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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一

列宁曾经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有 “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
分”①。三个组成部分，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
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来源上来说，就是 “人类在 19 世纪所创
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
主义的当然继承者”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它的理论来源就是批判地继承了英国古
典政治经济学的结果。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是政治经济学史上的伟大革
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过程中，
对一切剥削阶级的经济学说包括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都进行
了深刻的批判。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对它们全盘否定，
并没有完全抛弃过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合理因素和科学
成分，而是对它们进行了革命的改造，批判地吸收了其中一切合
理和科学的东西。其中，主要的是批判地继承了从威廉·配第、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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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列宁选集》第 3 卷，第 4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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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科学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揭露了资本
主义剥削的秘密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阐明了资本主
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革命，
从而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统治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提
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二

列宁说: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
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① 它产生于 17 世纪后半叶英国资产阶级
革命时期，完成于英国产业革命后的 19 世纪初叶。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都生活在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上升时期，他们
的经济学说代表着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为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
建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它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锐
利武器，曾经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不管是配
第，还是斯密和李嘉图，他们的学说中都是既有合理因素和科学
成分，同时也包含着错误的内容和庸俗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
通过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深入地批判，进行了彻底的改造，把
那些庸俗的因素和错误的成分揭露出来，加以抛弃; 然后又把其
中的合理的因素和科学的成分拯救出来，使之成为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

马克思说: “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
李嘉图结束。”②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大体上
经历了它的创始，发展和完成这三个阶段。一般来说，创始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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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4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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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配第为代表，发展阶段以斯密为代表，完成阶段以李嘉图为代
表。在李嘉图学派解体以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也就宣告终结
了。

( 一)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威廉·配第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是威廉·配第 ( 1623—1687) 。

他出生于英国的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当过水手，学习过医学和
自然科学，并成为医生和音乐教授。后来从事商业和政治活动，
经营过渔场和工矿企业，成了大资本家; 做过爱尔兰土地测量总
监，参与了对爱尔兰的土地掠夺，成为大土地占有者。在斯图亚
特王朝复辟期间，他投靠封建势力，曾被封为贵族。所以，威廉
·配第是一个兼有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人物。其主要著作
有: 《赋税论》( 1662 年) 和 《政治算术》( 1690 年) 等。

配第的 《赋税论》是一本最早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它标
志着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产生。在此以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
阶级经济学说是重商主义。重商主义者适应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
业资本的要求，把金银货币看做财富的唯一形式，把对外贸易看
做国家获得财富的主要源泉，因此，他们的研究还只是停在流通
领域。配第生活在重商主义瓦解时期，他的经济观点虽然仍然带
有重商主义的外观，但是，配第已经不满足于单纯从流通领域出
发，去考察表面的经济现象，而是力图去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现象
的内部联系。马克思指出: “我所说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指从
威廉·配第以来的一切这样的经济学，这种经济学与庸俗经济学
相反，研究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部联系。”① 正因这样，所
以他在理论上就比重商主义前进了一步。不过，配第并没有建立
起完整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的一些理论原理都是在讨论当
时国家财政经济问题时提出来的。他在研究国家财政收支和税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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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时，第一次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从而为英国古典政
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配第最早提出了商品是按照它在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量来交
换的思想。在他看来，商品的价值并不是来源于流通过程，而是
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他首先区分了商品的自然价格和政治价
格。所谓自然价格就是指商品的价值; 所谓政治价格就是指市场
价格。他所说的政治价格围绕自然价格上下波动，实际上就是指
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那么，商品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呢? 在
他看来，商品的价值就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
的。他在 《赋税论》中说，假定一个人从秘鲁地下开采一盎司的
银并把它带到伦敦，他所耗费的时间如果同他生产一蒲式耳小麦
所耗费的时间恰好相等，“那么，前者就是后者的自然价格”。这
就是说，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商品的价值量就是由生产这个商
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的多少决定的。同时，配第还看到了商品价
值量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劳动生产率提高了，生产
同一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就会减少，商品价值就会降低; 反
之，商品价值就会提高。在历史上，价值这个概念很早就产生
了，但是把劳动看做价值的源泉，把不同种类的劳动如开采的银
的劳动和生产小麦的劳动，都还原为一般的生产时间而加以比
较，却是从配第首先开始的。

