斯金在这里力图证明工人是依靠其他工人的并存劳动，

而不是依靠过去劳动，

（１）以便消除“积累这个用语”，

（２）因为“现在劳动”是同资本相对立的，而“过去劳动”则一直

被政治经济学家们看作就是资本，是一种异化的、同劳动本身敌对

的、独立的劳动形式。

但是对同时劳动，普遍地从它与过去劳动相对立的意义上来

理解它，这本身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所以，霍吉斯金得出如下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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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或者仅仅是一种名称和托词，或者它表现的不是物，而是

关系：一个人的劳动同其他人的并存劳动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的

后果，结果，被认为是由构成所谓流动资本的物造成的。商品在作

为货币的一切存在上能否实现为使用价值，取决于同时劳动。（全

年的［劳动］本身就是同时的［劳动］。）只有一小部分加入直接消费

的商品是一年以上的产品，即使它们是这样的产品（例如牲畜等

等），它们每年也需要新的劳动。所有需要一年以上时间的劳动操

作都是建立在继续不断的年生产的基础上。

“资本家能够养活，并因而雇用其他劳动者，不是由于他拥有商品储备，

而是由于他有支配一些人的劳动的权力。”（第１４页）

然而是货币给每个人以“权力”，去支配“一些人的劳动”，支配

已经物化在他们的商品中的劳动，以及支配这种劳动的再生产

——在这个限度内也就是支配劳动本身。

在霍吉斯金看来，真正“积累”起来的，但不是作为死的物质，

而是作为活的东西“积累”起来的，是工人的技能，是劳动的发展程

度。｛诚然（霍吉斯金没有强调这一点，因为和政治经济学家们的粗

陋见解相反，对他来说重要的是把重点放到与物相对立的主体上，

也可以说放到主体中的主观方面），每一特定时刻所具有的、作为

出发点的劳动生产力发展程度，不仅以工人的技能和能力的形式

存在，而且同时存在于这种劳动为自己创造的、并且每天都在更新

的物质工具之中。｝这是形成出发点的真正的前提，而且这个前提

是一定发展进程的结果。积累在这里就是把已承受下来的、被实现

了的东西加以同化、继续保存并进行改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达

尔文把通过一切有机体即植物和动物的遗传而进行的“积累”看作

促使有机体形成的动因；这样，不同的有机体本身就是通过“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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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并且只是活的主体的“发明”，是活的主体的逐渐积累起来

的发明。但是对生产来说，这并不是唯一的前提。对动物和植物来

说，这种前提就是它们外部的自然界，——因而既包括无机的自然

界，也包括它们同其他动植物的关系。在社会上从事生产的人，也

同样遇到一个已经发生变化的自然界（特别是已经转化为他自己

活动的工具的自然要素）以及生产者彼此间的一定关系。这种积累

一部分是历史过程的结果，一部分就单个工人来说是技能的代代

相传。霍吉斯金说，在这种积累的情况下，任何流动资本都不会对

大多数工人有什么帮助。

霍吉斯金指出，“商品〈生活资料〉储备”同总消费和生产比较

起来单是不大的。而现有人口的熟练程度却始终都是总生产的前

提，因而是财富的主要积累，是以前劳动的被保存下来的最重要的

结果，不过这种结果是存在于活劳动本身中的。

［８７８］“通常被认为是由流动资本的积累产生的一切结果，都是由于熟练

劳动的积累和储存，这种最重要的工作，对大部分工人来说，不要任何流动资

本也可以完成。”（第１３页）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工人人数（从而现有工人人口的幸福或贫

困）取决于现有的流动资本量，对于这种说法霍吉斯金正确地作了

如下的评论：

“工人人数总是必须取决于流动资本的量，
·
或
·
者，照我的说法，取决于允

许工人消费的并存劳动的产品的量。”（第２０页）

被认为由“流动资本”、由某种“商品储备”造成的东西，是“并

存劳动”的结果。

所以，霍吉斯金用另外的话说：劳动的一定社会形式的作用被

认为是由物，由这一劳动的产品造成的；关系本身被幻想为物的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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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我们已经看到，这是以商品生产，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劳动所

固有的特点，这种混淆表现在商品上和货币上（霍吉斯金没有看到

这一点），而且更多地表现在资本上。１０４物作为劳动过程的物的因

素所产生的作用，被认为是由这些物在资本中造成的，就象这些物

在自己的人格化中，在和劳动对立的自己的独立性中所具有的作

用一样。假如它们不再以这种异化的形式和劳动相对立，它们［在

政治经济学家们看来］就不再能够产生这种作用。资本家作为资本

家只不过是资本的人格化，是具有自己的意志、个性并与劳动敌对

的劳动产物。霍吉斯金认为这纯粹是主观的幻想，在这种幻想后面

隐藏着剥削阶级的欺诈和利益。他没有看到这种表述方法是怎样

从现实关系本身中产生的，没有看到后者不是前者的表现，而是相

反。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的是资本，

而不是资本家”。１０５但是如果他们排除了资本家，他们也就使劳动

条件丧失了资本性质。

            

｛《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一书的作者、贝利和其他

人指出①，“ｖａｌｕｅ，ｖａｌｅｕｒ”②这两个词表示物的一种属性。的确，它

们最初无非是表示物对于人的使用价值，表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

人愉快等等的属性。事实上，“ｖａｌｕｅ，ｖａｌｅｕｒ，Ｗｅｒｔ”
②
这些词在词源

学上不可能有其他的来源。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

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

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 Ｗｅｒｔ（＝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

６２３ 第 二 十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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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物的社会存在。

“梵文Ｗｅｒ的意思是‘掩盖、保护’，由此有‘尊敬、敬仰’和‘喜爱、珍爱’

的意思。从这个词派生的形容词Ｗｅｒｔａｓ是‘优秀的，可敬的’意思；哥特文

ｗａｉｒｔｈ，古德文 ｗｅｒｔ，盎格鲁撒克逊文ｗｅｏｒｔｈ，ｖｏｒｄｈ，ｗｕｒｔｈ，英文ｗｏｒｔｈ，

ｗｏｒｔｈｙ，荷兰文ｗａａｒｄ，ｗａａｒｄｉｇ，德文ｗｅｒｔ，立陶宛文ｗｅｒｔａｓ（“可敬的，有价

值的，贵重的，受器重的”）。

梵文Ｗｅｒｔｉｓ，拉丁文ｖｉｒｔｕｓ①，哥特文ｗａｉｒｔｈｉ，德文 Ｗｅｒｔ。”［夏韦《试论

哲学词源学》１８４４年布鲁塞尔版第１７６页］

物的Ｗｅｒｔ②事实上是它自己的ｖｉｒｔｕｓ①，而它的交换价值却

和它的物的属性完全无关。

“梵文 Ｗａｌ 的意思是‘掩盖，加固’；［拉丁文］ｖａｌｌｏ③，ｖａｌｅｏ④；ｖａｌ－

ｌｕｓ⑤——起掩护和保护作用的东西；ｖａｌｏｒ——是力量本身。”由此有［法文］

ｖａｌｅｕｒ，［英文］ｖａｌｕｅ；“请把  Ｗａｌ同德文  ｗａｌｌｅ，ｗａｌｔｅ⑥，英文 ｗａｌｌ⑦，

ｗｉｅｌｄ⑧作一比较。”
１０６
［夏韦《试论哲学词源学》１８４４年布鲁塞尔版第７０页］｝

            

接着霍吉斯金转到固定资本。这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力，是在

大工业里，在这种资本的发展过程中，由社会劳动为自己创造的工

具。

下面是关于固定资本的一段话：

７２３以李嘉图理论为依据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掌握，拥有。——编者注

墙。——编者注

我支配，我照料，我管理。——编者注

堤。——编者注

成为有力的，坚固的，健康的。——编者注

用堤围住，加固，保护。——编者注

价值。——编者注

力量，优点，优秀的品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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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工具和机器都是劳动产品…… 当它们只是过去劳动的结果而

不由工人加以适当使用时，它们就不能补偿制造它们的费用…… 如果它们

闲置不用，其中大部分就会失去价值…… 固定资本之所以有用不是由于过

去劳动，而是由于现在劳动，它给自己的所有者提供利润不是因为它被积累，

而是因为它是获得对劳动的支配权的手段。”（第１４—１５页）

这里终于正确地抓住了资本的性质。

［８７９］“各种工具制成以后，它们本身能生产什么呢？什么也不生产。相

反，如果它们不由劳动利用或使用，它们就会开始生锈和毁坏…… 是否应

当把某一工具看成是生产资本，这完全要看它是否被某个生产工人所使用。”

（第１５—１６页）

“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道路修建者应当得到一部分只有道路使用者

才能从道路得到的利益；但是我不理解，为什么所有这些利益都应当属于道

路本身，并且由那些既不修建道路也不使用道路的人以他们的资本的利润为

名据为己有。”（第１６页）

“蒸汽机的巨大效用并不是取决于铁和木料的积累，而是取决于对自然

力的实际的活的知识，这种知识使一些人能够制造机器，使另一些人能够操

纵机器。”（第１７页）

“没有知识，它们〈机器〉就不可能发明，没有机器制造工人的灵巧和技

能，它们就不可能制造出来，而没有技能和劳动，它们就不能在生产上使用。

但是知识、技能和劳动却是资本家能够据以要求获得产品的一个份额的唯一

因素。”（第１８页）

“当人们把若干代人的知识继承下来并且大群地生活在一起时，他们就

有可能用他们的智力来完成自然界所做的事情。”（第１８页）

“一个国家的生产劳动不是取决于固定资本的量，而是取决于固定资本

的质。”（第１９页）

“作为供养和维持人的生活的手段的固定资本，在其效率方面完全取决

于工人的熟练程度，因此一个国家的生产劳动，就固定资本来说，是和人民的

知识和技能成比例的。”（第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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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复利；根据复利说明利润率的下降

  “只要略微看一看，任何人都会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简单利润不会减

少，只会增加，也就是说，同量劳动，前一时期生产１００夸特小麦和１００台蒸

汽机，现在会生产更多一些…… 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我们国内现在靠利润

过富裕生活的人比过去多得多。然而很清楚，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发

明才能，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压倒一切的要求。但一切积蓄都是从资

本家的收入中来的〈也就是从“简单利润”中来的〉，因此，这些要求实际上不

断地提出，而劳动生产力同样不断地拒绝满足它们。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

造出来。１０７”（第２３页）

例如，如果利润不断重新积累起来，资本１００，按１０％计算，过

２０年后就是约６７３，因为小的差数在这里没有什么意义，所以我们

也可以说是７００。这样一来，资本在２０年内就增加了六倍。照这样

的规模，如果仅仅是单利，资本每年应该提供的就不是１０％，而是

３０％，也就是说提供大两倍的利润，我们把年数增加得越多，在计

算每年的单利的时候利息率或利润率就提高得越多，资本越大，这

种提高也就总是越快。

但是，事实上资本主义积累无非是利息再转化为资本（因为这

里对于我们的目的，即对于这种计算的目的来说，利息和利润被看

作是等同的），——因而是复利。今天资本是１００；它产生利润（或

利息）１０。把它加到资本上，得１１０，这就是现在的资本。因此，它提

供的利息就不只是资本１００的利息，而是（１００Ｋ＋１０Ｚ）的利息，即

复利。这样，在第二年末就是（１００Ｋ＋１０Ｚ）＋１０Ｚ＋１Ｚ＝（１００Ｋ＋

１０Ｚ）＋１１Ｚ＝１２１。现在这就是第三年开始时的资本。在

第三年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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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Ｋ＋１０Ｚ）＋１１Ｚ＋１２．１Ｚ，于是资本在第三年末便是

１３３１。

［８８０］我们在复利上加上一撇，就得出下表：

   资 本 利 息 总 额

  第一年１００ １０ １１０

  第二年１００＋１０＝１１０ １０＋１′ １２１

  第三年１００＋２０＋１＝１２１ １０＋２′＋０．１′ １３３．１

  第四年１００＋３０＋３．１＝１３３．１ １０＋３．３１′ １４６．４１

  第五年１００＋４０＋６．４１＝１４６．４１ １０＋４．６４１′ １６１．０５１

如此等等。

  在第二年资本包含的利息（单利）额是１０。

在第三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２１。

在第四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３３．１。

在第五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４６．４１。

在第六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６１．０５１。

在第七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７７．１５６１。

在第八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９４．８７１７１。

在第九年资本包含的利息额是１１４．３５８８８１。

换句话说，在第九年就已经有一半以上的资本［这时资本等于

２１４．３５８８８１］是由利息构成的，可见资本中由利息构成的部分是按

几何级数增加的。

我们看到，二十年后资本就会增加六倍，然而即使按照马尔萨

斯的“最极端的”假定，人口也只能在二十五年中增加一倍。但是我

们且假定，人口在二十年中增加一倍，因而工人人口也增加一倍。

如果算出每年的平均结果，那末利息应当是３０％，比它原来大两

倍。但是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在二十年中已增加一倍的人口

（在这二十年的很大一部分时间中，新的一代还不能劳动；尽管有

儿童参加劳动，这新的一代在这个期间也几乎有一半时间不能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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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只能比以前完成多一倍的劳动，因而也只能完成多一倍而不是

多两倍的剩余劳动。

利润率（因而还有利息率）是这样决定的：

（１）假定剥削率不变，利润率决定于在业工人人数，决定于所

使用的工人的绝对量，因而决定于人口的增长。虽然所使用的工人

的绝对量增加了，但是随着资本的积累和工业的发展，它对所使用

的资本的总额的比率却降低了（因此，在剥削率不变的情况下，利

润率会下降）。同样，整个人口也绝对不会象复利那样按照几何级

数增长。在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人口的增长可以说明剩余价值量

和利润量的增加，但同时又可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

（２）利润率决定于正常工作日的绝对量，即剩余价值率的提

高。因此，利润率能够由于劳动时间超出正常工作日以外的延长而

提高。但是这有它的身体界限和——不久以后——它的社会界限。

随着工人推动更多的资本，同一资本会支配更大量的绝对劳动时

间，——［８８１］这是没有疑问的。

（３）如果正常工作日不变，剩余劳动能够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

展，通过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和加入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的跌价

而相对增加。但是劳动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使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

相比减少了。比方说用两个人代替２０个人，不管绝对剩余劳动时

间或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怎样增加，要使这两个人的剩余劳动时间

等于２０个人的剩余劳动时间，这在体力上是不可能的。即使这２０

个人每天只完成两小时的剩余劳动，他们提供的剩余劳动就有４０

小时，而两个人一天生活的全部时间只有４８小时。

劳动能力的价值不是按劳动或资本的生产力提高的比例降低

的。生产力的这种提高也会在一切不（直接或者间接）生产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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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部门提高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的比例，而不引起劳动价值的任

何变化。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的特点

是，它发展工业比发展农业快。这并不是由于土地的性质，而是由

于土地需要其他社会关系，以便按照它的性质实际加以利用。资本

主义生产只是在它的影响使土地贫瘠并使土地的自然性质耗尽以

后，才把注意力集中到土地上去。此外，由于存在土地所有权，农产

品比其他商品贵，因为农产品是按其价值支付的，而不会降低到费

用价格的水平。但是，农产品是必需品的主要组成部分。其次还有

一点：由于竞争的规律，如果有１
１０
的土地在耕种时花费较贵，其余

９
１０
的耕地也会“人为地”受到这种相对不肥沃的严重影响。

为了在资本积累时利润率保持不变，利润率实际上就必须提

高。如果资本总是提供１０％的剩余劳动，那末，在按照复利进行积

累以及所使用的资本因而增加的情况下，同一个工人就必须按照

复利增长的级数多提供两倍、三倍、四倍的剩余劳动，——这是荒

谬的。

工人推动的、其价值通过工人的劳动保存和再生产的资本量，

是和工人追加的价值即剩余价值完全不同的。如果资本量＝１０００，

追加劳动＝１００，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便是１１００。如果资本量＝１００，

追加劳动＝２０，再生产出来的资本便是１２０。利润率在前一场合＝

１０％，在后一场合＝２０％。然而从１００中可以比从２０中积累得更

多。因此，资本的源流｛撇开资本由于生产力的提高而贬值的情况

不谈｝——或者说资本的“积累”——将比例于资本已有的量而不

是比例于利润率的高度滚滚向前。这一点可以说明，尽管利润率下

降，积累（按量来说）还是增加，至于在生产率不断提高而利润率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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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降低的情况下，可能比在生产率低而利润率高的情况下积累更

大一部分收入，那就更不用说了。高利润率（只要它以高剩余价值

率为基础）在劳动生产率虽然不高但工作日很长的情况下是可能

的。高利润率之所以可能，［还］因为劳动生产率虽然不高，但是工

人的需要很小，因而工资的最低额也很小。与工资最低额的微小相

适应的是劳动精力的缺乏。在这两种情况下，尽管利润率高，资本

的积累却很慢。人口停滞，而生产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很多，虽

然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很少。

［８８２］虽然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提高，利润率也会下降，对于

这一点我曾这样解释过：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也就是

说，活的现在劳动同所使用的和再生产出的过去劳动相比减少

了。①霍吉斯金和《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小册子的作者

则用工人不可能满足“复利”的要求，即不可能满足资本积累的要

求来解释利润率的下降。

“任何劳动，任何生产力，任何发明才能，任何技术，都不能满足复利的压

倒一切的要求。但一切积蓄都是从资本家的收入中来的〈也就是从“简单利

润”中来的〉，因此，这些要求实际上不断地提出，而劳动生产力同样不断地拒

绝满足它们。因此，不断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②（同上，第２３页）

从总的意思来说这是一样的。我说，利润率会随着资本的积累

而下降，因为不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会增加，这就是说，如果撇

开资本各部分的一定形式不谈，所使用的资本同所使用的劳动相

比会增加。利润下降并不是因为工人被剥削得少了，而是因为同所

使用的资本相比，所使用的劳动总的来说是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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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假定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１∶１。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总资本＝１０００，那末，ｃ＝５００，ｖ＝５００；如果剩余价值率＝

５０％，那末，５００的５０％＝５０×５，即２５０。因此，利润率将是１０００

分之２５０，即
２５０
１０００
，或
１
４
，即２５％。

如果总资本＝１０００，ｃ＝７５０，而ｖ＝２５０，那末，在剩余价值率

为５０％的情况下，２５０提供１２５。而利润率将是１２５
１０００
，即

１
８
，或１２

１
２
％。

但是在第二种情况下使用的活劳动比第一种情况下［少］。如

果我们假定，一个工人的工资一年等于２５镑，那末在第一种情况

下，工资为５００镑时就雇用２０个工人，在第二种情况下，工资为

２５０镑时就雇用１０个工人。同一笔资本１０００镑在一种情况下雇

用２０个工人，在另一种情况下只雇用１０个工人。在第一种情况

下，资本总量和工作日数之比是１０００∶２０；在第二种情况下是

１０００∶１０。在第一种情况下，２０个工人中每个工人摊到所使用的

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５０镑（因为２０×５０＝５００×２＝１０００）。

在第二种情况下，每个工人摊到所使用的资本１００镑（因为１００×

１０＝１０００）。与此相应，资本中用于一个工人的工资部分，在两种情

况下却是一样的。

我提出的公式包含一个新的论据，它说明为什么在进行积累

时，较少的工人会摊到同量的资本上，或者同样可以说，为什么较

大量的资本会摊到同一劳动上。无论我是说，在第一种情况下，１

个工人摊到的所使用的资本等于５０，在另一种情况下，１个工人摊

到１００单位的资本，也就是只要１
２
个工人就摊到５０单位的资本；

因此，无论我是说，在一种情况下１个工人摊到５０单位的资本，在

另一种情况下，
１
２
个工人摊到５０单位的资本，还是说，在一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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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５０单位的资本摊到１个工人身上，而在另一种情况下，５０×２

单位资本摊到１个工人身上，这都是一回事。

霍吉斯金等人正是运用了这后一个公式。在他们看来，积累一

般来说就是要求复利，就是说，有更多的资本摊到同一个工人身

上，这个工人现在应当按照摊到他身上的资本量提供更多的剩余

劳动。因为摊到一个工人身上的资本按复利增加了，而他的劳动时

间却相反地具有十分明确的界限，“任何生产力”也不能把他的必

要劳动时间缩短到符合这些复利所要求的程度，所以这里“经常会

遇到一种平衡”。这时“简单利润”则保持不变或者甚至会增加（这

种“简单利润”实际上是剩余劳动或剩余价值）。但是随着资本的积

累，在单利形式的背后开始隐藏着复利。

［８８３］其次，很明显：如果复利＝积累，那末，撇开积累的绝对

界限不谈，利息的这种形成取决于积累过程本身的规模和强度等

等，即取决于生产方式。要不然，复利就无非是以利息形式占有他

人的资本（他人的财产），就象过去在罗马以及在一般放高利贷的

情况下发生的一样。

霍吉斯金的看法是：原来摊到一个工人身上的资本比方说是

５０镑，同时假定工人要为５０镑资本提供２５镑利润。过了几年，由

于一部分利息转化为资本，并且年年这样重复，摊到一个工人身上

的资本已经是２００镑了。如果每年的利息是５０％，而且总是全部

变成资本，那末这个过程不到四年就可以完成。工人象过去要为

５０镑资本提供２５镑利润一样，现在应当为２００镑资本提供１００

镑利润，即比过去提供的多三倍。但这是不可能的。为此他必须多

劳动三倍的时间，就是说，如果以前他一天劳动１２小时，现在就要

劳动４８小时，或者劳动价值必须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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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三。

如果工作日等于１２小时，年工资是２５镑，工人一年提供２５

镑利润，那末，他为资本家劳动的时间必须同为他自己劳动的时间

相等，即６小时，或者说，半个工作日。如果工人必须提供１００镑利

润，那他就要在１２小时当中为资本家劳动４×６小时，而这是荒谬

的。假定工作日延长到１５小时。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也不

能在１５小时劳动当中提供２４小时。他更不能在１５小时的工作日

中提供３０小时，而这３０小时是必需的，因为他要为资本家劳动

２４小时，为自己劳动６小时。如果他们自己的全部劳动时间都用

来为资本家劳动，他也只能提供５０镑，即只能使“利息”增加一倍

——为２００镑资本提供５０镑利润，而他以前为５０镑提供了２５镑

利润。以前利润率是５０％，现在是２５％。但是在资本为２００镑的

情况下，要得到２５％是不可能的，因为工人还须生活。不论生产力

怎样增长，如果１２小时所创造的价值仍然如上例那样等于７５镑，

那末２４小时所创造的价值等于２×７５，即１５０镑。因为工人必须

生活，所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提供１５０镑利润，更不用说提供２００

了。他的剩余劳动始终不过是他的工作日的一部分，但是绝不能由

此得出结论，就象洛贝尔图斯先生那样①，认为利润永远不可能等

于１００％。如果利润按整个工作日计算，利润便永远不能等于

１００％（因为在整个工作日中利润本身已计算在内），但是就工作日

中被支付的部分来说，利润完全可能等于１００％。

例如在上例中，利润是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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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本：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２５     ２５

剩余价值

 ２５

剩余价值率

 １００％

利润率

５０％

这里占工作日一半的利润等于全部产品的
１
３
。

［８８４］如果工人把３
４
的工作日给资本家，那就是：

    资本：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２５    １２
１
２

    总资本

    ３７
１
２

剩余价值

 ３７
１
２

剩余价值率

 ３００％

利润率

１００％

折算成１００便得出：

    资本：

不变资本   可变资本

６６
２
３

    ３３
１
３

     总资本

     １００

剩余价值

 １００

剩余价值率

 ３００％

利润率

１００％

现在我们更详细地来考察一下，在这种见解的背后会隐藏着

什么东西，根据这种见解，利润下降是因为在积累进程中利润不是

“简单利润”（因此，对工人的剥削率不会降低，却象霍吉斯金所说

的会提高），而是“复合利润”，但劳动在任何情况下都赶不上复利

的要求。

首先应当指出，这一点需要有进一步的规定才能一般具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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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当作积累（即占有剩余劳动）的产物来看——这种看法就整个

再生产来说是必要的——一切资本都是由利润构成（由“利息”构

成，如果这个词被看作和利润等同而不是和“借贷利息”等同）。因

此，如果利润率＝１０％，那末这就是“复利”，利润的利润。完全不能

理解的是，在经济上
１０
１００
和
１１
１１０
究竟有什么区别。这样就会得出结

论：“简单利润”也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简单利润也应当下降，

因为这种简单利润实际上同复合利润一样是复合的。如果把问题

看得狭窄些，即仅仅指生息资本，那末，复利会吞没利润而且吞没

的比利润还多；生产者（资本家或非资本家）必须付给放债人复利，

这意味着他除利润外不得不逐渐把他的一部分资本也付给放债

人。

所以，首先必须指出，霍吉斯金的见解只有在假定资本比人

口，即比工人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下才有意义。（就是后一种增长

也是相对的。资本的本性就是使一部分工人过度劳动，把他们弄得

疲惫不堪，把另一部分变为赤贫者。）如果人口和资本增加的程度

相同，那就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明，为什么我能用１００镑从ｘ个工

人身上取得的剩余劳动，就不能用８００镑从８ｘ个工人身上取得。

［８８５］８×１００Ｋ对８ｘ个工人提出的要求，不会比１００Ｋ对ｘ个工

人提出的要求更多。因此，这里霍吉斯金的理由不能成立。（实际

上完全不是这样。即使人口和资本增加的程度相同，资本主义的发

展，由于不变资本靠减少可变资本而发展的结果，也会使一部分人

口成为过剩人口。）

｛“你分配它们〈商品〉是为了促使劳动的供给更多还是更少，你是在它们

将成为劳动条件的地方分配它们，还是在它们将鼓励游手好闲的地方分配它

们，这一点对劳动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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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７页）

“不断增加的人口的数目会促进这种劳动供给的增加。”（同上，第５８页）

“如果商品不能支配它以前所支配的那样多的劳动量，那末这只有在这

一劳动生产的产品不比过去多的地方才有意义。如果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

那末尽管现有的商品量现在支配的劳动量比过去少，生产也不会缩减。”（同

上，第６０页）

这一点是针对马尔萨斯的。的确，生产不会缩减，但利润率会

减低。“商品量支配劳动”这样一些厚颜无耻的说法包含了马尔萨

斯的价值规定①中所具有的同样的厚颜无耻。“商品支配劳动”这

种说法对资本的性质是极好的和充分的说明。

就是这个作者，对威斯特作了正确的评论：

“《论资本用于土地》的作者说，如果资本大量增加，劳动将获得较高的报

酬，而这种情况……只有在资本利润很高的时候才会发生。他补充说：‘资本

利润越多，劳动工资就越高。’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这里漏掉了几个字：‘已经

得到的资本利润越多……劳动工资就越高’…… 高利润和高工资不会同时

发生；它们不会在同一桩交易里发生；一个妨碍另一个，并降低其水平。同样

可以这样来论述：‘商品的价格最高时，商品的供给也增加得最快，因此大量

的供给和高的价格是一起前进的。’这是把因果混为一谈。”（同上，第１００—

１０１页）｝

因此，只有当（由于积累过程）同一个工人必须推动更多的资

本，或者说，当资本同劳动相比增加了的时候，也就是当例如原来

是１００的资本由于积累变为１１０，而原来提供剩余价值１０的同一

个工人必须适应于资本的增长提供剩余价值１１，即提供复利的时

候，霍吉斯金的论点才有意义。所以，不仅工人过去推动的同一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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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在它被再生产出来以后必须提供相同的利润（“简单利润”），而

且这个资本已经由工人的剩余劳动增大起来，工人现在必须第一，

为原有资本（或资本的价值）提供剩余劳动，第二，还要为他自己的

已被积累起来的即资本化了的剩余劳动提供剩余劳动。既然这一

笔资本每年都在增长，同一个工人就必须不断提供越来越多的劳

动。

但是一般说来，要在同一工人身上摊到比过去更多的资本，只

有［在下列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

第一种情况。如果劳动生产力不变，要在同一个工人身上摊到

比过去更多的资本，就只有使工人延长他的绝对劳动时间，例如不

是劳动１２小时，而是劳动１５小时，或者增加劳动强度，即在１２劳

动小时内完成１５小时的劳动，在４小时内完成５小时的劳动，或

者说，在４
５
小时内完成

５
５
小时的劳动。因为工人在一定的时数里把

自己的生活资料再生产出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得到３

小时，就象劳动生产力提高了一样，而实际上这里是劳动增加了，

而不是劳动生产力提高了。如果劳动的这种强化推广到一切劳动

部门，那末商品的价值就必然按照它所化费的劳动时间的减少而

下降。这种强度就会成为劳动的平均强度，成为劳动的自然性质。

如果劳动的这种强度［８８６］只是发生在某些部门，这就等于复杂劳

动，即自乘的简单劳动。于是较紧张的一小时劳动的某一部分就会

等于较松弛的一小时劳动，它们创造同样的价值。例如，在上述情

况下，４
５
小时的较紧张劳动，就和

５
５
即１小时的较松弛劳动创造一

样多的价值。

延长劳动时间和通过更大的劳动强度，即通过所谓的压缩劳

动空隙来增加劳动，这两者都有其界限（尽管例如伦敦的面包工人

０４３ 第 二 十 一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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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通常都是劳动１７小时，有时还更多），有十分明确的身体界限，而

当达到界限的时候，复利，“复合利润”就会停止。

在这些界限内会出现下列情况：

如果资本家对劳动的延长或强化不予支付，他的剩余价值（利

润也一样，如果不变资本的价值不变的话，因为我们假定生产方式

不变）——（在上述情况下）他的利润——将比他的资本增长得快。

他则不为增长的资本支付任何必要劳动。

如果他按照与过去相同的比例支付追加劳动，剩余价值就会

和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增长。利润就会增长得更快。因为这里固

定资本的周转更快；同时机器的磨损加快的程度不会象它的使用

加快的程度一样。固定资本的支出会减少，因为同时劳动的２００个

工人比延长工作日的１００个工人需要更多的机器、建筑物等等。同

样，在后一种情况下所需的监工等等也较少。（这种情况给资本家

造成了一种极其惬意的机会：他可以不再经过任何困难就能根据

市场的情况扩大或缩减他的生产。此外，这种情况会增加他的权

力，因为一部分工人劳动负担过重，相应地就会有失业的和半失业

的后备军，因而工人间的竞争就会加剧。）

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之间的纯粹的算术比

例没有被破坏，而且这里的唯一情况是它们两者都能以相同的程

度增加，但是对劳动的剥削却增加了，——在工作日延长的情况下

是这样，在工作日强化（紧张化）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只要在这种强

化的同时工作日不缩短（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法案）。工人缩短了

他的劳动能力的存在期限，在比他的工资的增加大得多的程度上

消耗了他的劳动能力，而且更加变成一种单纯的工作机器。但是这

后一种情况且撇开不说，如果工人在正常工作日的情况下，假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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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２０年，而在工作日延长或强化的情况下只能活１５年，那末，在

一种情况下他是在１５年内出卖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而在另一种

情况下，他是在２０年内出卖他的劳动能力的价值。在一种情况下

劳动能力的价值必须在１５年内被补偿，在另一种情况下则在２０

年内被补偿。

如果每年支付５％，价值１００经过２０年将得到补偿，因为５×

２０＝１００。如果每年支付６
２
３
％，价值１００经过１５年将得到补偿。

但是在上面所考察的情况下，工人从追加的３小时中得到的只是

相当于按２０年计算的他的劳动能力的一天的价值。假定他的劳动

是８小时必要劳动和４小时剩余劳动，那末他从每１小时中得到

２
３
小时，因为

１２×２
３
＝８。与此相应，他从３小时的额外时间中得到２

小时，或者说，从每１小时额外时间中得到
２
３
小时。但是只有在假

定他的劳动能力存在２０年的情况下，这才是他１小时劳动能力的

价值。如果工人出卖劳动能力的时间只有１５年，那末每小时的劳

动能力的价值还要相应提高。

对未来的预支——真正的预支——一般说来在财富生产上只

有对工人和对土地来说才有可能。由于过早的过度紧张和消耗，由

于收支平衡的破坏，工人和土地的未来实际上可能被预支和被破

坏。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两者都会发生这种情况。至于所谓的

预支，例如公债，那末关于对未来的这样一种预支，莱文斯顿正确

地指出：

［８８７］“他们［公债制度的维护者们］宣称，他们打算把今天的开支转嫁到

未来，并且坚决主张为了满足现在这一代人的需要可以加重后一代人的负

担，这在实际上等于荒谬地认为，可以消费尚未存在的东西，可以在种子播入

土地以前就吃粮食。”（莱文斯顿《论公债制度》第８页）“我们的政治家们的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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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智慧就是大规模地把一批人的财产转到另一批人的手里，就是建立巨额基

金以奖励投机和盗窃国库。”（同上，第９页）

工人和土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这里被支出的东西是作为力

量而存在的，由于这种力量的加速支出，它的寿命就缩短了。

最后，如果资本家对额外时间，比对正常劳动时间不得不支付

更多的报酬，那末照上面所说的，这绝不是工资的提高，而只是对

额外时间的提高了的价值的补偿，而且追加的工资很少能达到为

此所必需的高度。实际上，在工人进行额外劳动的时候，不仅额外

时间应当有较好的报酬，而且每一个劳动小时都应当有较好的报

酬，以便劳动能力的较快消耗也能多少得到点报酬。

因此，在所有情况下都是对劳动的更大剥削。同时在所有情况

下，剩余价值都会随着资本的积累而［相对］减少，而且利润率也会

下降，只要这一点不被不变资本的节约抵销的话。［８８７］

［８８７］因此，这就是随着资本积累——随着“复合利润”的出现

——利润率必然下降的一种情况。如果资本３００（第一笔）的利润

率等于１０％（因而利润是３０），而追加资本１００的利润率等于

６％，那末资本４００的全部利润便是３６。因此总的来说，１００的利润

是９。利润率从１０％降到９％。

但是，已经说过，在这个基础上（即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

下）达到一定点以后，追加资本的利润不仅一定会减少，而且会完

全消失，于是以这种“复合利润”为基础的一切积累一定会停止。在

这种场合，利润的减少是和对劳动的剥削的加重联系在一起的，利

润在一定点上的消失，不是因为工人或其他什么人得到了自己的

全部产品，而是因为在体力上劳动不可能超过一定量的劳动时间，

也不可能把劳动强度增加到超过一定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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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情况。在工人数量不变时，每个工人可以摊到比过去更

多的资本，因而追加资本可以被用于、被花费于加强对同一数量工

人的剥削的唯一的另外一种情况，［８８８］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改

变生产方式。这种情况决定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有机比例

的改变。换句话说，这里资本同劳动相比的增加，和不变资本同可

变资本以及一般来说同可变资本使用的活劳动量相比的增加，是

等同的。

因此，这里霍吉斯金的见解可以归结为我所阐述的一般规律。

剩余价值即对工人的剥削增加了，但是同时利润率下降了，因

为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比减少了，活劳动量同推动它的资本相

比，一般来说相对地减少了。在劳动的年产品中，一个较大的部分

会在资本的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一个较小的部分会在利润的

名义下为资本家所占有。

｛这样就产生了查默斯牧师的幻想：年产品中资本家用作资本

的量越小，他们吞掉的利润就越大；１０８于是，“法定教会”
２３
就来帮助

他们，要他们把很大一部分剩余产品用于消费，而不要把它资本

化。这个该死的牧师把原因和结果混淆了。而且利润量在利润率

较低时也会随着所花费的资本量的增加而增加。此外，这一较小百

分比代表的使用价值量增加了。但是，这同时需要资本的集中，因

为现在各种生产条件都要求使用大量资本。这需要由大资本家吞

并小资本家，使小资本家“丧失资本”。这不过又是劳动条件和劳动

本身在另一种形式上的分离（因为小资本家还有较多的自己的劳

动。总的说来资本家的劳动和他的资本量成反比，就是说，和他成

为资本家的程度成反比。如果没有抵销这种向心力的离心倾向同

向心力一起在经常起作用，那末这个过程很快就会使资本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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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告终；对于这种离心倾向，这里我们不去考察，因为这是属于论

资本的竞争那一章），——这种分离，形成资本和原始积累的概念，

然后在资本的积累中表现为不断的过程，最后在这里表现为现有

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和许多人丧失资本。｝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完全补偿劳动量的（相对）减少，或者

说，剩余劳动和所花费的资本的比例不是按照所使用的劳动的相

对量减少的同一比例增长，这种情况之所以造成，部分地是由于：

只有当一定的投资领域的劳动生产率有了发展，劳动价值，或者

说，必要劳动量才会减少，即使在这些领域，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也

是不平衡的，并且还会有各种抵销因素发生作用；例如，工人本身

虽然不能阻止工资下降（就价值来说），但是他们不会容许工资绝

对降到最低限度，反而会努力争取在量上分享一些增长的共同财

富。

但是剩余劳动的这种增加也是相对的，并且只有在一定界限

内才有可能。要使它适应复利的要求，必要劳动时间在这种情况下

就必须等于零，就象在前面所考察的那种情况下［剩余劳动时间］

必须无止境地延长那样。

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由［劳动的］供求的变化，或者由必

需品价格（同奢侈品相比）暂时的提高或降低（这种暂时的提高或

降低又是由供求的这种变化和由此造成的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引起

的）造成的工资的提高或降低所决定的利润率的提高或降低——

同利润率提高或降低的一般规律［８８９］没有任何关系，正象商品市

场价格的提高或降低同商品价值的规定根本没有任何关系一样。

这一点应当放在工资的现实运动那一章来考察。如果供求关系对

工人有利，工人的工资提高，那末某些必需品的价格，特别是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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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就可能（但决不是必然）随之暂时提高。关于这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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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书的匿名作者正确地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对必需品的需求同对非必需品的需求相比会增加，以致

这两种需求之间的比例，同他行使这种权力〈即资本家支配商品的权力〉以获

得物品供自己消费时的情况完全不同。必需品将因此同数量更多的一般物品

交换…… 这些必需品至少有一部分会是食物”。（第２１—２２页）

接着，匿名作者正确地发挥了李嘉图的见解：

“于是，不管怎样，谷物价格的提高并不是工资提高（工资提高使利润降

低）的最初的原因，而是相反，首先工资的提高是谷物价格提高的原因，其次，

土地的性质（由于这种性质，耕作加强时收成相对地越来越少）使一部分这种

价格的提高成为永久性的，并阻止人口规律对已有的工资增加产生充分的反

作用。”（第２３页）

霍吉斯金和《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这一小册子的作

者都是用活劳动不可能满足“复利”的要求来解释利润的下降，他

们对这个问题虽然没有作更进一步的分析，但是比起斯密和李嘉

图来，还是大大接近于真理，因为斯密和李嘉图是用工资上涨来解

释利润下降的：一个是用实际工资和名义工资的上涨来解释，另一

个是用名义工资的上涨，其实不如说是实际工资的降低来解释。霍

吉斯金和所有这些［政治经济学家的］无产阶级反对派都以健全的

理智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随着资本的发展，靠利润过活的人数相

对地增加了。

［（ｆ）霍吉斯金论劳动的社会性质以及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现在还要从霍吉斯金的小册子《保护劳动反对资本的要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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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几个结论性的论点。

对产品的交换价值，即对包含在商品里的作为社会劳动的劳

动的论述：

“几乎每一个艺术和技能的产品都是联合劳动和结合劳动的结果。”

（这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

“人是依赖于人的，这种依赖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增长，以致任何个人的

任何劳动如果不构成大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这种劳动就未必……会有丝毫

价值。”

｛这段话可以用来说明下面这一论点：商品生产，或者说，作为

商品的产品生产，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具有包罗万象的性质，才

触及产品的实质本身。｝

“…… 在实行分工的地方，在工人能够实现他的收入以前，已有别人对

这种或那种劳动的评价参加进来，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叫做个人劳动的自

然报酬。每个工人只生产整体的一个部分，由于每个部分单独就其本身来说

没有任何价值或用处，因此没有东西工人可以拿来说：‘这是我的产品，我要

留给我自己。’从某种联合操作例如制造呢绒的操作开始，直到在共同努力制

造这一产品的各种不同的人之间分配其产品为止，这中间不止一次地有人对

这种或那种劳动的评价参加进来，问题在于在这个共同产品之中有多少应当

归于用联合劳动来生产它的每一个个人。

［８９０］除了把这个问题交给工人自己去自由评价外，我不知道还有别的

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第２５页）

“我必须补充一点，未必有一种劳动会比别的劳动更有价值。毫无疑问，

一切劳动都是同样必需的。”（第２６页）

最后，霍吉斯金谈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

“师傅和他们的帮工一样是工人。在这一点上，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帮工的

利益完全相同。但除此以外，他们还是资本家或是资本家的代理人，在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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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们的利益和他们工人的利益则截然相反。”（第２７页）

“这个国家的产业工人的教育已广为普及，这就使得几乎所有师傅和老

板的劳动和技艺的价值日益降低，因为教育的广为普及，使拥有这种专门知

识的人数增加了。”（第３０页）

“资本家是在各种工人之间从事压迫的中介人。”如果排除了资本家，那

末“非常清楚，资本，或者说使用劳动的能力，和并存劳动就是一个东西；生产

资本和熟练劳动也是一个东西。因此，资本和工人人口完全是一个意思。在自

然界的体系中，口是同手和智慧结合在一起的”。（第３３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社会劳动的不同因素在相互关系中所具

有的并以资本为代表的异化形式一起消失。这便是霍吉斯金的结

论。

            

资本的原始积累。包括劳动条件的集中。它是劳动条件对工

人和劳动本身的独立化。它的历史活动就是资本产生的历史活动

——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劳动转化为雇佣劳动的历史的分离

过程。这样就提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

在资本本身基础上、因而也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基础上

的资本积累。它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出物质财富同劳动的分

离和独立。

资本的积聚。大资本通过消灭小资本而进行的积累。吸引力。

资本和劳动的中间结合体的丧失资本。这不过是下述过程的最后

一级和最后形式：把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然后把这种资本和某些

资本以更大的规模再生产出来，最后把社会上许多地方形成的资

本同它们的所有者分离开来，并把它们集中在大资本家手里。生产

在取得这种对立和矛盾的极端形式的同时，转化为社会生产，尽管

是以异化的形式。这就是社会劳动以及在实际劳动过程中生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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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公共使用。资本家作为上述过程，即同时加速这一社会生产，

从而加速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的职能执行者，就依照他们以社会名

义为自己刮取收入以及作为这一社会财富的所有者和社会劳动的

指挥者而飞扬跋扈的程度日益成为多余的人。他们的情况也和封

建主一样，封建主的要求连同他们的服务，就曾经随着资产阶级社

会的产生而成为多余的东西，变成了纯粹是过时的和不适当的特

权，从而迅速趋于消灭。［ⅩⅤ—８９０］

［（ｇ）霍吉斯金的基本论点在其《通俗

政治经济学》一书中的表达］

  ［ⅩⅧ—１０８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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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的劳动只是留传下来的技能。”（第４８页）

“因为由分工产生的一切利益自然集中在工人那里并属于工人，如果工

人被剥夺了这些利益，如果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由于工人的技能不断提高而

发财致富的只是那些从来都不劳动的人，那末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定是非

正义的占有，是发财致富的人的篡夺和抢劫，是陷于贫困的人的同意俯首听

命。”（第１０８—１０９页）

［１０８５］“如果把工人的繁殖仅仅同资本家对他们的服务的需求相比较，

那末工人确实是繁殖得太快了。”（第１２０页）

“马尔萨斯指出，工人人数的增加对每个工人从年产品中得到的份额的

减少有影响，其假定是：这一产品在工人中间进行分配的那一部分是一定的

和固定的量，决不是由工人一年中所生产的东西调节的。”（第１２６页）

“劳动是价值的唯一尺度；但是劳动，这个一切财富的创造者，不是商

品。”（第１８６页）

关于货币对财富增加的影响，霍吉斯金正确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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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人能够用小量的容易毁坏的产品来换取某种不易毁坏的东

西，那末他就不会被诱惑去抛弃那些容易毁坏的产品了。这样，货币的使用就

会防止浪费，从而增加财富。”（第１９７页）

“零售商业的主要好处是由这种情况决定的：商品最适于生产的量并不

是商品最适于分配的量［对个人消费来说］。”（第１４６页）

“关于资本的理论，以及使劳动停在除工人生活费用之外还能为资本家

生产利润的那个点上的实践，看来，都是同调节生产的自然法相违背的。”（第

２３８页）

关于资本积累，霍吉斯金所说的同他在前一部著作中所说的

几乎一样。但是为了完整起见，这里还是把那些主要段落引证如

下：

“我们现在仅仅来考察一下例如固定资本——这是对那些断定资本有助

于生产的人最有利的题目。必须区别资本积累的结果极不相同的下列三种情

况：

（１）生产资本和使用资本的是同一个人。非常明显，他生产和使用的工具

在他手里的任何积累都会减轻他的劳动。工人生产和使用这种工具的能力就

是这种积累的界限。

（２）生产资本和使用资本的是按公平的比例分配共同劳动产品的不同的

人。资本可以由一个工人生产，而由另一个工人使用；他们按照每一个人在生

产商品时所花费的劳动的比例分配商品…… 但是这一事实我宁可这样来

说明：社会的一部分生产工具，而另一部分却使用工具，这样便形成能够提高

生产力和增长公共财富的一定的分工部门。只要这两类工人的产品在他们之

间进行分配，他们生产和使用的工具的积累和增加，就会象生产工具和使用

工具的是同一个人时一样地有益。

（３）资本是既不生产它也不使用它的那一类人的财产…… 资本家只是

工具的所有者，他本身不是劳动者。他无论怎样也不能促进生产。”

｛换句话说，促进生产的是工具，而不是某个Ａ对这种工具所

具有的所有者的头衔，不是工具属于非劳动者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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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家
·
占
·
据一个工人的产品并把它转交给另一个工人——或者象多数

种类的固定资本那样转交一个时期，或者象工资那样永远转交出去，——只

要资本家认为这一产品的利用或消费可以给他带来好处，他就转交。资本家

如果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他绝不容许落到他手里的一个工人的产品被另

一个工人利用或消费。他使用或出借自己的财产，为的是在工人的产品或者

说自然收入中得到一份；这种财产在他手里的任何积累，都不过是他支配劳

动产品的权力的扩大，并且会阻碍国民财富的发展。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因为资本家，整个产品的所有者，只要他除了维持工人生活的费用以外

得不到利润，他就既不会允许工人生产工具，也不会允许工人使用工具，所以

很明显，这里对生产劳动设置的界限比自然界规定的界限要狭窄得多。随着

资本在第三者手里的积累，资本家所要求的全部利润额增加了，从而给生产

和人口的增加制造了人为的障碍……在工人从来不是资本所有者的当前社

会状况下，资本的任何积累都会使要求于工人的利润额增加，并且使仅能保

证工人过舒适生活的一切劳动成为不可能……既然承认劳动生产一切，甚至

生产资本，那末把生产力说成是由劳动所生产和使用的工具造成的，便是荒

谬的了。”（第２４３—２４７页）

“工资不会象工具那样使生产变得容易……劳动，而不是资本，支付一切

工资。”（第２４７页）

［１０８６］“资本家的大部分预付是由支付的诺言构成的……

纸币的发明和使用显示了资本决不是积蓄的某种东西。只要资本家为了

实现自己的财富或支配他人的劳动而不得不拥有真正积累起来的贵金属或

商品，我们就可以认为资本的积累是真正积蓄的结果，认为社会的进步取决

于资本的积累。但是，当发明了纸币和印在羊皮纸上的有价证券，当只有这么

一张羊皮纸的人就能得到纸片形式的年收入，并且由于有了这些小纸片，他

就可以得到供他使用或消费的一切所需的东西，而如果他不把所有这些小纸

片都花光，他在年终就比年初更富，或者说，就有权在第二年得到更大量的纸

片，于是他就有更大的支配劳动产品的权力，——这时就非常明显，资本不是

积蓄的结果，单个资本家发财致富不是由于真正的物质的积蓄，而是由于他

做了一件使他能够……从他人的劳动产品中得到更多东西的事情……

呢绒厂主有用以支付工资的铸币或纸币。他的工人用这种工资去交换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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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人的产品，这种工资不论是铸币还是纸币，后者都不会保存起来；它又回

到厂主那里，厂主又拿出他自己的工人制造好的呢绒来和工资交换。他又用

返回来的铸币或纸币支付工资，这些铸币或纸币又进行同样的循环……

把体现在机器上的知识和技能给予劳动的一切巨大帮助都只归功于他

的〈资本家的〉财产，而不管这种财产是用来支付工资还是表现为有用的工具

……矿工、熔炼工、锻工、机械工、司炉和无数其他的人的联合劳动，而不是死

的机器，完成着蒸汽机所做的一切……按照通常的说法，工人的这种技能的

生产力被认为是由它的有形产品即劳动工具造成的，既不生产工具，也不使

用工具，而只是工具的所有者的人，却自认为是最生产的人。”（第２４８—２５１

页）

霍吉斯金对于“资本流往国外的危险”的议论的反驳，对于把

资本利息看作发展生产的必要刺激的观点的反驳，或者说对于积

蓄理论的反驳，见第Ⅸ本札记本第４７页１０９，要在论庸俗经济学家

一章中谈这一点。

“随着人口的增长，生产和消费两者也都增长，国民财富的积累或增长的

概念无非就是这样。”（第２５７页）［ⅩⅧ—１０８６］

［（ｈ）霍吉斯金论资本的权力以及

论财产权利的变革］

  ［ⅩⅢ—６７０ａ］［霍吉斯金］《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为权利的比

较》１８３２年伦敦版。

“现在，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甚至大部分土地也被资本

家买去。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

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

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

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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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由于复利的增长而产生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

事。”（第９８页注）

“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然

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第９９页）［Ⅹ

Ⅲ—６７０ａ］

［（４）］政治经济学家的反对派布雷１１０

［Ｘ—４４１］约·弗·布雷《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消涂办

法》１８３９年里子版。

因为人的存在以劳动为条件，而劳动又以劳动资料为前提，所以“土地这

个一切活动的巨大场所和一切财富的原料，必须是它的所有居民的共同财

产”。（第２８页）

“生活有赖于食物，而食物有赖于劳动。这种依赖性是绝对的。因此，一个

人要回避劳动，只有在其他大批人的劳动增加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第３１

页）

“人们所加予别人的或自己遭受的一切不公正现象和痛苦，归根到底都

是由于某些个人和阶级篡夺了土地的权利并剥夺了其他个人和其他阶级的

这种权利……人们占有了土地所有权以后，下一步便是占有对人本身的所有

权。”（第３４页）

布雷宣布自己的目的是：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基础上并用他们自己的武器来同他们进行斗

争〈为了证明不是在任何社会制度下贫困都必然是工人的命运〉。政治经济学

家们要推翻用这种方法作出的结论，就必须先否认或推翻他们自己的论点所

依据的那些已确立的真理和原则。”（第４１页）

“根据政治经济学家们本身的意见，为了生产财富，必须有：（１）劳动，（２）

过去劳动的积累，或者说资本，（３）交换……”这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一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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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这些生产条件对整个社会都是有效的，它们的性质是：任何个人或任

何阶级都不能不受它们的影响。”（第４２页）

“金科玉律：必须劳动！——对一切创造物来说是同样有约束力的……

只有人能够回避这一规律；这一规律的性质是：一个人只有靠牺牲别人才能

回避这一规律。”（第４３页）

“按照劳动和交换的真正性质来说，严格的公正态度要求｛布雷在这里引

用了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的商品交换价值的定义｝交换双方的利益不仅是相

互的，而且是相等的……在公正的交换制度下，一切商品的价值都会由它们

的生产费用的总和来确定，并且相等的价值应该总是换得相等的价值……直

到今天，工人们交给资本家一年的劳动，但只换得半年劳动的价值，现在在我

们周围存在着的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就从这里产生。交换的不平等（按一种

价格买进，按另一种价格卖出）的必然结果是：资本家继续是资本家，工人继

续是工人，一个是暴君阶级，另一个是奴隶阶级。”（第４７—４９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交换不仅没有象政治经济学家们所断定的那样给交

换双方的每一方提供相互的利益，而且可以有把握地说，在资本家和生产者

之间的大多数交易中根本没有进行交换……工厂主或土地所有者用什么来

支付工人的劳动呢？用劳动？不是，因为资本家不劳动。用资本？不是，因为

他的财富的储备不断增长……因此，资本家不能用属于他自己的任何东西来

交换。因此，整个这种交易明显地表明，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所做的只是：他

们对工人一星期劳动的偿付，是他们上星期从工人那里取得的财富的一部

分；而这一点正好说明他们同工人以无易有……资本家好象用来和工人的劳

动相交换的财富既不是资本家的劳动创造的，也不是他的财富创造的，它最

初由工人的劳动得来，并且通过欺骗性的不平等交换制度每天又从工人那里

被夺走。生产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全部交易是明显的欺骗，纯粹是一幕滑稽

剧。”（第４９—５０页）

“宣称‘必须积累！’的法律只有一半得到执行，它的提出有利于一个特殊

阶级而有损于整个其余社会。”（第５０页）

“在现在的社会制度下，整个工人阶级在劳动资料方面依赖资本家或雇

主；而在一个阶级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而在劳动资料方面依赖另一个阶级的

地方，它在生活资料方面也同样依赖那个阶级。而这种状况同社会的目的本

身是如此矛盾，并且是如此违背理性……因此一分钟也不能为它辩解，为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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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护。它赋予个别的人以任何一个凡人所不应有的权力。”（第５２页）

“我们的日常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从一个面包上切下一块，这一块就

不能再长大。一个面包只是若干块的总和，我们吃掉的块数越多，留下来吃的

就越少。工人的面包的情况就是这样，［４４２］但是资本家的面包却不遵循这种

规则。他的面包不是变小，而是不断增大；资本家不断地切，但面包总是在增

大……如果交换是平等的，现在的资本家的财富就会逐渐地由他们那里转到

工人阶级的手里；富人花掉的每一个先令都会使他的富有少一个先令。”（第

５４—５５页）

布雷在同一个地方还指出：

“一个资本家要从自己的属于工人阶级的祖先真正积累起来的劳动中继

承哪怕是一千镑，也几乎是完全不可能的。”（第５５页）

“从政治经济学家们自己的学说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没有积累就不

可能有交换，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积累。”（第５５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每个工人至少给予雇主六日劳动以换取一个只值四

日或五日劳动的等价物，雇主的利益必然是工人的损失。”（第５６页）

“因此，不论怎样试图用赠予、个人积累、交换或继承来论证财富的起源，

我们都会发现一个又一个的证据，说明在富人的所有权的这种论证方面有一

个缺陷，这个缺陷使论证一下子便失去任何公正的外貌和任何意义……所有

一切财富都是好多世纪以来在工人阶级的骨肉上生长起来的，并且是通过欺

骗性的和奴役性的不平等交换制度从工人那里夺走的。”（第５６—５７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如果工人想成为富人，他就必须成为资本家，或者说，

成为交换他人劳动的人，而不是交换自己的劳动，那时，他就会用别人掠夺他

自己的办法，即通过不平等交换的办法来掠夺别人，从而有可能从别人的不

大的损失中获得大量的利益。”（第５７页）

“政治经济学家们和资本家们写了并出版了很多书，目的是给工人灌输

一种错误的观念，似乎‘资本家的利润并不是生产者的损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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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和劳动的这种相互依赖性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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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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者

的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就

象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第５９页）

“从资本和劳动的相互关系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一个国家的资本越多，或

者说，积累的产品越多，生产就越容易，为达到某一（一定的）结果所需要的劳

动就越少。例如，不列颠人民利用他们现在的巨大的资本积累（他们的建筑

物、机器、船舶、运河和铁路），在一个星期内所能生产的工业财富，比一千年

前他们的祖先在半个世纪里所能生产的还多。使我们能够这样做的，不是我

们的体力的优越，而是我们的资本。因为凡是资本缺乏的地方，生产就发展得

缓慢而吃力，反过来也是一样。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出，资本的一切利益同样是

劳动的利益，资本的任何增加都会减轻劳动的繁重程度，因此资本的一切损

失必然也是劳动的损失。虽然这一真理早被政治经济学家们所发现，但是他

们还从来没有作过公正的阐述。”

｛事实上，这些家伙是这样议论的：

积累的劳动产品——即未消费的产品——减轻劳动，并使劳

动更有成效。因此，这种减轻等等的成果应当不是对劳动本

身有利，而是对积累有利。因此，积累不应当是劳动的财产，

而劳动却应当是积累的财产—— 劳动自己的产品的财产。

因此，工人不应当为自己积累，而应当为别人积累，积累应当作为

资本同他相对立。

在政治经济学家们那里，资本的物质要素和它的作为资本的

社会的形式规定性（即和它的作为支配劳动的劳动产品的对抗性

质）是如此地生长在一起，以致他们提出的任何一个论点都不能不

自相矛盾。｝

“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把资本和社会的一个阶级等同起来，把劳动和另

一个阶级等同起来，虽然这两种力量都没有这种自然的联系，同样也不应当

有这种人为的联系。政治经济学家们总是把事情说成这样：似乎工人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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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工人的生存本身，只有在工人用自己的劳动来维持资本家的奢侈和懒散

生活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他们不愿让工人吃饭，直到工人生产出两份饭——

一份为自身，一份为他的老板，后者则是间接地即通过不平等交换得到自己

的一份。”（第５９—６０页）

“当工人生产出某种物品的时候，它已经不属于工人，而属于资本家，通

过不平等交换的无形魔术，它从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第６１页）

“在现在的制度下，资本和劳动，铁铲和挖土工人，是两种分离的和对抗

的力量。”（第６０页）

［４４３］“但是，即使所有的土地、房屋和机器都属于资本家，而不存在工人

阶级，资本家也不能回避伟大的条件‘必须劳动！’。尽管他们有一切财富，他

们也只能在劳动和饿死之间进行选择。他们不能吃土地或房屋；没有人的劳

动加进去，土地就不会长出食物，机器也不会做出衣服。因此，如果资本家和

私有者说，工人阶级应该养活他们，那末他们实际上也就是说，生产者完全象

土地和房屋一样属于他们，工人只是为了有钱人的需要才创造出来。”（第６８

页）

“生产者用他所给予资本家的东西进行交换时，得到的不是资本家的劳

动，也不是资本家的劳动产品，而是工作。在货币的帮助下，工人阶级不仅不

得不完成为活命自然要完成的劳动，而且还得为其他阶级负担劳动。生产者

从非生产阶级那里得到的是金银还是其他商品，那是无关紧要的；全部实质

在于，工人阶级完成他自己的劳动并养活他自己，此外还要完成资本家的劳

动和养活资本家。不论生产者从资本家那里得到的名义报酬是什么，他们的

实际报酬却是：本来应当由资本家完成的劳动现在转到了他们身上。”（第

１５３—１５４页）

“我们假定联合王国的人口是２５００万。假定他们的生活费平均每人每年

至少１５镑。联合王国全部人口的生活费的年价值总额是３７５００万镑。但是我

们生产的不只是生活资料，因为我们的劳动也创造出许多不供个人消费的物

品。我们增加了我们的房屋、船舶、工具、机器、道路和其他供未来的生产使用

的设备，此外还修复了一切磨损了的东西，因此我们每年都在增加我们的积

累储备，或者说资本。所以，虽然我们的生活费的价值象上面所说的每年只有

３７５００万镑，但是人民所创造的财富总的年价值却不少于５亿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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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
１
４
的人口即大约６００万从１４岁至５０岁的男人可以算作真正的生

产者。可以说，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数字中参加生产的恐怕还不到５００万人

〈布雷接着说，直接参加物质生产的只有４００万人〉；因为成千上万有劳动能

力的男人被迫坐着无事可做，而本应由他们去做的工作却由妇女和儿童去

做；在爱尔兰就有几十万男人根本找不到工作。这样一来，不到５００万男人连

同几千名儿童和妇女却必须为２５００万人进行生产……

现有的工人人数如果不使用机器，便不能养活自己和养活现有的游惰者

以及非生产劳动者。现在在农业和工业上使用的各种机器，据统计可以完成

近１亿有劳动能力的男人的劳动……这些机器及其在现在的制度下的使用，

产生了几十万现在压迫工人的游惰者和食利润者……

机器使现在的社会制度富有成效，机器也将使它遭到破坏……机器本身

是好的，没有机器不行；但是机器的使用，它们为个别人占有而不为整个国家

占有这种情况却不好……

现在参加生产的５００万男人中，有些人一天只劳动５小时，而另一些人

却劳动１５小时；如果此外我们还注意到由于生意萧条时期大量工人被迫无

事可做而造成的时间损失，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的年产品是由社会上不到五分

之一的每天平均劳动１０小时的人创造和分配的……

假定各种有钱的非生产者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奴仆只有２００万人，他们的

生活费平均和工人的生活费一样多，即每人１５镑，那末这２００万人每年就将

花掉工人阶级３０００万镑……但是按照最低的估计，他们的生活费每人至少

５０镑。这样，作为社会上完全非生产的纯粹不劳而食者的生活费的年价值总

额就是１亿镑……

此外，还有各种小私有者阶级、产业家阶级和商人阶级以利润和利息的

形式［４４４］获得的加倍的和四倍的收入。根据最低的估计，社会上这个人数众

多的部分所消费的那部分财富一年不少于１４０００万镑，超过了相同人数的报

酬最高的工人的平均消费量。这样，游惰者和食利润者这两个阶级（他们可能

占总人口的
１
４
）连同他们的政府一起，每年就要吞食近３亿镑，即超过生产

出来的全部财富的半数。这一点使帝国的每个工人平均一年损失５０镑以上

……剩下在国家其余
３
４
的人口中分配的大约平均每人每年至多１１镑。根据

１８１５年的统计，联合王国全体人民的年收入约为４３０００万镑，其中工人阶级

得到９９７４２５４７镑，而靠地租、年金和利润生活的阶级得到３３０７７８８２５镑。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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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国内全部财产的价值约计３０亿镑。”（第８１—８５页）

参看金的图表１１１等等。

１８４４年英国的人口是：大小贵族——１１８１０００人，商人、工业家、农场主

等——４２２１０００人（以上两类共５４０２０００人），工人、贫民等——９５６７０００人。

（托·查·班菲尔德《产业组织》１８４８年伦敦第２版［第２２—２３页］）［Ｘ—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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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拉 姆 赛

［（１）区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尝试。

关于资本是不重要的社会形式的观点］

  ［ⅩⅧ—１０８６］乔治·拉姆赛（三一学院）《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

年爱丁堡版。

说到拉姆赛，我们又回到政治经济学家们这里来了。

｛为了把商业资本列入生产领域，拉姆赛把它称为“商品从一

个地点向另一个地点的运输”。（拉姆赛，同上第１９页）这样，他就

把商业和运输业混淆了。｝

拉姆赛的主要功绩在于：

首先，他事实上区分了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诚然，这种区分

是以如下的方式作出的：他把从流通过程得出的固定资本和流动

资本的区别作为唯一的区别在名称上保留下来，但是对固定资本

作了这样的解释，说它包括不变资本的一切要素。因此，他所理解

的固定资本，不仅是机器和工具、劳动用或保存劳动成果用的建筑

物、役畜和种畜，而且包括各种原料（半成品等等）、“土地耕种者的

种子和制造业者的原料”。（第２２—２３页）此外，被拉姆赛列入固定

资本的还有“各种肥料、农业用的篱笆和工厂中消费的燃料”。（第

０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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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页）

“流动资本只由在工人完成他们的劳动产品以前已经预付给工人的生活

资料和其他必需品构成。”（同上）

由此可见，他所谓的“流动资本”，无非是［１０８７］归结为工资的

那部分资本，而固定资本则是归结为客观条件——劳动资料和劳

动材料——的那部分资本。

当然，拉姆赛的错误在于，他把这种从直接生产过程得出的资

本的划分与从流通过程中产生的区别等同起来。这是他墨守政治

经济学传统的结果。

另一方面，拉姆赛又把按照上面那样解释的固定资本的纯粹

物质构成和它作为“资本”的存在混淆起来。流动资本（即可变资

本）不进入实际劳动过程；进入这个过程的，是用流动资本买来的

东西，也就是用来代替它的东西——活劳动。除此之外，进入这个

过程的还有不变资本，即物化在客观的劳动条件（劳动材料和劳动

资料）中的劳动。因此，拉姆赛说道：

“严格地说，只有固定资本，而不是流动资本，才是国民财富的源泉。”（第

２３页）“劳动和固定资本是生产费用的所有要素。”（第２８页）

在生产商品时实际耗费的，是原料、机器等等以及推动它们的

活劳动。

“流动”资本是多余的，它处在生产过程之外。

“如果我们假定工人不是在完成产品之前得到报酬，那就根本不需要流

动资本。生产还会保持同样的规模。这证明，流动资本既不是生产的直接因

素，甚至对生产也毫无重要意义，它只是由于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而成为必

要的一个条件。”（第２４页）“从国民的观点来看，只有固定资本才是生产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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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素。”（第２６页）

换句话说，被拉姆赛称为“固定资本”的、物化在劳动条件（劳

动材料和劳动资料）中的劳动以及活劳动，简言之，实现了的、物化

了的劳动以及活劳动，是生产的必要条件，是国民财富的要素。反

之，［在拉姆赛看来，］工人的生活资料一般地采取“流动资本”的形

式，这纯粹是由“人民群众可悲的贫困”产生的“一个条件”。劳动是

生产的条件，而雇佣劳动则不是；从而工人的生活资料作为“资

本”，作为“资本家的预付”同工人相对立，这也不是生产的条件。拉

姆赛忽视了这样一个情况：如果生活资料不作为“资本”（按他的说

法，不作为“流动资本”）同工人相对立，客观的劳动条件也就同样

不作为“资本”（按他的说法，不作为“固定资本”）同工人相对立。拉

姆赛认真地，而不象其他政治经济学家那样只是在口头上，把资本

归结为“国民财富中用于或预定用于促进再生产的部分”［第２１

页］。因此他宣称，雇佣劳动，从而资本——再生产资料在雇佣劳动

的基础上取得的社会形式——是不重要的，它们只是由人民群众

的贫困产生的。

总之，我们现在已经接近这样一点，即政治经济学本身根据它

的分析宣布：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从而资本，对生产来说并非绝

对的条件，而只是“偶然的”、历史的条件。

然而，拉姆赛的分析还不够，还不足以从自己的前提中，从他

给直接生产过程中的资本所下的新定义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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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拉姆赛关于剩余价值和价值的观点。

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关于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的价值变动对利润率和利润量

的影响问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说明。资

本的有机构成，积累和工人阶级的状况］

  拉姆赛确实接近于正确地理解剩余价值。

“流动资本所使用的劳动，总是要多于先前用于它自身的劳动。因为，如

果它使用的劳动不能多于先前用于它自身的劳动，那它的所有者把它作为流

动资本使用，还能得到什么好处呢？”（第４９页）“或许有人会说，任何一笔流

动资本所能使用的劳动量，不过等于先前用于生产这笔资本的劳动。这就意

味着，所花费的资本的价值等于产品的价值。”（第５２页）

因此，这就是说，资本家用较少的物化劳动同较多的活劳动相

交换，这个无酬的活劳动余额，构成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生产中消费

掉的资本价值的余额，换句话说，构成剩余价值（利润等等）。如果

资本家以工资支付的劳动量等于他在产品上从工人那里收回的劳

动量，产品的价值就不会大于资本的价值，也就不会有利润了。尽

管拉姆赛在这里如此接近于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然而他毕竟受

政治经济学传统的束缚太甚，以致又立即走入歧途。首先，他对可

变资本［１０８８］和劳动之间的这种交换的解释方法本身是模棱两可

的。如果他对这种交换十分明确，就不可能产生进一步的误解。他

说：

“一笔比如说由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创造的流动资本，将推动１５０个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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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年终的产品将是１５０个工人劳动的结果。”（第５０页）

在什么条件下，１００个工人的产品能够雇１５０个工人呢？

如果一个工人得到的１２劳动小时的工资等于１２劳动小时所

创造的价值，那末，用他的劳动的产品只能重新买到一个工作日，

用１００工作日的产品只能买到１００工作日。但是，如果他一天的劳

动产品的价值等于１２劳动小时，而他一天得到的工资的价值只等

于８劳动小时，那末用他一天的产品的价值就可以支付（可以重新

买到）１１
２
个工作日或１

１
２
个工人。用１００工作日的产品可以雇

１００（１＋１
２
个工人或工作日）＝１００＋５０＝１５０个工人。由此可见，

为使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产品能推动１５０个工人，这１００个工人中

的每一个，或者总的说来，每一个工人都必须用相当于他为自己劳

动的时间的一半白白为资本家劳动，或者说，他必须白白劳动１
３
个

工作日。在拉姆赛那里，这一点没有讲清楚。他的模棱两可表现在

结论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年终的产品将是１５０个工人劳动的

结果。”当然，它将是１５０个工人劳动的结果，正象１００个工人的劳

动产品曾经是１００个工人劳动的结果一样。模棱两可（以及无疑由

于拉姆赛或多或少地效法马尔萨斯而产生的含糊不清）在于，好象

利润的产生只是由于现在使用的是１５０个工人，而不是１００个工

人。这就等于说，从１５０个工人那里获得利润，是由于现在用这

１５０个工人的产品推动了２２５个工人（１００∶１５０＝１５０∶２２５；２０∶

３０＝３０∶４５；４∶６＝６∶９）。但问题不在这里。

如果用ｘ表示１００个工人的全部工作日，他们提供的劳动量

就是ｘ。他们得到的工资则是
２
３
ｘ。因此，他们的产品的价值＝ｘ，他

们的工资的价值＝ｘ－
１
３
ｘ，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

１
３
ｘ。

如果把１００个工人劳动的全部产品重新花在工资上，那末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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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雇１５０个工人，而这１５０个工人的产品又等于２２５个工人的

工资。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就是１００个工人的劳动时间。但是，

他们的有酬劳动却是６６２
３
个工人劳动的产品，或者说仅仅等于

１００个工人产品中包含的价值的
２
３
。模棱两可是这样产生的：好象

１００个工人或１００个工作日（按年或按日计算工作日都一样）提供

了１５０工作日，即包含着１５０工作日创造的价值的产品；实际上则

是１００工作日创造的价值够支付１５０工作日的报酬。如果资本家

仍旧使用１００个工人，他的利润就仍旧那么多。他就仍旧用等于

６６２
３
个工人的劳动时间的产品支付１００个工人，而把余下的部分

装入腰包。如果他把１００个工人的全部产品重新花在工资上，他就

实现了积累，并且可以占有等于５０工作日的剩余劳动，而以前占

有的只是３３１
３
工作日。

拉姆赛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搞清楚，这一点从下述事实立刻

就可以看出来：他为了反对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又把那个否则就

“无法解释”的现象——对于剥削不等量劳动的各资本，利润率是

相同的——提了出来。

“固定资本的使用，大大改变了价值取决于劳动量的原则。因为一些耗费

了等量劳动的商品，要成为可供消费的成品，却需要很不相同的时间。但是因

为在这段时间里资本不带来收入，所以，为了使该项投资不比其他项投资

——这些项投资的产品成为可供消费的成品所需的时间较短——获利少，当

商品最后进入市场时，它必须提高价值，提高的数额相当于少得的利润。这一

点表明，资本可以撇开劳动而调节价值。”（第４３页）

更确切地说，这一点表明资本撇开特殊产品的价值而调节平

均价格１１２，表明资本交换商品不是按照商品的价值，而是按照“使

该项投资不比其他项投资［１０８９］获利少”的办法。拉姆赛也没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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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重复自［詹姆斯·］穆勒以来就已经出名的例子“葡萄酒置于窖

内”①，因为在政治经济学中，不用脑子的传统比在其他任何一门

科学中都更加顽固。于是，他得出结论：“资本是不取决于劳动的价

值源泉”，（第５５页）其实他至多可以作这样的结论：资本在某一特

殊部门中实现的剩余价值，不取决于该特殊资本所使用的劳动量。

［１０８９］

［１０９０］拉姆赛的错误观点在这里尤其令人奇怪，是因为他一

方面理解到可以说是剩余价值的自然基础，而另一方面，在一个场

合断定，剩余价值的分配——剩余价值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

并不增加剩余价值本身。

［首先，拉姆赛说道：］

“利润的存在决定于物质世界的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自然界的恩惠，在

得到人们的劳动和技艺的配合和指引时，就会充分报答国民的劳动，使国民

劳动提供的产品，除了以实物形式补偿已消耗的固定资本并繁衍受雇的工人

的种族所绝对必需的数额以外，还有一个余额……”［第２０５页］

｛“繁衍工人的种族”，这也［１０９１］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美妙结

果！当然，如果劳动生产率只够再生产劳动条件和维持工人的生

活，就不可能有余额；从而也就没有利润，没有资本。但是，自然界

同下述事实是毫不相干的：不管是否存在这个余额，工人的种族在

繁衍着，而余额采取利润的形式并在这个基础上“繁衍”资本家的

种族——这一点拉姆赛本人也承认了，因为他宣称，“流动资本”

（在他那里是指工资，雇佣劳动）不是生产的本质条件，而只是由

“人民群众的可悲的贫困”产生的。他并没有得出资本主义生产“繁

６６３ 第 二 十 二 章

① 见本册第８９—９１、１９３、２５１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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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衍”这种“可悲的贫困”的结论，虽然他说到资本主义生产“繁衍工

人的种族”并给工人留下恰恰够这种繁衍所必需的数额时，也承认

了这一点。在上述意义上可以说，剩余价值等等是以某种自然规律

为基础的，是以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人类劳动的生产率为基础的。

但是，拉姆赛自己指出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是剩余价值的源泉（第

１０２页），也指出由于工业进步而提高的劳动生产率是源泉。｝

“……只要总产品中除去用于上述目的所绝对必需的以外还有一点儿余

额，就有可能从产品总量中分离出一种属于另外一个阶级的叫做利润的特殊

收入。”（第２０５页）“资本主义企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

劳动生产率的。”（第２０６页）

其次，当谈到工资的［普遍］提高引起一些部门价格上涨而使

利润率平均化时，拉姆赛说道：

“工资的普遍提高引起一些产业部门价格上涨，决不能使资本主义企业

主避免利润的减少，甚至一点也不减轻他们的总的损失，而仅仅促使比较平

均地把这种损失分配在这个阶级的不同阶层之间。”（第１６３页）

如果有一个资本家，他的葡萄酒是１００个工人的产品（拉姆赛

举的例子），另一个资本家，他的商品是１５０个工人的产品；当前者

的葡萄酒卖得的价格和后者的商品一样，以便“使该项投资不比其

他项投资获利少”时，那末显而易见，在葡萄酒和另一种商品中包

含的剩余价值并没有因此增多，而只是平均地分配在不同的资本

家阶层中。［１０９１］

［１０８９］拉姆赛还再次援引了李嘉图［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

一规定］的“例外”。这些例外将要在我们的正文中谈到价值转化为

生产价格时加以探讨。１１３就是说，这里只简单地谈一下。假定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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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部门中的工作日的长度（在不被劳动的强度、劳动的不愉快等

等抵销的情况下）相等，或者更确切些说，假定剩余劳动以及剥削

率相等，那末，剩余价值率，只有在工资提高或降低时才可能发生

变动。剩余价值率的这种变动，亦即工资的提高或降低，依资本有

机构成的不同而对商品的生产价格发生不同的影响。可变部分大

于不变部分的资本，当工资降低时，取得的剩余劳动多于不变部分

大于可变部分的资本，而当工资提高时，占有的剩余劳动则少于后

者。可见，工资的提高或降低对两个部门的利润率发生相反的作

用，或者说，造成对一般利润率的两种相反的偏离。因此，为了维持

一般利润率，在工资提高时，前一类商品的价格将上涨，后一类商

品的价格则下降。（当然，各类资本只是按照它所使用的活劳动同

所花费的全部资本量的比例直接受工资波动的影响。）相反，在工

资下降时，前一类商品的价格将下降，后一类商品的价格则上涨。

严格说来，这一切在考察价值向生产价格的最初转化和一般

利润率的最初形成时，是不必探讨的，因为更确切地说，这里涉及

的问题是，工资的普遍提高或降低怎样影响受一般利润率调节的

生产价格。

这种情况跟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区别就更无关系了。

银行家和商人几乎只使用流动资本，但很少使用可变资本，就是

说，他们花在活劳动上的资本是比较少的。相反，矿主使用的固定

资本比起缝纫业资本家不知要大多少倍。但是，他是否也按同样的

比例使用活劳动，那就大成问题了。只是因为李嘉图把这个特殊

的、比较不重要的情况作为区别生产价格和价值的唯一事例（或象

他错误地表述的那样，作为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的例外）

提出来，并且是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的形式提出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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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谬误才作为重要的教条——而且是以错误的形式——进入以

后的全部政治经济学。（应该同矿主对比的不是缝纫业主，而是银

行家和商人。）

［拉姆赛说道：］

“工资的提高受劳动生产率的限制。换句话说……一个工人劳动一天或

一年所得到的，决不可能多于他依靠财富的其他任何源泉在这个时间里所能

生产出来的……他的报酬必定低一些，因为总产品中的一部分始终要补偿固

定资本〈按照拉姆赛的意思，就是不变资本：原料和机器等等〉及其利润。”（第

１１９页）

在这里，他把两个不同的东西混起来了。在日产品中包含的

“固定资本”量，不是工人日劳动的产品，或者说，由一部分实物形

式的产品代表的这部分产品价值，不是日劳动的产品。而利润倒确

实是工人的这种日产品，或者说这种日产品的价值的扣除部分。

如果说，拉姆赛没有研究清楚剩余价值的本质，尤其是，他在

价值同生产价格的关系上，在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上，完全拘

泥于旧的偏见，那末，他从自己对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解

中，反而得出了另外一个正确的［１０９０］结论。

在谈这一点之前，先再引证一段话：

“价值不仅要与实际消费掉的资本，而且要与还未变动的资本成比例，一

句话，要与所使用的全部资本成比例。”（第７４页）

这段话的意思应该是：利润，从而生产价格，要与所使用的全

部资本成比例，而价值则显然不能随着没有加入产品价值的资本

部分发生变动。

［拉姆赛从自己对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解中，得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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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

随着社会的进步（即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资本的固定部分

靠缩小流动部分，即缩小用于劳动的部分而增大。因此，随着财富

的增加或资本的积累，对劳动的需求相对地减少。在工业中，生产

力的发展给工人带来的“祸害”是暂时的，但它们会一再重复。在农

业中，特别是在耕地变为牧场时，这些祸害则是永久的。总的结果

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即随着资本的发展（也就是随着国民财富的

发展），这种发展对工人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小，换句话说，按照一般

财富增长即资本积累的比例，或者同样可以说，按照再生产规模扩

大的比例，工人状况相对恶化。我们看到，这个结论和亚·斯密的

素朴见解或庸俗政治经济学的辩护论见解大不相同。在亚·斯密

那里，资本的积累是和对劳动需求的增长，和工资的不断提高，从

而和利润的下降等同的。在他那个时候，对劳动的需求，确实是至

少和资本的积累按同样比例增长，因为当时工场手工业还占支配

地位，而大工业则处在襁褓之中。

［拉姆赛说道：］

“对劳动的需求仅仅取决于〈直接地、不需任何媒介地〉流动资本量。”（第

８７页）〈这是拉姆赛的同义反复，因为在他那里流动资本等于花在工资上的

资本。〉“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的固定资本靠减少流动资本而增长。”（第８９

页）“因此，对劳动的需求，并不总是随资本的增长而增长，至少不是按同样的

比例增长。”（第８８页）“只有当流动资本由于新的发明而比原来数额增多时

｛在这里，再次流露出这样一个错误观点：似乎生活资料总量

的增多和生活资料中供工人用的部分的增多是一回事｝，

对劳动的较大需求才会出现。那时需求会提高，但并不是同总资本的积

累成比例地提高。在工业十分先进的国家，固定资本同流动资本相比总是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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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越大。因此，在社会进步的过程中，用于再生产的国民资本的每次增加，对

工人状况的影响会越来越小。”（第９０—９１页）“固定资本的每次增加，都是靠

减少流动资本，亦即靠减少对劳动的需求来达到的。”（第９１页）

“机器的发明给工业中在业工人人口带来的祸害，可能只是暂时的，但是

它们会经常重复发生，因为新的改进经常推动劳动的节约。”［第９１页］

在工业中这些祸害所以是暂时的，照拉姆赛看来（第９１—９２

页），是由于以下原因：［第一，］使用新机器的资本家，得到超额利

润；因此他们进行节约以及扩大资本的能力增长了。节约下来的一

部分也作为流动资本使用。第二，工业品的价格按照生产费用减少

的比例下跌；因此，消费者节约了，从而也促进了资本的积累，一部

分资本可能进入商品生产费用减少的工业部门。第三，这些产品的

价格的下跌，增大了对它们的需求。

“可见，尽管机器会使相当数量的人失业，然而，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

间，这些人，甚至更大数量的工人，可能重新被雇用。”（第９２—９３页）

“在农业方面，情况完全不同。对原料的需求增长得不象对工业品的需求

那么快……对农村人口来说，耕地变为牧场是最致命的……从前用以养活工

人的基金，现在几乎全部用在牛、羊和固定资本的其他要素上。”（第９３页）

［１０９０］

［１０９１］拉姆赛正确地指出：

“工资和利润一样，都应该看成成品的一部分，从国民的观点看来，这部

分与成品的生产费用是完全不同的。”（第１４２页）

“固定资本……撇开它被使用的结果不谈……是一种纯粹的损失……除

所消费的固定资本外，只有劳动（不是工资，不是对劳动支付的东西）是生产

费用的要素。劳动是一种牺牲。它在一个经济部门花费的越多，留给另一个经

济部门的就越少。因此，如果把劳动用在无收益的事业中，国民就要由于主要

的财富源泉的滥用而蒙受损失……劳动报酬并不构成费用要素。”（第１４２—

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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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劳动，而不是把有酬劳动或者说工资作为价值要素，这是

十分正确的。）

拉姆赛正确地描述了实际的再生产过程。

“怎样才能把产品和花费在产品上的资本加以比较呢？……如果指整个

国民而言……那末很清楚，花费了的资本的各个不同要素应当在这个或那个

经济部门再生产出来，否则国家的生产就不能继续以原有的规模进行。工业

的原料，工业和农业中使用的工具，工业中无数复杂的机器，生产和贮存产品

所必需的建筑物，这一切不仅应当成为一国所有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全部预付

的组成部分，而且应当成为该国总产品的组成部分。因此，总产品的量可以同

全部预付的量相比较，因为每一项物品都可以看成是与同类的其他物品并列

的。”（第１３７—１３９页）“至于单个资本家

｛这是错误的抽象。国民只是作为资本家阶级存在，而整个这

一阶级的活动和单个资本家的活动完全一样。两种考察方式的区

别仅仅在于，一种是把使用价值，另一种则把交换价值紧紧抓住并

孤立起来｝，

由于他不是以实物来补偿自己的支出，他的支出的大部分必须通过交换

来取得，而交换就需要一定份额的产品，由于这种情况，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主

不得不把更大的注意力放在自己产品的交换价值上，而不是放在产品的量

上。”（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１０９２］“他的产品的价值愈高于预付资本的价值，他的利润就愈大。因

此，资本家计算利润时，是拿价值同价值相比，而不是拿量同量相比。这一点

是在国民和个人计算利润的方式上应该看到的第一个区别。”

｛假定国民跟全体资本家有所不同，国民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

把价值同价值这样相比：国民可以计算用于补偿消费了的不变资

本部分和加入个人消费的产品部分的全部劳动时间，以及花在创

造用来扩大再生产规模的余额上的劳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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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区别是，由于资本主义企业主总是向工人预付工资，而不是用成

品支付工资，企业主就把这个预付看成和所消费的固定资本一样，是他的支

出的一部分，虽然从国民的观点看来，工资并不是费用要素。”

｛事实上，对总再生产过程来说，这个区别也消失了。资本家总

是用成品支付工资，就是说，他用工人昨天生产出来的商品支付工

人明天的工资；换句话说，他以工资形式给工人的，事实上只是一

种凭证，用来取得在未来制成或者是接近制成，就是说到被购买时

要最后完成的产品。在再生产中，即在生产的连续过程中，仅仅作

为表面现象的预付，也就消失了。｝

“因此，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利润率，取决于他的产品价值超过预付资本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价值的余额。”（第１４６页）

｛从“国民的观点”来看也是这样。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利润始终

取决于他本人为产品所支付的，而不管他支付工资时产品是否制

成。｝

拉姆赛的功绩在于，首先，他反驳了自亚·斯密以来广为流行

的错误观点，即认为总产品的价值分解为各种名称不同的收入；其

次，他以双重方式，通过工资率即剩余价值率和通过不变资本的价

值，决定利润率。但是，他犯了一个正好和李嘉图相反的过错。李

嘉图想强行使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相等。拉姆赛则相反，提出了利

润率的二重性的规定：（１）利润率决定于剩余价值率（即工资率）和

（２）利润率决定于这个剩余价值对总预付资本之比（就是说，事实

上拉姆赛是以不变资本与总资本之比决定利润率的），——并且未

弄清问题实质而把这二重性的规定看成是决定利润率的两个平行

的情况。他没有看到剩余价值在成为利润之前所发生的转化。因

此，如果说李嘉图为了贯彻价值理论，试图强行把利润率归结为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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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价值率，那末拉姆赛就是试图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利润。此后我们

将看到，他叙述不变资本价值对利润率的影响所用的方法，是很不

充分的，甚至是错误的。

［拉姆赛说：］

“利润的上升或下降，同总产品或它的价值中用来补偿必要预付的那个

份额的下降或上升成比例……因此，利润率决定于以下两个因素：第一，全部

产品中归工人所得的那个份额；第二，为了以实物形式或通过交换来补偿固

定资本而必须储存的那个份额。”（第１４７—１４８页）

因此，换句话说，利润率决定于产品价值超过流动资本和固定

资本总额的余额；也就是说，决定于第一，流动资本和第二，固定资

本在全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如果我们知道这笔余额是哪里

来的，问题就简单了。但是，如果我们只知道利润取决于余额对这

些支出的比例，我们就可能得出关于这笔余额的来源的极其错误

的看法，例如，就可能象拉姆赛那样，以为它部分地来源于固定（不

变）资本。

［１０９３］“构成固定资本的各种物品在生产上变得容易，肯定会使这个份

额①减少从而提高利润率，就象在前一种场合，由于用以维持劳动的流动资

本要素的再生产变得便宜而使利润率提高一样。”（第１６４页）

例如，以租地农场主为例：

“无论总产品的数额是多少，其中用来补偿在生产中以不同形式消费了

的全部东西的那个量，不应当有任何变动。只要生产以原有的规模进行，这个

量就必须看成是不变的。因此，总产品越多，租地农场主必须为上述目的拨出

的份额必然越小。”（第１６６页）

“生产食物和诸如亚麻、大麻、木材之类的原料的租地农场主，把这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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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再生产出来越容易，他的利润提高得就越多。租地农场主的利润由于他的

产品数量的增加而提高；产品的总价值保持不变，但是，租地农场主用来补偿

他可以自己供应自己的各种固定资本要素在总产品中，从而在它的价值中的

份额，比从前减少了。至于工业资本家则会由于他的产品具有较大的购买力

而获利。”（第１６６—１６７页）

假定收成等于１００夸特，种子等于２０夸特，即等于收成的
１
５
。

再假定第二年收成增加一倍（支出同量的劳动）；现在它等于２００

夸特。如果生产规模保持原有水平，种子就仍然等于２０夸特，但现

在这２０夸特只占收成的１
１０
。然而必须考虑到，先前１００夸特的价

值等于现在２００夸特的价值；也就是说，前一年收成的一夸特［按

价值来说］等于后一年收成的两夸特。在前一场合，剩余８０夸特，

在后一场合，剩余１８０夸特。因为这里讨论的是不变资本价值的变

动对利润率的影响问题，不涉及工资，所以就假定工资在价值上保

持不变。这样一来，在前一场合工资等于２０夸特，在后一场合等于

４０夸特。最后，再假定租地农场主不能以实物形式再生产的其他

不变资本组成部分，在前一场合其价值等于２０夸特，从而在后一

场合等于４０夸特。

于是，我们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

（１）产品＝１００夸特，种子＝２０夸特。其他不变资本＝２０夸

特，工资＝２０夸特，利润＝４０夸特。

（２）产品＝２００夸特，种子＝２０夸特。其他不变资本＝４０夸

特，工资＝４０夸特，利润＝１００夸特。这１００夸特在价值上等于

（１）中的５０夸特。因此，在这个场合有１０夸特的超额利润。

可见，在这里，由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变动，不［仅］利润率，而且

利润本身也提高了。尽管在（１）、（２）两个场合工资是相同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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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工资之比，即剩余价值率，却提高了。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在

第二个场合，利润中首先有８０夸特——这８０夸特［按价值来说］

等于（１）的４０夸特——对工资之比与第一个场合相同；其次有２０

夸特——这２０夸特只等于（１）的１０夸特——从不变资本转化为

收入。

但是这个计算正确吗？我们必须假定，第二个场合［收成加

倍］的结果属于下一年，尽管劳动是在和第一个场合相同的条件下

进行的。为了更清楚起见，我们假定，在第一个场合１夸特等于２

镑。在第二个场合，租地农场主为得到２００夸特的收成，支出如下：

种子２０夸特（４０镑），其他不变资本２０夸特（４０镑），工资２０夸特

（４０镑）。总计１２０镑，而产品＝２００夸特。在第一个场合他也只是

支出１２０镑（６０夸特），而产品是１００夸特，等于２００镑。剩下的是

利润８０镑或４０夸特。因为第二个场合的２００夸特［和第一个场合

的１００夸特一样］是同量劳动的产品，所以也只值２００镑。因此在

第二个场合剩下的也只有８０镑利润，但是这８０镑现在等于１４０

夸特１１４。因此，每夸特［对租地农场主来说］仅仅值
４
７
镑而不是１

镑。换句话说，每夸特的价值从２镑降到４
７
镑，即减少１

３
７
镑，而不

是象上面第二个场合与第一个场合对比中所假定的那样，从２镑

降到１镑，或者说只减少一半。

在第二个场合，租地农场主的全部产品等于２００夸特，价值

２００镑。但其中１２０镑补偿他在生产上支出的６０夸特，每夸特花

费他２镑。因此，剩下的是８０镑利润，等于剩下的１４０夸特。这是

怎么回事呢？在第二个场合，每夸特值１镑，但是在生产上支出的

６０夸特，每夸特则值２镑。它们使租地农场主花费的，就等于他从

新的收成中支出１２０夸特。这样，剩下的１４０夸特值８０镑，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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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具有的价值并不比第一场合剩下的４０夸特多。诚然，租地农场

主对这２００夸特的每１夸特都是按１镑出卖的（假定他出卖自己

的全部产品），这样他就卖得２００镑。但是在这２００夸特中，有６０

夸特，每夸特花费他２镑；因此，剩下的每１夸特只给他提供
４
７
镑

［或者说，约１
２
镑］。

如果他现在重新支出［种子］２０夸特（１０镑［按每夸特１
２
镑计

算］）、工资４０夸特（２０镑）和其他不变资本４０夸特（２０镑），也就

是总共支出１００夸特以代替从前的６０夸特，而得到１８０夸特的收

成，那末这１８０夸特所具有的价值和从前１００夸特所具有的价值

［按每夸特１镑计算］是不相等的。诚然，他使用了同从前一样多的

活劳动，从而［１０９４］可变资本的价值和从前相同，剩余产品的价值

也和从前相同。但是，他支出的物化劳动却较少，因为同样的２０夸

特，从前值２０镑，现在只不过值１０镑。

因此，得出如下的计算数字：

  不变资本

（１）２０夸特（２０镑）种子

  ２０夸特（２０镑）劳动

   工具等等

（２）２０夸特（１０镑）种子

  ４０夸特（２０镑）劳动

   工具等等

 可变资本

２０夸特（２０镑）

４０夸特（２０镑）

 剩余价值

４０夸特（４０镑）

８０夸特（４０镑）

第一个场合的产品等于１００夸特（１００镑）。

第二个场合的产品等于１８０夸特（９０镑）。

然而［尽管产品的价值下降］，利润率提高了：因为在第一个场

合４０镑利润是靠６０镑支出获得的，而在第二个场合４０镑利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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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５０镑支出获得的。前者为６６
２
３
％，后者为８０％。

无论如何，利润率的提高不象拉姆赛假定的那样，是由于价值

保持不变。因为在产品生产上支出的劳动的一部分，即不变资本

（在这里是种子）中包含的那部分劳动减少了，所以，如果生产以原

有的规模继续进行，产品的价值就要下降，正象１００磅纱中包含的

棉花降价时这些纱的价值也要下降一样。但是，可变资本对不变资

本之比提高了（虽然可变资本的价值并没有提高）。换句话说，所花

费的资本总额对剩余价值之比降低了。利润率的提高就是由此而

来的。

如果拉姆赛所说的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价值保持不变，

那末利润，利润量从而还有利润率就会提高。利润率的单独提高是

根本谈不上的。

但是，［不变资本的价值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问题就特殊情

况［一部分不变资本以实物形式得到补偿］来说，还没有解决。这种

特殊情况在农业中的表现如下：

一定量的种子在收成中是按产品的原价计算的，而且这一部

分以实物形式加入收成。其余的支出通过按原价出卖谷物而得到

抵补。通过这些原有的支出，产品增加一倍。比如说，在前面讲到

的场合，支出种子２０夸特（４０镑），其余支出等于４０夸特（８０镑），

现在的收成是２００夸特而不是原来的１００夸特（２００镑），在这１００

夸特中４０夸特（８０镑）是全部支出６０夸特（１２０镑）的利润。这一

次收成所支出的和上一次支出的绝对量相等，都是６０夸特，价值

１２０镑，但是现在的余额不是４０夸特，而是１４０夸特。在这里，实

物形式的余额大大增加。但是由于在两个场合支出的劳动是相同

的，所以现在２００夸特具有的价值并不比从前１００夸特多。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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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２００夸特值２００镑，即每夸特的价值从２镑降为１镑。但是，既

然余额等于１４０夸特，那末看来它应该值１４０镑，因为其中每一夸

特所值同别的一夸特是完全一样的。

如果我们先撇开再生产过程来观察问题，假定租地农场主不

再经营，把全部产品出卖，那问题就会变得再简单不过了。那时，为

了抵补（补偿）自己的１２０镑支出，他实际上应该卖出１２０夸特。这

样预付资本就得到抵补。因此，余额是８０夸特，而不是１４０夸特，

并且因为这８０夸特等于８０镑，所以它所值和第一个场合的余额

完全一样。

然而，再生产过程使问题多少起了变化。就是说，租地农场主

从自己的产品中以实物形式补偿２０夸特的种子。［按价值来说，］

这２０夸特使他得到４０夸特产品的补偿。但是，在再生产过程中，

他仍旧只须以２０夸特的实物来支付。他的其余支出［以夸特表

示］随着每夸特价值减少而相应增加（假定工资不降低）。为了补偿

不变资本的其余部分，他现在需要４０夸特，而不是原来的２０夸

特，为了补偿工资，也需要４０夸特，而不是２０夸特。从前他支出

６０夸特，现在一共要支出１００夸特；但是，他不必按谷物减价所要

求的那样，支出１２０夸特，因为他现在是用价值２０镑的２０夸特补

偿（因为这里只涉及到这２０夸特的使用价值）从前值４０镑的２０

夸特［种子］。这样一来，他显然［１０９５］赚了现在值２０镑的这２０夸

特。他的余额不是８０镑，而是１００镑，不是８０夸特，而是１００夸

特。（如果按原有价值以夸特表示这个余额，它现在就不是４０夸特，而

是５０。）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谷物的市场价格不因谷物丰

足而下降，他就可以按新价值多出卖２０夸特，赚得２０镑。

他之所以通过再生产用相同的支出取得这２０镑余额，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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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生产率高了，虽然剩余价值率在这里并没有提高，就是说，

工人提供的剩余劳动并没有比从前多，或者他从产品的再生产部

分（代表活劳动的部分）中得到的份额并不比从前少。相反，可以这

样假定，工人在再生产中得到４０夸特，而从前只得到２０夸特。可

见，这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个现象没有再生产是不会发生的，但

是，它的发生是同再生产联系着的，而且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租

地农场主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一部分预付。在这种情况下，不仅

利润率会提高，而且利润也会增加。（至于再生产过程本身，租地农

场主现在或者可以按原有规模继续进行再生产，这时，如果收成又

是同样好，产品价格就下降——，因为一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减少

了，——但是利润率会提高；或者他可以扩大生产规模，用相同的

支出扩大播种，这时，利润和利润率都会提高。）

现在谈工厂主。假定他在棉纱生产上支出１００镑，利润为２０

镑。因此产品等于１２０镑。假定在１００镑中用于棉花的支出是８０

镑。如果现在棉花的价值下降一半，他就只须在棉花上支出４０镑，

其余一切则支出２０镑，就是说，总共须支出６０镑，而不是１００镑。

利润仍旧等于２０镑。总产品等于８０镑（假定他不扩大生产规模）。

这样一来，４０镑留在他的腰包里；他可以把这４０镑自己花掉，或

者作为追加资本投放。在后一种情况下，按照新的生产规模，他将

在棉花上［追加］支出６６
２
３
镑，在劳动等等上［追加］支出１３

１
３
镑。

［４０镑追加支出的］利润是１３
１
３
镑。总产品现在＝６０＋４０＋３３

１
３

＝１３３
１
３
镑。

可见，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租地农场主以实物形式补偿自己的

种子，因为工厂主所用的棉花是购买的，而不是用自己的产品补偿

的。可见，这种现象可以归结如下：从前作为不变资本被束缚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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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本中，有一部分游离出来，或者说，一部分资本转化为收入。

如果在再生产过程中花费的资本同从前正好一样多，其结果就会

同在原有生产规模上使用追加资本完全一样。因此，这是一种由于

提供资本各组成部分的生产部门的生产率提高而发生的积累。然

而，原料价值的这种下降，如果是丰收造成，就会被歉收时原料的

涨价抵销。因此，在一次或几次丰收时以上述方式游离出来的资

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预防歉收的准备资本。例如，某个工厂主的

［固定资本］周转期为１２年，他就必须这样安排，使他在这１２年期

间至少能够以同样的规模继续生产。因此，势必估计到，补偿［原

料］时所支付的价格会发生波动，而且在比较长的年限内得到平

衡。

资本各组成部分价格的上涨所起的作用，跟它们价格的下降

所起的作用相反。（在这里，我们把可变资本撇开不谈，虽然工资降

低时，必须支出的可变资本按价值来说减少了；而工资提高时必须

支出的可变资本增多了。）现在为了能按原有规模继续生产，必须

支出更多的资本。因此，撇开利润率下降不谈，这里必须使用准备

资本，或者把一部分收入转化为资本，虽然它不是作为追加资本起

作用。

在一种场合［在价格下降时］发生了积累，虽然预付资本的价

值保持不变（但是它的物质组成部分增加了）。资本的价值增殖率

和利润的绝对量增长了，因为这就同在原有生产规模上投入追加

资本一样。在另一种场合［在价格上涨时］，积累的发生是由于预付

资本的价值，即总产品价值中执行资本职能的部分增长了。但是资

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没有增加。利润率下降了。（利润量只有在现在

雇用的工人数量和从前不一样，或者工人的工资也提高的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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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会减少。）

上述资本转化为收入的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造成一种

假象，似乎利润量的增加（或者反之——减少）不取决于剩余价值

量。我们曾经看到①，在［１０９６］一定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可以解释

部分地租。

在前面考察的场合（等于２０镑的２０夸特余额不是立即重新

用于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是说，不是用于积累），一笔２０镑的货币资本

游离出来了。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尽管商品价值量保持不变，仍然可以

有多余的货币资本从再生产中沉淀下来。这是由于一部分先前以

固定（不变）资本形式存在的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而产生的。

前面讲到的现象［一部分资本转化为收入］和［拉姆赛的］利润

率的规定是多么不相干，这一点，只要我们设想一个在新的生产条

件下开始经营的租地农场主（或工厂主），就很清楚了。以前，为了

开始经营需要１２０镑的资本：４０镑用于购买２０夸特种子，４０镑用

于其他不变资本要素，４０镑用于支付工资。他的利润是８０镑。８０

镑比１２０镑支出，即２比３，等于６６２
３
％。

现在，租地农场主预付２０镑来购买２０夸特种子，４０镑象以

前一样购买其他不变资本，４０镑支付工资，这样，他的资本支出为

１００镑。而８０镑利润与１００镑支出之比，为８０％。利润量保持不

变，但是利润率提高了２０％。因此，我们看到，种子价值（或者说，

补偿种子时所支付的价格）的下降本身同利润的增加毫无关系，而

仅仅包含利润率的提高。

此外，租地农场主（或在另一场合，工厂主）本身也不把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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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作是他的利润增加，而看作是一部分以前被束缚在生产中的资

本游离出来。而且他这样考察问题是由于下面的简单计算。以前

在生产上预付的资本等于１２０镑，现在等于１００镑，而２０镑则作

为闲置资本、作为可以随意使用的货币留在租地农场主的腰包里。

但是，在这两种场合，他的全部资本都只等于１２０镑，就是说，他的

资本量没有增加。诚然，资本的
１
６
从那种被束缚于再生产过程的形

式中游离出来，起着同追加资本一样的作用。

拉姆赛没有抓住这个问题的实质，因为他根本没有弄清价值、

剩余价值和利润之间的关系。

            

拉姆赛正确地阐述了机器等等怎样——在它们影响可变资本

的范围内——对利润和利润率发生作用。就是说，它们通过降低劳

动能力的价值，通过增加相对剩余劳动，或者——就总再生产过程

来考察——通过减少总产品中用以补偿工资的份额发生作用。

“在那些不加入固定资本的商品的生产中，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降低，不

能对利润率产生任何影响，除非使总产品中用以维持劳动的份额发生变动。”

（同上，第１６８页）

“如果工厂主通过机器的改良使他的产品增加一倍，那末，他的商品的价

值，归根到底，必然按商品数量增加的比例减少。”

