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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的修订稿很多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断性质
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体完成,但是在⽂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的是⻢克思写摘要时惯⽤的语句:不讲究⽂
体,有随便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诙谐的措辞和⽤语,夹杂英法两种⽂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整⻚的英⽂。这是按照作者当
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
社会资本的再⽣产和流通,在⻢克思看来,⾮重写不可。以适应作者已经扩⼤的眼界
⻢克思多次对我说过,《资本论》第⼆卷和第三卷是献给他的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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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循环过程：
第⼀阶段：货币转化成商品：G-W{gold�-�wood？}
第⼆阶段：资本完成⽣产过程
第三阶段：商品转化成货币：W-G

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表⽰再⽣产

劳动⼒的价值或价格,是以⼯资的形式,即作为⼀个包含剩余劳动的劳动量的价格,⽀付给把劳动⼒当作商品出卖的劳动⼒所
有者的
货币资本和⽣产资本的互相转化
简单商品流通的⼀般形式：货币只是充当转瞬即逝的流通⼿段,只是充当商品和商品进⾏交换的媒介物

这种不合理在于: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劳动本⾝不能具有价值,从⽽,⼀定量劳动也不能具有在它的价格上,在它和⼀定量货币
的等价上表现出来的价值
劳动⼒⼀经出卖⽽和⽣产资料相结合,它就同⽣产资料⼀样,成了它的买者的⽣产资本的⼀个组成部分
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这种关系所以会发⽣,是因为劳动⼒实
现的条件——�⽣活资料和⽣产资料——�已经作为别⼈的财产⽽和劳动⼒的所有者相分离了
只有在资本主义⽣产的基础上,商品⽣产,商品⽣产才表现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产形式
资本主义的⽅式进⾏⽣产,必须经常备有专供⽀付⼯资⽤的货币
资本主义⽣产不仅⽣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产并且以越来越⼤的规模再⽣产雇佣⼯⼈阶级,把绝⼤多数直接⽣产者变
为雇佣⼯⼈
雇佣⼯⼈只能靠出卖劳动⼒来过活？
时候⼀到,�玫瑰花⾃然可以摘到时候⼀到,�玫瑰花⾃然可以摘到
劳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
,�因为⼯⼈不是资本家的奴⾪,�并且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定时间内对他的劳动⼒的使⽤
雇佣⼯⼈只能靠出卖劳动⼒来过活。劳动⼒的维持,要求每天进⾏消费
资本主义的商品⽣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需要⽽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种旧⽣产形式,�就越发⽣破
坏和解体的作⽤。�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们关⼼的主要事情,{消费主义}
不论⽣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产资料始终是⽣产的因素,凡要进⾏⽣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
任何商品⽣产的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产,�才成为⼀个划时代划时代的剥削⽅式,�这种
剥削⽅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变⾰,�并且不可⽐拟地
超越了以前的⼀切时期
G�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货币,⽽是明显地成了货币资本,�它表现为⼀个已经⾃⾏增殖的价值
价值的各部分本⾝是没有质的区别的,�除⾮它们表现为不同物品即具体物的价值
在货币上,�商品的⼀切差别都消灭了,�因为货币正是⼀切商品的共同的等价形式
作为⼀个已经增殖的价值的表现,和W′是同G′⼀个东西,�表现着同⼀个东西,只是形式不同⽽已
货币资本的循环货币资本的循环,�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产的统⼀
资本主义⽣产的动机就是赚钱。�⽣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必须⼲的倒霉事。�{因此,
⼀切资本主义⽣产⽅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种狂想病,�企图不⽤⽣产过程作媒介⽽赚到钱。

第⼀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第⼀篇：�资本形态变化及其循环
第⼀章：�货币资本的循环第⼀章：�货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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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流通,只是表现为周期更新的和通过更新⽽连续进⾏的再⽣产再⽣产的媒介
总流通表现的形式{ }和它在货币资本循环中具有的形式{ }相反
流通中断的货币就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上{消费是分散的}
全部过程的⽬的,发财致富�(�价值增殖)
货币资本不论是充当单纯的流通⼿段,�还是充当⽀付⼿段,�它的职能只是充当媒介
劳动⽣产率的不断变动是资本主义⽣产的特征,因此,价值⽐例的不断变动,正好是资本主义⽣产的固有现象
资本价值抛弃这种形式,是为了再取得这种形式{得到了却不满⾜的原因？}
商品的⼀⼤部分只是表⾯上进⼊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
⼀浪⼀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的潮流只是表⾯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的商品,
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付期限却已经到来。�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付,
或者为了⽀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关。同它有关的,只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
货币的绝对必要。于是危机爆发了{原因是信息传导不畅？}
货币资本停留在货币状态中,�都是运动中断的结果
资本主义⽣产的全部性质,是由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决定的
积累或规模扩⼤的⽣产,是剩余价值⽣产不断扩⼤,�从⽽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段,是资本家的个⼈⽬的,�并且包含在资本主义
⽣产的⼀般趋势中
他的资本的不断增⼤,�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
实际上,�剩余价值在正常情况下总要有⼀部分作为收⼊花掉,�另⼀部分则资本化

第⼆章�⽣产资本的循环第⼆章�⽣产资本的循环
W − G − W G − W − G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

(1)
(2)P...Ck...P
(3)Ck...P(W')
每⼀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媒介,
反之亦然
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的,是动机
P...�P循环不仅表现为⽣产资本的周期更新,⽽且在流通过程完成以前,�同样表现为它的职能即⽣产过程的中断
正常的⽣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
资本主义⽣产⽅式以⼤规模的⽣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规模的出售为前提
因为劳动⼒固然是⼯⼈的商品,�但只有卖给了资本家,�才变为资本
所谓信⽤经济本⾝只是货币经济的⼀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产者⾃⾝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式
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意经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流通的价值,�⼩于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
实际上必定是�“贱买贵卖”
他之所以卖得贵卖得贵,不是因为他的商品⾼于它的价值出售,⽽是因为所卖商品的价值⼤于它的⽣产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
只要假定动机不是发财致富本⾝,⽽是享受,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
资本家随着货币的积累,�把货币作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银⾏,�这就是属于信⽤范围的问题

资本在⽣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产时间
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
⽆论在哪⼀种情况下,�⽣产资料都不起劳动吸收器的作⽤
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
流通时间和⽣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
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资本的⽣产效率就越⾼,�它的⾃⾏增殖就越⼤
周转时间包含⽣产时间或再⽣产时间
⼀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它的物理性能对于它作为商品的流通时间的绝对限制越⼤,�它就越不适于成为资本主义⽣产的对象

