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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导读》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解读《资本论》，力求
准确地阐释《资本论》的基本内容。
为了完整地展现《资本论》的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导读》所列各
章与《资本论》中的各篇对应，所列各节与《资本论》中的各章对应，但也有少数内容密切相关的章
合并在一节中介绍。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导读》所列的目，多数与《资本论》在章之下所列的小
标题对应，对于某些未列小标题的章，也根据内容加了目。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导读》不能代替原著，它只是学习
《资本论》原著的辅助材料。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本论》导读>>

书籍目录

导论 第一节 《资本论》的写作与问世 一、《资本论》写作的历史条件与理论背景 二、马克思写作《
资本论》的艰辛历程 三、恩格斯与《资本论》 四、《资本论》的出版与传播 第二节 《资本论》的研
究对象、方法和结构 一、《资本论》的研究对象 二、《资本论》的方法 三、《资本论》的结构 第三
节 学习《资本论》的意义和方法 一、学习《资本论》的意义 二、学习《资本论》的方法 第一卷 资本
的生产过程 第一章 商品和货币 第一节 商品 一、商品的两个因素 二、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 
三、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 四、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 第二节 交换过程 一、商品占有者之间的关
系 二、交换过程的矛盾及其发展 三、交换的发展与货币的产生 第三节 货币或商品流通 一、价值尺度 
二、流通手段 三、货币的其他职能 第二章 货币转化为资本 第一节 资本的总公式 一、资本产生的历史
前提和最初形式 二、商品流通公式与资本流通公式的比较 三、资本在运动中显现出来的特征 第二节 
总公式的矛盾 一、总公式矛盾的含义 二、总公式矛盾的表现 三、解决资本总公式的矛盾的条件 第三
节 劳动力的买和卖 一、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 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三、劳动市场上的自由平等与雇佣劳动隶属于资本 第三章 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一节 劳动过程和价
值增殖过程 一、劳动过程 二、价值增殖过程 第二节 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 一、劳动二重性与劳动过程
结果的二重性 二、不变资本与可变资本 第三节 剩余价值率 一、剩余价值率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 二、
产品价值在产品相应部分上的表现 三、西尼耳的"最后一小时"理论 四、剩余产品 第四节 工作日 一、
工作日的界限 二、对剩余劳动的贪欲 三、在剥削上不受法律限制的英国工业部门 四、工作日和夜工 
五、争取正常工作日的斗争 第五节 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量 一、三个规律 二、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可
变资本最低额 三、绝对剩余价值生产中的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关系 第四章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一
节 相对剩余价值的概念 一、工作日的两个部分 二、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与相对剩余价值 三、超额剩余
价值 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进步的本质 第二节 协作 一、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起点 二、
协作劳动形式给劳动过程带来的变化 三、协作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形成条件 四、协作劳动
与资本主义管理的二重性 五、资本主义协作劳动的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 第三节 分工和工场手
工业 一、工场手工业的二重起源 二、局部工人及其工具 三、工场手工业生产的特征 四、工场手工业
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 五、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 第四节 机器和大工业 一、机器的发展 
二、机器的价值向产品的转移 三、机器生产对工人的直接影响 四、工厂 五、工人和机器之间的斗争 
六、关于被机器排挤的工人会得到补偿的理论 七、工人随机器生产的发展而被排斥和吸引 八、大工
业引起的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 九、工厂立法 十、大工业和农业 第五章 绝对剩余价
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 第一节 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 一、资本主义的生产劳动 二、绝对剩
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关系 三、劳动生产率、自然条件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第二节 劳动力价格和
剩余价值的量的变化 一、决定劳动力价格和剩余价值的相对量的三个因素 二、劳动力价格与剩余价
值量的几种变化组合 第三节 剩余价值率的各种公式 一、剩余价值率的公式 二、派生的各种公式及其
对剥削率的掩盖 第六章 工资 第一节 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转化为工资 一、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出来
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 二、工资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关系 三、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表
现为工资的必然性 第二节 工资的基本形式 一、计时工资 二、计件工资 第三节 工资的国民差异 一、
比较国民工资时应该考虑的各因素 二、价值规律在国际上的应用与工资的国民差异 三、相对劳动价
格 四、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里的工资理论及"和谐"理论的批判 第七章 资本的积累过程 第一节 简单
再生产 一、再生产过程的若干一般原理 二、简单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的新特征 第二节 剩余价值转
化为资本 一、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及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二、资
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三、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 四、几种同剩余
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资本积累量的情况 五、所谓劳动基金 第三节 资本主义积累的
一般规律 一、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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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四、对资本主义积累的一
般规律的总结 五、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 第四节 所谓原始积累 一、原始积累的秘密 二、对农
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三、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和压低工资的法律 四、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五、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和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六、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七、资本主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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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的历史趋势 第五节 现代殖民理论 ⋯⋯ 第二卷 资本的流通过程 第三卷 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 结束
语：《资本论》的当代价值 阅读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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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二、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与相对剩余价值 既然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必须以劳动力价
值下降为前提，那么接下来要研究的就是劳动力价值是怎样下降的。
 劳动力价值是由劳动力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要使劳动力价值下降，就需要使
这些物质生活资料的价值下降，即生产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物质生活资料的劳动时间减少。
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有劳动生产力的提高。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我们在这里一般是指劳动过程中的这样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能缩短
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生产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
"也就是说，为了使劳动力价值下降，资本家就不能满足于"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
劳动过程"，而"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
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
在劳动力价值下降的同时，生产剩余价值的工作日部分也就延长了。
可见，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生产力提高的根本动力与最终目的，是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厌追求。
因此，马克思总结道："我把通过延长工作日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绝对剩余价值；相反，我把通过
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应地改变工作日的两个组成部分的量的比例而生产的剩余价值，叫做相对剩余
价值。
" 应当指出的是，并不是任何部门、任何形式的生产力提高都符合资本生产相对剩余价值的需要。
只有那些能够直接或间接影响劳动力再生产费用的商品生产中生产力的提高，才能对相对剩余价值生
产有所贡献。
"劳动力价值随着它的再生产所必要的劳动时间的缩短而降低，这种必要劳动时间的全部缩短等于所有
这些特殊生产部门中这种劳动时间缩短的总和。
""那些既不提供必要生活资料，也不为制造必要生活资料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中生产力的提高，
不会影响劳动力的价值。
" 三、超额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通过所有与劳动力再生产所需的相关使用价值生产部门的劳动
生产力的提高来实现。
这样说来，好像每个资本家都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降低劳动力价值，缩短必要劳动时间，延
长剩余劳动时间）而提高劳动生产力的。
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众多资本家在各自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过程中不自觉地造成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当一个资本家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例如衬衫便宜的时候，他决不是必然抱有相应地降
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减少必要劳动时间的目的；但是，只要他最终促成这个结果，他也就促成一般
剩余价值率的提高。
"他还特别强调，"必须把资本的一般的、必然的趋势同这种趋势的表现形式区别开来"。
这里所说的"必然趋势"，是指每个资本家都具有的追求最大剩余价值的行为取向；而所谓表现形式，
是指资本家之间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而展开的追求超额剩余价值的竞争。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生产力的考察是从资本运动的本质规律层次进行的，这样才能揭示劳动生
产力的提高与劳动力价值下降从而剩余价值相应增大之间的内在联系。
在此，马克思提出了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
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
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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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导读》对人类的命运尤其是对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
的命运给予深切关怀，因而以其独特的魅力对整个文明世界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
它的学术意义也远远超出它自身所属的专业范围，对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发挥着
巨大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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