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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过程，是资本高度集中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随着卡特
尔和托拉斯的形成，开始对早期的自由竞争进行“扬弃”；二是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日益密切
，资本表现为一种抽象的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
金融资本给资本笼罩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它使人们很难看到资本的真面貌。
从形式上看，金融资本的运动是一种独立的运动，其实，金融资本是资本的一种反映形式。
在资本的运动过程中，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分道扬镳，对此我们必须加以认真分析和研究
。
随着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迅速增长，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现阶段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如果不了解
金融资本的职能，就不可能认识金融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也就不可能认识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
趋势。
但是，要对金融资本的运动过程进行理论分析，必然要对金融资本的种种现象以及金融资本与银行资
本和其他资本形式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在此基础上，还要研究产业、企业创建的那些法律形式对经
济的发展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也许，它们是有助于股份公司发展的经济理论。
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关系，只能通过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基本形式才能揭示，这样，又提出了信
用的作用和本质问题。
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货币的性质和作用。
货币理论最早是由马克思提出来的，随后，荷兰、奥地利和印度在建立货币制度的过程中又提出了许
多新问题，但到现在为止，货币理论似乎对此还没有找到完全的答案。
经济学家克纳普看到了货币理论在解释现代货币现象时的局限性，于是，他决定抛弃所有的经济理论
而采用法律术语来解释货币现象，尽管这种解释不能在理论上提供更多的科学依据，但它不带任何偏
见地记录了现代货币的种种现象。
对货币理论的深入研究非常必要，因为，单凭经济学体系中的价值理论来解释货币现象是远远不够的
，只有通过对货币的分析研究，才能正确认识信用的性质和作用，从而进一步揭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
本之间的关系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金融资本>>

内容概要

《金融资本》是作者最具影响的代表作，作者对马克思以后的世界经济发展作了一个全面的、科学的
分析，因而在当时的理论界被当做《资本论》的第四卷而大受欢迎。
希法亭把资本分为了三个阶段：高利贷资本、银行资本、金融资本。
他分析了金融资本的形成过程，并把它定义为“由银行支配而由工业家运用的资本”。
评论家认为，这是“一部论述资本和金融的第一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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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鲁道夫·希法亭，1877年8月10日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中学毕业后，进入维也纳大学学习医
学，并于1901年获得了博士学位。
希法亭对经济学有浓厚兴趣，尤其对金融资本有深入研究，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上发表了一系
列经济学著作，被认为是第二国际的权威理论家，也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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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货币的产生在交换过程中，如果某种商品畿够证明自己具有使用价值并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
，那么，这种商品也就可以成为满足同样条件的所有其它商品的交换价值，于是，这种商品便开始向
货币转化。
这样，商品便成为了货币，成为了所有其它商品的交换价值，成为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体。
由于一切商品都通过使用价值的让渡而转化为货币，货币也就成为了所有其他商品的转化形式，成为
了乒斤有其他商晶向货币转化的结果，成为了一般劳动时间的直接对象化，成为了个人劳动外化的产
物。
理解为由全体社会成员自己决定和支配。
但是，缺乏统一组织机构的社会，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这里，社会生产者被分解为相互分离的生产个体，他们的生产不再是社会的事务，而是表现为他们
自己的私事，他们被社会的分工强制发展成为相互之间必须发生关系的私人所有者。
但是，促使他们发生这种关系的活动，是生产产品的交换，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交换活动，才能使以
私有制为主体的、以生产个体为单位的社会发生联系。
但是，产品交换只是社会联系的中介，它只是理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
因为，社会主义社会里也允许产品交换，不过，这种交换是社会有意识地统一了分配标准之后的交换
，可以这样说，这种交换是对社会分配的一种补充和完善，是服从于社会主观情绪的一种私人活动，
因此，它不会成为经济学的分析对象。
它在经济学理论中所产生的作用，就像在幼儿园中，洛德和福里基两个孩子相互交换玩具一样，这种
交换与他们的父亲在商店里购买玩具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因为，用钱购买玩具这种交换，是社会交换活动总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通过这种交换，社会才
能实现生产共同体，只有通过这样的交换活动，被社会分工和私有制分化瓦解了的社会才能联结为一
个整体。
如果马克思在某个地方说：在交换关系中，上衣在内部的交换要比在外部的交换具有更多的意义。
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交换关系在一个有一定联系的社会内部要比在另一种社会内部具有更多的
意义。
因为，只有在必须通过交换才能产生社会联系的地方，即在私有制和社会分工使每一个人相互分离而
又彼此制约的社会里，交换才能具有社会统一的规定性，才能行使指挥社会生产的职能。
在可以对社会生产进行自觉调节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央机关自觉地决定生产的对象、数量、地点和人
员，在这个社会，所有的成员都必须贯彻执行中央的决定。
总之，通过交换告诉商品生产者的道理，同社会当局必须将“自觉调节生产、决定劳动秩序”等道理
告诉给社会成员是完全一样的。
理论经济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和认识这种交换的规律。
由这种规律必然产生出商品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生产调节，这就像在社会主义当局的法律、命令和规定
中，必然产生出社会主义经济不受干扰的运行过程一样，不过，这种规律不是直接地规定人们在生产
中的行动，而是以自然规律的方式通过“社会的自然性和必然性”来发挥作用。
因此，那些本来应该由独立的手工业者或资本主义企业家来回答的问题，也必须通过产品交换来回答
。
例如，商品生产怎样由简单商品生产向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发展？
商品的交换关系是怎样产生及其变化的？