⽣意⼈碰在⼀起,�就象�“�希腊⼈遇到希腊⼈就发⽣激战�”�⼀样
第三者当然不是因为爱上资本家的美丽的眼睛⽽让他们⽀配⾃⼰的劳动⼒
使别⼈为⾃⼰劳动的资本家
当独⽴的⼩商品⽣产者⼩商品⽣产者把他们的⼀部分时间耗费在买卖上的时候,�这种时间或者在他们的⽣产职能的间歇期间耗费的时间,
或者是他们的⽣产时间的损失
劳动时间除了耗费在实际的买卖上外,�还耗费在簿记上
⽆论是在⽣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产
者的头脑中
,�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也就越少。{银⾏业务}
不管⼀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式,是要进⼊个⼈消费或⽣产消费的使⽤价值
作为商品,�它的价值观念地存在于价格中,�这个价格丝毫不改变它的现实使⽤形式
在资本主义⽣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般形式,�绝⼤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产的,�从⽽必须取得货币形式
⼀切追加价值的劳动也会追加剩余价值,�并且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总要追加剩余价值
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
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或停留在市场上时，产品形成商品储备
要求⼀定量商品�(�⽣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什么是市场？所有处在可交易状态的thing、place}

第三章�商品资本的循环第三章�商品资本的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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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第四章�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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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市场上找到
它只是商品,不过是作为资本价值存在形式的商品
,�社会上绝⼤部分⼈变为雇佣⼯⼈,�他们靠挣⼀⽂吃⼀⽂过活
储备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相对地就越少
不管产品储备的社会形式如何,�保管这种储备,�总是需要费⽤
⾮⾃愿储备是由流通停滞造成的
⼀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产⽣的流通费⽤,�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
A�卖给B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
物品的使⽤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
⼀切产品的绝⼤多数转化为商品,�其次⼜因为远⽅的市场代替了当地的市场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它⼜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
为了流通过程⽽继续。



资本主义⽣产的决定⽬的,�总是预付价值的增殖
⽣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产⽅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
段,�同样,�再⽣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增殖的价值来再⽣产的⼿段
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的⾏为,⽽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
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是他必须预付他的资本,以便使它增殖并回到它原来形式的时间
资本的周转时间在不同的投资部⻔是不同的
正如⼯作⽇是劳动⼒职能的⾃然计量单位⼀样,�年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转的⾃然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的⾃然基础
是,在温带这个资本主义⽣产的祖国,�最重要的农产品都是⼀年收获⼀次。

,�它在⼀个或⻓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着相同的职能。�例如⼚房、�机器等,�总之,�凡是称
作劳动资料的东西,�都是这样
⼀部分资本是以不变资本不变资本的形式即⽣产资料的形式预付预付的
我们曾经⼀般地说过,�全部资本价值是处在不断流通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切资本都是流动资本
同⼀个使⽤价值既作为产品从⼀个劳动过程出来,⼜作为⽣产资料进⼊另⼀个劳动过程
在其他⼀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资料固定性的程度随着劳动资料的耐久性的增加⽽增加
不管劳动过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每⼀个劳动过程中的⽣产资料都分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者只有在
资本主义⽣产⽅式下才成为资本
它是不是�固定资本固定资本�,�就要根据它的职能的不同来决定
在劳动资料执⾏职能的过程中,�它以实物形式存在的那部分价值不断减少,⽽它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部分价值则不断增加,
⼀直到它的寿命完结,�它的全部价值和它的⼫体脱离,�转化为货币为⽌。
劳动⼒则通过劳动过程,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加进产品
要使连续⽣产的循环不致中断,�这个等价物就必须不断地由货币再转化为劳动⼒
当⽤⼀张纸就能换来“雇佣劳动”。你就放弃了⾃由，接受了役使
⽣命诚可贵，爱情价更⾼，若为⾃由故，⼆者皆可抛
为什么要接受“这种交换”呢？
因为⼤家都接受这张纸的购买⼒，所以⼤家都接受这张纸的购买⼒
真的能做到不随波逐流吗？
2018年7⽉13⽇，中国⼈⺠银⾏发布【2018】10号公告，任何单位和个⼈不得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
等⽅式拒收现⾦

真正的问题是：钱是什么？
⼀张纸就能驱动社会运转，没有⼈为此感到惊讶！！！！

资本家为使⽤劳动⼒⽽⽀付给⼯⼈的货币,实际上只是⼯⼈必要⽣活资料的⼀般等价形式
问题在于： ⾮等价交换
资本投⼊==资本产出-利润；劳动付出！=劳动回报

资本家购买的,不是⼯⼈的⽣活资料,⽽是⼯⼈的劳动⼒本⾝
资本就像指环王⾥的�咕噜

是⼯⼈⾃⼰把出卖劳动⼒所得的货币转化为⽣活资料,以便把⽣活资料再转化为劳动⼒,以维持⾃⼰的⽣命
因为⼀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的,⽽是取决于单个资本家从事活动时的千差万别的情况、资财等等。�由此就产⽣了
⽣产⼒的巨⼤浪费
真正的修理或修补劳动,�需要⽀出资本和劳动

第⼆篇�资本周转第⼆篇�资本周转
七、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七、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资本 ↔ 雇佣劳动



正象⼀个⽼年⼈,为了防⽌不到时候就死去,必须⽐⼀个年轻⼒壮的⼈⽀付更多的医药费
在所有的价值决定上⼀样,�起决定作⽤的是平均数
社会现有的货币总有⼀部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另⼀部分则执⾏流通⼿段或直接流通的货币的直接准备⾦的职能,�但
是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段的⽐例却在不断地变化

在计算预付⽣产资本的总周转时,�我们把它的全部要素固定在货币形式上,�这样,回到货币形式就是周转的终结
⼀⽅⾯,�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另⼀⽅⾯,�⽣产资料的不断变⾰——�这种变⾰也随着资本主义⽣产⽅式的发展
⽽不断加快——�⼜使它缩短
可以认为,�⼤⼯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的这个⽣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年
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个时期
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或多或少地是下⼀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斯克罗普这⾥提到的信⽤制度,�和商业资本⼀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会使周转发⽣变化。按社会规模来说,�信⽤制度只有
在不仅加速⽣产,⽽且也加速消费的情况下,�才会使周转发⽣变化

