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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但首先又是一部伟大的政治经
济学著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全面研究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
生产的总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运动规律，科学地分析了社会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的历
史使命，预示了未来社会的某些基本特征。
从《资本论》诞生之日起，就闪耀着真理的光辉，照耀着历史发展和人类进步的历程。
《资本论》写作于19世纪中期，处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
马克思以英国资本主义经济为典型深入进行解剖分析，实际上是对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市场经济的
经验的总结，揭示了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基本原理和经济规律。
舍象其资本主义的特质，关于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特征和规律，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完全适
用的。
有商品交换才会有市场，有市场才会有市场经济。
试问哪一种市场经济，不需要商品、价值、价格、货币、资本、工资、积累、再生产、利润、利息、
地租等经济范畴呢?!不管哪一种市场经济，难道不都有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经济规律发
生作用吗?我们现在建立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学习与研究《资本论》显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
义与实践意义。
一百多年来，现代资本主义出现了一些在马克思时代无法预见到的新情况、新问题。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完全一致。
但是《资本论》所阐明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至今并没有过时，仍然是中国建设社会主
义的重要思想武器和理论武器。
邓小平理论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新发展。
学习、研究《资本论》必须和研究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一系列新
发展这三者密切结合起来，就会显示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过程中所具有的
无比威力。
《资本论》是一部博大精深的科学巨著。
学习《资本论》主要是精读原著。
但全书篇幅大、内容多，短期内难以读完，对于大学本科生来说，在有限的时间内，也可以采取有重
点地选读的办法。
为了重视和加强《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教育部在“教高函(2002)17号”文件中，将《(资本论)选读
》列入“普通高校教育‘十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出版这个适合大学本科生学习使用的重点教材，
并委托福建师范大学陈征等同志主持编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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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资本论选读》是教育部师范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思想政治教
育专业的必修课教材。
前半部分是《资本论》的原著节选，后半部分为节选内容的学习辅导。
原著部分选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版。
为了保持《资本论》的科学体系和逻辑结构，便于读者更好地学习把握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体系，《资
本论选读》增加了选集里未曾节选的《资本论》的部分内容，删节了选集里的部分内容。
《资本论选读》特点是节选内容精当，包括《资本论》的序言和跋、第一卷至第三卷的主要内容。
辅导部分解释准确，脉络清楚，简明易懂。
原著和辅导配套成书，方便学习，是初学《资本论》者的理想教材。
《资本论选读》同时也适用于普通高校的经济、哲学、政治教育等专业的《资本论》选读课的教学用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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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卡尔·马克思第一版序言卡尔·马克思第二版跋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第一篇　商品和货币第一章　
商品1．商品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价值实体，价值量)2．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3．价
值形式或交换价值A．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1)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
式(2)相对价值形式(a)相对价值形式的内容(b)相对价值形式的量的规定性(3)等价形式(4)简单价值形式
的总体B．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1)扩大的相对价值形式(2)特殊等价形式(3)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
式的缺点C．一般价值形式(1)价值形式的变化了的性质(2)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的发展关系(3)从一
般价值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过渡D．货币形式4．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第三章　货币或商品流通1
．价值尺度2．流通手段(a)商品的形态变化(b)货币的流通(c)铸币。
价值符号3．货币(a)货币贮藏(b)支付手段(c)世界货币第二篇　货币转化为资本第四章　货币转化为资
本1．资本的总公式2．总公式的矛盾3．劳动力的买和卖第三篇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五章　劳动过
程和价值增殖过程1．劳动过程2．价值增殖过程第六章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第七章　剩余价值率1．
劳动力的剥削程度4．剩余产品第八章　工作日1．工作目的界限第四篇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第十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第十一章　协作第十二章　分工和工场手工业1．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4．工
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5．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第十三章　机器和大工业1．机
