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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资本论》研究的对象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
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第8页）①由于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引起多年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除生产关系外，生产力是不是它的研究对象。
但是，如果将话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形式（即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得出“生产关系以及和
它相应的生产关系”，这样的前言与后语同义反复，显然是不对的。
其实，书中已经区分开了。
在第330-331页就说过，“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
后来在1872年法文版中，马克思多处也将“生产方式”指为“生产（技术）方式”②这都明确指为生
产力了。
对比恩格斯又有另一种说法。
大家知道，他在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中讲过，“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
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这里，条件指生产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形式指生产关系。
当时马克思看过并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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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学习《资本论》原著的辅导性教材。
全书按《资本论》原著的次序，分三篇，即第一篇(原著第1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直接生产过程)，第二
篇(原著第2卷)资本的流通过程(包含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第三篇(原著第3卷)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
程(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总过程)来阐述。
书末还列有思考题，供读者学后升华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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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言 第一篇　资本的生产过程(直接生产过程) 　第一章　商品和货币 　　一、商品生产 　　二、货
币或商品流通 　　三、价值规律的展开 　第二章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一、导论 　　二、剩余
价值的生产过程 　　三、有关剩余价值生产的若干问题 　　四、工资与剩余价值生产 　　五、剩余
价值规律与价值规律 　第三章　资本的积累过程(资本自身的生产过程) 　　一、简单再生产 　　二、
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与扩大再生产 　　三、资本积累的规律产业资本的历史 第二篇　资本的流通过
程(包含生产过程的流通过程) 　第四章　资本形态循环(单个资本的生产和流通) 　　一、三种循环及
其辩证的统一 　　二、每次循环所经历的时间和消耗的费用 　第五章　预付资本的周转(单个资本的
再生产和流通) 　　一、概论 　　二、流动资本的周转  　 三、固定资本的周转 　　四、预付资本的
总周转 　　五、再生产和流通的速度规律 　第六章　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 　　一、导论 　　
二、简单再生产和流通 　　三、扩大再生产和流通 　　四、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 第三篇　资本
主义生产的总过程(生产、流通和分配的总过程) 　第七章　两权合一的职能资本与平均利润 　　一、
价值转化为成本加利润 　　二、成本加平均利润转化为生产价格 　　三、各经济规律的展开形式 　
　四、生产价格展开为商业价格商业资本的历史 　第八章　资本两权分离与平均利润分割 　　一、
生息资本与利息 　　二、银行资本和虚拟资本 　　三、生息资本积累和现实资本积累 　　四、信用
制度下的流通手段 　　五、生息资本的历史 　第九章　土地两权与超额利润和地租 　　一、导论 　
　二、级差地租 　　三、绝对地租 　　四、矿山地租建筑地段的地粗  　 五、地租的历史 　　六、各
经济规律进一步展开 　第十章　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一、各种收入及其源泉 　　二、生产关系与
分配关系 　　三、从总过程看资本主义生产的主要经济规律 附录《资本论》脉络与辩证方法 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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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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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一、《资本论》研究的对象    马克思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应
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第8页，由于对这句话的不同理解，引起多年的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除生产关系外，生产力是不是它的研究对象。
但是，如果将话中的“生产方式”理解为生产形式(即生产关系)，那么就会得出“生产关系以及和它
相应的生产关系”，这样的前言与后语同义反复，显然是不对的。
其实，书中已经区分开了。
在第330—331页就说过，“物质生产方式的改变和生产者的社会关系的相应的改变⋯⋯”。
后来在1872年法文版中，马克思多处也将“生产方式”指为“生产(技术)方式”这都明确指为生产力
了。
对比恩格斯又有另一种说法。
大家知道，他在1878年出版的《反杜林论》中讲过，“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
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
这里，条件指生产的物质内容，即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形式指生产关系。
当时马克思看过并无异议。
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1886年由恩格斯校订的英文版《资本论》问世。
上面初版序言那句话被译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以及和它相应的生产和交
换的条件。
”这又和《反杜林论》一致。
简单地讲，法文版讲的是生产力以及相应的生产关系；英文版讲的是生产关系以及相应的生产力；两
者虽次序颠倒，但都提到生产力(生产技术方式或生产条件)。
    事实上，这符合《资本论》的内容。
《资本论》第1卷第一章第一节就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
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
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
”这一种种情况都在书中加以阐述。
况且，书中所揭示的两条重大规律都是和生产力分不开的。
其中，价值规律归根到底是以反比形式表现生产力变化的规律，剩余价值以及价值增殖规律则是以提
高生产力作为手段所达到的目的的规律。
这些原理贯穿在3卷《资本论》之中。
所有这些原理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是非常重要的。
    可喜的是，近年来许多经济学家开始重视对生产力的研究。
现在的问题是，理论经济学的对象还应该延伸到作为生产力的源泉的生态环境和人口进行研究。
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使再生性资源不能再生，非再生性资源难以寻得替代，社会经济就不能持续
发展。
如果环境中生命支撑系统全面崩溃，人类社会就会随之灭亡，也就谈不上经济的发展。
但环境之所以遭受破坏，又是由于人口数量过剩、素质过低。
我们现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不正是处处遇到这些基本问题吗?虽然马克思在上述决定生产力的因素中已
经指出，它包括劳动者(人口)和自然条件(生态环境)，但未展开。
这正有待我们去研究去发展。
    研究对象还涉及经济学与文理各学科之间联系问题。
经济学正是因为研究生产力而成为文理相通的通道。
既然“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也是决定生产力的因素，而且“生产力首先是科学
”，自然科学也就由此进入社会科学，由此还经过生产力的社会形式(生产关系)，再通向上层建筑各
个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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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曾就此指出：“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不仅在配第时代存在，在马克思时代也是存
在的。
在20世纪，这个潮流是同样强大，甚至可以说更加强大了。
”况且，经济学也要关心自然科学的发展，探索它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发展。
正因为如此，“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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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如果你想真正读懂和理解《资本论》，那么你必须有一个很好的导师指引着你，就像在黑暗中行走的
你必须有盏照明灯一样。
而现在，《资本论》脉络这本书将会带着你去走进马克思的世界，看看他到底是怎样来发掘和阐述资
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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