固定资本的⼀次周转,�总是包含流动资本⼀次以上的周转
固定资本的价值是⼀部分⼀部分地流通的,�因此,必须⼀部分⼀部分地在或短或⻓的时间内补偿,以实物形式再⽣产出来。
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变换,�价值从⼀个形式到另⼀个形式的单纯转化,�怎么会产⽣利润
{界定定义部分：跳过跳过}
周转包含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产

跳过

⽣产⾏为持续时间的差别,在资本⽀出⼀样多的时候,必定引起周转速度的差别,�从⽽引起既定资本的预付时间的差别。
固定资本是为较⻓时间预付到⽣产过程中去的,�也许要经过许多年才有更新的必要
周转时间等于资本的⽣产时间和流通时间之和
预付时间可以延⻓,⽽预付资本量不必因此按⽐例增加
除了单个资本家,⼜有联合的资本家(股份公司),�同时信⽤制度也发展了
他经营的企业,�竟超出他本⼈的财产⼆⼗倍到五⼗倍。�这笔基⾦⽤抵押的办法借来
建筑本⾝的利润是极⼩的;�建筑业主的主要利润,是通过提⾼地租,�巧妙地选择和利⽤建筑地点⽽取得的
他可以不⽤⾃⼰的资本⽽⽤别⼈的资本来预付、�来冒险
在印度,�⼈的补充⽐⽜的补充容易,�这听起来似乎是残酷⽽悲惨的,�但情况确是如此《答复,�东印度。�⻢德拉斯和奥⾥萨的
饥荒》�第4号第44⻚

劳动时间始终是⽣产时间,�即资本束缚在⽣产领域的时间
俄国：有些村庄,�那⾥所有的农⺠世世代代都是织⼯、�⽪匠、�鞋匠、�锁匠、�制⼑匠等等
在⼤部分真正的⼯业部⻔,�采矿业、�运输业等等,�⽣产是均衡地进⾏的,�劳动时间年年相同
每⼀种改良,只要会减少在劳动资料、�原料和劳动⼒上的⾮⽣产⽀出,�也就会降低产品的价值
必须有⼀定量的要⽤在⽣产上的⽣产资料处于或⼤或⼩的储备状态,以便逐渐进⼊⽣产过程

商品的销售市场和⽣产地点的距离,是使出售时间,�从⽽使整个周转时间产⽣差别的⼀个经常性的原因
在商品运往市场的全部时间内,�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的状态
凡是按其产品性质来说主要靠在当地找销路的⽣产部⻔,例如啤酒业,在⼈⼝聚集的主要中⼼会得到最⼤规模的发展。在

九、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九、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重农学派&&亚当·斯密⼗、重农学派&&亚当·斯密

⼗⼀、李嘉图⼗⼀、李嘉图

⼗⼆、劳动期间⼗⼆、劳动期间

⼗三、⽣产时间⼗三、⽣产时间

⼗四、流通时间⼗四、流通时间



这⾥,�由于资本周转更为迅速,�⼀些⽣产条件�(例如建筑⽤地等等)�的昂贵就部分地得到补偿。
随着资本主义⽣产的进步,�交通运输⼯具的�发展会缩短⼀定量商品的流通时间,�那末反过来说,�这种进步以及�由于交通运输
⼯具发展⽽提供的可能性,⼜引起了开拓越来越远�的市场,�简⾔之,�开拓世界市场的必要性
海外贸易,⼀般说来也是真正的信⽤制度的源泉之⼀
由此引起的周转的差别周转的差别,是各种信⽤期限的物质基础之⼀
购买时间,�或者说,资本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产资本要素的时间
市场距离所造成的资本束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时间的延⻓,�直接造成货币回流的延迟,�因⽽也延迟了资本由货币资本到⽣
产资本的转化
经济学家总爱忘记,�企业所需资本的⼀部�分不仅不断交替地通过货币资本、⽣产资本和商品资本这三种形�式,⽽且这⼀资
本的各个部分不断地同时具有这三种形式,尽管这�些部分的相对量是不断变化的

因为按照不同企业中⽣产的发展,�投资有⼀个标准最低限额,�达不到这个限额,�⼀个企业就没有竞争能⼒。�这个标准最低限
额本⾝,�随着资本主义⽣产的发展⽽不断增⻓,�因此不是固定的
必需⽤来保持流通时间内⽣产的连续性的�追加资本,不是由⼀年内流通时间的总量或总数决定的,⽽只是由�流通时间和周转
期间之⽐决定的。�(�当然,�这⾥假定全部周转是在�相同的条件下进⾏的。
在考察社会总资本时,�这个追加资本会不断地有相当⼤的部分⻓期处于货币资本的状态
,�资本这样分为原有⽣产资本和追加资本,�其结果就�是:�各个劳动期间有不间断的连续性,�预付资本的⼀个等量部分作�为⽣
产资本不断地执⾏职能
对于周转这个机构根本⼀窍不通的经济学家,�总是忽视这⼀要点:�⽣产要不间断地进⾏,�产业资本就始终只能有⼀部分实
际上加⼊⽣产过程。�当⼀部分处在⽣产期间的时候,�另⼀部分必须总是处在流通期间。换句话说,�资本的⼀部分,只有在
另⼀部分脱离真正的⽣产⽽处于商品资本或货币资本形式的条件下,�才能作为⽣产资本执⾏职能。�忽视这⼀点,�也就完全
忽视了货币资本的意义和作⽤。
:�劳动⼒虽然在劳动期间�(⽐如说每周)�开始时购买并被消耗掉,�但是它的报酬要到周末才⽀付
在假定劳动期间⼤于流通期间的场合,�⽆论如何,在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个货币资本游离出来
只要流通期间不是劳动期间的简单倍数,每个劳动期间结束时,总会有资本游离出来
在所研究的⼀切情况中,�我们都假定,在这⾥考察的任何⼀个企业中,�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全年不变
为了使第⼀个劳动期间⽴即由第⼆个劳动期间继续下去,�资本必�须重新预付和转化为⽣产资本的流动要素,�并且它的量要
⾜够填�补为第⼀个劳动期间预付的流动资本的流通期间所形成的空隙
1.在劳动期间和流通期间相等,�即周转期间分为相同的两部分的时候;2.在流通期间⽐劳动期间⻓,�但同时⼜是劳动期间的简
单倍数,�从⽽流通期间=n倍劳动期间,⽽n⼜是整数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依次预付的资本没有⼀个部分游离出来
以货币资本形式游离出来的资本,�⾄少要等于投在⼯资上的可变资本部分;�它的最⾼限度可以包括全部游离资本。事实上,
它是不断地在这个最低限度和最⾼限度之间来回变动。
货币资本过剩是能够发⽣的,�并且这不仅是指货币资本的供给⼤于需求;�这种过剩始终只是相对的过剩,
这种追加资本只能从货币市场取出。只要流通期间在⼀个或更多的⼤⽣产部⻔延⻓,�这就可能给货币市场造成压⼒,�除⾮这
种影响为其他⽅⾯的反作⽤所抵销
⻢克思虽然精通代数,�但他对数字计算,特别是对商业数字的计算,�还不太熟练
在第⼀个周转结束以后,�照例经过⼀段和劳动期间的⻓短相等的间隔时间,�就会有⼀个劳动期间所必需的资本，以货币形式
流回到资本家⼿⾥
⼀⽅⾯,�产业资本的⼀个可观的部分必须不断处于货币形式;另⼀⽅⾯,�⼀个更加可观的部分必须暂时取得货币形式
以上我们⼀⽅⾯假定价格不变,�⽣产规模不变,�另⼀⽅⾯假定流通时间缩短或延⻓
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
资产价格下跌-�>投⼊⽣产的资本需求减少->利润降低利润降低->增加投⼊->产品进⼀步过剩->利润降低利润降低
货币供应收紧->融资成本上升->利润减少利润减少->.......
从⽣产和流通两个⽅⾯都会:加剧竞争