｛这里假定，事实上，把机器的磨损计算在内，增加了一倍的产

品数量所值并不比以前此数的一半多。不然的话，单位产品的价值

会下降，但不是按产品数量增加的比例下降。产品数量可能增加一

倍，而它的价值、单位商品的价值（在总产品价值提高的情况下），

却可能不是从２降到１，而只是从２降到１
１
４
，等等。｝

“……工厂主不过是由于他可以使工人的衣着更便宜，从而使工人在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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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中所得的份额更小，才会获利……租地农场主也不过是｛由于工厂主那

里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他的一部分支出用于供给工人衣着而现在他能够比

较便宜地买到这一部分的情况下，才会获利，就是说，他用和工厂主相同的方

式获利。”（第１６８—１６９页）

不变资本各组成部分的价值的降低［或提高］所以影响利润

率，是因为它影响剩余价值与所花费的资本总额的比例。至于工资

的降低（或相反）影响利润率，则是因为它直接影响剩余价值率。

例如，假定在前面讲到的场合（假定租地农场主是亚麻种植业

者），种子的价格保持不变，等于４０镑（２０夸特），花在其他不变资

本上的仍旧是４０镑（２０夸特），但是工资——即同样工人人数的

工资——从４０镑降到２０镑（从２０夸特降到１０夸特）。在这个场

合，［新创造的］价值（工资加剩余价值）量保持不变。因为工人人数

相同，他们的劳动仍旧体现在等于４０镑＋８０镑＝１２０镑的价值

中。但是现在这１２０镑中，归工人的是２０镑，属于剩余价值的是

１００镑。｛换句话说，这里假定没有进行过任何能影响这个部门的

在业工人人数的改良。｝

现在预付资本是１００镑，而不是１２０镑，这和种子价值降低一

半的场合一样。但是现在利润是１００镑，也就是说利润率是

１００％，而在另一场合［种子价值降低］，所花费的资本也从１２０降

为１００镑，但利润率是８０％。跟这另一场合一样，现在［１０９７］有２０

镑或１
６
的资本游离出来。但是在这另一场合剩余价值保持不变，等

于８０镑（就是说，剩余价值率为２００％，因为工资是４０镑）。现在

剩余价值量提高到１００镑（就是说，剩余价值率提高到５００％，因

为工资是２０镑）。

在这里，不仅利润率，而且利润本身也提高了，因为剩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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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从而剩余价值本身提高了。这就是现在这个场合不同于另一个

场合的地方，而拉姆赛并没有看到这一点。只要利润的增长没有被

由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同时发生变动而造成的利润率相应降低所抵

销，这种增长总是要出现的。例如在前面讲到的场合，所花费的资

本是１２０镑，利润是８０镑，即６６２
３
％。在我们这个场合，所花费的

资本等于１００镑，利润是１００镑，即１００％。但是，如果由于不变资

本的价格发生变动，支出从１００增加到１５０镑，那末，利润虽从８０

增长到１００镑，却仍旧只提供６６２
３
％的利润率。

［拉姆赛继续说道：］

“既不加入固定资本也不加入流动资本的那些商品，不可能由于它们的

生产率发生任何变化而影响利润。这类商品是各式各样的奢侈品。”（第

１６９—１７０页）“资本主义企业主由于奢侈品充裕而得到好处，因为他们的利

润将支配较大数量的奢侈品供他们个人消费；但是，这个利润的比率不会因

这些商品的丰富或不足而受到任何影响。”（第１７１页）

首先应该指出，一部分奢侈品可以作为不变资本要素进入生

产过程。例如，葡萄进入葡萄酒的生产，金进入奢侈品的生产，金刚

石用于磨玻璃，等等。但是，拉姆赛既然说“不加入固定资本的商

品”，就把这种情况排除了。这样，他的下一句话：“这类商品是各式

各样的奢侈品”，是错误的。

然而，说到奢侈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它增长的原因也只能和

其他所有生产部门一样：要么由于取得奢侈品原料的自然仓库如

矿山、土地等等的生产率提高了，或者发现较富饶的这类自然仓

库；要么由于采用分工，或者特别是使用机器（以及改进的工具）和

自然力。｛工具的改进和工具的分化一样属于分工。｝（化学过程也

不应当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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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假定，通过机器（或化学过程）缩短了奢侈品的生产时间；

生产它们所需要的劳动减少了。这一点对于工资，对于劳动能力的

价值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因为奢侈品不加入工人消费（至少从来不

加入他们的决定其劳动能力价值的那部分消费）。｛奢侈品生产时

间的缩短对工人的市场价格可能产生影响，如果工人因此被抛到

街头，从而使劳动市场上的供给增加的话。｝因此，奢侈品生产时间

的缩短，对剩余价值率不产生影响，从而在利润率决定于剩余价值

率的情况下，对利润率也不产生影响。可是，只要它触动剩余价值

量，或者触动可变资本对不变资本以及对总资本之比，它当然会对

利润率产生影响。

例如，［在某奢侈品的生产中］如果从前雇用２０个工人，现在

使用机器只需要１０个工人，那末剩余价值率实际上并没有受到任

何影响。奢侈品变得便宜并不能使工人的生活费用变得便宜。为

了再生产自己的劳动能力，他仍然需要和从前相同的劳动时间。

｛因此，事实上，生产奢侈品的工厂主力图把劳动的报酬压到

劳动的价值之下，压到它的最低限度之下，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

点，是因为相对的人口过剩（例如刺绣女工的情况），而这种过剩又

是由于其他生产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造成的。或者生产奢侈品

的工厂主力图延长绝对劳动时间——在其他部门也是这样；在这

种情况下，他实际上创造了绝对剩余价值。只有一点是正确的：奢

侈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能压低劳动能力的价值，不能创

造相对剩余价值，总之，不能创造由劳动生产率本身的增长决定的

剩余价值形式。｝

但是，剩余价值量决定于两个因素：［第一，］剩余价值率，即单

个工人的剩余劳动（绝对的或相对的）；第二，同时使用的工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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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因此，如果奢侈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使一定量资本所推

动的工人人数减少，它就会使剩余价值量减少；从而在其他所有条

件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它也会使利润率降低。如果工人人数减少

了，或者虽然工人人数保持不变但用在机器和原料上的资本增加

了，就是说，在可变资本与总资本相比出现任何减少，而这种减少

在这里［根据假定］没有被工资的下降拉平或部分抵销时，利润率

也会下降。但是，因为这个部门的利润率，和其他任何部门的利润

率一样，也［１０９８］参加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所以，奢侈品工业的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里会引起一般利润率的下降。

相反，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是在奢侈品工业本身，而是在

向它提供不变资本的那些部门，那末，奢侈品工业的利润率就会提

高。

剩余价值（也就是它的大小、它的量、它的总额）决定于剩余

价值率乘在业工人人数。有些情况可能在同一个方向或者在相反

的方向同时影响两个因素，也可能仅仅影响其中一个因素。撇开工

作日的绝对延长不谈，奢侈品工业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只影响在

业工人人数。因此，其必然结果是剩余价值量减少，从而利润率下

降——即使不变资本没有增加。如果不变资本增加了，那末，减少

了的剩余价值则按照增大了的总资本来计算。

            

拉姆赛比其他人更接近于正确地理解利润率。因此，［传统观

念的］缺陷在他那里也比在其他人那里表现得明显。他提出了所有

的要点，但是提得片面，因而是错误的。

拉姆赛用以下的话总括了他对利润的观点：

“因此，单个资本家的利润率决定于下述因素：（１）生产工人衣食等等生

７８３拉  姆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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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必需品的劳动的生产率；（２）生产加入固定资本的物品的劳动的生产率；

（３）实际工资率｛实际工资在这里应该是指工人得到的生活必需品等等的数

量，而不管属于这些必需品的商品的价格如何｝。上述第一个和第三个因素的

变化，通过改变总产品中归工人的份额而影响利润。第二个因素的变化，则通

过改变用于补偿——直接或经过交换——生产中消费了的固定资本的份额

而影响利润；因为利润实质上是个份额问题。”（同上，第１７２页）

拉姆赛公正地指责李嘉图（尽管他自己的说明也有缺陷）：

“李嘉图忘记了，全部产品不仅分为工资和利润，而且还必须有一部分补

偿固定资本。”（第１７４页注）

            

｛只要对积累，即对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进行初步考察，就可

以看到，全部剩余劳动表现为资本（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和剩余

劳动（利润、利息、地租）。因为在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中显出：剩

余劳动本身采取资本的形式，工人的无酬劳动作为客观的劳动条

件的总和同工人相对立。在这种形式中，客观的劳动条件的总和作

为他人的财产同工人相对立，以致作为工人劳动的前提的资本看

来似乎和这种劳动无关。资本表现为现成的价值量，而工人只是必

须增加它的价值。至于说到剥削，则不是指工人过去劳动的产品

（也不是指以下任何情况，这种情况影响或提高过去劳动的［产品

的］价值，而与这种过去劳动所进入的特殊劳动过程无关）或这种

产品的补偿，而始终只是指工人现在劳动被剥削的方式和程度。只

要单个资本家按原有的（或扩大的）规模继续生产，资本的补偿就

好象是一种对工人没有影响的行为，因为即使劳动条件归工人所

有，他自己也必须用总产品的一部分补偿这些劳动条件，以便按原

有的规模继续再生产或者扩大再生产（而后者由于人口的自然增

长也是必需的）。但是，资本的这种补偿在三个方面影响工人：（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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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条件作为不属于工人的财产，作为资本的永恒化，使工人作为

雇佣工人的地位永恒化，从而使工人始终要用自己的一部分劳动

时间白白为他人劳动的命运永恒化；（２）这些生产条件的扩大，换

句话说，资本的积累，使得靠工人的剩余劳动为生的阶级的数量和

人数增多；资本的积累通过使资本家及其同伙的相对财富增多而

使工人的状况相对恶化，此外，还通过使工人的相对剩余劳动量增

加（由于分工等等），使总产品中归结为工资的份额减少的办法使

工人的状况恶化；（３）最后，由于劳动条件以愈来愈庞大的形式，愈

来愈作为社会力量出现在单个工人面前，所以，对工人来说，象过

去在小生产中那样，自己占有劳动条件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

［（３）拉姆赛论“总利润”分为“纯利润”

（利息）和“企业主利润”。在他关于

“监督劳动”、“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和

“超额利润”等观点中的辩护论因素］

  ［１０９９］拉姆赛把我仅仅称之为利润的东西称为总利润。他把

这个总利润分为纯利润（利息）和企业主利润（企业主收入，产业利

润）①。

９８３拉  姆  赛

① ［１１３０］｛西尼耳先生的《大纲》和拉姆赛的《论财富的分配》是大致同时出

版的，在后一著作［第二部分］第四章已经详尽地论述了利润分为“企

业主利润”和“资本的纯利润”即“利息”；为什么这个在１８２１年和

１８２２年已经是人所周知的利润划分却被认为是西尼耳先生发明的

呢？——这一点只能这样来解释：西尼耳作为纯粹的现状辩护论者，

从而作为庸俗经济学家，是深得罗雪尔先生同情的１１５。｝［１１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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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利润率下降的问题上，拉姆赛同李嘉图一样，也和亚·

斯密论战。他反驳亚·斯密说：

“诚然，资本主义企业主之间的竞争，可以使大大超过普通水平的利润平

均化｛这种平均化决不足以解释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但是，认为竞争会降低

这个普通水平本身，则是错误的。”（第１７９—１８０页）

“假定每一种商品（原料和成品）的价格，由于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而下降

是可能的话，那末这一点决不会影响利润。每个资本主义企业主都会把他的

产品卖较少的钱，但另一方面，他的每一项支出，不管它属于固定资本还是属

于流动资本，都会相应地减少。”（第１８０—１８１页）

拉姆赛也反对马尔萨斯：

“利润由消费者支付这种想法显然是十分荒谬的。消费者又是谁呢？他们

必定是土地所有者、资本家、企业主、工人，或者领取薪金的人。”（第１８３页）

“唯一能够影响一般总利润率的竞争，是资本主义企业主和工人之间的

竞争。”（第２０６页）

在最后这一句话里，表达了李嘉图的论点中正确的东西。利润

率的下降可以不取决于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竞争，但是唯一能够使

利润率下降的竞争，却是这种竞争。不过拉姆赛本人并没有给我们

指出一般利润率具有下降趋势的原因。他所说的唯一东西是，——

这一点是正确的，——利率的下降可以完全不取决于国内的总利

润率。就是说：

“即使我们假定，借入资本除了用于生产之外，决不用于其他目的，那末，

在总利润率没有任何变化的时候，利息仍然可能变化。因为，随着一个民族的

财富不断增长，有一类人产生出来并不断增加，他们靠自己祖先的劳动｛剥

削，掠夺｝占有一笔只凭利息就足以维持生活的基金。还有许多人，他们在青

壮年时期积极经营，晚年退出，靠他们自己积蓄的钱的利息过安逸的生活。随

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这两类人都有增加的趋势；这是因为那些在开始时已有

相当资本的人，比那些在开始时只有少数资本的人，更容易获得独立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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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老的富有的国家，不愿亲自使用资本的人所占有的国民资本部分，在

社会全部生产资本中所占的比例，比新垦殖的贫穷的国家大。在英国，食利者

阶级的人数是多么多啊！随着食利者阶级的增大，资本贷放者阶级也增大起

来，因为他们是同一些人。只是由于这个缘故，利息在老的国家也必定有下降

的趋势。”（第２０１—２０２页）

关于纯利润（利息）率，拉姆赛说道：

“它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率，部分地取决于总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利

润的比例。这个比例取决于资本的贷出者和借入者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受

预期的总利润率的影响，但不是完全由它调节。竞争所以不是完全由它调节，

一方面是因为有许多人借钱并不打算用在生产上，另一方面又因为全部国民

资本中可贷出的份额，随着国家的财富而变化，不以总利润的任何变化为转

移。”（第２０６—２０７页）“企业主利润取决于资本的纯利润，而不是后者取决于

前者。”（第２１４页）

［１１００］除开前面提到的情况，拉姆赛还正确地指出：

“只有在文明程度已达到不必提出保证偿还贷款的要求的地方，借贷利

息才是纯利润的尺度……例如在英国，目前我们不会考虑把承担风险的补偿

加进利息中去，因为贷出的资金都有所谓良好的保证。”（第１９９页注）

他在谈到他称之为资本主义企业主的产业资本家时，指出：

“资本主义企业主是财富的总分配者；他付给工人工资，付给［货币］资本

家借贷利息，付给土地所有者地租。一方是企业主，另一方是工人、［货币］资

本家和土地所有者。这两大类人的利益正好彼此相反。雇劳动、借资本和租土

地的是企业主，他当然力图以尽可能低的报酬使用它们，而这些财富源泉的

所有者则力求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租它们。”（第２１８—２１９页）

产业利润（监督劳动）。

总的说来，拉姆赛关于产业利润，特别是关于监督劳动的论

述，是这部著作中提出的最合理的东西，尽管他的一部分论证是从

施托尔希那里１１６抄来的。

１９３拉  姆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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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削劳动是要花费劳动的。就资本主义企业主所从事的劳动

仅仅由于资本和劳动对立才成为必要这一点来说，这种劳动加入

他的监工（工业军士）的费用，并且已经算在工资项下，这种情况跟

奴隶监工和监工所用的鞭子的费用算在奴隶主的生产费用中完全

一样。这种费用跟大部分商业费用完全一样，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

非生产费用。凡是谈到一般利润率的地方，资本家之间的竞争以及

他们的尔虞我诈所花费的劳动，也不在考察之列；同样，一个资本

主义企业主同另一个相比，在花最少费用从自己工人身上榨取最

大量剩余劳动并在流通过程中实现这种榨取来的剩余劳动方面，

有多大技巧，也不在考察之列。对这一切的考察，属于对资本竞争

的研究。这种研究，总的来说，涉及资本家之间以及他们为攫取最

大数量的剩余劳动所作的斗争和努力，而且只涉及剩余劳动在不

同的单个资本家间的分配，但同剩余劳动的来源及其一般大小无

关。

对监督劳动来讲，只剩下组织分工和组织某些个人间的协作

这种一般的职能。这种劳动在较大的资本主义企业里完全由经理

的工资代表。它已经从可供形成一般利润率的东西中扣除了。英

国的工人合作工厂１１７提供了最好的实际证明，因为这种工厂尽管

支付较高的利息，提供的利润还是大于平均利润，即使在扣除了经

理的工资——当然，它由这种劳动的市场价格决定——以后也是

如此。本身就是经理的那些资本主义企业主，节省了一项生产费

用，把工资支付给自己，从而取得高于平均利润率的利润率。如果

辩护论者［关于企业主利润是监督工资］的这种说法，明天被认真

地实现，如果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利润只是管理和指挥的工资，那末

占有他人剩余劳动并把这种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的资本主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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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后天就完结了。

但是，即使我们把监督劳动［的报酬］看成是隐藏在一般利润

率中的工资，拉姆赛［同上，第２２７—２３１页］以及其他经济学家阐

述的规律在这里仍然适用。这个规律就是：在利润（企业主利润和

总利润［包括利息］）同所花费的资本量成比例时，监督劳动所占的

份额同资本量成反比——资本大，这个份额就非常小；资本小，就

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名义上存在的地方，这个份额就非常

大。一个几乎完全亲自从事企业中所需要的劳动的小资本家，拿他

的资本来比，看来获得很高的利润率，而实际情况却是，他既然没

有雇用什么工人，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实际上就没有取得丝毫利

润，而只是名义上从事资本主义生产（不管是工业还是商业）。这个

“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区别在于，他由于自己的名义上的资本，实

际上是自己劳动条件的主人和所有者，因此没有主人压在头上，

［１１０１］他的全部劳动时间都由他自己占有，而不是被他人占有。在

这里，作为利润出现的，只是超过普通工资的余额，这个余额恰恰

是由于［这个小所有者］占有自己的剩余劳动而造成的。不过，这种

形式仅仅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还没有占支配地位的领

域。

［拉姆赛说：］

“企业主利润可以分解为（１）企业主薪金；（２）补偿其风险的保险费；（３）

他的超额利润。”（同上，第２２６页）

至于（２），同这里丝毫没有关系。柯贝特（以及拉姆赛本人［同

上，第２２２—２２５页］）说过１１８，补偿风险的保险费，只是把资本家的

损失平均分摊，或者说，更普遍地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分摊。从这

个平均分摊的损失中，必须扣除保险公司的利润，即扣除投在保险

３９３拉  姆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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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中并担负这种平均分摊职能的资本的利润。这些保险公司以

和商业资本家或货币资本家同样的方式取得一部分剩余价值，而

不直接参加剩余价值的生产。这是一个如何在不同种类的资本家

中间分配剩余价值以及因此对单个资本进行扣除的问题。它既同

剩余价值的性质无关，也同剩余价值量无关。工人当然不可能提供

比他的剩余劳动更多的东西。他不可能再另外付给资本家一笔钱，

为资本家占有这种剩余劳动的果实保险。至多可以说，即使不谈资

本主义的生产，生产者在这方面也会有一定的支出，就是说，他们

必须支出自己的一部分劳动或者说一部分劳动产品，以防自己的

产品、财富或财富的要素遇到意外等等。代替每个资本家自行保险

的是，他用［总］资本的一定部分专门担负这项业务，这样，就更可

靠、更便宜地取得相同的结果。保险费以一部分剩余价值支付；剩

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和剩余价值的保险，跟剩余价值的来

源和数量无关。

因此，有待考察的是：第一，企业主的“薪金”；第二，“超额利

润”——拉姆赛在这里用来称呼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部分属于和

食利的资本家不同的产业资本家，因此它的绝对量也决定于利息

与产业利润之比，即属于资本（不同于土地所有权）的那个剩余价

值部分所分解成的两个部分之比。

至于说到企业主的“薪金”，那末首先不言而喻的是，在资本主

义生产中，资本作为劳动的统治者的职能，落在资本家或者由资本

家付酬的职员——资本家的代理人的身上。这种职能只要不是由

合作劳动的性质，而是由劳动条件对劳动本身的统治产生的，它也

就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起消失。然而，拉姆赛本人把［企业主利

润的］这个组成部分抛掉了，或者把它降低到不值一谈的地步：

４９３ 第 二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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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企业大小，企业主的薪金也和监督劳动一样，几乎是相同的。”（同

上，第２２７页）“一个工人决不能说，他能够完成两个、三个或者更多象他一样

的工人所能完成的工作。但是一个工业资本家或租地农场主却可以代替十个

或更多象他一样的人。”（第２５５页）

企业主利润的第三部分是“超额利润”（包括风险费，这种风险

只是可能的，只是利润和资本的可能的损失，而实际上表现为保险

费，从而表现为特定部门的一定资本在总剩余价值中所取得的份

额）。

拉姆赛说道：“这种超额利润不折不扣地代表那种从支配资本使用权的

权力中｛换句话说，从支配他人劳动的权力中｝产生的收入，不管这个资本是

属于这个资本家本人还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纯利润〈利息〉完全随资本的

大小而变化；反过来，资本越大，超额利润对所使用的资本之比也就越大。”

（第２３０页）

换句话说，这不过意味着，“企业主的薪金”与资本的大小成反

比。资本活动的规模越大，生产方式越是资本主义的，产业利润中

可以归结为“薪金”的组成部分就越微小，产业利润就越清楚地表

现出它的真正性质：它是“超额利润”，即剩余价值，亦即无酬剩余

劳动的一部分。

产业利润和利息的全部对立，只有基于食利者和产业资本家

的对立，才有意义，但是它完全不涉及工人和资本的关系，不涉及

资本的性质，也不涉及资本的利润的来源等等。

关于不是生产谷物、而是生产其他农产品的土地的地租，拉姆

赛说：

“这样一来，为一种产品支付的地租，成了其他产品价值高的原因。”（同

上，第２７９页）

在最后一章［《论国民收入》］中，拉姆赛说：

５９３拉  姆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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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和年总产品的区别仅仅在于，收入中没有用于维持固定资本〈在拉

姆赛那里就是指不变资本，即各生产阶段上的原料、辅助材料和机器等等〉的

一切东西。”（第４７１页）

［１１０２］拉姆赛在前面已经讲过①并且在最后一章再次讲到，

“流动资本”〈在他那里就是指花在工资上的资本〉是多余的，“它既不是

生产的直接因素，甚至对生产也毫无重要意义”。（第４６８页）

拉姆赛不过没有由此得出如下的明显结论：否定雇佣劳动和

花在雇佣劳动上的资本，也就否定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性，

从而劳动条件就不再作为“资本”，或者用拉姆赛的术语，不再作为

“固定资本”同工人相对立了。劳动条件的一部分之所以表现为固

定资本，只是因为另一部分表现为流动资本。但是，一经把资本主

义生产假定为事实，拉姆赛就宣布了工资和资本的总利润（包括产

业利润，或按他的说法，企业主利润）是收入的必要形式（第４７５、

４７８）。

当然，这两种形式的收入实际上把资本主义生产以及作为其

基础的两个阶级的本质最简单最一般地概括起来了。可是，他却把

地租，即土地所有权，说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是多余的形式（第４７２

页），他忘记了，地租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以上所述也适用

于他的另一个论点，即“资本的纯利润”，或者说，利息，不是一种必

要的形式：

“食利者［在总利润急剧下降的情况下］只好转变为产业资本家。这对于

国民财富是无关紧要的……给资本的所有者和使用者提供各自的收入，无疑

地不需要那么高的纯利润。”（第４７６—４７７页）

６９３ 第 二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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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拉姆赛又忘记了他自己说过的话：随着资本的发展，

必然形成一个不断增大的食利者阶级。①

［拉姆赛说：］

“资本的总利润和企业主利润……对于生产的过程是必需的。”（第４７５

页）

当然。没有利润就没有资本，而没有资本就没有资本主义生

产。

            

总之，从拉姆赛那里得出的结论是，第一，建立在雇佣劳动基

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是社会生产的必然的即绝对的形式。

（拉姆赛本人仅仅以一种带局限性的说法来叙述这个观点，他说，

如果不是人民大众那么穷，以致不得不在产品完成以前预支自己

在产品中应得的份额，“流动资本”和“工资”就是多余的。）第二，与

产业利润不同的利息，和地租（即由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创造的土地

所有权形式）一样，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可以

被它扔掉的累赘。如果这种资产阶级的理想真正实现的话，结果只

能是，全部剩余价值直接落在产业资本家手中，社会（在经济方面）

就会归结为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简单对立——这种简化无疑会加速

这种生产方式的灭亡。［１１０２］

            

［１１０２］｛在１８６２年１２月１日的《晨星报》１１９上，一个工厂主抱

怨说：

“从总产品中扣除工资、地租、资本利息、原料费用以及经纪人、商人的赢

７９３拉  姆  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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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剩下的才是工厂主、郎卡郡居民、业主的利润，而且他们还得为这么多参

与总产品分配的人负担工人的生活费。”

如果把价值放在一边，来考察实物形式的总产品，那就很明

显，在补偿了不变资本和花在工资上的资本之后，剩下的是代表剩

余价值的产品部分。但是，从这个剩余中，要扣除一部分作为地租

和经纪人、商人的赢利，不论这些人是否使用自己的资本——这一

切都取自总产品中代表剩余价值的部分。因此，这一切对工广主来

说是一种扣除。如果工厂主的资本是借来的，那他的利润本身也要

分成产业利润和利息。｝

｛关于级差地租：在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劳动的工人，比起在比

较不肥沃的土地上劳动的工人，劳动生产率要高些。因此，如果前

一个工人以实物形式得到报酬，那末他在总产品中取得的份额就

小于在比较不肥沃的土地上劳动的工人。或者同样可以说，尽管他

每天劳动的时数相同，他的相对剩余劳动却大于另一个工人。但

是，他的工资和另一个工人的工资的价值是相同的。因此他的雇主

的利润也并不比另一个雇主的利润大。在他的产品的超额部分中

包含的剩余价值，他的较高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或者说，他的级差

剩余劳动，被土地所有者装进了腰包。｝［１１０２］

８９３ 第 二 十 二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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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舍 尔 比 利 埃

［１１０２］舍尔比利埃《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从日内瓦版翻

印）。

（我们是把这个人专门归入［政治经济学家］这个行列呢，——因为

他的观点大部分是西斯蒙第的，——还是把他的比较中肯的见解在适当

场合作为引文列举出来，这还是一个大问题。１２０）［１１０２］

［（１）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由机器和

原料构成的部分以及由工人的

“生活资料基金”构成的部分］

  ［１１０３］舍尔比利埃说：“资本就是原料、工具、生活资料基金［ａｐｐｒｏｖｉ－

ｓｉｏｎｎｅｍｅｎｔ］。”（第１６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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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８页）

可见，这是一个普通的方法，即把资本归结为它在劳动过程中

所表现的物质要素：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而且，把资本归结为生

活资料的说法是不确切的，因为生活资料虽然是生产者在生产中

生存的条件、前提，但是并不加入劳动过程本身；加入劳动过程的，

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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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劳动对象、劳动资料和劳动本身。因此，劳动过程的客观因素

——它们对一切生产形式都是共同的——在这里被称为资本，虽

然“生活资料基金”（工资已包含在内）默默地以这些劳动条件的资

本主义形式为前提。

舍尔比利埃和拉姆赛完全一样，认为“生活资料基金”——拉

姆赛称之为流动资本——会减少（同资本总量相比至少会相对减

少，在机器不断排挤工人的情况下则会绝对减少）。但是，他和拉姆

赛似乎都认为，可以作为生产资本使用的生活资料即生活必需品

的量必然会减少。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这里，总产品中补偿资本

并当作资本使用的部分和代表剩余产品的部分，总是被混为一谈。

“生活资料基金”会减少，是因为资本（即总产品中当作资本使用的

部分）中有一大部分已经不是以可变资本的形式，而是以不变资本

的形式被再生产出来。［另一方面，］较大一部分由生活资料构成的

剩余产品，则被非生产劳动者和完全不劳动的人吃掉，或者用来交

换奢侈品。如此而已。

当然，总资本中转化为可变资本的部分越来越小这个事实，也

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示。资本中由可变资本组成的部分，等于总

产品中工人自己占有、为自己生产的部分。因此，这部分越小，再生

产它所需的工人人数在工人总数中占的比例也就越小（单个工人

情况也是这样：他为自己劳动的劳动时间也就越少）。同总劳动一

样，工人的总产品也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工人为自己生产的，

另一部分是为资本家生产的。同单个工人的劳动时间可以分成两

部分一样，整个工人阶级的劳动时间也可以分成两部分。如果剩余

劳动等于半个工作日，那末这就象是工人阶级中有一半为工人阶

级生产生存资料，而另一半则为资本家——他们一方面作为生产

００４ 第 二 十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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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一方面作为消费者——生产原料、机器和成品。

可笑的是，舍尔比利埃和拉姆赛都以为，总产品中能够由工人

消费、能够以实物形式加入工人消费的部分必然会减少，或者一般

说来会减少。会减少的只是以这种形式，即作为可变资本被消费的

部分。相反，被仆人、士兵等等吃掉，或者被输出国外换取更讲究的

生活资料的那一部分则会更大。

在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的著作中只有一点是重要的，即他们

实际上把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相对立，而不是停留在从流通中得

出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分上。因为，舍尔比利埃把资本中归

结为“生活资料基金”的部分，同由原料、辅助材料和劳动资料（工

具、机器）组成的部分对立起来。不过，不变资本中的两个组成部分

—— 原料和辅助材料，就它们的流通形式来说，都属于流动

资本。          

在资本组成部分的变动中，重要的不是生产原料和机器的工

人相对来说多于直接生产生活资料的工人（这只是分工而已），重

要的是，产品应按什么比例补偿过去劳动（即不变资本）和支付活

劳动。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越大，——从而积累资本越大，——用

来生产机器和原料的资本所转化成的机器和原料，在［总］产品价

值中占的份额也就越大。因此，以实物形式，或者通过不变资本各

不同部分的生产者之间的交换，必然返回生产的产品部分就越大。

属于生产的产品部分的比例也就更大，代表活劳动，新加劳动的部

分相对来说也就更小。当然，这后一部分表现在商品上，表现在使

用价值上，也会增加，因为上述事实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相同的

意义。但是，相对来说，这部分中归工人所有的部分，还会更加减

少。而且这同一过程会引起工人人口经常的相对过剩。

１０４舍 尔 比 利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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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关于工人人数同不变资本量

相比不断减少的问题］

  ［１１０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投在机器和原料上的资本

部分在增加，花在工资上的资本部分在减少，这是不容争辩的事

实。这是使拉姆赛和舍尔比利埃唯一感到兴趣的问题。但对我们

来说，主要的是：这个事实是否说明利润率降低（而且这种降低远

不象所说的那么厉害）？同时这里问题不仅涉及量的比例，而且涉

及价值比例。

如果现在一个工人纺的棉花能和过去１００个工人纺的一样

多，原料就必须增加到１００倍，此外，这个过程只有依靠一台能使

一个工人看管１００枚纱锭的纺纱机才能实现。但是，如果与此同时

一个农业工人现在生产的棉花和过去１００个工人生产的一样多，

一个机器制造业的工人现在是生产一整台纺纱机，而不是生产一

枚纱锭，那末价值比例保持不变，也就是说现在花在纺纱、棉花和

纺纱机上的劳动和过去花在纺纱、棉花和纱锭上的劳动完全

相同。           

至于机器，它的费用不象它所代替的劳动的费用那么大，虽然

纺纱机比纱锭贵得多。有一台纺纱机的单个资本家，所拥有的资本

必然大于购买一架纺车的单个纺纱者。但是，如果把纺纱机所需的

工人人数考虑在内，使用纺纱机就比使用纺车便宜。否则，纺纱机

就排挤不了纺车。资本家取代了纺纱者。但是，纺纱者花在纺车上

的资本，与产品量相对来说，大于资本家花在纺纱机上的

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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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由于使用机器）和工人人数的减少（同使

用的机器的数量与功率相比），二者是一回事。代替简单而便宜的

工具的是这类工具（虽然形式有了改变）的组合，此外，还加上由发

动装置和传动装置组成的整套机器；然后是用来生产动力（如蒸

汽）的材料（如煤等等），最后是建筑物。如果一个工人看管１８００枚

纱锭，而不是转动一架纺车，那末如果问，为什么这１８００枚纱锭不

象一架纺车那样便宜，那就是再荒唐不过了。在这里，生产率正是

取决于以机器形式使用的资本量。机器磨损的比例只和商品有关；

工人同全部机器相对立，因而花在劳动上的资本的价值也同花在

机器上的资本的价值相对立。

毫无疑问，机器变得便宜是由于两个原因：由于制造机器的原

料是用机器生产的；由于在把这种原料变成机器时使用机器。但是

这样说包含着两层意思：第一，在这两个部门，拿它们采用的机器

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中使用的工具相比，花在机器上的资本同花在

劳动上的资本相对来说，在价值上增加了。第二，单个机器和它的

组成部分变得便宜了，但是发展起一个机器体系：代替工具出现的

不仅是单个机器，而且是整个体系，从前可能是起主要作用的工

具，例如（织袜机或类似的机器上的）织针，现在是成千上万地结合

在一起。同工人相对立的每一台机器，都是工人从前一个个单独使

用的工具的庞大组合，例如１８００枚纱锭代替了一枚纱锭。但是除

此以外，机器还包含旧工具所没有的要素等等。尽管各单个要素便

宜了，机器的总体在价格上却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的增长就是由于

这个总体的不断扩大。

其次，机器所以变得便宜，除了由于它的组成部分变得便宜以

外，还由于动力源泉（例如蒸汽锅炉）和传动装置也变得便宜了。动

３０４舍 尔 比 利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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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节约了。但是所以能够节约，正是因为同一个发动机，由于规模

的不断增大，能够推动更大的机器体系。发动机相对地说变得便宜

了，或者说，它的费用不是和用它来推动的机器体系的扩大成比例

地增长；它本身随着自己的规模的增大而变贵，但它的价格不是和

它的规模的增大成比例地提高；即使它的费用绝对地说是增长了，

但是相对地说还是减少了。因此，撇开单个机器的价格不谈，这是

一个使得与劳动对立的机器资本增大的新的因素。机器运转速度

增加，会大大提高生产力，但是同机器价值本身毫无关系。

因此，机器价值的增长（与使用的劳动量相比较，因而也是与

劳动价值，可变资本相比较），同机器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相

适应，这种说法，是不言而喻的，或者说是同义反复。

［１１０５］造成商品由于使用机器而降价的一切情况，首先可以

归结为单位商品吸收的劳动量的减少，其次可以归结为机器磨损

（这种磨损的价值加入单位商品）的减少。机器磨损得越慢，再生产

它们所需的劳动就越少。这就使得由机器构成的资本的量和价值，

同以劳动形式存在的资本相比，有了增加。

这样一来，剩下的就只是原料问题。很明显，原料量必须同劳

动生产率成比例地增长，也就是说，原料量必须同劳动量成比例。

这个比例比它表面上看起来要大。

例如，假定每个星期消费１００００磅棉花。一年按５０个星期计

算，全年共消费１００００×５０＝５０００００磅。假定全年的工资＝５０００

镑。每磅棉花比如值６便士，全年就是２５００００先令＝１２５００镑。假

定资本每年周转５次。这样，全年的
１
５
就消费１０００００磅棉花，价值

２５００镑。在这
１
５
年中，支出工资１０００镑，即等于投在棉花上的资

本价值的
１
３
强。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原料量同劳动量的比例。如果

４０４ 第 二 十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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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每
１
５
年中所消费的棉花的价值等于１００００镑，劳动的价值等

于１０００镑，那它们的比例就是１∶１０。（如果考察全年的产品，即

一方面是５００００镑，另一方面是５０００镑，这个比例同样是１∶

１０。）

｛商品的价值就其与机器有关来说，决定于加入商品的机器磨

损；因此，只是在机器的价值本身加入价值形成过程，即机器的价

值在劳动过程中被消费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才决定于机器的价

值。相反，利润却决定于（撇开原料不谈）进入劳动过程的全部机器

的价值，而不管这个价值被消费的程度如何。因此，利润必然随着

［活］劳动总量的减少（同花在机器上的资本部分相对来说）而下

降。利润并不是按照相同的比例下降，因为剩余劳动在增加。｝

在原料方面，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假如纺纱业的生产力提

高十倍，也就是一个工人现在纺的纱和过去十个工人纺的纱一样

多，那末，为什么一个黑人现在生产的棉花不可以和过去十个黑人

生产的棉花一样多，也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使价值比例在这里保

持不变呢？纺纱者在同一时间里纺掉十倍的棉花，但是黑人在同一

时间里也生产十倍的棉花。因此，十倍的棉花量，并不比以前等于

它的
１
１０
的棉花量贵。所以，尽管原料量增加了，它对可变资本的价

值比例却可以保持不变。实际上，这个工业部门一般说来所以能够

这样发展起来，完全是棉花大降价的结果。①材料（例如金和银）越

贵，用它来制作奢侈品时使用机器和分工就越少。这是因为在原料

上资本支出太大，而且由于原料昂贵，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有限。

５０４舍 尔 比 利 埃

① ［１１０５］｛如果明天棉花降价９０％，那末后天，纺纱业就会发展得更快，等等。｝

［１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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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面提出的问题，可以非常简单地回答如下：一部分原料，

如毛、丝、皮革，是通过动物性有机过程生产出来的，而棉、麻之类

是通过植物性有机过程生产出来的；资本主义生产至今不能，并且

永远不能象掌握纯机械方法或无机化学过程那样来掌握这些过

程。象皮革等等以及动物的其他组成部分这类原料所以变得昂贵，

部分原因就在于不合理的地租规律随着文明的进步使这些产品的

价值提高了。至于煤和金属（以及木材），它们随着生产的发展已变

得非常便宜；然而在矿源枯竭时，金属的开采也会成为比较困难的

事情，等等。

｛关于谷物地租和矿山地租，如果可以说，它们并没有提高产

品的价值（只是提高了它的市场价格），它们只不过是产品价值的

表现（产品价值超过生产价格的余额），那末相反，毫无疑问的是，

牲畜租、房租等等就不是这些产品价值提高的结果，而是原因。｝

原料、辅助材料等的降价，使资本的这个部分的价值增长变

慢，但没有使增长停止。这种降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利润率的下

降。

这个讨厌的问题到此结束。［１１０５］

［１１０５］｛在考察利润时，假定剩余价值是既定的。只考察不变

资本的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只有一种方法使剩余价值直接影响

不变资本，那就是通过绝对剩余劳动，通过延长工作日，使不变资

本在［产品］价值中占的比例减小。相对剩余劳动——在工作日保

持不变的场合（撇开劳动强度增大不谈）——通过剩余价值本身的

提高使利润对总资本的价值比例增大。绝对剩余劳动时间则使不

变资本的费用相对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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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舍尔比利埃关于利润率取决于资本有机构

成的猜测；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舍尔

比利埃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占有规律”］

  ［１１０６］现在回过头来谈舍尔比利埃。

他提出的利润率的公式，或者说是用数学来表示通常所理解

的利润，本身并不包含任何规律；或者说甚至是绝对错误的，尽管

他对这个事物有某种模糊的概念，接近于对它的了解。

“商业利润１２１决定于同生产资本各不同要素相比的产品价值。”［同上，第

７０页］

｛实际上，利润是产品的剩余价值与总预付资本价值之比，而

与资本各要素的区别无关。但是剩余价值本身决定于可变资本的

量和它的价值增殖率；而这个剩余价值与总资本之比，又决定于可

变资本与不变资本之比，也决定于不变资本的价值变动。｝

“这种规定的两个主要要素，显然是原料价格和加工这些原料所必需的

生活资料基金的数量。社会的经济进步，以相反的方向作用于这两个要素。这

种进步具有使原料变贵的倾向，因为它使在面积有限的私人土地上经营的采

掘业１２２的一切产品的价值提高。”相反，生活资料基金却随着社会进步而（相

对）减少，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再谈。

“产品总量减去为获得这些产品而消费的资本总量，就得出一定时期内

的利润总量。产品总量同使用的资本，而不是同已消费的资本成比例地增长。

因此，利润率，或者说，利润与资本之比，是另外两个比——使用的资本与已

消费的资本之比以及已消费的资本与产品之比——结合的结果。”（同上，第

７０页）

舍尔比利埃一开始说对了，利润决定于同生产资本“各不同要

７０４舍 尔 比 利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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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相比的产品价值。突然他又跳到产品本身，跳到产品量上去了。

但是第一，产品量的价值不增加，产品量也可以增加。第二，在把产

品量同构成已消费的和未消费的资本的产品量进行比较时，最多

也只能按照拉姆赛的办法去做，这就是，把总国民产品同它的以实

物形式耗费的构成要素相比较。①但是，就每一单个生产领域的资

本来说，产品的形式和它的构成要素是不同的（即使在农业这一类

生产部门里也是如此，在那里，一部分产品以实物形式构成该产品

的生产要素）。为什么舍尔比利埃会走上这条歧路呢？因为，尽管

他猜测到资本的有机构成对利润率有决定意义，但是他完全没有

利用他探索到的不变资本和资本的另一组成部分之间的对立来说

明剩余价值；正如他没有说明价值本身一样，他也根本没有说明剩

余价值。他没有指出剩余价值是从哪里来的，所以就去求助于剩余

产品，即求助于使用价值。

虽然任何剩余价值都表现为某种剩余产品，但是剩余产品本

身不代表剩余价值。｛假定产品根本不包含剩余价值，例如，一个农

民有自己的工具（再加上自己的土地），他劳动的时间正好只是一

个雇佣工人为补偿自己的工资而劳动的时间，比方说６小时。如果

是丰年，他的产品可能加倍，但是全部产品的价值仍然和过去一

样。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有剩余产品，却没有剩余价值。｝

舍尔比利埃用“生活资料基金”这种“被动的”、纯物质的形式，

即用可变资本在工人手中转化成的使用价值形式来表示可变资

本，这本身就已经是错误的。相反，如果他按照可变资本的实际表

现形式来看待可变资本，就是说把它看作货币（交换价值的即一定

量社会劳动时间本身的存在），那末对资本家来说，可变资本就会

８０４ 第 二 十 三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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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化为他用可变资本交换得来的劳动（而在物化劳动同活劳动的

这种交换中，可变资本会发生变动，它会增长）；可变资本是作为劳

动，不是作为“生活资料基金”，而成为生产资本的要素的。而“生活

资料基金”是使用价值，是可变资本借以实现为工人的收入的使用

价值的物质存在。所以，作为“生活资料基金”，可变资本完全同舍

尔比利埃称为“被动的”要素的另外两个资本部分①一样是“被动

的”要素。

同一个错误观念妨碍舍尔比利埃通过这个主动要素与被动要

素之比，去说明利润率和随着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利润率的下降。事

实上，他得出的无非是这样一个结论：“生活资料基金”［１１０７］由于

生产力的发展而减少，同时工人人口却在增长；因此，工资由于人

口过剩而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他没有在价值交换的基础上，即在劳

动能力按价值支付的基础上，说明任何问题，这样，利润实际上（尽

管他没有说出来）就表现为工资的扣除部分；当然，实际的利润有

时也可能包含这个扣除部分，但是后者永远不可能成为利润范畴

的根据。

首先，让我们把舍尔比利埃的第一个论点还原为它的正确的

表达：

“产品总量的价值减去为获得〈生产〉这些产品而消费的资本总量的价

值，就得出一定时期内的利润总量。”

这就是利润的第一个（通常的）表现形式，对资本主义意识来

说也是这样。换句话说：利润是在一定时期内获得的产品价值超过

已消费的资本价值的余额。或者说：是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的生产费

９０４舍 尔 比 利 埃

① ［１１１０］在第５９页上，舍尔比利埃把原料和机器称为“资本的两个被动的要

素”同“生活资料基金”相对立。［１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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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余额。甚至这个“一定时期”在舍尔比利埃那里也是突如其来

的，因为他没有向我们说明资本的流通过程。因此，他的第一个论

点不外是利润的普通定义，是利润的直接表现形式。

舍尔比利埃的第二个论点：

“产品总量同使用的资本，而不是同已消费的资本成比例地
·
增
·
长。”

换句话说，这依然是：

“产品总量的价值同预付资本〈不管它是否已经消费〉成比例地增长。”

这里的目的只是想用狡猾的手法得出利润量决定于使用的资

本量这样一个完全未经证明，而且在直接表述上也是错误的论点

（因为这个论点已经把［个别利润］平均化为一般利润率这一点当

作前提）。但是，由于“产品总量同使用的资本，而不是同已消费的

资本成比例地增长”，就必然形成一种表面的因果关系。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论点的两种表述，一种是舍尔比利埃的表

述，一种是它应该有的表述。从它的上下文来看，并且根据它被当

作：ｍｅｄｉｕｓｔｅｒｍｉｎｕｓ①而推出的结论来看，它应该是：

“产品总量的价值同使用的资本，而不是同已消费的资本成比例地增

长。”

这里显然是想用下列说法来巧妙地解释剩余价值：使用的资

本超过已消费的资本的余额构成产品的价值余额。但是，未消费的

资本（机器等等）保存着自己的价值（因为，“未消费”，正是说它的

价值未消费），它在生产过程结束后，仍然保存着它在生产过程开

始前具有的价值。如果发生了价值变动，这种变动也只能发生在已

消费的，从而已加入价值形成过程的资本部分。舍尔比利埃解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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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的方法，从下面这一点来看实际上也是错误的：例如一笔三分之

一未消费、三分之二在生产中已消费的资本，在劳动剥削率相等

（撇开利润率的平均化不谈）时，必然比另一笔三分之二未消费、三

分之一已消费的资本提供更多的利润。因为后一笔资本包含的机

器等等和其他的不变资本显然多一些，而前一笔资本包含的这个

要素少一些，推动的活劳动量多一些，从而推动的剩余劳动也多一

些。

如果我们看一下舍尔比利埃本人对自己的论点所作的表述，

那末首先应该指出，这种表述不会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因为产品量

或者说使用价值量本身，不论是对于价值、剩余价值，还是对于利

润，都根本不起决定作用。然而在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的究竟是什么

呢？由机器等等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加入劳动过程，不加入价值

形成过程，因而它有助于产品量的增加，却不在其价值上附加任何

东西。（因为在它通过本身的磨损给产品附加价值的情况下，它自

己也就属于已消费的资本，不属于同已消费的资本相区别的使用

的资本。）但是不变资本的这个未消费的部分本身并不造成产品量

的增长。它有助于在一定的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大量的产品。因此，

如果劳动只是在“生活资料基金”所包含的那么多劳动时间内进

行，产品量就会保持不变。所以，产品的余额不是由使用的资本超

过已消费的资本的余额构成，而是由这个已消费的资本部分发生

的变动造成的（前提是，这里讲的不是象农业这一类生产部门，在

这类部门中，产品量不取决于或者可以不取决于所支出的资本量，

劳动生产率部分地取决于无法控制的自然条件）。

如果舍尔比利埃把不变资本——已消费的或未消费的——看

成同劳动时间［长度］无关，同可变资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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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无关，他同样可以说：

“产品总量［１１０８］的增长〈至少在加工工业中〉，同已消费的资本中由原

料组成的部分的增长成比例。”

因为产品的增长和资本的这个部分的增长在物质上是等同

的。另一方面，在农业中（在采掘业中也是一样），土地比较肥沃时，

在未消费的资本（即不变资本）用得少、已消费的资本（例如工资）

用得比较多的地方，产品量可能比先进的国家大得多，在先进的国

家，使用的资本与已消费的资本之比要高得多。

这样，舍尔比利埃的第二个论点就是企图用巧妙的手法偷运

剩余价值（利润的必要基础）。

［舍尔比利埃得出的结论是：］

“因此，利润率，或者说，利润与资本之比，是另外两个比例——使用的资

本和已消费的资本之间的比例以及已消费的资本和产品之间的比例——结

合的结果。”（第７０页）

应当先说明利润。但是，代替这个说明的只是对利润下了这样

一个定义，这个定义只是表示了利润的表现方式，只是表示了利润

是总产品的价值超过产品的生产费用，或者说超过已消费的资本

价值的余额这样一个事实，就是说，对利润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定

义。

现在应当说明利润率。但是，又只是下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定

义：利润率是利润与总资本之比，或者也可以说是产品价值超过它

的生产费用的余额与预付在生产上的总资本之比。可见，对于资本

要素的近似正确的区分加以歪曲的理解和拙劣的运用，以及对于

利润和利润率同这些要素的比例的直接关系所作的猜测，只是使

舍尔比利埃以更加明显的学理主义的形式重复那些人所共知的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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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事实上，这些词句只是确认了利润和利润率的存在，关于它们

的本质却什么也没有谈到。

舍尔比利埃用代数的方法来表示他的学理主义的公式，这也

无济于事：

“用Ｐ表示一定时期的总产品，Ｃ表示使用的资本，π表示利润，ｒ表示利

润和资本的比例（利润率），ｃ表示已消费的资本。这样，Ｐｃ＝π，ｒ＝
π
Ｃ
即Ｃｒ＝

π。因此Ｐｃ＝Ｃｒ；ｒ＝
Ｐ－ｃ
Ｃ
。”（第７０页注）

这一切只是表示，利润率等于利润与资本之比，而利润等于产

品价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的余额。

一般说来，当舍尔比利埃说到已消费的资本和未消费的资本

时，他脑子里想的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而并不坚持他自

己所确认的、与这种区别不同的从生产过程产生的资本的区别。剩

余价值在流通之前就已被假定了；不管从流通中产生的区别怎样

影响利润率，这些区别与利润的来源都毫无关系。

“生产资本由可消费的部分［生活资料基金、原料、辅助材料］和不可消费

的部分［工具、器具、机器］组成。随着财富和人口的增长，可消费的部分有增

长的趋势，因为采掘业需要越来越大的劳动量。另一方面，这同一个发展又使

得使用的资本量的增长程度大大高于已消费的资本量的增长程度。因此，虽

然已消费的资本总量有增长的趋势，但这一过程的影响会受到抑制，因为产

品量会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并且必须承认，利润总量至少是和使用的资本总

量一样快地增长的。”（第７１页）

“增长的是利润量，而不是利润率即这个量与使用的资本之比，ｒ＝
Ｐ－ｃ
Ｃ
。

显然，如果Ｃ比Ｐ－ｃ增长得快，即使ｒ下降，Ｐ－ｃ或者说利润（因为Ｐ－ｃ＝

π）也可能增长。”（第７１页注）

在这里，还算在某种程度上接触到了利润率下降的原因；但

是，有了先前的歪曲以后，这只能导致混乱和自相抵触的矛盾。起

先是已消费的资本量增长，但是产品量增长得更快（就是说，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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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产品价值超过产品生产费用的余额增长得更快），因为产品量同

使用的资本成比例地增长，而后者比已消费的资本增长得快。为什

么固定资本例如比原料量增长得快，这一点在任何地方都没有说

明。但是且不管它。利润量同使用的资本，同总资本成比例地增长，

可是［１１０９］利润率据说还是要下降，因为总资本比产品量，或者不

如说，比利润量增长得快。

舍尔比利埃先是说利润量至少是和“使用的资本总量”按同样

的比例增长，可是后来又说利润率下降，因为使用的资本总量比利

润量增长得快。起先是Ｐ－ｃ“至少是”和Ｃ成比例地增长，后来又

是
Ｐ－ｃ
Ｃ
下降，因为Ｃ比“至少是和Ｃ一样快地增长的”Ｐ－ｃ增长

得更快。如果去掉这一切混乱，剩下的就只是如下的同义反复：即

使Ｐ－ｃ增长，
Ｐ－ｃ
Ｃ
也可能下降，也就是说，如果利润率下降，即使

利润增长，利润率也可能下降。利润率只是指Ｐ－ｃ与Ｃ之比，如

果资本比利润量增长得快，［这个比例就下降］。

于是便得出如下的聪明的结论：如果资本比利润量增长得快，

或者说，如果利润量尽管绝对增长，但是和资本相比却相对减少，

那末，利润率可能下降，即增长的利润量与资本之比可能下降。这

无非是利润率下降的另一种表现。对这种现象的可能性，甚至对它

的存在，从来都没有人怀疑过。这里涉及的唯一的问题恰恰是要说

明这种现象的原因，而舍尔比利埃却用利润量的增长至少是同资

本的增长成比例，来说明利润率的下降，说明与总资本相比利润量

的下降！他显然模糊地猜测到，使用的活劳动量，尽管绝对地说增

加了，但是与过去劳动相比还是相对减少；因此利润率必然下降。

但是他的这种猜测还不是清醒的理解。越接近入门，而实际上并未

入门，表述上的歪曲程度就越大，并且认为已经入门的错觉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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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相反，舍尔比利埃关于一般利润率的平均化所说的，倒很中

肯。１２３［１１０９］

［１１０９］“扣除地租之后，利润量——即产品超过已消费的资本的余额

——的剩余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者之间，按照他们每人使用的资本的比例

进行分配，而与已消费的资本相应的并确定用来补偿它的那一部分产品，则

按照他们实际消费掉的资本的比例进行分配。这种二重分配规律由于力图把

各方面使用的资本的收益平均化的竞争的作用而得以实现。这种二重分配规

律最终决定不同种类产品的相应的价值和价格。”（第７１—７２页）

这一段很好。只是最后一句话，即一般利润率的这种形成决定

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应该说生产价格）是错误的。相反，价值规定是

第一性的，是利润率的前提，也是生产价格形成的前提。“利润

量”——即剩余价值，［１１１０］它本身只是商品总价值的一部分——

的某种分配，又怎么能够决定这个“利润量”，因而决定剩余价值，

因而也决定商品价值本身呢？只有把商品的相对价值理解为商品

的生产价格，舍尔比利埃的说法才是正确的。舍尔比利埃的全部错

误都是由于他没有独立地考察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起源和规律。

此外，对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他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

正确的：

“没有通过让渡〈合法转让财产、继承等等〉得到什么东西，也没有什么东

西可以拿去进行交换的人，只有向资本家提供自己的劳动，才能得到他们所

需要的东西。他们只有权得到作为劳动价格付给他们的东西，而无权得到这

种劳动的产品以及他们附加在产品上的价值。”（第５５—５６页）“无产者为换

取一定量的生活资料出卖自己的劳动，也就完全放弃了对资本其他部分的任

何权利。这些产品的占有还是和以前一样；并不因上述的［无产者和资本家之

间的］契约而发生变化。产品完全归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的资本家所有。这是

占有规律的严格结果，相反地，这个规律的基本原则却是每个劳动者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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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劳动产品拥有专门的权利。”（第５８页）

照舍尔比利埃的说法，这个基本原则就是：

“劳动者对于作为自己劳动的结果的价值，拥有专门的权利。”（第４８页）

由于商品规律，商品形成等价物，并按照它们的价值，即按照

它们包含的劳动时间彼此交换。这个规律怎么一下子变了样子，以

致资本主义生产（对于产品来说，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

作为商品来进行生产，才具有本质的意义）竟然反过来建立在一部

分劳动不经交换就被占有的基础上，——这一点舍尔比利埃既不

理解，也没有加以说明。他只是感到，这里发生了某种转变。

舍尔比利埃所说的“基本原则”纯粹是一种虚构。它是由商品

流通造成的假象产生的。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即按照它们包含的

劳动彼此交换。单个人在这里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所

以，只有让出自己的商品，才能占有别人的商品。因此形成一种似

乎他们能交换的只是自己的劳动的假象，因为包含别人劳动的商

品的交换，在这些商品本身又不是用自己的商品换得的情况下，是

以与［简单］商品所有者即买者和卖者的关系不同的另一种人与人

之间的关系为前提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当中，资本主义生产表面上

反映出来的这种假象消失了。但是有一种错觉并没有消失：似乎最

初人们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因而每个人只有在他是劳

动者的情况下才是所有者。如上所述，这“最初”就是由资本主义生

产的假象产生的错觉，——这种现象在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一般

说来，人（不论是孤立的还是社会的）在作为劳动者出现以前，总是

作为所有者出现，即使所有物只是他从周围的自然界中获得的东

西（或者他作为家庭、氏族或公社的成员，部分地从周围的自然界

中获得，部分地从公共的、已经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中获得）。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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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动物状态一终止，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

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

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

表现出来。“没有所有权的劳动者”作为“基本原则”，倒不如说

只是文明的产物，而且是“资本主义生产”这个一定的历史阶段上

的产物。这是“剥夺”规律，不是“占有”规律，至少不是舍尔比利埃

所想象的一般占有规律，而是和一定的、特殊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

占有规律。［１１１０］

［１１１１］舍尔比利埃说：

“产品在转化为资本以前就被占有了；这种转化并没有使它们摆脱那种

占有。”（第５４页）

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产品，而且适用于劳动。原料等等和劳动资

料属于资本家；它们是他的货币的转化形式。另一方面，如果资本

家用等于６劳动小时的产品的货币额，购买劳动能力或一天（例如

１２小时）的劳动能力的使用权，那末，这１２小时的劳动就属于资

本家，这个劳动在实现以前就已被资本家占有。它通过生产过程本

身转化为资本。不过，这种转化是在它被占有以后发生的行为。

“产品”转化为资本：如果产品在劳动过程中执行劳动条件、生

产条件（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的职能，就是在物质上转化；如果不

仅产品的价值被保存，而且产品本身还成了吸收劳动和剩余劳动

的手段，也就是说，产品实际上执行劳动吸收器的职能，那就是在

形式上转化。［１１１２］另一方面，在生产过程之前被占有的劳动能

力，在生产过程中会直接转化为资本，因为它转化成了劳动条件和

剩余价值，因为它物化为产品时既保存不变资本，又补偿可变资本

并附加剩余价值。［１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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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关于作为扩大再生产的积累问题］

［舍尔比利埃说：］

［１１１０］“财富的任何积累，都为加速进一步的积累提供手段。”（同上，第

２９页）

｛李嘉图（从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关于任何积累都归结为工

资的支出的观点，即使在积累的任何部分都不是以实物形式（例

如，租地农场主播下更多的种子，畜牧业者增加种畜或肥育牲畜的

头数，机器制造业者在机器制造机上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实现的

情况下也是错误的。这个观点即使在下述情况下也是错误的：即使

不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生产某个资本部分的构成要素的所有生

产者，由于考虑到年积累的事实，即考虑到一般生产规模的扩大，

都是经常地进行超额生产。此外，土地耕种者可以用他的一部分剩

余谷物和畜牧业者进行交换，畜牧业者可以把这部分谷物转化为

可变资本，而土地耕种者则［通过这种交换］把自己的谷物转化为

不变资本。亚麻种植业者［１１１１］出卖他的一部分剩余产品给纺纱

业者，纺纱业者把它转化为不变资本；亚麻种植业者可以用这笔货

币购买工具，而工具生产者又可以用这笔货币购买铁等等，这样一

来，所有这些要素都直接成了不变资本。但是，撇开这一点

不谈。           

假定机器厂主想把一笔１０００镑的追加资本转化为生产要素。

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要把其中的一部分花在工资上，比如说，２００

镑。他用其余的８００镑购买铁、煤等等。假定这些铁、煤还有待于

生产。如果制铁业者或煤炭业者在这个时候既没有剩余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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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商品储备，又没有追加的机器，而且也不能直接购买机器（因为

在这种情况下，又会发生不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的交换），那末，制铁

业者和煤炭业者只有使他们的旧机器延长工作时间，才能为机器

厂主生产铁和煤的追加量。于是旧机器就要加速补偿，但是它们的

一部分价值会加入新产品。不过这一点也撇开不谈。制铁业者无

论如何也需要更多的煤；因此，这里他必须至少把８００镑中属于他

的份额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但是他们两人——煤炭业

者和制铁业者——出卖他们的煤和铁时，也使其中包含了无酬剩

余劳动。如果这种劳动占
１
４
，在８００镑中就已经有２００镑不归结为

工资，更不用说产品价值中归结为旧机器磨损的那一部分了。

剩余产品总是由各种特定资本生产的实物形式的东西如煤、

铁等等组成。有些生产者的产品互为生产要素，如果他们互相交换

这些产品，那末一部分剩余产品就直接转化为不变资本。而同生活

资料生产者生产的产品交换并补偿其不变资本的那一部分，则形

成必要的可变资本。有些生活资料已不能作为要素（除了作为可变

资本）加入自身的生产，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者，正是通过其他生

产者借以获得追加的可变资本的同一过程来获得追加的不变资

本。

再生产——就它是积累而言——和简单再生产的区别如下：

第一，积累的生产要素——它们的属于可变资本的部分和属

于不变资本的部分——由新加劳动构成；它们不完全转化为收入，

虽然它们是由利润产生的；利润，或者说剩余劳动，转化为所有这

些生产要素。而在简单再生产中，一部分产品代表过去劳动（也就

是说，这里指的不是当年完成的劳动）。

第二，不言而喻，如果某些生产部门劳动时间延长了，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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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没有使用追加的工具或机器，那末新产品就要部分地支付

旧的工具或机器的更快的磨损，而旧的不变资本的这种加速消费

也是积累的因素。

第三，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部分地由于资本的游离，部分

地由于一部分产品转化为货币，部分地只是由于生产者［用自己的

追加商品］收回货币而使对其他人——例如对出卖奢侈品的人

——的商品的需求减少，从而形成追加货币资本；因为有了这种资

本，就完全没有必要象在简单再生产中那样系统地补偿生产要素。

每个人都可以用剩余的货币购买产品或支配产品，尽管他向

之购买产品的生产者既不把自己的收入花在买者的产品上，也不

用这种产品补偿自己的资本。｝｛每当追加资本（可变的或不变的）

不是相互补充的时候，它必然在某一方面作为货币资本沉淀下来，

即使这种货币资本只是以债权形式存在。｝

［（５）舍尔比利埃的西斯蒙第主义因素。关于

资本有机构成问题。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

生产部门的可变资本绝对减少。在资本有

机构成保持不变情况下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的价值比例的变动。资本的有机构成以

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不同比例。

资本周转的差别及其对利润的影响］

  在其他方面，舍尔比利埃的观点是西斯蒙第和李嘉图的互相

排斥的见解的奇怪混合物。［１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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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２］下面的话是西斯蒙第的东西：

“关于资本不同要素之间的比例不变的假设，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任何阶

段都不会实现。它们之间的比例实质上是可变的，而且是由于两个原因：（１）

分工；（２）人力由自然力代替。这两个原因使生活资料基金与资本的另外两个

要素之比有下降的趋势。”（第６１—６２页）

“在这种状况下，生产资本的增加，不一定会引起用来形成劳动价格的生

活资料基金的增长；在这种增加的同时，资本的这个要素至少是暂时地会绝

对减少，从而劳动价格会下降。”（第６３页）

｛这是西斯蒙第的东西；这种［生活资料基金的减少］对工资高

度的影响，是舍尔比利埃的唯一着眼点。如果研究是以劳动按其价

值支付为前提，而劳动的市场价格在这一点（价值）的上下波动则

不考虑在内，这个着眼点也就完全失去意义。｝

“一个生产者想要在自己的企业中采用新的分工或者利用某种自然力，

他不会等到积累的资本足以在这些条件下使用他以前所需要的全部工人时

才这样做；在分工的场合，他也许会满足于用五个工人来生产他以前用十个

工人生产的东西；在使用自然力的场合，他也许只要使用一台机器和两个工

人。因此，生活资料基金［以前等于３０００］，在第一种场合将减少到１５００，在第

二种场合将减少到６００。但是因为工人现有人数保持不变，所以他们的竞争

会很快使劳动价格降到它原来的水平以下。这是占有规律的极其惊人的结果

之一。财富即劳动产品的绝对增多，并没有引起工人生活资料基金的相应增

多，甚至还能引起这一基金的减少，使各种产品中应归于工人的份额减少。”

（第６３—６４页）“决定劳动价格〈这里始终只是指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原因，是

生产资本的绝对量以及资本不同要素之间的比例，这是工人的意志不能给予

任何影响的两个社会事实。”（第６４页）“一切机会几乎都是对工人不利的。”

（同上）

生产资本不同要素之间的比例，是由两种方式决定的。

第一，生产资本的有机构成。我们指的是技术构成。在劳动生

产力既定的情况下，——只要不发生什么变化，就可以假定它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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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在每个生产领域中，原料和劳动资料的量，也就是与一

定的活劳动量（有酬的和无酬的），即一定的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

量相应的、表现为物质要素的不变资本量，是一个确定

的量。             

如果与使用的活劳动相比，物化劳动小，代表活劳动的产品份

额就大，而不管这个产品部分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怎样分配。反之

则相反。因此，如果劳动剥削率是既定的，剩余劳动在前一场合也

就大，在后一场合也就小。只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这种变

化又改变资本两个部分的技术比例，这里才能发生变化。即使在这

种场合，如果各资本的量不同，使用较多不变资本的资本所使用的

活劳动的绝对量也可能相同，或者甚至更大。但是相对来说，它必

然要小一些。对于等量的资本来说，或者以总资本的一定的相应部

分（例如１００）来计算，不论从绝对还是相对来说，它都必然要小一

些。由于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下降）而出现的一切变化，都使代

表活劳动的产品部分减少，使可变资本减少。因为假定工资到处相

同，所以在考察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１１１３］时，我们可以说，上述

变化会使处在较高生产发展阶段的部门的可变资本绝

对减少。              

这就是由生产方式的变化产生的变化。

但是第二，如果把资本的有机构成和由资本有机构成的差别

产生的资本之间的差别假定为既定的，那末尽管技术构成保持不

变，［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价值比例也能发生变动。这里可

能有以下几种情况：（ａ）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ｂ）可变资本的

价值发生变动；（ｃ）二者按相同的或不同的比例同时变动。

（ａ）如果技术构成保持不变，不变资本的价值发生变动，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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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价值或者下降或者提高。如果它下降，并且只使用原有的活劳

动量，就是说，如果生产的阶段或规模保持不变，从而照旧使用例

如１００个工人，那末，在物质上就照旧需要同量的原料和劳动资

料。但是，剩余劳动与总预付资本之比将比以前大。利润率会提高。

在相反的场合利润率就下降。在前一场合，对于某个生产领域已经

使用的资本来说（不是指那些在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发生变动以

后新投入该领域的资本），使用的资本总量会减少，或者说，这个资

本的某一部分会游离出来，尽管生产继续以原有的规模进行；或者

这样游离出来的资本会追加投入生产，起着资本积累的作用。生产

规模会扩大，剩余劳动的绝对量会相应地增长。在这种生产方式

下，不管剩余价值率如何，任何的资本积累都会导致剩余价值总量

的增长。

相反，如果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提高，那末，或者生产规模（从

而总预付资本量）必须扩大，才能使用和以前同量的劳动（价值没

有变动的同一可变资本）；这时，尽管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和剩余价

值率保持不变，剩余价值与总预付资本之比却减少，因而利润率下

降。或者生产规模和预付资本总量不扩大。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会减少。

如果花在［变贵了的］不变资本上的数额和以前一样，这个数

额就代表不变资本的较少量的物质要素，因为技术比例保持不变，

所以使用的劳动必须减少。这样，总预付资本中就减少了一个游离

出来的劳动量；预付资本的总价值减少了；但是在这个减少了的资

本中，不变资本占的比例（从价值上说）比以前大。剩余价值绝对减

少，因为使用的劳动减少了，剩下来的剩余价值与总预付资本之比

下降，因为和不变资本相比可变资本减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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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使用的总资本和以前一样，——减少了的可变

资本价值（代表减少了的使用的活劳动总量）被增大了的不变资本

价值吸收（前者减少的比例和后者增大的比例相同），那末，剩余价

值的绝对量会减少，因为使用的劳动减少了，同时，这个剩余价值

与总预付资本之比也会下降。因此，利润率下降在这里是由于两个

原因：剩余劳动量减少和这个剩余劳动与总预付资本之比

下降。           

在第一种场合（在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下降时），利润率不管

怎样都会提高，要使利润额增加，
·
生
·
产
·
规
·
模就必须扩大。假定资本

等于６００，其中一半是不变资本，一半是可变资本。如果不变部分

价值下降一半，那末，可变资本仍旧是３００，而不变资本只是１５０。

使用的总资本就只有４５０，１５０就会游离出来。如果把这１５０再加

入资本，那末其中有１００现在将会作为可变［１１１４］资本支出。因

此，在这里，如果在生产中继续使用和以前相同的资本，生产规模

就要扩大，使用的劳动量就要增多。

在相反的场合（在不变资本要素的价值提高时），利润率不管

怎样都会下降，要使利润额不减少和使用的劳动量（从而剩余价值

量）保持不变，生产规模就必须扩大，也就是说，预付资本必须增

多。如果生产规模不扩大，如果预付的资本只是和以前一样多，或

者甚至比以前还少，那末不仅利润率要下降，而且利润量也要减

少。

在以上两种场合，剩余价值率都保持不变；而在资本的技术构

成发生变化时，它就会变化：不变资本增加时，它会提高（因为这时

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不变资本减少时，它会下降（因为这时劳动生

产率降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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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如果可变资本价值的变动与有机构成无关，那末这种情

况之所以能发生，仅仅因为不是这个生产领域生产的、而是作为商

品从外部进入该领域的生活资料在价格上下降或提高了。

如果可变资本的价值下降，那末这个可变资本仍旧代表相同

的活劳动量，只是这个活劳动量的所值现在减少了。因此，如果生

产规模保持不变（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没有变），总资本中预付在

购买劳动上的部分就减少。现在只需花费较少的资本，就可支付同

样数量的工人。可见，在这里，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所花

费的资本额会减少。利润率会提高，这是由两种原因产生的。剩余

价值增大了；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之比保持不变，但是增大的剩余价

值却是与减少的总资本相应的。如果把游离出来的部分附加在资

本上，这就等于积累。

如果可变资本的价值提高，那末，为了使用原有数量的工人，

就必须花费更多的总资本，因为不变资本的价值保持不变，而可变

资本的价值提高了。使用的劳动量保持不变，但是剩余劳动在使用

的劳动总量中占的部分比以前小了，而这个较小的部分是与一个

比以前大的资本相应的。这是在生产规模保持不变而总资本价值

提高的场合下发生的。如果总资本价值不提高，那末生产规模就必

须缩减。使用的劳动量减少了，在这个减少了的劳动量中，剩余劳

动部分比以前小，它与总预付资本之比也小了。

有机变化和由价值变动引起的变化，在某种情况下，能够对利

润率产生相同的影响。但是，它们之间有如下的区别：如果价值变

动不单是由市场价格的波动引起，就是说，如果它们不是暂时的，

那末它们就始终必然是由提供不变资本或可变资本要素的领域发

生的有机变化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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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对第三种情况这里不需要作进一步的考察。

在不同生产领域的资本相等的情况下，——或者按总资本的

等量部分计算，例如都按１００计算，——有机构成可能相同，虽然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比例将随着使用的辅助材料和原料量

的价值不同而不同。例如，铜代替铁、铁代替铅、羊毛代替棉花等

等。

另一方面，如果价值比例相同，有机构成可能不同吗？

［不同生产领域的两笔资本］有机构成相同时，每１００单位的

资本中不变资本和活劳动的相对量也相同——它们之间的量的比

例也相同。很可能是，不变资本的价值相同，虽然被推动的相对劳

动量不同。如果机器或原料在一种场合比另一种场合贵（或者相

反），那末所需要的劳动，比如说，可能减少；但是那时可变资本的

价值也将相对减少（或者相反）。

［１１１５］举资本Ａ和Ｂ为例。假定ｃ和ｖ 是资本Ａ的组成部

分（按价值来说），ｃ和ｖ是资本Ｂ的组成部分（按价值来说）。如

果。ｃ∶ｖ＝ｃ∶ｖ，那末，ｃｖ＝ｖｃ。因此
ｃ
ｃ
＝
ｖ
ｖ
。

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价值比例相同时，只可能出现

下述情况。如果一个领域比另一领域完成了更多的剩余劳动｛例如

农业中就不能打夜工，虽然单个农业工人可能被迫过度劳动，但是

在地块等等的大小既定的条件下所能使用的劳动总量，却受到需

要生产的对象（谷物）的限制，可是，在工厂的大小既定的条件下，

生产的产品量（有可能）取决于劳动小时的数量，——就是说，由于

生产方式不同，在生产规模既定时，一个领域可以比另一领域使用

更多的剩余劳动｝，那末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价值比例可能

相同，但是使用的劳动量与总资本之比会不同。

或者假定，材料和劳动（由于它属于较高级的劳动）按同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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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变贵。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Ａ在资本家Ｂ使用２５个工人的地

方使用５个工人，这５个工人的费用是１００镑，和那２５个工人的

费用一样，因为他们的劳动变贵了（从而他们的剩余劳动的价值也

变贵了）。同时，这５个工人加工价值５００镑的原料ｙ１００磅，而资

本家Ｂ的工人加工价值５００镑的原料ｘ１０００磅，因为在资本家Ａ

那里材料较贵，劳动生产力较不发达。这里，在两种场合可变资本

和不变资本的价值比例都是１００镑比５００镑，但是资本Ａ和Ｂ的

有机构成不同。

价值比例相同：资本家Ａ的不变资本的价值等于资本家Ｂ的

不变资本的价值，Ａ花在工资上的资本，和Ｂ一样多。但是他的产

品量较少。虽然他需要的劳动量绝对地说和资本家Ｂ需要的一

样，但是相对地说他需要的却多一些，因为他的不变资本贵一些。

在同一时间里，Ａ加工的原料等等较少，但是这个较少量和Ｂ的

较多量的原料的价值相同。在这种场合价值比例相同，有机构成则

不同。在另一种场合，如果价值比例相同，这种情况只有在剩余劳

动量不同或各种劳动的价值不同时才有可能发生。

资本有机构成的概念可以这样表述：这是在不同生产领域为

吸收同量劳动而必须花费的不变资本的不同比例。同量劳动与劳

动对象的结合，在一种场合比在另一种场合需要更多的原料和机

器设备，或者只是其中之一。

｛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很不相同的情况下，不变

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可能相同，从而剩余价值也可能相同，

虽然一年内生产的价值必然不同。假定在不使用任何原料（辅助材

料撇开不谈）的煤炭工业中，固定资本占总资本的一半，可变资本

占另一半。假定在裁缝业中固定资本等于零（和上一场合一样，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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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材料撇开不谈），但是原料等于一半，可变资本和上一场合一样

也等于总资本的一半。这样，两笔资本（在对劳动的剥削相同的情

况下）将实现相同的剩余价值，因为按１００单位的资本计算，它们

使用的劳动量相同。但是，假定煤炭工业中的固定资本十年周转一

次，而两种场合的流动资本的周转毫无差别。如果剩余价值等于

５０，那末，裁缝业主到年终生产的总价值（假定两种场合的可变资

本都是一年周转一次）将等于１５０。相反，煤炭业者到第一年年终

生产的价值等于１０５（即固定资本５，可变资本５０，剩余劳动５０）。

他的产品的总价值加固定资本等于１５０（也就是说，产品等于１０５，

剩下的固定资本等于４５），和裁缝业主那里的情况一样。可见，生

产的价值量不同，并不排除生产的剩余价值相同。

第二年，煤炭业者的固定资本将等于４５，可变资本等于５０，剩

余价值等于５０。因此，预付资本将等于９５，利润等于５０。利润率会

提高，因为固定［１１１６］资本的价值由于固定资本在第一年磨损十

分之一而减少。因此，毫无疑问，对所有使用很多固定资本的资本

来说，——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利润率必然提高，其提

高的程度等于机器即固定资本的价值由于已经补偿的磨损而每年

下降的程度。如果煤炭业者在十年内总是按同一价格出卖自己的

产品，那末，他在第二年得到的利润率必然高于第一年，依此类推。

或者必须假定，维修工作等等同磨损成正比，以致在固定资本项目

下每年预付的资本部分的总额保持不变。上述超额利润也能得到

平衡，因为固定资本的价值（与磨损无关），由于旧机器必须同较完

善的、较晚发明的新机器相竞争而会逐渐下降。但是另一方面，这

种由于磨损，由于固定资本价值的减少而自然产生的不断提高的

利润率，使旧机器能够同较完善的新机器竞争，因为新机器还要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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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价值进行计算。最后，如果煤炭业者［在第二年年终］卖得便宜

些，就是说这样计算：５０比预付资本１００得５０％利润，９５乘５０％

得
１
２
；即如果他出卖同量产品得到［不是１０５，而是］

１
２
，那末，和比

如说还只是第一年把机器投入生产的人相比，他就卖得便宜些。固

定资本的大量投入以拥有大资本为前提。因为这些大资本所有者

控制着市场，所以看来他们只是由于上述原因才获得超额利润

（租）。这种租在农业中是因为在相对来说比较肥沃的土地上劳动

而获得的，在这里，则是因为利用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机器进行劳

动而获得的。｝

｛许多被说成是由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造成的情

况，实际上是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之间的差别有关。第一，［某些

生产部门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可能相同，尽管固定

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会不同。第二，当我们说到不变资本和

可变资本时，指的是资本最初的划分为活劳动和物化劳动，而不是

流通过程或流通过程对再生产的影响所引起的这种比例的

变化。           

首先，显而易见，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差别只有在它影

响总资本的周转时，才能影响剩余价值（撇开同可变资本与不变资

本之比有关的在所用活劳动量上的差别不谈）。因此，必须研究资

本周转怎样影响剩余价值。显然有两种情况同这个问题密切相关：

（１）剩余价值不能那么快（那么经常）地积累起来，再转化为资本；

（２）预付资本必须增长，既为了继续推动同一数量的工人，等等，也

由于资本家对本身消费不得不作的预付的时间延长。这两种情况

在考察利润时很重要。但是这里首先应该考察的，只是它们怎样影

响剩余价值的问题。而这两种情况始终必须清楚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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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开来。｝         

｛凡是使预付增长而没有使剩余价值相应增长的情况，都会使

利润率下降，即使剩余价值保持不变；凡是使预付减少的情况，其

作用则相反。因此，只要同流动资本相比的较大固定资本量——或

资本的不同周转——影响预付量，它也就影响利润率，即使它丝毫

不影响剩余价值。｝

｛利润率不是单纯地按预付资本计算的剩余价值，而是在既定

的期间，即在一定的流通时间实现的剩余价值量。因此，只要固定

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差别影响了一定的资本在既定的期间实现的剩

余价值量，它也就影响利润率。这里有两个因素：第一，（同实现的

剩余价值相比的）预付的量的差别；第二，在这些预付连同剩余价

值流回以前，生产这些预付所必需的时间的长度的差别。｝

［１１１７］｛实质上影响再生产时间，或者更确切地说，影响一定

时间内的再生产次数的，有两种情况：

（１）产品在生产领域本身停留的时间较长。

第一，一件产品本身所需要的生产时间比另一件产品所需要

的可能长一些，可能需要一年中较长的一段时间，也可能是整整一

年，或者是一年以上。（例如，在建筑业、畜牧业和某些奢侈品的生

产中就需要一年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生产资本的构成，即按

照它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划分，产品不断吸收劳动，同不变资

本相比，往往（例如在奢侈品生产中、在建筑业中）吸收很多的劳

动。这样，随着产品生产时间的延长（然而这种生产也是劳动过程

的均衡的持续），劳动和剩余劳动就不断地被吸收。例如，在畜牧业

或建筑业中，比如说建筑业需要一年以上的时间。产品只有在完

成以后才能进入流通，也就是说出卖，投入市场。第一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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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劳动，和其他劳动一起，在第一年的未完成产品中客体

化了。它既不小于也不大于具有同样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

本比例的其他生产部门的剩余劳动。但是，这个产品的价值不能

实现，就是说不能转化为货币，从而剩余价值也不能实现。因此，这

个剩余价值既不能作为资本积累起来，也不能用于消费。预付资本

和剩余价值可以说都成了进一步生产的基础。它们是进一步生产

的前提，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半成品，以某种方式作为原料，加

入第二年的生产。

假定预付资本等于５００，劳动等于１００，剩余价值等于５０，这

样，第二年用于生产的预付资本就等于５５０加上第二年追加的预

付５００。剩余价值仍然等于５０。这样，到第二年年终产品的价值就

等于１１００镑，其中１００是剩余价值。在这种场合，剩余价值就象在

第一年资本全部再生产出来、第二年又重新投入５００镑的场合一

样。可变资本在第一年和第二年都是１００，剩余价值都是５０。但是

利润率不同。第一年利润率是
５０
５００
，即１０％。但是第二年预付是５５０

＋５００＝１０５０，这个数额的十分之一等于１０５。因此，如果假定利润

率相同，产品的价值就是：第一年５５０，第二年５５０＋５００＋５５＋５０

＝１１５５。产品的价值在第二年年终就等于１１５５。在另一种情况下

它只等于１１００。在这里，利润大于生产出来的只是１００的剩余价

值。如果把资本家在两年内必须预付的自己消费的费用也计算在

内，那末支出的资本同剩余价值相比就更大了。不过第一年的全部

剩余价值确实在第二年也都已转化为资本。此外，花在工资上的资

本增大了，因为第一年预付的１００镑到第一年年终没有再生产出

来，因此在第二年必须为同样的劳动预付２００镑，否则，用第一年

再生产出来的１００镑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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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劳动过程结束之后，产品可能还必须停留在生产领域

里，以便经受自然过程的作用，这些过程不需要任何劳动或者只需

要相对来说非常少的劳动，例如葡萄酒置于窖内。只有这个时期过

去以后，资本才能再生产出来。显然，这里不管可变资本和不变资

本的比例如何，得出的结果都和支出较多不变资本和较少可变资

本时的情况一样。剩余劳动和这里在一定期间使用的全部劳动一

样，量比较小。如果利润率相同，那末，这是由于利润的平均化，而

不是由于这个领域里生产的剩余价值。为了维持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连续性——必须事先预付较多的资本。又是由于这个原因，

在这里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之比会下降。

第三，当产品还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时候，劳动过程可能中断，

例如农业中就有这种情形，还有象制革之类的过程也是这样，在那

里，在产品能够从一个生产阶段转到下一个较高的生产阶段以前，

化学过程造成劳动过程的中断。在这种场合，如果有化学方面的发

现来缩短这种中断的持续时间，那末劳动生产率就会提高，剩余价

值就会增大，向生产过程预付物化劳动的时间就会缩短。在劳动过

程发生中断的所有场合，剩余价值减少，预付资本增大。

（２）当某个流动资本的周转速度由于离市场远而比平均的周

转速度慢时，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在这里，资本预付也增大，剩余

价值也减少，剩余价值与预付资本之比也下降。｝｛在这一场合，资

本在流通领域里停滞的时间较长，在前面所说的场合，则在生产领

域里停滞的时间较长。｝

［１１１８］｛假定在运输业的某个部门里，预付资本等于１０００；固

定资本等于５００，五年耗损完；可变资本等于５００，每年周转四次。

这样，年产品的价值就是１００＋２０００＋１００（如果［年］剩余价值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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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于２０％），总计是２２００。另一方面，假定在裁缝业的某个部门里，

不变流动资本等于５００（固定资本等于０），可变资本等于５００，剩

余价值等于１００。假定资本每年周转四次。这样，年产品的价值是４（５００

＋５００）＋１００＝４１００。两种场合的剩余价值相同。后一笔资本一年

全部周转四次，或者说，每季度周转一次。在第一笔资本中，每年周转

的有６００［其中有５００每年周转四次］。因此每季度有５００＋
１００
４
，即

５２５在周转。因此一个月有１７５，两个月有３５０，８个月有１４００。总

资本（１０００）周转一次需要５
５
７
个月。它一年只周转２

１
１０
次。

有人会说，第一笔资本，为取得１０％的利润，每个季度加在价

值１０００上的附加额少于第二笔资本。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附加

额。一个资本家获得较多的剩余价值，是靠他已消费的资本，而不

是靠他使用的资本。这里的差别来自剩余价值［相对量］，不是来自

利润附加额。这里差别在于价值，不在于剩余价值。两笔资本中的

可变资本５００，每年都周转四次。两笔资本每年获得的剩余价值都

等于１００，［年］剩余价值率都等于２０％。但是每季度的剩余价值是

２５镑，——是不是说，百分比较高明？每季度２５比５００等于每季

度５％，因此全年就是２０％。

第一个资本家有一半资本一年周转四次，另一半一年只有五

分之一在周转。四次的一半是二次。因此，他的资本一年周转２
１
１０

次。第二个资本家的全部资本一年周转四次。但是这绝对改变不

了剩余价值。如果第二个资本家不间断地继续再生产过程，那他就

必须不断把５００转化成原料等等，而他用于支付劳动的始终只是

５００，但是第一个资本家用于支付劳动的也是５００，其余的５００却

一劳永逸地（即为期５年）被赋予一种不需要他再来转化的形式。

３３４舍 尔 比 利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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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一点［剩余价值的均等］只有在尽管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

量有差别，但是［两笔资本的］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却相同

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如果在两笔资本中，都是一半为不变资本，一半为可变资本，

那末［第一笔资本］有一半可能只由固定资本构成，如果流动不变

资本等于零；而［第二笔资本］有一半可能只由流动不变资本构成，

如果固定资本等于零。应当看到，虽然流动不变资本可能等于零，

例如在采掘业和运输业中（在那里，不过是辅助材料代替原料构成

流动不变资本），然而固定资本（除了在银行家等等那里）永远不会

等于零。但是，如果不变资本在两种场合都和可变资本处于相同的

比例，尽管不变资本在一种场合包含较多的固定资本和较少的流

动不变资本，在另一种场合则包含较少的固定资本和较多的流动

不变资本，情况也不会有所改变。这里有的只是一半资本的再生产

时间上的差别和总资本的再生产时间上的差别。一个资本家必须

在他的５００镑流回之前把它预付５年，另一个则预付一个季度或

一年。对资本的支配能力不同。预付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预付的时

间不同。这种差别在这里和我们无关。如果就全部预付资本来考

察，剩余价值和利润在这里是相同的：第一年预付１０００镑得１００

镑。第二年不如说是在固定资本方面出现较高的利润率，因为可变

资本保持不变，而固定资本的价值减少了。第一个资本家第二年只

预付４００固定资本和５００可变资本，照旧获得１００镑利润。但是

１００比９００等于１１
１
９
％，而第二个资本家继续进行再生产，照旧

预付１０００，获得１００镑利润，等于１０％。

当然，如果同可变资本相比，整个不变资本随同固定资本一起

增加了，或者说，如果为了推动同量劳动，而不得不总的来说预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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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多的资本，那末情况就会改变。在上面举的例子中，问题不在于

总资本周转有多快或预付有多大，问题在于那部分足以推动同量

生产劳动而在另一种场合足以更新生产过程的资本周转有多快。

但是，如果在上述例子中，固定资本［不是等于５００，而是］等于

１０００，而流动资本［仍旧］只等于５００，那末情况就会改变。但是发

生这种变化，并不因为是固定资本。要知道，如果第二种场合的流

动不变资本（例如由于材料变贵）值１０００［而不是５００］，那末情况

也会同样改变。因为在［两个例子中的］第一种场合，固定资本越

大，总预付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的相对量也就越大，二者也就会混

淆起来。此外，周转这种事情，实际上来源于商业资本，在那里这由

其他规律决定：在商业资本中，如我指出的那样１２４，利润率实际上

由周转的平均数决定，而不管该资本的构成如何，不过它主要是由

流动资本构成。因为商业资本的利润决定于一般利润率。｝

［１１１９］｛整个情况如下。

假定固定资本等于ｘ。如果它１５年只周转一次，那末，它一年

有
１
１５
在周转，但是每年需要补偿的也只是这笔资本的

１
１５
。如果它

一年中补偿了１５次，那末情况并不会因此而有丝毫改变。它的量

仍旧保持不变。但是产品因此而变贵了。当然，比起以流动资本形

式预付的同量资本来，对资本的支配能力就较小，贬值的风险就较

大。但是这丝毫不影响剩余价值，虽然资本家先生们在计算利润率

时把这一点也计算在内，因为在计算磨损时这种贬值的风险是被

计算在内的。

至于资本的另一部分，那末假定不变资本的流动部分（原料和

辅助材料）一年等于２５０００镑，工资等于５０００镑。这样，如果这笔

资本一年只周转一次，全年就必须预付３００００镑；如果剩余价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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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１００％，即５０００镑，那末到年终利润就等于５０００镑比３００００，即

１
６
，或１６

２
３
。

但是如果这笔资本每
１
５
年周转一次，那末在不变流动资本上

只须预付５０００镑，在工资上只须预付１０００镑。利润——１０００镑，

５
５
年——５０００镑。但是这个剩余价值是用６０００镑资本获得的，因

为决不会预付大于这个数额的资本。因此，利润是５０００比６０００，

即
５
６
，也就是第一种场合的５倍：８３

１
３
％（撇开固定资本不谈）。于

是，这里就出现利润率的极大差别，因为实际上５０００镑的劳动是

用１０００镑的资本买来的，而２５０００镑的原料等等是用５０００镑的

资本买来的。如果在这种周转率不同的情况下资本的量相同，那末

在第一种场合就只能预付６０００镑。或者说每月只预付５００镑，其

中
５
６
由不变资本构成，

１
６
由可变资本构成。这

１
６
＝８３

１
３
镑，用它获

得１００％的剩余价值是８３
１
３
镑，全年是（８３＋

１
３
）１２＝

１２
３
（或４）＋

９９６＝１０００。但是１０００比６０００等于１６
２
３
％。｝

［（６）李嘉图和西斯蒙第的互相排斥的见解在
舍尔比利埃著作中的折衷主义的结合］

  现在回过头来谈舍尔比利埃。
下面的论述是西斯蒙第的见解：

“社会的经济进步只要是以生产资本的绝对增长和这一资本不同要素之

间的比例发生变化为特征，它就会给工人提供若干好处：（１）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特别是由于使用机器——引起生产资本非常迅速的增长，以致尽管生

活资料基金和这一资本的其他要素之间的比例发生了变化，但这个基金还是

有了绝对的增长，这样就不仅允许使用原有数量的工人，而且允许雇用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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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的工人，所以，进步的结果，如果撇开一些暂时的中断不谈，对工人来说

就意味着生产资本的扩大和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２）资本生产率的提高有

着使一系列产品的价值大大下降的趋势，从而使它们成为工人可以获得的东

西，工人的消费范围由此而得到扩大……

但是：

（１）构成劳动价格的生活资料基金有时会减少，即使这种减少是短暂的、

局部的，它也会对工人造成极其有害的后果。（２）促使某一社会的经济进步的

情况大部分是偶然的，是不以生产资本家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这些原因的

作用不是经常不变的”……。“（３）使工人的状况变得幸福或不幸福的，与其说

是工人的绝对消费，不如说是工人的相对消费。如果工人无法获得的产品的

数量以更大的比例增加了，如果把他和资本家隔开的距离只是增大了，如果

他的社会地位变得更低和更不利了，那末，对他来说，能够获得一些他们这样

的人以前无法获得的产品又有什么意义呢？除了维持体力所绝对必需的消费

品以外，由我们消费的消费品的价值完全是相对的。

人们忘记了，雇佣工人是有思想的人，是赋有和劳动资本家同样的才能、

被同样的动机推动的人。”（第６５—６７页）

［１１２０］“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不管能给雇佣工人带来怎样的好处，也消

除不了他们贫困的原因…… 他们照旧被剥夺了对资本的任何权利，因而不

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并且放弃对这种劳动的产品的任何要求。”（第６８页）

“这是占有规律的根本缺陷…… 弊病在于雇佣工人和由他的劳动推动的资

本之间这种完全缺乏联结的链条。”（第６８—６９页）

这最后一句关于“联结的链条”的话纯粹是西斯蒙第的见解，

同时是荒谬的。

关于标准人即资本家，等等——见同书第７４—７６页。

关于资本积聚和排除小资本家——第８５—８８页。

“如果在目前状况下实际利润是从资本家的节约中得到的，那末［在其他

的分配制度下］它同样也可以从雇佣工人的节约中得到。”（第８８—８９页）

［另一方面，］舍尔比利埃

（１）赞同［詹姆斯·］穆勒关于一切赋税都应从地租征收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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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１２５
（第１２８页），但是因为不可能“规定一种真正从地租征收，而

且只触及地租的赋税”，又因为很难把利润和地租区分开，——如

果土地所有者本人耕种土地，就根本不可能区分开，——所以舍尔

比利埃就

（２）继续前进，接近了李嘉图学说的正确结论：

“为什么不再前进一步，废除土地私有制呢？”（第１２９页）“土地所有者是

有闲者，他们靠公众的费用来养活自己，对生产或社会的一般福利毫无益

处。”“使土地具有生产能力的，是使用在农业上的资本。土地所有者对此毫无

贡献。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收取地租，而地租并不构成他的资本的利润的一部

分，它既不是劳动的产物，也不是土地生产力的产物，而是由消费者的竞争抬

高的农产品价格的结果”……（第１２９页）“因为废除土地私有制丝毫不会改

变产生地租的原因，所以地租还会继续存在；不过地租将由国家征收，因为全

部土地将属于国家，国家将把可耕种的地块租给拥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这些

地块的私人。”（第１３０页）地租将取代国家的全部收入。“最后，获得解放的、

摆脱了一切枷锁的工业将得到空前的发展”……（第１３０页）

但是，怎样使这个李嘉图式的结论和西斯蒙第的给资本和资

本主义生产拴上“链条”的虔诚愿望协调起来呢？怎样使它和下面

这种悲叹协调起来呢：

“如果没有一场变革来阻止我们的社会在占有规律的［目前］统治下实现

的发展进程，资本最终将成为世界的主宰。”（第１５２页）“资本将到处消灭旧

的社会差别，以便用一种简单的人类划分来代替它，这就是把人类划分为富

人和穷人，富人享乐和统治，穷人劳动和服从。”（第１５３页）“生产基金和产品

的普遍占有，向来是把人数众多的无产者阶级降低到屈从和政治上无权力的

状态，但是这种占有曾经和整套限制性法律结合在一起；这些法律阻碍产业

的发展和资本的积累，［１１２１］限制被剥夺继承权阶级的增长，把他们的公民

自由约束在狭小的范围内，从而用各种方法使这个阶级无能为害。今天，资本

已把这些枷锁的一部分打碎了。它正在准备把它们全部打碎。”（第１５５—１５６

页）

“无产者的堕落是［目前］财富分配的第二个后果。”１２６然（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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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理 查·琼 斯

（１）理·琼斯《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泉》，

第一部分：《地租》，１８３１年伦敦版。［地租历

史观的因素。琼斯在地租理论的个别问题上

胜过李嘉图之处以及他在这方面的错误］

  琼斯的这第一部论地租的著作就已经有一个特点，那是詹姆

斯·斯图亚特爵士以来一切英国经济学家所没有的，这就是：对各

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区别有了一些理解。（对各种历史形式所作的这

种正确的区分，总的说来同已被指出的琼斯的考古学的、语言学的

和历史学的非常重要的错误并不矛盾。例如，见《爱丁堡评论》第

５４卷第４篇文章。１２７）

琼斯在李嘉图以后的现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发现，地租被规

定为超额利润，这一规定的前提是：农场主是资本家（或者说，农业

资本家经营土地），他期望从资本的这种特殊使用中得到平均利

润；农业本身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简言之，这里所考察的仅

仅是土地所有权的改变了的形式，即资本这一占统治地位的社会

生产关系赋予它的那种形式，亦即它的现代资产阶级形式。琼斯完

全没有资本自有世界以来就已存在这样一种错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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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关于地租的起源的见解，一般说来概括在以下的论述中：

“甚至在人们从事最原始的劳动时，土地也有能力提供多于土地耕种者

维持生活所必需的东西，这样就使他有可能向土地所有者交纳贡物，这就是

地租的起源。”（第４页）

“由此可见，地租起源于那样一个时代的土地占有，在那个时代，大多数

居民或者不得不在所能得到的任何条件下耕种土地，或者饿死，而且那时这

些人的微薄的资本，如工具、种子等，由于不可克服的必然性而同他们一起被

束缚在土地上，因为，他们若不从事农业，而去从事任何别的，他们的资本就

根本不够维持他们的生活。”［第１１页］

琼斯研究了地租的一切变化：从最原始的徭役劳动形式到现

代的租地农场主地租。他到处都发现，地租的一定形式，即土地所

有权的一定形式，与劳动和劳动条件的一定形式相适应。所以他依

次考察了劳役地租或农奴地租，考察了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

化，考察了分成制地租、莱特１２８地租等，他的这种研究的细节，我们

在这里不感兴趣。在一切较早的地租形式中，直接占有别人剩余劳

动的人不是资本家，而是土地所有者。地租（正如重农学派根据回

忆所理解的那样）在历史上（在亚洲各民族中还是在最大范围内）

表现为剩余劳动的普遍形式，即无偿地完成的劳动的普遍形式。与

资本主义关系不同，在这里，对这种剩余劳动的占有不是以交换为

中介，而是以社会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暴力统治为基础。

（由此而来的还有直接的奴隶制、农奴制或政治的依附关

系。）           

因为我们在这里考察土地所有权只是由于理解土地所有权是

理解资本的先决条件，所以我们也就不去详细叙述琼斯的论证，而

立即转到那个十分有利于把他同所有他的前辈们区别开来的结果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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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此之前还要附带谈几点意见。

琼斯在谈到徭役劳动——以及或多或少与此相适应的农奴制

（或奴隶制）的各种形式——的时候，［１１２２］无意中突出了任何剩

余价值（任何剩余劳动）都可以归结成的两种形式。总的说来值得

注意的是：本来意义的徭役劳动在其最粗野的形式中最鲜明不过

地显示了雇佣劳动的本质。

“地租〈在有徭役劳动的地方〉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用以下两种办法才能

增加：或者是更巧妙更有效地使用农奴的劳动〈这是相对剩余劳动〉，然而这

将由于土地所有者这个阶级无力发展农业科学而受到阻碍；或者是增加从农

奴身上榨取的劳动的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所有者的土地会耕种得好一些，

那末，农奴的土地就会因劳动被夺去而耕种得坏一些。”（同上，第Ⅱ章［第６１

页］）

琼斯的这本论地租的书同我们将在第二节中加以考察的他的

《大纲》有以下区别：在第一本著作中，琼斯把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不

同形式当作某种既定的东西，并以这些形式为出发点，而在第二本

著作中，他以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不同形式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的各

种形式为出发点。

琼斯还指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不同发展程度怎样和这些

不同的生产关系相适应。

徭役劳动（奴隶劳动也完全一样），就地租这一点来说，同雇佣

劳动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地租是用劳动支付，不是用实物支付，

更不是用货币支付。

在分成制地租的情况下，“资本由土地所有者预付，并让实际劳动者自由

地耕种土地，表明这里依然没有起中介作用的资本家阶级”。（第７４页）

“莱特地租是从土地取得工资的劳动者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君主交纳的

实物地租。”（第Ⅳ章［第１０９页］）（这种地租主要见于亚洲。）“莱特地租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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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劳役地租及分成制地租结合在一起。”（第１３６页及以下各页）在这里主要

的土地所有者是君主。

“在亚洲，城市的繁荣，或者更确切地说，城市的存在，完全依赖于政府的

地方性开支。”（第１３８页）

“茅舍贫农１２９地租……这就是从土地取得生存资料的佃农按照契约以货

币形式支付的地租。”（第１４３页）（爱尔兰。）“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不存在货

币地租。”［同上］

“所有这些形式〈劳役地租、莱特地租、分成制地租、茅舍贫农地租等等，

一句话，农民地租的一切形式〉都阻碍土地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第１５７页］

“不同的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取决于以下两点：第一，在使用手工劳动

的情况下，利用发明的程度，第二，人的纯体力活动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过去劳

动的积累结果的帮助，也就是说，这种差别取决于生产中使用的技能、知识和

资本的差别。”［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非农业阶级的人数不多。显然，不从事农业劳动而能生活的人的相对

数，完全取决于土地耕种者的劳动生产率。”（第Ⅵ章［第１５９—１６０页］）

“在英国农村，在农奴劳动废止以后，出现了在土地所有者的领地上从事

耕作的租佃者。那是自由民。”（同上［第１６６页］）

最后，我们要谈到这里使我们最感兴趣的一点，即租地农场主

地租。正是在这里，琼斯的优越之处突出地显示了出来：他证明，李

嘉图等人看作是土地所有权的永恒形式的东西，却是土地所有权

的资产阶级形式，这种形式一般只在以下情况才出现，第一，土地

所有权不再是支配生产从而支配社会的关系；第二，农业本身以资

本主义方式经营，而这又是以城市的大工业（至少是工场手工业）

的发展为前提。琼斯指出，李嘉图所说的地租只存在于［１１２３］以资

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随着地租转化为超额利润，土地所

有权对工资的直接影响也就终止，换句话说，这只是意味着，今后

直接占有剩余劳动的人不是土地所有者，而是资本家。地租的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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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现在仅仅取决于剩余价值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分配，

而不取决于对这种剩余劳动的榨取本身了。这层意思实际上在琼

斯那里已经有了，尽管他没有明确地把它说出来。

同李嘉图相比，琼斯不论在历史地解释现象方面，还是在经济

学的细节问题上，都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将逐步考察他的

理论。当然他的理论中也有错误。

琼斯在下面的论述中正确地说明，在什么历史条件和经济条

件下地租是超额利润，或者说，是现代土地所有权的表现。

“只有当社会各阶级的最重要的相互关系不再从土地所有权和土地占有

产生的时候，租地农场主地租才能存在。”（第１８５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于工业，只是到后来才使农业从属于

自己。

“最先受资本家支配的是手艺人和手工业者。”（第１８７页）

“这种制度的直接结果之一，就是有可能随意把用于农业的劳动和资本

转移到其他行业中去。”

｛只有具备了这种可能性，才谈得上农业利润和工业利润的平

均化。｝

“当租佃者自己是劳动农民，由于缺少其他生存资料而被迫从土地获取

这些资料时，他被穷困束缚在这块土地上；他可能拥有的少量资本实际上也

同它的所有者一起被束缚在土地上，因为这笔资本如果不完全用来耕种土

地，就不够维持他的生活。这种对土地的依赖性随着资本主义企业主的出现

而终止了，如果在农业中使用工人所能赚得的，不如在那种社会情况下的其

他各种行业里从工人劳动中赚得的多，就会停止经营农业。在这种情况下，地

租必然完全由超额利润构成。”（第１８８页）“地租不再对工资发生影响了。”