配第虽然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建立了劳动价值论的
初步基础; 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思想贯彻到底，其中仍然夹杂
着不少错误和矛盾的看法。事实上，由于他不理解劳动的二重性
以及创造商品价值的是抽象劳动，所以也就没有区分价值和交换
价值，并且还把价值和价值的货币表现即价格混为一谈了。配第
所举的白银和小麦相交换的例子，说明他已经看出了这两种商品
互相交换的基础是等量劳动。但是他却并不理解小麦的价值是由
生产这一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用白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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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来决定小麦的价值。事实上，他所说的只是小
麦的交换价值，而不是它的价值本身。在这里，他把交换价值和
价值混同起来了。由于他受了重商主义思想的束缚，把交换价值
看成金银货币，认为只有开采金银的劳动才直接生产交换价值，
而生产其他商品的劳动则不生产交换价值; 只有这些商品和金银
交换时，才具有交换价值。这就是说，生产这些商品的劳动只有
通过交换转变为货币时，这种劳动才创造价值。其实，商品的价
值用金银来表现时，就成为商品的价格，它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
现，而不是交换价值，也不是价值本身。由于他把价值、交换价
值和价格混为一谈，所以就不能正确地解释价值是怎样形成的。

配第还把价值和使用价值混为一谈。他说，劳动是财富之
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如果这里所说的是使用价值的生产，那当
然是正确的，因为，在使用价值的生产中不仅有劳动参加，而且
也需要有土地等自然力参加。但是，配第在这里却说的是价值，
认为劳动和土地等自然力都参加了价值的创造。这显然就是错误
的。例如: 在他看来，一件衣服或一斗粮食的价值等于一定量的
劳动和一定量的土地价值，那是因为衣服和粮食都是人类劳动和
土地的产物。这就违背了他所提出的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
正确结论，从而使他陷于自相矛盾的境地。

配第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不彻底的，但是他却根据这个理论
作出了关于剩余价值的猜测。马克思指出: 在配第那里，“可以
看到对剩余价值的性质的猜测，尽管他只是从地租的形式来考察
剩余价值的”①。配第自己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发现剩余价值，但
是他的地租理论，实质上就是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

配第的地租理论是同他的工资理论密切联系的，他第一个提
出了工资的大小取决于工人维持生活和养家糊口所必需的生活费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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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观点，并且阐明了工资和地租之间的数量关系。按照他的说
法，如果工资水平高于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用，整个社会就会减少
收入，受到损失;如果工资水平低于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用，工人
无法生活，社会生产就不能继续进行。配第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的
立场上，把资本家的私利冒充社会的利益，并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
剥削的必要性。但是，他所提出的工资大小取决于工人最低限度
生活费用的观点，实际上却包含着剩余价值的萌芽，因为他在无意
中说明了工人的劳动日划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问
题。同时，配第还提出了自己的地租理论，他把价值分为地租和工
资两项，认为从工人所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的价值中扣除了工资和
种子的价值以后，剩余的部分就是地租。他所说的地租，实质上就
是我们所说的剩余价值。在他看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
租( 即剩余价值) 的多少取决于工资的高低，工资提高了，地租就会
减少;工资下降了，地租就会增多; 从而揭示了工资和地租的对立
关系。正是在这个范围内，我们认为，配第的地租理论具有剩余价
值理论的萌芽。但是，他把地租和剩余价值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混
淆起来，把地租看做是“剩余价值的真正形式”。这就说明他并没
有把握住剩余价值的实质，而且也没有提出利润这一概念，利润与
地租还没有分开，这就证明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阶级关系
还很不理解。此外，他还提出了级差地租学说，论述了土地价格是
地租的资本化，等等。由于配第认为土地也参与价值的创造，所以
他有时就把地租说成是土地的赐予，而不是工人剩余劳动创造的，
因而又同他的地租理论矛盾起来了。

马克思对配第的经济思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他为 “英国
政治经济学之父”。他的经济思想，曾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
发展和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创立具有重大的影响。

( 二) 亚当·斯密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在威廉·配第以后，英国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沿着他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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