同⼀棉花,�作为⽣产储备堆在⼯⼚主仓库⾥的时间短了,�作为商品堆在棉花商⼈货栈⾥的时间就⻓了
如果这种价格下跌不是由于偶然的情况�(特⼤丰收或供给过剩等等)�造成,⽽是由于提供原料的部⻔的⽣产⼒的提⾼造成
的,�那末,�这个货币资本就会成为货币市场的⼀个绝对的追加,�成为在货币资本形式上可供⽀配的资本的⼀个绝对的追加,
因为它不再是已经使⽤的资本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了
如果产品价格下跌,资本会丧失⼀部分,从⽽�必须由货币资本的新的预付来补偿。卖者的这种损失可以使买者�得利。�如果

⼗五、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五、周转时间对预付资本量的影响



产品的市场价格只是由于偶然的⾏情变化⽽下跌,以�后⼜提⾼到它的正常的⽔平,那买者就会直接得利

我们把⼀年内⽣产的剩余价值总额和预付可变资本的价值额之⽐,称为年剩余价值率年剩余价值率
⽣产剩余价值的,只是劳动过程中实际使⽤的资本
剩余价值⽣产的规律是:在剩余价值率相等时,�执⾏职能的等量可变资本⽣产等量的剩余价值。
这就好象⼀个塔勒流通了10次,�虽然它起了10个塔勒的作⽤,�但它始终只是⼀个处在流通中的塔勒。�它经过每次转⼿,�到⼈
⼿⾥仍旧是⼀个塔勒的价值{流通速度的意义?}
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的形式
由于周转期间⻓短不同,在劳动剥削程度相等时,为了推动同量的⽣产流动资本和同量的劳动⽽必须预付的货币资本量是极
不相同的
如果我们设想⼀个社会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那末⾸先,�货币资本会完全消失,�因⽽,�货币资本所引起的
交易上的伪装也会消失。�问题就简单地归结为:社会必须预先计算计算好,�能把多少劳动、⽣产资料和⽣活资料⽤在这样⼀些
产业部⻔⽽不致受任何损害,�这些部⻔,�如铁路建设,在⼀年或⼀年以上的较⻓时间内不提供任何⽣产资料和⽣活资料,不
提供任何有⽤效果,�但会从全年总⽣产中取⾛劳动、⽣产资料和⽣活资料。�相反,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社会的理智总是事后
才起作⽤才起作⽤,因此可能并且必然会不断发⽣巨⼤的紊乱。
资本主义⽣产⽅式中的⽭盾:⼯⼈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商品——�劳动⼒——�的卖者,�资
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度
这个时候,�通常是欺诈盛⾏欺诈盛⾏,�资本会发⽣⼤规模转移。投机家、�承包⼈、�⼯程师、�律师等⼀伙⼈,�会发财致富。�他们引起
市场上强烈的消费需求,�同时⼯资也会提⾼。�⾄于⻝品,�那末,�农业当然也会因此受到刺激。�但是,�因为这些⻝品不能在⼀
年内突然增多,�所以它们的输⼊,�象⼀般外国⻝品�(咖啡、�砂糖、�葡萄酒)�和奢侈品的输⼊⼀样,�将会增加。因此,在进⼝业
的这个部分,�就会发⽣输⼊过剩和投机的现象。
出现贸易逆差的市场和出现贸易顺差的市场会同时发⽣危机。�这种现象还可以更加复杂化
在货币市场上作为危机表现出来的,实际上不过是表现⽣产过程和再⽣产过程本⾝的失常
在⼀年周转多次的场合,�可变流动资本或不变流动资本的⼀个要素可以由它本⾝的产品供给,例如煤炭⽣产,�服装业等等

以上我们知道,�即使⼀年内⽣产的剩余价值量相等,�周转期间的差别也会引起年剩余价值率的差别。
剩余价值的资本化,�积累,必然⼜会有差别,⽽且只要剩余价值率不变,�⼀年内⽣产的剩余价值量也必然会有差别
不仅积累的资本,⽽且连⼀部分原预付资本,也可以仅仅是资本化的剩余价值
⼀旦信⽤发展起来,�原预付资本和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就更加复杂
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按其实际内容来说,�就是规模扩⼤的再⽣产过程,⽽不论这种扩⼤是从外延⽅⾯表现为在旧⼯⼚
之外添设新⼯⼚,�还是从内含⽅⾯表现为扩充原有的⽣产规模。
,�除了实际的积累或者剩余价值向⽣产资本的转化�(以及与此相适应的规模扩⼤的再⽣产)以外,�还进⾏着货币积累
随着资本主义⽣产的发展,�信⽤制度也同时发展起来。�资本家还不能在⾃⼰的企业中使⽤的货币资本,�会被别⼈使⽤,⽽他
从别⼈那⾥得到利息。
经济危机发⽣的必然性:
债券有固定期限,到期还本付息还本付息.复杂三⻆债,⻛险积累
债券负利率负利率不就解决了吗?不,负利率就是在逼资本进⾏买涨买跌式投机
其迫使⼈们在"短期的⾎本⽆归"和"⻓期的⾎本⽆归"间选择.
上⼀点就是今天⽇本,欧盟的17万亿负收益债券没有崩溃的原因
但是,量变产⽣质变,⼈们不能承受的临界点在那?