［同上］“当一个劳动者为资本家雇用时，他对土地所有者的依赖性就终止

了。”（第１８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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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将看到，琼斯并没有真正说明超额利润是怎样产生

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不过是按李嘉图的方式去说明，也就是用

各种土地的自然肥力的差别去说明。

“当地租由超额利润构成时，特定的一块土地的地租可能由于以下三种

原因而增加：

（１）由于在生产中使用更多的积累资本而使产品增加；

（２）更有效地使用已有投资；

（３）在资本和产品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各生产阶级所得的产品份额减少，

而土地所有者的份额相应增加。

这些原因也可以按不同的比例结合起来发生作用。”（第１８９页）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几种原因都是些什么情况。首先，它们都

是以地租来自超额利润为前提。其次，毫无疑问，这些原因中的第

一个原因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原因李嘉图只有一次顺便提到过①。

如果农业上使用的资本增加，地租的量也就增加，尽管谷物等等的

价格不提高，并且一般说来也不发生其他任何变动。显然，在这种

情况下土地价格也会提高，尽管谷物价格不提高，并且一般说来在

谷物价格方面也不发生其他任何变动。

琼斯把最坏的土地的地租解释为垄断价格。所以他把地租的

真正源泉归结为：或者是垄断价格（如布坎南、西斯蒙第、霍普金斯

等人的主张），如果存在（不是由各种土地的肥力的差别产生的）绝

对地租的话；或者是级差地租（如李嘉图的主张）。

｛关于绝对地租。拿金矿为例。假定使用的资本等于１００镑，

平均利润等于１０镑，地租等于１０镑。再假定资本的半数由不变资

本（在这一场合是机器和辅助材料）构成，半数由可变资本构成。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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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不变资本只是表示，它所包含的劳动时间［１１２４］和５０镑金包含

的劳动时间相等。所以与５０镑相等的那一部分产品将补偿已消费

的不变资本。如果剩下来的产品等于７０镑，并且用５０镑可变资本

去推动５０个工人，那末５０个工人［的劳动］（假定工作日等于１２

小时）就必须表现为７０镑金，其中５０镑支付工资，２０镑体现无酬

劳动。在这种情况下，有机构成相同的所有资本的产品价值都等于

１２０镑。于是产品就等于５０ｃ＋７０，而后面这７０镑代表５０个工作

日，并且等于５０ｖ＋２０ｍ。一笔１００镑的资本，如果它使用的不变资

本较多，使用的工人人数较少，它生产出来的将是价值较小的产

品。但是，一切普通的产业资本，即使它们的产品价值在这种情况

下等于１２０镑，也只会按产品的生产价格１１０镑来出卖产品。但

是，对金矿来说，即使撇开土地所有权不谈，这也是不可能的，因为

在这里价值表现在产品的实物形式上。因此，在这里必然会产生

１０镑地租。｝

“谷物能够按照垄断价格（即按照超出在最不利条件下生产谷物的人的

费用和利润的价格）出卖，或者按照仅仅支付普通利润的价格出卖。如果是第

一种情况，那末，撇开耕地肥力的一切差别不说，由于资本增加而达到的产品

增加（在价格不变的情况下），就能使地租同所花费的资本的增加成比例地提

高。例如，假定普通利润率为１０％。如果花１００镑生产出的谷物能卖１１５镑，

那末地租就是５镑。如果由于耕作水平的提高，在这同一块土地上使用的资

本增加一倍，并且产品也增加一倍，那末２００镑的资本就会提供２３０镑的产

品，地租将是１０镑，就是说也增加一倍。”（第１９１页）

｛对于绝对地租是这样，对于级差地租也是这样。｝

“在小的社会内，谷物总是能够按照垄断价格出卖…… 在比较大的国

家，如果人口增长的速度总是比农产品增长的速度快，这种情况也是可能的。

但是对于土地异常辽阔而又多种多样的国家来说，谷物的垄断价格则是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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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常的现象。如果谷物价格显著提高，就会有更多的土地被耕种，或者有更多

的资本投到原有的耕地上去，直到价格所提供的利润不再多于所花费用的普

通利润为止。那时农业的发展就会停下来，在这样的国家，谷物通常出售的价

格只够补偿在最不利条件下使用的资本，并得到该资本的普通利润率；而比

较肥沃的土地所支付的地租，则按这些土地的产品超过花费同样资本耕种的

最坏土地的产品的余额来计算。”（第１９２页）

“如果一个国家拥有各种质量的土地，要在这个国家的整个土地面积上

增加地租，所必需的条件就是：较好的土地必须给随着农业的发展而投到它

上面的追加资本提供多于显然较坏的土地所提供的产品；因为，在能够找到

办法把新资本按普通利润率使用在Ａ和Ｚ①之间的任何一块土地上的时候，

凡是质量比这块特定的土地好的土地的地租都会增长。”（第１９５页）

“如果经营土地Ａ花费１００镑，每年获得１１０镑，——其中普通利润是

１０镑，——土地Ｂ花费１００镑，获得１１５镑，土地Ｃ花费１００镑，获得１２０

镑，依此类推，直到土地Ｚ，那末，土地Ｂ就提供地租５镑，土地Ｃ则提供地租

１０镑。现在假定，这些土地中的每一块土地都花费２００镑来经营。这时Ａ将

提供２２０镑，Ｂ—２３０镑，Ｃ—２４０镑，依此类推，于是地租在土地Ｂ就是１０

镑，在土地Ｃ是２０镑，等等。”（第１９３页）

“在农业中使用的资本的一般积累，会使一切等级的土地的产品都或多

或少地与这些土地的原有质量相应地增长，同时它本身也必定会提高地租，

而不管从使用的劳动和资本中得到的收益怎样日益减少，而且事实上也与其

他任何原因毫无关系。”（第１９５页）

琼斯的功绩在于他最先明确地指出，既然已经假定地租是存

在的，那末一般说来它就会｛始终要假定生产方式不发生任何变

革｝由于农业资本，即使用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

况不仅在价格保持不变时可能发生，而且甚至在价格下跌到原来

水平以下时也可能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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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５］对于［农业］生产率递减的论断，琼斯反驳说：

“英国谷物的平均收获从前每英亩不超过１２蒲式耳。现在增加了将近一

倍。”（第１９９页）

“依次投入土地的资本和劳动，都会比前一次使用得更经济和更有效。”

（第１９９—２００页）

“当投在原来那块土地上的资本增加一倍、两倍、三倍时，在收益不减少，

耕地的相对肥力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地租也会增加一倍、两倍、三倍等等。”

（第２０４页）

这就是琼斯胜过李嘉图的第一点。地租既然已经存在，它就能

够由于在土地上使用的资本的单纯增加而增加，既不管各种土地

的相对肥力怎样变化，也不管相继使用的各笔资本的收益怎样变

化，也不管农产品价格怎样变化。

琼斯的另外一点是：

“对于地租的增长来说，各种土地肥力的比例完全不变，并不是绝对必要

的。”（第２０５页）

｛琼斯在这里没有看到：正好相反，甚至在全部农业资本使用

得更有效时，土地肥力的差别增大也必定会，而且确实会使级差地

租的量增大。反之，土地肥力的差别缩小，必定会使级差地租即从

这些差别产生的地租减少。去掉原因，也就去掉了结果。然而地租

（撇开绝对地租不说）还是能够增长，但那仅仅是由于农业上使用

的资本增加了。｝

“李嘉图没有看到，追加资本在肥力不同的土地上必然带来不同的结

果。”（同上）

（可见，这无非是说，追加资本的使用，会扩大土地的相对肥力

的差别，从而使级差地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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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同一个数去乘几个相互之间有一定比例的数，各乘积之间的比

例仍将和原数之间的比例相同，但是各个乘积在量上的差额将逐次增大。如

果１０、１５、２０各乘以２或４，得数将是２０、３０、４０或４０、６０、８０，它们的相互比

例并没有破坏；８０和６０同４０的比例，与２０和１５同１０的比例一样，但是它

们的乘积在量上的差额每次都将增大：最初差额是５和１０，后来差额是１０

和２０，而最后差额是２０和４０。”（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这个规律可简单表述如下：

（１） １０， ５
 １５， 

１０
 ２０。  差额 ５ ［和１０］。 差额总和 １５。

（２） ２０， １０
 ３０， 

２０
 ４０。  差额１０ ［和２０］。 差额总和 ３０。

（３） ４０， ２０
 ６０， 

４０
 ８０。  差额２０ ［和４０］。 差额总和 ６０。

（４） ８０，［４０］１２０，［
８０
］１６０。  ［差额４０ 和８０。 差额总和 １２０。］

各项之间的差额在（２）是两倍，在（３）是四倍。差额总和，也是

在（２）是两倍，在（３）是四倍，等等。

这就是第二个规律。

第一个规律（琼斯只把它用在级差地租上）是：地租量和使用

的资本量一同增加。如果资本为１００时地租量等于５，那末资本为

２００时地租量就等于１０。

［１１２６］第二个规律：如果所有其他情况保持不变，在各种土地

上使用的资本［的收益］的差额的比例保持不变，那末，这些差额的

总量，从而总地租量或这些差额总和，就会和由于使用的资本增加

而引起的这些差额的绝对量的增长一同增长。所以，第二个规律

是：在各种土地的肥力的比例不变，但是使用在这些土地上的资本

以同等程度增加的情况下，级差地租的量同这些土地上的产品的

差额的增长成比例地增长。

再往下看：“如果在Ａ、Ｂ、Ｃ三个等级的土地上各使用１００镑，所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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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１１０、１１５和１２０镑，而后来使用２００镑，总收入为２２０、２２８和２３５镑，

那末产品的相对差额减小了，而且这些土地在肥力上相互接近了。然而，它们

的产品量的差额还是从５和１０增加到８和１５，地租也因而提高了。由此可

见，具有使耕地肥沃程度互相接近趋势的那些改良，即使没有其他任何原因

起促进作用，也完全能够使地租提高。”（第２０８页）

“种植芜菁和饲养羊，以及在这方面使用的新资本，给较坏的土地的肥力

带来的变化，比给较好的土地的肥力带来的变化要大。但是这使较坏的土地

和较好的土地的绝对产量增加了，因而也使地租提高了，尽管这时耕地肥力

的差别缩小了。”（同上）

“至于李嘉图的看法，即改良能够引起地租下降，那末这里就应当想起，

农业改良的发现、完善和推广实际上是非常缓慢的。”（第２１１页）

｛最后这句话只有实践的意义，没有涉及事情的本质；它仅仅

指出这些改良进行得不够快，以致不能使供给较之需求有很大的

增加，不能使市场价格因而下降。｝

最初我们看到：

（１） 
Ａ Ｂ Ｃ
１０，１５，２０。

每一个等级使用的资本都等于１００。产品等于１１０、１１５、１２０。

差额是５＋１０＝１５。

由于进行了改良，现在使用的资本增加了一倍，在Ａ、Ｂ、Ｃ三

个等级的每一个等级使用的都不是１００，而是２００，但是这个资本

在不同等级的土地上起着不同的作用，得到的产品等于２２０（即Ａ

的产品的一倍）、２２８和２３５。

因此得出：

（２） 
Ａ Ｂ Ｃ
２０，２８，３５。

每一个等级使用的资本现在都等于２００。产品等于２２０、２２８

和２３５。差额是８＋１５＝２３。但是这个差额的比率减小了。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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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第一种情况下Ｂ—Ａ［的差额同Ａ的比例］）＝
１
２
，１０∶１０＝

１，而８∶２０仅仅等于
２
５
，１５∶２０＝

３
４
。差额的比率减小了，但是差

额本身的量增大了。然而，这并不会构成任何新规律，而不过象在

第一个规律中那样，证明地租随着使用的资本的增加而增加，虽然

产品的增加，在Ａ、Ｂ、Ｃ，都不是与这些土地肥力的原有差别成比

例的。如果由于肥力的这种提高（然而，对于Ｂ和Ｃ来说，这意味

着肥力的［相对］减小，因为不然的话，它们的产品就应当等于２３０

和２４０），价格会下降，那末，地租提高或者仅仅保持不变，就决不

是必然的。

［１１２７］作为第二个规律的结果，作为这一规律的进一步运用，

得出了

第三个规律：如果“那些提高农业上所用资本的效率的改良”，

会增加某些地段上获得的超额利润，那末这些改良也会增加地租。

与此有关的有琼斯以下的（以及前面的）论述：

“因此，租地农场主地租提高的第一个源泉，是不断增长的积累以及资本

在不同土地上产生的不同效果。”（第２３４页）

｛但是，这里所说的只能是那些直接影响土地肥力的改良，如

肥料、轮作制等等。｝

“那些提高农业上所用资本的效率的改良，会使地租提高，因为这些改良

会增加某些地块上获得的超额利润。除非这些改良使土地的产品量增加得那

样快，以致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它们就总是会引起超额利润的这种增加。提高

所用资本的效率的这些改良，通常是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和较大量辅助资本

〈不变资本〉的积累出现的。地租由于这种原因而提高，随着地租的这种提高

而来的通常是把耕作扩展到较坏的土地上去，但一点也不减少在最坏的耕地

上使用的农业资本的收益。”（第２４４页）

｛琼斯十分正确地指出，利润的下降并不证明农业生产率降

低。但他本人对于利润下降的可能性解释得非常不完善。他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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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产品的数量可能发生变动，或者是产品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

的分配可能发生变动。在这里对于利润率下降的真正规律还毫无

所知。

“利润的下降不是农业生产率降低的证据。”（第２５７页）

“利润部分地取决于劳动产品量，部分地取决于劳动产品在工人和资本

家之间的分配；所以利润量能够由于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发生变动

而变动。”（第２６０页）

由此也就产生了琼斯所表述的一条错误规律：

“撇开课税的影响不谈，如果所有的生产阶级合起来看，其收入有了明显

的减少〈这里没有说，什么是收入，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是指利润量还

是利润率〉，如果出现利润率下降而没有通过提高工资得到补偿，或者出现工

资下降而没有通过提高利润率得到补偿〈这正是错误的李嘉图规律〉，那就可

以得出结论说，劳动和资本的生产力已经有些减低。”（第２７３页）｝

琼斯正确地理解到，尽管绝对地说农业实际上是在不断进步，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农产品价值同工业品相比会有相对的增长：

“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过程中通常可以看到：在人口不断增长的情况下，工

业的能力和技能的增长程度大于可以期待于农业的增长程度。这是不容争辩

的真理。所以，随着国家的进步，没有农业生产率的任何绝对的下降，也能期

待农产品的相对价值增长。”（第２６５页）

但这并不说明农产品的货币价格的绝对的上涨，除非金的价

值下降，而这种下降在工业中由于工业品价格的更大下降而得到

平衡和超过平衡，但是这样的平衡在农业中不会发生。甚至

［１１２８］在不发生金（货币）的价值普遍下降的时候，上述情况也会

出现，例如某个国家用自己的日劳动换取的货币多于同它竞争的

国家时就是如此。

琼斯不相信李嘉图规律在英国的作用，但承认这一规律的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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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的可能性，理由如下：

“如果地租增长仅仅是由于李嘉图提出的那个原因，也就是说，由于‘使

用追加劳动量带来比较少的收益’，因而较好土地的部分产品会转到土地所

有者手里，那末，总产品中被土地所有者当作地租拿去的平均份额就必然要

增长。第二，在这种情况下，就必然会有更大部分人口的劳动使用在农业上。”

（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后面一点是不确切的。有可能：更多的间接［ｓｅｃｏｎｄａｒｙ］劳动

被使用，即更多的由工商业提供的商品加入了农业过程，可是总产

品并不相应增加，使用的直接［农业］劳动量也不增多，甚至会更

少。）

“我们在英国的统计中发现三个事实：随着耕地面积的扩大，全国的地租

总额增加了；从事农业的那部分人口减少了；土地所有者从产品中得到的份

额减少了。”（第２８２页）

（最后一点，完全可以和利润率下降一样，用补偿不变资本的

那部分产品增加来解释。这时地租在量和价值上都可能增长。）

“亚·斯密说：‘随着农业改良的发展，地租同耕地面积相比虽然增加了，

同土地产品相比却减少了。’１３０”（第２８４页）

琼斯把不变资本叫作“辅助［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资本”。

“从农业部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各种报告可以看出，在英国，使用在农业上

的全部资本同用于维持工人的资本之比是５∶１，即所使用的辅助资本，比用

来维持直接使用在农业上的劳动的资本多三倍。在法国这种比是２∶１。”（第

２２３页）

“如果有一定量的追加资本，以过去劳动的结果的形式被使用，以便促进

当前使用的工人的劳动，那末，要使这种资本的使用有利可图，因而成为经常

可行的，只要有较少的年收益就够了，可是，如果用同量的新资本来维持追加

工人，那就需要有较多的年收益。”（第２２４页）

“假定在土地上花１００镑来维持三个工人，他们生产自己的工资和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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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利润，即总共１１０镑。假定花费的资本数量增加一倍。起初有三个新工人被

使用。增加的产品应当等于１１０镑，即三个追加工人的工资加１０镑利润。现

在假定，追加的１００镑以工具、肥料的形式，或者以过去劳动的其他任何结果

的形式被使用，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保持不变。就算这笔辅助资本平均够用

五年。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的年收益必须能够支付［追加资本的］１０％的利

润，并且用２０镑抵补这笔资本的年损耗；因此，要使第二个１００镑的继续使

用有利可图，所必需的年收益是３０镑，而用这１００镑来使用直接劳动所必需

的金额则是１１０镑。所以，很明显，在不再能用同量资本来维持追加劳动的时

候，农业上的辅助资本的积累也是可能的，而且农业上的这种资本的积累能

够在无限长的时期内继续下去。”（第２２４—２２５页）

“可见，辅助资本的增长，一方面，在直接或间接地花费在土地耕种上的

劳动量［１１２９］相同的情况下，会提高人对地力的支配权，另一方面会减少使

进一步使用一定量新资本能获利所必需的年收益。”（第２２７页）

“我们假定，例如有１００镑的农业资本，全用来支付工资，并提供１０％的

利润。在这种情况下，租地农场主的收入等于工人收入的十分之一。如果这种

资本增加一倍、两倍等等，那末租地农场主的收入将同工人的收入保持原有

的比例。但是，如果工人人数保持不变，而资本量增加一倍，那末利润就变成

２０镑，或者说，是工人收入的五分之一。如果资本增加三倍，利润就变成４０

镑，或者说，是工人收入的五分之二。如果资本增加到５００镑，利润就变成５０

镑，或者说，是工人收入的一半。资本家在社会上的财富、影响，也许在某种程

度上还有他们的人数，都会与此相应地增长…… 随着资本的增长，一定数

量追加直接劳动的使用，往往也成为必要。然而这种情况并不妨碍辅助资本

的连续不断的、相对的增长。”（第２３１—２３２页）

在这段话中首先有一点是重要的，即随着资本的增长，“辅助

资本”同可变资本相比会增加，换句话说，可变资本同不变资本相

比会相对地减少。

当“辅助资本”中由固定资本构成的部分，即不变资本中其周

转历时数年，其价值仅仅以损耗的形式逐年加入产品的那一部分

增长的时候，年收益同预付资本相比减少的现象到处都会发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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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仅是在农业中。诚然，在工业中一年内加工的原料量的增加，

要比固定资本量的增加快得多（例如，试把一台纺纱机每周以及每

年用掉的棉花量，同一架纺车用掉的棉花量比较一下）。但是如果

假定，例如（大规模的）裁缝业加工的原料的价值，和纺纱业加工的

一样多（裁缝业加工的原料的量虽然少，但是比纺纱业的原料贵），

那末裁缝业的年收益就应当比纺纱业的年收益大得多，因为在纺

纱业中有较大部分已耗费的资本（固定资本）只是以年折旧的形式

加入产品。

在资本增长，但增长的只是不变资本而不是可变资本的时候，

农业上（这里可以被看作原料的东西，如种子，不会和不变资本的

其他部分，特别是固定资本按同一比例增长）的年收益的价值自然

会减少。因为，可变资本必须在产品中全部得到补偿，而固定资本

只是以年折旧的形式，按照它每年消费的程度得到补偿。假定谷物

价格既定，如果一夸特等于
１
２
镑，那末要在利润是１０％的时候补

偿１００镑可变资本，就需要２２０夸特，而补偿２０镑的磨损和１０镑

的利润，只需要６０夸特（＝３０镑）。较少的绝对收益（在这里，和在

类似条件下的工业中的情况一样）提供同样的利润。但是在这里琼

斯毕竟有种种错误。

首先，不能说（在既定的前提下）土地的生产力增长了。它们增

长了，是同直接使用的劳动相比，而不是同使用的全部资本相比而

言。只能说，现在需要较少的总产品，就可以提供与以前相同的纯

产品，即相同的利润。

［１１３０］其次，在这种特殊的领域内，同工人的收入相比，租地

农场主收入的增长，在这里的总产品中转化为利润的部分同工人

所得到的部分相比日益增加的情况下，确实有重要的意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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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主－资本家的“财富和影响”，同他的工人的“财富和影响”相

比，才会不断地增长和扩大。但是，琼斯却似乎是这样计算的：１０

比１００是
１
１０
；２０镑比１２０（即１００花在劳动上，２０表示损耗）是

１
６
，

而这２０镑等于付给工人的工资的
１
５
，等等。但是笼统地说，花在劳

动上的资本减少时利润率会提高，那是再错没有了。恰好相反。在

这种情况下剩余价值会相对减少，因而利润率会降低。至于特殊的

单个租地农场主（每个单个企业也一样），利润率却能够保持不变，

不管在那里２００镑资本是使用三个工人，还是使用六个

工人。                 

为了使地租等于超额利润即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前提是，不

仅农业要在形式上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而且利润率在各个生产

部门中，特别是在农业和工业之间，要平均化。否则地租就会等于

超过工资的余额（也就是利润）。地租也可以代表利润的一部分，或

者甚至是工资的扣除部分。

（２）理·琼斯《１８３３年２月２７日在伦敦皇家

学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座

大纲》１８３３年伦敦版。［“国家的经济结构”

的概念以及用它来说明社会制度的不同类

型的尝试。关于“劳动基金”的混乱思想］

  ［琼斯在《绪论》中写道：］

“在一个民族的一定历史时期，土地所有权几乎普遍都是或者掌握在国

家政府的手里，或者掌握在从政府得到权利的人的手里。”（第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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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说的国家的经济结构，是指各不同阶级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最初

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制定和土地剩余产品的分配而建立起来，后来由于资本家

的出现而（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发生了变化和变动，资本家则是作为从事财

富的生产和交换并向工人人口提供食物和工作的当事人出现的。”（第２１—

２２页）［１１３０］１３１

［１１３０］琼斯所说的“劳动基金”［《ＬａｂｏｒＦｕｎｄ》］是指

“劳动者所消费的收入总量，不管这些收入的源泉是什么”。（《大纲》第

４４页）

琼斯的主要论点（“劳动基金”这个术语也许是属于马尔萨斯

的？）１３２如下：整个社会经济结构是围绕着劳动形式旋转的，也就是

说，是围绕着劳动者借以占有自己的生活资料，或者说，占有其产

品中他赖以生存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形式旋转的；这个“劳动基金”

有各种不同的形式，资本仅仅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是历史上出现较

晚的一种形式。亚·斯密提出的那个重大区别——劳动是由资本

支付还是直接由收入支付——只有在琼斯那里才得到它能够得到

的充分阐明，并且成为理解社会上各种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关键。

与此同时，这样一种荒诞的观念也因此消失了：似乎因为在资本中

工人的收入一开始就以资本家的占有物或积蓄物的形式出现，所

以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区别。

“甚至在西欧各国我们还能发现由它们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的特殊分配

方式所产生的社会制度的影响，这种分配方式是［１１３１］在它们作为农业国存

在的初期形成的〈也就是说，分配是在下面几个阶级之间进行：（１）农业劳动

者阶级，（２）土地所有者阶级，（３）仆人、侍从和手工业者，这些人直接或间接

地分享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绪论》第１６页）

“这种经济结构经受的变动，其基本因素和动力是资本，即为了赚取利润

而使用的积累财富…… 在一切国家中，这里所指的财富的特殊部分，对于

社会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的联系的变化起着极大的作用，并且对于这些阶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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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发生决定的影响…… 在亚洲以及在欧洲的一部分（以前是在全欧

洲）非农业阶级几乎完全靠其他阶级的收入，主要是靠土地所有者的收入维

持生活。如果你需要一个手工业者的劳动，你就供给他材料；他到你家里来，

你管他饭，并且付给他工资。过了一段时间，出现了资本家；他备置材料，预付

工人的工资，成为工人的雇主，并且是生产出来的产品的所有者，他用这种产

品交换你的货币…… 这样，在土地所有者和一部分非农业劳动者之间就有

了一个中间阶级，这些非农业劳动者现在要靠这个中间阶级来得到工作和生

存资料了。以前联结社会的纽带现在削弱和瓦解了；另外的联系，另外的相互

依赖原则现在联结着社会的各个不同阶级，新的经济关系出现了”……“这

里，在英国，不仅绝大多数非农业劳动者几乎完全靠资本家雇用，而且农业劳

动者也成了资本家的仆人。”（同上，第１６页及以下各页）

琼斯的《工资讲座大纲》和他的论地租的书有以下区别。在论

地租的书中考察的是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不同形式，和这些形式相

适应的则是劳动的各种不同社会形式。在《大纲》中，琼斯从劳动的

这些不同形式出发，并且把土地所有权的各种不同形式和资本当

作它们的产物来考察。劳动者的劳动的社会规定性，和劳动条件

——特别是土地、自然界，因为这个关系包括其他一切关系——对

劳动者所采取的形式相适应。但是，实际上劳动者的劳动的这个社

会规定性只是在上述形式中得到自己的客观表现。

因此，我们将看到，“劳动基金”的各种不同形式，是和劳动者

同他自己的生产条件发生关系的不同方式相适应的。他以什么方

式占有自己的产品（或产品的一部分），要看他同他的生产条件发

生什么关系。

琼斯说：“劳动基金可以分为三类：

（１）由劳动者自己生产并由他们自己消费的收入，这些收入决不属于其

他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实际上必然是他自己的生产工具的所有

者，不管他的收入具有什么样的特殊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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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属于和劳动者不同的那些阶级的收入，这些阶级花费这些收入来直

接维持劳动。

（３）真正的资本。

劳动基金的所有这些不同的种类都可以在我们本国观察到；但是，如果

我们看看其他国家，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基金的某些部分在我们这里极为有

限，在其他一些国家却是居民生存的主要源泉，并且决定着多数国民的性格

和状况。”（《大纲》第４５—４６页）

关于第一点。“农业劳动者，或者说，占有土地的农民的工资…… 这些

农业劳动者，或者说农民，是份地的继承者、私有者、佃农。佃农就是农奴、分

成制佃农、茅舍贫农。后者是爱尔兰特有的。所有这几种土地耕种者－农民的

收入中往往混有地租或利润之类的东西，但是，如果他们主要是依靠自己体

力劳动的报酬生活，他们就应当被看作工资劳动者［ｗａｇｅｓ－ｌａｂｏｕｒｅｒｓ］。

因此，劳动农民中包括：

（α）份地的继承者，他们是农业［１１３２］劳动者。古代的希腊。现今的亚洲，

尤其是印度。

（β）农民－私有者。法国、德国、美国、澳大利亚、古代的巴勒斯坦。

（γ）茅舍贫农。”（第４６—４８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劳动者为自己再生产“劳动基金”。这种

“劳动基金”不转化为资本。劳动者直接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他

也直接占有它，尽管他的剩余劳动，按照他和他自己的生产条件发

生关系的特殊形式，由他自己占有全部或一部分，或者全部由其他

阶级占有。琼斯把这类劳动者叫作“工资劳动者”，这纯粹是经济学

上的偏见。他们并没有工资劳动者即雇佣工人的任何特征。既然

在资本统治下归工人自己占有的那部分产品是工资，那末归任何

一个劳动者自己消费的那部分产品也就必然是工资，——这是一

种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美妙的概念。

关于第二点。［靠这种劳动基金维持生活的人口，］“在英国限于家仆、士

兵、水手和少数独立从事劳动并从其雇主的收入中得到支付的手工业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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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相当大的地区，这种劳动基金维持着几乎所有的非农业劳动者。以前

这种基金在英国占优势。沃里克——国王制造者１３３。英国的贵族。如今这种

基金在东方占优势。手工业者、仆人。靠这种基金维持的庞大军队。在整个亚

洲这种基金集中于君主之手所产生的后果。某些城市的突然兴盛。突然衰落。

撒马尔汗、坎大哈等地”。（第４８—４９页）

琼斯忽略了两个主要的形式：第一，具有农业和工业合一特点

的亚洲村社；第二，中世纪的城市行会制度，这种制度部分地在古

代世界也存在过。

关于第三点。“资本决不应和世界上的一般劳动基金混淆起来，劳动基金

的大部分是由收入构成的。国家的各种收入……都参加资本赖以形成的积

累。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它们以不同的程度参加这种积累。

例如有这样的情况，即主要依靠工资和地租进行积累。”（第５０页）

剩余劳动转化为资本（而不是直接作为收入同劳动交换），这

就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资本是收入的积蓄。这就是琼斯的主要观

点。确实，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本量是由再转化为资本的收入构

成的。但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连最初的“劳动基金”本身也表现为

资本家的积蓄。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基金”本身，不象在第一种情况

下那样为劳动者所占有，而是表现为资本家的财产，表现为对工人

来说是别人的财产。而这一点是琼斯没有阐明的。

琼斯在这个教学大纲里关于利润率及其对积累的影响的论述

是软弱无力的：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一个国家从它的利润中进行积蓄的能

力，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这种能力在利润率高时就大，在利润率低时就

小；但是在利润率下降时，其他一切条件就不会保持不变。使用的资本量和人

口数目相比可能增加。”

（琼斯不懂得，怎样由于使用的资本“可能”增加而发生如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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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正是因为“使用的资本量和人口数目相比增加了”，利润率才
·
下

·
降。但是他正在接近于正确的观点。｝

“积累的动因和便利条件可能增加…… 在利润率低时积累的速度通常

会比人口的增加快，例如在英国；在利润率高时积累的速度通常会比人口的

增加慢，［１１３３］例如在波兰、俄国、印度等地。”（第５０—５１页）

在利润率高的地方（撇开北美的情况不谈，在那里，一方面，资

本主义生产占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一切农产品的价值都低），利润

率高通常是由于，资本主要由可变资本构成，即直接劳动占优势。

假定资本是１００，其中五分之一是可变资本，并且假定剩余劳动是

三分之一工作日。在这种情况下利润等于１０％。现在假定五分之

四的资本由可变资本构成，而剩余劳动是六分之一工作日。在这种

情况下利润等于１６％。

“有一种理论错误地以为，在利润率随着国家的发展而降低的地方，日益

增长的人口的生存资料必定减少。这种错误的基础是：（１）错误的概念，即利

润的积累在利润率低的地方必定会慢，在利润率高的地方必定会快；（２）错误

的假定，即利润是积累的唯一源泉；（３）错误的假定，即地球上所有劳动者的

生活都是依靠积累和收入的积蓄，而决不是依靠收入本身。”（第５１页）

［琼斯指出］

“当资本负起预付工资的责任时，国家的经济结构中就会发生变动”。

［１１３３］

［１１５７］理·琼斯在下面的论述中作了正确的概括：［１１５７］

［１１３３］“
·
用
·
于
·
维
·
持
·
劳
·
动
·
的
·
资
·
本
·
量
·
可
·
以
·
独
·
自
·
发
·
生
·
变
·
化，
·
而
·
不
·
管
·
资
·
本
·
总
·
量
·
的

·
变
·
化
·
如
·
何〈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 有时可以看到，当资本本身变得更加

充裕的时候，在业人数的大变动，以及由此而来的大灾难，就会变得更加频

繁。”（第５２页）１３４［１１３３］

［１１５７］总资本可以保持不变，但是可变资本可以发生变化（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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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减少）。资本两个组成部分的比例的变化，不一定意味着总资

本量方面的变化。

另一方面，总资本的增长不仅可以和可变资本的相对减少有

关，而且可以和它的绝对减少有关；总资本的增长总是和可变资本

的剧烈变动有关，因此，也和“在业人数的变动”有关。［１１５７］

［接着，琼斯在这个关于工资的教学大纲中写道：］

［１１３３］“劳动者从依赖一种基金逐渐向依赖另一种基金过渡的各个时期

…… 农业劳动者向着由资本家支付报酬转变…… 非农业阶级向着受资

本家雇用转变。”（第５２—５３页）

琼斯在这里所说的“转变”，就是我所说的“原始积累”。只有形

式上的区别。它也是和庸俗的“积蓄”观点对立的。

          

“奴隶制。奴隶可以划分为牧羊奴隶、耕作奴隶、家庭奴隶，最后，还有一

种既是耕作奴隶又是家庭奴隶的混合型奴隶。我们看到，有的奴隶是耕种土

地的农民，有的是靠富人的收入维持生活的仆人或手工业者，有的是靠资本

维持生活的工人。”（第５８—５９页）

但是只要奴隶制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关系就每次只能偶然

地作为从属关系出现，决不能作为统治的关系出现。

（３）理·琼斯《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

１８５２年哈特福版

［（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观的萌芽同关于资本

只是“积累的储备”的资产阶级拜物教观点

的给合。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问题］

  ［琼斯在《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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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的劳动生产率实际上取决于两种情况。第一，取决于他们所生产的

财富的原始源泉〈土地和水〉是富饶还是贫乏。第二，取决于在利用这些源泉

或者在对取自这些源泉的商品进行加工时，他们所使用的劳动的效率如何。”

（第４页）

“人的劳动效率取决于：

（１）劳动的连续性；

（２）劳动用来实现生产者的目的所具备的知识和技能；

（３）帮助劳动的机械力。”（第６页）

“劳动者在生产财富时所使用的力……可以由以下几点来增强：

（１）让比他们自身的动力大的动力为他们服务……

（２）用更能发挥机械效益的方法去使用他们所拥有的某一数量或某一种

类的动［１１３４］力。例如，４０马力的蒸汽机在铁路上发挥的效力，和在公路上

发挥的就不同。”（第８页）

“用两匹马拉一种较好的犁，可以和用四匹马拉一种较坏的犁完成同样

多和同样好的劳动。”（第９页）

“蒸汽机不是一种单纯的工具；它能提供追加动力，而不单是提供更能发

挥机械效益地使用工人已经拥有的力的手段。”（第１０页注）

可见，在琼斯看来，工具和机器的差别就是如此。工具向工人

提供更能发挥机械效益地使用他已经拥有的力的手段；机器能使

动力增加。（？）

“资本……就是由收入中积蓄起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所构成的。”

（第１６页）“资本的可能的源泉……显然是构成社会的所有个人的所有可以

积蓄起来的收入。最有助于国民资本进步的几种特殊收入，在它们各个不同

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因此它们在处于这种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各个国家里也

是截然不同的。”（同上）“因此，利润决不是资本形成和增加的唯一源泉，而在

社会的初期阶段，同工资和地租相比，利润甚至是一个不重要的积累源泉。”

（第２０页）“当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著发展时，利润作为积累的源泉就

相当重要了。”（第２１页）

按照这种说法，资本是构成收入的那种财富的一部分，这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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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不是作为收入被消耗，而是用来生产利润。利润已经是剩余价值

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专门以资本为前提。如果以资本主义生产方

式的存在即资本的存在为前提，那末琼斯的解释是对的。换句话

说，在应当解释的东西被当作前提的时候，他的这个解释是对的。

但是琼斯在这里所指的是一切不作为收入被消耗的收入，而是为

达到致富目的即在生产上被消耗的收入。

不过，在这里有两点是重要的。

第一，在经济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有一定的财富积累，也就是

说，一部分采取扩大生产规模的形式，一部分采取货币贮藏之类的

形式。当“工资”和地租在社会上占优势的时候，——也就是按照上

面所说，这时，一般不归劳动者自己所有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的

大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在亚洲，归国家所有），另一方面，劳动

者则自己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不仅自己生产自己的“工资”，

而且自己把它付给自己，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这种社会状况

下，几乎是经常）他至少能够使自己得到自己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

品的一部分，——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下，“工资”和地租也是积累的

主要源泉。（在这里利润只限于商人等等的利润。）只有当资本主义

生产占统治地位，当它不只是偶尔存在，而是使社会的生产方式从

属于它时；当资本家实际上把全部剩余劳动和全部剩余产品首先

直接占为己有，尽管他不得不把其中的一部分付给土地所有者等

等时，——只是从这时候起，利润才成为资本的主要源泉，积累的

主要源泉，由收入中积蓄起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的主要源泉。

同时这要有一个先决条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情

况下，这是不言而喻的），即“国民劳动的力量真正得到显

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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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些蠢驴，他们以为，没有资本的利润，就不会有积累，或者

他们这样来为利润辩护，说资本家做出了牺牲，为了生产的目的，

由自己的收入中进行积蓄；对于这些人，琼斯回答说，“积累”这个

职能，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主要

由资本家承担，而在以前的生产方式下，在这个过程中起主要作用

的是劳动者自己，部分是土地所有者，利润在那里几乎不起任何作

用。

当然，积累的职能总是会转到这样的人的身上：（１）占有剩余

价值，（２）特别是占有剩余价值，同时又是生产本身的当事人。因

此，如果有人说，［１１３５］因为资本家通过由利润中进行“积蓄”来积

攒自己的资本，因为他执行积累的职能，所以利润是合理的，那末，

这只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为事实上是存在的，所以是合理

的，这种说法对过去的和以后的生产方式也同样适用。如果有人

说，用其他办法不可能进行积累，那就是忘记了，这个特定的积累

方法——通过资本家进行积累——有其发生的特定的历史日期，

并且会朝着其消亡的（也是历史的）日期走去。

第二，既然有那么多积累的财富通过各种手段转到资本家手

中，以致他们能够支配生产，那末最大量的现有资本——经过一定

期间——可以被认为完全是由利润（收入）产生的，也就是由资本

化的剩余价值产生的。

有一点琼斯提得不够，说实在的，他只是作了暗示，这就是：如

果劳动生产者自己付给自己“工资”，并且他的产品不是先采取由

他人的收入中“积蓄起来”的形式，然后再由他人付还给劳动者，那

末劳动者就必须占有自己的生产条件（无论是作为私有者，还是作

为佃农或份地的继承者等等）。要使他的“工资”（以及“劳动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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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别人的资本同他相对立，就必须预先使他丧失这些生产条件，

而这些生产条件必须采取别人的财产的形式。只有在劳动者的“劳

动基金”连同他的生产条件被夺去，并且作为与工人对立的资本独

立出来以后，进一步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的不是这些原有条件的

单纯的再生产，而是它们的进一步发展）才会开始，以致生产条件

和“劳动基金”都是作为由他人的收入中“积蓄起来”以便转化为资

本的东西出现在工人面前。工人丧失了对自己的生产条件的占有，

因而也丧失了对自己的“劳动基金”的占有以后，也就丧失了积累

的职能，他在财富上所追加的一切，都表现为他人的收入，而这种

收入必须预先被这些人“积蓄起来”，即不应作为收入消耗掉，才能

执行资本的职能以及工人的“劳动基金”的职能。

因为琼斯本人所叙述的是这样的社会状况，在这种社会状况

下，事情还不是这个样子，当时［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还存在着

统一，所以他自然必须把上述的“分离”当作资本真正的形成过程

提出来。一旦有了这种“分离”，资本的形成过程自然就会发

生，——它将继续并且扩大，——因为工人的剩余劳动现在总是作

为别人的收入同工人相对立，也只有通过这种收入的“积蓄”才能

发生财富的积累和生产规模的扩大。

收入再转化为资本。如果资本｛即生产条件和劳动者相分离）

是利润的源泉（也就是说，剩余劳动表现为资本的收入，而不表现

为劳动的收入｝，那末现在利润又成了资本的源泉，成了新资本形

成的源泉，也就是说，追加的生产条件作为资本同工人相对立，作

为手段来保持工人的工人身分并一再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劳动

者和劳动条件之间原有的统一（我们不谈奴隶关系，因为当时劳动

者自身属于客观的劳动条件｝有两种主要形式：亚洲村社（原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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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主义）和这种或那种类型的小家庭农业（与此相结合的是家庭工

业）。这两种形式都是幼稚的形式，都同样不适合于把劳动发展为

社会劳动，不适合于提高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因此，劳动和所有权

（后者应理解为对于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破裂和对立

就成为必要的了。这种破裂的最极端的形式（在这种形式下社会劳

动的生产力同时会得到最有力的发展）就是资本的形式。原有的统

一的恢复，只有在资本创造的物质基础上，并且只有通过工人阶级

和整个社会在这个创造过程中经历的革命，才有可能

实现。           

琼斯提得不够的还有下面一点：

直接作为收入同劳动交换的那种收入，只要它不是雇用次要

劳动者的独立劳动者的收入，那就是土地所有者的收入，这种收入

来源于独立劳动者付给他的地租，他同他的仆人和侍从没有以实

物形式把这种地租完全消费掉，而用其中的一部分来购买次要劳

动者的产品和服务。因此，收入同劳动的这种交换总是以第一种关

系［土地所有者和向土地所有者交付地租的独立劳动者之间的关

系］为前提。

［１１３６］｛即使产业资本家使用他自己的资本，也有一部分利润

被看作是利息，这仅仅是因为，这种收入具有单独的存在形式，同

样，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即使劳动者拥有自己的生产资

料，并且不雇用其他任何劳动者，这些生产资料仍被看作是资本，

而劳动者自己的在普通工资以外实现的那部分劳动，表现为由他

的资本产生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本身将分解为不同的经

济身分。他作为他自己的工人得到自己的工资，又作为资本家得到

自己的利润。这个评论属于《收入及其源泉》１３５那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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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种财富，它们对于国民生产力的影响是有区别的，一种财富是积蓄

起来，并且作为工资支出来获取利润，一种财富是从收入中预付来维持劳动。

说到这种区别时，我用资本这个词，只是为了表示由收入中积蓄起来并用来

获取利润的那部分财富。”（第３６—３７页）

“我们也许可以……把资本理解为一切被用来维持劳动的财富，而不问

这种财富是否经过了预先的积蓄过程……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仔细研

究一下不同国家中和不同条件下的劳动阶级以及向劳动阶级支付的人的状

况，我们就必须把积蓄起来的资本和没有经过积累过程的资本加以区别；一

句话，把是收入的资本和不是收入的资本加以区别。”（第３６页）

“除了英国和荷兰，在旧大陆的一切国家中，农业劳动者的工资不是从由

收入积蓄和积累的基金中预付，而是由劳动者自己生产出来，并且除了以供

他们自己直接消费的储备形式存在之外，从来不以其他任何形式存在。”（第

３７页）

琼斯和其他政治经济学家（也许西斯蒙第除外）不同的地方

是，他把资本的社会的形式规定性作为本质的东西强调出来，并把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生产方式之间的一切区别归结为这个形

式规定性。资本的这个社会的形式规定性就是，劳动直接转化为资

本，另一方面，这个资本购买劳动不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而是为

了增加自己本身的价值，为了创造剩余价值（更高的交换价值），

“用来获取利润”。

但是，这里同时也表明，为使收入转化为资本而进行的“收入

的积蓄”本身，以及“积累”本身，仅仅在形式上不同于使“财富被用

来维持劳动”的其他条件。领取由资本“预付的”工资的英国和荷兰

的农业工人，如同法国农民或俄国的独立经营的农奴一样，也是

“自己生产自己的工资”。如果从生产过程的连续性来考察生产过

程，那末资本家今天作为“工资”预付给工人的，不过是这个工人昨

天“生产出来的”产品的一部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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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在一种场合工人生产他自己的工

资，而在另一种场合不生产。区别在于，他的这个产品［在一种场

合］表现为工资；还在于，在一种场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

下］工人的产品（工人的产品中构成“劳动基金”的那一部分），第

一，表现为别人的收入；但是，第二，不当作收入来花费，也不花费

在收入借以直接消费掉的劳动上面，第三，作为资本和工人相对

立，资本把产品的这一部分归还给工人，不是简单地去交换等价

物，而是去交换比物化在给工人的产品中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

因此，工人的产品表现为，第一，别人的收入，第二，收入的“积蓄”，

用来购买劳动以便获得利润，也就是说，它表现为资本。

工人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和他相对立的这个过程，也就是琼

斯所说的：“劳动基金”“经过预先的积蓄过程”，“经过积累过程”，

即在再转化为工人的生存资料以前，“以另一种形式存在”（琼斯在

这里直接谈判的只是形式变化），而不是“以供劳动者直接消费的

储备形式存在”。全部区别在于工人所生产的“劳动基金”在以工资

形式重新回到工人手里以前所经受的那个形式转化。因此，在独立

农民或独立手工业者那里，“劳动基金”决不会采取“工资”

的形式。          

［１１３７］就“劳动基金”来说，“积蓄”和“积累”在这里不过是劳

动者的产品经受的那些形式转化的名称。独立劳动者和雇佣工人

一样，消费自己的产品，或者更确切地说，后者和前者一样，消费自

己的产品。区别只在于，在雇佣工人那里，他的产品表现为由另一

个人——资本家——的收入中积蓄起来，或者说，积累起来的东

西。实际情况则是，这个过程使资本家能够为自己“积蓄”，或者说，

“积累”工人的剩余劳动；因此，琼斯也非常有力地强调了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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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在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积累不是来源于利润，而是来源于

“工资”，即来源于独立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或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

收入交换的手工业者的收入（否则怎样会从这些独立农业劳动者

和独立手工业者当中产生出资产者呢？），并且来源于土地所有者

得到的地租。但是为了使“劳动基金”经过这些转化，还必须使生产

条件象资本那样和劳动者相对立，在其他形式中情况就不是这样。

在这一场合，财富的增加，不表现为来源于工人，而表现为通过积

蓄，通过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而从利润得来，——正如“劳动基金”本

身（在由于新的积累而增加以前）作为资本和工人相对立一样。

“积蓄”，就这个词的本来意义讲，只有在谈到那种把自己的收

入资本化的资本家对那种把自己的收入作为收入吃光花光的资本

家的关系时才有意义，它对于说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则毫

无意义。

有两个主要事实可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

第一，生产资料积聚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单个劳动

者的直接财产，而表现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不劳动

的资本家的财产。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这些资本家是生产资料的受

托人，并享受从这种委托中得到的全部果实。

第二，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同社会对自然力支配

的结果相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

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取消了，虽

然还是处在对抗的形式中。

在亚·斯密看来，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主要区别是，前者

直接同资本交换，后者直接同收入交换，——这一区别的意义，只

是在琼斯那里才得到充分的阐明。这里指出，第一种劳动说明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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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第二种劳动，在它占统治的地方，属于以前

的各种生产方式，而在它只是间或出现的地方，则限于（或者应当

限于）那些不直接生产财富的领域。

“资本是一种工具，借助这种工具，可以把能够提高人的劳动效率和国民

生产力的一切因素推动起来…… 资本是过去劳动的积累起来的结果，这个

结果被用来在财富生产工作的某个部分获得某种效果。”（第３５页）

（琼斯在对这段话作的注释中说：

“我们可以并且有理由认为，在所生产的商品没有到达要消费它的人手

中以前，生产行为并没有结束；在此以前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这一目的。给

我们把茶从哈特福运到我们学院来的小店主的马和车，对于我们要得到茶以

满足消费的目的来说，是同采茶和焙茶的中国人的劳动一样必要的。”）

“但是……这个资本……并不是在每个社会中都完成它所能完成的一切

任务。在一切场合，它都是逐渐地、依次地着手完成这些任务，一个值得注意

并且极端重要的事实是，有一种特殊职能，它的执行对于资本的力量在资本

的其他一切职能中的重大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特殊职能正是资本对地球

上大部分劳动者还从来没有执行过的那种职能。”（第３５—３６页）

“我指的是工资的预付。”（第３６页）

“由资本家预付工资的劳动者，在地球上还不到四分之一…… 这一事

实……在说明各国的进步程度时有头等重要意义。”（同上）

［１１３８］“资本，或者说，积累的储备，只是后来，当它在财富的生产中执行

了其他各种职能以后，才担负起向劳动者预付工资的职能。”（第７９页）

在琼斯的最后这句话（第７９页）中，资本实际上被说成是“关

系”，被说成不仅是“积累的储备”，而且是完全确定的生产关系。

“储备”不可能“担负起预付工资的职能”。琼斯着重指出，资本的基

本形式，就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相对立，并支付工资；资本的这种形

式赋予整个社会生产过程一种特征，支配它，使社会劳动生产力达

到全新的发展，同时使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革命化。琼斯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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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资本在担负起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职能以前，执行了其他的

职能，表现为其他一些从属的但在历史上是较早的形式，但是只有

随着它作为产业资本出现，它的力量在它的一切职能中才得到充

分的发挥。另一方面，在他的第三篇讲义《论资本或者资本家｛在这

里，问题就在这个“或者”上：只是由于这种人格化，积累的储备才

成为资本｝如何逐渐地担负起财富生产中的一连串职能》中，琼斯

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些较早的职能是什么。实际上，这只能是商业

资本或货币经营资本的职能。但是，尽管琼斯如此接近了正确的观

点，并在一定形式上说出了这种观点，另一方面，他作为政治经济

学家，却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为资产阶级拜物教所束缚，以致连魔鬼

也不能担保，他是否理解“积累的储备”本身所能完成的各种职能。

琼斯说：

“资本，或者说，积累的储备，只是后来，当它在财富的生产中执行了其他

各种职能以后，才担负起向劳动者预付工资的职能。”（第７９页）

这句话充分表现出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琼斯对资本有正确

的历史的理解，另一方面，这种理解又被政治经济学家所固有的狭

隘见解即“储备”本身就是“资本”弄得模糊不清。因此，“积累的储

备”在琼斯那里成为一个“担负起”向劳动者“预付工资的职能”的

人。琼斯在破除政治经济学家所固有的偏见时自己还是为这种偏

见所束缚，——既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被看作历史上一定的生产

方式，而不再是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关系，那末破除这种偏见就是必

要的。

我们看到，从拉姆赛到琼斯有了多么大的飞跃。正是资本的那

个使资本成为资本的职能——预付工资——被拉姆赛说成是偶然

的，只是由大多数人的贫困引起的，对于生产过程本身是无关紧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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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拉姆赛用这种狭隘的形式否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性。而

琼斯｛奇怪的是，他们两人都是英国国教会的牧师１３６。看来英国的

牧师比大陆上的还是考虑得多些｝指出，正是这个职能使资本成为

资本，并且决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琼斯指出，这个形式怎

样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才会发生，并且那时就会创造出全新

的物质基础。但是琼斯因此也以比拉姆赛更深刻的完全不同的方

法理解这个形式的“可废止性”，理解它的仅仅是历史上暂时的必

然性。琼斯决没有把资本主义的关系看作永恒的关系。

“将来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世界各大洲可能会逐渐接近这样一

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和积累的储备的所有者将是同一的；但是

在各国的发展中……这种情况至今还从未有过，为了探索和理解这种发展，

我们必须考察劳动者怎样逐渐地从用自己的收入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主顾的

支配下，转到用资本（它的所有者指望从它的总产品中为自己实现一种特殊

的收入）的预付支付劳动者报酬的企业主的支配下。也许，这种情况同劳动者

和资本家是同一个人的情况相比，还不是那么令人满意；但是我们必须仍然

把它看作生产发展进程中的一定阶段，这个阶段直到现在还是先进国家的发

展的特征。亚洲的居民还没有达到这个阶段。”（第７３页）

［１１３９］在这里琼斯直截了当地宣称，他把资本和资本主义生

产方式只“看作”社会生产发展中的一个过渡阶段，从社会劳动生

产力的发展来看，这个阶段同一切过去的形式相比是一个巨大的

进步，但是这个阶段决不是最终的结果，而是相反，在它固有的对

抗形式中，即在“积累的财富的所有者”和“实际的劳动者”之间的

对抗形式中，包含着它灭亡的必然性。

琼斯曾在海利贝里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是马尔萨斯的继任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政治经济学这门实际科学是怎样结束的：资产阶

级生产关系被看作仅仅是历史的关系，它们将导致更高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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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那种成为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基础的对抗就会消失。政治

经济学以自己的分析破坏了财富借以表现的那些表面上相互独立

的形式。它的分析（甚至在李嘉图那里就已经）进行得如此

远了：         

（１）财富的独立的物质形式趋于消灭，财富不过表现为人的活

动。凡不是人的活动的结果，不是劳动的结果的东西，都是自然，而

作为自然，就不是社会的财富。财物世界的幻影消逝了，这个世界

不过表现为不断消失又不断重新产生的人类劳动的客体化。任何

物质上持久的财富都只是这个社会劳动的转瞬即逝的物化，是生

产过程的结晶化，生产过程的尺度是时间，即运动本身的尺度。

（２）财富的不同组成部分，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流入社会的不

同部分，这些形式正在丧失自己的表面的独立性。利息，仅仅是利

润的一部分，地租，仅仅是超额利润。因此，不论利息还是地租都溶

解在利润里面，而利润本身则归结为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但是商

品价值本身只归结为劳动时间。李嘉图学派甚至走得这样远，以至

把这个剩余价值的占有形式之一——土地所有权（地租）——当作

无用的形式加以否定，只要得到它的是私人［而不是国家］。李嘉图

学派不承认土地所有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职能执行者。这样，对抗

就归结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对抗。但是李嘉图学派的政治

经济学把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看作某种既定的东

西，看作生产过程本身所依据的自然规律。后来的经济学家，象琼

斯这样的经济学家，超过了这一点，他们只承认这种关系的历史的

合理性。但是，自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和分配关系被认为是历史的以来，那种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看作

生产的自然规律的谬论就宣告破产了，并且开辟了新社会的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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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辟了新的经济社会形态的远景，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只构成向

这个形态的过渡。１３７［１１３９］

［１１３９］关于琼斯，我们还要考察几个问题：

（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资本预付工资——究竟怎样改

变［生产］形式和生产力。（２）琼斯关于积累和利润率的论断。

但是这里首先还要指出下面一点：

［１１４０］“资本家只是一种中介人，他使劳动者在新的形式和新的情况下

从周围的主顾所支出的收入中得到利益。”（第７９页）

这里说的是过去直接靠土地所有者等等的收入生活的非农业

劳动者。现在不是这些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或自己劳动的产品）

直接同这种收入交换，而是资本家用这些劳动者的劳动产品——

收集和集中在他手中的——同这种收入交换，或者说，收入转化为

资本，同资本交换，同时构成资本的收益。这种收入现在不是构成

劳动的直接收益，而是构成使用工人的资本的直接收益。１３８［１１４０］

［１１４４］琼斯把资本作为特殊的生产关系来描述，认为这种生

产关系的主要特征是：积累的财富表现为预付的工资，“劳动基金”

本身则表现为“由收入中积蓄起来并用来获取利润的财富”，然后，

他就从生产力的发展中考察这一生产方式所特有的变化。琼斯很

好地论述了，怎样随着物质生产力的变化，经济关系以及与此相连

的国民的社会状况、道德状况和政治状况，也都在发生变化：

“随着各社会改变自己的生产力，它们也必然改变自己的习俗。社会上所

有各个不同的阶级在其发展进程中都会发觉，新的关系已把它们同其他阶级

联系起来，它们处在新的地位，并被新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危险所包围，被社会

进步和政治进步的新条件所包围。”（第４８页）

在考察琼斯怎样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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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还要引几段同我们上面所引的有联系的话。

“随着社会的经济组织以及生产任务借以完成的因素和手段（丰富的或

贫乏的）的变化，会发生大的政治的、社会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变化。这些变化

发生在居民当中，必然对居民的各种政治要素和社会要素产生决定性的影

响；这种影响将涉及国民的精神面貌、习惯、风俗、道德和幸福。”（第４５页）

“英国是这样一个唯一的大国，它……作为一个生产的机构，在向着完善

前进的过程中迈出了第一步；只有这个国家，它的居民，不论是农业的还是非

农业的，都受资本家的指挥，在这个国家里，不仅在它的财富的巨大增长中，

而且在它的居民的一切经济关系和地位中，处处可以感觉到资本家所拥有的

手段和唯有资本家才能执行的那些特殊职能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英国——我

遗憾地但毫不犹豫地说——对于用这种方法发展自己的生产力的人民的经

历［１１４５］来说，决不是一个成功的范例。”（第４８—４９页）

“一般劳动基金由以下几部分构成：（１）劳动者自己生产的工资；（２）其他

阶级用于维持劳动的收入；（３）资本，或者说，由收入中积蓄起来并用来预付

工资以便获取利润的财富。我们把靠第一部分劳动基金维持生活的人叫作非

雇佣劳动者。靠第二部分劳动基金维持生活的人叫作领薪金的服务人员。靠

第三部分劳动基金维持生活的人叫作雇佣工人。从这三部分劳动基金中的哪

一部分领取工资，这决定劳动者和社会其他阶级的相互关系，并从而决定

——有时直接地，有时或多或少间接地——完成生产任务的连续性、技能和

力量的程度。”（第５１—５２页）

“世界上的劳动人口有半数以上，也许甚至三分之二以上，是靠第一部分

劳动基金，即劳动者自己生产的工资维持生活的。这些劳动者到处都由占有

并耕种土地的农民构成…… 第二部分劳动基金，即用于维持劳动的收入，

维持着东方绝大部分非农业生产劳动者。这一部分劳动基金在欧洲大陆有一

定的重要性，但在英国它只包括人数不多的做零工的手工业者，他们是一个

人数众多的阶级的残余…… 第三部分劳动基金，即资本，在英国雇用了大

多数劳动者，然而在亚洲它只维持着不多的人，在欧洲大陆这部分基金只维

持着非农业劳动者，他们总共也许不到全部生产人口的四分之一。”（第５２

页）

“我没有把奴隶劳动作为一个特别的范畴…… 劳动者的公民权对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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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经济地位不发生影响。可以看到，奴隶象自由民一样，靠某种形式的劳动

基金维持生活。”（第５３页）

但是，如果说劳动者的“公民权”对于“他们的经济地位”不发

生影响，那末他们的经济地位对于他们的公民权却发生影响。只有

在工人有人身自由的地方，国家范围内的雇佣劳动，从而还有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才是可能的。它是建立在工人的人身自由之上的。

琼斯正确地把斯密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还原为它们的本

质，即还原为资本主义劳动和非资本主义劳动，因为他正确地运用

了斯密关于由资本支付的劳动者和由收入支付的劳动者的区分。

但是琼斯自己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显然理解为加入物质［财

富］生产的劳动和不加入这种生产的劳动。这是根据［上面引用过

的］那段话［第５２页］得出的，琼斯在那里谈到依靠别人花费的收

入维持生活的生产劳动者。还根据以下的话：

“社会上不生产物质财富的那一部分，可能是有用的，也可能是无用的。”

（第４２页）

“我们可以并且有理由认为，在所生产的商品没有到达要消费它的人手

中以前，生产行为并没有结束。”（第３５页注）

靠资本生活的劳动者和靠收入生活的劳动者之间的区别，同

劳动的形式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

部区别就在这里。相反，如果从较狭窄的意义上来理解生产劳动者

和非生产劳动者，那末生产劳动就是一切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这

里所说的生产，包括商品从首要生产者到消费者所必须经过的一

切行为），不管这个劳动是体力劳动还是非体力劳动（科学方面的

劳动）；而非生产劳动就是不加入商品生产的劳动，是不以生产商

品为目的的劳动。这种区分决不可忽视，而这样一种情况，即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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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种类的活动都对物质生产发生影响，物质生产也对其他一切

种类的活动发生影响，——也丝毫不能改变这种区分的必要性。

［（ｂ）琼斯论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对生产力发展的

影响。关于追加固定资本的使用条件问题］

  ［１１４６］现在我们来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影响下的生产力的发

展问题。

［琼斯说：］

“这里最好指出这样一点，即这个事实｛由资本预付工资｝怎样影响劳动

者的生产力，或者说，怎样影响劳动的连续性、知识和力量…… 向工人支付

工资的资本家，能够促进工人劳动的连续性。第一，他使这种连续性成为可

能，第二，他对此进行监督和强制。世界上有人数很多的各种各样的劳动者，

他们经常徘徊街头，寻找主顾，他们的工资取决于人们的偶然需要，就是说有

人恰好在这个时候需要他们的服务，或者需要他们所制造的物品。最早的传

教士在中国看到过这样的情况：‘那里的手工业者从早到晚在城里到处奔走，

寻找主顾。大部分中国工人都是在私人家里劳动。例如，你需要衣服吗？裁缝

便从早上到你家里来，到晚上才回家。其他一切手工业者的情况也是这样。他

们经常为了寻找工作而走街串巷，甚至铁匠也担着他的锤子和炉子沿街寻找

普通的零活。理发匠也是……肩上扛着靠椅，手里提着盆子和烧热水的小炉

子走街串巷。１３９这种情况至今在整个东方仍然是常见的现象，在西方世界也

有一部分是这样。

所以说，这种劳动者不可能在任何长时间内连续地劳动。他们必须象出

租马车那样在街头招揽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他们就不得不闲起来。如果经

过一段时间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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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本家……所拥有的资财允许他等待主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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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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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待或寻找那个必须消费他们所制造的物品的主顾而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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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劳动的连续性因此得到了保障，那末单是这个变化对劳动生产力的

影响就非常大…… 生产力增加一倍。两个从早到晚连续劳动一年的工人所

生产的东西，可能多于四个没有固定工作的工人所生产的，因为后者要把很

多时间消耗在寻求主顾和恢复中断了的工作上面。”（第３７—３８页）

［关于琼斯在这里所说的，必须指出：］

第一，关于从做临时活（如在土地所有者家中缝衣等等）的劳

动者转变成受资本雇用的工人的事，杜尔哥已经作了很好的阐述。

第二，劳动的这种连续性虽然把资本主义劳动和琼斯所描述

的劳动形式很好地区别开来，但是没有把它和大规模的奴隶劳动

区别开来。

第三，把由于劳动持续时间的增加和工作中断现象的消除而

引起的劳动本身的增加，叫作劳动生产力的增加是不正确的。劳动

生产力的增加，只有在劳动的连续性提高工人个人技能的限度内

才会发生。我们所理解的劳动生产力［增加］，是指使用一定量劳动

时具有更大的效率，而不是指使用的劳动的量的任何变化。琼斯所

说的那种情况，宁可说是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隶属，这种情况只

有随着固定资本的发展才获得充分的发展。（关于这一点，马上就

要谈。）

琼斯正确地着重指出：资本家把劳动视为自己的财产，丝毫也

不让它白白耗费。至于直接依赖收入的劳动，那末说的只是劳动的

使用价值。

［１１４７］琼斯继而完全正确地指出，非农业工人从早到晚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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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地埋头劳动，决不是天然如此，这种劳动本身是经济发展的产

物。中世纪的城市劳动，与亚洲的劳动形式和西方的农村劳动形式

（以前占统治地位，现在还部分地可以看到）不同，它已经前进了一

大步，并且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劳动的连续性和经常性来

说，是一所预备学校。

｛关于劳动的这种连续性，在１８２１年伦敦出版的匿名小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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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写道：

“资本家好象还掌管着一个劳动介绍所；他保险劳动不会没有把握找到

销路。如果没有资本家，这种没有把握的事，就会使劳动在很多情况下得不到

雇用。由于他的资本，那些寻找买者和奔跑市场的麻烦事就比较少了。”（第

１０２页）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们还读到：

“在资本在很大程度上由固定资本构成的地方，或者在资本投于土地的

地方……企业主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和使用较少固定资本时相比）不得不

继续使用和过去几乎同样多的流动资本，以便不致于失去固定资本部分的任

何利润。”（第７３页｝

｛［琼斯还说：］

“关于在中国由于劳动者依赖他们的主顾的收入而造成的状况，你大概

可以在一个由美国人举办的中国展览会上看到一幅极其引人注目的图景，这

个展览会在伦敦展出了很久。展览会充满了对手工业者的描绘，他们携带着

自己的一套简单工具到处寻找主顾，如果找不到主顾，就得闲起来。这里明显

地呈现出，在他们的情况下，必然没有作为劳动生产率的三大要素之一的劳

动的连续性；任何一个有见识的观众都能看出，这里也缺乏固定资本和机器，

它们不见得是劳动生产率的次要的要素。”（第７３页）

“类似的情景在印度的城市也能看到，欧洲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这种状

况。不过，在印度的农村地区，手工业者是靠特别的方法维持的…… 确实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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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村庄所需要的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劳动者，靠这个村庄居民的公共收

入的一部分来维持生活。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大批世代相传的劳动者靠这种基

金生活，他们的劳动满足了农业劳动者用自己的劳动满足不了的简单的需要

和嗜好。这些农村手工业者的地位和权利，象东方的一切权利一样，很快就成

为世代继承的了。手工业者在别的农村居民那里找到主顾。农村居民是定居

的、不变动的，为他们服务的手工业者也是这样……

城市手工业者过去和现在都是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实质上是从同

一个基金——土地的多余收入——获得自己的工资，但是在这里，基金的分

配方法以及分配者是不同的，因此，手工业者不再能是永久定居的了，他们不

得不进行频繁的和往往是灾难性的迁移…… 这样的手工业者不会由于依

赖大量的固定资本而被限定在一个地方。（例如，在欧洲，棉纺织业和其他企

业被限定在富有水力，或者富有生产蒸汽的燃料的地方，欧洲已有大量的财

富转化为建筑物、机器等等。）…… 如果劳动者完全［１１４８］依靠从那些消费

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人的收入中直接领取一部分来维持生活，那末情况就不同

了…… 这种劳动者不会被限定在有任何固定资本的地方。如果他们的主顾

在较长时期内，有时甚至在短时期内，迁移了自己的住地，非农业劳动者为了

不致饿死，就不得不跟随他们一起去。”（第７３—７４页）

“为手工业者预备的这种基金的大部分，在亚洲由国家及其官吏来分配。

分配的主要中心自然是首都。”（第７５页）

“由撒马尔汗往南到比贾普尔和塞林格帕塔姆，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消失

了的首都的遗迹，只要国王的收入（也就是土地的全部多余收入）的新的分配

中心一形成，这些首都就被它们的居民突然舍弃了（而不象在其他国家那样

是由于逐渐的衰落）。”（第７６页）

请看一看贝尔尼埃博士的书
１４０
，他把印度的城市比作军营。可

见，这是以亚洲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为基础的。｝

          

现在我们要从劳动的连续性转到分工、知识的发展、机器的使

用等等。

［琼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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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劳动者的雇主的变动对劳动的连续性产生的影响，决不限于以上

所说。现在可以对生产上的各种工作作进一步的划分…… 如果他〈资本家〉

使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那末他就能在他们当中分配工作；他就能使

每个工人固定地去完成整个工作中他完成得最好的那一部分…… 如果资

本家是富有的，并且雇用了足够数量的工人，那末，只要工作还能细分，它就

会尽量细分下去。这时，劳动的连续性也就达到了完善的程度…… 资本取

得了预付工资的职能以后，现在已逐步地使劳动的连续性趋于完善。同时，资

本也使这种劳动为产生一定效果而应用的知识和技能增加了。

资本家阶级最初部分地摆脱了体力劳动的必要性，最后完全摆脱了体力

劳动的必要性。他们的利益要求他们使用的工人的生产力尽可能地大。所以

他们的注意力放在，而且几乎完全放在这种力量的增加上面。思想越来越集

中于寻找最好的手段以达到人类劳动的一切目的；知识扩大了，增大了它的

应用范围，并且几乎在所有生产部门中协助了劳动……

但是我们再往下看一看机械力。不是用来支付劳动，而是用来协助劳动

的资本，我们要称为辅助资本。”

｛可见，琼斯所理解的“辅助资本”，是不变资本中那个不是由

原料构成的部分。｝

“一个国家的辅助资本量，在具备一定条件时，能够无限地增加，即使工

人人数保持不变。在这方面每前进一步，人类劳动效率的第三个要素，即它的

机械力，都会增大…… 因而，辅助资本量同人口相比会增加…… 必须具

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使用于协助他们｛资本家雇用的工人｝的辅助资本量增

加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

（１）积蓄追加资本的手段；

（２）积蓄追加资本的愿望；

（３）某种发明，由此有可能通过使用辅助资本来提高劳动生产力，而且提

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劳动在它以前生产的财富之外，还把使用的追加辅助

资本按其消费的程度，连同其利润再生产出来……

如果在现有的知识状况下能有利地加以使用的整个辅助资本量已经具

备……那末只有知识水平的提高才能指出使用更大量资本的手段。其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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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使用只在如下场合才有可能，即所发明的手段要把劳动力提高到能够把追

加资本在它被消耗期间再生产出来。如果不是这样，资本家就定会损失自己

的财富…… 但是，除此以外，工人的提高了的劳动效率应当还能生产一些

利润，否则资本家把自己的资本用于生产的动机就完全没有了…… 只要通

过使用新的辅助资本量能够达到这两个目的，对于进一步使用这种新的资本

量就不会有固定的和最终的界限。资本的增长能够和知识的增长一起前进。

但是知识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由于知识每时每刻都在各个方面向前发展，所

以每时每刻都能出现新工具、新机器、新动力，这就使社会能够有利可图地追

加一些协助劳动的辅助资本量，并以此来扩大它的劳动生产率同那些较贫穷

的、技能较差的国家的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差别。”（同上［第３８—４１页］）

［１１４９］首先，我们来看看琼斯的意见，他认为新的发明、装置

或设备必须能够“把劳动生产力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劳动在它

以前生产的财富之外，还把使用的追加辅助资本按其消费的程度

再生产出来”，或者说，使劳动“把追加资本在它被消耗期间再生产

出来”。可见，这仅仅意味着，磨损是按照磨损的程度得到补偿的，

或者说，追加资本在它被消费期间平均得到补偿。产品价值的一部

分——或者也可以说，产品的一部分——必须补偿已消费的“辅助

资本”，而且必须在这样的期限内补偿，也就是说，在它完全被消费

掉时，它就能完全被再生产出来，或者说，同一种新资本就能代替

已消费的资本。但是做到这一点的条件是什么呢？劳动生产率必

须由于使用追加的“辅助资本”而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产品的

一部分能够分出来，或者以实物形式，或者通过交换，来补偿这个

组成部分。

如果劳动生产率有这样高，也就是说，如果在同样一个工作日

生产出的产品量增加了这样多，以致单位商品比原来生产过程中

的单位商品便宜，即使这时商品总额要用自己的总价格来抵补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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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的（比如说）年磨损，但摊在单位商品上的相应的磨损部分极小，

那末“辅助资本”也会被再生产出来。如果我们从总产品中扣除，第

一，补偿磨损的部分，第二，补偿原料价值的部分，那末剩下的就是

支付工资的部分，以及抵补利润的部分，这个部分甚至会在单位商

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

不具备这种条件，产品也有可能增加。例如，如果棉纱的磅数

［仅仅］增加到１０倍（而不是１００倍，等等），而摊到单位产品价值

上的补偿机器磨损的附加额，从
１
６
减少到

１
１０
，那末用机器生产的

棉纱就会比用纺车生产的棉纱贵。１４１如果用１００镑追加资本购买

鸟粪投在农业上，如果这些鸟粪必须在一年内被补偿，而一夸特产

品的价值（在旧的生产方法下）等于２镑，那末，仅仅为了补偿损

耗１４２，就必须生产５０追加夸特。否则这笔追加资本就不会被使用

（这里我们撇开利润不谈）。

琼斯认为，追加资本必须“在它被消耗再生产出来”（当然，通

过出卖产品或者以实物形式），他的这种意见仅仅意味着，商品必

须补偿它所包含的损耗。为了重新开始再生产，商品所包含的一切

价值要素，都必须在商品的再生产重新开始时就得到补偿。在农业

上这种再生产时间是由自然条件决定的，而在什么时间内必须补

偿损耗，也完全和在什么时间内必须补偿比如说谷物的其他一切

价值要素一样，在这里是决定了的。

为了使再生产过程能够开始，也就是说，为了使本来的生产过

程能够得到更新，必须经过流通过程，即商品必须出卖（除非它是

以实物形式自己补偿自己，就象种子那样），而商品卖得的货币必

须重新转化为生产要素。就谷物和其他农产品来说，对于这种再生

产，存在着一定的、由四季更替所规定的期限，因此，对于流通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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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时间，也存在着最终的界限，即肯定的界限。［这是第一点。］

第二，流通过程的这种肯定的界限，一般来自作为使用价值的

商品的性质。所有的商品都会在一定的时间内变坏，尽管它们存在

的 ｕｌｔｉｍａＴｈｕｌｅ①各不相同。如果人不消费它们（为了生产或者

为了个人消费），天然的自然力就会消费它们。它们会逐渐变质，最

后完全毁坏。如果商品的使用价值失去了，它的交换价值也就见鬼

去了，它的再生产也就停止了。因此，商品流通时间的最终的界限

决定于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所固有的再生产时间的自然

期限。           

第三，为了使商品的生产过程连续不断，也就是说，为了使资

本的一［１１５０］部分不间断地处在生产过程中，另一部分不间断地

处在流通过程中，就必须按照再生产时间的自然界限，按照各种不

同使用价值存在的界限，或者按照资本的各种不同的作用领域，对

资本进行极不相同的划分。

第四，上述一切同时适用于商品的所有价值要素。但是，对于

那些有很多固定资本参与生产的商品来说，除了由商品本身的使

用价值给流通时间规定的界限外，固定资本的使用价值也具有决

定的作用。固定资本在一定时间内被损耗，因此，它必须在一定期

间再生产出来。比方说，一只船在１０年内用坏，或者一架纺纱机在

１２年内用坏。在这１０年内所获得的运费，或者在这１２年内卖的

纱，必须足以在１０年后用一只新船来代替旧船，或者在１２年后用

一架新纺纱机来代替旧纺纱机。如果固定资本在半年内消费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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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就必须在半年内从流通中返回。

因此，除了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的自然毁灭期限（这个期限对

于不同的使用价值是极不相同的），除了生产过程连续性的要求

（由于这种要求，根据商品必须在生产领域停留时间的长短，根据

商品能够在流通领域停留时间的长短，又有流通时间的各种不同

的最终界限），还要加上第三点，即加入商品生产的“辅助资本”的

各种不同的毁灭期限以及由此引起的再生产的必要性。

琼斯认为［使用“辅助资本”的］第二个条件是“辅助资本”必须

“生产”的“利润”，而这是任何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不论使用

的资本有怎样特殊的形式规定性。其实，琼斯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向

我们说明，他对这种利润的产生是怎样理解的。但是，因为他只从

“劳动”中引出这种利润，只从提高了的工人劳动效率中引出“辅助

资本”所提供的利润，所以在琼斯那里，任何利润都必然归结为绝

对的或相对的剩余劳动。一般说利润是这样产生的：产品的一部分

以实物形式或通过交换去补偿资本中那些由原料和劳动资料构成

的部分，资本家在扣除这一部分产品之后，第一，由余下的产品部

分中支付工资，第二，把一部分产品作为剩余产品占为己有，他出

卖这部分产品，或者以实物形式消费它。（后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

生产条件下不必考虑，只是少数直接生产必要生活资料的资本家

除外。）可是这个剩余产品正象产品的其他部分一样，是工人的物

化劳动，不过是无酬劳动，是资本家不付等价而占有的劳动

产品。            

在琼斯对问题的论述中，有一点是新的，即他指出“辅助资本”

在一定限度以上的增加取决于知识的增加。琼斯说，要使“辅助资

本”增加，必须有：（１）积蓄追加资本的手段，（２）积蓄追加资本的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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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３）某种发明，由此有可能把劳动生产力提高到这样的程度，以

致能够再生产出追加资本，并且生产出追加资本的利润。

在这里首先必需的是剩余产品的存在，不管它是以实物形式

存在，还是已经转化为货币。

以棉花生产为例，曾经有过这样的时候，那时在美国（如同现

在在印度）种植场主能够种植大面积的棉花，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通

过清棉及时把子棉变成棉纤维。一部分长好的棉花便在地里腐烂。

轧棉机的发明结束了这种情况。现在一部分产品转化为轧棉机，但

是轧棉机不仅能补偿自己的费用，而且能增加剩余产品。新市场的

出现也有同样的作用，例如，它能把皮革转化为货币。（运输工具的

改良也有同样的作用。）

每一种消费煤的新机器，都是一种把以煤的形式存在的剩余

产品转化为资本的手段。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辅助资本”，可

以通过两种方式：［第一，］通过现有“辅助资本”的增加，也就是它

的扩大规模的再生产；［第二，］通过新使用价值的发现，或者通过

旧使用价值的新应用，以及通过新机器或动力的发明，从而创造出

新的种类的“辅助资本”。在这里，知识的扩大当然是“辅助资本”增

加的条件之一，或者同样可以说，是剩余产品或剩余货币转化为

（在这里对外贸易具有重要意义）追加的“辅助资本”的条件之一。

例如，电报的发明为投入“辅助资本”开辟了完全新的范围，铁路等

等也是这样，古塔波胶或印度胶的整个生产也是这样。

［１１５１］关于知识的扩大这一点是重要的。

积累完全不一定要直接推动新劳动，它可以仅限于给旧劳动

提供新方向。例如，同一个机械厂，过去生产［手工］织布机，现在制

造机械织布机，一部分［手工］织布工人转到这个改变了的生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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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其余部分则被抛弃街头。

当一种机器代替劳动的时候，它（为了它本身的生产）所需要

的新劳动不管怎样都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也许仅仅给旧劳动提

供新方向。不管怎样，都会有劳动游离出来，这种劳动经过或多或

少的流浪和苦难之后可能被用到其他的方向。这样就为新生产领

域提供了人身材料。至于资本的直接游离，这里游离出来的不是购

买机器的资本，因为它就是投到机器上的。即使假定，机器比被它

排挤的工人的工资便宜，那也会需要更多的原料等等。如果被解雇

的工人一年花费５００镑，新机器也值５００镑，那末资本家以前每年

都必须花费５００镑，而现在机器也许能用１０年，资本家实际上每

年只花费５０镑。但是不管怎样，游离出来的（扣除在机器生产及其

辅助材料例如煤的生产上使用的追加工人的费用以后）或者是曾

构成［被解雇］工人的收入的资本，或者是工人曾用自己的工资与

之交换的资本。这种资本依然存在。如果工人仅仅作为动力被代

替，而机器本身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举例说，如果现在机器用水

或风推动，而过去是用工人推动，那末就有双重资本游离出来：一

种是以前用于支付工人的资本，一种是工人曾用自己的货币收入

与之交换的资本。这样的例子李嘉图已经用过①。

但是，一部分以前转化为工资的产品，现在总是被作为“辅助

资本”再生产出来。

一大部分以前直接用于生活资料生产的劳动，现在用于“辅助

资本”的生产。这和亚·斯密的观点也是相矛盾的，按照斯密的观

点，资本的积累等于使用要多的生产劳动。除开上面所说的，这里

７８４理 查·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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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的只能是劳动使用的改变，以及劳动由直接生产生活资料转

移到生产生产资料，即铁路，桥梁、机器、运河等等。

          

｛现有的生产资料量和现有的生产规模对于积累是多么重要，

这从下面一段引文可以看出：

“在郎卡郡能用如此惊人的速度建造起一座包括纺纱间和织布间的大棉

纺织厂，这是由于，在工程师、设计师、机器制造者那里大量
·
搜
·
集有各种模型，

从巨大的蒸汽机、水车、铁梁、铁柱，直到翼锭精纺机或织机的最小零件。在最

近一年内，费尔贝恩先生在他的一个机器制造厂中（不依赖他的大的机器制

造厂和蒸汽锅炉制造厂）就建造了７００马力的水车和４００马力的蒸汽机。每

当增大的商品需求吸引新资本的时候，有利地使用新资本的手段就如此迅速

地制造出来，以致在法国、比利时或德国的同类工厂能够开工以前，新资本就

能实现同它自身价值相等的利润。”（安·尤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１

卷第６１—６２页）

［１１５２］工业的发展导致机器降价，部分是相对降价（同机器的

功率相比），部分是绝对降价；但同时与此相联的是在一个工厂里

集中有大量的机器，因此机器设备的价值同被使用的活劳动相比

增大了，虽然它的个别组成部分的价值减少了。

动力——生产动力的机器——随着动力传送机械和工作机的

改进，即随着磨擦力的减少等等而逐渐降价。

“使用自动工具所带来的优越性，不仅改进了工厂的机器设备的精度，加

速了它的制造，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它的价格，增大了它的灵便性。现在

可以买到最好的翼锭精纺机，每枚纱锭９先令６便士；自动走锭精纺机也可

以买到，每枚纱锭约８先令，包括它的专利税在内。棉纺织厂的纱锭运行时磨

擦很小，以致一马力就能带动精纺机的５００枚纱锭，自动走锭精纺机的３００

枚纱锭，翼锭精纺机的１８０枚纱锭；这一马力还带动一切准备机器，即梳棉

机、粗纺机等等。三马力足以带动３０台大织机连同它们的浆纱机。”（安·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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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工厂哲学》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６２—６３页）｝

          

［琼斯进一步指出：］

“在地球上绝大部分地区，劳动阶级的大多数还根本不是从资本家那里

得到自己的工资；他们或者自己生产它，或者从自己的主顾的收入中得到它。

在这里，保证他们的劳动连续性的第一个大步骤还没有完成。在劳动中帮助

他们的，只是为了生计而用自己的双手劳动的人所能掌握的那种
·
知
·
识和那样

一种数量的机械力。较发达的国家的技能和科学，巨大的动力，这种动力所能

带动的积累的工具和机器，在那些仅有这种劳动者参加的劳动中是没有的。”

（第４３页）

｛甚至在英国：

“以农业为例…… 很好地经营农业所必需的知识，在全国传播得少而

且不普遍。非常小的一部分农业人口享用着……能够在国民劳动的这个部门

使用的全部资本…… 在我们的非农业劳动者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在大工

厂中工作。在农村作坊中，在那些通过小的组合完成自己的单项工作的手工

业者和手艺人那里，分工是不充分的，因而劳动的连续性也是不完善的……

 走出大城市的圈子，看看国家的广阔原野，那就可以看到，国民劳动的很大

一部分，无论在劳动的连续性方面，还是在劳动的技能和力量方面，都距离完

善还很远很远。”（第４４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势必引起科学和劳动的分离，同时使科

学本身被应用到物质生产上去。

          

关于地租，琼斯正确地指出：

完全依赖于利润的现代意义上的地租的前提是：

“资本和劳动从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个生产部门的可能性……资本

和劳动的灵活性，在农业资本和农业劳动没有这种灵活性的那些国家……我

们根本不能指望看到在英国看到的那些纯粹由这种灵活性产生的结果。”（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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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页）

这种“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一般说来是形成一般利润率的

现实前提。这种灵活性以劳动的确定形式无关紧要为前提。在这

里，实际上发生了（靠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以下两种情况之间的

磨擦：一方面，分工和机器赋予劳动能力以片面性，另一方面，这种

劳动能力只作为任何一种劳动的现实的可能性和资本相对立｛这

就使资本同它在行会工业中的不发达形式有了区别｝，劳动投向这

个方向还是投向另一个方向，要看在这个或那个生产领域里能获

得什么样的利润，因此，各种不同的劳动量能够从一个领域转到另

一个领域。

在亚洲等地，“主要的人口由劳动农民构成。他们所采用的落后的耕作制

［１１５３］提供了长的闲暇时间。农民正如生产自己的食物一样……也生产大部

分自己消费的其他生活必需品——自己的衣服，自己的工具，自己的家具，甚

至自己的房屋，因为在这个阶级中只有很少的行业划分。这些人的风俗习惯

是不变的；它们从父母传到子女；没有任何东西能改变或破坏它们”。（第９７

页）

相反，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资本和劳动的灵活性，生产方

式的不断变革，从而，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和生活方式等方面的不

断变革，与此同时，在国民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方式等等方面也出现

了很大的灵活性。

让我们把刚才引用的关于“落后的耕作制”条件下的“闲暇时

间”那段话，同下面两段话比较一下：

（１）“如果在农场使用蒸汽机，那它就会构成在农业中使用最多的工人的

体系的一部分，并且不管怎样，马的数目必定会减少。”（《论农业中使用的动

力》，约翰·查默斯·摩尔顿先生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７日在艺术和手工业协会所

作的报告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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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生产农产品和生产其他劳动部门的产品所需要的时间是有差别的，

这种差别就是农民具有很大依赖性的主要原因。他们不能在不满一年的时间

内就把商品送到市场上去。在这整个期间内，他们不得不向鞋匠、裁缝、

铁匠、马车制造匠以及其他各种生产者，赊购他们所需要的、可以在

几天或几周内完成的各种产品。由于这种自然的情况，并且由于其他

劳动部门的财富的增长比农业快得多，那些垄断了全国土地的土地所有者，

尽管还垄断了立法权，但仍旧不能使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奴仆即租地农民摆脱

成为国内依赖性最强的人的命运。”（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１８２７年伦

敦版第１４７页注）

资本家和资本的区别在于，资本家必须生活，也就是说，必须

每日每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作为收入来消费。因此，在资本家能

把自己的商品运到市场以前，生产所经历的时间越长，或者说，他

从市场得到出卖商品的收益所需要的时间越长，资本家就越是不

得不在这一段时间靠借债生活（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不必去考察），

或者说，他就越是必须积累有更多的作为收入花费的货币储备。他

就越是必须在较长的时间内向自己预付自己的收入。他的资本就

必须越多。他不得不把自己的一部分资本经常闲置不用，以便作为

消费基金。

｛所以在小农业中，家庭工业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必须有

一年的储备等等。｝

［（ｃ）琼斯论积累和利润率。关于

剩余价值的源泉问题］

  现在我们转到琼斯的积累学说。在此以前只是指出琼斯对积

累的看法中有两个特点：第一，积累的源泉完全不一定是利润；第

二，“辅助资本”的积累取决于知识的进步。琼斯把这种进步限于新

１９４理 查·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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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器设备、动力等等的发明。但是这具有一般的意义。例如，如

果把谷物用作制烧酒的原料，就会产生一个新的积累源泉，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剩余产品能被转化为新的形式，能用来满足新的需

要，并且能作为生产要素进入新的生产领域。用谷物制造淀粉等等

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商品以及一切商品的交换领域因而扩大了。

如果煤炭被用于照明等等，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

当然，对外贸易——通过增加使用价值的多样化和商品量

——也是积累过程中的重要因素。

琼斯这里所说的积累首先是指积累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关

于利润率的产生，他远远没有弄清楚）：

“国家由利润积累资本的能力，不是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 相

反，由利润积累资本的能力通常是按照同利润率相反的方向发生变化，即利

润率低的地方，积累能力大，利润率高的地方，积累能力小。亚·斯密说：

［１１５４］‘居民由利润得来的那部分收入，在富国总是比在贫国大得多，这是因

为富国的资本大得多；但利润同资本相比，富国的利润通常又低得多’（《国富

论》第２篇第３章）

在英国和荷兰，利润率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都低。”（第２１页）

“在它的〈英国的〉财富和资本增长最快的时期，利润率逐渐下降。”（第

２１—２２页）

“所生产的利润的相对量……不是仅仅取决于利润率……而是取决于与

使用的资本相对量结合起来考察的利润率。”（第２２页）

“较富国家的资本量的增长……通常还引起利润率下降，或者说，从使用

的资本得到的年收入同这个资本总量之间的比例下降。”（同上）

“如果有人说，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由利润进行积累的能力决定于

利润率，那末对这种说法的回答应当是，这种情形，即使实际上有可能发生，

也是非常少见，因而不值得考虑。我们从观察中知道，利润率的下降是这样一

种现象，它通常是由各国使用的资本量差额的增长引起的，因此，在较富国家

中利润率下降时，所有其他条件并不是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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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断言，利润可能下降得非常厉害，以至完全不可能由利润积累，

那末对这种说法的回答应当是，从利润会如此下降的假定出发来加以论证是

荒谬的，因为在利润率达到这个水平之前很久，资本就已向国外流走，以便在

别的国家得到更高的利润，而资本输出的可能性总是会确立某种界限，只要

还存在利润率较高的其他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利润都不会下降到低于这个

界限。”（第２２—２３页）

“除了积累的原始源泉……还有派生源泉，例如，公债券所有者、官吏等

等的收入。”（第２３页）

所有这些都很好。说［利润的］积累量决不是仅仅取决于利润

率，而是取决于乘以使用的资本的利润率，也就是说，同样取决于

使用的资本量，那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使用的资本＝Ｃ，利润率＝

ｒ，那末［最大限度的］积累＝Ｃｒ，很明显，如果乘数Ｃ的增加比乘

数ｒ的减少迅速，这个乘积就会增加。通过观察所确定的事实的确

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对于这一事实的原因还是一无所知。不过琼

斯本人已经非常接近于这个原因，因为他已观察到，“辅助资本”和

推动它的工人人口相比是在不断增长。

如果利润的下降是由于李嘉图所说的原因，即由于地租的增

加，那末总剩余价值对使用的资本的比例会保持不变。区别只在

于，总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地租——靠牺牲另一部分即利润而

增长，这就使得总剩余价值［对总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因为利

润、利息和地租只是总剩余价值的单个范畴。可见，李嘉图实际上

否定了这种现象。

另一方面，单是利息率的下降不能说明任何问题，正如它的上

升不能说明任何问题一样，尽管利息率自然始终是一个最低比率

的指标，利润不能低于这个最低比率。因为利润必须始终大于平均

利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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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５］撇开利润率下降规律使政治经济学家感到恐惧这点不

谈，它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它以不断增长的资本积聚为前提，因而

以较小的资本家日益丧失资本为前提。一般说来，这是资本主义生

产的所有规律的结果。如果我们摘除这个事实的对抗性质，即摘除

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所具有的那个特点，那末这个事实，即这

个不断向前发展的集中化过程，将表明什么呢？不外是，生产丧失

自己的私有性质并成为社会过程，并且这是现实的，而不只是形式

上的，即不象在任何交换中那样，生产具有社会性是由于生产者的

绝对的相互依赖性，由于他们必须把自己的劳动表现为抽象的社

会劳动（货币）。因为生产资料现在是作为公共的生产资料被使用，

因而——不是由于它们是单个人的财产，而是由于它们对生产的

关系——作为社会的生产资料被使用；各个企业的劳动现在同样

也是以社会规模来完成。

琼斯书中专门有一节，标题是《决定积累倾向的各种原因》。

［琼斯把这些原因归结为以下五点：］

“（１）民族的气质和意向方面的差别；

（２）国民收入在各居民阶级之间的分配有差别；

（３）可靠地使用积蓄起来的资本的保障程度有差别；

（４）有利而可靠地用连续的积蓄进行投资的难易程度有差别；

（５）不同居民阶层通过积蓄改善自己地位的可能性有差别。”（第２４页）

这五点原因实质上可以归结为，积累取决于某一特定国家所

达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阶段。

我们首先看一看第（２）点。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地方，利润是

积累的主要源泉，即资本家把最大部分国民收入集中在自己手里，

甚至一部分土地所有者也力图把自己的收入资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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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３）点。资本家越是把管理国家的权力抓到自己手里，法律

的和警察的保障就越增加。

第（４）点。随着资本的发展，一方面，生产领域会增大，另一方

面，信用组织会发展，它使贷款人（银行家）能够把积蓄的每一文钱

都集中在自己手里。

第（５）点。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善仅仅

取决于金钱，而每个人都能幻想他有一天会成为路特希尔德。

还有第（１）点。并非一切民族都有相同的从事资本主义生产的

才能。某些原始民族，例如土耳其人，既没有这方面的气质，也没有

这方面的意向。但这是例外。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会形成资

产阶级社会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也会在极不相同的民族之间形

成气质和意向的平均水平。资本主义生产，象基督教一样，本质上

是世界主义的。所以，基督教也是资本所特有的宗教。在这两个方

面只有人是重要的。一个人就其自身来说，他的价值不比别人大，

也不比别人小。对于基督教来说，一切取决于人有没有信仰，而对

于资本来说，一切取决于他有没有信用。此外，当然在第一种场合

还要附加上天命，而在第二种场合要附加上一个偶然因素，即他是

否生下来就有钱。

          

剩余价值的源泉和最初的地租：

“当土地被占有并被耕种以后，它向花费在它上面的劳动所提供的，几乎

总是多于用旧方法继续耕种它所必需的。土地在此以外所生产的［１１５６］一

切，我们将称为它的剩余产品。这个剩余产品就是最初的地租的源泉，并由它

来规定土地的所有者（他们不同于租种土地的人）经常能从土地上获得的那

些收入的界限。”（第１９页）

５９４理 查·琼 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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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最初的地租是剩余价值借以表现的最早的社会形式，这

个隐秘的观点是重农学派学说的基础。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间有一个共同点，即二者都

以劳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为前提。如果一个人的（每一个人

的）整个工作日（可支配的劳动时间）只够养活他自己（至多还有他

的一家），那末也就不再有剩余劳动、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了。劳动

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程度这个前提，是以财富的自然源泉（土地和

水）的天然富饶程度为基础的，而这种天然富饶程度在不同的国家

等等是不同的。起初，需要是简单的，原始的，因而必须用来维持生

产者本身生存的产品最低量也是很少的。这里的剩余产品同样是

很少的。另一方面，在这样的条件下，靠剩余产品为生的人数也很

少，因此，剩余产品在这里是人数较多的生产者的较少的剩余产品

的总额。

绝对剩余价值的基础，即它赖以存在的现实条件，是土地（即

自然）的天然富饶程度，而相对剩余价值则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

基础。

关于琼斯，我们就此结束。［ＸＶＩＩＩ—１１５６］

６９４ 第 二 十 四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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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１４４

［（１）］生息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的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的拜物教化。生息

资本是这种拜物教的最充分的表现。庸俗

经济学家和庸俗社会主义者论资本利息］

  ［ＸＶ—８９１］收入的形式和收入的源泉以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

形式表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从外表上

表现出来的存在，它同潜在的联系以及中介环节是分离的。于是，

土地成了地租的源泉，资本成了利润的源泉，劳动成了工资的源

泉。现实的颠倒借以表现的歪曲形式，自然会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当

事人的观念中再现出来。这是一种没有想象力的虚构方式，是庸人

的宗教。庸俗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同我们所批判的经济学研

究者严格区别开来——实际上只是［用政治经济学的语言］翻译了

受资本主义生产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承担者的观念、动机等等，在

这些观念和动机中，资本主义生产仅仅在其外观上反映出来。他们

把这些观念、动机翻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但是他们是从［社会的］

统治部分即资本家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的论述不是素朴的和

客观的，而是辩护论的。对必然在这种生产方式的承担者那里产生

９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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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庸俗观念的偏狭的和学理主义的表述，同诸如重农学派、亚·斯

密、李嘉图这样的政治经济学家渴求理解现象的内部联系的愿望，

是极不相同的。

然而，在所有这些形式中，最完善的物神是生息资本。在这里，

我们看到的是资本的最初起点——货币，以及Ｇ—Ｗ—Ｇ′这个公

式，而这个公式已被归结为它的两极Ｇ—Ｇ′。创造更多货币的货

币。这是被缩简成了没有意义的简化式的资本最初的一般公式。

土地，或者说自然，是地租即土地所有权的源泉，——这具有

充分的拜物教性质。但是，由于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随意地混淆

起来，通常的观念就还有可能求助于自然本身的生产力［来解释地

租］，而这种生产力借助某种魔术在土地所有者身上人格化了。

劳动是工资（即工人在他的产品中所占有的由劳动的特殊社

会形式决定的份额）的源泉；劳动是下述事实的源泉：工人用自己

的劳动从产品（即从物质上考察的资本）中为自己购买从事生产的

许可权，并在劳动中占有一个源泉，由于有了这个源泉，他的一部

分产品才以报酬的形式从这个作为雇主的产品中流回他那

里，——这种说法也是够妙的。但是，在这里，通常的观念在如下的

限度内还算是符合事实的，即尽管它把劳动同雇佣劳动混淆起来，

从而把雇佣劳动的产品即工资同劳动的产品混淆起来，然而对健

全的人类理智来说，有一点仍然是清楚的，这就是劳动本身创造它

的工资。

至于资本，如果就生产过程来进行考察，那末认为它是猎取别

人劳动的工具这样一种观念，总是或多或少地保存着。无论把这一

点看作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有根据的还是无根据的，——

这里总是以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为前提，总是指的这种关系。

００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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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资本出现在流通过程来说，通常的看法所特别注意的是，它

表现为商人资本，这是一种仅仅从事这种业务的资本，所以利

润在这里有时用普遍欺诈这个含糊的观念来说明，有时用

比较明确的观念来说明，即：商人欺诈产业资本家，就象产

业资本家欺诈工人那样，或者说，商人欺诈消费者，就象生产者

相互欺诈那样。不管怎样，这里利润是用交换，就是说，用社会关系

而不是用物来解释的。        

相反，在生息资本上物神达到了完善的程度。这是一个已经完

成的资本，——因而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因此，它

在一定的期间提供一定的利润。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只剩下了这

种规定性，而没有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媒介。在资本和利润中，

还存在着对过去的回忆，尽管由于利润和剩余价值的不同，由于所

有资本具有形式单一的利润——一般利润率，资本已经［８９２］非常

模糊不清了，已经变得难以理解和神秘莫测了。

在生息资本上，这个自动的物神，自行增殖的价值，创造货币

的货币，达到了完善的程度，并且在这个形式上再也看不到它的起

源的任何痕迹了。社会关系最终成为物（货币、商品）同它自身的关

系。

对于利息以及利息与利润的关系，这里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对

于利润按怎样的比例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这里也不研究。有一点

是清楚的，这就是：在资本和利息上，资本作为利息的神秘的、自行

创造的源泉，即作为资本自行增长的源泉已达到了完善的程度。正

因为如此，照［通常的］观念看来，资本主要存在于这种形式中。这

就是
·
真
·
正
·
意
·
义
·
上
·
的资本。

既然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体现在货币或商品中——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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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来是体现在货币即商品的转化形式中——的一定价值额提供

了一种权力，使人有可能白白地从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占

有一定的剩余价值，剩余劳动，剩余产品，那末很清楚，货币本身可

以作为资本，作为特殊种类的商品出卖，或者说，资本可以在商品

或货币的形式上被购买。

资本可以作为利润的源泉出卖。通过货币等等，我使另一个人

能够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取得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很自

然的。土地具有价值，是由于它使我能够获得一部分剩余价值，因

此我在土地上不过是为借助于土地所获得的这部分剩余价值而支

付；同样，我在资本上不过是为借助于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支

付。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除了实现剩余价值外，资本的价

值还会永恒化，会再生产出来，所以自然而然，货币或商品作为资

本出卖时，会在一定时期之后又流回卖者手中，卖者永远不会象转

让商品那样转让货币，而是保留自己对货币的所有权。在这种场

合，货币或商品不是作为货币或商品出卖，而是作为它的二次方，

作为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货币或商品价值来出卖了。它不仅会自

行增长，而且会在总生产过程中把自己保存下来。因此，对于卖者

来说，它仍旧是资本，会流回卖者手中。在这里，出卖就在于：一个

把它作为生产资本使用的第三者，必须从他只是因有这笔资本而

获取的利润中，支付一定的部分给资本所有者。象土地一样，货币

是作为创造价值的物贷出的，这个物在这个创造价值的过程中被

保存下来，不断地流回，因而也可能流回最初的卖者手中。只是由

于流回最初的卖者手中，货币才成为资本。否则，他就是把它作为

商品来卖，或是用它作为货币来买了。

但是不管怎样，形式就其本身来考察（实际上，货币作为榨取

４０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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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的手段，作为获得剩余价值的手段，是定期转让的）是这样的：

物现在表现为资本，资本也表现为单纯的物，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和

流通过程的全部结果则表现为物所固有的一种属性；究竟是把货

币作为货币支出，还是把货币作为资本贷出，取决于货币所有者，

即处在随时可以进行交换的形式上的商品的所有者。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作为本金的资本和作为果实的资本的关

系，资本提供的利润由资本自己的价值来决定，并且资本本身不会

因这个过程而消失（这是符合资本的性质的）。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肤浅的批判完全象它想要保存商品而

反对货币那样，现在却要用它那改良派的智慧去反对生息资本，同

时毫不触动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而只是攻击这种生产的一个结

果。这种从资本主义生产的立场出发对于生息资本的反驳，今天竟

自诩为“社会主义”，其实这种反驳，作为资本本身的发展因素，例

如在十七世纪就已出现，那时，产业资本家还必须首先同当时还比

自己强大的旧式高利贷者进行斗争，以夺取自己的地位。

［８９３］作为生息资本的资本，它的充分的物化、颠倒和疯

狂，——不过，在生息资本上，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本性，它的疯狂

性，只是以最明显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生“复利”的资本，在

这里，资本好象一个摩洛赫，他要求整个世界成为献给他的祭品，

然而由于某种神秘的命运，他永远满足不了自己理所当然的、从他

的本性产生的要求，总是到处碰壁。

货币或商品流回它们的起点即资本家手中，是资本在生产过

程和流通过程中具有特征的运动，这一方面表示现实的形态变化，

即商品转化为它的生产条件，生产条件再转化为商品形式：再生

产；另一方面又表示形式上的形态变化，即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

５０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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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转化为商品。最后，这还表示价值的增长，Ｇ—Ｗ—Ｇ′。原有的、