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交换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比如说，交换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在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社会就有很大的不同。
在以商品生产为目的的社会，交换在质上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交换过程中商品的量的关系。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交换的基础是支配交换的比例关系，即体现在交换产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交换的基础则表现为主观意志的相同。
在这里，交换只是一种偶然现象，它既不能成为理论经济学的考察对象，也不能进行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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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交换总是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量的关系，因此，长期以来，人们很少察觉到这种区别。
社会产品必须进行变换，正是这种变换，使交换活动变成了社会物质变换的中介。
尽管那些个别的或分散的交换活动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只要它能使社会的产品交换成为可能，只要它
能促进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交换活动就能长期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生产是进行交换活动的前提条件，只有通过交换活动，个人才能同社会发生联
系，并在整个社会的生产结果即社会的分配中获取其中的一个份额。
交换活动与整个社会生产的关系，使个别交换和分散交换冲破了偶然性和主观性的羁绊，变成了一种
符合社会客观规律的事物，并成为社会物质变换的条件，于是，交换活动具有了必然性。
因为，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有通过交换活动才能存在，而社会也必须通过
经济上的交换才能成为社会，也只有在这种社会，交换活动才能成为一种特殊的分析对象。
那么，在这种社会，作为社会物质变换中介的交换活动又具有什么样的性质呢？
在这种社会的交换活动中，货物已经成为商品。
所谓的商品，是指这样一些物质，这些物质不再只是用于个人的需要，而是用于整个社会，它的萧条
和兴旺也不再是由个人的需求决定，它的命运可能比奥德赛的命运更加变幻莫测。
在这种社会，货物之所以成为商品，是因为这些货物的生产者，是作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对立并
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货物作为劳动产品，不仅具有自己的自然属性，而且也成为了社会的事实
。
因此，我们应该去探索这个作为生产共同体即劳动共同体的社会的规律，现在，个别劳动已经成为这
个生产共同体所支配的总劳动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已经成为形成价值的劳动。
事实上，交换活动是可以进行分析的，因为，交换活动不光是为了满足个人的需要，它在使个人需要
变成一种工具的同时，把个人需要限制在社会需要的范围内。
相对社会需要而言，个人需要是前提条件，个人需要得不到满足，社会需要就无从谈起。
但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交换不具有集体主义社会中那种满足个人需要的职能，而是通过交
换将个人需要纳人社会生产的范围，个人需要要想得到满足，就必须参与交换。
在这里，交换只是表现物与物之问量的关系，而在交换中所置换的量，则被看成是社会生产总量中的
一部分。
社会生产总量由社会制造产品所耗费的必要劳动时问决定，社会是用全部劳动力来制造产品的统一体
，而从事生产劳动的个人，则是社会统一体中的器官。
在交换中，如果商品的量同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相等，那么，商品就可以按
照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换。
如果商品交换的条件对所有社会成员都是相等的，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是自己生产资料的占有者，
并用这些生产资料制造出产品在市场上进行交换，那么，这种交换就是价值平等的交换。
但是，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大多数人的财产被剥夺，少数人垄断占有生产资料，这使交换的形
态发生了变化。
由于交换活动体现的是一种平等关系，所以，社会上的不平等在交换活动中则表现为平等，但这种平
等不是价值的平等，而是生产价格的平等，劳动耗费的不平等被利润率平等所掩盖，这说明：在以私
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决定性因素，商品交换不再以等量劳动为条件，而是以等量资本
为条件，商品不是按它们的价值出售，而是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
商品是物化了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交换活动中，这种劳动时间常用来表示物与物之间的等量关系
。
商品的价值，并不用具体的劳动时间来表示，也就是说，并不表示为8小时的劳动、l0小时的劳动或l2
小时的劳动，而是用来表示另一种商品的一定量，即用来充当另一种商品的等价物。
例如，20码麻布=1件上衣，其中，1件上衣就是20码麻布的等价物。
这件上衣与20码麻布之所以相等，是因为上衣与麻布都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物化，有了这样的物化
商品，所有商品都可以相互作为等价物。
商品的价值可以通过另一种商品来表现，这是由商品生产的性质所决定的。
一个人的劳动产品要成为商品，这种劳动产品必须能够满足社会的需要，而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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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关系和社会关系，必须通过交换活动才能产生。
因为，只有在交换活动完成之后，生产者才能够知道他的商品是否真正满足了社会的需要，他花费的
劳动时间是否真正体现了商品的价值。
商品生产者不需要什么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他的工作进行评价，商品生产者要证明自己是商品生产社会
的合格成员，只需拿出他用于交换的商品，通过这些商品，他可以向社会证明他的能力。
因为，社会是将自己的事务建立在物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人和集体意识的基础上，因此，能够证
明商品生产者能力的，就是社会的交换活动。
商品生产者只有在完成了交换活动后，才能证明他生产的产品是社会需要的产品，这样，他才能重新
开始生产。
在交换活动中，为了让一种商品能表现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于是，一种特殊商品出现了，这种特殊
商品就是货币。
在交换活动中，只有当产品互相交换后，商品生产者A和商品生产者8才能作为商品所有者与社会生产
发生关系。
事实上，当一件上衣同20码麻布进行交换的时候，这种关系便成立了。
如果商品生产已经社会化，那么，裁缝的生产就必须通过交换来进行，这时，他不再是只同麻纺织者
发生交换关系，他还要同更多的生产者发生交换关系。
一件上衣可以同20码麻布进行交换，也可以同5磅糖、10磅面包进行交换，由于所有的商品生产者都将
发生这样的交换关系，从而产生了无数的交换冬式，在这些等式中，商品的价值是通过各种不同的商
品来衡量，这给交换活动造成了极大的不方便，人们便开始固定地用某一种商品来衡量所有商品的价
值。
随着这种商品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最后，这种商品便成为衡量所有商品的一般价值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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