在所有这些场合,只要它是未来的资本未来的资本,�它就是资本家对社会未来的追加的年⽣产所持有的追加的和备⽤的法律证书
社会的实际积累,�同⼈类的⽣产⼒相⽐,�甚⾄同⼀代⼈在仅仅⼏年内的⽇常消费相⽐,�⽆论就数量或作⽤来说,�都占极⼩的⽐
例
在所谓的积累的财富中,�有很⼤⼀部分只是名义上的财富名义上的财富,�它不是实物.⽽只是法律证书只是法律证书,�对社会未来的年⽣产⼒的索取权,
即在不安全的措施或制度下产⽣并且永久化的法律证书......
为了使这个表⾯上巨⼤的现有资本,�或者确切地说,为了使借助于这个资本取得的对年劳动产品⽀配权和独占权,在强制分配
的现状下保持下来,�并使之永久化,�这整个可的机构、�连同它的恶习罪⾏和不安全的痛苦,�就都要永久化
不先满⾜必要的需要,�就不能有任何积累不先满⾜必要的需要,�就不能有任何积累;�⽽且⼈类愿望的巨流是追求享受;�因此,在任何时候,�社会的实际财富的数量,�相对

⼗六、可变资本的周转⼗六、可变资本的周转

⼗七、剩余价值的流通⼗七、剩余价值的流通



地说,�都是微不⾜道的。�这是⽣产和消费的永久的循环这是⽣产和消费的永久的循环。在这庞⼤的年⽣产和年消费中,�⼀点点实际积累⼏乎算不了什么
⼈们的注意⼒主要不是放在巨⼤的⽣产⼒上,⽽是放在⼀点点积累上。�⽽这⼀点点积累已经为少数⼈所占有,�转化为⼀种⼯
具,以占有⼤多数⼈劳动的每年不断反复⽣产的产品。�因此,�对这些少数⼈来说,�这样⼀种�⼯具就变得⾮常重要
正是这种永恒的消费,不仅是⼀切享受的条件,⽽且也是整个⼈类⽣存的条件。�这个年产品的量和分配,�应该⾸先成为研究
的对象。�实际积累只有⾮常次要的意义
和维持这个现有的分配⽅式现有的分配⽅式相⽐,整个⼈类不断反复发⽣的贫困或昌盛,整个⼈类不断反复发⽣的贫困或昌盛,�被认为是不值⼀顾的。�他们要永远维持强权、�欺强权、�欺
骗和冒险骗和冒险的结果,�把这叫做安全安全。为了维持这种虚假的安全虚假的安全,�⼈类的全部⽣产⼒�⼈类的全部⽣产⼒就毫不怜惜地被当作牺牲品牺牲品了
⼯资,�即预付可变资本的货币形式
不是通过它的价值以货币形式再从流通中取出,⽽是通过追加的新⽣产的货币补偿的
⾦的⽣产者直接⽤他的⼯⼈⾃⼰⽣产的⾦的⼀部分付给他的⼯⼈
问题不在于剩余价值从何⽽来,⽽在于剩余价值借以货币化的货币从何⽽来?
资本家投⼊流通的商品资本,�⽐他在劳动⼒和⽣产资料形式上已经从流通中取出的⽣产资本,�具有更⼤的价值
⼀个国家的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货币额从何⽽来?
,�就⼯⼈投⼊流通的货币来说,⼯⼈只是第⼆步的起点,�资本家才是第⼀步的起点
⽆中不能⽣有。�整个资本家阶级决不能从流通中取出他们以前没有投⼊流通的东西。
,�资本家之所以是资本家,�也在于他能靠⾃⼰占有的资⾦⽣活到剩余价值流回的时候。
如果资本主义⽣产者可以随意提⾼他们的商品价格,�那末,�即使在⼯资没有提⾼的情况下,�他们也能这样做,⽽且会这样做。
在商品价格跌落的情况下,⼯资也就永远不会提⾼。
⼀旦这种收缩或这种均衡过程发⽣了,在⽣活资料的价格提⾼的情况下,�就会不断地从奢侈品的⽣产部⻔中抽出资本,�把这
些资本追加到⽣活资料的⽣产上,�⼀直到需求满⾜时为⽌
⼯资提⾼是商品价格提⾼的结果,不是它的原因
货币从⼀个⼈⼿中消失,必然会在另⼀个⼈⼿中出现
资本周转的加速本⾝就包含着货币流通的加速
资本主义⽣产是和它的条件同时发展的,�其中条件之⼀就是贵⾦属有⾜够的供给
如果积累以规模扩⼤的再⽣产的形式发⽣,�那末很明显,�它对于货币流通不会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资本主义⽣产按它现在的规模,�没有信⽤制度,只有⾦属流通,�能否存在。显然,不能存在。
这⾥积累的货币,是已经出售的商品的货币形式,积累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是相应地卖⽽不买。
我们的假定,�资本主义⽣产已经取得了普遍的和唯⼀的统治,�除了资本家阶级外,只有⼯⼈阶级
在资本主义⽣产的基础上,贮藏货币本⾝从来不是⽬的,⽽是结果,�或者是流通停滞的结果,或者是由资本周转决定的积累的
结果;�或者,�最后,贮藏货币仅仅是暂时以潜在的形式形成的货币资本,�⽤来执⾏⽣产资本的职能
由于流通中的各种冒险⾏为,�⼀个资本家夺取了其他资本家的⼀部分剩余价值,�甚⾄夺取了他们的⼀部分资本,�因此,在货币
资本和⽣产资本上发⽣了⽚⾯的积累和集中