但是已在过程中增大了的价值始终保留在同一个资本家手中。改

变的只是资本家占有这个价值的形式——或者是货币形式，或者

是商品形式，或者是生产过程本身的形式。

资本流回到它的起点，在生息资本的场合，取得了一个完全表

面的、同现实运动（资本的回流就是这种运动的形式）相分离的形

态。Ａ把他的货币不是作为货币，而是作为资本支出。在这里，货

币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它不过转手而已。它只是在Ｂ手中才实际

转化为资本。但对Ａ来说，货币变成资本是由于它从Ａ手中转到

了Ｂ手中。资本由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实际流回的现象，是对Ｂ

来说的。而对Ａ来说，流回是在和让渡相同的形式上进行的。货币

由Ｂ手中再回到Ａ手中。Ａ是贷出货币，而不是支出货币。

货币在资本的实际生产过程中的每一次换位，都表示再生产

的一个要素：或者是货币转化为劳动，或者是完成的商品转化为货

币（生产行为的结束），或者是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生产过程的更

新，再生产的重复）。在货币作为资本贷出时，就是说，在它不是转

化为资本，而是作为资本进入流通时，货币的换位不过表示货币本

身的转手。所有权留在贷款人手中，而对货币的支配则转到产业资

本家手中。但对贷款人来说，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从他把货币不是作

为货币而是作为资本支出时开始的，即从他把货币交到产业资本

家手中开始的。（对贷款人来说，即使他把货币不是贷给产业家，而

是贷给浪费者，或者贷给交不起房租的工人，货币也仍然是资本。

全部典当业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诚然，另外一个人把货币

转化为资本，但这个行为是在贷款人与借款人发生的行为之外完

成的。在这个行为中，这种中介过程消失了，看不见了，不直接包含

６０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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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了。这里表现出来的不是货币向资本的实际转化，只是这种转

化的毫无内容的形式。正如劳动能力的情况一样，在这里，货币的

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创造交换价值，创造比它本身所包含的更大的

交换价值。货币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贷出，作为商品贷出，不过是

作为这样一种商品，它恰恰由于自己的这种属性而同商品本身相

区别，从而也具有特殊的让渡形式。

资本的起点是商品所有者，货币所有者，简单地说，是资本家。

因为资本的起点和终点是一致的，所以资本又流回到资本家手中。

但是在这里，资本家是以双重身分存在的：既作为资本所有者，又

作为把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的产业资本家。事实上，［８９４］资本是

从产业资本家那里流出，然后又流回到他那里，但他仅仅是暂时的

所有者。资本家是以双重身分存在的：法律上的和经济上的。因此，

资本作为所有物，也就回到法律上的资本家那里，回到非正式的丈

夫那里。然而资本的回流（这种回流包含着资本价值的保存，它使

资本成为自行保存的和永久化的价值）只是对资本家Ⅱ起中介作

用，而不是对资本家Ⅰ起中介作用。因此，资本的回流在这里也不

是表现为一系列经济过程的归宿和结果，而是表现为买者和卖者

之间的特殊的法律上的交易的结果，这就是，资本在这种场合是被

贷出，不是被卖出，即只是暂时让渡。事实上，被卖出的只是它的使

用价值，使用价值在这里就在于生产交换价值，提供利润，生产比

它本身所包含的价值更多的价值。作为货币，资本并不由于使用而

改变。但它是作为货币被付出，也是作为货币再流回。

资本流回的形式，取决于它的再生产方式。如果资本作为货币

贷出，它就以流动资本的形式流回，流回的量等于它的全部价值加

剩余价值（在这个场合就是剩余价值或利润中归结为利息的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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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即贷出的货币额加由它产生的增长额。

如果资本以机器、建筑物等形式贷出，简单地说，以资本在生

产过程中必须借以执行固定资本职能的物质形式贷出，那末，它就

以固定资本的形式，例如作为年支付流回（这个年支付等于对损耗

的补偿额，即固定资本中进入流通的价值部分），再加上剩余价值

中算作固定资本（不是因为它是固定资本，而是因为它是一定量的

资本一般）利润的部分（在这里是利润的一部分，即利息）。

在利润本身，剩余价值，从而利润的真正源泉，已经模糊不清

了，神秘化了：

（１）因为，从形式上考察，利润是以全部预付资本计算的剩余

价值，因此资本的每个部分，不管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是花

在原料、机器上还是花在劳动上，都提供相同的利润；

（２）因为，某一单个的已知资本，例如５００，如果它的剩余价值

等于５０，资本的每个部分，例如每五分之一，就都提供１０％，这样，

由于一般利润率的确立，现在每个５００或１００的资本，不管它用于

哪个领域，不管其中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比例如何，也不管它的

周转时间如何不同等等，它同其他任何一个在完全不同的有机条

件下活动的资本一样，在相同的期间，总要提供相同的平均利润，

例如１０％。这就是说，因为孤立地加以考察的各个单个资本的利

润和由这些资本本身在其各自的生产领域创造的剩余价值，实际

上是不等的量。

其实，第二点只是把第一点已经包括的东西作了进一步的阐

述。

不过，作为利息的基础的，正是剩余价值的这种外表化的形

式，也就是剩余价值作为利润而存在的形式，这种形式不同于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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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的简单形态（这时它还带着出生的脐带）而且绝非一眼就可以

辨认出来。利息不是直接以剩余价值为前提，而是直接以利润为前

提，利息本身只是被归入特殊范畴、特殊项目内的一部分利润。因

此，在利息上比在利润上识别剩余价值要困难得多，因为只有当剩

余价值以利润形式出现时，利息才同它直接发生关系。

资本回流的时间取决于实际的生产过程；就生息资本来说，它

作为资本的回流看来仅仅取决于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契约。所

以，就这种交易来看，资本的回流不再表现为由生产过程决定的结

果，而是表现为资本似乎一刻也没有丧失货币的形式。当然，这些

交易是由资本的实际的回流决定的，但是这一点不会在交易本身

中表现出来。

［８９５］利息和利润不同，它代表单纯的资本所有权的价值，就

是说，它使货币（价值额，任何形式的商品）所有权潜在地成为资本

所有权，从而使商品或货币本身成为自行增殖的价值。当然，劳动

条件只有当它们作为工人的非所有物，从而作为别人的所有物同

工人相对立来执行职能的时候，才是资本。但是只有同劳动相对

立，它们才能作为别人的所有物执行职能。这些劳动条件和劳动的

对立存在，使它们的所有者成为资本家，使资本家占有的这些劳动

条件成为资本。但是，在货币资本家Ａ手中，资本不具有这种使自

己成为资本，从而也使货币所有权表现为资本所有权的对立性质。

货币或商品借以成为资本的现实的形式规定性消失了。货币资本

家Ａ决不是同工人相对立，他只是同另一个资本家Ｂ相对立。他

卖给Ｂ的，事实上只是货币的“使用权”，是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

时将会产生的结果。但是他直接出卖的事实上并不是使用权。如

果我出卖商品，我就是出卖一定的使用价值。如果我用商品购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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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那我就是购买了作为商品的转化形式的货币所具有的执行职

能的使用价值。我不是在出卖商品的交换价值的同时出卖商品的

使用价值，我也不是在购买货币本身的同时购买货币的特殊的使

用价值。但是，作为货币的货币，在转化为资本并执行资本的职能

（货币在贷款人手中没有执行这种职能）之前，它所具有的使用价

值，不外是它作为商品（金、银——货币的物质实体）或作为货币，

作为商品的转化形式所具有的使用价值。事实上，贷款人卖给产业

资本家的，即在这次交易中发生的，不过是贷款人把货币所有权让

给产业资本家一段时间。他在一定期间让渡自己的所有权，也就是

产业资本家在一定期间购买这个所有权。因此，贷款人的货币在被

让渡之前就已经作为资本出现：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分离的、单纯

的货币或商品所有权就已经作为资本出现。

货币只有在让渡之后才表现为资本，这对于事情本身毫无影

响，正象棉花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只有在棉花让渡给纺纱业者之后

才表现出来，或者肉的使用价值实际上只有在肉从肉铺里转到消

费者的餐桌上才表现出来，并不改变棉花或肉的使用价值一样。货

币一旦不用于消费，商品一旦不再为它的所有者的消费服务，它们

就会使它们的所有者成为资本家，而它们自己——同资本主义生

产过程相分离，并且在转化为“生产”资本之前——就作为资本出

现，也就是说，作为自行增殖、自行保存、自行增长的价值出现。创

造价值、提供利息是它们内在的属性，就象梨树的属性是结梨子一

样。贷款人就是把自己的货币作为这种生息的东西出卖给产业资

本家的。因为货币会自行保存，是自行保存的价值，所以产业资本

家能够按照随意约定的期限把它归还。因为货币每年创造一定的

剩余价值，一定的利息，确切些说，因为在每一段时间内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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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增长，所以，产业资本家也能够每年或在契约规定的其他任何

期限内把这个剩余价值支付给贷款人。要知道，作为资本的货币，

和雇佣劳动完全一样，每天都提供剩余价值。利息虽然只是利润中

固定在特殊名称下的部分，它在这里却表现为这样一种剩余价值

的创造，这种剩余价值的创造是资本本身所固有的，同生产过程是

分离的，因而是单纯的资本所有权即货币和商品的所有权所固有

的，同造成这种所有权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从而使这种所有权具有

资本主义所有权性质的那些关系是分离的，——这种剩余价值的

创造是单纯的资本所有权所固有的，因而是本来意义上的资本所

固有的。相反，产业利润在这里只不过表现为利息的附加额，这个

附加额是借款人把借来的资本用在生产上，即用这笔资本对工人

进行剥削而挣得的（或者象人们所说的：通过自己作为资本家的劳

动；资本家的职能在这里被说成等于劳动，甚至被说成和雇佣劳动

等同，因为［８９６］真正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家，事实

上是作为从事活动的生产当事人，作为劳动者而与游手好闲、无所

事事的贷款人相区别，贷款人同生产过程相分离并且处在这个过

程之外执行所有者的职能）。

这样，利息，而不是利润，表现为从资本本身，因而从单纯的资

本所有权中产生的资本的价值创造；因此利息表现为由资本本能

地创造出来的收入。庸俗经济学家就是在这种形式上理解利息的。

在这种形式上，一切中介过程都消失了，资本的物神的形态也象资

本物神的观念一样已经完成。这种形态之所以必然产生，是由于资

本的法律上的所有权同它的经济上的所有权分离，由于一部分利

润在利息的名义下被完全离开生产过程的资本自身或资本所有者

所占有。

１１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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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要把资本说成是价值和价值创造的独立源泉的庸俗经济

学家来说，这个形式自然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在这个形式上，利润

的源泉再也看不出来了，资本主义过程的结果也离开过程本身而

取得了独立的存在。在Ｇ—Ｗ—Ｇ′中，还包含有中介过程。在Ｇ—

Ｇ′中，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

高度的颠倒和物化。

一般利息率，或者说，一般利率当然是和一般利润率相适应

的。在这里，我们不打算进一步阐明这个问题，因为对生息资本的

分析不属于概论这一篇，而属于论信用那一篇。１４５但是，为了完全

弄清楚资本的这个表现形式，指出如下一点是重要的：一般利润率

远远不象利息率，或者说利率那样表现为可以捉摸的、明确的事

实。诚然，利率在不断地波动。今天（在向产业资本家贷款的货币

市场上，我们所谈的只是这个方面）利率是２％，明天是３％，后天

又是５％。但这个２％，３％或５％的利率是适用于所有贷款人的。

提供２％，３％，５％，是任何一个１００镑货币额的一般比率，同一个

实际执行资本职能的价值额，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所提供的实际利

润却很不相同，这些实际利润对利润的观念上的平均水平的偏离，

使利润的这个平均水平始终只有通过某种过程，通过某种反作用

才能确立下来，而这一点又始终只有在较长的资本流通期间才能

做到。在若干年间，一定领域的利润率较高，而在以后若干年间则

较低。把这若干年或一系列这样的演变综合在一起，平均起来就得

出平均利润。但这样一来，平均利润就不表现为直接既定的东西，

而只表现为各种相互矛盾的波动的平均结果。利率却不是这样。它

普遍地是每天确定的事实，这个事实对产业资本家来说，甚至是他

们从事活动时计算上的前提和项目。一般利润率在用来估计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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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时，事实上仅仅作为观念上的平均数存在；在它被固定为现成

的、确定的、既定的东西时，它仅仅作为平均数、作为抽象物存

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仅仅作为在各种不同的实际利润率的

平均化运动中起决定作用的趋势存在，而不管这些利润率

是属于同一领域的单个资本，还是属于不同生产领域的不同

资本。      

［８９７］贷款人向资本家要求的，是根据一般利润率（平均利润

率）计算，而不是根据单个资本家那里出现的对一般利润率的个别

偏离。平均数在这里成了前提。利息率本身在变动，但是这种变动

对所有的贷款人都适用。

相反，确定的、相同的利息率不仅按平均数来说是存在的，而

且事实上也是存在的（虽然它根据借款人是否被认为第一流的债

务人而在最低限度和最高限度之间变动），对它的偏离宁可说是由

特殊情况所造成的例外。同记载气压状况的气象报告相比，这种不

是为这个或那个资本编制，而是为货币市场上现有的资本即借贷

资本编制的记载利息率状况的证券交易报告，其准确性毫不

逊色。            

借贷资本的利息率具有较大的固定性和等同性，它和一般利

润率的较难捉摸的形式不同，而且相反。这种情况从何而来，这里

不去阐述。这样的阐述属于论信用那一篇。不过有一点是明显的：

每个领域内的利润率的波动，——同一个生产领域内的单个资本

家享有的特殊利益完全撇开不谈，——都取决于当时市场价格的

状况和市场价格围绕费用价格的波动。不同领域的利润率的差别，

只有通过不同领域的市场价格即不同商品的市场价格和这些商品

的费用价格的比较才能知道。某个特殊领域的利润率下降到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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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平均水平之下，如果时间拖得很久，就足以使资本离开这个领

域，或者使新资本不可能按平均规模流入这个领域。因为，新的追

加资本的流入，同已经投入的资本的再分配相比，更能使资本在各

特殊领域的分配平均化。而特殊领域的超额利润只有通过市场价

格和费用价格的比较才能知道。只要差别以某种方式表现出来，资

本就开始从一些生产领域流出而流入另一些生产领域。撇开这种

平均化行为需要时间这一点不谈，每个特殊领域的平均利润本身，

也只有根据资本的性质，通过例如在７年等等的周期内所实现的

利润率的平均数表现出来。因此，单是上下波动，如果不超过平均

程度，不采取异常的形式，就不足以引起资本的转移，何况固定资

本还会给资本的转移带来困难。一时的行情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

产生影响，而且它对追加资本的流人或流出的影响，要大于对已经

投入不同领域的资本的再分配的影响。

我们看到，所有这一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运动，这里要考察

的，不仅有每个特殊领域的市场价格、不同商品的比较费用价格、

每个领域的供求状况，而且有不同领域的资本家的竞争！此外，平

均化的快慢在这里取决于资本的特殊有机构成（例如，固定资本多

还是流动资本多）和它们的商品的特殊性质，就是说，要看商品作

为使用价值的性质是否易于允许按照市场价格的状况把它们较快

地撤出市场、减少或增加它们的供给。

货币资本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货币市场上，互相对立的只是

两个范畴：买者和卖者，需求和供给。一方面是借款的资本家阶级，

另一方面是贷款的资本家阶级。商品具有同一形式——货币。资

本因投在特殊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而具有的一切特殊形态，在这

里都消失了。在这里，资本是存在于独立的交换价值即货币的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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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的彼此等同的形态上。特殊领域之间的竞争在这里停止了；它

们全体一起作为借款人出现，资本则以这样一个形式与它们全体

相对立，在这个形式上，按怎样的方式使用的问题对资本来说还是

无关紧要的事。如果说生产资本［８９８］只是在特殊领域之间的运动

和竞争中把自己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那末，资本在这里现

实地有力地在对资本的需求中表现为整个阶级共有的资本。另一

方面，货币资本（货币市场上的资本）也实际具有这样一个形态，在

这个形态上，它是作为共同的要素，而不问它的特殊使用方式如

何，根据每个特殊领域的生产需要，被分配在不同领域之间，被分

配在资本家阶级之间。并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出现在市场上的

货币资本，会越来越不由个别的资本家来代表，即越来越不由市场

上现有资本的这个部分或那个部分的所有者来代表，而是由把它

集中起来，组织起来，并且以完全不同于实际生产的方式把它控制

起来的银行家来代表。因此，就需求的形式来说，和货币资本相对

立的是整个阶级的力量；但就供给来说，这个资本整个地表现为借

贷资本，表现为集中在少数蓄水池里的全社会的借贷资本。

这就是为什么一般利润率同固定的利息率相比，表现为模糊

不清的景象的一些理由；利息率的大小固然也会变动，但并不妨碍

它对所有借款人来说都一样地发生变动，所以它在他们面前总是

表现为固定的、既定的量，象货币的价值的变动并不妨碍它对一切

商品来说都具有相同的价值一样；象商品的市场价格虽然每天发

生波动，但并不妨碍它逐日都有牌价一样，利息率的变动也不妨碍

它作为货币的价格有规则地在牌价中标示出来。这是因为资本本

身在这里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货币——提供的；因此，它的

价格的确定，和其他一切商品的情形一样，就是它的市场价格的确

５１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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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因此，利息率总是表现为一般利息率，表现为这样多的货币取

得这样多的利息。而利润率甚至在同一个领域内，在商品市场价格

相等的情况下，也可能不同（因为各单个资本生产相同的商品时的

条件不同；因为特殊利润率不是由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的，而是由

市场价格和生产费用之间的差额决定的），而不同领域的利润率，

只是在过程中通过不断的波动才能达到平均化。一句话：只是在货

币资本上，在借贷货币资本上，资本才成为商品，这种商品的自行

增殖的属性具有一个固定的价格，由当时的利息表示出来。

因此，资本作为生息资本，而且正是在它作为生息货币资本的

直接形式上（生息资本的其他形式在这里与我们无关，这些其他形

式也是由这个形式派生出来的，并以这个形式为前提），取得了它

的纯粹的拜物教形式。第一，这是由于资本作为货币的不断存在；

在这样的形式上，资本的一切规定性都已经消失，它的现实要素也

看不出来；它仅仅作为独立的交换价值、作为获得独立存在的价值

而存在。在资本的现实过程中，货币形式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形式。

在货币市场上，资本总是以这个形式存在。第二，资本所产生的剩

余价值，又是在货币形式上，表现为资本本身应得的东西，表现为

货币资本，即同它完成的过程相脱离的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应得的

东西。Ｇ—Ｗ—Ｇ′在这里成了Ｇ—Ｇ′，而且，正象资本形式在这里

是没有差别的货币形式一样，——因为货币正好是这样一个形式，

在这个形式上，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差别消失了，从而由这些商品

的存在条件构成的生产资本的差别，生产资本本身的特殊形式的

差别也消失了，——货币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它所转化成或表

现出来的剩余货币，也表现为根据货币额本身的量来计算的一定

的比率。利息率是５％时，作为资本的１００镑就等于１０５镑。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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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得出一个自行增殖的价值的，或者说，创造货币的货币的十分明

显的形式。它同时又是毫无内容的形式，不可理解的、神秘的形式。

我们在分析资本时是从Ｇ—Ｗ—Ｇ出发的，Ｇ—Ｇ′不过是它的结

果而已。１４６现在我们发现Ｇ—Ｇ′作为主体。正象生长是树木固有的

属性一样，生出货币（ ）①是资本在其作为货币的纯粹的形式

上固有的属性。我们在外表上发现的、因而曾经作为我们分析的出

发点的这个不可理解的形式，现在又作为一个过程的结果被我们

碰到了，在这个过程中，资本的形态越来越和它的内在本质相异

化，并且越来越与之失去联系。

［８９９］我们从作为商品的转化形式的货币出发。现在我们到达

作为资本的转化形式的货币。这和我们曾经把商品看成是资本生

产过程的前提和结果完全一样。

资本在自己这种最奇特同时又和普通观念最接近的形态上，

既是庸俗经济学家的“基本形式”，又是肤浅的批判的最直接的攻

击点。就前者来说，部分地是因为内在联系在这里最少表现出来，

而且资本是以一种好象是价值的独立源泉的形式出现；部分地是

因为在这种形式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完全被掩盖了，被抹杀了，资本

和劳动的对立不见了。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资本所以受到攻击，

是因为它在这里以最不合理的形式表现出来，给庸俗社会主义者

提供了最容易突破的攻击点。

十七世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柴尔德、卡耳佩珀等人）反对把

利息看作剩余价值的独立形式，这种论战只是新兴的产业资产阶

级反对旧式高利贷者——当时货币财富的垄断者——的斗争。在

这里，生息资本还是一种洪水期前的资本形式，这种形式只是刚刚

７１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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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从属于产业资本，处于依附产业资本的地位，这是生息资本

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上都必须占有的地位。资产

阶级在这里也象在其他场合一样，毫不迟疑地去求助于国家，使现

存的、旧时遗留下来的生产关系适合于它自己的需要。

显然，按另一种办法在不同种类的资本家之间分配利润，即靠

降低利率来提高产业利润或者相反，都绝不会触动资本主义生产

的本质。因此，把生息资本当作资本的“基本形式”来反对的社会主

义，就不仅是本身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视野的问题。而且，就它的

论战并非一种出于误解的、盲目向资本本身发起的攻击和批判来

说（不过，在这里把资本和资本的一种派生形式等同起来了），它无

非是一种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要求发展资产阶级信用的愿望，因

此，它只是表示，在这种论战披上社会主义外衣的国家里，现存关

系是不发达的。这种社会主义本身只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理论

上的征兆，尽管这种资产阶级的努力可能采取非常惊人的形式，例

如“无息信贷”的形式１４７。圣西门主义及其对于银行制度的赞美就

是属于这一类（以后又出现过“动产信用公司”１４８）。

［（２）］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同产业资本的

关系。更为古老的形式。派生的形式

  商业形式和利息形式比资本主义生产的形式即产业资本更古

老。产业资本是在资产阶级社会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基

本形式，其他一切形式都不过是从这个基本形式派生的，或者与它

相比是次要的，——派生的，如生息资本；次要的，也就是执行某种

特殊职能（属于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如商业资本。所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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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在它的产生过程中还必须使这些形式从属于自己，并把它们

转化为它自己的派生的或特殊的职能。产业资本在它形成和产生

的时期碰到了这些更为古老的形式。产业资本碰到它们时把它们

作为前提，但不是作为由它本身确立的前提，不是作为它自己生活

过程的形式。这如同它最初碰到了商品，但不是作为它自己的产

品，它碰到了货币流通，但不是作为它自己的再生产要素。一旦资

本主义生产在它的所有形式上发展起来，成了占统治地位的生产

方式，生息资本就会从属于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就会仅仅成为产业

资本本身的一种从流通过程派生的形式。但是，作为独立形式的

［９００］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必须先被摧毁并从属于产业资本。对生

息资本使用行政权力（国家），强行降低利率，使生息资本再也不能

把条件强加于产业资本。但是，这是资本主义生产一些最不发达的

阶段所特有的形式。产业资本为了使生息资本从属于自己而使用

的真正方式，是创造一种产业资本所特有的形式——信用制度。强

行降低利率还是产业资本本身从以前的生产方式的方法中借用来

的形式，一旦产业资本强大了，夺取了地盘，它就把这个形式当作

无用的、不合目的的东西扔掉。信用制度是它自己的创造，信用制

度本身是产业资本的一种形式，它开始于工场手工业，随着大工业

而进一步发展起来。信用制度最初是反对旧式高利贷者（英国的金

匠、犹太人、伦巴第人等等）的论战形式。十七世纪揭示信用制度的

最初秘密的著作，全是以这种论战形式写成的。

至于商业资本，它以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属于产业资本，或者也

可以说，它成了后者的职能，成了执行某种特殊职能的产业资本。

商人不是购买商品，而是购买雇佣劳动，用以生产供他进行商业销

售的商品。但是，这样一来，商业资本本身就失去了它和生产相比

９１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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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具有的固定形式。工场手工业通过商人向商品生产者的这种转

化来反对中世纪的行会，并把手工业限制在比较狭小的范围。在中

世纪，商人（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工场手工业发达的个别分散的点

除外）不过是城市行会或农民所生产的商品的包买商。１４９

商人向产业资本家的这种转化，同时也是商业资本向单纯的

产业资本形式的转化。另一方面，生产者成了商人。例如，呢绒生

产者不是逐渐地一小批一小批地从商人那里获得自己所需要的材

料并为之加工，而是自己按照自己资本的大小去购买材料等等。各

种生产条件都作为他自己买来的商品进入生产过程。呢绒生产者

现在已经不是为个别商人或某些顾客生产，而是为商业界生

产了。         

在第一种形式上，商人统治着生产，商业资本统治着由它推动

的城市手工业者的劳动和农民家庭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

是从属于它的。在第二种形式上，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生产

者自己就是商人；商业资本在这里只是在流通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执行一定的职能。这是两种形式。商人作

为商人成为生产者、产业家。产业家、生产者成为商人。

起初，商业是行会的、农村家庭的和封建的农业生产转化为资

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它使产品发展成为商品，这部分地是因为它为

产品创造了一个市场，部分地是因为它提供了新的商品等价物，部

分地是因为为生产提供了新的材料，并由此开创了一些生产部门，

它们一开始就以商业为基础：既以替市场生产为基础，也以世界市

场造成的生产要素为基础。

一旦工场手工业（尤其大工业）相当巩固了，它就又为自己创

造市场，夺取市场，一部分是采用暴力手段来开辟市场，但市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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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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用自己的商品本身来夺取的。以后，商业就只不过是工业生产的

奴仆，而对工业生产来说，市场的不断扩大则是它的生活条件，因

为不断扩大的大量生产不受现有的商业界限（就商业仅仅反映现

有需求而言）的限制，而是仅仅受现有的资本量和劳动生产力发展

水平的限制，它不断地使现有市场商品充斥，从而不断地促使市场

界限扩大和改变。在这里，商业是产业资本的奴仆，它执行从产业

资本的生产条件中产生的一项职能。

产业资本在其发展的初期，试图用殖民制度（同时用禁止性关

税制度）以暴力手段为自己确保一个市场和若干市场。产业资本家

面对着世界市场；因此，他要［９０１］把自己的生产费用不仅同国内

的市场价格相比较，而且同整个世界市场的市场价格相比较，同时

必须经常这样做。他在生产时总是要考虑世界市场的市场价格。以

前，这种比较只是商人的事，这样就保证了商业资本对生产资本的

统治。［９０１］

          

［９０２］可见，利息无非是利润的一部分（利润本身又无非是剩

余价值，无酬劳动），它是由完全地或部分地借助别人的资本从事

“劳动”的产业资本家支付给这笔资本的所有者的。利息是利润

——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一部分作为一种特殊的范畴被固

定下来，以特有的名称和总利润相分离；这种分离和利息的起源毫

无关系，只和它的支付或占有的方式有关。尽管产业资本家直接掌

握全部剩余价值，不管剩余价值以地租、产业利润和利息的名义在

产业资本家和其他人之间怎样进行分配，产业资本家总不是自己

占有这部分利润，而是把它从自己的收入中扣除，支付给资本所有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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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利润率是既定的，利息率的相对高度就取决于利润分割

为利息和产业利润的比例；如果这种分割的比例是既定的，利息率

的绝对高度（即利息对资本的比例）就取决于利润率。这种分割比

例是怎样确定的，这里不打算研究。这是属于对资本的现实运动，

亦即对各个资本的现实运动的考察问题，而我们这里涉及的是资

本的一般形式。

生息资本的形成，它和产业资本的分离，是产业资本本身的发

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发展的必然产物。货币（即总是可以

转化为生产条件的价值额）——或生产条件（货币随时都可以转化

为生产条件，货币不过是生产条件的转化形式）——作为资本来使

用，就可以支配一定量的别人劳动，支配比它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

劳动。货币在同劳动交换时不仅保存自己的价值，而且增加自己的

价值，产生剩余价值。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

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所有

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资本的产品是利润。在资本主

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是作为货币支出还是作为资本支出，只是货

币的不同的用途。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商品）从可能性

来说是资本（正象劳动能力从可能性来说是劳动完全一样），因为，

第一，它可以转化为生产条件，而且实际上也只是这些生产条件的

抽象表现，是它们作为价值的存在，第二，财富的物质要素从可能

性来说具有成为资本的属性，因为这些要素的对立面——雇佣劳

动，也就是使它们成为资本的东西——是作为社会生产的基础存

在的。

地租也只是产业资本家必须支付给另一个人的一部分剩余价

值的名称，正如利息是由产业资本家虽然收进来（和地租一样）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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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须支付给第三者的另一部分剩余价值一样。然而，这里有很大

的区别。土地所有者利用土地所有权阻止资本按照农产品的费用

价格使它们的价值平均化。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使他有可能这样

做。它使他有可能把价值和费用价格间的差额装进自己的腰包。另

一方面——在涉及级差地租的情况下——这种垄断还使他有可能

拿走产品的市场价值超过一定土地上产品的个别价值的余额，而

不是象在其他部门那样，这个差额作为超额利润落入在比平均条

件有利的条件下从事经营的资本家的腰包，因为平均条件满足需

求的基本量，决定生产的主要量，从而调节每个特殊生产领域的市

场价值。

土地所有权是夺取产业资本生产的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手段。

相反，贷出的资本——在资本家用借来的资本从事经营的情况下

——是生产全部［９０３］剩余价值本身的手段。货币（商品）可以作为

资本贷出这种情况，不过意味着，货币从可能性来说是资本。李嘉

图所说的废除土地所有权，即把土地所有权变为国家所有权，把地

租交付给国家而不是交给地主，是一种理想，是资本从它最内在的

本质中产生的内心愿望。资本不可能废除土地所有权。但是，通过

把土地所有权转化为［交给国家的］地租，资本作为阶级占有了地

租，以抵补自己的国库开支，就是说，资本通过迂回的办法占有了

它不能直接拿到手的东西。可是废除利息和生息资本，就是废除资

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只要货币（商品）可以用作资本，它就可以

作为资本出卖。因此，那些要商品而不要货币、要产业资本而不要

生息资本、要利润而不要利息的人，真不愧为小资产阶级空想主义

者。

生息资本和提供利润的资本——这并不是两种不同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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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同一个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资本的职能，提供利润，利

润在两种不同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一种是处在生产过程之外、

作为所有者代表资本自身的资本家｛不过，资本由私有者代表是资

本的基本条件；不然的话，它就不成其为与雇佣劳动相对立的资本

了｝，一种是代表执行职能的资本即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资本

家。

［（３）剩余价值的各个部分独立化为不同形式

的收入。利息和产业利润之间的比例。

收入的拜物教形式的不合理性］

  利润分割的进一步“硬化”或独立化是这样表现出来的：
·
每
·
个

资本的利润，从而以资本互相平均化为基础的平均利润，都分成或

被割裂成两个互不依赖或互相独立的部分，即利息和产业利润，后

者现在往往也被简单地称为利润或取得“监督劳动的工资”这样的

新教名。如果利润率（平均利润）等于１５％，利息率（如我们已看到

的那样，它总是固定在一般的形式上）等于５％（一般利息率在货

币市场上总是作为货币的“价值”或“价格”标示出来），那末资本家

——即使他是资本的所有者，资本的任何部分都不是借来的，从而

利润不必在两种资本家中间进行分配——就会这样来考虑问题：

在这１５％当中，５％代表他的资本的利息，只有１０％代表他把资本

用于生产而取得的利润。这５％的利息是他作为“产业资本家”对

作为资本“所有者”的他自己所负的债；这个利息应付给他的资本

自身，因而也应付给作为资本自身的所有者的他（这个资本自身同

时也是资本的自为的存在，或者说资本作为资本家的存在，作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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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中排他的所有权的存在），这个抽掉了生产过程的资本与执行

职能的资本、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本不同，与代表这种执行职能

的、“劳动的”资本的“产业资本家”不同。“利息”是资本的果实，即

不进行“劳动”、不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而利润则是“劳动的”、

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果实。这和下述情况相类似：农场主－资本家

——他同时又是土地所有者，用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土地所

有者——把他的利润中形成地租的那一部分，把这个超额利润，不

是归于作为资本家的他自己，而是归于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他自己，

不是归于资本，而是归于土地所有权，也就是说，他作为资本家欠

了作为土地所有者的他自己的“地租”。这样一来，表现在一种规定

性上的［生息的］资本，就和表现在另一种规定性上的［提供产业利

润的］同一个资本，在固定的形式上对立起来，就象土地所有权和

资本相互对立一样，事实上，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是以两种本质上不

同的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占有别人劳动的权利。

如果在一种场合有５个股东经营一家棉纺厂，棉纺厂代表

１０００００镑资本，提供１０％的利润，即１００００镑，那末，每个股东各

得利润的
１
５
，即２０００镑。如果在另一种场合单独一个资本家把同

量资本投入工厂，获得同量利润１００００镑，那末，这个资本家不会

认为：他得到的２０００镑是一个股东的利润，得到的８０００镑是四个

不存在的股东的合伙利润。因此，在不同的［９０４］资本家——他们

对同一笔资本具有不同的法律权利，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为同

一笔资本的共有者——之间进行的单纯的利润分割本身，绝不会

给利润的这些部分建立不同的范畴。那末，为什么利润在资本贷出

者和资本借入者之间的偶然的分割会建立这些范畴呢？

乍看起来，这里谈的只是利润的这样一种分割，在进行这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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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时存在两个资本所有者，两个具有不同权利的所有者，而这一点

乍看起来是个法律因素而不是经济因素。资本家是用自有资本还

是用别人的资本从事生产，或者他是按什么比例用自有资本和别

人的资本从事生产，这个问题本身是完全无关紧要的。可是，利润

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的这种分割并不表现为偶然的分割，不是

取决于偶然的情况（即一个资本家是否实际上要同另一个资本家

分割利润，他在这一场合是用自有资本经营还是用别人的资本经

营），而是相反，即使他仅仅用自有资本进行生产，他也无论如何都

要分裂为资本的单纯所有者和资本的使用者，分裂为生产过程外

的资本和生产过程内的资本，分裂为自身提供利息的资本和作为

处于［生产］过程中的、提供利润的资本，——这种情况是怎样产生

的呢？

在这里，有一个现实的因素作为基础。货币（作为商品一般的

价值表现）在生产过程中所以能占有剩余价值（不管它叫什么，不

管它分解成哪些部分），只是因为在生产过程之前货币就已经被假

定为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货币作为资本把自己保存、生产和再生

产出来，而且是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这样做。但是，如果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已经存在，如果生产是在这种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且在

与它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范围内进行，就是说，如果所涉及的问题

不单单是资本的形成过程，那末，早在生产过程之前，货币按其性

质来说就已经作为资本自身存在了，尽管这种性质只是在过程中

才实现，而且一般说来只有在过程本身中才具有现实性。如果货币

不是作为资本进入过程，它也就不会作为资本，就是说，不会作为

提供利润的货币，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作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

从过程中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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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情况和货币的情况一样。例如，铸币无非是一块金属。

它成为货币只是由于它在流通过程中的职能。但是，商品的流通过

程一旦作为前提，铸币就不仅执行货币的职能，而且在它进入流通

过程之前，就作为货币在每个单独的场合充当这个过程的前

提了。          

资本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而且是它的前提。因此，货

币和商品就其自身来说，潜在地是资本，在可能性上是资本：一切

商品就其可能转化为货币而言，货币就其可能转化为形成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要素的商品而言，都是这样的资本。可见，货币，——作

为商品和劳动条件的纯粹的价值表现，——自身作为资本，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前提。不作为过程的结果，而作为过程的前提来考察的

资本是什么呢？是什么使它在进入过程之前就成为资本，从而过程

只是使它的内在性质得到发展呢？是它借以存在的社会规定性：过

去劳动同活劳动相对立，产品同活动相对立，物同人相对立，劳动

本身的物的条件作为别人的、独立的、自我孤立的主体或人格化，

一句话，作为别人的所有物，而且在这个形式上作为劳动本身的

“使用者”和“支配者”（它们占有劳动而不是被劳动占有）同劳动相

对立。价值（无论它是作为货币还是作为商品而存在），而在进一步

的发展中则是劳动条件，作为别人的所有物，作为自我的所有物，

同劳动者相对立，这无非是说，它们是作为非劳动者的所有物同劳

动者相对立，或者至少是说，在劳动条件的所有者是资本家的情况

下，他也不是作为劳动者，而是作为价值等等的所有者，作为主体

（这些物就是在这个主体上具有自己的意志，自己属于自己，人格

化为独立的力量）同这些劳动条件相对立。资本，作为生产的前提，

资本，在它不是从生产过程中出来，而是在它进入生产过程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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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上，是一种对立性，在这种对立性中，劳动作为别人的劳动同

资本相对立，资本本身作为别人的所有物同劳动相对立。在这里表

现出来的，是离开过程本身的、已表现为资本所有权本身的那种对

立的社会性质。

［９０５］这个因素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断产生的结果，并且作

为这样的结果又是它的不断需要的前提；这个因素离开资本主义

生产过程本身，现在表现在这样的事实上：货币和商品就其自身来

说，潜在地是资本；它们能够作为资本出售；在这个形式上，它们代

表单纯的资本所有权，代表作为单纯所有者的资本家（撇开他的资

本主义职能不谈）；就它们本身来考察，它们是对别人劳动的支配

权，因而是自行增殖的价值，并且提出占有别人劳动的要求。

这里也清楚地表明了：占有别人劳动的根据和手段，就是这种

关系，而不是资本家方面提供的任何劳动或对等价值。

因此，利息表现为由作为资本的资本，由单纯的资本所有权产

生的剩余价值，资本之所以从生产过程中得到这个剩余价值，是因

为资本作为资本进入生产过程，也就是说，这个剩余价值属于资本

本身，而不以生产过程为转移，——尽管剩余价值只是在生产过程

中才出现，——因此，这个剩余价值是资本作为资本就已经潜在地

包含着的。相反，产业利润则表现为不是属于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

本家，而是属于作为执行职能的所有者的资本家，即属于执行职能

的资本的那一部分剩余价值。就象在这种生产方式中一切看来都

是颠倒的那样，在利息和利润的关系上的这种最后的颠倒也终于

出现了，以致利润中划为特殊项目［利息］的部分反而表现为专门

属于资本的产物，而产业利润却不过是在这个部分上增长起来的

追加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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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货币资本家处于生产过程本身之外，实际上仅仅作为资

本所有者取得剩余价值中属于他自己的一份；因为资本的价格，即

单纯的资本所有权的价格会在货币市场上以利息率表示出来，就

象其他任何商品的市场价格会在市场上表示出来一样；因为剩余

价值中由资本自身即单纯的资本所有权决定的份额由于这一点而

是一个既定的量，而利润率却是波动的，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每时每

刻都不同，在每个领域内在各个资本家之间也不同（部分是由于他

们进行生产的有利条件不同，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劳动实行资本主

义剥削的本领和能力不同，部分是由于他们在欺骗商品的买者或

卖者时走运和狡黠的程度——让渡利润——不同），——因为上述

种种原因，所以在资本家看来，不管他们是不是处于过程中的资本

的所有者，利息自然是由资本本身，由资本所有权，由资本所有者

（不管资本所有者是他们自己还是第三者）产生的；相反，产业利润

在他们看来则是他们的劳动的产物。他们是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

家——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同作为资本的单纯的、不

活动的存在的他们自己或第三者相对立，从而作为劳动者同作为

所有者的他们自己或其他人相对立。既然他们是劳动者，他们实际

上就是雇佣工人，而且由于他们的特殊的优越地位，他们不过是报

酬较高的雇佣工人，他们所以能这样，部分地应归功于他们是自己

给自己支付工资。

因此，当利息和作为生息资本的资本表示物质财富同劳动的

单纯对立，因而表示物质财富作为资本的存在时，在通常的观念中

这一点恰恰被颠倒过来了，因为在表面现象上货币资本家乍看起

来同雇佣工人毫无关系，而只同另一个资本家发生关系，这另一个

资本家又不是同雇佣劳动相对立，而是自己作为劳动者同作为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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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单纯存在、单纯所有者的他自己或另一个资本家相对立。此

外，单个资本家可以把他的货币作为资本贷出，也可以自己把它作

为资本来使用。在他从自己的货币中取得利息时，他得到的只是货

币的价格，这个价格，在他不是作为资本家“执行职能”，在他不“劳

动”时，也是可以得到的。因此很明显，就他实际上从生产过程中得

到的只是利息来说，他只应归功于资本，而不应归功于生产过程本

身和［９０６］代表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他自己。

由此也产生了某些庸俗经济学家的绝妙的论调：如果产业资

本家除利息外得不到其他利润，他就会用他的资本去生息而过食

利者的生活。这样一来，所有的资本家就会停止生产，所有的资本

就会停止执行资本的职能，但是他们仍然可以靠它的利息为生！杜

尔哥就已经有类似的议论：如果资本家得不到利息，他就会购买土

地（资本化的地租），就会靠地租为生。１５０但是，因为地租在重农学

派那里代表真正的剩余价值，所以在这里利息仍然是从剩余价值

来的；而在上述那些庸俗见解中，真实关系却被颠倒过来了。

还有另一种情况必须指出：对于借钱的产业资本家来说，利息

加入费用，在这里费用是指预付的价值。一笔例如１０００镑的资本，

不是作为价值１０００镑的商品，而是作为资本加入他的生产；因此，

如果１０００镑资本每年提供１０％的利息，那末它就作为１１００镑的

价值加入年产品。所以，这里清楚地表明，价值额（以及体现它的商

品）不是在生产过程中才成为资本，而是作为资本形成生产过程的

前提，从而它自身已经包含了属于它（单纯的资本）的剩余价值。对

于用借来的资本经营的产业家来说，利息，或者说，作为资本的资

本，加入他的费用，它所以表现为这样的资本，只是因为它产生剩

余价值（所以，它作为商品，例如值１０００，作为资本就值１１００，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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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１０
，Ｃ＋

Ｃ
ｘ
）。如果在产品中只得到利息，那末，它虽然是

超过作为单纯商品计算的预付资本的价值的余额，但不是超过作

为资本计算的商品的价值的余额；产业家必须把这个剩余价值付

给别人，它属于他的预付，属于他生产商品时的支出。

至于用自有资本经营的产业家，他必须把资本的利息支付给

自己，并把它看成是预付。实际上，他预付的不仅是例如价值为

１０００镑的资本，而且是作为资本的１０００镑的价值，如果利息等于

５％，这个价值就是１０５０镑。这对他来说也决不是什么空想。因为，

如果他不把这１０００镑用于生产而把它借出，它作为资本就会给他

带来１０５０镑。因此，只要他把这１０００镑作为资本预付给自己，他

就是给自己预付１０５０镑。总得在某一个人身上弥补自己的损失，

哪怕在自己身上！

价值为１０００镑的商品作为资本具有１０５０镑的价值。就是说，

资本不是简单的数字：它不是简单的商品，而是自乘的商品；不是

简单的量，而是量的比例。资本是它作为本金、作为既定的价值同

作为［生产了］剩余价值［的本金］的它自己的比例。资本Ｃ的价值

（按一年计算）等于Ｃ（１＋
１
ｘ
）１或Ｃ＋

Ｃ
ｘ
。正象用简单的计算方法

不可能理解或推算出等式ａ
ｘ
＝ｎ中的ｘ一样，从基本的概念中也

无法理解或推算出自乘的商品，自乘的货币，资本。

同利润的一部分，即资本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利息

的形式表现为资本家的预付完全一样，在农业生产中，另外一部分

——地租，也表现为资本家的预付。但是在这里，这种看法的不合

理性却不那么引人注目，因为地租在这里表现为土地的年价格，土

地因此作为商品加入生产。“土地价格”固然比资本价格包含的不

合理性更大，但这种不合理性不是包含在形式本身之中。因为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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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表现为一种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地租则表现为这种商品的

价格。（不合理性在于，不是劳动产品的东西——土地，却有了价

格，即表现在货币上的价值，也就是说，有了价值，因而，应该被看

作物化社会劳动。）因此，就外在的形式来说，我们在这里也和在任

何其他商品那里一样，看到了双重表现：表现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

值，交换价值观念地表现为价格，表现为某种绝对不同于商品使用

价值的东西。而在“１０００镑＝１０５０镑”或“５０镑是１０００镑的年价

格”这种说法中，却是相同的东西即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发生关

系，而且交换价值要作为和自身不同的东西成为它自身的价格，即

表现在货币上的交换价值本身。

［９０７］所以，这里有两种形式的剩余价值——利息和地租，资

本主义生产的结果——作为前提，作为预付加入生产；这种预付是

资本家本人投入的，所以它对于资本家来说决不代表剩余价值，即

超过他的预付价值的余额。就剩余价值的这些形式而言，在单个资

本家本人看来，剩余价值的生产属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生产费用，而

占有别人的劳动和占有超过在过程中消费掉的商品（不论这些商

品是加入不变资本还是加入可变资本）价值的余额，是这种生产方

式的必要条件。当然，这一点也表现在：平均利润形成商品费用价

格的一个要素，因而形成商品供给的条件，形成商品生产本身的条

件。然而，产业资本家把这个余额，这部分剩余价值，——尽管它形

成生产本身的一个要素，——公正地看成超过自己的费用的余额，

不认为它象利息和地租那样属于自己的预付。事实上，在危机时

刻，当价格的下跌使产业利润消失或显著减少，因而生产缩减或停

顿的时候，利润也会作为生产条件同他本人相对立。从这里可以看

出那些把剩余价值的不同形式单纯看作分配形式的人的愚钝。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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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同样是生产形式。［９０７］

          

［９３７］在“土地—地租，资本—利润（利息），劳动—工资”这个

三位一体的公式中，可能看起来最后一个环节还是最合理的：这里

至少说出了工资产生的源泉。但是实际上正相反，最后这个形式却

是最不合理的，它是另外两个形式的基础，就象雇佣劳动一般说来

以作为土地所有权的土地和作为资本的产品为前提一样。只有当

劳动条件以这种形式同劳动对立的时候，劳动才是雇佣劳动。但是

在“劳动—工资”这个公式中，劳动正是作为雇佣劳动来表现的。因

为工资在这里表现为劳动的特殊产品，表现为劳动的唯一产品（工

资对于雇佣工人来说确实也是劳动的唯一产品），所以价值的其他

部分——地租、利润（利息）——也必然表现为是从其他的特殊源

泉产生的；正象产品中归结为工资的价值部分必须理解为劳动的

特殊产品一样，归结为地租和利润的价值部分也必须理解为它们

为之存在并归其所有的那些因素的特殊结果，就是说，这些价值部

分必须理解为土地和资本各自的果实。［９３７］

［（４）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的硬化过程以及这些

形式同它们的内在实质即剩余劳动日益

分离的过程。生息资本是这个过程的

最终阶段。把产业利润看成“资本家

的工资”的辩护论观点］

  ［９１０］我们来考察一下资本在以生息资本形式出现之前所经

历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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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直接的生产过程中，情况还简单。剩余价值除了剩余价值本

身这种形式外，还没有取得特殊的形式，剩余价值本身这种形式，

只不过使剩余价值有别于产品的另一部分价值，即构成产品中再

生产出来的价值等价物的那一部分价值。正如一般价值归结为劳

动一样，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因此，剩余价值也

只是以实际会改变自己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可变资本，花在工

资上的资本——来计量的。不变资本不过是使资本的可变部分能

够发生作用的条件。情况很简单，如果用等于１０个人的劳动的

１００镑购买２０个人的劳动（即包含２０个人的劳动的商品），产品

价值就等于２００镑，而１００镑剩余价值就是１０个人的无酬劳动。

或者说，如果有２０个人劳动，那末每人只有半天为自己劳动，另外

半天为资本家劳动。２０个半天等于１０天。这等于是，只有１０个人

的劳动得到报酬，而另外１０个人则是白白为资本家劳动。

这里，在这种胚胎状态中，关系还是很清楚的，或者更确切地

说，完全不会误解。这里的困难只是在于说明这种不付等价物便能

占有劳动是怎样由商品交换规律（即商品按其包含的劳动时间互

相交换）产生的，首先是，怎样与商品交换规律不发生矛盾。

［９１１］流通过程已经抹掉了、已经掩盖了实际存在的联系。因

为剩余价值量在这里同时还决定于资本的流通时间，所以看起来，

这里还加进了一种与劳动时间不同的要素。

最后，如果考察一下完成了的资本（它表现为一个整体，表现

为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它是再生产过程的表现，即一定的

价值额，这个价值额在一定期间，在一定的流通阶段，生产出一定

的利润即剩余价值），那末，在这种形态上，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还

只是作为一种回忆和作为在同等程度上决定剩余价值的因素而存

４３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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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在，因此，剩余价值的单纯性质就被模糊了。剩余价值现在表现为

利润。这里必须注意以下几点：（１）这种利润与不同于劳动时间的

资本的一定流通阶段有关；（２）剩余价值在计算时，不是同直接产

生它的那部分资本相比，而是不加区分地同整个总资本相比；这样

一来，剩余价值的源泉完全看不见了；（３）虽然在利润的这种最初

形式上，利润量在数量上还与单个资本生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但

是利润率从一开始就不同于剩余价值率，因为剩余价值率等于
ｍ
ｖ
，

而利润率等于
ｍ
ｃ＋ｖ

；（４）在剩余价值率既定的情况下，利润率可能

提高或降低；利润率甚至可能朝着与剩余价值率变动相反的方向

变动。

可见，剩余价值在利润的最初形式上已经具有这样一种形式，

这种形式不仅使人不能直接辨认它与剩余价值、剩余劳动的同一

性，而且好象是直接与这种同一性相矛盾的。

其次，由于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由于一般利润率的形成，以

及与此有关的或由此决定的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单个资本的利

润，不仅在表现上（即在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的区别上），而且在实

体上（这里也就是在数量上）都和单个资本在其特殊生产领域里所

生产的剩余价值本身不同。如果我们考察单个资本，而且也考察某

个特殊领域的总资本，那末，利润现在就不仅在表面上，而且在实

际上都和剩余价值不同。等量资本提供等量利润，或者说，利润与

资本的量成比例。或者说，利润由预付资本的价值决定。在所有这

些表现上，利润同资本有机构成的关系完全被掩盖了；这种关系在

这里已经无法辨认了。相反，一眼就能看到的是，等量资本推动的

劳动量极不相同，从而支配的剩余劳动极不相同，创造的剩余价值

量极不相同，但是提供的利润量相同。由于价值转化为费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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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这种基础本身，似乎也被

取消了。

正是在利润的这种完全异化的形式上以及在利润的形式愈来

愈掩盖自己的内核的情况下，资本愈来愈具有物的形态，愈来愈由

一种关系转化为一种物，不过这种物是包含和吸收了社会关系的

物，是获得了虚假生命和独立性而与自身发生关系的物，是一个可

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存在物；而且在资本和利润的这种形式上，资本

表面上是作为现成的前提出现的。这就是资本的现实性的形式，或

者更确切地说，是资本的现实存在的形式。资本也正是以这种形式

存在于其承担者即资本家的意识中，反映在他们的观念中。

这种固定的和硬化的（变了形的）利润形式（从而也是利润的

创造者即资本的形式，因为资本是根据，利润是归结，资本是原因，

利润是结果，资本是实体，利润是偶性；资本所以成为资本，只是因

为它生产利润，只是因为它是创造利润即创造追加价值的价

值）——从而也是作为利润根据的资本的形式，作为资本保存下来

并通过利润来增殖的资本的形式——更加固定在它的外表性上

了，因为赋予利润以这种平均利润形式的资本的平均化过程，使一

部分独立存在的、似乎是在其他基础上（即在土地上）生长出来的

利润，在地租形式上同利润脱离了。诚然，地租起初是作为租地农

场主向土地所有者支付的一部分利润出现的。但是，因为他（租地

农场主）既不能把这种超额利润装入自己的腰包，而他所使用的资

本，作为资本来说，又与其他资本不论在哪一点上都毫无区别（租

地农场主之所以把超额利润交给土地所有者，是因为他并不认为

作为资本的资本是超额利润的源泉），所以土地本身在这里就表现

为商品的这一部分价值（它的这一部分剩余价值）的源泉，而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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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者不过是［９１２］土地在法律上的人格化。

如果地租按预付资本计算，那还有一点线索，可以使人想起地

租的来源就是利润即一般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部分。（当然，在土

地所有权直接剥削劳动的社会制度下，情况不是这样。在那里，要

认识剩余财富的源泉，那是毫无困难的。）但是地租是按一定量的

土地支付的；地租会资本化为土地价值；这个价值会比例于地租的

涨落而涨落；地租则比例于保持不变的土地面积（可是用在土地上

的资本的量却会变动）而涨落；土地等级的差别在必须按一定单位

面积支付的地租的高度上表现出来；地租总额按总面积计算，这就

能确定出比如说每平方尺的平均地租；如同资本主义生产所创造

的这一生产的其他一切形式一样，地租也表现为一种固定的、既定

的、任何时候都存在的、从而对个人来说是独立存在的前提。租地

农场主必须支付地租，并且要按照土地的单位面积，根据土地的质

量来支付一定的数额。如果土地质量有了提高或降低，他为若干英

亩土地必须支付的地租也要提高或降低，而不管他在土地上使用

了多少资本。正如他必须支付利息，而不管他获得了多少利润一

样。

按产业资本来计算地租，是政治经济学的又一个批判性的公

式，这个公式保持了地租同作为产生地租的基础的利润之间的内

在联系。但是在现实中这种联系是不表露在外的；相反，地租在这

里是以实际的土地来计量，——因此，一切中介过程都被砍去了，

而地租的纯粹外表的独立形态却完成了。地租只有在这种外表化

上，在完全脱离它的中介过程的情况下，才是独立的形态。多少平

方尺的土地就提供多少地租。在这种说法中，剩余价值的一部分

——地租——表现为同某种特殊的自然要素的关系，而与人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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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无关，在这里，不仅剩余价值的性质完全被掩盖了（因为价值本

身的性质被掩盖了），而且利润本身的存在现在也要归功于作为一

种特殊的、物的生产工具的资本，正如地租的存在要归功于土地一

样。土地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而存在，并提供地租。资本由人们生

产的产品构成，这些产品提供利润。一种由人们生产的使用价值提

供利润，另一种不是由人们生产的使用价值提供地租，——这只是

物创造价值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前者与后者一样都是既可理解又

不可理解。

显然，只要剩余价值分解成各个不同的特殊部分，而这些部分

又与各种不同的、只是在物质上不同的生产要素——自然界、劳动

产品、劳动——发生关系，只要剩余价值一般获得特殊的、彼此无

关、互不依赖、由各种不同的规律调节的形态，那末，剩余价值所有

这些形态的共同的统一体（即剩余价值本身），从而这个共同的统

一体的性质，也就愈来愈无法辨认，不再通过现象表示自己，而必

须当作某种隐藏的秘密来发现了。剩余价值各个特殊部分的形态

的这种独立化，它们作为独立形态的相互对立，由于以下的事实而

完成了：这些部分中的每一部分都可以归结为作为其尺度和特殊

源泉的某种特殊要素，或者说，剩余价值的每一部分都表现为某种

特殊原因的结果，某种特殊实体的偶性。这就是：利润—资本，地租

—土地，工资—劳动。

就是这些完成了的关系和形式，在实际生产中表现为前提，因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通过它本身所创造的各种形态运动的，这

些形态即它的结果，又同样地在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完成了的前提

同它相对立。它们就是以这样的身分实际上决定着单个资本家等

等的行动，成为他们的动机，并作为这样的动机反映在他们的意识

８３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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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中。庸俗政治经济学无非是以学理主义的形式来表达这种在其

动机和观念上都囿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在表现的意识。而庸

俗政治经济学愈是肤浅地抓住现象的表面，仅仅用一定的方式把

这种现象的表面复制出来，它就愈觉得自己“合乎自然”，而与任何

抽象的空想无关。

［９１３］前面我们谈到流通过程的地方①，还应当指出一点，由

流通过程产生的一些规定，结晶为一定种类的资本（固定资本、流

动资本等等）的属性，这样也就表现为一定商品在物质上所固有的

既定的属性。

如果说在利润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既定前提的这种最终形

态中，利润所经历的许多转化和中介过程都消失了，无法认识了，

从而资本的性质也消失了，无法认识了；如果说这种形态由于以下

的事实而更加固定化：使它得以完成的同一过程，会使利润的一部

分作为地租同它相对立，从而使它成为剩余价值的一种特殊形式

而同作为特殊物质生产工具的资本发生关系，完全象地租同土地

发生关系一样；那末，这种由于大量看不见的中间环节而与自己的

内在实质相分离的形态，就会获得更加外表化的形式，或者不如

说，就会在生息资本上，在利润和利息的划分上，在作为资本的简

单形态（这种形态使资本成为它自己的再生产过程的前提）的生息

资本上获得绝对外表化的形式。一方面，这里表现出资本的绝对形

式：Ｇ—Ｇ′，自行增殖的价值。另一方面，甚至在纯粹商业资本中也

存在的中间环节，即Ｇ—Ｗ—Ｇ′公式中的Ｗ 在这里消失了。在

Ｇ—Ｇ′公式中，只有Ｇ同它自身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用它自身来衡

９３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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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这是绝对地从过程中抽出、脱离过程、处于过程之外的资本，

它是这样一个过程的前提，对这个过程来说它又是结果，它只有在

这一过程之中并通过这一过程，才成为资本。

｛我们把利息可能是单纯的财产转移而不一定表示实际的剩

余价值这一点撇开不谈。譬如说，当货币贷给“挥霍者”，也就是说

当它用于消费时，利息就不表示实际的剩余价值。但是，当货币被

借来用于支付时，情况也会是这样。在这两种场合，货币都是作为

货币而不是作为资本贷出的，但是对于货币所有者来说，仅仅由于

贷放行为，货币才成为资本。在第二种场合，当票据贴现或以当时

卖不出去的商品作抵押进行贷款时，借来供支付用的货币，就能够

同资本的流通过程，同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必要的转化过程发

生关系。只要这种转化过程的加快——这是在信贷中按照信贷的

一般性质会发生的情况——能使再生产的速度加快，也就是使剩

余价值的生产速度加快，借入的货币就是资本。但是，如果借入的

货币仅仅是用来偿还债务，并不加速再生产过程，甚至可能使再生

产过程无法进行或者缩小其规模，那末，这笔货币就只是支付手

段，对借款人来说只是货币，而对贷款人来说，则是在实际上不依

赖资本过程的资本。在这种场合，利息同“让渡利润”一样，是不依

赖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不依赖剩余价值的创造——的事实。在

货币的这两种形式，即作为获得商品以供消费的购买手段和作为

偿还债务的支付手段的形式上，利息完全同“让渡利润”一样，表现

为这样一种形式：它虽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再生产出来，却不依

赖资本主义生产，属于更早的生产方式。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

就包括这样一点：货币（或商品）能够在生产过程之外成为资本并

作为资本出卖，这种情形在货币不转化为资本而只起货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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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古老的形式上也会发生。

生息资本的第三种更古老的形式以这样的事实为基础：资本

主义生产还不存在，而利润还是以利息的形式被占有，资本家纯粹

以高利贷者的身分出现。这包括以下两点：（１）生产者还是独立地

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而不是生产资料利用生产者进行

劳动（虽然奴隶也属于这种生产资料，但是奴隶在这里也同役畜一

样，并不形成特殊的经济范畴，或者，最多也只是存在物质上的差

别：不会说话的工具；有感觉的、会说话的工具）；（２）生产资料只是

在名义上属于生产者，也就是说，生产者会由于某些偶然情况而不

能用出卖自己商品的所得来再生产这些生产资料。因此，生息资本

的这些形式在存在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一切社会形式中都会出

现，而不管其中占统治地位的是奴隶劳动、农奴劳动，还是自由劳

动。在上述形式的最后一种形式中，生产者以利息的形式向资本家

支付自己的剩余劳动，因而这种利息也包含着利润。在这里，有了

整个［９１４］资本主义生产，却没有它的优越性，即没有劳动的社会

形式的发展和由这些形式中产生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形式

在农民中占决定性的优势，他们的一部分生活资料和生产工具已

经必须作为商品来购买，也就是说，除他们外已经有独立的城市工

业，此外，他们还必须用货币纳税、交付地租等等。｝

生息资本只有在借贷货币实际转化为资本并生产一个余额

（利息是其中的一部分）时，才成为生息资本。但这一点并不能排

除：利息和生息这种属性，不管有没有［生产］过程，都同生息资本

长在一起。同样，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实际证明棉花的有用

属性，必须把棉花纺成纱或进行其他某种加工，也不能排除棉花作

为棉花的使用价值。资本也是这样，只有转入生产过程，才能实际

１４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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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自己的生息能力。而劳动能力，也只有当它在过程中作为劳动

被使用，被实现时，才表明它有创造价值的能力。这一点并不能排

除：劳动能力自身作为一种能力，是创造价值的活动，并且作为这

样的活动，它不是从过程中才产生的，而相反地是过程的前提。它

是作为创造价值的能力被人购买的。购买它的人也可以不让它去

从事劳动（例如，剧院经理有时购买一个演员，并不是为了要他演

戏，而是为了使他不能再为自己的竞争者的剧院演戏）。购买劳动

能力的人是否利用他支付过报酬的劳动能力的属性，即它创造价

值的属性，这与卖者或所卖商品无关，正如购买资本的人是否把这

些资本作为资本来使用，也就是说，他是否在过程中使这种资本所

固有的创造价值的属性发挥作用，这与卖者或所卖商品无关一样。

在这两种场合，他为之支付的东西，是那个就自身来说，在可能性

上，就所买商品（在一种场合是劳动能力，另一种场合是资本）的

性质来说，已经包含在这两种商品中的剩余价值和它们保

存它们自身的价值的能力。因此，用自有资本经营的资本家

也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看成利息，即看成这样的剩余价值，

它之所以从生产过程产生出来，是因为资本把它带进了生产过程

而与这个过程无关。     

地租和“土地—地租”关系，可以表现为比利息和“资本—利

息”关系更加神秘的形式。但是地租形式上的不合理性，也并不在

于表示资本本身的关系。因为土地本身是生产的（就使用价值来

说），本身是活的生产力（具有使用价值或用来生产使用价值），所

以这里可能有两种见解：或者是迷信地把使用价值同交换价值混

淆起来，把物同产品中包含的劳动的某种特殊社会形式混淆起来

（于是，不合理性就在自身中为自己找到理由，因为这里地租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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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特殊的东西同资本主义过程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或者是“启

蒙的”政治经济学的见解：认为既然地租与劳动无关，也与资本无

关，那末地租就根本不是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而只是价格的附加

额，是土地占有的垄断使土地所有者可能获得的附加额。

生息资本的情况却不同。这里涉及的不是某种与资本无关的

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关系本身，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产生的、它所特

有的、反映资本实质本身的关系，是资本借以表现为资本的那种资

本形态。利润仍然包含着对处于过程中的资本的关系，对生产剩余

价值、生产利润本身的过程的关系。生息资本的情况与利润不同，

在利润上，剩余价值的形态成了某种异化的、离奇的东西，使人不

能直接认清剩余价值的简单形态，从而不能认清它的实体和产生

的原因；相反，在利息上，这种异化形式却明显地作为本质的东西

出现、存在和表现。这种形式作为某种同剩余价值的实际性质相对

立的东西独立化并固定化了。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同劳动的关系消

失了。实际上利息是以利润为前提的，利息只是利润的一部分，剩

余价值［９１５］怎样在利息和利润之间、在不同种类的资本家之间进

行分配，这实际上与雇佣工人完全无关。

利息明确地表现为离开资本主义过程本身的、独立于过程的、

处于过程之外的资本的果实。它应付给作为资本的资本。它进入

生产过程，因而也从生产过程中出来。资本孕育着利息。资本不是

从生产过程中得出利息，而是把利息带进生产过程。因此，利润中

超过利息的余额，即资本只是靠生产过程得到的、只是作为执行职

能的资本生产出来的那个剩余价值量，就获得一种不同于利息（即

资本自身、资本本身、作为资本的资本所固有的价值创造）的产业

利润这样一种特殊形式（即企业利润，至于是产业利润还是商业利

３４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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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那要看重点是在生产过程上还是在流通过程上）。这样一来，连

剩余价值的最后一种形式，即在一定程度上还能使人想起其起源

的形式，也分离为并被理解为不仅是异化的形式，而且是直接同剩

余价值本身相对立的形式，因此，资本和剩余价值的性质，也和一

般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一样，终于被完全神秘化了。

产业利润，与利息相对立，代表着过程中的资本而与过程外的

资本相对立，代表着作为过程的资本而与作为所有权的资本相对

立，——因而代表着作为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作为劳动资本的代表

者的资本家而与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资本的所有者

的资本家相对立。这样，它就作为劳动资本家而与作为资本家的自

身相对立；进而作为劳动者而与只是作为所有者的自己相对立。因

此，如果说这里还保存着剩余价值同过程的关系，那末，这恰好是

以剩余价值概念本身被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产业利润被归结

为劳动，但不是归结为别人的无酬劳动，而是归结为雇佣劳动，即

归结为付给资本家的工资，这样一来，资本家就同雇佣工人落入一

个范畴，就不过是一种报酬较高的雇佣工人，正如工资一般就存在

着各种差别一样。

实际上，货币转化为资本，并不是由于货币同商品的物质生产

条件相交换，也不是由于这些生产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

劳动——在劳动过程中进入发酵状态、相互作用、相互结合，即进

入某种化学过程，并把商品作为这个过程的结晶沉淀下来。如果情

况仅仅是这样，那末我们就决不会有资本，决不会有剩余价值。劳

动过程的这种抽象形式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同的，而不管它们的

社会形态和历史规定性如何。这种过程成为资本主义过程，货币转

化为资本，只是由于：（１）商品生产，即作为商品的产品生产，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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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普遍形式；（２）商品（货币）同作为商品的劳动能力（即实际上

同劳动）相交换，因而劳动是雇佣劳动；（３）但是后者只有在下述情

况下才会发生：客观条件，也就是（就整个生产过程来考察）产品本

身，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不是劳动的财产，作为他人的财产，因而

按形式来说是作为资本，同劳动相对立。

作为雇佣劳动的劳动和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从而作为资本

家的所有权：它们人格化为资本家，在资本家身上，它们表现为它

们本身的所有者，它们代表着资本家对它们的所有权，即它们对本

身的所有权而与劳动相对立），是同一种关系的表现，不过是从这

种关系的不同的两极出发而已。这种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经常的结果。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为它自己提供的

前提：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就是它自己的前提，也就是说，一当它发

展起来并在与它相适应的关系中发挥作用时，它就连同它的条件

一起被作为前提。但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是一般生产过程；它的

各个要素的对抗的社会规定性，只有在过程本身中才能发展和实

现，这种规定性是该过程的贯彻始终的特征，并使该过程正好成为

这种社会规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１９１６］当资本——不是某种特定的资本，而是一般资本——

刚一开始形成，它的形成过程就是在它之前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解

体过程和这一生产方式瓦解的产物。因而，这是一个历史过程和属

于一定的历史时期的过程。这是资本的历史创始时期。（例如，人

的存在是有机生命所经历的前一个过程的结果。只是在这个过程

的一定阶段上，人才成为人。但是一旦人已经存在，人，作为人类历

史的经常前提，也是人类历史的经常的产物和结果，而人只有作为

自己本身的产物和结果才成为前提。）在这里，劳动还只是必须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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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形式的劳动条件分离，而在旧形式下，劳动和劳动条件是一个统

一的整体。只有这样，劳动才成为自由劳动，只有这样，劳动条件才

转化为与劳动相对立的资本。资本成为资本的过程，或者说，资本

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出现之前的发展过程，和资本在这个过

程中的实现，在这里是属于历史上两个不同的时期。在后一时期，

资本是前提，它的存在是作为一种自行起作用的东西而成为前提。

在前一时期，资本是另一个社会形式解体过程的沉淀物。这里资本

是另一个形式的产物，而不是象后来那样，它是它自己再生产的产

物。资本主义生产是在雇佣劳动这个资本主义的、现存的、但是同

时又是被它不断再生产出来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资本主义生产

也是在作为劳动条件的形式、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既定前提的资

本这个基础上进行的，但是这种前提，也象雇佣劳动一样，是资本

主义生产的经常的创造，是它的经常的产物。

在这个基础上例如货币自身就是资本，因为生产条件自身具

有与劳动相对立的异化形式，表现为他人的所有权而与劳动相对

立，并作为这样的所有权对劳动进行统治。这时资本也可以作为具

有这种属性的商品出卖，也就是资本可以作为资本出卖，当资本作

为有息贷款贷放时就是这样。

但是，因为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独特的社会规定性的因素

——这种独特的社会规定性在法律上通过资本表现为一种所有

权，通过资本所有权表现为一种独特的所有权形式——已经固定

下来，利息又因此表现为资本在这种规定性上（与作为一般生产过

程的规定性的这种规定性无关）生出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所以很

明显，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即利润中超过利息的余额，即产业利

润，就必然表现为这样一种价值，这种价值不是由作为资本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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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出的，而是由同它的、已经以“资本利息”这个名称取得独特存在

方式的社会规定性相分离的生产过程生出的。但是，生产过程同资

本相分离，就是一般的劳动过程。因此，同作为资本家的本身相区

别的产业资本家，同作为资本家即资本所有者的本身相区别的产

业家，不过是劳动过程中单纯的职能执行者，不是执行职能的资

本，而是与资本无关的职能执行者，即一般劳动过程的特殊承担

者，即劳动者。这样，产业利润就顺利地转化为工资，同普通的工资

落入同一个范畴，不同于普通工资的只是数量和支付的特殊形式，

也就是资本家自己给自己支付工资，而不是由别人给他支付工资。

在利润分为利息和产业利润这最后一次分裂中，剩余价值的

性质（从而资本的性质）不仅完全消失了，而且显然表现为一种完

全不同的东西。

利息表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这不过是在特殊名称下从利润

中分出的一个份额，这个份额是给资本的单纯所有者的，是由他夺

去的。但是这个单纯的量的分割转化成了质的分割，这种质的分割

赋予两个部分一种转化形式，在这种转化形式上，它们的原始实质

的痕迹已经看不见了。［９１７］这种情况得以固定下来，首先是因为

利息不是表现为同生产无关的、仅仅在产业家用别人的资本从事

经营时才“偶然”发生的分割。即使产业家用自有的资本从事经营，

他的利润也会分为利息和产业利润，因此，不管产业家是不是他的

资本的所有者这种偶然情况，单纯量的分割已经固定化为质的分

割，固定化为由资本本身和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性质产生的质的

分割。这不仅是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分配的利润的两个部分，而且

还是利润的两种特殊范畴，它们和资本有不同的关系，也就是说，

和资本的不同规定性有关。利润的各部分以独立范畴出现的这种

７４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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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化，比较容易地固定下来，原因是（撇开以前已阐明的原因不

谈）生息资本作为一种历史形式是出现在产业资本之前，并在它的

旧形式上继续同产业资本并存，只是在产业资本的发展进程中才

被产业资本作为它本身的一种特殊形式置于从属资本主义生产的

地位。

这样，从单纯的量的分割中就产生了质的分裂。资本本身被分

裂。只要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从而，只要它表示劳动条件的

异化形式，表示某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它就在利息上得到实现。它

在利息上实现它的作为资本的性质。另一方面，只要它在过程中执

行职能，这个过程就表现为脱离自己的特殊资本主义性质，脱离自

己的特殊社会规定性的过程——表现为单纯的一般劳动过程。因

此，只要资本家参加劳动过程，他就不是作为资本家来参加（因为

他的这个性质体现在利息中），而是作为一般劳动过程的职能执行

者，作为劳动者来参加，他的工资就表现为产业利润。这是一种特

殊的劳动方式——管理的劳动，而劳动方式一般来说是彼此各不

相同的。

这样，在这两种剩余价值形式上，剩余价值的性质、资本的实

质以及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不仅完全消失了，而且转到了自己的

反面。但是，由于物的主体化、主体的物化、因果的颠倒、宗教般的

概念混淆、资本的单纯形式Ｇ—Ｇ′在这里被荒诞地、不经过任何中

介过程地展示和表现出来，资本的性质和形态也就完成了。同样，

各种关系的硬化以及它们表现为人同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物的关

系，在这里也以完全不同于商品的简单神秘化和货币的已经比较

复杂的神秘化的方式表达出来了。变体和拜物教在这里彻底完成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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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自身正好表现出，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存在，同劳动处于

社会对立中，并且转化为同劳动相对立并且支配着劳动的私人权

力。利息概括了劳动条件对主体活动的关系上的异化性质。利息

把资本的所有权，或者说单纯的资本所有权，表现为占有别人劳动

产品的手段，表现为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力。但是，它是把资本的这

种性质表现为某种在生产过程本身之外属于资本的东西，而不是

表现为这个生产过程本身的独特的规定性的结果。它不是把资本

的这种性质表现为同劳动对立，而是相反地同劳动无关，只是表现

为一个资本家对另一个资本家的关系，也就是说，表现为一种存在

于资本对劳动本身的关系之外的、与这种关系无关的规定性。利润

在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与工人本身毫无关系。因此，在利息上，在利

润的这个形态上，资本的对立性质固然得到了特殊的表现，但是表

现成这样：这种对立在其中已经完全消失，而且明显地被抽掉了。

利息除了表现货币、商品等等增殖自己价值的能力以外，还把剩余

价值表现为从货币和商品中生长出来的某种东西，表现为它们的

自然果实，也就是说，利息不过是资本的神秘化在最极端的形式上

的表现，——只要它一般表现社会关系本身，它表现的［９１８］就只

是资本家之间的关系，而决不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

另一方面，这个利息形式又使利润的另一部分取得产业利润

这种质的形式，即产业资本家——不是作为资本家而是作为劳动

者（产业家）——的劳动工资形式。资本家作为资本家在劳动过程

中所要完成的、恰好使他同工人相区别的特殊职能，被表现为单纯

的劳动职能。他创造剩余价值，不是因为他作为资本家进行劳动，

而是因为他，即资本家，也进行劳动。这好比一个国王，他作为国王

在名义上指挥着军队，于是有人就说，不是因为他作为王位所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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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指挥，起着统帅的作用，他才指挥军队，而是因为他指挥军队，

执行统帅的职能，所以他才是国王。因此，如果说，剩余价值的一部

分在利息的形式上完全同剥削过程相分离，那末另一部分在产业

利润的形式上就表现为剥削过程的直接的对立面，即不是对别人

劳动的占有，而是自己劳动的价值创造。因此，剩余价值的这一部

分也就不再是剩余价值，而是一种和剩余价值相反的东西，是所完

成的劳动的等价物。因为资本的异化性质，它同劳动的对立，处于

剥削过程之外，处于这种异化的现实行动范围之外，所以一切对立

性质也就从这个过程本身排除了。因此，现实的剥削，即实现并实

际表现对立性质的东西，就表现为它的直接对立面，表现为一种在

物质上是独特的、但是属于劳动的同一社会规定性的劳动，即雇佣

劳动，即属于同一劳动范畴的劳动。在这里剥削的劳动和被剥削的

劳动被等同起来了。

利润的一部分转化为产业利润，正如我们看到的，是由利润的

另一部分转化为利息引起的。与利润的一部分相适应的是资本的

社会形式，即资本是所有权；与利润的另一部分相适应的是资本的

经济职能，即资本在劳动过程中的职能，不过这种职能已摆脱并抽

掉了使资本得以执行这种职能的社会形式，即对立形式。至于有人

怎样用聪明的理由进一步为这一点作辩护，我们将在分析把利润

解释为“监督劳动”的报酬的辩护论观点时作更详细的考察。在这

里人们把资本家和他的经理混同起来了，这一点斯密已经指出

过１５１。

当然，产业利润中也包含一点属于工资的东西（在不存在领取

这种工资的经理的地方）。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是作为劳动的管理

者和指挥者（ｃａｐｔａｉ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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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劳动过程本身中起着积极作用。但是只要这些职能是产生于资

本主义生产的特殊形式，（也就是说，产生于资本对作为它的劳动

的劳动的统治，从而对作为它的工具的工人的统治；产生于作为社

会的统一体，作为在资本上人格化为支配劳动的权力的社会劳动

形式的主体而表现出来的资本的性质），那末，这种与剥削相结合

的劳动（这种劳动也可以转给经理）当然就与雇佣工人的劳动一

样，是一种加入产品价值的劳动，正如在奴隶制下奴隶监工的劳

动，也必须和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一样给予报酬。如果一个人把他对

自己的本性、对外部自然界以及对其他人的关系以宗教形式想象

成某些独立存在的力量，以致被这些想象所统治，那末，他就需要

祭司和祭司的劳动。但是随着意识的宗教形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

关系的消失，这种祭司的劳动也就不再进入社会生产过程。祭司的

劳动与祭司一起消失了，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所完成的或他委托

别人完成的劳动，也会与资本家一起同样消失。（奴隶制的例子用

几段引文加以说明。１５２）

可是，把利润归结为作为监督劳动的报酬的工资这一辩护论

观点，本身又转过来反对辩护士；因为英国［９１９］社会主义者曾以

充分的理由回答说：很好，以后你们就只应拿普通经理的工资；你

们的产业利润不仅在口头上而且在实际上都应归结为监督或管理

劳动的工资。

｛自然，不可能详细地研究辩护士的这些愚蠢的废话及其种种

矛盾。例如，产业利润的提高和下降不论同利息还是同地租都成反

比。但是对劳动的监督，即资本家实际完成的一定量劳动，却与此

无关，就象与工资的下降无关一样。这种工资的特点正是：它的下

降和提高同实际的工资成反比（在利润率由剩余价值率决定的情

１５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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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如果全部生产条件保持不变，它就完全由剩余价值率决定）。

但是诸如此类的“小矛盾”并没有消除持辩护论观点的庸俗经济学

家头脑中的等同性。不管资本家付出的工资是少还是多，不管工人

得到的工资是较高还是较低，资本家完成的劳动都绝对地保持不

变。（正如按一个工作日支付的工资丝毫不改变劳动本身的量一

样。）不仅如此。工人的工资较高时，他的劳动强度就较大。相反，

资本家的劳动则是个完全确定的东西：它在质上和量上都是由资

本家应管理的劳动的量决定，而不是由这一劳动量的报酬决定。资

本家不会强化自己的劳动，正如工人不会加工出多于他在工厂中

得到的棉花一样。｝

英国社会主义者接着还说：管理劳动和监督劳动也同其他任

何劳动能力一样，现在可以在市场上购买，并且可以同样比较便宜

地生产出来，因而可以同样比较便宜地买到。资本主义生产本身已

经使那种完全同资本所有权（不管是自有的资本还是别人的资本）

分离的管理劳动比比皆是。因此，这种管理劳动就完全无需资本家

亲自担任了。这种劳动实际上是同资本分离而存在的，但这不是表

现在产业资本家同货币资本家那种表面上的分离上，而是表现在

产业管理人员等等同各种资本家的分离上。最好的证明就是：第

一，工人们自己创办的合作工厂①。它们提供了一个实例，证明资

本家作为生产上的职能执行者对工人来说已经成为多余的了，就

象在资本家本人看来，土地所有者的职能对资产阶级的生产是多

余的一样。第二，只要资本家的劳动不是由作为资本主义过程的那

种［生产］过程引起，因而这种劳动并不随着资本的消失而自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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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只要这种劳动不是剥削别人劳动的职能的名称，也就是说，只

要这种劳动是由劳动的社会形式（协作、分工等等）引起，它就同资

本完全无关，就象这个形式本身一旦把资本主义的外壳剥去，就同

资本完全无关一样。说这种劳动作为资本主义的劳动，作为资本家

的职能是必要的，这无非就是说，庸俗经济学家不能设想在资本内

部发展起来的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和劳动的社会性质，能够脱离它

们的这种资本主义形式，脱离它们的各因素的异化、对立和矛盾的

形式，脱离它们的颠倒和混乱。而这正是我们所要坚持的。［ⅩⅤ—

９１９］

          

［ⅩⅤⅢ—１１４２］｛资本家的实际利润，有很大一部分是“让渡

利润”，而且资本家的“个人劳动”在不是涉及剩余价值的创造，而

是涉及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通过商业途径在其各个成员之间

进行分配的场合，有着特别广阔的活动余地。这一点在这里与我们

无关。某些种类的利润——例如，以投机为基础的利润——只有在

这种场所才能获得。因此，这里就不去考察这些利润了。庸俗政治

经济学（特别是为了把利润说成是“工资”）把这种“让渡利润”同来

源于剩余价值的创造的利润混为一谈，这表明庸俗政治经济学象

畜生一样愚蠢。例如，请看看可敬的罗雪尔。因此，对于这类蠢驴

来说，他们把分配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时不同生产领域的资

本家在计算上的考虑和补偿的理由，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理由，同

所谓的利润本身的来由混为一谈，这也是十分自然的。｝［ⅩⅤⅢ—

１１４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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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本

质区别。利息和地租是商品市场价格的

构成要素。庸俗经济学家企图赋予利息

和地租的不合理形式以合理的外观］

  ［ⅩⅤ—９１９］在生息资本上，——由于利润分为利息和［产业］

利润，——资本取得了它的最彻底的物的形式，它的纯粹的拜物教

形式，剩余价值的性质表现为一种完全丧失了它自身的东西。正象

土地表现为地租的源泉，劳动表现为工资（部分是真正的工资，部

分是产业利润）的源泉一样，资本——作为物——在这里表现为价

值的独立的源泉，表现为价值的创造者。诚然，这种观点的代表者

始终认为，商品的价格应当支付工资、利息和地租，但它支付它们

是因为加入商品的土地创造地租，加入商品的资本创造利息，加入

商品的劳动创造工资；是因为它们创造了落入它们各自的所有者

或代表［９２０］——土地所有者、资本家和劳动者（雇佣工人和产业

家）——手里的这几部分价值。因此，从这个观点来看，说一方面商

品的价格决定工资、地租和利息，另一方面利息、地租和工资的价

格决定商品的价格，在理论上也没有什么矛盾，或者说，如果有矛

盾，那也是价格的实际运动的矛盾或循环论证。

不错，利率会波动，但它只是和其他任何商品市场价格的波动

一样，取决于供求关系。这不会使利息不再成为资本内在的东西，

就象商品价格的波动不会使价格不再成为商品固有的规定一样。

因此，一方面，只要土地、资本和劳动被看作地租、利息和工资

的源泉，而地租、利息和工资被看作商品价格的构成要素，土地、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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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和劳动就表现为创造价值的要素；另一方面，只要它们归于每一

种生产价值的工具的所有者，并把它们创造的那部分产品价值归

于他，它们就表现为收入的源泉，而地租、利息和工资的形式则表

现为分配形式。（庸俗经济学家把分配形式实际上只当作从另一角

度看的生产形式，而批判的经济学家却把它们彼此分开，并且否认

它们的同一性，这一点表明，正如我们以后将看到的，和批判的政

治经济学比较起来，庸俗经济学家真是愚蠢透顶。）

在生息资本上，资本表现为它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

或剩余价值的独立源泉。而且它是在本身，在自己的物的形式上成

为这样的源泉的。诚然，资本为了实现它的这种属性必须加入生产

过程，但是土地或劳动也必须这样做。

因此，很明显，为什么庸俗政治经济学宁愿采取“土地—地租，

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样的公式，而不愿采取斯密等人用来

说明价格要素（更确切地说，价格分解成的各部分）的公式，在这一

公式里出现的是“资本—利润”的关系，所有的古典经济学家一般

都用这种关系来说明资本关系本身。在利润中还包含着同［生产］

过程的［使庸俗政治经济学］感到为难的联系，剩余价值和资本主

义生产的真正性质（和它们的外部表现不同）还多少可以辨认。当

利息被说成是资本的真正产物，从而剩余价值的另一部分即产业

利润完全消失并归入工资范畴时，情况就不再是如此了。

古典政治经济学力求通过分析，把各种固定的和彼此异化的

财富形式还原为它们的内在的统一性，并从它们身上剥去那种使

它们漠不相关地相互并存的形式；它想了解与表现形式的多样性

不同的内在联系。因此，它把地租还原为超额利润，这样，地租就不

再作为特殊的，独立的形式而存在，就和它的虚假的源泉即土地分

５５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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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来。它同样剥去了利息的独立形式，证明它是利润的一部分。

于是，它把非劳动者借以从商品价值中获取份额的一切收入形式，

一切独立的形式或名义都还原为利润这一种形式。但是利润归结

为剩余价值，因为全部商品的价值都归结为劳动；商品中包含的有

酬劳动量归结为工资；因此，超过这一数量的余额归结为无酬劳

动，归结为在各种名义下被无偿地占有的、然而是由资本引起的剩

余劳动。在进行这种分析的时候，古典政治经济学有时也陷入矛

盾；它往往试图不揭示中介环节就直接进行这种还原和证明不同

形式的源泉的同一性。但这是它的分析方法的必然结果，［９２１］批

判和理解必须从这一方法开始。它感兴趣的不是从起源来说明各

种不同的形式，而是通过分析来把它们还原为它们的统一性，因为

它是从把它们作为已知的前提出发的。但是，分析是说明起源，理

解实际形成过程的不同阶段的必要前提。最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

缺点和错误是：它把资本的基本形式，即以占有别人劳动为目的的

生产，不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历史形式，而是解释为社会生产的自

然形式，不过它自己已通过它的分析开辟了一条消除这种解释的

道路。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正当政治经济学本身

由于它的分析而使它自己的前提瓦解、动摇的时候，正当政治经济

学的对立面也已经因此而多少以经济的、空想的、批判的和革命的

形式存在的时候，庸俗政治经济学开始嚣张起来。因为政治经济学

和由它自身产生的对立面的发展，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固有的社会

矛盾以及阶级斗争的现实发展齐头并进的。只是在政治经济学达

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即在亚·斯密以后）和形成稳固的形式时，政

治经济学中的一个因素，即作为现象观念的单纯的现象复写，即它

６５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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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庸俗因素，才作为政治经济学的特殊表现形式从中分离出来。例

如萨伊就把亚·斯密著作中这里或那里渗透的庸俗观念分离出

来，并作为特殊的结晶和亚·斯密并存。随着李嘉图的出现和由他

引起的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庸俗经济学家也得到了新的营

养（因为他自己什么也不生产），政治经济学越是接近它的完成，也

就是说它越是走向深入和发展成为对立的体系，它自身的庸俗因

素，由于用它按照自己的方法准备的材料把自己充实起来，就越是

独立地和它相对立，直到最后在学术上的混合主义和无原则的折

衷主义的编纂中找到了自己至上的表现。

随着政治经济学的深入发展，它不仅自己表现出矛盾和对立，

而且它自身的对立面，也随着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现实矛盾的发展

而出现在它的面前。与这种情况相适应，庸俗政治经济学也就有意

识地越来越成为辩护论的经济学，并且千方百计力图通过空谈来

摆脱反映矛盾的思想。因此，萨伊同例如巴师夏比较起来还算是一

个批评家，还算无所偏袒，因为他在斯密的著作里发现的矛盾相对

说来还是未发展的，而巴师夏却是一个职业的调和论者和辩护论

者，虽然他不仅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中发现了经济学本身在内

部已经形成的矛盾，而且发现了在社会主义和当时日常的阶级斗

争中正在形成的矛盾。再加上，庸俗政治经济学在其较早的发展阶

段，找到的材料还没有完全加工好，因此它本身在参与解决经济问

题的时候还或多或少地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出发，例如萨伊就是

这样，而那位巴师夏却只有剽窃，并且力图用自己的论据把古典政

治经济学中不合口味的方面消除掉。

但巴师夏还不代表最后的阶段。他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学识

贫乏，对于他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加以粉饰的那门科学的认识

７５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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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肤浅。他搞辩护论还是很热情的，这是他的真正的工作，因为

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只要是合他心意的，他可以从别人那里取来。

最后的形式是教授形式，这种形式是“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工作的，

并且以明智的中庸态度到处搜集“最好的东西”，如果得到的结果

是矛盾，这对它说来并不重要，只有完备才是重要的。这就是阉割

［９２２］一切体系，抹去它们的一切棱角，使它们在一本摘录集里和

平相处。在这里，辩护论的热忱被渊博的学问所抑制，这种渊博的

学问宽厚地俯视着经济思想家的夸张的议论，而只是让这些议论

作为稀罕的奇物漂浮在它的内容贫乏的稀粥里。因为这类著作只

有在政治经济学作为科学已走完了它的道路的时候才会出现，所

以它们同时也就是这门科学的坟墓。（至于它们完全以同样的方式

超然耸立于社会主义者的空想之上，那就不用说了。）甚至斯密、李

嘉图和其他人的真正的思想（不仅是他们本身的庸俗因素）在这里

也好象是毫无内容，变成了庸俗的东西。罗雪尔教授先生就是这样

的大师，他谦虚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１５３他把自

己比作修昔的底斯，可能是因为他对修昔的底斯有这样一种看法，

即修昔的底斯似乎经常把原因和结果相混淆。

诚然，资本不花费任何劳动就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一事实，

非常明显地表现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因为在这里资本以它借以

与生产过程本身脱离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在这个形式上，资本所

以能够这样，只是因为它本身实际上并不花费任何劳动，而是作为

自行创造价值的、成为价值源泉的要素加入劳动过程。如果说生息

资本不花费任何劳动便占有一部分产品价值，那末它不花费任何

劳动也创造了这部分价值，由自身、由自身内部创造了这部分价

值。

８５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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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化形式使古典的，因而也使批判的政治经济学家感到困难，

他们试图通过分析来剥去这种形式，可是庸俗政治经济学却正好

是在产品价值的各个不同部分相互对立的异化中第一次感到十分

自在：正如一个经院哲学家在谈到“圣父、圣子和圣灵”这一公式时

感到十分自在一样，庸俗经济学家在谈到“土地—地租，资本—利

息，劳动—工资”这一公式时也感到十分自在。因为这正是这样一

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这些关系在现象上似乎直接相互联系着，

因而也在受这种生产方式束缚的资本主义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和意

识中存在着。庸俗政治经济学认为它越是实际上仅仅从事于把普

通观念译成学理主义的语言，它就越是单纯、合乎自然和对公众有

益，就和一切理论上的吹毛求疵离得越远。因此，它越是在异化的

形式上来认识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形态，它就越是接近于普通观

念的要素，也就是越在它自己的自然要素中浮游。

此外，这给辩护论帮了很大的忙。因为，例如在“土地—地租，

资本—利息，劳动—工资”这一公式中，剩余价值的各种不同形式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各种不同形态，不是作为异化形式相互对立，而

是作为相异的和彼此无关的形式、作为只是彼此不同但无对抗性

的形式相互对立。不同的收入来自完全不同的源泉，一个来自土

地，另一个来自资本，第三个来自劳动。因此，它们不是处于相互敌

对的关系，因为它们根本没有任何内在联系。如果说它们还是在生

产上共同起作用，那末，这是一种协调的动作，是协调的表现；这好

比农民、牛、犁和土地，尽管它们彼此不同，但它们却在农业中，在

实际的劳动过程中协调地共同劳动。如果它们之间发生了对抗，那

末，这种对抗只是由于生产当事人中谁应当从产品，从它们共同创

造的价值中多占一些而引起的竞争造成的。如果有时会发展到冲

９５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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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那末，土地、资本和劳动之间这一竞争的最后结果终归还是这

样：在它们［９２３］对分割的争执过程中，它们由于竞争而大大增加

了产品的价值，以致每一个都获得了更大的一份，所以它们的竞争

本身只是刺激所有生产当事人的协调的表现。

例如阿伦德先生批评劳说：

“作者受他的某些前辈的影响，把企业主的收入作为第四种要素和国民

财富的三种要素（工资、资本的租金和地租）并列；这样，由亚·斯密如此谨慎

地建立起来的、我们的科学〈！〉的任何进一步发展的整个基础被破坏了，因

此，在我们的作者的著作里根本没有考虑这种发展。”（卡尔·阿伦德《与垄断

精神及共产主义相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附与本书有关的资料的评

述》１８４５年哈瑙版第４７７页）

阿伦德先生把“资本的租金”理解为利息（同上，第１２３页）。如

果有人不相信亚·斯密把国民财富归结为资本利息、地租和工资

呢？（因为斯密正好相反，明确指出利润是资本的价值增殖，并且不

止一次地明白指出，利息由于一般说来代表剩余价值，始终只是从

利润中派生的形式。）在这种情况下，庸俗经济学家读到斯密所提

到的源泉时就读出了直接与其含义相对立的东西。斯密写“利润”

的地方，阿伦德读成“利息”。那末，他把亚·斯密的“利息”理解为

什么呢？

正是这一位“我们的科学”的“谨慎的”发展者作出了以下有趣

的发现：

“在财物生产的自然进程中，只有一个现象，在已经充分开发的国家，看

来在一定程度内负有调节利息率的使命；那就是欧洲森林的树木总量由于树

木的逐年增长而增加的比率。这种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说

树木的增长“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为转移”，这是多么滑稽啊！〉，而按每一百

棵增加三棵到四棵的比率来进行。因此〈也就是因为，树木的交换价值虽然在

０６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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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树木的增长，但树木的增长“完全不以树木的交换价值

为转移”！〉，不能指望它〈利息率〉会下降到最富有货币的国家的现有水平以

下。”（同上，第１２４—１２５页）

这种利息率应当称为“原始的森林利息率”。这种利息率的发

现者在所引著作中，又作为“犬税”１５４哲学家在“我们的科学”领域

里引人注目。

          

｛利润（其中也包括产业利润）和预付资本的量成比例；相反，

产业资本家取得的“工资”和资本的量成反比：资本小的时候，它就

大（因为在这里资本家是介于别人劳动的剥削者和靠自己劳动生

活的劳动者之间的中间人物），资本大的时候，它就很微小，或者象

在有经理的情况下，它就完全和利润分离。一部分管理劳动只是由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敌对性、由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引起的，它完

全和流通过程引起的
９
１０
的“劳动”一样，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

生产费用①。一个乐队指挥完全不必就是乐队的乐器的所有者，用

乐队队员的生活费用搞投机，也不是他这个乐队指挥职能范围以

内的事情，他和他们的“工资”根本没有任何关系。非常奇怪，象约

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一些为了把“产业利润”变为监督劳动的

工资而坚持“利息”、“产业利润”等形式的经济学家，却和斯密、李

嘉图以及一切值得一提的经济学家一起，认为平均利率即平均利

息率是由平均利润率决定的，照穆勒的说法，这种平均利润率和工

资率成反比，因此它无非是无酬劳动，剩余劳动。

监督工资根本不加入平均利润率，以下两个事实是最好的证

１６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① 不直接参加生产过程，但在一定条件下又非有不可的辅助费用。——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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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明：

［９２４］（１）合作工厂①和其他一切工厂一样，那里的经理是有

报酬的，并完成全部管理劳动，那里的监工本身只是劳动者，在这

样的工厂里，利润率不是低于而是高于平均利润率；

（２）在某些特殊的、非垄断的行业，例如在小店主、农场主等等

那里，利润经常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率，对于这种情况，经济学家们

公正地解释说，这是由于这些人自己给自己支付工资。如果这样的

人独自一人劳动，他的利润就由（１）他的小额资本的利息、（２）他的

工资、（３）由于他的资本而使他能够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劳动的那

部分剩余时间，即已经不表现为利息的那部分剩余时间所构成。如

果他雇用工人，那末其中便包括工人的剩余时间。

可尊敬的西尼耳（纳骚）自然也把产业利润变成监督工资。但

是一当问题不涉及学理主义的语句而涉及工人和厂主之间的实际

斗争时，他便忘记了这些诡辩。这时他就，例如，反对限制劳动时

间，因为，照他的说法，例如工人每天在１１
１
２
小时内只为资本家劳

动一小时，只有这一小时的产品构成资本家的利润（利息除外，照

他的计算，工人还要为补偿利息劳动一小时）。因此，在这里产业利

润突然变成不等于资本家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加进商品的价值，

而等于工人的无酬劳动时间加进商品的价值。如果产业利润是资

本家自己劳动的产物，西尼耳就必然不会抱怨工人只白白地劳动

一小时而不是两小时，而且更不会说，如果工人只劳动１０
１
２
小时

而不是１１
１
２
小时，就完全不会有利润；他必然会说，如果工人只劳

动１０
１
２
小时，而不是１１

１
２
小时，资本家得到的就只是１０

１
２
小时

２６５ 附  录

① 见本册第３９２和５５２页。——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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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的监督工资，而不是１１
１
２
小时的监督工资，也就是说他丧失了一

小时的监督工资，对于这一点工人会回答他说，如果对他们来说，

１０
１
２
小时的普通工资就已经够了，那末对资本家来说，１０

１
２
小时

的较高工资也应该够了。

很难理解，约翰·斯图亚特·穆勒这样一些属于李嘉图学派

的经济学家，他们甚至把利润仅仅等于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这一

论点表述为：利润率和工资成反比，工资率决定利润率（这样说是

不对的），可是，他们怎么竟突然把产业利润不是变成工人的剩余

劳动，而是变成资本家自己的劳动，——只有他们把剥削别人劳动

的职能称为劳动，那才的确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这种劳动的工资恰

好等于被占有的别人劳动的量，或者说，这种劳动的工资直接取决

于剥削程度，而不是取决于资本家为这种剥削所作出的那种努力

的程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这种剥削劳动的职能要求实际的劳

动，就这方面说，这种职能表现为经理的工资。）我再说一遍，很难

理解，这些经济学家，在他们（作为李嘉图学派）把利润归结为它的

实际要素之后，怎么又由于把利息和产业利润对立起来而陷入谬

误，产业利润只是利润的伪装形式，把产业利润理解为一种独立形

式是由于对利润的实质无知。利润的一部分所以表现为产业利润，

表现为从过程中的活动（从真正的活动过程，但其中同时也包括执

行职能的资本家的活动）产生的，因而表现为资本家的劳动所应得

的部分，只是因为另一部分即利息表现为资本作为与过程无关的、

自动的、自行创造的物所应得的部分。也就是说，是因为资本和由

其产生的剩余价值在利息的名称下被说成是某种神秘的东西。这

种纯粹来自表象的、反映资本表面的最外表的形态的见解是和李

嘉图的见解直接对立的，并且完全和他对价值的理解相矛盾。就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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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价值来说，资本的价值决定于早在这个资本加入过程以前就

包含的劳动。就资本作为物加入过程来说，它是作为使用价值加入

过程的，而作为使用价值，不管它的效用如何，它绝不能创造交换

价值。由此可以看出，李嘉图学派对他们自己的老师的了解有多

妙。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产业家是执行职能的资本家，因而是

实际榨取剩余劳动的，他把这种剩余劳动的一部分装进自己的腰

包，当然是完全正确的。同货币资本家相对来说，他是劳动者，不过

是作为资本家的劳动者，即作为别人劳动的剥削者的劳动者。

［９２５］同工人相对来说，这样一个论据，即认为剥削工人的劳动要

花费资本家的劳动，因此工人还必须为这种剥削付给他工资，就是

可笑的。这是奴隶监工用来对付奴隶的论据。｝

          

社会生产过程的任何前提同时也是它的结果，而它的任何结

果同时又表现为前提。因此，生产过程借以运动的一切生产关系既

是它的条件，同样也是它的产物。我们越是在这一过程的实际外部

表现上来考察这一过程，它的形态就越是在条件的形式上固定下

来，以致这些条件似乎是不取决于它但对它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而

过程参加者们本身的关系对他们来说表现为物的条件、物的力量、

物的规定性，尤其是在资本主义过程中，任何要素，甚至最简单的

要素，例如商品，都已经是一种颠倒，并已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

现为物的属性，表现为人与这些物的社会属性的关系。

｛“利息是对生产地使用积蓄的报酬；真正意义上的利润是对这种生产地

使用期间进行的监督活动的报酬。”（《韦斯明斯特评论》１５５１８２６年１月第

１０７—１０８页）

可见，在这里，利息是对货币等等作为资本使用的报酬；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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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来自资本本身，资本由于自己的资本属性而得到报酬。而产业利

润是对“这种生产地使用期间”即生产过程本身中的资本或资本家

的职能的报酬。｝［９２５］

［９２５］利息只是产业的、执行职能的资本家付给资本所有者的

一部分利润。因为前者只是由于有资本（货币、商品）等等才能占有

剩余劳动，所以他支付一部分给向他提供这种手段的人。如果资本

的所有者希望享受他的货币作为资本的利益而又不让他的货币执

行资本的职能，那末他只有在满足于一部分利润的条件下才能这

样做。他们实际上是伙伴：一个是法律上的资本所有者，另一个，当

他使用资本的时候，是经济上的资本所有者。但是，因为利润只是

来自生产过程，只是生产过程的结果，还有待生产出来，所以利息

实际上不过是对于待完成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的要求权，对未来

劳动的要求权，对还不存在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的要求权，因此，

不过是在一段时间内（到这段时间终了，利息才能得到支付）所进

行的生产过程的结果。

［９２６］资本在它被支付以前先被购买（即凭利息借入）。货币在

这里象在购买劳动能力等等的情况下一样，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

因此，资本的价格（利息）加入产业家的预付（如果他用自己的资本

经营，就是加入自己本身的预付），就象棉花的价格加入产业家的

预付一样，棉花例如也是今天买进，要过比如说六个星期才得到支

付。利率（货币的市场价格）的波动也和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的波

动一样，在这里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相反，货币的市场价格（这是

作为货币资本的生息资本的名称）在货币市场上正象其他一切商

品的市场价格一样，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是由需求和供给

决定的。货币资本家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这种斗争只是分割利润

５６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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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斗争，即在分割时双方为各自应得的份额而进行的斗争。关系本

身（需求和供给）和它的两极中的任何一极一样，也是生产过程的

结果，或者用普通的话来说，是由当时的营业状况，即再生产过程

及其要素在当时所处的状况［决定的］。但是从形式上和从外部表

现来看，早在资本加入再生产以前，这一斗争就已决定资本的价格

（利息）。同时这种决定是在真正的生产过程以外进行的，由与这一

过程无关的情况所调节，而且价格的这种决定表现为生产过程必

须借以进行的条件之一。因此，这一斗争看来不仅确定对未来利润

的一定部分的所有权，而且使这一部分本身不是作为结果从生产

过程中产生出来，而是作为前提，作为资本的价格加入生产过程，

完全和商品价格或工资作为前提加入生产过程一样，虽然它实际

上不断——在再生产的过程中——从生产过程中产生出来。商品

价格中作为预付出现并作为已经存在的商品价格加入生产价格的

一切要素，在产业资本家看来已不再是剩余价值。因此，作为资本

价格加入过程的那一部分利润列入预付的费用，不再表现为剩余

价值，并从过程的产物变成它的既定的前提之一，变成生产条件，

这种条件本身以独立的形式加入过程，并决定过程的结果。

（例如，如果利率下降，而市场状况要求把商品的价格降到它

们的费用价格以下，那末，产业家就能够在不降低产业利润率的情

况下降低商品价格；他甚至能够降低自己的商品价格并获得较高

的产业利润，当然，在靠自有资本经营的人看来，这是利润率的下

降，是总利润的下降。一切表现为既定的生产条件的东西，即商品、

工资、资本的价格，也就是这些要素的市场价格，又会反过来对当

时的商品市场价格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单个商品的实际费用价

格只是在市场价格的波动中为自己开辟道路，它只是这些市场价

６６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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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的自行平均化，完全和商品的价值只是在所有各种不同商品的

