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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吕宝海先生的新著《图示·表解&lt;资本论&gt;》，用图示和表解的方式，系统而概括地阐释了《资本
论》第一、第二、第三卷的基本内容和理论要点。
该书体现了作者多年研究和讲授《资本论》所积累的心得体会，广泛吸收了其他许多此类著作的宝贵
经验，对以新的方式讲解和传播《资本论》基本原理做出了创新性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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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1955年生，黑龙江省通河县人，大学学历。
先后在黑龙江省卫生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北京大学、中央党校学习、进修。
曾在黑龙江省卫生学校、中共哈尔滨市委党校任教。
1991年破格晋为副教授。
1992年至1998年在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工作，先后任三处处长、办公室主任。
1998年下海至今。
在国内多种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文章
几十篇；在国内10多家出版社出版专著、合著、译著、编著(主编、副主编)等书籍20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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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2.斯密关于固定资本的定义，混淆了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形态变化同
商品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是十分荒谬和错误的。
首先，按照斯密的定义，有些生产部门就只有固定资本而没有流动资本了，如采矿业。
其实作为生产资本，无论是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的物质要素都必须不断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否则生产
就无法进行。
所不同的是，机器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在生产上连续发挥作用，而原料、材料却必须不断用新的物品
来替换。
再者，作为生产资本无论是固定资本还是流动资本，都一样与流通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相对
立。
所以，斯密从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不投入流通来说明固定资本是不正确的。
其次，斯密“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同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
混为一谈”（220页）。
①这种卖与买对产业资本的意义，只在于使产业资本能够不断获得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从而使再生产
得以继续进行。
它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划分问题无关。
②至于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加不加入产品，是劳动过程中这些物质要素改不改变物质形态问题，“只
是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区别的起点，而不是这种区别本身”（220页）。
③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的区别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对生产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划分。
这种划分是由和生产要素中不同物质作用相适应的价值转移和补偿方式的不同决定的。
最后，经过以上层层剖析，斯密关于固定资本的定义“仅仅剩下一点：固定资本是劳动资料，这种劳
动资料同在它帮助下制造的产品相对立，不会在生产过程中改变它的形态，而会继续在生产中发挥作
用，一一直到不能使用为止”（222页）。
但仅仅这一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①生产资料的一切要素，不论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都不断以
自己的实物形式和所制造的产品相对应，和作为商品流通的产品相对应，所不同的只是，作为劳动力
必须不断重新购买，作为劳动过程中的材料必须不断更新，而劳动资料却是按照它的全部使用时间一
次购买。
②按斯密的说法，还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固定资本的价值不会流通。
3.斯密还认为：“如果它（资本）被用来获得未来的利润，那末，要获得这个利润，他（所有者）就
必须或者保留它，或者放弃它。
在前一个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后一个场合，它是流动资本”（转引自22l页）。
斯密以产品是否更换所有者来区分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观点是十分错误的。
第一，似乎利润从流通中产生，从而掩盖了利润的真正来源。
第二，好像固定资本的价值不会流通。
第三，由于上述错误看法，再加上可变资本和一部分不变资本的流通方法是完全相同的，这就使可变
资本和不变资本在价值增值过程以及剩余价值形成上的本质区别被掩盖起来，从而使资本关系的神秘
性质更加深化了。
4.斯密还荒谬地把种子的价值也看做固定资本。
在他看来，种子虽然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在实际上没有进入流通。
马克思指出：“这样重新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是补偿流动资本，而不是补偿固定资本，只要①
它的价值全部加入产品；②它本身在实物形式上全部由新产品中同一种新的物品补偿”（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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