资本的直接⽣产过程,�就是资本的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商品产品,�它的决定性动机是⽣产剩余价值
资本的再⽣产过程,既包括这个直接的⽣产过程,�也包括真正�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也就是说,�包括全部循环。�这个循环,�作
为�周期性的过程,�即经过⼀定期间不断地重新反复的过程,�形成资本�的周转
每⼀单个资本只是社会总资本中⼀个独⽴的、�可以说赋有个体⽣命有个体⽣命的部分
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
现在,�我们就要考察作为社会总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各个单个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过程的总体就是再⽣产过程再⽣产过程的形式),�也就
是考察这个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过程
把货币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个组成部分来考察
商品⽣产以商品流通为前提,⽽商品流通⼜以�商品表现为货币,以货币流通为前提;�商品分为商品和货币的这种�⼆重化,是
产�品表现�为商�品的�规律
在外延⽅⾯或内含⽅⾯按不同程度发挥作⽤
在资本主义⽣产的基础上,历时较⻓范围较⼴的事业,要求在较⻓时间内预付较⼤量的货币资本
这个限制被信⽤制度和与此相联的联合经营�(例如股份公司)�打破了。�因此,�货币市场的混乱会使这类企业陷于停顿,⽽这类
企业反过来也会引起货币市场的混乱。
在社会公有的⽣产中,�货币资本不再存在了。社会把劳动�⼒和⽣产资料分配给不同的⽣产部⻔。⽣产者也许会得到纸的
凭�证,以此从社会的消费品储备中,�取⾛⼀个与他们的劳动时间相当�的量。�这些凭证不是货币。�它们是不流通的

重农学派,亚当斯密,李嘉图
该部分跳过

考察社会在⼀年间提供的商品产品
⽣产资料⽣产资料:�具有必须进⼊或⾄少能够进⼊⽣产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消费资料消费资料:�具有进⼊资本家阶级和⼯⼈阶级的个⼈消费的形式的商品
可变资本可变资本。�从价值⽅⾯看,�这个资本等于该⽣产部⻔使⽤的社会劳动⼒的价值,�也就是等于为这个社会劳动⼒⽽⽀付的⼯
资总额
不变资本不变资本�,�即该部⻔在⽣产上使⽤的全部⽣产资料的价值。这些⽣产资料本⾝⼜分成固定资本:�机器、�⼯具、�建筑物、�役
畜等等,�流动不变资本:�⽣产材料,�如原料、�辅助材料、�半成品等等。
每⼀次危机都会暂时减少奢侈品奢侈品的消费
商品卖不出去,�⽆⾮是找不到有⽀付能⼒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付能⼒的消费或缺少有⽀付能⼒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
只不过让⼯⼈阶级暂时享受⼀下相对的繁荣相对的繁荣,⽽这种繁荣往往只是危机⻛暴的预兆
简单再⽣产简单再⽣产实质上是以消费为⽬的的
虽然货币在流通中或多或少地要经过各种⼈之⼿,�但⼤量的流通货币却属于以银⾏等形式组织和积聚的货币资本部⻔货币资本部⻔
⼯⼈阶级不得不挣⼀⽂吃⼀⽂,不能给产业资本家提供任何⻓期的信贷
在简单再⽣产的前提下,�每年⽣产的消费资料的总价值,�等于年价值产品,�即等于社会劳动在当年⽣产的全部价值
⽣产资料只有通过加到它上⾯的、⽤它来进⾏操作的活劳动,�才能转化为新的产品,�转化为当年的产品
只要作为⼀个整体来考察,�便会失掉它这种独特的历史的经济的性质
同⼀个货币在买者⼿中有⼀种⽤途,在卖者⼿中有另⼀种⽤途,�这是⼀切商品买卖都有的现象。
劳动⼒劳动⼒是他为了⽣存⽽能够不断出卖和必须不断出卖的唯⼀商品唯⼀商品
这种货币沉淀反复发⽣,�直到年数不等的再⽣产时期结束为⽌
尽管是规模不变的再⽣产,�但危机——�⽣产危机——�还是会发⽣
对外贸易对外贸易�既然不是单纯补偿各种要素�(�按价值说也是这样),�它就只会把⽭盾推⼊更⼴的范围,为这些⽭盾开辟更⼴阔的活动
场所

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产和流通第三篇�社会总资本的再⽣产和流通
⼗⼋、导⾔⼗⼋、导⾔

⼗九、前⼈阐述⼗九、前⼈阐述

⼆⼗、简单再⽣产⼆⼗、简单再⽣产



在资本主义⽣产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只有美国是⾦和银的⽣产者。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乎所有的⾦以及绝⼤部分银都是
从澳⼤利亚、�美国、�墨西哥、�南美和俄国得到的
⼀部分剩余价值要作为贮藏货币贮存起来

没有货币,�这些商品还是存在,�并且,�⽆论货币周转⼀次或周转⼗次,�货币总是货币
货币资本是要⽤来扩充它们的正在执⾏职能的资本,�还是要⽤来创⽴新的⼯业企业�(�这是扩⼤⽣产的两种形式)
在信⽤制度信⽤制度下,�所有这些可能的资本,�由于它们积聚在银⾏等等的⼿中,⽽成为可供⽀配的资本、�“�可贷资本�”�、货币资
本,⽽且不再是被动的东西,不再是未来的⾳乐,⽽是能动的,⽣利的东西(在这⾥,⽣利的意思就是增⻓),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
为什么⼈们对此感到⼼满意⾜
这种平衡只有在如下的前提下才能保持:�单⽅⾯的买的价值额要和单⽅⾯的卖的价值额互相抵销
过程本⾝的复杂性,�呈现出同样多的造成过程失常的原因。
如果只考察价值量,�扩⼤再⽣产的物质基础是在简单再⽣产内部⽣产出来的
追加货币资本的形成和⼀个国家现有贵⾦属的数量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因果关系的
货币资本的分裂是指:完全离开原有的资本,以便作为新的货币资本投⼊⼀个新的独⽴的企业。
国内现有的货币量�(�假定流通速度等等不变),既要⾜以适应能动的流通的需要,�也要⾜以适应贮藏货币的储备的需要
事实上,�剩余价值的⼀部分作为收⼊花掉,�另⼀部分则转化为资本。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有实际的积累
诚然,追加的可变货币资本⾸先是投在追加的劳动⼒上;但是这种劳动⼒向那些从事货币贮藏,�持有追加的、供⼯⼈消费的消
费资料的⼈购买⽣活资料。�同这些⼈的货币贮藏相适应,�货币不会不会从他们⼿⾥回到它的起点,�他们会把货币积累起来。