费用价格的平均化中为自己开辟道路一样。因此，庸俗观点的代表

者——无论他是资本主义思想的理论家还是实践的资本家——的

循环论证：商品价格决定工资、利息、利润和地租，反过来，劳动、利

息、利润和地租等的价格又决定商品的价格，——只是一种循环运

动的表现，在实际运动中和在现象的表面上普遍规律就是通过这

种循环运动以矛盾的方式实现的。）

于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利息，就表现为加入过程的资本的

市场价格，因此它不是表现为剩余价值，而是表现为生产条件。因

此，剩余价值在两类资本家（处在过程外的和处在过程内的）之间

进行分割这种情况，表现为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应付给处在过程外

的资本家，而另一部分则应付给处在过程内的资本家。分割的预先

确定表现为一部分不依赖于另一部分；一部分不依赖于过程本身；

最后，表现为某种物、货币、商品（不过这些物是作为资本）的内在

属性，这又似乎不是某种关系的表现，而是这些货币、这种商品在

工艺上是为劳动过程规定的；由于这种规定，它们就成为资本；有

了这种规定，它们就是劳动过程本身的简单要素，［９２７］这些要素

本身也就是资本。

商品的价值，部分分解为该商品所包含的各种商品的价值，部

分分解为劳动的价值，即有酬劳动，部分分解为无酬的、然而是可

出卖的劳动；商品中由无酬劳动构成的那一部分价值，即商品中包

含的剩余价值，又分解为利息、产业利润和地租，就是说，这一总剩

余价值的直接占有者和“生产者”不得不把总剩余价值中的一部分

交给土地所有者，另一部分交给资本所有者，结果他给自己留下的

总剩余价值中的第三部分，就在产业利润这个不同于利息和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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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同于剩余价值本身和利润本身的名称下留给了自己。以上这

种情况是没有什么神秘的。剩余价值，即商品价值的一定部分，分

解为这些特殊项目或类别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根本不会和价值本

身的规律发生矛盾。但是，由于剩余价值的这些不同部分取得了独

立的形式，由于它们归属于不同的人，由于对它们的要求权所依

据的要素不同，最后，由于这些不同部分作为过程的条件借

以和过程相对立的那种独立性，上述一切都被神秘化了。它

们从价值可以被分解成的那些部分，变为构成价值的独立

要素，变为构成要素。它们对市场价格说来就是这样。它们

实际上成了市场价格的构成要素。它们作为过程条件的这种表

面的独立性又怎样由内在的规律所调节，因而它们只是一种表面

上独立的东西，——这一点在生产过程的任何时刻都不会明显地

表现出来，也不会作为决定性的、有意识的动机起作用。正好相反。

过程的结果借以表现为过程的独立条件的这种外观，当剩余价值

的各部分（作为生产条件的价格）加入商品价格的时候，就获得了

最大程度的固定性。

利息和地租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属于工业资本家和租地农

场主的预付。它们在这里似乎已经不再是无酬剩余劳动的表现，而

是有酬剩余劳动即在生产过程中为其支付了等价物的那种剩余劳

动的表现，诚然这种等价物不是支付给工人（这种剩余劳动就是工

人的剩余劳动），而是支付给其他人——资本所有者和土地所有

者。利息和地租就它们对工人的关系来说是剩余劳动，但是就它们

对它们应被付给的［货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关系来说是等价

物。因此它们不是表现为剩余价值，更不是表现为剩余劳动，而是

表现为“资本”这种商品和“土地”这种商品的价格，因为它们被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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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只是作为这些商品的所有者和卖者的［货

币］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因此，商品价值中归结为利息的部分表

现为为资本支付的价格的再生产，而归结为地租的部分则表现为

为土地支付的价格的再生产。因此这些价格成了商品总价格的构

成部分。这在产业资本家看来就不仅仅是如此；对他来说利息和地

租确实构成他的预付的一部分，如果说一方面它们决定于他的商

品的市场价格（通过这种市场价格，社会过程或它的结果表现为商

品所固有的规定性，而这一过程的波动，它的运动，则表现为商品

价格所固有的波动），那末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则决定于它们，正象

棉花的市场价格决定棉纱的市场价格，而棉纱的市场价格又决定

对棉花的需求，从而决定棉花的市场价格一样。

由于剩余价值的两个部分，即利息和地租，作为商品（商品“土

地”和商品“资本”）的价格加入生产过程，它们借以存在的形式就

不仅掩盖了它们的实际来源，而且简直否定了这一来源。

剩余劳动，即无酬劳动，也和有酬劳动一样实质上加入资本主

义生产过程这一情况，在这里表现为：与劳动不同的生产要素（土

地和资本）必须得到报酬，或者说，与预付商品的价格和工资不同

的费用加入商品的价格。剩余价值的两个部分（利息和地租）在这

里表现为从事经营的资本家的费用即预付。

平均利润作为决定的因素加入商品的生产价格，因此，在这里

剩余价值已经不是表现为结果，而是表现为条件；不是表现为商品

价值分解成的那些部分中的一个部分，而是表现为商品价格的构

成部分。但是平均利润也和生产价格本身一样不如说是观念上起

决定作用的东西，它同时表现为超过预付的余额，［９２８］表现为不

同于真正的生产费用的价格。在现存的市场价格情况下，即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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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直接结果中，是否得到平均利润，得到的利润是大于还是小于平

均利润，——这一点决定着再生产，或者更确切地说，决定着再生

产的规模；决定着现有资本以怎样的量抽出或投入这一或那一生

产领域，也决定着新积累的资本以怎样的比例流入这些不同领域，

最后，决定着这些不同领域在什么程度上作为买者出现在货币市

场上。相反，剩余价值中作为利息和地租的这些部分则以完全固定

的形式，分别表现为单个生产价格的前提，并且是以预付形式预支

的。

          

（可以把预付，即资本家支付的东西叫作费用［Ｋｏｓｔｅｎ］。按照

这种说法，利润就表现为超过这些费用的余额。这与个别生产价格

有关。而由预付决定的价格就可以叫作费用价格［Ｋｏｓｔｅｎ－

ｐｒｅｉｓｅ］
１５６
。

由平均利润决定的价格，也就是由预付资本的价格加平均利

润决定的价格，可以叫作生产费用［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ｋｏｓｔｅｎ］，因为这一

利润是再生产的条件，是在不同领域之间调节商品供给和资本分

配的条件。这种价格是生产价格［Ｐｒｏｄｕｋｔｉｏｎｓｐｒｅｉｓｅ］。

最后，生产商品所花费的劳动（物化劳动和直接劳动）的实际

量就是商品的价值。这一价值构成商品本身的实在的生产费用。与

这一价值相适应的价格，只是以货币表现的价值。

“生产费用”这一术语交替地用在所有这三种意思上。｝

          

如果没有剩余价值再生产出来，那末，其中叫作利息的部分和

叫作地租的部分自然也就会同剩余价值一起消失，这种剩余价值

的预支，或者说，这种剩余价值作为商品价格加入生产费用这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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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也会随着消失。加入生产的现有价值，那时就根本不会作为资

本从生产中产生出来，因而也不可能作为资本加入再生产过程，或

作为资本贷出。因此，正是同样一些关系——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

关系——的不断再生产，使它们不仅表现为这一过程的社会形式

和结果，而且同时表现为它的经常的前提。但是只有作为这一过程

本身不断确定、创造、生产的前提，它们才是这样的前提。因此，这

种再生产决不是有意识的，相反，它只是在作为前提和支配生产过

程的条件的这些关系的经常存在中表现出来。例如，商品价值可能

分解成的那些部分变成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这些构成部分作为

彼此独立的部分相对立，因而也作为独立的部分与它们的统一体

相对立，而这个统一体反过来又表现为它们的结合。资产者看到产

品经常成为生产的条件。但是他没有看到，生产关系本身，那些他

借以进行生产并且在他看来是既定的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是这

一特殊社会生产方式经常的产物，并只是由此才成为经常的前提。

不同的关系和因素不仅变成一种独立的东西，并取得一种奇异的、

似乎彼此无关的存在方式，而且表现为物的直接属性，取得物的形

态。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是生活在一个由魔法控制

的世界里，而他们本身的关系在他们看来是物的属性，是生产的物

质要素的属性。但正是在最后的、最间接的形式上（同时在这些形

式上中介过程不仅变得看不见了，而且甚至变成自己直接的对立

面），资本的不同形态表现为生产的实际因素和直接承担者。生息

资本在货币资本家身上人格化了，产业资本在产业资本家身上人

格化了，提供地租的资本在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地主身上人格化了，

最后，劳动在雇佣工人身上人格化了。它们作为这样一些在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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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身上（这些个人同时只是表现为人格化的物的代表）人格化了

的固定形态，加入竞争和实际生产过程。竞争以这种转化为前提。

资本的这些固定形态，对于竞争来说，是合乎自然、在自然史意义

上存在的形式，而竞争本身在自己的表面现象上［９２９］只是这一颠

倒的世界的运动。就内在联系在这种运动中的实现来说，这种内在

联系表现为一种神秘的规律。政治经济学本身，这门致力于重新揭

示隐蔽的联系的科学，就是很好的证明。在竞争中一切都在这一最

外表的最后的形式上表现出来。例如，市场价格在这里表现为一种

占支配地位的东西，利率、地租、工资、产业利润表现为价值的构成

要素，而土地价格和资本价格表现为既定的、从事经营必须计算的

费用项目。

我们已经看到，亚·斯密起先把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利息）

和地租，后来又反过来把它们说成是商品价格的独立的构成要

素。①在前一种见解中，他说出了隐蔽的联系，在后一种见解中他

说的是外部表现。

如果更接近现象的表面，那末除了平均利润率以外，利息，甚

至地租也可以说成是商品价格（即市场价格）的构成部分。利息可

以直接说成是这样的构成部分，因为它加入费用价格。地租（作为

土地价格）虽然不能直接决定产品价格，但它决定生产方式：是把

大量资本集中在少量土地上，还是把少量资本分配在大量土地上；

是生产这种还是生产那种产品（牲畜还是谷物），其市场价格要最

能抵补地租价格，因为地租必须在租约期满以前支付。因此，为了

使地租不成为产业利润的扣除部分，牧场会变成耕地，耕地又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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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牧场，等等。可见地租不会直接地但会间接地决定单个产品的市

场价格，即通过确定各种产品之间的比例，使需求和供给能够为每

一种产品保证最好的价格，以便这种价格能够支付地租。如果说地

租在这个意义上不直接决定例如谷物的市场价格，那末，它直接决

定牲畜等等的市场价格，简单地说，它直接决定这样一些领域的产

品的市场价格，在这些领域里，地租不是由本领域产品的市场价格

决定，产品的市场价格却是由播种谷物的土地提供的地租率决定。

例如肉类在工业发达的国家总是价钱很贵，即不仅大大高于它的

生产价格，而且高于它的价值。因为它的价格不仅必须支付它的生

产费用，而且必须支付土地提供的地租，如果在这块土地上种植谷

物的话。否则，在大畜牧业的条件下，由于资本的有机构成非常接

近［工业中的资本构成］，或者不变资本对可变资本甚至占更大优

势，肉类就只能支付很少的绝对地租，或者完全不能支付绝对地

租。但是肉类支付的、直接加入肉类价格的地租，是由土地作为耕

地时会支付的绝对地租和级差地租的总量决定的。这种级差地租

在这里也大部分不存在。最好的证据是：在谷物不支付地租的土地

上，肉类会支付地租。

因此，如果说利润作为决定的因素加入生产价格，那就可以

说，工资、利息，以及在一定程度上地租，作为决定的因素加入市场

价格，无疑也作为决定的因素加入生产价格。当然，因为整个说来

利息的运动由利润决定，因为谷物地租部分地由利润率决定，部分

地由农产品的价值以及由不同土地的产品的不同价值平均化为市

场价值决定，而利润率部分地由工资决定，部分地由生产不变资本

的生产领域的劳动生产率决定，从而由工资的高度和劳动生产率

决定，而工资则归结为商品的一定部分的等价物（即工资等于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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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有酬劳动，而利润等于商品包含的无酬劳动）；最后，因为劳

动生产率的增长只能以两种方式影响商品价格：一是影响商品的

价值，即降低其价值，二是影响商品的剩余价值，即提高其剩余价

值，——所以全部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费

用价格无非是预付资本的价值加预付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

种剩余价值是在各个领域之间按照它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进

行分配的。所以，如果考察的不是单个领域而是总资本，费用价格

就归结为价值。另一方面，每个领域的市场价格，由于不同领域的

资本的竞争，经常还原为费用价格。每一单个领域的资本家的竞争

力求使商品的市场价格还原为它的市场价值。不同领域的资本家

的竞争使市场价值还原为所有领域共同的费用价格。

斯密认为价值由其自身决定的价值各部分构成，李嘉图反对

斯密的这种看法。但他不是前后一贯的。否则他就不可能和斯密

争论：加入价格的，即作为构成部分加入价格的究竟是利润、工资

和地租，还是象他所说的只是利润和工资。既然它们被支付，从分

析来看它们是加入价格的。相反，他应当这样说：每一种商品的价

格都可以分解为利润和工资，某些商品的价格（而且很多商品的价

格是间接地）可以分解为利润、地租和工资；但是没有一种商品的

价格是由它们构成的，［９３０］因为它们不会作为独立的自动的有一

定大小的因素构成商品价值，而如果价值是既定的，它倒可以按极

不相同的比例分解为上述各部分。并不是既定的因素（利润、工资

和地租）通过相加或结合决定价值量，而是同一个价值量，即既定

的价值量，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并且是按不同的情况，以极不

相同的方式在这三个范畴之间进行分配。

假定生产过程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断重复，就是说，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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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一样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这要有一个前提，就是劳动生

产率不变，或至少生产率的变化不致改变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关系，

从而即使商品价值会由于生产力的变化而提高或降低，商品价值

在生产当事人之间的分配仍旧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说价值

的不同部分决定整体的价值或价格，虽然在理论上是不确切的，但

是，如果把构成理解为由各个部分相加而形成整体，那末，说价值

的不同部分构成价值在实际上就是正确的。商品价值会照旧同样

地分为［预付资本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新创造的］价值会同样地

分解为工资和利润，而利润也会同样地分解为利息、产业利润和地

租。因此似乎可以说：Ｐ，即商品价格，分解为工资、利润（利息）和

地租，另一方面，工资、利润（利息）、地租则构成价值，或者更确切

地说，构成价格。

但是这种再生产的均衡性或等同性（即生产在同样条件下反

复进行）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生产率会变化并改变生产条件。条件

也会从自己方面改变生产率。但是这种偏离部分地会表现在短期

间内即可平均化的表面的波动上，部分地会表现在偏离的逐渐积

累上，这种偏离或者是引起危机，即通过暴力在表面上回到原来的

关系，或者是极缓慢地给自己打通道路，争取被承认为生产条件的

改变。

在预支了剩余价值的利息和地租形式上，必须假定，再生产的

·
一
·
般性质保持不变。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继续存在，情况就是这

样。其次，甚至必须假定（情况或多或少也是这样），这一生产方式

的一定关系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不变。因此，生产的结果就作为牢固

的、因而是充当前提的生产条件固定下来，并且作为物质生产条件

的牢固的属性固定下来。生产过程所不断分解成的并不断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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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产率的增长只能以两种方式影响商品价格：一是影响商品的

价值，即降低其价值，二是影响商品的剩余价值，即提高其剩余价

值，——所以全部问题最终可以归结为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费

用价格无非是预付资本的价值加预付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这

种剩余价值是在各个领域之间按照它们在总资本中所占的份额进

行分配的。所以，如果考察的不是单个领域而是总资本，费用价格

就归结为价值。另一方面，每个领域的市场价格，由于不同领域的

资本的竞争，经常还原为费用价格。每一单个领域的资本家的竞争

力求使商品的市场价格还原为它的市场价值。不同领域的资本家

的竞争使市场价值还原为所有领域共同的费用价格。

斯密认为价值由其自身决定的价值各部分构成，李嘉图反对

斯密的这种看法。但他不是前后一贯的。否则他就不可能和斯密

争论：加入价格的，即作为构成部分加入价格的究竟是利润、工资

和地租，还是象他所说的只是利润和工资。既然它们被支付，从分

析来看它们是加入价格的。相反，他应当这样说：每一种商品的价

格都可以分解为利润和工资，某些商品的价格（而且很多商品的价

格是间接地）可以分解为利润、地租和工资；但是没有一种商品的

价格是由它们构成的，［９３０］因为它们不会作为独立的自动的有一

定大小的因素构成商品价值，而如果价值是既定的，它倒可以按极

不相同的比例分解为上述各部分。并不是既定的因素（利润、工资

和地租）通过相加或结合决定价值量，而是同一个价值量，即既定

的价值量，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并且是按不同的情况，以极不

相同的方式在这三个范畴之间进行分配。

假定生产过程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不断重复，就是说，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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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的各种不同要素的这种表面上的独立性，在危机到来时就会

结束。

｛对真正的经济学家来说是价值的东西，对实践的资本家来说

就是市场价格，它总是整个运动的最初的东西。｝

生息资本在信用上取得了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并与它相适

应的形式。信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创造的一种形式。（商

业资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从属性实际上不要求这种新的创

造，因为商品和货币，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仍旧是资本主义生产

的基本前提，只不过是变成了绝对的前提。因此，商业资本一方面

是资本的一般形式，另一方面，就它代表执行一定职能的资本即专

门在流通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来说，它由生产资本决定这一点，

并不会使它的形式有所改变。）

价值平均化为费用价格只有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单个资

本作为整个阶级的总资本的一部分执行职能，另一方面，整个阶级

的总资本根据生产的需要在不同的特殊领域之间进行分配。这是

通过信用进行的。由于信用，不仅这种平均化成为可能并变得易于

进行，而且资本的一部分（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实际上表现为整

个阶级用以从事经营的共同材料。这是信用的一种意义。另一种

意义是资本总是力求缩短它在流通过程中必须完成的形态变化，

总是力求预先实现流通时间，实现它向货币的转化等等，并［９３１］

通过这种办法抵销自己的局限性。最后，积累的职能只要不是［收

入］转化为资本，而是供给资本形式的剩余价值，它就会部分地被

加在一个特殊的阶级身上，部分地表现为：社会的一切积累在这个

意义上都变成资本的积累，并归产业资本家支配。在社会的无数个

点上单独进行的这种活动被集中起来，汇集在一定的蓄水池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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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商品在形态变化中凝结而闲置的货币，就通过这种途径转化为

资本。

          

“土地—地租”，“资本—利息”是一些不合理的说法，因为地租

被固定为土地的价格，而利息被固定为资本的价格。在生息资本、

提供地租的资本、提供利润的资本这些形式上还能够认出［所有这

些不同收入的］共同来源，因为一般资本包括对剩余劳动的占有，

也就是说，这些不同的形式只是表示，这种由资本产生的剩余劳

动，就一般资本来说，是在两类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而就农业资

本来说，则是在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之间进行分配。

作为土地的（年）价格的地租和作为资本的价格的利息，就象

－３一样地不合理。这后一种形式同数字的简单基本形式相矛

盾，正象那些形式同资本的简单形式商品和货币相矛盾一样。地租

和利息的不合理性表现在颠倒的意义上。“土地—地租”，即作为土

地的价格的地租表示土地是商品，是具有价值的使用价值，这种价

值的货币表现等于它的价格。但是一种不是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

不可能有价值，也就是说，它不能算作一定量社会劳动的物化，一

定量劳动的社会表现。它不是这种东西。使用价值要表现为交换

价值，要成为商品，就必须是具体劳动的产品。只有在这样的前提

下，这种具体劳动才能表现为社会劳动，表现为价值。土地和价格

是不可通约的量，不过它们彼此还是应当有一种关系。在这里，一

个没有价值的物有着一个价格。

另一方面，作为资本价格的利息也表现出颠倒的不合理性。在

这里，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有了双重价值，先是有价值，然后又有

和这个价值不同的价格。因为资本首先不外是一个货币额或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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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货币额的一定商品量。如果商品作为资本来贷放，这个商品就

只是一个货币额的伪装形式。因为作为资本贷放的，并不是若干磅

棉花，而是其价值存在于棉花中的若干货币。所以，资本的价格也

和只是作为货币额——即表现为货币并存在于交换价值形式上的

价值额——存在的资本有关。一个价值额怎么能够在那个要用它

本身的货币形式来表示的价格之外，还有一个价格呢？价格是和商

品的使用价值相区别的商品的价值。因此，价格作为一种和商品价

值不同的东西，价格作为一个货币额的价值（因为价格只是价值在

货币上的表现），是术语上的矛盾。

这种说法的不合理性（事物本身的不合理性是这样产生的：就

利息来说，资本表现为前提，和它自己的、使它成为资本即自行增

殖的价值的过程相分离，另一方面，提供地租的资本只是作为农业

资本，只是作为特殊领域的资本才提供地租，也就是说，它借以表

现的这种形式，被移到了使它根本区别于工业资本的要素上），被

庸俗经济学家深深地感觉到了，于是他就假造了两种说法，以便使

它们变得合理。他断言利息是为资本支付的，因为资本是使用价

值，他因此也谈到产品或生产资料本身对再生产的有用性，谈到资

本作为劳动过程的物质要素的有用性。

但是，资本的有用性，它的使用价值，本来已经存在于它的商

品形式中，没有这种有用性，它就不会是商品，也不会有价值。在货

币形式上，资本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并且［９３２］能够依照商品本身

的价值转化为商品。但是，如果我把货币转化为机器、棉花等等，我

就是把它们转化为具有同样价值的使用价值。这种转化只涉及价

值的形式。在货币形式上，资本具有的使用价值使它能够转化为任

何形式的、但具有同样价值的商品。通过这种形式变化，货币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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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并没有变，正象商品转化为货币时商品的价值不变一样。我能使

货币转化成的那些商品的使用价值，不会给货币提供任何超过其

价值、不同于其价值的价格。但是，如果我以这种转化为前提，并且

说，价格是为商品的使用价值支付的，那末，商品的使用价值就根

本得不到支付，或者只是在商品的交换价值被支付的情况下才得

到支付。至于怎样利用买来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它进入个人消费还

是进入生产消费，这绝对不会使它的交换价值有任何变化。由此而

引起变化的只是谁购买商品：是产业资本家还是直接消费者。因

此，商品在生产上的有用性可以说明商品一般具有交换价值，因为

要使商品包含的劳动得到支付，它们必须具有使用价值，否则它们

便不是商品，只有作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它们才是商

品。但是这种使用价值决不能说明，商品作为交换价值或作为价

格，还会有一个不同于这个价格的其他价格。

我们看到，庸俗经济学家在这里想通过试图把资本即货币或

商品（就它们具有特殊的、不同于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的规定性来

说）转化为简单的商品的办法来逃避困难，就是说，他要避开的正

好是应当说明的那一特殊区别。他不想说，资本是剥削剩余劳动的

手段，因此，资本是比它包含的价值更大的价值。他却说，资本所以

具有比它的价值更大的价值，是因为它和其他任何商品一样，是普

通的商品，也就是说，它具有使用价值。这里把资本和商品等同起

来了，而需要说明的正是商品怎样能够表现为资本。

对于土地，庸俗经济学家所持的态度却相反，只要他不随声附

和重农学派的话。在论述利息的时候，为了说明资本和商品之间的

区别，为了说明商品向资本的转化，他把资本转化成商品。在这里，

他把土地转化成资本，因为资本关系本身比土地价格更适合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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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地租可以看作资本的利息。例如，如果地租是２０，而利率

等于５，那就可以说，这２０便是资本４００的利息。实际上土地就是

按４００出卖，这不过是出卖２０年的地租。这种对预先实现的二十

年地租的支付便是土地的价格。这样，土地就转化为资本。每年支

付的２０，只是为土地支付的资本的百分之五的利息。通过这种办

法，“土地—地租”就变成“资本—利息”，而这又被幻想成对商品使

用价值的支付，也就是说，被幻想成“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这种关

系。

庸俗经济学家中较有分析能力的人懂得，土地价格无非是地

租资本化的表现，实际上是根据当时存在的利率决定的若干年地

租的购买价格。他们懂得，地租的这种资本化以地租为自己的前

提，所以地租不能反过来用它自己的资本化来解释。因此，当他们

宣称地租是投在土地上的资本的利息时，他们也就否定了地租本

身，而这并不妨碍他们承认，没有投入任何资本的土地也提供地

租，也不妨碍他们承认，在肥力不同的土地上同量资本提供不同的

地租，或者承认，在肥力不同的土地上不同量资本提供相同的地

租。同样，这也不妨碍他们承认，投在土地上的资本（如果为土地支

付的地租确实必须用它来解释的话）也许会提供比以固定资本形

式投在工业上的同量资本提供的利息大四倍的利息，也就是大四

倍的地租。

我们看到，在这里排除困难的办法总是：避开困难，而对应当

解释的特殊区别则是用某种关系来代替，这种关系表明的却是和

这种区别相反的东西，因而无论如何也不表明这种区别。［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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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庸俗社会主义反对利息的斗争

（蒲鲁东）。不理解利息和雇佣

劳动制度之间的内在联系］

  ［９３５］蒲鲁东同巴师夏关于利息的论战是很有特色的，它既能

说明庸俗经济学家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政治经济学的各种范

畴的，也能说明肤浅的社会主义（蒲鲁东的论战未必配得上这个称

号）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攻击这些范畴的。我们在论庸俗经济学家

一节１５７中将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这里只是预先说几点意见。

如果蒲鲁东对资本的运动一般有所了解，那末，［货币的］回流

运动就不会作为［生息资本的］一种特性使他感到震惊了。回流总

额中的价值余额也是同样情况。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

｛但是在蒲鲁东那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余额就是附加额。

一般说来，他的批判是幼稚的，他甚至根本没有掌握他要批判的那

门科学的基本要素。例如，他根本不懂得货币是商品的必要形式。

（见第一部分１５８）在这里他甚至把货币和资本混淆起来，因为借贷

资本表现为货币形式上的货币资本。｝

能够使他感到惊奇的不是不被支付任何等价物的余额，因为

剩余价值（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它上面的）是不花费任何等价

物的价值。这并不是生息资本的特征。生息资本的特征（就我们所

考察的运动形式来说）只在于第一个要素，这和蒲鲁东设想的正好

相反，那就是贷款人贷出货币，最初并没有为此得到等价物，因此，

资本带着利息流回，就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进行交易来说，和资本

经过的形态变化［毫无共同之处］，如果这些形态变化只是经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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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形态变化，它们就表现为交换行为的序列，即商品转化为货币

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如果它们是现实的形态变化，或者说是生产过

程，它们就和生产消费相结合。（消费本身在这里构成经济形式的

运动的一个要素。）

但是货币在贷款人手里没有做到的事情，在把它们实际用作

资本的借款人手里做到了。它们在借款人手里完成了它们作为资

本的现实运动。它们作为货币加利润，作为货币加
１
ｘ
货币，流回他

手里。贷款人和借款人之间的运动，只是表示资本的起点和终点。

资本作为货币从Ａ手里转到Ｂ手里。在Ｂ手里货币成为资本，它

们作为资本经过一定的循环以后带着利润流回。这种中间行为，实

际过程（包括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完全与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

的交易无关。这一交易只是在货币作为资本已经得到实现以后才

重新开始。现在货币带着一个余额回到贷款人手里，不过这个余额

只是借款人实现的余额的一部分。借款人获得的等价物是产业利

润，也就是这个余额中留给他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只是他靠借入的

货币才占有的。所有这一切在借款人和贷款人之间的交易中都是

看不见的。这种交易限于两种行为。货币从Ａ到Ｂ的转手。货币

在Ｂ手里的间歇。货币在间歇以后带着利息流回Ａ手里。

因此，如果只是考察这种形式（Ａ和Ｂ之间的这种交易），得

到的就是没有中介过程的资本的单纯形式：货币，它以ａ额支出，

经过一定时间，再以ａ＋
１
ｘ
ａ额流回，除了ａ额流出又以ａ＋

１
ｘ
ａ额

流回这样一段时间以外，完全不存在任何中介过程。

蒲鲁东先生正是在这种没有概念的形式上（这种形式当然是

作为独立的运动和资本的实际运动同时发生的，它使这个运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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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并结束）考察事物的，在这样的考察中，对他来说，一切都必然是

不可理解的。如果这种代替买和卖的借贷形式不再存在，那末，在

他看来余额也就不会再有了。其实，不会再有的只是余额在两类资

本家之间的分割。但是这种分割能够而且必然不断重新发生，只要

商品或货币能够转化为资本，而这一点在雇佣劳动的基础上总是

能够做到的。如果商品和货币不能变成资本，从而也不能作为可能

的资本贷出，它们就不能和雇佣劳动相对立。如果它们作为商品和

货币不和雇佣劳动相对立，从而劳动本身也不成为商品，那末，这

不过是意味着［９３６］回到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生产方式，在那里，

劳动不转化为商品，而大量劳动还以农奴劳动或奴隶劳动形式出

现。在以自由劳动为基础的条件下，这种情况只有在工人是自己的

生产条件的所有者时才有可能。自由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

内发展为社会劳动。因此，说工人是生产条件的所有者，就是说生

产条件属于社会化的工人，工人作为社会化的工人进行生产，并把

他们自己的生产作为社会化的生产从属于自己。但是象蒲鲁东那

样，既要保存雇佣劳动，从而保存资本的基础，同时又想用否定资

本的一种派生形式的办法来消除“弊端”，那就是幼稚。

《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１８５０年巴

黎版。

在蒲鲁东看来，贷放是一件坏事，因为它不是出售。

取息的贷放“是这样一种能力，即人们可以不断重新出售同一物品，并且

不断重新为此得到价格，但从来不出让对所售物品的所有权”。（《无息信贷》，

《人民之声报》１５９编者之一舍韦写的第一封信，第９页）

使这封信的作者迷惑的是，这种“物品”（例如货币或房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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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变更所有者，这同在买和卖时不一样。不过他没有看到，当货币

贷出时，并没有得到任何等价物作为报酬，而在实际过程中，在交

换的形式和基础上不仅会得到一个等价物，而且会得到一个无酬

的余额。在物品交换发生时，不会发生价值变动，同一个人仍然是

同一价值的“所有者”。在产生剩余价值时，不会发生交换。当商品

和货币的交换再开始时，剩余价值已经包含在商品中了。蒲鲁东不

懂得利润，从而利息，怎样由价值的交换规律产生。因此，照他说

来，“房屋”、“货币”等等就不应当作为“资本”，而应当作为“商品

……按照成本”来交换（《无息信贷》第４３—４４页）。

“实际上，出售帽子的制帽业主……得到了帽子的价值，不多也不少。但

借贷资本家……不仅一个不少地收回他的资本，而且他得到的，比这个资本，

比他投入到交换中去的东西多；他除了这个资本还得到利息。”（同上，第６９

页）

蒲鲁东先生的制帽业主看来不是资本家，而是手工业者、手艺

人。

“因为在商业中，资本的利息加到工人的工资上，共同构成商品的价格，

所以，工人要买回他自己的劳动的产品，就不可能了。自食其力的原则，在利

息的支配下，包含着矛盾。”（第１０５页）

在第九封信中（第１４４—１５２页），勇敢的蒲鲁东把作为流通手

段的货币同作为资本的货币混淆起来，从而得出结论说：法国现存

的“资本”会提供１６０％（即１０亿资本——“法国流通中的现金总

额”——在国债和抵押等等形式上的年利息为１６亿）。

其次：

“货币资本从一次交换到另一次交换，通过利息的积累，总是不断回到它

的出发点，由此可见，每次由同一个人的手重新把这些货币贷出，总能给同一

个人带来利润。”（第１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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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资本是在货币形式上贷出，所以蒲鲁东以为，货币资本即

现金具有这种特殊的属性。在蒲鲁东看来，一切东西都应当出售，

但任何东西也不应当贷放。换句话说，正象蒲鲁东想保存商品，但

不想使商品变成“货币”一样，他在这里想保存商品和货币，但是它

们不应当发展成资本。如果把一切空想的表达形式抛开，那就不过

是说，不应当从小市民－农民的和手工业的小生产过渡到大工业。

“因为价值无非是一种比例，一切产品必然互成比例，所以由此可以得出

结论，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产品总是价值并且是确定的价值。对社会来说，资

本和产品之间的区别是不存在的。这种区别完全是主观的，只是对个人来说

才是存在的。”（第２５０页）

象“主观的”这样的德国哲学用语，落在蒲鲁东的手里是多么

不幸！社会的、资产阶级的形式对他来说成了“主观的”。这个主观

的，而且是错误的抽象使蒲鲁东断言，因为商品的交换价值表示商

品之间的比例，所以它表示商品之间的任何比例，而不表示商品与

之成某种比例的第三种东西，——这种错误的“主观的”抽象也就

是一种［９３７］“社会的观点”，从这种观点来看，不仅商品和货币，甚

至商品、货币和资本都是等同的。的确，从这种“社会的观点”来看，

所有的猫都是灰色的。

最后，剩余价值还表现在道德的形式上：

“一切劳动都应当提供一个余额。”（第２００页）

这种道德训条自然是剩余价值的绝妙的定义。［９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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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关于利息问题的历史。路德在进行反对利

息的论战时胜过蒲鲁东。对利息的观点随

着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而发生变化］

  ［９３７］路德生活在中世纪市民社会瓦解为现代社会诸要素的

时代（世界贸易和黄金新产地的发现加速了这个瓦解过程），所以，

他当然只能从生息资本和商业资本这两个洪水期前的［形式］去认

识资本。如果说已经站稳脚跟的资本主义生产在它的幼年时期力

图迫使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以工场手工业

和大商业的形式最先繁荣起来的荷兰，这一点事实上已经首先做

到了，而在英国，这一点则是在十七世纪，并且部分地是以非常天

真的形式，被宣告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条件），那末，在向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过渡时，承认“高利贷”这个生息资本的古老形式是

一个生产条件，是一种必要的生产关系，反而成为第一个步骤；正

如后来，当产业资本征服了生息资本时（十八世纪，边沁１６０），它本

身就承认了生息资本的合法性，承认了它们之间的血肉关系。

路德比蒲鲁东站得高。借贷和购买之间的区别没有把他弄糊

涂；他认为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同样有高利贷存在。在他进行的论战

中，最有力的一点，是他把利息长在资本上当作主要的攻击点。

（Ⅰ）《论商业与高利贷》（１５２４年），《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

士先生的第六部著作》１５８９年维登堡版。

（这部著作是在农民战争前夜写成的。）

关于商业（商业资本）：

“现在，商人对贵族或盗匪非常埋怨｛由此可以看到，为什么商人和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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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反对农民和骑士｝，因为他们经商必须冒巨大的危险，他们会遭到绑架、

殴打、敲诈和抢劫等等。如果商人是为了正义而甘冒这种风险，那末他们当然

就成了圣人了…… 但既然商人对全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中间，干下了这

样多的不义行为和非基督教的盗窃抢劫行为，那末，上帝让这样多的不义之

财重新失去或者被人抢走，甚至使他们自己遭到杀害，或者被绑架，又有什么

奇怪呢？…… 国君应当对这种不义的交易给予应有的严惩，并保护他们的

臣民，使之不再受商人如此无耻的掠夺。因为国君没有这么办，所以上帝就利

用骑士和强盗，假手他们来惩罚商人的不义行为，他们应当成为上帝的魔鬼，

就象上帝曾经用魔鬼来折磨或者用敌人来摧毁埃及和全世界一样。所以，他

是用一个坏蛋来打击另一个坏蛋，不过在这样做的时候没有让人懂得，骑士

是比商人小的强盗，因为一个骑士一年内只抢劫一两次，或者只抢劫一两个

人，而商人每天都在抢劫全世界。”（第２９６页）

“…… 以赛亚的预言正在应验：你的国君与盗贼作伴。因为他们把一个

偷了一个古尔登或半个古尔登的人绞死，但是和那些掠夺全世界并比所有其

他的人都更肆无忌惮地进行偷窃的人串通一气。大盗绞死［９３８］小偷这句谚

语仍然是适用的。罗马元老卡托说得好：小偷坐监牢，戴镣铐，大盗戴金银，衣

绸缎。但是对此上帝最后会说什么呢？他会象他通过以西结的口所说的那样

去做，把国君和商人，一个盗贼和另一个盗贼熔化在一起，如同把铅和铜熔化

在一起，就象一个城市被焚毁时出现的情形那样，既不留下国君，也不留下商

人。我担心，这个日子已经不远了。”（第２９７页）

关于高利贷，关于生息资本：

“有人对我说，现在每年在每一次莱比锡博览会上要收取１０古尔登，就

是说每一百收取３０。１６１有人还加上瑙堡集市，因此，每一百要收取４０，是否有

比这更多的，我不知道。岂有此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现在，在莱比

锡，一个有１００佛罗伦的人，每年可以收取４０，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农民或

市民。如果他有１０００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４００，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骑士

或一个富有的贵族。如果他有１００００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４０００，这等于每

年吃掉一个富有的伯爵。如果他有１０００００佛罗伦（这是大商人必须具有的），

每年就会收取４００００，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富有的国君。如果他有１００００００

佛罗伦，每年就会收取４０００００，这等于每年吃掉一个大的国王。为此，他不必

７８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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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他的身体或商品去冒险，也不必劳动，只是坐在炉边，烤苹果吃。所以，一个

强盗坐在家里，可以在十年内吃掉整个世界。”（第３１２—３１３页）１６２

｛（Ⅱ）《讲道：福音书中的富人和穷人拉撒路》１５５５年维登堡

版。

“对于富人，我们不应当从外表举止上去判断，因为他身穿羊皮袄，生活

阔绰，冠冕堂皇，巧妙地掩盖了狼子野心。因为福音书谴责他不是由于他犯了

奸淫罪、杀人罪、抢劫罪、渎神罪，或者世人或理性会谴责的某种罪行。他的确

和那个与众不同的、一礼拜禁食两次的法利赛人一样，过着端正的生活。”｝

在这里路德告诉我们，高利贷资本是怎样产生的：它是靠市民

（小市民和农民）、骑士、贵族、国君的破产产生的。一方面，城关市

民、农民、行会师傅、总之小商品生产者的剩余劳动以及劳动条件

会流入高利贷者手里，因为他们在把自己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以前

就需要货币，例如用来支付，他们已经要由自己购买一部分劳动条

件，等等。另一方面，地租所有者，即挥霍享乐的富有阶级的钱也流

入高利贷者手里，高利贷者现在把地租据为己有。高利贷有两种作

用：第一，总的说来，它形成独立的货币财产，第二，它把劳动条件

占为己有，也就是说，使旧劳动条件的所有者破产；因此，它对形成

产业资本的前提是一个有力的手段，对生产条件和生产者的分离

是一个有力的因素。它完全和商人一样。二者有共同点：都会形成

独立的货币财产，也就是说，以货币要求权的形式把年剩余劳动的

一部分，劳动条件的一部分，以及年劳动积累的一部分，积累在自

己手里。他们实际掌握的货币，只是既构成常年的和每年积累的贮

藏货币的一小部分，又构成流动资本的一小部分。说在他们那里形

成货币财产，就是说年产品和年收入的很大一部分会落到他们手

里，并且不是以实物形式而是以货币这种转化形式支付给他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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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只要货币不是作为现金能动地流通，不是处于运动之中，货币

就积累在他们手里，流通货币的蓄水池也部分地掌握在他们手里，

对产品的要求权更是掌握在和积累在他们手里，不过这种要求权

是对已转化为货币的商品的要求权，是货币要求权。［９３９］高利贷，

一方面是封建财富和封建所有制的破坏者，另一方面是小资产阶

级的、小农民的生产的破坏者，总之，是生产者仍然表现为自己的

生产资料所有者的一切形式的破坏者。

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是生产条件（既包括他所耕种的土

地，也包括他用来劳动的工具）的非所有者。但是，在这里，同生产

条件的这种分离相适应，生产方式本身发生了真正的变化。工具变

成了机器；劳动者在工厂劳动等等。生产方式本身不再容许生产工

具处于那种和小所有制联系着的分散状态，也不再容许劳动者自

己处于分散状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高利贷不能再使生产条件和

劳动者、生产者分离，因为二者已经分离了。

高利贷只是在生产资料分散的地方，从而在劳动者作为小农、

行会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或多或少独立地进行生产的地方，才

会把财产集中起来，特别是以货币财产的形式集中起来。作为农民

或手工业者，这个农民可以是农奴，也可以不是农奴，这个手工业

者可以属于行会，也可以不属于行会。高利贷者在这里不仅把依附

农本身支配的那一部分剩余劳动（在同自由农民等等打交道时，则

把全部剩余劳动）占为己有，而且还把生产工具占为己有，虽然农

民等等仍然是这些生产工具的名义上的所有者，并且在生产中，仍

然作为所有者同这些生产工具发生关系。这种高利贷就是建立在

这种基础上，建立在这种生产方式上，高利贷不改变这种生产方

式，而是象奇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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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

下进行。由此产生了民众对高利贷的憎恶，在古代的关系下特别是

这样，因为在这种关系下，生产条件为生产者所有这种生产性质，

同时是政治关系即市民的独立地位的基础。一旦劳动者不再拥有

生产条件，这种情况就终止了。高利贷的权力也就随之而告终。另

一方面，在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或者剩余劳动为封建主及其家臣所

吞食的情况下，奴隶主或者封建主即使陷入高利贷之中，生产方式

仍旧不变，只是它会更加残酷。负债的奴隶主或封建主会榨取得更

厉害，因为他自己也被榨取了。或者，他最后让位给高利贷者，高利

贷者本人象古罗马的骑士等等一样成为土地所有者等等。旧剥削

者的剥削或多或少是政治权力的手段。现在代替旧剥削者出现的，

则是粗暴的拚命要钱的暴发户了。但生产方式本身仍旧不变。

高利贷者在资本主义前的一切生产方式中所以只是在政治上

有革命的作用，是因为他会破坏和瓦解这些所有制形式，而政治制

度正是建立在这些所有制形式的牢固基础上，也就是建立在它们

的同一形式的不断再生产上的。高利贷也有集中的作用，但只是在

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起集中的作用，结果是使除了奴隶、农奴等等

以及他们的新主人以外的社会瓦解为平民。在亚洲的各种［社会］

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只是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

败，但没有造成［现存的生产方式］真正解体。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

的其他条件——自由劳动，世界市场，旧的社会联系的瓦解，劳动

在一定阶段上的发展，科学的发展等等——已经具备的时代，高利

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同时又表现为使封建主，

反资产阶级要素的支柱遭到毁灭，使小工业、小农业等等遭到破坏

的手段，总之，表现为把作为资本的劳动条件集中起来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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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利贷者、商人等等占有“货币财产”，这无非就是，把表现为

商品和货币的国民财产集中在他们手里。

在高利贷者本人不是生产者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起初不

得不同高利贷作斗争。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已经确立的时候，高利贷

对剩余劳动的支配权（这种支配权同旧生产方式的继续存在相联

系）已经终止了。产业资本家以利润形式把剩余价值直接占为己

有；他也已经部分地占有生产条件，并且直接占有一部分年积累。

从这时起，特别是随着产业财产和商业财产的发展，高利贷者即贷

款人，就只是一种由于分工而同产业资本家分离、但又从属于产业

资本的角色。

［９４０］（Ⅲ）《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１５４０年

维登堡版（没有页码）。

商业（买、卖）和借贷（路德没有象蒲鲁东那样被这种形式上的

差别弄糊涂）。

“十五年前我已经写过反对高利贷的文章，因为那时高利贷势力已经很

大，我不抱任何改善的希望。从那时起，高利贷的身价高了，它已不愿被看作

是丑恶、罪行或耻辱，而是让人作为纯粹的美德和荣誉来歌颂，好象它给了人

民伟大的爱和基督教的服务似的。既然耻辱已经变为荣誉，丑恶已经变为美

德，那还有什么办法呢？塞涅卡以自然的理性说道：如果恶习成自然，那就无

可救药了。德国成了它应该成为的那个样子；卑鄙的贪婪和高利贷把它彻底

毁灭了……

首先谈借贷。当人们贷出货币，并为此要求或取得更多的或更好的东西

时，这就是高利贷，它受到所有的法律的谴责。因此，所有那些从贷出的货币

中每一百收取五、六或更多的人都是高利贷者，他们都懂得要照此行事，他们

被称为崇拜贪婪或钱财的奴仆…… 因此，对于谷物，大麦和其他等等商品

我们也应该这样说，如果为此要求更多的或更好的东西，这就是高利贷，就是

偷盗和抢劫财物。因为借贷的意思是：我把我的钱财或用具在某人需用时，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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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说在我能够并且愿意时，借给他使用，他过一定时间要按照我借给他的原

样还给我。”

“因此，从购买当中也能获得高利。但是现在要一口吃掉，那就太多了。现

在必须先谈一种，即先谈放债的高利贷。等我们搞掉这个以后（在末日审判以

后），我们再来谴责购买上的高利贷。”

“高利贷者老爷会这样说：朋友，按照目前的情况，我按每一百收取五、六

或十的利息借钱给我的邻人，那是对他提供很大的服务。他感谢我这种借贷，

把它看成一种特别的行善。他再三向我请求，自愿地，毫不勉强地提议每一百

古尔登送我五个、六个或十个古尔登。难道我就不能从高利贷问心无愧地得

到这些古尔登吗？……

你尽可以夸耀、粉饰和装扮…… 但是谁取得的更多或更好，那就是高

利贷。也就是说，象偷盗和抢劫一样，他不是为邻人服务，而是损害邻人。一切

名为对邻人服务和行善的事情，并非都是服务和行善。奸夫和淫妇也是互相

提供重大的服务和互相满足的。骑士帮助罪犯拦路行抢，打家劫舍，也是对罪

犯的重大服务。罗马教徒没有把我们全部淹死、烧死、杀死、囚死，而是让一些

人活着，把他们驱逐，或者夺去他们所有的东西，也是对我们的重大服务。魔

鬼对于侍奉他的人也提供重大的不可估量的服务…… 总之，世上到处都是

重大的、卓越的、日常的服务和行善…… 诗人们记述，独眼巨人波利菲米斯

答应乌利斯，要对他表示友好，那就是先吃掉他的同伴，最后再吃掉他。是啊，

这也是一种服务和很大的行善！

现在贵族和平民，农民和市民都在热心从事这种服务和行善；他们大量

收购、囤积、造成物价昂贵，［９４１］抬高了谷物、大麦以及人们所必需的一切东

西的价格，然后擦擦嘴巴说：是啊！人必须有他所必需的东西，我让它为人们

服务，虽然我可以而且有权把它留归自己。于是，上帝也被巧妙地欺骗和愚弄

了…… 现在，人都成了圣人…… 现在，没有人再会放高利贷，没有人会贪

婪和为非作歹了，世界已经完全成了神圣的世界，每个人都为别人服务，没有

人会去损害别人了……

如果高利贷者这样来提供服务，那也是为害人的魔鬼服务，虽然一个贫

困的人是需要这种服务的，而且他必须把他没有完全被吃掉看作是一种服务

或行善……

２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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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他想得到钱，他就会为你①，而且必须为你提供这样的服务｛支付高

利｝。”

｛从上面的引文可以看到，在路德的时代，高利贷是极其盛行

的，而且已被当作一种“服务”来加以辩护（萨伊——巴师夏②）。已

经出现了合作论或协调论：“每个人都为别人服务。”

在古代世界比较兴盛的时期，高利贷是被禁止的（即不允许收

取利息）。后来它合法化了，并且盛行起来。在理论上则始终（如在

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里１６３）认为高利贷本身是坏的。

在基督教的中世纪，高利贷被看成是一种“罪恶”，并为“教规”

所禁止。

近代。路德。对高利贷还存在着天主教－异教的观点。高利

贷广泛盛行（部分是由于政府需要货币，部分是由于商业和工场手

工业的发展，部分是由于产品转化为货币的必要性）。但是它的公

民权已被确认。

荷兰。对高利贷的最早的辩护。高利贷也是最早在那里现代

化，从属于生产资本或商业资本。

英国。十七世纪。争论已不再是针对高利贷本身，而是针对利

息的大小。高利贷对信贷的支配关系。要求创立信贷形式。强制

的立法措施。

十八世纪。边沁。自由的高利贷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要

素。｝

［从路德的著作《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中再

摘引几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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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息作为对损失的赔偿：

“［可能发生而且会常常发生下述情况：我，汉斯，借给你，巴塔扎尔，１００

古尔登，条件是到米迦勒节时我必须收回来；如果你耽误了，我就会因此遭受

损失。米迦勒节到了，你没有偿还我这１００古尔登。我没有钱支付，法官就逮

捕我，把我投入监狱，或使我遭受其他的不幸。我坐牢，我的营养，我的健康都

遭受重大损失。这都是由于你的耽误，你以怨报德。这时我该怎么办呢？我继

续遭受损失，是因为你耽误拖延，你多耽误拖延一天，我就多遭受一天损失。

谁应该承担或赔偿这种损失呢？这种损失直到我死都会成为我家无法容忍的

客人。］

好吧，这里单从世俗和法律方面来谈谈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把神学放到

以后谈），你巴塔扎尔应该在１００古尔登之外赔偿我由此引起的全部损失以

及一切费用。｛路德在这里把费用理解为贷出者本人因不能偿付自己的债务

而引起的诉讼费等等｝…… 因此，就是从理性和自然法来看，你赔偿我的一

切，即本金和我所受的损失，也是公平的…… 这种损失在法律书上，拉丁文

叫ｉｎｔｅｒｅｓｓｅ……

除了这种损失还可能造成其他损失：如果你巴塔扎尔到米迦勒节不偿还

我这１００古尔登，而我本来有机会购买花园、田地、房屋或任何可为我和我的

孩子提供很大好处或养活我们的东西，现在我就不得不放弃这种机会，由于

你的耽误和拖延，你使我遭受到损失，并妨碍了我，使我再也不能买到这些东

西…… 这样，我把它们贷放给你，你使我两头受损失：这里我不能支付，那

里我不能购买，也就是我在两方面都不得不受到损失，这就叫作双重损失：既

遭受损失，又丧失利益……

他们听说汉斯贷放１００古尔登受了损失，并要求适当的赔偿，就急忙趁

此机会对每１００古尔登都索取达双重损失的赔偿，即为不能支付的损失和失

去购买花园的机会所受的损失要求赔偿，好象每１００古尔登都自然会生出这

样双重的损失一样。因此，只要他们有１００古尔登，他们就会贷放出去，并按

照他们实际上没有受到的这样双重的损失来要求赔偿……

既然谁也没有使你受损失，并且你既不能证明，也不能计算这种损失，你

却从邻人手里取得货币来赔偿你虚构的损失，因此，你就是高利贷者。法学家

把这种损失不是叫作实际的损失，而是叫作幻想的损失。这是各个人为自己

４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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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想象出来的损失……

因此，［９４２］说我可能会受损失，因为我可能既不能支付也不能购买，是

不行的。如果这种说法能够成立，那就是从偶然生出必然，就是无中生有，就

是从未必会有的东西生出确实会有的东西。这种高利贷，要不了几年，不就会

把整个世界吞掉了吗？……

贷出者必须得到赔偿，这种情况是一种偶然的不幸，是不以他本人的意

志为转移的，但在这种交易中情况却不是这样，而是正好相反，人们总是费尽

心机编造损失，让贫苦的邻人来赔偿，企图以此为生和发财致富，靠别人的劳

动、忧患、危险和损失而使自己过着骄奢淫逸和荣华富贵的生活。我坐在火炉

旁边，让我的１００古尔登在国内为我搜集钱财。因为这是贷放出去的货币，所

以终归要保存在我的钱袋里，没有任何危险，一点也不用担忧。朋友啊，谁不

乐意这样做呢？

贷款是如此，贷谷物，贷葡萄酒和类似的商品也是如此，都可能有这样双

重的损失。但是这种损失不是从商品本身自然生出的，而可能是偶然生出的，

因此，在这种损失真正发生并得到证实以前，就不能算作损失……

高利贷必然会出现，不过，高利贷者是要倒霉的……

所有明智的异教徒也都非常严厉地谴责高利贷。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

治学》中说：高利贷是违反自然的，因为它取得的总是比给予的多。这就废除

了一切美德的手段和尺度，即所谓的对等交换，算术上的相等……

但是，拿别人的东西，偷窃或抢劫别人，是一种无耻生涯，这种人，对不

起，就叫作盗贼，通常要处以绞刑；而高利贷者是高尚的盗贼，坐在安乐椅上；

因此，人们称他们为坐在安乐椅上的强盗……

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

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货币而崇拜他们…… 凡是吸

尽、抢劫和盗窃别人营养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杀

多少，由他决定）。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

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末，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

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

重利盘剥者和高利贷者会大喊大叫：要遵守契约，要遵守盖了章的东西！

法学家对此立即作了很好的回答：那是邪恶的契约。神学家也说，给恶魔立的

契约，就是用血签的字盖的章也无效。因为凡是违反上帝、法律和自然的东西

５９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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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等于零。因此，国君（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应该立刻干预这件事，毁掉印章

和契约，而不考虑……

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

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都是恶人，但他

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

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

贫苦之中（到什么程度，由他决定），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

帝，去领受他的恩赐，［９４３］永远成为他的奴隶。这时，他的心在欢跳，血在畅

流。他披上貂皮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穿着华丽的衣服，擦擦油嘴，让人看来

俨如尊贵的虔诚者，比上帝自己还仁慈得多，比圣母和一切圣徒还友爱得多

……

异教徒描写了海格立斯的伟大功勋，描写他怎样打败了许多怪物和可怕

的恶魔，拯救了国家和人民。高利贷者是一个庞大可怕的怪物，象一只蹂躏一

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副虔诚的样

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是对一般资本家的绝妙写照，资本家装出一副样子，好象

他从别人那里拖回他的洞里去的东西是从他那里出来的，因为他

使这些东西倒着走，看起来好象是从他的洞里走出来的。｝

“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

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

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

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

是被放走了。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

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

所以，高利贷者和守财奴绝不是正直的人，他也作恶多端，毫无人道，他

必然是一只恶狼，比一切暴君、杀人犯和强盗还凶狠，几乎和魔鬼一样可恶，

但却没有被当作敌人，而是被当作朋友和市民那样受到共同的保护和亲善，

可是他进行抢劫和谋杀，比一切敌人、杀人放火犯还凶狠。既然对劫路人、杀

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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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首，把一切守财奴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

这一切描写得绘声绘色，同时也确切地抓住了旧式高利贷和

一般资本的性质，揭穿了这种“幻想的损失”、这种对货币和商品

“自然生出的损失的赔偿”、高利贷者会带来好处这种普遍性论调

以及高利贷者的这种“虔诚的”外表：他和“别人”不同，他装出一副

样子，拿别人东西好象是给别人东西，牵回去好象是放出来，等等！

          

“拥有金银有很大的优越性，因为它提供了选择有利的购买时机的可能，

它逐渐导致银行家行业的产生…… 银行家和旧的高利贷者不同，他贷款给

富人，很少或根本不贷款给贫民。因此，他贷款时冒的风险较小，贷款条件可

以较低；由于这两个原因，他就避免了民众对高利贷者的那种憎恶。”（弗·威

·纽曼《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年伦敦版第４４页）

随着高利贷和货币的发展，封建土地所有权的强制性让渡也

发展起来了：

“能购买一切东西的货币的采用，以及由此而来的对贷款给土地所有者

的贷出者的利益的维护，引起了为偿还债务而使土地所有权合法让渡的必要

性。”（约翰·达尔林普尔《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通史概论》１７５９年伦敦第４

版第１２４页）

［９４４］“按照托马斯·卡耳佩珀（１６４１年）、约瑟亚·柴尔德（１６７０年）、帕

特森（１６９４年）的看法，财富取决于金银的利息率的哪怕是强制性的降低。这

种看法在英国占统治地位几乎达两个世纪。”（加尼耳［《论政治经济学的各种

体系》１８２１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５８—５９页］）

休谟同洛克相反，当他说明利息率决定于利润率时，①他已经

看到了资本更高得多的发展。当边沁在十八世纪末写他的为高利

７９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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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辩护的著作
１６０
时，更是如此。

从亨利八世到安女王，在法律上都规定了降低利息率。

“在中世纪，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一般的利息率。首先对牧师有严格的规

定。法庭对于借贷很少给予保障。因此，在个别场合，利息率就更高。由于货

币的流通量少，而在大多数支付上必须使用现金，而且票据业务还不发达。因

此，利息相差很悬殊，关于高利贷的概念差别也很大。在查理大帝时代，收取

１００％的利息，被认为是高利贷。１３４４年，在博登湖畔的琳道，本地市民收取

２１６
２
３
％的利息。在苏黎世，评议会规定４３

１
３
％为法定利息。在意大利，有时

必须支付４０％的利息，虽然从十二世纪到十四世纪，普通的利息率不超过

２０％。维罗那规定１２
１
２
％为法定利息。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的命令中规定

１０％的利息率，但只是给犹太人规定的。他是不屑替基督徒说话的。早在十三

世纪，１０％已经是德国莱茵区的普通利息率了。”（休耳曼《中世纪城市》１８２７

年波恩版第２集第５５—５７页）

中世纪的巨额利息（只要不是从封建贵族等那里收取来的），

在城市大部分是以商人和城市手工业者从农村诈骗来的巨额“让

渡利润”为基础的。

除了象雅典等工商业特别发达的商业城市以外，在罗马，象在

整个古代世界一样，对大土地所有者来说，高利贷不仅是剥夺小私

有者即平民的手段，而且是占有他们人身的手段。

高利贷在罗马最初是自由的。十二铜表法（罗马城建立后３０３年）“规定

货币的年利息为１％（尼布尔说是１０％。）…… 这些法令很快就被破坏了

…… 杜伊利乌斯（罗马城建立后３９８年）重新把年利率限制为１％（增长额

为一盎斯）。在４０８年，这一利率降到
１
２
％。在４１３年，护民官格努齐乌斯主

持的全民投票绝对禁止了有息贷款…… 在一个禁止市民从事产业、批发商

业和零售商业的共和国，也禁止从事货币贸易，那是不奇怪的。这种情况延续

了三百年，直到迦太基陷落。［后来允许收取不超过］１２％的年利率。普通年利

率是６％…… 查士丁尼规定的利率为４％。在图拉真时期，五盎斯的利息就

是５％的法定利息…… 公元前１４６年，埃及法定的商业利息是１２％”。（杜

８９５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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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拉·马尔《罗马人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２卷第２５９—２６３

页）［９４４］

          

［９５０ａ］关于利息，詹·威·吉尔巴特在《银行业的历史和原

理》（１８３４年伦敦版）一书中写道：

“一个用借款来牟利的人，应该把一部分利润付给贷款人，这是不言而喻

的自然公道的原则。一个人通常是通过商业来牟利的。但是在中世纪，纯粹是

农业人口。在这种人口中和在封建统治下，交易是很少的，利润也是很小的。

因此，在中世纪，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是有道理的。况且，在一个农业国，一个人

很少需要借钱，除非他由于不幸而陷入贫穷困苦的境地。”（第１６３页）

“亨利八世把利息限为１０％，詹姆斯一世限为８％，查理二世限为６％，

安女王限为５％。”（第１６４—１６５页）“那时候，贷款人虽不是合法的垄断者，

却是事实上的垄断者，所以，必须限制他们，就象限制其他的垄断者一样。在

我们现代，利息率是由利润率规定的；在那个时候，利润率却是由利息率规定

的。如果贷款人要商人负担很高的利息率，那末，商人就不得不提高他的商品

的利润率。这样，大量货币就从买者的口袋里转到贷款人的口袋里。附加在商

品上的这种追加价格，使群众减少了购买这些商品的能力和兴趣。”（第１６５

页）

十七世纪，约瑟亚·柴尔德在１６６９年写的《论商业和论货币

利息降低所产生的利益》（译自英文，１７５４年阿姆斯特丹和柏林

版。该书附有托马斯·卡耳佩珀１６２１年写的《论反对高利贷》）一

书中，反驳托马斯·曼利（反驳他的论文《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

法》１６４），称他为“高利贷者的卫士”。正如十七世纪英国经济学家的

所有推论一样，柴尔德的推论的出发点自然是荷兰的财富，而在荷

兰，利息率是低的。柴尔德认为这种低利息率是财富的原因，曼利

则断定低利息率不过是财富的结果。

“要知道一个国家是穷还是富，只要问：货币利息的价格怎样？”（第７４

页）

９９５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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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作为一帮心惊胆战的高利贷者的卫士，把大炮台建筑在我认为最不

坚固的地点上…… 他直截了当地否认低利息率是财富的原因，而硬说这只

是财富的结果。”（第１２０页）

“当利息降低时，那些收回他们的贷款的人就不得不去购买土地〈土地价

格由于购买者人数的增加而上涨〉，或者把货币投入商业。”（第１３３页）

“当利息是６％时，谁也不会为了仅仅得到８—９％的利润而去冒险从事

海运业，而得到４％或３％的利息的荷兰人，对这个利润却非常满意。”（第

１３４页）

“低利率和土地的高价格迫使商人继续不断地从事商业。”（第１４０页）

“利率的降低能使一个民族养成节约的习惯。”（第１４４页）

“如果使一国富裕的是商业，而压低利息又使商业扩大，那末，压低利息

或限制高利贷，无疑是足以使一国致富的根本的和主要的原因。同一件事

［９５０ｂ］可以在一种情况下是原因，同时在另一种情况下又是结果，这种说法

决不是荒谬的。”（第１５５页）

“鸡蛋是母鸡的原因，而母鸡又是鸡蛋的原因。利息降低，可以使财富增

加，而财富增加，又可以使利息进一步大大降低。通过立法也能做到降低利

息。”（第１５６页）

“我是勤劳的辩护者，而我的反对者却为懒惰和游手好闲辩护。”（第１７９

页）

在这里，柴尔德直接充当了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卫士。［Ⅹ

Ⅴ—９５０ｂ］

００６ 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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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释

１ 马克思在论马尔萨斯这一章中，考察了马尔萨斯在李嘉图的《原理》出版

（１８７１年）以后所写的著作。在这些著作里，马尔萨斯企图用旨在维护统

治阶级中最反动阶层的利益的庸俗辩护论来对抗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

对抗李嘉图的千方百计发展生产力的要求，而照李嘉图的观点，这样发展

生产力，就应当牺牲个人的甚至整个阶级的利益。

关于作为“人口论”的鼓吹者的马尔萨斯，在本章中只是附带谈了一

下。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２册《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的

评论》那一章中对马尔萨斯论人口的著作做了一般的评述（见本卷第２册

第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８、１５８页）。——第３页。

２ 后来查明，这一匿名著作的作者是约翰·卡泽诺夫。——第３页。

３ 马克思在他的著作的前几章中批判了斯密把劳动价值看作价值的标准尺

度的观点，并且证明这一观点与斯密对价值的其他更深刻的见解相矛盾。

见本卷第１册第５４—５５和１４０页，第２册第４５７—４５９页。—— 第４

页。       

４ 指李嘉图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１７年伦敦版。——第４

页。

５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指出，李嘉图没有分析剩余价值的产

生，劳动与资本的交换问题按照李嘉图的提法无法解决。（见本卷第２册

第４４９—４５４和４５９—４７４页）。——第４页。

６ “费用价格”（“Ｋｏｓｔｅｎｐｒｅｉｓ”或“Ｋｏｓｔｐｒｅｉｓ，”“ｃｏｓｔｐｒｉｃｅ”）这一术语，马克思

用在三种不同的意义上：（１）资本家的生产费用（ｃ＋ｖ），（２）同商品价值一

致的商品的“内在的生产费用”（ｃ＋ｖ＋ｍ），（３）生产价格（ｃ＋ｖ＋平均利

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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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这里正文中用的是第三种意义，即生产价格。

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中，“费用价格”这一术语（以及“平均价格”

和“生产价格”）总是指生产价格，而在本册中，它有时也用来指资本家的

生产费用（ｃ＋ｖ），在这种情况下，本册中都译为“生产费用”（例如，第３８、

３９ⅲ４０、４１０、５１６页）。

《Ｋｏｓｔｅｎｐｒｅｉｓ》这一术语所以有三种用法，是由于《Ｋｏｓｔｅｎ》（“费用”、

“生产费用”）这个词在经济科学中被用在三种意义上，正如马克思在《剩

余价值理论》第三册中（见本册第８１—８６页和第５６９—５７０页）特别指出

的，这三种意义是：（１）资本家预付的东西，（２）预付资本的价格加平均利

润，（３）商品本身的实在的（或内在的）生产费用。

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古典作家使用的这三种意义以外，“生产费

用”这一术语还有第四种庸俗的意义，即让·巴·萨伊给“生产费用”下的

定义：“生产费用是为劳动、资本和土地的生产性服务支付的东西。”（让·

巴·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４年巴黎第２版第２卷第４５３页）马克思坚

决否定了对“生产费用”的这种庸俗的理解（例如见本卷第２册第１４２、

２３９和５３５—５３６页）。——第４页。

７ “让渡利润”（“Ｐｒｏｆｉｔｕｐｏｎｅｘ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或“Ｐｒｏｆｉｔｕｐｏｎ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是

詹姆斯·斯图亚特的用语。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引用和分析

过这个用语（见本卷第１册第１２—１３页）。——第８页。

８ 这里指的是马尔萨斯的有名著作《人口原理》，该书第一版是１７９８年在伦

敦匿名出版的。在这一著作中，马尔萨斯断言，劳动群众的贫困似乎是由

于人口有按几何级数增加的趋势，而消费品的数量最多只能按算术级数

增加。——第１５页。

９ 关于李嘉图的“劳动的价值”和“劳动量”的概念，见本卷第２册第４４９—

４５９页。——第１８页。

１０ 这个价值规定是卡泽诺夫根据马尔萨斯和亚当·斯密的意见表述的，而

马尔萨斯是从亚当·斯密那里借用了商品的价值决定于用这个商品可

以买到的活劳动量这一规定。——第２５页。

１１ 关于李嘉图的“相对工资”的观念，见本卷第２册第４７５—４８３页。——

４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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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８页。

１２ 关于李嘉图的“实际工资”（“ｒｅａｌｗａｇｅｓ”）的概念，见本卷第２册第４５６—

４５７、４５９—４６０、４７４、４８２、４９７和６３６页。——第２８、２４１页。

１３ 马尔萨斯的这一段话几乎是逐字重复亚当·斯密的论述。《剩余价值理

论》第一册引用过亚当·斯密的这一论述（见本卷第１册第１４６页）：

“……制造业工人的劳动，通常把自己的生活费的价值和他的主人的利

润，加到他所加工的材料的价值上。相反，家仆的劳动不能使价值有任何

增加…… 一个人，要是雇用许多制造业工人，就会变富；要是维持许多

家仆，就会变穷。”马克思用斯密所特有的术语“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作为这一节的标题，暗示马尔萨斯的这一观点是从斯密那里借用来

的。——第２９页。

１４ 邓德里厄里勋爵作风（或邓德里厄里作风）——指矫揉造作的浮华习气。

邓德里厄里勋爵是英国作家汤姆·泰勒的喜剧《我们的美国亲戚》

（《Ｏｕｒ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ｕｓｉｎ》）里的人物，该剧于１８５８年首次上演。——第

３１页。

１５ 在手稿中有下面有三句话：“但是，６００∶４００＝６６
６
１０
％。总产品的价值＝

１０００，其中用于工资的部分＝
６
１０
。而马尔萨斯先生的计算是怎样的呢？”

最后一句话用以引出下文，但是马克思想用前两句话说明什么却不清

楚。——第３２页。

１６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３卷第５７—５８页。——第３５页。

１７ 匿名著作《评政治经济学上若干用语的争论》的作者引用的是马尔萨斯

《政治经济学原理》第１版（１８２０年伦敦版）第１２１页。——第３５页。

１８ 《ｃｏｓｔｐｒｉｃｅ》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这里和有时在后面是用来指资本家的生

产费用（ｃ＋ｖ）。见注６。——第３８页。

１９ 手稿中这里用的是“剩余产品”（《Ｓｕｒｐｌｕｓｐｒｏｄｕｋｔ》）一词，马克思在他的

手稿第７０３页上曾专门谈到这个词的含义：“剩余产品在这里是产品中

超过同不变资本相等的那部分产品的余额”（见本卷第２册第５５９页），

５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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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指新加劳动产品（ｖ＋ｍ）。如果不变资本等于零，那末“新加劳动

产品”就相当于产品的价值。——第４５页。

２０ 阿伯拉罕·圣克拉是奥地利传教士和著作家乌尔利希·梅格尔勒

（１６４４—１７０９年）的笔名，他力图用公众易懂的形式宣传天主教，并用所

谓民间文体来进行“救人”的说教和写劝善的作品。——第５１页。

２１ 李嘉图在其他一些地方使用的“生产者”（《ｐｒｏｄｕｃｅｒ》）一词是指“产业资

本家”，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其他方面。约翰·巴顿》一章中指出了这一

点（见本卷第２册第６２７页，并参看第４８０页和第４８７页马克思引自李

嘉图《原理》一书的引文）。马克思在本卷第二册第４７８页和第５２８页上

指出李嘉图把“生产者”和“工人”两个概念等同起来。在本卷第二册第

５２７页和第６２２页马克思引用的引文中，李嘉图也是在上述意义上使用

“生产者”一词的。——第５４页。

２２ 欧文在阐述他的空想的社会改革计划时证明：按平行四边形或正方形建

立劳动公社新村，无论从经济上看，还是从组织家庭生活的观点看，都是

最合适的。欧文在１８１７—１８２１年的一系列演说中都谈到了这些思

想。——第５４页。

２３ “法定教会”（《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Ｃｈｕｒｃｈ》）是指英国国教会。——第５６、３４４

页。

２４ 《对资本和雇佣劳动关系的辩护论的解释》这一篇，马克思没有写

成。——第５９页。

２５ 这个匿名的李嘉图主义者所说的《地租论》，是指马尔萨斯的小册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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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

页。

２６ “斯宾斯计划”是指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斯宾斯从１７７５年开始

鼓吹的土地国有化计划，他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将地租（在扣除各种税

款和公社的公用开支后）均等地分配给公社全体居民。——第６１页。

２７ 在卢梭的著作中没有找到这句话。——第６３页。

６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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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 匿名著作《政治经济学大纲》的作者（卡泽诺夫）在这里提到的麦克库洛

赫的话，见约·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

１８１—１８２页。参看本册第１８３页。——第６８页。

２９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中引用并分析了亚当·斯密《国富论》

中的这一段话（见本卷第１册第７０—７２页）。——第７０页。

３０ 马克思在他的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手稿中谈到关于特别是在农业中存在的生

产时间和劳动时间的区别，以及与此有关的资本主义在农业中发展的特

点（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版第５６０—５６２

页）。生产期间（除了劳动时间以外，还包括劳动对象仅仅接受自然界的

自然过程的作用的时间），这个概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第二篇第

十三章作了详细的阐述。参看本愿第２册第１９页。——第７２页。

３１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３卷第４９页。——第７５页。

３２ 马克思引的是詹姆斯·穆勒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段话见该书第

１版第７４页、第２版第９４页。在这里马克思大概转引自赛米尔·贝利

《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一书（第２０２页），在这本书中，

这段话也被看作是反对托伦斯的。——第７７页。

３３ 马克思在这里是从下述假定出发的：谷物的一切生产费用，即托伦斯提

出的１００夸特，都是种子的支出。实际上，生产１２０夸特谷物所花费的种

子要少得多——比如说，２０或３０夸特。其余７０或８０夸特用于支付劳

动工具、肥料、工人的工资等。但是，这种情况对于马克思的论证是毫无

意义的。——第８０页。

３４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证了资本家们作为“同伙”的这个特点。在

利润率平均化的过程中，“每一单个资本家，同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的所

有资本家总体一样，参与总资本对全体工人阶级的剥削，并参与决定这

个剥削的程度”。（见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１０章）马克思在研究了这

个过程后写道：“……我们在这里得到一个象数学一样精确的证明：为什

么资本家在他们的竞争中表现出彼此都是虚伪的兄弟，但面对着整个工

７０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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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阶级却结成真正的共济会团体。”（同上）参看本卷第２册第２１

页。——第８４页。

３５ 詹姆斯·穆勒书中的这一段话，马克思是从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

原因的批判研究》一书（第２１７页）转引的，这从该引文与穆勒书中的原

文稍有出入可以看出来。——第８９页。

３６ 暗指反对“用语的争论”的匿名论战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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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后面（本章

第３节）对这本匿名著作作了详细的评述。——第９１页。

３７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１３卷第８７—８８页。——第９２页。

３８ 同上，第１６９—１７２页。——第９２页。

３９ 托·罗·马尔萨斯《价值尺度。说明和例证》１８２３年伦敦版第１７—１８

页。——第９７页。

４０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见本卷第２册第４５４和４５５页）提到

萨伊的“幸灾乐祸”，说这是因为李嘉图在用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需的生存

资料决定“劳动价值”时，引证了供求规律。这里马克思引用的李嘉图著

作是康斯坦西奥译、萨伊加注的法译本。马克思在这里是不确切的。萨

伊在给李嘉图著作所加的注释中“幸灾乐祸”，是因为李嘉图用供给和需

求来决定货币的价值。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第４卷第１２６页）中曾引了萨伊注释中有关的这段话。这段话的

出处是：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

让·巴·萨伊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３５年巴黎版第二卷第２０６—２０７

页。——第１００页。

４１ 在普雷沃翻译的麦克库洛赫那本书所附的正误表上，这句话被改为：“租佃这

最后一英亩土地的农场主不能逃避交纳相应的地租”。——第１１１页。

４２ 马克思指的是萨伊给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第七章《论对外贸易》所

加的注释。萨伊在这个注释中举了一个例子：法国从安的列斯群岛进口

８０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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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糖在法国的价格，比法国本国生产的糖便宜。——第１１２页。

４３ 约·斯·穆勒在他的《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

年伦敦版）第一篇中考察了“各国相互交换的规律以及商业世界各国商

业利益的分配”，并且指出：“我们通过对外国人的贸易取得他们的商

品，而花费的劳动和资本，往往少于他们自己为这些商品所花费的。然

而，这种贸易对外国人还是有利的，因为他们从我们这里换得的商品，

如果他们自己去生产，就要花费较高的代价，尽管我们为它花费的代价

较少。”（第２—３页）——第１１２页。

４４ 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虚拟资本是指国债资本，也就是说，国家（资产阶级

的或地主资产阶级的）把贷款不是作为资本支出，而用从居民那里征收

的税款来支付利息。参看马克思《资本论》第３卷第２９章。——第１１８

页。

４５ 马克思在这里引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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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２—１３４页。——第１２１页。

４６ 在萨伊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４年巴黎第２版第２卷第３８２页）中

说过：“产品只是用产品购买的”。对萨伊这个论点的批判见本卷第２册

第５６３—５６４页和第５６９—５７４页。——第１２７页。

４７ 李嘉图的《原理》第十九章标题是《论商业途径的突然变化》，在这里，“商

业”不仅指某个国家的商业，而且指某个国家的生产活动。参看本卷第２

册第５６７—５６８页。——第１３０页。

４８ 马克思指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札记本之一。马克思在这里提到的第Ⅴ

Ⅱ本的前６３页是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的结尾部分（见卡·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版第５８６—７６４页）。从第ⅤⅡ本

第６３ａ页起（马克思在这里注明：“从１８５９年２月２８日开始”）。是路德、

兰盖、加利阿尼、维里、帕奥累蒂、马尔萨斯、理查·琼斯以及其他作者的

著作的摘录。在第ⅤⅡ本第１３４页马克思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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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著作（第１１０和１１２页）

中摘录了有关匿名作者批判和讽刺萨伊的段落。——第１３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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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马克思指他的第ⅩⅡ本札记本。在这个札记本的封面上马克思亲笔写

着：“１８５１年７月于伦敦”。在第１３页上对匿名著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

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９７、９９、１０３—１０４、

１０６—１０８和１１１页做了摘录。

在马克思的第ⅩⅡ本札记本第１２页上摘录了上述著作第５４—５５

页，其中谈到土地所有者（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减低资本家的利润）。——

第１３１页。

５０ 马克思在他的第ⅩⅡ本札记本第１２页上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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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５页）摘录了匿名作者

对萨伊关于英国生产过剩的原因是意大利生产不足的论断的批评意见。

参看本卷第１册第２３７页，第２册第６０６—６０７页，第３册第２７７

页。——第１３１页。

５１ 在这以前匿名作者从萨伊的著作（《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１８２０年巴黎

版第４６页）引用了萨伊的论点：“产品只是用产品购买的”。这个论点在

萨伊那里还有另外的说法：“产品总是为自己开辟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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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１１０页）。——第１３２页。

５２ 设定的东西——黑格尔哲学术语，是指和无条件的、原初的、第一性的东

西相区别的某种受制约的东西，不以本身为根据而以他物为根据的某种

东西。——第１３８页。

５３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

第２２—２３页，以及第３７—３９页。——第１３９页。

５４ 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

第５６—５８页。——第１４３页。

５５ ［赛·贝利］《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的批判研究》１８２５年伦敦版第

７１—９３页；参看本卷第２册第５６５页，第３册第１６５—１６７、１７５—１７６

页。——第１６３页。

５６ 在整个这一论断中，所谓归工人所有的（以及归资本家所有的）产品“份

额”，是指新加劳动物化在其中的那部分产品的实物单位量；所谓“比

０１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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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是指这种产品归一方或他方的百分比。例如，如果工人的新加劳动

物化在１００实物单位的产品中，其中工人所得的部分占６０％，资本家所

得的部分占４０％，那末，在产品量增加一倍（由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

工人和资本家按原来的比例分配产品时，工人所得的“份额”就会增加

６０实物单位，而资本家所得的“份额”只增加４０实物单位。但是，如果这

时资本家的部分从４０％增加到４８％，那末，工人的部分就会从６０％减

少到５２％，虽然他们所得的“份额”还是会增加４４实物单位（资本家所

得的“份额”同时增加５６实物单位）。——第１６５页。

５７ “每一个工人５０、６０或７０夸特”是随便举的数字，如果拿符合贝利上述

例子（第１６３—１６５页）的数字来代替，那就是：“每一个工人１２
１
２
、２５或

３７
１
２
夸特”。——１６９页。

５８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３—１５

页。——第１７９页。

５９ 马克思在编手稿页码时把“８３８”误写为“８３９”。——第１８０页。

６０ 约·雷·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第１８１—１８２

页。这段引文，马克思是从卡泽诺夫《政治经济学大纲》（１８３２年伦敦版）

一书中转引来的。见本册第６８页。——第１８３页。

６１ 大·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第１—１２

页。——第１８４页。

６２ 暗指席勒的《华伦斯坦》（第六场）中华伦斯坦的一个士兵的话：

“他怎样咳嗽，怎样吐痰，

你学得满象！

但他的天才，我是说他的精神，

却没有办法模仿。”——第１８６页。

６３ 马克思显然是指１８３０年出版的麦克库洛赫《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二

版，因为马克思通常引用的该书第一版，是在１８２５年，即在附有麦克库

洛赫的“注释和论述”的斯密《国富论》问世前发表的。——第１８７页。

１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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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李嘉图在他的《原理》中好几处（例如第三版第８０页）把劳动称为“商品

价值的基础”。在《原理》第三版第３３３—３３４页上李嘉图把劳动说成“价

值的尺度”。参看本册第１４８—１４９页，马克思从李嘉图的《原理》中引了

相应的话。——第１９２页。

６５ 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第十六场（《玛尔特的花园》）中浮士德的话。马克

思在前面第８９页从詹姆斯·穆勒的书中引了相应的话。——第１９３

页。

６６ 这段话引自萨伊《论政治经济学》１８１４年巴黎第２版第１卷第５１—５２

页。——第１９７页。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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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和奥格斯堡第３版第８２、１９１页。——第１９８页。

６８ 关于麦克库洛赫这一节，以及《李嘉图学派的解体》全章（除了约·斯·穆勒

一节写于１８６２年春以外），是马克思于１８６２年１０月写的（马克思自己在

包括该章的第ⅩⅠⅤ本的封面上注明了这一点）。——第２０２页。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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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３页。

马克思用古希腊大历史学家修昔的底斯的名字来称呼罗雪尔，这

是因为，如马克思在后面（见本册第５５８页）所说，“罗雪尔教授先生谦虚

地宣称自己是政治经济学的修昔的底斯”。“修昔的底斯·罗雪尔”这个

称呼具有辛辣的讽刺性：马克思在许多地方指出，罗雪尔既严重歪曲了

经济关系的历史，又严重歪曲了经济理论的历史。参看本卷第２册第

１３０—１３２页。——第２０２页。

７０ 这本小册子的真实作者是英国政论家约翰·威尔逊，他曾以不同的笔名

发表著作。——第２０２页。

７１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是１８０２年至１９２９年发行的英国资产阶级的

文学、政治杂志。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每三个月发行一期，是

辉格党的机关报。这一时期发表的有关经济问题的文章大多数是麦克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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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赫写的。——第２０２页。

７２ 《苏格兰人报，或爱丁堡政治文学报》是１８１７年开始发行的英国资产阶

级报纸。十九世纪上半叶是辉格党的机关报。这个报纸从创刊到１８２７年

发表了麦克库洛赫论述经济问题的文章。１８１８年至１８２０年麦克库洛赫

是该报的编辑。——第２０２页。

７３ 《英国百科全书》是一部多卷的英国（现在是英美）百科词典。从１７６８年

起不断以新版刊行。十九世纪末之前一直在爱丁堡出版。——第２０２

页。

７４ 马克思指的是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ⅤⅡ本和第ⅤⅢ本（手稿第３１９—

３４５页）中篇幅很长的关于约·斯·穆勒的插入部分。按照马克思在稿

本封面上所编的《剩余价值理论》目录以及他在手稿第ⅤⅡ本正文中所

作的指示，把关于约·斯·穆勒这一节移至本册（第２０８—２５８页）。

关于“以工资作为产品的一部分这种错误算法”，马克思在后面第

２４４—２４８页谈到过。——第２０４页。

７５ 马克思在１８６２年初着手写作《剩余价值理论》时，打算把它作为关于资

本生产过程的研究的第五节即最后一节，直接放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

剩余价值的结合这一节之后。但是马克思在写作《理论》的过程中认为有

必要在第四节（《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结合》）和《剩余价值理

论》之间再插进两节《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和《生产过程的结果》（见

本卷第１册第４４６页）。这一点也说明马克思为什么提到１８６２年１０月

还没有写的应对威克菲尔德的一些观点加以阐述的一节《剩余价值转化

为资本》。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二章即标题为《剩余价值转化

为资本》的这一章的注２２中，引了威克菲尔德的论点：“在资本使用劳动

以前，劳动就已经创造了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

第６３９页注２２）。——第２０５页。

７６ 威克菲尔德所谓的剩余产品，是指产品中“补偿资本和普通利润”后余下

的部分（威克菲尔德为亚·斯密《国富论》第２卷所加的注释，第２１５、

２１７页）。——第２０５页。

７７ 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有待解决的问

３１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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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马克思在《关于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理论》这一

章中引用了该书（见本卷第１册第１７６页）。——第２０８页。

７８ 马克思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社会哲

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１８４８年伦敦版。——第２０８页。

７９ 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手稿第Ⅱ本的《货币转化为资本》这一节（手稿第

８８页）中，说明了这一区别：“资本家的生产费用只是他所预付的价值总

额，因而产品的价值等于预付资本的价值。另一方面，产品的实际生产费

用等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总和。但是产品中包含的劳动时间的总

和大于资本家预付的或者说支付过代价的劳动时间的总和，产品价值中

超过由资本家支付过代价的或预付的价值的这个余额，恰好形成剩余价

值”。

马克思在手稿第ⅪⅤ本关于托伦斯的一节（见本册第８１—８６页）和

第ⅩⅤ本关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一节中（见本册第５６９—５７０页），又回

过来谈了这个问题。——第２１１页。

８０ 马克思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证明的原

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两卷集，１８４３年伦敦版。——第２１３页。

８１ 按照前面第２１３页所引的穆勒的错误论断，使用了不变资本和６０个工

人的资本家Ⅰ，为了生产１夸特谷物（一个工人的工资），花费
６
９
夸特谷

物（
１２０
１８０
＝
２
３
＝
６
９
），而不用不变资本、光使用１００个工人的资本家Ⅱ，在

１夸特谷物上仅仅花费
５
９
夸特（

１００
１８０
＝
５
９
），就是说，资本家Ⅱ的每个工

人“工资的生产费用”低
１
９
夸特，换句话说，资本家Ⅰ的这些“工资的生

产费用”比资本家Ⅱ的多五分之一（２０％）。——第２２４页。

８２ 马克思就在这个第ⅤⅢ本（其中结束了关于约·斯·穆勒的一节）的第

３６８页手稿上（见本卷第１册第２２１页），以及在第Ⅹ本中间部分关于洛

贝尔图斯的一章的第４６１—４６４页手稿上（见本卷第２册第４３—５２页），

回过来谈了成品的生产与生产这个成品的不变资本的生产结合在一个

资本家手里，会不会影响利润率的问题。——第２３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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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 马克思指他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Ⅰ—Ⅴ本，在这几本里马克思阐述

了他的剩余价值理论（见《货币转化为资本》、《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

余价值》各节）。——第２４９页。

８４ 马克思指他的研究中后来发展成为《资本论》第三卷的那一部分。——

第２５０页。

８５ 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表述了他关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平均利润以及商品

的价值变成与它不同的生产价格这一学说的基本思想。这一部分手稿写

于１８６２年春（见正文第２４３页）。还可参看本卷第一册第７６页，那里第

一次出现“平均价格”这一术语，以表示与价值不同的生产价格。马克思

在１８６２年６月（在关于洛贝尔图斯的一章中——见本卷第２册第１９—

２２、２５、６３—７０页）和１８６２年７—８月（在对李嘉图的经济观点体系的批

判分析中——见本卷第２册第１９１—２４０页），更详尽地阐述了平均利润

和生产价格的学说。——第２５６页。

８６ 指手稿第ⅤⅡ本后１３页和第ⅤⅢ本前１４页，那里写的是篇幅很长的关

于约·斯·穆勒的插入部分。见注７４。——第２５９页。

８７ “这个不可相信的修鞋匠”（《ｔｈｉｓｉｎｃｒｅｄｉｂｌｅｃｏｂｂｌｅｒ》）——《对麦克库洛

赫先生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这一小册子的作者对麦克库

洛赫的称呼。见前面正文第２０３页。——第２６０、２９４页。

８８ 从马克思下面的说明中可以看出，小册子《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

出的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的作者把“资本的价值”（“ｔｈｅｖａｌｕｅ

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理解为“资本利息”率，即资本的所有者占有的剩余劳动量和

他所使用的资本量之比（小册子的作者把“资本利息”理解为马克思叫作

剩余价值的东西，但是小册子的作者在这里把剩余价值率同利润率混淆

起来了：他把从工人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直接和整个预付资本相

比）。——第２６１页。

８９ 《收入及其源泉》一节，马克思在１８６３年１月就已计划放在《资本论》第

三部分（见本卷第１册第４４７页）。但是在１８６２年１０月写的手稿第ⅪⅤ

本封面上，这一节附在《剩余价值理论》最后一章的《补充部分》（见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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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１册第５页）。而实际上，在１８６２年１０月和１１月写成的手稿第ⅩⅤ

本中，有一大节是探讨与批判庸俗政治经济学有关的收入及其源泉问

题。但是那里根本没有谈到“普莱斯的幻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

第二十四章对这一幻想作了批判分析。——第２６３页。

９０ 马克思指的是当时刚出版的凯尔恩斯的著作《奴隶劳力：它的性质、经过

及其可能的前途》（１８６２年伦敦版）。这本书他不止一次地在《资本论》第

一卷和第三卷中引证过。——第２６６页。

９１ 马克思指萨伊的下述论断（在他的《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１８２０年巴黎

版第１５页）：例如，如果英国商品充斥意大利市场，那末，原因就在于能

够同英国商品交换的意大利商品生产不足。萨伊的这些论断在匿名著

作《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

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１５页）中引证过，在马克思的第ⅩⅡ本札记本第

１２页对这部著作所作的摘录中也有这些论断。参看本卷第１册第２３７

页，第２册第６０７页和本册第１３１页。——第２７７页。

９２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引用和分析了李嘉图著作中包含这一

说法的引文（见本卷第２册第２００、２０２和４５６页）。——第２８５页。

９３ 莱文斯顿所说的“消费劳动”（“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是指奢侈品

的生产和为财产所有者进行的各种服务。——第２８６页。

９４ 霍普金斯的著作《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和人口的影响》（１８２８年伦敦

版第１２６页）中有关的段落，马克思在《对所谓李嘉图地租规律的发现史

的评论》一章中引用过（见本卷第２册第１５１页）。——第２９１页。

９５ 马克思指英国的流行的说法“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ｍｐｌｏｙｓｌａｂｏｕｒ”（“资本使用劳

动”），这种说法反映了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的实质本身。马克思在

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Ⅺ本上在揭示“资本的生产性”的含义时写道

“……生产资料，劳动的物的条件——劳动材料、劳动资料（以及生活资

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也不是从属于工人，相反，是工人从属

于它们。不是工人使用它们，而是它们使用工人。正因为这样，它们才是

资本”（见本卷第１册第４１９页；并参看第１册第７３页、第２册第４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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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本册第１２２—１２３页）。——第２９２页。

９６ 手稿这个地方的页码弄乱了：在第８６４页之后，正文转入第８６７页，接着

是第８６８、８６９、８７０、８７０ａ页，然后是第８６５、８６６页，最后是第８７０ｂ、８７１、

８７２页等等。从不衔接的一页转到另一页，是马克思自己指出的。——

第２９２页。

９７ 马克思引用他在当时（１８６２年１０月）还没有写成的关于原始积累的一

节，按照马克思的计划（见本卷第１册第４４６页），这一节应当放在《剩余

价值理论》一节之前。这一节的初稿包括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里

（见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版第３６３—３７４

页）。——第２９９页。

９８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的前几章批判地分析亚·斯密和大·李嘉图

的观点时谈到了再生产过程的基本要素。特别提到某种商品的一切要

素必须同时生产和再生产出来，（见本卷第１册第９６—９８和１３６—１３７

页以及第２册第５３８—５３９、５５２和５５３页）。——第３０７页。

９９ 柯贝特关于市场总是商品充斥和关于供给总是超过需求的看法，在他的

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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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５—１１７页上作了说明。——第３１５页。

１００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是英国经济、政治问题周刊，１８４３年起

在伦敦出版，大工业资产阶级的机关刊物。——第３１６页。

１０１ 西斯蒙第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年布鲁塞尔版第一卷第４９页

及以下各页谈到随着贸易和交通工具的发展现有商品储备减少的问

题。——第３１６页。

１０２ 这里马克思把货币描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ｂｌｏｓｓｅｓＦｏｒｍｄａｓｅｉｎ》）

是在如下的意义上：货币的使用价值“虽然是实际存在的，但在［交换］

过程本身中却表现为单纯的形式存在，它还需要通过转化为真正的使

用价值才得到实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３卷第３７

页）。——第３２１页。

１０３ 马克思指（小）赛米尔·兰格的著作《国家的贫困，贫困的原因及其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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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１８４４年伦敦版第１４９—１５４页。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

三章注１１５中引了这本书里描写资本主义大城市中工人居住条件极为

恶劣的一段话。——第３２２页。

１０４ 关于商品、货币和资本的拜物教性质，马克思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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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５、３７—３９和

１４４—１４６页）中谈到过。——第３２６页。

１０５ 大约在这些关于霍吉斯金的论述以前半年，马克思在未写完的关于英

国社会主义者布雷的一节中顺便引用了布雷这样几句话：“对生产者的

操作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资本和资本家之间的区别

就象船上装的货物和提货单之间的区别一样大。”（见本册第３５６

页）。——第３２６页。

１０６ 马克思在１８６４年６月１６的信里告诉恩格斯说，这些不同的印欧语词

的对照，是从“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那里引来的，而从这封信中可以看

出，马克思自己不相信这些对照都有充分根据。“一个比利时词源学家”

就是《试论哲学词源学》（１８４４年布鲁塞尔版）一书的作者奥诺莱·约

瑟夫·夏韦。在引自夏韦著作的第二段引文中法文“ｖａｌｅｕｒ”和英文

“ｖａｌｕｅ”是马克思自己加上去的。——第３２７页。

１０７ 在霍吉斯金的小册子里，紧接这段话的一个句子说明，霍吉斯金在这里

说的“有一种平衡创造出来”，指的是：“资本家允许工人有生存资料，因

为他们没有工人的劳动不行，而且他们宽宏大量地满足于占有产品中

不是为实现这一目的”（即保证体力的最低工资）“所必需的每一个细小

部分”。——第３２９页。

１０８ 指查默斯的著作《论政治经济学和社会的道德状况、道德远景的关系》

１８３２年格拉斯哥、爱丁堡、都柏林和伦敦第２版第８８—８９页及其他各

页。——第３４４页。

１０９ 马克思引的是他１８５１年的第Ⅸ本札记本。在这个札记本的第４７页摘

录了霍吉斯金《通俗政治经济学》一书第２５２—２５６页上的话。——第

３５２页。

１１０ 关于布雷的一节马克思没有写完。实际上马克思只是收集了作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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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反对派”的布雷的一些最重要的见解。布雷关于“平等交换”

是消除使工人阶级成为牺牲品的那种不公正现象的手段的空想学说，

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１８４７年）第一章题为《构成价值或综合价

值》的第二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４卷第８８—１１７页）作

了批判分析。关于布雷对货币的本质和作用的看法，见马克思的１８４７

年手稿《工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６卷第６４１页）；《政治经

济学批判大纲》（１９３９年莫斯科版）第５５、６９０、７５４页；１８５８年４月２日

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３卷第７６页）。——第３５３页。

１１１ 马克思指英国最初的统计学家之一格雷哥里·金所编的《１６８８年英格

兰不同家庭的收支表》，这个图表被查理·戴韦南特收进他的著作《论

使一国人民在贸易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方法》（１６９９年伦敦

版）。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见本卷第１册第１７１—１７２页）

谈到这个图表。——第３５９页。

１１２ “平均价格”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这里是指“生产价格”，就是指生产费用

（ｃ＋ｖ）加平均利润。“平均价格”这一术语本身说明，这里所指的是“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的平均市场价格，或者说，市场价格所趋向的中心”

（见本卷第２册第３５９页）。马克思用的这个术语最初见于本卷第１册

第７６页。在本卷第２册关于洛贝尔图斯和李嘉图的那几章，这个术语

多次跟“费用价格”和“生产价格”同时并用。——第３６５页。

１１３ 马克思指《资本和利润》这一篇，他是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Ⅵ本上

开始写的（该本注明：１８６２年１２月，而包括论拉姆赛、舍尔比利埃、琼

斯那几章的第ⅩⅤⅢ本则注明：１８６３年１月）。马克思本想在《资本和

利润》这一篇的第二章考察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的问题，这一点从写完

论拉姆赛一章后不久写的第二章计划草稿中可以看出（见本卷第１册

第４４７页）。《资本和利润》这一篇以后发展为《资本论》第三卷。

关于大卫·李嘉图所表述的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的“例

外”，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二册详细地谈到过（见本卷第２册第

１９１—２２４页；并参看本册第７２页）。——第３６７页。

１１４ 如果说，在最初计算中曾假定，在第二个场合，用于劳动工具和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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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产费用，已经按每夸特谷物降低了一半的价值（由于收成增加一倍

而造成）计算，那末，马克思现在注意到下面这种情况：每夸特谷物价值

的这种降低，只是在第二年秋天才发生，而在秋天以前每夸特的价值要

高一倍。因此，如果在最初计算中，第二个场合的生产费用以２０ｃ＋４０ｃ

＋４０ｖ＝１００夸特的数额表示，那末，它现在就用和第一个场合相同的

数额即２０ｃ＋２０ｃ＋２０ｖ＝６０夸特来表示。因为第二个场合的收成等于

２００夸特，所以剩下的是利润１４０夸特。——第３７６页。

１１５ 马克思指德国庸俗经济学家罗雪尔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８年

版第３８５页。罗雪尔在这里谈到利润分为企业主利润和利息时，引用了

西尼耳的《大纲》。马克思指出利润分为“企业主利润”和“资本的纯利

润”这一点早在１８２１和１８２２年就已经人所周知，这可能是指匿名著作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

（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５２—５３页，以及霍普金斯的著作《关于调节地租、

利润、工资和货币价值的规律的经济研究》（１８２２年伦敦版）第４３—４４

页。——第３８９页。

１１６ 马克思指施托尔希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卷第３

篇第１３章。——第３９１页。

１１７ 关于英国的工人合作工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章、第二十三章和第

二十七章。并参看本册第５５２—５５３页。——第３９２页。

１１８ 马克思指柯贝特的著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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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０—１０２页。——第３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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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１８５６年到１８６９年在伦敦出版。——第３９７页。

１２０ 这里指《剩余价值理论》的计划。马克思在手稿第ⅪⅤ本的封面所写的

《理论》最后几章的计划包括《（ｎ）舍尔比利埃》（见本卷第１册第５页），

本章就是根据这一点写成的。至于西斯蒙第，马克思不打算在《剩余价

值理论》中研究他的观点，而打算在自己著作的下一部分，即阐述《资本

的竞争和信用》的部分来研究（见本册第５２页〉。——第３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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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１ “商业利润”（《ｐｒｏｆｉｔｍｅｒｃａｎｔｉｌｅ》）是舍尔比利埃对单个资本家的利润的

称呼，以区别于整个社会的利润。——第４０７页。

１２２ 舍尔比利埃所说的“采掘业”（《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ｅｓ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ｖｅｓ》）不仅指采矿、伐

木、捕鱼、狩猎，而且指生产农产原料的各种农业生产。——第４０７页。

１２３ 在手稿中接下去是《资本论》第三部分第二章的计划草稿，作为插入部

分放在方括号内。在这里，马克思打算研究一般利润率的形成问题。本

版把这个计划收入本卷第１册的《附录》（第４４７—４４８页）。——第４１５

页。

１２４ 马克思指他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Ⅴ和ⅩⅤⅡ本中，特别是在第

９６４页（第ⅩⅤ本）和１０３０页（第ⅩⅤⅡ本）对商业资本的研究。——

第４３５页。

１２５ 马克思指詹姆斯·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版第４

章第５节《地租税》）中的论断。穆勒在书中证明，国家的全部费用在土

地还不是私有财产的情况下用全部地租来支付，在土地已经成了私有

财产以及地租同原来的水平相比有所增加的情况下用地租的增长额来

支付，是合理的。——第４３８页。

１２６ 舍尔比利埃把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平等称为“目前财富分配的第一个

后果”。——第４３８页。

１２７ 马克思指的是该杂志第５４卷（１８３１年８月至１２月）上刊登的一篇没有

署名的书评，评论当时刚出版的琼斯的著作《论财富的分配》。——第

４３９页。

１２８ 莱特（Ｒｙｏｔ）——印度农民。琼斯用这个术语来称呼印度和亚洲其他国

家的这样一些农民，他们向君主，即向被认为是全部土地的最高所有者

缴纳实物租税。——第４４０页。

１２９ 琼斯所理解的“茅舍贫农”（《Ｃｏｔｔｉｅｒ》）是爱尔兰的无地农民，他们从地

主那里租一小块耕地，交一定的货币地租。——第４４２页。

１３０ 亚·斯密的这段话载于他的《国富论》第二篇第三章。——第４５２页。

１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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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１３１ 手稿中接着有一段属于论拉姆赛那一章的简短插话，这段插话以脚注

形式放在本册第３８９页上。——第４５６页。

１３２ 琼斯称为“劳动基金”（《ＬａｂｏｒＦｕｎｄ》）的东西，在马尔萨斯那里叫作“用

来维持劳动的基金”（《ｆｕｎｄｓ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ｎａｎｃｅｏｆｌａｂｏｕｒ》）。这个术语

已经多次出现在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第一版中（１７９８年伦敦版第

３０３、３０５、３０６、３０７、３１２、３１３页及其他各页）。在第五版（１８１７年伦敦版）

中，它主要出现在第三篇第五章和第六章。在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

原理》中也出现过这个术语，例如在本册第３０页所引用的地方。——

第４５６页。

１３３ 琼斯在《关于劳动和资本的讲义》中关于沃里克是这样说的：“据说，著

名的沃里克伯爵，‘国王制造者’，不得不每天在自己的城堡和家里供养

四万人。”——第４５９页。

１３４ 这段引文马克思在手稿第ⅩⅤⅢ本的最后一页（手稿第１１５７页）又引

了一次，并且增加了这里所引用的马克思的补充评论。——第４６０页。

１３５ 关于收入及其源泉，马克思在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Ⅴ本后半部分作

了论述，他在这方面揭示了庸俗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见本册第４９９—６００页）。这个“补充部分”（这是马克思在手稿第ⅩⅠ