器的发展2．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4．工厂10．大工业和农业第五篇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
值的生产第十四章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第六篇　工资第十七章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
为工资第十八章　计时工资第十九章　计件工资第二十章　工资的国民差异第七篇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
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第二十三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1．资本构成不
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
少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1．原始积累的秘密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第二卷资本的流通过程第一篇　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一章　货币资本的循环I．第一阶段G-WⅡ．
第二阶段生产资本的职能Ⅲ．第三阶段w’-G’Ⅳ．总循环第四章　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第五章　流
通时间第六章　流通费用Ⅰ．纯粹的流通费用1．买卖时间2．簿记3．货币Ⅱ．保管费用1．一般储备
的形成2．真正的商品储备Ⅲ．运输费用第二篇　资本周转第七章　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第八章　固
定资本和流动资本Ⅰ．形式区别第九章　预付资本的总周转。
周转的周期第十六章　可变资本的周转Ⅰ．年剩余价值率第三篇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第十八
章　导言I．研究的对象Ⅱ．货币资本的作用第二十章　简单再生产Ⅱ．社会生产的两个部类Ⅲ．两个
部类之间的交换：I(v+m)和Ⅱc的交换Ⅳ．第Ⅱ部类内部的交换。
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第二十一章　积累和扩大再生产Ⅲ．用公式来说明积累1．第一例2．第二例3．
积累时Ⅱc的交换第三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上)第一篇　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剩余价值率转化为
利润率第一章　成本价格和利润第二篇 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第八章 不同生产部门的资本的不同构成
和由此引起的利润系的差别．第九章 一般利润到平均利润至的形成和商品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第十章
一般利润率通过竞争而平均化。
市场价格和市场价值。
第三篇 利润车趋向下降的规律第十三童 规律本身第四篇 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转化为商品经营资本和
货币经营资本（商人资本）第十六章 商品经营资本第十七章 商业利润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
收入。
生息资本第二十一章 生息资本第二十二章 利润的分割。
第二十三章 利息和企业主收入第二十五章 信用和虚拟资本＃二十七章 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成过程（下）第五篇 利润分为利息和企业主收入。
生息资本（续）第二十九章 银行资本的组成部分第三十五章 雳金属和汇兑荣第六篇 超额利润转化为
地租第十六章 导论第三十八章 级差地租概论第三十九章 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第四十章 级差地租的第
二形式第四十五章 绝对地租第四十六章 建筑地段的地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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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租。
土地价格第七篇 各种收人及其源泉第四十八章 三位一体的公式第五十一章 分配关系和生产关系第五
十二章 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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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每一个商品在流通中走第一步，即进行第一次形式变换，就退出流通，而总有新的商品进入流通。
相反，货币作为流通手段却不断地留在流通领域，不断地在那里流动。
于是产生了一个问题，究竟有多少货币不断地被流通领域吸收。
在一个国家里，每天都发生大量的、同时发生的、因而在空间上并行的单方面的商品形态变化，换句
话说，一方面单是卖，另一方面单是买。
商品在自己的价格上已经等于一定的想象的货币量。
因为这里所考察的直接的流通形式总是使商品和货币作为物体彼此对立着，商品在卖的一极，货币在
买的一极，所以，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所需要的流通手段量，已经由商品的价格总额决定了。
事实上，货币不过是把已经在商品价格总额中观念地表现出来的金额实在地表现出来。
因此，这两个数额相等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我们知道，在商品价值不变的情况下，商品的价格会同金(货币材料)本身的价值一起变动，金的
价值降低，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提高；金的价值提高，商品的价格会相应地降低。
随着商品价格总额这样增加或减少，流通的货币量必须以同一程度增加或减少。
诚然，在这里，流通手段量的变化都是由货币本身引起的，但不是由它作为流通手段的职能，而是由
它作为价值尺度的职能引起的。
先是商品价格同货币价值成反比例地变化，然后是流通手段量同商品价格成正比例地变化。
比如说，如果不是金的价值降低，而是银代替金充当价值尺度，或者不是银的价值提高，而是金使银
失去价值尺度的职能，那也会发生完全相同的现象。
在前一种情况下，流通的银要比以前的金多，在后一种情况下，流通的金要比以前的银少。
在这两种情况下，货币材料的价值，即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的商品的价值都改变了，因此，商品价值
的价格表现也会改变，实现这些价格的流通货币量也会改变。
我们已经知道，商品流通领域有一个口，金(或银，总之，货币材料)是作为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从
这个口进入流通领域的。
这个价值在货币执行价值尺度的职能时，即在决定价格时，是作为前提而存在的。
比如说，如果价值尺度本身的价值降低了，那末，这首先会在贵金属产地直接同作为商品的贵金属交
换的那些商品的价格变化中表现出来。
而很大一部分其他商品会在一个较长的时期继续按照价值尺度的已变得虚幻的旧有的价值来估价，特
别在资产阶级社会还不太发展的阶段是这样。
可是，通过商品间的价值关系，一种商品会影响别一种商品，于是这些商品的金价格或银价格会逐渐
同商品价值本身所决定的比例趋于一致，直到最后所有的商品价值都相应地根据货币金属的新价值来
估价。
随着这个趋于一致的过程，贵金属不断增加，它们是由于代替那些直接同它们交换的商品而流进来的
。
因此，商品改订价格普遍到什么程度，或者说，商品的价值根据金属已经跌落并继续跌落到一定点的
新价值来估价达到什么程度，实现商品价值所需要的贵金属数量也已经增加到同样的程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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