⻢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该书于1859�年6⽉在柏林出版�(⻅《⻢克思恩格斯全集》中⽂版第13卷第3—177⻚
恩格斯本来打算把⻢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但没有能够实现
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者——�⼗九世纪七⼗年代产⽣的德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流派。�讲坛社会主义者(古斯达夫
·施穆勒、�路约·布伦坦诺、�阿道夫·⽡格纳、�卡尔·毕歇尔、�威纳尔·桑巴特等⼈)是⻢克思主义的死敌,是资产阶级改良
主义的代表。
印加国是保存着很多原始社会残余的奴⾪占有制国家。�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的基础是共同占有⼟地和牲畜的⽒族公社或
村社�(�A�ylla�)�。�印加国的繁盛时期,是从⼗五世纪末⼀直到⼗六世纪三⼗年代被西班⽛占领和完全消灭为⽌。�当时它曾
扩展到今⽇的秘鲁、�厄⽠多尔、�玻利维亚和智利北部
《摩拿法典》�——�是古印度的⼀部关于宗教、�法律和礼仪的戒律的集成,�这些戒律按照婆罗⻔教义规定了每个印度⼈的义
务。据印度传说,�这部�法典是出⾃神话中的⼈类始祖摩拿之⼿
资本论第三卷研究资本主义信⽤制度

⼆⼗⼀、积累和扩⼤再⽣产⼆⼗⼀、积累和扩⼤再⽣产

⼆⼗⼆、卷⼆�注释⼆⼗⼆、卷⼆�注释



⽣产⼒进步并不是⻬头并进,⽽是参差不起.想农业,纺织业...

资本究竟是什么？资本究竟是什么？�{购买⼒？劳动⼒占有？}
⻢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原因是：�⽣产过剩⽣产过剩
许⼩年认为原因是：央⾏不恰当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
还有中说法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
本⼈则觉得是：�恶性竞争恶性竞争,依据
危机是⼀个恶性循环，因此危机爆发的原因⼀定在这个环上
环：银⾏资⾦紧张->企业负债->个⼈消费下降->银⾏...

1825⾦本位时期应该没有没有央⾏货币政策的影响(除⾮硬说,⾦银的稀缺性导致⻓期紧缩)
2001年阿根廷,洗劫中产,两极分化排除{数据待查}
1988年,中国倒爷盛⾏,不存在⽣产过剩

灵感来源:众狗抢⻝;�-三种供求情况：
供给垄断(供需:1对多)->价格⾼;
需求垄断(供需:多对1)->价格低;
供需平衡(供需:多对多)->价格稳定

似乎存在⼀个财富分配{贫富差距}平衡点平衡点：
贫富差距过⼤，⼤多数⼈的⼿⾥没钱，⼿⾥有钱的⼈追求利润不会将⼤部分的钱⽤于⽇常消费；因此社会需求⽐通常
情况下⼩很多
贫富差距过⼩，⼤家⼿⾥都有钱但钱都不多，⼤项⽬难以形成有效投资；没有国际竞争⼒

政治书上讲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做？
⼈们不知道怎么做是因为“是什么”都没搞懂？
L.T.D公司是什么？
保险是什么？
媒体是什么？
为什么政治课不讲资本论呢？没时间？

信息不对称的领域：⾦融——林毅夫
历史上看,世界并没有出现资本论中所说的

是⽣产⼒发展的不够还是理论存在缺陷?
从1820年到现在的两百年中,世界经济从⻓期紧缩⻓期紧缩到⻓期通胀⻓期通胀,由⾦银本位⾦银本位到主权货币主权货币,⼗年⼀次的经济危机并没有停⽌,也
没有明显延⻓,可⻅危机的本质并不是央⾏的糟糕的货币政策,因此"许⼩年"的危机解释有瑕疵!
资本是依靠过去满⾜现在的需求,信⽤是依靠未来满⾜现在的需求,⼈们为什么不⽤现在满⾜现在的需求?
交换存在的的普遍必然性?即个⼈⽣产⽆法满⾜需求
分配⽅式的不平均?不公平社会制度

为什末⼀定要⽤钱作为交换的中介呢?
既然外汇之间有⽐价,⼤宗商品间为什么不能物物交换呢?
原有的市场难以形成物物交换之间的定价,现在通过⽹络应该可以形成物物交换⽐价的定价形成机制.因为市场⾜够⼤

问题&&想法问题&&想法

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 = 社会全体

即以农民为代表的小有产者长期存在,城市化并不充分

卷⼀的注释卷⼀的注释



《资本论》�是⻢克思的主要著作。⻢克思写这部著作花费了四⼗年的时间,�从四⼗年代初起直到他逝世。
1843年底,�⻢克思在巴黎开始系统地研究政治经济学
他深刻⽽全⾯地研究了国⺠经济史和各国特别是英国当时的经济
在这⼀时期,�他感兴趣的�有⼟地所有制的历史和地租地租理论、�货币流通和价格价格的历史与理论、�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技术史技术史和⼯艺史⼯艺史
以及农艺学农艺学和农业化学的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认为有⽆数的世界。�这些世界是按照它们本⾝的⾃然规律产⽣和存在的。�神虽然存在,�但存在于世
界之外,�存在于世界之间的空隙中,对宇宙的发展和⼈的⽣活没有任何影响
1347�年⾄1350�年西欧⿏疫流⾏。�根据现有资料,�当时死于⿏疫的约有⼆千五百万⼈,�占西欧总⼈⼝的四分之⼀
“危险在于迟缓”
“确实什么也没有学到”
傅⽴叶把⼯⼚叫做�“温和的监狱”
好�话能遮丑
规定即否定

计划结构

政治经济学批判

《世界市场》

《对外贸易》

《国家》

《雇佣劳动》

《地产》

《资本》

股份资本

信用

资本的竞争

资本

两者的统一

资本的流通过程

资本的生产过程



温铁军�

社会化⼤⽣产+财产私⼈占有=>资本阶段
对资源短缺的⼈⼝⼤国⽽⾔,任何成本成本⼤于收益收益的制度安排都会引发社会动荡甚⾄⾰命
对本⺠族进⾏剥夺的内向型积累⽅式:现代化,⼯业化现代化,⼯业化
四次⼯业化:
洋务运动
⺠国初年:⻩⾦⼗年;�抗战之后:官僚,买办资本主义
新中国:中国政府主导的国家⼯业化
改⾰开放:地⽅政府主导的地⽅⼯业化