Ⅴ本封面上对它的称呼），也就是对《剩余价值理论》正文的补充，马克

思后来决定放在《资本论》第三部分，这从他在１８６３年１月拟定的这一

部分的计划可以看出；按照这一计划，第九章的标题应该是《收入及其

源泉》（见本卷第１册第４４７页）。——第４６６页。

１３６ 这里提到的两个英国经济学家当中，只有琼斯是牧师。——第４７２页。

１３７ 在手稿中接下去是《资本论》第三部分或第三篇的计划草稿——《资本

和利润》，作为插入部分放在方括号内。本版把这个计划收入本卷第１

册《附录》（第４４７页）。——第４７４页。

１３８ 在手稿（第１１４０—１１４４页）中接下去是：《资本论》第一部分或第一篇的

计划草稿——《资本的生产过程》，本版把这个计划收入本卷第１册《附

录》（第４４６页），再往下是从报刊杂志和书籍上摘录的关于利率的高

度、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各种比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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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材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引用了这里的某些

摘录。第１１４２页上有关庸俗政治经济学把利润看作资本家的“工资”的

辩护论观点的一小段话，收入本册《附录》（第５５３页）。——第４７４页。

１３９ 琼斯在这里引用的是重农学派的月刊《公民历书》（《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ｄｅｓ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１７６７年第三卷第５６页。——第４７７页。

１４０ 马克思指的是法国医生和旅行家弗朗斯瓦·贝尔尼埃的书《大莫卧儿

等国游记》，１６７０—１６７１年在巴黎初次出版，后来曾多次再版。马克思

在１８５３年６月２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从贝尔尼埃的这本书中引了很长

的两段，其中包括把印度的城市比作军营那句话（见《马克思恩格斯全

集》中文版第２８卷第２５６页）。——第４８０页。

１４１ 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是使用新固定资本的盈利性问题。只有在补偿磨

损的补充费用，因产品数量增多引起单位产品成本降低而得到补偿的

情况下，资本家才会使用追加固定资本。马克思的意思可以用下面的例

子来说明。

假定用手工纺纱生产的１０磅棉纱总价值为１０镑，其中８镑用在

原料上，２镑用在劳动力上（马克思在这里撇开利润不谈）。因此，用手

工纺的１磅棉纱的价值等于１镑。又假定，由于使用了机器，所生产的

棉纱数量增加到１００倍（是１０００磅而不是１０磅），原料的花费同样也

增加到１００倍，而劳动力的花费增加较少，例如增加到１０倍。在这种情

况下，１０００磅棉纱的价值等于８００镑（原料的花费）＋２０镑（劳动力的

花费）＋１６４镑（按马克思的假设，固定资本的损耗在这里是棉纱价值

的
１
６
），也就是说等于９８４镑。在这种情况下，１磅棉纱的价值大致是

９
１０

镑，也就是说，同手工纺纱相比棉纱落价了。这表明在这里机器的使用

是有利的。

假如棉纱数量只增加到１０倍（是１００磅而不是１０磅），那末棉纱

的价值等于８０镑（原料的花费）＋１２镑（劳动力的花费假定增加到６

倍）＋１０
２
９
镑（按马克思的假设，固定资本的损耗量现在减少到棉纱价

值的
１
１０
），也就是说，等于１０２

２
９
镑。这样，１磅棉纱的价值就超过了１

镑。这表明：尽管用以补偿固定资本损耗的费用相对减少了（从
１
６
减少

３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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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到
１
１０
），在这种情况下机器生产的棉纱还是比手工生产的棉纱贵。因

此，在这里机器的使用对资本家来说是不利的。——第４８３页。

１４２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指出，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的一部分，

在较长的时期内“继续作为生产资料存在，因而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４卷第１７９页）。马克思正是在这个

意义上在正文中谈到对投在土地上的鸟粪的“补偿损耗”问题。——第

４８３页。

１４３ 艺术和手工业协会（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ａｎｄＴｒａｄ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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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尔顿的报告发表在该协会

的周刊《艺术协会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１８５９年１２月

９日那一期上。马克思引用的那段话在该期第５６页上。——第４９０

页。

１４４ 在手稿第ⅩⅠⅤ本封面上草拟的《剩余价值理论》最后几章的计划中，

紧接着《理查·琼斯》（这第五部分结束）这一章之后，马克思写了：《补

充部分：收入及其源泉》（见本卷第１册第５页），而在第ⅩⅤ本封面上

草拟的这一本的目录中，有《庸俗政治经济学》这一题目（同上，第６

页）。这两个题目（《收入及其源泉》和《庸俗政治经济学》）占手稿第ⅩⅤ

本很大一部分篇幅，而且二者是紧密地交错在一起加以论述的。在这一

本（写于１８６２年１０月—１１月）里，马克思在手稿第８９０页上中断了对

霍吉斯金观点的分析，转而写关于收入及其源泉和关于庸俗政治经济

学的《补充部分》，庸俗政治经济学抓住收入及其源泉的拜物教形式的

外表，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辩护士理论。在进一步阐述有关问题

（也在第ⅩⅤ本）的过程中，这个《补充部分》首先转到对借贷资本的分

析，这种分析同对于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然后又

转到对商业资本这种不创造剩余价值而只分配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经

济领域的分析。这样一来，马克思就逐渐地越出了作为自己著作的历史

批判部分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直接对象的范围。

对商业资本的研究马克思一直继续到第ⅩⅤ本结尾。但下一本手

稿即第ⅩⅤⅠ本（１８６２年１２月）却以《第三章。资本和利润》这个标题

开始。这一本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在１８６５年写《资本论》第三卷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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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篇时广为利用的、对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

利润率以及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的研究。在第ⅩⅤⅠ本结尾，马克思转

到——如他自己所说——“这一篇最重要的问题”，即分析利润率随着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下降的原因。马克思后来把这个阐述加以

改写，用于《资本论》第三卷第三篇（《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这个阐

述是到下一本手稿即第ⅩⅤⅡ本（１８６２年１２月—１８６３年１月初）的开

头才完成的。

在第ⅩⅤⅡ本（从手稿第１０２９页开始），马克思重新回过头来分析

商业资本，继续手稿第ⅩⅤ本的正文。但是在这里马克思也中断了对商

业资本问题的阐述，这一次是为了写题为《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货币

的回流运动》的《补充部分》。这个篇幅相当大的《补充部分》，只是到第

ⅩⅤⅢ本（１８６３年１月）的开头，马克思才用下面的话作了结束：“对这

个问题的进一步考察应该推后”。接着，马克思又重新（在手稿第１０７５

页）回过头来研究商业资本，这一次他考察了不同的作者对这个问题的

观点。对商业资本的所有这些研究包括在手稿第ⅩⅤ、ⅩⅤⅡ和ⅩⅤⅢ

本中；马克思在１８６５年写作《资本论》第三卷第四篇时在很大程度上利

用了这些研究材料。结束了对商业资本的研究之后，马克思（在手稿第

１０８４页）又回到《剩余价值理论》，回到在第ⅩⅤ本中断的关于霍吉斯

金那一节。

从这里列举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Ⅴ—ⅩⅤⅢ本内容丰富的

材料中，按照马克思本人的计划，只有包含在第ⅩⅤ本中（第８９１—９５０

页）的《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济学》这一部分，作为附录收入本版

《剩余价值理论》。马克思著作的全部历史批判部分以此结束。——第

４９９页。

１４５ 马克思说的“概论这一篇”是指《资本一般》（《ｄａｓＫａｐｉｔａｌｉｍａｌｌｇｅ－

ｍｅｉｎｅｎ》）那一篇。按照１８５８—１８６２年计划，这一篇应由三部分组成

（《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二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

润》），紧接着这一篇之后应该是具有更专门性质的三篇：《资本的竞

争》、《信用》和《股份资本》。马克思在后来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还把

很多按照原来计划不属于《资本一般》这一篇问题范围的东西逐渐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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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和《二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这

几部分中。其中包括有很多与信用和信用制度有关的问题被收入由《资

本和利润》这一篇发展而来的《资本论》第三卷。——第５１２页。

１４６ 马克思指他的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Ⅰ本，这一本从《货币转化为资本》

这一节开始。该节第一小节是《Ｇ—Ｗ—Ｇ。资本的最一般形式》（１８６１—

１８６３年手稿第１—６页）。——第５１７页。

１４７ 指蒲鲁东在他同巴师夏的论战（１８４９—１８５０年）中为“无息信贷”辩护。

马克思在后面，在他的手稿第９３５—９３７页（见本册第５８１—５８５页）对

蒲鲁东的这个观点进行了批判。——第５１８页。

１４８ 动产信用公司（ＣｒｅｄｉｔＭｏｂｉｌｉｅｒ，全称Ｓｏｃｉｅｔ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ｒｅｄｉｔ

Ｍｏｂｉｌｉｅｒ）是法国的一家大股份银行，创办于１８５２年。该银行以进行金

融投机活动著称，最后于１８６７年破产。１８５６—１８５７年，马克思为伦敦

的宪章派报纸《人民报》（《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ａｐｅｒ》）和美国的报纸《纽约每

日论坛报》（《Ｎｅｗ－ＹｏｒｋＤａｉｌｙＴｒｉｂｕｎｅ》）写了六篇文章评论该银行的

投机活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１２卷第２３—４０、２１８、２２７、

３１３—３１７页以及第１３卷第８５—８６、１８６页）。——第５１８页。

１４９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章中指出：波佩认为，中世纪的商人不

过是行会手工业者或农民所生产的商品的“包买商”。见约·亨·摩·

波佩的著作《从科学复兴至十八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１８０７年哥丁根

版第１卷第７０页。——第５２０页。

１５０ 安·罗·雅·杜尔哥《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１７６６年版第７３

节和第８５节。——第５３０页。

１５１ 马克思指的是斯密《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第５５０页。

１５２ 马克思在两三年后写的《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三章里列举了关于奴隶

监工的引文。——第５５１页。

１５３ 罗雪尔在他的著作《国民经济学原理》（１８５４年）第一版序言中，不知羞

耻地引证了修昔的底斯。——第５５８页。

６２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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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４ 阿伦德在自己的著作中用专门的一节（第８８节第４２０—４２１页）论证了

犬税的正确性和合理性。——第５６１页。

１５５ 《韦斯明斯特评论》（《Ｔｈｅ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Ｒｅｖｉｅｗ》）——英国资产阶级自

由派杂志，１８２４年至１９１４年在伦敦出版，每年出四期。—— 第５６４

页。

１５６ 见注６和注１８。这里马克思是在ｃ＋ｖ的意义上使用“费用价格”这一术

语的。——第５７０页。

１５７ 在１８６３年１月拟定的《资本论》第三部分的计划中，倒数第二章即第十

一章的标题是《庸俗政治经济学》（见本卷第１册第４４７页）。这个计划

是在写完１８６１—１８６３年手稿第ⅩⅤ本中《收入及其源泉。庸俗政治经

济学》这一部分之后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拟定的。——第５８１页。

１５８ 马克思指《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

第１３卷第４５页和第７６页。——第５８１页。

１５９ 《人民之声报》（《ＬａＶｏｉｘｄｕＰｅｕｐｌｅ》）——蒲鲁东派的日报，１８４９年１０

月１日至１８５０年５月１４日在巴黎出版。——第５８３页。

１６０ 马克思指边沁的著作《为高利贷辩护》，１７８７年在伦敦出第一版，１７９０

年出第二版，１８１６年出第三版。——第５８６、５９８页。

１６１ 指１００古尔登的贷款，条件是分三期在莱比锡博览会上支付利息。在莱

比锡每年举行三次博览会：新年，复活节（春季），米迦勒节（秋

季）。——第５８７页。

１６２ 马克思以《关于高利贷，关于生息资本》为题的这段引文不是从路德的

著作《论商业与高利贷》（１５２４年）中摘出的，而是从路德的另一部著作

《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１５４０年）中摘出的，马克思

在后面第Ⅲ点考察了这一著作。——第５８８页。

１６３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著作《政治学》第一篇里讲过关于利息是一种违反自

然的东西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章考察了这个观点（见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２３卷第１８７页）。——第５９３页。

１６４ 托马斯·曼利不是１６６８年在伦敦匿名出版的论文《对货币利息的错误

７２６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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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法》的作者，而是另一篇论文的作者，这篇论文在内容上和前者很相

似，１６６９年在伦敦出版，标题是《利息为百分之六的高利贷。研究证明

托马斯·卡耳佩珀和约·柴尔德先生对百分之六的利率的指责是不公

正的》。《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这篇论文的作者是谁，没有查

明。——第５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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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名 索 引

Ａ

阿伯拉罕·圣克拉（ＡｂｒａｈａｍａＳａｎｔａ

Ｃｌａｒａ１６４４—１７０９）（乌尔利希·梅格尔

勒ＵｌｉｒｃｈＭｅｇｅｒｌｅ的笔名）——奥地利

天主教传教士和作家。——第５１页。

阿 伦 德，卡 尔（Ａｒｎｄ，Ｋａｒｌ１７８８—

１８７７）——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第５６０页。

安（Ａｎｎｅ１６６５—１７１４）—— 英 国 女 王

（１７０２—１７１４）。——第５９８、５９９页。

安德森，詹姆斯（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Ｊａｍｅｓ１７３９—

１８０８）——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

研 究了 级差 地租 理 论 的 基 本 特

征。——第３３、５２、６１页。

Ｂ

巴顿，约翰（Ｂａｒｔｏｎ，Ｊｏｈｎ十八世纪末——

十九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资产

阶 级古 典政 治 经 济 学 的 代 表 人

物。——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巴师夏，弗雷德里克（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１８０１—１８５０）——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鼓吹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

论。——第９７、５５７、５８１、５８３、５９３页。

班菲尔德，托马斯·查理（Ｂａｎｆｉｅｌｄ，

Ｔｈｏｍａｓ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９５—１８８０）—— 英

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３５９页。

贝尔尼埃，弗朗斯瓦（Ｂｅｒｎｉｅｒ，Ｆｒａｎｃｏｉｓ

１６２５—１６８８）——法国医生、旅行家和

作家。——第４８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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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２２、９１、１１８、１３３、１４３、

１４７—１８０、１８４、１９３、２０４、２８４、３２６页。

毕希，约翰·格奥尔格（Ｂｕｓｃｈ，Ｊｏｈａｎｎ

Ｇｅｏｒｇ１７２８—１８００）—— 德国经济学

家，基本上持重商主义观点。——第

２６６页。

边沁，耶利米（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ｅｒｅｍｙ１７４８—

１８３２）——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功

利主义理论家。——第５８６、５９３、５９７

页。

布坎南，大卫（Ｂｕｃｈａｎａｎ，Ｄａｖｉｄ１７７９—

１８４８）——英国政论家和资产阶级经济

学家，亚·斯密的追随者和注释

者。——第４４４页。

布雷，约翰·弗兰西斯（Ｂｒａｙ，ＪｏｈｎＦｒａｎｃｉｓ

１８０９—１８９５）——英国经济学家，空想

社会主义者，罗·欧文的信徒；他发展

了“劳动货币”论。—— 第３５３—３５５、

３５７页。

９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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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查 理 大 帝（Ｃｈａｒｌｅｍａｇｎｅ 约 ７４２—

８１４）——法兰克国王（７６８—８００）和皇

帝（８００—８１４）。——第５９８页。

查理二世（ＣｈａｒｌｅｓⅡ１６３０—１６８５）——英

国国王（１６６０—１６８５。——第５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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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４４页。

查 士丁尼一世（ＪｕｓｔｉｎｉａｎｕｓⅠ ４８３—

５６５）—— 拜 占 庭 皇 帝 （５２７—

５６５）。——第５９８页。

柴尔德，约瑟亚（Ｃｈｉｌｄ，Ｊｏｓｉａｈ１６３０—

１６９９）——英国经济学家，重商主义者，

银行家和商人。—— 第 ５１７、５９７、

５９９—６００页。

Ｄ

达 尔 林 普 尔，约 翰（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Ｊｏｈｎ

１７２６—１８１０）——苏格兰法学家和历

史学家。——第５９７页。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Ｄａｒｗｉｎ，Ｃｈａｒｌｅｓ

Ｒｏｂｅｒｔ１８０９—１８８２）——伟大的英国自

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

人。——第３２４页。

戴 韦 南 特，查 理（Ｄａｖｅｎａｎｔ，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６５６—１７１４）——英国经济学家和统

计学家，重商主义者。——第３５９页。

德·昆西，托马斯（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５—１８５９）—— 英国作家和经济学

家，李嘉图的注释者；他的著作反映了

李嘉图学派的没落和解体。—— 第

１３２—１３３页。

德斯杜特·德·特拉西伯爵，安都昂·路

易·克劳德（ＤｅｓｔｕｔｔｄｅＴｒａｃｙ，Ａｎ－

ｔｏｉｎｅ－Ｌｏｕｉｓ－Ｃｌａｕｄｅ，ｃｏｍｔｅｄｅ１７５４—

１８３６）——法国庸俗经济学家，感觉论

哲学家；君主立宪制的拥护者。——第

１４８、１９７页。

杜尔哥，安·罗伯尔·雅克（Ｔｕｒｇｏｔ，Ａｎｎｅ

－Ｒｏｂｅｒｔ－Ｊａｃｑｕｅｓ１７２７—１７８１）——

法国经济学家和国家活动家；重农学派

的最著名的代表；财政总稽核（１７７４—

１７７６）。——第２９７、４７８、５３０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道夫·茹尔·塞

扎尔·奥古斯特（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

Ａｄｏｌｐｈｅ－Ｊｕｌｅｓ－Ｃｅｓａｒ－Ａｕｇｕｓｔｅ

１７７７—１８５７）—— 法国诗人和历史学

家。——第５９９页。

杜伊利乌斯（马可·杜伊利乌斯Ｍａｒｃｕｓ

Ｄｕｉｌｉｕｓ公元前四世纪）——古罗马护民

官（公元前３５７）。——第５９８页。

Ｆ

费 尔 贝 恩，威 廉（Ｆａｉｒｂａｉｒｎ，Ｗｉｌｌｉａｍ

１７８９—１８７４）——英国工厂主，工程师

和发明家。——第４８８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Ⅱ １１９４—

１２５０）——西西里国王，所谓神圣罗马

帝国的皇帝（１２１２—１２５０）。—— 第

５９８页。

傅立叶，沙尔（Ｆｏｕｒｉｅｒ，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７２—

１８３７）——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２６０页。

Ｇ

歌德，约翰·沃尔弗干格（Ｇｏｅｔｈｅ，Ｊｏｈａｎｎ

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１７４９—１８３２）—— 伟大的德

国作家和思想家。——第１９３页。

葛德文，威廉（Ｇｏｄｗｉ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５６—

１８３６）——英国小资产阶级作家和政论

０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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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唯理论者，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

一。——第６１页。

格努齐乌斯，鲁齐乌斯（Ｇｅｎｕｃｉｕｓ，Ｌｕｃｉｕｓ

公元前四世纪）——古罗马护民官（公

元前３４２）。——第５９８页。

Ｈ

贺雷西（昆图斯·贺雷西·弗拉克）

（ＱｕｉｎｔｕｓＨｏｒａｔｉｕｓＦｌａｃｃｕｓ 公 元 前

６５—８）——杰出的罗马诗人。——第

１６、５５页。

亨利八世（ＨｅｎｒｙⅧ１４９１—１５４７）——英

国国王（１５０９—１５４７）。——第５９８、５９９

页。

霍吉斯金，托马斯（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ｏｍａｓ

１７８７—１８６９）——英国经济学家和政论

家；从空想社会主义的立场维护无产阶

级的利益和批判资本主义，他利用李嘉

图的理论推出社会主义的结论。——

第２８６、２８９、２９２—２９５、２９７、３０１—３０４、

３０９、３１８—３１９、３２１—３２７、３３３、３３５—

３３９、３４４、３４６—３５０、３５２、４９１页。

霍 普 金 斯，托 马 斯（Ｈｏｐｋｉｎｓ，Ｔｈｏ

ｍａｓ）——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资产阶

级经济学家。—— 第２９１、３８９、４４４

页。

Ｊ

吉尔巴特，詹姆斯·威廉（Ｇｉｌｂａｒｔ，Ｊａｍｅｓ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４—１８６３）——英国银行家

和经济学家，写有许多有关银行业的著

作。——第５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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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密著作的翻译者和批评者。——

第２０—２１页。

加利阿尼，斐迪南多（Ｇａｌｉａｎｉ，Ｆｅｒｄｉ－ｎ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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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４页。

加尼耳，沙尔（Ｇａｎｉｌｈ，Ｃｈａｒｌｅｓ１７５８—

１８３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庸俗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摹仿

者。——第５９７页。

金，格 雷 哥 里（Ｋｉｎｇ，Ｇｒｅｇｏｒｙ１６４８—

１７１２）——英国统计学家。——第３５９

页。

Ｋ

卡耳佩珀，托马斯（Ｃｕｌｐｅｐｅｒ，Ｔｈｏｍａｓ

１５７８—１６６２）——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的拥护者。——第５１７、

５９７、５９９页。

卡托（老卡托）（马可·波尔齐乌斯·卡

托）（ＭａｒｃｕｓＰｏｒｃｉｕｓＣａｔｏ 公 元 前

２３４—１４９）—— 罗马政治活动家和作

家。——第５８７页。

卡泽诺夫，约翰（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ｏｈｎ十九世

纪）——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

马尔萨斯的信徒。——第３、７、９、１７、

２４—２５、２７、２９—３０、５７、６３—６４、６５、１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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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６页。

凯里，亨利·查理（Ｃａｒｅｙ，ＨｅｎｒｙＣｈａｒｌｅｓ

１７９３—１８７９）——美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反动的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利益

调和论的创始人。——第１９９、２７９页。

康斯坦西奥，弗朗西斯科·索拉诺（Ｃｏｎ

ｓｔａｎｃｉｏ，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 Ｓｏｌａｎｏ １７７２—

１３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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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６）——葡萄牙医生，外交家和作家；

曾把一些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译成法

文。——第１１２页。

柯贝特，托马斯（Ｃｏｒｂｅｔ，Ｔｈｏｍａｓ）——十

九世纪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第３１５、３１６、３９３页。

库斯托第，彼得罗（Ｃｕｓｔｏｄｉ，Ｐｉｅｔｒｏ１７７１—

１８４２）——意大利经济学家，十六世纪

末至十九世纪初意大利经济学家著作

的出版者。——第２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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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６０—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４、３７８、３８２—

３８３、３８５、３８７—３８８、３８９—３９１、３９３—

３９８、４００—４０２、４０８、４７１—４７２页。

莱勒，约翰（Ｌａｌｏｒ，Ｊｏｈｎ１８１４—１８５６）——

英国 资 产阶 级政 论 家 和 经 济 学

家。——第２８９、３１６页。

莱文斯顿，皮尔西（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ｉｅｒｃｙ死

于１８３０年）——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

主义者，他维护无产阶级利益，反对马

尔萨斯主义。—— 第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９、

２９３、３４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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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２页。

劳，卡尔·亨利希（Ｒａｕ，ＫａｒｌＨｅｉｎｒｉｃｈ

１７９２—１８７０）——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

济学家，在个别问题上赞同斯密和李嘉

图的观点。——第５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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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７—９、１２—１３、１７—

１８、２２—２８、５０—５５、６７、７０—７３、７５—

７６、８１—８２、８７—８９、９１、９３—９４、９６—

９７、９９—１０２、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０—１１９、

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５、１２７—１３０、１３２—１３５、

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７—１４９、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４—

１６６、１７２、１７８—１８０、１８２—１８７、１９０—

１９３、１９４、１９６—２００、２０１—２０４、２０７—

２１０、２１４、２１９—２２０、２２６、２３２、２４７、

２５９—２６２、２６５—２６６、２６７、２７７—２７９、

２８１—２８６、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４、３０１、３４６、

３６７—３６８、３７３、３８８、３９０、４１８、４２０．４３６、

４３８—４３９、４４２—４４４、４４７、４４９、４７３、

４８７、４９３、５００、５５７—５５８、５６１、５６３—

５６４、５７４页。

卢梭，让·雅克（Ｒｏｕｓｓｅａｕ，Ｊｅａｎ－Ｊａｃｑｕｅｓ

１７１２—１７７８）——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

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

家。——第６３页。

路 德，马 丁（Ｌｕｔｈｅｒ，Ｍａｒｔｉｎ １４８３—

１５４６）——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德

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

等级的思想家，在１５２５年农民战争时

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

市贫民。—— 第５８６、５８８、５９１、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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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５页。

罗 素，约 翰 （Ｒｕｓｓｅｌｌ，Ｊｏｈｎ １７９２—

１８７８）——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

袖，首 相（１８４６—１８５２ 和 １８６５—

１８６６）。——第２６０页。

罗雪尔，威廉·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

（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ｉｌｈｅｌｍ Ｇｅｏｒｇ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８１７—１８９４）——德国庸俗经济学家，

莱比锡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中所谓历

史学派的创始人。—— 第１９８、２０２、

３８９、５５３、５５８页。

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约翰·卡尔

２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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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ｏｄｂｅｒｔｕｓ－Ｊａｇｅｔｚｏｗ，ＪｏｈａｎｎＫａｒｌ

１８０５—１８７５）——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和

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化的普鲁士容克

的思想家，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反动

思想的鼓吹者。——第３３６页。

洛克，约翰（Ｌｏｃｋｅ，Ｊｏｈｎ１６３２—１７０４）——

杰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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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７页。

Ｍ

马尔萨斯，托马斯·罗伯特（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ｏｍｅｓ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６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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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４、７—１３、１５、１７—３７、４１—４３、４５—４６、

４８—５２、５８—６４、７２—７３、７８—７９、８１—

８２、８５、９７、１０２、１１５—１１７、１２５、１２８、

１３３、１６１、１６８、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５—１８６、

１９２、２０２、２６４—２６５、２８４、２９３、３３９、３６４、

３９０、４５６、４７２页。

马利昂，莫迪凯（Ｍｕｌｌｉｏｎ，Ｍｏｒｄｅｃａｉ）——

见威尔逊，约翰。

麦克库洛赫，约翰·雷姆赛（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ＪｏｈｎＲａｍｓａｙ１７８９—１８６４）——英国资

产阶级经济学家，李嘉图经济学说的庸

俗化者，资本主义制度的狂热辩护

士。—— 第 ２３、６８—６９、９０—９１、９７、

１１０、１８２—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４、

２６０、２９４页。

曼利，托马斯（Ｍａｎｌｅｙ，Ｔｈｏｍａｓ１６２８—

１６９０）——英国作家和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重商主义者。——第５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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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著

作。——第４９０页。

穆勒，约翰·斯图亚特（Ｍｉｌｌ，ＪｏｈｎＳｔｕａｒｔ

１８０６—１８７３）——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和实证论哲学家，古典政治经济学派

的摹仿者，詹姆斯·穆勒的儿子。——

第８６、１１２、２０４、２０８—２１３、２１６—２２２、

２２４—２２６、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２—２３３、２４１—

２４２、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８—２５９、

５６１、５６３页。

穆 勒，詹 姆 斯（Ｍｉｌｌ，Ｊａｍｅｓ１７７３—

１８３６）——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

哲学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同时

也从李嘉图理论中得出某些激进的结

论。—— 第２３—２４、５７—５８．６５、７７、

８７—１０４、１０６、１０８—１１１、１７８、１８０、

１８２、１８７、１９３、１９５—１９６、１９８、２０１—

２０２、２９３、３６６、４３７页。

Ｎ

拿破仑第一（拿破仑·波拿巴）（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Ⅰ，Ｎａｐｏｌｅｏｎ Ｂｏｎａｐａｒｔｅ １７６９—

１８２１）—— 法国皇帝（１８０４—１８１４和

１８１５）。——第２８９页。

尼布尔，巴托尔德·格奥尔格（Ｎｉｅｂｕｈｒ，

ＢａｒｔｈｏｌｄＧｅｏｒｇ１７７６—１８３１）——德国

的古代史学家。——第５９８页。

纽曼，弗兰西斯·威廉（Ｎｅｗｍａｎ，Ｆｒａｎ－

ｃｉｓ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８０５—１８９７）——英国语言

学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激进派，写有

一些关于宗教、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著

作。——第５９７页。

Ｏ

欧 文，罗 伯 特（Ｏｗｅｎ，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７１—

１８５８）——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

者。——第５４、２６０、２８７页。

３３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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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帕里佐，雅克·德奥多（Ｐａｒｉｓｏｔ，Ｊａｃｑｕｅｓ－

Ｔｈｅｏｄｏｒｅ生于１７８３年）——詹姆斯·

穆勒的著作法文版的译者。——第９２、

９８、１０３、１０６页。

帕特森，威廉（Ｐａｔｅｒｓｏｎ，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６５８—

１７１９）——英格兰银行的创始人。——

第５９７页。

皮 尔，罗 伯 特（Ｐｅｅｌ，Ｒｏｂｅｒｔ１７８８—

１８５０）——英国国家活动家，托利党温

和派的领袖，首相（１８３４—１８３５和

１８４１—１８４６）；１８４６年在自由党人的支

持下废除了谷物法。——第２４３页。

品得（Ｐｉｎｄａｒ约公元前５２２—４４２）——古

希腊诗人，写了许多瑰丽的颂诗。——

第３０３页。

蒲鲁东，比埃尔·约营夫（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ｉｅｒｒｅ－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０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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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８、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６、５９１

页。

普 莱 斯，理 查（Ｐｒｉｃ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１７２３—

１７９１）——英国政论家，经济学家和道

德论哲学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

者。——第２６３页。

普雷沃，比埃尔（Ｐｒｅｖｏｓｔ，Ｐｉｅｒｒｅ１７５１—

１８３９）——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物

理学家，马尔萨斯的著作法文版的译

者。——第６２页。

普雷沃，吉约姆（Ｐｒｅｖｏｓｔ，Ｇｕｉｌｌｅａｕｍｅ

１７９９—１８８３）——瑞士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李嘉图理论的庸俗化者；比埃尔·

普雷沃之子。——第１１０—１１６页。

Ｑ

琼 斯，理 查（Ｊｏｎｅｓ，Ｒｉｃｈａｒｄ １７９０—

１８５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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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３９—４４４、４４６—４４８、

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４—４７４、４７６—４８３、４８５、

４８９、４９１—４９４、４９６页。

Ｓ

萨伊，让·巴蒂斯特（Ｓａｙ，Ｊｅａｎ－Ｂａｐｔｉｓｔｅ

１７６７—１８３２）——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

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

第８１、９７、９９、１１２、１２７—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２、

１９６—２０２、２７７、５５７、５９３页。

塞涅卡（鲁齐乌斯·安涅乌斯·塞涅卡）

（ＬｕｃｉｕｓＡｎｎａｅｕｓＳｅｎｅｃａ公元前４左右

—公元６５）——罗马哲学家，作家和政

治活动家；所谓新斯多葛学派的最杰出

的代表人物之一。——第５９１页。

舍尔比利埃，安都昂·埃利泽（Ｃｈｅｒｂｕ

ｌｉｅｚ，Ａｎｔｏｉｎｅ－Ｅｌｉｓｅｅ１７９７—１８６９）——

瑞士经济学家，西斯蒙第的追随者，他

把西斯蒙第的理论同李嘉图理论的基

本原理结合在一起。—— 第３９９—

４０２、４０７—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１、４３６—４３８

页。

舍韦，沙尔·弗朗斯瓦（Ｃｈｅｖｅ，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１８１３—１８７５）——法国小资产

阶级政论家和社会学家。——第５８３

页。

圣 西 门，昂 利（Ｓａｉｎｔ－ Ｓｉｍｏｎ，Ｈｅｎｒｉ

１７６０—１８２５）——伟大的法国空想社

会主义者。——第２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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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１页。

斯 密，亚 当 （Ｓｍｉｔｈ，Ａｄａｍ １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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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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８、１３、１７—１８、２０—

２１、２３、２５—２６、３４、５１、６５、７０—７１、７３、

７５、８５、１１３、１１７、１２４、１２７、１２９、１３１、

１８６—１８８、１９５—２００、２０２、２０５、２２０、

２６１、２７８—２７９、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７、３４６、

３７０、３７３、３９０、４１８、４５２、４５６、４６９、４７６、

４８７、４９２、５００、５５０、５５５—５５８、５６０—

５６１、５７２、５７４页。

斯宾斯，托马斯（Ｓｐｅｎｃｅ，Ｔｈｏｍｅｓ１７５０—

１８１４）——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

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建立农业社会主

义。——第６１页。

斯特林，帕特里克·詹姆斯（Ｓｔｉｒｌｉｎｇ，

ＰａｔｒｉｃｋＪａｍｅｓ１８０９—１８９１）——英国庸

俗经济学家。——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斯图亚特，詹姆斯（Ｓｔｅｕａｒｔ，Ｊａｍｅｓ１７１２—

１７８０）——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

商主义的后期代表人物之一。——第

２１２、２６６、４３９页。

Ｔ

泰 勒，汤 姆 （Ｔａｙｌｏｒ，Ｔｏｍ １８１７—

１８８０）——英国剧作家和记者。——

第３１、４５页。

唐森，约瑟夫（Ｔｏｗｎｓｅｎｄ，Ｊｏｓｅｐｈ１７３９—

１８１６）——英国牧师，地质学家和社会

学家，鼓吹反科学的人口论，后为马尔

萨斯所利用。——第３３、５２、６１页。

图拉真（马可·乌尔皮·图拉真）（Ｍａｒｃｕｓ

ＵｌｐｉｕｓＴｒａｊａｎｕｓ５３—１１７）—— 罗马皇

帝（９８—１１７）和统帅。——第５９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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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５８、７０、７３—７９、８１—

８２、１０２、１７９、１９３、２０４、２４３、２８４、２９３

页。

Ｗ

威 尔 逊，约 翰（Ｗｉｌｓｏｎ，Ｊｏｈｎ１７８５—

１８５４）——英国文学家和政论家，用不

同的笔名发表文章。—— 第２０２—

２０３、２６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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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的殖民理论。——第１００、２０５、２７８、

３１８页。

威斯特，爱德华（Ｗｅｓｔ，Ｅｄｗａｒｄ１７８２—

１８２８）——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研究过

地租问题。——第３３９页。

沃里克伯爵，理查·尼维尔（Ｗａｒｗｉｃｋ，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Ｎｅｖｉｌｌｅ，Ｅａｒｌ ｏｆ １４２８—

１４７１）——英国封建主，在红白蔷薇战

争（１４５５—１４８５）中起巨大作用；他操纵

了立王事宜，因此得外号“国王制造

者”。——第４５９页。

Ｘ

西尼耳，纳骚·威廉（Ｓｅｎｉｏｒ，Ｎａｓｓａｕ

Ｗｉｌｌｉａｍ１７９０—１８６４）——英国资产阶

级庸俗经济学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

士，反对缩短工作日。——第２４、３８９、

５６２页。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

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ｅａｎ－Ｃｈａｒｌｅｓ－Ｌｅｏｎａ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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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５０—５２、５５—５６、６１、８７、

２８５、２８７、３１６、３９９、４２０—４２１、４３６—

４３８、４４４、４６７页。

５３６人 名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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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勒，弗里德里希（Ｓｃｈｉｌｌｅｒ，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１７５９—１８０５）—— 伟 大 的 德 国 作

家。——第１８６页。

夏韦，奥诺莱·约瑟夫（Ｃｈａｖｅｅ，Ｈｏｎｏｒｅ

－Ｊｏｓｅｐｈ１８１５—１８７７）——比利时的语

文学家。——第３２７页。

休耳曼，卡尔·迪特里希（Ｈｕｌｌｍａｎｎ，Ｋａｒｌ

Ｄｉｅｔｒｉｃｈ１７６５—１８４６）——德国资产阶

级历史学家，写有一些中世纪史方面的

著作。——第５９８页。

休 谟，大 卫 （Ｈｕｍｅ，Ｄａｖｉｄ １７１１—

１７７６）——英国哲学家，主观唯心主义

者，不可知论者；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

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反对者，货币数

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第

５９７页。

修昔的底斯（Ｔｈｕｋｙｄｉｄｅｓ公元前４６０左右

—３９５）——古希腊最著名的历史学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第

２０２、５５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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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动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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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３、

５９５页。

尤 尔，安 得 鲁（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ｗ １７７８—

１８５７）——英国化学家，资产阶级庸俗

经济学家，写有一些工业经济方面的

著作。——第４８８—４８９页。

Ｚ

詹姆斯一世（ＪａｍｅｓⅠ１５６６—１６２５）——

英国国王（１６０３—１６２５）。—— 第５９９

页。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

Ａ

安泰——古希腊神话中的巨人，里比亚的

主宰，海神波赛东和地神盖娅的儿子；

他只要身体不离土地，就能从母亲大地

身上不断吸取力量，所向无敌。——第

５９６页。

Ｄ

邓德里厄里勋爵——汤姆·泰勒的喜剧

《我们的美国亲戚》的主人公。——第

３１、４５页。

Ｇ

格里昂——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有三身

之巨人。——第５９６页。

Ｈ

海格立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最为

大家喜爱的英雄，以非凡的力气和勇武

的功绩著称。——第５９６页。

Ｋ

卡库斯——罗马神话中的吐火怪物，火神

武尔坎的儿子，住在阿文丁山的山洞

里；杀害过路人。——第５９６页。

Ｍ

摩洛赫——古腓尼基和迦太基的宗教中

的太阳神、火神和战神，祭祀摩洛赫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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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活人作祭品，因此摩洛赫这一名字

成了残忍、吞噬一切的暴力的化

身。——第５０５页。

Ｐ

波利菲米斯——据古希腊神话说，是居住

在西西里岛上的一个吃人的独眼巨

人。——第５９２页。

Ｗ

乌利斯，或奥德赛——《伊利亚特》和《奥

德赛》中的主人公，传说中的伊大卡岛

国王，特洛伊战争时希腊军队领袖之

一，以大胆、机智和善辩著称。——第

５９２页。

Ｙ

以西结——圣经中的先知。—— 第５８７

页。

以赛亚——圣经中的先知。—— 第５８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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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Ａ

阿伦德，卡·《与垄断精神及共产主义相

对立的合乎自然的国民经济学，附与本

书有关的资料的评述》１８４５年哈瑙版

（Ａｒｎｄ，Ｋ．ＤｉｅｎａｔｕｒｇｅｍａｓｓｅＶｏｌｋｓ－

ｗｉｒｔｈｓｃｈａｆｔ，ｇｅｇｅｎｕｂｅｒｄｅｍ Ｍｏｎｏ－

ｐｏｌｉｅｎｇｅｉｓｔｅｕｎｄｄｅｍ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ｍｕｓ，

ｍｉｔｅｉｎｅｍＲｕｃｋｂｌｉｃｋｅａｕｆｄｉｅｅｉｎｓｃｈｌａ

ｇｅｎｄｅ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Ｈａｎａｕ，１８４５）。——第

５６０—５６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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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ａｓｔｉａｔ，Ｆｒ．Ｇｒａｔｕｉｔｅｄｕｃｒｅｄｉｔ．Ｄｉｓ

ｃｕｓｓｉｏｎｅｎｔｒｅＭ．Ｆｒ．ＢａｓｔｉａｔｅｔＭ．

Ｐｒｏｕｄｈｏｎ．Ｐａｒｉｓ，１８５０），—— 第５８３—

５８５页。

班菲尔德，托·查·《产业组织。１８４４年春

季学期在剑桥大学的演讲录》１８４８年伦

敦第２版（Ｂａｎｆｉｅｌｄ，Ｔ．Ｃ．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ｉｎａｃｏｕｒｓｅｏｆ

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ｔｅｒｍ１８４４．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第１版１８４５年

在伦敦出版。——第３５９页。

贝尔尼埃，弗·《弗朗斯瓦·贝尔尼埃大

莫卧儿等国——印度斯坦、克什米尔王

国——游记》１８３０年巴黎版第１—２卷

（Ｂｅｒｎｉｅｒ，Ｆ．Ｖｏｙａｇｅｓ ｄｅ Ｆｒａｎ汅ｏｉｓ

Ｂｅｒｎｉｅｒ，ｃｏｎｔｅｎａｎｔｌａ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Ｅ

ｔａｔｓｄｕＧｒａｎｄＭｏｇｏｌ，ｄｅｌ’Ｉｎｄｏｕｓｔａｎ，

ｄｕｒｏｙａｕｍｅｄｅＣａｃｈｅｍｉｒｅ，ｅｔｃ．Ｔｏｍｅｓ

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０）。本书第１版以两

个小开本两卷集形式出版：《大莫卧儿

等国最近变革的历史》１６７０年巴黎版第

１—２ 卷 （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ｅ ｌａ ｄｅｒｎｉèｒｅ

ｒé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ｄｅｓＥｔａｔｓｄｕＧｒａｎｄＭｏｇｏｌ．

Ｔｏｍｅｓ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６７０）和《贝尔尼

埃先生大莫卧儿帝国回忆录（续）》１６７１

年 巴 黎 版 第 ３—４ 卷（Ｓｕｉｔｅｄｅｓ

ＭéｍｏｉｒｅｓｄｕｓｉｅｕｒＢｅｒｎｉｅｒｓｕｒｌ’ｅｍｐｉｒｅ

ｄｕＧｒａｎｄＭｏｇｏｌ．ＴｏｍｅｓⅢ—Ⅳ．Ｐａｒｉｓ，

１６７１）。——第４８０页。

［贝利，赛·］《对价值的本质、尺度和原因

的批判研究，主要是论李嘉图先生及其信

徒的著作》，《略论意见的形成和发表》一

书的作者著，１８２５年伦敦版（［Ｂａｉｌｅｙ，

Ｓ．］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

８３６

凡不能确切判明马克思利用的著作的版本，本索引只注出该著作的第一版。放

在四角括号［ ］内的是已经查清的匿名著作的作者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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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ｖａｌｕｅ；ｃｈｉｅｆｌｇｉｎ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ｗｒｉｔｉｎｇｓｏｆ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

ａｎｄｈｉｓｆｏｌｌｏｗｅｒｓ．ＢｙｔｈｅａｕｔｈｅｒｏｆＥｓ

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ｏｐｉｎｉｏｎ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 第

２１—２２、９１、１１８、１３３、１４３、１４８、１５０、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４—１５５、１５７—１５９、１６２—

１６７、１７２—１７７、１７９—１８１页。

［贝利，赛·］《为〈韦斯明斯特评论〉杂志

上一篇关于价值的论文给一位政治经济

学家的信》１８２６年伦敦版（［Ｂａｉｌｅｙ，Ｓ．］Ａ

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ｏｃｃａ

ｓｉｏｎｅｄｂｙａｎａｒｔｉｃｌｅ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ｏ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ｖａｌｕｅ．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６）。——第１３４页。

边沁，耶·《为高利贷辩护》１７８７年伦敦版

（Ｂｅｎｔｈａｍ，Ｊ．Ｄｅｆｅｎｃｅｏｆｕｓｕｒ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７８７）。—— 第 ５８６、５９７—５９８

页。       

波佩，约·亨·摩·《从科学复兴至十八

世纪末的工艺学历史》１８０７—１８１１年哥

丁 根版第１—３卷（Ｐｏｐｐｅ，Ｊ．Ｈ．Ｍ．

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ｅｉｔｄｅｒ

Ｗｉｅｄｅｒｈｅ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 ｄｅｒ Ｗｉｓ－ ｓｅｎ

ｓｃｈａｆｔｅｎｂｉｓａｎｄａｓＥｎｄｅｄｅｓａｃｈｔｚｅｈｎ

ｔｅｎ 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ｓ．Ｂａｎｄｅ Ⅰ—Ⅲ．

Ｇｏｔｔｉｎｇｅｎ，１８０７—１８１１）。—— 第５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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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

ｂｏｕｒ’ｓｗｒｏｎｇｓａｎｄｌａｂｏｕｒ’ｓｒｅｍｅｄｙ；

ｏｒ，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ｍｉｇｈｔａｎｄｔｈｅａｇｅｏｆ

ｒｉｇｈｔ．Ｌｅｅｄｓ，１８３９）。——第３５３—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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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ｙ

ｉｎｃｏｎｎｅｘ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ｍｏｒａ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Ｇｌａｓｇｏｗ，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Ｄｕｂｌｉｎ

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１版也是１８３２

年在上述各地出版。—— 第５６、３４４

页。

柴尔德，约·《论商业和论货币利息降

低所产生的利益。附托马斯·卡耳

佩珀所写的略论反对高利贷》，译自英

文，１７５４年阿姆斯特丹、柏林版（Ｃｈｉｌｄ，

Ｊ．Ｔｒａｉｔｅｓｓｕｒｌ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ｅｔｓｕｒｌｅｓａ

ｖａｎｔａｇｅｓｑｕｉｒｅｓｕｌｔｅｎｔｄｅｌａ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ｅ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ｄｅｌ’ａｒｇｅｎｔ．Ａｖｅｃｕｎｐｅｔｉｔ

ｔｒａｉｔｅｃｏｎｔｒｅｌ’ｕｓｕｒｅ，ｐａｒＴｈｏｍａｓ

Ｃｕｌｐｅｐｅｒ．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ｄｅｌ’ａｎｇｌｏｉｓ．Ａｍｓ

ｔｅｒｄａｍｅｔＢｅｒｌｉｎ，１７５４）。柴尔德这本著

作的第１版以小册子形式１６６８年在伦

敦出版。在１６６９—１６７０年期间柴尔德

为本书补写了１０章，以后此书曾再版

多次。卡耳佩珀的著作的第１版１６２１

年在伦敦问世；从１６６８年起它作为柴

尔德著作的附录出版。——第５９９—

６００页。

Ｄ

达尔林普尔，约·《大不列颠封建所有制

通史概论》１７５９年伦敦增订第４版

（Ｄａｌｒｙｍｐｌｅ，Ｊ．ＡｎＥｓｓａｙｔｏｗａｒｄｓａ

ｇｅｎｅｒ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ｆｅｕｄ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

ＧｒｅａｔＢｒｉｔａｉｎ．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ｃｏｒ

ｒ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ｅｎｌａｒｇ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５９）。第

９３６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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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版１７５７年在伦敦出版。——第５９７

页。

［戴韦南特，查·］《论使一国人民在贸易

差额中成为得利者的可能的方法》１６９９

年伦敦版（［Ｄａｖｅｎａｎｔ，Ｃｈ．］ＡｎＥｓｓａｙｕｐ

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ａ

ｐｅｏｐｌｅｇａｉｎ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ｌａｎｃｅｏｆｔｒａｄｅ．

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９９）。——第３５９页。

［德·昆西，托·］《三位法学家关于政治

经济学的对话，主要是关于李嘉图先生

的〈原理〉》（［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Ｄｉａｌｏ－

ｇｕｅｓｏｆｔｈｒｅｅｔｅｍｐｌａｒ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ｃｈｉｅｆｌｙ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

Ｍｒ．Ｒｉｃａｒｄｏ）。载于１８２４年４—５月《伦

敦杂志》。——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德·昆西，托·《政治经济学逻辑》１８４４年

爱丁堡和伦敦版（ＤｅＱｕｉｎｃｅｙ，Ｔｈ．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第１３２页。

杜尔哥，安·罗·雅·《关于财富的形成

和分配的考察》（１７６６年），载于欧·德

尔新出版的《杜尔哥全集》１８４４年巴黎

版第１卷（Ｔｕｒｇｏｔ，Ａ．Ｒ．Ｊ．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

ｓｕｒｌ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ｔｌ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ｄ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１７６６）．Ｉｎ：ＯｅｕｖｒｅｓｄｅＴｕｒ

ｇｏｔ．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Ｅ．Ｄａｉｒｅ．

Ｔｏｍｅｐｒｅｍｉｅｒ．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４）。—— 第

５３０页。

杜罗·德·拉·马尔，阿·茹·《罗马人

的政治经济学》１８４０年巴黎版第１—２

卷（ＤｕｒｅａｕｄｅＬａＭａｌｌｅ，Ａ．Ｊ．Ｅｃｏ－

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Ｒｏｍａｉｎｓ．Ｔｏｍｅｓ

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０）。—— 第 ５９８—

５９９页。

《对货币利息的错误看法，或论证利息的

降低是国家富裕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

百分之六是王国当前条件下合适的利息

率》１６６８年伦敦版（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ｏｆｍｏ－ｎｅｙ

ｍｉｓｔａｋｅｎ，ｏｒａ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ａｔｔｈｅ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ｉｓ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ａｎｄ

ｎｏｔ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ｃｈｅｓｏｆａｎ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ａｔｓｉｘ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ｓａ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

ｔｈｉｓｋｉｎｇｄｏｍ．Ｌｏｎｄｏｎ，１６６８）。—— 第

５９９页。

Ｇ

《根据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得出的国民困

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

勋爵的一封信》１８２１年伦敦版（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ａｎｄｒｅｍｅｄｙｏｆ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ｉ

ｃｕｌｔｉｅｓ，ｄｅｄｕｃｅｄｆｒｏ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ｉｎａ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ＬｏｒｄＪｏｈｎ

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２６０—

２６３、２７６—２８３、２８６—２８７、２９２—２９３、

３３３、３４６页。

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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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ｂｏｕｒｄｅｆｅｎｄ

ｅｄａｇａｉｎｓｔｔｈｅｃｌａｉｍｓ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ｏｒ，ｔｈｅ

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 ｐｒｏｖｅｄ．

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ｏｍｂｉｎａ

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ｓｔｊｏｕｒｎｅｙｍｅｎ．Ｂｙａｌａｂｏｕｒ

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５）。—— 第２８９、２９３—

２９５、３０４—３０６、３２４—３２５、３２８—３２９、

０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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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３３、３４６——３４８、３５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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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ｍｙＦｏｕｒ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Ｌｏｎ

ｄ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７）。——第２８９、３４９—３５２、４９１页。

［霍吉斯金，托·］《财产的自然权利和人

为 权 利 的 比 较》１８３２ 年 伦 敦 版

（［Ｈｏｄｇｓｋｉｎ，Ｔｈ．］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ａｎｄａｒｔｉ

ｆｉｃｉａｌｒｉｇｈｔｏｆ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２）。——第３５２—３５３页。

霍普金斯，托·《关于调节地租、利润、工

资和货币价值的规律的经济研究》１８２２

年伦敦版（Ｈｏｐｋｉｎｓ，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ｌｅｎ

ｑｕｉｒｉｅｓ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ｌａｗｓｗｈｉｃｈｒｅｇｕ

ｌａｔｅｒ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ｔ，ｗａｇ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ｖａｌｕｅｏｆ

ｍｏｎｅ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２）。—— 第 ３８９

页。

霍普金斯，托·《论地租及其对生存资料

和人口的影响》１８２８年伦敦版（Ｈｏｐ

ｋｉｎｓ，Ｔｈ．Ｏｎｒｅｎｔｏｆｌａｎｄ，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

ｅｎｃｅｏｎｓｕｂｓｉｓｔ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８）。——第２９１页。

Ｊ

吉尔巴特，詹·威·《银行业的历史和原

理》１８３４年伦敦版（Ｇｉｌｂａｒｔ，Ｊ．Ｗ．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ｂａｎｋｉｎｇ．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３４）。——第５９９页。

加利阿尼，斐·《货币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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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Ｇａｌｉａｎｉ，Ｆ．

Ｄｅｌｌａｍｏｎｅｔａ（１７５０）．Ｉｎ：Ｓｃｒｉｔ－ｔｏｒｉ

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ｉｔａｌｉａｎｉｄｉｅｃｏｎｏｍｉ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

Ｐａｒｔｅ ｍｏｄｅｒｎａ．Ｔｏｍｏ Ⅲ．Ｍｉｌａｎｏ，

１８０３）。——第２９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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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ｓｓｙｓｔｅｍｅｓｄ’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ｖａｌｅｕｒｃｏｍｐａｒａ

ｔｉｖｅｄｅｌｅｕｒｓ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ｅｔｄｅｃｅｌｌｅｑｕｉ

ｐａｒａｉｔｌａｐｌｕｓ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ａｕｘｐｒｏｐｒｅｓｄｅ

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ｅｃｏｎｄ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

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１）。第１版１８０９年在

巴黎出版。——第５９７页。

Ｋ

卡 耳 佩 珀，托 ·《论 反 对 高 利 贷》

（Ｃｕｌｐｅｐｅｒ，Ｔｈ．Ｔｒａｉｔｅｃｏｎｔｒｅｌ’

ｕｓｕｒｅ）——见柴尔德，约·《论商业和

论货币利息降低所产生的利益。附托

马斯·卡耳佩珀所写的略论反对高利

贷》。

卡泽诺夫，约·《为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

学定义〉新版所写的序言、注释和补充

评论》（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Ｐｒｅｆａｃｅ，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ｓｔｏａ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Ｍａｌｔｈｕｓ’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见马尔萨斯，托·罗·《政

治经济学定义》。

［卡泽诺夫，约·］《政治经济学大纲。略论

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规律》１８３２年

伦敦版（［Ｃａｚｅｎｏｖｅ，Ｊ．］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ｂｅｉｎｇａｐｌａｉｎ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ｖｉｅｗ

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ｒｅｌａｔ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２）。—— 第３、６３—６９、１８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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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尔恩斯，约·埃·《奴隶劳力：它的性

质、经过及其可能的前途。试论涉及美

国冲突的实际争论问题》１８６２年伦敦

版（Ｃａｉｒｎｅｓ，Ｊ．Ｅ．ＴｈｅＳｌａｖｅｐｏｗｅｒ：ｉｔ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ｃａｒｅｅｒ，ａｎｄ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ｄｅｓｉｇｎｓ：

ｂｅｉｎｇａｎａｔｔｅｍｐｔｔｏｅｘｐｌａｉｎｔｈｅｒｅａｌｉｓ

ｓｕｅｓｉｎｖｏｌｖｅｄｉｎ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ｔｅｓｔ．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６２）。——第２６６页。

凯里，亨·查·《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３７—

１８４０年费拉得尔菲亚版第１—３卷

（Ｃａｒｅｙ，Ｈ．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ｒｔｓ Ⅰ—Ⅲ．Ｐｈｉｌａｄｅｌｐｈｉａ，

１８３７—１８４０）。——第１９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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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５、３９３页。

Ｌ

拉姆赛，乔·《论财富的分配》１８３６年爱丁

堡版（Ｒａｍｓａｙ，Ｇ．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

１８３６）。—— 第 ３６０—３６７、３６９—３７５、

３８３—３８５、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０—３９７页。

莱勒，约·《货币和道德：献给时代的一本

书》１８５２年伦敦版（Ｌａｌｏｒ，Ｊ．Ｍｏｎｅｙ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ｓ：ａｂｏｏｋｆｏｒｔｈｅｔｉ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２）。——第２８９页。

莱文斯顿，皮·《论公债制度及其影响》

１８２４ 年 伦 敦 版（Ｒａｖｅｎｓｔｏｎｅ，Ｐ．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ｏｎｔｈｅｆｕｎｄ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

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 第

２８３—２８４、２８６—２８９、２９３、３４２—３４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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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ｔｓｃａｕｓｅｓａｎｄｒｅｍｅ

ｄｉ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４）。—— 第 ３２２

页。          

李嘉图，大·《论农业的保护关税》１８２２年

伦敦第４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Ｏｎ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ｔｏ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Ｆｏｕｒ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２）。第１版同年在伦敦出

版。——第５４页。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１８１７年伦敦版（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Ｏｎ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ａｘ

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７）。—— 第４、５２、

７１、８９、１３０、１３４—１３５、２８２、２８４页。

同上，１８１９年伦敦第２版（Ｉｄｅｍ．２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９）。——第１２７—１２８

页。

同上，１８２１年伦敦第３版（Ｉｄｅｍ．３ｒ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５３、１２２、

１４８—１４９、１７９、１８４、１９６—１９９页。

李嘉图，大·《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

康斯坦西奥译自英文，附让·巴·萨伊

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２

卷（Ｒｉｃａｒｄｏ，Ｄ．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ｅｔｄｅｌ’ｉｍｐｏｔ．

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Ｃｏｎｓｔａｎｃｉｏ，

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

ｔｉｑｕｅｓｐａｒＪ．Ｂ．Ｓａｙ．ＴｏｍｅｓⅠ—Ⅱ．

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第２版１８３５年在巴黎出

版。——第１００、１１２页。

路德，马·《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

对高利贷》１５４０年维登堡版（Ｌｕｔｈｅｒ，

Ｍ．ＡｎｄｉｅＰｆａｒｒｈｅｒｒｎｗｉｄｅｒｄｅｎＷｕｃｈ

ｅｒｚｕｐｒｅｄｉｇｅｎ．Ｖｅｒｍａｎｕｎｇ．Ｗｉｔｔｅｍ

ｂｅｒｇ，１５４０）。—— 第５８７—５８８、５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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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７页。

同上，载于《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

生的第六部著作》１５８９年维登堡版（Ｉ

ｄｅｍ．Ｉｎ：ＤｅｒｓｅｃｈｓｔｅＴｅｉｌｄｅｒＨｕｃｈｅｒ

ｄｅｓｅｈｒｎｗｉｒｄｉｇｅｎＨｅｒｒｎＤｏｃｔｏｒｉｓＭａｒ

ｔｉｎｉ Ｌｕｔｈｅｒｉ． Ｗｉ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ｋ，

１５８９）。——第５８６—５８７页。

路德，马·《讲道：福音书中的富人和穷人

拉撒路》１５５５年维登堡版（Ｌｕｔｈｅｒ，Ｍ．

ＥｙｎＳｅｒｍｏｎａｕｆｄａｓＥｖａｎｇｅｌｉｏｎｖｏｎ

ｄｅｍｒｅｉｃｈｅｎＭａｎｎｕｎｄａｒｍｅｎＬａｚａｒｏ．

Ｗｉ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１５５５）。第１版１５２３年在

维登堡出版。——第５８８页。

路德，马·《论商业与高利贷》（１５２４年），

载于《可尊敬的马丁·路德博士先生的

第六部著作》１５８９年维登堡版（Ｌｕｔｈｅｒ，

Ｍ．ＶｏｎＫａｕｆｆｓｈａｎｄｌｕｎｇｕｎｄＷｕｃｈｅｒ

（１５２４）．Ｉｎ：ＤｅｒｓｅｃｈｓｔｅＴｅｉｌｄｅｒＢｕｃｈｅｒ

ｄｅｓｅｈｒｎｗｉｒｄｉｇｅｎＨｅｒｒｎＤｏｃｔｏｒｉｓＭａｒｔｉ

ｎｉＬｕｔｈｅｒｉ．Ｗｉｔｔｅｍｂｅｒｇｋ，１５８９）。——

第５８６—５８７页。

《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

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从这一原

理所得的结论是：税收和供养非生产的

消费者可以导致财富的增长》１８２１年伦

敦版（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ｏｓ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ｏｆ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Ｉａｔｅｌｙａｄｖｏｃａｔ

ｅｄｂｙＭｒ．Ｍａｌｔｈｕｓ，ｆｒｏｍ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ｃｏｎ

ｃｌｕｄｅｄ，ｔｈａｔ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ｅ

ｎａｎｃｅｏｆｕｎ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ｓｃａｎ

ｂｅ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ｗｅａｌｔｈ．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 ５９—６１、１２５、

１２７—１３２、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６、３８９、４７９页。

《论资本用于土地》（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

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ｏｌａｎｄ）——［威斯特，爱

·］《论资本用于土地》。罗雪尔，威·《国

民经济体系》，第１卷《国民经济学原理》

１８５８年斯图加特和奥格斯堡增订第３版

（Ｒｏｓｃｈｅｒ，Ｗ．Ｓｙ－ｓｔｅｍｄｅｒＶｏｌｋｓｗｉｒｔｈ

ｓｃｈａｆｔ．ＥｒｓｔｅｒＢａｎｄ：ＤｉｅＧｒｕｎｄｌａｇｅｎｄ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ｋｏｎｏｍｉｅ．Ｄｒｉｔｔｅ，ｖｅｒｍｅｈｒｔｅ

ｕｎｄｖｅｒｂｅｓｓｅｒｔｅＡｕｆｌａｇｅ．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ｕｎｄ

Ａｕｇｓｂｕｒｇ，１８５８）。第１版１８５４年在斯图

加特和杜宾根出版。—— 第１９８、２０２、

３８９、５５８页。

Ｍ

马尔萨斯，托·罗·《关于地租的本质和

增长及其调整原则的研究》１８１５年伦敦

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ｒ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ｙ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１５）。——第６１页。

马尔萨斯，托·罗·《价值尺度。说明和例

证》１８２３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

Ｔｈ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ｏｆｖａｌｕｅｓｔａｔｅｄａｎｄｉｌｌｕｓ

ｔｒａｔｅｄ．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３）。—— 第３—４、

８、１８、２０—２１、２３、９７页。

马尔萨斯，托·罗·《论谷物法和粮价上

涨或下跌对农业和国家总财富的影响》

１８１４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Ｏｂｓｅｒ

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ｎｌａｗｓ，

ａｎｄｏｆａｒｉｓｅｏｒｆａｌ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ｉｃｅｏｆｃｏｒｎ

ｏｎｔｈｅ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ｅａｌｔｈｏｆ

ｔｈ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４）。—— 第

３—４页。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１７９８年

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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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ｏｆ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７９８）。——第１５、６１、４５６页。

同上，第５版，共３卷，１８１７年伦敦版（Ｉ

ｄｅｍ．Ｔｈｅ５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ｒｅｅｖｏｌｕｍ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１７）。——第６２、４５６页。

马尔萨斯，托·罗·《人口原理》，比埃尔

和吉约姆·普雷沃译自英文第５版，

１８３６年巴黎和日内瓦法文第３版第

１—４卷（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Ｅｓｓａｉｓｕｒｌ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ｄｅ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

ａｎｇｌａｉｓｓｕｒｌａ５－ｅｍ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ｐａｒＰｉｅｒｒｅ

ｅｔＧｕｉｌｌａｕｍｅＰｒｅｖｏｓｔ．３－ｅｍｅｅｄｉｔｉｏｎ

ｆｒａｎｃａｉｓｅ．ＴｏｍｅｓⅠ—Ⅳ．ＰａｒｉｓｅｔＧｅｎｅ

ｖｅ，１８３６）。第６２—６３页。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原理的

实际应用》１８２０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

Ｔｈ．Ｒ．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ｗｉｔｈａｖｉｅｗｔｏｔｈｅｉ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０）。—— 第

３—４、３５、５１、６１页。

同上，根据作者的手稿和杂记作了大量补

充，１８３６年伦敦第２版（Ｉｄｅｍ．２ｎｄｅｄｉ

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ｂｌｅ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ｓｏｗｎ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ａｎｄａｎｏ

ｒｉｇｉｎａｌｍｅｍｏｉｒ．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第

３—４、２９—３１、４８—４９、５６—５８页。

马尔萨斯，托·罗·《政治经济学定义》

１８２７年伦敦版（Ｍａｌｔｈｕｓ，Ｔｈ．Ｒ．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ｏｎｓ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７）。—— 第３—４、８—１０、２２、２４—

２５、２８—２９、５８、７９、１８３页

同上，新版，附约翰·卡泽诺夫的序言、注

释和补充评论，１８５３年伦敦版（Ｉｄｅｍ．Ａ

ｎｅｗ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ａｐｒｅｆａｃｅ，ｎｏｔｅｓ，ａｎｄ

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ＪｏｈｎＣａｚｅｎ

ｏｖ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５３）。—— 第３—４、７、

９—１０、１７—１８、２４—２７、２９—３１、５７页。

马克思，卡·《政治经济学批判》１８５９年柏

林版第１分册（Ｍａｒｘ，Ｋ．ＺｕｒＫｒｉｔｉｋｄｅｒ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Ｅｒｓｔｅｓ Ｈｅｆｔ．

Ｂｅｒｌｉｎ，１８５９）。——第３５、７５、９２、１２１、

１３９、１４３、３２６、５８１页。

马利昂，莫·《对麦克库洛赫先生的〈政治

经济学原理〉的若干说明》１８２８年爱丁

堡版（Ｍｕｌｌｉｏｎ，Ｍ．Ｓｏｍｅ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ＭｒＭ’Ｃｕｌｌｏｃｈ’ｓＰｒｉｎｃｉ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２６）。——

第２０２—２０３、２６０、２９４页。

麦克库洛赫，约·雷·《论政治经济学的

起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吉约

姆·普雷沃译自英文，１８２５年日内瓦

——巴黎版（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Ｒ．Ｄｉｓｃｏｕｒｓ

ｓｕｒ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ｌｅｓｐｒｏｇｒｅｓ，ｌｅｓｏｂｊｅｔｓ

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ｅｒｓ，ｅｔ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ｄｅｌ’ｅ

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ａｎｇｌｏｉｓ

ｐａｒＧ－ｍｅＰｒｅｖｏｓｔ．Ｇｅｎｅｖｅ—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５）。——第１１０页。

［麦克库洛赫，约·雷·］评《论资本积累

及其对交换价值的影响》１８２２年伦敦版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ｂｌｅ

ｖａｌｕｅ》，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２）。载于《爱丁堡评

论，或批评杂志》１８２４年３月第４０卷第

７９期（《Ｔｈｅ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Ｒｅｖｉｅｗ，ｏｒＣｒｉｔｉ

ｃ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ＸＬ，Ｎｏ７９，Ｍａｒｃｈ

１８２４）。——第２０３页。

麦克库洛赫，约·雷·《为斯密〈国富论〉

写的注释相补充论述》（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

４４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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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

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Ｓｍｉｔｈ’ ｓ 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

ｎａｔｉｏｎｓ）——见斯密，亚·《国民财富的

性质和原因的研究》，附麦克库洛赫写

的作者传记、序言、注释和补充论述。

麦克库洛赫，约·雷·《政治经济学原理》

１８２５年爱丁堡版（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Ｒ．

Ｔｈ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２５）。—— 第１８３—１８４、

２０２、２０４页。

同上，１８３０年伦敦增订第２版（Ｉｄｅｍ．２ｎｄ

ｄｅｉ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ａｎｄｇｒｅａｔｌｙｅｎｌａｒｇ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０）。——第１８７、１９０页。

摩尔顿，约·查·《论农业中使用的动

力》，载于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９日伦敦《艺术

协会杂志》第７卷第３６８期（Ｍｏｒｔｏｎ，Ｊ．

Ｃｈ．Ｏｎｔｈｅｆｏｒｃｅｓｕｓｄｅｉｎａｇｒｉ－ｃｕｌ

ｔｕｒｅ．Ｉｎ：《ＴｈｅＪｏｒｕ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

Ａｒｔｓ》（Ｌｏｎｄｏｎ），Ｎｏ．３６８，ｖｏｌ．Ⅶ，Ｄｅ

ｃｅｍｂｅｒ９，１８５９）。——第４９０页。

穆勒，约·斯·《略论政治经济学的某些

有待解决的问题》１８４４年伦敦版（Ｍｉｌｌ，

Ｊ．Ｓ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ｎｓｏｍｅｕｎｓｅｔｔｌｅｄ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４）。—— 第１１２、２０８—２１１、２１２—

２１４、２１７、２２６—２２７、２４７、２５０、２５８—

２５９。

穆勒，约·斯·《推论和归纳的逻辑体系，

证明的原则与科学研究方法的关系》，

两卷集，１８４３年伦敦版（Ｍｉｌｌ，Ｊ．Ｓｔ．Ａ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Ｌｏｇｉｃ，ｒａｔｉｏｃｉｎａｔｉｖｅａｎｄｉｎ

ｄｕｃｔｉｖｅ，ｂｅｉｎｇａｃｏｎｎｅｃｔｅｄｖｉｅｗｏｆ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３）。——第２１３页。

穆勒，约·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对

社会哲学的某些应用》，两卷集，１８４８年

伦敦版（Ｍｉｌｌ．Ｊ．Ｓｔ．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ｗｉｔｈ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ｉｒ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ｓｔｏｓｏｃｉａｌ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４８）。——第２０８页。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Ｍｉｌｌ，Ｊ．Ｅ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

ｍｙ．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１）。—— 第 ７７、８７、

１０２—１０３、４３８页。

同上，１８２４年伦敦修订第２版（Ｉｄｅｍ．Ｓｅｃ

ｏｎｄｅｄｉ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ｓｅｄａｎｄｃｏｒ－ｒｅｃｔ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２４）。—— 第 ８７、８９—９１、

１０４、１１１页。

穆勒，詹·《政治经济学原理》，雅·德·

帕里佐译自英文，１８２３年巴黎版（Ｍｉｌｌ，

Ｊ．Ｅｌｅｍｅｎｓ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ｄｅｌ’ａｎｇｌａｉｓｐａｒＪ．Ｔ．Ｐａｒｉｓｏｔ．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３）。——第９２、９８、９９—１０３、

１０６、１０８—１０９页。

Ｎ

纽曼，弗·威·《政治经济学讲演集》１８５１

年伦敦版（Ｎｅｗｍａｎ，Ｆ．Ｗ．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ｍｏｍｙ．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５１）。——第５９７页。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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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ｖｅｒｂａｌ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ｉ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ａｒｌｙｒｅｌａｔｉｎｇ

ｔｏｖａｌｕｅ，ａｎｄｔｏｄｅｍａｎｄａｎｄｓｕｐｐｌｙ．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１）。——第３４—３５、１１６—１１９、

１２０—１２４、１３３—１３５、１３８、１４１—１４２、

５４６本书中引用和提到的著作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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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７、１５５、１５７、１７６、１８１、３２６页。

蒲鲁东，比·约·《无息信贷》（Ｐｒｏｕｄｈｏｎ，

Ｐ．Ｊ．Ｇｒａｔｕｉｔｅｄｕｃｒｅｄｉｔ）—— 见巴师

复，弗·《无息信贷。弗·巴师夏先生和

蒲鲁东先生的辩论》。

普雷沃，吉·《评李嘉图体系》，载于麦克

库洛赫，约·雷·《论政治经济学的起

源、发展、特殊对象和重要性》，吉约姆

·普雷沃译自英文，１８２５年日内瓦—

巴黎版（Ｐｒｅｖｏｓｔ，Ｇ．Ｒｅｆｌｅｘｉｏｎｓｓｕｒ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ｅｄｅＲｉｃａｒｄｏ．Ｉｎ：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Ｊ．

Ｒ．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ｕｒ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ｌｅｓｐｒｏｇｒｅｓ，

ｌｅｓｏｂｊｅｔｓｐａｒｔｉｃｕｌｉｅｒｓ，ｅｔｌ’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ｄｅ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Ｔｒａｄｕｉｔｄｅｌ’

ａｎｇｌｏｉｓｐａｒＧ－ｍｅＰｒｅｖｏｓｔ．Ｇｅｎｅｖ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２５）。—— 第 １１０—１１５、２０３

页。

Ｑ

琼斯，理·《论财富的分配和税收的源

泉》，第１部分：《地租》，１８３１年伦敦版

（Ｊｏｎｅ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ａｌｔｈ，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ＰａｒｔＩ：Ｒｅｎｔ．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１）

（第１部分也是本书尚存的唯一部

分）。——第４３９—４５３、４５７页。

琼斯，理·《１８３３年２月２７日在伦敦皇家

学院讲述的政治经济学绪论。附工资讲

座大纲》１８３３年伦敦版（Ｊｏｎｅｓ，Ｒ．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ｌｅｃｔｕｒｅ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

ｃｏｎｏｍｙ，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Ｋｉｎｇ’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Ｌｏｎｄｏｎ，２７ｔｈＦｅｂｒｕａｒｙ，１８３３．Ｔｏｗｈｉｃｈ

ｉｓａｄｄｅｄａｓｙｌｌａｂｕｓｏｆａｃｏｕｒｓｅｏｆｌｅｃ

ｔｕｒｅｓｏｎｔｈｅｗａｇｅｓｏｆｌａｂｏｒ，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３３）。——第４４１、４５５—４６１页。

琼斯，理·《在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讲授

的国民政治经济学教程》１８５２年哈特福

版（Ｊｏｎｅｓ，Ｒ．Ｔｅｘｔ－ｂｏｏｋｏｆ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

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ｄｅ

ｌｉｖｅｒｅｄａｔｔｈｅＥａｓｔＩｎｄｉａＣｏｌｌｅｇｅ，Ｈａｉ

ｌｅｙｂｕｒｙ．Ｈｅｒｔｆｏｒｄ，１８５２）。—— 第

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２、４７４—４８２、

４８９—４９０、３９２—４９５页。

Ｓ

萨伊，让·巴·《关于政治经济学各方面

的问题，特别是商业普遍萧条的原因给

马尔萨斯先生的信》１８２０年巴黎—伦敦

版（Ｓａｙ，Ｊ．Ｂ．ＬｅｔｔｒｅｓａＭ．Ｍａｌｔｈｕｓ，ｓｕｒ

ｄｉｆｆéｒｅｎｓｓｕｊｅｔｓ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

ｎｏｔａｍｍｅｎｔｓｕｒ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ｓｔａｇｎａ

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Ｐａｒｉｓ—

Ｌｏｎｄｒｅｓ，１８２０）。——第１３２、２７７页。

萨伊，让·巴·《论政治经济学，或略论财

富是怎样产生、分配和消费的》１８１４年

巴黎第２版第１—２卷（Ｓａｙ，Ｊ．Ｂ．Ｔｒａｉｔｅ

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Ｓｉｍｐｌｅｅｘｐｏｓｉ

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ｍａｎｉｅｒｅｄｏｎｔｓｅｆｏｒｍｅｎｔ，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ｅｎｔ，ｅｔ ｓｅ ｃｏｎｓｏｍｍｅｎｔ ｌｅｓ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Ⅰ—

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４）。第１版１８０３年在巴黎

出版。——第１２７、１９７页。

同上，１８１９年巴黎第４版第１—２卷（Ｉ

ｄｅｍ．Ｑｕａｔｒｉｅｍｅｅｄｉｔｉｏｎ．ＴｏｍｅｓⅠ—

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１９）。——第１３０页。

舍尔比利埃，安·《富或贫》１８４１年巴黎版

（Ｃｈｅｒｂｕｌｉｅｚ，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ｏｕｐａｕｖｒｅｔｅ．

Ｐａｒｉｓ，１８４１）。第１版以《富人或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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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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ｉｃｈｅｏｕｐａｕｖｒｅ》的书名１８４０年在巴

黎和日内瓦出版。—— 第３９９、４０７、

４０９—４１８、４２１、４３６—４３８页。

施托尔希，昂·《政治经济学教程，或论决

定人民幸福的原理。附让·巴·萨伊的

注释和评述》１８２３年巴黎版第１—４卷

（Ｓｔｏｒｃｈ，Ｈ．Ｃｏｕｒｓ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ｏｕＥｘ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ｄｅｓ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ｑｕｉｄ

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ｎｔｌａｐｒｅｏｓｐｅｒｉｔ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ｘｐｌｉｃａｔｉｖｅｓｅｔ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ｓ

ｐａｒＪ．Ｂ．Ｓａｙ．ＴｏｍｅｓⅠ—Ⅳ．Ｐａｒｉｓ，

１８２３）。——第３９１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两卷集，１７７６年伦敦版（Ｓｍｉｔｈ，Ａ．

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ｗｏｖｏｌ

ｕｍｅｓ．Ｌｏｎｄｏｎ，１７７６）。—— 第 ４５２、

４９２、５５０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附麦克库洛赫写的作者传记、序

言、注释和补充论述，四卷集，１８２８年爱

丁堡和伦敦版（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ｌｉｆｅｏｆ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ｏｒｙ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ｎｏｔｅｓ，ａｎｄｓｕｐ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ＭａｃＣｕｌｌｏｃｈ，

Ｉｎｆｏｕｒｖｏｌｕｍ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ａｎｄ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２８）。—— 第 １８７—１８８、１９５、

１９９—２０１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者［爱·吉·

威克菲尔德］的注释，１８３５—１８３９年伦

敦版第１—４卷（Ｓｍｉｔｈ，Ａ．ＡｎＩｎｑｕｉｒｙ

ｉｎｔｏ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ａｕｓｅｓｏｆｔｈｅｗｅａｌｔｈ

ｏｆｎ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ａ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ｙ

ｔｈｅａｕｔｈｏｒ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Ａｍｅｒｉｃａ》

［Ｅ．Ｇ．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ＶｏｌｕｍｅｓⅠ—Ⅳ．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５—１８３９）。—— 第 ２０５、

２７８页。

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

究》，热尔门·加尔涅的新释本，附译者

的注释和评述，１８０２年巴黎版第１—４

卷（Ｓｍｉｔｈ，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ｓｓｕｒｌａｎａｔｕｒｅ

ｅｔｌｅｓｃａｕｓｅｓｄｅｌａ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ｅｓｎａｔ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ｕｃｔｉｏｎｎｏｕｖｅｌｌｅ，ａｖｅｃｄｅｓｎｏｔｅｓｅ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 Ｇｅｒｍａｉｎ Ｇａｒｎｉｅｒ．

ＴｏｍｅｓⅠ—Ⅳ．Ｐａｒｉｓ，１８０２）。—— 第

２０—２１页。

斯特林，帕·詹·《贸易的哲学，或利润和

价格理论概要》１８４６年爱丁堡版（Ｓｔｉｒ

ｌｉｎｇ，Ｐ．Ｊ．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ｒａｄｅ；ｏｒ，

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ｏｆ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ｏｆｉｔｓａｎｄ

ｐｒｉｃｅｓ．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１８４６）。—— 第２０６

页。

Ｔ

托伦斯，罗·《就英国状况和消除灾难原

因的手段致尊敬的从男爵、议员罗伯特

·皮尔爵士的信》１８４９年伦敦第２版

（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Ａ Ｌｅｔ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Ｒｉｇｈｔ

ＨｏｎｏｕｒａｂｌｅＳｉｒＲｏｂｅｒｔＰｅｅｌ，Ｂａｒｔ．，Ｍ．

Ｐ．，ｏｎｔｈ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Ｅｎｇｌａｎｄ，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ｒｅｍ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ｓｏｆ

ｄｉｓｔｒｅｓｓ．Ｓｅｃｏｎｄ ｅｄ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４９）。第 １版 １８４２年在 伦 敦出

版。——第２４３页。

托伦斯，罗·《论财富的生产》１８２１年伦敦

版（Ｔｏｒｒｅｎｓ，Ｒ．Ａｎ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ａｌｔｈ． Ｌｏｎｄｏｎ，

１８２１）。——第１７、７０、７３—７５、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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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威克菲尔德，爱·吉·］《为斯密〈国富

论〉所加的注释》（［Ｗａｋｅｆｉｅｌｄ，Ｅ．Ｇ．］Ａ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ｔｏＳｍｉｔｈ’ｓＷｅａｌｔｈｏｆｎａ

ｔｉｏｎｓ）——见斯密，亚·《国民财富的性

质和原因的研究》，附《英国和美国》的作

者的注释。

［威斯特，爱·］《论资本用于土地，对谷物

进口严加限制的失策》１８１５年伦敦版

（［Ｗｅｓｔ，Ｅ．］Ｅｓｓａｙｏｎ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ａｐｉｔａｌｔｏｌａｎｄ，ｗｉｔｈ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ｓｈｅｗｉｎｇｔｈｅｉｍ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ａｎｙｇｒｅａｔｒｅ

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ｒｎ．Ｌｏｎ

ｄｏｎ，１８１５）。——第３３９页。

Ｘ

西尼耳，纳·威·《政治经济学科学大纲》

１８３６年伦敦版（Ｓｅｎｉｏｒ，Ｎ．Ｗ．ＡｎＯｕｔ

ｌｉｎｅｏｆ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Ｌｏｎｄｏｎ，１８３６）。——第３８９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

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同人口的关

系》１８１９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Ｓｉｓｍｏｎ

ｄｉ，Ｊ．Ｃｈ．Ｌ．Ｓｉｍｏｎｄｅｄｅ．Ｎｏｕｖｅａｕ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ｅｓ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ｏｕＤｅｌａ

ｒｉｃｈｅｓｓｅｄａｎｓｓｅｓｒａｐｐｏｒｔｓａｖｅｃｌａｐｏｐ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ｍｅｓ Ⅰ—Ⅱ． Ｐａｒｉｓ，

１８１９）。——第３７、５１—５２页。

西斯蒙第，让·沙·列·西蒙·德·《政

治经济学概论》１８３７—１８３８年布鲁塞尔

版第１—２卷（Ｓｉｓｍｏｎｄｉ，Ｊ．Ｃｈ．Ｌ．Ｓｉ

ｍｏｎｄｅｄｅＥｔｕｄｅｓｓｕｒ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ｐｏｌｉ

ｔｉｑｕｅ，ＴｏｍｅｓⅠ—Ⅱ．Ｂｒｕｘｅｌｌｅｓ，１８３７—

１８３８）。——第３１６页。

夏韦，奥·约·（试论哲学词源学》１８４４年

布鲁塞尔版（Ｃｈａｖｅｅ，Ｈ．Ｊ．Ｅｓｓａｉｄ’ｅｔｙ

ｍｏｌｏｇｉ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ｑｕｅ．Ｂｒｕ－ ｘｅｌｌｅｓ，

１８４４）。——第３２７页。

休耳曼，卡·迪·《中世纪城市》１８２６—

１８２９年波恩版第１—４集（Ｈｕｌｌｍａｎｎ，

Ｋ．Ｄ．ＳｔａｄｔｅｗｅｓｅｎｄｅｓＭｉｔｔｅｌａｌｔｅｒｓ．

Ｔｈｅｉｌｅ１—４．Ｂｏｎｎ，１８２６—１８２９）。——

第５９８页。

Ｙ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八册），载于伊·

贝克尔编《亚里士多德全集》１８３７年牛

津版第１０卷（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ｅｓ．Ｄｅｒｅｐｕｂ－

ｌｉｃａｌｉｂｒｉⅧ．Ｉｎ：Ａｒｉｓｔｏｔｅｌｉｓｏｐｅｒａｅｘｒｅ

ｃｅｎｓｉｏｎｅⅠ．Ｂｅｋｋｅｒｉ．ＴｏｍｕｓⅩ．Ｏｘｏｎｉ

ｉ，１８３７）。——第５９３、５９５页。

尤尔，安·《工厂哲学》，在作者的参与下

译出，１８３６年巴黎版第１—２卷（Ｕｒｅ，

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 ｄｅ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

Ｔｒａｄｕｉｔｓｏｕｓｌｅｓｙｅｕｘｄｅｌ’ａｕｔｅｕｒ．

ＴｏｍｅｓⅠ—Ⅱ．Ｐａｒｉｓ，１８３６）。—— 第

４８８—４８９页。

Ｚ

《政治经济学大纲》（Ｏｕｔｌｉｎｅｓ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见［卡译诺夫，约·］《政治

经济学大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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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刊

Ａ

《爱丁堡评论，或批评杂志》（《ＴｈｅＥｄｉｎ

ｂｕｒｇｈ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１８２４年３—７月第４０卷。——第２０３

页。

 —１８３１年８—１２月第５４卷。—— 第

４３９页。

Ｃ

《晨星报》（《ＴｈｅＭｏｒｎｉｎｇＳｔａｒ》），伦敦出

版，１８６２年１２月１日。——第３９７页。

Ｇ

《公 民 历 书》（《Ｅｐｈｅｍｅｒｉｄｅｓｄｕ

ｃｉｔｏｙｅｎ》），巴 黎 出 版，１７６７年 第 ３

卷。——第４７７页。

Ｊ

《经济学家》（《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ｓｔ》），伦敦出

版。——第３１６页。

Ｌ

《伦敦杂志》（《Ｔｈｅ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ｇａｚｉｎｅ》），

１８２４年４—５月。——第１３２—１３３页。

Ｒ

《人民之声报》（《ＬａＶｏｉｘｄｕｐｅｕｐｌｅ》），巴

黎出版。——第５８３页。

Ｓ

《苏格兰人报，或爱丁堡政治文学报》

（《ＴｈｅＳｃｏｔｓｍａｎ；ｏｒ，Ｅｄｉｎｂｕｒｇｈ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ｄ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２０２页。

Ｗ

《韦斯明斯特评论》（《ＴｈｅＷｅｓｔｍｉｎｓｔ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伦 敦 出 版，１８２６ 年 １—４

月。——第５６４页。

Ｙ

《艺术协会杂志》（《Ｔｈ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Ｓｏ

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ｒｔｓ》）伦敦出版，１８５９年１２月９

日第７卷第３６８期。——第４９０页。

文 学 著 作

Ｇ

歌德《浮士德》。——第１９３页。

Ｈ

贺雷西《诗论》。——第５５页。

贺雷西《书信集》。——第１６页。

Ｔ

泰勒《我们的美国亲戚》。——第３１、４５

页。

Ｘ

席勒《华伦斯坦》。——第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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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Ⅰ、Ⅱ、Ⅲ册）

名 目 索 引

Ａ

埃及（古代）——Ⅲ，５９８。

爱尔兰—— Ⅰ，３１３、３８８、４１３—４１４；Ⅱ，

２３、１０８、１４８；Ⅲ，２０５、３５８。

澳大利亚——Ⅱ，３３８；Ⅲ，１２３。

奥地利——Ⅱ，４。

Ｂ

拜物教

——商品拜物教——Ⅲ，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７、

３２５—３２６、５４８—５４９、５６４。

—— 货币拜物教—— Ⅰ，４１８；Ⅲ，３２５—

３２６、５４８—５４９。

——资本拜物教——Ⅰ，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２、

４２４；Ⅲ，２９２、３２５—３２６、４９９—５００、

５０３、５１６—５１７、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拜物教——Ⅲ，

１３８—１４０、１５９、２９４、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４、

４７１、４９９—５００、５１１—５１２。

——资本主义关系的拜物教化——Ⅲ，

３２５—３２６、４９９、５４８—５４９。

保护关税政策——Ⅰ，２５８；Ⅱ，１２２、１２９—

１３０；Ⅲ，５２１。

保险事业——Ⅲ，３９３—３９４。

暴力——Ⅲ，４４０。

本质（内在联系、结构、体系）和现象（外在

表现）——Ⅱ，５４、６８、１１１—１１、１６４、

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６；Ⅲ，７０—７５、１１８、

１３６—１４３、 １５０—１５９、 ４９９—５００、

５１６—５１７、５５５—５５９。

比利时——Ⅱ，１４、４０８。

必要劳动

—— 社会必要劳动—— Ⅰ，２１８、２３４—

２３５；Ⅱ，３１、１３９、５９５；Ⅲ，１２１。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必要劳动——Ⅰ，

２２９、２３４。

——和剩余劳动——Ⅰ，２１３、２１６—２１７。

——整个工人阶级的必要劳动—— Ⅲ，

２６８—２６９。

——和工资的补偿——Ⅰ，９０。

辩证法——见矛盾和对立，可能性和现实

性，内容和形式，本质和现象，历史的

和逻辑的，抽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方法，规律（作为哲学范畴）。

波兰——Ⅲ，２６６。

剥削

——向资本主义生产过渡阶段上的剥削

——Ⅰ，４４２—４４３。

不变资本

——定义——Ⅰ，８６。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条件——Ⅰ，

０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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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２６０、Ⅱ，４７２、Ⅲ，２３０、２５０。

——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Ⅰ，５８—

５９、４２５。

——它的要素——Ⅰ，２４９—２５２，Ⅱ，１２、

６０；Ⅲ，２０８—２０９。

——它的价值和它的使用价值——Ⅰ，

８８、９１、２２０—２２１；Ⅱ，４７３；Ⅲ，１９３—

１９４、２３８—２３９。

——利润是它增加的源泉—— Ⅰ，８９—

９０。

——它的再生产问题——Ⅰ，３、８０—８６、

８８—１４０、１８２—１９５、２１９—２２１、２４６—

２６０、３４３—３４４；Ⅱ，５３８、５４１、５５８—

５６０。

——农业中它的补偿的特点——Ⅰ．１１３、

１１６、１２４、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３、１８２、１５０、

２５３—２５４；Ⅱ，５０—５１、１１８、１７５、

５５５—５５６。

——其他部门中以实物形式补偿不变资

本——Ⅰ，１３３—１３９、１８５—１８６、１９１、

１９３、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３、２４８、２５１—２５６；

Ⅱ，５０—５１、５１８、５３９—５４１、５４７—

５４８、５５６—５５７。

——劳动过程中它的价值的保存——Ⅰ，

３３５—３３６，Ⅱ，３３３、３５９—３６０。

—— 它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贬值

——Ⅱ，４７３、５４１。

—— 和价值形成过程—— Ⅱ，１２、４７１—

４７３、５４０—５４１；Ⅲ，１９３—１９４、２３０。

——是年产品价值的必要组成部分——

Ⅲ，２７３—２７４。

——是工人产品的一部分——Ⅲ，９７。

——它的价值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

Ⅰ，８７—８８；Ⅱ，１３；Ⅲ，２３８—２３９、

２４７—２４９、２５５—２５８、３８３、４２２—４２３。

——它的各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和利润

率——Ⅱ，１４。

——它的价值变动对利润和工资之间的

比例的影响——Ⅲ，２３８—２３９。

——它在商品价值中所占份额和生产价

格的形成——Ⅱ，１９２。

——它的一部分转化为地租——Ⅱ，５１６、

５２２—５２３。

—— 和可变资本—— Ⅰ，１３６、２２０；Ⅱ，

６５９—６６０；Ⅲ，３６０—３６１。

簿记——Ⅰ，１３４；Ⅲ，２３５—２３７。

—— 意大利式簿记（复式簿记）—— Ⅰ，

４１８—４１９；Ⅱ，４３。

——资本主义簿记——Ⅱ，４３、１７０。

Ｃ

财富

——资产阶级财富的概念—— Ⅰ，１６６、

２０１、２２３—２２４、２８９—２９０；Ⅲ，５３、５５、

４７３。

——和生产方式——Ⅰ，３０８—３０９。

——商品是它的元素形式—— Ⅰ，１６５，

２０１、３１７—３１８。

——社会必要劳动是它的尺度—— Ⅰ，

５３—５４。

——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Ⅰ，

２７８—２７９、２９２—２９３。

——和利润——Ⅰ、１１、８２—８３。

——和生产劳动——Ⅰ，２２６—２２９、２８８—

２９０、２９５。

——和资本家的挥霍——Ⅰ，２９３。

——有闲财富——Ⅰ，３１４。

——和贫困——Ⅰ，３１９、３２１；Ⅲ，５５。

—— 物质财富—— Ⅰ，１５２、２６４—２６５、

２９５、２９７、３１１、４４２、４４４；Ⅲ，１３８—

１３９。

——人是它的创造者——Ⅰ，３００。

——构成收入的那一部分财富——Ⅱ，

８５—８６。

采掘工业——见采矿工业。

采矿工业——Ⅰ，２１９、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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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业的一个部门——Ⅱ，４２—４３。

—— 其中的再生产过程—— Ⅰ，１３３—

１３４；Ⅱ，６０—６１。

——其中没有原料——Ⅱ，１３—１４、４０—

４１、９５、１４１；Ⅲ，４２７、４３４。

——其中的劳动生产率——Ⅱ，２７９。

——其中的地租——Ⅱ，２７７—２７８、４１０—

４１１。

—— 老矿的停止开采—— Ⅱ，９８、２７９、

３８３—３８４。

产业资本

——是资本最发展的形式——Ⅲ，４７１。

——是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形式——Ⅲ，

５１８。

——是生产资本——Ⅰ，３６５。

——它的派生的和次要的形式——Ⅲ，

５１８—５１９。

——和商业资本——Ⅰ，６，Ⅲ，５１８—５２１。

——和借贷资本——Ⅰ，６，Ⅲ，５１７—５１９。

——和信用制度——Ⅲ，５１８—５１９。

——和销售市场——Ⅲ，５２０—５２１。

超额利润

——工业和农业中的超额利润——Ⅱ，７、

２５、９８—１００、１０８、１１４、２６７、４４９；Ⅲ，

４２８—４２９。

——是一定生产领域内一定资本的生产

率的指标—— Ⅱ，１０４；Ⅲ，４２８——

４２９。

——它以地租的形式固定下来——Ⅱ，

１１、７０、７６、９５、９８—９９、１３４—１３５、

１５９—１６０、２６７、３５４、４４９；Ⅲ，１２４、

４３９、４４２—４４３、４５５。

——和市场价值——Ⅱ，２２８、２６７。

——剩余产品和不变资本的部分价值转

化为超额利润——Ⅱ，５１７。

—— 殖民地的超额利润—— Ⅱ，４２５—

４２６、４９５—４９６、５３６。

超额剩余价值

——工业和农业中的超额剩余价值——

Ⅱ，６。

——它在资本家之间分配的障碍——Ⅱ，

２２—２３。

城市

——和对农村的剥削——Ⅱ，２５７—２６１。

——中世纪的城市——Ⅱ，３５６；Ⅲ，２９６—

２９７、４５９、４７９。

——城市工业的独立——Ⅲ，５４１。

赤贫化——Ⅰ，２１８、２６４；Ⅱ，５４５；Ⅲ，２８４、

３３８。

抽象

——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考察——Ⅰ，

２２、６７；Ⅱ，１１２、４２８—４２９、５２５—５２６、

５６２—５６３。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１１，１６４；Ⅲ，

５１６—５１７、５３１、５５６。

——抽象形式和具体形式—— Ⅰ，７１—

７２、２９６；Ⅱ，５８２。

——科学抽象的例子——Ⅰ，８０、８９、９１—

９２、９７、１０９、１１４—１１５、１２０—１２３、

１２９—１３２、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１—１６２、２３３、

２３５、２４２—２４３、２６０、３２８、４４３；Ⅱ，１２、

１９、４２、６４—６５、３００、５４１、５４４、５４６、

Ⅲ，１１５、５７４—５７５。

——价值的抽象考察——Ⅱ，１８５—１８６。

——撇开市场价格的偶然性—— Ⅱ，５、

７６、３０４、５５３、５６２、５８８、５９４—５９５；Ⅲ，

２４２、４２１。

——撇开对外贸易—— Ⅰ，２２、１５２；Ⅱ，

１４３、５４５、５６１；Ⅲ，２７０。

——重农学派的抽象的政治经济学规律

—Ⅰ，１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抽象方法的缺点

——Ⅰ，６９；Ⅱ，１１２、１６５—１６６、１８４—

１８５、１９１—１９３、２１１、２３１、３００、３９８—

２５６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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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９、４２４、４９７；Ⅲ，９１。

抽象劳动

——是社会劳动的形式—— Ⅰ，２２；Ⅱ，

１９０、５７５、６０４；Ⅲ，１４０、１４５—１４７、

２７８、４９４。

——和劳动对资本的使用价值——Ⅰ，

４３１。

——是个人劳动、具体劳动和私人劳动的

对立面—— Ⅱ，５７５；Ⅲ，１４０、１４５—

１４６、１４９。

出口——见对外贸易。

储备（商品储备）

——它的必要性——Ⅲ，３０１—３０２、３１６—

３１７。

——它的实物形式——Ⅰ，２６０；Ⅲ，３２０。

—— 它随着生产的增长而相对地减少

——Ⅲ，３１５—３１６。

——它的价值的下降——Ⅱ，４８７。

——和积累——Ⅱ，５４９。

——和分工——Ⅲ，２９７。

——和交通工具的发展——Ⅱ，５５２；Ⅲ，

３１５—３１６。

——它的保存——Ⅱ，５６１。

——流通领域的储备——Ⅰ，６；Ⅱ，５５３；

Ⅲ，３０９—３１０。

村社（亚洲村社）

——农业和工业合一——Ⅲ，４５９。

——劳动者和劳动条件之间的统一——

Ⅲ，４６５—４６６。

Ｄ

达尔文主义

——和从博物学方面对马尔萨斯主义的

反驳——Ⅱ，１２８。

——论动物和植物的形成——Ⅲ，３２４—

３２５。

贷款——Ⅰ，３４３；Ⅱ，４４８；Ⅲ，２０６。

道德——Ⅰ，１６３、１７９；Ⅱ，２０５；Ⅲ，５８５。

德国——Ⅰ，１５８、２２５、４０３；Ⅱ，１３２、１７２—

１７３、１７５、２６３—２６６；Ⅲ，５９１。

等价交换——Ⅰ，３８、１６１、２０３、２６１、３３４、

３３６、３５９、４２８；Ⅲ，１３５—１４６、１４９—

１５１、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２、４１６。

抵押——Ⅰ，４４１。

地租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然产物——Ⅱ，

７、９９、１１１、４０９；Ⅲ，３９６、４４２、４５５。

——是剩余价值的特殊形式—— Ⅰ，７、

２０—２１、６０—６１、７２；Ⅱ，６—７、３０、

７８—７９、１５８、４０９、４２３、６２４、６７０。

——是超额利润的一种形式——Ⅱ，１１、

７０、７６、９５、９８—９９、１３４—１３５、１５９—

１６０、２６７、３５４、４４９；Ⅲ，１２４、４３９、

４４２—４４３、４５５。

——是土地私有制的一种经济形式——

Ⅰ，２６；Ⅱ，５、３０、９７、１７４、１８０、２７０、

２７５、３３４、３３７—３３８、３７５、３８１、３８８—

３８９、４０９—４１０、４４９；Ⅲ，４４２、５２２—

５２３。

——它的资本化——Ⅰ，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６；

Ⅱ，３４６；Ⅲ，５３１—５３２、５７７—５８０。

——它作为土地的产物是一种不合理的

形式——Ⅲ，５３６—５３８。

—— 它的源泉—— Ⅱ，２９、３３、７８—８０、

１７７—１８０。

——是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区别的例解

——Ⅰ，４４７，Ⅱ，３００。

——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 Ⅱ，１０７—

１０９、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８、３４５—３４６。

—— 它的历史性质—— Ⅱ，１０８、１１１、

１６６—１６７、２７０—２７１、４４５、４４７—４４８。

——它产生的不同条件——Ⅱ，５—６、３６、

９７、１０６；Ⅲ，４５５。

——和土地肥力的不同——Ⅱ，５—７、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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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７、３３０—３３１；Ⅲ，４２９。

——肥沃的土地在确定地租中的决定作

用（施托尔希的规律）—— Ⅱ，１０３、

１５５、２８９、３２７—３２８。

—— 和农业的改良—— Ⅱ，１０８—１０９、

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６。

——地租量和地租率——Ⅱ，２６、３７、７１、

９２、１０７—１０９、１１２—１１５、１１９、１３８、

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７—２８８、３０８、３５８、３７４。

——总地租——Ⅱ，３００、３０４、３２９—３３０。

——它的计算方法——Ⅱ，６、７１、１１９；Ⅲ，

５３７—５３８。

——真正的农业地租和派生的地租——

Ⅱ，２６８、２７２—２７４、２７７—２７８、３００、

３３４、３８１、３８８、４０４—４０６、４１４；Ⅲ，

５７２—５７３。

——工业地租和房租——Ⅱ，３０—３１、７６、

４１５。

——是垄断价格的结果——Ⅱ，２２、３８９、

４４０。

—— 它对农产品的价值和价格的影响

—— Ⅰ，３８４；Ⅱ，６、３５６—３５７；Ⅲ，

１１１、４０６、４４６—４４７。

——和社会的实际财富——Ⅱ，１１４、３８７、

４３０、６２７。

——是资本家生产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

——Ⅱ，６６９；Ⅲ，５３１、５６８—５６９。

——和投入土地的固定资本的利息——

Ⅱ，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７、３８９；Ⅲ，５７９—

５８０。

——它的资本主义前的形式——Ⅲ，３１８、

４４０—４４１。

——重农学派和配第认为它是剩余价值

的唯一形式——Ⅰ，２０—２１、２４—２５、

６４、１７４、２２４、３８１—３８２；Ⅱ，１７８、６２４；

Ⅲ，５３０。

——安德森发现的地租规律——Ⅰ，４；

Ⅱ，２７、９２、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３、

１５８—１６０、１６２、２６２、２７１。

—— 李嘉图论地租—— Ⅱ，２３—２７、９７、

１３８—１４１、 １７９—１８０、 ２６９—２７１、

３０６—３０７、３３６—３３７、３５５、４４７；Ⅲ，

１０４—１０６、１４２—４４４。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绝对地租和

级差地租的区别——Ⅱ，１４７。

——洛贝尔图斯论地租——Ⅱ，４１、６１、

７０—７１、７４—７５、８７—８９、９５—９６、

１０４、１１１、１６７—１７６、６６９。

——庸俗经济学家对它的理解—— Ⅱ，

２６、９７、１４２、１５７、１７８—１８０；Ⅲ，５００、

５４２—５４３、５７８—５８０。

并见绝对地租，级差地租。

对外（世界）贸易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

Ⅲ，２７８、５８６。

——和抽象劳动的发展——Ⅲ，２７８。

——和价值规律——Ⅲ，１１２。

——和商品生产——Ⅱ，４８１。

——和世界货币——Ⅲ，２７８。

——它的利润率——Ⅱ，４２５—４２６、４９５—

４９７、５３６。

——是积累的因素——Ⅲ，４９２。

—— 和剩余产品—— Ⅱ，５６０—５６１；Ⅲ，

２６４—２６６、２７７—２７８。

——和收入的花费——Ⅱ，６３９—６４０。

——和奢侈品——Ⅲ，２６８—２６９。

——为出口服务的生产部门——Ⅰ，１４５。

——各种服务的出口——Ⅰ，１５８。

——对外贸易撇开不谈——Ⅰ，２２、１６２，

Ⅱ，１４３、５４５、５６１；Ⅲ，２７０。

Ｅ

俄国——Ⅰ，８６。

——在农产品市场上同英国竞争——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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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

