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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什么是资本

“资本” 一词分广义和狭义两种：

广义的资本在经济学意义上， 指的是用于生产的

基本生产要素， 即资金、 厂房、 设备、 材料等物质资

源。 在金融学和会计领域， 资本通常用来代表金融财

富， 特别是用于经商、 办企业的金融资产。 在更广的

意义上， 资本也可作为人类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各

种社会经济资源的总称。

狭义的资本就是本书所要讲的资本， 指的是资本

家手中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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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货币不等于资本

有人说在资本主义社会， 一个人有了货币就有了

资本。 这是不对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 货币和资本不

能画等号。

货币本身并不是资本， 当做货币的货币和当做资

本的货币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力也成了商品。 当资本家

在市场上雇到工人后， 也就是购买了劳动力这种商品

后， 由这些工人生产的商品才可以在市场上为资本家

获取大量的利润。 这时， 我们才能称资本家积累的货

币为资本。

马克思认为， 只有当货币在市场上买到劳动力，

用于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时， 资本家手中的货币

才变成了资本， 而拥有这些资本的人才真正成了资

本家。

资本并不是一种单纯的物， 它能反映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 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

的关系。

什么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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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流通分为简单商品流通和资

本流通， 两者是不同的。

由于货币的出现， 使得商品交换由直接的物物交

换， 即 W—W， 变成了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流通，

即 W—G—W。 W代表商品， G代表货币。 商品生产

者要先卖出自己的商品， 取得货币， 而后再用货币买

进自己所需要的商品。

当做资本的货币， 情况就不同了。 这些货币掌握

在资本家手里， 既是资本家开工厂办企业的出发点，

又是资本家组织生产的目的。 资本家先用货币买进生

产中所需要的多种商品， 然后再将生产出来的新的商

品卖出去， 重新取得货币。 因此， 它的流通公式是

G—W—G。 G—W—G便是资本流通公式。

简单商品流通公式和资本流通公式相比， 两者是

有区别的， 其流通形式不一样。

在 W—G—W 这个简单商品流通的公式中， 它

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商品， 货币不过是充当商品交换的

媒介物。 它是以卖（W—G）开始， 以买 （G—W） 告

终。 在这里， 商品所有者购买了自己所需要的商品以

后， 他的货币就付出去了。 如果他不再次出售商品的

话， 货币就不会重新回到他的手里。 与此同时， 他所

购买的商品也退出了流通领域而进入消费领域。 这

一、什么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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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 流通过程便结束了。

但是， 在G—W—G这个资本流通公式中， 情况

却相反。 这一流通的起点和终点都是货币， 商品不过

是起着流通的媒介作用。 它是以买 （G—W） 开始，

以卖 （W—G） 告终。

在这里， 资本家购买商品不是为了自身的消费。

因此， 资本家为购买商品所付出去的货币仅仅是暂时

垫付一下而已。 通过商品的买卖， 这些货币还会重新

回到资本家的手里来。 只有这时， 这个流通过程才

结束。

但是， 两种流通公式的这种买和卖的颠倒， 仅仅

是从表面上来看的， 它并不是两种流通公式的本质区

别， 其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有着不同的经济内容。

在 W—G—W 这一简单商品流通中， 商品所有

者是为买而卖。 他之所以要把自己的商品卖掉， 是为

了买进自己所需要的另一种商品。 例如， 一个木匠为

了用1张桌子换100斤粮食， 他就要先把桌子拿到市

场上去卖掉， 然后拿卖桌子所得的钱再买粮。 这种流

通的目的仅仅是获得一定的使用价值。 所以， W—

G—W流通公式的经济内容实质上是不同使用价值之

间的交换。 W—G—W这个公式也就是1张桌子—若

干货币—100斤粮食。

什么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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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 在G—W—G这一资本流通公式中， 资本

家是为卖而买。 资本家最初垫付出去的是货币， 最终

从流通中取回的也是货币。 这种流通的目的是取得货

币， 即交换价值本身。

如果资本家在购买商品时垫付了1万元， 当他将

生产出来的商品卖出时， 却可以得到更多的货币， 如

1.2万元甚至比1.2万元还要多的货币。 经过一买一

卖， 资本家的货币增加了， 发生了价值增殖。 这就是

G—W—G同 W—G—W的本质区别， 也是资本活动

的全部意义。

为了更加准确起见， 应该把资本流通的公式G—

W—G改为G—W—G＇。 这个 G＇表示它比原来的 G

多了一个增加数， 大于原来的G了。 如果我们把这个

增加数用ΔG来表示的话， 则G＇=G+ΔG。 马克思把

这个增殖数称为剩余价值。

正是因为资本家手中的货币为资本家带来了剩余

价值， 所以称资本家用于买物的手中货币为资本。 这

样， 资本的定义便出来了：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

的价值。 如果货币没有增殖， 那么， 这些货币就不成

为资本， 而是单纯的货币。

综上所述， 有了资本， 就有了资本家， 有了资本

家， 资本主义社会便产生了。

一、什么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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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剩余价值是从什么地方产生的？

