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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对《资本论》的解读从剥削论（活劳动价值论）深入到调节论（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论），从而夯
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即从基本理论的层面上彻底厘清为什么必须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
”，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以及为什么要建设和谐社会。
经济学本是节约学。
马克思说：“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到最低限度
）。
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
”“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的分配，⋯⋯是首要的经济规律。
”“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
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
自然规律是根本不能取消的。
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发生变化的，只是这些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
而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
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
”“在这里，价值规律不过作为内在规律，对单个当事人作为盲目的自然规律起作用，并且是在生产
的各种偶然变动中，维持着生产的社会平衡。
”“科学的任务正是在于阐明价值规律是如何实现的。
”①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论》，正是这样一部阐明人类社会最基本的经济规律——调节劳
动的价值规律在不同时期实现形式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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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打破对《资本论》的苏联范式解读，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进行结构性创新：根据马克思的文本和
方法，区分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时期，在阐述价值规律一般的基础上，分别阐述适用于不同时期的价
值规律特殊，即以活劳动等于社会必要劳动为前提的活劳动价值论和以活劳动不等于社会必要劳动为
前提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论，从而使对《资本论》的解读从剥削论深入到调节论，区分剥削性的利润
和调节性的利润，重新确立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普适性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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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教科书和工具书对《资本论》的片面解读　一　关于完整性——三卷本和第一卷都不完
整　二　关于研究对象——经济学原本是“节约”学　三　关于出发点——从一定的社会经济时期、
利己的人和价值一般出发　四　关于劳动二重性——劳动二重性的关系区别不同的经济时期　五　关
于前提和假定——长期忽视的部分　六　关于价值——一种调节劳动的社会工具　七　关于简单劳动
和复杂劳动——复杂劳动未必是多倍的简单劳动　八　关于劳动和服务——两者都可以成为商品　九
　关于价值的保存和创造——保存和创造的都只是“非价值　十　关于劳动力的价值——要区分社会
的人和非社会的人　十一　关于剩余价值论——注意既要“剩余”，又要有“价值”的条件　十二　
关于利润——生产要素的调节工具　十三　关于劳动的“自乘”——注意与有机构成论和平均利润下
降论的自洽　十四　关于利息——货币资源的调节工具　十五　关于地租——土地资源的调节工具　
十六　关于剥削——要区分剥削活劳动和剥削劳动的社会生产力　十七　关于资本——要区分以“过
度劳动”为源泉的资本和以“节约人力和费用”为源泉的资本　十八　关于有机构成论——注意与社
会必要劳动价值论的自洽　十九　关于平均利润率下降论——注意与劳资对立说的自洽　二十　关于
转型论——是一个已经被马克思放弃的假定　二十一　关于分配——只有一种按社会需要的内在比例
进行的有效分配　二十二　关于所有制——要区分所有制和所有权　二十三　关于斯密——调节论的
鼻祖　二十四　关于李嘉图——实际上他把劳动只是当做价值量的尺度来考察　二十五　关于阶级和
阶级性——人类社会有共同的思维、目的、任务、利益、特性和事业　二十六　关于革命——旧社会
可能和平地长人新社会　二十七　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第二章　马克思
的经济分期方法　一　生产资料的发展程度　二　劳动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　三　劳动二重性的相
等与否　四　劳动对资本形式上从属，还是实质上从属　五　生产方式是保守的，还是不断革新的　
六　劳动与资本的关系是轴心，还是要素　七　直接劳动是不是生产的基础　八　劳动是不是可以分
为为自己的劳动与为别人的劳动　九　生产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　十　是简单流通，还
是资本流通　十一　剥削活劳动，还是剥削劳动的社会生产力　十二　分工是否凝固　十三　人自身
的发展程度　十四　人对生产的控制程度　十五　财富的尺度第三章　价值一般　一　价值既是交换
的尺度，又是调节劳动的尺度　二　价值的要素是需求和满足这种需求的难度　三　价值规律是社会
自然规律　四　人的全面发展是价值规律的目的　五　价值要靠第三物来表征和计量　六　价值与财
富不是一回事第四章　简单商品社会(含“第一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的价值第五章　商品社会(含
“第二种”资本主义生产形式)中的价值第六章　论剩余价值第七章　论有用性第八章　论经济增长第
九章　论所有制第十章　论阶级第十一章　重析西方学者对《资本论》的责难附录一　总纲要(马克思
经济理论的32条关键文本)附录二　马克思零星穿插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22处社会必要劳动价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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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14.只讲活劳动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并使之永久化，不讲资本有可能“亏损”。
215.只讲“资本通过价值增殖过程（1）通过交换本身，（即同活劳动交换）而保存了自己的价值；
（2）增加了价值，创造了剩余价值”，不讲“这个价值作为价值是货币。
但是它仅仅自在地是货币，它还没有表现为货币；首先表现出来的、现有的东西，是具有一定的（观
念上的）价格的商品，也就是说，这个商品只是在观念上作为一定的货币额而存在，它要在交换中才
能实现为一定的货币额”，“观念地转化为货币和实在地转化为货币决不是由同一些规律决定的”。
216.只讲“新价值的加进，是由于劳动的单纯的量的追加；生产资料的旧价值在产品中的保存，：是
由于所追加的劳动的质。
同一劳动由于它的二重性造成的这种二重作用，清楚地表现在种种不同的现象上”，不讲“如果说资
本通过生产过程作为价值和新价值被再生产出来，那么，它同时也是作为非价值，作为还要通过交换
才能实现为价值的东西被创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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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剥削论到调节论:的当代价值研究》：党校系统学术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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