——从事农业的人口——Ⅱ，５４２。

—— 总产品的价值和单位产品的价值

——Ⅱ，５４２。

儿童劳动——Ⅱ，４６４、５４５。

Ｆ

法权

——刑法——Ⅰ，４１５。

——罗马法——Ⅰ，４３５。

——租佃权——Ⅱ，１０８。

——经济地位和公民权——Ⅲ，４７６。

——立法对农业的影响——Ⅱ，１２３、１２６。

——土地所有权在法律上的存在——Ⅱ，

３３８—３４０、３５６、３７５。

——商品的法律形式——Ⅰ，３３２。

——劳动能力在法律上的出卖——Ⅰ，

４２７；Ⅲ，１２１。

——洛克所表达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权

观念——Ⅰ，３９３。

法国—— Ⅰ，１５８、３４５；Ⅱ，１２６，Ⅲ，４５８、

５８４。

—— 农业—— Ⅰ，２３—２４；Ⅱ，４１８；Ⅲ，

４５２。

——重农学派的祖国——Ⅰ，２４。

——“第三等级”——Ⅰ，１７３。

——租佃关系——Ⅱ，３９。

——地租、什一税和税收——Ⅱ，１４６。

——利息率——Ⅰ，４０３；Ⅱ，２５３。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十八世纪末）

——追求改革的意图——Ⅱ，１２６。

——部分地没收土地所有权的企图——

Ⅰ，２６、４２。

——和重农学派——Ⅰ，４２—４４、３６６。

——马尔萨斯反对它——Ⅲ，６１。

非物质生产——Ⅰ，２９５—３０１、４４２—４４３。

费用价格——见生产费用（在生产价格意

义上的），生产价格。

分工——Ⅰ，９１、１７３、１７８、２６６、３０６。

—— 社会分工—— Ⅰ，１３１、４１５；Ⅱ，１４、

５５２、５７３；Ⅲ，２９５—２９７。

—— 企业内部的分工—— Ⅱ，１４；Ⅲ，

２９５—２９７。

——和社会劳动生产率——Ⅰ，３１１；Ⅱ，

４、２５９—２６０、５９６、６０８、６１６；Ⅲ，２９７—

２９８、３８５—３８６。

——资本的预先积累是它的条件——Ⅲ，

２９７—３００。

——和生产部门的联合——Ⅲ，２３７、３０８。

——和时间的节省——Ⅰ，２００。

——和再生产过程的加速——Ⅲ，３１３—

３１４。

——和工具的专门化——Ⅲ，３８５。

—— 和不同种类劳动的独立—— Ⅲ，

２９５—２９７。

——对工人的消极影响——Ⅱ，２５９；Ⅲ，

３８８—３８９。

——物质分工是精神分工的前提——Ⅰ，

２９５。

——工场手工业是它的形式——Ⅰ，４２０；

Ⅲ，２９８。

——和协作——Ⅲ，２９７。

——农业中的分工——Ⅱ，５６。

——和商品生产的发展——Ⅰ，２０３；Ⅲ，

２９５—２９６、３１７—３２０。

——和大规模生产——Ⅲ，２９６—２９８。

——和人口密度——Ⅲ，２９７。

——和需要的满足——Ⅱ，５９７。

分配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Ⅰ，７４；Ⅲ，

５５、８６—８７、５３２—５３３、５５５。

——资产阶级分配的界限——Ⅲ，８６。

——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按比例分配

——Ⅰ，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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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和资本在各生产领域间的分配

——Ⅰ，２３４—２３５；Ⅱ，５５２；Ⅲ，５１３—

５１４。

——劳动能力在各部门间的分配——Ⅰ，

２１３。

——价值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Ⅱ，

１４３、１６６。

——剩余价值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

Ⅰ，１２、６１—６２、７４、９０；Ⅱ，３５、１６６。

——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的分配

——Ⅱ，２１、４２、６６—６７、２２１；Ⅲ，２５６、

３９３—３９４。

——超额剩余价值的分配—— Ⅱ，２２—

２３。

—— 利润的分配—— Ⅰ，２８７；Ⅱ，５１７—

５１８。

封建主义——Ⅰ，１６８。

——封建土地所有制——Ⅱ，３６。

——土地所有者在生产中的作用——Ⅱ，

１６７。

——具有封建外貌的社会关系——Ⅰ，

４３９—４４０。

——土地私有权的封建性质——Ⅱ，１６８、

２６３。

——贵族的破产——Ⅰ，３９４—３９５。

——欧洲的封建主义——Ⅰ，４１３、４３９—

４４０。

——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残余——Ⅲ，

５０—５１。

——重农学派的理论是封建制度的资产

阶级式的再现——Ⅰ，２３—２８、４０８、

４１０、４１４。

并见中世纪。

服务—— Ⅰ，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５、１５８—１６１、

１６５、１６８、１８１、２１９、２７４、２７６、２９１—

２９２、２９９、３０１，３０６、３１０—３１１、３１７—

３１８、４３２、４３４—４３８、４４５；Ⅱ，５７１—

５７２；Ⅲ，２７４、３２２。

辅助材料——Ⅰ，１２３、２４９—２５２，Ⅱ，５５７。

妇女劳动——Ⅱ，４６４、５４５。

赋税

——实物税和货币税——Ⅲ，３１８。

—— 间接税和直接税—— Ⅰ，３０３；Ⅱ，

２６０。

——城市税和农村税——Ⅱ，２６０。

——和货币流通——Ⅰ；３２９—３３０。

——和利润率——Ⅱ，４３７—４３８。

——靠税收生活的人的收入——Ⅰ，６２。

——重农学派体系中的地租税—— Ⅰ，

２６—２７、３４、４２。

Ｇ

高利贷资本——Ⅰ，６２，Ⅲ，５１９。

——是资本主义前的借贷资本形式——

Ⅰ，３９５；Ⅲ，５８６、５９０—５９１。

——和产业资本的前提的形成—— Ⅲ，

５８８、５９０。

——它从属于产业资本——Ⅲ，５９１、５９３、

５９７。

——和居民的破产——Ⅰ，３９４—３９５；Ⅲ，

５８８。

——民众对它的憎恶——Ⅲ，５８９—５９０。

——和对农村的剥削——Ⅱ，２５７。

——和财产的集中——Ⅲ，５８９。

——和复利——Ⅲ，３３５。

—— 路德论高利贷资本—— Ⅲ，５８６—

５９７。

——重农学派论高利贷资本——Ⅰ，２０。

——边沁为高利贷辩护——Ⅲ，５８６、５９３、

５９７—５９８。

各生产部门的联合（联合化）—— Ⅰ，

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４—１３５、２２１，Ⅱ，４５—

５１；Ⅲ，２３４—２３７、３１３—３１４。

工厂

——机器体系是它的物质基础——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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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０。

——它的位置——Ⅱ，３１。

工场手工业——Ⅰ，１４８。

——是分工的形式——Ⅰ，４２０；Ⅱ，６６３，

Ⅲ，２９８。

——是向大工业发展的一个阶段——Ⅱ，

６６４。

——机器在工场手工业中引起革命——

Ⅱ，６３４。

——为订货而生产——Ⅲ，３１４。

——十八世纪上半叶它在英国占统治地

位——Ⅱ，６６３—６６４。

——中世纪的工场手工业——Ⅲ，５２０。

工人合作工厂——Ⅲ，３９２、５５２、５６２。

工人后备军——见相对人口过剩。

工人阶级，工人

——是生产职能的承担者——Ⅱ，１６６—

１６７。

——是社会发展的基础——Ⅱ，６５３；Ⅲ，

２８７。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的工人阶

级—— Ⅰ，７３、３６９、３８０、４０８、４１９、

４２２、４２４；Ⅱ，２１、３６、１２６、２４９—２５０、

４６２、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９、６２５、６６１、Ⅲ；

８４—８５、１０２—１０３、２８７、２９８—２９９、

３０３—３０４、３６６—３６７、３８８—３８９、５８９。

——分工对它的消极影响——Ⅱ，２５９；

Ⅲ，３８８—３８９。

——它在消费基金中所占的份额——Ⅱ，

６４５；Ⅲ，３８９。

——它在产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Ⅲ，

９８—９９。

——它的再生产基金的相对减少——Ⅱ，

６６０；Ⅲ，６２—６３、３８９。

——生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化——Ⅰ，２３０。

——工人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Ⅲ，

６２—６３。

——它的各阶层的状况——Ⅰ，２３０；Ⅱ，

６３９—６４０。

—— 工人人口过剩—— Ⅰ，４１６；Ⅱ，５、

６３１—６３３、６４４、６５３；Ⅲ，５１。

——资产阶级经济的矛盾和工人——Ⅱ，

５７８；Ⅲ，１８３。

——和劳动能力这种商品—— Ⅰ，１６—

１９、２５、４８—５１、６６—６７、７５、１４９—

１５１、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４、３３３—３３５、

３４１、３８０、４２２、４２７—４２９、４４１；Ⅱ，

４５２—４５３；Ⅲ，９２—９４、１１７、１２１—

１２２、２９８—２９９、３３１。

—— 和生产劳动—— Ⅰ，１５７—１５８；Ⅱ，

６２４—６２５；Ⅱ，１２８。

——和劳动生产率——Ⅰ，４６—４７、２１７—

２１８、２３０。

——工人是商品的购买者—— Ⅰ，６５—

６６、４３６；Ⅲ，１１—１４。

——训练的费用——Ⅰ，１５９、２１０。

——工人的技能——Ⅲ，３２４—３２５。

——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 Ⅰ，２２０；

Ⅱ，３、５、１１、２５９—２６０。

——介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阶层

——Ⅱ，６３９—６４０、６５３。

——工人阶级的斗争和机器的发明——

Ⅰ，４１６。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是生产的主人

——Ⅱ，６６１。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是生产上

的非生产费用——Ⅰ，４０８。

工人阶级的贫困化

——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Ⅲ，５６—

５７、１３５、２８４、３３８。

——工人阶级在消费基金中所占份额的

减少——Ⅱ，６４５。

——和过度劳动——Ⅲ，３３８。

——赤贫化——Ⅰ，２１８、２６４；Ⅱ，５４５；Ⅲ，

２８４、３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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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资本积累——Ⅲ，３７０、３８９。

并见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相对

人口过剩，资本对劳动能力的剥削。

工业

——它的产生——Ⅰ，１４。

——它作为生产部门的特点——Ⅰ，１９—

２０；Ⅱ，４２—４３、５１—５２。

—— 是真正资产阶级的生产部门——

Ⅱ，——它的科学基础——Ⅱ，１１６。

——为它创造市场——Ⅲ，５２０—５２１。

——自然力的利用——Ⅰ，２２—２３、３６。

——固定资本是它的产品——Ⅱ，６０。

——个别工业部门没有固定资本或流动

资本——Ⅱ，１４、３９—４１、６０—６１、９５、

１４１；Ⅲ，４２７、４３４。

—— 和农业—— Ⅰ，２１—２２；Ⅱ，７、１３７，

Ⅲ，３３２。

——工业中的超额利润—— Ⅱ，９８；Ⅲ，

４２８—４２９。

——在斯密和李嘉图的著作中所反映的

工业的历史——Ⅰ，３６。

并见采矿工业，加工工业。

公有地的圈围—— Ⅱ，１５６、１７１—１７２、

２６３—２６５。

工资

——它的实质——Ⅱ，４３０。

——是工人的收入——Ⅰ，７４—７５、２５７。

—— 和劳动能力的价值—— Ⅰ，３３３—

３３４、４２８；Ⅱ，３５９；Ⅲ，３９。

—— 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 Ⅰ，９０、

２０９—２１０。

——必要劳动对它的补偿——Ⅰ，９０—

９１、１６４。

——特殊的资本主义形式——Ⅲ，４６７—

４６８。

——“劳动—工资”公式的不合理性——

Ⅲ，５３３。

——表面上是资本家预付工资—— Ⅰ，

３３３、３３９—３４０；Ⅲ，９６—９８、１２１—

１２２、３７３、４６７。

——是流动资本的一部分——Ⅰ，２５７—

２５８。

——和商品价值——Ⅰ，７５；Ⅱ，３、４７５—

４７６、６２９—６３０。

—— 和剩余价值—— Ⅱ，５、３１１—３１２、

４６４—４６５；Ⅲ，１６０。

——和利润——Ⅱ，７２—７４、３１１—３１２。

—— 和生产价格—— Ⅱ，４３９—４４９；Ⅲ，

３６７—３６８。

——和市场价格——Ⅰ，７８、１４５、３４０。

——和劳动生产率——Ⅰ，２１５—２１７；Ⅱ，

４—５、７２—７４、２９５—２９６、４６２—４６３。

——它的形式——Ⅲ，１２１。

——必要工资——Ⅱ，３、３１。

——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Ⅱ，５。

——工业工人和农业工人的工资——Ⅱ，

５、１１、２５７。

—— 和工人人口的增加—— Ⅱ，５４５、

６６１—６６４。

——和工人之间的竞争——Ⅰ，４１６；Ⅱ，

５。

——各个不同时代和各个不同国家的工

资水平——Ⅱ，５、２５７、５４３—５４４。

——它降低到传统水平以下—— Ⅱ，５、

１１、５２５。

——工资中的扣除——Ⅰ，２０９—２１０。

——它提高的场合——Ⅱ，４４６。

——管理和指挥的工资——Ⅰ，５９、９１；

Ⅲ，７０、３９１—３９３、５４８—５５３、５６１、

５６３—５６４。

——重农学派论工资——Ⅰ，１６、２０、３１—

３２、４４。

——李嘉图论工资——Ⅱ，片，４５６—４５７、

４６０、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１—４８２、４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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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６、６４６；Ⅲ，２７—２８。

工作日

——它的身体界限和社会界限——Ⅲ，

３３１、３４１。

——法律上规定工作日——Ⅱ，１１、４９４、

４９８。

——争取规定正常的工作日长度的斗争

——Ⅱ，４６２。

—— 和劳动能力—— Ⅱ，４６４；Ⅲ，１６０、

３４１。

—— 它 的 延 长—— Ⅱ，４６３—４６４；Ⅲ，

２４９—２５０。

—— 和绝对剩余价值—— Ⅱ，４、４６１—

４６２。

——和新机器的采用——Ⅱ，５２５。

——是资本积累的界限——Ⅲ，２６４。

共产主义（社会经济形态）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发展的结果

—— Ⅲ，２９１—２９２、３００—３０１、４６６、

４７２—４７４。

——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和前提——

Ⅱ，６６０—６６１；Ⅲ，２９９、３９８、４６６。

——社会劳动形式——Ⅲ，５５１。

——土地归人民所有——Ⅱ，１０８。

—— 生产关系的性质—— Ⅲ，１３９、３０１、

４６６、４７３、５８３。

——生产的性质——Ⅱ，６６１；Ⅲ，１２６。

——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性——Ⅰ，８９；Ⅲ，

３８８。

—— 消费和积累之间的关系—— Ⅲ，

３７２—３７３。

——社会需要是生产的直接调节者——

Ⅱ，６６１；Ⅲ，１２６。

——按比例生产——Ⅲ，１２６。

——生产劳动——Ⅰ，１４３。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者的状况

——Ⅰ，２１８—２１９。

——人类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Ⅱ，

１２４—１２５。

——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Ⅲ，２８１—

２８２。

——和分工——Ⅲ，３００—３０１。

—— 保险基金的必要性—— Ⅲ，３９３—

３９４。

——和土地肥力的差别——Ⅲ，１１１。

古代世界——Ⅰ，２２５、２９９、３１６；Ⅱ，７，Ⅲ，

４５８—４５９、５８９、５９３、５９８。

并见罗马（古代），希腊，（古代），埃及

（古代）。

股票——Ⅱ，３８０、５６６；Ⅲ，３１９。

股息

——一般利润率是资本的股息—— Ⅱ，

４９２；Ⅲ，８３—８４。

——资本的股息和竞争——Ⅱ，４９５。

谷物法（英国）

—— 和土地所有权—— Ⅱ，１２３、１２６、

１２９—１３０。

——围绕谷物法进行的斗争——Ⅱ，１２６、

１２９—１３１。

——是价格上涨的原因——Ⅱ，２６２。

——马尔萨斯论谷物法——Ⅱ，３—４。

固定资本

——是资本在流通中的一种形式——Ⅰ，

１６、１８２；Ⅱ，２１７。

——是不变资本的一部分——Ⅱ，６０。

——它的再生产过程——Ⅰ，８５、９１—９２、

２４６—２５８、３４７；Ⅱ，１９、２１６—２１７、

５３８、６５７。

——它的周转——Ⅰ，２４６—２４８；Ⅲ，４２８。

——和流动资本——Ⅱ，１４１、２１６—２１７、

６５９。

——它的价值的下降——Ⅲ，４２８。

—— 它的使用的盈利性—— Ⅲ，４８２—

４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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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工业产品——Ⅱ，６０。

——和商品价值——Ⅰ，３４７；Ⅱ，１２、２３５；

Ⅲ，４２７—４２８。

——和利润率——Ⅰ，８７—８８；Ⅲ，４２８—

４２９。

并见固定资本的折旧。

固定资本的折旧

——和固定资本的补偿——Ⅰ，９６、１１７—

１１９、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９、１３４—１３８、２４６—

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２；Ⅱ，５５。

——和商品的价值——Ⅰ，９１—９２、２１４；

Ⅱ，６、４９２。

——折旧基金是积累基金—— Ⅱ，５４８；

Ⅲ，５８—５９、６９。

——和所使用的劳动量——Ⅰ，１６２。

——和对劳动的需求——Ⅲ，６８—６９。

雇佣劳动

—— 它的本质上的特点—— Ⅲ，２８４—

２８５、２９８—２９９、４４０—４４１、４７６。

——它的前提——Ⅰ，７３；Ⅲ，５３３。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Ⅰ，２３２；

Ⅱ，４５２；Ⅲ，３１８、５２２、５４６。

—— 和商品生产的发展—— Ⅲ，３１８—

３２０。

——生产的雇佣劳动——Ⅰ，１４２、１４７—

１４８、１６３、１９７。

——它的扩大再生产——Ⅱ，６５２—６５３。

规律（作为哲学范畴）

——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

系之间的矛盾——Ⅲ，９１。

——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Ⅱ，９９。

国家

——作为资产阶级的工具——Ⅰ，３１４—

３１５；Ⅲ，４９５、５１８、５９４。

——向它交纳赋税——Ⅰ，２０９、３２９、４３７。

——国家制度——Ⅰ，２９６。

——资本家对它的态度——Ⅰ，１６８、２９２、

３１４—３１５。

——要求它不干涉生产——Ⅰ，２７、４２、

１６２—１６３、４０６。

—— 和工作日的调节—— Ⅱ，１１、４９４、

４９８。

——是收入的消费者——Ⅱ，６４０。

——危机期间国家的破产——Ⅱ，５６５—

５６６。

—— 和土地国有化—— Ⅰ，２６—２７、３１、

３７—３８；Ⅱ，３８—３９、１０８、１６６—１６７；

Ⅲ，５２３。

—— 亚洲的土地国有—— Ⅰ，２８６；Ⅲ，

４６３、４８０。

国家有价证券——Ⅱ，３８０、５６６。

国内市场——Ⅱ，６３９。

——和危机——Ⅱ，５６８、５９９。

并见市场。

国债—— Ⅰ，１９９、２９２、３９４；Ⅱ，５２５；Ⅲ，

３４２。

Ｈ

行会制度——Ⅲ，５２０。

荷兰——Ⅰ，１７５、２７０、４０３—４０４、４１２；Ⅱ，

１４、１１９、２５３、６１７；Ⅲ，４６７、４９２、５８６、

５９３、５９９。

化学

——它在生产中的作用——Ⅰ，２５２；Ⅲ，

３１４、４３２。

—— 化学过程—— Ⅱ，１９６、６３０；Ⅲ，６４、

１９３、２５１、３１４、３８５—３８６、４０６、４３２。

——是农业的科学基础——Ⅱ，１５、５６、

１１６、１７５；Ⅲ，３１８。

——应用化学——Ⅰ，４１６。

货币

——是一般社会劳动的表现——Ⅰ，２４、

６５、２０２—２０３、４１８；Ⅱ，５８１；Ⅲ，３４—

３５、１４５—１４７、１５５—１５６。

０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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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价值是它的前提——Ⅲ，１７５、１７７。

—— 是一般等价物—— Ⅲ，１４５—１４６、

５１６。

——是交换价值的独立形式——Ⅰ，４３、

６５—６６、７６、３１６—３１７、３３８、４３４；Ⅲ，

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６—１４８、４０８—４０９。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提——Ⅲ，

５７６。

——是价值尺度——Ⅱ，３８７；Ⅲ，３４—３５、

１４３—１４４、１４６。

——是价格标准——Ⅲ，１７４—１７５。

——是购买手段——Ⅰ，３２７、３２９—３３１、

３４１；Ⅲ，５４０。

——是流通手段——Ⅰ，３１７、３３０—３３１、

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７—３５９、３６０—３６２、３６５、

４３３；Ⅱ，５８７。

——金属货币——Ⅰ，１３。

——铸币——Ⅰ，３６４。

——货币时贮藏——Ⅰ，２７８、２９２—２９３、

３１７、３４７、３９７；Ⅱ，５６４；Ⅲ，１７６、３０１，

３０５、３０９—３１０。

——是支付手段——Ⅰ，１８５、３２４、３２９—

３３４、３４４、３４９．３５７、３６１，Ⅱ，５６２、

５８２—５８５、５８７—５８８；Ⅲ，１２１、１７６、

５４０、５６５。

——世界货币——Ⅰ，３９７；Ⅲ，２７８。

—— 它的回流—— Ⅰ，２８７—２８８、３２９、

３４０—３４９、３３４、３６４—３６６。

——它的价值——Ⅰ，２８６；Ⅱ，２２３—２２５。

—— 它的贬值—— Ⅱ，１４３—１４４、１５４、

５２５。

——和危机的可能性——Ⅱ，５６２—５６３。

——是商品的转化形式——Ⅲ，５１７。

——是资本的转化形式——Ⅲ，５１７、５２２。

—— 是潜在的资本—— Ⅲ，５２２—５２３、

５２５—５２８、５４０、５４６。

——它转化为资本——Ⅰ，４２４—４２７。

—— 它的拜物教性质—— Ⅰ，４１８，Ⅲ，

３２５—３２６、５４８—５４９。

并见金（和锒），信用货币。

货币流通——Ⅰ，２５６—２５８。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Ⅲ，１１９。

——和商品流通——Ⅰ，２８２—２８３、３２３—

３２７、３３０—３３２、３５４—３６５。

——流通中的货币量——Ⅰ，３９７。

——货币流通速度——Ⅰ，３６３—３６４。

——资本家与工人间的货币流通——Ⅰ，

３３２—３４８。

货币流通规律——Ⅰ，３６２—３６３。

货币市场——Ⅱ，６６１；Ⅲ，５１３—５１５。

货币主义

——用交换来解释剩余价值——Ⅰ，１３、

２３、１１６；Ⅲ，８。

——把贮藏货币作为致富之道—— Ⅰ，

３１６—３１８。

——关于生产劳动的论述——Ⅰ，３１８。

——后来的经济学家的货币主义观点

——Ⅰ，３１７—３１８；Ⅲ，８。

Ｊ

基础和上层建筑——Ⅰ，２９６、２９８、３００—

３０１；Ⅲ，１７７。

并见国家，生产关系。

几何学——Ⅲ，１５４—１５５、１７４。

机器

——机器的价值和生产率（效率）——Ⅰ，

２１１、２４７—２４８；Ⅱ，１１８、６２９—６３０、

６３５—６３６：Ⅲ，２４２、２５７、４０２—４０４，

４８６—４８９。

——和商品价值—— Ⅱ，６、６３３；Ⅲ，６４、

４０４—４０５。

——它们的价值变动对资本有机构成和

利润率的影响——Ⅰ，４；Ⅱ，６３３；Ⅲ，

３８２—３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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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

——Ⅱ，６３６、６４１—６４２。

—— 工人受到排挤—— Ⅰ，２１７—２１８、

２２９—２３０、４２０；Ⅱ，５、６２９—６３２、６３４、

６３６、６３９、６４２、６５０—６５２、６６３；Ⅱ，６６、

２６５、４０２—４０３、４８７—４８８。

—— 和资本在工艺方面对劳动的统治

——Ⅰ，４２０；Ⅱ，６３２、６５１—６５２。

——和工作日的延长——Ⅱ，５２５。

——和雇佣奴隶制的永久化——Ⅱ，６５３。

——和对手工业者受到排挤——Ⅱ，６５１。

——和非生产阶层的增加——Ⅱ，６５０—

６５１。

——和再生产过程的加速——Ⅲ，３１３—

３１４。

——和资本积累的加速——Ⅱ，６６３。

—— 和人口的增长—— Ⅱ，６３２—６３３、

６４２；Ⅲ，２６８。

——和工场手工业的革命化——Ⅱ，６３４。

——和科学——Ⅰ，４２１。

——和劳动生产率——Ⅱ，４、８２；Ⅲ，４０４。

——机器制造业中机器的使用——Ⅱ，

６２９—６３０；Ⅲ，４０３。

——机器体系——Ⅰ，４２０，Ⅲ，４０３—４０４、

４８８—４８９。

—— 它们在实物形上的补偿—— Ⅱ，

５４７—５４８、５５６—５５７。

机 器 制 造—Ⅰ，１１８—１１９、１２３—１２９、

１３４—１３９、１８５—１８６、１９２—１９３、

２１７—２１９；Ⅱ，５５６—５５８、６２９—

６３０；Ⅲ，４０３、４１８。

级差地租

—— 定义—Ⅱ，１０５、１３５、１５５、２６７—２６８、

２８３、２９９—３００、３２５—３２６、３２９—３３０、

３７３。

—— 它的原因—Ⅰ，３８４—３８５；Ⅱ，１１１；

Ⅲ，５２３。

——级差地租量和级差地租率—— Ⅱ，

３６—３７、９８、２８６；Ⅲ，４４７—４４８。

——和超额利润——Ⅱ，２３０、２６７、３４９。

——和生产的自然要素——Ⅱ，１３４。

——和农业的进步——Ⅱ，２６８、３０６。

——和农业工人的劳动生产率—— Ⅲ，

３９８。

——和人工的土地肥力——Ⅱ，１６１。

——从较好的土地向较坏的土地推移和

从较坏的土地向较好的土地推移—

Ⅱ，２６８、３０６、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３、５２４—

５２５，Ⅲ，１１１。

——和土地的绝对生产率——Ⅱ，３２６。

——和农产品的价格——Ⅰ，３８４—３８５；

Ⅱ，３５６—３５７；Ⅲ，１１１。

——部分利润和部分不变资本转化为级

差地租—Ⅱ，５１６、５１８、５２２—５２３。

——在土地国有化条件下级差地租转归

国有——Ⅱ，１０８、１６６—１６７。

——和共产主义——Ⅱ，１１１。

——配第论级差地租——Ⅰ，３８４—３８５。

——李嘉图认为它是地租的唯一形式—

Ⅱ，９７、１３８—１４０、１７９、２６９—２７１、

３０７、３５５。

级差地租Ⅰ

—— 和地段肥力的差别—— Ⅱ，５—７、

３６—３７、９７—９８、２６７—２６８、３００—

３０１、３４９；Ⅲ，４４７。

——和地段的位置——Ⅲ，１１１。

级差地租Ⅱ

——它的形成——Ⅱ，３７、９８、３００—３０１、

３５４、３７６、３７８—３７９；Ⅲ，４４７。

——和土地所有权——Ⅱ，４４８。

技术进步——Ⅱ，１８。

——农业中的技术进步—— Ⅱ，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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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９８、１１６、１６０、１７５、３６２。

价格

—— 和价值—— Ⅰ，１２—１３、２９、７６、９２、

１０９、２３５—２３６；Ⅱ，５、１８、２９３—２９４、

３７６—３７８；Ⅲ，１１８、１４０、５７６。

——和市场价值——Ⅱ，２２６—２２８、２９８—

２９９、３０４；Ⅲ，５７３—５７４。

——和生产价格——Ⅱ，２１４—２１５、２６１、

３５９—３６０；Ⅲ，５６６—５６７、５７３—５７４。

—— 它的构成要素—— Ⅲ，５６７—５７０、

５７２—５７４。

——垄断价格——Ⅰ，２８６；Ⅱ，２６、２９、９７、

１７８—１７９、３５６、３７７、３８９、３９６、４４０；

Ⅲ；４４４—４４５。

——由于部门内的竞争而形成的统一市

场价格——Ⅱ，２５、１３５、２２８。

——和供求——Ⅲ，５６５—５６６。

——和技术进步——Ⅱ，１８。

——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的价值变动

——Ⅱ，３２１—３２２。

——农产品的价格是地租的源泉——Ⅱ，

１７７。

——和工资的波动——Ⅰ，７８、１４５、３４０。

——和货币贬值——Ⅱ，５２５。

——单位商品的价格——Ⅱ，２９３—２９６。

—— 是资本家的出发点—— Ⅱ，３７７—

３７８。

——它的逐日牌价——Ⅲ，５１５。

——价格史——Ⅱ，１１７、１２３、１３３、１４２—

１４６、１５４—１５８、２６２、４６４—４６５、５２４—

５２５。

加工工业

——其中生产阶段的连续性——Ⅱ，４３。

——在一系列加工工业部门中没有固定

资本——Ⅱ，１３—１４、３９、６０—６１、９５。

家庭工业——Ⅰ，１５０、１５６；Ⅱ，６６３—６６４；

Ⅲ，４６６、４９１。

价值

——定义——Ⅰ，１９、２４、４８—４９、７４、２３５；

Ⅱ，２７、１６４、２９２—２９３、４５０—４５１、

５７５；Ⅲ，１３４。

——是社会关系——Ⅲ，１３９、１５９、１９７。

——价值实体——Ⅰ，１９、２２、２４、６４、７５、

２０２、４２３；Ⅱ，１３９—１４０、１８０—１８１、

１９０；Ⅲ，３５、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５、１６７—

１６８、１７３—１７７、３７２、５３４。

——和对剩余价值的理解—— Ⅰ，１６６、

３７９；Ⅱ，２１０。

——是资产阶级财富的实质——Ⅰ，１６６。

——是资本的前提——Ⅲ，１４１、２７８。

——自行增殖的价值—— Ⅰ，３４２、４２１、

４２３；Ⅲ，１４１、１４７、４６７。

——劳动价值论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Ⅱ，２６９、３７７—３７８。

——价值形式和价值量——Ⅰ，２４、２０２—

２０３、３３６；Ⅲ，１３７、１４０。

——交换价值是它的表现形式—— Ⅲ，

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７。

——它的外在尺度的必然性——Ⅱ，１８１、

１９０、２２３；Ⅲ、１４０。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３、

１５５—１５６。

——它观念地表现为价格——Ⅲ，１４０。

——它的货币形式——Ⅰ，７６；Ⅱ，１４７—

１４８；Ⅲ，１６７—１６８、１７５。

——作为价值的商品在质上的同一和在

量上的差别——Ⅲ，１３７、１４４—１４５、

１７３—１７５。

—— 和使用价值—— Ⅰ，８８、９６、１２９—

１３１、１５９、１６６、２００、２７９、２９２、３９１；Ⅱ，

２９３—２９４；Ⅲ，１０７—１０９、１２６—１２８、

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９、３１３、３２６—３２７。

——和劳动生产率——Ⅰ，４６、４８、１８７—

１９３、２００、２１１、２３５—２３６、４２３；Ⅱ，

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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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产品的价值和单位产品的价值

——Ⅱ，５４１—５４２；Ⅲ，１２０。

——个别价值和市场价值——Ⅰ，２３５；

Ⅱ，２２６、２９３—２９６、２９８—３０１、５７９—

５８０、５９５；Ⅲ，６４。

——相对价值和绝对价值——Ⅲ，１４２—

１４３。

——它的组成部分——Ⅰ，９９；Ⅱ，３７７。

——不变资本的价值是产品价值的组成

部 分—— Ⅰ，７９—８４、８７—８８、９１、

１９０—１９１；Ⅱ，１２、５４０—５４１。

——它的分配——Ⅰ，５１、６３，７４—７５、７８；

Ⅱ，１４３、１６６、４７５。

——和工资——Ⅰ，７５；Ⅱ，３、４７５—４７６、

６２９—６３０。

——和生产价格——Ⅰ，７６、４４８；Ⅱ，２１—

２４、２７、５４、６９—７０、１４１、２０３、２１０、

２１４—２１５、２３６—２３８、２６１、２７０—２７１、

３１０—３１１、３３３；Ⅲ，８３—８５、１８１—

１８２、４１５、５３５、５６６—５６７、５７３—５７４。

——和市场价格——Ⅰ，１２—１３、２９、７６、

９２、１０９、２３５—２３６；Ⅱ，５、１８、３７６—

３７８；Ⅲ，１１８、１４０、５７６。

——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Ⅰ，

８５、２４６、２４９；Ⅱ，１２、４３、８１、８５、１１８、

２１７、４７１—４７２、５３８；Ⅲ，１１９、２３０、

４１０—４１１。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Ⅱ，

５６。

—— 差额价值—— Ⅱ，２９２、２９８—２９９、

３２５—３２６。

——它的贬低—Ⅱ，５６５、５８７、５８８—５８９、

５９１、６０８—６０９、６１５—６１６；Ⅲ，１３８。

——和商品的购买力——Ⅲ，１３３。

——它的实现——Ⅲ，１３６、１４０。

——配第论价值——Ⅱ，３８０、３８６—３８８。

——重农学派对它的理解—— Ⅰ，１６—

１９、２０、３５。

—— 詹姆斯·斯图亚特论“实际价

值”——Ⅰ，１１—１３。

——李嘉图论“实际价值”——Ⅱ，１８９。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它和使用价

值等同起来——Ⅰ，２０、２６、１４４、１６６、

２７５、３８６、３９１；Ⅱ，１６６；Ⅲ，５４２—５４３。

——庸俗经济学家把它和价格混为一谈

——Ⅲ，１６６、１６８、１７４—１７５。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不变的价值

尺度”问题——Ⅰ，４９—５０、５２、１４０；

Ⅱ，４１６、４５７；Ⅲ，３—４、１４３—１４５、

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７—１６８。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它归结为收

入—— Ⅰ，６５、７９—８５、１１１、１３７、

１３９—１４０、２２１—２２３；Ⅲ，２１４、２７３—

２７４。

并见价值规律，交换价值，市场价值，

价格。

价值规律

——是政治经济学的基础——Ⅱ，２６９。

—— 和等价物的交换—— Ⅰ，３８、１６１、

２０３、２６３、３３４、３３６、３５９、４２８；Ⅲ，

１３５—１４６、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２、

４１６。

——它起作用和发展的条件——Ⅱ，３７７；

Ⅲ，７４、７６。

——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交换—— Ⅰ，

５０—５１、６５—６７、３３３—３３４；Ⅱ，４５１—

４５４；Ⅲ，７、１２、９２—９４、９７—９８、４１５—

４１６、５３４。

——它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作用——Ⅱ，

２２２—２２３；Ⅲ，１１２。

——同平均利润规律的表面上的矛盾

——Ⅱ，５４；Ⅲ，７１—７３、１７８。

—— 和生产价格—— Ⅲ，８４—８６、１８１—

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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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租——Ⅱ，２９、１７９—１８０。

并见价值。

简单再生产

——它的概念——Ⅱ，５４４。

——和年产品的补偿——Ⅰ，２３３—２５６。

—— 和资本的补偿过程—— Ⅲ，２７０—

２７４。

——不变资本的简单再生产——Ⅰ，８８—

１４０。

—— 和积累—— Ⅱ，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８；Ⅱ，

４１９—４２０。

——是抽象化——Ⅲ，５７４—５７５。

监督和管理的劳动—— Ⅰ，５９、９１、３１１；

Ⅲ，７０、３９１—３９３、５４８—５５３、５６１—

５６４。

建筑业

——建筑业中的生产时间——Ⅲ，４３０—

４３１。

交换

—— 商品交换—— Ⅰ，３３、３８、４９—５０、

２０２—２０５、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１、３３４；Ⅱ，

４５１—４５２；Ⅲ，１３９、３０９—３１７。

—— 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劳动的性质

——Ⅲ，１３９。

——等价物的交换——Ⅰ，３８、１６１、２０３、

２６１、３３４、３３６、３５９、４２８；Ⅲ，１３５—

１４６、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８、１６１—１６２、４１６。

——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交换——Ⅰ，２５、

３１—３３、５０—５１、５５、６５—６７、１４７—

１４８、１５１、１８１、３３３—３３４，４１８、４２４—

４３０、４３４—４３５、４３８；Ⅱ，４５１—４５４；

Ⅲ，７、１２、９２—９４、９７—９８、１００—１０１、

１８４—１８５、２５９、４１５—４１６、５３４。

—— 资本同资本的交换—— Ⅰ，１３４、

１３７—１３８、１８３、１８５、１９３、２５５、２５８；

Ⅱ，５３９—５４０、５５８—５６０。

—— 收入同收入的交换—— Ⅰ，２３３、

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２、２５８。

——收入同资本的交换——Ⅰ，２４０、２４４、

２５６—２５８、３２９、３４１—３４２；Ⅱ，８１、

５５９；Ⅲ，２６９—２７６。

——和流通——Ⅱ，５８０。

——和分工——Ⅰ，２０３。

——它同生产的联系—— Ⅰ，３３、３０８—

３０９；Ⅱ，１９。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剩余价值从

交换中得来——Ⅰ，１１、１３、２３。

交换价值

——定义——Ⅱ，５７５。

——是资产阶级制度的基础——Ⅰ，２０２、

２７９、２９２；Ⅱ，５７４；Ⅲ，５３。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Ⅲ，

２８。

——社会劳动是它的实体——Ⅱ，１９０。

——是物的社会存在——Ⅲ，３２６—３２７。

—— 是价值的表现形式—— Ⅲ，１３４、

１３６—１３７。

——货币是它的独立存在——Ⅰ，３１６—

３１７；Ⅱ，２９４；Ⅲ，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６—

１４８。

——它在使用价值上的表现——Ⅲ，１６０。

——它的直接表现——Ⅱ，１８７。

——和利润——Ⅰ，１２。

——和价格——Ⅱ，２９４。

——和劳动能力这种商品——Ⅰ，１６。

——和商品交换——Ⅰ，５５—５６、１４９。

——和再生产问题——Ⅰ，２３９。

——在危机时期交换价值消灭—— Ⅱ，

５６６。

交易所——Ⅱ，１３１。

教会—— Ⅰ，２０９、２９２—２９３、３１３—３１４；

Ⅱ，１２６；Ⅲ，３４４、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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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

——和生产条件所有权—— Ⅰ，１３、２３、

４９—５０。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对立——Ⅰ，

３２０；Ⅱ，１６６、４７３—４７４、４７６、６５２；Ⅲ，

１０２—１０３。

——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Ⅱ，

５２５—５２６、５３４、５６２，６５３；Ⅲ，５０—５１、

６２—６３。

——统治阶级和它的组成部分——Ⅰ，

１６８、２９６—２９８、３１４—３１５；Ⅱ，１３１。

——和剩余价值的分配—— Ⅰ，１２、２１、

６１—６２、７４、９０；Ⅱ，３５、１６６。

——无产阶级——Ⅰ，２３０—２３１；Ⅲ，６２—

６３。

——介于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中间阶层

——Ⅱ，６３９—６４０、６５３；Ⅲ，３８９。

—— 生产阶级和非生产阶级—— Ⅰ，

１７０—１７３、１９７—１９９、２３０；Ⅲ，１５—

１６、５１、１２７—１２９。

并见工人阶级，资本家，租地农场主，

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农民，

食利者。

阶级斗争——Ⅰ，３１５。

——它的经济基础——Ⅱ，２１。

——它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反映

——Ⅲ，５５６—５５８。

节约（积蓄）—— Ⅰ，２２２、２７０、２８１；Ⅱ，

６４７；Ⅲ，３０１。

借贷——Ⅰ，８２、２２９—２３０；Ⅱ，１３１、３８０、

５２５、５５３、６３５。

借贷利息

——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Ⅰ，６１—

６２，Ⅲ，５０８—５０９、５２１、５３９—５４１、

５４６—５４７。

——和利润率——Ⅱ，２５２—２５３；Ⅲ，４９３、

５２２。

——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神秘化—— Ⅲ，

５１０—５１２、 ５４３—５４４、 ５４７—５５０、

５７７—５７８。

——是财富分配的形式——Ⅰ，６１—６２。

——是资本所有权的产物—— Ⅲ，５０９、

５２８。

—— 是资本的价格—— Ⅲ，５６５—５６６、

５７７—５８０。

——使用自己的资本的资本家的利息

——Ⅰ，４４０；Ⅲ，５２６、５３１、５４７。

——是资本家的生产费用的一个组成部

分——Ⅲ，８６、５３０—５３１、５６５—５７０。

——和地租的资本化——Ⅰ，３８２—３８４；

Ⅲ，５７９—５８０。

——投入土地的固定资本的利息——Ⅱ，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１５６。

—— 不同时期的利息—— Ⅱ，２５３；Ⅲ，

５９７—６００。

——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下的利息

——Ⅲ，５４０—５４１。

——资本主义生产不发达的条件下的利

息——Ⅰ，６１、２８６。

——重农学派和配第论利息——Ⅰ，２０—

２１、３８３—３８４；Ⅲ，５３０。

—— 诺思、休谟和马西论利息—— Ⅰ，

３８９、４００。

—— 对利息的反驳（蒲鲁东、路德）——

Ⅰ，３４３、３４５；Ⅲ，５０５、５１７—５１８、

５８１—５９７。

并见利息率。

借贷（货币）资本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

果——Ⅰ，６，Ⅲ，５２２—５２３。

——是资本的最完善的拜物教形式——

Ⅲ，５００、５０３、５０５—５０７、５０９—５１２、

５１５—５１７、５２９、５４２—５４４、５５４、５５８。

——它与生产过程的分离——Ⅲ，５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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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５４０、５８２。

——和资本的法律所有权与经济所有权

的分离—— Ⅲ，５１１、５２３—５２６、５４４、

５６５。

—— 是整个资本家阶级的共有的资本

——Ⅲ，５１５。

—— 作为商品—— Ⅲ，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６—

５０８、５１５—５１６、５４６。

——它的积聚——Ⅲ，５１５。

——它的资本主义前的形式——Ⅲ，５１７、

５４１、５４８、５８６。

——和产业资本——Ⅰ，６；Ⅲ，５１７—５１９、

５２４——５２５、５４８、５８６。

——和产业利润——Ⅲ，５１０—５１１。

——和资本积累——Ⅱ，５５０。

——和信用——Ⅲ，５７６。

——和利息——Ⅲ，５４１、５４８、５６５—５６６。

并见信用，高利贷资本，贷款，借贷利

息。

金（和银）—— Ⅰ，１３、１４４—１４５、１６６—

１６７、２９２、３１６—３１７、３４８、３９６；Ⅱ，

２２０—２２２、３３６；Ⅲ，１４４—１４５、４４４—

４４５、５８６。

经济范畴——Ⅰ，３０９、４１１、４４０；Ⅱ，１８１—

１８３、１８６、４１０；Ⅲ，９１—９２、１７７、５４１。

经济规律

——经济规律作用的性质——Ⅱ，４２８—

４３０。

经济危机

——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Ⅰ，

５；Ⅱ，５６２—６１１；Ⅲ，５３、５５、８６—８７、

１２８—１３０。

——是资产阶级经济矛盾通过暴力的平

衡 的形 式—— Ⅱ，５６２、５７１、５７６、

５８１—５８２、５８６、５９５—５９６、６１０；Ⅲ，

１２８—１２９、５７５。

——和实现问题——Ⅱ，５５３、５７３—５７６、

５７９—５８２、５８４—５８７、５８９—５９１。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比例失调——Ⅱ，

５６４—５６５、 ５７４—５７５、 ５８３—５８４、

５８９—５９０、５９４—５９５、６０４—６０５。

——和生产力的发展——Ⅱ，６０２—６０３；

Ⅲ，１３０。

——它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

—— Ⅱ，５７２—５７３、５７５—５７６、５７９—

５８９、６０８—６０９。

—— 它的抽象形式—— Ⅱ，５６２、５８１—

５８８。

——和买卖行为的相互分离——Ⅱ，５６０、

５６４、５７１—５７３、５７５—５７６、５８０—５８４、

５８７—５８８、６０８—６０９。

——和需求与供给的相互分离—— Ⅱ，

５７６。

——和生产过程同流通过程的彼此分离

——Ⅱ，５７９、５８６。

——和资本的破坏——Ⅱ，５６５—５６６。

—— 和价值的变动—— Ⅱ，５６５、５８７、

５８８—５８９、５９１、６０８—６０９。

—— 和价格的变动—— Ⅱ，５６４—５６６、

５７５—５７７、５８８、６１０。

——和生产过剩——Ⅱ，５９０—５９１、５９５、

５９９、６０３；Ⅲ，１３０。

—— 和原料的涨价—— Ⅱ，５８８—５９１、

６０８—６０９。

——和生活资料的涨价——Ⅱ，５９１。

——和信用——Ⅱ，５６４、５６６、５８３—５８９；

Ⅲ，１３０。

—— 和资本积累—— Ⅱ，５６２、５６４；Ⅲ，

４１８。

——和货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 Ⅱ，

５８８—５８９、５９１、６０８。

—— 和资本家与国家的破产—— Ⅱ，

５６５—５６６、５９８。

—— 它的各种形式—— Ⅱ，５６７、５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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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２、５７６—５７７、５８４、５８７—５８８、５９５、

６９５、６１０；Ⅲ，１３０。

——它的周期性——Ⅱ，５３５、５６６—５６８、

５７０；Ⅲ，５５。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它的解释

——Ⅰ，２３７、２７６；Ⅱ，５３４—５３５、５６３、

５６６—５７６、５８４—５８８、５９１、６０３—６１１；

Ⅲ，５５、１０６、１３０。

并见生产过剩。

精神生产——见非物质生产。

竞争

——和资本主义内在规律的实现——Ⅱ，

９７。

——和实际关系的歪曲——Ⅱ，６８—６９、

１１１—１１２、１８２、２４１、２６０—２６１、２９６—

２９７；Ⅲ，２６、５７１—５７２。

——部门内的竞争——Ⅱ，１０５、１３５、１６９、

２２８、２３０—２３２、２９７—２９８、３４４—３４５，

Ⅲ，３３２。

—— 部门间的竞争—— Ⅱ，１３５—１３６、

２２９—２３１、２９７、３７６、４９３—４９６；Ⅲ，

９０。

——资本家之间的竞争——Ⅰ，１４５、２８６；

Ⅱ，３５—３６、６８—６９、９７、１０５、２２８、

４１１、５５２、５９５；Ⅲ，３９２。

——工人之间的竞争——Ⅰ，４１６；Ⅱ，５、

４９４，Ⅲ，３４１。

——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竞争——Ⅲ，３９０。

——非生产劳动者之间的竞争——Ⅰ，

２１９。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Ⅱ，４、

８。

——卖者和买者之间的竞争——Ⅱ，２２８。

——它的规律——Ⅱ，７、２２。

——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比例—— Ⅰ，

２３４—２３５；Ⅱ，２２９—２３４、５９５。

——和市场价值的形成——Ⅱ，９９、２２６—

２３０、２９７—２９８、３４５—３４６；Ⅲ，３３２、

５２３。

——和一般利润率及生产价格的形成

——Ⅰ，４４８；Ⅱ，１６、１９—２２、３４—３５、

６６—６８、２０７、２２９—２３０、２３５—２３６、

３３３、３５９—３６０、３７６—３７７、３９８—３９９；

Ⅲ，７０、８６、５１３—５１５。

——和手工劳动被排挤——Ⅱ，３１。

——和信用——Ⅱ，２３３—２３４；Ⅲ，５７６。

——它在个别生产领域遇到的障碍——

Ⅱ，２１—２２、１３５、２３２、３７６—３７７。

——重农学派宣扬在工业中实行自由竞

争—— Ⅰ，２７、４２、１６２—１６３、４０７、

４１０。

具体劳动

——定义——Ⅰ，１４８、３９１。

——作为各种不同劳动方式的总体——

Ⅲ，２７８。

——是社会劳动的前提——Ⅲ，５７７。

——它的结果——Ⅰ，１６４。

——资本家对它漠不关心—— Ⅰ，１４７、

４３１。

——和生产劳动——Ⅰ，４３２、４３６。

——重农学派认为它是价值实体——Ⅰ，

２２。

绝对地租

——定义——Ⅱ，１０５、１３４、１５５、２６８、２８３、

２８７—２８８、２９７—３００、３２９—３３０、３３８、

３７２、４４６—４４７；Ⅲ，１０５、４４４。

——是土地私有权的表现——Ⅰ，２６；Ⅱ，

５、３０、９７、１８０、２７０—２７１、３３４、３３７—

３３８、３７５、３８１、４０９—４１０、４４９；Ⅲ，

５２２—５２３。

—— 它的存在条件—— Ⅱ，３０—３１、３５、

３６、９５、９７、１０５、１０８—１０９、１３４—１３５、

１７９—１８１、３３７—３４１、３４９、３７２—３７５、

３７７、４２６—４２７、４４８；Ⅲ，５２３。

—— 它的历史性质—— Ⅱ，１１１、２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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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１、４４５、４４７—４４８。

——和价值规律——Ⅱ，２９、１７９—１８０。

——绝对地租量和绝对地租率——Ⅱ，

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７—２８８、３０８。

—— 它和级差地租无关—— Ⅱ，２６８—

２６９、３４９。

——和农产品的价格——Ⅱ，３５６—３５７；

Ⅲ，４０６。

——和农业改良——Ⅱ，４４０—４４１、４４６—

４４７。

——和劳动生产率——Ⅱ，２９７—２９８。

——金矿的绝对地租——Ⅲ，４４４—４４５。

——李嘉图否认绝对地租——Ⅱ，１３８—

１４０、１７９、２６９—２７１、３０７、３３６—３３７、

４４７。

绝对剩余价值

—— 它的基础—— Ⅰ，２２；Ⅱ，４、４６１—

４６２；Ⅲ，４９６。

—— 和强迫进行剩余劳动—— Ⅰ，７３、

３８０、４１９、４２４；Ⅱ，４６１—４６２。

—— 和工作日的延长—— Ⅱ，４、４３６—

４６５；Ⅲ，２４９—２５０。

——工业和农业中的绝对剩余价值——

Ⅱ，１１。

——和土地的天然富饶程度——Ⅲ，４９６。

——和相对剩余价值——Ⅰ，２２—２３；Ⅱ，

４、８８、４９８；Ⅲ，２８３、４９６。

君主专制——Ⅰ，２７、４２、１６８、３１５；Ⅲ，５０。

Ｋ

科学

——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Ⅰ，４２１。

—— 为物质生产服务—— Ⅰ，１６９；Ⅲ，

４８９。

——是生产力——Ⅰ，４２０、４２２。

——和生产力的提高——Ⅲ，４８５—４８７、

４９１—４９２。

——大工业和农业的科学基础——Ⅱ，

１１６。

——是脑力劳动的产物——Ⅰ，３７７。

——它的价值——Ⅰ，３７７；Ⅱ，６３０。

——它在机器上的实现——Ⅰ，４２１。

——作为资本的力量——Ⅰ，４２０—４２１；

Ⅱ，３８。

——和商品的降价——Ⅱ，６３０—６３１。

—— 科学上的诚实—— Ⅱ，１２３—１２８、

１３３—１３４、６３３；Ⅲ，５０、２８１—２８２。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伪造科学——Ⅱ，

１２６—１２７、１３２；Ⅲ，５５７—５５８。

可变资本

——是可变的量——Ⅰ，４２２、４２４—４２５；

Ⅲ，４０８—４０９。

—— 作 为 资 本—Ⅱ１１，４７３：Ⅲ１１１，

３２３。——它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减

少—— Ⅱ，６３５、６６０；Ⅲ，２５７、４２２、

４６０—４６１。

——和活劳动——Ⅲ，３６１。

——和生活资料基金——Ⅲ，２６５、４０８—

４０９。

—— 和不变资本—— Ⅰ，１３６、２２０；Ⅱ，

６５９—６６０；Ⅲ，３６０—３６１。

可能性和现实性——Ⅱ，１１０、５７２—５７３、

５７５—５７６、５７９—５８９、６０８—６０９。

空间——Ⅲ，１５４、１７４—１７５。

空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Ⅰ，３６７—

３６８；Ⅲ，２６０。

并见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小资产

阶级社会主义。

魁奈的经快表

——它的图表形式——Ⅰ，３２３、４０５。

——它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Ⅰ，

３６５—３６６。

——它的错误前提——Ⅰ，４０６。

——魁奈论社会的三个阶级——Ⅰ，２８。

——货币流通和资本流通由资本主义再

生产过程决定—— Ⅰ，３２３—３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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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６。

——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之间的流

通——Ⅰ，３２４—３３２。

—— 租地农场主和工业家之间的流通

——Ⅰ，３４９—３５４。

——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Ⅰ，３２４—

３２７、３３０—３３２、３５４—３６６、４０５。

扩大再生产

——积累是它的资本主义形式——Ⅰ，

２５８、３１７；Ⅱ，５５０—５５２、５５７；Ⅲ，

２９９—３０１、３７０、４１９—４２０。

——是资本按螺旋形运动——Ⅱ，５９９。

——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Ⅲ，２９９、３４８。

——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Ⅱ，５９６。

—— 和生产要素的补偿—— Ⅲ，２７３—

２７６、４１９—４２０。

——和不变资本——Ⅰ，２６０。

——和供社会生产第Ⅰ部类用的生产资

料生产的比重的增大——Ⅲ，４０１。

——和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Ⅲ，４２０。

——和流通——Ⅰ，１３１。

——和商品交换——Ⅰ，２５８。

——和简单再生产——Ⅱ，５４９、５５８；Ⅲ，

４１９。

——扩大再生产撇开不谈——Ⅰ，８９、９７、

１２１、１２９—１３０、２３３、２４２—２４３。

Ｌ

劳动

——劳动过程和劳动的社会形式——Ⅰ，

１５、１４８、１８１—１８２；Ⅲ，３９９—４００。

—— 是合乎目的的活动—— Ⅰ，１４８—

１５０；Ⅲ，２９１。

—— 是一切财富的源泉—— Ⅰ，２８９—

２９０。

—— 是价值实体—— Ⅰ，１９、２２、２４、６４、

７５、２０２、４２３；Ⅱ，１３９—１４０、１８０—

１８１、１９０；Ⅲ，３５、１３７—１３８、１４５、１６７、

１７３—１７７、３７２、５３４。

——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地发展了的劳

动的形式——Ⅰ，１８２、４２０；Ⅲ，１３９、

２８４—２８５、２９０—２９２、３４８—３４９、４６９。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Ⅲ，１４５—

１４８。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 Ⅲ，１４０、

１４５—１４６、１４９。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Ⅰ，４９、５３—

５５、５８—６０、６６—６７、７９—８０、９２—

１１０、１１２—１１４、１１６—１４０、１６３—１６４、

１８２—１９４、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８、２４３—２４６、

２４８—２５１、２５３—２５４、２５５—２５６、２６１、

４１８—４１９、４２５、４２７—４３０；Ⅱ，８１—

８２、８５、１６６、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４、４７３、

４７８—４８０、 ５３９—５４１、 ５５４—５５５、

５５９—５６０；Ⅲ，４５、７７、８２—８３、９３、

１７１、３０２、３０４、３０６、３６１—３６２、４１４、

４１９。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Ⅱ，４３６—

４３７；Ⅲ，１７９、２５３、３４０。

——非熟练劳动——Ⅱ，３。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Ⅰ，１４７、

１５５—１５６、１６９—１７０、３１０、３２１、３７７、

４４３—４４４；Ⅲ，４７６。

——它的物的条件——Ⅰ，４１９—４２０；Ⅲ，

２９０—２９２。

——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 Ⅰ，

８５、２４６、２４９；Ⅱ，１２、４３、８１、８５、１１８、

２１７、４７１—４７２、５３８；Ⅲ，１１９、２３０、

４１０—４１１。

——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 Ⅱ，

５６。

—— 活劳动是致富的源泉—— Ⅰ，５５、

４２４—４２５、４３８。

——它隶属于资本——Ⅰ，４２０、４３０。

—— 它转化为资本—— Ⅰ，４２２、４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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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６、４２９—４３１。

——它的价值——Ⅰ，４２８；Ⅱ，４５２—４５４、

４５６、４６２—４６３。

——资本主义条件下各种劳动分离开来

——Ⅰ，４４４。

——它的积屋——Ⅱ，５５５—５５６；Ⅲ，７７。

——对它的需求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

相对减少——Ⅱ，５６２。

—— 活劳动量的相对减少和绝对增加

——Ⅲ，４１４。

——资本主义条件下它的连续性——Ⅲ，

４７８—４７９。

并见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社会劳动，

私人劳动，雇佣劳动，必要劳动，剩余

劳动，劳动的强化，劳动生产率，生产

劳动，劳动能力，资本对劳动能力的

剥削，儿童劳动，妇女劳动，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

劳动的剥削程度——见剩余价值率，资本

对劳动能力的剥削。

劳动的强化——Ⅲ，３４０—３４２、３４３、５５２。

劳动对象

——作为资本的要素和作为劳动过程的

要素——Ⅱ，１２。

并见土地，自然，原料。

劳动工具——见生产资料。

劳动基金—— Ⅱ，６３８—６４０、６４５、６５９—

６６０；Ⅲ，２６４、４５５—４５９、４６５、４６７—

４６９、４７４。

劳动能力（劳动力）

——是商品——Ⅰ，１６—１９、２５、４８—５１、

６６—６７、７５、１４９—１５１、１５９—１６０、

１６３—１６４、３３３—３３５、３４１、３８０、４２２、

４２７—４２９；Ⅱ，４５２—４５３；Ⅲ，９２—９４、

１１７、１２１—１２２、２９８—２９９、３１９、３３１。

——它的使用价值——Ⅰ，１４７、４３１；Ⅲ，

９３，１９４—１９５。

——它的价值的差别——Ⅲ，１７９。

——生产条件和它相脱离——Ⅰ，１３、１６、

２５、３０、３６９；Ⅲ，２９８—２９９。

—— 和资本—— Ⅰ，４２０、４２４、４２６、４２８；

Ⅱ，４５５—４５６；Ⅲ，３９、９４、３４１—３４３、

４８９—４９０。

——劳动生产率是它发挥职能的基础

——Ⅰ，２２。

—— 它的生产费用—— Ⅰ，１５９—１６１、

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５、２９２、４３７；Ⅲ，１６０、

２４８。

——它的生产性质——Ⅰ，１４２、４２２。

——和劳动——Ⅰ，３３４；Ⅲ，５２２、５４２。

—— 它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Ⅰ，

２１８—２２０。

——和工资——Ⅰ，９０、２０９—２１０、３３３—

３３４、４２８；Ⅱ，３５９；Ⅲ，３９。

——和工作日——Ⅱ，４６４；Ⅲ，１６０、３４１。

——和奢侈品的生产——Ⅲ，３８６—３８７。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它和劳动混

为一谈——Ⅱ，４５９—４６１；Ⅲ，１９、９３。

劳动生产力——见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力），劳动生产性

—— 定义—— Ⅰ，１１—１２、９１、２００、２３０、

４２３；Ⅱ，２９２—２９６；Ⅲ，１２６、４７８。

——绝对劳动生产率和相对劳动生产率

——Ⅰ，１４３；Ⅱ，４。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劳动生产率——

Ⅱ，３８；Ⅲ，１２４。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生产率——

Ⅰ，４７、１５２、１８１、１９６、２１８—２１９、２９０、

３０７、３２０、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１、４２３—４２４、

４４２；Ⅱ，２５９—２６０、５９６；Ⅲ，２６７—

２６８、２９１—２９２、４７８—４７９。

——它提高的原因——Ⅲ，３８５。

——和生产的物质条件的革命—— Ⅰ，

３０１。

——和人口的增长——Ⅱ，６１７—６１８；Ⅲ，

２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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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产人口——Ⅰ，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５、

２２９。

——和非生产人口——Ⅰ，３０１—３０３；Ⅱ，

４６２。

——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 Ⅰ，２１９—

２２１；Ⅱ，４、２０、１１５、２８０、３３４、４７３、

６７６；Ⅲ，３３１—３３２、３４３—３４４、４０１、

４１１—４１２、４２１—４２３。

——和分工——Ⅰ，３１１；Ⅱ，４。

——和再生产过程——Ⅰ，４６、１３４，１８７—

１９５、２１８—２２１、２４８；Ⅱ，６１７。

——和资本积聚——Ⅰ，１６２、２３０。

—— 和资本积累—— Ⅰ，１６２；Ⅱ，６１３—

６１４、６３５；Ⅲ，１２９、３８０—３８１。

——和使用机器——Ⅱ，４、８２；Ⅲ，４０４。

——和使用肥料——Ⅱ，１５。

——和劳动与资本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

——Ⅰ，２１７—２２０、２６０。

——工业中和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

Ⅰ，２２、１６１—１６２；Ⅱ，７、３７、８２、８６—

８７、１１５—１１７、１３７、３３４、３３６。

——和剩余价值——Ⅰ，２２、４１、７３、１４３、

２１６—２１７、３１９；Ⅱ，４、８８、２９５—２９６、

４６２—４６３；Ⅲ，３６６—３６７、４９６。

—— 和商品价值—— Ⅰ，４６—４７、４８、

１８７—１９３、２００、２１１、２３５—２３６、４２３；

Ⅱ，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５—２９６。

——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Ⅰ，４２３。

——和工资—— Ⅰ，２１５—２１７；Ⅱ，４—５、

７２—７４、２９５—２９６、４６２—４６３。

—— 和工人状况—— Ⅰ，４６—４７、２１７—

２２０、２３０—２３１、３０１、４２１；Ⅲ，６４—６５。

—— 和资产阶级的挥霍浪费—— Ⅰ，

１９７—１９８。

——和资本家与工人在总产品中所占的

份额——Ⅲ，１６１。

——它的提高对个别资本家和对资本家

阶级的意义——Ⅲ，２４９。

——和生产条件的使用价值——Ⅱ，８１—

８２。

——和过去劳动的产品的贬值—— Ⅲ，

２９２。

——它对价格的影响——Ⅲ，５７４。

——和利润率——Ⅰ，８８；Ⅱ，４９７—４９８、

６７６。

劳动实际上隶属于资本—— Ⅰ，４４１—

４４２。

劳动时间

——和价值尺度——Ⅰ，１６—１９。

——必要劳动时间——Ⅰ，３２０、４２３；Ⅱ，

８。——资本主义条件下必要劳动时

间减少的趋势——Ⅰ，２２９。

——由于同其他国家竞争而延长劳动时

间——Ⅱ，４。

——和生产时间——Ⅱ，１９。

劳动形式上隶属于资本—— Ⅰ，４１９、

４４１—４４２；Ⅲ，４７８。

李嘉图，大卫

——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作用——Ⅱ，

１８３、２６４；Ⅲ，２７—２８、２８４。

——是亚·斯密的批判者——Ⅰ，４８、５０；

Ⅱ，１８６、２２１、２６１、３７４—３８７、４２５—

４２６、４５０—４５１、５３４、５９９；Ⅲ，１８、５７４。

——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观点——Ⅰ，

３６、１６９、２２６；Ⅱ，１２４—１２５、１７０、

２６５—２６６、４７６；Ⅲ，５３—５５、８７、１２２—

１２３。

——他的理论中对现实的反映—— Ⅲ，

８７、２６１、２８５。

——从他的理论中得出的激进的结论

—— Ⅰ，２６、３４—３５、４２；Ⅱ，１６６—

１６７；Ⅲ，５０、８８、１８６、２７９—２８２、２８９—

２９３、４３８、４７３—４７４、５２３、５５１—５５２。

—— 他在科学上的诚实—— Ⅱ，１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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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６、１３３—１３４、６３３；Ⅲ，５０、２８１—

２８２。

—— 他的观点的粗俗的资产阶级性质

——Ⅰ，４０８；Ⅱ，１２４、１２６、１３３—１３４，

Ⅲ，５０。

——对阶级的经济对立的描述——Ⅱ，

１８３、４７６—４７７；Ⅲ，２７—２８。

——前后一贯地贯彻价值规律——Ⅰ，

６７—６９；Ⅱ，１３８—１４０、１４２、１６４、

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６、２１４、４５０、４５２、

４８２—４８３；Ⅲ，７１—７３、７５、１８４—１８５、

１９０、１９６—１９８、２８４。

——他的剩余价值理论——Ⅰ，２２４；Ⅱ，

４２３—４２４、４５０、４６１—４６２、４８０—４８１、

５２８—５２９、６４５—６４６；Ⅲ，４、７—８、

２７—２８、２６１。

——论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

Ⅲ，９６—９８、１０１、１０３—１０４、１１７、１５９、

２８４—２８５。

——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和把剩余价值归

结为剩余劳动——Ⅱ，４６１；Ⅲ，２６１。

——剩——关于资本本质的——关于资

本本质的——Ⅱ，４７９；Ⅲ，１２２。

——他的利润理论——Ⅱ，４２４、４７２、４７６、

４８８—４９０、５３３—５３４；Ⅲ，１０５、１１５—

１１６。

——论机器排挤工人——Ⅱ，６２８—６５６、

６５８。

——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Ⅰ，

２２６—２２８。

——论土地所有权——Ⅱ，９７、９９—１００、

１０８、１６６—１６７、２６３、４２９。

——论土地所有者的非生产性质——Ⅰ，

１６９；Ⅱ，３８、１６６—１６７。

—— 他的地租理论—— Ⅱ，２３—２７、９７、

１１２—１１３、 １３８—１４１、 １６６—１７４、

１７９—１８０、２３０、２３９、２６９—２７８、２８１—

２８２、３００、３０６—３０７、３３６—３３７、３４４—

３４５、３４７—３５８、３６１—３６５、３７１—３８７、

３９８、４００、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４、４３０、４４０、

４４４—４４９、５２４；Ⅲ，１０４—１０６、４４２—

４４４。

—— 论积累—— Ⅰ，２２６、２３０—２３１；Ⅱ，

４７３、５４３、５３７、５５４、５６１、６１１—６２３、

６４０；Ⅲ，３０１、４１８。

——劳动生产率的概念——Ⅱ，３７—３８；

Ⅲ，２８—２８２、２９２—２９３。

——论资本的生产性——Ⅲ，２９０—２９１。

—— 论农业的生产率—— Ⅱ，３７—３８、

２７１、３３６、３６２、４９８—４９９、５２９、５３４、

６１７—６１８。

——论工资和商品价值之间的相互关系

—— Ⅱ，１２７、２１２—２１３、２２１、４４４、

４７５—４７６；Ⅲ，９８—９９。

——关于利润和工资成反比的论述——

Ⅱ，７３、２１２—２１４、４２３、４６５、４７５—

４７６、４８２、４８５—４８６、４９９；Ⅲ，９８—９９、

１１２—１１３、１６０、１６４—１６６。

——关于利润和地租成反比的论述——

Ⅱ，７４、１１５、４９８—４９９。

——对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区别的猜

测——Ⅱ，２０３、２１６、２１８—２２０、３８１—

３８２；Ⅲ，７２—７３、１７８。

—— 论一般利润率—— Ⅱ，１９２—１９４、

１９８—２０２、２０７、２１０—２１１、２１３、２１５—

２１８、２４６、４２４—４２６、４８５、４９３；Ⅲ，４、

７１。

——论统一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

Ⅱ，２５、２２７—２３０、３０４、４９３—４９４。

—— 论资本的转移—— Ⅱ，２２２—２３３、

２４５、２６６、４２８—４２９、４９３。

—— 殖民理论—— Ⅱ，２５３、２６５、３４７—

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３、４９５。

——论对外贸易——Ⅱ，４２５—４２６、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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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７；Ⅲ，２７７。

—— 论劳动价值和工资—— Ⅱ，４５４—

４６０、４７４、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１—４８２、４９７、

６３６、６４６，Ⅲ，２７—２８。

—— 论总收入和纯收入—— Ⅱ，６２４—

６２８、６４４。

—— 他的《原理》一书的结构—— Ⅱ，

１８４—１８６；Ⅲ，１１０。

——他的理论中的矛盾—— Ⅰ，６９；Ⅱ，

２４、１９３、２７６—２７７、３７９、４５８—４５９、

４８９—４９０、６５３；Ⅲ，４、１２、２２—２３、

８７—８８、１９２、２８４—２８６、２９０。

——他的研究方法的缺点—— Ⅱ，１１２、

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８、１７０、１８１、１８３—１８６、

１９０—１９３、２１１—２１４、２３１—２３２、２３９、

３００、４２４、４６７、４９７；Ⅲ，７—８、１３２。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历史的解

释—— Ⅱ，５７５、６０２—６０４：Ⅲ，５３—

５５、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４—１３５、２６１。

——他不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规律

的作用的特点—— Ⅰ，４８、５９—６０、

６７；Ⅱ，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８—４５９、４６７、

４９３。

—— 把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混为一谈

——Ⅲ，１４８—１４９。

——把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起来——Ⅱ，

１６—１９、２７、１３８、１４１、１６９、１８０、１９３、

２２０、２３１、２３９、２４１、２６１、２６９—２７１、

３３７、３５８—３６２、３７３、３８２、４２３、４３８、

４４７、４８４、４９３、５３２—５３３；Ⅲ，２３、２６、

７１、８１、１７２、１７８、１９４—１９５。

——论工资波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Ⅱ，１９２—１９４、１９９、２１２—２１４、２１６、

２１８、２２１；Ⅲ，７１—７２、８８、３６７—３６９。

——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Ⅰ，

６９、７２、８６—８７；Ⅱ，２４、１８７、１９２、２１４、

２３９、４２３—４２４、４２７、４６１、４８４—４８５、

４９２—４９３、４９７—４９８、５２８—５２９、５３３；

Ⅲ，４、７１、８８、１６０、１７２、２０９、２２０、２７８、

３７３—３７４。

—— 把资本解释为积累劳动—— Ⅱ，

４５５—４５６。

——考察资本在流通中的形式—— Ⅱ，

１９２、１９４—１９７、２１７、４２３、５３１；Ⅲ，７２、

８８。

——忽视不变资本——Ⅰ，８６—８７、２２６；

Ⅱ，２０１、４２４、４７０—４７１、４８４、５２９—

５３０、５６１、６１１、６２５—６２６、６４３。

—— 论述价值时的缺点—— Ⅱ，１８０—

１９０、２２３—２２４、４５３—４５６、４９３、５７５；

Ⅲ，２２—２４、９９—１００、１３２—１３３、

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７—１４９、１７２、１８４—１８５、

１９２。

—— 论商品“相对价值”的变化—— Ⅱ，

１４１、１９２—２０９、２１１—２１２、２１３—２１６；

Ⅲ，２３、７１—７２。

——他的错误的货币理论——Ⅱ，１３３、

１８１、２２２、４３８—４３９、４９７、５７２、５７５、

６０２；Ⅲ，５３、１４７—１４９。

——否认普遍生产过剩——Ⅱ，５３４、５６３、

５６７、５７１、５７３—５７８、６０２—６０５；Ⅲ，

５３、５７。

——在考察竞争上的缺点——Ⅱ，２２９—

２３０、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５。

——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错误解释——

Ⅱ，３５３、４２３、４９７—４９９、５２６—５３５、

６１７—６２３；Ⅲ，３４６。——把劳动和劳

动能力混为一谈——Ⅱ，４５９—４６１；

Ⅲ，９３。

——没有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 Ⅱ，

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５。

—— 把工作日看作固定的量—— Ⅱ，

４６１—４６２、４６５、４７０、４７４、５２９。

——把剩余价值归结为相对剩余价值

——Ⅱ，４６２、４６５、４７０、４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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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他的观点的

批 判—— Ⅰ，２０２、２２３—２２５；Ⅱ，

１２４—１２６、１７２—１７３、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７、

１８９—１９０、２１１、２６６—２６７、３５２—３５３、

４５４、４６１；Ⅲ，４—７、１１６—１１８、１３３—

１３５、１６０、１７２、１７８、１９１。

——他的伤感主义的反对者们——Ⅱ，

１２４、４２８。

——从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立场出

发对他的批判—— Ⅱ，１６７—１６８、

１７０—１７３、２６４—２６７。

并见李嘉图的地租规律，资产阶级政

治经济学中的李嘉图学派，李嘉图学

派社会主义者。

李嘉图的地租规律

——它的发现史——Ⅰ，４、２６、９２、１２０—

１２１、２６３、２６８、３０６—３０７、５２３—５２４。

——它的价值基础——Ⅱ，２６、１２３、１７９—

１８０、２６９—２７０、２７２—２７８、５２３—５２４。

——它在李嘉图经济理论中的作用——

Ⅱ，１２１、１２３、３５３。

——反对土地所有者的一些结论——Ⅰ，

１６８—１６９；Ⅱ，４、１２３、１３０、１３３、１６６。

——和地租的一般规律——Ⅱ，３００、３４９。

——它以纯粹形式表现出来的作用——

Ⅱ，１４３—１４４、２６８。

——它适用的条件——Ⅱ，６７、９９—１００、

１０８、１１０、１７９—１８０、２７０、３０６、３５２—

３５６、５２４。

—— 对级差地租的片面理解—— Ⅱ，

３００—３０１。

——它同土地肥力递减“规律”的联系

—— Ⅱ，２３—２５、９１—９２、１４３、２６２—

２６３、２７１、３０６、３３６、３４９—３５０、３５２、

３８２、４９８—４９９、５２９。

李嘉较图学派社会主义者

——他们维护工业无产阶级的利益——

Ⅰ，６；Ⅲ，２６１、２７８、２８５。

——他们的观点的资产阶级基础——Ⅰ，

３６７；Ⅲ，２８５—２８７、２９２、３０１。

——不了解资本和劳动之间的矛盾——

Ⅲ，２８５—２８７、３２６。

——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反对派

—— Ⅲ，２６０—２６２、２７８、２８３—２８８、

２９２、２９４、３０１—３０２、３５１—３５２、５５６。

——把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Ⅲ，

２６１、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３、２９２。

—— 否定剩余劳动的必要性—— Ⅲ，

２７９—２８２、５５１—５５２。

——论资本性质——Ⅲ，３２８。

—— 论资本的非生产性—— Ⅲ，２８９—

２９３。

——论资本积累以及利润率下降——Ⅲ，

２６２—２６３、３２９—３４６、３５０。

—— 论劳动的社会性质—— Ⅲ，３４６—

３４７。

——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Ⅲ，２９３。

—— 论自由时间的意义—— Ⅲ，２８０—

２８２。

利润

—— 定 义—— Ⅰ１，６４—６５、６８；Ⅱ，

３３２。—它 的 源 泉—Ⅰ，５７—５８、

２８０—２８２、２８８、３３６、３４３、４０４；Ⅱ，

３３２、４２５、４３０；Ⅲ，１２—１３、８３、１２８、

１９１、３９５。

——是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 Ⅰ，７、

７２、９０；Ⅱ，３５０、４２４；Ⅲ，８８、２０９、２０９、

５０７—５０９、５３４—５３７、５３９、５４３—５４４。

——是生产形式和分配形式——Ⅲ，８６。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和调节

者—— Ⅱ，３７８、３８１；Ⅲ，１０、８５—８６、

１２８—１３０。

——和资本主义关系的神秘化—— Ⅲ，

５０８、５３４—５３９、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６—５４９。

——和资本积累——Ⅰ，８９—９０；Ⅱ，６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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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１９—６２１；Ⅲ，３３、３３２—３３３、４６２—

４６５、４９２—４９４。

——它的积聚——Ⅰ，２２１；Ⅱ，５５５—５５６。

—— 利润率和利润量—— Ⅱ，４２５、４２７、

４３４、４８４—４８５；Ⅲ，３３、２５８、３４。

—— 工业利润对农业利润的调节作用

——Ⅱ，５３３；Ⅲ，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２。

——它的分配——Ⅰ，２８７；Ⅱ，５１——利

润、地租——利润、地租和利息之间

的相互关系——Ⅱ，５１７Ⅲ，３９５。

——地租和利息是利润的分枝——Ⅰ，

２０—２１、１４８、２３８、２８０、２８８；Ⅲ，

２０６。—— 一部分利润转化为地租

——Ⅱ，５１６、５２２。

—— 重农学派论利润—— Ⅰ，２０—２１、

３４—３５。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把剩余价

值和利润混为一谈——Ⅰ，７、６９、７２；

Ⅱ，４６７；Ⅲ，３１、８８、９０、２０９—２１０、

２２６，２４２、２５９、２７８—２７９。

—— 斯密和李嘉图论利润—— Ⅰ，２１、

５６—６０、６３—６４、７５；Ⅱ，１６４、２４７、

２４９、２５８—２５９、４２４、４７２、４７６、４８８—

４９０、５３３—５３４；Ⅲ，１０５、１１５—１１６、

５６０。

—— 拉姆赛论利润—— Ⅲ，３８７—３８８、

３９１。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它的辩护论

解释——Ⅰ，２０—２１、３４、３７、３８—４０、

５６—５７、５９、７０—７１、７５、２７２、２８３、

２８７、３３２—３３６、４０９—４１１；Ⅱ，５３４—

５３５、６２４；Ⅲ，８—９、１３—１５、１８９—

１９０、１９６、２０６—２０７、５２４、５２８—５２９、

５４６—５４７、５５０—５５１、５５３、５６２—５６３。

并见利润率，“让渡利润”，商业利润。

利润率

—— 它的公式—— Ⅱ，１２、８８；Ⅲ，２０９—

２１０、２３０、２４９—２５１、２５３—２５５、３３１、

４０７—４０８。

——它变动的条件——Ⅱ，１３、１７１—１７２、

５２５；Ⅲ，２３２、２３９—２４０、５１５—５１６、

５２９。

——个别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 Ⅱ，

２７—２８。

——资本主义经济的不同领域中的利润

率—— Ⅰ，４４８；Ⅱ，１１、３５４、４２５—

４２６、４９５—４９７、５３６。

——和农业的改良——Ⅱ，４４０、４４５。

——非农业资本的利润率的调节作用

——Ⅱ，５３３；Ⅲ，１０４—１０５、１１２。

——和价值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Ⅱ，

１４３。

——和资本各组成部分的价值—— Ⅰ，

８７—８８；Ⅱ，１４、２１３—２１４、３０９、３１２—

３１４、３１６、３２２—３２３、４２５、４３４—４３６、

４４４—４４５；Ⅲ，２４０—２４２、２４５—２４７、

３７８—３７９、４０６、４２９—４３１、４５９—

４６０。——和剩余价值率——Ⅱ片，

４８４—４８５；Ⅲ片面，２１４—２１５、２３１—

２３２、２３９—２４１、２５０—２５３。

——和绝对地租率——Ⅱ片，３０８、３２４、３

纺，４４０—４４１。

——和利息率—Ⅱ，２５３；Ⅲ，４９３、５２２。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 它的表述—Ⅱ，４９７—４９８、６７６；Ⅲ，

３３３。——起反作用的因素——Ⅱ，

１１８、４６４；Ⅲ，３４４—３４５。

—— 和劳动生产率—— Ⅱ，４９７—４９８、

６７６。

——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Ⅱ，４９８、

６７６；Ⅲ，２３６—２３７、３３３、３４４。

—— 和对工人的剥削—— Ⅱ，４９８；Ⅲ，

３３３、３４３—３４４。

——和资本积聚——Ⅲ，４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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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小资本家的丧失资本——Ⅲ，４９４。

——李嘉图体系中的利润率趋向下降的

规律——Ⅱ、３５３、４２３、４９７—４９９。

——李嘉图学派社会主义者用复利说明

利润率趋向下降的规律—— Ⅰ，６；

Ⅲ，２６２—２６３、３２９—３４６。

历史的和逻辑的（理论的）——Ⅱ，３０６—

３０７、５３２—５３３。

利息——见借信贷利息。

利息率—— Ⅰ，３８３、３９４、４０３；Ⅱ，１５５、

２５２—２５３；Ⅲ，３２９—３３１、３９０—３９１、

４９３。

——它的普遍性——Ⅲ，５１２—５１３、５１５—

５１６。

——是货币的价格——Ⅲ，５１５、５６５。

——和利润率——Ⅱ，２５３；Ⅲ，４９３、５２２。

——国家强行降低利息率—— Ⅲ，５１９，

５９３、５９８。

并见借贷利息。

力学——Ⅱ，１１６。

联合王国——见英国，爱尔兰，苏格兰。

流动资本——Ⅰ，１８２。

——是资本在流通中的形式——Ⅰ，１６。

——它的再生产——Ⅱ，５３８。

——它的周转——Ⅲ，４３２—４３３。

—— 工资是它的一部分—— Ⅰ，２５７—

２５８。

——它变得便宜对利润率的影响——Ⅰ，

８７—８８。

——和固定资本——Ⅱ，１４１、２１６—２１７、

６５９。

流通

——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间阶段——

Ⅱ，５５２；Ⅲ，３１０—３１２。

—— 和再生产—— Ⅰ，１６、８８、９２、１１３—

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２、

１３５—１３６；Ⅱ，５８２、５８５—５８６。

——和积累——Ⅰ，６；Ⅲ，３１０—３１１。

——和交换——Ⅱ，５８０。

—— 它的蓄水池—— Ⅰ，６；Ⅲ，３０９—

３１０。      

——资本主义条件下它的扩大—— Ⅲ，

３１７—３１９。

——商品的流通——Ⅰ，１８２、２８２—２８３、

３２３—３２７；Ⅲ，３１９—３２０。

——流通价值总额——Ⅰ，１１１、１３１。

——资本流通过程中商品价值的变动

——Ⅱ，５６５。

—— 货币流通—— Ⅰ，２５６—２５７、２８２—

２８３、３２３—３２７、３４５—３４８。

——资本流通——Ⅰ，１６、３２３—３２７、４４５；

Ⅲ，３６１。

——资本各组成部分的流通和剩余价值

量——Ⅱ，１９—２０。

——和剩余价值的实现——Ⅰ，２９。

——和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Ⅲ，

５３４。

流通费用——Ⅰ，３６１。

垄断

——资本的垄断和剩余劳动——Ⅱ，９７。

——自然力的垄断化是对生产资料垄断

的结果——Ⅲ，１９８—１９９。

——个别生产领域中的垄断——Ⅱ，２２—

２３。

——农业中的垄断—— Ⅱ，６９、９７、１０５、

１６９、３４９、３７２。

——土地私有权的垄断——Ⅱ，９７、１７８、

１８０、３７２、３８９；Ⅲ，５２３。

——些地段的垄断地位——Ⅱ，３１—３２。

——垄断地租——Ⅱ，２２、２６；Ⅲ，４４４。

——贸易中的垄断——Ⅰ，４１２。

——和价值规律——Ⅱ，２９—３０、９７、１７８。

并见垄断价格。

垄断价格

——和价值——Ⅱ，２９—３０、９７、１７８。

——市场的垄断价格——Ⅰ，２８６；Ⅱ，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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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７。

——农产品的垄断价格——Ⅱ，１７８、４４０。

——和地租——Ⅱ，２２、３８９、４４０。

——中世纪城市产品的垄断价格——Ⅱ，

３５６。

——斯密和李嘉图论垄断价格——Ⅱ，

３９６、４３９—４４０。

——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地租的解

释——Ⅱ，２６—２７；Ⅲ，４４４。

罗马（古代）——Ⅰ，２７０、４４１；Ⅱ，６０３；Ⅲ，

３３５、５９８。

Ｍ

马尔萨斯主义

——它的反人民性质——Ⅱ，１２２—１２８；

Ⅲ，６１—６３。

——它的反动作用——Ⅲ，６１。

——政治经济学中的倒退——Ⅲ，８、１８、

２３。

——为寄生者辩护——Ⅰ，１７０、２１２；Ⅱ，

１２２、１２５—１２７、１３０、１７８—１７９，Ⅲ，４、

１５、５０—５１、５６—５７、６１—６３、１２８—

１２９、２６４—２６５。

——对生产者的贫困辩解——Ⅱ，１２３—

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７；Ⅲ，５０—５１、５６—５７、

６１。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Ⅱ，２３—

２５、９１—９２、９７、１７８—１７９。

—— 人口论—— Ⅰ，３１３、３７８；Ⅱ，１２１—

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５８、２４８—２４９、６５７—

６５８、６６９；Ⅲ，３０、３６、２８４、３３０。

—— 达尔文理论对它的驳斥—— Ⅱ，

１２８。——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Ⅱ，１２８；Ⅲ，７、２３、５６—５７。

—— 剽窃性质—— Ⅱ，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

１２７；Ⅲ，４、２０—２１、５１—５２、５６、６１。

——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批判——Ⅱ，

２１１；Ⅲ，４、１３—１４、２２—２５、５１—５３、

６３—６４、７２、１８５—１８６、１９２。

——把资本的自行增殖的价值同简单商

品的价值混为一谈—— Ⅲ，８、１２—

１４、６４。

——庸俗的价值理论——Ⅲ，８—１０、１８—

２３、２５—２７、３４—３５、４３、４９—５０、８１—

８２、３３９。

——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交换——Ⅲ，７、

９—１０。

—— 对利润的庸俗解释—— Ⅲ，８—９、

１２—１５、１７、１９—２０、２６—２７、３１—３２、

３６—３７、４３、６４、７８—７９。

——地租理论——Ⅱ，６６９。

——论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Ⅲ，

２９。

——鼓吹非生产消费——Ⅲ，１５—１６、３６、

４８—５１、２６８。

——防止危机的药方——Ⅲ，４８—５１。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它的批判

—— Ⅱ，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８、１５７—１５９、

１７４—１７５、２６２、６７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抽象研究——Ⅰ，

２２、６７；Ⅱ，１１２、４２８—４２９、５２５—５２６、

５６２—５６３。

——注意资本主义生产的特点—— Ⅰ，

８０；Ⅱ，１６４、５６４—５６５；Ⅲ，５３—５４。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Ⅱ，１６４；Ⅲ，

５１６—５１７、５３１、５５６—５５７。

并见抽象。

买和卖

——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的买

和卖——Ⅰ，１９—２０、２５５、３０５、３０９；

Ⅱ，８３—８４、５６０。

——劳动条件的买和卖——Ⅰ，２８。

—— 商品的买和卖—— Ⅰ，３０９，３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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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３；Ⅲ，１３６—１３７、１４０。

—— 劳动能力的买和卖—— Ⅰ，３３３—

３３４、４２４、４２７、４３０；Ⅲ，１２１。

——和等价物交换——Ⅰ，３８、４９、２４１—

２４２。

——在直接的物物交换条件下买和卖彼

此一致——Ⅱ，５８０、６０８；Ⅲ，１２８。

——买和卖之间的矛盾——Ⅲ，５５、９１—

９２、１２７—１２８。——买和卖的分离和

危 机—— Ⅱ，５６０、５６４、５７１、５７３，

５７５—５７６、 ５８０—５８４、 ５８７—５８８、

６０８—６０９。

——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把买和卖

等同起来——Ⅰ，４０７；Ⅲ，９２。

——庸俗经济学家用商品高于它的价值

出卖来解释剩余价值和利润——Ⅰ，

１１、１３、２３、３８—３９、４３、１６６、１７２、

２８０—２８２、３３６—３３８、４１２；Ⅲ，８、７８。

矛盾和对立

—— 对立的统一和斗争—— Ⅰ，２９３—

２９４；Ⅱ，５７０—５７１、５７５—５７６、５７９—

５８２、５９３；Ⅲ，９１—９２、１０６。

——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对立

—— Ⅰ，２１９、２３３—２３４、２９０、２９３—

２９４、２９８、３１９；Ⅱ，７、１２４—１２５、１６６、

５６２、５６５、５７０—５７１、５７６、５８２—５８５、

５９３；Ⅲ，５５，８６—８７、１０２—１０３、１２８—

１２９、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７、３４８、３９８、

４６６、４７３、５２７—５２８、５４９、５５３、５５６—

５５９。

——劳动能力和客观劳动条件之间的矛

盾和对立——Ⅱ，４７３；Ⅲ，４６６。

——资产阶级经济的矛盾的抽象形式和

具体形式——Ⅱ，５８２、５８４—５８５

——一般规律和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和

对立——Ⅲ，９１、１７８。

——在实际中和在理论上的矛盾和对立

—— Ⅰ，２６、４８、６７—６９、７２；Ⅱ，２４、

５４；Ⅲ，２３、７２、８７—８８、９０—９１．１４２、

１４７、２８１—２８２、２８４—２８５、３０４。

——矛盾和对立的可能性和现实性——

Ⅱ，５８４—５８５。

——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的矛盾和对立

——Ⅱ，５８５。

——活劳动和物化劳动之间的矛盾和对

立——Ⅲ，９２—９３、３０４。

——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对立

——Ⅲ，１０７—１０９、１４０。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间的矛盾和

对立——Ⅲ，１４０—１４１、１４５—１４６。

——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和

对立——Ⅲ，１４５—１４８。

——资产阶级经济矛盾通过暴力的平衡

—— Ⅱ，５６２、５７１、５７６、５８１—５８２、

５８６、５９５—５９６、６１０，Ⅲ，１２８—１２９、

５７５。

——资产阶级经济的矛盾和对立以及工

人阶级的状况——Ⅱ，５７８；Ⅲ，１８３。

——财富的不断增长和贫困的不断加剧之间

的矛盾和对立——Ⅲ，２８４—２８５。

贸易差额——Ⅰ，１３、４３。

美国—— Ⅰ，９８、４４１；Ⅱ，８、３１、３６、９９、

１７１、３３８、３４９、３５１—３５２、４１１、６５４—

６５６；Ⅲ，１２３、２６６、３１６、４６０、４８６。

并见美洲。

美国内战——Ⅰ，９８；Ⅱ，３７１。

美洲——Ⅰ，２８６，Ⅱ，２５３、４１３、６３６。

并见美国。

磨损，损耗——见固定资本的折旧。

墨西哥——Ⅲ，１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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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Ⅰ，１５５—１５６、

１６９—１７０、３１０、３２１。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脑力劳动和体力

劳动——Ⅰ，４４４。

——生产过程中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

—— Ⅰ，１４７—１４８、４４３—４４４；Ⅲ，

４７６。

——科学是脑力劳动的产物——Ⅰ，３７７。

内容和形式——Ⅰ，１４９、１５２—１５４、１５７—

１５８、２０２—２０３、３０９—３１０；Ⅲ，２８７、

４６７—４６８。

——物质形式和社会形式——Ⅰ，１５。

—— 交换形式和社会生产方式的特点

——Ⅰ，３０８—３０９。

—— 危机的内容积形式—— Ⅱ，５８１—

５８５。

——产品的商品形式——Ⅰ，２０２—２０３；

Ⅱ，５８、６２、５７２；Ⅲ，７５—７６、１１９—

１２０、３１７—３１８。

——价值形式和价值量——Ⅰ，２４、２０２—

２０３、３３６；Ⅲ，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

——商品的法律形式——Ⅰ，３３２。

农村

——资本主义生产在农村的发展——Ⅱ，

５８—５９。

——城市对它的剥削——Ⅱ，２５７—２６１。

——是中世纪城市商品的市场——Ⅲ，

２９６—２９７。

——农村生活的愚昧——Ⅱ，５４２。

农民

——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农民—— Ⅰ，

４３９—４４１。

——作为商品生产者——Ⅰ，１３０—１３１、

１３９、４３９。

——他的剩余产品——Ⅲ，４０８。

——他制造自己的劳动工具——Ⅰ，９０。

—— 自由农民土地所有制—— Ⅱ，３６、

５２８。

——为订货而生产——Ⅱ，５５０。

——抵押借款——Ⅰ，４４１。

——殖民地的农民——Ⅱ，３３８。

农奴制——见中世纪，封建主义。

农业

——是最初的生产部门——Ⅰ，１９、２２—

２３、１６２；Ⅱ，８２、３４０、４０９。

——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特点—— Ⅰ，

１９、２０—２１、２３—２４、１２４、１３３；Ⅱ，１１、

６１—６２。

——不变资本的补偿—— Ⅰ，１１３、１１６、

１２４、１２８、１３０、１３３、１８２、２５０、２５３—

２５４；Ⅱ，５０—５１、１１８、１７５、５５５—５５６。

——自然力的协助——Ⅰ，２２、３６；Ⅱ，７、

６１—６２、２４５。

——原料是它的产品—— Ⅰ，１６２、２１９；

Ⅱ，６０、８２。

——和工业的区别——Ⅱ，４２—４３、５１—

５２、６１—６２、９５—９６、９８—９９、１０５、

１７４、３４０。

——农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过

程—— Ⅰ，１３—１４、３１；Ⅱ，１７０、２７０、

５２８、５３３。

——农业中随着资本主义而发生的变革

——Ⅰ，５３、５８—５９、６２、９７、１１６。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它落后于工业

——Ⅱ，７、９６—９７；Ⅲ，３３２。

——从农业中抽出资本——Ⅱ，４２８。

——它的生产率——Ⅱ，８—１１、８２、１１６、

１１８。

——它的集约的和粗放的发展—— Ⅱ，

８３、３８０。

——它随着社会发展而进步——Ⅱ，８—

１１、１５、５３、５６、９８、１１６、１６０、１７５、３６２；

Ⅲ，３１８—３１９、４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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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科学基础——Ⅱ，１１６。

—— 农业中的资本积累—— Ⅱ，３８０、

５５４—５５６、５６１。

——和人口的增加——Ⅱ，１７４。

——转向耕种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是生产

力发展的标志—— Ⅱ，８—１１、９８、

１５４—１５６、１６０、２６３、２６５、３６２。

——农业中可变资本的绝对减少——Ⅲ，

２５７。

——和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Ⅱ，１１。

——农业中价格的形成—— Ⅱ，６、１０５、

１３５—１３６、２３２、２７０—２７１、３３７—３３８、

３５６—３５７、３７７；Ⅲ，３３２。

——农业中的超额利润—— Ⅱ，７０、７６、

９５、９８—９９、１３４—１３５、１５９—１６０、

２６７；Ⅲ，１２４、４３９、４４２—４４３、４５５。

——农产品价值的相对增长——Ⅲ，４５１。

——落后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的农业——

Ⅱ，５４２—５４３。

—— 农业民族的产品低于其价值出售

——Ⅱ，５４２—５４３。

——它和家庭工业的结合——Ⅲ，４９１。

——农业中资本的有机构成——Ⅱ，１１、

６８、９５、３３４、３４５、３５５—３５６、３７５、４２７、

４４５、４４８。

——和工业的区别——Ⅱ，４２—４３、５０—

５１、５２、６１—６２、９５—９６、９８—９９、１０５、

１７４、３４０。

——农业中生产部门的划分——Ⅱ，５６。

——在某些农业部门中人口受到绝对排

挤——Ⅱ，１１。

并见畜牧业。

农业工人——见工人阶级。

农业化学—— Ⅱ，１６、５６、１１６、１７５；Ⅲ，

３１８。

并见化学。

奴隶制——Ⅲ，４６５。

——剩余劳动的占有性质——Ⅲ，４４０—

４４２。

——从所有权中产生奴隶制——Ⅰ，３６８。

——手工业劳动占统治地位——Ⅱ，６０３。

——和土地所有制——Ⅱ，５２８。

——奴隶劳动的价格——Ⅱ，２５０；Ⅲ，９７。

——监工的劳动——Ⅲ，５５１。

——剩余产品的非生产使用——Ⅱ，６０３。

——没有危机——Ⅱ，５７３、６０３。

——和资本主义关系——Ⅲ，２６６、４６１。

—— 殖民地的奴隶制—— Ⅱ，２３２；Ⅱ，

３３９—３４０。

挪威——Ⅰ，４４１；Ⅱ，１５２。

Ｏ

欧洲——Ⅰ，１４５、２３１、２６９、２８７、４１３；Ⅱ，

９１、２６０、３４４、３４７、３４９、４０５、６６５；Ⅲ，

３０５、４５７、４６７、４７５、４７７、４７９、４９２。

Ｐ

平均价格——见生产价格。

平均利润

——是剩余价值的变态——Ⅰ，６８；Ⅱ，

２７—２９、３３、２０２—２０３、２１０—２１１；Ⅲ，

８８、５３５。

——形成平均利润的前提—— Ⅲ，４４３、

４９０。

——是竞争的结果——Ⅲ，８６。

——是生产价格的决定性部分—— Ⅲ，

５６９—５７０。

——和价值规律——Ⅱ，２１０。

——和再生产规模——Ⅲ，５７０。

—— 它分为产业利润和利息—— Ⅲ，

３８９—３９５、５２４—５３１。

并见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规律，平均

（一般）利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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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规律

—— 它的实质—— Ⅰ，７１—７２；Ⅱ，３５、

６４—７０。

——同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表面

上的矛盾—Ⅰ，７１—７２；Ⅱ，５４；Ⅲ，

７１—７３、１７８。

——它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作用——Ⅱ，

２２２—２２３。

——和地租理论——Ⅰ，４４７；Ⅱ，９５—９７。

并见平均利润，生产价格。

平均（一般）利润率

——定义——Ⅱ，３５９、４９２；Ⅲ，７０、２５６。

——它形成的前提——Ⅲ，４４３、４９０。

——是部门之间竞争的结果——Ⅰ，４４８；

Ⅱ，１６、１９—２３、３４—３５、６８、２０７、

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５—２３６、３３３、３５９—３６０、

３７６—３７７、３９８—３９９；Ⅲ，７０、８６、

５１３—５１４。

——它的平均化过程——Ⅱ，１２、４２、２０３、

２２０。

——和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Ⅱ，５８、

１９３—１９４、２００—２０３、２０７—２０８。

——和价值规律——Ⅱ，１９２。

——是一种趋势——Ⅲ，５１２—５１４。

——和单个资本家——Ⅱ，３５９。

——和个别利润率——Ⅱ，２７、４２６、４８９、

４９４—４９７、５３６。

——和工资的波动——Ⅰ，４４８；Ⅲ，３６８。

——在取消绝对地租的情况下平均利润

率的提高——Ⅱ，３５６—３５８。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它和剩余价

值等同起来——Ⅰ，７１—７２。

并见平均利润，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

规律。

蒲鲁东主义—— Ⅰ，３４３、３４５；Ⅲ，５０５、

５１８、５２３、５８１、５８５。

葡萄牙——Ⅰ，４０３。

Ｑ

期票（汇票）——Ⅰ，１８５、３３９、３４７—３４８；

Ⅱ，５８３—５８４。

Ｒ

“让渡利润”——Ⅰ，１２—１３、２４、３８—３９、

４３、５６—５７、６１、４０７、４１２；Ⅲ，８、１３、

７８、８１、９４、１８６、１９０、２０７、２１１—２１２、

２１９—２２０、５２９、５４０、５５３、５９８。

人

——是人类历史的前提和结果—— Ⅲ，

５４５。

——是生产的主体——Ⅰ，３００。

——人的个性在历史过程中的发展——

Ⅱ，１２４—１２５。

——和自然——Ⅰ，２９６；Ⅲ，３２４—３２５。

——人类和个人——Ⅱ，１２４—１２５。

——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地位—— Ⅲ，

４９５。

——作为所有者的人和作为劳动者的人

——Ⅲ，４１６—４１７。

人口

—— 生产人口和非生产人口—— Ⅰ，

２１８—２１９、２２３、２２９、３０１—３０２。

—— 和资本积累—— Ⅰ，８９；Ⅱ，１４８—

１５１、５４５、５６２、６１４；Ⅲ，２６４。

——和劳动生产率——Ⅱ，６１７—６１８；Ⅲ，

２６７。

—— 和机器的采用—— Ⅱ，６３２—６３３、

６４２；Ⅲ，２６８。

——是劳动能力的源泉——Ⅰ，２６４；Ⅱ，

６１７、６３２。

——工人人口的增加和工资——Ⅱ，５４５、

６６１—６６４。

—— 过剩人口—— Ⅰ，４１６；Ⅱ，５、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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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６４４、６５３；Ⅲ，５１。

——农业人口和国家文明水平——Ⅱ，

５４２、６１８—６１９。

——在某些农业部门人口受到绝对排挤

——Ⅱ，１１。

—— 和农产品价格—— Ⅱ，１４３、１５４—

１５５。

——和地租——Ⅱ，１５２。

——配第的人口理论——Ⅰ，３７８。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Ⅰ，３１３、３７８；

Ⅱ，１２１—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５８、２４８—

２４９、６５７—６５８、６６９；Ⅲ，３０、３６、２８４、

３３０。

并见人口规律，相对人口过剩。

人口规律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规律——Ⅲ，

５１。

——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 Ⅰ，３１３、

３７８；Ⅱ，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５８、

２４８—２４９、６５７—６５８、６６９；Ⅲ，３０、３６、

２８４、３３０。

并见人口。

人口过剩——见相对人口过剩。

瑞士——Ⅱ，１５２。

Ｓ

商品

——一般原理——Ⅰ，５０、１５０、１５５、１６３—

１６５、２０１、３１８；Ⅱ，３、５７１—５７２；Ⅲ，

１１９—１２０。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结果——

Ⅰ，１４８—１５０、３３４、４４３；Ⅱ，６１、２９３、

４６７、４８１、５７２；Ⅲ，７６、１１９—１２０、１８１、

４１６、５１７、５７６。

——产品的商品形式——Ⅰ，２０２—２０３；

Ⅱ，５８、６２、５７１—５７３；Ⅲ，７５—７６、

１１９—１２０、３１７—３１８。

—— 它的二重性—— Ⅰ，３１７；Ⅱ，５７１—

５７２、５７９、５８１；Ⅲ，９１、１０７、１３７—１４１、

５７８—５７９。

—— 它的价值—— Ⅲ，１３６—１３８、１４４—

１４６、１７３—１７５。

——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二重性——Ⅲ，

１４０。

—— 和货币—— Ⅰ，１６７、３１８；Ⅱ，５７２、

５７５—５７６、５８１；Ⅲ，５５、９１、１２８。

—— 商品交换—— Ⅰ，３３、３８、４９—５０、

２０２—２０５、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１、３３４；Ⅱ，

４５１—４５２；Ⅲ，１３９、３０９—３１７。

——资本主义制度下它的生产和实现的

条 件—— Ⅰ，１０９、１２１—１２２、２３５、

２３９、３４７；Ⅱ，５８１；Ⅲ，１０、８５。

—— 它的价值的贬低—— Ⅰ，２３５；Ⅱ，

５６５—５６６、５７５—５７６、５８７、５８９、５９１、

６０８、６１６；Ⅲ，１３８。

——它的资本主义的价值增殖—— Ⅱ，

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８—４５９；Ⅲ，７—９、１３—

１４。

——劳动能力这种商品——Ⅰ，１６—１９、

２５、４８—５１、６６—６７、７５、１４９—１５１、

１５９—１６０、１６３—１６４、３３３—３３５、３４１、

３８０、４２２、４２７—４２９；Ⅱ，４５２—４５３；

Ⅲ，９２—９４、１１７、１２１—１２２、２９８—

２９９、３１９、３３１。

——它的法律形式——Ⅰ，３３１—３３２。

——它的伪造——Ⅰ，４１６。

——它的拜物教性质——Ⅲ，１３９—１４０、

１４７、３２５—３２６、５４８—５４９、５６４。

商品的形态变化——Ⅰ，３８、４９、６５、１４７、

２０２、２３６、３２７—３２８、３３１—３３２、３５０、

３５２、３６２、３９６；Ⅱ，５７１—５７２、５７５—

５７６、５７９—５８３；Ⅲ，５３、９１、２５１、２９５—

２９６、３０７—３０８、３１０、３１２、５０５—５０６、

５７７。

３８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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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商品经营资本——见商业（商人）资本。