⼯业化都必须搞资本原始积累
⽭盾总是往后积累给了后⼈
必须在公平竞争条件下,才有效的市场经济机制
任何类型的国家资本都趋向于追去垄断占有超额利润
⽠分资源和市场为⽬的的两次世界⼤战
⼯商业者规避⻛险的主要⽅式"兼业"或"退出"
旧社会的主要⽭盾不是地主过量剥夺农⺠,⽽是⼯商业和⾦融资本过度剥夺农村导致农⺠⼤量破产
⾦融垄断资本集团控制全球经济通过国际资本流动推动经济增⻓同时为产业升级进⼊以技术创新为主的知识经济时代开拓
了宽⼴⼤道.且已经被证明是⼈类有史以来最先进的,具有普世性的制度
常识:资本不能产⽣利润
即便是泡沫经济,⾦融资本利润⾦融资本利润仍然只能从⼤多数制造业为主的国家的实质经济中掠取
⽆论是⾰命还是改⾰,往往都是逼出来的,都没有约定或实现设计好,批准了在⼲的.
理论界强调的"效益"和⼤众追求的"均平"之间越来越难以调和
只有泡沫经济才能提供的超额利润
农村留守⼉童留守⼉童问题
只有调整现存利益分配机制才是真改⾰
利益集团{教育,医疗,医药,⼯业,⾦融,法律,⼴电,地产,互联⽹,军⼯,科研}
利益分配机制固化：导致条块分割，尾⼤不掉

浸淫于殖⺠化体系中的发展中国家所谓学术界得�数典忘祖
警语：
如果⾦融资本为主的所谓服务业占GDP超过50%，势必因⾦融异化于实体⽽内⽣性的爆发危机
如果真实城市化率超过50%中国就将不会再有城市资本危机代价向农村转嫁⽽实现软着陆的基础

2007年中国股灾蒸发掉7万亿⼈⺠币的市值；
中国不分属性的资本巨婴们完全按照西⽅经济学教科书出牌
2015年股市危机销掉21万亿⼈⺠币，接着汇市危机销掉⼀万多亿美元外储
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最实际作⽤，是与激进全球化⽣发出的“灰犀⽜”们赛跑
只要过剩资本还能找到投资空间，则新世纪资本⾼速扩张造成的严重过剩⽭盾就会缓解
“懒政怠政”的官员；研究部⻔中的两⾯⼈
现今城市化发展也可以归纳为“空间平移，集中贫困空间平移，集中贫困”这⼋个字，涌现出⼤量“蚁族”、“⼯蜂族”打⼯者，这当中既有
初级劳动⼒，也不乏脑⼒劳动者
⼆战后建⽴的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式:暴⼒⾰命or�⾮暴⼒⾰命�.进⽽形成路径依赖?
⾮暴⼒谈判获得政治主权,失去经济主权,军事主权?[主权负外部性]
中央政府公司化->地⽅政府公司化->村级公司化?
党政主导下发动农⺠综合合作的群众路线
中国⾃13世纪中叶的宋代⼈⼝过亿以后，在资源与⼈⼝这个主要国情⽭盾约束下颓势渐显，虽然清初“开疆拓⼟，移⺠实
边”，⼀度由于有条件全国范围调整⼈地关系⽽出现百年盛世，但随后因“新增⼈丁永不加赋”⼈⼝突破4�亿⽽使国情约

百年中国,⼀波四折百年中国,⼀波四折



束更为严峻
在财政“分灶”之后从1个中央政府演化出约7万个地⽅政府追求资本积累促进的粗放型经济增⻓⽅兴未艾
⼩农村社经济条件下的农业⾝处其间，不仅同时⾯临“前现代”和“后现代”交织在⼀起的复合⽭盾，⽽且如何与国际化
的市场经济接轨、如何完成⾃我改造，都还尚未破题。
国家推进城市化⼤范围调整⼈地关系真正发挥作⽤（⼀般市场经济国家农村⼈⼝低于�10%）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与其说是农⺠的问题，不如说是对政府的挑战。
⾃秦置郡县以来，由于⼩农经济剩余太少，所以历史上“皇权不下县”，县以下只能维持乡村⾃治，地主和⾃耕农纳税，
贫雇农则只交租。这种政治制度得以延续⼏千年的原因在于层次简单、冗员少，运⾏成本低

灾难深重的中华⺠族，⼀百年来，其优秀⼈物奋⽃牺牲，前仆后继，摸索救国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
“闭塞眼睛捉⿇雀”，“瞎⼦摸⻥”，粗枝⼤叶，夸夸其谈，满⾜于⼀知半解，这种极坏的作⻛
从客观的真实的情况出发，⽽不是从主观的愿望出发
许多⻢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必称希腊，对于⾃⼰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认真地研究现状的空⽓是不浓厚的，
认真地研究历史的空⽓也是不浓厚的
上⾯我说了三⽅⾯的情形；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克思列宁主义的应⽤
不愿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仅仅根据⼀知半解，根据“想当然”，就在那⾥发号施令，这种主观主义的作⻛
⼏⼗年，很多留学⽣都犯过这种⽑病。他们从欧美⽇本回来，只知⽣吞活剥地谈外国。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忘记了⾃
⼰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
理论和实际统⼀
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研究中国⾰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研究中
国⾰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不浅
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到⻢克思、恩格斯、列宁、斯⼤林那⾥找⽴场，找观点，找⽅法，⽽是
为了单纯地学理论⽽去学理论。不是有的放⽮，⽽是⽆的放⽮
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或作讲演，则甲⼄丙丁，⼀⼆三四的⼀⼤串；或作⽂章，则夸夸其谈的⼀⼤篇。⽆实事求是之
意，有哗众取宠之⼼。华⽽不实，脆⽽不坚。⾃以为是，⽼⼦天下第⼀，“钦差⼤⾂”满天⻜
我们应当说，没有科学的态度，即没有⻢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
⻢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实实的学问，任何⼀点调⽪都是不⾏的。我们还是⽼实⼀点吧！
应⽤⻢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法，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和研究
“实事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切事物，“是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种结论，不是甲⼄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章，⽽是科学的结论
就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权，夸夸其谈地乱说⼀顿和⼀⼆三四的现象罗列，都是⽆⽤的
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材，分⼯合作地去做，克服⽆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化史⼏个
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
我们⾛过了许多弯路。但是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

❖❖改造我们的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

❖❖完完