从表面上来看， 剩余价值好像是从商品买卖的过

程中， 即在流通领域中产生的。 其实， 在流通领域中

是不会产生剩余价值的。 商品的买卖要按照等价交换

的原则进行， 资本家用1万元买来的商品， 再卖出去

仍是1万元， 1分钱都不会增加， 否则就违反了等价

交换的原则。 因此， 在等价交换原则下所进行的商品

交换， 是不可能产生剩余价值的。

有人要问， 等价交换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那贱买

贵卖 （不等价交换） 会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呢？ 如某资

本家买了某一种商品， 而后又每元多加1角钱把它卖

出， 或者是某种商品本来的价值是100元， 卖出时卖

130元， 会不会产生剩余价值呢？ 回答是这也同样不

会产生剩余价值。 因为商品交换赋予每个资本家的权

利都是一样的， 如果某资本家将商品按高于其价值的

价格出售， 实行贵卖， 那么其他资本家也会加以效

仿。 而每个资本家， 他既是卖者， 又是买者， 所以，

如果大家都实行贵卖， 其结果必然是互相抵消， 谁也

什么是资本主义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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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不了谁的便宜。 例如， 服装厂的资本家要卖服装就

得向织布厂的资本家买布， 而织布厂的资本家要卖布

又得向纺纱厂的资本家买棉纱。 如果服装厂的资本家

企图以高出服装价值20%的价格来卖服装， 织布厂

的资本家也会把棉布的价格提高20%； 同样， 如果

织布厂的资本家企图以低于棉纱价值20%的价格贱

价购进棉纱， 那么， 服装厂的资本家在向织布厂的资

本家购买棉布时， 也会以低于棉布价值20%的价格

买进棉布。 这样一来， 大家都没有得到好处。 马克思

说商品的价格即使上涨了， 但商品间的价值比例仍然

不变。

马克思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曾经举过一个特例：

有个犹太商人把一枚古时候的铜钱以高出其价值

一千倍的价格出售后， 赚了一大笔钱。 这种情况， 从

表面上看， 似乎从贵卖中可以产生剩余价值， 但仔细

分析一下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因为剩余价值是一个

增殖额， 是新产生的社会财富， 而这个犹太商人的额

外收入是建立在别人损失的基础上的， 从整个社会商

品的价值量来看， 并没有因此获得丝毫的增加， 所不

同的只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比例起了变化而已。 这好比

一个家庭， 各资本家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 如果这个

家庭的财产是1万元， 那么， 这个成员拿多了， 那个

一、什么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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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就拿少了， 不会因为有一个成员拿多了， 家庭财

产就会超过1万元。

最后， 马克思说： “无论怎样颠来倒去， 结果都

是一样。 如果是等价物交换， 不产生剩余价值， 如果

是非等价物交换， 也不产生剩余价值。 流通或商品交

换不创造价值。” ①

既然在通流中不会产生剩余价值， 那么剩余价值

是从何而来的呢？ 整个资产阶级的财富是依靠什么办

法增长起来的？ 剩余价值虽然不能从流通中产生， 但

它的产生却不能离开流通。 资本家如果不把货币投入

流通， 那大钱是不会生小钱的， 1万元贮藏1万年还

是1万元； 同样， 资本家如果不把生产出来的商品投

入流通领域， 商品的价值就不能实现， 也就谈不上剩

余价值。 剩余价值的产生， 使货币转化为资本， 是离

不开流通领域的， 但又不是在流通领域产生的。

原来， 劳动力成为商品才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

关键。

资本家要让他手中的货币能够带来剩余价值， 从

而使货币转化成资本， 必须在市场上买到一种特殊商

品。 这种商品和其他商品不一样， 它在被消费的过程

什么是资本主义

① 《资本论》 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人民出版
社1972年9月版， 第1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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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能够创造出新的价值。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随着商品生产范围的日益扩

大， 出现了一种新的商品———劳动力。 这种商品正是

资本家为了创造剩余价值所要购买的特殊商品。

劳动力和劳动是不同的。

什么是劳动力呢？ 劳动力即人的劳动能力。 马克

思指出： “我们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 理解为人的身

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 每当人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

