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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点项目，旨在为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克思
主义理论提供译文更准确、资料更翔实的基础文本。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编为十卷，精选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有代表性的重要著作。
文集的内容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政治、法学
、史学、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军事、民族、宗教等方面的重要论述，并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
论体系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
第八卷为《资本论》手稿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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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八卷说明    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摘选导言  I.生产、消费、分配、交换(流通)    1.生产    2.生产与分
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    3.政治经济学的方法    4.生产。
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
    国家形式和意识形式同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关系。
    法的关系。
家庭关系《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    [货币的产生和本质]    [交换价值和社会交换关
系的性质]    [资本的历史使命]    [劳动和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资本的二重倾向：扩大所使用的
活劳动和缩小必要劳动]    [资本主义生产的作用及其界限]    [异化劳动和资本。
资本的再生产和积累。
原始积累]    [资本主义生产以前的各种形式]    [亚细亚的所有制形式]    [古代的所有制形式]    [日耳曼的
所有制形式]    [公社制的生产关系的局限性]    [蒲鲁东对财产的起源问题的错误看法]    [公社和以公社
为基础的所有制解体的原因]    [资本主义关系的原始形成]    [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普遍性趋势]    [剥
削社会中的劳动和真正自由的劳动]    [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自由]    [机器体系和科学发展以及资本主
义劳动过程的变化]    [资本主义条件下和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力]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摘选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摘选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问题]  [危机问题]  机器。
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    [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前提和后果]    分工和机
械工厂。
工具和机器    [机器。
工厂制度。
工人状况]    [机器大生产和农业]  [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和实际上的从属]    [(a)劳动对资本的形
式上的从属]    [(b)]劳动对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  [资本的生产性。
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    [(a)资本的生产力是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资本主义表现]    [(b)资本主义生产体
系中的生产劳动]    [(c)在资本同劳动的交换中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环节]    [(d)生产劳动对资本的特殊使
用价值]    [(e)非生产劳动是提供服务的劳动。
资本主义条件下对服务的      购买。
把资本和劳动的关系看成服务的交换的庸俗观点]    [(f)资本主义社会中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劳动]    [(g)关
于生产劳动的补充规定：生产劳动是实现在物质财富中的劳动]    [(h)非物质生产领域中的资本主义表
现]    [(i)从物质生产总过程的角度看生产劳动问题]    [(k)运输业是一个物质生产领域。
运输业中的生产劳动]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摘选《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摘选  [第一册]第六
章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1)商品作为资本的产物    (2)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    (3)[资本主义
生产是特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  第二册[第1稿]第三章流通和再生产    [(3)固定资本在
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    (5)积累或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6)对积累起中介作用的货币流通    (7)再生产过
程的平行性、相继性、上升序列、循环    (8)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剩余产品)    (9)再生产过程中的干扰
注释    人名索引    文学作品和神话中的人物索引    文献索引    报刊索引    名目索引    插图    写有《导言
》的手稿笔记本M的封面    1930－1931年间载有《导言》的部分中文书刊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
－1858年手稿)》手稿笔记本第VII本封面    伦敦英国博物馆的图书馆阅览室，马克思曾在这里从事经济
学    研究并为创作《资本论》收集资料(19世纪中叶的英国版画)    《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
稿)》手稿笔记本第XIX本第1159页    《资本论(1863－1865年手稿)》第一册第六章手稿第441页    《资本
论(1863－1865年手稿)》第二册第1稿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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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或产业人口的工资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
剩余劳动时间的界限；就相对剩余劳动时间来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同样可以说，向货币
的转化，交换价值本身，是生产的界限；换句话说，以价值为基础的交换，或以交换为基础的价值是
生产的界限。
这就是说：（4）同样又可以说，无非是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换句话说，现实的财富
必须采取一定的、与自身不同的形式，即不是绝对和自身同一的形式，才能成为生产的对象。
另一方面，资本的一般趋势造成的结果就是（这在简单流通中表现为：货币作为流通手段不过是转瞬
即逝的东西，没有独立的必然性，因而不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界限和限制），资本忘记和不顾下列
各点：（1）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2）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
限；（3）货币是生产的界限；（4）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由此造成生产过剩，也就是使人突然想起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所有这些必然要素；结果是，由于忘
记这些必然要素而造成普遍的价值丧失。
与此同时，向资本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在生产力的更高发展程度上等等一再重新开始它[突破本身限
制]的尝试，而它作为资本却遭到一次比一次更大的崩溃。
因此很明显，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
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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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是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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