商品流通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Ⅲ，１１９。

——它在资本基础上的发展——Ⅱ，５８５。

——和资本主义关系——Ⅲ，４１６—４１７。

——和货币流通——Ⅰ，２８２—２８３、３２３—

３２７、３３０—３３２、３５４—３６５；Ⅲ，１４０。

——和再生产——Ⅰ，３５０、３６４—３６５。

商品生产

——对它的评述——Ⅰ，４８—４９；Ⅱ，５１９、

５８０—５８１；Ⅲ，１３９—１４０。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Ⅲ，

３１７—３１９、３４７。

——和生产关系的物化——Ⅰ，１６４；Ⅲ，

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７、３２５—３２６、５４８—５４９。

——劳动的有用性是它的前提——Ⅰ，

４３１。

——和社会劳动——Ⅰ，２０５—２０６。

——和流通——Ⅲ，３１９。

——和市场—Ⅱ，４８１；Ⅲ，２９６。

——和分工——Ⅲ，２９５—２９６。

——资本主义前的发展阶段上的商品生

产——Ⅲ，１１９。

商品资本

—— 是资本在流通中的形式—— Ⅲ，

３１１—３１２。

——和商品的形态变化——Ⅲ，５８２。

商业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Ⅲ，１１９、

５２０。

——和生产力的发展——Ⅱ，１５。

——和资本家阶级的总利润的分配——

Ⅲ，５５３。

——贸易的规模——Ⅰ，２０３。

——批发商业和零售商业——Ⅰ，３６４。

——商业中介人——Ⅰ，２１９。

——商业中的欺骗——Ⅰ，４１６；Ⅲ，５５３。

——在分析再生产时撇开商业—— Ⅰ，

９７。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自由贸易的

维护者——Ⅰ，１７２。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商人称为非生

产劳动者——Ⅰ，１６９。

并见对外贸易，物物交换。

商业利润

——它的源泉——Ⅰ，２５７。

——和一般利润率——Ⅲ，４３５。

——资本主义前的发展阶段上的商业利

润——Ⅲ，４６３。

商业（商人）资本

——是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中介—— Ⅰ，

２５６—２５７；Ⅱ，５５３。

——和产业资本——Ⅰ，６；Ⅲ，５１８—５２１、

５８６、５８８。

——和信贷资本——Ⅰ，６。

——和货币回流——Ⅰ，３４３。

——和商品储备——Ⅱ，５５３。

——商业利润——Ⅰ，２５７；Ⅲ，４３５、４６３。

——它所使用的工人劳动的性质——Ⅰ，

４４５。

——非物质生产中的商业资本—— Ⅰ，

４４２—４４３。

—— 商人转变为产业资本家—— Ⅲ，

５１９—５２０。

——中世纪商人对农村的剥削—— Ⅱ，

２５７—２５８。

奢侈品—— Ⅰ，２２０、３１９；Ⅲ，３８、２６５、

２６８—２６９、２７６、３８５—３８７、４００、４３０。

社会（资产阶级社会）

——它的历史发展——Ⅰ，１５。

——它的社会结构——Ⅰ，２９６、３０１。

——它的对抗性质——Ⅰ，４４０—４４１；Ⅲ，

１０２—１０３、２８７。

——其中各种职能的相互联系——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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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

——和私有权的起源——Ⅰ，３６８。

——它的发展趋势——Ⅰ，４４１—４４２；Ⅲ，

６２—６３。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它的概念——Ⅰ，２３４。

——是价值尺度——Ⅰ，５３、６３。

——和个别劳动时间——Ⅱ，３１。

—— 和个别必要时间—— Ⅰ，２１８、２３５、

４２３；Ⅱ，１３９，５９５。

——计件工资条件下的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Ⅲ，１２１。

社会经济形态——Ⅰ，４４１；Ⅲ，４７４。

并见生产方式。

社会劳动

——商品生产条件下它的性质——Ⅰ，

１６３—１６４、２０５—２０６。

——资本主义条件下它的特殊形式——

Ⅰ，１８１；Ⅲ，２８４—２８５、３４７—３４８。

—— 它在各生产领域的分配—— Ⅰ，

２３４—２３５。

——和分工——Ⅰ，２０３。

——具体劳动是它的前提——Ⅲ，５７７。

并见劳动，抽象劳动。

社会主义革命——Ⅱ，６６０—６６１；Ⅲ，２９９、

３９８、４６６。

生产

——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Ⅰ，２９２—

２９３；Ⅱ，５３４—５３５、５８５、６０２—６０４；

Ⅲ，４１７。

——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条件和劳动能

力分离——Ⅰ，１３—１４、１６、２５、３０—

３１、３６９；Ⅲ，２９８—２９９。

——和剩余价值的来源—— Ⅰ，１９、２４、

３２—３３。

——资本的直接生产过程—— Ⅱ，５８５、

６５９—６６０。

——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Ⅰ，４４４；

Ⅱ，６２、５３４、５５２、５８５—５８６、５９４、

５９７—５９８、６０２—６０４。

—— 它的物质条件（劳动条件）—— Ⅰ，

１３、１６、２５、２８、３０—３１、９１、２３５、３０１、

３９０；Ⅱ，３４—３５、１４８；Ⅲ，２９８—２９９、

３２３、４５７—４５８、４６５—４６６、４６９。

—— 物质生产—— Ⅰ，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６、

１６９、２１２、２１８—２１９、２９５—２９８、３００、

３０５、４４２、４４４；Ⅲ，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９。

—— 精神生产—— Ⅰ，２９５—３０１、４４２—

４４３。

——各生产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Ⅱ，

４３、５３８—５３９、５５２—５５３。

——工业和农业中的生产—— Ⅰ，１９—

２０；Ⅱ，６。

——生产基金——Ⅰ，８４。

——和再生产——Ⅱ，５６；Ⅲ，３１４—３１５。

—— 和财富—— Ⅰ，６、２７８—２７９、２９２—

２９３。

——大量生产和商品生产的扩大——Ⅲ，

３１７。

——产量和价格变动——Ⅲ，３１３。

——生产的便宜和规模——Ⅱ，６。

——生产中的有机变化和利润率——Ⅱ，

１４。

——生产形式和分配形式——Ⅲ，５５、８６、

５３２—５３３、５５５。

——和交换——Ⅰ，３３、３０８—３０９；Ⅱ，１９。

——和市场——Ⅱ，５３４、５５２、５９７—６００。

—— 和消费—— Ⅰ，８５、１８０、２９３—２９４；

Ⅱ，５９１—５９８；Ⅲ，５５、３１６、３２２。

——人是它的主体——Ⅰ，３００。

——配第论生产——Ⅰ，３８５。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为生产而

生产——Ⅰ，２９２—２９４；Ⅱ，１２４；Ⅲ，

４８、８７。

并见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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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方式，生产资料。

生产方式

——它的前提和结果——Ⅲ，５６４。

——和占有方式——Ⅲ，４５７—４５８。

——和积累方式——Ⅲ，４６２—４６５。

——和交换形式——Ⅰ，３０８—３０９。

——不同的生产方式下强迫进行剩余劳

动——Ⅰ，４１９。

——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对社会关系

的影响——Ⅰ，４３９—４４１。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共产主义，

社会经济形态，原始社会，奴隶制，封

建主义。

生产费用

——这一概念的不同含义—— Ⅲ，８１—

８４、１７８—１７９、２１１、５７０。

——是价值的组成部分——Ⅰ，２０、１８９、

２１３、２３５—２３６、２８１、３４３；Ⅱ，３４。

——是预付资本的表现—— Ⅱ，３４、６９；

Ⅲ，７６、８１—８２、５３０、５３２、５７０。

——它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降低——

Ⅱ，１５４、１６２。

——和生产部门的联合化—— Ⅱ，４５—

５１；Ⅲ，２３７。

——和剩余价值的生产——Ⅲ，５３２。

——和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形式——Ⅲ，

８２。

——和不变资本——Ⅰ，２２０。

——和生产价格——Ⅱ，１９、３３—３４。

——和价格运动——Ⅱ，１８—１９。

——劳动能力的生产费用——Ⅰ，１５９—

１６１、２０９—２１０、２１５、２９２、４３７；Ⅲ，

１６０、２４８。

——新耕地和已耕地的生产费用——Ⅰ，

１５２—１５７、１６１—１６３。

——辅助费用（非生产费用）——Ⅰ，１５９、

１６８、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５、４０８；Ⅲ，３９２、

５６１。

——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的生产费用

——Ⅲ，７６。

——庸俗经济学家对它的理解—— Ⅱ，

１４２、２３９、５３５—５３６。

生产费用（在价值意义上的）——Ⅰ，７７、

９１、２１０—２１１；Ⅲ，２１３、２２３、２３８—

２３９、２４４—２４５、２４８。

——是商品内在的生产费用——Ⅲ，８３、

５７０。

生产费用（在生产价格意义上的）——Ⅱ，

２２０—２２１、４４７；Ⅲ，６４、８１、５７０。

——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生产费用——Ⅲ，

８４、８５—８６。

——和价值规律——Ⅲ，８５。

生产关系—— Ⅰ，１４８—１４９、２９６、４３９—

４４０；Ⅲ，５４—５５、２８５、２９１—２９２、

４７４、５６４。

并见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生产过剩

——是危机的基本现象——Ⅱ，６０３。

—— 它的基础—— Ⅱ，５７８、６０３—６０４、

６１０—６１１；Ⅲ，６０、１２９—１３０。

——和工人阶级的状况——Ⅱ，５３５、５７８、

５９８、６０２—６０３。

——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 Ⅲ，

１２９—１３０。

——和市场商品充斥——Ⅱ，５９８—５９９；

Ⅲ，３１１。

——和积累——Ⅲ，４１８。

——和资本主义生产各部门之间的相互

联系——Ⅱ，６０５—６０６。

—— 它的相对性质—— Ⅱ，５９７—５９８、

６０２、６０４—６０７。

——和生产不足——Ⅱ，６０６—６０７。

——它的周期性——Ⅱ，５３５。

——局部的生产过剩和普遍的生产过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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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５７５—５７８、５９６—５９８。

——商品的和资本的生产过剩——Ⅱ，

５６６—５６８、６０９。

——固定资本的生产过剩——Ⅱ，５９０—

５９１、５９５。

——流动资本的生产过剩——Ⅱ，５９５。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发生生产

过剩——Ⅲ，１２６。

——李嘉图否认生产过剩—— Ⅱ，５３４、

５６３、５６７。

——资产阶级医治生产过剩的药方——

Ⅲ，４８—５１。

并见经济危机。

生产积聚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积聚——Ⅲ，

４６９。

——是分工的结果——Ⅲ，２９８。

生产价格（费用价格，平均价格）

—— 定义—— Ⅱ，１３９、１５９—１６０、３６０、

４９２；Ⅲ，１０５。

——是部门间竞争的结果—— Ⅰ，４４８；

Ⅱ，１６、１９—２３、３４—３５、６８、２０７、

２２９—２３１、２３５—２３６、３３３、３５９—３６０、

３７６——是资本主义生——是资本主

义生展的前提和结果—— Ⅱ，３７７、

３８９；Ⅲ，１８２。

——和价值——Ⅰ，７６、４４８；Ⅱ，２１—２４、

２７、５４、６９—７０、１４１、２０３、２１０、２１４—

２１５、２３６—２３８、２６１、２７０—２７１、３１０—

３１１、３３３；Ⅲ，８３—８５、１８１—１８２、４１５、

５３５、５６６—５６７、５７３—５７４。

——和市场价格——Ⅱ，２１４—２１５、２６１、

３５９—３６０；Ⅲ，５６６—５６７、５７３—５７４。

——个别生产价格和市场生产价格——

Ⅱ，１３４—１３５、２９９—３００、３６０—３６１。

——和地租——Ⅱ，３６０—３６１；Ⅲ，１０５。

—— 和工资波动—— Ⅱ，４３９—４４９；Ⅲ，

３６７—３６８。

—— 它的历史性质—— Ⅱ，１１１、２７０—

２７１、３７７。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价值和它等

同起来——Ⅱ，１６—１９、２７、１３８、１４１、

１６９、１８０、１９３、２２０、２３１、２３９、２４１、

２６１、２６９—２７１、３３７、３５８—３６２、３７３、

３８２、４２３、４３８、４４７、４８４、４９３、５３２—

５３３；Ⅲ，２３、２６、７１、８１、１７２、１７８、

１９４—１９５。

并见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规律，生产

费用（在生产价格意义上的）。

生产价格规律——见平均利润和生产价

格规律。

生产劳动

—— 定 义—— Ⅰ，１９、１４２、１４７—１５６、

１６４—１６６、４２２—４３２、４３８；Ⅱ，１１７、

６２４—６２５。

—— 对它的补充评述—— Ⅰ，４４２；Ⅲ，

４７６。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基础

——Ⅰ，１４３、３０５、４３０；Ⅲ，４６９—４７０。

——生产工人的概念——Ⅰ，１４７、２２７—

２２８、４４３—４４５。

——作为单个工人的劳动——Ⅰ，４２３—

４２４。

——和工人阶级——Ⅰ，１５７—１５８、４２７。

—— 和劳动生产率—— Ⅰ，２１８—２２０、

３０１—３０２。

——和分工——Ⅰ，３１１。

——商业中的生产劳动——Ⅰ，４４５。

——是非生产劳动的物质基础—— Ⅰ，

１８１、２１０—２１１、２６３、３０１—３０２；Ⅱ，

６４０—６４１；Ⅲ，４００。

—— 非生产劳动的概念—— Ⅰ，１４８、

１５０—１５１、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３、３０６、４３２—

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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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非生产劳动节约生产劳动——

Ⅰ，１７８、３０１、３１０—３１１。

——把非生产劳动者吸引到生产劳动领

域中来——Ⅰ，２６４。

—— 非生产阶层随着资本积累而增加

——Ⅱ，６３９—６４１、６５０—６５１。

——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非资本主义

生产方式之间的区别——Ⅲ，４７６。

——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劳动——Ⅰ，

１４３。

——重商学派对它的理解——Ⅰ，１４３—

１４５。

——配第论生产劳动——Ⅰ，１７３。

——重农学派论生产劳动—— Ⅰ，１９—

２１、２３—２４、１４４；Ⅲ，４５６。

——对它的庸俗理解——Ⅰ，１４８—１４９、

１６９—１７０、１７７、１７９、１９８、２０１、２７２—

２７４、２７９、２８９—２９０、４１５—４１６、４２２。

生产力

——劳动的生产力和资本的生产力——

Ⅰ，２９０、４１８、４２０、４２３—４２４；Ⅲ，１２２。

——它的发展是资本形成的前提——Ⅰ，

４１８。

——资本主义条件下它的发展——Ⅰ，

４２１—４２２、４４２；Ⅱ，１２４—１２５、５９８、

６０３、６５２—６５３；Ⅲ，８６、３３１—３３２、

３４９。

—— 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产关系

——Ⅲ，５４—５５、４７４。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Ⅱ，４７３。

——和生产领域的数目——Ⅱ，６１６。

——和工人的消费——Ⅱ，６０３。

——是资本积累的界限——Ⅲ，２６４。

——转向耕种比较不肥沃的土地是生产

力发展的标志—— Ⅱ，８—１１、９８、

１５４—１５６、１６０、２６３、２６５、３６２。

生产上的辅助费用（非生产费用）——Ⅰ，

１５９、１６８、３００—３０１、３１５、４０８；Ⅲ，

３９２、５６１。

并见生产费用。

生产时间

—— 和劳动时间—— Ⅱ，１９、１９６—１９７；

Ⅲ，８９—９０、２５１、４３１—４３２。

——和自由时间——Ⅲ，２８０—２８２。

——各个不同部门的生产时间—— Ⅲ，

４３０。

生产条件（劳动条件）——见生产，生产资

料。

生产资本——Ⅰ，３６５、４４５；Ⅱ，１４８、５８８、

５９１；Ⅲ，５１６。

生产资料

——它的社会性质和物质存在—— Ⅰ，

４４０—４４１。

——它作为资本脱离劳动而独立——Ⅰ，

４４０—４４１；Ⅲ，３８８—３８９、５０９。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资料和工人

——Ⅰ，４１９—４２０；Ⅲ，１２３。

——劳动资料是不变资本的要素——Ⅱ，

１２。

——它的再生产——Ⅰ，８５、２１９—２２０。

——它的使用效率——Ⅰ，８８。

——和消费品——Ⅰ，２３９。

——原始社会的和宗法式农业条件下的

生产资料——Ⅰ，９０。

生活资料

——资本主义条件下它的商品形式——

Ⅲ，３１９—３２０、３２２—３２３。

——它的价值——Ⅱ，４７４。

——它的价值变动对资本有机构成和利

润率的影响——Ⅰ，４；Ⅱ，３８６。

——和工人的消费——Ⅱ，３３４、６６０。

——和劳动能力的再生产—— Ⅰ，１９—

２０；Ⅱ，３８６、４６０—４６１。

—— 是可变资本—— Ⅱ，６６０；Ⅲ，２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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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３。

——和劳动生产率——Ⅲ，２６７—２６８。

——和危机——Ⅱ，５９１。

——是农业地租的基础——Ⅱ，２６８、３２６、

３３４、３４１—３４２、３６４—３６５、３８８。

剩余产品——Ⅰ，３８０。

——定义——Ⅱ，５５７。

——和剩余价值——Ⅰ，２１３；Ⅲ，４０８。

——和无酬劳动——Ⅲ，４２。

——和劳动生产率——Ⅰ，３０２；Ⅲ，４９６。

——和所使用的劳动量——Ⅱ，１５１。

——是利润的源泉——Ⅰ，２８８。

——资本家对它的消费——Ⅲ，２６４。

——它再转化为资本——Ⅱ，５５４—５５８；

Ⅲ，２６４、２６６—２６７、４１７—４１９。

——它转化为地租——Ⅰ，５１６—５１７。

—— 和对外贸易—— Ⅱ，５６０—５６１；Ⅲ，

２６４—２６６、２７７—２７８。

——李嘉图论剩余产品——Ⅱ，３５７、４７５、

４８６；Ⅲ，２６１。

剩余价值

——定义——Ⅰ，１９；Ⅱ，６１９。

——作为一般范畴和作为专门范畴——

Ⅰ，６０—６１、４１１；Ⅲ，２７９、２８３。

——是没有支付过代价的价值——Ⅰ，

３０、５７—５８、６２—６３、４２９；Ⅱ，３３、

２０２—２０３；Ⅲ，７—８、２６１、２６３、５３４。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Ⅰ，７０、

２１３、４０８、４３０、４３８。

——它的来源问题——Ⅰ，１１—１２、１６—

１９、２４—２６、２９、３２—３３、３７—３８、５１、

５７—５９、６６—７１、３３３—３３４、３７９、３９０、

４１１；Ⅲ，４—８、６４—６５、５３４。

—— 对它的理解取决于对价值的理解

——Ⅰ，１６６、３７９；Ⅱ，２１０。

——它的生产和积累——Ⅰ，９０、４１１；Ⅱ，

５４４—５４５、５５４—５５５。

——它的一部分直接转化为资本——Ⅱ，

５５４—５５８。

——参与生产过程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剩

余价值—— Ⅰ，６５、７６、９０；Ⅱ，１６６、

３７２、４２３、５１７；Ⅲ，４４２、４６３、５２１。

—— 和劳动生产率—— Ⅰ，２２、４１、７３、

１４３、２１６—２１７、３１９；Ⅱ，４、８８、２９５—

２９６、４６２—４６３；Ⅲ，３６６—３６７、４９６。

—— 和生产劳动—— Ⅰ，１９、１４２、２１３、

４２２—４２３、４２６、４２９—４３０。

——农业生产率是它的自然基础——Ⅰ，

２２；Ⅱ，４０９。

—— 它的实现—— Ⅰ，２９—３０、５７—５８；

Ⅱ，２７—２９。

——和剩余产品——Ⅰ，２１３；Ⅲ，４０８。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Ⅰ，２２—２３；Ⅱ，４、８８、４９８；Ⅲ，２４９—

２５０、２８３、４９６。

——不同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 Ⅱ，

１１、１９。

—— 和工资—— Ⅱ，５、３１１—３１２、４６４—

４６５；Ⅲ，１６０。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Ⅱ，１９、４２、

５５、３３３、４２７；Ⅲ，２４９—２５０。

——和可变资本——Ⅲ，５３４。

—— 它的总额—— Ⅰ，２１３—２１４、２２７—

２２８；Ⅱ，２１０；Ⅲ，３８７。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Ⅱ，

４２５、４２７、４３４、４６５—４６７、４８４—４８５；

Ⅲ，２５０—２５３。

——它在商品价值中所占的份额——Ⅲ，

１７１。

——它的分配——Ⅰ，１２、６１—６５、７４、７６、

９０；Ⅱ，２１、３５、４２、６６—６７、７４—７５、

１６５—１６６、２２１、４９２；Ⅲ，８９—９０。

——它的特殊形式——Ⅰ，７、２１、６０—６１、

６３—６４、６８—６９；Ⅲ，２７９、５３５、５３８。

——它的组成部分的独立化——Ⅲ，５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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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向利润的转化——Ⅱ，４６６—４６７；

Ⅲ，５３４—５３５。

—— 它转化为地租—— Ⅱ，５１６—５１７、

５２２—５２３。

—— 重商学派从交换中引出剩余价值

——Ⅰ，１１、１３、２３、３８—３９、４３、１６６、

１７２、４１２；Ⅲ，８—９、７８。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剩余价值和

它的转化形式混为一谈—— Ⅰ，７、

６９、７２；Ⅱ，４６７；Ⅲ，３１、８８—８９、９０、

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６、２４２、２５９、２７８—２７９。

——配第论剩余价值——Ⅰ，３８３—３８４。

——重农学派论剩余价值—— Ⅰ，２４—

２８、３０—３２、３７—３８、４３、６４、１４４、

１６——斯密论剩余价值————同

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的表面上

的 矛 盾—Ⅰ，７１—４８、５２、５８—６４、

６６—７０、７８、１６６、２６４；Ⅱ，２４７、２５８。

——李嘉图论剩余价值——Ⅰ，２２４；Ⅱ，

４２３—４２４、４５０、４６１—４６２、４８０—４８１、

５２８—５２９、６４５—６４６；Ⅲ，４、７—８、

２７—２８、２６１。

——洛贝尔图斯论剩余价值——Ⅱ，４、

６１、７１—８７、９４、１３５。

剩余价值规律

——它的实质——Ⅰ，７２。

——和剩余价值量——Ⅱ，４２、４６６—４６７。

——和对利润的考察——Ⅱ，４６６—４６８。

——和平均利润规律——Ⅰ，７１—７２。

并见剩余价值。

剩余价值率

——决定剩余价值率的因素——Ⅱ，８８；

Ⅲ，２０９。

——不同生产领域的剩余价值率——Ⅱ，

２３０。

——和工业与农业的生产率——Ⅱ，８。

—— 和 利 润 率—— Ⅱ，４８４—４８５；Ⅲ，

２１４—２１５、 ２３１—２３２、 ２３９—２４１、

２５０—２５３。

剩余劳动

——是一般范畴——Ⅰ，６０。

——它的特殊形式——Ⅰ，６１、６４。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Ⅱ，３１８。

——强迫进行剩余劳动——Ⅰ，７３、３６８—

３６９、３８０、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４；Ⅱ，４６１—

４６２。

——和必要劳动——Ⅰ，２１３、２１６—２１７。

——和所使用的劳动——Ⅱ，１５１。

——和劳动生产率—— Ⅰ，２２；Ⅱ，４６２；

Ⅲ，４９６。

——和利润——Ⅱ，４３０。

——是新的不变资本的源泉——Ⅰ，９０。

——是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源泉——Ⅰ，

９０。

——整个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 Ⅲ，

２６９。

——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代表者的剩

余劳动——Ⅱ，４３６—４３７。

——农业和工业中的剩余劳动—— Ⅲ，

４２６。

——农业劳动是它的自然基础—— Ⅰ，

２２、１６２。

——重农学派论剩余劳动——Ⅰ，２８。

失业——见相对人口过剩。

食利者

——他们和产业资本家之间的对立——

Ⅲ，３９５。

—— 不断增大的食利者阶级—— Ⅲ，

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７。

什一税——Ⅰ，４１２；Ⅱ，１２６。

使用价值

——商品的使用价值—— Ⅰ，１６、１４８—

１４９、１５１；Ⅱ，５７９。

—— 和价值—— Ⅰ，８８、９６、１２９—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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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９、１６６、２００、２７９、２９２、３９１；Ⅱ，

２９３—２９４；Ⅲ，１０７—１０９、１２６—１２８、

１３４、１３６—１３９，３１３、３２６—３２７。

——是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Ⅲ，

３２６。

——它的经济意义——Ⅱ，５５８；２７６。

—— 和劳动生产率—— Ⅰ，１１—１２、９１、

２００、２３０、４２３；Ⅱ，２９２—２９３、２９５—

２９６；Ⅲ，１２６—１２７。

——和消费——Ⅰ，２０４、２３７—２３８、３１１—

３１２，Ⅲ，３２２。

——利用使用价值的新方法——Ⅲ，３１８。

—— 资本的使用价值—— Ⅰ，８８、４２１—

４２２；Ⅲ，４８４—４８５。

——劳动能力的使用价值—— Ⅰ，１４７、

４３１；Ⅲ，９３—９４、１９４。

——生产过程中的使用价值——Ⅱ，１４８；

Ⅲ，２９０—２９１。

——和再生产过程的长短——Ⅲ，４８３—

４８５。

——和平均利润率的形成过程——Ⅲ，

５１４。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把价值归结为

使用价值—— Ⅰ，２０、２６、１４４、１６６、

２７５、３８６、３９１；Ⅱ，１６６；Ⅲ，５４２—５４３。

市场——Ⅰ，２０３、２６３。

——是流通的阶段——Ⅱ，５５２；Ⅲ，３１０—

３１１。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活条件——Ⅲ，

５２０—５２１。

——和生产力的增长——Ⅲ；４８６。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规模——Ⅱ，５５２、

５９８—５９９。

——它的大小——Ⅲ，２９６、３１６—３１７。

——它的地理界限——Ⅱ，５９９—６００；Ⅲ，

３１７。

——市场上的变革——Ⅱ，５６５。

——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Ⅲ，２３６。

——和商品生产——Ⅱ，４８１。

——和生产者之间的相互联系—— Ⅱ，

５５１—５５２。

——和生产部门的联合化——Ⅲ，２３７。

——和分工——Ⅲ，２９６。

——大工业的市场——Ⅱ，６３９；Ⅲ，５２０—

５２１。

——商品进入市场的条件——Ⅲ，９—１１。

——市场商品充斥——Ⅱ，６、５９８—５９９。

——和价格波动——Ⅱ，３２６—３２８、３６２—

３６４；Ⅲ，３１３。

——从市场上抽出土地——Ⅱ，３４４、３７７、

３９６。

并见世界市场，货币市场。

市场价格——见价格。

市场价值

——定义——Ⅰ，２３５：Ⅱ，１８０、２１４—２１５、

２２６—２２８、２６７、２９８、３０１—３０４、５９５。

—— 是部门内竞争的结果—— Ⅱ，９９、

２２８—２３０、２９７—２９８、３４５—３４６；Ⅲ，

３３２、５２３。

——它由于部门之间的竞争而归结为生

产价格——Ⅱ，１３５、２２９。

—— 它波动的界限—— Ⅱ，２９８—２９９、

３０４。

——和个别价值——Ⅱ，２２６—２２８、２９８—

２９９．３０１—３０５、３２８—３３０、５９４—５９５。

——和市场价格——Ⅱ，２２６—２２８、２９８—

２９９、３０４；Ⅲ，５７３—５７４。

——和超额利润——Ⅱ，２２８、２６７。

——和绝对地租——Ⅱ，２９８、３０４、３２８—

３３０、３６０。

——和级差地租——Ⅱ，２９９—３００、３２９—

３３０。

——和剩余产品的分配——Ⅱ，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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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供求关系——Ⅱ，３０４—３０７。

——李嘉图地租理论中的市场价值——

Ⅱ，１７９—１８０、２１４—２１５、２２５、２２７、

２３０、２６９、３０４、３４５。

世界贸易——见对外贸易。

世界市场——Ⅰ，４１６；Ⅱ，４８１、５３４、５６７—

５６８、５９９、６６３；Ⅲ，２６６、２７８、５２０—

５２１、５９０。

市民社会——Ⅰ，４２。

收入

——它的原始源泉——Ⅰ，７４—７５。

——是商品价值的一部分—— Ⅰ，７９—

８４、１０９、１４０、２２２。

——年收入——Ⅰ，１３０、１３８、１４０、２２２。

——纯收入和总收入——Ⅱ，６２４—６２５。

——构成收入的产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

价值——Ⅱ，８５。

——它的派生形式——Ⅱ，８５、５６２。

—— 它同非生产劳动的交换—— Ⅰ，

１４８—１５１、１５５、１８１、４３８—４３９。

—— 收入同收入的交换—— Ⅰ，２３３、

２３６—２３７、２４２、３４６—３４７。

—— 和资本—— Ⅰ，７４—７５、２２０、２２７、

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０、２４４、３０３、

３２９；Ⅱ，４９１、５４４；Ⅲ，３８０—３８２。

——资本家的收入——Ⅰ，２６２；Ⅱ，７６。

——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拜物教化——Ⅲ，

４９９。

——它由于采用机器而游离出来——Ⅱ，

６３６—６３７、６４３、６４７—６４８。

——非生产劳动者的收入——Ⅰ，６２—

６３、２３８、３０１—３０２；Ⅱ，６３９—６４０、

６４７。

——和货币流通——Ⅰ，３４５—３４６。

手工业生产——Ⅰ，１５６。

——手工业者是商品生产者——Ⅰ，４３９。

——为订货而生产——Ⅲ，３１４。

——它受机器排挤——Ⅱ，６５１。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手工业生产——

Ⅰ，４４０—４４１。

——和中世纪对农村的剥削——Ⅱ，２５７。

数学

——不合理数字——Ⅲ，５７７。

——化圆为方问题——Ⅰ，１４０；Ⅲ，９０。

——几何学——Ⅲ，１５４—１５５、１７３—１７５。

——指数函数——Ⅲ，５３１。

斯密，亚当

——他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作用——Ⅰ，

１４８、１９５—１９６、３００、３１３—３１４。

—— 是重农学派的继承者—— Ⅰ，１６、

３６—３７、４０、４６—４７、６４、１５３—１５４、

３６６；Ⅱ，１７８、４０２—４０３、４０５—４０６、

４０９、４１５。

——他反映出大工业的史前时期——Ⅰ，

３６。

——对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的研究

——Ⅱ，１８１—１８２、２４１。

—— 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 Ⅱ，

１８１—１８２。

——对资本主义特征的理解——Ⅰ，５９—

６０、６６—６８；Ⅱ，１６４。

——对利润的科学理解——Ⅰ，２１、５６—

６０、６３—６４、７５；Ⅱ，１６４、２４７、２４９、

２５８—２５９；Ⅲ，５６０。

——论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 Ⅰ，

４８、５２、５８—６４、６６—７０、７８、１６６、２６４；

Ⅱ，２４７、２５８。

——把价值归结为劳动和把剩余价值归

结为剩余劳动—— Ⅰ，５７—６４；Ⅱ，

４６１；Ⅲ，２６１。

—— 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 Ⅰ，６５、

１４２、１４６—１４８、１５０—１６７、１８１、２２６、

２６４—２６７、２７１、３００—３０２、３０４、３０７—

３０８、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７—３１８；Ⅲ，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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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９—４７０、４７６。

——论分工——Ⅰ，３０７—３０８；Ⅱ，２５９—

２６０；Ⅲ，６５。

——最低限度的工资的概念——Ⅰ，４６；

Ⅱ，２４６—２５２、２５８—２５９。

——论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Ⅰ，４６—４７、１９５—１９６。

——论地租—— Ⅰ，６０、６３—６４、７５—７６；

Ⅱ，１６４、１７７—１７８、２４６—２４７、２４９、

２６５、２６８、２７３、２７６、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２、

３６１—３６２、３７４、３７８、３８１、３８３—３８４、

３８８—４２２。

——论利息——Ⅰ，６１—６３。

——论次要收入——Ⅰ，６２—６３。

——论积累——Ⅰ，２５９、２６５—２６６、３１７—

３１８；Ⅱ，５３４、５３７、５９９—６００、６５７；Ⅲ，

３７０、４１８、４８７。

——商品“自然价格”的概念——Ⅰ，６５、

７６—７７；Ⅱ，３５８—３６２、３９５—４０１、

４１２—４１３。

——论价值变动对生产价格的影响——

Ⅱ，２４５。

——对价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区别的猜

测——Ⅱ，３６１—３６２。

——论资本的转移——Ⅱ，２４６。

——人口理论——Ⅱ，２４８—２４９、４０２。

—— 殖民理论—— Ⅱ，２５３、２６５、３４７—

３４８、３５２、４１１、４９５。

——论各个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利益——

Ⅱ，４２２。

——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解释——Ⅱ，

４９７、５３３—５３４、５６７、６１７；Ⅲ，３４６。

——论危机——Ⅱ，５９９—６００。

——论资本在流通中的形式——Ⅱ，６５９。

——他的观点中的庸俗成分——Ⅰ，３７、

４０、５７、７０、７７、１６１—１６２；Ⅱ，３９４、

５３４；Ⅲ，５５８。

——“节约”论——Ⅰ，３７、４０、２７０—２７１。

——他的理论中的矛盾——Ⅰ，４８—５２、

５５、５８、６３—６４、６７—７１、７７、８４、１４０—

１４２、１４６—１４７、１５２—１５４、１６１—１６２、

１６３—１６４、２６４—２６５、２７１；Ⅱ，１１１—

１１２、１８１—１８２、２４７—２４８、２５０—２５１、

３９４、３９７—３９８、３９９、４５１—４５２、４５８；

Ⅲ，１３。

——他的研究方法的矛盾（外在的和内在

的 观 点）—— Ⅱ，１１１—１１２、１８１—

１８２、１８６、２４１—２４４、２５５、２６１、３９４、

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

—— 不同的价值规定—— Ⅰ，４７—４８、

５２—５５、６４—６５、７７—７８、１６６；Ⅱ，

１１１、２２１、２４１—２４２、２５１—２５２、２５８—

２５９、３５８—３５９、３９０、３９２—３９３、３９４、

４１６、４１８—４２１、４５０—４５２、４５７—４５８；

Ⅲ，１８、７０、５７２。

——否定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作用——Ⅰ，５０—６０；Ⅱ，２１１、４５１—

４５２、４５７；Ⅲ，７５。

——斯密的教条（把社会产品的价值归结

为收入）—— Ⅰ，６５、７９—８４、１１１、

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２５６、２６４；Ⅱ，１６５、

２４３—２４４、４７１、４８４、５６１；Ⅲ，２７３—

２７４。

——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Ⅰ，

６５、６９—７２。

——关于价值和生产价格等同的教条

—— Ⅱ，１６—１９、２４１—２４２、２６１、

３５８—３６２、３８２、３９０；Ⅲ，２６。

——认为利润、地租和工资是价值的源泉

—— Ⅰ，７４—７５、８４、１４０；Ⅱ，１１１、

２２１、２４０—２４３、２４６—２４８、２５１—２５２、

２５５、２６１、３９０、３９５—３９６、４００—４０１、

４２０、５３４。

—— 他的货币主义观点—— Ⅰ，３１７—

３１８。

——把价值的内在尺度和它的外在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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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为一谈——Ⅰ，１４０；Ⅱ，４５８。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他的观点的

批判—— Ⅰ，４８、５０—５１、１６６—１６７、

１７６—１７７、１９８、２０２、２１２、２５８—２５９、

２７２—２７４、 ２９１—２９２、 ２９５—２９７、

２９９—３００、３１１—３１２。

——他的观点是后来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混乱的根源—— Ⅰ，６８、７２、１４０—

１４１、１６６、２２２、２２６、２９８；Ⅱ，１６９、２２０、

２３２—２３４、２３６、２３９、２４１；Ⅲ，１３。

——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斯密观

点——Ⅰ，１７０—１７１、１７４、１７６、２９０—

２９１；Ⅱ，１８１—１８３、２５３、２６１、２６５、

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８、３９８—４００、４７０、６５８—

６５９。

私人劳动

——和社会劳动——Ⅲ，１４５—１４８。

—— 抽象劳动是它的对立面—— Ⅲ，

１４５—１４６。

—— 资本主义条件下私人劳动的破坏

——Ⅲ，４６９。

私有权——见所有权，土地所有权。

苏格兰—— Ⅱ，１１９、１２９、２５３、３４４、３６３、

３９０、４０８、４１１。

所有权（私有权）

——它的社会性质——Ⅰ，３６８。

——生产条件的所有权——Ⅰ，１３—１４、

２８、３１、３９０、４４０—４４１；Ⅱ，３４—３５。

——资本的所有权——Ⅱ，１６７—１６８；Ⅲ，

５１０—５１１、５２４、５２６、５４４、５６５。

——与工人阶级对立的资本主义所有权

的增长——Ⅱ，４７３；Ⅲ，３８９。

——土地所有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

——Ⅰ，２３、３０—３１；Ⅱ，３８—３９、１０８、

１６７、３３８。

—— 土地所有权和资本所有权的结合

—— Ⅱ，４、３８—３９、３４０、３４２—３４４、

３８５、４１１—４１２。

——资本主义条件下对私有财产的破坏

——Ⅲ，４６９。

—— 商品所有权的变换—— Ⅰ，３３０—

３３３。

——和占有——Ⅰ，３３１—３３３；Ⅱ，３３９。

——共产主义条件下土地归人民所有

——Ⅱ，１０８。

——洛克著作中的公共所有物和个人所

有权——Ⅰ，３９１—３９２。

并见土地所有权。

Ｔ

铁路——Ⅰ，２１９；Ⅲ，３１６。

统计学—— Ⅰ，１７１—１７２；Ⅱ，２５７、３３６、

５２５；Ⅲ，３５８。

土地

——是劳动的最初条件——Ⅰ，２３；Ⅱ，

３８。

——是自然历史过程的产物——Ⅱ，２７３。

——是生产力——Ⅱ，７、３８８；Ⅲ，５４２。

——是劳动对象——Ⅱ，１２、１３４。

——是农业生产的物质基础——Ⅱ，１３４、

２７２、３３７、３３９—３４０、３４８。

——肥沃土地的有限性——Ⅱ，６、３４８—

３４９。

——它经过了几百年的耕种——Ⅱ，１５２、

１６２、２７３、５６１。

——开垦土地的条件——Ⅱ，１５４—１５５、

１６０。

——从市场上抽出土地——Ⅱ，３４４、３７７、

３９６。

—— 它以工业方式经营—— Ⅲ，３１８—

３１９。

——资本主义条件下土地的滥用——Ⅲ，

３３２、３４２—３４３。

——土地的私人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的

条件——Ⅰ，２３、３０—３１；Ⅱ，３８—３９、

１０８、１６７、３３８—３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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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价值和地租—— Ⅱ，１３８、１４２；

Ⅲ，１１７—１１８。

——土地价值和利息水平——Ⅰ，３８３—

３８４、３９５。

——它的价格——Ⅰ，３８２—３８４、３８６；Ⅱ，

３４６；Ⅲ，５３１—５３２、５７７—５８０。

——配第论它的货币价值——Ⅰ，３８２—

３８６。

——重农学派对它的理解—— Ⅰ，３２２；

Ⅱ，１７７—１７８。

并见土地国有化（资本主义制度下）。

土地肥力

——自然的和人工的土地肥力——Ⅱ，

１５２—１５３、１５５、１６０—１６３、１７３。

土地肥力递减“规律”—— Ⅱ，２３—２５、

９１—９２、９７、１７８—１７９。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它的反对者

—— Ⅱ，９２、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８、１５８、

１７４—１７５、２６２、６７５。

并见马尔萨斯主义。

土地国有化（资本主义制度下）——Ⅰ，

２６—２７、３４—３５、４２；Ⅱ，３８—３９、１０８、

１６６—１６７；Ⅲ，５２３。

土地价格（价值）

——是资本化的地租——Ⅰ，３８２—３８４、

３８６；Ⅱ，３４６；Ⅲ，５３１—５３２。

土地价值——见土地价格。

土地所有权

——定义——Ⅱ，１７４。

——它的封建性质——Ⅱ，１６８、２６３。

——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Ⅰ，３０—

３１；Ⅱ，３８—３９、１６７—１６８、２６４、２７０、

３３８、３４９；Ⅲ，３１８—３１９、３９６、４３９。

——地租是它的一种经济形式——Ⅰ，

２６；Ⅱ，５、３０、９７、１７４、１８０、２７０、２７５、

３３４、３３７—３３８、３７５、３８１、３８８—３８９、

４０９—４１０、４４９；Ⅲ，４４２、５２２—５２３。

——土地的有限性是它的条件——Ⅱ，６、

３４８—３４９。

——它的不同形式——Ⅱ，３６、５２８。

——是收入的源泉，但不是价值的源泉

——Ⅰ，７４—７５；Ⅱ，３６。

——和农业中价格的形成—— Ⅱ，１０５、

１３５—１３６、２３２、２７０—２７１、３３７—３３８、

３５６—３５７、３７７；Ⅲ，３３２。

——它和劳动相分离是资本发展的条件

—— Ⅰ，２３、３０—３１；Ⅱ，３８、１０８、

３３８—３３９。

——使它具有名义性质的条件—— Ⅱ，

３１、１０７—１０８、２６３—２６４、３３８—３４０、

３４２—３４５、３４７、３６０、３７９、３８４—３８５、

４０９—４１１、４１４、４４７—４４８。

——它在重农学派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

反映——Ⅰ，２３—２７、４０８、４１０、４１４。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土地所有权

的经济上的否定—— Ⅰ，２６—２７、

３４—３５、４２、４１２—４１３；Ⅱ，１２３、１６６—

１６７、４１５；Ⅲ，５０、８８、１８６—１８７、４３７—

４３８、４７３、５２３。

—— 李嘉图论土地所有权—— Ⅱ，９７、

９９—１００、１０８、１２３、１６７、２６３、３４７—

３４９、３５６、４２９。

土地所有者（大土地所有者）

——他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非生产性质

—— Ⅰ，１６９、４１２—４１３；Ⅱ，３８—３９、

５３、１６６—１６７、３７２、５９３；Ⅲ，４９。

——他在农业中取得超额利润—— Ⅱ，

１１、７０、２７４、２９７、３７２；Ⅲ，３９８。

——工业家同地主利益的对立—— Ⅱ，

１２５—１２６、１２９—１３１、３７２。

——反对农业改良——Ⅰ，３９５；Ⅱ，１１８—

１１９。

——占有土地肥力提高的成果—— Ⅱ，

１０８、１６１—１６２、４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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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和土地所有者

分离——Ⅱ，１６７、１７２。

——他从市场上抽出属于他的土地——

Ⅱ，３４４、３７７、３９６。

——和为降低利息率而进行的斗争——

Ⅰ，３９４。

——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的土地所有

者——Ⅱ，３９、１６７。

——重农学派所论述的土地所有者——

Ⅰ，２３—２５、２７—２８、３４—３５、４１２—

４１３；Ⅱ，４１５。

土耳其——Ⅰ，３１６、４０３—４０４。

Ｗ

唯物主义历史观——Ⅰ，１５、２９６；Ⅲ，４７４、

４９０。

无产阶级——见工人阶级。

物物交换——Ⅱ，５８０—５８１、６０２、６０８；Ⅲ，

１２８。

物质生产—— Ⅰ，１５０、１５５—１５６、１６９、

２１２、２１８—２１９、２９５—２９８、３００、３０５、

４４２、４４４；Ⅲ，４７６—４７７、４８９。

Ｘ

西班牙——Ⅰ，１７３；Ⅲ，５２０。

希腊（古代）——Ⅱ，６０３。

西印度——Ⅰ，４０３。

相对价值形式

—— 区别于“绝对”价值—— Ⅱ，１８７—

１９０。

——货币的相对价值——Ⅱ，２２３。

相对人口过剩

——失业后备军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要

条件——Ⅰ，２６４；Ⅱ，５４５、６３２、６３９。

—— 是资本积累的结果—— Ⅱ，６３５—

６３６。

——和生产不足——Ⅲ，５１。

——和劳动生产率——Ⅲ，３８６—３８７。

——农村的相对人口过剩——Ⅱ，５。

相对剩余价值

——劳动生产率的一定水平是它的基础

——Ⅰ，２２、７３、３２０；Ⅱ，４、３８、２９５—

２９６、４６２；Ⅲ，２９３、３８６—３８７、４９６。

——和资本在历史上的合理性—— Ⅱ，

４６１。

——和靠别人劳动过活的阶级—— Ⅱ，

４６２。

——和土地的自然肥力——Ⅱ，２３。

——和绝对剩余价值——Ⅰ，２２—２３；Ⅱ，

４、８８、４９８；Ⅲ，２８３、４９６。

消费

—— 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 Ⅰ，８０、

８４—８５、９５、９７、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９—１３０、

１８４—１９３、２３３、２３６、２３８—２４４、２４８—

２４９、２５２—２５５、２６０、３１２、３２８、３５０、

３５１—３５２；Ⅰ，５３７、５５０—５５３、５５５、

５６０、５８９—５９２；Ⅲ，３０２、３０５—３０６、

５８２。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消费——Ⅰ，７０、

２７８；Ⅱ，５６２、６０３、６１０—６１１。

——工人的消费——Ⅰ，２９２；Ⅱ，６４５；Ⅲ，

３８９。

——人民的消费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

高——Ⅱ，５３５。

——劳动能力这种商品的消费—— Ⅰ，

１６、４２８—４２９；Ⅱ，１４７；Ⅲ，９３—９４。

——统治阶级的消费——Ⅱ，６５２。

—— 和再生产—— Ⅰ，３０２、３２８—３２９、

３５０；Ⅲ，３１１—３１２。

—— 和生产—— Ⅰ，８５、１８０、２９３—２９４；

Ⅲ，１２８、３１６、３２２。

——和积累——Ⅱ，５６０。

—— 消费基金—— Ⅰ，８１、８３—８６、９０、

２６２、２６７、３２１；Ⅱ，６４４—６４５。

——为消费而消费——Ⅰ，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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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使 用 价 值—— Ⅰ，３１２；Ⅲ，

１２７。—— 消 费 的 快 慢—— Ⅰ，

３１１—３１２。

——和货币流通——Ⅰ，３２９—３３０。

——和生产过剩——Ⅱ，５３４—５３５。

——消费过程中的劳动（服务）支出——

Ⅲ，２７４。

消费费用

——是生产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Ⅰ，

２０。

——它的非生产性质——Ⅰ，２０９、３１１。

——是节约生产劳动者时间的一种手段

——Ⅰ，１７８。

——和服务——Ⅰ，４３７。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 它的实质—— Ⅲ，５２３、５８２—５８３、

５８５。

——它的历史根源——Ⅲ，５１７—５１８。

—— 反对利息的论战—— Ⅰ，３４３、３４５；

Ⅲ，５０５、５１７—５１８、５８１—５８５。

协作——Ⅰ，１５５—１５６。

——是社会地发展了的劳动的形式——

Ⅰ，４２０；Ⅱ，５９６、６０７。

——和分工——Ⅲ，２９７。

信用（信贷）——Ⅰ，３９４。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和条件——

Ⅱ，２３４；Ⅲ，４９５、５１９、５７６。

—— 和资本竞争—— Ⅱ，２３３—２３４；Ⅲ，

５７６。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Ⅲ，１３０。

——是加速再生产过程的手段——Ⅲ，

５４０。

—— 和资本积累—— Ⅱ，５５０；Ⅲ，５７６—

５７７。

——和支付次数的节约——Ⅰ，３５９。

——和经济危机——Ⅱ，５６６、５８３—５８９；

Ⅲ，１３０。

——信用危机——Ⅱ，６００。

——是借贷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一种

方式——Ⅲ，５１９。

信用货币——Ⅰ，３４４、３４７—３４８；Ⅱ，５６４。

匈牙利——Ⅰ，３１６。

修理——Ⅰ，１５９、１７８、１８２；Ⅱ，５３８、５４７。

虚拟资本——Ⅰ，５６６；Ⅲ，１１８。

需求和供给——Ⅰ，７７、２３６；Ⅱ，１８、１４２—

１４３、３０４、３０６—３０７、５６３、５７６；Ⅲ，６５、

９９—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６—１０９、３４５—３４６。

需要

——和劳动生产率水平——Ⅱ，４、４６２—

４６３；Ⅲ，４９６。

——社会需要——Ⅱ，４６３。

——有支付能力的需要——Ⅱ，５７８、６１０。

——工人的需要——Ⅱ，４、５；Ⅲ，３２２。

—— 需要的满足—— Ⅱ，５８０—５８１；Ⅲ，

３１８。

——在共产主义条件下是生产的直接调

节者——Ⅲ，１２６。

畜牧业—— Ⅰ，１８５、２１９；Ⅱ，２６８、３３４、

３８８、４０２—４０５、６３２、６４０；Ⅲ，１８２、

３１７、４１８、４３０、５７２—５７３。

Ｙ

亚洲——Ⅲ，４５９。

——资本主义前的关系占统治地位——

Ⅲ，４５７、４７２、４７５。

—— 资本主义前的地租形式—— Ⅲ，

４４０—４４２。

——土地国有——Ⅰ，２８６；Ⅲ，４６３、４８０。

——农民占多数——Ⅲ，４５８、４９０。

——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劳动—— Ⅰ，

１４８；Ⅲ，４７９—４８０。

徭役——Ⅰ，１４８；Ⅲ，４４０—４４１。

意大利——Ⅱ，２２、１４８、６０７；Ⅲ，５２０。

异化（社会经济意义上的）——Ⅰ，２５、７３、

７９６名 目 索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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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pdf@home.icm.ac.cn


３６８；Ⅱ，４７３；Ⅲ，２８４、２９１、２９９、３２３、

３２６、３４８、５１７、５３６、５４３—５４４、５４６、

５４８—５５０、５５３、５５９、５８９。

艺术和文学—— Ⅰ，２９６、３１２、４１５、４３２、

４３６、４４２—４４３；Ⅱ，１１７、６０３。

音乐——见艺术和文学。

银——见金（和银）。

银行——Ⅰ，３４７—３４９；Ⅱ，５６４、６００。

银行家—— Ⅰ，３３９—３４１；Ⅱ，１３１、５５３、

５８３—５８４。

银行券——Ⅰ，３４４、３４７—３４９、３６５、４１６；

Ⅱ，５６４。

银行信用制度

——和资本的转移——Ⅱ，２３３—２３４。

印度—— Ⅰ，４０３、４１３；Ⅱ，４、２６８、４６３、

５５０；Ⅲ，２０６、４５８、４７９—４８０、４８６。

英国——Ⅰ，１７２、１７５、２２１、２７０、２７７、３７８、

３７９、３８２、３８６、３９５；Ⅱ，１２５—１２６、

４１７；Ⅲ，６１、２０３、４６７、４７５、４８９、４９２、

５１９。

——一般评述——Ⅰ，２４；Ⅱ，１７２—１７３、

２６６；Ⅲ，４５７。

——人口——Ⅱ，５４２、６６５；Ⅲ，３５７—３５９。

—— 阶级—— Ⅰ，１７１—１７２、１９７—１９８；

Ⅱ，３１、５５０；Ⅲ，３９１、４５８—４５９。

——工业——Ⅱ，２６０、４９６、６５５；Ⅲ，３１６。

——工人合作工厂——Ⅲ，３９２、５５２、５６２。

——在家里劳动——Ⅱ，１４。

——农业和土地关系——Ⅱ，８、３９、１１９、

１２２—１２３、１２９、１５２、１９６、２６５、２６８、

３４４、３７７、４０８、４１０、４２８、５２６、５４２—

５４３、６００、６１８—６１９；Ⅲ，４４７、４５２。

——总产品价值——Ⅱ，５４２—５４４。

——殖民地——Ⅱ，２６５—２６６、３３８—３３９。

——对外贸易——Ⅱ，１４３、５６７—５６８；Ⅲ，

２４３。

—— 货币和银行制度—— Ⅰ，４０３、４１３；

Ⅱ，２５３—２５４；Ⅲ，３９１。

—— 生产过剩和危机—— Ⅱ，６０７；Ⅲ，

１３０。

——劳动人民的状况——Ⅰ，４４３；Ⅱ，５、

１４、２２２、２４８—２４９、４６４、６５４、６６１；Ⅲ，

２８５。

——封建残余——Ⅲ，４９—５１。

——封建制度——Ⅰ，４３９—４４０。

—— 资本主义生产的开始—— Ⅱ，５３、

６６３。

——借贷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 Ⅲ，

５８６、５９３。

——农业从属于资本主义关系—— Ⅱ，

２６３—２６７；Ⅲ，４４３。

——圈围公有地——Ⅱ，１５６、１７１—１７２、

２６３—２６５。

——排斥土地所有者直接参加生产过程

——Ⅱ，１６７、１７２。

——封建土地所有权被改变了形式——

Ⅱ，２６３—２６４。

——十九世纪初利润率的提高—— Ⅱ，

５２５。

——十八世纪工资和谷物价格的变动

——Ⅱ，６６４。

并见爱尔兰，苏格兰，谷物法（英国）。

有价证券——Ⅲ，３１９。

原料

—— 是农产品—— Ⅰ，１６２、２１９；Ⅱ，６０、

８２。

——它的生产过程——Ⅲ，４０５—４０６。

——对它的需求——Ⅲ，２４３—２４４。

——它的价值变动对资本有机构成和价

值构成的影响—— Ⅰ，４；Ⅱ，１１８、

４３０—４３１、５８９。

——它的价值变动对利润率的影响——

Ⅰ，８８；Ⅱ，７６、４３０—４３１、４９６、５８９；

Ⅲ，２３８—２４２、２４５—２４６、４０５—４０６。

——它的改进对生产费用的影响——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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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１。

——它的涨价和危机——Ⅱ，５８８—５９１、

６８０—６０９。

—— 它的价值和再生产过程—— Ⅲ，

３８０—３８１。

——地租规律对原料价值的影响——Ⅲ，

４０６。

——花费在原料生产上的不变资本——

Ⅰ，２５０。

——和辅助材料——Ⅰ，１２３。

原始社会——Ⅰ，９０；Ⅲ，４６５—４６６。

运输业

——是物质生产领域——Ⅰ，１６４、４４４—

４４５；Ⅲ，３６０。

—— 空间的转移是它的产品—— Ⅰ，

４４４—４４５。

——其中的劳动——Ⅰ，４４４—４４５。

—— 没有原料—— Ⅱ，４０、６０、９５；Ⅲ，

４３２—４３４。

——和生产力的增长——Ⅲ，４８６。

——和再生产过程的加速—— Ⅱ，５６１；

Ⅲ，３１４—３１６。

——和储备业——Ⅱ，５５２；Ⅲ，３１５—３１６。

Ｚ

再生产

——是生产和流通的统一——Ⅰ，１６、８８、

１１４、１２０—１２１、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８、１３０—

１３２、３２３—３２４、３６３—３６４、３６６；Ⅱ，

５６—５７、６１—６２、５８２、５８５—５８６；Ⅲ，

２９５、３１１—３１２。

—— 更新再生产的条件—— Ⅲ，４８３—

４８４。

——和各生产领域的相互联系——Ⅰ，

９６—９８、１１１—１２６、１３５—１３７、２３７—

２４８；Ⅱ，５３８—５３９、５５１—５５３；Ⅲ，

３０６—３０８、３２１—３２２。

——再生产过程中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补

偿—— Ⅰ，８８、９６、１２９—１３１、１５９—

１６０、１８３—１８５、２２０—２２１、２３８—２４０、

２４８—２４９；Ⅱ，５１８、５６３—５６６；Ⅲ，

１０６—１０９、３７２—３７３、３８０—３８１。

——再生产的时间——Ⅰ，２４６—２４７；Ⅱ，

５３８；Ⅲ，３１３—３１５、４３０—４３２、４８２、

４８４。

——和产品的实物形式——Ⅲ，２７６、３１３、

３１５—３１６。

——和劳动生产率——Ⅰ，４６、１３４、１８７—

１９５、２１８—２２１、２４８；Ⅱ，６１７。

——和实现问题——Ⅰ，１０８—１０９、１２１—

１２２、２３４—２３５、２３８—２３９、３３６、３４０—

３４１；Ⅲ，１０６—１０９、４８３—４８４、５６９—

５７０。

——和商品的形态变化——Ⅰ，３５０、３５３；

Ⅲ，５０５—５０６。

——不变资本的再生产——Ⅰ，３、８０—

８６、８８—１４０、１８２—１９４、２１９、２４６—

２６０、３４３—３４４；Ⅱ，５３８—５３９、５４１、

５５８—５５９。

——劳动能力的再生产——Ⅰ，１６、５１、

４２８。

——和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交换——Ⅲ，

９６—９７、３７３。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Ⅲ，

２９９、３４８、５７１。

——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化——Ⅲ，３７０。

——和消费——Ⅰ，３０２、３２８—３２９、３５０；

Ⅲ，３１１—３１２。

——和危机——Ⅰ，５６２、５６４、５８２—５８３。

—— 和货币的回流运动—— Ⅰ，３２７—

３２８、３４０—３４９、３６４。

——和农业中的自然再生产——Ⅱ，６１—

６２。

——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相互联

系——Ⅱ，５４９、５５８；Ⅲ，４１９—４２０。

并见简单再生产，扩大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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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人和债务人—— Ⅰ，３２９—３３０；Ⅲ，

５０６—５１５、５８１—５８４。

战争——Ⅰ，２２５；Ⅱ，１２４、４４６；Ⅲ，４９。

并见美国内战。

哲学

——洛克的哲学是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各种观念的基础——Ⅰ，３９３。

——和宗教——Ⅰ，２６。

并见抽象，基础和上层建筑，可能性

和现实性，规律，历史的和逻辑的，唯

物主义历史观，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的方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

法，矛盾和对立，内容和形式，本质和

现象。

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经济学——Ⅰ，

１４８、１８１；Ⅱ，１２３、１８２—１８３；Ⅲ，５７２。

——政治经济学史——Ⅰ，３６７；Ⅱ，１８１—

１８２；Ⅲ，１５—１６、１１６、５５６—５５８。

—— 和道德—— Ⅰ，１６３、１７９—１８０；Ⅱ，

２０５；Ⅲ，５８５。

—— 政治经济科学—— Ⅱ，１３２、１８２—

１８３；Ⅲ，４７２、５５７、５７２。

并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

古典政治经济学，资产阶级庸俗政治

经济学。

殖民

——英国向外殖民——Ⅱ，３３８。

——向美国殖民——Ⅱ，３３８—３３９、３４９、

３５１—３５２。

——斯密和李嘉图论殖民——Ⅱ，２５３、

２６５—２６６、３４７—３４８、３５０—３５３、４１１、

４９５。

——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Ⅱ，３３８。

殖民制度

—— 两种类型的殖民地—— Ⅱ，３３８—

３４１。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移植—— Ⅱ，

２６５、３３８—３４０。

——和为产业资本确保市场——Ⅲ，５２１。

——在与殖民地的贸易中的高额利润

—— Ⅱ，２５３、４２５—４２６、４９５—４９６、

５３６。

——殖民地的价格的形成——Ⅱ，３３９—

３４０。

——殖民地的土地所有权——Ⅱ，３３８—

３４０、３４４、３４７、３５０—３５２、３５６、４１１、

４９５。

—— 殖民地的奴隶制—— Ⅰ，２３２；Ⅱ，

３３９—３４０、４９５。

中国——Ⅱ，６３６；Ⅲ，４７７、４７９。

中世纪—— Ⅰ，２８６、２９６、３０２、３１５、３９５；

Ⅱ，７。

——城市资本的积累——Ⅱ，２５７—２５８。

——城市劳动——Ⅲ，４７９。

——城市的行会制度——Ⅲ，４５９。

——城市产品的垄断价格——Ⅱ，３５６。

——城市和农村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

——Ⅲ，２９６—２９７。

——工场手工业同行会的斗争—— Ⅲ，

５２０。

——赋税——Ⅱ，２６０。

——高利贷——Ⅲ，５９２—５９３、５９８。

——中世纪社会的瓦解——Ⅲ，５８６。

并见封建主义。

重农学派

——他们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作用——

Ⅰ，１５、１９、２３—２６、４３、３６６、４１１；Ⅲ，

１２３。

——他们观点的唯物主义性质—— Ⅰ，

１５。

——他们对经济规律认识的超历史性质

——Ⅰ，１５、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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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具体劳动是价值的实体——Ⅰ，

２２。

——把价值和自然物质等同起来——Ⅰ，

１６—２０、２５—２６、３５、３７—８９、１４４、

１６６。

——最低限度的工资的概念——Ⅰ，１６—

１９、３１—３２、４４。

——重农学派体系中的交换价值——Ⅰ，

４１３—４１４。

——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

——Ⅰ，１５—１９、２３—２４、２９—３４、３８、

４３。

——他们对剩余价值的理解——Ⅰ，２４—

２６、２７—２８、３０—３２、３７—３８、４３、６４、

１４４、１６６、４１０—４１１；Ⅱ，６２４；Ⅲ，１２３、

４９６。

——把剩余价值和地租等同起来——Ⅰ，

２０—２１、２４—２５、６４、１７４、２２４、３８１—

３８２；Ⅱ，１７８、６２４；Ⅲ，５３０。

——他们对生产劳动的理解——Ⅰ，１９—

２１、２３—２４、２７—３０、６３—６４、１４４、

４１２—４１３；Ⅱ，４０９。

——重农学派体系产生的历史条件——

Ⅰ，２４、３５、４０；Ⅱ，４０２—４０３。

——他们的先驱者——Ⅰ，４１０。

——重农学派体系的矛盾——Ⅰ，２３—

２８、９４。

——是资产阶级生产体系的表现者——

Ⅰ，２５—２６、２７—２８、４１。

——他们的理论是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

式的再现——Ⅰ，２３—２８、４０８、４１０、

４１４。

——对土地所有权的经济上的否定——

Ⅰ，２６—２７、３４—３５、４２、４１２—４１３；

Ⅱ，４１５。

——重农学派体系对各阶级的看法——

Ⅰ，２８、３２—３３；Ⅱ，１７４。

—— 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 Ⅰ，４２、

３６６。

—— 他们的财政政策—— Ⅰ，４２—４３、

４１３。

——宣扬竞争自由——Ⅰ，２７、４２、１６２—

１６３、４０７、４１０。

——论利息——Ⅰ，２０—２１；Ⅲ，５３０。

——论积累——Ⅰ，３４、３７。

——论资本在流通中的形式——Ⅱ，６５９。

——撇开对外贸易——Ⅰ，２２。

——对利润的庸俗理解——Ⅰ，２０—２１、

３４—３５、３７、３９、４０７、４１０—４１２；Ⅱ，

６２４。

——和“斯密教条”——Ⅱ，１６４—１６５。

——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重农主

义观点—— Ⅰ，１６、３５—３７、３９—４０、

４６—４７、６３—６４、１５４、１９８—１９９、２０２、

３８１、８８３—３８４、３８８、４１２—４１３；Ⅱ，

１７７—１７８；Ⅲ，２００。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他们的批判

—— Ⅰ，４４—４５、１５３—１５４、１６１；Ⅱ，

１７７—１７８。

并见魁奈的经济表。

重商主义

——用交换来解释剩余价值——Ⅰ，１１、

１３、２３、３８—３９、４３、１６６、１７２、４１２；Ⅲ，

７８。

—— 对生产劳动的理解—— Ⅰ，１４３—

１４５。

—— 把价值和货币等同起来—— Ⅰ，

１６６—１６７。

——论浪费和节俭——Ⅰ，２９４。

——后来的经济学家的重商主义——Ⅰ，

２０１—２０２、２０７—２０８、４０６—４０７、４１２；

Ⅲ，７８、１８６。

周转时间——Ⅲ，８９。

准备金——Ⅰ，１６２。

资本

——是生产关系——Ⅰ，１５、７３；Ⅱ，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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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５；Ⅲ，２５８、２９１—２９２、２９７、３６２、

４５６—４５７、４６５—４６７、４７０—４７１。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和必然结果

——Ⅲ，２８６、５２７—５２８。

——它和雇佣劳动的对抗——Ⅰ，４１９—

４２０、４２４；Ⅱ，４５５、４７３—４７４；Ⅲ，５５、

２９８—２９９、３５６、４６６、５２７—５２８。

——雇佣生产劳动是它存在的基础——

Ⅰ，１４３、１９７、２２９—２３０、３０５、４２２—

４２３、４２６；Ⅲ，３６２、４７０。

——资本生产的普遍规律——Ⅱ，６０３—

６０４、６１０—６１１。

—— 它的历史合理性—— Ⅱ，４６１；Ⅲ，

４７３—４７４。

—— 它的革命化作用—— Ⅰ，４１８；Ⅲ，

４７０、４９０。

—— 和生产力的发展—— Ⅰ，４１８；Ⅱ，

５９８—５９９；Ⅲ，４７０。

——它的节约趋势——Ⅱ，６２５。

—— 它的历史暂时性质—— Ⅲ，２９１—

２９２、４７２。

——它的二重性——Ⅰ，４２１—４２２。

——是自行增殖的价值——Ⅰ，３４２、４２１、

４２３；Ⅲ，１４１、１４７、４６７。

—— 作 为 商 品—— Ⅱ，５８２—５８３；Ⅲ，

５０３—５０４、５０６—５０７、５１５—５１６、５４６。

——作为货币——Ⅰ，４２７；Ⅲ，１４７。

——单个资本是总资本的一部分——Ⅰ，

４４８；Ⅱ，２１、６６、６８、４９２；Ⅲ，８４。——

和收入—— Ⅰ，７４—７５、２２０、２２７、

２２９、２３３、２３７—２３８、２４０、２４４、３０３、

３２９；Ⅱ，４９１、５４４；Ⅲ，３８０—３８２。

——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中的资本——

Ⅲ，５３３—５３７。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Ⅰ，１３６、

２２０；Ⅱ，６５９—６６０；Ⅲ，３６０—３６１。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Ⅱ，１４１、

２１６—２１７、６５９。

——已消费的资本和使用的资本——Ⅲ，

４１０—４１２。

——资本家是它的人格化——Ⅰ，２７８—

２７９、２９２、４１８—４１９、４４１；Ⅲ，２９９、

３２６、３９４、５７１—５７２。

——从它的基本形式得出危机——Ⅰ，５；

Ⅱ，５６１—６１１。

——它的转移——Ⅱ，２２９—２３４、５９５。

—— 它的产生—— Ⅰ，１３—１４、３１；Ⅱ，

１７０、５２８、５３３。

——劳动条件作为资本而独立—— Ⅰ，

１６、７３；Ⅲ，２９９、３４４—３４５、４６４—４６５。

——农业是它发展的基础——Ⅰ，２３。

——和土地所有权与劳动的分离——Ⅰ，

２３、２５。

—— 它的原始积累—— Ⅲ，２７５、２９９—

３００、３４５、３４８、４６１。

——高利贷是它的古老形式——Ⅰ，３９５；

Ⅲ，５８６、５９０—５９１。

——它的拜物教性质——Ⅰ，４１８—４１９、

４２２、４２４；Ⅲ，２９２、３２５—３２６、５０３、

５１６—５１７、５４８、５５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它的理解——

Ⅰ，１５—１６、４３、７３—７４、２７８—２７９、

３２２、３８９、３９５—３９６；Ⅲ，３６２、３９９—

４００。

资本的技术（物质）构成

——它的概念——Ⅱ，３２２、５１８、５２０；Ⅲ，

４２１。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Ⅱ，３１２、４３２。

——和生产方式——Ⅱ，３１６、３２２。

——和剩余价值率——Ⅲ，４２４。

资本的价值构成

—— 和资本的有机构成—— Ⅰ，４；Ⅱ，

３０９—３２４、３６５—３６６、４３２—４３３、５１９；

Ⅲ，４２２—４２７。

——和资本的组成部分的价值变动——

Ⅱ，３０９—３２４；Ⅲ，４２２—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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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料价值对它的影响——Ⅰ，４４８；

Ⅱ，２０。

资本的生产率，资本的生产性

——是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

Ⅰ，２９０、４１８、４２３—４２４；Ⅲ，２９１—

２９２。

—— 和强迫进行剩余劳动—— Ⅰ，７３、

３６８—３６９、３８０、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４；Ⅱ，

４６１—４６２。

——和工人人口的生活资料——Ⅲ，２６７。

——和使用价值的生产—— Ⅰ，７４；Ⅲ，

２９０。

资本的形态变化—— Ⅰ，３５０—３５２；Ⅱ，

５８３、５８８；Ⅲ，５０５—５０６、５７６、５８１—

５８２。

资本的有机构成

——它的概念——Ⅲ，４２７、４３６—４３７。

——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指标——Ⅱ，

９９、４７２—４７３、５３１、５６１；Ⅲ，４００—

４０３、４１４、４５３—４５４。

—— 不同生产部门中的资本有机构成

—— Ⅱ，１１、６８、９５、３３４、３４５、３５５—

３５６、３５７、４２７、４３６、４４５、４４８；Ⅲ，

５７２—５７３。

——和劳动生产率——Ⅰ，２１９—２２１；Ⅱ，

４、２０、１１５、２８０、３３４、４７３、６７６；Ⅲ，

３３１—３３２、３４３—３４４、４０１、４１１—４１２、

４２１—４２３。

——和生产方式的变化——Ⅱ，２８０、３０９、

３１２—３１４、３２２—３２３、４３２—４３３；Ⅲ，

４２１—４２３。

——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Ⅱ，６４５。

——和生产力——Ⅱ，４７３。

—— 和资本的价值构成—— Ⅰ，４；Ⅱ，

３０９—３２４、３６５—３６６、４３２—４３３、５１９；

Ⅲ，４２２—４２８。

——和流通过程——Ⅱ，４４４—４４５。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比例以

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

——Ⅰ，４４７—４４８；Ⅱ，４９２；Ⅲ，４２７—

４３０。

——和总资本量——Ⅲ，４６０—４６１。

——和剩余价值——Ⅱ，１９、４２、５５、３３３、

４２７；Ⅲ，２４９—２５０。

—— 和利润率—— Ⅱ，３８６、４２５、４３１—

４３６；Ⅲ，３３３。

——和利润率下降的趋势——Ⅱ，４９８、

６７６；Ⅲ，２３６—２３７、３３３、３４４。

——和工人的消费基金的相对减少——

Ⅱ，６４５。

——和过剩人口——Ⅲ，３３８、４０１。

——巴顿和拉姆赛论资本的有机构成

——Ⅱ，６５７—６６０；Ⅲ，３６０—３６２。

资本的预付

——预付资本的一般形式——Ⅱ，１２。

——和生产费用—— Ⅱ，３４、６９；Ⅲ，７６、

８１—８２、５３０、５３２、５６９—５７０。

——预付基金在产品价值中的再现——

Ⅰ，５８、４２４—４２５。

——和总资本的周转——Ⅲ，４２９。

——工业和农业中的资本的预付——Ⅱ，

１６２—１６３。

资本的原始积累——Ⅲ，２７５、２９９—３００、

３４４、３４８、４６１。

资本对劳动能力的剥削——Ⅰ，４９—５０、

５５、５７—５９、６５—６７、１４４—１４５、２７８—

２７９、２８８—２８９、３６８—３６９、４２１；Ⅱ，

２１、４９８；Ⅲ，６２—６３、３３３、３３８、３４０—

３４３、３８８—３８９、５４９—５５０。

并见剩余价值率。

资本积聚——Ⅰ，１６２、２２１。

——是资本主义生产规律的结果——Ⅲ，

４９４。

——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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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８—２９９、３４８。

——农业中的资本积聚——Ⅱ，１１６。

并见资本积累，资本集中。

资本积累

——定义——Ⅰ，８９；Ⅱ，５３７、５６０、６１９。

—— 是收入转化为资本—— Ⅱ，５４４—

５４５、５５４、６１１—６１２；Ⅲ，３３。

——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形式——Ⅰ，

２５８、３１７；Ⅱ，５５０—５５２、５５７；Ⅲ，

２９９—３０１、３７０、４１９—４２０。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Ⅰ，１６２、

２２９；Ⅱ，５５１；Ⅲ，４６４。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Ⅲ，４６。

——是资本家的特殊职能——Ⅲ，２９９。

——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扩大再生产

——Ⅲ，３４８。

——积累方式和生产方式——Ⅲ，４６２—

４６５、４６８—４６９。

——它的规模——Ⅱ，５６１—５６２；Ⅲ，３３、

４８７—４８８。

——人口的增加是它的基础——Ⅰ，８９；

Ⅱ，１４８—１５１、５４５、５６２、６１４；Ⅲ，２６４。

——它的质的界限——Ⅲ，２６４。

——是不断的过程——Ⅱ，５４５、５４７。

——是分工的条件——Ⅲ，２９７—３００。

——和劳动的积累——Ⅱ，５５５—５５６。

——和劳动生产率——Ⅰ，１６２；Ⅱ，６１３—

６１４、６３５；Ⅲ，１２９、３８０—３８１。

——普遍的资本积累——Ⅱ，５５１—５５２、

５５３—５５４。

——和资本积聚——Ⅰ，１６２；Ⅲ，３４８。

——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Ⅱ，５４０、

５４４—５４５、６１４、６３５、６４０—６４１；Ⅲ，

２６６—２６７。

—— 和不变资本价值的变动—— Ⅲ，

３８０—３８１。

——旧的不变资本的加速消费是它的因

素——Ⅲ，４１９—４２０。

——和折旧基金——Ⅱ，５４８；Ⅲ，５８—５９、

６９。

—— 和简单再生产—— Ⅱ，５４８—５４９、

５５８；Ⅲ，４１９—４２０。

——和各生产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

Ⅱ，５５３。

——农业中和机器制造业中的资本积累

——Ⅱ，３８０、５５４—５５８、５６１；Ⅲ，４１８。

——和信用——Ⅱ，５５０；Ⅲ，５７６—５７７。

——和危机——Ⅱ，５６２、５６４；Ⅲ，４１８。

——和工资——Ⅲ，２６６—２６７、４６２—４６３。

——和资本对劳动的剥削——Ⅱ，６３５—

６３６、６４４、６４７；Ⅲ，２７５、３７０、３８８—

３８９、４８６—４８７。

—— 和 利 润—— Ⅰ，８９—９０；Ⅱ，６１３、

６１９—６２１；Ⅲ，３３、３３２—３３３、４６２—

４６５、４９２—４９４。

——和地租——Ⅲ，４６２—４６３。

——和对外贸易——Ⅲ，４９２。

——和奢侈品的生产——Ⅲ，２６９。

—— 中世纪的资本积累—— Ⅱ，２５７—

２５８。

——和高利贷——Ⅰ，３９５；Ⅱ，２５７。

——关于它的源泉的庸俗观点—— Ⅰ，

３４、３７；Ⅱ，６１３；Ⅲ，３０１。

并见资本的原始积累。

资本集中

——和生产的社会性质——Ⅲ，３４８。

——抵销资本集中的倾向——Ⅲ，３４４。

——和资本的原始积累——Ⅲ，３４８。

并见资本积聚，生产积聚。

资本家

——是人格化的资本——Ⅰ，２７８—２７９、

２９２、４１８—４１９、４４１；Ⅲ，２９９、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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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４、５７１—５７２。

——是劳动条件的所有者——Ⅲ，２９９。

——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当事人——Ⅱ，

３８、１６６—１６７、２４３、３７２、５５４；Ⅲ，

５５０—５５１。

——他占有剩余价值——Ⅰ，６５、７６、９０、

３４２—３４３；Ⅱ，１６６、３７２、４２３、５１７；Ⅲ，

２７５、４４２、４６３、５２１。

——他的发财欲望——Ⅰ，２９２—２９３。

——他的挥霍——Ⅰ，２９３—２９４。

——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其他阶级——Ⅰ，

１６８；Ⅲ，５１。

——资本家阶级共同剥削工人阶级——

Ⅱ，２１；Ⅲ，８４。

——产业资产阶级和生产力的发展——

Ⅱ，１２５。

—— 国家置于资本家阶级的支配之下

——Ⅰ，３１４—３１５；Ⅲ，４９５、５１８、５９３。

——大资本家吞并小资本家——Ⅲ，３４４、

３４８、４９４。

——小资本家——Ⅰ，１９８；Ⅲ，３９３。

——一个人兼有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两

种身份——Ⅱ，４、３９、３４０、３４２、３４４、

３８４—３８５、４１１。

——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Ⅱ，５、

１７０、１７３、３７９、４２８、４４８。

——产业资本家和食利者——Ⅲ，３９５。

——和为降低利息率而进行的斗争——

Ⅰ，３９４；Ⅲ，５０５、５９３、５９９—６００。

—— 城市资产阶级剥削农村—— Ⅱ，

２５７—２６１。

——激进的资产者否定土地私有权——

Ⅱ，３９、３７２。

—— 他对利润源泉的看法—— Ⅱ，６８、

２００。

——对非生产职业的态度—— Ⅰ，１６８、

１９７—１９８、２９９、３１４—３１５；Ⅱ，３９。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他的赞美——

Ⅰ，２７９—２８０、２８９—２９０；Ⅲ，３４８。

——某些经济学家所论述的他的非生产

性质—— Ⅰ，１６９；Ⅱ，４７８、５２８；Ⅲ，

３４８—３４９、５５２—５５３。

资本输出——Ⅱ，５５３；Ⅲ，１３０。

资本周转——Ⅲ，８９—９０。

——固定资本的周转——Ⅰ，２４７—２４８；

Ⅲ，４２８。

——流动资本的周转——Ⅲ，４３２—４３３。

——和剩余价值——Ⅲ，４２９—４３６。

——和利润——Ⅲ，７２、４２９—４３６。

资本主义积累的普遍规律——Ⅲ，３７０、

３８９、４８７。

并见资本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

——一般评述——Ⅰ，４９—５０、１９５—１９６、

２９５、３０５—３０６、４３８：Ⅱ，１６６、５５２、

５７１—５７２；Ⅲ，５０—５１、５４—５５、１２６、

１３５、２８４、４１５—４１６、４６９—４７０、４９０、

５４１。

——它的目的——Ⅰ，７０、２１３、４３０、４３８；

Ⅱ，１０７、５６４—５６５、５７３—５７４、５９６、

６２４—６２５、６４４—６４５；Ⅲ，２８４、５３２。

——它的条件——Ⅲ，５４４—５４５、５９０。

——它的对抗性矛盾——Ⅰ，２１９、２３３—

２３４、２９０、２９３—２９４、２９８、３１９；Ⅱ，７、

１２４—１２５、１６６、５６２—５６５，５７０—５７１、

５７５—５７６、５８２—５８５、５９３；Ⅲ，５５、

８６—８７、１０２—１０３、１２７—１２９、２８２、

２８４—２８５、２８７、３４８、３９８、４６６、４７３、

５２７—５２８、５４９、５５３、５５６—５５９。

——是生产力自由发展的界限—— Ⅱ，

６０２—６０３、６４４；Ⅲ，５４—５５、８６—８７、

１２４、１２７—１２８。

——和消费——Ⅱ，５７３—５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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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历史形式——Ⅰ，

１８０—１８１、３０８—３０９、４１９—４２０、４４１；

Ⅲ，５５、８６、２８７、３４８—３４９、４６９、４９４、

５４１。

——它的革命化作用——Ⅰ，４１８。

——它的世界主义性质——Ⅲ，４９５。

——它的一般形式——Ⅰ，４１９。

——资本积累是它的规律—— Ⅰ，１６２、

２２９；Ⅱ，５５１；Ⅲ，４６４。

——积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各个发展

阶段上的源泉——Ⅲ，４６３—４６４。

——和直接参与生产的各阶级——Ⅱ，

１６６—１６７。

—— 和生产力的发展—— Ⅱ，１２４；Ⅲ，

２８４、５４１。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Ⅲ，

２９９、３４８、５７１。

——和劳动与资本的交换—— Ⅲ，９２—

９３、１８４—１８５。

——强迫进行剩余劳动——Ⅰ，７３、３６８—

３６９、３８０、４１９、４２２、４２４；Ⅱ，４６１—

４６２。

——以利润形式和工资形式概括资本主

义生产方式——Ⅲ，３９６。

——和价值规律——Ⅲ，７５—７６。

——和劳动生产率——Ⅰ，４７、１５２、１８１、

１９５—１９６、２１８—２２０、３０７。

——和生产规模——Ⅰ，２３４、４１９、４２１—

４２２；Ⅱ，５９４、５９６。

——和必要劳动——Ⅰ，２２９、２３４。

——物质生产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Ⅰ，４４２；Ⅱ，６２。

——农业从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Ⅱ，２６３、５２８；Ⅲ，１０４、４４３。

—— 和农业的进步—— Ⅱ，１５、５３、５８—

５９、６２。

—— 和 自 然 力—— Ⅰ，４２０—４２１；Ⅱ，

６３０—６３３。

—— 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 Ⅰ，

２９５—２９６、２９８、３１５。

—— 和社会关系的物化—— Ⅲ，５０５、

５１１—５１２、５４８。

—— 它的歪曲性质—— Ⅲ，１２２—１２３、

４１６、５２８。

—— 它的历史前提—— Ⅰ，１６、２５、５６、

１５３—１５４、１９７；Ⅱ，５７２；Ⅲ，２９９。

——产品的商品形式是它的基础——Ⅲ，

７５—７６、１１９—１２０、３１９。

——它的故乡——Ⅱ，４６２—４６３。

——它的创始——Ⅲ，５４５。

—— 在发展的早期阶段上—— Ⅰ，２６、

２７９、２８６、３１４—３１５；Ⅱ，１７３；Ⅲ，３９３。

——工业是它的摇篮—— Ⅱ，７、９６；Ⅲ，

１０４、４４３。

——和农民与手工业者的双重地位——

Ⅰ，４３９—４４１；Ⅱ，３９３—３９４；Ⅲ，

４６５—４６６。

——在落后国家中它是加筑在资本主义

前的关系之上的——Ⅱ，１７２。

——奴隶劳动的使用——Ⅱ，３３９—３４０。

——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准备——Ⅲ，２９１、

３００—３０１、４６６、４７２—４７４。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它的理论表

现——Ⅰ，１６、１８１；Ⅱ，２９、１６７、２６４；

Ⅲ，２８５、２９２、３０４。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它是永恒的

和自然的生产形式——Ⅰ，１５、１８１、

３８６、４２２；Ⅱ，７、２４、１６８、１７４、５７５；Ⅲ，

２６１、２８５、２９２、３０１、４４２、４５８。

—— 重农学派对它的分析—— Ⅰ，１９、

２３—２４。

——西斯蒙第对它所作的反动批判——

Ⅲ，５２、５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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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

系）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Ⅲ，

２９８—２９９、３４８—３４９、５７１。

——对它的评述——Ⅲ，４６９。

—— 它的歪曲性—— Ⅰ，４１８—４１９；Ⅲ，

２６８、３０３—３０４、５６４、５６７—５６８。

——它的对抗性质——Ⅱ，１６６；Ⅲ，２７５、

５０９。

—— 它的物化—— Ⅰ，１６４；Ⅲ，９７—９８、

１３９—１４０、１４７、４１７、５０３—５０５、５１１—

５１２、５３４—５３６、５４４、５４８—５４９、５７１。

——和对资本的解释——Ⅱ，４５５。

——和平均利润的形成——Ⅲ，８４。

—— 工人同劳动条件分离是它的前提

——Ⅲ，９２。

——和劳动能力——Ⅰ，４２０。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Ⅰ，

３１—３２。

——作为卖者和买者之间的关系——Ⅰ，

３０９、３３３—３３６、４２８、４３０、４３８；Ⅱ，

５９１—５９４；Ⅲ，１８９。

——“服务”的形式掩盖资本主义生产关

系——Ⅰ，４３４—４３５；Ⅱ，５７２。

——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它的解释

——Ⅲ，９１—９６、９７—９８、２６８。

—— 它的拜物教化—— Ⅲ，３２５—３２６、

４９９、５４８—５４９。

资产阶级——见资本家。

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深入研究资产阶级制度的内在联系

—— Ⅱ，１８１—１８２；Ⅲ，２６１、２８４—

２８５、３０８、４７３、５００、５５５—５５６、５５９。

——对现有制度的批判成分——Ⅰ，３１２。

——资本主义矛盾的反映—— Ⅲ，８７—

８８、２８４—２８５、５５６—５５８。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超历史的考

察——Ⅰ，１５；Ⅱ，５７５、６０２—６０４；Ⅲ，

５３—５４、１２２—１２３、１３４—１３５、２６１、

５５６。

——它的研究方法的缺点——Ⅱ，１１１—

１１２、１６３—１６４、１８１—１８２、３００；Ⅲ，

４１５—４１６、５５６—５５７。

——对各种生产方式的历史区别有所理

解—— Ⅲ，３６２、３９８、４３９、４４２—４４３、

４５６、４６７、４６９—４７３。

——论生产力的发展——Ⅱ，１２４—１２５；

Ⅲ，２８４、３６７、４７０、４９０。

——它对劳动价值论的发展——Ⅰ，４７—

４８、５７—５８、７８；Ⅱ，１８０—１８３、１８５—

１８６；Ⅲ，２８４、４７３。

——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猜测

——Ⅰ，２８、７８、１７４—１７５；Ⅱ，４６１—

４６２、５２８—５２９、６４５—６４６；Ⅲ，３６３。

——对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实际区别

—— Ⅱ，６５９—６６０；Ⅲ，３６０—３６１、

４０１。

—— 论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 Ⅱ，

６５７—６５９；Ⅲ，３７０、４２１、４５３—４５４、

４６０—４６１。

——把利息和地租看成是不必要的累赘

——Ⅲ，３９６—３９８。

——关于作为资本的货币的论述——Ⅰ，

３８９、３９５—３９７。

——对再生产过程的考察——Ⅰ，３６６。

——关于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的论述

——Ⅰ，４００、４０４。

——它的庸俗成分——Ⅰ，２０、３４、３７；Ⅱ，

３９４、４８５、５３４；Ⅲ，５５６—５５８。

并见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斯密，李

嘉图，重农学派，魁奈的经济表。

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者——Ⅰ，３６７、３７３。

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

——为资本主义辩护——Ⅰ，３０２—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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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３１５；Ⅱ，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１２７、

５７０—５７２、５９３、６０４—６０５、６５０—６５３；

Ⅲ，１８３、１８７、４９９、５５１—５５２、５５７—

５５８。

——为了辩护而利用科学—— Ⅱ，１２６、

１３２。

—— 它的剽窃性质—— Ⅱ，１２０—１２１、

１２３—１２７；Ⅲ，４、２０—２１、５１—５２、

１８７、１９９—２００、２０２、５５７。

——掩盖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Ⅱ，

４９７、５６５、５７０—５７２、５９３—５９４、６０３—

６０５、６０７—６０８；Ⅲ，９１—９２、９５—９６、

１０６、１２６—１２９、１４２、１８３、５５９、５７８—

５８０。

——只研究竞争的表面现象——Ⅱ，７０—

７１、３９４；Ⅲ，１３９、１４９—１５０、１５５—

１５６、２０４、４９９—５００、５３８—５３９、５５８—

５６０、５６７。

——是资本家观点的反映——Ⅱ，２９６—

２９７；Ⅲ，４９９、５３８—５３９、５５９—５６０。

——它的拜物教——Ⅲ，１３８—１４０、１５９、

２９４、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４、４７１、４９９—５００、

５１１—５１２。

—— 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Ⅱ，

５３４—５３５、５６４—５６５。

——鼓吹利益和谐——Ⅱ，１２８；Ⅲ，５５７、

５９３。

——“节欲”论——Ⅰ，３７、４１０—４１１；Ⅲ，

３０１。

——“三位一体的公式”——Ⅱ，６８—６９、

１４１、３９４；Ⅲ，２９３、５００、５１２、５１６—

５１７、５３０、５５４—５５５。

——“服务”的形式掩盖资本同劳动间的

关系——Ⅰ，４３４—４３５；Ⅱ，５７２；Ⅲ，

９１—９９。

——否定劳动价值论——Ⅲ，１６５—１７０、

１７４—１７５、１７７—１７８、１９２—１９３。

—— 生产费用的见解—— Ⅱ，１４２、２３９、

５３５—５３６。

——辩护论的利润理论——Ⅰ，２０—２１、

３４、３７、３９、５６—５９、７０—７１、７５、２７２、

２８３、２８７、３３２—３３６、４０９—４１１；Ⅱ，

６２４；Ⅲ，８、１２—１５、１８９—１９０、１９６。

——货币理论——Ⅱ，５７２；Ⅲ，１０６。

——危机理论——Ⅰ，２３７、２７６；Ⅱ，５３４—

５３５、５６３、５６７—５７２、５７４—５７６、５８４—

５８５、５８７—５８８、５９１、６０３—６１１；Ⅲ，

１０６、１３０。

——把使用价值和价值、需求和供给、卖

者和买者、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

Ⅰ，３１２、３１８；Ⅱ，５６２—５６３、５７１—

５７２、５７４—５７６、５８６—５８７、５９１—５９４、

６０３—６０４、６０８；Ⅲ，６５—６６、１０６—

１０９、１２８—１２９、２０１—２０２。

——关于生产劳动的观点—— Ⅰ，１６７、

１９８—２００、２１２、２８９—２９０、２９８—３００、

３０２—３０３、３１０、４１５—４１６。

—— 鼓吹挥霍—— Ⅰ，１９９—２００、２９１—

２９２；Ⅱ，１２２。

——对地租的解释—— Ⅱ，２６、９７、１４２、

１５７、１７８—１８０、３８８—３８９；Ⅲ，５００、

５４２—５４３、５７８—５８０。

——论工资和价格之间的相互关系——

Ⅱ，１２７、２１２—２１３；Ⅲ，２２。

——人口理论——Ⅰ，３１３、３７８；Ⅱ，１２１—

１２４、１２６—１２８、１５８、２４８—２４９、６５７—

６５８、６６９；Ⅲ，３０、３６、２８４、３３０。

——和古典经济学家——Ⅰ，２０、３４、３７；

Ⅱ，３９４、４８５、５３４；Ⅲ，４９９—５００、

５５５—５５８。

并见马尔萨斯主义。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表现

——Ⅰ，１６、１８１；Ⅱ，２９、１６７、２６４；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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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８５、２９２、３０４。

——重农学派是它的鼻祖——Ⅰ，１５。

——和资本主义的矛盾——Ⅲ，２８４、３００、

５５６—５５８。

——它的演化——Ⅰ，１１、１５、２４、２６—２７、

６３—６４、６７—６８、７７—７８、１４３—１４４、

１６８。

——其中的庸俗成分——Ⅰ，２０、３４、３７；

Ⅱ，３９４、４８５、５３４；Ⅲ，５５６—５５８。

—— 它的辩护论性质—— Ⅰ，５６、２７２、

２９１—２９２、３２２；Ⅱ，１２３—１２４、１２５—

１２７、５７０—５７１、５９３、６０４—６０５、６５０—

６５３；Ⅲ，５９、１８３、１８７、４９９、５５０—５５３、

５５７—５５８。

—— 对资产阶级生产的超历史的考察

—— Ⅰ，１５、２３、３８６、４２２；Ⅱ，７、２４、

１６８、１７４、５７５；Ⅲ，２４６、２８５、２９２、３０１、

４４２、４５８—４５９。

——它的哲学基础——Ⅰ，３９３。

——抽象方法的缺点——Ⅰ，６９；Ⅱ，１１２、

１６５—１６６、１８４—１８５、１９１—１９３、２１１、

２３１、３００、３９８—３９９、４２４、４９７。

——它固有的粗俗的经验主义和烦琐哲

学—— Ⅰ，６９、７３、７７—７８、２０２；Ⅱ，

２１１、４６１；Ⅲ，２３、７３—７４、８６—８７、

９０—９１、４０９—４１０、４１２—４１３。

——它的资产阶级拜物教——Ⅲ，１３８—

１４０、１５９、２９４、３０１—３０２、３０４、４７１、

４９９—５００、５１１—５１２。

——把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和物质内容

等同起来——Ⅰ，１５、２０３、２９６、３２２、

４４０；Ⅱ，２３９；Ⅲ，２９０—２９２、２９７、

２９９—３００、３０２、３２５—３２６、３５６、３９９、

５４２—５４３、５４９—５５０。

——把价值和使用价值等同起来——Ⅰ，

２０、２６、１４４、１６６、２７５、３８６、３９１；Ⅱ，

１６６；Ⅲ，５４２—５４３。

——把资本由关系变为物——Ⅰ，７４；Ⅱ，

４５５—４５６；Ⅲ，２９４—２９５、３００、３０３—

３０４、４７１。

——在考察剩余价值中的根本错误——

Ⅰ，７、７２；Ⅱ，４２３；Ⅲ，４１５。

——把剩余价值和利润混为一谈——Ⅰ，

７、６９、７２；Ⅱ，４６７；Ⅲ，３１、８８、９０、

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６、２４２、２５９、２７８—２７９。

——把劳动和劳动能力混为一谈——Ⅱ，

４５９—４６１；Ⅲ，１９、９３。

——关于剩余价值的性质和来源的猜测

——Ⅰ，２８、７８、１７４—１７５；Ⅱ，４６１—

４６２、５２８—５２９、６４５—６４６；Ⅲ，３６３。

——把资本在生产中的形式和资本在流

通中的形式等同起来——Ⅲ，３６０—

３６１。

——论生产过剩和危机——Ⅰ，２３７、２７６；

Ⅱ，５３４—５３５、５６３、５６６—５７６、５８４—

５８５、５８７—５８８、５９１、６０３—６１１；Ⅲ，

４８—５１、５５、１０６、１３０。

—— 论资本的有机构成—— Ⅱ，６５７—

６６１；Ⅲ，３６０—３６１、３７０、４０１、４２１、

４５３—４５４、４６０—４６１。

——寻求“不变的价值尺度”——Ⅰ，４９—

５０、５２、１４０；Ⅱ，４１６、４５７；Ⅲ，３—４、

１４３—１４５、１５６—１５７、１６７—１６８。

——不能了解货币的本质——Ⅰ，７２；Ⅱ，

１３３、１８１、２２１—２２２、４３９、４９７、５７２、

５７５、６０２—６０３；Ⅲ，５３、１４８—１５０。

——把社会产品的价值归结为收入——

Ⅰ，６５、７９—８５、１１１、１３７、１３９—１４０、

２２２—２２３；Ⅲ，２１４、２７３—２７４。

——把价值和生产价格混为一谈——Ⅱ，

１６—１９、２７、１３８、１４１、１６９—１８０、１９３、

２２０、２３１、２３９、２４１、２６１、２６９—２７１、

３３７、３５８—３６２、３７３、３８２、４２３、４３８、

４４７、４８４、４９３、５３２—５３３；Ⅲ，２３、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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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８１、１７２、１７８、１９４—１９５。

——对地租的解释——Ⅱ，２４—２６、１７７—

１８０。

——宣扬自由竞争——Ⅰ，２７、４２、１６２—

１６３、４０７、４１０。

—— 对资本家的观点的演变—— Ⅰ，

１６９—１７０、２７８—２７９、２８９—２９０；Ⅱ，

４７８、５２８、６２７；Ⅲ，３４８—３４９、５５２—

５５３。

——“节约”（积蓄）的理论——Ⅰ，３７—

４０、１６２；Ⅲ，４５６、４５９、４６１、４６３—４６５。

——它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批评

家—— Ⅰ，３４５—３４６、３６７；Ⅲ，２８４—

２８５、２８７、４３８、５１６—５１８。

——它的无产阶级反对派——Ⅲ，２６０—

２６２、２７８、２８３—２８８、２９２、２９４、３０１—

３０２、３５１—３５２、５５６。

并见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资产

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斯密，李嘉图，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李嘉图学

派，重商主义，货币主义，重农学派，

魁奈的经济表，马尔萨斯主义，资产

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斯密和李嘉图的研究方法——Ⅱ，

１１１—１１２、１６３—１６４、１６８、１７０、１８１—

１８７、１９０—１９３、２１１—２１４、２３１—２３２、

２３９、２４１—２４４、２５４—２５５、２６１、３００、

３９４、３９８—３９９、４０１、４２４、４６７、４９７；

Ⅲ，８、１３２。

—— 李嘉图学派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

——Ⅰ，６９；Ⅱ，２１１、４６１、４８５；Ⅲ，２３、

７３—７４、８６—８８、９０—９２、９４—９６、

１０１—１０２、１０６、１２８—１２９、１３３、２０９—

２１０、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８、２２０、２５８—２５９。

——庸俗政治经济学的方法——Ⅲ，７０—

７１、３９４、４８５；Ⅲ，１３９、１４９—１５０、

１５５—１５６、２０４、４９９—５００、５３９、５５５—

５６０、５６７。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李嘉图学派（李

嘉图的信徒和追随者）

——李嘉图经济理论的庸俗化—— Ⅲ，

１８２—１８３、 １８５—１８７、 １９９—２００、

２２０—２２１、５６３—５６４。

——用烦顼哲学解决李嘉图理论的矛盾

——Ⅰ，６９；Ⅱ，２１１、４６１、４８５；Ⅲ，２３、

７３—７４、８６—８８、９０—９２、９４—９６、

１０１—１０２、１３３、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８、２２０。

——把对立的统一变成对立的直接等同

—— Ⅲ，９１—９２、９５—９６、１０６、１２８—

１２９。

——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

——Ⅲ，９１、２０９—２１０、２５９。

——记录竞争中暴露出来的现象——Ⅲ，

７３—７４、７６、８５。

——对资本和雇佣劳动相互关系的辩护

论的解释—— Ⅲ，１６、５９、９２—９４、

９７—９９、１０２—１０３、１８３、１８４—１８５、

２５８、２６８。

——把资产阶级生产描绘成生产的绝对

形式——Ⅲ，８６—８８、１０２—１０３、４７３。

——否定价值规律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

作用—— Ⅲ，７４—７５、８５、９９—１０１、

１９２、２５９。

——把使用价值和价值等同起来——Ⅲ，

２０１—２０２。

——用资本的价值来规定商品的价值

——Ⅲ，７７、８５、１０１—１０２。

——对利润的庸俗解释——Ⅲ，７８—８１、

２２０—２２１、５６２—５６３。

——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Ⅲ，

８８、９０、２０９—２１０、２２６、２４２、２５９。

——用需求和供给来规定劳动的价值

——Ⅲ，９９—１００。

——把产品的价值归结为收入—— Ⅲ，

２１４—２１５、２１８—２２０、２３０—２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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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产形式和分配形式的态度——

Ⅲ，８６—８７。

——对地租的解释——Ⅲ，４３９—４４０。

——李嘉图理论的进一步发展——Ⅲ，

８８。

——关于土地国有的必要性的结论——

Ⅰ，２６—２７、３４、４２；Ⅱ，１６７；Ⅲ，５０、

８８、１８６—１８７、４７３、５２２—５２３。

——同马尔萨斯主义者的论战——Ⅲ，

１５—１６。

—— 李嘉图学派的解体—— Ⅰ，５；Ⅱ，

４５３；Ⅲ，２３、８７、９０—９１、９６—９７、９９—

１０１、１１７、１８２—１８３、１８５—１８７、１９８、

２０１—２０２、２５９。

自然

——是劳动的基本条件——Ⅰ，２５。

—— 是生产的要素—— Ⅱ，１３４、２７２—

２７３。

—— 自然生产条件—— Ⅰ，２２—２３、３６；

Ⅱ，３４—３５、３７—３８、２７２—２７３、６０９；

Ⅲ，９０、１９３。

——自然和人——Ⅰ，２９６；Ⅲ，３２５。

——自然力的所有权——Ⅱ，１６７。

——自然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Ⅰ，

４２０—４２１；Ⅱ，６３０—６３３；Ⅲ，１９８、

３３２、３４２—３４３。

——和农业中超额利润的固定化——Ⅱ，

９８、１３９。

—— 动物和植物的发展—— Ⅲ，３２４—

３２５。

——和重农学派对剩余价值和工资的解

释——Ⅰ，１６—１９、２４—２５、３０、６４。

宗教——Ⅱ，６０４；Ⅲ，５５１。

——它和哲学——Ⅰ，２６。

——思维的产品支配思维本身—— Ⅲ，

３０４。

——基督教——Ⅲ，４９５。

——宗教建筑——Ⅱ，６０３。

并见教会。

租地农场主，租地农民

——他的不变资本——Ⅰ，８１—８３。

——他的实际财富——Ⅰ，８２—８３。

——他的预算——Ⅱ，１４。

——租地农民转化为产业资本家——Ⅱ，

１１６；Ⅲ，３１８—３１９。

——小租地农场主——Ⅱ，１０６。

租金，租佃

—— 它与地租的区别—— Ⅱ，６９、９９、

３４３—３４４、４４８。

——短期租佃与长期租佃——Ⅱ，４０４—

４０５。

——作为租地农场主的资本家——Ⅱ，５、

１７０、１７３、３７９、４２８、４４８。

——和土地所有者发财致富——Ⅱ，１０８。

——对分制租佃——Ⅱ，１６。

——茅舍贫农和小资本家支付的租金

——Ⅱ，３１、１０６、４４８。

——是工资的扣除部分——Ⅱ，３１、６９。

——在爱尔兰围绕租佃权进行的斗争

——Ⅱ，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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