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 ①

至于劳动， 它并不是人的劳动能力， 而是劳动能

力的运用， 是价值的创造者， 它本身不是商品。 劳动

和劳动能力的区分， 我们可以用机床和机床的机械运

动之间的关系来加以说明。 机床， 它是具有作机械运

动的能力的， 但如果人们不去开动它， 那机床永远只

会静静地躺着， 犹如一堆废铁。 机床运动和机床的运

动能力是不同的， 它是机床运动能力的发挥。 资本家

购买工人的劳动力就是为了要工人进行劳动， 开动工

厂里的机器， 为他们生产出新的产品来。

作为劳动力， 它是和人类同一天诞生的， 但资本

家要在市场上找到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必须有相当的条

一、什么是资本

① 《资本论》 第1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3卷， 人民出版
社1972年9月版， 第1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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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首先， 劳动力的所有者必须在法律上成为自由

人， 只有这样， 他才可以自由地把劳动力当做商品来

出售。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劳动者是隶属于奴隶

主和封建主的， 他们没有人身自由， 那时劳动者是不

可能把自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来出售的。 在劳动力成

为商品的情况下， 劳动力的所有者是把自己的劳动力

当做财产来对待的， 而他在出售劳动力时又是自由

人， 因此劳动力的所有者在出售劳动力时， 是按照时

间一次一次地出售的， 他只让购买者在一定的时间内

暂时地支配他。 他今天可以在这里出售劳动力， 明天

可以到别处去出售劳动力。 如果劳动力的所有者把劳

动力一下子全部卖光， 那就等于出售了自己的身体，

就由自由人变成奴隶， 由商品所有者变成商品了。

劳动力的所有者除了劳动力外， 没有任何生产资

料和生活资料。 为了生活， 他只好出售劳动力， 受雇

于资本家。

当劳动者还有一小块土地或其他生产资料， 他还

能够出售自己的劳动产品时， 他就不会出卖劳动力，

他也就不是雇佣劳动者， 而是小生产者。 因此， 要把

货币转化为资本， 资本家必须在市场上找到具有两种

自由意义的自由的人： 一方面， 他是自由人， 能把自

己的劳动力当做商品来支配； 另一方面， 他没有别的

什么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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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 穷得一无所有。

劳动力成了商品， 也和其他商品一样， 具有使用

价值和价值。

商品是按照价值出售的， 而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

商品时所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劳动力这种

特殊商品的价值， 不外乎也是由生产这种商品时所费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 但这并不是说劳动力商

品和其他商品一样， 是人们用一定的时间直接把它制

造出来的， 而是保持生产劳动力这一商品所费的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 可以还原为生产那些为维持工人生存

所必需的消费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人要能够生

存， 能够劳动， 就要有吃的东西、 穿的衣服、 住的房

屋等， 只有满足了自己的需要， 至少是最起码的需要

以后才能劳动， 才能把劳动力再生产出来， 否则就会

饿死、 冻死。 那些用以满足劳动力再生产需要的东

西， 如粮食、 蔬菜、 衣服、 房屋等都是商品， 生产这

些商品都是要花费一定的劳动时间的。 所以， 劳动力

这种商品的价值是取决于生产那些满足劳动力再生产

所需要的消费品的价值。 生产那些消费品时所费的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 也就是生产劳动力这种商品时所费

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资本家为了使他们的工厂企业里能不断地有工人

一、什么是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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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活， 就不得不在劳动力的价值中加进工人抚养子

女的费用。 不然， 资产阶级的剥削对象就会中断。 因

此， 劳动力的价值还必须包括维持工人家庭生活所必

需的费用。 此外， 劳动力的价值还包括工人在训练本

领和学习技术上所支出的费用。 资本主义生产是机器

大生产， 资本家所需要的工人不仅仅是一般的具有劳

动能力的人， 而且是掌握着一定技术的人。 尤其是现

代化的生产更需要工人掌握一定的科学知识， 没有一

定的技术和知识， 许多劳动就不能胜任。 而要培养一

个有技术和知识的工人， 就需要经过一定的学习和训

练， 需要耗费一定的物质资料。 因此， 这种必要的工

人学习和训练的费用， 也要添加到劳动力的价值

中去。

马克思说： “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生产、 发展、 维

持和延续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来决

定的。”①

在同一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 或者在具有不同

生产发展水平的国家里， 由于社会经济、 文化条件的

不同， 工人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内容和数量是有区别

的， 因而劳动力的价值也就不同。 例如， 美国在20

什么是资本主义

① 《工资、 价格和利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 人民出
版社1995年6月版， 第1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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